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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a 
苏娜·法里德-阿巴卜（Sona Farid-Arbab）

摘要

为了推动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取得显著进步，我们需要

牢记巴哈欧拉所做出的人类正在步入成熟期这一非凡的预见。

虽然对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心怀崇敬，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

己，在现阶段它还没有能力培养出巴哈欧拉所预言的那种成熟

的人类个体。深知实现这一宏大使命之责任重大，越来越多的

巴哈伊朋友，以及志同道合的人士必须在多样的文化和生态环

境下共同努力工作，来识别教育需求，开发连贯一致的教学法

要素，开创一系列教与学的经验，从而使得这些教学法要素能

从中得到实践性的展现。少年灵性赋能项目获取的经验可以作

为一个努力推进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的范例，在此项目中，

积累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带来了显著的进步。

巴哈伊在教育上的努力已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信仰

早年在伊朗的发展。虽然在过往的几十年间已经取得了大量成

就，可是所有为此奋斗过的人们都明白，那个被称为“巴哈伊

a　这篇文章是2016年8月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举办的第四十届巴哈

伊研究协会年会上的演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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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愿景仍然很遥远。在一封守基·埃芬迪的授写函中，

我们读到：“尚没有巴哈伊课程这样的事物”，以及“显然，

构建一个能够得到圣道正式认可并可在巴哈伊世界中推广实施

的教育体系，是当代信徒尚不能承担的任务。这项任务必须由

未来的巴哈伊学者和教育学家逐渐完成”。a

虽然巴哈伊教育的出现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

着当下不需要付诸大量努力。由巴哈伊世界中心在1993年准

备、经世界正义院审阅的一篇声名指出：

巴哈伊教育之内容与方法的逐步发展，最有可能仰赖

于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在全世界不同文化和生态环境下展开

多种多样的活动。这一发展进程亟待系统化的研究与高质

量的学术研讨，这些研究活动并非各自孤立，尽管每一个

都非常重要，而必须像是一个进程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在

这一进程中，课程的设计与教育实践以及教育经验的系统

化紧密相关。b

近数十年间，“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这一概念为一

些想要使巴哈伊世界教育努力逐步演进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帮

助。此概念旨在倡导人们在巴哈伊教义的启发下，不断地丰富

和发展相关教育理论和实践。这一概念使得巴哈伊朋友们可以

全然地投身于成百上千的教育尝试中，而不必背负某种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于人们期望在较短的时期内产出一个完整的巴哈

伊教育，它囊括所需的各项元素、原则以及课程。但即便以这

a　引自霍恩比编写的《指引之光》, 第212页。

b　社会与经济发展署，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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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演进的观点来看，也要对能够达到的目标有清晰的认识。我

们需要问的是，对巴哈伊思想启发的这些教育尝试报以怎样的

期望才是合理的？它们怎样才能帮助我们推进巴哈伊理念的实

现？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评估当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分析其背后的种种假设，并且理解那些决定教育前行方向的各

种力量。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在此解决这一巨大挑战，但是一个

宏观的图景是显而易见的。在1939年，守基·埃芬迪写道：

“让我们保持警惕，以免我们过于严苛地用人类的标准来衡量

神圣计划。我并不准备说神圣计划在原则和方法上应该符合目

前人类思想中最重要的那些主流观念，也不认为它应该逢迎焦

虑不安的人类所狂热诉诸的、种种有缺陷的、不牢靠的权宜之

计。”a在同一段中，他要求“毫不妥协地坚守我们所信奉的由

上帝启示的明确旨意，无论其最初可能显得如何令人费解，无

论其如何有异于那些阴暗不明的观点、委顿无力的教条、粗鄙

简陋的理论、虚妄空无的想象、速朽易逝和纷乱动荡时代里的

流行观念。”

在教育相关的问题上，守基·埃芬迪的一封授写函指出，

人们“思想肤浅，当前教育系统似乎无力为本已进入成年生活

的人培育出成熟的头脑！外界影响对人们的干扰似乎十分强

烈，让一个常人就自身或世界面临的问题略作思考或斟酌，都

是难事。”b

虽然这些陈述落笔于多年前，但是人们几乎无法辩驳今

a　《巴哈伊教务管理》，第62页。

b　《圣护的指示》，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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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情况有任何好转。当今全世界的教育体系对于人类成熟心

智的培养似乎仍然无能为力。虽然多年以来产生的经验和思想

的价值尚未被质疑，但是已经有大量充满洞见的分析直指当今

教育体系和教育进程的缺陷，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在过去几十

年，教育危机已经愈演愈烈。

在认识到教育中存在如此重大的危机之后，我们需要反思

巴哈伊社团在新方向上前进的能力。我想说的是，的确存在这

样的能力，可以大大推进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取得进展。但

是，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所做工作的性质和规模的认

识，即我们对自己的期望程度，以及为艰苦工作付出的意愿强

度。

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群巴哈伊信

徒和志同道合的人士在巴哈伊信仰的愿景和教义的启发下所做

出的努力。由此，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致力于将巴哈伊的原

则纳入其教育项目的内容和方法中，尤其是人类一体、男女平

等、消除偏见等原则。它不断传递一种世界公民意识，以及一

种诚实品格的诸多美德。然而，就教育实践本身而言，巴哈伊

思想启发的教育仅仅试图遵循一些最新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得

自于巴哈伊朋友在任何特定时间参与的培训，包括几十年前的

行为主义，随之而来的计算主义与文化主义的结合，同时侧重

于行为目标，最近则是建构主义与结果导向的课程的怪异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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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谁知道未来还会出现什么。a

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更有远见一些，这正是这

里所要建议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尊重已有教育理论的

洞见，并且对恰当的洞见予以采纳。但与此同时，我们会专注

于对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缜密探究，以使它们能够将人类进入成

熟期所需的品质渐进地赋予每一代人。

守基·埃芬迪写道：“巴哈欧拉启示最为崇高和杰出的功

效，乃是召唤新人类的出现。”b根据巴哈欧拉的教导，“一

种具有无与伦比品格的新人类必会崛起，他们将迈着超脱之步

伐，行进于天地万众之下，将圣洁之袖掷给一切由水和土创生

之造物。”c在此更为明显的是，无论拥有卓越能力和无与伦比

品格的人类出现的未来离我们有多遥远，他们的出现不可能是

一蹴而就的。人类的行为举止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成不变，然

后魔法般地，新人类就横空出世了。越来越多的人要在品格和

力量上发生显著的转变，这些转变越来越深地扎根于一代一代

人身上，这样的进程一定要启动起来。教育将会是此进程的一

个至为关键环节，其中所包含的概念、方法和内容，需要与时

俱进，系统发展。

在我们对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寄予如此厚望的时候，一

些问题也自然地产生了。就今日我们对于教育的所知，包括在

a　关于计算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讨论，参见Jerome Bruner的著作The Culture of 
Education。关于行为目标模式更深刻的分析，参见Joseph Dunne的著作

Teaching and the Limits of Technique: An Analysis of the Behavioural-Objectives 
Model。关于构建主义的概览，参见Denis C. Phillips与Jonas F.Soltis的著作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b　《神临记》，第17页。

c　摘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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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心灵哲学、神经科

学等领域的知识，是否已经足以让我们去教育那些“将圣洁之

袖掷给一切由水和土创生之造物”a的灵魂呢？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远远不够。

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领域是否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指

引我们前行的道路，至少让我们向期望的方向先迈出几小步。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倒是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必须遵

循在这个演讲开始时引用的那些引文所提供的指引。我们应该

将巴哈伊思想启发的这些努力，视为在巴哈欧拉天启下行动和

反思的长期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熟谙教育理论和实践，

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领域。我们应该投入到一个严格缜密的进

程中，从而生成新的知识并公开地与大家分享。为了推进这个

进程，我们应该把理论和实践看作丰富我们自身经验的洞见之

源。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避免跟风，不发表不合理的论断，为

人谦逊，恪守最高标准的诚实和正直的行为。我们需要在这流

经世界、迅速拓宽的知识河流中努力求索，寻找能够帮助我们

在道路上解决不计其数谜题的线索和迹象。我们需要逐个发现

教育过程中的要素，随着不断地积累，它们会帮助我们培育巴

哈欧拉所预见的新人类。而且随着我们从经验中学习、清晰阐

释洞见以及推动概念的演进，我们还需要不断完善这些要素。

在这项复杂的事业中，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呈现

出其特有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组织以及重组

我们行动、反思、学习、磋商的过程。当这样做时，我们必须

a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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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关注与现存教育理论和实践互动的方式。当我们极度不

认同一些教育模式的基本假设时，我们该如何处理其理念、方

法以及内容呢？举例来讲，我们认为人的心智不是一台超级计

算机。然而，大脑功能的一些方面的确使得它被如此看待。

当我们着手去增强心智工作的某些方面时，认知运动的计

算主义的确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洞见。然而，我们必须能够从计

算主义中遴选出合适的方面，为达成特定目标，将之融入巴哈

伊思想启发的教育中，与此同时，还要避免一种倾向。这种倾

向忽视了与人类心智更为全面的接触，它会剥夺教与学的经验

中应有的丰富性。

文化主义也是如此，作为对计算主义的补充，我们用它另

举一例。根据文化主义的观点，教育应该倡导年轻人进入一种

文化，帮助他们积极参与到不断协商、创造和再创造意义的过

程中。文化在人类如何从婴儿期成长起来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这个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无人会予以反对。然而，

我们相信教育之成效在于让每一代年轻人都能比其先辈对新文

化和新文明的构建做出更加关键性的贡献。因此，基于文化主

义的理论而产生的洞见一定会对我们有所裨益。但是无论“知

识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这个论述有多么正确，我们都不能完

全认同建构主义，也不能否认有一个“实在”，即存在一个最

终的仲裁者决定着所建构知识的正确性，更不能忽视一个事

实，那就是这个“实在”同时包含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维度。

为了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我们将必须依赖一个巴哈伊思想

启发的教育的牢固框架，对这样一个框架的建构才刚刚起步。

在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框架下工作，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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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仅能避免走向决定论和激进建构主义这两个极端，且将能

够滋养那些在思想和行动上拥有建设性力量的个人，使其力量

不被空想左右，而能与实在相契合，与上帝的意愿及其创造人

类的目标相一致。在发现新的和更有效的教育要素的道路上，

为了能够从现有的实践要素中获取洞见，并仔细小心地予以改

进，我们需要一种科学的严谨性。如果要求容纳每一种看法，

去追求一种模糊的关于包容性的概念，则科学不可能取得进

步。很显然，那些真正起作用的观点不可能等同于没有起作用

的。论断须有赖于证据的支持。但是为了严谨地检验证据，就

必须拒绝把情绪主义作为社会互动的形式。

情绪主义认为我们关于真理的判断不过是喜好、态度或

情感的表达。这种主张深深地渗透到了现代文化之中，许多进

步主义的教育观点都持有类似的基本前提。于是，情绪主义式

的自我只能被个人感受和偏好所感动。对于这样的人而言，重

要的不是在善恶是非之间做出选择，而是给予自我以选择的自

由。如此，理性论证对于道德判断几乎没有作用，只有通过情

感的表达及其施加的力量才能达成共识。在情绪主义者眼中，

这个世界就是那些运用自己的意愿来实现其偏好的人们的一个

聚会场所，也是一个舞台，为那些人们提供一系列找乐子的机

会，让他们实现自我的满足。a这种情绪主义式的自我不仅被大

众传媒和广告所滋养，也会被那些道德让位于个人偏好的教育

方法所培育。在这些教育方法里，神圣的目标最容易被忽略，

在主观自我之外是否存在真理——不管是道德真理还是其他方

面的真理——一概被否认了。这些情绪主义式的自我与巴哈伊

a　关于情绪主义的分析，参见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After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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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作中描绘的关于人类潜能的图景是多么大相径庭啊：

我的仆人啊！你犹如一把精工锻造之剑，掩藏于剑鞘

的幽暗中，其价值不为工匠知晓。因此，冲出自我和欲望

之鞘，让你的价值向世间显耀。a

人之子啊！你若爱我，就当舍弃自己；你若渴求我的

喜悦，就别顾一己欢愉；如此，你可消亡于我，而我可永

存于你。 b

在此谈及情绪主义，旨在阐明我们需要谨慎地考察当前各

种教育理论与实践。我们知道有一种思想和实践体系，其培育

出的人将“具有无与伦比品格……，他们将迈着超脱之步伐，

行进于天地万众之下，将圣洁之袖掷给一切由水和土创生之造

物”c，而许多学说与此体系截然对立，情绪主义当然仅是其中

一种。

在努力推进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自

己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必须从现行教育理论

和实践中汲取理念、方法和内容，可与此同时，我们一直保持

着警惕，以防忽视它们对人类精神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我们不

能忘记的是，教育领域至今所产出的概念、分类和原则，将要

历经根本性的转变，而这正是我们应该有所贡献之处。同时，

我们必须找到勇气来清晰阐释由巴哈欧拉天启所启发的概念，

在当今时代，这些概念正被人们所忽视。

a　巴哈欧拉，《隐言经》下卷（波斯语）， 第72段。

b　巴哈欧拉，《隐言经》上卷（阿拉伯语），第7段。

c　摘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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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简要考察两个概念，“理解力”和“灵性品质”，

当我们努力推进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时，这将帮助我们理解

摆在面前的艰巨工作。理解力是教育和哲学的中心主题，但是

它需要按照巴哈欧拉天启重新塑造。灵性品质是人类灵魂属性

的一类，这一概念往往被忽略，或者遗失在对于品德含混不清

的描述中，这些描述包括了文化倾向、社交技巧，以及智力与

身体方面的技能。我们还需要大量工作来澄清这些人类构成元

素的本质，以及它们如何才能被系统化地培养。理解力与灵性

品质的概念是紧密联系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以适当的深

度予以处理，而巴哈伊正处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位置。

哪怕仅仅粗略浏览巴哈伊圣作，我们都能得到如此深刻的

印象：为了彰显出诸如公正、谦逊服务、纯洁良好的行为和爱

等人类灵性力量，无论是个体还是全人类都需要到达理解的新

海岸。为了帮助人类向此目标迈进，人们需要通过教育对于理

解的本质做出更加准确的阐释。这就需要教育者们超越一系列

二元对立的假设，这些二元对立包括先天本性还是后天养育，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还是以内容为中心的教育，主观知识还是

客观知识。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把思想从传承自洛克与卢梭时代

的二元性的掌控中解放出来，从流行于教育领域的简化主义中

解放出来。

为了培养理解力，我们必须处理至少三个彼此关联且不

可分割的实体：“理解的主体”，即拥有实际和潜在的智力和

道德属性的学生；“理解的客体”，即需要被理解和掌握、复

杂程度不一的事物；以及“理解的过程”，即洞悉现实和改变

现实的过程。帮助学生发展理解力的方法取决于要被理解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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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因此，理解不同事物的过程不能够被简化为对单一方法的

运用，无论这个方法是行为、认知、文化、经验或者建构主

义。同样的，对于理解过程的概念，也取决于如何直接或间接

看待理解主体，例如，在计算主义中，理解主体是超级复杂的

计算机；在文化主义中，理解主体是具备价值观的谈判者，等

等。对于我们而言，理解的过程必须要呼应受到巴哈欧拉关于

新人类愿景启迪的理解主体的概念。正如我们不能把这一理解

过程与理解主体或客体分开一样，将理解的主体与客体明确地

分开也是错误的。对于一组特定概念的理解，既需要我们发展

出某些相关的智识与灵性品质和态度，也同时有助于这些品质

和态度的发展。

实在是一个整体，其在物质、智识与灵性层面上具有连续

性。那些帮助我们理解复杂实在的概念是不可割裂，也无法独

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彼此交织，相互交融。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说，理解是不受限制的。它完全没有边界。要培养理解力，

就要求我们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能将之视为一个要实

现的目标点，而是当作理解主体不断加深对客体理解的一个持

续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理解这个概念根本无法定义。它并不等

同于人类大脑如何整理和处理信息。它并不只是一旦掌握某些

事实之后便可达到的顶点。它也不单是遵循了这样或者那样的

程序可获取的结论。它更不是简化为基于任何人的信念而得来

的可靠、合理的判断。理解既有别于像种树这样的体力活动，

又有别于像思考如何种树这样的脑力活动。它也不同于致力于

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脑力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理解，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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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地开展时，但是它们都无法全面地构成理解过程。当一

个人在发展理解力，至少在理解实质性概念时，会有一些很重

要的时刻获得洞见、掌握特定事实和意义，但是这个过程更像

是沿着一条道路不断前行。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标记着某些里程

碑，但是绝没有一个事先设定的终点。a

根据这样的愿景，为了培养理解力，我们需要领会的是，

一个人只有借助上帝的恩宠与馈赠才能够不断发展对于实在的

理解。理解力归根结底是上帝馈赠的礼物，巴哈欧拉说：“在

那全能者赐予人类的这些恩惠中，首要的、至高的恩惠是理解

力这一天赋。”b

当我们仔细研读巴哈欧拉圣作中提及“理解力”这个词汇

的段落时，我们看到它不仅仅在我们需要理解的真理的语境中

被提到，也常常被用做描述人的形容词，以表明一种灵魂的属

性。因而，理解力与我们的存在状态有着紧密的关联。正如正

义、爱、慷慨、诚实这样的灵性品质一样，理解力也是我们自

己的组成部分。

灵性品质是神圣属性在人心之镜中的投影，这些品质的发

展决定了人的灵魂归向上帝的无尽之旅的能力。理解也是这个

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在这里，理解与灵性品质之间呈现出一

种深刻的关联性。而在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这一背景下，这

种深刻的关联性则体现在培养灵性品质和培养理解力之间。如

果我们仅指对特定灵性品质直接相关的概念的理解，那么上述

a　关于这个主题的延展的探讨，参见我写的一本书Moral Empowerment: In 
Quest of a Pedagogy。

b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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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要发展慷慨这种灵性品质，

就需要理解无私给予、宽容和同情心这些概念。但是，我们在

此处的持论远远更为宏大。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项目所面临

的挑战是，如何同时培养灵性品质和理解力，而这里的理解力

所涉及的领域不局限于灵性领域的诸多概念，还应包括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政治思想领域的概念。这

是号召人们翻越一座座高墙，这种高墙倾向于将教育以人类存

在的物质和社会层面为中心与教育以道德和灵性生活为中心相

分隔。这是号召人们实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整合。

为了应对这种整合带来的挑战，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需

要对灵性品质有一个丰富的描述，这种描述需要一种足够清晰

且能够用于设计和评估教育活动的语言。这种语言必须具有广

泛的合理性，汲取来自宗教、科学、艺术和哲学领域的话语。

在发展这种语言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相对主义和道德对等

（moral equivalency）。这种语言必须通往更高境界，但须避免

说教。在高尚与卑贱之间有着质的差异，这是不容模糊的。我

们所需要的这种语言必须能够表达出对于这种差异的敏感性，

激励我们志存高远，远离不值得追求的事物。

此外，这就是说语言作为工具，帮助人们对灵性品质展开

探索，以及对高尚与卑贱之间反差的易感性进行培养。这种语

言必须传达出一个超越日常生活需求的人类生存图景。经由这

种语言的辅助而获得的理解应该增强人们的能力，来辨别人们

的言行所带来的究竟是肤浅的还是持久的结果，从而将道德的

目标引向永恒。

随着时间流逝，关于灵性品质的全面描述会越趋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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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触及这些灵性品质的自主性特征，并为灵性品质之间互相

作用的动力提供洞见。进一步而言，这种全面的描述将不会忽

略这些品质的不可穷尽的永恒本质，尽管伴随着人类从孩童期

发展到成熟期，它必须要解释这些品质的含义所发生的演进更

迭。无论我们表现这些品质的能力发展到何种水平，灵性品质

都注定不会局限于仅在有限语境中的表达。它们存在于超凡之

境，它们是我们所称灵性现实层面的关键结构。

让我们对巴哈欧拉启示的以下这些文字沉思片刻，描述

有一天，在里兹万花园中，祂如何把“目光停留在至高乐园的

一位仙女身上，她站在光柱上面，大声呼喊：‘天上与人间的

居民啊！你们须看到我的美质、我的容光、我的启示和我的光

辉。以那真正的唯一者上帝为誓！我就是其诚信、其启示及其

美质。无论何人，只要矢志忠于我，承认我的地位和身份，紧

紧抓住我的衣袍，我都将给予酬报。我是巴哈之民的至伟美

饰，是受造物王国中所有人的荣耀服装。我是世界繁荣的至高

手段，也是芸芸众生的信心所在。’”a

虽然灵性品质通过人们的行动而得以表达，但是我们对于

它们的描述却不能局限于可观察的外在行为。然而，采用一些

定性的评估方法也是必要的，至少可以通过这些方法了解我们

在获得这些品质过程中的进展。在这里，服务这一概念成为人

们瞩目的中心。服务是指那些受到双重目的指引的行为，双重

目的指的是在追求个人灵性和智性发展的同时贡献于建设文明

的进程。这样的一种行为力图变革那些决定了人类存在的本质

关系的某些方面。在这种关联中，道路的图景在巴哈伊社团被

a　《巴哈欧拉书简集》，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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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使用，它形象地显现出努力、行动以及在面对困难

时的韧性与变绊脚石为垫脚石的能力。这条服务之路邀请人们

的参与，参与者们以不同的步速和步幅行走在服务之路上。人

们不会独自在这条路上行进，对他人的潜能充满信心，为他人

的成就欢欣鼓舞。

此外，服务的功效不能仅仅以人们所看到的某个事业的成

败来评定。理解力发展的程度，以及必要的灵性品质发展的程

度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不是外部观察者所做出的评估，而

是每位参与者的评估。进一步而言，服务的实在并不局限于特

定的行动，因为服务将一种潜能注入到环境之中，这种潜能转

变着造就环境的诸多关系。服务将自私的抱怨转变成无私奉献

的快乐，将贪婪的索取转变成互惠和公平，将自恃其才转变成

虚心好学的姿态。虽然服务是透过行动而体现，但是服务与人

们的存在状态是不可分的。它统一了人们的所作所为与存在。

在一个最为基础的层面，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求：“今日，

凡献身于服务全人类者，皆乃堂堂正正之人。”a

截止目前的讨论可以做如下总结：为了推动巴哈伊思想

启发的教育取得显著进步，我们需要牢记巴哈欧拉所做出的人

类正在步入成熟期这一非凡的预见。虽然对教育领域取得的成

就心怀崇敬，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在现阶段它还没有能力

培养出巴哈欧拉所预言的那种成熟的人类个体。深知实现这一

宏大使命之责任重大，越来越多的巴哈伊朋友，以及志同道合

的人士必须在多样的文化和生态环境下共同努力工作，来识别

教育需求，开发连贯一致的教学法要素，开创一系列教与学的

a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 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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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从而使得这些教学法要素能从中得到实践性的展现。每

一个群体都会认为自己参与到一个系统化的进程中，该进程包

括行动（即开展和评估教育活动）、对于行动的反思、磋商，

以及对于概念和实践的进展的分析，从而对理念、方法和材料

进行持续修订。以这种方式，通过一系列不断的尝试来接近真

理，课程要素会不断涌现出来，可以与其他致力于相同事业的

人们共享。我们所要建议的是：只要我们的行动是在一个不断

演进的概念框架下开展，只要各种经验产生的知识以连贯一致

的方式进行统合，只要模型和理论被当作洞察之源，而非不惜

代价固守的真理，那么上述进程就将推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

展。而这样一个进程事实上已经在全球巴哈伊社团的一些领域

中存在了。当然，可以预料到的是，在追寻遥远的巴哈伊教育

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会碰到艰巨的挑战。此前有关情绪主义的

讨论表明我们需要一种能力去辨认和分析那些会侵害教育理论

和实践的虚假教条。在简短谈及认知理论以及其他运动时，我

们也清楚看到，各种教育理论能够产生有价值的洞见，哪怕我

们对于这些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并不认同。但是我们与现存理

论和实践的互动仅仅构成了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努力的一个

组成部分。随着对巴哈欧拉天启内涵的理解越趋深刻，许多基

本的教育理念必须革新，一些新的理念必须得到深入阐释。探

寻一个合适的理解力的概念以及对灵性品质的相应的描述，仅

仅是为推进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作出努力所需的大量工作中

的一项。

如果人们要求看看在此所描述的途径的有效性，应该是一

个合理的要求。我们凭什么如此有信心，通过采纳它就可以使



- 17 -

得我们能够推进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在这个进程的早期，

很明显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让我们这样说。然而巴哈伊社团遵循

这一途径的各种努力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的确是我

们信心的来源。虽然这些项目数量不多，但是目睹它们在多样

性背景中所带来的变革，却令人欣慰。在全球数千个联区内开

展的少年灵性赋能项目，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多年前在哥伦比亚，人们发现巴哈伊信仰吸引了大量十二

到十五岁的少年。他们趋向于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感悟

巴哈伊信仰及其理念。多年以来，通过行动以及对行动进行反

思的系统化过程，一个少年灵性赋能项目被开发出来，并在越

来越多的地区得到实施。对于这些成果的反思表明，大量关于

这个年龄段个体特征的文献仅仅局限于特定的文化以及历史境

况，它们并没有对人类在青春期的真实情况给出足够的洞见。

我们可以说，在巴哈伊天启的英雄时代，坚定的少年鲁霍

拉·瓦尔加的生平故事证实了关于这个年龄段的主流定论的荒

谬性。对于少年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描述，经过行动、反思、

学习和磋商而逐渐形成，并且被记录在儒禧研习中心开发的系

列课程第五册中。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受益于这个项目而取得的

转变程度，便是其内容、其背后灵性和社会概念有效性的明

证。

有两套观念促成了这个项目所取得的成就，值得提及。其

一是关于语言架构与心智的道德架构之间的关系，其二探讨了

灵性感知力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关于第一个观念，在圣作中

反复谈到言辞的影响力，这确认了语言在培养个人道德和智性

能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架构甚为复杂，在此无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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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讨论。

然而，其实只需要考虑几个简单的事实，就能带给我们一

些有价值的洞见，去洞悉人们在头脑中组织词语的方式与他们

的道德架构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讲，显而易见的是，词语不会

任意地自由漂浮；一个概念的含义往往部分来源于与之有关联

的其他概念。这些关联帮助我们理解单词、短语、句子和段落

的意义。有一些关联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名词“椅子”与动词

“坐”之间的关联。

但是并非所有的关联都是如此直接。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

育努力受到圣作蕴含的丰富内涵的指引，去发现并创造词语与

概念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超越了明显与直接的程度。其目标

是开启年轻人心与脑的通道，从而产生出对于现实的深刻洞见

以及转变现实的方式。其焦点是语言架构和道德架构之间的密

切关系。《人类殿堂》这本受到巴哈欧拉《海卡尔书简》a启发

的教材，是一个在此项目中试图达成此目标的初步尝试。举例

而言，在一个少年的语言架构中，与其通常使用的动词如“看

见”有着紧密联系的概念，被认为对少年道德架构有着显著的

影响，而其道德架构则统摄着他的思想与行为。于是，这本教

材着意努力于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将动词“看见”与诸如“知

识”、“心智”、“观察”、“思考”、“理解”等词关联起

来：以阳光去看，以知识之光去看，以我们的思想去看，看见

朋友而非陌生人，以及思考团结。

关于灵性感知力的问题，至少有两个互相关联的观念需

要被认真审视。第一个观念是灵性感知力的增强需要祛除遮挡

a　参见巴哈欧拉圣作《万军之主的诏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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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之眼的面纱；激情与欲望的面纱；贪婪、贪心与嫉妒的面

纱；空想与妄想的面纱；以及自我中心的面纱。然而，摆在我

们面前的挑战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而去压抑无节制的激情

和欲望，约束贪婪和嫉妒以及限制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巴哈

欧拉所预言的未来行走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将会成功地烧掉

这些面纱，如此假设不会有错。因此，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

必须要帮助个人撕碎遮挡住内在之眼的面纱。

第二个观念是灵性感知力的增强需要摒弃脑与心的二元对

立。一些思想流派认为情感和情绪会妨碍理性思考的运作。另

外一些人则建议搁置理性与客观性，从而让诸如关心和同情等

情感能够自然显露。a即使是灵性品质也有被割裂的倾向：我们

用心去爱，用头脑的力量去施行正义。情感与思想之间的裂痕

削弱了我们对于二者的理解，让我们对人类灵魂中相互作用的

许多禀赋产生了一种人为的图式。我们必须认识到，诸如爱和

尊敬等超越自我的情感会被适当的思想激发出活力，就像此类

超越自我的情感，比如对真理的热情、对正义的渴求、对美的

向往等，也会促成高尚的思想。

我们不再将思想与情感视为截然相异，而是承认感知力既

有灵性维度，又有智性维度，而思考与感受都参与其中。在这

个方面，已经有一些努力，培养洞察对灵性领域散发的诸如神

圣确认和希望等力量的感知力，以及在探讨卓越等主题时，努

力摒弃心脑二元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努力多么微小，

都已感召了如此众多的少年，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如此之大

a　参见，如Nel Noddings的著作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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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作用。

在此提到的这些促成少年灵性赋能项目的观念，旨在说

明我们如何能够逐步推进巴哈伊思想启发的教育。可以肯定的

是，此类小小的成就能够汇聚形成显著的进步。我们需要做

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专注于巴哈欧拉所启示的人类的

愿景和未来文明，去获取对于那种人之属性更加深刻的理解，

并通过行动、反思、学习、磋商的系统化过程，向巴哈伊教育

的目标迈进。在这一努力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在流行的教育模

式中固步自封。我们应该创造一个不偏向流行做法、也非重技

术而轻实质的文化。我们必须尽全力从学习巴哈伊教义以及将

教义应用于人类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灵性洞见，与勤勉的科学研

究产生的知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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