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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新教伦理”的神话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俞吾金 
 

  马克思逝世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为“经济决定论”。作为对这种

假想的“经济决定论”的反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撰写了两部著作:《儒教与道教》(1916)
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如果说，前一部著作阐述了观念的否定性力量，即认为
儒家学说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后一部著作则张扬了观念的肯定性力量，即提出新

教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观点。尤其是后一部著作，在国际理论界(包括华语理论界)产
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港台新儒家提出的“内圣外王”口号，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掀起的

一波波“精神文明热”、“传统文化热”、“以德治国热”、“经典阅读热”，在无意识的层面上都蕴

涵着对韦伯观念论的认同，即认为只要把新的伦理观念确立起来，社会现实生活就会按照这些已

然确立起来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不妨把韦伯心目中的“新教伦理”视为社会学理论中的神

话，而现在已经到了对这一神话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肯定新教伦理在一定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韦伯

只叙述了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即以诚实、勤劳、谨慎、节俭、守时和责任心为主导性价值的新

教伦理如何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却回避了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即避而不谈:新教伦理是
如何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么做的结果，难免会使
读者对故事产生神秘的感觉:从天而降的新教伦理居然完全切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需要，难道这
不是神意吗?多么伟大的伦理观念! 
  其实，要消除这种神秘感，让读者从神话世界中走出来，无需做更多的事情，只要叙述故事

的前半部分就可以了。打个比方，某个患有健忘症的顾客到一家服装店试穿一套服装，发现这套

服装完全适合自己的体型。于是，他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这套服装的设计真是神来之笔，

不免对设计师顶礼膜拜。可是他忘记了，两周前他已经来过这家服装店，这套服装正是根据他的

体型量身定制的。在韦伯所讨论的新教伦理的语境中，我们之所以坚持要让他叙述这个故事的前

半部分，正是要“祛新教伦理神秘化”，以提醒读者，新教伦理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并不是在单

纯的宗教改革的氛围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之所以能够适应并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

是因为它作为观念具有一种先天的、神秘的力量，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发

展中的实际需要“量身定制”的。 
  众所周知，以路德、加尔文和英国清教徒为代表的新教，是在批判、改革正统的天主教，尤

其是其教会制度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尽管宗教改革是新教形成的直接触媒，但深入的分

析表明，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新教伦理的形成，都与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的

发展、资本原始积累的起步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壮大——息息相关。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发展的

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确立起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而这一伦理观念正是以诚实、勤劳、谨慎、节

俭、守时和责任心为主要特征的。由此可见，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当时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进

入宗教改革家的视野，从而在观念上被凝结为新教伦理。由于人们在看待新教伦理时，只是着眼

于单纯的宗教改革的过程，所以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新教伦理是直接从对正统宗教观念的

批判中产生的，从而忽略了新教伦理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而韦

伯片面的叙述方式又进一步遮蔽了二者间的联系，加剧了读者对这一层联系的忽视。 
  综上所述，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没有任何悬念的故事。如果这个故

事被完整地叙述，它的神秘性也就自行消失了。正如马克思早已告诫我们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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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只要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念尤

其是宗教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认真考察观念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就能完成“祛新教伦理神秘

化”的任务，并且明白，新教伦理不是在单纯的宗教改革活动中诞生，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

发展的现实需要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因此，它之适应并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乃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我们又从韦伯返回到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被超越，而被超越的只是韦伯以为自

己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的幻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