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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 教思想对美国精神有多方面的影响 :如领导者意识、民主意识、敬业精神、开拓精神以及重视教肓。

解美国价值观与清教思想的渊源 ,有 助于深刻了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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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第一批清教徒是 16世纪及 17世纪英国新

教中的一派 ,因 不满伊丽莎白女王的教会改革 ,要求

进一步清除腐败、纯洁教会而遭迫害 ,被迫外逃 ,将

清教思想带到了美洲大陆。清教思想深深地影响了

关国社会 ,是 当今美国精神的核心。历史学家巴斯

等说 :“ 没有对美国清教思想的了解 ,就不可能理解

美国社会。
”
[丬 (40页 )笔 者认为 ,清教思想至少在

五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精神和国民性的形成 :领导者

意识、民主意识、敬业精神、开拓精神以及重视教育。

- 清教思想的核心

清教社会组织以教会 (congregation)为 内涵 ,以

契约(covenant)为形式。
“
契约说

”
源于上帝与亚当

之约——上帝造人 ,允其幸福 ,人则以服从天意为回

报。谁知亚当毁约 ,犯下原罪 ,人类因而苦海无边 ,

世代忏悔 ,以 赎其罪。但清教徒所信仰的加尔文教
“
因信得救、说

”
又告诉人们 ,人能够通过上帝造物的

安排理解神旨,争取获得解救。这就是所谓的恩惠

契约(Covenant。 f Grace),即 尽管人性邪恶 ,但上帝

仁慈 ,仍会引导少数选民超越俗念 ,精神至上。

笔者认为 ,“ 契约说
”
包含了清教思想的全部核

心。清教徒自认人类罪孽深重 ,呼 吁其教徒反省自

身的劣根性和堕落本能。他们认为自己肩负上帝使

命 ,要为人类做出榜样 ,引 导其向上帝赎罪 ,获得拯

救。当他们到达北美新大陆这一尚未被
“
玷污

”
的

蛮荒之地时 ,更认为是上帝的旨意要他们在此重建
“
伊甸园

”
,作 全人类的领袖。同样 ,从

“
契约说

”
产

生了清教的人权思想。清教思想家们按照上帝和人

类订立契约的方式把皈依契约说发展为
“
教会契

约
”
与

“
殖民地契约

”
,以 契约来建立教会和殖民地

政府。清教徒深知 ,教会过于庞杂 ,有损清名 ,难 以

控制 ;而教会若置大群非教徒于不顾 ,他们叉会另立

神坛 ,供奉邪说。必须有一种无所不包、政教兼顾的

宽大理论 ,明确规定每个移民的责任和自由范围,协

调社会管理与个人权益的关系——这便产生了被称

为
“
联邦神学

”
的清教契约思想(Cc,venant Thought),

即教会契约。同时 ,清教徒相信加尔文的神学
“
预

定论
”

:“ 财富是上帝预定对它的顺民的赏赐
”
[2]

(100页 ),因 此富人才是上帝的选民,是理解了神的

旨意 ,获得解放的那一部份。加尔文教认为工商业

活动是上帝神圣的旨意 ,不再认为追求财富是可耻

的 ,是要受道义谴责的。相反 ,个人商业的成功就是

上帝恩典的标志 ,这实际上是把自由竞争神圣化 ,所

以每个人在竞争中都可以无所顾忌 ,充分自由地施

展自己的一切才能。在
“
契约说

”
中,清 教徒认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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妁本质是罪恶的 ,已 经陷落在亚当的罪恶中。人是

罪恶的 ,必须阻止撒旦成为人的主宰 ,学校将为人指

明方向 ,指 出克服罪恶本性的途径 ,让他们 自己从堕

落中被拯救出来。

二 领导意识

著名的清教领袖温斯罗普说 ,他们将
“
在一座

山上建立一个城市
”
[1](38页 ),作 为新英格兰殖民

地乃至全世界的榜样。世界榜样思想是美国精神和

国民性中最鲜明的特征。移民美洲的清教徒 自认是

带着上帝神圣的使命来到这块新的大陆 ,自 然将领

导整个新英格兰殖民地乃至世界的文明 [3](199

页)。 他们决心
“
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按自己的意

愿自由地生活 ,并 把基督的话带到这个遥远的世

界
”
[4](53页 )。 他们把美洲想象成一个没有

“
郁金

之树
”
和

“
引诱之蛇

”
的伊甸园 ,因他们的所在 ,将是

天国的锡安山,世人都向往的地方 [5](441页 )。 许

多清教徒都认为美洲是实现上帝千年福理想之地 ,

美国将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美

国
“
天命注定

”
要成为第二个毫无瑕疵的

“
伊甸园

”
,

美洲大陆不久就会溢满千禧年的虔诚与称颂。那棵

最高的枝条将伸入天堂的绝妙无比的树 ,它 的主干

就在这里 [6](13O页 )。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潘 恩

曾在他的小册子《常识》中自豪地宣称美洲人
“
有力

量去重新安排世界
”
[7](22页 )。 独立战争胜利、美

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后 ,美 国人更是认为他们有责任

和义务管理这个世界并为其做出榜样。
“
美国人是

特殊的、上帝的选民⋯⋯毫无疑问 ,上帝已经让我们

在未来继承那些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的广袤领土。不

用我们手上沾血 ,那些异端分子就会来归顺于方舟

的影子之下。人类期望上帝为其命定伟大的事业 ,

而我们心中也就感受这些伟大的事业。其它的国家

很快就会被我们甩到后面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先锋
⋯⋯政治上的救世主已经来临。我们为美国做件好

事的同时也就是施惠于世界
”
[8](152丬 53页 )。 梅

尔维尔的这段话把美国人张狂的领导者意识表现得

淋漓尽致。

为了
“
重新安排世界

”
,“ 施惠于世界

”
,美 国不

断地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推广他们所谓的美国精

神。
“
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

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 ,而不是被动地、仅仅用榜

样示范的方法去影响别人。他们是救星 ,有责任向

受奴役的、落后的民族伸出手去
”
[7](207页 )。 这

和他们清教徒先辈的思想同出一辙。他们对贫穷落

后的小国进行援助、扶持 ,但 同时又千方百计进行控

制。美国就像一位大家族的族长 :调停地区争端 ,维

护地区和平 ,提供援助 ,任何时候都急切地想扮演领

导者的角色。这种领导者意识正是源于古老的清教

思想。里根在 19gO年 的总统竞选时 ,引 用清教先辈

温斯罗普有关
“
造在山上的城

”
的话 ,描述他的美国

梦。
“
这块陆地是按神的旨意放在这儿的。它被放

在这儿是为了被一群特殊的人发现。这一新型的人

就是美国人 ,他们[注定了]要让这个世界重新开始
·⋯⋯[要 ]建立起一个国家 ,对全人类而言 ,这个国

家都是光彩夺 目的山上的城市。
”
[9]而里根总统

1985年 的就职宣言再次明白无误地表露了这种意

识 :“ 我们的创造发明照亮了整个世界 ,世界上无论

什么地方有人呼救 ,我们就立即前去援助。
”

[10]

(456页 )

三 民主意识

普利茅斯的清教徒先辈们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

民主的倾向。学者班克拉夫特认为 ,清教徒的宗教

改革从根本上代表了反对教会和君主立宪的封建制

度的民主精神 [3](zO1页 )。 清教徒所信仰的加尔文

教主张教会内部不能有等级和特权存在 ,应 实行 民

主选举 ,从教徒中选出长老来管理教会 ,而清教徒将

这一理论也应用到殖 民地政府的管理。初到美洲 ,

清教徒移民的领袖们就意识到 ,要在一个荒芜之地

生存 ,需要有一种方法建立并加强恰当的管理制度。

于是 ,他们民主选出第一位总督 ,并订立历史上有名

的
“
五月花协定

”
。这是美洲第一个正式的 自治协

定 [11(s。 页)。 清教徒们崇尚一个合乎宪法规则和

受限制的政府。在建立殖民地政府时 ,清教思想家

们提出
“
如果统治者违背了契约

”
,人民就可以免除

对他们的效忠 ,可 以拿起武器反抗他们 [1丬 (22

页)。 他们创立了殖民地的代议制政府 ,总督、副总

督及所有地方官员均由自由人选举产生 [12]。
“
他

们设立立法委员会来限制总督的权力 ,监督其财政

开支 ,任何一笔开支必须取得立法委员会的同意
”

[13](1z9页 )。 政治家韦伯斯特总结说 :“ 清教徒们

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民主倾向,他们反对任何形式

的教会或政治独裁 ,崇 尚一个权力相对分散的政府
⋯⋯因此我们当今宪法的民主性源于石头城普利茅

斯。
”
[3](1gB页 )于是 ,清教徒集中的新英格兰成为

北美 13个殖民地中最民主的地区,成为美国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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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地 ,为美国政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模式。

清教徒中诞生了许多倡导人权的思想家。其

中,普里斯特首先提出了后来被写进美国《独立宣

言》中的著名的天赋人权说 ,并把人的自然权利扩

展到政治领域。他认为 ,当 人权受到了侵犯时 ,人 民

有权起义推翻统治者。他第一次把起义称为
“
爱国

者的权利
”
。

“
爱国者

”
一词于是不胫而走 ,无疑在

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4](1%页 )。

清教思想家胡克勇敢地反对英国政府和殖民地政府

对教会成员选举权的限制 ,提 出殖民地官员应由人

民选举的口号 ,被 称为
“
美国自由民主之父

”
[15]

(8” 页)。 应该说 ,美 国《独立宣言》有关人权的内容

是和这些清教思想家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当杰斐

逊郑重地在《独立宣言》上写下
“
我们将建立一个民

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
时 ,民 主精神就被这个民族

所继承并永远地成了它最鲜明的特征。从美国总统

位置设立的目的可见一斑——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
“
决不允许任何暴君诞生在这块土地上

”
[16](72

页)。

四 敬业精神

由于清教教义的影响 ,清教徒一直
“
崇尚

‘
努力

工作、节约、勤俭
’
,今 天大多数的美 国人仍持 同样

的观点
”
[丬 (40页 )。

“
信仰上帝一样信仰职业 ,热

爱生命一样热爱工作
”
[17](封 面)。 今天美国社会

的
“
敬业精神

”
应是这些品格的体现。整体上 ,美 国

社会是一个有进取心的社会 ,清 闲会让他们产生犯

罪感——这种思想源于清教徒所信仰的加尔文教的
“
预定论

”
。按照预定论 ,人们在出生之前 ,上帝就

已预定其中一部份将受恩宠 ,得到拯救 ,另 一部份则

被抛弃 ,受到永罚 ;而上帝的决定对人类是秘而不宣

的。于是 ,那些渴望得到拯救的信徒就因获救的不

确定性而焦虑不安 ,但是经改造后的加尔文教又给

人们留下了一线生机。它说虽然人们不能明确探知

自己的命运 ,但他们可以从 自己的世俗活动中找到

处于恩宠状态的证据 ,因 为处于恩宠状态的人是神

意的工具。清教徒们确信 自己的生命源于上帝 ,上

帝给他们安排了一切 ,包括职业。由于是上帝的安

排 ,这份职业就有了神圣的意义 ,叫 做 calling,即
“
神

召
”
。因此对于美国人 ,既然 自己的职业是上帝的

神圣安排 ,就一定要做好以荣耀上帝 [18]。 在这一

线生机的指引下 ,那些为获救的焦虑所折磨的信徒

就逐渐被驱赶到世俗活动中去 ,自 觉地履行上帝赋

60

予的世俗责任 即
“
神召

”
。他们不稍休息地劳作和

工作 ,以 便通过
“
增添上帝荣耀

”
的不懈努力来证明

自己的上帝选民身份 [2](⒎-99页 )。 用韦伯的话

说 :“ 劳动成了一种天职 ,是最善的 ,归 根到底常常

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
”
[2](140页 )。 于

是 ,一种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出现了。

这种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已在美国人脑子里根

深蒂固。新英格兰清教徒对今天美国社会最重要的

影响就是辛勤工作及相关的一些优良品质 ,像节约、

实际等[3](⒛ 1页 )。 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节俭又造就

了今天节约的美利坚人民。在美国人眼里 ,任何东

西 ,只要多于必需就是浪费。因为他们的清教徒祖

先告诫他们 :“ 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

财产 ,他必须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 ,对托付给他的每

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
”
[2](133页 )富 兰克林带有

典型清教思想的一些名言仍流传至今 ,例 如
“
节约

每一笔小的花费 ,财富就会随之而来
”
[19](7页 )。

按照韦伯的观点 ,清 教徒对世俗活动的热哀加之对

财富的节俭造就了当今美国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 ,

以至其在短短百年间迅速成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大

国。笔者认为 ,这种清教思想也使许多美国富翁白

愿生后把大量财产捐赠给社会 ,而不是留给子女 ,因

为财富是上帝恩赐的。

五 开拓精神
“
探索新的领域是美国人性格中的基本特点

”

[4](3页 )。 美国的开拓精神也来源于履行上帝赋

予的世俗责任即
“
神召

”
的自觉 ,“ 既然是上帝安排

的任务 ,就应终生去做 ,全力去做 ,理性最大化地去

做
”
[18]。 终生去做、全力去做是没有止境的,就产

生了持续不断的动力 ,即 开拓精神。所以说 ,是他们

的清教祖先给他们留下了这个传统。清教徒的移民

史就是一部悲壮而艰苦卓绝的创业史。清教思想认

为致富是上帝对其选民的要求 ,贫穷不是一种美德 ,

而是对上帝赐予的荣耀的贬损。在这样一种观念

下 ,人人都追求财富和成功。清教徒对财富的追求

实际上是对成为上帝选民的追求 ,这种追求浓缩为

勤劳实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北美荒芜的土地上 ,

他们披荆斩棘 ,勇 往直前 ,开拓进取 ,将 一个蛮荒之

地建立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殖民区。这种顽强和不

屈不挠、自助、独立的精神充满了整个新英格兰殖民

区及后来其它殖民区的成长、成熟、繁荣的过程。

今天 ,美 国人继承了他们先辈那种无所畏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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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拓、积极进取的传统精神 ,并把美国创业时期的

这种
“
民族精神

”
发展为

“
美国的国家哲学

”——实

用主义 ,即
“
立足现实 ,积极行动 ;注 重目的,讲求实

效 ;崇 尚进取 ,重在开拓
”
[⒛ ]。 这对当代美国人的

价值观和行为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人看

来 ,“ 生存充满了风险 ,进取意味着生存。任何因循

守旧、苟且偷安者迟早会被生活的激流所吞没 ,成功

和希望只属于那些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人们
”

[20]。 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在他的论著中说 :

“
我觉得自己情愿把宇宙看作是真正危险和富于冒

险性的 ,我决不退缩 ,决不认输 !” [2丬 (151页 )从美

国的独立战争到美国西部的开发 ,从 ⒛ 世纪初的对

外扩张到其后短短百年间所创造的工业奇迹 ,以 至

今天其强大的国力 ,所 有这些都展示了这种实用主

义精神对美国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

将继续下去 ,传给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让他们永不

停歇地追逐激动人心的美国梦。

六 重视教育

清教思想重视教育源于
“
契约说

”
中的人性观

念。
“
契约说

”
认定人已经陷落在亚当的罪恶中,为

了阻止撒旦成为人的主宰 ,学校将为人指明方向,指

出克服罪恶本性的途径 ,让人从堕落中被拯救出来。

托克维尔说 :“ 在美国,启 发民智的是宗教
”

,“ 新教

徒因其信仰的原因 ,本来就有重教的传统 ,且最初来

到美国的新教徒大多都受过古典人文教育
”
[” ]

(406页 ),因此他们有一种新的教育理想 :要 有受过

教育的神职人员和识字的民众。
“
在新英格兰 ,教育

得到更多的重视 ,由 于人们非常看重⋯⋯每个人都

必须能自己阅读《圣经》
”
[13](75页 )。

“
新英格兰

殖民地要求父母教导他们的子女和仆人读书 ,或者

把他们的子女们送到村、镇的学校去读书
”
[12]。

为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他们还在 1674年颁布了著

名的《老魔鬼撒旦法》,规定凡满每 m户 人家的城

镇必须任命一位老师教孩子阅读和写字 ,凡满 100

户人家的城镇必须建立一所拉丁文法学校 ,不执行

这一法令的人 ,将 受罚款处罚。哈佛大学及一些义

务教育学校的建立使英格兰殖民区在教育方面处于

领先地位 ,这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殖民区对教育的态

度。各殖民地都争相筹办教育 ,而且不同于欧洲的

是 ,它们
“
不但招收中产阶级 以上家庭的子弟 ,还招

收工匠、技师和商贾子弟 ,甚至还为农民子弟敞开大

门
”
[23](1鲳 页)。 清教徒们教育子孙

“
不学 ABC,

愚蠢至终生
”
[丬 (40页 )。

今天的美国人无疑秉承了清教祖先重教的传

统 ,并将之发扬光大。在当今美国,每个公民都有接

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各州都有义务教育的法律 ,学

龄儿童除非有严重缺陷 ,必须受教育至年满 16岁 。

全国的文盲比例极低 ,约 为 1%[4](107页 )。 现在 ,

全美大约有 ω00万人 ,即 占人口总数的
"%的

人 ,

在不同层次的学校上学 ,另 有 900万人上职业学校 ,

还有 1300万人通过各种形式比如培训、函授等接受

教育。美国教育事业在规模上大得惊人 ,“ 从建立

州立学院、市立学院 ,到 创办大量的赠地学院,然后

建立独具特色的社区学院,从而形成了美国完整的

公立高等教育体系,⋯ ⋯蠃得了
‘
学院之国

’
的美

名
”
[妍 ]。 全美有 3500多 所大学 ,已 经从大众高等

教育发展为普及高等教育。清教祖先历来有务实的

传统 ,美 国教育也受其影响。
“
大学除了进行学术

教育的文理学院之外 ,还设有工、农、商、法、财经、企

业管理、家政、教育、新闻等学院,像
‘
百货商店

’一

样琳琅满目,是名副其实的
‘
综合大学

’”
[24],使 美

国高等教育不同于欧洲 ,独 具特色。先进的教育事

业给这个国家造就了无数的高科技人才 ,使其高科

技事业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可以说 ,美 国清教祖先

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和远见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这个年

青的国家靠科技力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自第一批清教徒到达石头城普利茅斯 ,三百多

年已经过去 ,但清教精神在美国精神和民众性格中

沉淀了下来。换而言之 ,“ 美国价值观在很大程度

上是曾经在新英格兰地区处于领导地位的那支清教

徒部落的思想体系的翻版
”
[3](203页 )。

“
清教传

统像一条红线规范了从殖民时代到当今美国的政治

文化与社会文化 ,清 教主义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

根
”
[叫 ](I页 )。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 ,“ 我认

为 ,当第一个清教徒踏上美国土地时 ,我就可以看到

整个美国的命运就已经包涵于其间了
”
[zz l(硐 8

页)。 因而 ,想要了解美国社会、美国精神 ,必须首先

了解它们与清教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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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taosm and American spirit

CHEN Hua
(Foreign language Ins‘ tute, sou1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31, China)

Abstract:Puritanisrn innuences“ Arnerican spirit”  in many aspects: the sense of being Ⅱ1issioned,

sense of democracy, A1nerican work ethic, pioneer spirit and valuing of educat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uritanism and modern American values undou-tedly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society。

Key words:Puritan; PuritanisIm; Ameocan spiH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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