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

姓名：王丹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世界史

指导教师：郭海良

20080501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

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

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

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兰』 日期：丝塑：笸：!星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

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

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

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

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

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各：≥哥 导师张．奔磊艮
日期：

III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

论文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服饰变革情况，通过梳

理服饰改革的内容及其变化，分析并阐述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的关系。一滴水

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芒，对这一选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把握和理解

宗教改革时期服饰的变化与基督教发展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服饰变革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神职人员的服饰变革，

二是社会生活中日常服饰的变化。本文主要是从神职人员的服饰变革来分析与基

督教传统的关系，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变化也有涉及，但不作为主要考察点。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是对中世纪天主教服饰的改革，因此本文第一

章就把圣经与天主教服饰的演变关系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指出天主教服饰是圣

经传统和时代因素双重作用下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天主教礼仪的重要标志，而后

介绍宗教改革前夕天主教服饰面临的全面危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以

德国、瑞士、英国为例，介绍新教服饰改革的不同内容和特点，着重剖析他们如

何在圣经原则和天主教传统之间的选择与放弃。最后，第五章从四个方面介绍天

主教服饰改革的内容和特点，着重分析天主教的改革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对近

代化的适应。

宗教改革时期的服饰变革，与天主教、新教各派的宗教选择，紧密地联系在

了一起。它的缘起，既来自圣经影响下的服饰文化传统，也来自各宗教改革团体

为它赋予的新的宗教内涵。因此，宗教改革时期的服饰变革是在新的历史时期、

新的人文背景下，圣经传统基础之上的基督教文化的多元化演变。

关键词：宗教改革圣经 天主教传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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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

ABSTl认C1I

The textual purpose lies in inVestigation of 16 centllries Europe feli西on ref0册spoIt iIl dre鼹

change c砌mst卸ce，pass豁a contentS that comb dre豁’ref0肋姐d its VaIie鸭姐alysis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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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舻，this als0 is the point in the dress rcf0肋，t、)l，o is in lhe social activities dajly d北龉0f

Variety．This text纳m this 2 to姐由sis dress ch觚ge锄d Christianity tmditi∞of relati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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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out Catholic dress is月a炒曰访抬tmdition柚d the dual flInction 0f the ages盘ctor descend

special dre豁phenomenon，is a Catholic rite of impon柚ce marking，and then introduction reli酉on

refo咖nigllt before l觞t Catholic the dre豁face of 0verall嘶sis．Chapter 2，chapter 3，ch印ter 4

di能rence、jl，ith Ge珊姐y，Swi溉dand，En酉and for example，in仃0duction ProtestaIltism mss
舱f0珊of dissimilarity contents and ch盯acteIistics，emphasize analySis how tlley are at月-口矽丑汤k

lhe choiCe of of pfinciple锄d CathoHc tradition with giViIlg up．Chapter 5 in仃oduces Catholic of

dfess fefom and modem age tIlm．alapter 5 introduces Catllolic dress ref0肌’s∞ntent and砖

charaderitics f如m follr diffbrent aspects，mainly analysizing that Catholic dress fo加is adaptillg

t0 modemization 0n the basis 0f remaining tradition．

Religion re]fb肋period of dress change，is each parties with Cath01ic，Protcstantism of

rel蟾ion choice，dosely contact together．Its beginniIlg c锄e白om日a炒B访k under tlle influence 0f

dress cultu陀tIadition，als0矗．om each reli西on rcfo珊group to giVe for it of new of rcli西on

content．Therefofc，religion ref0姗period of dress change is岫der the hum姐ities backgro岫d in

tlle new history period，new，胁陟Bf6跆tradition foundati伽∞0f C城stianity culture of

diversification．

Key words：ReHgion refom，爿D9 B曲比，ca恤oIic t髓dition，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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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

垦 吉
弋r 日

一般意义上，基督教是天主教①、东正教和新教的统称。本文将以16世纪宗

教改革运动时期新教和天主教的服饰变革为考察对象，探讨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

统的关系。此处的基督教传统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圣经传统和中世纪天主教

的不成文传统②。

第一节 研究综述

鉴于宗教改革运动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几百年来，它一直是史

学界研究的热点j以20世纪下半叶为界，对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

阶段。

首先产生的是一元化理论。19世纪，德国著名学者利奥波德·冯·兰克(knpld
von Rallke，1795—1886)对“宗教改革”(Refomation)一词进行了系统的界定，
他认为“宗教改革"指的是马丁·路德(MaItin hther，1483—1546)、茨温利

(Huldreich Zwingli，1484—1531．)、加尔文(Je觚Calvin，1509—1564)等领导进行的
改革运动，即传统上所谓新教正统派的改革，是为一元化改革，其时间跨度从

1517年到1648年，而把天主教从1555—1648年间的一系列活动称为是对新教
被动反应的“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nnation)。@ ，

由于兰克在史学界的重要地位，他的界定奠定了宗教改革一元化的理论基

础。此后，又经马克思主义学派④和马克斯·韦伯(MaX W曲er，1864_1920)⑨从不

同的角度对新教进行诠释，高度评价了新教的历史进步性。因此，新教领导的宗
教改革声誉日隆，新教逐渐获得近代、进步的标签，而新教的对立面天主教则被
塑造成落后、保守、反动的反面形象。

然而，在一元化理论出台不久，就有人开始质疑这种理论了。1888年，新

w对于本文频繁出现的天主教一词，如无特别说明，笔者沿用的是伊文尼特(Evcnnct)的观点，他曾经说：
“这个词，我指的是西方中世纪教会中依然处于罗马掌握之下的信仰和组织。” (参见：

H．Ollt仡m．Evennet，’’Countcr-Rcfomation Spidtllal啵’’in．David M．hebkc，ed， 1nhe C0unte卜Refo姗ation：乃P
E蟠e玎砌，血口d加鼬，Malden，Mass．Blackwcll，1999．p48．)也即0．麦雷(O．Malley)所说，其涵盖着的是新教改
革前属于天主教而新教改革后不属于新教的那个教会组织。(参见：John w．O．Malley，孤掰口以口盯
胁口蝴鲫口历加g c口曲Dffc细竹加珐P五hr如^如如M E砌，C细曲咖gc，MasS：HaⅣard Unive玛ity Prcss，2000．)

⋯即天主教所称的“口传圣经”。在天主教会看来，圣经是人类过去与现在同“上帝”订立的契约，是“上
帝”、“神灵”的启示，是不可怀疑的信仰准则，也是真理的源泉，甚至是有法律效力，圣经的解释权只属
于教会。随着经院哲学的兴起，圣经注疏活动的展开，经院哲学家把教会重要会议的许多规定和决议、罗
马教皇发布的教谕与教令也都变成为绝对的真理，所有这些文件，再加上神职人员通过布道书、口头传教

等传播方式所传播的东西，被称为“口传圣经”。教会强调，只有通过口传圣经，才能明确理解圣经。为了
行文方便，文章中天主教不成文传统一般简称为天主教传统。

圆刘林海：《西方史学界宗教改革研究中的新理论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删马克思主义学派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发，充分肯定了宗教改革的意义。恩格斯宣称：“；杀教改革一
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机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因而认为宗
教改革是一场反封建的正义斗争，是社会历史的进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
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9页。)

@1905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斯·韦伯阐述了这样

一个观点：新教，主要是加尔文的道德伦理观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k人的推动作用。(四川

人民出版利：，1986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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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者马琳布洛克(Maurenbrecher)在考察了西班牙前宗教改革教会状况后，提

出了“天主教改革’’一词，突破了以前的束缚，开始为天主教翻案。此后，不断

有学者加入这二问题的探寻之中。这些学者越来越强调天主教对时代的适应性的
反应性行为，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对新教反应的“反宗教改革”。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反对一元化改革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学

者把天主教会乃至激进派纳入宗教改革的范畴，甚至提出多元宗教改革的理论。

1996年，美国林德伯格的著作《欧洲的宗教改革》国一书，总结了以上观点。林

德伯格指出，宗教改革是多元的，是多个宗教改革，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元改

革，宗教改革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新教正统派改革，如马丁·路德改革、加尔文

改革，也包括激进派的改革和天主教的改革。至此，宗教改革在多元化理论下，

其概念内涵得以改变和扩展。

与此同时，研究宗教改革的手段和方法都开始更加丰富了。从20世纪下半

叶开始，对欧洲近代早期的研究不再是从传统的宗教角度分析，研究者独辟蹊径，

把宗教改革放在更广阔的领域考察。当宗教改革被放到社会、政治、法律、宗教
各个社会生活文化领域中的时候，研究者发现，改革时期的欧洲教会，无论是新

教还是天主教的活动，都对欧洲社会的公共及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

如宗教改革史家E．G．拉夫所说：“在16世纪，改革教会等于在改革世界，因为

教会就是世界。"@对于长期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西方人而言，宗教的变革代

表了整个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西方史学界赋予“Refomlation"以全新的

解释，这种解释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的突破。

新的观念把宗教改革看作一场全面的变革，因此对它的研究一方面表现为综

合考虑到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因素，去理解分析；另一方面，则集中在社会生活的

某一领域，选取生活中的某一细节作为新的观察视角。当然，这种观念的形成与
近年来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使宗教改革的研究更多地带有了宗教社

会史的特征； ·

新的认知视角反映到这一时期的学者著作中，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同时兼有

以上两种特点：改革多元化和社会文化史特征，如：麦克拉思的《基督教概论》

④、奥尔森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和《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⑥和第三

卷⑦，以及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的《牛津基督教史》(插图本)@、威尔·杜兰

的《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等。比较明显地反映多元化特征的是前两部：《基

督教概论》和《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尤其在《基督教概论》的第十二章《宗教

改革》一节中，作者从根本上抹去了带有贬低意味的“反宗教改革”，而把“罗

竺caner undberg，刀lP乳托pe鲫R咖硎口ffDn船，B1ac如en Publishe璐Ltd，Massachusctls，1996．
四’Heinz schilling皿已，培泐，Pb，ific口f c“胁l，马口，ld胁P E小erge甩cP 0，肠咖朋，D，如埘5bcfe秒?E铅哆声加G咖垃厅4nd
D“r动埘sfD9，kiden：New Y0rk：B．J．Brill，1992

固GR．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1520一1559》，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英)麦克拉思：《基督教概论》，马树林和孙毅译，北京人学出版社，2003年。

o(美)奥尔森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成和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o《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反宗教改革与价格革命》(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l=，1999年。
。John Mcmanners，刀lP D咖府以f“sf，口纪d乒协fD砂D厂劬胁rf口，l砂，0mrd university Prcss 1990．

蟹【美)威尔·牡兰：幼狮文化i“版社《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东方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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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主教宗教改革"旗帜鲜明地和新教改革各派并列到了一起。①《新编剑桥世

界近代史》和《牛津基督教史》则把研究的视角深入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各个领域，

探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宗教改革的关系。

国内(本文指大陆地区)对宗教改革的研究起步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

前，国内史学界对基督教专业化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对宗教改革时期的

历史主要在高校里进行叙述性的介绍。而且，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宗教理论

的片面理解，这种介绍往往是以批判性为主。

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环境的改善，80年代新的基督教研究论著开始出现，例

如杨真的《基督教史纲》(上册)圆， 张绥的《“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
会史》@，马超群的《基督教二千年》④等。但是这一时期，基督教论著相对数

量仍比较少，而且多为宏观性的论述，宗教改革的内容只是散见其中，并无专门

史出现。这些作品对新教领导的改革运动一般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而对罗马天主

教的活动则以批判否定的眼光对待。

90年代以后，国内史学界开始有了对宗教改革专门的研究，而且接受欧美

史学流派的影响，研究中突出宗教改革的社会史特点。例如：在康志杰的《基督

教的礼仪节日》@，陈荣富的《文化的演进——宗教礼仪研究》@，刘城的《天主

教信仰的仪式化》⑦等著作中，通过对天主教信仰仪式的研究，考察出宗教改革

前天主教重礼仪、轻信仰的倾向，并指出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爆发的重要原因。

王亚平的《修道院的变迁》@和刘新成的《超越的悖论——试析西欧修道院改革

运动》@以及赵林的《西方宗教文化》@揭示了天主教的隐修制度存在着精神追

求和世俗生活之间的悖论。但是这些作品大多仍然在传统主流史学的框架内，对

天主教持批评态度。

与此同时，近几年国内也有借鉴欧美多元化改革的观点新出现的作品。这些

作品补充和丰富了宗教改革新理论、新观点，并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建设性的意见。

例如：彭小瑜的《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与方法论——以宗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研究

为例》n，力图在教会、教会法、中世纪欧洲教会三者之间找到各自依存的理由，
颠覆国内宗教改革研究中的传统概念；林中泽的《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寡

妇状况探悉》12认为天主教所强调的圣经中的魔鬼形象具有社会伦理意义；朱孝

远的《近代欧洲的兴起》”和韩福秋的硕士论文《天主教改革与复兴》都表现了

对天主教的自我革新的肯定态度。不过，从内容看，国内一般偏重于对天主教改

o(英)麦克拉思：《基督教概论》，第293—297页。

o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9。

@张绥：《“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马超群：《基督教二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o康志杰：《基督教的礼仪节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o陈荣富：《文化的演进——宗教礼仪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o刘城：《天主教信仰的仪式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西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9年。

o刘新成：《超越的悖论——试析西欧修道院改革运动》，《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
@赵林：《西方宗教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彭小瑜：《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与方法论——以宗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研究为例》，《西学研究》，2003年第
1辑。

1’林中泽：《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寡妇状况探悉》，《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

‘3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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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重新认识，对激进派涉猎不多；从篇幅来看，以论文为主，以多元化理论架

构的长篇巨制并不多见；从数量来看，这类作品在国内总量还是很少。因此，国

内史学界对宗教改革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从新理论、新观念、新的研究视角

出发进行研究，留给我们的研究空间还是很大。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宗教改革时期的服饰变革为切入点，考察天主教和新教

的行为观念和变动历程，力求得出一点初浅的结论，以做抛砖引玉之用。

之所以从这样的设想出发，是因为服饰作为一种深厚而久远的物质文化，渗

透在人们的习俗风尚、道德情感、审美情趣和社会制度、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中，

服饰风俗沟通着传统和现实、物质和观念、道德和法律，是人们趋新和守旧的晴

雨表。通过它来把握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革，来得更加直观，更

加准确。因此通过服饰变革去鸟瞰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也许会更加细致深刻。

虽然集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尚未发现研究服饰变革的以宗教改革为对

象，研究宗教改革的以服饰变革为主题，但是，国外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

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世纪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

“社会文化史”)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新文化史家的历史著述方法新颖，呈

现出跨学科发展的趋势，题材多样、取材丰富，这样就涌现了大量描述饮食、服
装、家具等消费品历史的物质文化史①，本文所搜集到的这类描述服饰的书籍主

要有：瓦莱丽·斯蒂尔的《内衣——部文化史》@，罗宾·布莱耶尔的《头发的
历史——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安妮·霍兰德的《性别与服饰——现代服装
的演变》④等。这类文章不是单纯地探讨服饰形制的变迁，而是把服饰的演变作

为研究社会文化历史的切入点，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相对而言，比起国外，国内以服饰为内容所写的社会文化史尚不多见，本文

能搜集到的仅有一本石青编著的《首饰的故事》@。不过，服饰史作为一门专门
史，国内的资源却很丰富，最早有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⑥给我们

提供了衣俗唯物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当代服装史专家华梅主编的《西方服装

史》⑦等，既有对服饰演变的历史背景的精辟分析，也有对不同历史时期服饰现

象的精彩展示。中西方的服饰理论也同时指出：社会变革往往同时伴生着服饰的
变革，因为，人们穿着不同的服饰，就是生活在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理念中，服

饰作为精神的外在标志本身就是革新的内容。
此外，各类服装史、通史、基督教专门史为这段时期的服饰变革提供了大量

丰富的史料，也是对本论文写作的有力支撑，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

o陈恒：《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卷首语，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咎【英】瓦莱丽·斯蒂尔：《内衣——一部文化史》o，师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谚【美】罗宾·布莱耶尔：《头发的历史——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版。

售【美】安妮·霍兰德：《性别与服饰——现代服装的演变》，魏如明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石青编著：《首饰的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6沈从文：《中国古代的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j版．1992年版。

o华梅：《西方服装史》，中国纺织flj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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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论文主题和格局

基督教的服饰文化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指南，也是日

常行为伦理的指南，它所规定的服饰原则一直影响着西欧服饰的发展，尤其是基

督教神职人员的服饰演变。在中世纪，天主教服饰的演变遵照圣经指示结合现实

因素，形成独特的天主教服饰文化传统。

16世纪宗教改革前夕，天主教服饰走向繁复、奢华，神职人员的生活走向

腐化、堕落，改革运动就此风生水起。

宗教改革运动前后的服饰变革，与天主教和新教的两种宗教选择紧密地联系

在了一起。在传统的罗马天主教看来，新教的宗教改革代表着对真正形式的基督

教的背叛；但是对于倡导福音精神的新教徒来说，它却代表着恢复基督教的原初

形式。后者兴高采烈地抛弃中世纪的基督教典范，根据《新约》里的福音精神重

新塑造教会生活。服饰，作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以“圣经为唯一原则"

的名义进行了变革，但在如何诠释圣经原则、对待天主教传统上，新教各派产生
了重大分歧。

作为对自身的革新和对新教改革运动的回应，天主教会也进行了服饰政策的

调整。一方面维护天主教服饰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它所赖以革新的修会

却象新教一样，努力恢复使徒时代的服饰传统，恢复《新约》里的服饰精神。在

教会本身具有两重性(精神性和物质性)中，信仰(精神性)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
方面，因为这是教会所以能够存在的基础。而圣经是所有基督徒的信仰宝典，无

论是新教亦或是天主教。新教从天主教脱胎而来，就像基督教无法摆脱它的犹太

教血统一样，他也无法摆脱天主教打下的深深烙印。因此，当我们考察这一时期
的服饰变革时，在两个阵营里都能看到相似的画面：衣着简朴、色调暗淡、服饰

形制上缺少变化——这来源于古老的圣经传统，它象征纯朴而圣洁的基督徒生
活。他们争来吵去的祭服的去留与样式，也是源于他们对圣经教义的诠释和维护。

因而，虽然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服饰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但是

无论天主教会还是新教各派无不在回归他们共同的服饰传统一圣经传统。他们对

圣经内容取舍、侧重的不同，诠释、理解的差异，是基督教服饰变革多元化的重
要根源。

根据以上构思，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前言、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又分为四

个部分：

前言： 阐述国内外学术研究状况，提出选题的构思和依据。

第一章：首先把天主教服饰的演变概况与圣经的关系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指

出天主教服饰是圣经传统和时代因素双重作用下特有的服饰现象，是天主教礼仪

的重要标志，而后介绍宗教改革前夕天主教服饰制度面临的全面危机。

第二章：德国马丁·路德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着重介绍路德从激进改革
到保守改革的变化过程，指出路德对天主教服饰制度的否定奠定了新教服饰改革
的思想基础，他的保守改革使德国的服饰变革保留了较多的天主教传统。

第三章：瑞士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瑞士的服饰改革先后由茨温利和加
尔文领导，他们的改革比较彻底的摒弃了天主教传统，对圣经原则的诠释不同
是他们与路德宗形成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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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英国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首先介绍英国的服饰变革由英国国

教安里甘宗和清教运动来推动，决定服饰改革结果的是政治和天主教传统的双重
因素，然后从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教派斗争来分析服饰变革与社会惩戒的关系。

第五章：天主教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介绍新

修会自下而上的服饰变革特点；第二节分析并阐述特兰托宗教会议与服饰变革的

关系；第三节介绍教皇和教区自上而下的改革特色；第四节从服饰发展演变的规

律阐明天主教的服饰改革是对时代文化的适应。

结语：宗教改革时期的服饰变革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人文历史背景

下，圣经传统基础之上的基督教文化的多元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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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宗教改革运动前的天主教服饰与圣经传统。

在开始本文的主题论述之前，本章首先将考察宗教改革运动前的天主教服饰

与圣经传统的关系，这正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历史前提。

宗教改革运动前的天主教服饰与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

中，天主教服饰的演变是秉承圣经教义结合现实因素促成的。

第一节<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里的服饰观①

圣经是基督教正式经典的总称，通常指《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两部

全书不仅共同奠定了基督教服饰产生的基础，而且在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一直

对基督教服饰的发展、演变产生持续的影响。

《旧约全书》是犹太教的经典。众所周知，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全民性宗教，

很早就成为犹太人的国教。随着犹太文明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犹太教的世俗性

不断增强，《旧约全书》的服饰观也出现了许多世俗化的特征。

首先，《旧约》服饰观存在着宗教中的等级化倾向。《旧约》要求在举行圣事
活动时，祭司要穿上祭服，不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祭服应与普通人的服装分

开，要用当时最高贵的服装面料细麻制作。@《旧约·出埃及记》记载：“要用杂

色细麻线做内袍，用细麻布作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作腰带。’’@对于一般信徒

来说，上帝认为他们的服饰应该是谦卑的，不需要过多的装饰，只能穿羊毛和粗

麻做的衣服。

其次，《旧约》要求祭服华美、仪式辉煌。《旧约》里对仪式的要求是堂皇壮

丽的。大祭司的华丽服装，其余祭司的高贵礼服，庄严的仪仗，利未族唱诗班抑

扬顿挫的歌声，吊炉中升起的缭绕香烟—这一切都成了宗教礼拜的神圣典范。《旧

约》要求，犹太教的上帝拥有无限的权威，那么他在人世间的代表—犹太祭司也

就相应地拥有了上帝的权威，祭司用于祭祀和宗教仪式穿的祭服也应该是华美尊

贵的。

从上面两点来看，《旧约》对祭服的要求是比较奢华的，这和他们繁缛的仪

式是分不开的。而且这种奢华，不只是一味地追求奢侈、昂贵，还包含着种种具

体严格的规定。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祭服的组成、种类，祭服制

作所需要的原料，甚至所用珠宝的颜色、数量以及安放的位置等，都有明确的规

定。这些规定固然是为了表达对上帝的赞美，也是《旧约》里严格的律法精神之

反映。犹太教的律法精神不仅体现在祭服的制作中，也严格规定和约束着信徒的
日常生活。有关事宜，何时当行，．何时违戒，律法均有明文规定，衣着装束也不
例外。④

o为行文方便，《IE{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在文中一般简称为《旧约》和《新约》。

o参见《1日约·出埃及记》，第28章

∞《旧约·出埃及记》，第28章39节j

函根据苏联谢·亚·托卡列夫的《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记载，犹太教律法规定：男了：须穿长袍，长袍
系用单一毛料缝制，口袋缝制于腰下，头部无时无刻刁i裹以头巾——即使睡觉也爿i例外。男信徒要留鬓发；
每逢祈祷，则着特制罩衫，称为“塔莱特”(“塔莱斯”)；沐浴要确i特定的洁净地方，须用非流动之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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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接受了许多犹太教的教义教规。但是迫于后期罗马帝国的

社会状况，早期基督教在一些社会理念上并不等同于犹太教，其反映在《新约》
里的服饰观念及其着装行为就是一例。

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具有非常朴素的服饰观念，这种观念是由他们的社会境遇

所决定的。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出身于木匠家庭，并且他自己也做过木匠。①信

徒们也大多出身卑微、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多为奴隶、被释奴、手工业者、城市

平民等下层社会民众。@基督教产生之时，正是罗马帝国统治日趋贪婪残暴、富‘

人日趋奢华堕落之日。基于朴素的服饰观念，福音书里的耶稣指责贪婪的富人服

饰的奢华，用动听的话语安慰穷人不要为衣食担忧，强烈反对信仰的虚伪和做作，

他要求：即使在禁食期间也不要搞的蓬头垢面，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
食来"。@

基督教徒朴素的服饰观里也蕴含着人类原始的平等的理想。早期基督徒在城

镇组织一些小型公社(亦称初期教会)，过着财产公有、互通有无的集体生活。

他们在一起聚会、听道、祈祷。他们穿着简朴的衣裳，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更
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服饰。彼得告诉大家：他们自己就是伺候神的祭司，“惟有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④

耶稣一再叮嘱他的门徒，传教时“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

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传教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耶稣和

信徒们以最朴素的形象阐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这也是早期基督教迅速

发展的根本动力。

早期基督徒着装朴素，除了上述的客观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督教

禁欲主义精神的影响。基督教的禁欲观承自犹太教，要求信徒们穿着要谦卑、庄

重、适当，不要过度奢华，如戴黄金饰物以及过于精细地辫梳自己的头发。其次，

《新约》认为“身体是圣灵的殿堂”，@信徒的身体也是基督的肢体，跟随基督
就应该过耶稣那样禁欲的圣洁生活，摒弃一切感官的享受。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早期基督徒的服饰观是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

思想家认为基督教徒应该在外表上与社会上的淫荡势力和神秘宗教截然分开，以

示基督徒是上帝的人，区别于异教徒。他们以保罗为代表，通过创造、借用，赋
予服饰以禁欲主义的赎罪精神。比如，长袍加大披肩是使徒们的特定服装。保罗

强调大披肩是基督徒的服装，认为大批肩是禁欲者的披风(保护物)，要求皆衣

之，其意图是使基督徒都成为禁欲的修道者，将宗教热情反映到其与众不同的装

引自康志杰的《基督教的礼仪节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的说法，绝大多数20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有一个共识，即在基
督教的形成时期，它只不过是无产者所发起的一场运动——罗马帝国的奴隶们以及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普通
民众的“避难所”。但是近年来研究新约的历史学家也渐渐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基督教的信徒基础是建立在
中产阶级和高等阶层之上的。(参见《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上海古籍山版社，
2005年版，第33页和37页。)本文沿用的是前一种观点。本文认为，无论早期信徒的阶层基础究竟如何，

新约里的服饰观却是一致的。如果用中高级阶层来解释这些观念的形成，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早期基督徒自
觉的宗教理想和宗教需求。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17．18节。

毋参见《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9节。

海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卜10节。
誊参见《新约·哥林多全书》，第6章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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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上。回 ．

早期基督徒的服饰朴素，不施雕琢，体现了平等和禁欲主义的精神和理念，

除此之外，《新约》服饰观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文化适应性。

基督教产生之初，游离于当时的主流文化之外，不见容于罗马社会。使徒保罗从

适应罗马帝国多元文化传统的大背景出发，把服饰作为与罗马主流文化沟通的手

段，努力寻求被社会接纳的途径。保罗的有关妇女是否在公开礼拜中蒙头问题，

比较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

头；上帝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

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

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剔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

该蒙着头，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

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

服权柄的记号⋯⋯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

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④。

这段文字主要传达了两个信息：女人应留长发并且蒙头，而男人应是剪发；

女人天生不如男人，女人应该服从男人。

保罗说，长发是男人的羞耻，但却是女人的荣耀。在当时的哥林多文化@中，
发式或其长短是性关系或宗教实践的记号。因而这种要求可以看作保罗对哥林多

基督教徒的规范和保护，使基督徒同淫荡势力和异教在外表上截然分开。

但是这段话更多地体现为对罗马帝国多元文化的适应。关于男人的发式，根

据《旧约·利未记》中对男人的训诫，男人是应该留长发的。④保罗要求基督徒

留短发只是适应当时罗马上层贵族男人的喜好，而非圣经之要求。关于女基督徒

的发式，保罗要求长发和蒙头，这种要求是对哥林多地区主流文化的适应。因为

当时哥林多的女人们至少在涉及宗教内容的活动方面穿戴面纱。“女人为天使的

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保罗的这句话中对女基督徒的歧视最为明

显，而这种男尊女卑的服饰思想是由罗马帝国境内占主流的夫权文化所决定的。

《新约》以禁欲、朴素、平等的服饰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对基督徒服饰的基

本规范：束腰、长袍、披肩、以及男人的短发、女人的长发和蒙头，这一切构成

了基督教神职人员服饰产生的基础，并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大部分被保留了下来。

虽然《旧约》同为基督教的圣典，但对于基督徒而言，《新约》具有特别的重要

性，使徒形象及所象征的早期基督教生活是基督徒心中最理想的宗教生活典范。

回Nancy ACarter．，，'口“f鲫d C钉加f^陋甩肋肌螂He口d CbvPr加萨，h婶：伽mw．．Middle ag髂

homepage．2006—2·01．
⑦《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1章3—15节。
o哥林多文化：古代的哥林多位于希腊南部，雅典以疆。在保罗的时代，哥林多的文化具有典型希腊文化
的特征。当地人醉心希腊哲学，对智慧极为推崇。不过因为此地是海港和贸易中心，所以哥林多城也包括

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人种、文化、风俗和宗教。

辔《IH约》训诫的内容为：“你不得围着你头发的角落绕行，你也不得破坏你胡子的角落”。转引自罗宾·布

莱耶尔的《头发的历史——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欧阳昱译，百花文艺}ji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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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世纪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服饰演变

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基督教开始和政权相结合，

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世俗化进程，其宗教仪式渐趋正规，神职人员的服装也渐成定

规。一般来说，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服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为举行仪式时教士

所穿的礼服，即祭服；另一种为僧服，本来只由修士所穿，11世纪强化教士独

身制度后，僧服也成为教士的日常服装。这两类服装被统称为圣服或法衣。中世
纪天主教服饰的演变以圣经为依据，结合时代的变化而出现新的特征。

天主教会把神职人员看作是“属灵阶层"，而把世俗统治者和一般教徒看作

是“属世阶层"，认为前者高于后者。①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神职人员服饰的神圣

意义不断被强化。例如，13世纪的礼仪书解释：祭服是耶稣受难和死亡的象征，

祭服的各部分重现了耶稣受难和死亡时的情景，如长白衣是耶稣受难时身上的衣

衫，圣索代表绳索和镣铐。因此穿着祭服的神职人员代表的就是受难的救世主。

中世纪天主教会拥有的大量财富为神化法衣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祭服的演变

过程就是法衣神圣化最明显的例证。日本学者田中天的简单勾勒，形象地说明了
祭服的演变过程。圆

图一@所展示的是四世纪前后的教士，他头戴圆形、贴近头皮的无边小圆帽，

身穿质地粗糙的长袍，腰间系简单的绳子代替腰带，披一件当时罗马人常用的斗

篷。着装符合《新约》的规范，与当时一般的罗马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图二④所展示的是11世纪的上层教士，他穿的衣服采用了昂贵的布料，在细
部还加上了刺绣类的饰品，他的头上开始使用叫做法冠(mitre)的顶戴。

图三@是15世纪前后的上层教士，他的上衣的刺绣使用了大量的金银丝线，

是连细部都一丝不苟的精致作品。此外法冠更加华丽，变得比顶戴者的头部都大。

以上三幅图描述了祭服由简入奢的演变过程，三个时代差异很大。图一时代

的祭服粗糙简单，与当时大众无显著区别，图二到图三则趋向奢侈豪华，与世俗

阶层的差别也日趋增大。’

不仅教俗服装有别，就是天主教会内部的服饰妆束也差异很大，等级分明。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插图形象地了说明基督教服饰等级制的特点。如图四

⑦所示，中世纪西方的世俗等级和教会等级是依照相同的等级制度排列的：皇帝

和教皇，国王和红衣主教，伯爵和大主教，文官和下层教士。从图上看，无论教

俗，身份的等级高下由于服饰的彰显作用一望而知。神职人员在教会的地位越高，

衣服就越宽大豪华，身上的象征物就越多。反之，则窄小、简单。

o据陈钦庄的《基督教简史》记载，这种观点的源头起自5世纪末。当时的罗马主教吉莱希尼斯(492—496
年在位)写信给东罗马帝国皇帝，宣称教权与君权是两种并立的权威，而教士地位高于世俗人士，君主应
受神圣的裁判。

圆图一至图三插图均选自日本学者田中天所著《图说中世纪服饰》(苏黎衡译，叶立诚审定。汕头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第48页。

@见附录。

④见附录。

囝见附录。

靠【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I：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e见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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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以上述说的教俗、教会内部服装的差异，一方面是基督教走向制度化后的

一个结果，但是也有文本上的神圣依据。中世纪的祭服在服装形制上保留了新约

时代的特点，却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旧约全书》的精神，强调等级化，要求祭

服华美、仪式辉煌。这是其与早期基督教时代服饰的一个重大差异。

与祭服相比，僧服的演变过程比较忠实地执行了《新约》原则。中世纪修会
众多，不同的派别之间的服饰亦有差异，但是他们的服饰原则大都是在本尼迪克

院规①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般都遵循简朴统一的禁欲主义精神。“一个修士

有两件外衣和两件连风帽的长袍就够了；另外多出一件供夜里穿。夏季是薄的或

破旧的⋯⋯要满足于在居住地能找到和能廉价买到的物品。"⑦为了保证简朴统
一原则的实现，也为了根除修道院中的私有行为的出现，本尼迪克院规规定，，“院

长要提供一切必需品，即僧衣、长外衣、袜子、腰带、刀、笔、针、手巾和书写

板，以杜绝他们的任何借口"、“院长应时常检查床，以免里面藏有任何私人物品”。

从简朴统一的服饰原则看，修道生活仍然实践着新约时代平等的理想，在修

道院内无论富人和穷人、地位高的和地位低的，他们生活在一起，遵循着相同的

生活原则和规范。

修道生活宣布了以“绝财、绝色、绝意’’为核心的禁欲生活的开始，但是随

着修道院经济的不断发展，修士们追求服饰华丽的现象时有发生，并呈不断扩大

趋势。当然，作为以“基督的穷人"自居的修士，他们的奢华也是比较含蓄内敛

的，比如，贵重的衣物往往会掩藏在内袍里面，外袍主要讲究面料的柔软。总起

来说直至宗教改革前夕，僧服整体变化不大。服装外形还是罗马人的样式，遵循
着《新约》简单、朴素的原则。

不过，虽则简朴，僧服的神圣意义却是无与伦比的。天主教宣传，人的肉体
欲望，甚至人的肉体存在本身都被视为是有罪的，认为只有严格的禁欲苦修，人
才能以全身心侍奉上帝，才是表达信仰虔诚的最佳方式。因而修道主义是登上天

堂至高无上的法门，僧服是最神圣的装束。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

(St．T110masAquinas)宣称：披上僧袍好比行第二次洗礼，可以叫罪人洁净，一
无瑕疵，就好象第一次洗礼一般。④因此，有些平信徒选择临死时穿上僧服，以

便赎清他今生的罪过。

出于对法衣神圣性的维护和强化，教会对服饰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在着装

问题上，如果出错，将比七项大罪@更加严重。相关资料证明：一个名叫柯林多

西的教士，由于结婚和被发现穿“条纹的衣服"而被烧死。因为《旧约》明确规

定禁止穿两种质地或颜色组成的衣服，所以条纹服饰被天主教视为邪恶的象征和

魔鬼的标志。1287年法国加尔默多修会经过与教皇半个世纪的谈判，在被取消

∞努西亚的本尼迪克(Benedict of Nursia，480年．543年)，西方集体隐修运动的创始人，关于他的可信记载见于

圣格里高利的对话录中，他使隐身由一种个人行为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运动。他所制定的院规在6世纪教
皇格里高利一世统治时期得以推广，成为中世纪修道院规章制度的蓝本。

留朱寰主编：《世界上吉中古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够jE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西(美)培资：《这是我的立场》，陆中Ⅱ、古乐人译，译林ff{版社，2003年版，第11灭．

钐天土教的七项人摧足指：暴食，贪婪。淫欲，倦怠。傲慢，嫉妒，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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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会的威胁下，被迫放弃了穿条纹长袍的会规。① ．

当然，天主教会对服饰的规范不仅局限在教会领域，它通过修士团体做平信

徒日常穿着的楷模，通过宗教仪式强调服饰象征的神圣意义，通过世俗政权立法

处分打扮上标新立异的行为等。从天主教对服饰的规范来看，则体现了《旧约》

中的律法主义精神。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宗教改革前夕，天主教会已经形成了自己

独特和严格的服饰风格和着装规范。天主教服饰不仅成为区别于其他教派的鲜明

的外在标志，而且积淀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形成了西方人独特的服饰价值观

念和审美观念。圣经与社会中的经济、政治等种种因素结合决定了天主教服饰演

变的轨迹。所有的基督教派都强调《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延续性，天主教会

也是如此。可是，当我们从服饰的视角来观察，就会发现在综合《新约》和《旧

约》的服饰观时，天主教的设计者们创造了一种混合的服饰制度，这种制度中存

在着一对对相互对立的矛盾：人人平等与等级分明并行，简单朴素与奢侈豪华共

存，而这些矛盾的存在就容易造成穷也是虔诚的理由，富也是信仰的借口的局面，

因而天主教会的服饰制度本身就存在着冲突和不稳定性④。

第三节 天主教神职人员服饰制度的危机

宗教改革前夕，天主教会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其神职人员服饰的危机就是一

鲜明的体现。

危机首先表现为：象征神职人员奢侈、堕落的奢华服饰成为被攻击的重点。

长期以来，天主教会不拒绝任何可用的科技文化成果，不回避生产生活中可利用

的一切手段，来使宗教服饰“为荣耀，为华美”，@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更助长了

服饰上的奢华之风。14、15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服装空前地受

到人们的关注，着装者将个人理想体现在服装上。于是，服装款式上屡屡更易，

色彩面料上极度考究，文饰图案和立体装饰极尽奢华与富丽，这就形成了文艺复

兴运动时期的服装特色。@沐浴在文艺复兴的奢华富丽中，不仅瑞士教皇护卫队

的制服采纳了艺术家米开朗琪罗的设计@，教皇和上层教士们也穿上比以前更加

豪华的衣服@。文艺复兴运动使神职人员服饰完美至极，同时也使天主教会陷入

享乐主义的旋涡里不能自拔，物质上的贪欲更加疯狂。以宗教改革运动前德国伯

尔尼教堂为例，那里就存有四百五十件举行圣礼时穿的昂贵服装，每件都缀有许

多珍贵的宝石⑦。由此，罗马教会每年以制衣费的名义征收的费用数额就大得惊

人。教皇感召教徒们向往天堂，而自己却眷恋世俗世界，享受人世间的富贵豪华。

他们的教廷之豪华堪与王宫媲美；他们的服饰之华美堪比皇亲贵族。教皇还是一

。当然，中世纪天主教禁止穿条纹服装的原因不只是《旧约》的要求，根据米歇尔·帕斯图斯在《魔鬼的

面料》一书中的分析，《圣经》的原因是主要的，其他还有当时人们的视觉习惯、条纹服装是伊斯兰的教徒
的形象符号等。

@观点参见托克维尔(Alexis chades Hcnri dc 1’ocqueville，180卜1859)1969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8章第40节。

函华梅： 《西方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o【英】琼·娜：《服饰时尚八百年》，孙宜学译，广西师范人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参见附录图三。

o【英1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孔祥民、孔令彪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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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贫穷基督徒的“牧羊人"吗7 ．

神职人员服饰的神圣意义遭到怀疑是危机的第二个表现。宗教改革前夕的教

士们已经习惯于华装丽服出行，他们的丑行不时败露，以致声名狼藉。长期的禁

欲主义宣传使人们认为，只有以使徒的守贫形象出现的人，才能保证圣礼的神圣

性。于是很多人不再相信奢华的教士，改请衣衫褴褛的托钵僧代祷、主持仪式。

教士声誉下降至此，以致天主教会不得不再三强调：神职人员的品行不影响宗教

仪式的神圣性。那么，简朴的僧服就一定有“渡化"功能吗?它是表达虔诚信仰

的唯一形式吗?很久以来，人们就拼命诅咒肉体感性形象，许多生理本能欲望包

括适度装饰自我的欲望都被视为邪恶。在“原罪"的恐慌中，人人都是有罪的，

是神的仆人，张扬个性是对神的大不敬。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颠覆了

这一思想，他们提倡以人为中心，歌颂世俗生活、现世享受，反对禁欲主义，因

而服装华美和对人体性别特征的强调是这一时期的服饰特点。在这样的思想氛围

中，禁欲苦修的思想自然也遭到了置疑。薄伽丘说：“世上有多少男女，头脑都

是那么简单，以为女孩儿家只要前额罩上一重白面纱，脑后扯着一块黑头巾，就

再也不是一个女人了，再也不会思春了，仿佛她一做了修女，就变成了一块石头

似的。"①薄伽丘的意思是说，一件僧服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欲望本身的。伊

拉斯谟嘲笑那些死时穿上僧服的人，说他们为防御恶魔，竟依靠一件不能杀死虱
子的衣服。@对传统禁欲苦修精神的怀疑，使修道生活形式本身遭到了否定。因

此曾经神圣的僧服也在很多人心里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宗教改革前夕，天主教会的奢侈、堕
落不只让人们痛恨他们华丽的外表，而且对天主教的整个服饰制度都产生了怀

疑，天主教服饰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什么样的服饰精神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什么样的服饰才可以表达人们

的虔诚信仰?在复古主义成风的形势下，人们相信，越是接近事物源头的东西越
是最纯洁的，信仰问题更是如此，于是他们去了解早期教会，去翻译、去阅读基

督教的源头圣经。早在路德的德文版圣经出版之前，各种本地方言版本的《圣经》

已经出现在各个国家。如克来特(Colet)的英文版圣经，兹米尼斯·西斯内罗

斯()(imenez Cisneros)西班牙译本圣经。

在上述背景下，宗教改革运动风生水起。

。薄伽丘：《十日浚》【M1．}：海译文小版社，1980年，第25页。

彩(美)培登：《这是我的立场》，陆中石、‘古乐人译，译林小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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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德国马丁·路德的服饰改革与基督教传统

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腾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新教改革一般从礼仪领域开始，服饰作为礼仪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成为宗教改革家关注的焦点。同时，这场改革也是一场欧洲社会全方位

的变革，它冲击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平信徒的着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规

范和影响。

本章首先考察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马丁·路德的服饰改革与基督教传统。

第一节 马丁·路德初期作品中体现的服饰变革思想

1520年夏天，马丁·路德交给印刷商一捆小册子的稿件，这些小册子被陆

续出版，至今仍常被称为他的最初作品：8月出版的是《上德意志贵族书》、9月

出版的是《被掳于巴比伦》、11月是《论基督教自由》⋯⋯就是在这些作品中，

马丁·路德从基督教的三大原则出发，即因信称义原则、信徒人人皆可成为祭司

原则和圣经具有最高权威原则，表达了比较彻底的服饰变革思想。

首先，路德以否认授圣职礼为一种圣礼，否定了祭服存在的神圣性依据。

圣职礼是天主教会七大圣礼之一。天主教认为，教会按照特定的仪式，诵念

规定的经文，可使人(或物)“圣化"，以奉献上帝，从而为教会所用。从神学角

度上看，这项仪式能给领受人赋予施行圣事的神权以及善尽此项职责的特殊圣

宠。即按照天主教会的解释，通过仪式中“外在的膏抹、剃度和圣衣”，领受人

便得到了不可磨灭的德性，从而享受一系列的特权，成为教会的神职人员①。

在《被掳于巴比伦》那本小册子里，路德主张把圣礼的数目由七个减为两个，

而授圣职礼就在被减圣礼之列。路德否定授圣职礼存在的理由，是以他提出的基
督教三大原则为中心展开的。

通过勤研圣经，马丁·路德深深体会到：人蒙拯救称义，并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决不是人的成就，而是上帝的恩赐，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和复活，

并借着单用信心接受的恩典。据此，马丁·路德宣称：“上帝的义，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罾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指的是人们通过对上帝的信靠就可

以得救，人人都可以直接同上帝交流，而不需要神职人员成为他们与上帝之间的

中介。同时，路德认为，一种圣礼必须直接由基督设立，并且是明明白白地为基

督徒举行的。⑨根据路德对圣经的理解，授圣职礼显然是不符合条件的。

不仅如此，路德还进一步指出，天主教会捏造授圣职礼为圣礼，是违背“平

信徒皆祭司"原则，违背《新约》中所包含的平等、自由的思想理念的。“相信

对身体进行的涂油礼，用它净化他们的手，有修士的秃顶和衣服，他们自认为比

那些用圣灵施涂油礼的世俗基督徒要好，认为就像狗一样不配与他们一起属于这

个教会。在这里基督教的兄弟关系崩溃了，牧羊人变成了狼，仆人成为暴君，教

。康志杰：《基督教的礼仪节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辔(德)汉斯·李叫‘著：《路德传》，华军、舒柱译，商务即书馆，北京，1989年版，第105页。

常(美)培登：《这足我的矗：场》，陆中石、古乐人译，译林出版祉。2003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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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都成了俗人。"①路德宣称：穿上专门服饰的神职人员和国家官吏、一般教徒

在等级地位上是平等的，僧侣和俗人一样，俗人和僧侣也一样，都是“属灵阶层”。

路德不仅对教会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做法给予猛烈的抨击，在《上德意志贵族书》

中，他还把抨击的矛头指向教会里高高在上的教皇。他讽刺教皇的贪心，“不是

戴一重冠，而是戴三重冠”⑦。教皇应该返回使徒时代的单纯，不再戴三重冠，

无须行吻脚趾礼。在天主教看来，教皇高于议会，高于圣经，高于教会中的一切。

而在路德看来，圣经是最高权威。 ·

综上所述，路德否认授圣职礼为一种圣礼，否认神职人员的特权，实际上也

就否认了天主教的服饰等级制度，动摇了祭服神圣性的合法性基础。

其次，路德通过否定修道主义，否定了僧服的神圣意义。

路德主张教士、修道士结婚③，否定了僧服所象征的独身意义。在《被掳于

巴比伦》里，路德指出：人的律例不能改变和取消上帝的命令，而且上帝已经规

定了婚姻，所以教士与他的妻子的联合是真实而且永远有效的联合。而耶稣、保

罗虽然提倡禁欲主义的独身，反对任何非婚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并把行淫列为各

大罪行之首，但是并不要求基督徒非要独身不可。他们以为能够独身最好，如果

不能，“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④。那么11世纪教会改革中强令教士独

身的制度是违背圣经原则的，以独身的修道生活作为宗教理想生活的楷模也是不

可取的。在《上德意志贵族书》中他又说，教士必须有一个女管家，而且把男人

和女人这样放在一起，就像把火与麦秸摆在一起而期望不发生什么事情一般，所

以应该让教士结婚，让不贞洁的贞洁终止吧!

既然修道主义是不可取的，而“因信称义"要的又只是对上帝的信靠，那么

信仰虔诚与否和所穿服饰就没有必然的关系。路德指出，身穿神圣的法衣或居住

在圣地，并不有益于灵魂；穿俗衣和吃喝如常人也并不有害于灵魂。路德还指出，

人的行为，在外表看来无论多么堂皇华丽，只要行为的主体是罪人，所行的就仍
然是罪。那就是说，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罪。“所谓圣，并不在乎圆光头，长

礼服，不在乎圣经之外设计的律礼，而在于对上帝之道的真正信仰。"@在路德的

服饰观念里，僧服具有的神圣性被就此打破。

通过本节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马丁·路德的初期作品中，服饰变革思

想并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出现，它只是作为宗教原则和礼仪过程中的一部分

得以提及和阐释，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尽管如此，马丁·路德从基督教三原则

出发，彻底否认了祭服和僧服存在的神圣性基础，对于天主教的服饰制度具有彻

底的颠覆性，从而为新教的服饰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由于马丁·路德

思想具有对旧制度的颠覆性特点，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容易产生激进主义的倾向，

维腾堡的改革运动就是一例。

国康志杰：《基督教的礼仪节日》，第118页

o[美)培登：《这是我的立场》，第130页。

@11世纪以后，天主教要求教士独身，因而教士的日常服饰也为僧袍。同时，中世纪后期也有很多教士甚
龟教争⋯身于修道院，教士往往兼有教}j和修道十的双重身份，例如马丁·路德就是如此。

谭《新约·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

静路德义集：《信仰与社会》【M】香港：香港协同出版社1992年版，第30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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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丁·路德的服饰改革实践

与初期作品中激进的改革精神相比，马丁·路德的实践是保守的。以他自己

为例，直到1525年，马丁·路德才脱掉他身上的僧服，这个时候离他发起改革

运动已经8个年头，离他被天主教会开除也整整3年了。温和保守最终成为路德

宗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的充分展现则是从维腾堡的改革运动开始。

1517年之后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是以发表文章、辩论、传道等形

式出现，马丁·路德改革思想的初次实施则是在1521年。

由于马丁·路德藏身在瓦特堡，在1521年一1522年的维腾堡改革运动中，
路德并不处于主动地位。改革运动的领导权落在了比较激进的卡尔斯塔特①、慈

威凌⑦(Gabriel zwilling)等人身上。卡尔斯塔特认为改革应该立刻有一个新的

开端。“如基督所做的和路德博士所说的与人为善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

必须在里里外外都有基督的样式。这比友爱邻舍更重要。’’@涉及圣礼的仪式和教

会的所有习惯，卡尔斯塔特奉行清教主义原则，即凡是与福音精神不相符合的一

面，都处于清除之列。他自己以身示范，主持圣诞弥撒∞不穿祭服，只穿一袭灰

色便服。为实践称之为“一切祭司皆为平信徒"的教义，他不让教友们称呼他为

博士或牧师，而只干脆称呼他为“安德烈兄弟"或“好邻居"。他把自己描述为

“新平信徒"，放弃任何以资区别的装束，赤足在室外行走，戴农夫的阔边帽，

他拒绝会众的供奉，以耕种为生@。

在他的倡导下，维腾堡市议会下发了第一道改革运动的法令，于是一个接一

个的革新迅速地接踵而来。教士们结婚了，修士们结婚了，修女们结婚了。剃度

者让他们的头发长了起来。教士们不穿祭服，只穿普通的衣裳举行圣礼。

维腾堡的改革精神也迅速影响到德国其他地区。很多地方都取消了教士的法

衣和十字褡，以使教士在教堂里不会看起来比较突出，教堂修会都可以从外表上

感觉到一种新的精神。1522年，萨克森也有这样向罗马天主教会的报道：“我们

确实听说近期有一些教士反对所有流传下来的制度和基督教教会的服饰习惯，不

仅不穿教士的僧服而且还废除了一些本质的东西，以及仪式和其他在习惯法中规

定的制度⋯⋯据说还有些教会和修士会的成员，他们穿上世俗的衣服，从事其他

的事情、其他的事务⋯⋯据说这些修士会的修道士及教士还违背基督教会的规定

国卡尔斯塔特：与马丁·路德同时期的德国宗教改革家。

o慈威凌：与马丁·路德同时期的德国宗教改革家。

o《卡尔斯塔特论马丁·路德》，转引自《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精神世界》，格拉汉姆·汤姆凌著，张
之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函弥撒是拉丁语missa的音译，弥撒圣祭是天主教最崇高之祭礼，基督的圣体圣血在祭坛上经由祝圣而成

为真正的祭祀，乃十字架祭祀的重演。指的是基督教纪念耶稣牺牲的宗教仪式。天主教的主要宗教仪式．据
称，举行这种仪式就是重复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上帝的献祭．由神甫主持该仪式．他宣称，祝圣后的葡
萄酒与面饼已变成了耶稣的”圣血”和”圣体”．让参加祈祷的信徒分食面饼．信徒们认为，吃了耶稣的
圣体，就可以获得上帝的恩宠，又认为食圣体可收永生赎罪之效．教徒参与这种仪式的行为称作”望弥撒”。

根据《新约》记载，耶稣在传教3年后，预知自己会被捕受尽酷刑而死，因此在纪念逾越节的晚上和门徒
共进最后的晚餐。耶稣牺牲后，门徒常聚在一起重温耶稣的教诲和举行分饼仪式，后来这两部分成为完整
的祭献礼仪。在教会中，只有神父、主教才可以主持弥撒。后来经过改革。天主教中的大多数教会都采用
民族语言和有民族特色的礼仪来举行弥撒。而在宗教改革后}}{现的新教各派，除英国圣公会高派教会外，
一般不采用弥撒礼仪，而是保留丫圣餐礼。

匹(美)培蹙：《这是我的。盘场》，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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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婚，不知羞耻地娶了一个妇女。"①这样的行为引起罗马教会的恐慌，报告
者指出，如果容忍和允许这样的革新和陋习，那么就会把信徒们引向歧途，还会

使人放荡、作恶等。

对德国的很多老信徒来说，教理可能被他们当作耳旁风，但礼拜仪式是他们

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习惯了以传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仰。慈威凌戴上

他的扁圆的羊毛小帽主持圣餐礼，呼吁信徒们拒绝参加未经改革的弥撒；学生和

市民们恐吓那些老信徒，去修道院劝告修士们还俗，以致让奥古斯丁修道会人士

为他们的安全担忧。骚乱不断发生，激进的改革者们内衣藏着刀子，强入教区教

堂，从讲台上攫去弥撒仪式书，并把那些教士赶了出去，还向那些向圣女玛利亚

做私人祷告的人掷石子。接下来，方济会的人士也受到威胁。圆

维腾堡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骚乱引起了萨克森选侯和议会的烦恼，维腾堡市

。议会不得不请路德返回，以控制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路德的返回，中止了卡尔斯塔特进行的比较激进的改革，强制性地暂时恢复

了旧有的制度，使局势稳定下来。慈威凌同意摘下他的羊毛小帽，卡尔斯塔特也

同意接管一间教会。一场激进改革在路德的努力下平息了。

第三节1522年马丁·路德的服饰变革思想

1522年维腾堡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马丁·路德通过一次次布道、一封封书

信和一次次谈话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路德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服饰改革思想。
其一，内心的虔敬重于服饰的选择。

路德重申了“因信称义"的观点，强调对上帝的信靠比穿什么服装更重要。

“一个尖帽派修道士说：要穿灰袍，披兜囊，束腰带，穿草鞋。一个绳带派修

道士说，要披黑兜囊。一个普通罗马教徒说，要做这事那事，要听弥撒，要祷告，

禁食、捐献等等。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说，我的称义和得救完全靠对基督的信心，

不靠我自己的任何工作和善行。"@在僧服和内心的虔敬面前，路德认为应该尊重
后者，一切表面化的物质形式都应该让位于神秘的灵性生活，服饰上的种种刻板

规范无助于内在的救赎。效法基督，象基督一样地生活，不是把基督所做的每一

件事当作呆板的楷模，不是说“我的妻子是基督徒，她戴面纱，所以我必须戴面

纱才是基督徒"鲫。

其二，服饰的选择是基督徒的自由。

服饰的选择虽然与信仰的虔诚无关，但选择怎样的装束却是上帝赋予基督徒

的自由和权利，是任何强权都不可以剥夺的。服饰的选择是信仰中非必须的，是

由信徒自己决定取舍的事情。若有人禁止，就是敌基督的行为，一个人若对己没

有害处，并且为着爱邻居，他就可以戴修士的头巾，或剃度，因为这不会损伤他

①(德)里夏德．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宗教、巫术、启蒙运动》，第48页。

圆(美)培登：《这是我的立场》，第185页。

萄(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翻译小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
142页。

∞【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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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戴了修士的头巾，并不会杀害他。①但是，假如教皇或别人强迫按照他

所规定的，戴修士头巾，“那么我一定要除去头巾去烦恼他。因为我既有自由选

择，我就随意戴与不戴。"②在这里，路德充分表达了对教皇专制权力的否定，也

同时强调基督徒服饰的选择是一个不受任何外力干涉的绝对自由。

其三，改革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路德认为不应该鼓励革新，因为福音是要循序渐进、逐步地进行传播和被认

识，过激的行动只能冒犯公众，不利于改革的顺利开展。

在这里，路德表达了“为了弱者"的观念。路德认为，在基督徒中，有一种

头脑简单、知识浅薄，并如保罗所说，信心软弱的人。他们纵然愿意学习，也还

不明白信仰的自由，对于这样的基督徒不能得罪他们，必须暂时容忍他们的软弱，

让他们学习明白。在以《信和爱的生活》为题的演讲中，路德主张用忍耐和爱心

来体现对软弱人的体恤：“我们不可仅顾到自己的能力，还要顾到我们弟兄的能

力，好使凡信心软弱、想跟随信心坚强者的人，不至于被魔鬼所毁灭。所以，我

们要用恐惧、谦卑的心来做这件事，彼此顺服，携手相助。"@针对维腾堡运动

中的过激行为，路德提醒他的听众：无人能为别人舍命，无人能替人相信，无人

能为别人答复。所以人人在自己心意中都应当充分信服。@马丁·路德强调：无

人能被威迫而相信，过激的甚至暴力的举动都是行不通的。

综合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到了1522年，马丁·路德早

期作品中的激进主义开始变成了温情脉脉的和平主义，这种倾向的发展最终使路

德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保留了法衣、颂歌和“其他仪式"，而这一切是和早期基

督教传统不相符的。虽然路德也重申圣经中对妇女的要求，例如不要结发辫，戴

首饰，服从丈夫之类的劝导，但总起来讲，作为基督徒日常的服饰规范，路德是

鲜有提及并缺乏改变的意愿的。马丁·路德的改革实践使温和与保守成为路德宗

的代名词。

o(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第105页。

国(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第109页。

辔(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第98页。

毋(美】培登：《这是我的立场》，第i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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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马丁·路德的服饰改革思想探源

马丁·路德对天主教服饰制度的否定，是被所有新教改革家群体所认可的，

具体到改革实践中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由于新教各派对天主教传统和

圣经的认识不同。

在路德的时代，天主教的教导说，圣经是教会的创作，不成文传统跟圣经具
有同等的权威。而路德说，圣经高出传统的权威之上。但是，这并不是说路德对

传统全盘否定，正相反，他尊重传统，对天主教传统怀着很高的敬意，因此他会

想办法拯救，并且尽可能保留越多传统越好。他对于比较激进的宗教改革家的抱

怨中，有一个就是，当他们拒绝敬拜传统的遗产时，好像倒洗澡水，把婴孩也跟

着一起倒掉。路德拿教会累积的信经与礼仪传统，与圣殿做比较，驳斥激进的宗

教改革者说：“我们需要有比较小心谨慎的精神，只攻击威胁到圣殿的人类添加

物，而不要破坏神之圣殿本身。”∞
。

与同时期的许多宗教改革领袖一样，路德是修士出身，这意味着他在天主教

会的教育下成长，意味着他穿着修士长袍长大。他对天主教会是有感情的，对十

几年形影不离的奥古斯丁修会的法衣也是有感情的。可以说他开始反对的只是法

衣的奢侈化和等级化，并不反对法衣本身。

修士的法衣是特殊的，可以反复穿用却不可抛弃。路德对自身做过实验，正

如尼索斯用自己的长袍实验过那样，那法衣贴在身上，沾在他肉体的每一寸每一

分上，他一旦脱下，便疼痛难忍。圆 。

当路德在维腾堡提出要用爱心、忍耐去体恤“软弱"的人，体恤那些不肯脱

掉天主教的僧服走出修道院的修道士们，体恤那些不肯脱掉天主教祭服主持仪式
的教士们的时候，他的心必定是真诚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尝过这种割裂的痛楚。

夏德·范迪尔门认为，路德受到传统意识的限制，但是，也恰是因为这一点，懂

得赢得和他·样扎根在传统之中的广大民众阶层固。

在上千年的基督教熏染中，教士服饰指向的是圣洁的理想天国，修士服饰代

表的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思想在西欧下层民众中根深蒂固，很难改变。因为，

一般说来，一种文化越是博大精深，积淀日久，人们对它的认同、崇尚，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向心力、义务感甚至依赖性就越强烈。尤其是在落后地区，由于信息、

交通的相对闭塞，表现出的盲目排外、固步自封的心理就越顽固，对异质文化和

新生事物的适应力和接受力就越小。而一种新的社会习俗的形成，往往也表现为

渐进性，而不是急风暴雨式的突变，即使统治阶级提倡，也需要一个沿袭过程，

需要必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和民俗承受能力。传统史学认为，马丁·路德代表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观点，广大民众阶层比较传统，更具有强烈的

保守性，因而对急风暴雨式的改革不具备心理承受能力和认知能力。其实，也正

是这种对传统最大化的保留，也使得路德在新教改革中所受的阻力是最小的。作

为改革的发起者、带头人，他没有章法可循、没有榜样可以效仿，而且作为与天

。Martin hthcr，“Conceming Reb印tism”，伽^缸，ff捍工“f^仃警肋sfc砌BD^曙fc口f册打咖筘，ed．啊mothy
Lu玎(Minneapolis：Fonree，1989)，p，346．

岱【俄】俄梅列日科夫斯举：《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第128页。

喾【德】坐夏德·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宗教、巫术、启蒙运动》，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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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世界的公开决裂者，他四面受敌，如何能够赢得民众中的大多数，从而取得

改革的成功，也是路德致力争取的。在这一点上，他成功了。

路德的服饰改革思想一方面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在“因

信称义”旗帜下的反律法主义思想。 ．

宗教改革伊始，以圣经为依据的“因信称义’’就是路德强调的重点，也是他

服饰变革的精神基础。随着改革活动的不断展开，路德对“因信称义"愈强调，

便是对律法主义愈反对。虽然路德认为《旧约》和《新约》记述的是同一位上帝，

但是他坚持认为律法与恩典是完全对立的。在路德看来，犹太教充满了因行为称

义的思想，犹太教相信上帝会对人的成就赐予恩惠。而福音则正相反，福音强调，

称义完全是免费的，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赐。虽然在《1日约》中也可以发现恩典，

在《新约》中也可以发现律法；但路德似乎经常暗示，《旧约》主要是律法的宗

教，《新约》信仰的则是上帝的恩典。①路德认为，当信仰如春光一般荡漾于心间

时，人就获得了得救的确证和与上帝直接交往的自由，而外在的善功对信仰是毫

无意义的。

对信仰作用的过分强调，使路德完全否定了律法主义存在的必要，从这个角

度出发，路德认为穿着打扮并无益于信仰，无益于个人的得救，天主教所制订的

服饰禁忌与卡尔斯塔特对外表的强调都犯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错误。因此，在路

德对圣经的选择和诠释中，上帝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朋友，他不会用各种繁琐的禁

律约束他的门徒，即使使徒对服饰做的特别要求，路德也做了较为宽松的解释。

比如，保罗所强调的妇女蒙头问题②。路德认为，保罗这样要求是为了防止教徒

跌倒，如果一个人在聚会时不蒙头，也没有跌倒的事情，就不能算是犯罪。使徒

在服饰方面的规定只是为了让教会生活能够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下进行，而不是为

了限制基督徒的自由。

也是基于因信称义的理解，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路德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反

对禁欲主义，逐步表现出热爱生活，尽情地享受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一面。

路德有句经典名言，那就是：“谁若不爱美酒、女人和歌，谁就终身是个傻

瓜"。固史料记载，1524年10月9日，路德穿上撒克森选侯送给他的一套博士黑

色服装，狐皮衬里，外层是上好的呢绒。此外他还戴上豪华的无边沿黑天鹅绒帽。

“我穿上这身衣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蔑视撒旦"固，路德洋洋得意地说。

据说，路德这次梳妆打扮有可能是去见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卡塔琳娜。次年，为

“使众天使欢笑，使众魔鬼哭泣”，@路德毅然脱下僧袍结婚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非常幸福美满。

如前所言，路德的改革对日常生活的规范是最少的，这固然出于对律法主义

的否定和对生活的热爱，决定了他不会要求他的信徒们去过清心寡欲的生活，还

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路德认为修道院的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受到特有的，也

是世俗法律的约束，而圣经并不是世俗的法典。路德希望改革社会生活，但与其

他人相比较，他想要改变生活及按照神圣化或者追随基督的要求改变世俗社会状

。【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第12页。
岱内容详见第一章。

嚣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8页。
：DaVid c．steinmetz上“胁e，跏GD刀f￡rf(B100min舀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css，1986)，p52．
锑David C．StciIImetz上“胁Pr胁G鲫f翻；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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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意愿是最小的。①他的改革关注的是宗教生活，是教会，而不是人们的日常
生活。

总之，由于服饰礼仪是宗教派别的重要标识和组成部分，马丁·路德对圣经

为最高权威的维护说明他已走上与天主教不同的信仰之路。新教各派大都接受路

德服饰改革中的圣经原则，他们在服饰礼仪上的重大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天

主教传统问题上。马丁·路德对圣经中服饰的要求做了较为宽松的解释，使德国

的服饰变革保留了较多的天主教传统，最终使路德宗的服饰思想和实践也成为区

别于其他新教各派的重要标志。路德宗的服饰变革特色将在下一章与瑞士、英国

的服饰变革比较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4j【德】里夏德·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宗教、巫术、启蒙运动》，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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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瑞士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

宗教改革史家E．G．拉夫认为：改革教会等于在改革世界，①瑞士的宗教改

革就鲜明地体现出对教会和社会生活全方位改革的特点。具体到服饰方面，教会

礼仪中的服饰和日常生活的着装都在圣经的名义下，给以充分的重视。

瑞士改革先后在茨温利和加尔文的领导下进行，他们的服饰变革具有相似性

和承继性特点。

第一节 茨温利领导的苏黎世改革

茨温利领导的苏黎世改革始于1519年1月1日。这一天，茨温利在苏黎世

大教堂接受苏黎世议会任命，成为大教堂大主教(或者称“人民的祭司")，他宣

布他要违反先例，直接通过《马太福音》讲道。在他之前，讲道备受轻视，弥撒
与圣餐礼几乎成为全部的仪式。“啊，那些王侯、城市、民族有福了，主在他们

中间通过他们的仆人——先知们自由地开始讲话。旧茨温利的改革让讲道成为仪

式的主干，这是苏黎世宗教改革开始的标志。
茨温利让宣传福音的讲道成为宗教仪式的主干，这体现了他对圣经为最高权

威的强调和对天主教传统的摒弃。茨温利认为圣经是制订教会教义、教会纪律和
礼拜仪式的最重要的权威，基督教的全部真理体现在圣经中，@因而在实践中必

须逐字逐句地按照圣经里的话去做。茨温利的仪式改革纲领《六十七条论纲》，

就是卡尔斯塔特式④的。《六十七条论纲》的每一条都以圣经为依据，茨温利在序
言中声明：若吾对圣经知之不深，愿承蒙指教，但仅以圣经为前提。

以《六十七条论纲》为行动的纲领，茨温利和苏黎世的教会领袖及市议会携
手合作，共同使教会礼仪发生了重大变革。在他的催促下，市议会下令废除苏黎
世及其周边地区的所有教会举办之弥撒，并用新教的敬拜形式取而代之。废除偶

像崇拜，拆除教堂的玻璃，搬走风琴，以便把教会改造成为讲解《圣经》的场所。

新教的牧师们改换礼服，穿起好象大学演讲厅的长袍，不像天主教教士在圣坛上
所穿的祭服，以新的形象出现在教会中。@

修士的服饰也是茨温利极其厌恶的，因为他强烈反对隐修制度，强烈反对以

肉身和感觉为中介的宗教体验。@茨温利以圣经的名义宣称：“什么也不会像虚伪
那样令上帝不悦。因此，凡在人眼里表现为圣洁的事，其实是愚蠢的。这就是要
宣布废弃修道院的头罩、信条、法衣和僧侣的削发仪式。"⑦1524年12月，修道

院的财产被没收，并被改为学校，使修士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接下来，教

会财产也被没收，用作福利事业。1524年的的法令同时规定，信仰旧礼教的基

。原文详见导言。

留GR．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第126页。

o卡特·林德贝克：《欧洲宗教改革》，牛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即比较激进彻底的改革方式，详见第二章。

o(美)奥尔森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432页。

瞻《牛津越督教史》(上)，第218页。

口转引自《基督教的礼仪节日》，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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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要么遵守新教义，要么被流放到国外，二者必居其一。

至此，天主教的祭服、僧服在苏黎世的改革中皆被雨打风吹去。

16世纪20年代的整个十年间，在苏黎世的带动下，其他瑞士北部城市，如

同伯尔尼与巴塞尔的宗教改革步伐都加快起来，到了1530年的时候，几乎所有

罗马天主教的遗迹都被废除，牧师的新礼服普及到瑞士许多地区。

：在对教会进行改革的同时，茨温利也尝试在他活动的地区建立一种基督教的

生活秩序，通过培养道德来教育信仰基督教的人。他把圣经作为指导人们日常生

活和个人信仰的指南。1529年，在茨温利的指导下，在苏黎世出版了苏黎世圣

经。

茨温利采取了比较激进、彻底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1529年他过早战死，

瑞士的改革很快就转入低谷。此后，他的追随者们加入加尔文宗，瑞士的宗教改
革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

从苏黎世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出，作为与马丁·路德同时代的改革家，茨温利

的很多教义都和马丁·路德一样，但是又有自己显著的独特性改革特点：

在茨温利的改革理论中，好像路德一样，他非常强调圣经原则，也就是认为，

圣经是基督教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完全超越人类的所有传统，而且这些传统

必须接受圣经的审判。但是，茨温利的圣经主义比路德的更为激进。苏黎世清除

罗马天主教习俗的方式，远远超过了路德准许德国新教会的改革幅度。因此，有

人提到瑞士的改革教会会说：“四面空荡荡的教堂，加上一篇讲章。”①在路德强

调为一般性的事物，是信仰非必须的地方(例如对服饰的要求)，路德为基督徒

的自由留下大量的空间，保留了很多天主教传统，而茨温利强调无论宗教生活还

是日常生活都要遵守圣经原则，都要不折不扣地按照圣经执行。

第二节 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改革

16世纪3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加尔文领导了日内瓦的改革，他的服饰变

革是对路德和茨温利改革思想的系统整理和全面实践。

首先，与路德和茨温利一样，加尔文的服饰变革是作为简化繁缛的宗教仪式

的一部分进行的。从路德“因信称义"的观点出发，加尔文断然否定天主教仪式

的救赎作用：“以外表的动作和人为的虚构来崇拜神，乃是开玩笑， 因为除偶像

崇拜外，先知们指责人最厉害的，莫过于以神的崇拜是在于外表的炫耀，众先知

所宣扬的总和是什么呢?乃是神即不寓于仪式中，也不重视仪式，他看人心中的
信仰和信实，他命定并批准仪式，只是叫信徒用它们来作为信仰、祷告和赞美的

纯正操练"。⑦加尔文对崇拜中的标新立异，对用人为的设计，戏剧演出，发明和

迷信充满神圣崇拜的时间，表示深深的怀疑。“所有这些都使人的注意力离开上

帝，而停留在令人分心的外在的事物上。但是，他有关基督教本质的洞见的核心

是：上帝是我们的崇拜最有权威的裁判。在崇拜中，上帝拒绝与任何人或任何其
他的事物分享神圣的荣耀。"@

o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432页。

。转引自加尔文：《基督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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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信称义”的观念，基于“不分享上帝神圣荣耀”的愿望，加尔文强

调，在宗教仪式上，凡圣经所未记载的，教会一律反对。在加尔文所倡导的简朴

的宗教仪式中，天主教会那配加条带的祭服与装饰的大蜡烛、乳香、庄严肃穆的

管风琴、温和甜美的祷词歌颂、金色的圣餐杯，一并被清除。加尔文喜欢戴一顶

黑色的圆帽，穿一种简单的黑色长袍，就是所谓的“日内瓦长袍"，①这种简朴的

打扮也是加尔文教派举行宗教仪式时的服装。天主教的祭服在加尔文教派这里，

也遭到无情的摒弃。

其次，基督徒日常服饰的强调也是日内瓦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尔文在茨

温利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预定论"的观点。他认为上帝的选民(即灵魂得

救者)早已先定，人们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除了坚定的信仰外，还必须在世俗

活动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即用勤奋劳动和简朴节约的行动来增加上帝的荣耀和

确定恩宠状态。生活的“神圣化”是每一个基督教徒的义务，他们的日常服饰得
以重视和强调。

加尔文喜欢穿的“日内瓦长袍"，象征着他简朴禁欲的生活方式，他像早期

基督教的圣徒一样，勤奋工作，摒弃享乐，—举一动俨然以上帝在人间的仆人自

律。“他理智得近乎执拗，他从来不需要任何能使人沉醉的快乐，诸如：醇酒、

妇人、艺术或上帝赐予尘世享乐的多种天赋。"⑦加尔文把他的禁欲主义精神作为

基督徒日常服饰的原则和标准，日内瓦的长老会和议会规定：“禁止赌博、牌戏、

不敬神明、酗酒、跳舞、唱淫荡歌曲或菲宗教歌曲、豪华宴会、生活奢侈、穿着

华丽⋯⋯妇女戴帽子者，应予以禁锢；赌博者，应戴脚镣⋯⋯"@衣服必须十分

朴素，几乎是僧侣式的。男子不得蓄长头发，禁止花边、禁止戴手套、禁止褶边
和开叉的裙⋯⋯加尔文政府不仅强制取缔穿奇装异服行为，而且按照圣经建立的

长老会到处派出密探，监督人们的言行，人们被捕入狱，只是因为穿流行式样的

鞋和穿短袖衫，是因为扎了上帝十分厌恶的发辫⋯⋯当天主教修士的僧服在日内

瓦成为历史的时候，加尔文实际上却用近乎强制的手段让每一名信徒成为不穿僧
服的僧侣。

在茨温利和加尔文相继领导下，瑞士的服饰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方面

天主教的服饰制度被连根拔起：等级森严的豪华祭服被予以取缔，代之以简朴的

服饰．，而僧服则在对修道院的彻底改造中成为历史；另一方面，瑞士宗教改革

也造成了日常服饰的变化：瑞士宗教改革的道德训令反映了议会和教会关注男女

服饰的端庄得体。大多数的法令在16世纪初已经制定出来，他们只是加以强调

并作为改革内部的一部分。在圣加伦，1508年，地方行政官规定穿短裙或不穿

裙子都会受到惩罚。④在瑞士大地上，从15世纪起，男人衣着开始发生变化，男

人开始穿亮色的衣服。这是因为1489年，联邦军在勃艮第战争中大获全胜，获

取了大量各种新的物质材料，各种染色材料和款式、风格各异的衣服。15世纪

末，瑞士卷入意大利战争导致许多奇怪的风俗习惯和物质材料输入瑞士。各式各

样的武器、奇珍异品、艺术名画和圣者遗物在联邦内极为普遍。男子喜欢穿一种

①参见Hayes：爿尸b肛玎c口，口耐勋c如f f船rD可0，Mb一如m觑，印e，Vlo，p．142．
@茨维格：《异端的权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n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回(美)威尔·杜兰：《世界义明史·宗教改革时代》，东方出版杜，1999年版，第205爽。

回布鲁斯·哥登：《瑞．J：宗教改革》，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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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身裤子。地方行政官认为这种穿着极不雅观，认为是伤风败俗，于是极力反对。

伯尔尼议会训令规定：在婚宴上，舞蹈的数目限制在三个以内，并且男子跳舞不

管天气有多热也不能摆动裙子。回

在茨温利和加尔文领导的服饰改革之前，瑞士各联邦对服饰的限制常常流于

一纸空文，随着日内瓦改革的不断推动，这些规定才得以真正贯彻执行。改革后

瑞士焕然一新：“咒骂、亵渎神明、不贞、私通以及种种生活上的缺点，在其他

地方视为正常的坏事，这里都没有。人们衣着朴素，赌博非常罕见，慈善事业做

得很好⋯⋯"这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信徒所做的描述，这种描述无疑带有非常

浓厚的宗教氛围，他认为加尔文把奇装异服所代表的奢华、低靡的社会改造成为

秩序井然、道德高尚的社会。但是如果摒弃了宗教氛围，则不难发现日内瓦城在

改革后所显现的内敛和节俭之风尚，这与改革前的奢华和张狂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而这种内敛和节俭风气，正是马克斯·韦伯所大加赞赏的新教伦理精神。

加尔文的预定论学说，提出上帝的选民应该有高尚的品质，这些品质就是“节

制’’、“简朴”、“谦虚”。加尔文对外表的禁欲主义的强调以及对生活神圣化的要

求，就是要使日内瓦居民具有这些优良品质，而这些品质也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

发展的，因此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精神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

圆从这个角度来看，瑞士改革彻底清除以祭服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形式，也是为了

废除天主教礼仪象征的奢华、腐化、等级制度，这是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

的。而僧服所象征的修道主义，象征着强大的修道院经济，也是资本主义发展道

路上的障碍，而不仅仅是它所象征的违背人性的独身制度，所以，在改革中，僧

服一并摒除。因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瑞士的服饰变革是有利于社会经济
发展的。

当然，如果从是否有利于思想艺术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用上茨维格的

评语了：加尔文的改革是试图把神圣化的多样状态统一到一个标准上，他所严格

摒除的服饰恰恰是在文艺复兴中兴起的新时尚，他的改革阻碍了服饰为代表的各

种文化艺术的发展，他的各种法规禁锢人们爱美的天性，在解放人们思想的同时，
也限制了人们某些方面的发展。

第三节 瑞士服饰改革与路德宗服饰改革比较

虽然新教改革家们都强调“圣经是唯一的准则"，但是对于路德来说，凡是

不被圣经所禁止的就是可以存在的，茨温利和加尔文则更向前走了一步：凡圣经

所没有的，都是要坚决反对的。因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服饰在瑞士的改革中以

比较激进的方式一一摒除。不仅如此，路德以为圣经仅是教会的法典，茨温利和

加尔文则把它应用到世俗社会，使圣经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南，把日常服饰的神

圣化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加尔文服饰变革的内容非常细致、具体，与路德的宽松、超然形成一个鲜明
的对比。如果加尔文早生数年，马丁·路德肯定也会象批评卡尔斯塔特一样，说

他对外表的强调犯了保罗所指责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错误。对《旧约》中律法主

：”布鲁斯·哥登：《瑞上宗教改革》第265页。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序言。部分，四川人民}l；版社，1986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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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在变革中迥然有别的重要因素。

与路德过于强调信仰、否定信仰中的律法主义相反，加尔文并不排除律法的

作用，他认为律法与福音相互连接，两者并非截然相反，只是字句和灵意的区别。

《旧约》缺乏圣灵所赋予的活力，而《新约》则能够传承这种活力。因此，律法
能够命令、禁止和承诺，却缺乏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性的必要资源；而正是要实

现人性的改变，才首先使律法成为必要。福音能够“改变或纠正天生存在于人里

面的邪恶”①。加尔文并没有把律法与福音完全对立起来，他认为律法和福音唤

起不同的情感。《旧约》引起恐惧和颤栗，使良心受捆绑；《新约》则产生自由和

喜乐。基于对律法的这种认识，加尔文用严厉的约束、刻板的规章制度来使人们

的思想行为保持一致，因此他的日内瓦神权共和国宛如一座纪律严明、无所不管

的大军营，管辖内容甚至具体到穿着打扮这样非常细微的事情。也是出于这样的

认识，加尔文把禁欲主义落实在行动上，落实到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

像路德那样采取超然的态度。

总之，从马丁·路德、茨温利、加尔文三大新教改革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都高举圣经的旗帜作为攻击天主教会的武器，而他们对圣经的选择和解释又

是那么大相径庭，以致在服饰变革中的表现区分得如此泾渭分明：马丁·路德保

留了较多的天主教服饰礼仪传统，为日常服饰的自由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茨温利、

加尔文则彻底清除天主教服饰礼仪传统，赋予日常服饰以严格的禁欲主义特征。

同一个上帝，在马丁·路德那里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和蔼可亲的朋友，所以在服

饰这样非本质问题上可以享受宽松和自由；而在加尔文那里，上帝则象一位将军，

赏罚分明，服饰上违背宗教精神、脱离秩序的约束是决不允许的。在三大改革家

这里，服饰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般性的东西，他们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

教义、不同的服饰礼仪思想，从而表明了他们已经是不同的宗教派别。

∞【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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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国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

在德国的服饰变革中，可以看到对天主教传统的最大保留；在瑞士的服饰变

革中，可以看到对天主教传统的彻底摒除；而在英国的服饰变革中，我们可以看

到保守和激进两种力量此消彼长、互有胜负的复杂的斗争过程。

第一节 英国关于法衣的斗争过程

英国的宗教改革不同于其他新教的改革，在教义教规服饰方面变化不大，其

服饰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法衣方面。

1529年，亨利八世开始了改革。改革的导火线是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但是这

只是一个因素。亨利逐渐地表现出他在趋向这样的政策，即在英格兰用自己的权

威来替代教皇的权威。创建英国国家教会安立甘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亨利八世

似乎并不太在意教义或仪式，而是倾向于关注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因而，亨利八世领导的宗教改革后，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从罗马教皇变成了亨利

八世及其王位继承人，改革后教义和宗教礼仪却很少变化。例如，英国神职人员

所穿的亚伦式法衣，看起来就很像改革前罗马天主教神父们一直所穿的长袍。宗

教改革家群体中有些人就担心：如果新教神职人员的穿戴像天主教的神父们，它

将会传达给会众什么样的信息?特别是没有文化的平信徒就会错误地认为没有

什么事情真的改变了，新教和天主教是一样的，从而继续按着他们1日的习惯和实

践去生活。这可能很容易误导崇拜者，或使崇拜者感到迷惑。实际上，在当时新

教对抗天主教的处境下，这样的外袍似乎象征对罗马和教皇权威的忠诚。对这些

新教的神职人员来说，穿“天主教的"法衣远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觉

得好像是背教。①

对此，加尔文持一种折中的态度。他认同那些英国宗教改革家的观点，即英

国法衣看起来太像罗马天主教的法衣容易引发混乱。但是加尔文认为这不是一个

根本问题，能够引起教会分裂。它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已，只可能使信心

软弱的信徒跌倒。@在这里，加尔文循序渐进的主张与路德的改革策略有了共同

点。事实上，主持改革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Tllomas Granmer，148卜1556)
在亨利八世的压力下，小心翼翼地改革，给英国教会带来了至少某种程度的新教

影响。因为亨利八世并不想接受新教改革思想，所以大幅度地变革条件并不成熟。

1547年，爱德华六世(1547_1553在位)继位，在克兰麦的主持下宗教改

革开始向新教方向转变。《第一公祷书》和《第二公祷书》及克兰麦起草的“四

十二"条款获得国会批准。@但是，克兰麦的改革遭到了约翰·胡珀(John H00per，

约1495—1555)为代表的清教徒的抨击。
在英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宗教改革家群体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成为安立甘宗

①(美)约翰·汤普生：《约翰·加尔文对基督教本质的理解》，陈永涛译。

b!l卫；[[堕塑墨兰i￡i：堕￡!凸蟹量至QZ垒[堕兰Q至垂Z12鱼：塾!娈：圣QQ5：12：查．
窖(美)约翰·汤普生：《约翰·加尔文对堆督教本质的理解》。

@P．J．I(1勰scn，Eur叩c in the Rcfb咖ation，New Jcrse91979，pp．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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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另一些人则要求彻底的改革，成为清教徒。胡珀被称为“清教之父"。

1549年12月，胡珀发表了抨击爱德华六世的《第一公祷书》，对“祭台前

仍然保留着祭服和蜡烛"非常不满，“罗马天主教礼仪并未失去’’，①他认为应该

完全按照《圣经》执行，“传统圣餐中所使用的蜡烛、法衣、十字架和祭坛都是

魔鬼带来的东西，必须将他们干净地清除出教堂”，@清教运动自此开始。

1550年，英国政府提名胡珀任主教，他拒绝接受，理由是1．他不能宣读带

有“上帝和所有的圣徒帮助我”词句的就职演说；2．他不能穿体现圣餐祭祀观

念的亚伦式法衣。他坚持的这两点具有深刻的意义，他实际上是坚持大陆新教主

张的“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与“平信徒皆祭司“的原则。克兰麦以不服从国

教的罪名把胡珀投入监狱，18天的监禁终于让胡珀屈服。

‘狂热的天主教徒玛丽一世(1553—1558在位)统治时期，克兰麦和胡珀都
被烧死。伊丽莎白一世(1558_1603)当政后虽然恢复了新教的信仰，但是却命

令所有在教会或者牛津或剑桥大学的任何一个学术机构任职的人，都必须接受和

使用传统的法衣和方形帽。这一措施遭到清教徒的抨击，他们指出：引入法衣的

决定不是在取消罗马天主教礼仪，而是以后退取代改革的前进。他们表示，除法

衣和方形帽外，圣礼中用于礼拜的管风琴⋯⋯妇女不戴面纱不得进教堂等规定，

都违反圣经的内容，应予废除。@

接下来在1563年的第二届国会上，清教徒提出一份提案，内容其中包括：

不强迫神职人员穿戴罗马式长袍和帽子。该提案遭到否决后，清教徒提出的较温

和的六条款中，涉及服饰部分的是第五条：如果牧师在诵读祷文或主持圣礼时非

得穿标致的外袍或表示教阶制的衣服，那么只是临时穿一下宽大的白色法衣。可

惜提案仍以一票否决。∞

两次失利后，清教徒牧师在实践中反对安立甘宗礼仪中的天主教成分，他们

在做圣事时不穿法衣，公开表示对法衣的轻蔑。1566年在伊丽莎白一世的要求

下，坎特伯雷大主教帕克发布《公告书》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穿规定的法衣。

帕克强化安立甘宗的举措引起清教徒和牛津剑桥大学师生的反对，如剑桥大学的

学生有的不穿法衣走进教室，以示反抗规定的服饰。帕克采取反击行动，要求神

职人员对安立甘宗的关于法衣的礼仪规定表态，拒绝者将被捋夺教职和薪俸。最

后只有十四五名教士坚持清教立场，他们不仅失去教职和薪俸，有的还被赶出伦

敦。@
‘

至此，清教徒关于法衣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节 英国服饰改革思想探源

英国反对天主教服饰传统，主张以圣经为原则的服饰变革思想产生已久。早

在14世纪，被喻为“宗教改革第一人"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舭132卜1384)

。H．Robin∞n，Origillal ktters Relativc to the En出ish Rcfo蛐ation V01．1’Canlbridgel846一1847，p．72．

。E．H．Eme塔on，English Purit孤i锄from John Hooper to John M．1ton，DIIkc UIIivcrsity 1968，p．53．

@D．Ncal，nc History o“he Puritans V01．1，N．YIl843-1844，pp．93-94．

密J．Strype，Annals ofthe Reformation v01．I，Oxford 1824，pp．502-503．

嚣J．Brown，nc English Purit孤s，Cambridgcl912，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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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圣经》是最高权威。为了让民众理解基督的教规，他将拉丁文的《新约全

书》译成英文，其弟子又翻译了《旧约全书》。由于威克里夫认为天主教士追求

名利权势，与基督教的传统背道而驰，是一批伪君子，因此他的门徒们以使徒式

的贫困为榜样，赤足、身披长袍，手持一杖，两两一组地周游各地，出外布道，

被称为“穷苦教士"。∞威克里夫门徒中的激进派发展成为罗拉德派，这种派别虽

然行动过激使得他在民众中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罗拉德派以一种不完整

的、朴素的形式保存了一个个人的、圣经的、反等级的和俗人统治的宗教，对以
后的宗教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的影响相比较，英国的服饰变革受大陆新教学说的影

响更直接。

清教的服饰礼仪变革思想先是以茨温利宗为依据，到16世纪60年代后期，

加尔文宗逐渐成为清教运动的理论基础。因此清教徒不只关注教会改革，主张废

除带有天主教特征的法衣，而且也注重日常生活的神圣化在外表上的强调，反对

上层贵族服饰的奢华。比如在1640年开始的内战中，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军

队一律短发，国王军队则是一律长发。这场战争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场短发与长发

之间的战争。在清教徒看来，国王军的长发是与禁欲主义精神相违背的，短发象

征着他们为恢复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而战。内战结束后，在短暂的英格兰共和国时

期，即清教徒在英国的黄金时期，由于他们对简朴生活的提倡和对外在形象的强

调，而造出了一种与查理一世的华丽的骑士服形成对比的朴素服装，用柔和的色

彩和简单的白领构成的粗羊毛外衣。这种服装在荷兰、德国、美国等宗教改革者

中扬名并得以长时间在严谨的清教徒中普及。@

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主持改革的克兰麦则是路德的忠实信徒。

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发动宗教改革后，其学说逐渐流入英国，并和罗拉德

派的残余结合在一起，主要传播予英国的南部和东部以及那些从事贸易的地区。

当时剑桥大学的一些年轻学者对路德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经常在剑桥的白

马酒店举行聚会和讨论，他们在这儿谈论路德的著作，讨论“因信称义"的学说，
他们是日后英国宗教改革的重要力量。@克兰麦就是这批年轻学者中的一员。

虽然没有直接的事例证明，但是从安立甘宗的法衣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克

兰麦和他的后继者们的改革也遵循着路德循序渐进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慢慢推

移，在新教思想的慢慢浸润中，安立甘宗的礼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开始

穿上清教徒曾经提倡的简朴的白色的宽大法衣，并且牧师也特别注意在布道前把

它脱下，以表明牧师和平信徒没什么区别，只是如马丁·路德所说：在教会中所

起的作用不同。

英国的服饰礼仪变革历经几十年，其结果出现了与德国相似的特点，起决定

作用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她所采取的宗教政策十分复杂，目的像是一方面要同时

安抚新教和天主教；另～方面又能让国王对宗教事务具有至高权力。通常所谓的

“伊丽莎白方案”(1558_1559年)把英国国家教会建成一个改革的主教制，它

具有大量新教的信仰条款，但更多的天主教礼仪。抛开政治的因素，伊丽莎白一

。f美】威尔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42页。

掌【英】琼·娜：《服饰时尚八百年》，第50页。

酋Guyj，死如r勘g肠，140xfofd University Pfess，1988，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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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本人对天主教并无反感，甚至还很欣赏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比如她喜欢在私人

教堂里点燃蜡烛。她的加冕典礼完全是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的。①不能想象，

如果作为天主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衣失去了色彩和奢华，弥撒会变成什么

模样?清教徒的提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说明坚守传统的政治力量的强大，同时

新的宗教改革史学也证明，在英国民间天主教传统也很活跃。圆因此上可以这样

认为，英国的服饰改革结果是政治和传统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伊丽莎白一世把英

国国教弄成既非路德派也非加尔文派的具有英国特色的宗教。虽然没有人对这个

结果真正感到完全的满意，它被广泛地看作是一种妥协的结果。但是，它却让英

格兰从一种宗教紧张中脱离出来，避免了在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严重宗教

冲突。

第三节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与社会惩戒

尽管英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宗教冲突，不过从关于法衣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

到：在圣经旗帜下的英国服饰改革仍然充满血与火的斗争，就如同那个加尔文统

治下的日内瓦共和国。事实上，虽然新教共同反对天主教会，但是新教各派之间

的矛盾和抵牾比对天主教更甚，宗教迫害的事例几乎出现在每一个传统上所谓正

统派领导的改革中。 ．

新的史学观点把16世纪新教改革家及其跟从者的整批人马，分成两大类：

威权式的(Ma酉sterial)宗教改革，以及激进式的宗教改革。③路德宗、改革宗(茨
温利、加尔文)和安立甘宗等，即传统史学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正统派，进行的就
是威权式的宗教改革。

威权式宗教改革的特点可以用教派化(Confessionalization)和社会惩戒
(Social diciplining)来概括。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德国历史学家提出来的。教派

化是指教会与国家前所未有地密切合作以使人们认同一种特定的信仰，如路德

宗、改革宗(茨温利、加尔文)和安立甘宗。中世纪几乎所有人都是天主教徒时，

这是没有必要的；社会惩戒是教会与国家为了实现这种新的认同并努力地使他们
的臣民合乎道德、自我约束地生活，以成为上帝创造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使用

的严格的监督和准备使用的惩罚，以便于压制弱势群体和异己者，确立自己的权

威，服饰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区别教派的标志和社会惩戒的工具。

古往今来，服饰承担着太多的政治伦理功能，中国的传统服饰始终贯穿着“分

等级，定尊卑”、“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原则，《旧约》有教俗有别，天主教则
创立了教内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马丁·路德语重心长话信仰与服饰，加尔文严

刑峻法明确服饰意义与等级、英国围绕法衣的斗争血雨腥风，尽管改革特色迥然
不同，服饰却承担着相似的社会政治功能：人们的服饰观念框定在一定的宗教政

治环境中不得超越，从而形成自觉的服饰角色心态，服从于一个教派，一个信仰。

进行激进式改革的新教改革者群体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只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

更为激进、具有共同特征，才被人混在一起，称为激进派。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fl：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岱参见埃蒙·杜菲：《劫掠祭坛：英格兰的传统宗教信仰1400—1580》。

雷(美)奥尔淼：《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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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所以激进派具有很大的分散性，他们服饰风俗也说明了这一特点：“他们

有些人过复活节，有些人不过；有些人在穿着方面另有规矩，在外表上力求与众

不同，有的则随乡入俗⋯⋯"①其实，这段评价也可以用来概括整个改革运动时
期新教改革者的服饰状况。

对激进派的镇压，威权式改革家是极其残忍的，因为威权式改革家都宣称：

在他们的国境内，遵从一个基督宗教和迫害不从国教者(nonconfomist)都是他
们的权力。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认为：宗教改革时期的服饰变革，来自于圣经和天主教

传统的深刻影响，也来自于教派化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惩戒的政治目的。

∞【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卷)，第27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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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主教会的服饰变革与基督教传统

中世纪晚期，天主教服饰的危机是天主教信仰危机的一个重要反映。面对危

机，天主教也进行了自己的服饰变革，并且对新教的服饰改革也做出了明确的回

应。在坚持服饰礼仪传统的基础上，天主教的服饰变革体现了对时代文化的适应。

第一节 新修会①的服饰变革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天主教服饰变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罗马教廷领导的

自上而下的变革，另一种则是由虔诚的教徒来推行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新教运动

爆发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天主教的服饰变革主要是由新修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

进行的，罗马教廷方面则缺少实质性的进展。

新修会一般和新教差不多同时出现，有的甚至还更早，新修会建立伊始就立

足于教会改革之上。针对人们对教会道德风纪的指责，新修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

制度，在行为和穿着方面为神职人员定下了严格的标准，有些修会甚至利用外表

上的特别装扮，以示与腐化堕落的旧修会之区别，在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

个是嘉布遣会(CapuchiIls)。

嘉布遣(Capuchin)的意大利语就是一种长而尖的蒙头斗篷或者“风帽’’，
嘉布遣会因它的特别的修士装扮而得名。嘉布遣会的领导人马泰奥·达·巴斯其

奥(Matteo da B嬲cio)感到自己受上帝之召唤严格按照圣方济各立下的会规生活。

他给自己制作了一件粗布袍子，戴一顶缝在袍子上的尖顶风帽(用以代替当时穿

着的用较柔软的布料做成的袍子和分开的圆形风帽)，而这种样式的风帽后来成

为嘉布遣会修士复兴早期方济各主义的外在标志一简朴的修持生活方式，胡须是
嘉布遣会修士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外在标志。

另外一些立意过虔修生活的宗教团体，例如德亚底安会(neatine)会士，
他们是发“绝财、绝色、绝意”誓愿的共同生活的教士，他们尽可能完善地过使

徒式的神职人员的生活，在神职人员的行为和穿着方面，他们为自己定下了最高

标准一他们的生活夺去一切外在的吸引力，甚至修士的服饰，衣服质地尽可能粗
糙、数量尽可能少，只要能够蔽体遮羞就可以了。②

以使徒式的装束过简朴而虔敬的宗教生活，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社会救济工
作和传教工作，坚定地维护教皇的权威，在这些方面大多数新修会是一致的。天

主教有一个最大的修会一耶稣会，除拥有上述特点外，它的服饰政策另有极其鲜
明的特色。

1534年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初创耶稣会，1540年获得教皇保罗
三世⑨批准后正式成立，而后耶稣会成为天主教赖以改革的主要修会之一。耶稣

会士有自己的制服，即象征清贫、圣洁的黑色长袍，服装以粗糙破旧为最佳，与

①英文为：theNew Rcli西ous Orde硌，许多书籍对这个名词的翻译有出入，如：神职班、新修会等，但所指基

本相同，都是指建立于这一时期的修会组织。

当GR．埃尔顿：《宗教改革1520年一1559年》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73页。
秘保罗三世(PauIIII)：1534_1549年任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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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托钵僧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在宗教服饰问题上，耶稣会表现了更

多的灵活性，例如他们上大课时不穿制服，在对欧洲以外地区传教时的着装实行

了文化调适政策。

文化适应性是耶稣会服饰政策的重点。耶稣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向美洲、

亚洲传教，以此弥补宗教改革运动时失去的信徒，同时也增强自己的财富与势力。

每到一地，他们努力适应当地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着装打扮力求与上流社会相适

应，“因为同一阶层的人在服饰方面总会有共同之处，所以人们往往亲近那些同

自己的服饰观念相近的人，而疏远那些同自己审美情趣相悖的人。背景相似，才

能产生好感，缩小心理距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①这一现象在远东耶稣会中

尤为突出。传教士们到了印度，穿起了婆罗门服装；进入中国伊始，穿起佛教和

尚的袈裟。为达到传教的目的，耶稣会利用服装的交际职能，在传播异质文化时

着意减少“异体排斥"。不过，积极主动地去改装易服的现象并非传教士一走出

欧洲就出现的，准确地说，它有一个从被动适应到自觉适应的转变过程。

，16世纪30年代，沙勿略神甫(xavier，Saint Fr锄cisc0)成为远东耶稣会的

第一个易服者。刚到日本时，沙勿略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服饰习惯，从未脱下过破

旧的黑色修道服。根据与这一服饰原则密切相关的道德规范，沙勿略理所当然地

将日本佛教僧侣的华美服饰和盛装出行视为罪恶和堕落的象征。大约在一年之

后，屡遭挫折的沙勿略开始明白日本传统文化对服饰等外在形式的重视，日本人

通常通过外观和服饰来评价他们不熟悉的人，而僧侣们正是以其华美装饰来显示

他们的身份和尊严。回因而，沙勿略穿上天主教祭祀时的华丽服饰去拜见大内义

隆，据说大内义隆对神甫的服装非常赞赏。随着传教工作的开展，耶稣会在对日
本社会、文化传统及其生活习惯的体认过程中逐步取得共识，即丝绸制作的华美

修道服是同日本上层交往的更为得体的服装。@

沙勿略的经历充分说明，耶稣会最初的文化适应只是一种被动的政策调整，

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这种适应有助于传教工作时，更多的耶稣会士选择了行动上的
自觉。当然，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一无所知的异国他乡，对当地文化的认识、

适应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调整，从而找到理想的服饰定位，利玛窦在中国的表

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6世纪80年代利玛窦来到中国，为了实现中国化，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
采用中国姓名，还把“泰西”二字倒过来作为自己的字。他最初仿效中国僧人，

剃发剃须，穿和尚服。后来在士大夫瞿太素的劝告下改穿儒服，因为中国僧入不

像日本僧人那样受尊重。利玛窦始而蓄须改穿儒服，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其儒

学方面的造诣不仅为中国士大夫所倾倒，还闻名于日本和朝鲜。④利玛窦在1594

年脱下僧服，改穿儒服的举动，被视为耶稣会传教史中的重要事件，金尼阁教父

声称：“从此以后，一切都开始发展，．几乎到了繁花盛开的地步。"@这句话说明
自此以后，适应性的服饰政策在耶稣会中普遍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传教效果。

。李杰群：《非语言交际概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士关于易服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

售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士关于易服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

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编写：《基督教生活面面观》，齐鲁书社，1991年，第121页。

@转引自戚印jF：《远东耶稣会：}：关于易服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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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的做法在罗马教会内部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和阻挠，有人认为奢华的服饰

有违清贫的原则，也有敌对的派别指责耶稣会有异端的倾向。耶稣会士在各种压

力下申辩、解释、坚持，有时也会采取变通的方式，例如把丝绸长袍换成干净整

齐的薄棉布长衣，在奢华和破旧之间取其中庸之道。

文化上的宽容是调适政策的另一个内容，这种例子不是很多，在耶稣会对马

拉巴尔基督教进行的改造上有所体现。马拉巴尔是印度西南部一沿海地区名。马

拉巴尔基督教的信仰特点说明他们是聂斯脱利派①，即早期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信仰的差异性和远离欧洲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服饰与天主教迥然不同。他

们的削发仪式与天主教刚好相反，在本应削发的地方留头发，而应留头发的一圈

却被剃光。他们身着白色的衬衫，头戴穆斯林头巾，赤脚走路，蓄着长长的胡子。

与天主教相同的只是他们也在祭坛前做弥撒，在胸前虔诚地划十字。面对这样巨
大的差异，罗马天主教会指斥马拉巴尔基督教为异端。大约在1579年之前的十

年问，约有三百二十名当地的印度基督徒作为异端被送交宗教裁判所接受审讯，
忍受酷刑。@

耶稣会认为印度基督徒是可以进行改造的，不过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弥

补他们同罗马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一方面竭力阻止宗教裁判所向当地基督徒
施加酷刑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支持当地的大主教开办神学院，从教育入手，去改

变马拉巴尔基督徒。本来他们在向罗马教会申辩时说这些基督徒至少需要二十年

的宽限期去改造，但是神学院仅仅在开办一年后，即1580年初，印度基督徒在

仪式和服饰方面就发生了令人满意的彻底变化。他们的打扮已经开始模仿葡萄牙

神甫，并剃掉了胡须，弥撒时穿的祭服也与天主教一样了。@

耶稣会服饰上的文化调适政策，来自于他们灵活的传教策略，来自于他们独

特的宗教生活。耶稣会从诞生之日起，既从事宗教活动，也从事政治斗争，他们

的口号是“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④，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甚至

可以采用阴谋、诬告、贿赂、下毒、暗杀等特务手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

们在选择传教方式时强调因地制宜、讲究策略，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对文化的适应
和宽容也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耶稣会的文化调适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发展，为天主教的进

一步改革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丽天主教会对耶稣会独特的传教政策也表示认

可，在特兰托宗教会议上特别强调必须穿僧服的原则，却允许耶稣会士在传教中

可以不穿僧服，不过隐修生活。

通过本节的考察，可以看到新修会的服饰改革体现了《新约》精神：禁欲朴

素的原则和文化适应性特点。新修会信仰虔诚、道德生活严谨、对现实生活关注

和积极参与，坚定地维护罗马教皇的统治，成为天主教改革和复兴不竭的力量源

泉和可资借鉴的典范。

o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信奉君jj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所倡导的教义．故名。曾于唐代传入我国，称景教。

奢【美l史景迁著，陈恒梅义征译：《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两方遇到东方》，第156页。
缸f美l史景迁著，陈恒梅义征译：《利玛窦的记忆之富——当西方遇到东方》，第154页一158页．
t，转引自陈钦庄《基督教简史》，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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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特兰托宗教会议与服饰改革

在天主教的服饰变革过程中，特兰托宗教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会

议从根本表达了对天主教服饰制度的态度，为天主教会的服饰改革确立了原则和

目标。

随着新教改革运动的不断发展，新教势力几乎在天主教世界遍地开花。面对

新教的威胁，罗马教廷意识到，必须净化自己才能在这场斗争中赢得信任，所以

改革首先是铲除弊端的努力；其次，通过对新教的进一步了解，他们认识到：双

方对圣经不同的理解在事实上证明新教和天主教行走在不同的信仰之路上，所以

也必须与新教在信仰上做出区分。特兰托宗教会议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召开。

在1545年后的18年里，罗马教廷断断续续地召开了很多次特兰托宗教会议。围

绕新教提出的圣经、称义、恩典、圣礼等问题，大会做了重要阐释。

针对新教提出的圣经是最高权威从而敌视教会和教皇的观点，与会者首先肯

定了圣经的信仰权威作用，但与新教宣称的“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不同"，大

会将天主教的传统置于圣经同样的位置，“口传圣经"与文本圣经同是信仰的源

泉。圣经的文本依据以旧版的拉丁文版本，即圣哲罗姆的版本为准。而圣经的解

释权属于教会，严禁俗人随意解释，从而维护了教会的信仰权威，维护了神职人

员的特殊地位。

教会的威信和权威是建立在其作为信徒和神的中介地位之上的，而圣礼和圣

仪是保持宗教地位的重要手段。面对新教对圣礼的无尽指责，教会对圣礼的数量

和功能做了详细的阐释，强调圣礼是神圣化生活所必须的，尤其是授职礼的维护，

从而巩固了祭服的神圣性、合法性。

特兰托宗教大会还强调了天主教修道主义原则，严格规定教士不穿僧衣者停

职，免去纳妾教士的职务，重申了封闭修道院的政策，贞洁仍被视为高于婚姻的

价值，从而强化了僧服独身和隐修的意义。

针对长期困扰教会的种种弊端，与会人员提出的改革建议达到几百条之多。

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道德整肃是革除弊端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奢侈、堕落教会象
征的奢华服饰自然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

特兰托宗教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罗马教廷的初衷。这种成功反映到服饰改

革方面即为：特兰托宗教会议重申了天主教服饰制度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维护了

传统的服饰礼仪制度，从而明确了与新教礼仪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对新教服饰改
革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它表达了革除弊端、回归早期基督教信仰状态的决心，

从而推动了天主教服饰的进一步变革。

第三节 教皇和教区的服饰变革

特兰托宗教会议以后，罗马教廷加快了服饰变革的步伐。效法基督，以使徒

朴素的服饰打扮为楷模，在天主教世界中由教廷自上而下地大力推广。
首先是教皇的示范作用。与文艺复兴先辈们沉浸于世俗的繁华不同，特兰托

宗教会议以后的教皇“更庄重，更遵守教规，现在的教皇一般而论生活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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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教热忱，为天主教奋发工作。”①教皇不但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精神导师，而

且是罗马教区的主教。为此，教皇庇护五世@亲自参加节日巡行，充当信仰的表

率。他脱掉鞋子，摘掉被新教指责为象征权力、贪婪和奢华的三重冠，免冠而行。

教皇以一个苦行僧形象出现在队伍的行列，整个天主教世界为之倾倒。天主教世

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一位教皇。@

通过教皇们的不断努力，罗马为整个天主教的改革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激发

了教区神职人员的改革热情。

其次，利用神学院培养新型教士。天主教改革成功的与否取决于全新的神职

人员的出现。特兰托宗教会议以后，天主教掀起了兴办旨在“使在俗教士获得真

正提高的基石"的神学院的热潮。经过神学院熏陶的教士，执行罗马的指令，忠

实于自己的信仰和职责，充满了自律精神。不公开饮酒，不参加狩猎，远离暴饮

暴食以及粗鲁的乡邻，身着法衣，蓄短发，成为“一个信仰虔诚的榜样，一个对
自己职责的召唤投以细致入微的关注的护教者。’’④

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天主教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是神职人员的言行、

服饰回归使徒传统，而且天主教区内平信徒的着妆也得以很大的改变，这样的改
变突出表现在意大利地区。经过教会的改造，文艺复兴的奢华逐渐褪去，意大利

地区的人们又变得虔诚而庄重。例如“佛罗伦萨市民对一切健壮的仪表堂堂的人
的喜爱已经过去，人们又看中了一个人是否虔诚，是否愿意为教会服务。上层社

会人士不再穿彩色华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看上去都象修士，都穿戴轮状绉领
的严肃的紧身的衣服。”@

总之，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努力，天主教完成了自己的服饰变革。这

种改革是在坚持天主教服饰礼仪传统的情况下，天主教“朝向教会生活理想的重

新定位’’。@《新约》里的使徒形象一直是基督徒宗教生活的理想典范，圣经一直

都是基督徒日常生活的指南，因为有此共同的渊源，所以从以上天主教服饰改革

中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新教改革的影子。

第四节 天主教的服饰变革与文化适应

从天主教服饰改革的内容可以看出，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特
点。其实，纵观整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改革，都体现了对近代化社会发展
进程的适应。

15—18世纪，是史学界公认的西方文明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

这一时期，西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就产生在这一大社会变动中，它的出现推动了近代化的

田(美)威尔克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o庇护五世(PiusV)：1566—1572年任教皇。
9

Mich∞执．MuUct，劢e c口￡JlD船船励瑚口ffD甩，p．113．
”Michael A．Mullet，功P c口mD船Re向瑚口f自鲫，p．159．
囝(英)恩·贡布里希：《写给大家的简明史：从远古到现代》，张荣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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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服饰变革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体现了对时代文化的适应。

从服饰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的

集中表现。中世纪的经济政治决定了文化的等级制、保守性等特点，从而也导致

了等级森严的文化特征。等级制度的确立，也就需要用宗教礼仪来规范各个等级

的行为。礼仪规定着各社会等级的礼仪界限，服饰制度正是根据这种礼仪的需要

制订出来的。在各种礼仪场合，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群也有不同的服饰形制，包括

样式、颜色和图饰。也就是依据礼的需要，穿戴不同的服饰。作为中世纪西欧最

大的组织机构，天主教会既是宗教的更是世俗的。10世纪，天主教神职人员的
服饰定型，它等级森严、繁复奢华，是中世纪文化的典型产物。

在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服饰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艺复

兴运动中提出的打破等级制度、倡导个性自由发展等思想的出现对服饰的变革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总的趋势来看，这一时代的服饰变革是朝着由繁入简、多样
化、个性化的方面发展。①

因此，天主教会种种繁复的身份规定和繁缛的礼仪规范，都在16世纪的宗

教改革中受到冲击，新教服饰呈现简单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天主教会倡

导的服饰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一时代变化的要求。自新教和天主教相

继完成服饰改革之后，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服饰呈现出一边是奢华富丽、堂皇壮观

的景象，一边是简单朴素、个性纷呈的局面。从宗教象征意义的角度来讲，这种

格局也满足了变动的时代人们多元化的信仰需求。

但是宗教服饰毕竟也是宗教的，在遵循服饰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有它独特

的内容和规律。一般而言，对一个宗教来说，服饰是宗教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宗教信仰的标志性符号和象征，一旦定型，就不能随便更改。天主教的祭服演

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我们再一次观察天主教祭服的演变过程时②，就会发

现：所谓演变只是服饰细节的不断精细化，最基本的服装形制却没有多少变化。

天主教会本身是一个崇拜天主、以典礼为生活中心的信仰团体，神职人员的服饰

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而否定自身的服饰礼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对天主

教自身的否定。在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大变局中，天主教会革除象征腐败堕落的

奢华服饰，却坚定地维护传统的服饰礼仪制度，这种坚持维护了天主教自身独特

信仰的存在，并成功地由一个中世纪天主教向近代天主教转型。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是西方社会近代化过程
中的一个文化反映，新教和天主教的服饰变革是近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
影。

毋参见王继平：《服饰文化学》，。第35页。

留见附录图一垒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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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服饰作为一种精神的物质载体，在基督教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禁欲苦修的精

神内涵。祭服和僧服，一个是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是禁欲独身的日常打

扮。在天主教的教义里，两种服装都象征着宗教理想和完美的生活方式。服饰，

作为宗教艺术的一部分，的确可以做宣传信仰的工具，因为宗教艺术不能只停留

在传达抽象的神学意念上，必须通过生动的对感官体验的调动来激发教众的宗教

情感，而宗教服饰可塑造权威、尊严，表达道义、道德，营造神秘、神圣，其神

学意义大大高于其美学意义。服饰对于圣经教义的展示，尤其是对那些不识字的

教徒，具有独特的直观意义。当一个主教穿着象征意义丰富的圣服，手拿权杖，

号称基督，面对信徒，他就是指点迷津的牧羊人，而无知的教徒就是那迷路的羔

羊。这样形象的说明，更胜于空洞的说教。在这样的理念下，为完善神圣的法衣，

使其更好地为信仰服务，天主教会从不拒绝采用任何可以利用的科技文化成果，

不回避生产生活中可利用的一切手段，从而使宗教服饰由简单质朴走向奢华繁

琐。

在天主教服饰的演变过程中，信仰的虔诚是宗教推动力，但是在信仰的名义

下也伴生了对物质的疯狂追逐。在信仰的光环下，宣扬的纯正思想与世俗行为的

不一，神圣与暴虐勾结，终于导致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

新教打着改革教会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仅抨击代表天主教堕落的

服饰奢华，更以圣经的名义否定了天主教服饰中蕴涵的等级思想和修道主义。但

是，由于对圣经的取舍和诠释的差异，也由于所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

新教各派对服饰的变革表现得大为迥异。

天主教力图革新，铲除腐败，却依《旧约》的仪式之规定，保留了豪华的祭

服：依《新约》简单朴素之规定，保留了象征严格禁欲的僧服，并在《新约》的

传统精神影响下，在传教过程中体现了适应性的原则。

当新教各派、天主教会的改革尘埃落定之时，我们会发现相同的景象同时出

现在当时两个水火不容的世界里：效法基督，过使徒那样质朴、虔敬的生活，《新
约全书》的服饰要求成为共同的准则。可是，当我们去读波纳文图拉①的《独自》：

“灵魂啊，你想，当你身穿崭新而华丽的长袍，上面嵌有各种珍稀的宝石，也即

你的肉体将受到显扬；你的心灵有多少的美德，就有多少珍稀的宝石在那肉体上

闪耀，那时，对你来说，将会是何等的荣耀。”②那又该做何种解释呢?波纳文图

拉的文章常会带我们走进一个虔诚、美好、圣洁的天国世界，他的虔诚不是最美

好的心灵体现吗7

一部圣经，无数个诠释，这固然是由圣经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产生，也是由于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的人们对信仰的要求不同，而对圣经的取舍不同，从而

走上了不同的信仰之路。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服饰变革，与天主教、新教各派的宗教选择，紧密地联

疆。Bonaventura(1221—1274)出生于意人利，早期弗兰西斯修会最重要的理论家。
窜(意)波纳文图拉：《中世纪的心灵之旅》，溥林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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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了一起。它的源起，既来自圣经影响下的服饰文化传统，也来自各宗教改革

团体为它赋予的新的宗教内涵。

因此，宗教改革时期的服饰变革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人文历史背景

下，圣经传统基础之上的基督教文化的多元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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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一：4世纪前后的教士

图二：lI世纪的上层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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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15世纪前后的上层教士

图四：政府官员和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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