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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隨筆宣教隨筆宣教隨筆宣教隨筆 30 全球化與宣教全球化與宣教全球化與宣教全球化與宣教 (八八八八) 

葉大銘葉大銘葉大銘葉大銘 

 

 全球化帶來宗教什麼影響？宗教是否衰退？或是仍然存在甚至興旺？有什麼原因？

全世界是否世俗化？文化對世俗化有什麼影響？是否有多元的世俗化？今期是討論這些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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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以來，西方經歷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加上後來的工業化，結果帶來現

代化。在現代全球化時期，西方是最大的推動力，藉此將現代化帶進全球每個角落。要明

白全球化下的宗教，一定要明白現代化與現代化帶來的世俗化。 

 自從社會學的開端，社會學已經開始世俗化。意思就是從以前按著宗教和神靈來解

釋社會現象轉為按著理性和經驗來研究社會。社會學的鼻祖如 Comte, Veblen, Durkheim, 

Marx等人的論說都帶來社會學的世俗化。1但是最有力的論說是來自韋伯。 

 按著韋伯有名的現代化論，西方的新教（更正教）帶來不單宗教的改革，並且社

會、政治和經濟的轉化。之前社會是根基于傳統、宗教和神異 (enchantment) 的世界觀，

宗教是文化系統的核心。新教的教導如加爾文主義和敬虔主義的一個核心價值是理性，使

社會從之前的世界觀轉化為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理性化成為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特質。

一方面經濟的理性化帶來資本主義，另一方面理性化使宗教世俗化。2因此現代化與理性

化會使宗教衰退。 

 很多宗教社會學者多年前都採取韋伯的論說。因為西歐的基督教的衰退，世俗化成

為主流。世俗化是社會轉化的過程，也是宗教邊緣化的理論。這理論不但解釋過去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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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預測將來，社會制度的理性化不會在乎宗教，理性會取代宗教信仰。3全球化會使

普世世俗化。 

 

但是經過這幾十年的全球化，觀察了全球的情況，很多學者都改變了主意。首先，

在西歐很多國家裏宗教的確是衰退被世俗化取代，但是在美國直到今天宗教信仰仍然很普

遍，仍然大部分美國人參與宗教活動。其次，全球參與宗教制度和活動比以前更多，甚至

傳統的部族宗教行為例如巫術、薩滿等都有復興現象。4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全球的宣教運

動有一個意料之外的後果，就是其他宗教例如印度教、佛教與伊斯蘭教的復興。5因為這

樣，很多學者例如 Berger都改變了主意，他說大部分的學者不再將現代化等同世俗化

了。6 

 

當然理性和科技的全球化帶來傳統宗教很大衝擊，但是後果不是衰退，而是世俗化

與更新的宗教的共存。7現實是人類願意接受很多矛盾，只要能夠幫助他們生活便可以

了。 

 

 那麼世俗化怎樣表現出來？除了個人信仰行為的轉變，還有社會制度的轉變。在每

個社會中都有基本的社會制度存在，例如經濟、政冶、社會、和宗教的制度。在古時整全

的社會中，這些基本的社會制度互相關連，有高度整合性，並且社會的功能平均分配於這

些基本的制度。例如宗教的制度和經濟政治有緊密關係，並且被社會重視。在開始農耕或

狩獵時會舉行宗教儀式，所有大節日都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很多部落的領袖也是宗教領導

人。 

 

  在現代化社會中，這些基本的制度失去緊密關係，各自運作，導至社會生活成為部

門化 (compartmentalization)，生活分裂。宗教對其他制度失去影響力，就形成世俗化的現

象。信仰行為在公眾場合失去影響力，而轉為私人生活的表現。而且表現局限於宗教場

合，其他場合如職場、政治、家族等都和信仰失去關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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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些轉變不是完全的。因為世俗化與宗教共存於很多社會，所以在這些社會

裏民族與國家觀念和身份仍然深受宗教影響。9現在普世中民族主義興起的趨勢越來越

強，這些民族主義多數與宗教有關。以下舉一些例子。 

 

日本的民族主義可以從近來修改國家憲章的提議看到，這修改可以引致國家神道的

復興與宗教自由的減少。10
 國家神道與普通神道不同，是圍繞著日本國土和天皇 (皇帝)。

在國家神道裏，根據古事紀日本國土是男神伊邪那岐 (Izanagi) 和女神伊邪那美 (Izanami) 

結合而生的地土。這結合也生了其他神，包括天照大禦神，傳下去就是第一位天皇神武天

皇。天皇敬拜的主神是天照大禦神，登基時要經過一個大嘗祭秘儀。這個秘儀的意義是隱

秘的，但根據一些學者在這秘儀中天照大禦神的後裔中一個神靈降臨天皇身上，因此形成

天皇的敬拜。這個圍繞著天皇敬拜與神聖國土的國家神道是日本民族主義的根基。以前加

上軍國主義引致侵略亞洲，把亞洲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近來修改國家憲章的提議就反映

出國家神道的民族主義的增強趨勢。 

 

同樣，現在中國政府積極推行的愛國運動也與宗教息息相關。對共產黨員愛國就是

愛共產黨。共產黨本來是根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在中國共產黨在資本主義下

再沒有意識形態，因此就以黨精神 (party spirit) 取代意識形態，形成沒有信條的敬奉共產

黨的市民宗教 (civil religion)
11（這情況現在可能開始改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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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義是有關美國白人身份的混合宗教與政治的意識形態，提倡美國的起源 (只與白人有關

的起源) 是像以色列一樣根基於神的揀選，按著基督教而形成，神藉美國祝福普世，13因

此要堅持守護美國繼續是基督教國家。這個意識形態驅使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參與政治，支

持前任總統川普和他的使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政策，甚至有些相

信美國獨立宣言和憲章是神所默示的，川普再選失敗是個騙局，並參與國會山莊的佔據。

14 

 

宗教興旺的原因宗教興旺的原因宗教興旺的原因宗教興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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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裏宗教興旺是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有關本體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人的基

要安全感在乎信任，信任他人與相信他的世界是真實的，這樣面對將來的威脅時可以有心

理的保護和希望。這個就是本體安全。當家、國與社會制度平穩時，就會有高度本體安

全。失去家、國就帶來很大焦慮。全球化削弱國家的觀念，又帶來數億的遷移人口，所以

嚴重的影響本體安全。傳統穩固的宗教制度如組織、信條等可以幫助人重建生命的架構，

拾回本體安全。特別宗教是根源于超越的神聖，有更大的安全性，因此帶來傳統宗教的興

旺。另一方面，對傳統宗教有反感的人，新宗教可以同樣的帶來本體安全。15民族主義也

可以滿足同樣的需要，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宗教與民族主義的興起有緊密關係。16
 

  普世裏宗教興旺還有其他原因。有些人抗拒因現代化的全球化而帶來的世俗化，因

而轉向宗教信仰。有些人抗拒既存宗教的傳統組織，在全球化下有機會接觸其他不同宗

教， 就好像進入宗教自助餐，有很多不同選擇。另外有些人認為全球化的經濟帶來不公

平的財物分配，或是富國欺壓貧國，這個繼續的失敗使有些人轉向宗教。還有一個原因，

大量的人口遷移使地方宗教擴展至普世不同地方。17 

多元的宗教與世俗化多元的宗教與世俗化多元的宗教與世俗化多元的宗教與世俗化 

 全球化下世俗化與宗教並存。全球的宗教與世俗化現象是多元的，因為受每地方的

文化影響。研究這宗教與世俗化多元化可以從四個角度來看：18
 

1. 制度化的宗教與非制度化的宗教 

2. 公共宗教與私人宗教 

3. 傳統保守宗教與現代自由宗教 

4. 正式的宗教與有宗教功能的非宗教形式 

 

 從這四角度我們可以明白世界中多元的宗教與世俗化。例如在歐洲，基督教是分為

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新教又分為路德派、加爾文派和獨立派。世俗化與這些不同派別

的互動是有分別的。主要是衝突，後果是世俗化的勝利，社會是充斥世俗化，只有少數人

有宗教信仰和行為，並且只表現於私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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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主要是現代科學與天主教的衝突和現代資本社會與農耕社會的衝突，

引致世俗化、自由神學、靈恩運動等情形發生。19 

 

 美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在美國新教與現代化沒有什麼張力，社會是現代化和世俗

化，但是世俗化是藉著基督教而來，所以基督教沒有消失或減弱，很多情形下宗教與世俗

不能劃清界線。20
 

 儒教與道教中，宗教與世俗沒有很大張力，因為缺乏宗教組織和超越的概念。可以

說這些宗教向來是入世和世俗化的。因此在西方人眼中東亞國家如中國、韓國等向來都是

世俗化。21
 

 社會處境深刻影響世俗化。印度社會面對的重要挑戰是根基於印度教的種姓問題，

因此當印度現代化和世俗化時，世俗化被看為印度向來存在的觀念，藉此阻止印度教成為

國教，就以為可以解決種姓的問題了。22當然這個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種姓仍然根深蒂

固，原教旨印度教主義 (Hindutva) 常常出現，現任莫迪總理就是屬於這思潮。 

宣教應用宣教應用宣教應用宣教應用 

 按著以上有關全球化與宗教的討論，有以下一些簡單的應用： 

1. 宣教士在宣教工場會遇到不單當地的宗教，並且世俗化。所以宣教要針對這兩方

面。 

2. 宣教士不要以為社會是世俗化了，宗教影響便不再存在。 

3. 面對世俗化，宣教士要留意不要以為世俗化到處都是一樣，需要明白文化、社會架

構和歷史帶給世俗化的影響。 

4. 可能在工廠裏民族主義興旺，甚至影響基督徒。宣教士需要針對這點，建立信徒身

份，不是根基於國家或民族，而是根基於基督。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六十四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四期 Vol  6, �o 2(Apri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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