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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阅迷既体现 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

人生有看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替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常时时反省、忏悔。而邓妹被打十

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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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K-默顿主张“把一种宗教理解为那些

构成一个信仰和崇拜体系的伦理道德的信念和实

践，也就是说，被理解为一种宗教伦理。rr[l1(Pt14)的
确，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过于高深艰涩的神学他们理

解不了，也不愿理解，因而，规范人们行为的伦理思

想便成为各大宗教考虑的首要问题，也是其核心问

题。基督教自不例外，在其经典《圣经》中便体现出

丰富的伦理思想，它构成基督教整个理论体系的经

脉 它不但影响着信徒的行为举止，而且，随中西文

化和价值观念的彼此碰撞、交流，它也必将在中国这

片热土上挥洒自己的独特魅力。

一、罪与反省

    与中国大肚弥勒佛式的“乐感文化”相对照，西

方文化则是一种“罪感文化”。这一“罪感文化”的源

头固然与古希腊人对命运的理解有密切联系，但也

离不开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的深刻阐述。(圣经》

曰:“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

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

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

了。n[21(P172)因人类始祖违背禁令偷吃禁果，使人类
痛失上帝曾给予的神圣桌赋，沦为“迷失的羊”，腐蚀

了人类原本具有的纯洁善良的本性，并祸及整个人

类，使人类无一幸免于这种植根于人之初的罪恶，由

此原罪问世并绵延相传。世人无法否定也无法抛开

这一罪过，“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我们

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

不在我们的心里了。̂[21(P273)人类“总不断绝顽梗的

恶行。1.[31(P231〕因为人的品性在基督教看来就是“污
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11[31(P492)由此在基督教乃至
整个西方文化中人性就是恶的，没有人不在罪恶之

中。这恰与中国传统伦理“人之初，性本善”形成鲜

明对比，我们强调“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

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

有之也。”人所固有的向善之心使中国人相信通过自

我修养即可达于道德完善。“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

然知忠，见兄自然知梯，见孺子人井自然知恻隐。”这

是一种道德本能与直觉，是人性使然。这一思想表

现了人们对理想人性的期望和要求，使中国人具有

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但完全靠自我激励而不借助

外力援助，要走向完美的道德是困难的，因为理想的

人性与真实的客观的人性是有差异的，真实的人性

是有缺陷的，因而基督教一再强调的罪恶论能给我

们起到启迪作用，以信仰的力量使道德自律与他律

相结合，更好地抵制世俗的诱惑。同时，促使人们着

手去做实际的制度建设，以控制人性中“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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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德建设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

    对《圣经》中提及的性恶论，后世的基督教思想

家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奥古斯丁曾满怀热情向

上帝忏悔:翻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我在胚胎中就有

了罪，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仆人曾是无罪

的?”[’](川)“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纯洁无罪的，即

使是出生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rr[41(P9)所以他声称
自己“见过也体会到孩子的妒忌:还不会说话，就面

若死灰，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11[41(P10)因
而，“我们都是生来有罪的，我们又加上罪恶自己的

生活，所以全世界都变为邪恶了。",[4](P)!)宗教改革

家马丁·路德对人性本恶的表簿也是不吝词句的，他
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欲望和意向，都是邪恶的、

刁滑和败坏的，犹如《圣经》上所说的一样。+r [51(P482)
“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 在罪恶中被怀

孕和产生出来;罪恶把我们由头到尾地浸溃

了。n[51(P481)“人在肉体里和灵魂里全都有一个搅乱
了的、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一点东

西是好的。11[51(P45)V尔文的用词也是不客气的:“原

罪是祖传下来的我们本性的堕落与邪恶，它浸透人

灵魂的一切部分”，“我们的本性是全部受到了污损

和败坏。11[51(P487)当然，神学家们论罪的立足点是为

了更好地说明人之软弱使之无法离开上帝而独自

“站立”，因而其对罪的论述用词较为激烈。但《圣

经》也以比喻、故事等较为平缓的方式告知我们，人

的本性之恶已渗人人的灵魂深处并始终伴随着人。

恰恰是因人之恶，因而这个世界只是在上帝刚刚将

它创造出来时“看着是好的”，而“当人在世上多起

来，又生女儿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优伤⋯⋯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

暴。n[3](P5)上帝对人性之恶的悲哀已达于极致，因而
罪在基督教中被再三强调，帕斯卡尔谈及罪的问题

时曾说:“的确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学说更粗暴地触犯

我们了;然而，没有这一一切之中最不可理解的神

秘，我们就对于我们自己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境况

的症结在这一深渊里是回环曲折的;从而如果人没

有这一神秘，就要比这一神秘对人之不可思议更加

不可思议。11[61(P197)帕斯卡尔看到恰恰是对罪与恶的

理解，才更有助于对人的自我理解，有助于人之反

省，有助于人对自我有限性的洞察，有助于表白人之

软弱。认清了人性的不足之处，才更有利于在道德

建设中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如，基于人性之恶预

先设防，完善制度建设，以国家暴力的强制性威慑人

们恶的本性的泛滥，并辅之以正面的道德理想的教

    74

育，以使社会有序化。

    基督教在深挖人性之恶的深渊时又没有放弃掘

出人性之善的希望之源。偷吃禁果既体现了人之恶

又反映了人之善，因为人之背叛上帝乃是为了“如神

能知道善恶”，是为了能趋同于神，从而达到克服有

限，实现无限的目的。人性与神性成为一对矛盾聚

集于人之身，人性使之作恶，神性使之行善，善与恶
的尖锐冲突体现在人的内心世界。“立志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

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作。.r [21(P174)其间存在
着灵与肉的苦苦搏斗。在这灵魂的挣扎中表明人的

自由意志的存在，即上帝把选择的权力赋予人。人

运用这权力既可行善又可选择作恶，作恶是人性使

然，但人又是上帝的被造物，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

的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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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31(Pl)担有管理者的责任表明人具有上帝

的灵光，而上帝是至善的，这就使人能在恶的世界中

具有无限的可塑性，由此给人道德的完善留有较大

的空间，人在此空间中可以动用你的自由意志，以自

己的方式选择行为，承担责任。蛇引诱而不是强迫

人必须偷吃禁果，吃与否的决定权依然在人，故而

人应对自己负责。若将此理论加以积极引导使之与

社会主义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人的主动

性，改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

不亡”的被动角色。

    自由属于你，但却不可滥用。“上帝曾对第一个

受造的人说:‘我将善恶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要选

择善”’，“凡择善之人配得好报，择恶之人该有恶

报。+1[73(P136)“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
辞。̂[3](P6U1)“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r [2](P216)与
此相适应，基督教描绘了天堂的魅力及地狱的恐怖，

“夭国又好象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

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皿里，将不好

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

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

哭切齿了。+1[2](P16)对夭堂的向往及对地狱的恐怖将

迫使人们修正自己的行为，以自觉的、利己的道德行

为求得灵魂的得救，但它的客观效果却是利他的。

恰如罗素所言:在不具备刑法的情况下，我将去偷，

但对监狱的恐俱使我保持了诚实;如果我乐意被赞

扬，不喜欢被谴责，我邻人的道德情感就有着同刑法

一样的效果。在理性盘算的基础上，相信来世永恒

的报答和惩罚将构成甚至是更为有效的德性保护机



制。上帝以精神的力量告诫人们要正确地运用自

由，要行善避恶，以防被自由所累，成为你走向完善

的绊脚石。“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

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xl(et9o)“凡事都可行，但不都

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21(P192)由此说
明人的命运依然由人掌握，“人们行路或正或不正而

致倾跌，是自取而非命定的。++[7](P437)在此强调的是
个人的责任问题，这种伦理学说对现实的中国有着

实在的意义。中国的传统儒学“过多地强调群体意

志的共同性和专一性，而对基于意志自由的自愿原

则重视不够。”[s](即)这在维护群体和谐的同时却也

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性，而基督教的原罪论恰如

透进来的一束亮光，它照出了人类的狭隘、短视与缺

陷，使人清醒地、正确地评估自我，并以惴惴之心不

时忏悔，反省自我，观照自我。不时的反省、忏悔不

显人格的卑微，反衬良知的光华。廉颇负荆请罪不

见英雄气短，倒显英雄伟岸。不知反省、忏悔的人几

近不知羞耻。孔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在“省吾

身”的修身活动中若再伴之以“因信称义”的个人意

识，则无疑会在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市场规则中完

善自身，增强个人的责任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

性。由此进一步补充群体意识，真正体悟中华民族

先辈“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度责

任感，领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气概。

二、爱与宽恕

    基督教认为人以其有罪之身心而深陷于黑暗的

泥潭之中，致使整个人类的命运布满阴云，无法自

拔。但上帝是仁慈的，他不忍看到人的苦苦挣扎，于

是，他差遣独子降临人世，为人类排优解难，甚至不

惜遭受被钉十字架的折磨与牺牲。上帝以独子的死

亡为世人赎罪，把世人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还

其以重享天国快乐的神圣察赋。“我们籍这爱子的

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

典。++[2](217)“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
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

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籍着自己造成

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21(P218)还有什么爱
能超越牺牲自我，拯救他人?因此，人自是应忘我地

爱上帝。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

理的总纲。..[21(P23)这一总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爱上帝，二是爱人如己。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因

其爱而造就了宇宙万物服务于人类;因其爱之深、痛

之切而把人类逐出伊甸园;又因其不忍之心而甘愿

被钉十字架，上帝的爱亦因其无限的献身精神而达

到颠峰。“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

回祭，这就是爱了。++ [21(P275-276)上帝确实把无私的爱

播洒人间，但上帝是精神，是无限，如何更确切地表

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圣经》告诉我们:“爱神也当爱

兄弟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

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

神。+" [21(P276)因此爱神的具体表现便是爱具体的、有

限的人。可见，基督教并不仅仅是灵性追求，在其伦

理思想中虽探讨了神人关系，但落到实处依然是调

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就是一条红线，贯穿

于宗教与现实生活之中。因此，基督教伦理思想的

现实意义不可抹杀。

    从爱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着人性中的一种最基本

的需求。爱的对象不同，爱的种类则不同。于是慈

爱、敬爱、情爱、友爱等纷纷登场。对现实生活中诸多

爱的需求，基督教都作了规定。首先是亲人之间的彼

此相爱。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

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

爱。̂[210120)“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
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2]0221)被奉为
神圣的摩西十诫也要求子女“孝敬父母”，[3](P72〕因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21(IY21)甚至在并不相识的“白发

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重老人。++[3]0113)要“顾
恤年老的，恩待年少的。”周卿95}看来，尊老爱幼并不
仅是中国人的专利，并不是仅中国人在提倡“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它作为人类的共同美德和良

知，得到了全人类的认可，当然更是国人欣赏的美德。

中国有句古语云:“百行孝为首，万恶淫为先。”孔子也

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可见孝亲是仁之本，是人

类生活有序性的依据，也是处理其他关系的起点。有

此共同点使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双向交

流、沟通的可能性增强，并有可能由于基督教孝敬父

母所具有的神圣性而使国人增强孝敬父母的责任心。

尤其是在商品化的今天，赚钱与消费成为许多人的生

活主流，甚至人的情感也成为被消费的对象，由此导

致亲情疏远、淡漠，一些人视年老的父母为累赘，不尽

赡养义务。如果发挥宗教治疗灵魂疾病的强力功效，

以敬畏神圣的心情完成这一世俗义务，恐怕对于年长

者也是一种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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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父母之爱，基督教也关注了兄弟、夫妻之情，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作丈

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1+[2](P221)“你的弟兄在你那里

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3](P119)“兄
弟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3](P590)这同样

与中国人所谈到的“孝于父母，顺于兄长”及“夫唱妇

随”不相违背，且两者都强调了夫妻之爱的不平等

性，中国人强调男尊女卑，基督教亦提出“男人不是

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21(P192)也带有
男主女从的色彩。这些陈腐的思想都是应该被扔到

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承认亲人之间彼此相爱，并不是基督教伦理思

想要特别强调的重点，它关注的焦点在博爱。基督

教认为爱那些爱你的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

而此爱还是一种低层次的善举，更高一层的爱是爱

血缘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尤其是爱仇人。耶稣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

祷告⋯⋯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

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

么赏赐呢··⋯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

长处呢?n[2](P3)爱仇人的确是特别的，因为它需要一
种超越意识，需要一颗博大的胸怀，需要放弃以牙还

牙、以眼还眼的偏私复仇之心，需要宽恕，需要原谅。

基督教亦深知此爱之难，于是它一而再地开导信徒，

“你们愿意人怎样 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

人。++[2](P7)既然大家都希望被爱，那么自己首先就要
做到爱人而不是恨人，基督教告诫人们“恨，能挑启

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31(1606)“如今常存的有
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2](Pl叫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1+ [21(P219)更
何况仇人也是上帝爱的儿女，上帝同样对他们寄予

了悔过自新的希望，因此，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

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

倒要祝福。’，图‘脚)“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
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

的，要为他祷告。+>[21(PJO)固然，“爱仇敌”的思想在形

成之时有抹杀阶级矛盾，以爱为幌子掩盖了社会的

不平等，取消了斗争的声音。但它也强调了恕及爱

的无差等性，如果辩证地看待则对于儒家的伦理思

想同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为我们强调了君臣、父

子、夫妇、兄弟及朋友这五伦关系，喜欢把其他关系

比附于五伦，如把师生关系比作父子关系。这种做

法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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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欢营造人情网、关系网，重在理顺圈子内的关

系。因而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

发，它指导人们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积极人世中

遇到的困惑，超越人的自然本性，跳过至亲去拥抱陌

生的他者。因为基督教的爱使人们不仅在家庭、民

族内，而且是在整个世界上，感到自己确是上帝的子

女，敌人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以爱征服恶人，使其

不再作恶 。

    爱高于一切，《圣经》指出:“我若能说万人的方

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

钱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

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

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2)(P196)
但爱是什么呢?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

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

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21(P193)只要永不止息的
爱能如涓涓溪流一直流淌在你的心中，那么，与人为

善、宽大为怀就会成为你为人处世的美德之一。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有原则的宽容是必要的。基

督教宣扬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

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

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n[21(PS)
这样的思想需要在现实生活当中依据不同的情况具

体分析，不可毫无批判的吸收。尽管如此，基督教塑

造的谦卑、宽容的救主耶稣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独

特的魅力。耶稣被钉十字架，忍受无尽痛苦之时，仍

然请求上帝包容罪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

所作的，他们不晓得。>+[21(P97)耶稣就是一道走出狭
隘、走向宽容的路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21(P121)。他的宽容精神因其被钉十字架而达到
顶峰。我们虽无法到达顶峰饱览耶稣的宽阔无边、

深不可测的包容性，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以他的宽

容为榜样来鞭策自己、规范自己。同时发扬中华民

族兼容并包、豁达大度的恕的精神，得宽怀处且宽

怀，努力克服人的无尽的占有欲，严于律己，宽以待

人，跳出自我，解决问题。如果人人都抱有这种忍一

点、让一点、淡泊一点的思想，能以一种超然的对终

极意义的思考和理念来指导实际人生，使实际生活

具有一定的超然性，摆脱眼前的功利与纠纷;如果中

国的仁者爱人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携手并进，形成

一股爱的巨大洪流;如果我们能“被这位基督非以役



人，乃役于人。为人赎价的博大而无上的爱心所带

动，去进人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以造福人

群”，[9](r214)那么以爱为第一因素的“新天新地”的到

来恐怕为时不会太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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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Sin" and "Love" in the Bible

SHANG Y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014030)

    Abstract: There are rich ethical thoughts in the Bible. Among them,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sin" and "love" not
only embody the holy of religion, but also have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rom the point of evil human nat。二，

Christianity thinks that human beings have limitation and need self一examination and repent. But Christ's death reflects
the endless love of God to the humans. The earthlings should regard。妇as a good example and forgive others' sins with
kind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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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发表的何天明的文章获“第二届国际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阴山学刊》发表的何天明的文章获“第二届国际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3月8日，中国·内蒙古第二届国际草原文化研讨会在包头召开。来自内蒙古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

101位专家、学者汇象一堂 就草原文化的源流、内涵及研究开发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研讨。

    我刊特为此次文化节提前组稿、策划，开辟了草原文化研究专栏，共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5篇，其中内蒙古杜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所长何天明的(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内涵》获“第二届国际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该文认为早在头曼单于时期就已经有了匈奴政权，在头曼单于同一时期，东胡族和月氏族的政权也已经存在了。以往研

究做出的冒顿单于建立的匈奴政权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本次研讨会上，该论文获得一等奖

并受到广泛好评，它将草原文化的研究上升到了政治文明的高度。

                                                                                                            (韩 芳 )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