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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从：我们的世界？》

内容概要

本书来自于巴哈伊社团季刊《天下一家》的社评，基于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原则，对全球面临的一系列
主题：社经发展、社会治理、全球化、性别平等、科学、宗教与发展的作用等诸多方面，发表独特的
立场和指明建议。人类正处于迅速而难于把握的剧烈转型当中，每个个人和组织都有保障社会整体获
得良性发展的责任，而目前也正是为建立美好未来进行普世转化的时机。对于环境、争端、贫富差距
等问题，错过了当下，留给未来的将是悔恨与叹息。
对此一系列重要议题的文章编纂结集，是想让更多人看到：近些年来，有许多严峻的现实摆在了会议
桌上，但它们作为话题却只是在人们身边昙花一现，当热度过去，焦点转移，留在耳中的可能只有几
个半生不熟的名词。然而，其未获得解决的破坏性影响，却在继续蚕食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文明土壤。
本书力图保证这些探讨框架的持续和连贯，让真正重要的议题保持活跃、获得深化。采用科学与宗教
两种曾经在不同层面上高屋建瓴地指引着人类的视角，综合审视当今社会构建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一
些议题进行反思和厘清，这是本书力图展示的开创性思维。
知识，是人类文明的每一种体系赖以构成的基础。虽然在当下，宗教与科学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冲
突丝毫未减，还导致了累积数百年的许多团结果实的毁灭，但同时，人类也在迈向成年期，凝聚的呼
声正从被忽略的大众中、意识的深层次中渐渐升起，构成建设性的关键力量。在面对各种疾患时，拥
有选择的自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极为重要。不论采用什么眼光和镜片看世界，不论采用什么方法解决
问题，人总是希望那会是自己的统一的一套，而不是破碎分裂的理念拼凑。
在前进路上有太多的阻碍，个人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哪些行为模式、价值、设想符合未来的更为成熟
的模式？毫无疑问，未来所需的这些新的能力并没有现成的完整经验可模仿，围绕着能力提升的目标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潜能，与他人保持差异的独特自我，如果能够借助参照全体，完善自身、实现真
我，将会有可能为未来的整体新模式，提供极为珍贵的可借鉴的贡献。
在全球一体化的地球村时代，许多国家地区的居民正在寻求适合自身文明进步的独特发展思维。一方
面这是因为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传统，将它与未来的普世文明相接轨的路线并非要通过发达国家
走过的历史套路，那样未必是最好的。对某一种成功的别国文化的盲目崇拜将造成对自身文化中优秀
成分疏忽不见。另一方面，即使是拥有优秀经验的发达国家，在协助别国发展时，也不免从自身利益
出发，采取的方式不一定使受援助国长远受益。真正切合未来发展目标的经济建设，要求各国不再以
自己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认识到人类一家和文明的多元性，树立尊重与和谐友好的心
态，否定文化沙文主义并齐心协力根除恐怖主义。
世界是一个人体，这样的比喻很能够促使我们去思考发展的本质。自我审视才能带来根本上的进步，
人们要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未来社会，需要培养每个人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包括博雅的学识和专业工
作技能，而个人的精神品质亦不可忽略，包括爱、怜悯、善、正义、慷慨等等。在当下，各种发展计
划不同比例地都包含着自利与合作的双重目的，懂得辨识这一点，可以进一步调整、完善整个计划的
纲要，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个社团有自己的生命，有其局限性和个别特征。能够做的是加强个别与普遍
存在的联系纽带，使独特性的优点能够得以发挥。受到开创性的思想理念 指引的团体，应当为协助社
会构建新思维出力，共同打造建设新文明的基础。其重要性不亚于人的大脑的思考论辩对身体的指挥
作用。透过多种话语、志趣的培养和行动，不仅作为细胞的个人会获得能力提升，个人与环境、外在
、机构、神的关系得到重新定位，而且作为整体的社会也将焕然一新。
任何有意识的存在，都携带了两重使命。一是完善自己，一是促进其他。这工具，这桥梁，便是语言
。根的汁液可以滋养树木，蚂蚁的巢穴可以溃烂堤坝，都可以看做是语言改变事物内在本质的隐喻。
话语构建所影响到的空间，包括了家庭、学校、社团、公司、单位部门、商场、城市、乡村等等。探
讨是激活思考的推动力。
构建话语的下一步，便是行动。改善周围，推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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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庭和社会发展
24.宗教与妇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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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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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30.全球化的道德观——巴哈伊的观点
31.同样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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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科学、宗教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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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宗教、当今时代与未来的全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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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致世界各宗教领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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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派侬知识，是人类文明的各种体系赖以构成的基础。人们的智慧来自古典或当代经典的信
仰和哲学探讨，而经书、教材、使用说明、口头传情达意等一切赖以保存和交流信息的载体，都包含
着语言的形式。人是说话的动物，因此，变革、进步、继承，也都牵涉到让语言不断完善和进化来体
现。任何团体，任何组织，都相信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原因即在于，话语在当代生活中占据了相当的
地位。甚至能够决策和改变个人以及族群的命运。 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第三世界独立建国和民主浪潮
之后，人类逐步迈向了被誉为成年的新时期。有许多凝聚的呼声从以往被忽略的大众中、亦即群体意
识的深层次中渐渐升起，构成当代世界的关键影响力量。“世界是一个人体”，这样的比喻很能够促
使我们去思考发展的本质。 以往的世界，像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人，会为了一些幼稚或叛逆的想法，而
折磨自己的身体，留下教训。自我审视才能带来根本上的进步。不仅历史在前进之路上面临太多的阻
碍，个人——又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思维模式的建设分隔开来。哪些
做事原则、价值模式、计划设想符合未来的社会模式？ 《何去何从：我们的世界？》正是一本直面时
代议题的社论集，它的撰文来源于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处出版的《天下一家》季刊。巴哈伊教是新兴
的世界性宗教，它相信造物主给予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启示，而当今，人类正面临着团结、友爱、
价值观的更新，和灵性意识的提升，这些重要的抉择。 生活应当可以更美好。世界本应该更和平。如
果想要活得有尊严，让此生能够创造更多正面价值，每个人无法只追求独善其身。比如，每一个有良
心的人都会发现：环境破坏的问题怎么能留到孩子们长大后再认真对待呢？几十亿人，很可能面临着
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不久的若干年内。人们必须呼吁，探讨，监督，让世界向着人们集体意愿所体现
出的良好方向发展。 虽则多数人赞成全球文明一体化的进程，但应细心探讨如何才能让这潮流，给人
类带来真正长远的好处，而不是破坏。许多环保主义者、宗教人士、农民等等，对一体化持有抵触态
度，他们看到，自己的家园千百年来继承的环境、文化和经济结构面临着危机。如何与高科技的邻居
往来和共处，如何改革不公正的贸易结构，如何保存多元文化？ 对于环境、争端、受压迫等问题，错
过了当下，留给未来的将是悔恨与叹息。近些年来，有许多严峻的现实摆在了会议桌上，但它们作为
话题却只是在人们身边昙花一现，当热度过去焦点转移，留在耳中可能只有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然
而其未获得解决的破坏性影响，却在继续蚕食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文明土壤。 书中提倡，各种宗教都应
当着重于各自教义中对当今文明有益的劝诫。应当有虑时代之所急的精神。比如，通过饮食戒律的恰
当实施，来促进环保、节约、卫生、公平分配。地球是一个整体，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应当主动承
担消除饥饿和苦难的责任，无论哪一个偏远的角落。这个宏大的分配，需要我们推动制度的改革。 作
者们于书中，对全球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发出切合时代的响亮声音，他们坚信如今亟待
解决的问题，不能遗留给未来，成为下一代人的遗憾。他们力图保证对各种问题的探讨框架的持续连
贯性，让时代的最重要的议题保持活跃、获得深化探讨。 巴哈伊没有像一些资本家、财团那样热衷于
做慈善，因为这类活动往往只起到点缀和宣传效果，而是把精力投入到城市以及些偏远地区的人群赋
能项目中去。在世界广泛角落，给那些居民、儿童、妇女教导基本的识字、表达、思考等等精神层面
的能力，让他们逐步认识到生而为人的价值，能够想到主动去改变苍白的命运。这一类项目在全球默
默无闻地进行着，许多受益者尝试寻找符合自身兴趣的工作，进行开发潜能的阅读、交流和旅行，他
们，正在从内心蜕变。 书里虽则积极畅想未来，但切实地说，将来需要的一些新模式目前还没有现成
的经验可照搬，书中认为，每个人都有超乎预料的潜能可以开发。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如果能够借助
科学与宗教结合的力量进行有益探索，将有可能为未来的文明构建，提供有意义的创意与经验。我们
可以通过话语、志趣的培养和行动，让个人获得能力提升，而细胞般的每个人与社会机构、客观环境
、知识的关系也会得到重新定位。 如此一来，整个人类的肌体也将获得促进，展现新的精神与物质文
明，焕发成年期的健硕。在当下构建社会话语，不是对实际问题的逃避，相反，是迎难而上，探讨带
来实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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