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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倫理是要知義行善，而工作倫理就是在職場裡知義行善。對基督徒而言，這意味著在職場裡

運用聖經和基督教信仰的其他方法來作出抉擇，做符合道德或倫理的事情。（在本文中 

「倫理」和「道德」是通用的。） 

 

有三個普遍的理論，在基督教倫理規範和全世界都獲廣泛採納。這三個理論是： 

1. 命令 (Command) - 規條說明什麼是正確的行為？ 

2. 後果 (Consequences) - 哪些行為最能帶來最理想效果？ 

3. 品格 (Character) - 我想當或成為什麼樣的義人？ 1 

 

基督教倫理的分別不在於各個理論的差異，而在於將聖經的價值觀注入每個理論中。基督徒

需要採納聖經的誡命（也稱為原則）、聖經的預期結果和聖經的品格特徵（也稱為美德），

以作出道德的抉擇、行動和個人發展。 

 

我們要考量聖經如何能為上述各個理論提供基礎，以發揚基督教倫理。然後，我們要探討是

否須要以某種方法將這三個理論結合，而得出一個更加平衡的綜合理論。最後，我們要考慮

如何面對現實，在一個墮落，或不完美的世界裡生活，而且幾乎永遠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 

 

我們要開發一種以基督教為本的工作操守，卻不會嘗試就職場倫理的主要問題提供答案。反

而我們會發揚基督教倫理的原則和方法，以便讀者應用於問題和事件上。 

 

現在，我們就著上述各個倫理，提供兩種不同的介紹方法給您選擇。你可選擇閱讀一個現實

生活案例的故事敘述，或者一個系統的不同倫理介紹。系統方法比較簡短和抽象，敘述方法

比較長，故事發生於二手車經銷商 Wayne Kirkland 面對的現實生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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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倫理介紹 

導論 

基督徒的工作觀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深信世人工作的意義，最終源於神的品格 （character）

和旨意。神的角色及其行事塑造了我們的世界觀、在世上的地位和工作，也形成了我們的工

作價值觀。這種理解建基於承認神在世上的工作，知道人是按照神形象造的工人，並獲邀為

神不斷工作的合作伙伴。我們通過工作促進神的旨意，並在工作方式上彰顯神的品格。出於

對此現實的理解，我們將獨特的基督教觀點注入職場倫理。但我們先就著道德的一些普遍觀

察開始。 

 

定義 

「倫理」一詞來自希臘語 ethos，在希臘常用的用法中有兩個含義：習慣或習俗以及條例或法

律，兩個含義都有用於新約之中。例如，在使徒行傳 25:16 中，通常將其翻譯為「習俗 （custom）」

（'it was not the custom of the Romans to hand over anyone'），而在哥林多前書 15:33 中被翻譯成「善

行 （morals）」或「品格 （character）」（'Bad company ruins good morals'，NIV）。 

 

倫理和道德兩個詞語通常是通用的。您可以說倫理是道德準則的研究或科學，而我們的行為

受著這些準則規範。丹尼斯·霍林格（Dennis Hollinger）表示，倫理學是「……對與錯，公義與不

公義，善與惡的標準系統研究，目的是將這些標準應用於現實生活中。」2 

 

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是「……按照我們作為基督徒認同的基本信仰承諾，在生活的每種情況下安

排我們的步伐。」3  

 

或者，根據另一個定義：「基督教倫理嘗試提供框架和方法，讓人作出抉擇，以達致榮耀聖

經中揭示的神，效法耶穌，回應聖靈，並促進成就神在世上旨意的效果。」4 

 

 

倫理的不同理論 

概述 

我們需要在不同倫理道德推理方法的一般理解範圍內，為基督教倫理的理論定位。5我們通常

可以識別出三個不同的理論。這些理論就稱為命令、後果和品格論。6 

 

命令論 

根據命令論，我們會問：「根據規則，這樣行事，本身是對或是錯？」這理論通常稱為義務

論（希臘文 deon 解作義務或規則）7 義務論建基於一個主張，即是一切行事本質上的對或錯，

取決於一套成規或義務。這套義務或成規可以來自神的命令、自然法則、理性邏輯或其他來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systematic-presentation-of-ethics/definitions/
https://biblia.com/bible/nrsv/Acts%2025.16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Cor.%20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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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基督教倫理中，我們會著眼於神的命令，又或從神在聖經中的自我啟示整理出衪的諭

示。 

 

後果論 

根據後果論，我們會問：「這樣行事，結果是好或是壞？」這理論通常稱為目的論（希臘文

telos 解作結果）8 因目的論主張最終結果決定怎樣行事才合乎道德。最合乎道德的行事方針

取決於： 

◼ 什麼會帶來最大得益？目的論的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功利主義。9 最大得益可定義

為為最多人帶來最多幸福。 

◼ 什麼能大幅提升個人利益？例如，稱為道德利己主義的體制。10 假設能讓人在可能

範圍內各自追逐一己私利，就最符合大眾利益。 

◼ 什麼結果最合符神創造的原意？這個理論可聚焦於次要目標，例如為殘疾人爭取較

好的生活質素，也可聚焦於終極目標，例如榮耀神並且永遠以衪為樂。在複雜的處境

中這個理論意味著要盤算哪些行動能達致少惡多善的平衡。 

 

因為幸福或私利似乎都不是神創造的至高理想成果，所以功利主義或道德利己主義也普遍不

獲公認為基督教形式的倫理。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道德後果對神毫不重要，正如違背聖經的

法制確實存在，也不意味著道德命令對神無關痛癢。 

 

品格論 

根據品格論，我們會問：「行事的人是否好心的善人？」這種方法要人審視品格和動機，來 

決定最合乎道德的行事方針，也要人認識到個人不會獨自行動，因為個人是群體的一部分，

性格、心態和行為都受社群薰陶，這通常叫品德論。11 

 

自基督教時代開始，美德就被認定為基督教倫理的要素。可是，從改革時期到二十世紀後期，

大多數新教徒的倫理想法都重視命令倫理學，而忽略美德倫理學 — 如忽略後果倫理學。 

 

但是，可以怎樣於基督教倫理應用上述三個理論？ 

 

 

命令論的實踐 

神的律法是什麼？每個處境都有命令嗎？ 

大多數傳統教會的基督徒都同意，我們對這些命令和原則的理解，深受聖經影響。而且不難

發現聖經有關工作的經文。 

 

◼ 在聖經的前兩章中，男人和女人都有工作要做，要管理及栽培神賜的自然資源 

   （創 1:26-29；創 2:15；創 2:18-20）。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systematic-presentation-of-ethics/different-approaches-to-ethics/the-command-approach-in-practice/what-are-gods-rules-is-there-a-command-for-every-occasion/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en.%201.26-29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en.%201.26-29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en.%202.1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en.%202.1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en.%202.18-2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en.%20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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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示範了七日的作息規律（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創 2:2；出 20:9-11；可 2:27） 

叫子民仿傚。而且每天也有作息的規律（詩 104:19-23）。 

◼ 辛苦勞碌工作謀生應予讚揚（詩 128:2；帖前 2:9；帖後 3:7-10）。 

◼ 箴言書多勸勉人努力工作，切忌懶惰（例如，箴 6:6）。 

◼ 不應輕視體力勞動。甚至國王也動手工作（撒上 11:5）。耶穌做過工匠的工作 

（可 6:3）。 

◼ 先知譴責閒散的富人（例如，摩 6:3-6）。 

◼ 像先知們一樣（見賽 5:7-8；彌 3:1-3；摩 5:21-24）耶穌譴責那些自稱信神但行為不公 

義的人（太 23:23）。 

◼ 使徒保羅製作帳篷維生，保持獨立自尊，並為信徒樹立勤奮自立的榜樣。保羅鼓勵 

信徒與有需要的人分享（弗 4:28），而且認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是對福音的一種

讚美（帖前 4:11）。他譴責那些認為福音工作迫切而想要放棄日常工作的熱心人士，

最終要倚賴他人為生（帖後 3:10 ff.）。 

◼ 應視工作為榮耀神的行為（林前 10:31 ; 西 3:17，23）。 

 

聖經也關注到僱傭問題。 

◼ 我們努力不僅只為取悅上司。我們為神工作（西 3:23；弗 6:5-8），要全心全意做好工

作（傳 9:10；西 3:22-24）。 

◼ 神希望工作的人能獲得合理報酬，豐衣足食，居有定所應該是工作成果的一部分（路

10:7；帖前 3:10；詩 128:1-2）。 

◼ 聖經告訴僱主，對待僱員要公正公平，要知道自己還有一個主人，最終要向這個主人

負責（西 4:1）。 

◼ 僱主應該知道「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路 10:7；提前 5:18）。 

◼ 聖經提醒員工要對僱主負責（提前 6:1；提多 2:9）。 

 

除了這些禁令，聖經中還有許多討論工作關係和品德操守的經文。Mike Murdock 的著作《商人

的聖經》12及其姊妹作《女商人的聖經》13 確認了 100 種常見的職場問題，然後用 1550 段聖

經經文來指引答案。主題包括如何應付客戶不滿，要員離職，被人出賣，試圖作弊，又或需

要激勵士氣。 

 

但是，試圖根據聖經來制定一套守則大全，以回應任何可能出現的倫理困境，似乎是徒然的

探索。也沒有命令全集廣泛得足以全面覆蓋任何可能出現的問題。現代職場的處境，在聖經

時代亦未必有先例。以股票期權獎勵業績是否合乎道德？誘使人們購買更多產品的宣傳是否

合乎道德？對聘用小數族群有所偏好是否合乎道德？收購競爭公司是否合乎道德？聖經的命

令似乎沒有涵蓋這些情況。 

 

而且，這是抄寫員和法利賽人試圖發明一套周全的守則時遇到的困難，不僅細節瑣碎得難以

招架，而且也失去重點。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要愚昧得忽略一個事實，就是聖經在許

多問題上立場鮮明：偷竊、撒謊、愛護他人包括敵人、公正行事、救弱扶貧等。正如克里斯·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en.%202.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en.%202.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Exod.%2020.9-11
https://biblia.com/bible/nrsv/Exod.%2020.9-11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rk%202.2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rk%202.2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s%20104.19-2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s%20104.19-2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s%20128.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s%20128.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Thess.%202.9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Thess.%202.9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hess.%203.7-1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hess.%203.7-1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rov.%206.6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Sam%2011.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Sam%2011.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rk%206.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rk%206.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Amos%206.3-6
https://biblia.com/bible/nrsv/Amos%206.3-6
https://biblia.com/bible/nrsv/Isa.%205.7-8
https://biblia.com/bible/nrsv/Isa.%205.7-8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icah%203.1-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icah%203.1-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Amos%205.21-24
https://biblia.com/bible/nrsv/Amos%205.21-24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23.2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23.2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Eph.%204.28
https://biblia.com/bible/nrsv/Eph.%204.28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Thess.%204.11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Thess.%204.11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Cor.%2010.31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Cor.%2010.31
https://biblia.com/bible/nrsv/Col.%203.1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Col%203.2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Col.%203.2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Eph.%206.5-8
https://biblia.com/bible/nrsv/Eph.%206.5-8
https://biblia.com/bible/nrsv/Eccles.%209.1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Eccles.%209.1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Col.%203.22-24
https://biblia.com/bible/nrsv/Luke%2010.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Luke%2010.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hess.%203.1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hess.%203.1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s%20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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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blia.com/bible/nrsv/Col.%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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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Tim.%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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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blia.com/bible/nrsv/Titus%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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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Chris Marshall）所說：「拒絕接受聖經命令、法律或原則的任何規範權力，足以削弱

基督教倫理的鮮明基督教特徵，令判斷流於主觀。」14 

 

聖經雖不可能變成現代市場上的道德守則大全，但它仍包含著一些重要且適用的規則。 

 

尋找指導原則 

已有多方面嘗試，把各種聖經命令縮減到只有幾個總體命令或原則。一些例子強調《摩西十

誡》15 或耶穌的八福 16 或箴言書引述 17 的重要性。 

 

拉里·伯凱特（Larry Burkett）撰寫的《經商有道》（Business By The Book）有一個頗為堂皇的副

標題為《男女經商指南》18 宣布了六項基本聖經經商最低標準： 

◼ 在營商中反映基督 

◼ 承擔責任 

◼ 價廉物美 

◼ 欠債還錢 

◼ 善待員工 

◼ 待客以誠 

 

還有許多人嘗試做著類似的事情，也多真知灼見，卻往往流於精心計算，巧立名目，而非宣

揚聖經的基本見解，而這些基本見解的確可以幫人看到事物的真相。 

 

Business Through The Eyes Of Faith《信仰之道》19 建基於一些聖經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上，以命令

愛我們的鄰居為首要的道德關注點。然後，以彌迦書 6:8 的組織原則作為決定神如何讓我們在

商業中運用愛，來發展這一點：「他告訴你，凡人，什麼是好事；耶和華對你的要求是什麼，

就是要伸張正義，熱愛仁慈，並謙卑與你的神同行？」20 

 

因此，用愛去伸張正義、待人恩慈和信實，成為基本的道德原則。我們發現耶穌本人在馬太

福音 23:23 中強調了這三個要素的重要性，「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

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

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這似乎越來越接近基督教道德

的核心，並且超越了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之間經常存在的鴻溝。如果遵循幾個基本命令比為

每個問題尋找一個特定命令，似乎是更好的方法，那麼問題就變成：「是否有一個聖經命令

建立在所有其他命令的基礎上？」 

 

從指導原則到明確命令 

無可否認，將所有聖經的道德要求縮減為一個總體命令，總是誘人的。對於約翰·麥克斯韋（John 

Maxwell）來說，黃金法則就是：「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

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 7:12）。這僅涉及一個問題：「在這種

情況下我想別人如何對待我？」21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systematic-presentation-of-ethics/different-approaches-to-ethics/the-command-approach-in-practice/looking-for-guiding-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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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斯韋（Maxwell）承認，把理論付諸實踐還需要許多其他原則，包括： 

◼ 待人要比別人待您好。 

◼ 做得比別人要求的多。 

◼ 幫助未能幫到您的人。 

◼ 在容易犯錯的情況下也要做對的事。 

◼ 辛苦也要信守承諾。 

 

遺憾的是，這令基本誡命的數量不減反增，還引進了並非直接來自聖經的原則。 

 

約瑟夫·弗萊徹在他的《情境倫理學》22 以耶穌的 「愛的誡命」處理一切：「要愛人如己。」

（馬太福音 22:39）。然後，他遇到了類似的問題，被迫制定另一些原則（四個前提和六個命

題），以澄清如何認定最愛事物。麥克斯韋渴望擺脫情境倫理學的「道德相對論」，並且不

會像弗萊徹那樣，為了把所有其他道德規則簡化為有用的「啟發」，而把愛的誡命說成唯一

而絕對的道德原則。但是麥克斯韋和弗萊徹都證明，雖然選擇提升一個原則，一方面簡單可

行而又誘人，另一方面卻流於簡化，兼且自欺欺人。 

 

他們還證明了只用一個理論來處理道德操守並不足夠；他們的理論就是命令理論。兩個例子

都始於提倡一個絕對的聖經命令，但其後進展很快就要考慮處境和後果，以判斷還需要哪些

其他限定命令來澄清。而且他們談論以愛的方式表明，無論如何，表達愛心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行事者的性格。 

 

三種平衡原理 

對於亞歷山大．希爾來說，「基督教商業倫理的基礎是神不變的品格」。 23  

 

人類應遵循的命令或原則由神的品格界定。請注意，儘管希爾從神的品格開始，其方法卻不

被視為品格為本的道德，這容後再述。這是因為在決定人應如何行事時，希爾的方法是制定

規則和原則，規則和原則是命令倫理學方法的標誌。 

 

聖經常常反覆描述神的品格為聖潔、公義和仁愛。我們的法律、規則和慣例也應帶來聖潔、 

公義和愛心。希爾堅稱，基督教倫理要求三個原則並重，始終如一。就像三腳凳的腳，缺一

不可。對原則厚此薄彼，必會扭曲道德思想。例如，過分強調聖潔，很容易令基督徒遺世獨

立，變成無能為力的孤立主義。過分強調正義，很容易對違規行為過度處分。過分強調愛心，

有時會令責任模糊，缺乏承擔。 

 

比之著眼於單一原則的方法，希爾的方法似乎更加平穩，有助於個人和社會層面的道德探索。

然而，要解釋仁愛、公義和聖潔等概念，我們仍得參考其他原則。將大量規則簡化為少量總

原則的希望仍然未能實現。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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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論 

後果論者提出的基本問題是：「這樣會有好結果嗎？」或「那個選擇會產生最佳效果？」。

與命令論（最佳選擇由高尚情操的定義來決定）不同，後果論由結果決定。最終結果決定什

麼行為最有道德。這涉及對不同行為的後果作預期和盤算，從而選出真正或可能範圍內的最

好結果。 

 

聖經及後果 

許多人把《十誡》和《聖經》奉為道德的圭臬，我們卻驚覺聖經本身常常鼓勵讀者衡量行為

的後果，先衡量後果再作決定。 

 

例如：箴言充滿了警示和應許——言簡意賅地指出某些行動的可能結果。例如：箴言 14:14 聲

明：「心中背道的，必滿得自己的結果。善人必從自己的行為，得以知足。」 

 

耶穌也警告聽眾，要小心為自己的決定及後果權衡輕重。「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

們來。」（太 7:16）。實際上，就某種意義而言，耶穌的一生和事奉就是為了眾人受惠而作出

決定的實例。 

 

衪的八福也向聽眾展示了後果的隱喻層面——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太

5: 6）。因此，登山寶訓的其餘大部分也是如此，例如：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交付衙役，你

就下在監裡了。（太 5:25）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報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處報答你)。（太 6:3-4）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馬太福音 6:15） 

 

根據聖經考慮後果來作道德抉擇是重要的方法。但是，這種思維也埋藏著很多地雷，尤其是

要回答這些問題：「什麼是好？」「對誰有好處？」「目的良好就可以不擇手段嗎？」「處

境會否影響什麼是好的決定？」衡量好壞並不如想像中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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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論 

在個別處境中，美德論不在乎「什麼規則？」或「怎樣達致理想結果？」反而在乎「我應該

成為怎樣的人？」這裡有一個假設，就是養成良好品格的人，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仍會多

做善事義舉。因此，與其說這是道德行為的倫理，不如說是道德培育的倫理。 

 

這理論也承認，知道什麼是對——以後果道德或命令道德為準則——並不保證您會做得對。

做對的事要有正直的品格。品格倫理就是培養知義行善的習慣，讓神的品格改造我們的品格

──讓我們變得更加聖潔、公義和仁愛，三者都是聖經中重要的品格特徵。這些特徵不應淪

為抉擇的指引，而應該潛移默化成為善良品格。品格如此重要有幾個原因。 

 

首先，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就一直談論著道德窘境，足以證明我們既有時間又有能力去理解

一些複雜的問題，從而作出正確的決定，有時我們是這樣做的。但大多數時候呢？大多數決

定還不是百忙中一瞬間做出的嗎？我們應如何跟這個人打交道，解決那個問題，為客戶提供

建議，或者鼓勵表現不佳的個人或團隊？ 

 

其次，許多道德抉擇其實是否事前已經基本落實了？大部分要做的事情是否都不由自主地受

品格左右？因此，道德抉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品（個人性格和價值的體現），而非採用的

決策程序。 

 

第三，我們的決定是否真的出於個人自由？還是主要取決於個人所屬群體？到了談論道德

時，品格和群體是否與價值觀緊密交織，以至不可分割？ 

 

大衛‧庫克（David Cook）認為我們很少做出有意識的道德決定。24 

 

很多時，我們都不會考慮道德困境，只是對其做出回應。果真如此，我們充其量只是作出本

能反應，然而虔誠品格就會與日俱增，因為我們就會自自然然做出許多道德選擇。好人多數

會做正確抉擇。 

 

哪些美德？ 

正如命令論和後果論必須確定哪些命令和結果是真的好，品格論也必須確定哪些美德是真的

好。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強調古希臘美德的正義、剛毅、審慎和節制。聖安布羅斯 （St. 

Ambrose）（339-397）同意聖經也隱含這些美德，但也補充了聖經中另外三種特殊的「神學」

美德──信、望、愛。中世紀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繼而將這些美德與相應

的惡習進行對比，我們稱這些惡習為七宗罪。 

 

美德倫理學在天主教思想中從來都重要，新教神學家最近卻才開始踴躍探索品格論。他們大

多把聖經視為美德的源頭。我們知道亞歷山大‧希爾將聖潔、公義和仁愛等聖經美德確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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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首要美德。但是，即使他也將美德論附屬於規則論。他並沒有主張世人應該自己培養美

德，反而主張世人應該根據神的美德制定規則。 

 

新教神學家試圖識別出世人應該培養的基督教美德，多專注於耶穌的生命和教導。司道生

（Stassen）和顧希（Gushee）注意到： 

 

聖經並不平淡劃一，基督是它的高峰和中心。處理任何道德問題，不可以不考慮反映在問題

上耶穌基督的意義。25  

 

對於司道生（Stasse）和顧希（Gushee）而言，耶穌的信徒應該追求什麼美德，應由登山寶訓

開始，尤其是八福。虛心、憐恤、飢渴慕義、溫柔、使人和睦、哀慟，這些都是需要培養的關

鍵素質。對於耶穌來說，我們的行為和舉止是更基本的核心態度、動機和品格品質的體現（可

7:21-22）。使徒保羅還強調品格發展的重要性。例如，在加拉太書中，保羅勸告那些屬於耶穌

的人不要滿足「肉體」的慾望，而要讓聖靈結出「果子」來，例如：仁愛、喜樂、和平、忍

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5:16-25）。保羅對腓立比人說：「凡事不可結黨，不

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 2:3-5）。 

 

耶穌是我們的榜樣。我們要模仿的正是耶穌的榜樣。通過聖靈的工作，我們要培養的正是耶

穌的品格。這些引證反映了新約極度重視培養耶穌的品格。 

 

真正的耶穌請站起來？ 

作為基督徒，我們企圖變得像耶穌（約一 3:2）。因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小心避免「重塑」

耶穌的誡命、預期的後果和品格去遷就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世界觀。以自己的形象重塑耶穌的

形象是所有人都可能面對的誘惑。在相對富裕的社區，人們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過濾了耶穌

的生命和教義所帶來的巨大社會、經濟、政治和環境影響，只剩下一個只能有限度解決「個

人」道德問題的耶穌。「耶穌會做什麼？」很容易變得不足掛齒。研究顯示，大多數去教堂

的人只表現出與其他社群不同的倫理見解，一般只觸及性行為、個人誠信和財富積累等問題。
26 

 

在許多其他方面，文化價值對我們的影響遠大於耶穌的道德。 

 

這項研究令人鼓舞的是，它清楚顯示了去教堂確實令人對道德的理解有分別。但可惜的是，

這分別非常有限，皆因教會通常處理的道德問題，大多數都不包括職場和商業倫理問題。在

教會的支持下，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的總裁可以自稱是虔誠的基督徒，這事實當然暗示了一

些盲點。我們必須更加努力，處理更多市場的問題，正如我們敘述、表揚和探索基督教的故

事一樣。 

 

基督徒的品格不因個人轉變而成長，只有在群體的環境裡才能培育出這種個性。正如本傑明·

法利（Benjamin Farley）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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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與希伯來聖經，一致強調了一個信徒群體的背景不可或缺……只有在這種充滿信、望、

愛的背景裡……基督徒的生命作為一個過程才得以展開。基督徒的道德行為核心，靠的從來不

是個人與外來和敵對文化的角力。27 

 

當我們投入群體，致力於重述、理解、欣然接受，並活出福音故事時，我們就有可能成為義

人—特別是這些群體都致力於認清耶穌的品格，並提出彆扭的難題，都有助我們面對一知半

解的義人生活。果真如此，我們就不太可能重複許多基督徒以非基督教手法做生意的不幸例

子。 

 

 

綜合理論 

我們有的是：命令，後果和品格，三個不同的道德理論。實際上，在處理日常情況時通常會

結合三個理論並用。例如：很難想像在運用一些命令或規則時可以不考慮其後果。同時，要

在不同的預期後果之間作出選擇，還取決於我們對原則的優劣先後的瞭解。而且，無論理論

上的決定是什麼，最終還是品格決定個人的行動。 

 

因此，當涉及道德抉擇時，我們會發現自己正受到三個不同的道德理論的相互影響。 

 

三個理論的總結 

  道義論 目的論 美德論 

關鍵概念   命令/規則 後果/結果 品格 

主要問題 適用規則是什麼？ 什麼會產生最好的結果？ 我會成為一個好人嗎？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強調的取決於我們所面對的狀況本質。例如，我們試圖解決的是一個

重大道德困境，還是一個日常道德抉擇，理論上常會出現差異。讓我們探討一下我們的意思

是什麼。 

 

解決重大道德困境 

許多商業道德教學都是圍繞探索重要的案例研究而建立的，並且是針對深刻的道德困境而開

發的。特別是當重要原則發生衝突，並且似乎指向不同的解決方案時所面臨的挑戰。解決此

類問題的嘗試始於強調在面對此類挑戰時開發道德推理方法的重要性。這樣的模式通常強調

考慮相關規則，並計算可能結果的重要性，目的是比較和權衡這些結果以識別在特定情況下

採取行動的最佳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對美德和品格的強調主要涉及確定能找到足夠的動力

和決心，來確保採取適當的行動。可以如下圖所示：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systematic-presentation-of-ethics/different-approaches-to-ethics/putting-it-all-together/solving-major-moral-dilem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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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後果優先（決策行動）模式 

 

決定每種情況下 

應做的事 

→ 

 

確定適用規則 

（命令） 

↓ 

 

識別最佳結果 

（後果） 

↓ 

 

要做義人 

就要一次又一次做正確的事 

→ 

做確定正確的事 （品格） 

 

建議使用的方法通常看似這樣：28 

1 收集所有相關事實。 

2 澄清關鍵的道德問題。 

3 找出與事件相關的規則和原則。 

4 參考重要指引資源，尤指聖經。要謹慎閱讀聖經，尋求最佳方式來處理這種情況。但也

要參考其他相關資源。 

5 向群體中熟識你的處境的人求助。這可令你免於自欺欺人，並過度執著一己偏見。 

6 列出所有其他行動選項。 

7 用原則比較其他選項。 

8 計算每個行動的可能結果，並斟酌後果。 

9 考慮你的決定時要在神面前虔誠禱告。 

10 作出決定，付諸實行。 

11 建立制度和常規以奠定機構/社團文化，確保機構/社團朝著您認為正確的方向運作。 

12 認為正確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計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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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道德選擇 

第二種模式確認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所作的道德決定，通常都是情急之下未及細想的即時

反應，是一輩子積習而成，受職場文化、同儕、以及信仰群體所影響，也視乎基督教美德和

品格對我們做人的核心價值有多少影響，這是基督徒日常的門徒訓練。這並非暗示做事既強

調以如何做人的重要性為基礎，就不需要道德推理。就算過著品德高尚的生活，仍需要理解

規則和計算後果。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規則和後果附屬於美德，是僕人而非是主人。這推翻

了上圖所示的優先次序： 

 

品格優先（道德發展）模式 

成為善人 

→ 

培養善良品格，以智慧和毅力 

在規範裡尋求最佳結果 

（品格） 

↓    ↓ 

形勢不明朗時 

知道做什麼才對 

→ 

確定適用於各種

處境的規則 

（命令） 

識別各種處境的

最佳結果 

（後果） 

 

這並非暗示強調美德就不會帶來道德困境，因為我們會發現美德也可以南轅北轍，互相矛盾。

例如，勇氣與審慎背道而馳，又如正義與和平，或如忠誠與真理。矛盾中可能有超過一個正

確答案，要作出善良的道德抉擇，不應尋求唯一正確答案，而應審視不同選項，作出一個周

全的基督徒回應。  

 

在墮落的世界中做出道德決策 

我們一直高談闊論，彷彿我們都能依照神的誡命行事，祈求神所求，養成端正品格。可是我

們通常力有不逮。我們可能無權無勢去行善，可能缺乏勇氣，可能被自己的不倫慾望、態度、

恐懼、感情關係及其他因素所絆倒。 

 

有時，我們不僅欠缺能力，甚至欠缺知識去行善。例如，我們可能不清楚神對於戰爭或生物

倫理學的法則。面對要當妓女還是看著孩子捱餓的抉擇時，我們未必知道神想怎樣。在職場

裡，有能幹但卑鄙的人，也有笨拙而善良的人，我們也未必想像到耶穌想要我們擔當的角色。 

 

在工作和生活裡，我們很多時根本無法達成完美的解決方案。我們通常面臨的選擇不是更好

或最好，而是壞或更壞。儘管如此，神仍與我們同在。就算我們無法達到至善，基督教的道

德方法也不至於譴責我們失敗，反而會為我們提供資源，讓我們做到最好，或者至少比原先

更好。要改變腐敗的制度，我們能力有限。即使如此，聖經至少描繪了神理想中的事物，儘

管遙遙無期。這應帶來盼望，而非內疚。在腐敗的制度裡，神選擇以耶穌的身份進入人的生

命，遭逢最可怕的後果，但藉著神的恩典而凱旋回歸。作為耶穌的信徒，我們可以期望相同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systematic-presentation-of-ethics/different-approaches-to-ethics/putting-it-all-together/everyday-moral-choices-systematic/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systematic-presentation-of-ethics/different-approaches-to-ethics/putting-it-all-together/making-ethical-decisions-in-a-fallen-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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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勝利。「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

人因祂得救。」（約 3:17）。 

 

最後，一切都是恩典。神的恩典令我們明白什麼是正確的事。神的恩典令我們有能力做我們

所知的正確事情。即使失敗了，神的恩典也會寬恕我們，讓我們再次嘗試。 

 

世界墮落，就是我們認為品格論如此重要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我們未必能夠完全依照神的誡

命行事，或者祈求神所求。但是靠著神的恩典，我們今天可以試著做得比昨天好。假設我們

昨天撒了謊，今天只要肯說一次真話，品格就會有少少善良。一生向善，努力不懈，逐漸地

道德就會有所改變。 

 

總結 

作為耶穌基督信徒，我們要遵守的命令，要尋求的後果，要培養的品格，皆源於聖經。儘管

我們考慮基督教倫理時最先會想到聖經的命令，但後果和品格也是基督教倫理的基本要素。

對大多數人而言，提高道德操守的最有效方法，可能是多注意工作上的行動和決定如何塑造

我們的品格。在職場內外最好的道德決定，就是令我們的品格更像耶穌的決定。最後靠著神

的恩典，「我們必要像他」（約一 3:2）。 

 

 

倫理敘事（案例）介紹 

壞變速箱的個案 

韋恩（Wayne）是基督徒汽車經銷商。就在十二個月前，韋恩真誠地將一輛二手豐田雅緻賣給

一位客人。售前經過全面檢查，確定其狀態優於平均價格水平。現在，十二個月後，客人致

電韋恩，自動變速器最近出現問題。韋恩應如何解決問題？雖然汽車售出已久，但韋恩仍然

體諒客人的困境。韋恩（他不知應否）應否對問題負責，並承擔修理變速箱的費用？實際上，

這意味著選擇接受雅緻帶來的財政損失，加上維修費用會令汽車比韋恩收取的價格貴。韋恩

沒有即時決定採取什麼行動，只是答應當天回覆客人。 

 

當韋恩放下電話時，不同的擔憂開始在腦海中縈繞。誰來負擔這筆費用，韋恩還是客人？韋

恩應依據什麼做決定？基督教信仰將如何影響他的抉擇？ 

1 基督徒應該服從什麼命令？ 

2 基督徒應該尋求什麼後果？ 

3 基督徒品格要求什麼？ 

 

我們會陪著韋恩（Wayne）考慮各種方法。 

  

https://biblia.com/bible/nrsv/John%203.1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John%203.17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systematic-presentation-of-ethics/ethics-systemic-conclusions/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John%203.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John%203.2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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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論 

韋恩（Wayne）在盤算自己面對汽車的困境時，想知道有沒有任何簡單的規則或命令可以幫他

決定做正確的事。有一個明顯的起點--地上的法律是否提供了明確的答案？是什麼法律？ 

 

韋恩依法承擔的是什麼義務？ 

韋恩知道（新西蘭的）《消費者保證法》給予買車的客戶六項保證。關鍵是車輛必須具備合

適的質素。車輛必須： 

 切合車輛類型的通常用途 

 有愜意的面漆和外觀 

 沒有輕微損毀 

 安全 

 耐用──換言之，車輛在售後可正常使用一段合理時間 

 必須考慮車輛的年齡和價格，以判斷車輛質素是否可以接受 

 

那麼怎樣才是購買後的「合理」時間呢？這明顯沒有清晰的答案，所以韋恩的法律義務也未

能準確釐清。但是，對於車齡 7 年，中等里數，如韋恩所售出的 Camry，三個月或 5000 公里

（km）可視為「合理」時間，韋恩有必要承擔法律義務修理汽車。客戶可能會認為六或十二

個月都算「合理」。然而，長達十二個月的時間不太可能獲得法院支持成為判例。 

 

韋恩問客戶在過去十二個月駕駛了多少公里。答案是 22,000 公里，這暗示韋恩沒有法律義務

修復故障。售後時間及行車里數，兩者都遠遠超出了這種車齡及里數的汽車的「合理」保修

範圍。 

 

法律及/或道德命令？ 

即使韋恩（Wayne）確信自己沒有任何法律義務付款修理，但他並不認為事件就此結束。他知

道法律和道德不盡相同。為了保障大眾，法律通常界定了社會的道德底線。韋恩想起一位朋

友最近告訴他的一件事，某公司的董事會正在商討一項業務計劃，初步討論提案是否合法，

並且很快清楚該計劃為法律所容許。但一位董事隨後問：「計劃合法，但是對嗎？」 

 

韋恩的朋友說：「董事的問題，隨即令大家沉默了很久，因為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不』，甚至

未有時間討論因由。」 

 

韋恩知道，法律條文顯然不夠。但是，要超越法律底線思考始終不容易。公司應依循哪些更

高的標準呢？曾經有一段時間，基督教的道德原則提供了更高的標準，即使未為西方社會普

遍認可，也被廣泛接受。在美國，大型連鎖百貨公司美國彭尼（JC Penney Company）以「黃金

法則商店」聞名，公司當時認為應該以聖經誡命做客戶服務決策是合適的。毫無疑問，堅信

單一宗教或哲學的社會，曾經沿用（或仍然沿用）類似的行事方式。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ommand-approach/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ommand-approach/what-are-waynes-obligations-according-to-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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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西方社會的世俗化，以宗教為道德基礎漸漸不為企業所接受，卻沒有其他公認的道德指

引取代聖經倫理從前的地位。這整體意味著，除了守法之外，就沒有任何道德指引。對於許

多商學院來說，這就是討論倫理時遇到的難題。為了維護其世俗地位，免生偏袒或免受宗教

干預，企業常常忽略了道德和價值觀，枉費心機於法律事物。上層公司董事之間的討論證明

了這種態度的不足，他們都知道出了問題，卻無從討論。 

 

法律以外的命令 

儘管困難重重，基督教徒的道德理論，仍在於尋求神黑白分明的誡命。例如，有時不難找到

關於工作和就業問題的聖經經文。有時卻又很難找到適當的聖經經文，理解並加以運用。我

們如何知道哪些規矩和原則適用於哪些情況？應用聖經也有許多不同的方式。 

 

那麼，韋恩可以從哪裡開始為他的困境尋找出路呢？ 

 

每個場合都有其規則？ 

韋恩逼於無奈向書架求助。赫然瞥見一個標題，可能正是他想要的東西 - 《商人的主題聖經》
29。 

 

翻閱後知道這本書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作者找尋明確的聖經經文，為我們所面對的具體工作

問題提供守則。 

 

韋恩細閱書本。作者邁克·默多克（Mike Murdock）在書中列舉了聖經中的 1550 節經文，「為當

今商業世界中每天遇到的處境和狀況提供神的見解。」再按不同境況分成章節，例如：「您

的態度」，「您的工作」，「您的日程」，「您的家庭」，「您的財務」，「商人和誠信」或

「當客戶不滿意時」。30 

  

將近 100 個主題，涵蓋了廣泛的常見商務狀況。 

 

在查看某些章節時，韋恩留意到作者並未嘗試概述任何特定的決策方法，只列出每種情況適

用的聖經經文，不作任何解釋或評論。言下之意，經文直接適用，不言而喻。 

 

韋恩發現了一些初步認為有助於解決問題的主題： 

◼ 「當顧客不滿意時」包括提摩太後書 2:24 之類的經文：「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 

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和路加福音 6:35：「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

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你們也必作至高者的兒子。因為

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 

◼ 「商人與誠信」引用詩篇 112:5：「施恩與人，借貸與人的，這人事情順利。他被審判

 時候，要訴明自己的冤。」 

◼ 「商人與談判」包括提摩太後書 1:7：「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 

愛，謹守的心。」31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ommand-approach/a-rule-for-every-occasion/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im%202.24
https://biblia.com/bible/nrsv/Luke%206.3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Luke%206.3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im%201.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i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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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檢視下，韋恩發現這種隨意選錄的聖經經文作用不大。提摩太後書 2:24 似乎與提摩太後

書 1:7 提出的建議相反。無論如何，1:7 是關於教學而不是退款。路加福音 6:35 是關於敵人而

不是顧客。這些經文似乎並不適用於韋恩的情況。其實這個方法有問題，其一是，如果我們

認為聖經就是所有難題的「答案」，不知不覺間就會把經文抽離原文，歪曲作者原意。（通

常稱為「斷章取義」）  

 

當大家由「問題」出發，繼而向聖經尋求「答案」時，根本是本末倒置。隱憂是大家索性各取

所需，只採納愜意經文，而忽略其他一切，忽視了聖經的真理，也略過了一讀再讀時顯而易

見、貫徹始終的主題和信息。 

 

例如，當韋恩仔細閱讀「當客戶不滿意時」一節時，留意到路加福音 21:19 中的經文：「你們

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或作必得生命）。」當他讀到經文所屬的這個段落時，就意識到

經文與業務上不滿意的客戶毫無關係。路加正在引用耶穌對信徒的說話，告訴他們因信仰而

遭受逮捕逼迫時可以怎樣做！經文與上文下理脫節，猶如韋恩讀過很多的其他章節經文一樣。 

 

另一個隱憂就是要為每種場合找出一條聖經規則。這做法很容易淪為還原主義和法制主義。

只要看看文士和法利賽人便知。竭誠服從神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將法律鋪敘成一套有所為有

所不為的具體準則，最後卻令他們對自己的法制和傲慢視而不見，反而遠離神。 

 

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批評聽起來很嚴厲，這裡卻有必要概括指出，他們的努力值得尊重。他

們是少數企圖將信念應用到人生（包括商務）的人，明白到信仰不僅僅是聖殿的敬拜禮儀，

及猶太教堂的聚會。他們試圖尋找虔誠生活各方面的定義。問題是，他們唯一懂得的方法就

是為每種場合訂立規條。這導致規條激增，超出了聖經的實際主張，卻仍未能涵蓋所有情況。 

 

以文士和法利賽人希望落實守安息日的誡命為例。在試圖確立落實誡命的規條時，他們完全

未能領略儀式的真義，甚至譴責耶穌敢於安息日治病！他們受自己制定的規條所束縛，他們

的規條妨礙他人落實誡命，於事無補。 

 

因此，試圖根據聖經制定一本守則大全，以應對工作環境中一切意料之內的道德困境，沒有

可能，也沒有意義。聖經不僅不能解釋商界出現的成千上萬種情況，即使強行用聖經去解釋，

也有歪曲聖經原意的風險……更糟的是，貶低了聖經，也完全誤解了聖經。 

 

儘管《聖經》不能也不應變成市場上的道德操守大全，但它的確包含著一些重要且合適的命

令/規條。聖經有許多易明易用的說法。況且我們在工作中遇到的情況並非每次都是複雜的。

在許多商業活動中，識別聖經的忠告並不困難。如果聖經叫我們（例如：歌羅西書 3:22）要全

心全意地為我們的肉身的主人工作（類似「老闆」），那我們就要照做。如果聖經叫我們不

要懶惰，不要逃避賺錢的責任（例如：帖撒羅尼迦後書 3:10-12），那就是我們的目標。當聖

經叫我們處理衝突時，要直接與冒犯我們的人對話，那就是我們的準則。當聖經叫我們不要

偷竊，不要詆譭別人，我們就要嚴守這些誡命。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im%202.24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im%202.24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im.%201.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im.%201.7
https://biblia.com/bible/nrsv/Luke%206.3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Luke%206.3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Luke%2021.19
https://biblia.com/bible/nrsv/Col%203.2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Col%203.2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2%20Thess%203.%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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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則？ 

失望之餘，韋恩（Wayne）把書放回書架。這時，書架放著另一本書，標題引起他的注目– Business 

By The Book. 32  

 

韋恩深感興趣，信手拈來翻閱，發現作者拉里·伯克特（Larry Burkett）的方法就是找出聖經中

的原則。書中的「原則」是指比規則更廣泛、更籠統的戒律，可是這些戒律仍以聖經衍生的

誡命為主，只是關於行善。 

 

韋恩留意到這本書的副標題是「給男女商人的聖經原則完整指南」，感到有趣就開始閱讀。

顯然，《經商指南》一書假設神原則上已訂定了所需的道德指導，助人「以神之道營商」。根

據伯克特的說法，聖經已包含成文法則、誡命和原則，「為神營商的子民提供祂的計劃」。33 

 

道德原則以十誡為基礎--而伯克特認為十誡就是區分神子民與其他人的最低標準。此外還有

「其他最低標準令神信徒在商業世界中與眾不同。」34  

 

在這方面，伯克特制定了「六個基本聖經商務最低標準」。就是： 

◼ 在營商中反映基督 

◼ 承擔責任 

◼ 價廉物美 

◼ 欠債還錢 

◼ 善待員工 

◼ 待客以誠 

 

這些規則並非出自聖經，而是拉里·伯克特直接從聖經規則演繹出來的原則。作用是涵蓋更多

職場上出現的實際情況，因為原則沒有個別規則那麼狹隘。 

 

這對韋恩有幫助嗎？ 

顯然，「價廉物美」和「待客以誠」兩個「最低標準」切合韋恩的問題。可是，認識這些原則

雖然有用，韋恩仍然苦無對策。此情此境，搜索枯腸也未能判斷什麼是「公平」對待，也不

知道可以用什麼程序來確定怎樣才算公平？他樂於認同伯克特的兩個原則--但於事無補。這是

命令論的常見問題。如果整套命令具體，就不可能涵蓋世上千奇百怪的境況。如果命令籠統

空泛，則不可能為涵蓋的問題提供切實的答案。 

 

然而，本書建議讀者多找朋友討論怎樣才算公平，韋恩認為建議可取，因為可以建立一個旁

觀者清的社群，可解韋恩當局者迷的窘局。這個做法有助抗衡無人幸免的強烈個人主義，並

且令人認識到道德難題多數錯綜複雜，需要旁人的觀點及援手。 

 

韋恩不太醉心於用硬性規定方法使用聖經。經文似乎會淪為一套容易理解的原則和規則，儼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ommand-approach/larger-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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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操作手冊」。可喜的是，《經商指南》之類的方法以認真的態度，在商業世界落實我們信 

仰的影響，可悲的卻是，方法只局限於建立有限的原則，而且只是伯克特的個別觀點。因此，

一如很多其他類似書籍，這方法嘗試總結聖經的營商之道，在某些問題上會有獨到見解，常

常給人希望，卻不能一一實現。 

 

單一原則或命令？ 

韋恩仍然糾纏於自己的困境，再次回到書架旁，看看還有什麼有用的書籍，一眼就瞥見約翰·

麥克斯韋（John Maxwell）的《沒有企業倫理這回事》！ 

 

約翰·麥克斯韋認為大家令基督徒做決策過於複雜。他相信聖經中所有的道德要求基本上可以

簡化為一項總體命令。根據麥克斯韋（Maxwell）的說法，沒有企業倫理這回事：制定決策只有

一條規則。35  

 

這是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宣布的「黃金法則」一「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 7:12 NIV） 

 

這項準則（「在這種情況下我希望得到什麼對待？」）應主宰一切道德決策。36 

 

麥克斯韋描述此規則為「知易行難」。但他承認，還需要一些其他原則來解釋規則牽涉什麼，

其中包括： 

1 待人要比別人待您好。 

2 做得比別人要求的多。 

3 幫助未能幫到您的人。 

4 在容易犯錯的情況下也要做對的事。 

5 辛苦也要信守承諾。 

儘管他沒有明確引用聖經，麥克斯韋的方法顯然源於馬太福音 7:12。37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這句話被稱為「黃金法則」38，而且麥克斯韋指出，這戒律的核心也存

在於其他宗教和文化中，因此可把這個原則同樣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推許。 

 

麥克斯韋提到一些解釋規則的原則，也顯然是基於耶穌的登山寶訓中的其他教義。例如，「待

人要比別人待您好」似乎是馬太福音 5:43-48 的理所當然含義，「做得比別人要求的多」明顯

參考馬太福音 5:41。 

 

以黃金法則營商有一點吸引著韋恩，就是法則建基於耶穌的教導。鑑於大家經常迴避耶穌及

其道德規範而心中有愧，這法則令人耳目一新。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ommand-approach/a-single-principle-or-command/
https://biblia.com/bible/niv/Matt%207.12
https://biblia.com/bible/niv/Matt%207.1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7.1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7.1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5.43-48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5.43-48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5.41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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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如何幫助韋恩解決他的問題？ 

對韋恩而言，黃金定律無疑是立竿見影的原則。這令他設身處地去想：「如果我是顧客，我

想獲得什麼待遇？」而「待人要比別人待您好」和「做得比別人要求的多」等相關原則確實

考驗著韋恩，要他做得比法律要求的更多。可是，麥克斯韋的方法仍然無助韋恩確定他應負

責任的具體細節。 

 

黃金法則無疑近乎耶穌的道德教義核心。提升單一原則的意義既簡單又吸引，而且在某些方

面的確有用，另一方面卻流於過分簡單兼且虛偽失實。麥克斯韋需要進一步補充檢定規則，

以證明此法則實際上正確。 

 

麥克斯韋的一些基本假設也令人質疑，例如，他認為行善有利（至少長遠而言），但沒有令

人信服的證據證明事實如此。39  

 

事實上，正如斯科特·蕾（Scott Rae）和黃健民（Kenman Wong）指出，如果此事永遠（又或通

常）真實：……出於經濟利益展望，幾乎人人都會踏實行善，而不需要商業倫理的書籍或課程。
40  

 

麥克斯韋的方法還有另一個限制，它假定只有兩個參與者參與決策（決策者及牽涉者）。只

要雙方得益，黃金法則就斷定是好事。韋恩意識到，當下的情況確實如此。但是，他又轉而

考慮許多其他要做的決定，間接受沖擊的其他人，及/或對環境所受的影響。 

 

例如，不久之前，韋恩出售了一輛大型四驅車。他覺得的確用了黃金法則待客（給予尊重，

給予最優惠價錢，披露所有相關信息等等）。然而，在那次銷售中，他忽略了一個更廣泛的

問題，就是這種高油耗的汽車會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三種平衡原則 

韋恩很快無書可讀了！但是當他再次注視書架時，他留意到亞歷山大·希爾（Alexander Hill）的

《正義商業：基督教的市場倫理》。41  

 

希爾是商業和經濟學教授，在這本書中嘗試尋找介於簡單的單一規則理論和其他較複雜的多

種規則理論之間的中庸之道。 

 

他的中心思想是商業中的基督教倫理不應建立在規則之上，而應建立在神永恆不變的品格上。

當我們學習和觀察神的品格時，我們可以學習模仿神。「與神的品格一致的行為就合符道德，

不一致的就不道德。」42 

 

因此，我們須要效法神的品格，按著這些原則行事。這一點很少有人會爭辯，但最大的問題

是……那麼神是怎樣的？希爾的回答是聖經中經常強調的神的三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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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 

◼ 公義  

◼ 慈愛 

 

 

希爾給這些特徵具體定義如下： 

 

聖潔 

追求聖潔要求專心一意，尊神為至高無上。這意味著所有其他次要問題的也要考慮，例如：

物質財富、職業志向，甚至人際關係。追求聖潔關乎熱忱、純潔、負責和謙卑。  

 

公義 

「公義是通過訂立一套互利互惠的權利和義務，為群體中生活的人維持人際關係的秩序。」
43 

 

兩項基本個人權利是得到有尊嚴的待遇權利和行使自由意志的權利。義務或責任（實際上是

正義硬幣的反面）要求我們維護別人這些權利。權利和義務互相牽引，達致必須的制衡。例

如，工人有權利獲得合理生活工資，意味著雇主有義務向僱員支付合理工資。工人當然也要

老實工作賺取工資。正義是雙向的。 

 

慈愛 

希爾承認，慈愛是公認的首要美德。44 

 

但是，慈愛要由其他兩個特徵來緩和。對於聖潔、公義、慈愛這個組合，慈愛的主要貢獻是

強調通過同情，憐憫和捨己而建立的人際關係。慈愛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相反，破壞這

些聯繫就造成痛苦。 

 

三腳凳 

希爾當時的觀點是「如果商業行為反映了神聖潔、公義、慈愛的品格，那就合乎道德。」45 

（三個特徵的次序沒有特別含義，實際上完全相互交織。）希爾用一張三腳凳圖像示意。如

果大家要按照聖經營商，三個特徵（凳腳）必須一視同仁，否則三腳凳就會嚴重失衡。例如，

過分強調聖潔會排斥了慈愛與公義，結果將是法制主義，自以為是的批評主義和自閉。 

如果公義主導，結果可能令人刻薄、冷漠、互相指責。 

當慈愛是主要唯一標準時，就沒有其他道德指引教我們慈愛要有節制，事情很容易陷入縱容

和偏私狀況，任何人將《聖經》簡化為特定情況應變守則，亞歷山大·希爾（Alexander Hill）都

予以譴責。46 

希爾也敏銳地意識到商業世界是複雜的。（韋恩對此表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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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爾的方法建立在三個原則上（神的品格所隱含的廣泛命令），但他也經常考慮後果，特別

是要確定能否達致公義。 

 

 

韋恩如何從這種方法得到幫助？ 

韋恩（Wayne）努力忘記自己處境中聖潔為何，但他發現正義和慈愛兩個制衡原則非常有用。

買賣關係中有什麼特定權利和義務？怎樣回應客戶的要求才對雙方公道？韋恩決定自己可能

有責任為維修付款--儘管他認為客戶也有責任付款。公義是雙向的，要對買賣雙方都公平。 

 

鑑於韋恩首先給了客戶一個非常便宜的車價--利潤微薄--他覺得要自己付全部維修費用不公道。

但慈愛的原則也令他仔細思考問題：「愛這個人對我意味著什麼？」雖然同樣沒有明確的答

案，問題促使韋恩考慮客戶的個人財務狀況。高昂的維修費用會對這位客戶有什麼影響呢？ 

 

一般評論 

希爾的方法有一個好處，用於考慮比較複雜的道德困境時，簡潔而不流於過分簡單。比之單

一「黃金法則」，「聖潔-正義-慈愛」的三腳凳來得更加謹慎而平衡，並且比我們先前看過累

贅的多重規則方法好得多。 

 

三腳凳的主要局限在於我們仍得面對剩下的難題，確定什麼對買賣雙方才算聖潔、公正和慈

愛。舉例來說，當正義與慈愛有衝突時可以怎樣？何者要優先考慮？ 

 

不過，韋恩開始感到自己正在進步。作出抉擇明明不容易，但希爾的三腳凳尤其有用。顯然，

無論採用哪套道德理論，識別相關規則與原則並取得平衡十分重要。但除此之外，我們還要

計算不同行動方案的後果，以了解哪些決定的結果最慈愛、最公正、最神聖。 

 

 

後果論 

至今韋恩（Wayne）一直在問：「我應該依循哪些規則？」- 並向聖經尋求規則或原則。 

 

可是韋恩有另一種處理方法，就是評估哪個選擇效果最好。換言之，如果韋恩檢視每個回應

的潛在後果，並比較可能結果，也許就能根據理想效果做出決定。這種方法讓韋恩毋須訴諸

規則來決定每一步怎麼辦，而只須做任何可以取得妥善結果的事。 

 

這種計算後果，比較結果的方法一般稱為「後果論」或「目的論」，來自希臘語 telos 表示「目

的」。有異於命令論（最佳選擇視乎行動是否符合適用規則），後果論由結果決定，最有道

德的行動由最終的結果決定。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onsequences-approach-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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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與後果 

因為許多人以聖經為守則，以《十誡》為倫理，所以發現聖經本身經常敦促讀者作出決定前

先考慮行動的後果，也許令人詫異。 

 

箴言書反覆作出提醒，充滿了警告和承諾，用言簡意賅的格言提出某些行動可招致某些結果。

例如，箴言 14:14：「心中背道的，必滿得自己的結果。善人必從自己﹝的行為，得以知足﹞。」
47 

 

耶穌也警告聽眾要為其決定及後果權衡輕重。在某種意義上，耶穌的一生和事工可被看作為

「更大的利益」 所做的決定的活生生例子。他的八福顯示一個隱含的後果--如果您想「飽足」，

就要先要飢渴慕義等等。登山寶訓的其他部分如出一轍，例如： 

 

◼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6） 

◼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交付衙役，  

你就下在監裡了。（5:25） 

◼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 

看，必報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處報答你）（6:3-4） 

◼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6:15） 

 

「好」的衡量 

考慮後果可在我們的決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是韋恩會發現，後果主義帶出四個難題。

就是： 

1 什麼是「好」？（「好」的定義是什麼？例如，大概不僅僅是讓客戶（或韋恩）改善財

 務。） 

2 對什麼人有好處？（什麼人真正從決定中獲益？） 

3 「好」可以量度嗎？（在任何指定情況下，我們能否完全掌握結果和好處？） 

4 什麼情況下才算「好」？（會否在某種情況下是好的，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卻是壞的？） 

 

「好」是什麼？ 

「好」的定義至關重要。廣為人知的後果主義思維以幸福快樂為最好。這個型式的後果主義

倫理學稱為「功利主義」。能為最多人帶來最大福祉就是好。幸福被視為人生首要目標（言

下之意是痛苦可免則免）。 

 

但是，聖經並不視幸福為最好，即使論及幸福時，也傾向賦予幸福新的定義，與我們文化上

的理解截然不同。例如，耶穌的八福顛覆了我們的思想。衪主張，令人感到哀慟的境況會是

令人蒙福或幸福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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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可以怎樣根據聖經界定何謂之好？聖經裡又有什麼可以稱之為好？神宣稱世界在人

類墮落之前的狀態為「好的」和「甚好」（創 1:4，9，12，18，21，25，32 和 2:18-24）。當基

督重臨，迎來新天新地時（啟示錄 21-22），這種狀態將會恢復並延續。以色列的歷史；耶穌

的生命，死亡和復活；神給基督徒團契的供應，主要目的一樣，就是回復這種狀態。許多聖 

經章節中都有描述這種狀態的內容，包括： 

 

◼ 人與神及其他人活在愉快的關係中。（創世記 2:19-25） 

◼ 人做著愜意的工作，並為大家提供生活所必需。（創世記 2:7-9） 

◼ 社會中人人平等，沒有種族、貧富或性別歧視。（加拉太書 3:23） 

◼ 沒有病痛。（啟示錄 21:4 ; 22:2） 

◼ 社會安定繁榮。（彌迦書 4:3-4） 

 

雖然幸福在這樣的世界，而不是在我們周圍破碎的世界比較可能見到，但神的用意不是令我

們幸福，而是為了令我們完全，就像我們當初被創造那樣。新約聲明，無論是我們，還是因

我們受命而得福的人，欣然接受災禍及痛苦往往就是通往完全之路。48  

 

耶穌選擇接受釘上十字架就是我們的榜樣。為了帶給別人自由和生命，犧牲自己：「正如人

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太 20:28）。 49 

 

誰會得益？ 

後果主義倫理學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確定誰會得到好結果 。 

 

私利 

有些人以私利作為衡量標準。他們採取的方法是：如果決定對他們有利，就是最佳選擇。這

個思想派別叫道德利己主義。 

 

您對這種思維方式不以為然？好吧，在你拋棄這個徹底錯誤的觀念之前，請再三考慮韋恩的

困境。自利並不總是從完全自私的角度出發。韋恩可基於自身利益選擇修理客戶汽車。他可

以認為長遠的商譽及商機取決於滿足客戶的期望。 

 

因此，外人看似無私的回應往往可能是出於個人利益。私利並不總是壞事或錯誤，往往會產

生積極的結果。可以說：「對我有益的通常對大家都有益。」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常被稱為現代資本主義之父）在談到商人時提出了類似的看法： 

 

通過追逐私利，往往能促進公益，比之刻意促進公益更有效率。我未曾聽聞過為公益而交易

能成就好事。50  

 

今天大家都可能認為這個說法樂觀又天真。（即使是資本主義的先驅國家，也增加了無數法

律來保護客戶和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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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另外一群為數不少的人主張應以公益來衡量，以後果來作道德抉擇。這批人認為，最好的決

定應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利益。正如我們所見，功利主義爭取最多人獲得最大利益（對功利主

義而言利益就是幸福）。如果行動本身令少數人得益，而大多數人未能受惠甚或蒙受損失，

行動就非好事。相反，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是好事。 

 

但必須慎防決定惠及大多數人卻犧牲或傷害少數人──尤其是弱勢社群。在這種為達目的不擇

手段的處事方式下，形形色色的壞事只會受到縱容。51  

 

聖經一向呼籲神子民挺身而出，關愛貧苦大眾。實際上，先知們經常要求神子民照顧弱勢群

體，甚至宣稱社會的健康狀況，要由「孤兒，寡婦和外邦人」（三個最受忽略的社群）的待遇

來衡量。 

 

但是，我們亦不要輕言目標從來不可用作手段的理由。在沒有完滿或正確的選擇下，就會難

於取捨，而決策者就只能在不同程度的壞事之間做作出選擇。稱為「正義戰爭」的軍事理論，

就是倫理學家試圖為這種窘局提供輔導的例子。52 

 

有時一個選擇會給別人帶來痛苦。無論痛苦怎麼在所難免，作出抉擇時都要真心懷著憐憫和

謙卑。 

 

這對韋恩意味著什麼？ 

實際上，韋恩嘗試考慮這個特殊情況抉擇帶來的後果，比很多情況容易得多。這是因為依韋

恩來看，他的決定實際上只影響買賣雙方。這次決定相當簡單，有異於他作為汽車經銷商面

對的許多其他決定，包括對環境、社會和社區問題帶來不確定後果。決定付一些或全部維修

費用會有什麼好結果？答案是，他會有一個滿意的客戶，更可能把客戶從不必要的經濟困難

中解脫出來。所得公益可能比不付款帶來的私利更多。 

 

「好」可以衡量嗎？ 

後果可能難以衡量和量化，有時甚至不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知道後果，但苦無衡量的

方法。如果找到喜歡的或收入豐厚的工作，您會更快樂嗎？在其他情況下，我們甚至無可能

知道決策的所有後果，有人和環境往往受到影響，但我們不得而知，有時甚至無從預計。 

 

在許多方面，聖經讓我們知道自己力有不逮和視野狹隘。相反，神是全知全能的。儘管人類

要為其行為負責，並且三思而後行，但必須謙卑，才會信靠獨一的、無所不知的神。 

 

通常，我們真的無從得知自己行動的後果，或者評估衡量其益處。僅就這些方面而言，雖然

考慮後果通常有助我們決策，但作為唯一的道德理論就有不足。至少必須同時考慮誡命和後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onsequences-approach-narrative/measuring-the-good/can-the-good-be-cal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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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誡命通常會指導我們採取行動，而這些行動理應帶來良好結果。例如，「不可撒謊」這

誡命帶來的後果應該比撒謊好，即使是善意的謊言，尤其在複雜情況下，後果難以預料。同

時，留意後果往往可以幫我們判斷哪種情況用哪些規則。「不可殺人」適用於一切情況，因

為後果是死亡，是人類所不能逆轉的。但是「信守安息日」不應妨礙您在安息日治愈病人，

因為後果是痛楚和苦難，違反神想要恢復世界秩序的意念（路加福音 13:10-16，約翰福音 5:1-

9）。 

 

好在什麼情況？ 

背景對倫理是重要的。有時因為文化不同，行動會因人而異，有時也會因人的環境而異。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的第一封信（第 8 章）中找到了聖經中最為人所熟識的其中一例，保羅檢

視了源於食用供奉偶像的祭品的道德決定，指出關鍵問題是行為怎樣影響「意志薄弱的信徒」。

在這種情況下，保羅會在自己認為合適的時候將對他人的愛和關懷凌駕自己的自由之上。問

題不僅僅是「這對嗎？」而是「這會導致什麼結果？」此一時可以盡情去做，彼一時也可因

避免冒犯別人招惹麻煩而選擇不做。保羅就因時制宜，以後果判斷行動的對錯或智慧。 

 

這有別於道德相對論。要知道，翻譯基督教價值觀須要考慮語景，因為在此處境好的可能在

另一處境不好，這與成熟的相對論非常不同，也是我們的文化特徵，沒有絕對的真理或道德

標準。例如，不可撒謊的誡命是絕對標準，應用時卻要因時制宜：「您已經付款了嗎？」與

「這件襯衫我穿起來好看嗎？」的應用原則過程與有所不同。 

 

我們活於一個文化越趨多元的社會，可以預料要面對許多情況，逼著我們因時制宜。假如您

是雇主，有幾名員工的種族背景要求他們一年幾次，一次幾天出席親友的喪禮，文化所需，

您將如何分配喪親假期？ 

 

或者假設您是帳篷製造商，決定要在世界上成本低廉的貧窮地區製造帳篷，您如何決定員工

的合理工資？ 

 

背景問題超越跨文化問題，在判斷待人接物是否因人而異時，也是一個要顧及的因素。例如，

醫生可以根據病人收入進行分級收費，汽車經銷商議價時可以考慮買家的經濟狀況，就像 Flow 

Automotive 的做法，他們明白窮人買車不擅議價，最終往往會買貴了。 

 

背景考慮如何影響韋恩的決策？ 

當韋恩開始思考這些特殊情況如何影響行事方式時，發現自己正在試圖理解，並預期一些事

情。 

 

先前已經提及過客戶財務狀況的問題。如果韋恩拒絕支付維修費用，或僅支付部分費用，將

對客戶及其家人有什麼財務影響？會造成壓力嗎？韋恩認為這值得考慮。實際上，對韋恩來

說，這部分已是牽涉更廣的愛與公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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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韋恩知道客戶為人慷慨，疏財仗義──以事奉他人為己任，致力改變世界，又該如何？果

真如此，韋恩可能會覺更應該投桃報李。 

 

同時，韋恩也會顧及自己的負擔能力，最終如果無利可圖，自己和家人所蒙受的影響。 

 

還有另一個角度，韋恩是否應該顧慮到立下的先例？如果採取溫和路線，其他客戶會否陸續

來求助？想到可能會發生的事韋恩苦笑。但是對韋恩個人而言，這不是大問題，其他經過篩

選的因素對他更為重要。只要他對自己選擇的適當性感到滿意，他就不會介意是否獲得「柔

和」的美譽。  

 

這使韋恩開始思考自己的性格如何受到改造以作出道德抉擇。 

 

 

品格論 

到目前為止，韋恩用於分析汽車交易困境的兩種主要決策方法--命令和後果--都與行動/選擇本

身的道德有關。然而，有另一種方法去考慮道德抉擇 ── 一個著重決策者而非行事本身的方

法，這方法通常稱為「美德」或「品格」倫理，因其重點落在行事者的品格上。 

 

美德論者會問：「我應該成為哪種類型的人？」而非問「什麼是對？」或「怎樣才會有好結

果？」這裡假設，如果您把自己的品格改造得越來越似神，您就越會多做對的或好的事。因

此，這是關乎為人多於行事的倫理。 

 

這方法還確認了一個人盡皆知的過程缺陷，就是知易行難！要有好的品格才會做對的事。 

 

以前，我們一直以為明白神的品格就會改變我們的決策方式。（我們專注神的愛、公義和聖

潔。）目的是看我們如何靠這些特徵定位，作正確的決定。這屬於命令論，因為我們試圖學

習神的品格，而非培養這樣的品格！在品格論中，我們會問行為如何改造品格。為此，我們

要稍為改變重點，看看神的品格如何改造我們的品格。作為基督徒，我們的目標是成為更加

聖潔、公義和慈愛的人，讓這些特徵融入我們，成為我們固有的品格。 

 

必須重複，這不單關乎神的品格，現在重點落在人的品格。 

 

品格如此重要有幾個原因。首先，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談論的道德困境暗示了一個相當理

想化的決策過程，我們既有時間又有能力，理性分析複雜問題，從而得出決定。我們有時可

以從長計議，但很多時都是在疲於奔命中瞬間做決定的。如何回應上司的牢騷，與客戶和解，

為沒有經驗的顧客提供建議，又或鼓勵表現欠佳的團隊 - 往往都是未經深思熟慮而採取的步

驟。如果我們能夠依靠內在的品性或美德，以本能反應作出正確決定和行動，那就更有成效。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haracter-approach-narrative


 Translated by HKPES  
Content Provided by Theology of Work, Used with Permission    

版權所有  

其次，在我們作出許多道德抉擇前，會不會實質上早已決定好了？換句話說，品格自然而然

會影響著我們大部分決定要做的事。即使確實有時間斟酌一個決定，不論好壞，決定會受制

於我們的習性。因此，道德抉擇主要取決於我們的為人（我們體現的品格及價值觀），而非

我們的決策過程。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曾經說過：「在抉擇時刻，選擇已經大致結

束。」53  

 

第三，在道德的形成及決策方面，品格為主的理論讓人更易於顧及社群的角色。儘管我們經

常以獨立自主的個人自居，我們的決定可會深受社群影響。我們即將看到，品格為主的理論

可以更有效運用社群提供的道德資源。 

 

因此，有些人認為，與其專注於良好的決策，不如專注於培養良好的品格。他們聲稱，當我

們在生命中養成美德和善心，自然就會做良好的決定。 

 

確定什麼是美德 

如果培養品格和美德如此重要，就必須努力處理幾個關鍵問題。問題是： 

◼ 何謂美德？ 

◼ 究竟誰來判定什麼是美德？ 

◼ 究竟怎樣培養美德？ 

 

其中以第一個問題最容易回答。《牛津詞典》將「美德」解釋為「在道德上被認為是良好或

可取的質素」。每種文化都有某些特質備受重視，在其文化背景中被視為美德。54 

 

但是，第二個問題究竟誰來判定什麼是良好的品德就有點複雜。多年來，許多哲學家、神學

家和思想家試圖列舉美德，並下定義。例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強調古希臘美德是正義、

剛毅、審慎和節制。早期的基督教領袖安布羅斯（Ambrose 339-397）表示，這些古希臘美德在

聖經中已有隱喻，但又另外添加了三種明確的聖經（或「神學」）美德──信、望、愛（哥林

多前書 13:13）。早在六世紀，教皇格雷戈里大帝就將這七種美德與相應的惡習對比，這些惡

習現稱為「七種原罪」。55 

 

直到最近，新教神學家才開始認真探索美德。格倫·斯塔森（Glen Stassen）和戴維·古西（David 

Gushee）提出：「美德是令大家能夠為社群作出（積極）貢獻的性格特徵。」 

 

這對於耶穌信徒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又應該讓什麼人或事物來判定何謂美德？顯然聖經就是

答案。建議大家注意經文中耶穌的生命和教誨，以判斷何謂基督教美德。神的品格在耶穌身

上表露無遺。因此，如果我們想知道要培養什麼美德，最好就從觀察耶穌的言行開始。我們

認同斯塔森和古西（Stassen & Gushee）的意見，他們指出： 

 

聖經並非千篇一律，基督是聖經的主軸。在處理任何道德問題時，反思問題之餘不可以忽略

耶穌基督的意義。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haracter-approach-narrative/determining-what-is-virtuous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Cor%2013.1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Cor%2013.13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Cor%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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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包含了耶穌大部分的道德教義，如欲進一步瞭解耶穌信徒追求什麼美德，這不失為

一個好開始。更加要注意的是，耶穌在八福中把重點放在主要美德上--一些他特別重視的特質

和行為。虛心、憐恤、飢渴慕義、溫柔/謙卑、使人和睦、哀慟（馬太福音 5:1-12）──似乎應

該是我們的首要目標。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反覆指出我們的行為緊繫於我們的品格，緊繫於我們的核心態度和動機。

甚至在福音書中不斷強調這種聯繫。例如，「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發出惡念，苟合，

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馬可福音 7:21-22）。 

 

早期的教會很快意識到模仿耶穌十分重要。就以保羅的著作為例，我們發現保羅非常重視品

格培養。例如，他勸誡加拉太人不要縱情「肉體的情慾」，而要讓聖靈結「果子」，例如：仁

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溫柔和節制（加拉太書 5:16 -25）。保羅對腓立比人說：「不

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

立比書 2:3-5）。  

 

那麼基督就是我們的榜樣和楷模。衪的品格就是神要我們培養的品格。這些參考資料反映了

培養出耶穌的品格是新約的重中之重。 

 

品格如何改造韋恩的決定？ 

這一切關於美德的話題讓韋恩有些困惑。評估自己品格的發展很難。實際上，透過觀察別人

來衡量自己的真實個性，可能比起自我分析更為準確。 

 

但是，韋恩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察覺到一個重要反應，他沒有希望隨便拒絕客人對汽車的投訴

以及修理汽車的要求，反而心繫客人，真心希望以眷顧和關懷作回應。實際上，當韋恩回顧

一生發展緩慢但真實的基督徒品格，他特別察覺到（也珍惜）同情心、善良和慷慨品格的成

長。 

 

結果韋恩發現自己想以許多其他人不可能做到的方式來積極回應客戶的要求。因此，當韋恩

開始計算後果時，計算的是自己可以提供多少幫助，多於如何拒絕客戶的要求。韋恩的固有

品格似乎已受其價值觀潛移默化。 

 

品格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發展成長？ 

我們都認識一些生命中散發著鮮明個性的人。他們一生的營商方式似乎都能貫徹始終。但是，

他們究竟如何成為這種個性的人呢？ 

 

在崇尚個人主義的文化中，我們很容易假定這主要是由於此人堅定地奉獻基督，虔誠嚴守紀

律，並以養成耶穌的品格為己任。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5.1-1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tt%205.1-1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rk%207.21-2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Mark%207.21-2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al%205.16-2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Gal%205.16-2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hil%202.3-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hil%202.3-5
https://biblia.com/bible/nrsv/Phil%202.3-5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haracter-approach-narrative/how-does-character-shape-waynes-decision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haracter-approach-narrative/how-does-character-develop-and-grow-in-our-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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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要素固然重要，而且聖靈的改造確實深入我們每一個人，但是這種改造卻很少超出更廣

闊的範圍。MacIntyre 和 Hauerwas（近代兩位倡導美德倫理學者）都強調社群在塑造和體現品德

高尚生活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實際上，他們認為傳頌社群的故事（敘事）是塑造群體品

格的一股主要力量。故事誘發大家的想像力，讓大家真情流露參與其中。故事亦有助品格和

社群發展。 

 

例如，主導著美國文化的故事，多年以來一直都是個人憑著個人力量，拒絕屈從，擺脫社會

的壓迫。從法蘭·仙納杜拉（Frank Sinatra）演唱《我行我素》（My Way）到電影《加勒比海盜》

（僅舉一例，因為大部份荷李活電影都是這故事的變體），再到貝貝·露絲（Babe Ruth）的流

行，主體故事就是個人內心的真我，戰勝不勝負荷的社會期望。不管怎樣，追讀報紙對這類

故事的報導及事件發展可以十分有趣。 

 

顯然，聖經為基督徒提供了主要敘述。這也是耶穌個人戰勝社會壓迫的故事，但是耶穌一再

否認自編自導自演，反而說指示來自外在，即是來自神（例如，約翰福音 12:49-50）。我們要

變得像耶穌（約翰一書 3:2）。聖經故事提醒我們，要成為神創造的子民，而且要以神的觀點

和價值活在世上。這故事可以讓我們發現自己，並以意味深長的寓意誘使我們回應。 

 

對於 Hauerwas，Stassen 和 Gushee 而言，耶穌的故事對基督徒至關緊要，我們要模仿的正是耶

穌的品格和美德。 

 

但是福音的敘述並沒有向我們突出重點。不知不覺間，我們接收的福音會受到文化和信仰社

群過濾。重述這故事的方式 - 強調什麼美德，突出什麼挫敗，如何互相勉勵對方養成故事訴

說的習慣和做法 - 這一切對我們如何養成美德都有重大影響。 

 

實際上，我們必須提高警覺，留意一個趨勢，就是所有信仰團體都就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

界觀來重塑耶穌。所有人都面對同一誘惑，就是把耶穌塑造成自己的形像。西方教會今天正

處於一個富裕豐足的社會，人們對一切成就的自我陶醉是史無前例的。我們面臨的危險是不

知不覺間忽略了耶穌的生命和教義對社會、經濟、政治和環境的重大啟示。很不幸，這種情

況經常發生，在信仰社群的敘述中，我們剩下的就是一個只限於解決少量個人道德問題的耶

穌。 

 

這不是福音的耶穌，因為耶穌要以身作則，教導一套貫徹始終的生活道德，而非只能應付性

行為及個人誠信問題，削足適履的道德 - 無論這些問題多麼重要。耶穌的道德觀念所包含的

更廣更多。 

 

因此，虔誠的品格並不只是個人轉變的結果，而是社群背景下培育發展而成。而社群必須找

到方法來揭露信奉耶穌無可避免的盲點。正如本傑明·法利（Benjamin Farley）寫道： 

 

https://biblia.com/bible/nrsv/John%2012.49-5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John%2012.49-50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John%203.2
https://biblia.com/bible/nrsv/1%20John%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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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與希伯來聖經，一致強調了信眾社群是不可或缺的背景，這裡指教會，會眾 （ekklesia）。

正是在這種充滿信、望、愛薰陶的環境中，基督徒生活作為一個過程得以展開。基督教道德

行動的核心，靠的從來不是個人與外來和敵對文化的角力。56  

 

 

在工作世界中培養耶穌的品格 

美德倫理學有重要的教訓給我們： 

◼ 在市場上要做出符合道德的決定不單只是制定良好的決策流程，更不止於同意遵守「道

德守則」。我們要變成什麼樣的人實質上影響著我們的道德抉擇。 

◼ 我們不能單憑個人力量培養神的品格，我們需要別人。當我們委身投入一個努力重述、

理解、欣然接受，並實踐福音故事的社群時，我們就有可能成為品格高尚的人。商業世

界當然需要品格高尚的人。 

 

這些社群必須有方法去認清耶穌的品格，提出難於啟齒又令人不安的問題，以幫助大家面對

一知半解的道德生活。果真如此，我們就不太可能重複許多基督徒用似是而非的基督教手法

去做生意的不幸例子。 

 

 

綜合 

我們有的是：命令，結果和品格，三套不同的道德理論。而且，正如我們所見，這些流派的

理論之中有著很多變化。事實上，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會混合使用三套不同的理論。例如，

很難在應用一些命令或規則時可以不考慮其後果。同時，當我們將不同後果權衡輕重時，我

們會想知道什麼規則導致這些結果。最後，理論上不管我們做了什麼決定，實際上支配著我

們行動的是品格和神聖靈的提醒。 

 

因此，談到道德抉擇時，我們會發現自己與道德共舞，正是這些不同理論之間的互動。 

 

三套理論的總結 

 

  道義論 目的論 美德 

關鍵概念   命令/規則 後果/結果 品格 

主要問題 適用規則是什麼？ 什麼會產生最好的結果？ 我會成為一個好人嗎？ 

 

您在自己的決策中偏愛哪套理論？這通常取決於您身處不同情況的性質。例如，您是否試圖

解決重大的道德困境…還是這是日常的道德抉擇？讓我們解釋一下我們的意思。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the-character-approach-narrative/developing-the-character-of-jesus-in-the-world-of-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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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道德困境 

 

有時重大的道德困境有必要，也須要給人一段很長時間進行仔細考慮。在這種情況下，著手

進行決策過程的其中一種方法是：57  

1 收集所有相關事實。 

2 澄清關鍵的道德問題。 

3 確認與事件有關的規則和命令。 

4 查閱重要的指導資料 ── 尤其是聖經，要小心解讀來處理現況。但也請查閱其他相關資

 源。 

5 列出所有替代方案。 

6 比較原則與替代方案。 

7 計算每個方案的可能結果，並斟酌後果。 

8 考慮你的決定時要在神面前虔誠禱告。 

9 立定決心，採取行動。 

 

如您所見，面對重大道德抉擇時，制定方針是嘔心瀝血的苦差，對於組織尤其艱巨！但是，

當涉及到個人日常面對問題時，生活的節奏可能會迫使我們一切從簡。 

 

日常道德抉擇 

我們曾經提過，大多數日常生活及工作的道德決定，通常都是情急之下未及細想的即時反應，

是我們的本能反應，一生積習，受職場文化、所屬同儕及信仰社群所影響。 

 

這些決定視乎基督教美德和特徵對我們做人的核心價值有多少影響，是基督徒的日常門徒訓

練。 

 

雖然我們所作源於我們重視做人的核心價值，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道德推理。在品德

高尚的生活中，仍然有必要理解規則及計算後果--但規則和後果只附屬於美德，是僕人不是主

人。例如，即使一個誠實的人，也必須理解並遵守公認會計準則（美國以外的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的規則去製作準確的財務報表。「我們認為」和「不可預見」等術語具有必須遵循的

特定定義。但是誠實的人一直要用規則來提高財務報表的整體準確性，從來沒有方法既能掩

飾真相又不違法。 

 

重視美德並不能排除道德困境。實際上，美德也可以南轅北轍，使我們陷於矛盾的困境。例

如，正義與和平背道而馳，又如忠誠與真理，勇氣與審慎。 

 

矛盾中可能有超過一個正確答案，要作出善良的道德抉擇，不應尋求唯一正確答案，而應審

視不同選項，作出一個周全的基督徒回應。 

 

我們並非只能夠一直努力不懈去分辨並制定完美的基督徒對策。事實上，要知道我們活在一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putting-it-all-together-narrative/major-moral-dilemmas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ethics/narrative-case-presentation-of-ethics/putting-it-all-together-narrative/everyday-moral-choices-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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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墮落的世界中，就意味著不會有完美的基督徒回應 - 有時一切行動都有惡果。只有靠神的

恩典，我們才能獲得作為基督徒所擁有的寬恕和自由的生活。不用再依靠不顧一切做正確的

事以爭取神的嘉許，但仍可致力去做正確的事，以我們的主和救主的品格為依歸，緊隨著拿

撒勒的木匠的腳步，展開日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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