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圣经的世界观——救赎与更新 

5.2 泛神论、新纪元与后现代主义 

泛神论（Pantheism）认为： 
● 万物即神，神即万物 
● 人的问题在于认知的局限，看不到藏在万物中的神 

所以，泛神论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到人的终极归属——自然当中。认为只要回归自

然，和这个宇宙重聚并与宇宙融为一体，人就可以找到幸福和心灵的平静，人类社会的

诸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认为： 
● 这个世界没有创造主，这个世界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

权威，也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传统道德、主流

文化…） 
● 人的问题源于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道德和文化竖立为标准和权威，作为统治他

人的工具 
所以，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运用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推翻社会现行

的统治者，推翻权威。理想世界就是：没有权威，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

做的世界。 

人对宇宙的合乎理性和精妙秩序赞叹不已，于是开始敬拜宇宙…… 
“在所有高等科学研究背后也存在一种类似宗教的信念，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

信念。……这种坚定的信念与一种深层情感相连，一个卓越的心灵显现于世界的经验之

中，这即是我认为的上帝。或者可以说，这就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爱因斯坦在去世

前一年出版的《我的思想与观念》表达他对上帝的明确看法） 

● 泛神论自然主义的布道之作《宇宙，个人游记》 
1980年的纪录片：《宇宙，个人游记》（Cosmos: A Personal Voyage），由天文学家卡尔

·萨根主持，内容涵盖天文学历史、宇宙学、生命起源、外星殖民等多个方面，以泛神论

的视角审视了宇宙和人类，一经播出便大获成功。卡尔萨根也因此被称为泛神论自然主

义的现代宗师。 

○ 《宇宙，个人游记》的观点 
■ 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切 
■ 宇宙赐予我们生命，并维持我们每天生活的气息 
■ 我们亏欠了宇宙 
■ 外太空是我们的起源和真正的家乡，永存的宇宙是人的终极归属 
■ 我们的祖先崇拜太阳，他们一点也不愚昧……崇拜太阳和星辰不

是很合理吗？ 
■ 从宇宙的视角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珍贵的。如果一个人不认同

你，那就让他继续活着吧。在数千亿个星系中，你和他谁也看不见

谁。 
所以，萨根认为：人类救赎的希望就在于浩瀚的宇宙，只要人类不断往宇宙探索，一切的
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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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神论自然主义布道已经全面进入教育领域 
■ 儿童绘本 
■ 大学校园 

 
● 新纪元运动的产生和成因 

所谓“新纪元”（New Age），是基于占星术的一个说法。 
随着后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兴起，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产生了一种以个人本位为

主、追求东方神秘主义与宗教融合的思潮。这种思潮经过社会名流和媒体的推波助澜，

成为迎合现代社会人士的新纪元运动。 

○ 新纪元运动的产生有以下成因： 
■ 西方理性思维与东方神秘主义相遇并结合（印度教、佛教、精灵崇

拜、玛雅文化、非洲万物有灵信仰、原住民信仰、古波斯占星术以
及西方古老魔法邪术） 

■ 对灵性重建和灵性体验的渴望与通灵体验相遇 
■ 对心理释放的渴望与以个人为中心的超个人心理学（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相遇——翻转性的心理释放，不必背
负令人讨厌的宗教教条包袱 

○ 新纪元运动——泛神论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今结出的果实 
John Stott总结新纪元思想的三大精义为： 

■ 一切皆神 
泛神论：神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神没有位格，而是一股创造力量，并且贯通宇宙万有，

包括树木、走兽、岩石、男女等等。所以，膜拜“大地主母”，探索星宿水晶球的力量，也

就顺理成章了 
■ 一切皆一 

宗教融合（多元化）：新纪元喜欢把各色各样互不相干（甚至相反）的思想与宗教共冶一

炉。他们不接受基督教正统信仰，将其视为僵化刻板、固步自封的代名词 
■ 一切皆善 

朝向世界大同的历史进程：新纪元相信新的“普世秩序”、“普世宗教”正在成形，有人甚至

相信新的“世界政府”即将出现，到时一位“济世大师”会统一全球的经济与宗教体系，乌

托邦就会临到人间 

● 泛神论和新纪元运动——从圣经的角度看待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　神的不是，因为世
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壹书 4:1） 

○ 新纪元运动——出于个人主义对灵性体验的追求 
新纪元运动的产生源于人想要寻求经验、灵性上的满足，寻求有爱、怜悯、被接纳、
和谐共处的世界。但当这些渴望受到极端个人主义的驱动，就会往错误的方向寻找救
赎。这种运动也波及到了基督教会。 

■ 西方社会长期强调理性、科学、物质主义，导致人渴望寻求灵性体
验上的满足 

■ 二十世纪，当西方社会主流文化日渐崩溃之时，新纪元运动成为一
种回应，它在后现代极端个人主义、追求个人无限潜能的动机推
动下，吸收印度教、诺斯底思想等“古老源泉”，力图重塑西方文明 

● 印度教信仰：只要灵魂还被身体所束缚，就会有苦难的幻
觉。救赎（moksya）就是人的灵魂摆脱了诅咒，与自然神
（婆罗门）永远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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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斯底主义（一世纪盛行的希腊文化）相信：身体是邪恶的，
灵魂只有拜托身体的束缚才能得自由，这一概念类似于柏
拉图主义 

○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泛神论的救赎观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西 2:8) 
“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

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

分。”（提后4:3～5） 

■ 泛神论想要用浩瀚的宇宙来取代神，期待透过科技的发展，或者透
过与这个宇宙神秘的连接（冥想、通灵、占星术），来获得拯救 

■ 泛神论和新纪元运动透过不断的布道，影响今天的家庭、校园、职
场 

面对新纪元洪流的挑战，教会并不会因为外在的聚会形式得以站立，而是要靠对神话语

——圣经真道的传讲。 

■ 宇宙并不是永恒的，造物主与被造宇宙是截然分开的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

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是忌邪的  神。（出20:4-5） 
■ 个人本位主义只不过是人把自我当作神来崇拜的表现 

● 道德相对主义——把自己当作绝对的道德评判者 
● 多元文化——把自己当作绝对的包容者，我来决定什么可

以包容，什么不可以包容。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包容
者 

■ 将自己神化是始祖犯罪堕落的动机，我们需要救赎……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便如　神能知道善恶。”（创3:4-5）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祂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

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

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

样。（弗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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