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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教為人生開啟生命真義的探尋─評《宗教百科全書》

　

「宗教」一詞的說法依據牛津字典的

解釋是：「人類對一種不可見的超人力量之

承認，這力量控制著人類的命運，人類對它

絕對服從、敬畏、與崇拜。」便說明宗教具

有超人力量使人對它服從、崇拜。《宗教百

科全書》（以下簡稱本書）主要涵蓋六大宗

教，依其信徒的人數次序是：基督宗教（包

括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

（亦即回教）、印度教、佛教、錫克教、猶

太教，書中分為九大章節（〈導論〉、〈印

度教〉、〈佛教〉、〈東亞的宗教〉、〈錫

克教〉、〈猶太教〉、〈基督宗教〉、〈伊

斯蘭教〉、〈附錄〉），就其相關詞條做解

說，並含豐富宗教相關圖片，不只呈現出十

分豐富的宗教內容，多達一千五百張圖片中

介紹多種多樣的宗教文化特色，更可了解到

宗教藉用各種符號與象徵來傳達其精神意

涵，以辭條工具書的形態做系統整理

與敘述，本書的出版不只提供讀者

方便查尋宗教相關資訊的便利，更

重要的是給予我們比較與思考各民

族宗教的異同，進而思考宗教與人類歷

史文化的相應關係。

◆	 宗教的起源、傳承與其脈絡觀察

當我們提出「甚麼是宗教？」以及「宗

教如何產生？」的問題同時，在人類歷史發

展過程，宗教亦是不斷受到外界世俗文化的

影響進而反映當地社會、文化的特質。

從歷史學、考古學及比較人種學的研究

關於宗教的起源有：自然神話論、萬物有靈

論、前萬物有靈論與圖騰論等，且宗教是構

成民族的因素之一（民族由血統、生活、語

言、宗教、風俗習慣五因素構成），宗教由

共同的信仰、道德規範、儀禮、教團組織等

要素所構成，其中大致分為自發宗教和人為

宗教兩大類，自發宗教可說是非常原始的宗

教（大都指原始社會時期的宗教信仰），現

代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人為宗教，可以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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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對社群所認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風

俗的教化的社會歷史現象，並帶給人從心靈

延續至死後的信仰體系。

在本書〈導論〉這一章中，即闡述宗

教信仰之間的各不相同，但在解釋生命的意

義與目的上，以及提供信徒道德忠告和指引

等部份也進一步指出有其相似性，其中寫

到：「宗教是一套信念與儀式的系統，涉及

神祇、上帝或超越凡俗的力量。宗教信仰

表現在禮儀形式與信徒生活方式兩方面。

（注 1）」確實，人類的世界裡無論文學、

藝術、節慶或習俗中，許多概念和想像也同

樣有其宗教信仰的根源與影響，從本書的詞

條解說與介紹宗教的相關圖片中，我們卻可

以思考到在「信念與儀式的系統」之符號意

象與形象聯結與轉換的問題上，宗教不可能

沒有偶像，而有趣的正是宗教中的偶像存在

是為了提供信仰者藉以從宗教信仰中突破有

形，進入到無形無象的超越，從中進入並領

略永恆。

值得注意的是，當後人欲為先民所流傳

的神話故事或其人物透過文字敘述、圖象或

藝術雕刻等來賦予具體形象之時，許多象徵

性的物件與關聯意象（包括如書中所介紹的

宗教經典、儀式、教義、神廟、法器、偶像

⋯⋯等）便會多重結合不同民族文化創生其

各具特色的宗教特色與其文化發展脈絡。

從信仰之體現，以信仰為核心，民族、

宗教和文化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且宗教在歷

史與環境的進程中不斷演變與發展，也可以

發現到，宗教信仰中的神與魔往往是相對且

相互依存的，為原型提供了一些特定的相關

形象，其中通常是象徵原始宇宙秩序的樂園

的創造，再來因有叛神出現、諸神鬥爭、宇

宙洪水等歷劫的過程使樂園遭受破壞，最終

是象徵恢復宇宙原初的秩序，與祖型回歸的

樂園被人類的英雄所重建的模式，在許多民

族的宗教傳說中出現。

宗教中各種信仰的文化一直伴隨人類

的歷史持續發展，諸如「人如何開始相信有

神」、「是否有部落因過於原始而沒有宗

教」等問題大量被研究者討論（其中也涉及

比較宗教等的差異議題），因著人類活動領

域的拓展進而成為被關懷的焦點。

傅佩榮教授於本書的推薦序中提出以

下省思的命題：「藝術如何在宗教中扮演合

宜的角色？宗教必有教義，其中宣示了基本

信仰；為了維繫宗教的存在及發展，不可或

缺的是神話與儀式，這兩者相輔相成。神話

是『敘述』超越界如何啟示眾生，儀式則是

『演出』或『操作』此一神聖的事件。兩者

都不能脫離具體的『形象』（icon）。換言

之，宗教不能沒有『形象』（包括圖片、雕

塑、建築、音樂，以及種種儀式的進行），

但是『形象』之存在，僅只是作為符號或

象徵亦即功能在於『指向』超越界。（注

2）」這些思考點出「神話」、「儀式」在

宗教中借用「形象之存在」的教義或藝術進

行符號或象徵功能的顯現，將宗教與藝術關

係的密切處指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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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為宗教信仰之神靈塑造雕塑、繪

畫，不只描繪了莊嚴而慈祥的形象，更成為

教徒頂禮膜拜的具體對象，文字方面像但丁

的神曲、印度的佛所行讚，音樂方面的彌賽

亞，雕刻方面如雲岡、龍門的石窟、敦煌的

佛像等等都是不朽的藝術品，又如印度教中

的象頭神雕像（頁 33），或為神靈建造了金

碧輝煌的寺廟和教堂，為教徒提供了從事宗

教活動的地方，如錫克教的金廟（頁122），

更為神靈注入了熱愛與虔敬的音樂、舞蹈和

詩歌，當中賦予關懷和拯救人類的情感，同

時也為教徒傾訴、宣洩自己的祈求和讚美，

講道、記述經典、教義、教規、禮儀等亦為

教徒傳道、舉行儀式提供了方便，宗教帶給

藝術強有力的影響，藝術也從宗教那裡吸取

營養，使其境界不斷向上提昇。

宗教的教義著重勸人改過向善，同時積

極行善，在社會中可以淨化社會人心，並能

因虔誠形成一種制約的力量，也成為藝術創

作靈感的來源，形成音樂、美術、文學等藝

術創作的原動力，無論在其故事的背景或其

形象的表現上，某種程度的具備著人類思想

與情感上，屬於心靈情感再現的象徵，且往

往是整個民族文化的象徵物或社會文化的集

體潛意識。

◆	 宗教的人生、人生的宗教

宗教使人一面思考人生的終極世界，另

一方面給予暫留世界的終極問題的關懷。人

藉著宗教信仰而認識終極世界，得到現今暫

留世界的答案，並能勇敢地生存下去，且透

過信仰遵守誡命的功能，亦使得暫留世界當

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來往能獲得凝聚。

於是，透過本書對各民族的宗教介紹，

得知每個宗教所關心的問題無論在性質或其

範疇上有許多類似，例如關於人類起源的問

題、宇宙觀與世界觀的構成、神鬼與靈魂的

有無、末世與在世的救贖議題等等，且進一

步依據有神論與無神論的觀點，對於人生的

終極問題便進而探討到：「人是什麼，以及

人生的意義與目的何在？」、「什麼是善

與惡的二元論？」、「生命痛苦的由來為

何？」、「死亡是什麼？」、「人由何而來

又將往何處去？」多數宗教認為在現實世界

之外，還有超自然的力量或實體（上帝、天

神、鬼靈等）存在，並認為這種超自然的力

量能夠影響人們的命運，因而產生敬畏和崇

拜的思想感情。

然而，透過這本《宗教百科全書》所

提供的介紹與索引，帶給我們的思考的是

「宗教不同於迷信」，不只因不同民族的文

化與思維意識所產生的各具特色之信仰文

化，且隨著人類歷史與文化的推進，各民族

的神話結合其宗教信仰又對其所傳承的民族

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本書第三部分探

討到「佛教簡介」時，透過「佛陀生平」回

溯到悉達多．喬達摩以「佛陀」為名的宗教

發展，進而引導出「佛教教義」、「佛教的

南傳」、「藏傳佛教」中所賦予解脫輪迴的

教義與觀念的延續，最後介紹到「佛教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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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佛教的節日」、「生命的輪

迴」等，使讀者清楚的了解到受佛教文化影

響下的民族（或國家），其宗教信仰觀念上

解脫生死與輪迴思想的演變與其社會文化的

關係。

確實，任何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皆可做

為理解其社會文化、政治發展、情感生活、

意識與歷史⋯⋯等重要的參考與媒介，其人

物、故事與象徵意涵的想像空間及情感也投

射於其宗教當中，使人獲得正確的人生觀─

─宗教信仰能夠影響一個人對於人生的看

法，以及對邪正善惡所抱持的態度，使人能

以正面的態度來面對人生種種。

總攬各民族國家其文化與歷史中所關

係到宗教信仰中的諸神和惡魔，從蘇美、埃

及、希臘、羅馬、北歐中歐、印度、中國、

日本、西伯利亞、大洋洲民族等，其諸種古

代傳說經歷來看，可以發現其在哲學、文化

及歷史的研討上，宗教與民族的生活有極其

重要的探討淵源。

本書作為一本宗教百科的查詢工具用

書，能從豐富的圖片與各宗教影響其民族的

文化與思想介紹中，了解人類生命中宗教與

人生之共同普遍的文化與歷史的雙軌演進，

並以宗教為人生開啟生命真義的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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