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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宗教》─ 

追溯傳統智慧、考驗自我智識的奧德賽 

張瑋麟
 

 

「生命如渡過一重大海，我們相遇在這同一的狹船裡。死時我們同登彼

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 

──《漂鳥集：242》（泰戈爾，2007） 

 

壹、 起點：全書概觀 

生與死，是人類永恆的議題。宗教的核心關懷皆會思索和回答生命的意

義與死後世界的樣貌。本書作者休斯頓指出：「宗教會為信仰者與其文明社會

帶來一整套生活方式，舉凡經濟、政治、倫理、法律、藝術、哲學和教育等

領域，皆深受宗教所影響。」《人的宗教》一書集中於探討宗教中的偉大智慧

傳統，聚焦於形上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領域。本書依序討論印度教、佛教、

儒家、道家、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宗教和原初宗教共 8 種主要的宗教傳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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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若要解讀此書，首先要瞭解作者對於「宗教」的定義。休斯頓認為宗教

最廣義的定義是：「圍繞一群人的終極關懷，所編織而成的生活方式。」較狹

義的定義為：「關懷人與其存在的超越基礎的結盟。」他將宗教視為是人們在

尋求生命的幫助與意義時，超越自我中心去追求價值後，所鑄造的成果。 

從上述定義可知，本書探究的是宗教背後的哲學思想。作者並未供奉特

定神明，從另外一種角度探討生命，深刻影響許多人精神生活的儒家和道家

哲學也視作宗教，納入本書的討論範圍之中。 

《人的宗教》一書的內容博大精深，討論議題複雜深奧。讀者閱讀本書，

認真思索東西方傳統宗教提出的概念和問題時，會因為許多宗教的教義難以

輕易理解，使得心智宛如踏上如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之旅一樣，面臨著

艱難的試煉。但閱讀完本書後，讀者勢必可獲得豐盛的智識與精神收穫。 

 

貳、 航行：探索宗教內涵 

東方宗教（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和西方宗教（伊斯蘭教、基督

教和猶太教）之間，因歷史起源與傳播地域等原因，其世界觀有著根本性的

歧異。將它們作為兩種不同的系統，進行對照與比較，應當是較好的分類與

論述方式。以下首先討論各宗教間共通與差異的概念，接著依序彙整西方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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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東方宗教思想背後的自然律和世界觀，及它們如何型塑不同人類文明的

心靈，最後討論時間與歷史如何形塑與改變宗教內涵。 

一、 橋接和解析宗教間的共通與差異概念 

作者匯合東西方相通的宗教和思想概念，藉此引發讀者思考，促進

宗教間的對話，引領西方文化背景的讀者，理解東方宗教內涵。如：將

托馬斯阿奎納《神學大全》一書中的秩序概念，對應至印度教「瑜珈」

精神的修行指導之中的流程。 

休斯頓也深入西方哲人的思想之中，找尋和東方宗教內涵呼應之

處。像是梭羅在大多數人生命中看到「默然的絕望」，作者認為這切合了

佛教的生命觀。休斯頓也指出道家思想中的自然主義，和盧梭、華滋華

斯與梭羅共通，將尋求與自然協調作為目標。 

然而，東西方宗教的世界觀，仍有根本上的歧異。在《宗教經驗的

種種》一書中，William James 說：「在最廣義的說法下，宗教認為有一個

看不見的秩序，而我們最高的善就在於跟它的正當關係。」哈拉瑞（2014）

指出宗教有兩大基本要素：「一、宗教認為世界有一種超人類的秩序（即

「自然律」，”natural law”），而且並非出於人類的想像或是協議；二、以

這種超人類的秩序為基礎，宗教會訂出它認為具有約束力的規範和價值

觀。」泰戈爾（2016）表示，宗教在梵文中稱之為達摩（dharma），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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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指的是把人們牢牢凝聚在一起的關係準則。 

承上述定義，所有宗教均試圖探討與建立創世神話、自然律及因果

律，即人與世界間的關係。但東西方宗教認定的「看不見的秩序」，則相

當不同，啟發出相異的心靈、行為模式與世界觀。 

二、 視「自然律」為神祗意志一環的西方宗教 

在西方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創世觀中，肯定生命

和看不見的秩序，都由獨一無二的造物主有意圖的主動創造出來，藉此

確認和維繫人們生命的意義，因此它們相信神是神聖的、正義的、超越

的，能控制看不見的秩序。  

猶太教同時認為「應然」不能化為「實然」，神的意志超越（並且不

同於）內在的現實，雖然造物主有一套「完美的法則」，人卻未必能依循

他的法則行事。基於上述觀念，作者認為過去的歷史發展，對於猶太教

等宗教，有很重要的意義，讓信徒們認為：「信奉同一宗教的族群，必須

以集體行動超越個人處境，才能建立榮耀造物主的國度。」故上述宗教

具有強大的政治動員力。 

此外，西方宗教皆主張人的身體與靈魂同等重要，較強調人的「個

體自主性」。它們相信人死後，靈魂要負責他在世上的作為，其未來如何，

有賴於人是否嚴守神的律令。因此個人要對其社會的結構以及行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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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挑戰社會秩序中的腐敗與壓迫人的制度，才能共同建立公正的社會

秩序，讓社會更趨於神的理想狀態。 

最後，在猶太教的經典中，猶太人積極追尋世界的物質層面中的意

義，拒絕把存在的形體面當成是幻覺的、有缺陷的，或不重要的，從中

可見西方宗教肯定物質世界的真實性與重要性，故更加重視科學發展，

希望藉此解析與管理自然世界的事物。由於西方宗教相信人們的生命情

況有改善的空間，也讓「進步歷史觀」較早濫觴於西方。 

三、 視「自然律」超脫神祗控制的東方宗教 

印度教和佛教宗教經典的創世觀，皆認為世界是經由某種固有的發

散過程，從神聖者那裡自然地誕生。生命的目標是要超脫肉體與現世，

昇華至更高境界。印度教的經典將身體譬喻為衣服：「穿破了的衣服，身

體就把它丟了：用壞了的身體，被寓居者拋棄。」（薄伽梵歌 II:22，引自

本書）儒家和道家也並不認為，世界是由一個有意志的神聖存在主動創

造。 

東方宗教（儒家、道家哲學和佛教）將「自然律」視為最高法則，

認為即使神祇也難以超脫自然律的限制（哈拉瑞，2014）。印度教和佛教

相信道德的因果律（業），影響萬事萬物的發展。每個靈魂基於需要與意

志，在生命旅程每一個階段所做出的選擇，制約最終的命運結果。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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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家也積極討論自然律（仁義與道）對自然環境、政治和社會的影響。  

在對自我的覺察上，印度教和佛教、道家則與儒家不同。印度教與

佛教認為人的自我是身體、意識、潛意識及存在本身的多層次的存有，

且人未必能感知到真實的自我。它們將人生的目標定為追求及超越內在

自我的永恆，最終達至靈魂深處，因此人需要把靈魂從物質的容器中解

放出來，才能獲得救贖。它們都用鮮明的譬喻，闡釋人的處境。印度教

認為世界和歷史是幻影，只有有限的真實性。佛陀把世界比喻為一座著

了火的房子，逃離它是絕對必要的。 

上述教義使得印度教和佛教的信仰者，對物質世界抱持較少的興

趣，更關注精神世界。這使得印度宗教的信徒較不會將研究事物本質作

為人生目標，也較不專注於改善社會秩序，他們傾向相信看不見的秩序

根植在事物的本性之內，無法任人改變。道家對人類精神世界的看法，

則和佛教與印度教較為接近。如「莊周夢蝶」寓言，即蘊含人擁有超脫

肉體的多層次自我的概念。 

另一方面，儒家則重視依循群體規則的「社會我」，因此作者認為孔

子不贊成讓個人依照自身的啟蒙理性思維，進行獨立思考。孔子主張經

由求助古典來建立學問指導原則，藉此詮釋、改造和重組傳統，提出一

套能穩定政治制度和社會的秩序，較無討論個體的靈魂及意識層面。 



  T&D 飛訊第 265 期           發行日期：109 年 4月 1日 

                        第 7 頁，共 14 頁 
      

 7 

四、 耙梳隨時間變化的宗教內涵 

隨著時間發展，宗教的內涵會有所變化，並衍生出不同的教義與宗

派。哈拉瑞（2014）指出許多一神教就像萬花筒，會把一神信仰、二元

論概念、多神教義和泛靈信仰，都收納在神聖論述之下，擁有不同、甚

至矛盾的思想，並結合不同來源與儀式，這樣的現象稱為宗教的綜攝

（syncretism）。在本書中，可發現各大宗教隨著歷史發展，皆有綜攝其

他文化與宗教概念的情況。 

作者認為許多宗教在發展出組織與繁瑣的教條後，反而背離創教者

原先的信念。像是佛教原本是因應婆羅門教的腐敗、退化、沈淪與失去

信仰意義而興起的宗教。  

從佛陀在世時的行為和講道內容中，作者認為原始佛教具有：經驗

的、科學的、實用的、治療性的、心理的、平等的、直接針對個人等特

質。但佛陀圓寂後，許多婆羅門教存在的問題，也逐漸在佛教中浮現出

來，背離了佛陀原始的教義。從中可見，宗教即使有原始經典作為基礎，

其內涵仍然會隨著時代背景和後世信仰者的意志而變化。  

在不同地區的宗教分支，也可能會演變出一些獨有的特色。舉例而

言：西藏化佛教在冥想的同時，會同時以發出聲音和做出特殊的手勢，

希望藉此將神明召喚至自己的眼前，並與之合一。上述儀式就和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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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流行的佛教間，有不小的差異。 

宗教間也會交互影響，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禪宗教派，它們的格言

和行為，和原始佛教相比，更具有道家色彩的簡潔性、直接性和幽默性。

幾乎所有佛教正面的教旨，都有出現在印度教中。可見前身為婆羅門教

的印度教，於再次改革崛起後，也有同化與汲取佛教中的精華。如：印

度教的「修」的瑜伽和佛教的禪，目標都是要透過冥想課程，令身體靜

止不動，從而讓精神超越肉體。故各個宗教間如何相互匯流與影響，亦

值得我們思考與關注。 

 

參、 反思：與本書的「東方宗教」論述對話 

本書作者生長於西方文化傳統，因此深受東方文化傳統影響的我們，在

閱讀這本書時，也勢必會產生有別於作者想法的見解。校訂者劉述先教授就

對本書的內容做出一些批評，如：作者在本書論述的宗教順序，不符合宗教

發展時序，及對印度教、佛教、儒家和道家等東方宗教的理解有誤等。 

因此我們有必要從自身的經驗出發，主動地和作者的東方宗教論述對

話，在補足與指正作者論述不足或有誤之處的同時，或能對自身的文化傳統，

產生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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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容並蓄」：對中國宗教傳統的再省思 

休斯頓對中國人抱持的宗教思想，用文雅的譬喻寫出相當有趣的剖

析。就哲學思想特色層面上，他用以下一段話點出中國佛、道、儒三者

的差異：「儒家的古典音調，不單是被佛教的精神陰影遮住，同時也被道

家的浪漫色彩所平衡了。」就個人精神層面，他認為：「每一個中國人在

倫理和公眾生活上是儒家，在個人生活和健康上是道家，而在死亡的時

候是佛家。一路上還加入一些健康的薩滿教民間宗教。」 

作者認為中國對宗教的態度，和具有排他性的印度與西方宗教不

同，採取較為兼容並蓄的態度，將多種宗教思想組合至生活中，而非接

受單一的宗教與信仰系統。個人認為這個觀察基本上是對的，儒家、道

家和佛教，以及民間的傳統地方信仰確實同時對中國文化產生深刻的影

響，但四者之間的影響層面和界限，則不像作者認為的那樣分明。受到

中華文化影響的人們，在思想和生活的各個層面，都可能同時受到它們

影響，不分領域與生涯階段。 

二、「橘逾淮而為枳」：佛教對各區域的影響歧異 

若比較佛教對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差異，則可看出各地區先存

的政治與思想制度，會使得宗教對不同地區的社會體制及國家發展，產

生不同的影響。即使是同樣的宗教，傳播到不同地域後，也可能形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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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的文化、思想與制度。 

不同於流傳至東南亞地區，規範了君主、僧侶和世俗民眾三個族群

的義務與互動方式，對社會階級和教育制度產生深刻影響的上座部佛

教。在中國盛行的，則是重視慈悲，也希望將佛教教義帶給世俗居民的

大乘佛教。 

休斯頓認為：「中國主要汲取佛教在精神層面上的精華，規避了它在

政治和教育層面的影響力，將大乘佛教修剪為，可以移植到社會基礎穩

定的文明中的模型。」我認為是因為中國本土的儒教思想體系，已經在

政治與教育體制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在政治與教育制度上沒有「真空」

的狀態，才會產生如此狀況。 

反觀如柬埔寨等信奉上座部佛教，且現代教育制度尚未發展完善的

東南亞國家，寺廟仍然是當地教育系統的重要一環。但寺廟教育也會妨

礙現代教育系統的發展，而佛教的教育思想，甚至會阻礙民眾識字與提

升教育水平（布林克里，2014）。 

三、「此道非彼道」：對道家（道教）的誤解 

 作者在本書歸納一套道家宗教系譜，他認為道家學派共整合神秘

主義的深刻性（活力的道家）、心智的直接智慧（哲學的道家）與魔術的

創生力（宗教的道家）（如表 1）。但我認為作者對道家的分類，有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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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之處，以下首先彙整作者對道家的分類與觀點，再加以討論。 

雖然在作者分類的 3種道家之中， 「道」和「太極」都是重要的精

神概念與象徵。但就個人認知與經驗而言，宗教的道家（以下皆以道教

代稱）、活力的道家、和老子與莊子所提出的「道」，其本質與內涵並不

相同。 

就個人的理解，最初的道家思想家（如：老子和莊子等人）們提出，

道是一切生命背後的自然原則。他們的主張環繞著「無為」的概念，認

為個人的日常生活應當與道一致，順應自然，而非利用「道」的力量干

預自然，追求出世的生活。哲學道家的思想較為深奧，且不易受到世俗

所接受與理解。 

 

 

 

 

 

 

 

 

 

 

 

 

表 1 休斯頓對道家的分類 

資料來源：筆者依照本書的道家章節內容，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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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道教多了許多原始道家沒有的神仙譜系，並且希望運用超自

然的力量，造福信眾。雖然道教也將老子納入神仙譜系之中（封為太上

老君）。但道教的實際作為，和原始道家的想法背道而馳，反而比較像是

以「道」之名，吸納原有的中國傳統地方民間信仰，為「道」賦予新意

義的宗教。因此我認為若將它們視為是一脈相承的宗教分支，有穿鑿附

會之嫌。此處應當拆分為深入東方心靈的道家哲學，和影響信仰儀式的

世俗道教兩個不同的章節較佳。 

 

肆、 終途：結論 

看完本書後，會讓人省思，究竟宗教是什麼？有些人認為宗教也是一種

意識形態，哈拉瑞（2014）分析伊斯蘭教和共產主義間的共通元素，進而推

論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納粹主義、民族主義或許也都可視為是

一種宗教。 

另一些人則認為宗教具有奧秘性知識和神秘的一面，可從靈性層面提供

人們心理慰藉，顯然不能跟其他意識形態等量齊觀。如：泰戈爾（2016）在<

人的天性>一文中，曾表示：「宗教有賴人們信奉永生之人，並努力地陶冶、

展現永生之人具備的品性。人們從宗教可感受至聖者，至高無上的聖靈，所

散發出來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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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觀照個人的生命經驗，我比較偏向後者的看法，覺得宗教並不僅只是

一般的意識形態。每個人會因受從小的生命經驗與心靈體驗影響，而從宗教

中獲得超越知識和智識的心靈慰藉與靈性充實感，甚至找到救贖，這些感受

並非共產主義等其他意識形態所能輕易提供的。 

休斯頓在本書結尾指出，他撰寫此書時，是希望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

如何在一個被某些神聖的和某些世俗的意識形態，所撕裂的多元世界中自處

呢？」他希望經由深入介紹和闡釋各大宗教傳統，讓我們得以聆聽不同傳統

的聲音，進而彼此調和，增進對彼此的「瞭解」和「愛」，藉此促進世界和平。 

從宗教智慧中，確實能讓我們更加瞭解自己的文化背景與深層心靈結

構，並同理生長於其他文化傳統居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開拓自己的心胸與

視野。因此個人認為本書的書寫成果，確實能回答作者的寫作命題。 

閱讀本書也能讓讀者，從宗教智慧中增進自我修養，我在書中讀到印象

最深刻的一句話是，釋迦牟尼的離世之語－「一切組合的事物都會腐化，勤

勞地實踐你自己的救贖。」期許自己在勤奮的生活與工作之餘，也同時不會

過於執著在一些難以改變的外在事物與物質世界，從不必要的心靈枷鎖中解

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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