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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正文前的“导论”是韦伯为他整个系列研究所写的。
在“导论”中韦伯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他的研究目的和基本着眼点，而且韦伯还以谦虛的态度着重提醒
读者不要过分夸大他所做研究的价值，他反复强调，他所有这些研究都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进行
观察的结果，这种角度绝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排他性的，所以这些研究的结果也就不是绝对的，而是
有限制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20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大师。
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埃尔富特，早年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
柏林任见习律师，后进入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任教。
后来与W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
与F·滕尼斯、G．齐美尔等人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
并曾参与魏玛宪法的制定工作。
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沦文集》、《经济与社会》、《科
学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等。
韦伯的知识范围非常广泛，学术研究的视野也极为宽阔，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
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非常重要的成果，他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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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般人都知道路德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由加尔文宗及其他教派倡导的一系列的思想，认为
加尔文宗等教义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们已经回复到凭借事行而非靠单纯信仰得到拯救的天主教的老
路上去了。
虽然加尔文宗对路德宗把他们与天主教的教义立场混为一谈的做法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但如果仅指这
一教义对信奉加尔文教的普通归正教会信徒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的结果而言，路德宗的这一指责也并
非全无道理。
因为还没有哪个教派能像加尔文宗这样，不惜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引导其信徒重视对道德行为的评价
了。
但要想知道加尔文宗这一类靠事行得救的思想，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只有在了
解如下知识之后才能做到。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加尔文教派独特的教义特征，而且也造成了它和中世纪一个普通基督徒日常生活的
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可作如下概括，中世纪时，一般天主教俗众的生活伦理就是“过一天算一天”，首先他会尽
职尽责地完成传统义务，但是在超过这个最低要求的范围之外，他从来不觉得他的善行有形成一个，
还说不上是理性化，但起码应该是有体系的生活的必要，而只是一连串的个别行为。
偶尔有需要时，他可以用这些善行来赎偿某些罪过，以增加获得拯救的几率，或者说充当临终时的一
种保险费。
当然天主教的伦理设置也是有它自身的意图，其伦理意图主要表现在对个别行为的具体动机的价值判
断上，个别的善行或恶行好像都会一一登录在上帝的功过簿上，由上帝据此来决定他现世和永恒的命
运。
天主教会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人并不是一个可以绝对清晰界定的统一体，不可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
方法来加以判断，而且人的道德生活往往受着相互冲突的动机的支配，所以他的行为经常是互相矛盾
的。
当然，作为一种理想状况，天主教会也要求信徒在生活原则上有一种改变，但是它最重要的权利和教
育手段之一——圣事中的告解制度，又削弱了天主教对一般信徒提出的改变生活原则的要求，告解制
度的功能又是和天主教的特质中最深的根源联系在一起的。
    世界的理性化，以及对法术等神秘主义作为灵魂救赎方法的摒弃方面，天主教信徒从来没有像清教
信徒(以及它们之前的犹太教徒)那样做得干脆彻底。
对天主教信徒而言，教会的告解制度就是对他不完善行为的一种事后的补救，教士就是完成罪过与功
德之间抵偿、变换奇迹的魔术师。
他手里拿着通往永生的钥匙，一个人在悲伤和痛悔时可以向他请求帮助，他给信徒带来了赎罪的机会
、蒙恩的希望和罪恶得到赦免的保证。
这样就可以使人们从那种可怕的紧张状态中逃脱出来。
但是此种紧张状态却是加尔文教信徒无从逃避的，因为他们注定要承受严酷命运的支配，而且没有任
何缓和的余地。
对于一个加尔文宗信徒来说，像天主教这样温柔而富有人情味的抚慰是不存在的。
他不可能指望像天主教甚至路德宗信徒那样，可以用其他时间的善行来抵偿在草率时犯下的过错。
加尔文宗的上帝要求他的信徒去做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行为，而是一个成为体系的完整的善行生活。
在加尔文宗教义体系内，根本找不到富有人情味的天主教式循环的立足之地：罪，忏悔，赎罪，解脱
，再跟着就是新的罪。
在加尔文宗之中，也根本不存在着把生活中的善恶记作一个总账，然后可以用现世的惩罚来赎罪，或
用教会的恩典来抵偿旧的罪恶，以达到道德平衡的做法。
    这样，普通人的道德行为就脱离了无计划、非系统的特点，而归整为受到一定方法支配的整体生活
方式。
所以像循道宗教派信徒(意译是“方法主义者”)和清教徒(意译为“严格遵守规则的人”)的称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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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绝非偶然。
循道宗的信徒，在参与18世纪美国最后一次清教思想大觉醒运动时，就是信守“方法主义”的，这一
名称适用于他们，正如“严格遵守规则的人”这一称呼适用于他们17世纪时精神上的祖先——清教徒
一样。
只有通过这种生活整体意义的根本改变，才能使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行为中，都要证实自己
正感受到蒙受神恩的效果，确认自己已经从自然状态转变为沐浴神恩的状态。
    圣徒的生活，追求的只有一个超越性的目标——灵魂的救赎。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圣徒现世的生活彻底被理性化，而且完全被“增加上帝在地上的光荣”这一观
念所支配。
“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光”的观念，从来没有人比这些加尔文宗的圣徒更认真地奉行过。
只有由恒常不断的反省所引导的生活，才能达到克服自然状态的结果。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内涵，被那个时代的清教徒，用另外一种道德伦理学的诠释所取代了。
正是这种理性化，给加尔文宗信仰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苦行倾向，这也是它和天主教联系及其发生冲突
的教义基础之所在。
当然，这些东西天主教也并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P14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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