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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念启示
———基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

牛 庆 燕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现
代性经济运作和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促动资本主义产生最为重要的因

素，是“新教伦理精神”这种维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气质。挖掘韦伯理论精神

价值的合理内核，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够提供社会伦理的文化价值因子

和道德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

经济“生态”的建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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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２０）在《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宗教信仰的精

神原素引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

的探讨，从而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的思维探寻路径，即精神动力原素潜移默化地熏陶

渐染于人的思想层面，进而引导人的行动，促使人的

行为达到现世的价值目标，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

韦伯采用“理想类型”的逻辑方法完成了资本

主义蓬勃发展所必备的现代化精神动力机制问题的

探究，这种发自于人们内心价值信仰的精神动力原

素，即是新教伦理所勃发而彰显出的“资本主义精

神”。“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

社会学假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

后发现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

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

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

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并

且，“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

亲和关系”。［１］因此，韦伯新教伦理的“理性类型”特

质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动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

资源，并对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社会伦理文化的价值因子和道德

价值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

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经济“生

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韦伯命题的“新教伦理精神”设计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详尽探

讨了新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逐渐凸显了基于

“救赎论”而存在的“财富观念”和在“时间观念”基

础上建构的“天职观”和“命定论”，确立了世俗生活

的宗教道德意义和玄思性质的神圣意境，潜在地重

塑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巨大发展的新教伦理精神。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

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

督教禁欲主义”。［２］１７４宗教改革后以一种新教的伦理

姿态赋予虔信新教伦理教义的普世民众独特的内在

精神气质，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性经济行为提

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准备了

“谋利的冲动”与“禁欲道德信条”辩证契合的合理

宗教诠释，它一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依

循的宗教文化内核，同时也彰显了资本主义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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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精神动力诸原素所达成的合理“生态”。

韦伯的新教伦理倡导世人服从上帝的意旨，立

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踏实劳作，并以此作为人生

的最高奋斗目标从而获得拯救。“上帝的神意已毫

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

业，辛勤劳作。”“人须衡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

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并且一切劳

动与职业分工安排都得自于上帝的命令，“主张从

劳动分工的成效来洞悉上帝作如此安排的目的”，

“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个人依

靠辛勤劳动在尘世生活中谋求社会财富是每个人自

身神圣的“天职”所在，个人为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

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新教伦理理念指导下个体职业道

德的高尚程度，目的是为荣耀作为终极实体的上帝，

为个人来生获得“救赎”提供一定重量的砝码，于

是，个体世俗生活中的行动因具有了宗教道德的意

义而体现出神圣的价值。

同时，“你须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

体、罪孽而如此。”尘世生活中个体为社会创造和积

累财富是为履行天职，绝对禁绝个体的贪婪欲念，唯

有克己禁欲才是新教徒向往上帝灵光的理性归依。

“新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

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闲

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

度的表现”。［３］７２“这种禁欲主义与许多流行的想法

相反，目的是使人过一种警醒而睿智的生活：最现实

的任务是使信徒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最重

要的手段是使其行为秩序化。”［２］１１９因而，新教伦理

号召世俗中人听从上帝的神意安排克己禁欲，依靠

谋利的经济冲动力为社会积聚财富，以此作为自身

的神圣“天职”以荣耀上帝，如此，禁欲的道德价值

理念与谋利冲动的无限追求在新教的伦理视野中辩

证契合复归，这样，整个社会便逐步呈现出合理化的

经济发展秩序，神圣的禁欲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谋利

冲动的合理“生态”促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惊人的

速度发展。

新教伦理精神依靠一种宗教的信仰，借助于彼

岸世界的上帝实体存在的力量，完成了尘世生活中

财富积聚的合理化诠释，为世俗社会中人们谋利的

动机和意图提供了宗教神学的“天职”证明，为获得

“拯救”就要在现世的有限生命时段里服从上帝、荣

耀上帝，从而为“谋利冲动”提供了合法化的阐释，

这种谋利冲动对“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

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作用”。［３］７２所

以，个人现世人生的恪尽天职、辛勤劳作以及克己禁

欲的努力为个体准备了世俗生活理性化的途径，新

教徒今生此岸世界的入世劳作是为来生超验彼岸世

界的上帝拯救开辟渠道。路德宗教维新后，宗教教

义为每位皈依者提供了平等的与上帝沟通的机会，

无需通过教会和圣事的中间环节向上帝忏悔，只需

依靠个体虔诚的内心宗教信念和与天国圣灵的感通

而与上帝交流，这是西方新教伦理文化的可贵之处。

虔信新教的独立个体依靠自身理性之光的精神动力

指引克服了单纯感性情感的偏颇，恪尽天职与克己

禁欲的价值信念在新教徒的思想中挺拔不摧，指引

着其用自身整个一生的勤勉付出为上帝增加荣耀，

谋取财富，并且自始至终与上帝对自身的理性规定

和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禁欲

勤勉节俭是自身在尘世生活中的“天职”，只有如此

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获得灵魂的来生“得救”。

从而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辉煌注入了宗教伦理的

动因和神圣性的价值依托。

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预设了一种具有内在“张

力”的价值理想类型，他用宗教式的伦理设计倡导

勤勉节俭的德性伦理精神和恪尽天职的工作伦理情

怀，为世俗谋利创获财富的行为提供了宗教神旨的

价值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阐释，因而，尘世向往“拯

救”通途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拥有了道德善的价值内

涵，其充满宗教道德信仰原素的伦理精神为世俗众

生提供了精神价值信念的激励机制，为尘世生活中

谋利的行为动机和意图进行着价值合理性的证明，

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备的普遍价值理性

和动力支持。与此同时，依循天职使命所进行的谋

利行动要以一种绝对理性的符合社会规约的方式进

行，禁绝为己的膨胀贪欲，以节俭禁欲的理性精神在

现世成为上帝的“选民”从而在超验的彼岸世界获

得灵魂的得救。因此，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以一种

宗教道德的方式，引导尘世生活超越了物质财富创

造本身并赋予其世俗生活伦理责任的道德内涵。新

教伦理精神一方面提供了谋利冲动力的合理证明，

另一方面又为新教徒的克己禁欲准备了宗教诠释的

合法性依据，正当谋利与合理节俭的俗世行为在韦

伯“新教伦理精神”中达到了圆满契合，共同构成了

驱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支持。

新教伦理所成就的资本主义精神适用于具有宗

教文化背景的西方国家，韦伯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

济“理想类型”理论试图掩盖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殖

民扩张与资本掠夺的可能性。这种“理想类型”理

论充分彰显了欧洲中心主义与西方宗教伦理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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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优越论。樊浩教授指出：“潜在于韦伯‘理想类

型’中的深刻矛盾，是道德哲学的逻辑取向与历史

哲学的实践取向的双重向度与二元分离”，“一旦落

实到具体的文明形态与民族存在，‘理想类型’却将

西方准确地说西欧的特殊文明，泛化为一切文明的

理想范型乃至唯一合理的范型，以之解释和评判其

他一切文明形态，从而建立了一个有悖于韦伯自己

极力倡导的理性主义的专断的、具有明显文明专制

色彩的普遍性。”［４］从而在理论学术界塑造并渗透

了一种文化价值信念上的“强势”与“霸权”，凸显了

一种文化优越主义甚至民族优越论，不利于现代化

历史视野中多元文化的融通共进。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并非优越于其他

民族文化精神价值，但从中吸取道德价值精神动力

内核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时代紧迫性。“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

的伦理文化印记，在为资本主义产业文明作道德价

值辩护与合理性说明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了伦理信念支撑的“原初图

示”，因此，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中，必须注意撷取“新教伦理精神”理念的合理价值

内核，从而努力促进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

社会的四位一体建设。

二、现代化际遇下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

念启示

在宗教信仰的精神信念进一步“祛魅化”的今

天，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使得新教伦理的理念链

条在非新教信仰的国家发生了“力”的断裂，特别是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应

该透过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从中得到和谐社会经

济发展的现代化价值信念启示。

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虽然维系现代西方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独特的内在精神气质，但在

现代文化场域中建构符合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市场

经济体制，建立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类型”，就应

当借鉴韦伯新教伦理文化所具有的合理价值内核，

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注入伦理价值理念的有机因子，

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类型”提供价

值合理性的证明，同时也为经济运行准备道德理想

信念的理论依托，使市场经济的利益动机与道德价

值信念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中达至辩证契合。透过

韦伯“新教伦理”的价值内核，我们应当力图把握其

理性经济生活的道德信念支持并探寻精神价值意义

世界的真谛，合理调整物质欲求与价值追求的“张

力”，在现代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建构和谐社会的

伦理—经济文化桥梁，从而实现物质欲求与德性需

求的辩证融合。

（一）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合理运作的

道德信念支持，需要合理兼顾世俗物质欲望与精神

价值需求

韦伯的“理想类型”一方面成就了世俗生活中

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为创获财富的行动提供了

不屈的精神动力和合理性与合法性兼备的道德证

明，另一方面又为现实人生的克己禁欲准备了宗教

来世“得救”的崇高价值信念，于是，伦理价值信念

与物质财富的本性欲求，“道德冲动力”与“经济冲

动力”的冲突在韦伯新教伦理精神中得到了辩证契

合。伦理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价值原素既

承载着人们物质财富需求的冲动，同时更体现着对

经济运作的精神价值理念的道德规约，因此，和谐社

会市场经济的建设要在充分肯定人们合理的物质欲

求的基础之上，运用伦理道德的人生智慧信条进行

价值规约，整合自然冲动欲求与伦理冲动机制，赋予

经济行为以一定的价值规导，体现价值合理性与伦

理现实性。因而，“伦理精神必须有其合理性与现

实效力，合理性的价值根据是对‘德’的追求，现实

效力的世俗基础是对‘得’的假设与承诺。”［５］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的伦理文化设计理念一般仅

从对世人的单一的“德”的养成上下功夫，而远远忽

视了对人们俗世生活中“得”的假设和承诺，如此，

个体合理的自然欲求与社会伦理价值理念的导引之

间的“自然融通”链条发生了“力”的断裂，伦理秩序

的期盼因失却了现实的基本物质“得”的依托从而

呈现出虚幻性，这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的道德

信念激励机制不能产生长久的普遍效用的关键所

在。韦伯的伦理命题克服了此种弊端，高度统合了

自然欲求世界的物质需要与精神意义世界的价值提

升，因而，要为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提供

伦理文化的道德激励机制，便不能否认世俗生活世

界的合理物质欲求，而是在肯定经济冲动力的理性

前提下阐释道德的理论合理性与现实的实现机制，

整合社会伦理精神机制并提供深层的道德实践理性

规约。由于世俗生活的物质利益获“得”的内心体

验存在其“持续有限性”，便进一步凸显了道德精神

价值的可贵性，道德信念的价值支撑依靠一种文化

意义的阐释系统引导着经济运行统合精神与欲求、

价值与理性的关系内核，范导人们依靠自觉自愿的

道德行为践行伦理的精神价值规约，达至个体内在

生命秩序与外在社会生活秩序良性互动的和谐“价

值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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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建立

“德—得”相通的道德回报机制与伦理价值运作模

式，为“善”的道德价值信念的落实提供客观公正的

制度保证

韦伯以一种理论的反思建构了新教伦理所成就

的“理想类型”，在此种文化意义世界中，“上帝救

赎”的宗教伦理信念向世俗生活世界落实，并逐步

具备了世俗的价值功用，尘世中人依靠对上帝的价

值信念辛勤劳作，有“德”同样可望在来世有“福”，

进入天堂，摆脱苦难，并进而在现实社会逐步得到制

度规约性的认可，宗教道德的虔诚信念的“德”推动

人的行动合理化获得来生“得救”的“得”的回报，同

样给现代社会以借鉴意义。

道德的修为是具有理性意识情感的人类所应当

拥有的内在秉性，道德实践的推行是伦理道德法则

的获“得”与实践物质利益的合理“得”到，是精神价

值上的赞许肯定与物质利益需求的适度满足的辩证

契合。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以一种来生彼岸世界的

灵魂得救的价值信念并凭借克己禁欲与勤勉劳作的

“天职”信条实现了“德—得”融通，物质财富的获

“得”与来生精神价值上的“获救”“得”到充分彰

显。在现实社会经济运作过程中唯有获得道德实践

的价值回报的客观制度机制，才能使经济的道德约

束激励机制长久有效发挥作用。建构“德—得”相

通的理念链条，要“得”必然有“德”，有“德”必然能

“得”的价值信念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必须转寻客

观公正的制度依托，赋予伦理信念一定的价值生命

活力，适时给予主体经济行为一定道德激励性质的

伦理补偿和道德回报，以客观制度律令的推行体现

公平正义的社会伦理秩序，使“德—得”相通的道德

回报机制成为社会普遍的伦理共识，“道德”转化为

“自然”。

（三）转寻个体内在的道德信念，弥补客观制度

规范的缺陷性与滞后性

韦伯新教伦理精神以一种宗教道德价值信念的

支撑累进，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运转提供了

全新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意义解释模式的同时，也为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理性实践运行准备了道德价值信

念因子的形上规约，即惟有诉诸作为“人”的内在道

德戒律和良知准则，培养个体“慎独”的道德自律意

识，专注于社会最基本的底线伦理规约，从而才能在

一定程度上克服并弥补制度本身的不足，依靠这种

“善性”的道德价值信念和生活智慧，个体能够不借

外力而自身自足完满地存在着应对外部世界的伦理

机制。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机制依靠禁欲与节制的

“天职”责任提升着新教徒的德性精神境界，完成了

独特的个体道德信念的伦理文化设计。然而，当现

代化际遇失却了宗教道德价值信念的普遍文化场域

时，必须在现世的世俗有限人生中去探寻并培养和

塑造道德价值规范的个体道德信念，克服制度“他

律”的不完善性，使道德“自律”与之契合，形成道德

价值信念支撑的有机文化生态，促进社会伦理文化

秩序和谐演进。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伦理文化设计为个

体伦理价值信念的“自律”意识的落实准备了制度

环境与伦理实践氛围的合理机制，特别是近年来和

谐社会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已成为人们的精神依

托和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而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发自

本心地接受并恪守道德律令的感召与引导，探寻价

值意义世界的真义，促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生态”达成，为具体经济

运作过程中的物质利益矛盾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

理论依据，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和谐

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提供精神价值信念的实践

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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