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课   非基督徒的世界观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歌 2：8) 

 

在前面的几课里，我们简短地分析了人的特性。很明显，有两类人生活在当今的世界上，

他们对上帝，世界和自身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分别称之为基督教哲学

和非基督教哲学，因为它们的根基完全不同，一是持守对上帝的完全信靠，一是强调独立自

主，不靠上帝。更进一步来说，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不同，远远不至在所谓的“宗教事务”和

“神学问题”上，而是涉及生活的所有层面。在本课中，我们将对非基督徒哲学作一简要的

综述。在接下来的一课中，我们将重点分析基督教哲学。 

一．非基督教哲学的框架 

非基督教哲学得特征源于非基督徒的特性。在《以弗所书》4：17－19 节中，保罗描述

了非基督徒的特性，指出非基督徒所能够形成的哲学种类。保罗说： 

 

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非基督徒处于罪的咒诅之下，他们否认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区别，不信靠上帝，坚持独立

自主，因而生活在虚妄之中。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昏昧的，充满了各样的污秽。正因为如此，

保罗在别处也用这样的话来描述非基督徒的哲学：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歌 2：8)。 

 

我们必须谨慎，方能正确地理解保罗在此处所说的话。他所反对的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

他自己本身就是某种类型的哲学家。他所反对的是非基督教哲学。非基督教哲学所效忠的基

础是独立自主，这种脱离上帝的哲学，声称有真理，然而他们所提供的除了毁灭和永死之外，

别无它物。因此，保罗称这种非基督教哲学为“虚空的妄言”。许多人被那些不信基督的人

的哲学观点蒙蔽，终有一天，他们将会发现，其中所有的只是虚妄而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很多重要的人物，他们不信主耶稣基督，对人类的知识和生活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从总

体上来说，非基督教哲学只不过是虚空的妄言，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乍一看，我们也许会认为保罗所说的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他接下来的话却证实了他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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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 

 

…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歌 2：8)。 

 

在各种非基督教的思想中，尽管也能发现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有一件事，使非基督教哲

学成为虚妄和骗人的东西，这是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普遍坚持的，亦即：哲学必须建立在人独

立自主的基础上。非基督教哲学不是建立在中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遗传”和“世

上的小学”的基础上。对于非基督徒而言，不经过独立自主的人类思想的检验，没有任何东

西是真实可靠的。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保罗指出，非基督徒这种对人的独立自主性的坚持，

实际上是具有宗教性的。他说，非基督教哲学“不照着基督”，而是以人的东西前提。换句

话说，所有的非基督拒绝接受基督所传讲的真理，而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基督宣告他是

不容质疑的世界之主，但那些寻求所谓的中立的人，对基督的宣告却是一口否认。他们声称

基督教可能是真实正确的，其实，也就是说，基督教也可能不是真理。 

但是，上帝要求我们对他的话完全忠实。保罗寥寥数言，就揭穿了非基督教哲学的实质。

除了不一致之外，非基督徒思考和行动不以任何原则为根本，而是从自己的所谓的独立自主

性出发。非信徒只有在蒙召重生之后，他才会改变过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非基督

教哲学比做一座大厦，这大厦是唯一的支柱就是人的自我独立性(见图十五)。 

非基督教哲学 

             图 15 

依據的是人的獨立自主性

非基督教哲學 

 

坚持自我的独立自主性，是非基督教哲学的根基。不管非信徒作出什么样的主张，他所

提出的理由实际上都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假如有人向一个非基督徒发出挑战，请他对自己

这种宗教性的信念作出解释，他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但他所提出的理由最终总是落

实在他所声称的自我的独立自主性上。他可能会争辩说，他的经验在某些方面支持他那种自

我独立性的信念，可是他信靠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本身就是

建立在那个自我独立性的主张上。从根本上来说，非基督徒是自己给记在打气，用基于自我

独立性原则基础上的理由来支持这一原则。因此，我们又可以把非基督教哲学比喻为一座屋

顶支持根基的楼房，它缺乏坚固的根基(见图十六)。非基督教哲学确实是“照人间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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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造的。 

 

 

 

图 16 

二．非基督教哲学的困境 

    假如人拒绝承认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区别，脱离上帝，独立自主，就排除了获得真知

识的所有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非信徒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困境之中。这一困境显明了罪

人思想的虚妄。在古希腊戏剧中，同一演员往往通过更换面具，在同一出戏剧中扮演不同的

角色。同样，不信者灵命被蒙蔽，又聋又哑，我们所坚持的就是戴两副面具。大拿同盟国背

离上帝的时候，不信者“绝对肯定”地声称，圣经所指出的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区别是错

误的；因此，这时，他所配戴的是“绝对肯定”的面具。但是，当他们背离上帝的时候，不

信者对于知识幷没有坚固的根基，因此，他们必须再配戴上“完全不肯定”的面具。在不同

的时间，不信者或许配戴不同的面具，但在这些面具的背后，非信徒陷入一种无法解决的困

境之中――绝对肯定，同时又完全不肯定。揭开非基督徒言论的面具，暴露不信者这种思想

的困境，是用圣经捍卫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对于不信者的这种思想困境，我们应

该予以更仔细地研究。 

一方面，假如一个非信徒主张“绝对肯定”，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主张，只有通过无视“完

全不肯定”才能做到。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非基督徒拒绝真知识的唯一来源，仅仅靠人有限

的思辨，对他们来说，肯定性是不可能达到的。非信徒要顽强地坚持任何一个观点，都必须

完全无视他有限的认识，和他对上帝的抵挡。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非信徒声称完全的不肯定性，质疑人有得到知识的能力，他只能无

视他对绝对肯定性的赞成，才能做到这样。为了避免傲慢和武断，非信徒常常试图采用这一

立场。他可能会说，我们不可能肯定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只能得到“可能性的知

识”。表面上看来，这种立场好象不那么专横，但实际上，这种主张既是绝对肯定的，同时

又是完全不肯定。非基督徒主张，人的知识是完全不肯定的，他就是在说：“绝对肯定的是，

世上绝对没有绝对肯定这回事。”只有在无视他必须绝对肯定地坚持他的主张的时候，不信

者才会继续坚持他的这种主张。 

 

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来考察非基督教哲学所存在的这种困境：主张绝对肯定，同时又主张

完全不肯定。我们首先来考察人类思想的三个主要方面：上帝，外在世界，和人本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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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幷不完全，只是简单地列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对于圣经护教学来说，这些问题都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将在以下的课程中，更深入地加以探讨。 

1．关于上帝 

    在上帝到底存不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能观察到非基督教哲学的虚妄性。一方面，非

信徒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坚持没有上帝是绝对肯定的。然而，在坚持这一观点的同时，非

信徒试图忽视这一事实，他对宇宙内外的考察都是有限的，上帝存在与否，对他来说，是完

全不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思想基础。既然非信徒不可能完全考察上帝可能存在的证据，所以

他不能绝对肯定上帝是不存在的。这幷不等于说，非信徒可以声称上帝的存在与否是不确定

的，这样就安全地脱离了自相矛盾的困境。采取这种不可知论立场，非信徒与无神论者陷入

同样的困境。非信徒坚持“完全不肯定”这种观点，可是他忽视了不可知论不可避免地要涉

及“绝对肯定”。不可知论所“绝对肯定”的就是：上帝对他自身的显明，还没有达到要求

所有人都承认他，顺服他的地步。不可知论者所绝对肯定就是：上帝的存在是不肯定的。因

此，非信徒否定上帝的存在，或者声称不知道上帝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是他对上帝的背逆

虚妄性。 

2．关于外部世界 

    非基督徒对他们外部环境的看法，也显明了非基督教哲学所面对的困境。例如，非基督

徒说，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是有秩序的，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他是主张“绝对肯定”的。

他所绝对肯定的是：他所认识的秩序是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然而，非基督教徒面临的事

实是，他幷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外部世界进行彻底的探索，从而避免“完全不肯定”。未

知事物的存在，使人们不得不对非信徒声称知道的一切提出质疑。对外部世界的“完全不肯

定”常常与以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世界是没有秩序的，完全被偶然所左右，对人来说是没

有意义的。很明显，非信徒虽然否定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但仍然对世界的特点，作出了一个

“绝对肯定”的主张。他知道世界肯定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没有秩序，仅仅是偶然的结果。

非信徒再次面对同样的困境：绝对肯定，同时又完全不肯定。 

3．关于人 

    在涉及上帝及外部世界的问题上，非信徒思想的虚妄性暴露无遗，这不足为奇。我们还

必须看到的是，非基督徒彼此交谈，互相恭维，但他们无法逃避这一问题。非基督徒在试图

描述人的时候，采用的是绝对肯定的立场。他们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曲解圣经中人有上

帝的形像的描述，用他们自己对脱离上帝的人的概念来取而代之。他们要么把人看作上帝，

要么把人看作动物。或者认为人是重要的，或是认为人是不重要的。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

非信徒都对人性作出了绝对肯定的主张。但不信者忽略了这一事实：他对人性有限的探索，

使他回到“完全不肯定”中去。另一方面，一些非信徒可能确信人不可能对自己是什么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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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答复。可是，他的“完全不肯定”是对人类本性不可知“绝对肯定”的宣称。非信徒

对自身存在的想法，使他陷入背逆上帝所导致的思想困境之中。 

    不管他主张什么，宣告什么，不信者总是不可避免地绝对肯定，同时又完全不肯定。因

此，对上帝、世界及人，他们是无法言说的，甚至对他们自身也不肯定。非基督教哲学是建

立在人独立自主的信念上的。这种信念导致人走向虚空和无望。 

在护教学中，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非信徒及其思想方式。因此，了解他们观点的特性是

很重要的。这里所描述的不信者的思想架构和困境，幷没有囊括一切，但此处所函盖的各个

因素，适用于各种非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护教者应当予以了解。 

 

复习题: 

1.如何理解非基督教哲学都是建立在非信徒对自我的独立自主性的信念上？ 

2.为什么无法支持自我的独立自主的信念？ 

3.非基督徒所共同面临的思想困境是什么？ 

4.描述非基督徒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的思想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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