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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话让人类“软着陆”――杜维明与罗伯特・贝拉关于“轴心文明”的对话。并不是说现代

性把一切传统都抛掉了。过速的现代化带来很多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只有携起

手来，只有相互理解不同体制和相似点，我们才能够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不仅仅是未来二三

十年的挑战，还有更长远的挑战。 

  宗教式追求能理解世界的普遍规律 

  杜维明：罗伯特・贝拉教授是著名社会学家和理论家。宗教问题在这次对话中会占很重

要的比例。什么是宗教？我想请他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相关观点。 

  罗伯特・贝拉：宗教这个词在欧洲有几千年历史，但是在日本和中国，宗教只有几个世

纪历史。佛教在日本有很高的地位，但是日本人认为神道不是宗教。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宗

教是指基督教或者佛教。如果问日本人他们的宗教是什么，他们会说他们没有，而实际上他

们有祭拜祖先和死者的活动。 

  杜维明：伟大的人类学家格尔茨说：“宗教是一种具有符号社会系统，被人类实施后，

能产生强烈的、有说服力的、持久的情感和动力，其意义存在于生存的普遍规律中。”这句

话最重要的部分是追求生存的普遍规律。这也是爱因斯坦终身关心的问题。在我们讨论到宇

宙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时，爱因斯坦认为，我们能够理解宇宙，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

这个问题同样重要。因此，如果你们了解世界上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的生活和著作

时，会发现其实他们致力于宗教式的追求，试图去理解这个具有普遍性规律的世界。 

  贝拉：在西方文明中，包括犹太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上帝这个词是绝对重要的。但是，

世界上还有其他数千种宗教。在其他一些无文字的社会里，他们没有上帝，但是他们有神灵、

祖先。很多学者认为佛教徒是无神论者，这是荒唐的。在佛教里确实有神，但是他们不是建

立这个世界的永恒的神。 

  杜维明：很多人在做中国研究或者宗教研究时，很想知道儒学是否是宗教？对此，我一

般会反问他们什么是宗教？当有人说儒教决不是宗教时，那么可以推测出，他对于宗教的定

义是根据传统性宗教来定义的。而如果有人说儒教是一种宗教时，你就要很小心，因为他可

能考虑把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作为宗教。 

  著名佛教徒太虚曾说过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也不是哲学，因为它是两者。这可能与他当

时特定的西方经历有关，也就是说，当代的西方受着两种独立的但是相互作用的传统影

响――犹太宗教传统和希腊传统。 

  贝拉：什么是哲学？它跟宗教的关系又是怎样？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说，哲

学是研究思想的。但是古希腊哲学显然并不是研究思想的。法国伟大的经典哲学家皮埃尔・

哈道特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现今哲学不再是一种生活方



式，伦理哲学已经不再是今天哲学研究的中心。而对经典的希腊哲学来说，无法想象一个没

有信仰和道德的人可以研究哲学；儒学也是如此。西方人很容易说中国是个非宗教的国家,

因为儒学是一种哲学。他们忘了几个世纪以来佛教在中国很重要。 

  杜维明：托马斯・阿奎那晚年强调内在的经验，强调思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正如儒学

所强调的要学会做人。人类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还关涉情感、美学等不同层面。从这个意

义上说，也许现在正是伟大哲学家与宗教人士对话和解的最佳时机。 

  哈贝马斯和查尔斯・泰勒一直被认为是伟大的哲学家。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仍希望哈贝

马斯能重视宗教。在最近的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哈贝马斯对宗教给予了极大关注。他

正在写关于轴心时代的一本书，这本书关涉核心精神层面。我们当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

仅仅是生态问题，也包括秩序问题、历史感的丧失问题、连贯性和整体感丧失的问题、家庭

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迫使关注精神层面的人们去思考。 

贝拉：哈贝马斯在 1980 年代初期非常不相信宗教，他曾经说过：每一个宗教真理会被

转化为理性的陈述。他是一个世俗主义者，致力于维护人的尊严免遭宗教侵犯。另一方面，

哈贝马斯说他日益赞赏宗教的作用，至少是在某些情况下的作用。多年前教皇担心欧洲迅速

世俗化，所以当时进行了一个对话，他选了哈贝马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德国人，也许因为

哈贝马斯是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此次对话之后不久，我见到哈贝马斯时问道：“你

现在是否还认为所有的宗教真理会变成理性的陈述？”他回答说不再这么认为了。所以，哈

贝马斯在那个时候引入一个词叫“后世俗化时代”，他不是说欧洲要重新变成基督教世界，他

只是说宗教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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