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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 

1 巴哈伊世界所致力於建立的繁榮社區，其本質對家庭具有深遠的影

響。個體誕生於家庭中，受到家庭的栽培與教育，也在家庭中開始學習

如何與他人和諧共處。家庭乃是構成社區的基本單位，也是整個社會秩

序的基礎。因此，一個符合人類成熟期要求的社會，不僅要具備有成熟

的家庭理念，更需擁有將該理念所孕育出的洞見，延伸至形塑國家與世

界關係的能力。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言：「家庭就如一個國家的縮影。家

庭周遭的狀況，就如環繞國家的狀況。」因此，學習一種新的家庭生活

模式，即是信仰的聖業，在學習如何釋放社會建設力量時，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2 人類歷史中，家庭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而呈現不同的樣

貌，從而適應當代的需求。隨著社會進步，過往時代可能有益的模式與

定義逐漸趨於極限，而不再適合人類下一階段的發展。曾經適合某個歷

史時代的父母期望，可能在另一個時代，卻阻礙了子女能力的發展。同

樣地，在某個階段，曾促使有血緣關係群體繁榮的忠誠聯繫，後來也成

了團結更廣泛社會融合的障礙。此外，人類早期發展階段的某些性別角

色特徵，後來也終將阻礙女性的進步與整個社會的發展。阿博都巴哈指

出，過去時代的思想與理論必須重新審視，祂說道，「「人類必須吸納新的

美質與力量，新的道德品行與能力。」因為，「「人類青年時期所擁有之賜

予和恩寵，儘管適時地滿足人類尚處青春期階段的需要，但現已無法滿

足它屆臨成熟期的需求。」因此，全球的巴哈伊教區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即是，審視他們當前社會的行為習性，依循教義加以衡量，移除不良傾

向，並學習建立適應新時代所需的家庭生活新模式。 

3 當然，在當前這個相對初始的階段，我們尚不可能全面描述，此神聖

天啟最終圓滿達成其天命時，將必然呈現出的家庭模式。全世界各個不

同地區的社會，在意識到穩健家庭的重要性之同時，也面臨各式各樣削

弱家庭的外部力量。儘管如此，隨著巴哈伊世界應用教義中特有的關鍵

性洞識的能力日益增強，將有助於促進家庭內部以及家庭與家庭之間，

邁向生活新模式的學習進程，加速推進。 



4 在此進程中，需要思考的課題包括：巴哈伊家庭生活的特徵是什麼？

這些特徵與當今社會對家庭生活的普遍理念有何不同？巴哈伊婚姻有何

獨特之處？它又如何培育家庭生活的發展？巴哈伊家庭如何為鄰里區、

村莊，乃至更廣泛的社會蛻變進程做出貢獻？當前存有哪些陷阱與障

礙，導致巴哈伊家庭無法達成這一目標？現階段全球神聖計劃的行動框

架，如何既能強化家庭生活，同時又能為充滿活力的家庭創造機會，以

對社區建構進程做出貢獻？ 

*** 

5 新的家庭理念始於新的婚姻觀念。巴哈歐拉指出，婚姻不僅是「世人

生命永續的關鍵」，亦是「實現命運不可思議的工具。」 

6 對巴哈伊而言，婚姻不僅是身體上的結合，更是靈性的聯結，其影響

延續至今生與來世。正如阿博都巴哈所闡述的，巴哈伊婚姻是「雙方相

互之間的承諾，他們在心靈與思想上，互相依存」，因之，他們「可提

升彼此的靈性生活」，並能「讓雙方信守最親密的夥伴關係」，「就如

同一靈魂。」在巴哈伊婚姻中，夫妻雙方學會如何相互扶持，讓彼此實

現其生命中的雙重道德使命——發展上帝賜予的天賦潛能，並對推動不

斷演進的人類文明做出貢獻。夫妻關係的建立，始於婚禮當下那一刻，

並跨越時空，影響其在人間建立的新關係，從而積極地重塑生命與教區

的生活。 

7 巴哈伊婚姻的觀點，超越了當今社會普遍存在的放縱與過時保守這二

元對立的極端立場。在巴哈伊婚姻中，愛、平等、親密、忠誠、性關

係、生兒育女，以及教養子女，全然融合為一體，夫妻之間的聯結相互

強化，從而為個人與社會構建出一座幸福的堡壘。放縱的社會風氣破壞

了婚姻和家庭，瓦解了人類繁榮所必要擁有的特徵要素，而過時保守的

思維則過度強調或扭曲其中某些要素，壓制了家庭中的成員。恪遵教義

將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全球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亟需學習教

義中有關巴哈伊婚姻所有特徵要素的意涵。例如，發展巴哈伊婚姻生活

新模式的核心原則就是男女平等。當這項原則在夫妻之間落實實踐，婚

姻關係將日益穩固發展，而其子女也將在成長過程中，養成對平等觀念

以及其實際表達，有新的認識。這一原則的深遠影響，將逐步延伸至未

來世代，推升促進女性的進步，直至阿博都巴哈的期許完全實現，即，

「女性將能充分且平等地參與世界事務」。 

8 婚姻創造了家庭，而巴哈伊家庭成員之間的良好關係，則建立在公正

與互惠的基礎上。每位成員都應享有應得的權益，也必須履行應盡的責

任。阿博都巴哈闡述道：「按照巴哈歐拉的教義，家庭是構成人類社會



的基本單位，必須依循神聖原則進行教育」，「家庭緊密關係的完整性

必須受到一致的重視，其成員的個人權利不能受到侵犯。」家庭成員之

間的良好關係需要有意識地培養。 

9 在巴哈伊家庭中，夫妻雙方是真正的夥伴，彼此之間並非從屬關係。

雙方透過祈禱、研習、磋商、反思與行動，共同應對生活中的各項挑戰

——無論是在靈性上、物質上，還是在社會層面。例如，關於子女教育

的決策，巴哈伊經典中揭櫫了母親是子女第一位導師的原則，並確認母

親在這方面的特權。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言：「確實，母親決定了自己小

孩的幸福，未來的成就，禮儀之道，學識與判斷力，領悟力和信仰。」

然而，父親同樣肩負著孩子教育與養育的責任，不能將這項至關重要的

職責完全推給母親。此外，為了支持母親履行這一角色，並確保她不因

此而處於劣勢地位，父親必然要承擔起維持家庭生計的責任。然而，這

並不意味著家庭角色是僵化不變的。基於夫妻對教義的理解，根據不同

的個人及社會環境，雙方可決定處理家庭事務的最佳方式。婚姻生活的

每個階段都帶來不同的挑戰與機遇，夫妻務必合作，努力地有效應對，

以確保夫妻彼此在靈性、知性與職業上的持續成長與發展。 

10 在一個相互支持的家庭環境中，父母悉心引導子女，協助他們學習如

何在追求奉獻、美德與服務的氛圍中，過著有意義且有目的的生活。為

此，父母不僅透過自身的榜樣，日常生活模式與互動，還透過無數的對

話，以愛心培養出孩子眾多的品德、態度、習慣及日益增強的能力，並

在孩子從嬰幼兒期到成熟期間的各個成長階段，適時採取相應的方法與

措施。從幼年起，孩子便要學習轉向上帝，愛上帝，每日祈禱，誦讀神

聖經文，視自己為高貴的靈魂，努力培養靈性品格，先人而後己，並在

關愛與合作的關係中，展現這些美德。隨著孩子們的成長，他們學會應

對困難，鍛鍊出自律與負責任，忘卻自我，並獲取藝術與科學知識。而

當他們逐步自立踏入社會，他們學會培養出服務精神，傳揚並應用神聖

教義，化解分歧，並參與磋商，堅定固守聖約，致力於改善世界，並引

領自身，導向追求永恆榮耀之道。巴哈伊經典為父母們提供了無窮盡的

真知灼見，以協助子女培養出這些及其他至關重要的態度、技能與能

力，而研習機構則透過強化其所有成員的理解與能力，為家庭提供必要

的支援。此外，家庭還可以運用其它可用資源，以協助孩子們在物質、

社會與靈性方面的教育，如，學校、社區生活、服務活動專案等等。然

而，確保孩子們獲得正確與完整的教育，最終仍是父母無可旁貸的責

任。 

11 隨著時光流轉，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不斷演進發展，並呈現出不同的

形式。手足之情在悉心的培養下，兄弟姊妹間的友愛與情誼，能在一生



中提供相互的支持與鼓勵，並成為遏止家庭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嫉妒與分

歧的一座堡壘。顯然，成年子女所擁有的權利與責任，已與孩童時期大

不相同。父母在培育子女邁向成熟的過程中，務必對這些生命上的變

化，維持敏銳的觀察力，並悉心引導下一代在其成長中，培養出自立與

責任感。年輕的一代，一生皆應尊重與孝敬父母，然而，隨著他們趨於

成熟，就必須學會為自己的人生與選擇負起責任。隨著時間推移，子女

的義務也隨之變化，當父母步入晚年，依情況的需要，子女或將越來越

能提供必要的協助。 

12 家庭的核心關係，深深嵌入更廣闊的親屬關係網絡中，從相繫的親戚

大家庭開始，祖父母、叔伯、姑姨與堂表等親人的關懷與支持，都有助

於實踐家庭的目的與責任。如此家庭關係的特徵，同時也延伸到巴哈伊

教友與其他的朋友們，他們也以多種方式協助家庭。在一充滿活力的教

區中所鍛造出的緊密社會網絡裡，長者們可提供深造課程，明智的建

議，以及卓越的榜樣。其他人則以如同靈性叔伯姑姨的身分，關懷年輕

人的成長，並提供協助，強化父母在培育子女上的辛勤努力與其懷抱的

崇高的願望。青年們則有如年幼者的兄姊，以多種方式提供協助與激

勵。如此，最初在家庭中所培養出的一體性、友愛、關懷、信任與團結

精神，將能逐漸融入並編織成更廣大社區緊密的人際關係。 

13 關注財務是維護家庭生活和諧與蓬勃發展，以及家庭積極參與社區建

構的重要一環。夫妻之間，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與子女共同磋商此課

題，將可決定如何在家庭生活的眾多責任與需求方面，平衡這一物質上

的考量。明智且細心地管理家庭財務，必須顧及多層面因素，包括如何

賺取收入、支出與儲蓄；如何確保子女的教育與福祉；如何調配資源以

支持信仰基金或教區事務；以及如何履行支付胡辜庫拉的義務。透過回

應這些及其他類似課題，家庭成為一個實踐學習的空間，讓成員能理解

慷慨與責任的意義，區分需求與慾望，以及物質資源的管理之道。 

*** 

14 巴哈伊家庭生活為了與更廣泛的社會進行動態互動，開闢了一個新舞

台。當家庭成員努力在其生活中體現基本的巴哈伊教義時，這種互動將

蓬勃發展。例如，前述兩性平等原則的實踐，不僅形塑夫妻之間，子女

及整個家庭互動的獨特關係，也讓家庭成員為參與社會互動做好準備，

從而釋放所有人的潛能。同樣地，堅信人類一家的原則，有求於為孩子

提供一些經驗，護佑他們免受各種偏見的影響，並強化他們對多元化的

欣賞。同樣地，堅守該原則也有助於在這個分裂的世界中，創造出團結

一致的人際關係。此外，培養探尋真理的能力，重視科學與宗教之間和



諧一致、並行不悖，以及透過磋商與合作，而非以爭執和競爭，來解決

意見分歧並做出決策的原則，將使家庭成員成為社會蛻變進程中積極有

效的推動者。而在家庭中培養正義與慈悲等品德，則協助子女日後在社

會中，為建立穩固且平衡的人際關係做好準備。因此，在家庭中學習如

何實踐巴哈伊教義的努力，既能激發出子女超越家庭範疇的願景，並能

提升其意識到世界泛眾的狀況與需求。 

15 培養出的家庭生活新模式，也能抗衡社會解體的各種勢力，這正是轉

型時代不可分割的特質。這些衝擊社會的力量，特別影響到家庭，削弱

了家庭內部的緊密關係，並對其成員，尤其是兒童，造成深遠的影響。

這些負面力量讓家庭成員暴露在最具破壞性的社會病態當中，例如，缺

乏愛與關懷、忽視靈性價值、泯滅人性、貧困、缺乏安全感以及暴力。

個人很容易就沉溺在物質誘惑，屈從於物質享樂，或只是在意滿足個人

的生活方式，從而淪為那些試圖將自身構想強加於社會的人，所操縱的

對象。彼此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與身份認同，與人類一家及世界和平的

理念格格不入，爭先搶奪群眾的支持，並互相競逐優越的地位。其中的

一些運動，正播下偏見與極端主義的種子，最終導致世界各民族之間的

疏離、衝突與爭執。另有一些，看似與巴哈伊教義某些方面相符合，但

卻巧妙地將朋友們引離巴哈歐拉的正道。人類社會解體進程所伴隨的那

些勢力，以其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不同的族群。家庭及整個教區，皆有需

要學會審度現有的實際情況，掌握這些負面力量的本質與影響，並且要

全然地仰賴神聖輔助的力量，發展出預防與補救的措施，以安然渡過這

危機四伏的動盪時代。 

16 家庭成員之間親密的互動與聯繫，以及他們心懷服務他人的誠摯願

望，為社會開闢了一個獨特的空間:一個巴哈伊之家。充滿活力的巴哈伊

之家，是基層社區建構進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這充滿愛的家中環

境，家庭成員彼此扶持，讓每個人都能成為神聖計劃中，具有自信與能

力的要角，並歡迎且幫助其他人共同參與社會的蛻變進程。在巴哈伊之

家中，熱情款待與靈性覺醒，以及知性上的進步相融合。透過每個巴哈

伊家庭皆可在其家中提供的活動，它展示了一種生活方式，為所有尋求

抗衡那些滋生不滿、衝突和自利等分裂勢力的人們，提供可資效法的生

活模式，並以相互信任、合作與建設性行動，構築一個健康社區所賴以

活躍與繁榮的基礎。事實上，在全球眾多分區中，一些家庭群體已經開

始敞開家門，攜手合作，協助鞏固當地的活動，並極大地擴展其服務所

觸及的範圍與影響力。 

17 連貫一致的服務人生理念，同樣與家庭生活，以及個人生活密切相

關。家庭所面臨的多樣複雜需求與機遇，亦隨著時間不斷演變。一般而



言，家庭成員共同在服務之道上邁進，將能強化其家庭本身，並協助家

庭成員們經歷各個生命階段中，所必須履行的多重責任。在某些時刻，

當出現更具挑戰性的服務機會——無論是對某個成員，抑或是整個家庭

而言——一個忠誠奉獻的巴哈伊家庭內部之緊密支持，將使全心全意投

入犧牲奉獻，成為可能。在如此時刻，謹記犧牲的本質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解釋的，犧牲乃是捨棄人間世俗的顧慮，而就事工上

帝之道。犧牲使更偉大的服務成為可能，但家庭本身不應成為被犧牲的

對象。 

*** 

18 當回顧九年計劃目前的進展時，我們對於教友們的忠誠辛勞，滿懷尊

敬與深刻的感激。在全球多樣化的環境中，我們目睹到個人、社區與機

構間的合作所做出的一系列犧牲性努力。教友們熱情地將群眾帶入社區

建構進程，發起各式教育與社會改善專案活動，將信仰的事工擴展至新

地區，並協調一個整體連貫的服務人生，其所內秉的諸多承諾。儘管受

到世局動盪帶來的混亂，抑或某些地區仍舊面臨的壓迫，教友們依然堅

持不懈地朝著崇高目標邁進。世界各地無數的人靈，皆在其自身條件與

能力範圍內，在更大的程度上，致力於釋放信仰的社會建設力量。為了

實現這一目標進程，在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巴哈伊家庭所扮演的角

色，將變得愈加關鍵且影響深遠。所有教友們都應積極為這一巴哈伊生

活的重要元素貢獻出力量。 

19 根據記載，阿博都巴哈曾說道：「我的家是和平之家。我的家是喜悅

與歡樂之家。我的家是充滿笑聲與歡騰之家。凡進入我家門者，在其離

去時，當懷以喜悅之心。這乃是光明之家；凡進入者，皆受到啟發。」

摯愛的朋友們，願你們的家庭與家園，日益成為滋養並支撐整個人類的

柱石與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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