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文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天主教内部出现了解放神学运动，此

运动以“优先拣选穷人”和 “解放”为宗旨，对教会教义重新赋予具

有时代特征的新解释，并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有关内容来参与

建构自身的理论。尤其是在其核心概念一一 “解放”的论述以及社会

价值选择的倾向上更体现出解放神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的

借鉴和吸收。因此，本文试从这两方面着手考察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之间的相关性，尝试对理论建构及实践执行的矛盾问题及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适用问题做出进一步探讨。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

分，对解放神学形成的背景、发展状况、代表人物、理论特征及其影

响做出概述性介绍;第二部分，围绕解放神学的核心概念一一 “解

放”，对解放的主体、实现途径及其与 “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做出

探讨;第三部分，从解放神学的社会价值选择出发，与社会主义价值

观相比较分析，指出其价值选择的局限性所在;第四部分，对理论建

构与实践执行之间的矛盾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适用问题进行

进一步的探讨。



AbstraCt

      Liberation Theo1ogy comesout from Catho1icism

inside since l96Os. It has an ultimate goal the

“liberation，，ofthePoorand “oPtionforthepoor，，.

LiberationTheologyexplai月thebiblicalagainanduse

somestandPointofMarxismforreference，especiallyon

discussaboutthepoint“liberation，，and“optofvalue，，.

TherearefourPartsinthesis.Partl，itwillhave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liberation theologians. Introduce the main themes ln

liberation theology. Part Z，this Part discussed the

subjectof1iberationandwaytorealizethe1iberation

goal，compared“liberation，，with“deVelopment.ofhu阳n，，·

Part3，co呷ared“oPtofvalue，，inliberationtheology

withsocialistviewofvalue，Pointoutthelimitation

oftheliberationoPts.Part4，twoquestionsarePut

forward. First one， contradictory ls exist between

theory with practice. Second one is concerning the

suitabilityofMarxism.



华南师范大学硕一t一研究生学位论文

试论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导言

    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大地正历经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时，世界

的其它角落也不那么安宁。美国的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茶，标新立异的

  “嬉皮士”更是一道独特风景;法国的 “五月风暴”对旧教育制度进行

猛烈抨击:英国则有了 “甲壳虫乐队”、 “滚石乐队”等至今仍为人乐

道的音乐组合。拉丁美洲这块奇异的大陆上却出现了一股清流，那就是

  “解放神学”运动。说它是一种思潮也好，说它是一种运动也好，它实

实在在存在过，并一直存在着，用它的存在证明拉丁美洲一部分人坚定

走解放之路、永远关怀穷人的决心。正是这样一种决心吸引了我，欲探

究竟。

    解放神学的发生源于天主教的内部，与以往神学的不同在于，它面向

的是穷人这一特殊群体，一改以往高高在上的赐福姿态，融入穷人之中，

苦心思索 “神”该怎样拯救世人，以实践的方式介入社会现实中，在拉美

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狂潮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之一。它以“优先拣选穷

人”和 “解放”为宗旨，不仅对教义、教条进行重新释义，而且提出进行

实践性的反思，是 “一种凭藉信仰进行实践反省的神学” (占铁雷斯

语)。在“进行实践反省”的过程中，在对贫穷、剥削、压迫、歧视等不

公正社会现象分析、寻找原因的过程中，解放神学家们借鉴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一系列概念、观点，这种借鉴，在解放神学的核心概念— “解

放”的论述中，以及对价值选择的倾向上，显得更为突出，由此导致了解

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一定程度的相契，本文试就此做出具体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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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神学概述

  (一)解放神学兴起的背景及发展历程

1、拉丁美洲社会、历史文化概况

    欲知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前因后果，就不得不看拉丁美洲这块奇异大

陆的历史与现状。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尚未有“美洲”这一概念，只是简

单的称之为 “诸印度”。巧07 年，德国地理学家马丁 ·瓦尔德泽米勒在

绘制新的世界地图的时候，为这块 “新大陆”定了名，称之为 “亚美利加

洲” (简称 “美洲”)，这一名称遂流传于世。而 “拉丁美洲”

  (Anlerica Latina) 一词的出现，在最初意义上是与“撒克逊美洲”

  (Americas句。na)相对而言，以区别西半球南北部所存在着的不同的文

明，以从语言— 文化、种族— 文化上区分出两个 “美洲”。同时存在

的“南美洲”的称呼，是与 “北美洲”相应而生的，具有政治上的意义。

随着 1百世纪中期美国的扩张行为的加剧，拉丁美洲人的“拉丁一意识’，也

日渐清晰。而 “拉丁美洲”一词也逐渐独立使用，成为国际组织和机构在

政治— 文化上称呼南美洲的专门术语。“拉丁美洲”这一称号就己表明

了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文化特色:地处美洲却是拉丁文化的熏陶。

    拉丁美洲不仅容纳了各色皮肤的人，也容纳了他们所带来的各式各样

的观念。在拉美这个移民的大陆，有庞大的种族阵容，印第安人、欧洲白

人、非洲黑人和混血种人，还有亚洲人和犹太人都在这里生根。庞大的种

族阵容使得多元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里撞击、融汇，形形色

色、林林总总的价值观、人生观都能在这块土地上共生共长，由此形成拉

丁美洲独有的文化积淀。造成这种现状的部分原因要归咎于殖民历史。当

殖民的铁蹄踏入南美洲的时候，也就是拉丁美洲文化生长的起点。在拉丁

美洲，主要有西班牙、葡萄牙、英、法、荷语地区 (按官方语言的划

分)，这些宗主国的入侵带给土著居民的是殖民的悲哀，政治上的受控，

经济上的依附和文化上的渗透。但是拉丁意识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萌芽，拉

丁美洲人需要的是自主的国家政权，自我的经济繁荣，自由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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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一系列新兴国家的崛

起，拉丁美洲也被卷入大潮，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斗争高潮，解放神学就是

其中表现之一。

2、拉丁美洲教会的沿革

    拉丁美洲是拉丁文化熏陶的美洲之地，由此可见拉丁美洲的宗教倾

向，拉丁语系文化孕育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教徒。从 1493年哥伦布登上美

洲时起，天主教传入拉J一美洲己有 500 多年的历史了。 “据罗马教廷

1987年最新统计，全世界天主教徒为九亿11白多万，而拉丁美洲就有四

亿二千二百多力，几乎占全世界教徒总数的一半。就拉丁美洲大陆本身来

说，百分之九十是天主教徒，⋯⋯显然，天主教徒构成拉丁美洲的基本群

众。’，‘所以，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是居统治地位的信仰形式。而宗教的

发展在这块土地上也是和殖民的铁蹄一并踏入的，也许他们自己并未意识

到这一点。正如莱斯利·贝瑟尔所说:“领土扩张意味着复杂社会的发

现，其组织制度与欧洲迥然不同。再说，在这些社会的生活中，宗教结构

起着根深蒂固的作用，只有在地理范围和人类视野开阔到令人不知所措

时，教会才意识到如今在新大陆所负的宣传福音的任务有多重。征服者自

己在某种程度上受宗教热诚的驱使去完成他们艰巨的业绩。他们深信，在

征服过去基督教世界所不了解的人民时，他们既作为臣属在为君主服务，

又同样作为传教士在为其信仰服务并作为正人君子在为自己服务。⋯⋯就

这样首先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征服，随着是精神上的征服。”2可见，不论

是宗教热情所驱，还是政治殖民所需，宗教信仰从一开始就已作为精神征

服的武器出现。

    但在与不同的上著接触之后，天主教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擅变，出现

了“本土化”的倾向。一方面，继承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传统;另一方

面，形成了一些当地特殊的宗教礼拜对象。这种倾向在葡萄牙殖民地—

.傅乐安:《解放神学— 宗教信仰与解放实践的统一》，《世界宗教研究，，1，甜年第2期，第
  38页。

勺英1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5年版.第
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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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尤为明显。“巴西人受r印第安人信仰的影响，对圣徒的崇敬注入了

一种亲情，对他们的礼拜犹如对自己祖先的礼拜。兄弟会、教友会等团体

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这些团体带有深深的阶级和种族烙

印。”〕也许，我们从这可以看到解放神学之所以会出现的历史原因。若

仅仅是天主教的完全灌输是不会发生什么畸变的，但不同地区接受的教会

概念总会是有变化的，而拥有拉丁意识的南美大陆必然.会将其赋予更多自

身的特色，由此也为解放神学的破土犁松了土壤。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天主教的势力在拉美也逐渐衰

弱。人们看到的是信徒人数虽然没有诚少，但拉丁人的宗教意识开始淡

化，对宗教的态度开始冷漠，而神职人员的不足也可证明这一点。淡化的

意识和冷漠的态度，很大部分原囚应归罪于教会的腐朽没落。当信仰被塞

进宗教制度的盒子，就会有些变形。建制后的宗教逐渐僵化、教条，面对

曾几何时倍加关怀的“穷人”，给予的仅仅是无关痛痒的安慰，以来世、

上帝之国来诱骗穷人的板依。可是，偏偏有人要溢出这体制，说出心中的

疑问:怎样让生活在贫困线的人继续相信上帝在看护他们?当教会本身也

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挽救信仰，也为挽救教会的命运，自1958年教皇约

翰二十三世入主罗马教廷后，教会的方针开始发生了变化。 “约翰二十三

世的革命”开始了。

    罗马教廷一贯以敌视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1946 年教廷还在罗

马召开 “国际哲学代表大会”，组织天主教哲学家着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

“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宣战”。可是世界发展的形势己越来越不利于天主教

的发展，坚持这种敌视的态度只会导致教廷失去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信

徒。于是当约翰二十三世当选教皇后，他一面继承了罗马教廷反共传统，

发表申明承认其前任们的反共通谕和法令:一面又积极筹备第二届梵蒂冈

大公会议 (1962/l0一1965/12，下文简称梵二会议)。在梵二会议中，约翰

二十三世发表了重要通谕 《世上和平》 (1963/4)，通谕提出要 “一如既

3郝名玮、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年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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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地宣布反对一切战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革命的理论。”4同时又要

做到两个区分，即区分 “错误的理论”与 “该理论指导卜的运动”、区分

  “错误”与“犯错误的人”，“以可赞同的积极因素为基础，与 ‘持错误

理论的人’对话，在实践上寻求共同的东西， ‘共同建设更为人道的社

会”，。”由此可见，虽然教廷没有放弃以往的敌视态度和反共立场，但

新的对话历史己拉开序幕，为解放神学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

3、解放神学的历程

    如果说约翰二十三世的革命为解放神学提供了破土的契机，那么基层

教会社团的层出小穷则为解放神学提供了生长的温床。解放神学是伴随基

层教会的发展和教会内部变革而产生的。真正的诞生，在法国学者路埃看

来是以 1971 年古铁雷斯 (秘鲁，耶稣会士，神学家)的 《解放神学》一

书出版为标志的，在此书中系统阐述了解放神学。而此书的来源，正是古

铁雷斯在 1968 年拉美主教麦德林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贫穷问题阐述文件。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1968年麦德林会议才是解放神学诞生的真正标

志。对解放神学自身的发展历程而台，大致可分为这样儿个阶段:形成期

  (20世纪 50年代末一1971年)、发展期 (1971年一20世纪 80年代中

期)、调整期 (80年代中一至今)。

    形成期:自约翰二十三世任教皇一职后，拉美的教会开始努力的复兴

天主教，希望变革教会以更加保障自身的利益。60 年代开始，教会内外

的变化使得解放神学得以迅速形成发展。“在教会内部出现一些新的神学

潮流、新形式。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罗马教廷第二次宗教会议使之倾向合

法化系统化。”“这些新的神学潮流、新形式就是解放神学的初期形式，

最初是在基层教会 (也有人称之为“大主教荃层团体”、“民间教会”、

“穷人教会”或是 “人民教会”)内部出现的。基层教会社团的发展主要

‘任延黎:·《罗马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对话》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95
  年第6期，第87页。
堪延黎:(罗马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对话》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95
  年第‘期，第8，页.

，l法}路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神学(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年第3期
  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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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乡村地区和城市边缘，是山拉美社会的穷人、边缘化的人加上少数的

神父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它的出现是部分信徒力图改变现存宗教体制的结

果，是从一些神父恢复同穷人的联系开始的。他们活跃于民众之中，身处

拉美社会的最底层，清楚地看到制度性教会与穷人苦难的脱离，试图“回

归”一种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即“优先拣选穷人”。自20 世纪 60 年代

起，他们与穷人自发地结成小组，集在一起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实行生活

互助，力图改善贫困环境;宣讲重新赋予意涵的福音，祈祷加以解放内涵

的恩赐，以一种宣讲、教导的方式以期唤起解放的运动。这时的唤起解

放，仅仅是在意识上的唤起，更多的指向是思想上的摆脱现存意识形态的

奴役，认识到自身的贫穷与艰辛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 “非人化”的结

果，不是上帝的意愿，而是错误理解上帝的结果。

    但这一唤醒的过程在不同阶层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别的，一般群众的热

情并未得到点燃，倒是在中产阶级人群里引起极大反啊。当越来越多的神

职人员以及知识分子加入到这一团体的时候，他们己不再是以俯瞰的姿态

而是以对话的情境一同与穷人探讨现实的困境，谋求从贫穷困苦中解放的

方法;不再是埋头苦读圣贤书来研究解放，而是转过身直面社会、直面贫

穷、直面苦难的呻吟，以一种直接 “介入”的方式去实施解放的实践，由

toteach转化为之ole二，以望“活出他们的信仰”。这使得这类教会不仅

在数量上得以壮大，同时在思想上也得以深入，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观念开始被纳入。法国学者路埃说到:“(解放神学)按照他们的实践重

新解释教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抗拒的影响

着。”7

    另一方面，在 60 年代这个多事之代，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拉

美正发生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经济的依附性，导致贫穷问题的凸显，

贫民阶层、穷人成为社会矛盾的主体。而 1959 年的占巴革命使得拉美各

国受到冲击，社会斗争加剧，这都对解放神学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

础。许多天主教徒，神职人员，其至神学家也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在这样

，!法1路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神学(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年第3期
  第 61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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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愈来愈多的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而梵二会议的对话精神更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激起了广大天

主教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无论褒贬，不同角度的论述都在一定程

度上加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理解。当其中的部分人在信仰的国
度内找到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奋斗方向时，他们正式提出了“解放神学”

的说法。 “他们在实践上参加了武装斗争，就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思

考，要在神学的超脱和世俗的斗争现实中保持心理的平衡，要在信仰的理

想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中找到结合点和共同之处。这一思考的产

物便是解放神学。”8

    发展期:麦德林会议和古铁雷斯的 《解放神学》一书让解放神学广为

人知，并受到各方面的支持。解放神学以其 “解放”和 “穷人优先”的思

想赢得了民众，并真正开始了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反思。1972 年智利兴

起支持社会主义基督教运动，该运动以解放神学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并

“试图在信仰上做丛督徒，在政治上做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9而1979

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更被不少人看作是“解放神学的 ‘新实验”，‘“。解放

神学的实践在后者是成功的，但在前者是失败的，无论成功与否，解放神

学的社会实践让拉美教会内部的保守势力大为恐慌。于是梵蒂冈开始干

预。1979年，普韦布拉会议上，两种势力展开激烈争论，最后，虽然

“解放”意涵保留，但加诸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至 1984年 4月，罗马

教廷红衣主教拉辛格以信仰理论部的名义签发 《关于解放神学某些问题》

的文件，更是对解放神学的公开指责。指责解放神学“不加批判的利用马

克思主义思想概念，神学完全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污染了。神学被用

来划分阶级，制造矛盾和对立，甚至在教令内部也不惜进行化分，把神职

人员说成是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把教徒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

.傅乐安主编:(当代天主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年版，第148页.

，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1“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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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精神损失殆尽，危害非浅。”‘’对此，解放神学的反应则是据理力

争，坚持解放神学是以穷人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神学，是教徒们在拉丁美洲

特定环境下对信仰的反省和对圣经的实践，并非反教会正统的邪说。

    成熟期: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系列动荡，整

个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也遭受打击，梵蒂冈加强了对解放神学的批

判和压制。解放神学遭遇发生以来的最低谷，但仍在艰难中顽强的发展

着，解放神学变得成熟与稳健。在古铁雷斯的 《解放神学》修订版序言中

我们可清楚的看到他所代表的解放神学家的转向:进一步论证解放神学的

信仰特性，而诚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等社会科学内容的论述，声

称: “在我们民族生活中，我们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解放神学的

发展也伴之以一种情感上的需求:把这一新阶段理解成是上帝召唤我们去

传播福音以适应这种新形势。解放神学思想的构成要求两个必备的要素，

即保持两种忠诚:忠于我们信仰中的上帝和忠于拉美人民。因此我们不能

把传扬上帝的道与解放的历史过程相分离”‘2，此类的话语一再被强调。

可见尽管解放神学仍坚守解放的立场，仍为在宗教与现实解放之间找到一

座桥梁作努力，但由于教会势力十分强大，解放神学的选择必须是加强与

神学、与教会的联系，开始了与教会小心翼翼的合作，而关注的问题也从

“穷人疾苦”扩大到种族歧视、妇女压迫、黑人问题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二)解放神学的理论特征及影响

1、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阐述

    卡米洛·托雷斯，曾任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神父，可谓解放神学的先驱

人物，致力于组织哥伦比亚人民统一战线，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代表人物，

被称之为 “游击队神父”， 是与格瓦拉齐名的人物。他认为 “宗教信仰

不能局限于空谈教义和参加教仪，而必须付诸于改造不义社会的革命行

动。”’3最终丧身于游击战争中。

，，傅乐安:《解放神学— 宗教信仰与解放实践的统一)，《世界宗教研究》，1，89年第2期
  第43页。

12古铁雷斯著，段琦译:‘(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1992
  年第1期，第22页。
，J郝名玮、徐世澄著: ‘拉丁美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年版，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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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斯塔福·占铁雷斯，秘鲁天主教大学教授，拉丁一美洲主教理事会

的神学专家，以《解放神学》一书成为解放神学领域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在书中古铁雷斯对解放神学的产生、发展做出详细介绍、系统分析，提出

解放神学是“对实践的批判反思”的观点，成为解放神学最广为接受的定

义。同时他还指出解放神学 “它是在为消灭不公正的现状，建立一个更自

山更人性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经验中产生的神学反思。”’”

    t尊夫，巴西神学家，因为其行为的激进而被教会禁止发表神学论

文，禁止在大学讲学和出国访问，其中最重要的 “罪证”就来自于他对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博夫的眼叭: “人们不能山于一个工具是危险的，就

停止使用。特别当人们需要的时候，而现在我们又找不到更好的来代替的

时候。”而 “(马克思主义)它有助于阐明和丰富神学中某些重要概念，

如人民、穷人历史，乃至实践和政治。”“特别对于了解社会现实，尤其

关于社会现实的贫穷和成败问题，它是有用的。”’5博夫的观点应该说代

表了大部分解放神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

作为工具来使用。但我们可看到即使是作为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放

神学家们挑剔地撇开，但事实上他们只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工具

的同时，接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基础。

    除了这几位代表人物之外，还有众多的神学家们为解放神学的建构

付出了努力，其中还不乏某些新教神学家。纵观他们的观点，每个人对解

放神学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总的说来，解放神学家们讨论的问题和所做的

事情始终围绕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批判，提出

要推翻 “制度化的暴力”，寻求 “解放”。 (2)对贫穷群体的关注和关

怀，试图寻找出导致贫穷的真正原因。 (3) 对圣经做出符合 “解放”含

义、时代要求的新解释，将 “解放”与“拯救”“救赎”相提并论。

  (4)发展基层教会社团等新力量，以另一种非正统方式壮大教会。贯穿

解放神学发展的这四个重大方面始终没有改变。在其理论的核心，始终是

钧美1弗姆著，赵月瑟译:《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990年版，第93页.

.5转引自傅乐安主编:《当代天主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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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放”为重点，围绕此展开一系列的阐述，支撑解放的依据便是其价

值观上的选择。对此，后文将展开详细论述。

2、神学上的影响

    虽然解放神学轰轰烈烈的时期只有短短儿年时间，但无疑它给基督教

会及基督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使得基督教从灵性的关注转向尘世，目

光对准的不仅是天使与魔鬼，还有穷人所受的现世的苦难、实实在在的折

磨;同时，也促使基督教文化已」消极一面转向积极一面，不再只是给受难

者提供精神慰籍和空洞的许诺，而是主张对现实积极的改革，热心于解放

事业，在现实世界建立起公平公正自由的 “天国”。由此可见，在整个解

放神学运动过程之中，原始墓督教的价值观成为斗争的根据，而这价值观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内容是有相契之处的。可以说解放神学对基督教

文化影响之一就是激起原始基督教精神的回归，回归到原初的关怀穷人状

态，以受难者的遭遇为出发点，而非如现时的教会那样高不可攀。这种回

归的影响使得红下而上的解放神学在教会上层占据一席之地，反过来也促

使教会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解放神学的发展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神

学、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啊。在与黑人神学的对话中，促成了其从单一的

种族主义关注向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的关注，使得一些黑人神学家意识到

种族主义问题掩盖下的是更为深重的阶级对立的问题:而在亚洲某些地区

也出现了参照解放神学，立足本土文化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新神学思

想，如南朝鲜天主教会提出的 “民众神学”，南亚天主主教们拟定的 “和

谐神学’、。’“

3、政治性、社会性的影响

    麦德林会议以后，山于教会公开采纳 “解放”的意涵，教会逐步与

统治者拉开距离。当时的拉美，多数国家正处于军人的专制统治之下，

社会上争取民主的斗争日益尖锐突出。在教会上层出现了对人权的捍

卫，对社会的不公正和权利的滥用的批评，用多种方式保护受威胁的个

人和组织，这一系列破天荒的行为，可以说解放神学功不可没。除了教

任傅乐安:‘解放神学— 宗教信仰与解放实践的统一》，《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
  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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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层的此类变化之外，墓层教会社团也得以广泛的发展，与解放神学

可谓相辅相成，最初的荃层教会社团中产生出解放神学的萌芽，解放神

学的发展壮大也促成基层教会社团的扩大及自身的广泛宣传。而在各地

游击队伍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参与进来，为民主而战斗，这不能

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解放神学的影响。

二、解放神学的核心概念:解放

  (一)关于 “解放”的认识历程

      “解放”一词的一般含义是指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大儿人

身的受奴役状态，不自山状态，认识上的不自觉状态，非理智状态，行

为方式上的不自主状态，封闭状态，都相应地存在着解放的问题。任何

一种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自由，为了获取任意的范

围得以扩大的一种动态的过程。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

史环境，解放的涵义呈现不同的主体与目标。

      “解放”在最初，应该是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作为自然的产

物— 人，面对气象万千的自然，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不断征服自然就

是获得人类自身的进步与解放。作为总是先在性存在的自然，它首先是人

作为主体存在的依托。人从自然中孕育而生，从自然中获取所需的一切能

源，所以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之中，一方面两者是“血亲”关系;另一方面

人是受动的一方，是受制于自然的。但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

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

性。”1吕所以，人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自山的自然产物，受动的同时，能

动的本质会推动人不断打破制约，将自身尽可能从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

随着人类自身生产水平的提.氰，人类以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形式同自然界

，了《汉语人词典》中卷，汉语人词典编辑委员会编辑，汉语大词典出版去1， 1986年版。第349
灭。

.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u00年版，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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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层的此类变化之外，墓层教会社团也得以广泛的发展，与解放神学

可谓相辅相成，最初的荃层教会社团中产生出解放神学的萌芽，解放神

学的发展壮大也促成基层教会社团的扩大及自身的广泛宣传。而在各地

游击队伍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参与进来，为民主而战斗，这不能

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解放神学的影响。

二、解放神学的核心概念:解放

  (一)关于 “解放”的认识历程

      “解放”一词的一般含义是指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大儿人

身的受奴役状态，不自山状态，认识上的不自觉状态，非理智状态，行

为方式上的不自主状态，封闭状态，都相应地存在着解放的问题。任何

一种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自由，为了获取任意的范

围得以扩大的一种动态的过程。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

史环境，解放的涵义呈现不同的主体与目标。

      “解放”在最初，应该是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作为自然的产

物— 人，面对气象万千的自然，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不断征服自然就

是获得人类自身的进步与解放。作为总是先在性存在的自然，它首先是人

作为主体存在的依托。人从自然中孕育而生，从自然中获取所需的一切能

源，所以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之中，一方面两者是“血亲”关系;另一方面

人是受动的一方，是受制于自然的。但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

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

性。”1吕所以，人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自山的自然产物，受动的同时，能

动的本质会推动人不断打破制约，将自身尽可能从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

随着人类自身生产水平的提.氰，人类以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形式同自然界

，了《汉语人词典》中卷，汉语人词典编辑委员会编辑，汉语大词典出版去1， 1986年版。第349
灭。

.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u00年版，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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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起来，显示出人作为主体的力量，意味着人类开始以观念形态的力量

将自身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开始了从对象化客体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道

路。

    当科学技术和实验技能不断加强，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大大加强之时，

关于人自身，关于解放就呈现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人的主体创造性成为焦

点，“解放”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一切都呈现解放的态势。人类改

变了与自然、与人自身、与他人之f臼J的关系，人不仅是在为从自然束缚中

解放出来而发挥能动性，同时面临的是从人身奴役中解放出来，面临的是

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所以笛卡尔会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

构造出世界来”、“我思故我在”，怀疑一切的姿态肯定的是人自身的思

维。文艺复兴复兴的不仅仅是文艺，更重要的是复兴了人，复兴了人的自

由，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 “解放”时期。新的科学观、世界观、

人生观层出不穷，理性与信仰之间谁是主宰，科学与蒙昧哪个主要，都有

了不同以往的新的视角。人们在更加了解世界的同时，解放了自己，自由

的范围更广更大。

    对马克思而言，解放的意涵更为明确，那就是: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

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9他看到的是在不断征服自然，解放

自身的过程中，人类不知不觉将自己绊入一个更为严重的禁锢— 异化。

生产劳动不是为己的生产劳动，成为奴役人心、压制人性的生产劳动。

“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

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一

一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

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2。

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仿佛是主体的人实际是受控于劳动生产的人。而且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白身的、异己的对

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弘年版，第443页.
2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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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就越少。”2上而原本是人的类本质的自由，也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

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很显然，马克思一针见血的分析将人

的异化状况清晰展现出来，所以他说要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

解除异化、解放人自身需要根除现存的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共产主义。因

为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

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

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2，“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

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竹。”23而当代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哲学家、法兰

克福学派及新弗洛伊德主义的著名代表弗洛姆将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置于

其哲学的核心地位，探讨了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问

题。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解放，就是将自由复归于人，而

自由的人是精神健康的人，是能够去爱和创造，有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

相信自己的力量，热爱生命，能独立生活又能与他人共处的人。”24

    麦德林会议之前，拉美进步教士和神学家针对 “发展政策”提出疑

问。二战以后，在拉美的经济学界，发展理论成为热门话题。按照发展理

论的观点，拉美是一个不发达的地区，造成它不发达的原因是单一作物的

出口经济与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并存，“外向型”经济需要依赖，于是需

要一种 “内向型”发展机制。发展理论认为建立起 “内向型”发展将会改

善拉美的经济依赖。但事实上，当 60 年代已经过去多半之时，“两个世

界”的差距不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逐渐消除，反而史加扩大了。发展理论

的预想以失败而告终，拉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发展面临困难重重，

于是 “革命”、“解放”的呼声愈来愈响亮。古铁雷斯在谈到解放时说:

“人们对自山具有一种强烈地、无法抗拒的渴求，它构成了各个时代的标

志，教会不得不凭借福音去检验和解释这些标志。我们的时代普遍发展了

这一主要现象，尽管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层次的人中。最强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刀《，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刘王守昌:《西方社会哲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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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表达这种渴求的，首先是在被剥削阶级的中心，那些承受不幸的人们

中。”25这种对自由渴求的核心就是使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就是谋求

“解放”。在最初的解决贫穷问题之后，接踵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上

的一系列竺解放”问题，使得进少思想家不断深入思考拉美现实与“解

放”之间的关系。解放神学在此之中吸取了理论与现实两者的成果，建构

起特有的对于“解放”的理解。

  (二)“解放”的主体及其途径
    在解放神学的关汪范L日内，贫穷问题、穷人始终是焦点与孩心，是其

解放概念的主体支柱，穷人自身的解放意识的觉醒是最终促成解放神学兴

起的重要因素。而这一解放的途径、方式则是直接从 《圣经》中找到的，

即《出埃及记》，摩西带领族人的出走表达了拉美民众解放的意愿，是解

放神学寻求到的神学解释。

1、“解放”的主体

    什一么样的人刁‘是穷人?贫穷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再次被讨论。对解

放神学而言，再次讨论的原因就在于:“世界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语出乌拉圭神父谢根道)

    解放主体的范围。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组统计资料:“在巴西，2%的

土地拥有者控制了 60%的可耕地，而 70%的农民却无法拥有土地;在秘

鲁 Chuchito地区，农人的现金收入每年仅有一百美元:无土地的佃农要

将土地收成的三分之二缴回给地主:在首都立马，仅有 37%的成年人有

固定的工作，而平均每位工作者必须养活八个人，而其薪资往往低于其合

理薪资的一半。’·26无需更多更残酷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样一

块拥有丰盛物产的土地却承载了太多原本不该属于它的苦难。在拉美社会

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贫穷，因此，经济上的贫穷主体成为解放主体的最

直接来源。同时在解放神学家们的讨论中，穷人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经济

领域。 《解放神学》修订版序言中古铁雷斯谈到 “被统治的人民”“受剥

”古铁雷斯，段琦摘译:《(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1992
  年第1期，第24页
之‘刘清虔:《迈向解放之路》，台湾人光出版社，盆9%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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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的社会阶级”、“被瞧不起的种族”、“处于边缘的文化”，这些词都

用于描述穷人。“其重点在于要表明穷人有一种社会意义。但在拉美，这

种汹涌的潮流往往被引向一味地只是强调贫困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的方

向。’，27在实际中，穷人是社会意义_L的“非人”，成为历史的“缺席

者”，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物质的贫穷使得穷人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

者，而且成为政治上受操纵、受迫害的 “二度穷人”，这些都是拉美现实

“制度化的暴力”的结果。而所谓的制度化指的就是拉美在发达国家阴影

之下，经济制度的受制约与军事独裁的控制。囚此，制度化社会寨力之下

的 “穷人”也属于解放主体的范畴之内。事实土，在拉美，经济上的贫穷

主体与制度化社会暴力之下的贫穷主体墓本上是同一群体，共同构成了解

放的主体。

    除此之外，在解放神学特有的理论中，“穷人”还应包括福音意义上

的贫穷，即 “指的是愿意将生命奉献给上帝及其人民的人，他们热爱穷

人，愿意与他们一起为实现社会公义、最终达到上帝之国而努力奋斗，并

在这过程中获得自身人格的解放。”28在这里体现出解放神学的一种倾向

穷人的姿态，甚至要进入穷人的生活中，成为 “穷人”这一主体的一部

分。古铁雷斯就提出要 “成为穷人”，而且赋予其浓重的解放意味，宣称

“今天， ‘成为穷人’日益变成意味着投入争取正义与和平的斗争，捍卫

个人的生命和自山，探求更加民主地参与社会决策，组织起来，以整体方

式过他们的信仰生活和为人类中每个人的解放作奉献。”2，在这华，“穷

人”具有一种扩大的社会意义，解放神学不仅分析了其背后的经济原因，

更将其扩大到政治、文化氛围中的受制人群，甚至是种族歧视、妇女压迫

等问题也纳入这一讨论之中。而“在拉丁美洲，解放极端严重的贫穷问题

是有识之士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解放神学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似

”古铁雷斯，段琦摘译
  年第1期，第247页.
Zt卓新平，许志伟主编:
  页。

2，古铁雷斯，段琦摘译:
  年第吸期，第25页。

《(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

《基督教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

《(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

199 2

  135

1992



华南师范大学硕十研究生学位论文

乎是全世界最系统、最明了地解释贫穷原因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唯一主张

彻底消灭贫穷的学说。”3“可见，从关注主体的贫穷问题开始，解放神学

就已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所在，并吸收借鉴。

    解放主体的特性。解放神学中的“穷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

  “无产阶级”有着相似的特性:一、受压迫、受剥削已到了无以复加地

步。马恩在 《子呼，圣家族》中提到: “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

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远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

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个损失，而且还直接山

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 必然性的这种实

际表现— 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

切，所以无产阶级 ‘能够’而且 ‘必须’自己解放自己”3’。而在拉丁

美洲，上述的材料己经很清楚的表明穷人的境遇。二、拥有 “解放”他

人也 “解放”自身的意识。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解放的先锋，也

是最后的解放者。因为 “(无产阶级)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

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

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着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

它是一个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

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32所以“解放他人”与“解放自身’，是

同一个解放过程。解放神学接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主体能动性意

蕴，改变穷人的受怜顾的命运，认为穷人不应只是施舍的对象，消极的

等待拯救的社会阶层，他应该成为拯救和希望的承担者，成为改变历

史、实践解放的主体，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 “成为”的过程在一定程

度上就是 “解放他人”和 “解放自我”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三、都是

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团结抗争的群体，因为无产阶级与现代工厂相联

系，所以易形成一股强大力量。对解放神学而言也是如此， “穷人世界

3.噬}路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神学(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99，年第1期，

第 79页。

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刀《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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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许多人文化和宗教的财富，尤其是它有创造一些地区新的团结形式的

能力’，刀。在解放神学中，穷人承担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属于无产

阶级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 “穷人”为何承担这一使命的原因分析上，解放神学与马克

思有着不同的认识。解放神学认为 “解放”的实践源于上帝的 “爱”，贫

穷在教义里是种不可宽恕的罪恶，而“上帝对最小者和最易被遗忘者有一

种新的，最敏锐的记忆。”““马克思则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承担伟大使命

的根据是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之

后，刁一能最终解放自己。就这点而言，两者是有差异的，也丛于此，解放

神学家们认为运用 “穷人”概念比运用阶级的概念更适于拉丁美洲的现

实。但是，无论是解放神学的穷人解放，还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出发点都

是为了解决贫穷、压迫、制度化的暴力，目的都是走向人的解放、自由，

建立起公正社会，在这一过程之中，凸显的是穷人的主体地位与主动性。

穷人既是需要解放的对象，又是解放的能动力量，既是客体，又是主体。

对解放神学的理论来说，需要的是唤醒主体，发挥主体能动作用去完成

“解放”事业。这本身就是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内在涵义，影响着

解放神学的“优先拣选穷人”原则，使穷人真正成为解放的主体。

2、“解放”的途径

    尽管解放神学的理论源于对现实的反应和分析，但解放神学家们仍热

衷于给他们的理论寻找神学上的依据，以期更为有效地被大众所接受。他

们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对基督教进行了新的解读，并把基督教的核心观点

“救赎”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 “解放”，而将圣经中的“出埃及记”解读

为基督教的解放途径，认为在 “出埃及记”中找到了对拉美被压迫人民的

解放启示。

习古铁雷斯，段琦摘译:《<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92
  年第1期，第26灭。
34古铁雷斯，段琦摘译:《(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 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1992
  年第 1期，第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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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记”讲述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压迫、奴役，耶和华听到

了以色列人痛苦的呼喊，派摩西将他们带出放逐之地，引领他们走向“一

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上去”、“一块应许之地”，建立起自由公正的社

会。在这艰难的出走之途中，上帝亲自对摩西宣告:“我的百姓在埃及所

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

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

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5在这样一个“脱离”的过程中，

  “救赎”与 “解放”是一致的。解放神学家们就此论证找到了解放的神学

根据，把拉美人民现在所受的苦难比作在拉美自己上地上的 “流放”，拉

美被压迫的人民就是当年在埃及受奴役的以色列人，他们正在“出埃及”

的途中，正在为自己的彻底解放、达到 “应许之地”而斗争。 “出埃及

记”在解放神学的解读中蕴含了两方面的意味:一是将世俗的解放与宗教

的“救赎”联系起来，为现实的斗争做出神学上的解释:二是强调出埃及

记的政治意味，指出这是一次 “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

命，是从为奴的地位走向自由和解放。”36以此表达出解放神学改造旧秩

序，建立新社会的愿望。

    在“救赎”或说是“拯救”的过程中，解放神学分析得出结论，“整

部圣经，从该因和亚伯故事开始，反映了上帝对人类历史上的弱者和受侮

辱者的偏爱。这种偏爱造成了爱的无偿性和非功德性这一特点。”37这也

就是说，救赎或解放是与“优先拣选穷人”的原则内在统一的。解放神学

强调圣经自始至终关心穷人，而对穷人的优先拣选也是符合基督教精神

的。这也正是麦德林会议所说的教会要给予 “最贫穷者、最需要者以及不

管哪种原因被社会抛弃的那些人以优先权”3“而且教徒要得到真正的拯

救，就只能在他们参与变革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实现。“解放”是教徒信仰

乃《圣经》，《出埃及记》，3刀沼。
“任延黎:《罗马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对话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19，6年第1期，第69页.
37古铁雷斯，段琦摘译:《<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1，92
  年第1期。第28页。
39段琦:《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7年版，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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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有之意，尤其是在拉美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尤为如此，而与此对应

的实际行动便是 “出埃及记”中的政治意味部分。神学的论证根据为的是

能史好的引导现实的斗争，作为一场为自山和解放的运动，解放神学找到

了一个可遵循的途径，“出埃及记”以其象征性的意蕴，成为解放神学的

强有力的武器。

    在马恩的观点中，“革命之所以必须，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

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囚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段只有在革命中，刁‘

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JJ]L脏东西，刁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3”对

于解放神学家们而舀，是否参与革命的实际行动也是个焦点问题。在拉美

的现实状况之下，要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困境，对抗独裁与军裁，革命的行

动是否该得到支持，这个问题在教会领域，即使是在激进的解放神学内部

也是极具争议性的。1966 年，被称之为 “游击队神父”的卡米洛·托雷

斯牺牲之后，革命的呼声似乎越来越强。且然游击队伍与解放神学之间并

无组织形式上的相关性，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有不可割裂的联系。托雷斯之

所以参加革命的行动，就在于他认为信仰不能仅限于空谈，应付诸于实

践。他说:“在剖析哥伦比亚社会时我认识到，为了使饥者得食、渴者得

饮、裸者得衣，为了使多数人民得福，革命是必要的。我认为，革命斗争

就是基督徒和教士的斗争。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我们刁-

能得到人与人之间必须具有的爱。”“。就此意义而言，耶稣会教士费南卡

尔迪诺说过同样的话:“我无法了解，一个人如何能在学习福音书的教导

与作了生活的属灵操练后，却不委身于革命行动。”书1

    而尼加拉瓜旨在推翻索摩查的独裁政权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

是对此的最好注解。这一阵线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支持，不仅在基层有众

多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在上层也吸纳了许多有名望的神职人员，而且革

命成功后的民族复兴政府内部也有大批宗教界人士任职，甚至担任外交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直，72年版，第71页。
幼转引自关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里987年版.第294

习刘清虔:《迈向解放之路》，台湾人光出版社，1，%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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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类的重要职务。所以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被认为是参与革命和作基

督徒可以同时并举的最好证明。这一证明也在桑地诺文件中得以显现。

198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委员会发表了 《关于宗教问题的正式公

报》，文件中写道: “一个宗教信徒同时也可以成为一名革命者，二者之

间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教徒们已经成为我国革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种

结合达到了拉丁美洲 (也许是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运动以来从未达到的

程度。这一事实为其他地区的琴督徒J卜辟了参加革命的新的更加诱人的可

能性— 不仅在为政权而斗争的阶段，而且在其后的建设新社会时期。”

42山于神职人员和基督徒在尼加拉瓜扮演的重要角色，桑地诺民族解放阵

线被视作是解放神学所做出的一次社会政治实践，它的结果证明，信徒是

可以用革命来捍卫信仰的，而这信仰的宗旨就是爱穷人，“解放”穷人。

  (三)“解放”与人的发展
1、解放神学之解放三层次

    根据解放神学对穷人问题的分析以及对贫穷原因的洞见，结合其神学

的特征，在其理论中，解放的意涵有了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以古铁雷斯

的 “三层次论”最为清晰，古铁雷斯称之为 “abodyhastherc

dimensions” (三维一体)。台湾学者刘清虔将其中三个关键词解释为:

解放 (Liberation);自由 (Freedom);共融 (Comm union)。在古铁雷

斯解放三层次沦中，这三者是海一层次的中心语词，与之相关的三种解放

分别是:

    第一，社会政治层面的解放(socio一politicall，beration)。显然这是针

对拉美人民在经济上贫穷与政治上不民主状态提出的，是解放神学产生的

最直接的动因，因而也就成为解放神学对解放所做出的第一解释。但是在

解放神学看来，这一层次的解放是必要但不充分的解放。尽管社会政治层

面的解放会对人的解放有所帮助，但这不会自发进行帮助，仍需借助人自

身的力量才行。所以，这一层次的解放仅仅是外在的、机制的改变，为了

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目的，必须有进一步深入的解放。

犯转引自素飒: 《丰饶的苦难— 拉一」一美洲笔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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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人的全面解放(1ullhumanandpsychologicaIliberation)。人的

全面解放意味着解放神学对解放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解释:这与解放神学自

身的发展不无关系。随着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与研究的深入，对于现实问

题的思考必然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对 “解放”的目标— 自山的范

围，也由人的外围扩展到人自身。解放的要求达到了除政治、经济之外的

文化层面，即要求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人通过他的生活和历史实现自

己。这样的自由将会创造崭新的人和崭新的社会，“将人类从使其无法自

我实现的限制中解放，从对人类之自由运动的所有阻碍中解放。”4““目

标不仅是更好的生活条件，或是结构的积极改变及社会的革新，更重要的

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新方式，是永尤止息的持续性创造。””4由此可见，对

解放神学而言，人的解放与发展远比社会结构的变革重要，但人的解放与

发展又必须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解放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

    第三，从罪中的解放 (Iiberation fromsin) 。基督教中的原罪说成为

解放神学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又一武器，解放神学家们认为现在拉美社会

的罪恶就是帝国主义和寡头势力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认为 “原

罪”类似于马克思在 《资本论分中论述的原始积累。而这罪 “破坏了同上

帝和同其他人的友谊。因此除了通过信仰，彼此共享我们接受我主无偿的

白白的救赎之爱外，人类是不可能根除罪性的。’·礴5在这一层面，我们可

以看到最后的解放是属于信仰领域的、灵性层面的解放。解放神学的理论

仍局限于神学的范畴，信仰是他们的界限和不可逾越的藩篱，人的自由解

放的最终实现仍是与上帝的和解。“只有从罪恶中解放，刁一能触及社会非

正义和人类压迫的其它形式的非同寻常的根源，并使我们与上帝，与我们

人类伙伴和解。”礴6进一步而言，在解放神学的解读圣经过程中，耶稣的

行为举止都是为了将人从 “罪”中解放出来，即使是他的死而复生，也被

43刘清虔:《迈向解放之路)
“刘清虔:《迈向解放之路》
朽古铁雷斯，段琦摘译:《
  年第1期，第3‘页。
“古铁雷斯，段琦摘译:《
  年第1期，第36页.

，台湾人光出版社，!996年版，第73页.
，台湾人光出版社，1”6年版，第74页。
《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

(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 《世界宗教资料)

1992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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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为是人的真实生命的复活。唯一不同的是，这时的“罪”是与现实密

切相关的贫穷问题，矛头直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信仰中的内容和实现形

式有所变化，从制度性教会和教义中摆脱，有了现实的内容和社会实践的

形式。

    解放的三层次之间是个由低到高的过程，但又是相互依存的。从解放

神学本身来说，第一层次是最为激进的行动，这一行动的改变应该是彻底

的才能帮助人们实现第二、三层次的解放。这三个层次是同一个复杂进程

的三个阶段，解放神学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解放的历史，最

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与上帝的和解。这三层次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它们是一个“整体的解放”(atotal“integral”liberation)。47
2、解放与人的发展

    尽管在解放神学的解放论中最后层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旨趣相去甚

远，但颇有意味的是，前二层次的涵义，几乎可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

唯物理论某些内容的翻版，社会政治层面的解放与马克思所说的 “政治解

放”，人的全面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有不可分割的意蕴。当它们的

提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理论框架之中时，我们仍能看到思想的共

通与意识的相似。

    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的论述、对人的发展

和对共产主义的憧憬，都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4吕即从“工人及其

产品的异化”礴9出发。马克思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

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

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

系。”50可见，考察异化的出发点必然是社会最现实、最突出的问题:政

治经济问题。人必须先从这最基本的异化关系中摆脱才可能获得解放，获

4，̂r之卜“rF.MccoF公rn，“LibcrationTheolo盯aodltscritic弓”，Maryk.o11，入ew、厂ork，P10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千稿》，

，(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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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长足的发展。而 “(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

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

类之间的真正解决””， “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

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52山此

可见，异化冲突的最终解决答案就在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

首先要摆脱异化的束缚。而解放神学在讨论解放的时候，也不约而同的选

择了这样的路途，从摆脱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压迫开始，到达摆脱人自

身的异化，从而获得人与社会的解放与发展。所以，摆脱异化、人的解放

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神学相契内容之一。具体说来如下:

    首先，就 “解放”在历史唯物理论中的指向而言，它指的是摆脱人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异化，获取一个可供人持续发展的起点。获取政治

经济生活中的解放，是为了最终达到“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山发展的条件’，53，即共产主义社会。直接的表

层指向在于摆脱异化，使人在政治经济生活当中得到解放;1司接的深层指

向却在于使人的发展成为发展的最高目标，恢复人的本质是人的状态，而

这一最高目标的承载形式即是共产主义。它不仅是一个最终的自由的状

态，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离开历史自然进步的整体

过程研究人的解放，或者把人的解放单单看作是历史进步到一定阶段上的

事情，都是不能立论的。尽管解放神学没有明确的语言说明共产主义是其

可供选择的解放终点，但它所涉及的三个层次的解放都在不同程度上表明

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契合。我们可以看到，当异化关系开始呈现之

时，它浸透在整个社会关系之中，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劳动本身的

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在这样的异化关系当中，人

被物奴役，人被人奴役，更关键的是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异化。改

变这样的状况，摆脱异化关系，获取人的发展的起步，只能是由“革命”

别《1吕利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肚(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72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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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放这一粗暴的行动开始，从将人山“非人化”的状态转变为 “人化”

状态开始，从打破旧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开始。无论是解放神学，还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获得最终的解放与发展，首先都必须改变现有的社

会状况，“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

西的一切关系。”54全面的摆脱异化，才有可能获取真正意义的解放，从

而使人的发展建立在一个坚实的起点之上，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的基础。

    其次，就 “解放”与 “人的发展”的进程而舀，人的发展是解放进程

的深层次影响及可持续化结果。发展的起点源于解放的开始，当解放达到

一个全然没有旧痕的，或是有了新的萌芽的阶段之时，解放在史大程度上

该改称为发展;而当发展达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乙时，相对于前一层次的发

展过程，这时的状态又司一称之为获得了解放。可以说，解放与发展事实上

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着力点，解放立足于打碎旧

有的传统，倾向于破坏性的力量，否定的过程，彻底的 “破旧”;而发展

立足于新的萌芽，{顷向于建设性力量，肯定的过程，全力的 “筑新”。两

种不同的力量倾向却是在造就同一个进程，解放的同时就是发展的过程。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台》中马克思说道:解放者的角色 “直到最后由

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将要实现社会自由，但它己不使这个自由受

到人的外部的但仍然是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的限制，而是从社会自

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55这样，人的解放与

发展不仅仪是否定一切人奴役人的制度、关系、观念，而且具有肯定的内

容，即肯定 “全部自由”或 “社会自由”。同时，解放进程的 “破旧”力

量不可能没有尽头，必须有深层次的、可持续的发展给解放做出总结或延

续，所以人的发展是解放进程的深层次影响及可持续化的结果。但是，发

展过程本身还必须始终坚持“解放”的一定力度，否则就会被禁锢在旧的

发展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

面，那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

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5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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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5“

可见，两者的辩证统一过程才能共同造就历史的进程。

    再次，从 “解放”与“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而汀，两者的着眼点皆

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现状的改变只不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表现形

式。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

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日的的人的活动而己。”57马克思对人的解放

做出如下的阐述: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4司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

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

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 ‘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

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J卜的时候，只有到

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刁能完成。”5“但是，这种解放“是一种历史活

动，而不是思想活动， ‘解放’是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

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59，把人的解放与发展奠定在历史

活动的思想基点之上。就解放神学而言，他们的 “解放”三层次论目的就

是为了使人在上帝荣耀之下获得全曲发展，尽管古铁雷斯不喜欢用流行的

“发展”这个词， “因为他把这个词同政府及经济机构为改善下层社会的

命运所做的敷衍塞责的努力联在一起，他宁可用更强烈的 ‘解放’这个

词，以表示被压迫者为了其自身的幸福所需要做出的种种根本变革”“0

人的解放发展己经成为解放神学在信仰与行动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尽管

解放神学最终要回归到信仰的形式，但至少此时的信仰形式己是包含了人

的主体性的内容的新信仰。一定程度的价值取向契合出现在不同的理论框

架之中时，选择路途也会呈现相似的特点。马恩找到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

理想，他们认为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

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

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79年版，第1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57年版，第118一1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8页.
，0I美1弗姆，赵月瑟译:《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0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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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而且指出人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解放神学则将

以往的神学之中的“上帝之国”加以修正，融合了“乌托邦”思想，赋予

其现实的特征，加诸现实中的解放意义，形成其自身的社会价值选择。

三、解放神学的社会价值选择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最尖锐的否定，解放神学本身也

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与道路让解

放神学受到启发。解放神学家们还努力将尘世的解放与上帝之国、乌托邦

相连，以证实其 “解放”的合理与合法。因此，在对尘世的批判和对解放

的设想过程中，解放神学的社会价值选择，体现出社会主义价值特色，他

们公开宣称: “只有彻底破坏现行的社会秩序，对所有制进行彻底的改

造，由被剥削阶级掌握政权和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才会结束依附。只有这

样，刁一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或者至少使这种过渡成为可能。”“3这种

价值选择的驱动力量及其维度是怎样，局限性又在何处，下文将就此做出

论述。

  (一)解放神学价值选择的双向驱动
1、逆向性驱动

    在价值驱动的过程当中，首先必然存在着对原有价值选择的否定。

只有当原有的价值选择无法再适应现有的社会状况，无法赋予社会新的活

力与发展动力的时候，刁一会出现对原有价值选择的否定。而这对于社会的

发展方向而言却是一种驱动— 逆向性驱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价值

选择的否定就是间接的肯定将要出现的新的价值选择。对解放神学来说，

对资本主义这一原有价值选择的批判过程就构成了对社会发展的逆向性驱

《18月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引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肥页.

幻转引自!法1路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神学(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孟哪 年
  第3期，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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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而且指出人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解放神学则将

以往的神学之中的“上帝之国”加以修正，融合了“乌托邦”思想，赋予

其现实的特征，加诸现实中的解放意义，形成其自身的社会价值选择。

三、解放神学的社会价值选择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最尖锐的否定，解放神学本身也

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与道路让解

放神学受到启发。解放神学家们还努力将尘世的解放与上帝之国、乌托邦

相连，以证实其 “解放”的合理与合法。因此，在对尘世的批判和对解放

的设想过程中，解放神学的社会价值选择，体现出社会主义价值特色，他

们公开宣称: “只有彻底破坏现行的社会秩序，对所有制进行彻底的改

造，由被剥削阶级掌握政权和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才会结束依附。只有这

样，刁一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或者至少使这种过渡成为可能。”“3这种

价值选择的驱动力量及其维度是怎样，局限性又在何处，下文将就此做出

论述。

  (一)解放神学价值选择的双向驱动
1、逆向性驱动

    在价值驱动的过程当中，首先必然存在着对原有价值选择的否定。

只有当原有的价值选择无法再适应现有的社会状况，无法赋予社会新的活

力与发展动力的时候，刁一会出现对原有价值选择的否定。而这对于社会的

发展方向而言却是一种驱动— 逆向性驱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价值

选择的否定就是间接的肯定将要出现的新的价值选择。对解放神学来说，

对资本主义这一原有价值选择的批判过程就构成了对社会发展的逆向性驱

《18月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引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肥页.

幻转引自!法1路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神学(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孟哪 年
  第3期，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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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而非自觉的，是其内在价值选择的无意识驱动

的结果，只是随着解放神学自身的不断成熟，才渐渐的转为自觉的批判和

有意识的驱动。

    解放神学家们在寻找拉美人们生活不幸的根源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

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却是主要的原因所在。 “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

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剥削’、 ‘剩余价值’、 ‘阶级分析’等

概念”“4，看到拉美现实中严重的阶级差别与压迫，更进一步用经济依附

论来对经济上的贫困加以现实的分析。在拉美问题上，依附论是个重要

的、不得不提的话题。按照依附论的代表人物 T·桑托斯 (Theoyonio

Dossantos)的阐述:“依附是一种状态，其中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另一些
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制约。如果某些国家 (支配国)的经济可以扩张和

自我启动，而同时另外的国家 (依附国)只能按对这一扩张的反应而行

动，并且当这种扩张对依附国家的发展有消极或负面的影响时，那么，两

个或更多的经济体之间，这些经济体与世界商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有

依附性。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依附的基本态势使依附国家在全球处于落后

的位置并受支配国家的剥削，它们只能听任世界支配中心强加的条件和限

制的摆布。”“5而这一理论正是拉美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拉美各国分别

依附于欧洲、北美等发达的中心国家，使自身越来越边缘化。外部的力量

决定着拉美内部的经济增长和扩张，通过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中心国

家实施着对边缘国家的剥削。拉美的不发展是中心国家发展的结果，它的

发展是以牺牲发展中的边缘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跨国公司是中心国家对

拉美实现剥削的重要手段。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使得拉美的技术水平仍处

于低下状况，而且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和产品分配的不平等。解放神学以依

附论为出发点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对拉美的剥削。博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

批判保持了他一贯犀利的特色:“你不能用拔掉狼的牙齿的办法消灭狼的

残忍，就像不可能建立荃督教的妓院一样不可能建立起道德的市场制

64ArthurfMc6o、ern，‘tibcratsonTheologyandlisCr下‘ics’、M码kno11，Ne钱Yo汰，p]61
的转引白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女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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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6同时，在解放神学家们的眼里，资本主义社会将现代人的精神放

在了危机的边缘，用信仰危机的幌子来回避应承担的历史义务，回避“改

造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的努力”，“在维护信仰的借口下，使信仰失去了活

力。”67解放神学从中得出结论:全面拒绝资本主义，以不妥协的态度批

判了经济进步、自山主义和现代文明带给拉美穷人的罪恶的后果，认为资

本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反基督教的，试图揭露拉美社会的阶级本质和现

存的一切异化现象，从rf[J寻找穷人彻底解放和异化全面清除的社会途径。

    所以，当解放神学试图建构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的时候 ，就必须找

寻一条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道路，找寻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完全不

同的价值选择。社会主义就此浮上解放神学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本身就是

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彻底的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对立

的价值选择，成为解放神学的价值选择取向之一。

2、顺向性驱动

    正如前文所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解放神学选择社会主义的直接

理由，而上帝之国和乌托邦如社会主义一样给解放神学提供了关于公正社

会的希望。所以，对上帝之国和乌托邦的融合是解放神学做出价值选择的

顺向性驱动，这个驱动过程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在解放神学之前，神学的上帝之国一直是教徒们向往的社会形式，但

解放神学认为上帝之国不是人的努力能得来的结果，而是需要等待上帝的

恩赐。上帝之国实现的荃本障碍就是“罪”，因为 “罪”是一切不幸和不

公正的根源。而乌托邦是由英国十六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

所描绘的一个理想社会，它由批判当时英国社会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原始

积累的残酷现实出发，批判圈地运动 “羊吃人”现象，幻想出一个理想社

会。一个是要消除 “罪”，一个是批判现实的“恶”，但都对未来的新秩

序做出了最基本的设想，即没有一特权、没有罪恶，人人平等、平和、平安

的社会，都在谴责现实 (尘世)，宣告未来 (来世)。

“颇hurfMccovem， Lib。份1:on丁卜eo]0吕yandltsCrl‘Ics’一，M脚ko01}，Ne*Yo比，第139少之。
吸西]T·卡贝斯特雷罗，默然译 《古铁雷斯谈解放神学》，《世界宗教资料》，四85年第1
期，第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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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神学融合了这二者，与现实的解放、拉美社会现状的改变联系起

来，新的 “上帝之国”在解放神学的努力之下，己渐渐清晰只体起来。在

这里，新的 “上帝之国”指的就是解放神学所接受的社会主义。它的实现

的前提必须是尘世获得完全的解放，尘世的解放就是消除 “罪”这一障碍

的过程，而解放神学直指的“罪”就是拉美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新的

“上帝之国”的实现是发生在历史的解放进程之中，尘世的解放是对

“罪”的救赎，是新的“上帝之国”实现的准备阶段。古铁雷斯则从信仰

的角度指出:“解放神学旨在从这种把荃督徒引向承担革命义务的环境出

发，来重新考虑我们的信仰。’，““在占铁雷斯的观点中:乌托邦的内容也

就是一种政治运动的内容，乌托邦的理想成了一种历史的动力，推动人们

去追求解放的希望。 “乌托邦介于上帝乙国与政治行动之间，它帮助穷人

谴责现存的意识形态，促进了解放的第一层次 (即社会政治解放)的实

现”69。尽管乌托邦不同于社会科学，但它能导致对现实的科学认识，甚

至导致变革现状的实践。解放神学家们说:“我们这里的基督徒越来越清

楚地认识到宣扬上帝的话必须有一种政治内容。”?0而 1980年在巴西圣

保罗召开的山解放神学家主导的第四届国际普世神学大会上，大会文件把

上帝之国与历史解放的关系比喻成基督的道化肉身，认为上帝之国有乌托

邦的特征，不可能在历史中实现，但它能在历史的解放中找到合适的具体

的表达。

    但是，我们要看到，解放神学的价值选择仍然保有自身的特色，这与

他们坚持建设 “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分不开的。选择社会主义

这样价值理念并不意味着解放神学完全接受现存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

们希望建设的是一个属于拉美人民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

主义。古铁雷斯在其代表作 《解放神学》中引用拉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者马里亚特亚的话说:“我们肯定不希望美洲的社会主义只是别处社会

竹西F·卡贝斯特雷罗，默然译:《古铁雷斯谈解放神学》，《世界宗教资抖公，1985年第
第32灭.

hurF MCC0vem，

hurF 入Ic60vern，

L互berat刃on丁heol爬)andltsCrlticg‘。M奶kno【1，NewY0rk，PI82
L改berationTheo]。9，and]lsCrltlcs，M明knoll.Ne认York，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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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马里亚特亚的话说:“我们肯定不希望美洲的社会主义只是别处社会

主义的模仿，它必须是一个大胆的创造。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实践，用

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塑造印第安一一美洲的社会主义。这是新一代的使

命。”7’同时还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做出批评，例如

前苏联的审查制度，企图通过控制公民的活动来控制社会的做法。但是，

解放神学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仅仅是针对实践过程中的某些操作性问题，对

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仍奉为珍宝加以使用。所以，在解放神学的价值选

择当中，不仅有着对社会主义价值普遍原则的选择，还有着因拉丁美洲的

特殊环境而产生的独特价值选择。

  (二)解放神学价值选择的维度
    同任何一种选择一样，做出决定的同时，选择了一方，也否定了一

方，这个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正是价值观的选择。当解放神学选择社会主义

的时候，它基于的是基督精神中的价值理念。恩格斯也曾认为原始基督教

与社会主义存在着相似之处，他甚至引用了法国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的

一句话:“如果你想知道最早的基督教社区是什么样子，看一下国际工人

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就可以了。”72所以，解放神学价值选择的维度与社

会主义价值观呈现明显的契合之处。具体说来如下:

1、集体主义观念

    社会主义和丛督教都反对个人主义，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基督教强调

爱邻人，社会主义强调团结互助。在原始基督教中强调基督教社团公有共

享，保障没有人缺衣少食。社会主义同样也强调这一理想，它力图实现生

产资料社会所有的制度，满足一切人的基本需求，承认普通民众在建设新

社会中的积极的主体地位，强调合作、社团，而不是竞争或个人的利益。

解放神学也给予社团、集体价值观以肯定的道德判断，对资本主义精神里

的个人主义，则视之为“罪”的集中反映加以批判否定、在这一点上，解

”转引自1法1路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神学(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9，年第
  1期，第8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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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神学的选择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原则达到一致，这也是反对资本主

义和私有制的最直接武器。

2、社会公正理想

    由于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弊病而提出的理想社会形

式，它给人们以公正和解放的许诺。解放神学则认为需要一种创造性的乌

托邦思想去超越现实的制度和意识，在他们的观点中，乌托邦思想指的就

是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指那种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公义理想的制度。如果

说上帝是一种神学的乌托月泊叭舌，社会主义就是尘世充满希望的选择。在

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的理论经过科学论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

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斗争的结

果。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替代物出现的。所

以，作为坚决否定资本主义的解放神学，为了寻求社会公正的理想，在价

值选择上倾向于社会主义是顺理成章的事。解放神学家们认为“现在需要

的是，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而不是充满激情地呼

吁社会和谐。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公正、更自由、更人道的社会主义社

会，而不是一种假和谐的表面上平等的社会。’，73可见，对于解放神学而

言，公正、自由、人道的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最具魅力的选择要

点。

3、底层民众关怀

    美国学者弗姆对神学曾做出这样的论断: “神学不是普遍的、铁板一

块的，它与处境有关，产生被压迫人民的特殊历史条件。神学的目的不是

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神学不是关于人类境况的系统思考，它直接介

入解放被压迫者的过程，这是一个行动和理论交织在一起不断相互作用的

过程。⋯⋯神学的出发点是介入并改变被压迫者的生活。”74这样的话语

再度显示了解放神学与社会主义价值选择上的一致。当解放神学家们改变

，、法!路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神学(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97年第1期，
  第80页.

勺美1弗姆.赵月瑟译:《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侧月年版，第91页，这里的神学
  指的就是解放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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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方式，由toteach的形式转为toleam的方式的时候，就充分体现

了对底层民众的全方位关注。按照古铁雷斯的说法，需要的是去 “活出他

们的信仰”，而且提出“如果没有与穷人的友谊，不分担他们的生活重

担，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对解放的献身，因为爱只存在于平等之中。’，75在

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同样是价值选择之一。事实上，社

会主义国家内部某些优先解决弱势群体需要的方针，重视缓解贫困问题的

政策，致力改善百姓生活、医疗等的努力，赢得了解放神学的青睐，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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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解放神学价值选择的局限

    虽然解放神学选择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并非完全接纳了社会主义。

他们的社会价值选择，在神学的大前提之下总是有着局限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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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全的否定，在拉美的残酷现实布满眼前时，将之归为资本主义这一

“罪”的存在的结果，掺杂了某些非客观的因素，以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

抛弃资本主义，“天真的把社会截然划分为好人与坏人，被压迫者与压迫

者，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结果是一种乌托邦的合理化。”“6。这对

于解放神学做出社会主义这一选择，建构自身的关于社会新秩序的理论框

架，未免太过草率，使得解放神学无法用清晰的分析寻找对改变现状更为

合理、更为具体的新的运作方式。

乃古铁雷斯，段琦摘译:

年第 】期，第30页。

，‘【美}弗姆，赵月瑟译:

《(解放神学)修订版介绍:观点的发展》，‘世界宗教资料》，1992

《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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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赖于上帝

    经过在解放神学的选择，社会主义也不完全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了，而

成为上帝救赎的安排，是上帝的恩赐与意愿，是福音的要求。一句话，社

会主义是上帝的意愿通过人的努力在历史中的实现。尽管解放神学没有否

认人的努力，没有否认历史发展进程需要有人的努力来实施，人也能够最

终获得救赎，但这一切垠终都只是上帝的意愿。也就是说，无论人的力量

在解放神学中如何受重视，人的解放是怎样的意义深远重大，但这一切不

过是上帝的意愿，尘世的辛酸或解放取决于上帝是哪些人的上帝。上帝存

在于穷人之中就是上帝要解放尘世之时。所以，解放神学选择的社会主义

不仅是他们独创的拉美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是福音照耀的社会主义。庆幸

的是，人的努力与抗争还在解放神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与别的神学区别就

在于上帝的地盘小了一些，但它将永远在那里!

3、解放的不彻底

    解放神学的整个解放图景中，社会主义只是人在解放途中的一站，阶

段性成果，并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解放。最终的人的解放仍然掌握在万能的

上帝手中，它的恩赐才是对人的完全解放。虽然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实现就

是实现了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但这是一个最适合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环

境，因为它本身是以人的解放与发展为目的、为宗旨而建构的理论与实

践。尽管解放神学强调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政治、经济的新秩序，

而且是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造就 “新人”的社会，但这一切是为了人的

最终 “与上帝的和解”，形成天上人间一派祥和的景象。

    综上所述，可见解放神学尽管在解放的道路选择上是面向了社会主

义，面向了公正、公义的价值理想，但他们仍为自己的退出或转移留出了

一个神学的缺口，这就可能导致其在实践行动中的乏力，无法最终解决社

会现实的“解放”问题。

四、两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理论建构与实践执行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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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神学作为神学领域内的革命派，尽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但终归是神学世界的 “解放”。在我们这个 “无神”的世

界难以想象 “有神”的虔诚，但信仰界限的存在并不影响解放神学与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论、实践论、道德观、价值观上的相当多的一致见

解。纵观解放神学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建构与实践的执

行之间的矛盾。这不仅仅是解放神学的问题，事实上，在很多理论演绎

付诸于实践之时，或从实践中总结归纳理论之时，都会有这样的矛后出

现。那就是，在同一事件上，理论的建构总是不能与实践的执行相对

称，很难将二者统一起来，势必会造成两方面都有所牺牲的结果。

    理论建构不外乎来自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践执行的总结，二是理论

自身的发展衍生。实践执行的总结是对过去实践行为的理论呈现，是建构

的基础和起点:而理论自身的衍生，是建构理论的内生需要，因为从建构

理论的一开始，理论就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理

性”的作用使得理论获得自身的这种独立性，它促使理论的发展趋于完

善。但实践执行不会仅仅停留这个趋于完善的体系当中，它会不断突破自

身。这种突破有时是自发的，有时是自觉的，所以它会不断打破现有的理

论建构，这是“经验”的作用。而一定时期的全面完备的理论总结，很可

能会成为下一步实践执行的禁锢。尽管理论建构会独立于实践执行的发

展，但这发展不一定会完全符合实践执行的要求，两者的矛盾就此出现。

统一于一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执行分别由理性与经验执掌，它们原本应是

遵循 “等长原则”、 “等强原则”，同进退共患难的，却不断处于你长我

短，你强我弱的状态之中。这也许是遵循了哲学上的解释: “世界上没有

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它们之间并非如此简单，在同一方向的增长

上，理论建构与实践执行呈现的是类似竞争的状态。由于双方信息的无法

完全覆盖 (理性与经验似乎永远不可能完全对称)，理论建构力图要包容

所有的实践执行，而实践执行总是出其不意突围出来，造成信息的不对

称，也会造成矛盾出现。

    解放神学的情况就是如此。解放神学的出现、形成与发展正是因为在

建制教会内部制度性教会、教义与新的社会状况无法适应，需要有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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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来适应新的实践状况。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纠缠也正是因为

理论建构与实践执行的需要刁‘会出现。一方面解放神学以“解放”的观点

保持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因 “解放”的行动发展了自身。而建制教会的存

在在拉美的状况就是理论建构完善到极致的后果，完美的理论建构窒息了

实践执行的冲击力量，导致的最终后果是理论建构也无法获得新鲜的氧

气。解放神学之所以自下而仁的波及，正是1白于荃层教会组织的远离建制

教会中心才得以保持实践执行的冲击力度。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适用问题
      尽管解放神学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时，总强调信仰的界限，

以此将自身与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分离，但事实上，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影响是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作为基础的理论，作

为核心的引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理论

中。在解放神学的运用当中，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取向、方法论原则都

己纳入其体系。当解放神学决定面向穷人的苦难的时候，当解放神学批

判资本主义这一 “罪”的时候，价值的取向和方法的适用无不受到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影啊。无论解放神学怎样强调其中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适用是伴随其它理论的适用过程的。

    但是，这种适用并非完全的接纳，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情况之

下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最核心的部分是高度抽象化的理论，若

要获得尽可能大的适用性，就只能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再建构。建构

之后的适用过程不得不加以“本土化”的改变，关键就在于改变的度不能

偏离其核心内容。当解放神学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时，己经尽可能多

的挖掘对他们而言可以适用的内容，在针对拉美的现实分析之后加以拉美

特色的释义，刁一能更好的适用。这不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什么巨大的

影响，却能从侧面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适用的广泛。同样也提出了一个问

题，那就是怎样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是正确的?使用者，使用的环

境，使用的过程，使用的方法以及使用的结果，那一个起决定性影响?就

解放神学而言，似乎使用的结果最为重要，不论理论的其它背景，仅仅提

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获得效果，就承认其科学性。同样，马克思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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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核心之外应该是有很大的包容性的，有丰富的发展空间与维度的，在

不同的情境之下，不同的使用方法与形式，这并不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造成冲击，只会增加其生命的长度与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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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清晨时分，终于开始写后记。后记的撰写意味着论文写作的

接近尾声，也意味着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要划下句点。清冽的晨风

让我的思绪穿透这三年的每个日子，看到文科楼教研室里的上

课，听到老师们的悉心教诲，感受到研究生生活的苦与乐。将要

结束的时候，总是会那么舍不得!原本以为在后记的撰写当中，

要倾吐的话语会如泉涌般，但此时此刻真正体味到何谓“不知从

何说起”!但心中的谢意是早已铭记，不可疏漏的:

    感谢刘李伟老师在论文的写作上给予悉心指导，在生活细节

上给予关心，不仅如此，更要感谢她能如一位朋友般与我沟通与

交流!感谢刘卓红老师、陈国强老师，从论文开题，到论文写作

给予我的宝贵意见，使我受益颇多!

    感谢郑维铭老师、周炽成老师、陈甫金老师、江雪莲老师以

及林进平老师曾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

    感谢远在北京的杨煌老师，从选题伊始，到资料的收集都为

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诸多帮助!

    还要感谢三年前李怡敏老师对我的鼓励，使我有全新的目

标，得以开始全新的生活，感谢七年来她对我照顾和爱护，犹如

和蔼可亲的长辈给我温暖!

    最后的谢意给我亲爱的朋友们，是你们陪我一起度过这三年

有苦有乐的时光，痛苦齐承担，欢乐同分享，酸甜苦辣都是一辈

子的回忆!谢谢你们!

  肖云

2002/5/22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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