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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西方文明之源——两希文明（希伯

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它构成了西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特

色，并影响到世界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现代的西方人通常把

希腊、罗马文化称为古典文化，而把自己所处的文化称为基督教文化。甚

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西方文化。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粗

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

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

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确实，当罗马帝国覆灭

时，许多古代文明都随之消亡了，但基督教却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一如既往地流传不息。

然而，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隔膜，中国人往往并不了解西方人的核

心文化。试想，如果没有对孔子的《论语》的了悟，何来对中华文明底蕴

的欣赏和感叹呢？长期以来对《圣经》和基督教文化的集体无知已经为西

方文明的研究造成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和偏见，且会引导新的思想上的错误

或偏颇。对基督教文化的盲视或者敌视都是片面的，会令我们在今天的全

球视野中付出很大的代价。同样是舶来的宗教，佛教文化令我们受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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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却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逃避的态度只能是自欺欺人。在对基督教了

解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基督教，正确地评价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甚至世界

文明中的地位，是清醒和必要的。

事实上，你无法在谈论西方文化时不触及基督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

支柱。西方文明从基督教里继承了丰富的遗产，而其本身的演变也是一部文明

史。 现代基督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文化形态。科学的发展、人

类思想的进步，也使人们不断地重塑基督教文化。宗教这种具有深刻的社会经

济根源的文化现象绝不是粗陋的简单评价可以囊括的。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科

学代表着人的理性，上帝则代表着人的道德良知，在曾经的激烈冲突和抵牾

中，终于形成了互补的模式。就此而言，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已经成

为一种文化习惯，就如同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印度教在南亚次大陆、儒家

伦理在中国一样，深深地扎根于各自的文化土壤之中了。

本书在文字表述上尽力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当然，基督教上下两

千年、横贯六大洲，其知识内容包罗万象、浩如烟海，本书只能起到一个宏观

把握的作用。以极小的篇幅来为读者提供基督教文化的概观，不可能面面俱

到、无所不包。读者若能通过本书而对基督教文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其深

入探究铺平了道路，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这也就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吉林人民出版社诸多同仁的帮助，谨表谢意，

特别感谢刘文辉编辑，我们已合作多年，这次有机会与她再次合作不胜荣

幸。限于学术水平，书中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诚祈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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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SHENG BI ZHI DE JI DU JIAO WEN HUA◎

基督教的文化渊源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与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它

是人类的思想产物。在学术界，关于基督教的文化渊源问题，素来有

所谓“两希”传统之说，即认为基督教与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有着

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当然，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汲取了很多异教的教

义，例如巴比伦、埃及、波斯等地的神话传说。传统的创世神话、伊

甸园、洪水传说、受难复活等皆是古巴比伦文化的元素；两河流域发

掘出来的碑碣泥砖上记载着七天洪水、得救义人从船上放出鸽子、巴

比伦纪念青春之神杜木兹的风俗也可视为基督教复活节的原型；在埃

及的神话中，对基督教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神话和

死后审判的观念，爱西丝女神的形象被描绘成哺乳圣母的形象，这便

是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的原形；而基督教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古希腊

罗马的斯多葛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也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由于长期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使犹太民

族产生了浓厚的不幸意识。同时，由于反抗无果，犹太人又产生了一

种深沉的罪孽意识。在公元1世纪初，一个犹太教的支派把加利利的拿

撒勒人耶稣认作基督，他们在与正统派的斗争中逐渐脱离犹太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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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知的基督教文化

成了基督教的雏形。大约在公元30年，由于其门徒犹大的出卖，耶稣

遭到逮捕，并被以“犹太人的王”之罪名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耶稣

在死后的第三天复活，向他的门徒们显灵，并嘱咐门徒们传福音。正

是通过这些门徒们的传教活动，基督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

教。

最先将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到罗马城的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与彼得

一样，保罗对于推动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传教过程中，他给各地教会和信徒写了大量的书信，广泛地论

及了信仰、神学、伦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提

供了理论依据，使基督教摆脱了犹太教的直观性和狭隘性，成为一种

唯灵主义的普世性宗教。

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区别在于，首先，基督教接受了律法，但更侧

重内在的信仰；其次，基督教加入了与犹太教的效果论针锋相对的动

机论道德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已经具有了一套形而上学的

神学理论（这一点得益于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它克服了犹太教的此岸

性和直观性，成为一种传播彼岸福音的唯灵主义宗教。

从“末世论”到“救赎说”的发展，是基督教最终摆脱犹太教而

成为一种独立的世界性宗教的重大标志。具有社会解放意义的弥赛亚

运动被基督教改造为一种灵魂获救的福音，上帝的国也从人间被搬到

了天上。

如果说犹太教为基督教提供了圣教历史的“肉身”，那么希腊唯心

主义哲学则为基督教提供了唯灵主义的“精神”。这种唯灵主义最初以

朴素直观的形式表现在希腊民间神秘祭（奥尔弗斯教）的轮回转世说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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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然后在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哲学中得到理论上

的提炼和表述，并通过斐洛的“隐喻”神学和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最

终汇入基督教，成为一套严密的、系统化的神学体系。斐洛试图把犹

太教的重要经典《创世记》提高到希腊哲学的思辨水平，他构建了基

督教的基本教义——“道成肉身”的理论雏形。

毕达哥拉斯强调“灵魂轮回”说和数字神秘主义，他认为“灵

魂”不朽，可以转变为别种生物。在对“数”的认识上，他指出，“万

物都是数”，从而构成了具有抽象推理之哲学意义的数字主义。西方思

想传统中，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始于毕达哥拉斯，尔后成为基督教哲学

特征之一。正如罗素所言：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而不能显示于感官

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来的，如果不

是他，基督徒便不会认为基督就是道；如果不是他，神学家就不会追

求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的逻辑证明。苏格拉底哲学对基督教的影响在

于他关于知识和善德之关系的学说，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和善有

关系，知识即至善，人因具有理性而分享了神的智慧，因为神乃智能

本身，人的灵魂一旦解脱了肉体就能与神合一，达到不朽。

自从基督教开始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传播以来，它就以一种潜移默

化的方式开始吸收各种异质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希腊的，也有

东方的。这种兼收并蓄和多元混合所导致的文化上的“杂交优势”，是

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中发展壮大并且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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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

“两希”传说，即希伯来传说与希腊传说，而希伯来传说就是指基

督的犹太教根源。基督教作为一种高级宗教，它的历史根基深深地置

于犹太教之中，它在圣教历史以及部分律法和道德观念等方面与犹太

教一脉相承。但是，基督教从本质上说是与犹太教截然不同的，它已

经具有了一套真正的神学理论或宗教形而上学，成为一种关于灵魂和

彼岸世界的福音。

总的来说，基督教比犹太教更侧重个人的内在信仰和灵魂得救。

这些差别使得基督教虽然出自于犹太教，后来却演变成为一个敌视犹

太教的宗教。

犹太教的核心是律法和祭祀，基督教的核心则是信仰和道德。据

福音书记载，耶稣与法利赛人的一个重大冲突就在于是否拘守律法。

基督教也尊重律法，但是认为仅有律法是不够的，在耶稣看来，“人称

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至于祭祀，在基督教中完全被取消

了，而代之以信徒发自内心的信仰，耶稣明确表示：“我喜爱怜恤，不

喜爱祭祀。”

在道德观方面，基督教也有许多改进。在男女关系上，犹太教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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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明令禁止淫乱，但从未提倡禁欲，且鼓励“要繁殖和增多”，然而在

基督教中，禁欲被当做一种崇高德行而加以赞美。在贫富的问题上，

犹太教采取一种劝人安于现状的态度，贫穷固然为上帝所愉悦，但富

裕也不是邪念。基督教则把贫穷与富裕截然对立起来，贫穷是一种美

德，富裕却是罪恶的象征。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倚靠钱财的人进上

帝的国，是何等的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

呢。”基督教的这种禁欲主义在后来的修道运动中发展到极端，导致了

一种反人性的畸形生活态度。

由于长期遭受外族入侵的压迫，犹太民族表现出强烈的复仇心

理，犹太教的上帝要求人们对敌人采取“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的态

度。犹太教的上帝对世人爱憎分明，常常动怒要剪除恶人；而基督教

的上帝则对一切人都充满了爱，表现出极度的仁慈和宽容（但是在罗

马教会后来的实践中，耶稣的这种仁慈态度和宽容精神都被一种充满

了宗教狂热的复仇意识和褊狭心理所取代）。

犹太教的律法虽然也包含着道德的成分，但却明显地带有强制

性，它是通过一种否定的方式（惩罚）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它注重的

是人们的外在行为及其效果。而基督教的道德则更多的基于人的内心

自觉，它通过一种肯定的方式（道德反省）来协调人的行为，更侧重

于人的内在的善良动机。这种动机论的道德观反映到宗教态度上，就

是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律法和诫命固然要遵行，但这并不是最重要

的，最重要的是信仰，是对上帝的爱戴之心。在基督教中有两条诫命

是最根本的，即：“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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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两条诫命

构成基督教的最基本的教义和道德。

从“末世论”到“救赎说”的发展，是基督教最终摆脱犹太教而

成为一种独立的世界性宗教的重大标志。在塞琉西王国和罗马帝国统

治时期，犹太人中盛传上帝将派一位“受膏者”（弥赛亚）来复兴犹太

国，苦难的世纪（“末世”）即将结束，弥赛亚不久将降临，把犹太

人带入“千禧年”的幸福生活中。这种“末世论”的信念反映了犹太

民族强烈的不幸意识和渴望解放的心理。当时在中下层犹太人中，屡

次掀起弥赛亚运动，反对塞琉西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督教既然

脱胎于犹太教，因此它产生伊始也接受了“末世论”的影响。随着公

元1世纪中叶外邦人基督教（即保罗派）的崛起，弥赛亚主义的“末世

论”逐渐被基督的“救赎说”取代。在“救赎说”中，“千禧年”的理

想消失了，上帝的国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而是在彼岸世界中存

在，或者在信者的心中存在。进入天国的也不再是具有肉体的人，而

是超脱了肉体的灵魂。此岸与彼岸对立起来，肉体与灵魂相分离，耶

稣通过受难和复活已经救赎了世人的罪过，成为灵魂获救的“初熟之

果”，向世人昭示了灵魂获救的福音。这种灵与肉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基

督教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成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最大不同之处。

当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超出犹太民族的狭隘范围、为越来越多

的外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所接受时，它必定对犹太人的社会解

放和“千禧年”的理想不再感兴趣。在思想来源上，“救赎说”深受希

腊唯心主义的影响，把眼光从此岸的人转向了彼岸的灵。具有社会解

放意义的弥赛亚运动被保罗派改造为一种灵魂获救的福音，保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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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秘教，把其中有关革命宣传的基督耶稣化成了一个能使凡人化

为不朽的神灵。他把天国从现世搬到了来世。

在早期基督教中，存在着观点对立的两派，即彼得派和保罗派。

前者带有犹太教的深刻烙印，后者则已经摆脱了犹太教的影响，成为

一种神学或宗教形而上学。在《新约》的前三部福音书《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路迦福音》中，还带有彼得派的明显影响，这三部福音

书因其基本观点相同而被称为“同观福音”。第四福音书即《约翰福

音》和“保罗书信”则代表着保罗派的观点，与“同观福音”有很大

的差异。在“同观福音”中，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是犹太人的导

师。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却成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成为救赎

灵魂的神。基督教对耶稣本质的观念来自《约翰福音》之处无疑多于

其他福音；但另一方面，约翰对耶稣的描绘对于历史学家理解耶稣相

对来说提供了更少的东西。这种浓重的唯灵主义色彩使《约翰福音》

（以及“保罗书信”）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思想基础。

“同观福音”与《约翰福音》的另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对待犹太人的

态度上。在“同观福音”中，耶稣在罗马总督彼拉多面前承认自己是

犹太人的王，敌视和迫害耶稣的只是犹太教的祭司、长老和法利赛

人。在《约翰福音》中，耶稣不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而是宣称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迫害耶稣的也成为整个犹太民族。基督教本是

从犹太教中发展出来的，但是到了外邦人的保罗派那里，开始出现敌

视犹太人的倾向。保罗在给帖撤罗尼迦人的信中写道：“这犹太人杀了

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上帝的喜悦，且与众人为

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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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犹太基督教开始被当做一种异

端遭到排斥，基督教的中心逐渐移到罗马。基督徒对犹太人的仇恨从

此被煽动起来，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酿成了基督教世界迫害犹太人的

一幕幕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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