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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 ] ] 安替安替安替安替····羅因羅因羅因羅因    

科學揭示自然是如何運作的，並命名每一個新的發現和現象。科學通過實驗手段、運

用證據鏈來闡明新的自然規律。既經驗證的結果和方法，總是被用來充當新的結果和方

法的先導依據，因為沒有前因便不能得出後果。如果我們有勇氣追尋這個證據鏈，直到

它的最初本源，找尋源頭的始因，我們總是會終止於神。就是說，我們將找到最初的動

因，它是不再有原因的。無神論者們試圖通過虛構一些名詞，例如宇宙大爆炸之類，來

擺脫這個關於第一動因的邏輯命題。 

    

根據現時流行的正式的科學信念，在距今一百四十億年以前，所有的物質、能量、生

命和靈性，都被壓縮在一個比針尖還小的空間內。然而，科學論點是可以改變的，因為

迄今我們還不曾瞭解到實有的自然規律和事實的百分之一。今天我們所知悉的科學論點

和資料，至少已經超過一百年前的百倍以上，而且這個趨勢，還會以指數規律的速度持

續下去。然而，我們的智慧則不可能以這同樣的速度增長，除非我們有勇氣重新審查舊

有的科學的和宗教的前提性假設。科學總是在改變和推進我們對宇宙的瞭解。然而，我

們將永遠發現神立於每一條科學小徑的終端，無論現在抑或今後，直至無窮。 

 

美好、智慧、公正、愛心和誠信，永遠不可能用量具來計量，也不可能用物理的或化

學的儀表來測度。它們並不與物質和能量起反應，但是它們仍然像磐石般真實，因為人

的靈性使得它們成為歷歷可見。所以，我們是純粹的屬靈生物，只是靈性被暫時地鎖定

在我們的軀殼之中。當我們注視我們的朋友的眼神，當我們諦聽他的意見時，我們便看

到了這個靈性。這些，決不是物質性的聲音。 

 

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領域    

 

科學並不直言快語地回答對於人之靈性的基本問題，即是與非的問題。正是宗教，在

尋覓這些問題的答案。真正的宗教勇敢地探究哪些重要的結果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

利用科學，我們可以推進我們的物質生活福利。而真正的宗教則找出屬靈的結果，它不

但是正確的，而且可以使我們的靈魂快樂安生。這些確定而永恆的效應，可以用來鑒別

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宗教，而區別於錯誤的和偽劣的贗品。 

利用真實可靠的資訊，我們得以拒斥那些迷信、宗派、邪術和巫毒，以及其他控制人

的心靈的團夥，他們迷惑我們當中一些幼稚的人，僅僅通過剝奪盲從者們本身的自由意

志，而使之得到暫時性的解脫。虛偽的宗教、哲學或者偽科學，把人們和他們的同胞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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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絕望的自殺之途，和經濟上、倫理上的破產；而真正的宗教和科學，則幫助人們直

面他們日常生活當中的實際問題，達到彼此間的和諧一致。 

 

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當今世代，對於我們來說，永遠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所能改變和

推進的，也只有這個時代。真正的科學和宗教之間，應當是互相支持的。引人誤入歧途

的分歧和爭執，永遠來自於錯誤的科學或宗教的前提和闡釋。然而，長遠來看，充滿活

力的、能動的科學與宗教，終將會聚於協調一致。 

 

我們的生活和世界之所以臻於目前這個樣子，是經過精心地、準確地設計的結果。正

因如此，所以我們才能在信仰與無神論之間，做出一個自由的選擇。如果我們能夠借助

於某種科學過程，論證出神或者某種更高力量的存在，我們就不能遂行這種自由選擇了。

仁慈、公正、愛心，草地上的百花，小至原子，大至整個宇宙，在印度教信徒或者天主

教信徒的眼裏，都是神之存在的有力證據。但是在無神論者看來，對世界的觀察完全是

另一番景象。對於信奉宗教的人們來說，最後的校驗是“我就是”和“你就是”；但在

無神論者，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去相信偶然、運氣和註定。 

 

比之對耶穌的信仰，無神論和懷疑論則需要更多的盲從式信仰，因為科學並不能證實

神之並不存在。一個路德教徒、東正教徒、穆斯林或猶太教徒，可以絕對相信神，因為

他們並不是把自己的信仰建基於科學的證據，而是憑藉於生活在我們心靈中的神所派遣

的矯正者之靈。神之靈的這個微薄的小瓣使得我們得以永生，並且喚醒我們的信仰之心。 

 

我們需要勇氣我們需要勇氣我們需要勇氣我們需要勇氣    

 

要發現科學的或宗教的真理，我們需要勇氣。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去研究和揭示已經被

認定為可疑之點的所有資訊、禁忌乃至源頭，則真理是很難發現的。真理完全不倚賴於

資訊的來源、作者或學說派別；真理完全是基於經過驗證的科學的和屬靈的事實。我們

還應當聆聽我們自己的感覺和良知的聲音，它們之存在，正是主要出於這樣一個目的。 

 

我們可以，例如說，從《可蘭經》、《聖經》和《攸然希亞之書》中，找到一連串的

真理，它們向我們提供合乎邏輯的論證，解釋我們為什麼會在這兒，我們是從哪里來的，

以及我們正在往哪兒去。我們的世界和語言，總是在日新月異地變化著。我們並不需要

固守那些留存在科學和宗教當中的、千年陳貨般的假說和闡釋。我們應當有勇氣用現代

的語言和概念，去修正和更新舊有的原始材料。我們已經擁有了足夠多的陳舊的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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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像和空洞的詞藻。與這些相反，我們應當享有的卻是能動的和鮮活的科學、信仰和宗

教，它們才真正地影響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決策、選擇和活動。 

 

教理和教義的持續性發展，是對路德教、印度教、佛教和任何其他宗教的最重要的挑

戰。一個可靠的、能動的更新、改革、修正和對話是必要的，以便提高不同宗教派別之

間的和諧和諒解。我們也應當懂得，救贖並不倚賴於你用的是哪一種學說的名義。唯一

的要求只是信仰，不帶偽善成分的愛心和博愛的信仰。 

 

哲學與倫理哲學與倫理哲學與倫理哲學與倫理    

 

哲學和倫理所要解決的，是與宗教相類似的問題。但是，由於基本假設的不同，可以

引出很多不同的結果。唯物主義的哲學，假定我們只能生存八十年左右。但是宗教性哲

學的結論則基於一個永生的理念。這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概念。比之

純粹的哲學觀點，宗教視點對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苦難和掙扎給出一個更加合乎邏輯的

解釋。例如： 

• 如果我們不曾經歷過恐懼和沮喪，我們便不能理解勇氣勇氣勇氣勇氣。 

• 如果不經歷痛苦和受難，我們便不會去追求歡欣歡欣歡欣歡欣和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 如果我們不曾面對過社會的不平和不公，我們便不會知道什麼是利他主義利他主義利他主義利他主義和人人人人

道主義道主義道主義道主義。 

• 如果不存在錯誤和欺詐，我們便不會在內心中滋長出對忠誠的熱愛對忠誠的熱愛對忠誠的熱愛對忠誠的熱愛。 

• 如果不是險情、意外和疾病的永遠存在，我們就不能理解什麼是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和信賴信賴信賴信賴。 

• 如果沒有貪婪和不公，我們便不能理解什麼是公正公正公正公正。 

我們只有生活在現在這樣一個世界裏，才能為這些有價值的特質去奮鬥；在這裏，我

們能夠信賴的，只有我們的造物主的仁慈和愛心。若是在一個完美的、無罪錯的宇宙中，

我們便達不到這些目標。我們在世上度過的有限年頭，只是我們的永恆探索之旅的開頭

歲月。所以我們必須永遠地竭心盡力。我們常常設想我們的一切成就，是歸功於我們自

己的能耐，但事實並非如此。幾乎我們的所有成功，都是我們的同伴和無數先輩打下的

根基。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們也必須“超前支付”，盡到我們增進我們

所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的一份責任。 

 

在這個世界中，我們永遠達不到徹底的平等和自主。然而，重要的一點是在於，我們

能夠為這些價值去奮鬥。一些幸運者降生在富裕之家，另一些可憐的人只能落生於路邊

街頭。一些人形貌昳麗，另一些卻身染病痛或罹患殘疾。然而，在死亡降臨之時，我們

就都平等了。就在這時，我們必須在死亡和永生二者之間作出最後的抉擇。這是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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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生活中能夠做出的唯一真正的至高無上和獨立自主的選擇。在這個最後階段，沒有

一個旁人能來幫助我們。 

 

我們的宇宙、原子、物質和生命，是運用廣大的智慧和技巧創造出來的。與之相比，

完美天國的創造，則反而是一個容易得多的事情。我們應當知道，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病

毒，或者一個小小的種子，也比任何一個人造的器械更為複雜精細得多。創造意味著靈

魂、生命、引力、光子、元素、空間，以及自然規律。進化則是前列這些世界基本構造

材料所發展出的產物。這可有地質層和沉積物為證。隨機性可能在一些細節上起作用，

但基本準則是要服從神的規律。 

 

比之於單純地服從規則、遵守法律，我們有著更高的目的去追求。相反，我們也應當

聽取我們的感受和良知，去探究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剝削我們的窮苦貧弱的兄弟

姊妹，可能是合乎法律的，但它卻不合乎真正的宗教哲學。我們的世界隨時都在變化著，

因而，神並不需要機器般的人。神要的是能夠做出自己聰明的抉擇和具有不假助於物質

性憑據或者奇跡之信仰的活生生的人。我們獲得了自由意志，所以我們無比高出於只會

服從規則的單純機器。 

 

各種宗教派別應當逐漸理解到，我們都擁有著同一位神我們都擁有著同一位神我們都擁有著同一位神我們都擁有著同一位神，只是我們在用不同的名字

來稱呼他罷了。我們之間不是敵人。我們具有同一個歸宿。我們之間可以互相學習許多

的東西。我們應當注意到，我們間的主要分歧只在於儀典和禮拜的方式，而神則是同一

位。 

無神的哲學好比是一具沒有鎖定校準點的溫度計。唯物主義哲學可以提供一個暫時的

解脫和生存，就像一個漂浮在海洋上的浮標。而宗教性哲學則把人引向永生，正如一個

屹立於磐石之上的燈塔。 

 

神是來源和歸宿神是來源和歸宿神是來源和歸宿神是來源和歸宿    

 

神給我們帶來統一性，和哲學與倫理的校準點。哲學不可能單純依靠邏輯論證，不仰

賴於唯一神或者造物者的觀念，而達到所有人之間的平等。只有唯一神或者造物者的觀

念和理念，能夠讓世間所有的兄弟姊妹們擁有平等的做人權利。這是達到光明與世界和

平的唯一路徑。這個簡單的觀念也把我們引向敬重我們的同伴並為他們服務，而不是單

純去敬拜聖跡和空洞的儀典。神並不寓居在偶像中，而是作為矯正者，駐居在我們的心

靈之中。有鑒於此，商人們可以通過奉行公平交易來敬拜神；工程師可以力行綠色施工

工藝來敬拜神；藝術家可以通過使人娛情悅目、賞心樂事來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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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科學，神是一個原因；對於哲學，神是一個統一性的假設；對於宗教，神是一個

永生的個體存在。對人而言，神是他的來源，就像他的父親和母親一樣。但是，神也是

人的歸宿，因為我們的靈魂渴求與神的這個小瓣之靈相結合，它就寓居於我們的心靈之

中。人類是一種二元化的受造物，區分為男人和女人，他們具有平等的權利。人之兩極

雖有不同，然而同等重要，他們能使我們的生活心醉神迷、意氣風發，因為二者給我們

的世界以不同的景象。分歧和差異並不是缺欠，反而是一種強化劑，它豐富著我們的生

活，讓我們變得更加強壯。 

 

我希望把世界變成對基督徒、對穆斯林和對無神論者們來說的更好的環境。通向這個

目標的唯一路徑是神和唯一造物者的觀念，它使我們實現平等。如果沒有這個觀念，我

們就會認為我們自己的神，自己的哲學、種族、宗教、性別或者國家，是優勝於別人的。

這種謬誤總是給一些人壓迫我們的同胞提供口實。我希望我們的世界變成這樣的地方，

在那裏： 

 

• 不同的宗教派別之間，不需要設置帶刺絲網的樊籬。  

• 法院的裁決，不再是取決於被告的運氣。 

• 宗教儀典不能取代日常生活中人和人之間的尊重。 

• 女人與男人之間享有同等的權利。 

• 不能盜用國家權力之名而作為發動戰爭和傾軋的口實。 

• 人們不再需要把自己的身格隱藏在大牆背後，或者用化名來掩藏自己，就像老鼠

鑽在洞裏一樣。 

• 正義與神交成為更加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崇尚傳統、禮拜和官僚政治。 

• 運用最好的科學手段，讓最高的宗教理想滲透到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去。 

• 我們不再為神和宗教而奮鬥，而是為每個人去奮鬥，因為我們是弱者，而神是強

者。 

  

兩千年前，一群懦夫叫嚷著“釋放巴拉巴”和“釘死耶穌”。很多現代人可能會覺

得，那和我們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但是，在“離別”之時，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將面

對這同一個人生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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