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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毓

从加尔文宗教改革看西方现代性起源

一般认为，现代性标志着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资本

主义的世俗化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

力在世界范围流动，建立民族国家、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

体系；在思想文化方面，建立以启蒙主义理性为原则的对

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以及进行大规模知

识创造和传播的教育体系。而对于现代性起源的时间问题，

学术界则因各学科对资本主义缘起的界定不同而有分歧，

如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把现代性定义为“社会生活或组

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

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1〕 更多的学者倾

向于将18世纪启蒙运动视为现代性缘起的标志。如果我们

将欧洲现代性问题放在一个更广阔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

思想文化变迁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或者可以从宗教改革客

观影响的角度来认识现代性起源问题。
本文从16世纪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清教主义神学主

张及其教改实践的角度探讨其对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作为

“近代世界的先驱”， 〔2〕 “他把宗教改革的进程同西方世界

政治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又把与现代立宪政治相适应的

民主主义原则、决定经济发展的原则化为自己工作的原

则”。 〔3〕 相比起其他大部分神学家，加尔文对上帝有着更

为全然的敬畏，他的教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赞扬“无限智

慧、正义、至善、仁慈、真理、美德与生命的上帝”。 〔4〕

人类因为永久性原罪的束缚而“全然败坏”，人类有限的知

识与理性决定了人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达到自我救赎，基

督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介人，可能因恩典赦免人的罪

过。信徒的天职就是完全信靠上帝，以神的律法来衡量一

切行为，以荣耀上帝并彰显其全能主权。对上帝绝对权威

的强调不仅引发了加尔文自己的一系列宗教观点，对他的

宗教改革措施以及世俗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我们知道，宗教是以追求精神层面神圣目标的方式，

通过宗教伦理实现社会的整合、秩序的建构以及对人的规

约，加尔文清教以其教义重塑了信徒的职业观，为当时开始

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伦理和公众心理上形成铺垫，促

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现代性的孳生。
首先，加尔文神学改变了信徒对劳动和分工的认知，所

有的工作都以服从神意为宗旨而无分圣俗，为资产阶级从事

商业贸易或做工匠找到了体面的解释。从上述对上帝谦卑克

己的根本基点出发，加尔文认为每个人的生活范围、职务工

作都是至高无上的主所交付和安排的，这样工作本身就被圣

化了。所有的职业都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都是

荣耀上帝的手段，在神面前地位一律平等，任何剥夺天职的

行为都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必须

努力消除贫穷问题，教会和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人民的工作

权，加尔文建立的教会成功地促使议会达成多项措施如提高

就业机会、制定合理工资等。
其次，预定论推动了信徒形成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和以

克尽天职为目标的财富观。从上帝无上权能的中心观念出

发，加尔文提出了他的“双重预定论”。上帝以其预定且绝

对的旨意决定人只能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救

赎，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预定了一些人被选上而获得永生与

拯救，被选让我们崇敬和赞美神的恩典；而另一些人注定被

摒弃而永远罚入地域，其灭亡和失败则以上帝公正的判决，

显示了他的荣耀。加尔文对“选民”的外在标志进行了重新

界定，如果基督徒在某种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中卓有成效并道

德高尚，参加和服从教会，他就具备了蒙呼召成为选民的外

在标志。否则便是弃民。由于人的理性与智慧永远无法企及

无所不能的上帝，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拣选，这在典型

的加尔文主义者心中引起了渴望得救的恐惧和焦虑，因此他

们不断地通过俗世的成绩或善功来寻找自己被认可为“选

民”的证据，主观上证明蒙选的努力在客观上造就了一种拼

命工作、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社会效

益。加尔文也因此极力提倡诚实、正直、勤勉的职业道德，

反对欺诈和投机，“人之发财致富，不是凭美德、智慧、勤

（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本文从加尔文宗教改革客观影响的角度认识西方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加尔文清教从宣扬宗教利益出

发，重塑信徒的职业观，从社会伦理和公众心理上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倡导自然科学并大力扶持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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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性；加尔文；宗教改革；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0） 07－0124－03

［收稿日期］ 2009－12－20
［作者简介］ 张晓毓 （1975－），女，湖北丹江口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比较文化。

【历史长廊】

124



·总第441期·

理 论 界2010 第 7 期

劳，而仅仅是凭着上帝的祝福”。 〔5〕 加尔文的这套预定论

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和穷人的受苦受难都是上帝的旨

意，在某种程度上既否定了封建贵族的特权，又承认资产阶

级剥削的合理性。规范职业道德和鼓励个人正当追求财富，

也从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不义竞争进行规范。
第三，生活的圣洁化和彻底的基督教化也是加尔文神学

的一大要求。他认为，拼命工作创造财富，目的是给上帝带

来荣耀而不是俗世的享乐，痴迷物质享受有悖于对上帝的敬

拜，所以他反对铺张浪费和无节制的娱乐，严禁赌博、跳

舞、打牌、酗酒、卖淫等行为，禁止游戏、宴乐、装饰，包

括宗教艺术。他为日内瓦人们的日常生活制定了严苛的禁欲

主义规范，如有违反就会遭来鞭打、监禁、流放，甚至是死

刑。这确实带来了社会风气沉闷压抑、人们沉默胆怯等消极

后果，加尔文本人也因此历来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也应看到

他对节俭、朴素生活作风的鼓励从客观上净化了社会风气，

严明的节操和勤勉的生活有助于资本财富的积累和增加。正

如弗罗姆所说：“强迫自己去工作，喜爱节俭，把个人的生

活变成达到别人的权力之目的之工具，苦行禁欲，以及一种

强制的责任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性力量，没有

这些属性，现代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6〕

加尔文神学通过宗教观念与伦理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

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物质积累，肯定了资产阶级盈利活动

及追逐正当财富的合法性，为将工人驯化为认真勤勉的劳动

者提供了教义上的支撑，使西方社会走出了视盈利冲动为罪

恶的中世纪传统宗教伦理的禁锢，禁欲主义节俭的倡导也有

利地推动了资本积累。马克斯·韦伯说，作为加尔文改革的

一种后果，新教伦理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在17世纪的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地，加尔文教派的信仰与都

市的中产阶级商业结合起来，缔造了经济成功的传奇，后来

加尔文宗教传入北美，也对当地的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促进

作用。恩格斯曾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

勇敢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

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

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

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
〔7〕

二

现代性的萌生和社会的启蒙是与科学发展和教育普及息

息相关的，发达的科学技术、高素质人才的储备以及人们文

化思想境界的提高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支柱

和强大后盾，表面上看似与这些方面无关甚至对立的加尔文

神学及其教改活动，站在对上帝敬畏的出发点上，肯定科学

研究并重视普及教育。
我们知道，基督教认为自然不是令人畏惧和让人顶礼膜

拜的神，而是让人类珍惜、研究和管理的一件上帝的作品，

因此，并不反对人们对自然界进行研究 （这一观点参见霍依

卡的《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
等著作），加尔文因反对日心说和下令烧死科学家塞尔维特

而一般被视为一个反科学的斗士，但深入研究表明这种看法

存在一定的偏颇。“他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和极有造诣的人

文主义者，因而他不相信原罪会导致人类在科学领域里的全

面堕落”， 〔8〕 虽然他认为人性全然败坏，但他没有因此彻

底否定知性，探求真理的欲望是人类在堕落后仍然继续发光

的火花之一，知性也能被人用来创造卓越的艺术、科学和哲

学。
出于对上帝权能的膜拜，加尔文倡导基督徒应该热心科

学文化。上帝的具体形象无法用语言描述，但上帝并非不可

知，因为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和法则的，人类可以通过

对创造物的认识来间接理解上帝对人类的眷顾和爱，“宇宙

精巧的秩序性便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认

识上帝智慧和秘密的手段，可以体现对上帝的伟大与荣耀的

认识，因此，探索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就成为基督徒的一种

必要的天职。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研究每次获得的进步都

是上帝新的启示，意味着对上帝的认识更进一步，也会增强

信徒对上帝的信心。与此相应，加尔文攻击那些占星学之类

的伪科学，因为它们损害了上帝的无上权威。这种通过研究

自然来理解认识上帝的天职观逐渐演变成信徒的内在驱动力

和重要的宗教义务。
加尔文的教育观也建立在推崇上帝权威的思想基础之

上，他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和普及教育的工作。首先，基于

“全然的败坏”的观点，他不认为知识能改进堕落和罪恶的

人心，知识必须和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属灵的教导和救赎相

联。其次，他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宗教的，教师和牧师是上

帝的使者，培养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教育可以说是传播基督

教的工具。再次，教育有利于培养信徒的品格、提高信徒的

素质，信徒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将有助于他们直接阅读圣经和

接受宗教训诫，增强对上帝荣耀的理解。信徒文化素质的提

高将会促进社会整体道德的进步与国家意志及法律的实行。
基于此，加尔文认为政府应当重视普及教育，并明确提出了

对全体公民进行义务教育的主张，日内瓦所有的儿童都实行

免费教育。儿童进入预备学校，低年级学习拉丁文和希腊

文，高年级要熟读各派名家如奥维德、荷马、德摩西尼的著

作。尤其体现出加尔文教育理想的是1559年成立的日内瓦书

院，品格的培养是书院的主要目标，神学与圣经是重要的课

程，教师的施教必须突出“爱上帝及恨罪恶”的宗旨，此外

还包括符合文艺复兴概念的高等教育如神学、哲学、伦理

学、数学、物理、辩论学及历史等课程。加尔文在教育方面

的贡献确实极有价值，日内瓦的办学模式先后被介绍到荷

兰、苏格兰、北美等地，现代美国学者班克罗夫特称他为普

及教育之父，免费学校的创始人。
由于“教育在人文科学中被提高到一个适当的地位，学

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得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精心的栽

培，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带来了第一个新教文化中心”。
〔9〕 从宣扬宗教的角度出发，加尔文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并大

力扶持文化教育，客观上刺激了西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发

展。
三

高效完备的社会组织机制、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念与

公正的法的意识是现代性的一大重要标志，这种代表了人类

社会进步性的现象并不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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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早在加尔文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浮现出来了，主要体现

在他的教会和行政管理策略上。
加尔文的教会观和政治观决定了他在教会改革上采取民

主的精神和态度。一方面在教会和政府的关系上，他认为将

属灵的生活和属世的生活完全分开，是对社会的极度不负责

任，世俗国家应该为基督的国度服役。教会作为基督的国度

和撒旦的国度进行着“殊死”的战争，因此必须扩展基督的

权力，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元首，世界各国的掌权者要为基督

统治的神圣使命而努力。另一方面在基督徒个体的政治素质

上，他强调教徒应该关心政治、参与改造社会，注重发展和

训练平信徒的政治素养和意识，鼓励有能力的教徒在政府中

任职，而那些没有职务的普通教民也有责任积极监督教会和

政府。这些思想对加尔文教会改革的具体实施以及当时的资

产阶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上述观念出发，加尔文相信通过选举和议会可以把民

众的意愿和贵族的意愿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贵族化的、教

会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的精英政府。他继承路德的“平信徒

皆为祭司”的理论，废除了以前的旧职，将教会组织彻底改

革为共和制的组织，平信徒参与教会行政是其重要特征，从

中民主选举牧师、教师、执事和长老四种教职人员。长老是

由议会任命的教会世俗领袖，作为平信徒中比较成熟、热诚

和有才干的人，代表了平信徒的虔诚精神，集中体现了平信

徒对教会的贡献。执事由具有良好的行政才能并能为贫民奔

走的人担任，负责消除贫穷现象、医疗慈善救济等公众服务

工作，重要的政策可由执事会议自行决定。由执事和若干长

老组成的长老会负责处理教会事务，监督教徒的言行并制定

执行教会律法。作为教会中最有权力的部门，宗教法庭以投

票的方式决定重要事件并颁布戒律，还可以决定是否把教徒

开除出教。执政者们尽管深受教众的尊敬，但因其职责是弘

扬上帝之道，仍要接受一般教徒的监督和批评。加尔文把全

部社会生活置于基督教教义的荣誉之下，力图建立一个神圣

而又公正的教会，“他在宗教的组织形式上给了人政治自

由”，“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 〔10〕

加尔文的“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宗教组织形式，和讲

求实际、鼓励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的教会观符合了新兴资产阶

级的政治意识及其在政治上企盼更多权利和自由的愿望。
“在后期的西洋史上，例如在荷兰、苏格兰、英国、和美国

史上，加尔文著作中的这些雏型观念对于建立以后的民主政

府占有相当重要地位，较之当时加尔文所预期的更大。” 〔11〕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加尔文宗教改革对后来资产阶级追求民主

共和的影响，“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

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

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

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

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12〕

正如弗里德里希·希尔所说，加尔文主义者“在16世纪

推动了西欧宗教改革的发展；17世纪里推动了国际政治的发

展；18世纪又推动了西欧科学的发展。16世纪之后，欧洲无

论在劳动精神、在雄心壮志、殖民开拓、战争与经济的结

合、自然科学的进展，都与加尔文主义者的活动分不开。通

过上述过程，欧洲第一次成为西方”。 〔13〕 加尔文主义在客

观上适应了当时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在经济、科学、文化、
政治等方面的部分要求，虽然这些影响还远不能说直接形成

了当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社会组织结构、有效的经济秩序和

思想文化体系，但无疑对欧洲现代性的萌生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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