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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

——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

内容提要天主教伦理是拉丁美洲文化体系的主要基础，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征服美洲和殖民化过程中所留下的遗产。

天主教伦理观对拉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成为具有伊比利亚传统的拉丁美洲经济长期难以走

出不发达的主要根源之一。天主教和新教都属于基督教的范畴，但却具有不同的伦理观，这一根本区另q成为南北美洲以后

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教伦理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发展迅速，与天主教伦理占据优势的拉美的落后状

况形成鲜明对比。本文分析了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不合拍关系，通过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试

图从文化的角度揭示拉丁美洲长期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作者的结论是，拉美地区走出不发达的状态首先在于走出文化精神

上的“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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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范围来划分，美洲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

的文化体系，一种是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

系，另一种是以天主教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拉

美的文化体系属于后者，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征

服美洲和殖民化过程中所留下的遗产。从世界历史

发展进程来看，西方文明的扩张给南北美洲带来了

相同的命运；所不同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早于英

国1个多世纪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随后逐步完成

了对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征服。西葡两国把伊比利

亚的天主教传统移植到南美洲，英国却把盎格鲁一

撒克逊新教传统带到了北美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的

某些地区除外)。天主教和新教都属于基督教的范

畴，但却具有不同的伦理观，这一根本区别成为南

北美洲以后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

一。新教伦理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发展迅速，与天主

教伦理占据优势的拉美的落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本文通过对这两种伦理观的比较，试图从文化的角

度揭示拉丁美洲长期不发达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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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

在神职人员看来，基督教伦理是神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教徒在追求终极目标过程中

所遵循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它来源于基督教经典

《圣经》，在规定信徒绝对服从上帝的信仰体系下表

现出把非基督教世界从“恶魔”统治下拯救出来的

“理想”色彩。其实，基督教伦理还有非常现实的

一面，通常指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教徒们在世俗活

动中所遵循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规范，这套规范尽管

同样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本源，但不管是消极的

还是积极的，其现实意义都非常明显，主要服务于

人们对现实目的的追求，反映了基督教神学在对世

俗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回

应。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基督教与

现实社会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基督教是一种“人世”的宗教，与世界上一些

宗教相比较，基督教的这一特性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佛教或道教强调

“出世”，希望善男信女能够摆脱人世间的一切欲

望，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来求得死后在另一个世界

的升华。所以，不管是佛教的寺庙，还是道教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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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都建在远离尘世生活的高山之上或人烟稀少的

僻静之处，尽可能地不与世俗生活发生直接联系。

基督教注重“人世”，从其产生到发展一直与世俗

社会联系在一起，西方社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

变革，往往都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因此，基督教

会的教堂总是建立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之中，除了便

于与世俗生活发生直接联系外，还在于吸引更多的

教徒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任何宗教都是希望信徒

越多越好，但佛教或道教并不是主动积极地要求他

人成为正式的信徒，反而会设置一些烦琐的礼规来

约束生活在寺庙中的信徒的扩大。实际上，千篇一

律和清淡寡欲的宗教生活自然使世俗之人望而生

畏，人们的价值观念可以受到宗教教义的强烈影

响，但要人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虔诚信徒却很困难。

基督教只是教导人们信仰上帝，丝毫不影响人们的

世俗活动以及对财富、功名等欲望的追求，就连

《圣经》也是以大众化的语言向人们灌输所谓的

“真理”。因此，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全民

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反映出它不仅不会成为人们

追求现实利益的障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这

些利益的实现。这一前提造成了基督教伦理与世俗

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基督教伦理中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在长期的历

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在中世纪，天主教在欧洲国

家的政治和世俗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罗马天主教

教皇凌驾于皇权之上，甚至在世俗事务中都享有最

高权力。这种在当时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

会的各个方面，不管贫富贵贱，几乎人人至少在名

义上都是教徒。如果有人稍越雷池一步，便被教会

视为背离上帝，大逆不道，重者甚至要处以极刑。

十字军东征之后，罗马天主教尽管处于衰微状态，

但它在很长时期内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形成了根

深蒂固的文化积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和

处世方式等自然会带有这种文化的明显痕迹。英国

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将之称为“基督教

文化”①。道森所指主要是中世纪前后天主教对西

方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讲，天主教伦理观尽管存在着许多

合理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具有在“正统”观

念下维护传统制度的倾向，蕴涵在天主教伦理中的

传统性常常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总的趋势来看，天

主教尽管也在努力适应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但

以它为核心的伦理观在根本上有敌视或蔑视新生事

物的传统，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这样。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时，这

种注定给人类社会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生产方式对

传统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然而，

按照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这种反传统的新的生产方

式的基本精神却是“离经叛道”的。资本主义在西

方的兴起以及最终替代封建制度是世界历史发展的

大趋势，天主教尽管无法阻止这一趋势，但对传统

的维护势必使它从一开始就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

面。因此，受中世纪封建制度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

天主教伦理，在许多方面不符合体现一种新的意识

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阿明托雷·范范尼长期是意

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出任意大

利首相。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统治期间，范范尼

被流放了近12年。在此期间，范范尼完成了一本

名为《天主教、新教和资本主义》的书，这本书的

出版使他在学术界一举成名。范范尼的基本命题

是，天主教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任何

试图准确地理解天主教和资本主义主张的人，不可

能不惊奇地发现，两种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一种思

想的阐释者与另一种思想的阐释者竭力争夺对社会

的支配地位。我们这里只是再次强调，天主教的精

神气质是反资本主义的，天主教一直反对资本主义

的建立。”@199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诺瓦克出版

了一本名为《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专

著，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天主教

徒”③。在西方学术界，探讨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尽管学者们对

天主教伦理的评判褒贬不一，但天主教伦理观与资

本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长期不合拍显然是其中很多人

的共识。

从基督教发展史来看，新教的出现具有革命性

的意义，它突破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一统天下的局

面，从与传统对立的角度反映出基督教对时代精神

的回应。新教是在欧洲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出现

的，因此新教的反传统本质既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脱颖而出，又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新的生产

方式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最终在一些新教占主

①Gerald J．Rmsello，触撕and European Cu／mre Se／ea／ons

办瓣the Work of饧扁印拓眈镕黼，WI玛bi蝉∞D．C．，The㈨c Uni-

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8，PP．ix—x．

② Amintore Far．hi，饧砘旃c毓，Protestam／sm and＆触m，
I．m{Oll，Sheed＆Ward，1935，P．159．

③Michael Novak，The Ca：hd／c蹦缸and the印眺of Cap／m／／an，

NewYork，The Free Press，1993，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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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拉美著名学者马里亚特吉

指出的：“西方的经验非常具体地表明资本主义与

新教思想的一致。在历史上，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

的精神酵母。新教改革包含着自由国家的实质和萌

芽。新教思想和自由主义分别作为宗教流派和政治

倾向，都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事实

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①显然，新教所体现的

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

种反应，从本质上讲是为这个脱胎于中世纪的新兴

阶级扩大活动范围和最终获得统治地位服务的。当

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各

种因素综合的产物，但新教伦理无疑起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此后，围绕这个命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提

出质疑者也大有人在。韦伯的命题是经典的，但韦

伯的分析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学者们可以对韦伯的

理论构架提出不同的观点，但很难从根本上完全否

定他的这一基本命题，这也就是韦伯至今依然在学

术界享有盛誉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如果我们

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南北美洲的比较时，基督教中这

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二天主教伦理与拉美的文化传统

历史发展到15世纪末的时候，整个世界处于

一种大变动状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赋予西方文

明新的活力，预示着一种更具外延性的新的社会意

识形态将很快来临。民族国家的兴起造成了对土地·

和财富的贪恋，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它们把目

光转向海外，试图通过在海外寻找殖民地来延伸民

族国家所统辖领土的主权范围，寻找新的财富来

源。这样，欧洲之外的地区迟早都难逃被西方文明

征服或入侵的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讲，位于大西洋

彼岸的南北美洲被欧洲国家殖民化具有历史必然

性，但被哪一类型的欧洲国家殖民却是偶然的。伊

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与英国是两种不同类

型的国家，前者天主教居于支配地位，封建制度基

础牢固；后者尽管也实行君主制，不赞成更激进的

宗教改革，但本质上属于反传统的新教国家，具有

一定的自由主义氛围，尤其是商业气氛浓厚，商人

力量强大。这两类宗教伦理不同的国家对美洲的殖

民前后相差1个多世纪，但却植入盎格鲁一撒克逊

传统的北美洲与伊比利亚传统的拉丁美洲以后的发

展道路却出现巨大差异。拉美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克

塔维奥·帕斯指出：“一个是讲英语的美洲，继承的

是奠定现代世界的传统，即宗教改革以及伴随而来

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民主及资本主义；另一个是讲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继承的是普世天主教

君主制和反宗教改革。”②他从不同宗教伦理的角度

对两个美洲的解释尽管非常具有挑战性，但的确提

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重大理论问题。

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到美洲后，西班牙就开

始了对美洲的殖民过程。刺激欧洲人不畏艰险远航

到美洲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狂热的宗教情绪在其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征服者除了对土地和财富的

贪恋之外，还希望把基督教的信仰扩展到欧洲之外

的地区，最终实现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尽管专司传

道的天主教修道士几乎同时与所谓探险的殖民者一

道登上美洲大陆，但很难把两者肩负的使命截然分

开。所有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都是天主教徒，狂

热的宗教情绪和对财富的贪恋欲望在他们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圣经》和枪炮实际成为对美洲征服

的两种手段，前者主要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对土

著人的征服。随着西班牙对美洲广大地区的征服、

殖民和开发，天主教伦理观被包括一大批传教士在

内的殖民者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大西洋的彼岸，

作为一种占据绝对优势的意识形态在殖民地政治和

公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天主教会“为形形

色色的复杂人口提供了精神生活，是西班牙美洲社

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通过与宗教历

法有联系的公众庆典，教会在殖民地社会的公共生

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使印第安人和黑人皈

依为天主教徒，教会扩展了欧洲文化价值观。教会

在教育和公共慈善活动中的作用进而加强了其在不

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③臭名昭著

的宗教裁判所也被教会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美洲，教

会试图以高压手段维护天主教信仰的纯洁性，防止

新教在殖民地的传播。如果那些已经皈依天主教的

当地人不放弃原来的信仰，宗教裁判所有权对这些

①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著，白风森译：《关于秘鲁国情

的七篇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35页。

②Lawrence E．Harrison，Underdeve／opmou／s口State ofM／nd：the

Lat／n Amedom Case，Lanham，Madison Books，2000，P．xvii．

③ Mark A．Buddaolder and Lyman L．Jdamon。Co／onkd Lat／n

Ammica，Secon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94，
p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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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予以严惩。葡萄牙对巴西的征服和殖民化与西班

牙人的活动类似。总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长达数

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天主教作为殖民地唯一居支配

地位的意识形态左右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

宗教本来就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许多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形成，根子就在于

宗教。只要是宗教，都会在教义中向尘世之人描绘

一幅虚无缥缈的“理想”境界，而这种境界从来不

会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人们也无法用自已的经验来

证明其存在，因此宗教从本质上讲无一例外都是超

验的。宗教指精神世界的追求，经济活动指现实生

存与享乐的需要，两者从表面上看各具独立性，但

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完全割裂开来。客观上讲，并

不是所有的宗教与人们追逐的现实利益之间都有着

密切的联系，但基督教的确对人们的世俗活动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宗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明显表

现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根深蒂固的文化

积淀，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必然会有意或无意地

对人们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同

样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影响的

长期作用，在天主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和在新教占

支配地位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出现明显的差异。

美国发展经济学的先驱阿瑟·刘易斯是西方经济学

界探讨文化观念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首批经济学

家之一，他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

书中，把文化影响与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企业

精神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认为，

“经济增长取决于对工作、财富、节俭、抚养子女、

发明和冒险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来自人类

心灵的深刻动机。”①刘易斯进而把宗教看作是对经

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不同的宗教教

义反映和决定了人们对经济活动所持的不同态度，

宗教如果能够促进诚实、积蓄、冒险与合理性，就

会产生积极影响，否则就会相反。刘易斯的研究对

探讨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深有

启迪。

从制度层面上讲，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出

现，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旧的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构

成了障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

它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对旧制度的否定，更重要的

是为经济不受或少受阻碍地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

证。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

印第安人尽管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仍处在原

始社会或原始部落制状态。即使比较发达的几个印

第安帝国，其制度所能保证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能

与欧洲国家相提并论。因此，在欧洲殖民者的眼

中，这是一片未被开垦的新大陆。在某种意义上

说，这块大陆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欧洲国家把什

么类型的制度移植到被殖民的土地之上。当时的欧

洲正处在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时期，新的生产方式

已经初露端倪，而旧的生产方式尚未退出历史舞

台。一般来讲，在天主教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封建

制度的基础比较牢固，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

新生事物的力量居于统治地位。西班牙和葡萄牙便

是这类国家的典型，当它们开始在海外殖民时，自

然会把本国的制度移植到美洲。所以，在欧洲日趋

衰落的封建制度伴随着伊比利亚殖民者的枪炮声来

到了新世界，殖民者实际上把天主教伦理中与资本

主义精神相悖的价值观也带到了这块将要被“重新

绘制”发展蓝图的大陆。经过数世纪的殖民化和殖

民统治，母国的落后制度在这一地区深深地扎下了

根，给拉丁美洲留下了很难磨灭的文化遗产。玻利

维亚社会学家阿图罗·乌尔基迪认为，西班牙殖民

者把本国的封建制度复制到拉美，使之根深蒂固于

拉美文化之中。他的结论是，西班牙的封建主义在

拉丁美洲不折不扣地再现，“由于其具有遗传特性，

这种再现提供了一种差不多一样的生物类似性，既

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境界发生了影响，也对制度组

织发生了影响”。②卡洛斯·兰赫尔是委内瑞拉的著

名新闻记者，他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美洲状况的

书，题目为《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爱和恨的关

系》。他在与新教美国“成功”的对比中把拉丁美

洲的“失败”主要归因于西班牙的天主教文化：

“被一个国家殖民化是拉丁美洲的命运，这个国家

尽管在许多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是从一开始就拒

绝正在出现的现代化精神，设置了抵制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围墙，也就是说，设置了抵

制现代工业、自由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

础的围墙。”③兰赫尔的观点在拉美知识界很有争

①Arthttr W．Lewis，The rheo,r of Econom／c Grou矶，Illinois，

Rich／Lrd D．Irwin，Ine．，1955，P．14．

② Claudio Vdiz，The Centra／玉t孙矗0拥of／at／n Amer／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略，1980，P．18．

③ Carlos Rangel，lhe／at／n Amer／cam：The／r Z僦一Hate Re／at／on-

曲如w／th the Unued States，New York and I．xmdon，Harcourt Brace Jovano-

vicll。1977。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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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但也非常具有代表性，表明了拉美一些知识分

子从文化上对这一地区落后根源的深刻反思。从天

主教伦理抵制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讲，伊比利亚殖

民者的第一条船远航到新大陆就基本注定了拉美历

史的发展命运，从文化上埋下了拉丁美洲经济长期

不发达的根源。

在经历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国家，相对宽松的环

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在这些国家，封建君主制尽管依然存在，但

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封建基础已经开始动

摇。到英国向北美移民之时，旧的统治秩序已日薄

西山，新的制度呼之欲出。在前往北美地区的英国

移民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早已告别了中世纪的封

建传统，商业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所

以，他们在“绘制”北美大陆的未来发展“蓝图”

时，自然会把先进的生产方式注入其中。这就决定

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商品

生产的发展道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指出，

“资本主义随着第一批船只来到了北美”①，美国

“生来是自由的、富裕的和现代的”②。德格勒的这

一观点成为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很多学者的共识之

一。北美许多地区的经济长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

象，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这种结果固然与母国的殖民政策、北美的资源优

势、移民的整体素质等因素有关，但构成以后美国

文化“灵魂”的新教伦理或清教徒价值观无疑在促

进殖民地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新教伦理给美国带来了

资本主义精神，使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

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令人观止

的“经济奇迹”；而天主教伦理却使拉丁美洲长期

走不出封建传统的阴影，在漫长的现代化道路上艰

难地跋涉。制度的不同，自然会使经济发展出现巨

大的差异。即使采取类似的制度，如果不改变根深

蒂固的落后的文化观念，这种差异不仅不会缩小，

还会加大。北南美洲不同的发展经历证明了这一事

实。墨西哥学者卡洛斯·富恩特斯指出：“你们(美

国)从零开始，是一个处女般的社会，完全等同于

现代，没有任何封建的因素。相反，我们是作为中

世纪没落的封建秩序的附庸建立的。”他还断言，

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说在拉丁美洲缺乏发展

的机会，“但(历史)证明它不能消灭封建主义”。⑧从

不同的伦理观念产生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个层面上来

讲，富恩特斯这番话的确值得深思。

三天主教伦理对拉美发展的影响

拉美地区独立后，许多国家的人民在自由派的

领导下，与当时对社会进步构成很大障碍的天主教

会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

中，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拉美得到广泛传播，天

主教会逐渐与国家政治相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也得

到了法律上的保证。20世纪60年代末在拉美兴起

的“解放神学”运动强调对传统的深刻反思，不仅

大大促进了天主教会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开放性，而

且也使新教徒的数量在拉美地区猛增。然而，天主

教伦理并不等于天主教会，人们可以不去天主教堂

懈L拜，也可以不是天主教信徒，还可以改信新
教，但却难以摆脱早已成为其文化核心的天主教伦

理观的影响。因此，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积

淀，天主教伦理在拉美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并没

有由此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套伦理观依然构成了

这一地区文化的主体，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的

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兰赫尔在

批评天主教伦理对拉美地区发展的影响时指出，没

有任何一种制度像天主教教会那样有助于决定拉丁

美洲的发展方向。“西班牙是在基督教和服务于基

督教的名义下完成征服的。征服和殖民化就是天主

教的征服和殖民化。直到19世纪，在这350年期

间，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确立。天主教

既是拉美社会的思想意识，也是拉美社会的支

柱。”④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拉美人，

兰赫尔的批评尽管有些尖刻，但却是来自对现实的

‘感受和体验。

客观上讲，以天主教伦理为核心的拉美文化不

乏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方面，这是这套伦理观能在这

一地区绵延下来的主要因素，也是历史上许多拉美

知识分子对其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墨西哥政治家

何塞·德巴斯孔塞洛斯在其1925年出版的《宇宙之

①Carl N．Degle，Out of Our Past：the Forcea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New York，Hf／_per＆Row，1959，P．1．

② Stuart Bruch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m Earlier America”，in

The 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V01．XLVII，No．2，June 1987，p．303．

③Carlos Fuentes，“The Argument of IJa血America：Wolds for the

Noah Americans”．in Paul M．Sweezy and Leo Huberman eds．，Igh／ther

／at／n Amer／c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3，PP．10—11．

④ Carlos Rangel，7he Lat／n^m日记甜醇：The／r Love—Hate j宅Bf哦拥一

蛳谳the Un／ta／States，New York and London，Hareonrt Brace Jovano-

vich，1977，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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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一书中认为，拉丁美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

陆，原因在于这个大陆比北美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有三个决定性的优势：一是拉美的社会基础是“混

血种族的融合和团结”，而不是一个种族对其他种

族造成不合的统治；二是拉美具有热带气候的优

势，“伟大的文明开始于热带的周围地区，最后的

文明将回到热带地区”；三是拉美拥有一个富有精

神资源的“宇宙种族”，这个种族“将指导和完成

发现新的精神地带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业”。①德巴斯

孑L塞洛斯的观点有些极端，但在拉美学界有一定的

市场，反映出了一种强烈地抵制美国盎格鲁一撒克

逊文化的情绪。在这方面，拉美知识分子的代表人

物首推乌拉圭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何塞·恩里克·罗

多。罗多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在1900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埃利厄尔》的书。埃利厄尔是

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两个主角之一，以潇洒精

明著称；另一个主角名叫卡利班，面目丑陋，斤斤

计较。前者代表拉美文化，后者代表美国文化。罗

多警告拉美人不要“让自己被丑恶而凶残的美国人

的物质力量所诱惑”。他认为，美国是半开化的、

缺乏精神的和文化低劣的帝国。拉美人应该加强他

们的拉丁主义一古希腊主义，致力于诸如艺术、科

学、道义、宗教等精神建设。②这本书以理想化的

语言高扬了处于一种精神境界的拉美文化，旨在与

美国人肆无忌惮地追求物质利益的“低劣”文化形

成鲜明的对比。罗多的描述充满着对美国文化持强

烈批判态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见得符合美国的实

际状况，也不见得有益于拉美的发展与进步，但却

在当时的拉美知识界很有市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在罗多生活的时代，美国打着“门罗主义”的

旗号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干涉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

稍有一点民族正义感的拉美知识分子无不对其北方

强邻的干涉行径痛心疾首，所以他们对美国新教文

化的谴责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显然缺乏对自身传

统的深刻反思，一味的批判美国文化只会加大拉美

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距离。因此，我们在读一些拉

美学者写的书和文章时，总是感到有点“君子言义

不言利”或“重义轻利”的味道。如在拉丁美洲文

化界很有影响的智利学者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曾

对西班牙留给拉美的文化遗产深恶痛绝，认为这是

一种黑暗、迷信、封建主义和不思进取的遗产，只

有通过一场大的社会和心理革命才能彻底消除。他

呼吁西班牙美洲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希望以美国作

为改革的模式。后来当美国开始宣称兼并得克萨斯

时，毕尔巴鄂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开始赞赏

拉美文化的独特性。他写道：“我们地区多少拥有

一种古代神圣的好客精神，在我们的胸怀，有着对

人类热爱的空间。我们并没有失去决定人类命运的

精神的传统。我们热爱和相信可以联合起来的一

切。我们宁愿个人高于社会，美丽高于财富，正义

高于权力，艺术高于商业，诗歌高于工业，哲学高

于教科书，纯洁的精神高于精打细算，义务高于私

利。我们是信仰艺术的人，对美充满着热情，至于

能够产生什么结果全不在乎。”③从毕尔巴鄂这番话

中可以体会出，在他们那一代社会精英中，很多人

特别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陶醉于自我满足的欣

赏，而对与人们实际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物质文化

常常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他们的

思想反映出天主教教义轻视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伦

理观。天主教对人们从事世俗活动设置了种种规

定，不能对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意志提出任何挑战，

试图以满足上帝的要求来压抑人们许多生活需要的

本能，在一种宗教炫耀中以精神的安慰来弥补物质

上的匮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拯救，死后才

能进入基督徒在尘世梦寐以求的“天堂”。用范范

尼的话来说，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因为

天主教压抑了人们对物质财富追求的冲动，试图把

人们的尘世生活引入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④作为

一个意大利人，范范尼长期生活在天主教伦理居于

支配地位的文化氛围之内，他的这番话应该是来自

对现实生活的直接体验。

天主教伦理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蔑视造成了人

们不思进取的心理，形成了人们对工作的惰性态

度，不注重实用技术的研究，等等。所以，在这样

一种文化氛围下，拉丁美洲缺乏“探索或创新，只

是被动的适应。它的一切创造，包括它的自我，都

①Stephen Clissold，Lat／n Amer／ca：o Cu／tua对Oud／ne，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1965，PP．117—119．Quoted in Claudio

№。‰New删of the Gothic‰：Culture and Economy in English

and Spanish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0f California Press，1994，p．6．

②Feinberg，Richard E．，Summ／zry讥the dm硎∞s：o Progress Re—

port，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pril 1997，

p．20．

③ C6sar Grana， “Cultural Nationalism：the Dreams of Sp8n油一

American Intellectuals”，in Lewis Hanke，H／story of Latin American Civili—

zation：Source and Interpretations，v01．II，Bostoll，Little，Brown and Com-

pany，1967，p．309．

④ Amintore Fanfani，Catho／／c／sm，Protestaat／sm and Cap／ta／／sm，

London，Sheed＆W耐，1935，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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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班牙的折射”①。其结果必然是拉美的实用科

学技术水平无法与英美世界相提并论，也很难出现

像富兰克林、爱迪生、瓦特那样的大发明家。在伊

比利亚文化圈内，许多人安于现状，顺从贫穷，把

贫穷作为通向天堂的一种奖励，把发财作为受到地

狱的惩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

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首要前提。在这样一种思维

范式下，人们从事工作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既不

积极主动地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也很难从工作中得

到太大的乐趣或满足。所以他们“厌恶体力劳动、

赚钱、技术技能和非人文主义知识”②。拉美学者

何塞·奥尔特加一加塞特在谈到拉美人的工作观时

指出：“所有我们从事的必要工作对我们来说都是

痛苦的。它们给生活增加了负担，使生活痛苦不

堪，支离破碎。⋯⋯工作者在工作时总是希望，工

作将导致他获得解放，某一天，他将停止工作，开

始真正的生活。”③乔治·福斯特也指出，在拉丁美

洲，“不像居支配地位的清教社会的传统态度，劳

作不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它被视为是一种

必要的邪恶，是人们为生计而必须做的一些事

情。”④把劳作视为痛苦的“体验”造成了天主教文

化圈的人时间观念比较淡薄，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不

愿意当机立断，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

文化”。1908年，哈夫洛克·埃利斯在谈到西班牙

时写道，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今天对当地人和来

访者都很熟悉的特征，即拖延每件事到明天的倾

向。对每一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的明

天”。⑤这在历史上以“臭名昭著的拖延”而著称。

拉美人的时间观念基本上就是西班牙的复制。即使

在今天，拉美人在这方面依然残留着明显的历史印‘

痕，表现出了与现代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时间观。

此外，这样一种不思进取的工作态度也使很多

拉美人不大重视教育。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后，与美

国相比，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文盲率较高的地区

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世纪70年

代初，拉美地区的文盲人数为4 300万，占人口总

数的26．3％。美国人口普查局1969年年底公布的

数字表明，该年度美国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不到15万，而且主要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人口。客观上讲，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全球文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

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拉美地区的形势仍不容乐

观，2000年其文盲人数为3 900万，占总人口的

11．1％。⑥拉美地区文盲率相对较高固然存在着多

种原因，但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不重视教育是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昂内尔·索萨对移居在美国的拉

美人进行了调查，列举了一系列拉丁美洲典型的价

值观和态度，其中一点就是忽视教育。“女孩并不

真正需要教育，她们只要结婚即可。那么男孩呢?

他们最好去工作，帮助养活家庭。”⑦所以即使在入

学率非常高的美国，拉美裔中学生的辍学率达

30％，大大高于白人和黑人。在拉美地区，儿童辍

学打工的比重依然很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

文件表明，2000年，拉美地区的童工数量占5～14

岁儿童总数的17％。⑧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这

些不利于拉美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价值观已逐渐发生

了变化，但依然在拉美文化中根深蒂固，反映了天

主教伦理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成为拉美地区迈向现代化时在人们心灵深处难以突

破的障碍。

与天主教伦理相比，新教的许多伦理观有利于

资本主义发展。如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教导信徒通过

苦身修行来使灵魂得到拯救，引导人们脱离世俗的

生活；新教的禁欲主义恰恰相反，主张信徒必须在

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以证明自己是上帝救赎的对

象。这样一种宗教意识使信徒们富有进取心，工作

主动努力，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看作是被

“上帝选择”的证明。这种伦理观使工作一赚钱一

拯救这种在罗马天主教中受到谴责或不屑一顾的过

程逐渐地合法化。总的来说，新教伦理的确把人们

得到拯救的途径从修道院的苦行生活或虚无缥缈的

“来生”世界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来。新

教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他们的尘世活

动中，以他们所获得的具体成就来判断事情做得正

①Octavio Paz，The￡砌州n抽of Solitude：Life and Thought in

Mexico，New York，Grove Press，1961，P．104．

②Henry毗，m Modernization ofPuerto Rico：a Political Study

of a】Ⅲ咖皤Values and Institu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32．

③ Carlos Rangel，The Lat／n Americans：the／r Love—Hate Rdation—

s坤w／th the Un／ted States，New York and London，mm叫rt Brace Jovano-

rich，1977，P．192．

④George Foster，Calture and Con删t：Amer／ca’s Span／sh Heri—

rage，Chicago，Qtladrande Books，1966，p．4．

⑤Havelock Ellis，The Sou／of Spa／．，Westport，Connecticut：

Greenwoctl Press，1975，PP．391—392．

⑥hap：Hwww．unesco．org hap：／／www．census．gov

⑦Lionel SOBa，The Amer／cano Dream：Lat／nos Can Ach／eve Success讥

Bus／hess and讥Ufe，New York，Penguin Crop，1998，p．2．

⑧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Facts and F／gures 2000，P．16．

hap：Ilwww．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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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与否。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不是对宗教教义

的不折不扣的遵循，而是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

现。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牧师英里克斯·马瑟在

一次布道中宣称，人们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与勤奋

劳动直接相关，“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

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

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

灭。”①所以，来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把在尘世的

成功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拯救，物质财富是上帝对

勤勉者的褒奖，饥饿贫困则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

惩罚，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寡成为判断人们成功和社

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才使

得北美大陆的移民乃至后来的美国人义无返顾地追

求物质上的成功，即使是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

商业资本主义在北美殖民地的确立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渐进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伴随着清教

的外在形式在殖民地的衰落。这一过程尽管给一些

信守清教传统的教徒留下无尽的遗憾，但却是不可

阻挡的历史潮流。科顿·马瑟曾这样说过：“宗教带

来繁荣，女儿毁掉了母亲。”②马瑟可以说是目睹和

亲身体验了这一过程，因此他的这句话耐人寻味，

含义深刻。清教最终没有在殖民地实现复兴，但却

给这块大陆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清教徒身上所

体现出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活动中逐渐

居于主导地位，致使新英格兰等殖民地经济不断走

向繁荣，为以后美国大踏步进入工业社会奠定了一

定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新教伦理在北美殖

民地植入的商业精神成为正在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蕴涵着丰富内容的历史文

化积淀不仅影响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成

为美国以后在物质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有力保障

之一。

四走出文化精神的不发达状态

拉丁美洲经济的长期不发达是众所周知的一个

历史事实。即使是现在，尽管拉美少数国家进入了

中等发达状态，但就整个地区而言，拉美国家在经

济发展水平上不仅无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

国家相比，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暴露出许多社

会问题，仅每日生活费用在2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

就高达1．59亿。许多学者曾对拉美不发达的原因

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影响很大的解释理论，如

中心一外围论、依附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化

理论等。不可否认，他们所开的“药方”的确在很

长时间内影响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有

的理论甚至成为拉美国家确定发展战略时的指导依

据，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

这些“药方”最终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医治”作为

一个整体的拉美地区的不发达“症状”。

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人们通常

用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不过这些指标不是恒定

的，而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一

个社会的文化精神是历史的长期积淀，往往无法转

化成可见的具体指标，但却是很难改变的。无论在

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文化精神在一个国家或

地区发展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拉丁美洲长期

难以走出不发达的状态，显然并不在于这一地区缺

乏如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物质上的必需保障，而

在于从独立以来很长时期没有突破天主教伦理的传

统，没能形成一种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文化精神。

拉美国家可以拥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外在形式，

但西班牙留给这块土地上的文化遗产却很难产生推

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马里亚特

吉指出，西班牙的文化遗产不会使拉美人“清楚地

体会和懂得资本主义和封建制之间的所有差别。资

本主义的道德、政治和心理因素似乎没有在这里找

到适当的气候。资本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土生白人

地主，只有利润观念，而没有生产观念。冒险精

神、创业的劲头和组织能力，这样一些真正的资本

家的特征，几乎都是我们所没有的”。③拉美不发

达的外在形式表现在经济发展上的落伍，但根子却

在“不发达”的文化精神上。阿根廷著名诗人埃斯

特万·埃切瓦利亚曾写道：“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

是不自由的；西班牙的军队不再压迫我们，但她的

传统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拉丁美洲的社会

解放只有通过放弃西班牙遗留的传统才能实现。99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美地区走出不发达的状态首先

在于走出文化精神上的“不发达”。

①George McMichael，Amhdmgy ofAmerican lJZevamre，New York，

MacMillan，1980，p．90．转引自《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8

期，第41页。

② Steph·m Innes，Creat／ng the Commomm龇：the Eomom／c CWzure

o／Pun2an New Eng／and，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5，

P．26．

③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著，白凤森译：《关于秘鲁国情

的七篇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页。

④ Claudio v缸，The ce，ll】诫站Trad／t／on of Lat／n Amer／ca，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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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克在写《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

书时曾到拉美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一些拉美人问

他，“如果马克斯·韦伯是对的，那么拉美是由天主

教国家构成，我们自然就没有机会”。①言下之意，

在天主教伦理居支配地位的拉美国家，永远不存在

着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说法有些极端，

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如果不改变天主教伦理中与

时代精神相悖的观念，至少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是非常困难的。诺瓦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毋庸

置疑，如果拉美普遍盛行的工作伦理观依然继续，

“如果不改变拉美国家政府、寡头政治以及教会牧

师的反商业风气，未来的确看起来相当渺茫”。㈤不

过，想要改变拉美文化中与现代社会发展格格不入

的价值观，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许多拉

美学者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大声疾呼改变拉美

落后于时代的文化观念。如研究中美洲历史的尼加

拉瓜著名学者萨尔瓦多·门迭塔于1912年出版了三

卷本的《中美洲的病态》，对中美洲问题的根源进

行了文化分析。在第三卷中，他提出要进行文化革

命，把重点放到培养孩子的身上，并希望社会科学

家阐明在青年人中培养对工作和成就态度的重要

性。他认为，为了消除中美洲经济失败的根源，我

们应该向孩子们“解释时间与事业之间的必然关

系，尤其是在某些需要依靠科学、经验、坚持不懈

等工作上；向他们解释万事开头难；一个人干事如

果虎头蛇尾，就会浪费时间、精力和经历；正是因

为这一点，人们就有必要在研究打算从事的项目上

要慎重，不要分心，要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到我们

的喜好和厌恶、我们的才能、我们的需要、我们的

激情以及我们打算从事的计划的社会需要”。③拉美

一些知名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致力于向社会提倡

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如奥克塔维奥·马维拉1990年

在秘鲁首都利马成立了“人力发展研究所”，倡导

“发展十诫”，即秩序、整洁、准时、负责、成就、

诚实、尊重他人的劳动权利、遵纪守法、职业道德

以及节俭。④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需要时日，

对儿童从小就灌输进步的价值观不失为一种转变传

统文化的有益尝试。然而这样一种尝试并没有在拉

美地区大规模展开，所以至少在目前收效还不是很

大。不过只要长此以往，坚持不懈，最终通过整个

社会自身的反思来实现对传统的天主教伦理的扬

弃，使其合理的成分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

的文化促进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很难封闭地

发展自身的单一文化体系。天主教伦理对传统的维

护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在拉美国家改革

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天主教也在不断地变革以适应

世界潮流的发展，这一点已在许多拉美人的身上充

分体现出来。再加上与外部世界不同文化体系交流

的加强，尤其是与美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拉美

国家势必会吸取其他文化体系中有益自身经济发展

的价值观念，结果之一是有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不

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观念。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进

程，好在这一进程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拉

美国家必将走出天主教伦理的束缚或者在天主教伦

理中注入新的观念。到那个时候，拉美地区实现真

正的全面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责任编辑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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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2条)

1.期刊论文 龙秀清 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 -世界历史2001,""(1)
    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长期以来是西方学术界激扬文字的焦点.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于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尽

管遭到种种非议与驳斥,但论战双方对天主教伦理社会功能的评判是一致的,都认为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教诲基本还是反对获利动机的.如亨利·皮朗说

,教会"对商业的态度,不只是消极,而是积极的仇视"①.皮朗与其他许多历史学家都引证了教会不许投机和按利息借贷的各种禁令以及有关公正价格的教

义,来证明教会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反对立场.

2.学位论文 梁琼 试论新教天职观对职业伦理的影响 2008
    众所周知，新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等新宗派的统称。西欧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

取代了天主教伦理的统治地位，新教伦理所倡导的天职观把世俗事务看作是个人从事的最崇高的活动，赋予了职业活动以神圣性和崇高性。这种新教天

职观在最初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伦理的形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膨胀、独立，职业伦理受到经济本身的支配，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

程中服从于追逐经济利益或利润这一根本目的，从而造成了职业伦理的道德性质的改变，人们已经不再把工作本身当作目的，而是作为谋生的手段。在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人在思想道德上一定程度上的蜕化和堕落，这就需要重建良好的职业伦理。现阶段，我们仍需要以新教天职观的历史

思想资源重建当代的职业伦理，视职业为人生的生存方式。职业伦理品质的培养一方面需要充分汲取我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西方的文化

资源的支撑。因此，笔者认为，新教天职观所提出的职业伦理规范可在与我国传统道德资源相联接的前提下，为我们所用，服务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

设，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本文总共包括四个部分。论文的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职业伦理的涵义和特征、形成和发展，并指出职业伦理除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

影响外，西方基督教新教的天职观也给西方的职业伦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第二部分讲述了新教改革以及新教天职观的具体内容。在第三部分中，论文

以生命的神圣性和工作的神圣性为神学前提，谈到了新教天职观向职业伦理转化的可能性；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新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讲述了新教天职观向职业伦理转化的必要性。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分析和评价了新教天职观对社会生活的一般影响、对西方职业伦理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以及对当代中国职业伦理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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