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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中世纪天主教的历史地位

《基督教笼罩下 的西 欧 》 读后

刘 景 华

基督教
、

西欧
,

这是一对人们能极其 自然将之联系在一起的名词
。

论及基督教
,

必谈西欧
,

似乎已成为

深入人心的观念
。

这个观念并没有不对
,

问题是
,

基督教 自产生后对西欧社会发展究竟有多少正面和负面影

响? 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
,

在这一点上做文章的研究者不计其数
,

研究著作亦可谓汗牛充栋
,

而人们从中所

得到的基本认识却并不那么全面
,

甚至是十分偏颇的
。

它们基本上否定了天主教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
,

更不

用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了
。

武汉大学安长春教授的近作 《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 》 之出版
,

有助于扭

转这种片面的看法
,

有助于对西欧社会发展中的天主教进行重新定位
。

这部研究性很强的学术专著
,

以通达流畅的文笔
,

向读者展现了近代以前一千多年时间里基督教在西欧

发展的历史长卷
。

作者对
“
产生于 巴勒斯坦犹太人中的基督教怎样在西欧落地生根

,

怎祥使西欧人普遍接受

为信仰
,

怎样成了主宰西欧社会的势力
,

以及在基督教笼罩下
,

西欧社会如何迟滞与进步
、

文明制度所具有

的宗教特色
”

等问题所作的描述和分析
,

以别开生面的述说方式
,

为读者提供了
“

从宗教角度观察西欧的知

识
” ,

予人启发良多
。

不唯如此
,

该书在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也有很多独到之处
,

颇具说服力的精彩论述时时

可见
。

譬如
,

在论述基督教战胜罗马帝国的原因时
,

对基督教所具有的种种独特的征服力和诱人处的剖析 ;

对所谓西罗马帝国灭亡
,

基督教有无责任问题的评论 ; 对西欧迅速基督教化的原因和过程的描述 ; 将经院哲

学视为天主教神学中的理性因素等等
,

都是很有新意的
。

作者以宽广的视野
,

将基督教置于西欧社会大背景

中考察
,

得出的结论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

这在以往国内的基督教史著作或西欧史著作中很难见到
。

尤其是

作者从若干方面对天主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发展之关系的客观论析
,

从一定意义上为我们对这一问题构建

新的认识框架奠定了基石
。

基督教既然为罗马国教
,

帝国衰亡了
,

它也理应销声匿迹
。

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
.

在日耳曼蛮族扫荡西

欧大陆的铁蹄下
,

基督教却奇迹般地渡过危机
,

并迅速转变为新时代的统治宗教
,

而且在中世纪确定了前所

未有的权势地位
。

这其中当然有多种因素
,

但基督教自身为适应新形势所作出的调整和所谋求的发展至关重

要
。

作者对此多有论及
。

诚如作者指出
: “

中世纪天主教会权势的增长主要表现在罗马教皇权势的膨胀
” ,

而教皇权势的增长
,

正

是它本身善待机遇
、

顺应潮流
、

审时度势
、

努力塑造自我形象的结果
。

教皇原只是罗马城的主教
,

由于政治

上地处帝国都城得天独厚的关系
,

它特别热衷于
“
组织和权力

” 。

其中利奥一世声称罗马主教乃耶稣大弟子

彼得之继承人
,

理当为众主教之首
,

从此便
“

自视为基督教会的首脑
” 。

格利高里一世作为第一任教皇
,

励精

图治
,

整顿教会
,

规范神职人员行为
,

从而
“

成功地树起了教皇权威
” 。

继而更有尼古拉一世
、

利奥九世
、

格

利高里七世这样一些有作为的教皇
,

一步一步地发展着教权
。

以至于到 13 世纪英诺森三世在位时
,

教皇权

势达到了顶点
,

俨然为
“

世界之王
” ,

一统西欧
、

北欧精神世界之天下
, “

与其时这一地区 四分五裂的封建割

据
、

王权无力的政治状况
,

形成鲜明对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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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信仰的纯洁
,

基督教又具有较好的自我净化机制
,

这就是作者用较多篇幅论述的修道制度
。

修道

的 目的
,

是想
“

通过 自我节制情欲以达到灵魂得救
” .

修道制度本源于东方埃及
,

在西方经历了受罗马文化

改造的过程
,

适应了新的社会条件
,

并且在教义上形成了
“
依靠 自己的工作而生活

” 、 “
重视条理和实践

”
的

特点
。

此后
,

修道制度在中世纪历经本笃修道会
、

克吕尼派
、

西斯妥西安派
、

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不断

地 自我扬弃
。

其结果
,

尽管上述诸教派最后都走向腐化
、

走向衰败
,

但
.

反映了天主教会内部试图通过克服

自身的世俗化
,

以保持天主教正统教义和天主教会地位的一再努力
。 ”

每一次努力都吹出了一股清新之风
,

使

得天主教能不断产生对社会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

教会在思想上的权威也是逐步形成的
。

罗马帝国末年
,

由奥古斯丁等神学家创立的教父哲学
,

经历次宗

教会议的推崇
,

最后由罗马主教 卜尼法斯二世批准
,

登上了权威神学之宝座
。

教皇的意图很明确
,

因为
“

提

倡盲 目信仰
、

否定思考的教父哲学
,

为神化教皇
、

抬高教权
,

为天主教会建立神学专制统治
,

提供了有力的

神学依据
。 ”
同时

,

教皇又宣称一般人无法理解圣经
,

只有教会是圣经最适当的阐述者
。

于是
,

教皇便
“

依照

自己的利益需要
,

对圣经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
,

然后据以建立教理
、

制定教规
,

为其最高权威与专制寻找圣

经的支持
,

使教皇权威神圣化
” ,

并逐渐以教皇权威取代圣经权威
。

特别是教皇所渲染的救赎理论
,

更使上

帝对信徒的赦罪权转移成了教会神职人员手中的实际权力
。

当宗教异端兴起
、

对天主教正统造成强大冲击

时
,

教会为顺应形势
,

也在神学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
.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将理性引进天主教神学殿堂
,

将已

不适时的教父哲学改造为经院哲学
。 ”
经院哲学实际上是天主教会对其神学 自我反省的结果

,

是
“

对亚里士

多德哲学有了较多较深入的认识后
” ,

将其
“

拿来论证教义
、

使教义换上新的面目
,

以适应理性发展的社会

潮流
” , “

不靠神启而凭理性追求真理
”
的方法

,

明显地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
.

最后
,

终于由托马斯
·

阿奎那
“

把经院哲学推向极致
” ,

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包含有理性内容的神学体系
,

从而结束了前此数百年的盲 目信仰

时代
。

由此看来
,

中世纪天主教至高无上精神地位的确定
,

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内在的自我调整与完善机制作

用的结果
。

不能离开基督教来谈中世纪西欧政治的发展
,

这是我们读完本书得出的又一个结论
。

中世纪西欧的主人是日耳曼人
。

日耳曼人原本是作为罗马帝国的敌手出现并进入西欧的
,

因此他们最初

信奉的是正统基督教的对立面
,

即作为基督教异端的阿利乌斯派
。

但是 、 如果他们在入主西欧后继续维持原

有的信仰
,

那就必然会同信奉正统基督教的居民形成隔阂
,

引发冲突
,

最后导致自身的衰亡
。

汪达尔王国
、

西哥特王国
、

东哥特王国都没有逃脱这一命运
,

本书作者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
。

而在克洛维率领下接受洗礼

饭依正统基督教的法兰克人
,

则由于得到教会的支持
,

在 6 世纪后期一跃而为西欧最强大的 日耳曼人国家
。

在那里
, “

教会成了政府的支柱
” ,

国家则报之 以桃
,

保护基督教
,

强制推行基督教
,

提高教会的社会地位
.

查

理大帝时代
,

更是
“
实行武力与基督教并用政策

,

征服到哪里
,

基督教会的势力就伸展到那里
. ”

其后的德意

志国家
,

视基督教为王朝统治之支柱
,

并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用武力将其带到中欧
、

东欧和北欧
.

可以说
,

是否信仰基督教是中世纪初期政治成败的关键因素
,

也是西欧政治分野的一个主要原则
。

看起来
,

作为天主教首脑的罗马教皇与世俗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教权与俗权之争
,

实际上这种争执正是在

两者相互依赖的过程中产生的
。

正如作者所指出
: “
基督教不仅在精神上给 日耳曼人以信仰

,

还给 日耳曼人

国家以新的神圣性
” , “

基督教会给国家以政治上
、

精神上的保证
” 。

特别是由教皇和教会对世俗国王进行的

敷油与加冕仪式
,

又为国王蒙上了一环神圣性的光圈
,

君权神授观念实际上由教会授予 王权以神圣性的做法

来体现
。

某些世俗君王可以攻击和 否定其个具体的教皇
,

但却不敢否定教皇之权威
。

在更多的时候
,

世俗君

王要依赖教会和教皇
.

矮子王平有了教皇的支持而篡国成功
,

查理大帝 由教皇加冕方成为威加四方的
“
罗马

人皇帝
” 。

天主教会崇尚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

在整个西方传播着
“
上帝的和平

”

与
“
上帝的休战

” 。

这种带有

宗教动机的努力
,

为西欧结束封建战争
,

争取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的局面
,

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

中世纪早年
,

西欧大地经日耳曼人的蹂嗬之后
,

经济上一片残破景象
,

本书作者通过分析大量的材料后

认为
,

天主教会为西欧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
。

这一点国内学界以往很少予以关注
。

首先
,

中世纪时代西欧农业的进步
,

离不开天主教会的努力
.

基督教产生于农本经济时代
,

因此
“
不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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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济思想
,

还是宗教伦理观念
” ,

都
“

重视农业
,

以农为本
,

这对于教会参与农业开发
、

改进农业管理是重

要的推动力
” 。

教会占有大量的地产
,

是西欧最大的封建主
,

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土地来源于教会人员自身

的辛勤开发
。

n 至 13 世纪西欧开垦森林
、

荒地和沼泽
、

扩大耕地面积的运动
.

实际上就是修道士们起的带

头作用
。

罗马时代的农业知识与技术
,

也多是通过教会和修道院保留了下来
。

每一所修道院
,

基本上便是一

个模范 田庄
,

它保存了罗马田庄的外表
,

并依照 习惯的方法进行农作
。

教会进行过谷物和畜种的改良
,

还编

写关于农业指导和耕作方法一类的农书
。

即使是作为中世纪农业技术最显著进步之标志的三圃轮作制
,

最早

也是在教会庄园中流行
,

而且其推行过程也离不开修道院的作用
。

商业以谋利为目的
,

看似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原则
,

因此常听到教会人士不绝于耳的斥责声
。

但作者辩

证地指出
,

由于商品经济的魔力
,

天主教会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矛盾角色
。

一方面它不断谴责商

业和高利贷行为
;
另一方面

,

教会神职人员又经受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
,

醉心于迫求财富
。

作者列举了不少

材料来说明教会和修道院经营工商业
,

保护工商业的具体事实
。

东方商人操纵中世纪西欧商业的局面被改

变
,

西欧商人最后夺取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
,

都离不开教会的作用
.

与工商业相关的城市兴起
,

作者也剖析

了教会对此的影响
。

教会限制的只是一般信徒的牟利活动
,

而自身作为
“
法人

”

的经济行为
,

却被百般地辩

解和保护
。

虽然说 5 至 10 世纪是西欧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
邺
黑暗时代

” ,

但这决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基督教会
,

主要

是粗野的日耳曼人入侵所造成的恶果
。

中世纪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是基督教
,

反过来说
,

基督教又是将中世纪与古代文明联系起来的唯一桥梁
.

正如作者指出
,

基督教会作为文化的掌握者
,

是西欧

重建新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
。

野蛮的日耳曼人正是从基督教那里获得
“

较高层次的文化营养
” ,

才变得有一

些教养
。

作者列举了大量教会和修道院人员保存罗马文化的材料
。

正是由他们的行为开创了由修道院储存古代

文化知识的先例
,

使其能经过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仍留传于后世
。

这些教会人士保存古代文明功不可没
。

后

来他们还来到德意志及北欧中欧等地
,

一面传教
,

一面逐步掌握了各地的文化事业
.

对此
,

作者正确地援引

了西方学者的结论
: “

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 12 世纪这一长达 700 多年的整个时期内
,

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

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
” , “

只有通过教会
,

… … 古典文化传统… … 才得以保存下来
” 。

因此
,

中世纪初期由教会

独掌文化的状况
,

也就顺理成章了
。

鉴于神职人员文化修养普遍低下的状况
,

教会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力主大办教育
,

并且还寻求国家的支

持
。

所谓 9 世纪
“
加洛林文艺复兴

” ,

实际上就是查理大帝延揽修道院出身的学者来办教育
、

兴文化
。

当时一

些有名的学校也多附设于修道院
。

修道院教习六艺
,

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
,

在查理大

帝等人的倡导与推动下
,

西欧逐渐建立了一套
“

与基督教相适应的新的教育制度与体系
,

结束了西罗马帝国

灭亡后西欧几百年无教育的时代
” 。

n 世纪后西欧 又一次兴起了办教育的高潮
,

一批新修道院及附设学校被

建起
,

教会和修道院仍然是文化教育的中心
。

也有不少教会人员成为新思想的拥有者和正统基督教盲目信仰教义的挑战者
。

9世纪后
,

对天主教的发

难者不乏其人
,

但均来 自于教会内部
。

最初是爱尔兰的约翰
·

司各脱
,

后来有法国的贝伦加尔
、

罗塞林
、

阿

贝拉德
,

都是高扬理性旗帜的著名思想家
.

更往后的经院哲学家中
,

有罗哲尔
·

培根
、

约翰
·

邓斯
·

司各脱
、

威廉
·

奥康等大思想家
,

坚定地提出了反天主教传统的主张
,

促成了天主教会内百家争鸣气氛的形成
,

推动

了天主教神学的自我完善
,

同时也反映了人类理性反对盲目信仰
、

反对天主教宗教侄桔的时代即将到来
。

由

此可见
,

源 自于教会内部积极的思想因子
,

是导致天主教变化与改革的重要原因
。

(责任编辑 吴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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