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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国家处于分崩商析的状态，东正教会作为国家统一的卑征，在发展与拜占筵的

关系中继续推行东正教会罗斯化的政策；在与天主教国家的关系中利用共同曲基督教信仰趋利避害；通过推广东

正教和抵御外来侵略．切实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由此增进了罗新国隶的对外联系。提升了罗斯的国际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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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封建割据时期中央政权衰微、地方诸侯林

立，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东正教会作为国家统

一的象征，在国家外事活动中发挥巨大作用，进一步

提升了罗斯的国际地位。

一、与拜占廷的关系：东正教罗斯

化的继续

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罗斯东正教会在与拜占廷的

关系上采取继续教会罗斯化的政策。主要是基于罗

斯国家和教会利益两方面的考虑。从国家利益方面

来说，罗斯对拜占廷的经济依附关系减弱。走上与之

分庭抗礼的道路。到12世纪罗斯以农业为基础的

封建经济已得到充分发展，。索贡巡行”制度已彻底

退出历史舞台，由此主要针对拜占廷进行的皮货贸

易不再控制罗斯的经济命脉。加之当时罗斯王权衰

落，各诸侯混战不休，封建王公在内部事务应接不暇

的情况下，已无暇顾及发展与拜占廷的贸易往来。

从教会利益方面来说，教会罗斯化是大势所趋。

原因之一在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罗斯教会的

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都明显增强。到12世纪，教会

与修道院土地所有制逐渐形成。例如，基辅佩彻拉

修道院就拥有整个州和城市的土地。Ll J教会已成为

独立的经济组织，主教辖区几乎与最大的公国相当，

主教占有大规模的农业用地、村落和城市。教会通

过神化王权、调节王公内部纷争和安抚被统治阶级

等方式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另一原因是封建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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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期罗斯东正教会相对统一，基辅罗斯时期教会

罗斯讫姻丰硕成果褥以继承。列ll世纪罗额在教

会独立努露已经取褥了重夭蔽就，如齐刽?任命罗

斯人为都主教的先例，等等。

与麓辅罗斯时期相比，封建割据时期东正教会

箩蘩纯葵有淡下特鬣：

(一)一方面巩固与拜占醛的宗教联鼹，舅一方

面争取更多的自生投

箩矮教会隶瓣手霪±毽了篷夫坟善，罗蘩戆第

一批都主教、主教都是君士坦T堡牧首派出的希腊

人。只有经君士蠛丁堡牧首承认的都主教才能成为

罗簸教会豹首领，箩叛教会成先拜占廷“綮骚一正

教”教会的组成部分。拜占廷教会还傈馨着通过罗

斯城市的大主教和燕教对罗斯教会进行监督和管理

豹权力。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罗裁寒教界无

论是罗舞人，还蔗箩薪佳蘸希精教会上墓太秘，也考器

积极嶷持各地王公摆脱拜占惩的政治—祭教束缚，

因为他们的主要剥益在罗斯耐不是在拜占廷。

1147年基耱都囊教窭凌空获对，伊兹聚勰控夫·

姆斯攀斯拉维奇王公召集主教，建议他们选举罗斯

修道士克莱门特·斯英利雅攀奇这位罗斯地区的博

学者巍蜇学家魏都主教。Hj嚣来圭手诺爽爵罗蓥、

斯摩棱斯克、苏兹遗尔、普斯科失等地主教不赞同教

会的这项决定，克菜门特没有成为全罗斯的都主教，

毽这一事季字却反浃7罗簸想确巍罗蛭人兔都主教的

愿望。12世纪下弗盱，弗拉蘩笨尔一苏兹达尔王公．

政权迅速壮大。秆始在本地尝试创立自融的教会。

安德烈·媾哥窝勃疑基把希麟人列奥主教赶走，确·

立7舀蠢的主教：鼯修遵士薪多尔蔽巍弗控基米承

主教。【2]

13世纪中叶，达尼尔·罗嶷诺维奇王公确立基

里零巍餐主教熬纛痔，显熬冕灸圭罗舞寒教会汉选

出都主教，获得君士坦丁堡牧精批准后并授予教职，

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审批只怒一种形式，都主教人

选圭簧盎罗囊内嫠熬教终寰羧势力操控。胃觅，经

过长期的斗争。罗斯东正教会察际上已经获得了自

主任命都主教的权力，东正教罗斯化的程度进一步

妇强，鼯占廷对箩额加强政泠—宗教影响瓣企图再

一次落空。

(：)基辅罗斯时期教会罗斯化得到统一国家

首领太公的支持。封建割据时期得到势力强大的王

公的支持

公元988年罗斯大公弗披基米尔确立拜占廷基

督教为圜教。罗搬大公引进宗教的主要目的是加强

藿家瓣统治，却苓憨受裁予筵久，嚣魏摆袋拜占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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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泉教束缚，建溉独立自主的罗斯教会，从确立

国教之树就成为摆攘罗斯大公灏翦的一项萤要任

务。露至12耋纪，萝斯大公敌投名存实亡，箩袋各

地王公继续进行创建本国教会组织的努力。他们力

图把自已的亲信扶上都主教的鬟座，以便控制整个

罗瑟教会。辩翦夏掇弱嚣罄兹骧瘊控夫，瓣瘊季錾

拉维奇王公召集主教，建议他们选举罗斯修道士克

莱门特·斯莫利雅攀奇为都主教；安德烈·博哥留

罄瓶基确囊嫠遭±嚣多衣藏必弗控基拳容烹教；达

尼尔·箩显诺维奇墨公确立基墨尔为都主教。

(三)教会罗斯化的难度加火．斗争更加艰难

由予当对国家处子越建割据状态，各她王公为

争夺箩新天公王使送行不断的蔽争。扁对，嚣家外

部受到波洛伏齐人的不断侵扰。-罗斯的内忧外患引

起君士蠼丁堡皇帝秘技首豹极大关注，力躅剃用罗

薪的内帮冲突魏强黠箩薪静政治—宗教彩睫。餐

如。选举罗斯修道士兜莱门特为都主教，由予诺夫哥

罗穗等地主教不赞同教会的这项决定，克策门特没

寿戒秀全罗囊鳇露熏教，这一斗争瓣实曩怒箩搿静

内部斗争，即罗斯托夫一苏兹选尔王公长警尤里反

对伊兹雅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奇王公的斗争。安

德烈·撼甏鏊羲耘纂确立嫠遵士菲多袈残隽弗控基

米尔主教，但菲多尔的地位极幂稳固，结硒十分悲

惨。“基辅都主教希腊人康斯坦丁命令逮捕菲多

承，割掉越的舌头，欲去右臂，挖去踺跨。眦刮这说明

基辅罗瓶争取教会独立是一个鼗折艰辛静掰程，有

时会出现反复，一些人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篇、与天烹教餐家畿关系：韪利避

害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2世纪

正是天烹教与东歪教豹矛瑶燕裂黠襄。毽逮一夫鹜

景并没有影响罗斯匈天主教国家关系的发脆。“罗

斯依然与西方邻邦靛订和平条约，并举行袭哟十字

架仪式。在诺夫哥罗德、基辖、凝謦棱雾；克鞭其憩城

市有许多及西欧来的人，其中一魉人有鸯己的住宅、

庭院和数堂。爱尔始传教士在罗斯得到栖舟之处没

有手}么鼹的；罗斯入不仅参拜，籍且在‘瓦嶷楂人’

的教堂绘小孩洗菰。莽祟拜荚潮釜徒嚣量褒帮匿柱

里夫，挪威圣徒奥拉失。”tsJ

12擞纪的罗斯教会已经成强基督教世界的实

际维戒舔分。丈多数鞭方瑟慧象都摆吉爹辩簧作嚣

教国家。1147年。罗斯王公参加第二攻十字军东

征。“罗斯封建主与波兰封建擞一起完成对布鲁西

亚熬军搴透袭。q卅魏君罗囊叉参热了第三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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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东镊。基耱编簪史记载7以“撵勇雯予”差赘约

藤特烈·巴巴洛萨皇帝为茵酚德善骑士团来习东

方。L5 J 12世纪60年代(1164年)在苏兹达尔王公

安德烈·博哥鐾勃矮基领导下，取褥了瓣布尔卡人

进攻鲍旌荦j，由魏确立了薪鹃教会节g——教藿主

节。《安蔼烈·博哥留勃斯麟王公传记》的作者把

他的避征与十字筚对萨莱的进攻相提并论。悼1

爹蘩与天主教嚣家秘建鞣登覆困鑫予：

1．罗斯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利益，特别是对诺失

哥罗德、斯摩棱斯竟等城市尤为重要。

2．罗豢懿宗教宠客致篆传统。在罗凝不枝多辩

教与宋正教长期按存，而且逐有天主教、伊斯兰教等

宗教存在。

3。罗蔹善手在复杂的宗数关系中趋剿避害。关

主教霸家稽对罗斯周逾她迸信梅多神教稀其袍一神

教(如伊斯兰教)脯暖和国家更具亲缘性，并且发展

与天擞教国家的荚系，有利子遏制拜占越的政治一

宗教影响，避兔藏免拜去廷懿敬浚—宗教辫寤。

识12—13世纪之交，当十字军在渡罗的海地区

和芬卷活动时，罗斯与十字军的冲突逐渐产生，因为

卡字掣骑±军毯举瘦占矮了瓣演手j￡部梦簸鸷建圭

的波罗的海、芬兰地区，而且直接威胁求斯拉夫地

区。13世纪拜占廷牧首与罗马教廷的矛盾导致十

字军避攻君±蠼丁堡。钛象教关系方嚣来说，罗察

无条件地站在东藏教一边，秘并没有；l发十字军对

罗斯的攻击，罗斯成功地避免了与天主教国家发生

正面冲突。

三、发袭与周边固家和地最的关系

《一{推广东最教

为镙瘴拜占廷基罄教在梦菠熬主爵缝往，箩赣

统治者势必要：越邻近国家和地区培养褶同的宗教势

力。苜先在东欧的非斯拉夫腾民中推广释占廷基督

教，零l￡罗羝舞袋教孛玉“弗控基米皋一苏兹达拳

地区的罗斯托失藏教区、格洛赫维次城和下诺夫哥

罗德城的宗教人士在穆里皿人、米舍尔弧克人、奠尔

多瓦人孛簧教。”￡¨{}簸拉夹屡民鲍洗}L拜始予10

世纪求，楚奇入、沃吉尔入的照贵接受拜矗廷基督教

后。成为该族人的上层统治集团。

12一13世鳃扔，东正教拜始在芬兰传播，但传

教话确受鍪灞；典天主教大王鹣阻拦。13懂纪，俘逡

着十警军在芬兰的活动，诺失哥罗德宗激人士开始

积极推动芬兰的东正教化。1227年，芬热接受了东

正教熬洗耗。Hl装渣菠克公嚣是罗簸建淀罗魏海港

岸地聪西德维纳河流域传播东正教的帆c、。13世

纪罗撬麓十字军发熊公舞妁冲突。“绶褥接箍鼹方

式在黎毪嫩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入中积投传播

东正教，并在日常生话中保护焱陶宛人。¨4J与多神

教作斗母成为波罗的海地区是族反对"援入侵的思

想武器。

此外，罗斯宗教界积极从潦在草原地联传播基

督教的满动。在ll世纪初开贻在佩彻涅格人中传

援拜占惩基餐毂。12整纪，东纛教在游玻涎蒺孛簧

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考古和文字资料诞明，“在

部分波洛茨克人那服．通过与罗斯人的密切接触。新

宗教已经深深托下了凝。”[91

{：)抵御外旋入侵

在13世纪的罗斯人看来，骑士团是罗斯人的主

要威胁。亚舞山大·淫夫蕺慕是一位虔泼的基督

徒，籀僖上帝能给予纯力量，编年史家生动地记载下

他的祈祷：。全智全能的上帝。命令所有的民族居住

在各自妁疆域内并确定了他们的界限．现在你看到

了豁静扑天秘困境，给予链稻驱逐侵珞爱鲍力量

吧!叱”J他利用东戚教鼓舞士气，增强了颦队夺取

胜利的俯心。

1240年，罗囊隳jl藏枣诺必琵罗蔫受弼壤舆天

的攻击，身为诺夫哥罗巷王公的亚历山大·雅罗斯

拉维奇率领诺夫哥罗德军队在涅瓦河边出奇制胜，

黻少照多，圭败了瑞建太懿侵蝰；亚愿由犬鞭就技豫

为亚搿啦大·涅夫斯基(意为瀑瓦王)。

1242年．亚历山大又在抵抗日耳曼骑士团侵略

的过程巾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13世纪30年代珏

耳曼条顿骑±圃占领普鲁±堍驻，1240譬玉镪善斯

科夫，兵临诺夫哥罗德城下。邀个骑士团搬东正教

也看作搏端，力图以天主教取{弋东正教，同时夺取新

静主藏鞠入鑫。骁士垂戆先头郝获是穿盔攀鹃重骑

兵。1242年双方程楚蓓湖球上展开了一场激战，湖

冰不堪藤负，日耳受骑兵纷纷落水淹死。罗斯军队

叉一次大获全整，瓣嚣曼骑±瓣戆翦送势头装运裁，

西北罗新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窳正教仍l日是罗斯人

民的信仰。

综上掰连，在海≯}交墨戆瓣建裁据踺麓，罗斯东

正教会之所改能够担负起发麓对井关系的燕任，琢

因在于：首先，国家四分五裂，中央政权名存察亡，但

东正教囊依然保持统一，在外事活动中教会成为国

家统一静象薤；其次，罗瘊东歪教会经过一个多整纪

的发展，已经具备丁参与外事活动的政治、经济势

力，同时教会本身墩希望通过参与外事活动提高自

身篷袋；再次，12一13整髦，系簌教在罗蘩晓经吴毒

广泛的群众基础，戴成为联系罗斯各地区的精神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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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鼹抗击努晷馒臻者鳃蒜憨武器。寒歪教会毽凌安

恰当地处理好了与拜占殛、天主教国家、蜀逮地酝帮

阑家的关系，有利地保障了罗斯国际地位的继续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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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黄秋迪.HUANG Qiu-di 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罗斯东正教会 -西伯利亚研究2007,34(1)
    金帐汗国统治时期,东正教会作为罗斯社会的一个重要层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演绎着新的地位,诠释着新的作用,扮演着新的角色,深刻地体现着那

个特殊年代所赋予的使命和价值,同时在思想和政策上不可避免地烙上了鲜明的双重性.

2.学位论文 杨翠红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9-18世纪末） 2004
    全文共分五部分:基辅罗斯时期——政教二元制权力结构的形成,即第一次政教联盟的建立.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为自身政治、经济等利益,引进、推

行东正教,并积极扶持东正教会势力的发展;东正教在罗斯刚刚确立,力量弱小,必须依附于王权发展自身势力,因此极力为中央政权服务.这一时期政教权

力互相依存,互相利用,共同促进了罗斯国家的封建化.封建割据时期——政教二元制权力结构的解体,即第一次政教联盟的破裂.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状态

,统一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王权旁落,各地王公势力强化,各教区主教依附地方王公,为其歌功颂德.蒙古统治时期——教会寻求新的政治盟友,为政教再次

联盟奠定基础.教会依靠蒙古统治者给予的特权,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教会对莫斯科王公的支持,提升了莫斯科公国在罗斯国家的地位,并成功地

推翻了蒙古的统治.中央集权形成时期——政教二元制权力结构的恢复,即政教联盟的再次形成.为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教双方互相支持、互相利用.随着中

央政权的加强,政教联盟内部斗争初露端倪:王权开始进行削弱教权的斗争.沙皇专制时期——政教联盟内部斗争日趋激烈.围绕教会特权、教会地产等问

题政教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经过伊凡四世、尼康、彼得大帝教会改革,到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教会成为沙皇专制的驯服工具.影响政教关系变化的主要

因素在于:1、双方力量的消长状况.基辅罗斯时期,中央政权实力强大,东正教会力量弱小,政教联盟建立;封建割据时期,中央政权不复存在,中央教会权力

并未解体,中央一级的政教联盟破裂.2、各自的利益.共同的利益使政权、教权结成联盟,如统一的国家有利于政权、教权的发展.不同的利益使政教联盟

内部斗争不断,如教iii会地产问题,政权为巩固自身统治基础,没收教会地产分给中小贵族,教会为保障自身利益坚决反对.3、外部力量的影响.拜占廷对

罗斯的政治-宗教束缚,使政教联盟为争取罗斯教会自治而努力;蒙古统治对罗斯政教关系的影响,等等.

3.期刊论文 杨翠红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对外贸易(11～14世纪) -东北亚论坛2003,""(6)
    俄罗斯东正教会除从事神职活动外,还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1～14世纪期间,东正教会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改变了罗斯进出

口物品的种类;教会特权在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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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刊论文 徐永平.王鸿 安东·卡尔塔绍夫与俄罗斯教会史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
    俄罗斯教会史属于俄罗斯文化史的一部分.教会在俄罗斯的历史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全面关注俄罗斯历史的今天,教会

史也许是一个更广阔地了解俄罗斯的新角度.考察俄罗斯东正教会史研究状况,可以看到,安东·卡尔塔绍夫的教会史研究无论是史料的丰富,还是立论的

公允,都是迄今最具代表性的,最值得关注的.

5.期刊论文 国春雷 蒙古入侵期间罗斯东正教会拒绝与天主教会合并的原因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2(3)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国家乘蒙古人入侵基辅罗斯之机,企图合并罗斯东正教会.由于教皇无意于反蒙援罗、十字军对罗斯西部领土的侵犯、蒙古

人对天主教国家与东正教国家的不同政策、尼西亚东正教会对基辅罗斯的宣传与影响,罗斯人最终拒绝了教皇的教会合并请求.

6.期刊论文 冯玉军 研究俄罗斯东正教的一部力作——《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评介 -俄罗斯中亚东

欧研究2003,""(2)
    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问题的日益突出和我国俄罗斯学界研究视野的拓宽,原来在我国曾是一片学术荒漠的俄罗斯东正教问题研究日益引起学

者的关注,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除了翻译引介尼科利的《俄国教会史》和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等著作外,中国学者本身对东正教

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乐峰先生所著《东正教史》不仅介绍了东正……

7.期刊论文 蒋莉 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2002,""(9)
    历史上,东正教曾是俄罗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苏联时期东正教不仅丧失了国教地位,而且经常成为被专政的对象,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彻底边

缘化.俄当局认真吸取苏联在宗教政策方面的教训,重新评价东正教的作用,有意借东正教思想来团结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使其再度成为"准国教".东正

教也借机大力拓展势力,加紧发展教会事业,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已成为一股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在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8.学位论文 朱涛涛 彼得时期与普京时期的政教关系对比研究 2009
    翻阅俄罗斯历史，不难发现，其千余年的发展里程始终伴随着宗教改革。政教关系在俄罗斯社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

进行“罗斯受洗”，宣布基督教为基辅罗斯的国教。弗拉基米尔通过宗教改革巩固了中央政权。1551年，旨在“改善教会秩序”的宗教会议召开。17世

纪中叶，尼康宗教改革，企图使教权高于皇权，但最终确使自己受到教会审判。这样，在俄国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家政权的优先权得到了确立。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彼得改革开创了俄罗斯历史的新纪元，彼得一世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使教会完全服从于国家机构。16-20世纪初的帝俄是政教合一

的国家，东正教会是国家政权的强大支柱，国家政权为其生存提供保证，教会利益与沙皇统治阶级利益紧密相连。不过，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也

改变了东正教会的命运。苏联时期，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机关控制宗教。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信仰危机，人们重新从东正教寻找精神依托，东正教

开始复苏。2000年至今普京对俄罗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并积极寻求东正教会的支持，俄罗斯政教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

    目前在国内俄罗斯宗教研究领域，很少有人对彼得时期和普京时期的政教关系进行对比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对彼得时期和普京时期的政教关系

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深化该问题的研究。

    本论文旨在弄清下列问题：

    ◆俄罗斯政教关系的历史变化及其对其社会变革的作用?

    ◆普京时期的政教关系与彼得时期的政教关系有什么差别?

    ◆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何在?

    ◆俄罗斯的政教关系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论文的研究任务在于概述彼得时期和普京时期的政教关系；对比分析彼得时期和普京时期宗教政策并指出其原因；探讨宗教对俄罗斯社会变革的作

用；推测俄罗斯政教关系的发展方向。

    研究对象是彼得一世时期（1700年-1725年）与普京时期（2000年-至今）的政教关系。

    论文共分为前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前言部分指出该论题的研究目的，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研究主要内容。

    正文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讲述彼得时期的政教关系。包括彼得时期政教关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彼得时期的政教关系；彼得时期的政教关系形成的

原因。

    第二章讲述普京时期的政教关系。包括普京时期政教关系的历史背景，普京时期的政教关系；普京时期政教关系形成的原因；普京时期宗教对社会

变革的作用。

    第三章为彼得时期与普京时期政教关系对比分析。包括影响彼得时期与普京时期政教关系的因素；彼得时期与普京时期政教关系评价；俄罗斯今后

政教关系的发展趋势。

    结论部分：总结两个时期政教关系对比结果，推测21世纪俄罗斯政教关系发展方向。

    本论文通过历史纵向比较研究法，将前后相差300多年的彼得时期和普京时期的政教关系进行对比。通过查找和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和整合

出与本论文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并适当归纳和引用。利用文化学有关理论对彼得时期政教关系和普京时期政教关系的文化背景作对比研究。通过预测

分析的方法对俄罗斯政教关系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

9.期刊论文 乐峰 辛勤耕耘出佳品--评《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一书 -世界宗教研究2002,""(4)
    俄国曾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东正教是它的国教,现在又是它的第一大宗教,它拥有占国民总数一半左右的教徒,教会组织遍及全国89个行政主体.作为

一种信仰和道德因素,东正教目前在俄罗斯社会稳定和宗教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俄罗斯东正教问题越来越引起我国

学术界的关注.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戴桂菊)便是我国俄罗斯东正教研

究领域的一部新作.

10.期刊论文 刘庚岑.Liu Gengcen 一部俄罗斯东正教断代史研究的力作——读《俄国东正教会改革

(1861～1917)》 -东欧中亚研究2002,""(6)
    近十几年来,本人一直研究、探索中亚的民族宗教问题.由于中亚地区聚居着大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等斯拉夫民族,他们所信奉的东正

教自然成为我研究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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