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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敎多元化社會中的 
排他救恩（中譯） 

艾利克森 

西方神學院 

多謝大家來一起討論基督教信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世界上有 

很多不同的宗教，包括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及猶太教等’基督徒就 

是活在這樣的世界之中°但是’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多元宗教是一種新 

經驗，很多人以往只選擇信奉基督教或不信任何宗教（雖然其中也有 

猶太教，但是很多時候’都只是信奉基督教或不信任何宗教）；現在’ 

即使是在宗教及宗教活動受管制的國家或地區’情況也在改變°而在美 

國很多城市，也可以看見很多清真寺，或其他宗教聚會的地方，有些基 

督徒甚至發覺與別教的信徒為鄰。 

當我們自覺活在這樣的世界時，便得面對一些問題°我們希望以禮 

待人、不想傷害別人’或令其覺得羞愧°但是’我們是基督徒’需要向 

他們傳講耶穌’來滿足他們的需要°不過’這些異教徒當中’有些人非 

常好’又很願意幫助我們’是很好的鄰居 °我們如何向這些好人說： 

「你們是罪人，需要接受耶穌基督？」而且’這些人還很熱心’很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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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傳揚他們的宗教。美國人常常以為他們是向外傳揚宗教的，甚至以為 

他們單單外傳，而不會納入外來宗教，但這情況也正在改變。尤其是伊 

斯蘭教，他們非常進取地傳揚教義，沙特阿拉伯便派出很多伊斯蘭宣教 

士。現今的世界充斥各種宗教，我們應如何斷定哪個才是真的宗教呢？ 

在現今世界的文化裡，這趨勢愈來愈嚴重。在所謂後現代社會， 

「一個看法是對的，其他看法是錯的」這種想法會冒犯很多人。如果我 

們說基督教是真的，其他宗教都是假的，對很多人來說，實在太難入耳 

了。但是，基督教本質上就是一種叫人改變的宗教。基督徒都知道，只 

有一條道路通往上帝那裡，因為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十四6) 

以下是幾個反對這種排他論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我一位屬美南浸 

信會的朋友告訴我的。在猶太人的至聖日，美南浸信會宣告為猶太人的 

得救祈禱，這事惹來很多人反對。不僅猶太宗教領袖反對’有些自由派 

基督徒也說：「這樣為他們祈禱是非常冒犯的，你們並沒有尊重他 

們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教宗的 °教宗準備探訪印度’雖然印度沒有正 

式的官方宗教，但是，印度教卻非常盛行。印度教在印度影響很大，甚 

至是當地的麥當勞也不售賣含牛肉的食品；而且，在印度駕駛汽車需要 

閃避在路中間走動的牛°印度教的領袖對教宗說：「如果你來探訪印度 

的時候，不首先宣告耶穌不是救恩的唯一道路’你基本上是在製造仇 

恨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查理斯王子的 °他將來會成為英國國王。當他 

成為國王時，便會有一系列的銜頭。其中一個銜頭是信仰的保衛者，因 

為英國國王也是英國教會的領袖。然而，查理斯王子卻說：「或者當我 

做國王時’我稍作改動：信仰的保衛者’應該改為多種信仰的保衛 

者°」這就是一個表現多元主義（Pluralism)的行動。多元主義不僅是指 

存在很多不同的東西，還不容許別人說其中一個是對，而其他是錯的。 

有趣的是，今天面對的情況，正是早期教會所面對的。羅馬帝國是 

一個多元宗教的國家’人民可以信奉任何宗教，但其中有一個限制’就 

是不可以叫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改信你的宗教。其實，現今很多地方都 

有類似這樣的事°在許多已發展的國家’實質上只有一種罪，就是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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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見。其實’ 終只有福音派信徒可稱得上不容異見。因為，福音派信 

徒需要提出他們是唯一正確的，以勸說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歸信基督，所 

以’他們是唯一不能容忍其他宗教的群體’而這正是基督教獨特的地 

方。雖然其他宗教愈來愈積極勸人歸信他們的宗教，但與基督教相比， 

他們並不太在意不同宗教信念的矛盾。 

面對這種情況，有幾種解決方法。第一是排他主義(Exdusivism)， 

就是堅信只有基督教是真實的，人要相信耶穌基督，才會被上帝接納。 

所以，我們必須勸人歸信成為基督徒。第二是普救主義(Universalism)， 

它宣稱所有人都會得救：或是說，基督教傳遍世界，所有人都會成為基 

督徒；又或是說，上帝 終會極救所有人。如此說來，沒有一個宗教是 

真實的，就連基督教也不例外。第三是包容主義（Incliisivism)，它確認 

只有透過耶穌基督的工作，人才能得救，但得救人數，卻遠超出我們的 

想像。因為有些基督徒是沒有被識辨出來的，天主教神學家拉納（K a r l 

Rahner)稱他們為隱名的基督徒。至於第四個則是我們要討論的多元主 

義，它的意思是說，所有宗教都是真實的。 

其中一個提倡多元主義的神學家是希克（John Hick)�他在英國長 

大時，是一個掛名的聖公會教徒，他上教會僅因為他在一個基督教的家 

庭出生。當他讀大學時，接觸到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於是悔改成為基督 

徒，並且很熱心傳福音。但其後，他的看法逐漸改變。當他接觸世界各 

地的人時，他想到：會否所有人都是敬拜同一位神？他有幾個理由來支 

持這觀點：（1)各種宗教雖然有不同的敬拜，但其實都很相似。在希克 

的著作《神有很多名字》（(：?0^///«^5似《«3，；\^肌6力中’他列出一些詩歌的 

字句。有時候，我向我的學生讀出這些詩歌的字句，又問他們曾否唱 

過。他們說從來沒唱過，但聽起來似乎不錯。這些詩歌都是論及愛神和 

敬拜神的。然後，我告訴他們，這些根本不是基督教聖詩，而是佛教徒 

唱的歌。希克認為基督教與佛教的敬拜很相似，只是以不同名字來稱呼 

同一位神而已。（2)所有宗教都有聖人，人們都視他們為敬虔的人，不 

過這些聖人可能是印度教徒或回教徒。（3)不同宗教的人會在不同的地 

方出現。如果你在印度出生，便很可能成為印度教徒；如果你在北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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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便很可能成為回教徒；如果你在南歐出生，便很可能成為羅馬天主 

教徒；如果你在北歐出生，便很可能成為信義會的教徒；如果你在美國 

南部出生，便很可能成為美南浸信會的會友；如果你甚麼都不是，便需 

要一個充分的理由。希克指出，我們信甚麼與我們在哪兒出生有很大關 

係。有趣的是，希克應該是一個聖公會教徒，但他不是。（4) 一個宗教 

並不能成功地改變其他宗教一另一個主要的世界宗教。其實’在宣教 

史裡，我們能夠改變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其他主要宗教的信徒，包括猶 

太人、回教徒和佛教徒。我們並未成功地使他們歸信基督。很多時候， 

僅是那些少數部族的人成為基督徒。所以’希克這樣總結：所有不同宗 

教的人都是敬拜同一位神。神有很多名字’猶太人和基督徒稱祂為耶和 

華，回教徒稱祂為阿拉。 

希克又講了瞎子摸象的故事°有五個瞎子，他們並不知道大象的樣 

子’於是就一起探究大象究竟是怎樣的。五個瞎子各自摸著大象五個不 

同的部分，有人摸著大象的側面說，大象像一堵牆；有人抱著大象的腳 

說’大象像一棵樹；有人摸著大象的牙說，大象像一支矛。故事結束時 

說’雖然每一個瞎子的發現都有部分正確，但其實所有人都錯了，這就 

是希克對宗教的看法°佛教徒看到上帝的一面，然後說上帝就是這樣； 

猶太人看到上帝的另一面，然後說上帝就是我所看見的那樣。每一個宗 

教都擁有部分真理，但沒有一個宗教擁有所有真理。他看不同宗教的信 

徒’就像在不同的山谷中’向同一個方向走的人。每一個人邊唱歌邊走 

向目的地，為的是達到他們的宗教目標。他們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邊，也 

有人朝著同一目標走去°有一天，我們會一同走到彼此相見的地方，那 

時候才知道，回教徒和我們是殊途同歸的。 

當然’這看法有很多問題’其實各種宗教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甚至 

有相當重大的分歧。我們可能都相信’有一天我們會到天堂，那是個很 

快樂的地方。但有另一個看法是，有一天’我們會回歸真實，不再是個 

體。此外，我們還會以為’天堂是一個獲取獎賞的地方，那裡一個人可 

坐擁七十個童女。當然，每一個人摸到的大象’都非常不同。有一個瞎 

子發覺大象有很長的毛；另一個發覺大象的毛像羽毛；又有人發覺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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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部分有鱗甲。但如果有人說，宗教就與瞎子摸象的情況差不多， 

這其實是論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在不同的宗教裡，不一定能找到近似的東西，好像基 

督教的三一論，這是獨特的。有一位神學家名叫潘屈卡（Raimundo 

Panikka)，他寫了《印度教的不知名基督》(77ie Unknown Christ in 
Hinduism) 一書，指出不同的宗教都有三一論，例如印度教也有這個理 

論：父神代表感知到很遙遠的神的經驗，耶穌基督代表神與我們在世界 

同在的經驗，聖靈則代表神在我們裡面的經驗。我們透過不同的方式經 

驗神，這就是三一論了。潘尼卡發覺，在不同的宗教都可以找到這三種 

不同的經驗。不過，如果你跟基督徒這樣說，他會說：「這不是我認識 

的三一論。」而其他信念也根本不同。 

基督徒相信人需要重生。但有些基督徒說：「我相信人需要重生， 

亦相信輪迴。」其實他們是說不單止有一次重生’還要有很多次重生。 

輪迴的觀念與基督教的重生是截然不同的，亦與我們需要傳福音的命令 

相抵觸。其實，由始至終，大使命都沒改變’我們必須遵守；而且信息 

只有一個，就是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人必須靠賴祂，才可以得救。 

但是，在一個多元思想的世界裡，那個使命就很不同了。一個相信多元 

主義的宣教士到達宣教工場時，他不會將佛教徒改變為基督徒’而只會 

幫他成為更好的佛教徒。我們姑且假設多元主義是正確的，但我們若這 

樣做，基督教就會被重新建構’直至面目全非。八十幾年前’神學家梅 

欽（J. Gresham Machen)，寫了《基督教與新神學》(X^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一書。他說：「或許自由主義是真實的’但這個一定不是基 

督教。」自由主義與我們起初認識的基督教非常不同’如果我們要相信 

自由主義，我們就不可能再稱為基督徒了。如果相信多元主義的基督 

徒，要幫一個佛教徒成為更好的佛教徒’他也不應該再稱自己為基督徒 

了 ° 

你們或許會這樣說：「艾利克森是西方人，他來自以基督教為多數 

派的國家。但是，我們現在身處香港，卻是一個以基督教為少數派的地 

方，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但我要提醒你們’這正是早期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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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基督徒在教會剛建立的時候，亦是少數派。但是，他們沒有說： 

「我們或許應該與鄰居和平相處，不應說服他們成為基督徒。」現在我 

要對你們說：「我們必定要堅守基督教的獨特性。」那些妥協的基督教 

一般都不怎樣成功°來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是耶魯大學的教 

會歷史教授，寫了八冊關於基督教的宣教史’名為《基督教的擴張史》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 他回雇頁全書’‘就為讀者下 

此結論：有一些基督教’並沒有堅持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是唯一的 

救法。他們處於充滿敵意的世界之中，根本沒有能力存留。他們也沒有 

為世人提供真實的出路’不會使世人成為基督徒，只會使教會愈來愈像 

世界°如果我們希望教會存留下去’就必須堅持基督教的獨特性。有些 

基督徒主張用一個溫和的做法：不要堅持基督信仰是唯一的真理，要告 

訴世人’若要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基督教是 好的選擇。他們這樣 

說，是以基督徒群體為 好的版本。我曾嘗試把它應用在日本的宣教事 

工上：若我對在日本的宣教士說’叫人做基督徒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好的 

社群’他們就認為這不值得去傳’他們寧可堅持基督教的本質。 

三一論是基督教必須堅持的一種特質°三一論將基督教與其他宗教 

分別開來，例如相信神是絕對唯一的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以及一些東方 

宗教°有些東方宗教認為有很多神’有些則認為神是在萬物之中；而基 

督教是教導三一論的，三一上帝將基督教和這些宗教分別出來’這個並 

不是叫人容易接受或明白的教義。一位神學院教授曾跟我說，「如果你 

要明白三一論’你就失去你的思考能力°但如果你否定三一論，你就失 

去你的靈魂°」聖經沒有用很多字眼來形容神說’神是三或神是一。但 

聖經很清楚的說’父神是神、耶穌基督是神、聖靈是神。整本聖經都提 

及父神是神；而無論在約翰福音、希伯來書、保羅書信或其他書卷’都 

形容耶穌基督與父神一樣’是平等的；而聖靈也好像父神一樣’在「得 

罪聖靈就是得罪神」的事上’是很清楚的。與此同時，聖經告訴我們神 

是獨一的°申命記第六章提到這教訓是以色列人要學習、記在心上及背 

誦，甚至要繫在手上及寫在門框上的。若依照希伯來文’「神是獨一」 

的「一」’其實與創世記二章 2 4節「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二人 

成為一體」的「一」同字。當牧師宣告一對新人成為「一」時’他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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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兩個人站在那裡，不會變成一個人。但當他們成為夫婦，就會被愛 

緊密地連結一起。這就是三一論：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祂們彼 

此的愛和生命的交流，將祂們緊緊地連合一起，成為一體。這不是容易 

講解得明白的信息，或者這樣說會較容易：「不用想那麼多。」但是， 

我們相信，這教義是人沒法想像出來的；而這樣才與神聖真實切合。那 

位三位一體的神，是我們所敬拜的神，為我們帶來極救。 

另一個我們必須相信及堅持的基督教信仰，就是耶穌基督復活的真 

實性。當我提及在我們信仰裡這些重要的信念時，不是說其他的信念不 

重要，但是這兩個是特別重要的。有一天，我寫下一些重要的宗教領袖 

的生平，例如模罕默德、甘地、佛祖及創立基督教科學會的愛迪夫人 

等。他們都是這樣的：在某年某地出生，活了若干年，他們的教導深深 

影響跟隨他們的群眾，然後在某個時間死亡，接著被埋葬。對大部分人 

來說，這是他們生平的終結；但對耶穌來說，故事並沒有在此完結，耶 

穌基督的生平，是延續的。祂在神的大能下復活，那是其他宗教沒有 

的。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是早期教會教導的核心。在耶穌被釘死時’ 

門徒都表現得很沮喪，當人問彼得是否與耶穌一夥時，他三次否認’ 

說：「我不是。」甚至說：「我回去打魚 °」他們恐懼驚惶，怕人對待 

他們如對待耶穌一樣。但是’當我們看到五旬節的事件和彼得的講道 

時，彼得再不是說：「我不認識耶穌 °」而是說：「你們所釘死的耶 

穌，神已經使他從死裡復活了。」是甚麼改變了彼得和其他門徒呢？他 

們曾經恐懼’但現在不再害怕’並充滿勇氣°這只有一個有力的解釋， 

就是他們曾經看見復活的耶穌。 

其實’我們擁有關於耶穌基督復活的證據’遠比很多我們很容易相 

信的歷史事件的證據為多°基督教很願意和其他宗教比較’看誰更合乎 

史實°如果你們讀過《達文西密碼》 i j he Da Vinci Code) ’便會發現這 

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它論到耶穌的事情時’有些是很令人驚認的’例如 

他們說耶穌與抹大拉的馬利亞結婚’抹大拉還給耶穌生了小孩，所以耶 

穌基督的後裔其實正活在世上°當我讀這本書時’想起西北大學一位哲 

學教授經常說的話。有一天’他的學生在課堂上’提出一個他們認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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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的理論。那位教授這樣回應道：「理論很好，只有一個問題，就是 

沒有證據。」當我看見《達文西密碼》這本書所講的內容時，就想起這 

位教授的話；參與耶穌研討會的學者也有這種問題，他們能提供的證據 

其實很少。他們的證據，都比福音書離開耶穌的年代更遠。有時候，我 

問我的學生：「如果有一群人，親眼看見某件事情發生，然後在十年或 

十五年後寫出來；又或有另一群人在 1 5 0年後出生，寫作論及這件事 

情，你會相信誰呢？是目擊者？還是150年後的人？」《達文西密碼》正 

是基於後期的資料’甚至是臆測的證據。如果我們面對的世界，有很多 

競爭者都說他們的觀念是真理，我有以下的回應：我們會用盡外交的口 

吻，又以尊敬他們的態度’承認他們的美好生命；但是’我們會告訴他 

們’只有一條道路能叫人到達上帝那兒，就是藉著死而復活的耶穌。這 

是耶穌基督交付我們的信息和負擔’而我們也要將這信息和負擔延續下 

去。 

湯紹源牧師傳譯 

(本文根據即場中文傳譯修訂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