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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界宗教改革研究中的新理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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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宗教改革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转型，在宗教改革的内涵、宗教改革与中世

纪传统的关系、激进改革、宗教改革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等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显著的理论突破，丰富和深化了

宗教改革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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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欧

洲近现代文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几百年来，它

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20世纪下半叶以来，

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新理论、新方法的出

现，西方史学界宗教改革研究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

新理论，在宗教改革的内涵、宗教改革与中世纪传统

的关系、宗教激进改革、宗教改革时期的罗马天主教

会等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观点，进一步丰富和深

化了宗教改革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不但有助于我

们了解西方宗教改革研究的新动向，而且对进一步

提高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史学界不断批判与修

正传统的主流宗教改革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新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激进派乃至天主教会纳

入其中，甚至提出多元宗教改革的理论。这种观点

集中体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林德伯格的近著

《欧洲的宗教改革》一书中。他指出，宗教改革是多

元的，是多个宗教改革，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一元改

革，各个宗教改革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他认为，“宗

教改革是一个多元的改革运动时代，”[2](试’既包括

传统意义上的新教正统派改革，如马丁·路德、慈温

利、加尔文、英格兰、苏格兰、尼德兰、法国等，又包括

激进派的改革，如普通人的革命(传统上的德国农民

战争)、再洗礼派、唯灵论派等，还包括天主教的改

革，如天主教的宗教振兴运动、反宗教改革等。此

外，各个大派别中还有小的分支。天主教的宗教改

革不仅仅是对新教改革的一种被动反应，而是自成

一体的改革活动。林德博格的理论实际是宗教改革

的多元化及其多起源化理论的总结。

利用新的范式对宗教改革进行重新认识，也是

一种表现方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学者E．

w．齐登等率先提出“信仰告白化(confessional．

izatim)”理论，用来解释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

这种理论经过海因茨·谢林和沃尔夫冈·莱茵哈德的

努力，逐渐成为认识早期近代欧洲历史的一种一般

的范式。谢林主要从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角度

验证它，而莱茵哈德则以罗马天主教会为分析对象。

他们不是从传统的宗教角度进行分析，而是独辟蹊

径，把宗教改革放在更广阔的视角内进行考察。认

为这个时期欧洲在社会、宗教、政治、法律、行政等各

领域的转变是围绕着信仰告白化之主题展开的，信

仰告白化时代的欧洲是“现代性的热身期。”欧洲的

教会，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这个时代里都与国家

政权结盟，重新调整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但结盟给国

家政权带来的利益远大于给教会带来的利益。谢林

指出，“信仰告白化”代表着“社会的一个基本进程，

它对欧洲社会的公共及个人私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这个进程⋯⋯在大多数地方，是与早期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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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兴起以及早期近代分属不同教派的臣民社会

的形成齐头并进的。⋯⋯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它在

原则上是矛盾的，使国家与社会更紧密地融合在一

起。”【3](肿)‘‘信仰告白化”是建立在以下历史基础之

上的，“前近代欧洲与中世纪及早期近代欧洲没有区

别，宗教与社会、国家与教会在结构上是连在一起

的，以至于在早期近代的特殊条件下，宗教与教会对

社会的影响并非一种更广范的现象的一些个别的部

分，而是影响了整个社会制度，并成为国家与社会的

轴心。这种联系在宗教改革及随后的信仰告白时代

尤其密切。”[3](聊’据此，“反宗教改革”、“路德正统

派”、“第二次宗教改革”等术语就应改为“天主教信

仰告白化”、“路德派信仰告白化”、“归正宗或加尔文

派信仰告白化”，以体现在这个时期三种势力并行的

历史局面。莱茵哈德认为，16至17世纪的宗教改

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并非对立关系，新教改革和天

主教改革有相同的起源，它们是同一历史变化过程

——信仰告白化过程的两种平行表现形式。1517—

1525年间的福音运动之后，新教与天主教便开始了

争夺主动权的斗争，通过教育、宣传以及书籍审查制

度建立了更加严格的教义体系及服从制度。由于任

何一方都无法独立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便与诸

侯、官吏和国王结盟，结果在实际上把教会变为政权

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把普通信徒变成

臣民的过程[4](眦。㈤。虽然学界对“信仰告白化”范

式的普遍性还有争论，但对探讨宗教改革时期的诸

问题，对重新认识近代早期的欧洲历史都有积极的

启示作用。

范式的转变还体现在对宗教改革与中世纪传统

的关系的认识上。近代以来，在宗教改革的评价问

题上，主流范式是中断，强调二者间的对立。新教学

者肯定宗教改革而否定中世纪传统，天主教学者虽

然视宗教改革为传统教会的分裂者，但他们同样认

为宗教改革是一场显著的变革。20世纪下半叶，这

种解释模式面临挑战，一些学者通过思想文化角度

的研究，提出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角度认识宗教改

革，S．欧兹门特主编的《中世纪视角下的宗教改革》

(1971)以及F．F．切奇和T．乔治主编的《连续与中

断》(1979)反映了这种价值取向。欧兹门特说：“从

中世纪的角度观察宗教改革，体现了它既是中世纪

思想与宗教史的顶峰又是对其超越的信念。”口1

奥伯曼是这种思想的系统阐述者。奥伯曼研究

的重点是15世纪的思想史领域，尤其是唯名论思想

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在他看来，中世纪的思想并非

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以13世纪的托马斯主义

为顶峰，此后走向衰落甚至解体；托马斯主义也未独

霸整个思想领域，成为普遍认可的体系。实际上，15

世纪的神学并非中世纪思想的衰落，恰恰相反，而是

它的丰收季节，唯名论在这个时期达到盛期，思想领

域里还活跃着其他思潮，它们一起孕育了宗教改革，

成为宗教改革的黎明。他的一系列成果就是要证明

“把宗教改革运动置于其中世纪的背景下，消除中世

纪晚期、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研究中存在的意识

形态方面的隔阂，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61根据

他的思路出版的《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思想研究》丛书

至今已有近百种问世，其吸引力从中可见一斑。

根据这种理解，对宗教改革以及重要的改革家

的定位与评价也相应有所改变。欧兹门特指出，尽

管它是宗教上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但“它并没有

改革整个教会，更未改革整个欧洲社会，而且到16

世纪中期，它本身也亟待改革。”【5](咄’奥伯曼认为，

路德并非宗教改革的源头，相反，他只是当时由唯名

论、人文主义、奥古斯丁主义三种思潮塑造成的宗教

改革大潮中的～员，随时间的推移，他的改革思想逐

渐与其他派别分离。[6](嘲埔’表面看来，宗教改革家

是反对中世纪的经院传统的，但实际上无论马丁·路

德还是约翰·加尔文，他们的思想都与经院传统有着

密切的关系，有关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

点‘71(PrO。51；丹¨5勒。

1960年代，荷兰学者盖尔德提出大小宗教改革

的观点，为认识与评价宗教改革开辟了新路子。他

通过研究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考查它对近现代西

方文化的影响，并与宗教改革家的思想进行比较，提

出与人文主义相比，传统上所谓的宗教改革对历史

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恰恰相反，真正有影响

的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尤其是伊拉斯谟、莫尔、

蒙田、让·波丹、莎士比亚等对近现代西方的作用更

大，他们与宗教改革及天主教改革并列第三种势力，

他们的改革主张比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的改革更激

进。基于此，他把这种第三势力称为大宗教改革，而

把以马丁·路德等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称为小宗教改

革龇剐。

把宗教改革的概念扩大应用到其他时期的历史

中去，是又一种重要表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起，一些学者从宗教角度提出“12世纪的宗教改革”

甚至“中世纪的宗教改革”等观点，美国学者康斯特

堡是其中的代表。他指出，用“危机”或“混乱”来形

容12世纪西欧在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方面的变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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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确切，它毋宁说是“变革”，用“宗教改革”一词更

能全面体现在宗教态度和机构方面的变革及其历史

意义，因为“12世纪宗教生活和情感领域的发展与

世俗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同样重要，而且它在许

多方面为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的教会史铺平了道

路。州9]㈣’还有学者提出“‘12世纪宗教改革’本身是

从1050年到1226年更大范围的‘中世纪宗教改革’

的一部分”[10]呷¨，16世纪的新教改革不过是“从11

世纪到18世纪，震撼拉丁或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一系

列‘宗教改革’的高峰。”[11]㈣’

严格说来，激进改革一词只是到20世纪60年

代才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

不但将激进改革排斥在宗教改革之外，而且往往用

“再洗礼派”作为它的代名词。激进派长期被排除在

宗教改革之外，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反正统主张，如政

教分离、世俗权力不得介入宗教事务、取消政府、不

纳税等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由于追求一种完全个

人的宗教并试图摆脱世俗权力的控制，遭到新教和

天主教的共同镇压。因此，西方史学界一直不重视

对这个群体的研究，看法也很简单，并长期把他们的

反社会倾向作为批判的重点。19世纪末，德国著名

社会学家E．特勒尔奇揭开了对激进派研究的新篇

章。他认为激进派不但是新教改革的一部分，而且

比主流宗教改革更进步[5](嗍’。此外，他还对激进

派进行了区分，认为激进改革不仅仅包括再洗礼派，

还包括以神秘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唯灵论派，这一派

既有神秘主义者又有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主张与再

洗礼派有很大不同。本世纪，激进派的研究得到迅

速发展，很多史学家认为，激进派追求自由精神与政

教分离的主张对现代欧洲文明的作用巨大，有些人

甚至将激进派视为与路德派、加尔文派以及安立甘

教并列的第四大新教团体[5](酬’。

五六十年代以来，对激进宗教改革的研究进一

步加深，并形成系统的理论。美国著名的宗教改革

史研究专家班顿提出再洗礼派是宗教改革的左翼，

新教是右翼。与此同时，另一位美国学者里特尔又

对激进派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并进一步指出，茨维

考的先知与尼德兰敏斯特城的再洗礼派思想有别于

再洗礼派和唯灵论派，并认为再洗礼派是宗教改革

时期的“第三条道路”⋯(蹦’。1962年，美国学者G．

H．威廉姆斯的《激进宗教改革》一书问世。这本书

是近一个世纪来激进改革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

16

“激进改革”这一概念最终形成的标志。威廉姆斯将

激进改革定义为“一个松散的相互联系的宗教改革

及复兴的混合体，除再洗礼派各派别外，还包括唯灵

论者以及各种各样的有唯灵论倾向的人，以及主要

起源于意大利的福音理性主义者。”“他们都不满意

路德一慈温利一加尔文的法律称义模式以及所有的

原罪和预定论理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削弱了

他们个人宗教经验的重要性。”⋯(嘶’威廉姆斯指

出，将激进派列为左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们其实

并不是依附于主流新教的极端派别，相反，它本身就

是一场积极的运动，有独立的起源，并且不同意主要

宗教改革家的理论。激进改革共分三大派，即再洗

礼派、唯灵论派和福音理性主义者，每一派内部的主

张并不相同[5](嗍)。威廉姆斯对激进改革派别的划

分与以往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将福音理性派

归入激进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对重新认识一些

人物如伊拉斯谟等具有重要意义。

威廉姆斯对激进改革的定义及评价得到大多数

学者的认可，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有

人认为，“激进改革”的提法不严谨，容易引起歧义，

因为从天主教会的立场来看，路德的改革显然是左

翼，并在1520年以前呈现出浓厚的激进色彩。有些

学者则认为，激进改革的说法未必成立。迪肯斯指

出，即便抛开其他宗教宗派主义者与唯灵论派运动

不说，就再洗礼派本身来看，再洗礼派宗教改革的说

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他们没有伟大的精神领袖，没

有普遍认可的教义，没有中心指导机构，他们既未引

导政府、塑造社会，也未掌握政权。实际上他们并未

像人们后来认为的那样具有一种宽容精神，而是同

样认为，除他们以外的所有人都将灭亡⋯(嘣一驯。

有学者认为，激进宗教改革的提法实际上夸大了16

世纪的宗派运动的重要性[5](嗍)。

虽然学术界对激进改革运动看法还有分歧，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激进派对宗教改革来说再

不是微不足道的边缘，而是越来越成为宗教改革的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不断地向宗教改革的中

心靠拢⋯‘呦)。它不但对宗教改革而且对现代基督

教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激进派追求自由的独

立精神对近现代欧洲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大多数新教史学家眼里，宗教改革时期的天

主教会一向是反动的象征，并用“反宗教改革”一词

来表示。反宗教改革一词是由德国著名的史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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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首创的，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一直遭到传统的

天主教史学家的批判。一方面，“反宗教改革”一词

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容易误导人，使人产生新教比

天主教好，有好的代替坏的、反动的之意。另一方

面，天主教并不坚决反对改革，相反，天主教内部的

有识之士认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他们的改

革活动早在马丁·路德的改革之前就已开始，并一直

持续到特伦特公会议。天主教与新教在改革上的态

度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改。天主教会并

没有意识到神学教义及教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而

是把个人的道德作为改革中心，试图通过整饬个人

的道德达到纯洁教会的目的，反宗教改革只是其中

的一部分活动。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上台，此后，

天主教的改革活动发生变化。保罗四世以禁书令和

异端裁判所为重要工具，以特伦特公会议为阵地，在

继续进行个人道德改革的同时，把天主教的复兴活

动变成针对新教的敌对运动。从这时起，天主教的

反宗教改革的说法才可以成立。因此，传统所谓的

反宗教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中世纪末期教会改革努

力的继续，是教会为了消弭14世纪出现的普通人的

宗教虔诚与官方宗教之间的冲突的一种继续努

力[5](聊一圳。鉴于此，许多学者建议用“天主教改

革”或“天主教宗教改革”等术语代替“反宗教改革”

一词。

在许多学者主张用“天主教改革”或“天主教宗

教改革”代替“反宗教改革”一词的同时，德国学者耶

登则认为，“反宗教改革”与“天主教宗教改革”两个

术语不应该舍此取彼，而应一起用，因为二者的侧重

点各不相同。反宗教改革指的是天主教会恢复被新

教夺取的信徒与地盘的活动与努力；而天主教宗教

改革则指的是在马丁·路德之前就已经开始的教会

改革运动，特伦特公会议是这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它

同时也是反宗教改革的开端。因此，他认为“说天主

教宗教改革或反宗教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应该说，天

主教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不是一个或此或彼

的问题，而是一个二者都是的问题”，“天主教改革指

的是教会通过内在的更新过程对普世生活理想的重

新定位，而反宗教改革则是教会在反对新教的斗争

中的一种坚持己见。”[12](附埘’

不过，这种提法仍有推敲的余地。美国天主教

历史学会主席奥麦利指出，无论“天主教宗教改革”

还是“反宗教改革”都不足以反映历史全貌，因为这

种用法的背后有以下潜在的含义。首先，它强调的

是与新教改革的关系，而这个时期天主教的许多活

动是与新教改革无任何关系的，如海外传教活动、新

宗教团体的出现以及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复兴等；

其次，它意味着这个时期的天主教比其他任何时期

都急需改革，而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事

实上，天主教并没有持续低落；最后，改革是一个技

术字眼，指的是对教会法在生活、宣道、独身等规定

以及对特伦特会议发布的一系列决议的实施，用它

指代全部历史，显然不恰当。鉴于此，奥麦利提出，

“‘早期近代天主教’是一个更好的名称，它既暗示着

变化与继续，又使年代问题具有开放性。、它含蓄地

包括了天主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甚至天主教的恢复，

使它们成为不可或缺的分析范畴，同时又可以避免

过于明确的划分。”[13】(聊’奥麦利的观点得到了许多

学者的赞同，并比较详尽地体现在比莱利的研究中。

比莱利认为这个时期是天主教派对早期近代社会及

文化变化的积极回应，是其迈向现代的重新塑造过

程，社会及文化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即国家力

量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变化、欧洲的对外扩张、文艺

复兴和宗教改革[14](卧川。

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宗教改革研究正经历着价

值判断和方法论方面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西方基督教的教会合一运动进入新阶段。各教

派之间的敌对有所缓和，谅解精神有所增加，这种变

化无疑对学术研究产生一定影响。在双方分歧较大

的宗教改革领域里，一些传统的观点逐渐得到调整

与修正，在价值判断上有了相当的改观，如重新审视

宗教改革的内涵，积极肯定激进派对西方社会的贡

献，对天主教会的认识也渐趋客观，尤其是在转型时

期天主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有所突破，许多学者

也开始承认天主教会也在积极顺应历史潮流，完成

近代化的历程

宗教改革研究还经历着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的

转型，传统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宗教改革研究领

域里一直是思想史学派的天下，从业者以教会史家
和神学家为主，主要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宗教

改革，涉及神学、传记、精神分析史学、政治意识形态

以及普世教会运动理论等。他们认为，宗教改革是

一场宗教斗争，并由宗教斗争引发社会政治变革。

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从社会史的角

度研究宗教改革，并逐渐与思想史学派呈抗衡之势。

新兴的社会史学派主要以社会史家和世俗史家为

主，主要关注地方史、社会群体、经济史、城市史、权

力关系、文化人类学、大众文化等。他们不同意思想

史学派有关宗教改革引发社会政治变革的观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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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只是基督教顺应欧洲社会进

化的一种措施。社会史学派利用新理论，从新的角

度研究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诸问题，因此在与思想史

派的对抗中占据了上风。欧兹门特在谈到转型问题

时说：“欧洲宗教改革的学术研究已经进人方法和主

题上的一个实验时代，未来的几十年将是该运动的

研究领域的转变时代。⋯⋯宗教改革史的研究方法

变得如此多样，以致于未来几代专家和学者可能会

发现，他们只能以点代面，通过高度专业化的研究领

域隐约地感觉到整个宗教改革运动。”[5]

社会史学派的兴起为认识宗教改革运动开辟了

新途径，对丰富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对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作用。但是，这种新格局也存在问题，两派的论战往

往走向极端，对学术研究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很多

学者希望能跳出狭隘的论争，找到一种更好的诠释

宗教改革的新方法。所以，欧兹门特又说，“宗教改

革研究仍在期待着一位摩西的出现，他能将它带出

当前社会史学派与思想史学派论战的大海，走向一

种既关注又能容忍各种塑造历史经验之势力的历史

学。”[15“叫由此看来，利用新方法、开辟诠释宗教改

革的新途径，仍将是未来一个时期西方宗教改革史

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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