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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衍天主教会习人支主义右支持钓原围
徐敢

(武汉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湖北·武汉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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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对天主

教教会的种种腐败进行的抨击和揭露，似乎体现了教会

和人文主义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关系．而实际的情

况却是不仅教会对人文主义者进行赞助和庇护，而且教

皇也十分重用人文主义者，本文拟从学术发展、文化传

播和社会生活等角度阐述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教皇教会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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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教材在论述教会与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时，

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人文主义者与教会之间是相对立的，教

皇是人文主义者抨击的对象。这一结论貌似合理，但实际上

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和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简单

和清晰。事实上，教皇不仅很少打击人文主义者，而且还鼓励

和支持学术文化运动和艺术运动。一般来讲，人文主义者代

表一种新文化，教皇是腐朽势力的代表。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

奇怪的现象呢?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意大利天

主教会的地位和人文主义者在西欧思想过渡时期的社会的地

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学术的角度看，教会本身是学术文化的中心。在

近代大学出现以前，教会教育是传承知识文化的唯一途径。大

多数人文主义者都是在教会中获得知识。教皇利奥十世的宫

廷便是十分典型的代表，“从尼古拉五世到利奥本人，经过许

多教皇对教廷不断的改善与装饰，济集文学与艺术的天才，以

及全部欧洲最能干的大使，使利奥的宫廷成为艺术的登峰造

极之地，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绚烂的巅峰，光就文化的范

畴而言，史上尚无一例能与其匹敌，连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

(PericleanAthens)或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Augustan Rome)都

望尘莫及。岫

许多人文主义者出身于教会这个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说，

教会和人文主义者之间是自己人，而且许多人文主义者在教

廷中担任要职，或是为教皇所重用。洛沦佐·德·美第奇是

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本身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和艺术的保护

人，他又使自己的儿子乔瓦尼成为红衣主教，最后成为教皇：

瓦拉在1448年担任了教皇的秘书；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费奇

诺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牧师会的成员。这说明人文主义者与教

会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其次，在社会生活上，教会不仅给予人文主义者经济的赞

助，也是人文主义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支柱。贵族和城市

的上层人物的子女往往通过教育途径来教会神甫的职位，从

而获得经济上的实际利益。教会往往热情地接纳人文主义者，

“因此像过去一样，不少人从事研究古典著作的人，他们把在

教廷里担任秘书或是什么工作当作他们晋升的阶梯”。o圭恰

迪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素来得到教皇的赏识，从而在

政治上平步青云。

从另一个方面说，人文主义者对宗教批评是有限度的。“人

文主义者虽然反对中世纪的神学的统治，但却以宗教信仰为前

提，而且未从根本上否定教会组织。因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

皇并非铁板一块，都是站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对立面的。’’。虽然

人文主义者大部分都是批评教会的，例如薄伽丘在《十日谈》

中更是对教士的种种劣迹和言行不一的本性讽刺挖苦到极点：

但人文主义者的批判始终周守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

是人文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宗教和教会。“他们之中没有一

个曾经承认或敢于承认是一个正式的无神论者”。甚至他们对

宗教的态度不一般人还要虔诚，“一个奇怪的事实是：这个新

文化的一些最热心的提倡者是最虔诚地敬上帝的人乃至是禁

欲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的雄辩和激烈言辞并不代表推翻什

么，而是强调言辞对某些心灵病症的“治疗”作用，因此这种批

评本身就是一种苦口良药。

在理论上。人文主义者在批评教会的同时也极力维护宗

教和教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彼特拉克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我的心灵的最深处是与基督在一起的”，“当这颗心灵思考或

谈到宗教时，即在思考和谈到最高的真理，真正幸福和永恒的

灵魂拯救时，我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

督徒”。。圭恰迪尼认为“人天生自私、堕落、不守法，他必须随

时需要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或威力约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宗教通常是最不会引起反抗的一种约束力”。。

同时，教皇需要文化来支持教廷，而教会的世俗化必然要

求文化艺术来点缀。教皇们对人文人义者的艺术和学术活动

慷慨的赞助，为教皇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声望，从而使他们的

政治地位更加巩固。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天主教会和人文主义

者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决不是根本对立的关系。教会与人文

主义者之间有广泛的合作基础，教会需要文化艺术的美化，人

文主义者在社会各个方面需要教会的支持，人文主义者本身

并不反对宗教和教会，他们的批评是对教会一些弊端“病症”

的苦口良药，这是教会虽然成为人文主义者攻击的对象，但仍

然积极支持人文主义者的根源。

注释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杜，1998：
613．692．

⑦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李玉成，译三联出版杜。1992：158．

③赵立行．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及其相互制约历史研究2002(2)：133

④⑤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

1981：491，492，490．

⑥郑如霖教皇利奥十世的历史地位．华南师大学报，199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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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世纪英国议会制定并通过了反教皇法令，即《圣职授职法令》(TheStatuteofProvisors)和《王权侵害罪法令》(TheStatuteofPraemunire)，本

文对法令的颁布与实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反教皇法令即《圣职授职法令》和《王权侵害罪法令》颁布的背景。

　　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法令颁布过程与法令内容。

　　第三章从两个时期阐述了法令的实施情况。

　　第四章从反教皇法令的实质着手分析了反教皇法令的意义。

　　本文认为，14世纪英国成功颁行反教皇法令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英国臣民多年奋争的结果。颁行反教皇法令是教俗双方围绕圣职授职权进行的权力

斗争，适应了英国民族主义兴起和王权崛起的潮流，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法令的实施不仅抑制了教皇飞扬跋扈的局面，对教皇及教会体制产生了沉

重而持久的打击；法令还完善了英国的法律制度，为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提供了法律借鉴和法律基础；法令的颁布与实施，为英国宗教改革扫除障碍

，使得英国与罗马教会的决裂及英国民族教会的建立水道渠成。亨利八世在各项法令中多次援引反教皇法令，有效地推进了宗教改革的进程，从而促进

了王权排挤教权、王权至尊地位和英国民族教会的建立。

8.期刊论文 朱作鑫 宗教革命创造法律体系--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的宗教法律史观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2004,19(6)
    伯尔曼的名著<法律与革命>从宗教信仰与法律的关系出发,深入剖析了基督教教皇革命对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宗教信仰为总的出发

点和基石,运用历史学考察方法,对包括法律史、宗教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总结,通过探求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精神本质来

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这一独特的视角使此书在西方法律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和借鉴.

9.学位论文 魏坤 中世纪教会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之研究 2009
    本文考察了中世纪教会的刑事诉讼程序，其中主要研究的是中世纪教会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教会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种典型、正式的制度

是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确立的。笔者认为教会的权力结构和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的产生存在一定关联性，考察了教会纠问

式刑事诉讼程序的历史背景，即教皇权威地位的确立、以教皇为首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权力结构以及教会权力运行中的教权和王权、教会法庭和世俗法

庭的关系。笔者认为，教会的权力结构是有利于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发展的。

    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在导论部分提出了问题，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状况及主要观点，文章的写作方法和史料的运用情况。

    本文的第一章介绍了12世纪以前教会弹劾式刑事诉讼程序。该部分共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介绍了12世纪以前弹劾式刑事诉讼程序的两种起诉方式

，即控告、告发；第二、介绍了教会弹劾式诉讼程序的审判过程；第三、阐述了该程序下的证据制度，主要包括了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第四、介绍了

弹劾式诉讼程序的逐渐淡出；第五、对本章内容进行了总结。

    本文的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教会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对纠问式程序产生影响的因素。该部分共分五个层次，其一、阐述了中世纪教皇专制统治的确立

，主要从其形成过程和六个原因方面进行论述；其二、对教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其三、介绍了教权和世俗王权的关系；其四、对教会法庭和世俗

法庭的关系做了简要分析；其五、对本章内容进行了小结。

    本文的第三章主要是对教会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考察。该部分分为六个层次，首先对教会取得管辖权的背景和管辖权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其

次，探讨了该程序的三种起诉方式，即控告、告发和纠问；再次阐述了诉讼中获取口供的刑讯制度；接着介绍了诉讼程序具体的审判过程；而后介绍了

宗教裁判所严密的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最后得出本文结论。教会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与教皇权威地位的确立以及教会严密的权

力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是时代的需求和产物。

    最后，在结语部分，重申了教会的权力结构是适合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的产生和发展的。教会虽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的性质，但由于基督教

在欧洲所处的地位，它不仅具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寺院、土地等大量财产，成为能够和世俗政权相抗衡的政治实体。教会纠问式刑事

诉讼程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时代的需求和产物，并简要分析了对大陆法系各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10.期刊论文 张尧娉 一场政治交易的结果——教皇国的建立 -世界文化2010,""(7)
    在现今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城内西北角,有个城中之国--梵蒂冈.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天主教教皇的驻地、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它的面积仅044平方

公里(与天安门广场一样大),人口约1000人.别看它如今只不过是弹丸之地,但上溯千年,教皇国可是意大利中部一个木小的国家,且在中世纪历史舞台上扮

演着颇为重要和显赫的角色.在教皇国建立之前,教会虽然得到国王们捐赠的大量地产,但教会是作为私人领主占有这些土地,并不拥有这些赠土的主权.教

皇是如何拥有了自己的领土、建立起教皇国的呢?其实,教皇国的建立是一场政治交易的结果.故事要从法兰克王国国王"矮子丕平"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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