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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国内外国文学教 材 中 有 关 文 艺 复 兴 运 动 时 期 文 学 的 介 绍，有 些 看 法 过 于 简 单 和 武 断。

应该指出，文艺复兴运动的起源是多重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南北方文艺复兴目标 具 有 不 同 的 侧 重 点

和较大的差异性；四类人文主义者构成的群体是极为复杂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内部的 价 值 取 向 并 不 完 全

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新文化是一种借助基督教文化所 生 成 的 新 文 化。只 有 这 样

理解，才能说清楚欧洲文艺复兴的复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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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大约从１４世纪初开始到１６世纪末结束

的文艺复兴运动，影响了欧美乃至整个世界的发

展进程。随着今天人们认识的深化，对这场运动

有些问题的认识，仍然可以再进一步走向深入。

一、如何看待文艺复兴运动的复杂起源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除了经济上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这个根本原因之外，还有导

致其发生 的 具 体 文 化 上 的 原 因。具 体 文 化 原 因

大致可以用“一”、“四”、“三”来 说 明。“一”是 说

它继承了 中 世 纪 所 创 造 的 一 个 思 维 模 式 或 思 维

传统，即起源于古代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思维方式在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中定型，从而成为

西方世界 人 们 思 维 的 主 要 模 式。“四”是 中 世 纪

给文艺复兴运动留下了“四大馈赠”（城市和喜欢

艺术的宫廷、大 学 的 建 立 为 其 培 养 了 人 才、建 立

在神学基 础 上 形 成 的 自 然 科 学 以 及 宗 教 内 部 人

道主义思想的增长）。“三”是文艺复兴运动又面

临了“三 大 机 遇”（黑 死 病 的 发 生、拜 占 庭 的 覆 灭

和地理大发现）。正是多种文化要素集中而综合

作用 的 结 果，导 致 了 伟 大 的 文 艺 复 兴 运 动 的

出现［１］。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要考

虑。这就是 此 前 所 发 生 在 欧 洲 的 一 系 列 小 规 模

的文艺复兴对它的影响问题。在西欧，至少在１４
世纪之前就发生过两次文艺复兴。一次是８世纪

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时期出现的文艺复兴，简

称“加洛 林 文 艺 复 兴”。这 是 由 查 理 大 帝 发 动 和

领导的文艺复兴，它奠定了基督教统一西欧文化

的局面并形成了文化复兴的盛况［２］。随后，又 出

现了所谓“１２世 纪 西 欧 的 文 艺 复 兴”。这 次 文 艺

复兴的主 要 贡 献 在 于 世 俗 文 化 因 素 进 入 到 基 督

教文化中来了，并形成了历史上基督教文化与世

俗文学蓬勃发展的局面［３］。应该说，这两次 文 艺

复兴都给后来１４世纪出现的影响更为广阔的欧

洲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做了预演。
此外，在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也出现了两次

规模较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是在公元５世纪以

后发生 在 查 士 丁 尼 一 世 时 期 的 文 化 复 兴，也 称

“查士丁 尼 时 代 的 文 艺 复 兴”。查 士 丁 尼 时 代 的

这次文艺复 兴，使 得 拜 占 庭 人 要 建 立 一 个“新 雅

典”的梦想得以实现。其次是在１１世纪前后出现

的“科穆宁时代的文艺复兴”，这是中世纪出现的

古希腊文 化 的 复 兴。科 穆 宁 王 朝 时 期 的 拜 占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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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阿

历克塞一世 的 女 儿 安 娜·科 穆 宁 娜。安 娜·科

穆宁娜的主要作品是《阿历克塞传》，这是研究阿

历克塞 一 世 统 治 时 期 拜 占 庭 历 史 的 头 等 史 料。
安娜·科穆 宁 娜 的 丈 夫 尼 基 弗 鲁 斯·布 林 尼 乌

斯也写了 一 些 重 要 的 历 史 文 献。其 他 著 名 的 历

史编撰者包括约翰·金纳穆斯（曼努埃尔一世的

私人秘 书，他 的 作 品 深 入 记 述 了 曼 努 埃 尔 的 统

治）和尼基 塔·科 尼 亚 特 斯（写 了 科 穆 宁 王 朝 结

束后到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历史）。
不仅如此，在中世纪，尤其是８世纪伊斯兰文

化兴起 之 后，对 欧 洲 的 文 化 也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响。阿拉伯 人 经 由 北 非 和 直 布 罗 陀 进 入 西 班 牙

以后的七百年间，其间发生了百年翻译运动。这

也是一次文艺复兴。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在阿拉

伯人将古 希 腊 亚 里 士 多 德 等 人 的 哲 学 按 自 己 的

理解翻译成 阿 拉 伯 文①之 后，在 这 百 多 年 的 时 间

里，他们又将其从阿拉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等欧

洲文字，从而使西欧人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黑暗

时代之后，又接触到了古代希腊文化的真面目。
这里，我们还要谈一谈北欧文化对西欧文艺

复兴的影响。在“维京时代”及以前，北欧的斯堪

的纳文 化 一 直 是 按 照 自 己 独 有 的 道 路 前 进 的。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四处抢掠和拓殖扩张，北欧文

化也进入到欧洲大陆的版图上来了。例如，经过

基督教禁欲主义文化的长期浸润之后，西欧人的

创造能力、冒险精神应该说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削

弱，但为什么在１４世纪之后又形成了强烈的冒险

或探险精 神 呢？恐 怕 这 和 北 欧 的“海 盗 文 化”进

入到欧洲大 陆 不 无 关 系。换 言 之，１０世 纪 之 后，
北欧社会接受了基督教，是北欧文化的基督教化

进程，同样也是北欧的冒险抢掠文化进入西欧文

化的过程。文 艺 复 兴 时 期 新 兴 资 产 者 探 索 新 大

陆或曰地理大发现的文化因子，很大程度来源于

北欧文化。
综上可见，其实文艺复兴在欧洲中世纪晚期

能够发生和发展起来，绝非是单一的生产力发展

的结果（当 然，这 是 根 本 原 因），同 时 也 是 各 种 文

化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文艺

复兴运动如同一个大煮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新变化，则像 熊 熊 燃 烧 的 火，而 中 世 纪 保 存 的 和

出现的各种 文 化，如 同 各 种 材 料，都 齐 备 在 了 这

个锅中。正是经过这三百多年的蒸煮，在基督教

这个主要调味品的作用下，形成了后代西欧文化

的这锅味道独特的菜肴。

二、关于南北方文艺复兴的问题

在学术界，人们常常把“文艺复兴运动”看成

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即南方出现的世俗文化解放

运动被称 为“文 艺 复 兴”。而 把 德 国、法 国 北 部、
瑞士、尼德 兰 等 地 宗 教 领 域 出 现 的 革 命 称 为“宗

教改革”。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其实二者本质上

是一个运动，即它们是发生在世俗和宗教两个领

域的、彼此相互促进的一个运动。
南方的文 艺 复 兴 在 促 进 对 这 场 伟 大 运 动 的

发生上，应该说取得了居功至伟的作用。我们知

道，意大利是 文 艺 复 兴 运 动 的 策 源 地，这 说 明 文

艺复兴运 动 最 初 主 要 发 生 在 拉 丁 语 世 界。南 方

的文艺复 兴 对 神 学 进 攻 的 突 破 口 最 初 选 择 在 批

判天主教 会 的 清 规 戒 律 和 僧 侣 的 伪 善 上。早 期

的人文主义 者 站 在 世 俗 的 立 场 上，以 个 性 解 放、
享受现实生 活 为 手 段，以 恢 复 古 代 文 化 为 旗 帜，
主要反对 中 世 纪 以 来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禁 欲 主 义 的

神学教条。他 们 奋 斗 的 主 要 目 标 是 坦 坦 荡 荡 地

解放个人欲望和享受现实人生。比如被称为“人

文主义之 父”的 彼 得 拉 克 写 的《歌 集》，就 表 达 了

他对女子 劳 拉 的 爱 的 欲 望 甚 至 情 欲。再 看 薄 伽

丘的作品，他更多写的是红杏出墙、男欢女爱，人

凭借自己 的 机 智 和 狡 诈 去 满 足 自 己 的 欲 望。相

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意大利人并不是特别惧怕当

时天主教的清规戒律，他们对天主教廷的反抗就

是用公开的堕落来反抗教会偷偷摸摸的堕落，提

倡用人性代替神性，用人世间的现实幸福代替虚

无缥缈的天国理想。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

个社会要想形成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一定是从

每个人具体欲望的解放开始的。换言之，一个时

代的普遍人性的解放首先表现为个性的解放，人

文主义首先表现为对个人欲望的肯定与张扬。
但南方的 这 种 以 个 人 情 欲 解 放 为 核 心 的 运

动也带来了 两 种 后 果：一 种 是 正 面 的，那 就 是 揭

露和突破 了 当 时 天 主 教 会 不 人 道 的 和 虚 伪 的 精

神控制，而另一种后果则导致了社会道德方面的

堕落与败坏。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看来，对个人

欲望的极度张扬，其实只能使得这场运动流于肤

浅，并且会使 社 会 变 得 越 来 越 欲 望 化，越 来 越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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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很多国外学者都指出，对古代希腊文化的继承，大致有拜占庭人和靠近爱琴海地区的阿拉伯人。因此，有拜占庭文化就是古希

腊文化的中世纪化的说法。同样，阿拉伯人也对古希腊文化的中世纪化做出了贡献。



乱。因此，文 艺 复 兴 运 动 的 再 一 次 深 化，就 是 思

想文化领域的必然要求了。
南方文艺复兴的影响从１５世纪末期才开始

向阿尔卑 斯 山 以 北 传 播。北 方 的 文 艺 复 兴 运 动

主要发生在宗教领域，是１６世纪发生于北部欧洲

即日耳曼 语 世 界 中 的 一 场 文 化 变 革 运 动。与 南

方注重世俗领域的文化变革相比，那里的文艺复

兴对宗教 问 题 关 注 较 多。虽 然 北 方 的 文 艺 复 兴

思想家的主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非常突出和

较为一致的：即他们都要求从世俗的情感和欲望

解放领域 转 向 思 想 文 化 体 系 的 清 算 领 域。也 可

以说，他们都 希 望 从 思 想 体 系 上，而 不 是 从 人 的

情感上来清算神学教条。例如，马丁·路德的宗

教改革学说，就借助宗教体系为一个新的思想体

系奠定了基础。它“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当时的

时代精神。新 教 一 方 面 以 精 神 性 的‘信’否 定 天

主教教会权威及其赦罪方式，另一方面以开放性

的‘行’确 认 人 的 物 质 欲 望 和 自 然 属 性。这 对 近

代西方文 化 精 神 的 形 成 是 非 常 重 要 的。他 们 的

精神深深 影 响 了 欧 洲 人 的 灵 魂。宗 教 改 革 所 带

来的人的思想解放和理性的发扬，在世界史上率

先推进了 西 方 近 代 资 本 主 义 的 文 化。”［４］从 这 个

意义上 说，北 方 的 文 艺 复 兴 在 这 场 运 动 的 深 化

上，尤其是对后代西方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的构成

上，起到了无以伦比的作用。
我们要辩 证 地 看 待 南 北 方 文 艺 复 兴 二 者 之

间的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早期南方人文主义

者的在情欲 上、享 受 生 活 观 念 上 的 推 动，就 不 会

有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而若没有北方的文艺复

兴运动的发展，就不会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

化，形成不了后来在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起重要

作用的思 想 文 化 体 系。这 是 一 个 相 辅 相 成 的 辩

证关系。

三、关于人文主义者群体构成的问题

在我们的 教 科 书 中，一 谈 到 人 文 主 义 者，就

是将其等同于人文主义思想家，或者是与封建势

力进行斗 争 的 新 兴 资 产 阶 级 代 表 人 物。从 最 一

般的意 义 上 说，这 样 说 是 没 有 问 题 的。但 是，从

具体实 际 上 看，就 出 现 问 题 了。其 实，关 于 人 文

主义者的群体构成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文艺复

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群体，至少由以下几类人物

构成：
一是具有一定艺术和文化趣味的城邦贵族，

尤其是宫廷 贵 族，甚 至 包 括 一 些 公 国 的 大 公 等。
如意大 利 佛 罗 伦 萨 美 第 奇 家 族 的 洛 伦 佐 等 人。

这些人能够成为人文主义者，不在于他们提出了

什么新的思想主张，也不在于他们有多么敏锐的

理论视野 和 与 神 学 战 斗 的 精 神。他 们 之 所 以 能

够成为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完全来自于他们自身

要挥霍财富、要过骄奢淫逸生活的个人要求。那

些富有权势的贵族或高级僧侣，其实他们骨子里

是要享受生 活 的，但 问 题 在 于，在 中 世 纪 的 宗 教

严酷和思想文化氛围保守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敢

赤裸裸地 主 张 享 受 生 活 的。而 只 有 当 社 会 束 缚

松弛、新的观 念 出 现 的 时 代 里，他 们 才 敢 大 张 旗

鼓地鼓吹“放 纵 情 欲”和“个 性 解 放”。君 不 见 当

时的这些人不是网罗众多文人、艺术家为自己书

写各种 生 活 故 事、装 饰 宫 殿、绘 饰 教 堂 吗？ 他 们

主观上是为了自己更好地享受人间世俗生活，客

观上才起到了反对禁欲主义的思想解放的作用。
所以，他们是 人 文 主 义 者，但 他 们 更 是 从 自 己 要

享受财 富 和 实 现 享 乐 欲 望 出 发 的 人 文 主 义 者。
他们除了 及 时 享 受 现 世 生 活 之 外 没 有 远 大 的 目

标。在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他们的功绩主要

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自己享受生活的行动反对了

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生活观念；二是他们雇佣和

发掘了一大 批 作 家、艺 术 家，用 他 们 的 文 化 艺 术

趣味为这 些 知 识 分 子 搭 建 了 一 个 展 示 新 观 念 和

杰出才华的平台。正是在他们的庇佑下，这些人

创作了无数的艺术珍品，从而形成了重视现实生

活而不是来世生活的新观念。应该指出，这些人

文主义者主要生活在１４世纪，是文艺复兴运动初

期产生了 较 大 影 响 的 一 部 分 人。他 们 的 主 要 作

用是用享受 人 生、享 受 生 活 的 行 为，推 动 了 文 艺

复兴运 动 时 代 氛 围 的 形 成。君 王 好 之，民 众 效

之，是之 谓 也。因 此，对 他 们 的 作 用，不 能 估 计

过高。
二是一些世俗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兴资产

阶级知识分 子，即 一 些 著 名 的 作 家、思 想 家 和 艺

术家，如 薄 伽 丘、达·芬 奇、拉 伯 雷、蒙 田、马 洛、
莎士比亚等。这些人基本属于具有先进的思想，
掌握了很 多 先 进 知 识 的 进 步 知 识 分 子。恩 格 斯

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巨人，基本上指的是

这一部 分 人。应 该 指 出，这 些 人 文 主 义 思 想 家，
是在封建大公、高级教士的庇佑下进行人文主义

思想观念 的 宣 传 工 作 的。正 是 在 为 封 建 领 主 服

务的过程中，他们利用文学、艺术等形式，宣扬了

人文主义的思想。例如薄伽丘创作的《十日谈》，
本意是为当时的贵族男女提供解闷休闲的读物，
但恰恰是在这种形式下，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

要求；达·芬 奇 的 绘 画《蒙 娜 丽 莎》，利 用 了 为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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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画像的形式，表现了“美丽在人间，而不是在天

国”的世 俗 思 想；米 开 朗 基 罗 的 雕 塑 作 品《大 卫》
则用宗教题材展现了他对人间英雄的崇敬情怀。
在这些世 俗 的 知 识 分 子 中 间 还 包 括 了 一 大 批 哲

学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马基雅维利、康帕内拉的等人的著作都体现了人

文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波兰天文学家哥

白尼、意大利 物 理 学 家 伽 利 略、比 利 时 医 生 维 塞

利亚斯、英国解剖学家威廉·哈维等都对当时的

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凡此种种，
都说明，这 类 的 人 文 主 义 者 是 真 正 的 时 代 觉 醒

者，是新观念的鼓噪者。由于这些人文主义者在

国内外文章中谈论的较多，故不再赘述。
三是一 些 宗 教 僧 侣（包 括 一 些 教 皇、高 级 教

士和神学家等）也成为人文主义者队伍中的重要

成员。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马丁·路德

所提出的“因 信 称 义”的 学 说，强 调“上 帝 在 人 心

中”的思 想 主 张，有 着 巨 大 的 历 史 意 义。他 不 仅

思想上极为激进，甚至在行为上也是如此。他于

１５２５年与原修女卡塔琳娜·冯·苞拉结婚，为改

革神父独 身 制 开 创 了 先 例。另 一 位 著 名 的 宗 教

改革家瑞士人乌尔德利希·慈温利和路德一样，
也主张每 个 人 都 要 依 靠 内 在 的 启 示 对《圣 经》做

出自我的解释。不仅如此，甚至有些在教会内部

身居高位的僧侣，如著名的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

教皇庇护士二世和朱利乌斯二世等，也都是在宗

教内部进行改革的人物。
四是最复杂的一类人文主义者，包括一些造

反者、现实中的邪恶者乃至罪犯等。在这些人的

思想意识中，上 帝、天 堂 等 宗 教 信 条 都 是 很 少 考

虑的东西，他们常常以个人的欲望和利益为出发

点和行动的最高准则。可以说，按照个人的欲望

行事，强调用 个 人 的 机 智、狡 黠 乃 至 阴 谋 诡 计 去

实现自己的 目 的，为 所 欲 为，是 他 们 最 显 著 的 特

征。而恰恰是这些特征，不正是当时的人文主义

者们的典 型 表 现 吗？以 莎 士 比 亚 的《哈 姆 莱 特》
为例。过去 我 们 常 说，在 这 出 悲 剧 中，主 要 体 现

了人文主 义 者 哈 姆 莱 特 和 封 建 罪 恶 势 力 的 代 表

克劳迪斯之间的斗争。这样的说法，无疑是要告

诉人们，哈姆 莱 特 是 人 文 主 义 者，克 劳 迪 斯 不 是

人文主义者，他 是 封 建 罪 恶 势 力 的 代 表，阵 营 泾

渭分明。其实，若详细考察，我们会发现，克劳迪

斯也是一个 人 文 主 义 者，并 且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他还是一 个 真 正 在 行 动 上 体 现 出 了 人 文 主 义 原

则的人文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行动着的人文

主义者。例如，作为一个人，他不信天命，靠自己

的计谋和手 段 去 攫 取 王 位；他 不 等 不 靠，用 自 己

的权势去获得爱情；他想尽一切办法去规避将要

到来的风险；他 把 一 切 人 都 当 成 利 用 的 棋 子，驱

使他们为 自 己 的 利 益 服 务。这 一 切 哪 里 还 有 一

点点儿崇敬 上 帝、恐 惧 来 自 地 狱 的 惩 罚 的 影 子。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作为一个行动着的

人文主义 者 的 典 型 特 点。他 一 切 以“个 人”的 利

益为中 心———其 实“以 个 人 为 中 心”也 不 过 就 是

“以人 为 中 心”的 换 一 种 说 法 罢 了———凭 借 着 个

人的智 慧、计 谋 和 所 掌 握 的 权 力 在 行 动。可 以

说，作为一个人，他比哈姆莱特更有行动能力，更

敢作敢为。阅 读 过 马 基 雅 维 利《君 主 论》这 部 著

作的人都知 道，他 主 张 君 主 应 当 大 权 独 揽，注 重

实力，不应受 任 何 道 德 准 则 的 束 缚，只 需 考 虑 效

果是否有利，不 必 考 虑 手 段 是 否 有 害，既 可 外 示

仁慈、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

均可兼施。马基雅维利还认为，人应当像狮子那

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只要目的正确，可以

不择手段”。从马基雅维利所赞美的君王的特性

看，不是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克劳迪斯身上都完美

地体现出来了吗？要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一个被

公认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的《君主论》被认为是

典型的人 文 主 义 理 论 著 作。他 的 理 论 主 张 也 被

认为代表 了 文 艺 复 兴 运 动 时 期 人 文 主 义 的 理 论

高度。在 他 的 理 论 体 系 中，没 有 什 么 上 帝 的 威

权、基督教的 道 德 戒 律，更 没 有 什 么 死 后 地 狱 的

惩罚。他的 全 部 理 论 底 蕴 都 是 强 调 人（君 主）要

凭借自己的 能 力 和 智 慧 行 事，以 实 现 人 的 价 值。
这样，就 可 以 使 我 们 得 出 新 的 结 论：在《哈 姆 莱

特》这个剧 本 中，不 仅 正 面 的 主 人 公 哈 姆 莱 特 是

人文主义者，其实克劳迪斯也是人文主义者。只

不过一个是偏重于思想领域、有高尚理想价值追

求的人 文 主 义 思 想 家，而 另 一 个 是 侧 重 于 行 动

的、缺乏 高 尚 目 的 的 人 文 主 义 者。但 无 论 如 何，
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是毫无疑义的。当然，我们

会看到，那些偏重于思想领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

更多带有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与理想，因

此，也决 定 着 其 主 张 在 很 多 方 面 是 不 切 合 实 际

的，所以他们 要 实 现 自 己 清 澈 的、带 有 理 想 气 质

的主张时，举步维艰就可以理解了。而克劳迪斯

则是一个现实行动中的人（不管他的王冠是窃取

的还是正 当 的 来 得），他 要 面 对 的 是 当 时 的 严 酷

现实，因此，不择手段去行动，就是必然的了。而

空灵的理想之于他，实在是太奢侈了。
顺便指出，当我们承认克劳迪斯也是人文主

义者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就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思

·１５１·



考。第一个 是 我 们 都 把 人 文 主 义 者 看 成 是 哈 姆

莱特这样的 人，换 言 之，只 是 把 一 些 先 进 的 知 识

分子看成 是 人 文 主 义 者 是 否 太 狭 隘 了。第 二 个

是对《哈 姆 莱 特》这 部 戏 剧 的 主 题 必 须 要 重 新 认

识：我认为，这 出 戏 剧 并 不 是 表 现 先 进 的 人 文 主

义者与反动的封建罪恶势力斗争的作品，它的主

题应该是 表 现 两 种 不 同 的 人 文 主 义 者 相 互 斗 争

的作品。因为 在 哈 姆 莱 特 的 时 代（１６世 纪 末、１７
世纪初），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接近了尾声。
此时反对神学统治和思想束缚的斗争，已经不再

是此时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新兴的

资产阶级 内 部 之 间 的 冲 突。莎 士 比 亚 的 伟 大 之

处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时代文化风气的

转变，从而把新兴资产阶级内部出现的两种势力

（正义势力与邪恶势力）的冲突，当成了主要矛盾

来加以描写与反映，而这恰恰符合了时代发展的

新要求。

四、关于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多元取向问题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所谓统一的“人文主义

思想体系”。其原因就是在１４世纪到１６世纪这

三百多年来，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导致了人们新

的历史文化要求的不断出现，加之人文主义者的

群体构成的 极 度 复 杂 性，所 以，很 难 出 现 一 个 自

成系统、前后统一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就是我

们现在教科书中所说的人文主义的四个特征，也

是后人抽象总结出来的。
为了使文 艺 复 兴 人 文 主 义 体 系 的 研 究 走 向

深入，笔者将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分成三个价值指

向，从而形成了既有相同性、又有矛盾性（甚至相

互斗争的）三种不同的人文主义流派。第一个是

以反对禁欲主义、主张“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情感

解放的价 值 指 向。这 一 派 的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有 彼

得拉克、薄伽 丘、乔 叟 以 及 那 些 早 期 的 人 文 主 义

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们。他们强调幸福在人间，
主张个性解放和享受现实人生。应该说，他们的

主要目标是指向中世纪神学戒律的，强调的是以

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和生活态

度。着眼 点 是 在 人 与 神、人 与 宗 教 教 条 的 冲 突

上。这一思 想 主 张 主 要 体 现 了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人

文主义早期的价值取向。
第二个是以强调人的理性，反对蒙昧主义为

核心的所 谓“理 性”价 值 指 向。这 一 派 的 代 表 人

物主要有马 基 雅 维 利、拉 伯 雷、莎 士 比 亚 等 被 称

为第二代 的 人 文 主 义 思 想 家。他 们 看 到 了 人 自

身的复杂性，质疑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所谓享受生

活的主 张，更 注 重 考 察 和 关 注 人 自 身 的 内 在 冲

突。因此，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他 们 所 说 的 以 人 为

中心，已经不再是早期的那种人性与宗教戒律的

对峙，此时的 以 人 为 中 心 的 认 识 更 趋 于 理 性：他

们是在深入研究人自身矛盾的基础上，来探索人

怎么成为 中 心 以 及 人 应 该 如 何 在 克 制 自 己 内 在

的矛盾中 成 为 真 正 的 世 界 的 中 心 的。这 是 一 个

探索重心的根本性转换。因此，“人是巨人”、“人

是矛盾的人”的话语成为此时主流话语。
第三个是以上帝在人心中为代表的“理论批

判和建构”价值取向。这些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

义的代表 人 物 是 那 些 从 宗 教 改 革 中 出 现 的 思 想

家和文学家们。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他

们的理论 努 力 主 要 体 现 在 要 从 理 论 体 系 建 构 的

向度来思 考 人 神 对 峙 的 问 题。他 们 的 人 文 主 义

主要在于理论体系的批判与建构。更确切地说，
他们主张的是如何利用宗教的思想体系，通过其

内涵的置换，来使中世纪的宗教体系（换言之，即

封建的思 想 文 化 体 系）转 换 成 了 人 文 主 义（即 新

兴的资产 阶 级）的 思 想 文 化 体 系 了。例 如，尽 管

马丁·路德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在他的

晚年还一再地表现出反自由的强烈意识。然而，
在他的宗教改革中，“因信称义”论被人们真正的

接受起来。所谓“因信称义”就是内心真诚，外在

不论，只要内 心 信 仰 上 帝，都 可 以 得 到 上 帝 的 救

赎。在内心真诚的基础上，西方政治思想才开始

进入自由主义时代。这正如同有些学者所言，这

种学说不追 究、不 考 量 事 物 的 外 在 特 征，使 得 人

们的创新活力大大激发，主要是基于人的欲望行

事，从而使得人自身认识和开拓世界的进取精神

彰显开来。也正是在对自由无限的追逐中，人类

实现了物 质 财 富 和 精 神 世 界 的 极 大 发 展。从 这

个意义上说，后 来 在 西 方 盛 行 的 个 人 自 由 主 义，
完全是基于宗教改革的思想出现，这才是路德改

革的最重要、最深远的意义。加尔文的神学思想

在许多方面同马丁·路德的主张相类似，也主张

因信称 义。在 加 尔 文 看 来，人 的 成 功 与 失 败、永

生和犯罪甚 至 贫 富 荣 辱，都 是 上 帝 先 定 的，人 的

意志是无法改变的。可以说，用先定论否定中世

纪沿袭已久的对教皇的盲信，否定封建主阶级的

出身和特权的意义，在宗教改革时期是有积极意

义的。所以，先定论可以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

封建制 度 和 为 资 产 阶 级 发 展 摇 旗 呐 喊 的 理 论。
从上述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当时的宗教改

革家们的 理 论 还 有 很 多 弱 点 和 矛 盾 之 处。但 恰

恰是这些新理论，奠定了后代西方社会思想文化

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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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第 一 种 人 文 主 义 思 想 取 向，给 后

代的西方文化提供了个性解放、享受现实人生的

思想文化因 子，使 西 方 文 化 从 天 上 来 到 人 间；而

第二种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给后代的欧洲文化提

供了人内心存在善恶冲突的文化意识；恰恰是第

三种人文 主 义 取 向 所 提 供 的 思 想 文 化 体 系 上 的

反思与构成，才把前两种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完整

的整体体系。

五、关于基督教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关系问题［５］

在现有的教材中，一般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

性质的时候，都将其定义为这是一场新兴的资产

阶级思想 家 反 封 建 和 反 教 会 的 思 想 文 化 解 放 运

动。由此，很多人误认为文艺复兴运动是与基督

教根本对立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使命是反对

基督教 的。其 实，这 是 非 常 简 单 化 的 一 种 看 法。
笔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新文化是新兴资

产阶级借助基督教文化所生成的新文化，也可以

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批判、改造基督教人文主义

的基础上 建 立 的 新 文 化。这 既 是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欧洲近代文化的确立特征，也是中世纪基督教文

化的内涵向西方现代文化内涵转化的过程。
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在于很多人文主义作

家反对现 实 教 会 和 僵 死 的 宗 教 戒 律 而 不 反 对 基

督教文化本身，也不在于很多人文主义作品都借

用了基督教文献的题材、手法来表现人文主义思

想，更不在于很多高级教士和僧侣等都是人文主

义者。这种说法更有力的根据在于：
第一，人文主义者继承和改造了中世纪基督

教所建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要看到，虽然

文艺复兴是一场巨大的变革运动，但它毕竟是在

中世纪社 会 的 晚 期 发 生 的。中 世 纪 基 督 教 所 建

立的“二 元 对 立”的 思 维 模 式 不 能 不 说 还 是 当 时

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而生活在此时的人文主

义者也不 可 能 抛 开 这 一 思 维 模 式 去 创 建 一 种 全

新的思维 模 式 的。只 不 过 是 他 们 在 使 用 这 个 模

式时，对 其 内 涵 进 行 了 置 换 和 改 造。如 前 所 言，
从意识形态文化上，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是从肯定

欲望开始的，但它深处则继承了中世纪所建立基

督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同时也对 它 进 行 了 革 命 性 的 改 造。其 内 涵 是 把

基督教所鼓吹的“天国”与“地狱”之间的对立，变

成了人自身内部的以善为中心的善恶斗争的“二

元对立”，即 人 自 身 存 在 着 精 神 理 性 和 肉 体 欲 望

的二元对 立。换 言 之，中 世 纪 更 偏 重 于 谈 论“大

宇宙”，即 人 和 上 帝 的 关 系。天 国 和 人 间 是 二 元

对立内涵的基本构成。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更

侧重于讲“小宇宙”的矛盾，就是人身上的善是本

质性的（逻 各 斯）。但 善 又 分 化 成 了 恶。这 样 一

来，人自身中 的 善 和 恶、情 感 与 理 性 就 成 了 新 的

二元对立 的 内 涵 了。这 实 际 上 是 把“人”放 到 了

一切问题的首要地位，“以人为中心”就是从这个

意义上说的。因此，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才提

出了“人 要 认 识 自 己”的 口 号。若 说 中 世 纪 的 观

念是认 为 人 只 有 通 过 上 帝 才 能 认 识 人 自 己，那

么，在文艺复 兴 时 期，人 们 得 出 的 结 论 则 是 人 只

有通过认 识 自 己 才 能 认 识 上 帝 和 世 界。这 是 西

方文化上的一个巨大转型。
第二，从 人 是“小 宇 宙”的 认 识 出 发，人 文 主

义者进一步继承了基督教看待人的模式，并对此

进行了改造，从 而 在 新 的 历 史 条 件 下，适 应 了 人

们思想解 放 的 新 要 求。在 中 世 纪 所 崇 信 的 基 督

教经典《圣 经·旧 约》中，上 帝 创 造 人 类 的 时 候，
是这样描写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

到他的 鼻 孔 里，他 就 成 了 有 灵 的 活 人，名 叫 亚

当。”这句经 文 奠 定 了 中 世 纪 的 人 对 人 的 基 本 看

法：人是上 帝 的 造 物，是“绝 对 精 神”的 产 儿。而

人又是上帝用尘土造成的，这就点出了人的物质

性。同样，经文又说，人之所以有了生命，关键在

于“神吹 了 一 口 气”，即 神 把 自 己 的 灵 分 给 了 人，
人就有了 神 性。这 也 就 决 定 人 身 上 具 有 灵 与 肉

的两重性。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人学观念中，人本

身是灵 与 肉、精 神 与 物 质 两 者 的 统 一（二 元 对

立），人 的 矛 盾 主 要 源 自 于 精 神 和 肉 欲 的 冲 突。
基督教学者 们 还 主 张，由 于 人 是 上 帝 创 造 的，本

质上有体现 着 神 的 精 神 特 性，因 此，人 必 须 要 注

重精神的飞升，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去掉不纯，和

上帝合一。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看待

人自身的时候，其实也是继承和接受了这种看人

的模式 的。但 它 们 之 间 的 差 异 在 于，一 方 面，随

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内涵的改变，人文主义者把

上帝对人的决定性作用淡化了，他们开始就人谈

人，人成了自 己 决 定 自 己 本 质 的 生 灵，人 成 了 一

个自我独立存在的“小宇宙”。另一方面，到了文

艺复兴晚期，人已经开始具有了不仅要考虑自己

的精神需求，同时要考虑人的个人欲望的追求两

者统一意 识。这 是 小 宇 宙 内 部 协 调 发 展 意 识 的

建立，更是人对自己认识的深化。由此我们才能

够真正解 释 人 文 主 义 思 想 家 和 文 学 家 们 为 什 么

在强调人是“宇 宙 的 精 华，万 物 的 灵 长”的 同 时，
也越来越 看 到 人 自 身 存 在 着 卑 下 的 动 物 的 本 能

的巨大矛盾性。以往的学者过于强调，文艺复兴

中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是用人取代神，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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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伟 大 反 对 上 帝 万 能，其 实 这 只 是 表 面 的 理

解。如果说 在 中 世 纪 里 人 们 更 倾 向 于 人 和 上 帝

对立的话，那么此时不过更强调的是这种对立存

在于人自身，是人内心的矛盾性的反映。这样一

来，本来在中 世 纪 宗 教 神 学 对 人 认 识 的 模 式，演

化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看待人的基本方式。
第三，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也通

过对基督教文化内涵的重新阐释，有意识地借助

宗教体 系 表 达 了 自 己 的 思 想 文 化 体 系 的 构 建。
既然时代变了，基督教所建立的二元对立的内涵

变化了，那么，对 基 督 教 体 系 的 阐 释 在 文 艺 复 兴

时期也 发 生 了 变 化。前 面 我 曾 谈 到，马 丁·路

德、加尔文等 人 的 学 说，其 实 就 是 在 基 督 教 体 系

的框架内，表达出了全新的思想取向和适应新时

代世界观 的 初 步 建 构。虽 然 使 用 的 体 系 是 陈 旧

的，但内涵则是全新的。换言之，人文主义者（宗

教改革家）正是利用基督教的现成体系和话语形

式，构建了资产阶级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他们的

手法是，在借 用 原 有 宗 教 语 言 的 同 时，在 阐 释 中

加上 了 革 命 性 的 内 容。对 此，我 曾 举 例 说，“上

帝”这个概 念 在 基 督 教 刚 刚 产 生 的 时 候，对 那 些

遭受着现实苦难的信奉者来说，它是“救赎”力量

的象征。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制度稳定以后，当基

督教成 为 封 建 社 会 初 期 社 会 稳 定 力 量 的 时 候，
“上帝”的内涵就变成了“敬畏”力量的代表，变成

了让人 必 须 服 从 的 最 后 评 判 式 的“威 权”形 式。
而当文艺复 兴 运 动 兴 起，特 别 是 走 向 深 化 之 后，
导致了上帝的内涵的再一次变化，“上帝”这个符

号越来越成为抽象“至善”的真理力量形式，甚至

越成为至高 无 上 的“至 爱”的 力 量 的 象 征［６］。可

以说，文艺 复 兴 时 期 的 人 文 主 义 者 完 成 了 把“上

帝”从至高的“敬 畏 力 量”变 成 了“至 善”、“至 爱”
终极价值的力量的最初转换，即把基督教的思想

体系变成了后来西方近代文化体系的借喻形式。
诚如当代瑞士神学家奥特所说：将哲学中对人之

在的基本 理 解 与 神 学 中 的 言 说 上 帝 的 基 本 题 旨

加以融汇颇具激发性。自文艺复兴以降，基督的

信息 是 人 之 解 放 的 信 息。这 是 基 督 意 识 的 核

心［７］。可以说，这 一 体 系 建 立 的 努 力，一 直 延 续

到１８世纪的康德和歌德等人的创作中。这也就

是为什么 今 天 西 方 世 界 的 人 们 仍 然 看 重 基 督 教

文化的原因［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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