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廷财政的近代转型

龙秀清

内容提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天主教是一种保守而顽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西方

社会的近代转型。本文通过对近代早期教埏财政制度的考察，认为从15世纪起，罗

马教延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依粕其封建特权为生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度

日。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教廷传统的财政机制，也使教延财政与近代金融市场融为

一体，迫使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新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原则的运行中。教廷特权阶层

已与商人、银行家等资产者家族结成同盟。这证明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比当时

欧洲的任何世俗政府更为保守，其制度变迁并不是反常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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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般认为，天主教是一种保守且顽固的封建势力。因而在研究西方社会向近代过

渡时，他们更为重视新教的作用，而对于天主教自身的变化及其适应性则注意不够，近代早期

的教皇制度史也一直没有得到较系统的研究。对于绝大多数学者而言，教廷在15世纪的衰落

使得其制度与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似乎无关，即它已成为所谓的“旧制度”了。事实上，在近代

转型过程中，教廷本身也存在着渐进的制度变迁，其变化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反常

的逆流①。

财政转型是近代转型的重要内容。罗马教廷的财政制度大致建立于13世纪初，并在14

世纪臻于完善。当时教廷拥有自己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圣库；在欧洲各国亦设有税区，派

驻税官，征收多种多样的税款；税款的转运则由商人银行家负责。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覆盖整个

欧洲的财政网络。随着教会大分裂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在15—17世纪，教廷的财政机制及财

政来源等方面均发生了乒大变化，被纳入新的经济社会秩序中去。本文试图从财政角度，探讨

教廷制度近代转型的一个方面。

一、传统财政收入结构的解体

教廷财政的转型是从传统财政收入结构解体开始的。传统的教廷收入由属世收入与属灵

①斯珀讷尔曾轻蔑地说：近代罗马教延“发生的一蜘都稀奇古怪”。见其著《149，一1725年法国的国际经济与货币运

动》(F c Sp。。lIer，Tkh船州nm州“h加”wn一㈨口wMh棚㈣“n^h栅{4虾一17万)，剑桥1972年版．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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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两大类组成。前者是指教皇发挥其世俗统治者的特权而享有的收入，反映的是教皇与教

皇国、直属教皇的宗教团体以及教皇世俗封臣之间的关系；后者系指教皇担当天主教世界首脑

而获得的收入，反映了教皇与欧洲各国教会的财政关系。从本质上看，两种收入的变化实质上

反映了教皇两种权力的消长。法国学者法伯尔深识其中奥妙，他说：“一份中古教廷完整的岁

人清单，是一幅描绘教廷在这一时期世俗特权与宗教特权的最佳图画。”o显然，当教皇可以

依赖其封建特权度日时，他不可能去改变其既定的制度；而只有当其特权逐渐丧失致使收入锐

减时，财政机制的转轨才有可能。因此，我们要首先考察传统的财政结构。

就收支结构而言，教廷在教会大分离前有较为固定的模式。属灵收入中，几项重要赋税的

年均收入为：圣战什一税约为儿，917镑，约合71，500佛罗林；协助金年均5万佛罗林；授职费

估计为6万佛罗林；年金每年约为7—8万佛罗林；褫夺收入年均1万佛罗林；晋见费约为

3000佛罗林；文秘费征收不太稳定，年均约3000一5000佛罗林；和解费年均不足2000佛罗

林o。总计约27—28万佛罗林。属世收入中，彼得便士每年大约能为教皇带来4500—9000

佛罗林；宗教团体交纳的保护金总计不过2000佛罗林；世俗封臣交的贡金极不稳定，常常拖

欠，在13世纪中期年约5000佛罗林；最重要的是教皇国的收入，当时每年约为2．5—3万佛罗

林。总计约4万佛罗林。但是，属世收入尤其是教皇国的收入，其绝大多数都用于地方官薪开

支，教廷从中实际所得仅占1／4—1／3⑦。而为保护或收复教皇国，教皇耗资甚巨，如英诺森四

世(1241—1254年)此方面的开支达20万马克，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的开支占其总

收入的63．7％，英诺森六世(1352一1362年)达40％—66％回。因此，这百余年的教皇国与其

说是收益，不如视为一项沉重的负担。

这样，传统的教延年均总收入约为28—33万佛罗林。其构成以授职贺、年金、圣战税等属

灵收人为大宗，占总收入的90％以上；而以教皇国为主的属世收入所占比列不足10％，可以说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变量。我们知道，属灵收入的获得取决于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有效控制，这种

以属灵财源占绝对优势的财政构成正好反映了当时教权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当时支出主要

有军费、俸禄、施济等项，亦约占支出总额的90％左右。这是一种传统性的收支模式。这种模

式，虽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有所调整与变化，但总体上没有被突破。而且，在正常情况下，

以属灵收人为主干的财政总收入也不大可能有大的起伏，这正是13、14世纪教廷的年度财政

收入恒定在30万佛罗林左右的主要原因。

教廷收支结构的变化以教会大分裂为起始。在15世纪初，随着教皇对欧洲征税主动权的

丧失、司法权的受限以及授职权的萎缩，属灵收人大为减少。圣俸出缺收入、褫夺收入等被禁

止，圣战什一税和协助金很难征得，授职费与年金收入急剧下精。遍及欧洲的税区在14世纪

。 伦特：<新文献中反肽的中古教廷财政制度》(willi锄E Lunt，“1■e R州id Syst卧of the Md，e州Papa掣in dle

1．-ght。fR牡nt“teⅢm”)，(经侪学乖刊》(QⅫ“呻如“州0，＆om埘如)第23卷(】909)，第273页。
@叁见拙文：《·I咕教廷财政收^动态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l期。
@参见拙文：《教皇国在教廷财政中的地位》，<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在1293年，l佛罗林盒币兑

换2里拉5索尔多8第拉里。

@帕特纳：《圣彼得的土地》(P P眦ner，nP k耐0，＆R￡盯，了k P口加f s血印IH啦e M猁k^觯n以西由
胁螂。础)．加尼槲利亚大学出版杜1972年版，第326、338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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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廷总收入的75％一90％，但在1500年，已降至3％①。为解决财政困难，教皇在整饬旧

收人的基础上，加大了对教皇国财源的开发。旧税种的增加，主要是提高授职费、文秘费的额

度，如马丁五世(1417—1431年)把美因兹大主教的授职费从5000佛罗林提到1万佛罗林，波

兰的格涅兹诺(Gni锄o)大主教从200佛罗林提到5000佛罗林等@。赦罪费也以赎罪券的形
式获得了更多的收益。新税种的征收，则有三一协助金o、商品税、关税等。其中1462年发现

的明矾矿、1480年开始的卖官鬻爵以及1526年后的国债政策，具有特殊意义。教皇通过这些

措施，弥补了属灵收入的损失，但有些收入永远丧失了，如授职费和年金是阿维农教廷最重要

的收入来源，但在1480年后很长时期里，两者年均才4—6万佛罗林。1592年后，它在预算案

中不再单独列出，而被并人“褫夺收入”一项中。教廷财政史上一项最重要的财源最终失去了

财政意义(见表1)。

表1： 15—17世纪圣库已知收入情况表固

时问 属灵收人 属世收入(a) 总收入(b) a／b％

1426脚 90．000 80．000 170．000 47

1480／81 105．000 210．479 315．479 66 7

1576 238．889 706．426 945．315 74．7

1599 395，400 l，045．442 l，440．842 72．6
——

1619 461．572 1．378．111 1．839．683 74．9

1667 470．000 2．30【)．000 2，770，000 83

169l，92 380．000 2．100．0【：10 2．480．000 84．7

故此，从15世纪起，教廷财政逐渐发生丁从依赖属灵收入到依赖属世收入的转变。从表

1可知，教会大分裂打破了属灵收入独霸天下的局面。此后，教皇国收入在教廷总收入中占有

越来越大的比重，1480年其所占百分比已达66．7％，16世纪中叶始，达74％，到17世纪中叶，

属世收入已占总收入的83％以上。我们大体可以说，自15世纪中叶始，教皇国与教廷财政已

基本合一，教皇国已成为教廷财政的根本基础，教皇则已变为意火利中部的一个君主。这一变

化影响深远，它意味着教廷对各国教会控制的削弱，地方教会的财政逐渐被纳入王权的范围，

反映在财政上，则是教廷传统财政结构的解体。从此，教皇只能更多地依赖教皇国弹丸之地的

财力以及新的财政手段维持生计，成为教廷被迫融入新的经济秩序的起点。

①帕特纳：《教廷与教皇国》(P．Parh蚶，“m·e Papacy and the Pa叫s随tcs”．)．饱尼编：‘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
(硒dlard Thm℃y cd．。1kRf舶o，R5∞f s纽把抽E螂)(未出版)．第456页。

@汤姆森：《教皇与君主》(JohnA F．丑删n，n鲫n谢Pi眦∞，14，7一J卯7)，伦敦1988年版．第85页。
@三一协助金(Th凹md su嘀dy)是教皂在J6{廿纪前鞘新设的一种税，主要向教皇国的教职界^上征收，有时也扩及

俗人。因三年交一次，故名。

@帕特纳：《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P Parhler，“P“pal Fin叽c血Pd州h thc Renai＆mnce and

c呲、t钍一R幽fⅡ涮)，(过去与现在》(&n仰“P一科}f)第88卷(1980)第49更；帕特纳‘教廷与教皂国》(未出
版)一文中所附各种图表。1525年“前的货币为佛罗林．1526年始为银斯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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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5吐纪财政构成巨变密切相关的是，教廷财政从富有盈余走向财政赤字。根据几份原

始材料，在13、14世纪，由于税官制度把整个欧洲的财富源源不绝地运往意大利，教廷的年收

人可达到30万佛罗林，每位教皇并能积累起百余万佛罗林的巨款①。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经

济实力，教权才能成为制衡王权的力量；而如此巨额的资金积累也是意大利资本主义较早发生

的基源之一。从15世纪起，教廷逐渐从年有巨额结余变为人不敷出。从1480年到1700年，

教皇的债务急剧上升，从300余万斯库迪猛增至3000余万斯库迪，偿还债务已成为教皇最为

沉重的负担。从表2看，在16世纪20年代，债务开支占了教皇总收入的1／3，70年代升至

40％以上。到16世纪末，一半以上的敦皇收入均被用于偿债，至17世纪。这种开支几乎达到

60％。教皇的债务与教皇总收入之比亦在不断加大，1526年债务大约为收入的5．6倍，1576

年为7倍多，到17世纪中叶，已达到12倍以上(见表2)。

表2： 教皇的债务及债务开支0

年度 债务 利息 教皇总收入 付息率(％) 债务开支比率(％)

1526 3．356．430 211．207 594．986 6 3 35．5

1576 7．040，650 404．227 945．315 5 7 42 8

1592 10．520．678 739．285 1、601，195 7 46．2

1599 11．665，223 ’762．094 1．4柏．842 6 5 52 9

1652—78 31．723．339 c．1．500．000 2．599．1I)0 c 58

1672 '’ 1．562．162 2．705．593 57 8

就收支结构而言，1480年后凸现兰大特色：第一，年度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新税种的

征收使然。如1471年，教皇估计他的年度收入不过20万佛罗林，1473年约为30万佛罗林。

这两个数字中都有5万佛罗林来自明矾矿@。第二，财政收支结构明显改变。授职费、年金等

属灵收入与以前相比相差悬殊，圣战税、协助金等传统收入再难征得。与此相反，以教皇国为

主体的属世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有更大比重。新增加的明矾收入、关税、卖官等却一跃而为收入

大宗。信贷因素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偿还债务成为支出大宗。这标志着传统财政收入结构

的解体。第三，新的财政来源，如关税、商品税、实业收益、外债的引入、内债的发行等，虽有许

多“恶”的成分，但也浸染了现代色彩，即如为人人斥责的卖官鬻爵，亦不能说没有现代财政意

义上的合理性。事实上，许多新税种的征收，正是传统财政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内涵。传统财政

结构的解体，迫使教皇走向信贷市场。

①参见拙著：《西殴社会转型c¨们教廷财政》，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5章第l节。

②资料米源：帕特纳：《文艺复必与反宗教改革时期牧皇的财政政策》，第27砸采3。货币单位为锥斯库迪。

◎埃克隆等：(神圣托拉斯：作为一个经济公司的中古教会》(Roben B Ekdurd ck．，岛饥d 1砷：nP^缸f妇￡
o“m删HE∞㈣打“朋1)，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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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信贷市场

自15世纪始，教皇的财政史已变成了一部借贷与信贷史。尽管此前，教皇也有短期或长

期借贷行为，如13世纪末西西里晚祷事件导致的教廷与商人间巨额的短期贷款，阿维农末期

教皇们为重振教皇国秩序而较大规模的借贷，但除了用于周转资金，信贷并未真止影响教廷的

财政，因为当时教皇收支能够平衡并富有结余。教会大分裂后，教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中，借

贷与卖官鬻爵成为教廷应付财政危机的常规性政策。教皇们不断向商人银行家、自己的教俗

封臣、君主借钱，抵押教会地产、教皇国的乡村和市镇乃至教皇冠，债务成为教廷财政的核心问

题。早在15世纪末，教皇已无力按期偿还其年积月累的债款，只得让债权人直接参与授职费

与年金韵分配。此外，教皇还以其它方式贷款，如利奥十世(1513—1521年)与克力门七世

(1523—1534年)都曾把某种预期收入先卖给包税商，以获得垫款。偿还这些先买的开支在克

力门七世时占其属世收人的8％∞。

卖官鬻爵蛀初是教皇为应付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但自16世纪始，逐渐成为

教廷首要的借贷方式与财政政策。博JI已法斯九世(1389—1404年)的财政危机使他发明r几

项新的敛财办法，成为第一位出卖圣职的教皇，他将文秘署与特赦法院的文书之职标价出

售②。自庇护二世(1458一1464年)始，教皇大量增加鬻官人数，并将其组成长老会、红衣主教

团之类的新团契(Q，lle驴)，各团以团体为单位接受教廷拨款，然后在团契成员中分配，以作官

薪o。塞克图斯四世(1471一1484年)始，卖官更甚于前代。他一次即创建三个新团契，其中一

个为24人的秘书团，另一个为掮客团(S0licitors)，其成员达100名。卖官是为了获得收入，如

J：述24个秘书职，每职售价2600佛罗林@。此后教皇设立的官位还有：100个文书职、150个

公证员、60位见习摘要员、81位简函文书(蹦p恤s ofWefs)等。1486年新没的一个由72位
司玺员(∞lIectors of the∞1)组成的团体，共卖樽2万佛罗林⑤。1487年秘书职位增至30个，
1491年又增设104个税吏职，1507年101个梢案文书职，1509年141个河道监(Pmesidentes

Ripae)等@。当时，文秘署、圣库和特敕法院的绝大多数正式官职都标价售出。此后，教廷开始

大规模地设虚职出售，这些团契一般以其受薪的税种命名或给一个好听的名称，如“圣彼得骑

士团契”或“圣乔治骑士团契”，这类官职一般称为“第王类鬻官”，毋需教皇允许即可转让。

16世纪始，卖官鬻爵已成为教廷最重要的财源。每一宵职售价不一，从500杜卡特到1万

①帕特纳：《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第25砥。

@曳勒：《大分裂时期的圣库》(E Gdler，“Aus der carr*ra A【璐tolica d日-sch而papne”)，《罗马杂志》(岛m缸k
口Ⅲmz幽r啦)第32卷(1924)，第87瓦。

@鲍尔：《教皇财政的分期》(a啪朗s&∽r，“DieEp∞hen der Pa舛H础”)，《期刊史》(崩眦愧缸z矗f酷，t疗)第】38卷
(1928)，第486页。

④林赛：《宗教＆革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512年版，第19页。

⑤伦特：《t1’世纪教皇的收入》(w E Lunt，n扣¨“琳"邮z”fk M2批^g靠)第1考，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4年
版，第135砸。

@帕特纳：《教皇的人：文艺复兴时期教廷的公务员》(阳er Pa邶髓．mn加’s^佃：mnp“G研z&耐雌m z，Ⅲ

R肌日括蛳懈)，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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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卡特不等。高级官职售价较高，如圣库执事、法官、秘书等要职，售价达数千杜卡特甚至上万

杜卡特，秘书职在1487年标价为2500杜卡特，利奥十世时升至4500杜卡特。中下等官职的

单价虽然稍低，从几百到数千杜卡特不等，但由于这类官职数目众多，故其总价值依然惊人。

在1500年，教延各类低级官职的购价可达150万佛罗林①。1505年10月，教廷出售圣职所得

为20，250杜卡特o。利奥十世于1514年6月20日明码标价出售的官职共784个，共可宴得

1，147，450杜卡特o。这笔收入几乎占这一时期教廷预算总收入的1／6。1525年教廷宴官

2300个，价值250万金斯库迪；1599年约卖2900个，价值380万金斯库迪④。

尽管教会法学家不愿把鬻官的购价视为资金，而巧妙地称之为一份终身年薪的垫款，以掩

盖其获取利息的真相，但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长期贷款行为，购官者实际上是教皇债券的持

股人，鬻官的购价即为他们的投入资金，而该职领取的官薪则是这笔资金的利息。教廷规定的

利息率为9％一11％，但实际上很少达到这个比率，1525年为5．8％，1564年为6．4％，16世纪

末不足6％，1619年至4 8％(见表3)。究其原因，一是16、17世纪鬻官市场异常看好，鬻官被

视为非常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这使得教廷可以大量增女ll官爵的数量而不降低其单价，如圣库

执事职的指数从1514年的100上升到1564年的3000。二是教皇利用金银两种不同货币问

的差价，官爵以黄金来购买，而教廷付给买官者的年薪则是以银币支付。在金银比价不断下跌

的时代，鬻官制度显然更有利于作为借方的教廷@(见表3)。

表3： 16世纪教廷的鬻官收入及息率。

时间 鬻官总值 鬻官年薪 利息率

1525 2．546．210 147．966 5．8％

15“ 3．50l，304 (约)225，000 6 4％

1592 4，067．260 223．839 5．5％

1599 3，790．980 217．997 5．75％

1619 3，560．000 172．276 4 8％

1526年，来自美蒂奇家族的教垒克力门七世刨设了公共借款，这样就最终创立了真正的

政府公债制度，以便从更广大的市场上获得贷款。这种公债制度的原则与现代的国债原则相

同，即让一笔固定的和有保障的收入作为对一笔支付的资金的报偿。这种公债的份额叫做借

①帕特纳：《教皇的人：文艺复兴时期教廷的公箨虽》，第15—16页。

@伦特：《中世纪教皇的收^》第1卷．第136页。 。

@伦特：<中世纪教皇的收入》第2卷，第536—537页

回帕特纳：<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第23页。

@帕特纳：《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救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第23撕。

@金银比价在16世纪30年代为1：1．08．90年代为1：l 2；17世纪20年代为1：1 3；50年代为I：1．4；17世纪后期为

l：1．5；18世纪末为1：1 65。

0帕特纳：《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政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第24弧。1525年货币单位为佛罗林．其它年份为金斯库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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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份额券，是一种可以流通和转让的证券，可流通于罗马内外。债券的名称常常以偿还债款的

某种收入来源命名，如以托尔法明矾矿的收入作为保证金的明矾矿借款、好运借款、肉类税收

借款、关税借款等。其种类现在所知的共有30余种@。这些债券有些是有期偿还债款，有些

则是永久性债券。如1555年创设的9年债券即属前者；后一种债券可通过遗嘱转让。对教皇

财政而言，羞I∈得短期利益的一种方法就是把终身债券变为永久性债券，即把债券持有人死后归

国家所有的借款改变为债券持有人死后通过继承转让的借款，因为这可引起利息下降。所有

这些细节和其它细节，显示出教廷的各种借款的现代性质。

史学家们常常将其与佛罗伦萨的“公社公债”(Montc Gmune)相提并论，其实两者间存在

着本质区别。佛市的公债是一种向市民强制发行的集资证券，结果其市场价从未达到票面价

值，只有面值的20％乃至10％。教廷的国债则不同，它没有可以压服的纳税人，强迫其以低息

或不平等条件借款给政府，而是面向市场，但市场只有在无风险且条件优厚的情况下才会提供

投资。不过总的看来，由于教皇采取措施得力以及当时罗马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闲余资金，敦

皇很容易得到所需的贷款(见表4)。

表4：教皇的国债与利息@

长期借贷 短期借贷
时间

资金 利息 息率(％) 资金 利息 息率(％)

1526 250．000 25．000 10

t564 1。417．000 108，510 7．6 840．000 97，800 11．6

1576 2．3印．650 174，655 7 4 t，180．000 134．000 11．36

1592 2．965，983 190，087 6．4 2，673．970 280．590 10．49

1599 4，860，133 300，4}；6 6．2 2．255．920 232．012 10．28

1613 8，117．100 477．910 5 9 1．747．200 180．955 10．36

从上表可知，1526～1613年问，教皇长期贷款的利息率是不断下降的，从】O％跌至不足

6％；短期贷款的利率较高，超过加％．但总趋势是稳中有降。教皇的债券很少以低于票面价

值的4％的比率发行，常常是超过票面价值，其交易十分活跃。在17世纪初，年均成交15000

股，每股价值100银斯库迪，一年内约有l／6的债券脱手。克力门八世(1592一1605年)和保

罗五世(1605—1621年)一共发行了价值600万银斯库迪的债券，绝大部分都是以6％以下的

息率发行的长期债券@。

教廷能够以较低利息借到大量的钱款这一事实本身，证明教廷具有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

能力，因为正是商人银行家等持股人愿意承认其值得信任，才使之能够依赖信贷来平衡收支。

①费尔迪·布事代尔：《菲刺普二世时代的地q嗨与地中悔世界》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0页。
②帕特纳：《文艺复必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第26页。货币单位为韫库斯迪。

③帕特纳：《文艺复必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箍》，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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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近代早期的教廷，与其邻近的那不勒斯王国不同，教皇们想方设法使赤

字财政持续很长时间而没有招致任何的财政或政治灾难。其原因在于教皇们对财政理念的新

认识。首先，教皇们在大量借贷的同时，在其他方面执行了坚挺货币、通货收缩的财政政饿，使

罗马成为当时欧洲最安全的金融市场之一。其次，他们极少失信或严重拖欠偿还短期贷款，并

降低长期贷款的利息，这使他们在当时的国际银行家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再次，罗马教皇对其

财力有较清晰的评估，其启用财政预算即是为此目的。这些预算案使他能够了解，教廷的总收

入总是远远超过他自己的收入。在16世纪初，枢机们从其圣俸中所得收入年均为35万盒斯

库迪。1571年，70位枢机的圣俸收入达100万金斯库迪，这与当时教皇的收入持平甚至略有

过之。如加上那些不居教区的兼俸者的收人，那么教廷官员的收入肯定超过教皇的收入o。

所有这些钱最终都置于教皇的控制之下，成为教皇得到银行和投资者信任的担保。正妊这些

因索，使得16世纪的热那亚银行家将其资金从奥格斯堡转移到罗马的金融市场。

三、财政机制的转化

借贷、卖官鬻爵、发行国债表明教廷的经济生活已与商人、银行家及金融市场联为一体，它

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加以运作。这导致了教廷传统财政管理机制的调整与转化。

在近代早期，由于教皇属灵财权的全面萎缩，圣库也就丧失了其在14世纪所享有的那种

普世性的特征与权威，其职责已变为主管教皇国的收人，地位有所下降；而教会大分裂导致的

圣库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与低效率@，使其难以应付瞬息万变的信贷市场。故此，原本不具财

政管理职能的教职圣俸署(Ap。stolic 1)at撕a)逐渐独立出来，担当了这一使命。职俸署源于敦

皇对“非枢机主教评议教职圣俸”任免权的保留，其目的是干预某些教区内部的人事管理，以便

对圣俸实行更高级更有效的控制，并获得一份收益。据此，在14世纪，文秘署内部组建了一个

专门负责被保留的圣俸的授职审批事宜的职俸署，并在马丁五世时从文秘署独立出来，此后其

权力与机构迅速扩展。该署署艮带有宫室枢机(Palatine(hdiml)的头衔，是教廷最重要的成

员之一，也是教皇最亲密的辅臣与宠臣，常承教皇口谕行事。职俸署的功能极为广泛，除管理

圣俸外，还负责处理教士遗产、近亲结婚、通奸、破门律等罪的赦免，审批俗人宗教团体、教发会

等组织的建立，起草某些重要的教皇公文等。1480年后，它接管了私库的功能，当时，它除了

有权管理以前由私库接受的各种财源如年金、用印费等外，又增加了赦罪费、授职费、年金、和

解费等收入。当时职俸署实际上已成为教皇属灵收入的主要管理部门。它完全独立于圣库，

其财政账目仅呈报教皇。由于这个机构一直直属教皇管辖且有财政运作能力，故教廷实行卖

官鬻爵后。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政策的实际操作部门，近代早期其最为重要的职能就是没置

官位，拍卖官职，管理鬻官所得并支付利息。这项业务并不轻松，因为当时的宴官并不仅仅是

一种政府行为，也是一种市场行为，西方学者明确将其称之为“鬻官市场”(venal Market)。职

俸署必须根据市场要求来确定与调整官位的数目、售价与指数。其运作的成功与否不仅影响

①帕特纳：(文艺复*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第60一6l页o

@太分裂时期，三个教廷并存，稀有一一套机构与^马。分裂结束时．三者合并，致使圣库人员增加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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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鬻官市场．也直接关涉教皇公债的发行与命运。这样，在近代早期，教廷的财政管理已开始

分化，圣库逐渐退到幕后，职俸署则因其地位重要而走向前台，活跃达一个多世纪之久。

信贷离不开银行的运作。尽管教皇很早就把银行家纳入其财政机制，但其主要职能是转

运税款，贮存教廷财政收入，偶尔为教皇远距离的开支提供颦款。自15世纪起，银行的作用更

为突出。当时在教廷系库里已没有贮存总监(D针)ositary G∞eral of the Ap㈣Iic Charnber)一

职，它常常由教皇银行家(papal banker)出任，充当教廷的财政代理。职俸署与圣库都把教廷

的收入存放于此，贮存总监根据教皇、圣库长、财务官或其他任何经授权的圣库官员的指令拨

款开支。无论足接款或是拨款，均需记账。除白留一份外，还需备上两份副本，一份交给圣库，

一份交给财务官。这种流动帐称为《收支账薄》(Introitus et E“tus)，每月一次接受圣库的检

查。当教皇出现赤字时，贮存总监需提供垫款，弥补敦廷的财政亏空。如1455年3月，贮存总

监即垫了70，432佛罗林；1471／1472年度，教廷与银行间的逆差已达807，383佛罗林，因而时

任贮存总监的美蒂奇银行罗马分行监理格罗万尼·托纳布尼(Giovamli，I、ornabuoni)在致罗伦

佐-德·美蒂奇的信中极为忧虑地说：担任总监得到的利益比麻烦要多得多，因为教廷以透支生

活，并希望总监预付资金以弥补亏宅。在另一封信中则指责英诺森八世，“他的圣洁之处在j二

更愿意请求恩惠而不是履行义务”。当教廷财政有所好转后，他亦较为乐j【|ll：“如果教皇富裕

了，我们也就富裕了。”∞又如1633年，热那亚银行家们因借给教皇200万银斯库迪而“感到

后悔”∞。商人银行家们的这些反映，正好证明了教廷对银行家及金融『肯场的依赖④。可以说，

这一时期贮存总监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教皇借款的方便。由于教廷的财政状况与贮存

银行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他们亦参与教廷的财政管理。近代早期教延的十余份预算案，都是

由它与圣库及职俸署共同做出的。1526年实施国债政策后，其具体运作亦由它及其它教廷银

行来完成。教皇的财政管理已离不开银行的参与。

与此同时，面临信贷生活的风险，教皇们也认识到了设立储备金的重要性，致使私库的职

能转化。在14世纪，许多教皇都设有自己的小金库即私库(privy purse)。约翰二十二．世是私

库的始作俑者，其秘密基金要超过60万佛罗林。他曾一次“从私库·p"把40万佛罗林拨归圣

库，若无这笔资金，圣库帐薄中的收支将出现赤字o。自他开始，几乎每位教皇都设有私库，且

数额巨大，从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佛罗林不等@。最初，教皇设私库的目的是为了使教皇能

够不受限制地随意开支，用于一些不宜公开的财政目标，但主要是资助亲戚以维持裙带关系。

当15世纪职俸署接替其管理功能后．私库的功能～度削弱，大致成为了一个单纯的储藏之所，

负责保管圣战专款。随着教皇步人金融市场及对当时依靠信贷度日不安垒感的加深，1585年

塞克图斯五世建立了总储备金制度，私库被改建为圣天使堡财库(＆mel Sa呲’Angelo)，作为总

①汤姆森：《教皇与君主》，第92页。

②帕特纳：《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第28页。

③鲁弗：《L397一1494年美蒂奇{曩行的若衰》(KaⅢond deR00wr，7kR删树D盯』t埘。，如^蚴n＆抽)．哈佛尢学
出版社1963年版，第198一199页。

固帕特纳：《教皇私库：中古后期的教皇财政问题》(P Pann盯，“carTlcra Pa呻e：nou口m of Papal H J1ance in rhe hter

MH珊c Ages”)，《教会史母F究》(J。Hn啦￡or￡cck跚nim¨矗s帅)1953年第4期，第59页。
@参见帕特纳：《教皇私库：中古后期的教皇财政问题》，第67～68页；伦特：《中世纪教皇的收^》第l卷，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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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金的贮存之所。基金来源也靠借贷筹集，财库初建时，塞克蹦斯五世通过发行价值250万

银斯库迪的公债，出卖价值60万金斯库迪和40万银斯库迪的新官爵，共筹集了35万金斯库

迪。到1586年春，总储备金增至100万金斯库迪。1590年已达300万金斯库迪，另有一笔

100万银斯库迪的存款①，这笔钱相当于26吨白银、3吨多黄金@。尽管塞克图斯设立此基金

有其政治目的，如发动圣战、资助“处于迫在眉梢的危急之中”的天主教国家@。但其更重要的

职能是预防敦皇国发生饥荒，紧缩或加大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它实质上已成为近代早期罗

马金融市场的稳定器。从财政机制运作看，通过一系列的调整与转化，教皇的卖官、借贷与储

备都有了相应的机构。职俸署、贮存银行与圣天使堡财库三位一体，既能适应信贷要求，也可在

一定范围预防金融风险，形成了一个适应近代金融市场的新机制。

四、财政新贵的崛起

与财政机制调整密切相关的、运作这些机制的人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为一个财政新贵在教

廷中的兴起。这个新贵阶层来自意大利商人、实业家及银行家等资产阶级，包税制、卖官鬻爵，

以及发行国债等政策为他们掌握教廷财政提供了契机。

15世纪前半期，他们利用教廷的财政困难，充当包税商开始直接涉足教廷的征税领域。

当时教廷的各项收益大都承包出去，以获得急需的垫款。如托尔发明矾很长一段时间是承包

给美蒂奇家族，1525年包给塞伊纳商人切基家族(The Ch球of Siena)；罗马的三种关税

(D。gane)包给罗马的迪纳·瓦勒银行(DeIIa ValIe)；罗马及近郊的盐专卖包给罗马的另一银行

贝尔纳·布纳奇家族(王；；emardoBm“i)；佩鲁贾的财政和Pasc。li关税包给皮埃罗·德尔·贝尼

(Pietro deiBene)与索利(the Sauli)两个银行家族；马尔凯的财政包给商人卢基·加迪(Luigi

Gaddi)；罗马格纳的财政包给吉阿科奠·萨尔维提(Gia∞n∞Salviati)等@。包税制的实行实际

上使他们控制了教皇国的地方财政与税收。

商人、银行家阶层大规模的渗透教廷是在15世纪末与16世纪。当时，用金钱交换权力与

社会地位在罗马教廷已变得可能，购官购爵便成为他们投资的热点。如德国银行家富格尔在

1521年购得两个秘书职位，另～银行家萨尔维戈(T。mmas0 Sa】Ⅶ册)购买三个秘书职，而佛罗

伦萨银行家斯托茨(Filipp0 Strozzi)竟购买了258个官位@。购买教职不仅使他们获得经济利

益。也有利于其家族扩张势力。因为一教职及其持有的教俸被认为是持俸者家族祖业的一部

分，可以让渡或转给家族中的另一成员，通常是叔传侄。这样，一主教彤l与主教区、一修道院院

长职及其产业，或一些丰厚的教俸便会在某个或某几个家族手中停留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超过

①帕特纳：(文艺复妊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垒的财政政策》，第30页。

o费尔迪-布罗代尔：‘菲利昔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6l页。

o帕特纳：《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皇的财政政策》，第30页。

回帕特纳：《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廷的‘预算’》．(P．Panncr，“The nIl电et of the R∞”n church ln the Renaissance

P盯埘”)．雅可布编：《意大剃文艺复兴研究》(in E F Jo∞b ed，加z缸”胁Mf锄月雎＆“螂)，伦翦1960年版．第

27l一272页。

o帕特纳：《教皇的人：立艺复*时期教廷的公务员》．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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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①。近代早期，已有相当份额的教产落入这些新贵手中。最重要的是，他们一旦在教

延拥有实职，就能影响教廷或地方的教职推荐，扩大其家族的影响。美蒂奇家族银行曾成功地

使12名佛罗伦萨人当上教会要职，著名者如枢机主教阿尔贝托·阿尔贝蒂(mber向mtⅢti，

1386一1445年)、安东尼奥-皮科(Ant。nio Pucci，1484一1544年)、罗伦佐·皮科(L0ren∞

Pucci，1459—1531年)、尼科罗·加蒂(Niccolo Gaddi，1491一1552年)及太主教安得利阿-布昂

德蒙提(Ar山ea Buonddnlonti，1465—1542年)、昂菲利奥·巴托利尼(Orlofrio B“tolini’de

Medid’，卒于1555年)等人@。1417—1500年佛罗伦萨主教堂座教士团的172名成员中，至

少有94人得力于美蒂奇家族的教廷官员的推荐。15世纪的热那亚教士、16世纪的卢卡教士，

实际上16世纪意大利的全体教士大都与当地某些家族的教廷官员关系密切固。许多家族正

是通过这一途径而培植起自己的社会势力。

在教廷中央，这个阶层直接涉足教廷的政治领域，他们人数众多，形成直接的利益集团。

帕特纳教授对1417—1527年圣库执事与秘书两种官员的社会出身作过专门研究，这里转述其

研究结果如下：这一时期共有141位执事，其中34位来自商人或银行家家族(占24．1％)，14

人来自罗马教廷银行家家族(占10％)，3人来自担当圣库贮存总监的银行家家族(2．1％)；同

一时期共有249位秘书，来自前三种家族的人员分别为46(占19％)、23(9．5％)、3(1．2％)鲫。

亦即说，共有51位执事、72位秘书是出身于商人或银行家家族，所占比例分别为36．2％、

29．7％。帕特纳教授特别强调，他其统计了这些确知其父辈为商人银行家的官员，至于那些其

祖父辈或祖先是商人银行家的官员，他无法弄清，亦就无从沦断，但显然为数不菲。如果加上

这类官员，那么来自商人银行家家族的官员将占有更大比重。这一阶层对教廷其他部门的渗

透同样明显，至少圣库与法院的人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来自企业家、商人与银行家家族∞。

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商人与银行家阶层已控制了教廷1／3以上的官职。

这个阶层在教廷中的兴起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们不仅参与管理教廷的各种事务，也出

任教廷银行家、圣库贮存总监和包税商，掌握了教廷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财政命脉，近代早期

教皇的财政运行已完全依赖于他们。在16世纪，这个阶层逐渐与罗马教士阶层融合，形成某

种宗教财阀(ckrical plut。cral了)的统治。到第五次特伦特公会时，为对教廷实行全面改革，建

立了15个监督委员会(supervisory Q：mmitte∞headed by cardinals)，其中国债委员会、卖官委

员会以及负责教皂国各种事务的善治委员会(C。ng蝌：捌one de Buon Govemo)和咨询委员会

(congr皑azione ddh Sa口a C(msulta)等6个专管俗务的尉体的基本成员都是这些财政寡头。

他们有权向教廷提出各种财政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并参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从16世纪中叶

起，这些家族开始被教皇晋升为贵族，出任教皇国的伯爵、大公，甚至君主，如1569年美蒂奇家

族被册封为托斯坎纳大公。这些新贵受封的时间主要是16世纪最后20年及17世纪最初10

年。在这30年里，产生了一个稍^i被称为罗马教廷贵族的阶层(Roman阳pal nobility)。德国

帕特纳：《教皇的人：文艺复兴时期教廷的公务员》．第103页。

帕特纳：《教皇的人：文艺复必时期教廷的公务员》，第163页。

帕特纳：《教皇的人：文艺复*时期教廷的公务员》，第13页。

帕特纳：《教皇的人：文艺复*时期教廷的公务员》，第109砥。

帕特纳：《教皇的人：史艺复*时期教廷的公务员》，第2页。

 万方数据



世界历史 2002年第6期

著名教廷财政史专家鲍尔教授也认为，16、17世纪取代中古时代罗马封建家族优势地位的是

一个以教皇银行家为核心的阶层①。帕特纳教授更明确地指出，18世纪意大利贵族的祖先绝

大多数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购官者。这些贵族的族谱常常把他们那些担任教皇秘书、财政官

或公证人的祖先称为“贵族”。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当时这些家族尚未获得这种头衔。不过，

如果这些家族延续到18世纪，则肯定变成了贵族@。

从上述考察可知：从15世纪起，罗马教廷已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它的实际生活方

式的变化，从依赖其封建特权为生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度日。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教廷传统

的财政机制，也使得教廷财政与近代金融市场融为一体，迫使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新的经济秩

序与经济原则的运行中去。传统的“禁止取息”，“商人不能人天堂”等经济伦理信条已被束之

高阁。在新的经济秩序下，教廷特权阶层已与商人、银行家等资产者家族结成同盟。从统治阶

级社会构成的角度看，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世俗政府更为保守，商人银

行家集团在敦廷中的兴起是西欧近代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普遍特征。正是这一阶级融

合，使得意大利在16世纪疾风暴雨般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采取了温和而渐进的改良方式；也使

得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在近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与更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积极地主动适应，而是带有诸多的无奈与被迫性。直言之，罗马教廷不

是自己“走出中世纪的”，而是被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轰出中世纪的”。这是我们在评估罗马

教廷近代转型时，应当注意的一个基本问题。

[本文作者龙秀清，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

站工作。天津300073]

①鲍尔：<教皇财政的分期》，第496页。

o帕特纳：(教皇的人：文艺复兴时期教廷的公务员)．第18页。

(责任编辑：段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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