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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世纪盛期，欧洲天主教会发动了旨在进攻波罗的海异教徒的北方十字军。该十字军历时近4个世纪，

相继征服了汶德人、立沃尼亚人，爱沙尼亚人、普鲁士人等。此闻，西欧、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徒、波罗的海的异教

徒以及东正教的罗斯人都卷入了战争。北方十字军对欧洲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将原始信仰的波罗的海

地区纳入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并重新定位了中世纪波罗的海文明的发展方向；影响了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问的

关系，成为东北欧地区种族矛盾的重要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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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教皇乌尔班二世召集起一支大军，以上帝之名去

解放东方基督徒和拯救圣地耶路撒冷以来，中世纪就很少

有不为这一行为吸引注意力和想象力的时代。为了征服波

罗的海异教徒，天主教世界曾发动了历时近4个世纪的北

方十字军。北方十字军虽不壮观却历时久远，对波罗的海

地区乃至欧洲基督教世界都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目

前国内学者对北方十字军的了解并不多，故此本文记述了

北方十字军的大致过程，并对其发生的原因和历史影响作

粗浅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一、北方十字军兴起的动因

和地中海十字军一样，北方十字军也发端于最具活力

的中世纪盛期，是拉丁基督教世界所蕴含的自我拓展和自

我更新的强大张力催生了它。

【一)萨克森人东扩

从ll世纪后，欧洲人口持续增长，人口的压力使得土

地问题变得尤为紧迫。从12世纪起，欧洲开始出现了大规

模拓殖运动。许多萨克森人纷纷向德国的东部边疆——易

北河以东生活着斯拉夫人的地区渗透。灾荒和瘟疫更加剧

了这一趋势，从1139年起，英国、荷兰南部、弗兰德尔、莱茵

兰西部等地一直有瘟疫和饥荒发生。1147年，第二次十字

军东征开始时，饥荒和瘟疫传播得更严重。1149和1151

年，在整个德国境内、法国东部和洛林地区，饥荒发展为可

怕的灾难，人畜大量死亡o[1](P174)在加罗林帝国、奥托帝国

时代，天主教势力就曾多次侵入易北河以东地区，征服了汶

德人并迫使他们接受了天主教信仰。11世纪以后，德国长

期陷入和意大利的战争及“授职权之争”，汶德人借机摒弃

了基督教信仰，也不再缴纳贡赋和什一税。因垂涎汶德人

的土地，德国东部的萨克森人一直是向东拓殖的先锋。而

且，由于历史上萨克森人曾在帝国向东扩张中得到过好处，

这让他们一直不能忘怀对汶德人曾经拥有过的权力，使他

们成为汶德十字军(指天主教世界向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

的奥波德里特斯拉夫人发动的十字军，因奥波德里特斯拉

夫人亦称汶德人而得名)的始作俑者。

(二)波罗的海的敏感地位

12世纪后，不论是对于东西方教会还是对东西方的世

俗政权及商人们来说，波罗的海的地位都开始变得敏感

起来。

首先，波罗的海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西接北海，北

濒瑞典、芬兰，南临北德、立窝尼亚、爱沙尼亚等地，是西欧、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西北罗斯以及今天的波罗的海三国的

重要交汇处。另外，波罗的海还吸纳了奥德河、维斯瓦河、

涅曼河和德维纳河这4条大河，通过这些河道可以将德国

北部的城市、波兰、普鲁士、西北罗斯、立陶宛等地连接在一

起。亚北极地区的珍贵皮毛、英国的布匹、诺夫哥罗德、普

鲁士、立陶宛等地的木材、琥珀、蜂蜡等皆可通过波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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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述河道进行交流。为此，汉萨同盟、瑞典、丹麦、诺夫哥

罗德等都想控制波罗的海及与其相联接的水路，各种势力

成集于此。

其次，到12、13世纪之交，从信仰方面讲，欧洲的广阔

土地都已分别归附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只有原始信仰的爱

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地是东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

边缘世界、异教区域。东西方教会都视将欧洲这片最后的

异教土地纳入以自己为首的基督教世界为己任。双方的传

教使团都不断向此推进，因此，波罗的海又成为它们争夺皈

依者的重要舞台。

(三)十字军理念的发展

十字军的异常魅力在于它是一种赎罪的战争，给予参

加者的回报不仅是对财产及家人的保护、对讼案及债务的

免除，还有“全免罪罚”这一非同寻常的赠予。自从乌尔班

二世发动第一十字军东征以来，这一举措的创新性和它所

取得的成功令世人瞠目。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在西欧最

肥沃的宗教土壤中，十字军的超常价值被不断地阐述和弘

扬。ii08年，有一封来自马格登堡教区的信，呼吁基督徒

向斯拉夫人发动十字军。信中的整个言辞和比喻都是对第

一次十字军东征记忆的呼唤，并且企图把这种记忆和新的

目的——对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人发动战争联系起

来。[2]∞62’这封信虽未即刻结出果实，但是很显然，十字军

已经在那个渴望拯救的社会里生了根，它所具有的光荣和

骄傲积淀为基督徒的集体记忆，形成了特有的十字军传统。

爱德萨伯国的陷落，再次唤起了基督徒对十字军的集

体记忆。·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理念已

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第一次十字军的事实、形象为拉丁

基督教世界重新阐述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素材，以第

一次十字军为模式，教皇把原本用来体现耶路撒冷之旅独

特性的诸要素——誓约，十字架、全免罪罚和其它特权转移

到波罗的海流域，这才有了北方十字军的实践。

(四{教皇尤金和主教伯尔纳的促动

北方十字军的发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皇尤金的领导

和主教伯尔纳的鼓动。1146年，爱德萨伯国陷落的消息传

到了西欧，尤金三世决定发动第二次进攻东方耶路撒冷的

十字军，伯尔纳在法、德作十字军动员工作。1147年，在法

兰克福的一次会议上，一些萨克森人请求向易北河以东的

汶德人发动十字军迸攻。伯尔纳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并说

服了教皇。1147年4月13日，教皇发布了上帝特许谕令

(Divina disPensatione)授权德国人向汶德人发动十字军进

攻，并赋予参加者和进攻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战士们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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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免罪罚和特权。[3](P12D正是在教皇和伯尔纳的努力下，

1147年夏，在欧洲的东北部边境，才有了汶德十字军的发

生。伯尔纳还把汶德十字军的目的做了明确的阐释：禁止

十字军战士和汶德人缔结任何合约，“直到在上帝的帮助

下，或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或是他们的民族被灭绝，，[3](P12∞。

这一切使1147年夏的战争和从前的边境冲突区别开来，具

有了十字军的性质。

总之，和第一次东征一样，北方十字军同样是教皇的智

力产儿，教皇把全免罪罚、誓约、十字架等十字军的独特要

素嫁接到波罗的海地区，使自身所做的决定和整个基督教

世晃的迫切需要相结合，从而把中世纪十字军的潜能引流

到了波罗的海。

二、北方十字军的历程

(一)汶德十字军

1147年夏末，由萨克森人和丹麦人组成的汶德十字军

拉开了北方十字军征服的序幕。十字军先后攻占了汶德人

聚居的多宾、代名等地，并强行给他们施洗，汶德王尼克劳

被迫成为萨克森人的附庸。1147年的十字军并没能真正

执行皈依异教徒的神圣使命，萨克森人接受了尼克劳的臣

服和贡物后，依然让他统治奥波德里特地区，许多异教偶

像、祭坛依旧保留下来。但1147年发生在斯拉夫边境的十

字军却有重要意义，它树立起北方十字军的先倒：“一支佩

带着十字架标志的军队在易北河以东作战。”rz]㈣㈣1160

后，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和丹麦王瓦尔德马尔一世曾率十

字军进攻汶德人，但由于分赃不均，双方开战，一直持续到

1171年仲夏。1177年，亨利公爵和瓦尔德马尔再度合作，

征服了汶德人的波莫瑞地区。1185年后，十字军基本完成

了对汶德人的征服。

征服汶德人让天主教世界欣喜地看到波罗的海皈依之

战的前景，世俗领袖们越发意识到十字军战争对于扩大他

们势力和财富的价值；僧侣们也期望通过战争即赢得信徒

又获得庙产。“教皇也对此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亚

历山大三世不仅赋予瓦尔德马尔一世十字军战士的称号，

而且还把他当作自己同霍亨斯陶芬皇帝以及反教皇派斗争

的新追随者。札t]唧耵。因此，未来北方十字军的全部机器

就在教皇的祝福声中隆隆地开动起来。

(二)征服立沃尼亚

最早致力于征服立窝尼亚(今拉脱维亚)的是不来梅大

主教哈特维希第二(HartwigII)。他长期在立维人聚居的

德维纳纳河流域从事传教活动，但成效甚微。于是，哈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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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呼吁教皇向德维纳河流域发动十字军。。1195年，他得

到教皇塞勒斯庭三世的谕令：赋予所有到德维纳河流域的

朝圣者全部的十字军特权。1198年，英诺森三世重申了这

一特权。呱们㈣”当年，新任立窝尼亚主教伯绍德组织十字

军开始了对立维人的军事征服。十字军虽迫使部分立维人

接受了洗礼，但伯绍德却被他们所杀。

1200年早春，继任主教阿尔伯特率十字军，扬帆德维

纳河，去征服他那不服管辖的教区。阿尔伯特对北方十字

军的重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在德维纳河河口建立的里加

城(今拉脱维亚首都)，后成为十字军征服立窝尼亚的根据

地；二是由他所组建的持剑骑士团。持剑骑士团建于1202

年，从未超过150人，但他们都是重甲骑士，战斗力很强。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夏季组织十字军进攻、构筑城堡，冬季担

任防御任务，成了征服立窝尼亚的核心力量。1206年、

1222年，立维人曾起来反抗十字军，但十字军最终控制了

立窝尼亚。1237年5月，条顿骑士团接管了立窝尼亚。

1290年后，立窝尼亚成了十字军对外征服的前哨站。

(三)征服爱沙尼亚

征服爱沙尼亚的主要是丹麦十字军和持剑骑士团。自

1170年始，丹麦王国就不断进攻爱沙尼亚人。1171年，教

皇亚历山大三世向斯堪的那维亚的基督徒发布进攻爱沙尼

亚人的十字军谕令，教皇的谕令鼓舞了丹麦精英们的宗教

热情，也为所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天主教徒指明了救赎之路。

1194年、1197年，1206年，丹麦十字军多次进攻爱沙尼亚

人，至1220年，丹麦十字军征服了爱沙尼亚北部。

13世纪初，持剑骑士团也把目光转向爱沙尼亚。1208

年，持剑骑士进攻爱沙尼亚人，1211年，他们攻克了爱沙尼

亚的弗林要塞，1219年，骑士团征服了南爱沙尼亚。1223

年，爱沙尼亚人起义，一年后，十字军重新控制了爱沙尼亚。

1224年，“胜利者根据两年前就已经达成的协议，瓜分了爱

沙尼亚：丹麦分得了爱沙尼亚北部，骑士团得到爱沙尼亚

南部”．L5](眦7’

1236年，持剑骑士团遭立陶宛人伏击，几乎全军覆灭，

幸存者于1237年并入条顿骑士团。1238年，丹麦和条顿骑

±团就瓜分爱沙尼亚达成一致：爱沙尼亚仍置于罗马教廷

的保护下，丹麦分得了爱沙尼亚北部，条顿骑士团得到了原

持剑骑士团所占的南部地区。[5](P12"

(四)征服普鲁士

条顿骑士团是征服普鲁士的主力。1198年，条顿骑士

团始建于耶路撒冷，是专门由日尔曼人组成的军事修会。

13世纪20年代末，波兰马佐夫舍王公康拉德邀请条顿骑

士团帮忙征服他的异教邻居——普鲁士人，并提出把库尔

姆兰地区，以及条顿骑士团将来征服的土地都作为给他们

的报酬。1230，条顿骑士团开进了普鲁士，他们很快成为一

支令人畏惧的作战力量，到1236年，他们已经突入到维斯

瓦河三角洲地带。条顿骑士团借鉴了持剑骑士团的征服经

验，沿河构筑了许多城堡，并以此为依托，沿波罗的海海岸

不断向涅曼河推进。

1260年，普鲁士爆发了反抗条顿骑士团的起义，当地

人不断攻击骑士团的城堡，杀死了许多驻守的骑士和日耳

曼移民。为拯救危难中的条顿骑士团，教皇乌尔班四世呼

吁所有带着十字架的人都应转往北方去解救条顿骑士团，

并允诺在他们服军役其内可以全免罪罚。[‘](P1∞’在援军的

帮助下，骑士团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至

1283年，骑士团占领了普鲁士全境。1286年、1295年，普鲁

士人再度起义。普鲁士人曾寄希望于立陶宛等外部力量的

介入，但一切都太晚了，条顿骑士团已经把普鲁士牢牢地掌

控在手了。

【五)十字军与诺夫哥罗德之战

十字军的进攻，使瑞典、诺夫哥罗德、汉撤同盟之问陷

入了更加复杂和不安的关系中。这种复杂和不安最初是源

于各方对波罗的海流域商路控制权以及对芬兰、北极地区

的争夺，后来教皇和十字军运动把东西教会间的分歧强加

进去，且越来越呈现出更大的重要性。

13世纪初，在芬兰西南，瑞典在苏芬人的聚居地进行

了殖民活动；在东面，罗斯也对卡累利阿人建立起事实上的

统治权。仅仅在芬兰中南部海岸的塔瓦斯特人还没有受到

大的影响，因此，瑞典和罗斯任何一方都可以决定其形势的。

变化。1227年，诺夫哥罗德让卡累利阿人接受了正教洗

礼，并开始征服塔瓦斯特人。1240年7月，瑞典军和诺夫

哥罗德军在涅瓦河遭遇，瑞典战败。此后，瑞典和诺夫哥罗

德之间多次发生战事，至1323年，瑞典和诺夫哥罗德缔结

诺泰堡和约，双方确定了一条从芬兰湾起，经涅瓦河口附

近、芬兰中部，然后延伸到波的尼亚海湾北端的一条边

界。[4](P18D此后的20年间，双方基本没有大的战事发生．

1350年，马格努斯再度远征诺夫哥罗德，不果而归。

返航途中，因遭遇风暴，瑞典舰队失散，这让马格努斯失去

了进攻诺夫哥罗德的制胜钳。虽然马格努斯仍然得到教皇

克莱门特六世的支持，但是由于他的禁运政策，他受到了来

自汉撤同盟、条顿骑士团的阻碍oC4]唧8”1356年，瑞典爆发

了反对国王的起义，马格努斯被逐出瑞典，瑞典对诺夫哥罗

德的十字军征服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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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立陶宛皈依及北方十字军结束

13世纪中期，正当十字军不断向东波罗的海推进时，

波罗的海最强大的异教势力——立陶宛挡住了他们的去

路。立陶宛土地广袤、军力强大，对十字军的进攻更具抵抗

力。天主教势力和立陶宛都不可能任对方毫无干扰地发

展，战争还要进行下去。

1251年，立陶宛追于压力曾和条顿骑士团结盟，皈依

了天主教。但1260年，大公米道格斯又借立陶宛起来反抗

骑士团的机会，摒弃了天主教。为了让立陶宛改信天主教，

条顿骑士团曾用尽各种手段。但是，立陶宛大公在是否改

变信仰方面态度谨慎、手段高明。立陶宛即对希腊一罗斯

正教会频频示好，又不断向天主教会伸出试探的触须。大

公们意识到不放弃他们手中的王牌——立陶宛或皈依天主

教或皈依正教能为他们赢得莫大的好处，立陶宛所奉行的

宗教政策就是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迟迟不果。十字军和立陶宛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一百多

年，但既没能征服立陶宛，也没能使其改变信仰。14世纪

中期，爱沙尼亚，普鲁士等皆处于条顿骑士团的掌控下，立

陶宛成了欧洲仅剩下的异教国家。面对基督教世界不断增

长的威胁，最后立陶宛从波兰那里接受了天主教。1385

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缔结科列沃协定，实行王朝联

合，波兰女王雅德维佳嫁给立陶宛大公雅盖洛，雅盖洛任波

兰国王，改信天主教。

波兰、立陶宛的联合后，条顿骑士团无视立陶宛皈依基

督教的事实继续对其进攻。1410年7月，波兰一立陶宛军

在坦能堡重创条顿骑士团，此役成为北方十字军的转折点。

14世纪，封建军役制已名存实亡，英法百年战争和黑死病

的影响使十字军的兵源更难为继，再加上马丁·路德宗教

改革浪潮的冲击，北方十字军已经失去了存续的必要和可

能。1525年5月，普鲁士条顿骑士团被迫解散，宣告了北

方十字军的结束。

三、北方十字军的影响

北方十字军历时近4个世纪，相继征服了西斯拉夫地

区、普鲁士、立窝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并且与诺夫哥罗

德展开争夺，把天主教的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原始信

仰的波罗的海地区、正教信仰的罗斯都卷入了战争，对波罗

的海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重新定位了中世纪波罗的海文明的发展方向。

十字军征服打断了波罗的海当地各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使

其向前加洛林帝国境内发展起来的罗马一日耳曼文明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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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准则转变，重新定位了波罗的海文明的发展方向。北

方十字军的到来使波罗的海地区开始了天主教化，里加大

主教教廷、新建立的教会、修道院等宗教组织相结合，将被

征服地区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愈加紧密联系在一起，波

罗的海地区被强行纳入天主教世界。和十字军相伴而来还

有德国的移民潮。到了新的土地上，移民所做的就是复制

和他们本国相似的社会组织。很快，城市、领地、教会等都

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12世纪50年代后，波罗

的海地区建立了许多以德国的律倍克、汉堡等为模式的新

城市。殖民者也带来了中世纪的领主经济，新的田庄、贸易

城镇在波罗的海地区建立起来，封建地租、什一税等也流行

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波罗的海地区社会生活的基础在

发生着变化。因此，北方十字军所带来的重要事实就是新

的天主教社会在一个原本充满敌意的、陌生的地方建立起

来了。

第二，影响了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间的关系。在

北方十字军发生前，罗斯和丹麦、瑞典等虽分属东西教会，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11一13世纪，斯堪

的纳维亚各王朝与罗斯一直有王室间的姻亲关系。瑞典、

丹麦、挪威和诺夫哥罗德公国问都曾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他

们合作关系o c6](P134)除了王朝问的政治合作外，两地关系更

重要的特点是双方没有因为分属于东西方教会而存在宗教

认同问题上的疏离与敌意，尽管在地中海地区因东西方教

会分立所引起的教理上的仇恨已有几个世纪了。

19世纪的学者们发现；12世纪，在罗斯教会三位一体

的祈祷式中，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三个最受崇拜的天主

教圣徒的名字，位列于正教的圣徒序列中。这些事实表明，

直到12世纪中期，斯堪的纳维亚和罗斯仍然认为他们都是

完整的未曾分裂的基督教会的一部分。西方学者称此现象

为“共生”(Symbiosis)。然而北方十字军所引起的变化很

快抹去了早期的“共生”痕迹，13世纪，在罗斯祈祷文手稿

上，这三个圣徒的名字被人刮去，代之以其他圣徒的

名字。[61旧135‘137’

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近200多年的时间里，斯堪的纳

维亚和罗斯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从对同一种宗

教的认同发展到疏离、仇视。13世纪后，罗斯成为瑞典十

字军的主要目标，昔日的邻居变成了“异教徒”。而且“这场

具有宗教战争特点的冲突导致了俄国民族传统不断增长的

反拉丁和反西方的倾向．oET](P132)北方十字军所引起的宗教

心理变化是根深蒂固的，并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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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东北欧地区种族矛盾的重要渊源。十字军在被

征服地区建立起了以B耳曼人为主导的封建神权统治，使

被征服地区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殖民社会特征。

在法律方面，波米西亚法典的附录规定：如果一个普鲁

士人被德国法律宣判有罪，他就不能再在自己的法律体系

下请求更正。当地人和德国人因犯罪所处的刑罚也不同，

如果一个普鲁士人杀死了一个德国人，他要被处的罚金相

当于杀死一个本国人的2倍。爱沙尼亚等地的法律也都有

关于德国人特权的规定。[4]㈣101其次，德国移民还把持了行

会特权，在东欧行会中有一条最普遍的规定，那就是要求行

会申请人是德国血统。[2](P23耵民族歧视还表现在语言和文

字方面，在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德语是城市和宫廷的专

用语，契约文件等都必须使用德文。在爱沙尼亚，说爱沙尼

亚语的本地人是较低的阶层，而说德语的人都是上等阶层。

十字军征服以及日耳曼殖民统治在波罗的海地区播下了种

族仇视的种子，造成了历史上极其复杂的民族纠纷。到了

现代社会，条顿骑士所奠定的普鲁士精神，依旧被希特勒、

希姆莱等人所钟爱，他们从早已衍生了现代文明的土地上

挖掘出北方十字军的断壁残垣，为领土扩张和种族灭绝立

起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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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安欣娜 教皇权的兴衰与十字军运动 2009
    罗马教皇权势是中古西欧社会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十字军作为罗马教会的武装暴力组织，在中古西欧社会演变与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十字

军运动涉足范围广泛。

    本文分两条主线，一是十字军运动的兴衰即穿插交错于三大转折的五个时段的十字军史。二为中世纪教皇权势的兴衰(上升，顶峰，衰落)。

    一提到十字军，人们很容易想到十字军东征，而事实上从广义上讲十字军的作战范围远不仅涉足东方，还包括西欧、北欧诸国等。上百年十字军史

是不能断开的，但为研究方便起见，本文在第一条线索中主要将其分为穿插交错于三大转折五个时段的历史来探讨。三大转折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征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性质的彻底转变)，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较量(消耗殆尽)。五个时段即早期列康吉斯达运动鼓舞下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北方的

十字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的反异端，十字军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较量。试求浅析反异教与反异端的宗教精神的鼓舞作用在十字军具体操作

过程中的逐步变化以及各时段的内在联系。

    纵观十字军的源起和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命运与西欧教皇权势的兴衰密切相关。十字军史上的三个重大转折恰恰对应着中世纪教皇权势兴衰的三

个重要时段。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在教会改革，教皇权势达到高峰之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时又正是教皇权威至高的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十字军彻

底走向衰落与“阿维农之囚”后教皇权势的衰落又不无联系。因此本文在第二条线索中试求浅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从结构上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在其中主要述及了关于西欧中世纪教皇权势的发展与十字军运动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大部分为

正文，主要分三章进行阐释，第一章教皇权势的突显一首次十字军东征，其中分四节，分别为教皇权势的上升，与教皇权势相得益彰的“列康吉斯达

”运动，教皇权势的突显及首次十字军东征的影响。第二章教皇权势顶峰时期的十字军进程，其中分为三节，分别为北方十字军队教权的推动，英诺森

三世与十字军高潮及十字军运动性质的转变对教皇权势带来的影响。第三章教皇权与十字军的衰落，其中分为四节，分别为阿维农之囚，教会大分裂

，十字军最终走向衰竭及十字军衰落后对西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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