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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大发现之后!天主教神学日益成为阻碍欧洲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桎梏"宗教改革!从

宗教自身种下了与旧的天主教神学决裂的种子!它与人文主义一道!成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观念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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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是一个天主教神权迷雾重锁的时代#在中世

纪后期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冲破天主教束缚#以不可阻挡

的态势蓬勃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当时的欧洲#有现实

意义的首先是宗教和政治#而由于政治是一个 %荆棘丛生的

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在宗教的范围内展开#%因为要触

犯当时的社 会 制 度#就 必 须 从 制 度 身 上 剥 去 那 一 层 神 圣 外

衣&$’((因而这种斗争在实质上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
宗教改革可以追溯到(!世 纪 英 国 威 克 利 夫 所 代 表 的 市

民阶级的宗教改革#然 后 有($世 纪 的 捷 克 胡 斯 所 领 导 的 捷

克的宗教改革#而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是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

两个宗教运动#它们不但为后来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做了思

想上的准备#而且其本身就是市民阶级反封建)反正统天主

教神学的另一种斗争形式#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

部分$恩格斯把这一时 期 的 宗 教 改 革 和(*世 纪 英 国 革 命 及

(,世纪法国革命 并 列 而 称 为 资 产 阶 级 反 对 封 建 制 度 的 长 期

斗争中的三次大起义$他说*%宗 教 改 革+++路 德 的 和 加 尔

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机事件在内的第

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天主教势力遍及整个西欧$它不仅

有自己的 大 量 地 产#而 且 直 接 向 所 有 农 民 征 收 %什 一 税&#
又可以向各国世俗政权征集捐税等款项#并且干预各国的政

治#教皇本人及其代表#或各国的大主教#俨然是凌驾于各

国诸侯乃至国王之 上 的 %太 上 皇&$而 整 个 教 会 和 以 教 皇 为

首的整个高级僧侣阶级#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也愈加腐

化堕落和贪得无厌#对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乃至隶属的世

俗诸侯进行经济上横征暴敛#政治上残酷压迫#到处引起不

满和反抗$因此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首先把

矛头指向天主教#从宗教改革入手#这绝不是偶然的$
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对加尔文教和西方资本主义进行认

真研究的 基 础 上#写 出 了 著 名 的 ,新 教 伦 理 与 资 本 主 义 精

神-$他认为#新教的教 义 与 伦 理 思 想 同 近 代 资 本 主 义 精 神

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 联 系 来 自 于()世 纪 前 后 从 天 主 教 中

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各个新教派$这些新教派所提出的伦理观

念具有发展经济的特殊倾向#这些特殊倾向是与资本主义精

神相一致的$
在新教产生之前#教会内部有各种救赎理论$有的认为

人的得救掌握在上帝手中#与人无关.也有的认为得救在于

多行善事#多做事功的$而随着教会内部奢侈腐化#最后把

得救的关键 放 在 了 金 钱 上#教 皇 及 其 领 导 下 的 教 会 以 出 售

%赎罪券&的方式搜刮民财#即谁出钱买 %赎罪券&#谁就可

以补罪)赎罪#死后就可以进天堂$由于长期以来教会的宣

传#天主教徒 们 都 比 较 注 重 死 后 能 否 进 入 天 堂 的 问 题#因

而#能够赎罪和得救#以至死后进入天堂就成为天主教徒们

的一个核心的行为目标#他们的行为导向了对教会以及教皇

的绝对服从和完全依赖的方向$与此同时天主教也培养了大

批的僧侣#造 就 了 庞 大 的 僧 侣 等 级#建 立 了 严 密 的 教 会 组

织$它鼓吹 %教 会 高 于 世 俗 政 权&的 理 论#派 遣 了 %十 字

军&疯狂镇压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妄图阻碍欧洲各地统一

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切又都和封建阶

级的统治密切联系#因而这种行为导向不仅不能产生新的生

产力#而且会产生出大量新的旧制度的卫道士$
随着欧洲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首先在宗

教内部发生了变革$出售赎罪券正是引起宗教改革运动的导

火线$由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在救赎问题上都各自提出



了自己的新主张!路德创立的路德教主张 "因信得救#的理

论$同中世纪后期的 "神秘主义者#一样$它取消了僧侣作

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介地位$宣扬 "普遍祭祀#的原则$即通

过人对上帝$对 %圣经&的真正信仰而得救!他引保罗 %致

罗马人书&中的话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 里 信 上 帝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 必 得 救!#加 尔 文 所 创 立 的 加 尔 文 教 则

提出了宿命论的救赎理论$即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哪些

人能够得救$决定权在上帝$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甚

至没有一滴雨不是奉上帝的命而降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人

们无法选择也无权决定$人只要把自己的 "良心#呈在神的

审判台前$做到内心只驯服于基督$而不是靠自己的善行与

功德$一切只是靠神白白的怜悯与施舍!正是这种貌似消极

无为的宿命论理论$导致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行动!这

是因为人们得救与否由上帝决定$人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

否被上帝选中$所以就极力做出显示自己已被上帝选中$已

经得救的各种表现$而新教的教义则把这种得救的表现极力

引向世俗事业的成功与否之上!这样$如果在事业上能够取

得成功$获得成就$这是上帝注定你抉择了善$也即成为上

帝选民的标志!这种价值取向$当然就会使许多具有事业心

的人涌现出来$也就必定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对

价值取向的变革!路德和加尔文都进行了许多反对教皇及教

会奢侈腐败等方面的斗争$作为核心的是他们改变了旧的价

值取向$也就是改变了旧有的赎罪理论!如果对他们的这种

改变进行比 较$我 们 不 难 看 到$加 尔 文 的 变 革 更 要 成 功 一

些!路德以 "因信得救#的救赎理论来取代旧的学说$希图

建立一个适合市民 口 味 的 "廉 价 的 教 会#$其 结 果 是 改 变 了

人们对教皇及教会的依赖$由 "他救#转变为 "自救#$"把

他人从外在 宗 教 解 放 出 来$但 又 把 宗 教 变 成 了 人 的 内 在 世

界#(")!因此$自救的办 法 仍 然 是 依 靠 某 种 自 我 反 省$依 靠

内在的心理活动$目的仍在于对某种宗教情感的培养!路德

对救赎理论的改造$只起到否定教皇及教会存在的作用$而

没有把人们从宗教的内省行为和活动引向世俗的变革客观环

境的行为和活动!加尔文教不同于路德教的地方$就在它的

救赎理论!加尔文教对怎样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的解释$把

基督徒们的活动引向世俗的事业!实际上$加尔文教告诉人

们的是$既不是靠事功$也不是靠信仰$而是靠世俗事业的

成功与否来决定你是否得救!这样$加尔文教就把人们的行

为由内在的反省和沉 思 引 向 了 外 在 的 生 产 经 营 的 经 济 活 动!
这一反天主教把生产经营和贸易活动视为罪恶$把现实生活

视为无所谓$仅是来世生活的阶梯的看法$它把人们所从事

的生产经营*金融贸易 等 活 动 都 视 为 正 当 的 和 道 德 的 活 动!
而这种活动自由之中又有命中注定的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因而竞争胜利了$等于你选择了善$也就成为被上

帝选中的标志!这样他就把尘世的生活和宗教生活统一了起

来$顺应了当时资产阶级要求经济竞争自由的需求!正如韦

伯所指出的$尘世是荣耀上帝$而且仅仅是为这一目的而存

在!被挑选的基督徒在现世的惟一使命就是尽其所能遵从上

帝的戒律$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

会方面有所成就$因为他希望社会生活要按照他的戒律$与

上述目的相一致地组织起来!因此$加尔文的救赎理论$解

决了宗教信仰和世俗事业的结合问题$解决了利与义的结合

问题$解决了生产与生活的结合问题+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

而树立了自信*自立*自强的观念$成为近代资本主义观念

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

了欧洲近代化的进程!
总之$宗教改革虽然是在神学范围内进行的$它保留了

诸多神学杂质和种种不彻底性$但就其实质而言$它揭开了

"天主教 大 家 庭#的 虚 伪 面 纱$打 开 了 黑 暗 中 世 纪 的 罅 隙!
"以真正法国 式 的 尖 锐 性 突 出 了 宗 教 改 革 的 资 产 阶 级 性 质$
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从而打破了中世纪的神学垄断$
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直接为后来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

的第二次大决战$即英 国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提 供 了 现 成 的 理 论$
成为欧洲走出中世纪的一大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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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汪洋.Wang Yang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音乐实践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2,""(3)
    针对目前国内西方音乐史著作中对马丁·路德和路德教音乐的认识简单化、片面化的状况,本文详细地对马丁·路德的生平、宗教思想、音乐思想和音

乐实践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并简要分析了路德教音乐在西方音乐发展史上的意义.希望通过本文,能让读者对马丁·路德及其路德教音乐有一重新的了解和认

识.

2.期刊论文 周施廷.Zhou Shiting 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 -世界宗教研究2008,""(3)
    本文考察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宣传品木刻版画中的路德形象,以及其所包含着的激进内容.既可以让我们对以往根据笔载文献把路德说成是保守者

的观点进行商榷,也可以利用图像这种完全不同的原始材料,来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进行重新解读.通过文本材料和视觉材料的对照,来重新解读马丁·路德

和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我们目前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3.学位论文 刘友古 论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 2005
    本论文不是要对宗教改革思想做出一种全面性研究，而是将两个16世纪的思想伟人：德泽德里·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放在中世纪晚期宗教思想的背

景中，比较地呈现这两个人关于宗教改革思想的差别。在这种呈现中，这些差别将揭示基督教思想中的三个主要问题：罪与救赎、理性与信仰、自由意志

以及必然性。从基督教思想来看，这三个问题始终是基督教的中心内容；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这三个问题始终构成了每个时代的宗教主题。若用模式或

范式来表达的话，那么，这三个问题既是每个基督教宗教思想范式的结构内容，又是范式转换的枢纽。伊拉斯谟与路德对这三个问题的解释也就构成他们

各自的宗教思想类型。若按照康德所提出的宗教类型来划分，即人中心宗教与神中心宗教，那么，伊拉斯谟倾向于第一种类型；而路德则倾向于第二类型

。当然，在这里所说的“倾向”一词就表明这种归类并不是那么严格的。譬如，伊拉斯谟虽然非常强调基督教应该以人为中心，因为上帝也是为了人的幸

福而祝福的，但是，他也强调基督教的信仰中心是基督。不过，基督的实质在他看来就是一种至高的心智，所以，人也要以他的心智去接受基督。这就是

他的“有知的虔诚”理论。路德也强调人的良心。正如他在沃尔姆斯所说，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撤回自己的宣言。这是本文第一个主题。第二，本论文

阐述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的意义就在于：一，伊拉斯谟的道德的内在救赎论和路德的恩典唯一的救赎论都超越了经院主义的律法的外在救赎论

。二，伊拉斯谟的道德理性建构理性与信仰的和谐和路德的绝对信仰建构理性与信仰的和谐也超越了经院主义的自然理性所建构的和谐。三，伊拉斯谟的

自由意志与恩典的合作论和路德的被缚意志论超越经院主义的理智主义和意志主义以及当时人文主义者的自由意志论。这些超越就构成了他们各自在16世

纪宗教改革范式中的宗教意义，也构成他们各自的现代性意义：伊拉斯谟开始了理性宗教思想的萌芽；路德则开始了新教宗派思想的发展。

4.期刊论文 肖杰.程晓东 浅析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 -青年文学家2009,""(22)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德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在欧洲率先以大众化的德语翻译<圣经>,使得众多的平民百姓可以直接阅读<圣经>.由此引发了欧洲各国

掀起了翻译<圣经>的热潮,逐步打破了教会对<圣经>翻译权和解释权的垄断.教会的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欧洲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西欧宗教改革运动蓬勃

发展.本文将在简要介绍路德生平的基础上,探讨一下路德<圣经>的特点以及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

5.期刊论文 李韦.LI Wei 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渊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7(1)
    国内现有的研究,多旨在澄清对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关系的误解,未能更深入探究两者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以较为先进的语言与文

本批判方法对<圣经>的翻译和研究不仅为路德等改教家提供了新的神学思想的提出依据,他们基于基督徒立场在人文主义思潮下对<圣经>形成的新的体认更

成为路德"唯独圣经"思想的重要基础.基督教人文主义在那个时代彰显的人文精神为路德改教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提供了先在的社会主题和直接的思想资源

,路德以"因信称义"为支柱性理论的改教思想则以吊诡的形式继承并超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

6.期刊论文 谢伟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的人文主义倾向 -大众文艺2010,""(17)
    马丁·路德宗教是欧洲历史上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运动,对欧洲宗教、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仪音乐的改革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对于新教的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

7.期刊论文 答小群.孙琥瑭.DA Xiao-qun.SUN Hu-tang 从路德的宗教改革谈宗教与社会相适应问题 -吕梁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2009,25(2)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提出的解决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在这一理论思想指导下,我国宗教与社会和谐

共融,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历史实践,这一实践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的各个不同历

史时期.本文通过分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内容及其相关社会背景,说明路德的宗教改革适应了中世纪晚期西欧政治、经济、文化从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

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印证了宗教必须与所处社会相适应这一普适性原则.

8.期刊论文 郭明.GUO Ming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意义 -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马丁·路德领导的德意志宗教改革,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人们心灵的至高无上的统治.他所提出的"因信称义"说,指出教徒获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对上帝

的信仰,客观上促进了西欧中世纪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大大削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

9.期刊论文 张彬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宗教合唱音乐的影响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5(4)
    由马丁·路德发起并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为十六世纪宗教合唱艺术与世俗合唱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改革不仅强烈震憾着德国自中世

纪以来僵化的宗教合唱音乐,使宗教合唱艺术更为贴近会众,为普通老百姓服务,更以其不可抗拒的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着欧洲其他国家的教宗合唱音乐和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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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音乐,同时也给整个欧洲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全面的进步和影响.

10.学位论文 焦扬 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教会组织制度探究——以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为主要对象的研究 2009
    近30年来，基督教的研究在我国有长足的发展，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对基督教组织制度的研究，特别表现为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组织制度方面的研究。

本文将立足于所掌握的资料，运用宗教学、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归纳、文本解析的方法对新教三大主要教派组织制度进行研究。全文分为引言、

正文、结语三大部分。

    引言部分，介绍国内外关于新教三大教派组织制度的研究现状，通过分析、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找出关于新教三大教派研究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

——组织制度，点明研究组织制度的重要性并引出正文。

    正文部分，列举了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组织制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论述了新教三大主要教派在组织制度方面的变革、变革的原因以及变革后对

近代西方社会的影响。

    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归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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