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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5世纪中叶是一个快速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西欧大陆还是爱尔兰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两者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欧大陆由和平转变为混乱、

蒙昧，爱尔兰则由野蛮无知向文明阶段过渡。

爱尔兰向文明行列迈进，使徒帕特里克带来的基督教对此产生重大作用。帕特里克

带来的不仅仅是基督信仰，还有西欧大陆消亡殆尽的拉丁文明。之后正是这种文明反哺

西欧大陆，挽救了西欧大陆消沉的古典文化，复兴了西欧的精神理智。

本文考察了5．9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空间，爱尔兰接受基督教的

全过程、独特的凯尔特教会以及后来经过传教士们一步步的传教努力将保存下来的古典

文化传回西欧大陆，影响了西欧文明发展大势。在基督教传入与输出的过程中，涉及到

几个重要的人物：圣帕特里克、圣科伦巴、圣科伦班，他们各自在其中发挥着不同的历

史作用。最后点明本文的主旨：爱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承担了保存文明、挽救文明、

延续文明的重任，是他们拯救了衰退沉沦的西欧大陆，拯救了早期西方文明。

关键词：爱尔兰基督教化；帕特里克；早期西方文明；影响



Abstract

It was a tlmes that the challges were fleet 1n the middle of the 5th-century．Not onIy

continent of the westem Europe but also IreIaIld were both changed earthqua虹ngly．But

di疏rence being，the continent of the westem Europe which govemed by Westem Roman

Empire tu】med into chaos and ignorance from peace，Ireland枷Ved at the ciVilized stage from

barbarous ignorance．

In teq田s of Ireland striding into ciVilized ranks，Cllristianity that disciple Patrick brought

about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Not only C11rist beliee but the Latin ciVilization that would

perish in the continent of the westem Europe was brou曲t about．Exactly this ciVilization

reciprocated me continent aRerwards， saVed dejected classical culture of the

continent，reViVed European spirit reason．

7rhe main body of the thesis inspect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IrelaIld’s accepting CⅢstiaIl，

me unique Celt church in the special appointed histoW pe“od of 5—9 centur)r and special

appointed histo巧spaCe．The thesis also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claSsical cul舢re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westem ciVilization．These are all due t0 the missionary work of missionaries．

They made claSsical culture which were presen，ed缸aJlsfer to the continent of t11e westem

EurOpe．SeVeI．al personages：St Patrick， St Colunlba，St Col啪ban，acted an iIIlporIant part in

廿le histo巧respec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entry and output of Christianity．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gist finally：Ireland monaSte巧and their mission撕es had born the beaVy responsibility

of preserving ciVilization，saving ciVilization

cominent of the westem Europe declining

ciVilization of early ph邪e．

，Iasting ciVilization．It was them that saVed the

t0 silll(into depra、，ity and saved westem

Key words： Ireland’s Christiamzation； Patrick；W色stem CiVilization of E削y Phase；

II】[1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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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选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西罗马帝国衰亡，不仅对罗马来说是一场灾难，更使西欧大陆陷入混乱，社会秩序

崩溃、大量知识散落、文化生活衰退。之后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早期西方文明复兴?从相

关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是爱尔兰人，也可以说是爱尔兰传教士的努力成果。爱尔兰由于

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从来没有遭到罗马人的入侵，拥有独立的发展空间，保留了独特

的凯尔特文化。而之前罗马帝国为了扩大影响，履行神圣的使命，派遣传教士向爱尔兰

传教，这样成就了一位圣人，“爱尔兰使徒”帕特里克，他成功地将基督教信仰传入爱

尔兰，并使爱尔兰迎来了拉丁文明，保存了拉丁文化。传入的基督教与本土的凯尔特文

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凯尔特教会。当罗马帝国遭受蛮族侵扰，西欧大陆衰退沉沦、

古典文化消失殆尽的时候，．恰恰是爱尔兰基督教信仰和保存的文化反哺西欧大陆，形成

了一种“文化回潮"，这一“文化回潮”，不仅使爱尔兰进入了文明的行列，而且也复兴

了早期西方文明。爱尔兰基督教化与早期西方文明之间到底有一种怎样的关系，笔者对

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探讨～下爱尔兰皈依基督教的全过程及其影响早期西方文明

的因素。对这两方面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影响早期西方文明的因素及爱尔兰在其中的历

史作用。对当前文明史特别是早期西方文明研究来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这

一“回潮”，国内少有人研究，更加激发了笔者写作本文的动力，但笔者不才，愿为这

个问题的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有助于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这一论题包括两个方面：爱尔兰基督教化及它与早期西方文明的联系。对于爱尔兰

基督教化，目前国内没有专著专门论述，只是散见于一些通史著作及基督教会史中，至

于与早期西方文明的关系，陈曦文的《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与江振鹏的《略

论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涉及到爱尔兰修道院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虽然只

是表面地论述，但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对于国外的研究，最早的史料可谓是基督教教士撰写的使徒传记，介绍了各圣徒的

生活及传教情况，但根据不同的传记，圣徒的生平及活动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就目前所

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18世纪就有西方学者对爱尔兰圣徒进行研究，如：Guelph

Residence S．J．的The“feofSaintPatrick，介绍了帕特里克的生活，但这只属于一个侧面，

并不全面。直到19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对爱尔兰基督教化进行整体性的研究，John

Healy的The Ancient Irish Church和J锄es Heron的The Celtic Church in lreland无论对爱

尔兰教会的组织、特点、爱尔兰圣徒的传教都有介绍。到了20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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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又有专著专门论述爱尔兰与不列颠的关系，如爱尔兰是不列颠文

明的主要动力，在诺曼征服前，爱尔兰给予英格兰道德上和学术上的支持等。关于基督

教传入西欧大陆的著述相对较少，但在相关的专著中都会有所论述．而且介绍了各圣徒在

不同地点的传教。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便利而翔实的资料。

对于爱尔兰基督教化与早期西方文明的联系，西方学者也有论述，笔者通过网络，

查找到专门论述这一方面的书籍，如Ludwig Bieler的Irelalld：Harbinger of the Mjddle

Ages，但是这在国内无法找到，可见这一研究在国内仍属薄弱环节。其他关于这一联系

的也只在相关的专著中有所涉及，但往往只是简要地概括，不能深入地探讨，为我们留

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广阔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助于我们

把爱尔兰基督教化与早期西方文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笔者试图运用历史学、宗教学、

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交叉研究，对5．9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

定的文明空间进行研究，探索出早期西方文明复兴的伟大因素。

三、研究方法、手段及基本框架

本文将在充分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学术观点、研究成果，

多方位、多层次、客观公正地分析爱尔兰各使徒对爱尔兰基督教化的贡献及对早期西方

文明的影响。由于本文的写作属于文化领域，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在历史研究中综合运用

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及文化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交叉研究，将微观考察和宏

观概括有机结合，综合采用归纳、演绎等具体方法，史论结合，对爱尔兰接受基督教的

全过程及向外传播的过程进行全面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在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等领

域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借鉴。笔者将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基础上整体上分析，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对本论文进行论述。

本论文由导言、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又分为四部分：

一、基督教化之前的爱尔兰

二、异教岛国归于基督教

三、基督教浪潮回向西欧大陆

四、爱尔兰精神火种重燃西欧文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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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化之前的爱尔兰

浩渺无际的大西洋上，有一片孤寂而静谧的土地与煊赫的大不列颠岛隔海相望，它

就是爱尔兰岛。这一绿色的岛屿，像一颗耀眼的翡翠点缀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之中。爱尔

兰岛西临大西洋，东靠爱尔兰海，位于北纬51。19 7—55。23’，西经5。19’一10。

28 7之间，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这里气候温和湿润，降雨充沛，绿茵遍地。岛上连绵

的青山，清澈的河流，草原茅舍，再加上曲折的海岸线，柔和的沙滩，构成了一幅美妙

绝伦的风景画，在这片未经雕凿的土地上，处处透露着质朴与天然的气质。此外，爱尔

兰作为不朽的精神家园，也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但是在基督教化之前，

这里却是原始、封闭的。

(一)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

爱尔兰岛，当地人称之为“艾林”(Eire)，其名称一般认为来源于凯尔特语iar；

意为后面，转意为西边，因该岛位于欧洲西陲而得名。而古希腊人称之为“Irene’’，

古罗马称其“海伯尼亚”(Hibernia)。但有些教会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将爱尔兰称为

“Scotia”(苏格兰)，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就是这样称呼爱尔兰的，直到北欧挪

威人入侵，爱尔兰故名重新取回了它的名誉，并在名称上加land，一直沿用至今。

“英格兰是西方最远的尽头”，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这样描述。但是位于英格兰

西边的，与之遥遥相望的“姐妹岛"爱尔兰似乎更远了。虽然隔海相望的两个岛屿，“距

离只有六十英里’’，㈦但是当罗马人入侵不列颠的时候，爱尔兰却免遭了这一噩运，J下是

这一片海阻隔了罗马的入侵，凯撒的军队也只能在不列颠隔海凝望着这片土地，但是他

们没有找到机会征服它，因此爱尔兰有幸保存了本土的独特文化。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前，

欧洲西部的边界就是世界的尽头，大西洋充当着最后一道屏障的地位，英格兰自然成为

西方的前哨，应该更确切地说，“爱尔兰比英格兰更是西方的前哨，它被海隔断了与最

近邻国的关系"，锄成为欧洲大西洋最边缘的一部分。

作为大不列颠的“姐妹岛”爱尔兰，在地质构造上是前者的延伸。大约200万年前，

爱尔兰岛还不是一个孤独的岛，它属于大不列颠半岛的一部分：由于当时海面比较低，

爱尔兰通过一条地峡与苏格兰相连，而苏格兰也通过一条地峡与西欧大陆相连，因此当

时的爱尔兰并不孤寂。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漫长的冰河时期之后，爱尔兰最后冰原

消失，大不列颠的气候变得温暖，到公元前6000年，画面改变了，陆地开始下降，狭

长的海峡扩大，爱尔兰海和北部海峡扩大到了更宽阔的程度，爱尔兰开始逐渐脱离西欧

国[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儿页。

圆[英]T·w·弗里曼：《爱尔兰地理》，上海师范人学《爱尔兰地理》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

l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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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和大不列颠岛，形成单独的岛屿。虽然爱尔兰接近大不列颠的“高地地带"，是它

的天然延续，但这时已被海隔开，因此爱尔兰基本上不是高地地区，而是高地低地相互

穿插的岛国。爱尔兰的山脉也不是那样连绵不断，多半是由被低地围绕着的一排排的高

地所构成的。

． 今天发现的最早的爱尔兰居住点是公元前6600年左右建立的，①因为先前的人类可

以直接从欧洲大陆通过陆路迁徙到爱尔兰。此后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一公元前

1200年)在岛上也留下了痕迹。随着气温的升高，吸引了可食用动物的到来，而且许多

人口来到海岸，在那里他们由森林捕猎者变成了贝壳采集者，。他们的后裔在中世纪仍然

定居在海岸沙丘上。在古代，爱尔兰的四省被划分为五省，除了北方的阿尔斯特、东面

的伦斯特、西面的康纳特、南面的芒斯特之外，米思从四省当中分离出来，夹在阿尔斯

特和伦斯特之间。这些省的疆域并不是由地理界线决定的，而是根据这一地区人类生存

的范围来划分。古代的省会也并不像今天所称的行政或立法中心，而是皇家的永久居所。

关于爱尔兰的描述，不同的传记作家意见各异。在比德的笔下，爱尔兰宽广地多、

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安静祥和，没有可怕的动物，连植物都具有奇异功效。圆的确，

广袤肥沃的土地，丰裕充足的粮食是孕育一个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这些都使爱尔兰人

能在偏远的环境中安静祥和地生存下来，免于外邦入侵，即使遭到战争也能迅速恢复元

气。但有一个北方传记作者这样记载：“爱尔兰人们无知、头脑简单、未开化，不知道

沿海岸的城市，沿海岸的商品市场，更不用说外国"。@虽然这个作者描述的有些夸张，

但毕竟反映了爱尔兰的封闭隔绝，对外界所知甚少。

虽然说在地理环境方面，爱尔兰岛是大不列颠岛西部的延伸，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

但当涉及到人文及社会状况，爱尔兰与大不列颠、甚至与西欧大陆的差别就大了，由于

历史发展的差异性，爱尔兰的独特性随之产生。

(二)各自为政的部族体制

在爱尔兰这片圆熟丰饶的土地上，“在基督之前1000年或更早时便首先由希腊人和

斯基泰(Scythians)人所居住”，④后来大约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一部分凯

尔特人从高卢北部向西，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爱尔兰，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公元

前150年左右凯尔特文化在爱尔兰占据支配地位，凯尔特人带来的亲族制，成为爱尔兰

社会结构的根基。

爱尔兰的亲族制，即家族血亲关系，理论上包括父母、孩子、直系亲属，也包括没

有血亲关系的奴隶、侍从、流浪者。第一批迁入者在他的家族首领的领导下来到这片外

。Hist0U oflrel锄d，available at h仕p：／／zh．wilcipedhorg，wikj．(March，2，2008)．

圆[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页。

雹UsaM．B耐，Ne—the Sdi'tts：Mondstic Selllement dfld c觚幽nn commnnily in Enrty lreta锄N删、耐“：ome、、

UniVersity Press，I 993，p29．

固[美]威尔·扎兰：《世界文明史一信仰的时代》，幼，币：艾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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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土地：父亲兼任祭司、法官、国土的职责，他作为最有能力和最有智慧的人统治着

他的孩子。此外，在家族周围聚集着奴隶和扈从，家族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跟随者形成

了独特的集团。父亲去世后，家中最大的儿子或者亲属中最有能力的人继承他，这个家

族继续以这种联合的力量生存。除了作为这个实体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单独存在，也没

有形成个人财产私有的思想。土地为所有人公有，为了方便，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给予

个人种植，但是没有人绝对拥有所分配的土地；他们的牧群成为公共财产，牧场会对牧

群开放。以这种家族血亲关系为纽带，又逐渐形成了部族体制。凯尔特人在控制的土地

上建立部族聚居区，每个聚居区成为一个首领或酋长势力范围的中心。部落包括两个阶

层：一是宗族关系中的真正的成员，被称为“自由人”，二是没有权力与地位的非血族

关系成员，他们是“非自由人”。那些“自由入”的等级与地位依赖于他们所供给的侍

从数量和在紧急情况下随时能召集起来的武装人员数量。

当一个部落占领了相当大范围的领地时，就形成一个小王国，它的首领被叫做国王。

中世纪时，整个爱尔兰岛上包含大约100多个小王国，这些小王国臣服于上述五个较大

的王国，即：阿尔斯特、伦斯特、康纳特、芒斯特，还有夹在阿尔斯特和伦斯特之间的

米思，在2世纪，米思从其他四省王国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心王国。每个王国各享有主

权，但所有家族都接受以米思的塔拉作为最高国都，而居住在米思塔拉山上的最高国王

享有凌驾一切的权力，但通常各种权力只是徒有虚名。这些小王国的国王或首领实行部

分世袭、部分选举制，也就是说，选举权被限制在国王或首领的亲族当中，他们不实行

长子继承制，只要有才能的亲族子嗣，都有资格被选举，而且继承者的选举通常都是在

首领或国王健在的时候进行。

塔拉王富和米思周围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国家统一的中心和标志，是盖尔民

族的中心。但是爱尔兰社会的亲族制度根深蒂固，部族的感情、封地、分离思想都扎根

于人们心中，散布各地的小王国并不能称为国家，而更像是小小的部落，而五大王国则

更像五个较大的部落联盟，他们各自行使职权，甚至各个地方的国王为争夺霸权经常发

生争斗。因此，中央的统治权力削弱了。同时这种行省和君主体系也是不稳定的，这种

各自为政的部族体制抑制了中央权力的发展，爱尔兰没有发展起真正的中央集权体系。

爱尔兰国王中最杰出的一位是“九祖王”中的尼尔，于379年开始了他的统治，在

他统治期间最显著的事情是对不列颠的入侵，他也发动巨大的舰队在威尔士登陆，进行

掠夺，由于罗马军队的抵御被迫撤退。尼尔有十四个儿子，其中的八个变成了显赫家族

的祖先，四个定居在米思，他们的后裔作为尼尔种族而闻名，四个占领了阿尔斯特地区，

他们的子孙被称为北部尼尔种族。从这时候起，几乎所有的爱尔兰国王都是尼尔家族的

支系。在率领去高卢海岸的路途中，尼尔被箭刺杀，据说是伦斯特国王所为，尼尔的继

承人在428年死后，尼尔的儿子劳格海(Laoghaire)开始了在塔拉的统治，在他统治

期间，圣·帕特里克到达那里，开始了著名的传教工作。

(三)神秘粗野的督伊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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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深远名声的督伊德教士以其强有力的祭司集团统治了历史上的凯尔特民族。督

伊德是这一民族宗教的代表，所以，当凯尔特人来到爱尔兰岛的时候，他们的宗教——

督伊德教也在这片绿色的岛屿上扎下了根。

关于督伊德教的源头，人们倾向于认为它发源并形成于高卢。但凯撒认为它在不列

颠形成，后来转移到高卢，他的观点基于一定的事实，因为在他的时代许多高卢人为了

学习督伊德教去过不列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当时督伊德教在不列颠很兴盛。

不列颠督伊德教的一个主要活动中心是莫纳岛(Mona)，距离爱尔兰海岸不远，不时地

被爱尔兰流浪者占领，与爱尔兰相互之间保持着联系，因此爱尔兰易于受督伊德教的影

响。

在高卢，督伊德在社会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像印度的婆罗门，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

的等级，拥有广泛的权力：影响并决定着执法官的选举、行驶神圣的职责、主持献祭的

仪式并带来神谕、担任医生和教师的职责、充当司法审判的仲裁人、对民间的不法行为

进行裁决。爱尔兰的督伊德教士看起来没有获得相同的权力，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

在这里，与精神的统治集团并肩而立地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菲利阶层，他们在诗歌、学问

和法律方面享有特权；第二，高卢督伊德教与各种宗教派系的联合上升到丫国家的权力，

但爱尔兰督伊德教保持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的派系，他们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

必然削弱力量。爱尔兰督伊德没有形成等级，只是一个阶层。尽管如此，爱尔兰督伊德

依然受人敬畏并且享有一定特权，他们操纵着献祭，无论是公共或私下的论战，他们都

被委以判决权，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如果不遵守他们司法判决的话，就会

被禁止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这在当时来说是最有力也是最难忍受的惩罚。

爱尔兰每一个部族都拥有他的督伊德首领，权力最大的督伊德首领与国王联系在一

起。根据爱尔兰的历史记载：每个国王总是有一个督伊德首领在他身边，没有与督伊德

教士商议，国王不能召开任何会议。督伊德为他祷告和主持献祭，在遇到困难时为他提

供建议，在紧急情况下决定一切。国在众多的督伊德教士中，通常由一名首领进行领导，

在他死后则由另一名督伊德教士继位，如果同时有几名督伊德教士功德和地位相等，那

么将从众督伊德教士中推选出首领。在圣徒传记中记载塔拉是爱尔兰督伊德崇拜的主要

场所，当帕特里克拜访那里的国王时，他发现国王庆祝重大节日时，周围都是督伊德。．

阿尔斯特的督伊德们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住在国王的宫廷里，具有与国

王相同的权威，他们的扈从是由信徒组成的，在旅行和战争中他们陪伴着国王，充当国

王的顾问，他们的一句话足够阻止一场战争，而且他们在重要的案件当中充当法官的职
=皂
贝。

在文化方面，督伊德教士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拥有的知识在那个时代占有显著的

地位，他们口头传授知识，包括：赞歌、预言、符咒用语、古代的象形文字、欧甘文等，

督伊德教士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加强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公共教育系统也增添

①Juljus von Pmlck—Harttullg，“111e Druids of lreIand”，7’-口，瞒dcf如珊∥腩e尺D-’埘，日打幻r，a口，&，cfP秒，New Ser．，Vbl．7．(1 893)．

圆Guelph Residence s．J．，砀已L扣∥勋衲，砌ffI枞，Boston：John Murphy&Co，1735’p9．

6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了一层神秘色彩。

督伊德们主要的活动当属于他们的祭司职责，包括祈祷、公共或私下献祭的宗教服

务。而这些宗教活动充满着神秘色彩。祭祀仪式往往选择在夜阑人静、满月高悬之际，

仪式的举行地点多在一片被称为“圣所"的小树林中或林问空地。∞督伊德教士精通占

卜，在预言的过程中，督伊德教士往往借助鸟兽，如乌鸦、老鹰来占卜吉凶。有时也观

察牲人(用来祭祀的活人)的喉咙和内脏来作出预言。在节日到来时，督伊德教士会举

行仪式，将人催眠，然后互换灵魂，再以梦境预知未来。他们预测着战争的爆发、诞生

与死亡的发生、预言幸运与不幸的同子，似乎古代爱尔兰人的整个生命都在这些预言之

下。这些预言简短，通常是一些模糊的词句，因此解释它们并不容易。督伊德教士可以

点燃神秘的火种，使之变成动物的形状，把白天变成黑夜，制造饥荒，使天下雪、洪水

来临，诸如此类的事情。罾

督伊德教教义的核心是灵魂转世说。他们相信灵魂的永恒，他们会在亲人死后将死

者生前所有的物品一并烧掉，甚至跳到火中抱住亲人的尸体，以便与亲人同登极乐。他

们会写信给己死的人，甚至提供借款以便对方可以在死后偿还。他们也相信通过杀生献

祭可以取得神灵的格外恩宠并且可以净化死者和生者的灵魂，在督伊德的祭典活动中，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景：教士们在满月的第六日收割橡果，而在这过程中橡果不能坠地，

并盛在纯白的布里。然后牺牲两头白色公牛，再举行宴会。他们有时会献祭牲人，通常

这些牲人都是犯人，但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会在平民中挑选。受难者或被关在木笼里

活活被烧死，或用木柱刺穿，或用利器插死，或用乱箭射死。还有就是执行最神圣的“三

重死亡”：首先用斧头将牲人打晕，再迅速用由动物肌肉扎成的有三个结的绳子将其勒

死，并同时割开其喉咙，最后面朝下地将牲人放在四尺深的水里，表明是淹死的，而牲

人死前吃的最后食物是散有橡果的拷大麦饼。无论如何，杀人献祭这种举动代表的只能

是野蛮和残忍，尤其是当时罗马人早已进入相对文明开化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统治的帝国

阶段。

督伊德教崇拜的神祗主要有太阳神卢古斯、万兽之神塞尔农诺斯、象征死亡和再生

的乌鸦女神摩利甘，除此之外，督伊德教士也相信在井、泉、河流及山丘中都住有保护

神。他们在自然崇拜之外发展了一种自然哲学和神学，把人的源头归于土地神，因此会

有上文所述的灵魂转世的教义和献人祭的仪式。

督伊德教，像凯尔特社会的种种事物，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在面对反抗的时

候注定不能成功。罗马入侵给高卢的督伊德教以致命的打击。新的统治者禁止了它嗜血

成性的习俗，破坏了它的社会地位：督伊德首领的行政权力被罗马政府取代，它的活动

逐渐丧失，它的学说逐渐解体甚至消亡。爱尔兰的督伊德教士或多或少地由于罗马的驱

使来到了这片净土，督伊德教在这独立的土地上进入了它的繁荣阶段。直到5世纪基督

教传入爱尔兰，它陷入衰落，尽管它竭力反抗帕特里克的传教，衰亡己是大势已趋。

。沈坚：《古凯尔特人初探》，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国Julius vonPfluck．Hantung，“ne Druids of Ircland’，'m娜口cf面邶矿肪P足q炉，觚，fD，．妇，勘c话O，，New Ser．，v01．7．(1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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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岛国归于基督教

孤寂于大西洋西北一隅的爱尔兰岛，此时此刻仍然笼罩在督伊德教神秘的气氛之下，

进行着远古的宗教仪式，但当帕特里克把复活节之火点燃的那一刻，渴望独立的心声传

递给了每一个爱尔兰人，圣帕特里克成了爱尔兰宗教史上第一个伟大人物。他是“爱尔

兰的布教使徒”，他给这个异教岛国带来了无价之宝——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会制度。锄由

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爱尔兰岛没有受到罗马军队的侵扰，没有受到罗马化的影响。是帕

特里克，使爱尔兰迎来了拉丁文明和罗马文化，使之并未因罗马帝国的消亡而泯灭，这

一绿色的岛屿保存了基督教以及罗马文化，成为天然的庇护所，同时也使自己向文明的

方向迈进。

(一)“爱尔兰使徒"帕特里克的功绩

1、坚韧与谦卑的人格魅力

“我，帕特里克，一个罪人。粗鄙不文，是所有信者当中最卑微的，跟许多人相比

都是至微至贱。”帕特里克自传性的《悔罪书》开头如是说。罾这清楚地表达出他谦卑的

个性：他的这部自传性的作品《悔罪书》处处展现了这位圣徒的真实生活与性格，每～

页都显露出他深刻谦卑、自我贬低的精神。这位伟大的使徒，甚至把他在爱尔兰一生的

传教事业都归功于上帝的恩惠，我们可以看到帕特里克的圣洁与美德，他是爱尔兰教会

中最伟大的圣徒。

帕特皇克大约生活于390一461年间，他生于罗马不列颠的一个不著名的小镇，属于

罗马公民，讲一种拉丁语。他的父亲卡尔尼伯斯(Calphurnius)出生于罗马的高层家

族，担任过不列颠的市政委员，母亲是高卢伟大圣徒——图尔圣马丁的近亲。帕特里克

本来过着富裕的小康生活，之后发生的偶然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不列颠岛经常受到爱尔兰国王尼尔的侵袭，在大约405年的一次侵袭中，十

六岁的少年帕特里克被虏到爱尔兰。那个时候，罗马军队正与蛮族进行殊死的搏斗，所

有的军队都从遥远的行省撤退，因此，不列颠对来自爱尔兰的侵袭无力抵御。@随着他

的被虏，帕特里克开始了他的忏悔，这位圣徒，以他最深刻的谦卑态度，把他的被虏和

所有的不幸都归于自己的罪恶上，他写道：“我不了解真正的上帝，我跟成千上万人被

虏获到爱尔兰，因为我们抛弃了上帝，没有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也违背了曾告诫我们赎

m[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页。

西美国时l℃一生活图书公--J编著：《祭司与工制一凯尔特入的爱尔兰(公元400—1200)》，李绍明译，济南：山东画报

出版社，2001年，第3l页。

卿VeryRe v．Dean K砸ne，P．P．，VG，&．忍fr从?H如L咖，爿饥№m缸踟1删r，一永肠6D姗，删d，抛胁如∥JIl缸
L口厶DI，，百，London：Bums Ostes&WaLshboume L埘， 1 920，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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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牧师。但足上帝平息了对我们的愤怒，把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渺小可见

一斑。在那里，上帝使我的无信仰显明，最终使我记起我的罪孽，使我的整颗心归向上

帝我的神，他不在乎我的卑劣，同情我的年幼与无知。在我认识他、分清善恶之前，他

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保护我、安慰我、使我坚强。”④这位伟大的使徒称自己是一个罪人，

“最不虔诚的人”、“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违背了牧师”、“他的罪恶使他遭受捕获的

灾难’’，事实上，他的自我指责都言过其实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伟大使徒内心的

温顺与谦卑。谦卑是所有美德的基础，谦卑的基础越深，圣洁的程度越高。

在此后的六年里，帕特里克作了放羊的苦工，他每天放羊并多次祷告，“我对上帝的

爱日益加深，信仰与畏惧的心也在增强，我的灵魂深处发生了震撼。”锄这位圣洁的年轻

人明白他要承担拯救爱尔兰灵魂的重任，只有通过磨练、劳累、艰难，才能适应将来的

传教。于是，他在树林里和高山上度过同日夜夜，夏日，他暴晒在日光的强烈照射下，

冬日遭受严寒，在雨雪风霜中祷告。他忍受着寒冷、饥饿和衣不蔽体的折磨，没有任何

懈怠，因为像他所说，上帝的爱火在他心中燃烧，在他的灵魂中日益强烈。六年来，这

位圣徒最诚挚地为他冷酷的主人米尔朝(Milcho)服务，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了解了

他们的风俗习惯，为他将来的使徒职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不仅仅在这被虏的六年间，

帕特里克忍受着饥寒的折磨，不停地忏悔苦修，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个不断苦修、自我

否认、严厉苦行的实践过程。在传教的过程中，在进攻异教的堡垒之前，他度过几天几

夜用来祷告与苦修，用充满胜利的信心攻击敌人，他击垮了一道道障碍，在偶像崇拜的

废墟上竖立起十字架。他的坚韧与谦卑使他在这片没有牧师、没有圣礼、没有献祭的异

教土地上得到了祈祷和悔过的最高精神。

“上帝在我被虏的这片土地上的对我的恩惠，我不能也不应该视而不见，唯一的回

报就是在这个异教的国家赞美、颂扬他，使人们信奉他。”@满怀着这个信心，这位伟大

的圣徒一步步开始了他的传教事业。

．2、坚持不懈的传教工作

后来，这个圣洁的年轻人逃离了他的主人，六年的奴役生活结束了。爱尔兰的树林

与山脉、冰与雪变成了法兰克温暖的阳光，法兰克的土地拥抱着这个归回的浪子。我们

可以想象圣洁的年轻人回到罗马地域时的那种高兴和喜悦，然而，异常的想法占据了这

位未来使徒的头脑。他体验到了信仰的乐趣，但是看到这样～个从来没有听到过基督名

字的国家，他的灵魂呻吟着，内心中燃起了向他们传授信仰知识的热情。“在黑暗中我

看到了一个来自爱尔兰的人出现在我面前，给了我一封信‘爱尔兰之音’，我听到了人

们的呼喊‘圣洁的男孩，回到我们中间来吧!’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感谢上帝，多

∞Confession of St．Patrick，From Christi锄Cl雏sics Ethercal Libm眦available at http：，^^，、^n^，ccel．org，ccel／PatricU

Confcssion．htHll．(JuIy’2 l，2007)

岱同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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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这位圣徒，自知文化粗浅，因此渴望自己被神圣化，渴望学习教会的学问。因为与

高卢圣马丁的近亲关系，加上他的圣洁与学问更加吸引了这位圣徒的注意力，他于是到

圣马丁学校学习，在这四年期间，帕特罩克吸收了最纯洁源头的学问，他放弃了世上所

有的忧虑和享乐，他把自己完全奉献在祷告和节制的生活上。在那个世纪，莱瑞斯

(Lerins)——地中海上一个岛屿，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学问和神圣性的教堂，是培养圣

徒和传教士的场所。这位神圣的年轻人，渴望从有学问圣徒的教导中获益，于是前往莱

瑞斯，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祷告、苦修、学习的生活，为他的牧师职位和将来的传教作准

备。之后，他又将自己置于高卢奥塞尔主教吉曼努斯(Germanus)的精神指导之下，在他

的领导下，帕特里克接受了教会教育，并升任为牧师身份。

前面描述的情节多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基督教传入爱尔兰更重要的原因是教皇塞累

斯丁为了传播基督教文明，希望基督教遍及所有国家，又鉴于吉曼努斯和帕特里克在不

列颠根除贝拉基主义异教鳓所取得的成功，于是教皇把目标转向了爱尔兰。圣吉曼努斯

听到塞累斯丁要在爱尔兰人民中宣传基督教的信仰，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学生帕特

里克身上。他了解帕特里克的圣洁及对基督信仰的热情，而且回忆起了他在爱尔兰被俘

的六年，在那里他学会了爱尔兰人民的语言和习俗，吉曼努斯相信是上帝命定帕特里克

作爱尔兰的使徒，他也一定会承担起这一重任。432年，帕特里克被授予主教的圣职，

踏上爱尔兰这片异教土地。当帕特里克最后向爱尔兰出发的时候，他完全知道这一步对

他意味着什么。他不仅仅是向一个异教岛国传教，他必须离开罗马帝国的边境，如果这

个世上能够使帕特里克为之骄傲的，那就是他的罗马公民身份。但是他的使徒身份和信

仰热情紧紧把他和他的全体教徒结合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忘记爱尔兰不是他的家乡，在

他周围生活的爱尔兰人是“外国人"。在他软弱的时候，他时常希望返回不列颠和高卢

二一返回他出生的国土和精神家园，但是他知道留在这里是他的职责，而且明白他的委
任是上帝的意愿。印

帕特罩克的传教一步步地穿过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传统的五国：米思、伦斯特、

阿尔斯特、芒斯特、康诺特无一不留下他的足迹。432年8月，帕特里克和他的伙伴在

伦斯特郡的威克洛(Wicklow)登陆，但是遭到当地首领的抵抗，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

吓倒这位圣徒，相反他对上帝的信仰与信心更增强了，他上船朝北方的阿尔斯特行进，

在那里凶猛的异教徒被使徒威严和神圣的外表打动，被他们信仰的力量感动。同时，帕

特里克也赢得了第一批转变信仰的灵魂——当地首领底楚(Dichu)的家族，并为他们

∞Ne呵R刖DeanK弧ane．PP．，N-Q，St．Potrick：Hts L稚，H{s Hemic nrlues，His Lnboum d碰t沁Fnlits可his

如60”胚，London：Bums 0stes&washbOume Ltd’ l 920，p64-

@贝拉基(Pelagius，360—420)，威尔上人，基督教神学家，他强调人有能力通过自由意志对道德行为负责，换言之，

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以人有“栩反选择的能力”这句话而闻名，主要包括在如下格式化表述之中：如果是

需要，硫不存在罪过，但是，如果有意忐，犯罪就足可能的。他也同样认为，得救的第一步是由自由意志的行动

所决定的。他的观点被认为是异端，遭到教会的拒绝，部分原闭是它们降低了上帝恩典的作用，部分原因是它们

将罪归之于人的失误而非归之于人的本性。从神学观点来看．贝拉基主义的标志就是否认或减少原罪的作用。

霸‘Ludwig B论ler，“St．Pa仃ick and the№h People，，，砌P月P'，把w巧肋，f，妇，v01．10，No．3．(jul．，1948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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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洗礼。

整个冬天，这位圣徒一直在这个地区宣讲基督教的信仰。春天来了，他伟大的传教

事业继续进行，帕特里克决定在塔拉的王族领地——异教中心和堡垒地区给予异教以致

命打击。在复活节前夜，他到达塔拉的领地斯莱恩山(Slane)，搭起帐篷，点燃了复活

节的圣火，圣火点燃的一刻，生命之火从死寂的黑暗中燃起，渴望光明独立的心声传递

给了每一个爱尔兰人。当帕特里克和他的伙伴穿着牧师的长袍出现在国王的宫廷中时，

国王劳格海、督伊德教士仍然无礼地坐着，他通过行神迹压制了督伊德教士，使他们表

现出了害怕与恭顺的态度，．骄傲的国王劳格海再也没有反对帕特里克的传教。这位圣徒

怀着满腔的热情宣讲着基督教的信仰，他用凯尔特当地的语言，在民众面前展现了他所

信奉的独一无二、真实上帝的威严、荣耀和仁慈。并且在这里建立许多教堂、委任牧师

继续宣教，传承他的事业。而他则继续向康纳特郡的人民宣教。

像是在伦斯特，帕特里克直接行进到了康纳特国王的宫殿，带着热切的心情进行宣

教，建立教区，指导当地民众。444年，他在阿尔斯特的阿马设立了第一个主教职位，

这个地区后来成为爱尔兰基督教的中心，之后他又到达了芒斯特宣教。我们不能紧随这

位圣徒的足迹，他日复一日地宣教、为皈依者洗礼、建立教堂，当夜幕笼罩大地，他还

要度过漫长的黑夜进行祷告与苦修。帕特里克的一生就是祷告、苦修、灵魂热情的写照。

可以看出，他已经融入到爱尔兰社会，成功地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

3、传教成功的原因及影响

爱尔兰有句谚语：上帝给了爱尔兰帕特里克，而不是帕拉狄乌斯。①根据7世纪的

一位作家叙述，431年教皇塞累斯丁派他的大助祭帕拉迪乌斯到爱尔兰宣传基督教，但

是帕拉狄乌斯的传教以失败告终，而且死于返回的途中，之后帕特里克接受了这一使命

并成功完成。我们必须清楚为什么帕拉狄乌斯失败而帕特里克会成功。

第一，帕特里克的策略，他巧妙地使宣讲基督教信仰与当地的部落体系相适应，并

且首先赢得国王和部落首领的支持，进行自上而下的传教。

帕特里克意识到让统治阶级转变信仰的重要性，如果这些人转变了信仰，百姓们不

久就会追随他们。而且在他看来，与当权阶层相比，在年轻·代中的传教更容易成功，

因为修道生活强烈地吸引着皇族血统的年轻男女，7世纪的作品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描述：

统治国王拒绝相信基督教，但他的王后和年轻的弟弟接受。圆这些描述尽管难以置信，．

但确实是真实的。在转变信仰的过程中女性的角色总是很伟大，而年轻的弟弟，他继承

王位的愿望很小，他发现接受一种外来文化比拥有权力更简单。这个现象也可以用社会

学解释：一种新的宗教，特别是从外部传来的，经常性地首先被那些没有统治权力的人

接受。帕特里克传说中几次咒骂年长哥哥的固执，并且以消灭他的一系作为惩罚，而弟

弟的家系，由于帕特里克的祈福，拥有了权力。这只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了解圣帕特里

克的传教，信仰的传播更应该通过说服而不是武力使人接受。而且人类就是人类，成功

o
Ludwig Bieler，“St．Pat^ck and the lnsh P∞ple”，砌P尺Pw绷，矽乃，ff蛔，V01．1 O，No，3．(J u1．，l9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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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教不能忽略纯粹的世俗因素，而这些世俗因素更容易使人接受潜在的信仰转变。

在爱尔兰传教的特殊情况下，帕特里克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统治者。偶然地，他也提

及自己的策略，“为了使他们让我进入，我不惜花费金钱’’，“我给国王赠送礼物"，∞帕

特里克一定从他奴役的日子中得知通向爱尔兰人民的途径是他们的国王，而想要获得国

王的心就必须通过礼物或进行交易，这样统治家族的友好会给予他保护和权威。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爱尔兰社会制度的熟悉，正是这种熟悉使帕特里克比帕拉狄乌斯有

更大优势。

第二，帕特罩克从当地人中委任牧师，而这些人大部分来自社会的高级阶层。

随着在爱尔兰传教事业的推进，成千上万的皈依者要求精神领导。作为在爱尔兰传

教的劳动贡献，帕特里克坚持了这个必要性，不断努力提供数量充足、训练有素的牧师，

而且关心的是培训当地的牧师，由他们接任以前由外国人把持的空缺。在7世纪的作品

中这样记载：在教会事务中对爱尔兰人进行授职，在阿马，帕特里克的三个继承人都是

本地人。∞而且在爱尔兰教会中大量的僧侣和圣洁的修女都出身于王室。这些僧侣普遍

地接受洗礼并被派出传教，但更高的地位还是被授予牧师和主教的职务。尽管这些是出

于世俗原因而不是精神原因，但他的努力还是有所回报的，只有在当地精神首领的带动

下，基督教的信仰才能更牢固地扎根于人们心中，并将带来百倍的成果。

第三，帕特里克间接的路线是一条成功的路线。

431年，帕拉狄乌斯在威克洛的沿岸登陆，遭到当地国王的反抗，但他竭力对抗并

在此传教；当帕特里克追随而来时，也在相同的地方登陆，同样遭到当地国王的反抗，

但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回到海上，向这个国家的北部前进，那个年轻时曾做过六年

奴隶、他熟悉并熟知他的地方，在那里他用曾经学过的爱尔兰语进行传教。结果，帕拉

狄乌斯失败了，他的直接道路并不是最短的，而帕特里克选择了一条间接的路线：他首

先努力在北方和西北方传教并建立教堂，当认为时机成熟时，把南方和东南方带入教会。

也许，就像他在伦斯特的经历那样，有许多冲突和妥协，但最终融合成一个爱尔兰教会。

圣帕特里克作为爱尔兰使徒闻名于史。

基督教在爱尔兰成功传播，，使爱尔兰朝着文明的行列迈进。从432年回到爱尔兰到

461年去世的三十年间，帕特里克的足迹遍及爱尔兰，他在所到之处传布信仰，建立教

堂，给这个异教岛国带来无价之宝——基督教信仰。“帕特里克倾其毕生精力向处于原

始部族状态中的爱尔兰人传播基督教福音，逐渐培养了一种融合爱尔兰文化特色的基督

教信仰。”@
一

但是，他的贡献远不止这些：他在爱尔兰建立健全了教会组织，设置推行了教区体

制，他通过建立起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中央教会，从根本上把原本分散、独立的教会、修

道院和各种仪式有机地统一起来，在他努力下，爱尔兰教会稳固地建立了起来。一个国

家教会的荣耀在于它的圣徒和民众的圣洁、知识和学问、教堂和修道院、在于它的传教

。LudwjgBieler，“St．Patrick andtheIrishPeople’，，豫已兄Pv把w∥肋胁胁，v01．10，№．3．(Jul．，1948)
圆同L。

西田薇：<信仰与理性一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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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于它的信仰忠诚。而帕特里克所建立的爱尔兰教会恰恰显示了它的辉煌色彩和

荣耀。
．

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也带来了全新的书写文字和语言。修道院学校作为学问中心，

教授人们书写拉丁文字和讲拉丁文，保存了拉丁文明和罗马文化。“600年的爱尔兰发展

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凯尔特一基督教文化。当希腊文明尚未为西方各国所知的时代，爱

尔兰的学者已经极为熟稔希腊和拉丁文献⋯⋯”叫6、7世纪当西欧其它地方陷于罗马崩

溃后的混乱时，爱尔兰的发展却进入“黄金时代”，成为照耀“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

被誉为“圣人与学者之岛”。

(二)后继者们的追随步伐

热爱上帝、荣耀上帝是圣徒们工作的唯一目标。我们只有站在圣徒们的立场上思考

灵魂的价值，才能理解他们的传教热情：人类的灵魂源自于上帝之手，也是上帝最显著

的杰作。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救世主传布他的福音，尉惊人的神迹坚定他的信仰；为

了拯救人类的灵魂，上帝建立他的教堂，制定最值得崇拜的献祭、恩惠与赐予的圣礼。

通过以上思考，我们开始理解伟大使徒帕特里克的热情，他不仅使整个国家皈依基督教

的信仰、而且把他的传教热情完全地遗赠给他的后继者。

7世纪的圣徒安思戈斯(St Aengus)把爱尔兰圣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

432—534年，从帕特里克开始，有350名圣徒，包括所有主教和教堂的建立者。这一时

期他们被称为“最神圣的圣徒”，被比作正午最辉煌的太阳；第二时期，从534—600年，

有300多名圣徒，这个时期的圣徒主要是牧师，被比作月亮；第三时期，从600—664年，

有100多圣徒，包括主教、牧师和世俗人，他的圣洁像“耀眼的星星”。㈢足以可见，帕

特里克热情影响下的后继者数目之多，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几个影

响力极强，由于教育和宣教工作取得的成果而享有盛名。

1、克尔达尔的圣布里吉德(St Brigid of Kildare)

紧随于帕特里克之后，在爱尔兰圣徒名单上拥有最高地位，爱尔兰人们崇拜的对象

要归于圣布里吉德，她是一位竭尽最大力量巩固帕特里克胜利成果的女人。

圣布里吉德出生于453年，据说她是爱尔兰某一国王与一位奴隶的女儿。由于国王

妻子的妒忌，迫使她与母亲分离，被卖给了一个督伊德教士。对于公元476年之前发生

的事，我们所知甚少，但就是在当年她成为修女。@后来布里吉德成为一位非常仁慈而

且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的异教主人通过她的力量皈依基督教，她得到了自由并且拥有了

宗教生活。她怀着极大的热情进行工作，并且成功地使那些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在

D[美]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l页。

留～eq融Dean心n孤e。PP．。～t&．st．Pnlrick：His Li，e．His Herolc耽rtues，His L曲o¨愿，nnd|he F心弧西his LdboHrs，

London：Bums Ostes&Washboume Ltd， 1 920．p226—227．

留[美]威尔·杜兰：《世界义明史一信仰的时代》，幼师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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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一490年间，布罩吉德在伦斯特奠定了她伟大修道院的基础。她的第一座教堂建立在

吉尔达尔的一颗大橡树的背光处，被叫做“橡树教堂”。①不久它变成了一个修道院、一

个修女院和一间学校，犹如帕特里克在阿马的一样出名。在爱尔兰大多数修道院中，布

里吉德的影响非常深远，其中有35个堂区称为布里吉德的教堂，而且都承认她的管辖

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由两性组成，妇女被给予很高的地位和权威。布里吉德死于

525年，受到全爱尔兰的尊敬，被称为“盖尔的玛丽亚”(Mary of Gael)。

2、克罗纳的费尼恩‘(Finnian of C10nard)

伟大的克罗纳修道院的建立者费尼恩，于5世纪下半叶出生于伦斯特，父亲是伦斯

特贵族的后裔。早年，费尼恩进入当地的基督教会接受了最初的教育，这唤醒了他对学

问的热情，驱使他跨海来到不列颠，并到达法兰克。费尼恩首先来到了以禁欲苦行闻名

的图尔修道院，在那里的经历形成了他宗教生活的思想。离开法兰克之后，费尼恩没有

直接返回爱尔兰，而是去了威尔士，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学习、祷告的生活，精神的力量

不断增长。回到爱尔兰之后，他曾经到过克尔达尔城，在布里吉德的修道院里学习并传

授知识，受到布罩吉德极高的评价。

之后费尼恩在爱尔兰各地的游历、建立教堂、宣传宗教信仰，使他的名声传及四方，

他的教育天赋、他对苦行理想的完全献身激励了一代代后人。随着他的名声不断提升，

传教成果日益显著，530年克罗纳修道院建立起来，而且不断壮大，包括3000多僧侣，

成为爱尔兰著名的教育中心。同时，费尼恩为修道院制定了修士们必须遵守的规程，为

帕特里克之后几乎萎缩、异教习俗和迷信重又萌发的爱尔兰教会注入了新的血液，他在

恢复爱尔兰信仰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费尼恩也为克罗纳修道院培养大批学生做出了贡

献，信徒当中的十二个变成了“爱尔兰的十二使徒”，他们在爱尔兰宣传信仰，在整个

国家建立修道院，灌输一种新的生活精神和传教热情。十二使徒中的科伦巴(C6lumba)，

后来去了爱奥那，成为“苏格兰布道使徒”。

3、班戈的康高尔(C伽gall of Bangor)

康高尔是爱尔兰班戈修道院的伟大建立者，他生于5．17年；曾在克罗纳受过教育。

当时在隐修主义思潮兴盛的爱尔兰，许多人为了更好地为上帝服务，追求独居生活。怀

着这个目的，康高尔隐退到了一个孤独的小岛，后来经过朋友的劝说他脱离了独居生活。

559年，博学多才、富于传教热情的康高尔在班戈建立修道院，在他严厉条例的带领下，

祈祷和禁食不间断地进行。但是这些节制并没有使人们畏惧，反而更加吸引众徒来分享

他的苦行和斋戒。不久，班戈成为了阿尔斯特最伟大的修道院学校。在这宽敞的修道院

堡垒之内，《圣经》被阐述，神学、逻辑学、几何学、算术、音乐被教授，学生当中甚

至有几个会写优秀的拉丁诗句。之后他的学生快速出发向外建修道院。在勃艮第建立吕

克瑟伊和在意大利建立博比奥修道院的著名的利．伦班(C01umbanus)出身于这里。60l

@j咖esH钍on，DD．。∞je Cel|ic C％nrch{11|reldHd：Tl}le Ston?ofll翻mld d}'d lr讧11 Chrislinni哕哥Dm b曼似陀lhe nme可

&尸口批彘肋舭，咖，7加，加， London：BaIlan啪f’hanson Co．， l 898．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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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康高尔去世，他的启迪与领导赢得三干多僧侣的尊敬。

继帕特里克之后，经过后继者们的不懈努力，基督教的信们J传遍爱尔兰大地，教堂

与修道院拔地而起，一种具有强烈民族特性的教会发展起来了。

(三)凯尔特教会的独特性

公元6世纪，不列颠和高卢被蛮族征服，爱尔兰独立于大陆教会和罗马的管辖之外，

这给爱尔兰基督教提供了一个世纪的独立发展空间。于是，传入的基督教与当地根深蒂

固的凯尔特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凯尔特教会，有“凯尔特特殊性”之称。

1、主张清修的隐修主义

这是凯尔特教会的根本特征，它以修道院的管理模式为核心，是一种注重神秘主义

和苦行的修道方式。

隐修主义发源于早期基督徒的禁欲主义生活。据教会史记载，埃及的安东尼(约

250—356年)是基督教隐修主义的创始人。他发誓过禁欲生活，认为远离尘世和人群，

过独居生活，经常禁食，不断祈祷，就能与上帝亲近，与上帝相通。他变卖家产，将钱

分给穷人，然后进入尼罗河以东大沙漠之绿洲，过隐修生活。山公元4世纪初，另一名

基督徒帕克米乌斯(约292—346年)不满意分散的修道生活，在埃及南部创建第一座基

督教修道院，安东尼的独居隐修和帕克米乌斯的集体隐修在埃及并存发展。这一修道方

式盛行起来并且快速传播，不久后传入殖部罗马帝国。

爱尔兰的隐修主义始于帕特里克，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被虏到去世，他的整个生命

就是不断苦修、严厉苦行的实践过程。我们不得不重复这位圣人的话语：“我来到爱尔

兰之后，每天放羊；我一天好几次的祷告，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与日俱增；我的灵魂被

感动，以至于有一天祷告了上百次；我住在森林里，黎明之前我被唤起来伴随着冰雪祷．

告：我并没有遭受到苦难，也没有产生怠惰，因为信靠上帝的热情在我心头燃烧。”④帕

特里克知道如果想要跟随上帝，必须忏悔苦修，否认自我，因为苦修的品德对于罪人的

灵魂拯救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修道方式，帕特里克充满了热情，无论他走到哪里，

首先关心的是建立教会组织。

随着爱尔兰土地上一座座修道院的建立，修道院院规也相应制定。按照修士的生活

方式，他们既被要求参加宗教仪式，又要从事农业生产，开垦荒地，靠自己的劳动生活。

如科伦班院规中有九章是有关修士应尽的义务，它包括对院长的绝对服从、对宗教仪式

的规定、禁欲苦修的要求等等。锄修道院把劳动作为苦修的主要形式，要求修士劳动到

精疲力竭，依靠自己的双手生产粮食。当然，僧侣中也有专门一部分从事抄写经书的工

囝陈曦文：《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国confessjon of st．Patrick，From christian cl嬲sics EthercaI Library，available at ht￡p：／／www．cccl．or酢cel／Pa仃ick／

Con佬ssion．htmI．(July'2 1，2007)

西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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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修道院俨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大片的荒地、林地、沼泽地被开垦为良函，

禁欲苦行的理想广泛传播。这种简单、苛刻的生活方式，为爱尔兰教会培养了大批优秀

的教士，并为之赢得了荣誉。

2、自由独立的教会组织

相对隔绝的自然环境，使爱尔兰教会独立于大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罗马教会

对此鞭长莫及。在这独立的环境下，爱尔兰教会没有归顺罗马教会，而是走上了一条自

由独立的发展道路。

帕特里克传教时期，他极力想把罗马教会的主教制引入爱尔兰，但是当时的爱尔兰

还是一个由许多部族小国组成的岛屿，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所以帕

特里克和他的后继者们不得不把教会的组织体系与爱尔兰社会的部族体系相结合，建立

起一座座修道院，形成以修道院为核心的凯尔特教会。这种教会组织建立在由土壤或松

散的石头搭建的围墙内，里面分布着小教堂，它们都是一些简单的长方形建筑，没有圣

坛。在小教堂的周围群集着蜂巢状的小屋，每个小屋内居住着卜3个僧侣。这些教堂群

的遗迹至今仍能被发现。∞

在凯尔特教会中，没有教皇管辖权，也没有都主教的管辖权，修道院院长则是教会

的统治者，他们通常是长老，有时是俗人，职务是世袭的，也就是说，职务在创始者的

家族中延续。而主教则完全从属于修院院长，他们没有教区，没有行政权，没有管理权。

每个主教独立行使职责，这种指责主要是精神上的，即宣讲信仰的工作，如艾丹到英格

兰传教一样，爱尔兰大量的主教做着相似的事情。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托德(Dr．Todd)

总结了爱尔兰教会组织的独特性：“这里没有所谓的合乎正统的教区，没有规定的主教

或大主教管辖权，对主教的授职礼没有教规的限制与约束。"固由于没有受职礼的限制，

主教的数量大量增加，每一个因为虔诚或因学问而显赫的人都有被提升到主教的可能。

凯尔特教会的自由、独立精神不仅表现在教会组织方面，在信仰及礼仪方面与罗马

教会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复活节日期和削发方式方面两者存在分歧，但是凯尔特教

会执意拒绝服从罗马权威恶化了两者的关系，对此下文将有论述。甚至在国外，爱尔兰

传教士因思想和习俗的自由独立而闻名，并且经常与罗马传教士发生尖锐的冲突。

3、充满热情的传教活动

确定一个教会充满活力的一个标志是它的传教热情，而正是这种传教热情使爱尔兰

修道院闻名，’它渴望与那些未享有特权的土地分享上帝的赐福，于是大量富有热情的传

教士向外宣传基督教信仰，把爱尔兰独特的基督教带到南北不列颠和宽广的西欧大陆。

在这j传教活动中，不胜枚举的爱尔兰传教士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对宣传信仰

有满怀的激情，怀着这种激情，开始了他们的传教历程。“苏格兰使徒"科伦巴在爱奥

①John HcaIy，LL．D．，砌e彳，lc泐，触厅劬￡，砌，L0ndon：111e Rel画ous 1hce society，1892，I’40．

四3amesH就on。DD．。T11e ce|tic Chu他h in jreland：ne StoryⅣI他lond ond lrish Ch“stidn@f；∞m b色fo心the limc巧

＆JPa，，似，D加P，咖，棚打f^铆· London：BaII卸蛳f， h锄son Co．， l 898· p l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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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岛上建立爱尔兰式的教会组织，使爱奥那岛成为不列颠接受基督教的桥梁，并且成功

地使皮克特王国信奉了基督教。之后，出身于爱奥那岛的隐修：j二艾月，，在英格兰东北部

的林迪斯法恩岛建立“新爱奥那"，并使基督教在这，一地区广为传播。这些凯尔特传教

士的传教活动并不仅限于不列颠，他们越过不列颠群岛继续向西欧大陆宣传基督教的信

仰，出身于爱尔兰班戈修道院的科伦班带着十二名伙伴远渡重洋、翻山越岭来到勃艮第，

创建吕克瑟伊修道院，后来继续前往意大利北部创建博比奥修道院，当然这只是他显著

事迹中的片段，下文会专门论述。科伦班及其追随者们的努力将基督教带回西欧大陆，

使西欧大陆迎来第二次基督教浪潮。在这些先驱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踏上传教

的征程，使爱尔兰基督教到达了不列颠、西欧大陆。

4、热爱学术的文化中心

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之前，督伊德教士不仅仅是祭司，而且是教师、哲学家、历史学

家、法律制定者和吟游诗人。对于所有这些职务，基督教的牧师们继承下来，他们的组

织不光是宗教信仰中心，学问和教育也很发达，成了当地的学校、图书馆和高等学院。

比如，阿马、克罗纳、班戈修道院同时也是伟大的学校，享有极好的名声。

“爱尔兰的宗教和文化教育是平行的并且是同时存在的’’，心实际上，爱尔兰学校的

伟大建立者是圣徒，他们的学者则是僧侣。“s89e"(圣贤)这个词经常运用在爱尔兰的

基督教文学中，通常指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科学中都博学的入，而且修道院的学校不仅

仅传授宗教性的知识，也传授世俗知识，除了它的僧侣集团，每个修道院组织都有接受

世俗教育的年轻人实体。小修道院里学者的数目通常是50个，大修道院里数目更多。

科伦巴、科伦班都是爱尔兰修道院里培养出的伟大教士及学者。

在爱尔兰修道院的高墙之下，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在晴朗的天气里，僧侣们坐

在屋外，一条腿上放着书，另一条腿上放着羊皮纸，繁忙地抄写需要的经文。他们用自

己的方式接受了文化，并且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设计了爱尔兰语法，抄写了本土的

口述文学。因为这些经文抄写者，无价的手稿得以流传、古代的文化遗产得到了保存。

遥远的爱尔兰岛屿也因此被认为是保存学问和虔诚思想最伟大的地方。

凯尔特教会在基督教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因

为凯尔特教会的这些独特性，使它与罗马教会格格不入，当两派在不列颠相遇时，冲突

与矛盾将不可避免。

∞Gou罟tn通，DIom I．，I。心s．G8elic pioneer譬QfChr{stinni黟：the Work nnd i吃flHence QfIrish M0nks nnd soInts in∞Rtinentn|

勘，叩P r纵埘咖c阴叫，Dublin：M．H。Gill and Son Ltd．，1923．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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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浪潮回向西欧大陆

(一)衰退沉沦的西欧大陆

爱尔兰这一异教岛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皈依了基督教，笼罩在祷告和学问之中，

处于极乐的安宁之中。而此时的西欧大陆是怎样一番景象，又将归向何处，下面稍加论

述。

早在罗马共和时期，罗马人就开始了他的征服事业，直到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罗

马人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版图跨越了欧亚非三洲，他们对意大利以外的征服区

用行省制度进行管辖和统治。公元前51年，高卢全境成为罗马的领土，在罗马统治下，

高卢迅速地罗马化。按照惯例，罗马统治者在高卢实行了行省制，由罗马委派行省总督

进行管理。到了公元2世纪基督教开始在高卢秘密传播，4世纪初，教会组织在高卢各

地建立起来。①不列颠则在1至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基督教自然通过罗马

的±兵和商人被传到不列颠，4世纪时，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广泛地被接受，并且朝北已

经向苏格兰地区传去，∞但这种现象却由于蛮族的入侵被压制了。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周边的日耳曼各族势若排山倒海一般入侵罗马帝国统治下

的大片疆域。撒克逊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底人从各方袭

来，对罗马帝国展开全面进攻。476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在蛮族人摧枯拉朽般的强大攻势

下灭亡了，而一批蛮族国家，如高卢地区的法兰克王国、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王国、西

班牙的汪达尔一阿兰王国、苏维汇王国、不列颠的诸小王国将西罗马疆土分割殆尽。在

西欧的政治舞台上各日耳曼王国各自分立，互相争战，西欧更是陷入了一片混乱：强大

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经济生活陷入紊乱，城镇摧毁，学校消失，知识散落，文化生活

衰退，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粗野的习俗当中。圣徒和学者的传教以及

宗教和学问的伟大场所——教堂和学校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教会分裂、异教活动猖獗，

大陆所有伟大的图书馆都消失殆尽，即使匮乏的学问与书籍也被那些无知的暴民在饥荒

的年代破坏，基督教的主教们仅仅成为蛮族浪潮中的一个个小岛。鉴于蛮族入侵的大潮，

图尔的格里高利在6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写了悲伤的评价：“这个年代的高卢城市文学衰

退，直至消亡，不再有受过训练的学者创造出散文和诗句。”@

当战争破坏了西欧大多数国家时，唯独爱尔兰远离蛮族的入侵，它处于一片安静祥

和之中。当大陆学问的明灯几乎熄灭的时候，帕特里克土地上宗教和学问闪烁着耀眼的

光芒，达到了全盛时期。一位伟大的法国演说家这样写道：“从5世纪到8世纪，爱尔

兰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伟大中心，不仅基督教的神圣与美德，而且知识、文学、理智生活

国郭小凌、杨宁⋯主编：《两欧择国》，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版社，1998年，第j84页。

国徐怀启：《古代摹督教史》，．1：海：华东师范大学：lj版祉，1996年，第儿9页。

囝1110m嬲Cah川，，如¨，胁e，j靠^Jc丁1，已dcfv肼2口，面n，Hodder and Stou翊¨on，1995，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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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赋予西欧新的生命。”Ⅲ

的确，当罗马和它的古代帝国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的时候，在一个凯尔特的边缘岛

国，一种有活力的文化正在秘密地繁盛，而一个新兴的西欧也将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这

一使命只需要一步就可以完成，就是通过爱尔兰传教士联系西欧的过去与未来。

(二)爱尔兰圣徒在不列颠的传教努力

西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不列颠行省虽然接受过基督教信仰，但5世纪异教的盎格鲁撒

克逊民族入侵，大部分地区为异教徒所征服，宗教信仰也就回到了罗马帝国统治以前时

代的情况。之后是爱尔兰圣徒们促使不列颠的大部分回到基督教的怀抱。

l、科伦巴与苏格兰的信仰皈依

在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地区，当地的皮克特人部落仍然信奉着督伊德教，遵守着督

伊德教的礼仪，在当时是唯一一个没有信奉基督教的凯尔特部落。他们与爱尔兰人有相

同的生活方式和相同的部落组织，两者之间或多或少地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在这里建

立基督教组织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爱尔兰教会承担了这项工作并且成功地完成，在

苏格兰信仰皈依的过程中，涉及到著名的爱奥那岛和著名的圣徒科伦巴。

爱奥那(Iona)，苏格兰西海岸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狭小且没有吸引人的

建筑，却成了凯尔特传教的前哨。563年，科伦巴偕与一些僧侣离开爱尔兰，驶向苏格

兰，把爱奥那岛作为传教的基地。“在后来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岛成了所有凯

尔特国家中最闻名的文化和宗教中心’?。④

科伦巴，继帕特里克之后爱尔兰教会杰出的修士，在文化、学问甚至智力方面都超

过了帕特里克。他于521生于爱尔兰的王室家族，是尼尔王朝“九祖王’’的后裔。他在

牧师和长老的监护下度过了童年时光，受到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成为克罗纳修

道院费尼恩的学生，在这里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完善了抄写、装饰手稿的能力并被赋

予执事的称号。之后，他旅行远及高卢，参观了图尔圣马丁的坟墓，在那里受到主教及

世俗人的欢迎。回到爱尔兰后，精力旺盛的科伦巴果断地在各地建修道院，当他41岁

的时候，有41所爱尔兰修道院把他称为它们高贵的主保圣人，凡是他建立的修道院都

拥有一份他所抄的《圣经》手稿。在这～阶段，他被授予长老的职务。

科伦巴是一个热情的人，他热爱所有美好的事物。如果有一件事物能使他更动心，

那可能是书，特别是设计精美的手稿。当他与穆维尔修道院院长芬嫩在一起时，就爱上

了价格昂贵且独一无二的精装本《圣经》，“这部《圣经》被近代学者认为就是圣杰罗姆

的拉丁文本《圣经》在爱尔兰的最早抄本。”@他于是决定采取秘密行动自己抄写，所以

龟N咧R州DeanK讯孤e。PP．，NQ。st．Pn捃ick：His L睁．His HemtcⅥrmes．珑s L口bolll时．n硼the Fmits西h}s L西渊rs．

London：Bums 0stes&Washboume Ltd， l920．p223．

国[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贞。

囝[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翻译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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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他坐在教堂里，在黑暗中弯腰抄写渴望已久的书籍。传说中他没有蜡烛，但是

当右手抄写的时候，左手的五个指头像烛火在发光。结果科伦巴被发现，这本珍贵书籍

的主人大怒，并提出诉讼，科伦巴被带到国王迪尔梅特(Diarmait)那里，国王作了有

名的判决：把小牛还给母牛，抄本应归原书所有。科伦巴被迫将手稿还给主人，但无法

忘记所受的耻辱。一段时间之后，他的一名追随者在国王的军队中被杀，这位僧侣趁机

抓住了机会，声称上帝保护所有的僧侣，一定要为他报仇。因此他动员所有男亲属反对

国王，最终科伦巴王族跟最高国王于561年在斯来果发生了库尔德雷姆纳大战，这场纷

争使三千人惨遭屠杀，他崇高的良心极为沉痛，作为赎罪，他决心离开爱尔兰，在一块

外国的土地上拯救与战争中死去的一样多的灵魂。科伦巴朝向爱奥那岛出发，他的航行，

给西方的进程以重大的转变。

565年，即到达爱奥纳之后两年，科伦巴朝着皮克特王国行进。像帕特里克第一次

拜访塔拉，科伦巴试图找到通往皮克特国王的道路，通过圣徒不断的努力，所有障碍都

被扫除，国王最终以极大的畏惧之心支持这位圣徒的工作。这位圣徒带着祈祷与信心继

续大范围地在皮克特部落宣讲基督教信仰。在爱奥那生活的34年间，科伦巴和他的同

伴成功地在北部皮克特人的高地地区建立修道院和教堂。在南部皮克特地区，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苏格兰低地，科伦巴也坚持让他的朋友与当地国王合作，建立修道院。在众多

的修道院中，爱奥那仍然保持着母修道院的地位，其他修道院的管辖权从属于它。因此，

它成了北部不列颠基督教信仰的明灯。

在崎岖的苏格兰境内，在慌恐的皮克特人中间，科伦巴的名声像野火一样蔓延。苏

格兰入、皮克特人、爱尔兰人、布立吞人、盎格鲁一撤克逊人慕名来到这个遥远的岛屿，

学习圣洁的学问，许多人没有再回去。

597年5月一天夜晚，在爱奥那岛上，年迈的圣科伦巴在抄写《诗篇》的第34篇：

“但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的时候停止了呼吸。

科伦巴的传记作者亚当南(Adamnan)这样描述他：“童年时，他就为上帝的事业作

出贡献，上帝的荣耀使他有健康的体魄和纯洁的灵魂。尽管住在人世间，他就像天国中

的圣人一样：有天使般的脸庞、精良的演说、圣洁的工作、杰出的品性、超乎寻常的智

慧。在岛上生活的34年间，他没有一刻不在学习、祷告和抄写，甚至做一些手工劳动，

他日夜不停地过着苦行的生活，看起来超过所有人的忍耐力。圣灵充满了他的内心，他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愉悦。”∞

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使徒”在凯尔特基督教文明向苏格兰传播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

他成功地使苏格兰皈依基督教。之后通过向诺森伯利亚的林迪斯法恩传教，他的基督教

社团也发起了对北部英格兰的基督教化过程。

2、圣艾丹与英格兰的信仰转变

当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东、北海岸席卷不列颠，使不列颠变成英格兰，他们也破坏

国MedieVal Sourceb00k：Adamnan，Life of St，CoIumba。available athnp：／／、vw、v-f．ordham．cdu／Ilalsall，b鹳js／columba．e．html

(Jul，2 1，2007)．
20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了不列颠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被异教所奴役。当这些民族征服不列颠之后，随即分化

形成许多小国，7世纪初，这些小国相互合并成了七个王国：北部的诺森伯利业，中部

地区的麦西亚，东部沿海地带的东盎格利亚、肯特、埃塞克斯和苏塞克斯和南部的威塞

克斯。

公元636年，七国之一的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在战胜麦西亚的异

教徒国王彭达(Penda)之后，发现几乎所有基督教的痕迹都消失了，为了使他的人民

恢复信仰，只好向爱奥那岛的修道院求助，爱奥那修道院于是派遣艾丹到那里传教，奥

斯瓦尔德把东海岸的林迪斯法恩岛给予他。比德说：“就像他自己希望的，国王把林迪

斯法恩岛指派为他的主教教区，这个地区，一天两次涨潮落潮，像小岛一样被海浪包围，

当落潮完毕，海岸干涸，它就与大陆紧接起来”。Ⅲ在这里，艾丹效仿爱奥那岛的模式建

立修道院组织，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当中进行他的传教事业。艾丹独有的传教方法就是

在大街小巷上与他遇到的所有人交谈，并且尽可能地在信仰上吸引他们。他的僧侣们也

一次次地拜访他曾经撒播信仰种子的地方，当地的基督教社团也很快建立起来。传说奥

斯瓦尔德国王担忧他像一个农民似的行走，于是给了他一匹马，但艾丹却把马赠送给一

个乞丐。他想步行，想与他所见的人保持同等的地位。艾丹为了确保他努力的成果不会

随着他和爱尔兰僧侣的去世而消失，所以致力于培养英格兰教会的接班人，使之有当地

人的领导。他是北部英格兰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布道者，无论他到哪里传道，国王奥斯瓦

尔德都支持他，并把他的凯尔特语布道变成英语。在林迪斯法恩岛，他确立了主教身份，

并且不断向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派遣传教士，使之皈依基督教。651年，艾丹去世，继承

者菲南(Finan)继续他的传教工作。

通过爱尔兰传教士的劳动，诺森伯利亚接受了爱尔兰模式的基督教。除此之外，爱

尔兰主教和僧侣的踪迹遍及麦西亚和英格兰东部，西部直到格拉斯顿伯里

(G1astonbury)。实际上，盎格鲁一撤克逊联盟中的七国，只有肯特信仰罗马基督教。七

国中的其他各国，属于罗马和凯尔特教会因素相融合的产物。因此，这个国家大部分的

基督教信仰要归于爱尔兰传教士的贡献。凯尔特基督教形式曾经一度在英格兰占优势，

看起来好像要取代奥古斯丁精布的罗马基督教，但最终两者陷入冲突之中。

3、凯尔特与拉丁传统的冲突与协调

当爱尔兰传教士直趋南下传教时，与罗马教团发生了直面的冲突，双方就教区体制、

复活节、削发式等问题发生争执，其实质是罗马教会要确立英格兰基督教的正统性问题。

随着双方的争议，他们之间的差异日益显现：第一，罗马基督教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中央

集权观、私有制和教阶制度，建立组织严密的主教管辖区，管理权掌握在主教手中，而

且一切事务服从于教皇的权威；而爱尔兰采取修道院体制，修道院院长是统治者，主教

主要是云游四方的传教士，他们从属于修道院院长，拒绝服从罗马教皇。第二，双方都

m[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5页。

留597年，被罗马教皇派到肯特传布基督教，国王埃塞伯特受妻子足基督徒的影响，接待了奥古斯丁，并受洗入教，

重建坎特伯雷教堂。601年，奥古斯丁成为坎特伯雷第一任大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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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把复活节定在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但凯尔特基督教把它确定在阴历十

四日到二十日之间的某一天，而大陆上的罗马基督教会则是十六同到二十二日间的某一

天。第三，削发式的不同。削发被认为是对上帝的献身，与隐修主义一起被引进到基督

教世界。在东方教会削发坚持把全部头发都剃去；在西方教会，．只有头顶上的头发被削

去，留下周围一圈好像君主的王冠。爱尔兰的削发与前两者都不同，他把前额两耳之间

削成一条带状，脑后留着长长的发束。这种削发式被认为是教会独立的外在特征，他们

以这种方式保持着宗教热情。除此之外，两教会之间还有许多礼仪的不同。爱尔兰教会

有自己的礼拜仪式，洗礼仪式使用单一的浸礼代替三重浸礼，省略了抹圣油礼，这与罗

马教会不同。

为了解决这些争端，664年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威(0swy)主持召开了惠特比宗教

会议，林迪斯法恩主教科尔曼(Colman)为爱尔兰申辩，而罗马一方的捍卫者是威尔弗

里德(Wilfrith)，他立志要把英格兰教会和西欧大陆教会联结起来，而不愿归属爱尔

兰教会。由于奥斯维王后是罗马基督教徒，受其影响，奥斯维改变立场转向罗马一方，

最终决议承认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罗马教会的正统性最终在英格兰得到确认。但是，

不可否认凯尔特教会对英格兰基督教化的作用，英格兰的各王国是通过凯尔特教会被融

入到基督教世界，凯尔特教会的传教热情持续影响着英格兰教会。许多教会史著作认为，

英格兰基督教是罗马教会的组织制度和爱尔兰式不列颠教会的传教热情相结合的产物。

公元8世纪初，爱尔兰和苏格兰也相继承认了罗马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爱尔兰的传教天才在英格兰遭到了抵制，但是在西欧大陆却有广阔的天地，他们心

中燃烧着永不止息的传教热情，怀着传教热情，他们越过不列颠岛屿向西欧大陆进发。

(三)海外布道的成果

1、海外迁徙的原因

众多的传教士不辞劳苦、爬山涉水从爱尔兰来到西欧大陆，唤醒和传播对基督的信

仰，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这样做，这也许要归于爱尔兰民族固有的禀赋。

自帕特里克以来，基督教逐渐在爱尔兰得势，这使爱尔兰人天生热情、爱好漂泊和

冒险的精神得到极致的发挥。他们响应上帝的召唤，去行使神圣的职责，登上朝圣的天

路历程。那些不知疲倦的传教士、朝圣香客、平头百姓追随着帕特里克的脚步，成群结

队地前往西欧大陆，他们希望通过赤贫、艰难和苦行的日常生活来实现苦修理想，寻求

天国的一席之地。经过艰难地跋涉，他们取得丰硕的成果，使高卢和德意志等地的异教

徒皈依了基督信仰。他们的足迹遍布北部海域的岛屿，远至法罗群岛(Faroes)，甚至

到冰岛。这对他们的国家信仰形成了持久的荣耀。

同时，经济和社会因素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爱尔兰向来是一个繁殖力强的民族，

人口压力连同与此俱来的饥饿灾难，使人们处于更加严重的生存压力下。而且，到8世

纪，爱尔兰又陷入部族列。部族的连绵战争：状态巾，各部族力求剥夺对方的领土，如果办

不到这点，至少也要赶走对方的牲口。爱尔兰基督徒也不曾遏阻这种好战的倾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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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僧侣们也参加了他们都族的军事iJj征，甚至寺院和寺院也曾打起仗来。迫于国内

的困难状况，爱尔兰人像潮涌般进入西欧人陆。

变迁的风雨依然如故，经过部落问连年的纷争，这片神圣的土壤迎来了维金人的入

侵，使爱尔兰陷入了二百年血和火谱写的历史中，加速了爱尔兰人迁徙的浪潮。来自丹

麦和挪威的维金人，大约795年第一次出现在爱尔兰海岸，洗劫了建在爱尔兰北部和东

部海岸的修道院，爱奥那、班戈是第一批被攻击和劫掠的修道院。阿马，爱尔兰的宗教

之都，在一年中被他们洗劫了三次。由于爱尔兰人没有统一的统治权力，最高王位仅仅

作为一种象征而不是以有效的控制力量而存在，所以无法有效地抵制住维金人。不久敌

人从四面八方进攻，随意蹂躏教堂和修道院，他们俘获或屠杀僧侣，携带走圣徒遗物，

而把书籍和盛放遗物的圣盒扔进水中。克罗纳(C10nard)、克伦弗特(clonfert)、克

朗马克诺布斯(Clonnacnois)作为伟大的文化中心和爱尔兰的骄傲都被毁坏。那些凄

惨的人们，不能在这混乱的岛屿上通过他们的知识过活，于是带着珍贵的手稿跨越大洋

来到西欧大陆，在这里他们不一定做苦行僧侣，而多数做语法教师或抄写员，这样，圣

徒便成了学者。

虽然早于维金人入侵之前博学的爱尔兰人已经开始移居西欧大陆，但这些人的入侵

再加上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热情欢迎，给爱尔兰人以更大的驱动移居大陆。

2、科伦班及其后继者的传教

在众多的日耳曼蛮族国家中，法兰克最终脱颖而出，墨洛温家族首领克洛维(48卜511

年)于5世纪后半叶征服了深受罗马文化浸润的高卢大部，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公元496

年，克洛维皈依了罗马教会，并下令全体士兵受洗入教，成为日尔曼各族中最早皈依正

统罗马基督教的民族。虽然法兰克王国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这种皈依只是名义

上的，基督教的宗教影响和作用并不是很大。基督徒们不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他们对

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他们不作忏悔，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就像一位西方僧侣传记作家所

写：“当他们尊重基督教信仰自由、外部立誓信教的同时，却违背戒律没有一点良心上

的不安；。我们会见到他们突发狂怒、冷血残忍；他们不可思议的反常行为经常导致各种

惨案：兄弟阋墙、互相惨杀：日常生活中多配偶制和做假誓混杂在半异教的迷信中。很

难让人相信他们放弃了异教因素，接受基督美德。”①这绝没有夸大当时社会的罪恶，当

科伦班和他的同伴抵达勃艮第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处于这种状况中。因此，他按照爱尔

兰凯尔特修道院的传统，在这里建修道院，传播基督教信仰。

科伦班，灵性和名字都与科伦巴相同的另一位圣徒，于543年诞生于伦斯特，像许

多爱尔兰传教士，他也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在爱尔兰岛的一个修道院接受了早期教

育，不久便精通了语法、修辞、几何以及《圣经》的编排。之后他前往伟大的班戈修道

院，在康高尔的领导下，学到了丰富的知识。科伦班写了优秀的拉丁诗句，这些诗句只

有基础深厚的拉丁学者才能创造出来。他懂希腊语，而且熟悉希腊诗。在他40多岁的

国3ames H髓on，DD．，The Celtic Chtlrch in Irel口nd：T}|e Sto咿巧|re|QHd nHd lri幽Christ远ntI)，细m b色fore the time够

＆心f，从幻曲P咖瑚口f伽， L0ndon：Ball锄tyIlf，h柚son Co．， 1 898，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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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被科伦巴显赫的成就激励，决定带着十二个伙伴向高卢海岸出发，把他的余生贡

献在西欧大陆异教人口的基督教信仰皈依上，这一年是585年。

这一小队旅行者在高卢北部登陆，从事着传播信仰的工作，然后向南行进最终到达

勃艮第。无论走到哪里，这别具一格的一队人都能吸引当地居民的注意力。他们穿着粗

制的羊毛上衣外套，颜色就像长在羊背上的一样，头上戴着同样材料制成的蒙头斗篷，

他们穿着凉鞋，前额剃光了头发，后面的头发一直垂到背后，他们背着旅行袋，里面装

着面包和精神食粮_书，手中拿着拐杖。科伦班的传记作者约纳斯(Jonas)写道：“无
论他们走到哪里，这位可敬的人都不忘宣传基督教信仰，在任何时候，无论他们住在谁

的房子里，他都会把同住人的吸引力转移到他们的宗教信仰上来。’’Ⅲ

正如前文所说，当科伦班到达勃艮第的时候，法兰克正处于半异教的迷信当中，因

此他在勃艮第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传教中心——安尼格拉耶(Annegray)．，在这里既传

播基督教的各项宗教仪式又组织农业生产劳动。法兰克人无论异教徒还是名义上的基督

徒，都被科伦班的例子深深地影响，他们接受教导并迁居到附近，形成了一个以修道院

为中心的居民区。科伦班奉行严厉的纪律和节制的生活，修士们不仅要参加各项宗教仪

式，还要从事农业生产，开垦周围的荒地，饮食则以面包、蔬菜、清水为主。尽管教导

苛严，但是弟子却不少，此后科伦班又在吕克瑟伊(Luxenil)、方丹尼(Fontaines)

建立修道院，其中吕克瑟伊是中世纪早期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上千个这样的修道院，

成为一股渗透力在西欧大陆蔓延。

由于科伦班按照凯尔特教会传统进行的宗教仪式与高卢罗马教会的传统相悖，而且

他严厉地执行纪律，不断指责法兰克牧师的松弛懈怠，不可避免地遭到当地主教们的反

对。603年，主教们召开宗教会议，在会议上这位圣徒并没有得到支持，反而引起勃艮

第女王布兰希尔达(Brunhilda)的敌意，她与主教们密谋把他驱逐出境。科伦班和他

的同伴们被迫离开这里，坐上了驶向爱尔兰的船，由于暴风的推动，他们又返回到了西

欧大陆海岸。当发现无法回去的时候，科伦班打算去北意大利使伦巴底人(Lombards)

改变信仰，于是他们在莱茵河上了船，往南行进穿越阿尔卑斯山，612年到达了北意大

利，在那里他们受到伦巴底国王友好地接待，经过国王的同意，他建立了著名的博比奥

修道院(Bobbio)，在这里他向异教盛行的伦巴底王国宣教，．他追求向那些仍在异教黑

暗中的人宣布基督教的光明，他通过树立真理努力对抗邪恶。在615年他去世之前所建

立的修道院遍布法国、德国、意大利，影响深远。科伦班坚强的个性、坚定的决心和意

志，面对困难和危险时所表现的非凡胆量和能力，斥责罪恶时表现的无畏和忠诚，都显

示了他不是随风倒的芦苇，而像爱尔兰本土粗壮的橡树，拔地而起，傲视风霜。这些品

质感染了他众多的追随者，使之相继在西欧大陆献身传播爱尔兰基督教。

在到达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前，科伦班门徒高尔创建了圣高尔修道院，面对群

狼、熊和无知的当地人，高尔表现了更大的耐心，他向四周拜访他的邻居，在信仰上指

导他们。他如此诚实、纯朴、慷慨地布道深深吸引了当地居民(Alemans)。科伦班去世

①MedievaI Sourcebook：the Monk Jon弱，The Life of St．CoIL帅b矾，available at hnp：，，www．fo·dham．edu／halsall，b舔耐
’

coIumban．htmI(JuI，2 l，2007)．
24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后，从博比奥米的同道弟兄敲J1：了高尔的门，他带着利·伦班修道院院K的牧杖，转达了

科伦班的认可：高尔是他所有精神之子r}1最伟大的一位。从此他更加ff{名，但是他拒绝

返吲蒸蒸日上的吕克瑟伊敛t教，始终如一地坚守他的职责。645年他去世的时候，当

地的所有居民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圣高尔成为瑞士的使徒。

经过科伦班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勃艮第的大部分地区和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大部分地

区改宗或者恢复了基督教i虽然这些地区的基督教不是始于爱尔兰，但是基督教的礼教

精神化却始于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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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爱尔兰精神火种重燃西欧文明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西欧陷入一片混乱。社会秩序瘫痪，古典的理性文化

进一步停滞甚至丧失，到处都是一片蒙昧的精神状态。在这蛮族争伐造成的四分五裂和

希腊一罗马文明的退化所造成的混乱之中，真正挑担了文化拯救与传承之重任的，是爱

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爱尔兰修道院在中古西欧几乎同时承担了“传教中心”、“文

化中心”、“教育中心’’的三重角色。事实上，如果没有爱尔兰传教士的积极传教，没有

修道院那高墙之内的修士们抄写文本的努力，没有修道院学校所施行的教育，西欧难以

聚集在基督旗帜下，古典文化的成分难以保存和延续下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

欧洲文化也难以确立并传播开来。因此可以说，爱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拯救了早期

西方文明，爱尔兰的精神火种重燃西欧文明。

(一)传教——恢复西欧大陆的基督信仰

虔诚的爱尔兰传教士们带着巨大的宗教热情，离开家乡到遥远的大陆，从冰岛和挪

威到达西班牙、意大利南部，甚至君士坦丁堡。但是在法兰克及其邻近地区，他们的贡

献尤其重要。

前文已经提及，法兰克王国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已经皈依基督教，但这种基督教非

常表面化。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极其不完备，“除了在文化中心定居点的主教之外，甚至

于没有牧师。”锄即使这些主教，也是软弱无能，无力承担传教的任务。不仅教会组织残

缺不全，基督教的．精神生活也处于混乱。法兰克僧侣恬不知耻地干着自私自利、唯利是

图的勾当。他们利用“救济灵魂”这句话来勒索金钱或骗取土地赠与。《科伦班的生活》

中说：“在那个时候，由于主教的疏忽，国家不再有基督教的信仰了。"留从科伦班不断

指责法兰克僧侣松弛懈怠中也可以看出，法兰克社会当时的信仰情况。因为河水不会上

涨到比它的源流还高的水平，所以我们不能期待法兰克人民大众会升到高出僧侣或等于

僧侣的水平。在人民群众中，异教的罪恶屡见不鲜，多配偶、立假誓、相互残杀时常发

生。实际上，法兰克人是披着一袭基督教薄薄外衣的异教徒。

爱尔兰传教士们面对着一个个未得救的灵魂，一种神圣的使命燃起，他们要把基督教

的信仰带到每一个角落，使每一个人都得到上帝的恩典。

585年科伦班与十二名同伴来到西欧大陆，开创了爱尔兰传教士向西欧大陆传教的

先例，他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吕克瑟伊和博比奥修道院。他的名望和榜样以及修道院的

繁荣吸引了传教士们源源不断地来到大陆i圣富尔萨(Fursa)是其中一位，他出身于

回江振鹏：《略论5罕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载《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圆Medieval Sourccbook：the Monk jonas，111e“fe of SLColumb卸，aVailable at http：，，www．fbTdham．edu／halsall，

b商s／columban．htnll(JuI，2 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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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贵族家庭，在本地颇具名望，650年d订往法兰克王国，受到当地贵族上层的欢迎，

并在此修建丫一座修道院，被奉为“主保圣人”，他的坟墓和教会的七个堂区仍被保存。

尽管他的传教事业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他的活动也不能与科伦班相匹敌，他的名字仍

值得留存在爱尔兰传教士之列。

之后传教士们更加稳健地行进，他们的足迹遍布今天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

国等国家，下面的数字和事实对这些传教士们的传教精神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德国发现

了150个爱尔兰圣徒及教会的主保圣人，其中36个用他们的鲜血为教会献祭；在法国

发现45个爱尔兰圣徒，6个为了信仰流宝血；比利时30个爱尔兰圣徒是教会的主保圣

人，他们中的许多也为信仰而死；英格兰有44个爱尔兰圣徒和教会的主保圣人；意大

利不少于13个；挪威和冰岛有8个。可见，爱尔兰传教士们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的

传教事业构成了很大篇幅。圣纳彼特斯(St Rupertus)先在法国，后在德国传播信仰

取得巨大成功，赢得“巴伐利亚使徒”的称号。福瑞德林(Fridolin)，别名旅行者，

在洛林、阿尔萨斯和瑞士传教。圣高尔和他的同伴们在瑞士传教，并使当地人都皈信基

督教。他们当中伟大的人物还有塔兰托的卡塔耳德斯、弗兰克尼亚的基利恩以及奥地利

的克尔曼。哪这些爱尔兰圣徒的名字仍然铭刻在西欧大陆的传教事业上。

传教士们在宣教的同时建立起许多爱尔兰式修道院，如爱奥那、林迪斯法恩、吕克

瑟伊、博比奥、圣高尔，成为圣徒和使徒的温床。从这些地方出来的圣徒们呈辐射状地

发散，继续进行宣教并建立修道院，逐渐形成了“爱尔兰修道院网”。经过计算，爱尔

兰僧侣在英格兰建立13所修道院，苏格兰12所，高卢的布列塔尼12所，勃艮第12所，

阿尔萨斯10所，比利时9所，巴伐利亚16所，惹大利6所。㈢这些数字来自权威的历

史，比任何华丽的语言都具有说服力。

随着爱尔兰修道院在西欧大陆的传播，一种新的忏悔制度也带入了西欧大陆。爱尔

兰人发展了一种私下忏悔的形式，与在大陆的不同。在古代天主教教会，一个人忏悔他

所犯下的罪恶以及接下来的赎罪，一般都是公开进行的。罪恶被认为是一种公共的事情，

是反对教会和基督圣体的罪恶，有些罪甚至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这种公共忏悔的方法

给予牧师权力过大，牧师甚至可以任意地公开指责信徒。而爱尔兰的私下忏悔则完全把

忏悔变成了悔罪者与牧师之问私下的事情，这种方式出于对犯罪者脆弱感情的考虑，使

他免于公共的蒙羞，不会使之丧失信心。同时反映了爱尔兰感情：个人的道德心优先于

公共的看法或教会的权威。

这种传入西欧大陆的私下忏悔形式，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仟悔方式，更应该说是一种

新的宗教精神，一种人道、宽容的宗教精神。由于忏悔者无需以隐藏自己的不良行为而

避嫌，而且无论何时，忏悔者都可以去除自身的罪孽，以达到救赎之目的，因此更能吸

引信徒，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这样，爱尔兰的忏悔制度传入西欧大陆后，～种私下赎

。[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页。

喀～e呵R州De孙Kin瓯e。PP．，Y’Q。s1．Pafr|ck：H弧L啦．HisHemic埙rtues，H话LnboH憾。nndIheFmils西hiskbours。

L0ndon：Bums ostcs&Washboume Lld， 1920．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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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风气发展起来了，对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些贡献都要归于爱尔兰传教士，他们来自于一个圣洁的国度，但他们

的热情、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品格深深扎根于西欧大陆；是他们恢复了蛮族社会的基督

教信仰，在基督教世界中引领宗教生活的新潮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宗教格

局的形成。

(二)学术——挽救消沉的古典文化

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就已经衰退的希腊一罗马文化，在帝国崩溃后的几个世纪里更

是以加速度衰退。欧洲人的希腊语言知识几乎完全丧失，拉丁语的修辞风格也退化了，

几乎没有人能读写拉丁文，公共的图书馆和罗马贵族的藏书损失惨重。唯一值得庆幸的

是，爱尔兰修道院的藏书保存下来，古典的和教会的学问保存下来。一位作家这样写道：

“当基督教的活力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耗尽的时候；爱尔兰没有遭受入侵的苦难，

反而皈依了一种未曾了解的信仰。基督教以一种巨大的热情被接受，文学和艺术迅速涌

现。科学和《圣经》的知识从大陆逃散出来，到这片宁静的土地上避难。"∞在学术文化

衰微的处境之下，当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的蒙昧而粗野的习俗中时，

爱尔兰修道院全力承担了挽救和延续文明、保存和传播文明、重组和塑造文明的重任。

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传入给爱尔兰带来了拉丁字母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包括

宗教典籍、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古典作家的著作，无论在国

内还是在国外，爱尔兰学者们都致力于基督教神学与古典学术的研究之中。而且为了将

残存不多的经典著作流传研究，一些修道院将抄书作为修士的日常任务，修士们很高兴

接受了派给他们的任务，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文本工作，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注释并进

行修改润色。在这一光彩夺目的新文化中，一本书并不是建立在干巴巴框架上分离的篇

章：一本书会涉及到另一本书，从作者到抄写者，从抄写者到读者，从一代人传到下一

代人。爱尔兰人书写了一种新类型的书——爱尔兰手抄本，一本接一本，爱尔兰人创造

了世人从未见过的最壮观、最迷人的书。以这种方式，爱尔兰人保存了古典文化与教会

学问。

在幸存的手稿中，爱尔兰经文抄写者的笔迹随处可见：保罗书信的结尾有错综复杂

的拉丁翻译，在经文的页边有费解的希腊评论，可见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拉丁文，甚至

希腊文。而且他们设计了爱尔兰语法，抄写了本土的口述文学。通过抄写、积累，为我

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与宗教作品。著名的爱尔兰手抄本‘《凯尔斯之书》(B00k of Kells)

一写在羊皮纸上的四福音书，由9世纪住在米思王国的凯尔斯地方或爱奥那岛的爱尔
兰僧侣写成，现在珍藏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011ege)里。在基督教的手抄

本中，以《凯尔斯之书》最为出色，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称赞这部作品为天使

国vefy R“Dean Kinane，ptP．，V．G，&．忍妒黻：胁i￡掘，麒s陇，口斑踟f王，嚣，鼢加60蹦坶，口列舭砌班矽^括L西甜恪，
London：Bums 0stes&Washboume l朋， l 920．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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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所写成的。山

爱尔兰人不仅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文化，而且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新文化。基督教

传入之前，他们知道的il难一种文字是史前的欧甘文，建立在罗马文字基础l：的一种繁
琐的字体，这种神秘的文字，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继续存在。爱尔兰人则把这种原始的欧

甘文与高贵庄严的希腊、罗马字母相结合创造了最初的大写字母和大字标题，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让人喟然惊叹。至于经文，爱尔兰人发明了两种字迹，一种是圆润高贵的手

写体，被称为爱尔兰半安色尔体字母，另一种极易书写的手写体成为爱尔兰小书写体字

母，比罗马人设计的字母更加易读、书写更加流畅。第二种字体由于它的简单和易读受

到欢迎，而且被远离爱尔兰国界的大量经文抄写者接受，变成了中世纪常见的手写体。

在爱尔兰，漂亮的手写稿、精美的底稿，两种艺术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因为爱

尔兰僧侣们把装饰宗教书籍、礼拜仪式的作品和圣职人员的著作看作首要的事情，他们

在手稿的装饰艺术上大胆创新，辅之以绘画艺术，发展了一个反古典的，具有超越现实

主义风格的手稿装饰文化。圆惊人的是，经过装饰的爱尔兰手稿在今天的英格兰、法国、

瑞士、意大利、德国的图书馆得到极大的珍视。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到达大陆?是帕特里

克之后的传教士们，不仅带去了珍贵的手稿，而且传播了古典文化。

爱尔兰早在5世纪皈依基督教，6世纪陆续建立了许多值得称道的修道院。后来出

身于这些修道院的修士又远赴西欧大陆传教，同时传播己在西欧大陆濒于消亡的希腊语

文知识和拉丁古典著作的学识。@大修道院院长科伦班跨海至大陆，590年在今法国建吕

克瑟伊修道院，作为法兰克国家的文化中心达一个世纪之久，之后在德国的萨尔兹堡

(Salzburg)、意大利的博比奥建修道院，他所建的修道院及其后继者们在西欧大陆建

立的一系列修道院均重视书籍与艺术，修士们抄写的手稿都为修道院的图书馆和王室贵

族所收藏，这些书稿得以保存至今，拉丁文的知识与文化得以延续。爱尔兰修道院及其

传教士们为自己赢得了拉丁文化传统前驱和复兴者这一不朽的盛誉。固

在这个新的爱尔兰世界，福音的烛光在白色的福音页上闪耀着。在接连的蛮族入侵

浪潮下旧的文明快速沉沦，新的文明在这一张张白色的福音页上重新燃起。孤寂的黑暗

重现了光明，经过几百年的沉寂终于看到了希望。

(三)教育——复兴欧洲的精神理智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原有的学校也消失了，直到8世纪中叶，法兰克人统治下的西

欧大陆教育仍然处于低潮，文盲充斥、愚昧无知的现象普遍。如前述，能读写拉丁文的

人屈指可数，而且主要是牧师和修士。

而在爱尔兰土地上，则出现另一番景象：一种教育系统兴起，修道院里设立学校，

①[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一信仰的时代》，幼师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62页。

。江振鹏：《略论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载《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英]罗素：《两方哲学史》上册，北京：商务ElJ书馆，1981年，第49l页。

国江振鹏：《略论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载《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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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传授宗教性的教育，而且传授世俗知识，包括：拉丁文、希腊文、神学、哲学、数

学、诗歌、写作、绘画、雕塑和建筑学等等。爱尔兰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修士们的膝下，

学习他们教授的知识。英格兰的皇室或贵族也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爱尔兰接受良好的教

育。可尊敬的比德在664年说：“英国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中有许多在主教菲南和科尔曼

时代，离开他们的国土来到爱尔兰，他们怀着学习上帝话语或者过一种更苛严生活的目

的。许多人献身于修道生活，另外一些人致力于学习，爱尔兰热情友好地全接受他们，

而且无偿地供应他们同常饮食，免费为他们供应书籍阅读并讲授。”∞

那个时代不仅英格兰的学生涌进爱尔兰学校，欧洲各地的学生都是如此。人们会认

为当时意大利是学问的源头和中心，然而意大利也派遣大量的人到爱尔兰接受教育和培

训。他们为了过一种严格纪律的生活，或者提升自己研读《圣经》的能力来到爱尔兰，

最终都在这里得到良好的培养。

伴随着修道院的建立，爱尔兰的修道院学校兴盛起来。帕特里克建立的阿马修道院

在6、7世纪享有极高的名誉，三千多学生蜂拥进来吮吸着知识的甘露。527年由费尼恩

在克罗纳建立的学校也一度有三千多学生，这一圣所向不列颠和西欧大陆传送了大量的

学问。班戈的伟大学校在558年由博学的康高尔建立，在班戈的高墙之下，圣徒们保存

了各种各样的学问，这些都使后来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学者为之一惊，最为荣耀的是

培养了伟大使徒圣科伦班。毋庸置疑，在西欧大陆的国家当中，遥远的爱尔兰岛被认为

是保存学问和虔诚思想最繁盛的地方。遗憾的是，由于维金人的入侵，爱尔兰著名的学

校和修道院被夷为平地；图书馆，包括书籍、无价的手稿、名人的杰作遭到毁坏。因此

资料缺乏，无法详尽描述学校的辉煌。

西欧大陆经过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文化低潮，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768—814年)

意识到了改变这种愚昧无知状态的必要性，于是召唤爱尔兰老师到高卢并准予他们在这’

样的教育系统下从事理智改革工作，他希望培养能够理解和抄写拉丁文的牧师和僧侣，

提供完美无缺的书籍供他们研究，消除统治阶层中的愚昧落后状态，为国家服务。在查

理大帝颁布的教育敕令中，明确规定在修道院和主教管区内都要设立学校，让修士们一

面传抄古籍，一面从事社会教育。②在这里爱尔兰教师教给法兰克人拼字法和语法，对

从爱尔兰带来的宗教典籍进行阐释。这一时期西欧大陆的教育兴起。

爱尔兰修道院培养了大量的学者，在查理大帝的宫廷里随处可见。查理大帝延聘他

们到宫廷来研讨学问，教授学生，主要有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阿尔昆(A1cuin)、爱尔兰学

者西多旱奥斯-司各特(Sedulius Scottus)和约翰·司各特(Jone Scottus)、天文

学家邓加尔(Dungal)、地理学家迪库伊尔(Dicuil)，他们都为传播、保存拉丁语，保

存古典知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尔昆(735—804年)，他是英格兰约

克学校的校长、神学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通晓希腊文、拉丁文，还精于文法和

囝jam鼯H吼on。DD．．The Celtic Ch¨l℃h i’t lrelnnd：The Slo唧。叮lretnnd nnd lr弧h ChrbtidHi嗲毋．om b咖re the ttme巧

&．只口，成是如加8，笔归朋ldf而，2，London：BalIantynf，hanson Co．，1898，p210．

田陈曦文：《修道院Lj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载《首都师范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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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782年被查理大帝聘为贬亨宫廷学校的主管，并监管整个帝罔的学僧。Ⅲ西多里

奥斯·司各特和约翰-司各特更是爱尔兰修道僧中的翘楚。其中约翰·司各特是一位具

有独特性格的非正统的天才人物，他在把爱尔兰学校所能传授的全部知识学到手之后，

大约于845年左右出游法国，在皇帝“秃头"查理㈢的拉昂宫廷学校里担任首席教授，

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他被誉为“当时爱尔兰给予欧洲的最伟大的学者”，是查理大帝

时代文艺复兴期间产生的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同时他也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

他否定原罪说，支持自由意志说，在这样一个宗教虔诚的时代，他的理论迸发出理性的

火花，其成就是和修道院创造的学习环境、提供的文献条件分不开的。迪库伊尔，中世

纪第一位地理学家。他证明了爱尔兰夏季有夜半见阳光的现象。天文学家邓加尔为查理

曼解开了日食的困惑。也正是因为爱尔兰修道院学校培养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为加洛

林文艺复兴提供了理智基础。

在中世纪早期，爱尔兰是西欧重要的教育中心，9世纪中叶以后，主教区教堂附设

的学校也发展起来了，与修道院学校共同为12世纪以后陆续建立的大学奠定了基础。

因此，修道院学校不仅保存了文化，而且传播了知识、培养了人才，复兴了精神理

智，推动了加洛林文艺复兴，为日后大学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o陈曦文：《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秃头’’查理即查理大帝的孙子查理二世(823—877)。

囝[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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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中叶，无论对西欧大陆还是爱尔兰来说，都是一个快速转变的时期。西罗马

帝国在蛮族入侵的大潮中灭亡，西欧大陆陷于一片混乱，古典文化衰退，精神生活处于

蒙昧状态。而此时帝国的边缘岛国、欧洲一个遥远的角落——爱尔兰也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摆脱了孤独原始的状态，加入了与西欧大陆的交往当中，永远地从它旧的督伊

德神话中摆脱出来，向文明的行列迈进。这些贡献要归于帕特里克及其传教士们。

帕特里克，爱尔兰的布道使徒，把生命中的最后30年(40多岁到70岁)完全奉献

给了传教事业。他彻底改变了这一岛国，他带来了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

个非罗马化的基督教，不带有希腊一罗马世界社会政治负担的基督教，完全融入了爱尔

兰舞台的基督教。同时他的传教也繁荣了爱尔兰学问，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罗马文化与

拉丁文明，使爱尔兰基督教徒成为有文化修养的人。

基督教传入后，爱尔兰教会的体系被原始的部族制支配，一座座别具一格的修道院

建立起来，它奉行的严厉苦修的生活方式、自由独立的精神、热情的传教精神、热爱学

术的思想，使之不仅拥有了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而且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教士，为将来

的传教奠定了基础。

在强烈的传教热情激励下，一批批爱尔兰圣徒离开国土来到南北不列颠和西欧大陆

传布信仰。6至8世纪的西欧，爱尔兰僧侣遍布各地：“苏格兰使徒"科伦巴成功地使皮

克特人皈依基督教，新爱奥那主教艾丹使英格兰大部分地区转变信仰。被他们的精神感

染，科伦班跨海到粗野的西欧大陆，在法兰克及意大利等地建修道院，宣传信仰、教化

民众。

爱尔兰传教士们带到西欧大陆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他们把文化修养、精神理智

也带至fJ了这片蒙昧的土地上，以他们特殊方式保存的古典及教会文化教化当地无知的人

们，使那些几乎消亡的古代文本及文化又重新复兴，对发生于公元8世纪前后的“加洛

林文艺复兴’’也产生了推动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爱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保

存了古典文化，他们是早期西方文明的拯救者，是爱尔兰的精神火种重燃了西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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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世纪早期的爱尔兰①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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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基督教影响下的重要中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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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论文作罢，百感交集。回首往事，历历如在昨日。

两年前，当我踌躇满志地跨进东北师范大学校门的时候，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经意间两年飞逝，回顾两年的学习和生活，点点滴滴倍感温馨。这

期间，留下的是我对老师、同学、朋友、亲人不尽的感激。

我的导师王晋新先生使我终生难忘。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宽厚仁爱的为人处世、诲

人不倦的品德促使我努力、．激励我前行。我的硕士论文从选题的确定，到提纲的拟定，

再到最后的定稿，无一不倾注了他的心血。导师的指点迷津，使我的论文顺利完成。

另外我要感激给予我启示和帮助的老师们。徐家玲老师、宫秀华老师、李小白老师、

王邵励老师对文章的框架及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对他们的言传身教，我心中的感激

之情无以言表。

让我心存感激的还有很多，同学们课余的讨论，给我启迪和灵感；家人一如既往的

支持和鼓励，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在这里惟望家人安康。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感受最为深刻的是自己知识的不足，对本论题的探讨比较肤

浅，留下了不少遗憾。对于文中疏漏、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此刻，内心涌起百般滋味，然寥寥数行文字，言不尽意。现在是一个终点，又是一

个起点，怀揣着老师的教导、父母的期望，以及两年学习生活所赋予的勇气智识，我将

奔赴人生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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