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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其他的世界觀：無神論，不可知論） 
 

非信徒的世界觀結構 
 自主性 (autonomy) : 人立自己(或人的整體)為最高立法者, 人的自主性與神的自主性為敵。 
 中立性 (neutrality) : 人無法重新造一個世界，他只能重新解釋這世界，使之歸為己有。 
 絕對化趨勢 : 人不是全知，所以他只能把他片面的認知絕對化，用他的理解當成普遍的真理，

但人卻不能正確掌握真相，所以歷史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另一個絕對化的說法取代前者。 
 自我合理化 : 人為了要能夠像神一樣，所以在他的思想順序上，常常事先決定他要什麼，然後

再找一套理由來解釋，使他想得到的可以被合理化。人在犯錯的事上，特別凸顯合理化的傾向。 
 在理性與反理性之間的搖擺 : 人由於他的理性有限，但又不能放棄他已經建構出來的一套理

論，他就會硬著頭皮接受那些他理性無法解釋的事物，把他們當成是理所當然。 
 
無神論，不可知論 

 在西方最積極反對基督教的是自然主義無神論（Naturalistic Atheism）。然而，他們忽視人類
對宇宙內外的考察都是有限的；上帝存在與否，對他來說，是完全不能肯定的。為避免這一問
題，有些無神論者嘗試退到不可知論。但採取這種立場的人，同樣陷入困境。他們不能堅持“完
全不肯定”這種觀點。 

 物質主義無神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只有“物質（material）”真正存在。這個觀點假設非物質的
東西無法在只有物質的世界裏被證明，因而非物質的東西或者不存在，或者不可知。對於他們
來說，構成人腦的分子也是偶然的結果，我們以為自己思想的，其實不過是因為大腦裏的原子
和分子碰巧形成了那種組合。另一方面，邏輯法則並不漂浮在宇宙的什麼地方，假如知覺來自
於無意識的原子的運動，那無神論需要解答這個問題，“怎麼可能從隨機達到智慧？ 

 無神論者亦應該告訴我們，非人格化的宇宙怎麼會產生個性（personality）。從人不過是非人
格的宇宙的自然結果開始，還可以引出這樣的想法，人類本質上並不比其他物種更有價值。什
麼使人的生命比其他動物的生命更珍貴？人只是偶然出現的又一種野獸罷了。無神論還剝奪了
生命的客觀意義。沒有監督沒有指導的隨機物質不具備主觀目的；在無神論的世界，生命是無
目的的自然作用的結果而已。 

 創世記說只有人繼承了神的形象。人有身體也有靈魂，這些非物質的特點使得抽象的自由意志
和自我意識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人具備了理性思考和分析的能力，雖然是在一個有限的範圍
內。基督徒認為邏輯反映了上帝自己的思考方式，而不是‘高於’上帝的法則，或者‘獨立存
在於上帝和人之外’。 

 基督教亦解決了個性的問題，因為神是人格化的，從他那裏我們人類有了個性。亦只有基督教
的神給了我們生命的目的。瞭解到上帝對人類有一個神聖的計畫，我們的存在、關係、感情、
工作、甚至痛苦，就都成了有意義的體驗。我們的生命並不隨著身體的死亡而結束。死亡在聖
經裏從來不是終結，而是一種生命的轉變。 

 聖經讓有限的人可以確信，即使我們並不知道一切，也能掌握關於無限的宇宙的知識。基督教
神學認為只有上帝掌握全部知識。當人“知道”了一個事實，就發現了一小部分上帝所知道
的。人的知識，特別是對自己的知識，從瞭解神開始。按照無神論的前提條件，人不可能理性
的瞭解人類的特性、個性或經驗，但通過基督教，這些都有了堅實的形而上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