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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美国虽然是一个具有新教价值观的国家, 但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新教价值观的特性孕育了美国独特

的民主、自由理念,同时基督教共同的伦理道德保障了美国的社会秩序。其中的诚信伦理是法制运行的基础 ,服从

观念遏制了社会反叛行为,博爱伦理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和社会矛盾的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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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美国同时也

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样一个由各种移民组成的多

样化的社会里, 民主与权威、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

会的矛盾如何化解, 法制如何得到有效执行呢? 美

国学者亨延顿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比较典型:  宪法的

制订者相信,他们正在建立的共和制政府, 只有深深

根植于道义和宗教, 才能存在下去。在美国颁布宪

法后半个世纪,托克维尔指出,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

宗教是 !维持共和政体所必不可少的。∀ # [ 1] 71- 72为什

么宗教是维持美国民主共和政体所必不可少的呢?

笔者以基督教伦理对美国民主机制运行的支撑作用

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一 � 基督教的诚信伦理是法制运行的基础

从美国历史起源可以知道, 美国最初就是由在

英国受到宗教迫害而逃到北美的基督清教徒移民建

成的。清教徒在祖国受到迫害, 想以自己的方式去

敬拜上帝,所以美国信念的主要思想如个人主义, 自

由主义,民主、平等观念等几乎全都源自新教。  新
教强调个人良知以及个人直接从圣经学习上帝的真

理的责任,这就促使美国人笃信个人主义、平等以及

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 1] 58但新教仍是

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仍以 ∃圣经 %为权威经典, ∃圣
经 %及其宣讲的伦理道德对清教徒的约束与所有的

基督教徒都是一样的。早期飘洋过海来到北美的清

教徒就是以 ∃圣经 %和基于在上帝面前订立的  五月
花号公约#等契约为依据制定法律和建立共同体的。

如:  康涅狄格的立法者们, 在制定刑法时,他们想出

一个奇怪的主意, 从 ∃圣经 %里找来一些条文。#  接

着,有十条到十二条是逐字从 ∃申命记 %、∃出埃及

记 %和 ∃利未记%抄来的同类性质的条文。# [ 3] 42  在今

后,依据本契约, 随时随地, 在认为符合殖民地一般

幸福的情况下, 制定公平正义的法律、命令, 制定宪

法,组建公职机构, 并且, 我们宣誓将服从这些法律

和公职。# [ 4] 30由此可见, ∃圣经 %和  契约 #对共同体
成员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共同体成员遵守法律是以

宗教诚信为基础的。而  最早来北美的定居者带来

的文化,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 它一直是 (美国 )

文化的核心。# [ 1] 51
即便是今天, 美国仍是一个基督

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美国的基督教徒占全国人口

的 85%左右。# [ 2] 35因此, 基督教的诚信伦理对美国

社会主流思想的控制是绝对的。

诚信包括忠诚和守信, 它奠定了基督教伦理的

基础。 ∃圣经 %中无论是 ∃旧约%还是 ∃新约 %都是神

与人订立的盟约, 这种盟约的订立就是建立在诚信

的基础上的。∃旧约 %是耶和华神与犹太人的祖先
亚伯拉罕订立的盟约:耶和华神保证亚伯拉罕的子

民繁荣昌盛,而亚伯拉罕保证他的后裔只信奉耶和

华为唯一的真神;如果犹太民族违背约定, 耶和华神

就会将所保证的赐福收回并对其施以惩罚。可见

∃旧约 %通过神人双方约定的方式承诺彼此忠诚。

∃新约 %则是神与全人类的约定, 将这种盟约道德扩

大到全世界的范围。以人与神之间的诚信为基础,

基督教进一步将这种诚信道德扩大到人与人之间。

 摩西十戒#集中体现了这种诚信观: 前四条强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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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的忠诚,不可有别神;后六条强调人对家庭和对

社会的忠诚,如孝敬父母、夫妻忠贞、不可杀人、不可

偷盗、不可贪心、不可作伪证等。这种以神人约定为

基础的诚信伦理全面地规范着基督徒在家庭和社会

上的行为,使个人在追求自由、平等时, 有着强烈的

由神律转化为自律的约束, 不至于盲目追求个人自

由而置社会伦理于不顾。

基督教培养个人诚信从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诚

信开始。社会是由家庭这个细胞组成的, 家庭秩序

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 夫

妻诚信是家庭稳定的关键。基督教非常重视婚姻关

系,将婚姻关系比喻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强调夫妻

之间要以诚信为基础,彼此忠贞和爱护。  你们作妻
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

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

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

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

教会, 为教会舍己。# [ 5 ]以弗所书 5: 22- 25

因此,基督教反对婚姻不忠。在旧约圣经的摩

西十诫中就明确规定:  不可奸淫。#
[ 5]出埃及记 20: 14

并在

∃撒母耳记%中记载了大卫犯奸淫罪所受到的惩罚;

在新约里更将犯奸淫与侵犯主的身体联系起来而抵

制,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
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 #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

以外, 惟 有 行 淫 的, 是 得 罪 自 己 的 身 子。#
[ 5]哥林多前书 6: 15, 18

同时,基督教也反对离婚。新约马太福音里记

载: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酥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都

可以休妻吗 #耶酥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
造女,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

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 夫

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了。所以, 神配合的, 人

不可分开。# [ 5]马太福音 19: 3- 6
使徒保罗也讲:  丈夫当用

合宜之分待妻子, 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

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

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因此, 夫妻不可彼此亏

负。#
[ 5]哥林多前书 7: 3- 5

对婚姻不忠和对离婚的反对, 既有利于家庭健

康稳定,也有利于忠贞、诚实、守约等良好社会风气

的形成。因此,家庭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础,因为结

婚如同立约,轻易背叛和离弃等于毁约和失信。托

克维尔就认为正是宗教伦理影响了美国的妇女, 进

而稳定了家庭秩序,然后,美国人将这种对家庭秩序

的爱好带到了社会,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
[ 3] 337- 338

林达和于歌都认为, 虽然人们从一些宣传渠道

对美国的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留有深刻印象, 但这种

宣传有些被商业意识放大了, 现实中的美国人并没

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行为放任。
[ 4] 40- 41, [ 6] 29- 31

这与

我的观察基本一致。记得在美国培训期间, 有一位

学员跟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  你不觉得夫妻生

活几年就很腻了吗? 你们美国人怎么看待离婚的? #

这位老师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与丈夫结婚多年, 至
今天天处于热恋之中。我丈夫洗衣、做饭, 什么都

干,他是家里的长子,他妈妈把他教育得很好&& #

难怪托克维尔也讲:  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尊重婚姻

关系的国家,美国人对夫妻的幸福也持有高尚和正

确的看法。# [ 3] 337

家庭和社会诚信的建立是法制运行的基础。虽

然美国是一个法制完备且讲求法治的国家, 但其法

律仍然有空可钻,因为法律的执行终究要人来遵守,

如果民众没有遵守法律的习惯和自觉, 再完备的法

律也总是有漏洞可钻,惩罚的手段再严厉, 也还是防

不胜防。比如,林达就讲过,华人餐馆老板就敢违法

雇请没有正规手续的非法人员打工,从而压低工资,

而美国本地餐馆老板则不会这样做。
[ 6 ] 5
孔子也认为

严厉的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遏止犯罪的作用,

而应该加强国民道德。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

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7]美国多

数人并没有去钻法律空子的深层原因还是因由诚信

伦理培育的守法观念在起作用。如: 美国商业信用

工具十分普及, 信用卡、支票等使用十分普遍, 网上

购物频繁,但少有欺诈行为;大小商店都实行一定期

限的无条件退货原则,但也鲜见投机取巧和利用漏

洞的钻营行为; 自动售报机的设计也是建立在诚信

的基础上:虽然投入一枚硬币, 所有的报纸都呈现在

你的面前, 但一般人不拿两份报纸。这种以诚信观

为基础的守法意识对美国民主机制的运行起到了有

效的保障作用。

二 � 基督教的服从观念遏制了社会叛逆行为

美国人的平等观念也来自基督新教教义, 因而

其平等意识同样要受基督教伦理约束。美国人之所

以认为人人平等, 是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

造的。著名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  We ho 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 iden,t that a ll men are created e�
qua l#。[ 8] A3从  created# (被造 )可以看出, 人之所以

平等是  被造 #得平等, 人人平等并不意味没有社会

权威。人作为受造之物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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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万有之上的造物主,其原则和权威是绝对性的。

服从作为一种道德旨意,本身就体现在神与人的约

定中, 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人类生活的意义就在

于凸显上帝的道德意图。而人对上帝的服从就体现

在人对上帝道德律令的服从, 即对记录在圣经上的

宗教伦理服从。比如, 神造人赋予了每个人平等的

权利,但神造天地万物都是有序的、和谐的,因此, 每

个人的被造都是按着各人的用途和使命安排的。个

人没有人格的高低,但有角色的区别,每个人当服从

自己的角色安排, 遵守神的使命, 这就是最大的道

德。  我们各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

赐。# 他所赐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

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

体。# [ 5]以弗所书 4: 7, 11 - 12
所以服从观念是基督徒的一个

重要认知。基督教从人服从神出发, 引申出在家庭

里,妻子要服从丈夫, 子女要服从父母; 在社会里, 下

级要服从上级, 仆人要服从主人等, 并认为, 个人在

角色上的服从就是对上帝的服从。

∃圣经%多处讲到妇女头上应有服从权柄的记

号,说  你们作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
主 #。[ 5]以弗所书 5: 22

因为  起初,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但这并不是为男尊女卑的
男权主义提供合法依据, 因为 ∃圣经 %上同时记载:

 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

万有都是出乎神 #。[ 5]哥林多前书 11: 8 - 12
也就是说, 男女在

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家庭里也是有次序和分工的,

妻子服从丈夫是分工的表现, 并不意味丈夫可以统

治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护妻子,但妻子和丈

夫都要服从上帝,遵守上帝的道德律令,只有上帝才

是终极权威。

同时, ∃圣经 %上强调仆人对主人服从的讲论与

妻子顺服丈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们作仆人的, 要
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象听

从基督一般 #。但同时也告诫主人:  你们作主人的

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

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
[ 5]以弗所书 6: 5, 9

并且教育基督徒要服从世界上的权柄,说:  在上有

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的 #。所以,  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 当得粮的, 给
他纳粮,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当惧怕的, 惧怕他; 当

恭敬的,恭敬他。# [ 5]罗马书 13: 1, 7

可见,基督教在宣扬平等的同时,也在灌输服从

理念, 并认为这种服从是遵守上帝的道德的表现。

这种服从观念的宣传对社会冲突起到了有效的遏制

作用。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使妇女谨守贤妻良母的角

色,认同为家庭而牺牲个人事业为美德,从而有效地

担当起抚养孩子和照顾家庭的重任, 使丈夫全心工

作,无后顾之忧, 减少家庭矛盾。这正如我在美国教

会里所观察到的一致,教会里信徒姐妹聚会时,多是

相互交流如何做贤妻良母,如: 怎样用好的言语、行

为服事家人;如何烹调、插花、穿着、打扮、布置,让家

人有美的享受; 在家庭与事业冲突时如何处理二者

关系等。儿女对父母的服从使尊老爱幼的美德易于

形成,所以今天的美国社会里并非如传闻中的,儿女

独立后对老年父母不闻不问, 视老年人如包袱和垃

圾,只不过整个社会鼓励孩子独立, 较早离开父母生

活,但孝敬父母, 尊敬老人还是一种普遍现象。公共

汽车上前面几排位子一般都是留给老年人或残疾人

的,通常年轻人不会去坐, 偶尔坐了也会主动让位。

电影∃C rash%里描写的那个白人警察虽然曾经对一

黑人家庭造成伤害, 但他在家里对其年老生活不能

自理的父亲的照顾却是无微不至的, 即便是以讲

 孝#为道德传统的很多中国人都自愧不如。下级

对上级的服从减少了社会对抗, 个人对国家政权的

服从遏制了极端的社会反叛行为, 促进了社会稳定,

维护了社会秩序。

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服从意识和平等观念同样

根植于基督教,二者并行不悖, 共同构成社会的基本

价值, 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

三 � 基督教的博爱伦理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和

社会矛盾的缓冲器

爱的伦理是基督教伦理的主旋律。基督教宣扬

的爱包括人与神的爱和人与人的爱, 并认为人之爱

源自于神之爱。神对人的爱表现在人虽然犯了罪,

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但神仍设法为人创造条件实

现人神和好。∃圣经%上讲: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
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

赎,就白白地称义。# [ 5]罗马书 3: 23- 24
耶稣被钉十字架, 代

罪受死,替世人赎罪, 就是神之爱的极端表现。神之

爱体现在宽容和救恩上,因为个人获救不是靠个人

的努力或善行得来的,而完全是出自神的恩典,个人

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因而神之爱是白白

地得来的, 当然也可以白白地舍给他人。所以基督

教劝勉基督徒用基督爱教会的方式去爱世人, 不仅

爱父母、爱儿女、爱妻子 (丈夫 )、爱弟兄, 还要爱仇

敌。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
3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第 5期 (总第 64期 )



大的是爱。# [ 5]林前 13: 13
基督教视爱为最妙的道、最重

要诫命, 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
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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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马太福音 22: 37 - 40,马可福音: 12: 30- 31
这一总纲包含两个

层面的含义,一是爱上帝,二是爱人如己。如何表达

对上帝的爱? ∃圣经 %上说:  爱神的,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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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约翰一书 4: 20- 21
因此爱神的

表现就是爱具体的看得见的人。因此, 爱成为基督

教教会活动的主旋律,成人主日学讲夫妻如何互爱

一生,牧师讲道讲如何爱人如已,基督徒平时互相见

面、问候、相处也充满友爱, 气氛融洽。这种爱的宣

扬、传播确实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

与到过美国的人交谈,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 那

就是刚刚到达这个陌生的国度一筹莫展时, 总有附

近教会的人对你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我们刚去时

也是这样,教会有人帮我们租房,经常开车带我们买

菜、购物、参加教会活动等, 而且每周如此。我开始

有些不理解,甚至有一种戒备心理: 他们这样做是为

了什么呀? 何况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  受人滴水

之恩, 当涌泉相报#的意识是很浓的,我们受到这么
多帮助,在这异国他乡的,拿什么报答别人呀? 后来

时间久了,听牧师讲道,才知道基督教教育他的信徒

们要将从耶稣基督那里  白白得来 #的爱, 也要  白

白地舍去#给他人。而爱的氛围是能够感染的,从别
人那里白白得到关爱,也会再白白传递给他人;别人

宽容你,你也宽容别人。因此,这种爱的氛围使社会

关系变得融洽, 易于化解矛盾。尤其是爱仇敌这一

条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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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为他们祷告。# [ 5 ]路加福音 6: 27- 28

基督教的这种爱仇敌的思想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博爱

思想的突出表现, 是更高层次的爱。耶酥被钉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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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路加福音 23: 34

他的宽容精神因其被钉十字架而达

到顶峰。

当然现实中  爱仇敌 #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在世

界上的作为似乎也体现了遵守这条诫命的难度, 但

教会确实在向它的信徒宣讲这条诫命, 因而也不能

抹杀这条诫命所起的作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国

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各种种族、各种文化相聚一处,

却总体来讲, 社会处于相对有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也许能部分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乐于慈善事业及

拥有众多的志愿者 (V olunteer)这种现象。不是说当

今美国社会没有矛盾,而是说如果没有这种博爱的

宣扬, 矛盾将更突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 基督教

宣扬的  爱 #的伦理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和社会矛

盾的稀释剂。

以上说明美国虽是一个具有新教价值观的国

家,但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新教价值观的特性

孕育了美国独特的民主、自由理念, 但基督教共同的

伦理道德保障了美国的社会秩序。难怪托克维尔说

美国人的自由是政治的自由, 而非道德的或精神的

自由。  人们的精神在基督教面前从来没有自由活
动的余地 #,  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

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 并禁止他们恣意妄

为 #。[ 3] 338- 339正是将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 才能够使这个多元、民主、自由的国家保

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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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ived Am er ica s' dist inctive rationale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wh ile the common eth ics shared by Chr istian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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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49 S ino�Russia ( Sov iet Un ion ) re 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friendsh ip,

confrontation and noma liza tion, its image in Ch ina chang ing from ange,l demon to friendly neighbour. During the

1950s Russiaw as prettif ied in China wh il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itw as v ilif ied. No t unt il during the third stage,

Russia s' image in China becam e real and ob jective. To bu ild an ob ject ive and posit ive na tiona l image is of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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