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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德宗、加
“入世禁欲主

尔文 教的新教伦理到
义”的历史、逻辑考察

张申娜

[摘要]路德宗和加尔文派是新教改革的两个重镇。从宗教伦理的发展角度进行考察，新教改革经历了一个由天主

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到路德宗“唯信称义”的“向内用功”，再到加尔文教“预定”论“内信外证”的变迁过程。而在

这个过程中，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说分别赋予世俗职业和从事职业的劳动者以神圣的意义，这两者前呼后应，

形成了韦伯称之为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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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

斯·韦伯经过研究认为：新教中的教义和伦理思

想——特别是入世禁欲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

的产生，进而促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的

新教泛指14、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随着宗教改革

脱离天主教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宗教，主

要有发生在德国大部和北欧诸国的路德宗，瑞士、

荷兰、苏格兰和德国一部分的加尔文派以及英格兰

的安立甘宗。本文试图以新教改革的两个重

镇——路德宗和加尔文教为例，对新教伦理的变迁

过程本身作一历史的、逻辑的理析。

一、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

既使信仰与世俗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

系。又给教会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这成

为新教改革的一个基点

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介入了一切领域。当时，不但世俗皇权源于教会，

而且天主教通过教会、修道院等一系列的组织和制

度，对西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Ft常生活进

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罗马天主教曾经一度扮

演了西欧统一的角色，教会占据了社会财富的很大

一部分，包揽了其时西欧各国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

一系列重大事情，修道院成为贯穿于中世纪最为典

型的文化组织。在信仰领域，罗马的天主教通过攫

取对圣经的解释权，以教皇的权威代替了圣经的权

威，圣经主张“义人因信而得生”，但罗马教会通过

神化教皇，抬高教会权力，阻断了上帝和教徒之间

的沟通，罗马天主教俨然成了上帝的代言人，掌控

着人们死后灵魂是否得救的大权。
’

14世纪开始，罗马教会便以出售赎罪券的方

式推行赦罪制度，并逐渐发展成为善功获救的重要

形式。在基督教历史上，赎罪券最早出现在十字军

东征时期(1096--1291年)。当时罗马教廷为了诱

惑西欧的基督徒参加十字军，发动对地中海东部的

侵略战争，宣布凡参加十字军的圣战者，均免除一

切罪责，死后灵魂可直接进人天堂，并发书面的赎

罪证一张，这就是最初的赎罪券。后来，教会为了

进一步敛财，制造了“善功圣库”的理论，其内容

是，耶稣为世人赎罪而死，功德无量，这无量功德由

教会保管在“善功圣库”中，有罪的基督徒可以通

过做善功兑换耶稣的“功德”，偿赎自己的罪责，使

自己获救。这就是“善功获救”理论的基本内容。

当时罗马教会对做善功的要求花样繁多，有朝圣、

施舍、瞻仰圣物和遵守圣礼等。14世纪以后，购买

赎罪券成了善功获救的主要形式。教皇本尼狄克

十二世时(1334—1342年)，还制定了一个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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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价目表，对不同的罪行，规定了不同的

价格⋯附’：

罪名 赦免价

杀人罪

谋杀双亲或兄弟姊妹

在教堂犯奸污罪

伪造文书

8个金币

6个金币

6个金币

7个金币

到了16世纪初，罗马教廷发售赎罪券不仅在

名目上不断增加，而且次数也日趋频繁，就在马丁

·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前夕的1500、1501、1504、1 509

年均发售了赎罪券。1j徊投’。当时，教会流行着一句

响亮的宣传口号：只要金币“叮当”一声落入赎罪

箱，你的灵魂就进入了天堂。赎罪券这种“善功获

救”的典型形式，使“灵魂得救”这种上帝的“神恩”

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客观上它的产生和14、

15世纪以来西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

系，它是商品交换的原则在信仰领域就人的灵魂救

赎问题的具体运用。赎罪券制度推行的最大和最

直接后果是它开启了人性泛滥的大门。正如韦伯

所说，中世纪时一般天主教徒的生活伦理，就是所

谓的“现挣现吃”。他们的善行未必会形成有关联

的系统活动或合理化的系统生活，而依然是一连串

的个别行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感”有许多

释放的途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利用那些善功去

偿赎某些罪孽，或者购买赎罪券，为他们死后灵魂

进人天堂交纳一笔保险金。天主教“善功获救”的

“外向性格”在使信仰与世俗生活发生千丝万缕联

系的同时，也给教会的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

将教会储备的“神恩”，转换成源源不断的金币。

据1522年纽伦堡宗教会议估算，当时德国教会的

财产为全德财产的1／2 r2儿丹㈦。16世纪的宗教改革，

就是从马丁·路德反对教皇利奥十世以建造罗马圣

彼得大教堂为名，肆无忌惮地兜售赎罪券开始的。

二、路德宗的“唯信称义"理论，使信仰

走上了“向内用功"的道路，然而“天职”观

念却又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的意义

马丁·路德知道，要想真正地取缔天主教的

“赎罪券”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天主教的神学

理论及其支柱。中世纪，天主教信仰宣扬人是有罪

的，所以必须拯救自己的灵魂；而罗马教廷是基督

在现实世界的代表，所以人们只有参加神职人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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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圣礼、行善功，才能受到上帝的恩宠，才能获

救。1620年，马丁-路德以一泻千里之势写下了

他的三大名著：《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

会被掳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在书中，他

全面阐述了他的神学思想，提出了划时代的“唯信

称义”理论，从而摧毁了神职人员是“神人中介”和

“善功获救”的理论支柱。这一理论认为，内在的

信仰是人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获得拯救的充

分必要条件，而外在的形式化的事功对于人的“称

义”是无效的。路德将这一理论溯源到《圣经·罗

马书》中保罗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思想。保罗

反对仅仅依靠遵守律法、礼仪、行割礼等行为就能

获得救赎，认为由于人类的“原罪”，亏欠于上帝，

所以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宠和人类的信仰，才能重新

与上帝修好，路德突出了《保罗书》中“因信称义”

的思想，并逐渐趋向于信仰决定救赎，他认为在德

语中“因信称义”只有译为“唯信称义”才符合圣经

的原意。他说：“上帝的道不是借什么行为所能领

受，所能爱慕的，乃是单借着信。因此灵魂围着他

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既然只是信。这样，灵魂显然

单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J(巧)“因

此，真信基督就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宝库，贮藏一切

救赎，救人脱离一切恶事，如同基督在《马可福音》

末章所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E3](p6)在谈到教会职分的时候，马丁·路

德强调，由于耶稣十字架上的赎罪，人和神之间的

阻隔已经排除，人类可以直接领受上帝的恩典，信

徒凭借信仰就可以和上帝沟通，无需教会和神职人

员来充当中介；教会只是用《圣经》的教义来教导

人，并没有掌握着人们死后灵魂上天堂的权力。

路德的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反对“善功获救”

而提倡“唯信称义”，就具有了“向内用功”的倾向，

客观上，他引导教徒逐渐从外在的行为(善功)转

向属灵的、内在的信仰，并且最终认为“唯有信仰决

定救赎”。到了路德的晚年，他的宗教更具有了神

秘主义的内在倾向。他认为基督徒最高的宗教经

验就是人与神的“神秘际会”，在这个过程中，信仰

者能够体会到一种与神同在的情感，上帝也真正走

进了信仰者的灵魂世界，使信仰者获得了救赎。然

而，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正如马克思站在无神论的

角度分析的那样，他在把僧侣变成了俗人的同时，

也把俗人变成了僧侣；把人从外在的宗教中解放出

来的同时，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

也许，没有“天职”观念，路德宗可能永远关上

了通往外部世俗世界的大门。然而，正是“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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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决定了路德宗教徒最终不能关起门来，过一种

与世隔绝的冥想式的修道生活，而必须与世俗世界

发生联系，这也就是以后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

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伦理。

16世纪以前，“上帝听不懂13耳曼语”，《圣经》

只有拉丁文一个版本，路德宗教改革的另一个重要

贡献，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了日耳曼语。诚如韦

伯所关心的，我们也对路德在翻译《圣经》过程中

怎样把“天职”观念凸显出来，赋予它全新的意义，

进而催生出后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很感兴趣。在

《圣经》翻译中，路德刻意选用了“Beruf”一词来表

达《圣经》中和职业有关的文字。据韦伯考证，

“Beruf”一词在德语中，本身就具有宗教的含义，即

可以理解为“上帝所安排的任务”，而这一意义并

非来自《圣经》原典本身，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

民族的语汇中也没有发现能够表达类似于我们所

说的“天职”一词含义的词语，这完全是翻译者的

精神。韦伯考证，在耶稣传导书(Jesus Sirach)第十

一章第二十、二十一节的地方，路德“首次完全在现

代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术语”——此后，这个词在所

有新教国家的语言中被广泛地运用了起来，比如，

英语中含义更清楚的“Calling”一词——这样，“Be．

ruf”这个词语在《圣经》中就有了双重含义：一是指

来自上帝的蒙诏和神圣的救赎而赋予的和每个人

身份相符的任务，即天职；二是指尘世的职业。当

这两层意义合起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等

式：世俗职业=天职，即变成了人类所从事的世俗

职业，是荣耀上帝的天职，为上帝所喜悦。正是在

这一点，路德宗对世俗工作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

度的大转弯——从否定到肯定，并赋予了日常世俗

行为以宗教的意义。韦伯所谓的“带上了现代的意

义”，笔者认为，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诠释。

路德提出“天职”观，本来是为了让广大的基

督徒安分于上帝赋予的每个人的身份，即使身为奴

隶也应该做好自身工作，以荣耀上帝。但始料未及

的是，“天职”观给了世俗职业以“合理主义”和神

圣化的解释，从而有了人世的倾向，并和加尔文的

“预定”论遥相呼应，一起孕育了后来启动“资本主

义精神”的“人世禁欲主义”。

三、加尔文教“内信外证"的“预定"论

在更高层次重新肯定了善功的重要意义，凸

显出入世的品格

加尔文是较路德稍晚的新教改革领袖。和路

德“唯信称义”教义相比，加尔文采用了更为严厉

的理论形式。威尔·杜兰称其是“从奥古斯丁到但

丁的历来思想家中，中世纪思想最浓厚”[4]㈣”’的，

这似乎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文主义思潮有些

格格不入。

加尔文的“预定”论可溯源至中世纪神学家奥

古斯丁的“原罪”论。奥古斯丁认为，“原罪”不是

我们犯的，而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的，所以，

救赎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所能实现的，而必须依靠

上帝的旨意和恩典。加尔文继承和发展了奥古斯

丁的理论，认为人类的“原罪”在伊甸园的时候就

决定了，人类由于堕入了罪恶状态，已经彻底丧失

了追求任何获救所需的精神和意志力量，所以，一

个自然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救赎。人之获救，

唯一的可能，就是上帝之子耶稣用他自己鲜血的献

祭来为人类赎罪，但获救的仍不是全人类，而是很

少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是由上帝所拣选的，任何

人类的祈求手段都改变不了上帝的旨意。在我们

呱呱坠地之前，上帝，就以其超乎于我们善恶功罪

之外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谁该获救、谁该沉沦，

这是上帝的意志。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中引述的1647年《维斯敏斯特宣言》中一些权

威性的句子，足以证明加尔文“预定”论的这一特

点，现摘录如下：

“第五节⋯⋯在世界奠基之前，上帝

已按照他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意志以及意

志的暗启和善愿，已经挑选基督赋予永恒

的荣耀。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慷

慨、恩宠与爱，而并未以预见信仰虔诚或

善行或两者之一坚守不渝⋯⋯”。

“第七节，为了显扬对其创造物的无

上权力，上帝如愿施恩或拒绝施恩，因此，

对其余众生，上帝根据自己意志的启迪置

之不理，且规定彼等因罪孽而受屈辱和遭

天遣．以显扬上帝的光辉正义。”

“第十章(论有效的召唤)，第一节。

凡上帝已经注定永生的人，而且只有这些

人，上帝乐于在他指定和满意的时候通过

他的话语和精神有效地进行召唤(召唤他

们脱离生来所处的罪恶和死亡状态)
⋯⋯’，[5j(P79—80)

至于问及上帝凭什么来确定人之沉沦和获救，

加尔文借保罗之话回答说“他(上帝)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

谁’。”[4](P629)在获救这个问题上，路德虽然否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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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道德实践层面——善功领域中自由意志的作

用，但却认为在精神层面有且只有个人信仰对获救

起着决定作用；而加尔文教则完全否认了人的一切

自由意志对获救的可能性，个人是否获救完全依赖

于上帝的拣选。加尔文也承认，“预定”论看起来

似乎是不近人情的。在这一理论中，上帝是冷酷、

无理、高高在上的，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王者，救赎成

了上帝完全自由的、无从解释的恩宠和赐予。这和

《新约》中慈爱、宽厚、有人情味的上帝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怪不得韦伯引用密尔顿说：“尽管我可能因

此而进入地狱，也决不能迫使我尊敬这样的

上帝。’’洲跚’

加尔文的这种非理性的“预定”论把人从上帝

的庇护中赶了出来，而又不得不走进茫茫的宇宙，

踽踽独行，走向那似乎早已被决定了的归宿。韦伯

说，这种教义“由于极端没有人性，肯定对折服于其

完美一致的一代人的生活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后

果””J(咫4)。韦伯提醒我们要试图去理解，在宗教

改革时期，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

获得救赎，而前述的教义让他们失去了依靠自己和

外界力量获得救赎可能的现成的道路和方式。没

有人帮助他，牧师、教会帮不了忙，因为从路德宗开

始就已经拆除了神人之间的中介，教会和牧师只承

担了根据教义教化人的功能；圣礼仪式和行善功也

不是获得恩典的方法和条件，甚至于不能起到任何

辅助性的作用；对于那些“弃民”，只有注定不被获

救这条道路⋯⋯至此，加尔文教徒陷入了深深的

“宿命论”，即获不获救是由上帝已经决定了的。

一方面加尔文教徒把救赎看作是现世生活最

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人是不是能够获救又是上帝

所拣选和预定的，于是，这两者问形成了空前的紧

张——能不能确定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成了每个

基督徒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加尔文教徒们只知

道，上帝拣选了极少一部分人让他们获救，而绝大

部分则沦为“弃民”，但至于哪些人是“选民”，上帝

也不会透露这个“天机”，任何的巫术也无计识破

这个“天机”[5】‘瞵’8们；若以人类的有限去妄加揣测

无限的上帝，或以人间的所谓的“公正”的标准去

衡量上帝的最高裁定，则既不可能，又是对全知全

能的上帝的一种“僭越”和亵渎。结果，加尔文教

的这种几乎否定所有的靠外界力量确认自己是否

获救的做法，又大大加深了“选民”的不可知性，给

加尔文教徒带来了深重的不确定感。

从表面上看，加尔文的“预定”论完全把人的

命运交给了上帝，人仅仅是上帝彰显自己意志的工

具，人是否被救赎是上帝早已确定了的；然而，从信

徒的角度来说，一切又是不确定的，因为人永远都

不能洞悉上帝的计划。这就留给了加尔文信徒最

大可能的救赎的自我确证，即在实践中以自己的行

动来验证自己就是上帝所拣选的；而其中，加尔文

指出，通过紧张的职业劳动，积极谋求事业的成功

是确证救赎的最好的方法，因为成功的事业意味着

实现了上帝赋予的先定使命，它是灵魂获救的可靠

证明，更是荣耀上帝的一条重要途径。说到这里。

韦伯一针见血地指出，加尔文教绕了一大圈，事实

上就是要信徒在世俗世界“创造”自己是“选民”的

证据。加尔文教理论的这种特色，笔者将它归纳为

“内信外证”，与路德宗相比，它重新肯定了善功的

重要意义。然而，和天主教“善功获救”的理论不

同的是，加尔文“预定”论中的善功并不是被上帝

拣选的条件，而恰恰相反，它是上帝拣选的结果和

证据，加尔文教的“内信外证”理论建立在确信自

己是上帝选民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讲，加尔文

的“预定”论是路德的“唯信称义”理论的逻辑

发展。

如果说路德的“天职”观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

圣意义的话，那么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则赋予了

职业劳动者以神圣意义。这里，路德的天职观和加

尔文的预定论，历史地走到了一起——作为荣耀上

帝的选民，他们必须积极地从事世俗的职业，这是

上帝赋予“选民”的天职——由此，新教伦理中的

人世品格便凸显了出来。当教徒们从幽闭的修道

院走出来时，连同修道院的清规戒律一起带了出

来，这是因为他们作为教徒的身份不但没有改变，

而且在信仰深处，他们又被赋予了选民的身份。路

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改革，最终将天主教的出世禁欲

主义，蜕变成了韦伯称之为催生了“资本主义精

神”的“人世禁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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