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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伟大的时代：中世纪后期 

1. 教宗革命 

1) 教会的问题 

9 世纪后期到 11 世纪前期，世俗势力主导神职人员的任命 

教会由世俗统治者和神职统治者共同管理 

神职人员世俗化严重 

• “西门主义”（Simony)：买卖圣职 

• “尼哥拉主义”（Nicolaism）：神职人员娶妻纳妾 

神职人员的职位成为交易的筹码，并且变成世袭 

 

2) 教会的改革 

11 世纪开始了一场转变观念的“革命”，从此西部教会统一于罗马教宗之下。主导的教宗都

出身于克吕尼修会。其中主要的改革有： 

利奥九世改革了枢机主教团，使枢机主教不再局限于罗马地区 

尼古拉二世进一步改革了教宗的选举，此后教宗由枢机主教团选择并选举，再由其他神职人

员和平信徒认可 

格里高利七世（原名希尔德布兰德）的《教宗敕令》确立了教宗的绝对权威，其中心内容为： 

• 罗马主教高于任何主教 

• 教宗可以制定并执行法律 

• 教宗可以改变判决，而他的判决不可被改变 

• 只有教宗可以调整主教区 

• 教宗可以废黜皇帝 

• 罗马教会永不犯错 

• 教宗可以解除对君王的忠诚誓言 

 

教宗革命代表了对神的忠诚超过对国王的忠诚的理想，同时表明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统

一。教会在西部欧洲实现了统一，统一的教会可以与皇帝或国王相抗衡。西部教会具有了近代国

家的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等级制的、公共的体系，其首脑具有立法权，并通过行政机构去执

行。教会在中世纪已经行使近代国家才有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教会法体系成为近代西方

法律体系的母体。 

 

3) 主教叙任权和《沃尔姆斯协定》 

教会强烈反对世俗君王拥有宗教权柄来委任主教。 

1074 年的罗马会议上，教会谴责了“圣职买卖”，并禁止教士结婚。米兰大主教任命之争使

争夺白热化。教宗格里高利一世为此开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的教籍并解除了臣民对他的忠诚

誓言以使其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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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年，英王亨利一世在《伦敦协定》中放弃了委任主教的权利，但主教需向国王效忠以得

到教会的财产。这个协议的模式成为《沃尔姆斯协定》的先导。 

 

1122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与教宗卡利克斯特一世签订《沃尔姆斯协定》。皇帝放

弃委任主教的权力；但选举主教时，其本人或代表需在场。主教由皇帝和教宗共同授任，主教授

任时由皇帝授予世俗权柄，教宗授予宗教权柄。这是一个妥协的协议，但教会取得相当的自由，

得到与世俗权力平等的地位。 

 

4) 教宗权力的高峰 

1198 年，英诺森三世将教宗权力推向高峰。他提出“两光论”，宣布教宗高于国王。他提出

上帝造大光和小光，在地上就是教宗和君王；正如月亮从太阳得到光亮，君王要从教宗得到权柄。 

 

他建立了天主教的宗教体系。同时他利用各个国家间矛盾使其彼此制衡，从而使自己居于各

国君王之上。 

 

2. 异端裁判所 

1) 新的异端出现 

12 世纪，由于教会的腐败和东方异教思潮的涌入，各种异端开始出现。这些异端往往反对建

制性的教会，要求回归“使徒式的贫穷”。在神学上主张二元论，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支持

其主张。这些异端的主要的代表有“韦尔多派”和“阿尔比派”。 

 

韦尔多派： 

• 要求信徒过苦行守贫的生活 

• 两人一组到各处游行布道 

• 要求回到圣经，反对炼狱理论 

教廷无法找到他们异端的证据但教宗要求他们停止平信徒的布道，被拒绝后定为异端。他们

被称为“宗教改革前的改革家”。 

 

阿尔比派： 

• 坚持二元论，物质是恶势力的作品 

• 要求极端的贫穷来抵抗恶的物质 

• 基督是赐生命的灵，十字架的拯救是不可能的 

 

2) 异端裁判所的出现 

罗马教会采取三种手段来对付异端：布道、十字军和宗教裁判 

1184 年，教宗要求主教审查教民的信仰，宗教裁判的雏形出现 

1215 年，拉特兰会议要求国家惩罚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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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年，图卢兹主教会议系统化了宗教审判的政策，异端裁判所成形 

1252 年，教宗英诺森四世授权在宗教审判中使用刑罚手段 

 

3) 传说与事实 

传说之一：异端裁判所对异端实施惩罚 

事实：异端裁判所只负责审判，由世俗政权实施惩罚 

 

传说之二：所有异端都被火刑处死 

事实：被定罪者通常不会被处死，只有不服审判、不愿悔改或重入异端的人才会被严厉惩。

异端裁判的目的是让异端从错误中回转，对于执迷不悟的才要将其从教会的肌体上切除。 

 

传说之三：异端审判程序是落后野蛮的 

异端裁判所采用“纠问式程序”（inquisition），原告与被告不能当面对质，裁判员要主动追

究罪犯，要求收集证据，但被告口供是最佳证据。异端裁判所的审判程序比当时的世俗法庭更合

理，这种程序也成为现代司法系统的雏形。 

 

传说之四：异端裁判遍布整个欧洲 

事实：异端裁判所的影响力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王室与教廷关系较好、中央集权程度较高

的西班牙和法国的裁判所权力很大；德国由于君主与教廷关系不好，裁判所影响不大；意大利的

城市国家抵制裁判所的进驻；英国和波希米亚由于远离罗马，裁判所的影响十分微弱。 

 

传说之五：异端裁判所都是教会控制的 

事实：在后期，异端裁判所往往沦为君主操控的工具，用于打击异己。 

 

4) 评价 

宗教裁判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教会不受异端的影响，但其神学基础和手段是错误的 

宗教裁判与世俗政权的结合不可避免的产生问题 

虽有对其劣迹的夸大，但宗教裁判确实是教会历史上的污点 

 

3. 新的修道运动 

到 12 世纪初，克吕尼运动由于修道院财富的增加而背离了原来的理想，修会发展到后期往往

更像世俗机构而不是默想灵修的地方。修会需要再次强调“贫穷、贞洁、顺服“的宗旨。同时，

城市化的发展使教会需要在世俗之中发挥作用。教会需要有学识又忠于罗马的教宗的人来对抗异

端。因此，新的修道运动应运而生。 

 

1) 西妥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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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年，本笃会修士圣乐伯到远离城市的西妥旷野创建了西妥修会 

西妥修会纪律严格，要求修院远离城市，每一位修士都要从事手工劳动 

西妥修会的分院均接受西妥修道院的领导，西妥修道院的院长具有极高的威望 

 

2)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 

1215 年，西班牙贵族多明我（Dominic）创建了多明我会（又称道明会） 

多明我会以传教为中心任务，重视讲道，被称为“布道兄弟会” 

热衷于辨识和打击异端，自称为“上帝的看门狗” 

强调学术训练，注重在有大学的城镇活动，许多大学的著名教师由多明我会修士担任 

 

1210 年，阿西西的方济各创建了方济各会（又称方济会或弗兰西斯会） 

方济各善于在万物中发现上帝的旨意，以基督的创造为基础传讲与自然的合一，被称为“环

保圣徒” 

方济各会更强调服务和谦卑的精神，在贫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力 

在神学上更具神秘主义色彩，强调上帝和人的直接沟通 

强调海外宣教 

同样重视教育和学术 

 

4. 十字军 

1) 起因 

随着教宗革命的成功，整合的西方教会盼望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十字军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教

宗而不是君王来联合基督教的欧洲。 

 

从 11 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对圣地的基督徒和朝圣者迫害和刁难的消息传到西方。同时，东罗

马帝国受到阿拉伯帝国的巨大压力。 

 

西欧经济的发展使人口增加，人们向远方寻找出路。骑士数量膨胀而修道运动限制了他们在

欧洲的争战。 

 

2) 十字军东征 

① 第一次东征 

1095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列克塞一世向西方求援。 

教宗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特会议中要求西方基督徒帮助东方的弟兄，并宣布战死者的罪立刻

得到赦免。 

在精神和物质的鼓舞下，十字军于 1096 年出发。1099 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并建立了几

个基督教小王国。十字军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屠杀使基督徒和阿拉伯人的仇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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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等军事修会被建立起来保护圣地。 

 

② 第二次东征 

1147 年，耶路撒冷王国面临危机。 

在西妥修道院长明谷的伯纳德的号召下，德法两国组织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9 年，东征

失败。 

 

③ 第三次东征 

1187 年，穆斯林在萨拉丁的领导下发动圣战攻克了耶路撒冷。 

1189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英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

东征。在路上，腓特烈溺水而亡，腓力因与理查的矛盾退出。只有理查孤军与萨拉丁奋战。经过

三年战争，理查与萨拉丁达成停战协议。 

 

④ 第四次东征 

十字军的热情渐渐消退。1198 年，教宗英诺森三世试图复兴十字军，组织了第四次东征。 

为支付威尼斯人的船运费用，十字军洗劫了基督教城市扎拉，英诺森三世将所有参与者开除

教籍但于事无补。 

随后，十字军又在威尼斯人的唆使下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将收复圣地的使

命抛掷脑后。东西方教会的裂痕从此不可修复。 

 

⑤ 其它东征 

以后几次的十字军东征均以失败告终。 

1291 年，最后一个基督教堡垒阿克城沦陷。 

十字军时代宣告结束。 

 

3) 影响和意义 

十字军的东征开始于宗教的热情但渐渐转变为对利益的追逐，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却伤害了东

方教会。 

 

东征使西部欧洲接触到了东方的文明，触发了其文化的觉醒，为将来的复兴打下基础。 

 

十字军东征动摇了欧洲的社会基础，出现了许多失去土地的小地主和得到自由的农奴，他们

进入城市形成了新的市民阶层；而东征削弱了封建领主的势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

统一集中的国家催生了民族意识，民族国家渴望摆脱罗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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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1) 帝国的灭亡 

经过一千年的统治，东罗马帝国渐渐走向衰落。1439 年，为得到西部的援助，东西部教会宣

布重新统一，但在东罗马帝国国内的反对声中，统一从未真正实现。 

失去西部支援的君士坦丁堡于 1453 年 5 月 28 日被默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

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英勇抵抗最后阵亡。从此，东罗马帝国灭亡。 

 

2) 帝国灭亡的影响 

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大量的学者携带典籍文献逃向西方。 

西欧与东亚的贸易通道被切断，欧洲开始海上冒险，开辟新的海上通道。 

东部正教的中心从君士坦丁堡转到莫斯科。 

莫斯科被称为第三罗马；1543 年，伊凡四世自封为“沙皇”（Tsar，即凯撒 Caesar），继承罗

马帝国的地位。东部教会找到了新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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