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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教改革揭开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确立了«圣经»的权威地

位,反对天主教会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由于主流改革局限在宗教范畴之内,止步在世

俗权力面前,未能彻底贯彻宗教改革的宗旨,激进改革应运而起.在宗教层面,激进改

革要求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不受国家政权控制、由信徒组成的教会;在社会

层面,激进改革反对天主教会的政治、经济压迫,要求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平等、更符合

基督教理想的社会.激进改革代表了以农民、工匠为主体的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

对宗教改革的继承和突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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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年前的１５１７年,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地上兴起,沉重地打击了天主

教会和王公贵族所代表的封建统治,揭开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在

宗教改革过程中,代表下层民众利益和要求的激进改革十分引人注目.激进改

革秉承宗教改革的宗旨,要求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不受国家政权控

制、由信徒组成的教会;同时又突破宗教改革的边界,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一

个更公正、更平等、更符合基督教理想的社会.对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

改革,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似乎略显不足.本文对其兴起背景、历史发展和历史地

位做一简要论述,以纪念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５００周年.

一、欧洲宗教改革的兴起和宗旨

中世纪的欧洲是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在宗教方面,天主教实行以教皇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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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权威的教阶制,依照这一等级制度,管理欧洲天主教的整个组织体系,各级神

职人员通过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忏悔礼、终敷礼、圣职礼和婚礼等宗教仪式来

行使自己的权力.天主教神职人员还垄断着«圣经»的解释权,普通民众只有通

过他们的宣讲来接受«圣经»知识.这样,通过教阶制度和由神职人员管理的教

会,天主教控制着所有人的宗教生活.
到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要反对已经腐

朽的封建制度,天主教会首当其冲.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

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欧洲(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

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

度绕上了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
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

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

神圣的中心组织.”〔１〕

实际上,在中世纪期间,始终存在着对天主教会的不满、反抗和要求改革的

呼声.中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成熟,在资本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和人

文主义三大洪流的推动下,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正式揭开了序幕.
宗教改革的揭幕人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是一名天主教

教士,１５１２年获神学博士学位,进入维滕贝格大学神学院任教,教授«圣经».路

德在深入研究«圣经»之后,开始怀疑天主教会“善功称义”的教义,逐渐走上了与

天主教决裂的道路.

１５１７年,罗马教皇以维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在德国兜售“赎罪券”,宣
称人们只要购买“赎罪券”,教会就可以帮助他们免去罪罚.１０月３１日,路德在

维滕贝格的万圣教堂大门上张贴出«关于赎罪券的力量与效验的争辩»(简称«九
十五条论纲»),对教皇兜售“赎罪券”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路德认为教皇没有免

除罪罚的权力,赎罪券也没有赦罪免罚的功用.尽管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并
没有公开反对教皇,也没有要求改革天主教会,但是,它对教皇和教廷权威形成

了直接挑战,促使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迅速发酵,最终成为引发宗教改革

运动的导火线.此后,路德先后于１５１８年和１５１９年与教皇代表进行辩论,并连

续发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基督教徒的自由»
等多篇文章,将他的改教主张逐步展开,从而确立了宗教改革领袖的地位.

路德神学的核心是“因信称义”.路德认为人只有依靠上帝的义,才能获得

拯救.要有信靠上帝的应许的信心,才会在上帝面前称为义.在当时情况下,路
德“因信称义”的教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于肯定了“凭借恩典因信称义”,
就挑战了天主教教义中宣扬善功是获得救恩途径的信条,也质疑了当时风行的

赦罪券的功用.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权威受到了实质性的打击,其在欧洲人

民的信仰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被严重削弱.〔２〕

路德神学在贬抑教廷和教会的权威的同时,强调«圣经»的权威地位.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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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期,天主教会认为«圣经»和教会传统是双重源头的上帝启示,两者并行不

悖,更不会相互冲突.路德认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确立«圣经»正典的根据,
教父遗训和教会传统都是为«圣经»作见证.〔３〕路德强调«圣经»权威,同时认为每

个信仰基督的信徒都有权解释«圣经»:
“他们声称只有教宗才可以解释«圣经»,这是蛮横想象出来的无稽之

谈.罗马派的人必须承认,在我们中间存在一些具有基督的真正的信

心、精神、理解、话语与心思的基督徒.那么,为何我们要抗拒好基督徒的话

语和理解,来跟随那既没有信心又没有圣灵的教宗呢?”〔４〕

为使普通人能够阅读«圣经»,路德开始将«圣经»翻译成德文.１５２２年,他
翻译的«新约»面世,及时地满足了宗教改革兴起后普通信徒了解«圣经»知识的

要求.
可以看到,路德的“因信称义”和强调«圣经»权威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

了天主教会和教士的宗教垄断权力.路德同时还提出了“信徒皆祭司”的思想.
路德说:

“所有基督徒都是真正的属灵阶级,除了在职分之外,他们彼此是没有

分别的.在接受洗礼之后,任何信徒都可以自称为神甫、主教和教宗,
虽然那并不是说任何人都能够承担这些职分.”〔５〕

作为反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路德自然受到罗马教廷和教

会的仇视.１５２１年４月,路德被罗马教廷革除了教籍.然而,路德宣传的教义

和改革主张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宗教改革运动已经不可阻挡.同时,由于改

革顺应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迎合了许多地方诸侯和城市政权获取更多

权力的要求,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给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所需要的政治力量.
这样,一些地方开始按路德的主张改革教会,产生了独立于罗马教会的、受地方

诸侯和政府控制的改革教会.这些改革教会在地方政权的支持下,与罗马教廷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斗争中形成了基督教新教教会.
应该说,在宗教改革初期,地方政权与改革教会之间出现的这种状况,与路

德关于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思想存在着某种联系.路德这方面的思想被称之为

“两个国度”或“两种政权”的思想:
“上帝在世人中间设立了两种政权:一是属灵政权,这政权不佩带任何

武器,只具有神的话语,借此栽培良善和正义,使义人获得永生.二是

属地政权,这政权借着法制的力量,使那些不愿寻求良善和正义去获得永生

的人可以在世人眼中受到管辖而有良善和正义的表现.”〔６〕

路德认为,两个国度或两种政权尽管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国

家和教会应该分离,因为它们都是根据上帝的意志设立的.所以,路德肯定世俗

权威的合法性,认为基督徒应该服从世俗政府的统治.«圣经罗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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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路德的这一理论提供了依据,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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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路德与支持改革的地方诸侯合作的基础.
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得到广泛的响应,很快就蔓延到欧洲许

多地区和城市.包括贵族、教士、城市市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

都参与到宗教改革运动之中,使这一运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过,尽管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改革思想和实践,遵循路德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地方诸侯或城

市政权支持下进行的改革仍然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主流.

二、激进改革运动的发展历程

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涌现出来的多元化改革思想和实践中,路德所代表

的主流宗教改革被称为温和改革,因为它在宗教改革方面未能将改革原则贯彻

到底,在政治上依靠诸侯权贵进行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它始终没有真正涉及社会

改革.与之相比较,几乎从宗教改革运动一兴起,就出现了一种趋向,主张更彻

底、更深入地进行宗教改革,建立更朴素、更平民化、更遵循使徒时代原始教会原

则的基督教会;同时要求将改革延伸到宗教之外,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建
立更平等、更公正、更符合基督教精神和原则的社会.这一改革趋向,相对于路

德代表的温和改革,一般称之为激进改革.
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激进改革趋向,首先就在宗教改革最初兴起的维滕贝

格和路德改革阵营中表现出来,其代表人物是卡尔施塔特(AndreasKarlstadt).
卡尔施塔特是维滕贝格城的副主教,与路德是同事.他赞同路德的教义主

张,参与了路德与罗马教皇代表的神学辩论,成为路德改革最为得力的支持者.
不过,随着改革运动的深入,他和路德在改革策略、改革时机以及与政府关系等

方面开始出现分歧.路德避居瓦特堡以后,卡尔施塔特成为维滕贝格改革的主

要领导人,他试图将改革主张在教会实践层面付诸实施,并提出某些社会改革主

张,从而使维滕贝格改革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激进色彩.
卡尔施塔特的教会实践改革首先从圣礼开始.在天主教体系中,圣礼是一

系列十分复杂的仪礼,它通过严格规定的繁文缛节,阻断平信徒和神的直接沟

通,从而保证作为中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对教会和信徒的宗教控制.因此,要打

破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壁垒,让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平等地分享祭司的身份

和教会的权利,就必须改革天主教会的传统圣礼,主要是弥撒礼.从１５２１年夏

天开始,卡尔施塔特就宣传要对弥撒礼进行改革,得到信徒的热烈响应,而统治

这一地区的领主萨克森选侯下令仍然按传统方式进行弥撒礼.
为了推进改革,卡尔施塔特决定违抗选侯命令,顺从民意,宣布将以新方式

做弥撒.１５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卡尔施塔特以新方式主持了圣诞弥撒.卡尔施塔

特身着普通服装,部分使用拉丁语部分使用德语诵读弥撒文,删掉了把弥撒看作

献祭的所有段落.他以饼杯同领的方式向信徒分发圣餐,并允许平信徒用手取

圣饼.这次圣诞弥撒,被称为历史上第一次新教圣餐礼.在这之后,他又在元旦

日等场合数次主持了这种圣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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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改革来说,卡尔施塔特在维滕贝格进行的改革

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将改革的神学主张付诸教会实践;另一方面,也是更为

重要的一方面,它是在没有得到地方统治者的允许,甚至是在违反地方统治者命

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从而强烈冲击了世俗权威在宗教问题上的影响力,民众的不

满和改革要求也因之得以较为自由地释放出来.１５２２年１月２４日,维滕贝格

市政会发布了第一个改革令,批准了大部分改革实践.同时,在卡尔施塔特的力

促下,市政会还采取了某些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废除娼妓、乞丐,为穷人和失业者

提供救助和教育,建立公共基金等,试图改良社会,建立基督教的公义社会.
然而,未得到领主许可的维滕贝格改革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一些王公贵

族的压力下,萨克森选侯于２月１３日下令,推翻了卡尔施塔特的大多数改革措

施.３月６日,路德从瓦特堡返回维滕贝格,指责卡尔施塔特的改革过于急进,
恢复了传统的弥撒礼.

从教义方面来看,卡尔施塔特的改革与路德的改革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在路德看来,重要的是世俗权力的态度.路德发表文章,宣布只有世俗权力可以

强力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他们具有惩治邪恶的责任;而普通人应该服从世俗权

力,通过“教导、布道、说话和写作”来宣传改革,而不是强行进行改革.〔７〕路德的

思想表现出了主流改革和激进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依靠世俗权力进行改革

还是通过民众斗争进行改革.这一区别在另一位主张改革的教士的思想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这名教士就是被恩格斯称为“平民革命家”的闵采尔(Thomas
Müntzer).

闵采尔是一名天主教教士,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他追随路德,成为路德改

革主张的积极支持者.１５２０年,经路德推荐,他去到位于萨克森南部的矿区城

市茨维考担任牧师.在这里,他与矿工、农民等下层民众广泛接触,思想开始偏

离路德的改革道路,逐渐走向激进改革的方向.
与路德强调«圣经»权威地位不同,闵采尔强调圣灵的作用.在他看来,«圣

经»是死的文字,是外在的上帝之言;而圣灵则是内在的上帝之言,是上帝的活的

声音,是上帝直接说给人的启示,“上帝用他的手指,在人的心上写下他不可改变

的意志和他永恒的智慧,而不是用墨水书写在草纸或羊皮纸上.他在人的心上

写下的东西,任何人都能阅读,只要他的心已经向它打开.”〔８〕可以看出,在闵采

尔那里,上帝的启示并不限于«圣经»的文字,而且来源于人人可以感受到的圣

灵,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圣灵直接聆听上帝的声音.这样,闵采尔就进一步否定了

教士是上帝和人之间中介的天主教教义,同时把自己和强调«圣经»权威的路德

区别开来.因此,他在«布拉格宣言»的签名处这样写道:“闵采尔不想向沉默的

上帝祈祷,而要向说话的上帝祈祷.”〔９〕

推动闵采尔思想进一步发展、最终提出反抗世俗权力主张的,是他在萨克森

的矿区小镇阿尔施泰特的改革实践.在这里,他对教会礼拜仪式进行改革,吸引

到众多矿区民众的支持.１５２４年春天,一部分信徒闯入阿尔施泰特附近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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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毁坏了圣母玛丽亚的圣像,并放火焚烧了教堂.这一事件引起了统治贵族

的关注,闵采尔的改革受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闵采尔开始产生出反抗世俗

权威的思想.闵采尔告诫王公贵族,普通人有权力反抗违背上帝意志的统治者,
从他们手中夺过他们的刀剑,“刀剑也是毁灭作恶者的必需手段.使用刀剑

的正确方式是由王公们来使用,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刀剑就会从他们手中

取走.”〔１０〕

王公贵族们并没有接受闵采尔的警告,反而要求他停止改革活动.闵采尔

被迫离开阿尔施泰特,在德国南部流亡.在这之后,闵采尔与路德代表的主流改

革公开决裂,彻底放弃了依靠世俗权威进行改革的努力,开始走上通过社会行

动、依靠普通民众实现改革理想的激进道路.在流亡期间,闵采尔发表了直接抨

击路德依靠世俗政权进行改革的文章,文章结尾处是他那句铿锵有力的名言:
“人民将得到自由,只有上帝是他们的主人.”〔１１〕

闵采尔所说的人民,指的是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处在被统治地位的普通平

民.闵采尔认识到,宗教改革的目标只有通过普通平民的改革才能完成,而普通

平民也将在宗教改革中得到解放.如果说,宗教改革开启了变革的时代,让普通

的平民看到了变革的方向,希望建立一个上帝的正义之下的平等社会;那么,由
教士和学者领导进行的改革因为局限于宗教范畴之内,缺乏社会改革的内容,又
让这些普通人大失所望.在社会不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以农民和城市市民为

主体的德国普通平民终于揭竿而起,发起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改革,也就是普通平

民的改革.这一改革首先通过德国农民战争表现出来.
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于１５２４年６月,由在不同地区发生的、相互关系松散的

一系列农民起义组成,１５２５年６月遭到镇压.在战争期间,农民军提出«十二条

款»«海尔布琅纲领»等文件,具体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既包括调整什

一税、降低地租、归还林地等经济改革主张,也包括废除农奴制、人人平等、平民

参与司法、普通信徒参与教会管理等社会改革主张.
«十二条款»宣称:“我们将完全按照基督的教导生活和行事,我们将通过基

督的教导向我们的主祈祷.因为只有他自己,别的任何人都不能,给予我们正

义.”〔１２〕另一方面,德国农民战争也以其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所造成的巨大震

动,给予欧洲宗教改革的发展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德国农民战争之后,路德代表

的主流改革更加坚定地依靠诸侯和地方世俗权威推进改革,以防止平民暴力影

响其改革目标的实现.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激进改革进

一步和主流改革分道扬镳,独特性也愈益鲜明.
德国农民战争之后的激进改革运动的主体,是再洗礼派所进行的改革活动.

再洗礼派是在宗教改革精神指引下产生的一个基督教派,它以«圣经»为圭臬,希
望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起由真正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因此,他们反

对婴儿洗礼,要求那些通过聆听上帝之道而悔罪重生,并因而具有真正信仰的成

人再次进行洗礼.因此,他们被称为再洗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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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再洗礼教会于１５２５年１月在瑞士苏黎世产生,此后,随着再洗礼教

义的传播和再洗礼教会在各地的建立,再洗礼派的改革运动在包括德国、奥地

利、荷兰等国在内的欧洲广大地区展开.再洗礼运动是一个多源多流的运动,没
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各种派别众多,教义繁杂不同,再洗礼运动也因此呈现出

多种色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最早的再洗礼派瑞士兄弟会,在摩拉维亚实行以

财产共有、集体生活制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实践的胡特尔兄弟会,在德国明斯特城

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地上天国的明斯特再洗礼派和荷兰的门诺会.
归结起来,再洗礼派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主张把宗教改革的原

则贯彻到底,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一个由信徒组成的、过圣洁生活的、
追随基督的教会;(二)在政教关系上,要求打破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合一的传统

格局,主张教会与世俗权力相分离;(三)要求在宗教改革的同时进行社会改革,
建立一个立基于基督教正义基础上的更公正、更平等的理想社会.

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会,一方面通过给婴儿洗礼,把社会所有成员纳入教

会之中,是一个全民教会;一方面实行政教合一,国家政权和宗教神权统为一体,
是一个国家教会.宗教改革兴起后,路德等改革领袖在地方政权支持下所建立

的改革教会,为了保持教会和社会的统一关系,维持既存的社会秩序,保留了婴

儿洗礼.从这方面来看,改革教会和天主教会相同,都属于国家教会,世俗权力

掌握着教会的控制权和裁决权.可以看出,再洗礼派的改革主张完全否定和破

坏了国家和教会一体化的存在基础和统治基础,必然会造成政教一体的政治结

构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因而被统治者视为宗教上的异端,政治上的叛乱,在欧洲

各地遭到残酷的迫害.
纵观宗教改革时期激进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这一发展的大致脉络:从卡尔

施塔特、闵采尔等来自改革阵营的神职人员的教义宣传,发展到普通民众参加的

改革实践;从单纯的宗教改革范畴内的改革,发展到社会领域的改革;从维持在

既存政治和社会秩序允许范围之内,发展到破坏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会的统治基

础,激进改革运动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曲折激荡的发展变化,为１６世纪欧洲的

宗教改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三、激进改革在宗教改革中的地位

激进改革运动兴起于宗教改革的大潮,可以说是宗教改革的产儿.一方面,
宗教改革破除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从而打破了中世纪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神学

桎梏,使长期受到天主教会压制的思想有了破茧而出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破除

天主教会权威的同时,宗教改革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原则,使得被解放了的思

想找到了新的权威和归依,而宗教改革倡行的«圣经»本土化,又使得普通民众有

条件直接阅读«圣经»,从而可以离开教士,自己到«圣经»中去寻求教义真理.如

恩格斯在其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所说:“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

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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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

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
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１３〕

激进改革运动的领袖最初几乎都是宗教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通过

宗教改革而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都是路德改革的支持

者和积极参加者,再洗礼运动的早期领导者格里贝尔(ConradGrebel)、曼兹

(FelixMantz)都曾是瑞士宗教改革领袖茨温利(UlrichZwingli)的忠实信徒,积
极参与了茨温利与天主教会的斗争.再洗礼运动史上最重要的神学家胡伯迈尔

(BalthasarHubmaier),在改革之初是茨温利的亲密战友,参加了宗教改革史上

著名的第二次苏黎世辩论,有力地支持了瑞士的宗教改革.其他再洗礼运动的

早期领导者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的思想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在与天主

教会的斗争中发展,在对«圣经»的研习、对基督教教义的不断探求中深入,最终

转向了激进宗教改革的方向.
在宗教改革的世纪大潮中产生的激进改革运动,同样继承着宗教改革的宗

旨,希望通过对天主教会弊端的改革,建立起符合«圣经»要求的真正的基督徒的

教会.就这一根本宗旨来说,激进改革运动和宗教改革是一致的.早在１９世纪

中期,就有研究者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激进改革“所特别强调的目标,是要在基督

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和生活中,实行和实现基督的教义和信仰.他们的

目标是把所有真正的信徒从堕落的国家教会中带出来,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基督

徒的教会.他们所要完全地、直接地实现的目标,正是宗教改革最初所要实现的

目标”〔１４〕.
因此,从激进改革兴起的背景、早期领导人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及其根本目标

来看,１６世纪欧洲的激进改革是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宗教改革方向

上的继续深入和发展.
宗教改革指出了变革的宗旨,提出了依靠«圣经»权威的主张,吹响了反对天

主教会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号角,但是路德等人领导的主流改革局限在宗教范畴

之内,止步在世俗权力面前,未能完全实现宗教改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激
进改革运动的发展很快就与宗教改革的主流分道扬镳,驶向一条偏离主流改革

的航道,并逐渐与主流改革相对立,成为被改革派建立的新教教会视为“异端”的
敌对力量.从激进改革和宗教改革运动关系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可以认为,主
流宗教改革未能继续贯彻它所倡导的建立真正的基督教会的原则,在改革取得

初步成功后与现实妥协,使得改革止步不前,从而与要求彻底改革的激进改革运

动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可以认为,激进改革运动的主张超出了当时条件

所能许可的范围,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引起社会骚乱,危及

到宗教改革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无论如何,相比主流改革来说,
激进改革运动的目标、手段和时机都过于激进,难以被主流改革所接受,与之兼

容共存.实际上,这也正是激进宗教改革之所以被冠之以“激进”之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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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可以认为激进改革包括两个层面:信仰层面和社会层面.在信仰

层面,激进改革反对包括社会全体成员参加的全民教会,反对世俗权力控制和干

涉关于人的信仰问题的宗教事务,主张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与世俗社

会和权力相分离的信徒教会.在社会层面,激进改革反对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

方面的压迫,对贫富不均、等级秩序分明的社会不满,要求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平

等、更符合基督教原则的理想社会.激进改革由于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
并进行了社会改革的实践,从而超出了欧洲宗教改革的范围,深刻地反映了它的

阶级代表性.其实,从阶级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应该把激进改革视为一个整

体,也就是说,激进改革派要建立不受国家政权干涉的、由信徒自愿参加的、追随

基督过圣洁生活的基督教教会.他们憧憬着并努力实现在地上建立一个更公

平、更平等、更符合使徒教会原型的基督教教会.这本质上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社

会和信仰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也体现出他们自身所提出的利益和要求.
欧洲宗教改革开始后,很快就席卷社会各阶层,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平民大众

加入到运动之中,宗教改革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在中世纪欧洲,教权与政权合

一,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密切交织在一起,人们的社会改革要求只能通过宗教改

革表现出来.恩格斯说:“显然,这种情况下,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全面攻击

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

就是神学异端.为了有可能触犯当时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抹掉笼罩在这些关系

上的灵光圈.”〔１５〕因此,从本质上看,激进改革所代表的是农民、工匠等下层民众

的利益和要求.这些下层民众要求摆脱政教合一的天主教政权的政治压迫和经

济束缚,希望能够通过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寻找一个没有政治因素的宗教信

仰形式的同时,谋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公正的理想社会.

１６世纪欧洲的激进改革,无论是卡尔施塔特、闵采尔等教士从神学教义角

度进行的改革宣传、德国农民战争发动的反抗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武装起义,还
是明斯特再洗礼派暴力夺取政权后采取某些极端社会改革和胡特尔兄弟会所建

立的实行财产共有、集体生活的摩拉维亚公社,又或是再洗礼派建立的与世俗社

会和政权相分离的信徒教会,都突破了主流宗教改革的范畴,成为宗教改革的继

承和继续发展.从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激进改革,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社会

改革,都是下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如恩格斯所说,这些斗争“从
‘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
它要求农民和贵族的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
地租、捐税、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些要求,都
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基督教义的必然结论提出

来的”〔１６〕.
因此可以说,１６世纪欧洲激进改革运动既是一场宗教运动,也是一场社会

运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高度评价激进改革运动:“在
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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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

派.”〔１７〕这场运动力图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教会,表达下层民众对于一个

更为公正、更为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诉求,并努力将之付诸实践.无论是在基督教

历史上还是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上,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激进改革运动都有

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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