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十二) 

當代華人新興宗教運動 
 

I. 新興宗教現象 

二十世紀開始，世界各地掀起了各種新興宗教運動，引起社會學家的重視。而華人中

自1980年代以來，新興宗教也蓬勃發展，其中有傳統宗教之「新興教團」(如佛光山及慈濟

功德會等)，也有新宗教組織(如清海無上師的禪定學會、盧勝彥之真佛宗、李洪志的法輪功

等)。這些新興宗教團體人數，多的以百萬計，少則成千上萬。這情況與日本在戰後的情況

很相似。這些新興宗教團體雖然有很多是以台灣為發源地，但是其影響力則遍及海內外，甚

至包括中國。所以這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依據台灣中研院社科所瞿海源教授之研究，台灣至少有五十多個新興宗教團體，另外

還有五十多個所謂的「養生(練功)團體」(如太極門、法輪功、瑜珈等)。值得注意的是，這

些新興宗教團體特別吸引知識份子。例如台灣法輪功大本營是台大法商學院，領導人是張清

溪教授；清海無上師最忠實的信徒包括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人；天帝教的傳道師則幾乎都有

碩士學位。這些現象是值得深思的。 
 

II. 何謂「新興宗教」？ 
1. 以時間來界定 

基督教學者董芳苑及瞿海源教授，都傾向於將戰後開始發展的宗教團體，做為「新興

宗教」的分水嶺。日本方面也則以戰前、戰後及1980年代等時段，來區分所謂的「新宗教」、

「新新宗教」、「新新新宗教」等。但是這些新興宗教究竟是「新宗教」？或新的「宗教團

體」？依時間來界定，是容易造成混淆的。 
 

2. 以宗教內涵來界定 
若是以信仰內涵來區分何為「新興宗教」，則較為明確。基本上，新興宗教團體都有

「宗教混雜」(Syncretism)的傾向。但是仔細來劃分，鄭志明教授認為，一般來說，在信仰內

涵上，有四種類別： 

A. 強調神明應劫下凡救世： 
有些新興教團與一貫道信仰有某些關連，如拜瑤池金母的「慈惠堂」、拜清水古佛的

「文化院、與自稱是天父長子林吉雄的「亥子道」等，都強調末期劫運將臨。 

B. 自稱教主是神明脫胎下凡： 
新興宗教都有強烈的宗師崇拜情結，不斷凸顯其宗師的法力、或正等正覺。如真佛宗

的盧勝彥自稱是西方淨土的大白蓮花童子轉世的活佛；清海無上師被弟子稱為宇宙慈母；

妙天禪師被尊為妙天師佛等。 

C. 自創一套新修行方法： 
如李善單的「佛乘宗」，還有現代禪、九九神功、太極門、禪學會等。基本上，新興

宗教將信徒當成消費者，因此將複雜的宗教體系，簡化為殊勝的禪修模式，以吸引顧客。

而這些禪修也成為精神治療的儀式。 

D. 自創一套新教義體系： 
許多新興宗教都打著佛教的招牌，卻被正統佛教團體視為「附佛外道」。如清海無上

師的「禪定學會」(又稱「觀音法門」)，綜合了各教的教義於一爐，重視神秘經驗。盧勝彥
則結合禪、道、密宗、瑜珈於一爐，自稱蓮生活佛。 



III. 華人新興宗教的特色 

1. 因「人」立「法」，由「法」設「教」 
新興宗教的最大特色就是：因「人」立「法」，由「法」設「教」。因此新興宗

教的興衰都取決於領導人的「魅力」(Charisma)，經由領導人的號召，凝聚成一股新興宗教

勢力。相對的，傳統宗教則大多「依法不依人」。同時，由於社會及宗教環境的關係，東方

的新興宗教多半具有濃厚的佛、道色彩。 

2. 信徒「游宗」各教團 
在西方社會，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有好幾種宗教信仰，如果他放棄了原有的信仰，

改信其他宗教，稱為「改宗」(Conversion)。台灣民眾則常常同時與好幾個宗教團體保持密

切關係，這種現象可稱為「游宗」。游宗與民眾「尋找明師」的心理有密切關係，同時也反

應出民眾缺乏強烈的宗教意識。他們對宗教的依賴，主要是「形式性」的，而非「本質性」

的；著重現世的消災祈福，而非超越性的終極體驗。 

3. 神聖領域「靈驗化」、「符咒化」 
新興宗教的另一個最大特徵，就是「神聖領域靈驗化」。以具體的儀式或修行法

門，以克服個人及社會的病苦，並強調修煉的神奇效應。換句話說，新興宗教將「神聖」與

「靈驗」當作工具，用來滿足信眾的各種利益需求，迎合信眾精神上的安頓與寄託。更進一

步的來說，這些儀式或修行法門甚至已經「符咒化」了，成為驅災祈福的「萬靈丹」。因此

各式各樣的東西，經過大師「加持」之後，都變成法力無邊的寶物。 
 

IV. 新興宗教的共通特質 

1. 「綜攝化」(Syncretism) 
強調宗教的「殊途同歸」，並將許多不同的宗教揉雜在一起。如一貫道、巴哈

教(Baha'i)、清海無上師、統一教等。 

   2. 「世俗化」 
強調現世利益，追求健身、財富、名望、快樂。如太極門、氣功等。 

3. 強調「靈異現象」 
      尋求神祕經驗，如氣功、瑜珈術、新紀元運動等。 

4. 善用心理學的理論或技巧 
   善用催眠術、自我暗示及其他心理學觀念，如新紀元運動、統一教等。 
 

V. 基督徒的回應與反省 

    1. 對聖經真理(尤其是耶穌的屬性)需有更明確、更全面的認知，以免被誤導。 

    2. 對世俗化的傾向(如成功神學)應該儆醒，常求神光照。 

    3. 對靈恩運動中追求神蹟的偏差，要有所提防。 

    4. 對「視覺化」(Visualization)式的冥想、煽情式的崇拜等，及以心理學技巧來達成所

謂的「靈性成長」之手段，要予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