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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宣教全球化与宣教全球化与宣教全球化与宣教(九九九九) 

叶大铭叶大铭叶大铭叶大铭    

 

 今期结束全球化与宗教的关系的论述，也结束整个全球化与宣教系列。 

一一一一. 全球化与宗教冲突全球化与宗教冲突全球化与宗教冲突全球化与宗教冲突 

1. 世俗民族主义世俗民族主义世俗民族主义世俗民族主义 (secular nationalism) 与宗教冲突与宗教冲突与宗教冲突与宗教冲突 

 上期论到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藉着全球化传至世界各国，冲击着既存宗教。既存

宗教对世俗化的抗衡带来很多地区的反现代主义浪潮。这反现代主义与反现代化不同，是

反对现代的世俗主义，而不是反对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多宗教的原教旨主义

者很乐意使用新科技和媒体，例如电脑、手机、脸书等。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前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它们大部分都是以世俗民族

主义来建国。这些国家没有西方的基督教王国 (Christendom) 的背景，并且国内有不同民

族和不同宗教存在，为了避免冲突，就不以任何宗教作为国家宗教，而采取现代的世俗主

义立国。原意是在世俗主义的旗帜下不同宗教都可存在，可以避免或减少宗教冲突。 

但是，经过多年的世俗主义，很多地方都有宗教的反弹。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世俗主

义，不单在宗教信仰上，也在政治层面上反对世俗主义下的政权。这些反对有不同程度

的。首先是对世俗民族主义的挑战，认为它不是自然原则或神的启示，而是人民所选择的

政治规则，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这是文艺复兴的观点。2
 

第二程度是世俗民族主义与宗教的竞争。每个政权都需要道德上的认许和支持，否

则很多人便不会接受政权。这两个意识形态都可以提供道德上的认许和支持，但是它们是

互相排斥的，所以形成竞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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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穆斯林弟兄会 (Muslim Brotherhood) 是原教旨主义组织，于 2011 年的埃

及革命后，从选举中取得胜利。但是组织政府后不到一年，因为极端的伊斯兰政策惹起很

大反对，受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影响的民众游行，在军队支持下推翻了政权。 

以色列的锡安运动 (Zionism) 也显现世俗民族主义与宗教的竞争。锡安运动由极端

原教旨犹太教信徒组成，提出以色列立国是神的工作，犹太人是独一被拣选民族，所以以

色列国不应容许非犹太教人。4
 

在印度，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后，以世俗民族主义建国。但是印度教原教旨

主义 (Hindutva) 兴起，提出印度是只属于印度教徒。并且说因为印度教是很有包含性的，

所以任何宗教的教徒都可以在印度教的伞下保持他们的信仰。但是不愿意归于印度教的人

便会被排斥。受这主义的影响，很多基督徒和穆斯林被逼迫，基督教教会和伊斯兰教清真

寺被拆毁，也形成很多地方的暴动。上期提到现任总理莫迪就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所

以他上任后，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很多。 

佛教理应是和平不杀生的宗教，但是在斯里兰卡，极端佛教在过去七十年不停活

跃。斯里兰卡独立后，以世俗民族主义建立国家政府，容许不同宗教的存在。大部分人本

来都是佛教徒，这极端佛教的兴起是因为害怕非佛教敌人，特别是印度教的泰米尔人 

(Tamil)，以为自己已经变为被威胁的少数，所以要排除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这些极端

佛教信徒组织政党，不接纳世俗民族主义和多元宗教，要求赶走泰米尔人，不容许佛教徒

改变宗教。5
 

最后的程度是排斥世俗民族主义和政权，以宗教取代，建立宗教政权。伊朗在

1979 年驱逐以前皇朝，以什叶派伊斯兰教建立神权王国，排除其他宗教，什叶派领袖成

为国家最高领袖。6
 

最后提出的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和圣战运动。7圣战原是古兰经的教训，但古兰经也

着重和平。伊斯兰教在这一百年经历了极大的社会与政治转变，特别全球化带来西方的影

响，使很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越来越世俗化了。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由此兴

起，其中产生伊斯兰圣战运动，例如数年前的伊斯兰国 (ISIS)，废除世俗民族主义，企图

建立伊斯兰教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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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教之间的宗教之间的宗教之间的宗教之间的张力与张力与张力与张力与冲突冲突冲突冲突 

 上面指出全球化使宗教与世俗民族主义的冲突越来越增加。不单这样，也加增了宗

教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在这情况下，宣教遇到很多阻碍。在很多国家或是地区里，为了维

持和谐，政府实施禁止改宗教法例 (anti-conversion law)。例如印度的很多州便有这法例，

如果印度教教徒想成为基督徒，便要向政府申请批准，多数是被拒绝的。 这是造成内传

浪潮 (insider movement 又称内传福音运动) 的一个原因。在印度现在就有几十万个无名或

无教会的基督徒。8
 

 宗教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包括一神宗教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例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也包括一神宗教与多神宗教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例如基督教与印度教。 

 亨廷頓所写的很有影响力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9提出普世可以分

为九个文明，每个文明都有清晰的界线，并且文明是互不相容、彼此敌对的。因此文明冲

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文明和宗教有密切关系，就是说宗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以前有

论述这论说的错误，10社会学学者都不接受这论说。但是从现今普世情况来看，宗教之间

的张力与冲突的确是越来越强。怎样增强彼此理解包容，避免暴力冲突，这也是神的宣教

的一件事工。 

 

二二二二. 全球化与原教旨宗教全球化与原教旨宗教全球化与原教旨宗教全球化与原教旨宗教的兴起的兴起的兴起的兴起 

 比较宗教学者 Marty 和 Appleby 认为原教旨宗教有以下的特点:
11

 

1. 对宗教的边缘化的反应 

2. 少数被拣选的概念 

3. 道德二元论：正邪二元化 

4. 信仰绝对正确无误：神绝对的话语 

5. 末世和救主论 

6. 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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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威权组织 

8. 对会员的绝对要求：要牺牲12
 

 Bruce 认为原教旨宗教的出发点是根基于绝对正确无误的经文的信仰，然后是美满

的显示这信仰的群体。面对社会的变迁带来的压力和宗教的边缘化，原教旨宗教极力重申

原始宗教的美善，要社会回归原始宗教，但是这个回归又浸透着现代化的影响。13
 

 原教旨宗教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例如美国基督教自从圣经批判论和自由派神学

出现后就产生基要派的抗衡，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伊斯兰教自古以来就是信奉圣典 (特

别古兰经) 是绝对正确无误，并且穆斯林群体是完善的信仰群体，所以自古以来伊斯兰教

就是原教旨宗教。 

但是现在的原教旨宗教是近四十多年才出现，14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后果。现代化

不单带来世俗民族主义，也带来西方更正教的个人主义和社会的分化与部门化。起初只是

西方受到这些影响，但现代的全球化将这些传遍普世。这全球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边缘化了

宗教，原教旨宗教就由此兴起，来抗衡这些影响，重申传统身份的重要，15因此原教旨宗

教是全球化的产品。16
 

 

三三三三. 全球化与属灵市场全球化与属灵市场全球化与属灵市场全球化与属灵市场 (Spiritual Market)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应用市场经济学于基督教带来属灵市场的现象。藉着全球

化，属灵市场出现于世界各地。 

 市场的形象来自经济学，借用经济的模式和名词。第一，用供与求的原则。在多元

宗教的社会里，只有满足大众的需求才可以生存与发展。第二，用宗教消费主义。大众在

属灵市场中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行为。因此宗教组织看其他组织为竞争对手，要

在市场上出色出位，吸引顾客注目，并以迎合顾客的经验、身份和需要来赢取顾客。17其

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立品牌，使大众认识这产品，并藉着符号、语言、神话等方法使

这产品成为名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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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市场的兴起是有很多原因，包括西方基督教王国的没落、世俗化、宗教的多元

化、被消费主义充斥的社会、多元媒体的兴旺等。19
 

 

四四四四. 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 

 今天的宣教士面对的世界是充满冲突的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悲但却是现实的情

况。因此宣教士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遇到敌对，甚至逼迫，又可能遇到因地方的冲突而

带来的严重社会动荡。在这些情况下，宣教士应否继续留下或者撤退，是个很难作的决

定。有一篇好文章，可以帮助作适合的决定，读者可以阅读这篇文章。20
 

 为了减少宗教的冲突，宣教士要思考怎样说明自己的身份。可能除了宣教士这名词

外，还有更好的称呼。在宣教事工上可能遇到困难的处境，例如向穆斯林或印度教教徒宣

教时，便可能面对内传浪潮的情形。这在宣教圈子里带来很多的争议和分歧，以穆斯林或

印度教教徒为宣教对象的宣教士需要预先考虑自己的立场。 

 最后，虽然市场经济里有些方法可能适合应用，但是整个理念的价值观是与圣经的

价值观相违的，所以宣教士要提防属灵市场对宣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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