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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世纪晚期
,

英国的圣徒崇拜盛行
,

成为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
。

与中世纪早期相比
,

晚期的圣

徒崇拜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

民众已经开始关注到自己
,

具有了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
。

这表明在中世纪晚期
,

英

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
“

个人主义
”

倾向
,

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
,

英国民众的精神力t 也在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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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孕育着社会转型的因素
, ① “

在资本主义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吞噬掉之前
,

它是以个体

农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普遍发展为其发展的基石
。 ” 〔̀ 〕(曰 1 )关于农民物质力量的增长

,

侯建新先

生在《现代化第一基石》中已作了系统而深人的研究
。

z[] 然而
,

从英国民众宗教信仰特别是圣徒祟拜的视

角
,

探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精神力量的发展问题
,

仍然是一个新课题
。 “

圣徒崇拜是人们宗教信仰的
中心

” ,

s[] (。 1 )
。

向这些圣徒倾诉我们的切身要求
,

而不敢直接向那最高的审判者陈述自己的私愿
,

因为

这些圣徒有自身的经验
,

洞悉人性的弱点
,

我们只好祈求他们转达上苍
。 ’ ,

41[ (卿 )因此
,

通过圣徒祟拜研

究
,

透视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
,

对我们认识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精神力量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②

一
、

圣徒崇拜的渊源

圣徒祟拜源远流长
,

据盖菲亚 ( B
.

de
.

G面伍er )所称
,

圣徒崇拜起源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早期的信仰与

仪式
。

5[] (导言
,

1P 4 )犹太教徒祟拜高级神职人员
、

预言者与殉道者
,

并在他们埋葬的地方建立纪念碑
。

基

督教徒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
,

早在公元 1一2 世纪
,

基督教徒就已开始把罗马帝国迫害致死的
“

殉教者
”

奉为圣徒
,

并公开崇拜
。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
,

圣徒的范围不断扩大
,

除了为信仰而献出生命的
“

殉道

者
”

以外
,

还包括那些虽寿终正寝但却
“

圣洁贤明
”

的教父
、

主教
、

传教士以及俗世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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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日元 ( 1970 一 )
,

男
,

山东高密人
,

泰山学院历史系讲师
,

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

①笔者在本文中将中世纪晚期限定于 is 世纪一16 世纪上半叶
。

其根据是 13 世纪初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后
,

教

会的势力在西欧慢慢达到炭峰 ; 16 世纪上半叶在西欧发生了宗教革命
。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
“

历史是一件无缝的天衣
” ,

可

是笔者认为在这段时间内
,

民众宗教信仰的变化仍然能够看出一道历史的接缝
。

②目前国内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的研究比较薄弱
。

国外虽然对圣徒祟拜的研究著述较多
,

但往往注重圣

徒典范
、

奇迹的描述
、

圣徒传的编篆
、

圣徒对人们宗教信仰的影响等
,

忽视了民众在圣徒祟拜中的自我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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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圣徒的界定
,

天主教圣徒的官方定义为
“

教会以正式的礼拜仪式所给予荣耀的人
” 。

01[ (P 1男 )教

皇册封圣徒的依据是
“

品行高尚与行奇迹
” 。

l[] ( 8P )当然
,

圣徒身份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概念
, “

每个教

皇都有自己的封圣观念
” 。

[,] (玛 8) 这种身份不只局限于正式册封的圣徒
,

因为圣徒的
“

神圣性
”

不仅存在

于正式圣徒身上
,

而且还存在于其他大量的人与物之上
:
首先是上帝

、

超人类的人 (天使 )
,

此外还有有形

的物品 (圣物 )
、

教会组织机构等
。 〔6 ] ( lP 男 )在不同地区人们的

“

神圣
”

观念也有所差异
。

对于历史学家而

言
,

判断圣徒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
,

该圣徒是否被信众们视为超自然力量之源
。

事实上
,

圣徒首先且

最主要的是地方圣徒
。

在民众眼中
,

正式圣徒与地方圣徒之间毫无区别
。

e1[ ( lP 抖 )教皇们对于地方圣徒

崇拜也总是听之任之
。

vj[ (卿 )

大约在 10 世纪之前
,

圣徒崇拜基本上只是地方教会的一种自发行为
,

地方基督徒团体所崇拜圣徒

的确立是基于民众的赞同
,

而无需经历什么
“

封圣仪式
” 。

s[] (P 189 )地方主教的认可及圣徒遗体被
“

迎人
”

崇拜之所是圣徒得到崇拜的关键
。

后来封圣之权归于教皇
。

一般认为
,

教皇封圣权萌芽于 or 世纪末
,

但教皇真正开始全面行使
“

封圣权
”

是在 12 世纪 70 年代
,

即教皇亚历山大三世 ( 1 159
一 1 181 年 )统治后

期
。

[,] (P 189 )此后
,

教皇指派调查团去调查圣徒人选的生平与奇迹
,

作为封圣的依据
,

此两项调查内容持

续至今
。

但直到中世纪晚期
,

非正式的地方圣徒崇拜仍然存在
。

s[] (导言
,

1P 7 一 l8)

早期的圣徒崇拜基本上是集中于埋有圣徒遗骨墓地的地方崇拜
。

但在西欧
,

最迟于公元 6 世纪
,

祟

拜对象扩大到了圣徒墓地或其附近的物质或物体
,

譬如圣灯里的油
,

以及后来受到信徒更加虔诚祟拜的

沾有殉道者鲜血的衣物
。

这些圣物被视为圣徒肉体的
“

延伸
” ,

享有圣体的神圣性
。

公元 8 世纪与 9 世

纪期间
,

信徒们开始把罗马殉道者的遗体从基督徒墓地迁人到城内的教堂中
,

以防止圣体在墓地中受到

袭读
。

中世纪编年史中
,

充满了修士团体在逃避人侵者时携带其圣徒圣体的记载
。

此后
,

人们宗教信仰

进人了一个对圣体
、

圣物特殊祟拜的时期
。

圣体
、

圣物不断地被信众们迁移
、

分割
,

遭到狂热信徒们的买

卖
、

偷盗
、

抢劫
,

甚至圣徒还会受到求助者的威胁
、

诅咒
。

早期的教会规定
,

每个神圣教堂的圣坛上都应

该供奉一件圣物
,

并且第七次尼西亚宗教会议对这一项规定作了进一步的重申
。

从很早的时候起
,

圣徒

祟拜就已经与圣餐相联系
。

每当圣徒的周年纪念日
,

圣餐便在殉道者的墓地上举行
,

从而形成了将圣物

放于圣坛上的习俗
。

于是
,

后来对圣徒的祈祷便成为了圣餐礼拜仪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并且特殊

的礼拜仪式也因圣徒节 日而产生
,

如圣徒传
、

颂词
、

长篇说教的朗读仪式等
。

这样
,

圣徒祟拜以一种重要

的方式融人了基督徒们的正式祟拜中
。

二
、

英国圣徒崇拜的兴起

英国圣徒崇拜大约兴起于 7 世纪
。

据 D
.

罗尔森所称
, “

圣物是随第一批传教士到达英国的
。 ” 〔`0]

(叨 )最初传人英国的主要是使徒彼得
、

保罗以及罗马殉道者的圣物
。

如 7 世纪末
,

教皇维塔利安 ( iV以
-

ian )将使徒彼得
、

保罗
,

以及殉道者圣劳伦斯
、

圣约翰的圣物赠送给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温 (伪初n)
,

同时

又赠送给了诺森伯利亚王后一个用使徒彼得
、

保罗所戴过的镣铐制成的金十字架
。

又据记载
,

678 年左

右
,

彼德修道院的建立者本尼狄克主教曾从罗马带回了使徒与罗马殉道者的圣物
。

l0[ (]叨 )

在英国
,

圣徒祟拜的主要功能是作为饭依基督教的见证
。 〔’ 0(] 心 )英国的天主教徒认为

,

圣徒必须具

备三种基本品质即苦行
、

权威
、

与国王的联系
。 〔l0J (P 186 一 1男 )但是

,

正如 D
.

罗尔森所指出的那样
, “

在公

元 65。 一850 年间
,

英国的圣徒祟拜并不盛行
。 ’ ,

〔’ 0] (1P 以 )到了中世纪晚期
,

这种状况却发生了变化
,

圣徒

祟拜在英国迅速兴起
,

并日益发展成为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内容
。

圣徒崇拜在英国的这种变化
,

是与中

世纪英国民众对宗教信仰的渴求以及圣徒的身份
、

职能密切相关的
。

在中世纪
,

民众的宗教信仰总是专注于怎样最成功地借助于超 自然之力来处理自己的事务
。

如怎

样远离疾病与自然灾害
、

怎样使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
、

怎样抵御恶魔的力量
,

以及怎样获得上帝与圣徒

的恩惠来确保永恒的幸福等
。

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
,

中世纪民众们的宗教信仰存在着某种
“

赤裸裸的功

利性
” 。

〔川 (导言
,

砚 )到中世纪晚期更是如此
。

英国信徒们对圣徒的依赖并不是主要作为一个效仿者或

心灵之友
,

而是作为在需要之时的帮助者或疾病治愈者
,

以满足身体的需要
,

或者是临终灵魂的极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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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炼狱之痛的需要
。

适度的富有
、

战争中的平安
、

疾病的治愈
、

教堂圣礼所祝福的神圣死亡及最终的

救赎
,

这是中世纪晚期人们所普遍渴望的
。

圣徒祟拜恰恰满足了这种宗教信仰渴求
。

在中世纪人们的

心 目中
,

圣徒的主要身份是作为向其信徒传达神灵之音的代祷者 ;圣徒被视为人类的保护者与上帝的代

理者
,

并且其职能使得他们在中世纪人们的信仰生活中无处不在
。

圣徒具有不同的职能
,

一般来说
,

可 以分为普遍的帮助
、

庇护与政治功能
,

虽然这三者往往重叠
。

在

政治方面
,

古老的圣徒能够使新的政治团体合法化
,

并且往往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
,

对他们的祟拜又被

赋予了新的活力
。

因而在英王亨利三世时期
,

以两位盎格鲁
一
萨克逊王室圣徒的名字给他的两个儿子

起名为爱德华与爱德蒙 ;而在亨利五世时期
,

盎格鲁
一
萨克逊的圣徒崇拜又受到特别的推崇

,

以此来激

励人们的爱国主义
。 [’ z(] H 45

一 146 )除了政治职能之外
,

圣徒还具有更多的世俗价值
。

他们能够行奇迹
、

治愈疾病
、

医治残疾
、

寻找失物
、

防止火灾等等
。

因而基督徒们可以在各种不幸的境遇下求助于圣徒
,

期

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
。

人们祈求圣徒使妇女多育
、

土地多产
、

动物多仔
,

防止或治愈各种类型的疾病
,

避免害虫与暴风雨
,

经常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好运
。

譬如黑斯特 ( ieH s)t 的渔民们在暴风雨期间会把阿登

伯格的圣母玛丽亚塑像浸人海水中
,

来祈求风平浪静 ;当一个小孩不小心被一枚托马斯
·

贝克特的徽章

噎住窒息时
,

其亲人求助于圣徒亨利六世后
,

徽章被咳出
,

小孩获救
。 〔̀ z(] IP . )而另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

圣徒治病奇迹是由圣徒托马斯
·

贝克特所行的
。

12 世纪晚期
,

一位来自坎特伯雷的妇女艾迪拉
,

由三位

妇女抬到托马斯
·

贝克特圣地
,

该妇女已经一年半不能站立行走了
。

当她被抬到圣地后
,

竟然立刻扔掉

了拐杖
,

自己走回了家
。

l1[ 〕(H 59 )

三
、

圣徒崇拜的变化

与中世纪早期相比
,

英国民众的圣徒崇拜在晚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

第一
,

在中世纪晚期
,

民众圣徒崇拜在英国获得了蓬勃发展
。

据埃米尔
·

马利所言
,

圣徒崇拜
“

它富

有诗意的魅力贯穿于中世纪
” ,

但
“

圣徒从未像 15 世纪和 16 世纪那样受到爱戴
” 。 [`叭 n 55 )中世纪晚期的

英国
,

关于圣徒的纪念物到处存在
,

而早期却并非如此
。

罗尔森认为
, “

如果在这段时期内 ( 65()
一 850

年 )
,

穷人们确实朝圣圣徒圣地的话
,

他们的出现也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

除少数的贵族
、

王室成员外
,

似乎

不存在民众热衷于圣徒祟拜或世俗者向圣地捐献的迹象
。 ” 〔’ 0] (P 1以 )

“

库斯伯特甚至似乎极力阻止其墓

地成为民众祟拜的中心
。 ” 〔14 ] ( H 79 )

“

即使在当时
,

圣物治病奇迹可以推动圣徒崇拜更广泛地传播 ;但我

们已经了解
,

后来成为主教的阿卡仅将圣物用于自身治病
,

利用奥斯瓦尔德十字架上的苔醉治病仅仅出

现于赫克瑟姆修道士治病的描述中
。 ” 〔’ 0] ( H以 )

第二
,

中世纪晚期
,

英国圣徒祟拜具有了民众化
、

世俗化倾向
。

在中世纪早期
,

圣徒所行奇迹
、

提供

庇护与帮助主要是面向教士及王室与贵族
。

如卡思伯特的继承人
,

隐居修士埃塞尔沃尔通过祷告为在

海上处在危境中的教友们平息了一场风暴 ;[
’ 5] (阶

一

邓 )奥斯瓦尔德王的代祷为萨塞克斯一修道院驱

走了一场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
。 〔川 (陈

一

257 )而在中世纪晚期
,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

如中世纪晚

期保伯格 (&喇比吵 )的圣徒沃尔斯坦 (w als tB nL )所行奇迹
,

尽管个别奇迹是针对教士与骑士的
,

但大多数

却是针对地位低下的人们—
“

粗鲁的人
” 、

女仆
、

盖茅屋者
,

及织布工等等
。

在其作为圣徒的角色中
,

作

为丰收庇护者的角色是最突出的
。

当收割者弗莱格 ( R昭罗 )被压在了一辆满载小麦的车辆底下时
,

由于

沃尔斯坦的保护
,

竟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

因而宗教改革者约翰
·

贝利 ( l of m B al e
)将其描述为

“

诺夫克田间的上帝与收割者的指导者
” 。
汇’ sj( 哪

一

205 )根据戴维
·

法默 ( D即“ d H Ohg E叮m e r
)所编纂的《牛

津圣徒词典)( 197 8 年版 )统计
,

在 1 3世纪到 16 世纪上半叶英国总共有 35 位圣徒
,

其中有三位出身于民

众 (一位是仆人
,

一位是捕鱼者
,

另一位是寡妇 )
,

有 15 位圣徒所行奇迹与普通民众有关
。

第三
,

中世纪晚期的圣徒祟拜已具有了产生
“

宗教个人主义
”

的土壤
。

首先这主要体现于当时
“

宽

松
”

的宗教环境
。

中世纪晚期
,

基督教正统思想的垄断地位开始出现了松动
。

在 12X() 年以后
,

书籍的出

版
、

私人礼拜堂与祈祷室的盛行
、

雇佣教士且具有宗教职能但不受教会组织纪律控制的自愿团体的建

立
,

这一切都增加了个人接受宗教信仰的机会
。

同时
,

14 世纪晚期与 15 世纪的艺术发展— 如把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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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报与最后晚餐等事件置入到家庭背景中— 也使宗教慢慢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

其次体现于中世

纪晚期盛行的朝圣现象中
。

朝圣现象也许比其他任何现象能更好地指出中世纪晚期圣徒祟拜的不确定

性质
。 “

朝圣冲破了地区与社会边界
,

使人们脱离固定的地区
,

混淆了社会阶层与性别
,

使得个人象流浪

者一样漫游
。 ”

6[] (1P 4) 并且朝圣者的纪念物也提供了个人崇拜的中心
。

四
、

圣徒崇拜的价值取向

从上述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祟拜的变化及其表现
,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落含的两种较为明确的价

值取向
。

第一
,

民众在圣徒祟拜中日益具有明确的
“

自我取向
” 。

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
,

圣徒被赋予了丰富的

人性
。

圣徒经常是作为
“

善良邻居与知音
”

的民众形象刻画于祭坛屏饰及圣盒上
。

如亨利六世被描绘成

生前是一位非常朴实的人
,

脚登农夫靴子
,

身穿农夫衣服 ;喜欢以非常朴素的装束出现于其求助者面前
,

穿戴如一朝圣者
,

未刮胡须
,

带着友善的微笑走来走去
。 “

中世纪晚期的诺福克
,

特别是阮沃斯周围地

区
,

是圣安妮祟拜盛行的中心
,

而且对该圣徒的崇拜也盛行于整个英国 ;因为圣安妮提供了一幅母性而

非贞女的女性多育圣像… …
,

她既体现了家庭观念
,

又体现了生育原则
。 ’ ,

〔川 ( n 81 )

同时
,

圣徒崇拜的私人化与个性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

在中世纪晚期
,

英国民众对于圣徒崇拜已具有

了自己的选择权
。

虽然它是由地理位置
、

出生
、

雇佣
,

或父母
、

教父母的选择等偶然性所斌予或被继承
,

但基督徒也拥有与其他圣徒建立亲密
、

依赖关系的权利
,

自愿虔诚地庆祝她或他所崇拜圣徒的节日
,

并

荣雄他们的圣像
。

中世纪晚期信徒们的希望与爱好也被融人了圣徒崇拜之中
。

例如
,

当托马斯
·

莫尔坚持圣徒祟拜不

需要教士提倡时
,

他作为一个中世纪晚期英国全体信徒的代表道出了信众们的心声
: “

我相信圣徒祟拜

掌握于全体教会的灵魂
、

上帝 自己的手中 ;该祟拜的见证者不仅仅是教士
,

而是全部基督会众
。 ” 〔̀ 3 J

(P 165 )这也正如舍纳斯在《中世纪民众宗教 : 1《X】) 一 15《】)年》中所言
, “

民众宗教表达了民众需要的真实情

感
,

因而它源 自于民众的内心
,

具有强烈的人性
。 ”

ll[ ] (导言
,

玛 )

第二
,

在中世纪晚期
,

英国的圣徒崇拜还蕴含着
“

现实取向
” 。

如斯旺森所言
“

显然
,

在我们所考察

的历史阶段 ( 12 15
一 15 25 年 )

,

那些绝大多数实际上活着的和去世的圣徒
,

他们之所以成为圣徒的原因已

变得相对不重要
,

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能够做什么
,

而不是他们曾经是什么
。

而正是他们作为代祷者在此

时所能够发挥的
`

威力
’ ,

是其成为圣徒的决定因素
。 ” 〔`z(] lP 55 )

民众圣徒崇拜中的
“

现实取向
”

首先体现在新圣徒崇拜的迅速传播
。

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
,

新圣徒

崇拜的传播往往是因为该圣徒成为民众身处绝境的
“

最后一根稻草
” 。

如在 1382 年的累斯特郡
,

一位过

路的朝圣者建议那些围在一小孩尸体前的人
,

在求助于其他圣徒失败后应该祈求于理查德
·

罗勒
,

结果

祈求获得灵验
。 〔`lz( R 54 )这件事发生在罗勒去世三十多年以后

,

然而
,

在当时对他的信仰显然还没有传

播到约克郡大部分地区
。

此后
,

对于圣徒理查德
·

罗勒的祟拜便迅速传播于约克郡及其他地区
。

其次
,

在现实中
,

圣徒祟拜不仅仅是民众们的宗教信仰
,

也成为产生地方自豪感的源泉和人们获利

的一种手段
。

托马斯
·

莫尔曾抱怨道
,

圣母玛利亚的圣像似乎处于一种
“

竞争
”

状态
,

信徒一直喋喋不休
于他们自己所拥有圣像具有的荣耀与有效性

,

尽管他们纪念的是同一个人
。 [`2] (n 料 )在获利方面

,

人们

更是有着丰富的奇思妙想
。

如在布罗姆豪的圣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是一个奇妙的机械装置
,

具有转动的

眼睛
、

移动的四肢
,

及吐泡沫的嘴
,

以此攫取了朝圣者们口袋里大量的钱财
。

在中世纪晚期
,

圣徒祟拜甚至成了一个人融人社会团体的一张人门证
。

当时如果一个人被排除于

圣徒祟拜之外
,

便会被认为丧失了融人团体的资格
。

如剑桥郡一位
“

狡猾妇女
”

因为其行巫术而被圣威

廉的幽灵阻止接近其圣地
,

她的邻居也因此而排斥她 ;直到她在圣地忏悔并获得宽恕
,

这种情况才结

束
。

[’ 3 ] ( P一的 )

综上所述
,

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中
,

民众已经开始关注到了自己的现实切身利益
,

具有了

较为明确的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
,

由对神灵的乞求变成了要求
,

传统的宗教之根慢慢地消亡并让位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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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义的此岸
。

这也许是中世纪人们思想中所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

同时
,

这种变化也孕育了

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的
“

个人主义
”
思想倾向

。

也许有人说
,

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就已经含有了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
,

但笔者认为那只是一种幻想
,

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精神寄托
,

一种麻醉剂
。

而到了中世纪晚期
,

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所含有的现实

主义精神
,

是当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折射
,

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的精神力量
。

因而
,

中世纪晚期
,

英国民众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
,

精神领域中也发生 了新的思想萌动
。

正如钱

乘旦先生所言
: “

中世纪晚期
,

那种为了信仰而盲目行动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

人们已开始用较为理智的

眼光来重新审视现实世界
。

一种新的原则也就不为人觉察地出现了
,

那就是现世需要应高于宗教需要

之上
,

宗教应当为现世服务
。 ” 〔’ e(] 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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