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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新教修女院的设想与实践

◎雷若欣

【摘要】从中古向近代转型期问，在新教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修女们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依然

栖身修女院，而有的则坚定地离开了修女院，回归了世俗。更为重要的是，在天主教与新教的抗衡中，新教修女院产生了，

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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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修女院出现的原因

宗教改革中，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改革家主张

解散僧侣，关闭修道院，废除天主教禁欲戒令。

但就历史史实来看，虽然修道院世界受到冲击，

可仍有许多修女坚持原有信仰，继续匍匐在上帝

的脚下，潜心修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教修

女院应运而生了。究其出现的原因在于：

(一)天主教传统意识的保留。英国学者史

壮伯格曾说， “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纪元的曙光穿

透了出来，但它依然混合着旧的阴影”。Ill虽然文

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修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

得她们好像向背离正统教会的方向发展。事实上，

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与原来的天主教

有着密切联系。改革过程中，当一些父母强行把

他们的女儿带离修女院时，修女们对她们的父母

喊道， “回你们的家吧，你们根本不是我们的父

母，你们根本没有履行为父为母的责任，把我们

扔进地狱，让我们受尽了煎熬。现在，我们已经

选择了一种服务于上帝的生活方式”。[21由此可见，

天主教的传统意识在一些修女心中是根深蒂同的。

(二)世俗家庭的反对。一些俗人特别是一些贵

族、中上层人士不愿承担修女院关闭后的后果，

因为关闭修女院可能会使其家族的名声受损，而

且他们还必须承担起比神职申请金高出许多的嫁

妆费。如宗教改革时期六个贵族在给布鲁斯克公

爵的一封信中说， “如果您打算关闭修道院，让

我们的姐妹去嫁给那些背教的僧侣、皮匠和裁缝，

那您将置我们的名声、我们姐妹的名声、我们亲

戚的名声于何地呢?”131家族的名声和财产的利益

促使一些家长寻求一个安置女儿的地方，所以在

宗教改革前后仍有很多人尤其是上层人士反对关

闭修道院。 (三)新教的宽容①。宗教改革过程

中，新教改革者并未对坚持旧教的信徒赶尽杀绝，

他们并不主张完全消除天主教。其中有些人允许

修道士自由选择其信仰，只是信仰天主教的信徒

不得继续留在新教区而已，甚至还有些人允许一

些虽改信了新教但仍与旧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修女院存在。 (四)宗教改革的局限性。宗教改

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妇女被禁锢的现状，反而

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她们的地位。很多新教改革

者认为， “家庭生活才是唯一适合女性的生存方

式”【4】。他们主张妇女留在家里相夫教子，管理家

庭，不要参与公务。再者，当一些修女离开修院

返回世俗社会结婚后，却在社会新旧教势力的争

斗中，遭到丈夫的遗弃。如英国新教改革中，修

女院被解散，一些修女返回世俗结婚。但天主教

复辟时，一些主教则把与修女的结合看作是乱伦。

时人曾说，这一变动为那些娶了修女或者是厌烦

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以信仰作为借口

Jl顷,N地与妻子解除了婚约。151因此，在一些修女看

来，离开修女院回归世俗，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

尊严与自由，反而丧失了以往所享有的许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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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政治上的权利、经济上的独立、受教育的权利等

等)。基于这些顾忌，她们决定留在修道院内或创

建新的修道院。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介于新旧教之间的一种妥

协的产物—新教修女院产生了。学者安娜·M·艾克

斯塔(Ana M．Acosta)在《天主教的温床一英国文学

中的修女院》一文中曾说，“新教修女院的确存在于

摩拉维亚和德国的某些地区，然而在英国它只不过

是文学想像中的产物”。不管是设想还是实践，新教

修女院对近代早期的人们有着非凡的吸引力。161

二、设想中的新教修女院
面对修道院的解散，近代早期的一些学者开始

思考和讨论修女院的缺失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其

中，有些学者认为解散修女院的行为导致了女性正

当职业的消亡。17】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设想创建一

种新型的修女院似乎成了必然。其中，英国一些学

者的设想最具有建设性。

(一)玛丽·阿斯特尔的设想

1536—1539年间，英国所有的修道院消失了。

一个多世纪后，1694年，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在《给淑女们的一个严肃的建谢中提出
了一条新的修行之路，即妇女可以撤退到专门的宗

教退休所中生活。181在这个退休所中，女性不仅可

以继续坚持原有的宗教信仰，而且可以相互交流各

种有用的信息，以提高自身修道和学习的能力。

阿斯特尔认为，女性从社会中撤离是为了将来

可以担任新的社会角色，暂时的撤离是为了积聚更

好的“交换”价值。她认为，为了躲避社会的嘈杂

与忙碌，为了不落人男性奸诈的圈套，女性应该暂

时撤离社会。男性阿谀奉承或爱与尊重的辞令只是

控制女性的虚伪行为而已，因此应该在社会建立一

个可以使女性躲避男性掠夺和讥讽的避难所——宗

教退休所或修道院形式的场地。

在新教改革后的社会环境中，阿斯特尔仍然大

胆地提倡女性保持独身。但她强调天主教修女院与

自己所提倡的“宗教退休所”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

她认为“一颗虔诚的心不应该是禁令强迫的产物，而

应是一种自愿地、逐步取得的结果”。在她的建议中，

没有誓言和不能取消的责任，也没有那种违背成员

意愿强迫与世俗社会完全隔离的条款。191

(2)其他“乌托邦式”的设想

第一个真正表述“新教修女院”概念的女性是

17世纪30年代的莱提斯女士。在丈夫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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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莱提斯把自己的家庭变成了学术讨论和虔诚信

仰的中心。她的传记作家约翰·杜肯写道： “莱提

斯把她的家变成了年轻女孩受教育之地，年老女性

退休的生活之所，女性可以从社会中撤离出来享受

宁静”。00l在脱离社会的纷繁嘈杂后，女性会更加

精进地追求学问和宗教信仰，她们可以心无旁骛地

敬奉上帝。但因英国内战的爆发，这一理想成了泡

影。1655年，托马斯·福勒在《教会历史》一书中

也阐述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应该创建一所学

校：女孩和女仆等人可以在学校中学习文化知识和

劳动技能，但不必强加誓言的约束。我相信，这些

女性肯定比以往的女性更强大。1111学者罗伯特·布

顿在《沉思渤中表示，他非常厌恶约束女性过独
身生活的那种誓言。他认为，修女院应该是捐赠者

为那些年老体衰、身有残疾的女性提供的一个生存

场所。在这个场所中，绝对不能要求成员发什么独

身的誓言，阻碍她们的正常发展。旧

此外，英国出版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经常提到

“新教修女院”。如威廉姆·费莫(Willams Fermor)

在献给子爵的役米丽·蒙塔哥的历史》一书中谈
到： “关于新教修女院的提法是值得考虑的。对贵

族来说，修女院的解散将使他们失去安置多余女儿

的场所。因此，贵族宁愿国家允许这种传统的体制

(修道院)存在。但是，我所说的修女院与天主教

的修女院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希望市民阶层的女孩

儿也能进人修女院，她们只需顺从，而不必发誓独

身。达到合适的年龄后，便可以回到世俗结婚。”

1131这类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17世纪上半

期普通民众对修女院生活的怀念。1141

当然，这些“乌托邦”式的想法并非没有价

值，它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将来临之前的伟大设

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设想不应只被看作是宗教

运动的结果，而且还是社会变迁、新型经济发展需

求下的产物。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管是“宗教退

休所”还是“新教修女院”或“大学或学院”的提

法，都提出了对女性进行教育的理念，这与宗教改

革后女性教育的发展正好可以相互印证。

三、实践中的新教修女院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由于新教改革者的宽容和

一些修女院自身强大的实力，有一部分修女院幸存

下来，归属了新教。如盖恩罗德(Gernrode)帝国

修女院第一个向路德教义敞开大门，该修女院密切

关注路德的活动，在所属辖区内任命路德派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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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嗍为了响应新教改革的政策，一些修女院还把

属于自己的一些土地和财产让渡出来，开办学校和

医院等慈善机构。这一点不但表现了一些修女院适

应时代的能力，而且也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高。正

如英国学者玛丽E·维斯勒(Men'?E．Winsner)所

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性别转变现象，因为通常

都是由男性把修女院转变为学校或把修女院的财产

作为大学基金的。ll+l

在这些新教修女院中，德国萨克森地区的奎德

林堡修女院最为典型。963年，萨克森王国奥托一

世应其母米歇尔达的要求，在奎德林堡城内创建奎

德林堡自由帝国修女院。啵修女院以奎德林堡年
鉴著称，该年鉴从1008年开始记载，至1030年结

束，共涵盖了22年的历史。年鉴出自当时修女院

的一名修女之手，记录了修女院与皇族和大贵族家

庭之间的亲密关系。奎德林堡修女院自创建至

1802年解散，都以帝国修女院的形式存在。因为

成员的贵族身份，该修女院很快就获得了很多捐

赠，成为了一个富有的、极富声望的修女院。宗教

改革时期，在院长安娜二世——斯陶贝格的女公爵

的领导下，该修女院转向了新教，成为了一所新教

修女院。117】1803年，该修女院被当时德国的附属

国——普鲁士占据。1807—1813年间，又隶属威斯

特伐利亚王国。

1540—1803年间奎德林堡新教修女院历届院长睛
任职时间 姓名 备注

I jqo_lj7q安椰二世。第—任 原斯陶贝榕的-女-4a爵
院长

1 57 4-1j84伊丽莎囱二．} 勃兰肯布尔桔的女伯爵

】，84-160】安娜三世 斯陶贝格—威斯特法利亚女

伯爵

160I一1610玛利亚 掀克逊蓝一魏玛公爵腓特

烈-威尔海姆的女儿

l 6l 0--1617 多萝西亚 萨克森的女公再

16"一16d，安娜-索苹亚 掀克逊蓥一魏玛公爵腓特
烈·威尔海姆一世的女儿。

撤克逊蓝—奠玛的女公爵。

l 6日5-1680安挪-索菲亚一世 秉茵女伯爵

1 68I-1683安挪-棠菲亚二世 海塞一达婚施蝽特的女伯爵
l 684-l?04安栅-多萝西亚 萨克纛一魏玛酌女公爵，墩

克逊蓝一魏玛公爵的输-囊
恩斯特二世的女儿

1 704-"18玛利亚-奥岁抿 剥尼格斯马克的女伯爵

任副院长
1 71 8—17，j 玛利亚咿啊莎由 荷尔断泰固一哥特奥尔的女

公矗

l'756一"87安舛·阿玛利亚 誓}士公主

】?87—1803索菲亚·艾伯丁。 瑞典公主

最詹一任院长。

由上表所示，历届院长的身份显贵，不是公

主、公爵和伯爵就是公爵、伯爵的女儿，身份的特

殊性使得这一帝国修女院得以延续，并在新教的包

围圈中得以生存，虽然改信了新教教义，但该修女

院还是保持了很多特权。如等级的差别依然存在，

在腓特烈·凯特1710年出版的关于德国奎德林堡

(Quedlinburg)修女院历史的分析中，对该修女院

教阶制的合法维持给予了解释。该修女院继续招收

新成员，开办学校，控制土地和大量人口等。㈣其

实，在德国境内这类帝国修女院还有很多，诸如埃

森修女院、盖德海姆修女院、哥罗德修女院、科隆

修女院和赫福特修女院等等。

四、新教修女院的特点
在某些方面，这些适应社会变革的修女院已有

别于天主教的修女院，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一般都接受新教教义，归属新教教派。

在新教改革浪潮的冲击下，一些修女院采取了归属

新教的策略，它们接受新教教义，起用新教教派的

牧师作为修女的精神指导者。路德等宗教改革家认

为，如果妇女确实是为了追求学识和宗教信仰，只

要她们参加新教的布道，放弃领圣餐，保持结婚自

由的意愿，可以不必嫁给那些叛教的牧师和下层男

性，仍然可以待在修女院中。如路德在缝集》中
说：

如果院中之为首姐妹准汝等在院内有自由，或

至少准汝等读圣经，或听别人讲解圣经，汝等即可

仍留在院中，并履行织布、烹饪之工作。惟不应以

为依赖此等工作即可使他灵魂得救。【刎

与旧教修女院相比，新教修女院要遵奉的教义

主要有以下几点变化： (1)在经典方面，新教认

为， 经经》是教徒的唯一最高权威，而天主教则
认为《圣经》只有经过罗马教廷的解释才能成为教

徒的最高权威。 (2)在教义方面，新教不承认没

有《圣经》根据的天主教传统教义——马利亚、炼

狱说，而天主教则主张马利亚为天主之母和炼狱之

说；新教主张“因信称义”，信徒靠信仰与上帝直

接交通，无须神父作中介，而天主教则强调信徒要

与上帝交通，必须通过神父作中介；新教主张要破

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永无谬误，开展革新，而

天主教则要维护教皇绝对的传统权威和领导地位，

保持原有的旧东西。 (3)在仪式方面，1)祈祷

时，新教使用地方语言，而天主教则在长期内只能

使用拉丁语言，现在偶而也使用地方语言；2)新

教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只承认2件圣事：洗礼和圣

餐礼，而天主教则坚持繁缛的宗教礼仪——．7件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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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洗礼时，新教采用点水式或浸水式，而天主教

刚采用注水式；3)新教主张主教、牧师都可以结

婚，反对独身，而天主教则规定，主教、神父都不

能结婚，必须“守贞洁”，终身不娶。

其次，独立性和宗教性的丧失。随着世俗力量

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性质的修女院失去了

以往的独立性与宗教性，越来越屈从于世俗的需

要，成为世俗社会控制宗教的一个媒介。如从

1532年起，安哈尔特(AnhMt)的君主就对盖恩罗

德(Gernrode)的修女院施加压力，对该修女院院

长的选举进行干涉。自1564年后，该院院长人选

全来自于安哈尔特家族，被选之人从小就被送人修

女院，直至长大结婚时才能离开。田哒种做法不但

有利于世俗君主对修女院的控制，而且使修女院越

来越世俗化，为它们以后和世俗社会的融合奠定了

基础。

总而言之，在天主教与新教的抗衡中，新教修

女院作为两者妥协的产物出现了。这一新事物不仅

存在于文学想象中，而且被运用于实践，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新教与旧教之间的矛盾。当然，新教修

女院由于和世俗紧密联系，19世纪后逐渐与世俗

社会融合，直至消亡，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

果。正如霍尔巴赫曾说： “对于许多人来说，宗教

是一种和古老的传家宝一样的东西，当不需要用它

的时候，谁也不会动手拂掉上面的灰尘，而是让它

们继续躺在家庭的保管库中”。宗教和宗教观念需

要经过时间的消磨，理性的反思，才会走向终结。

注释：

①在英文单词中，”tolerance”和西方其他国家中宽容一词在

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语是tol 6 Farlce，德语是toleranz，意大利

语是toUeranz等等)，都来源于拉丁语的动词tolerare(指忍受、

忍耐，引申意为支持和保护)。按《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宽

容(来自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

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够耐心公正地容忍。”《英汉

辞海》的解释：toleration有两个含义，一是，宽容某种事物的

行动和实践；二是，政府容许未经官方同意建立或批准的各

种宗教信仰或崇拜的政策。目前，国内外学者至今对此尚未

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

②自由一词的意思指的是成员不必发正式誓言，也不属于任

何修道派别。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时。这些女性团体

(Franenstifie)为那些未婚和守寡的妇女提供了信仰的便利。

这些修道妇女(Stiftsdamen，领取修道院之抚养费之未婚女

子)多学识渊博，精通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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