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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督教的上帝创世思想、契约思想和原罪思想对西方基督教伦理有深刻的影响，进而对西方文化 

也产生了影响，将他们的伦理观念与中国相应的伦理观念厦其对文化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明确我们民族 

文化发展 的方向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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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是《圣经》的开篇，它所反映的是基督 

教的核心信仰，在这里能够找到基督教其他信仰的 

理论基础。因此，研究《圣经 ·创世记》对西方伦理 

文化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圣经 ·创世记》明确了基督教徒关于“世界是 

上帝创造的”信仰。上帝创造世界可以说是犹太人 

的一个简单的神话，但是它对后来的西方文化却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上帝创世的神话确立了西方人处理人与 

自然关系的一种基本态度。 

在犹太教一基督教这一系统的文化中，人们在 

很早的时候就确立了唯一神的信仰，上帝是世界上 

唯一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上帝作为唯 

一 神是宗教思维高度理性化、高度抽象化的产物， 

上帝在基督教徒那里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意象，世界 

作为这种精神意象的产物应该是合乎理性的，既然 

是合乎理性的就应该是有规律的、有条理的，而不 

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混沌体、一个神秘莫测的谜团。 

西方人最初对世界的这种总体观念确立了西方人 

处理人与 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既然世界是有条 

理、有规律的，就是人可以把握、可以控制的。 

《圣经 ·创世记》以宗教观念的形式表明了这 

种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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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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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1] 

其二，《创世记》赋予了人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 

和价值 。 

《创世记》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人和神 

的形象是相同的，这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同， 

上帝造人，要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不仅在《创世 

记》第 1章中明确了人要统治世界的想法，而且在 

第 9章，挪亚带着妻儿和各种动物从方舟中走出 

来，“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 

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 

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在基督教文化中，将人和各种自然明确区分开 

来，在世界上只有人和神最接近、最相似，人是神圣 

的。人和神的区别在于寿命和智慧，由于人偷吃了 

智慧之树上的果子，知道了是非善恶。人就具有了 

更多的神的性质。“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 

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 

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 

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L3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自然一向被视为自然而然 

之物，自然不是被某种外在力量所创造和控制的， 

自然有着自身的演化过程。如《易经》中说，“一阴一 

阳之谓道”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5]世界是自然演化的，而且人不可以穷知 

世界。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I6 这种对 

世界的总体认识也确立了中国人对待世界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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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态度：不是认识 自然、改造自然，做 自然的主 

人，而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这种对待世界的态度 

是一种价值认识，强调的是对世界进行伦理的和艺 

术的把握，而非以科学的把握为主。尽管中国人也 

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如在荀子那里)，但是大多数 

中国人却往往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圣经 ·创世记》明确了契约在西方文化中的 

作用。西方人所理解的人神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 

关于这一点，《创世记》一再强调。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 

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 

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 

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 

毁坏地了。’-[23 

正式契约与一般口头约定的区别在于契约是 

应该有标志的。神与人立约也是正式的契约，所以 

也有标志。“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 

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 

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 

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记念我与你们和各样 

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 

血肉的物了。’’’【 

《圣经·创世记》强调犹太人和其所崇拜的神 

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而且为了强调这种契约的 

重要性，又重新规定了这种契约的标志——割礼， 

割礼使得这种契约关系更确定了，它实实在在地体 

现在人身上。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 

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 

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 

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 

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 日，都要受割礼。 
⋯ ⋯ 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 

约。’’’[ ] 

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说 

明契约是其信仰的一个重要部分。既然把人和神之 

间的关系都理解为契约关系，自然也就会把人和人 

之间的关系也理解为契约关系，用契约来解决生活 

中的难题。翻开《圣经》，我们不难找到这种记载。 

在《圣经 ·创世记》第 21章记载了犹太人先知 

亚伯拉罕为了解决纠纷和亚比米勒立约的事。在第 

26章又记载了为解决冲突，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 

和亚比米勒的立约。《圣经 ·创世记》第 31章还记 

载了雅各和拉班之间的立约。 

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的关系是统治者和平民 

的关系，拉班和雅各的关系是翁婿关系，所有的这 

些矛盾冲突，古犹太人相信都应该用契约的方式去 

解决 。 

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不十分强调这种契 

约的作用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使原始的氏族 

制度得到更多的保存，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 

心，这又导致了伦理道德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 

地位，邻里道德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规范。 

用道德和契约调节社会关系都是要求人们遵 

守一定的规范，以使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但是二者 

发挥作用的方式非常不同 伦理道德借助的是人的 

良心、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而犹太人以及基督教 

徒遵守契约却是源于宗教信仰。契约和道德规范相 

比，具有更大的强迫性。古犹太社会开始就是以游 

牧和经商为主，而对农业并不注重。从《圣经 -创世 

记》第 4章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对牧羊的亚伯的 

礼物非常喜欢，而不喜欢种地的该隐的礼物。游牧 

和商业的社会是动态的，要约束这样一个动态的社 

会，主要依赖伦理道德难于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社 

会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稳定机制。后来的整个西方 

社会经济也主要是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所以在西 

方宗教文化和法律文化得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 

会以后宗教力量被削弱，而法律却得到更进一步强 

化，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社会成员 

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社会的流动性小，血亲关系是 

中国社会的主要关系，签字立约或讲究法律往往被 

认为不合情理，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法律不能超 

乎人情，所以诉诸人情的伦理道德一直是调节社会 

关系的主要机制。 

契约不可违背，是犹太民族的一种基本精神。 

从《圣经 ·创世记》中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对这种 

精神的强调。 

犹太人所信奉的耶和华是契约的监督者。他曾 

经检验犹太人遵守契约的程度。《圣经 ·创世记》第 

22章记载了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耶和华为 

了检查亚伯拉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他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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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向亚伯拉罕显灵要求他以自己的独生子来 

作祭品，虔诚的亚伯拉罕仍然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去 

做。由于亚伯拉罕严格地遵守他与耶和华之约，所 

以耶和华给了许多的惠顾，多次救他于危难之中。 

对于有可能违约的人，耶和华给予警告；对于 

确实违约的人，耶和华也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圣经 

· 创世记》第 20章记载亚比米勒要占亚伯拉罕之 

妻，于是耶和华警告他，如不把妻子还给亚伯拉罕， 

那么亚比米勒家的妇女就都不能生孩子，而且耶和 

华说：“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在西方文化史上，契约是许多思想家解释整体 

社会生活的基本思想，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 

约论对近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2O世纪以 

后，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再一次将契约论作为其伦 

理学说的核心，作为确定社会道德的基本出发点和 

基本原则。 

契约论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也是巨大 

的。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是在批判基督教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但是基督教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 

文化基础，任何文化体系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是以 

以往的文化为前提的 基督教为资本主义发展所作 

的文化前提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较之于我国的佛教 

和道教这样强调摆脱俗世的精神追求的宗教，基督 

教可以说是积极人世的宗教，基督教不是遁世，而 

是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基督教的契约精神也为资 

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文化因素。 

契约精神意味着一种交换精神。契约是在人际 

交往的交换关系中才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它又促使 

人们以交换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所 

以“假若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 

人”，而且这种态度使人们意识到血缘关系以外的 

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人除了血缘关系之外尚有更实 

实在在的社会联系，有时甚至人们会把它看得比血 

缘更重。这种对待社会的交换态度也增强了人们开 

放的意识，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不是将目光局限于一 

个小的区域，而有更广阔的开放眼光。 

契约精神中暗含着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作为契 

约的签订者必定是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个体，能够 

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存在的意义 契约是保证 

人们公正地获得自己利益的手段。对个人价值的肯 

定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文化基础。 

许多学者将基督教中的“金科玉律”比之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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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忠恕之道”，甚至干脆就将“假若你想让别人 

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直接译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 

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尤其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影响是非常不同 

的。基督教的金科玉律是契约思想的一种体现，肯 

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忠恕之道则是对 

个人的一种道德约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 

该“推己及人”，中国传统道德反对交换，强调“施恩 

不图报”和“知恩必报”，强调“善欲人知不是真善， 

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圣经 ·创世记》所宣扬的原罪思想对后来西 

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巨大影响 

原罪说是基督教的道德起源说。基督教的各种 

学说尤其是伦理学说都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 

的，所以本尼迪克特等思想家说西方文化是“罪感 

文化”。道德是上帝创造的。人和神的区别在于神 

知道善恶，也就是说善恶操纵在神的手里，人偷吃 

了禁果才有了智慧，才和神一样具有了善恶的意 

识。在基督教中，所有的道德规范都以宗教戒律的 

形式出现，遵守道德规范就不仅具有世俗的善的意 

义，而且也是捍卫自己的信仰。如此，道德就具有了 

神圣性，增加了权威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种道德起源的理论，但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提出来的“天赋道德论”，认 

为道德是人生而具有的先天品性，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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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8]‘‘神 

启论”和“天赋道德论”虽然都为社会道德提供了理 

论基础，但是“神启论”赋予道德以宗教的神圣性， 

在基督教文化氛围里，道德依赖宗教的力量得以实 

现，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就会被认为没有最基本 

的道德意识，而“天赋道德论”则将道德的基础设定 

在世俗社会，道德依赖自身的力量发挥作用，宗教 

信仰几乎与人们的道德水准没有任何关联。 

原罪说确定了一种基本的人性观点，而这种人 

性观点又成为社会决策的基础。因为人类的祖先偷 

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意志，犯有原罪，世俗社会 

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性是恶的，这样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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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后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巨大，强调人性是恶的， 

所以在社会关系调节和管理方面就会突出强制化 

管理。中国文化中，不同的思想家对人性本善或本 

恶有不同的认识，但一直是儒家的“人之初，性本 

善”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在社会关系调节方 

面强调温情脉脉的道德协调。西方社会是法治重于 

德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是德治重于法治。 

西方社会的“性恶论”与东方社会的“性善论” 

在人类文化中相映成辉，对人性的不同认识使东西 

方文化呈现出诸多的差异。东西方人对现实生活社 

会的态度不同。基督教信仰者认为，因为人生而具 

有原罪，所以世俗的生活是上帝对人的惩罚，现实 

的生活是黑暗的、痛苦的，人生的理想世界是未来 

的彼岸世界，宗教信仰以及其中的对未来天国世界 

的向往，是基督教徒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方式。中国 

人认为现实的世界是由善良的人组成的，现实的世 

界就是理想的世界。佛教在印度强调成佛在死后， 

但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禅宗则认为“佛 

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 

角-[93。中国人不是以相信西天世界作为超越生命 

有限性的方式，儒释道三家各以不同方式实现这种 

超越，道教直接追求长生不死、白日飞升、羽化成 

仙。儒家则强调通过香火的延续实现从有限到无限 

的超越，而佛教信仰者可以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感 

受无限，体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春秋”。 

原罪学说确定了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和人生 

目的，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道德追求的基本精神。人 

生而具有原罪。所以人生的根本 目的在于赎清罪 

恶，得到上帝的饶恕，将来使 自己的灵魂可以进入 

天国，而得到上帝饶恕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现实社会 

中的一切视为上帝对人的惩罚，毫无怨言地默默地 

忍受这些痛苦是人应尽的义务，这是通向天国的途 

径。在此基础上确立的道德追求的基本精神应该是 

忍让、奉献、节制和自我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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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 

淋淋的耶稣正是这种精神的象征，成为基督教信徒 

心中最神圣崇高的偶像。 

基督教信仰者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的紧张 

和对立，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基本不存在。中国 

人不认为肉体的痛苦有太多的伦理道德的意义，中 

国人肯定现实的人生，所以也强调人有权利享受现 

实的人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享受现实的人生快 

乐、长生不死，中国人欣赏的诗句是“人生得意须尽 

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 

空折枝”。 

马丁 ·路德和加尔文为了使基督教能够适应 

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革，经过改革 

后的基督教称为新教，新教的诸多理论仍然建立在 

原罪说的基础上。加尔文主张人都是有罪的，所以 

现实生活中的人就应该勤奋、节俭，能够忍受各种 

痛苦，拼命地赚钱，而不可以有任何奢侈和浪费，谁 

能积攒下更多的钱谁就能升入天国。这种思想对资 

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起了很大作用。 

宗教和伦理塑造了不同民族的价值观，而人们 

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我们 

中华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反思其他民族的宗教伦理及其在文化发展中的作 

用，将其与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伦理加以对比，对于 

明确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 

(作者：黄云明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 

授，河北保定 071002；李双印 河北大学政法学 

院研 究生，河北保定 071002) 

参考文献 

．
[1] 圣经 ·旧均全书 ·创世记，第 1章． 

[2] 圣经 ·旧均全书 ·创世记，第 9章． 

[3] 圣经 ·旧均舍书·创世记，第3章- 

[4] 易经 ·系辞上． 

[5] 老子 ·第四十二章 ． 

[6] 庄子 ·养生主 ． 

[9] 圣经-旧均全书·创世记，第17章． 

[8] 孟子 ·告子上 ． 

[9] 坛经 -般若品第二 ． 

[10] 圣经 ·新均全书 ·马太福音，第 5章 ． 

量 ． 史』 2006年第1期 3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