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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境中的宽容(一)
--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

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摘要： 中世纪西欧教会曹严厉镇压异端运动，同时又有一系列宽容的思想和

举措。这是逻辑混乱或虚伪吗?教会法对异端分子的处理展现了基督教宽容在特定

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也说明这一宽容的渊源不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而是出

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真理只能在历史进程中得以认知，而对宽容的

评价也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按照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的理解，处分

异端分子的方式和举措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合于爱．而爱就是关怀人类的拯

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相应的教会法规范都

应该遵循，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据此

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有时教套宽恕异端分子，期望他们能因此更快地纠正

谬误。宽恕，不应该是神职人员渎职的借口；严格执法，也不应该蜕变成贪图和炫耀

个人权威的机套。教会法对株连的批评尤其值得借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

法的解释和施行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可知在寻求

真理的同时卫怀抱宽仁之G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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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会同情他们，我会烧死他们，一

个不留!¨这是马丁·路德对“玩弄巫术者”的

诅咒，而他所谓的女巫和术士包括天主教徒

和新教中神学见解与他不同的人[11](P195．

201)。启蒙运动以来一些思想家将宗教改革

看成是近代西方追求思想自由的传统的重要

里程碑，而实际上路德和加尔文不仅不是宽

容的鼓吹者。而且热衷于迫害本教派内部和

外部与他们有分歧者。思想罪和迫害持不同

宗教信条者，是宗教改革时期的突出问题。

阿克顿曾提出著名的“天主教自由主义”观

点：路德的神学和社会学说比中世纪天主教

会具有更强烈的反对个人自由色彩、更加赤

裸裸地宣扬思想奴性和宗教迫害[12](P15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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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自由的观念，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

的，都因为他本人专制的个性而遭到他的仇

恨．而且与他对《圣经》的理解相矛盾”[12]

(P156)。阿克顿的意见是，路德强调，接受他

的宗教和信条的国家对教会和民众在政治上

有无上权威，“因信称义”，拯救无需善工，基

督徒不必为社会正义和政治自由而作出努

力。如果政府专横跋扈，公民应该消极地服

从；新教政权应该无情镇压天主教徒，任何对

话都是多余的。阿克顿还认为，天主教会在

历史上也曾严酷迫害异端，但是使用与路德

和其他新教领袖不同的理论来论证迫害的合

理性：教会只有在说服和使用宗教手段纠正

谬误无效的情况下才请求世俗国家出面用武

力镇压，而且不是镇压单纯宗教上的不同意

见。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反社会倾向

的人。换言之．天主教比新教更具有潜在的

接受近代民主自由观念和制度的取向。阿克

颧的观点长期以来为新教学者所漠视，也是

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天主教会由于保守

而失去可信性和说服力。但是晚近西方学者

研究的客观性加强，一些学者开始在不同程

度上赞同他的上述见解①。

本文意在以12世纪格兰西的《教会法汇

要)(Deeretum Gratiani)为依据来讨论中世纪

西欧教会对异端的处理②，并在此基础上评

估阿克顿上述观点的得失。

一、概念的界定：无信德和异端

12世纪的西欧教会法对于异蛸的概念

并没有清楚的界定。它包括买卖神职、裂教

以及教会中的偶像崇拜等行为。格兰西在

《教会法汇要》中对异端的态度同样很好地反

映了正义与仁慈的和谐统一。～方面，教会

法要求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对异端分子处以

绝罚。另一方面，有时候异端分子又受到教

会的宽容；而那些受到绝罚的异端分子只要

悔悟，也会被教会重新接纳。最终，就像牧人

对待羔羊一样，教会对其教民的爱使正义与

仁慈二者间的张力得以调和@。

要探究格兰西之处分异教徒和异端分

子，首先必须清楚界定他所谓的“无信德”

(infidelitas)和“异端”(heresis)。格兰西在异

端问题之外，还讨论了教会法其他方面，包括

法学理论、教会的组织和管理、神职人员、修

道士和修女、宗教礼仪、婚姻和混合婚姻、法

律程序、教会刑法、神职买卖@。教会法制史

专家虽然承认<教会法汇要>在传教法发展演

变过程中的地位，但他们不无遗憾地注意到，

格兰西对异教徒问题并未给予充分关心⑤。

‘教会法汇要>里的异教徒和异端分子

第28案例涉及基督徒与非教徒的婚姻，此外

格兰西再未系统地研讨异教徒的法律地位。

他通常将异教徒和异端分子并列在《教会法

汇要)的同一节、案例和问题里处理。他经常

将教会视为异己的各色人等总合在一起，将

适用于某一集团的法律原则和实践套用于另

一集团@。特别是在第45节和第23案例中，

格兰西收录的教规既有与异教徒有关的，也

有与异端分子和其他基督徒罪犯有关的。他

申明第28案例是讨论异教徒和基督徒的混

①参见麦椿拉斯：(宗教改革思想导论)(A．E McGrath，e,Co,t,a血a nm蚋：抽Introduction，Oxtord，1988)PP．141～
147

@关于‘教会怯}[要)的介绍和引用方甚，参见彭小墙：“完美之量与正义权威一中古西欧教会{击论刑罚与武力的使用”’耋‘专昌芰粼姜￡l：l聋：}裔；薯磊羹，可参见文后参考文t[13]一[24]。关于异媸的支献，可参见文后参考文
tf25卜一[261。

。④米尼耶曾就‘教舍怯忙蔓>的内容作简明扼垂的概括．见c．Mmli凹．I岛聃嗍paai菇e如d∞n del’rgli,e，MIlll，竺也SwitrlaM．口149；A．Stickler．H岫imia canmoi hailfi，“1：lq[ill“@．fomlam，Rome：Pu—Vgrtsg．1950，lap 205—207更详

簟舶蕾括宽H E．Fcdre，。cbd咖球曲d^皿删dmI)髓marm＆^哪。，s吣c叫i．n-1(1935)，PP．351—370
o P T．Greaalrup．Ills mitdonarium，d 1，洲Hollsadk，1925．PP．20—31；M．‰，k目ouvetmment dea mi_∞s，

O龇：U面谢“Laval，1944，PP 12—17；P．C Snofi，Juris miswanmli d印霸m，R㈣：UbI曲S．^删o-1951，PP 17—20；

G‘．Vmmant．Jmmlmi∞atiotuml：Introduc60 et norm”F_nl_．Bnmeh：Edillcm de＆岫，1959。PP．20—35；X．Pawnti，Brevia-
fium曲afimfionali·。R㈣：Ofllcima Lilxi Csth曲ei，1960．PP．9—14．

硷J Muldmm。Popea，Lawyem捌Infideh．n丑．del曲：ffnivmaty 0fPennsylvaniaPttm．1979。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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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婚姻，但也谈到了异端分子和天主教徒的

婚姻①。如此处理各种异己分子的编排教规

方法．格兰西之前的教会法学家常常使用o。

对了解格兰西的思路十分重要的概念是所谓

“恶人”(mali)。他认为恶人即违反教会或国

家法律、必须受到宗教或世俗当局惩处的人，

可能是居住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的异教徒，

坚持偶像崇拜的错误；也可能是企图败坏基

督教信仰的犹太人；或是以武力攻击基督徒

的异教势力@。《教会法汇要》主要涉及的恶

人是异端分子，他们背离正统教条和教义，破

坏教会内部的和平与团结∞。

现代教会法的刑法已淡化得几近于无。

(教会法汇要》的相当分量是教会刑法，反映

中世纪西欧宗教组织对社会的深入渗透。教

会法的管辖权范围止于教会成员，异教徒处

在教会司法之外，不受教会法庭审判，除非他

们伤害基督徒或以其他方式侵犯教会利益。

格兰西说，惩罚那些处在教会律法以外的人

是上帝考虑的问题⑤。换言之，教会法一般

不适用于异教徒，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格兰

西将他们置于教会司法权威以外。正式的、

得到教会认可的皈依以接受洗礼为标志，洗

礼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建立一道界线，前者

受教会法统辖，后者由他们自己的世俗法和

宗教法管制。教会法是神法的体现，而神法

本身是绝对普世的，既适用于基督徒，也适用

于非基督徒。异教徒未必违反教会法，但他

们的恶劣品行依然冒犯上帝，因此会受到神

法制裁@。异教徒之无信德源于他们的傲

慢，上帝有时会利用一些异教民族去惩罚另

一些崇拜偶像的民族，他们由于傲慢而对其

中的神意浑然不觉⑦。格兰西对教会权威所

不及的异教徒的处分设置了教会传教法的一

些原则，但一般与教会刑法无涉。

异教徒和异端分子被格兰西作为同类处

理，其用意显然是以教会法为手段纠正所有

妨害人类拯救的谬误(mala)，理解他对异教

徒的处分必须联系他对异端分子的立场。

无信德不仅为异教徒所独有，异端分子

同样也是无信仰的堕落者。格兰西对无信德

的把握精细微妙，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无信

德是指犹太教和其他非基督教宗教@，是指

缺乏或拒绝基督教信仰，其后果是无法获得

永恒拯救。严格地讲。拒绝皈依不是教会可

以依法惩办的罪行@。其次，无信德状态会

驱使异教徒、特别是犹太人作出违反教会法

的事情，比如诱惑或胁迫基督徒背教。这类

罪行理应由教会法庭审判o。再次．无信德

也存在于受过洗礼的恶人身上。犹太人固然

“不忠不信”(perlidia)，异端分子也犯有同样

的谬误o。有些基督徒实际上崇拜偶像，但

没有正式放弃教会成员的身份0。创立和追

随异端思想者、裂教者和被处以绝罚者，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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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否公开申明背弃基督教，在格兰西看

来，都是“与教会隔绝的教徒”(fideles excom—

municandi)，都在“教会之外”。都背离了“天主

教信仰的真谛”；异端和基督徒犯下的其他罪

行当然要受教会法的制裁①。

在<教会法汇要》里，罪性(peeeatum)和罪

行(erimen)有时有比较清楚的划分，但二者的

界线往往游移不定．是后来的教会法汇要学

家致力解决的问题。能够明确界定法律上的

罪行概念主要是凭借阿贝拉德的思想。他认

为，罪行(peeeata eriminalia)是指严重的、必须

惩罚的罪性，其特征是不仅冒犯上帝，而且违

反人法，为社会所唾弃，是外在的行为，而不

单是内心的活动⑦。按照《教会法汇要》，罪

性是反正义的、屈从人之虚弱凶恶的秉性，诸

如怒和恨@。在第25节第3条教规之后的

评注里，格兰西试图区分罪性与罪行，但他的

努力比较笨拙，招致一些现代法制史学家批

评④。他首先说各种罪性都是罪行，然后又

说罪行是犯法的罪性(eriminale peeeatum)或

恶名昭彰的行为(criminalis infamia)，是应该

依法控告、给予惩罚的罪性，是故意的行

为@。他在第8l节简单地说，罪行乃是严重

的罪性@。遗憾的是，格兰西没有进一步澄

清罪性与罪行的区别，在对第25节第25条

教规的评注里他没有把罪行定义为外在的行

为，反而说重大的罪行(erimina)不仅指亵渎

神灵、杀人、通奸、抢劫，也指傲慢、嫉妒、贪婪

以及时时滋生的怒火等心态⑦。

《教会法汇要》对异端的定性是确切的。

格兰西明白提出，异端既是罪性也是罪行，而

且是即使犯罪人已死法庭也应审理和处罚的

罪行④。他还说，异端是导致绝罚的罪行。是

罪性也是罪行@，是必须依法处罚的罪性o。

格兰西没有清晰分辨他所使用的词语(pecca．

tum／crimen)，但实际上他知道，有些罪性严重

到违反法律、招致刑罚的程度o，刑罚此时起

到维护教会安定的作用．不是迫害人，而是解

救人o。有时他称这些违法行为为罪行(嘶．

raen)o'，有时则称为罪性(peceatum)@。

严格意义上的异端《教会法汇要》使用

的异端概念既有严格意义上的，也有宽泛意

义上的，后者包含买卖神职圣物者、裂教者和

教会内部的偶像崇拜者。

大量格兰西评注和教规牵扯到异端问

题，但界定异端概念和认定异端分子特征的

是第24案例，其中第3问题第39条是全书

最长的教规之一，取自塞维利亚的艾西多尔

对异端的描述o。在详细登录众多异端派别

q) c．1，口1，d a．e 19．c．2．．q 1．d p．c．4

o吼178，o山．647一酤1
o c．15，q，1，d．·，c．1，d．p．c．2，
@ s Km田d，K·帅枷∞he s凸血棚妇T0n Gr嘶n K·m正击e D．虹神lhl Glt目啊Ⅸ，V—cⅡ：BiNiotee·^l埘自出n v酊c-哺，

1935。坤4—9；w．R嘲，Die sb呐p讪d叮Kirche，Berlin：D峨k盯＆Hum岫，1992，1411—142
@D．25，d p．e．3，呻2一呻4；d P c．5．

@D．81，e 1‰d耐睇id end腓8r“pc伽山debH舶坼qm柚叫"eph，oP叫【枷cJ
回D 25，d P．e．2，pars 6．

@c．1，q 2．d p．c．10；q．7，d P。26 C．24．q．2，d．且c．6：“蛐e|lim qI_ed咖积舶iM，de恤撕哪p岫l
∞Hte粗_Ⅻ|址i■啊__nt q山libH他I d目q删一，汕d h盱e西8．”

@c 24，d 1 q．1；q．3，d-．c．1 m d．-．c 10

o C．23，d‘q．1{q．4．c．7．c 24，q．4，d．P c．26，d．p c，27，d，P．o．30一舶．4，9，18，19，23，24，35，39，
柏，44，50，51．

o理代教舍溘也将选样的■性定为曩行。参见1917年颁布的‘天主教怯典'(cod味ire'is c|删lid)摹2195鲁o l蛆3年
的‘无主薮法^)第1321秉：“l嘎～任何人，非有，卜在违拄或青龠行为，而萁行为困放t或过失丽严重有■责者．不得量刑罚
的赴分。2褒一惟敞童违反击律或命令者，受珐律或奇争所定的处罚；其行为出于蟪乏应有的注童者，不法；但法律或龠令另
有曩定者，不在此曩。3项一有外在犯罪行为者，叩推定虚负■责；但蔓有度证者，不在此限。。中译文科自1983年<天主教珐
^拉丁文一中文囊'，台北：天主教t舟协连垒出夏社。l螂年再麓。

o C 23。q．4．d．·c．26l q 5．c．17．

o c 5．q：6．c．3．c．11，q：3．d^c．78．c．24，q 3．d．I c．10．在这一评注量两十拉丁语词(Pe螂Ih啦矗商·
岫)t当作同蔓谢使用．●指，行：

@C．23．q．4，d p．c．27，e．50；q．5，d．p．c．毋．pm 8．

o c．辨，q．3，e．弼；d．·．c 39：“S唧l碑咖h|—妇删q峨由tt tI山埘"·∞e[dm．Y削弧ⅡⅧ砧．E倒珊；
理i·n皿⋯5 m^高d叫”参觅帆暑2，汕．2孵一305．‘教会莹}亡-薹)莹的异■曩意■重嘲不少敦台挂历史专素的关注，●见
耍后’考文献[27]一【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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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艾西多尔给异端定义如下①：

那些起来反对天主教信仰的人是异端分

子，他们受到使徒们、教父们和教会会议的谴

责。异端分子互相勾结，固谋败坏教会。尽管

他们自己也互有分歧，并且被种种错误所分

裂。任何不以圣灵为指导理解圣灵所传授之

《圣ez)的人，即使自认为还属于教会，都可以

被定为异端分子。

艾西多尔的异端定义和格兰西在第3问题中

引用的教父传统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格兰西的异端定义简单明了：

异端是教义教条错误，其根源是选择相信非

正统学说和对《圣经》虚妄的解释。异端分子

制作或追随新奇见解，故作惊人之语，企图以

此炫耀。即使有疑问和困惑，他们也宁可鄙

视福音书和使徒教导，显摆自己邪恶的愚

笨②。异端分子不仅在教义上犯错，还顽固

坚持错误，拒绝在教会帮助下改正。上述对

异端的定义和刻画通行于中世纪西欧@。格

兰西还收录了奥古斯丁的名言回：

上帝允许各式各样的异端错误发生，因

为他知道，如果异端分子质问我们所不通晓

的，我们会捂脱自己的懒惰，会产生读《圣经》

的欲望。所以使徒曾经说，“好叫那些有经验

的人显明出来”。只有那些善于教导的人才

会在上帝的眼里显明。

格兰西的用意是解释为什么神意会让异端这

样的严重问题出现。他相信，异端带来的危

机促使教会在捍卫正统教义和教条的努力中

加深对信仰的理解。

这里讨论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异端，不仅

包括教义教条错误，还包括顽固坚持这些错

误的意图和行动。异端分子的某些不道德风

习之所以受到教会打击也是因为它们和错误

教义有机的关联⑤。现代天主教会对异端的

定义基本上与此相同，但更单纯地将异端界

定为对基督教真理的否定或怀疑⑥：

所谓异端。是在领洗后，固执地否认某端

天主所启示和教会所定该信的真理。或是固

执地怀疑这端道理；所谓背教，是整个拒绝基

督宗教的信仰；所谓裂教，是不愿服从教宗或

是不愿与隶属教宗的教会成员共融。

这一异端定义与对信仰的理解相关联，所以也

涉及制定正统信仰的权威问题。在这方面，格

兰西忠实遵循中世纪西欧传统，确认教皇为首

的罗马教会是解释信仰的最高权威⑦。

在第24案例第1问题中，格兰西在第4

条教规评注中指出．异端分子固然背离天主

教信仰的道统，但是“罗马教会从来不对异端

让步”，“在教皇的领导下完整的教义不曾有

半点污损”。彼得和他的继承人接受基督的

命令，领导教徒保卫正统信仰；在他们的控制

下教会这条船得以稳当航行，教徒们得以在

信仰上和使徒们保持一致⑧。因此，所有基

督徒有关于信仰的问题时，都应该请教罗马，

教皇的见解对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有补益。基

督徒在信仰问题上犯错误时更要服从教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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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①。罗马教会所遵循的，所有基督徒也

都应遵循②。追随基督就必须紧跟彼得的继

承人：“和你不联合的，必遭驱散；不跟随基督

的，必跟随反基督。”③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曾宣称，不服从教皇

律令等于犯了偶像崇拜罪，等于没有信仰。

格兰西援引该教皇意见，不过没有明确说反

对或不服从教皇就是异端。格里高利七世对

异端的看法后来在教会法汇要学家和教皇教

令学家那里得到发展引申④。

宽泛意义上的异端 格兰西对“异端”

(hen：sis)和“异端分子”(hereticus)这两个词的

理解并不总是清楚一贯的。他经常以这两个

词指称买卖神职圣物者、裂教者、玩弄巫术者，

并将这三类人作为异端分子处理。换言之，他

除了界定和使用严格的异端概念，还不时运用

宽泛的异端概念。在宽泛的异端概念下，不仅

仅是否定正统教义者被判定为异端分子⑤。

买卖神职和圣物者(symoniaci) 教父传

统认定买卖神职构成异端罪@，所以格兰西

毫不犹豫地将有此行为者称为异端分子：“买

卖神职和圣物者像其他异端分子一样背离信

仰，所以有关其他异端分子的法令也适用于

他们。”⑦艾西多尔列举的异端第一种即买卖

神职和圣物@。格兰西留意到买卖神职罪的

三个要素：有意买卖的心态③，所买卖的神职

或圣物o，为买神职或圣物付出钱物(mtlllU$a

munu)、或进行说项(munus a lingua)、或给予

服务(Intlnu8 ab obsequio)@。格兰西特别关注

神职人员资格(授神职礼)的买卖，但也顾及

其他圣礼、圣礼用具、教会封地、教会职位和

修道院人院资格的买卖o。

自教皇格里高刺一世以来，“买卖神职异

端”(simoniaca heresis)一语经常用在批评授神

职礼之买卖的文献里：“买卖神职异端分子的

所作所为不就是以一定的价钱将圣灵的礼物

出让吗?”他们的罪行在于对抗主的如下教

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o

尽管少数现代学者对格兰西是否明确界定买

卖神职为异端有疑问，但实际上后者的立场

是清楚的，他肯定买卖神职是背离基督教信

仰、堕落以至无信德的罪行，所以是异端@。

教会法汇要学家一般都认为买卖神职是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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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而不再深究这一特种异端的属性①。

裂教者(scismatici)格兰西并不是没有

考虑到裂教者和严格意义上的异端分子的差

别。他借杰罗姆之口说，异端分子因为曲解

基督教信条而破坏教会团结，裂教者则是因

为坚持己见而离开教会，最终炮制异端学说

为他们的分裂行径辩护。二者都背离信仰。

分裂教会，属于一丘之貉②。格兰西主要是

从神职买卖者和裂教者背离信仰的角度指责

他们为异端，他用意思为“背离”的几个拉丁

文动词(recedere，exorbitare，discedere)来刻画

异端分子、买卖神职者和裂教者③。在描写

裂教者特性时，格兰西继承教父传统，突出异

端和裂教之问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二者的区

别则没有给予经常的和特别的注意④。

玩弄巫术者(sortilegi etc．) 中世纪许多

西欧人在领受洗礼后仍沉迷于偶像崇拜，保

留非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习惯，主要是玩弄

形式各异的巫术，同时在形式上保留其基督

徒身份@。在《教会法汇要》里这些人实际上

被当作异端分子处理。在第26案例中，玩弄

巫术者被指责为没有正确信仰，行同异教徒，

应该受到和异端分子一样的惩罚@。在第24

案例第3问题第39条教规里，艾西多尔将遵

循犹太阴历的人列为异端分子。格兰西在第

26案例中也批评遵循埃及和其他异教历法

的人⑦。后来宗教裁判所将玩弄巫术明确定

为异端罪[“](e77—92)，而《教会法汇要》只是

说这些人是无信德的基督徒。按照格兰西宽

泛的异端定义．他们无疑是异端分子。教会

法汇要学家鲁非努斯认为，在格兰西看来巫

术就是异端，玩弄巫术的基督徒就是异端分

子@。格兰西担心的是，有些基督徒身份是

教会成员，实际上却保留异教风习，而且诱惑

其他教徒成为偶像崇拜者。星相学以及各种

形式的占h术都会迷惑基督徒，削弱其信

仰@。形形色色的巫术被格兰西认定为异教

传统，是偶像崇拜行为。如果行巫术者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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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悔改，不向教会认罪，就将作为背教者和无信

德者而永久面临上帝的怒火0。

在宽泛意义上，格兰西的异端概念指领

受过洗礼者之否定基督教信仰，可以是因为

买卖神职和圣物、分裂教会或玩弄巫术引起

的。异端分子是受过洗的无信德者，而不是

尽管有错仍然有信仰的人。在严格意义上，

异端是指错误和顽固地坚持与教会对信仰的

理解，也就是正统教义教条相违背的意见。

格兰西在讨论对异端分子的处分时并不区分

异端之不同种类．所以研究其思想也不能只

注意他就严格意义的异端所提出的意见。

在教会法演进历史上，<教会法汇要)无

论内容还是方法论都具有里程碑地位。正如

本文下面的研究所示，格兰西对异端分子和

异教徒的处分不仅代表教会刑法和传教法的

重大发展，而且鲜明地显露教会法的根本特

征：由于这一法律体系是基督之爱的宣示，教

会法对异教徒之皈依和异端分子改正的规范

旨在平衡正义和仁慈于爱，也即关注他们的

信仰和宗教生活，帮助他们走向永恒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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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tain circumstances are nece—cyinthehq删∞and application ofcallons regarding hereticsin orderthsttheiriUm日s

of_砌may be better cllr甜．Such ia the tolmc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medieval church And deal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诘tolerance m not always mac6ced．Abuses of authority and law in the txealanent of heretics arecommon in the Middlc

^睁，unfortunate but reel．

K町Words：Canon Law；kgBl History；Roman Catholic Churc}】【；Medieval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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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会法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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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西欧教会法研究历来是中世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以后成果尤其突出.中古西欧法制史、社会史和政治史都因此开拓了新课题,深化了对许多

问题的认识②.介绍中世纪的教会法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教会法文献本身是一专门的学科,不独涉及大量拉丁文的著作,而且使用繁多

的术语.本文除去简要介绍中古西欧教会法文献外,试图通过格兰西的<教会法汇要>(在1140年前后编成)探讨当时奴隶和农奴的法律地位.教会法是中古西

欧最系统的法律体系,但奴隶和农奴的法律地位即使在这里也没有得到清楚明了的解释.一方面,奴隶和农奴之间的界线难以划定;另一方面,在考虑特定的

案例时,教会法学家对奴隶和农奴的地位不时进行修正.

4.期刊论文 谢冬慧.XIE Dong-hui 世界三大宗教法之比较研究 -河北法学2007,25(5)
    世界三大宗教法--古印度法、教会法和伊斯兰教法最初根源于对神的信仰,在表现形式上与宗教本身密不可分,在内容上与宗教教规教义和宗教典籍

密切相联,但是其内涵与价值各不相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三大宗教法对社会生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世俗立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当今世

界法制史苑里,三大宗教法独具特色,在经历了改革浪潮的洗礼后,逐步走上现代文明法制的轨道,这种改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索.

5.期刊论文 李静 欧洲教会法与罗马法之内在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3)
    研究教会法离不开对罗马法的理解,中世纪罗马法的法律渊源融合构筑于教会法律渊源之中,这种协调合作的双法学法律理论体系被认为是正确理解

了教会法.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会法学家的贡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通过塞维利亚的艾西多尔对基督天主教复兴初期教会领袖著作

的传统分析和格拉济亚系统化、体系化地传承了<狄奥多西法典>和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模式汇编出的影响后世的教令集得以证实.纵观西方法制史,教

会法曾经长期是世俗法的仿效模式,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欧洲的法律文化是一个由罗马法和教会法双法学影响下的法律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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