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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马丁·路德的大众化理想与德意志启蒙

18世纪初叶开启的德意志启蒙推进并完成了德意志

社会形态的“世俗化”(s苴kuk丽8iemIlg)转型。所谓“世俗

化”，“狭义上特指启蒙以后出现的神学让位于人学。宗

教体系让位于人文体系的转型过程”(谷裕2008：1)。整

个西方社会形态的现代性“世俗化”转型肇始于14一15

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然后由南向北渗透和蔓延，很快

与当时仍处中世纪基督教形态的北欧德意志民族区域产

生了文化碰撞。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主导思潮的人文主

义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北欧人文主义传

统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北欧文艺复兴。马丁·路德发起的

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一方面仍将德意志社会维系在中世

纪基督教形态之内，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同人文主义尖

锐对立，极大地延缓了神学让位于入学，宗教体系让位于

人文体系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借鉴和吸收了人文主

义的大量精神要旨，对抗中寓调和。正如阿伦·布洛克

所言，“北欧人文主义传统是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源泉

之一⋯⋯路德反对牧师的中间角色以及他坚持个人与上

帝的直接沟通，很可以被看作是人文主义的自然发展”

(阿伦·布洛克1997：40一41)。这样，宗教改革事实上又

吊诡地成为由意大利文艺复兴通向德意志启蒙的中介与

桥梁。马丁·路德作为神职人员选择了结婚生子的生

活，认为建立家庭的神职人员会发出神圣的光辉。1524

年，路德呼吁全德意志的市政官员们为所有孩子建立公

校。把教育目标设定为男人能够统治国家与人民，女人能

够管理家政。在类似的宗教改革措施中，我们可以非常

明显地感受到人文主义精神的渗透与折射。“宗教改革

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点在于，它也认可当世生活，

并赋予尘世生活以新的价值。”(卡西尔1996：134)

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是建立在他信仰至上

的思想基础上的。他认为只有《圣经》才能够真正成为信

仰的依据，否认任何人、甚至教皇有代表上帝传递话语的

权利。把《圣经》翻译成德语，每一个信徒大众不需要拥

有古典语言教养，都能通过明晓的阅读直接与上帝沟通，

不再需要教会的中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语言观的

首要原则便是面向大众，德意志启蒙所要做的只是把宗

教改革信仰至上前提下的大众启蒙转向为理性至上前提

下的大众启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意志文化启蒙与现代性的文艺美学话语研究”(10B羽∞2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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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德意志启蒙所面向的大众，事实上并

不是马丁·路德意义上的以社会中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

为主体的全体大众，而是收柬到一定的界域范围之内，它

所致力于弘扬的理性的、世俗的教化(BilduIIg)主要指向

于一个德意志特色鲜明的社会阶层：有教养市民阶层。

德意志有教养市民阶层是大体上于30年战争后崛起的

新兴城市市民阶层，其身份和社会属性介于贵族阶层与

中下层手工业者之间，较多供职于宫廷官僚机构或构成

文化教育部门。不同于传统市民阶层多属于特定行业或

同业公会的情况，这一新兴市民阶层一般脱离于社会团

体，个人教养和个体成长发展成为其人生的主题。正如

谷裕所言，“不属于有教养市民阶层的城乡小市民、手工

业者因受到等级和教育局限，并没有获得启蒙运动的话

语权，他们比较完好地保持了传统教会信仰”(谷裕2008：

83)。这样看来，德意志启蒙其实是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的贵族式理想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大众化理想之间

取得了一种协调和平衡，一方面尽力扩大“理性”在大众

中的影响和传播，另一方面又对启蒙受众的资格有着隐

微的限定。

2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启蒙的“文化与政

治”问题

启蒙时代的德意志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有着极

其相似的政治形态，即同一语族联合体下的松散而分裂

的邦国群体。18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表面上

维系着各个德意志邦国的政治集团性，实际上已名存实

亡，与英、法、西班牙等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主权国家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

解体对当时的德意志基本政治格局并未产生多大的影

响。“神圣罗马帝国在名义上表示着德意志民族的存在，

但是并没有提供一个国家主权作为核心使之统一起来。

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走了一条特殊的，不同于其他欧洲民

族的，文化统一的道路。启蒙运动就是德意志民族文化

实现统一的过程。”(刘新利2009：440)也就是说，德意志

启蒙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而非政治事

件，“德意志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色彩很淡的思想运动，

它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政权问题，非政治

性是它的一大特点”(范大灿2006：3)。文化与政治的分

裂构成了德意志启蒙的特殊民族性张力。“作为政治的

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散裂一直持续到i9世纪中叶德意志

第二帝国诞生；作为文化的民族，德意志民族在神圣罗马

帝国解体前夕就完成了统一。”(刘新利2009：335)

德意志启蒙中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同样可以在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寻得其根源所在。马丁·路德的宗

教改革共时性地导向了一个文化上趋于统一的德意志和

一个政治上走向解体的德意志。一方面，“德意志民族最

开始的统一是跨地域的语言与文化的统一，而这一统一

正是通过路德采用德语的布道宣讲，宣传册、《圣经》翻

译、赞美诗和教义问答手册来展开的”(s脚蜘O聊ent

2004：88)；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和随之发生的战争不但

未能对缔造一个更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有所裨益，相反，

却加速完成了它的解体过程”(LiaII Gneenfeld 1992：284)。

宗教改革使德意志成功地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

也使德意志人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一体性，而语言问题在这文化一体性的身份认同中尤其

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从古日耳曼人部落迁移集结，形成

德意志民族初始形态的时期，德意志语言就已经成为德

意志人最重要的认同因素，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

够真正懂得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对于德意志文化统

一的里程碑式意义。在马丁·路德之前，即使在文字产

生以后，也一直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书面德语，路德的伟

大功绩在于他的德语书面表达既贴近大众，又去粗取精，

逐渐成为联系德意志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人民的纽带。

马丁·路德对德语的规范和统一，为德意志文化统一奠

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堪称德意志启蒙的有力先导。

宗教改革的巨大浪潮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神圣罗马

帝国与罗马教会分离的进程。失去了罗马教会的大背

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凝聚力

自然一落千丈，事实上，宗教改革已经在精神上肢解了这

一名义上的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德意志政治上的分崩离

析的状况无疑被进一步加剧了。宗教改革没有做出致力

于德意志政治统一方面的任何努力，其立场是属于超政

治性的，或者说，非政治性的，路德意义上的德意志人以

及整个德意志民族被设定在了一个超政治或非政治的命

运语境当中，即便在德意志启蒙时期也不例外。

3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启蒙的“纯粹内在

性”问题

威尔·杜兰这样描述了马丁·路德在整个日耳曼人

历史上的超级重大意义：“在日耳曼人中，路德的言说论

著被广为引用的程度无人堪与匹敌，涌现出许多思想家

及作家，不过，若要谈及日耳曼人心灵气质的影响，路德

绝对是首届一指。在日耳曼民族历史上，路德第一人的

位置不可动摇⋯⋯他比一切日耳曼人都更具有日耳曼

性”(WiU‰t 1957：433)。对于马丁·路德所代表的

日耳曼性的本质，黑格尔精辟地概括为“日耳曼民族的纯

粹内在性”(Hegell986：392)黑格尔在比较德意志启蒙与

法兰西启蒙的重大分野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法

兰西人能够从理论之维迅速转入实践之维，日耳曼人却

总是沉醉于理论的抽象观念呢?”(He科1986：427)，。日

耳曼民族纯粹的内在性”便是这一问题最恰当的答案。

德意志启蒙在“纯粹内在性”这一核心气质方面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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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传了马丁·路德的民族传统。狄尔泰高屋建瓴地指

出：“德意志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使我们的思想家和作

家的道德素质具有独特的性质。自路德的宗教热忱以

来，德意志人思考方式特有的基本特色是道德意识的内

在性，仿佛宗教运动回归到自身之中——确信生命的最

高价值不在外部的事业而在思想品质中，民族的四分五

裂。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对政府毫无影响，都加重了这一特

色。作为市民生活坚定基础的新教国家的纪律，曾维持

正直诚实、履行义务、主体对良知负责的拘谨意识的有效

性，而启蒙运动则仅仅使道德意识摆脱了曾经使其与超

验世界发生关系的基督教教义，由此更加强了那种拘谨

的坚定性。德意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都这样地在全

世界面前坚持他们个人的独立价值⋯⋯逃避到道德原则

的抽象世界中去”(狄尔泰2003：55—56)。路德的“纯粹

内在性”的信仰在德意志启蒙那里的世俗化变体就是“纯

粹内在性”的“教化”(Bildu唱)。

阿伦·布洛克认为，“德意志人把人文主义与‘教化’

(Bildullg)等同起来，这样做的缺点是，个人可能只顾自己

而不关社会和政治问题”(阿伦·布洛克1997：151)。这

种观点中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误解，从宗教改革到德

意志启蒙，德意志主流思想家～以贯之的超政治性或非

政治性决非不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是倾向于把社会

和政治问题置换为思想文化问题。在马丁·路德那里，

宗教上的革命自然寄寓着社会和政治的理想，那是一种

非常近似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式的宗教政治学。在德

意志启蒙思想家那里，文化上的强势启蒙的确使政治色

彩显得很淡，政治问题也的确并未成为其焦点所在，但对

于德意志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逃避本身其实是出于一种反

向的政治介入，即对于理想社会和政治状态指向过去的

想像性追忆和指向未来的想像性建构。弗里德里希·迈

内克指出，“在这令人痛苦的形势中，德意志知识份子面

前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最终将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命

运与德意志国家的命运分开，在一个人自己内心的宁静

圣地中寻求避难所，以便建设一个纯精神、纯思想的世

界；另一是在这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创造一种明智

和谐的关系，同时也进而寻求实际存在的国家与理性理

想之间的统一纽带，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理性与现实之间

就必然出现一种至此为止梦想不到的全新关系”(弗里德

里希·迈内克2008：489—490)。绝大多数德意志思想家

收稿日期：2010一09—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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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上述两条道路并行的方式，一方面沉浸于纯粹思

想的世界，一方面幻想着理性与现实政治交汇的种种美

好可能性。

德意志启蒙把基督教时代的“上帝之城”转换成为现

代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这种政治乌托邦对现实政治状

况的变革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是把社会和政治

问题统统归并入文化问题的界域之内，游离于现实之外

而仅仅关涉于理想之维，我们称之为“政治想象”。在法

兰西启蒙中，哪怕政治乌托邦的想象在思想界也普遍存

在，但法兰西启蒙精神中强烈的现实感和政治介入气质

使得启蒙思想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变革产生巨大的影

响和推动力，文化启蒙同时意味着政治启蒙。反观德意

志，当文化启蒙已然实现之际，政治启蒙却依然遥远，文

化与政治如同马丁·路德的时代一样，悲剧性地分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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