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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带来宗教什么影响？宗教是否衰退？或是仍然存在甚至兴旺？有什么原因？

全世界是否世俗化？文化对世俗化有什么影响？是否有多元的世俗化？今期是讨论这些问

题。 

全球化下的宗教全球化下的宗教全球化下的宗教全球化下的宗教 

 自 15世纪以来，西方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加上后来的工业化，结果带来现

代化。在现代全球化时期，西方是最大的推动力，藉此将现代化带进全球每个角落。要明

白全球化下的宗教，一定要明白现代化与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 

 自从社会学的开端，社会学已经开始世俗化。意思就是从以前按着宗教和神灵来解

释社会现象转为按着理性和经验来研究社会。社会学的鼻祖如 Comte, Veblen, Durkheim, 

Marx等人的论说都带来社会学的世俗化。1但是最有力的论说是来自韦伯。 

 按着韦伯有名的现代化论，西方的新教（更正教）带来不单宗教的改革，并且社

会、政治和经济的转化。之前社会是根基于传统、宗教和神异 (enchantment) 的世界观，

宗教是文化系统的核心。新教的教导如加尔文主义和敬虔主义的一个核心价值是理性，使

社会从之前的世界观转化为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理性化成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质。

一方面经济的理性化带来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理性化使宗教世俗化。2因此现代化与理性

化会使宗教衰退。 

 很多宗教社会学者多年前都采取韦伯的论说。因为西欧的基督教的衰退，世俗化成

为主流。世俗化是社会转化的过程，也是宗教边缘化的理论。这理论不但解释过去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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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预测将来，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不会在乎宗教，理性会取代宗教信仰。3全球化会使

普世世俗化。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全球化，观察了全球的情况，很多学者都改变了主意。首先，

在西欧很多国家里宗教的确是衰退被世俗化取代，但是在美国直到今天宗教信仰仍然很普

遍，仍然大部分美国人参与宗教活动。其次，全球参与宗教制度和活动比以前更多，甚至

传统的部族宗教行为例如巫术、萨满等都有复兴现象。4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全球的宣教运

动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其他宗教例如印度教、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复兴。5因为这

样，很多学者例如 Berger都改变了主意，他说大部分的学者不再将现代化等同世俗化

了。6 

 

当然理性和科技的全球化带来传统宗教很大冲击，但是后果不是衰退，而是世俗化

与更新的宗教的共存。7现实是人类愿意接受很多矛盾，只要能够帮助他们生活便可以

了。 

 

 那么世俗化怎样表现出来？除了个人信仰行为的转变，还有社会制度的转变。在每

个社会中都有基本的社会制度存在，例如经济、政冶、社会、和宗教的制度。在古时整全

的社会中，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互相关连，有高度整合性，并且社会的功能平均分配于这

些基本的制度。例如宗教的制度和经济政治有紧密关系，并且被社会重视。在开始农耕或

狩猎时会举行宗教仪式，所有大节日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很多部落的领袖也是宗教领导

人。 

 

  在现代化社会中，这些基本的制度失去紧密关系，各自运作，导至社会生活成为部

门化 (compartmentalization)，生活分裂。宗教对其他制度失去影响力，就形成世俗化的现

象。信仰行为在公众场合失去影响力，而转为私人生活的表现。而且表现局限于宗教场

合，其它场合如职场、政治、家族等都和信仰失去关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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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些转变不是完全的。因为世俗化与宗教共存于很多社会，所以在这些社会

里民族与国家观念和身份仍然深受宗教影响。9现在普世中民族主义兴起的趋势越来越

强，这些民族主义多数与宗教有关。以下举一些例子。 

 

日本的民族主义可以从近来修改国家宪章的提议看到，这修改可以引致国家神道的

复兴与宗教自由的减少。10
 国家神道与普通神道不同，是围绕着日本国土和天皇 (皇帝)。

在国家神道里，根据古事纪日本国土是男神伊邪那岐 (Izanagi) 和女神伊邪那美 (Izanami) 

结合而生的地土。这结合也生了其他神，包括天照大御神，传下去就是第一位天皇神武天

皇。天皇敬拜的主神是天照大御神，登基时要经过一个大尝祭秘仪。这个秘仪的意义是隐

秘的，但根据一些学者在这秘仪中天照大御神的后裔中一个神灵降临天皇身上，因此形成

天皇的敬拜。这个围绕着天皇敬拜与神圣国土的国家神道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根基。以前加

上军国主义引致侵略亚洲，把亚洲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近来修改国家宪章的提议就反映

出国家神道的民族主义的增强趋势。 

 

同样，现在中国政府积极推行的爱国运动也与宗教息息相关。对共产党员爱国就是

爱共产党。共产党本来是根基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下

再没有意识形态，因此就以党精神 (party spirit) 取代意识形态，形成没有信条的敬奉共产

党的市民宗教 (civil religion)
11（这情况现在可能开始改变）12。 

 

在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 (Christian nationalism) 深入白人基督徒心中。基督教民族

主义是有关美国白人身份的混合宗教与政治的意识形态，提倡美国的起源 (只与白人有关

的起源) 是像以色列一样根基于神的拣选，按着基督教而形成，神藉美国祝福普世，13因

此要坚持守护美国继续是基督教国家。这个意识形态驱使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参与政治，支

持前任总统川普和他的使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政策，甚至有些相

信美国独立宣言和宪章是神所默示的，川普再选失败是个骗局，并参与国会山庄的占据。

14 

 

宗教兴旺的原因宗教兴旺的原因宗教兴旺的原因宗教兴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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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里宗教兴旺是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有关本体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人的基

要安全感在乎信任，信任他人与相信他的世界是真实的，这样面对将来的威胁时可以有心

理的保护和希望。这个就是本体安全。当家、国与社会制度平稳时，就会有高度本体安

全。失去家、国就带来很大焦虑。全球化削弱国家的观念，又带来数亿的迁移人口，所以

严重的影响本体安全。传统稳固的宗教制度如组织、信条等可以帮助人重建生命的架构，

拾回本体安全。特别宗教是根源于超越的神圣，有更大的安全性，因此带来传统宗教的兴

旺。另一方面，对传统宗教有反感的人，新宗教可以同样的带来本体安全。15民族主义也

可以满足同样的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紧密关系。16
 

  普世里宗教兴旺还有其他原因。有些人抗拒因现代化的全球化而带来的世俗化，因

而转向宗教信仰。有些人抗拒既存宗教的传统组织，在全球化下有机会接触其他不同宗

教， 就好像进入宗教自助餐，有很多不同选择。另外有些人认为全球化的经济带来不公

平的财物分配，或是富国欺压贫国，这个继续的失败使有些人转向宗教。还有一个原因，

大量的人口迁移使地方宗教扩展至普世不同地方。17 

多元的宗教与世俗化多元的宗教与世俗化多元的宗教与世俗化多元的宗教与世俗化 

 全球化下世俗化与宗教并存。全球的宗教与世俗化现象是多元的，因为受每地方的

文化影响。研究这宗教与世俗化多元化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18
 

1. 制度化的宗教与非制度化的宗教 

2. 公共宗教与私人宗教 

3. 传统保守宗教与现代自由宗教 

4. 正式的宗教与有宗教功能的非宗教形式 

 

 从这四角度我们可以明白世界中多元的宗教与世俗化。例如在欧洲，基督教是分为

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新教又分为路德派、加尔文派和独立派。世俗化与这些不同派别

的互动是有分别的。主要是冲突，后果是世俗化的胜利，社会是充斥世俗化，只有少数人

有宗教信仰和行为，并且只表现于私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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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主要是现代科学与天主教的冲突和现代资本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冲突，

引致世俗化、自由神学、灵恩运动等情形发生。19 

 

 美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在美国新教与现代化没有什么张力，社会是现代化和世俗

化，但是世俗化是藉着基督教而来，所以基督教没有消失或减弱，很多情形下宗教与世俗

不能划清界线。20
 

 儒教与道教中，宗教与世俗没有很大张力，因为缺乏宗教组织和超越的概念。可以

说这些宗教向来是入世和世俗化的。因此在西方人眼中东亚国家如中国、韩国等向来都是

世俗化。21
 

 社会处境深刻影响世俗化。印度社会面对的重要挑战是根基于印度教的种姓问题，

因此当印度现代化和世俗化时，世俗化被看为印度向来存在的观念，藉此阻止印度教成为

国教，就以为可以解决种姓的问题了。22当然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种姓仍然根深蒂

固，原教旨印度教主义 (Hindutva) 常常出现，现任莫迪总理就是属于这思潮。 

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 

 按着以上有关全球化与宗教的讨论，有以下一些简单的应用： 

1. 宣教士在宣教工场会遇到不单当地的宗教，并且世俗化。所以宣教要针对这两方

面。 

2. 宣教士不要以为社会是世俗化了，宗教影响便不再存在。 

3. 面对世俗化，宣教士要留意不要以为世俗化到处都是一样，需要明白文化、社会架

构和历史带给世俗化的影响。 

4. 可能在工场里民族主义兴旺，甚至影响基督徒。宣教士需要针对这点，建立信徒身

份，不是根基于国家或民族，而是根基于基督。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六十第六十第六十第六十四四四四期期期期 Vol  6, �o 2(Apri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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