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

——保罗·尼特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刘慧妹

本文论述了当代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保罗·尼特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主

要论述了四个方面：(1)多信仰对话是否可能?(2)解放神学、信仰间合作和全球负

责；(3)宗教对话模式与评价；(4)跨宗教对话标准与合作基础。尼特倡导全球负责的

多信仰间对话，尽管富有理想色彩，但他的神学思想关注人类和生态苦难，推动全球诸

宗教的合作和对话，促进世界和平，具有人文和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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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尼特(Paul F．Knitter)是当代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之一，既

是倡导宗教多元主义的先行者，又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长期致力于社会正义、妇女

解放、信仰对话和全球生态责任等领域的研究与活动。多信仰研究与对话的热潮已在世

界各宗教研究界以及诸宗教共同体内兴起，这一潮流正在全球蔓延。尼特活跃于全球多

信仰问对话与基督教内部对话活动中，在宗教对话、全球神学、社会正义等领域影响深

远，其宗教多元论思想为解决宗教冲突，促进各宗教间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为争取世界

和平做出了瞩目的贡献。

一、全球多信仰间对话是否可能?

一般而言，个体神学之理解与其传记密切相关，尼特的神学背景正是“与他者一道

经历的旅程”，他称之为“对话的奥德赛”。在他数十年的神学生涯中，有两个重要的

“他者”影响深远：宗教的他者和苦难的他者。他的神学发展基本轨迹为：宗教排他论

—一宗教兼容论—一宗教多元论—一宗教多元论的深入，并与生态——人的解放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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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尼特从小就对人世问的苦难怀有悲悯之心，曾长久深入反思神学救赎之路。期冀世

界和平，实现人类的福祉，以及促进宗教间相互理解与信任，这些都构成了尼特神学探

索之动力。

尼特对宗教他者的关注，使他一度抛弃了宗教排他主义的模式，开始认真研究其他

信仰(印度教与佛教等)，并与他们的修行者展开实际对话，成为宗教多元主义的倡导

者。20世纪80年代，尼特一直跟踪拉美的新解放神学的发展，成为当地保护避难者运

动的积极分子，自那时起，苦难的他者成为重要因素，一直影响尼特从事神学的范式，

并向其心灵和神学旅程提出挑战。80年代后期，尼特意识到，苦难的他者不仅包括人，

也包括尘世万物，实际上是大地母亲。当谈到正义和解放，必须指生态——人的正义和

解放。正如他在《一个地球，多种宗教》中提到：“对话必须包括解放，而解放必须包

括大地，因为在这里，不谈论大地就不能谈论神圣者，不谈论大地和动物所受的可怕痛

苦就不能谈论他们自己忍受的痛苦。对我而言，这已经成了所有宗教间相遇的一个范

式。’’①

那么，全球多信仰对话是否可能?就个人相遇和文本研究而言，多信仰对话确实存

在着困难：当一个人越试图进入其他宗教世界，就越与差异之墙相碰撞，这些差异不但

不可理解，而且不可通约。但宗教问的合作契机也会出现：当不同宗教人士一起倾听苦

难者和受压迫者的声音，一起回应他们的需求时，“他们能彼此信赖并感受到在彼此奇

异性中的真理和力量。”②因此，“苦难的他者”可成为不同宗教世界间信赖、理解的中

介或通道，而此时作为既令人恐惧又叫人向往的奥秘“宗教的他者”，已被“同行者”

这一意象所补充。尼特的经验和信心也在于此：“作为不同宗教道路的追随者，我们全

都可以并且确实体验到一种共同的关切、共同的责任，即作为宗教人士对人类和生态普

遍的苦难与非正义作出回应，因为它们正威胁着我们人类和我们的星球。”③尼特认为，

将“多元主义与解放”或者“对话与全球责任”结合是一种道德责任。这种结合将为全

球宗教间对话提供契机，使得多信仰对话不仅可能而且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世界宗教发

展趋势表明，越来越多不同宗教的信徒们都在关心今世的苦难和危机，并且都在把自己

体验为其他宗教信仰人士的同行者与共事者。

全球信仰间对话对当代神学家们而言，也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将传统基督教

宣称的基督教是惟一的真宗教，与其他信仰中的真理相协调，以及如何将他们的宗教价

值与社会、政治问题，如贫穷或者生态破坏等相关联。尼特强调，神学家必须和他们的

神学共同体进行富有成果的会谈，而且怀着基督教徒所称的“信实感”和其宗教共同体

对话，彼此倾听和学习。尽管尼特主要为基督教徒写书，但他的神学会谈并不限于基督

教范围，他希望其他宗教人士甚至非宗教人士也能听取并欣赏。

①Paul E Kmtter，One Earth Many Religions：Multifai琥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臃lio，Ma—

ryknoll，New York。1995，P 10．

⑦③ 同上，1995，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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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步人新千年，大多数宗教共同体都从自己的经验和传统圈子内理解自己，而

时代和生存环境提出新的挑战，要求扩展它们的自我认知方式，与其他宗教共同体接触

或重迭。这实质上是诸宗教共同体如何适应当今社会，进行范式转换的问题。尼特提

出，通过与其他宗教人士谈论和共同行动，基督徒能更加清楚并深入理解基督教身份和

故事方式。因此，这个世界相互沟通的本性，以及面临的种种危机的性质，提供并吁请

这种对话性的、相互关联的宗教自我理解的方式。尼特的理论和思想确能增进诸宗教以

及它们所代表的诸文化的融合。多信仰间对话也便具有实践的可能性。当越来越多的宗

教人士携手共进，一道行动，面对和克服威胁当今人类和地球生命的苦难与压迫时，他

们将更能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实际差异，同时将这些差异转变为他们自己和世界相互转变

的契机。

二、解放神学、宗教间合作与全球责任

尼特宗教多元论思想内涵如何?具体而言，解放神学和全球责任是其神学思想的两

大基础。他的神学理论主要面向他的基督教同胞，并努力将诸宗教神学(多信仰对话)

和解放神学相结合。正如爱德华·施雷贝尔(Edward Schillebeeckx)描述的所有基督

教徒面对的双重挑战：“我们作为基督教徒⋯⋯开始越来越从世界诸宗教和全人类的

‘立场’来思考。”①在过去半个多世纪，解放神学和诸宗教神学诞生并发展于基督教神

学，这两大运动对两个他者分别作出回应，极大地搅扰和挑战了基督教会的平静与安

全。这两个神学都各自对基督教澄清与确信福音的内容作了颠覆性、创造性的贡献。

解放性的诸宗教神学以苦难的人类与大地的拯救和福祉为出发点，并为之作出贡

献；对话性的解放神学为提升人类和地球的生命而接受和学习许多宗教的潜能。尼特汲

取两者的精华，努力推进一种多元主义、解放性的诸宗教对话，这一模式又称之为“全

球负责的和相互关联的诸宗教对话”。“全球负责”虽有传统解放神学家所意指的解放观

念，但绝不仅于此，“全球负责”意味着不仅追求社会正义而且追求生态——人的正义

与福祉，同时也必须通过全球和所有民族、宗教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因此，尼特主张

“各宗教人士基于共同致力于人类和生态福祉的努力而理解他人、与他人交谈。”②并

且，在信仰间对话中，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以及避免被意识形态所限制，应给受害者

以特许的声音。

“相互关联的”诸宗教对话既肯定宗教的多元性，又试图促进世界诸宗教共同体之

间真正的、彼此对话的关系，这是一种“相互的、礼尚往来的关系，相互表达和倾听，

①Paul F．Knitter，One Earth Many Religions：Multifa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Ma—

ryknoll，New York，1995，P14．

⑦Paul F．Knitter，One Earth Many Religions：Multifa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Ma—

ryknoll，New York，199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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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教导和学习，相互见证和被见证。”①由此可见，依据多元主义的视角，基督教徒

要避免使用诸如“惟一的”、“绝对的”、“最终的”等形容词去描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

发现的真理。具有相关意识的基督徒亦无需宣称所有宗教都平等，同时会认为从对话一

开始，会谈各方就应该承认所有宗教徒参与对话的平等权利。而且，多元主义者虽未必

认为在诸宗教中有某种“共同的经验”，但承认诸宗教之间所谓“大致的相似”。这种相

似指其他宗教由于不同于基督教，因而完全可能有效而成功地把他们的追随者引向与上

帝同在的真理、和平与福祉。尼特表明，“这一救赎中心的或者全球负责的诸宗教神学

模式不是对‘上帝中心’和‘基督中心’的拒绝，而是修改和再确认，‘‘上帝中心”和

‘基督中心’乃是基督徒实践和谈论其宗教信仰的基本方式。”②可见，尼特对诸宗教终

极意义的理解是以“上帝”、“耶稣”为参考系，这必然导致对诸宗教教义理解的偏颇与

不足，甚至有宗教“帝国主义"之嫌，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世界苦难的关注与拯救

之热忱。

因而，多元主义的——相互关联的诸宗教神学模式不仅肯定存在其他真正的宗教徒

和其他真宗教的可能性，而且肯定这一现实性。诸宗教的差异性必须得到承认和维护，

也正因为这种差异性被认为对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和重要的，所以诸宗教许多有价值的

内容应该得到分享、交流，因此，世界诸宗教必须对话。这一相互关联模式肯定的是诸

宗教关联或对话的性质，尽管这一模式坚持诸宗教有根本的和错综复杂的差异和特性，

但它也承认所有宗教由于自身的不完全性而与他者关联。尼特这一见解有其洞见之处，

但无疑是在承认诸宗教自身不具足完满的角度而言，这对于诸宗教虔诚的信徒而言，毕

竟是难以接受的观点。尼特如何对基督徒建议解放神学呢?那即是“多元主义的基督论

全然不是质疑耶稣是否独一，而是提出如何独一”③的问题。尼特指出，实质上，就个

人而言，这种多元主义的基督论允许并要求基督徒完全委身于基督，但同时向那些可能

担当了相似和同样重要角色的人真正开放。从教会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教会将带着普遍

相关和紧迫的信息走向全世界，但同时准备聆听来自他者的信息，它们也具有普遍意义

和重要性。这些都展示了当代基督教较之以往历史的开放与包容。

尼特在自己和许多基督徒同胞的生活中，发现一个累积的运动过程：从教会中心的

诸宗教神学到以基督中心的，然后到以神中心的方式探讨宗教史和宗教间相遇的诸宗教

神学。而尼特主张这一运动继续走向救赎中心的诸宗教神学。即基督中心的神学继续强

调教会的必要性，但放在与基督的关联中强调；以上帝为中心对待其他宗教的观点继续

强调基督的必要性，但放在上帝的三位一体本性和活动中强调。救赎中心的态度主张把

①[美]保罗·尼特(Paul F．Knitter)：《全球责任与基督教信仰》，王志成译，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一第26页。

⑦同上，P16。

西’‰1 F．、Knitter’，‘L0嘣＆以聍删Religions：Multifa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Ma-

ryknoll，New York，1995，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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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或人类和生态的福祉作为诸宗教神学与对话的背景和标准时，也保留了教会、基

督、上帝的价值和必要性。
。

那么，基督徒如何能有效地做到多元主义?这种诸宗教神学或对话必须与全球负责

结合起来。因此，受苦难威胁、全球村的宗教间对话的共同基础必然是“对救赎或者生

态——人的福祉和正义的关切”，即对苦难的他者和宗教的他者作出回应。尼特提出基

督教徒当前的目标：“基督教徒可以为之奋斗的一个最高善行是促进宗教间、文化间的

真实对话，这种对话使各方真正能够在真理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当中寻找和发现真理，并

且能够更加有效地合作，共同消除正在摧毁我们世界的人类苦难和生态灾难。”①尼特

从解放的角度阐明，一方面，多元主义的神学是真正基督教的，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的

宗教间对话在跨文化沟通中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此意义上而言，全球负责具有两方面

的深远涵义：神学与解释学的意义。

宗教间对话模式与评价

尼特在《宗教神学导论》中，对当前世界宗教的对话模式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分析，

提出了四种对话模式：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近年来，他更侧重

互益模式，强调基督教内部不同派系间的对话以及各宗教间的合作与互助。

置换模式的涵义为：基督教是上帝的宗教，上帝需要的是惟一的宗教。如果其他宗

教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只能是暂时性的价值。最终，基督教要接管它们。上帝的爱是

普遍的，遍及所有的人，但他的爱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共同体——教会才能认识到。尼

特认为置换模式在基督教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当前基要主义者、福音

派人士、新福音派人士和五旬节教派信徒都主张置换模式。尼特指出置换模式有两种：

整体的置换和部分的置换。整体的置换认为其他宗教没有价值，基督教必须干预并取而

代之，部分置换认为其他宗教中有类似上帝的启示，但没有拯救。尼特总结了置换模式

的洞见和问题，置换模式过于强调耶稣的惟一性，排斥其他宗教的优越资源，极易导致

宗教间的竞争与冲突，甚至灾难。尼特指出，耶稣尽管是真正的一切人的救主，但不是

人类惟一的救主。⑦这一观点展现了尼特神学思想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成全模式有两个基本信念：上帝的爱是普遍的，扩展到所有的人；但上帝的爱也是

特殊的，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现实。成全模式体现了当代基督教“主流”教会的教导：路

德宗教会、加尔文改革宗教会、卫理公会、安立甘教会、希腊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

会。他们相信，其他宗教也有价值，也可以从中找到上帝，基督教徒需要与其他信徒对

①Paul F．Knitter，One Earth Many Religions：Multfa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Ma-

ryknoll，New York，1995，P29．

②Paul F．Knitter，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Orbis Books，Marylmoll，New York，2002，

P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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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而不仅仅是向他们布道。尼特指出了成全模式的价值与问题。这一模式看到了各宗

教中具有的真理与恩典，对话成为基督教徒生活所必需，各宗教中存有不可妥协的内

容。但成全模式的问题在于，由于固守某些“真理”很难把对话真正进行下去，关键问

题在于成全模式要求确信并委身于耶稣。尼特强调，宗教委身要求确信上帝确实在基督

里召唤人，而这不是惟一的呼唤。①这一观点揭示了尼特神学思想的多元论内涵以及平

等观念。

互益模式是尼特主要倾向的对话模式。尼特立足于社会实践，认为伦理问题和伦理

责任是维持新的信仰间交流的两大支柱，因此，对待多元论对话的重要术语是“全球责

任”。人类共同的难题——苦难就是共同的基础，苦难主要表现为：贫穷、受害、暴力

和父权制。对于人类的苦难和宗教间的复杂关系，尼特提出宗教人士首先共同行动以消

除生态——人的苦难，则更能成功地谈论各自的宗教经验和信念。因此，行动之后比直

接会谈更好。共同的人类关切与合作是深化宗教理解和学习的基础。尼特认为，耶稣是

一个解放者的形象，耶稣和基督教神学是天国中心的，宗教神学和宗教对话中的第一要

务是去追问其他宗教共同体在哪里，以及如何试图带来基督徒所称的上帝的天国——寻

求一个仁慈和平等的社会以替代充满苦难和不公平的世界。

尼特指出，互益模式的优点是开放，使各宗教能互相增益、成长。但存在的问题

是：第一，是否存在潜伏的帝国主义?即强加西方价值观和议程：第二，是否存在潜伏

的相对主义?即一切都相对化了：第三，它确实是基督教的吗?即能否维持基督教的灵

性以及跟随耶稣的实践。②尽管，互益模式有潜在的霸权主义和相对性，但相比而言，

尼特强调的伦理责任更富有现实性、针对性与实践性，提供给多信仰对话以行之有效的

伦理基础。

尼特指出接受模式的洞见：他们事实上都是兼容论者、突出了诸差异的价值、对话

具有神学优先权。但尼特也指出这一模式的问题：第一，语言是棱镜还是监狱?宗教经

验源于宗教语言但又超越它。第二，许多拯救能拯救我们的世界吗?彼此目标不同，很

难达成共识，无法在全球责任、社会公正方面一起行动。第三，许多绝对者等于没有绝

对者?确切而言，世界诸宗教中的“许多绝对者”都彼此需要，而且必须在对话中彼此

联系，因此，可能存在着的是一种诸绝对者的互补性。第四，比较神学可以“摆脱神

学”吗?中止宗教神学的要求是不可能的，神学指导对话，对话也指导甚至转变神

学。③接受模式具有后现代“众声喧哗”的特点，因此，各宗教间的共识性以及集体行

动的落实难度较大，尼特的批判不无道理，许多目标实质上相当于没有共识的目标，多

①Paul F．Knitter，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Orbis Books，Maryknoll，New York，2002，

P150～169．

②同上，P100～105。

③Paul F．Kmtmr，IntroducingTheologies ofReligions，OrbisBooks，Maryknoll，NewYork，2002，

P21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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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

信仰对话的目的在于诸宗教能携手合作，承担全球责任，共同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危

机与灾难。

尼特呼吁基督教徒之间彼此对话以及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徒之间的相互合作。尼特

期望，实践的、伦理的、全球负责的对话能够使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人士形成新型友谊，

对话将养育神学，基督徒也将更好地分享不同宗教，并从中学习，而且，与他人的共同

伦理对话也将活跃和指导彼此的共同神学对话。

四、跨宗教文化标准与合作基础

尼特倡导相互关联(多元论)的、全球负责(解放性)的对话，最高的方式是将对

话建立在一种共同献身的基础之上，共同致力于促进地球和人类的生态——人的福祉。

那么如何判断诸宗教的合理性和合作基础?尼特提出三条原则：伦理——政治、宗教

经验和宗教理念。

尼特倡导所有宗教在理解自身以及其他宗教共同体时，应把承担起全球责任作为一

项主要要素。尼特提出救赎或生态——人的福祉，与孔汉思建议把人性作为宗教对话的

基础和准则有相似之处。孔汉思认为人性①能够提供确立全球伦理的原料，尼特在其人

性基础上，加上生态这一概念，更加完善了全球伦理的基础，全球伦理必须植根于对人

和生态的关切。在某种意义上，伦理是宗教经验和宗教生活的本源。“道德共域”是宗

教间对话的话题，正如丹尼尔·马琼瑞(Maguire，Daniel C)所说，“有些学者竭力想

找出诸宗教的‘共同本质’，他们经常看不到诸宗教相遇的道德共域。这是由于过早地

引人关于上帝的谈论，或者是由于把对于神圣者经验的派生性解释看成是基础性的。道

德言论在逻辑上和认识论上优先于关于上帝的谈论。”⑦尼特看来，宗教徒们能够实际

沟通的前提，存在于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如何正确生活的关注，而“全球责任”是当代用

来指导生活的词语，信教不但意味着过有道德的生活，并且过担负起全球责任的生活，

而没有履行这一职责的宗教无疑不具备真宗教的色彩，切断伦理与宗教之间的联系，等

于毁掉真正的宗教。因此，在宗教的伦理本源上，诸宗教能够达成基本的一致。

诸宗教除了都具有关心世界、改变地球的能力，还有另一种能力同样重要：宗教的

先知能力和神秘能力(宗教经验)。宗教的神秘性和先知性两级能量激活了双重事业，

每一重事业都非常重要，并且相互激发和依赖：既转变内部，也转变外部，既改变内在

心灵，也改变外在社会，既带来心灵安宁与净化，也带来世界和平，激发个人既投入热

切的灵修实践，也投入大胆的政治实践。尼特指出，“正是神秘性——先知性两极的动

①AGlobal Ethic：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edited by Hans

Kung and Karl--Josef Kuschd，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New．York，1993，P23．
⑦Maguire，Daniel C，The Moral Core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Reclaiming the Revolution．

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1993，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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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呼唤告诉基督徒，他们只有在爱邻人时才可能爱上帝，告诉佛教徒，没有慈悲，智

慧无以可能，告诉印度教徒，知识瑜伽或奉爱瑜伽必须与行动瑜伽结合起来⋯⋯它们相

互呼应，互为包含。”①在不同宗教中，或者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或个体人生历程

的不同阶段，这两极的平衡状态是不同的。当一个宗教中神秘性或先知性之间相互反馈

的系统崩溃时，该宗教要么变成逃避世界的鸦片：自我沉迷、麻木或不负责任的：要么

变成剥夺世界的特许令：自我服务、不宽容或残暴的。特雷西(Taylor)呼吁以一种神

秘性和先知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宗教研究和宗教对话。②时值当今，人们意识到人类和

生态的苦难布下的摧毁性的危险，每一宗教都受到挑战，需要复兴其传统的先知性力

量，并将之与神秘性力量结合起来。这一要求对印度这样的国家尤其明显和紧迫。T．

K．约翰(T．K．John)指出所有宗教面临的这一挑战：“在诸宗教对话中，通过诸宗

教的对话，从传统地、狭隘地着眼于宗教价值和宗教经验，转向设想一种世界新秩序以

及使之成为可能的宗教间合作，这样一种转变看来正在成为诸宗教的使命。换言之，一

个宗教的价值如何，要以它能为带来新的生活方式这一众人为之共同努力的事业作出什

么样的实质性贡献来估量。”⑦因此，世界诸宗教的神秘性力量正在激发起这样的先知

性要求。尼特强调，为即将到来的一种真正的“新生活方式”而努力，这将使得全球负

责的诸宗教间对话成为可能且引人入胜。在人类面临生态——人的危机之际，彼岸灵性

若与现世事业相结合，各宗教便有潜力担负起全球责任。

尼特指出，这三条宗教的跨文化标准都有助于我们在具有不可动摇的差异性的世界

诸宗教中作出共同的真理评估。在一般宗教的真理标准上，泰勒也认为不同宗教视角之

间能发生真正的对话，诸宗教共同体能够解决彼此的差异。他概括了不同宗教传统可接

受的三条原则：神秘性、合理性和伦理性。而尼特提出，最有助于打破后现代的“不可

通约性”障碍，能提供诸宗教最共同的东西，即是伦理——政治标准，也即对人类和生

态苦难的关切。这一标准最可靠、最实用，构筑了不同文化宗教视角之间的第一条通

道。伦理——政治标准的关切最具有跨文化性，地球苦难的质疑使诸宗教得以相互面

对、彼此询问，并逐渐达成共同的真理评估。

尼特建议，如果宗教间对话的所有参与者都进行“世俗的”转变，也即毫无保留地

致力于苦难的人类和地球的福祉，那么对话就会展开。而转向他人和地球的福祉也提

供了这样一种场合与背景：诸宗教在其中重新发现自己，并在各自的宗教内容和仪式中

看到属于此世的解放性力量。从基督教的角度而言，世界上的不同宗教共同体都在发展

它们各自的“生态——人解放神学”，在这种神学中贯彻一种怀疑的解释学(认识并承

①Paul F．Knitter，OneEa啦Many Religions：Multifa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Ma—

ryknoll，New York，1995，P104～105．

②Taylor，Mark Kline，Dialogue with the Other：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Grand Rapids：

Eerdmans．1990，P100．

③ John,T．1(．，Interfaith Dialogue锄Justice Perspective．In Irudayaraj 1989，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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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它们的传统可能曾充当统治和剥削的工具)，还贯彻一种回溯解释学(重新发现和创

造宗教故事或价值观当中的解放性和生态学的内容)。而且，在这一过程还会诞生全球

伦理共同体，在其中我们既属于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又真正参与到全球共同体当中去，

为生态——人的正义和福祉奋斗。究其实，诸宗教如何既保持传统的宗教理念又创造新

时代的范式，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在全球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确实是不易为之的挑

战。

尼特的宗教多元论和全球负责的宗教间对话理论富有启发意义。对于人类面临的生

态危机和苦难作出积极而富于实践的回应，期待世界诸宗教能相互合作，真诚对话，和

谐共处，为正义和人类福祉做贡献。尼特对此满怀期望：“正因为出自不同灵性的人都

一直寻求在神圣之中的多信仰沟通——分享宗教经验——在静修所，在修道院，在参与

彼此的禅修或祈祷实践时，所以今天他们在全球灵性的具体实践中，在这种责任所要求

的为生态——人的正义而奋斗的过程中，也能分享他们的宗教经验和语言。当我们在世

界苦难中沟通时，我们能在神圣之中沟通。”①

尼特研究了全球负责对话成功的例子(印度)，并努力推进这一实践。纵观尼特的

宗教思想，颇有理想化色彩。实质上，无论是诸宗教教义、经验以及信仰等方面，各宗

教教义确实存在不可通约的内容，宗教各对话模式潜伏着阻碍和危机，更面临着基督教

内部和其他宗教信徒的争议与挑战。多信仰对话在实际运作中是否可能?笔者认为，虽

然诸宗教各有彼此的教义和信仰体系，但在具体面对全球的伦理合作之时，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和而不同”、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

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始终是解决诸国家、诸宗教之间冲突、彼此

合作的基础，至于诸宗教信徒间能否相互学习和成长，乃至在灵性体验中相遇，还是漫

长之路，甚至可能是海市蜃楼般的愿景，学术界之间的争鸣与理解，相比宗教界内部的

笃信与实践，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毕竟，这一解放性神学思想打开了基

督教徒的视野，使之更为包容和开放，尤其在改善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反思自己宗教

教义、真诚学习其他宗教的优点等方面，为世界和平以及全球宗教间合作奠定了很好的

平台，对全球其他宗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之能更好地面对人类与地球危机，与其他

宗教携手共进。。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Paul F．Knitter，One Earth Many ReligiD嬲：Multifa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Ma—

ryknoll，New York，1995，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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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3条)

1.学位论文 王蓉 保罗·尼特的宗教多元论与宗教对话思想研究 2009
    本文以当代人类的信仰和生存困境为背景，介绍和阐释当代基督教神学家保罗·尼特(PaulKnitter)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思想。

    自上世纪以来，西方与东方的接触与碰撞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宗教多元论的处境之下，诸宗教的相遇成为20世纪以来我们面临的“一

”与“多”问题的再现。我们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问过自己：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世界诸宗教在我们这个时代遭遇了什么？世界

宗教是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诸宗教是否必须经历，一场彻底而深刻的转变？

    保罗·尼特是一位对当今时代之挑战十分敏感的基督教神学家。他意识到，不论基督教思想家们如何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给出了何种不同的

回应方案，我们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和人类一起在经历苦难！对尼特来说，要对时代之挑战做出回应，诸宗

教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协作关系，切实承担起全球责任，并付诸伦理实践。要做到这一点，基督教内部首先必须经历一场彻底而深刻的转变。基于此，尼

特建构了自己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作为对时代之挑战的回应。

    本文从第二章开始，首先陈述了诸宗教在当代面临的困境，介绍了尼特对当今时代之挑战的深刻觉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保罗·尼特的宗教多元

论和宗教对话思想产生的重要时代背景。

    第三章  则详细描述了保罗·尼特的对话奥德赛，交代了后面几章的讨论需要了解的神学家的成长背景。在这一章的内容里，笔者尽可能详细地还

原了保罗·尼特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宗教对话经历，以及他在信仰上的挣扎和超越，也为后面的讨论做了铺垫。

    在本文的主体部分(第四到八章)，本文以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从宗教间关系模式、基督教神学建设和个人的超越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重构了保罗

·尼特对时代之挑战的回应。

    相互关联和全球负责的宗教对话模式是保罗·尼特处理宗教间关系的主要方式。

    第四章  详细梳理他的相互关联和全球负责对话模式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以及来自其他神学家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论和反思。

    第五章  笔者进一步对保罗·尼特的相互关联和全球负责的伦理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尼特的伦理实践存在的问题。

    基督教神学建设是保罗·尼特为基督教回应时代之挑战而做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

    第六章理了保罗·尼特基于相互关联和全球负责模式发展出的诸宗教神学思想，并重点探讨他的基督论。笔者指出，由于保罗·尼特强调对传统基

督论进行全面修正，主张放弃优越性宣称，并重新理解和解释耶稣的独一性问题，从而引发了学界关于耶稣独一性的大讨论。

    第七章  针对耶稣独一性问题，笔者以几位主要的基督教神学家为对象，整理了保罗·尼特对耶稣独一性问题的核心主张，以及其他神学家对他的

批评。并在此基础上，笔者做进一步的反思。

    第八章  是全文的高潮。笔者围绕保罗·尼特个人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诸多挣扎，以及他逾越进佛教的探索，探讨了他在宗教对话和信仰上的自我超

越。在这一章里，笔者详细介绍了尼特的佛-耶对话思想和伦理实践。保罗·尼特逾越进佛教的经验以及重新回归基督信仰的新发现构成了他在信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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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尼特的自我超越在回应时代之挑战的同时又给基督教带来了新的挑战。他的“逾越”与“回归”经验引发了一连串的新问

题：传统基督教的核心教义难道真的已经过时了？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基督教在将来的宗教对话中，如何真正做到委身与开

放？

    第九章本文的结论部分，笔者首先总结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而沿着保罗·尼特的对话之路继续前进，自觉置身

于我们时代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反思保罗·尼特的宗教多元论和对话思想给当代宗教对话带来的启示，尝试提出自己对基督教回应时代之挑战的展望。

2.学位论文 王桂彩 多元论·对话·文化间哲学—雷蒙·潘尼卡对时代挑战的解释与回应 2004
    该论文以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为背景,介绍和阐释当代思想家雷蒙·潘尼卡(RaimonPanikkar)的相关思想.论文(第一章)首先回顾了潘尼卡八十多年

的人生旅程,总结了他作为修士和作为学者的多方面灵性成果和思想成果,从中可看到潘尼卡首先在他的个人生命中对时代作出了生存论上的回应.在论文

的主体部分(第二到第四章),我们以一个"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重构了潘尼卡对时代挑战的回应:第一,多元论是潘尼卡对时代困境的解释.他把当前人类

的生存困境理解为一种多元论困境:孤立和隔离已不再可能,而且任何一种统一都不令人信服,换言之,一和多的张力达到了极致,达到了不可和解、无法妥

协的地步.在发达的现代技术特别是交通、通讯手段的支持下,世界上各个传统的人的频频相遇在今天已成了日常之事,并由此引发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

生存论难题:这些来自不同传统的人如何相处?他们该如何对待彼此不同的哲学体系、生活方式等?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没

有哪一个传统可以超越于其他传统之上,也没有一个人为捏造的所谓"统一方案"可以凌驾于所有传统之上.另外,来自经济、政治、生态、军事等方面的危

机更是一道加剧了这一困境.第二,对话是潘尼卡回应时代挑战的实践方式.从对时代挑战的性质的理解(多元论)出发,潘尼卡提出把对话作为贯彻多元论

精神的行动方式.潘尼卡特别强调对话与多元论之间的关联,注重从多元论的理解引出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使对话能够通向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传统之

间的真正相遇.对对话方法的反思,使他提出"对话的对话",区别于他所称的"辩证的对话".辩证的对话是完全按照对实在的辩证理解展开的对话,对话者努

力作为理性的存在物介入与对话伙伴的会谈,以达成一种唯一正确的和合乎理性的理解为目标.潘尼卡认为,辩证的对话是需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且由于

它常常对实在坚持一种完全辩证的、出自单一文化的理解,在不同文化的相遇中根本不合适.因此潘尼卡主张以"对话的对话"来限制、补充和超越"辩证的

对话".第三,"文化间哲学"是潘尼卡提出的回应时代挑战的方法论,是在各个文化内部以及它们的关系之中实践多元论和对话的方式.潘尼卡把文化间哲学

视为对文化间挑战的一种多元论方式的回应,是单一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外的一条中道,即,既不主张单一文化一统天下(不论以多么宽容的方式对

待其他文化),也不主张各个文化的简单共存,不论是相互隔离的共存还是相互兼容的共存.根据潘尼卡的理解,文化间哲学不是与特定文化的特定哲学相并

列的一种哲学,它本身没有具体的内涵,它只是一个形式性的概念,它相对于那些特定哲学有一种超越性.在论文的最后部分(第五章),我们引入了其他学者

、思想家对潘尼卡的这一"三位一体"的方案的批评和挑战,包括保罗·尼特、乔治·林贝克和唐·库比特的回应,不过,这些回应主要是潜在的和隐含的

,因为这些批评者大多没有对潘尼卡作过直接的批评,但这丝毫不妨碍这些挑战的尖锐性.在论文结语部分,我们作了总的评述,指出了潘尼卡在多元论、对

话和文化间哲学这三个主题上的论述的得失以及它们作为整体方案的可信性和可行性.

3.学位论文 王李 简论宗教对话基础——以约翰·希克的终极实在观为例 2005
    宗教对话已经成为目前宗教界、宗教学界炙手可热的一个词汇。本文以约翰·希克提供的以终极实在观及其多元论为基础的宗教对话方式为切入点

，全面考察当前的宗教对话理论中基础和方式等问题。

    当今我们人类处境具有多元性质和跨文化性质，宗教对话在宗教相遇中变得紧迫和突显。终极实在者观念无疑是最能体现每个宗教底线的，也是各

大宗教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任何宗教对话都无可避免地要以终极实在为根本的对话基础(第一部分)。约翰·希克的终极实在观为世界各大宗教传统之

间的对话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第二部分)。自约翰·希克宣称了他的终极实在观之后，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讨论和批评。他的终极实在观与其多

元主义的假设之间存在着张力。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特别是排他论者的激烈抨击。受到的学理上的批评，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否定(第三部分)。国内有

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灵性实在论”，这一理论同样不能为宗教对话提供坚实的基础(第四部分)。宗教对话理论之曲曲折折或许表现为“同”与“异”的

轮番凸现，起初对话不能不“求同存异”，后来的对话则又不得不“疑同持异”，再到无对话基础，尽管我们对有无对话基础、对话基础是什么还有很

大的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宗教对话不应该取消，而是应当继续推进。当我们把视线从宗教里面摆脱出来时，我们发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汉斯·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推进宗教的对话，保罗·尼特把共同的难题——苦难和由之生发的全球责任作为对话基础(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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