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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立场和根本原则的一贯性

张 匡 娟
(常州师范专科学校，江苏常州 213022)

摘要：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是路德～贯的立场，因此他中晚期反对人民革命并不意味着他“背叛”了

人民，而是他的一贯立场在新形势下的变相表现形式。路德一生所坚持的乃是依赖储侯、进行市民阶级的宗教

改革的立场。他中晚期继续对天主教展开斗争，最后走上与天主教完全决裂的道路。他中晚期捍卫了他早期提

出的“因信称义”的根本原则。路德的宗教改革立场和根本原则具有一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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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是一

位颇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国内史学界一般把

路德的宗教改革活动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517年

一1521年沃姆斯会议闭幕)、中期(1521年一1525

年农民战争结束)和晚期(1525年一1546年)。国内

外史学界对路德早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且

对其早期的“因信称义”思想和反天主教斗争普遍

持肯定评价。但对路德中期的研究相对薄弱，且争

议较多。国内对路德晚期的研究则基本呈空白状

态。一些学者认为：1521年后，德路同社会下层激

进宗教改革活动的分裂是他走上“背叛宗教改革

运动和人民斗争的道路”n】自勺开始，路德中晚期“把

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运动出卖给封建诸侯”，【2】

∽33”有的学者认为：路德中晚期“反对天主教会及

其教义的斗争大大削弱”，路德晚期甚至放弃了他

最初提出的“只有信仰能免罪”的原则。⋯∞艄’这

些观点归结起来就是：路德中晚期背叛或放弃了

其早期的宗教改革立场和根本原则。本人在对路

德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后，认为

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一、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是路

德一贯的立场

路德在其早期的纲领性著作《致德意志基督

教贵族公开书》中对皇帝和诸侯寄以厚望，他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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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

较清楚地体现了路德依赖世俗权力进行宗教改革

的立场。在此要指出的是，路德早期从未主张依靠

人民和人民革命进行宗教改革运动。的确，路德早

期曾有过暴力言论，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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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舻懈显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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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诸侯便成了他唯

一可以依赖的世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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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年秋至1523年，萨克

森领地内的莱斯宁城市议会决定由诸侯来接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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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院，这体现了市民阶级依赖诸侯推行温和的宗

教改革的立场。路德对此表示赞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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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路德中晚期在建设路德宗教会的过程中，进

一步加强了对诸侯的依赖。1521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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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新教会的教义和礼仪在实践中呈现出

混乱状况。新生的路德宗教会既要克服自身的软

弱混乱，还要面对天主教会及天主教诸侯的敌视

和动荡的社会环境，自然困难重重。于是路德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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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早期在做德意志基督教贵
族公开书》中已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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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路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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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晚期这一立

场更为突出。诚如我国学者于可先生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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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路德一开始就并未主

张依赖人民革命而是主张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

革，那么他中晚期反对人民革命只是他的一贯立

场在新形势下的变相表现形式，而不是什么“背

叛’。事实上，路德一生所采取的乃是依靠诸侯、进

行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的立场。他中晚期并末‘把

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运动出卖给封建诸侯’。在思

想上，路德始终未放弃其早期的市民阶级的自治

自理的教会观和‘政教分离’的原则。1528年，他在

布道中重申了“政教分离’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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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应该宽怒他人，他的管辖不同于基督的管辖

⋯⋯，而基督的国是为被搅乱的良知而设。”§】

P．32¨27’在实践上，路德中晚期积极参加新教会的

组织、教义和礼仪的建设，坚决捍卫‘‘因信称义’原

则，极力强调“众信徒皆祭司’的平等观，且竭力促

成教会生活的平等廉俭化。如果说路德早期的著

作为路德宗教会奠定了基础的话，他中晚期的活

动则是将其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思想付诸于新教

会建设的实践中。

路德之所以一贯采取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

的立场，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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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掠夺令德意志人民越来越无法忍受。16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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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落在了正在形成中的先进的资产阶级——市民

阶级的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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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德意志，诸侯力量强大，市民阶级力

量十分软弱，路德想要反对势力强大的罗马天主

教会，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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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路德对诸侯的依赖

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主要是为路德宗国教化

提供了方便之门。1521年以后，诸侯借监督权逐步

控制了新教会的人事和财政权，使路德宗渐渐国

教化。路德宗国教化加强了诸侯的割剧势力，不利

于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德意志宗教改革事

业的败笔。在此应当指出的是，路德宗国教化是当

时德意诸侯力量强大，市民阶级力量软弱的客观

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与路德毕生所向往和追求

的教会自治自理0‘政教分离’的理想背道而驰。我

们固然要注意到路德宗国教化的消极作用以及路

德对诸侯的依赖与路德宗国教化有一定关系。但

我们更应看到：第一，尽管路德宗渐渐国教化了，

但路德倾注了大量心血创立的路德宗教会的存在

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的“因信称义’原则及

其“众信徒皆祭司’的平等观以及教会廉俭化都从

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带有较强的反封建色彩和

市民阶级的平等思想。第二，路德采取依赖诸侯的

宗教改革立场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由

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目标决定的。路德顺应时代

的要求采取了这一立场，完成了市民阶级的历史

使命，解决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值得充分肯

定。国内史学界某些学者往往只强调路德依赖诸

侯的宗教改革立场的保守性及其消极作用，而没

有注意到路德采取这一立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公正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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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二、路德中晚期继续坚持反对天

主教的立场

史学界普遍对路德早期对天主教的斗争持充

分肯定的评价。而前苏联及我国史学界对路德中

晚期对天主教的斗争很少提及，且多认为他削弱

了这一斗争。事实上，尽管路德中晚期与社会下层

的宗教改革活动发生分裂，但并未因此缓和对天

主教的斗争。他以早期提出的理论为基础，有针对

性地猛烈批判天主教的信条、教规和礼仪，揭露罗

马教廷企图恢复其教俗权威的阴谋诡计。他晚期

甚至渐渐走上了与天主教完全决裂的道路。路德

中晚期对天主教的斗争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路德中期发表了《论忏悔》、《论弥撒的谬误》、

《论修道誓愿》、《论废止人为信条之必要》和《反对

谎称属灵阶级的教皇和主教》等一系列文章，对天

主教展开了具体的批判。在《论修道誓愿》一文中，

路德指出：若修道者发誓愿并非出自本心，不如立

即离开修道院为好。在此文的影响下，许多修士、

修女逃离修道院还俗。

路德晚期对过去的天主教会议进行了无情的

批判。他指出：1414年一1415年召开的迫害胡司的

康斯坦会议“使真理向习惯屈服，习惯成了信条，

真理却成了异端。”⋯(P川在《论教会会议和教会》

一文中，路德有力地论证了古代最早的四次教会

会议并没有确立新的信条，从而证明教会会议无

权在信仰中加入新的信条或善功。路德利用此文

揭穿了当时罗马教廷企图借教会会议来重建其权

威的阴谋。路德晚期对天主教极尽讽刺。他说：“修

道士是全能上帝皮裘上的跳蚤。”“人身体的构造

教皇无法控制的唯一部分是大小便”。在《反对魔

鬼所设的罗马教皇制》一文中，路德对教皇制的猛

烈抨击可谓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教皇和红衣主

教是无可救药的恶棍，上帝和人类的敌人，基督教

世界的毁坏者；魔鬼的藏身之处⋯⋯”⋯∽研切8’

“教皇是借着捆绑、践踏、撒谎、抢夺、杀戮和亵渎

等手段才确立了无限权力的。”【8】∽340’

路德早期虽然对天主教进行了系统批判，但

终究未下决心摆脱天主教会另立门户，而是希望

按照他所设计的蓝图重新改造天主教会。1521年

以后的一时段时问里，他仍未完全放弃说服天主

教会接受其改革主张的希望。但天主教方面的顽

固态度却使他最终走上了与天主教完全决裂的道

路。1525年，曾经是虔诚修士的路德与还俗修女波

拉(Katherine Von B0m)结婚，路德概括他所以结婚

的理由乃是：羞辱教皇和魔鬼；在殉道前给自己的

见证捺上印记。路德就这样否定了天主教所奉行

的禁欲主义，开始了与天主教决裂的实际行动。

1530年，路德创作一首著名的诗《教皇，我活着是

你的灾难，我的死期也是你的死期》。在《论教会会

议和教会》一文中，路德表示他对罗马教廷已完全

失望，并指出依靠教皇和教会会议进行改革是根

本不可能的。路德晚期与天主教决裂的决心甚至

使他敢于对抗德意志皇帝。路德早、中期坚持反对

一切抵抗皇帝的行为。1530年，意味着新教对天主

教有所让步的《奥格斯堡告白》被皇帝拒绝，此事

使路德认清了皇帝顽固的天主教立场。奥格斯堡

会议后，面对皇帝和天主教诸侯对新教会的镇压

政策，路德开始赞同新教徒对皇帝的某些抵抗行

为。1531年，路德指出：“如果皇帝站在天主教立

场，武装反对新教信仰，那么任何新教徒都不应对

此让步和顺从。”[91∽川路德晚期主张抵抗皇帝和

天主教诸侯对新教会的镇压表明：他与天主教的

关系已经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

三、路德中晚期继续坚持“因信称

义"的原则

路德中晚期在路德宗教会建设中，坚持强调

“因信称义”的原则。他晚期在教会的威望仍很高，

但他不仅没有在教会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且反对

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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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舻‘5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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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中晚期在与天主教斗争的过程中，坚决

维护“因信称义”的原则。他在其中、晚期的作品中

经常强调“唯信称义”的原则。1536年，路德撰写了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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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系统阐述其宗教改革理论的著作《施马加登

信条》。他写道：“既然我们必须如此相信而且不能

靠任何行为，律法或功能称义，那么惟有这信才能

使我们称义。⋯⋯即使天地凡不永存的东西都毁

坏，我们在遵守这信条上，一点也不能让步⋯⋯我

们对抗教皇、魔鬼和属世的言行，都根据这信条。

所以我们必须坚信这条教理。”【ll】俨．114)

“因信称义”是路德全部宗教改革理论的基

础，也是其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则。路德中晚期无论

在新教会建设中，还是在与天主教斗争的过程中，

都坚决捍卫这一原则，这就保证了他中晚期的宗

教改革主张和实践活动基本不脱离其早期的立

场。

坚持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和主张“因信称义”的

原则是路德早期宗教改革的核心内容。他中晚期

仍然坚持了反天主教会的立场，并加强了对天主

教会的斗争；他中晚期也坚决捍卫了“因信称义”

这一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则。在上文中，我们已论证

了路德中晚期所坚持的依赖诸侯进行教改革的立

场是其一贯的立场。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路德自始至终坚持其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立

场，他中晚期仍然坚持了其早期的宗教改革立场

和根本原则。他一生的宗教改革立场和根本原则

具有一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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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香港富商拥有了香港上市公司总资产的

45％，便是一个例证。在大股东控制公司的现实

下，公司外部小股东很难通过“用脚投票”发挥作

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只是给上市公司提供了

融资渠道。

从上分析可知，我国的公司治理环境，更接近

德、日等国，会计信息主要是向委托人(股东和债

权人)报告受托完成受托责任的情况，而不是以向

外部投资人报告企业未来发展信息为主，受托责

任观为导向的会计模式是一现实的选择。由于受

托责任观会计和税法规定所要确认、计量、报告的

对象，都是已发生的经济业务和事项，会计报告和

纳税报告合一是完全可能的，纳税报告和会计报

告的协调，能满足会计信息主要使用者的需要。

(二)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协调：协调模式的可

行性

和德、日等国一样，我国的会计准则和统一会

计制度也是由政府制定的，这为协调模式的推行

提供了可行性。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说明：

1．协调模式能够造就一种合理公平的征税

纳税机制。在我国目前税法和会计准则分离模式

下，税务人员只熟悉税法，而对会计制度不甚了

解，会计人员则熟悉会计准则，而对税法的理解却

不够准确和全面，存在知识的不对称。由此形成这

样一种局面：另一方面是企业利用税务人员对会

计制度的不了解，进行偷逃税活动；另一方面是税

务部门为完成征收计划，滥用税法，对企业进行不

合理的征税。若采用协调模式，这种现象便能大为

减少，也能减轻征税和纳税的工作量。

2．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协调，并不是会计准则

单向属从于税法，这种协调应是互动的，即税法应

加以修订，更可能向会计准则靠拢；会计准则的制

定，也应尽可能符合税法的规定。这样才能使协调

模式的推行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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