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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伦理的概念来源于希腊语中，伦理表示人们要坚持的道理，即现实道德规范的

原理。伦理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正确的道路，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道路，是人类

共同认可的道理.1)。中国先秦时代儒家的伦理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而具有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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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신현기(xinhiengi) 박억종 안성률 외 8명, 警察学词典 ,  법문사,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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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不仅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础，也成为整个传统东洋儒家伦理的基础。同

时因为东西文化频繁的交流，两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也不断加强。本文针对

先秦儒家代表作《论语》2)、《孟子》3)、《荀子》4)和基督教经典著作《聖

经》5)中出现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虽然只是对一部分的分析和论述，但是仍然

可以根据对时代思潮的分析，可确认先秦伦理思想，并瞭解其对现代社会的价

值。本文针对先秦儒家與基督教形成背景、伦理的基本思想认识、伦理实践的

‘孝’進行比较，同时分析了伦理與政治的關係。

二. 先秦儒家與基督 理形成的背景  

 

1. 先秦儒家中的上天思想

先秦儒家伦理形成的思想背景是上天。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代，那时

的人们对上天、自然万物以及祖先持有崇拜的態度。通过當時众多的崇拜对象的

整理中发现，人们的崇拜对象主要集中在上天、自然和祖先。人们对于上天的理

解，并不是自然的天空的概念，上天是一个具有人格，并且能够对人类社会形成

影响的真实存在的概念。上天是一切的主宰，其他的存在仅仅是在上天的指示下

而衍生的存在6)。例如，在《周禮》大宗伯之职看来，以吉禮事邦国之鬼神祇，

皇天上帝禋祀等，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帅，雨帅，社稷，五祀，五岳，山

川，林泽，四方百物等 以及先王的诸事方式等7). 从周代开始， 上天是具有德

行的善良的神，扮演着政治與道德立法者的角色.8)

 2) 本文援引 论语 见 论语注疏 （ 十三经注疏 本），中华书局1980年。

 3) 本文援引 孟子 见 孟子注疏 （ 十三经注疏 本），中华书局1980年。

 4) 本文援引 荀子 见 荀子集解 （ 诸子集成 本），上海书店1986年。

 5) 李国真， 韩英解说聖经 ，Agape, 2003. 

中文 聖经 , 中国基督教协会发行，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3年。

 6) 王冠英 分册, 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7) 吕友仁， 周禮译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241页。

 8) 陈谷嘉， 儒家伦理哲学 ，人民出版社，1996,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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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上天思想正是继承了古代夏商周时代最高天神的思想。孔子虽然提出

了人本为中心的思想哲学是天命，但是他认为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德行的有人格的

神就是上天。这种思想正是道德伦理思想的诞生的体现。孔子和孟子的言论中，

这一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获罪於天，无所祈也.”;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厌之，天厌之。”; “知我者，其天乎.”9) 这些话正体现了孔子认为上天是

正义的审判者，同时是也是对人类审视和理解的人格性的存在。在这方面，孟子

的理解是“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10)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11);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 “《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聽自我民聽.’ 此之谓也.”12)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也。是故诚者，天之道也.”13) “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四之，坐以待旦.”14)等等。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孟子的政治伦

理意识是以对上天的敬畏为基础展开的。因此，从上述可以看出，孔子和孟子的

思想和德行與上天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现今的学界，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得到了认可，但是在荀子生活

的时代，他并没有得到正统儒家学派的认可。荀子不仅反驳了孟子天赋人性的言

论，还进一步阐述了以人本为主的伦理思想。但是从根本上看，荀子與孔子孟子

的思想中存在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在《荀子․天论》一书中，只从表面上看，上

天是根据自然的法则，只是按照原有的法则上真实的存在，而不是有理性的存

在。但是另一面，上天是能够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人格存在。总的来说，对于邪恶

的，懒惰的人，上天亦不会给予关照和福气，反之，对于善良，诚实的人，上天

也不会给予妨害和惩罚。对于这个问题，荀子强调的是人倫道理與诚实。就是荀

子的思想认为當人类没有坚守自己的本分时，过分奢望就被认为是恶。此时上天

将对这种行为进行判断并施加一定的影响。

 9)  论语  八佾， 雍也， 宪问。

10) 孟子․公孙丑上

11) 孟子․梁惠王下

12) 孟子․万章上

13) 孟子․离娄下

14) 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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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先秦儒家对于天的概念的理解抛弃了原有的原始宗教的层次, 而是

认为上天的概念整理为具有人格的神。先秦儒家中对于上天的理解是宇宙的主

宰，最高的主宰者。从这点来看，先秦儒家对于德行和仁义正是基于这种上天概

念的理解。这一点正是建立了人类对上天的认识，同时对于义的追求。

2. 基督 上帝思想

依据聖经中的记载,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为了救赎人类而来到人间。上帝有固有

的名字, 就是耶和华。同时也可以按照属性的特征对上帝进行解释。上帝通过以

色列民族，传达自己的启示和存在，并推行救赎人类的计劃。上帝通过摩西将神

的启示传达给以色列民族，通过将耶稣派遣到人间，来实践他的救赎计劃。上帝

以上述的方式来验证他的预言，使人们认识他的存在，相信他的启示。总体说

来，上帝是原有并永世存在的造物主，是万物與人类的创造者。上帝作为造物

主，既是将人类从罪恶中救赎出来的救世主，也是对罪人进行审判的审判主。因

此上帝统治靈界與人类世界，是绝对至上的聖靈，全能全知，永世存在，同时上

帝也是具有施行公平與公义，是具有位格和道德的神，是掌握着人类生死祸福的

绝对至高无上的神15)。其中上帝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上帝是为了拯救人类而来到

人世间，并表现出对人的祂爱。上帝是深深知道人的本质與本性，并可以实现與

人类人格的交流。上帝预知人世的始與末，即“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

1:8;22:13;赛44:6), 又必成就祂的话语，即“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

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

荒场我也必兴起.”(赛44:26)此外，聖经的其他部分对于上帝的属性的描述也是屡

见不鲜。

如果根据存在性的观点对先秦儒家中对于上天的认识與基督教中上帝的思想进

行比较的话，会发现，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对于人的自然的认识和通过上帝启示人

15) Louis Berkhof, 권수경,이상원 譯 組織神學 上, Christian Digest, 1994. p.25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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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相同点在于两者都认为上天是最高的统治者。均认为上天是與人类有关

联的存在，是掌握祸福的存在，是宇宙主管的存在。但是與此同时两者的差异性

也很大。从对人类认识的方面来讲，存在的差异在于是人类寻找上帝还是上帝寻

找人类。在先秦儒家中，人类本能地认识自然，崇拜上天。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

来讲，这种认识被认为是神的自然恩宠。基督教的情况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同

时上帝自己掌握着人类的行为，上帝在聖经中是这样講論的。因此可见,两者认识

内容中也有很大的差距。先秦儒家对于上天的认识比较模糊，而聖经中，对于上

帝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同时，上帝存在的明确性是聖经中上天思想非常明确的

特征。举例来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

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出3:14),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1:8)等。除此之外，聖经中对于上帝类似

的论述有很多，在此恕不能一一论述。 

如上所述，人类对于上天和上帝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样的说的理由

在于上天與上帝的存在有助于促进人类行善，並拘束人类罪恶的行位。古代的人

们认为討伐霸道者是天命，德性是君王必须具有的资质.16)人类应该根据上天的思

想與旨意行事。除此之外，因为知道上天的旨意，也能反省自身。这正是先秦儒

家思想中天赋人性與天命思想的鲜明体现。因此强调上天赋予的品行，同时要顺

从上天的安排来生活。从聖经的立场来看，从上帝形成的时候开始，人类从上帝

那里得以知道自己，听从上帝的旨意，远离罪恶是當然的事情，而要本能地敬畏

上帝。

由此可见，虽然先秦儒家中上天的概念與基督教中上帝的概念并不是全部一致

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两者都是以上天或者上帝为基础，来建立、健全人

类社会的道德與伦理。可见两者在巨大差异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相通的共同性。

16) 张亲霞， 先秦儒家王权思想的历史演变 ， 西人民出版社，2007,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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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秦儒家 理的政治性背景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活跃的时期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

春秋时代，是周平王执政后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度社会的过渡时期。同时也是

旧势力走向衰败，新势力不断兴起，新旧势力对抗的时期。因此當时的政治背景

十分混乱。随着周氏王朝势力的衰弱，其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也不断衰弱。因

此诸侯国群起增强兵力，并为了扩张势力而展开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未间断过。

天子和诸侯、诸侯和诸侯、诸侯和宰相家臣以及普通家臣之间篡夺权位，争斗和

战争不断发生。西周以来，建立起来的以禮为标准的社会制度即将倾倒覆灭。孔

子對當时，正在破坏禮乐的天下, 目睹情况非常不妥當, 但孔子希望恢复混乱的

社会秩序, 并扶正。在中国历史上，西周的禮法是相當丰富與完备的。正是基于

这样的禮法，西周的社会相对的稳定，孔子提出的克己复禮也正是主张这种健全

的禮法得以恢复。孔子:“臣臣君君父父子子”的说法也强调恢复秩序的禮仪。在

混乱的时代中，孔子努力试图建立禮法。此时在鲁国升职至大司寇，位至大夫，

做着宰相的事情。最后他提出了仁政和德政的思想。此后孟子和荀子活动的战国

中期和后期，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现状更加的严重了。孟子强调仁，主张王道，

荀子强调实行禮法制度。这些事实都是爲了恢复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努力和挣扎, 

也就是先秦儒家的伦理形成的政治背景。

4. 以色列的民族性背景

基督教的秧田是犹太教，是與犹太民族即以色列民族历史一起成长来的。以色

列被上帝选择为诞生弥赛亚的民族。溯源他们的族谱则经过始祖亚當连接到上

帝,(路3:23-38)，其中从亚伯拉罕开始被上帝选中，作为成就上帝救赎人类计劃

的选民。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族长时代，雅各家族共七十人去埃及居住

(创46章)。其后到四百三十年，推算大约达到二百万余人的家族出埃及(出

12:37-41)，在旷野生活四十年后，进入迦南(摩西五经)。他们在旷野通过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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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了上帝赐给人的十条诫命與律法17)。这就是代代子孙遵守的法典和伦理，而

是基督教伦理的民族背景。

到了新约时代，耶稣来到人世，继承了旧约律法的精神并有所完全。新约是成

就旧约的预言而产生的，由過去旧约的动物牺牲祭祀改变为因信耶稣来敬拜上

帝18)，因为耶稣是预表的实体。因此，基督教伦理與以色列民族不可分离，就是

按照旧约與新约聖经来实践的。

再次整理的话，先秦儒家的伦理是不僅基于国家间的现实状况，根据统治的目

的，从恢复禮法的必要性开始形成的。而基督教的伦理应该是从以色列神民国家

出发的同时，信仰上帝，为了生活得到律法的保护而开始的。

三. 核心 理思想比

1. 先秦儒家的仁 與禮

在先秦儒家的仁义论中，爱民的民本思想出现了。只有百姓的生活达到平安和

富足，国家才能够随之安全和富足的。因为这个时代禮仪和法规崩溃，社会秩序

混乱，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法稳定生活。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儒家成为

大臣和百姓都关注的思想，其强调君王的仁德和君主的义。因此，百姓呼吁和渴

求仁爱和仁义的实践。

仁的含义就是对人的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篇 ). “恻隐

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禮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

也”( 孟子․公孙丑篇上 )。“《禮记‧禮运》说：何谓仁义？ 父慈，子孝，兄良，

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人之义.”19) 上述例文中，仁

和义等禮节都包含其中。同时论语中也提出仁是以恭逊，宽大，信义，敏慧成就

17) 创世纪，出埃及第20章-第23章, 利未记1章-27章, 申命记第10章-第26章  

18) 希伯来书 9:1-28

19) 江林， 《诗经》與宗周禮乐文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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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因此可见仁义的本质。因此孔子一直强调仁义，并希望能够推行仁义。

仁與义不可分离。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语․里仁 )。孟子称为家

崩国破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因此，实现仁义是从自己作义开始，进而实现他人。

实践仁的基础地点是家庭。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與”( 论语․学而

)，即孝敬父母和兄弟友爱就是成仁的根本。孟子对此论述为仁义智禮20)。就是

在家里待父母兄弟诚恳的人，在社会上能待老人與幼儿仁爱。

儒家强调政治上实现仁义。尤其强调君主成为下级的典范，看以下几个例子.: 

“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

矣。……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苟不志于

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 孟子․离娄上 )。荀子王霸篇中称，以禮待人可

以使他们对上级产生像待父母的心。还有， 荀子 富国篇中表现出他对百姓的仁

爱精神，即主张从寒暑环境保护與扶住百姓，而来做事业。从这些例子，可见儒

家希望能建立在政治上实行仁义的理想国家，要求君主积极地实践仁义，表示出

爱民精神。这种仁义思想也是當时的时代政治要求，因此为稳定政局就必须要有

立足于正道价值观的统治。由此儒家强调政治上实现仁义。孟子曰“未有仁而遗

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孟子․梁惠王 ) 即是有仁义则不能放弃父母

而不背叛君。可见儒家强调在政治上实现仁义。

儒家仁义與人性论有關係。性善论立场上说，仁是善，所以不断求学與修养自

己，以涵养道德品性成为能行君子的禮义。性恶说立场上说，因为人本性恶，所

以学习聖人制作的禮法，才能成为行禮义和伦理的人。特别是荀子主张人自己不

能行善，行善的是伪善。“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此中而行之，曷谓中，曰，禮

义是也”( 荀子․儒效 )。这就是荀子认为先王之道是正路。因此，实践仁义，

意味着不断涵养人性上的道德品德，才能成为真正的仁义。

以上，仁义與禮义是先秦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实践禮义。爱民精神浓厚。实

践伦理上，从个人作义开始推向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模式。

20) 孟子曰，仁之实 事亲 是也，义之实 从兄 是也，智之实 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禮之实 节文斯

二者 是也( 孟子․离娄上 )



先秦儒家 理與基督 理比 ｜金美恩 13

2. 基督 的

基督教的爱是上帝的爱。首先上帝爱人类。上帝对人类的爱如父母对儿女的爱

一样，是具有牺牲精神的爱。所以上帝为了人类，没有吝啬祂的独生子，将之牺

牲，就是上帝的爱。即使对罪人，上帝也有无限的怜悯和慈爱。因此，基督教中

的爱是首先上帝爱人类的爱，人类得到上帝的爱，并将这种爱赋予实践，得以传

播，基督教伦理中的爱就是这种爱。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16节中說，“神爱世

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赐

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约13:34);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當为弟兄舍命.”

(约壹 3:16);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

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

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阿，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當彼此相爱.”(约壹

4:9-11). 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基督教的爱是出发点是上帝的爱。下面将分

别针对爱的实践方面的几个特征加以论述。

爱的实践是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律法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讲，非常重要，是一定

要坚守的事项。十诫律中上半段强调对上帝的爱，下半段强调的是人类之间的

爱。在新约中耶稣有一段话，如下：“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

列阿，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

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21)

爱的根本是对上帝的爱。对于上帝的爱正是坚守上帝的律法的意思。在律法中

对于上帝的爱和对于人與人之间的爱都有相应的规定。因此爱上帝與人们之间的

爱都是通过爱上帝，坚守上帝的戒律而得以实现。因此基督教中爱的概念根本是

对上帝的爱。

上帝对于人类具有牺牲性的爱体现在将派耶稣送往人间，耶稣在人世间的实践

21) 马太福音12: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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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见到上帝对于人类爱的本质。耶稣作为上帝， 以人类的形象出现在人世

间，穿梭在以色列各地，教導上帝福音的话语，治疗罹患各种各样病症的病人，

甚至救活了已经死去的人，使饥肠辘辘的人们填饱肚子。上帝在人间传播着爱，

其最重要的目的是，最后为了人类能够赎罪，上帝把祂独生子耶稣當作代赎祭

物，所以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

基督教的爱是超越的與牺牲性的，“要爱人如己”的话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所以

聖经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與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

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

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辞.”(太

5:38-42),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罗12:10) 等等。这样

的例子来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要有自己的牺牲, 应该超越自己才可能。虽然即

使在不能提供爱的情况下，因为人们(信者)得到了耶稣牺牲的爱，因此为了能够

实践爱不断的努力。这正是上帝聖靈的指引，依靠上帝和上帝的恩惠能够实践爱

的意思。因此，基督教爱的性格可以说是牺牲性的與超越性的爱，同时通过信仰

以聖化而得以实践。

同时基督教的爱是宽恕與和解的爱。因为上帝首先给予了人类宽赦并與人和

解。虽然对此有人持有反对的意见。对于人类的罪行，耶稣已经替代人类受到了

惩罚，人类都得到了上帝的宽恕與恩惠。因此即使有委屈，也要遵循上帝的教

导，即使对于自己的敌人也要给予宽恕。“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

是到七十个七次.”(太18:22);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若行，总要尽力與众人和睦。亲串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

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

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陪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

的头上.”(罗12:17-20),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

告.”(太5:44),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罗12:14)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太6:15). 以上的例

子表明，有仇恨的事情的时候，不仅仅应该给與宽恕，而且要给予仇敌祈祷和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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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如果不给予仇敌與宽恕，那么不宽恕的人反而得不到宽恕。另外，对于自己

不如别人的情况下，也要自己先发现和反省。“就把禮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

和好，然后来献禮物.”(太5:24)这是表达这样的意思。因爲如此，基督教中的爱

正是具有首先对别人宽恕、理解、和解的特征。      

在此,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在《旧约全书》的律法中, 同害报复的人需要理解的相

关法律。申命記19:14-21中 “....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

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你

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

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

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这里不是表达允许个人报复行为的观点, 而是提供

了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审判的原则，即根据受到伤害的程度，得到相应惩罚的

相关内容。还有“倾向于感情来抵偿罪行以上的报复, 从而将继续衍生更大报复的

恶性循环, 因此有着预先防止报复和保护秩序的精神。对此律法坚守并实践的人

正是耶稣。即耶稣是超越以恶还恶的人的简单逻辑，教訓以善还恶的‘爱和牺牲的

道理’(太5:28-44). 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害报复法，由于十字架牺牲精神，

改变为“不要與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以升华为

爱敌人的道。这样爱與牺牲并容恕之道，就是當今基督教的根本精神.22)《旧约․

利未记》中明示“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

和华。”(利未记19:18)。由此，上述的同害报复法不是和爱人的诫命相冲的个人

的报复行为，而是禁止过度刑罚，而保护人权的法律上的问题。

将先秦儒家中的仁义道德與基督教中的爱进行比较時会发现，两者在主张爱人

方面是相似的。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先秦儒家的思想中的仁义是包

含着人本主义和政治背景的。因此先秦儒家的认识集中体现了政治性與社会性的

观点。其中，孔子希望参與政治但是经历了失败，因此一直强调培养徒弟，主张

理性的政治思想。个人的和民众的仁义的观点被政治性的观点所埋没了。对百姓

的仁义，使百姓平安，愉快的生活都是出于政治统治的考量。教育方面也是针对

22) 호크마(hokma) 注释 第5卷, 基督智慧社（韩）, 1991, 申命记 第19章 第21节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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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人才的君子之道。还有,个人生活中实践仁义伦理，被孝道與友爱伦理观

点所埋没了。即,“如果对家里人做得好,也给别人做得好”的原理中包含了一切。

因此，儒家伦理具有政治框架下的特征23)。仁德实现的标准是王的道，是成人的

教诲24)。实现的王道是聖人的境界。君主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进行模范统治的人

物。这也是符合政治标准的。

反之，基督教中的爱是以上帝之爱为中心，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上实践爱人，包

括政治的和个人在内一切教训的基准都是上帝的话语與教导。完成度是成熟到耶

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爱”與信仰耶稣有不可分的關係，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伦理，具有使命的特征。并且这爱超过待人亲切的道德伦理行为，具有更深的意

味，即到爱仇人的境地。即是由于变化人本性，而实现的牺牲的伦理，同时容恕

與和解的伦理，也是积极的实践伦理。與儒家“仁义”更强调在政治上的实现相

比，基督教“爱”更强调个人的实践。就是个人的实践使爱扩大，并达到成为超越

国家民族的和平世界。

先秦儒家提到的仁义和基督教的爱虽然在出发点和实践方式上存在差异点，但

是在人类社会中，爱他人，不伤害他人，同时两者积极地爱人，普遍的道德伦理

是儒家仁义思想與基督教的爱思想中的共同点。

四. 先秦儒家中的孝與基督 中 父母的恭敬 

 

1. 先秦儒家中的孝

一般认为父母與子女關係是天伦。历史上中国有重视孝道的美好文化。按孟子

说法，孝道由来于舜拒绝天下人从他，而愿意服侍父母。没有使父母悦，不可称

23) “聖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 孟子․离娄上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耳.”（ 孟子․告子上 ）。聖人也是凡人，只先得理與义的人.

24) 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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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人，没有顺父母，就不可称为是子息，舜尽力孝道终于使他父瞽瞍悦，因此

天下感化而被定父子之间的道理，就称为大孝.( 孟子․离娄 )。即是“人悦之，

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

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孟子․万章 )。舜因为由于和尧關係上的事情，不得已

不告他父亲而娶妻，因此他父亲试图杀舜两次，由此舜失去使父悦而成为罪人，

一生忧愁而慕父母。當天子后，以他父亲认定他是天子，成为孝道。孟子评为若

他父與天子之中，使他选择一个，他是会选父亲的人物。孟子谓“事熟为大，事

亲为大”，而要事父母心志。从这些例子可见先秦儒家的孝的精神。

1) 孝是政治 理的根本 

儒家把孝道當作伦理與政治上的根本。孝原来是作为特权层的忠君孝亲之一，

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孝被强调为维持血缘與权力

的方法.25) 孔子引用《书经》来谓孝道即是政治.( 论语․为政 )。孟子谓对老人

當作父母，能治理天下( 孟子․离娄 )，而仁人归奉养老人的国家.( 孟子․尽心 )。

孔子谓孝敬父母與兄弟友爱是成为仁的根本.( 孔子․述而 ), 并且强调惩罚不孝

者，古代诸侯誓约书中有对不孝者定死刑，而恭敬老人家與珍惜幼子.( 孟子․告

子下 )。因此，孝順父母即是仁之实行( 孟子․离娄 )，爱父母即是仁，恭敬老

人即是义，此是天下共同的.( 孟子․尽心上 )。如此孝成了政治的根本，尤其孟

子主张的王道政治中强调统治者要实施使百姓家境衣食丰足和孝敬父母的政策，

他论政治时本着爱民精神常常涉及到供养老人的问题。

2) 生前的孝與死后的祭祀

先秦儒家的孝道有父母生前奉养與死后葬禮及祭祀的教导。对于生前孝，孔子

重视行孝的态度，而谓若没有尊敬之心而来供养父母，即是像养家畜一样。具体

的是记住父母年岁，开心地供养，谏言要温柔，给父母告知出入行方等，态度與

行为都被强调。对于父母的过失，若过失大而不指出之，这就是父母子息之间的

25) 陈谷嘉， 儒家伦理哲学 ，人民出版社，1996, 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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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远。若过失小而指出之，这就是以小事对父母生气，这都是所谓不孝。而且，

没有反省自己，不能使父母悦。世俗上有五种不孝者，即懈怠四肢而不奉养父

母; 耽溺赌博而不顾奉养父母; 爱财货而照顾妻子，而不奉养父母; 只追求眼目

的欲望，而连累父母; 喜欢勇猛而慣会打仗，而给父母危殆。从以上例子，整理

儒家的孝道来说，强调作为子息对父母要有尊敬心，而尽力实现奉养的义务。

儒家除强调在父母生前孝敬外，又重视葬禮與祭祀父母。按 荀子․禮论 所

记，在举行祭祀态度上，对去世而不在世界上的父母，应该要还活着的一样恭敬

对待他们。君子以为理所當然，而百姓以为崇拜祖先魂靈。以恭敬父母的表现來

开始的祭祀，变成为崇拜祖先。

2. 基督 父母的恭敬

1) 恭敬父母是上帝的命令

基督教的恭敬父母来自上帝的命令。 聖经․出埃及 所记的十诫明示对人的道

理中第一是恭敬父母，而且遵守此诫命的会蒙祝福。“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20:12);“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

父母，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

许的诫命.”(弗6:1-2).“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23:25), 

2)赏罚分明。十诫命中第五诫和以弗所书中，对父母恭敬，伴随着享受福的諾

言。并且对不服此恭敬父母的诫命的不孝者给予诅咒; 对悖逆冲犯父母的人给予

严厉审判。“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申27:16). “你要听从

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箴23:22), “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

灭，变为漆黑的黑暗.”(箴20:20); “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與强

盗同类.”(箴28:24); “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

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箴30:17) 对此文的注解如下，“因为对父母孝敬不仅

仅是一切人间關係的出发点，在以色列，父母是话语與智慧的教师，同时在家庭

代理上帝权威的角色的存在。因此，不可不说，不孝顺是破坏人人關係與对神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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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础的悖逆无道的行为。……不孝者 ……预告将处于超越想像的悲惨运命，

即因为是由这样理解.”26) 

3)父母是上帝的代言人。就是应该恭敬父母像恭敬看不到的上帝一样.27)比如

悖逆的人被當作和诋毁上帝之名的人一样受死刑.(利24:16, 申21:20 21). 由此可

见，“不恭敬父母，就是和反抗上帝一样”28) 从上述的例子，可见基督教的恭敬

父母即孝是以上帝诫命而来所给的，而严格地命令。又命令恭敬老人：“在白髮

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利

19:32)。新约神经中耶稣指责犹太人的错误，即是借口事奉上帝来，回避恭敬父

母的义务的传统错误.29)

先秦儒家“孝”與基督教“恭敬父母”相比，共同点在于对人的道理的第一伦理。

儒家强调以孝道为政治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在于人本主义。基督教强调在上帝

的法里恭敬父母，基础在于信仰上帝。就是恭敬父母當作恭敬看不到的上帝一样

的行为。有关恭敬父母的赏罚规定，基督教比儒家更突出。对不孝者警戒两者都

严重惩罚，最高是死刑。基督教的特征是认为害父母的是悖逆上帝。

对恭敬父母，儒家與基督教有突出差异的方面是祭祀问题。儒家以孝道的一环

行祭拜。“祭祀在东洋和孝连接。即认为父母生前以爱與恭敬尽力行孝，死后要

以悲哀與悲伤生活。在这里，转换为崇拜父母，同时主张當作为父母是鬼神。可

见孝是超过单纯的孝，而变成为信仰形态”30)

但是，聖经中所强调的是只有敬拜唯一之神耶和华上帝，而死人不能来到现世

（路16章）。聖经中保罗对死人称为睡着，因为由耶稣复活，有将末日复活的盼

望。“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

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

與耶稣一同带来.”(贴前4:13-14)。因此，基督教没有祭祀，而必须父母生前在上

26) 옥스퍼드(okspod) 原语聖经大典  箴言篇, 제자원(zezawon)(韩), 2006,  330쪽。

27) 约壹4:20 参照。

28) 옥스퍼드(okspod) 原语聖经大典  箴言篇, 제자원(zezawon)(韩), 2006, 246쪽。

29) 马太福音15:6。

30) 孟龙吉， 基督教伦理與生活文化 , 쿰란(Qumran)出版社(韩), 1993, 237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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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话语里尽力孝敬父母。就是在上帝话语里聚合家族，记忆父母而成为和睦相处

的机会。两者理论共同点與最重要的孝道是需要父母生前尽力实践道德伦理。

五. 理與政治的 係

1.先秦儒家的政治與 理

政治與伦理很密切地连接。如上所述，先秦儒家按政治上的需要，希望建立健

康的伦理秩序。其标准是周禮，这都包括法，道德，伦理。當时不能像现代的政

治样态的前提下，考虑儒家政治伦理精神，虽然存在宗法制與等级化等矛盾点，

但是很有进步的理念。“君子行法，以侯命而已矣.”( 孟子․尽心下 ), 畏天道而

实施仁政( 孟子․梁惠王下 )等，可见从敬天而来的追求义與善的健康伦理意识

反映到政治上。尤其封建时代以农为主的国家，按照王的政治如何，大小影响到

百姓的劳动與生活。以下探察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观。

1)统治者的伦理。先秦儒家强调仁政與德政。即很重视统治者的仁德與禮仪，

这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基本意识。孔子强調說王清则没有贼，王善则百姓也

善( 论语․颜渊 )。为政者正则万事成( 孔子․子路 )，王矫正则国家自然稳定

( 孟子․离娄 )，荀子則說因为上级者是下级者的根本，所以上级需要实施诚实

公正，下级也应成为诚实正直。下级安宁待上级尊贵，下危殆而视为贱。汤武是

百姓的父母，桀纣是百姓怨望的贼.( 荀子․正论 )。统治者以禮待百姓则百姓像

顺父母一样从君.( 荀子․王霸 )，又称为王是百姓的根源，君子是治平的根源，

而根源清则流也清( 荀子․君道 )。从这些例子可见的都是要求清明的指导者，

即强调统治者的道德素质。

2)名分與责任。在实施政务上，强调名分與责任。强调作为指导者以身作则并

负责任，“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孟子․梁惠王下 )，孔子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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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论语․颜渊 )，而强调为政务必

重名分的必要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禮乐不

兴，禮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论语․颜渊 )；“位

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孟子․万章 )。从这里，可见

名分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孟子說脱离责任则惩戒，不尽于责任则要自退( 孟子․公孙丑下 )。荀子强调

以分业化等级化區分职分，而公正地分配职责，要尽力于责任.31) 又强调诚实于

小事與日常的事，按照做事的态度制定赏罚规定.( 荀子․君道 )

3)百姓的劳动。在百姓劳动上，儒家伦理重视指导者先忠实，而後使百姓盡

責。孔子說若使百姓善事，王者需先忠实于自己的职分而成为百姓的榜样，而无

倦。以下探察对百姓劳动的几个特征。第一，不要耽搁百姓及时劳动农事。孔子

称为爱人而使百姓及时做事。孟子称为不要把百姓白白出动而参與于战争，导致

浪费劳动时间。而要及时耕田。即农事需要按时期种田與收割，若不能及时耕种

而收获，食量供给难而不能充国库。这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不能不重视的事

实，所以儒家考虑这个方面是爱民爱国精神的发露。

第二，准备使百姓能自立的政策。孟子說不要一一抓手给过江，而设置桥。又

說使百姓在园子里种桑树养蚕，国家提供土地使百姓按时播种，而养家畜，则使

扶养家族没有问题( 孟子․梁惠王上 )。就是给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孟子强调鼓

吹百姓的生产意志，“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谷.’即是使百姓产生恒产與恒心。

第三，分明支付劳动报酬。百姓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孟子主

张百姓生产目的为能够富足地奉养父母亲和养育妻儿。因此应该减少税赋，让百

姓能够充分地去享受其劳动的成果，不该让其陷入困窘的境地。若不能恭敬父

母，家庭生计困难，不应以为国家效劳的名义，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尽劳苦。尤

其荀子主张说应减少刑罚，减轻税赋，以此使得百姓认真的耕田劳作。这些例子

都说明了应该让百姓以期待劳动的态度去认真劳动。

31) 荀子  富国篇 王制篇 君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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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教育的方式对百姓进行统治。孔子强调应对百姓教育，使之掌握技

能，最终实现百姓生活的富裕。在《论语》中孔子认为，教育之后才能参加战

争，如果没有经过教育，那么动员百姓参加战争，只会让百姓在战争中白白丢掉

性命。同时不加以教育，而处以死刑是暴政。没有事前加以教育而加以责骂，这

样肤浅的建立刑法是不正确的。同时孟子认为在农闲时期，应该对百姓进行孝、

友愛和信義等道理的教育，除此之外，还要教育进行协作與合作，以保证农事的

效率。

第五，不劳者不得食。没做事而得到报酬是不公平的事情。孟子认为受命做事

情，要得到正當的对待。在中国的经典《诗经》中，不做事情的话就不要吃饭。同

时孟子还认为要积极的做参军，保卫国家，繁荣国家等事情。为了持续的发展，采

用有能力的人才，是他们人尽其才，正大光明的做事，并给與相应的报酬。

爱着百姓的同时要加强促进百姓生活的安全。只有百姓的生活富足了，百姓才

能够生存。这样的情景的实现才是政治伦理中强调的仁政的体现。

2. 以色列的政治與 理

在这里，以以色列民族为例，论政治伦理中的中心原理。以色列民族政治伦理

建立于信仰耶和华的基础上，以确立信仰耶和华为中心，而随着政治社会伦理。

如所上述的，基督教伦理标准是律法。此律法包括信仰伦理，政治社会伦理，生

活伦理，而具有法典的性质。在这里，通过以色列民族的特征，较详细地明示侍

奉上帝的律法與社会的规律。包括律法各个方面地记录在出埃及第18章，第20章

-第23章，利未记第11章-第19章以及申命记全部等。

1) 统治者的伦理

首先，以色列领导者伦理的中心是聖潔信仰。信仰的聖潔自然伴随着道

德纯潔。因此王者被要求听从耶和华的话语.32) 因为當时迦南原始文化的

影响使以色列民族陷入罪恶，尤其伴是崇拜偶像的淫乱與以火烧人身祭祀

32) 申命记17:18-20; 撒母耳记上12:14-15; 列王记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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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丧失理性的极大罪恶。聖经中上帝命令灭尽他们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的33)
。由此，选民以色列，作为上帝的聖民，为他们的幸福顺从上帝而行

正路，这就是统治的任务。同时被要求信仰的聖潔的理由。因此，统治者

顺从律法而按照律法治理。律法的要求是维持信仰與生活的聖潔.34) 依据

聖经说来，人间社会蔓延罪恶，罪恶导致破灭人與社会，因此统治者必须

要依靠律法而来遵从耶和华上帝，而引导百姓走正路。

其次，以铲除偶像，成为属靈的改革。这和儒家孝道在封建时代从政治

上被重视是同样的道理，对于以色列民族，统治者與百姓都很重视信仰的

纯潔。因为这在政治上影响极大。例如，所罗门王为了政治联姻娶了很多

拜偶像的王妃，后来他就不拒绝建筑偶像神祭坛而导致处处有偶像崇拜，

进而导致使百姓陷入罪恶(王下11:1-8)，因为那种崇拜仪式中包括淫乱，

而且以火焚烧小儿女为祭物等发生重重的犯罪.(参照王下23:10-15)。这种

犯罪导致不仅是王，甚至百姓都追从之(代下36:14)，犹大王亚哈斯铸造巴

力的像；并且在欣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并在祭壇上，山区

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代下28:3)。由此，上帝对这种行为不区别是本

国人或外国人，都下命赐死刑(利未记20:2-8)。由此可见，以色列被反复

强调纯潔信仰的原因，即统治者维持纯潔信仰耶和华是和国家百姓伦理有

直接關係。

其三，以色列统治者从先知者听告诫。上帝把先知者派给王指责错误，

就是王离开上帝的律法而行罪路。总之，以色列政治伦理與信仰耶和华不

可分的關係。即确立纯潔信仰耶和华是国家政治與百姓生活道德伦理直接

關係。

2）劳动伦理35)
。

依据《聖经》所载，基督教劳动观有几个方面特点。首先，从被上帝创

造以来人类有劳动的使命。而且从亚當堕落以来劳动使人更受苦（创世纪

第3章）。例如：“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

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

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彷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33)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

他们。(利未记20:23)

34)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聖的耶和华.” （利未记20:8）

35) John Murry 著, 金南植 譯, 基督教伦理 ,圖書出版 Emaos, 1990. (參照) 



24 인문학연구 43집

（箴言24:31-34）。这表示人就是通过劳动活下去。如果不劳动就没有吃

的。旧约聖经箴言中称“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作工。”

（箴言21:25）：“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言10:4）。：

“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箴言15:1

9）等等许多强调警戒懈怠。新约聖经中称“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

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後书3：10）。这

强调人勤勉的劳动 ，并这是與将自己享受的祝福有關係。

其次，强调诚实地劳动的态度。例如：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

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

主。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你们

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歌羅西

書3:22，23,24)；“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

（哥林多前书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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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

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

像服事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

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以弗所书（6:5-8） 从此看来，基督教劳动论对雇主與

被雇佣人都公平地强调在耶稣里诚实。这强调是不管贵或贱的事都必须要

诚实地劳动的态度。要求像侍奉主一样真实的态度。这就是荣耀归主。

其三，强调应當的报酬及时提供并人权保护。旧约聖经中称“困苦穷乏

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當日给

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

耶和华，罪便归你了.（申命记24:14-15）.这表示保护劳动者的人权。还有

提示收到对劳动的代价是应當的。例如：“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

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當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路10:7）。

（提摩前5:18, 太10:10, 哥林多前书9:14)。 另一方面，对待奴隶也有保

护人权，依旧约聖经出埃及第21章中称作奴隶到第七年就解放为自由人。

其四，劳动需要一定的休息。十诫中第四诫命劳动與休息。第七日必须休息，

就是现在星期天的概念。但是六天要努力劳动。

與先秦儒家相比，儒家是在国家政治上管理百姓观点论劳动，这是與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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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係。所以儒家主要论君主治理百姓观点。基督教是主要论社会伦理观点上雇

主與被雇佣者要守则的伦理。

两者理论在统治国民的角度上有点相似，但是本质上差距大，儒家是为政治的

框架里都含蕴着保护人权，基督教比较明示详细與具体的劳动观，并强调保护人

的尊严。

基督教伦理中除此之外，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伦理。聖经中明示为虔敬的家

庭，包括恭敬父母，父母对子女關係，婚姻，离婚，夫妻生活，保护人的尊严

等。人际關係，甚至禁止人们转转去到他人的家说害别人的话等。相比先秦儒家

周禮的话，儒家注重是政策运用上的禮仪。基督教注重是信仰與人们生活本质上

的问题。

因为本文有限，对以下3)和4)部分的内容，恕不赘论，这里仅就两个特征举例。

 

3) 社 弱者，他 人，旅客的保

通过以下引用例文，可见对社会弱者與客人及居留的他国人的保护人权。   

“不可虧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

他们的哀声，

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

我民中有贫穷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作當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當

盖头，

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

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出22：21-27）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

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19:9-10)

“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

是耶和华.(利19:14）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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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19:34）

“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

给利未人和寄居的，

與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申26:12）

对待穷人，“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箴言14:31）；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

罚。（箴言17:5）；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 行，耶和华必

偿还。”（箴言19:17）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以色列律法对社会弱者、旅客及同居留的外国人，进行

平等的对待，保护人权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这是很健康的社会伦理精

神。此思想與先秦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相似。

4) 民的

新约聖经中提到许多作为国民对国家应遵守的义务與道理。信仰伦理继承旧约

的精神，明示了国民的义务。當时犹太人处在罗马殖民地下，保罗称权势者是从

上帝被立的，所以应该服从他们，因为政府是代替上帝治理恶的。而作为国民应

當敬畏與尊敬掌权的人，并践行贡税與国税的义务。这就是出于遵从绝对主权的

上帝的意志。

综上所述，儒家伦理思想與基督教伦理思想都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两者都很

重视和强调统治者的伦理性與责任。儒家强调仁政、德政和统治者的资格與责

任，同时重视百姓生活的状况、管理百姓的劳动。基督教强调的是统治者确立对

上帝耶和华的信仰聖潔，并以此来维持国家安全與安寧，并实践国民的幸福。即

强调属靈的，以伴随着包括道德伦理和百姓生活丰足。儒家政治理论以先王之道

为标准，而基督教政治伦理以诫命即律法为标准。基督教在对待社会弱者的观点

上與儒家社会大同思想有相似之处。至此我们可以确认先秦儒家與基督教两者在

政治伦理方式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在建立健康社会等方面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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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从上述，确认先秦儒家伦理與基督教伦理各有各的特点。儒家是在封建制度国

家下，以政治为主的道德伦理。基督教是在神政国家下制定的以信仰耶和华唯一

神为中心的信仰的伦理，同时包括作为上帝的聖民必遵守的社会道德伦理。在伦

理形成思想背景上，儒家“天”或基督教“上帝”都被认识为其影响到人间的绝对主

宰而敬畏对象，这点有共同性。但是在认识方式上，儒家是依靠本能的理性认定

来敬畏天。基督教是通过上帝选择特定民族而详细启示自己與自己的意志，而使

人认识與敬畏上帝。这就是差异点。在宗教的观点上，儒家是因为敬拜天，按儒

家方式的禮仪制度来祭天，同时也祭其他各种鬼神。基督教是按上帝明示的方式

来，只祭唯一神耶和华，这个方式上，上帝先规定以预表耶稣的动物来祭祀，然

后，耶稣来到世界上成全律法以后，为救赎人类而钉死，复活，被救赎的人则信

耶稣而依靠祂的名来敬拜上帝。这是差异点。在伦理的基本精神和实践方面上，

共同点是爱人和爱人的第一对象是父母。儒家的像爱父母似的爱人和基督教的像

爱自己似的爱人是，很相似的地方。但是根源上有差异点，就是儒家的爱是出于

對人的禮节而基督教的愛是出于上帝爱人。对于父母死后，两者完全不同。

先秦儒家脱离古代政治伦理宗教融合的政治现象，转换为人本为主的理想政

治。但是政治與伦理不可分离，政治的重点在于实现道德伦理。古代以色列政治

與伦理完全结合，政治的重点在于确立信仰耶和华唯一神，这就是與道德伦理直

接关联。儒家伦理注重是政策运用上的禮仪。基督教伦理注重是信仰與人们生活

本质上的问题。

总之，可见两种理论有共同点，也有差异点。从根本上说，由于人认识到上天

或上帝以来，产生了远离恶的趋向，所以不管有无信仰，都是尽力爱人，从善，

行公义。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道德伦理，对社会和平并和谐，和对管理控制都很

有益。在普遍的道德伦理观点上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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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ison of The Pre-Qin Confucian 

Ethics and Christian Ethics  - for the  

Center of Kongzi,Mengzi,Xunzi

Kim, Mi-Eu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th continuing wars and political chaos, 

people’s lives were very unstable. In order to re-establish a stable social 

order, some Confucian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ir own political vision. This 

vision incorporated the idea of heaven, which was posited originally in the 

Yin (Shang) Dynasty. At that time, Heaven (tian)was thought of as a 

personal God, and was conceived of as an omnipotent ruler. Confucian 

scholars believed that all rulers should follow the model of heaven, and 

become leadersnot only in politics, but also in ethical and moral life. In this 

way, they emphasized ethics mainly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eir 

purpose was oriented to social stability.

Early Christians posited an ethics stemming directly from the word of 

God. Indeed, Christianity came from the nation of Israel, a people governed 

by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Christian ethics is 

love; to love God and love people in daily life. When this moral idea 

became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s of the nation of Israel, it gave birth to 

an ethical idea that focuses on maintaining people’s holy faith and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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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This was further related to economic stabilization.

Confusion and Christianity, 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ideas of Ren and love, share some view son the universality and 

value of love. Although holding distinct attitudes towards the death of 

parents, both proclaimed that people should do their utmost to respect and 

serve living parents. In Confucianism, ethics comes from politics, and rulers 

practice ethics for the sake of politics. Christianity combines ethics and 

politics together in the worship of God. For the Christians, it is important 

to harden people’s belief, which influences people’s moral health and results 

in felicitous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This is why, in the New Testament, 

people are obligated to obey the government, even in colonial contexts. 

Both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ethics have important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Early Christians and Confucians both asserted the existence of Heaven 

or God, and both encourage us to avoid evil to love people and act 

righteously. All of these are valuable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 Confucian,  Christianity, ethics, Ren,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