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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撑的普遍的社会事业。每一种伦理价值观或社会道德的追求 , 都决定着社会

公益事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 ,决定着该社会公益制度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西方文化是由两大历史传统即古希腊罗马传

统和基督教传统融合而成 ,自然而然 , 通过考察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主体精神 , 我们也可以发现其自然浮现的所谓“古希腊

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两大公益伦理传统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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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撑的普遍的

社会事业 。它努力追求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 ,相信

公益事业是追求“共同的善”的高尚事业 ,是和每一
个人的幸福紧密相联的重要事情。它需要每一个

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特别是要充
分发挥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精神 。应该看到 ,当

前社会公益事业在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环节中占

有高端地位 ,公益事业的伦理道德状况影响着整个
社会的普遍道德状况 。每一种伦理价值观或社会

道德的追求 ,都决定着社会公益事业的不同的价值

取向 ,决定着该社会公益制度的性质及其实现方
式。西方文化是由两大历史传统即古希腊罗马传

统和基督教传统融合而成 ,自然而然 ,通过考察西

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主体精神 ,我们也可以发现其自
然浮现的所谓“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

两大公益伦理传统渊源。

一　希腊传统: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

共同体精神

慈善在西语中主要有两种翻译:Philanthropy和
Charity ,英语中的“Philanthropy”来源于古希腊语 ,是

由“Phil”(爱)“Anthropy”(人类)两词根缀合而成 ,慈

善一词的含意即爱人类 ,通过个人的善举 ,即通过
捐赠 、提供服务或其他爱心活动来减轻人类的痛苦

和灾难 ,促进人类福利事业的发展 ,改善人类生活

的质量。而 Charity 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

语(charis)中 ,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
高尚行为 。现代公益的许多原则 、概念追根溯源 ,

都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益观有重大渊源 。

柏拉图(Platon ,前 427-347)在《理想国》中认

为 ,国家一切灾难的主要祸根是私有制和私有观
念 ,一个社会是否符合正义与公道 ,一个重要的衡

量标准就是看它的贫富悬殊是不是很大 ,他认为 ,

财富是奢侈放纵的父母 ,贫困是卑鄙龌龊的双亲 。

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 ,
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为此 ,他主张实行

禁欲主义的“共产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 前

384-322)的社会公益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学》和

《尼可马科伦理学》两本著作中 。亚里士多德的伦
理学是德性伦理学 ,通过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文本 ,

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善与德性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的 ,是人作为

一个种类所特有的追求目标 ,善对人类最终意味着

幸福(eudimoia)。亚里士多德的善 ,也就是人所过

的最好的生活 ,对善的追求和人类的好生活而言 ,

德性都是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 ,德性的践行都是中
心性的和必要的部分。也就是说 ,没有德性 ,也就

没有人类生活的善和幸福。从亚里士多德对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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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的社会背景关联意义上而言 ,在一个有着共同
利益(善)的共同体内的对共同利益的追求 ,是传统

德性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社会条件。德性是在共

同体内部通过其实践辩证地建立起来的 。善本身
是一种共同性的善 ,德性则是一种共同体得以建构

的内在条件。因此 ,亚里士多德的公益伦理观是一

种共同体精神的公益观 ,他主张社会公益事业要以
善德教育为基础 ,以公民的幸福生活和城邦的公共

利益为目标 ,在维护奴隶制度的前提之下 ,通过全

面系统的改良 ,把公民引入幸福生活的境界 ,促进

城邦的共同繁荣和维护其共同利益。他曾这样称
赞人的慷慨施予之举:“在一切德性之中 ,慷慨可说

为人最钟爱 , 因为在给予者中 , 可以有助于

人。”
[ 1] 73
。而另一位大哲梭罗也表达了类似的德

性观点:“慈善事业几乎是惟一受到人类倾力称赞
的美德。”[ 2]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 ,我们发现其核心问

题就是城邦的公民资格问题 。公民最重要的义务
就是致力于公共事务 ,他必须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城

邦 ,必须奋不顾身地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 3] 316 ,由

此换来参与共同体内的各种权利的分配 。关于这

一公民共同体 ,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
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 ,一切杜会团

体的建立 ,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事业———所有

人类的每一种作为 ,在他们看来 ,其本意总是在求

取某一善果。 ……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
高而最广的一种 ,它所求的事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

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泛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的`城

邦' ,即政治社团(城市杜团)。”亚里士多德主张人
的本性是要求组成国家 ,结成社会 ,只有在这样的

社会之中 ,人才能获得最高的善 ,过上幸福的生活 。

所谓城邦就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

的法律体系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 ,在这里 ,每个
公民都有权力和义务参加城邦公益事业 。古罗马

时代依然强调公民义务优先 ,与古希腊相同的是 ,

它们都将共同体作为最高的善和公民个人充分展

现德性的舞台。

古希腊罗马时代最著名的慈善理论家西塞罗认

为 ,“没有什么比仁慈和慷慨更能够体现人性中最美
好的东西了 。”[4] 110西塞罗曾深刻地分析过这种捐赠

传统 ,他直接把慈善行为(捐赠和服务)作为公民的

道德责任来论述。在他的《论责任》一文中 ,西塞罗

分析了人类慈善行为的根源和必要性。他把它们归
结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履行的道德责任 。慈善的

最终根源是“自然”为人类所制定的社会与群体的原

则 ,这就是以理性和语言为媒介的公正 、平等和善

良。“自然”创造的一切为人类享用的东西人人皆可
享用 。而在各种道德责任中 ,个体应该担负的最重

大责任是为国家服务 。国家是一种最亲密的社会关
系 ,它把每个公民联系起来 ,因此公民提供服务的最

重要对象应该是国家 。西塞罗非常赞赏个人为国家

慷慨解囊 ,施财于公共利益。他认为 ,倘若个人行善
时把钱用于修建城墙 、船坞 、港口 、沟渠以及所有那

些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工程 ,那么这种善行比施

惠于私益的善行更加正当 ,因为施舍个人只能使一
个人得到一时的满足 ,但是公共工程的改善会使后

代获得更加持久的恩惠 。他认为 ,人们应当遵循“对

受者有益而对施者又没有损失”的原则 ,经常不断地
为他人和公共福利作些贡献。“好心为迷路者带路

的人 ,就像用自己的火把点燃他人的火把 ,他的火把

不会因为点燃了朋友的火把而变得昏暗”
[ 4] 113-114

西

塞罗把个人的善行与个人的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 ,

慷慨行善是个人道德责任的构成要素 ,它得以发生

的基础是自然法。换言之 ,承担道德责任是人之为
人的自然法则。

当然 ,要看到西塞罗的公益慈善是“有等差”的 ,

要按小共同体的本位差序格局安排“善意” ,“按照社
会关系的各种等级来提供帮助”[ 4] 191。另外西塞罗

虽主张个人资助社会 ,但强烈反对国家以社会的名

义强制个人 ,“不能打着国家旗号侵犯平民百姓的财

产权” ,对那种“装出一副民众之友的样子”煽动平均
主义的人要予以警惕[ 4] 202-204。西塞罗的这一观点

对近代的自由主义公益观形成了巨大的影响[5] 109 。

二　基督教传统:基督教的公益慈善精神
西方中世纪是教会统治的世纪 ,最能反映中世

纪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特点的 ,对当时影响最大的

就是教会系统的公益慈善事业 ,因此人们把教会公

益视为中世纪公益的典型形态。西语中“慈善
(Charity)”一词在现在辞书中都释为“仁爱” 、“基督

之爱” 、“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 ,带有浓厚的宗教

(基督教)色彩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中世纪 ,公益
伦理思想由古代世俗主义的“Philanthropy”即人类

之爱逐步转变为信仰主义的“Charity”[ 5] 121。中世

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 ,基督教的慈善行
为与宗教行为是合一的 。他在《神学大全》中说:

“去探望处于困境中的孤儿寡母 ,作为要求来说是

一种宗教行为 ,作为动机来说 ,是一种仁慈行为;保
持自我不受世俗的污染 ,是节制行为或某种相同的

美德行为 。”基督教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 ,通过自我

在世俗生活中的博爱善行而赎罪 ,获得拯救 。要看
到 ,西方以基督教为主体的宗教信仰及其伦理规范

成为西方中世纪乃至今日支撑公益事业的主要核

心价值之一 ,其主要精神大概可由三部分构成:

1.上帝博爱精神
基督教是爱的宗教 ,基督教的教义可归纳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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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博爱”(fraternity)。耶稣基督最重要的训示
就是:“我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 ,就像我爱你们一

样。”“要爱你们的上帝 ,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

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 , “爱
是无可比的” , “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 。纵观基督

教的公益慈善历史 ,可以发现基督博爱精神是宗教

公益精神的核心 。

基督教把爱作为所有信条中的支配原则 ,并提
出了爱欲 、友爱 、忠爱 、神爱四个层面的概念系列。

(1)“爱欲”指灵魂对至善的追求 ,上帝是神圣

爱欲的典范。上帝是爱的源泉 、爱的终点 ,更是爱
的顶点。宇宙因上帝的爱而存在 ,基督的福音保证

所有人的爱都是向善的。《圣经》一再说 ,上帝立

约 、创立道德的目的是使人道德完善 ,做道德完人 、

完全人。“亚伯兰年 99 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
现 ,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

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旧约·创世纪》 ,第 17章)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
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新约·哥林多前

书》 ,第10章)

(2)“友爱”指平等的爱 ,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

等的博爱 ,是一种亲密的仁爱之情。基督教认为:
每个人是按上帝的样式造的 ,人的灵魂里有上帝的

形象 ,所以要无差别地爱每一个人 ,同等地无私为

一切人谋利益 ,因为上帝是同等地爱一切人的:“神
的恩典是不加区别地赐给全人类的 。”[ 6] 343在耶稣

眼里 ,博爱分为两个方面:爱上帝和爱人如己 。耶

稣曾经说过:“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的爱你的上帝 ,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
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

理的总纲”(《马太福音》 ,第 21章)。“爱人如己”是

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 ,要求是:人应该自我

完善 ,应该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应该忍耐 、宽恕 ,要
爱仇敌 ,并从爱仇敌进而反对暴力反抗 。只有做到

上述要求 ,才能达到博爱的最高境界 ———爱人如

己。“爱人如已” ,这是耶稣的命令 。当我们没有把
他人的生命看作和我们一样尊贵 、一样独立时 ,我

们就会对他人进行专制 ,就会违犯“不可杀人”的禁

令。如果根本认识不到生命的尊贵 ,甚至无法以上
帝要求的方式爱自己 ,那就是自我专制 。

(3)“忠爱”指对上帝之爱 ,这是基督教诸多教

义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在基督教教义中 ,爱上帝是

指在宗教生活方面要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 。基督
教是严格的一神教 ,只承认上帝耶和华是最高的

神 ,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 ,也反对宗教生活上

的繁文缛节和哗众取宠。上帝的命令是神圣的 ,只

能遵从不能违反 ,这是社会秩序的保证 。忠爱是一
种意志的承诺 ,是一种自愿的献身;绝不是逼上梁

山的勉强行为 。耶稣要求世人全心全意地敬爱上
帝;只有在敬爱上帝的前提下 ,才谈得上博爱与平

等。耶稣曾说:“任何人爱我如果不比爱其他人更

多 ,就不能称为我的门徒 。”上帝对人的爱是最崇高
的 ,人也应该对上帝倾注自己的爱 。同时人应该将

上帝和基督的爱 ,传播到自己的周围去 ,用爱来对

待每一个人。人类全心全意地爱上帝是以爱人体

现出来的 , 这就引伸出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动
力。这样 ,基督教就完善地处理好了人与神 、人与

人之间彼此相爱的问题 。

(4)“神爱”指上帝的爱 ,上帝以自发的 、无限的爱
创造万事万物;没有神爱就没有一切。神爱是神圣的

精神 、是上帝的精神 、是上帝本人。神爱创造了善。

通过关于爱的教义 ,基督教把人对上帝的爱与

普遍地满足人的需要联系起来 。“爱的本质 ,是如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 ,不求自己的益处 ,

反求别人的益处 。”(《路德选集(下册)》 , 1957 年)

宗教公益精神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方公益伦理的

核心精神 ,宗教信仰对西方公益伦理精神的形成和

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济贫济世精神

早在公元前 8世纪前半叶 ,希伯来人就为了救
助贫民实行过两个什一税制 ,其中第二个什一税就

是用于救助无业者 ,旅客 、寡妇或孤儿在祭神时或

其必须情况下的饮食 ,以体现上帝对贫民的关怀 。
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将上帝带给人类的民族 ,犹

太教传授的公益慈善观念是“给予即责任” ,而接受

是需求者的“权利” 。在整个《旧约全书》(公元前

11世纪末)这部希伯来人的历史大全中都有类似
“严禁让穷人空手而走”和向不幸者(老 、病 、残 、穷)

行善的说教。据犹太法和传统汇集称 ,假如有人感

到饥饿 ,他就应该得到食品 ,如果他需要衣服 ,他就
应当有衣服穿 ,如果他缺少家庭用具 ,就应该得到

家庭用具。应当根据每一个人的需求向他提供

帮助 。

根据基督教早期的教义 , “贫困”不是罪恶 ,需
求来自于不幸 ,社会其他成员对于不幸必须承担义

务 ,这种义务不是慈善或者怜悯 ,而是正义的行动 ,

是责任。需求者有权利得到帮助 ,而那些生活较好
的人则有义务提供帮助。上帝使耶稣基督降生人

世 ,就是为了宣传“天国”的“福音” ,拯民于水火 。

耶稣在传教的过程中表演了许多奇迹:他使哑巴说

话 ,使人重见光明 ,使麻风病人痊愈 ,使 5 000人靠

5个饼子 、2条鱼吃饱肚皮 ,使死人复活:耶稣是神

的化身 ,上帝的独生子。而他的降临就是用超越人

的力量教导人 、拯救人 ,满足人对于健康 、食物以及

平安的基本需求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
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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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当那时 ,你们要欢喜跳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

的赏赐是大的 ,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新

约·路加福音》 ,第 6章)在《圣经》中 ,公益慈善这个
概念首先是一个价值观念 ,和“善”与“恶”的价值判

断紧密相连。《圣经》具体地提出“谁提供救济(给

穷人),谁就能得到(上帝的)祝福” 。依从上帝的旨

意救济并照拂他人 ,特别是贫弱无依的人的行为就
被称之为“善” ,反之就被称之为“恶” 。

使徒保罗说:“既然现在你们有余 ,那么你们只

有帮助那些不足的人才是公平的”。在《圣经·旧约》
中 ,约伯列出了他的善举:“穷人求援 ,我总乐意帮

助;孤儿求助 ,我就伸出援手……我以正义做衣服穿

上 ,公道是我的外袍 ,我的华冠。我做盲人的眼睛;

我做跛子的腿;我做穷人的父亲;我常为陌生人伸
冤。我摧毁暴者的势力;救援被他们欺压的人。”约

伯的形象 ,便成了基督徒心目中的美德典范 ,并视之

言行为善者应遵循的金律。另外在《新约·路加福
音》中的施善者的典型代表“撒玛利亚的好人”(the

good samaritan)在现代西语中已经成为慈善者的代名

词。比如 ,18世纪著名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在

《对穷人的慈善责任》中就说:“真正的基督徒 ,绝对
要求有这种责任 ,并按上帝的教诲坚持不懈地履行

这种责任……必须对穷人慷慨救助。”

3.救赎精神
基督教教义认为人具有原罪(doctrineo foriginal

sin),人无法解脱罪恶 ,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

拯救获得永生 , 因而进一步产生了“善行”(good

work)与“善功”(merit)的概念 ,善行即爱上帝和爱
人类 ,善功即为善行的评价和报酬 。人因善行而获

得善功 ,从而可以进一步得到上帝的恩典而获得救

赎与永生。在中世纪 ,人们普遍认为:人死后的归
宿有天堂地域和炼狱 ,大德之人升天堂 ,罪恶之人

下地域 ,而芸芸众生则要在炼狱中经受苦难煎熬 ,

以洗清罪孽 ,方得解脱 ,而炼狱的苦期可以通过本

人生前的赎罪行为或死后其他人为本人的追悼来

缩短 ,这两者都可以转化为对教会的捐助 ,由此便

产生了中世纪教会慈善基金的最初形式 ———哥祷

堂(Chantry),专门为教徒超脱炼狱苦期而捐献钱财
的机构。基督教反对富人对穷人的剥削 ,主张建立

人人平等 、普遍幸福的千年王国(亦称“千禧年” ,指

基督教所说将由基督作主一千年的世界 。据

《圣经·启示录》记载“世界末日”到来时现存世界将
毁灭 ,但在上帝施行“末日审判”前 ,基督将再次降

临人世 , 作主统治一千年 , 那时罪恶势力将受到

管束 。

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354-430)认为 ,
对人的爱是至高的德性 、至上的理想以及一切道德

的基础 。神爱的是他创造的人 ,而不是人的罪 ,只
有脱离罪恶悔改重生的人才能蒙神的悦纳。为了

爱大家 ,就要惩罚在罪恶之中沉溺不知悔改的人 ,

以免他伤害别人 ,或以敬效尤 。神的爱不仅是一种
“感情” ,也包括“公义与真理” ,换言之 ,爱不是盲目

的“溺爱” ,而是提倡公正 、公平的平等之爱 。

当然 ,基督教的公益慈善观念作为一种价值判

断也是随着时代而一直处于某种变化之中。例如
早期的基督教教义强调现世的“牺牲”和从天国来

的福音 ,蔑视有钱有势的富人 ,主张财产公有 ,人人

平等 。“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 ,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

(《新约·马可福音》 ,第 10章);“一个人不能服侍两

个主人 ,你不能既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马太福

音》 ,第 6章),使徒保罗更进一步认为“爱财是万恶
之源”(《提摩太前书》 ,第 6章)。因为最初的基督

教徒主要都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受苦受难者 ,是被

奴役被压迫的奴隶 、穷人和下层民众。这些生活悲
惨的人看不到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现实可能性 ,就

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身上 ,设想救世主基督把这些

受苦受难的人带到“千年天国”中去。在天国里 ,欺

压劳苦大众的罗马皇帝和其他剥削者 、压迫者都将
受到“终审判决” ,在那“世界末日”里等待那些恶人

的是“灾殃” 、“死亡” 、“悲哀” 、“饥荒”和“火刑” 。

“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
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新约·路加福音》 ,第

1章)后来由于富裕阶层人士的大量入教 ,基督教

从最初的“奴隶和被释放的农奴 、穷人和无权者 、被

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 7] 21
变成“富人的

宗教” 。顺应基督教与富有阶级相结合的历史趋

势 ,基督教精神又逐步开始修正 ,又出现了一种对

权力和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说教 ,使之与世俗尘世的

财富观调和起来 。富人的加入为教会的发展提供
了经济来源 ,教会的这种发展需要富人更多的经济

支持 ,也需要通过救济穷人来为教会的存在正名 。

所以 ,这时候出现的《圣经·新约》篇章里就出现了
大量劝人行善的说教:“耶稣说 ,你若愿意作完全

人 ,可以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

上。”(《新约·马太福音》 ,第 9章)又如使徒保罗致
书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依

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上

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

人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 ,预备未来 。”再晚些时
候 ,基督教徒开始增多 ,形成了社团 ,在社团内部实

行原始的共产制度 。信徒们变卖家产 ,按需分配 ,

共同用餐 ,一起祈祷 。信徒们还征集 、募捐钱财 ,用

于账济穷人 ,供给传教者食宿。所以 ,在这个时期
的《圣经》里又可以看到关于财产公有和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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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教:“要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
使他们的富余 ,将来也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 ,这样

就均平了 。”

那么基督教的财富观有哪些特点呢 ?基督教
的施予神学提出了“分享的原则” ,号召人们效法基
督 ,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 ,提倡创造财富不是为
了奢华的生活 ,不是为了虚荣心 ,更不是醉心于积
累财富成为财奴 ,同时大力提倡简朴生活 ,主张将
富余的财物与人分享 。革利免等神学家还提出了
“有用性原则” ,提倡财富的使用应以实际需要为
准 ,而不应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大肆挥霍。在这方
面 ,亚历山大的克来门(150-215)在《富人的获救》
一书中运用喻意释经法 ,系统阐述了其观点 ,这种
解释被中世纪教会普遍接受 ,对后世的基督教的物
质财富观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财富观的主要特点
是:(1)并不要求富人抛弃自己的物质财富 。克来
门认为 ,离开了获得永生的目的 ,单纯的没有物质
财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值得羡慕的事情 ,并不一定
会得到上帝的保佑和钟爱;仅仅是抛弃和贡献财富
并不一定道德 ,有可能是沽名钓誉 ,也有可能至此
变得傲慢自大 ,也有可能产生后悔而烦恼;只有拥
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才能做到基督吩咐我们的事情 ,
物质财富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 ,是上帝对我们的赐
福 ,发财是为上帝增添荣耀。(2)要抛弃的是对财
富的贪欲和病态情感 。克来门认为:财富无所谓善
恶 ,财富既可以服务于公益 ,也能成为错误的帮手 ,
在乎的是使用财富的灵魂;要以智慧 、虔敬和节制
来面对财富 ,抛弃灵魂内的财富 ,才能成为受主保
佑的人;精神上的清净节制是受福的 ,而物质上的
匮乏和贫困则是可怜的;获救靠的是灵魂内的美德
而不是身外之物 ,富裕的人不一定毁灭 ,身无分文
的人也不一定得救。克来门最后总结:“他们的获
救权利决不会因为先前受到的谴责而失去 ,而他们
也无需抛弃他们的财富或把财富视作于生命有百

害而无一利的祸水 ,但他们必须学会正确使用财富
并获得永生。”

经院哲学的代表托马斯主义将神学学说和亚里

士多德学说结合起来 ,认为世俗人生的目的是过有
德性的生活 ,而有德性生活的前提则是物质的富足;
德性生活是通往天堂之路 ,物质富足与天堂幸福没
有矛盾(《论郡主政治》)。财富行为只要目的是正当
的 ,它就是符合人法的(《神学大全》)。托马斯·阿奎
那认为 ,幸福是美德的报酬 ,是至善的境界 ,人们结
成社会和国家的目的 ,就是为了谋求和达到公共幸
福。他还指出: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不仅有量的不
同 ,还有质的区别 ,个人幸福不是最后目的 ,公共幸
福才是其他一切幸福所促成的最高价值。

应该看到 ,中世纪的教会公益既有温情脉脉的
一面 ,但也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性。“为了讨好巴结
天堂里的统治者” ,马克思说:“基督教的社会原则
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 ,
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它罪恶的公正的惩罚 ,就是
对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8] 218 ,基督
教的公益伦理无可避免的要反映中世纪统治阶级

的意志和利益 ,由于基督教自身教义的逐步修正 ,
神学体系的日益精致 ,基督教公益伦理成为中世纪
欧洲最具代表性的伦理思想 ,并长期作为西方公益
事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而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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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wo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Public
Welfare Ethical Thought in Western Countries

QI Xiao-cun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81 , China)

Abstract:Social public welfare is a common social cause needing moral support.Every pursuit of ethical value or

social morality determines the various value orientations of social public welfare , the nature of social public system and

its realization ways.The Western culture is composed of two historical traditions , i.e.the integration of ancient Ro-
man tradition with the Christianity tradition.By examining the main spirit embodied in the Western public welfare ethi-
cal thought , we can find the traditional origins of the two public welfare ethics , the so-called “ancient Roman tradi-
tion” and “Christianity tradition” , which have come of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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