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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仁爱”观
与基督教“ 爱人”思想比较

#

$林火生!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

摘! 要：孔子的“仁爱”观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作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世界现代文化发展

的源泉。因此，认真对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爱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各自思想的精华，对

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文化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仁爱；爱人；儒学；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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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当代思想界，对中西传统伦理思想的比较

研究颇为流行，将“仁爱”或“爱人”思想在某种程

度上视为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融合的

重要基础。这种情况不仅与“仁爱”思想在东西方

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关，而且与“ 爱人”修养在当

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有关。就此而言，比较

研究儒学的“仁爱”观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对

于理解儒学和基督教思想乃至中西传统文化的异

同，反思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进行现代性的诠释，将

是有所裨益的。

! ! 一、二者的主要异同

（一）二者的相同或相近之处

E@ 孔子的“ 仁爱”观与基督教“ 爱人”思想的

含义相近。孔子“仁爱”是他整个学说的基础和归

宿，也是其整个思想的内在核心。何为“ 仁”？孔

子讲“仁者爱人”，“ 爱人”是“ 仁”的最基本的内

涵，要亲爱他人，对他人有同情心，对他人尊重。

首先要孝亲，从爱父母、爱兄弟、爱家庭做起，还要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亦是由孝亲扩展至社会上的一般人，展

开成“泛爱众”，用爱心去对待别人，达到“ 博施于

民而能济众”的理想境界。“爱人”思想是基督教

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罗马人书》第十三章说到：

“爱人就是要成全律法，如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

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条令，都包含在爱人

如已这一句话之内了。”［E］由此可见，爱人原则是

基督教的一个抽象概括的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其

基本内涵就是要爱所有的人，爱上帝，包括爱你的

友人甚至仇人，要爱人如已。正如《 马太福音》中

讲到的：“无论任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

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不愿意人们恨你们，愿意

人们爱你们，那么你自已首先要做到爱人，而不是

恨人。不管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是上帝的儿

子，对仇敌也不能恨，也要爱他们。［"］由上述可知，

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 爱人”思想都是要

求用爱心去待人，尊重他人，从自身做起，加强自

身修养，其实质都是要求取消人们之间的差别，达

到人我的融合统一，借以协调好人际关系实现互

爱互助。

"@ 二者的重要地位及基本价值相似。“仁爱”

观是孔子一生思想的内在核心，是它的集中精华。

“仁爱”观作为一个核心的伦理道德范畴或体系，

贯穿于孔子的整个学说，甚至于整个儒家思想之

中。所以有人称孔子开创的儒学为“ 仁爱”学，或

者说仁学是儒学的出发点，是最高的道德原则。

它统含了儒学中的绝大多数概念范畴，［I］讲述如

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及做人的基本学问。以人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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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儒学的最大特点。它蕴含较多人道主义和

民本主义的成份，对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产

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瑰宝。西方中世纪一直被基督教所控制，基督

教盛行并占统治地位，因此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就

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基督教有

“三主德”，就是“信仰、希望和爱”，“爱”是最高德

性，也是一切美德的源泉。［"］首先要爱上帝就是至

善。爱人如已，这被基督教称为“ 金律”。“ 爱人”

作为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基本，是一个最高

层次的道德原则，是基督教的教义教规的源泉和

出发点。

#$ 二者的本质一致。二者都是封建的等级道

德。孔子的“仁爱”观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进而

要求庶民安分守已，规定了等级名分，区分了尊卑

贵贱，从而成为封建阶级的统治工具。基督教要

求教民爱上帝、爱神，学习神的德性，践履神的意

志，而他们（统治者）就是教主，自称是上帝在人间

的化身或代表，目的是维护上天（神）的利益，但其

实质就是维护地主、教会、僧侣等封建特权阶级和

封建王权的统治利益，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

因此，不管是从“仁爱”或“ 爱人”观各自理论

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看，还是从社会政治生

活角度看，它们都受到高度的重视和推崇，被视为

那一时代精神的结晶和核心。

（二）二者的主要差异之处

%$ 二者形成的渊源不同。孔子“仁爱”观的提

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契机又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

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做了总结、升华和创造。“ 仁

爱”观的产生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是在社会

发展到显示“人”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斗争中的地位

与价值，开始承认“ 人”的生存权利时提出来的。

再者“仁爱”观的提出也是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

原始社会还未形成独立的意识，到了奴隶社会对

天命和神的崇拜，而又转化为“ 尚德”、“ 保民”；封

建社会，孔子提出“道”的社会原则及其理想，目的

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把着眼点放在“人”上，

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就是“ 爱人”

的境界。［&］因此，“仁爱”观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国

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思想形态、主体意识上对

“人”的发现与自觉。孔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春秋时代的社会实际而提出了这一思想原

则。

基督教的“ 爱人”思想包含在其教约《 圣经》

中。我们可以从基督教本身的演变中找到“爱人”

思想的渊源。基督教前身是犹太教，是阶级压迫

和民族压迫的产物。罗马人入侵犹太地区后未能

从现实中征服犹太人，不得不往精神上找出路，这

为基督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除了社会根源外，

还有思想渊源，那就是犹太教的教义和教规以及

古希腊罗马哲学。犹太教的教义在其《 圣经·旧

约》中，许多内容对基督教的思想都有明显的影

响，如上帝创世说、摩西十诫等。此外，基督教还

吸收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思想，如毕达哥拉斯主

义，新斯多葛派的宿命论、泛有主义，且二者混合

改造成为基督教思想，其中的“ 爱人”思想就是从

中引伸出来的。一开始是下层犹太人提出的，而

随着基督教民的发展壮大，罗马统治者对此由镇

压改为利用，信徒也由下层变为封建主和富人。

统治者打着“ 爱人”、“ 泛爱众”的旗号，以此来麻

痹人民的斗志。他们宣扬爱上帝（ 神），也就是要

“顺服君主”的意志，并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化身）。而“爱人”、“泛爱”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

的抽象同一。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达到真

正的人们互爱，“爱人”只能是成为统治者的统治

工具而已。

’$ 二者的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不同。儒家的

“仁爱”观作为修养论是实践的心性论，它的目标

是“仁爱”的具体行经，通过主体由“格致正诚，修

齐治平”的途经来达到“ 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

要求积极入世，“仁爱”观与社会政治融合为一体，

以调节人际关系（修身）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治国

平天下）。它不仅研究体现自我的价值，更重要的

是实现其实践价值目标。由“爱人”观转化为“ 爱

人”的行动，把焦点投身社会，投向现实，在现实中

去实现“爱人”的理想，“ 行仁爱”是“ 爱人观的最

终目的和根本归宿。孔子主张实行“ 德治”、“ 仁

政”，如《学而》中提到，“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而且提出与“仁爱”相关的

各种道 德 原 则 和 规 范，在 实 践 中 实 现“ 仁 爱”

观，［(］行“仁爱”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实践活动。［&］

基督教的“爱人”思想，被教主宣扬为一种赎

罪的行为。它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要通过爱

上帝、爱人、“泛爱”，将自身与世俗生活区别开来，

并认为与绝对本质相悖的现世人生是与生俱来的

罪。［(］“爱人”就在于以严格的诫律摒除尘世的贪

欲之罪，通过“ 爱人如己”、“ 泛爱众”达到对上帝

的爱。这是其终极目标。正如《马太福音》中讲到

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爱你的神。”爱神的

位置是不可动摇的，爱神总是第一位的。因此基

督教的教义要求教民不断向上帝对自身的缺点和

错误做忏悔，面对自已，清除虚假的朽臭，于是忏

悔就成了人们赎罪的手段了。基督教的“爱人”将

神圣和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宗教机构或宗教活动，

以神圣或理想去抗世，企图超越尘世价值活动。

这是一种消极离世的态度。它认为一切都要依靠

上帝的启示和恩赐，因而其最终目的和归宿就是

向上帝的归依。

#$ 二者“爱”的对象有差异。孔子“ 仁爱”并

不是一视同仁。由于“仁爱”观根本上是为适应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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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级的关系，以及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产

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因而“ 仁爱”就有了差等性和

层次性。仁爱的自然基础是血缘之情，包括父母

子女间的亲情，及向其他血缘关系推展，而血缘关

系有远近之分，因此就有先后和等次之分。随着

血缘关系的疏远，亲的程度依次递减，由爱父母推

至爱所有的人的不同等级的排列。而且“仁爱”又

要受“ 礼”的 约 束。孔 子 曰：“ 克 已 复 礼 为 仁”，

“礼”具有维护宗法等级关系制度的习惯性质，并

以此规定等级名分，区分尊卑贵贱。因此，孔子的

儒学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爱人”不是去爱一

切人，更不是去爱奴隶，认为小人是不配讲仁爱

的，因而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基督教的“爱人”思想是“ 泛爱”。它要求爱

上帝、爱友人、爱仇人。它冲破了其前身犹太教，

只爱犹太同胞、不爱仇人的有限性，而是把爱的对

象扩展至 全 人 类（ 信 徒），成 为 一 种 泛 爱 主 义。

《马太福音》中记载，有一次耶稣正在对众人讲道，

他的母亲和兄弟来找他，有人告诉他母亲和兄弟

来了，他却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

弟？凡遵行我的旨 意 的 人，就 是 兄 弟 姐 妹 和 母

亲。”［"］因此，按照基督教的理论，所有人，只要信

奉教义，不论其国别、肤色、性别有多大差别，都是

同胞姐妹兄弟，都是在爱的范围之内。这一原则

后来被演化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基督教

的“泛爱”思想中，尤其是它要爱仇敌的主张，明显

有别于犹太教。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有“ 以眼

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原则，而基督教伦理原则

针锋相对地提出：“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怀恶作对，有人打

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

里衣，连外衣也由他合拿，⋯⋯”。［#］因为不管朋友

也好，仇敌也好，都是上帝的儿子，对仇敌不能以

牙还牙，而应用“以德报怨”的爱人原则来对待。

! ! 二、二者差异的原因探析

（一）二者的社会历史传统所演变。孔子的

“仁爱”思想源于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人观、宇宙观。

“天人合一”理想成为追求向往的目标模式，“ 敬

德保民”、“ 修德配天”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它

要求对祖宗、上天有恭敬之心；对统治者自身要加

强品德修养；而对民要实行仁政。“ 仁爱”思想就

是从“尚德”观逐渐演变而来的，而儒家孔子更作

了升华 总 结。以“ 仁 爱”之 观 念 和 行 径 来 反 映

“德”。提倡积极入世，在社会政治中去实现理想，

由仁爱的内圣”转化为仁爱的“外王”。而西方基

督教“爱人”思想作为一种宗教伦理思想，必然有

其宗教的传统和因素在其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

迫则是其产生的社会根源，而对自然的迷罔和无

知又是其产生的自然根源。因此宗教是侧重于人

们心灵上的体验和回归，祈求神或上帝的恩赐和

启示，将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宗教机构和活动之中，

希望以神和理想去脱离和对抗世俗，企图超越现

实，回归上帝，侧重于内心的修养，达到对上帝的

忘我的爱，将人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统一融合。

（二）二者思想文化背景所紧系。中国传统是

小农经济社会，重视天然的血缘关系，血缘是维系

人类之间关系的纽带，血缘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

天然感情，而且血缘有亲孰远近之分，形成了等级

层次，反映到社会政治上就逐渐形成了以血缘为

纽带的宗法制度，构成了古代人际关系的“天然形

式”。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

与君主专制统治之间形成了矛盾，因此在处理人

际关系时就得行“礼”，以“礼”来约束和规范人际

关系。孔子“仁爱”观就不是泛爱，一视同仁地爱，

而是有差等的爱，并以此来维系社会宗法等级秩

序。而基督教的“ 爱人”思想是泛爱，作为一种宗

教，宣扬所有教徒都是平等的，只要入教尽心尽意

去爱上帝，要爱上帝就必须爱所有人，包括仇人。

宗教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来麻痹和欺骗人民，用“泛

爱”来吸收招揽更多的信徒，以便稳固他们的统

治。其实这种基督教宣扬人与人之间的互爱而达

到的爱所有人是抽象的同一，爱所有人在阶级社

会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 ! 三、结语

孔子的“仁爱”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中

西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源

泉，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它们都是那一时代的产物，不免带上历史和阶

级的局限性，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人道

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内涵，开始自觉到了人的作为、

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

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孔子“仁爱”观和基督教

的“爱人”思想，汲取其中的永恒的价值，对其进行

重新认识和评价，对于中国的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

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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