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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整合与发展：中世纪前期 

1. 教宗制的建立 

教宗制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 

在早期，教父们将罗马主教看为十二门徒之首彼得的继承人 

后来的罗马主教继续强化这一观点 

在乱世之中，罗马主教的地位得以加强 

随着教会占有土地的增加和教宗越来越多介入世俗的事物，一个罗马主教为世俗和宗教领袖

的国家——教宗国——渐渐形成 

 

 

人物介绍：大格里高利 

 

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约 540 AD-604 AD），出生于贵族家庭，但立志治学和修道，

将财产用于建造修道院和救济穷人。573 年，他被任命为罗马市长；579 年，被任命为罗马教会

执事，并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担任大使，他在君士坦丁堡所见使他对东方教会屈服于皇权产生了很

深的反感。 

公元 590 年，担任罗马主教。在主教任上，他竭力提高罗马主教的地位，摆脱东罗马皇帝的

控制，他强烈反对称君士坦丁堡主教为“普世主教”。在伦巴底人入侵意大利时，他组织抵抗、

与伦巴底人谈判，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并使伦巴底国王改宗。他推广本笃修会会规并广建修道院。

格里高利善于经商，使教产大大膨胀，控制了罗马周围的大片土地。同时，他收集整理大量圣乐，

被后世称为“格里高利圣咏”。他也派遣传教士向不列颠传教。在神学上，他将已有的神学理论

纳入天主教的教义之中，成为天主教的正统神学系统。 

他一生致力于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公元 604 年格里高利去世时，墓志铭上称他为“神的执政

官”。他一生自称“上帝仆人的仆人”却被称为第一个教宗。 

 

2. 查理大帝 

1) 查理大帝与加洛林王朝 

在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的后期，宫廷丞相掌握了国家的实权。公元 732 年 10 月，宫相

“铁锤”查理在图尔之战击退阿拉伯人的进攻，阻止伊斯兰教的扩张，挽救了基督教的欧洲。公

元 751 年，“铁锤”查理之子“矮子”丕平在得到教宗默许后，废黜国王自立，开始了加洛林王

朝。 

作为交换，教皇为丕平加冕而丕平帮助教皇驱逐威胁罗马的伦巴底人。公元 756 年，丕平将

从伦巴底人手中夺取的土地献给教皇，这就是所谓“丕平献土”。为了保证土地的合法性，教会

伪造了一份君士坦丁已将教宗国土地赠与罗马主教的文件，即“君士坦丁赠礼”。公元 781 年，

教宗正式成为这些土地的最高统治者。教宗国一直延续到 1929 年，被梵蒂冈城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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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68 年，丕平的儿子查理在努瓦永继承王位。他英勇善战，几乎征服了整个西欧。他也

将基督教推广到他征服的土地上。公元 800 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将他加冕为罗马皇帝。从此，

西部欧洲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控制。 

 

2) 加洛林文艺复兴 

经过长期战乱，欧洲的文化一落千丈。查理大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发展文化教育，被称为

“加洛林文艺复兴”。 

 

这些措施包括： 

• 抄写修订圣经及教会典籍 

• 修建罗马式教堂 

• 要求教堂和修道院设立学校和图书馆 

• 邀请欧洲的著名学者来任教 

• 收集整理古代文献 

• 改革拉丁文，使其易于学习和书写 

• 开创君主奖励学术研究的风气 

 

加洛林文艺复兴使大量古典文献得以保存。给欧洲带来了文化的融合，教会也综合了各种文

化。中世纪文化研究的传统逐渐形成，产生了现代文化和知识体系的萌芽。 

 

3) 封建制的欧洲 

“铁锤”查理完善了法兰克王国的采邑制度。采邑制是一种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制，接受土地

的附庸要宣誓为领主效忠，并提供自备马匹的骑兵为领主作战。一些国家行使的主权也随土地让

与领主。 

 

采邑制形成欧洲封建制度，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加强了王国的军事实力，以土

地和服役为基础的臣属关系有利于社会稳定。国王需要土地来封赐，当土地不够时，国王开始设

法获得教会的土地。各个领主的独立性在长期上削弱了王权。 

4) 神圣罗马帝国 

查理大帝死后，他的帝国被一分为三。公元 911 年，康拉德一世成为东法兰克国王，法兰克

王国转变为德意志王国。 

公元 962 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被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他的德意志帝国后来被称为“神

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始终处在封建的割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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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部教会的整合 

1) 王权与教权 

 

教皇与国王始终在争夺教会的控制权，国王需要教会赋予其统治的合法性，教会需要国王和

贵族的保护。国王和贵族通过任命神职人员来控制教区和教产，主教和修道院长成为领主的附庸。

“圣职买卖”成为普遍的现象。同时，在困难之中，教会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贵族的行为。 

 

2) 《伊西多尔教令集》 

教会为了改变被地方贵族控制的局面，有意识地抬高教宗的地位。他们拼凑了《伊西多尔教

令集》，通过假托古代教会法的形式，宣布教宗对教会的权威。 

 

这份教令的核心为： 

• 主教不可以被控诉，主教有权直接上诉罗马教宗 

• 宣布教宗和主教不受世俗政权的辖制 

 

通过教令，主教与教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摆脱了地方贵族的控制。教宗对教区有实际的控

制力，是公教会成为超越国界的“超级国家。 

 

3) 克吕尼运动 

为改变修道院的腐败状况，亚奎丹公爵敬虔者威廉于 910 年在法国的克吕尼，建立了克吕尼

修道院。克吕尼修会不受除教宗以外的任何政府或主教管制。他们严守本笃会规，坚持道德规范。

许多修道院跟随他们形成了克吕尼运动。他们采用以克吕尼修院的院长为最高领导的中央集权管

理，以此摆脱地方贵族的控制。修会推行“上帝的和平” （Peace of God），“上帝的休战”

（Truce of God），限制中世纪无政府状况下的暴力行为。 

 

4. 向蛮族传教 

1) 爱尔兰的传教活动 

爱尔兰的教会具有积极传教的传统 

公元 563 年，科伦巴在苏格兰建立教会，并逐步向英格兰传教 

公元 590 年，科伦班进入欧洲大陆，一直到意大利北部 

 

2) 罗马的传教活动 

罗马是欧洲传教的主要力量 

公元 596 年，格里高利一世派修士奥古斯丁进入不列颠传教 

不列颠归信后，派出宣教士向欧洲东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传教 

公元 826 年，安斯加进入北欧向维京人传教，直到十三世纪末，北欧才全部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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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波尼法修 

 

波尼法修（波尼法爵，Boniface ，675 AD-754 AD），原名温弗里，约 675 年，生于英格兰的

威塞克斯，后入本笃修会。40 岁时，赴日耳曼传教；718 年，开始大规模的传教活动；732 年，

他被任命为日耳曼的大主教。他将他所建立的教会纳入罗马教宗的权威下，反对教会的世俗化。

公元 754 年，他在弗里西亚殉道。 

 

3) 东部教会的传教活动 

公元 861 年，司瑞尔和美索丢斯开始在莫拉维亚的斯拉夫人中传教 

他们创造了斯拉夫文字，并将圣经翻译成斯拉夫文 

公元 865 年，保加利亚接受东部教会 

公元 988 年，俄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归信并要求他的人民受洗 

 

5. 东部教会 

1) 帝国教会 

东罗马帝国和东方教会在蛮族入侵中都未受到很大影响 

公元 451 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取得与罗马主教同等的地位 

东罗马帝国皇帝对教会有极强的控制力 

教会成为帝国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 

 

2) 圣像之争 

圣像的崇拜在东西方教会都有深厚的传统 

公元 726 年，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禁止圣像崇拜 

禁止圣像具有神学和世俗的原因 

神学： 

1. 是偶像崇拜 

2. 圣像不可能描绘上帝和基督的神性 

3. 基督一性论认为基督的人性消融在神性中，因此其真正本体是没有形象的 

4. 圣像将人引向物质世界而不是真正的精神世界 

世俗： 

1. 得到东部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支持以帮助对伊斯兰的战争 

2. 通过禁止圣像来打击修道院以获得修道院的财产，加强国家对教会的控制 

禁止圣像激起了西部教会强烈的抗议 

支持圣像崇拜的原因： 

1. 圣像是人们接近基督和上帝的中介，正如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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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是“真正的人”，是可以用形象描述的 

3. 圣像是未受教育之人接近和崇拜上帝的最直接方式 

 

公元 843 年，东罗马恢复了圣像崇拜 

 

6. 大分裂 

1) 东西方教会的差异 

神学气质上的差异 

• 东方以圣父为中心，西方以基督为中心 

• 在救赎上，东方强调神使人本质的改变；西方强调基督赎罪使神和人关系的复合 

政治道路上的差异 

• 东方教会附属于国家，西方教会独立于国家 

• 东方教会受皇帝制约，西方教会制约皇帝 

 

2) 争执和最终分裂 

教会领导地位的争执 

“和子”说的争执 

圣像崇拜的争执 

传教区和南意大利归属的争执 

1054 年 7 月 16 日，东西方相互开除对方教籍，分裂无可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