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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9条)

1.学位论文 张华丽 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治世梦——伊拉斯谟教育思想再探 2007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是十六世纪早期欧洲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天主教改革家、教育家和古典语学者。他一生著述丰富，写下

大量宗教和社会改革方面的著作，编写了脍炙人口的古典语教材和教育理论著作。特别是在教育上，他开创了古典文科教育的先河，对自由教育理论和

古典语教学法思想贡献颇大。

    论文结合伊拉斯谟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思想，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位人文主义巨擘的教育思想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论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揭示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特征，介绍他的生平活动和著作。

    第二部分论述伊拉斯谟三位一体的教育方案，即君主的教育、民众的基督教教育和男孩的自由教育。

    第三部分论述伊拉斯谟的古典语教学思想。重点对《对话集》这本流行于欧洲两百多年的拉丁语教材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

    第四部分着重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伊拉斯谟教育方案的组织。

    论文最后一部分对伊拉斯谟教育思想的社会影响，及其历史意义和地位作出一个总体性的评价。

2.学位论文 张丽平 伊拉斯谟的教会观 2006
    伊拉斯谟是北方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宗教思想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来的宗教改革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正是封建社

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时期，伊拉斯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其思想具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这就造成人们对他的思想认识不一，甚至形成偏颇

的观点。在关于他的宗教思想的研究上更是如此，研究者往往只注重某个方面，而忽视了伊拉斯谟的思想所处的时代的背景，缺乏全面的认识。本文以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期为背景，以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为着眼点来综合考察他的教会思想，更好地认识伊拉斯谟和转型时期。

    本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伊拉斯谟关于教会本质的观点，他认为教会是一个以基督的精神教化信徒的机构，是一个由真信徒组成的有形的机

构。第二部分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角度，通过对教阶制、圣礼、神职人员的职能和修道院四个方面的考察来分析他的教会改革思想。第三部

分从国家、教会和社会三者的职能及其关系来分析伊拉斯谟的改革方案的实质，最后得出伊拉斯谟的教会改革方案不能实现的原因。

    通过对伊拉斯谟教会思想的分析，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时期的社会、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转型时期职能互相转化的趋势。此外

，又通过与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观的对比，认识到他思想中的矛盾性，揭示了他的教会改革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3.学位论文 王晓静 论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观 2007
    本文主要致力于对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观的研究。在中古西欧思想史上，人类的自由意志与上帝的主权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难解的问题。西欧中世

纪每发生一次社会变革，人们都会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而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之际，人们更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著

名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思想很有代表性。笔者通过分析伊拉斯谟自由意志观的人文主义特点和基督教特色，认为它反映了当时北方文艺复兴运

动宣扬理性且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希望，体现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双重特色。

4.学位论文 徐璐 伊拉斯谟宗教思想研究 2007
    伊拉斯谟是欧洲中世纪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被誉为“人文主义的泰斗”、“欧洲文艺复兴的纪念碑”。他有着丰富多彩的思想成就和执著一

生的追求，并以此影响了德国宗教改革以至整个欧洲。伊拉斯谟对教会腐败的揭露及其对圣经的编译工作为新教教义的形成和马丁·路德讲道创造了条

件，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伊拉斯谟的宗教思想的特点：批判经院哲学，追求基督哲学；主张回归圣经、纯

洁宗教；提倡和平，反对暴力。从伊拉斯谟与路德和莫尔的宗教思想的对比看，更体现出他人文主义的特点。伊拉斯谟宗教思想既受当时的时代背景的

影响，同时也与他儿时的经历、青年时代接受的教育、阅读的书籍，以及他的社交圈子的影响分不开。伊拉斯谟不仅是一位宗教思想家，也是一位语言

学家、考订学家、教育学家，宗教思想贯穿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对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都有影响，在他进行《圣经》的翻译、考订工作中，在他

的政治思想以及他的教育著述中处处体现着他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追求。伊拉斯谟的宗教思想不仅对他自己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德国宗教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tsfgdzkxxxb-hwb200601118.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6%9b%e9%9b%b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9%98%e6%bd%ad%e5%a4%a7%e5%ad%a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ad%a6%e9%99%a2%2c%e6%b9%96%e5%8d%97%2c%e6%b9%98%e6%bd%ad%2c411105%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tsfgdzkxxxb-hwb.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tsfgdzkxxxb-hw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85%8b%e6%80%9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81%a9%e6%a0%bc%e6%80%9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uqeno+garnin%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d%97%e7%b4%a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be%b7%e5%85%8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b%bb%e9%92%9f%e5%8d%b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4.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5%a5%e6%96%af%e5%8d%a1%c2%b7%e7%9a%ae%e6%96%af%e7%89%b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Mark+kishlansky%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c%8a%e6%8b%89%e6%96%af%e8%b0%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9b%99%e5%85%8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c%af%e6%81%a9%e6%96%a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8b%89%e5%a4%ab%e5%b0%94%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8%83%e5%85%8b%e5%93%88%e7%89%b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10.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8%83%e6%9e%97%e9%a1%b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5%8b%e9%87%8c%e6%96%af%e5%a4%9a%e5%a4%a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2%83%e5%b0%94%e5%a4%a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tsfgdzkxxxb-hwb200601118%5e1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8d%8e%e4%b8%bd%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7302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4%b8%bd%e5%b9%b3%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J00805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99%93%e9%9d%9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J01250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7%92%90%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70417.aspx


改革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5.期刊论文 余玥.Yu Yue 君主与基督教--关于《君主论》与《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的比较研究 -宗教学研究

2006,""(1)
    在对晚期文艺复兴不同潮流、不同著作地分析中,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围绕于君主与基督教的核心历史关系重新解读历史的可能性途径,看到文艺复兴

核心概念群的不同组织方式.从而,文艺复兴以一种与"近代起源"拉开了差距的面目呈现出来,它意味着重写历史,尤其是概念史的必要性.

6.学位论文 刘友古 论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 2005
    本论文不是要对宗教改革思想做出一种全面性研究，而是将两个16世纪的思想伟人：德泽德里·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放在中世纪晚期宗教思想的

背景中，比较地呈现这两个人关于宗教改革思想的差别。在这种呈现中，这些差别将揭示基督教思想中的三个主要问题：罪与救赎、理性与信仰、自由

意志以及必然性。从基督教思想来看，这三个问题始终是基督教的中心内容；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这三个问题始终构成了每个时代的宗教主题。若用

模式或范式来表达的话，那么，这三个问题既是每个基督教宗教思想范式的结构内容，又是范式转换的枢纽。伊拉斯谟与路德对这三个问题的解释也就

构成他们各自的宗教思想类型。若按照康德所提出的宗教类型来划分，即人中心宗教与神中心宗教，那么，伊拉斯谟倾向于第一种类型；而路德则倾向

于第二类型。当然，在这里所说的“倾向”一词就表明这种归类并不是那么严格的。譬如，伊拉斯谟虽然非常强调基督教应该以人为中心，因为上帝也

是为了人的幸福而祝福的，但是，他也强调基督教的信仰中心是基督。不过，基督的实质在他看来就是一种至高的心智，所以，人也要以他的心智去接

受基督。这就是他的“有知的虔诚”理论。路德也强调人的良心。正如他在沃尔姆斯所说，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撤回自己的宣言。这是本文第一个主

题。第二，本论文阐述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的意义就在于：一，伊拉斯谟的道德的内在救赎论和路德的恩典唯一的救赎论都超越了经院主义

的律法的外在救赎论。二，伊拉斯谟的道德理性建构理性与信仰的和谐和路德的绝对信仰建构理性与信仰的和谐也超越了经院主义的自然理性所建构的

和谐。三，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与恩典的合作论和路德的被缚意志论超越经院主义的理智主义和意志主义以及当时人文主义者的自由意志论。这些超越

就构成了他们各自在16世纪宗教改革范式中的宗教意义，也构成他们各自的现代性意义：伊拉斯谟开始了理性宗教思想的萌芽；路德则开始了新教宗派

思想的发展。

7.学位论文 李霞光 新教对于欧美国家法律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2006
    基督教从创立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从他的发源地巴勒斯坦扩展到全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上信徒最多，影响最大的

宗教。两千年来，基督教一直在塑造着人类文明，影响着它传到之处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文化碰撞和融合，最后发展成一

种普世性的对人类文明有重大影响的自成体系的世界宗教。

    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无疑是重要并且深远的。本文着重选取了15到16世纪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对于西方社会中法

律观念和法律成因及架构的影响。从地域代表上来说，本文选取了对于英国法律和美国法律的影响；从方法论上来讲，本文采用了一些数据统计的实证

分析；从层面上讲，本文的触觉延伸到了影响法律建立及实施的道德及教育领域。在阐述基督教改革时，本文分别从事件的影响和思想预备两方面阐释

了基督教改革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势在必行，其中事件包括当时的十字军东征，教会的黑暗统治，农民起义所起的先锋作用；而在论述思想影响时，本文

主要选取了奥克姆，威克利夫，伊拉斯谟三位神学家兼哲学家的思想观点，来支持当时的宗教改革，为其改革寻找正当性。

    其实，圣经本身就是一部律法书，单就摩西十诫本身就是一卷设计各个方面的律法教条，而近代西方社会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受到圣经及其原则的影

响。探讨基督教对近现代西方法律的影响显然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对于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文明发展也是一个重大的切入点。

8.期刊论文 邱适.QIU Shi 基督教人文主义对莫尔公有制思想的影响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1)
    通过介绍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来源,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状况.借解读当时最典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科尔特及莫尔的思想,显示基督

教人文主义结合基督教义、人文主义思想和古典文化发挥原始基督教教导等原则改造社会的特点.详细分析了莫尔基督教人文思想的来源,探究了"基督教

人文主义者"的内涵及形成原因.通过比较对莫尔<乌托邦>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公有制的推崇,从两方面显示了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对莫尔公有制思想的影

响.

9.学位论文 王宗华 欧洲中世纪晚期《圣经》翻译与基督教传播 2008
    中世纪晚期(约14-16世纪)，欧洲进入了一个大震荡、大调整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瘟疫流行，灾害频发，欧洲庄园和农奴制遭到破坏和瓦解，封建

经济逐步走向衰落；然而，广大农奴的解放和自由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创造了有利的劳动力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初步发展，不仅为王权的加

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而且培养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的政治力量--市民阶级。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各国王权日益强大，民族意识也因此

不断增强；到了15世纪末，英、法、西班牙等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教会也都在王权的控制之下；德国和意大利虽还没有完成统一，但

国内不断增强的市民阶级力量以及教会的日益腐败促使两国与罗马教廷越走越远。而与此同时，罗马教会这一欧洲最大的封建主却日益腐化，不断加重

对各国人民的剥削；罗马教会的贪婪、腐败、虚伪、欺诈与反动遭到天主教内部有识之士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教权逐渐

衰落。

    文艺复兴，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与传播，将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上帝和来世转向人间与现实，把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枷锁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

出来。而以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宗教改革，则直接指向贪婪腐化的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打破了长期以来天主教大一统的局面，永久地摧毁了

罗马教廷这一凌驾于西欧各国政权之上的国际法庭。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初步发展对天主教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不断揭露罗马教会的

种种虚假、欺骗的说教；造纸与印刷等生产技术的进步加快了科学知识和新教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欧洲人民改革和反天主教会运动的进程。新航路的开

辟，不仅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使欧洲从此不再封闭；而且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激励了人们由专注于神学转向对未知科学领域的积极探

索。

    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宗教改革运动的展开、市民阶级的壮大以及民族意识的增强，“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每个人都可以研读圣经并与上

帝直接对话”等基督教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了使更多的老百姓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并根据自己的理解领悟《圣经》的真谛，直接获得上帝的

救赎与恩宠，欧洲各国民族语译经活动日趋活跃。然而，《圣经》的民族语翻译，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圣经》是基督教的

教义经典，为了扩大信教群体，各级教会的宣教人员必须向广大百姓宣传和讲解《圣经》中有关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信仰和伦理观念。但是，在中世纪

，罗马教会垄断教育，教士是唯一的知识阶层，拉丁语是唯一合法的《圣经》语言；广大普通信徒既不懂拉丁语也不许直接阅读民族语《圣经》，只能

听从教士的宣讲。把持对《圣经》的解释是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显著特点：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与宗教利益，教会当局往往对《圣经》妄加解释。

教廷认为，民族语的词汇比较贫乏，不足以用来翻译、解释《圣经》，反对用民族语翻译《圣经》；广大普通百姓没有受过教育，不能完全理解经文

，易导致宗教异端，反对百姓自己研读和传播《圣经》。对于那些未经教会许可的民族语译经行为往往遭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有的译经者遭残酷迫

害，甚至惨遭火刑。然而，教廷的反对与镇压始终没有能够抑制广大百姓渴望阅读民族语《圣经》的强烈愿望。中世纪晚期，英语、德语、法语、意大

利语、波希米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等多种民族语圣经译本仍不断问世。这些民族语译本普遍用词浅显，通俗易懂，因而流传甚广，使更多的老百姓

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广大百姓以《圣经》原文的章句为最高信条，顺着其章节仔细研读，用心去理解和感悟上帝的箴言，并找到了反对教会种种

虚假说教和世俗统治者一切不合理要求的思想理论武器。

    14世纪下半叶，为了让英格兰人民更多了解《圣经》，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克利夫首开整部《圣经》民族语译本的先河，形成了威克利夫《圣经》。

16世纪初，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受威克利夫和胡斯革新教会活动的激励以及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发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宗教改

革运动。为还《圣经》本来面目于民众，进一步揭露天主教会的欺诈，路德抛弃以往其他译者通常以教廷官方的《武加大圣经》译本为参考的做法，而

溯源于希腊语的《新约》和希伯来语的《旧约》，以它们为底本，将《圣经》翻译成浅显易懂的德语，形成路德《圣经》。威克利夫《圣经》与路德《

圣经》是中世纪晚期民族语译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译本。这两部圣经译本的问世，不仅促进了各自国家民族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以及国内广大民众直

接研读圣经，而且影响和推动了欧洲其他民族语译经活动的广泛开展，加快了宗教改革的进程和新教思想的传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通过对以上欧洲中世纪晚期社会历史背景的回顾和这一时期大量的民族语译经史实的深入考察，特别是对威克利夫译本与路德译本的全面分析

与研究，揭示了《圣经》翻译与基督教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圣经》是基督教的载体和教义经典，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流传于世界各地；在这一过程中

，《圣经》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或信仰基督教，《圣经》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文字。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信

教群体，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进程，不断扩大其传播范围。可见，《圣经》的翻译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基督教传播的一项基础性重要工作。

欧洲中世纪晚期《圣经》的主要民族语译本都是在基督教革新思想影响和指导下完成的，通过抄传或出版发行，以通俗易懂的民族语将基督教的基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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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信仰和伦理观念广泛传播到欧洲各国，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这些国家与民族内的传播。可以说，《圣经》的翻译发展史就是一部基督教的传播史。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tsfgdzkxxxb-hwb200601118.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9da5dfd2-cdb2-4e92-9905-9e4d007a5359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tsfgdzkxxxb-hwb200601118.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