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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法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宗教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国的学校教育肇始

于早期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巴黎大学这一高等教育组织便与主教座堂学校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在巴

黎大学诞生前后，其发展常受到教会力量的干预，其精神特质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中世纪后期，

宗教领域的变化也波及了巴黎大学，新兴教会在教育方式上给了巴黎大学一定的引导。据此，笔者认

为巴黎大学乃至法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本质是一种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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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肇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如欲深刻

地认识现代大学，必须对中世纪的大学进行细致

考察。由于宗教组织和宗教文化对中世纪的欧洲

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

有着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从基督教①及基督文化

的角度来审视中世纪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历史发

展便成了诸多学者的共识。法国学校教育便是宗

教的产物，它几乎与基督教的传入同时兴起，法

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基

督文化及其革新所推动的。中世纪的巴黎大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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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它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对法国乃至西欧其他大学来说极具典型性。据

此，笔者希冀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通

过对中世纪基督教背景下的巴黎大学进行纵向地

历史考察，透视宗教影响下的法国高等教育的历

史发展。

一、教会在巴黎大学的起源和诞生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随着中世纪的到来，基督教登上了欧洲的历

史舞台，基督文化成了该时期西欧的主流文化，

其时的西欧教育也被深深打上了这一宗教文化的

烙印。法国高等教育的发端以巴黎大学的诞生为

标志，而穷本溯源，巴黎大学与教会和教会学校

又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

(一)教会本身具有一定的教育职能

基督教教义的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

和情感的传递过程，为了完成这一传播或传递任

务，教士们采取了讲道(讲学)的方式，这实

际上体现了基督教所固有的教育职能。教会要承

担起这一教育职能就必须让从事讲道的神职人员

和一般的普通信徒都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包括

历史、语法和修辞等。这种较高层次的文化需要

一方面要求基督教修道院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和图

书收藏活动，另一方面也促使教会开办学校，在

学校中实施专门的信仰教育。需要说明的一点

是，虽然中世纪的教育蕴含在基督教的固有职责

之中，基督教修道院和教会学校在运用教育这种

方式时常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由于教育的内

容脱离不了古典文化(即古希腊罗马遗留下的

凡俗文化)，这就使得教会和教会学校所行使的

教育职能也具有了一定的世俗性，而且这种世俗

性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随着历史的发

展，早期教会学校逐渐孕育出了法国总的教育体

系。

(二)教会与巴黎大学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

史联系

早期的教会学校同样是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

孕育者，巴黎大学便与教会，尤其是教会学校有

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那样，
．122．

“主教座堂学校与修道院学校(两类重要的早期

教会学校)尽管都十分简陋，不事奢华，但却

由此孕育了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初等学校、大

学、学院，这些都是从此发展出来的”⋯34，“大

学就是从主教座堂学校这里演化而来的”Llj58。

随着论述的深入，他还迸一步指出“在某种意

义上，巴黎主教座堂学校就是巴黎大学的摇

篮”⋯m。可以说，当巴黎大学处在尚未形成正

式学术组织(或学术建制)的“胚胎期”时，

基督教对其的影响是绵延不绝、独一无二的；教

会学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作巴黎大学的历史

源头。

然而，在巴黎大学作为正式的学术组织诞生

于世之后，它却与教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作

为一个教师法团，巴黎大学是独立于教堂之外

的。但由于巴黎大学是从教会学校中演变而来

的，它的组成人员是保持有神职人员面目的世俗

人士和已经世俗化了的神职人员，在一定程度上

还接受宗座的领导，所以它在诞生后也长时间与

教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就说明巴黎大学虽然

与教会和教会学校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但是在

现实运作中它却有一种脱离教会影响的倾向。前

者为基督教及教会对巴黎大学发挥持续而长久的

影响奠定了基调，而后者却为巴黎大学走向自

治、增强世俗性做了一定的铺垫。

二、基督教对巴黎大学精神特质的养成产生

了重要影响

基督教会及其创办的教会学校孕育了巴黎大

学，使其最终形成了一个外显的学术组织实体；

在此之后，基督教文化继续发挥影响，促进了作

为学术组织实体的巴黎大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主

要表现在巴黎大学通过一些韧性十足的纽带和教

堂维系在一起⋯114，并且充分利用基督教世界的

两股宗教力量——罗马教廷和主教座堂的矛盾来

发展自己，使自身在宗教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

精神特质。

(一)由宗教性而衍生出国际性

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而

这一特征正是以其宗教性为前提的睥]。涂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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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世纪的学校都有一种跨国的特点，巴黎

学校这个方面尤其突出”⋯118，“像巴黎大学那

样的学校是基督教世界所共有的”⋯119。他还具

体指出体现巴黎大学具有国际性一些表现，如从

巴黎大学获得的执教权和学位在欧洲任何地方都

适用等。巴黎大学的这一特性正是当时欧洲整体

社会生活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即精神生活和学

术生活领域中的世界主义。然而从根本上来说，

主宰中世纪欧洲社会生活的是基督教，所以这种

特性的形成终究根源于基督教的影响和作用。

基督教本身就具有一种欧洲世界主义的精

神，它是中世纪欧洲所有民族的公有文明和共同

信仰，僧侣们在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有着高度的

流动性。在查理大帝时代，欧洲各个地区被基督

教连接得更为紧密，整个欧洲甚至成为了一个统

一的基督教国家。⋯52巴黎大学处于欧洲学术

(该时期的学术也是与基督教密切相关的，如经

院哲学等)的中心，它代表了基督教世界的一

般导向和普遍利益，所以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

世界主义的精神。它能够与支配基督教世界的至

高力量——罗马教廷结成同盟，既是出于它所具

有国际主义价值和意义，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它

的跨国特性。诚如弗·鲍威尔所言：中世纪大学

“是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的，特别重

视教会的世界性质和国际性质。教会的教义成为

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教会的通用语言(拉丁

语)成为他们的语言。大学的成员，无论是教

师或学生，多数都是享受‘僧侣生活待遇’的

在职人员或预备人员。大学具有教会和宗教团体

一样的国际性质，遂使教师和学生养成乐于到国

外居住的习惯和勇于冒险的精神”。p 3中世纪的

巴黎大学正是这一阐述的具体写照，在宗教性中

衍生了国际性。

(二)在与宗教势力的联合和对抗中寻求大

学自治

巴黎大学在成立初期，充分利用了当时欧洲

基督教势力之间的矛盾来为自身谋求更多的特权

和自治权利，巩固自己的独特身份。涂尔干指出

“至少在教师们的法团(巴黎大学)诞生后的第

一个世纪里，是教廷(罗马教廷)支持、保护

并捍卫了这批人，以一致的思想、不渝的信念抗

御主教座堂”⋯111。在这一过程中，巴黎大学在

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最直接的宗教束缚——主事及

主教的力量，却又落入至高无上的宗座力量——

罗马教廷的领导之下，但由于两者相距遥远，所

以巴黎大学的“臣服状态也不是那么严格，他

们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自由”。⋯132这就为巴黎大学

自治精神的养成开辟了道路。此外，为了享有某

些重要的特权，如对世俗司法的豁免权，作为教

师法团的巴黎大学本身也不愿彻底割断与教会的

联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巴黎大学又是借助了基

督教的权势使自己与世俗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

离，这同样有助于巴黎大学自治精神的培养。巴

黎大学为了争取和巩固自己的自治权利，在各个

势力之间采取了非常灵活的博弈策略，它不仅善

于利用宗教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也还巧妙

地利用了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世

俗力量内部的矛盾。

鉴于教会对中世纪教育的影响无所不在，我

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正是

在对基督教力量的依赖和抗拒之中不断寻求自由

和自治的。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依赖关

系对巴黎大学精神气质的养成所发挥的历史作

用，接下来便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对巴黎

大学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巴黎大学与巴黎圣母院

主事之间争夺执教权的事实便是这种对抗关系的

一个明证，只不过这股势力是不同于罗马教廷的

另一股基督教势力，是直接靠近并影响巴黎大学

的地方性基督教势力。巴黎大学借助罗马教廷的

力量在这场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它从巴黎圣母

院主事手中夺得了“执教权”，在这一过程中巴

黎大学“确立并巩固了自身，并且越来越清晰

地意识到了自身及属于自身的独有身份”【l J116。

这是巴黎大学这股新兴力量为了独立于教会、巩

固自我身份并确保自主行动而进行的一次不懈努

力，它是由地方教会的束缚所直接激发，然后一

步步冲破这种束缚。巴黎大学通过这次努力，进

一步增强了法团内部的团结意识和自主意识；而

从教会那里得来的执教权也“为己所用”，成了

自身学位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后世大学的学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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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风格和学术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基督教的知识观对大学课程和教学理

念的影响

“对于基督教来说，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培养

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技能，而在于形塑整体上的心

智。同样，为了形塑作为整体的心智，也就需要

有作为整体的知识”⋯∞。因此，基督教所主张

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知识观。要实现完整的教育，

要激起人的整个灵魂的深层转向，就必须开展百

科全书式的教学，将人类知识的全部教给学生。

基督教的这种力求百科全书式的教学理念贯穿了

法国乃至欧洲教育演进过程的始终。这种知识观

和教学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的大学，虽然

它们的出现先于大学的诞生，却在大学这种新型

的学术组织中得到了明确的阐发。正如涂尔干所

言，大学追求百科全书式课程体系的理念“是

用一种基督教社会典型的自成一类的观念(整

合知识观)来看待教育和教学，这种观念在时

间上早于教师法团(如巴黎大学)所执行的功

能，但也在这种功能中找到了一种手段，能够以

所能想到的最富有活力的方式实现自己”⋯130。

实际上，来源于基督教的这种追求百科全书

式教学的理念并不能够为大学所完全实现或真正

实现，但它却成了巴黎大学等众多中世纪大学孜

孜以求的目标，大学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努力使

自己成为研究学问和追求知识的象牙塔。这种理

念在随后的时代里继续得以传承和发展，深深影

响了人们对大学的理解。在16世纪拉伯雷的博

学主义运动、17世纪夸美纽斯的作品、19世纪

纽曼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以及当前的大学通

识教育实践中我们都可以瞥见其痕迹。

三、基督文化的发展对巴黎大学的演进有着

导向作用

由于巴黎大学脱胎于教会学校，并与教会长

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

基督教文化及其发展也对巴黎大学的历史演进有

着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其演进的历

史方向。

(一)经院哲学制约着巴黎大学的世俗化走

·124·

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黎大学是基督教文化

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巴黎大学的教育

内容——经院哲学H1则更是基督教文化繁荣兴

盛的标志，它是服务于基督教教义的，本身便成

了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

一时期经院哲学对巴黎大学的历史影响实际上也

反映了基督教文化对巴黎大学乃至法国高等教育

的影响。

经院哲学被引入巴黎大学之初是为了强化在

学人员的宗教信仰，增强巴黎大学这一学术组织

的宗教性的——它将理性引入信仰，意欲使二者

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基督教。但是理性与信仰

这二者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巴黎大学外在组

织结构中世俗成分和教会成分之间的混合却在后

来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趋势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巴黎大学的历史走向。巴黎大

学在发展初期只是整个教会下的一个带有浓厚宗

教性的机构(虽然它已不同于教会)，经院哲学

的采用也主要是为了强化它的宗教性，因为经院

哲学用理性来维护信仰的做法在起初使基督教信

仰体系有了合理的支撑(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

更加合乎逻辑，能够自圆其说)。然而，由于经

院哲学也给理性(本质上是世俗的)留出了发

展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不断得到增

强，最终与纯粹的宗教信仰相分离。经院哲学的

这种发展趋势使巴黎大学也更多地发展了理性的

部分，更具有反思精神，最终使其演变成了一个

纯粹世俗化的理性共同体，而丧失了自己原有的

宗教性。

(二)新兴教会对巴黎大学教育方式的定型

在中世纪，基督教主要从精神文化层面来对

巴黎大学的历史发展实施影响，经院哲学便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到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从

精神领域来对大学实施影响的现象趋于式微，这

一时期的基督教会主要是从教育手段和方式等制

度文化层面来影响巴黎大学，使其在演进中实施

了某些适应时代发展的变革。

16世纪中叶，法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教学法

团圆——耶稣会法团(本质上属于一种宗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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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它虽然没有对巴黎大学教育理念的发展有

所贡献，却在意志教育或纪律教育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并深刻影响了巴黎大学，使巴黎大

学在教育方式上不断按照时代的需要进行调整。

涂尔干提到，“在耶稣会士手里诞生了这样一种

教育体系，使指定的书面作业成为学术练习的标

准格式。大学继承了这种体系，并且一直延续到

晚近”⋯Ⅲ。此外，“耶稣会士们创造的整个竞

争体系，包括那些没完没了的作文，它的当众背

诵，以及它的各种奖励，几乎都原封不动地移入

了巴黎大学”⋯卵2。

四、结语

以往，人们在考察欧洲教育史时总是关注基

督教对欧洲教育的负性影响，认为教会对教育的

垄断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的发展，这种认识

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基督教

及其文化对欧洲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法国而

言，笔者认为巴黎大学乃至法国高等教育的历史

本质是一种宗教文化，因为基督教文化从物质、

制度和精神3个层面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巴黎大

学的历史发展。从巴黎大学诞生伊始到文艺复兴

的这段漫长历史时期内，基督教文化及其衍生出

来的新兴教会文化对巴黎大学乃至法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教会作为所有学校的胚

胎不仅孕育了巴黎大学，还形塑了巴黎大学的躯

体一有形的学术组织和制度；基督文化不仅锻
造了巴黎大学的灵魂——大学的精神特质和思想

理念等，还推动了其发展和演变，制约乃至引领

了其历史走向。虽然巴黎大学从诞生时起就试图

摆脱宗教力量的束缚，将中世纪的学术生活引向

世俗化的方向，但由于它脱胎于教会学校，并与

宗座等基督教势力保持着长期的密切联系，以至

于基督教及其文化对它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根本性

的作用，这也是涂尔干从教会中找寻历史和现时

代教育之根本属性的原因⋯嚣。

注释：

①最早期的基督教只有一个教会，但在基督教的历史进程中却

分化为许多派别，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

以及其他一些影响较小的派别。现在，中文中的“基督教”

一词一般专指基督新教。但本文为便于进行历史论述的横向

开展，遂使用广义上的。基督教”意涵，不仅指与基督救相

关的宗教文化和各教会派别，也指以外显形式存在的教会机

构和组织。

②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指出，中世纪的巴黎大

学实际上就是一个(教师)法团，所以笔者若在文中对这两

个词汇都运用，刚作同一概念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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