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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中的工作观和财富观看 

基督教的道德义务 

毛 丽 娅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旅游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 ：在基督教<圣经》中，工作属于创世的原初秩序，工作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恩赐和祝福，工作是合理 占有 

财物的前提，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基本职责。<旧约>将财富视作上帝的祝福，而<新约>却提醒人们所有世俗的财 

富都是易逝与危险的，财富只在作为上帝的礼物而加以接受和管理时才是值得赞许的，但无论<旧约>还是<新约> 

都承认基本 的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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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生 、发展以及繁荣 ，人们 

除了用法律去规范经济活动，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 

序外，道德的调节作用不可低估。工作 是理性地运 

用身体机能或精神能力的人性行为 ，无论是体力工 

作还是脑力工作，都是经济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因 

素；任何经济过程都源于人的工作。工作的目的在 

于使人的生活、社会 以及一般意义 上的世界得以维 

持并发展，工作是人占有财物并获得所有权的首要 

前提 盯。基督教①《圣经》中有对工作、财富及其 

道德责任的独到见解 ，其工作观、财富观在神学的框 

架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道德约束机制 ，这也是在现 

代语境下审视圣经伦理的意义所在。 
一 《圣经》中的工作观 

首先 ，工作属 于创 世的原初秩 序。根据 《创世 

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 13，神造物的工 

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 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神 

赐福给第七 日，定为圣 日” 。一，形成了一周前六 

天劳动、安息 日休息的生活节奏 。奉守这一节奏是 

耶和华神的明确规定。“当记念安息 日，守为圣 日。 

六13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 日是向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 13”[2 。。。一。谨守安息 日也不仅仅 

是自由人的特权。所有人，包括奴隶，还有牲畜，都 

被赋予了休息的权利。在安息 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 

作”_2 。’ ，“六 日你要作工，第七 日要安息，使牛、 

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 

畅”_2 。工作是上帝对人类 的一种恩赐和祝 

福。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 

样式造人 ，使他们 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 

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 的一切 昆虫。”_2 上帝 

要人类去分享 其活动并继续其创造 工作 ，“耶和华 

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_2】创 “ 。 

工作是普遍的诫命，“人出去作工，劳碌直到晚 

上” 。 。上帝的作用被描述为教人劳作，“他的 

神教导他务农相宜 ，并且指 教他 ”I2】鼻 扎 。《旧约》 

的智慧书谴责怠惰者，褒扬勤劳者。“耕种自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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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必得饱食；追求虚浮的，足受穷乏”[2]蕞 。 。 

“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2]箴 。在 

《新约》中，耶稣也常常通过劳作者的例子来解释他 

的教导，并强调对工作要勤奋、诚实与忠诚。《新 

约》同样警戒懒惰的人，敬重辛勤工作者，“我们劝 

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问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 

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 

外尊重他们” 帖 。劝导信徒诚实工作，过一 

种有秩序的生活。《帖撤罗尼迦前书》说：“要立志 

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正如我们从前所 

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 

没有什么缺乏了。”[ ]帖舭 卜 耶稣反对游手好 闲， 

特别喜爱那些靠 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的纯朴之人，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 

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作 ，反倒专管 

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 

安静作工，吃自己的饭”[ ]帖后 ∞-1 。 

不过，《旧约》也注意到了与工作相伴的劳苦与 

艰辛，而且，在《旧约》中，工作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受到罪的影响。在上帝对亚当的宣判中，“你必终 

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糊 口”[2]剖 。艰苦和无成果的工作随之而来， 

这是人类犯罪的结果。 

工作是合理占有财物的前提，“愿她享受操作 

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2]蕞” 。谁 

不工作，必受饥饿，“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 

必得丰裕州 】麓” 。为保护做工者的权益，摩西律法 

已经运用 了社会立法的形式 ：雇工的报酬 当在同一 

天付清，而且不得克扣他们的工钱。“不可欺压你 

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 

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 ”[2]利 “ ；“要 当 日给他工价 ， 

不可等到 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 

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2]申 “ 。 

工作使慈善活动、周穷救急成为可能。“从前 

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 

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2]弗 铷。不过，工作最深刻 

的动机是 事奉 上主  ̈ ，“总要 存 心诚 实敬 畏 

主”[2]西 。忠诚的仆人终将得到 主的奖赏，“因为 

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 

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2]弗 。。因此，工作终极 

的意义不在世俗的秩序中，而在那最终的天国里，因 

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E 2]~7：31。虽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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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确切地知道人类的尘世业绩怎样有利于上帝之 

国的实现，以及他们将以何种形式在末 日来临时进 

入新天新地，但人工作、劳动的果实将在新天新地里 

以一种经过改造的天国的方式得到保存。“要照所 

安排的，在 日期满足 的时候 ，使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弗1．∞。 

不过，在《圣经》中，上帝给人的原初命令是要 

人悔改和信仰，圣经对工作问题，或人们从事职业的 

关心是从属于信仰的 ]2粥。在圣经时代，工作不仅 

是维持人们基本生计的手段，而且还是赞颂与祈祷 

上帝的一种形式  ̈。《诗篇》说：“愿主我们神的荣 

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 

手所作的工，愿你坚立。”[2]诗∞ 

二 《圣经》中的财富观 

不同时代，人们对财富的定义不尽相 同。在 

《圣经》中，财富包括拥有众多人 口、大量牲 口、田 

地、房屋、金银等，包括对上帝的信仰，包括知识、才 

干、崇高的品质。 

《旧约》视财富为上帝恩宠的标志。上帝让那 

些他钟爱的人如亚伯拉罕 、以撤、所罗门以及经历过 

试探后的约伯富有。财富是上帝给予人的礼物，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 

赐’’ 箴 。 

财富要通过敬畏上帝、勤劳、智慧去获得，这是 

《圣经》中的重要观点。《旧约》中的亚伯拉罕、雅 

各、所罗门、约伯、《箴言》第 3l章提到的才德的妇 

女等是其中的代表。《箴言》强调：“手懒的，要受贫 

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蕞∞ 《旧约》鼓励人们积 

累财富，认为将银钱埋藏在地里的仆人被称为懒惰 

者而受到惩罚；用银钱做买卖的勤勉的仆人，作为可 

信赖的好 管家 而受到 褒奖 】太 H 。。“因 为凡有 

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 

夺过来”[2]太 。但《圣经》强调积累财富，不独为 

自己。财富只有用来事奉天国和帮助同胞时，才是 

有价值的。“你要嘱咐那 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 自 

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 

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 

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提 " ’。 

虽然财富在《旧约》中被视作一种善和祝福，但 

从未表现为善中之善，因为更高的善是灵魂的宁静， 

“少有 财宝 ，敬 畏 耶和华 ，强如 多 有财 宝 ，烦 乱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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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篮 ；是正直 ，“秉义 而少 有 ，胜 于不义 而 多 

有；施舍救济，胜于储蓄黄金” 多 ；是美好的声 

誉，“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 ；是健康， 

“健康和强壮的体格，比一切黄金更有价值；健全的 

身体比无数的财富更好。没有一种财富，能胜过身 

体的健康” 。 。 ；爱不能用财物买到，正如《雅 

歌》所言，“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 有人 拿 家 中所 有 的财 宝 要 换 爱 情 ，就 全 被藐 

视’’ 歇。 。 

在现实层面，《旧约》承认基本的财产权，财产 

受道德秩序的保护，触犯者应受惩罚 。“十诫”中的 

第七诫说：“不可偷盗” ’申 “。，“不可贪图人的 

房 屋、田 地、仆 婢、牛、驴 ，并 他 一 切 所 有 

的”[ 】申5 。‘"。上帝憎恶不诚实与欺诈，上帝耶 

和华说：“你们 施行 审判 ，不 可行 不义。在尺、秤 、 

升 、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 、公道 

升斗、公道秤 。” 无论谁因其疏忽而对邻人 

造成了伤害，都必须赔偿其全部损失；无论谁被发现 

偷盗和欺诈，都必须双倍 或多倍赔偿 其非法所 

得 ]出 ： ， 。 

《新约》同样将财产权作为一项不言而喻的惯 

例加以接纳。就一个人合法地拥有财产而言，他有 

自由处理财产的权利 】太 。‘ 。但是，《新约》的重 

点总的来说不在于为私有财产权辩 护，而在于强调 

贪婪与不愿奉献是罪。《新约》一再告诫人们切勿 

贪婪。基督将贪婪列入从人内心里出来的恶事之 

中 】可 。耶稣说 ：“你们要谨 慎 自守 ，免去一切 的 

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2]~12：15保罗 

在对 恶 行 的 列 举 中 曾 数 次 提 到 贪 婪 和 贪 

心 。。林前 “ ，它属 于那使人们不能承受天 国 

的罪 ]林 加 。在基督 徒 中间，“至于 淫乱并一 

切污秽 ，或是贪婪 ，在你们 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合圣 

徒的体统” ] ，“贪财是万恶之根”[ ]提 。贪 

婪的罪恶 在于未能将 尘世财 产用于它们 的正 当 目 

的。贪婪人的财产不是作为服务于人的功用及上帝 

计划的手段被加以利用 ，而是被误用作 自身的 目的。 

“不要去追逐财富，而要平静地给予，而且不仅仅是 

把多余 之物给人：这便是信奉天 国者行为 的支 

点’小 卷二， 。 。。 

耶稣更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他认为对生计的 

忧虑不可超过更重要的精神关切，“不要为生命忧 

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 

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_2】太 他的国和他的 

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耶稣的教导中，财产问 

题反复被提及 ，他再三警告财 产是妨碍人敬爱上帝 

的障碍。《新约》提醒人们所有世俗的财富都是易 

逝与危险的。因为神圣的生活，不是一味以获取物 

质财富为其生活的目标，荣耀上帝并分享其神性生 

命才是人生的目标 。“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 

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人若赚得全 

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2】太 。如 

果物质财富引诱一个人忘却他真正的使命并且背弃 

上帝，他必须宁可“憎恶”、“蔑视”它们，“得着生命 

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 

命”[2】太加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 

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l路 。如果一个人视积 

累财富为最高 目标，那么，他将不会尊重上帝的命 

令。另一方面 ，如果一个人把事奉上帝作为人生的 

最高目标，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用他的财产事奉神 

圣的主人。这是基督对他的门徒和对每一个作为上 

帝子女的人 的期望。因此 ，耶稣教导说 ：“不要 为 自 

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 

心也在那里”，而要 “积攒财宝在天上”[2】太 。，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2】路幢 。。耶 

稣劝人放弃尘世的财富，这是一个特殊的召唤 ，而这 

个召唤所针对的是那些由基督拣选的并愿 以更直接 

的方式跟随他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 

有福了，因为神的 国是你们的。”[2】路 。他 曾经 暗示 

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哪!”“骆驼穿 

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2】可加。卜 与 

此同时，《圣经》认为“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提摩太前书》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了。”又说 ：“只要 有衣有食 ，就 当知足 。”“贪财是万 

恶 之 根。 有 人 贪 恋 钱 财，就 被 引 诱 离 了 真 

道 。”[ ]提 加强调知足，反对贪财 。贪财包括不应 

获取而获取，诸如借而不还、偷窃、使用诡诈的天秤、 

瞒税等；贪财也包括应付出的却不付出，《圣经》中 

谈到应付出的钱财包括纳税、奉献、工人的工价、看 

顾家人亲属 、照顾穷人等。 

耶稣将贫穷视为向上帝完全奉献的一个条件。 

福音的传道者尤其被号召过主耶稣那样贫穷的生 

活。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 

的，分给穷人 ，就必 有财 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 跟从 

我 。”[2】太 。耶稣对他 的门徒说 ：“行路 的时候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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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食物和口袋，腰袋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 都 不 要 带，只 要 穿 鞋，也 不 要 穿 两 件 褂 

子。” 垌乱。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 

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太 要求人们拒绝尘世的财富 

与享乐，以达到精神解脱、灵魂得救或道德完善的目 

的。 

尽管《旧约》与《新约》对财富的看法存在着相 

当的差异，《旧约》将财富视作上帝的祝福，而《新 

约》却提醒人们所有世俗的财富都是易逝与危险 

的，然而，二者又可以看成是互为补充的。如果财富 

是危险的，而且如果福音性的完善(指按照耶稣的 

教导与榜样过一个完善的、神贫的、贞洁的、只服从 

于上帝旨意的生活)在于牺牲财富，那么，这并不是 

说财富本身是罪恶的，而是说它们容易成为对真诚 

敬爱上帝的障碍。财富只在作为上帝的礼物而加以 

接受和管理时，才是值得赞许的。 

三 基督教关于工作、财富的道德责任和社会 

义务 

(一)工作的道德义务 

中世纪著名天主教神学家托马斯 ·阿奎那认为 

工作有四重目的。工作提供 日常生计所需，抵制众 

恶之源的懒惰，抑制难以驯服的肉体，使人有能力以 

物质的盈余广济善施⋯ ∞。通过工作，人能够和应 

当进一步“将 自己置身于对兄弟的服务与帮助之 

中”。因此，谋生、苦修、获得恩宠、自身发展均不是 

工作的终极 目的。人的工作 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 

服务于上帝的计划，人的尘世业绩确实“与上帝的 

国有重大的关系”，人们被召唤“通过他们的工作而 

去为天国做好物质准备” 二’ ∞，工作维持人的生 

计 ，服务于同胞 ，自我实现。 

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基本职责，通过工作事奉 

上帝。基督徒与世俗人不同之处在于基督徒视工作 

为上帝已经建立的秩序 中的一部分 ，是基督徒达到 

终极 目标 ，实现生命永恒的必要手段 】29。 "。在基 

督新教伦理中，工作具有神圣的价值 ，所有工作 

是上帝 的工作，这是一个人能被上帝拣选 的条 

件  ̈。劳动被视为一种天职，认为劳动是最善的， 

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惟一手段。那些 

虔信的清教徒将 自己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和主动的 

自我克制视为宗教上洁身 自好的理想生活方式，并 

把这种劳动所得的成果理解为上帝对自己的恩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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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选。这种“现世”的禁欲主义观念有助于近代资 

本主义的发展 ，“清教徒 的职 业观 以及它对 禁欲主 

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的发展” 。天主教梵二会议从基督教关于工作 

的教义中得出结论说，“每一个人都负有诚实劳动 

的职责”。因为每一个人都被召唤去服务于其同 

胞，并在上帝创世计划的发挥中与上帝合作，只要他 

有这样的能力，于是社会救济、慈善工作成为了基督 

徒的义务。 

强调工作中的尽职、勤勉。“一切劳动者都具 

有使命，他们要在提供产品与服务时追求卓越，从而 

为社会公益做出贡献”̈ 。基督新教强调努力工 

作，而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享乐，而只是要获得是否 

被上帝拯救的信心。于是，在加尔文教义看来，接受 

上帝的安排，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是唯一 

的生存意义。人们无法知道自己究竟被上帝安排在 

哪一类，但是人们可以肯定，凡被选召的信徒，一定 

笃信上帝，处处体现出上帝的荣耀。他们认为真正 

的信仰必须是能够为上帝增加荣耀的，“整个尘世 

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 

督徒在尘世中惟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 

帝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 

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 儿。，“加尔文教的上 

帝要求他的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一辈子的 

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 

(二)有关财产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 

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强烈意识到财产 

权所负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 。因为，在社会中，并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获得财富的同样机会和能力；但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关爱，特别是 

对那些没有能力获得财富的人要给予特别的关照； 

对无田地可种，或无力劳动者，要有意识地善待。摩 

西律法就规定，当农民收割庄稼，采摘葡萄或橄榄 

时，应将落穗与掉在地上的果子留给寡妇与孤儿、外 

方人和穷人。“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 田 

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 

的”[2]利 。。每过三年，应取出全部出产的 1／10 

给那利未人和未分得财产的人，“每逢三年的末一 

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 

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 

居 的，并 孤 儿 寡 妇，都 可 以 来。 吃 得 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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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申“ 。；“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 

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 ，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 的， 

与 孤 儿 寡 妇，使 他 们 在 你 城 中 可 以 吃 得 饱 

足” “ ；每到第七年，即安息年，应让田地 、葡萄 

园和橄榄园休息，无论出产什么都要留给穷人，“六 

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 

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 

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 

理”r2 。《申命记》15：1也要求在每个七年 

的年末免除债务，“每逢七年末一年 ，你要施行豁 

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 

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利未记》25：8 
— 34则要求在 50年一遇的大赦年，“当作圣年，在 

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 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 

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r2]利 “。。买来 

作奴仆的希伯来同胞，只劳作六年 ，第七年应 自由离 

去，无须赎金，“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侍 

你六年 ，第 七年他 可 以 自由，白白地 出去” 。 

不能向借贷兄弟索取利息，目的也是为了保护穷人，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 

放债的向他取利” ]出 。 。 

基督徒的社会义务被视为基督作见证 ，即是基 

督徒所作 的工 ，既是为贫穷人作的 ，也是为基督而作 

的。我们应该记住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我们的社 

会责任，在对其他人的服务中，我们为基督的预言作 

了见证¨̈ ” 。正如《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所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 既作在 我这弟兄 中 

一 个最小 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 身上了。” ] 一。‘‘我 

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 弟兄 中一 

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r2]太 于是 

不难理解为什么救济与施舍成了基督徒的义务， 

“周济 贫穷 的，不致 缺 乏；佯 为 不 见 的，必 多受 咒 

诅” 。。’。“为守诫命，你应援助穷人，为了他的 

需要 ，你不可让他空手而归。你宁可为兄弟和朋友 ， 

耗费你的银钱 ，也不要让它在石头底下锈坏了。要 

按照至高者的诫命，处理你的财宝；这比黄金为你更 

有益处。应将施舍存在你的宝库里 ，它必能救你脱 

免一切灾难；施舍胜于坚甲利器，它要替你攻打仇 

敌” 。；“总要 向你地上 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 

手” ”“ ；“施 舍能救人脱免 死亡 ，防止人 陷于黑 

暗” 。；“若你多有，就该多施舍；若你少有，也不 

要怕少施舍” 。《新约》同样也反复强调这一 

责任，“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 

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 

不能蛀的地方” n。’。《希伯来书》也告诫人们： 

“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 

喜悦的。’’ 来。̈ 

基督教重视善行。《彼得前书》说：“神的旨意 

原是要你们行善。” 在《圣经》中，大地是上 

帝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 

是客旅、是寄居的” ”。人们不可占有土地的 

全部产品，而应当从中拿 出一部分给劳苦的邻居。 

《圣经》要求人们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关怀的 

人。《圣经》谴责为富不仁者，先知弥迦说，为富不 

仁者有祸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 

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 ‘。先知以 

赛亚也预言：“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 

致不留余地的 ，只顾 自己独居境内。我耳 闻万军之 

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 

人居住。’’ 赛 

爱作为人类对于神的命令的回应，不仅体现在 

人们对上帝的爱 中，而且体现在人们对他们邻居的 

爱中，这是福音书中两条伟大的诫命，其中“爱邻 

人 ”被赋予了极强 的伦理意义 。。基督教主张彼 

此相爱，任何拥有财产的人，都不应拒绝援助有困难 

的弟兄。否则 ，他怎么能得到神 的爱，“凡有世上财 

物，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 

存在他里面呢” ’。像上帝爱人那样彼此相爱 

而不抱任何利己的动机，这才是对于神的命令的回 

应。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强调行善应是发 自内心 

的，“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 的赏赐了”，“你施舍 

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 

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耶稣 

基督对贫富差别深感厌恶，一次又一次地敦促人们 

施舍钱财、救济穷人。《马可福音》中耶稣与青年财 

主的对话，指出要承受永生，除了遵守诫命外，还要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从《圣经》到基督新教传统，都关注如何用稀少的资 

源去照顾最多人的需要。人在寻求满足 自己需要 

时 ，也要顾及别人 的需要 ，不然咒诅 必临到，“凡 有 

货财者，应慷慨按其能力周济贫穷”。耶稣基督通 

过“道成肉身”而使上帝的“启示”进入了历史、文化 

和人类社会中，耶稣基督已经把自己和世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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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基督教的“人间关怀”在其“社会服务”上得以 

具体体现。基督教的“爱心工程”、社会福利和服务 

事业自近代以来获得迅速发展。如中国教会积极参 

与了为救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为帮 

助边远贫穷地区走向共同富裕的“扶贫”、“脱贫”、 

“支边”活动，为消除天灾人祸的赈灾、救援举措，以 

及为解决人们住房、就医、残疾人就业、救死扶伤、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问题的“安居工程”、 

“康复工程”和“献爱心”活动等等。中国教会的这 

种社会服务事业体现出基督教爱主爱人的宗旨，亦 

使人们得以理解基督徒生活在这一世界，但不属于 

这一世界的宗教精神境界。 

基督徒以“仆人”身份去服务于社会。正如耶 

稣在“登山宝训”中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 

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 

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太 。 拍基督教的 

“爱神”和“爱人”是统一的。如果不能爱我们的邻 

人 ，就不可能爱慕上 帝，因为“不爱他所看 见的弟 

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爱邻人的 

定义应当是，对他人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真诚尊重以 

及按照上帝的召唤而保护和促进这些财富 J卷二’ 。 

“邻人”包括所有 的人、亲属 和外人 、本 国人和外 国 

人 、朋友和敌人、个人 和群体 (家庭 、团体 、国家 )。 

新、旧约都把对具体困难的实际帮助列为“爱邻人” 

的首要表现。天主教梵二会议也把旨在解除人的各 

种困难的互助视为基督徒爱德的生动体现。 

基督教强调来世，但是，这种超尘世的永恒追求 

也影响着信徒在尘世的生活，它创造了一种努力追 

求神圣和象天父一样的完善，这是一种“奉献的人 

生观”。基督教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 自身目 

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 

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 
“

一 个人不仅应当将其合法财产看作是自己的，也 

应当看作是公共财产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财产 

不能仅仅用来增加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应该用来增加 

他人的利益”[6]~--,746。 

总之，基督教虽宣称基督徒生存在这个世界而 

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其实实在在的社会性却不容置 

疑。从《圣经》中的工作观、财富观，不难看到基督 

教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基督教致力于人之社会 

的净化和圣化。基督的福音是传给万民的，《圣经》 

反对那种忘记了上帝而对财富的追逐，要求信徒周 

穷救急，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 的人。通过投身于 

这些服务于人及万物的任务，人就在为天上准备了 

资财。梵二会议总结说：“信徒们不得将职业和社 

会生活与宗教生活对立起来，那些玩忽现世责任的 

人既玩忽了对邻人的责任，也玩忽了对天主的责任， 

从而也就危及了他自身的得救⋯⋯在人的所有世上 

活动中，人该将个人的、职业的、社会的和科技各方 

面的事业与因素，同宗教价值一起，联合成一个富有 

生命力的整体，并在宗教价值的绝对指导下，将这一 

切协调统一在天主的光荣内。” 一 而“爱”则是 

把宗教生活同人在世上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基督教认为，人只有和这个世界互相联系 ，通过铺展 

揭示造物主的工程和完成上主在历史中的计划，才 

能实现光荣上主的任务。因此人为了达到与上主共 

融的目的，既要通过默想性的敬礼生活，也要通过与 

他人积极主动合作去做实现上主计划的工作，即祈 

祷并工作。 

注释： 

①“基督教”一词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使用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基督教”指基督新教。本文从广义的意义上使用“基 

督教”一词，同“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三大派系及其众多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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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Ethics in the Light of Biblical View of W ork and Fortune 

MAO Li—ya 

(History Department，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 1 0068，China) 

Abstract：In the Bible，work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order of the Creation，is God’S favor and bless— 

ing for man，is the premise of reasonable occupation of wealth，and is the basic duty that God gives man． 

In the Old Testament wealth is regarded as God’S blessing，but the New Testament reminds people that it 

is easily passing and dangerous．It is admirable only when it is accepted and managed as God’S gir1． 

Nevertheless，both recognize basic propert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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