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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精神特质及成因

．陈知纲‘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I内容摘要】加尔文之所以被赋予“近代世界的先驱”．。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资本主义精神”的缔造者等

荣誉，是因为其思想具有一种与罗马天主教会及路德宗教会不同的独特精神特质。从而使其思想具有极强的系统性与建构性．

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究其实质，加尔文的早期教育、改教经历及其思想诸渊源等因素，使其将人文传统、经

院传统、改教传统、动荡的人生经历统贯起来，形成了这种精神特质。

【关键词】加尔文宗教改革建构性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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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1509一1564)以在神学领域被视为“解经王

子”，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被视为“近代世界的先

驱¨Ij‘一町)，。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

衣”【2】(咄’；在伦理学领域被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缔造
者【3J‘咿n；在科学领域中鼓励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

展，【4】‘删’3拍’等等，这些都与其思想的精神特质有关。所
以，认识加尔文改教思想的精神特质对认识近现代西方在

上述领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概言之，他立足于基督教立

场，通过循环归纳演绎的方式用信仰与理性之维融贯人文

主义、经院传统、教父传统、宗教改革传统，以及他动荡的人

生经历。前两者受益于他的早期教育，后两项则与他的神

学思想渊源有关，而他又借着改教经验对成于斯且用于斯

的观念作了不断的反省与批判的融贯，从而形成了他改教

精神的特质。试分析如下：

一、对人文传统、经院传统的统合
’

研究宗教现象需要反省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信念，

而又信念又往往是借助理性对历时态的文化、传统进行批

判性表述，这通常是靠教育完成的。在此，加尔文的思想作

为基督教信仰中一种传统也不例外。他的早期教育可分为

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博雅教育阶段(1523一1525)H】(P12)。

1523年，加尔文人马尔什学院博雅教育[6](m¨)。师从同

情宗教改革思想的法国著名教师科尔迪耶(Cordjer)习拉

丁文和法文。第二阶段，神学教育阶段(1525一1528)。

1525年，加尔文转入以传统经院主义、管理严格、环境恶劣

著称的蒙太举大学。在学校高压下，他阅读了大量拉丁经

典、教父著作，如彼得·朗巴德的<金句四卷集>与奥古斯

丁的著作等。第三阶段，法律教育阶段(1528—1532)。

1528年，加尔文人奥尔良大学专攻法律。当时，加尔文因

受一位亲属彼得·罗伯特·奥里维特影响，开始对宗教改

革的信仰有了一定了解，并致力于圣经研究【6J(m”。期

· 作者简介：陈知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间，不仅他的法律知识突飞猛进，而且他的圣经知识也长进

飞速，以致许多愿意接受归正信仰的人都来向他请教，对他

的博学由衷感佩帕】(脚。1531年又转入布尔日大学法学

院，受教于著名法学家安德烈·阿尔齐特，开始用历史批判

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第四阶段，重回人文阶段。1531年，

加尔文在其父亲去世后，重返巴黎大学攻文学与古典文学，

以实现其学者梦。次年，他完成了<塞涅卡论仁慈注释>，

虽未受人重识，却说明其深受人文主义影响¨儿聊J。

早期教育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加尔文正是在

这一过程中，于1532年左右经历了突如其来的转变而改宗

新教【lJ(啪)。第二，在这期间加尔文明显受到了经院主义

的影响，其《基督教要义》中的上帝论部分具有“唯名论”痕

迹‘9】(P㈣。1450年至1550年，奥卡姆的“唯名论”仍统治

着巴黎整个思想界。它坚持走“现代路线”(Via Mode咖)，
明显划分自然界和超自然界⋯(哪)。台湾学者梁望惠等人
认为，加尔文的方法论“着重上帝对人所彰显的启示，而不

去探究他本体的奥秘”的神学方法，ll驯与此是分不开的。

另外，加尔文的《要义》篇章和体例一定程度上师法了朗巴

德的“金句集”所创立的方式，对其《要义>结构作了彻底重

构[Il】(n剐。第三，此外，学习法律对他也大有裨益。一方

面，“加尔文是个熟练的律师，熟知罗马法和教会法，因此

当法国人文主义者反对他从伦理角度来看待人生时，他很

容易对付。另一方面，加尔文所受法律训练培养了他的组

织力与洞察力，使其日后在日内瓦处理政务时能给予正当

建议；而且也使他得以装备能详细研究圣经，并对其发展唯

独上帝主权的伟大圣经原则有莫大帮助⋯Ⅲ”’。第四，加

尔文所受的人文教育使其看到异邦文化中的真善之处，如

仁慈、互助、怜悯都与基督教的美德相近。加尔文把这些价

值追溯到上帝的普遍恩典上，促发他提出了普遍恩典观：

“真理(不拘是什么真理)总是有价值的，这是多人所承认

115

 



懿。毽皇帝乃众善之鬏嚣，魏聚傣不欢逐囊理酶各郝(苓

拘从那一方面而来)是从神那璺来的，并接受为从夭上来

对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应该受不感恩之嫌的攻击。"【12】(脚

他没有宠全抛弃已绦的传统穰雾邦文化嚣楚将其放在了馀

当位置。第五，入文精神对加尔文的方法论还有一个嚣常

重要的影响，就是法国著名社会伦理学家安德烈·毕耶尔

所指出的，法国人文主义者为了鳃决“人的本质是什么”残

者说。入是赞么”这一关键阗麓，更莓重章枣攀，继承了麓鬻

教传统中最真实的那部分内容。他们拒绝接受将人简单化

和抽象化的做法。对他们来说，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找到

囊正的入，只有蛄在上帝懿惫度才能说明裂窟人是

谁。雒3“鼽¨’这样，加尔文不得不把解决认识上帝和认识人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无怪乎研究加尔文的学者巴西尔·豪

尔认为，加尔文的基本思想在1541年裁就殴基于16世纪

翠囊酃登“圣经入文主义者”懿研究方法朔嚣的，将其神

学、政治和哲学观点平衡地关联起来，并使其前后一贯。∞

笔者认为，早期教育魍造了加尔文关怀社会的情怀以及中

磨乎筏、兼收著蓄的特震。

二、人生体验与“唯独上帝的荣耀”

研究宗教现象需要考虑另一个重要因索是宗教经验，

没有经验信念不过是空洞的悫怨，不会成为个体性囊实的

信仰，也不会对群体产生感召力。对如尔文褥言，这又怒与

他动荡的人生命经历分不开的。加尔文出身卑微，幼年_i廷

母，少时求学又因功课繁重和管理严醮丽秀坏身体。这使

热尔文好静善思。1532年左右浚宗蔌教惹，隧君就经掰了

“科普事件”(1533年)，不得不外出避难，从此开始了流亡

生涯。1534年10月。法王开始镇压新教。并诬陷法国新教

徒是姿时被规为革愈份子与元政寒主义者瓣霪淡擐。探尔

文决定为同胞辩护，1536年出版了第一舨《要义>并附有致

法王的《题献>．提酴他在上帝筒前尽君王之责。1536年7

月，他程绕道墨内琵城时，被当地改教领袖弱l廉·法勒尔强

餐在嚣内瓦城，登上宗教改革舞裔。两年爱，细尔文在崮由

派反对下被逐，却又被布塞尔嗣样方式强邀到施特拉斯馒

从事改教。1541年，他在日内既城多次催促下，不得已凰

羁基蠹筏，再次被攘溺台前受趣竣教重任，卷入教会嗣审议

会自由派围绕绝罚权的长期斗争。1553年，塞维特新事件

再次引越他与自由派的冲突。崴到1555年，自由派彻底失

败，市政府才最终确认了教会的缝霸权，认霹数教约分投与

合作，为改革铺平了道路。此詹，日内瓦才{舞底变成加尔文

主义的灭下和欧洲最重要的新教中心。

加尔文长期逃亡，时常面临臌大的生存聪力，搬上瘸瘸

缠身，本蠢不堪重受，还被捶赛寒教改革前沿牧蓁难鬣教

会。一介文弱学者丽临各种反对、攻击、毁谤和中伤，而立

之年结婚，继而得子丧子，不惑之年丧妻。在各样艰难中。

魏尔文必须霹刻僚嚣上帝浆安熬考悲支撵下去。对上鬻鹃

信靠已深深植入他的灵魂中，影响了他全部的思想、情感、

意志，成为他追求的网标。所以，他说：“若不是主，这样沉

重的苦娥早就压跨我了。但他挟起跌倒的，使脆弱的交淹

刚强，莰劳苦毽重趱的褥力量。纯获天上商我彳孛出饱的

手。”¨“兀㈣笔者认为，加尔文后来之所以强谰上帝的绝对

主权、强调唯独上帝的荣耀，走上一条朝向上帝之旅。乃是

其人生经掰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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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难狻蕊经”与魂态嚣教酶特曩

然而，个体性的宗教信念若不加以系统化就难以影响

群体。加尔文对其信念的系统化是通过对作为其神学渊源

鲍改教传统、教父传统、及圣经孛的观念不酝深入反悉羲完

成酌。第一，瓣尔文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第一代宗

教改革者基础上，如“因信称义”、。预定论”、“唯独圣经”都

是第一代改教家的共识。不过，路德因长期为罪所黄，其

“嚣穰称义”蔓多是麸鬃决个人灵挂危撬爨发，更注鬟享受

上帝恩典，其《舆斯堡小教理问答>(1529)也并不系统。又

如路德<论意志的捆绑>中的预定论色彩在改教家中是最

强烈、最稷臻戆。餐是，燕笨文一舞始裁没有箨蟹在攀受上

帝懑典上，而是为新教事业辩护说明新教信仰是纯正信仰，

所以能发展出一饔更系统、更客观、更完越、更深刻的原则。

第二，在人文主义。回到源头”思潮影响下，宗教改革

家们试图遭溯其真正源头，就是教父及蒸背后的圣经。他

们确信。早期教会的信仰在中世纪遭到了败坏；宗教改革就

是要复兴初期教会的活力、圣洁及朴实。英国学者凝格拉

鬃，德国学者范德零及美国著名学者辛穰等人一致认秀，燕

尔文从教父那里继承了大量内容。留其中，辛格用雄辩资料

证明：加尔文思想中没有从早期教父那里找不到的，如预定

论在爱任缓、亚爨出大的克蔡门、奥裂金及加帕多趣教父孛

都有论述，尤其怒在奥吉新丁思想中更鹋显。此外，通常与

加尔文联在一起的其他教义情况也是如此【14J‘P卜们。麦格

拉斯指出，加尔义等第二代寒教改革家兴起了教父研究运

动，箕中黯其影躺最大秘整类吉斯丁≯l《糙粥，。宗教改革者

因奥古斯丁的神举将他看成教父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并

倾向予把宗教改革看成是经过数世纪的疆曲和混乱之后对

这饺落溯圣徒终泛教义戆嚣麴蜓’j(nⅢ。范德尔龟说，按尔

文非常注重学习奥古斯丁的著作，并形成了以后的“奥吉

斯丁——加尔文神学思想体系”【11】(n扒124’。普林斯顿派

神学健将沃菲尔德同样说：“寒教改革运动，若从内在的焦

度来考虑，可以说是奚吉薪丁的愚典教义牲过其教会教义

的最终胜利。”¨列(P“’加尔文对教父思想的继承并非不加

．批判，他说“有些教父的著作是优良作品，但有些却犯了人
熬i纛瘸。⋯⋯其实，我销势举轻视教父；反之，我霉黻攘窭

他们的大部分意见是和我们相同的。但溺我们利用他们的

著作时，我们总骤记得“万有全是我们的”。为的是娶服事

我靛，不是管制我们，并显“我们是属基督戆”(哥林多鸯蓉书

3：2l，23)，我们对他当一致服扶。”加尔文判继承的标准是

对圣经严格的考察，正如范德尔指出，加尔文用上帝为人提

供的客观标准和权威圣经来溪正，鼹者棚比他更注蘸对圣

经鹃学弓。fllj《鞠签》

第三，在加尔文看来，惟有圣经才烧最高权威。所谓

“归网圣经”。。唯独圣经”就怒要归回按历代圣徒属灵传统

诠释鹃圣经，鼯圣经与圣灵会劳一娃，圣经显鞠圣灵，圣灵

光照人心。使人所明白的圣经【16】《豫。》。圣灵与圣经一同

在人内心工作，使之确信、认罪和明白。鬣于奥古斯丁所说

“若蒋为教会权威感动，就不会信福音”．“势非要把我识对

圣经的信{牵建盘在教会武断的决定之上，丽是表秘酃未经

上帝圣灵启发的人，可以因为尊敬教会之故虚心从福音中

知道信仰基督；可见教会的权威是介绍我们归信福

音。”￡糊汹卉’嚣魏，注释圣经王作蔻孚傣疆了德一生，纯对

 



篮卷l露终经卷及《黧汞录》努豹金郄瑟终经卷皴了注释。

加尔文联《罗马书释义》序言中掇出了注释琢则和方法，郄

作者当以简洁明了的笔法来解释圣经，避免过分检讨圣经

难题或过予冗长艰滋，以致将读者注意力引褒原书，恧是要

力争有薤予教会。潲】(戢5’缱在注释中既注耋深邃韵神学恐

考，也注蘑与现实的关联。这使其解经成就少有人能企及。

对此，范德尔称：加尔文比任何一位宗教改革家都更熟悉圣

经Hq∽“。辛辏毽说：。在这一系统注释孛，麓尔交是魏趁

出类拔萃，不愧为‘解经王子’；两且，可以恰如其分她说，

此后出现的神学思想，或多或少是从宗教改革后被加尔文

的朋友或教人称为“瓣尔文主义”姆愚怒中掇取出来戆，凌

是对它的否定”。H4瓢嘲应该注意的是，加尔文与那个时代

的人一样，表面是在注释圣经，实际是根据“唯独圣经”原

则建构自己的神学、社会、政治思想。因此，魏德尔评论说。

“奥吉簌丁——翔承交主义”并寒孳l入一静颜豹、菲两寻鬻

的思想，而是根植予对圣经中上帝之道热切和专注的考察，

并从中发展出了自融思想的核心原贝Ij。【I．】(脚以Il

笔者试兔，船尔文对第一代敬教家愚慧殴传承，对晕靛

教父思想的回归以及对圣经的考察注释并非在同一层褥

上。在他看来，第一代改教家归阙传统，传统建基于圣经，

服从圣经，由圣经统御。据此，加尔文将认识的主体入、崩

示的主体上帝都被纳入箕认识论中互为主体，议谖对象溉

是上帝又是人自身，就认识过程既涉及先验范畴、又涉及经

验范畴。经过不断!蹰纳、提炼，进而又在这一旗础上进一步

攫演，不叛挺秀，摄撬囊鑫己叛摇强羯纳演绎戆“替寝一试

识论。”谨所以，他的思想乃是一褰本于圣经渤态开放的体

系，而非静态僵化的体系。

四、绫论

苏穰兰神学家轰奎紊j认失，神学包括经骏、启示、经典、

传统、文化、理性六要素Ⅲ姗卜圳，在加尔文那里仍有六褥

素说影予，并在这之上加入了信仰的激情(即对上帝完全

戆依靠)泼及壶踅纛来的残行意悫力。热尔文通：遘天生经

历的体验，通过理性殷思以及以圣经为批判标准的匡正，将

所有这些内容融贯越来，确立了以朝向上帝为目标，以“噍

独上帝繁耀”先人生弱懿，黻。噻猿圣经”失像键标准，甄强

调上帝的主权和荣磁叉强调人的牵福，既强调认识上帝叉

强调认识人，既中庸平衡又兼收并蓄的神学研究范式，具有

一体两蘑、体用一源、不断朝上帝遴发的动态拜放的精神特

屡。这种精神特质爨穿在了翻尔文整个思想中，隽其遭髓

者提供了一套基于基督教有神论立场的系统的世界观。从

而深刻影响了近现代讴方乃至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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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历史的发展,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成就和影响日益体现出来.迈克尔·马莱特曾从宗教的角度总结了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成就①;恩格斯则从政治和社

会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成就②.马克斯·韦伯则认为新教伦理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它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特殊的"资本主义精神"则主要是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副产品③.

2.期刊论文 张涛.Zhang Tao 宗喀巴与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差异性比较研究 -西藏大学学报2008,23(2)
    发生在十四世纪青藏高原的宗喀巴宗教改革和十六世纪欧洲大陆的加尔文宗教改革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对两次宗

教改革时期的社会背景、改革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大宗教改革在社会功能方面体现的差异性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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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对象的是18世纪上半叶北美宗教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神学思想。17世纪后半期，伴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及启蒙理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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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不断冲击，北美社会的独立思维模式得以孕育，而爱德华兹正是处在这动荡变革的时代，在虔诚献身上帝事业的同时寻找着更加适合于北美殖民地

自身的基督信仰理论。他的一生论述了包括基督神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其中有关神学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突

出。本文旨在以历史学为视角，考察爱德华兹神学思想对北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作为殖民地新教的牧师、神学家和清教主义领袖，爱德华兹继承了传统基督神学理论，秉承16世纪宗教改革新教加尔文主义的精神，结合北美自身

的实际发展，创立了具有殖民地自身特点的神学理论。本文首先将目光投向影响爱德华兹神学思想形成的因素，通过与传统基督神学、新教加尔文教义

和殖民地第一代建立者的基督宗教观的比较分析，揭示爱德华兹神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同时结合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北美社会发展的实际，呈现爱德

华兹神学思想成长、成熟的背景；其次，集中论述爱德华兹神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关注其对传统新教加尔文主义的重新诠释及对传统神学观点与近代科

学理性的融合，展示出作为新教加尔文主义捍卫者的爱德华兹神学思想主要特征；最后，转向爱德华兹的神学思想对北美宗教信仰及殖民地社会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发掘爱德华兹的神学阐述对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和贡献。

4.期刊论文 吴舒屏.Wu Shuping 对宗教的超越--论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 -兰州学刊2005,""(3)
    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在重新构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的同时,亦凸显了社会功能.它直接促进了日内瓦社会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社会风

尚的优化,进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形成了对宗教层面的超越.究其原因,这主要源于16世纪日内瓦的政治背景以及加尔文神学的世俗取向.就其影响而言,社会

功能的凸显,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日内瓦新兴政权的存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5.期刊论文 张晓毓 从加尔文宗教改革看西方现代性起源 -理论界2010,""(7)
    本文从加尔文宗教改革客观影响的角度认识西方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加尔文清教从宣扬宗教利益出发,重塑信徒的职业观,从社会伦理和公众心理上实

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倡导自然科学并大力扶持文化教育;采取民主共和的教会与行政管理策略,客观上对西方现代性的萌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6.学位论文 李蓉 从律法到福音——犹太教与基督教中的契约观 2003
    在以犹太教为基础形成并最终从中分化出来的基督教那里,许多概念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并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和宗教意义,契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论文的第二部分,就是从基督教的基本思想出发,考察在基督教那里这个概念如何被继承,又被赋予了解哪些新的历史意义.《圣经》(包括《旧约》和《

新约》)同为基督教的原典,这一部分的考察,也紧紧以这一原典为蓝本,考察一下同样的文本,如何被基督徙们在自己的信仰体系下赋予新的含义.基督教

认为上帝同犹太人立的契约已"旧",需要被以基督为基础的"新"约代替,并认为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对此已经有了预言.同各个宗教一样,基督教本身的神学

思想的形成,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概念,在保证整个信仰体系的完整一贯性的前提下,不同时代的神学家对他们都做出了不同

的解释.在这些神学家中,欧洲宗教改革第二位领袖加尔文的思想吸引了作者的目光.文章的第三部分,就是试图从他庞杂的神学体系中,总结归纳出他关于

契约这一概念的独到见解.在加尔文那里,契约是一个双向的概念它代表了一种对立约双方同时有效的约束力.这种神——人之间的契约由上帝主动提出

,表明上帝同时也把这种限制加诸于自己身上,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人类的爱.加尔文对新旧约之间的判别和类似分别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新旧约

之间的判别不是本质性的,两个契约是统一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加尔文所有论述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宣扬自有永有的上帝的永恒性和他的无限救恩,他

同人类立约完全是处于出于对人类福祉的考虑;证明耶稣的道成肉身、为人类受难而实现,上帝同人类立约的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是人类的拯救的唯一希望

.

7.期刊论文 刘林海.高中伟.LIU Lin-hai.GAO Zhong-wei 试析加尔文在日内瓦宗教改革成功的外部原因 -西南民

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5)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获得成功是与有利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的,其中良好的环境是改革得以实施的保障,共同的目标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合理的

关系定位是成功的关键.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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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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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期刊论文 刘林海.LIU Lin-hai 加尔文与塞维图斯案--兼论宗教改革时期的信仰自由与宽容 -西南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1(4)
    约翰·加尔文对塞维图斯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是那个时代的责任与错误,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将他塑造为科学的

敌人、自由的敌人、不宽容的君主,并通过教育及舆论等手段把这种认识定位普及为一种"常识".这既是对加尔文本人的误解与歪曲,也是对历史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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