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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為例子



宗教是什麼

 宗教是人類基本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元素，幾乎是普世習慣。
根據統計(Pew Research Center, 2012)，全球約90%的人口
是宗教信徒及承認宗教的存在，餘下的則否定和仍未能肯
定宗教的存在。



宗教的特點-難下定義

1. 宗教是關於鬼神或超自然境界，末世及來世的說明。這
一切都是人類感觀看不到、觸不到和科學未能解釋的抽
象意念。

2. 坊間流傳的定義既多元又具爭議，因為每個文化社會按
照自己的觀察及地道條件創造出高度個別化的解釋。

3. 今天所理解的宗教定義及其內容是歷史演進及觀察的結
果，因此在不同的時空，有不同的意思或應用。加上不
同人類社會交往的增加，宗教的說明亦變得愈來愈豐富
和有系統、分歧亦愈來愈明顯和難以調和。

4. 隨着人類對超自然現象或狀態的認知增長，宗教內容亦
有相應修改，而修改亦因地道環境和條件有不同。



「宗教七維」

實用及儀式性面向
(practical and ritual dimension)

意思是信徒的宗教行為。

經驗及情感性的面向
(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

意思是信徒需要親身經驗和投入情感，以感
觀領悟神靈的訊息，尋找達到超然境界的方
法。

敍述或迷思性面向
(narrative/mythic dimension)

即是信徒所學習及聽得到有關神靈及超然力
量的故事。

教條和哲學性的面向
(doctrin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把敍述性的資料變成清晰、有系統的教條和
知識，方便信徒理解及跟隨。（經典出現）

倫理與律法性面向
(ethical and legal dimension)

意思是信徒應該履行的責任及避免的禁忌，
把教條變成法典，規範信徒的行為以符合教
條內容。

社會和組織面向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即是宗教社會化(religious socialization)，
涉及如何組織信徒。

物質性面向(material dimension) 意思是宗教如何以實物形式向信徒展示、傳
遞訊息。



宗教類型

 第一類強調只有一個真神，祂
是宇宙萬物及人類命運的創造
和設計者，是為一神論宗教
(monotheism)。

 第二類認為超然力量早已存在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只是世人
未能知曉或意識得到。例如印
度教和佛教，強調自我修為和
領悟，祈望得到解脫、進入超
然的靈性境界。

 第三類是民間宗教，又叫民俗
宗教(folk religion) 。與第一、
二類比較，它稱不上是一個系
統，缺乏教條、權威性聖典和
法則等，甚至實踐的人也不會
稱為信徒。



猶太教

基督宗教

天主教 東方教會 新教

伊斯蘭教

遜尼派 什葉派



基督宗教

 信奉耶穌基督的宗教信仰

 主要有天主教、東正教及
新教。

 創教者（理論上是耶穌）

 信徒：基督徒

 主要教義：

 宇宙有一位最高主宰（創
造主）

 耶穌為創造主以人的形象
在世間的存在（救世主）

 救贖計劃之後，由聖靈負
責帶領、幫助使徒們繼續
耶穌交付的工作







 人口約67萬(此數目包括天主教徒在內)

 新舊教信眾大約各佔一半，另有一些異端亦包括在內。

 基督新教於1841年傳入香港，現有教會逾1400多間，大小
宗派逾50個。主要宗派有信義會、播道會、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浸信會、宣道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五旬節宗教會、救世軍、神召會等。基督新教每星期
出版兩份主要報章：《基督教週報》和《時代論壇》，此
外還有不同的網上媒體，可謂百花齊放。

 除了傳統大教會，近二十年受到歐美的影響，香港本土亦
出現了不同模式的教會，例如以細胞小組形式運作的小組
教會，近年日益逢勃。這些教會還有一個聯合組織，名為
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以及由此衍生的細胞小組事奉訓
練學院、細胞小組宣傳網絡等。

基督教在香港



傳入途徑

 早期傳教士來華：重要人物馬禮遜

 初期是作為進入中國傳教的跳板，例如倫敦會、公理會
（此兩宗後來合併為中華基督教會）、巴冕會（禮賢會）、
浸信會、聖公會、巴色會（崇基會）及循道會，史稱七大
公會。

 二十世紀後，一些教會如五旬節會、神召會、復臨安息日
會等亦開展了香港的事工。

 一些教會亦開始了自立自理，例如道濟會堂（1886）,海
面傳道會（1911）等。

 50年代，不少在內地的教區會南來香港，例如路德會、宣
道會、信義會、循理會、衛理公會等等。



 至於天主教，1842年香港天主教教會正式創辦。但在此之
前，香港已有天主教傳教區。

 天主教是隨著英國人來港而來的。初期天主教會反面是一
個社會地位的象徵。



基督宗教的基本情況

 基督教是宗派林立，百花齊放。既
有大宗派的教會、亦有小的獨立教
會。有較為傳統的禮儀性教會、亦
有不重禮儀，要回歸簡樸的簡單教
會（simple Church）。

 新教教會的取向也很獨立，例如聖
公會可選擇親建制，循道衛理教會
卻可選擇開放自己的場所，接濟示
威者；基本上沒人能代表基督教界
甚至所有基督徒說話。天主教自己
有一個教廷，故此較為統一。

 教會的慈善工作亦百花齊放，百年
老店很有系統，辦學、慈幼等服務
也有，小教會亦可選擇力有所及的
自發社區服侍。



挑戰與回應

 不少教會現時都出現年老化、青黃不接、負增長的情況。

 部分教會被人垢病離地、耶Ｌ。

 香港的政治問題亦影響了教會與教會、教會內部會友之間、兩代之間
的關係。

 出現了新一輪的信仰思辨運動，而主要方向在社運、社區關懷上。



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回教)(Islam)

 阿拉伯語：順從真主安拉
(Allah)

創教者：穆罕默德
（Muhammad)（611）

信徒：穆斯林(回教
徒)(Muslim)

 世界第二大宗教：>16億

2050年以後，第一大 謬
誤





香港
穆斯林人數

約25-30萬，約4萬華人
(15%)

遜尼派為主(什葉派約200
人)

每年約100-120個新增信徒

首批：1840年初期，來自英
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
孟加拉)





香港



主要伊斯蘭組織

組織 創立年份

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 1850

香港伊斯蘭聯會 1900年代

巴基斯坦會 1960

香港達嗚迪協會(什葉派) 1967

印度穆斯林 1979

中華回教博愛社 1917

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 1973

香港中國回教協會 1938



主要伊斯蘭組織

組織 創立年份

香港回教婦女會 1953

香港穆斯林聯會 不詳

國際伊斯蘭會 1976

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 2004

Serving Islam Team (HK) 2003

香港穆斯林委員會 2015



伊斯蘭教處境

宗教間的相處

整體上，互相包容、和諧



伊斯蘭教處境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

香港回教信託基金會總會主席庫馬•門哈斯
(Oamar Minhas)：「香港可能是世上唯一的地
方，讓遜尼和什葉穆斯林可以肩並肩，在同一
所清真寺內進行禮拜。」

愛群清真寺楊興本教長：回歸後，更能容洽
相處



伊斯蘭教處境
 恐襲影响

 正面：傳教機會

 9/11後，穆斯林人數有所增長

 增加《可蘭經》導讀班、阿拉伯語班、
導賞團

 謬誤：聖戰(Jihad)

《查理周刊》



六大信仰

信安拉 信天使 信先知

信經典 信審判 信前定

謬誤：亞伯拉罕信仰



小淨



穆斯林處境

 直接、間接歧視

 奇異目光：頭巾

 求職：每天五次祈
禱、語言

 生活配套不足

 清真食品

 祈禱室



穆斯林處境

 法例保障不足：未有宗教歧視條例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基本法》

 《種族歧視條例》

 平等機會委員會



討論部分

 宗教對於現時香港社會議題的看法

 同性戀

 佔中

 家庭關係

 極端主義



總結

 宗教基本上都是導人向善，至於信仰真是另一層次的概念。

 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不能否定的是，直到今
天仍然有很多宗教的價值觀在影響人們今天的生洞。

 上述兩個宗教的發展作為例子，可以看到其實即使是宗教
內部，對不同議題、甚至本身的教義也有分歧。在看待宗
教的問題時不能一概而論，將某些宗教的信徒標籤成恐怖
分子，或離地的道德塔利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