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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宗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们热衷
于探讨的永恒而又古老的话题，有关宗教的起源，发展，变
迁和定义的探讨和研究层出不穷。尽管人们为之付出不懈
的努力，但是宗教的起源问题依然无法定论，宗教的发展
和变迁依然遮盖着神秘的面纱，信仰宗教的人数依然有增
无减。现在宗教依然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依然发挥着其
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慰藉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空虚
的精神。宗教表达了人类最深层愿望和恐惧，对信仰者的
生活和心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直接影响着信众的生活方
式，行为准则，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尤其对于一个全民族信仰的民族来说，宗教的影响
更是无孔不入，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信仰和世俗
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一、宗教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人生观是关于人生目的、态度、价值和理想的根本观
点。人生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个人在社会化的过
程中受到生活环境和文化教育的熏陶下所产生的，具有差
异性和独特性，不同的信仰群体具有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
观。人们通过教义的学习和不断重复的仪式行为，宗教信
仰的理念和精神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价值和行为系统之
中，从而成为形塑信教者的心理与人格的新的力量。宗教
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从整体方向来看是正向的，表
现出信徒求真向善的趋向。

犹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仅体现在通过实践宗教行
为达到精神的完美，还体现在强调和重视文化教育，强调
通过持续地学习来走向近主之道，“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
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犹太教的这种重视
教育的教导，影响延续至今，世界上许多有名的大文学家
和哲人以及富有的经商成功人士都出自犹太人，如“犹太

传统中最伟大的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得，蜚声世界的小提
琴大师梅纽因，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等。犹太
人所取得的这些辉煌成绩是与他们所受的犹太教的熏陶
是分不开的。在许多个世纪的流散历史中，犹太教是犹太
人人生的精神寄托和追求，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风俗、礼仪等各个领域。因此犹太教与犹太人是不可分割
的, 犹太人人生目的的树立和价值标准的建立与犹太教也
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犹太教代表着犹太人，犹太人代表
着犹太教。

在基督教中耶稣号召人们要有高尚的灵魂，要以仁
爱、宽容之心待人，要清心寡欲。注重陶冶自身，纯洁灵魂，
不受肉欲和金钱的诱惑。“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
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
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马太福音》），耶稣的这一番话
典型的表明了基督教的教义主旨，爱人，爱任何人，包括罪
人和被遗弃的人，乐善好施的人和敌人。因此，在生活当中
的基督教信徒将追求信、爱、宽恕、忍让、谦卑为自己的精
神理念，也将这种理念作为自己为人处事，评判事物好坏
的价值标准。“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
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神，又服事
金钱。”（《马太福音》）通过爱人和纯洁灵魂，摒弃肉欲和金
钱的诱惑，基督信徒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完美，人生的目的
不是为了物质利益的追求，不是为了世俗生活的享受，而
是通过象上帝的化身耶稣一样爱所有的人来与上帝获得
联系，从而获得上帝的喜悦，进入到神圣的天国之中。在基
督教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对立的，二者互不干涉。基
督教徒在尘世上的目的，是传播耶稣的救人福音，使人类
能够早日归入基督救恩之内，同享永生福乐。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个普世性的、世界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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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并没有将世俗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
相隔离开来，而是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世俗的生活以
宗教信仰为前提，宗教信仰以世俗生活为实践的基础。信
仰伊斯兰教的人的人生观就是在信仰真主独一基础上谋
求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人是肉体和灵魂的人，为了今
世和后世的幸福，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人必须注
重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要注重物质生活，允许享用合法
的佳美之物，要保持健康的身体。“阿丹的子孙啊！- 逢礼
拜，你们必须穿著服饰。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
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的。你说：“真主为他的臣民而创造
的服饰和佳美的食物，谁能禁止他们去享受呢？”伊斯兰教
强调不能过分的重视物质生活，人生追求目标是建立在在
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基础上，要通过履行如念，礼，斋，课，
朝等五项基本的宗教功课以及心灵上的升华渐渐达到精
神的完美，获得真主的喜悦。很多虔诚的穆斯林都致力于
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他们的人生追求并不是
享乐主义的物质利益，也不是弃绝红尘，扼杀身体的欲望，
逃避并抛弃现实生活的一种纯精神的追求。他们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的建立是中正的，既有物质的因素，又有精神的
因素。

总之，宗教对信徒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是深远
的，小到决定着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婚姻生活，人际交往，
大到形塑着一个民族的特性和文化传统。

二、宗教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在宗教中存在着两种关系，宗教的教义旨在致力于处
理好人与上帝关系的同时，也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行为准则，如何协调人之间的关系是诸多宗教所热衷的话
题，各个宗教中都对人际交往的诸多方面做了相关的规定
和劝导。

犹太教教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对其
选民则一视同仁，即便是君王，如有恶行，同样会受到上帝
的惩罚。这种观念强调了在人际关系中，必须基于相互尊
重的原则，而无绝对性的或单向性的人际关系。在家庭关
系上，认为晚辈当孝敬长辈，听从其指导。夫妻关系应当建
立在一种相互爱慕、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不可有
失公平的对待自己的妻子，不可诽谤她，如“人若毫不公平
地控诉妻子，说她不贞，便需受鞭打，且永不能休她”（申
22：18、19），要保持婚姻关系的纯洁性，如“不可奸淫”（利
18：20）。总之，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犹太教中
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由于犹太教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神教，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所以它在
人际关系中的诸多规定也就成为后来的两大普世性宗教
在处理相关关系时参考准则。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包括罪人和被遗弃
的人，乐善好施的人和敌人。它以爱为纽带，建立了上帝与
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并且把“爱你的邻
舍”、“爱人如己”作为爱上帝的体现，基督教的“爱”的教义
体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成了人们彼此之间也应该有爱，正如
耶稣吩咐“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约 13：34）互爱是建立
在对等的基础上。在互爱的基础上，要尊重人，要待人真
诚、诚实，守信，公正。不能猜忌和判断人，不能只看见别人

的缺陷，而无视自己的无知，《圣经》中多次的提及了人际
交往中的对等行为，“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
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为什么看见
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马太
7：2- 3），所有这些话语都可还原为出自《圣经·新约》中耶
稣的一句最精炼的而内涵无限宽广的话语，耶稣说：“你想
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条做人的法则成了人
类普遍遵循的处世原则，成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
则，与中国的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处事原则相类似。
教导人们要从自我出发，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欲安天下，
必先正其身。

在伊斯兰教看来取得安拉的喜悦、完成宗教功修以及
追求道德上的完美是伊斯兰信仰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追
求个人精神和道德修养的完美是人际交往中受人尊敬的
必备条件。曾有一位信士问穆圣什么是伊斯兰教时，穆圣
回答说：“伊斯兰就是信仰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安拉。”那人
问：“然后呢？”穆圣回答说：“高尚的品德”。那人又问：“然
后呢？”穆圣说：“高尚的品德”。在这段圣训中，先知把伊斯
兰教概括为高尚的道德。可见，伊斯兰教通过注重道德修
养培养让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自我约束，激发人们的良
知，很好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伊斯
兰教提倡人与人之间交往要公正、诚实、守信。不作伪证，
不助纣为虐，不以恶抑善。有一段圣训形象的总结了人际
交往中应警惕的四种行为，“给人存管财务，他会隐匿；和
人谈话，他弥天大谎；与人结约，他言而无信，和人争吵，他
气势汹汹。”先知指出谁具备这四中特征，就是十足的伪信
者，只要具备一个特征，就有了伪信者的特征。贪财，撒谎，
言而无信，蛮横无理都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不可取的行
为，良好的人际关系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结语

总之，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宗教不再主宰着人
类的全部生活。但是宗教也并不像唯物论者所预测的从人
类历史的舞台中退去，而是依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
用，宗教正是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植根于人类社会
历史的实践过程中，反映的是人类生存、认识和活动的某
种样式，反过来又对人类的生存方式，行为实践，意识形态
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在现时代，我们要充分利用宗教
对人生活的积极的影响，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提
倡宗教中的真善美，屏弃社会中的假恶丑，维持合理的社
会秩序，共建和谐美满公平正义的人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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