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三大宗教之相通與世界倫理之可能

胡雋詠

所謂宗教，必需對人類生命與救贖的問題有所回答，本文以《聖

經》、《古蘭經》、《心經》為出發點，討論基督教、伊斯蘭教和佛教

如何為人指示救贖之道，以達到快樂豐盛的人生。

（一）三大宗教的基本要點

伊斯蘭教：六信五功、歸順真主

「伊斯蘭」一詞的意思是徹底順從，伊斯蘭教主張人類和平共

處，歸順並服從真主。《古蘭經》35章3節有這樣的一段：「世人啊！

你們要記住安拉對你們的恩典，在安拉外還有任何造物者由諸天與年

地賜給你們糧食嗎？除了他之外無神，那麼你們要轉向何處呢？」。伊

斯蘭講求六大信和五功，六大信是：信獨一無二的真主、信天使、信

聖人、信經典、信後世、信前定；五功即唸作證言、做禮拜、齋戒、

施天課和朝覲。信徒必須全心順從，堅守六信、五功，真主才會進入

其生活，賜與美滿的人生和社會。

基督教：跟從上帝、遵守誡命

《聖經》有舊約和新約，舊約彰顯上帝的公義和全能；新約較強

調神的愛。不過，新舊約都帶出同一信息：人只有跟從上帝、謹守誡

命，才找到生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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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舊約聖經創世紀的描述，上帝是萬物及人類的創造者，祂

「照著自己的形像……造男造女」1；上帝和人之間有密切的關係，

因人有上帝的靈，上帝「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人就成了「有靈的

活人」2；上帝和人本一同生活：「耶和華神在東方的伊甸立了一個園

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3，但人犯了罪，所以被上帝逐出伊甸

園。這就是創世紀中人的本源。因為上帝創造人，所以人要和上帝建

立關係，才得到美好的生命。舊約中的先知、義人如亞伯拉罕、摩

西、約書亞、約伯等，都與上帝對話，並因信服而得到上帝的帶領；

約伯受苦難，因信「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全心敬

畏，最後「耶和華賜給他的比以前加倍」4。

相較之下，新約強調人要遵守誡命、跟從上帝，比舊約更徹底。

馬可福音中，耶穌說：「人為我和福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

妹、父母、兒女、田地。沒有不在今世得百倍的」5，並且「在來世

必得永生」。十二個跟從耶穌的門徒都拋下工作和家人，因耶穌要人

「盡心、盡性、盡意、盡力愛主你的神，其次就是說，你要愛人如

己」6，找到上帝，就找到愛，有能力愛人，並得到生命的意義。

佛教：緣起性空，無有恐怖

佛家以放下我執、超脫輪迴，來達致生命圓滿。按佛家《心經》

所言，諸行無常、眾生皆苦，唯有了悟緣起性空、無我無常，才能離

苦去難，達到清淨澄明之心境。《心經》中，「依般若波羅蜜多故，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離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就是

1 《聖經》，創世紀，頁4。
2 同上。
3 《聖經》，創世紀，頁6。
4 《聖經》，約伯記，頁645。
5 《聖經》，馬可福音，頁64。
6 《聖經》，馬可福音，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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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好人生的寫照。要修得「般若波羅蜜多」的無上智慧，就要以

「空」的思維看世界，也就是一行禪師所講的「互即互入」。

「互即互入」是一種看世界的眼光，讓人了悟萬事萬物互有關

連，沒任何東西可以獨立存在。「五蘊皆空」，即是說組成「我」的

五個元素皆「空」；「空」掉了一個孤立的自我，便可充滿一切、充滿

生命。世間本沒有生死之分，因一切都是延續；沒有垢淨，玫瑰和

垃圾平等地需要對方；沒有增減，月圓月缺都是月亮，所以「空」

亦是變化，是無常，令一切事物的存在成為可能。這就是「諸法空

相，不生不滅，不垢不淨，不增不減」的意義。

有了這種想法，就可真正感受每一刻的生命，到達「彼岸」，「究

竟涅槃就是這種無畏狀態。你解脫了，你不再屈從生死、垢淨」7，

離苦得樂。

（二）三大宗教相通之處

以上闡釋了三大宗教的基本要點，可見三者在理念上有不少差異，

其修行方式亦各有不同，但細觀其道德指向，三者亦有相通之處。

肯定生存價值

基督教、佛教、伊斯蘭教都肯定了人的生存意義，為人指示和平

與幸福之路。

基督教認為若人願意相信上帝，跟從上帝的帶領，上帝的愛就為

人的生存賦予意義：「神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切信祂的不致滅亡，反得永生」8；人就是為了上帝而生，所以耶穌

7 《與生命相約》，頁185。
8 《聖經》，約翰福音，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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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人若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9。伊斯蘭與基督

教本屬同源，這方面的想法也比較相近；伊斯蘭教認為，當人找到生

命的源頭，就知道生活為了崇拜真主：「世人啊！是你們需要安拉，

而安拉卻是自足不求的，最受讚美的」10。佛家講求以自力證悟無上智

慧，不像基督教、伊斯蘭教要求信徒崇拜或順從一位造物主，但佛家首

要目的是讓人離苦去難，某程度上也具有宗教的救贖精神，這方面便與

基督教、伊斯蘭教有相契合之處。可以說，三大宗教都為人的生存提供

答案，為人的心靈提供了指示和希望，肯定人的生存是有價值的。

此外，三大宗教都嘗試解答死亡的問題。耶穌基督說：「我又賜

給他們永生，他們永不滅亡」11；伊斯蘭教認為「安拉賜給你們生命，

然後使你們死亡，然後，他將在無疑的復活日集合你們，但是大多數

的人不知道」；佛教相信輪迴，人有過去世、今世與未來世，這種生

命循環並不值得慶賀，反而是要努力超脫的生死苦海。不過，三大宗

教的共同點在於，信徒都相信現世是短暫的，因此不能只顧念現世的生

活與享樂，信徒對來世的設想與願望，為今世的行為提供了道德指示。

道德行為規範

三大宗教對人性善惡的理解也有相通之處。佛教以「貪、嗔、

痴」為三毒，說明人有貪愛、惱恨、不明事理，是諸苦之端，當以

戒、定、慧去之。伊斯蘭教有驕傲、不信、背叛等。基督宗教的七宗

罪計有：驕傲、憤怒、妒忌、不貞潔、貪食、懶惰和貪婪；七宗罪其

實是三大宗教都警戒的人性弊端。人性的美，基督教提倡正義、堅

9 《聖經》，約翰福音，頁152。
10 《古蘭經譯解》，35章15節。
11 《聖經》，約翰福音，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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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謹慎、節制等四大美德，講求信望愛，講求謙卑、良善、和平。

伊斯蘭教亦重視謙卑、正義、堅毅、節制、慈愛等。佛教講求慈悲、

清淨、無爭、自制。由此觀之，三大宗教在倫理道德的議題上都有相

似的看法。

此外，不殺人、不欺騙、不偷竊、不淫亂以及尊老愛幼，是三大

宗教的共同戒�。基督教的「十誡」及《箴言》，都言明處世之道，包

含以上各點，詩篇中，「耶和華雖高，仍看顧低微的人」12。佛教鼓勵

「放下屠刀，立地成佛」；大成佛教的菩薩立志普渡眾生，救一切人

脫離苦海；而佛陀教導的八正道，便包含了正見、正思維、正語、正

業、正命、正精進、正念、正定八項行為指引。伊斯蘭教亦有清晰的

規條，具體列明要愛人行善、關顧寡婦孤兒等。這些處世的標準成為

人在世的追求，基督教的義人、伊斯蘭教的聖人及佛教眾生皆可成佛

都是一種目標，要通過不斷的修行、自制、努力才可達到。

救贖與脫苦的指示

三大宗教各有道德規範，而且提供了清晰的修道和救贖之方。

耶穌基督說︰「我就是道路、真理和生命，若不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裏去」13，《聖經》指上帝愛所有的人，願意拯救世人，但人

必須先選擇相信祂是唯一得永生的路徑。伊斯蘭教把人分為三種，分

別是信的人、不信的人及虛偽的人，同樣只有相信真主及遵守《古蘭

經》的律例，才可以得到賞賜。佛教沒有創造論，但仍要精進參悟佛

理，了悟四聖諦，依循八正道，放下我執，看透生死，去除心中一切

恐懼，方能修成正果，到達涅槃清淨之境。

12 《聖經》，詩篇，頁755。
13 《聖經》，約翰福音，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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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倫理與世界宗教

今觀世界不同地方的生活及文化，很多都受宗教影響，國與國

之間的衝突，有不少都因宗教而起。有見及此，有人提出「世界倫

理」，期望以宗教來建構一種全球化的倫理來達至世界和平，以下就

此從必要性及可行性兩方面評論之：

必要性

提出「世界倫理」的主要人物是孔漢斯 (Hans Kung)14，他認為建

構世界倫理是必須及逼切的：「沒有世界倫理，則人類無法生存。沒

有宗教之間的和平，則沒有世界和平。沒有宗教之間的對話，則沒有

宗教和平」15。孔漢斯指出，第三世界的饑荒、貧富日益懸殊、大自然

嚴重失衡等問題，皆因各國間無法達成共識。孔漢斯認為，要解決這

些問題，需要建立一套全世界都認同和遵守的世界倫理。

我同意以上的問題急需解決，但「世界倫理」是否必然的指向？

在今日商業化的社會裏，宗教的影響力已衰退，不少無神論者更相信

自己的能力，他們不需要宗教，不需要倚靠超自然力量。宗教很多時

關心的是形而上的問題，使不少人覺得宗教對人的實際生活，沒有直

接幫助。

狹義來說，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很多時建立於互相接納與包容

「不同」，而非要勉強尋找「相同」之處。香港以華人為主，但小小

城市之內，仍有很多不同種族的人，有不同的文化及宗教背景。我們

從小就要學習一同相處，接受彼此不同的價值，問題的關鍵並非要有

共同的道德倫理觀念。在此並非否定「世界倫理」，只是質疑其以宗

教的共同之處為基礎來建構，並不一定能指向和平的未來。

14 周藝譯為漢斯‧昆。
15 漢斯‧昆，《世界倫理構想》，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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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行性

以下可暫時撇除世界倫理的必要性，而探討其可行性。

三大宗教之間存在明顯的差異，教義上的問題不容易解決，如伊

斯蘭教極度重視秩序和正義，偷竊的人會被砍手，亦容許死刑，但這

樣的嚴刑峻法，在當代的基督教社會中不能接受。此外，伊斯蘭教允

許男人娶四位妻子，但很多宗教都奉行一夫一妻制，而且，世界上不

止本文所討論的三大宗教，更有其他宗教，難以兼顧這麼多層面。若

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各國便無法達成共識。

形形色色的社會和國際問題，如家庭、老人、孤兒、失業、性工

作、民族仇恨、全球衛生問題等，已令每個國家的政府相當頭疼。事

實上，這些問題都並非一道方程式可以解決的。最困難是可能要人接

受所謂世界倫理。千多年來，每一個宗教都想把自己的一套理論用於

全人類，基督教和伊斯蘭教都希望全世界信奉他們所信的唯一的主，

而佛教也想用自己的理論來普渡眾生。不同宗教對「真理」有不同

的詮釋，人卻是天生反叛，不容易接受別人的宗教。現代人講求自由

意志和個人選擇，要把「世界倫理」推展至每一角落，絕非易事，否

則，某一宗教早已得全人類相信了。

「世界倫理」在可行性上面對太多的阻礙，和平的世界願景是美

好的，但仍需要時間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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