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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督教对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影响

毛 丽 娅
(四 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四 川 成都 610t168)

[摘要]西欧中世纪L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甚 至
“
黑暗

”
的时期,并 且把造成这种

“
黑暗

”
和

“
文化倒退

”
的原因完仝归咎于基督教会。事实上,在 西欧中世纪早期 (公 元 5-⒒ 世

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督教是古典文化的

主要继承者,它 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促进

了西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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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教继承了古典文化遗产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欧洲
“
从没落的古代世界

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

而失掉文明的城市
”
[1](4oo页 )。 教会在宗教仪

式中
“
保存了作为一种崇拜秩序、一种思维结构和

一种生活原则的基督教文化的丰富传统
”
[2](38

页)。 诚然,西欧中世纪前期的文化低潮多少与基

督教会对
“
异教文化

”
的排挤和蔑视有关,但必须

指出的是,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呈现低潮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奴隶制总危机的涤荡冲击、万

恶的奴隶制度昕造成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结果。

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产生的反抗和战争

不仅摧毁了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使得经营

了几百年的文化艺术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另一

方面,罗 马帝国自进入 3世纪以后,它在文化上的

发展状况已趋于衰落。再说,根据吉本的估计,在

君士坦丁改教前夕,整 个帝国的基督教徒不超过

居民总人口的⒛ %[3](63页 )。 虽然这个数目尚

无法得到确证,但它至少说明基督教对于罗马统

治集团产生重大影响是较晚的事情 (不早于公元

3世纪 )。 如果离开了以上这些原因,同 时又无视

当时
“
蛮族

”
的实际文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他们

“
没

有书面文献记载,没有城市,没有石器建筑
”
[2]

(19页 ),而只是根据昔 日雕刻精美的偶像被一概

销毁,一些修道士在原来写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羊

皮卷上换写上宗教内容等行为,就认为基督教会

是造成中世纪
“
黑暗

”
的原因,难免有点本末倒置G

实际上,基督教在当时成了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

者。

基督教从古典文化中得益最多的是古希腊哲

学。在构建基督教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历代的神

学大师们为了使教义更富有理论性,更具有说服

力,他们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

的学说搬到
“
圣经

”
的侧旁。第一个把希腊哲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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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宗教教义的关键性人物是斐洛(公元前 sO年一

公元 45年 ),他把斯多噶派的
“
宇宙精神

”
和柏拉

图的
“
巨匠

”
等同于犹太人的

“
上帝

”
,把赫拉克利

特的
“
逻各斯

”
说成是上帝的本质属性,上帝凭借

它进行创造,并改变人类的命运。在斐洛看来,当
“
逻各斯

”
被人格化时,便成了上帝的化身,或上帝

的长子,如摩西等圣人都是杲有肉体的逻各斯。

这样一来,斐洛便迈出了基督教哲理化的第一步。

早期基督教教父查士丁在向皇帝安敦尼·庇乌和

皇子马可·奥勒略进呈的
“
护教书

”
中力图证明:基

督教教义就是罗马人所喜爱的希腊哲学,耶稣就

是苏格拉底的
“
理性

”
和赫拉克利特的

“
逻各斯

”
的

人格化,柏拉图惩恶赏善的概念实际上与基督教

善恶报应的教义是同一回事,基督徒与希腊哲学

家同信一位上帝,只 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4]

(Ⅱ l-2“ 页)。 另一名教父奥利金也认为,古典学

术与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5](113页 )。

基督教不仅利用和改造了古典哲学,它还从

古典文化的其他方面以及东方神话中广泛地吸取

养料。基督教《新约》中的许多故事,如圣灵降孕

于童贞女生下了基督,基督所行各种神迹,基督以

死给人类带来新生以及基督死后复活等等,据认

为实际上是东方和希腊罗马古代神话的翻版。甚

至连基督教的宗教节 日(女口圣诞节、受难、复活和

礼拜等)都不是基督教的创新,而是对于地中海地

区古老习俗的承袭。难怪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是
“
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

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噶派哲学的混合中

悄悄地产生的
”
[6](251页 )。

古希腊、罗马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结合和融

合始于斐洛,而其集大成者则是奥古斯丁(354-

430年 )。 在《上帝城》一书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

释了基督教关于创世、善恶、原罪、堕落、预定、拣

选、恩典、拯救等主题,叙述了基督教救赎的历史

过程及其哲理,奠定了教会至上权威和教会之外

别无拯救等神学教义的理论基础。

正是基督教为了构建其理论体系而引入古典

学术,使古典学术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而湮灭,而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下,以一种特殊

的方式保存了下来。美国学者桑戴克就认为
“
基

督教引起古代文化之衰败者少,而填充古代文化

衰败所产生之空隙者多
”
[7](19页 )。

二 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

文化的复兴

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与 罗马教会的

传教活动、修道院制度在西欧的发展,是分不开。

中世纪早期的寺院,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一种重要

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又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

典型的文化组织。在法兰克王权和基督教会的共

同支持下,本 尼狄克派寺院迅速兴起和发展①。

它首先盛行于意大利,在 7世纪后推广到了高卢 ,

到 8世纪已遍布整个法兰克王国,到 9世纪末,仅

高卢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数百所本尼狄克派寺院,

成为西欧一股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从

教会方面来说,这一浪潮的兴起,还受到了教皇格

列高利一世的影响和推动,他先后派遣不少高级

教士分赴西欧各地具体领导建立寺院的工作。
“
正是在修道院里,拉丁文化的传统与基督教

生活的模式才被保存了下来
”
[2](39页 )。 在这方

面,早在 6世纪,加 西道拉斯(4%— 575年 )就使

这些古老的学问传统在修道院里找到了庇护所。

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

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

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

的著作都是在这些修道院的高墙内得以保存下来

的。不少寺院保存着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

拉和帕雷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后来寺院本身

也编写了一些农业指导和农业方法的书籍 [8]

(1眨 页)。 这对于当时欧洲地区农业技术的保存

和生产力的恢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著名文化史

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指出 :“ 基督教会承袭了罗马

帝国的传统。⋯⋯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

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

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

订者的教会填补了。
”
[2](18页 )。

西欧中世纪早期文化首先在不列颠爱尔兰的

修道院取得了繁荣,接着是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英

定制院寺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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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萨布里亚(Northumbria)在 7世纪末一度

成为学术中心。本尼狄克·比斯科波 (628-690

年)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宗教艺术和学术的发展。

他曾多次前往罗马和高卢旅行,并将大批的泥瓦

匠、玻璃工匠以及歌唱家带回英格兰,用 以装饰教

堂和进行礼拜活动;同 时,他还带回了大量的手

稿、油画、圣徒遗物和法衣。公元 678年 ,他还从

罗马带回了圣彼得大教堂唱诗班的大领唱,这位

罗马巴西勒修道院的院长,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
“
指导诺萨布里亚的修道僧学习罗马赞美诗的音

乐和罗马宗教仪式每年的安排
”
[2](59页 )。

在西欧大陆,文化复兴找到了查理大帝这位

保护人[2](“ 页)。 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大帝

出于政治目的,在他执政期间(768-814年 ),曾

微服出访,四处罗致学者,“ 他在其宫廷里聚集了

从意大利、西班牙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等西欧各地

的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物
”
[2](64页 )。 想从兴

办学校入手来振兴帝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公元

7Ⅱ 年还请来了语法学家比萨的彼得,随后,盛请

英国教士——诺萨布里亚文化的代表人物阿尔琴

(7slJ∵SO4年 ),召集教会各类人才赴法兰克办校

讲学,还聘请到历史学家——《伦巴德人史》一书
`

的作者——保罗·狄亚科奴斯以及西奥多尔夫、爱

因哈德等人。此后,其孙秃头查理又请来拉特兰

努、埃里金纳等知名学者。这些学者创办法兰克

宫廷学院,收徒授课,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 ,

从事哲学、文学研究,并努力促进王朝宫殿及教堂

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的发展,很快就兴起了中

世纪学术研究的风气,形成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化

更新的趋势,史 称
“
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

”
[9]

(m— 51页 )。

在查理大帝的赞助和奖掖下,欧洲文化艺术

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建成的亚琛王宫

教堂以其独特的中殿、侧廊、交叉甬道、圣坛、后殿

及中心的圆形塔楼而构成
“
西部设计

”
特色,在欧

洲建筑史上具有革新意义。那些附属于这些建筑

的众多绘画与雕刻作品也纷纷亮相。教堂内的大

娌石柱、青铜门、雕花穹顶与各种宗教壁画、彩色

镶嵌相映成趣,富丽堂皇,揉进了罗马、拜占庭以

及叙利亚等艺术风格,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查

理大帝利用教士把被墨洛温王朝君主们所舍弃的

古代知识文化传统重新连接起来。教会收集、抄

写古代希腊、罗马作品,有 几个修道院和教堂还设

立了手抄本图书馆,“ 全赖九世纪以来所抄的稿

本,几乎所有拉丁作家的著作才能保存到现在
”

[10](臼 页)。 尽管查理大帝时代的文化水平仍然

很低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毋庸讳言,“ 加洛林王

朝文化复兴
”
标志着古代地中海文化已通过基督

教成功地移植到了西欧大陆,并 为日后新的复兴

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道森评价说,加 洛林

王朝时期的成就,“ 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

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
”
[2](66页 )。

欧沙Ⅱ中世纪早期的文学也主要是基督教文

学。7世纪时,北英格兰诗人西德蒙曾编出诗歌

《创世记》,这部作品被认为与一千年之后弥尔顿

的《失乐园》有着同样的想象力和思想性。8世纪

盎格鲁一撒克逊著名诗人辛纽伍尔夫的作品《朱

莉安娜》、《埃琳》和《基督》也反映了这类宗教主

题。此外,6世纪基督教哲学家鲍埃蒂在囹圄中

采用诗歌与散文交错对比的形式写成的名著《哲

学的慰藉

`,也

被视为欧洲文化史上哲学、伦理、美

学和文学的
“
黄金宝典

”
,其优美的文笔、丰富的想

象和深刻的寓意感人肺腑,堪称千古绝唱。不仅

如此,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在流传中也受到基

督教的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影响、甚至同化欧

洲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这些民族的许多历史歌

谣、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也因与基督教形式的结

合而得以保存和流传,如 8世纪英格兰英雄史诗

《贝奥武甫》把其氏族社会的命运观与基督教的上

帝观相混同,11世纪法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对

其民族英雄和基督教信仰的颂扬[11](365页 )。

与此同时,“ 新型的基督教诗歌利用了传统的英雄

史诗的想象力
”
[2](49页 ),如 《十字架之梦》、《安

德烈》等诗歌。

在数学方面,通过传教士们的传授,水平也有

所提高。从生活在公元 8世纪的盎格鲁一撒克逊

数学家阿尔昆(约 公元 735-804年 )所编写的一

本数学习题集上的内容,就 可以看到这种进步状

况。以后,在修道院内所开设的
“
七学科

”
中,除 了

文法、修辞、辩论术和乐理外,还包括算术、几何和

天文等学科,这些学科的设置对于修道士来说,其

目的自然同宗教有关,但是,对于数学这一学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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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至少起到了传宗接代的作用,尽管这种传宗接

代的范围仅限于修道院之中,但是,它却为以后数

学的
“
复兴

”
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可见,在古典文明衰落到 ⒓ 世纪欧洲各大学

的兴起这一长达 TO0多年的促进时期内,修道院

在西欧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

的,“ 修道僧是西方的使徒和中世纪文化的奠基

者
”
[2](39页 )。 在阿尔琴、拉巴努·莫鲁、爱因哈

德以后,文化复兴运动由加洛林王朝的大修道院

继续推行着,每 座修道院都保持了由查理曼宫廷

学校和阿尔琴后来在图尔的学校所建立起来的传

统,并且在帝国分裂以后,正是这些大修道院,特

别是德国南部的那些修道院,如圣高尔修道院、雷

切诺修道院以及泰杰西修道院,承袭了全部的传

统[2](“ 页)。 随后诺曼底和英格兰修道院又再

次成为西方文化的领导力量[2](f,9页 )。

三 基督教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

在中世纪,基督教继续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
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

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
[1](4oo页 )。 僧侣是当

时唯一受过教育的阶级。教会不仅收集、翻译古

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编 写史籍,起到了承先

启后、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教会还直接创办了

学校。教会学校包括修道院学校和在主教驻节的

大教堂兴办的大教堂学校,构成了当时学校教育

发展的主线。

无论是修道院学校,还是大教堂学校,所开设

的课程基本上在
“
七艺

”
范围之内。

“
七艺

”
是古希

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到 6世纪左右,西欧卡西奥

多隐修院的修士们已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

文法、修辞和逻辑这
“
三艺

”
与算术、几何、音乐、天

文这
“
四艺

”
合并为

“
七种 自由艺术

”
,并加以保存

和应用,使之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

加洛林王朝的宫廷和修道院学校即用拉丁文来讲

授这
“
七艺

”
,其文法为拉丁文法。修辞是为了传

授阐释教义和讲经布道的辩才,逻辑是为了提供

从事神学论证和反驳异端学说的形式推理方法 ,

二者成为后来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滥觞。算术是用

来解释〈圣经》中数字的神秘意义;几何则是根据

《圣经》的叙述来描绘大地形状 ;音乐的内容是礼

拜圣诗,其曲词均用于宗教仪式中的赞美诗吟唱 ;

天文学是用来推算教会的宗教节 日,按教会传统

来构设宇宙模式。不过,正是这种教会教育,为欧

洲大学的诞生提供了温床,而彐.“ 七艺
”
课程在后

来的发展完善中也逐步形成为欧洲学校的独特课

程体系[9](51页 )。

教会学校培养的对象不仅仅是修士和教士 ,

也有世俗人家的子弟 [12](II6页 )。 他们保存 了

罗马帝国晚期正在衰退的拉丁文化传统。尽管这

些教会学校的研究与教学,无疑以基督教信仰为

前提,但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中世纪早期一些著名

的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如 法兰克都尔地方主教

格利哥里青年时代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写 了十卷

本《法兰克人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爱囚哈

德 19岁进人修道院,学 习成绩优异,才智过人,刚

过⒛ 岁就被推荐到查理大帝宫廷任职,著有《查

理大帝传》。拉巴努·莫鲁编有教科书《论神职的

教育》(De hs⒒ tutone Cleri Corurn)、 《无序字典》

(Liber α。ssarum)和 《有 序 注 解》(G泳M
Ordinaris)。 不仅如此,教会学校成为了日后中世

纪欧洲大学的来源之一,并 为中世纪中期兴起的

大学提供了一大批著名的教师。

四 基督教促进了西欧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中世纪初期,日 耳曼封建王国的建立和发展,

是在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互相融合的基础上进

行的。但在当时,拉丁文化与原始纯朴、粗野尚武

的日耳曼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日耳曼

人横扫西罗马帝国大地的过程中,大部分罗马知

识分子或者随帝国官僚机构一起被诛灭,或 因惧

怕蛮族征服者而隐匿乡村,而 当时掌权的日耳曼

统治者文化素质十分低下,有 的国王连自己的名

字都不会写,需要签字时,只会划个
“
十
”
字,“ 甚至

查理大帝宫廷中的显贵极大多数都是文盲
”
[13]

(“ 页)。 这样,那些熟悉罗马语言、拉丁文化和地

方法律,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督教会僧侣,便

成为当时唯一有知识的阶层,成 了
“
古代拉丁文化

——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
”
。当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基督教西派教会为了自身

的生存,不仅承认
“
蛮族

”
所建立的国家,而彐.向那

些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以 便重振西派

教会。496年 ,法 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

教,在 549年 召开的奥尔良宗教会议上将其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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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国教。大约在公元 5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到

了不列颠诸岛,6世纪末大不列颠基督教化,以后

南部英格兰王国也接受了基督教。勃艮第王国也

在奥尔良宗教会议以后皈依了基督教。到公元 6

世纪中叶,高卢全境的居民在名义上都成了基督

教徒。587年 ,罗 马教会宗主教格列高利设法使

西哥特王接受了罗马教会的神学思想(当 时主要

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 成为罗马基督教的实

际拥护者
”
[1+](55页 )。 格列高利经过努力,使伦

巴德人皈依了罗马教会,他重新控制了拉文那、伊

利里亚、亚尔勒等地的教会事务。罗马教会的传

教活动,也 得到了王权的支持。圣 卜尼法斯 (约

6sO—754年 )承认
“
没有查理·马特的支持,他 的

传教工作将是不可能的
”
[2](80页 )。

随着基督教在这些
“
蛮族

”
王国中的传播,那

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
“
蛮族

”
,一方面在罗马

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

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

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

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内容。
“
一种新型

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修道院传教士和修道院学校

的活动而被植人到未开化的土地上
”
[2](57页 )。

这些
“
蛮族

”
在

“
他们天然的老师

”
[12](238

页)“ 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
”
[2](18页 )一一基督教

传教士的教化下,迅速臻于
“
成熟

”
。这些

“
蛮族

”
,

不仅逐渐放弃了
“
流动迁徙

”
思想,而且从基督教

传教士们带来的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中学习到了
“
社团

`“

定居
”
和

“
国家

”
等观念,农业生产已成了

这些蛮族新居民的主要生产形式。从表面上看

来,尽管其文化发展水平不如古代文化,但 中世纪

基督教文化却已是一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二者不

可同日而语。当我们把视野拓展到整个欧洲,而

并非仅仅停留在罗马帝国故土的时候,便不难发

现 :西欧乃至整个欧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基

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出于宗教 目的,但他们的传

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

说西派教会在西欧乃至北欧地区的传教的过程 ,

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因此,基督教

西派教会的传教士们到蛮族地区去传教就是送去

了
“
黑暗

”
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此外,基督教西派教会积极从事对蛮族的传

教活动客观上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

的西欧以基督教为纽带联结成为一体。

随着蛮族王国纷纷皈依基督教,西欧国家的

基督教化,不仅减少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

敌对情绪,而且促进了民族间的彼此融合,表现为

生活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相互渗透,以 及两个民族

人民之间的通婚,还有语言的融合。当时拉丁语

是传教的官方语言,无可讳言,在西罗马帝国的废

墟上,法兰克人开始使用高卢式的拉丁语(以后演

变为法语);在意大利,拉 丁语在伦巴德人和哥特

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意大利方言 ;而在西班牙

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融合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

语。透过这种
“
融合

”
,不 难看出,这一地区的文

化,在 民族的相互交融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

会在传教、讲道的活动中,还把《圣经》译为各国文

字,采用方言说教,从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

和文化交流。

正是基督教在
“
蛮族

”
王国中的传播和基督教

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耳曼部落由氏族

社会直接踏上了中世纪的文明轨道,这些原始图

腾的崇拜者在短短的一二个世纪内便成了虔诚的

基督徒,而 彐̂他们在与罗马人的长期接触中最终

被迫与后者融合,推动了西欧历史的向前发展。

不仅如此,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

罗马教会的独立与发展,“对冲破迄今为止教廷生

存于其中的狭小范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
[14](51

页),罗 马教会成为西欧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

支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从这时起,西 欧通过

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

空的教会组织而连成了一体。因此,从一定程度

上说,格列高利一世是
“
欧洲之父

”
,是

“
西方文化

之父
”
。因为事实是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

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

共同的文化,“ 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

发展与其他的世界文明区别开来了
”
[2](18-19

页)。

总之,在西欧中世纪早期,教会的活动在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

对其继承和传播古典文化方面所起过的承上启下

的客观作用,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正是通过教

会把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因素传播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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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
蛮族

”
,“ 西欧才获得 了统一与形式

”
[2](19

页)。 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作为中世纪初期西欧的

主体文化,它对 日后西方文化发展走向的影响是

极其深远的。
“
即便是文艺复兴的纯属自然主义

方面的成就也取决于它的作为基督徒的先辈们。

⋯⋯文艺复兴的伟人们,都是精神境界高尚的人 ,

即便他们深深地沉浸在世俗秩序里。从他们作为

基督徒的生活经历所聚积起来的资源中,他们获

得了占领物质世界并建立一个新的精神文化所需

要的能量
”
[15](%页 )[2](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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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Ages is genera⒒ y considered a period° f cultural dechne, or even of

cultural darkness, and the dechne or darkness is completely attributed to Christian churches. In

fact, the churches’  activities in the earlyˉ stage Middle Ages c°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the

deˇ elopment° f West European culture under the specific hist° rical conditi° ns。 Christianity, the

main inheritor°f classic culture, contributes to the cultural revival, lays a foundation for VVest

Eur° pean education, and contributes to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the West】 巳uropean11ations in

the early-stage卜 压iddl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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