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神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仲伟良

内容提要解放神学有关“穷人”、“行动者”、“解放”等要义的意识形态问题，提示宗教不仅是人从当下境

遇生发的终极追求，也是人(以团契方式践履)的现实关怀；作为遭受殖民统治、反对独裁与“资本”奴役，争取

民族国家权益，瞩意宗教革新之特定地区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社会思潮，解放神学在与各色各样意识形态

的)十突和对话之间，体现了基督宗教多元发晨的文化一政治神学转向，其富有特色的释经原则、信仰理解和教

会运动，别开生面地诠释了一些为无神论者所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影响深远地透析出源于宗

教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力量。

关键词解放神学意识形态基督教天主教马克思主义

～种带意识形态(经济伦理)特性且“被马克

思主义渗透”了的神学思潮，缘起于某些神学家注

重“从贫困者角度反思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基

督教)实践”，将现实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的内在特

征加以分析研究，作出伦理学、神学评价，进而“提

供纲领性的(给贫困者以选择权)和实践性的(教

会基层组织中的自治)解答”；①一度风靡20世纪

六、七十年代原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中、南美

洲天主教徒最集中的地区，随后强有力地影响黑

人神学和妇女神学(北美)、民众神学(南韩)、斗争

神学(菲律宾)乃至基督宗教神学世界内外；曾相

当典型地彰显“处境神学”把社会经济分析作为一

种新的释经原则来运用，对应性借助马克思主义

有关人民、阶级意识、社会分析、实践与政治等思

想、方法及语言，阐述并丰富宗教神学的一些重要

概念，提示信仰及其历史需要在本质上有很大不

同的“行动者”试图达到社会正义的目标一致；抑

或，内涵不同的“解放”在当下经济、政治、文化层

面与未来发展间际谋求某种结合的可能性——是
我们遭遇过的至今仍有待深人研究的宗教理论问

题。

关于“穷人”，解放神学认为，上帝在历史中站

在处境困苦的无权者、受压追者的一边；认识上帝
就是实行公义，谴责不义。“我心尊主为大⋯⋯他

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黄

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主的灵在我身上⋯⋯叫

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

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当人

·本文的学术研讨．得到金陵协和神学院陈泽民、奠如喜，许鼎新(犹太教和旧约释经)、王艾明(基督教思想史和系统神学及其研究

方法)等教牧人员的具体指导；也得到南京大学哲学系侯惠勤(意识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老师的具体指导；特此致谢!文中的学术观

点系由作者文贵自负，与上述几位神学研究专家和意识形态研究专家无关。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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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他荣耀里⋯-·-Zi-民都要聚集在他而前。他要

把他们分别出来”——根据人们对公义、对贫穷无
告人的态度进行审判等几段《圣经》中的经文，被

解放神学家宣示和引用得特别多。∞解放神学家

十分推崇《圣经》中有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教

训和以穷人、被压迫者为主的<原始基督教)团契，

重视来自底层人群对教会教义“基督(论)”及其

“福音化”的体悟；强调从耶稣传教开始，基督为消

除贫困压迫与宣布天国来『临而事工的历史具有永

恒价值且获得人类历史的中心地位；解放神学家

主张以《圣经》为武器，对不义进行(旧约)先知式

的谴责，并且与人们特别是穷人的生存状况联系

起来，使他们成为福音的受众与见证者；o解放神

学家盛赞散见于秘鲁、巴西、乌拉圭等教区由教徒

自发组成的一些“政治”意识鲜明、经济互利和生

活自助性质的团体“基督团”(基督教基层团契)，

称他们是教区教会的未来和希望。∞《旧约全书·

出埃及记》记载，上帝通过摩西将囚居埃及的奴隶

引领出来，使其摆脱为奴处境而进入上帝的应许

之地，解放神学所要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神学景
观。

关于“行动者”，解放神学家夏尔指出，只要有

基督徒在体验和思考着信仰，在正义和生活的道

路上进行斗争，就不必担心解放神学的前途如何，

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穷人的未来、人的生命、人类

的解放以及基督徒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作承诺的表

现。@古铁雷斯⑥呼吁，为上帝和贫寒生命的国服

务的团契，“只描述贫穷的状态是不够的⋯⋯”必

须不断调整其“行动”，借助社会结构(功能)和社

会科学工具，加深对穷人的了解，密切与穷人的关

系，神学反思于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穷人团契的信

仰实践之中，力求使这种“反思”成为“改造世界”

的一部分。∞另一解放神学家博尼诺直接援引马
克思关于“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念，指出检验神学的标准

不是正统学说而是正统实践；基督徒不是“听者”

而是“行动者”，只有通过“行动”才能真正了解上

帝的话语；还强调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

知识不是一种理论上抽象真理的沉思，而是一种

对现实反思的具体行动；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

都分享一种人类团结一致的伦理价值，尽管本质

上有所不同，想要达到正义社会的目标却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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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放神学这些倡言“正确实践”先于“正确理

论”，“行道”重于“正统”的行动者，把实践视为教

会信仰的先决条件，把有正确的行为实现真理看

得比有正确的信仰赞同真理更为重要。他们抨击

传统神学是仅代表欧美资产阶级的神学且理论脱

离实际，主张从特定地区的处境出发，真正代表公

义和被压迫者，参与上帝的“历史中行动”，同时在

对基督忠信和为穷人献身这两者辩证的相互作用

中获致“解放的灵性，”⑨真正完成对传统神学观

念的突破和超越，进而“为新社会运动发生发展提

供了前景与动力”。@

关于“解放”，是见诸解放神学家思考与行动

的重大主题。解放神学的“解放”有别于欧洲人的

“自由”追求，也不是“第三世界”的“发展(开发)主

义”之路，而是一种涵盖(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人

类自身解放以及从“罪”中解放，最终达到与上帝、

与他人充分合一的完整过程。衄这种(完整)过程

性质的“解放”被理解为具有相互联系的三重含

义：“首先是从受压迫、受歧视(边缘化)的社会处

境中的解放”，即把许多人(事实上也许是某种意

义上的所有人)从违背上帝赋予生命意愿的社会

一经济结构中解放出来；这还不够，“还需要一种

个人的转化，”凭籍这一转化，人们在面临各类奴
役中，“仍能在内心深处过自由的生括”；再者，就

是“从罪中的解放”⋯⋯只有从罪中的解放，才能

接触到社会非正义和人类压迫的其他形式的最深

刻的根源，“使我们与上帝、与我们的人类伙伴和

解”；就上帝、基督(救赎)、教会、末世(终极)等(系

统)神学论宣示的信理而言，解放神学的主要著述

家认为，人们无论从导致暴力、不公和贫困(的社

会一经济结构)中的解放，还是从“人的转化”(使
内心获得自由，成为“新人”)中的解放，都是神一

人之问团契的某种复合，都是“拯救”的一部分；人

类的全部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拯救史，“解放”只是

拯救的另一种言说；“真正的解放者”耶稣基督既

“创造”又“拯救”，认识基督就是以(一个又一个解
放)行动跟随基督；而信靠基督的真理，就能接受

基督救赎之爱，解放人性、消解罪性；就能从根植

于人性的自私、不公道和憎恨中挣脱出来，最终将

所有人从“罪”及其所造成的不幸的奴役现实中引

领出来，走向不存在包括私欲、贪婪等的任何罪、

完美之地并“体现在人类的各。7／'7Y面：社会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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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与灵、宇宙与人、暂时与永恒⋯⋯”达到“完

整的解放”、彻底的解放，以实现“公正、和平、充满

爱’’的上帝之国。@

解放神学思潮由以发轫的“问题意识”和历史

境况是：当时一些遭受新老殖民主义和军事独裁

政权统治下的中、南美洲国家正处在时代性震荡

之中。一方面，政治和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的

(种族、文化、经济)冲突加剧，重建经济和民主的

呼声及趋势Et益强劲；另一方面，教会内部出现了

改革动向，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梵二会议)后

的天主教界把现代化即向“世界”开放、“赶上时

代”的问题置于界说新的教义之上，教皇保罗六世

的社会通谕“人类进步”则要求形成一种所有人的

发展的“整体发展”。于是密切关注民众苦难的神

学家，以其深入的现实了解和执着的信仰实践，逐

渐认识到先前那种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发展(开

发)主义”理论和预设现代化进程的模式并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必须向造成贫困的不公正社会结构

和制度挑战；他们结合约书先知们的教导以及福

音中灵性和伦理的要求，并且常常把马克思主义

当作媒介即作为运思方法和社会分析的工具来使

用，进而提出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宣教理论和神

学主张——解放神学。

从(基督宗教中的)天主教、基督(新)教神学

理论和教义义理的演化态势来看，解放神学的思

想家是在历史一(当下)世界、上帝(福音启示)一
人(现世生存状态)的所谓历时态与共时态以及

“垂直”与“水平”联系的交汇之处，演绎具有发生

意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其中，有得益于劳申布什

的所有信徒应为正义的上帝国而工作的“社会福

音”(运动)思想；巴特的注重现实(新正统派)危机

神学的信仰实际行动；潘霍华(朋霍费尔)的“成人

世界”、“无宗教的基督教”(价值)、“教会是作为团

契而存在的基督”和强调现实的世俗神学；o默茨

的推崇政治关切和社会参与以及“社会批判和教

会自我批判“的政治神学构想；@布尔特曼主张

的”上帝(在福音里)的行动”和“‘新约’非神话化”

学说；o莫尔特曼的涵纳未来(终极)拯救观念、社

会批判和改造精神、“政治”和实践特色的希望神

学；o有源自与马克思的“交往”(关系)、政治、社

会(学)分析和经济伦理以及恩格斯“原始基督教”

观某种契合所获致的社会关怀意识与宗教政治

(意识形态)新路向；有欧洲“新马克思主义”重新

诠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

的时代影响；@甚至还有对于上溯到启蒙运动理

性主义、康德和黑格尔生前死后的德国基督教批

判及其引发的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占主导地位

的基督(新)教、天主教神学问题危机的一种自我

保护、自我修正、自我发展的回应；一种基于贫困

者和被压迫者渴求解放的神学本色化本土化情

境，兼备基督宗教中的现世进取精神及本真原则

性与信仰团契、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内在统一的灵

活性的宗教变革和创新。

解放神学关注的“穷人”问题，堪称20世纪中

后期至今欠发达国家突出的国际性“社会问题”。

作为问题的症结，国际资本及其变体对中、南美洲

民族国家的掠夺与压榨，全球现代化和(经济)一

体化趋向中的“不对称”发展(“债务”、“路径依

赖”)危机，反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暴力”，以及普遍

主义主流意识对本土文化的异构冲击和消解等

等，这些“物化”世界显于社会现实中的非正义“属

世”问题的根本解决，实际上并不能借助神学，期

许为政治的、经济伦理的和文化的意识形态超越，

成为神学家“解放进程和革命进程的责任心”，而

广义地进入基督宗教信仰实践、信仰内涵、信仰意

义的“属灵”思考，给出“基督徒答案”；同样，“传福

音给贫穷的人”、“上帝优先拣选穷人”等这些源于

宗教(信纲、崇拜、规范、社团结构)，契合终极关

怀，且纯属个人(们)生命超验的信念(默思、灵修、

启示、团契意识等)，一旦外化履践为政治甄别、阶

级分野、善恶辨判和价值选择之类“理性”(主义)

的、世俗的和广义意识形态及社会基础之⋯‘临

在”，则很难使基督徒(绝大多数为穷人)摆脱那需

要(宗教)幻象的处境，进入神学家指称的圣传“新

的公义世界”，并且经历一种“非常不同的现实”。

耶稣基督“偏爱穷人”一二千年了，穷人的境况与

解放程度，至今一如美洲洛基山脉狐尾松4600多

年来的不变模样，并未由于耶稣基督的奔走呼号

(“我必快来”)，甚至蒙难救赎(“道成肉身”)而有

多大程度的改观。穷人与富人、无权者与有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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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问(天赋)地位差异和社会(现实)矛盾的消弭，

在这宗教神学仍然是统治阶级、压迫者、既得利益

集团维系社会结构、目标、基本准则的意识形态统

摄——“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现实之
中，除了从“无情世界的心境”中发出“被压迫生灵

的叹息”和信靠耶稣基督，诉求“引入永恒天堂的

出路”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圣经》说了：“凡是

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解放神学家

所能做的，只是仅仅作为一种神学(信奉)主体“对

正统社会正义观的形成，如评价贫困者的标准、对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否定，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以其独特的背景考察，社会分析和贫

困者参与等手段，揭示了与天主教社会理论及其

个人原则、公共福利和社会团结的互补关系。”∞

因此，他们把“基督教的教义同穷苦人和被压迫者

的生活联系起来”的一种努力，限于(伦理、神学)

“方法和对解放的理解”的典型特征，无法疏离人

们的现实(利益)关切而直接获取信仰(核心)中的

“自由”和肯定(整全)生命的“喜乐”；当然也不可

能突破“历史的先决条件”，在“希望”之外的纯粹

神学疆界，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

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中实现社会改

造”，o不可能确切地进入解放神学家所指称的社

会科学和社会价值(及其活动、选择)领域，以至成

为人们生存处境中追求“现实幸福”摆脱幻景慰藉

的“历史需要”和目标清楚的社会运动。于是，“穷

人”的问题仍然长留在穷人们的当下世俗世界里，

而穷人优先被“拣选”的(灵恩)祈望，却被神学家

的福音传送，带到那终极的、渺茫的、“永在”世界

的“上帝应许之地”。四

解放神学的“行动者”，是又一个革故教会、鼎

新信仰，并以拯救的圣礼和解放的记号见证上帝

法则的意识形态问题。教会“作为团契而存在的

基督”，没有“救赎专利”，却是人类历史中标志上

帝之国的、看得见的、真正的物质形式；信仰——

则是内含时代基质的人性与奥义意识形态特性的

互动。“人子若被高举”，教会与信仰就(以其特有

的凝聚力号召力)吸引万众跟随基督并从上帝

(神、天主)的创世和救援之爱的历史流溢中，受授

新生命存有的时机和(启示以)自由意志，又从自

然一人、人(的人)性～(个体)生命的完整性的融
贯出新过程中，积极生成现世前行的方向和终极

关怀的择许，而不致被“宿命”、“历史决定”等消极

力量所束囿。@由此，解放神学所谓以行动对抗弥

漫于整个文化中和压榨人的“各色各样结构”，变

革现在这个“非人化社会的基础”；“分享人类团结

一致的伦理价值⋯⋯达到正义社会的目标一致”；

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相结合的“必要工具”

用之于贫困者本身和与其直接相处者的感受；以

及“宣告福音”不能止于口头，还要见诸行动；要把

教会办成“新的彻底为社会成员服务之地”等等团

契原则和践行主张，可以说是对天主教会近现代

僵化传承、缺乏同情心、文牍主义之类流弊的生动

反拨，也不失为“教会(和圣事)之外无救赎”及其

偏狭“敬虔主义”、信仰私人化的一种宗教(之社会

实体及意识形态)超越。就基督宗教本身构成的

几大要素：圣经福音宣解、教会牧灵活动和(时代)

社会态势策应而言，“行动者”显明其神学信仰价

值的是：“它⋯⋯采用观察一判断一行动三部曲，

因而具有三重促进功能：(1)进行非神学的社会分

析，其中为了解释不发达，首先是借助依附理论，

转而：N-采用一种更细化的分析手段来考察内在的
和文化因素。(2)作出神学的说明，并结合运用上

帝之言的圣经和教会习俗，追随犹太一基督教的

解放传统。(3)最后是在宗教实践中贯彻这种注

释，推崇一种与信念相一致的‘解放行为’(转变信

仰、主张社会公正和博爱)”。@在20世纪后半叶

现代社会学、伦理学、自然N-学、哲学、神学甚至马

克思主义(及反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风起

云涌、相互激荡的特定时期，第三世界经济、政治、

文化、公共管理(如宗教事务)、种旗(族群)等社会

问题复杂纷陈积重难返的特定地区，解放神学的

“行动者”，以他们特有的类似“弥赛亚”的社会救

赎观，突破传统神学积聚的意象、经验和方法，难

能可贵地将正义、人权、自由、和平、解放，爱乃至

(天主教传统)家庭维护、公民平等、种族平等(如

黑人地位)、性别平等(如妇女地位)诸类人问诉

求，富有特色地奉献为“上帝国”与基督徒之间、

“神学界”(团契)与“世俗界”(社会)之间的现实批

判和未来景观的基督徒人性灵性价值的新的聚舍

重构，且把一种去除抽象的(神学形而上学或)理

性主义和“私人化”倾向的“信仰行动”推及基督宗

教(新正统、福音运动、基要主义、世俗和文化、希

望与激进等神学流派)多元发展中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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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过程，使多达两亿之众的、历史上曾被殖民者

“圣神与火”洗礼“归化”的印第安人基督徒成了神

学革新、社会关怀运动的亲近者和积极参与者。回

就这样，一种变革性的、价值多元化的新锐力量跃
上历史舞台，惊憾世界。

尽管解放神学运动并没有在经济、政治的解

放起点与福音本质的救赎终末之“在途”真正着落

急进宽广的视野、灵性奋兴的策动和上帝圣言的

荣光，也不可能比马克思所揭示的变革(资本对劳

动奴役)导致人们“边缘化”的社会条件之主张更

能清除“结构性的罪”即一切经济、政治等社会现

实问题的最终根源，但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在与各

色各样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话之中，出于对“道

路、真理、生命”信仰象征的关注和播扬解放信息

的神律性渴求，透过民族(国家)经验进入神学(处

境化)创造，并且试图就改变人们不幸现状、建立

新的道德秩序与上帝应许的选择性社会价值以及

人的尊严和自由提供基督宗教的依据；∞适时提

出了关涉基督宗教根本的“未来”(终极追求)问题

与人和社会“解放”的(现实关怀)问题；o上帝国

那种完满、完善、美好、自由的神圣图景，成了满腹

怨恨的世人的“叹息”、“抗议”和“精神”归依；马克

思关于社会罪恶的私有制基础的社会学经典(分

析批判功能意义上的)理论，则转化成信仰和被信

仰的一种义理；进而，信仰、历史需要及“解放(内
涵理解)”不同的行动者的(本色化)行动，因着“耶

稣一马克思”之间的某种通约性，一度内生出具有
历史公倍力的精神权威；特别是有关“穷人”、“行

动者”、“解放”等要义的意识形态问题，提示宗教

不仅是人从当下境遇生发的终极追求，也是人(以

团契方式践履)的现实关怀；其富有特色的释经原

则、信仰理解和教会运动，别开生面地诠释了一些

为无神论者所忽略的马克思恩格斯立场、观点和

方法，影响深远地透析出源于宗教政治中的马克

思主义精神力量。

如今，解放神学，连同那个“解放”社会思潮先

后伴生的“巴黎学生运动”、切·格瓦拉“丛林游击

战”、托雷斯式的“天主教徒革命”及其时代背景，

都成r上个世纪渐逝的历史回响；而新世纪甫始，

全球贫富悬殊依』日、罪恶非正义肆孽、大小战争频

乃且纠缠着不同甚至对抗的政治、文化(宗教)、道

德等多种意识形态；如何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平

等、和平，求取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使崇高、伟

大、神圣的理想和真理成为引领我们正确“改造世

界”的“活的灵魂”、方法和(实际可行的)“道路”，

有待于包括我们理论研究者在内的“从事实际活

动的人”的进一步探索。唧

①o@参见[德]恩德勒等主编《经济伦理学犬辞典》(“解放神

学”条目)。乇淼洋等译文主编，李兆雄、陈泽环翻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由德国赫德出版杜授权出版)2001年版，第56、57

页；另．文章开头的“(基督教)”指的是包括天主教、基督(新)

教、东正教等在内的基督宗教。

②分别见《路加幅音》第1章第46—53节、第4章第18节，《马

太福音》第25章第31—46节；另：丁光训主教在思考中国基

督教(新教)神学思想建设时，一度关注过解放神学。他曾经

指出：解放神学突出和强调《圣经》里面出埃及这件事；解放

神学的代表^物古锹雷斯更关心的是世界上穷苦的人、受排

挤的人、被疏远的人、被^践踏在脚底下的人，并认为上帝偏

袒世界上的穷人，出埃及就是表现了这一偏袒；解放抻学家

引用《圣经》中“四福音书”的经义特别多；见《丁光训文集》．

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一190页。

③关于解放神学所推崇的耶酥教训和原始基督教团契，正如解

放神学家博夫所评述的：解放神学并没有提供真正意义上的

枇学纲领，而只是一些关于解放条件构成的神学探研；解放

神学家都承认基督的神圣性，耶稣蒙难救赎的价值以及天国

福音在祈望者身上的可发现(《圣经)提及，圣言成了血肉。

寓居在我们巾阃)；但是他们从实践出发的事实，又使得他们

因强调现实中的社会领域和政治因素的差异而发出不尽相

同的声音，参见A1蹦T．}kr,rMlv，S J，l／bevy／on矸mL·甜：A

Doagnergary H／story，New York，Maryknoll(Orbls Books)1990，PP．

415—4坞。另，关于耶酥基督在历史中的地位；基督(耶酥)是

解放者；以《圣经》为武器，投身于中、南美洲的社会解放思潮

(运动)；要象耶酥基督那样关注世人尤其是穷苦和受压的人

一类问题，解放神学家中，博夫、塞贞多、索伯里等人有一些

较集中，较接近的论述，甚至欧洲新教神学家奠尔特曼在与

解放神学家(如博尼诺)的对话中也多有涉及；其中作为解放

神学最早的学术著述之一的(关于解放者的)“基督论”，是博

夫在1972年用葡萄牙语发表(后被美国纽约马利诺外邦传

教会于1．978年详成英语出版)的，他在著名的穷人团契“圣

方济各会”与基督“拯救与解放”等论说方面的影响较为突

出；分别见：Leonaid0 P,off“Toward a ChrlstolcEy 0f Liberation”

(1972)，Alfred T Henley，S J．，厶蛔u咖卯一sI【I；y：A胁一
m口mFy Hi,wry，New York：Maryknoll(Orhis Bod<s)．1990，PP

159--162；蛔L“B se目Ⅱ山，S．J．“1hltI∞崎鹧dLiheratlcn”
(7Fo瑚to，March 22．1983)：A】蒯T．Henley，lhid，PP．35卜362；
JWgen Molm瑚n“An open LetterlokMignezBmino”(March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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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堡塑兰塑壅堡墅查囹墅——————————
1976)，m汩，PP-195—204．

④⑤参见段琦、陈东风、文庸著《基督宗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年版，第233、240；252页。另，“政治”在这里主要指欧美

语境中对应于“私人”一词的“公共的。公民的事务”，而非议

语语境中那样带有独断论的意识形态规定，见刘小枫著《走

向{‘字架上的真》，三联书店J二海分店1994年版，第230页；

关于“基基团”，古铁雷斯视之为“拉美穷人教会出现的标

志”．称赞它是处境化基督宗教“社台生命力的重要来源”；古

铁雷斯多次提到“基基团”作为“解放过程中的教会”，开辟了

追随耶酥基督的道路，是“教台真正的希望”。《解放神学》

(修订再版)第Ⅻ页，参见并转引自段琦撰《古铁雷斯》，傅乐

安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版。第416、419页。

@关于基督徒体验与思考其信仰及在正义与生活道路上斗争

的承诺、表现，天主教神学家古铁雷斯与新教神学家夏尔

(Pabk彤ch刊)有相似观点．古铁雷斯在回答——当下的秘鲁

人做一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他自己设问的问题时，认为

做一名基督徒就古纳一种见证J二帝之爱及传送福音的坚定

信念，一种爱的具体表达和对那些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的承

诺：就是意味着用言辞和行动宣布生活其巾的社会种种缺失

和不公正的死r=的消息，见：cu出帅Gu6err跫，“Ctitiel．maWill

Deepell．cl啦Lilmalion T捌。酽’(鲫m_I-}．口14，1984)，Alfred
T Henley，S J，Ⅱkm／kgogy：A DⅪw目m H,§tmy，

№w、／ork：b,恼yknd|(Olbls Bo出s)，1990，p 419

⑦段琦撰：《古铁雷斯》，见《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

398--4m、408—411；另参见《人文百科全书大系》．中国太百

科垒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博尼诺：《革命情境中的神学》，费城．1976年版．第109页；

另．博尼诺在他所著《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相互挑

战》一书中论厦，同为“行动者”的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的

(“团结一致的爱”)力量源泉却不相同；而另一解放神学家米

兰达于他的(马克思与圣经)一书中就试图证明马克思与《圣

经'(中教训)在断言上帝是受压迫人的解放者这一点上的亲

密联盟是合理的；以上转引文参见施船升著《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及其相关动l句》，四川人民出版社i998年版，第216—219

页。

⑨参见《人文百科全书太系》．第172页；《基督宗教学》，第236、

237页。

@这里指的是倡导并全面阐述解放神学的秘鲁神学家古铁雷

斯，见Jdan R．potten铲r，ThePoEt／ca／脚矿L／bena／埘7h即南一
gY％删a Recon,m'"彳划Va／nes and洲Sden∞the
U．ited S啪腮dA，附i∞：S龇eU瞄ve商¨ofN删York P瑚8．1989，

pp．13一14

o关于“解放”，派别各异的(解放)神学家观点不尽一致；即使

同一神学家，在不同时期(如古铁雷斯、博夫等1960年代末

1970年代初与1980年代中叶以后比较)就有很大的不同；但

在廓扩丁的神学要义上，解放种学家(及其包括妇女解放、黑

人解放的道义论、神学论)的“解放”，一般被指称为针对当下

的社台现实，为消除贫困和压迫，寻求正义、爱及和平的终极

关怀而聚合的天主教社会理论与社会价值论的、意识形态

(经济伦理)维度的敉灵反思和(基率)信仰实践。上述观点

主要得益于《经济伦理学大辞典》．第拍、57页；另见《古铁雷

斯》，第420—429页；见／2bena／on Thedogy：A‰Ⅶ删如一
tory．pp 159--162；LeOll州O B廿．“n赫孵of珑8 B诎．Oath：

Charlsrn肌d Po'w'er”(September 7，1984)，玷id，PP．431—q34；H盯-

哪Cox，“OT嗍“Ih商啦”(t988)，lhid．P．435；Alan
Riding，“Pwe Shift8 Brazilian oaurch to F,i出”(JuIle 8，1988)，

lhid．D 530；见The Political Theoq ofLib髑出傩Theolo舟,TowadⅡ

R—vergence ofSocial"’『alues andSocial science(导语部分)，PP

l—_9

@参见《人文百科全书大系》第172页；另见段琦：“解放神学的

发展变化”，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二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54页。

@参见胡斯都·L．冈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陈泽民、孙汉书、

司徒桐、莫如喜、陆俊杰译，金陵协和神学院(经原出版者

Abln回don P礤8授权在中国)出版发行，2002年版．第1047—

1049：1093—1101：1108—11lO页。

@参见卓新平著《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E海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3】卜323页。
o参见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何光

沪译．四川人民出版杜1999年版，第740—763页；另，刘小枫

把布尔特曼的“新约非神话化”称作“解神话”学说．认为这种

(后来影响解放神学的)学说(及其引起的争论)，关涉到基督

教传统信仰的基础——对《圣经》的理解，见刘小枫著(走向

十字架上的真》，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版，第106—132

页。

o参见卓新平著《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版，第291—297页。

@“新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试网循马克思思路建立新意识

形态(即新宗教)；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科学而非意识

形态(《保卫马克思》一书巾，指称存在于宗教里的意识形态

为表象体系，个人们在这个体系表达的不是与他们存在条件

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又如置身国际共

运、社会民主活动及与基督敦神学对话的布洛赫等人——都

对解放种学产生了可观影响；上述除括号内为笔者夹注外，

余参见施船升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中的简

约概括和精要说明(第218、224、225页)；另。东欧“实践派”的

《实践》杂志的积极合作者布洛赫、弗洛姆、阿尔都塞等重新

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多个领域。也

兼具神学、语用学、一般杜会科学研究的背景和影响，参见黄

继锋著《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

10、n页’唏_洛赫对解放神学的髟啕，还可进一步参觅卓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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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当代西方新教神学》．第292--293砸；另．一些宗教研究学

者认为，渗透于解放神学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

义观点是被法兰克福学派注解转义过的马恩观点，这在傅乐

安主编《当代天主教》一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142

页)中，分析和转述诸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天主教会的对话、谅

解、和解时也有涉及。

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2页；第4卷．第474页。

0这里引用丁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准，思商蕃经学会版《圣经》中

的话语，见《路加福音》第3章第6节；问一章节内容，在中国

基督教协会印发的(1998年神版)《圣经》中是这样说的：“凡

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愚”(“神”|也可称上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o关于贫富对立、苦难^得救和恩典祈望这一类“穷人”问题，

马克思在论犹太精神时指出，基督宗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

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

只有在基督宗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代之以利己主

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

的个^的世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A民出版

社2002年版，第196页；劳什布什认为，虔敬的、个人主义的

慈善行为，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方面是多么地无效，⋯一应

采取彻底的社会解决方法。参见(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第

521页；布尔特曼主张接受关于一卜帝在耶稣里行动的某些历

史事实，|司时又主张或接受关于耶稣的不受协史检验的某些

事实。他的所谓“隐蔽的、佯缪的上帝”所带来的信仰和历史

的生存主义种学难题，在很多信徒身上激发起积极反应。参

见《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76卜一763页；潘霍华在哀叹路

德关于“惟有恩典”的原理——对路德来说，这个原理是对苦

恼斗争的答复——变成了一个使我们无须去斗争的教义的

那种方式；指出“廉价恩典意味着，恩典是一个教义，一个原

理．一个体系“。参见<基督救思想史)第11138页。

@解放神学的一些著连家在牧灵实践的神学反思中重读(圣

经>，对马太福音、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希伯来书、加拉

太书、以弗所书、启示录等所训诲的教会(厦至耶酥基督核心

信仰)的团契物性、形式(形象)、概念、娄比及其中的观实性、

行动性、完整与丰满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上帝(应许)的

(信仰行动)现世性、救赎的历史特性即解放的过程(把历史

当作另一部圣经、将福音变成社会行动等)有着类意识形态

的经验见解；参见Alfred T H咖udly，s J，肼僦妇E／'heo／o-

尉：A DoeanMntar)．／／／幽ry，pp 162、356、415、423、434；<古铁雷

斯)第380页；另比照参见[俄]索洛维约夫著《神学政治的历

史和未来》，华夏出版杜2001年版，第282．--284丑f；Jd,n R．

Potlenger，'／'he Political z咖ofLiberation ne口如州，PP 5卜52．
@后来的尼加拉瓜革命与接替“桑地诺民阵”之政权的左倾倾

向，数量猛增至4 5亿的基督徒(《大英百科全书)1996年鉴

统计)，信奉解放神学的平民总统查韦斯(委内瑞拉)执政的

“共产主义”色彩，“波利瓦尔”大拉美共和思想的宏扬及至21

世纪今天徘徊于巴西、阿根廷、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委内瑞

拉、巴辜马诸国的“亲社会主义”、“左转”、“新时代模式”之类

政治迹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呈显这～“被马克思主义渗

透”了的神学社会关怀运动的深远影响。分别参见陶理博士

主编《基督教二千年史》。李伯明、林牧野台译．台北：海天书

搂1997年版．第634、668、669页；<参考消息)2003年4月21

日转载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考”；索萨著《拉丁美洲思想史

述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5、400--41]5l

《中国时报)2003年5月27日新闻分析“社会患不均拉美继

续向左转?”。

o有学者在分析尼采对基督教攻击的时指出：事实上．基督徒

生话的道德理想，是一种从未成功地转化为行为习惯道德的

理想道德；解放神学思想家想要建立的道德秩序，实际上就

是这种理想道德；比照参见[英]奥克肖特(巴比塔一论人
类道德生活的彤式)，载《世界哲学120co年第4期。

@这里套用马克思对基督宗教(的新教改教运动)一种评价

“⋯⋯即便没有正确解央问题，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参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0页

作者简介：仲伟良，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

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意识形态一基督
宗教研竞方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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