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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宗教改革及其救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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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对天主教会的一次反叛，天主教会的世俗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

的腐败现象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原因。通过改革，神义语境下基督徒的存在意义和救赎途径开始发生转

变，理性精神在西欧社会得以复苏，并最终实现了对天主教本身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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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运动是正在兴起的西欧市民社会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从基本教义、

教会责权以及教俗关系等方面对正统的天主教会进行了改革，进一步释放了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

精神，加速了基督教个人主义的崛起，同时也推动了天主教本身的近代化。

对天主教及其教会进行改革的诉求在欧洲由来已久，而各种改革要求所指向的重点首先在于天主教会的世

俗化。从原则上来说，天主教会足一个高度神圣的机构，其目标只有一个：将上帝的荣耀和福音带给人问并通

过各种圣事洗涤众生的原罪、使其灵魂最终得救、死后得以步入天堂，因而其存在的意义应当而且仅在于灵魂

救赎。11’然而，在基督教会诞生不久，基督教早期教父们即显示出与世俗的罗马帝国合流的趋势。进入中世纪

后，天主教会的世俗化趋势又不断加强。可以说，从西欧封建社会一开始，天主教会就同时是以灵魂救赎者和

封建领主的双重身份存在和发展的。教会不断接受来自俗界的大量土地馈赠，迅速成长为西欧首屈一指的大封

建主，也像领主一样收取地租；此外，还接受教徒的大量捐献，向全体教徒征收“什一税”，享有各种世俗的特

权。到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会所拥有的权利和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维持其宗教功能的基本需要。【21天主教会世

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加剧了教会与世俗政权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

其次，天主教会在世俗化过程中也滋生出了极为严重的腐败行为，这也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在

宗教改革前夕，欧洲一个最普遍的口号就是“纯洁教会”，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各种文献中一个最经常的议题。

而教会的这种腐败又是多方面的。对于改革前夕天主教会的财产，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在16世纪初，大致有四

分之一的法国、二分之一的德意志、以及二分之一以上意大利的财富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教皇和各级主教因

此富比王侯；至于低级教士也经常打着弥补教区收入的幌子大量涉足与宗教无关的旅店、赌博或其他行当；教

职可以公开出售，这就使得有一定资产的不学无术之徒可以凭借金钱谋得理想的教职，获得职位之后则不择手

段地牟取财富；教士文化水平也由此迅速堕落，不少教士在为教徒做弥撒时甚至根本不懂拉丁文——这一宗教

改革之前惟一的《圣经》文本载体，因而完全失去了灵魂救赎的意义。这说明当时欧洲社会的教士等级对自己

手中权力和财富的重视已远远超出了对彼岸世界、对至善的追求，成为典型的宗教向世俗的异化，自然难免成

为各种责难的中心。

早在15世纪，有关宗教改革的各种设想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以佛罗伦萨神父萨伏那罗拉为代表，认为只有

通过对教士个人的改造，教会的改革才有可能；与此相反，15世纪上半叶兴起的由各国君主倡导的宗教会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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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认为，教会的一部分甚至教皇本身已经完全腐化，世俗君主应当承担起改革教会的任务，其实质则是通过改

革取得对教皇和教会的控制权。这两种设想最终都因为罗马教会的强力干预丽没有付诸实施。但15世纪末、16

擞鳃初兴起酶基督教人文主义，开始致力予恢复古典文化与早期基餐教之舞的联系，试图以戴寒纯洁教会、恢

复天主教的活力。尤其重鬻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强强透过学露吉希艚、吉罗马文献戳及早糍教父靛的愚想，

从心爱上直接感受古典基督教的俭朴思想与基督福音的力量，从而更有效地获得灵魂的净化乃至解脱。在这里，

人文主义者已经看到了个人理性在基督信仰中的力量，但他们的思想主要局限于宣传方筒，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仍然非常有限。真正从教士、教会和广大信徒的角度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的使命，落在马丁-路德等改革家的身

上，他们利用世俗力量的暇大支持完成了改革基督教的伟大任务，推动了基督教和欧洲社会的进步。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来自三个不同的领域，并完成了相应的任务。这三个领域分别是：以路德派和

加尔文派为代表的新教反叛运动、世俗君主发动和领导的国教化运动以及来自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

秘丁．路德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他提出的“因信称义”说也是整个宗教改革遂动的最重要的原则。

马丁·路德作为一位虔诚的神学家，曾经在长期的隐修过程中苦寻得救之道，也菲常严格地实践了每一项苦修的

戒律，瞧并没有产生丝毫放宽怒静感觉，这弓|越了链的怀疑纛恐惧。1512年之后，马丁。路德拜鲶致力于《圣经》

静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因信称义”说(爱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面蓠被称为义)为核心的全薪的神学惑

想。这些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首先，灵魂得救赎的惟一途径憝信仰；其次，裁判信仰的最高权威不是罗

马教会，而是《圣经》本舟；第三，基督教会包括一切信众，而不仅仅是神职人员；第四，一切基督徒不分僧

俗，均应恪守天职。

玛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的发表，带来了鼹歇社会持续的动荡襁天主教会的分裂，逐渐打破了长期以来基

督教灵魂拯救过程孛罗骂教会秘教皇的毅藏邈位。裰据马了，路德的理论，溉然每一个教缝郄霹以在阕读、理鳃

《圣经》的基磋上产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并最终使自己的灵魂得救，那么罗马教会及其所把持的一切繁琐的宗

教礼仪活动就没有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从而凸照了个人理性和意志在宗教活动、进而在翻身灵魂救赎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继马丁．路德之后，加尔文又在瑞士进一步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加尔文神学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的

“命运预定”论。在他看来，并非芸芸众生都能获褥救赎。一个人能否褥救乃至人所生活的肉然；}珏宇宙的秩序郝

是壶纂鬓之中的上帝决宠瓣，是个人无法{燹翔受无法变更酶。在禽运方瑟，整界上廷存在两穗入，一静是选＆，

他们死后进入天堂，并世代得到上帝的恩惠；努一部分受|j成为弃民，永远遭受上帝的惩罚。选民和弃民的命运

都是上帝所预定的，无论是圣礼还是善功、教璧还是教会，都无力改变上帝所预定的人们的命运。尽管如此。

加尔文也并非消极的宿命论者。他强调，虽然个人的最终命运早已豳上帝决定了，但人们决不应坐等最终命运

的到来；即便无人知道自融是否上帝的选民，假人们仍然可以力图像上帝的选民那样生活，用自己世俗事业的

成功来证魄皇己的信仰，从藤为上帝增添荣耀。 。

麓凝教派享搴学家改攀运凌露步遴行的是以萸因为代表的国教亿遮凌。16世纪30年代，葵王亨囊众整穗继颁

布“教士首年薪俸法”、“禁庶税收上缴教廷法”翻“至尊法”。来自西j艺骏地区的宗教改革活动及新教思想的传播，

打破了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动摇了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面对这种局面，一部分天主教会人士歼

始深剡认识到从教会内部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试网以此复兴遭受衰落的天主教会和天主教本身。

天主教会内部针对宗教改革的反应首先来自罗马教廷。在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1545年，在教廷主持下翟

开了特兰托会议。会议决定，制定更严密的教义、整顿教会的制度和纪德。在教义方面，针对新教所提出的《基

经》怒傣秘麴惟一权威的观点，提出“鏊簧教义”秘《圣经》一样都怒鍪督教熬真谛，都是裁剿信静懿菝据；会

议重审了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威，强调教会的各种教条和仪式正确无诶，教徒必须依靠教会神父施行的各种圣礼

才能得救等；针对天主教会的种种弊端，会议决定停止兜售“赎罪券”和各种圣物、不再增加教会神职人员的薪

俸、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监督和培训等。在教廷之外，下层天主教徒也进行了复兴天主教的各种努力，16世纪相

继成立的巴拿巴会、耶稣会等，其宗旨都是为了熏振天主教会、重魍教皇的权威、恢复并扩大天主教的影响。

这些组织对各自成员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纪律，加强对享±会各阶层的憨想影嚷，积极进行天主教传教活动以共陵

对辩薪教势力静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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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领域的宗教改革运动，给欧洲正统的天主教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天主教会内外各种改革运

动的持续推行，基于神义语境下的基督徒的生存价值和救赎途径开始发生转变，理性精神在西欧社会得以复苏，

而这又推动着天主教和罗马教会本身不断进行各种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可以说，宗教改革意味着

基督徒救赎方式的变迁，也是对基督教本身的救赎，具体而言，这种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神学终极目标的人的存在意义及其救赎途径发生了重大转变。按照正统的天主教理论，人生下

来就是有罪的，亦即所谓的原罪，因为这种罪过，上帝才将其自身与人们分开；而人的终极目标就是不断的洗

刷自己的罪过，最终净化自己的灵魂，死后与上帝同住。从这一基本的宗教目标来看，新教和天主教并无本质

的区别，即人都是为上帝而存在的。但是，在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中，人不仅是有罪的，也是卑微无能的。要使

自己的灵魂得救，首先必须在虔诚地信仰上帝的同时摒弃一切世俗的欲念，参与罗马教会所制定的各种圣礼和

善功活动；其次，既然人都是卑微无能的，他们不可能单凭虔诚的信仰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每一个人，上

至君主、下至普通的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罗马教会及其各级教士的精神统治。这样，罗马教会所鼓吹的宗

教禁欲主义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大行其道。人们不仅普遍鄙视世俗的享乐主义、也鄙视出于发财致富目的的工

商业活动，相反，那些苦修苦行、不婚不育的修士则广受人们的称赞和模仿。

宗教改革之后，人的存在又多了另外一层神学语境下的世俗意义。以加尔文教为代表，加尔文的预定论后

来被发展成一种和中世纪禁欲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世俗禁欲主义”，即主张在世俗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积

极的控制，‘勤于赚钱、俭于消费，用自己世俗事业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信仰、确定自己的蒙恩状态，为上帝增

添荣耀；而倘若一个人有靠自己的职业活动获得世俗成功的机会而不加以把握，那就是对上帝缺乏虔诚，是不

道德的。因此，在人的终极目标之外，各种世俗性的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获得了同等神圣的意义，!具有了与

内在的宗教信仰同等重要的善功的性质，成为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3】 ，

第二，宗教改革为个人理性精神的复苏开辟了道路。在教会的精神统治和知识垄断之下，普通的信徒既不

可能、也不允许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获得对外界的独特认识。随着新教思想的传播，新教徒与上帝沟通的方式

从通过神职人员来倾听上帝的声音变成了独立阅读《圣经》文本，他们可以在自己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对上

帝的虔诚信仰，从而拯救自己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还是加尔文教的“预定论”

及其世俗禁欲主义，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对罗马教会权威的批判，新教将灵魂获救的渠道从外在的天主

教会转向了个人的内在信仰，把灵魂得救的媒介从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圣事活动转变为每一个信徒自身对宗教的

理解，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为文艺复兴以来个人理性思想的张扬进一步扫清了道路。【41

最后，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天主教会的世俗化趋势，使得天主教逐渐回归宗教的本来意义。随着

教会的分裂尤其是大量世俗权利的被剥夺，天主教会日益世俗化的势头被部分终止。通过宗教改革，马丁．路德

所提倡的“恪守天职”的思想和加尔文提出的过选民生活的思想，将人的世俗追求提高到与灵魂救赎同等的地位，

从理论上解除了天主教对世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法权。p1在欧洲局部实现了“纯洁教会”的目标，恢复了基督

教本应具有的神圣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宗教改革之后极端被动的局面，促使教会内部认真对待积习已久的流

弊，推出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无论是西班牙的西梅内斯主教的改革，还是教皇保罗三世主持的特兰托会议，

以及民问的各种修会活动，其宗旨虽主要在于铲除异端、维护正统的天主教权威，但客观上对于革除教会弊端、

提高神职人员神学和道德水平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同时，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个人理性精神的拓展、近

代科学精神的进步。天主教神学也吸取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成果，逐渐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所以，宗教改

革虽然带来了天主教会的分裂，但它同时从反面推动了天主教的复兴，成为天主教的一次被动救赎。

参考文献：

【1】【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叫】．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

【2】王觉非．欧洲五百年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0．

【3】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瞰】．北京：三联书店，2003．109．

【4】赵林．宗教改革对于西欧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J】．江苏社会科学，2002，(3)．

【5】【德】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导言．7．

 

万方数据



略论宗教改革及其救赎意义
作者： 殷筱， YIN Xiao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名：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年，卷(期)： 2007，20(4)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5条)

1.伽达默尔 科学时代的理性 1988

2.王觉非 欧洲五百年史 2000

3.丛日云 在上帝与恺撒之间 2003

4.赵林 宗教改革对于西欧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期刊论文]-江苏社会科学 2002(03)

5.卢曼 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 2003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神圣化的世俗世俗化的神圣——兼评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8(5)
    世俗化的根本含义是价值取向由彼岸向现世的转移,它贯穿于基督教发展流变的整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世俗化的自我限制特征也在不断发挥作用.宗

教改革前,教会自身的世俗化以及市民生活的世俗化正是宗教改革或者说宗教复兴的直接动因.

2.期刊论文 单伟红 宗教改革在西欧文化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文教资料2010,""(21)
    西欧近代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对天主教会的一次反叛,马丁·路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对"因信称义"作出新的宗教解释,并在宣传其宗教观点的同时

强调阅读<圣经>的重要性,从而大力推行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加速了教育的世俗化,教育的世俗化,以及教育权力的转移是西欧现代早期

国家形成不可缺少的因素.

3.期刊论文 欧东明 印度近代宗教改革中的世俗化倾向 -南亚研究季刊2002,""(4)
    随着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实现,西方的宗教观及其哲学、政治、社会与伦理思想也渗透、传播到了印度社会.主要在民族独立动机的驱使下,印度近代发

生了一场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运动诉诸西方的理性、人道、自由、平等和入世进取的思想,同时汲取印度古代宗教的思想遗产,致力于革新本国宗教

传统中的不理性、非人道和消极玄虚的因素,表现出了一种较明显的世俗主义取向,并对印度的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4.学位论文 张媛 从清教徒到扬基——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世俗化过程 2007
    本文论述了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世俗化过程。

    由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地区创立的几个殖民地，从一开始便有明确的政治和宗教目标，那就是要在美洲荒野上建立一座“山巅之城”。

他们自命为宗教改革的先遣队，要在美洲完成宗教改革的伟大理想-在人间建立一座“上帝之城”，由改革以后的纯洁教会与由教会成员组成的世俗政府

密切合作，构成一个完美的清教神权。

    在建立“山巅之城”的过程中，新英格兰遭遇了种种困难，包括罗杰·威廉斯对在人间建立圣城这一基本理想提出的质疑、安·哈钦森对殖民地教

会所宣扬的教义是否正宗加尔文教义的挑战、来自印第安人的侵袭以及各式各样的自然灾害。但是清教神权不得不做出改变，主要还是因为美洲荒野的

环境决定了殖民地生活的边疆性质-人们在生存和保持理论纯洁之间总是会选择前者。而清教徒的孩子们，他们出生在没有宗教压迫的美洲，宗教热情下

降，教会成员明显减少，所以教会不得不放宽了入会资格，实施“半约”。英国政府在王政复辟之后宣布了《宽容法》，收回原特许状，把新英格兰的

选民资格由宗教限制改为达到财产限额，清教神权宣告结束。

    此后，清教社会持续世俗化。虽然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短暂的宗教复兴-“大觉醒”运动，但其结果反而提高了平信徒的地位，教会的影响力持

续下降。在社会生活世俗化的同时，以哀诉布道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殖民地意识形态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象征体系，其核心思想是：“美利坚”是上帝

真正的选民，是代表未来的国度。清教时代过去之后，这一美利坚民族的精神身份和新英格兰乡镇自治的民主政治方式成为清教社会留给美国的最大遗

产。

5.期刊论文 王越旺 中世纪后期西欧修道院衰落的经济原因初探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5(2)
    中世纪西欧的修道院在经济上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后期逐渐走向衰落.原因在于它以封建庄园制为基础,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解体;它的封建化、

世俗化倾向侵蚀了其神圣的职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依附关系,使其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异己力量,其巨额财富成为世俗权力集团觊觎的对象,是民族国家剥

夺打击的目标.

6.期刊论文 林涛.Lin Tao 浅析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2)
    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从时间上看,宗教

改革运动发生在文艺复兴运动过程中,因而两者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文艺复兴运动以摆脱宗教束缚,解放思想和精神文明的创新为特征,并由此

从宗教生活世俗化、领导者的培养及新教教义的形成等各方面,推动和促进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7.学位论文 戚星华 试论14世纪威克里夫宗教改革的背景 2008
    约翰·威克里夫(1320-1384年)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4世纪,英国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客观上

要求建立自己的民族教会以及加强王权,而基督教会却成为英国民族国家形成道路上的障碍以及王权强化的消极因素；在抨击教会腐败堕落与反对教皇权

威的过程中,中世纪大学校园俨然成为宗教改革的园地,大学知识分子成为宗教改革的倡导力量,而大学所拥有的诸多特权成为宗教改革者保护自己的合法

工具。除此之外,英国中世纪基督教会严重的世俗化现象,不仅引发教权与王权的多次冲突,也导致了威克里夫等人提出了建立廉洁教会的主张。

8.期刊论文 谭赛花.TAN Sai-hua 宗教改革与近代早期伦敦葬礼的变迁 -史学集刊2008,""(2)
    近代早期英国经历了曲折的宗教改革,大部分伦敦居民的死亡观念和葬礼实践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灵魂得救上,他们接受了"因信称义",摈弃了炼狱观

念.在墓地的选择上,由于宗教改革缩小了教区墓地的面积,中间阶层与精英阶层争夺教区内最神圣的墓地--教堂,普通市民不得不葬入郊外新建的墓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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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仪式上,减少了许多天主教性质的仪式,世俗机构纹章院对葬礼的控制进一步加剧了葬礼仪式的世俗化.归根结底,新教的"入世禁欲"观念极大地推动

了葬礼的变迁,同时,节俭、谋利的资本主义精神贯穿葬礼变迁之始终.

9.学位论文 张日元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圣徒崇拜 2004
    全文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概述论文写作目的，着重介绍英格兰宗教改革的研究状况，然后阐明自己的研究思路与研究依据。   

第一章介绍圣徒崇拜的历史渊源，分析圣徒崇拜在英格兰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章圣徒崇拜的功能分析。圣徒崇拜具有“互惠”与“双向性”，其功能可以广泛地分为普遍的帮助、庇护与政治功能。民众具有自己的圣徒崇拜观

念，并通过利用圣徒的名字、誓约、朝圣等方式求助于圣徒。   

第三章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圣徒崇拜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圣徒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圣徒崇拜非常盛行，且有了世俗化与民众化的倾向。

同时在圣徒崇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   

第四章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民众们在圣徒崇拜中具有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它体现于“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两个方面，为“个人主义”的产生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   

结束语总结前面章节所述，作者认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民众宗教信仰己含有“个人主义”思想倾向，而正是“个人主义”孕育了“宗教个人主义”思

想，从而推动了英格兰宗教民族主义的发展，使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发生成为必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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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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