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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宗教裁判所”

朱 锡 强
〔徐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徐州 221009)

    〔关键词习 中世纪;封建社会;天主教卜宗教裁利所;异端

    〔摘 要] 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历史上居于特殊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它在多数情况下进

行秘密活动，又冈为缺少一手资料，宗漱裁判所内情至今不十分明了。本文在比校详细介绍它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后，对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作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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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封建社会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但由于各

地自然和社会、文化传统不同，使它在各地特别是

东西方国家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大相异趣。如西欧

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演变中，就经过长期分裂割

据，才步人等级君主制，最后建立君主专制主义统

治。教会神权与世俗政权关系，更具特色。南亚次

大陆人民，自古特别喜爱宗教，他们人人信仰宗

教，并创造了大批民族宗教。但它的宗教基本上游

离在政权之外，自成体系。中A以专制王权强大著
称，宗教多处在政权控制之下。伊斯兰教在创建之

初，就以政教合一为特点，整个中世纪阿拉伯国

家，总喜欢让政权与宗教合并一起。而西欧。罗马

天主教会长期君临世俗政权之上。然而教权与俗

权时而合作，时而争夺。却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走

自己的路。拿圣经的僧侣与持宝剑的贵族，既互相

支持又互相斗争，在勾心斗角中走完封建历史行

程。宗教与世俗封建主的合作与斗争在教会法庭

— 宗教裁判所的历史中也得到清晰反映。

一、宗教裁判所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

        也随封建制度发展而发展

    在民族大迁徙浪潮冲击下，被奴隶起义打击

得焦头烂额的罗马奴隶制统治十5世纪走到终

点，在纷乱中崩溃。罗马帝国西部地区，“野蛮民
族”建立的小国犹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由于蛮族

统治者“先天不足”，内部激烈斗争，相互兼并;外

加罗马奴隶主的反扑，这AL小国朝夕兴亡。西欧政

治地图色彩斑斓，犹如变色龙。作为罗马帝国国教

的天主教，在野蛮民族人侵与帝pq解体时也受到

一些冲击。但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组织和经济力量，

稳定的僧侣队伍，并没有像帝国政权那样被肢解。

蛮族人侵罗马 逐渐接受罗马文化，首先是接受天

主教的洗礼，在基督教化的同时实现封建化。蛮族

中有影响的法兰克人，归依罗马正统教会。在教会

的合作与帮助下，迅速发展成了蛮族王国中的佼
佼者。在法长克查理大帝时代，西欧封建制度已初

具规模。在法兰克的“扶持”与“利用”政策下，发展

起来的教会 也成了穿道袍的封建领主。教会基督

教神学是封建制度的核准与指导思想，教会是实

现社会“稳定”的组织力量。教会和世俗统治者心

照不宣，配合默契，逐步把封建社会推向全盛时

代。与基督教几乎同时出现的教会“异端”活动愈

趋活跃，教会于4世纪开始加强对异端的打击

3 2.5年，尼西亚公会议通过的尼西亚信经和教会
组织原则，为斗争确立了理论根据和组织保证。各

地刘异端的镇压情况不尽相同，总的是儿阶级冲

突尖锐的地方，教会反异端活动也比较活跃。如法

国王权得到强化，国工控制教会后，反“异端”权力

也转移到国王手中。

    教会用各种名义打击异己。10世纪，法国诺

曼底农民起义，n世纪布列塔尼农民起义，都被
视为异端，遭到镇1+。法国阿尔比派、意大利北部

[收稿日期11999-04-16
仁作者简介]朱锡强(1936-)男.浙江黄岩人，徐州师范火学历史系教授

万方数据



多里奇诺起义。以至一些数不清的抗税斗争和反

对领主残酷暴行等小规模抗争，都引起了教会严

密注意。法国国王曾命令地方宗教会议，毫不犹豫

地烧死拒不“改悔”的“异端”。1179年.教皇亚历

山大三世在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上动员大会用大

屠杀来消灭异端 他宣布对异端发动十字军远征，

号召全欧信徒组织起来。1184年，教皇卢修斯三

世在维罗那会议上，发布《反对异端通谕》，命令教

区建立裁判法庭，没收异端分子的财产。通谕得到

排特烈一世的支持，阿拉贡王国积极响应，也开始

迫害异端。1198年当选教皇英诺森三世出身于伯

爵家庭，他把教会利益与本人家族、阶级利益完全

融合在一起。英诺森三世登上宗座，立即下令对阿

尔比派实行新的十字军征讨。为讨论教会事务问

题，飞215年英诺森三世主持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公

会议。会议期间，他终于使会议接受他的意见，通

过了同异端斗争的决定。强调始终不渝地打击异

端，是世俗和教会当局的神圣使命。大会这些决

定，成了日后建立宗教裁判所的法律根据。拉特兰

会议还对僧团进行改组，建立多明我会和方济各

会，把一批对教廷极端忠诚而冷酷的狂热分子组

织起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122。年，教皇洪诺

留三世宣布，原属地方的宗教裁判所，收归罗马教

廷，直属教皇，具体工作由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主

持。这样，宗教裁判所成为教皇手中超越国家的别

动队，托钵僧团是宗教裁判所的组织保证，僧团成

员则是宗教裁判所的打手。

    英诺森三世的侄子格列高利九世主持宗座，

在取得法王路易九世的赞同后，实行对异端的宗

教审判。1233年格列高利九世发表训谕“拉马之

声”，把拒绝向不来梅大主教缴纳什一税及封建税

金的什捷金格的农民判为异端。还派出4万名十

字军，将手无寸铁的农民团团围住，予以消灭，其

中6000农民死于十字军宝剑之下。

    格列高利九世为强化裁判所，要求地方教会

必须全力配合。在教皇统辖地区— 除去英国和

北欧堵国，异端裁判所活动十分活跃。

    1252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正式批准建立宗教
裁判所法庭，设立专门委员会。由它负责侦责、逮

捕、审问、没收财产。同时，在地方也设立常设机

构，予以配合。异端裁判所工作“效率”极高。英诺

森四世还在同一通谕中，给委员会以特权，允许对

“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使用刑具。

    西班牙13世纪出现地区性宗教裁判所，后来

由于收复失地斗争的特殊性，宗教裁判所活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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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断。当基督教徒赶走阿拉伯人重建统治后，

1480年国王直接控制宗教裁判所之权，把异端法

庭的活动推向高潮。国王利用它广泛打击和排斥

摩尔人，如1609-1614年的5年间，由于无法忍

受残酷迫害，30万已经改宗墓督教的摩尔人中，

有27万5千人逃离西班牙

    在封建全盛时期，西欧国家王权日益强大，法

兰西等一些国家国王开始掌握本国教会，与罗马

教廷的冲突加剧。于是教会常把与之争权的世俗

统治者视作异端。为确保教皇权势，教皇保罗二世

于1542年正式组建“罗马和全教宗教裁判所神圣

法庭”，力图进行挽救。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西欧一些国家确立了

资产阶级统治，世俗政权与教会关系发生巨大变

化‘天主教被迫放弃世俗统治权，教权受到严格限

制，宗教裁判所影响大大缩小。19世纪末20世纪

初，所有形式完备的异端裁判所不复存在。

    宗教裁判所与封建制同步发展、一起兴衰，并

非偶然，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必然。因为基督

教所谓异端现象 本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

特殊的表现形态，撇开这种斗争外部笼罩的神圣

宗教色彩，不难看到异端真正的阶级内核。在奴隶

社会末期的“异端运动”，主要组成是奴隶。而封建

社会形成和建立时期，农民大众反对农奴化，反对

日益加重的封建掠夺，进行抗争和武装起义 他们

矛头所向除了世俗封建领主，也毫不例外地向着

教会封建领主，他们没有自己的理论，他们留恋初

期教会平等。农民革命家求助教会与圣经，把“亚

当夏娃时代”当作理想来迫求，他们反对封建秩

序，也自然成了异端的主要角色。

    9世纪末，西欧封建城市在经济比较发达地

区出现，市民为争取城市的独立与自治构成此时

阶级斗争的基调。封建城市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产

物，它们在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扎根封建上

壤。市民和他们的思想家也只能从现成的基督教

里寻找支持，他们的斗争也成为“异端”运动的一

部分，市民成了此时“异端”的主力军。到中世纪末

期，市民资产阶级产生，以文艺复兴为表现形式的

新文化运动，显蜷出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和正在形成中的近代自然科学 开始向基督教神

学和它的理论基础发起挑战。可是，此时资产阶级

依然幼稚薄弱，它们在向封建统治意识形态教会

神学宣战时，形式r照旧借用基督教，利用教会群

众，于是新兴阶级和新兴科学家、思想家又成了典

型的异端。在异端分子阶级构成的变迁中，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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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宗教裁判所的矛头所向和真正的阶级实质。

二、从思想钳制到消灭肉体，保证剥削制度的发展

    西欧封建制孕育于罗马奴隶制没落衰败的土

壤中，其产生没有丝毫新的革命气息。与奴隶主阶

级狼狈为奸的基督教教会与罗马帝国，同时受到

蛮族多神和异教信仰及武装的打击。在西欧奴隶

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教会也成了蛮族进攻的

众矢之的。5世纪，法兰克的克洛维发现，不把教

俗剥削者加以区别，只会增强敌人的力量。克洛维

独树一帜，在兰斯归依了正统罗马教会，不但不再

反对罗马教会，还给以尽可能的保护，开始了教俗

统治者合作支持、竞争的新历史。教会号召新老基

督教信徒，拥护法兰克政权;法兰克统治者保护教

会原有种种特权，还不断向它赠赐庄园房地产、金

银财宝及种种特权。基督教崇高的地位被确立起

来，基督教也由奴隶制度的辩护士，变成了封建制

度的支柱和最高核准，形成 一套完整的封建思想

意识 形态。在当时西欧社会 生产力极端低下 ，社会

秩序混乱，各实力集团割地为王，陷于一片混乱之

际的社会中，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成了维持社会广

泛统治纪律和社会秩序的象征。于是世俗统治者

与它配合默契，打击异端，打击不同政见者。

    教会和世俗统治者沉崖一气，在手法上又各

有侧重与特点。教会神学基于蒙昧主义，宣扬禁欲

主义、来世主义，宣扬对教会恭顺、俯首听命，忍受

生活苦难。还要给人以“超凡脱俗”，对现实功利不

屑一顾的形象。所以他们十分看重思想控制，强调

教会的神圣性，对稍有异见的苗头都十分敏感。以

至把一些事实上对基督教信仰十分虔诚，而对某

些官方僧人的所作所为持不同意见者，认作危险

的异端分子。许多受过教会长期正统教育，成绩卓

著的思想家，如罗哲尔 ·培根、邓·司各脱、威廉

·奥卡姆、约翰 ·威克里夫、约翰 ·胡司及大批不

知名的人士均遭抑制和迫害。为剥夺不断出现的

新的异端分子的思想武器，解除他们对教会及官

方理论的威胁，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于1231年命令
禁止世俗人士阅读“圣经”严格的钳制、垄断，使

官方教会可以随心所欲置“敌手”于死地。它们通

过所谓“宗教裁判所”、十字军征讨，进行残忍镇

压，却把判为异端的“罪犯”，交由世俗政权执行

“火刑”，还美其名日上帝是仁慈的。他们认为，与

其让异端分子“在谬误中僵化”，不如早日结束罪
恶，这样教会就“捍卫”了上帝的事业。

    13世纪，大神学家“天使博士”— 托马斯·

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中，将异端裁判所的必

要性和合法性在理论上作了全面而权威的论述，

他的著作为教会提供了理论根据，至今还被罗马

教会奉为经典。但社会依然按自己的规律发展，哪

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教会变着法子打击对

手，大批人被打成异端分子遭到迫害时，更多的反

对派转移到教会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转移到边

远地区、穷乡僻壤或山区;有的拿起武器，展开武

装斗争。不论是法国阿尔比运动，还是意大利多里

钦诺起义，捷克胡司为代表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

争，乃至16世纪初德国为反对贩卖赎罪券而导致

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事实上都是异端运动的发展

和深化。教会也不讳言，对之进行武装讨伐。

    正如基督教是历史的产物一样，异端新思想

也是历史时代的产物 中世纪晚期，教皇中出现大

批富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 他们身为教皇，但在修

养、爱好、追求精神和物质享受方面，完全不同以

往正统教皇，可算是实在的异端分子。在他们的鼓

励和支持下，典型“文艺复兴”的艺术和文学大发

展大繁荣，罗马成了文艺复兴的又一中心。被称作

人文主义教皇的尼古拉五世，十分欣赏新文化、艺

术，用重金聘请意大利艺术家、建筑师为教皇宫廷

服务。尼古拉五世以后，有多位教皇醉心享受，“梵

蒂冈上空飘扬音乐之声”，人文主义学者、艺术家

摩肩接踵。新的彼得大教堂、彼得广场建造起来，

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宫出现了。教廷

与人文主义者的合作，目的在于迫求物质和精神

享受。当大批自然科学家在夭文、医学诸方面获得

进展时，教会立即敏锐地感到，许多新理论正威胁

着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他们立即露出狰狞面目，

毫不犹豫地把布鲁诺、伽利略、萨尔维斯等大批著

名学者送上“火刑柱”。

三、宗教裁判所摧残进步，保护落后，罪恶累累

    异端形成之初，力量并不强大，教会也没有把

它当作多大危险来看待，各地对“异端分子”的处

理具有极大随意性。随着封建化进程加速，反封建

斗争的加剧，教会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先后建立

正式机构，并由各地主教亲自主持。异端裁判所在

各地广泛活动，教会把它纳人自己正常的工作范

围。异端裁判所官员无孔不人，不择手段，极其恐

怖。但此时，异端裁判所是地方性组织，对多数地

区来说并无实际危害。122。年，洪诺留三世通令:

异端裁判所脱离地方教会，成为自成体系的专门

机构，直接由教皇管辖，具体工作由多明我会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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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各会主持n

    宗教裁判所最高首脑是教皇，最高主持人是

法官。法官只对教皇负责，一切听从教皇指示。在

各地活动的宗教裁判所成员，通过秘密报告同教

皇进行联系。大法官拥有许多特权，除教皇外，任

何人都不能因公务罪行，对之进行处理。1254年，

英诺森四世授于宗教裁判员互相豁免，并豁免下

属同“职业”活动一切有关罪行的权力。宗教裁判

所事实上也受地方主教的牵制，宗教裁判所要对

犯人动刑或进行判决，事先必须经主教允许与批

准。加上宗教裁判员职务常随教皇人事变动而大

变动，一般宗教裁判员希望与地方主教保持密切

关系。也有借助宗教裁判员之便，获得“铁饭

碗”— 主教职务。所以，宗教裁判员与教会高级

神职人员，始终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教皇为控制宗教裁判员工作，也显示“公正”，

以更具欺骗性，14世纪宗教裁判所增设法律鉴定

人 ，但这些法律鉴定人受宗教裁判员直接控制，

也无权对被告的案情进行了解，他们只能接受委

托，对一些具体情节作鉴定。事实上他们只能仰承

宗教裁判员鼻息，不能也不敢作出不利于教会的

任何公正鉴定。宗教裁判员随心所欲地处理，受到

社会强烈谴责。于是教皇又在裁判所系统加设了

公证人和见证人，让他们一起参加审讯，并要副署

被告和证人11供。可是，这些人不只全部由教皇任

命，而且都在宗教裁判所领取薪傣，实际上也只能

按宗教裁判所意旨行事。

    宗教裁判所官吏中，还包括检察员、医生和刽

子手。检察员充任公诉人，医生的责任是监视在审

讯过程中，不使被告受过分的体罚，以免使被告过

早死于毒刑拷打。若仅从宗教裁判所组织机构表

面看，教会为保证审讯公正也采取过一些措施，而

事实上，宗教裁判所里，不但是宫史，就是一般工

作人员如狱卒、仆人等，还有一大批志愿工作者，

全都享有种种特权，他们身佩武器，不受世俗和教

会法庭管辖，不受惩罚。貌似公正的宗教裁判所，

其实也是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两面派。

    宗教裁判所工作有一套特定的程式，但在执

行时却比较随便。当阿尔比派遭到大屠杀后，幸存

者和其他“异端分子”被迫转人地下，进行秘密活

动。宗教裁判所也跟着更换工作方法，人行告密之

风。它规定 凡是了解异端分子情况，哪怕只一点

点嫌疑，都必须在60天内向异端裁判所报告。允

许报告人采用匿名方式，不负错报责任，报告后，

可获得3年“免罪符”。若知情不报，将被革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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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条件。人们提心吊胆，生怕遭到别人暗算，只得

“先发制人”，一时告密之风大盛，草木皆兵，人人

自危。宗教裁判所接到举报后，马上立案侦讯，并

将收集来的材料给鉴定人，经鉴定人确认后，下令

逮捕。被捕者被投人密牢，与外界完全隔绝。由情

报员寻找证人，侦查没有时间限制。有些被告一关

几年，乃至死亡，还不知道为何缘由。被捕者在押

期间，一切费用自理。

    审判员审问前，要作充分准备，准备的目的在

于使被告的罪名成立。若是被告表示愿意悔改，条

件是供出同伙、朋友与共谋。英诺森四世对刑罚作

了规定:施刑要公正、温和而不伤肢体，更不能危

及生命。施刑秘密进行 任何人员都必须严格保

密，不得外泄。因刑罚而受伤者，交由裁判所医生

进行治疗，目的是不能让外人了解事情真相。那些

将被押上火刑柱的异端分子，在外表上看起来必

须没有任何损伤。

    在异端裁判所受到市问后，通常是不会被宣

告无罪的，最大幸运是被告知“控告没有得到证

明”，这种结论既表示宗教裁判所并没有抓错人，

且因为被告出狱后，一旦获得足够证明，将立即再

次人狱。需要指出的是，宗教裁判所作出有罪的判

决后，不但当事人要服刑，还要累及子女，乃至第

三代。“罪犯”一旦被捕，其财产立即被冻结和没

收。宗教裁判所作出的宣判，就是终审，不得再行

上诉 。

四、一份用血 肉与火焰炼出的财产

    每当提到宗教裁判所，人们总会想到它那血

迹斑斑的“业绩”，令人不堪回首。然而，它总是西

欧封建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有其存在的合理依

据，也有值得后人研究、吸取教训的价值。

    首先，宗教裁判所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忠诚卫

士，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最有效的武器。西欧封建制

度诞生于极端混乱的局面之中，蛮族国家朝夕兴

亡，封建割据愈演愈烈，社会斗争异常复杂。基督

教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核准和跨国家的国际性组

织，它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成为“国际警察”。它在

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成长过程中，以维护正统教

会信仰名义，打击有头脑的思想家，镇压被压迫的

农民、市民的反抗，乃至发动对别的国家和地区的

侵略扩张，转嫁种种社会危机。可以说，被教会杀

害和受教会愚弄，为教会利益而丧命的群众和士

兵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异端夯子。教会和异端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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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官员们也清楚，他们打击异端，只是为了自己的

私利。可以说，西欧封建社会如果没有宗教裁判所

这个“武器”的护卫，绝对不可能牢固建立，顺利

成长。所以只要承认西欧封建社会拥有的历史地

位，宗教裁判所自然也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其次，教会和世俗统治者在同异端作斗争的

过程中，部分继承与吸收了古代希腊、罗马法制传

统。封建杜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社会之一，统

治阶级、官吏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侵吞财物，

草营人命。但古代希腊、罗马辉煌法律成就和优良

传统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西欧封建制度确

立起来时，法律学校、大学法律专业再度兴起，教

会和世俗统治者也不能模然置之，宗教裁判所在

某些方面援引古代法律、司法程序，以表示它的公

正。宗教裁判所标榜“法制”只是为使它的胡作非

为“合法化”。但毕竟它把检察员、鉴定员设立起

来，协助裁判员工作，把监察制度、证人制度、辩护

制度·⋯ 建立起来。宗教裁判所里还配备了检查

员、医生，由检查员充任公诉人，医生监视用刑以

免被告过早死于严刑拷打，等等。虽然这些措施的

出发点当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尤其是这些

执法人，几乎全部由宗教裁判所发放薪傣，他们当

然只有执行主子命令的义务，不可能有什么真正

为公理说话的权利。但在宗教裁判所的种种法规

中，我们还是能觉察到一点古代希腊、罗马的法制

气味。它的存在与发展，无疑使西欧封建社会有了

一些章法。我们不能光看到它“形同虚设”、表面公

正，它使不公正更“公正”，而加以否定。因为，任何

制度从根本上看都只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世上

从来没有过对一切阶级都是公正的制度。同时我

们也应该认识到，有这些“形同虚设”，比起“联的

意旨就是法律”还是不完全一样的。试想，如果没

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立法和司法上的成就，

我们怎能想象，日后会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从天而降 。

    再次，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向反面转化。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越凶残，

莫须有地将大批思想进步人士、无辜群众置于死

地，客观上就促使许多人在血的面前放弃幻想，迅

速觉醒。教会内部已不再铁板一块，两极分化加

速，白天鹅孵出了丑小鸭。在许多正统神学院校严

格教育下，出现一批反叛者，他们对神学有极深造

诣，对教会僧侣不学无术、生活腐败的状况，有深

刻了解。他们已忍无可忍，被逼上梁山，挺而走险。

或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或积极投身宗教

改革，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为与日益合法

化的迫害作斗争，反对派也开始努力钻研各种法

律条文，发表自己意见与设想。尽管他们许多的意

见都被否定，但实际上他们的努力，对法制发展与

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最后，形成一定制度，养成了民众一定的法律

行为意识和习惯，为近代资产阶级立法、司法活动

准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东罗马查士丁尼统治时

代，为收集、整理、编纂法律和古代罗马法作出了

重大贡献。中世纪教会和大学在立法、司法活动

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教会法规和法庭所积累的经

验，有些经过必要的加工、改造，成了日后资产阶

级法律的基础和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文化遗产、精神财富有不可中断的

连续性和继承性。历史遗产，包括上层建筑、文化

遗产。后继者只要更换其内在的阶级内容，它的形

式、操作程序等是完全可以借用或改造使用的。中

世纪宗教裁判所留下的“财产”，不论程度大小，也

不论其组织形式、活动方式，都与日后资产阶级的

司法、立法有不容忽视的联系。如果没有古代希

腊、罗马法律成就，没有中世纪立法司法的部分延

伸，也就无法想象资产阶级能凭空搞出自己一套

如此完整的新法制体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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