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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概念的古今演变与中西对接

林　纯　洁

[摘　要] 中国的天职概念起源于对天的自然神崇拜 ,早期的含义是政治职责 ,后来演化

为普通人应尽的职责 。西方基督教的天职观起源于犹太教的上帝呼召思想 ,中世纪只有罗马

教会的神职人员拥有天职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赋予了每个人以天职 ,提高了世俗劳动的地

位 ,同时将天职作为其尘世伦理的核心概念 ,重构了他认为的“被颠倒的世界”。加尔文进一步

将天职与预定论结合起来 ,促生了一种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 ,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

大影响。中西两种天职概念都经历了由特殊阶层独有到大众化的过程 ,而且都包含一种秩序

思想 ,因此能够在汉语学术术语体系中通过翻译成功对接 。这个对接是世俗化中国与西方基

督教社会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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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在现代汉语中是个很普遍和常用的词汇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第 1349页

对之的解释是“应尽的职责(含崇高意)” ,例句“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又如我们常用的“服从命令是

军人的天职” 、“关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等等 。这个词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伦理领域 ,规范和引导人的行

为。而在学术界 , 马克斯 ·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基督新教的天职观(Beruf/

Vocat ion)广为人知 ,他高度评价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天职(Beruf)一词创造性的翻译及赋予的新

内涵 ,将之视为新教伦理的基础 ,认为这个概念表达出了所有基督新教教派的中心教义 ,促进了禁欲勤

俭的新教伦理乃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世俗社会的天职概念与基督新教的天职概念 ,产生背景迥异 ,但在现代汉语中 ,天职作为日常

用语和学术用语并行不悖 ,融洽无间。中西天职概念在汉语学术术语体系中是如何成功融合的呢 ?关

于这个问题 ,国内研究还比较少 ,有学者对此做过对比 ,重点在于指出其差异 ,而没有看到两者相通乃至

融合的一面。探索两个词的起源 、变迁及通过翻译融合的对接过程 ,则同时具有强烈的思想史意义 。

一 、中国天职概念的演变

天职这个词是由天和职两个字组合而成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 。天的最初含义是天空 , 如

《诗经 ·小雅·大东》 :“维天有汉 ,监亦有光。” 在自然层面还有季节 、天气 、空间的含义。在古人自然神

崇拜的背景下 ,天成为最高的自然神和万物主宰的象征 ,于是也成了历代统治者合法性的来源。如《尚

书·泰誓上》 :“天佑下民 ,作之君 ,作之师。”古人很早就将君主制度的建立视为上天的意志。中国的最

高统治者如周王及后来的皇帝都自称受命于天 ,于是号称天子。天也被用来指代朝廷 ,朝廷的法律被称

为天宪 ,皇帝的住所被称为天庭。因此 ,天也具有浓厚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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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是个相对世俗的社会 ,虽然有不计其数的自然神信仰以及后来产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 ,

但没有形成像犹太教 、基督教等一神的宗教传统 。对天的崇拜和敬畏是最接近西方一神传统的概念。

晚明万历年间 ,耶稣会进入中国传教 ,面临着基督教信仰如何用汉语表达和传播的问题。以利玛窦为代

表的主张“适应政策”的传教士采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词汇对译基督教的概念 ,如以天主 、上帝对译唯一

神的拉丁语词 Deus ,取得了较好的传教效果。但因为中西两组概念间的内在分歧 ,这个政策遭到了龙

华民等传教士的反对 ,他认为 ,儒经里的天 ,是义理或自然界的天 ,与基督教全真 、全能 、全善的唯一神的

含义不同 。后者获胜 ,罗马教廷专门发教谕禁止以天主 、上帝作为翻译唯一神专名。再加上祭祖和尊孔

问题的争论 ,终于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 ,导致清廷禁教 ,罗马教会解散在华耶稣会 ,极大影

响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和中西关系。这个争论还延伸到了学术界 。尽管争论仍在继续 ,但天主

作为唯一神 Deus的两大对应翻译之一 ,在中国还是已经深入人心 ,罗马教会在中国就被称为天主教 ,

这为后来其它以天对译基督教概念的词汇奠定了基础 。

职的主要含义是:职责;职位;职业;掌管;主要 。此外还有贡赋 、赋税的含义 。它有一个中心的含

义 ,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由此引申出物质层面赋税的含义 ,现代汉语已经很少使用 。整体而言 ,职的含

义变化相对稳定 ,变化较少。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分工 。“职 ,主也 。生各有性 ,性各有所宜者也。”[ 1]

(第 9 页)这包含了一种根据人不同的个性赋予人不同的职责进而建立一种秩序的含义。

天与职组合在一起而成的天职 ,就具有了多重含义 ,并且不断演变。

首先 ,天职是自然界的职能。如《荀子 ·天论》 :“不为而成 ,不求而得 , 夫是之为天职也。”又如

《列子 ·天瑞》:“天职生复 ,地职形载 ,圣职教化 ,物职所宜。”又如元稹的《批宰臣请上尊号第二表》 :“朕

闻天职生植 ,圣职教化 ,天职举则四时行 ,圣职修则万方理。” 这里将大自然的给予 ,四季的运行都归于

天职 ,包含了一种自然秩序的观念 ,并且与教化的圣职并列起来 。

其次 ,天职是天授予的职分 。由于天具有浓厚的政治含义 ,这主要指政治职分。如《孟子 ·万章

下》 :“弗与共天位也 ,弗与治天职也 ,弗与食天禄也 ,士之尊贤者也 ,非王公之尊贤也 。”又如《宋史》 :“天

理未纯 ,天德未健 ,天命未敕 ,天工未亮 ,天职未治 ,天讨未公 。” 这里的天职都是治理政事的意思 ,都是

政治统治阶层才具有的。天职与天子 、天宪 、天庭等词一起作为称呼国家统治秩序的词汇 ,显示出一种

与最高主宰天相联系的政治秩序。

到了近代 ,天职一词被用于一般的职业领域。这可能始于梁启超 ,他广泛应用天职到各个领域 ,及

至社会大众。他将新闻行业视为天职 ,如 1902年 ,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 ,认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

职:一曰 ,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 ,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2](第 2215 页)他将政治职责和政

治革命称为天职 ,如 1910年 ,他发表《论资政院之天职》 。1912年 ,他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讲到:“今

彼之自诩成功而侈然谓天职为已尽者 ,吾信其绝不知政治革命为何物而已 。”
[ 2]
(第 2435 页)

近代以来 ,由于舆论日益发达 ,梁启超等人对天职的使用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革命家 、政治家将

天职用于宣传 ,文学家用于创作 ,天职作为一种崇高职分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各个身分 ,而且越来越频

繁。如 1912年 5月 8日 ,上海士绅沈剑侯等成立公民急进党 ,党的宗旨就是“以养正去非 、化私为公 、拥

护民权 、发展民意 、向导全国人民各尽公民天职 、巩固政府 、完全共和国家为目的”
[ 3]
(第 476 页)。又如

1924年 3月 2日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的演讲中说到:“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

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 ,也要灭人国家 ,也要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 ,走相同的路 ,便是蹈他们的覆辙 。所

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 ,要济弱扶倾 ,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
[ 4]
(第 253 页)又如 1926 年 ,戈公振在

《中国报学史》中写到:“拥护言论自由 ,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5](第 360 页)又如老舍在 20世纪 40年代创

作的《四世同堂》中写道:“在她看 ,伺候老人们是她的天职 。”
[ 6]
(第 399 页)天职的广泛应用 ,最后就形成

了天职在现代汉语的用法 ,即泛指一种崇高的职责 。

二 、基督教天职观的演变

西方基督教的天职观(Beruf/Vocation)起源于犹太教 。Beruf 一词源于 Ruf ,Vocation词源于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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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vocatio ,都是呼喊的意思 ,在宗教中意为“上帝的召唤” 。马克斯 ·韦伯对此起源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

认为天职概念源于“表达各种劳务的词源于`使命' 一词”
[ 7]
(第 238 页)。这一般是指神交付的使命 ,带有

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 。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 ,其早期的天职(Beruf)概念则一直强调蒙上帝召唤于永恒的救恩 。在使徒时

代 ,耶稣的门徒都是被召唤去传道 ,这是一种人性的被召唤 。在早期的使徒书信中可以见到很多处 。早

期的基督徒感觉他们受上帝召唤 ,要在尘世实现上帝许诺的王国 。他们组成了团契 ,每个人都不考虑世

俗职业 ,而献身于上帝王国在尘世的实现。

但现实让基督徒很快认识到 ,上帝的王国不会很快到来 ,于是重新转向尘世 ,积极传教 ,西欧逐渐成

为了一个基督教的整体世界 ,人生来受洗为基督徒 。因此 ,召唤从个人转向了基督教会。13世纪 ,著名

的牧师雷根斯堡的贝托尔德认为 ,基督教社会作为一个整体 ,被上帝召唤 。为了遵行这个召唤 ,达到拯

救 ,上帝的恩典是必需的 。上帝不能将他的恩典提供给单个人 ,而是通过他的代理教会赐予人 。基督徒

作为一个整体被上帝召唤 ,教会居间起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教士的地位高于平信徒 ,只有教士和修道士

等属灵职务被视为天职。古希腊罗马有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 ,基督教虽然提高了劳动的地位 ,但仍然认

为普通职业低于属灵阶层的职务。

中世纪晚期 ,罗马教会腐败日益严重 ,教皇在德国发行赎罪券以敛财。1517年 10月 31日 ,奥古斯

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加以驳斥 ,由此引发了深刻影响整个基督教世

界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在反对罗马教会的过程中 ,也逐步形成了基督新教神学体系中的天职观 。路

德神学的核心是因信称义 ,他反对教士在信徒得救过程中的中间作用和高人一等的地位 ,主张人通过信

仰与上帝的直接沟通 ,基督徒都是祭司 ,由所有基督徒组成的属灵阶层都是平等的 ,只是职务分工不同。

路德在翻译《圣经》过程中 ,用 Beruf同时翻译上帝召唤(Ruf)和世俗职业(A rbei t)两个概念 ,从而将神

圣的呼召与普通人的职业结合起来 ,形成了其独特的天职观 。路德在 1522年写作的《论俗世权力》中明

确指出 , “每个人都应该从事自己的天职(Be ruf)”[ 8](第 25 页)。路德使神职人员所独有的天职转变为人

人都有的职业 ,使天职具有了世俗性 ,同时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性 。

路德的天职观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它是路德尘世伦理的核心 。中世纪西欧政教关系复杂混乱 ,教皇

热衷追求世俗统治权力 ,如教皇朱理亚二世(JuliusⅡ ,1503-1513年在位)在欧洲诸国间纵横捭阖 ,成为

欧洲外交计谋的中心 。世俗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也积极干涉教会事务。1522年 ,发生了一件对路德刺

激较大的事 ,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出版后 ,被查理皇帝 、勃兰登堡选侯 、萨克森公爵等下令禁止销售和

阅读 。路德认为翻译《圣经》属于属灵事务 ,世俗统治者不能干涉 ,否则“这样他们把一切的事都颠倒了 ,

以铁来管理灵魂 ,以敕令来管理肉体 ,即俗世君主管理属灵事务 ,宗教阶层管理俗世事务”[ 8](第 38 页)。

针对这个“被颠倒的世界” , 路德在奥古斯丁的双城理论基础上 , 提出了两个王国理论(Zw ei

Reiche),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上帝王国与尘世王国 ,基督徒属于前者 ,非基督徒 、假基督徒和异端属于后

者。上帝和魔鬼在两个王国间进行斗争 。上帝进而在尘世建立了两种治理(Zw ei Regimente)———属灵

治理和尘世治理 ,作为与魔鬼斗争的工具。维持这种尘世治理秩序的就是人的天职 。路德具体划分了

各个阶层的天职 ,如世俗统治者的天职就是仁爱公正地统治 ,惩罚恶人
[ 8]
(第 49页);教士的天职就是传

道[ 8]
(第 253 页);家庭的天职是属灵教育[ 8]

(第 255 页)。天职不局限于职业 ,而是体现在各种社会责任

中。天职具有世俗性 、平等性和神圣性 ,人的各种身分及职责 ,都是上帝赋予的天职 。通过赋予各阶层

各人多个不同的天职 ,路德重构了他认为的“被颠倒的世界” 。

路德之后的加尔文进一步发展了基督新教的天职观。他首先继承了路德关于天职的基本观点 ,认

为天职是上帝为人安排的现世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天职[ 9]
(第 724 页)。他的创新在于 ,

把天职观有机地融合到他的整体神学思想中 ,将天职与预定论结合起来 ,使天职成为信徒判断自我选民

身分的重要有形依据之一 。加尔文认为 ,“上帝的拣选本身是隐秘的 ,但藉天职把它展示出来 ,天职可能

就是选民受上帝拣选的证明” [ 9]
(第 964 页)。是否受上帝拣选是不可知的 ,但事业的成功却是选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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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 ,由此促使加尔文教徒勤劳节俭 ,追求事业上的成功 ,产生了一种勤俭禁欲的伦理 ,韦伯称之为资

本主义精神 ,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尔文教义主要播及的荷兰 、英国 、美国成为当时和

后来世界上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强大和活跃的地方 。

到了启蒙运动及工业化时代以后 , Beruf逐步淡化了上帝召唤的含义 ,作为一般的表达职业的词

汇 ,上帝召唤的含义转化给了另一个同源的词 Berufung 。由此可以看出 Beruf 的含义演变有呼召 、天

职 、职业三个发展阶段 ,但进入中国及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以路德 、加尔文为领袖的基督新教的天职观。

三 、中西天职概念的对接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的天职与基督教的 Beruf ,是两种起源迥异的责任伦理。中国的天职

概念起源于对天的自然神崇拜 ,相对零散。基督新教天职观起源于“上帝的召唤” ,对上帝的信仰 ,非常

系统 ,包含有对人的终极关怀 ,是上帝与人的沟通方式之一 ,在新教神学中形成了一套伦理规范体系。

有学者认为 ,两者的差异还有:西方天职关注上帝 ,人有选择自由;中国传统的责任感关注于尘世 ,儒家

强调顺应天命 ,人无自由意志 。

但中西两种天职概念发展过程中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中国的天职概念对政治权力赋予了神圣的

地位 ,天职只属于政治统治阶层 ,后来演变成一般人应尽的职责 ,应用于各种行业各种身分。西方基督

教的天职观(Beruf)开始只属于教会神职人员 ,经马丁 ·路德的改造 ,一般人也具有了天职(Beruf),天

职被赋予了世俗性。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打破了某一阶层对天职的独占状态 ,从一种特殊的职责转变

为大众都可拥有的职责 。殊途同归 ,天职和 Be ruf 都具有了大众性和世俗性的特点 。而且 ,天职和

Beruf所赋予人的崇高职责都体现了一种秩序观 ,中国传统天职概念具有自然秩序和与最高主宰天相

联系的含义;马丁·路德赋予社会各阶层以天职(Beruf),重构了尘世的秩序 ,成为新教伦理秩序的核心

概念 。正是这两种共通性 ,两个概念成功实现了对接 ,尽管这个过程非常迟滞。

基督新教的天职观(Beruf)很晚才进入汉语学术界 ,原因在于路德研究进入中国也非常晚 ,而且多

是宏观研究 ,长期面临资料缺乏的状况。民国时代出版的著作十分有限 。1939年 ,彭彼得出版的《基督

教思想史》介绍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 ,附录有《敖斯堡信条》 ,其中涉及了天职观念 ,译为“职业”。

1957年 ,金陵神学院编译出版《路德选集》(上下卷),其中将 Beruf译为“职务” 。1992年香港出版的《路

德文集 ———信仰与社会》中将 Beruf翻译成“使命感” 。可见 ,译者只将 Beruf 视为一般的用法。可以判

定 ,在基督新教的天职观引起内地学术界的重视之前 ,天职已经成为了一个汉语常用词。

天职观引起汉语学术界的重视 ,归功于马克斯 ·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86

年 ,黄晓京 、彭强合译的版本出版(下文简称四川版)。1987年 ,于晓 、陈维刚合译的版本出版(下文简称

三联版)。2007年 ,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版本 ,出版此书(下文简称广西版)。三个

版本都是按情况译为天职和职业 ,但又各不一样。如在第三章的标题 Luthers Berufskonzeption ,广西

版和三联版都译成“路德的职业观” ,四川版译为“路德的天职观” 。此处若译为天职 ,可以概括出路德的

核心概念;若译为职业 ,则强调了路德对韦伯时代职业观的影响 。因为在韦伯时代 , Beruf 的含义是普

通职业 ,宗教含义已经淡化 ,其早期“上帝呼唤”的宗教内涵 , 已经转移给了另一个与之同源的词

Berufung ,一般译为呼召 。又如韦伯认为“在 Beruf概念中所表达出了新教教派的所有中心教义”。此

处三联版译为职业 ,四川版和广西版译为天职 。此处表达的是路德新创造的呼召与职业结合的词义 ,翻

译为天职更为恰当。

加上前文提到的 Beruf 的早期含义“上帝的召唤” ,国内多译为召命或呼召 ,国内对 Beruf主要出现

了三种译名:呼召 、天职或职业 。这三种译法恰恰反映了西方天职观的三种发展阶段 ,应该结合语境分

情况使用 。如若表达路德和加尔文对 Beruf的理解 ,则宜译为天职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上看 ,路德和加

尔文所使用的 Be ruf概念 ,主要是呼召和职业的结合之义 。

因此 ,中国传统的天职概念与基督新教的 Beruf都经历了由特殊阶层独有到大众化的过程 ,而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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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一种秩序观 ,在这个思想发展过程中内在相通之处的基础上 ,通过 Beruf译名的厘定 ,天职与 Beruf

成功实现了对接 。

四 、结　语

中国的天职概念起源于对天的自然神崇拜 ,早期的含义是政治职责 ,原为政治统治阶层所有 ,后来

演化为普通人应尽的职责 ,应用于各种行业各种身分 。同时 ,天职还具有自然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内涵 ,

但不系统 ,发展到现代 ,只是作为对一种崇高职责的概称 ,并未形成具体的伦理规范体系。西方基督教

的天职观起源于犹太教的上帝呼召思想 ,在中世纪只有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拥有天职 ,马丁·路德的宗

教改革赋予了每个人以天职 ,提高了世俗劳动的地位 ,同时将天职作为其尘世伦理的核心概念 ,重构了

他认为的“被颠倒的世界”的秩序。加尔文进一步将天职与预定论结合起来 ,促生了一种勤俭禁欲的新

教伦理 ,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了重大影响 。基督新教的天职观非常系统 ,包含有对人的终极关

怀 ,是上帝与人的沟通方式之一 ,在新教神学中形成了一套伦理规范体系。

虽然起源背景迥异 ,但中西两种天职概念都经历了由特殊阶层独有到大众化的过程 ,在发展过程中

都打破了某一阶层对天职的独占状态 ,从一种特殊的职责转变为大众都可拥有的职责 。这也是近代以

来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 ,从两个词的演变过程中 ,可以看出中西方近代化发展方向上类似的轨迹 ,而且

中西天职概念都包含了一种秩序思想。基于这两个相通之处 ,天职与 Be ruf 在汉语学术术语体系中成

功对接。

中西天职概念的成功对接 ,是世俗化中国与基督教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见证 ,证明了

早期传教士利玛窦以中国原有经典中的概念对译的合理性。天字系列的神学概念的成功翻译 ,也证明

了汉语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乃至中西对话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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