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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神权的“半途契约”

——新英格兰殖民史片断

■钱满素

1517年，马丁·路德以无比的勇气向神圣不 须按上帝的旨意活在世上，所谓上俏：的旨意自

可侵犯的罗马教廷挑战，开启了改变欧洲历史的 然也就是他们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琢磨出来

宗教改革。英王亨利八世随即宣布独立于教皇，白 的。简单地说，他们就是要将天国搬到人间，将

立为英国国教之首。亨利八世的改革不同于路德 上帝的精神王国和上帝的世俗王国合二而一。

的改革，乃是自上而下，因此国教内部变动不大， 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很快发现重铸社会

大致保留了天主教的教阶礼仪，因而改革派对此 的伟大理想在英国根本无望实现。英国国内矛

极为不满。这些被他们的对手嘲讽为“清教”的基 盾正日益激化，愤怒的上帝必将降灾于这腐败

督徒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要求进一步净化 的旧世界。面对山雨欲来之势，清教徒决定离弃

国教，使之恢复到基督初创教会时的形态。 英国，去那从未受到污染的美洲重起炉灶。他们

其实，在我们21世纪的人看来，清教和国 深信，上帝留着这片新大陆，至今才被人类发

教的区别并不像他们当时所认为的那么大。】6 现，正是为了让他们去创建一个人世间的“上帝

世纪的英国人个个都是虔诚非凡的基督信徒， 之城”，将圣经历史延续下去，拯救全世界。

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大体相同，完全是按照 肩负如此神圣的使命，清教徒们自视为上

基督教的模式来认知世界：宇宙万物都是造物 帝新的选民，正在奉命实现上帝的旨意。1630

主上帝的创造和安排，人类的全部意义就是荣 年，约翰·温斯罗普等清教领袖在经过周密准

耀上帝、赎罪拯救，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 备后，终于带领几百人的队伍启程远渡大西洋。

不围绕着上帝，而且他们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确确 途中，温斯罗普做了《鎏督仁爱之典范》的经典

实实地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圣经中描述的天堂、 演说，为的是统一思想、明确目的、凝聚人心、严

地狱、末日审判、千年王国的存在。他们的局限来 肃纪律。他以《旧约》为依据，说明他们此举也和

自这种诚信，他们的力量也来自这种诚信。惟有顺 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样神圣，上帝曾与亚伯

着这个思路，才能理解清教徒，否则很容易不知不 拉罕有约，因着亚伯拉罕的诚信，将迦南赐于希

觉地将我们后人的意识强加于他们。 伯来人。现在上帝与他们有约，将新大陆赐予他

国教和清教双方都同意国家应维护教会的 们。他们必须坚持诚信，不负上帝之约，将新大

利益，但是对何为真正的教会意见不一。国教徒 陆建成一个“山巅之城”，供全世界仿效，这就是

心里明白，人间的王权和教会充其量不过是世 他们的荒野使命。万能的上帝时刻监督着他们，

俗的，他们接受这个事实，满足于当一个活在这 如若成功，他们定能荣耀上帝，倍受恩庞；如若

个世上的虔诚信徒。清教徒则更为彻底，更忠实 失败，他们便将失信于上帝，定遭严惩。

于圣经的文字，理想也更为“纯洁”。他们要在英 契约论是清教移民确定人与上帝、人与他

国建立“上帝之城”，亦即基督治下的圣人之集 人的关系的基础，其中包含三个不同的契约。第

合，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值得追求的。人必 一是天恩之约，也就是信仰之约，或称“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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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会”。清教徒所信奉的加尔文神学有一条基

本教义——预定论，即一个人是否得救，全然由

上帝在你降生前便已决定，与你的努力毫无关

系。被上帝选中蒙受天恩者是真正的圣人，只有

上帝知道，所以称为“不可见的圣人”，更确切地

说是“不可知的圣人”。这个天恩之约乃是上帝

与真圣人之间的契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但也

是最抽象、最难确定的。契约是教会之约。真圣

人虽不可知，但既为圣人，必有一些外部标志，

如符合基督徒道德准则等，这些人便是现实生

活中的圣人，但这不过是凡人的猜测，毕竟不是

出于上帝明示，所以只能被称为“可见的圣人”。

他们不一定得救，但由于他们的行为符合教会

标准，得救的可能性自然大于一般人，从凡人的

眼光看也就是圣人了。教会之约是“可见圣人”

彼此间宣誓立的约，为的是更好地共同侍奉上

帝。契约是公民之约，也就是建立世俗政府的

约。世俗政府和教会都是上帝所要求的，但分工

不同，教会负责宣讲上帝的旨意，世俗政府负责

权他们政治自治的权利，但借着3000英里大西

洋的保护，他们决定自行其事，将一个贸易公司

转化为一个政治实体，将英国式的共同体改造

成神圣共同体。

在这里，宗教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切。名

义上，政府和教府是分开的，行政长官和教会牧

师不能兼职，因为人间的事和上帝的事不应混

淆。但既然人类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上帝，此生只

是为着来世，那么人间的哪一件事又能离开统

管灵魂的教会呢?政府和教会是相辅相成的：政

府控制外在行为，教会管辖内在思想，牧师是头

等公民、当然的精神领袖。清教神权是绝不宽容

的，宽容异端邪说来瓦解颠覆上帝的王国岂非大

逆不道?持异议者先被逐出教会，政府随后将他们

逐出殖民地，放逐荒野。政府只是教会的差人。

但除了思想统一外，政教合一还必须有组

织上的保证。清教的教会组织是公理会，每个教

会都独立自治，权力属于自愿立约入会的全体

会员，他们有权自行处理教会事务，选择聘请牧

执行。政府同样是以上帝的律法为律法，以上帝 师，此为“公理”，不存在任何上级教会：与天主

的名义在治理人。 教庞大的教会等级制相比，公理会确实多了不

清教神权就是建立在这三大契约之上的， 少民主色彩，不过距离现代民主还有一道厚实

天恩之约是根本、是目的，教会之约是天恩之约 的墙，那就是人仍然有圣人与罪人之分。

的形，政府之约又给予教会之约以权，可以说三 教会乃是可见圣人之约，理所当然只有真正

约合一，实质上都是围绕着上帝的天恩。契约论 的信徒才能成为正式会员，或者说成为会员才算

其实是讲求实际的清教领袖对加尔文教义的重 是圣人。1635年，马萨诸塞法律规定人人都必须

．大修正，加尔文的上帝拥有绝对权威，人类则是 上教堂、虔敬上帝、听从牧师，但并非人人都能成

绝对堕落，上帝惩罚人类难道还需要事先通知 为教会会员。教会事务由全体正式会员决定，从会

不成?但清教领袖们为了让移民的思维可以理 员中间产生的自由民才能参与政府事务，才有选

解上帝，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便从旧约中找 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成为教会会员的人被称为

来先例，用契约论多少对上帝加以一点约束。 “未再生者”，即未改造好的意思，被排斥在教会和

但是天意从来高深难测，清教徒们又如何 政府的权力之外。新英格兰清教神权也因此被历

知道万能的上帝是否愿意与他们立约呢?这又 史学家称为“圣人革命”或“圣人专政”，圣人们喜

要靠想象和假设来完成了。温斯罗普提出，只要 欢这套“蒙选”理论，因为他们由此获得了自由民

他们顺利到达北美大陆，就是上帝同意立约的 主，享受着高人一等的特权。

明证。所以他们一踏上马萨诸塞海湾，便感激上 但是，怎样才能辨别和确定谁是“可见圣

苍，信心百倍，马上按约建立了理想中的“上帝 人”而成为教会会员呢?如何区别真诚和伪装

之城”——一个政教合一的权力实体，这便是清 呢?清教教会对此十分严格，惟恐教会中混入异

教神权。虽然英王颁发给他们的特许状并不授 己分子，这可是破坏与上帝之约的大祸。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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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设定相当复杂的审批程序：首先，要求人会 于是，清教领袖突然发现自己面临一个两

者需私下向教会的长老提出申请，长老初审后 难局面。如果坚持严格的会员审批制度，会员人

认为有希望，便召集全体会员讨论，这时申请者 数势必下降，不仅第二代要下降，还要影响到第

必须当众详尽地剖析内心，陈述自己的宗教转 三代，因为只有会员的子女才能受洗，只有受过

变过程，说明灵魂深处确实受到过圣灵的感化， 洗的孩子长大后才有可能成为会员。会员数量

经历过～场彻底悔悟、皈依上帝的脱胎换骨的 不足，教会便将萎缩，到一定程度必将危及殖民

再生体验。此外，申请者还需熟知信仰的内容， 地的神权。但是，如果放弃会员审批制度，那不

能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全过程中的每个程序还 仅直接有悖于他们的信仰和教义，违反契约，而

都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当全体会员听后一致认 且随着不合格者的混入，势必影响教会的纯洁，

为可信，表示同意，他就被荣幸地接纳为会员， 同样危及神权统治。牧师们一个个哀叹世风日

成为立约人，更重要的是，成为圣人了。 下、人心不古。

如此严格的会员审批制度是与清教神学以 这两难局面还只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压力，

及清教徒自认为承担的改造人类、拯救人类的 与此同时，外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圣人之治似

神圣伟业相匹配的，是为了确保神权统治的延 乎正在演变成特权阶层的统治，1643年马萨诸

续。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成功取决于教会，教会的 塞的总人口为1．5万儿，其中自由民只有1708

成功取决于会员的虔诚。在这一点上，出生于英 人。由于被排斥在教会外的人数越来越多，不满

国的第一代移民比较能达成共识i这种蒙选制 情绪也随之扩展。殖民地法律在1638年规定，

度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抱 每个人都必须纳税来维持教会，非会员们便埋

着这一信仰和目的来到北美荒原的。他们大多 怨他们纳了税却没有参与的权利，他们一直上

能叙述出自己的宗教皈依过程，相信自己是上 告到英王，声称殖民地当局剥夺了他们作为英

帝所选。当这一制度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时，自然 国人的权利，英国方面于是考虑要取消马萨诸

不必担心会员来源的不足。 塞的特许状。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仅仅20多年后到了第 矛盾的日益尖锐迫使教会做出反应。他们

二代，情况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代不过是 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坚持原则，准备着玉石俱

生于斯，他们并未选择来北美。他们也从未经历 焚；要么做出妥协，使人定的原则适应改变了的

过形成他们父辈思想的那种激烈动荡的英国宗 人。具有务实精神的清教领袖明智地采取了后

教背景，他们的宗教大多是被动地接受教诲，感 者。1657年，他们拟出一个方案，称为“半途契

受不到父辈的那种激情、狂喜和自豪。更何况今 约”或“部分契约”；1662年被马萨诸塞殖民地当

非昔比，殖民地的生存条件也已经有了很大的 局正式采纳，此时距离他们初登美洲不过短短

改善，世俗情绪渐渐滋长。许多人乏善可陈，说 32年。根据“半途契约”，乏善可陈的教徒被允许

不出灵魂深处是否曾经发生过革命，也有人对 继续留在教会内，成为部分会员，因为他们不能

当众陈述的形式感到难堪而不欲为之，英国清 参加象征正式会员的圣餐仪式。但是他们的子

教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问出现了代 女可以受洗，还有望成为正式会员。此举是清教

沟，这算得上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中一再发生的 神权在改变后的环境中，为了维持局面而被迫

代沟的第一例吧，其严重后果便是申请人会和 做出的妥协。此风一开，部分会员竞占了教会的

够格人会的人数大减。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 大部分，圣人之约暖昧地变成了半圣人之约。半

么没有许多人出来作假撒谎以蒙混过关?想来 途契约在理论上始终难以自圆其说，关键在于

他们毕竟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什么都瞒不过 这个“半”字，清教讲的是“因信称义”，凭的就是

无所不知的上帝，不敢犯欺蒙上帝的大罪。 诚信。信这个东西，信则信，不信则不信，半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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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半疑，还谈什么诚信呢? 础。清教徒们确实建立了符合自己理想的教会

“半途契约”采取的是折中的道路，正如所 和政权，这是其成功之处，但它却未能世世代代

有的折中方案一样，马上受到反对者来自两方 延续下去。究其原因，既不在于清教领袖的无

面的批评，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上半 能，也不在于教徒的悖逆，而是事物发展不可避

叶。对正统清教徒来说，半途契约无疑于半途而 免的结局。首先，天上人间还是有区别的，人类

废，他们批评它违背初衷、违背契约，罪不可赦， 社会不可能按一种标准变得纯而又纯，在正常

必使新英格兰遭受上帝的严惩。改革者则批评 情况下，它必然是庞杂多元、善恶并存的。要求

其不彻底，人称“西部教皇”的斯托克布里奇的 人类社会具有理论上的纯净度，显然是不可能

所罗门·斯托达德牧师决定自行其事，大开拯 的‘，除非闭关锁国。温斯罗普治下的马萨诸塞殖

救之门，凡愿入会者只要无明显过失皆可入会， 民地是一个封闭社会，入境要审查，出境不许

并接受圣餐成为正式会员。他的理论是圣餐仪 可，任何个人都必须从属于一个家庭或群体，独

式本身便可给人以宗教转化。这等于完全放弃 居为非法。封闭的社会难以长久，但若不封闭，

了教会的可见圣人之约，也就从根本上瓦解了 就不能不承认与你想法不同、活法不同的人也

清教神权的圣人统治，而波士顿殖民地当局对 有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权利。

此除了撰文谴责，也已无能为力。 其次，任何思想说到底都不过是特定环境、

到1692年，真可谓雪上加霜，殖民地视为 特定时代的产物。几代人的世界全然不同，如何

命根子的原特许状作废，英王另颁新的特许状， 能一劳永逸地纳入同一个蓝图?再智慧的头脑

将自由民的资格从符合信仰标准改为达到财产 也无法预测这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

要求。马萨诸塞从此成为皇家殖民地，降为众多 悠悠人类史的变迁。曾经适合17世纪初英国清

英属北美殖民地中的一个，再不是什么山巅之 教徒的思维框架不再适合他们的北美后代，新

城、世界灯塔了。事隔不久，就在马萨诸塞的中 的世代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理性和科学民主精

心波士顿也发生了变故，一批与哈佛大学有关 神，他们更想拥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自信，而

的当地社会名流居然另立教会，不再对官方教 不是整天生活在愤怒上帝的阴影之下，任其主

会惟命是听。他们还发布宣言，规定凡自认为基 宰。上帝显得空洞了，以上帝战胜撒旦的名义所

督徒并以此教育子女者皆可入会，也不必当众 进行的一场接一场的清除异己的殊死斗争显得

陈述皈依过程，只需牧师批准即可。同时，凡捐 没有必要了。什么圣人、什么原罪、预定、蒙选、

款维持教会者，均有选举牧师的权利。一句话， 来世，听来都觉得越来越遥远。诚然，教堂还是

他们只愿自称基督徒，再不愿忍受“未再生者” 要去的，祈祷也还是照常进行，但诚信已经演化

的称号了。至此，温斯罗普艰辛创立的清教神权 成仪式和辞令了。

统治可以说从精神上已经完全解体了。政府从 一种按主观愿望构建的社会很难适应所有

此一步步退出宗教领域，直至美国革命最终确 的人，更难永远地适应人类认知能力和心智水

定政教分离的原则。清教徒试图彻底净化人类 平的发展，若固守不变，便如同量衣裁人，岂非

的理想宣告破灭，虽然这种冲动在日后美国的 荒唐?人类是要成长的，世界只能属于活着的

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还会一而再地迸发出来， 人!在清教神权的演变中，半途契约正是起到了

但与其祖先清教神权的恢弘彻底相比，只能算 突破定规束缚的关键作用。试验失败并不那么

是小打小闹而已。 可怕，殖民地的世俗化带来的只是更大的繁荣，

新英格兰的清教神权是一次空前的社会改 马萨诸塞的清教徒终于变成了新英格兰的扬

革试验，目标何其远大。宗教改革为其源头，新 基。绵延的时间无始无终，不断地在演化着人

大陆为其舞台，上帝为其权威，契约论为其基 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o

10· 社会科学论坛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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