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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兴起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

动是欧洲社会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

解放运动，对于推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着重大的意义。除此之外，16世纪的宗教改

革运动还从基本教义、教会责权以及教俗关系

等方面对正统的天主教会进行了改革，进一步

释放和弘扬了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发展的入文

主义精神，加速了基督教个人主义的崛起，同

时也推动了天主教本身的近代化。

对天主教及其教会进行改革的诉求在欧

洲由来已久，而各种改革要求所指向的重点主

要在于两个方面：天主教会的世俗化和天主教

会的腐败。

首先，天主教会的世俗化是宗教改革的根

本原因。从宗教的本质来说，天主教会应该是

一个高度神圣的机构，其宗旨只有一个：将上

帝的荣耀和福音带给人间，并通过各种圣事活

动来洗涤众生的原罪、使其灵魂最终得救、死

后得以步入天堂，因而其存在的意义应当而且

仅在于灵魂救赎，它不应该涉足彼岸世界之外

的世俗生活。然而，在基督教会诞生不久，基督

教早期教父们即显示出与世俗的罗马帝国合

流的趋势。进人中世纪后，这种世俗化趋势又

不断加强，教会不断接受来自俗界的大量土地

馈赠，迅速成长为西欧首屈一指的大封建主。

对于改革前夕天主教会的财产，有一个粗略的

估计。在16世纪初，大致有1／4的法国、1／2的

德意志、以及1／2以上意大利的财富都掌握在

天主教会手中，教会像领主一样收取地租，各

级主教因此过着富比王侯的生活；此外，天主

教会还接受教徒的大量捐赠，向全体教徒征收

“什一税”，享有各种世俗的特权。可以说，从西

欧封建社会一开始，天主教会就同时是以灵魂

救赎者和封建领主的双重身份存在和发展的。

到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所拥有的权利和财富

已经远远超出了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基本需要，

教会的圣洁形象也日益被世俗化的色彩所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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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的世俗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

题。第一，从天主教的宗旨来说，这种对世俗经

济生活的过度介入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宗教腐

败。由于大量教会产业的存在与经营，使得各

级教会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世俗生活而非信徒

灵魂的救赎，从而日益超出了宗教的本质工

作，成为一种典型的“不务正业”。第二，随着教

会活动的不断扩大，教会的权威也日益具有了

非宗教的色彩，教俗矛盾日益加剧。在中世纪，

教会不仅关心人的宗教信仰，还直接控制着人

们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君主的即位也必

须得到教皇的认可或接受，教会也因此获得了

干预世俗政治的权力。这一点，根据《圣经·马

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的主张，天主教会已经

严重地僭越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如果说在中世

纪世俗君权不太发达以及市民社会相对还未

兴起的局面下，这种情况尚可容忍，但到16世

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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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民族君主国家加速崛起，天主教会无所不

在的权威已经难以为俗世所接受，教俗矛盾也

因此进一步加剧。

其次，天主教会在世俗化过程中还滋生出

了极为严重的世俗腐败行为，成为宗教改革的

一个直接诱因。在宗教改革前夕，欧洲一个最

普遍的口号就是“纯洁教会”，腐败问题已经成

为当时各种文献中一个最经常的议题。而教会

的这种腐败又是多方面的：各教区的低级教士

打着弥补教区收入的幌子大量涉足与宗教无

关的旅店、赌博乃至色情行业．严重玷污了宗

教的圣洁；教职可以公开出售，这就使得有一

定资产的不学无术之徒可以凭借金钱谋得理

想的教职。获得职位之后又不择手段地牟取财

富；教士的文化水平和神学修养也由此迅速下

降，不少教士甚至目不识丁，从而完全失去了

灵魂救赎的意义；更有甚者，自十字军东征以

来，天主教会出于搜刮钱财的目的，开始在欧

洲各地大肆兜售所谓的“赎罪券”、推动圣物崇

拜的迷信，导致“赎罪券”和圣物买卖话动盛

行，违背了基督教从向善的角度拯救灵魂的初
衷，使得众多教徒只关注逃避惩罚而不是虔心

信教和一心向善。这一切，说明当时承担灵魂

拯救的教士等级对自己手中权力和财富的重

视已远远超出了对彼岸世界、对至善的追求，

成为典型的宗教向世俗的异化，并兼具教、俗

两界腐败，自然成为各种非难的中心。

既然天主教会已经偏离了宗教的本来意

义，而且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腐败

问题，那么如何对天主教及其教会组织进行改

革，使之恢复古典的纯洁、使每一个教徒能够

更好地碍到灵魂的拯救，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适

应时代发展的步伐，就自然成为历代宗教改革

思想家关注的焦点。早在15世纪初，有关宗教

改革的各种设想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以佛罗伦

萨神父萨伏那罗拉为代表，认为只有通过改善

教士个人的神学水平和道德修养，教会的纯洁

才有可能。与此相反．15世纪上半叶兴起的由

各国君主倡导的宗教会议运动则认为，天主教

会乃至教皇本身已经完全腐化，通过教会内部

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世俗君主应当承

担起改革教会的任务，其实质则是通过改革取

得对各国教会的控制权。这两种设想最终都因

为罗马教会的强力干预而未能付诸实旖。15世

纪末、16世纪初兴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致力

于恢复古典文化与早期基督教之间的联系，试

图以此来纯洁教会、恢复天主教的活力。尤其

重要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强调通过学习古

希腊、古罗马文献以及早期教父们的思想，从

心灵上直接感受古典基督教的俭朴思想与基

督福音的力量，从而更有效地获得灵魂的净化

乃至解脱。在这里，人文主义者已经看到了个

人理性在基督信仰中的力量，教会不再是灵魂

得救必不可少的中介。但他们的思想主要局限

于宣传方面，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仍然十分有

限。真正从教士、教会和广大信徒的多重视角

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的使命，落在马丁·路德

等宗教改革家的身上，他们利用世俗政权力量

的巨大支持完成了改革基督教的伟大任务，推

动了基督教和欧洲社会的共同进步。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来自三个不

同的方向，并完成了楣应的任务。这三个方向

分别是：以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为代表的新教反

叛运动、由世俗君主发动和领导的国教化运动

以及来自天主教会南部的改革运动。

马丁·路德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

者，他提出的“因信称义”说也是整个宗教改革

运动最重要的原刚。马丁·路德作为一位虔诚

的神学家，早年曾在奥古斯丁修道院隐修，苦

寻得救之道，也非常严格地执行了修道院的每

一项戒律，但并没有产生丝毫被宽恕的感觉，

这引起了他对正统天主教教规、礼仪的怀疑。

这样，1512年之后，马丁·路德开始致力于《圣

经》的研究，从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困信称

义”说为核心的全新的神学思想。这些思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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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结为以下四点：首先，信仰是灵魂得到救

赎的惟一有效的途径；其次，裁判信仰的最高

权威不是罗马教会，而在于《圣经》本身；第三，

基督教会包括一切信众，而不仅仅是神职人

员，凡是信徒都有解释《圣经》的权力；第四，世

界上所有的职业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应该恪

守天职。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打破了长

期以来罗马教会和教皇的权威。根据这一理

论，既然每一个教徒都可以独立地阅读和理解

《圣经》，那么罗马教会及其所操持的各种繁琐

的宗教礼仪活动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凸显了

个人理性和意志在宗教活动和灵魂救赎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

在马丁·路德之后，加尔文又发表了他的

“命运预定”论。在他看来，世界上只存在“选

民”和“弃民”两种入，前者会得到上帝的恩惠，

并在死后进入天堂；后者终生受苦，永远遭受

上帝的惩罚。“选民”和“弃民”的命运都是上帝

所预定的，是不可能改变的。这看起来有点宿

命论的味道，但加尔文同时强调，虽然命运早

已由上帝所决定，但人们决不应坐等它的到

来；人们应该力图像上帝的“选民”那样生活，

用世俗事业的成功证明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恩

惠。加尔文的思想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天主教会

提倡的禁欲主义和对工商业者的鄙视态度，具

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与新教派神学家所发起的改革运动同步

进行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教化运动。16世

纪30年代，英王亨利八世以同王后凯瑟琳之

间的离婚案为契机，相继颁布“教士首年薪俸

法”、“禁止税收上缴教廷法”和“至尊法”，使英

国教会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成为独立的教

会，英王成为英国教会的首脑。1536年之后，亨

利八世又封闭大量的修道院，没收其全部土

地，取缔了天主教会的各种世俗权利。

大的冲击，动摇了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宗教权

威，也直接带来了天主教会的分裂。为了应对

这种被动的局面，1545年，罗马教廷在意大利

北部的特兰托召开会议，决定天主教和教会组

织进行改革：首先，针对新教所提出的《圣经》

是信仰的惟一权威的观点，提出“口传教义”和

《圣经》一样都是基督教的真谛，是裁判信仰的

共同依据。其次，在宗教纪律上，会议肯定教会

的各种教条和仪式的正确性，重申教徒必须参

加教会所组织的各种仪式才能得救；此外，会

议针对天主教会的种种弊端，下令停止一切

“赎罪券”和圣物的买卖。第三，针对教士神学

水平的低下，会议做出决定不再增加教会神职

人员的薪俸、加强对神职人员的履职监督和宗

教培训等。

除了罗马教会的努力之外，下层天主教徒

也为复兴天主教付出了大量的努力。16世纪，

天主教地区相继成立了巴拿巴会、耶稣会等，

其宗旨都是为了重振天主教会、重塑教皇的权

威、恢复并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这些组织对各

自成员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纪律，加强对社会各

阶层的思想影响，积极进行天主教传教活动以

共同对付新教势力的扩张。

天主教会的这些措施虽然是不得已而为

之，但无疑都符合宗教改革之前人们提出的

“纯洁教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天主

教会的世俗化趋势，使得天主教会逐渐回到了

宗教生活的本质工作，在欧洲部分地区实现了

“纯洁教会”的目标；对于革除教会弊端、提高

神职人员神学和道德水平也起到了较大的作

用，随着教会内外各种措施的推行，一种勇于

奉献的宗教精神重新在天主教会传播；而随着

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与近代科学精神的进步，

天主教神学也开始汲取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

成果，逐渐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所以，宗教

改革虽然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和势力，

但它也意味着天主教会的复兴，成为天主教近

代化的起点。

这一系列改革活动给天主教会带来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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