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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世纪天主教鼎盛形成的原因

张助娟
(常州师范专科学校，江苏 常州 213022)

摘要：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末天主教得以进入鼎盛状态。究其原因有三：封建领主制所造成的割据局

面为天主教鼎盛的形成提供了契机；神权政治为天主教鼎盛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教会自身进入成熟状态亦是

其鼎盛形成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鼎盛；割据局面；神权政治；“克里尼运动”

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末，罗马天主教会成为

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处于万流归

宗的地位。经济上，教会拥有大量地产，罗马是当

时的国际金融中心。政治上，教会是一个凌驾于

西欧各国之上的“超国家”组织，罗马教皇则成了

西欧人民的“太上皇”，其地位高于西欧各国君主。

史称这一时期为“天主教的鼎盛时期”。为何天主

教此时得以进入鼎盛状态?我国史学界尚无专文

予以论述，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索。

一、封建领主制所造成的割据局面为天主教

鼎盛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8世纪，西欧实行采邑制。9世纪以后，采邑(封

地)由不能世袭变为可以世袭。国王的封臣逐步取

得了其领地上的司法权，并建立了庄园法庭。这

样，领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结合起来了，封臣渐

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表明采邑制演变成

了封建领主制。恩格斯曾指出这一演变“导致了

王室的彻底的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0Xr544)封建

领主制导致了西欧群雄割据，君权衰弱，它是查理

帝国分裂和9世纪中叶至13世纪末西欧分裂割据

局面的根源。在法国，封建领主制造成了严重的

割据局面，如11世纪，安茹伯爵的领地是法王领地

的六倍。德国皇帝号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名

义上统治意大利和德意志，但皇权从未行使过真

正的统治；中央政权长期屈服于大封建主，皇权十

分软弱，封建割据局面尤为严重。英国的情况与

法、德有些不同。英王室领地较多，而大封建主的

土地却是分散的，这使领主势力有所限制。但是，

英国也形成了一些势力较强的封建领主。当王权

因某些因素而被削弱时，大封建主势力往往十分

猖獗。如无地王约翰(1199年一1216年)就是在封

建主联合其他力量的威胁下，签署了限制王权的

“自由大宪章”。1258年，大封建主强迫国王亨利

三世承认英国处于大封建统治之下。9世纪中叶

至13世纪末的英国同样是封建领主割据的分裂局

面。

封建领主导致了9世纪中叶至13世纪末西欧

封建割据局面，造成了王(皇)权的衰弱。这段时期

西欧没有世俗权力中心。众所周知，9世纪中叶以

前，西欧有一个日渐强盛的法兰克国家，尤其是在

九世纪初期，形成了权势盖世的查理帝国。而在

13世纪以后，英法逐渐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王权日

益增强，并发展为有力的专制王权。只在9世纪中

叶至13世纪末这一时期，西欧没有世俗权力中心

和真正能行使国君之权的世俗君主，这就为“超世

俗”权力即教权的崛起和膨胀创造了非常有利的

外部条件。

9世纪中叶，随着割据局面的形成和王(皇)权

的日趋衰弱，政教矛盾开始暴露出来了。847年一

852年，伪造的《艾西多文献》问世，这部文献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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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皇帝时，已把统治东、西教会的权力交给

了罗马主教，世俗政权不得干涉罗马主教和其他

主教的权限。10世纪开始的“克里尼运动”则极力

宣传“教权高于皇权”。1l世纪中叶以后，教权与

王(皇)在实践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教会早

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在舆论上和组织上作

好了准备，因而教权对软弱的君权的斗争几乎是

无往不胜。如格列高里七世(1073年一1080年在

位)要求德皇亨利四世承认“教权高于皇权”，遭到

拒绝后，他发布了“中世纪最著名的教皇法令”，开

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这意味着亨利四世的皇位

可能要被废黜了，德国境内割据势力乘机叛乱。

亨利被迫冒着风雪严寒，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当

时教皇所在的城堡向教皇“悔罪”。他身着罪衣，

披毡赤足站在城堡外雪地里三天三夜，始得教皇

赦免。这一斗争无疑提高了教权。又如当法国国

王拒绝教皇驳回他的离婚案件时，英诺森三世

(1198年一1216年在位)宣布停止法国境内神权，

即剥夺全国人民举行礼拜的权利，挑起百姓和诸

侯对国王的不满，迫使法王不得不屈服于教皇。

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教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教权对王(皇)权的斗争之所以能屡屡获胜，根本

原因在于：封建领主制造成了封建割据局面，致使

王(皇)权软弱，无力与教权抗衡。

二、神权政治为天主教鼎盛的形成提供了便

利

西欧封建制度是古罗马的隶农制和日耳曼式

的奴隶制相结合的产物。这两个因素在没有经过

充分发育的情形下演变为封建制度，因而西欧封

建政权很不完备，统治很不稳定。日耳曼人在西

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不少国家，但这些国家

大多都短命。日耳曼人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借助

于西罗马的传统势力。他们中的一支法兰克人于

是寻求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合作，以获得罗马一高

卢大地主(他们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支柱)的支持。

这一合作逐步形成为神权政治。

中世纪西欧的神权政治中的“政权与教权的

关系是二元关系”，“世俗王国”的首领是国王或皇

帝，“精神王国”的首领却是罗马教皇。由于中世

纪西欧所有人(除犹太人外)都信奉罗马天主教，

因此教俗人士公认教皇是全西欧教会的首领。中

世纪西欧政治的特点是：政权和神权相辅相成，关

系密切，但各有其主，自成系统。(23天主教会充分

利用了神权政治中两要素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

的特点，竭力扩充其势力。

在西欧封建化(5—9世纪初期)过程中，教权

与王(皇)权以相互利用、勾结为主。罗马帝国时

期，罗马教会并无核心地位。在日耳曼人人侵西

罗马的过程中，罗马教会开始主持西罗马的局面，

地位逐渐上升。5世纪后期，罗马主教开始独占

“教皇”头衔。当西罗马帝国大势已去时，罗马教

会开始寻找新的靠山，适逢法兰克人也在寻找合

作对象，双方一拍即合。5世纪末，法兰克人首领

克洛维的皈了罗马教会，开始了神权和政权的结

合。罗马教会支持克洛维的扩张，而克洛维则赐

给教会许多的特权和大量土地，并使基督教成了

其臣民必须信仰的强制性宗教。751年，法兰克王

国宫相矮子丕平与教皇相勾结，窃取了国王宝座。

而丕平为报答教皇，应教皇的要求两度远征意大

利，获得成功后，丕平将罗马及其附近一带地区献

给教会，史称“丕平献土”，它奠定了教皇国的基

础。从此，教皇既为西欧教会之首，又是一国之君。

800年，为报答查理的救命之恩，教皇立奥三世为

查理加冕，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查理大帝因而

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威望大为提高。

而罗马教会也大大受惠于查理大帝。查理大帝在

位46年，共发动了53次侵略战争，在所有征服地

区，强行推行基督教信仰，信徒、神职人员和教区

都有了很大发展。[3]㈣查理大帝鼓励教会设立学

校，培养帝国官吏，训练教士进行宗教宣传，教会

因而成为帝国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查理大

帝时期，神权与政治的紧密依附关系是空前绝后

的，从而形成了完备的中世纪神权政治。从克洛

维建国到查理帝国，教权尚低于君权，因而教会愿

与政权合作。借着这种合作，教会经济实力与日

俱增(查理大帝甚至在他的遗嘱中将其财产的1／3

赠捐给教会)，到9世纪时，教会土地已占西欧全部

土地的1／3以上。

神权和政权的密切合作关系随着查理帝国

的分裂不复存在。814年，查理大帝死后，世俗君

权急剧衰弱。9世纪中叶，封建割据局面开始形成

并日益严重。由于政教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9世纪中叶至13世纪末，政权和教权的关

系变为以斗争为主(对此上文已作论述)，教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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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领袖”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展开了与软弱的王

(皇)权的斗争，并频频告捷，教权急剧上升。

由此可见，正是神权政治中教权与政权既相

连又独立的关系使天主教得以左右逢源，积蓄起

雄厚的经济实力，并争夺到了显赫的政治权势。

三、教会自身进入成熟状态是其鼎盛形成的

重要原因

应当注意的是：9世纪中叶至1l世纪初期，教

会经济上已很富有了，但那时并没有出现天主教

的鼎盛局面。这主要是因为教会自身条件尚不成

熟。尽管教会早在西欧封建化时期，就已借助于

完备的教阶制和中央集权制对西欧人民实行统

治，但教会一度出现的腐败却削弱了其统治的实

效。9世纪中叶以后，富有的教会出现了腐化堕落

的情形。修道院陷人世俗化状态，世俗的赞助人

任命某些已婚男子作为修道院院长，而这些人将

家庭、骑士、马和猎狗都带入修道院内。许多修士

结了婚，并且和妻儿住在修道院。为了重振教会

的威信，以便同世俗统治者争权夺利，10世纪初

期，法国克里尼修道院开始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

高度重视宗教活动。11世纪上半叶，克里尼派极

力宣传“教权高于皇权”。1049年，利奥九世开始

担任教皇，他是个狂热的克里尼派改革家。他改

变了过去枢机主教均由罗马以及罗马城郊的一些

教区担任的局面，使罗马贵族各派系通过这些主

教来控制教皇的情况受到抑制。“克里尼运动”也

使修道院摆脱了世俗领主的控制。11至12世纪，

“克里尼运动”兴盛，发展到西欧各国，在法国、德

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形成了颇有影响、力主改

(上接第74页)的一大成果。它从认知角度出发，

分析交际双方是如何理解对方的话语，使交际顺

利进行。它认为，首先，交际是一个推理互明的过

程，互明是交际双方在心理上作出共同的认知。其

次，语境对话语的理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

此，要理解话语，必须将语言解码和推理融为一

体，通过在语境和话语间寻找最佳关联。这样就真

正理解了话语，也就能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这就

是理解话语的实质和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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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克里尼派这样一种宗教和政治势力。在教权

与皇权的斗争中，“克里尼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

大批改革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格列高里

七世处事多有谋略，他遍访、德、法等国，利用各国

封建主之间互相倾轧的矛盾，运用他的纵横捭阖

的才能，扩大罗马教会的势力。又如出身于罗马

名门世家的英诺森三世不仅对宗教法有着精深研

究，且非常擅长外交。他常常利用西欧各国内部

的矛盾，挑起他们之间的战争，从中渔利，并左右

他们；必要时，他运用开除教籍，停止神权等杀手

锏来使各国封建主听命于教皇。“克里尼运动”提

高了教会的威信，强化了教会对西欧人民的统治，

为教权的崛起做好了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综上所述，封建领主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

了王(皇)权的衰弱，这为教权崛起创造了极好的

外部条件；神权政治又为天主教实力的增长和权

势的膨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教会经过

整顿改革，在11世纪上半叶已经进入了成熟状态，

保证了教权在西欧地区对王(皇)权斗争的不断获

利和对人民的牢固控制。以上三种因素共同作用，

促成了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末天主教的全面鼎

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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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981，(5)．

[3]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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