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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丁·路德在新教会建设中的活动

张勖娟

(常州工学院教育学院，江苏常州 213022)

摘要：路德积极参加新教会组织、经典、教义和礼仪方面的建设，为新教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

献。他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路德宗教会成为了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天主教会的一家崭新的教

会。路德宗国教化主要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是由路德造成的。对路德在新教会建设中

的活动应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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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发轫于德意志，波及全西欧的宗教改革

运动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资

产阶级思想革命运动。积极参加路德宗教会的各项

建设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和杰出领袖马丁·路德中期

(1521年沃姆斯会议后～1525年)和晚期(1525年农民

战争后。1546年)所从事的最主要的宗教改革活动。

国内史学界对路德在路德宗教会建设中的活动尚未

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对“路德与路德宗国教化之

关系”这一相关重大问题却颇有争议。国内外均有史

学家认为路德应对路德宗国教化负主要的责任。也

有西方学者指出路德宗国教化从来就不是路德的意

图。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路德与路德宗国教化之关系?

本文将对上述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路德在新教会建设中的活动及其作用

1．倡议并参与巡察活动，使新教会克服了混乱

软弱状况

1521年底，德意志一些教会开始实施路德的某

些宗教改革主张，这意味着路德宗教会产生了。然

而，由于新教会此时尚未有统一的章程和教义，社会

下层激进改革派用激烈的方式改革教会，这使新教

会在组织活动时呈现出混乱状况。农民战争后，新

教会的人事问题十分严重。神职人员队伍软弱，且

出现越轨行为。他们有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有的

年老力衰以致无法胜任其工作；有的甚至在公共场

合醉酒。此时的新教会既混乱又软弱，还随时面临

来自皇帝和天主教诸侯的攻击和镇压。显然，这样

的新教会只有在强有力的新教诸侯的支持下，才能

与天主教势力相抗衡，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最终确

保宗教改革事业走向胜利。于是，路德等新教神学

家向新教诸侯发出了呼吁，1525年10月，路德上书

萨克森选侯，建议把萨克萨选侯国分成4—5个区，

由选侯到各区巡视教会信仰、礼仪、人事和财政等情

况，撤换不可靠、不称职的神职人员。这就是路德所

主张的巡察活动。根据路德和其他新教神学家的建

议，选侯于1528年正式组织巡察活动。路德随同选

侯参加了最初的几次巡察。巡察员们在两个月内视

察了38个教区，他们考查了牧师对教义的理解，并

调查了他们的行为表现，免除了不称职的神职人员

的职务；撤换了原有的主教辖区，而将萨克森全境分

成若干教区，每教区设有“监督”一人，监督不得干预

教区行政事务，直接对选侯负责；统一崇拜仪式，没

收修道院的产业、圣坛基金等。巡察活动使萨克森

境内新教会基本上克服了组织上的混乱软弱状况。

随后，北德意志大部分新教诸侯也仿效推行了类似

的巡察活动。

2．翻译《圣经》，使新教会拥有自己的宗教经典

路德的《圣经》翻译工作早在他1521年隐居瓦

特堡期间就开始了，他用3个月的时间将希腊文《新

约圣经》译成了德文后，立即投入了希伯来文《旧约

圣经》的翻译工作。路德晚期虽然疾病缠身，但他仍

然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从事《圣经》翻译工作。

1534年，路德的德文《圣经》出版了。后来他又不断

地对其译本进行修订，最后这个译本成了德文《圣

经》的权威性版本，所用文字简洁优美，语言生动准

确，且十分本色化、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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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宗教的信仰者来说，拥有其宗教经典

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早期路德宗信

徒来说，如果没有路德的德文《圣经》，他们的经典便

是普通人无法读懂的拉丁文《圣经》或晦涩难懂，错

误百出的非标准德文《圣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路德的通俗易懂的德文《圣经》的问世，才使路德宗

信徒从此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宗教经典，标志着路德

宗教会真正建立起来了并使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发

展成为可能。路德的德文《圣经》既是路德宗教会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也起到了统一德语的作用，并促进

了德意志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是路德对德意志民

族文化的一项巨大贡献。

3．编定教义、礼仪，促成教会生活的民族化、平

等化、廉俭化

路德一贯主张“众信徒皆祭司”，信仰上人人平

等。他重视广大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便于普通人参与，他主张在教会活动中尽量使

用本民族的通俗语言，1526年，路德为新教会编订

了德文弥撒仪式。1529年，他用德文写了大、小《教

义手册》，据估计《教义手册》在其出版后的头30年

内就售出10万份。尤其是他的小《教义手册》，语言

生动易懂，并配以木刻画，十分适合儿童记忆和对普

通民众进行宗教信仰教育。路德告诫牧师们要把普

遍信徒作为布道的主要对象，应当“避免宫廷词汇，

使普通群众明白这些话语。”【l J他还说：“一个敬畏上

帝、正直的讲道人应当在讲道时特别注意到贫穷朴

质的人，他们所讲的应当清楚明白，好使那些简单未

受教育的人可以了解、牢记在心。”“当我讲道时，我

所注重的，就是许多青年人、儿童、仆役。”【2J路德晚

年不顾体弱多病，经常深入乡村讲道，探望穷人。路

德是最早创立“众赞歌”这一教会音乐形式的人，这

一形式使参加礼拜的全体信徒都加入到颂唱中来

了，改变了以前只有圣诗班和主持礼拜的神职人员

才可以颂唱的做法。路德还在教会实行所有信徒一

同领饼酒的圣餐礼。

路德也尽量使教会礼仪廉俭化。一般来说，他

中晚期只坚持圣餐和圣洗为正式圣礼。1523年，他

编订了圣餐和圣洗礼仪。3年后，他虽然恢复了弥

撒，但清除或削减了天主教豪华的崇拜仪式场面，并

且他没有将弥撒定为正式的礼仪。他反对呼求圣

徒、修道誓愿、和朝圣等陋习，从而使新教会向廉俭

化迈出了一大步。

4．在教会建设中坚持“因信称义”的原则

路德早期提出了“因信称义”思想，这一思想体

现为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新兴的资产

阶级反对封建等级统治的锐利的思想武器。【3J“因信

称义”说是路德全部宗教改革理论的基础，也是其宗

教改革活动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在路德宗教会建设

中，他亦坚持强调这一原则。路德在路德宗教会的

威望很高，但他不仅没有在教会树立自己的权威，而

且反对人们树立他的权威，他甚至反对用他的名字

来命名新教会，他说：“我首先恳求人们不要以我的

名字来命名，不要自称路德信徒，还是称作基督徒

好。路德算什么?教义又不是我创立的。我也没有

为谁上过十字架。”L4J路德坚决反对树立任何人和思

想的权威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因信称义”的权威。

如果说路德早期的著作为路德宗教会奠定了思

想基础的话，他中晚期的活动则主要是将其理论付

诸于新教会建设的实践当中。路德积极参加新教会

的组织、经典、教义和礼仪方面的建设，为路德宗教

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路德的活动在很大程度

上促使路德宗教会成为了欧洲历史上的一家崭新教

会，它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天主教。它坚持“因信称

义”的原则，主张教会民族化、平等化、廉俭化，这一

切都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因此，

路德宗教会的建立实质是资产阶级反对天主教封建

统治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路德与路德宗国教化之关系

路德宗国教化是指诸侯成了教会的实际首领，

他们控制了路德宗教会，并利用它来为其统治服务。

路德宗国教化使诸位侯实力进一步加强，从而加剧

了德意志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与西欧历史发展趋势

是背道而驰的，不利于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因

此路德宗国教化是德国意志的历史悲剧。

1．并不是路德教会观的变化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

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路德晚期的教会观有了本质

的变化，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农民战争使路德对

‘普遍人’产生了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怀疑⋯⋯因此

他不会去做任何有助于新教会成为民主教会组织的

事情，并促使他把他的宗教改革运动交给俗界控制，

以致将世俗政权看成也有宗教职能。”【5 J

在上文所提到的巡察活动中，路德承认诸侯对

新教会具有监督权。即诸侯应当禁止违背路德宗的

异端邪说的传播和错误礼仪的使用，而且有权罢免

不称职的神职人员并任命新人来代替。在路德看

来，诸侯行使禁止权、罢免权和任命权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必须是为了纠正错误和不合理的情形，否则，

诸侯不应使用这些权利。路德主张诸侯有权没收修

道院产业、圣坛基金和什一税等，但认为其中一部分

应用于教区教堂和教区学校的开支。路德认为诸侯

有责任保证地方教会所必需的财力。总之，在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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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想中，诸侯在新教会中主要发挥一种监督、协助

的作用，而不是指挥、操纵教会的专制作用。怕J

路德虽然不想使新教会被诸侯所控制，但他承

认诸侯在巡察活动中对新教会具有监督权，这显然

不符合他早期所向往的具有纯正信仰的信徒们自愿

结合、自行决定仪式和推选神职人员的“自治自理”

的理想教会模式，路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7 J他之所

以承认诸侯对新教会的监督，是因为当时新教会面

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因此急需得到新教诸侯的支持，

对于路德来说，把新教会置于诸侯监督之下，主要是

鉴于当时形势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的措施。巡察活

动开始时，路德就强调这一活动的临时性质。【8o在此

特别要指出的是：路德承认诸侯对教会的暂时监督

权的做法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早期在《致德意志

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已公开提出：如果教会不能履

行其职，国家在紧急情况下有权干预教会事务。路

德晚期在路德宗建设中借助于诸侯的力量来扶助软

弱的新教会的做法是上述他早期的主张在新形势下

的必然发展。

在思想上，路德始终未放弃其“自治自理”的教

会观和“政教分离”的原则。1528年，他在布道中重

申“我们一定不要忽视民政管理与灵魂管理的区

别，因为诸侯不能也不应该宽恕他人，他的管辖不同

于基督的管辖，那就是为什么皇帝要举着剑而基督

的国是为被搅乱的良知而设。”[8]16世纪30年代

初，路德提出不应该服从包括皇帝在内的世俗权威

对灵魂领域事务的强制。1545年，他又阐述了世俗

政权无权干涉上帝领域的原则。【9 J

教会“自治自理”、“政教分离”是近现代文明社

会的进步理念，也是路德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

路德承认诸侯对新教会的暂时监督权并不违背其早

期的主张。终其一生，他的教会观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不能说“路德教会观的变化导致了路德宗

国教化”。

2．也不能认为路德宗教改革立场的“蜕化”导致

了路德宗国教化

我国一些研究者认为：路德晚期宗教改革立场

的“蜕化”是路德宗国教化的根本原因，“路德教派因

路德倒向诸侯怀抱而蜕变为诸侯统治人民的有力工

具。’’[10】

路德在其早期的纲领性著作《致德意志基督教

贵族公开书》中已清楚地表达了依赖世俗权力进行

宗教改革的立场。在此书中，他对皇帝和诸侯寄予

厚望，极力呼吁他们惩治神职人员的邪恶，铲除天主

教的种种弊端，扼制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经济掠夺。

在此要指出的是，路德早期从未主张依靠人民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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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命进行宗教改革运动。人们常引用下面一段路

德的话来证实他早期支持暴力斗争：“如果他们(指

罗马僧侣——恩格斯注)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

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并且不用语言而用

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

对付他们了。”[11]其实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路德认为

暴力对付天主教的特权只属于世俗权力，这也是路

德早期依赖世俗权力进行宗教改革的又一体现。由

于德意志皇帝不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新教诸侯便

成了他依赖的对象。

1521年沃姆斯会议后，社会下层用激进方式改

革教会，引起骚乱。在新形势下，路德依赖诸侯进行

宗教改革的主张与人民群众激进改革教会的要求之

间潜在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了。1522年6月，路德

在维滕贝格讲道8天，极力呼吁群众不要用暴力方

式推进改革。农民战争前后，路德撰文极力攻击激

进改革派和群众的暴力行为，这说明，路德依赖诸侯

进行宗教改革的主张与人民群众激进改革教会的要

求之间的矛盾激化了。矛盾激化的原因在于人民革

命给路德宗教改革所依赖的力量即诸侯带来了极大

的冲击。

农民战争后，路德在新教会建设的过程中，进一

步加强了对诸侯的依赖。此时新生的路德宗教会内

外交困，岌岌可危。为了确保宗教改革事业的胜利，

路德和其他新教神学家把新教会的监督权暂时交给

了新教诸侯。路德承认诸侯对教会的暂时监督权的

做法与他一贯的宗教改革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纵观路德一生的宗教改革活动，依赖诸侯进行

宗教改革是他一贯的立场。诚如国内有学者所言：

“路德把诸侯作为依靠力量，这是他始终如一的主

张。在农民战争前后，在依靠诸侯这一点上他仅有

量的变化，而无质的区别。”【12]既然路德一开始并未

主张依赖人民革命而是主张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

革，那么他中晚期一度激烈反对农民革命，更加依赖

诸侯进行宗教改革只是他的一贯立场在新形势下的

必然发展，而不是什么“蜕化”。因此，认为“路德宗

教改革立场的‘蜕化’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的说法

亦是欠妥的。

3．路德宗国教化主要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是

控制西欧各国的“超国家”组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

展，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封建束缚和经济掠夺令德意

志人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民族矛盾已成为德意志

社会的主要矛盾。德意志迫切需要展开一场针对罗

马天主教会的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封建斗争。这场斗

争的领导权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市民阶级(正在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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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身上。路德一开始就针对时代的要求，

提出了改革宗教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宗教改革的中心

目标。然而，自9世纪查理帝国分裂后，德意志一直

处于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一局面严重地阻碍了德

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致到宗教改革时代的德意

志，仍然是诸侯各霸一方，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资产阶

级尚未形成的局面。路德想要反对势力强大的天主

教会，完成时代赋予市民阶级的历史使命，必须采取

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的立场。历史证明，正是依靠

新教诸侯的支持和帮助，以路德为首的市民阶级领导

的宗教改革运动才实现了路德最初提出的宗教改革

的中心目标。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路德所

采取的宗教改革立场是正确的。

然而，路德对诸侯的依赖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主

要是为路德宗国教化提供了方便之门。在巡察活动

中，路德把新教会的监督权暂时交给了新教诸侯，他

们借机逐步控制了新教会的人事和财政大权，使路

德宗走上了国教化的道路。贪婪的本性使诸侯日益

加紧了对新教会进行财产侵吞和人事控制。16世

纪40年代，萨克森选侯国路德宗教会建立了宗教法

庭，选侯把它作为控制新教会的重要工具，路德宗教

会就这样沿着国教化道路越滑越远。

面对诸侯利用其监督权，对新教会进行财产掠

夺和人事干涉的行径，路德十分震惊，他批评萨克森

选侯：“竞不顾我们灵魂的拯救，借助我们的努力，使

多少本该用之于教会的钱财流入，并将更多地流入

他无底的钱袋。”[13]154l～1542年，当萨克森选侯准

备强行任命新教神学家阿姆斯道夫(Nichol鹕Von

AIIlsdoIf 1483．1565年)为纽伦堡城主教以代替该城

牧师会推举的人选时，路德力图说服他放弃此举，要

求他不要超越监督人的权限，应当尊重当地教会的

人事决定权，并一再对教会的财产严重世俗化表示

关注。

表面上看，似乎是路德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

的立场直接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其实不然，路德宗

国教化的真正原因在于：宗教改革时代的德意志，诸

侯力量十分强大，资产阶级力量却非常软弱，二者力

量相差极其悬殊。路德当时正确的宗教改革立场事

实上却产生了某些消极的作用，这是由客观历史条

件所造成的。路德宗国教化并不是路德的所作所

为，也不符合他的本意。诚如某些西方学者指出的：

“路德决不想要把教会屈服于国家之下，这是他一生

持守至死不变的原则。”【14 J‘‘路德教的结局与路德本

来的意图大相径庭。”【15
J

史学界正确地指出了路德宗国教化的反动性，

但有些学者认定路德是路德宗国教化的罪魁祸首，

这是有失公允的。在上文中，我们已初步论证了路

德宗国教化的主要原因不在路德；同时还应看到：路

德宗国教化虽然是宗教改革事业中的败笔，但路德

宗教会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又是宗教改革事业的

胜利。路德宗教会尽管有不足和污迹，但与天主教

会相比，却是崭新的一家。它所坚持的“因信称义”、

“众信徒皆祭司”等主张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的

封建等级统治，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新兴的资产阶

级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教会礼仪廉俭化”的主张则

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对逐渐国教化的路

德宗教会，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路德在路德宗教会建设中的

活动应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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