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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的宗教人格论 

肖安平 

中国扬名国内外的资深哲学家和神学家赵紫宸博士在谈论人格 

时，非常注重人的一种意识、体验理解和心灵境界及伦理道德，并且常 

涉及《圣经》，结合宗教教义，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因此他的宗教人 

格论成为其人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成为他思考和阐述人格的一 

个重要特色。它对我们全面深入地探研赵紫宸博士的宗教神学思想，开 

掘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释放人性，尊重、建立、健全、塑 

造人格，净化心灵，寻找人生意义，实现自我价值，丰富和发展中国伦理 

学和基督教伦理学，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中国神学家来说，从宗教层面来系统地谈论人格，这是少见的， 

但中西哲学功底深厚的赵紫宸先生跨越东西方文化，将中国伦理、哲学 

与西方基督教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建立了他自己独特的富有创见的人 

格观。本文主要就他从宗教上对人格的论述来探索和解析其人格思想， 

以抛砖引玉，唤起更多的人来研究他的哲学、宗教思想，承传精华，拓展 

未来，并不断探求如何更好地塑造人格，完善人格。 

一

、赵紫宸人格观念所受的影响 

赵紫宸博士很注重人，他努力探求人及人与上帝的关系。他的人观 

是将其用在道德伦理上。人格这个观念，源出西方的现代思潮，被赵紫 

宸用到他的上帝观上。他认为“为一位人格神打开通道，是基督教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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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世界观所作的一种特殊贡献。”①因为人格神从前在中国宗教里是 

没有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比较新颖的。而这一人格神的哲学观念就 

是源自鲍痕(Bordon Parker Bowne)。赵紫宸吸纳了鲍痕的人格观。 

有趣的是，鲍痕的哲学系统其初衷是为要克服美国的实证主义和 

感觉论，却出人意料地几乎可以直接为中国天人一体的哲学学说提供 

补充。鲍痕认为，人有他的自我存在、自我意识和自我支配的能力，但如 

果要和宇宙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就能透过原先的人——上帝相接 

触了。②然而赵紫宸发现鲍痕的概念对于天地间的力量也没有直截了当 

地排除那种非人格的思想。赵紫宸强调人本主义从人道去了解上帝和 

世界。这符合中国的思想。他觉得，人格论一方面体现了基督教的上帝 

观，另一方面也使得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早已存在的思想能贯彻到底， 

达到完美之境。他的人格观念也受到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的影响。 

什么是人格?在赵紫宸看来，人格是意识、自我体验、对当前生活的 

直接理解、抉择的自由和自我创新的努力。他在《基督教哲学》中讲到： 

“所谓人格，必有与我们的人格有根本上相同之点，须要从人的进演而 

认识，不能够从物的广延而察见。”他把宇宙起源结合到人格的观点上。 

创造过程的基础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运动，而这运动不是匿名的，乃是根 

据上帝的人格。“上帝之为人格，还表现他的创造活动。”③他又说：“人 

格是前进的涌起。”④可见，人格与运动、活动、涌起、前进、发展相关联。 

在这个创造的范畴中谈运动、涌起，是和伯格森(H．Bergson)的“生命 

动力”很接近的。⑤同时这也和怀特海(Whitehead)的过程神学相似。 

① [德]古爱华(WinfriedGlU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邓肇明译，中国基督教协会， 

上海，1999年，第126页。 

② Bowne(鲍痕)：《人格主义》，New York，1908，p265． 

③ 同①，第129页。 

④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中华基督教文社，上海，1925年，第135页。 

⑤ Bergson(伯格森)：《创造性的发展》，1912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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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难看出，赵紫宸对人格的理解不是简单肤浅的，也不是抽象玄妙 

的，而是深入的，充满活力的，对人生有一种关爱情怀的解答。他结合了 

哲学和宗教，将哲学的范畴、术语、思维、方法运用到基督教经典、教义 

和信仰上进行探索和思考，发展了他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他不同于别人 

的具有宗教性的人格观。他在谈论人格时，有两大论题是不能忽略的， 

即上帝的人格，基督完善的人格。 

二J二帝的人格 

赵紫宸在神学上尝试符合中国的人本主义，就把人观放在特别重 

要的地位。其核心问题是人同上帝的关系，他拒绝用玄学来谈论上帝。 

他主张，要认识上帝，就只能透过对人的认识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要想 

从人这个方面来理解明白上帝，他所用的钥字就是人格。上帝既然是人 

格，“就不是同人‘完全不同者’，乃是在本质上与人直接相连的。”⑥赵 

紫宸宣称，从人格方面去了解上帝，并不表示上帝不能超越人格，乃表 

示上帝为人所明白。因此，赵紫宸觉得，上帝是人格，是人得以进到上帝 

面前的一把钥匙，是人得以更好明白上帝的一个重要途径。 

人格是人观的一个术语。若把人格放到上帝身上，就需要预先假设 

上帝和人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赵紫宸认为，上帝和人的本质是相同 

的，并以之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他解释神人同性，人就可以直接与上 

帝心灵相通。这种神人关系从《创世记》就传承下来。上帝和人同性，赵 

紫宸所想到的就是本质方面，不是一种灵性化的关系。他指出：“人神是 

一 样的，不过量有差别。”⑦因此，他发现，在神人相通的关系上，虽然人 

的人格与上帝的人格都各自独立存在，但是他指出上帝和人之间的分 

别只是程度上不同，在质的方面是同性的。他指出人与上帝有相似之 

⑥ 同①，第128页。 

⑦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第l26—127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肖安平 赵紫宸的宗教人格论 87 

处，并用传统的术语将之描述为宇宙、自然的统一体。他进一步认为，上 

帝和人同性，这表示人有可能认识上帝，并因此得以确立人生的目标。 

此乃在中国传统中早就形成的见解，是人自己要完成的道德使命。 

在这里，他结合中国哲学来进行思索。中国的自然哲学认为宇宙是 

一 种生生不息的过程。他发现，生生不息这种思想同现代的进化论非常 

接近。两者都看出，自然界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他强调“生命动力” 

作为上帝人格的构成部分，倒是以人为目标。《易经》中早已完成这一 

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然生生不息和创造力量拥有支配 

权，是针对人及他的行为而发的。我们由此发觉，他的神学人观的前提 

正是上帝人格这个概念，及与之结合的向前涌进的创造活动。他认为人 

和上帝同性，是套用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如“天人之贯”所表明的。在其 

神学中，他很好地吸收了中国的人观、人性内容。“人是自然的一分子， 

自然是人的本性；自然与人浑然同体，不过人能尽力实现其道罢了。”⑧ 

所以人不会消失在自然中。自然借其预设的秩序为人定下目标，又施己 

力于人身上，使之达到目的。中国宋儒理性哲学也如此说。它把自然界 

看成驾驭一切的终极原则。自然既是超越的，又是内蕴的，可以在人性 

中作工。不过，赵紫宸用上帝的人格和创造的大能取代了自然或最高原 

则的位置。人在本质上是和上帝结合在一起。他从上帝那里领了召命， 

又蒙赐完成这个召命的能力。 

人可以从自己是人的经验推断上帝的人格。人在自己这个小宇宙 

里认识到大宇宙的奥秘，看出上帝是他的中心点。上帝以其独存的人格 

而包涵每一个单独的我。赵紫宸说：“人与宇宙的大我有心灵上的往还。 

宇宙是上帝的，我在宇宙之内，也是属于上帝的；若我与上帝要有彼此 

⑧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2卷)，1927年第9期，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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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交谊，那么上帝必有些象我，我有些象上帝，⋯⋯我个性中带有 

神性。”⑨虽然同性并不表示完全一模一样，比如量的区别，但它乃有助 

于人和上帝之间的交往。在这方面赵紫宸引用了孟子所说的 “浩然之 

气”以显示出人的特殊气质。对赵紫宸来说，创造活动的涌现，是非常重 

要的，因此，上帝独存的人格既是以本质的所定为基础的，又涌现出创 

造的活动。假如这种涌现停止了，人格便熄灭了。他根据《约翰福音》5 

章17节指出，上帝的创造活动是永远向前不停的，所以人同样有责任不 

停地创造和活动，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这种责任之中。由于上帝创造原动 

力是在爱中作工，使人获救，并与上帝彼此相交，因此，人相应地在行动 

上一样也以爱为基准，用爱来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这种向前涌现的运 

动起初只在人的身上发生，上帝自己的新创造系在一切其他创造之先。 

但这个向前进化的运动借着人的行动继续下去，并越来越成全人。上帝 

的荣耀也借着人的行动得以彰显。人逐渐向前成长，他必向着这个完全 

的人格奋进。正如赵紫宸在《耶稣的人生哲学》中说：“进化的最高点是 

人格，比人格更高更美的成绩尚未实现，我人尚不知其为何物。为人类 

计，舍以上帝为标准，向之直趋而进行，则更无路可走，除非退而为禽兽 

而已。”这里面蕴含着基督教信仰的高峰，正如赵紫宸在《基督教与中 

国文化》中所认为的：“耶稣教人乃以人信仰中所组织所显示的高 

峰——人格为高点，所以说 ‘你们应当完全，像你们在天的父一样完 

全 ’。 

我们可以看出，赵紫宸的人观在形式上采用西方的模式，把鲍痕的 

人格论和伯格森的生命动力运用到基督教神学的架构上，并引伸到人 

观上，但在内容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人格的建立和奋 

力向上的路径，符合儒家自我实现的理想。这清楚表明：赵紫宸要追求 

⑨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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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立的人格实质上讲的就是一种自我实现。如现代概念“建立人格” 

或“实现人格”就用中国古文“尽性”来解释。同时他用儒家《中庸》中 

的“诚”来阐述“生命的动力”和创新运动的关系。“诚者，天之道也；诚 

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他说： 

“人⋯⋯能自尽其性，发展其人格。”⑩《中庸》说：“唯天下至诫，为能 

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 

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段话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赵紫宸的人观。他还分析说：“至诚的心有动， 

动则变，变则化，⋯⋯即是生命扩大的创造。”他把尽性与建立、发展人 

格关联起来，把人格的建立与创新向前联系起来，把向前的鼓动与创造 

行动连结在一起。他采纳了中国人观的基本要素，其人观是积极的、乐 

观的、有为的、向前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神人协作的观点，起初是用来提 

醒人在上帝面前所负的责任。人虽有自由，可选择善或恶，但他要对自 

己的行动负责。 

赵紫宸的另一主张是，“自救之道是会有很多人获得的。”@他指 

出：像孔子那样，永远知其不可而为之，“努力做人”，也就“虽不中亦不 

远矣。”@人只要努力去实现不可能的事，就会达到目标。因为“上帝是 

与人同工的，最可亲近人的。”@所以人有责任全力以赴。他用蜡烛与光 

作比喻，阐释到：“人的光是有道德的光，人格的光。然而光自烛，灯自 

煎，竭人自己的能力，奔赴高标，像蜡烛自己消融，灯油的自己枯涸，然 

后人格始能昭然，无所隐藏。”人的目标就是达到自我的实现，并因此而 

⑩ 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中华基督教文社，上海，1926g，第76--77~。 

⑩ [德]古爱华(Dr．WinfriedGlU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第139页。 

⑥赵紫宸：《基督教哲学》，第182页。 

⑩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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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己，以致天国得到实现。@为了这，人就需要宗教了。但“宗教不 

是魔术，⋯⋯宗教的指示是人自能，⋯⋯苟有不能，人与上帝同行必能 

之，人与同胞合作必敬之。”@ 

赵紫宸讲论上帝的人格的时候，很具体地结合了中国儒家思想，将 

儒家对自然哲学对观念所作的伦理注释和人格概念融合起来，把人格 

放人基督教的脉络中，突出了人的个性。这是其思想感情理解的创新和 

发展。同时他强调人的努力和自我实现，人通力合作和全力行进是不可 

忽略的，正如耶稣留下的两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 

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可12：3O一31)。这充分说明人遵 

守、奉行和活出生命来在信仰中是不可缺少的，《圣经》也说：“信心若 

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2：17)。这也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潜 

力和全力的发挥。赵紫宸认为人与上帝同性，从觉悟与上帝有同一生 

命，人觉悟自己人格里力量能“自创”、“自治”、“自制”，这也是耶稣 

的教训。耶稣常鼓励人要努力去实行，去行善，去爱人。爱上帝就是通过 

爱人来体现。中国伦理、文化也强调做人和行为。由此我们发现，耶稣关 

于人的教训与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训并不矛盾。 

三、基督完善的人格 

上帝在基督里“道成肉身”。上帝既人人生，就完完全全地做人，经 

历人所经历的，承受人所承受的，一点也不推辞。“所以耶稣基督在世 

界，完全是人，无有任何超乎人的特殊权利。”⑩他彻底地担当人生的痛 

苦，并承受得非常深刻。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曾凡事受过试 

探，与我们一样”(来4：15)。他还舍己，甘心献上自己。正如《圣经》所 

⑩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第256页。 

⑩ 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第l54—155页。 

⑩赵紫宸：《成身论》，林荣洪编：《近代华人神学文献》，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1986年 

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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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腓2：8)。 

耶稣完全地做人，满有人性和优美的品德。赵紫宸认为，《圣经》中 

最伟大、最崇高的人格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经训，都集于此为归宿为极 

致。”⑩上帝将耶稣 “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名之名，⋯⋯”(腓2： 

9—11)。他有健全的体格，有热烈丰富的感睛，有各方面的交际朋友，有 

庄严和博大的胸襟，有坚强不屈的意志，有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上帝的 

同在，有虔敬的祈祷，有慈爱，有正义感。他的知与言，言与行，无不一 

致。赵紫宸在讲论“成身”时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止，都是要成全 

上帝的旨意。他成为肉身，完全是人。赵紫宸说：“耶稣之所以吸引我，不 

是他是上帝或上帝的儿子；倒不如说，他支配了人的注意力和兴趣，乃 

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我一听到耶稣宣称自己是人子，我 

就不管这个名词是否还有别的意义，我是高兴的，因为在这里我获得了 

保证，有理由相信他所教导的是真的，因为他有人性。”⑩赵紫宸的基督 

论的基础，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人性的看法，这是他的人观所根据的。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从中国的思想方面去认识耶稣的人性。“相应地， 

他早期的基督论，不过是人观的一部分罢了。”@ 

赵紫宸在构思基督论时，是要重新夺回那个未经篡改的、历史的耶 

稣，那个可以直接同人倾谈的耶稣。他说：“耶稣的基督上帝的色彩愈 

浓，他就离人生愈远。我们今日还能认识耶稣，与他薰习，是幸亏那三福 

音书的存在。我们做基督徒，许多平信徒做基督徒的缘故，是因为认识 

了耶稣，并不是因为认识了基督。所谓玄妙的基督也者，在千千万万的 

⑥赵紫宸：“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林荣洪编：《近代华人神学文献》，第12O页。 

⑩ [德]古爱华(Dr．WinfriedGlU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第141页。 

⑩同⑩，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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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空名罢了。”@这表明他十分看重历史的耶稣， 

不太强调“基督”之名。 

但赵紫宸是不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尝 

试用心理学的方法来重组耶稣自孩童时代以来的发展。耶稣12岁在耶 

路撒冷开始清楚认识到自己和上帝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受洗的时候，耶 

稣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上帝，同时也是真正的人。因此赵紫宸说：“在那个 

片刻，由于他的爱心洋溢，而他对上帝的委身是无限的，也是真挚的， 

⋯ ⋯ 明白到一个真正充满着爱的人，一个完完全全的、彻头彻尾的人 

性，竟是上帝的儿子，⋯⋯上天对健全的人性是非常喜悦的。上帝是高 

兴的，因为耶稣看明白了：他，这个人，因此而成为上帝。”◎在此用中国 

思想来证明，就是：“发现真正的人性就是发现真正的神性。”人认识了 

自己真正的本质，就得到了属神的禀性。人一旦完成了自己为人的身 

份，便达到了目的。他的本性即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要在人里面实现 

自己的本质。赵紫宸设法尽量凸显耶稣真正的人性。他是真人，如常人 

一 样。他是在自己的现实中“感觉到”上帝的现实。@不过，他也说过这 

样的话：“福音书作者没有记录多一点耶稣有关男女之间的教训，有时 

令我不解。”@ 

赵紫宸强调耶稣的人性，与中国人的人观衔接起来。“人性就是神 

性，耶稣在他为人的本质中，清楚显露出上帝的本质。在他这个历史人 

物的身上，人生的责任和目标变得切合实际。不像佛教，佛陀永远只能 

藉如来(T劬agata)那种‘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说不准的状态中现身。 

但耶稣的人性却是确确实实的。在他里面，神性变得具体。佛教只能用 

④赵紫宸：《基督教哲学》，第247--248页。 

⑨ [德]古爱华(Dr．win衔ed Glu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第144页。 

② 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第266页。 

④ 同⑨，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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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认识来谈论绝对的真如(Bhutatathata)，基督教的上帝却在一个 

历史的人物身上成全自己，所以赵紫宸对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的 

兴趣，主要是出于神学上的动机。”@而赵紫宸的救赎论的前提就是耶 

稣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在尘世中为人类闯开一条拯救的道路。可见，赵 

紫宸讲人，不是简单地来讲，而是从多方面，有多种原因，并且很细致 

地、实际地、深入地、全面地来阐明。他认为耶稣是人，跟其他人一样，只 

是没有罪。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地方，也只是在于他实现自己的人性 

上，比他们更加卓越，而这种分别并不是质的分别，只是量的分别。 

耶稣是完善的君子，具有完善的人格。赵紫宸把耶稣当作君子，他 

这样理解具有中国文化的解读意义，对人颇有启发。耶稣既然是君子， 

就与中国的精神世界发生紧密的关系。赵紫宸认为，耶稣是孔子、孟子、 

墨子以及所有圣贤当中最伟大的，他们的追求都要在他的里面得到成 

全。耶稣之所以独特，在于他在一生中把宗教经验的整个深度总结起 

来，并把它转化为道德的意志力量。@ 

对赵紫宸来讲，人格是基督论的中心观点。如此，他心目中耶稣对 

人类救恩所作的贡献与他的神学人观就毫无冲突了。而他的神学人观 

中，基督教人格是其重要内容。他的人格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人观中， 

而且“辐射”到他的基督论中，并且成为其中关键概念，成为基督论的 

基础。这也是他的独到之处。他的人观出于中国人自我实现的思想，这 

借着人格的概念规范了他的基督论。他指出，要形容耶稣，只能用最高 

级的形容词：“他是最美备，最切人生，最有理解，最有能力，最能引导我 

们的前行。” 耶稣因履行道德上的愿望，能彻底顺服上帝的诫命。他是 

完善的儿子。他坚持行善，受试探，并被钉十字架，从而为上帝的国立下 

① [德]古爱华(Dr．WinfriedGlU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第148页。 

⑤赵紫宸：《耶稣的死》，《真理与生命》(第2卷)，1927年第15期，第425页。 

③赵紫宸：《基督教哲学》，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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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赵紫宸认为，耶稣的为人，正是自我努力的最高表达，因为他“日 

日努力，息息自新。”⑤他以创新的行动面对世界，又以负责任的态度维 

护人类，所以他得以立足于上帝自己的存在之中。也是因为这样的缘 

故，他把上帝的本质向世人启露。上帝亲自在耶稣里做工，耶稣的为人 

正好与上帝的人格相符。“耶稣对人之为人所作最大的贡献，是他彻底 

成全了自己的品格。”@他的生命和父神的生命相连。父神通过圣子耶 

稣完成他的旨意。 

1938年，赵紫宸在坦巴林的世界宣教大会上，讲述耶稣的独特性， 

仍以其道德上的完整人格来总结：“耶稣把属灵传统的最佳要素集结一 

身。⋯⋯不是说这些要素是崭新的，乃在于将之集结于一身的这个人。 

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属于上帝的一切都住在他里面，形成他之所 

以为他的主要性格，充满圣洁和爱心。⋯⋯他意识到他那个性格绝不亏 

欠上帝的荣耀。⋯⋯上帝住在他里面，但上帝这样的下降尘世，并不比 

一 个人之达到完全的生命更重要。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很可能藏有上帝 

的火花，有机会燃烧起来而在道德上发出光芒万丈的灿丽。千千万万圣 

贤和先知的天赋，若不成为达致完善的品格，是丝毫没有意义的。” 

对耶稣人格之理解和解释，赵紫宸是大胆而有新意的。尤其妙趣横 

生的是，他在耶稣身上发现许多中国人的特征。耶稣有对世界职责的积 

极态度，且不逃避生活上的种种要求。他赞同婚姻、家庭、国家。不像佛 

陀，他不主张彻底的出世。赵紫宸以儒家为基础来诠译《马太福音》的 

“登山宝训”，“自然会把耶稣变为一个恪守中国传统伦理的良儒。”@ 

对赵紫宸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德都集于耶稣一身，甚至他领受洗礼，也 

⑤赵紫宸：《基督教哲学》，第228页。 

③ [德]古爱华(Dr．Winfri~Glu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第151页。 

③同③，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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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他要守礼。国耶稣并没有回避生活，他完全生活在此岸世界，世界 

成为他的家，他有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 

国者。他虽然要为百姓服务，但他没有把精力耗尽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之 

上，他的胸怀是广阔的，不仅想到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还及于整个人类。 

他的民族意识是由他的宗教思想所塑造。他拒绝对日常事务作直接的 

政治干预。他的行动纲领是“从自己建立人格起，直到解放同胞，救祖 

国，救人类为止。”@因此赵紫宸指出，人格的建立是耶稣解决一切难 

题、拯救人类的方法。 

耶稣的受苦和受死，在赵紫宸看来，是一种美德，表现出一种完美 

人格，是一种英雄式的舍己，并因此达到最终的复和。赵紫宸从儒家的 

范畴来思索耶稣的受苦，具有一种中国化、本色化的思路，易于被中国 

人所理解。耶稣的受苦，如他整个生命一样，是要对父亲尽孝。他选择受 

苦的道路，是因为只有藉他的死，才可以克服世上的罪。因上帝爱世人， 

世人又不领情，他就用舍己来显明上帝的爱。在他的死里他的人格达致 

顶点，而他的牺牲却没有止境。赵紫宸说：“要有权势，有人格的人拯救 

软弱而堕落的人，而不侵犯其自由。⋯⋯此种和要求英雄豪杰为软弱委 

顿的同胞舍生，要求苏格拉底饮毒药，孔丘绝粮，墨翟胼手胝足，摩顶放 

踵，耶稣救主，睁着双眼走到骼髅地的十字架上去!然而圣贤不败，救主 

不死，人类因他们却得到了光明。”@耶稣在此位列中国哲学家的圣品 

中，以自己的生命照亮人生的意义，他所达到的无人能及。耶稣所实现 

了的人格，不仅仅限于伦理化的教训，还表现于宗教的现实，使人类在 

此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他的死具有普遍意义以及属灵意义。他的死彰 

显了上帝，证明了自己是救赎主。“我们因耶稣的死得了生命的了解，人 

④赵紫宸：《基督教哲学》，第225--226页。 

⑨ 同④，第325页。 

⑤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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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统一。若非他死，我们决不会知道上帝的全善与全能；若非这样的 

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决不能得获一个统一的真在做生活的根基；若非 

有这样的生活根基，我们做人就没有满意的意义。”@耶稣是完完全全 

活出一个人来。他能够向人类指出生命的道路。 

在赵紫宸的早期思想感情中，他比较欣赏自由主义神学所称的基 

督人格精神，把耶稣看作完全的人、真正的人，把其神性看作人性之延 

伸来缩短神人之间的距离，求得神人之间的灵性交通与归一。他把以 

“我一你”为特征的神人关系作为最高境界伦理关系。他找到了在人格 

重塑方面中西神学的契合点，即以耶稣为榜样、模范的观念来与中国文 

化中崇尚圣人、争为尧舜的心态相吻合，他将中西神学结合起来，在它 

们结合中有互补和趋同。他说；“人与耶稣的灵相感通，他必要成一个清 

洁、诚实、谦卑、喜乐、忘却了自己，遗弃了恐怖、勇敢地服侍人服侍社会 

的人。我们中国就是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合作，才能团结，才能 

改造社会，不怕强权，不屈不挠，百折不挠，百折不回，因为他们的生命 

是存于宇宙的永久真实中的。”0这种“舍小我”而“为大我”的追求， 

也使赵紫宸不愿局限于“独善其身”的个人福音，而推荐那种与“兼善 

天下”相似的基督教社会福音。赵紫宸指出，基督教的独特吸引力，是它 

“在解释方面最重伦理的方式；在奥妙方面最重灵修的幽潜。”而这种 

“外重道德的行为，内重潜养的幽独，正足对于中国有伟大的贡献。”@ 

赵紫宸对中西神学结合不是“囫囵吞枣”，而是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 

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卓新平指出：“他虽以中国文化为根，却广泛吸收外 

来的营养。他深受西方各种哲学和神学流派的影响，同时以其独特的体 

④ [德]古爱华(Dr．win伍edGluc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第154页。 

⑦ 赵紫宸：《现代信仰的学说与实践》，《真理与生命》(第9卷)，1934年，第2期。 

④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引自林荣洪：《近代华人神学文献》，第425--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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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和整体的把握来有所取舍，充分理解并包容这些神学发展的新动向、 

新思潮。”圆 

耶稣是救赎路上的模范。在基督教救赎论中，耶稣的意义在于他是 

完人的模范。他是人类的标准。对赵紫宸而言，这种救恩要在实际生活 

中发生。谁跟随基督，谁就得到救恩。而跟随主就是效法主，是完成上帝 

的旨意，跟随主的具体表达就是爱上帝，尤其是无条件地为他人牺牲。 

这便是效法耶稣的意思了。在赵紫宸的基督论和救赎论中，重点是在同 

上帝的关系基础上在道德上所达到的自我实现和世界责任。“我的愿望 

向来是和天地间那股创新的道德驱策力打成一片；从开始，藉着耶稣而 

运作的灵一直在创造我们，使我们得以不朽，可以自由参与实现宇宙道 

德意向的工作。这要求我按我所了解的，根据耶稣的启示和我对世界的 

认识，绝对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中。”⑤人的生命升华关健在于“与耶稣一 

块做耶稣”。@赵紫宸觉得，耶稣具有儒家个别特点，且是一位向人指明 

救赎之道的老师。他是站在中国伟大的教育传统中。他教导人顺服上 

帝，并亲自在前面带领人走这条路。他的人格感染着众人。因此，跟随主 

就是效法君子，效法完人。赵紫宸的基督论是一种人格的基督论，一种 

效法的基督论。他将之置于一个特别中国化的架构中，使耶稣在其中不 

仅是一位老师，而且他自己也就是完善的化身。 

赵紫宸是把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融合的一位中国神学 

家，儒家的思想对于他的基督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他的基督论在 

他思索的历程中是有发展和变化的。1927年，他指出：“西方所理解的 

神一人基督，会成为中国人的人一神耶稣；中国人会透过他们的祖宗早 

④ 卓新平：《基督宗教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172页。 

⑤赵紫宸：《耶稣对我的意义》，《真理与生命》，1929年7Yl，第13页。 

⑦ 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第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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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的真理，来了解他和他的教训。”国。 

四、建立人格 

赵紫宸从神学出发，由人观至基督论，人格是其中十分重要的观 

念，其实际果效也是以基督教的道德行为为目的，在于建立完善的人 

格，“同时集合个人的力量来塑造社会和政治的生活。”④在赵紫宸的伦 

理中，他特别看重发展人格和建立品德。他称提出“人格救国”的中国 

基督教男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是把人格建立这种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 

一 个特殊人物，并把自己写的《耶稣的人生哲学》献给他。该书就以建 

立人格就是跟随耶稣为主题。 

尽管“人格”这个名词原来并不是中国所固有的，但其组成部分 

“人”是可过渡到中国的人本主义。要实现人格，可找到中国的说法。虽 

然不能把基督教和儒家的伦理混为一谈，但赵紫宸强调“人”是耶稣和 

孔子相会的地方，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在所实施的伦理生活 

上，他觉得儒家的伦理学和耶稣的道理是一致的。儒家的人本主义与他 

所构思的人观和基督论相一致，他可以从中汲取材料，为他的基督教伦 

理加上中国的说法，使之中国化。如儒家的“仁者人也”，泛指人性和人 

类，讲的是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要发挥其社会功能才能达到最高的境 

界。中国伦理的一切美德全总结在“仁”中，如孝、忠、恕、义、礼、智、信、 

廉、让、勇、耻等。赵紫宸综合了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伦理，把中国对人性 

的这种看法加在建立人格的要求上，并以建立人格为跟随基督的内容。 

他要求建立人格，并不是要鼓吹个人主义。他是要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 

来。他用中国人对人性看法的方式和道德伦理生活的要求来解释、看待 

耶稣的伦理教训，使得耶稣的伦理更好地被中国人接受和实行。他通过 

⑦ [德]古爱华(Dr．WinfriedGlU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第l58页。 

④ 同⑦，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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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伦理，发现它们的相同点。他在《耶稣的人生哲 

学》中说：“耶稣伦理学的要纲，只有一点，就是尊重人格。将这一点推 

移到人人的关系上，则人对于同胞当尊敬，当和睦；男女之间当有忠贞； 

⋯ ⋯ 当爱国，爱人类，爱仇敌，当希圣，希贤，希上帝”；“耶稣看人生是 

真的，看此世是真的。因为人生今世，事事是真的，所以要努力实现真人 

生，发展真自由，创造真人格。”他发现比一切都重要的是人心要“正”。 

他又说到：“创造天国，即是人类创造人格。人类创造人格，是人类创造 

社会，创造文化。没有人格，则万事不得有；没有善良强毅的人格，则社 

会不得调剂，国家不得独立，文化不得开展，人生不得飞扬腾达，自立于 

天地之间。”@他感到，效法耶稣完善的人格就是人类和谐共处的基础。 

他也很关心中国和世界和平。 

他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行动，对世界的积极责任，对人生、生命的 

美好态度及为进步服务。他把其所构思的基督教伦理学的一般前提特 

别运用到基督徒的道德行为方面。他通过对“登山宝训”的诠释，尝试 

为当时的中国找出基督徒要过积极的人生应具备的基本原则。作为包 

罗万象的人生哲学，“登山宝训”成为一系统，规范人生极为重要的领 

域。赵紫宸的诠释所根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基督教和儒家伦 

理之间无分彼此为前提，所以他可以把“登山宝训”的话，随意投射到 

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上，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耶稣对全世界的爱 

成全了，也同时拔高了中国人的理想，如孔子所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 

弟也”。“登山宝训”的要求一般人明白，也不难遵行。“努力发展我与 

人人格的人，得扩大无止境，息息涌起，刻刻创新的生命。路要人自走， 

法含蕴在人心里，开展人心，人物各得其所，而生命实现了。”@ 

⑩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第34页。 

◎同⑩，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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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吸纳了中国传统的因素，并在自己的成全神学中加以发挥。 

他是用真正中国的方式，结合中国的环境和处境，来表达基督教信仰和 

基督徒的行为，如他借用中国古典名词、见解，还创作圣诗来描绘刻画。 

他融贯了基督教伦理和中国伦理，尝试构思了“中国神学”。古爱华博 

士在《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中这样说到：“从他到1927年为止所写的文 

章看来，脉络化的起点是人格的改变，从而达致社会的改变。人格是赵 

紫宸贯通上帝观、人观、基督论和伦理学的概念。他是按儒家人人可以 

自我实现的看法来解释这个概念。人人竭力仿效君子的完善，得以自我 

升华，而达致人性当有的目标。耶稣便是那个‘完人’了。跟随他是效法 

他，这会使个人达到完善，更同时促成一个完善的社会——地上的天国 

的实现。”足见建立人格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可看出赵紫宸通过人格建 

立、自我实现和道德行为实践，初步构思了中国处境下的基督教伦理学。 

五、结 语 

以上针对赵紫宸先生对上帝、基督的人格和建立人格的理解和阐 

述来重点论述他独特的人格观，从中展现他丰富、深邃的人生哲学。他 

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人格观念，影响到他的人观、上帝观和基督论， 

并成为其中的中心观念。虽然在以后他因神学的立足点变换，但他对人 

的兴趣和基督教信仰重于道德行动的观念等还是得以继续发挥，尤其 

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都没有忘记他所追求的基督教本色化、处境化的 

意义。 

他在中国基督教史及中国基督教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努力探索了本色化神学，尝试了中国神学的构思。他的神学起点深受 

自由派和社会福音派的影响，使他得以和中国文化进行融合。但在融合 

过程中，“由于中国的因素过于强大，他亦不免为中国的思想所禁锢。”@ 

@ [德]古爱华(Dr．win衔edGlU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第l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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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强调的知识和行动的合一是对的，而且重视人格，强调道德行动也 

不乏道理。一直到大约1927年为止，他在神学上的基本论题是：基督教 

信仰是人自我实现的指引。他的神学系统构思严谨，观察敏锐，论述细 

致，观点深刻，新颖别致，曾受到赞赏，“然而却未自成一派”。@ 

赵紫宸的神学人格论，受到了中西哲学家的影响，是西方基督教与 

中国儒家文化的融合，是中西神学的互补，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特别贡 

献。它对赵紫宸整个神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神学体系的 

建立以及现在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导意 

义，尤其在道德滑坡的今天它强调建立人格，注重道德行为对人具有积 

极作用。此外，它对西方神学乃至西方关于人格方面的哲学思想也是一 

种发展。 

④ 同@，第168页。 

(作者系中南神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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