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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话：冲突各方的最大利益 
 
 

□     何光沪 
 
 
      宗教对话的提出，源于不同宗教信仰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各种宗教面对的共同挑战，使得宗

教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尽管各种宗教具有纷繁多样的教义信条、崇拜仪式和种种不同的表现形

式，但它们仍然具有起码的共性，这正是对话可能进行的最深层的基础。21世纪的全球性社会历

史变动，会激发宗教界内部主张改革和开放的力量的生长，更会迫使各种不同的宗教加强合作以

应付共同的难题。 

 
 

宗教对话的必要性 

 
 
      宗教之间的对话问题的提出，是源于人类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即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

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贯穿于数千年的文明史，造成了数不清的血泪苦难，一直是人类生活中最

大的祸害之一。 



      不同民族的冲突当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是都可以归结为有形的利益分歧和无形的观念分

歧两大方面。就第一方面即有形的利益分歧而言，它主要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其目的是为

本民族获取更好的生活所需的外部条件。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迅猛增长和全球贸

易体制的逐步完善，有形的利益分歧已越来越不足以成为冲突或战争的充分理由，和平已成了冲

突各方最大的利益。 

      就第二方面即无形的观念分歧而言，它最集中地表现为各民族自身的民族主义。一个民族的

民族主义直接同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相对抗，直接排斥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所以，一个民

族的民族主义必然地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换言之，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各

民族之间的观念分歧，本身就已经是各民族之间的观念冲突。历史上有无数事实证明，民族主义

是不同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 而且，随着前述有形的利益分歧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这

种无形的观念分歧也就越来越成为不同民族之间冲突和战争的罪魁祸首。 

      尽管早在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代”，就有某些贤哲提出了克服民族之间观念分歧的卓越思

想，如儒家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则批评“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

蛮人”的那些人，主张“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蛮人中也

有不少高度文明的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古至今在多数人群中占据上风的仍然是强调民族

之间歧异的思想，即强调本民族不同于甚至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思想。事情十分明显，这种思想直

接扩大了不同民族的观念分歧，而且会使这种分歧演变为矛盾冲突。而在为这种思想所作的形形

色色的辩护和论证之中，最有力的和最根本的一种，乃是宗教性的辩护和论证。 

      且不说原始时代的不同部族和文明时代的不同民族往往把自己的血缘追溯到一位超人间或超

自然的始祖，也不说各民族的宗教教义常常被用来为本民族之不同于或优越于其他民族作论据，

单说各民族具有自己特有的宗教这种事本身，就往往被视为不同民族间观念分歧的最大证据和最

大支持。一个民族的文化即其生活方式，包括习俗惯例、社会制度、语言文学、伦理道德以及根

本的价值观念等等，常常被说成具有某种神圣起源或神圣核准，因而是不可放弃或不可更改的。

当与之为邻的另一个民族也这样将自己的文化神圣化时，这两个民族的观念分歧就成为根深蒂

固、不可调和的了。由于血缘混杂和移民杂处越来越多，民族之间的分野已经越来越不是血缘的

而是文化的；又由于“在每种文化的核心之处，是传统上所称的宗教”。我们可以说，不同民族

之间的观念分歧，其深层的核心和神圣的辩护，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分歧。 

      正因为如此，解决不同民族之间冲突的重要途径，即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或文化对话，必然

涉及宗教对话，必须以宗教对话为核心。换言之，在宗教分歧依然故我的情况下，文化对话即使

在表面上热热闹闹，也不能触动不同民族之间观念分歧的根本。只有从本源深处认识到本民族与

其他民族的一致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之间的观念冲突，从而消弭民族之间的灾难性冲突。 

 
 

宗教对话的可能性 

 
 
      各种宗教面对的共同挑战，不同宗教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得宗教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这里

指的首先是各种传统宗教影响下的传统社会都正在经历日益加速的现代化过程，因此也都在经受

着与现代化并生的那些弊病的折磨，例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都市拥挤、犯罪猖獗等等。这些

弊病的减轻或消除，需要包括各种传统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挥力量，这就为各宗教的合作提供

了某种基础，从而为宗教之间的对话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性。同时，与现代化并生的世俗化过程

也对各种宗教的影响和作用提出了挑战，在对之作出应对之时，各种不同宗教也有相当多的利益



一致之处，这也为它们的对话合作提供了可能。 

      各种不同宗教内部的有识之士和某些机构，已经表现出愿意进行宗教之间对话的良好愿望，

甚至已经开始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其中最突出的是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

会”，有来自世界各宗教的6500人参加，并讨论通过了宗教史上第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这更为宗教间对话提供了可能。 

      尽管各种宗教具有纷繁多样的教义信条、崇拜仪式和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仍然具有

起码的共性，也就是对某种超自然者或超人类者、超越者或神秘者、神圣者或终极者，即不管冠

以何名的终极实在的信仰。这种共性正是对话可能进行的最深层的基础。 

      对各种宗教来说，上述信仰的对象是本质的、核心的东西，是决定宗教之为宗教的不变者和

必要者。而其余的东西则是非本质的、外在的东西，是不能决定宗教之为宗教的可变者和非必要

者。换言之，象征的对象是本质，而象征体系本身只是形式。本质是单一的，形式是多样的。当

人们只执着于本质而非执着于形式时，得其“精意”而忘其“字句”时，得其“意”而忘其

“言”时，对话就成为可能。 

      学术界在研究宗教和讨论不同宗教关系的问题时，其方法上的客观性和语言上的非宗教性，

可以帮助造成一种宗教的信徒对另一种宗教的更不带偏见和更准确客观的理解，可以起一种在不

同宗教之间铺路架桥的作用。这也为宗教对话走向成功增添了可能性。 

 
 

宗教对话的长期性 

 
 
      尽管宗教之间的对话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事实仍然是，这种对话进行的时间还不很长，开展

的范围还不很大。鉴于各宗教之间的隔阂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又鉴于这个问题牵涉的因素之繁

多，面对的难题之复杂，所以任何人都无法预言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巨大 的突破或全面的成

果。相反，包括学者和宗教领袖在内，任何客观冷静的观察者都只能预期一个漫长的对话过程，

即便是最为乐观的观察者，也只能期望这个漫长的过程能够逐步扩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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