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兰，
7卞 教改革在西欧文化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单伟红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00)

摘要：西欧近代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对天主教
会的一次反叛，马丁·路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对“因信称
义”作出新的宗教解释．并在宣传其宗教观点的同时强调

阅读《圣经》的重--R-性，从而大力推行对民众的文化教育。

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加速了教育的世俗化．教育的世俗化．
以及教育权力的转移是西欧现代早期国家形成不可缺少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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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历史意义

一、西欧宗教改革运动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出现．都是具

体的、特定时代的产物．人类历史上每一项重大的变革。
都有其必然的文化背景。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在16th'2纪．是

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无论在文

学、艺术方面．还是在政治哲学思想方面都鲜明地反映出

新的时代精神即高度的个人主义，包括享乐主义、理想主

义，理性至上，反对盲目服从权威，积极进取，勇于创造，

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西方近代精神。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

就是在这种精神的土壤上成长壮大的。首先。在文艺复兴

中，人们重视人的价值，重视现世生活，以及反权威的精

神．都在当代人中间唤起了对天主教会及其神学的怀疑

和反感，最后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中世纪的两

欧，是基督教会的西欧。希腊一罗马的占典文化随着古罗
马帝国的崩溃而走向衰退．基督教取而代之．成为西欧文

明的基础和核心。它不仅垄断了文化教育，而且渗透到政
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而人文主义者对现世生活的

追求，动摇了基督教宣扬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说。人文主义

者还对基督教宣扬的“神权”提出挑战。所谓“神权”即被

基督教神化了的封建特权和一切传统的权威．由于新兴

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不是靠世

袭等封建特权取得的．因而他们否定以出身门第来决定

人的社会地位的封建等级制度，强调人的品德、才能、智
慧的决定作用。在文化领域，他们的这种自由平等、反对

权威的主张使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都

突破了基督教神学的禁锢，用理性来研究科学。使各个学

科终于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真正从教士、教会和

广大信徒的角度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的使命。落在马丁·
路德等改革家的身上，马丁·路德吸收和利用了人文主义

者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路德教的核心——“因信称义”，利
用世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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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二、西欧宗教改革运动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1．宗教改革促进了民众教育的普及。

14世纪，修道院逐渐在社会中丧失了经济特权。以及

∞

在政治上的影响。庄园制的经济体系逐步解体，人们从事

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了，修道院的社会经济性能在商品
经济中明硅地萎缩了。在商品经济中。货币的职能日益突

出，它打破了土地资本的垄断地位，土地不再是衡量财富

的唯一尺度，利用建立修道院聚敛土地财富的方式已经

过时，所以教俗封建主对建立修道院的兴趣荡然无存。不

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公开地剥夺修道院的土地，所以14世

纪以后几乎不再有新的修道院建立，原有的修道院也大

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早在甫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教会就控制了对基督教

教义的诠释权，从查理曼大帝时期起．教会完全垄断了社

会的文化教育领域．修道院的学校和大主教堂的学校是

西欧社会中唯一可以学习读和写的场所，“意识形态的其

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
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12世纪，西欧经历了一次深刻的

文化思想运动。在文艺复兴期间，经院哲学极为活跃，各
个流派的理论家们从信仰和理性等不同的角度系统地阐

述了宗教信仰，指导人们的宗教精神生活，为此后的宗教

改革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准备，特别是这个时

期建立的大学，为社会培养了“精英”。然而在宗教改革之

前和之初，由于社会宗教意识的增强，在狂热的宗教热情

的鼓动下，一些激进分子开始宣传科学无用论．鼓吹宗教

热情可以使人不需学习就能明了一切真理．从而导致大

学教育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另外．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导致

政治体制的演变，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了参政议政的

可能，通过七大学踏上仕途的途径不再具有强烈的吸引

力。加剧大学教育萎缩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宗教改革之前
的学校与教会的关系非常密切，教会是学校主要的经济

来源。宗教改革初期，改信新教的地区的学校遭到了严重

的破坏，教育状况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急剧恶化。“宗教

改革在统治者们追随路德的那些邦国中摧毁教权的时

候，使整个教育制度陷入一片混乱”。教会和修道院的财

产被没收，落入了当权者的囊中，造成了教育经费的严重

不足，致使那些在经济上依靠教会财产的大学的教师的

薪俸越来越微薄。

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新教和天主教在

教义上的分歧，以及进行的辩论，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教

育领域，学校成为新旧教派传播教义、教育民众的重要阵

地。“在宗教改革的长期斗争中，旧教和新教各派都以教

育领域作为重要阵地，争夺教育权，开办学校。改善教育

环境，重视教育的作用，以便宣传本派教义，争取众多信

徒，扩大自身影响，巩固势力范围”。各个教派都非常重视

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对普通民众进行宗教虔诚的教育，并

因此而形成了新教和天主教在教育领域中激烈争夺的局

面。进而成为西欧近代教育发展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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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潮汕民 系的

钱伟

文化性格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文法学院，广东珠海519085)

摘要：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支独特的地域

文化。潮汕人以“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和“精益求精”的

精神闻名于世。本文从潮汕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

入手，分析了“东方犹太人”的文化性格的表现形式和形
成根源。

关键词：潮汕民系潮汕人文化性格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东南部，东临南海，北接福建，

面积11346平方千米，主要包括汕头、揭阳、潮州在内．也

包括梅州、惠州、汕尾以“潮汕话”为交流语言、沿袭潮汕

民俗的部分地区。潮汕文化是一种以潮汕地区为主体的
地域性群体文化。它起源于先秦，成型于秦汉，发展于唐

宋，成熟于明清，创新于近代，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各

种文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格与内涵。潮汕文

化。以海洋的气息、自强的精神、精细的品质等鲜明的文

化性格，吸引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一、海纳百川一海洋文化与海洋意识
(一)经商传统

自中唐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向海洋发展的倾

向，尤其是到了宋代，政治经济重心向南移，商品经济的

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使东南沿海地Ⅸ外向型经济迅速

增长，一跃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在此种向外扩展形

势的推动下．地处东南一角的潮汕地区也不甘落后，积极

发展对外贸易。潮汕地区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

优良的港【j．具备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先天条件．形成了潮

汕文化有别于其它内地文化的经商传统。据记载，当时有

不少的番商来到韩江三角洲从事贸易活动：“任番商列肆

而市”，“番商满载潮州陶瓷，乘槎浮海而去”。

2．宗教改革为近代欧洲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古时期的西欧并非不存在教育．但因为西欧封建
社会是由原始落后的日耳曼人在废墟卜建立起来的。西

欧封建社会初期H耳曼人不识字，也没有自己的思想体

系，因此，罗来的基督教成了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西欧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与基督教、经院哲门学科都是

神学的附庸，文化教育也被教会所垄断，学校办在教堂和

修道院哩，教师由僧置侣担任．也以宗教的需要为目的。

为了强化封建主阶级的统治．保持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统治地位．教会还竭力推行蒙昧主义，将教育事业、

科学文化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局限于当时的上层“精神

贵族”僧侣阶层的圈子中。由于文化教育的从属地位和狭

隘范围．加E对异端的镇压．当时的欧洲不仅在文化水平

上．而且在科学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于东方。

对这种蒙昧主义的教育，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者

不仅进行了强烈谴责，而且出于需要，为了使每个信徒都

可以阅读《圣经》，理解《圣经》，从圣经中汲取指导，他们

都强调学习与《圣经》有关的知识，包括语言、历史、天文、

地理、植物学、矿物学和动物学等。德困根据路德提出的

方案组建了新的学校，此后，各地的新教学校纷纷建立，

到16世纪．很多地Ⅸ．如萨克森、赫斯、维臀馒等地．都有

了繁荣的公共教育体系．加尔文也于1559年建立了日内

瓦学院。

虽然新教也是从宗教的目的出发提倡教育，但是，由

于新教强调教育的普及，使教育的普及成为理性的启蒙，

一反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教育和僵死教条，出现了一种前

所未有的理性主义的氛围．这必然在欧洲历史上产生深

远的影响。德国随后出现了启蒙骁将莱辛、席勒、歌德等。

此外，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也直接继承了新

教，在近代西方的哲学领域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

新教蔑视权威、思想自由的精神。在近代各个科学家身上

都有不同的反映。

三、结语

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从原始基督教和奥古

斯丁的宗教理论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并注入r时代

的新内容，虽未形成独立的哲学体系．但其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因信称义”说不仅否定了教皂的至卜权威，而且否

定了教会存在的必要。其次，宗教改革在客观上结束了天

主教内部的统一，结束了罗马教廷至高无E的统治，新教

与天主教、东正教已成为广义基督教中的i大派。最后，宗

教改革的意义还在于．它克服了中世纪基督教在灵魂和肉

体、天国与人间、理想与现实之间造成的二元对立，把基督

教的宗教理想与平凡的现实生活和谐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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