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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教學名詞

錫克教是一

個混合主義的宗

教，揉合了印度教

(Hinduism)與伊斯

蘭教(Islam)的主要

特點。「錫克」一

詞來自印度柏利

(Pali)文的sikka，

或梵語 (Sanskri t )

的sishya，意思是

「門徒」。所有錫

克教徒都是10個受尊敬的古魯(Gurus，意即大師)或

導師的門徒，這些導師的生活與教訓成了錫克教徒

實行的基礎(參Guru條)。

起源與成長：錫克教創始於十五世紀，有兩個

源頭，一是印度教的敬虔(Bhakti)運動，另一是伊

斯蘭教的蘇菲(Sufi)神祕主義。創始人是拿那克古魯

(Guru Nanak, 1469-1539)生活於印度西北部。受到這

兩個宗教的神祕主義所影響，他教導說，只有一位

神，其所創造的眾人都是平等的。他拒絕繁瑣的宗

教禮儀，也不同意印度教的祭司婆羅門(Brahmin)在

宗教事務上的壟斷與掌權。在他之後還有9位偉大

的古魯。(編按：這與多神和重視種姓制度的印度教

有很大的差別)

由於反對錫克教的穆斯林日益增加，錫克教逐

漸發展成為一個具戰鬥力的教派，並擁有政治勢

力。第10位古魯Govind Singh為5個出自5個不同種

姓的男人洗禮，

並組成一個稱為

Khalsa的兄弟會，

並且給他們和自

己起了同一個姓

氏Singh (意思是

獅子)，這姓氏今

天已非常普遍。

此外，也給與婦

女在敬拜和其他

一切事工上與男

士有同等的權力。當莫臥兒帝國(Mogul Empire, 

1526-1858, 統治印度達三個世紀)權勢衰弱時，蘭季

特(Ranjit Singh)古魯聯合所有錫克教徒，在印度北

部的旁遮普邦(Punjab)建立了一個錫克王國。

今日的旁遮普邦，人口大部分仍是錫克教徒，

在農業、乳製品工業、眾多的商業機構與軍隊中都

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一個極端的錫克教派也想

藉著暴力使該邦得以獨立自主。

宗教的教訓與實行：錫克教徒有一篇很多人喜

愛使用的早禱文，它描寫神為「獨一、真理、創

造者、不朽與無所不在的」。錫克教的一神信仰很

強，藉唱頌很多借用自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神名來

潔淨內心，但禁止使用圖像與偶像來代表神。

錫克教保留了印度教的輪迴與羯磨(Karma)理

論，認為一個人若忠心過敬虔與無私服務的生活，

經過多次轉世後，就會修成與神同在或達到Mokshe 

錫克教 (Sikh, Sik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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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論的英文

是Atheism，源自
希臘文atheos，意
即「沒有神」，

指任何否定神存

在的立場。無神

論 與 不 可 知 論

(Agnosticism)是兩
種不同的觀念，後

者認為我們無法知

道神是否真的存

在。在現代西方文化之中，無神論通常是指否定猶

太－基督教所理解的神的存在。至於在其他宗教背

景下，無神論便是否定當前盛行的神明觀(deity)的
立場。因此，以前生活在羅馬帝國的基督徒被控告

為無神論者，是因為他們否認希羅文化中的多神觀

點。每當我們沒有讓神在生命中佔舉足輕重的位置

時，雖然我們沒有明確的否認神存在，也算是奉行

了「非正式的」或「實踐的」無神論。

從歷史的角度看，是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
和伊壁鳩魯(Epicurus)提倡的一種唯物主義的無
神論；而在現代西方思潮中，無神論由一眾思

想家所鼓吹，例如馬克思(Karl Marx)、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麥基(J.L. Mackie)及傅

盧(Antony Flew)。二
十世紀初盛行的邏

輯實証主義 (Logical 
P o s i t i v i s m )，這思
想的哲學及科學兩

個學派都擁抱無神

論，並揚棄所有論

說神的語言為沒有

認知意義(cognitively 
meaningless)的說話。
現代世俗人文主義

(secular humanism)是另一種普遍的無神論形式，這
事實至少能從下列宣稱反映出來：「我們沒有充足

的證據相信任何超自然事物的存在」，此外還肯定

「沒有神靈會拯救我們，我們必須自救」。(參《人
文主義宣言 I》（Humanist Manifesto I）。
亦有一些宗教傳統持守無神的信念。小乘佛

教、禪宗、耆那教(Jainism)全是無神的宗教，他
們都否認有一位超然至高者(transcendent supreme 
Being)存在。其他傳統，如印度教的某些分枝、道
家的哲理及大乘佛教的某些學派，都認為宗教的終

極實在是一元的(monistic)，或是以泛神(pantheistic)
的觀念來理解。從一神論的角度來看，這些傳統可

粗略地歸類為持無神論的宗教。

William H. Baker著 倪勤生譯

無神論 (Atheism)

(救贖)。錫克教徒雖然也有三個廣泛的族群，但

清楚不認同印度教有關靈魂轉世與種姓制度融合

的理論。他們最具權威及被視為唯一正典的是Adi 

Granth，第一冊含有約6,000首詩歌，往往被視為代

表神的經文。

每有5個已洗禮的錫克教徒聚集之處，就有

一個「潔淨者的社群」(Khalsa)，會有經常性的讀

經。男孩與女孩在進入青春期時便會被納入這個社

群。錫克教沒有專職的祭司，敬拜的地方稱為「進

入古魯之門」(Gurdwara)。錫克教徒會慶祝幾個印

度教的節日與幾個主要古魯的生日。

在傳福音給錫克教徒時，一個主要的連結點就

是他們對一神的堅信，而這神存在於世界，且可藉

個人靈修而親近。近年來，西方有相當多的錫克教

徒向基督福音開放。

Saphir Athyal著 金繼宇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