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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道德与精神健康有密切的联系。健全

道德有助于人们建立起良好的精神健康，而精神健

康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自己内心的道

德律法的遵守与践履情况。

                  信仰与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路圣婴在题为《埃及科普

特东正教隐修制度研究》的报告中指出，科普特人

是埃及的基督徒，科普特教会属于东正教最早的亚

历山大教区，可上溯至法老时期。科普特教会与穆

斯林共同构成了当代埃及的文化与信仰体系。今日

的基督教隐修制度起源于一场被称为“避入沙漠”

的苦修运动。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修道士圣安东

尼、订立修道规则的帕科缪、世界上第一个隐士圣

保罗都是科普特人。从个体的苦行到集体的修士生

活，科普特修道院制度被认为是教会历史上最深远

的精神复兴。

辽宁师范大学的张爱军教授分析了《信仰在微

博的传播方式》：信仰分为宗教性信仰和非宗教

性信仰，二者都具有传播的方式和平台。在互联网

时代，微博为不同的信仰提供了便捷的传播平台。

张教授将信仰在微博的传播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1）互动性——传统的单向传播变为多向传播，传

统的宗教性信仰在非宗教性信仰中互动。（2）平等

性——主导性传播、灌输式传播、宰制性传播就为

多元传播的一种。（3）虚拟性——传播的主体不明

确，传播的对象不清晰，传播的内容碎片化。（4）非

系统性——网民难以通过微博建立起完整的信仰

体系，往往游离于各种信仰当中，其选择具有不确

定性和不稳定性。（5）多元性——原来各种不同的

信仰体系，尤其是官化、意识形态化的信仰体系被

打破，却没有建立起完全属于自己的信仰体系，因

而是无根的多元化，从而使多元信仰处于春秋战国

时代。（6）选择性——微博传播受新权威治理的

影响，对意识形态有威胁性的信仰易受重挫，信仰

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尚未完全落到实处。

北京海淀科技学校的孙学章老师在《自由意志与

命运的本质》中指出，意志自由之说与因果律相矛

盾。既然因果律体现了事物变化或发展的连续性，

也就不可能出现偶然性，因此意志也就不可能有

绝对的自由。意志自由是我们的感性认识或经验，

这种经验没有经过深刻的反思，因此这种认识充其

量只能算作现象层面的知识，而不是本质层面的知

识。“意志对于自我是自由的”就等价于“任何东西

对自身是自由的。”“自身自由”的含义无非就是：自

身对自身没有约束，自身具有规律性、自动性。从另

一个角度上理解，意志自由是一种选择。但选择是

在一种无形之手的控制下完成的，它是诸内部条件

和外部条件的总和。意志仅仅是命运这条大路中的

一个个路标，决定道路的主要是内部的素质，而知

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旧金山大学的钱锟教授与北京上智编译馆

的赵建敏神父皆因个人原因无法到会，但仍然通过

幻灯片分别同与会人员分享了近年来有关生物演化

与创世问题的一些前沿性学术著作，以及以西班

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市圣雅各伯主教座堂为

例，介绍了教堂艺术与信仰元素的融入。

研讨会在与会者们热烈而谦恭的互动交流中逐

渐进入尾声。此届研讨会恰逢中国端午节和西方父

亲节，同时又是礼拜日，张华教授全程主持了会议，

并代表会议主办方就会议安排做了详细说明，刘孝

廷教授也代表会议主办方表达了“让我们的心有家

可归，亦有远方可追”的愿景，祝福与会的每一位

父亲节日快乐且都能“找到自己灵魂的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