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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跨越文化 	  
	  

我是在一个小城镇中长大的，年少时在那里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进入

学校后，我了解到了不少其他形式的文化，但和周围的同学一样，我们仍有着共同的习

俗，追求着类似的梦想。之后我进入了大城市，很快发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差异竟如此

之大，不同的文化背景让人们的观念理想和人生取向彼此迥异。	  

“反映着某个社会特征的行为、观念、与产品，其种种习得模式的综合体系”被称

为文化。1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看到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的思想、

习俗以及人生期望都是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没有人能够脱离文化的影响。	  

即便是旧约作者也传递着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圣灵的默示使他们能够免于谬

误，然而旧约作者的观点却是从他们所在的世界中生长出来的，2它们并不类似于当代

人的思想，而主要是以古代近东的文化挂念审视人生。	  

因此旧约叙事在方方面面反映出了许多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传统，这些差

异是对每一个严肃的释经者所需要面对的：我们如何克服这种文化的差异？基督徒如何

把这些古代叙事应用于当代？	  

这些问题的讨论将引发各种议题，我们将主要考虑其中三个：评估文化的不同，旧

约与新约时代的文化，以及如何应用于现代文化。我们要问：当如何分析一种文化与另

一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基督降世会如何影响我们对文化的看法？把旧约叙事应用到当

代世界时，我们要做怎样的调整？	  

	  

评估文化的不同 	  

	   	  

我认得一个人，他从来不会向家人流露温情，总是以冷漠对待妻子和孩子。对此我的一

位朋友解释道，“这不过是他的背景造成的，在他们的国家，男人都是那样的。”可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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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以接受，于是反问道，“或许这是他们的习俗，但这对吗？”	  

这段谈话也许能够反映我们当中许多人时常会遇到的难题，我们希望尊重世界其他

地方的人，试图不把我们的文化期望强加给他们，但我们仍相信不论人们在哪里生活，

都不会影响某些事的对错。	  

当我们把旧约叙事应用于当代生活，圣经与当代社会的经验会一同向我们提出各种

文化理念。对于这些规范，是否存在某种评判方式？我们该如何看待旧约时代的习俗？

我们又该如何区别当代文化中好与坏的方面？	  

若从圣经的视角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便需要认识到文化的两个基本来源：宗教和自

然。它们的影响为评估文化的改变，提供了重要原则。	  

	  

宗教与文化 	  

	  

对所有社会而言，宗教都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文化和宗教都是不可分割

的：	  

纵观人类历史，宗教和文化一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没有哪一种伟大的宗教，

能够脱离文化的表达；也没有哪一种伟大的文化，可以不植根于宗教。3	  

社会交流塑造了人际之间基本的忠诚，与人群的信仰委身，而人群对上帝的信念与

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也建立了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各种文化的基本结构都源于宗教理念。

4	  

组织化宗教的强大影响力在人类历史中比比皆是。古代社会显著依赖于宗教理念，

巴比伦人和埃及人有意识地依循其神祇体系的秩序来建构社会，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形态，显然也是当时盛行的基督信仰与异教信仰的混合物。5当代的西方社会，在人们

宗教中立的说辞下，实际埋藏着犹太-‐基督教传统，社会中许多的基本价值理念，如正

义、荣誉、平等等，仍植根于这一宗教传统。	  

宗教以不同程度决定了各种文化的结构与期望。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文化并非是从

人们明确认同到的观念体系中发展出来的。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其根源都超出了组织化

的宗教，并 终与普世各国都无法逃避的对真神上帝的良能良知，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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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罗 1:18-‐32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有史以来所有人类都明明知道“上帝的永

能和神性”这一普遍启示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却抗拒这些关于上帝的事，人类“却不当做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上帝

任凭世人逞着“心里的情欲”行事。	  

尽管如此，保罗的观点却并非全然悲观。虽然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人类却不能消灭

那关于上帝的知识。万族万民在对上帝的悖逆上并非完全一致，人类仍遵从于上帝普遍

启示中一些规范。“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显出律法的功用刻

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罗 2:14-‐15）。	  

没有人能够脱离普遍启示的影响，不同的社会都有许多层面至少从外在是顺从上帝

旨意的。6不同的民族都已各自的方式呈现出某种既对上帝悖逆，又顺服于他所设立秩

序的状态。7	  

保罗显然不会认同当代流行的文化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不

存在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普世标准，我们认为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是合理且平等的。8	  

相比之下，保罗却是一个文化绝对主义者，他坚称万国万民都要尊上帝为大，所有

时代的所有社会习俗，都要按着上帝启示的标准来审视。保罗的观点为我们提出了一个

考察不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用上帝的标准来审视所有

的文化习俗，上帝至高的旨意既超越旧约叙事时代的文化，也超越了当代文化。	  

	  

旧约叙事中的文化  

对旧约叙事中文化的反思应限制在上帝的启示之下，旧约经文忠实地记述了许多古代中

东的生活习俗，这些生活方式有的与上帝的旨意相符，有的与上帝的旨意相背。因此我

们不应把旧约中的习俗都当作合上帝心意的，而应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追问。 

旧约作者会对不少文化习俗表示认同，如在代上18:15-17，历代志的作者记述了大

卫建立了与当时其他国家非常相似的政治制度：“约押作元帅；…约沙法作史官；…撒

督和亚希米勒作祭司；沙威沙作书记；…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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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王的左右作领袖。”9我们现在至少知道上帝并未明确命令大卫采用这套制度，而是

大卫自己决定在以色列国采用当时世界的一般做法。我们该如何评价他的这一治理？他

所做的到底对不对呢？在这个例子中，历代志的作者通过指出这套制度为以色列带来了

益处，而明确赞许了大卫的做法（代上18:14）。大卫完善地履行了他作为以色列君王的

责任，由此可见依循这一文化规范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与此同时，旧约叙事中也记述了许多习俗并不合上帝的旨意，比如，亚伯兰与夏甲

生子符合当时的习俗，然而保罗告诉我们，“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

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加4:23）。可见，亚伯兰因随从当时的习俗，而

远离了上帝的应许，他转靠自己的人意血气，违背了上帝的启示。所以，尽管他的这一

举动为当时文化所认可，但 终却是错误的选择。  

旧约叙事记述了以色列民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些与上帝的旨意相符，有些

却违背了上帝，还有一些情况不是很容易判断，但总体上我们都要尝试按照上帝启示的

标准来判断旧约叙事中的习俗。 

 

当代文化  

在我们应用旧约叙事于当代的过程中，也应审视当代文化，将现代社会的文化习俗置于

上帝启示的准则之下。 

审视当代文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违背上帝启示的习俗，当被视为对上帝的悖逆，

而坚决弃绝。不论社会通用的标准如何，政治上的歧视，性行为的扭曲与各种偷窃行为，

都是错误的。要把旧约叙事应用到当代，我们要明确上帝是如何评价相关做法的。 

另一方面，那些当代社会顺服上帝启示的做法，我们就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

批判当代文化比赞扬它更为容易，这新教信徒而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面对今天的世界，

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对上帝的悖逆，却容易忽视文化中仍有积极的价值，如抵制罪恶的法

案，与促进公义与怜悯的社会协作，我们应该鼓励这类归荣耀与上帝的行动。可见，在

我们审视当代文化时，总要在当中好与不好的之间作出区分。 

审视文化当以承认人类普遍具有的宗教特性为前提，普遍启示让人类都负有顺

服上帝的责任，古代人和当代人的种种做法都表现出了对上帝启示的顺从或违背。在将

旧约叙事应用到当代的过程中，我们要以上帝的话为准则来审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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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 	  

	  

审视文化需要一个平衡的视角。虽然宗教对于各民族特性的形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它却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同的自然环境也影响人类群体的生活，人类的种

种文化即是在各种宗教价值与多样自然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	  

我和妻子曾一度和一位艺术家作了楼上下的邻居，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在方方面面都

极具特色，但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她对多元表达的热爱。她擅长各式艺术手法：编织、

缝纫、素描、油画与陶艺。有一次我不禁赞叹道，“任何东西在她手上都能称为艺术品。”	  

如果我们来看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显然会发现上帝也热爱着多样性。他为自己的

形象（译者按：即人类）所创造的并非是某种单调的社会秩序，相反，上帝命定了自然

界中无数种多样性，从而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同。正如保罗所言，“他从一本造出万

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 17:26）。	  

文化人类学家早已指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背后，是许多自然因素使然，其中有三点

尤为显著：物理环境对文化形成发挥着重要影响，气候、地理和自然资源人类生活的许

多重要层面发挥着重要影响。与在沙漠中生活的人群相比，靠海居住的人群会发展出完

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山林中的人群无疑会发明许多，与生活在平原区域的人，完

全不同的交通工具。许多文化风俗正是起源于人们生活的物理环境。	  

除此之外，上帝也会赐予人丰富多样的天然才干。普遍的观察告诉我们，不同个体，

或不同群体，常常都具有不同的长处。有些人拥有敏锐的艺术天赋，有些人具有技术专

长，有些人非常务实，有些人则偏好思想与哲学。一个社会正是由这些各种各样的人才

所主导的，不同的人也会按照各自的方向引导文化的发展。	  

后时间的发展，也会带来文化的多样性。历史的变迁在我们中间促成了许多不同，

每一代人都是在之前的时代的基础上，来面对一个变化的世界，他们的文化模式不断地

发生着变化。由此时间的转变也会带来文化的多样性。	  

自然的影响提供了审视文化的第二个原则。既然上帝没有让所有的社会完全一样，

我们便需要要承认文化间的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人与人之间自然禀赋的多样性，表明多

样的文化习俗不存在本质上的对或错，这些社会习俗本身没有道德属性。比如骑马的民

族未见得比骑骆驼的民族更好，穿凉鞋的未见得比穿鞋的更优，用叉子吃饭的也未见得

比用手吃饭的要强。人生的这些层面大多是由上帝所定自然条件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然而，自然条件的差异也不是完全不需理会的。相反，我们要按圣经的一般原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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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相关问题：这些习俗是否违背了圣经中一般的道德准则？这一做法是否符合上帝的

诫命？所有文化习俗的动机和结果，都在上帝启示的道德准则下，或得到认可，或遭到

批判。	  

自然对文化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辨明如何应用旧约叙事，自然条件的差异提醒我们

应尊重旧约文化与当代文化中多样的习俗。	  

	  

旧约文化 	  

旧约文化中有许多特点是源于自然条件的多样性。旧约信徒通常都是按当时的风俗来回

应上帝，而他们的这类做法就不应作为历代信徒的某种规范。	  

例如，亚伯拉罕骑驴来到摩利亚山（创 22:3），大卫牧羊（撒上 17:15）。无疑这些

做法对当事人来说是合乎道德的选择，亚伯拉罕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而献上以撒，大卫

作为孝子，当顺服地劳作。为了完成上帝所命定的职分，这些带有文化习俗性的行动都

是适宜的，而且所有信徒也应像他们一样依循圣经中忠诚摆上与舍己事奉的原则，但我

们不必采取骑驴的交通方式，或开展畜牧。这些旧约中指向顺服上帝的表达方式，实际

源自选民在自然文化多样处境中对宗教信念的持守。	  

	  

当代文化 	  

与之类似，当代存在多样文化也是合情合理的。信徒都应遵从圣经的原则，然而顺服上

帝的表达方式在不同时间、地点却有所不同。10在当代允许文化的多样性，这并非易事，

对合宜举止的刻板观念，常常使我们排斥了多样应用的需要。我们总希望某段经文要像

我们应用在自己文化中那样，应用到其他所有文化当中。正如康恩所言，“西方价值观

促使我们期望每个问题都只有一种正确答案，同时西方学者所给出的答案也永远比那些

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学者更高明。”	  

举例而言，历代志非常强调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要使用合宜的音乐敬拜上帝（见代

上 6:31-‐47；15:19-‐22，28；16:4-‐36；代下 7:6）。然而在今天应用历代志教导时，大多数

人都很明确我们不会再使用古代中东的乐器和曲调，我们看重的是敬拜的大原则，而非

具体的细则。然而教会领袖却常常认为只有传统的敬拜方式才蒙上帝悦纳，于是我们演

奏管风琴或钢琴，唱传统的赞美诗，然而却认为其他音乐形式，如乡村音乐、爵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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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风格的音乐都不合宜。我们以为这类音乐我们不喜欢，上帝也不会喜欢，这种

文化自大的表现在我们身旁可谓层出不穷。	  

在不同的处境中，同样的道德标准，可以通过形式不一却同等合理的作法，加以成

就。语言是上帝的赏赐，应按上帝的旨意使用，但这不意味着我们都要讲同一种语言；

政府应行使手中的强制力来遏制罪恶，但成就这一点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却可以不同。在

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帝所启示的标准，实际也要求信徒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顺

服方式。	  

综上，宗教和自然条件演化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鉴于人类的宗教性，我们应按照

上帝的道来审视旧约与当代各种实践的道德性，与此同时，各种文化背后自然属性的多

样性让我们意识到旧约与当代世界存在差异有其合理性。认识到这些原则，我们便能更

好地审视、理解文化间的差异（见图 61）。	  

	  

旧约世界	   	   	   	   	  宗教的影响	   	   	   	   	   	   	   	   	   	   	   	   	   	   	   	   	   	   	   	   	   	   	   	   	   	   	   	   	   	  当代世界	  

“各种文化都要依照上帝的启示来加以评判”	  

文化的差异	  

自然的影响	  

“必须意识到文化差异的合理性”	  

图 61	  审视文化的多样性	  

	  

旧约的文化与新约的文化 	  

	  

如果将旧约叙事与当代文化比较，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看到的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历史

发展。基督第一次降世所带来救赎性与历史性的改变，引发了当前时代与旧约时代有巨

大差异。为认识这些差异，我们下面将要来讨论旧约与新约的文化。	   	  

	  

旧约的文化 	  

记得有一次，在我完成讲座之后，有位年轻女士对我说，“我不想生活在旧约时代，那

时的人有太多规矩，真让人喘不过气来。”大多数新教信徒正是这样看待旧约的，他们

认为旧约时代充满了律法主义与各种限制。这种看法准确吗？旧约文化究竟如何？	  

大致浏览一下旧约叙事，我们就会看到摩西律法规范着整个以色列社会，对旧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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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说，今天我们在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所形成的区分是不可想象的，摩西律法

在方方面面以各种方式统治着神权政治的以色列国：敬拜、政治、法律以及人际关系，

旧约时代的社会生活没有哪一个方面可以脱离上帝所启示律法的影响。	  

尽管如此，旧约律法并非严格地控制着上帝选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有些方面，上帝

作了严格的规定，而有的方面上帝的律法则相对宽泛。如果以一种标尺来衡量，在标尺

的一端，上帝许可以色列民随从当时的习俗，只要他们不违背上帝所启示的原则；相比

在另一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文化、生活又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以色列国的神权政体

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这个标尺中找到坐标。所以命名、讨论这个标尺的两端，将会很有

帮助：文化的弹性和文化的规范。	  

	  

文化的弹性 	  

古代以色列民在文化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弹性，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履行着自己对上帝的

责任，圣经中律法的道德原则设定了边界，然而在这边界之中，上帝的子民享受着极大

的自由。	  

在这一背景下，旧约神权政体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古代近东文化非常类似。以色列当

时的技术条件、艺术形式、民生情况等都植根于这个民族当时所处的地缘历史处境，这

些方面在旧约作者看来都属于合理的自然多样性，在诸如用餐礼节、衣着色彩、娱乐形

式与交通手段方面，他们并没有作具体教导。	  

以色列民在文化方面所享受的自由有一系列的原因。首先，上帝的许多命令都是禁

止性的，因此是留下了极大的多样性空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出 20:13-‐15）

旨在告知上帝的子民什么是不可作的，但这些命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在不同情况下，以色

列民应做什么。	   	  

其次，旧约许多正面的教导都属于一般性的原则，比如“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出 20:8），这一教导明确了守安息日的必要。关于安息日，有一些特别的规条在其他

律法与叙事中被谈及，但这些规条并未明确描述守安息日的各种具体细节，因此守安息

日在许多方面仍可由个人良心酌定。	  

第三，旧约中几乎没有专门的法律，虽然以现代人的观点，其中的规条似乎很多，

然而，它们只针对以色列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未涉及旧约文化的大部分领域。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信徒生活的许多方面，上帝许可弹性的文化，上

帝的选民永远应活在上帝诫命之中，然而在许多具体的事务上，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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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规定 	  

虽然上帝没有对旧约的神权政体设立具体到一事一物的法律规定，但他却赐予以色列一

种覆盖广泛的文化意义上的规定。上帝并未许可他的子民随心所欲地追求他们想要的生

活方式，而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制定许多规范。比如，旧约信徒被明文禁止不得让他们

的牲畜或奴仆在安息日做工（出 23:12），律法还有关于离婚的规定（申 24:1-‐4），服兵

役的规定（申 20:1-‐9），对特定犯罪的处罚（利 20:1-‐27），以及食物方面的规定（申 14:1-‐21）。	  

为什么上帝会为以色列社会定下如此细致的规定？上帝要用一件文化紧身衣约束

他的子民吗？在和摩西的话语中，上帝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

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出 19:4-‐5）。	  

简言之，旧约神权政体的法律是为荣耀上帝，并让以色列民受益，它使神权政体的

以色列不同于其他国家，使以色列民成为“属上帝的子民”（sglh）。摩西的律法教导以

色列民当如何蒙上帝悦纳并尊荣他，同时保护以色列民远离罪的毁灭，因而敬虔得生（书

1:7-‐8）。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罪性反倒使律法成为一种重担（罗 7:7-‐11），相比上

帝 初赐下律法的目的却是要赐福他的子民，正如摩西所预言的：	  

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

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

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申 4:5，6）	  

以色列的律法并非完全不同于邻国的律法.11考古学研究表明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在

许多规则都很相似，然而为了他的子民，上帝将特别的意义赋予了这些通行做法。如许

多国家行都奉行割礼，12遵守与旧约律法相类似的立约仪式，13也建造类似于所罗门所

造的圣殿。14但在旧约中，这些规范得到了上帝的启示重新阐释，与割礼、圣殿、立约

仪式等相关的信仰观念，使以色列民与其他民族在许多方面相分别。	  

除此以外上帝还制定了许多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律例，他禁止庙妓（申 23:17），

不让以色列民可吃其他民族认为可吃的一些食物（利 11:1-‐47），摩西的律法还禁止了以

色列邻国中常见的经济压迫现象。上帝为他的子民在许多方面所定的律例，要使他们成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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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圣洁子民，从而隔绝于古代近东世界同行的风俗。	  

综上，上帝许可以色列民享受一定的文化自由，但他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也直接受

上帝律法的规范。这种在文化上高度的管制让以色列民能够区别于其他民族，进而让以

色列以一种地理与政治意义的存在，彰显了上帝在旧约时代的治理。	  

	  

新约时代的文化 	  

	  

基督的降世对人类的信仰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上

帝在基督里的终极目标是要将以色列民族性的神权政体扩展为普世的国度。15这一神权

政体将成为一种普世的文化事实，但这一目标只有等到基督第二次到来时方能实现。在

主基督复活与再来之间，教会已脱离了民族性藩篱，并逐步成为一种荣耀的普世国度。

当今的基督徒群体正处在这两点之间，以一种亚文化的形式生活在万民万族之中。	  

这一划时代的改变引发许多问题。在基督教神权政体的亚文化中，具有怎样的规

范？基督徒如今该如何在各自国家中活出信仰？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今天基督一样

为他的子民设立了文化上的弹性与规范，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基督教神权政体在这些

方面已有了显著的改变。下面我们将探讨基督教神权政体在文化意义上的规范与弹性。	  

	  

文化的规范 	  

上帝为在各地生活的基督徒群体设立了文化的规范。这些生活方式不像旧约律法时代那

样涵盖广泛，但基督徒仍然需要在所有时代和地区都遵行它们。保罗劝告在罗马的信徒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可见，基督徒应该活出一种新的文化，一种顺服上帝启示的生

活方式，基督徒群体将因此在世上的列国中迥别于世人。	  

新教信徒常常很难认识到基督教神权政体中信徒生活的这种迥别性。在过去几个世

纪以来，基督国度几乎一直被视为等同于西方文化，其结果导致基督徒群体独特性遭到

了模糊。几百年来基督教的理念与欧洲以及美国的理念密切交织在了一起，对其利弊也

评价不一。16	  

近几十年来，鉴于福音在世界不同的文化处境中的传播，许多宣教学者开始强调应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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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督教从西方背景中分离出来。17这一处境化的呼声算得上一种有益的矫正。长久以

来，宣教者确实在某些方面错误地要求归信者采用了某种超越圣经教导的生活模式，然

而，当前的要求处境化呼声，也有可能制造了另外一种危机：即为了取代西方的文化，

而让福音落入了其他文化的窠臼。其结果是，基督教的信息遭到了其他文化习俗（非西

方文化）的压制，上帝教会当有的独特生活样式无法得到彰显。	  

处境化的鼓吹者所面临的 大挑战即来自于他们自身所非常强调的，文化	  “形式”

与新约教导“精义”之间的区别。18这种观点认为，唯有新约所提供的普遍原则才适用

于不同的民族，终于文化形式，应依照相关社群的具体情况，不一而足。这一点正如克

雷夫特所言：	   	  

以人类学为背景的研究进路指出，基督教永恒不变的元素在于那些在文化表象之下

的功能与意义，而非某种教义或行为准则。作为这些不变元素载体的文化形式，完全可

以根据上帝在特定时间所要动工之对象的文化体系，加以调适……上帝所 为关切的是

具体教义背后所传达的精义（如有关饮用酒精型饮料或洗礼的问题）。19	  

这种观点当然有其道理，当今的基督徒，即便不带刀（路 22:36），或穿使徒所穿样

式的鞋（可 6:9），也不算违背基督的教导；我们用真诚的握手，而非亲嘴（彼前 5:14），

来达到彼此问安的目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形式与意义之间的严格区分却很难站得住

脚，新约并非只要求信徒接受一些抽象的神学原则，同时也要求我们看重教会的形式与

架构。在许多情况下，形式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的，对于相关的圣经教导，我

们要做的不是处境化的调适，而是教导并解释圣经的要求。	  

基督教群体的独特生活方式涉及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其中 关键的在于：教会是建

立在基督之上，唯有他成全了旧约的救赎之法。我们跟随那位已经永远在天上作王的大

卫之子；信靠他舍身流血的献祭，已偿清了我们的一切罪债；以这位大祭司为中保，我

们得以敬拜上帝。这些观念和做法都独具以色列的文化色彩，然而它们对于犹太人与非

犹太人都同样适用，非犹太人需要将这些犹太人观念化为己有，即使这些与他们的文化

格格不入。这些观念和行为是基督教救恩的精髓，在基督教神权政体中，无法被其他文

化有关罪和救恩的定义所取代。	  

在神权政体亚文化中基督徒人生也要遵循许多的准则，例如上帝特别定规当得到信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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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适宜遵行的洗礼与圣餐礼，这两个礼仪不可被其他礼仪替代。上帝已为历代信徒设立

了教会权力的架构和纪律，此外，基督徒群体还需建立慈善事业。人际之间的彼此和睦、

饶恕与顺服也是上帝所要求的，这个清单还可一直罗列下去。这些形式均起源于犹太人

的文化，但却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当然针对具体情况也需要我们智慧加以应用，但不

论生活在何处，所有基督徒都应遵守这些规范。	  

圣经所设立的规范主导了基督教亚文化，进而将我们塑造成为一群属上帝的圣民。

虽然我们散居在世界各地，上帝仍将他特殊的准则赐予我们，让我们做属他的子民。唯

有顺从这些新约神权政体的规范，我们才能活出上帝子民的样式。	  

	  

文化的弹性 	  

与此同时新约极大地扩展了基督教文化的弹性。基督差派他的门徒走出以色列，去向万

国万民（太 28:18-‐19）。在基督复活升天不久，上帝的国度从犹太延至外邦（徒 13:46；

18:6），这种国际性的转变并非小事，它在使徒中引发了许多争论。外邦基督徒应如何

看待旧约以色列民的律例？他们要遵守属于以色列民神权政体所规范的生活样式吗？

对此所有的新约作者给出了一致的回答：上帝国度向普世的拓展要求基督徒采取弹性的

文化。	  

基督拆毁了隔断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弗 2:14-‐15)，现在“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加 3:28），

这样旧约时代许多用来让以色列民与其他民族分别的详细规条，如今不再用来在上帝的

子民中制造区别，许多这类规条被降格到普遍的多样性的文化现象，它们不再具备具体

的指导意义，而被归在各种圣经的普遍原则之下。	  

例如创 17:1-‐27提醒摩西的原读者割礼作为立约子民的记号，必须要遵守，然而新

约却教导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加 5:6）。这里并不是说割礼是邪

恶的，保罗就在有些情况下主动给人行割礼（徒 16:3），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拒绝给人行

割礼（加 2:3-‐5）。当基督降世以后，随着以色列民族性的神权政体所形成的相对隔离告

终，割礼也降格为一种文化多样性的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旧约信徒要遵守的宗教年历，在旧约时代违反这一命令就是违反上

帝的旨意，但保罗教导歌罗西的信徒不要让人在“节期”的事上论断他们（西 2:16）。

这些旧约教导原是“后事的影儿”（西 2:17），正如他对罗马的信徒所言，“各人心里要

意见坚定”（罗 14:5）。于是宗教节期的遵守在亚文化的基督徒神权政体下，便成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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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自由选择的文化议题。	  

与之类似，保罗教导哥林多信徒不要吃祭过偶像的肉，实际上吃肉本身没什么不对，

但为了不让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跌倒，保罗建议信徒不要吃这样的肉（林前 8:7-‐13）。

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依从同一思路（徒 15:1-‐35），使徒们意识到外邦信徒无须恪守原意

是让犹太人区别于外邦人的神权政体规范，于是他们只是要求外邦信徒为尊重犹太信徒

的缘故，而约束自己的权利（徒 15:24-‐29）。	   	  

宽松的文化弹性空间不是基督徒的私人定制，而是出于圣经的命令。新约教导我们

当超越这个世界各种的文化模式，保罗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自述也表明了这样的责任：“向

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 9:22）。	  

综上，旧约到新约的时代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上帝心意中他子民该如何将他的话应

用到文化中方式。上帝在旧约中许可一定程度的文化弹性，但他更侧重于严格规定选民

方方面面的生活规范，进而使以色列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神权政体。在当代上帝呼召教会

作为一种神权政体的亚文化，而持守某些特定的规范，与此同时，上帝也命定了广泛的

文化弹性，进而使他的国度能够毫无阻碍地传遍地极（见图 62）。	  

	  

旧约文化	   	  民族性的神权政体	   	   规范—弹性	  

	  

新约文化	   	  普世性神权政体亚文化	  规范—弹性	  

图 62	  旧约与新约文化	  

	  

	  

应用于当代文化 	  

	  

幼儿的父母都会给孩子定下许多规矩：“不要碰炉子”“离马路远点”，等等。随着孩子

的成长，父母对孩子行为的要求也会有所改变，但孩子们仍会记得幼年时学到的功课。

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不会再躲着炉子，但他必定记得炉子的危险，同样，一个十五岁

的孩子不用再绕开马路，但他也一定知道要小心汽车。	  

与之类似，上帝也像父亲教育孩子一样，来教导以色列民当有的行为。20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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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基督已将上帝的子民带出了旧约神权政体的幼年时期，尽管如此，旧约的律例仍

不应被忘记。正如孩提时父母所立的规矩仍在提醒着成年人某些重要的原则，旧约神权

政体下的文化规范，对于当代的也提供着重要的启示。	  

将旧约叙事应用到当代文化，需要依循本章所提出的种种基本概念。在此我将这些

观点总结为三个步骤：关注旧约文化，关注新约教导，以及关注当代的神权政体亚文化。	  

	  

旧约文化 	  

	  

将旧约叙事合理地应用于当代，前提在于从关注旧约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相关经文。简单

来说，我们要在旧约神权政体的前提下，来审视相关经文某个主题的重要性。我们应思

考：旧约作者期望该主题在他的时代被如何遵行？该主题是否具备文化弹性，进而折射

着某种更为普遍原则，还是在表达某一具体的神权政体的规范？	  

例如，在大卫与歌利亚的叙事中（撒上 17:1-‐58），旧约作者将大卫刻画成一位对上

帝充满信心的人物，这种刻画其中之一的表现在于作者对大卫拒绝穿戴扫罗的战衣。作

者期望他的原读者如何看待大卫的这一决定呢？他是否希望他们扔掉手中的盾牌和刀

剑，还是他在借此指向某个更为普遍的原则？	  

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在旧约的其他部分。比较几段经文后，我们会发现在战场

上穿戴铠甲本身并非错误，摩西律法中并未说打仗穿铠甲有什么不可取，相反它要求以

色列民应在做好军事准备的情况下，才开始征战，别的君王也用过盾牌和刀剑，撒母耳

记的作者也提到过大卫除了甩石的机弦之外，也用过其他的兵器（撒上 25:13）。	  

这些考察清楚地表明作者没有将大卫一时的选择，视为以色列神权政体的某种规

范，事实上，他特别记述了大卫选择了机弦，这可以作为他在战场上信靠上帝的一个例

证。在此意义上大卫的选择对于所有以色列民都有规范意义，然而他特定的行动却不能

作为上帝一贯的特定要求。	  

与之类似，上帝命令约书亚率领军队绕耶利哥城行走七日（书 6:2-‐5），约书亚对耶

利哥城所作的是出于上帝直接的命令，但这是否构成了一项普遍的神权政体规定呢？作

者期待以色列民一直采取这样的作法，还是希望他们由此认识到某种更为普遍的原则

呢？	  

旧约关于其他战争的记述表明，上述特殊的作战方式再未出现过，由此我们可得出

结论：约书亚当时的作法只在于表明上帝的选民要在战争中遵行上帝命令，这一普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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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命令，贯穿旧约始终。在上帝启示了作战计划之后，以色列民所

做的就是要忠心顺服，唯有这一原则才对于旧约时代神权政体的以色列具有规范意义。	  

考察对比旧约其他部分的记述，可以为我们揭示旧约叙事中的许多事件对以色列民

并不具有规范性，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应思考相关特定事例之上，作者所关注的观念或

原则。在今日教会应用这些经文时，我们需要注意这类特殊的事件实际视为显明某些更

为普遍的原则。	  

然而，有时考察对比旧约其他部分的记述，也向我们揭示了某些特定事件的记述，

的确为旧约指出了某种具体的规范。例如，在示撒入侵的记述中（代下 12:1-‐12），历代

志的作者写道“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这节经文反映

了所有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在对待上帝审判时，应当效法的样式。上帝面前降卑的谦卑

是以色列民当遵行的特定规范。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不必再考察那些以色列神权政体下更

为普遍的原则，罗波安和众民间首领当时特定的行动，正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心。	  

与之类似，在出 32:1-‐35中，摩西记述了以色列民在西乃山拜金牛犊，并招致上帝

忿怒的经过。21通过将这个叙事与摩西律法对比（出 20:4-‐6；申 4:15-‐31），我们清楚地

看到，摩西记述这一事件就是为了指证以色列民在敬拜中犯了拜偶像的罪。以色列民违

背了有关敬拜的特定律例，这段叙事将焦点对准选民在敬拜中拜偶像的特定问题，进而

提出了一种以色列民应当竭力遵行的规范。	  

当我们在旧约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架设桥梁时，应首先以旧约神权政体规范的视角

作为切入点。如果一段经文对应的事件具有文化弹性，我们就需要跨越特定的细节，而

着重其后更为普遍的原则；然而,如果经文所论及的是那些与旧约神权政体密切相关的某

些特定的作法或观念，我们则需要对这些特定的作法予以关注。	  

	  

新约教导 	  

	  

一旦我们能够确定某段经文所指向的是旧约文化中特定，还是一般性的规范，我们就能

通过聚焦新约的教导，进一步地将经文应用于当下。新约对旧约的众多主题在许多方面

作了更为细致的诠释，这些诠释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无论怎样，新约的教导

都为旧约应用的文化跨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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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旧约叙事所反映的一般原则，被新约所重申或应用。例如，从大卫拒绝穿戴扫

罗的战衣所推出的原则（撒上 17:38-‐39），与保罗关于属灵争战的教导相呼应，保罗强

调信徒当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弗 6:11），而不是属人的兵器。在基督教的神权

政体中，我们要拿起“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圣灵的宝剑”（弗 6:14-‐17）。

若教会以人的智慧，政治势力或武力来取代这些属灵的兵器，我们便违背了保罗的教导，

也背弃了大卫与歌利亚争战的榜样。	  

新约的教导也帮助我们对旧约神权政体具体的律例加以调整，进而应用于当代文

化。例如，和摩西在金牛犊叙事中禁止一切拜偶像的罪一样，新约作者也极力反对拜偶

像（林后 6:16；约壹 5:21；启 2:20；9:20）。我们对上帝的敬拜要有属天圣殿的圣洁样

式，因为我们当前正在这样的圣殿中敬拜他（来 9:11-‐27）。在我们的敬拜中也绝不允许

任何形式的混合主义。新约作者明确重申了摩西的教导。	  

新约教导是连接旧约文化与我们世界的中介，它是我们应用调整的基础。新约作者

为与他们同时代教会所做的旧约诠释，为我们当前旧约叙事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当前基督教神权政体的亚文化 	  

	  

合理的应用旧约叙事，也要求我们着眼于当前神权政体的亚文化。上帝 初用旧约叙事

来教导以色列民活出圣洁，上帝并没有将旧约默示给埃及人、赫人或巴比伦人的社群。

无疑，圣经对这些民族也非常重要，但圣经 关注的还是以色列的文化。与之类似，旧

约叙事所特别针对的是基督所延续的神权政体，它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可以引导世

人悔改、相信并活出这个世界当有的公义，但与此同时，基督徒才是旧约叙事的主要对

象。我们被归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以承受属他后裔的应许（罗 4:1-‐25）。可见，旧

约叙事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所能享受到其中的祝福远非世人能及。	  

因此在当代文化中应用旧约，需要我们对基督教亚文化给予细致的关注。我们要将

焦点放在这些叙事对于教会在文化的规范与弹性方面，所带来的挑战。上帝要求我们要

活出基督徒独有的圣洁生活，同时他也要求我们在文化要采取弹性。旧约叙事的所有主

题都能在这两方面实现应用，而在应用中这两方面的混淆也将导致严重的错误。	  

例如，出 32:1-‐35要求以色列民弃绝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基督教亚文化必须无一

例外地抵制拜偶像的罪。与之类似，我们也应像罗波安和众首领所作的那样，在上帝面

前认罪悔改（代下 12:1-‐12）。这些叙事主题都不涉及文化弹性。尽管如此，基督徒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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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对旧约叙事的应用，也应注意上帝子民间存在的合理差异。在基督教神权政体的亚

文化中，的确有一些方面没有留给我们什么调整的空间，但仍有许多方面的信仰实践，

在基督徒当中是可以有多样性的。比如我们看到大卫不愿穿扫罗的战衣（撒上 17:38-‐40），

这个叙事今天教导我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打那属灵的仗。所有的基督徒都要

遵行这样的教导，但如果我们否认不同的文化处境需要教会以不同方式来争战，那么我

们的应用便会超越合理的界限。前苏联的信徒在传福音时，可以采用与美国信徒不同的

方法来；城市信徒与生活在乡村环境的信徒，对上帝的呼召也可以有不同的回应。不管

环境如何，我们都应记得在文化上应采取弹性的责任，从而有效地将旧约叙事应用于基

督徒社群（见图 63）。	  

	  

旧约神权政体的文化：具体规范与文化弹性	  

相关的新约教导	  

基督教的神权政体亚文化：具体规范与文化弹性	  

图 63	  文化层面调整的基本步骤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将旧约叙事应用到当今文化所牵涉的不同层面。当我们试图在旧约

叙事与当前文化之间架设桥梁时，要牢记以下几点：许多文化上的不同源于自然条件的

多样性，然而上帝的启示才是检验各种生活方式的标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因为基督

的降世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基督徒群体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规范，然而生活在世界各处

的基督徒，也有责任在文化上呈现极大的弹性。要跨越我们与旧约之间的文化距离，我

们需要探析旧约的文化，新约的教导，以及当代属于亚文化的基督教神权政体，从中摸

索出一条道路。这些重要的原则将帮助我们跨越文化的距离，合理地将旧约叙事应用于

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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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问题 	  

	  

1. 文化如何被宗教与自然所影响？在我们探讨旧约文化和当代文化时，为什么要

关注这样的影响？	  

	  

2. 比较旧约与新约时代神权政体的异同。在两个时代中，上帝选民的文化生活存

在怎样的规范与弹性？	  

	  

3. 可以采取哪三个基本步骤，帮助当代信徒跨越旧约叙事在文化上的距离？	  

	  

应用练习 	  

	  

1. 列出旧约神权政体中上帝所明确定规的十项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在属于亚文化

的基督教神权政体中，有着怎样的应用？	  

	  

2. 鉴于基督国度的普世性，列出基督教神权政体中在文化方面采取弹性的十个方

面。针对每个方面，存在怎样的普遍原则？	  

	  

3. 回顾上帝呼召亚伯兰的叙事（创 12:1-‐9）。这段经文在哪两方面牵涉到了旧约时

代的文化？针对相关主题，新约作出了怎样的教导？生活在亚文化神权政体的

基督徒，当如何回应这样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