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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耳曼人的迁徙瓦解了西罗马帝国，破坏了旧的社会秩序，而因日耳曼人的落后。却并不能建

立起有效的新秩序，是天主教会的帮助，使西方重建了社会秩序。天主教会推动“上帝的和平”运动．制

止了封建主之间的私战；天主教会法制参与世俗管理，帮助建立了司法秩序；天主教会从事救贫济世的

慈善事业，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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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

纲》中写道：“人们常说，六至七世纪的欧洲又回到

了野蛮状态，但那并不说明情况的真实性。更正确

的是说罗马帝国的文明已落到极端腐败的状态。

野蛮状态是雏形的社会秩序．在它的范围之内还

是有秩序的：但是欧洲的情况在支离破碎的政局

下是一种社会混乱。它的风气不是茅屋乡村的风

气．而是贫民窟的风气。在野蛮人的贫民窟里．个

人既不知道有更大的集体．也不知道自己的行动

同这集体的关系。”[11可见西欧中世纪初期社会秩

序是相当混乱的。由于日耳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摧

毁了西罗马帝国，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而日

耳曼人本身的落后、民族众多等因素，又决定了其

难以建立起新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作

为从古罗马帝国发展而来的最有组织的一支社会

力量．也是最有文化的一支社会力量，在西欧社会

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概括起来讲，

主要发挥了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倡导“上帝的和平”运动。制止封建主之间

的私战

日耳曼人在迁徙过程中。对新征服的土地实

行分封制度。即国王把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各级

封建主．大封建主又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更小的

封建主，受封者在获得土地上的收入的同时，也获

得了对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的管理权。这种分封

一开始是有条件的，即受封者要向分封者宣誓效

忠并服骑兵役，如果受封者不履行义务，分封者可

将土地收回。但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分裂，王权日益

衰弱，地方势力逐渐强大，采邑便变成了封建主世

代享有的私产。各级封建主可在自己的领地上行

使行政权、司法权、发行货币等．因而，这种分封制

实际上是把国家的权力分割掉了．这也就是造成

西欧中世纪前期各地四分五裂、政局混乱的最根

本原因。一些封建主为了扩大地盘、发展势力。经

常挑起封建主之间的战争。而一些没有继承到土

地的封建主的后代，以习武为他人充当骑士谋生，

被称为“光蛋骑士”。大量光蛋骑士的滋生则进一

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要让西欧社会重归秩序化．实现和平稳定，首

先就是要规范封建主的行为，制止封建主之间的

私战。而国王力量有限，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尤其

是9到11世纪的法国。王权非常弱小，国王的直

属领地还没有周边大封建主的领地大，国王不仅

无法管理各大封建主的事务．就是在自己的直属

领地上，也有桀骜不驯的小封建主滋事，国王在直

属领地上出行都需要卫队护佑。相对于被割裂的

世俗王权．而以罗马教皇为核心的教会势力则显

得要强大的多．因而。制止封建主之间的私战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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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任自然落在了教会的头上。教会通过倡导

“上帝的和平”运动米约束封建主的行为。

“上帝的和平”运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上帝的和平”集会从道义上约束封建

主，二是通过“上帝的休战”措施从时间上约束封

建主。

“上帝的和平”集会是10世纪首先兴起于法

国的中南部，然后逐渐向欧洲大陆其它地区扩散。

该集会一开始是纯神职人员的抗议集会．主要是

谴责骑士等世俗封建主侵犯教会财产和危及教士

人身安全的行为，后演变为以神职人员为核心、广

大民众共同参与的祈求和平的大型宗教活动。如

中世纪编年史家拉尔夫-格拉博在记载的一次和

平集会中写道：与会者“把双手伸向天空．对着上

帝异口同声地高呼和平、和平、和平”圆在和平集会

上一般会发布谴责文告，如989年。阿奎丹的夏洛

大主教贡巴德在和平集会上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了

三条和平告示：1．谴责袭击教堂的人；2．谴责抢劫

穷人的人；3．谴责那些伤害教士的人。凡是做了上

述坏事者必须要受到处罚。严重者将被革除教籍，

并永远不得进入教堂。在一些和平集会上还要求

骑士当众宣誓：保证不进攻教堂。不抢劫教会的财

物．不袭击不带武器的教士、修士及其同伴：保证

不捕获牲畜以勒索赎金。不逮捕农民、妇女和商

人；保证不抢劫磨房、不毁灭葡萄园等。1020年之

后。在整个法国境内，骑士都要在教堂作上述宣

誓。

ll世纪．以法国的克吕尼修道僧为主又发起

了“上帝的休战”运动。1017年。克吕尼修道院长奥

迪罗拟定了《上帝休战书》，要贵族和骑士宣誓，保

证从星期六正午到星期一早晨。停止所有的私战。

啊于那些敢于破坏“上帝的休战”的人，将不允许
他们参加教会的圣餐礼，不允许教士为他们举行

葬礼，为他们的灵魂祈祷。后来休战时间进一步延

长．从星期四到星期六，还包括万圣节、四旬节、基

督降临节。1037年，阿尔勒斯主教区的和平集会规

定．休战的时间从星期三晚上至星期六早晨。

11世纪中期。“上帝的和平”集会和“上帝的休

战”运动逐渐地合二为一。1054年，纳尔旁大主教

归夫雷在一次和平集会上明确提出，休战的时间

从星期三13落到星期一日出。后这一时间基本上

固定下来．并被推行到西欧各地。

通过“上帝的和平”运动，虽然不能完全禁止

封建主之间的私战．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但在一

定程度上遏制了封建主之间的私战，使混乱局面

得到一定改善．维护了广大民众的财产和人身安

全。

二、教会法制世俗化。弥补了世俗法制的不足

西欧中世纪的法律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罗马法、日耳曼人的习惯法、教会法。

罗马法是古代世界最完善的法律体系之一，

代表了西方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但罗马法在日

耳曼人迁徙过程中同西罗马帝国一样遭受到了毁

灭性的打击，在一段时期内几乎被人遗忘，正如有

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在野蛮时代复归那些粗陋

的日子里。各民族都把罗马法忘到脑后。甚至如果

有人援用罗马法来为自己辩护。在法国就会受到

严厉的惩罚，在西班牙甚至受到死刑。在意大利，

贵族们都认为依罗马法来调整自己的事务是一种

耻辱，宣扬他们自己服从伦巴德人的法律。”‘髓着
市民的兴起。罗马法才又获得了重生，成为城市法

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耳曼人的习惯法起源于各支日耳曼人氏族

部落制时期的习惯。习惯法一开始都是不成文的．

由一些被后人称之为“宣法者”的专门人士负责记

忆、传承和解释。到5世纪末，一些日耳人国家才

在教会学者的帮助下将习惯法编纂为成文法．如

有法兰克人的《撒利克法典》、西哥特人的《尤列克

法典》等。但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各地不统一，不系

统，且有一些迷信的陋习。

教会法起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法规．

起初只是用来约束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宗教行为

的．但在罗马帝国瓦解和罗马法律崩溃的特殊时

期，教会法从宗教领域走向了世俗社会，用来约束

普通人的Et常行为。在实行分封制的西欧，天主教

会也获得了大量土地。平均占有各国土地的三分

之一，在这约三分之一的广袤土地上．教会拥有独

立的司法权力，这也使教会法进一步世俗化。13世

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命人重新修订了统一

的教会法颁行于整个天主教世界。标志着教会法

发展到了顶峰。

在中世纪前期，相对于罗马法律体系的崩溃、

日耳曼人法律体系的简陋，教会法显然占居了突

出的地位。教会法有自古代发展而来的相对完备

的体系，有一批最有文化的人士来负责执法和完

善法制，有因教阶制度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司法

体系——最下面是遍布各地的负责执法的一般教

士，教士处理不了的问题由地方主教来处理．地方

主教处理不了的问题由地区大主教来处理．地区

大主教处理不了的问题则上交罗马教廷。罗马教

皇有最后的仲裁权。而世俗司法根本没有形成体

系，直到12世纪，随着各地王权的逐渐强大．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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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英国国王等才逐渐有意识地将王室法庭抬

高到地方封建主的法庭之上。但就整个司法层次

来讲，在整个中世纪，教会司法要高于世俗司法。

在西欧中世纪．教会法制世俗化．是一种很特

殊的现象。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随着世

俗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教会法制还是最终脱离了

世俗社会，重新回归于教会系统。但在西欧中世纪

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教会法制世俗化无疑有着

十分积极的意义。对于西欧社会秩序的重建、促进

世俗法制的发展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

一点．西方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

森曾评价说：“基督教会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传统。

它作为一个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带着罗马法的

威望和罗马名字的权威来到蛮族中间。罗马帝国

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

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

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定者的教会填补了。”I习

三、救济难民、安置游民。缓和社会矛盾

在西欧中世纪的前期和中期。由于民族迁徙、

国家战争、封建主之间的争斗等问题不断。再加上

自然灾害时常光顾。各地时常会出现求衣问食的

难民和无家可归的游民。而各地世俗政权四分五

裂，王权弱小。政府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难民和

游民。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管理。如果一个社

会难民、游民充斥各地，而无人来管，那么这个社

会的混乱状况将会是无法想象的．最终的结果势

必让人无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又是教会站了出

来。主动承担了这一烦琐的也是繁重的社会工作。

基督教会有救贫济世的传统．在罗马帝国时

期的教会．救济穷人、帮助难民就是其重要的活动

内容之一。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会更是进一步发

展了这一传统．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慈善事业，

弥补了世俗政府的不足。中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

都建有收容所或救济站。救济过往难民和收留无

家可归的人。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汤普逊在谈

到7世纪法兰克高卢的内战时曾说：“这些战争的

破坏性影响：几千几万的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

人，穷困、饥饿、疾病、不安全；这一切立刻产生了

一个迫切的社会经济需要。各种救济办法也是由

此而来的。对于难民和穷人，寺院遂成为救济所、

寄宿所了。”哦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矗在研究中
世纪天主教会的经济支出时。也曾总结说：“教堂

的支出。第一项就是施舍、济贫、为过往行人提供

住宿等。这应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71

最重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对游民的安置。救济

只是解决一时之困，不能解决游民的长期生活问

题。在西欧中世纪，盛极一时的修道院是安置游民

的一个重要场所。我国学者陈曦文在研究西方中

世纪的修道院的文章中指出：“出家修道的人大体

上有三种：一种是宗教信仰极端虔诚的教徒，自愿

终生修道，为上帝献身；一种是穷人，在封建化过

程中破产，被迫依附教会，过苦修生活；还有一种

是想通过修道院培训．最后成为神职人员的富家

子弟。”罔有的游民放弃了世俗生活，加入修道院成

为修道士；有的还不能完全放弃世俗生活，便成为

修道院的俗家弟子，被称为“俗僧”，在修道士的管

理下为修道院耕种开荒；还有的是作为“客籍民”，

居住于修道院附近。以租种修道院的土地为生。西

方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亨利·皮朗认为，11世纪兴

起的塞斯特恩修道院主要就是利用“俗僧”开荒形

成的。12、13世纪，塞斯特恩修道院得到大发展，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吸纳了大量社会游民。如“道

恩斯(Dunes)寺院在1150年一共有36人。100年

以后增加到1248人。与此同时，由‘客籍民’提供

的自由劳动也以相应的速度增长着。”阴

天主教会帮助世俗政府救济难民、安置游民．

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

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尤

其是前期和中期，尽管社会总是很混乱，却并没有

出现大规模的贫民起义。这与天主教会的救贫济

世的慈善工作显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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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陈文滨.刘开艳.CHEN Wen-bin.LIU Kai-yan 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经济的复兴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11(2)
    囚罗马帝国后期的内乱、日耳曼人大迁徙带来的长期战乱,致使西欧进入中世纪出现了土地荒芜、技术落后、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局面,是天主教会

组织带头进行农业垦殖、传播生产技术、建设公共设施,促进了经济的复兴.

2.期刊论文 陈文滨.刘开艳.Chen Wenbin.Liu Kaiyan 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9,""(5)
    西欧中世纪是在日耳曼人大迁徙中拉开序幕的.但随着日耳曼人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方的古代文化遭到毁灭性摧残,使西欧中世纪初期呈现出

教育衰败、文化凋零的黑暗景象.因天主教会组织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在中世纪又处于精神统治的地位,使其在文化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是在

一定程度上保存和传播了拉丁文化;其次是翻泽和传播了希腊和阿拉伯文著作;再次是兴办教育,推动了大学的兴起.

3.期刊论文 廖建林.LIAO Jian-lin 西欧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活动初探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5,25(5)
    文章对西欧中古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和实证分析,认为随着12-13世纪西欧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原来与西欧社会状况

相适应的天主教教义及其经济实践也在不断地自我调适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天主教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互动相容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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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期刊论文 贺璋瑢.He Zhangrong 西欧中世纪圣母敬礼的兴起探略 -学术研究2007,""(1)
    对圣母马利亚敬礼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在罗马帝国时代,圣母敬礼并未在地中海世界广泛流行.到9世纪,西欧才出现了对圣母的

敬礼,但还比较零星、分散.从12世纪初开始,对圣母马利亚的敬礼才日渐普遍与流行起来,并于12世纪末和13世纪变得非常强烈.可以说,圣母敬礼的最初

流行主要来自民间的自发行动,同时与大众宗教在12世纪的发展也不无关系,而天主教会与神学家们对圣母敬礼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圣母敬礼与中世纪

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希望与恐惧也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

6.期刊论文 雍正江.YONG Zheng-Jiang 西欧中世纪什一税探析 -许昌师专学报2002,21(4)
    缴纳什一税是天主教信徒的基本义务.在中世纪早期,由于社会经济衰退、生产力落后,什一税总量有限,只能维持教会的生存.到了中世纪中后期,由

于西欧社会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什一税总量也迅速增加,成为天主教会财富的重要来源,它已大大超出维持教会生存的范畴,而成为教会腐败的重要经济因

素,遭到了西欧人民的反对.

7.期刊论文 雍正江 中世纪中后期西欧天主教教区收入及其影响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8(4)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教区收入可分为地产收入、行使宗教职能而获得的收入和司法收入.不断增加的教区收入一方面提高了僧侣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对

西欧中世纪中后期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腐蚀了教会,使天主教会成为批判的对象,直接导致西欧中世纪中后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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