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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大军信仰（良心）自由是美国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首要个人权利，这样的安排绝不是偶然的，而是
彰显了良心自由在美国人生活中极端重要的地位。
略微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良心的自由只是较为晚近的现象。
在人类大部分时间里，良心自由的概念都是付之阙如的。
那么，良心的自由又是怎样成为美国宪法所保障的首要个人自由的呢？
《良心的自由》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发端于英格兰的良心自由观念后来在英国的北美殖民
地遍地开花，并最终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形式被制度化。
本书作者首先考察了伊莉莎白女王时代（1558年11月17日到1603年3月24日）对待良心的两种态度：容
忍与自由。
第一种态度是有着传统渊源的主流态度，相信政府在良心问题上拥有最终的主权；而后一种态度则是
英格兰的清教徒首倡的，认为良心问题在政府的主权范围之外，只有上帝才是良心的唯一主宰，而上
帝已赋予良心以自由。
实际上，后一种态度是新教革命的产物，是加尔文关于上帝主权之论述在政教关系上的进一步运用。
这样，以威廉?帕金斯为代表的英格兰清教徒对良心自由的推崇成为后世信仰自由的滥觞。
而英格兰政府对良心的容忍态度作为一种传统也照旧不误地延续下来。
良心自由的观念虽然已经被清教徒提了出来，并且逐渐在17世纪的英格兰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支
持，但这一观念并非没有对手和敌人。
在这方面，不仅英格兰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关于宗教容忍的立场对良心自由构成了挑战，而且在基督教
神学的内部也发展出一种与传统的容忍观类似的良心观。
这就是威廉·艾姆斯在17世纪上半叶以辩证法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那种良心观。
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总结的那样：“艾姆斯把良心界定为辩证法的作法使良心成为这样的一种手段：它
按其本性将道德问题罩上一圈决定论的光环。
换言之，对作为一种综合性方法的良心的依赖就不需再将良心视为可能享有自由的某种东西了。
”容忍和自由这两种立场在英格兰内战和复辟时期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终，它们之间的冲突在英格
兰以《容忍法案》的形式获得了解决。
该法案正式将容忍确立为英格兰政府处理宗教事务的官方立场，使得良心自由事业在英格兰没有能够
结成正果。
尽管良心自由的观念在政治上和神学上都遇到了阻力和挑战，它随后却在英属美洲殖民地获得了普遍
的传播和认可。
不过，即便是在北美殖民地，良心自由观念的普及与传布也有曲折的反复。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北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最初是拥抱艾姆斯的良心观的，因此也是排斥良心自由
的。
幸运的是，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良心观只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中的例外，而非主流，因为良心自由“
很快在大多数殖民地特许状中成为一项基本的准则。
”到18世纪70年代时，良心自由在北美殖民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原则。
因此，当美国人在独立革命成功后创制新的宪法时，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想要保障良心的权利了。
对于这种结果，本书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第一修正案是争取良心自由的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
分水岭，因为它是一场持久战的顶点，这场持久战的目的在于让17和18世纪由剑桥清教徒提出并被越
来越多的人们提倡的那种观点得到认可。
与此同时，第一修正案为着良心而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奠定了基础。
”至此，良心自由的观念在美国获得了全胜，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随后的岁月中又不断从美国向
世界各地传播。
到21世纪时，它所提倡的原则已经被《世界人权宣言》所接纳，成为普世价值准则。
不夸张地说，良心的自由是清教徒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因为正是良心的自由才成为后来其他诸种自由
的精神基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良心的自由>>

良心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最深层的意念与心思，这种意念和心思的自由为各种其他的自由提供了精
神和心灵上的源动力。
它同时也表明，自由首先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精神和灵性上的。
如果没有了灵性的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会变得干枯，就无法体现出自由的真谛。
同样，如果没有了精神的自由，人身自由将失去那活水源头的滋润，肉身的活力也将逐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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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议题在共众传递，并且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内涵的关注从未减弱过，而这当中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良心的自由。
如果对于人类个人信念基础上的行动需要有限制，这种限制是怎样的？
应该由谁来设定？
良心该向谁负责？
是制度？
国家教会？
还是唯独上帝？

　　本书追溯良心自由这个观念从帕金斯到麦迪逊及《权利法案》这段时期的演变过程。
发源于英格兰的良心自由观念，之后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开花结果，最终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形
式被制度化，在人类历史上奠定了信仰自由的原则。
本书作者将注意力特别集中在帕金斯、罗杰·威廉姆斯、威斯敏斯特大会、殖民地政策，以及各州与
联邦的法律上，向读者展示了良心自由的观念如何奠定了美国思想的基础，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广为传
播。
到20世纪，它所提倡的原则被《世界人权宣言》接纳，成为普世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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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为归正后的基督徒、作为相信《圣经》至高无上性的信徒，以及作为相信个体重要性的信
徒，清教徒遇到一个问题，即他如何能独自在上帝和他在《圣经》经文中的启示面前站立得稳。
他的答案很简单：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已经赐予他良心，他正是通过他的良心知道了如何行事为人或持
守信仰，以及如何不那么行事为人或持守信仰。
清教神学家对良心作出了符合常理的形态学描述，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一观点将会被检视。
但是，首先需要更多讨论的是伊丽莎白时代早期清教徒的良心观。
清教主义作为一场与众不同的运动始于剑桥大学，因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早在1564年，剑桥的清教
徒就以良心的名义为自己辩护。
此时伊丽莎白政府已经成立了教会管理委员会，其目的是为了强制施行《教会划一法案》。
《教会划一法案》要求牧师穿祭司圣服，而这正是有些剑桥人所忽视的。
他们在教会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便已经被呼召，他们在那里以良心为由为不穿圣。
服进行辩解。
他们说，穿祭司圣服与他们的良心相悖；“良心是件脆弱的东西，不应当被冒犯或者触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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