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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

内容概要

《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是作者于歌的处女作，从初版到现在，已届十年。有
网友大呼：这是十年来难得一见的好书！读完它，自己的美国观被颠覆了!
作者从基督教对美国的国家政治、外交的影响角度，考察了基督教精神对美国国家政治的影响，分析
和揭示了美国国家的创立、美国的发展与基督教的深刻关系，美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外交与
基督教的深刻关系，并介绍了国外一些学者从基督教与现实政治角度对中美关系的预测。
书中观察美国的角度以及所介绍的一些看法，在许多国家都是惯常的视角或者常识，但对于我们中国
读者来说，确实是新鲜的。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也颇有震撼力，足以引起人们的怀疑或反对，甚至叫
骂。但十年前它所描述的情景，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它曾预言，中美关系的另一个演变，是随着中国
市场经济的成功，中国对新旧传统越来越自信，中美价值观的对立越来越尖锐，现实冲突的可能性也
越来越大。现实的演变确实如此，中国更加强调“三个自信”，美国理念的价值观越来越遭受贬斥，
中美价值观的对立和现实的对立也越来越深刻。
该书的姐妹篇《民族个性和民族兴衰——宗教改变的国家走向》2015年出版面市，是对《美国的本质
》相关内容的拓展。两本书同读，相信会加深读者在这方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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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

作者简介

于歌，原名于彦智，曾以陕西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期间，被公派到日本
学习社会学，在日本读完社会学博士课程。现在主要从事国际商业咨询及国际贸易，在北京任某企业
董事长。作者长期关注转型期中国的发展，研究宗教与社会的关联作用，著有《民族个性和民族兴衰
——宗教改变的国家走向》，以其观点的尖锐大胆引发网络上众多读者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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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

精彩短评

1、说的都是很多国人眼中难以理解美国人眼中却又天经地义的事情，联系亨廷顿的文明边界理论，
确实如此。
2、有点扯啊，说雨果的作品是反基督文化天了噜，你在逗我吗
3、新时期的《货币战争》
4、对我很有启发的一本书，给对于美国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以及对中国的敌视的一个全新的也许
是真正的解释理由。
5、观点有一点意思～但说理极端化，逻辑漏洞不少，尤其是文章中充斥着“据说”、“一篇论文说
”、“如果翻阅某史可知”⋯⋯⋯⋯这样子得出的绝对结论很难让人相信是北大哲学系、日本博士写
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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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

精彩书评

1、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很容易理解美国，因为大家都普遍拥有一颗救市的心。当然也有不同，
一个是曾经相信共产主义能救世界，解放全世界2/3受苦的人（说这话时国人大部分吃不饱，像今天的
朝鲜），另一个是始终保持着推广普适价值（背后就是基督新教价值观），始终感觉不错，看着前景
也还成的国家。本书讲的就是美国为什么能拥有今天如此国内国际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原因——大多
起源于基督新教教义。宗教与财富在美国并不冲突。以大多数人的理解，信仰宗教就应该清心寡欲，
每天专心修炼。像美国这样全力追求财富的国家怎么可能还保持宗教信仰呢？看了本书才知道这只是
对美国的新教了解不够多。在美国人看来，练分为两种，一种能给世人带来幸福，另一种能是为满足
自己的私欲。因为后者的存在才会有“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点还难”的说法，一生只为自己牟利
的人自然不能上天堂。而能给世人带来幸福的财富努力追求并没有什么错。还有一点值得提下，宗教
改革之后路德主义和卡尔文主义把世俗的工作当成对上帝的侍奉；把经济的成功当做蒙上帝祝福的表
征；把财富当做上帝拣选的标志，当做荣耀上帝的手段。理解这点，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美国
人商场上一样心黑，但是捐赠起来并不吝惜，每周也按时去教堂。并不是他们虚伪，而是因为他们有
信仰。个人主义并非自私自利，由此可以理解美国的政教分离。中世纪西方的黑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洋和尚（牧师团体）对宗教的垄断，普通人只有通过教会才能与上帝交流，教会卖赎罪券，教会看谁
不顺眼就烧死谁，那会儿西方政教不分。宗教改革之后，每个人家里都能有本圣经（以前是不行的）
，每个人的信仰是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事儿，别人无权干预。这就是新教对信仰的基本看法。由此催生
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认为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个人的完善才是这个世界的至善。个人优先，
团体都是为个人服务的，个人优先于团体，不能给个人带来幸福的团队没有存在的必要。由此诞生的
观念是国家做为团体应该为个人提供幸福，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服务，承揽并完成个人在群体生活中
的公共事务。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要看个人是否享受到的福祉（如果您感觉这个逻辑不顺，那
只能说明这一课您需要尽快补上）。由此还催生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为的就是防止公务人员滥用公民
委托的权力，侵犯个人利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持枪合法化，很多人从根本上就不怎么相信政府，即
使是小政府也不行。美国外交政策用教义解读更容易理解。此前一件事儿我没想明白，看完本书之后
终于明白了——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完全不合逻辑。很多阴谋论者说是为了石油控制权，就现在这
个样子怕是也掌握不了。阴谋论者多半不死心，会说“本来事”，这事儿就没法聊了。是为推翻独裁
政权，萨达姆挂了之后并不见当地的和平。根本原因估计在于在美国眼中，伊拉克政府不但是独裁政
权，还是一个异教掌握的政权。此处仅举一例：伊斯兰教崇拜自己的神，与圣经上除了上帝不拜别的
神的教义有冲突。另外，凡是能为人类带来福祉的美国这个基督教信徒占相当大比例的国家都会去做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参加二战，本来跟它没什么关系，即使不加入德日阵营也可中立做旁观者
，但是美国没有，它选择了直接参战——信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苏联的态度也是如此，由于共产
主义是无神论，与基督教根本教义冲突，所以是要消灭掉的。谁越是强调要实现共产主义，美国认为
越是要与其为敌。中美关系这部分也可以按这个思路考虑。强调经济建设，搁置争议的时候，也是两
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当然，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理解事物的本质，让我们更突然选择方
式面对。
2、坦率的说一看到这个书的名字我是拒绝的，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这个题目要是用在论文
的写作上肯定会被老师批的狗血淋头，题目越大就越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总是异常
的小心，以求学习作者的先进经验。《美国的本质——基督教新教主导下的国家和外交》这本书其实
并不厚，比较符合畅销书或科普著作的厚度。应该说翻阅起来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天下攘攘，皆为
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夫大国相交，唯利益而，”
这些耳熟能详的话充分道出了一个价值观的主线。那些常常自诩的礼仪之邦，但是实际上却将利益作
为实际的权衡。口头上鄙视的铜臭抵不过现实中金钱的诱惑。进化论下的国际关系准则更多的时候表
现为一种利益利己的赤裸或者是对他人行为高举阴谋论的大旗进行征讨。当处在天下观的时刻尚有文
化四夷的冲动，内敛的时候却少了很多锐气，似有无所适从。与上述的唯利益论、阴谋论比起来，《
美国的本质》他的观点确实要新颖一些。如孙子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曾经油价
高企的时候，有人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美国的本质》传达出了新观点，那是为了传教。
或许有种观点也有可取之处，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入党。一些宣教的册子中，我们常能看到一种观点
，世界上的强国都是信奉XXX，所以要如何如何；而不是说因信称义如何如何。WASP的代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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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

观被视为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而《美国的本质》则将这种价值观扩大，外化为整个美国的国家意志。
在书中，能感受到，作者很努力的在将短短的美国史费劲的塞入这种范式主导的框架之中。很多时候
让人想起了那本骨骼清奇的《货币战争》。在作者看来南北战争“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基督徒们对南
方奴制的憎恶而引起的南北方对立”。这样的观点，深深的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把那些基督徒们
从平行宇宙强行拉到了北方。而南军显然向另一个上帝祈祷。今天美国南方的基督教的影响也十分强
大，有人形容说教堂比银行多。“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教势力强大，基督教
思想深入人心。”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再次得到刷新
。通过的作者的描述，我觉得美国就是那个上帝应许的国。弥赛亚已经降临。美国的外交政策意识形
态色彩与他国相比或许理想主义色彩浓一点，带有世界警察的味道。但是如果说美国的基督徒比他国
更虔诚的话估计会深深的伤害他国人民的感情。那么是否就能说，美国的政策是基督教所主导，而他
国不是？
3、跨文化想象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今天的美国人说起中国，他们还以为中国人都会功夫，中国
人对美国的想象，也停留在电影画面中，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性开放。于歌的这本书，向我们展示
了美国的另一张面孔，也许是更真实又为大多数人不知道的面孔。书中开宗明义地道出，美国实质上
是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在美国，宗教社团的数量多得着实令人惊叹：其中有一些分发《圣经》；散
发小册子；鼓励发行宗教期刊；劝化、教育未开化的人并使其皈依⋯⋯”美国人的宗教热情程度之高
，超乎我的想象。在美学习的一年中，我着实深刻体验到了美国人在信仰上的虔诚。美国人的生活中
，教会活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家庭教会比比皆是，他们的确有一种散播福音的使命感，而这种
把基督之爱广播世界的天命感，让他们可以心甘情愿地做出很多中国人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
中国，我们总会觉得如果接受别人的帮助，一定是要有所回报的，而在教会中，美国人所做的一切最
终让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一切善意。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有会心之处。作者从宗教的角度带领读
者进入美国人的心灵世界，那些最核心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正是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之上的，从这
个角度入手，读者得以更深入地看到美国人的精神面貌。“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
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
改革，体验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两百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
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的确，正是最初五月花号的那一群清教主义者，将自
己视作上帝的选民，带着一种使命感，奠定了民主、自由与公平的基石，在此后，一切制度与政策的
制定都以此为基准。所以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的权利的保障，信用制度的完善，在美国，
自助购物自助付款，去博物馆买学生票也不用出示学生证等等。书中谈到了美国如何实践基督教理念
，以及与欧洲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区别，还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预测和判断。提一点不足之处，作者说本
书是自己的读书心得，在谈到加尔文宗的时候，书中文字多有不一致，想来是所参照的译本的缘故，
有的翻译成加尔文，有的翻译成卡尔文，在本书中，一会儿加尔文，一会儿卡尔文，缺乏相关知识的
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
4、两周前，刚好在公司内部做英语培训，主题就是讲基督教的。因此恶补了些基督教的相关知识后
，读了这本关于宗教与统治的书，既多了个角度来看宗教，又重新认识了美国这个国家。本书是以美
国为例来讲极度新教的发展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其中针对
中美外交方面做了详细的剖析。无论你对美国的看法是怎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警察，霸主
也罢，英雄也罢，流氓也罢，总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美国这个
国家对于我们普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还是很新颖的。当然说这是一本颠覆中国人美国观的著作还
是有点儿言过其实了。用作者话说，这是个“常识小册子”，抱有太多个人偏见来看这本书，就失去
了求知的意义。所以把它当百科类的普及本来读就好。中国都不是以宗教信仰为统治力量的国家，历
史上也没有过宗教大一统的阶段，也就是书中说的典型世俗化国家。所以对于宗教的人是普通停留在
表面，知道个礼仪，懂点儿相关历史罢了。而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来说，统治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宗教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由于世俗化国家与宗教国家实质不同，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
免的。很多你看不惯的行为背后都会有信仰的影子，就像不理解伊斯兰教的极端行为一样。借由本书
多了解点儿把基督新教渗透到骨子的美国人的行为模式，你会在分析一些现象，或者讨论中美关系的
时候淡定很多。我在英国的时候，有去参加一些教会活动，在英国信仰基督新教的人数比例并不高，
尤其是年轻人，而听当地教会人士讲，反倒是美国新教比例很高，超过60%。当然欧洲大陆本来就是
以天主教为主的，英国新教占主导已经是少数派。尤其现在整个欧洲人们恪守宗教信仰的程度都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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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

降，基督新教里面只有美国一枝独秀还在发扬壮大中。美国建国历史就脱离不了宗教，从最开始多元
化信仰，到基督新教占主导，短短200多年的发展，美国人有强烈的宗教情绪，连总统的推举，都必须
要满足选民的信仰诉求。当然美国是移民国家，不同种族带来不同宗教信仰，也是政教分离统治，但
真正了解美国人，对于宗教信仰的研究是比不可少的。这本书权当一本入门级教材来看刚刚好。
5、走进美国基督新教的背后-评《美国的本质》文/信实的精灵在国内尤其是大城市的时候，每年到了
平安夜和圣诞节这种西方传统的节日，走在大街上时不时就能碰到一两个手拿《圣经》向我们进行传
教的所谓基督徒们。当然，如果你愿意继续了解的话，这会是个不错的话题，起码给了你一个深入去
了解他们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从书中看到的相关内容。众所周知，美国国家的建立就与基督徒们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1620年9月6日，一大批清教徒们（包括男、女及儿童在内的102个人）乘坐“五月花
号”由因果的普利茅斯出发，登陆北美，开始在一片看似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开始了自己世世代代的生
活。由于他们严格遵守着基督教的礼仪和上帝的恩典，所以当年的秋天他们收获了不少粮食，因此他
们感恩于上帝对他们的眷顾，这也就是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的由来。此后，他们更加笃信上帝会
荫蔽他们的衣食住行。此外，美国所有的新任总统在总统就职仪式上的时候都会手按《圣经》，向《
圣经》进行宣誓。当然，这与圣经中大卫传位于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在上帝面前所立的誓
言惊人地相似。“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辨别是非。”；“所罗门因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因此历代的美国总统们也是以此行为表明自己在上帝面前想要过人的智慧的决心和胆量，他们期
待着自己也可以如当年的所罗门一样能够拥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治理自己的国民
。在世俗化已经成为主流的今日的美国社会，这反而反映着美国人的强烈的宗教情绪。本书作者于歌
也是从基督新教对美国的政治和外交的影响角度来阐述着美国这样一个在最近几十年快速发展的阶段
中，在不断进行着自己的市场扩张和资本的积累的过程中 ，如何让基督新教来支配着自己的国家和外
交。这本书的首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于2006年的12月份，距今已经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过去，然而
书里面的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都不过时。加之在2012年时由当代中国出版社进行再版，一直到今
天我们看到的这第三版，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十年期间悄然发生着，仿佛很多事情都如当年于歌
所预言的那样，正无声无息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十年前书中所描述的情景，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它
曾预言，中美关系的另一个演变，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中国对新旧传统越来越自信，中美价
值观的对立越来越尖锐，现实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现实的演变确实如此，中国更加强调“三个
自信”，美国理念的价值观越来越遭受贬斥，中美价值观的对立和现实的对立也越来越深刻。然而，
美国将继续坚持自己的外交理念吗？美国国家的政治走向又是如何？或许再过十年再来看看这本书会
有不一样的发现。曾接触到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所提到的一些话语，我迄今记忆犹新，然而与书中
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书中，于歌写道，基督教起源于亚洲，兴盛于欧洲，后来宗教改革传到现在
的美国。然而，后来欧洲的信仰开始走下坡路，教堂开始被占用作为其他的功能，大量的欧洲人迷失
自己的信仰，甚至于改而相信其他的信仰。反而是信仰的核心地区美国迄今对外传承自己是坚定的基
督教国家。这就如同圣经上所写，“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看来世界上所有
的事情都在走着相同的循环，只不过时日尚短，我们不曾看到规律罢了。可是，稍微知晓情况的人都
知道，美国人的信仰也越来越流于表面化，也就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世俗化。毕竟作者如果想要找到能
够支撑美国人信仰的证据，比比皆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在小的时候也都是还去教堂的，然而等他们长
大以后，他们都渐渐偏离了自己的信仰，难怪同性恋、暴力冲突在美国屡屡发生，这也就是所谓美国
的本质。至于基督新教如何影响着美国对待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态度，不论是二战期间，还是现在的
中东地带，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可以作为不错的参考书籍。历史还将如何上演
着，我们不曾知道，但是这本书也给出来我们一些预测 ，且看将来如何？PS：作品虽有限，但均为原
创。如需转载或者另作他用，请豆邮或664591856@qq.com联系本人。谢谢您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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