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修道院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地位及其成因

摘 要

    在西欧中世纪早期 (5到H世纪)的文化重建过程中，修道院制度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它作为当时唯一的文化实体保存和延续了濒临灭绝的古典文明。

我们研究西方中世纪的文化，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修道院制度，因为它是贯穿其

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在西方历史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除前言和结

语外，主要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前言部分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和研究方法。

    文章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修道院制度产生的背景、早期发展情况以及西欧几种

修道院的典型。最初的修道生活表现为极端的禁欲主义，当其与基督教相结合后，

便逐渐发展成一种以净化灵魂为目的的集体生活方式。在西欧，修道院制度被改

造为不同的派别。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西欧文化的发展进程。

    文章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修道院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地位。当罗马

帝国轰然崩溃后，修道院以其特有的方式延续了古典文明的火种，并且挑起培养

人才的重担，成为中世纪人才的摇篮。为上帝服务的主观动机，在客观上却使修

道院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而且艺术在满足宗教生活的同时也得到了自身的

发展和创新。这些都说明修道院己成为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

    文章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修道院成为当时文化中心的原因。修道院能够代替政

府行使某些文教职能，主要得益于其自身的组织优势。神圣的目的、宁静的氛围、

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稳定的师资力量和严格的纪律，这些都是修道院发展文教事

业的优势。此外，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模范庄园式的管理以及后来大地产的形

成，都为修道院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最后，修道院的发展也得到了来

自教俗封建主的大力支持，从而获得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简要阐述了中世纪修道院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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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研究意义

    提及西方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先哲学者们的经典著述，

和文艺复兴时期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成就，这些着实令人膛目。但这两次大的辉

煌之间相隔竟达千年之久，其间并无大的波澜，只是加洛林文艺复兴和12世纪

欧洲各大学的兴起，才使得平淡无奇的中世纪稍有点缀。如此来看，从罗马帝国

的衰亡到 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没什么值得一提

的重大成就。因此，人们常用“苍白”、“黑暗”等这类字眼来形容这段历史的文

化空缺。众所周知，文化的发展虽然有兴有衰，但不可能在经历了几百年的中断

之后突然复兴，这期间必定有一个纽带承前启后。中世纪早期的这根文化纽带便

是修道院。著名的文化史学家道森是这样评价中世纪修道院的:“从古典文明的

衰落到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修道院是贯穿其

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中世纪早期不仅在宗教生活和精神戒律上，而且

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发展上都带有修道院领先的痕迹。”2

    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特有的形式闪烁着文化的光芒，保

存着文化的火种。本文拟对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地位进行探讨，并分

析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的原因。本论文之所以选择中世纪早期，即 5到 n世纪

作为时间断限，一是因为这一时期古典文化己经衰落，而欧洲各大学还没有兴起，

此时修道院在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越发显得难能可贵;二是因为这

一时期，基督教文化在西欧占据统治地位，其影响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

这种影响正是通过修道院制度得以实现的。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

深入地了解修道院作为文化组织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更加清晰地掌握西方文化发

展的脉络。

    研究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地位，对我们了解现在的西方文化，有

1 〔英)克甲斯托弗·道森.泉教’J西方文化的兴起)】 长川某 译.成都t四川入民出版社 29扫9.4。
2 〔英)克罕斯托弗·遒森 宗教勺西方文化的兴起〔川 长川某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月 1哭9.207



着重要的意义和帮助。文化史学家阿尔伯特·甘霖 (月七川 6r比〔e)指出:“西

方文化之根成长与东方之土，它植根于两希文化一一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5

到11世纪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而这种融合正是通过修道

院的文化职能来实现的，它起到了一个文化熔炉的作用。这种吸收了希腊精华的

基督教文化一直左右着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直至今天仍然根深蒂固。

    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拓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理解和尊

重彼此的文化背景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的研究，对我国这样一个儒家文化占

统治地位的国家更多的理解西方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

而且有助于我们预见未来的文化发展趋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研究综述

    对修道院的研究，从总体来看国外比国内要充分些。许多外国著作中都有关

于修道院的内容。第一，凡涉及中世纪基督教的著作，都对修道院有所介绍。例

如:戴维H.威廉斯的《中世纪早期的西多会》，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沃尔

克的《基督教会史》、穆尔GF的《基督教简史》等。第二，有关西方文化方面

的著作也对修道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说明，如:克里斯托弗 ·道森写的 《宗教与

西方文化的兴起》、阿尔伯特·甘霖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爱德华·伯恩斯等

人写的 《世界文明史》、彼得 ·李伯庚的 《欧洲文化史》等。这些著作均从文化

方面介绍了修道院的作用，以及修道院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其中道森的《宗

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一书，较为翔实地介绍了修道院在西欧中世纪早期作为当

时唯一的文化组织所起的巨大作用，详细介绍了修道院的文化职能，以及12世

纪欧洲大学的兴起与修道院之间的渊源。第三，涉及欧洲日常生活和经济状况的

书籍，都从经济方面对修道院进行了介绍。例如: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P+布瓦松纳的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汉斯一维尔纳 ‘格茨的 ‘欧洲中世纪

生活》，卡洛报奇波拉的‘欧洲经济史》等。这些著作着重从日常生活方面介绍

修道院，包括教会大地产的形成，修道院的日常管理，修士的日常活动等方面进

行了详尽的论述。第四，有些学术专著也吸纳了修道院的成就，对修道院略有论

1 (美)阿尔伯特。It盆 基督教与两方文化阿 赵中辉 译.北京二北京人学川版社.2O05 13.



及，如IW.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些著作介绍了修

道院学者们的优秀作品，及他们当时的创作背景，对中世纪修道院的面貌可见一

斑。第五、涉及西丈教育史的书籍均有关于修道院教育的介绍。如:克伯雷的《外

国教育史》、格莱夫斯的《中世纪教育史》都详细介绍了修道院学校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修道院教育已经相当正规，客观上为日

后欧洲大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国内涉及修道院的著作不如国外丰富，介绍修道院最完备的专著当数王亚平

的《修道院的变迁》。这本书主要论述了修道院的由来，规范修道院的院规，各

派修道院的改革运动，修道院与政治的关系，不同修士的生活方式和修道院的文

化。另外，陈曦文的 《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安长春的 《基督教笼罩下的

西欧社会》，杨昌栋的 《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赵敦华的丈基督教哲学15佣

年》，这些著作都对修道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绍。此外，国内还有两篇己公开

发表的关于修道院的硕士论文，分别是庄秀文的 《析修道院在中世纪西欧社会文

化中的作用》和贺小飞的《试论修道院在中世纪前期西欧社会中的作用》。

    综合起来看，国内学者对修道院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国内主

要是在宏观研究基督教时涉及到修道院制度，针对修道院自身的微观研究成果较

少。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取向，努力发掘修道院在西欧中世纪早

期的文化职能，以及修道院之所以成为文化中心的原因。其创新点在于，将修道

院提高到西欧中世纪早期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地位加以论述，并且从政治、经济等

角度分析了修道院能够代替政府执行文化职能的原因。

    修道院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神学研究是修道院文

化的主要内容。其二，修道院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这两个方面与古

典时代的文化和12世纪欧洲各大学兴起以后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

修道院的文化必须采用文化史和社会史作为其研究取向。



一、修道院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修道虽然不是基督教独有的现象，但修道院却是基督教所特有的组织机构。

因此，基督教的发展壮大是修道院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一)历史背景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 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团体中，据说是拿撤勒人耶稣

所创立的。“基督，，一词源于希腊文C坛lstos，希伯来文俪shlah<弥赛亚)的希

腊文写法。意指上帝所差遣的救世主。1耶稣自称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了

拯救世人，从天国降临人间，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动怀孕所生。他30岁开

始传道，一生行有大量神迹，赢得许多信徒，并建立了基督教会。在提比留皇帝

时期〔公元14we一37年)，耶稣被罗马派驻犹太的总督本丢·彼拉多判刑钉死在十

字架上。据圣经记载，耶稣三日后复活升天，并向门徒显现。之后，耶稣的一些

继承人把基督教发扬光大，并赋予它一种更为精密的神学理论。公元3世纪时，

基督教得到广泛传播。3世纪在罗马历史上是一个政局动荡、经济衰退、战火四

起的时期。人们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不堪，对现实生活的绝望使他们把希望寄托

于来世，而基督教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全能的上帝，并提出了灵魂得救的观念。“基

督教正是带着大量的关于神圣裁判和神圣救赎的消息来到蛮族中间的。它宣扬人

类受到宇宙恶魔的奴役，并且在自己的罪恶的重压之下越陷越深。只有通过信仰

基督并获得被钉十字架的救赎者的恩典，人们才有可能摆脱罪孽深重的人类的

Mass泪，m“ta(大批堕入地狱)，并且逃脱一个天数己尽的世界的毁灭.”2这种

观点在旧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时，为弱者和地位低贱者提

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基警教从一7r始就是穷人的宗教。据 《圣经》记载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财

1任继愈.宗教词典阅
2(英)克里斯托化 ·道众

卜海:1海辞1引1气版平+，1的了.，35

宗教与西方又化的兴起〔闭 长川某 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日，29



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1”’所以，基督徒

的中坚力量是占罗马帝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阶层。由于基督教主张只能

信仰上帝，除此以外不可崇拜其他的神抵，所以当基督徒拒绝祟拜罗马的官方神

抵时，常常遭到迫害。但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殉道者的

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成为众人效仿的楷模，成了基督教会的种子。

    基督徒受到的最后一次大破害是在戴克里先统治的末期。但随后的继承者枷

勒里乌斯皇帝认识到，基督教已经非常强大，用迫害的方法是消灭不了它的，所

以采取较为温和的措施。公元3n年加勒里乌斯在辞世之前颁布了宽容赦令，承

认了这一事实。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阪依了基督教并给予基督教大量的支持。他

希望此举能够把一个道德败坏，教派林立的帝国从精神上重新统一起来.从此基

督教在罗马站稳了脚跟，基督徒的数量也随之大大增加.君士坦丁阪依基督教时，

基督徒可能占帝国总人口的不到五分之一，在国家的扶植下，基督徒迅速在总人

口中占了压倒性多数。2

(二)修道院的出现及早期活动

    修道的传统由来己久，最初主要是通过肉体折磨的方法使精神虔诚，灵魂得

到净化。沙福指出:“禁欲主义不仅仅存在于基督教中，而且在基督前后的其它

宗教中，尤其是东方宗教中都可以找到禁欲主义的倾向。”3

    易斯勒认为，“修道院制度真正的起源存在于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者的禁欲

团体中。，4道森也说:“修道院制度是作为对整个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的古典文

化传统的一种抗议而起源于非洲沙漠的。”，最初，它表现为极端的禁欲主义，甚

至是自虐行为。“其创始人和楷模是尼特里亚(Nitria)和底比斯地区的极端禁欲

主义者，这些人在无休止的祈祷和斋戒中、在同黑暗势力进行的近乎肉搏的抗争

中度过他们的一生.’6后来，这种隐居的生活方式传遍了整个罗马。不少隐士因

其极端克己和残酷的自我折磨而声名远赫。但是，这些独居的隐士常常会受到人

《圣经·马太福音》 19章23.24节，37

‘美》爱德华·伯恩斯.世界文明史阅 上卷，罗纤国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3了6

Sc加研 P抽1认拢欢即妙2触【伪2力J刁‘月以口刁为胶咖加‘//I ，入田召侧助1989，F石夕
4PhllipE公佬r，肠c加r即以厂臼月油，肠rld 沁加柑 J.La.danandNewyO，k，2侧洲，.P346

5(英)克卑斯托弗·道森.众教与西方义化的义起【明.长川某 译
6(英)克毕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阳王 长川某 译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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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或自然的威胁，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三三两两结伴而居。同时，这些隐士中

也不乏一些卓越的讲道家，他们吸引了一批前来听道的人。这样，到4世纪时，

逐渐形成了一些以讲道者为中心的隐士集团。后来，隐士们过起了群居的生活，

群居使隐士们能更好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且增强了自卫的能力。第一位比较著

名的隐士是生于中埃及的圣.安东尼〔250一350)，他加岁时开始修道，在社会

中苦行15年后逃到尼罗河边的波斯皮尔(P肠pir)山中过起了隐修生活。埃及的

气候使他能够仅以棕桐树叶和兽皮遮体就能抵御冬季的严寒，在饮食上只用面包

和盐充饥。他在山洞中栖身，每天不停的冥思苦想，自我反思，与想象中的邪恶

势力和形象作斗争。14世纪初，聚集在他身边的教友们劝说他担任他们的教师，

从而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修道集团。这个修道集团允许个人自由的工作、礼拜和学

习，除了规定的礼拜之外没有其他集体活动。随后，在埃及的另外一些地区又出

现了比较稳定的隐修集团。例如，约320年时，帕可马斯0、cb0In加力建立的修道

院。帕克马斯约于292年生于上埃及伊沙娜(Bna》的一个异教家庭中。他曾在

康斯坦丁的一次战役中担任过军官，回到城市生活后，到尼罗河边挨近登德拉

(Dendera)的地方追随一位老年隐士，过起了修行生活。3年后他组建了一个修

道院，写了一本用来管理修士的《章程》(Rul的。但这个《章程》对修士的要求

并不严格，隐修者的自主性很强，没有任何统一的事务，甚至用餐的时间都很随

便。这种宽松的管理使得隐修人数大量增加，修道院成了在罗马帝国之外的兴盛

的居民区。到346年帕可马斯去世时，他己经设立了九个修道院和一所修女院。

在一个名叫奥科伦喀斯克的城市里，城垣内外到处都住着修道者，据说，城内达

50以〕人，城垣周围也有5。)〕人。在塔贝娜附近，居住着约，以刃个修道者.2这

样庞大的隐修队伍反映了人们身处乱世当中焦虑不安的心情 。

    随着隐修运动的不断发展，其影响越来越深。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修道

生活应该是一条通过严格律己来达到宗教理想的途径，从而开始有目的地规范隐

修生活。这种隐修制度的设计者是希腊基督教神学家圣巴希尔(330?一379年)，

他学识渊博，上过该萨利亚的修辞学校，及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的学园。巴西尔把

隐修看作是基督徒追随上帝的一种虔诚方式，因为一个人只有放弃了他所有的一

切，才能专心的侍奉上帝。他反对极端的自虐行为，而鼓励修士们通过有益的劳

下叩平修道院的变迁【川.北京 东方出版社，1佣8.1
女长春.葵普教笼罩下的西欧I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47



动自律，禁止修道士过长时间的禁食或摧残自己的肉体，而是敦促他们甘于贫困

和卑微，并且每天用大量的时间进行宗教沉思和冥想。他为修道院制定了比较严

格的规程，修士们要严格地按照作息时间表一起进餐、做弥撤、劳动和学习。随

着巴西尔学说的胜利，东部地区的隐修制度变得更有组织，更加规范。他奠定了

迄至今日东方集体隐修制度的基础，被后人称作东正教修道院之父。不过，这种

巴西尔式修道院仍然建在远离尘世的地方，从未像西欧的修道院那样对外部世界

起到文明开化的作用。

(三)西欧的典型修道院及其影响

    东方的隐修生活传入西方后被基督教的教士们加以改造，禁欲隐修生活成为

教士生活的标准，修道院也成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组织。1在西欧，隐修制度被

改造发展为不同的派别，并在不同时期影响着西欧的社会发展.其中影响较深远

的有:本尼迪克派修道院、爱尔兰修道院、哥伦班修道院、克吕尼修道院等。

    1.本尼迪克修道院

    在西欧，“形形色色的修道院也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日程和祈祷计划

很大部分上都是遵循了本笃2的章程。”3可见，本尼迪克派修道院的影响最大最

为典型，它成为后来西欧各国修道院效法的楷模。本尼迪克(约 480一543)出

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曾在罗马受过良好的教育，后因受到排挤过起

了隐居生活。529年本尼迪克在意大利中部的卡西诺山，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

的本尼迪克修道院。月

    为了对修道院的生活进行指导，本尼迪克撰写了一部完整的会规，即《圣木

尼迪克教规》，规定修士不可婚娶，不可有私财，一切服从上长，称此为“发三

愿”。此外，会规还涉及祈祷、劳动、学习、用餐、睡觉及修士之间的关系等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修士们除完成 日常的灵修活动外，还抄写古籍，从事宗教艺

术创作，并且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本尼迪克的修道院为濒临灭绝的罗马拉丁文化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1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洲 6
本笃会即本尼迪克式修道院:即趾阳抓ct的中译名称。因此，本尼迪克式修道院又称为本笃会。

(关)支妮·弗堆门特 信仰时代[川 刘毅 译.北京:中国台实出版社，2004.41

4H“rywa“月刀蓝1阳朋州可以r翻朋‘幻日即向朋dLitera四爬幻如痴dofthes。，‘。月.乃凡D，袱￡为朋
月卿u月t可动亡户尸自.亡切。户5亡“，d川价胡了鱿Hen如C阮石onPoh，1994，P130



保存了一块得以延续生命的绿洲，并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霍莱斯说:“本笃会教士实际对于他们要抛弃的俗世，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

中世纪前期，他们的学校培育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桥梁，他们抄录并保

存古代拉丁著作。他们带头到德国森林地带，随后又进入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及

甸牙利，深入传播基督教。他们还担任国王的法律专家和顾问，并跃居宗教事务

高位。由于许多时代长期承受信徒捐赠的土地，他们拥有并经营众多的田庄，这

些农庄成为先进农业组织和技术革新的典范。到了封建社会，本笃会住持们在他

们所控制的广大辖区内，成为负责政治、立法和军事征募的大诸侯。首要的是，

在政治纷扰的海洋中，作为安全和知识的避风岛，本笃会修道院是正在发展中的

古典— 基督教— 日耳曼文化综合体的精神中心，这个综合体构成了欧洲文明

的基础。总之，本笃会修道生活对早期基督教西方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生它

关于修道院生活的观念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合作的，是共同生活的准则，“为上

帝服务的学校”。它以极其实用的特点、对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详细的立法、以

及对修道院经济的关注，而不同于较为陈旧的教规。在日常生活方面，修士们有

简单但足够的饭食、衣物，有足够的睡眠，甚至可以喝些葡萄酒。“伙食虽然简

单但是丰厚。吃肉是有限制的，当然在一个地中海区国家里肉类不是很缺乏的。

对于鱼类、葡萄酒或奶油没有限制。僧侣每天吃两顿饭，每顿也可有八盎司面包、

一品脱葡萄酒、两盆蔬菜加上水果。僧侣的衣服用羊毛制成，来适应季节.”2“事

实上，本尼迪克修道院好似一个罗马土地所有者的别墅，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

组织，只是修士们自己仍是劳动者。”健样，本尼迪克式修道院成了一个富有宗

教气息的家园而不是专门惩罚人的学校。正如本尼迪克所说:“上帝真正的仆人

不是用铁链绑在岩石上，而是用信仰锁在正义上。”4

    2.爱尔兰的修道院

    爱尔兰修道院可谓众修道院中的另类，它因与本土部落传统紧密结合而有别

于其他修道院，而且在文化传播和学术成就上也格外引人注目.

    爱尔兰的修道院制度产生较早，大概与教会的建立同期，因此它深深地影响

1〔美)c·沃伦·露策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田〕.陶松寿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朋.53一书4
2毛艾)汤普逃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洲1耿淡如 译北京二商务印书馆 1，61.1以

3〔如 克甲斯托弗·」趁在 宋教与西方义化的火起[叮 山U某 1爷 成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绍9.44
4灿‘eHenr跳月刀趾，￡口月u尽ofCh刀叮脚 氏朋阳尸勺‘月dL忆比阳川陀的叻亡乙.d可的亡占臼功。湘川即注及，晰动明
  月“oun了ofth‘八认口刀‘1及，。‘耐从，。址，Hcndnc抽0.P.bl男4.P131



了爱尔兰的教会。白随着不列颠城市生活的衰落和古罗马主教管辖区的消亡，修

道僧成为教会的先导因素，而在爱尔兰，修道院因素从一开始便居于主导地位，

并且构成新兴的爱尔兰基督教文化的特点.”污世纪的爱尔兰社会依然是部族性

质的。修道院院长由部族首领担任，他按照修士年龄的大小进行分工，年长者从

事宗教事务，年少者以学习为主，青壮年则从事其他体力劳动。这样，整个修道

院就像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大家族。在奥古斯丁来到不列颠传教之前，爱尔兰这

种大家族式的修道院制度一度在英伦三岛流行。

    爱尔兰修道院对西方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开创修道

院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的传统贡献最大的是爱尔兰修道僧。”2爱尔兰本身有着古

老而精致的土著文化和教育体系，它的修道院制度必然获得受过教育的古老阶层

的许多特点，因此自然成为学校和学术中心的所在。“但是爱尔兰修道僧对西方

基督教杜会的最大贡献是新的传教扩张运动，这场运动在了、8世纪对整个西欧

传播基督教和恢复修道院生活起了很大作用.”3它促进了西欧社会基督教化的进

程。

3.哥伦班修道院

    590年，爱尔兰修士哥伦班(COlljmban，5书工615) 来到西欧大陆传教，并在

勃灵第建立了一个以修道院为基础的传道中心。哥伦班精通文法、几何、圣经和

修辞学。他创办的修道院不仅传播基督教的各项宗教仪式，而且组织人们进行农

业生产，不久便形成了一个以修道院为基础的居民区。

    哥伦班修道院以社会经济职能见长，极大的促进了修道院制度的发展。它比

其他修道院更强调劳动，把劳动作为苦修的主要形式。在修道院内，修士们自己

生产粮食，自己酿酒，自己织布制衣，俨然成了一个自给 自足的小农庄.“它向

统治者展示的是大片的荒地、林地、沼泽地被开垦为良田，社会秩序得到改善，

基督教的精神广泛传播，修道院成为农村社会的经济中心和精神中心。”4它的这

种经济职能颇受蛮族统治者的青睐，大土地所有者纷纷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哥伦

班式修道院。“这一时期在维埃纳建有60所，莱亡建有36所，西欧众多著名的

1 (英)克甲斯托弗·道森.京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HI 长川某 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 19的 49
2 〔英)克毕斯托弗·道森 佘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闭.长川某 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 仕.L989.51

3 〔英)克里斯托弗·道森 来教’J西方义化的兴起四] 长川某 译.成都:p甲1一人民出版 社 1989 56
4十亚平 修道队的变迁【M训L京:东方出版廿，1，尧.30



大修道院的建院年代都可以追溯到7世纪”1

    4.克吕尼修道院

    克吕尼修道院以改革著称。所谓改革，其实就是将己经世俗化了的修道院重

新扶上本尼迪克式修道院的轨道。克吕尼改革运动掀起了10世纪修道院复兴的

浪潮。

    9世纪中叶的西欧再次遭到外族入侵，作为西欧中世纪早期经济和文化中心

的修道院，自然成为入侵者劫掠的对象。许多著名的修道院，如:诺瓦勒修道院

和圣茂利斯修道院，都曾因遭受洗劫而成为一片废墟。“城镇空寂无人，修道院

被焚为废墟，土地荒芜。”2为了免受劫掠，修士们不得不求助于当地封建领主以

求庇护。而修道院的财产自然也归到了这些世俗封建主的名下，成为他们私产的

一部份，这使得修道院失去了原有的宗教性质，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即使那些

幸存的修道院，也不复存在对教规的遵从。他们不再拥有合法的上司，因为它们

甘受世俗的统治。因此，在修道院中，我们看到的是俗人修道院长和他们的眷属，

他们的卫兵及他们的看门狗.”」

    动荡的时代和苦难的生活使人们普遍产生了厌也的情绪。10世纪初，宗教

的禁欲思想又开始复苏，修道院的改革运动便应运而生。910年，虔诚者威廉公

爵把法国中东部勃良第地区的克吕尼小教堂改建成一所修道院，并命名为克吕尼

修道院。为了表示虔诚，他把这所修道院献给了使徒圣彼得和圣保罗，这样任何

教俗贵族都没有权力占有克吕尼修道院及其财产。927年，法国国王鲁道夫还钦

定了克吕尼修道院的 “自由”法律地位，使修道院拥有了自己选举院长的权利，

消除了世俗通过任命院长来干预修道院的可能.这些给克吕尼修道院带来了宽松

的政治环境，逐渐使其恢复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纯宗教性质的基督教机构。

随后，这所修道院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1世纪。4克

吕尼修道院所遵守的是以最严格的禁欲主义解释的本尼迪克会规，并且健全了修

道院的管理机制，遂成为无政府状态社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修道院制度不再

是基督教世界的道德馄乱的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而且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中的

1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侧1北京:东方出版朴，1995 31
(英)克甲斯托弗。遭森 宗教’j西方文化的兴起1均.
〔英)克甲斯托弗·道森.宗救’J两方义化的兴起【旧

长川某 译
长川某 译 忽

四川人民出版社，1，a9134
四川人民出版补，19朋 134

Hama比人dOlf，A卜川1几1乙Jl.“~ :Itsld“钻口耐月臼沁，口心刀绍伪川乙3沁.可岔洲创别5血亡，L”do”，巧U，
即 2



一股独立力量。”1随着克吕尼修道院改革的不断深入，其影响也不断扩展，“它

的目的是通过榜样和影响的力量来改革隐修制度。”2改革得到了封建君主和大贵

族的支持，他们纷纷在自己的领地上推行克吕尼式的修道院改革。不久，许多修

道院都加入到改革的行列，以禁欲为主要原则的修道院在西欧开始复兴。 “到

了11世纪初，修道院改革运动己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并且开始影响到西方文化

的每个方面。”3

克里斯托弗·道森 宗教’j西方文化的兴起1毋 长川某 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威利加颂.沃尔克 毕督教会史【川.1卷口孙善玲 译 北京 中囚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克旱斯托弗·道森.宗教去J西方又化的兴起〔叮 长川某 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f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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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道院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地位

    毫无疑问，罗马帝国的衰落和蛮族的入侵使欧洲陷入一片混乱，旧有的中央

政府不复存在，经济濒临崩溃，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瘫痪。社会

的动荡导致了欧洲文化的普遍衰落，古希腊罗马的文明随着拉丁世界城市文明的

衰落而消逝。大量的古籍被毁坏践踏，原有的学校消失了，拉丁语不再是罗马各

省的主要语言，除了修道士外识字的人寥寥无几.流传至今的那些古典作家的著

述是通过教会，特别是修道院保存下来的，修道院成了当时古典文明仅有的避难

所。在那个蛮族统治的年代里，修道士承担起了文化领导者的职责，他们不但在

基督教教义方面，而且在拉丁文方面指导着信徒。修士们不但能读会写，而且还

通晓书法、绘画、音乐和历法知识，因为这些都是宗教仪式必不可少的。这样，

以修道院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逐渐兴盛起来，并且通过教育和宗教影响渗透到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了欧洲文化之火不灭的唯一望。总之，在衰败的中世纪早期，

修道院是主要的文化中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城市和大学的兴起为止。

在这漫长的时期里。本尼迪克修道院把抄写文献作为修士们的一项日常工作，使

古代文本得以保存下来。国内学者认为，“修士和神甫们在传经布道的同时承担

起传授语言、知识和文化的责任。从而与教会一起保存、延续并传播了古典文化

的因子，教化、驯服了广大的蛮族世界，使得中世纪早期文化不至彻底灭绝，为

进一步塑造中世纪新型的基督教文化奠定了基础。”1

(一)黑暗中世纪的一盏文化孤灯

    公元4、5世纪的蛮族入侵彻底摧残了曾经璀璨的希腊罗马文明:所有硕学

之士纷纷逃往海外。从此，欧洲便JT始了黑暗的中世纪。之所以用黑暗来形容这

段历史，是因为它完全建立于野蛮和废墟基础之上。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

下了任何一个蛮族国王或酋长都不可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获得西欧统治权的日耳

1田饭.中世纪蛋督教文化的兴衰伽1.保定 河北人学出版社.2001.仍



曼人尚处于部落阶段，并无国家的观念，罗马的成文法和审判制度，被日耳曼人

互不统属的不成文法和落后的审判制度所取代，以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根本不可能

恢复罗马帝国昔日荣耀的。“日耳曼人知道织布，制造金属器具和带轮子的车，

但不知道书写，这就是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1贵族重武轻文，以善于战事为荣，

权势赫赫，家财万贯，却目不识丁者比比皆是。《法兰克人史》中是这样描绘当

时的情形的:“在高卢的城市里，当人们对文字的运用每况愈下，不，更确切地

说是己经终竭的时候，那里己找不到一个在层次分明的写作艺术方面训练有素的

学者，来把发生过的事情以散文或韵文的形式描绘出来。·⋯ 因此之故，悲叹的

声音不断地进发出来，人们说到:‘哎1我们这个时代阿 !学问的研究己经离开

我们而消逝，在我们各族人中间再也找不出一个能够把当代的事情写成一本书的

人了。’”2“在罗马城市逐渐消失之后，文化知识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因为在

他的国家里竞然找不到几个识文断字的人。”3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建立在书面文字圣经基础之上的一种宗教，圣经被视为

上帝的话语，信徒需要阅读圣经来领悟上帝的圣谕。“一个人是通过阅读来认识

上帝的。”龟道士们要向众人宣讲神的圣谕，就必须具有阅读和理解经文的能力，

而大量的阅读和学习就成为修士们的必修课。因此，在当时大多数俗人都是文盲

的情况下，基督教垄断了文化和教育，并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一些传统，作为新型

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订者填补了巨大的文化真空。修道院是中世纪掌管文化的场

所，修道士是当时唯一掌握知识的人群。为了更好的研读圣经，修士们刻苦地学

习文化知识，每夭必要有一定的时间用来读书或抄写经文。《本尼狄克教规》中

就对修士的学习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徽惰是灵魂的敌人，因而兄弟们必须在

规定的时间进行手工劳动，在其它时候专心地读圣经。⋯ 从四点到六点阅读。

六点之后用完餐，静默的躺在床上休息。想要读经者可以读经，但不能打扰他

人。，.⋯ 在大斋期间，每个人都能从图书馆中得到一本书，可以连续的阅读。在

大斋节开始时把这些书发下去，委派 一位年长的修士在其它兄弟专心阅读时巡视

修道院，察看是否有懒惰的修士在这段时间里无所事事，或因闲谈而忽略了读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脚1 昊象婴 梁赤民 译.上海 上海科学院出版

社 2加3315

2 (法)格岔戈卑.法书克人史仪].寿纪喻、戚国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砚.L
3 (美)爱德华·们恩斯 世界文明史【Ml l卷，罗经囚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24
扭C四刁loandCh”t队A任‘勿四of月“d山9切功必环公欲〔匀山brid罗，Polt钾Pre朋1卯，.即上



书。·一在星期日，所有人都应阅读。”1修士们不但学习基督教的教义，而且要

熟练地掌握罗马语言、拉丁文、历法知识和地方法律，因为这些都是研究《圣经》

必不可少的。

    最早开创修道院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的是爱尔兰修道院，墓督教文化在爱尔

兰也呈现出独特的异国情调。拉丁文是宗教仪式和圣经的神圣语言，每个修道士

必须掌握，而且对它的掌握只有通过书本，以及对经文和语法的细心钻研。但是

这门新学问在爱尔兰不得不与一种极其古老而精致的土著文化和土著教育体系

进行竞争，而这种休系是由在爱尔兰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神圣秩序的预言

家和诗人(fihd)，经过数个世纪的时间传递下来的 新来的文化代表，只能站

在他们自己的阵地上，作为博学广识和掌握了有利的语言的人而与对手交锋，才

能取得胜利。因此，爱尔兰修道院制度必然获得受过教育的古老阶层的许多特点，

修道院不仅成为祈祷和禁欲的所在，还应成为学校和学术的中心。2爱尔兰的修

道院不仅研读神学著作，而且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研究古典文献。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爱尔兰的文化学术水平要高于欧洲大陆。后来，出身于爱尔兰修道院的

高级传教士，远赴英格兰、苏格兰和西欧大陆传教，同时传播己在西欧大陆濒于

消亡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知识.

(二)中世纪人才的摇篮

    中世纪早期的学校分为三类，即:修道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教区学校。其

中办学最正规的是修道院学校，其他二者无论在教学内容上还是教育经验上都不

及前者。“本尼迪克曾号召建立专门的修道院学校，以培养神职人员。”3真正的

修道院学校始建于6世纪，到9世纪时，国家把教育的任务委托给教会和修道院，

因而各修道院均附设有学校了。由于学校的兴办，受教育的人数逐渐增多，一些

在修道院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加入了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神职人员的行列 如

《查理大帝传》的作者艾因哈德毕业于著名的富尔达修道院学校。又如欣克玛尔，

出身于著名的圣德尼修道院，先后侍奉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曾被秃头查理任

IB已朋di。了Saint:介仑1介扮R“1巴of息B朋翻己‘毛Kj”sas，生，49，P55
2(英，克甲斯托弗·道森 宗教LJ西方文化的兴起脚].长川某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89.俐
31油‘吸川J.内桃‘AL心gacyofL“阴呷;“人.砧尽oj呻 tem翻“““如一5以eU朴 ‘吟ofNew物rLP盆e狐
1991眨107



命为兰斯大主教。他不仅参与法兰克重要的政治和宗教活动，而且还著有一些宗

教法规和历史著作。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的英格兰历史学家比德，终生在诺

森伯里亚的贾罗当修道士，是一位学问非常渊博而且多产的作家。总之，在这一

时期能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大都受教育于修道院学校.

    修道院学校最初的办学目的是培养修士，后来逐渐发展成普及教育的机构。

生源主要包括“内修生”和“外修生”两大类。内修生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修士，

生源是被父母从小送进修道院的儿童，或者从小被修道院收养的孤儿。他们的入

学年龄约在10岁左右，学期8到10年。外修生是修道院学校招收的世俗学生，

入学前须交纳一定的捐赠，其实就是变相的学费。在学成之后仍为俗人，他们学

习的课程与内修生并无大异，只是学成后不需要当修士。在教育内容方面，除了

传授教义和研究《圣经》外，还包括“七艺”。七艺源自古希腊，柏拉图把学科

分为初级和高级两大类。初级包括:体操、音乐练习和识字，高级包括:算术、

几何、音乐理论和天文学。公元 4世纪时，七艺己被罗马确定为学校的基本课程。

修道院学校继承了传统七艺的基本内容，加以改造之后，就为神学教育服务了。

6世纪时，意大利威维尔修道院院长克修都诺斯在其著作 《学术通论》中，正式

使用 “七艺”的名称，自此，七艺正式成为基督教教育的基本课程。修道院教受

的七艺在内容上不拘泥于传统模式，它的涵盖面是相当广泛的。“文法”包括拉

丁文和文学的基本常识，学习拉丁文的目的在于阅读经典著作和有关基督教的文

学作品。“修辞学，，除了包括散文和诗的写作外，还包括一些历史和法律知识。

“辩证法”是理解的科学，它能教人思考、下定义、作解释和辨别真伪，其内容

与现代的形式逻辑类似。“算术”起初是用来计算宗教节 日的方法，后来吸收了

阿拉伯的符号记数法，又增加了一般的运算知识。“几何万除了包含地理知识和

几何学的基本概念外，还涵盖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测量知识。“天文学厅开始时

只是一些行星运行，寒暑更替的基本常识，后来又吸收了托勒密的著作和亚里士

多德的《天体论》。“音乐”除了教授赞美诗外，还教授音乐史和音乐理论.

    在教育思想上，基督教思想之父圣 ·奥古斯丁的贡献最大，他认为所有的教

育都应被引向对圣经的理解。奥古斯丁从教育中排除了很多东西，主张要像避开

邪恶一样，避免那种为学习而学习或为给同伴留下良好印象而学习的动机。他推

荐的学科有:哲学、文法、修辞学 、逻辑学、和 自然科学。人们可以从中学到



很多知识。当教堂宣讲真理.或者人们通过直觉面对着真理时，这些知识会帮助

人们理解它.学习是人们通向永恒真理的一个侍女。1奥古斯丁还主张用严厉的

手段督促学生学习，他相信学习的道路行之不易，允许把鞭答作为一种刺激因素

和驱除邪念的手段。儿童本性是罪恶的，是亚当的后代而继承了他的原始罪。要

想控制儿童的邪念并把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善德引发出来，就必须惩罚他们。2

    修道院里的教师多由资深修士担任。因为当时缺乏书籍，所以教学方法主要

是口授式和问答式两种。口授式是教师读出书中的文字并加以解释，学生边听边

记录讲述的内容。问答式是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针对学生个人提问，

学生作答后，再由教师加以评论。这种教学方法十分适合当时的情况，因为学生

的入学时期不一，学习进度不等，学习时间也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就显得尤为重

要。这种教学方法在文法教学中尤为普遍，著名教育家阿尔琴就为查理大帝16

岁的儿子王平编写了一本问答式的教材。3

    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男生，而且招收女生，这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相悖。

在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女孩根本不可能上学受教育，甚至不可

以在公开场合讲话，教育几乎完全被限制在男子中。然而基督教在男女的教育及

地位方面并无区别。据《圣经》记载，耶稣从来不忌讳教导女性信徒，追随耶稣

的人当中也是有男有女。《圣经》记载:“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合为一了.”嘴因此，修道院理所当然的招收女生，

还专门成立了女修道院，使女孩和男孩一样有机会平等地接受教育，这在历史上

是一次大大的革新。到公元4世纪时，基督教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对女子的态度已

经明朗化，承担女子教育已成为许多世纪来基督教的一个特征。，拉姆齐

(砚MR，say)指出，基督教的目的是“普世的教育，不像希腊和罗马人，教

育是富人的专利·“·也没有性别的歧视”石修道院虽然乐意招收女生，但女生人

数总体上要比男生少很多。这是因为古希腊罗马轻视妇女的传统。使家长们不愿

意送女孩去学校，入学的女生也大都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尽管如此，修道

院学校在男女平等接受教育方面开创了先河。在中世纪，一些杰出和受过良好教

1 (美) 5.〔拂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幕础【叮 吴元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蛇7.1”.
2 (美)5.E佛罗斯特 两方教育的伪史和哲学摹础伴玉吴儿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哭?.1努

3欧阳军弃，1宪叨.世界中世纪文化枚育史〔叮北京 中国国际广描出版让，19%.49
4 ‘千纤。加拉太书】。3章邓 节、第331负

5欧阳军弃，1光明.世界中世纪之化教育史IM}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杜，1，洲 125
6 (笑)施密特 摧霄救对文明的影响少』 汗晓丹 赵以 译，北京:北京人学出版社，2005 .肠



育的女性不断崛起 。这里有几个例子 :利奥巴(U曲礼7田刀82)是圣卜尼法斯

  (B助iface，公元 8世纪)的宣教助手:甘德塞姆(G朋dersheim)的赫兹维萨

  (1吐。匕v油a，932-1的2)是一位女牧师，精通古典拉丁文学，擅长戏剧、诗歌、

传说及史诗的创作:宾根的希尔德加德(比ldelgard，1098一n79)建立了自己的修

道院，与教皇、皇帝和主教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t修道院毕业的女生可以成为

修女，他们的文化修养与修道士不相上下。

    修道院中的图书馆在欧洲文化传承方面功不可没，随着西欧社会的黑暗日益

加深，正是在修道院里，拉丁文化传统和基督教生活的模式才被保存下来。因此，

修道士是西方的使徒和中世纪文化的奠基者。2蛮族的入侵使大量的书籍被毁坏，

书籍奇缺，那时尚无印刷未，抄写书籍就成了修士们的重要工作之一，除了抄写

圣经外，还抄写保石三数世纪以来的教父作品及古典著作。一般修道院都设有图书

馆及阅览室，这里的藏书主要是宗教典籍，其次是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及其注

疏本，圣者的传记，教堂礼拜用书;再次是拉丁文教科书和文法书;还有为数不

多的一些拉丁文古典著作和希腊文著作的译本。J中世纪早期，西欧各地修道院

藏书不断增加。英格兰教士比斯科普〔628一690)曾创建了韦穆(6哟和贾罗和81)

两所修道院，并自任院长，这两所修道院均设有良好的图书馆。为了充实其藏书，

比斯科普至少往返罗马五次，每次都从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收集到大量图书。礴图

书馆还设有抄写室(scriplorium)，这是大多数修道院的一个特征。它是一所大房

间，设有摆着笔墨纸张的书桌。每张书桌后都坐着一个有一定书写技巧的修道士。

坐在桌边上的一个修道士大声念着一本书，其他人把它抄写下来。读写完成后，

修道院就有了这本书的一些抄写本。通过这种方法，图书馆成立起来了，书籍也

在当时的文化中普遍得到使用。，1093年，一位修道院院长曾经这样描述修士们

抄写书籍的情形:“倘若进入修道院走廊，就会见到十来个修士坐在椅上，在制

作精巧的桌上伏案眷写。热若麦的 《预言书注释》全文、圣格列高利的全部著作、

能找到的奥古斯丁、安布罗西、伊西多尔、彼德和安瑟伦爵士，然后是贝克的住

持，进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人的全部著述，他都要求全力用功抄写广辘过修道

1〔美)施密特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阅 并晓丹赵翅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O05157.
2 〔英〕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马西方文化的兴起【们 长川某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39
3H盯ris，1‘巴到肠沁职of城，亡爪L必ra，Newje巧亡乳M时1，访.19召4p90
4H胡15，Ihel打‘to尽of睁跳介护洲L功ra以 Nowje乃.苏Matt‘hJ984_P67
5 {美〕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史和哲学草础田」.吴儿训译，北京:华夏出版杜，19阶.132.
6 (美〕克们雷选编 外国教育史fMI任宝样 任中印 主译.武汉:华中帅人出版社，1990 名民



士们孜孜不倦的工作，修道院成了文化和知识的贮藏所。

(三)中世纪学术研究的中心

    修道院是中世纪学术研究活动的主要基地，在保存和发展欧洲文化传统方面

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修道院，学术上的追求被认为是高尚的。”’在漫长

的中世纪，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带有宗教领先的痕迹。

    在哲学方面，基督教哲学是2到 16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其中影响最大的

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是西欧中世纪主要哲学思想的总称。2经院时期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查里曼所创设的学校，起初七种学科的教师被称作“经院派”或“经院

人”，后来神学研究与哲学相结合，就产生了经院哲学，它存在于85仓一1450年。

3在这六百年的时间里，经院哲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功不

可没。罗马帝国灭亡时，修道院是书籍的唯一避难所，这里不仅有 《圣经》，还

有许多早期教父的作品和希腊罗马的古典著述，有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资料

也被修士们所收藏。很多早期教父的作品都受到了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奥古

斯丁就是其中的代表。奥古斯丁不仅是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而且是中世纪杰出

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奠定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义和宗教哲学的基础.其著作《忏

悔录》第十一卷是最好的纯粹哲学作品，他的时间相对理论最为著名。他说，实

际存在的，既非过去，又非未来，而只是现在。现在只是一瞬间，而时间只有当

它正在经过时才能加以衡量。虽然如此，也确乎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过去和未

来只能被想象为现在，“过去”必须与回忆相等同，而“未来”则与期望相等同，

回忆和期望两者都是现存的事实。有三种时间:过去事物的现在，现在事物的现

在，以及未来事物的现在。过去事物的现在是回忆，现在事物的现在是视觉，未

来事物的现在是期望。4他的理论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在当时，

这是很卓越的理论，在继承希腊哲学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并不属于真正的经院哲学，真正的经院哲学是借着奥古

斯丁及早期教父的著作，在经院派的思想中形成的新柏拉图主义。经院学者们用

1 (关〕安妮，弗旱门特.信仰时代脚]刘毅 译.北京:中国台实出版社，20例.4压

2任琳愈.宗教词典)】.丘海 !海辞书出版子卜 !997.746
3 〔艾)阿尔伯特，比霖 琅妈教与西方文化少〕.赵中辉 译 北尔:北京大学出版社.加。5.54
4 〔英)罗索 西万哲学史田1 何兆武 李约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Lg目.礴刁5，



哲学思想来研究圣经的主要目的是辨别异端。他们探讨的关于宇宙的起源，宇宙

的本体，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都是在对基督教教义的研究下进行，因此以今日

科学的世界观来看.有些问题的讨论显得毫无意义。例如: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

天使在上面跳舞。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时的经院学者己经接受了一套逻辑工

具，并且使用精密的逻辑推理去讨论问题。如果西方思想没有经过数个世纪的理

智训练的准备，以便用宇宙的理性和人类的智慧来探索自然的秩序，那么现代科

学本身几乎不可能产生。在数个世纪中，欧洲受过教育的阶层在逻辑思维的艺术

方面一直在接受一种严格的和精确的训练，这对欧洲的文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索波恩的罗伯特说:“如果未经过辩论的牙齿的咀嚼，任何事情也不能完全为人

所知”。1因此把从最明显的到最深奥难解的每一问题都纳入这一咀嚼的过程，不

仅提高了才智的敏捷性和思维的准确性，而且发展了西方文化的批判精神。

    在历史学方面，修道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世纪前期的史学和历史文献

学都是由修道院产生的。从史学类型上看，中世纪史学数量最大的无疑是年代记

和编年史，这些基本上是由隐居在寺院中的修道士们编写的。2因为，在当时欧

洲文化普遍衰落，基督教势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修道士是唯一掌握知识的阶层。

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是出于教导信徒并且与异教徒进行辩论的目的，修道士

们承担起了中世纪的编史工作。这就使中世纪的史学和神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

系，基督教史学成为中世纪史学的主体。

    当时，并没有专业的历史学家，也没有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学，修士们是抱

着为上帝服务的目的，不自觉地记述了当时的历史。记述哥特人和罗马人历史的

是马格那斯。奥理略·卡息奥多斯元老(约 480一575)。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

在鄂多阿塞手下当行政官。489年鄂多阿塞垮台后，他在东哥特王狄奥多理手下

做官，后隐退于他本人建立的维发里安修道院。作为一名学者，他建立了一个修

道院缮写室。为了管理这个净室，他写了一部手册，还设立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

馆。这极大地推动了修道院的学术研究，并且在保存中世纪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

贡献。他一生共完成了三部历史著作:《编年史》、《三部史书》和《哥特史》。虽

然部分内容已经失传，但他毕竟真正记述了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历史。3主教格雷

(英)克里斯托弗·道森 佘教勺西方文化的兴起「们 长川某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且218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L川 f海 复口大学出版礼
(关)汤普森 }))史著作史脚不孙秉凳 谢德风

，2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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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里，出生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曾任罗马行政长宫，后弃官隐退建立修道院，

井任院长。他在修道院中，著有 《法兰克人史》一书，这部书记述了从法兰克人

的开端到591年这段时期的历史。书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明、社会阶级、经济

情况、商业贸易、奴隶制、风俗道德、教育、古典文化衰落和迷信等方方面面的

内容。4到7世纪，基督教史学开创了使徒传记这种新的史学形式，格雷戈里便

根据这种体裁写成了那部极受欢迎的 《圣本尼迪克特传》。这类圣徒传记的写作

目的主要是教诲百姓，许多都是很平凡无益的读物。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可能

具有独特的价值。在上帝安排下，一位圣徒可能出身于最贫贱的父母。传记作者

的职责就是叙述他从孩提时代起的全部真实的或据认属实的事迹之中一切细节。

假如没有这些圣徒传记，我们对中世纪下层阶级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几乎将毫无所

知。1修道院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为史学创作者们提供

了宁静安逸的创作环境。在安静且藏书丰富的修道院图书馆里，埋头钻研的学者

中，成就最显著的当属被称作“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公元673一 735)。比

德终生在诺森伯里亚的贾罗当修道士，隐居修道的生活使彼得的作品自然而然的

带有蜡烛的芬芳。他用拉丁文写成的 《英吉利教会史》，是中世纪早期最优秀的

史学著作之一，今日读来仍不无情趣。2汤普森对他大加赞赏:“比德是一位学问

非常渊博、极其多产的作家 他几乎用尽了他那个时代一切可以找到的史料进行

写作。比德不仅知道英国过去发生的一切，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还知道意

大利、法兰克高卢和基督教西斑牙的历史。他懂一些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而且还

精通圣经和基督教初创时期那些教长的文献。，一 只要把他的 《教会史》通读一

遍，就能对它做出公平的判断。在材料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写作技巧方面，在所有

中世纪早期文献中，没有任何其他作品可以比得上它。这是在蛮族时期写出的一

部最伟大的著作。”3

    修道院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贡献更大，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世纪史学类型

— 修道院年代记。这种年代记最早始于英国的修道院，当时的传统是每年复活

节，修道院的院长就会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转周期做出来年的日历，并标明星期

日、圣徒节日和教会节日。自596年奥古斯丁来到英国后，修道院就养成一种在

1 (美)汤普森 肠史著作史【们.孙秉釜 谢德风 讯 北京:商务印书馆.1羽冬.22卜
2(关〕爱德华·们思斯 世界妇ljJ史砂( 小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J书馆.1朋旧.5肠
3 (美)汤普森 ))J史著作史【叼.孙秉莹 谢德风 译 北京:尚务印书馆.之9璐.咒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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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的边缘或行间记载事件的习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按时间顺序记载的事

件就成为珍贵的一手史料，把许多事实真相传给后代，遂发展为编年史。这种做

法J为流传，并被其他各国修道院所仿效。查里曼还下令要求每个修道院都编写

年代记。到了公元8世纪末叶，各方修道院年代记开始合编，并由此产生了一些

大部头的历史著作。《盎格鲁萨克逊编年史》是所有日耳曼语系作品中最早的一

部历史著作，其来源很可能是由英国几个地方的寺院年代记合编而成的。1

    关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今人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记

述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历史。假如没有修道院保存下来的古典著述，没有修道士在

孤灯清影下的埋头钻研，也没有双眼疲惫的修道士们传抄手稿，那么今天留给我

们的关于中世纪的历史将是一片空白，甚至关于古典时期的历史也一无所知。

    文学被誉为思考着的灵魂的思想。的确，修道院作为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也

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大都是些使徒传记和劝勉性著作。以及

一些辩论性、护教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

城》。该书于公元5世纪初完成，对于当时正在崩溃的文明来说，这本书的贡献

非同一般。其前半部分大胆批判了异教诸神的虚妄、虚空。书的后半部分引入两

座 “城”的概念: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前者以自我牺牲、顺服、傲卑为特征，

后者则以骄傲、自私、野心勃勃为特征。这两座城常常争战，基督徒就生活在这

两座城里。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史学和哲学作品，它反映了

基督徒的人生观和历史观。该书一直被誉为 “基督教宪章”，它制定了左右中世

纪政治的纲领，宣称上帝是人类一切的主宰。该书自问世以来不断再版，其发行

量仅次于圣经位居第二。它长期以来一直位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西方世界名著》

排行榜，这足以证明它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2另一部颇有价值的名著是《英吉

利教会史》，它的作者就是英国博学的修士比德.该书成为名著至少基于三个原

因。首先，它直接而有效地向人们展示了中世纪英国基督教会的历史。一位分析

家说，该书将会因其简洁无华的风格，如诗如画、扣人心弦的描写而永远立于最

优秀文学作品之林。其次，它引入了编年史这门学科。第三，它在论述某一事件

的发生时首次使用“道成肉身后，，(annoabincarnationeDomini)的表述。由

于这一用法，史学家们将这个拉丁词组缩写为 “公元”(AD)。然而，溯及基督诞

1 (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山工体秉莹 谢德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2科

2 (美)施密特.落督教对文明的彬响田]汗晓丹 赵晚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



生之前的“公元前”(Bc)这个缩写直到17世纪才开始使用。1此外，英国的修

士阿尔昆〔Al叨in，738一 {04)于8世纪90年代初写下了《修辞学与美德》一

书，这本书为西方社会的拉丁文修辞与写作提供了标准。

(四)中世纪艺术的保存和创造者

    修道院不仅保存了古典时代的书籍和语言，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时代的建

筑风格。建筑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是一个时代艺术风格和艺术水平的永久标志。

由于修士是当时唯一掌握数学知识的人群，因此中世纪早期的建筑师大都由修士

来充当。例如修士爱思哈德不仅是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家，而

且是一位艺术家和建筑师。“他对建筑极感兴趣，曾仔细研究维特鲁阿的《建筑

论》(Dearchite饥ura)对查理曼许多土木工程的兴建极感兴趣。”埠期的基督

教建筑主要以罗马式为主。罗马式建筑艺术是以古代罗马式建筑为基础，综合日

耳曼和东方建筑艺术的某些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建筑艺术。典型的罗马式建筑

往往包括:上半部为半圆形拱顶的门窗、坚厚的石墙、圆屋顶、粗矮的柱子。室

内广阔的墙壁上一般饰以大量宗教题材的壁画，并广泛使用雕塑装饰。

    另外，修道院也是奢侈品的主要产地。奢侈品行业的工匠只替少数富人工作，

如皇族、大领主、主教和修道院，这些工匠一般被组织在修道院的作坊中工作。

因此，修道院成了各种工匠的聚集地，有泥水匠、雕刻师、镶嵌工人、绘画师、

玻璃装配工、金匠、涂绘珐琅师 3本尼迪克·比斯科波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

宗教艺术。他曾多次前往罗马和高卢旅行，井将大批的泥瓦匠、玻璃工匠以及歌

唱家带回英格兰，用以装饰教堂和礼拜活动。4在西方所有的工业艺术中，最盛

行的是金匠工作和珐琅的工业艺术，它们为礼拜堂提供了神完和圣骨匣，并为少

数富人提供了金银器皿和珠宝。这种艺术曾经一度在爱尔兰、英格兰、高卢、西

班牙与意大利发达过。它是在市镇上，在大领地上，特别是在寺院的作坊进行的，

特别是在利木赞的索力纳克寺院和靠近巴黎的圣得尼寺院的作坊内，后者系由著

名的埃利基阿斯建立的。在那里，工匠们用来工作的，不仅有贵重的原材料，而

1 〔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Hl 汀晓)J 赵姚 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
2 (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川 外衷食 咐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伟馆 1朋日24主
3(法)P·布比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川 涤源来译，北京.曲务印书馆1朋‘1。，
4(英)克岁斯托弗·道森 宗教’j西方义化的叉起1川.长川架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衬，19的』9



且还有玻璃及石榴宝石，他们将其配上金子或珐琅，用来镶嵌金属。美丽石头的

雕刻家、青铜匠人、象牙雕刻人和少数的铸货币者，也想要在西方摹仿拜占庭的

方法。最后，许多艺术家集中在爱尔兰、英国、法兰西、日耳曼及意大利的修道

院中，特别是在爱俄纳、阿马、查罗、林里斯斐因、圣马丁得图尔、兰斯、圣得

尼、佛尔达、圣哥尔和波皮阿的修道院中。君主、主教或寺院为了收藏起见，经

常邀请他们搜集抄写的手稿，并用精工画来装饰它们，或用紫底金字来点缀它们。

1当时的修道院聚集着大量的能工巧匠，理所当然地成为中世纪艺术品的全要生

产地。

    叠乐 是基督教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修道院里更少不了音乐。无论是在正式

还是非正式的场合，基督教徒都通过音乐来赞美上帝。圣经中曾多次描写耶稣和

他的门徒唱赞美诗的情景，圣保罗椒鼓励以弗所的基督徒“当用诗章、颂词，灵

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合地赞美主”2。音乐在修道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修道

院均设有由修士组成的合唱团。从4世纪后期到9世纪这几百年中，最流行的是

格列高利圣歌又称素歌，其唱法是单声调的方式，即所有的圣歌用一种简单的声

音来唱，没有伴奏和和声。这种圣歌多半是由修士组成的合唱团来演唱的。10

世纪以前，教会的歌唱主要是主调唱法。直到乌巴尔都斯·于克巴尔德(Ubaldus

Hucbald。84(卜一气)30)发明了复调音乐，这种情况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于克巴尔

德是法国本尼迪克会的一位修士，在其名曲《和声的基本原理》(Deinsti七utione

1协r明nica)中展示了称为复调的一种音乐形式，这种形式包含把两条或更多的

有旋律的乐谱线平行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演唱。于克巴尔德后一个多世纪，阿雷佐

的吉多(Guidoof Are二0)把复调音乐的发展大大地推进一步。他也是本尼迪

克会的修士，他起用了四条线的五线谱，在每条线上能够记下音符的音高标准。

他的发明使音乐家能够用符号去表示音乐，也结束了了世纪塞维勒的伊西多尔

(Isidoreofseville)的悲叹。他曾说，倘若音乐不能保留在人的记忆中，他

便会失传，因为音乐无法用笔写下来.阿吉佐的吉多也设计了一套系统称为阶名

唱法，这一系统包含六个音节:哆、来、咪、法、所、拉。这些音节今天仍在使

用。他的六个音节组成了一个六度音阶，为六个连续的音节提供了一个跨度。后

来音乐家在吉多的头六个音节后又增加了两个，即西、多。这八个音节为今天大

(法)P·布瓦松纳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凹.播源来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舫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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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所熟悉，甚至包括那些仅具有初级音乐知识的人。吉多的贡献 “对音乐的

发展至关重要，一如文字语言对于文学之重要”。’

    像保存艺术品那样，古代文明的各种工业也由修道院保存了下来。僧侣们在

制造啤酒方面虽不能说是有所发明但至少说是有所改进的。制造响铃是寺院的一

种特殊工业，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凯尔特人。制造铅管是寺院的另一种几乎专有的

工业。埃塞尔乌德曾构造一根放水铅管，把它埋在僧侣宿舍的地下。寺院也是最

早使用泥灰石作为肥料的。浓中世纪早期，西欧的部分修道院己建有供水和排

污的全套系统。侧门利用抬高水箱后水的压力来冲洗公厕。更令人膛目的是英格

兰的一些修道院利用铅管或中空的树干做水管，利用重力将数英里以外的水源引

入修道院内。，当时欧洲最好的葡萄酒也出自修道院，可见修道院的手工业水平

在当时确实处于较领先的地位。

    以上这些成就至今仍为人们所称赞和景仰，这证明了修道院曾经对艺术世界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假如没有修道院和那些修士，这些贡献将不会存在，

世界文明将变得淡然。

(关)施密特
(美〕汤伶逊

幕督教对文明的影啊田工 汀晓丹 赵晓 译。北京 北京人学出版杜，2005.3眨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川耿淡如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1别

raulB.卜cw而nDailyUfcin甘hcMid山e肖吕曰.M‘ad田记&。筋;a.阶Inc，p.bl达卜e比jeff七‘肚.1，North
山阳11盯蒸a.d肠ndon200lr139一14D



三、修道院成为中世纪早期文化中心的原因

    修道院成为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其自身的优

势外，还包括经济、政抬等方面的因素。

(一)基督教及修道院的自身优势

    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有着其他肚会团体所不具备的文化上的优势。首先，基

督教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宗教，其本身需要文字工具代代传承。

    圣经由公元前10至14世纪开始写作，到公元后1至2世纪方才完成，前后

共经历了15个世纪。这部巨著的作者包括君王、农夫、医生、渔夫、学者等等

共有40多位，这些作者的写作背景也相去甚远。最初的圣经由三种文字写成，

旧约大部分使用的是希伯来文，一少部分使用的是亚阑文，新约部分则用希腊文

写成。但从整部圣经来看，其立场、主题及结构，均具有独特的一贯性。因此，

单就圣经的形成过程来看，其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神秘色彩，对信徒有着极大的吸

引力。更重要的是，圣经中明确指出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飞这样，圣经在

基督教中便具有了绝对的权威，被看作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向人类表达昌意的

重要途径。因此，基督教中的宗教仪式、宗教职务、基本教义及信徒的日常行为

规则都是根据圣经来规定的。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也都试图从圣经中找到自己信仰

的依据，从而在同异端的辩论中取得胜利。在基督徒眼中没有比圣经更重要的东

西了，出于对上帝的热爱，他们需要反复阅读圣经，并试图从中领悟神的圣谕。

修道士作为上帝的专职仆人和圣谕的宣讲人，对圣经的研究更加尽责。为了更全

面深入的理解经文，他们刻苦钻研古典著述、学习拉丁文;为了佐证圣经预言的

准确性，他们积极编修史书、观测天象;为了在同异端的辩论中获胜，他们研究

哲学和辩论术。总之，出于对神学的热爱，修道士往往对学术研究也付出了极大

的热情，这在客观上十分有利于中世纪文化的保存和发展.

《圣经 ·提摩 太后书》，3章 16 节 俐 3润 贞



    其次，作为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修道院有一套成文法则，它确保了修道院

的各项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在西欧，以本笃会教规最为典型，对文化发展的贡

献也最大。它对修士们的作息时间有着明确的规定，祈祷、学习、劳动和宗教仪

式，样样都有具体的安排，这就为修道士的学习和创作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在

当时动荡的年代里，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修道院学校拥有一

支稳定的师资力量.“修士自从发愿进入修道院终身奉献上帝之日起.就不得擅

自离开或还俗。”’这样，那些有文化的修士自然而然的终身在修道院中任教，把

濒临灭绝的文化传承下去。修道院学校之所以能在各种学校中占居中心地位，也

就在于它拥有一支稳定的学者团体，为学校的正常运转提供了稳定的师资力量。

而教区学校和大教堂学校却经常因为师资力量的匾乏而关闭，或者因为教师的频

繁流动而影响教学质量。在拥有良好师资力量这一点上，修道院学校是具有明显

优势的。此外，修道士对神学及文化研究有着极大的热忱。在修道院内，修士们

不必为生计烦恼，研究圣经钻研神学是修士学者们的唯一追求。这种追求当然离

不开与神学相关的各种知识，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天文、音乐、绘画

和拉丁语等等。出于为上帝服务的神圣目的，修士们研究学问的态度总是兢兢业

业、一丝不苟的，所以才出现了像英国史学家比德，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思

想家奥古斯丁这样的杰出人物。

    最后，修道院还拥有良好的硬件设施。其图书馆保存了古代文化典籍的星星

之火，并且通过修士们的不断抄写与整理，使拉丁文化得以保存和发扬。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说，修道院和图书馆是形影相随的，有修道院就必须有图书馆，书籍

是修道院能够建立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今入将无缘看到

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著述了。在动荡的中世纪早期，能够放下一张安静书桌的地

方实在不多，而修道院的抄写室就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使他们

有条件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修道院先进的手工业成产技术为知识分子

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具，例如，羊皮纸、蜡烛、鹅毛笔等，都是由修道院自己生

产的。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情况下，这些看似很小的文具的生产技术，也

成为修道院文化发展的特有优势。

    当然，修道院能够在中世纪的文化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也离不开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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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在整个西欧基督教化过程的积累当中，在罗马、爱尔兰文化底蕴之上，修

道院逐渐成为西欧文化的主导机构，占据了当时西方文化的重要地位。

(二)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上层建筑都是由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修道院产生的4、5世纪，正值罗马奴隶制度衰亡，新的封建制度萌芽发展的时

期。修道院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是因为它庄园式的经营

方式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封建化过程中的西欧也为修道院的成

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每所修道院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的土地

和固定的劳动者;其特有的组织形式，能够有效地安排劳动者进行生产:罗马时

期的生产技术和大量农书也被修道院保存了下来，有力的指导着农业实践。这些

都为修道院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条件。

    首先，拥有大量的土地是修道院经济繁荣的基础，在一个自然经济盛行的社

会内，土地几乎是资本的唯一来源。生产与消费的整个过程都围绕土地运行。土

地对这一时代的人供给了凡乎全部的生活要素。’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生产力尚不

发达，农如卞要以外延式发展为主，即通过不断扩大耕地和牧场面积来提高粮食

总产量和牲畜出栏量，以满足自身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土地就是财富的象征。

然而，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大部分土地还没有开垦。日耳曼人的入侵又破坏了原

有的国家观念，使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尚处于半开化阶段的日耳曼人把战争作

为一种经济活动，通过劫掠来增加他们的财富，可留下的却是废墟瓦砾和荒芜的

耕地。在意大利 (除了两西西里王国以外)，在基督教的西班牙，都只有很小一

部分土地有人耕种。法兰西土地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低地国家和德意志土地的三

分之二。英格兰土地的五分之四，都没有耕种。2而此时，修道院有如星星之火

般建立在这些废墟和荒地之上，并以此为中心进行了大量的垦荒运动。因此，垦

荒成了修道院建立之初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汤普逊这样评价:“在开垦荒地方

面，寺院制度在中世纪比起任何别的力量有着更大的影响。僧侣们由于自动寻找

离世绝俗的生活，乃深入森林的深处:而这些森林地逐渐被清除而变成为可耕种

(法)P·布瓦松纳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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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野。他们又因力求山区间交通迅速，在鞍形峰巅上通过隘口建造道路:他们

还抽干沼泽，建筑堤岸。一句话来说，寺院制度基本的经济职能，在于农业和简

单工业以及在与殖民。”1修道院的垦荒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中世纪的中期，

其垦荒运动发展到了顶峰。“大人物和信士献给教会的沼地、荒地和森林的大片

地方，立即由这些神圣的拓荒者开垦，辅助他们的是成群结队的农民，后者知道

在修道院墙垣的庇荫之下能获得一种比较容易和比较稳定的生活。在森林中的开

垦地带，在沼泽的孤岛据点上，在泉水的四周，修道士用树枝盖起茅屋，随后修

建木头或石头的房屋;他们排水、开垦、砍伐树木、拔除残根，建立起牧场和农

场，有时甚至建立起葡萄园和果园。在三百年间，他们使自己成为西方最初农业

拓殖事业的、不屈不挠而又有条理的推动这.”2

    自君士坦丁大帝饭依基督教后，修道院又获得了大量来自世俗贵族捐赠的土

地。修道院从一开始就要求修士们放弃自己的财产，甘守贫穷。因此，修道院的

富有并不意味着修士的富有。本尼迪克教规中就明确规定修士不得拥有自己的财

产。这样，修道院里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它的财产是用来举行宗教仪式，

贩济穷人，帮助弱者的.体现了上帝的博爱。因此，君王和贵族们都很乐意把土

地捐献给教会或修道院。在英格兰，人们看到国王大笔一挥，就对40个寺院有

所踢予，把皇室领地十分之一赐给他们，在基督教德意志，寺院与主教管区都充

满了赐予物。3对于那些捐献者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对上帝的奉献，是寻求灵魂

得救的一种方式。他们不愿放弃世俗生活的欢娱，又对自己放纵骄奢的生活有种

罪恶感，希望能通过捐献他们的财产对此有所弥补，以减轻他们的罪恶。其中也

有一些人把修道院作外晚年的归隐之所，或培养子女的教育之地。在这种心态的

驱动下，世俗贵族特别是那些对宗教痴迷的贵妇们，都争先恐后毫不吝裔地向修

道院捐赠。4这样教会就掌握了大量土地，并逐渐形成了教会大地产。“拜占庭的

62个修道院所保有的地产:尼梦尼寺院所保有的地产— 它共有 500 个修道士，

拥有赛奥的五分之一;帕特摩斯寺院所保有的地产— 它除了在克里特的土地以

外，还拥有帕特摩斯这个岛的全部:亚陀斯的因为许多施舍而致富的三个著名寺

院团体所保有的地产;以及有名的蒙特卡西诺寺院所保有的地产-一 它的财产扩

1〔美)汤普进.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脚]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3
2 ‘法〕P·布比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L叼 潘源来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3 (法)P·布瓦松纳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川.潘妇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 L亚寸 修道院的变迁〔M〕.北示:东方出版社，19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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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整个意大利南部.”’但无论是出于对上帝的奉献，还是为了赎罪，捐献者的

捐赠都在客观上增加了修道院的财产，促进了修道院经济的繁荣、发展，从而为

修道院成为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提供了第一要素，

    其次，在生产技术方面修道院在当时也处于领先水平。罗马帝国崩溃时，日

耳曼人尚处于游牧的部落氏族阶段，他们不仅没有国家观念，而且对农业生产几

乎一无所知。凯撒的《高卢战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对农业是没有什么热

情的，大部分的食品只是牛奶，乳酩，肉类。任何人都没有自己的固定的土地或

产业。”2汤普孙也曾有类似的描述:“农业是和早期日耳曼人的无定居的习惯相

抵触的，而且日耳曼人的耕种方法，在和寺院田庄的精细经营制度比较之下，是

粗鲁简陋的。厅J

    中世纪早期的战乱。使罗马时代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逐渐被人们所

遗忘。刚刚掌握政权的日耳曼人又不重视农业生产，因此罗马时期的农业技术几

乎随着古典文明的衰落而消失了。“除了在少数大领地上和寺院地产上以外，人

们都不知道罗马农业的科学方法。”4修道院作为古典文明的唯一避难所，还保存

下了罗马农业生产技术的火种。修士们在原有农书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了一些农书

用来指导农业实践。“有些中世纪寺院原有着伽图、瓦鲁科琉麦拉用帕雷狄阿斯

等所著的农业书;后来，寺院也编写了自己的农业指导和农业方法一类的书籍。”

，霍莱斯特说:“农业技术如果不经过革新发展，生产力绝不可能提高。”唯士们

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生产技术，先进的三圃制耕作方法首先

在修道院内进行试验和推广。三圃制代替两圃制，在中世纪农业技术中是一个很

大的进步。编纂于公元822年的科尔比修道院经济章程阿达拉得条例反映出法兰

克国家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会领地农业的情况。条例第一节表明当时领地中己有

专门的马厩、菜园、葡萄园、果木园和养鱼池。随后还有关于修道院领地种植两

个品种小麦，即小麦和混种麦的记载。混种麦是由小麦(或裸麦)、大麦与燕麦

杂交而成的。条例还说明当时在菜地上己经使用“带轮的犁车和挽其”，这是一

1 〔法，尸·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以1.潘源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灼“37.
2北京帅范大学肠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编.11[界中世纪史史料选集【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1书5么
3(艾，汤普逊 中世纪经济朴会史阳1耿淡如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182
4(美〕汤曹进 中世纪纤济礼会史脚」耿淡如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兜1双
5(美〕汤普进.中世纪经济礼会史〔旧.耿淡如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创.182.
‘ (关，C·沃伦·畜莱砌隅.欧洲中世纪简史〔幻.陶松寿 译，北京 尚务印传馆，19851板



种重犁，有力.可深耕。犁尖和犁齿都是铁质的。条例中并提到耙，是一种装上

带铁齿的三角架子的新式耙。阿达拉得条例还记载了种植亚麻的方法。亚麻是最

重要和最普遍的技术作物，普吕姆修道院的39个田庄里都有关于亚麻作物的代

役租。由此可见这一记述的价值。在蔬菜栽培园艺方面，条例仔细记载了科尔比

修道院领地清除菜园荞草、栽植葱、蒜、韭菜使用多种工具，和从事嫁接树木，

甚至在园中种植药物的技术。1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为欧洲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修道院对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重视不仅促进了其自身

的发展，它在技术上的示范和影响也推动了整个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可

以说，是修道院将欧洲濒临灭亡的农业又带回了精耕细作的阶段.

    最后，修道院自身的管理优势也是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基督教本身就很

重视劳动，劳动又是修道士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修道院拥有了一批固定的勤勤

恳恳的劳动者.修士们不仅自己劳动，而且还吸引了修道院周围的居民，并且引

导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砍伐山林，将荒漠变为良田。2当时，日耳曼人的大

迁徙彻底摧毁了昔日萦荣的罗马帝国，社会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人们在饥饿

和惶恐中度日。在那个无政府状态的年代里，修道院发挥了任何蛮族政府都不可

比拟的巨大作用，他们把饥饿惶恐的人们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并且教授他们

几乎己经失传的罗马时代的农业技术.

    修道院提倡和组织劳动还极大的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罗马帝国时期，

农业劳动是由奴隶承担的，农业生产被看作是非常下贱的活动，许多破产的自由

农民宁愿流入城市乞讨，也不愿到田间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流动在城市中的无产

者游手好闲，靠施舍过活，成为社会的巨大赘瘤。为解决这一弊病，教皇格里高

利一世竭力主张建立本尼迪克式修道院，以修道院的形式组织那些闲散的流民从

事农业生产。从一开始，修道院就没有停止过宣传劳动的义务是一种神圣的法律.

修道院的僧侣们把它作为他们规则的基本条款记载下来，并要求自己所有的成员

遵守实行。3他们指出劳动是灵魂得救的重要途径，从事劳动是基督徒应有的品

德。修士们身体力行，在农业生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有个名叫克兰巴

的修士，他的言行记者说，“每 H当众兄弟工作以后，他必替他们洗澡。一袋又

1陈曦文.摧鲁教‘J中世纪两欧社会脚】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补.1999176
ZHarnackAdOI〔刁七口公J叱户.期口J比“翩二]ts几泣亡a八口耐幼幼门口心蹄eC。可七亩‘川砂全刁‘9.孟加价L翻do皿，1911，
  即 8

3 〔从)F·布瓦松纳 中肚纪欧洲生活和劳动1川 潘源来 译，北京:商务印书炼 1985.砧.



一袋的面粉，他亲身从磨房背到厨房里面。”1修道士和普通劳动者没有贵戏之分，

只要勤恳劳动都会受到众人的尊敬，因为他们相信在耶稣面前人人平等，并无高

下之分。“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就曾带头参加农业劳动，和修士们一起割干草。”2与

罗马时期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相比，修道院中对劳动者的尊敬，极大提高了劳动者

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马克思主义认为，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

性同改造生产工具一样，也是提高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而修道院正是做到了这一

点，才使其经济不断地发展繁荣，成为对社会有益的、积极的宗教团体。修道院

以它特有的方式拔去了当时社会中鄙视劳动的毒刺，把流入城市的人们又带回了

农村。修道院代替政府，成为社会成产的组织者，进而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

会的经济中心和精神中心。

    修道院经济是整个中世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和其他事物一样经历了

产生、发展、繁荣和衰亡的过程。但是，修道院在整个中世纪经济发展史上所做

出的贡献是非常明显和持久的，而经济上的贡献又为它成为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

化中心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三)政治原因

    修道院能够在中世纪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是因为其经济上适应了西欧封建制

度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因为它获得了来自教俗两方面的支持。在西欧，政权与教

权独立发展，他们经常携手合作，却没有达到政教合一的程度，是两条互不统属

的平行线，既互相利用又相互制约。这种政教分离的形势，大大有利于西方文化

的推动和传播.3它迸发出一种非凡的力量:倾向于变革而非一成不变，倾向于

持续攀登文化高峰，以及倾向于不断创新文化和精神结构。像圣奥古斯丁所论“两

种世界”那样，日耳曼国家的战斗文化，与教会及修道院的古典— 基督教文化，

总是处于融合的进程中而始终不曾完全融合，两种世界的相互作用，控制着中世

纪文明的发展。4

    首先，世俗政权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是修道院发展的前提。基督教建立之初

1.杨昌株 摹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贞献)』.北京:托会科学义献出版社.2000 」40‘
ZRH.C.加，15。刀从污厂盯r口1加叮护期1及打谬已 L。:ldonandN例 丫ork:Lon吕皿”，19踢 r71
3(艾〕c·沃伦·裸茉斯特.欧洲中川纪简史IM〕陶松寿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朋.‘5
4(关)C·沃伦·袱莱斯特.欧洲中世纪两史【们 陶松寿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朋 58



曾被罗马帝国定为非法宗教团体，受到政府的排斥。从尼禄到戴克里先统治的两

个多世纪里，帝国政府以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对待基瞥教，但总的倾向是敌

视与排斥.直到伽勒里乌斯皇帝统治的末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他认识到，

任何暴政都不可能将一个民族彻底灭绝，更不可能消除他们的信仰。因此，他在

辞世之前颁布了对基督徒宽容的救令，允许他们自山的表达思想，不受任何子扰

的集会。其后继者。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进一步全面改善基督教派的社会地位，他

们还于313年在米兰会晤后颁布了“米兰枚令气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从此基督

教在帝国内部获得了与其它宗教平等的地位，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君士坦丁在

统一帝国全境后认为，统一的罗马帝国只能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和一种宗教。

而当时影响最大、在教义上最符合帝国统一要求的是基督教。因此，基督教受到

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全力扶持。他于公元325年5月在尼西亚主持召开了全帝国的

主教会议，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宗教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教会内部教义方面

的分歧.为基督徒提供了信仰的根据和信仰的规范。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基

督教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狄奥多西一世本人加入了基督教，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消灭异教，维护正统基督教。391年，狄奥多西一世下令，禁绝除基督教以外的

其它宗教。此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处于独尊地位的国教。

取得国教地位后，与帝国行省机构类似的教会组织逐渐发展完善起来，教会和修

道院的财产渐渐增多，为日后基督教及修道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耳曼人的入侵和建国，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欧的社会变革。随着日耳曼人国

家的建立，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开始了。基警教的主张颇受蛮族统治者的欢迎，

圣经中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

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2

这种对待政治的现实主义态度，恰恰符合蛮族政府的需要，并对他们的文化和道

德传统具有一种心理上的吸引力。而且，中世纪的罗马城教会是西欧的精神统治

中心，蛮族王权要想融入整个杜会中就必须借助这一力量。因此，蛮族国王们纷

纷饭依基瞥教，在精神上接受罗马教皇的统治。这样，王权虽然逐渐消失在基督

教这一更为广阔的统一体中，但是却因与教会的密切联系而获得了新的声望。修

道院因其帮助建立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的作用受到了蛮族国王的青睐，其经

工陈曦文.慕督牲与中世纪两欧社会脚1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刀
2 ‘苹经·罗马书》，曰 令1、2节，第282负



营土地的方法也是蛮族贵族经营自己大地产可以借鉴的模式。修道院组织开垦王

国内荒地的运动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对于国王来说，建立修道院是一项投资可靠

的经济活动;对于修道院来讲，它获得了支持自身发展的必备条件。

    有些国王非常重视修道院的文化建设，例如，查理大帝在789年制定的(公

民公告》(A山lonitiogenarali:)中规定，每个修道院都要有学校和教科书。1另

外，查理大帝还经常督促修道院的文教工作。在写给修道院的书信中，他说道:

  “除了必须维持修道院生活的秩序并进行圣职的宗教活动外，更应当对于被上帝

赋予学习才能的人，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大小，热心的教他们读书识字。二虽然

正确的行为比知识还好，但是先有知识，后有行为，·⋯在大多数书信中，联发

现有文字正确的地方，也有文字鄙俗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心虽然虔诚，但是他们

未受过教育，忽略学习，不能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一因此，联勉励你们不

但不要忽略文字的学习，更应当用最谦虚的态度，热烈钻研，以求能更容易地、

更准确地探索圣经的奥秘。·，，.，使凡因为敬畏上帝或慕你们的名望而来见的人

们，不但对于你们的仪容肃然起敬;更有你们的智慧受到教育，当他们满意的离

去时，更感谢全能的上帝了。”2查理大帝对修道院文化事业的关注，直接促进了

修道院文教事业的发展.并且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这一时期

的作品实际上就是修道院和修道士们的杰作，是他们创造了中世纪文字书写体一

一“加洛林书写体”。“加洛林王朝推行的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修道院政策，国

王不仅投资兴建大的修道院，而且给予修道院各种特权。“查里曼修建教堂和修

道院同他穆建要塞城堡一样充满激情 ”礴因此，整个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必然具有

修道院的特点。大修道院是加洛林帝国的文化中心，并且正是通过与修道院的联

盟，查理和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才能够推行他们那雄心勃勃的教会和宗教仪式改

革计划，这些改革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一和形式统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

    其次，修道院的文化事业获得了来自教权方面的鼎力支持。中世纪的教皇大

都是修士出身，因此他们给予修道院更多的关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不仅是一位

1 〔德)汉斯 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阴.王亚平 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了欣
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编.世界中世纪史史料选曳哪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149

3(德)汉斯·维尔纳 格茨 欧洲中世纪生活IM].下亚乎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27了.
4 ‘叉)安妮·弗毕门特.信1印时代田】刘毅 1善北京:中国言实出版引，2004.3生
5 〔英)克毕斯托弗·道森.宗教LJ西方文化的兴起1肚 长川某 译.成都:!，卿1人民出版社，19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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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奥古斯丁思想的普及者，而且是位卓越的政治家。格列高利向往隐修生活，

曾以登上教皇宝座为一大憾事。他当教皇后，大力资助本尼迪克会修士，利用他

们去教化新的西方地区中的居民。格列高利本人是为本尼迪克会修士一一 或许是

第一位出任教皇的本笃会修士— 同时撰文描述圣本尼迪克堪称典范的生活。由

于本笃会根基不深，所处时代又动荡不宁。因而格列高利的庇护有助于该教生存

下去，并在其后几百年里成为西欧唯一修会。1格列高利本人著作等身，并且喜

爱收藏书籍。他曾积极扩充罗马拉特兰宫的教皇图书馆藏书，以满足各地教堂和

图书馆的需求，并曾与君士坦丁堡至西班牙各地教士及宗教团体保持联系，互相

借用书籍，抄写复本，以充实各地教会图书馆。2另外，格列高利出色的政治管

理才能，不仅扩大了教皇的权力，同时也使教会和世俗两种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

既联合又制约的巧妙关系。而正是这种巧妙的关系，进发出了一种非凡的力量，

控制着中世纪文明的发展。

    格列高利的后继者们也大都支持修道院的建设，甚至给予某些修道院一些政

治、经济上的特权。教皇阿加托就曾给予一所名为米兹汉姆斯特德的修道院各种

特权。在教皇给英格兰的书信中说:“我，罗马教皇阿加托，以天主的问候和我

本人的祝福，向高贵的麦西亚国王埃塞尔雷德 向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向原

任院长的麦西亚主教塞克斯乌尔夫，向英格兰所有的修道院院长们深深致

意。··⋯我并且以天主，以圣彼得，以所有的圣徒和教会的全体显贵人士的名义，

责成国王、主教、伯爵或任何人不再彼处享有任何权威，或租赋，或捐税，或军

役，任何人亦不得向米兹汉姆斯特德修道院勒索任何形式的服役。⋯ 修道院亦

无须承担主教的罚金。宗教会议或任何类型的会议在彼处也均不具有任何权威。厅

3由此可以看出，修道院在当时社会中有着相当高的地位，这对促进其文化上的

发展是+分有利的。

1(关)爱德华·伯思所 世界文明史〔川 1卷，罗纤国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佣852。
ZH习rris，lh尸月J引乙乃时川比之己肪上忿b“即N翻J心能yM.r‘51.19助 pp助月8.
3(英)D.怀特洛克，D一c针格拉斯和51塔克合编:盔挤鲁一撤克进编年史沙].寿纪瑜译 北京 商务印
书馆.20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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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黑暗”似乎是形容中世纪早期文化的专用词。的确，它比不上古典时代文

化的璀璨多姿，也不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令人震撼。但是，如若中世纪真

的黑暗到一无所有，那么12世纪欧洲各大学就不可能凭空崛起，文艺复兴也不

可能在文化消失了近干年之后突然唤醒。所以中世纪早期的重要作用在于文化传

承方面。西方的古典文明在罗马帝国崩溃时几乎己经泯灭，但其精华却在修道院

内得以保存，成为欧洲文化之火不灭的唯一火种。正是这一星星之火，在15世

纪才迸发出惊人的魅力，形成了燎原之势。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早期在西欧推行修

道院制度的先驱者们.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良好古典文化教育的教父和高

级教士，他们十分注重对教义经典的学习和保存，把读和写作为修士所进行的“上

帝的工作”的一部分。1出于对上帝的热爱，修道院视保存文化、教育民众、组

织生产、恢复经济为己任，它代替蛮族政府维护社会秩序，为欧洲中世纪早期的

文化重建做出了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为日后欧洲文明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一直以来，众人对修道院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它曾经被热烈拥护，也同样

被猛烈谴贵。它像一切人类制度一样，决不是十全J美的，而且常常是腐化的;

既不是不可批评，也不是可以不屑一顾。2但是，修道院在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

面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当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可替代的，它直接影响着西欧中世

纪文化发展的方向。在修道院里，劳动被看作是日常的功课，它不仅为修道院自

身的经济提供了保障，也为当时的蛮族领主提供了模范农庄的样本;它不仅促进

了中世纪农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封建化的社会进程。总之，修道院通过文化影

响改变了欧洲人的精神面貌。沧在中世纪早期具有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1仁亚平.修道院的变迁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16孟
2 (美j汤普逊 中世纪纤济社会史田】耿淡如 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工193.
3 (荷兰)彼得·李伯决.欧洲文化史压1赵复三 译，北京: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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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 《论修道院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文化中心地位

及其成因》，在历经一年多的磨砺之后终于完成。论文搁笔之时，我

要向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们致谢。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的是苏振兴老师。回首在河北师大求学的日

子，苏老师不仅在学习上督促教导我们，而且在生活上对我们的关怀

也无微不至。尤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苏老师不厌其烦的一遍遍为我

修改论文，他诲人不倦的精神着实令我感动。有了苏老师的悉心指教，

才有了我的今天和我的未来!

  此外，我要感谢骆继光老师、倪世光老师、赵克大老师和刘广太

老师，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给我以指导和培养。此篇论文的完成也

得益于诸位老师在三年研究生期间传授给我们的知识。众恩师的谆谆

教诲历历在目，永远难忘!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有你们的陪伴，我的学习生

活才变得丰富多彩。我的家人是我学习上的坚强后盾，无论何时他们

都会站在我的一边毫无条件的支持我。

    我每向前走一小步都离不开老师们的教导、同学的帮助和家人的

支持，在即将结束硕士阶段的学习之时，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谨以此

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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