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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督宗教强调仅有信仰是不够的。爱是信仰最纯真的表现，爱从信仰而来。在信、望、爱三德中，爱

是最大的，这种爱可以使人生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而向更高的境界提升。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与《圣经》中爱的教导直接相关，这种爱的教导，形成了基督宗教悠久的慈善传统，也成为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发

展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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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把人性的美德提升为神性的美德，从

而使“信、望、爱”三德成了基督宗教神学的支柱和

基石。这些神性的美德要求人们做出努力来渗入到

基督的生命之中。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宗教政策

的落实、宗教团体恢复活动，中国大陆宗教公益慈善

事业随之恢复并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 2012 年

2 月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民政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印发了《关

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明

确了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意义、主要范

围、基本形式、享受的扶持和优惠政策、应当遵守的

基本原则等。2012 年 9 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首次号

召开展“宗教慈善周”活动，成为政府主动引导宗教

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和树立宗教界良好形象的

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深入认识基督宗教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所依托的价值观念，探讨这一价值观念

与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将有助

于理解中国大陆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基督宗教“爱”的理念

基督宗教界参与或兴办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与国家或政府主办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最大区别就在

于，教会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背后有着鲜明而深刻

的信仰背景，在其事业发展进程中贯穿着统一的精

神原则或价值观念。［1］240 这一精神原则或价值观念

即是“爱”。
( 一)“爱”的内涵

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直接溯源于《圣

经》中爱的教导。基督宗教强调仅有信仰是不够

的。爱是信仰最纯真的表现，爱从信仰而来，而且在

新约中，藉着爱，信仰才存在。“在信、望、爱三主德

中，爱是最大的，而且爱是上帝白白给予我们的最好

的礼物”［2］139，这种爱可以使人生超越自然、超越自

我，而向更高的境界提升。

根据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里希( Paul
Tillich，1886 － 1965 ) 的总结，西方语言中有四个词

可以表达爱所具有的种种不同性质: 一是 libido，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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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解释为“趋向生命之自我实现的正常动力”; 二

是 philia，蒂里希解释为人格的爱，如“人与人之间

的亲近和信赖的友谊之爱”; 三是 eros，蒂里希解释

为超人格的爱，如对真、善、美的爱; 四是 agape，“人

们可以称‘agape’为爱之深层，或与生命之基础相关

的爱。人们也可以说，在 agape 中，终极实在显现了

它自身，而且转化了生命与爱。‘agape’是插入爱中

的爱。”［3］311 － 313这四个词中，philia 为拉丁文，其余三

个( libido，eros，agape) 均为希腊文，表现出“爱”实际

上具 有 多 重 的 含 义、复 杂 的 性 质 和“立 体”的 结

构。［4］279 － 280

《圣经》中的爱包括“爱上帝”与“爱人”两个方

面。耶稣教导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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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22: 36 － 40 显然，爱是耶稣诫命的中心。
在基督宗教传统中，“上帝之爱”通常用希腊文 a-
gape 表达。专指上帝与基督对世人之爱，或上帝通

过耶稣基督而表现的一种神圣之爱、绝对之爱和至

高之爱。［6］16这种爱，在旧约所展示的上帝“创造之

爱”与新约所呈现的耶稣基督“受难之爱”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新约明确承认，上帝爱的救赎工作通

过 耶 稣 的 受 难 而 被 展 开，这 是 新 约 信 仰 的 核

心”［7］40，而且，通过耶稣基督舍身救世的义举，亦说

明这种爱是彻底自我牺牲之爱，是超凡脱俗、纯洁神

圣之爱; 它超出自爱、互爱之界，它放弃自我且不求

回报［8］61 － 62。这种爱是给予的、无条件的、普遍的、
绝对的，人必须爱上帝胜过爱其他一切。不过“爱

上帝”与“爱人”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爱人是爱

上帝的表现，因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上帝”［5］约一4: 20，所以耶稣对门徒说: “你

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

礼物 留 在 坛 前，先 去 同 弟 兄 和 好，然 后 来 献 礼

物。”［5］太5: 23 － 24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5］路10: 30 － 37

回答了“谁是我的邻舍”［5］路10: 25 － 29在耶稣的教导中，

邻人不仅仅指以色列人，而是指一切困苦有需要的

人。新、旧约都把对具体困难的实际帮助列为“爱

邻人”的表现。人们彼此相爱，使上帝的爱在人们

中间得以完全，最终达到爱上帝与爱人的统一。
从《圣经》中不难看到，爱的教导是《圣经》的核

心内容。旧约教导人们“扶持孤儿和寡妇”［5］诗146: 9、
“帮补你穷乏的弟兄”［5］申15: 7、善待寄居者等。从新

约时代开始，爱的教导与慈善行为密切联系起来。
耶稣不仅“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5］太9: 35 － 36而且不

分种族、等级、地域、文化、信仰等，即“在此并不分

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
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5］西3: 11

新约中，爱的伦理有它的旧约基础，因此在新约

中，爱不是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原则，而是作为人与上

帝一 种 新 的 关 系 而 被 强 调 的。［7］41“上 帝 就 是

爱”［5］约一4: 8，上 帝 就 是 关 系，是 无 限 的、永 恒 的 关

系。［9］94在基督宗教神学中，神爱是最基本的神的特

性，并通过人与上帝的关系得以表现。当上帝的恩

典降临到人心时，人既以爱上帝的形式加以响应，又

以爱邻人的方式加以回应。保罗对基督宗教的爱进

行了深入阐发，“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

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

盼望，凡事忍耐。”［5］林前13: 4 － 7基督徒正是在“爱”的光

照下，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 二) 行善是对上帝之爱的回应

在基督宗教看来，既然爱上帝意味着对上帝之

爱的回应，于是因信心而来的行善又是必须的。人

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

实上”［5］约一3: 18。这样，神爱又必须通过事工( work)

和行动实现自身。只有如此，爱才能被称作“完全

了律法”。在可敬可爱的以马内利修女( Soeur Em-
manuelle，1908 － 2008 ) 看来，“爱是生命的奥秘”，

“爱是人生命的一部分，能够从内部超越整个生命。
是爱让生 命 有 了 意 义。”“爱 是 行 动，因 为 它 是 关

系。”“关系，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而是存在于我们

之间的谜，是每一个人走出自我、朝向他人的相互行

动。”［9］9219世纪英国公理会联会宣言也指出: “圣洁

生活是真实信仰的必然结果，善行是与基督活泼相

联所必产生的果实。”［10］638“人应当行上帝所吩咐的

善事，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而非因想靠善行在上帝

面前称义。因为赦罪和称义是由信而得”［10］62。
行善是 为 荣 耀 上 帝，“尽 我 们 的 本 分”［10］85。

“行善不是为得永生，因为永生是上帝白赐的; 也不

是为夸耀，或出于自私，因为这是主所拒绝的; 而是

为荣耀上帝，装饰我们的圣召，表示我们对上帝的感

谢，并造福我们的邻舍”［10］169。“善功只是那按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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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律法，为荣耀上帝，从真实信仰里行出来的; 而非

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见或人的命令行出来的”［10］200。
而且基督宗教认为行善也是持之以恒的，“向

凡行善到底的，并在上帝里存着盼望的，便有永生的

应许，这永生是上帝因耶稣基督慈悲地向他的儿子

们所应许的恩典，又是按照他的应许而信实地颁给

他们善行和功德的一种赏赐。”［10］273 － 274基督宗教认

为，不是人人都能进天国． 在耶稣基督的最后审判

中，“有善行的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你们这蒙

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

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

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病

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5］太25: 34 － 36

这里耶稣提到给人吃、给人喝、给人穿、收留异乡人、
照顾病人和探监等六件事，在耶稣看来，“这些事你

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

身上了。”［5］太25: 40 相反，没有善行的人要往永刑里

去，“‘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

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

给我吃; 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

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因为在耶稣看来，“这些事你们

既不作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

我身上了。”［5］太25: 45 － 46 从耶稣的回答，不难看出，行

在人身上的善行就是行在上帝身上，而且，是否对人

们基本生活需要给予关心和照顾成为了分辨义人与

不义之人的标准，也成为了决定一个人是否获得永

生的依据。

二、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

发展

《圣经》中爱的教导，形成了基督宗教悠久的慈

善传统，也成为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至今依然保

持生机与活力的内在原因。早期教会已开始办慈善

捐输之事。保罗就邀请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为他正

在组织的救济耶路撒冷教会的捐资奉献。［5］林后8: 1 － 9

保罗鼓励他们慷慨奉献，不是仅仅出于责任，而是作

为对上帝为他们所作的一种爱的回应。耶稣进到他

们的生命中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

你们成 了 贫 穷，叫 你 们 因 他 的 贫 穷，可 以 成 为 富

足”［5］林后8: 9。他还认为这样一种慷慨的举动，能够

改善他所建立的纯外邦人教会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让弟兄们为他祷告: “叫我脱

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

项可蒙圣徒悦纳。”［5］罗15: 31 保罗在外邦教会中所收

集的捐资，是给耶路撒冷教会的礼物，他想借此表示

他仍然在关心自己的人民，也是表示外邦信徒和犹

太信徒之间的团结。［11］

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提到马其顿众教

会，说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

恩。我可以证明: 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

量，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

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5］林后8: 2 － 4并对哥林多教

会的慈惠之事给予鼓励和督促，所以，“我( 保罗) 劝

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

了。”［5］林后8: 6“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

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作的心，

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5］林后10 － 11 其目的，保罗

说得很清楚，“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

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

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

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5］林后8: 14 － 15 即损有余而补

不足。“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

许多人越发感谢神”［5］林后9: 12。保罗写信给提多，要

提多提醒众人热心行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

实实地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作正经事业

( 或作‘留 心 行 善’) 。这 都 是 美 事，并 且 与 人 有

益。”［5］多3: 8而且，“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

就当救济她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

无依靠的寡妇”［5］提前5: 16。
天主教和基督教自近代以来，在我国广泛开展

文化、教育、医疗、赈灾等公益慈善活动，兴办报刊、
学校、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各种公益慈善设施。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三自”原则

下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文革”期间，

所有宗教活动停止。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的落实，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恢复重

建，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中国天主教和基督

教的公益慈善活动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恢

复，进入新世纪有了较快的发展。爱的理念不仅是

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

同时也是基督徒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工作原则和方

式。
耶稣基督教导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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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5］可10: 45 中国天主教会本着

这一精神，各地教会也根据自身特点和条件，参与或

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

国各地教会共创办孤儿院 9 所，弱智儿童院 7 所，养

老院 52 所，诊所 136 所，医院 8 所，幼稚园 43 所，文

化学校 2 所，职业学校 1 所，援建希望小学 173 所。
11 个教区参与了关爱艾滋病患者的服务，21 个教区

参与为麻风病人服务的工作。57 个教区共捐资助

学 8292． 4 万元，帮助贫困学生 2061 人。62 个教区

为社会弱势群体捐款 2774． 6 万元。21 个教区帮助

贫困农村修路，出资 150 万元。23 个教区帮助旱情

严重的灾区建设饮水工程 10 处，打井 27 口，出资

288 万元。2008 年 5 月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

难，全国各地神长教友在很短时间内便募捐近 1 亿

元，支援灾区重建家园。”［12］2009 年青海玉树地震

发生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 6 月 1 日，天主教

界捐款、捐物 290 万元，积极支援玉树灾区抗震救

灾。
同样，中国基督教会积极参与或兴办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其服务领域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养老托

幼、助残扶贫、助困资学、灾害救助、公共设施建设、
环境保护等。根据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的信息，在

医疗卫生方面，目前，全国基督教界办有医院和诊所

37 家; 开办诸如自闭症康复、聋儿康复中心、麻风病

康复等各类康复机构共 10 家; 戒毒中心 4 家。各地

教会还进行巡回义诊、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开展预防

艾滋病宣传等，粗略统计投入资金已达 800 多万元，

受益者超过 65 万人次; 在养老托幼方面，目前，基督

教会在全国开办了 180 家敬老院( 总床位数达 12，

546 张，受益老人达 32，838 人) 、9 家孤儿院 ( 床位

数 365 张，受益人数为 615 人) 、43 家幼儿园( 受益

人数为 155，978 人) ; 在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方面，据

初步统计，教会援建各类学校 129 间，修建水利设施

167 处，此两项共投入资金达 9468． 08 万元。全国

各地教会投入环保宣传的总费用为 21． 85 万元; 在

开展灾害救助方面，如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基

督教界先后向灾区捐款一亿五千多万元; 2009 年青

海玉树地震后，基督教界捐款超过一千万元; 在助

残、扶贫、助学等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各地教

会此类捐助资金超过 2 亿元，受益人次达 68 万人。
此外，各地教会还有大量各类物资捐献。如全国两

会联系海外机构捐赠给各地残疾人的轮椅 2 万辆、

医疗车 28 台。［13］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于 2003 年成

立社会服务部，从 2003 年 3 月至 2007 年 8 月，共筹

集到国内外教会和信徒捐献的资金人民币 3515．
5186 万元，“推动、拓展了老人院、自闭症儿童疗育

中心、乡村教会诊所、农村巡回医疗车、重建危房、艾
滋病预防知识培训等十几类项目，资助基层教会的

项目近 700 个，受惠人群数十万人，项目遍及全国的

20 多个省( 市) 。”［14］目前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社会

服务部在国内 31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社会服务工

作。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社会服务

部“共募集资金 6500 多万元，绝大部分已经用于国

内各省的安老助学、赈灾救灾、扶贫济困、医疗卫生、
社区服务、心灵慰藉、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诸

多方面。”［13］

虽然从整体而言，目前中国基督宗教界开办的

公益慈善机构大都依托于各宗教团体，或从属于教

堂( 天主教的教区或修女会) ，一般规模较小、专业

化程度不高，其思想认识、规范性方面也还存在一些

问题。不过，在开展公益慈善服务活动的过程中，服

务机构也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一些有较大影响的

专业服务机构陆续建立起来，并在政府民政部门登

记注册，如爱德基金会、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浙江

光盐爱心基金会、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等。
服务对象打破了部门、行业、地域和身份限制，也不

分民族、信仰、性别和年龄。如由中国基督徒发起、
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民间组织“爱德基金会”就秉

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积极开展教育、社
会福利、医疗卫生、农村发展、救灾等社会服务项目，

从 1985 年的年筹款额 50 多万元，发展到现在年筹

款额超亿元，截至 2010 年，共募集捐赠资金 15 亿

元，资助项目遍及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项

目受益人口达上千万人。又如进德公益( 原名北方

进德) 从 1997 年 5 月在石家庄创办、1998 年 8 月获

得政府批准，到 2006 年 4 月注册为“河北进德公益

事业服务中心”，再到 2011 年 5 月注册为“河北进

德公益基金会”，十余年来，从最初的救死扶伤 ( 个

人家庭紧急援助) 、区域赈灾、社会发展三项服务发

展到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个人紧急援助、赈灾) 、社

会发展、教育培训、助学、预防艾滋病、反拐卖、安老

服务和受托项目八类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政

府社会保障之不足。目前，中国大陆基督宗教界公

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所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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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

业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基督宗教悠久的慈善

传统以及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外，《圣经》中爱的理

念提供了其发展的价值观念或精神原则。爱是行动

的源泉和力量，“当他被无私推动，视他人的需要和

要求如同自己的一样，加强与精神价值共融和关注

物质上的需要”［15］208 时，他是因爱而付诸行动的。
再说，基督的福音不仅仅是个人得福，基督宗教要他

的信徒带着帮助上帝实现他的创造的思想去服侍人

群，在服侍之中彰显耶稣基督舍命为人的大业，发挥

盐和光的作用。中国基督宗教界遵行耶稣“爱人如

己”［5］太22: 39的教导，“爱弟兄”、“爱众人”［5］彼后1: 7，积

极回应社会需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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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of Love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China

MAO Li － ya
(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Management，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8)

Abstract: It is stressed in Christianity that belief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enough and love that originates from be-
lief is the purest belief． Among the three virtues of faith，admire and love，love is the greatest now that it helps hu-
man surpass nature and ego to refine one＇s person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modern China has a
direct link with the idea of love in the Bible，which constitutes the charity tradition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inner mo-
tivation leading to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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