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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菩提树遇上苹果树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陈美萍 

  

 

有新时代新人类就有新兴宗教出现，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旧社会的旧传统，不能

满足新人类，传统宗教的旧观念，也不能满足新人类，所谓新兴宗教，便因应而

起。这种现象，在宗教史上，可谓层出不穷，即使是今日的传统宗教当初也都是新

兴宗教。 

 

宗教力量曾经开启新时代，也曾经改变旧历史。曾有人说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创造了

它自己的“宗教”，那就是对物质财富的憧憬，对科学进步的信念。启蒙时代之

后，一些思想家欲结合“经验研究”及“理性”，科学就仿佛成了衡量真理的唯一

标准。 

 

21世纪，政经文教在全球化版图中随时大洗牌、资讯与生物科技仿如无法抵档的

浪潮，正把世界带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宗教”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一环，面

对文明新浪潮，将如何因应？ 

 

台湾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不久前曾到大马举行弘法会，在接受《南洋商报》专

访时，论及了宗教与近代文明如何对话。 

 

宗教是科学的源头 

 

在被询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圣严法师说“科学源自哲学，哲学又源自宗教，宗

教是根本”。他举例，一代科学大师，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神是不

是圣经里边的神，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但是他相信有神。 

 

在〈从佛教的观点谈科学〉一文中，圣严法师如此解释宗教、哲学及科学的关系，

“人类最初面临宇宙人生的奥秘，遇到种种无法用他们知识所能解决间题时，便由

先知先觉们提出‘神’观念作为解答，成为一种信仰后，产生宗教。” 

 

科学家也是哲学家 

 

“每一个原始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用以解释宇宙的自然现象、生命与生死的难

题，进一步追问其所以然的理由时，便成了思辨性的哲学思想…哲学目的在探宇宙 

人生的本源问题，若从一个本源又分出许多枝末问题，对枝末问题的分科研究，便

成为各门独立的学科，大家称之为科学，所以哲学又是科学之母。今天大多数人谈 

的科学，是指狭义的科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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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在受访时说“科学所能解决人类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少，是沧海一粟，

科学只能解决若干的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认为科学是万能的，那是科 

学家的幼稚！”他说，“真正的科学家是哲学家。”科学求真，宗教求善，两者相

辅相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圣严法师强调：“宗教与科学是没有冲突的。” 

 

即使各种生活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人类所面对仍是历史中沿袭下来的陈旧东西，那

就是和生命本身同样古老的贪欲，以及和文明同样古老的战争和社会不公平。 

 

２０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５千万平民死亡，３

千万士兵死亡。在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各地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等至今并没有减

缓的情况。 

 

宗教盲点再思考 

 

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在解决人类重大冲突中，被询及是否可能一个全球

性的跨宗教组织成立的？ 

 

圣严法师提起在２０００年８月，他受邀出席联合国举办的世界宗教暨精神和平高

峰会议，那是结合了１００多个国家，１千多个不同宗教领袖，法师认为“这已经

是一个跨宗教的结合体”。 

 

法师非常关心当前人类所面对一些重大课题，“这个会议中，大家讨论和平，人类

所面对的重要危机，包括种族冲突、宗教冲突、饥饿、环保等等，我们共同生存在

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上，还要互相争夺，争什么？打什么？” 

 

他感慨的说：“人类可怜得很！”在该次会议，“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感，要

摆脱自己宗教的一些盲点，还有重新反省自己对宗教的思考”。 

 

新兴宗教是历史常规 

 

法师认为，要求所有宗教教派达成一个共同的认同理念不会那么快完成，不过，他

相信“这会在２１世纪完成，我也正在努力着”。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迈进科技资讯时代，在不断改变的发展中，人对自

我、对世界、对命运等认识往往面对接踵而来的冲击。一些宗教学家认为，“现代

人 对宗教或属灵信息的要求是很大的，即使是一些表面看来像是迷信的言行，也

蕴含了现代人对人生深层意义的渴求。” 

 

以法轮功现象为例，它对传统宗教教育引起了什么样的挑战？一些新兴宗教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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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反应了传统宗教在迎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有些不足？ 

 

圣严法师在台湾的一个讲座会曾经如此表示，有新时代新人类就有新兴宗教出现，

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旧社会的旧传统，不能满足新人类，传统宗教的旧观念，也 

不能满足新人类，所谓新兴宗教，便因应而起。这种现象，在宗教史上，可谓层出

不穷，即使是今日的传统宗教当初也都是新兴宗教。 

 

正视不同的诉求 

 

圣严法师表示，“宗教有不同的层次，有些层次，是希望得到保佑，有些层次希望

得到健康，而法轮功，大概就是在这个层次。另外，还有精神上如戒、定、慧，三 

种并行的修行，这一个层次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利益，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利

益，而把自我提升之后，奉献给所有人。” 

 

圣严法师认为，无论农业社会或工商社会，都会有对这三种不同层次需要的人，

“所以不同的宗教都会有它存在的空间”，他认为不需要特别担心新兴宗教对传统

宗教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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