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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達基教會的宗教訊息和宗教實踐出現，以及教誨人類的年代，是靈性訊息難以

被察覺的年代。有很多重大因素說明了一個人的主觀真實性可能會受到阻礙，使

他無法接收到任何靈性訊息。

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

 1. 世俗化的大眾意識；

 2. 傳統的宗教系統、教義和實踐使得大多數現代人缺乏靈性；

 3. 傳統的教會分裂造成一般信徒產生不信任和失望的感覺，信徒們開始尋找

傳統以外的信仰來源；

 4. 一個人失去感知靈性基礎，誤認自我短暫的價值 ── 也就是失去靈性身分

（spiritual identity） ── 這個人被侷限在目前生活，沒有能力用更寬廣的

靈性角度來檢視自我。

許多社交、政治、生態與文化的危機使情況惡化，這些源自於一個人根深蒂固地

漠視自己的靈魂本質。這個人無法認知自己是靈魂個體，導致外部大災難／災難

和衝擊，換言之，他失去了靈性的身分，用錯誤的價值觀來定義自己。這種錯誤的

自我認知行之有年，重新探索一個人真正身分和作為精神個體的自我覺察，這個

過程是一條漫漫長路，這是一條靈性自我認知的復甦之路。通往靈性自我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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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未必一定經由傳統的宗教體系。相反的，許多人尋求傳統宗教體系外的方法，尤

其當現代生活的挑戰劇增，傳統方式已經不敷使用，他們絕對有權利在宗教體制外尋

求靈性復甦與重生之路。

山達基的宗教實踐和宗教的訊息提供了解答，而且它是一條邁向靈性復甦的大道。山

達基教會訴諸於那些沒有被宗教侷限觀點的人，它運用這個特殊年代創造的習俗和趨

勢來傳遞恢復靈性自我意識的目的。山達基教會結合了現代社會宗教和告解的多元

性。因此山達基教會的靈性訊息是針對所有的宗教團體，允許其他的宗教實踐山達

基。山達基教會是開放給其他所有宗教運用的。

山達基教會的使命對後極權主義國家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的後極權主義國

家中，充斥著比上述更多的障礙阻擋著人們靈性的覺醒。儘管先進民主國家沒察覺，

極權主義已經完全地摧毀了文明社會，我們應該要把重建文明社會組織視為重要任務。

這裡指的是社區和當地自治單位，以及培訓大眾建立社群的必要性。山達基教會有建

立社群的經驗，且其靈性訓練的技術已經在非極權主義國家中奠定創造靈性的基礎上

佔有一席之地。

這種情況因為跨種族與政治上的衝突而日益惡化，這些衝突不斷，在後極權主義地區

威脅越演越烈而形成跨國及跨宗教的情況。借鏡山達基教會所擁有的跨宗教成功經驗

對新國家、新區域和新領土而言是當務之急。

山達基訴諸於那些準備好靠自己力量探索真正靈性世界的人。山達基有明確的承諾，

和達成這些承諾的準則。這些承諾和準則對那些相信自己能力的人，和那些同時在靈

性的領域尋求靈性基礎和證明個人主權與獨立的人來說，尤其重要。在現代俄羅斯還

有很多這樣的人，分佈在社會上所有的專業領域。在本質上、宗教上及靈性本質上是

哪些因素讓那些會獨立思考、很活躍和不信任極權主義時代的人對山達基有興趣呢？

因此，那些在傳統宗教找不到答案的人，有必要從山達基的教義、教會機構和其價

值，來瞭解山達基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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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的答案尤其重要：以神學系統來看，什麼是山達基呢？山達基如何維持神聖

知識呢？山達基靈性啟示的結構是什麼？山達基是以什麼樣的架構存在？其對至高無

上的詮釋是什麼？

我們將以山達基為何在俄羅斯和整體後極權主義國家迅速成功的原因來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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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達基之神學系統

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基本的特性來印證山達基是神學系統，儘管不是所有山達基

會員相信山達基宗教是特殊的神學系統（從討論和眾多的訪談中顯而易見）。首

先，必須由有魅力的領導者來建立宗教，其次，要有健全的宗教教義和深奧隱喻

的神聖知識。

一、（一）有魅力的領袖

創始人L. 羅恩 賀伯特的作品就是山達基的教義與組織的基礎。賀伯特的作品是權

威的文本，總是不斷地被闡述和研讀。透過教會的內部決議，賀伯特的教材等同

於聖經的作用。因此這位具有魅力的領導者是主要文本的創造者。其次，將賀伯

特視為有魅力的領導者是因為教會成員相信賀伯特是第一個發現並且踏上真正靈

魂身分之道的人。任何一個人都能夠遵循賀伯特的路徑，重溫賀伯特的經歷，無

論身在遠方或近處，這是唯一需要做的。

重要的是，這位有魅力的運動創始人與他的追隨者有著基本的差異。對賀伯特來

說，他自身的人格魅力為這條靈性覺醒之路揭開序幕。對他的追隨者來說，他們

必須依靠經典文本的導讀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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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典的目的是讓靈性身分覺醒，然後改變一個人的自我意識。應該強調的是，如

何達到自我意識全新境界的聽析程序，賀伯特都詳細地撰寫下來，並且有所規範。我

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詳細的規章和程序的授權，這是防止任何分裂的重要做法。這些

權威性文本不允許有任何新的詮釋方式，所有其他另類詮釋的可能性皆有效地杜絕

了。賀伯特在個人的親身經歷中，發現了全盤的真理。他的個人經驗連結了通往真正

靈性身分的技術。以賀伯特過去獨特的體驗作為一種形式來說，與其不同之處在於，

其他人經歷的內容是一種改變自我認知的技術。賀伯特經驗的內容（在技術來說）本

質上是普世且可重複的。山達基教會的使命就是，要讓每個由衷感到尋求靈性身分必

要性的人，都有機會遵循賀伯特的道路邁進。

山達基魅力領袖的主要特徵是什麼？在什麼基礎上認定他是一位宗教領袖呢？

首先，山達基的創始人發現了每個人都有的靈性本質和靈性知識。

第二，在知識的引導下，創始人發展出自我救贖的方法。

第三，領導者的知識是完整無缺的，任何的添加都不可能：任何添加只會扭曲知識，

變成有害的知識。由此可見，必須進行特別監督，以確保遵循創始人的指示。

第四，創始人的個性體現於紀錄他個人經驗的文本和視頻中，閱讀及觀看這些改變了

追隨者的身分，穩定了追隨者的內心，使其將自己視為靈性個體和不朽的來源。

第五，團體的創始人無法被任何其他人取代。這就是為什麼就算達到極高精神成就的

山達基會員也不能重新闡述新版本的教義；因此，沒有人能夠聲稱擁有創始人的權威

和權力。

第六，創始人所創造的靈性信息建立了一種宗教秩序，其中成員的等級地位完全取決

於他 /她在精神成就和精神實踐永久性的等級上。

第七，創始人的文本和山達基會員的證詞見證了山達基教會的服務，教會和創始人的

作品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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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個團體的創始人，這位有魅力的領導人，對追隨者而言，他是救世主；這位

魅力領袖擁有完整的個人和靈性的自我實現。換句話說，這位領導者，山達基的創始

人是宗教教義和宗教運動的創始人。

一、（二）山達基：宗教教義和神聖的知識

以下山達基的幾個基本主題讓大家認為山達基是一個宗教。首先，一個人應該認知到

自己的靈性與永恆本質這樣的一個概念。

下一個主題是歷史或一個事件（一場大災難），使人類忘記自己的真正本質，也就是

說，傳統的宗教教義是奴隸的主題，通過自然或刻意的邪惡勢力來禁錮真正永恆的自

我。

強大且永恆的自我可以創造物質、能量、空間和時間，當他忘記自己本質上擁有如此

無限強大的能力時，他反而會被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玩弄於股掌之間。

一些證據表示，永恆自我會刻意創造活動來讓遺忘真正本質的自我。其他更含糊的證

據認為，這是因為人性本惡才會造成世界上大部分的災難。

無論如何，不管有沒有邪惡的意圖或邪惡的創造者存在，在山達基宗教，我們看到了

宗教本體論一再重複的主題，從自我墮落到遺忘自己曾經擁有的靈性力量，最後連自

己造成的災難都不記得了。

知道自己的無限過去，知道一個人好幾個前世的存在，這不僅僅是普通的知識。它是

一種神聖的知識，使人瞭解他在宇宙中的真實地位，從試圖理解他以前的災難，一直

到宇宙重大浩劫，這個過程讓他重新認識真實的自己。因此，學習山達基的知識需要

長時間的累積，瞭解自己過去的歷史。解放所有知識就是山達基帶來的救贖方式。

一個人懂了這個知識，神聖知識就能夠讓他改造蛻變。印痕是一種障礙，印痕以一個

人對自己錯誤認知的形式存在，這個人要恢復自己的真實身分必須消滅印痕。聽析員

能夠協助掃除一個人在追求永恆真我路上所遇到的阻礙，聽析員是一位聆聽的人（源

自拉丁文audire，意思是傾聽），他既是牧師，也是神聖知識之路的守門員。聽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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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一答的技術方式，呈現出獲得神聖知識過程的其中一種特性，學生（或真理尋覓

者）只能被帶領到真知覺察的路口。覺察本身和瞭解事物的真正本質，是真理尋覓者

必須自己去發現。（這種瞭解一個人真我的技術，在依納爵．羅耀拉的「靈性練習」、

東方靈修學校、禪宗 ── koans ── 還有哈西德故事裡都能看到。）

以上所述鞏固了山達基在靈性體驗世界獨特的貢獻，讓我們確定：首先，山達基具有

宗教的基礎；其次，山達基的靈性潛能不僅是一項宗教運動，也有宗教秩序。後者尤

其重要，有需求去解決組織問題或宗教及教育本質的問題才能夠產生秩序。宗教秩序

作為一種解決純粹組織問題的方式 ── 如宗教運動的歷史所顯示 ── 是短暫的，然而

以一個成熟的靈性教育技術形成的秩序才能夠歷久不衰。以耶穌會的秩序為例，由秩

序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帶來的「靈性練習的實踐」。秩序能夠解決許多實際問題，

這是靈性和宗教實踐的結果。耶穌會秩序穩定的基礎是正確地遵從「靈性練習」的技

術。同樣地，山達基教會秩序的核心之所以穩定在於其獨特找出真正自我的靈性技術，

也就是其宗教教義和神聖知識的中心。因此保存神聖知識是山達基教會的核心要素。

二、保存神聖知識的課題

二、（一）深奧的知識和山達基技術

宗教系統中的深奧知識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採用特殊的方法和用編碼隱藏文本。

若揭露隱藏的知識，讓想得到的人都能得到，將隱藏的知識轉變為粗俗或世俗的知

識，會讓神聖的知識失去神聖和蛻變的力量。

深奧知識的第二種形式是認可開放性和可用性的原則。然而，知識獨特的結構是如

此，如果學生沒有熟讀精通先前的階段，他無法瞭解下一個等級。換句話說，首先個

人必須先仔細通過一連串所有的等級評估，接著才能進入深奧知識的學習。每個步驟

包含所有其他所有小步驟的版本。因此，深奧的知識不是因為想編碼或隱藏知識才發

展出來，而是出自於簡單的用意，即使一個人擁有最高等級知識，他也無法將其傳遞

給那些沒有經過內在蛻變且自覺要改變的人，那些人還沒經歷所有必經的過程。知識

最高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學生通過所有的前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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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達基知識是後者深奧的類型。當我們看到某階段的山達基知識標記，這表示這個相

關的知識，只能傳給一個有通過之前的所有等級之人。

山達基本質上是一個開放宗教系統。每個內心渴求山達基知識和靈性信息的人，都可

以仰賴山達基的關注和支持。真理尋覓者的任務將會仰賴他自己來尋找靈性身分。然

而，必須記住，在山達基靈性核心最重要的是實現個人的靈性身分，一個嶄新無限的

靈性自我。因此，這種經歷不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或轉述別人的經歷，不是因為靈性

導師隱藏這種經驗，而是因為語言無法傳達這種經驗的本質。當一個人達到更高的覺

察能力等級永恆之自我時，在山達基的確有一種「見證」關於個人路徑和個體經歷的

轉變。然而，到底什麼是 ── 「見證」（一個非常重要且必要的類型），但卻不算神

聖的知識。當你閱讀和聽取這些見證時，你特別清楚地感受到，見證人正在努力地描

述他的經歷，分享他的知識，但是很難完整表達。

因此，山達基的技術要求精確的保存和精確複製，並且不斷地聽到這種要求，直到能

充分掌握之前學習的每個細節，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在這方面，山達基的學習

非常著重釐清個別詞語意義的步驟。山達基著重清字的步驟呼應了偉大宗教的傳統，

並且讓山達基的知識可以被視為神聖的知識。

以澄清字詞意思的步驟來學習神聖知識是山達基主要目的之一，為了使真我的靈性本

質更清晰、易於吸收瞭解。

二、（二）進入神聖知識的步驟可視為最高等級的覺察技術。 

自我認知的等級：從待清新者到最高層次的精神個體

山達基要求須不斷地保持清晰的意識和自我覺察（擺脫日常生活的幻想），並且要有

正式的理性觀點，這裡指的是按部就班來瞭解真我的過程是，絕對不能跳過任何一個

階段直接進入下一個更高的階段，這種嚴格的方式首先形成了知識的層次結構，再者

是進入知識的起點之條件限制。宗教的文化教育預期學生們能自我覺察和改變，但是

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宗教的初始教育步驟十分重要。這突顯了在山達基被視為神聖文

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賀伯特的文本 ── 山達基經典的教會文獻 ── 這些資料提供的

方式會讓學生的意識和自我意識蛻變。正是這種特質彰顯了賀伯特文本的公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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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典文本的目的是讓學生透過認識內在自我，然後反思蛻變 ── 也就是說，經由

反覆思考經典文本（賀伯特的文章）能更深入瞭解自己和一個人真正的自我。山達基

提供團體、夥伴和一個人（獨自）練習思考的機制。談到山達基這種修行相較於其他

宗教，更具體地說，閱讀了神識知識後，思緒井然有序形成，這並不是接收新資訊，

而是自我蛻變的經歷（對教友來說），或是淨化自己的體驗（對指導員來說），付出

努力後，能夠恢復清晰的意識和自我意識。

因此，當我們說知識和自我意識不能傳遞時，其實就是強調學習步驟的必要性，才能

協助學生理解知識（也就是發現自我）。這意味著神聖知識在一個成熟系統的發展，

必然經過從一個層次過渡到另一個層次的階段。

在老師協助下（或單獨在某階段），這學生通過所有階段從待清新者（希望透過山達

基聽析或靈性諮詢來找出更多關於自己與生命的人）到最高等級運作中的希坦。

把上述這些山達基根深蒂固深奧的知識列入考量，（特別是等級、嚴格性、按部就班

的步驟）山達基發展出這個靈性路徑的系統令人印象深刻，也是一個穩定且有前景的

精神文化指標。

二、（三）以「通往完全自由之橋（The Bridge to Total Freedom）」 

為核心和山達基哲學系統的基礎

一項宗教運動，即使它到達有組織的教會的階段，並不一定有健全的教義系統。一個

教義系統的存在是一個宗教運動的成熟度指標，因此需要長時間醞釀才能形成。然

而，山達基從宗教運動的歷史中已經觀察到這一點，快速地成立了一個信條與靈性訓

練系統。這麼短時間內能發展成熟的靈性道路和宗教組織正是因為山達基有一套詳細

且健全的靈性蛻變等級和靈性身分的系統。山達基的系統可以與靈性啟蒙和淨化的系

統相提並論，後者是許多秩序的核心，有些傳統宗教由於這些秩序而淨化保存下來。

神學系統可以分成兩種類型：肯定論（cataphatic）和否定論（apophatic）。

肯定論是認為最高宗教經驗可以用文字來表達的一種系統。否定論則認為至高無上的

知識和價值是無法用文字或行動來表達的。因此，肯定論系統描述神聖個體的細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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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神的形象存在於可見的和看不見的世界。否定論系統不描述至高之神，因為從該

系統的觀點來看是做不到的。然而，否定論神學提出一種系統，在導師正式教導下能

夠獲得至高無上的知識。

當然山達基包含了這兩種類型的哲學系統，以否定論神學為主。因此，山達基的特徵

不在於描述新的自我狀態，而是在達到更高自我狀態的描述。

通往完全自由之橋（Bridge to Total Freedom）象徵了靈性之路蛻變。大部分的宗教

文化與神學系統都能看到通往靈性的路徑。然而，位於神學系統中心的主要秩序是靈

性淨化之路，這條道路的等級階層表現了這種個人靈性覺察的狀態。

嚴格來說，這個層級分明的系統 ── 通往完全自由之橋 ── 就是山達基教會傳遞給全

世界和追隨者的訊息。

這個訊息的基本主題是自由之橋的結構。所有主要神學的概念（關於至高無上、人類

的狀態、救贖的概念）、牧師的任務和山達基教會的組織架構都遵循自由之橋的架

構，也就是瞭解個人蛻變的路徑並且知道自己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山達基教會的靈性訊息結構

靈性訊息的結構發展自複雜的主題。每一個人都能親自接收靈性的訊息，在自由之橋

路上的每個階段標示著不同深度且完整的訊息主題。

宗教的信徒們針對特殊的個別主題進行密集性地修行，以此實踐宗教秩序。有些基督

徒實踐的指令是對耶穌基督的生活中的關鍵事件進行密集冥想。對不同主題和基督之

愛的章節來進行冥想，其目的是內在昇華和淨化冥想者，並且把自己完全交給基督。

穆斯林的蘇菲派也有類似的個人實踐。許多宗教文化有類似的例子。這些宗教的相同

點是靈性訊息的特殊主題結構鋪墊了內在淨化和蛻變的道路。

我們選出表現山達基靈性訊息特徵的兩個主題來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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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人類的墮落，墮落或災難的覺察，自我蛻變：英雄的個人之旅

人的墮落被認為是一種普遍的災難，使人忘記了他真正的強大和無限的自我。曾經創

造空間和時間的強大威武的自我，現在卻沉溺於依賴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物質中。山達

基逆轉靈性信息的中心主題為：「創造者被自己的創作物所奴役，失去了自由。」覺

察到這個失落也同時是解放的第一步。從這裡開始，必須覺察到所有災難以及數百萬

年期間的經歷。典型的要求是理解個人已經有數百萬年的經歷了。

第二個特徵是覺察墮落解放的主題，也就是山達基信息中的英雄形象。英雄主題意味

著尋找新的強大和永恆的自我，首先是個人努力遵循靈性道路 ── 跨越自由之橋。人

性本善 ── 這是山達基信仰的一個基本原則。以基督教來看就能清楚對照出不同表達

的方式，基督教的訊息強調人類本質上造成破壞和罪惡，這是無法經由人類努力來修

復。（我們回想公式：如同豹不可能改變它的斑點，彎曲的樹不可能變直，所以不可

能通過任何個人的努力擺脫原罪和扭曲的本質。）把人看作一個英雄 ── 相信人類本

來是善良的，可以藉助自己的努力和教師的引導來實踐人類回到他原來的權威 ── 這

個觀點在基督教裡總是被認為是異類。在基督教盛行的文化中，如果沒有仔細分析山

達基和基督教訊息本質上的差異，就會造成山達基訊息推廣的困難。

然而，從我們的分析來看，有必要對照強調以下部分：墮落，覺察墮落與自由，這些

被認為是自己當主角的旅程，橫越完整個人的自由之橋。長時間實踐山達基，回憶起

真正的自己，才會覺察到個體已經存在數百年的時間了，然而，山達基主角的個人靈

性旅程和基督教傳遞的個人覺察之旅是相反的。山達基訊息的主題在宗教服務期間實

現，宗教服務也有其主題結構。

三、（二）告解、自我瞭解、救贖：宗教服務之路

對於山達基來說，如同對任何強烈的宗教文化和宗教秩序，佈道是宗教服務的一個重

要因素。然而，我們在山達基中看不到許多傳統宗教彰顯的宣揚主義。相反，山達基

也允許其追隨者實踐另一種宗教，只有少數的宗教認可這種作法。山達基是一個完整

的宗教，其成員實踐山達基時不摻雜其他宗教的修行活動。有些保留另一個宗教的會

員資格，主要是因為家庭、社會或文化因素。這是理性的告解 ── 個人經驗的見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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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山達基服務主要的特徵，它訴諸於外面的世界，同時不斷強調運用理性來面對

個人的經驗。

理性的告解是一種自我理解的技術，這項技術已經發展健全，同時也被實踐了：瞭解

自己是一個已經存在幾百萬年的個體，並且瞭解自己是永恆與全能的自我。

告解並且瞭解自我帶來救贖。救贖被認為是一個人穩定的覺察到真我，並且消除了所

有內部的靈性障礙（印痕），印痕阻礙了全能與永恆自我的覺察力，也就是說，救贖

的意識逐漸喚醒並探尋一個人的靈性身分。

惟有透徹理解至高無上的文本，才能算理解宗教文化所要傳遞的靈性訊息。這使我們

回到了復甦至高無上概念的問題，也就是山達基的特徵。

四、瞭解至高無上：新存在的結構， 
最高等級的存在

瞭解至高無上是許多神學系統的中心。要討論這個主題，不僅必須依賴書面的詞語，

而且還要口頭見證。

我們仔細地檢驗了山達基對至高無上這個概念的特徵，將山達基認定的概念與其他神

學系統中形成的至高無上概念做比較。

四、（一）個體或超個體的存在

更高層次的存在，或至高無上，本質上是超越個體的，這個狀態包含了兩種性質的存

在，一種是個人的精神個體（spiritual being），另一種是創作物，也就是全能永恆

的自我在遊戲中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四、（二）物質宇宙（質能時空〔MEST〕）和 

精神個體之間行為的延續性或間斷性

儘管這個問題表面上沒提出，也與靈性實踐無關，山達基認為造物主和所創造的宇宙

（由物質、能量、空間和時間組成，採用語詞第一個字組合，也就是質能時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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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被打斷了，換句話說，它們之間不存在循序漸進的持續轉變。至於至高無上的

概念（從實際的角度來看，比較有興趣的是這個抽象概念能達到的境界），它被視為

一種內在的本質，是靈性個體可以達到的境界，等待那些跨越通往完全自由之橋的人

到來。

四、（三）山達基啟示錄的議題

山達基的啟示完全由L. 羅恩 賀伯特的個性、生活和文本所提供。因此，教會成員的

任務是去學習和應用賀伯特的訊息。這裡說明了持續運用賀伯特的發表資料和文本做

為參考基礎。在佈道、服務和日常實踐時，賀伯特文本的功能和角色就如同教會的牧

師和服事人員，也就是啟示錄的作用。

四、（四）口語和非口語的「絕對」瞭解

從山達基的否定論神學的角度來說，至高無上的瞭解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實踐山達基

的靈性傾向於如何做到，而不是如何描述，因此，至高無上的概念無法用語言表達，

這個觀點與山達基實踐的方式是關聯的。邁向更高層次的覺察旅程 ── 有其嚴謹的形

式 ── 這是否定論神學的獨特之處。否定論神學的典型認為不可能以文字或語言描述

更高的意識狀態。再者，文字只會曲解萬能全知的經驗。山達基是一個宗教體系的典

型例子。

麥克．A．賽福斯夫博士 

于莫斯科 

199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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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科學研究院，美國與加拿大學院，資深研究員（Senior Fellow, Institute of the 

USA and Canada,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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