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宣教隨筆宣教隨筆宣教隨筆宣教隨筆    

 

全球化與宣教全球化與宣教全球化與宣教全球化與宣教(九九九九) 

葉大銘葉大銘葉大銘葉大銘    

 

 今期結束全球化與宗教的關係的論述，也結束整個全球化與宣教系列。 

一一一一. 全球化與宗教衝突全球化與宗教衝突全球化與宗教衝突全球化與宗教衝突 

1. 世俗民族主義世俗民族主義世俗民族主義世俗民族主義 (secular nationalism) 與宗教衝突與宗教衝突與宗教衝突與宗教衝突 

 上期論到現代化帶來的世俗化，藉著全球化傳至世界各國，衝擊著既存宗教。既存

宗教對世俗化的抗衡帶來很多地區的反現代主義浪潮。這反現代主義與反現代化不同，是

反對現代的世俗主義，而不是反對現代科技帶來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多宗教的原教旨主義

者很樂意使用新科技和媒體，例如電腦、手機、臉書等。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前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城為國家。它們大部分都是以世俗民族

主義來建國。這些國家沒有西方的基督教王國 (Christendom) 的背景，並且國內有不同民

族和不同宗教存在，為了避免衝突，就不以任何宗教作為國家宗教，而採取現代的世俗主

義立國。原意是在世俗主義的旗幟下不同宗教都可存在，可以避免或減少宗教衝突。 

但是，經過多年的世俗主義，很多地方都有宗教的反彈。原教旨主義者反對世俗主

義，不單在宗教信仰上，也在政治層面上反對世俗主義下的政權。這些反對有不同程度

的。首先是對世俗民族主義的挑戰，認為它不是自然原則或神的啟示，而是人民所選擇的

政治規則，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這是文藝復興的觀點。2
 

第二程度是世俗民族主義與宗教的競爭。每個政權都需要道德上的認許和支持，否

則很多人便不會接受政權。這兩個意識形態都可以提供道德上的認許和支援，但是它們是

互相排斥的，所以形成競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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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穆斯林弟兄會 (Muslim Brotherhood) 是原教旨主義組織，於 2011 年的埃

及革命後，從選舉中取得勝利。但是組織政府後不到一年，因為極端的伊斯蘭政策惹起很

大反對，受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影響的民眾遊行，在軍隊支持下推翻了政權。 

以色列的錫安運動 (Zionism) 也顯現世俗民族主義與宗教的競爭。錫安運動由極端

原教旨猶太教信徒組成，提出以色列立國是神的工作，猶太人是獨一被揀選民族，所以以

色列國不應容許非猶太教人。4
 

在印度，印度從英國的殖民統治獨立後，以世俗民族主義建國。但是印度教原教旨

主義 (Hindutva) 興起，提出印度是只屬於印度教徒。並且說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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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下保持他們的信仰。但是不願意歸於印度教的人

便會被排斥。受這主義的影響，很多基督徒和穆斯林被逼迫，基督教教會和伊斯蘭教清真

寺被拆毀，也形成很多地方的暴動。上期提到現任總理莫迪就是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所

以他上任後，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很多。 

佛教理應是和平不殺生的宗教，但是在斯里蘭卡，極端佛教在過去七十年不停活

躍。斯里蘭卡獨立後，以世俗民族主義建立國家政府，容許不同宗教的存在。大部分人本

來都是佛教徒，這極端佛教的興起是因為害怕非佛教敵人，特別是印度教的泰米爾人 

(Tamil)，以為自己已經變為被威脅的少數，所以要排除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這些極端

佛教信徒組織政黨，不接納世俗民族主義和多元宗教，要求趕走泰米爾人，不容許佛教徒

改變宗教。5
 

最後的程度是排斥世俗民族主義和政權，以宗教取代，建立宗教政權。伊朗在

1979 年驅逐以前皇朝，以什葉派伊斯蘭教建立神權王國，排除其他宗教，什葉派領袖成

為國家最高領袖。6
 

最後提出的是伊斯蘭恐怖分子和聖戰運動。7聖戰原是古蘭經的教訓，但古蘭經也

著重和平。伊斯蘭教在這一百年經歷了極大的社會與政治轉變，特別全球化帶來西方的影

響，使很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改變了很多，越來越世俗化了。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由此興

起，其中產生伊斯蘭聖戰運動，例如數年前的伊斯蘭國 (ISIS)，廢除世俗民族主義，企圖

建立伊斯蘭教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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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教之間的張力與宗教之間的張力與宗教之間的張力與宗教之間的張力與衝突衝突衝突衝突 

 上面指出全球化使宗教與世俗民族主義的衝突越來越增加。不單這樣，也加增了宗

教之間的張力與衝突。在這情況下，宣教遇到很多阻礙。在很多國家或是地區裏，為了維

持和諧，政府實施禁止改宗教法例 (anti-conversion law)。例如印度的很多州便有這法例，

如果印度教教徒想成為基督徒，便要向政府申請批准，多數是被拒絕的。 這是造成內傳

浪潮 (insider movement 又稱內傳福音運動) 的一個原因。在印度現在就有幾十萬個無名或

無教會的基督徒。8
 

 宗教之間的張力與衝突包括一神宗教之間的張力與衝突，例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也包括一神宗教與多神宗教之間的張力與衝突，例如基督教與印度教。 

 亨廷頓所寫的很有影響力的書《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9提出普世可以分

為九個文明，每個文明都有清晰的界線，並且文明是互不相容、彼此敵對的。因此文明衝

突是不可避免的。這些文明和宗教有密切關係，就是說宗教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以前有

論述這論說的錯誤，10社會學學者都不接受這論說。但是從現今普世情況來看，宗教之間

的張力與衝突的確是越來越強。怎樣增強彼此理解包容，避免暴力衝突，這也是神的宣教

的一件事工。 

 

二二二二. 全球化與原教旨宗教全球化與原教旨宗教全球化與原教旨宗教全球化與原教旨宗教的興起的興起的興起的興起 

 比較宗教學者 Marty 和 Appleby 認為原教旨宗教有以下的特點:
11

 

1. 對宗教的邊緣化的反應 

2. 少數被揀選的概念 

3. 道德二元論：正邪二元化 

4. 信仰絕對正確無誤：神絕對的話語 

5. 末世和救主論 

6. 清晰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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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威權組織 

8. 對會員的絕對要求：要犧牲12
 

 Bruce 認為原教旨宗教的出發點是根基於絕對正確無誤的經文的信仰，然後是美滿

的顯示這信仰的群體。面對社會的變遷帶來的壓力和宗教的邊緣化，原教旨宗教極力重申

原始宗教的美善，要社會回歸原始宗教，但是這個回歸又浸透著現代化的影響。13
 

 原教旨宗教在歷史上出現了很多次。例如美國基督教自從聖經批判論和自由派神學

出現後就產生基要派的抗衡，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伊斯蘭教自古以來就是信奉聖典 (特

別古蘭經) 是絕對正確無誤，並且穆斯林群體是完善的信仰群體，所以自古以來伊斯蘭教

就是原教旨宗教。 

但是現在的原教旨宗教是近四十多年才出現，14原因是全球化帶來的後果。現代化

不單帶來世俗民族主義，也帶來西方更正教的個人主義和社會的分化與部門化。起初只是

西方受到這些影響，但現代的全球化將這些傳遍普世。這全球的現代化和世俗化邊緣化了

宗教，原教旨宗教就由此興起，來抗衡這些影響，重申傳統身份的重要，15因此原教旨宗

教是全球化的產品。16
 

 

三三三三. 全球化與屬靈市場全球化與屬靈市場全球化與屬靈市場全球化與屬靈市場 (Spiritual Market) 

 在西方，特別是美國，應用市場經濟學於基督教帶來屬靈市場的現象。藉著全球

化，屬靈市場出現於世界各地。 

 市場的形象來自經濟學，借用經濟的模式和名詞。第一，用供與求的原則。在多元

宗教的社會裏，只有滿足大眾的需求才可以生存與發展。第二，用宗教消費主義。大眾在

屬靈市場中會選擇適合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行為。因此宗教組織看其他組織為競爭對手，要

在市場上出色出位，吸引顧客注目，並以迎合顧客的經驗、身份和需要來贏取顧客。17其

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立品牌，使大眾認識這產品，並藉著符號、語言、神話等方法使

這產品成為名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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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市場的興起是有很多原因，包括西方基督教王國的沒落、世俗化、宗教的多元

化、被消費主義充斥的社會、多元媒體的興旺等。19
 

 

四四四四. 宣教應用宣教應用宣教應用宣教應用 

 今天的宣教士面對的世界是充滿衝突的世界，這是不可避免的可悲但卻是現實的情

況。因此宣教士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會遇到敵對，甚至逼迫，又可能遇到因地方的衝突而

帶來的嚴重社會動盪。在這些情況下，宣教士應否繼續留下或者撤退，是個很難作的決

定。有一篇好文章，可以幫助作適合的決定，讀者可以閱讀這篇文章。20
 

 為了減少宗教的衝突，宣教士要思考怎樣說明自己的身份。可能除了宣教士這名詞

外，還有更好的稱呼。在宣教事工上可能遇到困難的處境，例如向穆斯林或印度教教徒宣

教時，便可能面對內傳浪潮的情形。這在宣教圈子裏帶來很多的爭議和分歧，以穆斯林或

印度教教徒為宣教物件的宣教士需要預先考慮自己的立場。 

 最後，雖然市場經濟裏有些方法可能適合應用，但是整個理念的價值觀是與聖經的

價值觀相違的，所以宣教士要提防屬靈市場對宣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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