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 容 摘 要

    本文意在阐述10至13世纪西欧的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宗教传统、改革内容，

考察修道院改革的背景情况以及与教俗势力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修道院衰落的

原因。

    第一章是对修道院改革前西欧的政治、经济局势的介绍，阐释了修道院腐化

的原因和表现，从而说明修道院改革的必要性。

    第二章，克吕尼派修道院改革，主要阐释了克吕尼派改革的传统、内容、结

果，以及它对教会改革的深刻影响。克吕尼派修道院改革遵循本尼迪克法规的传

统修道精神，试图革除修道院的腐败现象、摆脱世俗势力的控制。改革给克吕尼

派修道院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和权势，但也使之无法维系原来的清修，再次堕入腐

败的风气中。

    第三章，西多派修道院改革。从西多派修道院的建立开始追溯西多派修道院

改革的传统，具体阐释其内容以及发展。克吕尼派修道院的腐败引起了部分虔诚

修士的不满，再次兴起了以西多修道院为核心的修道院改革，以恢复修道院的本

尼迪克法规。

    第四章，修道院的衰落。以黑衣修士与白衣修士之争为切入点，阐明修道精

神和现实社会的冲突，探析修道院衰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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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西欧修道制度的形成

    修士(monk)一词源于希腊语monos一词，意为“单独的人”。’后来在基督

教中，从独处隐居发展到集体隐修的独身者，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修道制度或隐

修制度。里

    基督教的修士过的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生活，然而开创隐修生活的却是一位没

有宗教信仰的青年。3世纪末叶，埃及的安东尼(劫协.乳约251一56年)弃家前往

荒野单独隐修数十年，苦行斋戒、冥思修炼，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和惊人的苦

行精神，使其名声远扬。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各地仿效者日益增多，一时成

风。但这些独居的隐修士经常受到人为或自然的威胁，他们的隐修被基督教会斥

为非法活动，受到鄙视和迫害;荒野中野兽的袭击也令他们防不胜防，恶劣的环

境迫使他们三两结伴而居，以求自我保护。，4世纪上半叶，埃及的帕科米乌斯

  (Pachomius，约292-373年)在塔本尼西(肠bc画51)创建第一座基督教隐修院，

并建立起一套修道院制度。把隐修士组成团体，在院长主持下，同食共住，且在

生产劳动方面有具体分工，规定统一的祈祷时间和服装，个人所居的密室栉比。

咱此，修道制度在其发源地埃及发展很快。

    首先把东方的隐修制度介绍到西欧的是埃及的神学家亚大纳西(Atha.asius，

约293一73)。336年和339年，亚大纳西先后两次被埃及主教流亡到莱茵兰和罗马，

所到之处他热情地称颂埃及的修士制度，并撰写了《安东尼生平》(Ufeofst

灿tony)，此书广为流传，成为那个时代基督教的经典之一，在西方传播了修道

思想。“

    奥古斯丁(Augustinc，35今430年)是最早接受这种东方修道制度的西欧基督

教教士之一，并加以自己的解释，把东方的隐修生活方式列入基督教的范畴，制

定了一种新的修士制度。他吸收了东方修士的生活原则:独身、守贫、恭顺，但

是并不主张修道院远离现实社会、隐居荒野，他认为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赎罪的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页。
;任继愈:《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9力页。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一页。
‘张绥:‘中世纪“_仁帝介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的页。
，土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7页.



信念，在现实社会中也可以达到禁欲的目的。同时，他也更强调宗教仪式，称之

为“上帝的工作”(叩.sDei)，修士每日必须进行祈祷、弥撒等基督教的礼仪。1

在西欧积极倡导修道制度的还有哲罗姆(Joromc，M7420年)。他不仅自己撰写

了《隐士保罗生平》(LifeofPaultheHen”it)，还把亚大纳西的《安东尼生平》、

《埃及修士史》(比storyof咖Monks加Egypt)翻译成拉丁文，使更多人认识和

了解修道制度。2

    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修道制度开始在西欧确立起来。但是在6世纪中叶以前，

修道院的管理混乱，没有确定的组织机构和教规，一味地追求苦修，以此作为修

行的成果。在西欧，奠定修道制度的重要人物是意大利努西亚的本尼迪克

  (E七nediCtofNurS斌约480-550年)。520年，本尼迪克在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

建立了一座小修道院。523年，他制定了一个包括序言和73项条例的修道院规章，

被后世称为“本尼迪克法规”。这一法规使得修道院的生活组织化、制度化，为

大部分修道院所接受。本尼迪克法规在意大利发展很快，到7世纪中叶，本尼迪

克法规已流行于高卢。788年，查理曼开始在法兰克国家修道院内强制普及本尼

迪克法规。39世纪，本尼迪克法规被西欧修道院广为接受，成为修道院普遍遵守

的规范。4

    本尼迪克修道院法规奠定了西欧修道院的基本模式，对西欧修道院制度的发

展有极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礼拜仪式。本尼迪克法规是最早明确规定修士礼拜仪式具体细则的修

道院法规。5本尼迪克在他的法规中大篇幅说明修士应该遵循的仪式。修士每日

要严格按照院规规定的时间祈祷、劳动、和诵读。每日的时间被划分成两部分，

白天12小时，夜晚12小时，但是冬夏两季白天和夜晚的小时长短不同。夏季白

天的小时长于60分钟，夜晚的小时短于60分钟，冬季反之。修士在冬季的睡眠

时间是8小时，在夏季仅为6小时。他们每日的首要任务是进行“上帝的工作气

即祈祷，共计8次。在冬季，清晨2点钟前后，夏季3点钟前后，作夜祷，夜祷

时间较长，分为几个部分，每部分包括唱6首赞美诗和诵读圣经的4个章节和应

万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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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祈祷文，星期日和宗教节日的夜祷内容还要多，约持续两个小时。夜祷之后，

修士不能再睡觉，要等待第一缕晨光出现，唱赞美诗，当太阳升起时作晨祷，此

后，修士们离开祈祷室进行各种劳动。午后的1、3、6、9点钟各有一次祈祷仪

式。‘本尼迪克把赞美上帝、服从上帝作为修道院的最终目的，把修道院内的所

有宗教活动都仪式化。这些仪式用法规的形势固定下来，成为修士与上帝沟通的

桥梁，并且构成修道生活的主要内容。

    其二，诵读。本尼迪克把修道院作为“为上帝服务的学校”，修士们不仅要

祈祷，还要学习读和写。2本尼迪克法规规定，修士每天要花3至4小时进行阅

读，星期日和宗教节日要花更长的时间用来阅读，每逢大斋期开始之日，修士们

都会得到一份每日必读书目，其中包括圣经、基督使徒传和教父们的著作。3因

此，修道院的图书馆内收藏了很多书籍，除了有关七类“自由艺术”方面的教科

书外，还有圣经、用于礼拜方面的书籍 (弥撤书、对唱赞歌、弥撤曲)、圣经注

释、布道词、圣徒传记、修道院的院规、教父著作等，甚至还包括了历史著作、

诗歌集、法令、古典作品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字资料。4本尼迪克法规的此

项规定使得修道院担负起了当时的教育职能，起到了保存罗马拉丁文化的作用。

    其三，劳动。本尼迪克在他的法规中告诫，“谁惰是灵魂的敌人”，劳动的目

的不仅是要修士们依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更重要的是一种修道的手段。本尼迪克

法规规定，修士们要在祈祷的间隙劳作，夏天在晨祷(将近6点)和午祷(将近

15点)之后，而冬天则在第三次祈祷 (将近9点)和午祷之后进行。，劳动并不

是早期西多派理解的繁重劳动，只是一些轻松的园圃劳动，最常见的劳动其实是

书写工作。本尼迪克制定的修道院模式并不是东方修道院式的苦修，他认为东方

修士远离现实社会、自我体罚是偏执、不切实际的行为，修士应该采取积极的修

道方式，即劳动.‘

    本尼迪克规定，每个修士都必须遵守院规，他对修道院的共同生活和集体劳

动制定了详细的方法。根据本尼迪克法规管理的修道院与东方修道院有本质的不

同。东方修道院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在现实生活的人无法逃脱罗马帝国奴隶主的

企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2-13页。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附录。
，David肠。切les，几。为白朋流仓。女r加价9俪减即.5-6.
4【德}汉斯一维尔纳·格茨，王亚’「译:《欧洲中世纪生活》，东方出版社，2以刀年，第76一页。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In页.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4页。



专制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无奈的消极抵抗方式。他们因躲避不堪重负的赋税而放弃

财产，因痛恨官僚的腐败而禁欲苦修，因厌恶社会的堕落而保持个人的孤寂，采

取消极或是避世的态度，过着一种远离社会的隐修生活;而本尼迪克法规的修道

院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以拯救人的灵魂为宗旨，在该法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修

道院制度是社会性的、合作的、有共同生活准则的，因而，西欧的修道院从某种

程度上承担起了组织和管理社会的职能。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修道院是中世纪西欧社会中重要的宗教组织。由于它自身所具有的宗教性质

以及它所承担的政治、经济职能，使它对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而西欧10至13世纪的修道院改革，一方面要恢复传统的修士精神，另一方面却又

不可避免的牵绊着教会、世俗等各种权利争逐，修士的传统价值、生活秩序和社

会现实的冲击在修道院改革的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国外对于中世纪修道院改革的研究颇丰。根据本文的需要，对研究中世纪修

道院改革的著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一、关于中世纪修道院的综合性著述。CH.劳伦斯(CH.L图比nce )的《中

世纪的修道院制度》(M“让val Monas ticism:FonnsofRcligiousUfe，阳stcm

EurDpeintheMiddie勺es)是一本研究修道院制度的重要著作，再版多次.内容

涵盖整个修道院的发展历史，追溯了西欧修道院制度的传统，也提及克吕尼派和

西多派的修道院改革。劳伦斯注重修道精神以外的世俗因素对修道院的作用，他

认为，无论是克吕尼改革还是西多会改革都是对外部世界的回应。大卫。诺尔斯

(DavidK泊owles)所著《英格兰的修道院制度》(TheMonasticorderinEn名land:

aHistoryofitS〔呛vel0Pment 丘习mthe 石mcsofst，Dunstantothe FourthUter胡

C劝uncil，943一1216)是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以叙述性的语言运用了大量中世纪修

道院制度的资料，通俗易懂，值得借鉴。贾尔斯·康斯坦布尔(GilesC为nstablc)

的《1O12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Q皿y丘omthetenthtothe twel灿副 uries:

furtherstudies)是一部论文集，从多个方面介绍了克吕尼修道院的成立、制度以及

修道院的特权等.珍妮特，伯顿 (JanctBurton) 的《1(X犯.1300年英国的修道院

制度和宗教制度》(MonasticandReligious0niersinBritain，1仪刃份1300)在诺尔斯



  《英格兰的修道院制度》的研究成果上，探究了1仆13世纪修道院制度在英格兰、

苏格兰以及威尔士的发展以及西欧大陆对英国修道院产生的各方面影响，包括日

常生活、建筑风格乃至规章制度.

    二、关于修道院经济的研究。国外对于修道院的研究虽然丰富，但是由于n

世纪之前，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献资料尤为稀少，所以对于修道院经济的关注也很

少，直至20世纪印年代开始才开始有专门的研究。’小莱斯特.K(littleusterK)

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贫困和市场经济》(Rcli目ouspoverty二dth。ProfitB刃nomy

加McdjevalEuroPC)一书综合了关于中世纪经济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理

论，是对n世纪至14世纪西欧社会经济变化的探索。小莱斯特·K肯定了中世纪

经济上的发展，同时也提出新的货币经济和修道院精神的矛盾和危机，西欧社会

由交换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换是对修道院文化的挑战，而“修道院并没有相应的

理论和价值观来应对中世纪的城市化。”2亚历山大·默里(AlcxanderMuryay)

在他的《中世纪的理性和社会》(Reason 助ds犯ietyinthcMiddlcAges)中也表

达了相同的观点.3

    三、关于修道精神和变革的研究。对于12世纪修道院内部的变革自二战以后

就成为修道院研究的热点。墉斯特布尔的《12世纪的改革》(几。Refonnationofthc

孙el助。川ury)着眼于n世纪晚期至12世纪中期基督教思想的变化，把12世纪作

为西欧宗教历史上的分水岭，“建立了新的、内在的和神直接的联系。”5大部分

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变革放在社会、经济的角度上来阐述，而康斯特布尔则提出修

道院“精神上的变革”‘一说。玛莎。G·纽曼(M斌haGNewman)的《爱的界

限:西多会文化和改革，1098一n80年》(TheBoundariesofCh颐ty:cistcrcian

cullurea幻dBCClesiasticaIReform， 1098一n80)，这是一部颇具争议性的著作。作者

撇开了西多修道院早期的文献资料来理解西多派的修道精神和理想，她认为有关

西多修道院早期历史的文献材料是后人补充形成的，并不能体现西多修道院的制

IJ.入凡山妇，“w的妞口MO.圈licis口耐BCO.0口icorga”‘tio.，，。啊即陌触，山成。加&丫比印耐月”勿，，
JuL.1%L

usterK.U川e，盈亡矛心勿目sPove办a耐动e乃娇t石之训。川少in几伦d介，口IEu兀，e，LD.d呱 1978.p.书·
月以幼derMu口aylR亡‘50月and勘c化印玩而j拍扫介刀矛吸N。胃York.1978，即.3144叫

Jo恤V山IE.gcn，叮五.‘CrisisofQ.obilism，R‘co.sid‘t曰:氏.曰j。加。Monasli七访口加血Y‘田圈1050.1150”，

助亡‘“如成勺L，1986，p.肠9.

Cil亡5伽nSlahk，肠巴尺响朋口亡初月ofthe孙eIPh 〔乞月tu尽，N亡wyo氏1望珍，p326
田esCons助城劝亡月晌~ 加”of血 矛沁‘世 乙阴翻口，p叹



度和精神。‘她宜称西多派修道院的文化和理想从开始就不同于其它的宗教团体，

其主旨是“爱”，包容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西多派修道院积极地和政治、经

济以及新的宗教精神相结合，以建立起有道德的教会，具有社会改革的野心。从

这个角度来看，作者不赞同12世纪以后修道院走向衰落的这一观点，她指出西多

派修道院和世俗的结合也是其修道理想的一部分。纽曼新颖的观点开阔了学术界

的视野，但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

    四、关于修道院的区域性研究。《1069.1215年约克郡的修道院制度》(几e

Mon韶ticC行derin、brkshil。，1069.1215)是伯顿的又一部研究英国修道院的著作，

她考察了英国修道院和西欧大陆之间的联系，论述了这一时期地方世俗势力对修

道制度的影响以及 “私有修道院”的形成和发展。约翰·南丁格尔 (John

Night切galc)的《高尔茨改革中的修道院和资助者:洛林地区，850-1碗X幻年》

(Monasteries明dpatroOsin阮6。口eRefon刀:伽haringia，c.85压1以X))是关于德

国修道院的研究，列举了三座位于洛林地区的修道院，认为他们是10世纪高尔茨

地区修道院改革的中心。此文阐释了封建君主、主教和贵族之间错综的关系以及

修道院在此地所起的作用。

    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著述较少，王亚平的《修道院的变迁》是唯一一部

系统介绍西欧修道院制度的著作。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一学术领域，也

发表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论文:雍正江的“10-13世纪西欧修道院经济繁荣原因

初探”，刘新成的“超越的悖论— 试析西欧中世纪修道院改革运动”等。

    国内的研究著作大多认同修道院在文化上的积极作用，并且肯定其在经济领

域的作用和影响，但总体而言，对修道院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1压13世纪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围绕其

改革的内容，试图探讨修道院改革过程中的现实状况和修道院衰落的原因。

，MadhaQNcw.叽介亡石的朋山rles ofo知r勿;
sta.ford[Jnive.ilyPr。阴，1996，PP，15一16

cu血u陀u耐石比七丽山而.1刀efo喊 1侧招.11s0， C油】盆;



第一章 修道院改革的背景

    修道院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乃至经济生活

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当修道院的功能越来越超出宗教的范围并且延伸至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修道生活不可避免地与“世俗”交融，修道院的盛衰也必然

地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修道生活是被极端理想化了的生活方式，

贫穷、避世、禁欲，没有强烈的宗教情感作支撑，这些传统的修道主义理想在世

俗面前往往显得很容易被击溃。尽管宗教和世俗社会共栖是中世纪的特点，但是

修道院大多有着强烈的传统意识和宗教目的，当社会现实与修道精神相违背时，

修道院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了，这种改革或者说是调整自修道院诞生起就从没有间

断过。1事实上，修道院改革一方面是对传统修道精神的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对

社会现实的妥协。

    10世纪初期，社会各层面的变化初露端倪，同时也带来了修道院新的改革

浪潮。勃良第的克吕尼修道院以及洛林地区的布洛涅、第戎、高尔茨修道院都开

始改革，推行本尼迪克法规，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0至13世纪的修道院改

革运动都是在本尼迪克法规的精神指引下发生的，更强调宗教性。当修道院的发

展偏离本尼迪克法规时，就有新的改革出现来调整这种偏差。n世纪末发生的

西多派修道院改革意在恢复修道院的宗教性，以重建本尼迪克法规的修道制度。

                第一节 10世纪之前西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

    “一切伟大宗教的创立，与其说由于神学，不如说由于社会原因和经济原

因。”2修道院作为中世纪西欧重要的宗教机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经济因素

的影响，因而，要了解中世纪西欧修道院的改革，须从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演

变入手。

    一、社会经济

    中世纪初期，自然经济在整个西欧占统治地位，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

来源。在以农业生产为生存基础的西欧社会，领地以外的商品交换是极其有限的。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66页.
2【刹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69页。



8至9世纪间，西欧社会的经济开始复苏，在农业、商业上都有所表现。1在10

世纪初的西欧，一方面是领地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另一方面此时的西欧已经

开始在商业活动上萌生了新的气象，至n世纪西欧才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复兴，

也正是本尼迪克法规复兴和克吕尼派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茶的时期。

    农业的增长有赖于5至10世纪西欧农业技术的改进和耕作制度的革新。前

者包括重犁的使用和传播、水磨和风磨的采用，后者是指三圃制的普遍推行，节

省了劳力，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作物的产量。2

    农业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垦荒运动的兴起。从10世纪开始，西欧的垦殖

土地规模明显扩大，，促进了大领地制的发展.“领地制”是中世纪的主要经济形

式，中世纪之初便存在，‘9·12世纪正是领地制巩固和扩大阶段，至10世纪，

31%的意大利耕地、35%的德意志耕地以及44%的北法耕地为教会所有，而教会

的地产有大量掌握在修道院手中。’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9、10世纪时，西欧的商业也开始复苏。中世纪早期，

欧洲的商业活动几乎停滞，只有意大利人与犹太人维持着数量不大的远程贸易，

6但是，9、10世纪间西欧的商业活动开始呈现新的气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其一，西欧各地区间开始形成区域间的商品关系。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

力的提高、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多，西欧的贸易往来逐渐活跃，出现商品交换区域

专门化的特点。以葡萄酒为例，10 世纪的波多尔以北地区已经开始形成专门的

葡萄酒生产区域，与英国的鲁昂和伦敦保持着经常的商业关系，以葡萄酒换取英

国的商品。，

    其二，9、10世纪西欧的集市数量激增且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集市，以供各地

区之间的商品交流。9世纪开始，西欧的很多区域建有集市，9世纪时的马恩河

畔沙隆(ch翻佣卜su卜Marne)、康布雷(Cambral)及帕维亚(Pavia)等地的年度

大集市都享有盛誉，著名的香槟集市虽然还没有形成国际性的集市，但已初具规

IRcnee。叱haerd，肠e.rl，几‘‘以七Ages仍伪e“七留;石印加衅朋d面c句J，NO“h一雨nand Pub.Co.，1978，卜15，
2[意]奇波拉主编，徐胶译:《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n乡115页。
31意1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156贞。
‘M*M彼斯坦主编，郎立华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以犯年，第2佣一2的页.
，雍正江:“10-13世纪西欧修道院经济公荣原因初探”，世界历史，2叨5年第3期。
址stcrKUltlc沂刁电动监Po理门夕‘月d功e乃叻tEcOn。用少认拟七己止阴才Eu八，P亡，
U.ter凡U川‘月亡打召匆”Pove月夕u时功e乃娇t反0月0彬 加人倪d亡曰.IEu川pe，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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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110世纪，王室授予集市特许权已是相当普遍。2

    其三，10世纪的西欧社会开始逐渐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3集市的繁

荣促进了货币的流通。在此之前的西欧社会由于商品的流动很少，所以货币的流

通也很少，向领主交纳的赋税也完全不用货币，佃农普遍用实物向领主纳税.4随

着集市特许权的普及，王室开始颁布铸币权给集市的主人。市场权和铸币权的结

合，表明货币作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市场上广泛使用。，

    10世纪初西欧经济逐渐复苏，修道院也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修道院不仅

是中世纪的宗教团体，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组织。作为领主的修道院和世俗领主

并无两样，拥有大量的佃农和手工艺者，经济组织极为完善。在查理曼

(〔五肛kmagne，742一814年)的修道院法规汇编以及修道院的特许状中都有详细

地记载，各种劳务应有尽有，且分工详细，多者甚至可达几百人。‘

    在农业上，修道院的拓殖活动创造了很多土地，是最初农业拓殖活动的推动

者。在修道院的带动下西欧各国的大量土地得到开垦，扩大了耕地面积。高卢等

地区在修道院的组织下被拓垦为发达的农业区。富尔达、埃尔福特、吕克索耶等

修道院充当了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在高卢地区，从6世纪起，索恩河和罗呐河流

域有50起产业是由修士们创造的，在比利牛斯山脉(Pyr‘毗5)和卢瓦尔(助讹)

之间有94起，在卢瓦尔与孚日(物sges)之间有54起，且这一数据在10世纪

急剧增长，至10世纪末达到1108起.，

    修道院也起到了促进商业活动的作用。大部分集市都是以修道院为中心的。

9世纪的圣利克修道院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大集市。在那里，制武器的人、制马

鞍的人、屠宰的人和漂布的人，都依照他们的职业集居在不同的街道上，并缴纳

各个行业规定的租税，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相应的，为了配合集市的发展，修

道院甚至为一些难度高的手艺开办真正的技术和手艺学校。索力纳克的利穆赞修

道院在这方面特别著名，出了很多名匠。5无形中，地方区域性的商业开始发展

起来.

1陈兆璋:“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和商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1986年第2期。
ZRcnec
3仕sler

刀叻已haerd，肠eEar今拍阮“Je月9己5认the畜纯，t:反朋口柳and面c妙，即j6，1路.
K功tlc，几止招必”凡理勺andth亡乃叻盆石‘训‘哪认人伦d泣曰.1肠左举亡，p汪

ILtl亨利·皮朗，乐文译:《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页.
徐华娟:“中古早期西欧王权对商业保护初探”，《历史教学，，2以拓年第9期。

“法1布瓦松纳，潘源来译:‘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
71法!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第70贞·
.1法1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第104一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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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治状况

    9世纪的西欧饱受内优外患。查理曼去世后，法兰克帝国立刻陷入了内乱和

分裂的状态。地方封建主的权势逐步扩大，加强了自治能力，并向外扩张和巩固

自治权，进一步削弱了王权的集权统治，形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阿基坦

构uitaine)、香槟(Q翻pagn。)、布列塔尼(Breta，e)、佛兰德(n即ders)等

独立性很强的公国和伯国相继出现。1.而此时的西欧人又遭受着三个不同民族

的入侵，东部是半游牧民族的马扎尔人，南部为萨拉森人，北部是精于航海的诺

曼人，2加剧了西欧政治上的分裂.

    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修道院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修道院也成为外侵者劫掠的

对象，尤其是靠近海岸和水陆通道旁的修道院。高卢北部海岸和莱茵河、默兹河

的修道院经常受到掠夺者的冲击，罗呐河附近的修道院也同样受到阿拉伯人的入

侵，远负盛名的卡西诺修道院也未幸免于难。3

    修道院的发展受到了外侵的破坏，由此，封建领主等世俗势力以保护之名进

一步渗入修道院。修道院不像其他世俗的领主那样拥有自己的武装，因而在战乱

年代，修道院只有依靠强而有效的军事保护才能够生存下去。于是，大量修道院

向领主寻求保护。随着地方封建主势力的扩大，他们在自己领地上拥有经济、行

政、司法和军事特权，还把持了任命修道院院长的权力。他们有权控制和支配修

道院的土地财产，征收什一税及其他各项。修道院虽然获得了军事上的保护，却

也加深了修道院的世俗化。

    综上所述，10世纪初西欧经济的复苏以及地方上的分裂割据的状态，促使

了修道院与世俗的融合。修道院在西欧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

也成为大土地领主，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而封建世俗势力对修道院的控制，使得

修道院失去“自由”，与世俗权利紧密联系起来。财富和权力极大地损害了修道

院原本所具有的宗教性，使之日趋腐败。

1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53页。
2【美1查理·沃伦·报莱斯特，陶松寿译:《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朋，第100页。
，CH.1月价euce.材曰滋曰门1为份月盯“c。扔，PP.79，50·



                    第二节修道院的腐化

    9、10世纪的西欧社会状况促使了修道院的腐化，这是修道院改革的直接动

因。10世纪初，修道院的腐化已相当普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修道精神的失落。

    经济的复苏和修道院的经济职能使修道院积聚起更多的财富。首先，修道院

日渐成为大领地主。在816年亚深 幼口cben)的一次由修道院院长参加的宗教会

议上规定，多于3(XX)个农庄地的地产属于大地产，2的.3(X]个农庄地的是小地产。

在宗教会议上特别讨论关于地产的问题，足可见修道院所有地产之丰厚。9世纪

末，普吕姆修道院的领地被分为普吕姆 (P‘m)、明斯特艾弗尔(Monstereifel)

和圣戈阿尔三(stG0ar)大庄园，它们管辖着42个领地，共计1以X)公顷自营地，

218个农庄地。1圣里奎尔修道院在当时的修道院中还算不上富有，但在10世纪

初是尚有n7个奴隶，拥有2500幢房屋，它的佃农除了向修道院缴纳货币租税

外，还需提供1万只小鸡、1万只阉鸡、7万5千只鸡蛋和400磅蜡。2其次，修

道院也在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9和10世纪，大部分的集市特许权授

予给了修道院。修道院成为创建集市的最大受益者。当王室授权开办集市的同时，

也会将一部分集市收入授予修道院，即店铺、市房、摊位等的出租费和商人的交

易税。3因此，建立集市不但使王公贵族增加了财富，而且使享有特许权的修道

院扩大了收入。

    此时的修道院己和世俗的领地主无多大区别。随着修道院经济实力的膨胀，

修道院内部原有的清规戒律逐渐废弛。修道院拥有大量地产，仅实物地租这一项

就可以为之带来不尽的财源，修士们“不用自己劳动，只需从出租土地所得的进

款即可满足需要，既不布道，又不听取忏悔，既不执行圣餐仪式，又不行使宗教

上的职权·”⋯他们和俗人的区别，只在于削发而己。”4修道院在集市上获得的利

润动摇了修士们“守贫”的誓愿，集市的喧嚣更是打破了修道院的寂静。修道院

修道精神的沦落已成为普遍现象，本尼迪克法规要求的修道生活几乎绝迹。坚守

本尼迪克法规的修士甚至受到了排挤，在圣丹尼修道院，少数愿意坚守本尼迪克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127页.
1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20，页。
砒.“伪ehaerd，介e劲rly几目因le月召巴5加血 环扮才:石叨肋恻朋d二笼j印，p.185.
1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213页·



法规的修士不得不迁出原来的修道院，另觅居所。‘虔诚的修士只能哀叹道:“在

整个欧洲除了僧侣剃光的头顶和僧衣外再没有标明僧侣存在的其他东西了.”2

    其二、世俗势力的渗透。

    修道制度传入西欧以后就不同于东方的隐修制度，它没有东方隐修士与现实

社会的抵触，而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因而，它注定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早期西欧的修道院是由个人建立，不受世俗势力控制的，例如612年建立的

圣高卢修道院。但100多年后，该修道院就被转让给了王平三世(Pcpinm，

71今768年).在此期间，某个院长甚至因为一场贵族间的争斗而被拘禁、流放。

除此之外，主教的势力也渗入了圣高卢修道院内，修道院一度还要向主教区交纳

赋税。之后，在9世纪中叶，圣高卢修道院又转为王国修道院，隶属于国王。3

    圣高卢修道院的历史说明了西欧修道院历来所受的世俗影响。但是9、10

世纪的西欧社会伴随着外侵和经济的复苏，地方封建势力的兴起，世俗势力对修

道院的控制也进一步加深，修道院完全失去“自由”，沦为世俗势力的依附。

    修道院成为世俗封建主政治体制和私有财产的一部分。世俗封建主完全从自

身的利益出发来支配修道院，像任命其他宫员一样任命修道院院长，或是像其他

财产一样任意赠送、转让、出售或是作为采邑分封。在内战中，修道院被作为战

利品一般随意分发给有军功的人作为奖励。4国王或封建领主把整个修道院作为

封地授予封臣，包括修道院所属的地产、土地上的佃户以及所有修道院的修士，

接受赠予的人即为世俗修道院院长，行使对修道院的所有权，这种做法也极其普

遍。，这些修道院世俗院长并不遵从修道精神，他们占据修道院的房舍，整个家

族都居住在修道院里，“带着女人、仆人和狗搬进修道院”6，他们残忍地剥削

修道院，挥霍修道院的财产，按照世俗的、贵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放荡的贵族

子弟一手拿着盾牌，一手舞着主教的权杖，在修士的僻静室里弄鹰养马:修士的

餐厅内经常有暴饮欢宴;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主人在成群的女佣的簇拥下出出进

进.”7就像法兰克主教责备秃子查理(以arlesthcBald，823一877年)所说的那样，

CH.1.，八记nce.A拒过如.1知防月口st比白用，p.71.
王亚平:“试论10、n世纪西欧修道院改革运动”.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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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任何强权都无法触及的神圣地方，现在却在世俗的权利和管理之下。他们

像修道院院长一般坐在中间，给修士制定各种法规产笼

    世俗权力的渗透使得修道院失去了其原有的宗教性质.修道院也开始像世俗

封建主一般巧取豪夺，趁着混战，利用国王、教会和地方封建主的矛盾，抢夺土

地所有权。因而，修道院与修道院之间、修道院与教会之间经常为了争夺地产和

什一税的征收权而矛盾尖锐。修道院和教会为了争权夺利，甚至不惜伪造文件，

以证明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来历，一时间伪造文件蔚然成风.2在贵族生活的浸润

下，修士们也开始纵情酒色，甚至娶妻生子，权力欲望膨胀。修道院院长神职的

升迁直接关系到修士的权利、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为了取得神职，他们向世俗

封建主讨好、赠礼、贴赂，使得买卖圣职之风愈演愈烈，几乎成为获得主教和修

道院院长的唯一途径.3

                    第三节 修道院改革的必要性

    9世纪中期，随着西欧经济的复苏，人们的宗教意识也随之增强。修道院的

腐败增加了西欧封建社会秩序混乱的因素。动荡的社会使人们更需要宗教生活的

慰籍，因而积蓄了对修道院的不满。一部分虔诚的修士也不满于修道院精神的失

落，开始寻求出路。修道院的腐化还引起了世俗封建主的关注。修道院的世俗化

减退了它的社会职能，使不安定的社会更加无序。社会各阶层对恢复本尼迪克法

规，复兴修道院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修道院的改革和宗教精神的复兴迫在眉睫。

    一、日益增强的宗教意识

    伴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和西欧经济的复苏，基督教文化开始深入西欧社

会，宗教意识也开始觉醒。

    8世纪下半叶，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逐步确立，由此发生了一场旨在巩固西

欧封建制度文化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运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重要成果之一就

是开始了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活动的初步规范工作。查理曼对基督教文化的规范做

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宗教文化范本的定型工作。在他在位时期，制定了罗马教义

和宗教的基本仪式，从而使各处自发的对教义的解释和凌乱的宗教意识得以定

型。他还组织收集了各种《圣经》文本进行校勘，统一了《圣经》文本并将其译

ICH.1月叭切优，人倪d化相才弄人，砂雌‘臼用，p79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52页。
，王亚平:“试论10、u世纪西欧修道院改革运动”，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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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拉丁文，同时授权进行基督教文献典籍的大规模抄写和修订，其中包括本尼

迪克法规，’后来的修道院改革所依据的本尼迪克法规都来自这一版本。通过对

宗教和古典文化典籍的研究整理，西欧各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都融入到基

督教文化中来。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第二个成果就是改革拉丁文、学习新文字。查

里曼主张在修道院内建立学校，不仅提供学习基督教文化、古典文化以及拉丁文

的场所，而且也鼓励人们对拉丁文进行文字改革。7世纪前，在法兰克的修道院

中尚没有法兰克血统的修士，其重要原因是日耳曼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后，他们既

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会读写拉丁文。文字改革形成了一种“加洛林”字体，

更简单易学，促进了教士、修士们对基督教教义的学习研读。2加洛林文艺复兴

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推行基督教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在教义、组织和制

度方面开始逐渐成熟。另外，它促使日耳曼等“蛮族”开始接受古典文化和基督

教文化的熏陶，基督教观念被广泛传播。

    所谓的基督教化并不是仅仅通过传教和布道就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它对人

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性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的影响.8世纪的垦荒在修道院的带

领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修道院的体力劳动是当时西欧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产活

动，西欧很多城市和村镇都是在修道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至今依然沿用

修道院的名字.3修道院对大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宗教仪式、宗教生活原

则与它的垦荒运动一起成为人们的典范。由于修道院参与和带动了社会的最基本

的经济活动，人们的经济生活与宗教机构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修道院的生产劳

动把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交叉在了一起，才使得西欧社会的基督教化如此深入和

广泛。

    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更加强了人们的宗教意识。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西

欧各地战祸不断，时有灾荒和瘟疫，加之教会、修道院的腐化，使不少人产生了

厌世的情绪，修道主义再次出现高潮。4

    二、修道院和教会要求改革的呼声

    修道院由于世俗势力的渗入，堕落且道德败坏，引发了部分虔诚的修士和教

士的不满，他们对修道院的状况倍感失望。兰斯主教们在909年的特洛斯勒宗教

且刘建军:“查理大帝与 ‘加洛林文艺复兴’”，东北师大学报，2佣3年第2期。
2刘建军:“查理大帝与‘加洛林文艺复兴，气东北师大学报，2佣3年第2期.
，Re毗。沁加erd，跳e即rly几盯创诬e月gesinth。”全别:“洲研，口朋以‘‘de夕，即.186-187.
‘张绥:《基督教会史》，三联出版社，1992年，第150贞.



会议上共同谴责世俗势力对修道院及教会的渗透:“现在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无

视上帝和人世的法律及教会的法规。满目皆是对穷人的暴力和对教会财富的掠夺

和对教会财富的掠夺，人与人之间，正像海中之鱼那样弱肉强食。修道院未能幸

免于难，他们有的被异教徒摧毁，另一些则被劫掠剥夺得近乎一无所有。即使那

些幸存的修道院，也不复存在对教规的遵从。他们不再拥有合法的上司，因为他

们甘受世俗的统治。因此，在修道院中，我们看到的是俗人修道院长和他们的眷

属，他们的卫兵及他们的门狗.”1

    事实上，从8世纪末开始，就有修士开始寻求修道院的改革。安尼亚纳的本

尼迪克(E七ncdiCtofAniane，约75压821年)非常推崇本尼迪克法规，因不满于

当时修道院普遍受到的世俗势力的制约，于782年在安尼亚纳岸边自己建立起安

尼亚纳修道院。他在这所修道院中严格实施本尼迪克法规，后来成为许多修道院

的模板。为了配合修道院的发展，他把修道院及修道院的财产一并献给了查里曼，

以此获得更强大的庇护。2安尼亚纳的本尼迪克一生都致力于发展本尼迪克法规，

他在普罗旺斯等地推行本尼迪克法规的活动卓有成效，甚至引起了虔诚者路德维

希的关注。815年，虔诚者路德维希(LDuisthePious，77乡别0年)指定安尼亚纳

的本尼迪克在离亚深附近的荫登(In血)建立一所修道院，作为推行本尼迪克法

规的中心，法兰克所有的修道院都隶属于它。816、817年安尼亚纳的本尼迪克

在亚深主持了两次由修道院院长参加的宗教会议，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法令，规

定所有修道院都必须遵守本尼迪克法规，最终确立了本尼迪克法规在西欧修道院

中的权威地位。3

    在安尼亚纳的本尼迪克死后，他所苦心经营的修道院系统又随着帝国的分崩

离析，很快消散了。从8世纪末开始到9世纪初便消散的这次短暂的本尼迪克法

规复兴，虽然没有很广泛的影响范围，但是从主观上反映了世俗势力渗入对修道

院的影响和修士要求变革的愿望;从客观上，传播了本尼迪克法规。随后的克吕

尼修道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修道院乃至整个教会开始自省修道院和教会的腐化堕落，并且要求摆脱世俗

势力的控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克吕尼派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在西欧逐渐开展起

来。

转引自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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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侧rencc，人倪成e翔1彻ro月ast滋‘自阴，p.74.



    三、世俗封建主对修道院改革的期盼

    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政治上，修道院对世俗封建主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

    首先，在宗教上，修道院承担了救赎的作用。修士的禁欲和祈祷不仅可以实

现自我救赎还可以救赎俗人。这种关于俗人的补赎的观念最早来自凯尔特修道院

的传统，后传至西欧大陆，8世纪时已相当普遍。有关补赎的方式，一般是俗人

向修士、教士仟悔或是参加礼拜，即可以被赦免一部分的罪恶，在此基础上出现

了金钱救赎.‘中世纪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中，贫穷是神圣的，是进入天堂的条件，

所以守贫是修道生活的重要要素，本尼迪克法规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而 《圣经》

中写道:“你们不可能同时作上帝的忠仆，又做金钱的奴仆。”虽然修士本身不可

以占有财富，但“服务于上帝”的财富被认为是合法的。2因此，世俗封建主热

衷于捐赠修道院以祛除金钱所带来的内疚感，把捐赠看作满足宗教需求、追求灵

魂救赎的途径。

    这种救赎观念使得世俗封建主迫切的期望建立或者捐助修道院。阿基坦威廉

公爵(Wihiammof构uitaine，?一18年)在例〕9年成立克吕尼修道院时，也表

示了当时这种普遍的想法:“为了自我救赎，我将尽我所能捐助修道院。我认为

这很明智也很必要，如果能够用那些易逝的财物获取我心灵上的安慰··，..遵从

《圣经》，效仿基督 ‘和穷人做朋友’，长期捐助这个修士之家。我相信，虽然我

自己不能够脱离尘世，但是通过这些正直、真正鄙视俗世的人，我也会获得回报。”

世俗封建主给予修道院大量的捐赠和特权，由此修道院“才会永远的为国家和王

室的稳定、安全祈祷”。，这也解释了世俗封建主要求修道院的改革的原因:禁欲、

祈祷是救赎的两种方式，丧失宗教精神的修道院无法起到救赎的作用，放纵、腐

化的修道院显然无法服务于他们。

    其二，世俗封建主提倡恢复修道院的宗教性，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修道

院是世俗封建主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之一。修道院具有教化异教徒、推行基

督教，从而稳定政局的作用，尤其是处于边境的大修道院在抵御外侵、拓殖疆土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查里曼征服萨克森时也使用了相同的政策.他于777年在

IC五.肠w比n隅知陌成曰舰1翔ro月.t比台.，卯.反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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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肠w代ncc，山陀d止亡姐止知白月‘.材‘如用，p.68.



萨克森的帕德博恩(Padebom)召开宗教会议，召集修士和世俗教士，向萨克森

人推行基督化。其中，赫斯菲尔德和富尔达修道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8世纪

初，阿拉伯人度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此后法兰克王国的西南部经常遭受

阿拉伯人的侵扰。查里曼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他在比

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EbroRiver)之间建立了一个政治缓冲带，在推行封建体

制的同时，建立修道院，实施基督化，在西班牙出现了新的基督教居民区，阻止

了伊斯兰教进一步向西传播。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多瑙河盆地、伦巴底、巴伐利

亚等地。2王室给予这些承担重要职责且处于边疆要塞的修道院慷慨的捐赠，如

处于莱茵河东部的富尔达、赫尔斯菲勒德修道院，以及接近比利牛斯山边境的阿

基坦和塞普提曼尼亚(sePtim面a)等地区的修道院，3可见其重要性。

    由于修道院所承担的重要政治作用，世俗封建主更加重视修道院的宗教性。

查里曼出于其政治需求，一直致力于统一修道院准则，规范修士的修道生活。法

兰克的法令和王室法典反复声明修道院院长对修士们的职责，修士必须遵循严苛

的修道生活，避免世俗事务，顺从主教。4查里曼的继任者虔诚者路德维希积极

推广本尼迪克法规，试行标准化的修道院。5秃子查理一直意图恢复被破坏的修

道制度，853 年的苏瓦松 (5015，ons)宗教会议上，他为修道院建立了一系列的

新院规，虽然在诺曼人的不断攻击下，最后未能具体实施，但是体现了封建主关

于修道院改革的主张和呼声。‘

    对于世俗封建主来说，修道院在政治上的利用价值远胜于它的宗教性。世俗

封建主对修道院的世俗渗透侵蚀了修道院的宗教精神和修道原则。与此相矛盾的

是，修道院的过分世俗化减弱了它原有的宗教精神，破坏了修道制度，也损害了

世俗封建主所期望的政治作用。因此，9世纪的西欧开始出现了大封建主恢复和

兴建修道院的热潮，成为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前奏。

ICH.助机.毗，人陀d泛门闷1为肠”公t‘亡七加，p.70.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49页。
3CH.1月饥亡n“，角几d泛已印1翔ro月ast滋c臼门，p.70.
4CH.助wrence，油d￡曰.1人肠月口st主c。用，p70.
，土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50页。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56页。



第二章 克吕尼派修道院改革

    10世纪开始的克吕尼改革在兴建恢复外族入侵破坏的修道院基础上，试图

阻止修道院的世俗化，实行自治且只受教皇管辖，本尼迪克法规重又被提及、推

行，修道院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克吕尼原是一座小教堂，位于法国中东部勃良第地区，属于阿基坦威廉公爵

名下。威廉素以虔诚著称，也是复兴修道院的积极倡导者，因此他在克吕尼的基

础上扩建了一所修道院，并捐赠一定数额的土地、庄园、森林、葡萄园、磨坊，

以及圣玛丽亚和圣彼得两个教堂给克吕尼修道院。

    至n世纪末，克吕尼修道院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几百所既独立又互相

联系的克吕尼修道院联盟，1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机构，在罗马教会与各

国君主和封建诸侯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节 克吕尼修道院的传统

    修道制度的盛行与修道院的世俗化促使了10世纪修道院改革的浪潮，而这

些要求改革的修道院的共同点就是都尊奉本尼迪克法规。2本尼迪克法规突出了

修道院的宗教性，可以将之简单地归纳为“自由”、“守贫，和“驯服".

    “自由”是克吕尼派修道院改革的核心，修士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社会地位和

土地，把自身和他的财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上帝，由此脱离世俗统治，实现自由;

另外，更重要的是修道院的“自由”，摆脱世俗势力的控制。

    威廉公爵在捐献克吕尼修道院时没有采取当时领主一般的做法，成为修道院

的世俗修道院院长。3为了在克吕尼修道院内实行严格的本尼迪克法规的宗教生

活制度，威廉把克吕尼修道院献给了教皇，因而任何教俗贵族都没有权力占有克

吕尼，或支配其财产，但仍在威廉公爵的保护下，只受教皇的管辖。威廉公爵起

誓:“任何一个诸侯、伯爵、主教，即便是教皇都不可以转让、减少、交换这些

上帝的仆人们的财产，或者把它们作为封地分封给其他人，更不可以违背他们的

1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砧页，
2王亚乎:《修道院的变迁》，第83页.
3〔德】汉斯一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66页.



意志设置世俗修道院院长、凌驾于他们之上。”’同时，威廉公爵还赋予克吕尼修

道院自由选举修道院院长的权利，“遵循本尼迪克法规，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选举

都是不明智的。”2

    本尼迪克法规中的这种“自由”，仅是在院规的约束下保证享有不受其他权

势支配的自由，他需要较为强大的集中权势的保护才能实现。中世纪的“自由”

的含义是狭义的，“自由只出现在那些有统治的地方。”3克吕尼修道院获得封建

主和教皇的特许权，才有了拒绝地方势力干预的自由。

    另外，安尼亚纳的本尼迪克所推行的本尼迪克法规对克吕尼派修道院传统也

有最直接的影响。贝尔诺(E沁m。，850-925年)在担任克吕尼修道院的第一任修

道院院长之前是博梅和吉尼修道院的院长;第二任修道院院长奥多(Odo，87冬942

年)也在曾在博梅修道院呆了巧年。而博梅、吉尼修道院正是安尼亚纳修道院

的子修道院。奥多的一个传记作者写道:“安尼亚纳的本尼迪克所奠定的修道院

传统依然存在于我们的修道生活中。”4因而，克吕尼派改革所遵循的本尼迪克

法规带有明显的加洛林王朝推行的标准化修道院的色彩，尤其是在祈祷仪式上。

克吕尼修道院繁琐的祈祷仪式来自于816、917年的亚深法令，称之为“神圣的

职责”，修士每天要唱138首赞美诗。以圣利克修道院为例，该修道院被要求成

立三个唱诗班，每个由100个修士和34个男孩组成，以维持不间断的歌唱赞美

诗和朗诵祷文，而且每天的祭坛活动至少要有30人参加。5频密的祈祷仪式使得

修士们把时间几乎都花在祈祷、唱圣歌上，因此大大缩短了劳作的时间。

                          第二节 克吕尼改革的内容

    从贝尔诺开始，克吕尼修道院历经了几任修道院院长，在奥多、奥蒂洛(Odilo，

962一1049年)等人的领导下，克吕尼改革最终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克吕尼修道

院改革包含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于修士修道生活的要

求，恢复本尼迪克法规，实行严格的禁欲:另一方面则是对修道院本身脱离世俗

的要求，努力实现修道院法律上的自由。克吕尼派的修道院改革如果按照广度和

，Brian下eru雌肠ecri，臼ofchurch&枷tel仍口.”田，P化nli份.Hal.·Inc.，1臾犯，p·28·
ZBrian下crncy，肠ec’叻ofchurch&枷tel仍0.1，卯lp.27.
，转引自L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81贞.
4oles。。st比le，“auoyintheMonasticworidofth。孔川七C如加叮”，恤c翻恻加m咖知的协血脚e李认
〔乞”turj己5;Further及“dies，Ashgat氏1984，PP.397刁阅.
CH.L时竹ence，对七d滋曰.1为rD月astici，州甲，p夕6.
CH助认汀已.‘亡，匆七d比四1加ro月a3t比自州.，p84



深度来划分，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着力于恢复本尼迪克法规，革除修道院的腐败现象。

    首先，修士必须遵守本尼迪克法规，修士必须履行祈祷、阅读和劳动的职责。

早期克吕尼修道院对修士的要求是:放弃个人财产、禁欲、绝婚、缄默、服从、

谦恭、友善、唱赞美诗、做礼拜和弥撒、祈祷、参加体力劳动等。一位曾在克吕

尼修道院短期逗留过的修士如此描述克吕尼修道院的日常生活:“除了在紧急的

情况下，不论是在学习时，还是在劳动时，或是在做礼拜和朗诵时，没有人在十

字形回廊漫步或闲谈。做礼拜、做弥撤等宗教仪式占据了整天的时间，因此，除

了必要的劳动外，修士们只有不到半小时的时间进行交谈或讨论·“一所有宽敞的

地方都很严肃、庄重、简朴.”1

    作为克吕尼的第一任院长，贝尔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修道院改革的前

沿，他的志向仅在于严格遵守本尼迪克法规，要求修士无条件地服从于他:每天

组织修士们唱138首赞美诗;修道院要友好待客;除了鱼以外，修士们要节制食

用任何肉类;修士的僧服只许是原色质，不许染色。甚至于在他在遗嘱中也要求

修士们继续“保持修道院的的生活方式，在同一时间共同做礼拜，遵守缄默的规

定，不改变饮食和服饰的习惯，放弃私有财产，”2并以此来要求他的继任者.

贝尔诺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经营一个不受世俗侵扰的修道院。而他的继任者奥多

也致力于这一目标。奥多幼年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学习，研究古典神学著作，

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也是一位极其虔诚的修士，他坚定地信奉本尼迪克法规，认

为修道制度已经超越了现实世界，而修士的生活应该超越尘世的一切;他坚持守

贫，不齿于教会拥有财产，激烈地谴责教士的堕落;他又提出，制止堕落、战胜

邪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修道，本尼迪克法规就是指导修士修道的纲领。根据本尼

迪克法规，院长是基督在修道院的代理人，也是院规的制定人和监督人，在任何

情况和时间，修士都必须敬畏他。因此，在改革期间，奥多健全了管理机制，院

长有权指定副院长协助工作，有权指定院内教堂的执事、监事等人。3

    其次，修道院实行自治，不受任何主教和世俗领主管辖，只听命于教皇。奥

多和贝尔纳一样致力于恢复修道院原有的、与世俗截然不同的修道生活，但是他

，转引自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55页.
2转引自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59页。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61页。



比贝尔纳走的更远。奥多痛恨教会的世俗化，为此，他提出，世俗君主要给予修

道院自由，修道院实施自治才能够保证不受外界地干预和侵害，保证修士能严格

遵守本尼迪克法规。927年，法王首次钦定了克吕尼的自治权，修士们有权自主

选举院长，消除了世俗通过任命院长干预修道院的可能。同时，奥多托请求罗马

教皇的保护，并达成协议，每年向教廷交付10索里达，。蛇8年，教皇约翰十世

  (John茂91今928年在位)在奥多院长的要求下致信法王和法国教俗封建主，确

认克吕尼修道院在教皇的保护之下。931年，教皇约翰十一世(Jobnxl， 931一935

年在位)赐予克吕尼特许权，强调它自由的法律地位.奥多院长在任的15年，

克吕尼共获得教皇和法王赐予的七次特许权.在教皇格列高利五世(cregoryv，

卯6.999年在位)998年赐予的特许权中，不仅明确规定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由修

士选举，而且他们还有权选择符合他们意愿的主教为被选出的院长举行授职仪

式，同时还规定，克吕尼所在管辖区的主教未经院长邀请，不得擅自进入修道院

进行任何宗教仪式。2

    第二阶段，克吕尼改革越出了修道院范围，把改革触角延伸到社会，以提高

教会的地位和威信。在第五任院长奥蒂洛在任期间，克吕尼修道院已经成为一批

修道院的“首脑”，形成了克吕尼派联盟。这些修道院的院长由克吕尼修道院院

长亲自委任，实际是在克吕尼修道院系统内建立起集权统治。1024年，教皇约

翰十九世 (Johnxlx， 10钵1032年在位)在承认奥蒂洛为克吕尼院长的特许状

取消了马孔的主教对克吕尼修道院的监管权，任何主教和教士都无权开除克吕尼

修士的教籍，他们只服从罗马教皇的宗教法权。对此，虽然引来很多地方教权的

不满，维埃纳和里昂的大主教曾竭力反对，他们在1025年的安塞宗教会议上力

图否定这一违反传统教规的的特许权，但却无果而终，克吕尼修道院还是获得了

免受主教管辖的豁免权。3

    奥蒂洛凭借克吕尼派修道院的势力和影响提出了“上帝和平”，以制止封建

领主之间、修道院之间以及封建领主与修道院之间的武装冲突。1017年，贵族

和骑士宣誓遵守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奥蒂洛拟定的“上帝休战书”，1035年，奥蒂

洛联合法国南部的阿尔兹大主教和阿维尼翁、尼斯的主教等发布休战宣言，规定

，Solidi，中世纪的一种金币单位。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61页.
3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62页。



在每星期三黄昏起到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早晨为止这段时间纪念耶稣基督受难，

在此期间一切暴力行为受到教会的严厉惩罚.’奥蒂洛的“上帝和平”到底起到

了多少效果，已无人知晓，但在此事件中，克吕尼派修道院已开始充当起教俗封

建主之间的调停人角色，扩大了克吕尼派修道院改革的影响，提升了教会的权威，

进而推动了教会的改革。

                  第三节 克吕尼派改革推动下的教会改革

    n世纪前半叶，西方教会中开始流行“西门主义”和“尼古拉主义”。“西

门主义”指为金钱或出于其他卑鄙动机授予或接受神职;“尼古拉主义”指神职

人员结婚或纳妾破坏神职人员独身制度。这一状况和思潮的出现，受到了克吕尼

派修士们的强烈谴责。他们反对教会世俗化，反对世俗封建主控制教会，出卖教

会职位;同时，他们还反对神职人员结婚，提出要严格遵守本尼迪克法规的禁欲，

严防教会权利、教产被神职人员的家族把持，以致世代相袭，造成教会力量受损;

他们更加提倡从改革修道院的院规入手，扩大其在教会中的影响，特别强调神职

人员的禁欲主义，从而提高其在教会中的地位。教会改革家们把克吕尼派修道院

改革运动的核心“自由”引进到自己的纲领中并扩大到整个教会。2

    因此，克吕尼派运动是教会改革的一个重要诱因。克吕尼派的修道理想是追

寻与世隔绝的生活，但频繁的经济活动却使得修道院同外界保持着日益密切的联

系，与世俗社会的利益之争也日益尖锐。在修道院经济的繁荣时代，修道院与世

俗社会的联系相当密切，与世俗社会的利益之争也更尖锐。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

利益，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修士不断参加宗教和政治活动，宗教和政治势

力日益膨胀。按照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Guizot，1787-1874年)的观点，基督

教在n世纪转入它的第四种状态，即神权政治或修道院式的教会。3修道理想和

修道院经济上的成功使克吕尼修士享有很高的声誉。在10到n世纪一个半世纪

内，各地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教皇特使乃至教皇多半来自于克吕尼派修道

院。1073一In9年间的6位教皇都由修士出任，其中至少有3位是克吕尼修士。4

中世纪著名的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m，1198一1216年在位)也来自于克吕尼

R。比dFOSSicr，劝eCa袖ddg吧刀加，介口记d月臼tD尽of几打己心七月9巴，0旧bridge，1989，p.95.
L亚平:“试论10、U世纪西欧修道院改革运动”，东北师大学报 〔哲社)，1991年第6期。

[法]篆佐，程洪连、沉芷译:《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3·115灭。
Da，id勒。w】es，以山思自n月劝叨5“c臼爪，N.脚Yo浅1969， p万L



修士.而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于格(Hughofouny，1049一n09年)身兼教皇格列高

利七世(GregoryVll，1073一1085年在位)特使和德皇亨利四世(Heinricb以

1050-n06)的教父。1

    无疑，克吕尼派改革在最初阶段的改革目标主要是宗教性的，即复兴本尼迪

克法规，保持宗教的纯洁性，但随着克吕尼派运动的发展且影响日益扩大，其所

带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浓厚。克吕尼派运动向意大利传播的过程也参杂了复杂的

政治因素。奥托一世(〕协瓦912一973年)在罗马称帝后，意大利的实际统治者

是德意志人，罗马教廷也处于德皇的“保护”之下，德皇控制着意大利和意大利

的教会职位，并通过德皇控制的一批主教统治意大利，但是意大利人并不甘于接

受德意志人的统治，总是伺机反抗摆脱外来控制，于是在罗马教廷和罗马世俗贵

族中形成反德意志情绪。克吕尼派运动较早进入北意大利和罗马，经过罗马教廷

的改造后与意大利的反德意志情绪结合起来，意大利的克吕尼派运动遂成为教皇

反抗德皇并谋求领导权的武器.10世纪末，当宣称要重振本尼迪克法规的克吕

尼派运动从法国传入的德意志时，却并没有受到当权者的敌视。在萨克森王朝时

期，德意志的修道院不仅广占地产，而且通过豁免权和各种特权免于国王征税，

富裕程度超过主教区，但承担的国家义务却远远少于主教区。针对这种情况，亨

利二世(Hcindchll，972-1024年)吸收了克吕尼派的改革思想，进行教会改革，

试图净化修道院.而富于宗教热情的亨利三世(Heinrichm，1017一1056年)更是

热衷于教会改革，目的在于结合高昂的宗教热情，进一步加强德意志的帝国教会

体制，却没有意识到教会改革对于王权的潜在威胁.2

    在德意志贵族的支持和推动下，克吕尼派修道院改革运动在德意志以惊人的

速度发展。10州)年，克吕尼派修道院进入位于黑森林 (Scbwa切胃舰)的圣布拉

京修道院。1066年，希尔绍修道院进行改革，改革后的院规除了要求修士遵守

本尼迪克法规外，更加强调修道院直属罗马教廷的宗法地位，修道院有权由修士

选举院长，如因选举之事和当地的主教有争议，则由教皇进行裁决，而不是听从

皇帝的判决。这两所修道院成为德意志克吕尼派运动的大本营。U世纪后期和

12 世纪初年，它们在德意志直接或间接地建造或改造了一批修道院，这批修道

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74页.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商务印书馆，2以拓年，第，2，74页。



院的核心要求是主张教会完全脱离俗权的控制。’这一时期，教皇的保护成为这

些“修道院改革派”排挤教会内世俗权利的最主要武器。

    最初的克吕尼派运动无论其宗教目的还是政治目标，都绝非针对德意志王

权，而“当罗马教廷接受了克吕尼运动的思想和原则并结合教廷政策的其他因素

加以改造后，克吕尼派运动及其分支— 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南德的希尔绍修道

院— 才成为对抗的意志王权的意志可怕的政治力量，”2最终诱发了教会改革.

    利奥九世(UOIx， 1049一1054年在位)是修道院改革派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

者，是他把修道院改革的原则带进了罗马教廷，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改革派修士

和主教，包括坚定的改革派修士希尔德布兰德，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他

们在罗马教廷组成了一个坚实的改革派集团，在罗马教会内部自上而下地开展了

以反对买卖圣职、严格独身制度、规范教士禁欲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罗马教

会的改革抑制了世俗封建势力对它的干涉，清除了教会内部的陈规陋习，重树教

皇的宗教权威。3于是，罗马教会的权势不断扩张，直至12世纪，成为西欧封建

统治的中心。

                      第四节 克吕尼改革的结果

    克吕尼修道院改革意在重建和治理本尼迪克法规的修道院生活，但它的实际

结果远不止这一点。

    首先，克吕尼改革使本尼迪克法规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确立，扩大了影响。

克吕尼修道院创建之初便强调要遵守本尼迪克法规，而且对其章程予以严格的禁

欲主义解释。克吕尼修道院的宗教精神替它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发展非常迅速。

在奥多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期间，共建有17所克吕尼修道院，但是到了n世纪

末，克吕尼派修道院已经达到了数百家之多。10世纪中叶以后，法、德、英、

意等国以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兼任院长，指定代理人的方式，建立了一批克吕尼派

修道院，逐渐形成联盟。4这些修道院听命于克吕尼修道院长的命令，凡属于克

吕尼派修道院的院长也均由克吕尼克修道院院长任命，诸事请命于他，形成了克

吕尼修道院系统。

1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
侯树栋:《德众志中古史》，
二E亚平:《修道院的变迁》，
‘C月.助wrc.“，人倪司加日才人而月公比c臼用，p83.



    其二，改革使得克吕尼修道院的经济实力大增。克吕尼修道院刚建立时，仅

有少量的地产和两个教堂。‘在克吕尼修道院建立之初，还严格遵循守贫的信条，

清廉俭朴。但随着克吕尼改革的发展，其影响越来越大，得到的大小封建主的捐

赠也越来越多。克吕尼修道院从910年建立到1048年间获得了近千份的土地捐

赠证书。在12世纪，克吕尼在法国南部和中部不下100多处有土地，其中还不

包括那些隶属克吕尼联盟成员修道院所占的土地.2显然，这些庞大的地产不可

能仅靠修士自己耕作。修士们开始违背本尼迪克法规中规定的劳作这一项，不再

亲身参加劳动，而是监督他人劳动和征收地租。克吕尼派修道院积累的大量财富

又一次引发了.修道生活的堕落。

    其三，克吕尼派改革扩大了克吕尼派修道院在教会中的影响，提高了教皇的

地位。克吕尼派改革在实行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完善的改革思想，对西欧

各国的修道院改革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被教会吸收，可以说克吕尼派为教

会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教会改革巩固了教皇的权威，而克吕尼派修道院在教会

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亦使之在n世纪末达到了权势的顶峰。

    最后，克吕尼派改革为维护中世纪西欧封建统治体制起了重要作用。在 10

世纪初分裂混乱的西欧社会，克吕尼派修道院体现了基督教的、有秩序的封建社

会原则。克吕尼派修道院追求“自由”，要求摆脱世俗势力的控制，但是修道院

的自由只能通过国王或者教皇的特许权才能实现，而且还要接受王权的庇护和教

廷得监护。修道院仍在王权和教廷的掌握之中，它真正排斥的是地方封建势力的

控制。通过捐赠，修道院把分散的小块土地集中在一起，一起置于王权的控制之

下。可见克吕尼派修道院改革帮助王权抑制了地方封建势力。

    由此可见，修道院改革不可能只是涉及修道院自身的纯宗教运动，必然涉及

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世俗封建主和贵族恢复和复兴修道院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带领

人们逃离现实，而是用基督教文化来约束人们的生活，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

    克吕尼改革试图摆脱世俗侵扰的目的只能是某种程度的实现。克吕尼修道院

发展至最后，并没有维持其清修，其最终结果也不可能超越现实世界，但是克吕

尼改革的种种措施在当时教会腐化、世俗权利倾轧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

唤起了社会的共鸣，给克吕尼修道院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使之迅速繁荣。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页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97贞



第三章 西多派修道院改革

    n世纪中叶克吕尼派修道院在西欧声名显赫，连许多主教都甘愿放弃教职，

希冀成为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1但克吕尼修道院繁华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危机，

丰富的物资财富动摇了修士们“守贫”的誓愿，喧闹的政治斗争扰乱了静寂的修

道生活，修道院周旋于地方势力、王权与教权之间。修道院的再次堕落，引发了

一些虔诚修士的不满，于是悄然掀起了一股反对克吕尼派修道院的旋风。他们离

开克吕尼派修道院，再次提出本尼迪克法规，自发地在森林荒野组建新的修道院，

被称为与旧的本尼迪克修道院相对的“新修道院”，其中以西多修道院、明谷修

道院的影响尤甚。由它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修道院迅速遍布西欧，称为西多派修

道院。由此，克吕尼派修道院很快走入低谷，而西多派修道院则在12世纪达到

它的鼎盛时期。

                        第一节 西多修道院的建立

    西多修道院的创始人是罗贝尔(Robert，ID27.Ino年)。在他创建西多修道

院之前，他曾在法国香槟地区的两家修道院担任副院长，而后又被派往朗格勒

(1刁ngres)的圣米歇尔修道院担任院长的职务。该修道院是克吕尼派的修道院，

他在那里目睹了克吕尼派修道院的堕落和腐化，苦于无法实施他所推崇的本尼迪

克法规的修道制度，因而毅然辞去了院长职务，回到原来的小修道院实行个人苦

修。由于他对禁欲苦修生活的执著追求，再次把他推向了院长的职位，短短几个

月，他又被派往桑斯主教区，担任圣艾约勒修道院的院长。两年后他再次离任前

往科朗(C劝lan)丛林独自隐修，并且吸引了一大批同样寻求理想修道生活的追

随者。1075年，科朗丛林的主人于格将之捐赠给了罗贝尔，于是他和那些慕名

而来的修士们一同建立了莫莱斯姆修道院.2

    莫莱斯姆修道院在罗贝尔的带领下，开垦荒地。在它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

批世俗居民，也引来了当地主教的注意，并且慷慨捐助，成为其保护人。3莫莱

，MadhaGN‘wma.，琉Bo助内rles ofo山月印:c臼犯陀勿月cu。“陀朋d王之c趾3白别如止月晌喊1侧招.1180，
5吻fordUnive招吟PreSSll996，p.240.
ZE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01页。
3ulllcL曰ter长几“娜。.Po介尸印朋dthep阅方口E印肋可切盖拒汉记四1反’’，e，p.如.



斯姆逐渐获得教会的封地、什一税、田庄和农奴，从此不再贫困，且喧嚣的人群、

教会的制约使得罗贝尔的修道理想再次化为泡影。因为财富而开始好逸恶劳的修

士在修道院中占据上峰，抵制他的建院原则，此时的莫莱斯姆修道院与罗贝尔厌

恶的克吕尼派修道院已经没有区别。1008年，失望的罗贝尔带领21名追随者离

开莫莱斯姆修道院，迁入第戎以南20公里以外的茂密丛林中，在称为西多的地

方建立了他们理想中的修道院。1

    罗贝尔的这一举动使得莫莱斯姆修道院元气大伤、声誉受损。于是，教皇帕

斯加尔二世(P士犯haln，1的9.1118年在位)于1099年派使节说服罗贝尔再次回

到莫莱斯姆修道院担任院长，宣布其处于罗马教廷的保护之下。罗贝尔被给予特

许权，并且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该修道院，从此由贝罗尔建立的新的修道院

模式有了合法的地位。2

    罗贝尔离开西多修道院后，他的助手阿尔贝里克(月吮dc，?一n08年)接

任了西多修道院的院长，他和第三任修道院院长斯提凡。哈丁(stcphcnHardin肠

noo·n33年)实际上奠定了西多派修道院的模式。3西多派修道院的建院地址大

多是丛林和沼泽。1115 年，斯提凡·哈丁在克莱尔沃建立了一所修道院。那里

从林密布，盗匪出没，有“苦恼之林”的恶名。被任命的第一任院长就是当时年

仅25岁的伯尔纳(氏m别斌约109(卜1153年)，他带领几名修士清除杂草、开垦

荒地，很快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并被冠以美称“明亮的山谷”。因此，克莱尔沃

修道院也被称为明谷修道院。4西多修道院最早建立的四所子修道院构成了西多

派修道院的基础。这四所修道院依次为，1113年建立的拉费泰修道院、In4年

建立的庞蒂尼修道院，1115年建立的明谷修道院和莫里蒙德修道院，5在此基础

上，西多派修道院很快发展至整个西欧。

                      第二节 西多派修道院的传统

    西多派修道院建立的最初20年并没有留下关于西多派修道院的文献资料，

而且早期的法规有很多重复和自相矛盾之处，直至 n34年才整理成前后连贯的

且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03页。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03页.

3幼uoLest亡rKRel招勿‘sPo兜r印andthe乃叻t反0加衅加人拒血，口IE‘代，亡，p.兜.
4「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02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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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1由此可以推论，西多派修道院制度在一开始并不成体系，而是在不断修

整、协调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和克吕尼派的修道院制度一样，西多派修道

院最初制定的法规并不能够始终贯彻下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在他们所遵循的

传统与法规中可以体现出修道院内在的宗教核心以及修道院改革的动力。

    面对日益背离“禁欲守贫”理想的克吕尼派修道院，西多派修道院的创立人

罗贝尔意图建立一所比克吕尼更富有宗教精神且完全格守本尼迪克法规的修道

院，2然而在其建立之初和发展过程中，西多派修道院传统中也吸收了一些其他

因素，不仅可以追溯至“旷野教父”(或称“沙漠教父”，DesertFaib仍)的传统，

3且参杂了一部分教会的理论，‘才使得西多派修道院表现出不同于克吕尼派修道

院的一些独特的特征。

    一、本尼迪克法规

    12世纪，本尼迪克传统的修道院制度依然占据了主流。普雷蒙特雷修会5最

早的成员之一菲利普·阿尔旺(Phil婚ofHarVeng‘?一n83年)也感慨道，“在

我们这个时代，本尼迪克法规才真正回到它字面上的意思来。”‘无论他的观点是

否客观，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本尼迪克法规的推崇，它并没有因为克吕尼派修道院

的“堕落”而遭到抛弃。

    罗贝尔本人就是个狂热的本尼迪克法规的追随者。他认为，克吕尼派的修道

院制度已经违背了本尼迪克法规，修士不再 “守贫”，放弃了手工劳作，而修道

院握有本应属于世俗和教会的政治权、宗教权和经济权。它的生活方式和繁缉的

宗教仪式与克吕尼派所标榜的本尼迪克法规完全不相符合。，伯纳德宜称，遵从

本尼迪克法规是一种对“使徒式生活”的追求8.不管是莫莱斯特修道院还是西

多修道院，在一开始施行的都是完全遵照本尼迪克法规的修道院模式。

    和克吕尼派修道院相比，西多派修道院理解的本尼迪克法规更为严苛:

    其一，实行完全的 “守贫”，修士生活清贫，粗衣淡食，每日只有两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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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身患重病以外，禁止修士吃肉类食物;’早期的西多派修道院的教堂朴素，纯

白，没有任何的装饰，简单的矩形礼堂，摈弃了克吕尼修道院的拱形顶设计，更

没有富丽堂皇的雕塑和精美的神器;2最初的西多派修道院甚至抵制各类修道院

传统的经济来源，在院规《绪论》(Exordlumostercii)中写到:西多修道院的

初建者们拒绝占有教堂、捐赠、什一税、地租等，因为本尼迪克法规中并没有提

到这些收入的合法性.3拒绝来自外部的经济来源，从根本上阻断了修士腐化的

可能性，以确保了西多派修道院的完全“守贫”。然而，事实证明，拒绝这些经

济来源，根本不可能支撑一个宗教团体的运作。很快，西多修道院也开始接受大

量的封地、捐赠和租税。4

    其二，严格遵从本尼迪克法规提到的“劳动”。克吕尼派修道院亦遵循这一

条，但繁缉的礼拜仪式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养尊处优的克吕尼修士以阅读、

学习来代替劳动。，但是在西多派修道院实行的是真正的体力劳动，和祷告一样，

户外劳动被安排在修士的日常作息表上，晨祷以后就是劳动时间，修士们割晒牧

草或者出外在田野上劳动。在西多派修道院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强调劳动作为禁欲

修道的价值，同时劳动也是生产食物、重要的生存手段，‘尤其是在西多派修道

院建立的最初阶段，修士们在荒野隐居，与世隔绝，拒绝捐助的情况下，劳动在

西多派修道院的修道生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明谷修道院最早的规章中就

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教团的修士必须靠双手劳动为生，要耕田、饲养牲畜。”，

    二、“旷野教父”

    在修道制度上，西多派修道院要比克吕尼派修道院激进、严苛得多，表现出

更强烈的宗教热情。他们定居于荒郊野外，拒绝接受修道院传统的经济来源，这

种团体的“自主”贫困更像是对基督的模仿，在西多修道院的法规《绪论》中提

到，他们是“基督新的战士，和基督一样的穷人”.“这一新的“宗教理想主义‘

来自于埃及的“旷野教父”传统。

    12 世纪西欧社会的这种新宗教理想主义倾向日渐普遍，这一时期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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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与封建割据的政治格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封建主与封建主之间，封建主与君王之间，教会与世俗之间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把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卷入其中。而那些既没有政治权利又没有军事实力的中、下

阶层的人们企图借助宗教，另辟蹊径，寻求出路。’西多派修道院一反中世纪西

欧长期以来的传统，建院时没有任何物资基础和条件，选择远离繁华喧闹的居民

区，安身于沼泽、林地。“西多”在古法语中的意思即为“向沼泽进军，，2很符

合西多派修道院建院时的情形。西多派修道院的很多修道院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建

立的。3

    埃及的“旷野教父”也产生于社会危机之时，3世纪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日渐

腐朽，农业萎缩、商业萧条、政治混乱、社会无序。帝国皇帝频繁更替，各地割

据势力混战不休;同时，基督教会内部出现了等级差别，神职人员谋取财物，争

夺权势，出现世俗化倾向，早期基督教的民主平等精神逐渐消失。一部分苦于寻

找精神出路的人只能选择隐居在荒野或山林中过着物质匾乏的苦修生活.‘

    埃及的“旷野教父”从产生起就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意识”，试图通过一条

严于律己的生活方式达到宗教上的理想化，把隐修看作是基督徒追随上帝的一种

虔诚的方式，注重在行为上和基督的合一，“只有赤裸的人才能追随赤裸的基督气

5西多派修道院选择“更靠近福音”的生活与之如出一辙。6伯尔纳很喜欢援引埃

及的隐修模式，在修道院中设置密室，以实现他所向往的隐士般的苦修生活。他

曾说服一个投奔修道院的隐士，不要为了安定的修士生活而放弃他对苦修的追

求，并且劝诫他脱离轻率、浮躁的心灵。西多派修士威廉。圣蒂埃里(Williamof

st.而e叭 1085一n48年)在他的伯尔纳传记中记叙了他第一次造访明谷修道院

时所感受到的“新鲜模式”，而这些正是“很久以前的埃及 ‘旷野教父’所实践

过的”。7伯尔纳甚至认为本尼迪克法规仅仅是为修士入门准备的，一个成熟的修

士应该尝试更深层的修道生活，即来自“旷野教父”传统的隐修生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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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在11世纪又得到了复兴，罗马教会出于教权至上的需

要把奥古斯丁神圣化，他的布道和著作被教会注释、诊释，使之成为罗马教会正

统的神学理论。1

    奥古斯丁把神秘主义和宗教的精神化结合起来，在他的著作中，反复传达了

这样的思想:上帝是精神。在 《上帝之城》中他写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内在

也能找到上帝的印象。”他把“与上帝合一”的宗教观点精神化，人要获救，就

要和上帝合一，回归自己的本性。2

    n世纪奥古斯丁神学思想的复兴，也使得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观念

重新得到认识，西多派修道院吸收了他的神秘主义观念“与上帝的合一”。西多

派修道院的建立者之一伯尔纳也是个神秘主义者，在他看来，自我认识只有通过

对上帝的爱才能够实现。3

    奥古斯丁认为，“与上帝合一”可以通过理性来实现。他认为灵魂高于身体，

不受身体的支配，上帝虽然在人类之外，但人们的心灵可以意识到上帝。修士的

生活方式是意识上帝的最好形式，因为它是以精神战胜肉体，以理智战胜感觉，

以超自然战胜自然的。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在精神上与上帝交往。他用“上

帝城”的理论来阐述修士生活方式和修道制度，认为这是上帝之城在人世最全面

地实现，修道院是从事上帝精神工作的特殊所在地。4

    伯尔纳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理论，他没有把上帝看作神秘不可及的，而是把上

帝和人的本性统一在一起，他认为在人的灵魂中有上帝的印记，他用太阳来作比

喻:“你每天都看到太阳，但实际上你并没有看到它是什么样的，只是看见它照

亮的空间，一座山、一堵墙。”5“唯纯真地爱上帝才能充分地认识上帝，”经过

修道生活是可以和上帝相通，这也是他进行修道的指导思想。6伯尔纳认同“教

权至上”的理论，他把奥古斯丁的“上帝城”人文化，它不再是神秘的，而是在

教皇的统治下，由教会和君主实际操作的现实社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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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尔纳坚持教会是灵魂救赎的中介。‘这也是西多派修道院不同于其他修道

院的新的宗教文化，在西多派修道院的理念中，修道院和教会是一个整体，2西

多派修士，也是伯尔纳传记作者之一杰弗里·奥塞尔(Ge。阮yAuxerrc，n签n95

年)曾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教会的话，我们的修道也不可能救赎灵魂，就好比，

没有头部，胳膊也不可能成为身体的一部分。”3因此，西多派修士会研究基督教

的教义，而且和教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西多派修士成为神职人员，虽然他

们可能更喜欢修道院的生活。4

                      第三节 西多派修道院改革的内容

    西多修道院是由罗贝尔初创的，但西多派修道院模式的确立却依赖于他的几

任后继者，西多修道院的第三任院长司提凡·哈丁和明谷修道院院长伯尔纳。5

    打着“恢复修道院传统”旗号的西多派修道院改革，本尼迪克法规是它的宗

教核心。和克吕尼派改革一样，恢复“自由”、“守贫”等理想是改革的主要内容。

然而，西多派修道院能够迅速繁荣，取代克吕尼派修道院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

它的宗教性，还因为在它的改革中包含了一些新的内容，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新需

要，诸如:“世俗兄弟”、开垦拓殖、新的联盟方式等。这些并非是本尼迪克法规

中的内容，但却成为西多派改革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对西多派修道院或褒或

贬，最具争论性的部分也大多缘于此。

一、“自由”

    从罗贝尔建立莫莱斯姆修道院时就企图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不受任

何世俗控制、真正“自由”的宗教生活。从罗贝尔多次离开修道院独自隐修来看，

他是个追求宗教虔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却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他的建院理念

过于理想化而无法得以实现.他拒绝接受世俗封建主的捐赠，甚至拒绝教会的什

一税，6然而却不可行，很快，莫莱斯姆修道院就受到当地主教的捐赠和保护，

逐渐接受教会的封地、什一税等，也不得不接受教会的制约。即便是罗贝尔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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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莱斯姆修道院建立西多修道院之后，他本人也没有摆脱这种制约，最后不得不

遵从教皇的诏书，又回到莫莱斯姆修道院继续担任院长的职位。

    西多派修道院奉行“自由”的原则。为此，罗贝尔的继任者司提凡·哈丁积

极寻求教皇的保护.在司提凡的带领下，西多派修道院积极参与了政教间的斗争，

维护教皇推行教权至上。在斯哈丁制定的西多修道院院规中规定，修士要服从罗

马教皇的宗教法权，维护教皇的利益和权威.1

    而伯尔纳更是西多派修士中维护罗马教权至上思想最积极的典型人物。他不

仅在理论上对教权至上理论进行大量阐述，而且积极地付诸实施。在他的倡导和

努力下，消除了因1130年两个教皇并立而在教廷内部出现的分裂。他还为他的

学生、西多派修士出身的教皇尤金三世(EugeniusnLn45一1153年在位)撰写了

《思考》(〔劝ns记“时ionc)一文，提出实现教权至上思想的具体建议.伯尔纳曾

为5位教皇出谋划策，被称为“无冕教皇”。2

    在教皇的保护下，西多派的权势无以复加，获得了相对的“自由”，由它们

开拓的土地可以不受封建领主的管辖，不履行封建义务。3

    二、“守贫”

    西多派修士自称是“与贫汉基督相伴的穷人”，4不仅选择在人迹罕至的荒野、

山林建立修道院，而且拒绝一切传统修道院的经济来源。西多派修士认为，财富

是罪恶根源，而守贫是修士宗教性的来源，区别于教士和俗人的标志。罗贝尔说，

“如果我们从什一税和给教会的供奉中获得充裕的食物和义务，或是用手段，或

是用暴力盗用了那些本应属于教士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是在吸人们的血，在分担

他们的罪孽。”5伯尔纳也教导他的修士，“使徒抛弃一切跟随基督，又饥又渴、

又穷又冷⋯⋯虽然你们的美德不足以与之媲美，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你们通过修

道可以与他们同等。，‘

    西多派修士身着未染色的粗布僧袍，以表明追随基督、格守贫穷之志。7最

初的西多派修士不仅生活清贫，还禁止任何奢华的装饰物，他们的建筑没有任何

1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In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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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用木质的十字架，而且不准在上面雕刻花纹，祷告室也不允许装饰雕塑和

绘画。1

    然而，西多派修道院的“安贫乐道”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20年，从伯尔

纳时期开始，西多派修道院就开始接受捐赠、兴建教堂、征收什一税，还兼并其

他修道院、购田置产。1136 年，明谷修道院的修士不满于现有的建筑，提议扩

建修道院，作为院长的伯尔纳最终被说服了，新的明谷修道院并没有扩建在原址

上，而是建立在“肥沃的耕地”上，并且接受了香槟地区公爵的捐助.21140年，

伯尔纳曾亲手兼并了特雷方丹修道院。1193 年，西多派修道院院长盖伊

(Ouy，卜1206年)利用购买领主权使地产数量徒增。3至12世纪中叶，西多派修

道院已经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产所有者。

    三、“劳作”与祈祷

    和克吕尼派修道院的“劳作”不同，西多派修道院的“劳作”是真正严苛的

体力劳动:排水垦田、播种收割。西多派修道院依然实行各项圣餐仪式，但舍弃

了克吕尼派修道院诸多繁琐的仪式内容，4因此修士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田间劳

作。在西多派修道院，劳作是和祈祷是同样重要的修道方式、与神沟通的桥梁。

海斯特巴赫的凯撒里乌斯(Caes州usofHeisterbach，nso·l24()年)在他的《关于

奇迹的谈话》(DialogUsmiraculorum )一书中讲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故事:当明

谷修道院的修士在田野劳作时，圣母玛利亚现身了，她帮他们擦去额头的汗水，

用衣袖帮他们扇风。5当1118年比利时修士威廉来到西多派明谷修道院，他发现，

“没有人无所事事，没有人在房间里睡觉或祈祷，兄弟们忙着锄地、割草、砍伐、

开垦荒地、清除树木。尽管山谷里很多人，但看起来每个人都是隐居者。”‘

    如罗贝尔所说，早期的西多派修士“不依靠任何来自外部的赞助”，因此要

“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创造一个可居住的环境。”，但随着西多派修道院权势和财

富的增长，修士们已无需为了生存而劳作，他们接受教皇的各种特许权、来自教

会和封建主的捐赠，以及什一税。财富和权势总是走向修道生活的对立面，本来

转引自刘新城:“超越的悖论— 试析西欧中世纪修道院改革运动”，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

月刁电勿公几此了印and而乃叻r‘刃月“恻inM亡die四IEu仪，e，p.95.
转引自刘新城:“超越的悖论— 试析西欧中世纪修道院改革运动气
CHUwrence，人伦d泛四口1山ro”日“纪妇成p.176.
CH.助wrence，月介d泣曰.1彻ro门口“泛d3用，p.178.
王亚平:《修遭院的变迁》，第102页。
1翻“rK功业沂以电滋动”几‘亡仰朋d功己乃娇rE‘0月0衅加翔陌山白门IEu找少e，p.92.



“劳作”被认为是涵养品性、救赎灵魂的途径，之后渐渐被西多派修士所轻视，

祈祷、读经等圣事高于“劳作”的观念在西多派修道院中也逐渐形成。体力劳动

则完全交由“世俗兄弟”来承担。

    四、“世俗兄弟”与垦殖

    “世俗兄弟”并不是起源自西多派修道院。“世俗兄弟”(伪.vcrsi)原意为

饭依者。当贵族给予修道院馈赠时，把他的家庭成员作为世俗兄弟安置在修道院

里，作为修道院的世俗保护者;1另一种情况，很多中小贵族把自己的财产捐赠

给修道院，随同修道院托庇在一个较强的权势保护下，避免被抢夺。在高尔茨地

区，这种类型的“世俗兄弟”很普遍。2

    1051年，佛罗伦萨的乔瓦尼.瓜尔伯特(JohnGualbCrtoofFI0ren“，卯5一1073

年)因为厌恶家族间的世仇，在瓦隆布罗萨(、乞11ombrDsa)隐修，他所创立的瓦

隆布罗萨修道院严格遵从本尼迪克法规，并且与世隔绝。这种隔绝得益于它起用

的“世俗兄弟”，这种世俗兄弟不同于高尔茨地区的贵族饭依者，大多为普通农

民。他们和修士一样都要宣誓，遵守院规，服从院长，但是不用祈祷，他们的工

作负责所有修道院的日常事务，打理与外界必要的交换和买卖。正是这些处于修

士和世俗社会之间的世俗兄弟避免了修士与世俗事务的世界接触。3n世纪中叶，

这种特殊意义的“世俗兄弟”逐渐形成，存在于一些隐修会中，克吕尼派修道院

中也存在少量“世俗兄弟”，旭是只有西多派修道院将“世俗兄弟”发展成为一

种模式且规模庞大。

    西多派修道院的“世俗兄弟”的概念来自于瓦隆布罗萨修道院，本尼迪克法

规中并没有这样的概念，目的也在于实现修士与世俗的隔绝，“世俗修士”承担

了修道院与外界交流的责任，以确保修士的日常所需。“世俗兄弟”基本上是修

士的仆人和工人，负责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在农业经济方面，修道院依靠他们

来管理农庄，实现修道院的自足。5在修道院中世俗兄弟和修士之间有严格的区

分，除了周末和宗教节日，世俗兄弟不需要参加其它圣事:他们和修士的活动区

1德]汉斯一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66一67页。
Jo如Nightingale，为白和浓，众，口耐Poh刃”5切血 6七‘2几扣丽:Lothuri月召白，‘吕j压1更U叹0龙白吐Cla比.dou

憋严l，p·101:，.
4照·尸竺少nCC，俘叹卿{钾月~ ，P.理·
  ‘·n·J‘lw伟n‘c，月已“止‘四‘月旧。月a3I王c，5介.，p·1，。·

，【德1汉斯一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69页.



域是隔离开的，使用单独的餐厅和宿舍，即便是他们给修士们提供服务时，也要

用屏风将之与修士们隔离开来;他们一般住在修道院西面的建筑里，和修道院的

中殿相连，以便集合为修士提供服务。并不是所有的世俗兄弟都住在修道院内，

有些修道院的产业比较分散，离修道院较远，世俗兄弟不可能每天往返，所以通

常会在当地建一些农庄作为他们的定居点.112世纪时，这些农庄还只起到“世

俗兄弟”中转站和粮仓的作用;但是到了13世纪，农庄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

大兴土木，建造教堂等，和主修道院几乎没有区别.2

    在12、13世纪，西多派修道院的世俗兄弟制度非常普及，以至于大部分的

西多派修道院主要是由世俗兄弟组成的。1167年，据里沃修道院一个院长的传

记中记载，里沃修道院当时有修士140人，而世俗兄弟多达500人，同一时期的

庞蒂尼修道院修士为100多人，世俗兄弟则为300人。1224年，希梅罗德修道

院有修士60人，却有“世俗修士”200人。3

    “世俗兄弟”数量的急剧增加和西多派修道院的垦殖活动有关。从10世纪

起，西欧社会的人口就在逐年增长，人口增长的压力刺激了对耕地的需求量，史

料中有关土地分封的记载也明显减少。4西多派修道院的建院方式使得每新建一

所西多派修道院，紧跟着都是一次垦殖活动，且西多派修道院开拓的土地不受封

建领主的管辖，在法律上有较大的自由，因此西多派修道院吸引了众多迫切需要

土地的中下阶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另一方面，n世纪末，西欧各个阶层的宗

教热情空前膨胀，1006年，由教皇号召的“十字军东征”正体现了从农民、工

匠、自由民到贵族各阶层的宗教狂热，“世俗兄弟”对修道院最大的贡献是体力

劳动，但西多派修道院赋予了他们更宗教层面的意义:体力劳动是模仿基督必不

可少的部分。埃贝巴赫的康拉德(C劝nradofEbethacb，?一1231年)的故事中记

录一个世俗兄弟的梦境:当他在犁地时，基督和他并肩站在一起，帮助他驱使牛

拉犁.5西多派修士记叙了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世俗兄弟”由于谦逊、勤劳或

是悟守院规，而最终达到冥想状态，甚至是和神的交流。6这些故事体现了“世

俗兄弟”在宗教精神上追求，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西多派修道院要求“世俗兄

IcH.u明能毗，加伦成阴IM‘nu3ticis从.p.176一177.
ZcH.u叨encc，人伦d泛已甲‘1为ro刀““c服，p.1”.
3cH.1刁wrence，旋‘派。.1拍ro月口“众阴，p.176.
4卜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07页。
SCH.L月wrence，旋‘‘e四1为ro月“正泛ds加，p.178
6CH.L刁wte畔，人倪d泛6.1加ron“以cjs用，p.179.



弟”遵循的教条。体力劳动本来是修士和“世俗兄弟”共同的义务，在后来却演

化为仅属于 “世俗兄弟”的职责。

    “世俗兄弟”模式的发展是西多派修道院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世俗兄弟”出现之初是为了修士和世俗世界彻底的隔绝，对“世俗兄弟”劳力

的利用，使得修士有更多的时间祈祷、冥想和学习，但是对“世俗兄弟”劳力的

利用，也使得西多派修士开始好逸恶劳，不再参加体力劳动，背离了西多派修道

院最初建院时的法规。

                        第四节 西多派修道院的发展

    12世纪的西欧被看作“西多派的年代”，西多派修道院通过改革从塞纳河、

索恩河和马斯河之间的核心扩展到整个西欧。1西多派改革从法国传入意大利

(n20年)、德国(n23年)、英国(n28年)、西班牙(n4o年)，在伯尔纳死

后，一共有343个西多派修道院，而至12世纪末，西多派修道院已发展至500

个。2

    西多派修道院的飞速发展首先得益于伴随西多派修道院改革同时发生的垦

殖拓荒活动。n20年，法国拉霏泰修道院的几位修士翻越阿尔卑斯山，在利古

里亚(U别rian)建立了意大利第一所西多派修道院，到12世纪末，在都灵

  (Tori加)、伦巴底、皮亚琴察(Piacenz a)等地就已经有88所修道院。1128年，

13位西多派修士跨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伦三岛，到n60年时，他们的队伍就扩

大到以刃余人，1135年，英国仅有5所西多派修道院，20年增加到40所。在约

克郡，西多派的修士把荒地变为良田，使高地上牛群密布，羊群遍地。在德意志，

伴随着德意志封建主发起的大规模东进运动，西多派修道院也迅速发展.12世

纪20年代，科隆(助in)附近有了第一所西多派修道院，它善于拓荒的特点立

刻就得到封建主的赏识，他们招募西多派的修士前往易北河(EI比Rivcr)以东

和奥得河 (oderRivcr)流域的低湿地区，修士们排干沼泽地的水，清除树木，

开垦土地筑造堤坝，修路搭桥，吸引了需要土地的人们。德意志封建主在东部新

开发的土地几乎都是西多派的修道院。德国的图林根盆地(T、uringianBasin)原

是由内陆湖变成的低湿沼泽地，荒无人烟，12 世纪中期，西多派的修士们来到

1德】汉斯一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70页。
U幻.rKUtue，几心勿.物理哗a耐功亡乃叻rEc。月0御加对七以亡七姻1翻比少e，p.91.



这里，把低湿的沼泽变成了“金色草原”。12、13世纪西多派修士在发展西多派

修道院的同时也把所到之处的沼泽、林地化作了良田。1西多派修道院的垦殖活

动给正在发展的农业经济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西多派修士的带领下，拓荒的规模

不断扩大，甚至成为对荒野的征服，大面积的荒地、沼泽、冲积地得到了改造。

    其次，得益于西多派修道院强大的组织结构。与克吕尼派修道院联盟一样，

分布在各地的西多派修道院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同于克吕尼修道院集

权式的管理方式，西多派修道院的各个修道院院长有独立的领导权。

    为了解决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西多派修道院每年都举行宗教例会，制定相

应的规则，裁决有争议的问题。会议一般轮流在最早成立的西多、明谷、拉费泰、

庞蒂尼、莫里蒙德5所修道院举行，按规定所有修道院的院长都要出席。离得较

远的修道院院长可以几年出席一次。例如，在西班牙的院长每两年一次，瑞典和

娜威的修道院院长每三年出席一次，苏格兰、爱尔兰、匈牙利和希腊的院长每四

年出席一次，在东方的院长则可以每六年参加例会一次。此外，这5所修道院还

负有监督其他修道院的权利和责任，他们每年都派修士到各地的西多派修道院巡

视。2许多分院之下还有分院，上级院长每年都对下级分院进行两次视察，上级

院长有权纠正和惩罚下级分院的违规行为，但须征求下级院长的意见。，

    西多派修道院建立之初，实行的是集权制的修道院管理结构，母修道院对子

修道院保有绝对的权力。西多派修道院的联盟方式从文献记载来看，始自司提

凡·哈丁时期，西多派修道院最早的法规《敬奉书》(Chartao幼tatis)中表明西

多派修道院建立新的联盟方式的初衷:西多派修道院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爱，而

不是子修道院对母修道院附属的关系，因此他们放弃了克吕尼派修道院集权式的

管理方式。但为了贯彻修道院的法规条例，西多派修道院每年要例行开一次宗教

会议。法令的修订、增补都可在会议中完成，会议还必须宣布完整的法令内容，

而且规定每个与会的修道院院长要存有一份完整的法令备份。4因此，西多派修

道院可以不依靠集权来维系其日益庞大的修道院体系。

    例行的宗教会议，有利于法令的贯彻和解决新产生的问题，西多派修道院新

的联盟方式俨然一个修道院内部的国际组织，甚至在明谷修道院中有一些英国的

1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胎一100页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09一uo页。
3cH.u析ence，Med泛eV‘IMo月口5“d加，p.185
‘cH.助wr巴nce，对七d滋。恤才翔勿月盯“‘阴，p.183一1肠.



修士，而在英国一些早期的西多派修道院中也有一些法国修士，例如韦弗利修道

院等，1多方的交流加速了西多派修道院制度的传播.

    但是，伴随着西多派修道院的发展，它们积聚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西多派

修道院也受到了世俗化的侵蚀，和他们曾经指责过的克吕尼修道院一样，开始背

离本尼迪克法规，腐化堕落并无二致，失去了修道院改革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宗

教性。至12世纪末，西多派修道院仍然发挥着它们经济实体的作用，但是它们

的财富却使他们备受指责，甚至被称为“欧洲的新犹太人”.2由此也可以预见西

多派修道院的衰败。

C一H，助w化。ce，
U别已rKU创】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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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修道院的衰弱

    13世纪，法郎西斯和多米尼克等托钵僧修会兴起。它们进入城市，实行完

全的“守贫”，不事劳作，不拘泥于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和原则，选择像基督及其

“真正的使徒”那样为传播福音奔走四方.1这是一种新型的宗教组织，它们和

传统的遵守本尼迪克法规的修道院有很大的区别。本尼迪克法规把修士约束在修

道院内，经济上自我独立，更重要的是本尼迪克法规强调与世俗的隔绝，而托钵

僧修会选择在城市中布道传教，推行基督教的世俗化。

    10至13世纪是西欧修道院最繁荣的阶段，但随着法郎西斯和多米尼克修会

的出现开始修道院也走向了没落。在法国，13世纪时尚有287所修道院，仅在

一个世纪以后就降到了53所，而到了15世纪仅剩下26所。英国、意大利、德

国、西班牙等国家都不见有兴建新修道院的文献材料，原有的修道院却在解体。

气1世纪末、12世纪初，黑衣修士与白衣修士之争可以视为西欧修道院制度危机

的一个讯号，3以此为着手点来探究一下修道院制度所面临的危机。

                    第一节 黑衣修士与白衣修士之争

    克吕尼派修士身着黑色僧服，因而被称为黑衣修士:西多派的修士反对任何

装饰，他们的僧服由未染色的粗布缝制而成，相对克吕尼派的黑色僧服而言，他

们被称为白色修士。4克吕尼派修道院和西多派修道院的对立从一个侧面表露了

西欧修道院制度的危机。

    西多派修道院提倡守贫和简朴的生活，这无疑是对克吕尼派修道院奢侈风尚

的严厉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修道生活原则的宗教论争，双方互不相让，在

修道院中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这场争论起于明谷修道院的伯尔纳和可敬的彼得

(Pcterthcvcncrablc，约1092一1巧6)之间，继而很多人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持

续了整个12世纪.5

    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源于伯尔纳年轻的堂弟，他成为明谷修道院的修士以后却

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1弘125页。
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93页。
Oilcs伪此tahl氏几e月eIO朋口坛劝of功e脚e批 〔触月tu伙p2.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0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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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忍受那里的苦修。他趁伯尔纳外出时，逃到了修道生活安逸的克吕尼修道院。

于是，大约在n20年，伯尔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堂弟，在那封信中他第一次言

辞激烈地批判了克吕尼派的修道生活，信中称，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被克吕尼派修

道院奢华的生活所诱骗了。和当时很多信件一样，那封信的读者也不只限于收信

人，其中不乏挑衅性的言辞将新旧本尼迪克传统的修道院之间内在的矛盾公诸于

世。1

    12世纪中期流行的一本题为《两个修士的对话》(众al。，e)的小册子中，

以一个黑衣修士和一个白衣修士对话的形式记述了两派修道院的建院原则，以及

他们相互之间的指责，都自诩是本尼迪克法规的真正执行者。黑衣修士嘲笑白衣

修士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白衣修士则谴责黑衣修士奢侈的生活作风、华丽的装

饰，违背了本尼迪克法规的本质。2

    克吕尼派修道院和西多派修道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哪条路更好地

通向天堂?什么是真正的宗教生活?明谷修道院的伯尔纳在他的《为威廉院长

辩》(A即拓乡aadouillclmumAbbatem)中用讥讽的语言指责克吕尼派修道院不

遵守法规:大吃大喝，僧服甚至和骑士装一样华丽，建筑风格和装饰富丽堂皇，

使用金银器皿，修道院院长和封建主一样有诸多随从，最多的甚至有60匹马，

“院长不是修道院的父亲，而成了城堡的领主;不是灵魂的指导者，而是领地的

诸侯。”3伯尔纳认为，西多派修道院比克吕尼修道院更强调宗教精神，西多派修

道院的原则和修道方式更能达到追随上帝的目的。可敬的彼得并没有反驳伯尔纳

对于克吕尼修道院奢侈生活的斥责，但是他回击道:修士的劳作是指祈祷、阅读、

学习等方式，克吕尼派修士通过这些途经与上帝交流，精神上的劳作要高于体力

上的劳作。4另外，他耻笑西多派修士是新的犹太法利赛教派的教护，标新立异，

故意着白色的僧袍以区别于其它所有的修士。6

    伯尔纳曾经强烈谴责克吕尼派修道院的奢侈以及过分富丽堂皇的礼堂，然而

至12世纪末起到13世纪，西多派修道院的建筑与之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

曾伯尔纳强烈批判过的克吕尼派修道院的奢侈状况都在西多派本身出现了。吟诵

ICH.助机佣“，几伦d亡已.1几爪劝o3t纪妇用，p.2《幻.
2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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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彼得(Peter咖Cbantcr， ?一1197年)提到:“为了炫耀他们的财富，甚至连他

们的农庄都建造得像城堡一般“·⋯这是象征他们贪婪的永恒的记号。”1西多派修

道院的理想也很快湮没在世俗中。

    修道院改革不仅仅是对旧的修道理想的恢复，还是社会思潮的体现。这场争

论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在救赎观念上的矛盾和迷茫，很多人在这场克吕尼派和西多

派修道院的争论中茫然不知所从。奥特列维伯爵克莱蒙特的阿马迪乌斯(Alndeus

ofclen.ont，?一nso年)和他的儿子一同进入西多派修道院.不久，他发现西

多派修道院的修道生活过于严苛，且他的儿子得不到好的教育，因而转投克吕尼

派修道院，但是他又懊恼于克吕尼派修道院精美的食物、华丽的僧服会使他“下

地狱”，于是他再次从克吕尼派修道院出走。2

    对修道生活和本尼迪克法规理解的分歧，产生了克吕尼派修道院和西多派修

道院的这场争论。从n世纪中叶开始，西欧社会的基督守贫观念再次兴起，西

多派修道院的宗教思想中融入了这种神秘主义的神学思想。3可敬的彼得依然认

为它们处在同一种修道生活之下，在他写给伯尔纳的第三封信中这样写道:“我

们本来应该团结起来遵循共同的修道院法规，“·⋯但我的修士和你的修士却在互

相咒骂、互相反对。”4克吕尼派和西多派修道院的对立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宗教因

素，它使两者在修道院制度上显示出明显的不同。修道院的改革运动一开始的动

力都是内在的宗教性，对使徒生活的向往促使修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求“禁

欲”、“守贫”、“自由”等古老的修士理想。西多派修士谴责克吕尼派修士对本尼

迪克法规的背离，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更虔诚地履行本尼迪克法规，甚至追

溯至更古老的旷野教父，以标明自身的宗教精神。同样，克吕尼派修道院自然也

要为自身的宗教精神辩驳，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是新旧本尼迪克修道

院的一次争论，也是修士理想和现实的一次冲突。

u*，Kultle沂d咭动盯凡即勺a耐血乃娇淤乙即加彬切人‘汉仓四IE‘闷尸，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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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修道院衰落的原因

    中世纪西欧的修道院发展总是伴随着改革，克吕尼派修道院、西多派修道院

相继而起，均以“恢复修道传统”为目标，然而最终却都沦为被改革的对象，修

道院没有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而日渐繁荣，相反却渐渐走向没落。

    一、个人与团体的矛盾

    修道院的改革虽然是大环境影响所致，但是作为发端者的修士却大多只是为

了个人的宗教虔诚和灵魂得救。从克吕尼派改革的贝尔诺至西多派改革的罗贝尔

都没有真正规划过修道院改革的计划。罗贝尔更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修道理想，几

次弃修道院院长的职务而去。

    修道院改革的最直接的动机都是来自于宗教虔诚者对宗教精神的追求。但是

这种宗教精神上的复兴能持续的时间却很短，不管是克吕尼派改革，还是西多派

改革，修道精神上的革新都只持续了一、两任修道院院长而己。发展至最后，修

道院获得巨大的财富和声望，但修道院的宗教精神也在财富、权力下消磨殆尽。

失去宗教精神的修道院也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随之步入没落。

    个人孤寂的修道理想也许还可以实现，但是当修士形成一个团体时，修士们

也不得不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修士们被组织起来共同生活，面对修道院有共同

的宗教理想、遵守共同的规章，必然也要面对缠绕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职

责。但是修士们对此的认识却相当有限。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奥多在他的《比较》

  (伪Uationes)中把修道生活解释为，是在对圣灵降临的教会进行实践，是在走

出现实世界，是在返回到天堂的原始状态··一并以修士的缄默为象征的永恒的平

静。总而言之，是如同天使一样的生活。1修士们总是把修士想象成天使，而修

道院就是天堂，“它们象天使般纯洁·⋯ 不知疲倦地日夜地在一起祷告、阅读和

劳动··⋯让精神填饱躯体。”2修士们想象中的理想生活只能依靠自身宗教上的虔

诚来维系，因此，一旦宗教精神失落，修道院也经常成为权力争斗的名利场，道

德上的腐败堕落也并不少见。克吕尼修道院为了管理庞大的地产和财务，在修道

院内部建立了复杂的管理机构.在院长之下专设一名常务副院长，两名副院长

23 名主事组成总财务署，会同各分院财务主事管理财务。据统计，在克吕尼和

坎特伯雷修道院，专事管理的修士达半数以上，修道院内事实上已形成 “官员”

，转引自【德1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105页。
2转引自[德1汉斯一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105一106页·



和“修士”两个阶层.‘拥有绝对权威的修道院院长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往

往变得专断独行。

    修道生活本来源起自埃及个人的隐修生活，是一种厌世恶生的个人行为，但

是修道院制度传入西欧以后被改造成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对社会有益的、积

极的宗教团体。修道院不再远离社会，抛弃了东方隐修士以“个人”为基础的原

则，在现实社会中担任起社会的职能，发挥着作用，甚至成为教俗封建主可利用

的工具，不可避免地与世俗交融。在精神上追求脱离尘世，而在职能上却发挥着

世俗作用。随着西欧社会封建化的进程，这种矛盾也越来越明显，10至13世纪

的克吕尼派改革和西多派改革都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二、修道精神与现实的冲突

    西欧的修道院制度奉本尼迪克法规为经典。努西亚的本尼迪克所处的时代是

5世纪末，西欧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之际，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趋于瓦解，

社会经济全面衰退。因而，像本尼迪克法规这样符合基督教教义，有利于社会稳

定且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宗教规范准则得到了广泛的推崇。本尼迪克法规在某种

程度上赋予了修道院世俗的社会职能和规范社会的宗教性质，也决定了修道院不

可能脱离社会.当社会发生变革时，修道院总是以“禁欲厅、“守贫”、“自由”等

本尼迪克法规的修道精神作为修道院改革的理论指导依据，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

展，西欧社会己大不同于努西亚的本尼迪克时代的社会。修道理想和现实社会的

冲突是修道院改革的动机，但是当两者间的差距成为鸿沟时，修道院也就衰落了。

10至13世纪，在修道院改革过程中，本尼迪克的修道理想总是被现实社会所挫

败。

    1、修道院财富的增长

    n世纪中叶，克吕尼修道院兴起半个世纪时，克吕尼修道院己收到的赠地

文书近千份，占有土地达2058阿克尔。2而12世纪中叶的西多派修道院也已成

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产所有者。12 世纪末，尽管教会法禁止购买土地，但是仍然

无法制止修道院的购田置产，把土地租借给农民，1208 年，这种情况得到法律

C.H.U叨亡nce，MediOaIM0nasticis叭p.115·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97贞。



的认可以后，据记载，至1224年，修道院的田产几乎延伸到所有农庄.‘修士们

在改革的最初阶段还能够 “守贫”，当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却也无法避免世

俗化的侵蚀。

    2、教俗权威的渗透

    克吕尼派修道院和西多派修道院都在教皇那里取得了很多的特许权。998年

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从罗马教廷获得特权，当地主教也不得擅入克吕尼修道院和任

命神职人员。西多派修道院也在1119年获得了教皇的承认，罗马教廷赋予西多

派诸多特权，如不受主教管辖，免税等。同时，克吕尼修道院和西多派修道院都

受到了世俗贵族的大量捐赠。这些特权和捐赠使得修道院发展迅速，但是也损害

了修道院的“自由”，克吕尼修道院的于格，虽然作为格列高利七世的特使，帮

助他进行教会改革、调停政教间的冲突，但是后来却和格列高利七世分道扬链，

甚至联合主教抵制教皇的势力，因为，克吕尼修道院不愿置身于罗马教会的控制

之下，它要有更大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权。2在教会改革中，虽然在教会中推广

修士式的生活，提高了克吕尼派的地位，但是修道院也往往成为教权争夺的筹码

和利用的棋子。外部权力的介入或是保护都损伤了修道院的“自由”，加速了修

道院的世俗化。

    3、新的宗教精神

    修道院改革和教会改革加深了西欧社会的基督教化，增强了社会民众的宗教

意识，促使了世俗的宗教社会活动兴起。

    n世纪之后，西欧各地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变革性的演进。西欧社会的各个

阶层都在拓荒和殖民活动中进行重组，社会劳动的再分工，改变了农民的法律身

份和经济状况，农村中的雇佣劳动己经出现，尽管还不占主导地位，封建主也放

弃了原有的经营方式，在依附者和被依附者之间生成了一个具有法律自由的社会

阶层，即城市市民。构成城市市民阶层的首先是商人。中世纪西欧复苏和兴起的

动力来自于远程贸易，在以自给自足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体制中，远程贸易最大的

受益者是国王、大封建主和教会，因此商人得到国王和大封建主的保护，给予他

们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和从商自由等特许权。3

    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人们对宗教的热情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精神，即

.珍stc，KUttle沂e掩勿公凡光勺and咖乃叻崔&口肋阿切加叱‘白心1血几，亡，卜94.
2_E亚平:《修道院的变迁》，第9牛9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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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守贫思想.这种宗教精神虽引申自修道院改革运动中的“守贫”理想，1但

与之不同的是，遵循本尼迪克法规的宗教精神强调的是通过禁欲和祈祷才能与神

沟通，达到自我救赎;而新的宗教精神是一种表达个人内心虔诚的生活方式，强

调的人与神的直接交往，更注重个人精神上的自由。2因此，这种新的宗教生活

方式也加速了修道院的没落。

    基督贫穷的宗教思想被社会宗教运动采纳，是因为教会和修道院掌握了太多

的经济特权，特别是开办集市的特权，在德国直至12世纪末，十分之九的开办

集市的权力是在教会和修道院的手里。教会和修道院依仗着手中的封建经济特权

和宗教法权垄断市场，垄断葡萄酒、谷物、食盐等大宗商品的专卖权，抑制竞争

机制的生长。在农业经济中起先锋作用的修道院在自由商业活动中却是绊脚石，

因而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反僧侣的倾向很强，确切地说是反对修道院和教会

的特权和财富的倾向很强烈。托钵僧不占有任何财产，不要自身所需之外的捐赠，

拒绝各种增加财富的收入来源，这与有权势的修道院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宜传

的基督贫穷的宗教思想是市民反对教会和修道院经济特权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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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10至13世纪是西欧修道院制度最为繁盛的阶段。从10世纪开始，西欧经

济复苏，至13世纪西欧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大领地制解体，代之以小

农耕作的生产形式，且货币职能日益突出。诚然，10至13世纪的西欧社会也在

不断发展变化中，克吕尼派、西多派修道院改革含有不尽相同的时代精神，但两

者仍同属于本尼迪克传统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做出的调

整。从修道院改革的宗教目的来看，修道院的改革运动都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从

修道院的世俗职能来看，修道院的改革又是效果显著的。

    古老的修道理想似乎永远也走不出现实的怪圈。然而，当我们细细考量修道

院改革时可以发现，中世纪西欧的修道院同时承担着宗教职能和世俗职能，修道

院的改革也只能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协调。

    修道院改革的内在动力是人们对宗教精神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往往和社会经

济和政治的变革相关。理想与现实的冲撞是基于修道院因循旧的修道传统而产生

的问题，但事实上，修道院从来没有只停滞在本尼迪克法规或是更古老的修道传

统上，相反，它们与社会休戚相关，是社会大众思想和文化的传导者，每次修道

院改革都伴随着西欧社会的变革，包含了新的社会精神。在克吕尼派修道院改革

中，有加洛林的文化传统，在西多派修道院改革中蕴含了新的神秘主义因素，即

便是修士在追寻修道理想时，也明白这一点，坚持严格遵守本尼迪克法规的罗贝

尔承认:“我们不可能百分百地遵守它，因为有些情况在本尼迪克法规中无法找

到，同样我们也忽略了很多本尼迪克法规中的规定。”1

    13 世纪以后，庄园制的经济体系逐步解体，经营土地的方式以租佃制取代

了劳役地租，小农耕作的社会生产形式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修道院

传统的经济活动不再适应这种新的社会性的生产活动。社会经济的进步挖掘出了

人的能力，更注重个人内在的精神价值，因而，修道院的宗教职能和世俗职能不

再发挥作用，于是修道院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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