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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宗教与科学可说是人类文明的两个巨人，都对人类社会

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不能替代的影响与广泛的贡献。

然而，常听到坊间在传说它们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在不断

争斗！真的吗？有没有宗教与科学和平共处之道呢？两者能否

和衷共济，握手言和，携手为人类文明贡献呢？特别在充满危

机的21世纪（如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瞬间就把“文明必然不

断进步”的神话粉碎），以上的问题尤其重要。这些问题的重

要性在卷一有进一步解释，就不赘述了。

本书不单有助宗教信徒反思，对一切爱阅读、爱思考和

关怀文化的读者而言，也应该感到有趣味的。本书的特色是

深入浅出，我要处理跨科际的课题（历史、哲学、科学和宗

教），也难免有些较深奥或技术性的内容，但我相信我已尽

量用大多数人都能懂的方式去解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曾包

含在我1998年出版的《我信故我思》中（当然它们在这里也

已更新、修订）；但卷四论到的“科学与人的独特性”，基本

上是全新的。在那里，我指出科学发现并不能否定人的独特性

──特别是他的灵性。我论证科学决定论的不足，自由意志的

可信，和灵魂的存在。特别在第十二章，我探讨濒死经验对唯

物论的挑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不少真实的故事，讲述昏迷而

濒临死亡的人，竟然经历灵魂离体，看到医生为他们急救，进

入隧道，遇到光体和人生回顾等等，相当有趣。都是幻觉吗？

还是揭示“彼岸”的存在？让我们一同思考这些饶有趣味的问

题吧！

关启文                                    
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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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男同学回应：“我不是教徒，也不赞成翻陈年旧账，

而这类冲突事件似乎现在已很少发生了。照我看科学与宗教不

用互相排斥，科学太发达也未必是人类的福气──如污染、核

战等问题，宗教的人生道理对社会也未必无益呢！”

最先发言的男同学即时反驳：“宗教太迷信了，科学则凡

事讲求实证。再说，《圣经》记载很多荒诞的故事，例如红海

分开。现代人岂可信以为真！假如我告诉你昨晚我洗澡时，浴

缸的水分开两边，你会相信吗？”（众笑）

一位似乎是信徒的女同学见他咄咄逼人，禁不住也加入

战圈：“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圣经》其实是合乎科学的，例

如《圣经》提到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分明是几千年前已

有‘地球为圆形’的知识。另外，世界的秩序这么奇妙，生物

那么复杂，若说没有造物主，才说不通呢！”

另一女同学问：“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已解释了生命起源

之谜吗？似乎用不着你的造物主呢！其实我不反对宗教，但我

有一位朋友，她满口都是神，快速完成project说是有神帮助，

祈祷完赶上巴士又说是神的恩典，我想，信教也不用这么迷

吧！”

另一位男同学回应：“你这说法令我有点反感，你根本不

明白信徒与神交往的经历，便论断他们是执迷，这种态度很不

正确。你又怎知那巴士不是真有神的安排呢？”

第一章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
──多角度思考

在卫理大学一个班房里，十多位大学生围坐着，他们的

视线投向一个身材略胖、头发稀疏，戴着厚眼镜的中年男子

──这一科“宗教与科学”的老师关博士。这是他们第一堂导

修课。

关老师干咳两声后，说：“导修不是演讲，所以我鼓励

大家尽量发言，目的是促进交流和刺激思考，大家尽管畅所

欲言。今天我们就初步交流一下对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的看法

吧！”

一阵沉默之后，一位男同学开始发言：“我看它们的关系

可不大对劲呢！众所周知，教会逼害科学家，阻碍科学研究，

还烧死了伽利略！”

关老师立即纠正：“伽利略（Galileo）没有被烧死，被

烧死的是布鲁诺（Bruno）。当然，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存在

的。其他同学又有什么看法？”

第一章�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多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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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争辩得非常热烈，僵持不下，于是转向一直沉默的关

老师：“亚Sir（老师），我们提出那么多问题，怎么你不说

说你的意见？”

关老师微笑，悠然道：“课程还只是刚刚开始，何用焦

急？要听我意见的机会可多的是！我看今天的导修很成功，

要学好一门学问，抓紧核心问题是最重要的，今天是很好的

开始。在往后的课，我会逐一分析你们谈过的问题。现在下

课了，要不要来个tea time？我请客！”（以上故事不全是虚

构，如有雷同，未必是巧合。）

宗教一直是文化的核心，在远古和中古时期，宗教在社

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家礼教

等。但随着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来临，科技的地位大大提

高，一种世俗、理性的文化兴起了，而科学精神就是这种文化

的核心。一直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局面改变了。

早期的世俗化理论家认为，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前景黯淡，

但近年的现象却打破了这种看法。世俗化的大势的确强劲，但

宗教的韧力也很惊人，特别是几个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回

教和佛教）都有持续发展和复苏之势，在全球中，有宗教信仰

的人口仍占多数。不同的调查显示有宗教信仰者，占全球人

口的80-90%之间，真正什么也不信的“世俗现代人”只占少

数，且多集中于现代化的大都市。长远来说，科技和宗教都会

并存于人类文明，它们的关系不单饶有趣味，更可能会影响文

明的发展。

宗教和科学都是复杂的多面体，它们的关系盘根错节，可

总结为五方面的问题：

1. 	 历史角度

宗教是否恒常阻碍科学的发展？以往发生冲突，是因为两

者本质上的矛盾，还是有人误解科学或宗教所致？或许宗

教思想对科学的兴起不单无害，反而有益？展望将来，宗

教会否灭亡？科学和宗教在未来社会的角色会是什么？又

或“应该”是什么？

2. 	知识论／方法学角度

科学方法倚赖五官经验、归纳法和实验测试，而宗教则以

启示、经典和传统为基础。这两种方法水火不容还是互相

补足？科学方法是否真的完全客观，而宗教进路则完全主

观？

3. 	世界观角度

宗教谈及神灵和来生的超自然世界，而科学则描绘一个有规

律的自然世界。现代科学是否推翻了宗教的主要信条，而

使超越领域（transcendental realm）难以置信？在科学世

界观中，人是否只是一团组织复杂的物质，根本没有灵魂存

在？人这团物质是否完全由自然定律决定，而自由意志只是

神话？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的世界观能和谐并存吗？

第一章�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多角度思考



1312

卷

一

导

论

宗教与科学
跨越冲突 迈向共融

4.	 人生角度

宗教主要关注的是人生的终极问题：生存有何意义？我应

怎样生活？我如何能得蒙拯救或解脱？……科学又能否解

答这些问题？

5.	 社会及文化角度

科学及技术的兴起对文化及社会有什么影响？科学能否为

文化提供精神资源，并为社会提供伦理基础？抑或宗教在

这两方面的角色仍无可替代？

问题可真不少，让我们一起探索吧！

第二章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
──四种模式

假若有一劫匪问你：“要钱，还是要命？”你会怎样回

答呢？假若你是守财奴，你可能会答：“当然要钱。”言下之

意，连命也可以不顾了；而大部分人都会答：“两样都要！”

因为没有说二者只可择其一；假若你刚刚失恋且患上绝症，万

念俱灰，你或会答：“两样都不要了！”

今天不少人问：“要信仰，还是要科学？”答案的类型

跟上述例子差不多。有些科学主义者会大喊：“要科学，不要

信仰！”另一些基要主义信徒则高呼：“要信仰，不要伪科

学！”而调停者则会平静地问：“为何不可两样都要呢？”让

我来介绍这几个立场吧！

I.	科学主义（Scientism）

“科学”本身与“科学主义”是不可混淆的；前者乃对自

然界规律系统性的探索，而后者乃一种哲学主张，认为只有科

学才是真知识，只有科学方法才是通往客观真理的路。（其实

很多成功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不是科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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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者为什么要反对宗教呢？	 	 	
有三大理由：

第一，他们认为文明的历史也是科学与宗教争战的历史；在人

类愚昧无知的阶段，宗教（即迷信）占了上风，但文明

的巨轮不停推进，理性、科学的亮光开始照耀，宗教人

士当然不甘心将“霸权”拱手相让，所以千方百计阻挠

甚或镇压科学家的探索；软禁伽利略，处死布鲁诺，都

是明证。然而理性的力量是不能消灭的，所以最终宗教

在这战场上节节败退，科学的知识则不断扩张。

第二，他们认为科学方法是客观的，而宗教则是主观的；前者

给我们找出事实，而后者只能提供幻想。原因很简单，

前者建基在有共识的五官经验及可测试的科学理论；对

比之下，宗教则建基在不能证实，也没共识的所谓启示

和宗教经验上，这实在难以叫人信服。

第三，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已推翻了宗教信仰，天文

学理论、进化论等已圆满解释世界及生命的起源，再不

可能相信有造物主了！而在这个脑科学及人工智能一日

千里的世界，灵魂与来生等概念实在很难接受。此外，

科学也告诉我们，世界的运作是由自然律掌管，所有事

物皆有自然的原因，神灵的干预和神迹都是不可思议

的，什么“分开红海”“耶稣复活”都是不可能的。

与科学主义很接近的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其“祖

师爷”是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孔德认为，人

类社会发展的次序必然是由宗教阶段到哲学阶段，再到科学／

实证阶段。宗教阶段已一去不返了，而科学阶段正是今天人类

文明的巅峰，我们不能开倒车或把时钟往回拨。

在20世纪初，实证论与逻辑分析结合成的“逻辑实证

论”（logical positivism）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主要理论之证

实原理（verification principle）认为：凡一切不可被经验证实

的非分析语句都是没有认知意义的，因而谈不上是真或假。逻

辑实证论者认为伦理、形而上和神学的语句是不可证实的非分

析语句，所以都是没认知意义的“废话”！（但逻辑实证论在

当代哲学界基本上已寿终正寝了！）

然而，科学主义者对宗教也有不同的立场；有激进的，

也有温和的。激进的不单否定宗教的认知意义，更认为宗教对

文明有害，故应尽早铲除！正统马克思主义便采取这种立场，

所以共产政权对打击宗教、促进无神论不遗余力。温和的则

认为宗教纵然在认知领域上无能为力，但在感性上还是有意义

的，能提供心灵慰藉和伦理精神。近代科学哲学家布雷斯韦特

（R.B. Braithwaite）就采取这种立场。

科学主义的经典有韦特（Andrew Dickson White）的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 Religion and Science。其实，宗

第二章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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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科学之争不只发生在西方国家，在中国五四时期也有科

学与玄学／人生观的争论。五四运动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

国人希望引进科学以救国，不免对科学推崇备至；而学者

张君劢撰《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厘清科学思考与人生观反

省的分别，认为二者都有价值且并行不悖，惹来科学主义

者（如丁文江和吴稚晖）的攻击，因而引发一场大争论。至

今，科学与玄学／宗教的关系仍是中国文化悬而未决的主要

问题。而在西方，当代最著名的科学主义者是生物学家道金

斯（Richard Dawkins），他的《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和《上帝的幻觉》（The God Delusion）就

有很大影响力。（注：培利 [William Paley] 曾把上帝比喻为宇

宙的钟表匠／设计师，“盲眼钟表匠”的说法是指自然界所呈

现的设计迹象其实都是盲目的自然过程所产生的。）

II.	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

基要主义信徒在美国的反进化论活动掀起很多争议，最显

著的是一群科学创造论者（scientific creationists），如莫理

斯（Henry Morris）、基殊（Duane Gish）等；他们并非反对

所有科学，而是提出解释《创世记》要从字面去看：即上帝在

六日内创造世界及人类，这创造就是直接及即时的，并没有中

介过程。因此，他们反对现时的大爆炸理论、地质学及进化生

物学，他们更著书立说做研究，揭露其破绽，并提供证据支持

他们的科学创造论。

这群学者维护信仰的热忱是值得欣赏的，他们反对进化论

的批评也不无道理，但我对他们的理论有点保留。第一，他们

把一种解释《圣经》的方法绝对化，认为进化论绝不能与《圣

经》相容。虽然我也感到进化论在今天不足取信，但谁晓得明

天又有什么新发现呢？而且，坚持以字面解释《创世记》（如

七日一定就是168小时）只是新近的传统，而不是教会的正统。

第二，他们“破”得不错，但“立”得则不稳固；提倡的年轻

地球说及洪水地质学（flood geology）这两个理论的问题也很

多。总之，再次将《圣经》当作科学教科书，可能会重蹈覆辙

──再犯当年天主教会反对伽利略的错误呢！

III.	和谐但分隔说
（Harmony	but	Compartmentalization）

上述的张君劢其实是第三种立场的代表性人物。他强调

科学与玄学是探讨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即自然界和人生观，

因此采纳不同的方法。前者用量化方法，后者用直觉；前者重

视普遍规律，后者强调自由意志……两者皆互不冲突、互不隶

属、互不重复和互不干涉。

分隔说强调科学本身与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分别：

科学确是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但这种学问本身既不肯定，也

不否定超越领域的存在；自然主义却是一种哲学和世界观，认

为自然界已穷尽所有事物，超越领域并不存在。

第二章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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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科学本身是探讨世上有什么事物（What things are 

there？）和自然律如何运作（how），而不是人生和宇宙的

终极因由（why），因为后者是属于宗教的独特范畴。宗教经

典则是探讨人生意义的作品，而不是科学或历史的百科全书。

所以，在宗教典籍中找科学问题的答案，或在科学理论中找宗

教问题的答案，同样都是缘木求鱼！至于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

冲突，也只是双方误闯对方领域的结果，而这两者本身是没有

冲突的。至于宗教和“自然主义”，则确是不能并存，但这是

属于世界观之争，而不是宗教与科学之争。

分隔说也不支持“科学证道”，它认为若将科学不能解释

的事物都归因于神的能力，那么这位神只是一个“填隙的神”

（God of the gaps）；若神只能在科学知识的空隙中找立足之

地，随着科学不断进步，神岂不渐渐无处容身？真正的神是那

位自我启示和施行拯救的主宰，决不是填隙的神。

分 隔 说 的 代 表 人 物 有 电 脑 科 学 家 麦 基 （ D o n a l d 

Mackay）、心理学家基佛斯（Malcolm Jeeves）和生物

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

思想，他说：“宗教缺少了科学是瞎子，科学缺少了宗教是

跛子。”麦基的思想中，强调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描

述，每一层次都可以是完整和自足的，但又不相排斥。譬如

说，你会如何描“I LOVE YOU”这句话呢？

对“I	LOVE	YOU”多种层次的描述都是真确的：

1. 物理层次：以上是一些原子，反映某种波长的光……

2. 化学层次：以上是一些化合物，成分是……

3. 图形层次：以上是一些线条，最左面是二条平行线加一垂

直线的形状……

4. 语言学层次：以上是八个英文字母……

5. 意义层次：以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爱你！

麦基认为科学描述和宗教描述，是对同一个世界不同层次

的描述。纵然科学描述是自足的（如用生物学角度完整描述人

的思想与行为），但这并不表示宗教描述会自动失效（如人生

的意义在于爱神爱人）。

第二章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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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相辅相成说
（Harmony	&	Mutual	Support）

 虽然“相辅相成说”（或互补说）与“和谐但分隔

说”都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和谐的，但后者强调二者的不同，前

者则强调二者的重叠和相似之处。

第一，科学与宗教的方法都是靠信心的。前者相信自然划

一原则（uniformity of nature）──自然界由不变的数学定律

管治，后者则相信天启，但二者都寻求事物背后的说明；前者

规限于自然现象，后者则关乎所有现象。

第二，科学的世界观不一定是封闭和反宗教的。从历史上

看，“自然秩序”这概念本就和创造论相关。今天这种秩序的

广泛和奇妙愈发明显，背后那种数学秩序愈加令不少科学家惊

讶，这种种和造物主的信念相当和谐。

第三，当代不少新科学发展都指向这世界是有精巧的

设计和超越的因，如大爆炸理论、微调现象（fine-tuning 

phenomena）、为人巧设原则∕人择原理（anthrop ic 

principle）等，可以作自然神学的素材，支持宗教信仰。

这四个模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此书的卷二会检讨科学主

义，而卷三和卷四则会探讨多个课题，指出它们都较吻合互补

说，“宗教与科学的战争”的说法并不正确。

进深篇

上面提到的微调现象描述近年宇宙学家的一个发现，就是

物理的常数、大爆炸的速率及众多宇宙的基本结构，都好像刚

巧为了人的出现而设计（这指向某种为人巧设原则），这一切

若有任何轻微的改变（如大爆炸的速率高一点或低一点），便

不可能有生命及人的出现。参第九章。

要仔细分析及评论宗教与科学的对话之不同模式，布贝

（Richard H. Bube）的 Putting the Two Together: Seven Ways of 

Relating Science to Faith（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是好

的入门书，而他个人的立场则比较倾向分隔说。若要概览最近

的发展，参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的 The Foundations of 

Dialogue in Science & Religion（Oxford: Blackwell, 1998）；傅

有德、梅尔·斯图尔特主编，《科学与宗教：当前对话》，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若想深入探讨分隔说，可

参我以下论文：Kai-man Kwan, Reflection on Models of Science-

Religion Dialogue and Evalu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Model. Jian 

Dao 33（Jan，2010）,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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