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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它对社会与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作者提

出:要了解美国社会与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就不能不研究美国的宗教教育。文章从美国历

史条件与现实环境出发，列举事实说明贯穿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教育和官方怎样对民众

施加宗教影响。分析教会在给信仰者提供生活意义；在孕育、传播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在把

民众整合到一个个相互认同的群体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说起美国，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美国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忽视其社会与

民众的精神生活方面。其实，从北美殖民地的开发时期算起，时至今日，美国人十分重视社

会的精神文化与道德，尊重民众的个人精神生活，形成独特的美国人的文化、思想、性格和

行为方式。二百多年来，宗教始终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活动贯穿美国发展的全

部历史，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福利诸多领域，影响着民众的思想、

情感和行动。适应美国社会发展的宗教文化，成为世代美国人生死依傍的精神支柱与向心纽

带。联结广大教徒与民众的教会成为最稳定、最广泛、最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美国的历史与

现实表明:了解美国社会与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就不能不研究美国的宗教问题。本文仅就

美国民众的宗教教育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美国民众宗教教育的历史条件

 

宗教是形成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无论是以团体、还是以个

人名义到达北美的早期移民，许多人是逃避旧世界宗教迫害的新教徒，有的是丧失了“获取

国教教会领导权并净化国教”①信心的人，他们飘洋过海，历尽艰辛，在追求政治自由、实

现黄金梦的同时就是希冀按照自己的意欲信仰上帝，建立教会，进行宗教活动。如1620年11

月，经过60多天海上漂泊的一批英国新教徒登陆前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集中体现了早

期移民希望在新大陆实现自己多年梦想的愿望。它既是一份社会契约，又是一个宗教誓约。

他们把远征的目标定为“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的信仰”①。

 

“五月花号”精神成为广大移民鼓舞斗志，战胜天灾人祸，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敬业守法的

强大动力。自17世纪初叶起，安立甘宗、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会、浸礼会等新教宗派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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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宗教改革与罗马法继受——以
路德宗双重分裂之改革为线索 \何勤
华 蔡剑锋

摘要：16世纪初以路德宗改革为先导
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深刻影响欧洲历史
的社会运动。这场…
 
> 宗教与司法在美国有着怎样的关
系 \彼得•伯格

关于美国的讨论，必须从宪法本身说
起。确切地说，要从对于理解美国社
会里的宗教至为关…
 
> 我国宗教组织的慈善法律地位研
究 \陈宇晴

摘要：自古以来，宗教就和慈善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宗教的教义
就是鼓励人们修身…
 
> 当代韩国新教保守派的政治参与：
特点、原因及其走向 \李永春

摘要：全光勋是韩国新教保守派参与
政治的代表性人物。他以韩国基督教
总联合会等新教保…
 
> 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处理的司法
立场与裁判依据 \吴昭军

摘要：关于寺庙财产的规范调查，不
论是日本宗教立法的圣俗分离原则，
抑或是美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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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传入北美。各派新教移民在广阔富饶的土地上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勇敢地为

信仰自由而斗争。如17世纪上半叶罗杰·威廉斯在罗德岛建立的反抗清教苛政的神圣园地；17

世纪下半叶威廉·佩恩在宾夕法尼亚进行的清教理想的神圣试验就是典型代表。尽管他们的试

验均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成份，但他们强调信仰自由，对不同宗教信仰者实行宽容、开放的

政策，主张各级行政部门不能管理或干涉教会，重视普通民众的宗教生活的思想，在各殖民

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宗教活动与民众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宗教徒角色与民众

角色融为一体。广大民众在宗教信仰支配下，遵循神意，服从天命，规范行为，处理与自

然、与社会的关系。教会自身建设与地方政权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流行的“清教法

规”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对教徒、对各级行政官员都具有约束作用。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地

方，行政官员就是当地的神职人员。

 

随着生产技术、海上贸易的发展，北美殖民地经济日益繁荣，与欧洲大陆的来往也越来越广

泛，各种信仰的移民大批涌来。尤其是欧洲启蒙思想及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等自然科学知识的

传入，直接危及到新教各派的传统思想。人们追求物质丰裕，注重客观求实，以劳动能力和

财富积累衡量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价值观念日占上风。民众的宗教热情衰落，教徒锐减。对

人类理智的赞美，对世俗兴趣的关注，在许多宗教虔诚人士及传教士看来，似乎是邪恶、放

肆、越轨。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以唤起民众宗教热情，振兴教会为宗旨的宗教复兴运动。

宗教复兴者打破以往在教堂定期进行宗教活动的惯例，不分地点、时间，凡有人群的地方皆

为布道场所。他们采用即席讲道、家访等多种方式四处布道，用上帝的愤怒与恐怖威吓不虔

诚的信徒。“唯信称义”、“预定论”、“选民神学”等神学思想被广泛传播。有的地方还

把布道词编印成册，在民众中广为散发。

 

为适应传教与培养高级教牧人员的需求，宗教复兴者陆续在各地建立起高等学府。美国教会

史学家马丁·马蒂在讲述这一时期的情况时指出:“你必须拣选耶稣基督，必须下决心让上帝的

灵在你心中运行……。只要在城镇上方耸立起一座（教堂）尖塔，那不久就会有另一座（教

堂）尖塔和一座礼拜堂，会有老的第一教堂和与之相竞争的、分裂派的第二教堂或第三浸礼

会礼拜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争夺灵魂”②。历时半个世纪的、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

动，一方面加速了新教神学理论、宗教机构美国化的进程，推动众多的宗教派别与团体的形

成及促进相互间的认同、理解与尊重；另一方面唤起了各殖民地民众在经济、政治上的共同

利益，加强了民众共有的“上帝选民”、“特殊命运”的信念，促进了美利坚民族一体化观

念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历史

必然趋势。正如法国学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讲“从第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

就看到美国后来的整个命运”①。

 

美国的政教关系在1791年审定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就有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

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这一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美国不设国教，实施“政

教分离”原则，即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国家中，在国家机构与宗教组织不得已而分离的情况

下，在组织形式上把国家机构与宗教组织分开。国家政权、各级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某一个

特定的宗教。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需要宗教，不重视教会力量。乔治·华盛顿曾指出:“根据

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②，宗教

和道德被看成是政治昌盛必不可少的支柱。在美国，国家法律保障民众有充分的宗教信仰的

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被列入到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中。广大民众借助宗教实现精神追求，进

行道德情操修养，实现个人理想与价值。同时，国家认可宗教的多元化，承认各种宗教在法

律上一律平等，不受国家或其它宗教的干预，给各个教会提供自由发展、公平竞争的机会与

权力。这样，国家政权、各级政府既摆脱了教会事务的束缚，又把宗教作为重要的社会道德

基础。国家依仗强大的宗教势力，伸展在各地的教会活动为社会提供道德与价值规范，统一

民众的思想，协调民众的行动，实现民众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在美国，民众的宗

民国时期天主教会在战乱灾荒中积

极救助那些被人遗弃的智障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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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众多的宗教组织，广泛的教会活动，被看成是国家政治繁荣、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

部分，被看成是维护新兴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只有宗教兴旺发达，美国这一共和国

才会兴旺发达”③的观点成为社会各界乃至整个国家的共识。

 

二、美国民众宗教教育的现实环境

 

自建国以来，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它已成为世界上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

化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但同时也被人们视为宗教信仰最虔诚的国家。遍及城乡的30多万个

教堂以最直观的形式显示出宗教在今日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据1994年的统计，美国人

口中68%的人隶属于某个宗教组织，93%的人相信上帝，76%的人相信通过祈祷能够与上帝

沟通，77%的人认为上帝对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自己曾在上帝指引下做出决策。④历史

上，美国是以新教为主的国家，但随着移民成份的变化，到本世纪中叶，新教、天主教和犹

太教成为美国的三大主流宗教。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被称为“边缘文化”的伊斯兰教、佛

教、印度教等宗教。

 

二战以后，社会上又不断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反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组织松散的新的宗

教团体，使宗教多元化更趋五光十色。在美国，三大主流宗教的经典《圣经》是社会中最普

及、最实用的书籍。截止到本世纪中期，仅出版的英文版圣经就达2500多种。《圣经》既是

普通人崇拜的圣物和现实指南，又是国家官员举行盛大典礼活动的神龛和寻章觅句、圣化自

己立场、理论与行为的典经。在美国，上帝的影子人们随处可见。在华盛顿纪念碑上镌刻着

“赞美主（Praise be to God）”；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座椅的上方，“美国之鹰”护卫着

圣经“摩西十诫”；在法庭前庭竖立着摩西等“伟大立法者”的石雕；“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的神圣誓言，被刻入国玺之中、被镌刻在国会大厦的石壁上、被编入美国

国歌、印在美元之上。

 

宗教在美国历史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宗教更加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在政治方面，宗教享有参与政治活动和对国家事务施

加影响的充分权力。战后，主要宗教派别竞相在华盛顿设立公共事务机构，派专人与政界、

经济界保持联系。福音派牧师格雷厄姆曾先后任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总统竞选及执

政期间的非官方顾问和白宫布道家。美国神职人员不仅可以担任州长，进入国会，还可以参

与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道德立法”是宗教影响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多数

州的宪法中都有祈祷上帝保佑的内容，有的州规定否认上帝的人不得担任公职，甚至无权出

席法庭作证。

 

在军队，美国各兵种、各部队都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职牧师，国家颁布的《美国军队统一军

事纪律守则》，对士兵的读经、讲道、圣礼等宗教修养问题有明确规定。在文化教育中，今

天，不仅教会学校在各类教育中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享有较高的声望，而且既便是在公立

学校，校方也支持、鼓励在学生中派遣宗教顾问，设礼拜堂、宗教中心或宗教俱乐部。在经

济上，各宗教团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号召教徒捐什一税，另一方面注重创办实

业，建立银行，发展商业。宗教借助自身的经济实力创办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如1971年，

新教教会将收入的20%，即76000万美元用于社会慈善事业。①不少宗教团体关注民众生活

处境的改善，成为贫困阶层和新移民的生活指导者，并拨出专款救济穷人。

 

教会活动与许多民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有的人受家庭影响，一生都与教会活动紧密相

联；有的人对宗教并不那么虔诚，但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缺，满足心理上的需求，寻找同

情与安宁走进教会；有的人在遇到天灾人祸或遭受挫折后，便主动投向教会，寻求精神与物

质的帮助；有的人在经历了人生的蹉跎与坎坷后，为保持内心的安宁和寻求来世奔向教会，



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教会活动中的中坚分子与志愿者；有的人希望利用教友间的亲密关系或

者通过加入有地位、有影响的教会的方式，以求巩固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人借助教

会活动发现生活意义，实现自尊、自信，寻找民主、平等……。宗教深入民众生活还表现在

宗教信仰与派别对民众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产生着广泛而实在的影响。如在堕胎问题上，宗

教自由派人士与宗教保守派人士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前者强调妇女的权利，发起“亲选

择”运动。后者则反对妇女平等权利、反对堕胎、发起“亲生命运动”、坚决要求废除堕胎

法。①

 

认识美国宗教时还应看到，今日美国宗教仍然具有缓解社会矛盾和道德伦理危机，促使社会

精神与物质平衡发展的能量。进入本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强国

的同时，也成为西方社会各种矛盾、冲突、危机的焦点。此时，一向着眼于个人信仰与道德

问题的宗教保守势力，以美国社会道德捍卫者的面貌出现，抨击社会的高离婚率，性道德低

下，吸毒、色情等等，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要求政府用税收支持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

要求公立学校恢复祈祷，提出以基督教传统道德标准匡正美国社会。这些说教对那些被大量

社会问题所困扰的美国人来说有着极大的鼓动性，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如1979

年，基督教牧师、电视布道家法维尔在华盛顿议会大厦前发动的“净化美国运动”，参加首

次集会的人达12000人。他组建的“道德多数派”团体吸引了大批政治家和普通民众。他主

持的“昔日福音”电视节目，全国每周有681家电视台、广播电台予以转播，观众达2100万

人，每周获捐款100万美元。②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政界对如何治理国内问题的主张与对

策上存在着分歧，尽管宗教界的神学思想以及在社会道德价值的取向上也存在着差异，但

是，由于美国人“就其世界观言”，“始终是信奉宗教的”，③因此，宗教一直并将继续作

为社会道德与精神信仰支柱而存在，并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影响。

 

三、美国民众的宗教教育

 

美国形成与发展的独特历史使得宗教早已成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民族感情。民众日

常生活中渗透着大量的、潜移默化的宗教教育。如人们饭前饭后的感恩祈祷，早祷、晚祷及

家制圣餐；宣传耶稣降生、受难、复活升天的图像与标志成为装饰品，用以布置房间、美化

环境。体现宗教情感与生活的圣诞节、复活节已成为民间的重大节日，每逢这个时节，宗教

与非宗教组织通过举办音乐会、上演话剧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赞美主、歌颂救世主。为适应现

代人的需求，今日许多教堂已不单是宗教灵修的场所，而是集礼拜、社交、娱乐、教育、服

务于一体的场所。有的教堂拥有设施先进的室内运动场地，组织不同年龄的教徒与民众开展

体育训练与比赛。有的设有教室、电影放映室、游艺室、对中小学生进行乐器、演唱、绘画

方面的训练。有的附设书店，出售宗教及各种世俗文艺、科技图书。有的为妇女开设衣物印

染、编织缝纫，食品熏烤等讲座。有的设置心理咨询机构。④

 

“有困难找教会”⑤的说法在美国社会广为流传，这充分反映出教会的扶困、解难、助人等

慈善服务已深入人心。不少教会在节假日期间组织冬（夏）令营、远足、游览观光活动。丰

富多彩的教会活动引来了大批教徒与非教徒。每逢星期天，每当教会活动时，白人、黑人、

黄种人；商人、学者、官员、雇员、学生；中上层人士、社会贫困者；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穿着整洁，驱车涌向座座教堂。做礼拜，向上帝祈祷，在各自感兴趣的活动中寻找、实

现各自的需求。在美国，既便你不主动接触宗教，也无法摆脱宗教文化对你的熏陶与影响。

无论在偏僻幽静的乡村还是在繁华热闹的城市，无论身居高等学府还是漫步在街头巷尾，宣

传宗教内容的印刷品与广告人们随时可见，垂手可得。在这个信仰自由的社会，你可以不信

上帝，但你时刻也离不开美元，“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的神圣誓言被印在

每一张美钞上，被镌刻在每一枚硬币上。既便你不进教堂，不与教徒来往，但只要你打开收



音机、电视机，教堂礼拜，传教士讲道等宗教活动的情景便立即出现在你的眼前，教堂赞美

诗、圣经的内容、教徒们的“阿门”之声会不绝于耳。

　 

在美国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产生了美国独特的宗教政治文化。

二百多年来，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总统面临着各自的任务，但他们都没有忘记“纯粹的

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①并且要向民众公开表示自己虔诚地信奉

宗教。在美国，为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任何参加政府官员角逐的竞选者，都要以宗教语言

迎合选民的信仰感情，用宗教和道德信条阐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总统就职典礼上，不仅要

由著名牧师主持祈祷仪式，而且新任总统要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总统就职演讲中祈求上

帝保佑的词句俯拾皆是。当年乔治·华盛顿就职演说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为“神助能弥补凡人的

任何缺陷。”②总统施政期间，不仅聘请著名神职人员为宗教顾问，而且总要借助上帝的象

征性作用唤起民众的共鸣，强化内外政策。如南北战争时期，亚伯拉罕·林肯在各种演说中，

深化上帝对一切都要进行审判的原则，拓宽上帝至高无上的概念，为分裂的美国人提供可以

重新弥合和得到治愈的信仰基础。战后，历届总统仍都借助宗教力量将民众的宗教信仰与习

俗转化为民族精神与社会政治动力。约翰·肯尼迪鼓动民众说:“我们祈求上帝保佑并赐神助，

但是我们知道在此世间上帝的工作就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工作。”③这是对美国传统观念，即

集体和个人都有执行上帝在人世间的意志的义务观念的最新阐述。吉米·卡特在任职期间坚持

到华盛顿第一浸礼会教堂担任正式主日学教师，并寻找机会向美国人、甚至向外国元首作

“见证”。④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后，每个星期天都邀请各种教派的传教士到白宫“东

屋”主持礼拜活动，⑤

 

白宫的礼拜仪式同教堂里一样肃穆动人。总统的这种姿态无疑是在显示美国政界领导人同普

通民众一样忠诚于上帝。从本世纪中叶起，美国每年都举行由总统、参众两院议员参加的全

国早餐祈祷会，在同一天各州也举行由州长、州议会主持的祈祷会。活动的内容是读经、演

讲（布道）、唱诗相穿插。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谈自己参加祈祷的感受时说，这只不过是

一种需要。所有祈祷者都不是完美的，但借祈祷之功，将产生出团结向上的力量，使民众理

解，一切政府、一切官员都是牢固地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的。①除此之外，美国国会

开幕与闭幕的仪式上也同样有牧师主持祈祷活动。重大国务活动也伴随着宗教仪式。美国法

庭每次开庭闭庭时都得庄重地宣读:上帝拯救了美国和这可敬的法庭。总之，在美国“所有思

想家和政治领导人都必须信奉宗教”。②当然，服务于历任总统、历届政府的宗教不是任何

特定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把民众团结在一起的一种信仰象征，是社会所依存的价值观的一种

象征，即公民宗教。公民宗教是“为维持国民生活秩序而寻求共同基础的多信仰社会的”③

产物，“表现于一套信仰、符号和礼仪之中”。④它既与国家、与公共利益相联系，又为所

有民众接受；既与政治社会相联系，又为不同宗教所相容；既是当政者团结一个多元化的社

会所必需的，也是不同宗教自身生存、发展所需要的。

　 

美国庞大、活跃的宗教组织，广泛、深入、持久的教会活动，联系着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

协调着他们的活动。犹太——基督教传统又使得美国教会的主体在宗教信仰、宗教道德与价

值观上具有同质性与稳定性。因此，教会在民众教育中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其它社会组织都无

法取代的。

　 

教会活动给一切信仰者提供生活的意义。美国的教会活动主要集中在教堂进行。融宗教建筑

与装饰、宗教圣物、圣像与圣器为一体的教堂环境，使任何身临其境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庄

严、肃穆、神圣之感。在这里，圣经被人们逐句逐字地进行推敲与理解。上帝创世说等神学

理论与宗教教义置于人的理性思考的范围内。人们依照《圣经》，结合自己的经历与认识，

畅谈着与神相通后的喜悦、充实与安宁。《圣经》与现实、宗教教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

得是那么紧密与和谐。唱赞美诗时，人人手捧圣诗集，个个激情满怀。在管风琴、钢琴的伴



奏下，在唱诗班的领颂下，教堂音乐旋律或优美和谐、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人们以歌

声颂扬天国的神圣，歌唱造物主的伟大；以歌声表达祈求拯救、渴望与神交流、与上帝建立

和谐关系的理想。讲演（布道）时，尽管是台上一人讲，台下众人听的一言堂，但布道者的

讲演艺术、广大教徒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执著追求，使在场的旁观者感到惊异。布道者声音洪

亮，感情充沛，口若悬河。借助扩音器毫不费力地把字字句句送到教堂的每个角落，传入每

人耳中。讲道的内容均与民众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如一个人怎样成功；在现今社会如何教

养子女等。

 

所有主题的讲道都以《圣经》为依据，都从人间讲到天国，又从天国回到现世，都将神学理

论、宗教教义与社会生活知识融为一体。成百上千的听众或屏息聆听，全场静得没有一点声

响；或众人眼中闪着泪花，有人不停地抹去涌出的泪水；或全场群情激昂，随声附合着“阿

门”。此时此地，社会中的贪婪与欺诈、渲嚣与沉沦、暴力与凶杀、吸毒与色情、孤独与恐

惧、都暂时隐去；此时此地，人们听不到交头接耳声，看不到谁在打瞌睡。这里呈现着神

圣、虔诚、感恩、仁爱、祥和之气。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经指出:“不管它们（宗教）彼此

是多么不同，十分显然，它们全都……要超越那些在我们的大多数岁月中消耗着我们大多数

人的短暂无常的事物，去在自己的生命中发现某种意义”。①克林顿的这番话无疑利于我们

理解以实利主义、金钱为成功尺度和象征的美国社会，广大民众同样要发现自己生命中的某

种意义；在社会生产力科技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宗教仍旧具有把现实社会与超越社

会的一种价值联系起来的力量，给一切信奉者提供生活意义；美国民众依然借助对超验力量

的信仰，借助宗教崇拜等活动唤起自己藉以生存的最高价值，实现自己的精神寄托，憧憬与

渴望和谐、美好的生活。

　 

教会活动孕育并传播着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宗教，离不

开教会活动。历史上，美国人长期受着“神圣选民”、“上帝选民”感情的支配，相信北美

新大陆是上帝引导他们到达的他所允诺的土地，相信美国是新以色列，是圣山之城，②是不

同于英国、又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新的国家。公民早期的思想观念与新教精神、与教

会自治原则密不可分。如民众对国家责任、权利、义务的认识同人人对上帝负有责任，人人

享有治理教会的责任、权利与义务联在一起；民众对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权利的看法与

神赋予人的自然权利相互关联；民主思想与宗教神学相互交织；政治自由与宗教自由密不可

分。尤其是加尔文宗宣扬的世俗职业神圣论，谴责懒惰，提倡勤奋劳动、艰苦创业的精神与

北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料和经济环境结合起来，与美国人的勃勃雄心和冒险精神结合起来，

铸造了美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即尊崇个人主义、机会平等、自由竞争、乐观进

取、讲求实际、个人奋斗成功、美国至上等等。正如美国学者罗纳德·L·约翰斯通所讲:“美国

的核心价值从本质上说它是宗教价值。”③

 

今天，尽管各个教会以不同的活动方式崇敬上帝，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没有忘记以上帝的

名义认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秩序、国家政治制度。尽管教会活动中始终存在着抨击社会

问题（如暴力、吸毒、种族不平等等）和攻击世俗道德的激烈言词，但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使

用着相同的语言，宣讲着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守个人的角色、尊

重合法权威④等等。美国人“一手高举基督教真理的圣书”，“一手高举美国宪法”⑤而前

进。尽管这是百年前一位外国驻美使节对美国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但它却深刻地揭示出，时

至今日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紧密结合，共同支配这个国家的本质特征。

　 

教会活动把民众整合到一个个相互认同的群体之中。无论教会活动的规模是大是小，成员是

多是寡，一切教会活动均是以群体的形式进行的。教徒个体的宗教感情与心理体验与他人的

宗教感情与心理体验、与群体的各种活动联结起来，形成群体内成员之间宗教感情和心理的

互动与交流；教会活动中呈现出来的轰动性的、富有感染力的宗教氛围；教徒在与群体成员



持续接触中所形成的平等、尊重、信任、友爱、同情、互助的人际关系，既是带有神秘色彩

的、先信仰后理解的宗教意识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必要条件，又为分解的、孤立的民众整合到

相互认同的宗教群体创造着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大家以共同信仰的超验物为榜样，为追求

真、善、美的基准；以圣书、经典、教义为遵循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的

义务。在美国，参加同一教会活动的民众不仅有着共同的信仰、相近的自我认识方式，而且

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也相当。如与穷人居住区、富人居住区相适应，教会也有穷人教会与富

人教会之别。

 

而且伴随着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人们可以及时地变动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教会

群体中。教会活动把分散、孤立的社会个体，包括移民、社会孤独者、各少数民族、某些在

社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带入到相关的社会群体中，使他们结合起来，使他们相互关联。

广大民众正是通过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教会群体，去接触他人，接触社会；了解他人，

认识自己。“我没有一所大住宅，一辆漂亮的汽车，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我有真正重要

的东西——我得到了真正的宗教”。①这是社会地位低下者借助宗教力量求得精神解脱，肯

定自身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美国教会活动的群体性还带有民族性与种族性的特点。教会活

动往往成为同一民族、种族成员聚集的场所，联结的纽带。如美国华人教会，美国黑人教会

等等。相同的语言、肤色、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使得这些教会群体不仅给个人带

来认同感、归属感，而且带来民族感、安全感、自尊感。源源不断的各地移民，在一定程度

上正是依仗着自己的民族教会群体，逐渐摆脱移民状态与封闭心理，接受美国文化，培养美

国意识，走上“美国化”道路的。二战时期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美国犹太教便是最好的例

证。同时，教会群体的民族性、种族性又是美国多元文化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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