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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宣教學家溫德(Ralph Winter)曾經稱二次大戰
結束後的時期為「難以置信的二十五年」，因為從

二次大戰後直到如今，這是基督教宣教事工爆炸性

發展的時期。但同時，也有人形容二十世紀後半是

「後西方、後宗派主義、後基督教國家、後殖民主

義、後意識型態、後現代思潮」的時代，基督教的

發展面臨空前的挑戰。

西方「後基督化」的現象

自從十九世紀自由神學由歐洲興起後，歐洲

的社會很明顯地有「去基督化」的現象。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這個情況更加速地發展。因此，

歐洲國家很明顯的進入「後基督教國家」(Post-
Christendom)的階段。
首先東歐地區因為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有

原屬東正教的國家(如蘇聯與保加利亞等)以及天主
教國家(如捷克、波蘭等)，教會都被剝奪一切的特
權，甚至受到無情的打壓。而在西歐地區，無論是

基督教圈子的北歐、英國和荷蘭，或是天主教圈子

裡的西班牙和法國，信徒到教會的出席率也逐年滑

落。以英國為例，1900年55%的孩子會參加教會的
兒童主日學，1960年降至24%，1980年9%，2000年
更降到只有4%！
此外是倫理道德方面，許多歐洲國家通過了與

基督教倫理背道而馳的法律，如：同性戀合法化、

安樂死、墮胎等等。在家庭婚姻上，歐洲也急速惡

化。在1960年，愛爾蘭、荷蘭與挪威的婚外私生子
分別只有1.6%、1.4%與3.7%；但到了2000年，都高
升至32%、22%及48%了！ 
所以，一方面許多教會領袖感到憂心忡忡，好

像後院失火了！因為原先差派宣教士的國家，現

在反而是教堂門可羅雀。另一方面，許多人擔心歐

洲的這個「去宗教化現象」──或稱為「世俗化現

象」(Secularization)──會在世界其他地區複製重
演。若果真如此，那麼不但啟蒙運動以來許多人(包
括馬克思)的預言，就是「宗教終必消亡」即將成
真，而且基督教的前景將非常黯淡。

二十世紀末的宗教熱潮

可是在美國，情況卻有點撲朔迷離，世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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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固然一樣嚴峻，但50年來，福音派教會反而
蒸蒸日旺。有許多宗教社會學家認為，美國只是例

外。但最近另有一批宗教社會學家卻反過來認為，

宗教熱潮才是未來的大趨勢，反而歐洲才是例外。

雖然二十世紀整個世界經歷現代化的過程，歐

洲又有明顯的去基督化現象，再加上持無神論的社

會主義國家掌控三分之一的世界，可以想像的是，

普世宗教必然大受衝擊。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

二十世紀後半，全世界各地卻明顯地出現宗教熱

潮的現象。由統計資料顯示，1900年到2000年的
100年間，全世界基督教與印度教的人口比例是持
平的，佛教則略減。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另外四個宗

教：伊斯蘭教、民間宗教、新興宗教和無神論(以及
無特定宗教者)的變化。伊斯蘭教的增長，主要來自
高生育率；而民間宗教的比例大降，顯然是受到現

代化及無神論的雙重夾殺所致；但是新興宗教的崛

起，卻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因此，「現代化必然導致宗教沒落」的傳統思

維被打破了，因為宗教的熱潮也發生在現代化程度

最高的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地。日本自從二次大戰

後，就產生成千上百的新興宗教教團，這些新興宗

教團體的成員，大部分都是大專以上的中產階級專

業人士。可見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宗教仍是人尋求

心靈歸宿的第一選擇。

「現代化」必然導致「去宗教化」?

過去100年來，在宗教社會學家之間最大的爭
議，就是在這個世界漸漸邁向現代化的同時，是否

會走向「世俗化」或「去宗教化」的方向？基於歐

洲很明顯的「去基督化」現象，大多數的宗教社會

學家認為這是大勢所趨的必然現象。換句話說，不

僅在歐美先進國家如此，將來所有的亞非國家也將

會走向類似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目前普世性

的所謂「宗教熱潮」只是暫時的現象而已。這個

理論被籠統地稱為「世俗化理論」(Secularization 
Theory) 。
但是，目前有越來越多的宗教社會學家改變態

度了，其中波士頓大學的柏格(Peter Berger)是最具
有指標性的人物。過去多年來，柏格一直是這種

「世俗化理論」的旗手，著作極多，是最負盛譽的

宗教社會學家。但出人意料地，他在1999年與幾位
學者(包括杜維明教授)共同出版了一本書《世界去世
俗化現象》(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 1，

卻完全推翻他們過去的論點。他們認為，有更多的

跡象和資料顯示，隨著現代化的進展，未必一定會

帶來宗教的沒落，相反的，在更多的地區反而帶來

宗教的復蘇。

柏格認為，現代化的衝擊會帶來世俗化與反世

俗化的兩種反應。由於現代化打破所有原有的框

架，如價值觀、社會結構、信念、道德、宗教等

等，這會造成人們心靈的惶惶不安。在尋求新的安

全感時，宗教往往成為人們「安身立命」的歸依。

因此，在全世界，無論是傳統的、保守的或新興

的宗教都在復蘇。其中最明顯，也是最值得注意

的，乃是伊斯蘭教和福音派基督教的快速成長。但

是柏格也指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所有那些

想積極地與現代化觀念適應或妥協的基督教主流教

派，卻都在衰微中，反而是那些主張「抗衡文化」

(Counter-Culture)的福音派教會蒸蒸日上。
所以，柏格的結論是，在未來的世界裡，宗教

不但不會消亡，而且會繼續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

其中，他對福音派基督教(包括靈恩運動)的發展，
是最樂觀的──即福音派教會將繼續迅速成長。但

是，基於普世人類對民主與自由的共通渴求，他也

質疑目前那種有暴力傾向的極端伊斯蘭教組織，是

否還能夠繼續不斷的成長？

另一位宗教社會學家大維(Grace Davie)也指
出，從歐洲的所謂「去基督化現象」來看，更正確

地來形容應該是「遠離教會」(Un-church)的現象。
也就是說，歐洲人(無論是在天主教國家或基督教國
家)的確是到教堂的人數與次數都大為減少，但是如
果問他們的宗教觀，你會發現，他們仍然維持他們

既有的宗教觀。所以大維稱這些歐洲基督徒為「相

信卻不歸屬的人」(Believing non-belonge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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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所以，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正如英國作家狄更

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中所說的，正處在最好

的時刻與最壞的時刻、黑暗與光明並存的世代。因

此，我們既不該灰心喪志，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為

這場屬靈的爭戰還在進行中。

前述的事實顯明，那些傳統或世襲的信徒後

裔，以及急於向世俗妥協的教派，將在各種新思潮

與新興宗教的競爭與衝擊下，節節敗退。這就是

「後基督化」現象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基督徒能

持守真裡，活出基督，這場屬靈的爭戰必將得勝，

因為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宣告：「成了！」。只是

撒旦和牠的跟隨者還不死心，仍然在作垂死的一

搏。因此，我們必須持守真道，剛強壯膽，為真理

打那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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