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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丁·路德领导的德意志宗教改革．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人们心灵的至高无上的统治。他所提出的“因信赫

义”说，指出教徒获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客观上促进了西欧中世纪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大太削弱了罗马天主教会

的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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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历史

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人们往往把它同文艺

复兴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看作是欧洲从中世纪

向近代转变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标志。与文艺复兴

所不同的是，宗教改革不仅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而且也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1欧洲现代化过程中

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与宗教改革有着不可

分割的内在联系。

一、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

(一)阶级背景

15世纪到16世纪，新兴市民资产阶级(或者说

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经济力量不断增长，

成为王侯政权所承认的合法集团，并提出了改革阻

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初步要求：第

一，结束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当时德国封建割据

状况十分严重，由无数的小邦、公国、大公国、最大

公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场等组成。

这种分裂状况导致王权衰落，无力抵制罗马教会，

任由教皇剥削。第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

式。当时的基督教神学和天主教会具有无上的权

威，把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斥为罪恶，主张遏止商

业；另一方面，在中世纪，人的肉体欲望，甚至人的

肉体存在本身都被视为是有罪的，认为只有严格禁

欲，人才能以全身心侍奉上帝。薄伽丘在他的《十日

谈》中对这种违背人的本性的做法进行了辛辣的讽

刺，他说：“世上有多少男女，头脑都是那么简单，以

为女孩儿家只要前额罩上一重白面纱，脑后扯着一

块黑头巾，就再也不是一个女人了，再也不会思春

了，仿佛她一做了修女，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

的。”[2]

正是因为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

义”，人们才将之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二)宗教背景

罗马天主教会一方面宣扬禁欲主义，另一方面

又利用手中的种种特权，巧立名目攫取金钱。教会

的奢侈豪华，挥霍无度，对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形

成了一种沉重负担。西班牙著名讽刺作家爱拉斯谟

这样评价当时的教皇和主教，他说这些披着神圣外

衣的教皇主教，并不执行拯救教徒灵魂的使命，而

是把教徒交给“基督”去看管，自己却钻营“宗教的

买卖”，”。如贩卖赎罪券及买卖圣职等。莎士比亚也

谴责封建特权阶层的头面人物像“猪一般懒惰、狐

狸一般狡猾、狼一般贪婪、狗一般疯狂、狮子一般凶

恶”。‘41

中世纪末，贪污腐败盛行，教士公然纳妾，人们

慨叹作为道德典范的教士已由道德的化身变成魔

鬼的代名词，以致有人说：“连顽固的魔鬼不敢做的

事，声名狼藉而又不服从上帝的僧侣都会毫不犹豫

地去干。””。因此，改革道德、重建教会势在必行。

于是，到了十六世纪，先是在德国，接着在瑞

士、英国、法国以及jE欧诸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

震撼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场改革浪潮中，以

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最具代表性，他们的宗教

哲学思想也是宗教改革的理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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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改革的对象

首先，反对罗马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否定

天主教会和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次，反对烦琐

的、挥霍浪费的宗教仪式和赎罪等消极活动；第三，

不承认教会享有解释圣经教义的绝对权威，强调教

徒应以个人阅读和信仰《圣经》为基础，直接与上帝

相通，勿须神职人员或教会做中介，也不需要宗教

仪式等。

二、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宗教改革

(～)“因信称义”说

作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

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路德是罗马帝国时期神学家

奥古斯丁的追随者，他继承了其宗教神学中的原罪

说，但对从原罪到拯救的理论有所发展，提出了“因

信称义”说。

在罗马教会所宣扬的“善行称义”说的影响下，

路德曾在圣奥古斯丁修道院过着极端禁欲的生活，

以顽强的毅力执行补赎制度。然而这种苦修仍然使

他丝毫没有与上帝取得联系的体验。因此，路德对

传统的所谓苦修善行可以得救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并转而求助于神秘主义，在那里他看到了所苦苦寻

求的希望。神秘主义认为，基督徒生活最根本的是

个人灵魂和上帝合一，可以不看重教会日常生活中

外在的形式。路德开始感到原先无法求得的心灵的

安宁，不是因为它的善行不够，而是这种方式本身

是不正确的。义人(信徒)可以靠信仰而生存和得

救，这就是“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说是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主要有

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它认为“善行”对于人的得救

是无用的，人的得救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努力。这正

是对罗马天主教会“善行称义”说的否认。“善行称

义”指的是：人奉行善功，上帝给人以帮助，宗教仪

式和行善是积累善功的重要途径，这种灵魂得救的

途径被称为皈依、修炼或“善行称义”。“第二，它强

调人的得救称义依靠的是信仰，否定了天主教会在

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介角色，认为只有信仰才是神

和心灵神秘结合的媒介和条件。

(二)德意志宗教改革

1517年，罗马天主教会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为

名，向德国兜售“赎罪券”，宣称购买赎罪券不仅可

以使自己从罪恶中得救，而且可使已死的亲人的灵

魂升入天堂。说什么，只要买主的钱币落人钱筒叮

咚一响，他自己已死的亲人的灵魂就可以马上飞升

天堂．[7]

时任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的路德为反对赎罪

券，在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

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德国宗教改

革的序幕。

1520年8月一10月，路德相继发表r《致德意

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

《论基督教的自由》，这三大论著成为德国市民改革

中温和派和改良派的纲领。马克思对这三本小册子

做_r深刻的论述：“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

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

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

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中

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

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

链。”㈨

教会认为人们要获救，只有通过教会。因此教

会规定了许多所谓教徒获救必经的手续和仪式，这

些仪式统称为“圣事”。针对这些繁文缛节，路德指

出，教徒要获救，只要自已内心真诚信仰上帝就行

了。

教会认为自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具有无上

的权威，不准教徒自己读《圣经》，只有教会才有权

讲解《圣经》。路德提出只有《圣经》才是最高的权

威，《圣经》的权威高于教皇的权威。任何一个教徒

都可以靠圣灵来阅读和解释《圣经》。

教会为了维护其最高统治，把教会的神职人员

看作“属灵阶层”，而把国家的官员和一般教徒看作

“属世阶层”，认为前者高于后者。路德认为教会神

职人员和国家官吏、一般教徒在等级地位上是平等

的，僧侣和俗人一样，俗人和僧侣也一样，都是属灵

阶层。

他把自己的理论定义为“十字架神学”，以区分

原有的经院神学。“十字架神学”和“因信称义”为

德国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由此奠定了新教

的三大原则：惟独信仰、惟独圣经和惟独恩典。”。

(三)路德动摇性的一面

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最初只是希望德国

统治者对教会进行一些合理的改革，使教会恢复纯

洁，但它导致的反教皇情绪，在德国很快发展成为

由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斗争的矛头不仅指

向教会，而且指向那些直接艇迫他们的诸侯贵族，

这时，代表市民资产阶级利益的路德撕下了折中改

良的温和派的面纱，成了公开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

手。[_”他疯狂叫嚣：“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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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地里也好，公开的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戮碎，扼

死，刺杀，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正如毛泽东

同志在揭露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时所指出的那样：

“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

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

的一般规律。””“

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意义

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从原始基督教

和奥古斯丁的宗教理论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并

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虽未形成独立的哲学体系，

但其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因信称义”说不仅否定

了教皇的至上权威，而且甚至否定了教会存在的必

要。其次，宗教改革在客观上结束了天主教内部的

统一，结束了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统治，新教与天

主教、东正教已成为广义基督教中的三大派。再次，

宗教改革的意义还在于，它克服了中世纪基督教在

灵魂和肉体、天国与人间、理想与现实之间造成的

二元对立，把基督教的宗教理想与平凡的现实生活

和谐地统一起来。”“

就路德个人而言，他的贡献还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在文化语言方面，他用自己宏博的著作

为分裂的德意志创造了最早的语言上的统一。其书

面语言博采各地语法的优点和特色，他的德文版

《圣经》是无蹦伦比的。1883年德国的宗教改革史研

讨会出版了《路德全集》，此全集至今仍是德语世界

唯一的神学经典。”41关于他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海

涅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路德不仅是我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最为德意志式的人

物；在他的性格中，德国人所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

完完全全地统一在一起，因而他这个人也就代表了

不可思议的德国。”⋯“其次，在教育方面，他号召尊

师重教、寓教于乐，是第一个提出政府实行强迫义

务教育的学者。他说：“国家要振兴，必须有合格的

教师。”政府“应该强迫子民送其子女上学””“再

次，在伦理道德方面，他坚持改革封建的教律和礼

仪，支持教士还俗并组建家庭，他自己还毅然脱去

僧袍，在四十二岁时和一个还俗的修女结了婚。他

认为这样才能“使众天使欢笑，使众魔鬼哭泣。”并

说，“所谓圣，并不在乎圆光头，长礼袍，不在乎圣经

之外设计的律礼，而在于对上帝之道的真正信仰。”

这样一来，家庭就成了教堂之外的敬拜上帝的重要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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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5(4)
    由马丁·路德发起并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为十六世纪宗教合唱艺术与世俗合唱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改革不仅强烈震憾着德国自中

世纪以来僵化的宗教合唱音乐,使宗教合唱艺术更为贴近会众,为普通老百姓服务,更以其不可抗拒的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着欧洲其他国家的教宗合唱音乐和

世俗合唱音乐,同时也给整个欧洲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全面的进步和影响.

5.期刊论文 鱼为全.Yu Weiquan 马丁·路德的矛盾思想在翻译上的体现 -鸡西大学学报2008,8(5)
    马丁·路德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又是十六世纪德国翻译家,他所翻译的<圣经>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是西方翻译史上对民

族语言的发展产生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本文通过分析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所持有的矛盾思想来说明他在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中所体现

出的局限性.

6.期刊论文 杨琳 神秘主义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文章分析了神秘主义与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德意志很有影响力的神秘主义对寻找新的得救道路的马丁·路德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从而使马丁·路德以神秘主义为理论基础,又从超越神秘主义的新高度上提出了因信称义,取代善行称义,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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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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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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期刊论文 徐丽娜.尹岩松 浅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路 -各界2007,""(4)
    马丁·路德是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破除了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结束了基督教一统欧洲的局面,实现了信仰自由及新教与天主教平等的地

位.马丁·路德所处时代的德国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教廷腐朽不堪,贪恋世俗权力.然而正是这个时代赋予了马丁·路德改革的力量,尽管他一

路走来经历无数生死劫难,最终却取得了改革的成功.

9.期刊论文 朱兵 试析马丁·路德对德国国民性的影响 -许昌学院学报2006,25(4)
    德国是一个哲学思辨极其发达,同时又对世俗权威顶礼膜拜、恭顺服从的国家;德国人对纪律、秩序奉若神明,对工作具有一种独特的献身精神.德国

国民这些独一无二的特征必须从历史文化之中寻找渊源.宗教改革的发起人马丁·路德无疑对德国人国民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

对德意志民族认同和文化模式的构建、对"权威情结"即内在服从性的形成、对世俗生活神圣化三大方面.

10.期刊论文 林燕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影响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0(1)
    德意志民族的勤奋敬业、诚实可靠、服从纪律的民族特性是世人皆知的.这一民族特性造就了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的辉煌,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

达的国家;之后又使德国在二战后的复苏中再创经济奇迹.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民族特性,为德国暴君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国民基础

.这种矛盾的、令人不解的民族特性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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