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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教與宣教（六）



有人說：『宗教都是導人向善，那一宗教都好!』

思考問題

有人說：『宗教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有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

要登山，前山後山都無妨！』



宗教信仰應解釋人生四大問題：
1) 我從那裡來？
2) 我要往那裡去？
3) 我生存的意義？
4) 我現在應該怎麼活？

宗教信仰
實現著人生的價值觀，
賦予短暫人生以永恆的意義，
讓人活得更美好的力量來源。



宗教分類
活得更美好的力量來源

無神 多神 一神
靠自己 主義

儒家
原始佛教

希臘
印度教
小乘佛教

原始道教
(自然神論)

靠外力 道教修練派
中古煉金術士

拜物教
大乘佛教

猶太教
回教
基督教



宗教分佈
宗教(2014) 信徒(億) 人口% 趨勢
基督教 21 31.4 Up
回教 16 23.2 Up
印度教 10 14.5 ----
無宗教(如共產黨) 9 13.0 Down
佛教 5 7.2 Down
中國民族信仰 4 5.8 Down
傳統民族信仰(如非洲) 3 4.3 Down
其他 1 1.5 ----
合計 69 100





佛教
起源：有說釋迦牟尼(悉達多)在西元前 563 年，
生於昆羅城(尼泊爾和印度邊境)，原是王子，
因見生老病死四苦而出家，修道 7 年而達最高
境界成“佛”(佛陀, 菩提, 覺悟者) 。原始佛教
是無神可拜, 後發展成小乘和大乘佛教卻崇拜多
神。
信仰核心：因緣生孽，所有苦難從欲望來只有
消除欲望，才能擺脫苦難, 擺脫“輪迴”，才能
達到“涅盤”(空, 無) 。



佛教

人生四大問題可有答案?
1) 不探索生命起源，只有生命輪迴；
2) 最終要進入空的境界，無生無死；
3) 無數苦難；
4) 消除欲望擺脫輪迴。



印度教
起源：最古老宗教，典型的泛神教，也可說是
民族社會共同信仰，宣稱有3,300個神和女神，
和至尊神婆羅門
信仰核心：生命是由因緣法則所決定的，生死
輪迴是必需的，修行方法是1. 虔誠地崇拜印度
神或女神; 2. 通過靜坐 (冥想) 來領悟人生境遇
都是假像, 自我只是個幻覺, 只有婆羅門是真的; 
3. 專注地參加各項宗教的禮儀和儀式，目標是
達到心靈完美，可以擺脫“輪迴” 。



印度教
人生四大問題可有答案? 
1) 沒有解釋第一個因從何而來；
2) 最終要進入安息；
3) 一切東西從根本上來說都只是幻象；
4) 修行以擺脫輪迴。



伊斯蘭教(Islam)
起源：穆罕默德於571生於麥加，少時為孤兒
生活艱苦，40歲時稱天使加百列向他顯現默示
寫下可蘭經，他就開始傳“伊斯蘭教”，要大
家棄去偶像敬拜獨一真神阿拉。在中國稱回教。
信仰核心：相信全能真神阿拉，所有善與惡的
源，一切所發生的事情都是他的旨意。穆罕默
德是真主信使。信徒要遵守五項宗教規則包括：
唸阿拉和穆罕默德的信條，每日禱告五次，在
齋戒月禁食，捐獻1/4施捨救濟窮人，去沙烏地
阿拉伯麥加聖城朝聖。
（五功：唸、禮、齋、課、朝）

，



伊斯蘭教
人生四大問題可有答案? 
1) 人類是由真主亞拉創造的並且是無罪的；
2) 守全律法或為聖戰犧牲可進入極樂天堂；
3) 天堂有美女美酒伺候，對生命意義無特別
詮釋；

4) 忠實地遵守五項宗教規則, 或參加聖戰保護
真神。



基督教
起源：耶穌于西元元年由童女馬裡亞所生。30
歲傳道, 33歲被釘十架, 三天後復活, 他的信徒其
後35年中把福音傳遍歐洲。
信仰核心：相信獨一真神，衪是宇宙萬物創造
者，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是神慈愛的計畫。
耶穌是三位一體真神中的聖子，為救贖犯罪的
世人道成肉身被釘十架, 三天後復活, 成就救恩,
凡悔改認罪相信耶穌的,就可以出死入生,在永恆
生命中享受與神愛的連繫及管理萬物。



基督教
人生四大問題可有答案? 
1) 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 , 是神慈愛的計畫；
2) 凡悔改認罪相信耶穌的 , 就可以在永恆生命
中享受與神愛的連繫；

3) 人有尊貴的身份(作神的兒女) , 管理萬物，
榮耀神；

4) 活出基督樣式 , 享受豐盛生命。



對人生觀的影響
自力: 進取, 積極, 自我中心
外力: 和緩, 倚靠, 顧念別人
無神: 人本主義, 只求今生, 沒有來生
多神: 來世輪迴, 功利主義, 與神交易
一神: 追求永生, 信心主義, 人的有限

宗教的影響



對道德觀的影響
自力: 人定標準, 以社會目標來定
外力: 神定標準, 以神的心意來定
無神: 相對標準, 現實, 常變
多神: 多重標準, 複雜, 多變
一神: 絕對標準, 理想, 少變

宗教的影響



對社會觀的影響
自力: 兩極化 –

*  弱肉強食階級鬥爭
*  消極退縮

外力: 接受順服, 等候盼望
無神: 努力奮鬥, 建立理想社會
多神: 小心忍耐, 接受現在社會
一神: 彼此相愛, 改善暫時社會

宗教的影響



衰退的宗教
自力一神–

* 道德觀的矛盾
-- 自力是人定標準
-- 一神是接受神的標準

宗教比較



衰退的宗教
外力無神–

* 人生觀的矛盾
-- 外力是依靠的人生觀
-- 無神是人本的人生觀

沒有任何比人更高的可依靠

宗教比較

Presenter Notes
Presentation Notes




衰退的宗教
外力多神–

* 人生觀的混亂
-- 外力是依靠的人生觀
-- 多神使人不知何所依靠

最後還是依靠自己的決定

宗教比較

Presenter Notes
Presentation Notes




衰退的宗教
自力多神–

* 道德觀的混亂
-- 自力是自定的標準
-- 多神是多樣比自己更高的標準

宗教比較

Presenter Notes
Presentation Notes




自力無神
* 人生觀: 

-- 積極, 自我中心, 只求今生, 不求來生
* 道德觀:

-- 領袖以社會目標來定
相對, 現實, 常變

* 社會觀的矛盾:
-- 弱肉強食,階級鬥爭,

同時號召別人犧牲來建立理想社會

宗教比較



外力一神
* 人生觀: 

--和緩, 倚靠, 認識人的有限,
靠著信心追求永生

* 道德觀:
--神定絕對標準, 理想, 不變

* 社會觀:
--接受順服, 等候盼望, 

彼此相愛, 改善暫時社會

宗教比較



外力一神是合理的宗教類別
• 猶太教 –局限於一民族
• 伊斯蘭教 - 與政治及社會的密切結合

使對神的信靠不單純
• 基督教 - 是追求真理各宗教中最清楚合

理的途徑

結論





護教與宣教
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
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詩86:9)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詩86:9)

「10/40之窗」
的正確位置是指北緯10度至40度之間，

由西非伸延至亞洲日本一帶，
當中橫跨北非、中東、印度、東南亞等地域，

覆蓋全球三大宗教的發源地及中心，
包括福音未及之民的穆斯林信徒，

印度教徒，及佛教徒。



護教與宣教
1) 地理上占世界土地1/3，住了近2/3的世界人口，

共有62個國家，約有40億人，當中橫跨北非、
中東、印度、東南亞等地域。

2)   全世界窮人最多的地方。全球有一半人口被列
為赤貧，其中有24億人就居住在這裡。

3)   有最多福音未及群體的國家，包括55個最封閉
的國家。

4)   覆蓋全球三大宗教的發源地及中心，包括7億多
的穆斯林信徒，7億多的印度教徒，及1億多的
佛教徒。

「10/40之窗」五大特色

5) 覆在這區域內絕大部份國家都不容許宣教士入境，
形成福音擴展的一大障礙。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裡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徒1:8)

普世宣教使命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
期才來到。(太24:14)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
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
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羅11:25-26)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羅11:29)



護教與宣教

1) 「10/40之窗」的挑戰 –福音未及之民

2) 「40/70之窗」的挑戰 - 有名無實的基督徒

3) 「 4/14 之窗」的挑戰 – 網路世代的少年

要傳承福音的好處，
我們要先清楚得著基督救贖的豐盛生命！

>> 如何向穆斯林信徒，印度教徒，
及佛教徒回教徒傳福音?

>> 如何能實實在在的活出基督的生命！

>> 如何幫助我們下一代不受誤導,
注意到他們的福音需要！



如何向異教徒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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