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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商 要

摘要

    18一19世纪的爱尔兰大主教问题是大英帝国内部有着深刻历史积淀的问题，对于

现今不列颠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图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民族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移

民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以原始档案为基础，同时借鉴其它国内外己

有的研究成果，通过考察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的历史渊源、擅变、勃兴和爱尔兰天主

教激进化转型的历史过程，认为爱尔兰天主教能够在大英帝国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

根源于爱尔兰中世纪后期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体系、新教不完全征服政策、外豁势

力有力支持、天主教徒长期反抗和经济上的不平衡政策，这实质上是不列颠空间整

合过程中，边缘地区 (天主教爱尔兰)与核心地区 (新教英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互

动以宗教形式的集中爆发。近代爱尔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的紧密结合，固然凝聚了

绝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国家独立的力量，但亦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与动荡，

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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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rishCatholicquestionduringl8thand19山ceniuryhasrooteddeePlyintheBritish

EmPireProducedmagnificenteffectsonthemodernPoliticalandreligiousProsPectofthe

BritishIslesandPlayedanimportaI1troleinthehistO汀ofthedcveloPmentofnationalism

阴dwor ld-wide inun lgrants.Basingon avarietyofsoureel11aterialandresearch

即hievementhome andaboard，thisPaPerattemPts todescribetl1eoriginsofthecatholic

survivalismandgr0Wlhl】u0ughtherootedcu1Iureandfaithsystemduringthelate Middle

Age，inadequate coloniZationPolicies，uninterruPtedcontestandeconOmicPolicies·Itisan

infiectionoftheeconomicandpoliticaiinterati0nsbetweentheedgearea(Catholic

Ireland)andthe core area(ProtesIantEng1and)andoutbreakintheformofreligionInthe

ProcessofconformitytheBritishIsles，the closerelationshiPbetweenIrishCatholicand

NationalismhasnotoniyagglomeratedmassCatholictofightforthedePendenceand

emanciPation，butalsoresultedinlrishdivisionaI1dturbulence，whichhasbecneffecting

until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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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摘

中文文摘

    18一19世纪的爱尔兰天主教问题是大英帝国内部有着深刻历史积淀的问题，对于

现今不列颠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图景产生了重大的影1响，对于爱尔兰天主教问题这样

一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历史问题，国内的研究尚十分薄弱，迄今为止还未有专著

问世，已发表的论文由于选题和角度的局限性，使得该问题没有得到体系性、完整

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木文通过解读第一手的文献资料，试图较为系统、全面地展

示天主教会从黄金时代沦为民间宗教，进而蜕变成为宪法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教会这

一复杂而又漫长的历程。与此同时，通过对此过程中新教阵营力量的形成与变化的

逐层剖析，以期使人们对于爱尔兰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与合作有较清晰的认识。

    本文由绪论、正文和余论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说明该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对

该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归纳和梳理，同时还对该选题的研究方法、相关概

念进行了说明与界定。

    正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二章首先对爱尔兰天主教研究的区域背景作一个交代，

着重阐述了16世纪英国在爱尔兰推行宗教改革之前，即中世纪爱尔兰基督教发展的

黄金时代。认为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在爱尔兰的传播以及民族教会的建立和繁盛是近

代爱尔兰天主教得以在不列颠岛新教改革的浪潮中幸免的深刻历史根源。第三章系

统地考察了16 世纪英国在爱尔兰推行的宗教改革以及爱尔兰在罗马教廷与吟游诗

人 (Bards)共同推动下完成的向特兰托式教会的擅变，这一变化经受住了新教改革

的巨大挑战。同时详细地分析了17世纪英国在爱尔兰推行的针对天主教徒的惩治法

典，对其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教育上的迫害与歧视作出了详实的论述。第四

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主要探讨了18一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力量的崛起与新教阵营

的分化，着重探讨了天主教组织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奥康内尔领导的天主

教解放运动，使得现代爱尔兰的宗教认同成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现代爱尔兰民族

主义运动将其结构和力量源泉都建立在领导天主教争取自由斗争的基础之上，由此

取得T巨大的成功。‘1776年、1778年、1783年、1798年和1829年英国新教政府逐

步放宽了种种束缚在天主教徒上的侄桔，1869年更是废除了安利甘宗(Anglican)的国

教地位，天主教取得了法律上的相对宗教自由。第五章对于爱尔兰天主教问题国际

化进行考察，尤其是对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与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斗争历程进行了探



索 ，认为爱尔兰裔关国人与爱尔兰天主教一样，都想取得宗教上的平等，都具有强

烈的大主教民族认同。当然，关国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对爱尔兰天主教问题施加

重要影响的同时，爱尔兰天主教对于构建美国的天主教文化也起了重要作用，认为

正是爱尔兰移民在天主教“美国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才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多元

文化的构建，二者之间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第六章主要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

爱尔兰天主教会斗争方式的转型。首先考察了天主教会与盖尔文化复兴的关系，认

为天主教会领导了爱尔兰盖尔文化复兴 ，并且构建了以天主教为核心的爱尔兰民族

主义，同时对于天主教会支持1916年复活节起义 、1918年反对义务兵役制度的态

度的剧烈变化，认为天主教会与民族主义的紧密结合，为自己赢得了宪法中的特殊

地位，1949年爱尔兰成为绝大多数天主教徒为主的共和国。

    最后是余论部分，通过全文分析充分证明，爱尔兰天主教能够在大英帝国国教

  (新教)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根源于爱尔兰中世纪后期根深蒂固的文化

信仰体系、新教不完全征服政策、外部势力有力支持、天主教徒长期反抗和经济上

的不平衡政策，这实质上是不列颠空间整合过程中，边缘地区(天主教爱尔兰)与

核心地区(新教英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互动以宗教形式的集中爆发。近代爱尔兰天

主教与民族主义的紧密结合，固然凝聚了绝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国家独立的

力量，但亦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与动荡，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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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Ll写作的缘起

    天主教会全称为罗马天主教会，是当今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组织。根

据1994年《梵蒂冈统计年鉴》报道，全世界共有天主教徒9料578000人，约占当时

世界总人口5367481000人的17.6%。川爱尔兰是西欧地区天主教影响最为深远的国

家，也是西欧天主教徒在总人口中比例最高的国家。爱尔兰是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

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合称“不列颠诸岛”，地理上的纽带将爱尔兰的命运与英

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考察不列颠诸岛的宗教信仰地图时，

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宗教信仰构成中，新教

占据了绝对优势。英格兰和威尔士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因素而表现出更大的趋

伺性，信仰的都是新教安利甘宗(Anglican，它从宗教改革时代起便被定为国教)，

苏格兰信奉的是新教的长老宗(Presbyterian)，惟独爱尔兰信奉罗马天主教。

    从12世纪起英国诺曼人入侵以来，英国便推行种种致力于改革爱尔兰独立教会

的措施。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 (DudorMonarch)亨利七世 (1536年)便强行将新

教推行到爱尔兰的天主教臣民身上，并且在殖民地运用各种高压政策大肆压制天主

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因此开始由主流的宗教组织沦为非法“民间宗教”。短期内看，

英国都铎王朝在爱尔兰推行的宗教革新似乎也会像英格兰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一样，

臣民逐渐归依新教，这样教会便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着调和作用。冈但是在爱尔

兰，天主教会的发展呈现出了另一番图景:绝大多数爱尔兰人仍顽强地坚持天主教

信仰。在一个日益崛起并最终成为世界霸主的新教政权之下，一个生机勃勃的天主

教会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抵制新教统治的过程中势力日益强大。号称“日不落帝

国”的英国虽然在19到20世纪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但其国内爱尔兰

天主教问题却从未得到过彻底的解决，随着形势的变化反而愈演愈烈。

    新教政府强行推行的宗教改革不仅导致爱尔兰国家与天主教教徒的二元对立，

其引发的宗教冲突更是旷日持久。从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英国推行的惩治法典更

加剧了天主教徒的痛苦，新教与天主教之l’bJ的裂痕不断加深。从17世纪英国内战爆

1傅乐女主编:《当代天土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1爽。
ZTadhgO，hanoracha主n，伪艺hojjc袅人刀翻〕tj朋 初 力了1即价 tb尸价“了on of 侧n“cc动几 1645esl浏只
oxford:oxfordUniversity，2002，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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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期间的纂尔肯尼天上教同盟与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的联合，到 19世纪二、三十

年代奥康内尔领导的天主教解放运动，林 19 世纪中后期帕涅尔领导的自治运动到

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天主教会反抗英国新教政权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最终建立了

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爱尔兰共和国，天主教会在宪法中拥有“特殊地位”。1‘]

    本文截取 18到 19世纪爱尔长天主教问题为研究对象，因为它在整个爱尔兰天

主教历史进程中具有典型的怠义: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新教的统治逐渐衰微，而

爱尔兰天主教会的反抗斗争蓬勃发展，并逐渐与民族卞义走向结合，最终确立天主

教对爱尔兰南部的统治，奠定了爱尔兰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在这 ·历史进程中，

爱尔兰天上教会的演进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宗教的发展轨迹。因为在欧洲其他国家

中，宗教的变迁要么是有强有力的国家或中央集权王朝来推动 (如英国、西班牙)，

要么由大众观念或者暴力来驱动(如法国、荷兰)，而爱尔兰天主教则是在罗马教廷

和国内社会力量推动之下完成向现代教会的擅变的，即所谓的爱尔兰天主教会发展

的“异类现象”(Irish劫omaly)。12]
    实际上近代爱尔兰天主教擅变的模式衍生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爱尔兰

的新教改革是如何走向失败的?另外一方面爱尔兰的天主教在政府强势推行新教的

影响之下，是如何从一个中世纪的传统教会擅变为现代教会，并进而在民族主义领

导人的带领之下，一步步地从民间宗教转变成为主流宗教，并最终在1937年新宪法

中取得了特殊地位的。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

不得不先探讨爱尔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瓦赫在 《宗教社会学》中就宗教与民族的关系指出，一个民族不一定信仰单一

宗教，但是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巩固民族共同体的有力因素。13)爱尔兰罗马天主教的

发展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美国宗教社会学家亚

伯拉逊 (H.JAbram son)在 《天主教内部的多元族群:历史宗教与当代宗教的比较

分析》一书中认为，宗教社会学中所谓的 “民族化的宗教与宗教化的民族”概念可

以适用于爱尔兰的情势。141爱尔兰史学家凯闻·科林斯 (Kevincollins)在 《天主教

教士与爱尔兰凯尔特的复兴》(〔乞才八olicChu护’ch用e月口”JtheCellicRevivalinlrela”d)

IP砚trickJ.Co匕，istl，th日j叮511 韶艺力Oljr巴邢汕el了户刀‘护厂刁hjst“jctlls了11，鱿 Dul)1111:(二illall(IMac川主Ilan，
1985。ps-

ZSa陀rltha几.Meigs，7为尸旋八万孤，乙功刀‘初 jj廿了朋减 Ha爪pshire:从act“illanPressLtd.，1997，pl叹3

3Joachimwach，肋cjol‘刁2，ofreljg艺叽 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Co.，1947，P94.
4H.JAbramson，Ach凌Jl℃hof砍切ycujt凌Jl℃况交lect己d班st口厂J勿1份‘口辉朋Eth初c刁.亡2℃j即 山thDljcj研
ed.D，Liptak，Newyork:GarlandPublisher，1998.即 7一10.‘



第 1章 绪 论

一书中则认为，爱尔兰天主教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是相伴而生的。川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的鲍里克·查维斯(PauricTravers)博士通过考察教士在政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后，

得出了“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是同义的(synonomous)”曰，爱尔兰诗人、评论家文森

特·布克利 (VinceniBuckley)等人甚至于提出“天主教民族主义”(cathollcism

nationalism)的概念。I3)

1.2学术回顾

1.2.1国外对爱尔兰天主教的研究动态
LZ.LI爱尔兰历史研究的范式问题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爱尔兰，研究对象是近代以来爱尔兰天主教的发展概况，因

此本节主要围绕爱尔兰历史研究的范式与天主教会的学术史进行一种简单的回顾。

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由著名历史主义大师托马斯库恩提出后，迅速成为一个“时

髦的名词”，被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一个范式就是一

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东西，⋯⋯反过来，也正是掌握了共同范式的人

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们受共同范式的影响，“人们在共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便接

受着共同的教育、训练和熏陶，具有共同研究的目标、学术的观念、概念、交流的

方式、文献资料和心理素质。”L剑。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历史研究领域也大量借重

了范式的概念来阐释、描述历史研究的阶段特征性。

    爱尔兰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著名爱尔兰历史学家杰瑞米史密斯(Jerelny
Smith)等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爱尔兰历史研究划分为两大范式问题:一是

民族主义者的研究范式(NationalistParadig耐，二是修正主义者的研究范式。从

1922年爱尔兰取得自治领的地位到20世纪的50年代，民族主义者的研究范式一直

成为阐释爱尔兰历史的主要方式。根据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爱尔兰近代史是七百年

来一个日益崛起的爱尔兰民族与英帝国主义不断斗争的历史。这一斗争首先发端于

12世纪英国诺曼人对于爱尔兰的入侵，之后的1801年合并法案将天主教的爱尔兰

强行纳入联合王国，从此爱尔兰的历史就是民族斗争，其斗争目标就是推翻殖民统

治，恢复宗教自由与政治权利。换言之，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爱尔兰历史是一部“救

IKevinCollins.命tboljc必。2℃为功亡，〕andtheCeltjc

ZMacDonagh， 0.

Press，1983.P177
3MacDona.h_ 0_ et

et al. ed jrZsh cujtlJI.巴 占爪沪

几叮v81in ll℃2口刀乙 1848es191叹Pg.
natJ口刀召lj‘码1乃01外戊Ne份 York :St 比rtin，5

al.ed

4郑杭生:《关于库思的范式熟

力丁动 cUlt理召份占刀口朋tjtU扭lj‘此1刀刃一了裂砚P256-

《广东平1.会科学》，20(，4年第2期。
5[关〕托马斯·库思(Th哪 55.K曲n)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开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第78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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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历史”(A deliverance tale)，民族主义者的观念构成了其理解过去的坐标。

    从20世纪40年代起，特别是在1948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英国历史

研究观念的影响之下，历史学家对于民族主义者阐释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作出了修

正。”‘”根据他们的看法，传统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观有失偏颇。他们主张采用

更为公正，更加学术化的方法来重新审察爱尔兰历史，通过爱德华兹(RD.Edwards)

和莫迪(T.Moody)等一大批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L习最终形成了一个爱尔兰“修

正主义学派”(Revisionist scho01)，这是爱尔兰历史研究中的第二个范式，以下

将进行详细阐述。

1.2.1.1.1民族主义者的阐释范式

    根据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宏观叙述方式(Grandnationalistnarrative)，爱

尔兰早在12世纪英国诺曼人入侵之前已经存在一个独具特色、以特有的盖尔语和盖

尔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之后，英国为了维护新教利益，开始剥夺天主教徒的土地、

财产、宗教自由和政治权利。爱尔兰议会也逐渐置于英国王室的控制之下，立法权

逐渐被英国枢密院 (EnglishPrivyCouncil)剥夺。1536年后英国在爱尔兰强行

推行宗教改革。1649年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更是进行了血腥屠杀，但爱尔兰的绝大

多数人依然坚持信仰天主教，其后还参与了英国新教国王 “奥伦治的威廉”与天主

教国王詹姆斯二世的斗争。因此威廉认为“即使不能强迫使爱尔兰版依立甘宗，至

少也可以使其边缘化，并且压制其潜在的威胁性。”「习因此，英国推行了一套十分完

备的惩治法典来对天主教徒进行栓桔，大饥荒的灾难史泞致100 多万人被饿死.大

饥荒给爱尔兰提供了一个教训，从而滋长了其民族主义的情绪。19世纪20年代，

月·尼尔·奥康内尔 (Dan拍10’ Conne11)领导的天主教委员会将天主教徒从法律的

奴役地位中解放出来，接着奥康内尔义掀起了合并取消运动。

    到了19世纪80年代，斯图瓦特·帕内尔(St，artParnen)领导的天主教民

族解放运动获得了绝大多数天主教徒的支持(除了厄尔斯特地区)，并迫使英国政府

通过了1886年自治法案。1891年帕内尔逝世，民族主义运动式微，爱尔兰民族热

情开始转移到文化方面，井且选择了复兴盖尔语和盖尔体育运动协会来作为民族意

识的表达。但一些芬尼亚运动 (Fenian，又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支持者认为只

IJeremyS口ith.价jt刁jn 召nd

1·orlgjl曰rl，2000，PI.
4Jere.ysmith，价jta初 日nd

3Jeremysmjtll，Bljt召动 胡d

介℃抽n价 2李心.了白翻e和1尸t口劲理人尹刀口动叨‘e. 彻tlo省 Erlglan(1;陇w、rol水:

几℃jal;d矛才)口叨从加日如1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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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力才可以解决爱尔兰问题，1916年复活节起义为暴力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宣泄

的良机。在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Pearse)和詹姆斯·康诺利(jamesConnolly)

的领导之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动了武装起义。虽然迅速遭到镇压，但却燃起了

反对英国统治的熊熊烈火。19玛到 1921年发生了英爱战争，爱尔兰最终取得了自

治领的地位，长达七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就此趋于解体。

    因此，从上述的历史叙述来看，传统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将

爱尔兰的过去视为一种从未间断的反对英国统治的传统。”〔，1这种线索或者说范式构

成了理解爱尔兰历史的核心。也就是说，爱尔兰是一个新缔造的民族国家，这种历

史研究的范式为新生的爱尔兰政权提供了一种解释过去历史的理论阐述.爱尔兰民

族主义从古至今的联系构成了一个世系或者说是血统 (bloodline)，为新的政治领

导人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与统治爱尔兰民族的权威。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民族遗产，

爱尔兰社会就拥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历史从奥康内

尔到斯图瓦特帕内尔，再到皮尔斯和詹姆斯康诺利，最后到埃蒙·德·瓦勒拉构成

了一部线性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的解释范式在爱尔兰建国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这

种历史观也反映出爱尔兰建国初期社会内部制度上的保守性，因此越来越遭到了历

史学家的批判。

1.2.1.1.2，’修正主义者”的崛起(therisi刀gofrevisional主sts)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挑战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历史解释的著作逐步出现。一

些历史学家，如爱德华兹 (R.DEdwards) 和莫迪 (T.Moody)开始标榜自己的任务

是要质疑主流“民族主义者的神话”，他们通过严格的经验研究与客观的专业知识，

以1938年新创立的 《爱尔兰历史研究》(厅jshHz’stor1ca1st“dies)为学术基地，

为看待爱尔兰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并且山此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别早期的修正主

义史家将其关注焦点集中在重新审视大饥荒 (GreatFamine)和土地问题之上。对

于大饥荒新的研究表明，它并非是英国纵容的阴谋，而是由于地方性的疾病和经济

结构的过于单一化所造成的。‘刀同样，广大天主教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也不再将

其定义为新教地主与天主教农民之IbJ你死我活的斗争，在不同时期地主与佃农之间

也会达成一定的妥协，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地主还会放弃地租。

IJere畔 5耐th，负1扫初 and 几℃IBD动 力，即 从姗e及11亡to 助￡御，口介刀ce，户.

ZJe即哪5耐功及了.初 朋刁力℃了刁刀决nt湘J从姗‘加稗 勿助认加e亡介刀C已越
3t法1彼得·格宙(l’eter。明)原若:《爱尔兰大饥荒)，邵明，刘宇宁译，卜海:卜海人民出版社，2叨5.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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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正主义史学家的笔下，均世纪爱尔兰的政治也开始有所改观，不再像过去

民族主义者强调的那样:从汤恩 (Tone) 到奥康奈尔 (0’Connell)，再到帕内尔，

到1916年的皮尔斯(Pearse)，这是一种线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史。修正主

义史学家们认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不是一味冲突的，二者也有相互合作的时候，

如 18世纪20年代新教爱国者与奥康奈尔的合作，19世纪80年代帕涅尔与英国格

拉斯顿(Gradstone)自由党政府的合作等等，而且人们关注的中心除了民族自治问

题之外，其它一些日常生活问题，如家庭、就业、宗教信仰、税率、粮食价格等等

也备受人们关注，因此在修正主义史学们的努力之下，一幅更为复杂的历史画面展

开了，不再拘泥于历史发展的单线模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于爱尔兰历史的解释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修正主义的范

式，传统的民族主义解释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一些原先被当作民族主义者英雄的历

史人物被赋一子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例如，帕涅尔在修正主义史家笔下，

成了一个保守的政治家，他更多地是呆在伦敦的家里，而非爱尔兰。1916年复活节

起义的领导人帕特路·皮尔斯在多利.爱德华兹 (RuthDudleyEdwards)的研究中则

是一个“奇怪、孤僻甚至于乎不健康的人”川。而爱尔兰首任总统德瓦勒拉也出现

了不光彩的形象— “痴迷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肖，甚至于被公认为奠定

现代爱尔兰根基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事件也遭到了质疑，“这是一桩充满混乱、无

能与十分狭隘的事件，是由一群独裁的异想天开者所领导的”。L里，最后有两位著名的

史学家成了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赖恩(F.5.L.Lyon)的《从大饥荒开始的爱尔兰》

  (力，己laI7d s初cethe几加2，n己，1971)，福斯特 (Roy.Foster)的 《现代爱尔兰:

1600一1972》，(从〕决刀刀了才已land:1右00一19夕么 1980)。

    到了20世纪80年代，“修正主义史学”成为了理解爱尔兰历史的正统范式，这

也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弹。1989 年，剑桥大学女王学院教授布伦丹，布莱肖

  (BrendanBradshaw)在《爱尔兰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 《民

族主义与现代爱尔兰的历史学术》，仁们对修正主义史学作出了抨击。他的攻击主要集

中于修正主义史学家的致命缺陷:忽略了爱尔兰既往所经历的痛苦与辛酸，抹去了

过去天主教徒的血泪史，从而为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所犯下的罪行给予直接或者间接

IJere川ys口ith，功了t刁jj7 刁nd 力廿1刁n动 了h加从油‘油2巴tol冲动yJ亡之拒n￡，己P7.
ZJeremysmith，及，jt刀初 and ll℃lan价 力伽 从加日肋1尸tolj7动卑左醚人们‘已P7

3Jeremysmith，BJ了tajn and h℃lan决 了h加从姗已刀112尸to劲动pe此nc已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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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护，这样创作出来的历史著作，不仅有失客观与冷静，更因其主观上的偏向性

误导了人们。“实际上，在他们客观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亲英国或者对1匕爱的联合 卜义

者持有温和态度的立场”‘”。如果长期发展下去，爱尔兰的民族运动在修正主义的

话语中将无所适从。

    布拉德肖的理性分析代表了爱尔兰人和许多美国人的意见。在爱尔兰，除了在

学术界，普通民众对于爱尔兰历史的理解依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正统民族主义者范

式的影响.近来爱尔兰民族运动的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一批佳作，尤其是以卡鲁斯

  (Caius)和理查德 (Richards)，菲伯雷尔 (DeclanFiberel)为代表的新生派，

如卡鲁斯和理查德著有 《阅读爱尔兰》(脸z’tjng1护‘IBn的，菲伯雷尔著有 《缔造爱

尔兰》(劲ven tlngll℃lan的，运用了后殖民理论对爱尔兰民族认同的形成以及反抗

英国的历史进一步进行了阐释，从而展开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历史画卷.

    当然，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范式与修正主义的范式在解释历史时都具有自身不可

克服的缺陷，将爱尔兰的历史二元对立起来，这是非常狭隘的。现在爱尔兰的历史

研究应该是将多种范式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多样化地理解爱尔兰的过去，这也正是

爱尔兰历史研究发展的最新趋势。

1.2.1.2爱尔兰天主教研究的简要回顾

    爱尔兰天主教是爱尔兰历史发展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学术界历来

重视对爱尔兰天主教进行学术探讨，由此出版了许多著作，从多个角度对爱尔兰近

代天主教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审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著作大体上可

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发掘、重新整理有关爱尔兰天主教发展的多种历史文献。如最是约翰.

汉格福特(JohnHungerford)等人于1922年出版的《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罗

马天主教文献》(sourc efOI，the厉St口1’yof乃助旧n山thoJjCsz’n石馆28nd. 1分el朋d

即dscotland， 1全，伽 the鹿了b厂娜旧tz’on，1921)。192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专攻爱尔兰史的詹姆斯，F.肯尼 (Kenny，

Jalnes.Francis)的《爱尔兰早期历史文献:教会部分，1172年之前》。1943年，著

名爱尔兰史学家都柏林三一学院历史学教授爱德蒙·科蒂斯(EdmundCurtis)和麦克

敦威尔(R.B.McDowell)编辑的《爱尔兰历史文献:1172一1922 年》，该书一出版，

IJeremy s耐th，角丁ta动 刀口口 力℃1即苗 力月口.渐卿旧角口户tojn成粉e成明ce，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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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受好评，此后一版再版。1961年，由爱尔兰著名学者詹姆斯·卡迪(JamesCarty )

编辑了《爱尔兰:自大饥荒到英爱协定的政治文献》(力℃landj碗 thegr留t凡姗初e

tot力e了rea 妙:oublin，1951)。1973年在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帕特里克·伯克

兰 (PatirckBuckland)出版了 《爱尔兰联合党:1885一1923》(方丁sh 如lonZ￡功少

招甄一192.又Belfast，1973)，对新教的政治文献进行了梳理。1980年，纽约的爱尔

兰史学家安东尼.C.希普伯恩(AntonyC.H即burn)出版了《现代爱尔兰的民族冲突》

  (th。乙汹刀fllctofNatj~ 11妙J’n加d已期 力℃1刁nd，Ne，York，1980)，汇编了

爱尔兰内部两大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的资料。1989 年，亚瑟，米歇尔 (Arther

Mitchell)和1卜白德格·奥斯罗戴夫(Pa一draigo一Suodalgh)，编著T《爱尔兰政治

文献:1869一1916年》(2户了ShPOljtjca1DocIJI刀ent，1869一1916)，其中大量涉及

了爱尔兰天主教会发展的历史文献。另外，爱尔兰治史名家尼古拉斯.李也编注了有

关于天主教会发展的重要原始档案《爱尔兰天主教问题:1762一1829)}(肋eca动01介

和estj朋 Inlrelandl几沼-1炙卿，Thoe咖esPressandEditionsynapse2000)，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所能见到的有关爱尔兰历史的比较原始的资料。

    第二类是相关于爱尔兰天主教发展的历史著作。都柏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汉拉

查因(Tadhgo’hannrachain)于2002年出版的 《爱尔兰天主教改革:1645-1649

年的里努西尼使团》川(catho11’c肠了bZ被理tjon初力℃了朋d，the彩刀“c’’刀1树ssjon)，

从罗马教皇对于爱尔兰特兰托改革的推动的视角进行考察。印第安波利斯大学历史

系副教授SamanthaA.Meigs出版了《爱尔兰的宗教改革:1400一1690年的传统与

信仰》〔公，(鹿2b2袱旧“on 动 了护已1aI7d， trad1’t1’oI781j胡 and卿℃fesslonall耐 ，

从爱尔兰社会内部的变迁来解释爱尔兰天主教发展的异常现象，认为是传统盖尔社

会中的吟游诗人阶层推动了爱尔兰天主教的擅变。莱弗顿(GD.A.Leighton)在《一

个新教国家的天主教:爱尔兰的研究》‘幻(命thol允初a乃，etestantK’’I茗成珊)

中从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国家背景深入考察了18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的发展状况，认为

18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的崛起最终疏远了新教的支持者，并为以后爱尔兰新教与天主

教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兰卡斯特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迈克尔，穆雷特 (Michael

A.Mullet)的 《英国和爱尔兰的天主教:1558一1829》(Catholjc初及了tajnand

ITadhgO‘hannrachain，伪亡holjc鹿了2刀筱，tjon 初 厅巴人切决 tll已价55，on 0广石恤力1茫乙jI7j，1疾巧一了石岁夕
ZSa阳nthaA Meigs.Th尸肠几万切亡，tj朋‘初 力℃1刁1孔艺乃习心tj朋 朋d之几万汪沪ssj口刀日ljs叭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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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门‘land，1占石泞tol占生赵尹)一书于1998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了，这是一部难得一

见的佳作，作者将英国 (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天主教综合在

一起进行考察，在序言中作者认为 “天主教的保存在爱尔兰是不列颠列岛一个极端

成功的范例，但天主教延续并不仅仅存在于爱尔兰，同时也存在于英格兰、苏格兰

和威尔士，只是这些地区的天主教会发展不具备爱尔兰的典型性”「，1。由此爱尔兰

天主教的历史便置入了整个不列颠列岛的大环境，研究视野不断深入拓展。康诺利

(5.J.Connolly)在1982年出版了《前饥荒时代爱尔兰的教士与人民:1780一1845》

  (凡estsand谬叩了e初 卢梦己~几翻初el护el月n动 1刀矽一了召李乐 Dublin，1982)着

重考察了厄尔斯特农村的天主教的发展情况，与之相对的是 1983年德斯蒙·凯南恩

  (DesmondKeenau)出版T《19世纪爱尔兰的天主教》(力丁Sh命tho1jcjnn1’netheen

cent口2叻一书，该书则侧重于反映19世纪爱尔兰西南部城市天主教的发展状况。同

年，德斯蒙.鲍文 (DesmondBowen) 所著 《红衣主教保罗，库伦与现代爱尔兰天主教

的缔造》(命厂苗朋IPauj cullen andthe助即j职 of加汇触阴了卜了sh catho1jcz’S口，

Dublin ，1983)，对于红衣主教保罗·库伦在中兴爱尔兰天主教会中的作用进行了

详细的探讨。

    另外，提及爱尔兰天主教的研究，不得不提到一代史学名家埃米特.拉金(E咖et

Larkin)。早在1975年，他便撰写了《教会、国家与现代爱尔兰国家》(ch“厂ch，

‘tateandI7a盯on z’n和旅了刀力，已la刀的。1980年，拉金出版了 《爱尔兰罗马天主

教会的缔造:1850一1860》(the泊伯kjngofthe人乞服孟n命thol比ch“才℃h初几℃了and

1及刃一28右0，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0)着重分析了19世纪

50年代的圣牧政策，他还着重分析了1878至1897年的特殊历史历史时期，由此产

生了三部重要的作品:《罗马天主教会与现代爱尔兰国家的缔造》(the用以阴n

伪tholjcCh山℃h朋d动ecreatj朗 ofthe勿0动刃刀几Jsh state，Dublin，1975)，

  《罗马天主教会与竞选计划 (1886一1888)}}(the从珊ncatho1z’c ch故℃handthe

川anof‘执叩al召刀，1灸沂一了及解户cork ，1978)和《罗马天主教会与帕涅尔的覆灭:

1888一1891》(the吊助叨ncath口11cch盯chaDdthefal了口了卢公刀ell了炙沂一289)，

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79)。

    之后，天主教问题仍然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大卫，米勒(Davidw.Miller)著

有《教会、国家与爱尔兰民族:1898一1921》(chUrch，State朋dNatz’on初了尹己land

IMichae1A.Mullet。CsthOljc初角了ta初andllel占刀dl占巧泞tol炙双Hampshire:地c田illanLtd.，1998，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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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活一了夕召了，Dublinl973)。约翰·怀特 (JohnH.Whyte)撰写T《现代爱尔兰的

教会与国家，1923一玛79》(thech“1℃h朋d“ate z’n 。在左尹刀，厅时朋d.

1良绍一了979， Dublin l980)，都对爱尔兰自治以来的政教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有关爱尔兰天主教发展的通史性著作较少，从现阶段己翻阅资料来看，共有两

部。在 1840年，理查德·芒特 (RichardMant) 的 《爱尔兰教会史》伯厉stOI’yof

thech口1’chofll心elan的便在伦敦出版了，不过其断代过早，因此不免有失完整性。

1984年当时爱尔兰梅努斯神学院(瓶ynoothcollege)的j泊特里克.柯瑞希(Patrick

J.corish)集合了大批爱尔兰宗教史学家的通力合作，出版了一部重要的通史性著

作《爱尔兰天主教的经历:一个历史的考察》(thell丁sh韶thol比巴却erlence.’a

hlstorzcalsur 。盯)，山吉尔和麦克米伦公司(Gilland协acmillanpress)出版。

该书对爱尔兰天主教从公元5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进行了一个纵览，着重

从天主教会内部的教会结构、信仰状况、信徒生活和天主教社区等角度进行了一番

全局性的考察。这部著作成为研究爱尔兰天主教会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目。1980年，

约翰·昆敏 (JohnCununing)和保罗·伯恩斯(PaulBurns)召集T一批英国天主教史

专家合编了一部哎教会状况:英国与爱尔兰天主教会的现状考察》(the命毋℃力170二.’8

j刀qul理 jntothe不『esentstateofthe命tholjcChl口℃hjnBI了taln澄了护日land，

GinandMacmillanl98O)，对于战后英国与爱尔兰天主教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简

单的介绍。

1.2.2国内对于爱尔兰天主教研究的概况

    国内对于爱尔兰史的研究起步较晚，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国17世纪著

名政治学家、测量学家威廉。配第 (Willi舰 Petty)的名著《爱尔兰的政治解剖》

这是研究近代爱尔兰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英国对爱尔兰天主

教徒的土地被夺。此后关于爱尔兰的研究无较大进展，直到中国与爱尔兰建交前夕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爱尔兰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才出版

了由江苏师范学院根据伦敦梅修因公司(Methven，London，1957)重版的爱尔兰著

名史学家爱德蒙·柯蒂斯 (EdmundCustis)(1881一1943)的名作 《爱尔兰史》，翻

译成中文后，成为研究爱尔兰史必备的基础性书籍。此前，爱尔兰的研究一直是附

属于英国史研究的有机范畴。2000年时代公司出版了图文并茂的精美图书《爱尔兰

大饥荒》L“，作者对爱尔兰大饥荒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尤其偏

1[法〕彼得·格雷(Peter Gra刃:《爱尔兰大饥荒》，邵明，刘宇宁译，_卜海:_卜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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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探讨其对现代爱尔兰的允乡响。中文资料还包括陈恕的《爱尔兰文学》(外语教研

社2000年)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何树所著的《从本上走向世界的爱尔兰文艺

复兴运动研究》(军事文谊出版社2002年)。

    目前国内对于爱尔兰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两大领域。第一，侧重于对爱尔兰民族

解放运动的研究，认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爱尔兰是20世纪英国殖民体系首先瓦解的地方，其对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根据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万方硕博士论文数据库的检索显示，从

1977年到2O06年，以爱尔兰为检索词的硕士论文总共有6本:
                  表11977年到2006年关于爱尔兰硕士论文

时 间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5年

本 数 l 2 2 l

    从其学位论文所涉及的文章名称及其关键词来看，内容主要涉及爱尔兰经济社

会发展、民族解放和民族斗争、移民等主题。相关这一方面有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

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张新红撰写的硕士论文《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探析》，该文着重探

讨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中宗教斗争、土地斗争和自治斗争，对各领域内斗争的背

景、过程和历史后果作了论述，并简要追述1921年分治方案所造成的北爱问题。111

辽宁大学杨国顺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尚德君撰写的硕士论文《论从19世纪初到一战期

间的爱尔兰问题》，论述从19世纪初到一战期间爱尔兰问题的产生、发展和高潮的

变化过程。论证爱尔兰人民抗英斗争是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是世

界民族解放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上应给予正确评价和适当地位。〔幻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赵军秀教授指导的研究生苏听纂写了《格莱斯顿与两次爱尔兰

自治法案》的硕士论文，文中对格莱斯顿提出两次爱尔兰自治法案的背景、过程及

影响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作者认为格莱斯顿两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是多方面因素

汇集而成合力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十九世纪中后期爱尔兰民

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一种群众力量，应该说自治是这一变化的自然结果，

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这一点来看，格莱斯顿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具有一定的

前瞻性，它体现了英爱关系调整的历史必然性，也为未来英爱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

1万方f项博L论文数据库.http://210.3436.10:85加f/cddb/cddbft.ht口
2万jJ硕搏1:论文数据库 http://210.34.36.10:85/.f/cdd卜/cddbft.ht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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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川

    以其他方式检索的论文也不多:东北师范大学」普新教授指异的硕士陈军锋于

2004 檬写了 《试论英王爱德华一世在不列颠群岛的扩张》;辽宁大学李怀国教授指

导的硕士崔明昊2004樱写了《论不列颠的罗马化》，山西大学杨巨平教授指导的硕

士孙艳萍 《督伊德教初探》。华东师范大学沈坚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成路撰写了《关于

古凯尔特人在爱尔兰的播迁和发展— 兼论凯尔特因素在爱尔兰近代民族形成过程

中的影响》等等。

    从期刊论文方面来看，国内学者这方面取得的成果相对于一个小国而言不在少

数。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金源博士在 《世界历史》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爱尔

兰问题在一战期间的发展》，着重阐述了一战期间爱尔兰问题的变化及其动因。东北

师范大学的王晋新教授于2004年第5期在《北方论从》刊登了《爱尔兰与英国近代

早期的殖民活动》，对爱尔兰的殖民“实验室”作了初步的探讨。《史学月刊》还刊

登了何树教授的 《试论爱尔兰多元民族认同的形成》一文，重点阐述了新教认同、

盖尔天主教认同以及苏格兰长老会认同在爱尔兰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2004年

  《史学月刊》第2期又刊登了北师大历史学系郭家宏的《民族、宗教与20世纪爱尔

兰问题》，作者认为由于历史原因，爱尔兰两个民族在20世纪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其巨大的宗教、文化差异，加上英国在爱尔兰问题上的高压政策，使得爱尔兰问题

得不到解决。河南大学的郭宏、开封卫生学校的丁建还考察了爱尔兰民族体育与解

放运动二者之lb]的关系，发表了《民族体育与民族解放运动:爱尔兰“盖尔体育运

动协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的论文。《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还刊登了由爱

尔兰民族主义史学家迈克尔.加拉赫的论文 《爱尔兰岛上有几个民族?》(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高原翻译)，对于爱尔兰民族和北爱的政治身份认同作出了比较

详细的阐述。宁波大学的谷雪梅在《宁波大学学报》(2003年3月)发表了《论格

拉斯顿时期英国对爱尔兰的土地政策》一文，对爱尔兰的土地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

讨。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的高照明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发表了

《论格拉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政策》，对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格莱斯顿在其出任首相期

间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爱尔兰自治的政策进行了考察。他“试图通过解决宗教问题、

选举权问题、受教育权问题、土地问题等，一方面缓解英爱之间的民族冲突，另一

方面为其推行自由主义总政策寻求突破口，以挽救大英帝国在全球即将失去的利

1万方硕博_1:论文效据库，卜ttp://21034，36.10:85/.f/cd』，/cddb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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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对于爱尔兰的研究第二类则侧重于探讨北爱的流血冲突问题。论文数量不

少，但存在着良劳不齐的现象。限于文章篇幅，在这里仅列出一些质量高的论文。

赵锦元在1996年第8期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发表的《北爱尔兰的民族问题与和平

进程》，简单介绍了北爱尔兰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严泉翻译了英国学者马科韦克

  (B.Markovic)的《北爱尔兰的宗教和民族分裂— 是否有望解决?》一文 (摘自

英国《国际事务评论》1998年第4期)。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的马丽萍在 《现代

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发表了《北爱和平进程及其走向》，对北爱尔兰和平进

程的历史因素作出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乱博士在 《世界民族》

上发表了《北爱问题发展前景分析》，展望了未来北爱问题的走向，认为会朝着“多

重保护机制”和建立英国与北爱分享政治权力方向发展。吴云、袁方在 《现代国际

关系》(1995年第6期)发表了《北爱问题的和平解决》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研究所王振华研究员在 《欧洲》(1998年第4期)发表了 《北爱尔兰问题的历史

性突破》，文中列举了解开北爱历史症结的主要因素。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刘金源也

在 《世界历史》上发表了《北爱问题的历史由来》，将现在的北爱冲突视为英国历史

上长期存在的爱尔兰问题的延续。王国璋在《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上发表

了《北爱宗教流血冲突的历史由来》，对于北爱地区的宗教冲突作了历史性考察。2005

年刘金源在 《世界民族》第1期上发表了《布莱尔当政后的北爱和平进程》对1997

年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对北爱和平进程所作的努力进行探讨。

    因此从国内对爱尔兰历史研究的概况来看，由于受资料、语言和其他条件的限

制，国内对于爱尔兰历史的探讨不够深刻，专门对爱尔兰历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就目前国内学界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一般性介绍偏多，专题

性研究很少，已出版的相关专著屈指可数，且对于爱尔兰天主教历史的发展脉络及

其在爱尔兰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未能进行深入探讨。其二，鉴于北爱尔兰地区在

加世纪60年代后期暴动和流血冲突不断，国内关于北爱问题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

但忽视了对爱尔兰问题的深入探讨，流于爱尔兰历史的一般性介绍，从而使国内对

于爱尔兰历史的考量缺乏连贯性与整体感，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本国人书写的有分

量的爱尔兰通史和爱尔兰天主教会历史，因此对爱尔兰的历史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

的深化。其三，从国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来看(包括博士和硕士)，对爱尔兰历

1高班明:《论格拉斯倾的爱尔兰自治政策》，《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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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关注较少，从 1977到2006 年三十年间总共学位论文 (包括博士和硕士)不超

过巧本，因此研究人员及其匾乏，研究队伍不稳定。让人可喜的是，近年来陆续有

不少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将目光投向爱尔兰历史文化领域，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对

于推进和繁荣世界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3研究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1.3.1研究方法

    15到19世纪的爱尔兰天主教问题是一个头绪繁多、内容错综复杂的问题，其

研究既需要对爱尔兰天主教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要对整个不列颇地区的政治

历史和宗教图景有着宏观的把握，更需要对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崛起和世界历史上

大规模移民的趋势有深刻的理解，当然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国际关系以及宗教文

化等学科的深厚理论底蕴作为支撑.由于国内尚无对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的系统研究，

可供借鉴的成果不多，这一选题无疑是一个在体系和内容上难以把握和驾驭的领域，

因而在研究方法确立科学和有效的方法论原则对本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总义，本文尝

试运用以下研究方法进行突破。

    1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18至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问题是大英帝国内

部一个有着深刻历史积淀的问题，同时对于目前不列颠地区的政治和宗教现状有着

直接的作用。因此，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爱尔兰天

主教问题的历史脉络，并得出若干有价值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对爱尔兰天主

教问题的渊源，宗教改革视野下的擅变、18至19世纪天主教问题的勃兴与爱尔兰

天主教解放事业最终胜利进行了叙述，从其与新教徒互动发展的)jj史轨迹中得出粗

浅的结论。

    2.采用比较分析法。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历史学中的很多问题，如果

从其本身来看，往往难以获得真切的了解，而只有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比较，才能

知晓它的本来意义。比较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形成了比较史学。李剑鸣先生在 《历

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一书，进一步提出比较史学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对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历史题材进行分析，以揭示它们的异同及其成因’，。1’【比较史学按照某种规

范和范畴，从人类历史中挑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侧重探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

律及某种情况下的特殊规律，亦即寻求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本文在写作过

程中，将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与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二者之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卜海:】:海三联书店。ZOt)6年版，第329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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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普遍性(都遭受新教主流文化的排斥，具有反抗新教压制的共性)和特殊性(爱

尔兰天主教堂民族主义强调天主教的文化认同，强调政教合一和天主教在爱尔兰的

特殊地位;而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则强调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强调政教分离等)，进

行了一番对比和考量，拓宽了历史的视野.

    3.采用定量分析法。历史解释需要使用一定的量化资料，并对数量关系进行分

析，从而得出结论。定量分析能够作为定性分析的一种辅助性的方法，这在历史研

究中并不鲜见，甚至于二战以后在欧美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一一 计量史

学，对史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计量史学就是以计量为主要方法来研究特定的历史题材，其意图在于将事实判

断或意义评价建立在精确的数量之上。张广智在 《西方史学史》中对计量史学的优

越性有着精辟的论述:“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与发掘史料，这是传统的定性分析的

描述方法所无法解决的:第二，它可以使历史学家开拓视野，转换视角，加深对历

史的认识;第三，它使历史学家的研究更加精确化。”llj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

大量的表格数据，如惩治法典对天主教的政治迫害方面，引用尼古拉斯.李编写的19

世纪中期大量的原始资料。12)通过量化分析，用以佐证结论，弥补史学使用自然语

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4.运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法”。世界体系分析法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 uel协ll，erstein)在其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

  (theModemworldsystem)中提出来的。该书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被

认为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沃勒斯坦认为，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历史

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现代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源于广泛的功能上和

地理上的劳动分工，这使世界体系分为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核心地区有着强

大的国家机器和同质性的民族文化与意识形态维护其地位，而边缘地区的国家很弱

小或根本不存在;在核心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半边缘地区，这是世界经济不

平等结构中一个必须有的中间连接因素”。131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尝试借用此种分析模式，用于分析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的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文认为，新教英格兰在不列颠空间融合中居于资本主义体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卜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ZNicolasLee，劝尸命tholjc幼把stj即 幼 力℃2口刀dIZ甜一了民双Bristol:ThOe川.esPressandEditionsyn8Pse

200 O.

3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南吕:江西人民出版社.20DI年版，第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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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核心区，而天上教的爱尔兰则处于边缘区，威尔士与苏格兰则作为不列颠空

间整合中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问的一种过渡。川爱尔兰天主教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政

治与宗教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代表着核心区 (新教英格兰)与边缘地

区 (天主教爱尔兰)之间的互动问题，实质上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政治与经济的

相互关系集中地以宗教问题的形式爆发出来。这种分析模式，为重新审视爱尔兰天

主教问题在英国经济政治扩张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1‘3.2相关概念的界定

    1.新教 (Protestant ism):又称基督新教，是基督教(Christianity)的三大流派

之一。它是1517年西欧宗教改革运动后陆续产生的一批脱离天主教会各派的总称。

根据于可主编的《当代基督新教》一书，“凡信仰耶稣基督为上帝和救主之教义，且

不属于天主教和东正教系统的基督教各宗派者，专属基督新教范畴。”[2]

    Protestantism一词按其原意，意为“抗议宗”，旧时曾译为“抗罗马宗”、“更
正教”、“复原教”。我国学术界称之为“新教”，我国宗教界则称之为基督教，以区

别于旧教天主教。为避免含混，我国学术界一般将Protestantism译为“基督新教”

或基督教 (新教)，简称新教.

    2.英国国教:英文称Anghcanism，又称圣公会(ChurchofEnglalld)。新教六大

宗派之一，为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产物，在英国具有国教地位，故称为“英国国教”

英王亨利八世(1509一1547)于1529年开始被告自止而下的宗教改革，1534年通过

“至尊法案”，宣布英王为教会最高首领。这一法案标志着安立甘宗的诞生。1571

年颁布的《39条信纲》与 《公祷书》，标志安立甘宗的确立。

    3.长老会，英文称Presbyterian，又称加尔文宗(Calvinists)，是以加尔文神学思

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团体的总称。该宗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产物，实行长老制，由信

徒推选长老与牧师共同管理教会，是新教六大派别之一。

    4.基督教:在中国，这一名称具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涵义。广义上的基督教是指

其各教派的总称，狭义的基督教则仅指新教各宗派的共同称谓。本文第一章16世纪

之间的基督教指的是广义上的基督教，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并没有新旧教之分。

但本文自第二章起，就有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分，为了全文名称的统一。避免概念

1击要说明的是，国内泞先运川现代化理论门友附论)分析英国对爱尔兰叭民关系的足东北师范人学的1晋新教
授(见咬爱尔兰与英国近代早期的殖民运动》 一文，《北方论丛》，纷洲年第5期)，1+1外炎似的观点参见法困
布罗代尔的《巧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纤济和资本主义》.
2于可:《当代从瞥新教》，北京:东方11百版社，1993年版，‘第1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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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混淆，本文统一将 16世纪宗教改革前的荃督教称为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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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渊源:16世纪以前的爱尔兰天主教的发展概况

2.1早期天主教的传入和爱尔兰修道院发展的黄金时代

    天主教在爱尔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岛5世纪之前，当时的爱尔兰尚处于氏族社会

阶段.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天主教在凯尔特人中保存了下来，但势力非常薄弱，而

当盎格鲁一萨克逊人入侵并占领了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之后，天主教的势

力日渐衰弱.在帕特里克 (st.Patrick)时代以前，只有在爱尔兰南部我们可以找

到天主教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大大推进了该岛福音并组织起多种天主教机构的是

帕特电克。”‘”

    帕特里克是爱尔兰宗教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爱尔兰的“布教使者”。帕

特里克约生于389年，出生地是威尔士南部，其父为执事，祖父为神父.因此，他

一直受到天主教的训练。约405年，他在一场突袭中被抓到爱尔兰，当了六年努力，

后逃到欧洲大陆，在法国南部沿海的莱兰隐修院住了相当长时间。432 年在爱尔兰

开展布道工作。他的布道最后集中在厄尔斯特的东北部进行。十二年后，当地一国

王赐给他一块位于阿尔马郡 (Amargh) 的教堂地区，这个地区后来便成为爱尔兰天

主教的中心。在他的领导下，当时涣散的爱尔兰教会健全了组织，爱尔兰天主教的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公元6世纪爱尔兰的民族教会开始形成，它的盛衰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修道院

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爱尔兰，所有人的宗教生活都是以修道院为中心的，因

此，爱尔兰天主教会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修士教会”。以，

      爱尔兰修道院是天主教与爱尔兰凯尔特部落在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相

结合的产物。在中世纪部落世仇与战争频乃的爱尔兰社会中，相对和平的修道院已

经深深扎入爱尔兰人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当中，因此修道院在爱尔兰特殊的社会结

构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爱尔兰人随之展开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它的建立和发展

  (根据记述时代)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最终不仅仅在爱尔兰、不列颠地区，而且

在整个欧洲大陆形成了一道“爱尔兰修道院网”，爱尔兰式的修道院走向了自己的黄

金时代。

，〔美1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2工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1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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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时间从公元 5世纪至6世纪初，主要是在圣帕克里特时期，爱尔兰

天主教完成了山罗马式的主教制向爱尔兰式的修道院制的擅变。

    早在5世纪后期，圣恩达 (st.Enda) 便在爱尔兰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帕特里

克原本也想在爱尔兰建立一支跟高卢或不列颠一样、由大教区教士和教团僧侣组成

的教会，但爱尔兰当时仍处于部落氏族的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社会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使得罗马式的主教区制在爱尔兰缺少强有力的世俗力量的

保障与支持。”〔1]因此帕特里克建立的爱尔兰天主教中心一 阿尔马郡 (Ar毗gh) 主

教辖区也在公元6世纪后变成了修道院区。帕特里克死后，原先由帕特里克及其门

徒建立的许多主教区也纷纷向修道院区转变。

    第二阶段，公元6世纪初至7世纪初的这一时期是爱尔兰修道院的大发展时期，

圣人辈出，大修道院不断建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公元540年，圣芬宁(StFenian)在爱尔兰米思王国(KingdomofMeath)建

立克朗纳德(clonard)修道院，全盛时期有3000余僧侣〔习。圣芬宁被誉为“圣人

之师”，其门徒中有爱尔兰最为著名的“十二使徒”(物elveAPostlesoflreland)，

他们都是大修道院的缔造者。科伦巴建立了德里(Derry)修道院和爱奥纳岛(Iona)

修道院，布伦丹 (Bredan)建立了克伦弗特(Clonfert)修道院等.其中爱奥纳岛修

道院作为凯尔特的信仰中心，不但 “成为不列颠北部的精神帝国，而且也成为众多

王室修道院(loyalmonasteries)的朝圣之地。” 〔3〕在修道院势力的急剧扩张和

世俗领主的鼎力支持下，“6世纪在整个爱尔兰及其沿海的小岛上，建立了超过 100

多所的大修道院。”‘们伴随着修道院的蓬勃发展，爱尔兰还出现了专门的女修道院，

主要代表有圣伯雷吉德修道院(st.BrigidofFildare)利默里克的圣伊塔修道院

  (St.ItaofFilleedy)，圣莫尼娜修道院(St.物nennaofKilleavy)。

    第三阶段，从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至10世纪期间，爱尔兰传教士开始向欧洲

大规模传教，最终形成了爱尔兰修道院网络。

    早在6世纪中期，爱尔兰人便派出大批的传教团到不列颠和欧洲大陆传教，8

世纪欧洲大陆开始出现了传教士们活跃的身影，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教团主要

有两个:一个是爱尔兰修道团，二是盎格鲁一撤克逊人传教团。早在7世纪上半期，

，RogerCollins，五冶厂厅
，Rogercoll工ns，肠厂之犷
乍eterBrown，劝口对se
Press。1996，P200

挽成e叨1云理，OPe

舱djeyal及拉.印‘

。r甲亡st口1刀乙汤厂才之

J凸)一1之芯叹London
J口少一2口0以P108‘
亡eD理人胭:亡厂了凌娜功

:M即millan Press.1999.P244.

anddjn”’SJ妙朋 之加份10阅 切ndon:Bl鹅加ell

厢rCatholjceDc少cl口p‘成民Vol3，加shington.D.C.:CatholicUni丫ersityofA.erica，1967.P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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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就开始组建了传教团，向日尔曼人传教。爱尔兰人的传教路线主要有南北

两条;北线主要是指向东北方向不列颇的传教路线，主要发生在科伦巴时期。由爱

尔兰天主教重要据点阿尔马修道院到科伦巴在爱奥纳岛建立修道院，之后从爱奥纳

岛出发，向不列颠北部的皮克特人中进行传教。接着科伦巴的门徒爱艾丹(Aidan，

635年)在不列颠北部的林第斯凡和美勒罗斯(Melrose，650年)建立了修道院，

并以此为中心，使皮尔特人板依了天主教。另一条向南的传教路线主要是经英吉利

海峡至法兰克帝国境内，以科伦巴纳斯为代表，从爱尔兰的班戈(Bangor)修道院出

发，先在墨洛温王朝的支持下在法兰克境内建立了吕克瑟伊修道院(Luxei1590年)，

接着于610年建立T比撒肯(Besancon)修道院和博比奥(Bobbio)修道院·此外，

圣加尔于673年在瑞士建立了圣加尔修道院.吕克瑟伊在6到8世纪成为法兰克帝

国的精神文化中心。吕克瑟伊修道院建立之后，迅速向法国、德国和佛兰德斯发展。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在欧洲大陆，爱尔兰式修道院便有94座之多叹6世纪由

于爱尔兰人向不列颠北部的入侵，进而将爱尔兰式修道院以爱奥纳岛(Iona)为北

方凯尔特文化中心向皮克特人中间影响开来，建立了林第斯凡(Lindisfarne)和美

勒罗斯(Meliros)修道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传教团便以不列颠北部的诺森伯里亚王

国为中心，特别是约克(York)、杰罗(Jarrow)等修道院为据点。这样，爱尔兰式

修道院不再仅仅偏安于爱尔兰一隅，在近及苏格兰、威尔士，远至德国、意大利、

法国、瑞士和法罗群岛的范围内，形成了一道修道院的网络。

    爱尔兰修道院的繁荣使爱尔兰以‘怪人与学者之岛”享誉欧洲，在农业拓殖、

艺术创造、宗教传播与拉丁文化的普及方面对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

体体现如下:

    首先，爱尔兰修道院在欧洲大陆通过农业拓殖，开垦了大批的无主荒地，使修

道院成了当地的农业中心和财富中心，推动了中世纪欧洲的蛮族社会的演进，即从

游牧向农耕世界的转化，奠定了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经济基础.罗马帝国崩溃后，蛮

族逐渐在欧洲大陆上定居了下来。欧洲西北部丰饶的土地使得农业的拓殖成了蛮族

社会能否在欧洲大陆扎根和发展的最重要之事。蛮族打击之下的欧洲，道路被毁，

城市徒有虚名，大量土地抛荒，劳动力流失，简单的物物交换代替了以货币为媒介

的商品交换。“8世纪的欧洲经济是建立在农业与有限的区域贸易的基础之上的”L幻，

，Katharinescherman，Theflo”，e工J门9扩 几℃land.’sa初t凡
即dCo.，1981.P191.

召刀口kJ几留，Boston :Little，B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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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单位便是自给自足的土地，如蛮族国王、贵族或大规模的修道院所拥有的

地产。

    这样一来，爱尔兰在欧洲大陆建立的一系列修道院，便成为蛮族社会农业进步

的领导者。在8世纪查理曼公开支持意大利人本尼迪克的修院原则之前，爱尔兰的

科伦巴纳斯制订的原则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方的隐修主义，从东方修道

者的沉思理想之中脱离出来，将耕种土地作为遍布整个乡村地区隐修活动的一个重

要目标。”〔门科伦巴纳斯将其下属的修道僧组织成为强有力的社团，纳入大修道院内，

“作为上帝给的责任，作为克制肉体欲望的方式，强加给有限或无限的劳动原则。”

图为消灭灵魂的敌人— 懒惰，科伦巴纳斯要求僧侣无间断地劳作，不累不停，筋

疲力尽之后方始能稍息片刻。因此，这种将清贫和劳动神圣化的方式与苦修的理想

的结合，非常适合物质缺乏时代的经济生产需要。蛮族入侵后存在的大量无主土地

和广交的荒原林地，成为修道院发挥农业拓殖先锋队作用的试验田。修道院院长也

成为农业开发的倡导者和参与者，“科伦巴纳斯经常与伐木工人同进同出”‘习，在建

立修道院的过程中，爱尔兰修道僧及其领导下的平信徒做了大量的开荒工作，疏导

淤泥，排水灌溉，使沼泽变成良田，使荒芜土地变成葡萄园和果园。

    爱尔兰人修道院的拓殖在西方天主教世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许多修道院成为

本地区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拓殖中心，如以圣高尔，圣奥姆 (Saintomer)，圣伯

丁 (SaintBertin)等为代表的修道院。9世纪，圣加尔修道院拥有达160，000阿

邪(arpents，法国旧地积度量单位)的土地。“博比奥修道院全盛时期光猪就饲养了

5000只，9世纪博比奥修道院更加富有，其财富中有2100桶的玉米，2800磅油，

1600车的饲料以及数量众多的奶酪以及其他的物质资料，成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生活

的中心。”L们由此可见，在7至ro世纪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修道院成为了在修

道院院长领导下有组织地去宣传、实施农业拓殖的先行者。修道院的传教与农业拓

殖的结合，使得爱尔兰人的修道院在欧洲大陆扎下根来，并将耕作方式推广到欧洲

大陆的各个地区。“不管是在加洛林王朝，还是在查理曼朝代，文明的教化工作是让

1，Ne，York:砚 W。枷rtor

，P Boissonnade，lj介 胡口
London:RoutledgeLtd.，

andCo.

撇厂介jn

1993，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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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团8.

乍.Boissonnade，Jj介朋d即J咙jn泊触dj‘咫了肠犷印畴
London:ROutledgeLtd.，1996，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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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抡起犁头，让野蛮人厌恶战价。”‘，，因此，它适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是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扩张性，最终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使得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在农

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持续四个世纪之久的黑暗时代最主要的事件之一，

它对中世纪蛮族社会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形态，走向定居耕作的农业形态，是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的，奠定了欧洲文明向前发展的经济基础。

    其次，爱尔兰传教团在不列颠和欧洲大陆建立了大批修道院，推动了欧洲蛮族

社会的天主教化进程，莫定了中世纪欧洲宗教格局的雏形。

    在蛮族社会中进行传教，对于天主教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一件大事。爱尔兰传教

士进入欧洲大陆时，恰好蛮族社会正处于定居阶段一此时的日尔曼部落正处于建立

他们新的王国的过程中。原来的游牧部落的多神信仰远远未能满足乡村定居者的精

神需要。5世纪高卢地区的天主教非常表面化，除了在文化中心定居点的主教之外，

甚至于没有牧师。高卢的牧师软弱无能，无力承担传教的任务。爱尔兰传教士具有

渊博的拉丁知识，虔诚的宗教热情，在传教的同时不但建立了许多爱尔兰式的修道

院，而且也给欧洲和不列颓带去了新的宗教精神。

    在欧洲当时的蛮族社会中，所有的部族成员都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

因为部落将之视为一项社会责任。而修道院在农村地区重建了社会秩序，扩大当地

的农业生产，开垦荒地，建立定居点，组织生活，提供社区服务，尤其是僧侣们的

布道，日益成为农村人口的精神需求。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附近的修道院是唯一
接受天主教义训诫的地方”〔习，修道院为他们的宗教活动和信仰需求提供了一个绝

佳场所。爱尔兰修道院的僧侣通过他们自身所建立及受其影响之下建立的遍布欧洲

各地的修道院据点，将天主教的观念逐渐灌输到世世代代的欧洲农民中。因此“盎

格鲁一撒克逊和法兰克国王也将天主教作为统一王国，凝结人心的重要工具，并且在

西欧修道院中物色受过教育的僧侣，充任王室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各种职务.”‘习通过

修道院的逐渐影响，蛮族社会的文化模式亦走向了一种转型，即将天主教融入到蛮

族社会当中，使蛮族社会天主教化了，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宗教格局的形

成。

    第三，爱尔兰修道院独特的艺术形式— 福音书，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加洛林

，P.Boiss加nade，ljfe 刀nd姗 公Jj7习h护1口阴1五甘叼〕已p67.

勺erryll.日entley，乃石丙tj朗子Encount砂 :a列。为口lp已‘岁ect了ve朗th口脚5‘叩大
Boston:McGr洲一HillPress，200O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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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1996，pl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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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渊源:16世纪以前爱尔兰天土教的发展概况

王朝的修道院工匠们所继承，促进了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

    6至8世纪时，爱尔兰人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早期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最

早的纪念物便是爱尔兰修道院僧侣们所制作的福音书。爱尔兰僧侣们在手稿的装饰

艺术上大胆创新，辅之以绘画艺术，发展了一个 “十分反古典的，具有超越现实主

义风格的手稿装饰文化— 一种装饰极其华美的福音书，被誉为是 (欧洲)绘画史

上最为精美的装饰艺术”。〔日盎格鲁一撤克逊人在爱尔兰人的指导下饭依天主教的同

时，爱尔兰人的福音书的装饰文化亦传到了诺森布亚王国的林第斯凡和约克等修道

院.“700年左右，在林第斯凡制作的福音书是诺森布里亚王国最珍贵的艺术。”12]

当时出版此类的书籍代价昂贵— 需要使用上等的熟牛皮，染料，金叶等，它是以

希腊、罗马手抄本凯尔特化的形式出现的，是诺森布里亚王国文化繁荣最主要的体

现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爱尔兰一盎格鲁撒克逊式手稿装饰的流派。

    5世纪随着爱尔兰传教团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传教团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一系列的

修道院，一大批艺术家和工匠云集爱尔兰、英格兰、法兰克、还有今德国和意大利

地区的修道院内，尤其是在爱尔兰的爱奥纳、阿尔玛、杰罗、林第斯凡、瑞士的圣

加尔、意大利的博比奥、萨尔兹堡等享誉一时的大修道院里。僧侣们抄写的手稿和

福音书，都为王室贵宵、主教和修道院内的图书馆所收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书

籍装饰的创意被后来加洛林王朝的手稿制作工匠所大规模地模仿。“至9世纪后，变

成了 ‘法兰克一撒克逊式’的手稿装饰艺术。”〔习这些手稿中许多珍品都被保存了下

来，其拉丁文的知识与文化也得到了延续，推动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成为12至

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

    最后;爱尔兰天主教传教士以特有的拉丁学问与天主教信仰，以修道院为主要

传播拉丁语和拉丁文化的工具和场所，有力地推动了中世纪欧洲从蛮族状态向以拉

丁语为载体的古典文化思维模式与教育方式的转变。

    在中世纪早期，天主教的传入给爱尔兰人带来了拉丁字母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

不仅有早期教父的著作，而且也有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典作家的著作，无论是在国

内，还是在国外，爱尔兰学者们都致力于天主教神学与古典学术的研究之中，爱尔

兰修道僧将爱尔兰传统、历史、族谱与圣经中的大事记相互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

，RobertE.Lerner，E而ard砒nallBurns，榔 t翻 cj汀lj朋tj哪 :the介力1’St。厂尹朋J动e介c时ture ，邸71·
，JohnP.Mckay，a方jst口1夕Of粉st~ soc je扭 vol.1:2梦伽肋t勿ujt，totb口劫lj动t心刀.‘”t，Boston:
Houghton MifflinCo，1987.P209.
，̂n只usMachav.oavidoitchburn月tlasof脸dj口叨1五，，丫，‘.London:RoutledgePress.1四7，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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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爱尔兰的拉丁文化变得与爱尔兰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如《入侵者之书》(Book

of invasion)，就将爱尔兰历史与旧约联系起来。修道院学校的拉丁文教学逐渐成

了唯一的语言，爱尔兰以及爱尔兰学问文化所影响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大放异彩，为

自己赢得拉丁文化传统先驱和复兴者这一不朽的盛誉。

    8至9世纪是爱尔兰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萨尔兹堡 (salzbury)的维吉尔、

约翰.司格特和西多里奥斯·司格特更是爱尔兰修道僧中的翘楚。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中的阿尔琴 (AIcuin)，卜尼菲斯 (Boniface) 和中世纪最负盛名的编年史专家比德

都深受爱尔兰学问的影响。他们都为传播、保存拉丁语，保存古典知识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其中以爱尔兰学者西多里奥斯·司格特和约翰·司格特最为著名。西多里

奥斯·司格特被称为是第一个向欧洲大陆重新引入了希腊知识之人。而约翰·司格

特·伊里吉纳则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也被称为是“中世纪哲学的查理大帝”

在 9世纪的西欧人中他是唯一懂得希腊文的人.他翻译了被认为是迪奥尼修司

  (nionysiustheAreopagite)的著作，从而重新建立了和古代哲学的最近一代人

的联系，和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的联系。他否定“永恒诅咒说’，，认为“上帝

创造万物，这是真、善和理的第一准则，因而根本就没有罪孽。因为人本身是上帝

的反映，他的精神实质应该是简单的，神圣的，因而人在其原始状态亦可无罪”‘幻，

从而否定了天主教的原罪说。伊里吉纳还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被黑格尔盛赞是

  “当时第一个开创真正哲学的人。”‘幻

    在中世纪早期，“爱尔兰是欧洲教育的中心。后来的巴黎大学，帕维亚大学，牛

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创立都活跃着爱尔兰人的身影”L们。665年在爱尔兰创立的女修

院和美因纽学院 (MayoCollege)专门面向欧洲的留学生。尽管地处爱尔兰边睡，

但在其繁荣时期也曾一度拥有不少于两千的英国人，外国僧侣和留学生.阿尔弗雷

德国王(Alfred)的儿子就曾经就读于爱尔兰的修道院学校，他的骨灰还长眠于修

道院的废墟之中。

    “语言是所有文化与文明的核心。”〔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语

言文字，那么这个社会将是野蛮的，未开化的。通过爱尔兰修道院及盎格鲁一撤克逊

’及，it刁ina勘~j咽尸嫂护了端chicago:Encyc10paediaBlitannica，volll，1993，p285·
，Kathal，inescherman，劝己fjo， 川gof介e了刁nd:朋ints， schol目2谕 朋dkJ刀95，p28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_L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466页
份h咖asE.Hachey即dL畔renceJMcCarrrey.尸叮即‘‘tj卿 朗介jsh加tj姗 lj现 Kentucky:the

UniversityPressofKentucky，1989，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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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传教士的共同努力，拉丁文的荃本读写能力己经在牧师和上层贵族中流传了

开来，欧洲大陆居住的不再是一群彼此之间无法沟通的野蛮部族。到了10世纪，“西

欧各国的思维模式与教育方式已经是罗马的、拉丁天主教的了，甚至于9世纪后期

至 10世纪北欧人的大入侵所带来的暴力与破坏也未能尽毁阿尔琴极其同伴所打下

的牢固根基。”闭
    因此，“黄金时代”的爱尔兰修道院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凯

尔特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与天主教学问与语言的结合产生了7至 8世纪爱尔兰的

黄金时代。”[z]在公元7至9世纪的欧洲，爱尔兰修道院是学者们的荟萃之地，诗人

们的聚集之所，它的影响并非仅仅限于爱尔兰，也不因囿于英伦三岛，它以爱尔兰

人特有的游历本性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热情，以及爱尔兰人足迹遍世界的爱好漂泊

与冒险精神，如潮涌般地进入苏格兰、爱尔兰和高卢、瑞士，乃至整个欧洲。爱尔

兰修道院将天主教的传教热情与农业拓殖活动的结合，以爱尔兰人特有的拉丁学问

与天主教的隐修主义，在驯化蛮族社会走出愚昧无知状态的同时，也推动了以天主

教和拉丁语为核心的欧洲中世纪前期文化的构建过程，促进了欧洲学问与文化的复

兴，从而奠定了12到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牢固根基。即使是到了19世纪末，爱

尔兰著名社会活动家道格拉斯辛德 (DonglasHyde)在建立盖尔语联盟时，还说道:

“我们不应忘记，今天的爱尔兰是7世纪爱尔兰历史的延续，是欧洲学术的源泉。”
13]

2.2中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的衰落

    以修道院为主要载体的中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的繁荣并没有一直延续下来，早在

公元664年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上 (Thesynodofwhitby)，爱尔兰教会便在与坎特

伯雷的罗马教会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自10世纪开始，爱尔兰的修道院逐渐走向了衰

落。爱尔兰独立分散的修道院再一次遭受了来自罗马西教会的压力，爱尔兰教会内

部提出了改革的要求。1166年诺曼人征服爱尔兰后，亨利二世推行宗教改革措施，

取缔具有独立性的修道院，曾经盛极一时的爱尔兰修道院走向了衰败。

    爱尔兰修道院的衰落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爱尔兰修道院“分而治之”的特性与罗马教会要求建立中央集权式统治

.J比nP.Mckay，ahjst山了叮”stern soc了e伙 voll:力”日肋tj口“了tlto动e助了了动t~ t.p245.

.RichardB.F主nne邵n，力℃lan价 tb日‘为日11e几翔扩c助flz.ctandc力月侧护，Colorato:westvie’Press1nc.
1983P8.

，EdmundCljrti:and又B.McD橄 11.厅了动班‘tOZ了cal众℃~ ts. j了咫一了夕2名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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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相悖离。格坐哥利是第一位修士出身的教皇，但是格里哥利当选为教皇的年

代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年代，欧洲被洪水、饥荒和瘟疫所困，再加上伦巴第人入侵意
大利、攻陷了“永恒之城’，罗马，激化了复杂的形势.与此同时，东方教会(以君
士坦丁为代表)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教会的斗争不断发展，拜占廷宗教权威中心实

力增强。

    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形势，格里哥利迫切要求树立罗马教会的绝对权威，同时希

望得到世俗力量、特别是法兰克人的支持，而此时爱尔兰与法兰克王室之间关系正

僵持不下，格里哥利逐渐倾向于摒弃难以驾驭、高傲自大的爱尔兰式修道院，趁机

拉拢法兰克人。另外，从国际形势来看，7至8世纪阿拉伯人逐渐兴起。公元711

至715年间，阿拉伯人入侵并征服了西班牙，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日益成为欧

洲的心腹大患。整个欧洲迫切需要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罗马教廷是中世纪欧洲

精神政治领域的压倒性力量，独立于教廷之外的爱尔兰修道院在这种大环境之中，

不可避免走向衰弱。

    第二，维京人(viklngs)对爱尔兰进行了长达200余年的入侵，对爱尔兰修道院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富饶的爱尔兰修道院成了北欧海盗们的目标。793年，圣库瑟

伯特(stcuthbert)在林第斯凡的修道院遭到了袭击。795年，维京人第一次袭击

了爱尔兰。同年，爱尔兰西北西北海岸地区的英尼斯博菲(工nisbofin)和英尼斯穆

雷(Inismurray)，都柏林附近的朗贝岛(L舰b熟ylsland)也都未能幸免。自820年起，
爱尔兰内陆的修道院开始遭受重创 (如表2所示)

    从公元820年至910年一rl’年的时IhJ哄，仅 《厄尔斯特编年史》一书所记载的

就有共52座修道院遭到北欧海盗的入侵。9至10世纪，维京人洗劫了爱尔兰的许

多修道院，“他们似乎对书籍非常恼火，特别是常有十字架和其他宗教标志的，大数

都被人为毁坏了，他们把书籍当成了敌人，焚之，毁之，令人扼腕叹息⋯⋯”‘21这

种破坏性的活动对爱尔兰修道院产生了及其严重的影响。

    维京人入侵爱尔兰，最终与当地居民融合，在爱尔兰形成了所谓的“东方人”

(指移居在爱尔兰东南部一带，如都柏林、瓦特福德、利默里克、科克等处的维京

人)‘，，。这里“东方人”大都信仰了天主教，语言和生活习俗都与爱尔兰人相差无

，P.11.Sawyer，KJ门召‘月nd叮kJ侧溉London:Methuen二。.Ltd.。1982，ps咭
忿Katharinesche绷an.rheflo行 j叮 Df ll℃1胡d:sa初t凡 ‘动01日1说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

62页。

月刀口kZ刀9‘，P250

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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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但是这些 “东方人”信奉的是来自坎特伯雷的罗马式天主教，他们背离了爱尔

兰人，指望英格兰成为自己的宗教统治者，在诺曼人入侵之前，都柏林的主教几乎

全部希望得到坎特伯雷的承认。“由于维京人在爱尔兰海的肆意活动，他们所建立起

的新的教会更多的是来自英格兰⋯⋯虽然他们也挑选爱尔兰的牧师作为新建立教区

的主教，但他们挑选的爱尔兰人都是在英格兰的温切斯特和坎特伯雷接受罗马式教

会的训练”‘日，因此，英格兰训练出来的牧师回到国内后便意识到爱尔兰修道院模

式与罗马教会的大相径庭，进而要求对顽固守旧的修道院进行改革。

年代 (单位:10年) 维京人袭击爱尔兰修道院的数据 (单位:次)

820 8

830 25

840 l0

850 2

860 2

870 1

880 l

890 l

900 0

910 2(都在919年)

注:引自〔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

    第三，爱尔兰修道院奉行极度严格的戒律，逐步走向了体制上的僵化。爱尔兰

修道院制度的一大优点同时亦是其致命的缺陷。爱尔兰修道院讲求绝对的虔诚与极

端的严格。“爱尔兰人有忏悔的狂热，他们痴迷于宗教，渴望经历早期天主教所热衷

的痛苦以净化灵魂，具有十足的殉道热情。”‘幻这种殉道热情对于一个长期以来旨在

维护和平的欧洲的社会需求来说变得过于迁腐，太极端了，并不能持久。

    530年，意大利努西亚的圣本尼狄克(St.Benedict)建立了一套更为温和、有

效的修道院制度。在此原则下，修士们不必过分斋戒，可以按正常时间休息，睡觉

可以使用枕头而非石头。服从与忏悔亦有，但并不过度。修道院内强调宁静而不徽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220页。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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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不提倡外出旅行.这一原则适合了当时时代的需要，“一般说来，本尼迪克特的

教规在对饮食、劳动和纪律的要求上具有适度而合乎情理的特点。其生活虽然严格，

但对一般诚心隐修的人来说并非全然不能做到。教皇格里哥利及其继任者觉得特别

管用，该制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纳入罗马教廷可控制的轨道。”‘，’因而，圣本尼

狄克制度强调适度劳动和良好秩序的主张，作为对世俗世界的妥协与退让，赢得了

罗马的支持。到了8世纪中期以后，它吸纳了欧洲其它的所有修道院，形成了西欧

基本的修道院原则。而科伦巴纳斯为代表的爱尔兰式修道院依然固守于其原先从部

落社会孕育出来的极端严厉的隐修方式和独立性强的修道院制度，如“强调寡言少

语、虔诚劳作、随时准备殉道、极端的内省”L习。这不仅与罗马教会大一统的宗旨

相抵触，而且随着法兰克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也为世俗政治力量所不容。816和

817年，皇帝诏令各隐修院必须以阿尼安内的本尼狄克制订的原则为准绳。本尼迪

克特制度的兴起以及其所取得的正统地位意味着爱尔兰式修道院在欧洲大陆时代的

结束，爱尔兰式修道院便逐渐退出欧洲舞台。

    第四，爱尔兰修道院内部的流弊摧毁了自身。长期以来，爱尔兰修道院作为物

质和精神文化的中心曾起过崇高的作用，但是它们富裕了，停滞不前了，只追求自

己的局部利益，甚至屈从于世俗领主的暴虐统治，修道院独立性步步丧失。另外，

修道院缺乏享有足够权威与充分资助的正式主教、圣职买卖，低职教士以权谋私，

腐化堕落以及大修道院里的世袭继承等种种流弊，与欧洲大陆上教会几乎毫无区别。

从957年开始的一个半世纪里，作为爱尔兰教会中心的阿尔马修道院院长职位一直

被辛纳克家族独霸着，他们从一般教徒或低职教士的身分爬上了“圣徒继承人”的

地位，严重腐蚀了修道院。

    因而，许多爱尔兰主教都渴望爱尔兰亦能拥有欧洲大陆兄弟教会的地位，并且

随时准备接受罗马领导的教会改革。1110年，全国宗教会议在最高国王默克塔克和

塞尔萨斯主持下，将爱尔兰划分为24年正式主教辖区，使改革运动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1巧2年，在罗马教会的影响下，爱尔兰全国宗教会议在凯尔斯召开，爱尔兰划

分为4个大主教辖区，36个主教辖区，并由罗马教皇使节帕普罗颁发白羊毛领裂装

予以承认。1166年，亨利二世征服了爱尔兰。1171年底，在卡舍耳宗教会议上对爱

尔兰教会进行改革，爱尔兰教会从此屈服于英王，“必须按照英格兰教会的惯例庆祝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206页.
ZBrian石em戳the肠dc浇闷ge&sou几e￡o，Med池valH抬tOlyvolumel.Cal舀fom厅a:Mitche口iPub，，983.p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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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职”〔，，。这标志着爱尔兰教会独立性的丧失。爱尔兰修道院的原则被西多会的修

士 (Cistercian)所取代，虽然在此之后，爱尔兰修道院一度恢复，但全盛时期的

繁荣己成昨日黄花。

    综上所述，爱尔兰修道院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天主教与氏族部落社会相结合

而衍生出来的教会组织。虽然随着中世纪后期随着欧洲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权力的

增强，集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它己经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客观历史事实。但是以修

道院为核心与主轴的宗教已经成为爱尔兰人心灵信仰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通过

履行各种多样的宗教仪式，体验相类似的修道院生活，参观共同的古代圣迹，如出

一辙地向凯尔特人和凯尔特化的圣人祈祷，几乎完完全全地把天主教当作是早期凯

尔特人世界的社会和文化方式。这样盖尔语，爱尔兰教会的传统跨越了社会的种种

差别，为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文化模式与宗教认同。

    在爱尔兰知识精英的努力之下，这种共同的信仰，以语言、文学和过去盖尔人

悠久的历史神话为基，得以保存、延续、阐述和传播。爱尔兰知识精英的秩序以一

种宗教观的形式传播开来，深深地扎根于爱尔兰凯尔特人的宗教与文化认同核心，

从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具有强烈适应能力与深厚群众基础的信仰体系，而当英国

在16世纪推行的新教改革时，这一信仰体系成为维系爱尔兰天主教民族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成为日后民族主义勃兴的源头活水。特别是在16世纪中后期爱尔兰贵族在

英国新教王朝的打击之下实力大减，已经丧朱了与英国新教政权斗争的政治资本·

天主教会成为备受压迫的爱尔兰人民反英斗争惟一强大的精神纽带。这一体系经不

仅经受住了后来英国推行的新教改革的刺激与挑战，而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天主

教在罗马教廷和内部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之下，完成了向后特兰托式教会

  (Post一Tridentine)的擅变，近代以来更是在民族主义领袖的领导之下，经过不懈

的努力与斗争，爱尔兰天主教从一个备受新教打击的二流宗教成为主流的宗教。降

至20世纪30年代爱尔兰建立了一个天主教为主的共和国，这在不列颠诸岛以新教

占主导的宗教信仰地图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探讨这一历史发展的特殊的历史现

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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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擅变:16中叶至17世纪宗教改革视野中爱尔
                    兰天主教的变革

3.1英国在爱尔兰殖民地推行的宗教改革

3.LI英国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时代标志着西方天主教世界的分裂，但是早在马丁，路德的改革显示出

所谓的拉丁教会大家庭不复存在之前，这个所谓的罗马领导之下的天主教大家庭早

己经潜伏着巨大的分裂危险。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世界趋向多样化，异端思想导出

不穷，从卜尼法斯八世(卒于1303年)晚期以来，教皇政权越来越难以维持其一统

天下的统治。15匹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势力开始逐渐上升，便开始挣脱天主教束缚的

牢笼，反映在宗教上“出现了向成立本国教会，削弱教阜统治，将教会上地改为世

俗拥有，世俗统治者得势的各种趋势。”川换而言之，民族教会和世俗权力逐渐发展

起来，即各民族教会的相继成立。

    16世纪的英格兰正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度的时期，毛纺织业发展迅速，

出现了集中的手工业，商业日趋繁荣，各地产品的相互交流开拓了国内市场的空间，

伦敦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欧洲贸易中心的转移，海上贸易发

展起来了;同时，农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圈地运动在农村掀起了高潮，与此相

适的是，“一种强烈民族意识的发展— 种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感情激发出来，

这种情况下感情来抵制无论来自何处的一切外国侵略，实在是易如反掌。”121亨利八

世就是借助了这种民族意识的发展抵制了来自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这

是亨利得到支持的基础，而英国的宗教改革只不过是民族意识的外化而已。英格兰

教会当时拥有全社会 1/3的财富，教会的神职人员却滥用职权，买卖圣职，任人唯

亲，兼圣傣，卖弄财富，奢侈腐化，追逐名利，因此世俗平信徒对教会的不满情绪

激增。

    亨利八世统治开始之时，英格兰的形势并不存在发起一场改革教会现状的可能，

但是教会代表了一种中世纪意义上的特权，一种豁免权，有独立的法律、法庭，控

制着英格兰人的精神生活，教皇越来越习惯于为全欧洲“提供”教区牧师领取圣傣，

.R丑沃纳姻(R且俄mh湘。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止卷:反宗教改苹运动和价格革命:
中囚社会科学院111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ZR且沃纳姆(R.Bwcmham)主编:《新编剑桥价界近代史.第三卷: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
第454页。.

1559一1610》

1559一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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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委任有体圣职法》和 《茂视工权法》，凌驾于一切之上。但是教会豁免权与积

极巩固统治权的政策之间时相互抵触的，因此英国的宗教改革中，历史发展的偶然

性与必然性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起。

    “亨利八世离婚案”是这场历史运动的导火线。巧25年，亨利八世对王位继承

问题产生了焦虑，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女儿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不能再生育了，而

英格兰截止那时从未由女王统治过，而且红白玫瑰战争到1485年才宣告结束，亨利

没有子嗣，一旦他去世，内战很可能又要爆发。亨利还想征得教皇克莱门七世的同

意，解除这桩由教皇于巧03年朱利厄斯二世特别恩准的娶寡嫂的婚姻。但当时欧洲

政局急转直下，152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与罗马的战争中大获全胜，

迫使教皇屈从帝国的政策，而凯瑟琳当时是查理五世的姑母，无论出于声誉还是对

于欧洲局势的考虑，查理五世是不会让凯瑟琳被废黝的，亨利八世不得以只好寻求

其它办法。

    神圣罗马帝国对英国的千涉，激起了英格兰的民族情绪。亨利“于是决心依靠

国民对外国统治的敌视情绪和自己的专制技巧，来取得教皇对自己的屈服”。1111531

年，亨利八世指责英格兰所有神职人员承认教皇特使的权威，违反了1356年法案。

亨利勒索了巨额的罚款，并强迫神职人员会议承认他是英格兰教会“唯一的至高无

上的王，而且照基督律法的许可，甚至是最高首领”。12)1534年，亨利八世假手议会

通过著名的“至尊法案”(ActofsuPremacy)无条件承认“我们的君主、国王，及

其后嗣兼本王国继位诸国王，应被拥立、承认和称为英格兰国教会的世俗唯一至尊

领袖，应获得并享有本王国帝王尊位及其头衔与尊称相关联、属于英格兰教会至尊

领袖。上述尊位的一切荣誉、权威、优越权、司法权、特权、权威、豁免权、利益

和便利”131。英王有权改革和纠正英格兰教会中的一切谬误、异端和弊端。这样，

尽管英国国王尚未获得圣职授予、施行圣事等宗教权利，但在其它方面，国王已经

取代了教皇，最终英格兰教会与罗马分道扬镶了。

    英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的彻底决裂，再加上欧洲新兴的中央集权王朝之间相

互角逐的开始，爱尔兰的地理位置使爱尔兰很有可能成为外敌入侵英国的跳板和造

反阴谋的危险基地.巧22年之后，基尔台伯爵的亲族德斯蒙德第十代伯爵詹姆斯及

，[美]沃尔克著:《墓督教会史，，第魂55页。
J[美1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第‘155页。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帅范人学出版社，1991年，第603.



_ ~一鱼丝11亘鱼兰一巫兰业些竺一

奥勃莱思在暗中勾结查理五世，而且他们佣有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强邻苏格兰的

支持，大有结成爱尔兰联盟的危险。这使英王如芒刺在背，而且这种担心因为来自

爱尔兰方面的报告与日俱增。

    巧世纪来爱尔兰政府完全操纵在英裔爱尔兰人手里，几百年来与当地爱尔兰人

民的通婚、定居，吸收了盖尔文化，使得老一代的英国人已经完完全全地被盖尔化。

直辖区(Pale)越来越小，基尔台伯爵(儿dare)享有的自治权越来越大，因此亨利深

刻地感受到在爱尔兰进行改革刻不容缓。在亨利看来，爱尔兰充斥着独立不羁的领

主，他们占据的土地比英国许多骄横的贵族所拥有的还多。1515到1536年间，直

辖区不断减少，普通百姓负担沉重，既要向“爱尔兰敌人”缴纳黑租，又要为代总

督的军队提供“驻军给养费”。直辖区之外的上地全部被赐给了九一1个左右有英国血

统的首领和爱尔兰首领，他们各自为政，拥兵自立。老一代英国人的爱尔兰化非常

严重，“每当亨利思及爱尔兰以及他在那里的岁入时，他认为爱尔兰似乎到处都有被

偷漏的英国租税和被侵占的王室土地。”川也就是说，老一代英国人爱尔兰化对亨利

的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因此，鉴于爱尔_，仁的潜在财力物力，亨利力图推行殖民统治政策，把爱尔兰变

成英王王冠上的一颗明珠。1533年6月11日，奥法利勋爵绸服托马斯(Lordoffaly

silkenThemas)兴师发难，杀害了都柏林大主教艾伦，并且声讨亨利八世。1534

年，亨利派遣军队镇压了基尔台伯爵的叛乱，基尔台的霸业土崩瓦解了，这为英王
在爱尔兰的改革开辟了道路，而亨利在爱尔兰推行宗教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经

济上能够支持英王、政治上服从英王统治、宗教上顺从英王的爱尔兰。

3.1.2爱尔兰的宗教改革

    在英国宗教改革会议期间(1529一1536)，亨利断然与罗马教皇决裂，托马斯，克

伦威尔任首席大臣，从此这位名赫一时的改革先锋左右着爱尔兰宗教改革的方向。

1536年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接受亨利八世担任爱尔兰教会的首领，巧41年亨利加冕

为“爱尔兰国王”。奥索卜川白爵皮尔斯·巴特勒带头推行英因的路线改革教会以及把

爱尔兰纳入英国“礼教”。1534 年与英工亨利汀立条约，确定山他作为爱尔兰总督

来统治纂尔肯尼、提伯雷里和瓦特福德诸郡，并且立誓抵制罗马教旱到处滥用的、

被纂夺去的管辖权。1535年亨利派高级教士乔治.布朗去爱尔兰实行宗教改革.克

伦威尔和爱尔兰诸议会起草了宗教改革纲领.1536年代总督格雷勋爵主持召开了“宗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300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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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革议会’，，出席这个议会的至多只有九个郡的代表、部分贵族和十几个城市的代

表。会议可以分为两大内容:一方面是非宗教性质的法律，诸如:基尔台伯爵及其

家属被被夺公权;决定给英国国王一笔津贴;以后不允许再收取黑租:爱尔兰的英

国人不准和爱尔兰人通婚、过继养子，不准供养爱尔兰弹唱诗人、“打油诗人”和行

吟诗人;禁止穿着爱尔兰服装，必须采用英国服饰和语言。另一方面，是涉及宗教

性的纲领。解散了爱尔兰寺院、没收寺院财产归英王所有、把原来向教皇交纳的首

年收益和其他临时津贴改属英王;主教和教士必须讲英语并用英语布道。1537年2

月在亨利的支持下，议会不顾下院主教和教士的蝎力抵制，强行通过了“王权最高

法案”，并规定英王是爱尔兰教会的最高首领，不论政府还是教会都得承认其最高权

威;摒弃了罗马教皇在全爱尔兰的管辖权。教会的代表们被这次会议永远排除在外。

  “鉴于爱尔兰是英王的英格兰的正式领地，所以它必须和英格兰联系并结合在一起，

而且完全归英王所有。”川

    通过这次会议，亨利建立了一个“没有教皇的天主教会”。克伦威尔和乔治.布

朗下令毁坏寺院，焚烧神圣遗物(如圣帕特里克牧杖，据说也是基督的牧杖)，使天

主教徒感到毛骨惊然。

    从1536年的宗教改革会议和之后的王权最高法案来看，英国亨利八世在爱尔兰

推行的宗教改革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1、按照英国同样的路线改革爱尔兰教会，

即教义上保持天主教的信条，管理上全归英王统治;2、实行英王意志至高无上的政

府制度，并有英王代表取代当地领主统治全国:3、只要爱尔兰贵族肯在英王手下任

职或租种土地，英王就保持他们的领主权;4、采取反爱尔兰的措施，提倡英国的语

言和礼教。行吟诗人、诗人和其他人所使用的爱尔兰语言和文化再次遭到禁止，违

者重罚。[2l

    1553年玛丽女王即位，天主教势力一度复辟。1557年6月议会在都柏林召开，

教皇保罗四世下了一道训谕，要求把爱尔兰从异教中解脱出来.并确认玛丽为女王。

玛丽的统治持续时间很短(巧53一1558年)，其死后不久，新登基的伊丽莎白就恢复

了亨利八世的国教政策。巧60年1月12日伊丽莎白授权苏塞克斯伯爵召开宗教改

革会议。议会通过了“至尊法案”(AnActofAppeals)和“信仰划一法”(TheActof

faculties)，强行推行严厉的国教政策.

‘〔爱尔兰〕艾德蒙

.【爱尔兰」艾德蒙

柯蒂斯著:《爱尔兰史，，

柯蒂斯著:《爱尔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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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年的“至尊法案”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菲力普亲王和玛丽女王在统治第三和第四年制定的恢复天主教的法案全部废

止，不再具有法律效力;2、恢复陛下您父亲(亨利八世)在位期间通过的良好法律

法规.本届议会结束后.禁止上诉法和人事任命法都应该予以恢复，并且尽全力实

施;3、所有慕夺和外国的权力、僧俗两界之权威，从此都应该取缔，在王国内永远

不得使用或者顺从.此外还规定，任何外国君主、个人、高级教士、国家或者统治

者，无论是世俗还是教会的，在此届会议之后都不得在任何时期内运用、享有或者

实施任何形式的权力、权限、优越性、权成或者特权;4、女王，女王的子嗣和继承

人，这个王国内的国王和王后，通过这个法案条在英格兰范围内或者这个王国内拥

有完全的权力与权威，同时目前的总督和其他王国内的统治者根据这个法律条文也

享有一样的权力与权威”;5.为了更好地维护这项法律，规定所有的大主教、主教和

所有的教会人士及其它教会官员和主管.⋯ 所有的世俗的法官、大法官、市长和其

它世俗的官员或主管，想在国内获取女王陛下的酬金或担任职位，都要接受或宣誓.

6、兹规定，在王国内，所有获得大学学士的人及恳求英王给予地产的大佃主都必须

宣读上述誓词，承认女王之身份。”〕

    从至尊法案的内容来看，第一款旨在废除血腥玛丽时期、恢复天主教正统地位

的种种法律措施，扫清复辟的天主教会的势力，为建立新教会奠定基础。法律第二

条款是至尊法案的基点，即恢复到亨利八世时代所颁行的宗教改革法令，尤其是旨

在遏制、排斥、限制天主教势力的《禁止上诉法》和《人事任命法》。第三、四条款

是至尊法案的核心内容，即再次确立英国王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反对外国势力的干

涉，尤其是罗马教皇的干涉，明确王权对于教权的优越地位，在王国内拥有完全的

权力与权威，不受王位更迭的影响。第五、六条款是至尊法案得以实施的保障，因

为它保证担任公职领取颁布傣禄的政府官员和教会人士对于王权的绝对效忠，如果

没有这种绝对效忠，他们便无法担任公职，无法取得优厚棒禄，实际上它保证了王

权对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的绝对控制，尤其是第六条款，它涉及社会上的知识阶层

和大地主阶层，他们的支持对于巩固王权是大有裨益的.

    1560年至尊法案还规定了教会和政府官员在担任公职前应宣读的誓词，内容如

下:

      “我以我的良心完全证实并且声明:女王陛下是这个王国内、以及其它一切女

，EdmundCurtisandR.B.McD哪ell，了2丁sh 价st口r」cal刃匕己嫂朋1‘门t凡11凡了一了只劣只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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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在世俗领域或教会领域内的惟一统治者，并且任何外国君主、

个人、教长、国家或统治者，无论僧俗两界，不得拥有、而且也不应当拥有在这个

王国内的任何权力、权限、特权.因此我强调完全与一切外国的权力、权限、特权

和权威脱离关系，并且以我最大能力帮助和捍卫一切授予或属于女王陛下及其子嗣、

继任者的权力、特权和权威。天佑我等!”【，，

    从上述誓词来看，它是至尊法案的具体体现。誓词内容强调王权是爱尔兰、英

格兰及及其它王国殖民地在世俗和教会两个领土内惟一的统治者，反对外国的君主

和教会人士对于此项专属权力的侵犯，并保证捍卫王权的这种垄断地位。

    因此综合1560年至尊法案及其誓词来看，它实际上代表了新教势力战胜天主教

复辟势力之后重新确立的新教原则。它的核心在于强调王权的至高无上，通过恢复

亨利八世颁行的宗教改革法令，通过对教会内部和世俗领域的控制，通过誓词等方

式加强对新教在爱尔兰的发展乃至垄断政治权力开辟了道路，从宗教和思想上加强

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控制，以此改善英国在爱尔兰脆弱的殖民统治。

    1560 年玛丽女王还授意议会通过了 《信仰划一法案》(The Act of

Uniformity)其主要内容包括:

    1、在我们后期君主爱德华六世(1547一1553年)死时，在英格兰教会中留下

了一本关于祈祷、行圣礼，仪式和典礼的统一制度，在一本命名为《英格兰教会国

教祈祷书》中作出详细辩护.该书经法律授权，在上述英格兰境内，在车贵的爱德

华六世统治第五和第六年里授权。《祈祷书和行圣事划一法案》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

被废除;但其腐蚀了上帝真正的荣耀，不适合真正的基督宗教，因此规定:上述相

关原则和行圣事、仪式和典礼的书根据此项法案，在下一个五旬节后应当恢复并且

生效。

    2、任何大教堂或堂区教堂或者在爱尔兰王国内其他地方的软师一律应该从下一

个施礼约翰节开始，在所有英国会开的祈祷中，必须履行上述祈祷书中提到的晨祷、

暮硕、祝圣晚餐和每次行圣礼.一切接受正式任命的教士都必须使用《英国国教新

祈祷书》，拒绝使用上述新祈祷书者按照王国法律规定，其精神的利益或增进就会丧

失，而且要入狱六个月，不得保释.若有再犯者，不仅要入狱一年，而且精神上的

一切增进都被剥夺.

    3.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国教教堂做礼拜，缺席一次要罚款一先令.

‘EdmIJndCurtisand凡B.McDO，ell，厅了动班stDrJCal刀火理胭即t凡1172-1斑:乙pp.123一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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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从上述的圣约翰施洗节后，每个在王国内定居者一律都应勤劳、皮诚地在每

个星期天和其它规定圣灵节日内，前往国教教堂做礼拜，不得以任何法律或合理的

借口拒不出席.违反规定的人都要受到国教会的谴责，并且罚款 12便士(由堂区执

事征收，并且应用于救济同一牧区内的贫苦大众，惩罚可通过商品、土地和租金等

形式。)

    5.兹规定:在每个教堂或地方，祈祷牡师都必须用英语，由于懂英语的人为数

不多，规定可以用拉丁语代替，但不能用全体爱尔兰讲的、大多数老一代英国人也

知晓的爱尔兰语.

    从信仰划一法的主要内容来看，其核心内容是强行规定爱尔兰教会推行《英格

兰教会国教祈祷书》，用英语进行布道，恢复玛丽女王时期被废除的《祈祷书》和《行

圣事划一法》，实质上就是根据英国宗教改革的路线对爱尔兰天主教会进行改造，从

而树立英王在爱尔兰教会中的权威地位，摒弃爱尔兰语(盖尔语)，确立英国式的爱

尔兰国教会。

    詹姆士 世即位，由于他是苏格兰人，其母亲玛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爱

尔兰天主教徒对詹姆士一世寄予厚望。但1605年7月詹姆士一世公开宣称:“⋯⋯

我们在此告诉我们在爱尔兰的臣民，我们不会予以宽容。我们要打消一切旨在允许

其他宗教符合这个王国法律法规的愿望。”『1]詹姆士一世延续了之前的古老规定，要

求所有爱尔兰臣民都要信仰新教，并且恢复伊丽莎白时期针对不服从国教分子和牧

师的惩治法典。1605年12月10日，他下令驱逐爱尔兰所有的天主教教士和耶稣会

会士，爱尔兰天主教会再次成为宗教迫害的对象。

    根据英国的路线建立的国教就这样在爱尔兰树立起来了。英囚推行的宗教改革

运动在爱尔兰历史上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正如美因罗耀拉大学历史系教授麦卡弗

里(LawrenceJ.MaCaffrey)所言，“宗教改革划定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存在的巨

大鸿沟。在16到时17队纪本土孟尔文化和入侵的英国文化的生存竞争中，宗教成

为一项重要内容。天主教变成一个封闭性生活方式的象征，新教是外来力量，是征

服与帝国毛义进程的一部分。”〔2，换言之，16到时17世纪英国爱尔兰推行的宗教改

革成为了英国与爱尔兰两大政治实体在政治、宗教、文化上彼此对立的历史根源，

天主教成了爱尔兰人农业社会的象征，新教则成为殖民征服者和工业社会的标志。

，Sa帕rlthaA Mei“5，7为‘，脚了的少朋tjon了z，] h℃角n试乃召ditjon 彻d凸刀Jj沪肪1口了J亡，jl朋 ，p90.
，LawrenceJ.MaCaffrey。22丁sh 命Iholjcj脚 扫刀dll·j劝 施tj朋alj城 In山毋动 价万tol% 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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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弗里教授在 《爱尔兰民族卞义与爱尔兰天主教》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宗教改革

使爱尔兰内部产’!月‘两人共同体‘comn，。rlit归— 新教和天1教，征服者和被征服

者，奴求上和奴隶。宗教成为是否掌握权力，是否拥有财产的天然界标。”川此见诚

有道理。宗教改革使爱尔兰岛土形成了天主教共同体图(主要在南部)和新教共同

休(主要在北部，尤其是厄尔斯特地区)，新教意味着权力、财富与特权，而天主教

则意味着贫穷、愚昧与奴隶，由此两大民族— 新教民族和天主教民族之间的分野

便形成了，对爱尔兰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问题还不止于此，宗教改革建立

的国教会和官方的宗教政策更激起了爱尔兰天主教徒普遍的愤意情绪，新教政府为

了维护在爱尔兰的存在及其巩固优势的需要，制定了一整套非常完备的惩治法典，

千方百计地恐吓天主教徒，并运用国家武力手段与法律措施来强行推行新教路线，

爱尔兰天主教的发展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

3.2新教优势与惩治法典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迫害

    1688年英国再次爆发内乱，詹姆斯二世跟英格兰国教会破裂，企图凭借自己的

特权和反对国教的新教徒可能提供的支持来实现普遍的信仰自由.1687年和1688

年连续颁布了两个信教自山宣一言，都被重新推广到爱尔兰来恢复天主教的统治地位。

詹姆斯的理想就是“把爱尔兰的一切都回复到享利八世宗教改革前的状态中去。”131

1688年11月5日奥伦治的威廉来到英格兰(史称威廉三世)，但对于大多数爱尔兰

人来说，只有詹姆斯才是合法的国王，而詹姆斯唯一的希望便寄托在信奉天主教的

爱尔兰身上。1689年3月12日，逃亡法国的詹姆斯二世在爱尔兰找到了避难所，

1690年博因河一役，詹姆斯二世大败，丧失了爱尔兰大部分地区。1691年签订了《利

默里克条约》，条约规定:

    1.爱尔兰全体天主教徒能够享受他们在查理二世统时期所享有的、与爱尔兰法

律的规定一致的种种权利;2.利默里克城和现在由爱尔兰人占领的其它要塞里的全

体居民，英国驻防地里站在詹姆斯国王一边的全体现役武装官兵以及上述郡守这些

官员保护的所有众均可保有从前的土地、财产损失权利，享受自己的职业和职务，

只要他们展行一下威廉和玛丽女王登位那年英国议会所通过的效忠誓言，此外别无

La.renceJ.MaCaffrc梦。介j劝 曲tholj‘j胭 a月刁了厂才sb 施tj口nalj现 in

一词来自+本尼迪克.安德森若，《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展》，
。“八功}l，st山苏p531.“共1.祖体”
h海:卜海人民出版社.2o03.

“共同体”一词来自于本尼迪克.玄德森著。《想象的共InJ体:民族上义的起源‘，扩展》，上海:上海人民山版
2003.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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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要求”;3.承认受条约保护人有权为了自卫而保存足够数量的马匹和武器;4.要

履行的效忠宣誓应是第二条所规定的，而不是其他的.”llj

    从上述条款来看，爱尔兰天主教会至少能够享有查理二世时代所享受的宗教宽

容，包括人身财产和职业自由的权利，并且还拥有武器自卫，只要履行对威廉和玛

丽的效忠宣誓.因此 《利默里克条约》的内容对于天主教徒而言还是比较宽容的。

然而不幸的是，国王的权力已被英国议会限制在宪法范围内了。这个议会是新教徒

的议会，是一个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议会，它坚持国王的命令必须获得议会的批

准。因此不久英国议会便采用极端狭隘、极端卑鄙的手法来解释条约的文字歪曲其

精神。

    1692年，爱尔兰议会召开了，由300名下院议员和28名上院贵族教士组成，

这是一个新教徒的集会。当时英国议会已在法律上将爱尔兰与英格兰捆绑在一起，

并以爱尔兰的名义，通过法案宣布英国法案可以扩展至爱尔兰，规定:“任何人想成

为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一员或者列席议会，都必须履行忠诚宣誓，声明反对弥撒，反

对圣餐变体论，反对弥撒之牺牲，反对罗马教会的偶像崇拜，反对圣母玛利亚或圣

人之祈祷咒词，如若两院议员违反此项条款，他将遭到500英镑的罚款 (任何告密

者都可获得此项财富)，外加一切对于一个罗马天主教不服从国教者的审判:在王室，

民政或军队内都不能任职，不能取得信任不能在任一活动或法律面前起诉或辩护;

不能成为遗嘱执行者或是法定监护人，不继承任何遗产或财富的契约。”t21换句话说，
1692年开始，一个天主教徒若想成为议员或列席议会，他就必须反对罗马教会所规

定的弥撒、圣餐变体和祈祷咒词等教义。一旦他宣誓，他就不再是虔诚的罗马天主

教徒，因为这些都有悖于其信仰之教义，议员违反这些条款使等同于罗马天土教徒，

这些规定无含于告诉人们一个这样的事实:天主教徒不再拥有参加议会的资格，议

会现在是新教徒的天下了。通过1692年法案，新教法律开始确立，同时这也标志着

爱尔兰惩治法典131时代的开始。这套法律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都柏

林通过的、旨在压制天主教徒，另一类是由伦敦议会制订的，主要是要限制爱尔兰

工商业的发展，防比狱民地与母国竞争，维护英国的垄断权利，阻止天主教势力的发

展壮大和政治地位的提升。

‘EdmundCurtisandRB，McD衅ell，了护jsh 方ist明 cal加c~ t凡11咫一了二智只IJ171-
，EdmundCurtisandR.B.McDowell，方Jsh 招￡to厂Jcal加c切”己刀t凡1172一刁夕骂P180.

狠据《新天主教自科全!”对惩治法典(Pellalcod。〕这 列条的解释，惩治法典L要是指议会J几1692至1727
年间制定的一系列旨在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卜剥夺人主教势力，维护新教优势的一橙套法律体系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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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自从1692年议会召开之后，天主教徒由于受到不断完善的惩治法典压制与

束缚，一直到1829年天主教解放再也无法进入议会。有关选举和进入议会的迫害法

令还在不断完善.1697年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宣布“若一新教徒与一天主教徒结婚，

他(她)便失去了在上下两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川这项法令将与天主教徒通婚

的新教徒置于一个比天主教两院议员更为糟糕的境地。这无疑是人为地为新教徒和

天主教徒的融合设置法律上的障碍，维护新教的利益，议会的大门对天主教而言始

终是紧锁的.

    1782年颁布的第二个天主教解放法案再次确立了这一排斥原则，它规定:“根

据他们目前的形势，英国法律中所有有关在爱尔兰宣誓或应签署的声明，或是在反

对罗马教义情况下的惩罚与被夺公权，也应在爱尔兰得到推行。”lzj换言之，罗马天

主教若不宣誓，其公民权利便无从谈起，这一规定对天主教徒而言是一道无法逾越的

障碍，即想要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必须履行誓词，否则便排斥于政治进程之

外。

    1793年爱尔兰颁布了第三个天主教解禁法案。对于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说这是一

个更为宽容的解禁法案，但它再次重申了这一原则，并且重新拟订了一些更为苛刻

的条件，“除非首先立下誓言或署名服从，同时履行几个必要条件，(根据迄今为止

所有法律或现在所需的力量)，以使得任何人都有上述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3]即

想要佣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必须履行誓词，否则便排斥于政治进程之外。惩治

法典的内容足全方位的一整套法律休系，包括政治迫害、经济剥削、文化压制和宗

教歧视等等方而的内容，以下尝试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层面进行阐述。

12.1政治迫害

  (1)议会 (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

    天主教徒不得进入上议院，天主教徒贵族的荣誉与利益都被剥夺了，而根据英

国宪法条文，每个公民都可以进入荣誉、信任和权力的任何位置，但实际的情况却

是所有能够进入贵族荣誉与权力的途径都被卡死了，天主教徒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它伤害的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天主教贵族，更为重要的是，它伤害了整个天主教社

，Den犷sscully，命t~ tsof动e几叨刁ZLa眠助了动日翻归1’eot为ecatho了jc扩lre，and.叮动c~ ￡月厂才既
InNicholasLee，ed.，动e命thOljc动花‘tjon初 几℃了翻减1左沼一了改之几，vo15，co--Publishedby份istol:

Th呱 esPressandTokyo:Editionsynapse:2000p64‘
，EdmundcurtisandR.B”cD叨ell，介了动越storica了‘匕‘~ t况了，2多一才夕2纽刀196.
，Denysscully，sat~ tsol动口八加口了La眠劝j动召‘卯，e即咖 cat加了，.corh川‘1朋d了‘动
co四.碑刀￡舀厂了既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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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如天主教贵族彼德 (LordPetre)所言:“仅仅因为我不宣誓，不顺从此项由

于我良知所不能同意的誓词，这样就可以将我在议会贵族中的世袭权利剥夺，这难

道不是对我的侮辱吗?如果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向上帝祈祷，宣称自己先父之信仰的

人都要受到诸般限制，这难道不是对任何一个拥有荣誉与尊严的人的羞辱吗?”11]

换句话说，只要是天主教徒，无论出身贫民还是贵族，若不宣誓反对自身教义，政

治权利的资格便自动丧失，这对于天主教徒，尤其是天主教贵族是沉重的打击。

    下议院共有600多名议员，他们与社会大多数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处理主

要的公共事务，控制财政支出。其成员流动频繁，程序多样化，下议院比上议院更

能发挥实际作用，并且能够扩大议会的影响力.正如丹尼斯.斯库里所记载的:“如

果以学问、才能、土地资产和商业财富来作为下议院准入的资格的话，有条件进入

议会的天主教徒人数总共超过3万人，这些人都被排除在法律之外。”

    1727年法案规定“天主教徒不得授权或选举任何侯选人进入议会，担任爵士，

市民或镇民(Burgess)，或是选举任何城市或其它市镇团体的长官，任何法律法规

或惯例均不得与之相抵触。”12]因此天主教徒的选举权就被剥夺了，1793年法案虽然

规定了每一个天主教徒在宣誓并签署声明之后都可以拥有参加选举的资格，但根据

法律规定在城市和市镇中，选举权主要是通过自由民进行的，只有取得自由民资格、

具有一定的财产，缴纳一定的赋税，才能拥有选举资格，办理资格证书，但是新教

徒总是千方百计地设置了重重关卡，竭力阻止天主教徒参加政治生活，维护其垄断

权力。

(2)社团职务和市镇团体的职务

    1667年查理二世通过了法案，规定“任何担任市长、法庭官员、市议员、财务

官、警长、城镇办事员，任何协会之会员或在爱尔兰各城市、市镇、社团内诸如此

类的职务，都得宣誓效忠(由伊丽莎白二世通过的议会法案和其它誓词)”。阴1782

年，爱尔兰强行引入了英格兰的“忠诚法案”和社团法，对宣誓和签署声明作了严

格的规定。

    1793年，这一排斥法案再次得到了确认。所有市政官职都对天主教徒紧闭着，

‘D户1、yss‘11lly，命t胡ents叮 thePe刃召1
c‘沈如〔们t劣了己凡p64，

呱川ysS(:们lysat~ ts叮 动‘产乞朋1
cOIIJ阴理l，JI“丈丁眠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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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都柏林为例 (如下表):在都柏林市的主要公职中包括市长、副市长、警长在内的

总计 166个掌握实权的公职人员都是清一色的新教徒。在其它 1巧个市镇中，每一

个市镇平均职位 (社团)有20个，计算下来115个市镇社团就有3300个，再加上

都柏林的248个社团，总计3548个职位。这些职位都代表着爱尔兰各市镇最为重要

的地方行政力量。这样地方行政体制非但不能维护天主教徒的利益，相反新教徒还

通过这些职务之便，控制天主教徒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

                            表3都柏林市主要职位名称

都柏林市主要职位名称 人数

LordM即orandAldennan 24

SheriffZ，Sheri扩sPeers38 40

RecorderandTreasurer 2

Corn幻nonCoullcilmen 96

    注:引自Denysscuny，SalementsofthoPenaILa林琢.which雌，.ieveth。‘口功口Iicof

Irela月d.withcommentaries。1.]

  (3)自由民

    自由民或城市市镇的平民阶层构成了各个地区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各个地方政

府的根基。城市的长官和社团职员就是从自由民中选拔出来的，因而自由民具有重

大的价值;只有成为自由民，才具备选举候选人进入议会代表议会组织，才有资格

选举市长，及其它地方行政长官。自由民及其家庭可免除一些市场通行费和地方税

种，可以垄断贸易。尽管好处很多，但天主教徒自由人的数目屈指可数，都柏林有

自由民2400人，天主教人数不超过100人，仅占4.2%，而新教徒占95一8%。因此

仅仅从构成政治生活和选举制度根基的自由民人数来看，爱尔兰的政治是新教独揽

大权的政治，天主教徒虽然在人口比例中占据绝大多数，但是自由民的比例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

(4)法律职业和政府法律部门

    英国贵族菲茨。帕特里克(Mr.FitZPatrick)1812年做过统计，根据伊丽莎白以来

的法律，法律条文公开禁止天主教徒准入的政府有关司法的职位，如下图所示:

，Denysscully，Sat~ tsof动e月叨a了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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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法律条文中公开禁止天主教徒准入的政府有关司法的职位

officer nUmber

PeersofParlial”ent 28

LordChancellor 1

JudgesofsuPeriorL眯 Courts l2

Masterofthe Rolls 1

MasterinChancery 4

JudgeoftheAdmiralty 1

GovernorsofCouties 73

MembersofPrivyCouncil 32

SergeantsatLaw 63

Attorneyandsolicitor一General 3

King，sCounsel 2

SheriffS 42

Sub一Sheriffs 48

officersofCorPorations，about 400

Tot之11 748

    注:引自Thomaswyse，肠to口ŝetc人ofthe乙ateca动olic注ssociattonof，rela。己t之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整个司法系统内部，从上院议员、总督、高级法官

到普通的庭吏、法官和市镇委员会长官等总共748名重要职位都由新教徒一手把持，

这些职位直接控制着爱尔兰的司法大权，这样的司法体制非但未能成为天主教徒维

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工具，相反却成为其自由的栓桔。再加上25个破产委员会和31

个助理律师或市郡议会主席，虽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但事实上天主教徒也被排斥

在外。天主教徒能够参加的公共职位一般都是没有实权的部门，而且数量非常稀少，

根本不能够有效地维护天主教徒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新教世界中的正当利益。

下图是法律规定爱尔兰天主教徒所能担任的职务:

，Th咖aswyse，形sto。尹战日tchofth亡L召t尸山tholjcA“配勿tj朋ofl犷亡1朋试Nicllolasl』ce，ed，，vol腼es
co一publishedbyBristol:丁h啊 esPressandTokyo:即ltionsynapse，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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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法律条文中规定天主教能担任的职务一览表

OfficestowhiChCatholICSarceli仑iblebVLawiulreland

officers NumberS Catholics

n
U

一

1
一

73
-
10

28 3

1
1
一

，
曰

32
-
56

InChancery _ _

InsolventCourt__

King，sBench _

Co咖onpleas__

Exchequer _

ExchequerChamber_

RevenueAppeals _

Admiralty _

Taxingofficerso里卜旦型鱼型三一一一

CivilBillCo叮t_

丝丝兰卫些竺业竺竺些些匕一一一

些竖匕丝业些也全竺竺竺一一一一一

Dublin，inferiorCO旦犷t呈—

Registryofficefo仁p旦旦丝—

Benchers

AssistantBarriste毕gf立竺些些二一

ClerksofthePeace

卫丝1丝业竺一些色旦塑竺一一— 一一 一
Crownsolicitors

cr0Wncircuitco月犷丛旦翌止一一一一一一一

卫塑主匹2尘燮些三一一一一一一一

CourtofPrerogq生丛 —

牛蒸彝兰

13 0

4 0

l0 0

2 0

2 0

4 0

2 0

19 0

4 0

2

48
一
32

0

0

39
一
12

8 0

2O

0

0

3 0

36

4 0

43



__._一_ .-一一鱼些竺坠竺里进旦塑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工.生.icers N“mbcrs Catholics

AssociationofrImProvementofPrisons 47 0

RichmondBridewell(exclusiveofChaplains) 8 0

RichmondGeneralPenitentiary 8 0

SmithfieldPenitentiary(exclusiveofChaplains) 6 0

officersofTownsandCorPorations，say 100 0

InsPectors一GeneralofPrisons 2 0

Jailers，LocallnsPectors，andotherofficers

ofCountyPrisons

151 6

Chief初agistratesofPoliceforlreland 4 0

ChiefConstablesofPolice，say 350 20

officerundertTitheCorPorationAct， l

Total 1314 39

AddnumberexcludedbyLaw 748

Total，0fficersconnectedwiththeadministrationof

Justiceinlreland

2062

    从司法系统内部天主教徒所能担任公职的数量来看，在总计2062各司法职位中

天主教徒只能担任其中39个职位，其比例仅占1.89%，而新教徒则占据98.1%。从

天主教徒所能担任的职位来看，他们最多充任的职位是各地的警察局长 (总共拥有

20个职位)，其次是狱卒 (仅6个)，这两类职务合在一起己经占据66‘66%，而剩

余的职位要么无足轻重，要么人数太少，难以形成影响，特别是形成对新教徒的有

效牵制。因此在惩治法典之下天主教徒哭诉无门，更不用谈及司法公正了。

  (5)在军队中的任职问题

    乔治二世时期颁行的忠诚法案规定“任何人均允许担任任何职务，无论是民事

还是军事的，均可获得工资、奖金、报酬等，但他们必须公开宣誓效忠，必须发誓

断绝与罗马天主教之关系，而且声明反对圣餐变体、弥撒，同时根据国教会惯例，

在担任职务的六个月内公开接受圣礼，否则要罚款500英镑，并且不能担任任何职

务。”换言之，军队中的天主教徒想要担任军官就必须放弃罗马天主教信仰，接受国

教会的圣礼，否则要被罚以重金，并且被剥夺公职。与此同时英国还颁布了“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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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法”(ActofAppeals)，这样在英国军队中总共2万个职务中，天主教徒被完全

拒之门外。川
      “叛国法案”(ActofTreason)这样写道:“所有的军官与士兵，若非身体抱恙，

否则应经常在指定的各个团队集合点参加圣事服务，并且参与讲道。如若故意缺席

或在出席期间表现乖张或是不恭者，若为军官，应被带往军事法庭，由法庭法官予

以公开斥责;如若并非军官或是普通士兵，首犯者应没收12便士的罚金，并从其日

常工资中扣除:再犯者不仅要再被罚款12便士，而且还要戴满12小时的脚镣，严

惩不贷尸t21

    通过这一条款，所在的官兵，包括天主教的和其它教派的，都将强制性地参加

固定地点的圣事与祈祷。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固定的地点都是新教徒的礼拜场所。

根据法律，新教军官并没有强制性义务为天主教徒提供教堂。新教徒的军官经授权

会要求天主教徒参加新教礼拜场所，这种歧视性的政策对天主教徒是一个重大打击。

因为根据天主教的教义，天主教徒应自觉地参加圣事，庆祝弥撒，一年中的每个周

末和圣日(holyday)都应以虔诚之心定期参加，这是天主教徒的戒律之一。正如丹

尼斯，斯库里所言:“这不是一项能够选择与否的问题，任意地违反这一禁令在天主

教正统教义看来是极其可憎的罪恶。”131即违反这些罗马天主教的禁令就意味着叛

教，天主教徒从小就开始接受教育，虔诚的信徒在他卷入任何信仰或生活追求时都

应慎重考虑是否会违反宗教教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故意缺席或拒不参加

新教礼拜仪式，或是常去天主教堂进行礼拜活动，天主教徒不仅会被罚款，加以12

小时脚镣，而且会惹来上级军官的猜疑。此外“叛国法案”还这样规定:“每一位军

官或士兵不听从其上级军官的合法命令时，应判处死刑或其它由军事法庭来制定的

刑罚。”14]军人讲求的是纪律，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这种纪律却被新教徒用于操纵

控制天主教徒，保证军队对新教政府的绝对忠诚，维护天主教徒在军队中的从属地

位，使之毫无反抗之力。

    毫无疑问，向天主教徒士兵下达常去新教教堂的命令肯定被视为合法，而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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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条款，则会被判处死刑。1792年和 1793年的爱尔兰法律都对于保持沉默，因

而这项法案促使一个人若要成为士兵，便要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宗教，放

弃上帝的圣事，这成为天主教徒晋升的唯一途径。然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教会

之外无拯救”，而一旦放弃了信仰，他便会沦为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人，陷入绝望与死

亡的苦难深渊.

  (6)禁止天主教徒出于任何目的拥有武器

    根据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时期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依据环境与条件，每个英

国公民都有权拥有武器以自卫。”ttJ宪法规定在英国人人皆可以合法地拥有武器.这

是人类捍卫自身自由与生命财产的神圣权利，当社会的秩序与法律已经不足以压制

暴力反抗之时，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这一由宪法赋予的权利却被法律给剥夺了，

原因仍在于其宗教信仰。1695年通过了“解除教皇主义分子武装的法令”(AnActfor

t阮bettersecuring比e即verrun entbydisarmingtheP即1出)。根据这一法令，“在爱尔

兰王国内的所有天主教徒都被要求在确定的时间内向法官或民事官员出示并且上次

所有的武器、装甲和弹药。此后，将对天主教徒宅内隐藏或被怀疑藏匿的武器进行

搜查。任意两名法官或市长、警长都可授权搜查令，让窝藏武器的嫌犯在其面前进

行宣誓或妨碍搜查，或在被传唤检查时不出现者都得受罚。初犯者须罚款30英镑加

上一年的监禁，再犯者从重处罚。任何教皇主义者(Papists)都不能拥有价值5英

镑以上的马匹，新教邻居在支付五英镑后可从天主教徒手中合法地占有马匹。同时

任何火炮、枪托、枪管、刀剑或其它武器的工匠均不得收任何的天主教徒为学徒，

否则师徒都得交纳加英镑的罚金”121。换句话说，天主教徒连接触武器的人和机会

都被法律给剥夺了。1698 年威廉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武器管理的法律，“任何新教徒

不雇佣天主教徒充当狩猎者，天主教徒不得以任何理由拥有、保留、使用或运输任

何枪支或火药。”t3I
    1739年乔治二世修订了1695年法案和1698年法案，规定将拥有武器的天主教

的罚金提升到50英镑，“若被有罪的天主教徒在服刑期满后一个月内不交足罚金，

告密者上呈大陪审团可获 10 英镑的奖励，陪审团可向该地区的天主教居民强行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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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官和社团官员有责任每年派发搜查令，授权大小警察在所有男爵领地、教区

和爱尔兰各地区，严防任何天主教徒拥有武器。”此外该法案还进一步规定:“天主

教徒不得以任何名义或借口出售有关军备的货物、利刃、枪支、枪托或其它弹药，

否则要罚款20英镑，并加以一年的监禁。如果天主教徒的新教仆人在其主人的决定

或默许之下，运输或持有武器，主仆都得受罚20英镑，外加一年监禁。”1’!1775年

爱尔兰议会强行通过《反天主教势力壮大法案》(AnActtopreventandpunlsh

tumultufous南ingsofperso幻5诫thinthiskin朗。m)。根据这一法律，“任何法官在其市

内或司法管辖范围内可授权搜查、逮捕、没收天主教徒所有的武器和弹药，无论是

在白天还是黑夜，法官可以进入任何发现或据称属于天主教徒或其它任何人的住宅、

外屋、田地及其它地方，只要法官有理由怀疑该处藏匿有武器和弹药。上缴的武器

和弹药得收归王室。如果法官在搜查结束后，还有根据怀疑有所藏匿的话，法官有

义务将天主教徒传至面前检查其宜誓。若天主教徒或其它人在搜查时拒绝上交武器

或者提供相关信息，或其它人代为保留，或知情不报，或拒绝宣誓，或拒不出席、

藐视法官者，一旦核实，除罚款外，还要受牢狱之苦，或木枷示众或鞭答。”12]

    1793年的天主教解禁法案颁布了，虽然在武器问题上有所放开，如规定富有的

天主教徒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拥有自卫的武器，但却强制限定了两个条件:1.天

主教每年要拥有100英镑的自由不动产或1000英镑的个人资产以上者，特此授权拥

有武器和弹药。2.天主教徒每年拥有自由不动产10英镑或300英镑的个人资产，应

该在议会中宣誓 (乔治三世的第13、14节誓词)，并在公开法庭发誓并同意发表有

关财产事实的誓词。若没有达到上述两项条件者，仍按之前法律规定的执行.131

    惩治法典取消了天主教徒拥有武器的资格，但是新教徒却有持有武器保卫皇室

的义务。由乔治二世时期颁布了特别救令，规定:“为了捍卫王室利益，所有新教徒

都须持有和运用武器。维护目前王国之政府、人民与财产。任何地方行政长官不得

从任何新教徒手中夺走武器。”141因此，新教徒可以自由拥有武器，毫无限制，这种

情况在爱尔兰北部尤其盛行。爱尔兰北方诸郡上演的骚乱、大屠杀，小规模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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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周期性爆发的宗教流血事件 (尤其是在阿尔玛、蒂龙地区)，这些都是武器的

误用、滥用的恶果。

(7)陪审员制度

    英国宪法的最大特征就在于陪审员制度的创立。陪审员的一丝不苟与铁面无私，

能够避免欺骗与秘密操控，反对偏祖与庇佑。然而在爱尔兰一向被视为“自由保护

伞”的陪审员制度却成为破坏自由对天主教徒进行迫害的有效手段.

    从陪审员的选举来看，根据英国宪法，陪审员都由各郡市的警长来任命。而各

郡警长由爱尔兰总督任命，各市的则由社团指定。根据1703年，安妮女王时期制订

的爱尔兰忠诚法案，天主教徒无论出身贵贱、财产多寡，道德高低，一律都不能担

任警长职务。1727乔治二世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法律，规定:“任何人均要在成为新

教徒五年后方可担任警长下属或秘书职务，有违此令者，将遭受依法强加于天主教

徒的一切被夺公权的行为。”川

    依照法律，警长不仅仅要是新教徒，而且必须从众多新教徒中精挑细选，找出

其中最坚定地反对天主教自由的候选人。警长在任命大小陪审员时，便会为这股情

绪所左右。安妮女王时期规定“凡审判关于罗马天主教徒的法律而引发问题时，得

由知名的新教徒才能予以执行。” 也即只有新教中最为坚定信仰的人方可执行有关

于罗马天主教徒的审判。乔治二世时期，进一步完善了有关陪审员的法律规定，“天

主教徒不能为陪审员工作，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发生纠纷时，不能进入陪审员的名

单中。”12]

    在大陪审员任命时，天主教徒遭遇了种种限制。1708年法案规定 “除非新教人

数不够，否则天主教徒不得担任大陪审员成员”。爱尔兰的大陪审团权力在爱尔兰政

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可以发起或驳回诉讼，还可以征收高额土地税，可

以修建监狱、法庭、医院、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付警员的薪水，拥有任命

与监管民事职位的权力。

    政治自由的意识取决于小陪审团的纯正，完整与公平地进行选拔，他们是公民

财产、名誉、自由的强大保障。小陪审团成员由警长及下属任命，他们最熟悉的人

也都是新教徒。因此天主教徒缺乏这种体制的保护。如若犯罪受审，证人一般都是

，Dellysscuily，Sst~ ts盯 th尸产触朋了
P213，

，0onysscullv，命t~ ts时动e尸朗月1
P217.

动rs. .力J动 汉幻刀.介ve t加 csthol纪盯 几℃2刁刀价叮动‘。四敌加艺月2了朗

LS叭，汤助1动 。砚犷Je阳 th已cB幼ollcof几℃2日门价叮th co日口曰Jta叮‘‘)



第3章 媲变:16中叶至17世纪宗教改革视野中爱尔兰天主教的变革

家人，如果没有成为新教徒，则得不到信任。新教徒便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借公

共权威之名，行侮辱之实。惩治法典是如此的不公，以至于爱尔兰出现了一条谚语:

“天主教徒无法律”(ThereisnoLawforacatllolic)，因此反天主教的法律是所有不

公现象的根源，“它激起了新教徒早年的反感与轻蔑，培养了成年后的邪恶心灵，在

生命旅程中的各个阶段都在传播着不宽容与迫害，我们如何起诉新教徒，如果他们

仅仅是遵循了法律的精神，遵守了国家规定的原则呢?我们又如何能责怪郡长与法

官— 如果他们的迫害并非源自于内心的险恶与阴暗，而是源自于错误的教育，抱

有偏见的思维方式呢?”11]换言之，“恶法非法”，这种制度性的破坏对于天主教而

言使全局性的，它并不是新教徒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触及整个爱尔兰社会制度的

核心问题。

    1605年，英国发生了“天主教阴谋事件”，某些天主教徒阴谋于议会开幕之日，

将国王詹姆斯和议员炸死。于是，议会在1606年通过了一系列的效忠宜誓，“如果

天主教徒承认他是合法的、正统的国王，并且否认教皇有权废黝他，否认可以合法

地废黝或谋杀被教皇革出教门的国王的教义，那么他们就有资格成为忠实的臣民。”

法令没有得到根本、彻底的执行，但这些法令成为后来爱尔兰惩治法典的样本，犹

如悬在爱尔兰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成为宗教迫害的牺牲品.

    1773 年，乔治三世重新规定了效忠宣誓的誓词:“我还声明，放弃、抵制并断

绝那种罗马教皇及其下属委员会或任何罗马教皇的权威或任何形式的被其臣民或其

它人认为可能废黝或谋杀，或将国王逐出教会的教义。同时，我郑重承诺我不会持

有或教唆任何上述的教义或与该声明中的表述相左的意见，我不相信罗马教皇或其

它外国君王、主教(包括高级教士)，政府或统治者拥有或应该拥有任何尘世的或非

教会的审判权力、优越性或杰出地位，在王国内，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以上

帝及其唯一独子耶稣救世主之名，庄严声明不得拥有罗马教皇或其特使授予的任何

特许状，不得认为自己能够被赦免·“二”。12]

    1773年的宣誓词包含以下的内容:“放弃教皇授予的蓄意谋杀与背信弃义行为;

王室不再由罗马教皇废黔，承诺不得持相反信纲:放弃教皇的世俗与民事审判权;

不得推诱、欺骗，精神上保留意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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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年，乔治三世颁布了天主教解禁法，重新修订了新的誓言，其中最明显的

变化就可以公开宣布自己的信仰，但仍然规定:“再次放弃蓄意谋杀的不道德行为;

放弃教皇无谬论;仅仅通过教士，罪孽不能得到宽恕;捍卫爱尔兰目前的财产协议

与安排:不得实施任何特权来打扰或削弱新教地位和新教政府”。IIJ因此从强加于爱

尔兰人民头上的效忠宣誓的誓词内容来看，新教政府对于天主教徒的限制也是无孔

不入的，这一整套法律如同一道道的枷琐栓桔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身上，新教与天

主教的二元对立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

3.2.2经济迫害

    惩治法典的目的在于摧毁爱尔兰的经济生活，使其人民士气低落，经济上软弱

无力，就不会危及新教优势地位的确立。首先，英国政府在血腥镇压的情况gh ，

开始大量没收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土地，17世纪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土地丧失殆尽，许

多天主教农民沦为依附新教地主的佃农。(如下表所示):

                  表617世纪天主教徒拥有土地数量的变化图尸

100叹

1600 1640 1688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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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帝 娥变:16中叶至17世纪宗教改革视野中爱尔兰犬士教的变吊

    根据上图显示，整个 17世纪罗马天主教徒丧失了大量土地，1600 年天主教徒

还占有全爱尔兰90%的土地，到164D年英国内战期间急剧减少到60%，这是山于爱

尔兰在内战中支持的天主教联盟战败，之后天主教徒的土地被新教政府没收。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期间，战胜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的新教国王威廉开始大量没收天

主教徒占有的土地，天主教徒拥有的土地仅有22%，到惩治法典颁布之后，天主教

徒拥有的土地已不到20%，而且按照 1695 年法律规定他们一律不允许从其新教邻

居那里获得土地，无论是出售、赠予或是继承。

    其次，惩治法典制定了许多法律措施来控制爱尔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母国

与殖民地工业贸易存在激烈竞争时，英格兰议会通过打压和牺牲爱尔兰工业发展的

办法来维护英国的经济利益。

    早在1639年，总督温特沃恩和大主教劳德将宗教和政府方面推行“专横制度”，

要把爱尔兰变成英王王冠上的明珠，要爱尔兰在担负自己政府开支的同时，尽力将

余额提供给英王。温特沃恩在爱尔兰鼓励发展亚麻纺织工业，但是反对发展毛纺织

业，因为他怕爱尔兰的毛织品跟英格兰的精纺毛料竞争，他对英王说:“我们不仅要

设法让爱尔兰人富足起来，而且更要确保他们依赖于英王，使他们脱离我们之后就

无法生存下去。”111温氏之意在于使爱尔兰在经济上附属于英格兰，丧失独立的经济

事务权力。当时的爱尔兰议会对内拥有最高权力，但依据波伊兹宁法律 (Boysning

Law)，它仍受英格兰遥控，很大程度上只是英国国教派新教徒的一个议会。依照宪

法规定“爱尔兰王冠是英格兰帝国王冠上一个不可分割的附属物，谁事实上当了英

格兰国王，谁就在法律上成为爱尔兰国王。”这是一条公认的原则。过去，爱尔兰最

高权力由英王独揽，但由于议会权力的上升，英国议会虽未明文规定有权力为爱尔

兰立法，英格兰却通过了一系列对爱尔兰极为不利的“限制贸易法令”。其理由在于

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早在 1660 年以后就已取消，只要苏格兰和爱尔兰有自己的议

会，它们就没有分享帝国贸易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归英国独享。

    1666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爱尔兰牲畜法令”。由于英国的地主和农场主害怕

爱尔兰廉价的牲畜同他们竞争，因此禁止爱尔兰牲畜输入英格兰.法案将这些牲畜

称作是“公害”，这样英王就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给个别爱尔兰人颁发许可证，让他

们违反法案输出牲畜了.

    1651年颁布第一个《航海条例》将爱尔兰包括在其利益范围内，允许爱尔兰船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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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以自由地向国外运货，可以开往帝国的任何地方。此后对爱尔兰经济上的限制

逐步加强。1663和1670年，重新修订的“航海条例”规定:“爱尔兰船只不能和英

格兰船只享受同等待遇，禁止爱尔兰直接向殖民地输出货物，同时也禁止殖民地的

货物直接输入爱尔兰”。川换言之，爱尔兰只能向英格兰输出廉价原料，日益沦为英

格兰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这样，英格兰就成为爱尔兰与殖民地进行贸

易的唯一中转站，爱尔兰不能建立海外贸易船队，长期被摒弃在帝国贸易之外，就

是靠这些一整套的法令，英格兰建立自己的海上霸权和贸易优势的。

    英格兰将从其它两个王国进口货物完全当作是自己的事情。16%年，英格兰议

会通过法令，禁止殖民地向爱尔兰输出货物。1699年，英格兰议会又通过法令.规

定:爱尔兰的毛纺织品只能向英格兰输出，而英格兰则以征课重税的手段防止它与

英国的这一庞大工业竞争，这样一来，爱尔兰的毛纺工业被摧毁殆尽。英格兰议会

对爱尔兰的经济竞争能力愈发地担忧，1699年英格兰制定了关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

经贸往来的法律。其原文如下:“鉴于羊毛及其它各种羊毛混纺物乃本王国最大和最

获利的商品，土地的价值和国家的贸易确实主要依赖它们:并鉴于同样的织物最近

已大量在爱尔兰王国及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制造并且日益增加，并从该等处所输到前

此由英格兰供应的外国市场，这就必然降低土地的价值，并趋向于毁灭本王国的贸

易及毛织业，为防止此类情况发生及为了在本王国内鼓励毛织工业⋯⋯凡在任何英

属美洲殖民地制造的，均不得以任何借口运输或装船运往上述英属殖民地任何部分

(包括爱尔兰)”。121

    从1699年颁布的经济歧视法案来看，英格兰禁止爱尔兰发展1一1益对母国贸易构

成直接威胁的毛织业，实质上这是重商主义的表现，它要求将爱尔兰纳入其殖民贸

易的轨道，维护其独占利益，根本没有顾及硝民地商业发展的强烈愿望。

    第三，惩治法典还在具体的商业贸易中设置了重重的关卡与障碍，目的在于便

利新教徒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的优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议会席位由新教徒一手把持，与议会成员关系密切者也大都是新教徒，因此

在商业领域中的赞助、支持、政策等重要信息对于新教徒来说是得天独厚的，这些

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商机。新教商人可以在海关、财政部和枢密院中通过私人关系，

推行自己的主张，转化官方立场，在债务赔偿、船员运输、货物装卸等方面获取种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496贞.
2率夔高等选译，《世界史资料从刊.1689一1815年的英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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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便利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

    2.商业贸易在11丁镇‘1，较为发达，处于新教社团的控制之下，这些社团由市长、

高级市政官、司法长官和代表自治市的议员、公共委员会成员。“在爱尔兰各市镇中，

新教人数仅为4000人，却可以独揽大权免除通行费。”11)另一方面，天主教徒无论

如何富有、上进，都被拒之门外。天主教商人、工匠则被卷入无休止的反天主教体

制当中，而且不断地侵蚀其财富。他们陷入日积月累的压力之下，新教邻居拥有了

特权、不公正的税率，过分偏祖竞争对手的压力之下，不堪重负。政府有利可图的

合同都被新教徒拿走。以都柏林城为例，直接排斥天主教徒的社团职务(Coporate

Office)总计有250个，此外还有dePendantoffice(约500名)，他们拥有更高的信

誉与权力。正如丹尼斯·斯库里在《爱尔兰惩治法典》中记载的，“新教的面包师，

枪炮制造商，锡匠，啤酒酿造商，建筑工，抄写员，杂货零售商都可以找到发家致

富的途径。”闭新教徒享受着种种的特权，而天主教徒面对的使重重的束缚.“对于

那些居住在英国的新教徒而言，很容易便会相信爱尔兰的每个天主教徒，无论财产 :

多寡、地位高低，都是清一色的叛乱者，应该穷困潦倒，应该沦为阶下之囚。”[3]

    3.天主教徒不得担任爱尔兰银行的行长及首席职务。1782 年乔治三世统治时

期，议会通过议案，建立了爱尔兰银行。在成立的章程中，这样写道:“任何担任爱

尔兰银行的行长或代理行长之前都得宣誓效忠并且署名，断绝与罗马天主教的任何

联系，宣布反对圣餐变体，弥撤以及圣人的偶像崇拜。”l’1也就是说，担仟爱尔兰

银行行长职务的人不能与天主教徒有任何瓜葛，他应该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坚决

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致力于新教徒的发财致富。

    显然，这种宣誓誓词以及至尊宜誓与天主教教义是格格不入的。1793年法案规

定:“鉴于过去议会多项方案向陛下之信仰天主教的臣民强加了许多限制与不足，而

王国内其它臣民又不必受到此类的惩罚⋯⋯从陛下的天主教臣民的和平与忠诚的行

为举止来看，中止这些限制与束缚是和平时宜的。陛下的天主教臣民不应受到任何

的罚款，没收他们的财产充公，除非陛下新教臣民也会遭到诸如此类的责罚。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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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担任任何世俗团体组织成员 (除都柏林三一学院以外)或在其中谋利任意职位

的行为，即便是没有宜誓或签名没有接受圣礼，是而且也应当是合法的。任何法律、

法规或任何社团内部章程均不得与之相抵触。”111

    应当予以承认的是1793年法案承认许多天主教徒作为一个臣民所能拥有的正

当合法权利，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担任公职等，但该法案对于爱尔兰银行针

对天主教徒的限制只字未提。1808年，格伦维尔伯爵 (LOrdGrenviUe) 向英帝国上

议院提交了一份由几个都柏林商人的请愿书，要求爱尔兰银行对天主教徒开放，遭

到利物浦公爵奥克斯伯里(LordHawkesbury)为代表的英国政府的反对，最终上院

以101票反对，64票赞成，否决了请愿书。同年，下议院以%:83否决了由赫里，

配第(LordHe砂petty)提交的请愿书(要求爱尔兰银行高级管理层对天主教徒开放)，

因此掌握着爱尔兰货币流通，影响其经济命脉的银行业对于天主教徒设置了重重关

卡。

3.2.3文化与教育迫害

    爱尔兰在早期时代是欧洲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它的学者蜚声欧洲大陆，到了宗

教改革时代，主要附属于修道院的文化机构(超过1000多所)被摧毁殆尽。“由于

詹姆斯一世的没收，查理一世的背信弃义，以及从未休止的内战，专制与失策导致

的反教育的法律在拿骚威廉(Nassau)征服之后便接踵而至。”英国王室对爱尔兰天

主教的教育进行了持续的压制。1685年威廉和玛丽共同治理英国，推行强烈的反天

主教教育的法令:“罗马天主教信仰的任何人均不得公开受教于任何学校，否则要接

受20L的罚金及三个月的监禁，到国外深造的儿童，要没收所有他所能继承的土地、

财产和物品，其父亲也要遭受同样的惩罚。”12)根据此项法律，学校将天主教徒排除

在外，甚至于去海外深造的儿童其家庭也无所幸免，这对于爱尔兰天主教教育是一

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许多天主教徒不能前往欧洲大陆接受正统的天主教教育了。从

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方面爱尔兰的学校都是建立在严格的排它性的新教原则

的基础之上，憎恨天主教徒，反复灌输新教教义，并且鼓动个人人格的低毁和直接

的敌意，另一方面对于天主教学校来说，没有合法地位，没有合法的师资，没有政

府的资金援助。天主教徒的教育便转入地下陷入了低潮时期。惩治法典下爱尔兰的

教育体制呈现出两条截然相反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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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衍 娘变:场中叶至17世纪宗教改革视野中爱尔兰天土教的变革

    第一，从新教方面来看，爱尔兰的法律推行愚民政策，将天主教的阅读、书写、

算术等知识都被视为是不服从囚教者、抗衡囚教的危险武器加以百般限制。当时爱

尔兰主要的教育机构主要分为七大类，包括都柏林大学、皇家自由学校(ROyalFree

schools)、文法学校(Granunarsch00ls)、英语学校(Englishschools)、教区学校(Diocesan

schools)、陆军与海军学校(Milll习ryandNavalschools)、公立学校(charterschool)，这

些学校都是由英国政府支持的，每年资金由议会授予，宗旨在于促进新教在爱尔兰

的传播，抵制并且维护新教信仰。

    从高等教育来看，1592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下成立了都柏林三一学院，学

院建立开始，宗旨就是维护英国国教，排斥天主教徒。1793年之前，天主教徒不得

不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深造。1793 年乔治三世颁布法案规定:“天主教徒可以攻读

任何由都柏林三一学院所规定的学位”，但是法案依然规定“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学院

的任何职位”。也就是说根据1793年新教法案，无论天主教学生如何努力，他都不

能成为该学院的一名学者，而都柏林三一学院对天主教徒的学术开放仅是作为天主

教学生叛教的诱饵，使天主教走上叛教的道路。

    从初等教育来看，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建立了许多新教学校，成为推行劝诱天主

教徒改宗、维护国教垄断地位的堡垒。在上述的七种学校中，以新教学校最为著名。

1730年首相博尔特 (Boulter)建议成立新教学校他说:“我向你们保证;此处罗马

天主教占了绝大多数，这引起我的注意，如同拯救那些贫穷的奴隶一般而论— 他

们是我们同胞，必须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带领他们和他们的知识进入真正的信仰王

国，我想可能的话，最有效的便是训练年轻一代，使他们版依信仰，取代以成年人

为对象的改宗归义活动。每天我们都在失去许多苛刻之人⋯⋯他们都滑向了罗马天

主教会。”llJ山此教育成了宗教斗争的垂要内容，在博尔特的倡议下，总督、大主教、

主教和许多贵族都联名上书国王乔治三世，奏请在爱尔兰成立新教学校。1733年，

乔治三世批准了新教学校的成立，并且由常任的新教牧师组织机构来进行监督管理。

其成立宗旨中这样写道:

    “在爱尔兰许多地方都是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定居，尤其以芒斯特、伦斯特和康

诺特省为甚，当地的天主教徒对于宗教知识知之甚少，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来自

天主教牧师，因此不仅是愚昧无知的，而且非常讨厌陛下和政府。因而，不能采取

‘Th砷 5御se，用‘t山少公刀t动ofth巴臼t君命动01介注‘万。‘istl的扩21阅日了朋试NicholasLee，ed二volu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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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有效的措施来教育大多数人民学会宗教 (国教)理念和对王室的忠诚，前景将会黯

淡无光，迷信无知，偶像崇拜和对陛下及你的子嗣的反感，将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11」新教与天主教的教育对立可见一斑。

    到1511年时新教学校在爱尔兰共有40所，2巧0名儿童，他们的理念就是要完

完全全地诱惑天主教徒改变信仰，天主教徒的子女们被控离开双亲，被送入这些学

校，骨肉分离，被转移远离父母的地方，在学校接受教育时，无视其姓名、宗教，

这造成了孩子们心灵的混乱，新教学校颁布行的《教义问答》，反复灌输的也是对天

主教徒的敌意与污蔑，从启蒙时代起孩子们便学会了厌恶、鄙视父母及其宗亲，放

弃了天主教教义。

    从慈善救济的内容来看，早在1716年，乔治一世便通过法案，规定“每一教区

的牧师和教区执事应协同治安审查员一同照顾无家可归的儿童，或是其它儿童 (征

得父母同意)给一位新教主人，一直到21岁之后;或是寄往新教商人家中，一直到

24岁。学徒中途退学，未征得主人同意或解雇，将受到等同于一雇工旷工时应当受

到的惩罚，送往劳教所十天。任何收留(甚至是父母)或款待罢工的学徒都会招致

40英镑的罚款，罚金归原主人所有。”倒乔治一世的宗吕在于强调流浪儿童应接受新

教教育。1749年，乔治二世将收养的儿童吸纳入这些新教学校。乔治三世统治时期，

爱尔兰议会连续于1772年、1774年和1795年通过法案，将收容儿童的范围扩展至

弃婴医院，都柏林的济贫院以及整个爱尔兰境内的相关机构。因此，各种法案法规

在慈善与公共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纯粹的新教主义思想。新教学校有大量资金支持，

1811年1月5日，议会授予爱尔兰学校和医院的资金达165，527英镑，但新教人

数却只有15891人。

    第二，从天主教的视角来看，政府对于天主教学校持反对态度，没有强大的资

金后盾，而且许多天主教徒父母没有其子女的监护权。根据法律，天主教徒不得建

立学校或向学校捐赠，不得为任何常设的机构提供资金，不得在出于上述意图的建

筑物上花钱，不得给予学校校长年金，因为这些都将被视为是迷信之举，有违现行

法律政策。

    从高等教育来看，为了禁止天主教徒到欧洲大陆天主教国家深造，1795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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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她变;场弓1川一至17世纪宋教改革视野中爱尔兰犬土教的变革

召回了在欧洲著名大学留学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另外成立了梅努恩神学院，宣称是

为了在大学中维护天主教学生。学院章程规定“信仰新教的任何人或其父亲信仰新

教者，均不得在梅努恩学院接受教育，牧师如果宣扬新教教义，也会遭到之前法律

业己规定的惩罚。”L‘]这一规定使学院成为了爱尔兰天主教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场

所，然而梅努恩学院的资金由国会授予 ，一般每年不超过8000英镑，学生不超过

200人，最多每年能为整个爱尔兰培养35个牧师，如果按照当时420万人口来计算，

牧师与信徒的比例是 1:1400，这绝对不能满足爱尔兰天主教会的需要。因此可以

说议会每年拨予的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

    t793年法案以后，天主教徒可以开办学校，可以讲授课程，甚至可以不用征得

主教的许可举办新的学校，但是天主教学校得自力更生，在没有政府许可与支持的

情况下一般都难以为继。此外天主教徒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也被剥夺。然而在任何

社会照料与教育孩子是父母的职责，也是其应享受的天伦之乐。1703年安妮女王的

议会制订法案，宣布“天主教徒不能担任21岁以下的孤儿或儿童的监护人，监护权

得由大法官(Chancellor)安排，将小孩送给血缘最为亲近的新教亲戚或是别的新教

徒，要求在基督新教名义之下，蝎尽全力地去教育与抚养孩子。”冈法案之意在于剥

夺条主教父母对其子女的监护权，这一在今人视为几近荒店的规定充分表明新教政

府对大主教限制之严格。

    通常情况下，若父母一方为新教徒，另一方为天主教徒，大法官有权从父母身

边带走孩子，并以新教教义来抚养孩子，并且规定孩子们受教育的地点及受教育的

方式，并且强迫父亲根据法庭的要求承担教育费用，天主教徒如有违反，则要遭受

总数为500英镑的罚款。因此根据该项法案，天主教徒的后代都交由新教监护人养

大，在新教学校中受到教育，在新教教义中长大。1782年乔治四世同意议会颁行解

放法案，允许天主教徒通过宣誓取得担任自己孩子或其它天主教小孩的监护人的权

利。1790年又颁行了另外一项法案，允许新教中不服从国教者委派遗嘱监护人。这

一法案包括了一个条款:“任何未曾背弃新教信仰的天主教徒在其孩子达到法定年龄

期间，在两个可信任见证人的情况下，都可合法地将契约或遗嘱给予任何人，罗马

天主教会神职人员除外。”因此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所立的遗嘱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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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最终解决天主教徒监护权的问题是在1793年。是年，英王乔治四世颁布了新的解禁

法案，规定:“天主教徒不应或不会遭到任何的惩罚或丧失资格等··，⋯除非新教徒亦

会遭受。，，:，j

12.4宗教迫害

      惩治法典主要就是以宗教压制的名义出现的，针对天主教会、牧师和平信徒，

  新教政府在宗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维护国教信仰在爱尔兰的正统地位。

    首先，惩治法典剥夺罗马教会对爱尔兰天主教教士牧师的任命权。1697年，爱

  尔兰议会禁止了教士的任命权，驱逐所有天主教主教和天主教名流显贵，正式排斥

  一切宗教修会。至于教区里的教士，他们并没有受到驱逐，因为只要不正式授任圣

  职，这批人迟早是会自行消亡的。被驱逐的主教和教士若企图返回爱尔兰或者任何

  胆敢庇护或藏匿者，将会判处死刑:揭发秘密潜伏的高级教长可获赏金50英镑，

  捕获一名托钵僧或未登记的教士可获得20英镑，学者(schoolMaster)可获10英

  镑的赏金。

    其次，惩治法典剥夺天主教牧师为其信徒的婚姻祝圣的权利，不仅打乱了天主教

的正常仪式，还削弱了天主教会在信徒中的信誉。

    安妮女下时期，对于各辖区内天主教牧师的行为制订了史为严厉的政策，规定

“如果一个天1二教教卜碰巧去为两个新教徒之间，或 一个天}教徒与 新教徒之间

的婚姻作卜持见证的话，尽竹是粗心大意，根据法律他会被判处死刑，除非是由新

教牧师上持。’，12J1708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若任何 个罗‘今天主教教上为任意两

人的婚姻祝圣，在知晓他们都是新教徒或其中一位是新教徒的情况卜，他将会遭受

教旱主义者的惩罚，如果他返回爱尔兰，要被流放或入狱，同时判处高级叛闪罪。”

1311710年爱尔兰议会颁介J了另外的一项法案，规定“如果天主教牧师知晓任意一方

或双方均为新教徒还为他们祝圣，罗马天主教牧师的行为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除

非他出示一张由对方居住堂区牧师的证明，表明此人结婚时并非新教徒，否则将会

受到指控。”141火上教牧师的婚姻祝圣权利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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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帝 婉变:16‘卿1至17”!纪宗教改苹视野中爱尔性大t教的李芋

    1750年乔治二世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天主教牧师为婚姻祝圣的规定:若有上述潜

越行为，天主教教士不但没有分文报酬，还会被判处死刑。1746年的法案进一步规

定这样的婚姻无效。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如果一名新教不服从国教者要和一天主教

徒喜结连理，这一仪式得由三各教士来实施，首先他得通过不服从国教的牧师，其

次是得通过新教牧师，最后他还得在天主教牧师的祝圣之下才能完成结婚仪式。乔

治三世于1792年颁行了解禁法案，对此进行了修订，允许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通

婚，但是依然禁止天主教牧师为平信徒的婚姻祝圣。1793法案宣布授予天主教徒很

大的自由，但实际情况令天主教徒大失所望。因为该法案依然顽固地规定“但凡罗

马天主教教士或名誉教士，若为两新教徒之间或一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rnJ的婚姻祝

圣，除非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是在新教教士的主持下第一次结婚，否则天主教教士要

被没收总数为500英镑的收入上缴皇室。”111虽然该法案对天主教惩罚由死刑降至罚

款，但巨额的罚金对于没有国家资助的天主教教士来说是不堪重负的。然而乔治三

世时期颁行的另外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不服从国教的牧师在法律上都可以在任意天

主教徒与任意新教徒(并非国教)之间的婚姻祝圣而免遭惩罚。”12]

    再次，惩治法典剥夺天主教徒对教会的资助权，造成天主教会的资金困难，给

教会生存造成严重的影响。在捐赠土地上，根据英国法律，土地所有权“无论是民

间的还是宗教社团均不得购买土地所有权内的任何土地，否则会被没收。”这也就是

说，教堂、主教或教士，不管是为其自身还是继任者，均不得运用土地上的收益来

支持教堂、主教或教士等各级天主教神职人员。1634年查理一世的爱尔兰议会通过

法案，规定禁止向天主教会捐赠土地。1792年乔治三世颁布法令，规定:(1)如果

谁将土地赠予天主教慈善事业，以维持本堂牧师，支持小礼拜堂、学校，但天主教

社团获得土地或其它东西的行为属于非法，因为法律并未承认任何形式的天主教主

教或教士及其继承人是一个合法的组织机构。(2) 即便存在这一天主教团体，没有

王室的同意亦不得占有土地，在目前惩治法典的体制下，这一凭证可能性很小。(3)

即便有一天主教团体能够取得证明，可是除了慈善目的之外，目前的法律不会允许

这些土地的收入用于支持天主教牧师、学校或相同机构。

    在金钱或其它个人财产的捐赠方面:在英国宗教改革初期，特别是在爱德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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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时通过了法案，列举了一大批针对天主教徒赠予和慈善资金，将视之为迷信用途，

即“如果将土地、房屋租金、商品或其它动产赠予，保护或委派来维持天主教牧师

或教士或其它人为亡灵的祈祷，或利用讣告，油灯等等来为祈祷的行为都被视为是

迷信的用途。”llJ这项法案将天主教弥撒仪式视为是迷信、盲目无知的，这些后来的

一些限制天主教会得到任何形式的捐赠奠定了基调，包括在遗嘱中。1763年乔治三

世同意了议会通过的法案，规定:“所有的慈善捐赠须在取得遗产检验权之后的三个

月内在都柏林报纸上连续刊登三次，否则被指定的遗嘱执行者要被处以50英镑的罚

金，同时这主教区的长官每年还可以与两院秘书一起抽取部分税收。”12]显然，这一

法案的通过已将盗用慈善捐赠的行为合法化了。在这法案的影响下，1764年爱尔兰

上议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慈善遗产委员会”，千方百计地追踪天主教会的慈善事业。

1800年英爱合并过程中，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正，任命了一新的委员会，称为“爱尔

兰慈善捐赠揭发委员会”，由爱尔兰所有大主教、主教、特别法庭法官和其它教士、

大臣再加上12名法官组成，该委员会拥有司法审判权，禁止一切异教的捐赠，因此

许多富有的天主教徒深知其教会组织的清贫，希望改善这种困境，然而法律将天主

教会的受捐权也剥夺了。

    最后，惩治法典制定了许多针对天主教平信徒的措施，千方百计地压制天主教会

势力的崛起，打击信众的信心，维护新教的优势地位。惩治法典剥夺天主教徒庆祝

罗马教会节日的权利。1695年，威廉授权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每一位被雇

佣或聘请的职工如果拒绝在任意一天内按平时的工资工作的话，他 (她)要被处以

25英镑的罚金，并且如果拖欠不交还要受鞭答之苦，除非是法定的节假日，即每年

的周日和其它宗教节日.”I3)显然，这些节日都是新教的节日，该法案迫使天主教工

人不能参加自己的祝圣节，反而要加入新教的节日。惩治法典剥夺天主教徒以罗马

教会的仪式举行葬礼的自由。1697年，爱尔兰议会通过法令，宣称“无论谁在被取

缔的修道院，在修道院院长或女修道院院长的指导下，去埋葬死者或出席丧葬场合，

如果没有根据爱尔兰新教教会祈祷仪式进行祝圣的话，他(她)将被处以10英镑的

罚款。”141这一禁令旨在增加丧葬费用，而且还深深伤害了天主教徒的感情，因为爱

尔兰人的缅怀已故先人享誉世界，这一禁令遭到了天主教徒的持续抵制。

    惩治法典还剥夺了天主教徒朝圣的权利。1703年，安妮女王授权爱尔兰议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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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她变:巧中叶至17世纪宗教改革视野中爱尔兰犬土教的变革

过法案，规定 “如果参加或出席任何朝圣，或在任何圣井或被誉为圣井的地方前集

合，那么将各处以10英镑的罚款，逾期未缴，还要受到鞭答。如果在此类朝圣或集

会上建立哨岗，或出售麦酒，或其它商品的，将会被处以20英镑的罚款，逾期未缴，

还要监禁。同时要求所有的地方长官要拆除建立在公共场合被认为是 ‘迷信的罗马

天主教’的所有十字架、图案和铭刻。”1’]

    惩治法典剥夺天主教徒的圣职推荐权 (Benefice)。在英国，圣职推荐并不是教

会的权利，而是一项世俗权利。个人只要拥有土地或地产，或者通过遗嘱、遗赠或

赠予有权占有地产，他便获得了附属于土地和地产的权利，及时地推荐受傣牧师，

因此圣职推荐权被视为是个人财产的延伸，是可交易的商品，可以公开出售。1704

年安妮女王颁布了法令，规定“天主教徒或其继承人只有宣誓与罗马天主教断绝关

系，获得王室同意，根据天主教徒的地产，才能享有、宣称、拥有推荐受傣牧师的

权利。”1793 年，乔治三世颁行解禁天主教法令，但仍然规定“任何天主教徒均不

得推荐任何的受傣牧师。”121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限制可见一斑。

    因此，从1695年开始一直到1829年，英国议会和爱尔兰的议会通过了一整套

完备的惩治法典，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宗教等方面对各级天主教士和平信徒

进行了残酷的、有时甚至是非常荒唐的迫害。从17世纪末直到19世纪中叶长达一

个半多世纪的时期内，爱尔兰天主教徒不是生活在一个政府之下，而是生活在一部

刑法典的框架之内。正如辛.克罗宁 (seanCronin) 所言:“左右天主教农民言行的

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而非英国的法律.”[3]换言之，遭受重重压迫的爱尔兰天主教

农民民族1三义的情绪己经得到了进发，英国的惩治法典成为爱尔兰民族上义的矛头

所向。当然天土教的巨大变革并非一跑而就，天主教自身在宗教改革年代的重塑与

革新也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咄。

3.3爱尔兰天主教的擅变

    16世纪的爱尔兰社会处于政治动荡的漩涡之中，由于爱尔兰天主教会深深植根

于中世纪盖尔社会的传统之中，而官方的新教政权又在千方百计地推行国教化的路

线。传统盖尔社会的势力与新教政权的势力之间的较量，教会与国家，殖民者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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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之间的你争我夺日益加剧，一时间爱尔兰天主教会处于风口浪尖上。但是从

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在爱尔兰官方的国教会只有一小部分的特权支持者，而对于

绝大多数的爱尔兰来说，却依旧信奉被明令禁止的罗马天主教信仰。集权化政府的

强制高压政策非但没有消灭爱尔兰的天主教，历史的走势反而是罗马天主教势力在

爱尔兰根深蒂固，而且愈来愈盛，到18世纪末 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民族主义情

绪大范围的进发，并最终争取到了天主教解放，宗教的二元对立走向宗教自由，其

中的历史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爱尔兰反宗教改革的成功得益于罗马这一时期对爱尔兰强有力的千涉，输入了

欧洲正统的特兰托教义。但是外部力量的推动如若没有爱尔兰社会内部的依靠力量

和思想基础恐怕难以有效施行。爱尔兰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民族，中世纪爱尔兰人

的宗教传统和与之相联系得盖尔人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为爱尔兰反宗教改革

的成功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具体来说，盖尔人的学者精英在传播宗教信仰和实践方

面的努力使得爱尔兰与众不同.所有天主教国家都有学者，惟独爱尔兰拥有一个充

满生气的学者传统，并且贯穿宗教生活的始终.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爱尔兰社会内部

政治力量在推动宗教变迁中的作用进行考量。

3.3.1回归盖尔社会:吟游诗人与爱尔兰天主教的革新

    早在天主教传入爱尔兰之前，盖尔人的爱尔兰就已经充分孕育出一个博学的知

识阶层— “菲利”(Filid) lll，他们是民族传说和口头文学的世袭掌管着，在这个

方面曾受过长期的训练。当时的人们认为他们具有神奇的天赋，能够通过讽刺来使

他们所诅咒的对象受到损害或者遭殃受灾.作为世袭的精英阶层，由专门的弹唱诗

人学校 (Bardicschool)和修道院学校来专门训练，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一时祈祷

和仪式活动可以影响人们的命运，诗人在社会中属最高层次，地位类似于酋长

  (chien刁ins)。美格斯教授在 《爱尔兰宗教改革》一书中记载道:“盖尔法律规定，

诗人可以拥有7头牛，类似于小的国王.”121他们可以在全爱尔兰自由活动，具有豁免

权。“菲利”熟悉宗谱和历史，这对于长期处于氏族部落社会的爱尔兰是非常重要的。

  “这使他们能够去助长盖尔贵族们妄自尊大的心理，以此博取优厚的赏赐，他们也

能用富有诗意的告诫去帮助他们的赞助者取得胜利。”IJI天主教传入爱尔兰以后，圣

.在中世纪的爱尔兰，“菲利即阶层 (爱尔兰又称
专业知识的盖尔爱尔兰人组成，包括教师、律师、

aesdana，或者叫Menof̂rt).他们由所有受过教育、精通
作家、历史学家、医生以及高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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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科伦巴成了“菲利”阶层的拯救者。他使是人们山漂泊无流浪汉变成呢个了专门

从事文学和研究学问的特权阶层。在科伦巴的建议下，每个省的国王和领主都应该

拥有一个卓越的诗人。因此在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菲利”便成为专业的领薪傣的

世袭诗人、弹唱诗人和编年史学家的开山鼻祖，他们是盖尔社会秩序主要的支持者。

    17世纪的大动乱中，盖尔文化遭到了打击，面对日益集权化的政府，盖尔爱尔

兰根本无力维持其古老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政治上的侵蚀并没有带来文化上的急

剧变化。盖尔情结由于有了吟游诗人和天主教会的载体，仍然一直保存于盖尔人的

文化认同之中。17世纪吟游诗人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因为面对一个共同的外来新

教威胁而变得愈加密切。

    1603年奥尼尔战败，标志着盖尔政治秩序的结束。1607年9月14 日，蒂龙伯

爵和他的兄弟卡法、马瓜伊尔以及其他人总共99名北方的首要人物，一起乘船离开

爱尔兰，最后在圣城罗马找到了他们的逃难场所和葬身之地，爱尔兰历史上称之为

“伯爵出逃事件”，使得长期以来统治爱尔兰的古老的贵族阶级消亡。盖尔爱尔兰失

去了许多传统的制度，剩下的贵族和吟游诗人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更加快速发展的世

界。因此到了17世纪许多由于宗教迫害流亡之海外的吟游诗人在欧洲大陆走州建立

爱尔兰人神学院，作为教士的训练基地，古老的吟游诗人的后裔们蜂拥而至，由此

诗人的传统与教士的使命结合起来，成立独特的吟游诗人一教士(bard一priest)。其

中最著名的有伯纳温图拉神甫(FatherBonaventurao’Husse}’)、佛罗伦萨·康瑞

(FlorenceCollry)和休·马克凯维尔(HughMacCaghwell)。

    伯纳温图拉神甫在爱尔兰时是一个吟游诗人，1607年鲁汉建立了圣安东尼学

院，伯纳温图拉作为见习修士前往深造。他是从传统的盖尔诗人向特兰托教士转变

的代表人物，他用盖尔语纂写了一本格律诗体裁的教义问答，将拉丁文转译成盖尔

语，普及新的教理知识，并成功地向当时比利时的阿尔伯特和伊莎贝尔大公申请在

鲁泣建立一个编印社来编辑、出版盖尔人的宗教传单 (tract)，对保存盖尔知识和爱

尔兰的天主教会起了重要作用。1614年，他的教义问答第二次得到印刷。伯纳温图

的努力对爱尔兰引入反宗教改革有重要影响。

    佛罗伦萨。康瑞是北方名门望族的吟游诗人，在学校受过系统的吟游诗人训练，

1607年随伯爵一起出逃。1606年在西班牙菲利普三世的赞助之下，建立了圣安东尼

学院，专门为青年爱尔兰人提供教育。1616年，佛罗伦萨，康瑞出版了祈祷书 《祈

祷之镜》(MirmrofDevotion) 在序言中，他阐明其目的是为了让爱尔兰能够更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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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接受天主教信仰教义。他还强调:“我选择了 ‘木钥匙’(普通语言)，而非晦涩

难懂的 ‘金钥匙’(吟游诗人的语言)，来为普通人开启信仰之门。”川

    休·马克凯维尔出身北方传统的吟游诗人家庭，到大陆深造。用他在爱尔兰吟

游诗人学校所学来创作宗教传单“忏悔之镜”(MirrorofPenance)。1618年在鲁汉出

版，这本书在爱尔兰大受欢迎，到了19世纪依然一版再版，书中还驳斥了路德和加

尔文的错误，并称路德“道德败坏(c。创ptLuther)”和“加尔文哗众取宠(sensuous

Calvin)”。

    鲁汉的爱尔兰学院及其出版的盖尔诗集与知识迅速成为爱尔兰特兰托学术的

中心。鲁汉的托钵修士从未间断过用盖尔语言来研究、书写并出版宗教手稿.“在很

大程度上来说，这块小小的盖尔流亡知识分子的废地为爱尔兰植入反宗教改革的新

鲜养料提供了土壤。”而且更为特殊的是，“传统知识与心得特兰托宗教观的特殊结

合— 在爱尔兰缔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化的天主教主义的特征。”121这种革新后的天主

教，既关注天主教改革，同时又保存有传统的盖尔天主教教义。

    1626年，苏格兰人托马斯·登普斯特(ThomasDempster)宣称传统上与爱尔兰

人联系密切的圣人都是苏格兰人。对于流亡大陆的爱尔兰人学者来说，登普斯特刺

激了他们的民族情绪。以鲁汉学校的三个方济各会修士帕特里克.弗莱明 (Patrlck

Fleming)、休·沃德(Hughward)和约翰·科尔根 (J。hnCofgan)为代表迅速出版了一

大批著作回应苏格兰人的无礼。他们收集并整理爱尔兰所有圣人的生平事迹

  (Lives)，还包括出版有注释的圣人生平事迹、古老贵族的殉道记录、尚存的爱尔

兰主教、教师名单以及爱尔兰学者的著作。这项工程保存了大量的盖尔传统和文学

素材，刺激了盖尔人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最终对爱尔兰天主教在17世纪的嫂变

起了重要的作用。

    盖尔语言，爱尔兰宗教的吟游诗人传统跨越了社会的种种差别，为来自各个社

会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仰。通过吟游诗人的努力，这一共同的信仰，以

语言、文学和过去盖尔人悠久的历史神话为基，得以保存、延续、阐述与传播。到

了中世纪后期，吟游诗人的秩序以一种宗教观的形式得以传播，这种宗教观围绕着

盖尔人的道德原则、超自然的观念以及继承下来的传统。这种传统观念已经深深扎

根于盖尔人文化认同的核心。宗教、文学传统、盖尔人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在爱尔

，5如 rltl，aA.Meigs，]为‘，放，了动朋tlonsjll介公lal加六加ditj朗朋d‘bl〕介ssj附lj胭，了户左盼一，翻口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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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看来己经是一个和谐的、共有强烈适应能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信仰体系，这一

体系经受住了后来宗教改革的巨大挑战。111

3.3.2转向欧洲:输入特兰托公会的改革精神

    爱尔兰反宗教改革的成功不仅得益于盖尔传统社会力量的对新教改革的殊死抵

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作为西方天主教中心的罗马在这一时期对爱尔兰进行了强有

力的千涉，重建了 受新教改革冲击之下的信仰体系和教会结构，并且不断输入了欧

洲正统的特兰托教义，使爱尔兰天主教完成了向近代的擅变。

    早在1533年，爱尔兰贵族绸服托马斯杀害了都柏林大主教艾林，并且向神圣帝

国皇帝和教皇控告早被逐出教门的英王亨利，声称亨利因为推行异教，已经无权拥

有爱尔兰大领地。大多数爱尔兰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教皇的一个采邑，只是因为教

皇阿德里安的赠与，英王才有权统治的.121罗马教皇从未放弃对爱尔兰这个在欧洲

天主教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在反宗教改革中迅速崛起的天主教修会更是

成为复兴天主教会的重要支柱。

    1540年，罗耀拉(IgnatiusLoyola)已经声明需要派遣耶稣会会员前往爱尔

兰进行传教。1542年教皇便派遣罗耀拉的同伴萨尔门龙 (Alfonsosalmeron)和法

律神学家博尔特 (PaschasiusBrouet) 到达厄尔斯特。但由于当时爱尔兰最具有势

力的贵族欧内尔 (ConoNeill) 与英国正在进行 “先缴后赐”的谈判，他们认为整

个国家都有滑向异端信仰的危险，抵达爱尔兰之后，“北方的首领己经屈服，萨尔门

龙和博尔特无法团结盖尔部落来反对亨利的改革。”「习因此两位罗马教皇的使节便认

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形势已经毫无希望，在短暂逗留后逃亡苏格兰，旋即被当作间谍

被捕。

    1560年，第二支耶稣会传教团到达爱尔兰，大卫.沃尔夫(Davidwblf.SJ)任首

领。他是利默里克人，在罗马呆了七年。他的主要目标是在担任爱尔兰主教期间为

愈发陷于困境的爱尔兰天主教提供精神安慰。他以利默里克为据点，并且周游爱尔

兰各地进行传教，康诺特和厄尔斯特都留下了其深深的足印。罗马教皇在评价沃尔

夫的传教团时说:“他首先拜访了爱尔兰天主教的教长们，尤其是王国四大教省的大

主教，以圣灵之名赞扬他们坚定的忠诚与热情，鼓励他们捍卫天主教的信仰⋯⋯他

，5撇 rltha八.“ejgs，r，l尸和夕b厂胭Ij砂 了n，阳人1刀之儿乃”ditlonand 乙山7了湘，sjona lj巩 ，刁动，一1占绷pp.39一40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305 306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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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去检查主教是否常驻扎在各自主教区，引导信徒“⋯”川更加重要的是，沃尔

夫领导了异教的牧师“回归信仰的真正通途”，建立了文法学校 (Granl旧narschoof)，

医院和修道院。巧68年，沃尔夫被俘在都柏林堡的地牢中度过了四年。1572年沃尔

夫逃亡大陆，三年之后他又重返爱尔兰完成未竟的事业.

    在此期间，耶稣会在爱尔兰只是名义上存在，但第二支耶稣会传教团使得罗马

更加重视爱尔兰的天主教局势。1598年第三支耶稣会传教团成立。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天主教的种种措施说明了在爱尔兰有一场真正的天主教改革的存在，它以特兰

托的精神和关注教会内部的变革来对新教改革作出回应。早在在第一届特兰托公会

上，爱尔兰由苏格兰出生的阿尔玛(Arlnagh)大主教罗伯特温彻普(Robert认/a11ch叩)

代表参加了多项会议，并且担任神学顾问，被认为是“爱尔兰火炬”。他是爱尔兰人

与发展中的特兰托公会精神之间重要的连接点。1562年有三个爱尔兰主教麦克康海

尔(McConghaill)、欧哈特(0，H州)和欧赫里希(o’Herli卜)到意大利参加特兰

托公会。这三名主教在特兰托呆了八个月后返回爱尔兰，采取种种措施在爱尔兰主

教辖区内宣扬、颁布特兰托公会的教令。1566年图尔姆仃Uam)教省的三名主教召

开宗教会议，全部接受特兰托公会教令。1565年，阿尔玛省召开宗教会议，旨在推

进特兰托公会精神。爱尔兰各地正在逐渐地输入特兰托公会的改革精神。因此到了

16世纪末爱尔兰的天主教 (Cathofici亏m)不仅仅局限于 “不服从国教运动”

(Recusancy)为特征，而且它已然受到了特兰托公会神学理论的指导。12]

    17世纪四十年代，欧洲三十年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茶，天主教会针对新教的改

革进行了强烈的反扑。1644 年教皇英诺森十世 (InnocentX)增强了对爱尔兰反宗

教改革的指导，在罗马看来1641年英国发生的内乱为天主教会的重新扩张提供了可

趁之机。派遣教皇使团去爱尔兰主要是为了恢复英国在爱尔兰进行宗教改革之后受

到重创的天主教会，并且同新的特兰托公会的改革精神来指导爱尔兰的天主教会，

使之与时代接轨，这样就可以通过爱尔兰这个跳板，将不列颠群岛上其它地区重新

纳入天主教的势力范围。

    1644年，英诺森十世决定派遣红衣主教里努西尼 (Monsigllor{nucc 而)作为

教皇使节前往爱尔兰。1645年10月，里努西尼带着50000斯库多(Scudi)资金到

达了爱尔兰的肯梅尔(Kenmare)，n月到了基尔肯尼。1646年他成为了“天主教联

，Sa阳ntllaA.Mo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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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新最高会议(NewS叩remoCouncil)的首领。从1645年的四年时间里，里努西

尼继承了17世纪以来反宗教改革的遗产，作为教会改革的先锋，将爱尔兰的反宗教

改革推向了高峰。他的活动主要体现在:

    第一，里努西尼以特兰托会议的改革精神，将爱尔兰天主教的仪式与传教活动

正常化，之与近代罗马的天主教会相一致。

    作为爱尔兰天主教会卓有成效的领导，里努西尼竭尽全力地使爱尔兰天主教重

新拉丁化，引入了许多意大利的祈祷仪式 (devotion)和礼仪 (ceremoulals)“教皇

使节认为，祈祷仪式和礼仪在完成开拓宗教活动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气

川1646年，基尔肯尼成为里努西尼举行宗教仪式的重要据点。在宗教仪式上经常是

亲自予以指导。1646年，他在基尔肯尼进行了大规模罗马祈祷仪式，1647年在韦克

斯福德(W七xford)也举行类似仪式。在这期间，他引入了许多意大利罗马的祈祷仪

式。在引进的众多仪式中，他最得意的是他曾经在星期四(HolyThursday)时给13

个乞丐洗脚。1648年，在里努西尼的授意之下，基尔肯尼授予童贞女玛丽亚(巧rsin

Mary)为爱尔兰的女保护者，标志着意大利罗马式的天主教组织象征己经出现。为

了监督爱尔兰各地履行罗马的祈祷仪式，他还经常往返于各个教区，甚至于为了取

得战争胜利，举行祈祷。“在他看来，这些特兰托会议改革之后的宗教庆典有着多重

的功能。”IZj首先，宗教祈祷仪式能给一般的信徒以很深的印象，由此可以增强对天

主教信仰的信心;其次，举行宗教祈祷仪式能够向天主教徒引入当前意大利流行的

仪式，这样将爱尔兰从英国宗教改革者的手中拉拢过来，重新投入罗马天主教的怀

抱。最后，宗教仪式的举行，能够取悦上帝，增强战争中神灵力量的支持。他在向

罗马教皇的述职中这样说道，“(爱尔兰)人们的良心依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据某

些人说，哪怕是看这些祈祷仪式一眼，也足以使人们在王国内保持天主宗教，并且

一如既往地捍卫之。”I3)

    第二，里努西尼作为罗马教皇的顾问，通过对爱尔兰主教和教士的重新任命与

监督，大大推动了爱尔兰教阶制度 (hierachy)的建立。

    主教是特兰托公会改革的后天主教会能否成功运转的关键因素。里努西尼在爱

尔兰传教期间，为了提高爱尔兰教士的数量与质量。他花了大量时间建立爱尔兰的

教阶制度。1646年秋，里努西尼向教皇呈送了备忘录，向教皇推荐了主教的合适人

，Tadtlgo，han:Iracllaln，伪tlloj了c能rbJ招，tj朗
丢radhgo’h即nr即hajll，伪t力。，了c油八刀秘奋ti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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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他的提名取得了成功。在四年时间里，爱尔兰绝大多数教会圣职的任命都是在

里努西尼的授意下进行的，他成为教会人事权的仲裁官。1647年，里努西尼任命了

帕特里克·普伦基特(Patrick Plunkett)到Ardgh任主教，任命奥利弗·达西(oliver

Darey)到德欧摩尔(Dromore)任主教，这两人都是将爱尔兰天主教会仪式意大利

化的坚定支持者。

    在里努西尼担任教皇使节出使爱尔兰期间，他所毕生从事的宗教改革事业对于

爱尔兰的教士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教士的原则 (clerical

disciPline)，里努西尼认为服从罗马教皇和主教两大权威是完成宗教两个的重要因

素”。1，1

    而在他逗留爱尔兰期间，盖尔裔的教士强烈支持他的宗教改革，而很少会有教

士起来反对他对天主教会的领导与变革.就算是老一代英国人的主教的反对借口，

那也只是基于 ‘天主教同盟’内部特殊的政治和民族冲突的背景，而不是厌恶或反

对教皇使节的教会权威。以下是在1648年前，爱尔兰天主教会31个主教辖区对待

教皇使节态度的统计对比图。

            表7爱尔兰天主教会主教辖区对待教皇使节的态度一览表

{主教名录 教区及接受圣职的年份 主教对教皇使团的态度

DavidRothe ossow(1620) 强烈反对

侧chardArthur Limerick(1623) 己死 (1646)

)Maurice’Hurley Emly(1623) 己死 (1646) ，

ThomasDease Mealh(1622) 强烈反对

Wiiliatn 肠卿 CorkandCloyne(1623) 己死 (1646)

ThomasFleming Dublin(1623) 支持

Hugho，Reilly Anna劝(1626) 支持

John O，Cullenan 助phoe(1626) 强烈支持

IBoethiusMacE只an Elphin(l626) 支持

Th omasW泛lsh Cashel(1626) 基本支持

Eu郎neMacswee衅 儿lmore(1630) 支持

}，atrickomerford 认伯记dbrdandLismore(1629) 支持

Ta(于hRo’hannrac随in，命tholjc刀扮1匕2砚J亡j胡 jlj 力℃1朋诱动口刀初“‘口Illj苗‘sj理加l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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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名录 教区及接受圣职的年份 主教对教:使团的态度 {
Johno，Moloney Killaloe(1630) 支持

一RichardO，Connell Ardfert(1643) 支持

JohnBourke Clonfert(1642) 强烈反对

Edwardo，Dempsey Leighlin(1643) 支持 }
HeberM郎Mahon Clo只he式1643) 强烈支持

Nicholas French Ferns(1645) 反对

Edrnundo，D从甲er Limerick(1645) 反对

FrancisKip刀an Killala(l645) 强烈反对

PatrickPluokett Ardagh《1648) 反对

IAnthonyMacGeoghe只all ClollJllacnoise(1648) 强烈支持

ArthurMa只ennis Do铂IZConne叹1648?) 强烈支持
{

  oliverDarcy Dromore(1648) 强烈反对

TerrenceO，Brien Enlly(1648) 强烈支持

BotlleiusMacEgan Ross(1648) 强烈支持

Andre、vLvnch Kilfenora(1647) 强烈反对 ’

W血lterLynch Clonfert(1647) 强烈支持 {
RobertBarry Cor留Cloyne(1648) 强烈支持 {

{

一卜IughBourke 一些些坦丝旦丝些口互些旦亚-__ __反对 ___」
    注:引自肠dllgo，hannr achain，CatholicReformationinIrel’lnd，Ihe Rinuccini

九右‘slontll

    根据上述表格，在31个主教中，共有16个赞同，11个反对，4个空缺，因此

赞同的达到了51.6%，反对的只有35%，因此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当时爱尔兰天主

教会在里努西尼的努力之下，整个教阶制度己经建立起来，而且正在不遗余力地进

行改革，爱尔兰天主教德信仰已经得以重塑，至少表现在教阶制度上是如此。

    早在里努西尼之前，爱尔兰的教士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618年，

据莫德内(DonnchaModney)计算，爱尔兰方济各会修士不超过16。人，到1623

年，爱尔兰各省份的修士就猛增至300人。1644年，在爱尔兰的方济各会修士有1000

‘几dhgo’hannrac恤In伪tholjc及，foZ砚，tl即动乃℃2朋价 t加沼妇昭初j翻ssjDn，pp.268一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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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他们都致力于促进大主教的改革。

    爱尔兰反宗教改革的进步从堂区牧师(ParishClegry)上的变化上亦很明显。在

1630一一一1637年的图阿姆 (Tuanl)主教区，教士的数目从34人上升到57人，1625

— 1637年，埃尔芬(EIPhin) 主教区，教士数目从13人升至42人.在基尔肯尼

镇 (town)，除主教外，有8个世俗教士(s郎ularchergy)履行特区职责，另有16

名正规教士协助。而在该主教区的其它农村地区，有超过30个人教士专门担任宗

教仪式主持人。川图阿姆大主教欧良利(Malachyo’Quee1y)在担任圣职不久之后，

便召开宗教会议，以保证在该教省推行特兰托的教会。1634年该省召开宗教会议，

得到了罗马的支持。会议通过了一套特兰托经典的教士服饰，堂区记录、忏悔限制、

圣餐。婚姻和教义问答等的规定。早在1632年，欧良利宣布他己给10万人施坚信

礼，1637年他宣称己经授予45个教士圣职。”1211642年阿尔玛省召开宗教会议。同

年5月全岛首届后特兰托教会在基尔肯尼召开，要求建立一个正式教会组织，事实

上全 所有天主教牧师都迅速阪依了。

    第三，里努西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保障罗马天主教会改革的顺利进行。17

世纪40年代，由于英国内乱引发的爱尔兰形势极其不稳定，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结成

了“基尔肯尼天主教同盟”，卷入英国王位之争。因此，“教皇使节认为要缔造一个

运转正常的教会应依赖于其政治环境的顺利与否。”131，因此他看到了天主教会与政

治参与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1646 年，里努西尼成为新最高会议的首席 (New

suPremecouncil)，同年8月，召开了“教皇使节宗教会议”(TheLegatinesynodof

Angustl646)起先召集会议是为了在爱尔兰批准要完全推行特兰托的教会与原则，

但后来变成了政治事件，教士联合起来反对政府最高会议。他积极参加 “天主教同

盟”的活动，并且与其世俗领导者多有接触，关注天主教联盟的战争，干预了两次

  “奥德蒙协议”(OrdmandPeal)，这些努力都反映了他希望爱尔兰特兰托式天主教

会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强的基础之上，有一个安全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尤其是在罗马的积极支持和爱尔兰天主教

教士积极引进的双重作用之下，爱尔兰的反天主教改革在里努西尼时代 (1645—

1649)年达到了最高峰，一个基于欧洲后特兰托时代天主教文化为主旨的爱尔兰天

主教会，已经在全岛各地牢固地建立了起来。爱尔兰天主教会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

卜{，a(lhgo’harlllracllajll，命t方01了‘·
毖Tadhgo’.la了Inracl、aill，命t/l01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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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之后，再次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教会。“这一教会在特兰托

会议上重新拉丁化了，在天主教欧洲的心脏去除了新教主义的文化认同。”川里努西

尼对爱尔兰人的天主教有着这种评价:“在爱尔兰原初的受迫害的教会中，爱尔兰人

在彰显他们的权威与模范时，表现出杰出的驯服与尊崇⋯⋯我敢自信地说，如果以

我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话，他们将保留、采用罗马的模式。”121在他离开爱尔兰前往

罗马述职时称“天主教在爱尔兰实施的异常顺利，就如同在意大利一样，爱尔兰天

主教是其它天主教世界的典范”。即使在这次传教团解体之后，里努西尼仍以他在爱

尔兰改善了上帝的崇拜而感到自豪。

    因此虽然爱尔兰天主教在近代早期随后的时间里并没有重新取得他在 17世纪

40年代所拥有的政治地位，即使是一位天主教国王治下的爱国议会上院中，主教所

建立的也并非是天主教会。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17世纪中叶是欧洲宗教战争频繁

爆发的时期，16世纪宗教改革后一直延续的结果，造成了欧洲分裂成为新教和天主

教两大阵营。这一时期的英国内乱 (1641 年起义)，在罗马看来是重新将爱尔兰和

英国融入天主教势力范围内的天赐良机。，’l640年代的里努西尼传教团代表了罗马

迫切希望大幅修改北大西洋的宗教信仰格局，不管是爱尔兰的天主教联盟，还是教

皇使节，都将爱尔兰作为渗向北欧顽固的新教势力范围，使之重新投向天主教怀抱

的潜在跳板.”131然而1648《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定，迎来了一个欧洲宗教信仰

边界相对稳定的时代，罗马为代表的天主教阵营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政治地位了，

因此重新在爱尔兰建立天主教合法的政治生存空间的希望已成为泡影。

    但是自特兰托会议之后爱尔兰重新输入的主教模式和教阶制度显然与时代相接

轨。爱尔兰绝大多数居民都采用一个以罗马天主教为中心的信仰认同对于16世纪后

期爱尔兰的宗教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巧45年特兰托会议召开至1648年的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是重塑后宗教改革时代天主教主义的关键时期。从爱尔

兰天主教会的发展来看，这并不是代表一个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而是代表一个生

机勃勃的天主教改革新的开始。还是在这一时期，独具特色的爱尔兰天主教发展模

式形成了— 在一个新教国家内建立了由处于非法地位的主教制来引导天主教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天主教教士的非法地位反而成了一个优势。因为在这一时期，

新教政府的飞扬拔鹿，恰恰刺激了天主教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劲发展，18世纪后期的

，几dhgo，hannrac卜aln，伪之力oljc肠了妙J砚曰tl朋jn，rejdn比th己刀了刀优c初了澎了‘，jonl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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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则见证了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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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勃兴: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天主教解
                          放运动

4.1爱尔兰天主教力量的崛起

4.Lll8世纪中期爱尔兰天主教抗争的萌芽与挫折

    18世纪中后期爱尔兰的经济力量在大西洋贸易圈，尤其是在与英国的贸易中发

展起来。天主教中产阶级实力提升，来自畜牧经营制度和有利可图的粮食买卖。这

些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天主教财团，可是法律禁止他们凭借抵押方式放贷，也不得出

钱购买土地。因此，经济力量壮大的天主教中产阶级，特别是商人阶层的崛起，从

自身利益出发，提出了要求放宽惩治法典的新主张。1756年，柯里博士(Mr.Cuny)、

查理·奥康瑙尔(斑chardo’Connor)和托马斯怀斯(1七。maswyse)创建了“天主教协

会”(Associationorcatnolicin加Iand)。1756年7月23日，奥康瑙尔在给柯里博士

的信件中这样写道:“我真的非常失望，你们都柏林的市民并没有邀请所有派别的人

参加他们的协会(Association)”，之后该组织的名称多次更换。[1]1790年、1509年

称为“天主教委员会”(Commlttee)，1513年又该称为“理事会”(Board)。1523年

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协会”(Association)。1825 年天主教委员会遭到议会镇压法

案取缔之后，又以“立宪”社团的新名目重新出现，称为“新天主教协会，’(NewCatholic

Association)。121

    天主教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向天主教贵族和教士求援，争取他们的支持，但是

天主教贵族和教士非但没有伸出任何的援助之手，相反他们还竭力反对天主教委员

会的种种努力。对于天主教贵族而言，贵族的生命财产在惩治法典的体制之下无法

得到保障。从都铎王朝征服爱尔兰以来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爱尔兰的天主教贵

族都成为英国王室打击的对象，天主教贵族在经历了1603年的殖民、1641和1689

年的多次镇压与清洗之后势力己经大大下降了，惩治法典成为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

咒。他们政治的荣誉、权利和报酬已经丧失，长期以来的严刑酷法一步步蚕食了内

战剩余下来的微薄地产，他们己经习惯于从公众的关注和政治的舞台中推出，而且

变得异常谨慎。正如爱尔兰著名政治活动家托马斯.怀斯所言:“不幸的遭遇与教训

给了他们丰富的阅历，并且与现实中的痛苦相结合，凝固了天主教贵族所有的政治

1根据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的《爱尔兰史，(第518页)，
译为“委员会”，为了统一译名，本文采用该书中的译法.

该书将Association翻译成“协会口，将CO捆ittee翻
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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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与热情，他们害怕锁链的叮当声会唤醒他们的主人 (新教徒)引来一个新的更

为严酷的迫害。’，「’】惩治法典己经使天」_三教贵族无力反抗新教的压迫，他们的思想己

经受到钳制。

    教士的处境也大体雷同。由于受到惩治法典的宗教歧视，原来处于主流的宗教

沦为非法的民间宗教，教士们不得去国外深造，不得不接受英国法庭和奉行的国教

理念的影响。他们害怕再次陷入暗无天日的迫害之中。“在令人不寒而栗的迫害之下，

教士们变得呆滞迟钝，毫无生气，这不仅仅需要 ‘根绝者之剑’(Swordofthe

Exterminator)将他们从沉睡中唤醒，即便在惩治法典废除之后，他们也很难在短期

之内恢复到宗教改革前的境界。长期的卑躬屈膝已经使他们的精神扭曲，他们的思

想己经蜕化，他们的心灵已经完完全全拒绝了其他市民自由功能的发挥。”121因此天

主教委员会从教士和贵族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帮助，反而是无尽的冷漠、嘲笑

与讽刺。

    商人阶层的崛起和天主教中产阶级的壮大给天主教委员会带来了一线希望。

1756年天主教委员会虽然已经建立了，但特殊的政治环境限制了该组织创办时的人

数。都柏林的商人是最早的、也是该组织唯一的成员。在委员会成立前的演讲上，

由都柏林的商人、绅士和市民迅速联合起来，通过天主教委员会的两个会员向爱尔

兰总督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宽容与解放。同年12月10日，总督宣布:“信仰罗马天

主教的臣民的热情应该得到肯定，再也没有比这种联合的方式更为适合的了。只要

他们依法行使自己的责任，表示忠心，他们就可以得到陛下的保护。”1311756年的演

讲无疑是随后天主教解放的首个积极信号，被认为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开端，逐渐唤

醒了爱尔兰民族的意识，使天主教信徒意识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拯救的精神依然存

在。1760年3月至4月间，奥康奈尔和托马斯怀斯联合在都柏林召开了委员会的第

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怀斯构想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不仅仅代表贵族统治

和商人利益，而且要扩展至社会的各个阶层。虽然有了大致的目标，但对于如何实

施，天主教委员会没能提出具体措施，这也是早期天主教组织最为显著的特征—

缺乏与广大信徒的交流，未能博取大多数天主教农民的支持。1763年天主教委员会

趋于解体，它的组织不够完善，无论从整体还是从个人的能力来看，天主教的贵族

与教士都未能显示出他们原本应该具有的对下层人民的政治控制。相反，他们不仅

，Tll印laswys。，l’，stOJ75沂‘tchof 亡heLateCathol了c注sso cjatjon‘ 方份了an试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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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保持了冷淡的态度，而且谴责了所以与之相关的联系，甚至还轻蔑地嘲弄了天主

教委员会努力的成果。因此 1763年天主教委员会的解体在所难免，而且作为缔造者

的商人阶层也纷纷推出该委员会。但是天主教委员会留下了一个灵魂的新生，产生

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天主教徒第一次感觉到了自身的堕落，他们开始进行理性的思

索，开始对比，他们觉得一味的顺从并不能换来他们拯救的希望，他们觉得沉默寡

言的奴隶注定要被踩在脚下，新教压迫者是不会按照天主教徒的意志来松弛种种束

缚的。正如托马斯.怀斯所言“暂时的休眠并不会熄灭充满活力与热情的精神，它逐

渐变得愈加强大，新的讨论产生新的希望，新的希望印发新的斗争。”川因此 1756

年天主教委员会的创建，第一次放射出了勇敢精神的光辉，成为后期天主教解放运

动组织的雏形。

    1773年在肯梅尔伯爵(助rdKe钊mare)、塔夫伯爵(Lord毛坦月免)和特里姆莱斯

顿伯爵(L。rdTrimleston)的努力之下，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第二个天主教委员

会是建在第一个委员会的废墟上的，但是受到了贵族特里姆莱斯顿伯爵的的把持。

1211750年天主教徒被允许在军队担任低级军官职位。1771年通过了“沼泽地法案”，

使天主教徒可以租种50英亩以内的瘦田，租期为61年，头七年不用交纳租税。这

种让步虽说可怜，然而它毕竟打破长期以来不准当地天主教徒自由耕种自己土地的

不合理现象。

    1775年英格兰与北美殖民地的战争打响，1776至1780年英军在美洲节节败退，

英国政府在此时已经看到了将天主教徒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的必要性了。因此它开始

考虑对天主教示的宽容问题。帝国政府通过天主教委员会驻伦敦通讯员艾德蒙伯克

的关系，与天主教委员会建立了接触。爱尔兰芒斯特的主教起草了一个宣言，摒弃

教皇废黝世俗君主的权力，否认教皇在爱尔兰民事或者俗界事务方面具有的任何权

威。这个宣言取得了大多数天主教主教们的同意，并于1774年被制订成为法令，这

成为新教徒对天主教徒让步的前提。1778年加德纳 (Gardiner’sReliefAct)的宽容

法案颁布了。根据法案，“自1778年8月1日起，任何罗马天主教徒只要履行一下

忠诚宣誓就可以拥有999年的土地租种权，同时废除1704年安妮女王通过的‘反天

主教势力壮大法案’中的加维尔肯德法案，天主教父亲的财产权得到了保障。”13]

同年英国首相诺思勋爵通过英格兰议会，作出了有利于爱尔兰的让步。根据这些妥

，Th伽as脚se，刀了‘t卿 甜巴tchoftheLa切cath口刀c月55配ja叮朋盯Irelan试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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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法案，航海条例进行了修改，将爱尔兰制造的船舶也包括了进去，并且开始自主

爱尔兰发展水产业。

    爱尔兰当时没有民兵，其军队这时大部分被派往美洲和其他地区了。由于法国、

西班牙、荷兰和新成立的美利坚共和国联合反对英国的对殖民地的统治，因此缺乏

防御的爱尔兰一旦发生外敌入侵，定会在爱尔兰天主教臣民和国教反对派农民中间

获得大力支持。由于惩治法典的影响，天主教徒参加军队的人数寥寥无几，但新教

权贵中间涌现出一股从军热，最后全爱尔兰大约有8万携带武器的士兵，由地方募

款给养，配备相当精良。而志愿兵的成立宗旨是要从英国人手里夺回爱尔兰的权利，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法国、西班牙、荷兰和美国的共同压力之下，1779年英国首

相诺思勋爵在不列颠议会里通过了一系列措施，准许爱尔兰自由输出羊毛、毛织品

和机制玻璃，并准许和殖民地进行贸易。1782年2月，志愿兵在当甘嫩(Dunganno n)

召开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只有国王、爱尔兰上院和下院才有权制订法律来约

束这个王国，除此之外，其余一概都是违反宪法的，因而也是祸根，爱尔兰各港口

一律对英王陛下的非交战国船只开放。作为爱尔兰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我们对

减轻天主教同胞的惩治法典感到高兴。”11]同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了加德纳的第二个宽

容法案。根据此项法案:“从1782年5月1日起，凡是在1778年己经履行过忠诚宣

誓的天主教徒，都可以按照新教徒同样的条件购买、持有或者遗赠自山掌管地和租

种权;废除禁止天主教教团僧侣居住法令、禁止携带武器法令、神甫登记法和剥夺

教育法令。”1211782年加德纳的第二个妥协法案标志着推行100多年的宗教法典中纯

惩治性措施己经宣告了一个段落。

    18llt纪90年代是爱尔兰天卞教委负会 (Com，nilteeoflrishC:、tl，olic)的复苏IFJ

期。179。年都柏林商人约翰基奥成为天主教协会的领导人物，著名民族主义者沃尔

夫·汤恩(认blfeTone)在委员会里担任秘书。1793年汤恩提出了一个宗旨在改进

天主教协会组织能力的计划。该计划与1760年天主教委员会领导人怀斯提出的计划

书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拟制了一张草表，如下所示:
p]

IEdmund

，Ed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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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760年和1793年两份计划书的内容比较图

1760年怀斯计划 1793年汤恩计划

代表组织或委员会 代表全体委员会

  都柏林母一个教区的成员都可参加教区会

议，每个邢都应有各白的名额和代表

每一教区居民都被委任，如同主要选举人聚

集在每一郡的某些集会场所.从4个人中选

出1人作为该郴的代表

每一主要市镇或自治市镇 每一市镇相应的人数应被选举为同一目的

每一项提名均由牧师或该地区的主要负

            责人签发

这些选举人应从都柏林定居居民中指派助理

    代表，在外时应与郡代表保持沟通

每一次选举尽可能采取匿名方式 无需任何特别签名

构成委员会的成员应当由选举产生，其它

  绅士可以提供帮助，但没有投票权

选举须在一个秘密的地点，为上述日的召集

  全体天土教徒参加会议是轻率鲁莽的

上述活动都必须特别保密

为了保证出席人数，除了在注意提高警惕之

外，任何人无须庄严宣誓，也不必承诺参加

                该次会议

    从以上两份计划书来看，怀斯和汤恩对于天主教解放事业有着两个共同之处:

都致力于将天主教徒整个从贵族寡头政治的冷漠和矫饰中解放出来，都致力于合法

地表达公众意志的权利，这些首先是怀斯所考虑的，为汤恩所继承。不同之处有三:

一是在怀斯的计划书中只有都柏林成员能够频繁出席，而其他地区的天主教徒却鲜

有机会参加。换言之，怀斯的观念中只考虑到了都柏林的天主教徒，因此“只是都

柏林的情绪表达与反映。”1793年汤恩的计划书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第二，1760

年的计划书强调秘密结社，因此这一组织迅速被镇压了，1793年爱尔兰民族受法国

国民议会召开的影响，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汤恩的计划书中明确摈弃了秘密结社的

组织方式。第三，怀斯的计划书中允许拥有土地的绅士直接或者间接地帮助审议天

主教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因而天主教委员会带有一系列的缺陷，组织无方，相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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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责任，未能体现公共意志的自山与公平。1793年的计划书对其进行了完善，代之

以都柏林代表团。

    从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看，18世纪90年代是法国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茶的时代，

面对着雾月政变后拿破仑法国力量的崛起，英国组织了包括天主教的奥匈帝国、西

班牙在内的反法同盟，为了配合反法同盟，同时也安抚天主教的爱尔兰，英国迫于

压力欲放宽对天主教徒的控制。1790年天主教协会派出代表团去见首相皮特本人，

要求在爱尔兰议会中通过天主教解放法案。1792年1月天主教协会将肯梅尔和芬戈

尔两位勋爵以及过去一向统治议会的其他贵族分子通通驱逐出去，这样天主教协会

不再是一个手勋爵操控的贵族势力的团体。天主教徒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不再是

新教统治下的驯服忠诚的请愿者。英王会见了包括汤恩在内的天主教协会代表团。

1793年卜院以三比二的票数通过了霍巴特 (Hobart)提出的天主教宽容法案的主要

条款。法案规定:“罗马天主教徒应该能够合法地持有武器，能够担任市镇团体的成

员，能够以四十先令纯收入的财产资格在各郡和自由选邑参加选举，能够担任大陪

审团委员，能够在都柏林大学获得学位，能够担任低级官职，并且能够在部队担任

将军以下的军官职位。废除以前带有侮辱性的宣誓，不再要求至尊宜誓，断绝与罗

马教皇的一切联系，但担任议员和政府官职仍旧需要履行圣礼和发表1692年规定的

反罗马誓词.”川天主教协会成员无不欢欣鼓舞。同年协会通过决议，解散了天主教

协会。乔治诺克斯提出容许天主教徒参加议会的动议，以106票对69票遭到否决。

这样1793年法案天主教解放依然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天主教徒不能担选为议员，也

不能在政府和国家机关中担任官职.

    1793年天主教协会解体之后，天主教的中产阶级依然存在，天主教解放问题依

旧是悬而未决。1806年4月4日南格尔(Mr.Nangle)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

委员会，“希望得到全体天主教徒的尊敬。”121这一建议立即得到采纳，并且积极争

取天主教贵族和主要绅士的支持。1807年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试图将教会势力与贵

族势力结合在一起，但由于内部分歧不一，会议一拖再拖。4月8日科奥希(Mr.众。gh)

撤回了请愿书，会议最终解散了，天主教事业一度受挫。1509年5月4日在天主教

贵族和商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天主教总会(GeneralComm ittee)，大会通过了决

议，主要内容包括:

‘Edmu耐Curtis即dR.B.McD明ell，介jsh价st盯jca12h，之朋‘切r凡11昭一j盛招之pp.!98一199
份h呱swyse，班st“，尹狱‘艺cho了动亡乙口t。命动刁1介 咬~ 了atj朗了11份IB毗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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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爱尔兰天主教徒应该通过请愿来解除自身的痛苦，一直以来对天主教徒的

种种压迫，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也会损害帝国的完整;2、由天主教贵族和 1?93

年爱尔兰天主教协会代表团的幸存者再加上都柏林的天主教市民一起筹建天主教协

会;3、1805和 1807年请愿的负责委员应该参加新的天主教协会;4、在下届议会

开始时上述的绅士和贵族应该具体准备向议会请愿的形式和呈递的方式.”11]

    新的天主教协会成立后，便动员天主教贵族和都柏林市民开展了大规模的请愿

活动。1810年1月31 日，都柏林举行了爱尔兰天主教全体会议(GeneralComm ittee

oftheCatholicoflreland)，决议内容如下:

    “庄严地反对无情残酷的制度，坚决捍卫爱尔兰天主教徒在这个启蒙时代应该

拥有的解放权利，对于天主教解放这一平等权利与自由事业永不言弃.我们应该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来倾诉我们的痛苦，恳求议会予以讨论，依靠正义与理性的

力量，克服妨碍爱尔兰自由与幸福的致命偏见.向议会两院称硕请愿书，使得天主

教解放事业的美德都能得到公平合开的讨论，这是天主教协会的职责所在，也是天

主教协会的荣誉与利益。”闭

    1810年的会议还指定了请愿书，请愿书认为“惩治法典造成了我们天主教徒臣

民的痛苦，颠倒了是非曲直，导致了法律的恶毒与矫饰。因此，爱尔兰罗马天主教

徒申明，为了恢复天主教一个完全平等和无条件参与英国宪法和法律的机会，应该

撤消所有秘密的限制性条款，现在它己经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势在必行了。因此

我们恳求尊敬的议会能够认真考虑上述惩治法典的邪恶本质和迫害程度，恢复天主

教长期以来坚持的自由和在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罗马天主教徒同其他宗派的同

胞一样，贡献了税收、武器、工业、帝国的防务开支。于此我们以最庄严的态度恳

请议会能够关注天主教臣民的利益和要求。”1810 年的请愿书表达出天主教徒内心

最为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求天主教的无条件解放。

    同时爱尔兰天主教总会还考虑在爱尔兰各郡建立分支机构以扩大影响力。天主

教律师首次加入了天主教协会，“天主教律师的商业习惯、雄辩之术和活力四射的热

忱，对于新教徒置之不理的态度，经常抨击惩治法典及新教的错误所造成的痛苦，

这都表明天主教的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3]著名爱尔兰律师丹尼尔。奥康

内尔(Daneilo’CoImellD成为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的新摩西。天主教徒的政治活动

，The闭las砚yse，历st山，，公‘t动 Of tb口Lat口命t加jjc月Ssocjat了on Ol jrelan试al)‘，en《llx，pp27一份30
.Th姗 5御se.IljstO厂y命公t动盯 t为口翻t心肠亡为口了了c滩ssoc 了atj胡 扩 n月口了‘刀试appcndix，p31.
勺h呻 5梅se，历￡tO2，万汤刃才亡力of th口白te命动口了J七月“。‘jat姗 矿 力于扫矛司，pl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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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都柏林新教统治集团的注意，1511年2月12 日总督波尔(weUeseyPole)在都

柏林颁布了命令，要求个地方长官依照法律实施逮捕，取缔了天主教协会的集会。

根据17%年集会法的规定，新的天主教协会在1812年被取缔。

    1812年新天主教协会瓦解之后，请愿活动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天主教徒

的民族情绪并没有消失，其斗争精神促使了天主教组织机构的重生。1812年在新天

主教协会的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称为“天主教理事会”(小eCa山olic

B“汀d)。1801年英国与爱尔兰合并后，国教也相应地建立起来，而在天主教教士的

任命权上国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早在英爱合并前英国政府就对

天主教允诺在实现合并之后由帝国政府给他们提供薪水并且颁发主教的选举细则。

1799年1月，爱尔兰主教特洛伊博士在梅努斯神学院主持召开主教会议，决定接受

国家薪金，同时承认政府对教皇选派的主教和任命的教区神甫具有审批权。“在王国

内委任罗马天主教的主教时，政府的介入是合理的，天主教徒不得持有异议。”11]

天主教教士的妥协退让遭到了天主教平信徒的强烈反对。天主教理事会分裂了，以

丹尼尔.奥康奈尔为代表的平信徒极力反对自己的教会必须受国家的控制。1813年

议会拒绝了要求废除国王否决权的议案。1814年代行教皇职务的天主教海外布道总

会会长廓伦托提阁下宣布赞成否决权，但是他们遭到了奥康内尔的强烈谴责.奥康

内尔感叹道:“要是每一个大主教辖区里都有一个活跃的政府党羽，要是每一个天主

教教区内都有一个神甫士活跃的告密者的话，自由的前景将是何等的惨淡!”121

    梅努斯神学院培养出来的新型教士们也深感自己跟他们的人民以及人民的反

英情绪完全打成一片，因此他们宁愿依靠人民，而不愿自己成为政府的附庸。天主

教理事会在否决权问题上便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天主教的绅士与贵族，另一派是

奥康奈尔和神甫。天主教理事会的分裂，给天主教的解放事业大受打击。再加上1814

年拿破仑帝国的瓦解，英国不再害怕爱尔兰成为外敌入侵的基地和跳板，在这种国

际形势下，天主教理事会日益沦为一个讨价还价、争吵不休的俱乐部，影响力日渐

衰弱，最终变得无足轻重，天主教理事会便自行解体了。

    综上来看，从1756年建立的天主教委员会到1793年成立的天主教委员会，再

到1809年创建的新天主教协会 (又称天主教总会)和1812年的天主教理事会，这

些天主教组织都致力于天主教解放事业的诸多活动，但到最后都走向了失败。从其

，Th阅aswyse。刀了‘t山二犷义etchof tj)日L口te命thojj口Assoc功t了朋扩方℃人初以appe，飞dix，pxvii.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6了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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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轨迹来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组织的活动与人民群众拥护的愿望相悖离，

天主教组织内部派别林立，缺乏稳定的领导核心，未能与政府或议会中的志同道合

者展开交流与合作。山于害怕惩治法典的迫害以及政府的厌恶，其请愿活动不彻底，

一味恳求新教政府的妥协退让，最终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与筹码。天主教组织的成

员大都有牧区会议选举，但这正是其致命之处。因为牧区会议选举的一般都是天主

教贵族，广大天主教平信徒除了偶尔参加聚会之外，对这项事业颇不感兴趣.当然，

这并不是说广大的天主教平信徒没有感到惩治法典所到来的种种遭遇与痛苦，他们

并未追究根源，而是将之归咎于一项错误的事业— 天主教组织的种种努力，脱离

了群众基础。因此18世纪中期以来天主教组织的活动均以失败告终，并未在政治生

活中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其遗留下来的反抗精神与对天主教组织机构做出的尝试

成为后期天主教组织的珍贵遗产，为后期天主教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4.1.2 ”世纪20年代之后爱尔兰天主教解放运动的滥筋

    1801英国强行将爱尔兰并入大英帝国的版图，英爱合并后给爱尔兰增添了数十

倍的国债，1793年爱尔兰王国国债仅为225万英镑，到1817年达到了11300万英

镑，因为英国强迫爱尔兰承担镇压爱尔兰人民起义的费用，并且将拿破仑法国的战

争费用的部分也在保护殖民地的借口之下要求分摊到爱尔兰头上。本来沉重的剥削

已使天主教佃农无法交纳地租，1816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一次法案，使地主更能轻

而易举地驱逐爱尔兰的欠租佃户。广大天主教徒的生活状况变化，每天只吃 8一10

英磅的马铃薯，有时甚至吃半熟的，以延长消化时间。1817年和1822年马铃薯欠

收，使天主教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英爱的合并并未缓和英爱由于宗教、民族问题弓1发的矛盾。“从17%年到1823

年，除了四、五年文官政府之外，都是军事统治。”川拿破仑战争之后，军队复员，

但爱尔兰仍驻有英军2.5万人。合并后，英国国教圣公会改称为“英格兰和爱尔兰

联合教会”，由国家管理，有优厚补助，农民不论信奉与否，都须强制交纳十一税，

成为统治爱尔兰的重要支柱。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反对英爱合并。至于信奉天主教的

农民，合并后毫无政治地位可言，还须忍受十一税的剥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

宗教矛盾相互交织，却都以天主教解放问题的形式出现。

    奥康内尔是天主教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他出生于富裕的天主教家庭，先后在法

国、比利时、英国和都柏林受教育，是当时爱尔兰著名的律师。1823年，丹尼尔、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玛88年版，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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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内尔和希尔在威克罗(Wicklow)山脉的一友人家中会晤，两人在哀悼了其天主

教同胞的麻木不仁后，双方同意立即向天主教徒中最有影响力的贵族绅士求援，“这

次伟人之间的会晤成为后期天主教委员会的第一基石。”川同年5月24日，召开了

筹备成立天主教协会 (Association oflrelandCatholic)的会议，麦顿奈尔

  (JosePh.M，D。nnell)任主席，在该会议上制订了天主教委员会的宗旨与原则:

    1、天主教协会应组织起来，采纳一切合于宪法与法律的措施，以此作为天主教

无条件解放最为有效的途径.2、兹规定，天主教委员会不是一个代表性机构或团体，

同时也不会采用任何具有代表性质或类似于代表团的权威或实质(quality).3、个

人加入天主教委员会应是匿名登记的，作为委员会一员，每年须捐赠1英镑20先令

9便士，在每年1月1日交付，任命5名秘书进行监管。4、所有新闻媒体的记者都

可以参加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委员会的议程和动议通知应登记在案，以供调查与查

询，在名册上应记录所有与会者的名单及地址，以便公开查阅.5、星期六下午该为

固定会议时间，每次至少要有10名会员参加，若有需要，可以延期。”121

    从天主教协会的宗胃和原则来看，天尘教协会摒弃过去代表的形式，协会的事

务做到了公正公开，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争取天主教的无条件解放，这与过去相比

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1824年2月18日奥康内尔担任主席的天主教协会召开会议通过一份报告，阐

述其任务为:

    (一)向议会递交请愿书，不仅要求解放天主教徒，还要求革除有损于爱尔兰

人民的地方性和共同性的弊端，包括固定支付给伦软议会办事处每年约5000英镑的

薪金;;(二)对奥伦治党暴行提起诉讼;实现按法律规定天主教徒在某些市的市政

上应享有的权利，决定每年捐赠15000英镑用于促进教育事业;(三)在都柏林和伦

敦创办报纸，揭露敌人(新教徒)对爱尔兰人民和天主教的诬蔑，揭露真相;(四)

为学校中的天主教儿童提供康价出版物，每年捐赠5000英镑，提高天主教教育水平，

为爱尔兰移民，尤其是去北美和大不列颠的移民派出神甫，此外，每年至少要5000

英镑用于创办学校，建立天主教堂，或在一些贫困的堂区为神职人员修葺教堂，改

善生活条件一131
    这些天主教协会的施政纲领特别强调对于惩治法典的抵抗以及对于天主教教育

wyse，lljst山，产珊户tcjI Of 幼eLat尸命tholjcASsO‘j召tj胡Of lr‘la，l试1，199‘
Wyse，Iljst份)6凭口tch of theLat口CathollcA“ocjarj朋 Of 几公Ian减al)1〕endix，pxxxvii

Curtisan(IR.B.毗D洲ell，几了sh价st‘u，cal刃匕c口习1于1〕1况jl咫一1乳以pl).244一2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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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支持，以此改渗天主教的奴役地位。天上教委员会的最根本的目标在于扩大

爱尔兰天主教的人数。“我们 (天主教委员会)期待可以从慷慨大方的外国同行那里

得到大量援助，但成功的基础却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人数的增加与爱国精神的培养。”

    从天主教委员会的成立宗旨来看，奥康内尔为了使委员会免于集会法的限制，

他不要求委员会成立一个由委员们组成的代表性团体。委员会只是用合乎宪法和法

律的途径去争取天主教的解放，只采取请愿与通讯联系的形式。这是1823年天主教

协会的核心，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扩大爱尔兰天主教解放运动的力量，并专门收集捐

款为解放事业提供资金支持。

    1825年，议会通过了一项镇压法令，取缔了天主教协会。但不久，天主教委员

会又以“立宪”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同年7月13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

了成立新天主教委员会 (NewCatholicAssociation) 的可行性报告。新天主教委员会

的宗旨主要内容包括:

(一)首要的应团结爱尔兰所有的宗教派别，会开

仰，只要得到法律的允许，就可参与其中，成为一员，

邀请成为新天主教委员会的成员;

宣称，无论信奉何种宗教信

而且天主教的一切派系都被

    (二)新天主教协会的成员不必宣誓或以任何方式声明，其组织不会以任何方

式、途径或诡计，宣称有权利活动，旨在实现重新调整教会与同行的痛苦，帮助实

施或冒犯或犯罪事宜;

    (三)新的天主教协会不应当是由不同派系或分支组成，不可与其它团体有往

来，不允许超越乔治四世第4章第6款的规定;

    (四)创建新天主教协会的目的是而且也应该是促进公众和平与安宁，以及爱

尔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睦融洽关系的发展;

    (五)创建新天主教协会的第二目的是也应该是鼓励并扩大资源、进步的宗教

教育制度的发展，这种教育制度应建立在基督慈善和完全公平往来的基声出上.

    (六)创建天主教协会的第三个目的事业应当是确定爱尔兰的人口数童和能够

彼此包容不同天主教信仰人口的相对比例，尤其是要确定每一种信仰教育体系中儿

童的数量。

    (七)创建新天主教协会的第四个目的是也应是运用各种途径为信仰崇拜建立

合适的天主教教堂，同时获取建立天主教墓地，为天主教徒提供埋骨之所，不再有

任何的侮辱或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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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创建新天主教协会的第五个目的是也应该是促进提高科学与农业水平，

鼓励爱尔兰工业产品的消费与爱尔兰的商业扩张。

    (九)创建新天主教协会的第六个目的是也应该是尽可能地鼓励自由、开放的

新闻媒体，发行有利于促进会平原则和双方宽容与亲善的著作，维护天主教原则，

反对日常公平生活中的不公平和诽谤性攻击.

    (十)创建新天主教协会的第七个目的是也将是要在最近几届议会期间，获取

一个详尽完备的针对天主教徒各种指控的请愿书，同时在各个起源地点公开有理有

据的反驳之辞.

    (十一)任何人如果符合条件，均可在指定的某天或在此之前上缴总数为1英

镑作为入会条件;自此之后任何人只要上缴1英镑，同时取得一个会员的推荐，外

加一个会员的支持，即可成为新天主教协会的成员.川

    从新天主教协会的宗旨来看，这是一个十分完善的施政纲领，它具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白强调新天主教协会的开放性，天主教内各派别(天主教、

新教、长老会)都可以参加，成员具有广泛性。其次，它强调以基督的名义促进爱

尔兰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和睦相处。再次，宗吕强调对天主教教育的尊重和对天主教

信仰的宽容与平等。第四，它强调提高科学水平和农业水平，鼓励发展爱尔兰的工

商业。第五，‘白强调舆论自山，维持社会的宗教宽容。最后，宗旨强调要给予天主

教解放事业以资金支持。这实质上十分完善的天主教民族的施政纲领，不仅代表了

天主教徒的心声，更吸收了其它教派的加入，这无疑在天主教解放事业发展史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

    同年的7月23日召开了21名委员参加的新天主教协会会议，欧瑞理(DoweU

o’Reilly)任主席，康伟先生(Mr.cOnway)任秘书。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对之前

成立新天主教委员会的可行性报告作出了进一步修改，主要包括:

      (一)兹规定，新天主教委员会是一社团，创建及活动的宗旨仅仅是为了一些

乔治四世第四章第6款法律所禁止之外的目的;(二)会员在截至11月1日前应将

自己性名上交秘书，并且每年缴纳1英镑费用，即可成为一员;在这天之后，任何

人缴纳1英镑费用，由1成员推荐，另一成员支持，亦可;(三)每年1月1日应上

缴新捐献，1个月内未交清，则被认为退出该组织，不得参加委员会会议;(四)新

闻媒体可以参加该组织集会，留下其性名与秘书，就可获得入场券;(五)星期三下

‘Th伽as货yse，芍5艺01了撇巴tcjlof theLat‘Cstholjc湘5配勿tlon 了几份2即试appe趁td主劣，即.盆1主主一 111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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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三点是会议固定时间;(六)爱尔兰天主教状师教士是委员会理所当然的成员二川

    从1823年的天主教委员会再到1825年的“新天主教委员会”，这并不是简单的

重复，对比二者成立时公布的宗旨来看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823年天主教委员会

是只允许天主教徒参加的、强调为天主教自身的认同群体谋得利益与福社的排它性

组织。换言之，它强调其参加主体是天主教徒，由天主教徒劳无功自身的斗争来获

得自己的解放。而1825年新天主教委员会的宗旨中己经规定:无论信奉何种宗教信

仰，只要法律允许，均可成为其中的一员，以此实现 “爱尔兰僵各阶层人民和睦融

洽关系的发展。”新天主教委员会己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开放性的社会组织，这为

天主教徒与新教自由党的合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对天主教解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1823年奥康奈尔领导之下的天主教委员会以及1825年以立宪名目出现

的新天主教委员会寄去了之前天主教组织机构建立的成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迅速成

长起来，它在爱尔兰各地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征收天主教捐献(Rent)，为天主教解放事业提供资金支持.1824年天主

教委员会章程中规定，会员入会费1基尼，普通会员每月会费不少于1便士，不多

于2先令，贫穷会员每月」便士，可分4次交纳。这种以1便士为中心的’‘天主教

徒捐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即使贫穷佃户也负担得起分4次交的1便士。下图反

映的是1526年爱尔兰各郡天主教捐献收集的情况。

郡名

一 一一 一一~-一，

          金额

英镑 先令 便士

Antrim ￡J38 5 9

Armagh 113 6 3

Cork 2824 l3 10

    Clare 428 lD 2

Carlow 239 9 5

Cavan 792 0

Donegal 76 2 9

DOWn 240 8 1.5

，仆姗swyse，/lj‘tor犷撇et动可th亡Lar口car加]Ic刁~ 角t万即矿几份1朋成砂即e，记ix，pp.xlil月 1111.
翁咖5梅“Ijj对。犷犷sketchOlth亡切切众功oj介月‘‘叱latjon矿介巴勿刀试1}339.



补{建师范人学硕七学位论文

郡名
金额 !

英镑 先令 便士

Dublin 1952 l9 5

初eath 604 I4 5.5

凡rmanagh 72 17 8

Galway 635 15 7

Kerry ￡381 15 7.5

Kildare 567 4 10‘5

Kilkenny 749 19 10

King，5 549 3 3.5·

Leitrim 148 2 9

Louth 689 2 8.5

LimeriCk 548 8 l1

LOngford 168 7 1

Londonderry 144 2 0

Monaghan 194 l5 l0

Mayo 293 6 05

Queen，5 257 0 5.5

RosCO刘non 166 7 0

51190 164 l4 35

TipPerary 1648 7 6.5

Tyrone 65 10 7}
昵stmeath 526 19 9

Wicklow 174 l4 7

Wexford 504 l 0

Waterford 738 1l 4 5

Total ￡16，895 18 11.5{
SubscriPtions 2，224 4 5

￡19，228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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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引自Tbomaswyse，月行矛orysketchojthoLateOtt}渔olicAssoc矛ationoflrela献

    从上图我们可以右出爱尔兰各邯天主教徒对于捐献相当踊跃，侮年将近2万英

镑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天主教徒捐献最初在市镇 (town)中进行收集，随之

迅速扩展到爱尔兰最为边远的角落。起初收集者都是志愿性质的，由各堂区收集者

成立一个协会 (RentCoItun ittee)，专门负责处理此项任务，并将市镇划分成几个区

域，按区进行收集，然而统一将资金上缴至都柏林的天主教委员会。随着收集者规

模的扩大，以及体制的改进，他们扩大了目标。天主教徒捐献收集者有了自己的办

公地点，每周均召开会议，不仅收集有关天主教捐献的报名和汇款，而且开始谈论

相关于天主教的公共政策。

    位于都柏林的天主教委员会授权各省会议(Provincialmeetings)任命一名检查

  〔玩sPector)负责在各郡尉任5个助手(Assis招nty)，提供每月关于各自区域内天主

教捐献的情况上报。同时天主教委员会在各堂区任命教区执事 (Church场址dens)

协助进行天主教捐献的征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征收的制度，给征收工作增

加了新的动力。111丹尼尔、奥康奈尔建议在每个本堂区任命2个教区执事(丛教区

居民中选拔，商人、有知识的农民优先)，一个由本堂区牧师任命，另一个由教区委

员会选举产生，其职责就是每月要求完成一份简报，由天主教委员会下发内容是关

于天主教捐献，人口统计，十一税的数目，教会特税。基尔台学校劝诱天主教儿童

改宗归义的进度等事，教区执事还被委任为调查员，调查各堂区内自由民所受之迫

害，同时还作为传播公共报纸的媒介。每周六都向教区执事分发一份周记(AWeekly

Register)，包括周三、周四天主教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各项演讲与决议的报告，从而

使教区居民能够接触到天主教委员会的最新精神与发展动态，这样整个天主教信徒

都专注于天主教委员会的每一项政策与措施。每周日还在各天主教教堂门口大声宣

读，并由教区执事存档。由此，政治信息在爱尔兰得以广泛传播。1518年报纸印数

达19，050份，1827年达到了25，452份。在1829年天主教委员会解散前，天主

教委员会一次性下发的周记达到了6000份.121
    天主教委员会俨然承担了议会的职责。“爱尔兰天主教民族变成了政治家的民

族，凡是教堂必有演讲者，但凡演讲之时必有数以千计的听众。”13]天主教徒将其微

薄的收入投入天主教组织的财库之中，他们深信这样会带来巨大的回报。爱尔兰的

ITh~5价se.盯‘t盯1切ISketch了 th口Latecat加ljc月55口cz’a叮Qn叮几，口了胡刁，PZ10
份h种5，yse，I/jstQZ，分亡tcho厂th户翻t口山tholjc刀ssoclatj即ofh℃了日用艺p339.
勺h呻 5份萝se.为叮‘to才少橄ec动 了 the幼te山thOlj‘刀‘‘。‘j占t了翻 Df l才‘1日n试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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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天主教农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黄发垂髻的小孩，都乐于向委员会捐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它不是强行征收，属于自愿性质，由于天主教委员会与整个爱尔兰

人民都有联系，因此天主教捐献增长的势头增长迅速。从1825年开始一直到1829

年新天主教委员会被政府取缔为为止的四年时间里，天主教捐赠总数与日俱增川.

表101825一1529年天主教捐献总计tZI

年 份 金 额

1825年3月 16212英镑11先令4便士

1826年12月 6261英镑9先令9便士

1827年12月 3066英镑15先令7便士

1828年12月 21424英镑19先令1便士

1829年1月 5300英镑

总 计 52265英镑15先令9便士

  注:引自ThomasW夕se，月毖‘to口战‘tchoftheLatecatholicAssociationof1reIando

    天主教捐献的增多，为天主教委员会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提供了强大的资金

后盾。同时，天主教捐献作为联络天主教徒与天主教委员会的中介和途径，迅速扩

展到爱尔兰的许多地区。正如托马斯.怀斯在《爱尔兰天主教后期历史概况》中记载

的“每一法升(farthing)的捐献都结成了新的契约，捐献者是债权人，同时又是天

主教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会员遵守纪律，就像天主教委员会的准军事部队”。131

这样，天主教委员会吸引了广大天主教徒的注意，它不仅引导、唤醒了长期遭受压

迫的天主教群体的巨大力量，而且在这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为

天主教无条件解放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资金基础。

    第二，天主教委员会要求各省均要召开会议，天主教徒还应邀请新教朋友，一

起在指定时间聚会。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共同

参加的机会，两个宗派都相互知晓，虽然来自于截然不同的智慧与感情，但双方均

能很好地适应各自的位置。省会议为激发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自信与相互交流创造

了条件。省会议的召开使天主教徒农民意识到，未来其权利能否恢复，其几率主要

取决于农民与天主教委员会领导者们能否亲密无间地合作。通过各省会议的召开，

‘天主教扔献 (CatholicRe几t)见Th。口as，yse.为叮Jt山，·分尸t动of动亡切t口命tholjc月岛ocjat了如可介口2舀刀端

aPpendixpP.cclxx一cclxx主1
，Th伽aswyse，jlistOJ，尸从‘亡cho厂动eL占t已命th‘j了c月55配了atl胡时几，‘lan试即pendix，P273.
什卜二。只枷，户_HigtorvS挽tchoftbeLateCathDlicAss此iation ofjreland.appendix，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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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相互熟知，领导集团也迅速成长起来，通过这一方式，天主教委员会获得了比

政府自身力员还大的匀乡响力。省会议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有益结果:附近地区的教士

都参与了省会议的过程之中。社会各阶层力量都参与到天主教的解放事业中来。

    省会议最初起源于天主教捐献征收的需要，由于新宗教改革和基尔台学校双重

压力之下，天主教委员会成为更加强大的大众力量。省会议在农村开启了一个新纪

元。由于爱尔兰是一个以广大天主教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集会变成彰显自己个

人主张、财富、智慧以及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场所。首届省会议在利默里克召开，当

时有许多新教客人参加了利默里克会议，新教徒对天主教同胞的痛苦表示同情，对

于天主教同胞的努力予以道义上的支持。会议接下来在瓦特福德、科克(cork)、科

罗奈尔(clonneD等地区举行，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并肩作战，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省会议或是这些胜利的前期准备，抑或是他们庆祝之机。1828年的康诺特省会议上，

天主教徒第一次停止邀请新教客人作为嘉宾列席会议，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新教徒

与天主教徒双方已经相互信任，不再有相互之间的猜忌。

    爱尔兰各郡都在竞相申办省会议，在科里(Ke叮)、克雷尔(Clare)、利默里克

  (Limerick)召开的天主教委员会省会议上，响应者云集。在天主教堂祭坛前的讲

台下，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共济一堂。“单单科罗奈尔会议就吸引了附件近5万农民。”

11!天主教委员会主办的各省会议，提供的不是一盘散沙，散兵游勇或是暴民，而是

一群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农民。参加会议的天主教统一着装，服饰是绿色的麻布.

手上拿者绿色的枝条，每一个帽子上都有绿色的徽章，一眼看去就像是一支民族军

队的形象。三天会议中，有时会以整齐的军事队列，在各自音乐乐队伴奏下，由官

员带领着，在市镇的各个地区进行游行.这一机会几乎吸引了爱尔兰各个阶层力量

的共同参与，“每一阶层的人都迅速地融入了一个和平宪法组织的普通士兵理念，每

一个会议都更加完善了天主教委员会的策略。”因而，天主教委员会几乎普及到爱尔

兰的各个角落，全体人民或是亲眼目睹，或是亲耳聆听，或是亲身感受。“政府”(指

天主教委员会)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想象自己是政府的一员.”121

    第三，天主教委员会还要求爱尔兰天主教委员会允许牧师开始统计一项伟大的

工程一.一“国民人口普查”(NationalCensus )，该项工程由天主教委员会著名领导人

希尔(形比ardsheil)提出，由于人口统计牵涉到宗教构成的比例问题，因此到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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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尔兰人口统计变成了一个党派性极强的争议性话题。

    最早对爱尔兰人口进行科学统计的是威廉，配第。他的统计结果表明，1672年爱

尔兰人口达到110万，其中天主教徒占80万，新教徒占30万，这与当时天主教徒

拥有的财产比例基本一致。1731年，爱德蒙，伯克(Burke)统计爱尔兰人口为210

万，其中70万为新教徒，天主教徒有103万。这个数据超过该年同教会牧师的人口

统计整整9万人。1733年毛德 (MrMaude)将爱尔兰人口统计为200万，大幅度削

减了新教徒的数量，其中新教徒60万，天主教徒140万。从1672年— 1727年

的50年间，由于受惩治法典、移民，以及 大爆发的饥荒和传染病的影响，天主教

人口基本上停滞不前，而新教人口却翻一番。但是在众多新教徒统计下的人口数据

之中，总是有意地夸大新教人数。“我们经常听说有40万新教徒能当兵，50万人签

名向议会请愿。”[[l因为测量者的目标与利益不一致，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截止1828年6月14日，1000个堂区中只有273个新天主教委员会有进行过详细统

计，因此总数只有1/5。综合上述结果，1828年天主教委员得出这样一组数据:〔如

下)

                        表11 各省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人数比例表

省份 天主教徒人数 新教徒人数 比率

康诺特 284，354 13，084 21.75:1

芒斯特 839，708 39，047 215:1

伦斯特 438，625 40，985 11:1

厄尔斯特 177，515 80，657 2:1

    1728年1月15日首相博尔特 (Boulter)夸大了天主教人数，认为5:1，同时

也过度夸大了爱尔兰天主教牧师的数量，在其一封信中声称3，。00人。[2l而1731

年上议院委员会指派调查爱尔兰境内的天主教牧师人数，不超过1445人。因此故意

曲解的意图是明显的，在博尔特的一封信中，声称爱尔兰王国境内有大量的罗马天

主教徒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使他们的孩子进入我们的教

会.”131这就是当时新教的利益，利用其权力刻意夸大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人数。因此，

人口的统计关系到新教与天主教徒之间激烈的力量对比。因此，天主教委员会委派

牧师进行人口统计，虽然会有所波动，但希尔希望将天主教人口普查作为一个促进

，Th的asw丫se，历st。妙女etchof theLat尸CBtholjcAssoc动t了朋Of l户口lan试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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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事业的有效途径。他希望将这些数据摆在牧师和农民面前，摆在新教徒和天

主教徒面前，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与经济政治地位上的劣势形成了巨大反差，必将引

发天主教徒的思考与反抗，也会引起新教徒的反思。这项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广大天主教徒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与实力，为争取自身的权利，争取无条件解放，

提高了事实依据。

    综上，天主教协会通过收取“天主教捐献”，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召开各省

会议，联络了天主教徒，增强了天主教徒与新教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天主教协会自身

的凝聚力;通过对天主教信徒人口数量的统计，让广大教徒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坚

定了斗争的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意识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尤为重要的是，天主

教委员会调动了各级天主教教士的力量，使天主教解放事业有了强大的后盾支撑和

领导力量。新一代牧师大多是在梅努思神学院接受教育，拥有独立于民族精神，熟

悉近来的政治走向，他们的力量迅速成长起来，天主教牧师已经意识到联合斗争的

必要性了。牧师不再对天主教解放事业嗤之以鼻，他们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对新教

的迫害进行反击。天主教全体牧师、各级教士是新天主教协会的成员，他们参加了

历次会议，赞成历次决议，并在布道与弥撒活动中向人民宣传革命的思想。在协会

有组织的力量中，教士们看到了力量的堡垒和防卫的大本营。“牧师们蜂拥而来，寻

求庇护，同时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贡献他们在地方上对广大信徒的影响力，教

会逐渐变得激进。”【’]天主教教士加入这项事业，他们立即获得了无限的影响力，虽

然这项事业是半宗教性质的。但如果天主教教士退出，他不仅形同叛国者，而且还

有背叛上帝，成为叛教者之嫌，在这股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教士们积极地投身其中，

成为了时代的先锋。天主教协会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组织，在各郡的城镇中建立了一

个总会 (GeneralC。加川讹e)，同时在每个男爵领地 (baro币alCoInln lttee)成立了分

会，任何两名当地的代理(localagent)，对各辖区的天主教事业进行指导。很快，

一整套的机器在教士和天主教委员会的指导下迅速运转起来，他们利用星期天集会，

发表演讲，鼓动群众.1825年1月21日，爱尔兰1500个教堂同时集会，每个教堂

估计有信徒1000余人，因此总计有150万人聚集在一起为了天主教解放事业而祈祷

着，这充分显示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力量。在天主教委员会的努力下，教士、贵族

和广大信徒都凝聚在一起，他们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废除惩治法典。他们还攻击英国

新教政府，反对议会的腐败和寡头政治的无能，反对英国的惩治法典，天主教委员

Th吟 5，，se，价st山少橄口tch 扩 theLat曰伪动。1J’c月SSOCidtj如 01 1护‘2召刀试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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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内部的革命倾向日益明显，“天主教协会第一次不再是一个相互讨价还价的讨论组

织，而是为了命令而控制一个举足轻重的民族。”川

    在1793年的解禁法典中，天主教徒已经获得了选举权，此时全国有十万个“四

十先令自由农”，不过这些自由农实际上都是新教地主的奴隶，因此他们一般都是奉

命投票的。但在1826年瓦特福德郡的选举中，奥康奈尔和天主教委员会的鼓励与支

持下，他们拥有自由新教徒维利埃斯.斯图瓦特 (H.Villerssttlart)，而不拥护拥有该

郡大片土地的望族乔治·贝雷斯福德勋爵(LordHcogre Bereford)。瓦特福德的选举

成为革命的开端，奥康奈尔称赞“这次选举是自惩治法典以来第一次天主教徒能作

为候选人身份发表意见”。IZj瓦特福德选举成功在于调动广大天主教自由民的意志与

热情。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一个相同的目标— 天主教的解放。之前英国人都将新

教的支配地位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认为新教徒与天主教的联合只能是一盘散沙，

认为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但在瓦特福德选举中，天主教的自由民与自由

派新教徒候选人联合起来战胜了新教保守势力(寡头政治)，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这成为民族意识中的一个转折。从那时起，整个爱尔兰的形势便逐渐走向明朗，星

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瓦特福德选举中，天主教委员会将受苦受难的天主教徒凝

聚成起来，由此取得了重大胜利。

    1828年，威灵顿公爵出任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无论

英王、上院和英国广大舆论如何反对解放，解放时迟早之事。1828年7月克雷尔郡

  (Clare)的选举结果使得天主教解放事业在当时当地就显得不可避免地要实现了。

1828年6月，奥康奈尔在都柏林发表演讲，他用其极富个性特征的言辞表达了他的

竞选口号，“我的前半生的生命都投入了为争取爱尔兰天主教徒宗教与自由的斗争，

如果你们选我，我保证，将使爱尔兰议会像以前一样成为全体爱尔兰人民的代表，

抑制爱尔兰国教的过分膨胀，取消合并，减轻十一税等等。”I3)富有煽动力的宣传开

始了，天主教委员会的领导人希尔.劳力斯 (Mr.Lawless)和天主教牧师一起，考察

了克雷尔郡各地，视察教堂发表演讲，唤醒人民支持奥康奈尔，反对新教的蛮横统

治。在这次选举中，奥康奈尔在当时有限的选票中获得了2057票，而新教侯选项人

维齐.菲茨杰拉德仅获得982票。奥康奈尔的成功当选不仅在克雷尔郡，而且在整个

爱尔兰都引起了轰动。一位罗马天主教徒由人民选举出来进入了新教徒所把持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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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并且拥有了最为重要的权力，这种影响是无形的，新的秩序己经在爱尔兰诞生，

爱尔兰天主教徒翻开了自己在政治史上新的一页。

    天主教徒在英国政府的一片反对声中取得这样的胜利，应归功于领袖奥康奈尔

的长期努力，归功于不仰求于国家的天主教教士，他们奔走于选民之间，鼓动选民

投入这场保卫天主教的战斗，同时也应归功于受过锻炼，头脑冷静的小农群众，他

们过去长期受到奴役，此时在奥康奈尔及其领导的天主教委员会的倡导之下，已经

逐渐走向了政治路线。但托利党的政府数据1692年的议会法令将这位爱尔兰的无冕

之王拒之门外，爱尔兰人义愤填膺，随即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等于在给政府

暗示:“无论天主教委员会何时征召，人民随时准备揭竿而起，服从干天主教委员会

的命令已经成为广大天主教农民的第一要务。”川换句话说，天主教协会成为广大天

主教徒在政治_L的代言人，要求新教政府的放宽政治束缚，克雷尔的选举，使得爱

尔兰陷入于内战的边缘。

    1829年3月，爱尔兰事务大臣皮尔提议废除就任官职和参加会议时所必需的宜

誓条例。首相威灵顿声称要么废除这个宜誓条例，要么准备内战，二者必居其一。4

月，上院通过了无条件解放天主教徒的法案。宪法对英、爱两国忠诚的天主教徒上

层开放了。该法案规定:

    1、天主教徒可以胜任除国王、摄政王、总督和英国大法官之外的任何职务;2、

颁行新的忠诚宣誓取代原来的忠诚宣誓，由于加入议会需要履行的圣礼宣誓也被取

消，反对国教的新教徒终于获得解放;3、只要作出新的宣誓，任何信仰罗马天主教

的臣民皆可合法地成为任何世俗组织机构的成员.可以拥有职位或其它荣誉，在社

团选举或其它相关事务中拥有投票权.IZJ

    通过1829年法案，天主教徒争取到了自身的政治权利和宗教自由，可以自由地

进入政治领域，可以公开天主信仰。这样天主教的解放在爱尔兰已经实现了，惩治

法典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束缚与侄桔己经宣告结束，天主教徒不再是一个政治上遭

受奴役的二等公民。天主教徒已经开始治理自己的城市了，1840年奥康奈尔还当上

了都柏林两百年以来的第一任天主教徒市长。

    但是1829年颁布的天主教解放法案只是从法律上对天主教徒和其他人士打开了

国家公职和市级职务的大门，接纳他们任职的权柄却仍然把持在那个不想让别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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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权力的新教权贵手里。1829 年的法案还规定了针对天主教徒的种种限制:1、任

何人均不得篡夺或是与英格兰或爱尔兰任何教省的大主教、各主教区主教、各乡村

牧师的名字、称呼或荣誉，如有违反，每次得没收财产并付上100英镑罚金;2、任

何担任法律或行政职位的官员，若有出席英格兰或爱尔兰的任何天主教礼拜场所，

除了英爱联合教会、苏格兰教会之外，仍携带隶属于该职位的勋章或标志、长袍、

罩衣或其它任意部分者，要受法律审判，剥夺职位，并且罚金100英镑:3、罗马天

主教的神职人员只能在罗马天主教常规的礼拜场所或其私人房屋内履行仪式或施

礼，如有违反应罚金50英镑;4、任何人在王国的任何地方若有成为耶稣会或其它

诸如此类修会者，应被视为犯有不断行为，驱逐出境，永不回返。，，1’J换言之，被英

国政府誉为巨大妥协让步的天主教解放法案仍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依然强调新

教与天主教的二元对立，对于天主教的活动进行种种限制，天主教各修会仍被排斥

在外.这是要切断爱尔兰天主教与罗马的联系纽带。因此，1829年的无条件解放天

主教法案具有许多不足之处。1830年为爱尔兰通过的议会改革法规定，凡城里每年

有十英镑收入的业主，郡里的“十英镑自由民”和有20英镑以上收入的租地人，都

能享有议员选举权，这样议会选举的门槛从原先的40先令一下子提高至20英镑，

这样的金额对于广大低收入的天主教徒而言，其选举权又被剥夺了。广大贫穷的爱

尔兰天主教徒还是没有政治权力，而且有关解决十一税的问题以及改革国教的种种

尝试都遭到了失败。

    以议会改革为例，从下面的表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出1830年议会改革法对于爱

尔兰人的急剧影响。121

                          表12 爱尔兰选民构成图

郡 名 50英镑 20 英镑 40 先令

A门tfim 389 127 6D56

Armagh 145 129 9802

Ca!OW 313 160 3073

CaVan 486 218 7110

C}sre 605 327 13035

COrk 2106 793 14966

皿EdmundCurtisandRBMc。洲ell.介fshBi￡t盯姗1
勺h礴swyse，衍st“夕欲‘‘Ch o厂th亡乙a￡君命t加ljc

刀匕亡之翻〔，〕亡匀11咫‘~1夕驾 pP.248一250.
AsSOclatj翻 ofl女℃1日n以 append正戈.pp.cxiee，，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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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名 50英镑 20 英镑 40 先令

OOWn 644 147 13324

DUb】in 800 591 2947

Fermanagh 347 247 8333

Kerry 741 438 5537

Ki】dare 370 103 761

Kilkenny 520 63 589

King，sCounty 819 48 377

Leitrim 45 113 5950

LimriCk 1119 774 10793

Londonderry 353 8l 4213

Longford 292 125 3106

Mayo 318 157 19987

Meath 663 62 1089

Monaghan 261 109 6754

Queen，sCounty 762 225 4483

ROSeC0mmon 441 199 8685

TIPPerary 602 562 6180

Tyrone 108 155 8779

Wsterfotd 333 114 2119

Westmeath 441 131 2275

W6Xford 580 452 8194

WICk1OW 257 59 1086

总计 20560 6909 179103

    从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出，1830年议会改革法对爱尔兰人的影响。从40先令

自由民的数量来看，1830年爱尔兰总共有40先令自由民179103人，他们主要是由

富裕起来的天主教徒中下层人民组成的，他们的努力将“无冕之王”奥康内尔选入

了英国议会，天主教徒进入新教把持的议会，引起新教贵族的恐慌，因此他们将爱

尔兰自由民选举财产资格骤然提到了20英镑。这样在整个爱尔兰只有6904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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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才有选举资格。选举门槛的提高对天主教徒而言是一道巨大的障碍，选举人数急

剧下降了17万人，仅为原来的19%。固然天主教徒也能成为自由民，然而新教徒

由于在社会财富、政治地位方面的天然优势在自由民和选举制度上依然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4.2新教阵营的分化与新教国教地位的丧失

    自亨利八世在爱尔兰推行宗教改革以来，爱尔兰逐渐形成了新教与天主教两大

民族。新教中又可分为两个派别，一是国教会，二是非国教会，包括爱尔兰北部的

苏格兰长老会教徒和新教中的不服从国教者。其中以厄尔斯特地区长老会为主要派

别。在爱尔兰这三个传统教会中，国教会得到了最优厚的资助，通过17世纪以来惩

治法典的完善，维护与巩固了新教的优势地位。国教会从政府那里得到大量资助，

并由国家管理，它形成了所谓的“教会贵族阶级”。虽然他们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但是垄断着全部职位，拥有5/6的土地。据1861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在爱尔兰的国

教徒的人数仅为693357人，而天主教徒人数却达到了4505265人，所以它只不过是

上层阶级中少数派的国教，受到了来自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的反对。

    厄尔斯特省的长老会使 17世纪初期英国厄尔斯特殖民政策的产物。1603年，

英国镇压了奥尼尔在爱尔兰厄尔斯特地区的民族起义，并推行殖民条例。1603年，

詹姆斯，汉密尔顿爵士和体.蒙哥马利爵士这两个苏格兰郡人己经在各郡和贝尔法斯

特周围地区活动，为一个繁荣的苏格兰殖民地奠定了基础。1642年6月10日，苏

格兰牧师在爱尔兰组织了第一个长老会，从此长老会开始在北方扎下根来，长老会

教徒主要在北方从事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然而在随后一个半世纪里，随着英国国教

推行的惩治法典和经济上的歧视政策，英国人“用商店老板的精神制订法律来统治

诸王国”的政策造成的灾难却主要落到了英格兰自己在爱尔兰开辟的新教殖民地的

头上，因为工商业阶级的中坚力量都集中在北方。1111799年爱尔兰联合会(U们“ed

Irishnlen)起义，北方的长老会盘踞的贝尔法斯特成了叛乱的城市。厄尔斯特长老会

虽然有反对英国国教的一面，但是长老会毕竟属于新教，他们同时有反对天主教的

势力的一面，正如埃德蒙，科蒂斯所说“丹尼尔、奥康奈尔在北方找不到一块同情的

基地。”12]在天主教解放运动和合并取消运动期间，“救星”奥康奈尔曾遭到长老会

著名领袖和布道者，厄尔斯特省宗教会议主席亨利.库克的强烈反对。苏格兰裔的爱

‘〔爱尔兰1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49了页‘
忿〔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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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人在东北部形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后，当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带有天主教性

质和民族性质之后，他们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的同情也就渐趋冷淡，并最终

消失。他们虽然在维持地主主义、英国国教派统治和国教会等共同的锁链的斗争中，

曾与天主教徒结过好几代联盟，但是第一个自治法案的推出之日，可以说也就是他

们开始背离自己的老盟友之时。

    北方的长老会认为自己是属于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不会服从于一个由都柏林和

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徒控制的议会。他们虽然不认为自治等同于罗马统治，但却强烈

地认为新教厄尔斯特人得寻求自身的利益。“如果自治在所难免，那么厄尔斯特得努

力实现一个新教徒自己的“自治”。111

    爱尔兰北方的长老会成为英国推行国教路线的牺牲品，北方长老地奋起反抗，

他们要求改革爱尔兰的新教议会，支持法国大革命，并且支持天主教解放:“他们决

定创立一种新的制度，发送自由结构与国家独立，将建立在全体人民的平等权利之

上。”121简言之际，他们希望通过与天生教同胞一起缔造一个世俗的共和国，拥有普

选权和代议制的政府。他们大多是富裕的农民和小有成就的制造商，他们最重要的

工业是昵绒，但政府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却使他们的受到百般限制。因此他们相信

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不仅能够给他们个人带来利益，也会为整个爱尔兰谋得福扯，因

此，在近代爱尔兰大主教解放事业，!，，爱尔兰天主教能够与厄尔斯特长老会加强合

作，共同反抗国教的迫害。

4.2.1英裔爱尔兰人与新教“自由党”的形成

    英裔爱尔兰人指的是信奉爱尔兰国教的新教徒，其血统主要是靠遗传、通婚或

改宗形成的，大部分是来自威廉征服爱尔兰之后的老一代英国人和盖尔人，他们转

变成新教徒后在15世纪拥有高踞于其他居民之上的合法统治地位，一方面英裔爱尔

兰由于长期居住于爱尔兰，其家庭、工商业利益均分布在爱尔兰各地，因此他们身

上表现出倾向于爱尔兰:另一方面作为新教徒他们并没有忘记对英王的忠诚和忠于

英国的联系。1800年合并结束了英裔爱尔兰人保守的、忠诚的并带有贵族色彩的民

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格拉顿 (Grattan)和弗勒德等人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在针

对由来已久的天主教解放问题时，爱尔兰的新教发生了分裂，表现为新教开明的“自

由党”(Orde:OfLiberator)的兴起，他们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统一，赞成对天主教

，’i11至的价璐n，胡 月刀妙叮动石臼朋召摺厂动口涌飞于口1产治c己矿伪叨侧，九娜Belfast:价PPUbl比atim，
Ltd二2003.P73.
，SeanClonill，1，.jsh肪tj姗1枷 了a力殆tOrJ尹ofjtsz切tsandj‘介01口9犷cont初阴妈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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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放，以此来缓和日益对立的两大民族与宗教矛盾纠纷。

    1828年爱尔兰自由派新教徒决定成立自由党，以此来推动天主教解放事业的顺

利进行。自由党是爱尔兰人的自发性组织，其宗旨如下:“1、为阻止在各个地区内

任何形式的秘密社团或联监的形成，同时也为了尽力改善爱尔兰人民的条件，禁止

成立秘密社团，信仰真理即可成为自由党一员;2、争取所有爱尔兰人兄弟般的关系

与爱好，停止爱尔兰人之间一切的宗教仇恨;3、推动旨在民族目标的全民族基金的

征收工作:4、保护所有人的选举权，特别是40先令自由民的选举权利，防止因为

自由选举而产生的报复性行为;5、对各郡的投票数量和全体投票者的政治趋向进行

登记:6、改善新教育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尽量少树敌，推动爱尔兰商业和制造业

的发展。”川1828年新教自由党联合起来发表声明，支持对天主教问题的最后调解。

“我们声明，影响陛下天主教臣民的惩治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害于爱尔兰利益和

帝国统一的，尤其是对于爱尔兰大多数痛苦的天主教徒，政治上的不满和宗教上的

敌视歪曲了整个国家，威胁了制度的稳定，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民族的繁荣。我们

还认为除非法律能迅速修正这些错误，越快越好，因此，我们认为帝国最大的福社

在于其全体臣民都能得到议会的垂青和批佑。”121在这份声明上，一共有2100多名

新教贵族和其它新教绅士签名表示赞同，其中公爵2人，侯爵7人，伯爵30人，子

爵n人，男爵23人，从男爵22人，议会议员36人，绅士和其它等级总计2000余

人。贵族精英迫于形势要求英王的议会对天主教的事业做出让步。1829年1月20

日，由爱尔兰总督莱斯特公爵(DtlkeofLeinster)主持召开罗汤达(Rotunda)会议，

这是一项由新教贵族与天主教名流共同参加的会议，会议要求宗教与权利的自由，

认为在知识、财富和自由事业进步显著的历史潮流中，一直延续至今的剥夺资格的

法律政治是最大的祸害，同时也是破坏国家内部和平与繁荣的罪魁祸首。该次会议

在综合了贵族和教士意见基础上，向国王呈送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内容如下:

    “我们不揣冒昧，窃呈陛下，我们整个国家已经被划分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不是在暗中积蓄力量，就是公开地表示敌意，这不仅腐蚀了整个国家的机体，扰乱

了宪法的过程，而且动摇了相互信任的根基，瓦解了整个权利社会的构建。工业停

滞，商业倒退，制造业没有资金支持，移民望而却步，几乎是灾祸连年，新教徒也

不能幸免，权力与宗教自由理念应该成为紧密联合的桥梁和纽带，应该成为指导方

，Th吟swyse，班st‘〕厂夕撇刀tchof th巴L日te命tholjcAssocjatjon 口了Irel刁n诱毋叩己爪方无沐cxlvi.
勺h砷swyse，形stol:y撇日t动 or th口切te伪tholjc月，，口‘jat了on 扩方更lan试刁月〕en口j戈娜cxl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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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如果一再延续剥夺资格的法律，日积月累的不满将在这个国家进发出来，这不

仅有辱大英帝国的威名，而且会使国家力涣散，削弱英国作为欧洲第一弧国的力量，

危及整个帝国的统治。”川从罗汤达会议的内容来看，他们请愿的日的固然是为了维

护大英帝国的完整和消弧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二元对立，但请愿书反映出爱尔

兰新教贵族对天主教解放事业态度的转变，代表新教内部势力的分化组合，这大大

增强了天主教徒的斗争力量.这份请愿书得到了新教权贵的鼎力支持，在其名单中

有公爵2人，候爵14人，Lords人，伯爵〔Marq，ness)6人，男爵(viscount)6

人，议员20人。

    1829年5月6日，在伦敦的教门大街上举行了新教权贵会议，会上这些新教的

显贵们都一致向英国请求解放其天主教臣民，这些人当中有执掌大权的伦斯特公爵、

莫兹威伯爵(EarlFitZwiiliam)等名流，此外与会的新教贵族还慷慨解囊、踊跃捐款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参与捐款的贵族名录及其捐赠数额详见表13)。

    新教自由党的势力日益增强，对于天主教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连

爱尔兰天主教的“无冕之王”奥康奈尔也曾说道:“全体天主教徒深深热爱和关心自

由新教徒。”12)因此新教徒阵营中开明的自由党力量的分化成为了天主教徒斗争的重

要补充，也成为天主教解放斗争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4.2.2新教奥伦治党的成立与新教保守势力的反扑
  1795年9月21日，北爱尔兰成立了“奥伦治党”(orderoforan罗)t31奥伦治党标
榜自己的宗旨是“维护国家的法律与财产，维护新教宪法，以及保卫英王和他的继

承者们，致以他们能维护新教权势。”l’l不久，奥伦治党便拥有了好几千名好战的新

教徒，其中大部分是圣公会国教徒。从17%年开始，奥伦治党肆行活动，使得爱尔

兰实际上一直处于恐怖统治之中，新教中的顽固势力不顾解放的事实，一心仍像把

权力集中在新教徒手中。1828年被称为国教会老巢的都柏林大学为纪念布伦威克的

威廉，成立了布伦士威克俱乐部 (Bruns ivick club)，号召都柏林大学毕业生共同团

结起来捍卫国教会。俱乐部的宗旨是“维护新教制度，并且捍卫新教宪法在大英帝

国的统一。”[5l同年11月5日，爱尔兰的奥伦治党人召开大会，会议一致决议，新

  教徒应责无旁贷地利用一切法律手段支持、维护和捍卫新教宪法在大英帝国的统

‘仆哑swyse，力叹‘to厂犷分己t动了 th口Late伪动oljcASSoCjatl朋矿不n子才口刀试即pendlx，pp.cccix弋ccx·

，【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688页。
，又称橙带党.因对奥伦治成廉(1685年)表示的尊敬而命名.笔者注，
月〔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爱尔兰史》，第640页。
，Th皿5衍se.形stoz二犷欲etChof t加肠t曰命动口了jcAssoc 了atj朗时 介日lan比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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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参与捐款的贵族名录及J〔捐赠数领

名录 ￡ S

Ear}FIZw}liam 200 0

DUkeofD创onshirO 100 0

DUkeofLelnster 100 0

MarqUOSSOfDownshi「e 100 0

MarquessofAnolesey 100 0

EarIDa「nley 50 O

Esr!BeCtiVe 25 0

Earlo了Glnoall 25 0

LordViscountTempletown 50 0

LordViscountTemPletown 25 0

LOrd VIScountKIlloen 20 0

LofdVIscountForbes.M.P. l0 l0

LordC}ifford 50 0

LOrdstourton 50 0

Lordstafford 25 0

LOrdDUndaS 25 0

LordDunally 25 0

LordwilliamFitzgerald.M，P. 20 0

LOrdArthurHII}.MP 20 0

LO川 F旧ncis

LevesonGOwer，M.P， 25 0

TheRightHon.

SlfGeo「oeFHIll。sartMP 25 0

TheHonG.A毛1115，M.P. 20 O

TheHon.H一C一C!ifford 25 0

TheHonwilliamPonsonby.MP 20 0

名录 ￡ 5

TheHon.Geo.oawsonoamber 20 0

TheHon一Valentinejerninoham l0 l0

TheHon.RobertKing， M.P l0 0

TheHon，GeorgeFortescue。M.P 5 0

TheR10htRevo「endDr.Weld l0 0

SirChar}esCoote，Bart.M.P 25 0

SirThos.B.Lethbridge，Bart.M尸 2l 0

JudgeDay 25 0

Geo.R.Dawson.Esq.MP 25 0

ThomasUody，Es口， M.P. 25 0

HenryVilliersS忆uart.Esq卜M.P. 25 0

JamesGrattan， Esq.MP 25 0

Ra}PhLeyCester. Esq.M.P. 20 0

JosePhHume， EsqM.P‘ 5 0

Rev，MKeatlnO l0 0

Rev刁.Countnay 5 0

Lieut一Geu.Thornton 3 3

Lieut产ColonelDeLacyEvans 5 0

CaPt.Herbert， Esq.R.N. l0 0

R.Bourne， Esq.RN. 5 0

Robertogilby。Esq.(co刀fDerry) 50 0

A.G.Wrjght，E，q. 25 0

Johnwrjght。Esq. 25 0

DanieINealLisler， Esq 2l 0

W.HBourne， Es口. l5 l5

PeirceMahony、 Esq、 l0 l0

!oo



第4章 勃兴: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大主教解放运动

人名 ￡ S

DavidMahony， 〔sq. l0 10

WHenryCurran， Es口- l0 0

JamesDWyer， Esq. l0 0

JohnHowley。 Esq- l0 0

Mauriceo，Connell。Esq. l0 0

HenryRobinson， Esq. l0 0

Richardsheil， Es口 l0 0

Edwardsterling.Esa. l0 0

StePhenWOulfe. Esq. l0 0

Thomaswyse. Esq.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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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CUl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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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sollyFlood， 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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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lusLyne. E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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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GormanMahon， Esq.

ThomasMoore。 E吕q-

HenryRobinson.Jun.Esq

Bleaden.Alexander

Co.oftheLondonTavarn

ScipioClint. Esq. 11 1

注:引自Thomaswyse，Bristory距tchoftheL“tecatholi。Associati助oflreIQnd.川
一。”12]同年11月5日，爱尔兰的奥伦治党人召开大会，会议一致决议，新教徒应

责无旁贷地利用一切法律手段支持、维护和捍卫新教国家的宗教与民权。面对天主

教势力日益壮大的形势，新教的奥伦治党认为国教受到了罗马天主教徒(popery)

和不信教者(Infidelitv)的恐吓，新教宪法受到宗派主义和不信教者的攻击。为了

应付双重威胁，成立奥伦治党。奥伦治的威廉是将爱尔兰从天主教精神和政治束缚

中挣脱出来的英雄，维护了国教的优势地位，同时继承了布伦士威克的王位

(BrunsMck)。奥伦治党宣布，“无论任何人，其信仰必须是新教的，其理念必须是

忠诚的才能与我们取得联系.因此，只有具有新教资格的人才能加入，值得称赞的

人才能成为奥伦治党的一员。奥伦治党不能被镇压，否则布伦士威克王朝将会解体，

领土的自由，我们的国教，我们的王室，将会立即为罗马天主教的黑暗与专制镇压

所取代。”131奥伦治党的成立宗旨是为了维护新教王朝的统治地位，矛头对准了正在

蓬勃兴起的天主教解放运动。

    爱尔兰的三个传统教会中，国教会虽得到大量资助，但是却遭到信奉天主教徒

‘Th恻swyse，形st‘J，产撇巴t动了 动户劫t日命t加IJ’cAs铆jBtj即扩 n℃了四动艺aP伸ndix.伴ccxi.
ha哑 5，yse，Iljst山，尸5论巴tCh 可 亡heL8te伪t力olj亡月占‘口亡1召tj胡旷 几若lan试p221
ha砷5梅se.石厅‘tOIJ产醚护t动Of 乙加L刁t口山t力Dl了c月~ 初之j胡0.1，沪lan试叩pendix，伴cc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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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老会教徒们的反对。虽然合并法会规定圣公会为国教，而且国教会也自称是爱

你兰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国教，但是它从来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教，它只

是新教少数派的国教。历史发展朝着使爱尔兰各阶级都能获得正义的方向发展。1869

年，面对着大饥荒后风起云涌的爱尔兰民族起义，尤其是在1867年青年爱尔兰人的

武装起义之后，1869年英国伟大的自由党政治家格莱斯顿(Gladstone )通过一项废

除爱尔兰国教会的法令(DisestablishmedAct)，要求取消英国教会在爱尔兰的国教

地位，使成为了可以自由加入的宗教团体，把它置于和其它教会平等的地位。从此

之后，爱尔兰国教会便由代表组成的教会团体的统治，并实行自理。爱尔兰国教会

从它原有的岁入中取得250万英镑，作为维持现有牧师的终身生活之用，至于余额，

部分被用于教育事业和其它公共事业，77万英镑被议决给长老会作“国王赏金”，

大约3702万英镑被作为一笔最后结算总额，交给了天主教的梅努思神学院

  (Maynooth)。1873年议会通过一项法令，都柏林的一学院将评议员资格和高级学
位开放给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各种教徒。1869年废除国教会等于是给天主教的爱尔
兰解除了一道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就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束缚与枷锁，从此爱尔兰

三个传统的教会处于平等的地位，天主教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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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扩展:爱尔兰天主教与美国天主教的互动

    英国自宗教改革时代以来推行的宗教歧视政策，引发了爱尔兰许多非国教徒和

天主教徒的不满，他们辗转迁徙，寻求自由与宽容的“上帝之城”。随着惩治法典的

推行和爱尔兰饥荒的周期性爆发，爱尔兰的移民遍布世界各地，但以北美大陆的美

国居多。大规模的移民给予了爱尔兰天主教问题予以一个英语世界范围内的视角，

使英国更加难以控制。迁徙至美国的爱尔兰人一方面给美国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主

流文化带来了天主教的信仰体系，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熔炉:另一方面爱尔兰裔的美

国天主教徒心系母国天主教的解放事业，由于他们到达初期在美国社会中的低下地

位和主流新教文化的“排外主义”(Nativism)，反而强化了其作为民族精神纽带的

天主教信仰，并一再成为了天主教斗争的后方基地和兵工厂。换言之，爱尔兰天主

教与美国天主教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扩大了爱尔兰问题的国际化

视野，增强了爱尔兰反对新教势力的力量来源，并且向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中注

入了美国所信奉的共和、民主和平等的观念，最终建立了一个天主教为主的共和国，

另一方面也给美国的天主教民族主义带来了爱尔兰中世纪的遗产— 宗教的偏见与

封闭，尤其是与主流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格格不入。但爱尔兰天主教徒并没有踏步不

前，在“美国化”川(Americanilism)的过程中爱尔兰移民对美国的天主教进行了

本土化的改造，积极投身于各项经济活动，逐步接受新世界的现代文明和价值观念，

着眼于提高文化素质，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最终成功地融入

了美国的主流社会。

5.1美国爱尔兰移民与美国天主教

    美国天主教在北美大陆最早可以上溯到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大航海时代。爱

尔兰地处大西洋，交通便利，港口发达，’逐渐成为英国向北美殖民的中转站.爱尔

兰人最早于16世纪进入美洲，1621年在今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建立了第

一个定居点.1211634年3月，英国天主教徒塞西尔.卡尔弗特取得查理一世特许，率

众到美洲建立了马里兰殖民地。天主教徒得到了马里兰殖民地的建立者英王的宠臣

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加尔文特 (本人是位天主教徒)的认可，因此人们一般将 1634

年作为罗马天主教在北美大陆正式建立教会的开端。13J1639年和1649年殖民地会议

1关国化即移民融入、参’J构建美国主流文化的适应过程，译者注。
ZYonahAlexanderandAlano，Day，eds.，Terror j翩 初力℃jan试Ne份York:St.妞artin’spress，1984，P34·
3刘澎著:《当代美国宗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o01年版，第143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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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令，马里兰成为天主教徒在新教美洲的一处避难所。

但好景不长，1688年马里兰成为英国殖民地，1692年英国当局将英国国教确立为马

里兰的官方宗教，天主教遭到了禁止，受到严酷迫害，因此天主教徒人数增长缓慢。

到1790年进行的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只有天主教人数35000人，占全国

人口的1%。自英国推行惩治法典以来，爱尔兰天主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上

都备受歧视与打压，因此爱尔兰居民纷纷逃离家园，出外谋生，寻求上帝赐予乐土。

据爱尔兰裔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J0加IHuglles，1797-wel861年)统计，截至19世

纪己有约30万爱尔兰人远赴北美谋生，其中大多数是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以及有一

定经济实力的个体经营者。在爱尔兰的天主教佃户家庭，备受英国惩治法典歧视和

迫害，举家迁往美国，休斯曾经不无辛酸地说“人们告诉我说，只有五天的时间，

我的社会和法律地位与大英帝国最受宠的臣民是平等的。那五天是从我出生到我受

洗的那一段时间。”川换言之，爱尔兰人一旦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种种的歧视与惩罚

便接踵而至，这注定了天主教徒在一个新教政府统治之下的悲惨境地。

    19世纪上半叶，席卷全国的两场马铃薯欠收引发的大饥荒使爱尔兰农民面临着

无以复加的灾难，仅在1845年到1551年间就有超过150万人因饥荒及其引发的疾

病而死。周期性的饥荒和愈演愈烈的农民暴动，再加上人口对于农业经济休的巨大

压力迫使爱尔兰天主教农民将北美作为移民的避风港北美大陆便历史性地成为了

“天主教避难的孵化器”。12]幸存的农民被割断了与家园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惟有

前往美洲谋求生计.从下面的统计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1820一1840年的20年里，

前往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约25万，到了1840es-1550这十年间，爱尔兰的移民数量扶

摇直上，激增至65，600人，到50年代末以914万之巨臻于顶峰。13)这相当于当时

爱尔兰总人口的12%，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罗马天主教徒。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认为，

移民是英国倒行逆施的恶果。至t860年左右，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己成为美国

天主教徒的主体，数量达到了160万人，占全部教徒总人数的72%(见表14)。

    从1830至1890年，总计有205，71%爱尔兰人移民至美国，因此美国天主教

会的领导权在相当的程度上为爱尔兰裔的教士所掌握。1886年的美国丰教中有35
人为爱尔兰后裔，占美国全部主教人数69人的一半以上。到了20世纪初，爱尔兰

寸.R.Hass肛d，Lj介ot’tl]。砒 t户吧姆刀‘.户加彻幼硬呀PI7，转引自徐以弊主编《宗教与关国社会》(第二缉)
北京:时李出版社，2004，第15页‘
，T十旧njasEI!aclleyalld}汤】wl℃llceJMcCaffrcy，儿“夕配t了‘留 朋 力·j劝加tjon“j，sla 曲
2工寅.《关囚的爱尔兰和怠大利移民比较研究，，《世界历史，2。。5年第4期，第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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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美国主教上升到主教总数的2/3，许多教士出生在爱尔兰，在那里接受神学教育.

获得圣职，然后再到新人陆迅速参与扩大教会的传教工作。

国 家 1830 1860 1880 1890

爱尔兰 50，724 914，119 436，871 655，482

德 国 6，761 951，667 718，182 1452，970

意大利 408 9，231 55，759 307，309

总 计 143，439 2，598，214
2，812，

    191
52，406，613

    注:引自AngelynDries，0.5.F，th。期鹿3ion呷腼vementinAme~ 〔劝动口Iic月Ilsto尽川

    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抵美以后，无论是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还是美国新教

主流社会对天主教移民的接纳都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属于

被迫逃离饥荒的灾民，几乎没有任何生产和生活资料可言，再加上主流的新教社会

乍宗教改革时代以来的根深蒂固的反天主教情绪，中断了以土地为传统纽带的爱尔

兰天主教移民在爱尔兰很难站稳脚跟。除了一部分人尚能从事市政建设等低报酬的

工作外，更多的人们流落到纽约等城市的贫民窟中度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从

事连黑人都不愿干的艰苦肮脏和危险的苦力活，不仅收入低，而且备受歧视，有的

雇主干脆推出“本店概不雇佣爱尔兰人”的告示，因此对于19世纪的爱尔兰人而言，

移民美国只不过是改变了居住地，由“爱尔兰贫民变成美国的穷人”，12)新大陆并非

初来乍到者的人间乐土，他们大多拥挤在贫民窟质量最差的住房里，贫穷和巨大的

心理失落感使他们听很多人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或是结成地下黑帮进行有组织的抢

劫、绑架等犯罪活动，从而更加深了主流新教社会对天主教和爱尔兰移民的敌对情

绪.在盎格鲁一新教(Angl。币rotest助t)美国人的眼中，“爱尔兰人”或“天主教徒”同

“黑帮”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概念。

    因此如何融入美国社会是摆在天主教徒议事日程上的当务之急。爱尔兰天主教

民族主义虽然是美国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重要文化遗产，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迅

速美国化。约翰·英格兰(J。hnEngland)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出生于爱尔兰科

苦AngelynDries.0.5.F.动口越ssj‘朋1了如~ t初戒.刀了‘朋命亡加2z’c班st口r片orbisbooks，成，丫叮k.1998

解81·
坍尼尔.布尔斯廷，《关囚人的民土历程》，_卜海译文出版社.1的7年，第257一288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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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仁Cork)，从19世纪20世纪起长期在南卡罗莱纳河的查尔斯顿教区担任主教职务，

对大主教所ltu临的产峻形势的体察至深。约翰。英格兰认为，造成人主教信仰危机

的原因在于神职人员数量不足而且索质欠佳，为此他于1822年1824年和18犯年亲

赴爱尔兰，要求建立一个以培训美国本土教士成为合格牧师的留学计划。但由于爱

尔兰教会自身面临的重重困难，无功而返。19世纪早期美国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和

宗教矛盾的升级迫使爱尔兰天主教会作出挽救自身危亡的变革。1834年麻萨诸塞州

乌苏林女修道院和费城两座天主教堂被焚毁，13人被杀，50多人受伤。1844年费

城再次发生反天主教暴乱事件，多座教堂被毁，天主教徒财产遭到危害。1855到1856

年间，主张极端排外主义 (Nativism)与本土主义、强烈反对天主教徒的“一无所

知党”发动“非教皇运动”(NoPoperyC印mpaign)，用各种手段丑化天主教会，低

毁和攻击天主教徒。18“年鼓吹种族主义的三K党策划了多起反天主教的事件。

    1849年，代表改革派力量的红衣主教保罗.库伦 (PaulCullen) 被教皇任命为爱

尔兰大主教，库伦在爱尔兰教会上层推行了一系列中兴天主教会的改革措施，增强

了爱尔兰天主教的实力，树立了教会禁欲俭朴、关心时政，关注社会的作风。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爱尔兰天主教会开始了向海外，尤其是在美国的同胞中开展传教活

动的努力。这样，爱尔兰天主教会在社会思想、处世原则以及神学方面都对美国天

主教会给予了指导，成为美国教会的“引路人”。

    爱尔兰天主教会对美国天主教会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向美国输送海外传教

士来实现的。位于都柏林的万圣神学院(AuHallows)从19世纪50年代起便成为美国

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输入基地。到1890年为止，它己向海外输送了大约1200名教

士，其中半数以上在美国，相当多的教士后来成为美国天主教会的骨干力量。同时

美国本土牧师也赴爱尔兰接受培训，通过大西洋两岸天主教会和信徒的共同努力，

到80年代，包括教区、主教辖区和大主教区在内的三级教会体制在全美范围内基本

得以建立。据1890年的统计结果，全美共有7523个教区，8419名牧师，计900万

名天主教信徒。以爱尔兰神职人员为主要载体的美国天主教会己经走出了最初的适

应阶段，教会内部的许多开明人士逐渐意识到，除了需要求得新教徒的宽容与谅解

之外，还必须与时俱进地革除教会内部许多不适应美国现实和有悖于时代精神的内

容，积极实现对社会政治的切实参与。

    早在19世纪上半期，爱尔兰天主教佃农出身的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就对移民

如何融入主流社会和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存有自己的一套见解。1856年，休斯在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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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院 (位于匹兹堡)发表演讲，将天主教信仰与爱国主义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完美

地结合起来:

      “青年们，如果你们不忠于你们的上帝，你们永远不会懂得如何忠于你们的国

家.在宗教上端正和珍惜荣誉，你们必将在政治事务上也具备相应的忠诚.你们会

成为优秀的公民，能够对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最大限度地履行你们的义务.”[l]

    在这篇演讲词中休斯坚信，作为天主教平信徒的广大移民应该成为抚秀的美国

公民，遵守法律，履行公民义务，积极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可以说约翰.休斯为调和

罗马天主教与美国主流文化作出了初步的尝试。随着教会势力的增强与规模的扩大，

美国天主教会内部围绕是否顺应社会潮流，是否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否按照

美国价值观念和道德来重新规范教徒的宗教信仰等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克里甘为首

的传统派别和以吉本斯、约翰·爱尔兰、基恩、丹尼尔‘奥康内尔等人为首的“美国

化”派别(Americanists)。在1870年以后，移民以及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后裔的改善，

他们因此减少了对爱尔兰命运的关心，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独立建国后，爱尔兰

后裔的美国人与爱尔兰的认同进一步退化，更加关心 “美国化”的问题.

    1886至1887年间，担任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教区 (stPauD的约翰，爱尔兰大主

教成为天主教会“美国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约翰.爱尔兰通过教区布道、公开演讲、

发布牧函等方式系统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现实主张，明确放弃了“主教必须远离

政治”这一传统，大胆地投身与现实政治活动中，以各种方式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

级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的选举和执政上，爱尔兰人不满足求得经

济发展，认为只有取得政治层面上的强势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爱尔兰人在到

达美国之前己经同盎格鲁一撤克逊人斗争了几个世纪之久，十分熟悉盎格鲁一撤克

逊式的政治斗争环境。爱尔兰人大多能言善辩，会说英语，积极投身美国政治而没

有任何语言障碍。因此美国崇尚民主自由，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英语为官方语言

的优势使热衷于政治的爱尔兰人有了用武之地，充分利用同胞强化了的“种族和宗

教内聚力”以及手中的选举选票能够为自己谋利益的政党执掌大权。早在1828年的

大选中，爱尔兰人就在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的总统竞选之中起了重要作用- 爱

尔兰人是“天生的民主党人”，他们对参加独立战争的杰克逊将军十分爱慕，因为杰

克逊是贫穷的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又曾在新奥尔良给英国人以迎头痛击。武装起来

的爱尔兰卫队护送杰克逊的支持者前往投票。美国当时的 《国民鼓动报》不满地说

1徐以弊主编:《宗教与关国社会》(第二缉)。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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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一个爱尔兰人都吹吹打打地送到投票站，去完成他们的投票任务。”1’!爱尔兰天

主教徒纷纷将选票投向“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儿”杰克逊身上。1832年他们又在

杰克逊与“亲英保守派”亨利.克莱的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中如法炮制。

    一战期间，爱尔兰裔关国天主教徒的勇敢善战，爱国责任心强蜚声美国。战后

这些天主教徒依然继续追求他们的美国梦。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男性都变成

了熟练工人，而且移民人口中25%都受过中学教育。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

实施新政，大力加强公共荃础设施建设，由此许多学校、医院、市政和交通运输部

门雇佣了许多爱尔兰人，天主教徒的地位上升得很快，经济收入的提高使爱尔兰裔

美国天主教徒的聚集区从城市中心的贫民窟向城郊过度。爱尔兰天主教徒大多支持

罗斯福及其新政法案，美国天主教教会都反对查尔斯.科夫林 (FatherCharles

Coughlin，密歇根洲牧师)对罗斯福总统的低毁。20世纪30年代，爱尔兰后裔天主

教徒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罗斯福曾经嘉奖爱尔兰人对于联合少数民族族

裔团体支持民主党所作出的贡献。罗斯福还特意将爱尔兰人詹姆斯.菲雷

  (James，J.Farley)和富兰克·沃尔西(Fr赶止walsh)招入白宫，并任命爱尔兰人富

兰克.穆雷(FrankMurry)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同时他还是民主党党魁·此外，罗斯

福还任命天主教徒 (经常是爱尔兰人)担任政府部门的职务，占总数的1/4。

    经济地位的改善，天主教徒爱教育程度的提高极大提升了爱尔兰人在美国的政

治地位，其标志性事件就是 1960 年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后裔约翰:F肯尼迪当选为

美国总统。他出生在麻省爱尔兰裔望族，1960年在洛衫矶的民主党选举大会上，肯

尼迪凭借家族雄厚的财富、灵活的政治手腕以及极具吸引力的人格魅力一举成为民

主党的领袖，在此之前，国会里一些人质疑肯尼迪的自由主义，另一些人则认为天

主教徒问鼎白宫时机尚未成熟。爱尔兰天主教内部的政治家对于肯尼迪竞选总统亦

持保留态度，生怕再次触发新教主流社会的“排外主义”高潮，那样的话将会给天

主教徒带来灭顶之灾，在约翰·肯尼迪在新教徒的西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均击败

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休伯特·胡佛雷(HubertH.Humphrey)之后，爱尔兰天主教徒

同意全力支持肯尼迪竞选总统。第一轮投票结束之后，肯尼迪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者，

公众对于其宗教立场抱有疑虑，但肯尼迪坚称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而非天主教的

候选人。在德州休斯敦召开的新教牧师集会上，他声称将遵从政教分离、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保证不将个人的宗教信仰带入其为整个国家服务的职位之上。

，们己尔布尔斯廷，《关闽人:民主历程》，第378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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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然作为人主教徒的肯尼迪竭力强调自己独立于人主教会之外，但是作为天主

教徒的候选人献得了众多大主教徒的支持，据统计，肯尼迪吸弓1了天主教徒选票中

的70%，只占全国人口的1/4的天主教徒给予肯尼迪近半数的选票，最终的结果是

肯尼迪及其副手莱顿·约翰逊(LyndonJ0hoson)获得了超过共和党将近10万张的选

票，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登上了美国政治舞台的最顶峰。从理性角度而言，肯尼迪不

是作为爱尔兰人的领导人亦非天主教徒的代理人而竞选美国总统，但这位务实的哈

佛出身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却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她成功地取得了新教美国

人的支持，这意味着打消了许多新教徒心目中对于天主教与美国二者之间是否能够

事例的层层阴窥，因此肯尼迪的当选标志着爱尔兰人 (天主教徒)适应美国文化的

成功与新教主流文化对于天主教的接纳。最重要的是，肯尼迪并非爱尔兰人在美国

政治上成功的惟一榜样。在肯尼迪任内，白宫发言人约翰.麦克科马克参议院议长迈

克·曼斯菲尔德、民主党僵委员会主席约翰。贝雷、美国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等等

都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著名导演约翰.福特不无感慨地说:“1960年选举的成功使我

首次觉得自己成为了美国的一等公民。”川肯尼迪作为天主教徒当选美国总统的成

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1962一1965年的梵二公会上，爱尔兰裔美

国天主教主教们虽然对于会议的神学理论理论贡献不大，但却促使梵二公会接受了

教会的自由民主、政教分离、个人信仰的忠诚老实以及与其它天主教派及犹太教进

行对话的普世主义精神。

    60年代美国政治舞台上诞生了“肯尼迪王朝”，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加州)

其不是 1968年被谋杀，亦可能战胜尼克松问鼎白宫:小肯尼迪 (爱德华.肯尼迪)

任麻省参议员，也是民主党年富力强的领袖;杰里。布朗两届连任加州州长，是民

主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任内，政府官员中的爱尔兰人亦不在少

数。据皇家爱尔兰协会(彻yallrishAcademy)的历史学家欧瑞肯(BridgetHurican)和爱

德华兹考证，接下来的几任美国总统中，罗纳德.里根 (美国第40届总统)和比尔。

克林顿(美国第42届总统)同样拥有爱尔兰天主教的祖先，尽管他们已经信仰了新

教〔zJ.

    一度被认为是异类、威胁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成为美国新教文化中备受人们

尊敬的社会名流，爱尔兰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其教育水平在美国各少数

IL.工战伍ffrey，the介lsh命乙加万‘刀扫习”摺 初肋即介月乓份朋hingtonD.C:The伪tholioUnlverist萝of

腼ericanPress，1的7，P184
ZRuthDudley〔d.ards，anAtl. 01 介初IJ力叮J之。之巧PI福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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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Jk，1，仅次于犹太人。据城近一次美囚人口普查的统计数粥农明，美囚两亿人LJ中

爱尔兰血统的人就约有4000力，现代人主教的圣帕特_‘挂克竹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重

要节日，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己经完完全全地美国本土化了，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熔炉

中的重要一支。

5.2美国爱尔兰移民与爱尔兰天主教民族运动

    在19世纪上半叶，遥看英国对爱尔兰的宗教压迫和自己在美国低下的社会经济

地位和新教徒排外主义的歧视，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有着

强烈的认同感。对于新教美国人而言，爱尔兰天主教徒甚至比爱尔兰的社会行为(如

暴力、酗酒、黑社会等)具有更大的攻击性。起源于英国的排外主义，美国人对爱

尔兰人存在着严重的歧视，认为爱尔兰人是迷信、专制独裁的罗马天主教徒

  (P叩ery)，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与制度是一大威胁。川爱尔兰天主教徒受到

了来自新教的诸多歧视，这促使其民族主义中要求尊重“爱尔兰烙印”的呼声，爱

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对这种偏见做出的反应是— “将集团化的宗教和民族性与一个

激进的天主教认同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此强化自身的认同。”团经济上的富裕并

未减轻政治上“二等公民”的无权状况，许多爱尔兰裔大主教徒通过解放母国来改

善他们在美国的处境。

    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肇始于19世纪20年代奥康奈尔领导的天主教解放

事业，1826年7月161」在纽约的和谐大厦(HarmonyHall)爱尔兰天主教徒一致决

议成立“天主教协会”来帮助爱尔兰国内奥康内尔领导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在其成

立的宗旨中，天主教协会公开宣称了三大宗旨:

    1、建立捐献(Rent)为了有效地与那些在爱尔兰国内杰出的领导人并肩作战，

完成他们国家的解放;

    2、更有效地表达我们〔在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与对压

迫者所作所为的愤慨;

    3、向世界上所有自由与开明的国家申诉爱尔兰的痛是与英国的残暴，声明宗教

  的不宽容不利于各民族国家法律的普遥化。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不仅要为爱尔兰

  国内天主教解放事业筹集资金，从精神和物质上进行大力支持，而且力图使爱尔兰

  问题国际化，使得国际上有更多国家和人民来声援爱尔兰的正义事业，为反对英国

ITll阴1以sE.Hac卜1护yal二【IL眯rence.1.Mc伪ffi·ey，沪勿叩亡1，j陀5胡 打j方为彻lj朋份lj桃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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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争取更大的政治空间和国际央论支持.‘11

    1528年8月1日，在纽约百老汇的共济会大厦 (MansonicHall)也举行了共有

100多名爱尔兰人参加的集会，决定成立“纽约爱尔兰之友协会”(TheAssociationof

theFriendsoflrelalld)，一致决议声援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斗争活动。“召集此次会议的

宗旨在于赞扬爱尔兰40 先令自由民在爱尔兰上一次选举中彰显出来的爱国主义与

公共精神，证明了爱尔兰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些由他们的地主支配、政府的

人们 (无地的天主教农民，译者注)— 曾经屈服于敌人的淫威，曾经因为被迫害

而不敢反抗其主人，现在他们己经有勇气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了。我们相信，40先

令自由民的坚决与真诚将会给祖国带来新生。”12]

    纽约的“爱尔兰之友”组织还发表了《告美国人民书》(A山lresstotheAmerica”

尸己叩距)，号召为了援助爱尔兰人民恢复他们的内政与自由，无论何种宗教派别或团

体，作为自由人，作为基督徒，作为自由理念的推动者，“他们代表爱尔兰人民向你

们演讲，取得你们的关注，博取你们的同情，争取你们的援助。”爱尔兰天主教徒在

  《告美国人民书》中表达了他们对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看法:

      “美国人民，合众国的子民们!我们祈求你们以真正的基督精神，将仁慈惠及

全人类，⋯‘.我们祈求你们向爱尔兰的公民与宗教自由事业给予资金支持.爱尔兰的

人民呼唤您的援助，这不是一种恩踢，而是你们神圣的权利。他们是你不容五疑的

兄弟，他们期待您的善意，他们渴望你们的援助之手。他们备受惩治法典的煎然，

你们，如同一个镇压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神圣仲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同一

个自由原则的捍卫者，他们的祖辈与你们的先父们并肩作战，栖牲了宝贵的生命终

于换来了你们今天所能享受的自由，现在.⋯ 帮助爱尔兰的儿女们打开他们身上沉

重的枷锁吧，捐赠你们神圣的资金，帮助她的农民反对当地的贵族政治，维护正当

的权利，帮助那些奴隶反杭他们的地主吧二‘⋯”131

    换句话说，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希望通过他们的呼吁，通过对基督精神的弘扬，

使得更多美国人不仅能理解天主教的立场，而且能以美国自由、平等之精神来为天

主教事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

    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成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他们的努力

之下，美国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大本营，甚至于移民美国的爱尔兰妇女们也

，Tho皿swyse，班stD。尹助尸t动 Df t力eL刀t尸伪动。2介刀“配jstj即 了 力协少朋试，appe耐ix，pxcciv。
勺h。门Ias份梦se，形sto刃F战己tch Df the切te命tholjcA“ocjatjon Df ll进了占刀耳，aPPendixpxccv.
勺h训.5份yse，Hjst山了口Sketch of 动己La蹭命t方oljcA“。‘j日tjon of ll公1即试，apPendix，pcxc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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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行动起来。在爱尔兰天主教徒聚居的马里兰州，妇女起草了向美国所有家庭的

演讲词(TheA认介ejsoftheLadies刁人佃。褚a”dtolhefemale:ofth。伪加dstates)，以自

己的方式支持抗英斗争:

    “目前一双双支援的手正向爱尔兰涌去，一个个心灵都在为他们祈祷，要求英

国上院松开束缚，无条件地解放，当愤怒之情充斥于每个爱国者心灵的时候，难道

我们能无动于衷吗?不，亲爱的姐妹们，人道主义和基督的仁慈弥漫了我们的心灵，

我们不能因定居在这个幸福与祥和的山颠之城就忘记那些远在桑梓之地的同胞们所

受辛酸与痛楚11一你们可曾想过，可曾想起，你们年轻时仍是这个绿宝石之岛〔the

Bneraldlsle) 的一员?爱尔兰的女儿们，你们可曾忘记你们与爱尔兰的血肉联系，

通过圣人，辩士，诗人和尊贵的农民。我们必须对国家与宗教一视同仁，就让纽约

成为妇女联合起来争取内政和宗教自由的历史见证吧!我们要让赞硕与同情回响在

这个国度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上帝热爱乐善好施之人，让我们慷慨解囊，

为爱尔兰的事业而奋斗吧!”川

    热情洋溢的呼吁之辞背后跳动的是一颗颗为爱尔兰天主教解放事业欢呼鼓舞的

心灵，甚至爱尔兰裔天主教妇女也贡献自己的私房钱(阮widow、mite)，使自己成

为神圣救世主手中的工具，来援助一个民族的解放。这样，在早期美国的爱尔兰天

主教移民眼中，天主教民族主义事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其文化认同和

民族认同使然。在此之后，美国各州都建立了类似的天主教解放组织，积极募捐，

向奥康内尔领导的“天主教委员会”汇款，支持天主教解放运动。

    1828年9月16日，在查尔斯顿(Charleston)，9月17日在萨汝拿(Savannah)、

9月27日在华盛顿、10月在布鲁克林(Brook卫yon)、fl月在弗吉尼亚、肯塔基以及

马里兰等地区都建立了天主教组织，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斗争。最终在国际舆论的

压力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不懈斗争之下，1829年爱尔兰天主教取得了解放。

    19世纪4。年代奥爱康内尔领导了合并取消运动(R叩eal)，反对英国合并的事

业调动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积极性，在美国的取消俱乐部(Repealclub)千方百计

给奥爱康奈尔领导了合并取消运动协会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几乎每一个爱尔兰社区

都建立了一个地方性的合并取消俱乐部(Loca1Repealclub)，将美元充实到爱尔兰

都柏林的机构财库中，奥康奈尔强调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社群(DiaPora)应与其国

内的同胞们共赴国难，恢复独立的爱尔兰议会，并且警告英国，爱尔兰的民族主义

ITh侧‘Iswyse，越‘t。了夕6掩巴tch 叮 th己Lat口命th时jcAS，Dc括tjon of lr旧j刁n坏，appendi笼，pp.cc主1一cc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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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个国际性的背景，当时纽约市市长威廉.西瓦德 (William seward)和总统约

翰.泰勒等要员都发表了赞同爱尔兰人反对英国合并的演讲。

    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的领袖们召开了两次全国规模的合并

取消集会(Repealconvention)，会议因废奴问题的立场而发生了分歧。奥康奈尔从

爱尔兰痛苦的历史经历出发，同情美国的黑人，主张美国应废除奴隶制度，他甚至

“谴责黑人奴隶制度，并且声称不会接受来自南方或北方蓄奴者的捐赠，据他认为，

沾满黑人斑斑血渍的美元是不可能将爱尔兰从英国统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川

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坚定地拥护美国的制度与价值观念，他们反对奥康奈尔废奴的立

场，但却始终如一地支持爱尔兰的自由事业。

    为了反对英国的暴政，民族主义者竭力宣扬美国的政治制度，赞扬美国是人类

自由的摇篮，抨击英国的寡头政治与帝国主义，他们坚称美国具有将爱尔兰从英国

重压之下解放出来的道义与责任。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相信与其通过威斯敏斯特

的宽宏大量的解放，不如通过武力来引起英国政府的关注。他们开始为爱尔兰的自

由解放事业提供资金与武器，并且对美国政府施压，使之朝着反对英国的方向发展，

    在1844一1846年间英美俄勒冈边界冲突中，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都是鹰派的

好战份子，他们竭尽全力地挑拨英国和它的欧洲大陆敌人之间的冲突，他们中间流

行着一个口号:“英国的危机就是爱尔兰人的生机”(England、diffiOultyislreland，5

叩Potunity)。在1853一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v此叮)中，爱尔兰裔美国人

竭尽全力地说服沙皇俄国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结盟，他们还支持西班牙恢复直布罗

陀海峡的管辖权，以此赢得马德里对爱尔兰革命的援助。

    1858年，在 1848 年起义之后幸存下来的三位老兵约翰.0。马奥尼 (JOhn

o’Mahony)和米歇尔·敦亨尼(MichaelDoheny)以及詹姆斯·史蒂芬斯(Jame sstephens)

在美国纽约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OrishRePublicBrothethood)，马奥尼将爱尔兰

人“罗伯特.埃米特纪念组织”(Enu刀etMonum eniAssociation)变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

的美国分部。由于他是一名精通盖尔语的学者，景仰爱尔兰历史上芬尼亚的民间传

说，因此马奥尼将美国的组织命名为“芬尼亚兄弟会”(FenianBrotherhood)。

    美国的芬尼亚运动聚集了大约五万人 1865 提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捐赠 22.8

万美国用于支持母国的解放事业，次年的捐赠数额更达到了50 万美国。IZJ在 1865

年的费城会议上，芬尼亚党人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他们不再强调武装斗争和美国

.卜j，cCft仪y，t加
、_苦.生肠汀介”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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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爱尔兰兵工厂的计划，而是打算要将爱尔兰的议员送入参众两院，以此来影响

美国的外交政策。爱尔兰人威廉·罗伯特(C01。:lelwilliam R.Roberts)成为其中的典型

代表，他强调美国的爱尔兰人应在美国国内将矛头对准英国人，并且鼓动芬尼亚党

人入侵加拿大，挑起英美间的冲突，从而为爱尔兰的解放战争争取自由空间。18“

年大约有600个芬尼亚党人入侵加拿大，并击溃了一小队的加拿大志愿军。然而，

美国政府却将芬尼亚党人对加拿大的威胁作为与英国进行谈判的外交筹码。1870年，

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英国发表了阿拉巴马宜言，承认了前英国公民加入美国国籍

的合法性，格兰特(ulyssessGr即0宜布不再容忍爱尔兰流亡份子对加拿大的入侵，

美国的芬尼亚运动陷入了低谷。

    1867年，美国的爱尔兰裔移民克兰·纳加尔(clanNaGael)、杰罗米小克林(Jerom

J￡ollins)建立了“盖尔氏族”(clan)组织，盖尔氏族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美国人参加。

前宾州斯堪顿市市长鲍德里(Terenlev.Powdely)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克诺沃

(s.B.Connover)、纽约高级法院法官加伏(Johnw.G。均。1914年一战爆发，爱尔兰裔

美国人和爱尔兰的极端分子视一战为欧洲军事强国之间的殊死较量，由于英国加入

法国与我国的协约阵线，反对德、奥的军事联盟，因此克兰组织与德裔美国人一起

要求美国保持战争的中立立场。1916年约翰。德沃及其助手帮助策划了复活节起义，

并且设法从德军那里获取援助。一战时，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的“民

族自决”内容激励了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迫切希望美国能为爱尔兰人伸张

正义.1921年，在美国的压力和爱尔兰人的不懈努力下，英国政府被迫与新芬党签

订条约，承认爱尔兰自由邦 (南部爱尔兰二十六郡)的自治领地位。1937年，爱尔

兰共和国成立，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对爱尔兰解放事业的兴趣逐渐降低。

    因此从大饥荒时代到英爱战争结束，爱裔美国人的激情与资金为爱尔兰天主教

徒的解放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支持，美国成了爱尔兰自由斗争的兵工

厂。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徒开始大量涌入美国，但初期却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

他们渴望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在这些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眼中，正是新教英国的入

侵与统治的无能致使广大的天主教徒救济颠沛流离，无可奈何之下，惟有前往美国，

然而在美国他们又陷入了贫穷与歧视的包围之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贫穷、耻

辱、卑贱，一切的一切都根源于罪恶的英国政府，新教政府才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

祸首，只有建立一个自由的爱尔兰独立国家才能把他们从盎格鲁一美国人的蔑视中解

救出来，只有通过寻求共同的民族性才能自主自强，宗教是爱裔美国天主教徒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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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认同，新教徒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排外班底增强了爱裔美国人对天主教的忠诚。他

们相信只要爱尔兰还仰英国之鼻息，盎格鲁一美国人会永远将其视为二等公民，正如

民族土地联盟的首领迈克·达维特 1880 年对爱裔美国天主教徒所言:“在构成这个

国家的所有种族中，你想要被尊重，你想要享有你应得的尊严的话，你必须帮助爱

尔兰，挣脱腐化与堕落的锁链⋯⋯你方可得偿所愿.”111天主教在架构旧世界和新世

界的角色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爱尔兰天主教徒严格地履行其宗教义务，不仅将

这些宗教仪式作为一种信仰的标志，更将其视作保卫种族的象征。来自爱尔兰各地

的的移民齐聚天主教堂，参加民主党的政治.在铁路线上、在建筑工地上、在矿场

上并肩劳作。爱尔兰天主教徒认为，爱尔兰裔美国人成功的故事可以证明爱尔兰在

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正如波士顿 《向导报》编辑约翰.T.罗登神

父夸口所言:“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一样，是不可摧毁的，他们的生命力比最黑的猫还

要强⋯⋯那黑猫被杀死过多次，它的敌人都懒得再去杀它了··，⋯上帝使爱尔兰需要

美国，他把美国变成了爱尔兰的收容所。”121罗登神父之辞略显夸张，但隐含在其华

丽词藻之下反映出来的是爱尔兰人在美国的成功案例。这种成功与爱尔兰国内天主

教所处社会悲惨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民族情绪一与不满便得以增强。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天主教徒继承了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的重要遗产，爱尔兰裔

美国天主教徒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有着强烈的认同。

，L.J.McO匕ffrcy，tjl护h寸动 命thojjcDj之，胡DZ公动月掀从了‘口从pl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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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转型:19世纪末期爱尔兰大土教斗争的激进化与天土教共和国的鼓终建立

第6章 转型:19世纪末期爱尔兰天主教斗争的激进化
              与天主教共和国的最终建立

    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和1869年在格拉斯顿领导下的自由党与天主教徒、

受歧视的北方新教徒的联合斗争下颁布的废除国教法令，对于宗教的自由与平等具

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它从法律上解放了天主教徒的束缚，从政治上确立了宽容原则，

然而对于大多数每天靠挖土豆和在沼泽中割草皮为生的爱尔兰天主教农民而言，解

放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废除国教的法令也并未缓解他们的贫困，也未能提供良好

的发家致富的机会。对于土地问题尤其是英国在爱尔兰推行的地主制度，爱尔兰大

多数以土地为生的农民而言，连租佃权都未能得到充分的保证。因此，正如麦卡弗

里教授所言，“很少天主教徒拥有稳定的收入或者空暇时间来参与政治，政治只是土

地贵族与寡头们的消遣罢了。”11]尤其是1845到1848年的大饥荒使爱尔兰减少了近

150万人口，贫穷的天主教徒占据了大部分。爱尔兰民族主义觉醒了，新教自由党

领导广大天主教徒掀起了土地斗争与自治运动，爱尔兰天主教的斗争朝着纵深方向

发展。新教自由党与广大天主教徒的结合使得爱尔兰的政治与宗教力量重新分化组

合，新教保守势力不甘失败，逐渐走向极端化与暴力化。反过来，新教保守势力的

极端化刺激了19世纪以来初期以来温和天主教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

期爱尔兰天主教的斗争激进化，并且越来越强调爱尔兰天主教的认同，最终建立了

一个天主教色彩浓厚的共和国。爱尔兰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与宗教力量紧密联

结，并且往往以宗教格局的变化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再次对爱尔兰新教内部

的分裂作一番考察。

6.119世纪80年代后北方新教保守势力的极端化与反对地方自治
    运动

    爱尔兰新教自由党与爱尔兰崛起的天主教势力的结盟使得爱尔兰的新教奥伦

治党 (原先的国教会)和长老会新教徒大为恐慌。奥伦治党认为，自治将断送新教

的优势，因为一个位于都柏林的以天主教徒占据多数的爱尔兰议会是不会代表新教

徒的利益与福社的，只有合并才能使新教徒在整个大英帝国不列颠群岛上保持优势

，Th咖sE.HacheyandLa.renceJ.从cCaffre了，几华卿e‘tj卿 onh了Sh胎tjonalj研Kentucky:theUn主versit，
PressofKentuckv.1989.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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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地方自治运动。在政党政治中，格拉斯顿领导的自治党占

据了上风，并且与爱尔兰自治党结盟，取得天主教徒的支持。格拉斯顿曾四任首相，

并且在英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格拉斯顿的伟大时代”，而保守党由于政策上的僵化

与强硬，在政党斗争中处于守势。面对着自由党的节节胜利，保守党将北方的反天

主教情绪与反对地方自治运动相结合，大打“奥伦治牌”，新教保守势力逐渐走向极

端化，给爱尔兰的政治和平与宗教和谐蒙上了层层阴影。以下将对此进行论述: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实现了爱尔兰天主教的自由，在新教

徒看来，新教已经是节节败退了，而国教地位原则实际上是保存威廉时代古老的新

教优势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而这正是奥伦治党人在最初宜誓所要效忠的。早在1869

年颁布废除国教法典时，新教徒就在北方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来反对这

项新教自由党通过的法案。新教徒甚至怀疑“格拉斯顿有通敌罗马之嫌佗.111因为危

及国教就是危及新教;而违反国家承认的新教并且违反了1881年的合并法案。1873

年地方自治同盟成立，此举令新教徒大为恐慌，尤其是在东北部的厄尔斯特地区，

反天主教主义的情绪尤其盛行。从经济根源上来看，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推

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在东北部各郡中鼓励和扩大新教徒同当地的爱尔兰天主教

徒之间的对立，并且逐渐形成了“英裔爱尔兰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种族集团，他们

所依赖的是与英国本土的经济联系以及宗教、文化传统，在英国的贸易扩张和殖民

扩张中获利。“厄尔斯特的企业家们认为自己与爱尔兰其它地区没有共同性，他们彼

此没有大规模的商业与政治利益.”121厄尔斯特地区是爱尔兰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地

方，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程度较高，工业化增强了工商业制造阶层的力量，“其关注的

焦点在于商人与雇佣工人对于这些现代企业而言，其最害怕的就是政府的干涉与组

织化程度较高的劳工组织经以及二者所引发的社会主义，而罗马天主教是绝对不被

允许的”。131以贝尔斯特市为例，1800年时其人口不过2.5万人左右，而都柏林则有

17.2万人，但到了1881年，贝尔斯特市的人口达到了186万人，已经发展成为一

个繁荣的高度专门化的现代工业区，亚麻和棉纺织也进入了工厂生产阶段，大型造

船业和制造业也建立了起来。在爱尔兰，只有贝尔斯特市拥有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

的大资本工业，并且拥有技艺精湛的熟练工人。厄尔斯特新教徒始终认为，“它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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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靠了自由贸易和政治合并刁’繁荣起来的，由于政治合并，它才能把自己的产

品分销到世界霸主的各个地方去。厄尔斯特的企业家认为，加尔教的传统以及厄尔

斯特的观念是作为帝国行省来与强大的不列颠帝国保持着贸易联系的。”111因此合并

与否成为了厄尔斯特地区认同新教与否的重要尺度，北爱尔兰成了维护合并事业的

堡垒，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系在了不列颠帝国的帆船之上。

    在 1874年的选举中，帕涅尔 (StuartPaI’nell)领导的爱尔兰自治党获得了59

个席位，即使帕氏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他的事业是要恢复昔日的新教领导地位，

但是这位新教徒却以整个天主教的民族作他的后盾。他是地主阶级，新教和英裔爱

尔兰权势阶层中的一员，恢复立法的独立成为其首要目标。但奥伦治党的想法并不

是这样。“自治就是罗马天主教的统治(H。meruleisRomerule)”这种耸人听闻具

有强烈煽动性的消息在厄尔斯特奥伦治党心脏地区很有市场。1879年的土地联盟提

倡小农的团结，寻求对地主制度的改革。1880 年土地联盟掀起了“杯葛运动”。农

民的步步进攻使爱尔兰的地主感到愤怒也刺激了奥伦治党的反天主教的气焰。奥伦

治党主动与杯葛上尉(CaPtainB0yco廿)结盟，反对土地联盟，奥伦治党还派去了50

名志愿兵至梅沃尔郡(Mayo)，在杯葛家的土地上宿营，唱着奥伦治的歌曲以表示

对其的支持。奥伦治党人土地问题上横加干涉，全副武装的奥伦治党人开始破坏土

地联盟的多种会议，捣乱会场，并且射杀来访者徒。1881年格拉斯顿的土地法案颁

布，南部的帕涅尔暴力进一步升级。七月后帕涅尔获释，他仍将自治置于政治议程

的第一要务。1885年格拉斯顿领导的自由党在普选中获得86票，再次取代了保守

党政权;在爱尔兰帕涅尔领导的自治党也获得86票，赢得了重要力量。帕涅尔与格

拉斯顿自由党的结盟刺激了保守党，唤醒了奥伦治党人的血性，厄尔斯特新教徒的

宗教怨恨情绪再次爆发。

    1885年爱德华.索德森(EdwardJ.sauderson)成为奥伦治党的首领，重新恢复了

奥伦治党的准军事能力。索德森是新教地主，由于害怕土地联盟的成功，.1882年加
入了奥伦治党。他认为，“如果军事力量需要，奥伦治党是能够对抗帕涅尔土地联盟

引起的无序与混乱的唯一组织。如果奥伦治党的职责是要反对帕涅尔及其追随者的

权力，面对这场危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在厄尔斯特的任何地

点迅速集结5万人。”周因此索德森的策略是利用奥伦治党的军事力量来镇压土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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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小农的反抗，以此来保护新教地主的利益。这样反对英国自由主义和爱尔兰民

族主义便成为奥伦治党共同的荃调。1885年，沦为在野党的保守党竭力阻止地方自

治法案。由于该年的选举中，奥伦治党成为厄尔斯特一支主要政治力量。奥伦治党

在厄尔斯特新教徒中的影响力成为了保守党的救命稻草。1886年，保守党领导由伦

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Ranclo1Phchurchill，温斯顿·丘吉尔之父)在向贝尔斯特市狂

热的新教奥伦治党群众演讲时，竭力鼓动反对地方自治，呼喊着“厄尔斯特将战斗，

正义将属于厄尔斯特”。111在保守党看来，击溃自治、挫败自山党政府的最佳途径就

是利用机会打“奥伦治牌”，激起厄尔斯特的宗派恐惧与偏见，并且保守党坚信奥伦

治党是其手中的“王牌”。121

    奥伦治党迅速响应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主张，索德森公开宣称:“奥伦治党

各分会已经组织起来，全副武装反抗任何他们所反对的计划”。在新教徒看来，自治

违反了宪法，出卖了新教优势的利益，奥伦治党建立的重要宗旨在于:“其忠诚于英

王室，是以英王室维护奥伦治威廉时代的新教优势宪法和政治特权为前提的”.13]

自治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并非因为要建立一个爱尔兰议会，奥伦治党曾经一度宣

誓要捍卫古老的爱尔兰人占优势的议会.其真正原因在于虽然仍在帝国范围之内，

但一个民主的

不再有优势。

的统治。

    1892年，

、权力下放的议会己经成为爱尔兰所有人的代表，并且新教徒在其间

由此一来在奥伦治党人的妄想症基础之上，自治自然而然等同于罗马

83 岁高龄的格拉斯顿提出了第三个自治法案，

(Unionists)在整个厄尔斯特地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奥伦治党人和联合党

得到了保守党领导阶

层的大力支持。1893年9月1日，下院通过了自治法案，然而上院在保守党、合并

派和新教顽固势力的阻挠之下，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该项提案，这等于在赂爱尔兰的

奥伦治党发出警告，即现在自治法案中途夭折，但如果上院不能在下次自治法案中

再次否决，奥伦治党将做好殊死斗争的准备。

    1906年索德森病逝，沃尔特·龙(研阁terLong)接任了其职务，奥伦治党愈来愈被

日益崛起的厄尔斯特新教保守势力，作为政治诉求的工具。18%年至1906年间，

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土地购买法案(LandPurchaseActs)，政府通过长期低息贷款，

爱尔兰佃农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奥伦治党并未汲取之前的教训，他们宁愿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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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而周顾人民的土地要求，此时爱德华·卡尔森(sirEdwardcarson)成为爱尔兰

保守党的地主，他支持奥伦治党反对土地改革，他在演讲时说道:“政府是革命者，

接近社会主义，我不禁问道，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我非常肯定我们中有人不正

常”。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政府向天主教徒妥协退让的极度不满。奥伦治党人并不信

任自由党政府，更不必说其僧恨的爱尔兰天主教。卡尔森领导下的统一党(U幻ionist)

的强硬态度使局势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1910年11月，厄尔斯特不少奥伦治党人

已经开始拥有武器。同年，卡尔森成为厄尔斯特统一党委员会领导人(UlsterU垃。nlst

Coullcil)，1911年9月23日卡尔森在贝尔斯特向五万人发表演讲，宜布:“自治法

案通过之日就是厄尔斯特新教政府的建立之时。”IZj新教安立甘宗组建的奥伦治党被

保守党煽动起来，对于自治的耸人听闻的宣传策略摧毁了任何想维持合并的解决方

案，摧毁帕涅尔的支持，奥伦治党使自己成为了一张牌，一种政客出于选举目的而

玩弄手腕并加以利用的工具，奥伦治党变得更加狂躁，并且以恐吓罗马天主教徒为

目的。

    1912年9月28日，北方长老会教徒与国教徒以及北方其它许多社团和教会的

领袖签署了《庄严联盟》山lster，ssolenmLeagueandConveno，该协议内容如下:

      “我们确信自治将会危害厄尔斯特的全体人民以及整个爱尔兰，破坏我们的公

民与宗教自由，摧毁我们公民的权利，肤解帝国的完整，我们，厄尔斯特忠于国王

乔治五世陛下的臣民，相信上帝将与我们同在，于此宣誓共同捍卫我们以及我们的

子孙后代在联合王国享有的宝贵的平等公民权，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粉碎目前

企图在爱尔兰建立地方自治议会的阴谋.”[3l

    在这份协议书中，新教徒(长老会和国教徒)联合起来竭力反对爱尔兰的自治，

因为他们认为自治会危及其宗教自由与大英帝国的完整。在这份《庄严联盟》之后，

爱尔兰囚教会与长老会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日益崛起的天主教会势力的_J:升。1912

年9月15日被命名为“厄尔斯特日”庄严联盟在各省举行了游行示威，总计有471414

万人在这份协议上签名，其中男性23.7638万，格拉弗德(MajorGrawfood)甚至

签下血书。实际上，庄严联盟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盟约。签署庄严联盟的北

方新教徒认为，以上帝之名，上帝会保护他所赐予的土地(Godland)。对于联盟来说，

上帝站在了奥伦治一合并派一边，甚至这意味着上帝忽略了厄尔斯特近半数同样信

.，iUi阴Br闻 ，an月月妙对动山朋已”.’t力e万触舀1凡ceol 功节心口2‘呢P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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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天主教的人们。11]因此，庄严联盟不仅标志着长老会的叛离与天主教徒的分道扬

镶，而且是爱尔兰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厄尔斯特化的历史进程已经进行。1913年

1月，庄严联盟宣布，通过奥伦治分会可以组成10万厄尔斯特志愿兵(Ulstervolunteer

Force)。1914年，保守党力阻自由党政府镇压厄尔斯特的武装力量。同年3月25日，

狂热的奥伦治分子给爱尔兰奥伦治党人带来了24000枪支和三百万发弹药，这批装

备武装了近四万名厄尔斯特的志愿军(UvF)，厄尔斯特志愿军成了奥伦治党的私人

武装。

6.2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的转型与天主教共
和国的成立

    从19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爱尔兰的天主教社会中正在经历着一场盖尔文化的复

兴。这场盖尔文化复兴首先由新教英裔爱尔兰人发起，他们想通过文化上复兴将爱

尔兰大多数天主教徒从宪政和激进的民族主义中拉拢过来，以此转移爱尔兰民族主

义者关注的焦点与视线。但是后特兰托时代的天主教会凭借其严密的宗教组织，通

过大批教士的努力，却继承了新教爱国者对于盖尔社会文化复兴的历史重任，通过

建立盖尔体育协会(GAA，1884年)、盖尔联盟(1893年)、教育改革(Chastan BOthers)

缔造新文学，强调黄金时代凯尔特天主教辉煌历史等方式，将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建

立在一个盖尔— 天主教为内核的基础之上。罗马天主教教会视自己为爱尔兰历史

的保存者与复兴者，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形成，加上宗教狂热分子的煽动，厄

尔斯特地区新教奥伦治党人和1912年庄严联盟的成立，以及1916年英国对复活节

起义中天主教徒的血腥屠杀，最终引发了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走向激进化，爱尔

兰民族主义从无歧视性的民族主义 (inclusu ivenationalism，奥康奈尔时期、帕涅尔

时期)急剧过渡到激进的天主教民族主义，爱尔兰新教主义与天主教主义两大潮流

的分野成为激烈抗争的时代主题，爱尔兰历史进入最为动荡的时期，最终天主教徒

缔造了一个天主教的共和国。

6.2.1天主教会与盖尔文化的复兴

    爱尔兰盖尔文化复兴的起源一方面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的英裔爱尔兰民族，

另一方面又要远溯到古老的盖尔祖先。18世纪英裔爱尔兰人长期定居爱尔兰，融入

了当地的盖尔秩序之中，面对英国新教咄咄逼人的态势，许多学者、历史学家和诗

Iwilli抓Bro、们1.翻刁御，ithBa”胆限the脚lfoceofor‘刁尹叹‘。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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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掀起了第一次的文化义兴。‘白发端于托马斯·戴维斯(ThomasDavids)这样的理想家

及共它热爱古孟尔语和孟尔传统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在英国新教的压迫之F收效甚

微，及至近代，英裔爱尔兰人掀起了第二次的盖尔文化复兴运动。19世纪90年代，

两名新教徒知识分子、伟大的斯坦迪什·奥格雷迪(5如1disho’0rady)和塞缪尔·弗格逊

(samuelFerguson)开创了近代爱尔兰的文学复兴运动。他们与天主教徒一起相互尊重

盖尔人的传统，但英裔爱尔兰人都是用英语来创作的，对于盖尔社会不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

    正如劳伦斯.麦卡弗里所言:“英裔爱尔兰人提供给爱尔兰文化认同的与其说是

对政治民族主义的补充，倒不如说是对其的替代，他们相信盖尔传统对于贵族角色

的偏爱会使民主的民族主义与天主教分道扬镶，从而唤起对英裔爱尔兰贵族的尊重。

同是时他们希望如果爱尔兰人的认同需求从文化上满足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自然

而然就会消失，爱尔兰将在在联合王国内找寻一个统一又完整无缺的位置.”川简言

之，英裔爱尔兰人想通过文化的复兴将爱尔兰从天主教的民族主义中分离出来，因

为对于英裔爱尔兰人来说(他们大都是新教徒)“成为天主教徒意味着政治上的劣势

和叛乱”，12]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并未克服其内心对于天主教的偏见，因此也无法真

正地理解爱尔兰。因此，虽然英裔爱尔兰人首先发起了文化上的复兴，但正如凯文。

科林斯教授所言，“由于他们从未有效地弥合因宗教差异引发的鸿沟，由于他们是作

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而非参与者，因此对于广大的罗马天主教徒而言，英裔爱尔

兰被日益边缘化了。”13]英裔爱尔兰人并未成为盖尔文化复兴的主力军，这项任务便

历史性地落入到天主教会头上。

    相反，在爱尔兰，天主教会赢得了号称为传统文化而战的斗争。起初，天主教

的主教和教士对于新教在盖尔复兴中的杰出地位也抱有很大的疑问。“他们也害怕一

个爱尔兰人的爱尔兰将从一个天主教的爱尔兰中分离出来。”[4j然而他们意识到，盖

尔人民族主义反对英国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以及文化隔离是与天主教的价值观相互

协调的。天主教的领导人利用了盖尔复兴的仇英心理，将英裔爱尔兰人要求文化上

统一、宗教上多元的爱尔兰转移到一个实际上不仅仅是天主教的爱尔兰的认同上来。

下面着重对天主教会在盖尔文化复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阐释这种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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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认同对于民族主义的重要意义。1876年成立了“保存爱尔兰语协会”(society

ror此阮servationorthel‘血Language)，1880年成立T“盖尔联盟”(GaelicU爪on)，

1884年成立了盖尔体育运动协会(GaelicAthelicAssociation)，1893年成立了盖尔语

联盟(GaelicLeague)。教团僧侣中的主教和各级教士对这些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

许多有力的支持.“主教是这些组织的赞助者，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些复兴盖尔文化

的组织能否生存的确是一大问题。”11]也就是说，天主教会和主教们在创建、完善这

些具有强烈盖尔性质的民族组织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6.2.LI爱尔兰天主教会与盖尔体育运动协会

    19世纪初，英国在爱尔兰推行殖民同化政策，爱尔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被英国

殖民同化的危险，作为爱尔兰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体育项目也面临同样的

命运。当时卡舍尔大主教托马斯·威廉。克洛克(仆。maswilliam Croke，1823一1902)

就曾指出:“棒球，爱尔兰足球，摔跤，翻手腕，掷陀螺.跳背以及所有那些人民所

喜爱的爱尔兰民族传统体育及娱乐项目，现在不仅在许多地方己经被人们忘却，而

且在许多地方己经绝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爱尔兰人还有什么呢?我们只有像

网球、马球、铅球和板球等来自于英国或其他地方国家的奇特的场地运动项目。”121

为了拯救爱尔兰民族传统，1884年，在大主教克洛克的大力支持下，具有民族主义

思想的爱尔兰教师库萨克(Cusack)和著名运动员戴文·萨尔斯(DavidThurles)宣布成

立爱尔兰民族主义体育组织，并采用爱尔兰人祖先“盖尔人”的名字将该组织命名

为“盖尔体育运动协会”。会议宣布该协会宗旨在于“保护与发展爱尔兰民族体育与

娱乐项目，为爱尔兰人在闲暇时能提供更多的体育及娱乐活动”。131协会成立不久，

爱尔兰大主教克洛克就加入该协会，成为协会成立后吸收的第一个会员;大主教的

加入在爱尔兰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至1891年该协会成员人数己达到两千多人，

并且在许多地方建立起协会的分会。协会制订了严格的章程，禁止协会成员参加和

观看一切非爱尔兰民族传统的体育比赛，禁止那些曾在英国皇家军队以及皇家爱尔

兰卫队中服役者加入该协会，禁止从事一切非爱尔兰民族传统运动项目，尤其是对

英国式的橄榄球和板球一概拒绝。“板球运动是一种在夏季进行的对爱尔兰民族文化

具有毁灭性影响的运动项目，而橄榄球则是一种在冬季举行的对爱尔兰民族文化具

，DavidoeorgeBoyce，肪tj哪 11翎 jnl护e18，J试London:Routledge.1991，pl3，
，郭宏.丁建:《民族体育与民族解放运动:爱尔兰“盖尔体育运动协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刊》，2001年第5期。第50贝。.

《体育文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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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样危害的体育和蚁乐项目。”1’1相反，协会十分鼓励和提倡从事一切具有鲜明的

爱尔兰民族传统的体育和娱乐项目，如棒球、爱尔兰足球，同时协会积极参加争取

爱尔兰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1891年协会千余名会员勇敢地参加了爱尔兰“无冕之

王”帕涅尔的葬礼。“爱尔兰共和兄弟(IrishRePubli。Brotherhood)会在很大程度上是

建立在其基础上发挥功效的，长期以来兄弟会都控制了盖尔体育协会的领导权”。12]

协会还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进行军事训练提供场所与掩护，兄弟会的成员在盖尔体

育运动协会的训练场上用棒球棍作来福枪进行训练。克洛克指出，“如果我们还象以

前那样，批评我们的先辈们所从事的体育项目，抹掉我们的民族特性，并为我们拥

有本民族的这些东西而感到羞愧，换上英国的服装、精神及生活习惯，那么我们最

好立即公开放弃我们的民族特性，心甘情愿地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131在天主教士

的影响下，协会成员经常发表言论，抨击英国殖民统治与同化的政策，批评爱尔兰

国内存在的追求英国化的错误倾向。协会的政治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正在轰轰烈

烈进行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民族基础和长久的生命力。
6.2.1.2 天主教会与盖尔语的复兴

    天主教士在复兴盖尔语的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的作用。1867年，天主教教士、

著名的爱尔兰盖尔语学者加农.尤利克.伯克(c助onUlickBourke，1829一1859)针对爱

尔兰天主教大学本土语言教育的缺失，建立了“保存爱尔兰语协会”(Societyforthe

PreservationofthelrishLanguage).他认为:“盖尔语是其祖先的语言，是圣帕特里

克和圣人、学者的语言己经有1400多年的悠久历史，盖尔人曾经极其珍视.”[4]同

伯克一起的还有其它天主教教士，如戴维·卡米和诺兰心Dc，Fro’carro 1，J.JMac

sweeneyandRichard o’muirenin，伯克任主席。1880年，伯克又创建T盖尔同盟

(GaelicUnion)，由于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伯克被誉为“盖尔复兴之父”，因此从语

言上来说，就很大程度而言，“盖尔的复兴是从盖尔人自身而来的”。1982年，盖尔

同盟创办了定期出版的期刊— 盖尔期刊(Gaelicjo理rrlal)，鼓舞人们用爱尔兰语进行

创作在爱尔兰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92年11月，新教徒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Hyde，1860一1949)和天主教教

士伊奥因·奥格隆尼(助ino’Gm认”ey)创办了盖尔语联盟(GaelicLeague)，海德公开发

，郭宏，丁建:《民族体育与民族解放运动:爱尔兰“盖尔体育运动协会即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第50页。
，oljve「M.八叨onagh，诊d劝c“11“Ieandna‘0门创店爪丁75D，怕印.oublin:GIllandMa朗iljian1983，plo4.
，r’j，，>)乙b了了初茹c旨动。1招c为附、刀j傲们朋Jt力口‘砂It比朴。了叼，初力℃扫刀诱钻勺召了夕了吠pl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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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讲，号召复兴盖尔语，以去除英国化。111海德接受了青年爱尔兰党的理论:“如

果文化上处于奴役地位，政治民族是不可能走向自由的。”121因此盖尔语联盟甚至更

加忠诚于爱尔兰人，联盟相信作为一种书面与口头的交流工具，语言是表达文化价

值和特殊思想倾向最有力的工具和途径。

    为了真正的主权，爱尔兰人必须想方设法掌握自己的母语，盖尔语联盟重新出

版了古代盖尔文学手稿以及许多用爱尔兰语写作的现代文学作品。许多城市中产阶

级尤其是天主教教士都参加了盖尔语联盟，尔后不久，便出版了用爱尔兰语编写的

《黎明》周报。天主教教士彼得·奥利里(Petero’Leary，1839-一1920)首先采用现代爱

尔兰口语从事真正的文学创作，他的著作不但令讲爱尔兰语的老年读者着迷，而且

也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从而激励他们开始满腔热情地学习自

己祖先的语言。在盖尔语中天主教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被称为“民族主义者”

的红衣主教沃尔西(williamjosePhwalsh)。从盖尔语联盟创立开始，沃尔西便极力支

持，同时给予精神与道义上的援助。许多盖尔文化复兴者都得到过沃尔西的鼓励与

帮助，沃尔西还亲自参加了盖尔语同盟(ArmalLanguageRemonstration)每年的游行，

并且建立专门培训爱尔兰语教师的伦斯特培训学院(LeinsterTrainingCollege)。盖尔

语的中心信条就是— 爱尔兰是盖尔的和天主教的，应该通过天主教会，通过盖尔

语言的复兴来达到保存爱尔兰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6.2.L3天主教会与黄金时代的认同

    在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将自己视为是“爱尔兰历史认同的保存者”[3l，这一文

化上的优势感在长达1400多年的时期内从未间断过，即使是在惩治法典严厉推行的

艰苦岁月，罗马天主教会将爱尔兰自布教使者帕特里克以来的黄金时代，置于其历

史视角的中心地位。辉煌的历史与痛苦的现实间的巨大反差和尖锐比对，不断激励

起天主教徒对于新教暴政的不满，反过来又强化了对于天主教的认同。红衣主教保

罗·库伦(Paulcullen)在18“年的圣凯文节(st.Kevin)来临之际，发表了一篇令所有

天主教徒慷慨激昂的公开信，信中追忆了爱尔兰的黄金时代，号召天主教徒来热爱、

忠诚于自己的宗教:“6世纪是我们早期教会史上的黄金时代。从爱尔兰北部至南部，

修道院与女隐修院星罗棋布，信仰的灯塔在整个岛屿上随处可见，并且闪烁出火焰

般的智慧。一时间，外国朝圣者云集⋯⋯爱尔兰的传教士铲除了欧洲的野蛮，并且

，即m助dCurtisandRB.批D叫ell，方了‘内万行torl留1石幻C凌加护月t凡j1ZZee了斑该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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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陆带去了文明的曙光。”‘’1在1867年的圣.Ilj瑞吉德竹(st.Brigid’sDay)上他同样

强调了盖尔人大主教发展的鼎盛时代。

    大主教约翰·麦克海尔(J。hnMacHale)也做了大量工作，在许多弥撒仪式上，他

都强调:“我们是圣人的子孙，寻求上帝给予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改变其信仰。保存

这些珍贵的遗产的人们，主必将给予赐福。”在麦克海尔看来，爱尔兰是一个“独特

的神圣的民族”，他点出了爱尔兰民族主义文化在19至20世纪历史中得以演进的主

题 (Leit一motifi)。麦克海尔和红衣主教保罗.库伦都将爱尔兰描述成为一个“神圣的

殉道民族”，而凯尔特与天主教是休戚相关的。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想将历史聚焦于

异教的爱尔兰，然而，最能抓住绝大多数天主教徒眼球的依然是其真实的“黄金时

代”，它成为了天主教徒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在教士的努力之下，他们是上帝的选

民(God’，chosen伴ople)。因此，从麦克海尔到保罗。库伦，从克洛克到沃尔西，天

主教教阶统治集团中的领导层对于天主教与盖尔的强调与继承，对于构建爱尔兰的

民族主义具有重要的作用。麦克海尔与保罗.库伦通过对黄金时代的追忆，唤醒了盖

尔爱尔兰人尘封己久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以此来对抗英国不断输入的物质主义，而

克洛克和沃尔夫凭借对盖尔体育运动协会和盖尔语联盟的大力支持与亲自参与，复

兴了盖尔文化。另一方面，盖尔复兴的领导者也非常注重获取天主教士的支持而且

许多领导人本身就是盖尔文化复兴的先锋。麦克尔.库萨克在建立盖尔体育运动协会

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获取克洛克的支持，因为大主教的支持无形之中便取得了天主

教会的保障，代表了教会的一种赞同标志，甚至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 (IRB)也准

备当其副手，争取盖尔体育协会的教士的支持与克洛克的赞同。没有这些天主教各

层教士的努力，盖尔文化复兴的事业肯定会大受挫折。爱尔兰天主教徒在英国强势

文化的影响之下，在文字与语言上，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英国化的特征。爱尔兰语成

了低贱的语言，爱尔兰语迅速衰亡下去。因此，天主教会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或者

说至少是其中许多十分活跃的成员，为爱尔兰历史上的盖尔天主教成为平信徒所珍

视文化认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宗教土壤，而平信徒中的天主教教士将这种信

仰与认同传承、灌输到下一代，成为爱尔兰天主教内部共同的情感与纽带。

    综上所述，19世纪80年代以后天主教会通过大主教、教士推进了盖尔文化复兴

事业的向前发展，构建了以天主教和盖尔文化为核心的天主教民族主义.从某种意

义上而言，天主教会哺育了盖尔文化的复兴，并为之后的政治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成

肋F切 命Zjjl)s.自thoJ北 动ul℃h.日D召ndtll口celtjc 命叮叨1动 力号才口月头 了及活一191民p3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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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提供了文化上的纽带与桥梁，为爱尔兰天主教在20世纪的彻底解放，为缔造一个
新生的天主教民族开辟了道路。

6.2.2 爱尔兰天主教与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

    宗教改革前，天主教在爱尔兰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宗教改革以及惩治法典的
推行，许多天主教精英被迫逃到了欧洲大陆，天主教从“主流宗教”沦为“民间宗
教”，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和1869年国教地位的废除，天主教在法律上亦居于与英
国新教安利甘宗、北方厄尔斯特长老宗平等的地位。但法律上的宗教自由并不意味

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公正与公平，19世纪80年代新教依然保存了国教地位的许多特
征，其成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远非天主教徒所能抗衡，并且因为北方长老会

的加入而得以增强。长老宗领袖亨利·库克为了对奥康奈尔民主的天主教的威胁，对

于长老会进行了理论上的改造，使长老会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长老会与天主教会的联合在1869年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对于天主教会而言，奥康奈尔使教士投入了维护天主教解放的“圣战”(Jihad)，

作为民族传统的捍卫者，教士希望保存夫主教会，但“爱尔兰教士从未无视新教强
加给他们及其信徒的痛苦，他们也很少对英国王室表示出真心实意的忠诚，堂区教

士甚至成为了反对英国的化身。，川因此爱尔兰天主教内部滋生出一股革命的传统，

对于贫穷，新教及地主充满了憎恨之情。1862年2月4日，堂区牧师(Palry)拉维

尔(Lavelle)在都柏林发表了演讲，反对红衣主教保罗·库伦对革命所采取的消极措施，
这代表了天主教会内部对于新教暴力统治的强硬态度。拉维尔认为，“革命权利是天

主教的教义”，“英国在爱尔兰的倒行逆施使爱尔兰拥有反抗女王的权利，教会应予

以批准”。121在拉维尔看来，对于当前形势，以下几点天主教徒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1.根据天主教教旨，镇压人民的统治者应由其臣民予以废除;2.现今没有其它民族会
遭受比爱尔兰人更多的苦难，因此我们拥有毋庸置疑的废黝专制统治者的权利;3.

然而，此时作出这一举措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反抗无效:4.我们不仅有权反抗，而

且应该尽力做好一切准备，以待时机，终有一日，我们必将取得成功的·拉维尔还

提出了一个口号“英国的困难就是爱尔兰的机会”。131
    1858年的圣帕特里克节里，侨居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纽约创建了一个秘密

，PatrickJ.corish，t力尸力Jsll c刁tholjc已切盯je，J亡尸，.口hj’st‘rjcalsur lje犷;Dl，1)lin:Gilland

Macllljll刁1丫，1985;】123.
，PatrickJ.Corish，t加 11了动 口tll口jice.叮j即c己了刀hjst盯jcaj划了
乍atrickJ.Corish，t力旧几了sh “亡jloljc已rP巴了砂 e:召hjstor， “15山署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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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芬尼亚社 (Fenianism，名称取自于公元三世纪爱尔兰的传奇民族英雄芬恩

。麦库耳，当时他组织了爱尔兰民团与罗马军团进行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同年在

都柏林也成立了芬尼亚社，也被称为爱尔兰革命 (或共和)兄弟会(lrishRepublic

Brotherhood)，他们既鄙视立宪运动，也反对向英国的让步，把国家的独立要求凌驾

于其它一切次要问题之上。数干芬尼亚社社员参加了美国的南北战争，经受了共和

原则和战火的洗礼.共和理想发端于信奉新教的沃尔夫·汤恩(wolfe TO幻e)，此时己

被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接替过来。芬尼亚的报纸《爱尔兰人民》周报于18份卜ee1865年

在都柏林出版，在民众中唤起了爱尔兰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共和理想。1567年芬尼亚

社成员在都柏林等 11个城市发动武装叛乱，宣布成立“芬尼亚临时政府”作丽an

ProvisionalGove恻 ent)，其宣言中这样记载道:

    “外来的贵族践踏了我们的权利与自由，认为我们是小角色(foe)，墓夺了我们

的土地，榨取了所有的财富.·⋯今天，我们决心成立一个基于普选基础上的共和国，

同时我们宣布，赞同思想自由，政教分离.一 ”11]

    芬尼亚社三名成员在曼彻斯特营救两名被捕的芬尼亚社领导人时打死了一名替

察，因此于1867年11月被判处绞刑，人们称他们是“曼彻斯特三烈士”。由于芬尼

亚社的暴力色彩，遭到了爱尔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教皇利奥十三世在 19世纪

80年代发布了一系列文书，禁止爱尔兰天主教徒进行反英的暴力斗争。他认为，教

会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改善自身境遇的运动，但是“不管所捍卫的事业有多么正义，

诉诸武力和非正义的手段是最危险的。”12]

    长期以来教士对爱尔兰革命运动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1842年《民族报》诞生，

为这家报纸撰稿和拥护这家报社的青年人被称为“青年爱尔兰党”(Young加land

Part刃，青年爱尔兰党认为他们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就是“国家独立”，与此相比，

无论是“爱尔兰的冤屈”还是“英格兰的让步”都是次要问题，他们从黄金时代的

历史以及盖尔族和诺曼族的历史中汲取灵感。《民族报》把许多古老的诗歌和民谣进

行整理以通俗格律的形式发表.旨在唤醒人们对盖尔精神、战斗性格和氏族精神的

回忆，激起爱尔兰广大民众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1848年8月5日，青年爱尔兰

党在蒂柏雷里郡(，nppera即)发动武装起义。这次由新教徒领导的暴力运动遭到了天主

教主教和教士的强烈反对，而且1848年起义挫败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天

勺。5ophl，。，￡加加出兜刀刁:二 “力，J3lJ柳括妙不兔居一了夕了况加匕lin:Gilla:、dMac二illa，，，1973，ps4
.转引自彭小偷:(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操
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注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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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教义的影响与干涉，正如青年爱尔兰党领袖约翰·米歇尔(JohnMitchel)所言:“教

士往返于各地，当人们似乎要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人群中间，像一块块的

冰雪将人们的热情融化了”。川

    各堂区牧师几乎全部反对这一运动，并且竭尽全力地保持其信徒不受感染，反

对的原因很简单，“大多数人都从其父辈那里得知上次起义(指1798年起义)的灾

难性后果，一些年长的人更是记忆犹新。”[2]同时天主教教士意识到，农民作为贫穷、

而且备受压迫的群体，是难以与专业的军队相匹敌的。再者其许多领导人都是新教

徒，并非来自盖尔社会，对于盖尔与天主教联系缺乏真正的理解，在处理与罗马天

主教的关系时走向了对抗，因此也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天主教群众的力量。

    19世纪80年代的盖尔文化复兴最终成为天主教会与共和主义革命者相结合的

共同基点。天主教复兴与盖尔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导致了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

同时1914年在北方厄尔斯特的刺激之下，开始变得激进起来爱尔兰天主教徒开始组

织自己的武装军队，并积极向国外购买武器。1913年10月在都柏林组织了国民义

勇军(theNatinnalvolunteers)，由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Pearse)、伊欧英.麦克尼尔

伍oinMacNeil)等人率领，在天主教徒詹姆斯·康诺利(JamesConnolly)的领导下，爱

尔兰工党的“市民军”(CitizenArmy)也诞生了。

    1914年 《爱尔兰工人报》刊载了“市民军”的成立章程，公开宣称“爱尔兰主

权归爱尔兰人民，市民军有两大目标:武装与训练军事人员来实施与捍卫上述原则:

不论出身、特权等，消除一切歧视·⋯ ”1311914年8月一战爆发，英国忙于对德国

进攻的防御，放松了对爱尔兰的军事戒备。据约瑟芬。李统计，英国当时在爱尔兰

军队数量有限，只有大约六千人的军队和一万人的警察，而爱尔兰志愿军却达18，

000人。14j1916年的复活节(4月23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举行了起义，大约一千

人占领了都柏林的邮政局大楼和其它一些重要据点，由皮尔斯代表国民义勇军，康

诺利代表市民军，一起宣布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在其发布的宣言中允诺保证社会、

经济、政治和宗教机会上的平等性:“共和国保证宗教与民权的自由，一切公民都应

平等视之”.151起义者升起了两面旗帜，一面是绣有金色竖琴的绿旗，另一面是桔黄、

肠‘了刀co!jJ’n况伪tllojjc乙知群力切尸刀朋dth户celt了口粉vj阴了初 12份抽爪儿了别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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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erMitchellandPa一draigo一Suodaigh，尸幽‘，介jshPOljtl‘a了八祀诩朗t，
Acade口icPress。1989，Pp，146一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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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和绿色相间的三色旗。起义军遭到了英国军队的田攻，大批英军携带野战炮登

陆爱尔兰，直接袭山都柏林，IJ邮政大楼，起义军在坚守了四大后被迫投降。英军将

领马克思威尔(MaxweU)对皮尔斯及其他十四名起义的领袖判处了死刑，成为第一批

为爱尔兰共和国捐躯的牺牲者。在起义的四位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中，皮尔斯、麦克

唐奈夫(MacDonagh)和约瑟夫·普伦基特(PIunkett)都是天主教徒，强烈倾向于天主

教的信仰，詹姆斯·康诺利更是大声疾呼:加我们没有流血就不可能有拯救.”111约瑟

夫.普伦基特在被处决时，遗言“祖国啊，我很欣慰，我为了上帝的荣耀与爱尔兰的

尊严而死”，IZJ麦克尔·玛林(Michae1Mallin)说道:“爱尔兰不应忘记她是一个天主教

国家”，这表明共和主义者的确认为他们是在 “为信仰与祖国”而战。

    此时天主教会对于复活节起义的态度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31名主教中，

只有七名完全谴责复活节起义，一名主教(DrFogatyFillaloe)保留地谴责，而利默里

克的迪耶(DrDwyer)主教极力支持复活节起义，而另外其它22名主教保持了一种

善意的肯定态度，该年发表的天主教公报(CatholicBulletin)更是花了大量的篇幅证明

起义的宗教特性，并在历史上第一次为死去的斗士写了简短的传记。利默里克主教

迪耶谴责了英国政府对起义者的处决罪行，并认为1916年后的军事统治是英国在爱

尔兰倒行逆施最为黑暗的一章。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也公开声称:“错误之所以不是

错误，在于法律强制性的发号施令，非法的抵抗或入侵成为反对邪恶法律的天然屏

障”。IJ]因此爱尔兰天主教有权脱离强行要求他们忍受的一切，这样“天主教的事业

作为民族的事业”，“复活节起义是一战期间发生在欧洲国家的唯一一次民族起义，

这对于以自由自诩得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I4)

    1918年4月，德军在西线战场展开了大规模攻势，劳合.乔治的战时内阁试图在

爱尔兰实行义务兵役制度，而作为交换，可以在爱尔兰实行自治法案。4月18日帝

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征兵法案，但自治的许诺并未抚慰爱尔兰人。爱尔兰议会从英国

下院中退出，并且与新芬党和劳工运动一道发起了反征兵运动。在这场因征兵而引

起的危机中，爱尔兰的天主教会表现出强烈的干预性，这在之前爱尔兰历史上是不

多见的。天主教会不仅承认了反征兵运动，而且还在各个层面上积极参与，领导了

这场斗争。

，YollahAlex田记ei·an〔IAlano，Day，自污.介月℃JJ细 j，; 介el刀刀试p124.
公朴ri，，乙bJ]初‘命1加1初动脚℃加己月蔽切口动e。/t殆恐刃胭了初力下了口刀d二了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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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英国政府宣布爱德华·卡森成为联合政府的内阁成员之时，爱尔兰基尔拉

拉(KIllaloe)的主教弗格提(Fogarty)就写信给爱尔兰议会党主席约翰·里德蒙德
(JohnRedmond):“自治己经被埋葬，爱尔兰的自由只是一个政府机关罢了，天知

晓我们的命运如何，我推测强制征兵必定会导致人民同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11]
    在劳合。乔治宜布征兵令之前，主教们对此己经作出了迅速的反应。1915年4

月9日，爱尔兰天主教召开主教会议，现任天主教会高级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如红衣
主教罗格(cardinalLogue)、大主教沃尔西和哈蒂(Harty，卡舍尔在主教)，主教奥唐
奈尔(0，Donnell，卿hoe)、奥迪尔(0，Dea，Galway)、克里(Ke卿，Ross)、布朗
(Bro，八uncloyne)、弗雷(Foley，‘1俪 andLei咖in)和麦克罗里(McRo甲，Dromo邝)
一致通过决议谴责政府的行为:

    “如果政府在任何时间内通过自治措施来达成妥协，满足爱尔兰所声明的利益原

则的话，现在也就没有强制征兵的忧虑了。在倒行逆施与所犯下的涛天罪行之间，

这个国家已痛苦不堪，在过去四年时间里，任何最为血腥的岁月，我们有必要警告

政府，反对公共的利益和秩序将是一场灾难。”12]

    随后在红衣主教罗格的堂区出现了第一个反征兵的宣誓。4月14日，约瑟夫·

布朗迪(Rev.JosePhBrad刃在阿尔玛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个反对征兵令的“庄严联盟”，
号召爱尔兰人采用任何方式进行消极抵抗。一方面，4月18日，罗格天主教主教特
殊会议要求主教应领导这次运动，新芬党党魁德·瓦勒拉及其秘书库伦牧师(Father

curran〕扬言志愿军计划发起武装起义反对强制征兵。德·瓦勒拉还与大主教沃尔西会
晤，利用教会领导人的影响力来增强其自身的威望和新芬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
民族主义者要求主教们的精神援助与祈祷。至此，教会势力与政治领导的民族主义

势力结合在了一起，主教们给予志愿军完全的委任权(Cax’teBalance)，天主教会公开

宣称:“下周日将在爱尔兰每个教堂公开举行弥撒仪式，以转移强制征兵的灾难·在
弥撒上，要使公众知晓反征兵的宣誓，牧师应在合适时间在教堂门口贴上告示，旨

在提供反对征兵令的各种有效途径。’，闭所有的主教都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宣言，将未

经许可的征兵看成是一项“强制性的非人道的法律”，并且认为一切反抗的措施都是

与上帝的法律相一致的。

    爱尔兰主教的强势介入引起了劳合。乔治的英国政府及国内新教势力的强烈反

‘0里iverMAcdonagh。矛房力
，O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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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政府官员称主教们的干预是一场 “爱尔兰教会的叛乱”，“主教们是这场叛

乱的罪魁祸首”。负责爱尔兰事务的内阁官员沃尔特·龙少白rlterLon目认为主教的行

为无营于“向国王的政府宜战”，但主教们认为“对于一项与良心相联系的法律，它

必须是公正的，而征兵法令明显不公正。”11]主教们的态度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堂区

的牧师也紧随其后，而且表现得更为激进。

  1916年复活节起义之后，许多青年牧师的想法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趋势。征兵危

机给教士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其政治能量的机会.在 Cav的郡的弗吉尼亚即rgina)、

加弗尼(Caffney)神父在周日的弥撤仪式上公开宣称:“如果任何穿制服的人强制推行

征兵令，人们可以正当地向他们开枪.”牧师基恩奇(DLMcGinkey)敦促其信徒“在

每发左轮手枪的子弹打完之前，绝不采用消极抵抗的方式”，时任国务秘书的杜克报

告说:“罗马天主教士是倡导反抗征兵令的急先锋，有些人甚至渴望流血牺牲。安特

里姆 (Antrim)，蒂龙，敦加尔，米思，西米思，韦克斯福德，科里，蒂伯雷里，盖

尔威，斯利奥的教士决定加入其教区居民之中，誓死反抗。”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

科克郡(cork)，当地的助理牧师杰拉德·登利希在教堂门口宣称“协助推行强制征兵

令的警察将被革出教门，杀死他们将得到上帝的祝福。”倒

    因此天主教在反征兵运动的强势介入对于爱尔兰的反英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面对爱尔兰天主教会与民族主义的联合，英国政府不得不退却了。在主教们的

努力之下，新芬党的势力大为增强。天主教会不仅为民族主义斗争提供了道义上的

合法性，而且也为之后的反英斗争提供了抗争的力量结构.天主教会的介入也再次

证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是同义的。

    1919年1月21日成立了爱尔兰国民大会(DailEireann )，批准建立爱尔兰共和

国，要求民族独立，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以爱尔兰全国人民之名，我们不揣冒昧，

将我们的命运窃呈全能上帝面前，您曾给我们父辈以勇气和决心来保存我们的信仰，

通过长期以来的无情暴政，我们希望你的神旨能祝福我们。在最后时刻将我们曾宣

誓效忠的自由事业奋斗到底.”t31新芬党主席埃蒙·德·瓦勒拉(Eamon由valera)当选为

爱尔兰共和国总统，这样，爱尔兰境内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

间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政府方面招募了退伍军人组成“辅助军”，因他们仍然穿着

英国军队的黑军帽、黑臂章和黄褐色军服，因而又有“黑褐军”(B1留卜皿d.毛川5)之

，0肠ve「M.Acdonagh，产血内
，Olive「M.ACdonagh.俪h
.创mundCurtisandR.B

‘“如阳日门dna如门日扣污川，了750.了9即.Dub!in:Gi!landMacJllillian1983，J，168
c。佗“阳andna如nalism，了750-了9即，Dub[们:GillandMacmillian.1983，pl73.
McD叮ell，力jsh 石厅st‘，.Jcal口纽习川‘1〕之凡jl乙多-1炙岌沈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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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宣布爱尔兰国民大会为非法组织，井且剥夺了新芬党的

法律地位。1919-1921年英爱战争爆发，爱尔兰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1921

年6月22 日，在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主持下，北爱尔兰的第一届议会召开，詹姆斯

，克雷格(JamesCraig)成为第一任总理，担任统一党政府的首领下辖安特里姆、阿尔

马、当、德里，蒂龙等二十六郡。同年四月，南方举行大选，准备成立都柏林议会。

12月26日，由英爱双方的全权代表签署协定，承认爱尔兰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自

由邦”(saorstatEireazm)。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的宪法在宗教条款上作了规定:“政

府像其它国家一样在各宗教派别之间保持中立”。川然而，尽管宪法保持宗教上的不

偏不倚，但由于人口的构成和历史传统，爱尔兰自由邦呈现出强烈的天主教文化色

彩。从1923年起爱尔兰同其它天主教国家一样，也建立了审查制度，对于电影实行

严格控制，1929年审查范围扩展到书籍和报刊方面。1921年之后爱尔兰并无政府颁

布的离婚法案，唯一的离婚方式是通过向议会呈请私人的法案形式来解除离婚事宜，

1925年国民大会废除了该项法案。

    1922年，在爱尔兰都柏林凤凰公园召开了由教皇使节主持的国际圣灵祈祷大会

anternationalEuch州stc皿vent)，在其弥撤仪式上，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下跪聆听教

皇使节的祈祷。当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xl)的祝福声音与远处传来的圣帕特里克的

钟声响起之时，天主教徒的民族自豪感和虔诚信仰达到了顶峰。在弥撒仪式上，德.

瓦勒拉在教皇使节的祝福声中当选为爱尔兰自由邦总统。1937年爱尔兰颁布了新的

宪法，爱尔兰自由邦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国。尽管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但1937年宪

法又给予绝大多数人的宗教以特殊地位，在宪法的绪言中写道:天主教是爱尔兰历

史的延续者。在第44款中，爱尔兰宪法对宗教问题作出了如下的表述:“宪法承认

国家尊重与珍惜宗教之责任，正式确认在爱尔兰存在的各宗教社团的合法地位，同

时神圣的天主教会和罗马都会作为绝大多数公民阪依的信仰具有特殊地位，但国家

不得以任何方式歧视其他宗教派别。”t211937年的宪法不仅弥漫着天主教的道义观

念，而且充斥着天主教社会的意识或教义，在书报检查制度、离婚、避孕、教育上

都具有强烈的天主教色彩，因此无国教之名，却具有国教之实。

，PatrickJ.Corish，t加 Irjslj cat力ojl己己，刀巴.了朗c口尸a力招t盯jcals盯Fe匕pZ们，
乍atr主ckJCorlsh，艺加 力.了动傲t力口1了c‘朋盯j印韶:口hj了t口厂Zc习j胡r吧匕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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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论

                一 对18至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的总结

    18一19世纪的爱尔兰天主教问题是大英帝国内部有着深刻历史积淀的问题，对于

现今不列颜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图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民族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移

民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综合近代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的历史演进来看，爱尔兰

天主教能够在大英帝国国教的统治下保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五个

方面:

    第一，源于爱尔兰中世纪后期根深蒂固的文化与信仰体系。爱尔兰中世纪的宗

教信仰异常发达，圣人、教士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信仰

体系与文化上的优越性经过诗人、学者们的传播与构建，成为一套十分稳定的信仰

体系，十分排斥这种“异教的”、非盖尔化的文化体系，文化认同的不一致使得爱尔

兰原来的统治集团从来就不承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和由此产生了民族国家。因此天

主教— 盖尔人游离于英国所构建的不列颠人的文化认同之外。因此，爱尔兰中世

纪末后期具有强人生命力的信仰结构为天主教的保存提供了浓厚的历史积淀。

    第__二，根源于新教殖民者的不完全征服政策。中世纪时代，英国并未完成对爱

尔兰岛的全部占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确立起了直接统治。由于英国王室在对爱

尔兰进行扩张的过程中依靠了盖尔领主的力量，盖尔秩序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得

到了巩固。英国所控制的地区仅限于以都柏林为中心的所谓的直辖区，其整体空间

面积随着英国实力的起伏时大时小。但军事征服与政治强制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其统

治的脆弱性。英国对爱尔兰的不完全政策致使爱尔兰拥有得以喘息和东山再起的机

会。因而新教政府的统治遭到愈来愈强烈的反抗，其统治范围亦不断缩小，这也给

爱尔兰天主教的延续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生存空间。

    第三，外部势力的支持为爱尔兰天主教在强大的新教政府打压之下顽强生存赢

得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从近代天主教传播发展来看，它始终受到了罗马教廷势力的

强有力的干涉，天主教会进入重塑罗马正统教义时期。从亨利八世在爱尔兰推行宗

教改革开始，罗马教皇便开始极大地关注爱尔兰岛天主教信仰的保存，希望通过在

爱尔兰成功的经验，将之作为向北欧地区(包括英国在内)的顽固的新教势力范围

渗透的跳板，使之重新投入到天主教的怀抱当中，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在罗马

教会的支持下，爱尔兰的天主教改革在里努西尼时代 (l645一1649年)达到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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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降至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的自由与解放运动与移居美国的爱尔兰后裔的支持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1858年美国纽约建立的芬尼亚共和兄弟会到1879年约翰，

德维尔领导之下建立的盖尔氏族，从1919年德瓦勒拉为筹得的超过500万美元的巨

额资金到1920年德瓦勒拉在爱尔兰裔美国人建立的“承认爱尔兰共和国.美国人组

织”(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Recognitionofttiehish取public，简称，，AA淤，)川，

无论人组织上、物质上还是精神指导方面，移居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为爱

尔兰天主教反对新教的斗争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回旋余地。

    第四，宗教上的分化政策激起天主教的长期抵抗，塑造了爱尔兰天主教顽强的

生命力。如前所述，16至 18世纪新教徒为了维护与巩固在爱尔兰的统治地位，在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宗教方面推行了一套全方位的惩治法典，尤其是在1695

年至1829年颁布天主教解放法案期间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里，爱尔兰不仅生活

在一个新教的敌对政府的统治之下，更是生活在一部刑法典之下。正如托比.班纳德

教授在 《1641一1760的爱尔兰王国》中所言，“任何政府将如此大比例的居民排除在

公民的行列之外，势必引发严重的危机，危及自身统治。”12)日益被社会边缘化的天

主教徒沦为二等公民，但其社会的政治力量并未消失，不仅如此，惩治法典的推行

还为其提供了一个界定自身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工具，为压迫中的救赎提供了源泉与

力量。这种文化与民族认同成为爱尔兰天主教在近代延续、发展及壮大的重要纽带，

在天主教徒的心目中，国家 (新教专制)的国家不是市民社会的保护者，而是一道

沉重的栓桔。因此反对新教的改革，无形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信仰群体中成为

凝聚人心、共同抗争的象征，爱尔兰的天主教才能在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新

教国家的百般打压下顽强地生存下来。降至19世纪中期，新教徒苦心经营的新教优

势化成了泡影，逐渐开始将爱尔兰政府交还给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爱尔兰人。

    最后，根源于英国在经济上推行的不平衡政策。降至近代，对天主教的爱尔兰

的征服促成了英国近代早期新兴经济格局的形成，推动了近代不列颠空间的整合。

但爱尔兰天主教徒成为这种经济不平衡政策的牺牲品，天主教成为封闭性的生活方

式的象征，更成为爱尔兰南部农业社会的经济文化符号。这种文化象征内化为爱尔

兰南部广大农民的虔诚信仰，以此来对抗英国新教的工业主义和物质主义，从而建

IEdwards，R D.月n潇t!asof l尹了劝 Ilist“:叭London:

ZTobyB岔1注ard，￡力尸石尹心亡北相Oj，11份了2“〕口j641一1邓以

Routledge，2005，p147
Ha叩shire:Palgrave枷cmillan，2004，Pll3



余 论

立一个独一无二、神兰的天主教爱尔兰。正如麦卡弗梁教授所指出的，大主教徒认

为“若没有英国的入仗及共腐朽文化，爱尔兰将是一个乡村的大堂。”ljl诚然，经济

上的不平衡政策使柑爱尔_、仁天主教徒长期陷于结构性的贫困，但这种不平衡政策所

引发的宗教与文化间的对立使得天土教成为爱尔兰真正的虔诚信仰，以对抗新教腐

朽的实利主义 (malerialism)之风。

    问题不仅于此，关键还在于英国对爱尔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策，它造成了南

北两大经济实体的相互对立。换言之，爱尔兰北部厄尔斯特地区经己经深深被纳入

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扩张与现代化的范围，按照西方现代化化理论所提出的“核

心— 边缘”和“依附发展”模式来看，在以英格兰为核心的不列颠经济体系中，

爱尔兰北部厄尔斯特地区己被纳入核心、半边缘的发展格局。闭相反，在英国严厉

的殖民控制与惩治法典的束缚之下，爱尔兰的南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生产和商品贸

易陷于一种严重的畸形状态之中，不仅无法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反而沦为不列颠

经济体系中的半边缘、边缘地区，游离于英国的经济扩张与现代化之外。随着历史

的发展，不列颠经济体系中的 “核心— 边缘”之界限逐渐向外拓展，苏格兰和威

尔士都参与了英国的经济扩张与现代化，而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造成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经济的长期落后，沦为英国“核心区”的销售市场和原料掠

夺地。

    近代新教政府对于天主教爱尔兰所采取的治理方案往往都走向了失败，而在苏

格兰和威尔士则呈现出另外一番迥然不同的景象。苏格兰、威尔士与爱尔兰一样，

都存在着语一言上的差异，也有自身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特别是苏格兰、威尔士与爱

尔兰一样都以凯尔特人的后裔自居。然而最基本的是这两个公国都信仰新教，这使

得苏格兰、威尔士愿意作为不列颠新教信仰的捍卫者，在一系列的宗教战争中与英

格兰合作，联合抵制西班牙、法国，反击近代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力量，而天主教

的爱尔兰却经常走到新教政府的对立面。如杰瑞米.史密斯教授所言“英格兰、苏格

兰与威尔士形成了不列颠人的民族认同，而爱尔兰依旧游离之外，同时威尔士和苏

格兰亦融入了英国的经济扩张与现代化进程，享受现代化的成果，而爱尔兰大部分

ILawrenceJ.Macafrrc丫lr沽h〔抽tholiclsmundlrish川‘J~ 矛。用，inCh“仪为11汉哪 vol.42，南.4(Dec.，1973)，
P533-
2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可分为“核心区一半边缘区一边缘区，，，核心区通过加
强对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剥削、控制、掠夺、输出商品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检定，而边缘区形成对核心区
的依附关系.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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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却沦为殖民扩张的原料市场与商品输出荃地。”1’1换言之，英格兰在近代的政治

经济扩张中，将1.J属新教信仰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纳入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

程，山此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成为了不列颠政治空间中的核心区，而天主教的

爱尔兰则因宗教信仰文化之差异游离于现代化进程之外，日益依附甚至为核心区所

剥夺，沦为不列颠政治空间逼使中的边缘地区。核心地区加强对边缘地区的剥削与

控制，使边缘地区形成对核心地区的依附。不列颠政治图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又彰

显出多样性的一面。

    令人颇为困惑的是，既然天主教爱尔兰问题消耗了英国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

和物力，甚至影响了英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英国却依然难舍这块“鸡肋”。实际上地

缘政治与地缘安全上的利益不难解释这一点。英国远离欧洲大陆，英吉利海峡成为

地缘上的天然屏障，然而爱尔兰岛与不列颠岛之间间隔的北海海峡十分狭窄，爱尔

兰北部厄尔斯特安特里姆郡距离不列颠岛才13公里，从贝尔法斯特东北角出发到不

列颠的盖洛维才20公里。121因此，在英国与罗马决裂成为新教国家之后，信仰天主

教的爱尔兰便成为英国地缘安全上的薄弱环节。自近代以来，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

海外贸易和海上通航线被视为英国的生命线，然而天主教的爱尔兰是这条生命线上

最为脆弱的一环，爱尔兰一旦失守或易为敌手就直接对英国本土构成了威胁。历史

上一再发生的教训也使英国政府视爱尔兰为阴谋暴乱的中心和不同政见者的大本

营，经济利益加上殖民扩张、政治歧见与宗教对立，英爱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二.对爱尔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思考

    英爱关系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宗教问题的形式集中爆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爱

尔兰天主教成为凝聚人心的力量工具与源泉，现代爱尔兰民族主义将其结构和源泉

都建立在领导天主教徒争取自由斗争的基础之上，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

爱尔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的紧密联系亦对爱尔兰共和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首相

希思曾将爱尔兰共和国描述成为“神权政治”(theocracy)。131新教徒希恩。奥卡希(sean

o’casey)将梅努思的罗马天主教神学院视为是爱尔兰的国家智囊，爱尔兰的神经中

枢，控制着爱尔兰大局，影响涉及方方面面。这些说法不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大多

数爱尔兰人并不能容忍教士对政治领域的过多干涉，而且大多数爱尔兰人亦信奉自

IJere.ys口ith，及Jtalj7 朋d1)公lan试力，田从筋己肋Ieto劲川即，日山刀‘已P102.
ZD.G.卜1·1盆，91「、()I产，·介j沂1，]拭1抽刀n“lj翻]‘尸J尸口!1艺j门1舒.。夕2，岁hj‘方li，，lt廿关‘5扮oj’Ih口1了atjO1左11亡朋fljctjl)

jz尸/斑1城 Rf·5【，会日飞汁15111(11。‘5!)J飞，55111〕，1986，不)9-
3L洲1orlcej.MaCdl汗rey.jl了劝 曲tjloljrj朋 朋d望J，j劝 胎tj汇Jl〕召ji姗 1且，伪u了℃11/l]st田一1·，

Vol.42.No.4(Dec.，1973)，p531.



余 论

由民主传统。但由J二近代以米爱尔兰天主教会对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组织与领导，

教士对民族主义的宣传与鼓动，教会及神职人员己经成为爱尔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共和国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天主教信众的存在，天主教

会实际上垄断着教育权力，并且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爱尔兰社会

显现出保守主义的一面。1986年9月7日，爱尔兰因离婚法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显

示有63%的人反对将离婚合法化.川梵二公会后，爱尔兰天主教会拒绝接受梵二公

会精神的改造，因此爱尔兰依然是欧洲最为保守的天主教国家。

    近代以来爱尔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的紧密结合，虽然凝聚了绝大多数天主教徒

参与到争取国家独立运动当中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与动荡，

而英国在爱尔兰推行的国教政策在维护新教正统地位的同时亦导致了种种的宗教冲

突与摩擦，甚至于通过国家立法强制推行残酷的迫害与镇压。1968年以来的北爱暴

力冲突逐渐升级，酿成了一幕幕的悲剧，北爱成为哭泣之所。暴力扩展到了南部的

爱尔兰地区，许多爱尔兰人开始反思近代以来爱尔兰的天主教民族起义，诚如麦卡

弗里教授分析的 “他们己意识到民族主义中的盖尔情结与天主教内核导致了爱尔兰

的分裂”。[2J曾经为爱尔_’全天主教徒争取独立和民主权利提供强大思想武器的民族土

义，在缔造一个崭新爱尔竺共和囚的同时，也在客观_匕造成了南北分治，北方新教

徒游离J几民放_L义阵价之外，北爱的血瑕冲突愈加加重了人们这股情绪。

    由此观之，宗教与世俗政治的难分难解既有可能导致宗教上的不自由和不宽容，

也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过激与狭隘。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倡导政教分离、宗教宽容

的今天，爱尔兰政教关系结合得如此紧密的模式，其命运如何仍不得而知。而美国

天主教的经验表明，“现代社会所达成的宗教自山和政治自由，是以宗教事务和世俗

政治的清晰界定、以教会权威和国家权威的严格分离为前提的。”131政教分离虽不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真理，但它至少是衡量人

类现代社会自由的重要尺度。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北爱势如水火的两大教派，对于

正处于21 世纪之初文明之间严重冲突的人类，头脑是否会更加清醒一点?但愿如

此!

IRI且tllpu(lleyEd甘afds，胡 ，笋t人J￡可 n丫劝 形stOIJ、P121.
211]训“5卜.11曰‘:1，护vall(11owl℃1吸ceJ.Mc(汤fl、仑v。八沙钱户郎ti理，0，1 介了‘为韵tj‘粉，召ji巧叨‘1，19.

3彭小喻:《教会’J国家关系的“现代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48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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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432年

664年

11(X)一1172年

1171年

1172年

1177年

1297年

巧36年

巧41年

巧团年

1603年

1608年

1639年

1640年

1641年

1642年

!645年

1660年

1670年

1691年

1692年

1695年

1704年

1756年

1771年

1778年

1782年

爱尔兰天主教发展大事记

帕特里克)「始在爱尔兰传教。

惑特比宗教会议 。

爱尔兰教会改革。

英王亨利二世在爱尔兰。

罗马教皇将爱尔兰劝与亨利。

亨利封他的儿子约翰为“爱尔兰大领主”。·

爱尔兰议会创立。

都柏林的第一次“宗教改革议会”

爱尔兰议会承认亨利为爱尔兰国王。

都柏林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会议”

伯爵出逃事件。

厄尔斯特英国殖民地的建立。

有天主教徒参加的最后一届爱尔兰会议。

爱尔兰天主教徒起义。

爱尔兰长老会建立。

基尔肯尼天主教联盟成立。

教皇使节以努西尼。

查理二世复辟。

航海条例 (爱尔兰被排斥在外).

利默里克条约。

天主教徒被排斥在议会和政府职位之外。

开始实行惩抬法典。

宣誓法将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排斥在政府职位之外。

天主教协会成立。

沼泽地法令颁布，天主教徒开始得到宽容。

加德纳德宽容天主教徒法案。

志愿兵大会在当甘嫩召开。加德纳德第二个宽容天主

教徒法案。爱尔兰议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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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

1791年

1793年

1795年

1798年

1800年

1829年

1846年

1869年

1916年

1921年

1937年

1948年

沃尔夫。汤恩任天主教委员会秘书。

爱尔兰人联合会成立。

霍巴特的宽容天主教徒法案。

奥伦治党成立。

爱尔兰人联合会发动武装起义。

英爱合并法案生效。

天土教解放法案。

爱尔兰大饥荒。

废除国教法令。

爱尔兰复活节起义。

爱尔兰自山邦成立。

爱尔兰颁布新宪法，

爱尔一狡共和国成立。

规定天上教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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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重要人名、地名翻译表

AdrainIV，PoPe，donationof

Adventurer，sActs

Aidan，bishoPofLindisfarne

Armagh

Asquith

BardS

BattleoftheDiamond

Belfast

Black一and一Tans

BoglandAct

Boulter

Boyne，battleof

Burke，Edmund

Butt，Isaac

Cashel，Synodof

CatholicAssociation

CatholicBoard

Cathol主cCommittee

CatholicConfederationofKilkenny

CatholicEn曰nciPation

Charterschools

Churchoflreland

Churchill，LordRando1Ph

CitizenArmy

Clareelection

Clonln8CnoiS

Columba，Saint

教皇阿德里安四世的赐与

冒险家法令 (1642年)

艾丹，林迪斯法恩主教

阿尔马

阿斯奎那

弹唱诗人

金刚石战役

贝尔法斯特

黑与褐

沼泽地法令

博尔特

博因河战役

艾德蒙‘伯克

艾萨克.巴特

卡舍耳宗教会议

天主教协会

天主教理事会

天主教委员会

基尔肯尼天主教联盟

天主教徒解放运动

公立学校

爱尔兰国教

伦道夫.丘吉尔勋爵

市民军

克累尔郡的选举

克朗马克诺易斯

圣徒科伦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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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anus

Convention人ct

CovenantinUlster

Cromwelliansettlement

Dai1Eireann

Davitt，Michael

Defenders

DeValera，Eanlon

DisestablishmentAct

Dungannon，Conventionat

Easterrisinginl916

Enunet，Robert

F明ine，theGreat

Fenian即Ovement

Fili

FranchiseActsinlreland

GaelicLeague

Gardiner，sReliefActs

GeorgeHlandlreland

GeorgeVandlreland

Gladstoneandlreland

Grattan，Henry

Henry珊

Hobart(Chiefsecretary)

HO口eRuleBills

Iona

IrishPreestate

IrlshRePublicanArmy

IrishRePublicanBrotherhood

J明esllandlreland

科伦巴纳斯

集会法

厄尔斯特庄严盟约

克伦威尔组织法令

爱尔兰国民大会

迈克尔.戴维斯

护教派

埃蒙。德.瓦勒拉

废除爱尔兰国教法令

当甘嫩大会

1916年复活节起义

罗伯特.埃米特

大饥荒

芬尼亚运动

菲利

爱尔兰选举法案

盖尔语联盟

加德纳的宽容法案

乔治三世和爱尔兰

乔治五世和爱尔兰

  格莱斯顿和爱尔兰

  亨利，格拉顿

  亨利八世

  霍巴特

  地方自治法案

  爱奥纳岛

  爱尔兰自由邦

  爱尔兰共和军

  爱尔兰革命兄弟会

  詹姆斯二世和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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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itsinlreland

Kildare

Kildare，SilkenTho服5，Lordoffaly

Kingdomoflreland

LandLeaguesandlandwar

Landlordism inlreland

Langrishe，sAct

Limerick，Treatyof

LloydGeorge，PrimeMinister

LordLietenant，officeof

ManchesterMartyrs

MaynoothCollege

NavigationActs

NoRentC胡Paign帕nifesto

0，Connell，Daniel

oldEnglish

orangeorder

Pale，theEnglish

PaPacyandlreland

PaPist

Parnell，Charlesstewart

Patrick，Saint

PatriotPartyofeightenthcentury

Pearse，Patrick

Peel，SirRobert

Penallaws

Petty，Slrwilliam

Pitt(PrimeMinister)

PoorRellefAct

Pol)ishPlot

耶稣会会士在爱尔兰

荃尔台伯爵

基尔台的“绸服”托马斯，奥法利勋爵

爱尔兰王国

土地同盟和土地战争

爱尔兰的地主制度

兰格里会法令

利默里克条约

劳合一乔治首相

总督府或总督职位

曼彻斯特三烈士

梅努思神学院

航海法令

  “不缴租”运动宣言

丹尼尔.奥康奈尔

老一代英国人

奥伦治党

英国直辖区

罗马教廷和爱尔兰

教皇主义者 (贬称)

查理.斯图尔特，帕涅尔

圣帕特里克

十八世纪的爱国党

帕特里克.皮尔斯

罗伯特.皮尔爵士

惩治法典

威廉.佩第爵士

皮特首相

济贫法

天主教阴谋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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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ynings’law 波伊宁兹议会

Presbyteriansofulster 厄尔斯特的长老会教徒

Refor二tionParliament 宗教改革议会

RepealoftheUnion 合并取消运动

Ribbonism 绿带会运动

Rinuccini，Papa1Nuncio 里努契尼，教皇的圣使

Risingorl641 1641年起义

sorstatEireann 爱尔兰共和国或爱尔兰自由邦

supermacy，Royal，人ctandoathsof王权至高法案和王权至高宜誓

surrenderandRe一grant 先缴再赐政策

TestAct 宜誓法

Toryisminlreland 爱尔兰的托利党主义

Ulstercustom 厄尔斯特惯例

UnionistParty 联合主义派

Unitedlrishmen 爱尔兰人联合会

Universityofnublin 都柏林大学

Volunteersthelrish 爱尔兰志愿兵

Volunteers，theNational 国民义勇军

Wentworth 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

Whitby，Synodof 惠特比宗教会议

Whiteboys 白衣团员

YoughlrelandParty 青年爱尔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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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爱尔兰天主教主教区一览表

    教 区

                            阿尔马省

1.阿尔马，大教区
2.米思

3.克洛赫尔
4.德里

5.拉福

6.当郡

7.康诺尔

8，德罗莫尔
9.基尔莫

10阿尔达格和克朗马克诺伊兹

                            图阿姆省

11.图阿姆，大教区
12.埃尔芬
13 阿康里
14.基拉拉
巧戈尔韦和基尔马图(及卡沙尔省的基尔费洛
拉)

16.克朗法尔特

                            都柏林省

17.都柏林，大教区
18，弗恩斯
19.基尔代
20.莱林

21.奥索里

大教堂(所在地)

阿尔马

马林加

莫纳根
伦敦德里

勒泰尔凯尼
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
纽里

卡范
朗福德

图阿姆

斯来果

巴拉哈达林

巴利纳

戈尔韦

洛赫雷

都柏林

恩尼斯科锡

卡洛

卡洛
基尔肯尼

卡沙尔省

22.卡沙尔，大教区
23.瓦特福

24.利斯莫尔
25，克洛尼
26.科克
27.罗斯

28.基拉洛
29.基尔费洛拉(与戈尔韦)

30.利默里克
31.克里(阿德费特)

瑟勒斯

瓦特福

瓦特福
科夫

科克

斯基伯伦

恩尼斯
戈尔韦

利默里克
基拉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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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英王世系表

国王 继位时间 (年) 王朝

亨利七世 1485

都铎王朝(1485一1603)

亨利八世 1509

爱德华六世 1547

玛丽一世 1553

伊丽莎白一世 1558一 1603

詹姆士一世 1603

’斯图亚特王朝(1603一1714)

查理一世 1625一1649

共和国时期 1649一1660

查理二世 1660

詹姆士二世 1685

威廉三世 1689一1702

玛丽二世 1689一1694

安妮女王 1702一1714

乔治一世 1714

’汉诺威王朝(1714至今)

乔治二世 1727

乔治三世 1760

乔治四世 1820

威廉四世 1830

维多利亚 1837一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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