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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世界，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差異有時可以清楚定義，有時卻又曖昧難解。雖然資訊傳

遞越來越快速與便捷，溝通的管道也越來越多，但是既有的隔閡，卻並未由於種種的進步與便

利，而達到有效的解決。彼此之間的隔閡，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之後，融合、整併、對立、尊重、

對話等關係，不斷地出現在這個世界，宗教與戰爭就是自古至今頻繁湧現的問題之二。兩者之

間可以個別討論，在因果上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連結，不論將宗教與戰爭視為一而二或二而一

的關係，在多元文化紛陳的世界裡，宗教幾乎已是不可規避的項目之一，只是應如何看待宗教

在這個世界中的定位，及其和其它項目之間的關係，將是藉由宗教帶來福祉的重要因素。

在歷史的長河中，世界各地和宗教相關的戰爭，多得難以勝數。在如此頻繁的情況下，不

少戰爭又往往被冠以宗教之名，易於使人以為這些戰爭是由於宗教所推動的，或者說得更精確

一些，是在宗教教義默許之下，才導致這樣的戰爭不斷地產生。《血田：宗教以及暴力的歷史》

一書，試圖扭轉這樣的觀念。書中廣泛地考察了世界上源遠流長的文化，例如印度、中國、歐洲、

中東等區域，時間的軸線拉回到西元以前，直至近當代，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宗教形態。

在社會與文化的背景之下，宗教的產生往往有其較為核心的價值與意義，並非為了戰爭而興起，

反而是流傳許久的宗教，都有其所要解決的生命、社會、民生等問題，所體現的是對於現實的

關懷。

作者凱倫．阿姆斯壯憑藉其長期以來對於宗教的關懷，以及曾任職天主教修女的體驗，並

且具有專業的學術訓練，將《血田：宗教以及暴力的歷史》這本書撰著成既有嚴格考證，又能

令人輕鬆閱讀的著作。在每個文化淵源的考察上，不僅止於常識性的介紹，而是引用了相當份

量的古籍與學術著作，始能清晰而有深度地交代一個文化與宗教的來龍去脈。在〈前言〉中，

作者雖說這本書「主要著眼於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的亞伯拉罕傳統」（注 1），但在〈第

二章　印度：正道〉與〈第三章　中國：士與君子〉，充分展現出作者的研究能力與視野，並

不局限於一神信仰的地域與傳統，而是遍及亞、歐的各種宗教與人文思想。（注 2）

印度與中國的宗教形態，是有別於一神信仰的另一種複雜的情形，尤其不如基督宗教與伊

斯蘭教，有明確的神祇做為信仰的對象，因此其思想的內容，也不會僅止於一神、一人的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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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甚至是事蹟的記載，就成為源於印度的佛教與中國的儒家所奉行而實踐的準則。對於這樣

的宗教形態而言，慣於一神信仰的思維，難免產生難以契入的情形。作者為了妥善地處理佛教

與儒家的思想內容，徵引了為數不少的中、印典籍，包括《史記》、《左傳》、《論語》、《奧

義書》、《薄伽梵歌》等，才能不僅止於一般的歷史陳述，還能涉及每一段歷史中，所流行的

宗教思想。

作者對於中、印兩地思想的論述，不似一般的漢學研究草草帶過，而是擷取原典的精華部

份，再細膩地鋪陳。例如第二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佛教成立的背景、菩提道與解脫道的目標，解

說「四聖諦」、「八正道」，以及戒律的意義，如何將這些概念落實在實踐上（注 3）；第三章

在交代中國先秦時期的歷史，不只是勾勒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制度等層面，還論陳了「天」、

「禮」的思想意涵，之於先秦的影響。（注 4）藉由歷史與思想之間交互地考究與論述，凱倫．

阿姆斯壯從中觀察到歷史發展中的一條軌跡，就是各時各地被誤以為由宗教推動的戰爭，事實

上多是涉及了複雜的政治因素，以致於宗教中勸人為善、反戰的思想，就在這偏頗的歷史撰述

過程被隱沒。這樣的觀察，就研究的角度而言，是對於史觀的反思，而後試圖扭轉既定認知的

一種預設，當作者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這個預設時，這樣的觀點就能成為一個具有可信度的

說法。

在某些戰爭已被承認導因於宗教時，例如十字軍東征、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聖戰，

作者還願意去反思既定的觀念，指出戰爭的起因並非立場之間的對立，往往是政治運作下的產

物，而且能夠平等地看待不同的宗教立場，這在當前的宗教研究上，是相當難得的成果。當作

者一邊主張宗教並非導致戰爭的原因時，又要一邊探討與宗教相關的戰爭時，在論述的策略上，

除了徵引史實之外，更需要不斷地有思想文獻上的佐證，一旦涉及宗教思想的內容，如何讓不

同的系統之間不產生衝突與對立，或者說衝突與對立的原因將排除宗教思想上的因素，將是論

述過程極為困難的一項工作。

近當代最為人所熟知的宗教戰爭，或許是伊斯蘭教與基督宗教之間的「聖戰」，尤其二Ｏ

Ｏ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只要是曾生活於這個時間點的人，想必都記憶猶新。雖然書中不排

除這個事件的產生，是由於伊斯蘭國家長期受到西方國家的傷害所導致，但即便如此，值得強

調的是伊斯蘭教所奉行的《可蘭經》，教導穆斯林的重點在於分享、施捨財物給貧窮的人，而

非宣揚以武力侵略，掠奪他人財物的合理性。（注 5）就此而論，要將這個事件的意義上升到是

宗教教義下所許可的聖戰，在教義上實是有待商榷。進一步從較為實際的民調來看，伊斯蘭國

家的人民，認同這種行為的人並非多數。如書中所言：（注 6）

在二ＯＯ一年到二ＯＯ七年間，三十五個主要穆斯林國家接受一項蓋洛普民調。結果發現

只有七%的人民認為九一一攻擊事件是「完全合理的」；這些人認為他們的理由完全是政治性的。

至於九三 % 譴責攻擊行動的人民，他們引用《古蘭經》的經文說，枉殺無辜在伊斯蘭是一件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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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事。如果不是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的劣跡惡行，我們可以想像穆斯林世界應該會一致反

對恐怖行動。

在原本錯誤的攻擊行動發生之後，美國再採取軍事入侵回應時，所造成的仍是如同美國無

辜的人民所受之苦難一般，傷害了無辜的穆斯林，這種戰爭之間的循環於焉產生。

如此梳理出戰爭的原因，抽繹出宗教與政治的面向，提醒世人在看待一些形似宗教的戰爭

時，不可忽略宗教的本懷，也不能不看到政治這個幕後推手，才是推動一個又一個暴力事件的

主因。整本書中，作者在多處的篇章，不厭其煩地提醒這個道理，如其所言：

政治暴力或恐怖主義的專家們也認為，人的暴行有很複雜的理由。然而宗教信仰的暴力形

象在我們俗世的意識裡如此牢不可破，使得我們千篇一律地把二十世紀的暴力罪行都讓「宗教」

馱在背上，然後把它趕到政治上的曠野裡去。（注 7）

我們在這個時期的中國歷史裡發現一個很耐人尋味的模式，證明主張說「宗教」信仰和習

俗必然導致暴力的這種想法有多麼荒謬。（注 8）

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詳細闡述過，不管是猶太人、基督徒或穆斯林的基本要義，它本身都不

是個暴力現象。只有很小比例的基要主義才真的在從事恐怖行動；大多數只是試著在一個似乎

越來越仇視宗教的世界裡過著虔誠的生活，而且都是在俗世的、自由派的當權者侵犯他們之後

的回應。（注 9）

主張「宗教」總是侵略性的，這是違反事實的。有時候宗教甚至有抑止暴力的作用。（注

10）

一再強調的用意，除了捍衛宗教的核心價值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政治的包裝往往令人模

糊了焦點，以致於看不清真相，漠視暴力產生的眾多因素，歸咎到一個假以亂真的表象。

瀏覽過全書，固然可以認知到這累積長久的問題，難以靠著一本書就交代清楚，更遑論解

決這複雜的政治因素。然而，影響的力量不在於多寡，而在於有無，只要這樣的聲音仍存在著，

就能永遠做為一份紀錄被保留下來。做為這本書的評介者，除了指出其優點之外，也鼓勵更多

不同領域的專家，考究其史學上的成果，以及思想方面的研究是否有待深化與補充，為當前的

和平問題，共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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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血田：宗教以及暴力的歷史》，頁 25。

2. 筆者慣於將宗教與人文思想分成兩種不同的思想形態，理由在於前者需由信仰支撐，後者則未必。在本書〈第三章　

中國：士與君子〉論及的儒家，是否能稱之為宗教，尚有爭議的空間，是故此處暫以人文思想稱之。

3. 同注 1，頁 82-83。

4. 同注 1，頁 97-101。

5. 同注 1，頁 195-196。

6. 同注 1，頁 424-425。

7. 同注 1，頁 12。

8. 同注 1，頁 107。

9. 同注 1，頁 328。

10. 同注 1，頁 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