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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

内容概要

消费主义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愈来愈多人认同它是一个思考框架，人们在其中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
身分和归属感。它更在我们身处的文化中占主导优势，影响我们家庭和工作的每一范畴。本书作者各
自从一己专长，以圣经、哲学、伦理，社会学及经济角度，分析消费主义在今天的影响力，帮助我们
跳出主流文化，反省基督信仰的异象，并带着使命去回应冷漠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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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

作者简介

巴塞洛繆（Craig Bartholomew）是聖公會牧師，也是切爾滕納姆和格洛斯特高等教育學院（Cheltenham
and Gloucester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的研究員。他的主要研究範圍是舊約智慧文學和哲學詮釋學
，著有Reading Ecclesiaster：Old Testament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al Theory。他也是「基督教世界觀網
絡」 （Christian Worldview Network）的國際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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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

精彩书评

1、最近读完《世界观的故事》之后对基督徒在世界中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世界观感到非常的感兴趣
。这本《基督徒看消费主义》可以说是在世界观这一宏大的结构下的一个角度吧。原本以为这会是本
比较好理解的书，哪知道在这本书里面汇集了好几位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学者的文章，读得我实在
辛苦啊！其中有几篇我是读得云里雾里，因此我不得不去写一下这篇读后感来整理一下思路。今天这
个世界，人们的目光不断被这些消费的商品所吸引过去。如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
在那里。作为一名基督徒，在教会中总会被不断地提醒，不要贪恋世界，要渴慕真理；我们的财宝不
在地上，而是在天上，等等。但是我们却不自觉地投身于消费主义之中，甚至教会也被此所感染。那
么到底消费主义是好还是坏呢？我们当然不能够以偏概全，否则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有问题的。本书也
不是单从基督徒或教会的角度，不断地批评消费主义，而是从各种角度来剖析，有从旧约、新约、哲
学、经济，甚至在最后分析来了灵恩运动所潜在的消费主义的危险。越读这一类的书，越发觉在这个
世代，教会的护教是多么的重要。教会真的不是一群躲在自我之中不断逃避现实的所组成的。耶稣呼
召我们是要我们投入在这个世界的文化氛围之中，并且不断地抵挡那一切会腐蚀我们的文化、思想。
不仅如此，教会要大声地发出先知性的声音，来引导这个世界的方向。消费主义在大部分方面是威胁
着教会的，在真理的宣告上，人们喜欢选择自己喜欢听的东西来讲，结果使得真理没有任何警世作用
，甚至真理被人缪传。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世界不再是按着公义、正义、美善这些终极意义发展了
。国家也不再是按着这些来处理事务了。消费成为人们的价值所在，消费成为人们生存的目的。因此
，正如本书中所写的，消费主义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个人的思考框架。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也
常见这样思考的案例。在新约中我们常看到耶稣教训门徒或身边的人要抛弃一切来跟随他。似乎耶稣
对财物和属灵进行了两方法，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有着非常黑暗的贪欲。金钱财货不
是罪恶的根源，人心才是。我们该如何做呢？当学者们分析完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如
何去做。我认为基督徒要将自己的世界观完全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而且应该是正确地建立。我
们这个世代的使命是，要按着正统的圣经观点，重新将世界引导回上帝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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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

章节试读

1、《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98页

        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神呼召祂的子民仍然以国度的视角对待自己整个生命，并对抗这个时代
的偶像。这表示我们迫切需要重拾一种感觉：基督教和整个生命有关。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恢复从圣
经角度理解创造，视救赎为再创造。从这里产生、给基督徒的命令是：恢复和培养基督教世界观，让
信徒得到装备，对我们的文化进行思考。

2、《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35页

        事实上，我们必须将神行动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不单是拯救这个目的，也包括祂创造一切的
目的，以及这一切定下的目的。

3、《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11页

        人们告诉我们，引发无穷欲望对我们是好的，也是令我们富裕的其中一个基础。这当然是偏见。
人们怂恿我们购买过多某类产品。如果我们不过度消费这些产品，便会有更多经济资源生产其他物品
，我们也可以减低自己的工作量。大部分政府都折服于一个观念之下，相信致力于尽可能提高国内生
产总值，是唯一值得考虑的经济政策。因此，最大化这个课题便成了教条，不是由于它符合理智，而
是因为它是一种让大集团能够用来经营业务的意识形态。如果人们可以怂恿我们这样思想消费，他们
便有把握成功。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却受到奴役。

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28页

        克拉普发现，当代消费主义有两个信条。第一个信条是自我创造和自主性自我界定。人们告诉我
们，我们绝对自由，至少也应该是绝对自由，可以随己意塑造自己；只要我们的建构计划没有明显妨
碍其他人的计划，我们模塑自己身份时，便一定不应该受到传统、习俗、法律或人类本性这些过时的
观念阻碍。这个信条最终否认对道德秩序的信仰。第二条信条要求将人类可能的抱负缩窄到由世俗存
在包围的范围。今天人们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限制范围以内，在此时此地的限制以内
，我们便可以完全根据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构建自己。

5、《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76页

        我们肯定需要这样考虑，基督徒仍然接受了相当坚决的命令，需要质疑和颠覆这个世界的世界观
和意识形态。⋯⋯其中三个核心价值观是：信任神，维护和丰富这美好的创造，拒绝一切偶像崇拜。

6、《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46页

        敬拜的形式和内容深刻地表达敬拜者的优先次序。外在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这个半真
半假的流行观念是危险的。这可能令人太自在，因为可能永远都没有人要求我们内心想什么。敬拜的
形式应该教导和增强对神和真理的观念，但我们在尝试令敬拜和我们建立关联时，可能藉着令敬拜单
单显得轻松，而迎合我们自己的需要。······令现代读者惊讶的，是敬拜将被边缘化的人置于
中心。敬拜事件的核心，是宣告神没有根据地位、财富、将人加以区分。

7、《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36页

        矛盾的是，消费主义保证人们会得到自由和满足，但实际上却需要令人们感到不满足，才能够令
业务增长。斯莱特指出，广告令人不断对自己拥有的货物感到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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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

8、《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71页

        今天往往被视为在社会中向上爬，改善个人的生活的做法；在古代却会招致怀疑，而不是赞赏。
⋯⋯平等并非表示所有人有同样富足，而是正直地维持自己在社会格局中的地位，无论那是什么地位
。这并非表示，人们必须接受自己的命运，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多么差。贫穷首先不是代表缺乏物质
财富。

9、《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49页

        申命记有关“记忆”的警告提醒我们，要正确地使用财富，多么需要正确地了解人的本性。要避
免引致消费主义的不平衡，关键在于人类的自知：知道自己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并受祂的诫命教导
。申命记是神卓越的“妥拉”，也就是训练和指示。而那是道德的训练。在这里记忆并不是智力方面
的功能，而是解除自我中心的训练，让人因而知道自己需要依赖神。

10、《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54页

        我们必须小心区别个人“感到”的需要，以及他们“真正”的需要。有些“需要”可能是自私的
、物质主义的、而且实际上不符合圣经。致力于满足那些完全是错误的欲望，绝对是不对的。

11、《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55页

        主流世界观其中一个令人惧怕的地方，是难于与这种世界观保持距离，以便批判地评估它。如果
可以这样做，会既方便又令人感到自在。这样可以令我们能够做基督徒（不幸地）为人熟悉的事情，
那就是对这个邪恶世界的状况，发出影响深远的宣告，仿佛我们与世界毫无关系。

12、《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48页

        韦尔斯促请教会真正和坚定地站稳立场。对抗这些妥协。教会必须放弃自我培养，实行舍己；放
弃娱乐，进行崇拜；放弃直觉，接受真理；放弃巧妙的推销，实行真实的见证；放弃成功，选择忠诚
；放弃权力，选择谦卑；放弃以平价购得的神，接受呼召我们付上昂贵代价顺服他的神。简单的说，
教会必须愿意照神的方式做神的工作。这个观念其实颇为古老，和新约同样古老，但今天的世界，它
会再次变得新奇。

13、《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44页

        这一切律法（申命记中的民法）都完全扭转了财富和人类权力之间的强大联系，旧约律法是防止
剥削的工具。没有不能抗拒或不能避免的经济力量。经济生活完全是在神面前的生活，对神的责任在
每方面都抗衡人类出于贪恋取得的财物，或以取得财物本身为目的这种倾向。这些律法的精神是表达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生命的主权。

1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36页

        消费主义提供自由，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个人主义和自由选
择都是二十世纪后期称为西方民主的伊甸园邀请所有人采摘的果子。但正如世俗作家斯莱特和迈尔斯
，以及好像莱昂斯，克拉普和教宗保禄二世这些基督教作家的观察那样，这种表面的自由，实际上是
一张许可证，让有权力的人压迫无权力的人。

15、《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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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

        改革宗神学家韦尔斯清楚看到这点：“神学任务永远都包括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在这个
世界有这圣言，究竟有什么意义？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致力于小心谨慎和持久的分析文化。
”

16、《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29页

        崇拜这个场所应该让信仰得到更新，让我们重新矫正对神和彼此的爱的焦点，向世界重新施魅。
否则，在博兰尼描述的世界中，我们将被孤立和疏远。这个世界：法律只不过是由法庭作出的决定，
艺术只不过是精神的润滑剂，传统只不过是惯性，神只不过是心理需要。接着人占据一个自己没有在
其中存在的世界。因为人因着自己的束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和盼望，留给自己的只是意义的阙
如。

17、《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73页

        神的子民需要向困苦的人反应神的怜悯，⋯⋯今天的不同之处，是大量生产、广告宣传和添置货
品，都利用个人满足自己“需要”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令消费者心中更难想到需要照顾困苦的人
。⋯⋯现在，重要的不是真正的需要，而是怎样可以立即得到被指为个人需要的东西。

18、《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68页

        如果我们在运用“不义”的玛门方面不能得到信任（也就是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神又怎么能
够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托付我们？

19、《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24页

        如果我们用耶稣对作门徒的描述，将作门徒比喻为光和盐，便能够找到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最好
称为教会和文化之间的批判性互动。不过，这个互动的议程并非由世界决定，而是由教会宣告的信息
的本质，以及教会作为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基督的主要见证人这个自我身份来决定。福音是神将来的
统治的现实和盼望，而教会是这份盼望和应许的活生生体现。这盼望和应许最终的目标是医治列国。
只有透过密切注意这个命令，教会才能够有希望脱离以市场导向的消费主义的奴役。

20、《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28页

        基督徒对圣经的诠释，和在某个意义上，教会的结构，都是一件全时间的事情——从空间上说·
·····“演出”圣经的意义的舞台，是人类交际活动的公共领域，而这场戏剧的演员是我们所有
人。

21、《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5页

        消费主义的特征：1、消费主义指向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自消费，而不是消费源
自核心价值观。2、根据消费主义，自由等同个人选择和私人生活。3、消费文化有无限和永远不能满
足的需要。

22、《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93页

        灵性十分重要，但我们必须避免透过现代将宗教私人化这个框架阅读圣经。现代其中一个主要信
条容许宗教自由，但却将宗教限制在公民的私人生活中，不让宗教介入经济、教育、政治等广大的公
众领域。这个世纪，太多福音派的灵性都属于这种私人性质，灵性和圣言的含义都被消减为灵修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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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

道，这和公众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相反，以西结的呼召叙事却提醒我们，先知的事工和生命的整
体都有关联。

23、《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47页

        “教会寻找更好的方法时，神却在寻找更好的人。

24、《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88页

        我们已经论证过，学术界和教会都面对一个危险，就是将圣经套入一个消费框架中，而不是让圣
经批判消费主义。考虑到这个情况的不断恶化的情况，我们迫切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阅读
圣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使自己免受这个时代的偶像崇拜影响，并且装备我们在消费导向的文化中为
神而活？我们可以怎样在我们的处境中以先知的方式阅读圣经？

25、《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39页

        申命记提出强烈的劝诫，要求以色列人在此时此地要有正确的行为，并完全明白，公义和祝福的
最终会和，只能够由神在未来的一次新行动中达致。因此，这会合完全是藉着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张力
实现。

26、《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87页

        我们活在其中的文化偏好的灵性形式都是依从1990年代的文化，而不是追随那些寻求忠于圣经启
示的神的人。这些新的灵性大部分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为个人提供好处，却很少、甚至没有要求灵
性上的问责。1990年代经特别设计的宗教，容许自己让人们根据自己不同的个性剪裁。它付出，但却
永不拿取；它满足内里的需要，却不要求人们悔改；它提供奥秘，但却永远不要求服事。它为生命提
供对某个他者的感觉，但却永远都不要求我们面对那个他者。

27、《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21页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十六26）
。耶稣以概括的语言将消费相对化。祂的主要焦点是那个关于自我的谎言，那个谎言是这个习语的核
心。赢得的其实是失去。为自己赢得的其实是自我的失丧。而失去自私的自我，将自我交给耶稣，才
是真正的得益。消费的谎言否定自我、群体、创造的意义、神、甚至货品和服务的好处那些正确的特
质。如果没有消费主义，我们的货品、服务和生命本身的质素都会更好。这并非反经济的信息，而是
恢复经济生命所需要的信息。那个由得到良好待遇的神仆推动的文化谎言，正在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的
生命破碎，并生产劣质的货品。要有均衡的经济生活，必须先寻找神的正确道路。

28、《基督徒看消費主義》的笔记-第169页

        首先，消费主义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在，而不是过去或将来。⋯⋯第二，消费社会本质上是
个人主义的。⋯⋯第三，消费主义强调感觉多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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