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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与商人关系的历史考察

龙 秀 清

!!内容提要!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古教会因其抑商而成为西欧社会转型的障碍#但从长

时段的现实经济生活层面看"实情要远为复杂#即如教廷与商人的关系而言"在中古时代更

多的是相互利用"商人为教廷服务"后者则提供保护#到近代早期"教廷变为依赖商人借贷

生活"商人则通过教廷的这种依赖"最后跻身于教会贵族的行列#商人银行家集团在教廷中

的兴起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社会转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西欧社会转型过

程中"天主教更多的是被迫去适应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

关键词!中古时代!商人!教廷!国债!社会转型

中古时代的西欧!商人被视为"无根的流浪人!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地方行政官吏不信

任他们!经常害怕这些浪荡冒险分子会是敌人或恶毒盗贼的奸细#普通老百姓对这些无家无土地的

陌生人也心存戒心$!#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将商业行为斥为罪恶勾当!宣扬商人不

能进天堂!"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等主张"#从意识形态层面看!人们容易由此推导出中古

商人处境维艰!教会阻碍商品经济发展这样一个结论#事实上这也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实

际的生活过程又如何呢？大量史料表明!作为教会首脑的罗马教廷!与商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世

纪的塞耶纳商人%&)世纪的佛罗伦萨商人%&"世纪的美蒂奇家族以及&;世纪德国的富格尔家族与热

那亚商人都曾先后承办教皇的财政业务#商人!尤其是意大利商人!其发家史大多都与教皇的支持密

切相关#考察这一关系!无疑会促使我们检讨与反思中古教会阻碍社会转型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

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史!尽管英美尤其是德国学者对中古后期与近代早期教皇的财政问题尤其是债

务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教皇因财政问题而引发的与早期资产阶级的纠葛!尚乏长时段的%

整体性的描述与阐发!本文#试图在此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教皇与商人的合作

!!教廷与商人发生联系是其财政机制的运作与财政理念的合理化使然#在十三四世纪!为发动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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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与保护教皇国!教 皇 在 全 欧 洲 已 建 立 起 广 泛 的 财 政 体 系!在 中 央 设 立 了 最 高 财 政 管 理 机 构 圣 库

"J54234D1C.A@60A#!在欧洲各国则每一教省或教区设一总征税官及数名助理税官$但各地税官要

把税款送到罗马!既费时且风险很大!还要派卫士沿途护送而增加征税成本$此外!征税的运作是缓

慢的!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教皇很难及时筹集资金!而必须求助于借贷$这两个原因都迫使教廷与早

期资产者联系!把商人银行家纳入其财政运作体系!使其承担转运税款及充当御用银行的功能$

商人与教廷财政发生联系始于&(世纪$早在&*&,年!教廷派往英格兰的税官帕杜尔夫"TA:b

?LD5/#即利用博洛尼亚商人把税款交到教廷!$&**’年!税官史蒂芬"=365/6:#被指控%与一些最可

耻的高利贷者搞在一起!他们自称商人!以银行业务为名从事高利贷勾当!他们借钱给那些贫穷且为

税款所困的人!史蒂芬用最严厉的处罚迫使他们许多人接受贷款!落入他们的圈套!并因此遭受无法

挽回的损失&"$从这两则史料看!当时商人提供的服务有两种!即借钱给纳税人使之能及时交清税

款以及转运税款$教皇很快就认识到了商人这些服务的价值!格雷戈里九世"&**+年-&*)&年在位#

于&*(*年授予为教廷办理财政事务的两名意大利商人%圣库商人&".A@524062.A@606#的头衔#!这

标志着教廷与商人关系的正式建立$此后!每位教皇都选择数名意大利商人或银行家来承办其财政

业务!授予他们%教皇商人&"X60CA34062TA5A6#’%圣库商人&或%圣库官员&".A@60A6#等头衔$这些

银行在教廷设有一名代理人!属于教皇内府成员$$当时!商人或银行家为教廷提供的服务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在欧洲各地的分行或代理人接受税官的存款!负责其安全保存或转交圣库$这在&(
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遍现象$有大量史料表明!圣库经常命令税官将其所征税款交给某位商人$如

&*;*年)月!圣库长在致肯特的约翰"#4/:4FV6:3#的信中即说(%以现任教宗的名义!我们命令你把

所征到的保护金和彼得 便 士 交 给 塞 耶 纳 商 人 圭 伊 迪"%6:3A01SA7L1?1#和 博 拉 库 塞"EAP@60I4:ACb

CL021#$&%又如!在&*+’年!卢卡商人理查迪"E1CA0?1#奉令承办英格兰什一税税款的转运业务!他从

(!余名助理税官手中共接收税款;"’;镑"先令,便士&$商人在承办此类业务时!要向税官开出收

据或签订一份契约作为凭证$收据中向税官保证将税款原封不动地带到他们要求的任何地方!并承

担诸如遭劫’船难’遗失之类的一切风险!以其整个银行的全部资产作偿还保证金’$这些钱有时可

能被要求立即汇往罗马!有时则可能被贮存一段时间$若是后者!商人即可用来放债以获取利息$不

过在&)世纪!圣库或税官对税款的转运期限一般都作了限定!数天至两三个月不等($商人呈交给

圣库的钱有时是现金!也可能是汇票$商人交款后!圣库要给商人和税官各开一张收据!以备清账$

圣库商人也充当货币兑换商!税官征税所得的货币种类’成色等各不相同!有时达近百种!商人必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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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兑换成教廷通用币!商人们提供的这些服务一般要收取(e的报酬!!

其次"圣库商人有时也充当税官"直接向纳税人征收税款!在整个中古时代"贡赋和授职费尤其

是属于枢机团的授职费多以此方式交往圣库!&*;*年"教皇在致马格洛尼大主教的信中说道#$由于

你欠教廷每年*马克的保护金已两年未付%%我们以此令提醒并命令你毫不拖延地把上述(年的保

护金交给塞耶纳公民和商人萨维涅利&G1S4DL2=ADS6:6DD1’和本尼狄克&G6:3L0AI6:6?1C31’%%并写

回信"说明交税日期及纳税情况!("&*’;年"讷韦尔主教通过圣库商人克拉伦提尼&.DA06:31:1’向*&
位枢机交纳圣职评议费""!图尔利佛及&&!!金佛罗林"小费"&佛罗林(苏’又&)*第拉里图尔币!

同年"布尔日大主教经 斯 卡 拉 家 族 商 人 路 皮 切 鲁 斯&QL51C/1:L2’之 手"向 枢 机 团 交&&!!图 尔 利 佛!

&*’,年三名商人向圣库呈交的税收账目也表明商人充任税官乃不争之事实#!不过"从这些史料来

看"当时教廷只是偶尔起用商人来征收少数几种税"并不扩及一切税种!&"世纪始"商人才逐渐充当

了代理税官的角色!

再次"商人向教廷提供的服务还包括借款给圣库!教廷的这种借款一般是预支税款收入"以税款

作为偿还保证金!在这种情况下"商人通常持圣库授权令状向税官追还贷款!如&(+!年圣库财务官

发给欧塞尔&JL‘6006’*波尔多与孔多姆&.4:?4@’三教省的税官的一份命令即说#$我们命令你从你

已收 到 或 将 收 到 的 税 款 中 抽 取&!"!!!佛 罗 林 给 佛 罗 伦 萨 商 人 阿 帕 杜 斯+阿 拉 曼 尼&J5A0?L2

JDA@A::1’!($有时也授权商人直接向纳税人收取税款"这种方式在&"世纪下半期较为流行"当时教

廷普遍以年金和授职费收入为担保借贷%!银行家预付圣库所需钱款"再直接从应缴此两税的教士

身上去收回借款!自&"世纪中叶始"教廷财政处于赤字状态"不断使用借贷的方法来满足其开支!

&)+(年初"圣库欠美蒂奇银行一分行的债款即达;*"’&,佛罗林,&),*年"圣库向佛罗伦萨商人安东

尼奥+帕拉提奥&J:34:14?6TADA314’借款+!!!佛罗林作$应急开支(,到&)’*年"圣库共欠)+家银

行总计&*,")*)佛罗林的债款&!对于这些贷款"圣库显然要直接或间接地支付利息"尽管这违反传

统的教会法!

最后"从&(世纪始"教皇经常选择几家商行&银行’作为自己的御用银行"以随时应付大宗开支!

如博尼法斯八世将其财政的经营管理托付给四家银行#佛罗伦萨的莫齐&X4UU1’*弗兰泽斯&>0A:U6b

21’和斯皮里&=51:1’及皮斯托亚的恰尔伦提&T12341626./1A06:31’!&*’"年至&(!!年间教皇资助两西

西里王国国王的业务即由其中三家银行经营#&*’"年+月至&*’+年*月"恰尔伦提与弗兰泽斯两银

行奉命付给查理二世*""!!!马克&合&&*""!!佛罗林’并)("!!!金币&合*&""!!!佛罗林’,&*’’年

(月"两银行又奉命付给詹姆士二世(*"!!!佛罗林,弗兰泽斯银行在&*’;年+月付给查理""!!!金

币&合*""!!!佛罗林’"&*’+年&月再次付给"(!!金币"’月又受命付给&!!!图币镑&价值*!!!佛

罗林’并(!"",;佛罗林,&*’’年;月"斯皮里银行付给查理&!"!!!金币&合"!"!!!佛罗林’"&(!!年

!) !!!!!!!!世 界 历 史!!!!!!!!!!!!!*!!+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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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再次付给+;!*),佛罗林!不久又支付)!!!!金币"合*!!!!!佛罗林#!$三家银行"年里共支付

了"’)!,()佛罗林$御用银行的职能由此可见一斑$

圣库对商人银行家的控制与制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8互相间保持有流动账目!圣库有权随时

清查账目!以平衡结算$如&*;*年!圣库长致信塞耶纳主教!让其通知该城&!余家商人前往圣库清

查账目!以弄清是&教 廷 欠 了 这 些 商 人 的 钱!还 是 这 些 商 人 尚 欠 教 廷 的 钱’"$这 种 清 账 一 般 每 年&
次$*8商人转运或贮存的任何款项都必须开出收据!税官把钱交与商人后!要向圣库写信说明情况!

这可以减少商人作弊的机会$(8承办教廷财政业务的任何商人或银行都必须以其银行资产作抵押!

一旦破产或经营不善!圣库可查封其财产$&(!!年!博尼法斯八世在致卢卡主教的信中即说%&最近

我们听说!卢卡城理查迪"E1CUA0?1#银行的拉勃鲁斯(沃普利"QAH0L2GLD56DD1#新逝!由于沃普利及

该银行对我们及罗马教会欠有巨额债款!特令你接到此信后!立即接管)查封 )没收**"该银行#的

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必要时可求助军队$对不服者可予以宗教惩罚!即使圣库已授予他们免受停

止教权)停职或破门律处罚的特权$’#

总体而言!教廷与商人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在&"世纪以前只出现过两次不愉快的事件$一是

乌尔班四世"&*;&年-&*;)年在位#时起用塞耶纳的斯科蒂银行来转运英格兰什一税税款!教皇认为

他们有贪污嫌疑!并进行过调查!结果不得而知!但此后该银行失宠$其二是&)世纪初!布昂西格诺

里"I4:21O:401#与理查尔迪"E1CC1A0?1#两银行的破产使教廷损失,!!!!!佛罗林!致使教皇一度中止

使用圣库商人来转运税款$$但由于银行家提供的财政服务的益处远远大于这种偶尔的不忠或无能

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教廷很快又恢复了与商人们的合作$上述事件仅属于二者关系史上的一个小

插曲$

另一方面!圣库商人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对其发展银行业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首先使他们获得

了许多高级教士的贷款业务$来教廷钻营)谋职或其他公干的教士为支付教廷的各种花费必须借钱!

他们自然求助于与圣库有关系的银行家$这种贷款一般需要得到教皇的批准!教廷为债主追回贷款

提供特别保护!借方必须以其私产及其教堂的财产作担保金!若贷款在规定的时间里不能偿还!贷方

即可通过教廷指定的官员与宗教惩罚等手段强制执行%$欧洲各地的教职人士若需借款来支付教皇

税或作其他开销!一般也向圣库授权的商人或银行家借贷!贷方有权要求教会法庭强制索回债款!或

上诉至圣库理财法院!该法院的一项业务即是替圣库商人索回贷款&$这里援引两个案例$其一是

&*"(年&月&&日教皇给特鲁瓦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的敕令%塞耶纳的四位商人向圣库提交了陈情

书!说最近他们借了一笔钱给塞俄安涅主教用作在教廷办事的开支!应在某时某地偿还$教皇命令!

若该钱到时未还!修道院长应警告该主教或其继承人!若他在告诫后)个月内仍不还!则可对其处以

破门律!直至偿清为止’$其二是教皇于&(!’年)月&&日发布给圣库长的敕令%据皮斯托亚的克拉

&)!!!!!!!!!!!!!!!罗马教廷与商人关系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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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提!.DA06:31"银行几个分行代理人的诉讼状#他们为欧洲各地许多大主教$主教$主教候选人$修道

院长及其他高级神职人员$主教堂座教士团和修道院修士团#以及执事长$一般教职人员提供了数目

不等的贷款#应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偿还#但他们到期时却毫无归还之意%教皇特授意圣库长勒令并

警告他们归还债款%如果他们无视此警告#就传讯他们来教廷接受审判!%教廷不仅帮助商人追回

教职人士的债款#有时也帮助他们追还世俗人士的债款%如&*)(年教皇发布了一道强制执行令给特

鲁瓦的一位教士#令其替&!位塞耶纳商人追还图卢兹伯爵拖欠他们的&;!!马克贷款"%

教廷为商人提供的最重要的保护还在于#它经常代表圣库商人与各国政府或教职界交涉#以保护

商人们的利益%在把商人等同于高利贷者#并对他们普遍心怀恶感的中古时代#这种保护尤为重要%

&*("年#伦敦主教将数名意大利商人开除教籍#并勒令他们离开伦敦%但他们在教皇的支持下#依旧

我行我素%几年后#在格雷戈里九世!&**+年-&*)&年在位"的干预下#英王释放了他逮捕的一名塞

耶纳商人%&*)!年至&*)*年间#亨利三世两次驱逐意大利商人#均在教皇的干预斡旋下取消禁令#%

教皇有时也请求国王保护圣库商人#如乌尔班四世&*;&年&*月(!日致英王的信即是这样写的&’由

于可爱的儿子$塞耶纳市民和商人奥尔兰多(布昂西格诺里斯!]0DA:?4I4:21O:4012"$波拉文图拉(

贝尔纳迪尼!I4:AS6:3L0AI60:A0?1:1"和雷纳尔(雅可比!EAP:60#4C4H1"为圣库商人#忠实地为我们

和圣库服务))我们呈请陛下))允许他们安宁地居住于伦敦#能够在贵国来去自由地从事业务#并

享有充分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保障%*$

在欧洲其他国家#教廷也同样提供类似的庇护%&*’&年"月*,日#博尼法斯八世致法王菲利普

四世的信即体现了这一点#信中说&’据说陛下逮捕了居住于贵国的所有意大利商人#我们恳请陛下释

放这些商人#尤其是塞耶纳的布昂西格诺里斯父子商行$佛罗伦萨的托马斯(斯皮利阿提!9/4@A2

=51D1A31"$兰普斯(休果里斯!QA5L2MLO4012"$斯皮纳!=51:A"$普利克!TLD1C1"$里姆贝尔提尼!E1@b

H6031:1"和兰贝尔提尼!QA@H6031:11"商行#以及卢卡的理查迪和皮斯托亚的克拉伦提尼商行))因为

他们是我们圣库的专职商人#长期以来为教廷服务))恳请陛下把货物还给他们#恢复其合法权利#

允许他们在贵国自由往来#合法经商%*%

以上诸种证据使我们不得不赞同伦特的观点&’意大利银行家在欧洲财政事务中占有的主导地位很

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廷的业务与保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甚而

认为#在整个中古时代#’教会都在保护商人#帮助他们消除保守的领主阶级鄙视他们的偏见*’%

二!教廷对商人的依赖

!!如果说前一时期两者的关系表现各取所需的合作关系#那么在中古后期则表现为教皇对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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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由于教会大分裂"&(+,年#&)&,年$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教皇对西欧的征税权逐渐丧失%致使

教廷的财政基础全面萎缩!%教皇开始负债经营%如何平衡收支及偿还债务已成为近代早期教皇们最

为头疼的问题!从表&来看%教皇的债务与教皇总收入之比是在不断加大%&"*;年债务大约为收入

的"8;倍%&"+;年为+倍多%到&+世纪中叶%已达到&*倍以上!为解决收支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教

皇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财政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卖官鬻爵&信贷及发行国债%这些政策被教

皇视为解决赤字的根本办法%这亦就意味着教廷依靠借钱来维持运转!

表&!教皇的债务及债务开支"货币单位!银斯库迪#"

年度 债务 利息 教皇总收入 付息率"e$ 债务开支比率"e$

&"*; (%(";%)(! *&&%*!+ "’)%’,; ;8( ("8"
&"+; +%!)!%;"! )!)%**+ ’)"%(&" "8+ )*8,
&"’* &!%"*!%;+, +(’%*," &%;!&%&’" + );8*
&"’’ &&%;;"%**( +;*%!’) &%))!%,)* ;8" "*8’
&;!"’; &*%*)*%;*! ,!!%;!!？ &%"&(%!*+ ;8" "*8’
&;&’ &)%*+*%!!! ,)"%*"& &%,(’%;,( "8’ )"8’
&;") ？ &%)+(%;+; *%"!’%"", ？ ",8+
&;"*-&;+, (&%+*(%((’ ？ *%"’’%&!! ？ ？

&;+* ？ &%";*%&;* *%+!"%"’( ？ "+8,

&"世纪起%教皇的财政史已变成了一部借贷与信贷史!尽管此前%教皇也存在借贷行为%但除了

用于周转资金%信贷并未真正影响教廷的财政%因为当时教皇收支能够平衡并富有结余!教会大分裂

后%教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中%不得不经常性地向商人银行家&教俗封臣以及君主借钱%抵押教会地

产&教皇国的乡村&市镇乃至教皇冠%债务成为教廷财政的核心问题!早在&"世纪末%教皇已无力按

期偿还其年积月累的债款%只得让债权人直接参与授职费与年金的分配!此外%教皇还以其它方式贷

款%如利奥十世"&"&(年#&"*&年$与克力门七世"&"*(年#&"()年$都曾把某种预期收入先卖给包

税商%以获得垫款!偿还这些先卖的开支在克力门七世时占其属世收入的,e#!

卖官鬻爵最初是教皇为应付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但自&"世纪起%逐渐成为教廷首要

的借贷方式与财政政策!博尼法斯九世"&(,’年#&)!)年$是第一位出卖圣职的教皇%他将文秘署与特

赦法院的文书之职标价出售$!自庇护二世"&)",年#&);)年$始%教皇大量增加鬻官人数%并将其组成

长老会&红衣主教团之类的新团契%各团以团体为单位接受教廷拨款%然后在团契成员中分配%以作官

薪%!塞克图斯四世"&)+&年#&),)年$始%卖官更甚于前代!他一次即创建三个新团契%其中一个为*)
人的秘书团%一个为&!!名成员的掮客团!此后教皇设立的官位还有&!!个文书职%&"!个公证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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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摘要员!,&位简函文书"=C015340624FH016F2#!+*位司玺员等!$&),+年秘书职位增至(!个!&)’&年

又增设&!)个税吏职!&"!+年新设&!&个档案文书职!&"!’年新增&)&个河道监"T0A621?6:362E15A6#"$

当时!文秘署%圣库和特敕法院的绝大多数正式官职都标价售出$此后!教廷开始大规模地设虚职出售!

如&圣彼得骑士团契’%&圣乔治骑士团契’等!俗称为&第三类鬻官’$无论实职或虚职!卖官鬻爵已成为

当时教廷 最 重 要 的 财 源$利 奥 十 世&"&)年;月*!日 明 码 标 价 出 售 的 官 职 共+,)个!共 可 卖 得

&!&)+!)"!杜卡特#!约占教廷预算总收入的&(;$&"*"年教廷卖官*(!!个!价值*"!万金斯库迪)&"’’
年约卖*’!!个!价值(,!万金斯库迪$当然!这只是官爵的售价!而非教廷的实际所得!据法国学者利

特瓦计算!&"(;年至&";"年间!教廷得自鬻官的收入年均+,!(!!金斯库迪$$

&"*;年!为了从更大的市场 上 获 得 贷 款!来 自 美 第 奇 家 族 的 教 皇 克 力 门 七 世 创 设 了 公 债 制 度$

公债的份额叫做借款份额券!是一种可以流通和转让的证券!并可流通于罗马内外$债券的名称常常

以偿还债款的某种收入来源命名!如"以托尔法明矾矿收入作为保证金的#明矾债券%好运债券%肉税

债券%关税债券等$其种类现在所知的共有(!余种%$这些债券有些是有期偿还债款!有些则是永

久债券$如&"""年创设的九年债券即属前者$后一种债券可通过遗嘱转让$对教皇财政而言!获利

的一种方法就是把终身债券变为永久债券!因为这可引起利息下降$

史学家们常常将教皇债券与佛罗伦萨的&公社公债’相提并论!其实两者间存在着本质区别$佛

市的公债是一种向市民强制发行的集资证券!结果其市场价从未达到票面价值!只有面值的*!e乃

至&!e$教皇的国债则不同!它不是强迫纳税人低息借款给政府!而是直接面向市场!但市场只有在

无风险且条件优厚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投资$不过从表*来看!&"*;年至&;&(年间!教皇每年借款的

总额虽不断增长!但他总是很容易得到所需的贷款$而且!长期贷款的利率是不断下降的!从&!e跌

至不足;e)短期贷款的利率虽高!但总趋势是稳中有降$克力门八世"&"’*年*&;!"年#和保罗五

世"&;!"年*&;*&年#一共发行了价值;!!万银斯库迪的债券!绝大部分都是以;e以下的利率发行

的长期债券$另一个现象是!根据帕特纳教授的研究!教皇的债券很少以低于票面价值的)e的比率

发行!常常是超过票面价值!其交易十分活跃!在&+世纪初!年均成交&"!!!!股!每股价值&!!银斯

库迪!一年内约有&(;的债券脱手&$

无论是卖官抑或国债!购买者当然是意大利的有产阶级!他们便成了教皇的债权人$这一转变使

得传统的教廷与商人关系发生质变!从商人依赖教廷的保护转变为教廷对商人的财政依赖$对教皇

的这种依赖!商人银行家们亦时时感到不安+&"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蒂奇银行罗马分行的监理常

常担当教廷贮存总监一职!贮存银行的主要职能就是弥补教廷的财政亏空$&)+&年,月至&)+*年;
月间教廷与该银行间 的 逆 差 已 达,!+!(,(佛 罗 林!因 而 分 行 经 理 格 罗 万 尼,托 纳 布 尼"714SA::1

940:AHL4:1#在致美蒂奇银行总裁的信中极为忧虑地说!担任总监得到的利益比麻烦要多得多!因为

教廷以透支生活!并希望总监预付资金以弥补亏空$在另一封信中则指责英诺森八世!&他的圣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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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于更愿意请求恩惠而不是履行义务!"当教廷财政有所好转后#他亦较为乐观$%如果教皇富裕了#

我们也就富裕了&!!又如&;((年#热那亚银行家们因借给教皇*!!万银斯库迪而%感到后悔!"&商

人银行家们的这些反映#正好证明了教廷的依赖&

表*!教皇的国债与利息"货币单位!银库斯迪##

时间
长期借贷 短期借贷

资金 利息 息率’e( 资金 利息 息率’e(

&"*; *"!#!!! *"#!!! &!
&";) &#)&+#!!! &!,#"&! +8; ,)!#!!! ’+#,!! &&8;
&"+; *#(;!#;"! &+)#;"" +8) &#&,!#!!! &()#!!! &&8(;
&"’* *#’;"#’,( &’!#!,+ ;8) *#;+(#’+! *,!#"’! &!8)’
&"’’ )#,;!#&(( (!!#),; ;8* *#*""#’*! *(*#!&* &!8*,
&;&( ,#&&+#&!! )++#’&! "8’ &#+)+#*!! &,!#’"" &!8(;

三!教廷与商人贵族的兴起

!!教廷的财政政策及其对商人银行家的依赖#其影响是深远的#最为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

商人贵族阶层的崛起&当然#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意大利诸邦#多以商业立国#自古就有经商传统#商业

文化积累亦较为厚重&在中古时代#%由于贸易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结果分化出一个新的阶

级)))资本家阶级!$#马克思称之为%城市贵族!&这些资产者为改变其社会地位#不断谋求传统社会的

认同&早在十二三世纪#他们即开始把触角伸入教廷的财政机制#成为教廷商人或御用银行家&在&)
世纪#已有商人之子当上圣库的低级官员#运用其掌握的专门知识为教廷服务&&"世纪前半期#他们利

用教廷的财政困难#充当包税商而直接涉足教廷的征税领域&当时教廷的各项收益大都承包出去#以获

得急需的垫款&如托尔发明矾很长一段时间是承包给美第奇家族的#到&"*"年又包给塞耶纳商人切基

家族’9/6./1O14F=16:A("罗马的三种关税被包给罗马的迪纳*瓦勒银行’%6DDAGADD6("罗马及近郊的盐

专卖包给 贝 尔 纳*布 纳 奇 家 族 银 行’I60:A0?4I0ACC1("佩 鲁 贾 的 财 政 和 帕 斯 科 尼 的 关 税 包 给 皮 埃

罗*德*贝尼’T16304?61I6:6(与索利’3/6=ALD1(两个银行家族"马尔凯的财政包给商人卢基*加迪’QLb

1O17A??1("罗马格纳的财政包给吉阿科莫*萨尔维提’71AC4@4=ADS1A31(等%&

在&"世纪末与&;世纪#当罗马教廷公开卖官鬻爵与发行国债而使得钱权交易成为可能时#无疑

为商人+银行家阶层大规模地渗透教廷提供了契机#购官购爵便成为他们投资的热点&因为购买教职

不仅能获得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扩张家族势力#为家族带来荣誉与地位&

其一#教廷出卖的官职虽然是执事+文书+缩写员+公证人+税吏+秘书等公务员职位#但在&"世纪

")!!!!!!!!!!!!!!!罗马教廷与商人关系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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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世纪!教廷的高级官员大多来源于此"&)&+年至&"*+年间共有*,"位枢机主教!其中&&!人

来自教廷内部的各级官员#&"’(年至&;;+年的*+;位枢机中有&;(位来自教廷公务员"由此登上

主教职位等教会要职的人就更为多见"&)&+年至&"*+年间有";位圣库执事$占)!8*e%&+)位秘

书$占*’8"e%晋升为主教!"

其二!购官者可兼领数职!以扩大其家族在教廷中的影响"德国学者弗兰茨对&)+&年至&"*+年

的**!!位官 职 持 有 人 作 过 考 察!根 据 他 的 研 究 结 果!其 中)!!人$&,8*e%持 有*个 官 位!&,!人

$,8*e%持有(个官职!&&!人$"e%持有)个官职""帕特纳教授对&)&+年至&"*+年圣库执事与秘

书的兼职现象也作过专门研究!据此可知’在&)&位圣库执事中!有(;人$*"8"e%持有文书职$2C015b

340%!’人$;8)e%兼有摘要员职$@Ad40AHH06S1A340%!*,人$&’8,e%兼有见习摘要员职$@1:40AHH06b

S1A340%#*)’位秘书中!有&&,人$)+8(e%也兼有文书职!"(人$*&8(e%兼有见习摘要员职"此外!有

*"人身兼秘书与圣库执事两职#"正是由于兼领教职现象的普遍存在!因此!尽管从&),!年始!教廷

大量设置官职出售!使 官 位 急 剧 增 加!但 实 际 官 员 并 未 相 应 增 加"教 职 圣 俸 署 的 一 份 文 献 记 录 了

&"!(年&&月至&"&)年+月期间的官职交易!它列出有((;个官职卸任!**)个出缺!)"个晋升!这

一期间的官位数从+!!个增至’;!个!但实际官员只有";!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尽管社会各个

阶层都可以买官!但官位仍是由富人掌握!少数金钱家族控制着鬻官市场"如德国银行家富格尔在

&"*&年占有两个秘书职位!另一银行家萨尔维戈$94@@A24=ADSAO4%占有三个秘书职!而佛罗伦萨银

行家斯托茨$>1D1554=304UU1%竟占有*",个官位!其中一个为秘书职%"

其三!购买官职可以影响地方的教职推荐!以扩大其家族势力"帕特纳教授的研究表明!一家族

成员在教廷拥有实职!他就有很多机会来扩大其家族的影响!如兼领教职教俸&晋升主教&出使他国"

最重要的是他能影响教廷或地方的教职推荐"美第奇家族银行曾成功地使&*名佛罗伦萨人当上教

会要职!著 名 者 如 枢 机 主 教 阿 尔 贝 托(阿 尔 贝 蒂$JDH6034JDH6031!&(,;)&))"%&枢 机 主 教 安 东 尼

奥(皮科$J:34:14TLCC1!&),))&"))%&枢机主教罗伦佐(皮科$Q406:U4TLCC1!&)"’)&"(&%&佛罗

伦萨大主教安得利 阿(布 昂 德 蒙 提$J:?06AIL4:?6D@4:31!&);")&")*%&枢 机 主 教 尼 科 罗(加 蒂

$B1CC4D47A??1!&)’&)&""*%&比萨大主教昂菲 利 奥(巴 托 利 尼$]:4F014IA034D1:1*?6X6?1C1+%等

人"&)&+年至&"!!年佛罗伦萨主教堂座教士团的&+*名成员中!至少有’)人得力于美第奇等家族

的教廷官员的帮助"&"世纪的热那亚教士&&;世纪的卢卡教士!实际上&;世纪意大利的全体教士大

都与当地某些家族的教廷官员关系密切&"许多家族正通过这一途径而培植起自己的社会势力"

其四!一教职及其持有的教俸被认为是持俸者家族祖业的一部分!可以让渡或转给家族中的另一

成员"这样!一主教职与主教区&一修道院院长职及其产业或一些丰厚的教俸便会在某个或某几个家

族手中停留很长时间!有的甚至长达百年’"在教廷中持有官职因而成为家族控制教产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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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商人"银行家等资产者家族成员不断涌入教廷#使教廷官员的社会构成发生了

重大变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十五六世纪教廷官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集团$

一是教皇家族!自&"世纪始#教皇亲戚在教廷官员中所占比例开始增加#枢机主教中不断出现

了所谓的%侄儿枢机&’.A0?1:ADb:65/6Y(!&)&+年至&"&+年间#教皇共任命了("位侄儿枢机’其中"
位稍后当上教皇(#每位教皇任命(至;人不等!具体如下$尼古拉斯五世&位)卡利克图斯三世"庇

护二世各*位)马丁五世"保罗二世"英诺森八世各(位)朱利安二世)位)利奥十世"位)塞克斯图斯

四世"亚历山大六世各;位!!其他更低一级的教职#教皇家族成员亦占有相当比重!帕特纳教授据

此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制已具有家产制或世袭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也注意到了这一时期

侄儿枢机制的世袭性质#!

二是来自传统的教士特权阶层"君主与一些古老的具有世袭头衔的名门世家#如罗马城中的望

族#利古利亚"坎帕尼亚等地的旧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曾一度控制着教廷官员的任免#这一时期他们

的传统力量仍发挥着较大的优势#教廷的实质性官位大都仍由他们控制!

其三#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人文主义学者"法学家在教廷官员中亦占有少数席位#但他们人

数极少!&)&+年至&)’+年,!年中#教皇共任命,,位秘书#有(+位出身学者#但其中仅有&!人出身

平民!实行卖官后#他们的机会就更少了!&),;年至&"*+年共有&;&位秘书#只有两三人来自贫穷

的人文主义者$!

最后是一个来自商人"银行家的阶层!出身这一阶层的教廷官员在整个教廷官员中占多大比重#

目前尚不能确知#但我们可以作一推论!帕特纳教授对&)&+年至&"*+年圣库执事与秘书两种官员

的社会出身作过专门研究#其研究结果转述如下$这一时期共有&)&位执事#其中()位来自商人或银

行家家族’占*)8&e(#&)人来自罗马教廷银行家家族’占&!e(#(人来自担当圣库贮存总监的银行

家家族’*8&e()同一时期共有*)’位秘书#来自前三种家族的人员分别为);’占&’e("*(’’8"e("(
’&8*e(!亦即说#共有"&位执事"+*位秘书是出身于商人或银行家家族#所占比例分别为(;8*e"

*’8+e!帕特纳教授特别强调#他只统计了这些确知其父辈为商人银行家的官员#至于那些其祖父辈

或祖先是商人银行家的官员#他无法弄清#亦就无从论断#但显然为数不菲!如果我们加上这类官员#

那么来自商人银行家家族的官员将占有更大比重!这一阶层对教廷其他部门的渗透同样明显#至少

圣库与法院的人员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家"商人与银行家家族%!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商人与银行

家阶层已控制了教廷&+(以上的官职!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教廷官员的突出变化表现为一个资产者阶层的兴起!商人"银行家等资产者

通过购买教廷的官职而把持了教廷的各部门#通过购买国债而掌握了教廷的经济"财政命脉!他们不

仅参与管理教廷的各种事务#也出任教廷银行家"圣库贮存总监’为发行国债而新设的一个重要部门(

+)!!!!!!!!!!!!!!!罗马教廷与商人关系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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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包税商!近代早期教皇的财政运行已完全依赖于他们"在&;世纪!这个阶层逐渐与罗马教士阶级

融合!形成某种宗教财阀#.D601CAD5DL34C0ACP$的统治"到第五次特伦特公会时!为对教廷实行全面改

革!建立了&"个监督委员会#=L560S1240P.4@@133662/6A?6?HP.A0?1:AD2$!其中;个专管俗务的团

体的基本成员就是这些财政寡头!他们有权向教廷提出各种财政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并参与财政政策

的制订"从&;世纪中叶起!这些家族开始被教皇晋升为贵族!其受封的时间主要是&;世纪最后*!
年及&+世纪最初&!年"在这(!年里!产生了一个稍后被称为罗马教廷贵族#E4@A:TA5ADB4H1D1b

3P$的阶层!"德国学者鲍尔教授也认为!十六七世纪取代中古时代罗马封建家族优势地位的是一个

以教皇银行家为核心的阶层""帕特纳教授更明确地指出!&,世纪意大利贵族的祖先绝大多数就是

文艺复兴时期购买教廷官职的人#"凡此种种!均证明了罗马教廷与商人阶层的合流"

从上述考察可知%中古时代的西欧!商人有其个体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空间!他们通过长期地为教

廷提供各种财政服务!长期寄生于教会贵族这一特权阶层的身上!利用它的弱点!通过高利贷盘剥它

的财富而不断成长壮大!最后跻身于教会贵族的行列"由商人&银行家而贵族的转化符合西欧社会近

代转型的趋势!因为贵族资产阶级化抑或资产阶级贵族化都是西欧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

而商人银行家集团在教廷中的兴起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从教

会的层面看!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世俗政府更为保守!这一时期教廷官员社会

构成的变化证明!教廷更多的是被迫去适应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

本文无意于推翻中古教会阻碍西欧社会变迁的传统看法!仅仅旨在强调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看

到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确有不利于资本主义潜在因素成长的同时$!不能将之绝对化!还有看到它在

实际的经济生活过程中适应乃至在客观上促进西欧社会转型的一面"

!本文作者龙秀清"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

!责任编辑"国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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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主流观点是:在西欧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教具有促进作用,天主教则是一种保守力量.言其保守,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天

主教的高利贷禁令阻碍了商人发家致富.其实,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教会本身对高利贷态度的变化.在千余年的中古时代,教会精英与神学家面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在不断地改变传统的看法,使其不断与社会现实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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