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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主教、新教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具有某种历史联

系，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这种

联系的性质，却一直都是个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学术

界普遍认为，新教是资本主义的促进因素，而旧教与资

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在德国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权威著作的影响下，这

种观点更加成为一主流观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学术认识在深化。在最近数十年的西方史学界，在关于

教会伦理与起源问题的认识上，新旧教的差异正在逐渐

缩小。学者们在对“ 韦伯命题”的理论内容和分析方法

进行质疑和批评的同时，重新审视中古天主教对社会经

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上的教会伦

理及其经济生活实践，从而将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引向

对天主教自身的变化及其适应性的研究上来，这是一个

可喜的变化。

一

? ? “粗野的原始状态”，完整的基督教和“ 一些残破不

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构成了西欧中世纪起步时的历

史前提。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奠

定，它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世界行将崩溃，新世界正在痛

苦分娩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它贬抑现世，贬抑理

性，向往天国和来世，为遭受苦难的人们展示出一幅足

可寄托的彼岸世界，从而为人们所信奉。人民也都深信

教会掌握着升天堂的钥匙的权力，这是在难以掌握命运

的时代里每个人自身可以作出的选择。同时，由于社会

的混乱，现实生活中充满着不稳定的因素，“ 教会还代表

着足以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秩序”［C］（第CB页），这同样也吸引

着统治者和人民，使他们心系宗教，成为虔诚的教徒。

因此，当中世纪迈开它的步伐，一切从头开始做起时，基

督教介入了“一切”领域，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 万

流归宗”的主宰地位。在中世纪，我们只知道一种意识

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因此，个人的意见之服从于教会，

也就成为了每个人的责任。

西欧封建社会初期，仍然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

由于蛮族入侵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生产力的极端落后，造

成了经济供求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早期教会继

承了犹太教的农本思想。中世纪天主教会无论其经济

思想，还是其宗教观念，依然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古

代哲学中的享乐主义因经济的衰败封建庄园自给自足

倾向的加剧，已经没有其立足的地盘而被世界所遗忘，

代之而起的劳动禁欲主义则成为整个社会所憧憬的理

想。禁欲主义所奉行的原则是“ 脱离尘世，专心致志地

独居苦修，沉思默想地祈祷”［!］（第CC@页）的修道生活，基督

教的教义被教会解释为人生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自己奉

献给上帝，而不应有个人的追求，赎罪要通过对生活的

节制，对教会的恭顺，对内心的反思来实现。神学家们

从宗教观念出发，强调懒惰是罪恶之母，并坚持劳动的

责任和自食其力的尊严。自修道制度创立始，不同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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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派别的僧侣们都以刻苦自身作为洁净灵魂的有效途

径，他们遁世避俗 ，幽居荒野 ，开垦土地，自食其力，以

显示其安贫乐道之志。

与上述农本思想相对应的是中世纪西欧的轻商观

念。按照正统的基督教的解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不

仅不利于一个人思想的净化和灵魂的得救，而且也有悖

于做人的原则，有悖于基督教所肯定的伦理标准。劳动

的目的不是增加财富，而是保持一个人出生时的地位，

直到从尘世转入永生，追求财富必然陷入贪婪的罪恶，

贫困起源上帝，是上帝的旨意所决定的。在中世纪经常

有宗教会议关于限制教士从事漂布、织工、鞣皮工、染

工、鞋匠等业的规定。在教会轻商观念的束缚下，一些

从事交易的商人、农奴、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多半是

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虽接受平等交易原

则，但未尝不把赚来的钱看作是贪婪与罪恶的产物，内

心中总认为他们的财产是非法的。教会对于放债收息

的态度则更为明确。“ 教会从亚里士多德得来的理论：

‘金钱是不结果实的’以及福音的成语：‘放款，不希望再

获得什么’，必须严格遵守而予以普遍实行，它把收取利

息作为 违 反 基 督 教 教 义 的 和 不 道 德 的 行 为，予 以 禁

止”［!］（第!"!页）。因此，在中世纪前期的多次宗教会议和

教会法规中都明令禁止收受利息，并对放款收息的教士

及信徒进行严厉的遣责和惩罚。#" $ #! 世纪内，罗马教

皇们曾多次发布谕旨，规定俗世间久欠债权人的钱不必

付利息，已收取了利息的要退还，尚未收息的不准再索

取。

教会之所以对商业和借贷行为采取严厉的否定态

度，除了上述宗教方面的原因外，还在于：一方面，是为

了不至于使小生产者受高利贷的盘剥而陷入破产，进而

会动摇封建主的统治。封建主在领地内的统治是建立

在对分散的个体生产与经营的农奴、有农奴身份的手工

业者进行剥削的基础上的，领地内的小生产者的劳动向

封建主提供了稳定的财源和兵源，如果小生产者受高利

贷的盘剥而破产或逃亡，会削弱封建主的财产和力量，

进而不利于封建主的统治。加之在中世纪，纯粹是农业

人口，交易和利润都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教会取

缔高利贷的法律是有道理的，它既是中世纪时代人们生

产生活方式的产物，也是封建主阶级对待商业和高利贷

的基本立场在伦理上的反映。另一方面，教会禁止放债

收息对自己也是存有好处的。教会越是禁止放款收息，

教会自己从中捞取的经济利益就越大。这是因为教会

只是禁止自然人的放款收息行为，而不禁止寺院从事放

款活动，寺院不是自然人，不会因放款而获得罪孽。加

之教会不禁止那些急需钱用的人把地产抵押给寺院，教

会因此可以占有更多的土地。如果不禁止利息，教会和

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

二

% % 早期教会伦理是农本思想的体现，是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的产物。但是，纯粹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可能长

久维持，即使在西欧封建社会初期，零星的商品交换依

然存在，货币仍然在某些地区发挥着作用。随着西欧封

建制度的确立，社会生产力毕竟缓慢而稳定地发展起

来，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地扩大中，因此，经济

的变化不可避免。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特别是它所宣

扬的苦行主义，不能阻止世俗对经济的热衷和改善生活

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世纪，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

发展，城市居民中从事商业活动以及与商业活动有关的

人数越来越多，商业意识不可避免地被城市居民所接

受，西欧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因此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

缝。新兴的商人阶级开始着手把经济生活从教会的束

缚下解脱出来，并对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进行调和。那

些在城市中生活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认为，对利益的追

求和改善生活处境是人的本性，因而正常的交易行为和

财富的积累，都是顺应自然的，不过富人应该用施舍来

救济贫困，改善公共福利。因此，他们一方面继续从事

商业活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又积极从事公益事业，以

便使自己依旧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并在最后审判日得

到赦免。与此同时，中世纪流行的苦行主义在城市兴起

后也遭受了城市居民的怀疑，正如贝奈戴托& 克罗齐所

指出：“如果苦行主义使心灵遭受了挫伤，如果奇迹使心

灵蒙上了阴影，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信念它们谁有

力量能完全长期压抑真实。”［’］（第#(#页）城市中的人们是

讲究现实的交易者，他们在通过苦行而步入天国和生活

奢侈而坠入地狱的两个极端之中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即信奉其基督教教义、乐善好施

而步入天国，避免坠入地狱，又能因生活的改善而不必

受苦行主义的折磨。

基督教的经典不仅来自世俗社会的冲击，教会本身

的日益世俗化也使早期教会道德理想主义难以维持。

“基督教徒不得为商人”的道德说教，虽然不绝于耳，但

在物质诱惑面前已逐渐失去约束力，越来越多的基督教

徒被卷进商品经济的漩涡，为商业利益所引诱，加入商

人的行业，就连进行道德说教的神职人员也醉心于经营

商业，以牟取物质利益。) 世纪，诺曼人、马扎尔人入侵

时，大批手艺人和商人躲进教堂和修道院以得保护，进

而成为教会和修道院的工商业经营者，或成为它们的代

理人经营商业。教会和修道院运输货物的船只往返于

西欧各地的河道上，与犹太商人的货船并驾齐驱。在加

洛林王朝时期，查理大帝通过商业贸易立法，把市场权

利赐给教会和修道院，允许它们在其领地上建立每周一

次、每年一次或别的形式的市场，结果大部分市集都处

于教会和修道院的管辖下。查理大帝征服德意志之后，

在赐予教会修道院土地的同时，还赐予其开设市场的权

利，教会和修道院附近往往是市场所在地，小市场大量

出现，使神职人员贪财的欲望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到

了 #" 世纪，市场数量大增，世俗封建主和城市开设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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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教会和修道院开设的市场造成竞争之势，因而引

起教会和修道院的报复。如英国巴叶主教的市场，由于

英王批准设立城市市场而濒临破产，教皇尤金三世出面

干预此事，致函英王亨利二世表示不满。由教皇最高首

脑出面保护教会市场的权利，足以说明商业利益在神职

人员心目中的地位［!］（第"#$页）。

禁止收取“重利”或利息是教会的严格法规，商品货

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禁令成了一纸空文，教会自身也

经营起抵押和放款业务，办起了中世纪最早的银行业，

教会为自己这些牟利行为辩解道：“ 寺院是法人而非自

然人，所以收取利息是不带有什么罪孽的”。十字军东

征，促进了教会、修道院抵押放款业务，参加十字军的封

建贵族为筹措现钱，有的以高利息为条件把土地抵押给

教会和修道院，有的以低价出售土地。教会和修道院往

往乘人之危，通过抵押放款而聚敛财富。

消除物欲，净化灵魂，原本是修道制度的宗教理想，

然而修道院抵挡不住外边尘世生活的引诱。由于城市

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城市优于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

吸引着神职人员，于是，城市里的教堂和修道院多了起

来，如德意志著名的工商业城市科隆，在 "! 世纪末，有

"" 座大教堂，"% 座教区教堂，## 所男修道院，&$ 所女修

道院［$］（第’"(页），这些城市成了一个地区的宗教中心，僧侣

们放弃了当初开荒者的精神，摆脱了边境上的艰苦状

态，开始集结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沉湎于城市的奢华享

受之中。原先安贫乐道不复存在，声色、权力、财物成为

他们追求的目标。此外，教廷出卖神职收受贿赂，神职

人员蓄妻纳妾沿以成风，修道者淫乱，沉湎于商品经济

带来的享乐中，对宗教事务敷衍了事。教会修道院的世

俗化倾向使教会的威望因此极度下降，这种状况不仅受

到信众的遣责，教会、修道院内部的一些人也不堪其忧。

面对教会的严重危机，从 ") * "’ 世纪，教会内部发起了

一系列旨在消除腐败，克服自身世俗化倾向，以保持天

主教正统教义和天主教地位的改革，并先后出现了克吕

尼派、西斯妥西安派、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等教派。

延续 # 个多世纪的教会内部的改革，虽多少抑制了一下

教会的世俗化倾向，但都未能实现他们的宗教理想。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纠正旧寺院团的弊病，重整

修道制度为己任的各个教派，不仅未能净化腐败中的教

会和修道院，而且连自身也被转入了追求财富的浊流。

在 "’ 世纪过后，天主教连同它的自我净化器每况愈下，

不可救药的衰落下去。虔诚的愿望在实现时正好走向

了它的反面，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

一般规律支配的”。

三

+ + 面对 "’、"( 世纪西欧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经济

结构的变化，早期教会的不妥协态度难以维持，教会不

能不放弃原来的主张而向时代的需要作出让步。同时，

由于教义与实践之间鸿沟的日益加深，“ 只有抛弃那种

认为教义与实际事务有直接关系的主张，才是拯救教义

的唯一根本之计”［&］（第!# * !’页）。于是在中古后期，意识形

态出现分化，少数经院哲学家仍然坚持其封建正统经济

思想，许多重要的神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和经院哲

学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经济

现象和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正统神学家的观点和理

论，从而对世俗经济生活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

些观点、理论主要表现在货币、高利贷、利息等问题上。

在商业上，中古后期的教会法理论对商人及其商业

利润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格拉蒂安同时代的神学

注释家鲁弗留斯就曾强调，获得利润的基础是劳动和资

本，后来的教会法学家又区分了公正利润与不公正利

润。如 "’ 世纪的休古西奥与霍斯特西斯对商业利润的

性质作了双重区分。首先，他们把买卖所得的利润和高

利贷区分开来；其次，他们把付出劳动时间和金钱的利

润与没有付出劳动、时间和金钱所得的利润区分开。这

样一个区分使商人摆脱了教父们不加辨别的指责。阿

奎那作为西欧封建社会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经院

经济思想家，对商业采取了调和折衷态度。他根据亚里

斯多德关于两种生财之道的观点，认为“ 在贸易中实行

贱买和贵卖就是一种罪恶”。同时又断言，“ 贸易本身并

不是非法的”［,］（第!( * !!页）。在他看来，一个人从事贱买贵

卖在两种情况下是可以免受道义上遣责：（"）一个人用

他从事商业中获得的适当利润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

或者帮助穷人；（#）买进时并无转手卖出的意图，并对物

品作出了改进，或因时间地点改变而价格有了变动，或

因物品运输担负了风险。阿奎那的调和论包含了既要

维护宗教伦理的权威，又要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交易活动

是合理的这一矛盾，基本上仍是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进

行阐述，从而得到教会的认可。“ 到 "! 世纪，神学家们

都承认，商业追求是经济制度平滑运行所必需的，对公

众也是有益的”［%］（第’()页）。唯一的例外是剥削公众的垄

断者，明显的高利贷者（即典当商）和投机分子。在利息

上，中古教会以遣责高利贷著称，高利贷者被认为犯有

多种罪恶，理应成为万夫所指的目标。然而在现实经济

生活中，放债取息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为经济生活

所必要，即使有严厉的禁令，商人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手

段进行规避，因此，教义与商业实践间存在的鸿沟需要

进行调和。自 "# 世纪开始，教会自身逐渐放松了对借

贷收息活动的禁令，他们开始把货币本身同货币在商业

上的使用区分开来。认为“ 货币自己是不能生息的，货

币也不能使自己增殖，但通过商人对货币的使用，货币

就可以成为可以获利的”。“ 货币不仅仅是具有货币的

性质，而且在这之外还有一种生产的性质，这就是我们

通常所称做的资本”［")］（第","页）。由此，教会法学家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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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把“高利贷”限定为以过高利息放债的行为而与一

般的商业借贷行为区分开来，认为只要利率合理，没有

乘人之危之嫌，借贷一般是允许的，收息也是正常的。

从罗马法的规定以及 !""" # !$"" 年间世俗当局的实践

看，当时绝大多数贷款的利息为 !% # $$& ’( 。阿奎那对

放款收息也持折衷的态度，他一方面肯定放债取息是罪

恶的，又认为放债取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他根据

罗马法将物品分为消费物和代替物，认为对所有权不能

分离的消费物要求利息是重复出卖同一种东西，因而违

反了正义，而对使用权与所有权可以分离的代替物如房

屋、土地等，则可以收取利息。在阿奎那看来，货币是消

费物，因而出借货币收取利息是不合法的。阿奎那还批

驳了关于利息是对时间的支付的观点，因为时间是众人

共有的财产，单纯债务偿还的延迟，不能作为增加偿还

数额的依据。同时，阿奎那又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收

取利息：（!）出借人出借货币蒙受了损失；（%）出借人以

合伙形式把货币委托给商人和手工业者，担负了丧失本

金的风险。这些又为收取利息开了方便之门［!!］（第%!页）。

!$ 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和神学家还在高利贷禁令之外寻

找“例外”，为高利贷者开脱罪责。中古中后期经院哲学

家对“公正价格”伦理也作了重大的修正。阿奎那的“ 公

平价格”学说究竟是什么含义，在当时甚至以后若干世

纪都引起过争议，因为解释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公正价

格就是教会出于限制商业交换的目的而规定的价格或

官方规定的法定价格，商人无论盈利与否都必须接受。

是对价值规律作用的否定，它取消了商人牟利的基础，

抑制了自由竞争，保护了低效率的生产者。据此而得出

的结论是，公正价格的教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

一种较为“现代化”的说法是：阿奎那的“ 公平价格”就

是市场价格，它围绕生产成本而波动，但正如霍兰德所

评论的：“阿奎那不是一个经济现象的分析家，因而我们

不能将完全成熟的马歇尔的价格决定理论⋯⋯归之于

阿奎那”。但不管怎样解释，阿奎那的“ 公平价格”学说

的提出反映了它对市场供求同价格波动之间关系已有

所了解，交易中获利也是允许的，只是他要求商人的行

为合乎道德。因此，它就是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反映出

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中的矛盾。

折中主义的调和论只是缓和了封建正统经济思想

中的矛盾，冲突仍未结束。从 !$ 世纪末期起，司各脱与

阿奎那在经济伦理方面的争论动摇了教会伦理的基础。

司各脱的思想舍弃了调和论者的含蓄、隐蔽的论证方

式，比较直接地提出了教会的经典和教义中的若干观点

是可以商榷的或重新加以解释的。根据司各脱的解释，

理性的幸福并非仅仅来自对上帝的信奉或遵循上帝的

旨意去行善，而且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利幸福，上帝

的帮助固然不可缺少，但人们的主动进取则是首要的。

!) 世纪前半期的奥卡姆进一步发展了司各脱的学说。

奥卡姆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创造的，信仰领域与

知识领域是两个并行的领域。教会的经典与教义所遵

奉的是神的旨意，只能在信仰领域内占支配地位，而在

信仰以外的知识领域，人们可以摆脱教会的经典和教

义，创造自己的前途。司各脱奥卡姆的思想在当时被教

廷认为是异端邪说，但却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在以后的

发展中，教会对经济领域内各种事务的影响力渐渐减

弱，代之而取的是理性主义。在考察教会经济伦理与世

俗价值观念的转变时，我们还有必要将之与 !) 世纪欧

洲所遭遇的那场黑死病浩劫联系起来，当时欧洲流行的

知识是超越现实的，人在黑死病面前束手无策，眼看死

神肆无忌惮地吞没欧洲五分之二强的人口。这样特定

的危机背景使人们认识到知识需要重新定位，人的生命

力需要重新定位，人的价值需要重新发现，人类运用知

识的方向必须改变，即要把为神学服务的脱离现实的知

识变成为现实服务的知识。这种观念的转变预示着一

个新的时代的即将来临。

以上我们动态的考察了中古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

经济实践，通过考察，我们是不能得出旧教阻碍了资本

主义发展的结论的。不关注文化价值、宗教伦理等因素

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而直接处理经济问题可能会使人们

误入歧途。同样地，研究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

系时，如果不是建立在动态的过程分析之上，也可能妨

碍正确理解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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