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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理性主义原则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确立之后,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为其

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并重新寻找理性根基,随之确立起来的理性主义道德观则成为现代西方社会

的道德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出发点和旨归。然而,在历经几个世纪的生存考验之后,理性主义道德观的不足

则日趋显现,特别是进入20世纪末期,由神学家们发起的建立全球普世伦理的呼声日益高涨,促使人们再

一次重新审视道德的宗教基础。抛开各种道德理论范式的优劣暂且不论,回到人类生活的真实的历史现

实中来就会不难发现,无论我们对道德解释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视角如何不同,无论我们对道德本身做何种

解释,道德与文化、道德与宗教之间内在的、紧密的关系却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代西方著

名的哲学家、神学家蒂里希( Paul Tillich)正是从文化神学视角对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道德与伦理体

系之间的关系、道德与正义的内在关联、西方人奉若神明的道德“黄金律”等一些基本问题做出了自己

独特的理论阐释。他的神学道德观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重

建普世伦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宗教给道德以要旨、终极意义和判断力 

蒂里希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对宗教和宗教信仰理解的偏颇,致使人们无法逾越“基督教与基

督教会”、“宗教的神圣与世俗领域”、“宗教与文化”之间的鸿沟,与之相关的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关

系也被曲解。因此,在他看来,若把宗教理解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并以此为基点处理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

系,上述一切矛盾将迎刃而解,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就会理顺。蒂里希指出,“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

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关切。”[ 1 ]“宗教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机能,而是人

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 2 ]因此,蒂里希断言,“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是蕴含于文化中的实质,

文化是基本的宗教关切得以表现自身的形式的总和。简略地说,宗教是文化的实质,文化是宗教的形

式。”[ 3 ]他特别强调指出:“在人类精神的所有创造性机能中,终极关切都表现得非常显著。在道德

领域,作为道德需求的无条件的严肃性,这种终极关切是明显的;因此,假如有人以人类精神道德机能的名

义拒斥宗教,他就是以宗教的名义拒斥宗教。”[ 4 ]这样,蒂里希就从总体上确定了宗教与道德之间的

结构关系,即宗教与道德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深层与表层之间的关系;不是可以替代的关系,而是本末之

间的关系。 
总之,在蒂里希看来,如果人们能够把宗教理解为对人的终极关切,那么,“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的冲

突就会被克服,宗教也就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也就是说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里,重新发现了它的真正

所在,由之出发,宗教赋予人类精神的所有机能以要旨、终极意义、判断力和创造的勇气。”[ 5 ]宗教

为道德存在和发挥作用提供了深层的存在根基。 
蒂里希还通过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宗教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宗教与道德、认识、情感等

之间的真正关系。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宗教经历了从一种机能转向另一种机能以寻觅家园的过程,同时

也上演了不是被这些机能拒绝就是被它们吞没的悲剧。例如,一开始宗教趋向于道德机能。宗教被道德

接纳并为道德服务,成为道德的至亲,因为宗教有助于教化出虔诚善良的公民、丈夫、儿童、士兵、雇员

和官吏。可是,一旦宗教要求独立而占有一席之地时或宗教完成教化的使命时,宗教就将被当做多余之物

而遭摒弃。宗教被道德抛弃后再去寻找认识机能。但是,宗教只被当做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神话



想象和神秘直觉。这样,认识就成了宗教的一个新的驿站和家园。但是,宗教是被作为认识的一个临时的

附庸而被接纳的,一旦认识被科学上的巨大成功所加强,宗教就会被本来就“半心半意”地接受它的“认

识”所抛弃,致使宗教不得不在人的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中寻觅家园。的确,宗教可以参与到艺术创作中

去,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宗教。但是,宗教并不想被消融在艺术之中,它汲取了与真和善结合的教训。最

后,宗教被归结为情感,这似乎是宗教四处飘零的最后归宿。因为把宗教放逐于情感领域就可以摆脱其对

理性与实践事业的威胁,但是,这样一来,宗教也就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真理性和终极意义。宗教必将因

此而衰亡。宗教在经历了流浪和漂泊之后,在不断丧失家园之后猛然意识到,宗教并不需要什么家园,在

所有的地方,在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深层里,宗教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家园。蒂里希强调,道德、认

识、艺术、情感等都是以宗教这种机能为根基的,伦理、哲学、艺术、风俗、科学、法律等所有文化形

式都是以宗教为根底建立起来的。 
二 道德的创造性与伦理体系的消极性 

蒂里希从语义学上对道德(moralitu) 、道德主义(moralisms) 、伦理体系(道德主义的复数形式)

做了区分,并揭示了道德与伦理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道德,首先是指对道德命令的体验。它

是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功能。没有它,人将不成其为人。一种对道德要求毫无意识的存在是无人性的存

在。”[ 6 ]其次,“道德也可指‘德行’(moral behavior) ,自觉地服从和遵守某一道德准则体系”

[ 7 ]的行为。总之,在蒂里希看来,道德作为人的内在命令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相对而言,伦理体系则

与特定的文化体系密切相关,在与一般的文化模式共同发生作用时,具有某种强制性和保守性倾向,成为

一种态度的道德主义。道德自身的创造性、开放性、无条件性、批判性和伦理体系的强制性、保守性、

有条件性始终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构成了伦理体系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有条件的伦理体系和无条件的道德。蒂里希认为,道德的无条件性首先是指“道德命令不是一

种被强加于我们的外在法则,而是我们自身存在的法则”[ 8 ] 。相反,没有一种外在的命令能够成为无

条件的,无论它来自一个政府,来自一个人,甚至来自上帝。你敢于把那个用基督教道德奴役人的“最丑

陋的人”杀死的原因就在这里。其次,“道德命令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命令。”

[ 9 ]具体地说,善是我们本质存在的自我确证。正因为是自己对自己的命令,无论它的内容如何,在形式

上是无条件的。相反,以道德命令的具体内容构成的道德体系却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它是建立在特定的

社会和心理的参考系之上的。“善,作为本质自我确证的纯粹形式是绝对的,而道德准则的具体体系或伦

理体系则是相对的。”[ 10 ]蒂里希认为,做上述区分可以明确道德命令和伦理体系之间的界限,避免陷

入对道德命令的绝对怀疑主义和对伦理体系的绝对服从主义,从而丧失人的内在崇高和外在的超越精神

和批判精神。 
第二,权威的伦理体系和风险性的道德。蒂里希认为,伦理体系都是通过权威强加于民众的。宗教权

威、半宗教权威、世俗权威,还有习俗以及家庭、学界方面的权威,都具有强加的特征,都是通过各种强

制性手段促使形成某种道德或良心。但是,这种外在的强制对于一个伦理体系的形成是不充分的,它还必

须被内化,只有内化了的伦理体系才是稳妥可靠的。命令,只有成为自然的,才会在尽可能多的情况下被

服从。蒂里希再次强调了良心的内在性,它是一种无声的呼唤,是人要成为自我的一种呼唤。没有经过内

在化的道德,一旦离开外在的强制就会崩溃。“真正的道德是一种冒险的道德,它建立在‘敢于存在’的

基础上,它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动态的自我确证。这种自我确证必须把非存在、死亡、罪责和无为包含于

自身之内。它使自己承担风险,并通过敢于冒险的勇气,自己赢得自己。伦理体系给人以安全,而道德却

存在于勇气和风险的不确定性中。”[ 11 ] 
第三,律法式的伦理体系和感化性的道德。蒂里希认为,道德原则只有上升到自然法的层次上,才具

有更强大的约束力量。但是,单纯的律法主义的道德体系会“导致一种自满(我已经履行了所有的律令)

或者导致了一种绝望(任何律令我都不能履行) ”[ 12 ] 。它造就一些伪君子或玩世不恭者,或者使道

德命令降为墨守陈规的平庸状态。无庸置疑,道德的法若具有严肃性,不能没有对善的奖赏和对恶的惩

罚,但道德只有通过给予式的而非强求的方式,才可以维护,即通过“感化”而非“律法”。道德的法只

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被执行,即执行本身伴随着欢乐,而不是伴随着“怨”和“恨”。只有在神学教义中

“对罪恶的宽恕”和“再生”思想可以使律法主义的伦理体系与感化的道德统一起来。 
第四,正义的伦理体系和爱的道德。在蒂里希看来,正义是一切伦理体系的最高原则,而爱则是所有

道德体验和道德行为的最深刻表现。正义与爱是相互包含、互为支撑的。“正义是在爱中实现的,正义

的伦理体系导致爱的道德。”[ 13 ]在此,蒂里希强调了爱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感情,而是生活的一个原

则。如果把爱仅仅视为一种情感,那它就有可能与正义原则发生冲突,把那些非正义的东西强加给正义。

同时,爱也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强加于正义,而是提供正义的基础、动力和目的。“有创造力的正义——

—以爱为动力的正义,正是爱与正义的统一,也是道德的最高原则。”[ 14 ]蒂里希坚信,爱,既是伦理体

系问题的答案,也是道德问题的答案。爱是包含正义的,没有正义的爱,是没有脊骨的躯体。 



三 道德黄金律的局限性及其根源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很熟悉《圣经》中耶稣说的一段话:“你们要

别人怎样待你们,就得怎样待别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真义。”[ 15 ]这一“教训”被当做西方人

的“黄金律”,成为人们行为的基本伦理准则。尽管它出自基督教神学,然而却被现代的理性社会所认同

并被用来作为建构普遍伦理的底线原则。然而,在蒂里希看来,如果抛开更深层的基础———爱的原则这

一前提,先知的“教训”不过给人提供了一种“算计性的公平”,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公平”,不是一

种真正的道德命令,因而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就不会真正建立起来。现代社会的道德无法建立或没有根

基,其根源正在于对道德黄金律仅做了“技术理性主义”层面的解读,而抛弃了道德黄金律的宗教神学基

础———爱的原则。 
蒂里希从神学立场剖析了道德黄金律的局限性及其根源。他指出,“怎样待人的标准,不可能是我们

怎样待己的那种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不仅表现了我们正确的一面,而且也表现了我们错误的一面。而

且我们又总是愚蠢多于明智。这就是黄金律的局限性。这就是算计性的公平的局限性。只有对于懂得他

应该希望什么而且是如此希望的人,黄金律才是最终有效的。只有爱才能把算计性的公平转变成创造性

的公平。爱使公平成为正义。”[ 16 ]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局限性,还必须给道德黄金律赋予

“爱的原则”这一神圣的基础。那就要坚守如下戒命:“上帝就是爱,那有了爱在他生命里的人就是有上

帝的生命,而上帝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但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

而且他的爱藉着我们完全实现了。”[ 17 ]蒂里希坚信,“离开爱的公平总是不公平,因为它对别人不公

平,对自己不公平,对我们相遇其中的境况也不公平。因为,别人和我,以及此时此地的我们全体,是一个

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机遇,他要求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结合的爱的行为。如果这个要求没

有被着意倾听的爱所听见,如果爱的创造性才能没有按照这种要求去行事,那就会导致不公平。”[ 18 ]

就如何克服道德黄金律的局限性问题,蒂里希从神学立场给出了答案。他断言,只有“爱使黄金律成为可

能。我们并不为吞没了公正的爱辩护。那将引起混乱和毁灭。但我们要为以公正为其形式和结构的爱辩

护。⋯⋯爱使公正成为正义。神的爱是使人为义的爱,这种爱接受那些被算计性的公平所拒斥的人,并使他

们完善。”[ 19 ] 
四 蒂里希道德观的理论价值 

作为20世纪西方著名的神学家,蒂里希的道德观无疑从立场、观点和结论都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和

归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为著名的哲学家,蒂里希的神学道德观又充满了智慧辩证法,若我们从

积极的方面去评价,或许可以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第一,蒂里希神学道德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论在哲学史还是在神学史上,强调道德与宗教关系

密切性、不可分性的理论并不缺乏,托马斯·阿奎纳、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从各个方面

进行过理论发掘。所不同之处在于,蒂里希的神学道德观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蒂里希神学道德观的建

立得益于其存在主义哲学方法论基础。与传统神学不同,存在主义哲学观基础上的神学以人的生存为轴

心,把关注人的现实命运作为立论使命。它把“上帝”理解为“存在本身”、理解为人存在的基础和根

基,把“宗教”理解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道德的人本学基础,而不是外在的、最高存在物的绝对命令

和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保守神学的弊端。蒂里希并没有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现代社会的

道德是人的道德,而不是神的道德;是主人的道德,而不是奴隶的道德,只能够在这个界限内寻找道德的根

据。因此,他的神学道德观并不神秘,而且若抛开其神学前提,其对道德和伦理体系辩证关系的揭示具有

较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蒂里希神学道德观的基石是其文化神学理论。为了解决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蒂里希创立

了文化神学,通过揭示宗教与文化之间内在的结构关系去揭示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具有一定

的理论深度。就宗教与道德之间的紧密关系,文化哲学家、人类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做了探讨。马凌诺斯

基指出:“宗教中无论任何方面,也无论任何信条,都不能没有其伦理方面的相配部分。永生信仰是由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而发生的,并且,它的整个仪式的制定,在信条与仪式两方面之外,也同样地有道德

方面。各种形式的自然崇拜,都有合作的———也就是利他的或伦理的———方面,此外,人生的各种圣

礼将人们集合起来,不仅是为着举行非个人的仪式,而且是为着促进彼此的利益和保证彼此的责任,而唤

起公共行动。”“在它的伦理方面,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

制。”[ 20 ]卡西尔则认为,最初,“宗教没有任何理论的目的,它是伦理理想的一种表达。”“从一开

始起,宗教就必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它包含一个宇宙学和一个人类学,它回答世界

的起源问题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 21 ]所不同的是,

蒂里希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把宗教与人的生存联系起来,给宗教以本体论地位,从而使道德这种被康德

称为人的内在“律令”的自然的东西与宗教这种人的精神深层基础协调起来,从根本上说明了宗教与道

德之间既不是空间的偶然关系,也不是时间中的历时阶段关系,而是内在的永恒关系,否定了以道德代替



宗教或道德具有独立性的观点。这是蒂里希神学道德观的理论价值所在。 
第三,对道德与伦理体系辩证关系的论述,揭示了人类道德原则进化的内在机制。人类历史的发展充

分证明,没有绝对不变的道德原则,有的是与时俱进的德行和对道德律令的体验。这种结论虽出自神学家

之口,然而却是理性的、革命的。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经过启蒙运动血与火的洗礼奠基

的道德原则对于批判和超越基督教旧的道德体系无疑具有革命意义。然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现代社

会的文化积淀之后,上述原则已经被繁琐的外在形式所束缚并失去其原有的革命光环。当自由变成一部

分人的自由,平等变成形式上的、表面的平等,人权变成某一些人的权利,原有的道德原则就成为道德律

令的枷锁,人的道德行为就会本末倒置,把外在的伦理体系当做道德操守的基本原则,而丧失道德自身的

创造性和批判性。因此,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在20世纪成为一个极为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它向人们昭

示,没有永恒不变的伦理体系。 
第四,以爱为根基的正义原则与单纯算计性公平原则的相辅相成。几百年来,出自《圣经》的“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训诫被现代西方社会视为第一道德原则———黄金律。人们似乎不再怀疑这个根基,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了“黄金律”上。蒂里希从神学立场对其加以审视和检讨并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和根

源,进而提出了爱的原则。爱的原则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蒂里希在解决问题时也无法超越

神学倾向和归宿,但毋庸置疑的是,爱的原则也并非只局限于基督教神学。在人类的文化大观园中,在每

一种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中都无法超越“爱的原则”,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母爱、情爱等最为原

初、最为珍贵的爱,一切道德原则都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所不同的是,相对而言,基督教更加强调爱的

原则,把“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当做人的最大的戒命,在承认友爱、情爱、性爱的同时还强调“圣

爱”,把一种无私的爱当做人类行为的基础和道德底线。这种爱的原则是无私的、非功利性的、非算计

性的,而道德“黄金律”若离开爱的原则基础,变成纯粹算计性的公平原则,就有可能丧失正义原则,从而

使人的崇高的道德行为降为一种追求公平交易的经济或日常活动。这也是西方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

之一。因此,蒂里希主张建立一种以爱的原则为基础的黄金律的理论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注  释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美] 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上) ,何光沪 
主编,上海三联书店, 1999,第382页;第380页;第412页;第382页;第384页;第489页;第489页; 
第490页;第491页;第491页;第495页;第496页;第497页;第498页。 
[ 15 ]《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 
[ 16 ] [ 18 ] [ 19 ] [美] 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下) ,何光沪主编,上海三联书店, 1999,第728

页;第728 
页;第729页。 
[ 17 ] [ 20 ]《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第12节。 
[ 21 ] [德]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第120页。 
__

                                                      (《哲学动态》2005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