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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基督教，相信對許多老一輩的臺灣人來說，大概不脫過去一九五○年代西方宣教士挨

家挨戶發麵粉、奶粉的「麵粉教」印象。其實不僅是老人家，臺灣社會對於基督教也普遍存在

著許多誤解，有人認為基督教不過就是「洋教」；或者有人以為基督教代表了某種保守的道德

價值；甚至還有的人以為，基督教的聖誕節是慶祝聖誕老公公的生日。

其實不只是這些誤解和印象，在臺灣社會裡作為一個基督徒，大概也會常被問起：基督教

跟天主教有何不同？基督教是不是不拜祖先？為什麼基督教有這麼多不同名字的「教會」？等

等這些，就算是基督徒也可能沒辦法完整回答的問題。

* 基督教與現代社會

面對上述種種的疑難與誤解，終究要回到基督教，甚至是作為基督教前身的「猶太教」的

歷史和文化才能有真正的答案。而這也是《基督教如何創造西方世界》一書所採用的方法與進

路。兩個對宗教研究學有專精的日本教授，在不預設信仰的前提下，透過對談的方式，從作為

基督教起源的猶太教，這樣一種一神教的信仰形式開始對話；討論耶穌基督是誰；最後則是談

到今天的「西方」社會是如何受到基督教的影響。

作為東亞文化圈的成員，日本社會也同樣對於基督教感到陌生，然而本書最終的目的，並

非只是要帶領讀者認識這個「宗教」而已。在本書一開始作者即開宗明義的指出：「若我們不

先思考什麼是『西方』，就無法了解現在『我們的社會』究竟是什麼，也不明白現在遭遇的基

本困難是什麼。」基督教作為西方文明主體的核心，若不了解基督教，又怎能了解西方文明？

換言之，認識基督教的重要性，不僅是認識另一種宗教文化而已，更重要的是這個「宗教」，

其實正是我們今天所習以為常的「現代」生活的核心。甚至我們可以直接的說，沒有基督教就

沒有今天包括民主政治、自然科學、資本主義等等這些構成現代社會的表徵。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游任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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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神教的信仰形式

為了說明基督教與現代社會的關係，本書作者在對談的第一部份，為我們鋪陳了猶太教與

基督教之間的歷史淵源。作者指出一個宗教能成為世界性的宗教並非突然發生，它的背景中一

定有在它之前的種種宗教在裡頭。但是除了基督教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普世宗教，將自己加

以否定、必須超越的宗教，保存在自己的內部。也就是說，基督教一則否定猶太教的部分，同

時又有自覺地將它保留下來。從基督教的《聖經》中分〈新約〉、〈舊約〉兩個部分就可以看到，

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有其連續性，卻也有著不連續性。

作為信奉同一個神的「一神教」，是這兩個宗教之間最大的連續性。相對於多神的一神教，

前者不在乎神怎麼看世界，它自始至終都是以人為中心；但後者卻是以神為中心。在一神教的

信仰中已經預設了神本身就是正確的圭臬，而人的任務就是依神的話而行事，全然接受不可理

解的事實，才是人與神的正確關係。

對一神教而言，神是一個具有人格的存在；所有發生的事都是按神的意思所產生，沒辦法

找理由解釋。因此，在一神教體系下的信徒就會一再反覆不間斷地與神對話，這種對話就是禱

告。而在一神論的信仰架構下，還嚴厲的禁止偶像崇拜。人類膜拜人類創造的神，就是偶像崇拜；

因為創造偶像的是人，對一神教來說，人類崇拜自己，是偶像崇拜最要不得的地方。

作者指出，同屬於一神教，幾乎一樣的猶太教與基督教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耶穌基督的

存在。在猶太教中，人是藉由「先知」來面對神，將先知所說的話當作神的話遵從。但對基督

教來說，耶穌的出現卻是先知的總結，所有上帝對人的啟示，只到耶穌基督為止。

* 耶穌基督是誰？

耶穌基督，正是在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那個無法跨越的不連續性。本書作者認為，耶穌

確有其人。基督教的信仰，與耶穌的歷史事蹟有緊密的關係，而且耶穌的真理不僅只在他說的

教義中，也在與他相關的所有事跡裡。沒有耶穌也就沒有基督教。

耶穌的存在是否為歷史上的事實，是極為重要的。然而除了歷史上的耶穌之外，基督教更

重要的是承認耶穌為「神子」，這種異於猶太教的思考方式是由當時代基督教的使徒保羅所確

立。在基督教的理論中，耶穌基督這個存在，直接進入了人的世界，做了各種工。耶穌既是「神

子」，也就意謂著神走入了人類歷史的舞臺，盡情做了很多事，然後離去。

耶穌的離去並不是自然的死亡，而是死在當時羅馬帝國的酷刑十字架上。基督教認為，耶

穌上十字架是為了人類贖罪，因為耶穌為神的兒子，以致於他可以代替人類來贖罪，也因為祂

的「代贖」，使原先人類與上帝因罪惡而破裂的關係得以復和，至此完成了神對人類救恩的計

畫，相信耶穌、跟隨耶穌成了基督教唯一的得救之道。



書評

ISBN

28
第一次讀到一本好書，就像找到了一個好朋友；再一次讀這本好書，就像和朋友重逢。
法國諺語

* 為何是基督教

在追溯和介紹基督教的起源和教義後，本書的最後章節才開始於討論基督教如何成為「西

方」的核心要素。作者指出，基督教成立之後，以許多方式傳布到社會影響民眾。其實從地理

與歷史來看，西方一直是基督教一開始的傳教方向。雖然第四世紀時，因為羅馬帝國分裂成東

羅馬與西羅馬兩個帝國，加上教義與教會體制的差異，基督教也分成了羅馬天主教和東方正教

會兩個不同的宗派，但是在「現代」的影響上，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與西方的關係一直都

是關注的重點。

西方基督教的地理範圍，就是今天的西歐地區。相較於東方基督教教皇等於皇帝的一元性，

在分裂之後的這個區域內，世俗政治權力與宗教權威卻是極度明確的二元化。西方的基督教雖

然沒有政治上的實體，但教會卻藉著掌握拉丁語的文化霸權，以及在一神教邏輯下對救恩的壟

斷，再加上將婚姻禮俗轉化為聖禮的詮釋。反而使得西方教會對當時的社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力。

雖然如此，但和當時東方的伊斯蘭教相比，無論是掌控的區域面積、程度，都遠大於當時

的基督教會。既是這樣，以基督教為主的「西方」又是如何超越東方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核心

呢？甚至作者也指出，如果所謂的現代化指的是將社會各種領域理性化的過程，那麼其實伊斯

蘭教比基督教更為理性化，直到中世紀為止，無論是科技、哲學或思想，伊斯蘭的文化圈一直

是走在天主教世界前面。

作者指出，伊斯蘭與基督教的對比逆轉，出現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宗教改革的出現，

打破了過去天主教以教會傳統為主的信仰詮釋方式，這些改革者高舉《聖經》是檢驗一切信仰

根據的標準，強調個人與神的關係比個人與教會的關係重要。宗教改革凸顯了在基督教中一種

自由創造與詮釋的傾向。兩位作者認為，相較於伊斯蘭教中嚴格的宗教法，基督教反而可以自

由地創造法律。例如在面對現代商業行為時，伊斯蘭穆斯林最先想到是《古蘭經》裡有寫嗎？

但對基督徒來說，他們想的卻是目的：我們想做什麼？然後是，他有沒有被《聖經》禁止？沒

有被禁止的事，就是「可以做」。

因為伊斯蘭教有宗教法，所以優秀的知識份子，首先會思考這部宗教法的闡釋和發展。相

對於基督教因為沒有宗教法，對於該如何生活才算順服神的心意，就必須發揮各樣的創意。也

正是在這樣能夠自由創造法律與詮釋聖經的基礎條件下，有的是來自基督教—特別是宗教改革

以後的基督新教，有的則是因為「反基督教」，為我們帶來了一連串諸如：資本主義、商業利息、

自然科學、民主人權、音樂藝術與哲學等等今天我們稱之為西方現代化的各樣制度與特色。

* 基督信仰的生命與生活實踐

或許有人會說，臺灣又不是像西方那樣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主流文化的社會。但就像本書作

者所說，當思考基督教時，不是只在意識層面上觀察信仰，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無意識、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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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的信仰，如此才能看清基督教「影響」的實際狀況。

進一步地說，我們可以將基督教視為一種「社會想像」，無論你在意識上相信或不相信，

但只要受了西方現代化的洗禮，我們在無意識和態度的實際生活，其實都處在「基督教」或「反

基督教」的思想脈絡中。現代社會最基層的制度、概念和態度，有的乍看雖像是脫離基督教而

存在，但卻是在深厚的基督教前提中建立的。我們其實是活在一個以基督教世界觀為基礎的「現

代」社會裡。

由此觀之，對「現代人」而言，宗教不單是個人和私領域層次的抉擇而已，在每個宗教的

教義和實踐中，都有它們各自所反映的世界觀。這些世界觀包含了對人、對神、對環境、對社

會的看法，甚至還包括了對歷史和未來的觀點。

宗教並不是像一般人以為的只是「勸人為善」而已。同樣都是向善，有的宗教強調的是善

能帶來福報，有的則視為一種個人生命的修行；但對基督教而言，之所以要向善卻是因為人與

神的關係，一種出於效法耶穌的生命榜樣而對於上帝的服從。

同樣的，許多的宗教都講眾生平等，都說要珍惜愛護生命，但是每一個宗教看待生命的方

式卻是各有差異。有的宗教認為生命無常，有的則是在教義中指出人生的宿命論調，或者有的

則是追求「天人合一」。基督教的教義卻認為因為人是上帝所造，是按著「神的形象與樣式」

所造，因此生命有其不可侵犯的神聖性。這也是為何在許多的基督教國家中，墮胎與安樂死的

倫理議題往往會引發激烈對立，甚至遊行示威的「基督教／反基督教」原因。這也顯示了基督

教的生命觀點，同樣影響了現代社會對生命的態度。

更深一層地說，各個宗教對生命的觀點，其實各自反映了對整個人類歷史和未來的假設。

相對於佛教、印度教這些以輪迴方式看待生命與歷史的宗教，基督教很明顯地承繼了猶太教的

線性歷史觀，以這樣有開頭，也有其結尾的歷史觀點去解釋「人從那裡來，要往那裡去」的生

命大哉問。對基督教來說，現世的人類歷史終究有結束的一天。基督教認為，耶穌基督雖然死

在十字架上，但卻在第三天從死裡復活，而後升天，將來還要再次的降臨。在基督教的歷史與

時間觀念裡，從基督升天到基督再次降臨之間的時間被稱為「末世」；當基督再次降臨後，則

代表了現世歷史的終結。正如上文所述，既然神走入了人類的歷史舞臺，那麼最後劃下句點的，

也同樣是上帝所將要帶來的「新天新地」。

這種「末世」的觀點，正是基督教獨有的時間觀點，這樣的觀點意謂著人既活在「末世」

之中，也同樣等候著「新天新地」的到來。對真正了解基督教教義的信徒而言，「末世」並非

什麼事情都不做，而是因為知道「新天新地」已經要來臨，也相信自己已經活在「新天新地」

之中，所以要努力地在「末世」之中按著耶穌基督的倫理教導，活出「新天新地」的生活樣式。

正因為這種「已然」而又「未然」的「末世」張力，使得基督教既是「出世」，也是「入世」。

基督教的「出世」面向表現在西方中世紀興起的「修道主義」，也如同本書作者所討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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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入世」生活正是展現在這數百年西方的現代文明當中。

* 宗教不只是宗教

回到臺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來看，其實許多人大概也不是那麼清楚自己信的是什麼宗教。有

的人平常逢年過節跟著家人去廟裡燒香拜佛，但也可能會在聖誕節時去教堂參加禮拜或望彌撒，

歡慶耶穌基督的降生。當然，我們並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大多會說自己是基督徒，但同樣的西方

人也不會像我們大多數的人一樣，說自己是佛門或孔子的弟子。

在一般人眼中，宗教固然是一種生命與心靈的寄託，但事實上卻也代表了個人所處的文化

脈絡。或許活在西方基督教社會中的人並不真的了解基督教，只是因為他自小的生活與群體是

以一種基督教的文化方式在過生活。同樣的，無論我們是否相信佛教、道教，我們也可能是以

一種佛、道的世界觀在看待周遭的社會。活在各自宗教脈絡下的人，無論他信或不信，都承繼

了這樣的世界觀，並以此來看待、詮釋周遭的生活。

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見，宗教其實不只是宗教，宗教所影響的不只是個人層面，更重要

的還包括了一整個社會的文化、經濟、政治、美學等等生活方式。特別是基督教，這樣一個相

對於華人社會的陌生宗教，我們實在需要更深地，且更完整地去認識它；不僅藉著認識它去理

解究竟我們現代社會是怎麼來，更能藉著認識它反思自己看待生命的方式與態度。藉由本書這

兩位作者的對話，這樣對談的形式彷彿也在邀請讀者一同加入對話，邀請我們重新看待基督宗

教在我們生命與日常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認識那影響自己和影響他人的不同世界觀，好

讓我們能以更多元包容的態度和不同的族群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