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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汪　健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厦门　福建　361005 

【摘　要】美国政治是在自身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其中宗教,特别是基督新教从美国建国以来一直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主要体

现在政教认同、政教关系和政治参与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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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组态度、信仰和感情，它赋予政
治过程以程序和含义，并提供一种基本的假设和规则用以规范政
治体系中的行为。”政治文化不是指人们对某个政治事件或某个
具体政治行为者的看法，而是指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总体看法，
包括他们对这一政治体系合法性所持的信念。而宗教作为基本价
值观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新
教在美国社会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新教思
想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美国人
民的政治生活。

一、美国的新教渊源
从17世纪初开始，由于宗教迫害、经济困难或政治窘境，

以英国移民为主的大量欧洲新教信徒前往北美，并在那里定居下
来，从而成为现代美国的始祖。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有1619年的
弗吉尼亚议会和1620年的《五月花公约》的签署。《五月花号公
约》写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
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
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
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大概一百六十多年之后，杰斐逊写
道，“我们的先父们背井离乡，来到这片土地上，目的是为了寻
求一个有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居住地”。对于清教徒来说，自
由的首要内容是不屈服于任何世俗的权力而放弃自己敬侍上帝的
方式。因为，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只有上帝的召唤能够给予他们
真正的指引，他们也只听从上帝召唤的指引。随后，陆续有大批
的新教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或其他原因移居美洲开发新大陆，到
17世纪中期，已有几万名新教教徒移民到了北美。对美国历史具
有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从路德宗演化出的福音信义宗和源于信义宗
的贵格会以及由清教而出的分离派、长老派、公理会、浸礼派、
普救派等。

可见，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建立在新教意识形态之上，为新
教精神所驱动，以实现新教意识形态为目标的国家。

二、新教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自从新教进入美国之后，新教就从政教认同、政教关系和政

治参与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对美国政治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政教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在1976年出版的《政治
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
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
重要的主观意识上，这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
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
体”。政治认同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认同往往
是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心理前提。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各个民族的“大熔炉”。美国人来自
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背景。各种异质文化融入美国，没有使
美国社会陷于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状态，反而使其斑斓多彩、
百花齐放。而且，美国人无论其祖先来自何处，肤色如何，使用
何种语言，只要他们怀揣“美国梦”，不辞跨洋过海来到美国，
成为“美国人”，绝大多数人都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和作为一
个美国人的骄傲。这一点对一个由血缘、肤色、语言、文化、生
活习俗等高度不同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来说，是极其可贵的。将形
形色色的移民及其后裔凝聚在一起，使其成为具有统一道德标准
与价值观的“美国人”的法宝是什么?是基督新教及其伦理观。

美国中小学学生每天要宣读《效忠誓词》：“我宣誓效忠
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以及它自所代表的共和国：在上帝庇佑下的
统—国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One Nation 
under God”的概念从小就植入美国人民的心中。在2011年6月
的一项调查中，盖洛普公司发现目前美国有92%的人声称信仰上
帝。在2011年一月到十一月这段时间里，该公司对327,244名美
国人，进行了一项关于宗教偏好的调查。调查显示，在美国，大
概有52.5%的人信仰基督新教，这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信仰和不信
教者。基督新教对美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将基督
新教作为信仰，而且还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内心已经将基督教价
值和伦理作为道德标准和生活准则。盖洛普公司举行的另一项调
查显示，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在2011年仍有55%的美国人
认为宗教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6%的美国
人认为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仅有19%的
美国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不起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出生在美国的本土人，还是刚刚拿到
“绿卡”，进入美国社会的新移民，无论文化、经济背景如何，
信仰什么，要想正常生活，只能接受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与道
德标准。“这是由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实用性和不可空缺性决定
的。尽管一个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新教、可以在思想上拒绝甚至批
判美国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但在美国的社会实践中，却不能不
使用这套标准。” 宗教机构仍然是人们了解公民道德规范的重要
场所。

新教的道德督导和教化在美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指导意义远
远超出了宗教信仰本身，已经深深地融入美国人的一言一行中，
是美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可以选择不同的
宗教，可以不相信新教，可以从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但却无法
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基督新教的道德规范。因此，基督新教及其伦
理价值是美国人的凝结剂，是美国人的基本共识，构成了美国人
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

（二）政教关系

作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广义的政教关系不仅
指政府与教会的关系，而且也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美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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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修正案开头明确指出，“国会不得制定有关确立国教或禁
止宗教自由的法律”。这里涉及到美国关于宗教的两个根本性原
则，即，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国教条款不仅仅是通过
禁止确立国教而使政府与宗教相分离，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政府干
涉宗教事务，即：政府主办宗教、政府给予宗教财政支持以及政
府卷入宗教事务。结果，任何一个宗教教派或组织也就都不可能
辖制政府。

美国所实行的政教分离主要是指宗教与国家在组织制度上的
分离（通常意义上，即指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其主要目的是防
止世俗政府干预神圣的宗教事务，这一原则深深地扎根于当代美
国公民的心中，展现于当代美国人民对待政治的态度中。而这一
原则是与新教信仰分不开的。基督新教徒有着超越主义价值观，
严格区分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将个人的私域与国家权力二
元化和相互对立，认为世俗生活只不过是通向天国旅途中的一个
客栈。相对于人的彼岸命运，国家只有工具价值，只是“必要的
恶”。新教教徒对于国家权力往往是不信任的。 

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针对种族隔离制
度进行批判时，说了这样一段充分反映美国公民对政教关系的认
识，“你拥有双重身份。你既生活在现在也生活在永恒。你的最
高忠诚应奉于上帝，而非凡夫俗子或政府或民族，或其他世俗机
构。如果其他世俗制度或习俗与上帝意志相冲突，作为基督徒，
你有义务反对它。你永远也不可让世俗机构短暂的、易逝的要求
战胜全能上帝的永恒要求”。

也就是说，新教教徒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基督
经”。“政教分离”不是指政治与宗教的完全分离，也不是指宗
教信徒与政治活动的分离，更不是宗教与政治在精神上的分离。
宗教信徒当然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比如根据自己的信仰来选择总
统候选人。因为政治需要道德，而道德源自信仰。宗教在公民的
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涉及到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决策
时，宗教考虑必然占据着重要的作用。

今年三月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大多数
（60%）美国白人新教徒和多数（51%）美国黑人新教徒中认为
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应当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而
天主教教徒和不信教者中的大多数（60%和66%）则认为宗教应
该远离政治。由于新教主导着美国社会，在大多数美国人的观念
中，摆脱了宗教信仰，政治会陷入无道德；而过于强调自身宗派
的宗教信仰，又会激化甚至导致国家内部的冲突和分裂。与此相
一致，基督新教往往鼓励教徒在一定的时候要积极干预政治，并
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各种机会，对公民们的参与能力的培养和
提高提供了便利。

（三） 政治参与

1986年重新修订的《国内税收法典》规定，教会有遵守禁止
参加某些特定活动的义务，这些活动包括：将社团收益分配给其
成员或理事、参加政治运动或试图影响立法（游说议员）等。这
只是指禁止以这个教会团体的名义参加这些活动，而宗教组织中
的个人还是可以以公民的身份参加这些活动的，也不禁止宗教活
动中对于公共事务的探讨。宪政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公众
能够通过参与政治，从而影响政治决策。然而，良好有序的政治
参与是需要具有一定参政技能的公民与之相适应的。这就牵扯到
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得有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二是这些公
民得具有一定的参政技能。

具体来说，一方面，教会之所以能够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
力的前提是教会唤起了人们参政的热情，教会为其成员提供了一
个平等与民主的内部环境，其所宣扬的互助精神又往往使成员受

到感染，激发起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这一点在非洲裔美国人
身上表现比较典型。教会是美国黑人中最古老和最有活力的社会
组织，黑人的教会活动都与社会活动关系密切，部分原因就在于
教会为黑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社交机会和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
1990年的全国宗教情况调查显示，81.8％非洲裔美国人自称基督
教新教徒。

美国的民意测验多次显示，非洲裔美国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
行为比其他美国人要强烈。在非裔美国人教会的鼓励和组织下非
裔美国新教徒往往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政治参与活动所带来的
丰厚成果（如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奥巴马的当选）又反过来刺
激非裔美国新教徒参加政治活动，形成了一个有序活跃的良性政
治参与循环。

另一方面，在培育公民参政能力上，有组织的新教教会对于
宪政民主有着极其重要的维护作用。有组织的新教教会是人们学
习政治技能、培养政治能力的机构，能够帮助教徒获得基本的文
化素养和公共活动技能，从而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就一个地区
而言，教会是社区的中心，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最佳途径，是社交
兴趣、规则和技巧的孵化器。教徒通过积极参与宗教活动，能够
学会如何发表演讲，组织会议，处理分歧和承担管理责任；学会
了人际交往，从而获得了在更大范围内参加更多与宗教有关的社
交活动的机会。而这些活动的参加往往会促使新教教徒参加更广
泛的各种非宗教的组织与活动（例如选举投票等政治性的活动）
并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系。而这一切又都是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行
动的技能和政治资本。奥巴马早年在新教教会的活动为其政治生
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因此，教会是供人们进行民主实践的小型
实验场所。

三、结语
正是因为新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它才

能够对美国政治的实体部分发挥作用。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
教文化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美国的文化核心，成为国
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新教教义及伦理是美国宪政
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培植宪政的思想文化土壤，到宪政的
设计、发展与完善，新教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身处尘世
之中，心向上帝之国的新教信徒往往面临着现实与新教两方的考
量，他们往往从新教角度来看待现实，以新教伦理来指导现实生
活。他们远渡重洋，在北美大陆建立了一座“上帝之城”，并最
终形成了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然后不断发展完善，使美国宪政民
主不致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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