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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圣经世界观研发中心的使命是，用圣经的世界观来装备

基督徒，训练他们得以长进，在他们的家庭、社区和公

共广场上推进并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创造了万物，掌管着万物，祂本身

就是真理。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无误、无懈可击

的、权威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顺服《圣经》应该成为

每个寻求跟随基督的人的目标。此外，我们相信，《圣

经》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提供了最合理、最令人

满意的答案，其中包括： 

 

• 我们为何在这里？ 

• 我们的世界问题何在？ 

• 是否仍有希望？ 

• 万物的结局如何？ 

 

我们相信，唯有当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与《圣经》保持

一致，承认《圣经》真理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个领域

时，才能表现出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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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认识世界观 
 

完善你看待万事的视角 
 

柯德维 著 陈知纲 译 

 

人人都有一套基本的信念和确信，这些信念和确信就决

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把这套信念称为“世界观。”由

《圣经》中的信条塑造的世界观可以称为“圣经的世界观。” 

 

本出版物旨在帮助您了解什么是世界观，以及为什么拥

有一套完整、一致的世界观这件事很重要。以下是要探讨的

内容： 

 

• 简要探讨当今一些最著名的世界观，以及每种世界

观如何回答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o 生命的起源和目的， 

o 恶的存在 

o 希望的本质，以及 

o 死后会发生什么。 

• 用实例来说明为什么《圣经》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

合理、最有说服力的答案。 

• 分析美国和教会的世界观现状。 

• 对乔治•巴纳 (George Barna) 为之辩护的“圣经世界

观七大基石”的内容（即，基督教的基本信条，若

接受了这些信条，就能从根本上决定“一个人发展

出合乎圣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和可能性”）

做出一定总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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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简史 
 

尽管人类自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各种世界观，但

“世界观”一词却是相对比较新鲜的事物。它是在一场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之间兴起的称为德国浪漫主义

的运动中起源的。这个词源于德语 Weltanschauung，是

由 Welt（世界）和 Anschauung（观点）组合而成的。德

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于1790 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用它来指一个人对世

界的理解。一代人之后，丹麦哲学家索伦 •祁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1813- 1855 年）用世界观来指支撑

一个人自我认识的基本观点。克尔凯郭尔认为，世界观

统一了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2
 

 

大约在19世纪末，基督教思想家在解释和捍卫自己

的信仰时，开始使用世界观一词。最早使用世界观这个

词的是詹姆斯•奥尔（James Orr, 1844-1913年）和亚伯

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 1837-1920年）。奥尔

是一位长老会牧师和教授，他认为基督教以融贯的、系

统的方式来处理人类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凯波尔，是一

位加 

统的方式解决了人类关注的所有重大问题。 

库伊珀是加尔文主义神学家，曾任荷兰首相，他认为加

尔文基督教尤其提供了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因为它解决

了 "人类生存的三大基本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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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文宗神学家，曾担任过荷兰首相，相信加尔文宗的基督教

尤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世界观，因为它解决了“所有人类存

在的三个基本关系：[就是说]，我们与上帝、与人类还有与

世界的关系”。3 简而言之，两个人都认为，基督教提供了

一个完整的实在观（View of Reality）。他们从基督教角度

来看待世界的方法被其他思想家带入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

纪，其中包括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1912-1984 

年）、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1913-2003 年）和查尔

斯•寇尔森（Charles Colson，1931-2012 年）等人。 

 

定义世界观 
 

根据研究人员乔治•巴纳（George Barna）的说法，世

界观是“智力、道德、情感和灵性的过滤器”，我们通过它

来理解、解释和回应我们所经历的各种现实。
4
 换句话说，

我们的世界观组织、规范和确立了我们对一切事物的信念。 

同样道理，基督教作家、护教学家、校园出版社（IVP）

前编辑詹姆斯•西尔（James Sire）说： 

 

世界观是一种承诺，是人内心的一种基本取向，可以表

现为一个故事，也可以表现为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持有的一系列预设(可能是真实、部分真实或完全虚假

的假设)。这为我们的生活、行动和存在提供了基础。
5
 

 

按照西尔的观点，一种世界观通常包括一个人对现实的

最基本承诺和取向。世界观是我们的预设，是我们解释生活

中发生的一切的视角。 

我们的世界观组织、规范并确立了我

们对一切事物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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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需要牢记的世界观的重要特征： 

 

1.世界观是包罗万象的 

世界观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性的或理性的活动；它包括了

我们对生活的全部看法，包括我们所热爱和崇拜的事物。世

界观既关乎人的头脑，也关乎人的心灵。 

 

2.世界观塑造人的价值观和行为 

人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生活和行事，即使这种世

界观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即

使没有花太多时间来思考自己信仰为何物的人，也会根据自

己的某些假设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假设会影响价值观，

而价值观又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3.一个人的世界观并不总是逻辑上一致的，或在应

用时是一致的 

许多人持守的世界观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例如，2021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只有百分之一的美国人将后现代主

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但是，有 62% 的人认同“拥有信仰

比拥有哪种信仰更重要”的后现代思想。根据乔治•巴纳

《盘点美国的世界观》（American Worldview Inventory）一

书的观点，甚至有 42% 采取符合圣经之世界观的人也告诉

研究人员说：他们认同这种包容性的宗教思想（尽管《约翰

福音》 14：6节 和《使徒行传》 4：12节 的教导说，救恩的

道路只有一条）。同样，有52% 获得高分足以称为拥有圣经

世界观的人，仍会从根本上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的”，这

与《圣经》中关于亚当夏娃堕落和原罪的基本教义相矛盾的。 

此外，即使一个人拥有逻辑上一致的信念，他也不一定

能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些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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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虽然一个内在道德标准很高的人会认为作弊是错

误的，但他却可能会说服自己相信在特定的情况下作弊是合

理的，特别是如果他怀疑有人先欺骗了他，更是如此。 

 

每种世界观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在某些时候对生命意义的某些问

题有过纠结。这些问题包括： 

 

• 我们为何在这里？ 

• 我们世界的问题何在？ 

• 是否仍有希望？ 

• 万物的结局如何？ 

 

尽管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特点，但许多人却无

法用足够长的时间去坚持思考它，从而得出有意义和一致的

答案。我们很容易受到日常生活节奏和各种需求干扰，无法

充分思考这一切目的。通常，生活中关于目的、意义和现实

的重大问题并不会让我们感到紧迫，除非到了某种情况打乱

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某种危机导致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之

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才会引起我们注意。然而，由于这些问

题构成了各种世界观的框架，它们值得我们关注和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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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世界观 

 

下面我们会介绍五种最主要的世界观：即基督教、伊斯

兰教、泛神论、自然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还有它们

各自是如何回答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的。熟悉这些世界观有

助于您更好地理解和评估自己的世界观，也有助于您深思熟

虑地与他人交往。 

 

基督教(Christianity) 

 

“基督徒”（Christian）一词，

是由“基督”（Christ，源自希腊

语，意为“受膏者”或“弥赛亚”）

和后缀“ian”（“具有与之相同

的品质”）的词组合而成。7简而

言之，基督徒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

督的救赎并努力效仿祂品格的人。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称是基督徒，这使基督教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宗教。
8 
基督教是有神论宗教。有神论宗教相信

存在一位（或多位）不同于世界的神。由于基督教相信只有

一位上帝存在；因此，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一神教。
9
此

外，基督教还教导人们，上帝是一位位格性的上帝（即一位

人们可以认识并与之建立关系的存在），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即存在三个位格中的独一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
10 

基督教的圣典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基督

教有多种传统，包括罗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与犹太教一样使用

圣经中的大部分内容（即《旧约全书》，又称《希伯来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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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塔纳赫）。因此，基督教的世界观与犹太教的世界观有某

些共同之处；特别是，在理解我们为何来到这里（创世）和

世界的问题（罪）何在方面时，这两大宗教有共同之处。然

而，这两种宗教在对希望的源头进行定位时却存在很大的差

别。这是因为基督徒最终将希望寄托在了耶稣基督身上，认

为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mashiach，希伯来语意为

“受膏者”或“被拣选者”）；而信奉犹太教的人却认为，

上帝应许的弥赛亚至今还没有到来。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共

性很明显；因此，两者常被人们联系起来，形成了“犹太-

基督教”这一形容词。不过，在本刊物中，我们将使用“圣

经世界观”来指代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新旧约中启示的世界观。 

 

伊斯兰教(Islam) 

伊斯兰教（源出阿拉伯语 

aslama，意思是“顺服”），源于

七世纪的阿拉伯，是由先知穆罕默

德（约公元前570-632年）创立的，

他在伊斯兰教至圣的经书《古兰经》

（阿拉伯语“诵读”）中概述了这

一宗教的信仰。伊斯兰教是一种一

神教，认为要顺服真主，或 

安拉（阿拉伯语“安拉”即上帝的意思），乃是受造物的主

要目的。与《圣经》中关于上帝的教导不同，安拉不是三位

一体的，也不是位格性的。
11
 

伊斯兰教信徒被称为穆斯林（阿拉伯语中的“顺服[真

主]的人”），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使伊斯兰教成

为世界第二大宗教。
12 
虽然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和中东一带尤

为盛行；但已经广泛传播到了中国、欧洲和非洲等地。 

伊斯兰教有两大教派：即逊尼派和什叶派。逊尼派穆斯

林占其中85%至90%，什叶派穆斯林约占其中的10%。
13
 逊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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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都将自己宗教的起源追溯到了穆罕默德的

启示。然而，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在谁是穆罕默德合法继

承人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穆罕默德死后，那些最终被称为

逊尼派的人认为，他们的新领袖应当从先知穆罕默德最有能

力和最虔诚的追随者中选举出来。与之相反，今天被称为什

叶派的人则认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应来自先知的家族。两

个教派之间的其他分歧还围绕着伊斯兰教二级文献的权威程

度还有对宗教等级的不同看法。
14
 

 

泛神论（Pantheism） 

英语单词“pantheism（泛神

论）”源于希腊语词根pan（所有）

和 theos（神），合起来的意思是

“万物皆神。”由于泛神论的信仰

体系种类繁多，要将它们归纳为一

个整体而又不过度把每个人的信仰

简化，这会很困难。然而，所有泛 

神论者一般都有四个基本承诺： 

 

1. 泛神论者敬畏宇宙，认为它应该成为人敬畏和惊奇

的焦点。 

2. 泛神论者不相信有一位创造了世界或在人死后审判

人类的位格神。相反，整个宇宙本身就是神。换一

种说法，“除了现存宇宙中显现的综合物质、力量

和法则以外，再没有神。”
15
 

3. 泛神论者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伦理）取决于每

个人，但应当了解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是相互联系

的这一事实。 

4. 泛神论者不相信来世生命；他们认为，死亡标志着

个体存在的终结（尽管有些泛神论者相信某种形式

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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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神论者在宇宙究竟是由灵魂和物质组成的还是仅仅由

物质组成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尽管二元泛神论者认为，精

神和物质是不同的物质，宇宙包含某种宇宙灵魂或思想；然

而，物理泛神论者则认为，宇宙是由一种物质组成的，万事

万物都有某种物理基础。
16
 

印度教，是世界第三大宗教，其中包含了一些泛神论流

派。印度教泛神论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吠檀多派了

（Advaita Vedanta）；它认为，万物都是神或者说终极实在

（梵）的一部分。
17 
泛神论思想同样也存在于锡克教、道教、

儒教和苏菲派（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一种形式）的思想中。 

 

自然主义（Naturalism） 

 

《梅里亚•韦伯斯特词典》将

自然主义定义为，“认为科学规律

足以解释所有的现象。”
18 
自然主

义者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自然原

因（而非超自然原因）来解释。自

然主义的世界观有不同的思想分支，

包括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最

突出的是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

义、世俗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唯物主义(Materialism)：尽管自然主义认为，万事

万物都可以通过自然原因来解释；但是，唯物主义

更进一步，认为只有物质的东西（即有质量和体积

的东西）才存在。唯物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和人

类经验的方方面面都是或都可以归结为物质和能量。 

•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一理论认为，

人类同样受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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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年）所认为的那种支配着自然界动植物的法则

支配。用自然选择等进化理论(即“适者生存”）来

解释人类的互动和行为。 

• 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世俗人文主

义认为，人性是衡量一切事物（如真理、道德）的

标准。信奉这种哲学思想的人认为，无需宗教人们

也可以实现道德和个人成就。他们拒绝承认精神世

界和永恒世界的存在，选择专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

现世生活，因为他们相信现世生活就是一切。
19
 

• 马克思主义(Marxism)：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一

个社会经济学分支，是主要由卡尔•马克思（Carl 

Marx，1818-1883年）在19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一个

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是阶级斗争，即

认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包括批判理论（包括种族批判理

论），这种哲学认为各种社会问题都是现有权力结

构造成的。批判理论被用来“批判”这些结构，并

寻求克服它们。(这种哲学方法也见于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是一场理性和哲学

运动，是由它反对现代主义的做法

来定义的。尽管起源于十七、十八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主义认为，

理性和科学可以用来确立客观和普

遍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认为，不存在确定真理普遍、客观

的方法。现代主义反对将神的启示

（如《圣经》）作为客观真理的来 

源，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客观真理的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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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包括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1889-1976年）和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年）。后

现代主义的共同信条是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真理是由

每个人看待它的视角决定的；没有任何固定的性质或“事

实”）
20 
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即书面文本没有任

何固定的意义，实际上只是权力游戏的幌子，并不是真理的

载体，且往往是行使和扩大统治的工具）。
21
 

 

混合主义（Syncretism） 

调查显示，当今很少有人真正

地持有逻辑上连贯或系统的信仰体

系。事实上，正如我们稍后要讨论

的那样，当今最常见的一种世界观

实际上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世界观的

混合体。这种世界观的混合被称为

“混合主义”的世界观（即一种混

合了基于个人偏好的信念和价值观

的世界观）。 

尽管如此，上述五种世界观共同构成了理解大多数信仰

体系的起点，即使是混合型世界观也往往包含这五种世界观

中至少一种的元素。每种世界观对现实和世界的理解都大相

径庭，因此对人生重大问题的回答也不尽相同。 

 

大问题 1：我们为何在这里？ 

这部分将探讨五种世界观各自是如何回答“我们为何在

这里？”这个根本问题的。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小问题： 

• 我们（和这个世界）何以存在？ 

• 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世界观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如

何生活和我们如何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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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根本问题的。这个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子问题： 

我们（和世界）是如何存在的？ 

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世界观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基督教与生命的起源和意义 

 

基督教对生命起源的解释见于《圣经》中的第一节经文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 1:1）。
22
《创世记》第1-2 

章教导我们说，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这个世界（拉丁语为 

ex nihilo），而《希伯来书》第1章3节说，上帝不断维持着

世界。
23
 圣经中的创世观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这位造物

主有别于受造之物。与受造物不同，上帝是非受造的、永恒

的、无限的、全能的和自我维持的。 

《圣经》关于创世的教导影响着基督徒对生命意义和人

生目的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按

照自己的形象（拉丁语中的imago Dei；创1:26-27）创造了

人类。人类就像古代的国王所树立起的雕像一样，有他的形

象，象征着他的统治；在世界上有上帝的形象，是要代表他

的权威，反映他自己性格的各个方面。《圣经》还教导人们

说，上帝把良知赐给了人类，这是一种内在的理性和道德能

力，能分辨是非（罗2:15；提前1:5）。这就是为什么基督

徒教导说，那些从未读过《圣经》或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的

人也能凭本性认识到普遍是非的存在。 

此外，基督教摒弃了其他世界观中消极的精神-物质二

元论的观点。虽然一些世界观 (既包括古代的也包括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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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物质领域从本质上讲是污秽的，或者说是人类必须超

越的幻象；但是，《圣经》却肯定了受造物的美善（创世记

第1章）。就人性而论，基督徒认为，人是由身体和灵魂两

种要素构成的，一种是物质性的元素，一种是非物质性元素

（帖前5:23）。尽管受到了诺斯替主义影响的观点认为，身

体乃是灵魂必须逃离的牢笼；然而，基督徒却肯定肉体和非

物质的灵魂都是美好的。
24
 

《圣经》教导我们，创造人是为了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来荣耀上帝。用《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话说，人生的

主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
25

人类的存在是为了效法或反映上帝的品格，无论他们眼前的

职业或生活环境如何，他们都能实现这一目的。 

总之，圣经的世界观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

的也是他所维系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用自己的生命来反映

上帝的品格。人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乃是上帝的旨意和意图

带来的结果。 

 

伊斯兰教与生命的起源和意义 

 

虽然伊斯兰教教导说，真主创造了世界；但是，伊斯兰

教与基督教对创世的记述并不完全相同。尽管这些说法有某

些相似之处；但重要的区别却影响着每种世界观对人生目的

和意义的理解。 

在伊斯兰教中，真主安拉是无所不能的造物主，他用带

着权威的话语创造了宇宙和大地（《古兰经》2:117）。虽

然《古兰经》中并没有详细的创世记述，而且《古兰经》中

关于创世过程的段落似乎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穆斯林的

普遍信仰是，真主用了六天时间或者是一段时间（阿拉伯语

中的“日”可能是指一个纪元，或是任何一段时间）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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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26 
这与《圣经》中的记载不同，《圣经》说，上帝在

第七天便安息了。《古兰经》指出：“我（真主）在六日内

创造了天地万物，我没有感觉一点疲倦”（《古兰经》

50:38）。
27 
这句话可能是为了与《圣经》中的创世记载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把这位不疲倦的真主表现得优于《圣经》

中犹太-基督教的上帝观念。 

伊斯兰教教导说，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或样式创造了亚

当。虽然大多数穆斯林都认为，这一教义意味着真主创造人

的方式与其他受造物有所不同；但对于人类如何以独特方式

成为安拉形像的或描绘了真主的形象却没有达成共识。
28 
此

外，《古兰经》中也没有关于创造夏娃的详细记载。 

在伊斯兰教中，人生的目的是在人生的各个领域中来尊

崇真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顺服他的命令，因为这些命

令是《古兰经》的教导，也是借着穆罕默德生平的榜样展现

出来的。所有穆斯林无论男女都必须履行伊斯兰教的五大支

柱，即穆斯林个人和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五项基本宗教奉献行

为。我们会在讨论伊斯兰教和希望时研究这五大支柱。 

 

泛神论与生命的起源和意义 

 
泛神论者以各种方式解释宇宙的起源。

29 
其中一些选项

包括：  

• 宇宙是一直存在的：一些泛神论者认为，宇宙是无

始无终的，一直存在的。根据这种观点，宇宙是自

存的；因为宇宙包含时间和空间，所以在宇宙本身

之前没有任何原因（如外部创造世界的神）存在。 

• 宇宙是靠自身开始的：一些泛神论者认为，宇宙是

靠自身“创造”的，或是无中生有的，或者说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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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中生有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如“大爆炸”）。 

 

 

 

 

不管宇宙是一直存在的，还是从量子真空中出现的，

持这种观点的泛神论者都普遍认为，进化是造成生

物群落随后发展、变化和前进的可能力量。 

• 宇宙源自共同的起源/物质：一些泛神论者认为，宇

宙源于一个共同的起源，或者说单一的物质，而它

始终是世界的统一原则。这种宇宙学理论，通常被

人们称为“流溢说”（emanationism），宣称宇宙是

从一个神圣的奇点开始的，以演进的方式或是一系

列方式不断“向外”繁殖和流动的。最底层的是物

质，也就是物质世界。
30 
这种观点不同于基督教认

为这个受造的世界“甚好”的观点（创1:31）。抱

有类似于流溢说起源论的世界宗教包括： 

 

o 道教：道教认为，“道[即万物存在的本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31
 

o 印度教：印度教传统认为，婆罗门是宇宙中具

有约束力的统一体，或者说终极的实在。根据

这种观点，梵这位非人格的神或“力”从自身

中创造了宇宙。
32
 

 

泛神论在宇宙起源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这一点，得到

了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这位世界泛神论运动的创始



 16 

人和主席的承认。按照哈里森的观点，“在宇宙大爆炸发生

之前，我们宇宙的终极起源之谜就已经被揭开了。而且，最

基本的谜团：‘为什么万物存在，而不是无物存在。’这是

一个从本质上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
33 

《世界泛神论原则声明》总结了泛神论关于人生意义和

目的的概念。它强调说，人类有责任“珍惜、崇敬和保护

[自然]所有壮丽的美景和多样性，”有义务“以同情和尊重

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生物，”以及我们必须“尊重现实，对

于感官证据和科学就更深层次的理解进行的无止境的探索保

持着开放心态。”
34
 

然而，泛神论者在究竟是宇宙还是个体产生了人类目的

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二元论的泛神论者认为，宇宙可能

有一个有意识的目的，而人类有义务帮助宇宙来实现这一目

标。与此相反，物理主义泛神论者认为，宇宙没有任何外在

的意义。哈里森对这一观点的解释是：“（物理主义泛神论

者）不相信人类生活有任何外部的目的，是上帝或宇宙心灵

强加给我们的。而是因为人类有意识；所以，我们才能选择

自己的人生目标。”
35
 

 

自然主义与生命的起源和意义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生命是可以通过物理世界来理

解的。虽然人们可能会建立起各种包括神灵、天使和恶魔在

内的宗教体系，来试图回答终极意义的问题；但是，自然主

义却主张说，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神灵，只有物质和能量等

物质元素。
36
 

许多自然学家依靠进化论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发展。这

种理论认为，生命起源于数十亿年前的一次大规模宇宙事件

（通常被称为“大爆炸”）。根据进化论生物学家的观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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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这一宇宙性的事件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产生

了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分子。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可以追溯

到这种能自我复制的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子就会

演变得越来越复杂。今天，各种生命形式的存在都是由于自

然选择、随机突变以及这些日益复杂的分子的基因变异。查

尔斯•达尔文在他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对自然选择进行了著名的描述；这种观点把

自然选择说成是物种内部将优势或理想特性代代相传并产生

新物种的机制和过程。 

尽管自然科学家一致认为，生物进化论可以解释当今生

命的多样性；但是，自然科学家对生命的起源却仍有一些不

确定性。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在 1998年承认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到目前为止，创造

出生命的优美与复杂性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生命起源之后，

在进化过程中完成的。现在，还剩下最初一步……而这一步

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它发生在很久以前，

而且当时地球的条件也是迥然不同的……关于它是如何发生

的，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是完全令人信服

的。也许，以后也不会有。”
37
 

简而言之，虽然并非所有的自然主义者都确信生物生命

的起源；但是，他们却相信，一旦生命开始，自然过程经过

数十亿年的时间，就会造就出今天纷繁复杂的生命。对自然



 18 

主义者来说，我们所知的生命，包括人类在内，最终都是纯

粹物质过程的产物。自然主义对起源的解释的一个逻辑延伸

是，许多自然主义者不相信有一个普遍的、总体的人生目标。

一些人认为，有意义的人生包括满足个人目标或追求某些赋

予人生意义的活动，而另一些人则将有意义的人生等同于实

现理想的精神状态。简而言之，虽然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在自

然主义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的概念中，人们一致认为，

意义和目的不是由宗教教义或超自然生物决定的。
38
 

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认为，人类文明与见于自然界的自

然选择的法则是一样的，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因此，生活就

是一个淘汰“弱者”、提升“强者”的过程。我们在文明中

所做出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是源于生存甚至统治的本

能。
39
 其他自然主义者则更具有利他主义倾向，他们的目标

是通过投身于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来充分利用生命。 

 

后现代主义与生命的起源和意义 

 

后现代主义对于任何声称客观、真实地解释了世界的体

系，无论是宗教体系还是哲学体系，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哲

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

1998年）曾经调侃道：“若简化到极致，我将后现代主义定

义为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不予置信。”
40
(元叙事是对

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的总体描述）。 

后现代主义拒绝接受元叙事，因此没有起源或创世故事

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即使人们最珍视的科学理论也是相

对的、受文化束缚的建构。
4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

现代主义拒绝接受总体性的起源故事；但是，也有一些例子

表明，后现代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进化论表示出了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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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欣赏。
42
 例如，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31-2007年）称赞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95年出版的《达尔文的危

险思想》(Darwin's Dangerous Idea)一书为自然选择辩护。
43
 

按照这种思路来看，在后现代世界观中，人生并不存在

总体目标。由于真理并非独立于个人观点或兴趣存在的；因

此，生命的意义会因人而异。换句话说，由于没有外部权威

来设定条件或规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标准，人类唯一真正

的义务或责任就是活出“你的真实”，无论这个真实是什么。 

 

大问题 2：问题何在？ 

本节将探讨五种世界观各自对恶的看法，以及每种世界

观对世界上存在痛苦这一现象的解释。尽管有些世界观认为

恶是一种幻觉，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此外，

许多人如果诚实的话，也会欣然承认我们的内心也出了问题。 

 

基督教与恶 

《圣经》教导我们说，痛苦和苦难是由于人类违背了上

帝的决定而临到这个世界的。在《创世记》第1-2 章中，我

们读到了上帝如何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和人类始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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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亚当夏娃被赋予了道德能动性，他们可以选择是否遵

从上帝的命令。他们得到了一条明确的禁令：“园中各样树

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

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 

亚当夏娃是有选择的。如果他们做出了正确选择，信靠

上帝，他们就会永远生活在乐园中，没有痛苦和恶，享受与

上帝之间的亲密相交。 

然而，亚当夏娃却听信了堕落天使撒旦的谎言，认为上

帝对他们隐瞒了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他们便选择违背上

帝，吃了禁果。这一叛逆行为便给所有受造物带来了巨大后

果，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从神学角度来说，亚当夏娃的

悖逆就是犯罪（即违反和僭越上帝的律法）。 

在《罗马书》第5章中，使徒保罗解释了亚当作为人类

代表，他的罪是如何传给自己后代的：“这就如罪从一人入

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

犯了罪”（罗 5:12）。整个人类都步了亚当的后尘，得罪

了上帝。正如上帝在《创世纪》2:17 中警告的那样，罪的

后果就是肉体和精神的死亡（罗 6:23）。 

与作为生命之源的上帝隔绝，便在整个受造界体现了出

来。除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以外，土地也受到了

诅咒，男人的工作饱受挫折和徒劳之苦，女人的分娩也充满

了痛苦，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也为冲突和争斗所破坏。暴君专

制、种族灭绝、对科技的破坏性使用、滥用权力、还有疾病

泛滥，这些都是罪恶困扰我们生活的其他方式。总之，心痛、

苦难和痛苦就成为了现在人类生活的特点，正如《圣经》所

说，由于未能充分发挥潜能，造物本身也在罪的重压下“呻

吟/叹息”（罗 8:2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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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世界观并不回避邪恶这个话题。尽管许多人

很快就会为他们所看到的周围的邪恶，而把上帝推上了审判

席；但是，《圣经》却明确地指出，邪恶是人类决定悖逆上

帝造成的结果。应该为罪和破碎负责的乃是人类，而不是上

帝。造物主与形象代言人之间的关系。神学家菲利普•瑞肯

（ Philip Ryken）说得很简单：“我们之所以做错事，是因

为我们与上帝之间没有正确的关系。”
45
 

 

伊斯兰教与恶 

根据《古兰经》的记载，恶源于撒旦拒绝服从安拉让他

出于敬意在亚当面前俯伏敬拜的命令。由于他的傲慢和悖逆

的缘故，撒旦（又称伊布利斯）就被逐出了天堂，直到审判

日（《古兰经》2:34）。
46 
现在，撒旦在人间四处游荡，引

诱人类去犯罪，因不信真主而陷入悖逆中。 

《古兰经》说，亚当夏娃最初生活在乐园中，愉快地服

从真主的命令。然而，撒旦却成功地引诱他们吃了禁果。虽

然安拉赦免了亚当夏娃的悖逆；但是，他们随后却被逐出了

乐园，被安置在了大地上；在那里，他们不得不与邪恶的灵

继续作斗争，面对反抗安拉命令的进一步试探（《古兰经》

7:20-25）。 

虽然穆斯林一生都在与撒旦和腐败的外部影响作斗

争；但是，许多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教导人们，人类

生来就处于纯真无邪的状态中（被称为“合礼”fitra,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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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语，表示原初的状态，《古兰经》30:30）这种观点与

基督教的原罪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认为亚当的罪性会遗

传给自己的后代。然而，《古兰经》教导我们，新生儿出生

时却是纯洁的，他们自然倾向于信仰真主。
47 
按照“合礼”

的教养（即作为穆斯林来教养，不接受虚假信仰和信条的教

导）的孩子不太可能受到其他宗教、魔鬼或邪灵（下文会对

灵进行详细的介绍）的误导。 

此外，伊斯兰教的“权力”(al-Qadar)学说认为，一切

事物，无论善恶，都是在真主主宰下发生的。伊斯兰教的生

活目标是顺从真主。穆斯林相信，真主安拉可以用苦难来检

验人的信仰、鼓励顺服并矫正人的不信。此外，真主还可以

用恶来教育和惩罚人。忠实的穆斯林将以他们对真主的服从

而闻名，真主的旨意是：通过他们对恶和苦难的体验，让顺

服他的穆斯林的心灵得以完全，使他们变得更忠心。违背真

主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真道了（ shirk al-Akbar），而人类经历

苦难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罪。
48
 

《古兰经》还提到了一类被称为“灵”（源自一个意为

“隐藏”的词）的灵性生物，真主用无烟之火创造了他们

（《古兰经》55:15）。他们既能行善，也能作恶（《古兰

经》72:10-18）。虽然灵受造是为了让他们崇拜真主，但他

们当中许多灵都加入了撒旦试探人的行列中，成为背道之人

的“盟友”（《古兰经》51:56，7:27）。尽管灵没有与安

拉相同的力量，但它们也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也会使那些不

信服真道的人陷入困境中（《古兰经》51:56，7:27）。在

西方以外的穆斯林文化中，人们经常将疾病和其他不幸归咎

于“真主。”
49
 

 

泛神论与恶 

泛神论对“恶”的理解的核心是它拒绝接受位格性的神

存在。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将苦难视为生活在一个邪恶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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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或视为悖逆了上帝命令的惩罚；泛神论者认为，痛

苦、伤害和苦难是自然法则带来的结果。恶的存在，体现在

飓风、龙卷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中；但是，这些悲剧并没有

总体的、更深层次的目的。换句话说，恶不是复仇的神灵或

堕落天使带来的结果；恶不过是一个术语，用来指世界上发

生的不愉快和不理想的事情。 

在泛神论中，恶是主观的。一些泛神论者认为，恶可能

是神圣统一性中的一部分，或者说一种表现形式。
50 
另一些

人则认为，“恶”的概念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种标签或类别

而已，是用来描述造成或加剧痛苦的现象或行为。哲学家本

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年）

指出：“当它增加或减少、帮助或是阻碍了我们的活动能力

时，我们就称一件事物为善的或恶的；因此，只要我们感觉

到某一事物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或痛苦，我们就称其为善或恶。

恶实际上是一种较小的善，因此，在理性指导下，我们只是

寻求或追求较大的善和较小的恶而已。”
51 
在斯宾诺莎看来，

任何减少或妨碍快乐或给人造成痛苦的东西都是恶。 

一些受泛神论影响的宗教从“因果律”角度来解释恶的

问题；“因果律”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今生的未来

并/或决定来世生命的性质。简而言之，若有人选择做某些

错误的事，无疑就会在将来经历到这种决定带来的后果；与

此相反，他们若做正确的事，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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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神论并不像大多数宗教那样，存在着传统上的“恶的

问题。”尽管有神论假定有一位人格化的神存在，所以因此

必须解决诸如“如果有神存在，为什么会有恶和苦难？”这

一类问题；但是，泛神论却拒绝接受人格神的观念，也缺乏

解决“恶的问题”的基础。首先。对泛神论者来说，人们通

常所说的“恶”不过是自然法则对这个世界中的社会和物质

结构的作用而已；人们应该发现，痛苦和苦难并不是来自于

他们必须安抚或崇拜的神灵，这让人感到解脱。 

 

自然主义与邪恶 

自然主义认为，所有现象包括自然的恶和道德的恶，都

可以用科学规律和自然原因来解释。因此，许多信奉自然主

义世界观的主要无神论者认为，自然的恶存在只是进化过程

中的一部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说：“我

不相信，有所谓‘善’和所谓‘恶’的东西悬挂在那里。这

不过是一种进化角度的权宜说法而已，实际上并不存在善与

恶。” 
52 
在道金斯看来，海啸和疾病等情况都只是自然界

的现象，并没有道德意义。换句话说，自然主义对“自然的

恶”的评价是，它是生活中令人遗憾的一面，人类必须学会

坦然面对，因为存在本身就是自发环境和进化发展的产物。 

有许多无神论者，包括道金斯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Christopher Hitchens，1949-2011 年）在内，都信奉自然

主义世界观，将世界的恶归咎于宗教。例如，希钦斯认为

“宗教毒害一切”（这是他一本书的书名）。因为它为无数

的残忍和暴行提供了神圣的认可。此外，希钦斯认为，宗教

性的道德规范压抑了人自然的性欲，助长了更高的贪婪和暴

力，并创造了“阻碍文明发展”的条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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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恶的讨论相关的是人的道德义务问题。由于自然主

义者拒绝接受更高的超自然存在或任何属灵存在的概念，那

些持有这种世界观的人是如何为道德（或更具体地说为道德

义务）建立基础的呢？例如，为什么一个人有义务做一个好

公民或忠于自己的配偶呢？从自然主义角度来看，由于在我

们生活的时空宇宙之外并不存在权威的法律制定者，任何道

德规范的存在都不过是人类发明的结果。换句话说，除了生

存和获取物质及关系利益之外，人类并没有任何“讲道德”

的明确理由。 

 

 

 

 

 

 

 

此外，在解释道德行为过程中，自然主义者认为，审慎

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尽管缺乏具

体的道德基础；但是，许多自然主义者相信，人从根本上是

善良的，道德规范可以服务于社会目的。因此，不同文化都

制定了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群体内的行为。族群内部的人认

为违反这些规范是错误的。尽管这些准则没有普遍性，但大

多数自然主义者都认为，有些原则普遍适用于不同时期和不

同文化（如禁止杀戮或偷窃等）。无论是被称为自然法还是

常识，这些原则都为社会提供了秩序；因此，才会被人们所

采纳。对许多自然主义者来说，这些法律或标准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人类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秩序和稳定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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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尽管大多数主要的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恶和苦难

有更深层次的目的；但他们承认，邪恶和苦难的存在是生命

结构中的一部分，他们希望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化，恶和苦

难就会被人们克服掉。 

 

后现代主义与恶 

后现代主义对绝对真理的摒弃还有它对个人自主权的看

法造就了它对恶和苦难的看法。在后现代主义世界观中，没

有任何客观基础或外部权威来作为道德的基础或用来决定何

为“正当。”倘若每个人都处于独特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

是非观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讲，每个人对道德上的是非都可

能有不同的定义和标准。因此，在后现代主义中，没有任何

一种道德观会比其他道德观更正当。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在解决人所感知到的恶或不公正的问

题时，都依赖于批判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权力结构是社会

问题的罪魁祸首。根据批判理论认为，社会问题源于制度

（尤其是宗教制度）、社会结构和主流文化前设。从批判理

论的角度来看，特权社会群体通过控制社会制度，并利用这

些制度，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于他人（尤其是宗教、性别上

和意识形态中的少数群体），从而掌握并维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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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者将这些权力状态视为一种社会压迫。由于

后现代世界观中并不存在任何客观真理，所以把文化“规范”

或“标准”视为人为制造的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后现代主义

者坚持认为，人们应该能确定自己的身份；因此，把那些具

有约束力和权威性的真理主张认为是特别有害的。
54
 

尽管后现代主义无法建立道德基础，因而无法对是非对

错做出客观的判断；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仍然会谴责他们看

为恶或压迫的东西（尤其是，声称真理是可知的信仰或意识

形态）。事实上，尽管后现代主义坚持认为“恶”这种描述

并不能指任何客观上错误的东西；但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

和许多自然主义者一样，仍然认为有某些道德真理存在于当

地的各种社区中。因此，文化相对主义，或者说真理和道德

对一个人所在的社群而言是相对的观点，就成为一些后现代

主义者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理查

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建立道德行为的基础。
55
 在

这一框架下，错误的行为或者说恶行乃是指违反社群商定的

道德准则（这一准则根据社群成员的偏好会不断演变）的行

为。当然了，坚持认为当地社区的道德准则具有约束力与后

现代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任何权

威可以用来划定道德界限。
56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文化相

对主义是后现代主义者用来确定对错的方式。 

 

大问题 3：是否仍有希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主要的世界观都承认并试图

对恶与苦难的存在做出解释。此外，大多数主要的世界观都

认为恶可以战胜。这一节将会探讨这些世界观对希望（盼望）

的教导，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持有这些信念的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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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希望 

基督徒相信，有罪的人类唯一

的希望就是与上帝重新和好。根据

《圣经》，因为罪，人的灵性已经

死亡，与上帝隔绝了（弗 2:1-3）。

人类默认的属灵状态不仅仅是对上

帝漠不关心；更是与上帝彻底为敌 

（罗 8:7）。虽然大多数非基督徒 

不会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敌人，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任何

没有认罪悔改、不信主耶稣的人都是与上帝为敌的（罗 

5:10）。与上帝的圣洁和纯全相对，人的罪性就意味着，即

使人们能意识到自己可怕的属灵状态，他们也无法拯救自己

或弥合上帝与自己之间的鸿沟。 

然而，《圣经》教导我们，三一上帝采取主动来拯救和

救赎迷失的罪人。《罗马书》5：8节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上帝

救赎的主动性，保罗写道：“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

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基督

徒所说的福音（古英语对希腊语 euangelion一词的翻译，意

为“好消息”）。
57
 

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是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圣经世界

观提供的希望之核心。上帝既然是公义的，就必然会惩罚罪

恶。此外，上帝是圣洁的，不能与罪为伍（哈1:13）。但祂

也是慈爱的，“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2:4）。这

就是三位一体中第二位格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原因（腓 2:7）。

主耶稣一生都过着无罪的生活，作为罪人的代罪羔羊牺牲而

死（来 9:25-26）。通过为罪献上完美的祭品，主耶稣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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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完全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约一4：

10）。此外，通过他的死和复活，耶稣战胜了我们与神的分

离，为我们提供了与上帝和好的途径（林后5:18-19）。
58
 

《圣经》将主耶稣的生命、受死和复活呈现为罪恶人类

的希望。但是，主耶稣的牺牲又是如何造福罪人的呢？ 

《罗马书》10：9-10回答了这个问题，解释说“你若口

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根据《圣经》，一个人只要悔改并相信主耶稣，就能得救脱

离罪的后果（包括与上帝永远分离），在上帝面前称义。因

为主耶稣的赎罪工作，任何悔改并信靠基督的罪人都可以被

上帝称义。当一个人信主或“蒙了重生”（一些神学家和牧

师会这样描述这一经历）的时候，上帝就会把圣灵和各样属

灵的资源赐给他，让他越来越多地摒弃恶、追求圣洁（约14：

16，26）。这样，基督徒就会以敬拜、崇敬和感恩的心来回

应上帝恩赐的救赎。 

《圣经》教导我们说，信徒可以对自己永恒的命运充满

信心，并确信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正确地位（罗 8：38-39；

约一5：11-13）。主耶稣不仅死了，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而

且从死里复活了，承受了一种新的生命，这就证明祂的牺牲

是充分的，也让上帝公义的审判得到了满足。主耶稣的复活

证明了祂战胜死亡的能力，使信徒确信罪不再辖制他们的生

命了（林前15：14、19）。此外，《圣经》还教导我们，那

些把信仰寄托在基督里的人会在死后经历肉体的复活，在天

堂中与上帝一起度过永生（林前15:20-22）。这就是基督徒

终极的盼望——新天新地；在那里，上帝与祂所救赎的儿女

同住，再没有哀伤、哭泣或痛苦，因为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

已经破除了罪的诅咒（启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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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与希望 

 

伊斯兰教认为，一个人可以通

过信靠真主和行善的方式来战胜恶。

虽然最终决定是否赦免人的罪是真

主的特权，但是《古兰经》却教导

说，那些信靠真主并正直生活的人

“就有希望成为那些成功获得救恩

的人当中的一员。”（《古兰经》 

28:67）。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人的善行超过了自己的恶行，

真主就会选择怜悯他，赐给他永生。 

如前所述，每个穆斯林都必须遵从真主的五项教诲。它

们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 

 

1. 清真言（Shahada：见证信仰） 

穆斯林必须宣扬并信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沙哈

大”“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

者。”穆斯林在每次祈祷时，都要重复这一简单的

信仰声明。 

2. 礼拜（Salah，祷告） 

穆斯林必须参加“萨拉赫”仪式，即每天朝圣城麦

加方向祈祷五次。其中包括认罪和悔改的祈祷。 

3. 天课（Zakat，施舍奉献） 

穆斯林必须参与天课，即向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提

供慈善捐款。这是一种自我否定和崇拜的行为。 

4. 斋戒（Saum，斋戒禁食） 

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必须遵守斋戒。在这个月里，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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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在白天不进食、不喝水，也不发生亲密关系。 

5. 朝觐（Hajj） 

朝觐是在每年农历最后一个月的上半月前往圣城麦

加的旅行。凡经济和身体条件允许的穆斯林，一生

中至少要完成一次朝觐。朝觐在财力和体力上的巨

大牺牲体现了穆斯林对真主的献身精神。
59
 

 

伊斯兰教传达了一种希望，即忠心的穆斯林会进入天堂。

然而，由于最终的决定取决于真主的旨意，许多穆斯林生活

在不确定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穆斯林会通过

殉教方式寻求更大的救赎保障，他们会借着圣战的行为或吉

哈德（jihad, 阿拉伯语，意为“奋斗”或“努力”，指为了

实现正义而进行的内心努力，或是对真主的敌人发动的外部

战争）献出自己的生命。
60 
根据《古兰经》，穆斯林如果殉

教，就可以直接进入天堂（《古兰经》9:111）。 

 

泛神论与希望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等宗教中，罪孽得到赦免、

获得个人救赎或是赢得神

的恩宠，为追随者带来了

希望。但是，泛神论摒弃

了有位格的神性和来世生

命，这就要求泛神论者用 

与那些习惯在有神论框架下思考的人不同的方式来寻求希望。 

泛神论者普遍认为，实现幸福或福祉是人生的目标。正

如迈克尔•莱文所说：“对于泛神论者来说，‘幸福'是唯一

的个人救赎形式。”
61 
虽然泛神论者实现“幸福”的方法并

没有一套得到普遍认同的做法，但许多泛神论者都高度重视

与大自然的联系和对大自然的赞美。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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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的泛神论者相信，宇宙中蕴含着宇宙思想或者说灵

魂，他们通过与自己看为宇宙神圣统一性的东西之间的互相

联系，来追求精神上的启迪。玛丽•波普林教授（Mary 

Poplin）解释说：“泛神论者通过日益与终极精神现实（佛

教中的涅槃）融为一体的方式，或是通过实现神性或真正的

自我（印度教中的阿特曼，当灵魂与梵天即终极现实结合

时），来达到不同程度的‘觉悟'。”
63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

通过冥想、研读圣典、诵经和供奉神灵等修行方式，有助于

排除干扰，使崇拜者集中精力。 

物理泛神论者认为，当下的生活是他们将会经历到的唯

一生活，因此，重要的是当下并感知世界的神秘、奇妙和丰

富。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很好地概括了这种观点，

他指出“对物理主义泛神论者来说，宇宙是单纯存在的。它

是能量和物质的宇宙之舞，参与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创造、毁

灭和进化过程中，而我们是宇宙之舞的一部分。物理主义泛

神论者接受并赞美这一点。”
64
 虽然他们没有来世生命的前

景，但物理主义泛神论者在努力与自然和他人和谐相处的过

程中找到了快乐和意义。 

总之，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信徒熟悉的个人救赎概念在泛

神论中并不存在。相反，许多泛神论者，尤其是二元论泛神

论者，希望通过与宇宙重聚并与宇宙融为一体，从而在死后

获得和谐。对不相信来世的物理泛神论者来说，有意义的人

生需要认识到大自然的相互联系及尊重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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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与希望 

 

从自然主义世界观

出发的人认为，人类的

进化和进步中蕴含着希

望。自然主义者认为，

随着技术、智力和政策

的不断进步，痛苦和苦 

难就会让位于繁荣和昌盛的时代。 

简而言之，自然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了人类身上。正如 

1933年的《人文主义宣言》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认为我

们祖先的宗教形式和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了，但是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仍然是人类的中心任务。人类终于意识到，只有他自

己才有责任实现自己梦想中的世界，他自己拥有实现这些梦

想的力量。”
65 
对于许多自然主义者来说，实现“美好生活”

意味着在硬科学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正如进化论生物学家

理查德•道金斯所解释的那样，“人类对未来的最大希望就

是科学，这一点由来已久。”
66
 

由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和物

理学）的进步已经揭示了以前一直困扰人们的医学、科学和

技术问题，自然主义者相信，进一步的科学突破就可以解决

疾病、饥饿和暴力等问题。自然科学的进步推动了应用科学

（医学、工程学等）和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

等）的发展，就会让世界日益变得更加公正、安全和繁荣。 

与自然主义对科学的信仰相联系的是，它拒绝为寻找希

望或人生目标做出一种宗教性的解释。1973年出版的《人文

主义宣言II》作者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1925-2012年）

和埃德温•威尔逊(Edwin Wilson, 1898-1993 年)解释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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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灵会拯救我们，我们必须拯救自己。”作为宗教的替代

品，“科技才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一种关键力量。” 他们

补充道,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大胆的措施。我们需要

扩大科学方法的使用范围，而不是放弃它们，将理性与同情

心融合起来，以建立建设性的社会和道德价值观”。
67
 

对于自然主义者来说，他们对科学的希望得到了技术进

步的证明，这种进步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一两代人以前的

奢侈品，今天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商品

了。这些创新消除了人们生活中的某些困难，为许多人提供

了更高的生活质量。 

道金斯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自然主义中蕴含的希望：“科

学将会拯救我们，如果有什么能拯救我们的话，使我们免于

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的灾难。医学科学将会拯救我们的生命。

农业科学将会养活整个世界。当我们深入探索浩瀚的宏伟宇

宙时，学术科学将会继续滋养我们的思想和抱负……这就是

为什么科学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68
 科学的拯救力量是自

然主义世界观的巨大希望。归根结底，唯物主义世界观假定

物质层面的解决方案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难题。 

 

后现代主义与希望 

文化历史学家罗伯特•休伊

森（Robert Hewison）将后现代

主义描述为,“去掉了乐观主义

的现代主义。”
69 
现代主义相信

理性，并将科学方法作为手段，

借此可以把世界变得更美好，后 

现代主义引入了“怀疑论的诠释学，”质疑人类是否有能力

认识什么事情。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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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现代主义对有关生命本质和目的的终极问题产生

了怀疑，但是它仍然提供了某种希望。 

信奉后现代主义世界观的人，往往从推翻压迫性的权威

和制度的目标中来找到希望。事实上，许多赞同后现代世界

观的人认为，拒绝接受当权者所强加的规范和期望乃是合宜

的，甚至是必须的。抵制不受欢迎的标准的一个切实可行的

方法就是解构社会规范的形成机制，尤其是教会。在许多后

现代主义者看来，宗教是人类进步的一种障碍，社会越早摆

脱人为宗教的束缚越好。
71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年）很好地表达了后现代对权威的态度。1977年在法兰西学

院的一次演讲中，福柯说：“那么，就让我们犯罪吧，而且

是无限的犯罪。人们必须对世界或世界权力机构制定的每一

条法律做出回应，通过违反这些法律，通过有计划地破坏法

律，实际上推翻这位造物主的统治。”
72
 在福柯看来，法律

和规范具有压迫性。此外，当权者强加的标准没有任何客观

道德价值，不能要求人尽义务或强加任何义务。因此，人们

有理由对当权者“犯罪。”事实上，由于后现代主义认为罪

是由掌权者所定义的，人类被迫对那些抗掌权者，并根据个

人的喜好来重新定义罪。当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主流的假设和

规则的时候，社会也就会越发自由了。 

后现代主义者还试图通过诋毁真理主张，尤其是权威性

元叙事的方式，来瓦解社会压迫。他们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

是破坏语言传达意义的能力。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当人

们谈论世界时，他们所谈论的并不是世界上的对象，而是他

们对世界上事物的主观解释（因为这才是人们可以获取的唯

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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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 年）在20世

纪60年代提出的这种语言和文学分析的方法，被人们称为解

构主义。德里达认为，语言是复杂的，其意义也是无法确定

的。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的本意远不如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重

要。事实上，作者的意图并不重要（即或有任何意图），因

为作者的背景、文化和处境与读者是不同的。这种处理语言

和书面文字的态度与后现代主义拒绝接受真理主张有关，如

前所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主张是当权者用来对付毫无

戒心的大众的武器。
73
 

总之，在后现代主义中，人们部分是从让社会摆脱压迫

性制度，倡导道德和文化相对主义来寻找希望。解构语言、

挑战当权者、推翻宗教，乃是实现一个人人能自由设定自己

的标准、意义和目标的社会的手段。 

 

大问题 4：万物的结局如何？ 

下一节将会探讨五大世界观对死亡的教导。根据2022 

年的一项研究来看，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承认，他们“害怕死

亡。”
74 
造成这种恐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今生之

后的生活充满了未知。为了回应这种担忧，每种世界观都有

一种末世论（即，关于“终末状态”的学说），哲学家、科

学家和宗教领袖都在试图提供关于死亡和来世的观点和清晰

的解释。 

 

基督教与死亡 

基督教并没有回避死亡这个话题。《圣经》教导我们说，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

（传3：1-2）。死亡是无可逃避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免除一

死。《圣经》教导说，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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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最终都要站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一生交账（罗14：

12）。《希伯来书》9：27 教导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

后且有审判。” 

《圣经》还教导我们，死亡与罪是直接相关的。“你吃

的日子必定死”，是上帝对始祖亚当违背上帝命令作出的预

判（创2:17）。人类的罪乃是我们必须经历死亡的原因（创

3:19，22-24；罗5:12-21，6:23）。正如神学家马克•科彭

格尔（Mark Coppenger）总结的那样：“在人堕落以后，上

帝为体现自己形象的人设定的计划是，我们必须死，这是生

活在一个堕落世界中带来的实际后果。”
75
 

但是，在圣经世界观中，死亡并不握有最终决定权。保

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4 节中解释了基督徒对死

亡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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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

一同带来。 

保罗用“睡了”这一形象比喻来说明，基督徒认为肉体

死亡并不是永远终结的观点。根据《圣经》，肉体的死亡

（生理功能的停止）会导致物质因素（身体）和非物质因素

（灵魂）之间的暂时分离。当人的身体被埋葬、火化或以某

种形式处理掉的时候，人的灵魂会继续在脱离身体的状况下

存在。
76
 

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肉体的毁灭或腐烂并不是我

们存在的最终结果，我们会一直活到永恒。根据《哥林多后

书》5:8节、《路加福音》23:43节和《希伯来书》12:23节

等经文来看，基督徒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会立即进入上帝

的面前。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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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相信，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会有一次肉

体复活；届时，灵魂将会与复活后的身体重新结合。这次复

活包括信徒和非信徒：前者，要复活以承受在上帝面前的永

生；后者，要复活以承受在地狱里永远的定罪和审判（徒

24:15）。这些复活后的身体会怎样呢？照《圣经》来看，

信徒复活后的身体与地上的身体并不完全不同，他们将是地

上身体的完美版本，得以更新和救赎（林前15：42-44）。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地狱的教义在许多基督教教派中已

经失宠了。然而，在《但以理书》12:2-3、《马太福音》25：

31-46、《帖撒罗尼迦后书 》1:5-10和《启示录》20：10、

14-15中，《圣经》明确教导了地狱的存在。因此，普救论

和其他否认地狱存在的神学体系都不过是错误的解读，违背

了圣经经文中明确的含义和2000年来的教会教导。调查一直

显示，只有1% 到2%的美国人相信他们死后会下地狱；这一

事实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对《圣经》普遍是

曲解和错误的信仰给人们带来了虚假的希望。
78
 

归根结底，基督徒相信，在世界末日，终将有最后的审

判；到那时，邪恶终将被除去，死亡终将被除灭（启20：

11-15）。所有人，不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必要来到上

帝面前接受审判。如前所述，《圣经》中关于死亡和来世的

基本教导是，对那些坚持做恶、没有凭着信心和悔改来到主

耶稣面前的人，结局就是永远定罪和地狱。与此相反，那些

悔改并信靠主耶稣的人，将会根据主耶稣归算给他们的义接

受审判，从而得到赦免并承受上帝面前的永生。
79
 

 

伊斯兰教与死亡 

伊斯兰教教导说，肉体的死亡并不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终

结。根据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在人死之后，有一种居间状

态，一直会持续到末世人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为止。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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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间状态中，穆斯林相信，会有一段暂时、没有身体的存在

状态。注定要下地狱的灵魂（因为不信真主安拉，或没有足

够的善行）就会经历某种痛苦。与此相反，注定要进入天堂

的灵魂（因为善行和服从）将会经历完全的安宁。
80 
在审判

日（Yawm al-Din），每个人都将从死里复活，真主将对每

个人的行为进行评估，决定每个灵魂的归宿是天堂（Jannah）

还是地狱（Jahannam）。人能否进入天堂，取决于安拉是

否愿意赐给这人恩慈（《古兰经》3:115）。 

伊斯兰教末世论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方面，论到了《古

兰经》的教导：一些人将要承担自己在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

真实性方面误导过的那些人的“负担”或罪过（《古兰经》

16:22-25）。有一段非常真实的圣训（关于穆罕默德言行的

早期记载）称，穆罕默德曾教导说，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审判

日要承担穆斯林的罪。
81
 

伊斯兰教教导人们，要进入乐园中，就绝不能把人与真

主错误地联系起来（《古兰经》4:36）。将神性赋予真主之

外的人或物，乃是“作伪证以物配主（shirk）”的罪（就

是偶像崇拜或信仰多神）。伊斯兰教认为，以物配主是不可

饶恕的罪，会让人下入地狱中。基督徒因为信仰三位一体的

上帝和耶稣是上帝；所以，被认为犯了以物配主的罪。
82
 

最后，虽然穆斯林学者对于应当把“圣战”（即以真主

之名发动的战争）解释为向内的还是向外的问题上存在着争

议，但《古兰经》对此进行了论述，历史上也有许多以真主

名义发动暴力袭击的例子。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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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多伊斯兰学者的观点，殉教的人会立即进入天堂

中，那是一个永恒的极乐世界；在那里，人们会从真主那里

领受难以想象的快乐。
84
 

总之，穆斯林认为，地狱是不服从真主的人永远受折磨

的地方（《古兰经》2:39）。然而，即使穆斯林忠于真主并

恪守五大支柱的教义，他们在审判日到来之前也不会知道自

己最终的永恒归宿。穆罕默德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永恒命运，

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我不知道我要遭遇什么，也不知道

你们要遭遇什么”（《古兰经》46:8-9）。
85
 

 

泛神论与死亡 

泛神论者把死亡看作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因此，人们

不应当惧怕死亡，死亡的前景也不应妨碍人们活出有意义的

生活。泛神论否认天堂、地狱或任何其他永恒境界，同时也

拒绝接受人类个体的永生，这就使它与许多宗教截然不同。
86 
在泛神论中，对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首先，物理主义泛神论者，在他们认为宇宙是由一种基

本物质（物质）组成的信念指导下，教导人们：死亡标志着

个体生命的终结和个体元素回归自然。这种观点认为，没有

非物质的灵魂或精神能在人的身体死后仍然存在下去。对于

物理主义泛神论者来说，死亡是终局性的，标志着个人旅程

的结束。 

虽然按照物理主义的观点，不存在个人的永生，但身体

回归自然却代表了一种非个体化的永生。保罗•哈里森

（Paul Harrison）解释说：“我们的身体回归自然，我们的

功业和记忆在他人的脑海中存留下来，这些加起来就是一种

能让大多数人满足的生存了。”
87 
物理主义泛神论者并不认

为个体的消失没有在人死亡时留下任何痕迹。与此相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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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哈里森解释的那样，“我们以人人熟悉的方式...我们的

基因...通过我们的子女和近亲存活下来。我们通过自己的

行为痕迹、我们创造的事物，还有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人心中

留下的记忆活下来。”
88 
持这种观点的泛神论者也会因为死

后遗体重新归回大自然而欣慰，并努力确保他们的火葬或土

葬不会破坏环境（如用最小的棺材、在林地下葬等）。
89
 

其次，相信轮回说的二元论泛神论者认为，死亡既是前

世的结束，也是来世的开始。然而，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

同的是，二元泛神论不相信天堂或地狱之类的灵界存在。毋

宁说，个人来世的背景就是这个世界。这种观点与同样相信

轮回说的印度教和佛教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又

有着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佛教中，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涅

槃（nirvana），这就意味着要摆脱痛苦和不断的轮回。
90
 

同样，在印度教中，实现“解脱”（moksha，即从死亡与

转世的轮回中解脱出来）也是人生的目标。
91 
换句话说，佛

教和印度教都将逃离现世、与宇宙重聚视为最高的目标。然

而，尽管二元泛神论者也认为轮回的背景是现世，但他们并

不以逃离这个世界为目标。事实上，他们欢迎有机会以另一

种形式回到这个世界。(有些人希望以更高形式转世，同时

也寻求避免以更低形式转世，也就是避免不良行为的业报）。 

总之，泛神论并不会把死亡看成是对罪的惩罚或是错误

选择的后果。对于泛神论者来说，死亡在道德上是无所谓的，

因此鼓励人们不要惧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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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保罗•哈里森所说：“死亡不应该成为我们为之恐

惧的东西。当我们活着时，我们没有死。当我们死去时，我

们一无所知。因此，只是因为生死之间的短暂过渡，死亡才

会带来问题。我们不应该一生都生活在如此短暂的阴影中。”
92 
换句话说，泛神论者致力于充分利用今生，而这一点包括

不要生活在对死亡或来世的恐惧中；在来世中，人们会因为

罪、错误选择或因果报应而受到惩罚。 

自然主义与死亡 

自然主义世界观把肉体的死亡看作是存在的终结。哈佛

大学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 年）

在自己所著的《审视人生》（Examined Life）中反思了关于

来世的各种观点。在反思了“不灭”可能是什么样子后，诺

齐克写道：“虽然相信这样一种理论也许不错，但事实难道

不是更残酷吗？因为今生是唯一的存在，之后便无任何存在

了。”
93
 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自然主义的死亡观。虽然诺齐

克本人认为，人类并非完全有限的；但是，彻底的自然主义

观点认为，死亡是最终的。 

自然主义死亡观的核心是它对唯物主义的追求。因为对

一个人来说，没有任何非物质或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死

亡便是一个生命永远的消亡。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Epicurus, 公元前341-270 年）曾表达过这种对死亡的看

法。伊壁鸠鲁在给墨诺修斯(Menoeceus)的一封信中如此解

释道：“要习惯于相信死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因为所有善

恶都在乎感觉，而死只是剥夺了这一感觉。因此，正确理解

死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就会使生命之死变得愉快。因为它

消除了对不朽的渴望。”在伊壁鸠鲁看来，人们之所以会错

误地害怕死亡，乃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在死后经历痛苦或

折磨。但是，如果像自然主义主张的那样，在死亡状态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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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那么，人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毫无必要了，因为我们

没有哪个人会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去经历死亡。正如伊壁鸠鲁

总结的那样：“所以死，这一最可怕的疾病，对我们来说不

必介意，因为只要我们存在，死就不会与我们同在；但是当

死亡来临，我们也就不复存在了。”
94
 

在自然主义看来，物质世界就是存在的全部（没有任何

灵、神明、来世或灵魂存在），众人在死亡时等到的是个人

灭亡。这种人死后灭亡的信念会让人活出多种不同的生活方

式。一种是自我为中心的享乐主义，追求满足欲望，信奉

“把握今天”、“活出精彩”和“生命只有一次”等口头禅。

(尽管伊壁鸠鲁常说“吃喝玩乐，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

但他也敦促人们节制，因为宿醉和其他弊病可能抵消他的快

乐，或压倒人们在自我满足的狂奔中可能选择的任何快乐。

尽管如此，伊壁鸠鲁仍主张过一种最大限度地享受净快乐的

生活)。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自然主义者的生活都是为

了追求快乐。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采取了更加利他主义的心

态，通过各种人道主义的努力和教育来改善世界。生命的短

暂和死亡的终结会促使许多博物学家投资在子孙后代、环境

以及朋友和家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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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死亡 

后现代主义认为，对于死亡，人们没有任何一种压倒一

切的解释或目的。此外，在后现代主义中，也不存在任何来

世或轮回的可能。死亡是人生中一个残酷的事实。因此，用

后现代方式对待死亡会带有混合着恐惧、矛盾和无奈的特点。 

然而，后现代思想家认为，人们无需惧怕死亡。哲学家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认为，逐步把握死亡

（以及即将到来的灭亡）的现实，可以帮助人们过上有意义

的生活。关于这一点，克里奇利写道：“哲学的主要任务就

是要让我们为死亡做好准备，为死亡提供一种训练，培养一

种面对我们有限性的态度，这种态度会直面并正视即将的毁

灭而没有提供来世应许的恐怖。”
95
 在一个物质性的宇宙中，

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毁灭是人类的命运。接受这一现实

不仅可以也应该能减轻人们对未来的恐惧，激励人们过上富

有成效和有目的的今世生活。 

后现代主义拒绝元叙事，否认来世，并坚持宇宙是物质

的；它的死亡观影响着它对生命和意义的态度。正如克里奇

利在其他地方解释的那样：“一旦我们接受了生命的意义是

由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一观点，我们就创造了意义。然后，我

们接受我们生活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境况中，或毋宁说，我们

继承了一种无意义的景况，在这种境况中，我们借着与自己

共同存在的平凡性来创造意义。”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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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后现代主义对待死亡的态度与自然主义的观

点（即没有来世，死亡就是人类最终的结局）相似。此外，

由于后现代主义拒绝元叙事，就像它对待生命的态度一样，

死亡并没有压倒一切的目的。总之，虽然后现代主义没有为

人们提供天堂的希望，但它却提供了一种被它的追随者视为

现实的生死观。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接受这种观点对追求既

充实又有意义的生活来说，乃是既务实又有益的一步。 

 

异教：美国最主流的世界观 

如今，很少有人持守某种一致的信仰体系，能完全符合

上述五种世界观中的一种了。事实上，乔治•巴纳的研究表

明，大多数美国成年人都缺乏一致的世界观。根据巴纳的研

究来看，现在，美国主流的世界观是混合主义，即把相互冲

突且往往不可调和的信仰和价值观拼凑起来的东西。2021 

年，88%的美国成年人持混合主义的世界观。
97 

今天，许多人采取一种“大杂烩”的方式或自助餐的方

式来发展自己的世界观；他们从各种世界观中挑选自己喜欢

的方面，然后将它们融合成一套指导体系。当一个人对一种

世界观如何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感到不满时，就会将其他世界

观中的思想或价值观融入其中，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或是理性

的关切；这时候，就会形成一种混合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方

法可能不是有意识决定的结果；事实上，往往不是这样。 

 

许多人采取一种“大杂烩”或自助

餐方式来发展自己的世界观；挑选

自己喜欢的世界观，将它们组合成

一个指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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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许多基督徒认为因果报应，也就是作为印度教和

佛教核心的属灵因果律概念很有吸引力；尽管他们宣称相信

基督的救赎工作已经战胜了他们“败坏”的行为或罪行，还

有由此产生的后果。尽管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美国人将东方

神秘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仍然有57%的人相信因

果报应，其中有包括33%在其他方面拥有圣经世界观的人。
98
 

另一个混合主义的例子，可以从究竟有多少自称是基督

徒的人如此看待人性一事上看到。尽管《圣经》对于罪、人

性的堕落和罪人必须悔改有明确的教导；在乔治•巴纳的

《盘点美国的世界观》一书中，有52%的人尽管得分足够高，

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拥有圣经的世界观，但他们仍然相信人

“本质上是好的”。
99
 

混合主义为何会如此盛行呢？尽管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但原因之一却是，许多人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指导性的

信念。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已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自己文化

中的主流价值观。人们（包括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持有矛盾

信仰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控制欲。巴纳在评论美国文化中普遍

存在的不符合圣经的信仰时，指出：“无论我们是在掌管自

己的命运、自己的灵修生活、真理规定的界限、道德行为，

还是在财富管理策略时，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会被控制生

活方方面面的需求所驱使。”
100
 一致的世界观往往会对我

们的行为提出令人不舒服的要求，而用一种混合主义方法来

处理世界观则允许人们随意选择适合自己的需求、情感和愿

望的价值观和信念。 

混合主义之所以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人从各种世

界观中都能感受到真理的某些方面，他们希望将这些真理融

合在一起。伊斯兰教、自然主义、泛神论和后现代主义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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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有某些共同的信仰。例如，伊斯兰教教导人们，有

一位更崇高的神存在，是我们必须崇拜和服从的。自然主义

和泛神论则重视这个受造的世界（尽管他们不承认世界是受

造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己的处

境和环境的影响。 

从一种基督徒的理解来看，这些世界观之所以包含着真

理内核的某些事实，乃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带来的结果。由于

普遍恩典的存在，（这包括上帝在救恩之外赐给人类的诸般

恩惠和祝福），非基督徒才可以用理性去发现、辨别和描述

真实的现状和真理（罗1:18-32）。反过来，这些真实或部

分真实的信仰也会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就如保护人权、

爱护万物、忠于家庭等等。对基督徒来说，尽管在内有日益

严重的世俗化情形，在外世界上许多地方对基督教的敌意也

在与日俱增；但在其他宗教和世界观中纳入圣经世界观的原

则，具有宣教和传福音的意义，因为它这表明了人类对真理

永不满足的追求，以及对理解世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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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主义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使基督徒对自己

的世界观还有与之竞争的世界观有一种扎实的、充分的了解

变得更加重要。基督徒必须知道，如何才能重拾与混合主义

世界观纠缠在一起的真善美的观念，正确地将这些思想归诸

于上帝的话语，并驳斥其中混杂的那种不符合圣经的思想。

这就是《使徒行传》第17章中保罗在与雅典哲学家辩论时采

用的方法。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他们的世界观，而是将注意力

集中在了他们崇拜的某个方面（一个“未识之神”的祭坛）

来分享福音。保罗也知道雅典人的诗歌和哲学，所以他在传

福音的时候，策略性地使用了这些知识。同样，基督徒也可

以利用其他世界观中真实或部分真实的信念来分享福音。 

 

赞同圣经世界观的四个证据 

 

今天，既然有这么多世界观在争夺我们的忠诚，那就值

得我们花点时间来考虑一下赞同圣经世界观的一些证据。与

其他的世界观一样，基督教也声称，它准确地描述了这个世

界。但是，基督教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尽管基督教的护教士为圣经世界观的真实性提出了无数

的理由；但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将集中讨论其中四个基本的

证据：圣经本身、考古学、道德和科学。 

 

    圣经本身 

1.《圣经》对自己的评价 

要探究基督教的真实性，首先应该思考《圣经》是如何

描述自己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16节中写道：“圣

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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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都是有益的。”换句话说，《圣经》自称是真实的。当然

了，仅仅自称是真理并不能就自证是真实的。然而，《圣经》

声称它是上帝所默示的，并且说圣经中的宣告是真实的（彼

后3：16）。正如杰森•利索(Jason Lisle)指出的那样，“这

种说法至少证明，《圣经》作者认为，圣经绝不仅仅是他们

自己的观点；而是说，事实上是上帝无误的话语。”
101
《圣

经》本身的其他证据，包括其中显著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数

百个具体预言的应验，还有一位作者宣称的“无人为设计的

巧合，”都加强了《圣经》内在真实性的主张。
102
 

 

2. 一致性 

《圣经》的独特性和内在的一致性，早已经为护教士们

注意到了。与《古兰经》或印度教《吠陀经》等其他经书不

同，尽管《圣经》是由 40 多位作者在前后 2000 多年的时

间里写成的，但它却是非常自洽的。人类的罪、上帝的慈爱

与宽恕以及上帝的救赎计划等主题，在圣经中贯穿了始终。

如果《圣经》果真是上帝真实的启示，那我们就有望看到

《圣经》内在的一致性。 

此外，《圣经》抄本的证据也是令人震惊的。例如，荷

马所著的《伊利亚特》现存的抄本约有643份，其中最古老

的抄本却只能追溯到荷马死后500 年。然而，现存的《新约

圣经》手稿却有 5,600 多份，全部是公元前 100 年之内写

成的。
103 

这就表明，《圣经》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准确传播。

几个世纪以来。很少有人会怀疑荷马是《伊利亚特》的作者，

若《圣经》果真是它所宣称的那样，

是上帝真正启示的话，那我们就有望

看到《圣经》内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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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圣经》的真实性却要高得多。 

 

3.预言实现 

《圣经》自我证明自身真实性的另一让人信服的方面是

诸多预言的应验。事实上，上帝自己也将应验的预言作为他

存在和彻底独特性的证明：“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

筹算必立定’”（赛46:9下-10上）。 

《以赛亚书》53章/《诗篇》22篇和《马太福音》24:1-

2就是预言应验的两个例子。在《以赛亚书》53章中，作者

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主耶稣受难的过程。以赛亚不仅用难以置

信的准确描述了主耶稣受难的过程，还预言性地解释了受难

的目的：“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诗

53:12b）。约公元前1000 年大卫写成的《诗篇》22篇也生

动详细地描述了被钉十字架的恐怖，这是在发明十字架几个

世纪之前。难以置信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诗篇》

22篇（太27：46）。《旧约》中指向主耶稣之死的其他经文

包括《诗篇》2:2、16:10、68:18和69:4，及《撒迦利亚书》

12:10和 13:7。 

在《马太福音》24：1-2 中，主耶稣准确地预言了圣殿

的毁灭，他向自己门徒解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

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大约在35年之

后，这个预言应验了，罗马皇帝提图斯率领罗马人成功地围

攻耶路撒冷，夷平了这座城市和第二圣殿。
104
 

 

考古证据 

历史记录支持基督教的真理主张。具体而言，考古学家

最近的工作已经证明了《圣经》中记载的许多历史细节。例

如，2015 年，考古学家宣布，在大卫城中发现了这份粘土 



 51 

 

 

 

 

 

诏书。其中有一份诏书上还包括了一个皇家印章，上面写有

“犹大王亚哈斯（之子）希西家之印。”与西罗亚碑文

（1880年发现）一起，这份诏书证实了《圣经》将希西家视

为历史上的犹大王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刻有其

他希伯来官员名字的诏书，包括《耶利米书》38:1节中出现

的基大利和犹甲。
105
 

考古学也已经证实了《圣经》中的其他许多历史细节。

1961年，在凯撒利亚的马里提马，发现了一块提到本丢•彼

拉多的石头。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这块石头证实了在主耶稣

受难时彼拉多是犹太总督。
106 

特尔丹(Tel Dan)碑文发现于

1993年，首次提供了大卫王的历史证据。
107 

1847年，伊拉克

北部的发掘证实了《以赛亚书》20：1节提到的“亚述王撒

珥根。”在1847年之前，《圣经》之外没有任何关于撒珥根

的记载。
108 

此外，考古发现还证实了约雅斤王曾在巴比伦、

撒玛利亚总督桑巴拉特、巴比伦统治者伯沙撒王及其他许多

的事件。
109
 

最著名的是，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提供了数百份

抄本，其中至少包括《旧约全书》中除《以斯帖记》以外的

每卷书的部分内容。就历史处境而言，已知最古老的希伯来

文《旧约全书》抄本是《列宁格勒手抄本》（制作于公元

1008 年）。许多“死海古卷”比这份手稿要早1200年。随

后对这些卷轴的研究还有与后来文献的对比显示，《希伯来

圣经》得到了非常准确的保存。
110
 这一考古发现加强了

《圣经》的可信性，也证实上帝对自己话语护佑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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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证据 

如果存在客观的道德价值观的话，那它们又是从何而来

的呢？正如我们在概述自然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过程中看到的

那样，许多种类的世界观都认为，道德是进化和文化的产物、

或是个人的选择。在这些世界观中，道德是主观的，取决于

非人格化的、无价值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决定的。而基

督教则认为，人类对道德的基本直觉（即道德是客观的、可

辨别的）是正确的，而且是根植于上帝的属性的。
111
 

大多数人都有一种道德直觉，认为折磨婴儿取乐是不道

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与道德相对主义相反，原因在于人

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们的良知证明了世界中普遍

存在的道德规范和秩序。换句话说，每个社会都存在着非常

相似的道德规范和对正义的普遍渴望；这就证明，一位道德

立法者已经把一种是非观植入了每个人心中。正如保罗•科

潘（Paul Copan）所解释的那样，“一位位格性的、有自我

意识、有目的、良善的上帝，为有价值、有权利、有道德责

任感的人类存在提供了自然的和必要的背景。”
112
 虽然还

可以说得更多；但是，这就是基督教的基本道德论点。 

 

科学论据 

科学中有许多重要的论据支持基督教的主张。《圣经》

教导我们说，宇宙的存在是上帝积极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偶

然产生的结果。过去几十年的科学发现已经增强了人们对造

物主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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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微调理论 

宇宙的微调理论可以从引力常数、电磁力的精确值与万

有引力、宇宙的质量密度、宇宙膨胀率和初始熵的对比来考

察。
113 

此外，还要考虑地球适宜居住的必要条件。例如，地

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地球磁场保护地球免受有害

的太阳辐射，隔热的大气层则使地球保持温暖，地球还拥有

适合生命存在的各种化学成分，包括水和碳。
114 

诸如此类的

科学发现都揭示了自然界中惊人的复杂程度，而进化论等理

论是无法解释这些复杂性的。 

 

DNA 的复杂性 

基督徒科学家还指出，对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科学

研究是上帝创造工作的另一个证据。正如沃尔特•布拉德利

（Walter Bradley）解释的那样：“这样一种非凡信息存储

系统的存在，还有DNA分子以某种方式经过编码后承载了

（encoded with）人类生命所需要的精确信息；这一事实就

是惊人证据的巅峰之作，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上帝在创造中

对我们护佑性眷顾的。”
115 

换句话说，基因、蛋白质、DNA

的发现及微生物学的其他进展非但没有否定《圣经》中关于

创造的记载，反而支持了《圣经》中所揭示的上帝在创造中

的大能和创造力的内容。 

 

相似的道德规范的存在和对正义的

普遍渴望；这就证明，道德立法者

已将是非观植入了每个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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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教会的世界观现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都把圣经的世界观看成是美国人主

流的世界观。然而，最近的调查显示，拥有圣经世界观的美

国人的比例正在下降。根据研究人员乔治•巴纳的预测，到

2020 年时，持有圣经世界观的美国人减少到了6%，仅为 25 

年前的一半。
116
 巴纳在 2023 年进行的另一项全国性的研

究显示，在这两年中，这一数字在进一步下降，只有 4% 的

美国人符合拥有圣经世界观的条件。
117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道德影响力正在不断下降，与此同

时其他世界观的受欢迎的程度却在不断上升；因此，这些低

迷的数字并不完全令人震惊。或许，巴纳的研究中最令人瞠

目结舌的细节是，持有圣经世界观的美国人数的下降并不是

仅仅局限在不参加教会的人。难以置信的是，2022年的一项

研究显示，只有37%的美国牧师拥有圣经的世界观，
118
 2021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参加福音派教会的人中只有21%拥

有圣经的世界观。将这些比较低迷的数字与声称持有圣经世

界观的福音派教会信徒的81%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在宣称

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群当中，对于什么是圣经世界观存在着相

当大的困惑。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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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必须知道，

《圣经》为人生最大的问题提供了详

尽、连贯和令人满意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会中受到质疑或争论的并不仅仅是

神学上的细微差别，教会中的许多人正在拒绝基督教的核心

信条。例如，即使在参加福音派教会的人员中，仍有52%的

人认为没有绝对的道德真理；有43%的人认为，耶稣基督在

世时曾经犯过罪；有42%的人，拒绝将《圣经》作为主要的

权威来源。此外，还有61%的人不会每天阅读《圣经》。
120
 

鉴于这种与《圣经》表里不一的关系现状，教会对堕胎

和婚姻的历史性教义在自称为福音派的人士中正在不断失宠，

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参加福音派教会的人当中，有44% 的人

宣称说，《圣经》在堕胎问题上是含糊不清的；有34% 的人

反对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
121
 

再次重申，个别基督徒对神学的细枝末节感到困惑甚至

存在分歧是一回事。但是，事实上，几乎大多数美国福音派

教会的信徒都拒绝接受圣经的权威以及基督教关于上帝、人

性和道德的基本教义，那些关心教会健康的人实在应该为此

深深感到忧虑。 

建立圣经的世界观 
 

在最年轻的美国成年人中，持有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的人

数量下降的情形是最明显的，在18-29岁的人群中，只有2%

的人坚持圣经世界观。
122 

然而，巴纳的研究为扭转这些趋势

和建立牢固的圣经世界观提供了一条潜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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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很早就形成了 

乔治•巴纳通过数十年对世界观的研究，已经发现，一

个人的世界观主要是在15个月到13岁之间形成的。虽然世界

观会在整个青少年时期和二十岁出头时不断完善；但一个人

的世界观在 13 岁以后却会保持相对稳定和一致。
123
 这就

意味着说，如果教会、基督徒父母、基督徒学校和事工想要

向下一代灌输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及早开始至关重要。 

 

谁能帮助建立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呢？ 

 

家长 

如果要向后代传授圣经世界观，基督徒父母就必须开始

把自己作为家庭中主要的门徒训练导师来看待（申6：6-9）。 

虽然教会、青少年团体、基督教学校和家庭教育合作机

构的教育可以补充和支持父母的工作；但是，这些机构永远

不能取代应该在家里进行的门徒训练。因为一个人的世界观

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所以，父母必须带头向自己的儿女

传授圣经真理。当然，这就需要父母重新评估自己的基本观

点，以确保他们的信仰和行为符合圣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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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机构永远也不能取代 

  在家庭中发生的门徒训练。 

 

巴纳的研究表明，除了父母以外，下一个对人的世界观

形成影响最大的便是媒体信息、公共政策、学校教育和来自

同伴的压力了。
124 

因此，为了向孩子们灌输圣经原则而做出

有效的努力，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提供的信息，对其做出积

极回应；有时候，还必须对其进行策略性的抵制。在这些影

响中，学校的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孩子们在幼儿园到十二年

级期间将会在教室里累计度过16,000个小时。确保课堂教学

不会破坏父母的门徒训练工作是当务之急。 

 

牧师/事工领导 

在培养信徒的世界观方面，牧师也要发挥一份作用。如

前所述，研究表明，在福音派教会中，只有21%的人拥有圣

经的世界观。
125
 此外，2022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 51% 

的福音派牧师自己拥有圣经的世界观。
126
 不幸的是，这样

的统计数字表明，神学院、圣经学院和教会的许多门徒训练

工作都是比较失败的，领导者必须愿意承认这些缺点，并重

新评估他们的事工和教牧培训方法。 

 

教会 

教会必须优先考虑对会众世界观的培养。释经式讲道

（即，注重圣经经文的意义并将其应用在会众生命中的讲

道）、阅读、研读和背诵圣经，及强调敬拜、祷告、传福音

和禁食等属灵操练，可以帮助教会成员形成并发展符合圣经

的世界观。 



 58 

 

 

 

 

 

 

教会必须将门徒训练视为一项迫切的需要，并相应地设

计自己的计划和活动来促进辅导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让人

们可以学习和传授圣经原则（见多2：1-8）。时不我待，上

帝子民的属灵需要又极为迫切，我们不能不花大量的时间来

探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包括教会中的人士，持有不符合

圣经世界观的信仰并采取不符合圣经世界观的生活模式这一

根本原因。 

虽然各项教会活动不一定都要以塑造会众的世界观作为

目标；但是，教会带领人却应该愿意重新评估当前的事工方

法，以确保教会日程表上的每件事都能互相效力、共同完成

门徒训练的总体目标。 

 

新生派追随者 

 

从巴纳研究中看到的另一个有洞察力的观点，是发现了

“新生派门徒”（ Emergent Followers），这是一个比其他

成年人更倾向于发展出圣经世界观的群体。尽管正直的门徒

是指，那些已经将信仰融入到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拥有

完整圣经世界观的人；而“新生派门徒”则是指，那些接受

了圣经和非圣经观念混合体的人。例如，虽然76%的新生派

门徒对罪和救赎的理解总体上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只有27%

的人对上帝、创造和历史的理解是符合圣经的。因此，在发



 59 

跟随主耶稣，就要求我们顺服并遵行

《圣经》中的一切教导，从而使我们的

生活与祂的话语保持一致。 

展世界观方面，应当将“新生派门徒”的薄弱环节作为门徒

训练计划和资源开发过程中追求的目标。由于新信徒拥有圣

经世界观的一些信条，也更容易接受以圣经为基础的进一步

指导；因此，将侍奉的重点放在这一群体（占美国成年人口

的五分之一）上，就会为解决美国圣经世界观不足的问题提

供一种大有可为的机会。
127
 

 

呼吁坚定不移地行动 

在一个越来越敌视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时代，基督教领袖

和父母必须再次承诺教导以《圣经》为基础的世界观，并愿

意重新评估他们的门徒训练方法。现在和未来的几代人都需

要知道，《圣经》为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提供了全面、

连贯和令人满意的答案。 

要扭转圣经世界观衰落的趋势，就要求忠心的基督徒提

升培育和发展会众世界观的地位，将它作为自己最优先考虑

的一大要务。教会、家长、准教会组织和基督教学校（幼儿

园到十二年级以及基督教学院和大学）必须共同努力，开发

出有效的门徒训练资源。如前所述，学校教育在世界观的发

展中扮演着一种特别重要的角色，基督徒需要参与到各级教

育系统中，包括对课程的开发和校董会的选举等活动中。此

外，在媒体、娱乐和艺术界服事的基督徒，也需要战略性地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资源和时间创作出一些节目和表演，来

宣传而不是去诋毁圣经原则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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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在描述“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时，或者说那些

听了上帝的道却转身忘了、也没有遵行他们所谓学到的东西

的人时，毫不吝啬自己的言辞（启 3：1-16，雅 1：22）。

仅仅在思想上认同《圣经》世界观的信条是不够的；跟随主

耶稣就要求我们遵循并服从《圣经》中的一切教导，从而使

我们的生活与祂的话语保持一致。 

如果基督徒能完全践行他们的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生活

就会在这个功能失调、混乱不堪的世界中成为一股强大、具

有说服力的力量。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曾经

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自由主义或现代

主义……[而是]倾向于依靠肉体的能力，而不是用圣灵的大

能来做成主的工作。”
128 

我们很容易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

割裂开来；虽然在教堂里读《圣经》，但在生活其他部分却

重拾世界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基本信仰却不能

脱离现实世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基督教揭示和回答的

问题太重要、太全面了，绝不可能把它封闭起来脱离生活。 

通过认识上帝，基督徒就可以看明世界及其居民的真实

面目，并从内到外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和

我们自己身上恶的根源，也知道解决恶这一问题的方法。我

们可以同情和理解人类的处境，因为圣经既教导人类的内在

价值，也教导人类的全面堕落。我们可以在道德价值问题上

采取坚定的行动，即使是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当如此，因为我

们拥有今生和来世所需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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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世界观的基石 
 

如前所述，令人遗憾的是，研究表明，拥有圣经世界观

的人寥寥无几。然而，乔治•巴纳在2023年的研究为我们带

来了希望。虽然本书的篇幅不允许我们全面讨论巴纳的研究

结果；但是，他的最新报告还是值得总结一下。 

数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很少有人（包括自称是基督徒的

人士）拥有一致的世界观。事实上，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都

掺杂着某些不一致的思想元素。但是，新的研究表明，坚实

的神学基础可以大大地提高世界观的清晰度。令人欣慰的是，

只要坚持一些基本的神学信条，就能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当

然，要使这些原则成为个人生活的基石，用巴纳的话说，需

要人们“既要理解这些原则，又要对这些信念充满热情和深

思熟虑，才能达到将它转化为与这些原则一致的个人行为。”
130
 因此，虽然巴纳确定的基石是用信念描述的，但每条信

念都包含着与这些信念一致的行为。 

哪些信念是为圣经世界观打下坚实基础所必需的呢？根

据巴纳的说法，圣经世界观的七大基石是： 

1. 对上帝正统的、符合圣经的理解。 

2. 人之初，性本恶；我们所做的每一项选择都有道德

上的考量和后果。 

3. 我们犯罪的后果，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得到赦

免和消除。这种赦免，唯有通过我们个人真诚认罪

并为自己的罪悔改，完全依靠祂赦免这些罪孽的恩

典，才能得着。 

4. 整本《圣经》都是真实、可靠、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是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的最佳道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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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对正确理论的理解和承诺， 

就很少会有正确的行为。 

5. 绝对的道德真理是存在的，而且这些真理是由上帝

来定义的，也已经在《圣经》中描述出来的，在不

同时间和文化中都是坚定不移的。 

6. 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全心、全意、全力、全灵地

认识、热爱和侍奉上帝。 

7. 世上的成功最好理解为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始终

顺服上帝。 

尽管这些原则无法说明基督教信仰需要说明的一切，但

它们却是对最关键教义的忠实总结。简而言之，七大基石包

括了圣经、上帝、人、罪、基督和救赎等主要的教义。虽然

正确的信仰不会自动导致正确的行为，但如果没有对正确教

义的理解和承诺，就更谈不上会有正确的行为。 

研究表明，接受这七大基本教导的成年人中，有五分之

四以上的人拥有圣经的世界观。因此，教导这些根基性的真

理并以身作则，是我们着手自己的门徒训练和培养人们的世

界观的一个极好的开端。 

 

结 论 

真正的圣经世界观，乃是扎根在上帝通过自己话语向人

类启示出的真理中的，也是由真理来塑造的。认识真理并将

自己的生命建立在真理之上的重要性是《圣经》中反复强调

的内容之一。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到了这一点，他说：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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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

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

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

很大”（太7:24-27）。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若有人的世界观与圣经不一致，或

者说，若圣经真理在人生命中的应用不一致；那么，这人就

可能像在沙土上建造的房子一样倒塌。我们可以通过在磐石

上建造我们的房屋来避免这种命运。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明

白上帝的话，将它应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要在我们所

思、所言、所行中以“基督的心为心”（林前2:6-16；罗

8:5-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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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圣经的视角参与文化 

圣经世界观研发中心的存在，是为了为个人、家庭、教会和牧

师提供资源，帮助他们成长和加强他们的圣经世界观。 

我们的使命是用圣经的世界观来装备基督徒，训练他们在家

庭、社区和公共场所推进和捍卫信仰。 

http://frc.org/worldview


美家中心世界观系列
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帮助基督徒运用圣经世界
观解决当今最紧迫的文化和政治问题。

你的视野如何？

BIBLICAL PRINCIPLES FOR

HUMAN
SEXUALITY
by David Closson

BIBLICAL PRINCIPLES FOR

POLITICAL
ENGAGEMENT
by David Closson

BIBLICAL PRINCIPLES FOR

PRO-LIFE
ENGAGEMENT
by David Closson

BIBLICAL PRINCIPLES FOR

RELIGIOUS
LIBERTY
by David Closson

欲寻找这些资源和更多资源请访问frc.org/world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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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 

你知道自己的世界观是什么吗？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或多或少地思考过生命的意义。 

问题如 

•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 我们的世界问题何在？

• 是否仍有希望吗？

• 万物的结局如何？

• 什么是世界观。

• 为什么拥有一套完整、一贯的世界观很重要。

• 当今最著名的世界观如何回答人生中最重大的问题

• 为什么圣经的世界观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令人满意

的答案。

• 如何建立符合圣经的世界观

我们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构成我们的“世界
观”，也就是一套塑造了我们生活方式的基本信念和确
信。在《带你认识世界观》一书中，读者将学到:

http://f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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