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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

张 椿 年

本文 旨在说明 文 艺复兴 不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名词
,

它作为一 个历史 时代
,

其 内容既有不 同于 中世纪 的特点
,

但也汲取 了中世纪 的成就
,

因而 不 能割 断它 同

中世纪 的联 系 中世纪也并不 是漆黑 一 团
。

作者还分析 了文 艺复兴首先在意大 利

发 生 的特殊原 因
,

指 出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是文 艺复兴产生的基础
,

但不 是唯 一 的

条件 文 艺复兴 的产生 既有经济原 因
,

也有政治
、

文化思 想的渊源
。

质言之
,

文 艺

复兴是在一 整套特殊的社会历史 条件下 产生 的
,

既 不是超历史的
,

也不 是在任何

地 区
、

任何 国家都能产生 的
。

文艺复兴是意大利历史上非常光彩夺 目的一章
。

它是如此的美丽
,

如此的迷人
,

似乎它就

是光辉和繁荣的化身
,

然而
,

文艺复兴却不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名词
,

因为它没有说 出历史的真

实面貌和社会的本质
。

文艺复兴这个名词的创造者是意大利的画家
、

建筑家
、

艺术史家乔治奥
·

瓦萨里 一

。

他在 年出版的《著名画家
、

雕塑家
、

建筑家传记 》的著作 中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

世纪
,

艺术在经历了干年的野蛮之后重放光芒
。

他说读者会从他的书中
“ 比较容易地认识到在

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复兴和她向完美发展的进步
” ①

。

在瓦萨里那里
,

文艺复兴的概念仅仅限于

新的艺术
,

这个概念保持了三百年之久
。

年
,

法国历史学家朱尔
·

米什莱出版了他的第七卷《法国史 》
。

这一卷的标题就叫《文

艺复兴 》
。

米什莱把《文艺复兴 》用来说明相当时期的法国历史
,

从而使文艺复兴具有
“

时代
”
的

意义
。

他在 自己的著作中
,

提出了一个异常新颖的观点
,

他说不能
“

把文艺复兴这个美丽的字眼

限于新艺术的降临 ⋯ ⋯研究古物的复兴
” ,

他认为持有这种局限观点的人忽视了两个细节
,

这

就是
“

把我们的时代和前人区分开来的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

咽
。

五年以后
,

瑞士史学家雅各

布
·

布克哈特发表了他的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 》
。

这是第一部关于意大利文艺复

兴的专著
,

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

这部著作对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作了全面的
、

精微

① 引 自
, , ,

② 见 前引书
,



的论述
,

把文艺复兴的内容引伸到文化思想
、

社会生 活领域
,

进一步肯定 厂文 艺复兴作为
一

个

历史时代而存在
。

布克哈特的著作虽然奠定了文艺复兴研究的基础
,

但却忽视了文艺复兴时期

的经济基础
,

似乎文艺复兴是魔术般地突然产生出来的
。

现在文艺复兴作为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认识 已普遍地为历 史学家所接受
。

但是对

这个历 史新时代的内容的理解上仍有差异
。

有的认为
,

文化艺术的繁荣和近代精神的形成是这

个时代的主要内容 有的认为
,

文艺复兴时期文化
、

艺术
、

思想所以发生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一

派繁荣的景象
,

并不是偶然的
,

与当时经济基础的变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

在文艺复兴时

期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它是时代的本质
,

新文化产生的基础
,

标志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

主义社会的过渡
。

因此文艺复兴的内容不仅包括文化
、

艺术
、

思想等方面
,

也包括经济
。

这是继

布克哈特之后
,

文艺复兴的概念又一次得到延伸和扩大
。

我同意后一个观点
。

因为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存在是个事实
,

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最终制约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

分析文化的本

质不能同经济的性质割裂开来
。

一个历史名词的内涵的发展
,

显示了人们对历史运动和它的背景在认识上的深化
。

文艺复

兴是怎样产生的呢

意大利文艺复兴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

是在吸收前人 包括中世纪 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

行创造的结果
。

但是有一种观点否定中世纪
,

把中世纪看成一片黑暗
。

这种观点源远流长
,

文

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
、

薄伽丘
、

萨户塔蒂和布鲁尼都有这种看法
。

布

克哈特的著作使这种观点更广为流传
,

但很快也遭到逐渐增多的批判
。

遗憾的是
,

这种成见到

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
。

甚至在我国的一些出版物中还不时地可见到这样的历史观念
。

例如
,

有

人 曾说
“《十 日谈 》是在 中世纪垃圾堆上怒放出来的一朵奇葩

,

是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初期 自由

思想的代表作品
,

也可以说是欧洲第一部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 ”我们很难相信

,

欧洲第

一部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能在中世纪的垃圾堆上产生出来
。

文章完全割断了历史来评

估《十 日谈 》的意义
。

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中世纪的历史地位
。

中世纪是不是黑暗呢 它与文

艺复兴有无继承的关系呢 这两个问题应该得到澄清
。

中世纪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

封建社会的产生标志了社会进步
。

中世纪黑暗

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
,

日尔曼人入侵意大利后
,

消灭了古罗马的灿烂文明
。

我们要问
,

日尔曼人

的入侵是否使意大利和西欧完全丧失了古典文明 中世纪是否死水一潭
,

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日尔曼人侵占意大利
,

的确使大批华丽的建筑毁于战火
,

大量的文献埋没丧失
,

许多精 良的工

艺永久失传
。

尽管如此
,

伦 巴底人和其他蛮族却摧毁了罗马的大地产制
,

改善了奴隶和隶农的

生活
,

促进了奴隶制的灭亡和封建关系的产生
,

这是历史的进步
。

由于当时包括东哥德人和伦

巴底人在内的蛮族 比较落后
,

他们还不具备更高的文 明来替代罗马的文 明
,

因此
,

为了统治意

大利
,

他们对罗马的文明是赞赏和仿效的
。

一个 日尔曼的编年史家写道
“

世纪时
,

排特烈
·

巴勃罗斯皇帝手下的 日尔曼人
,

满以为伦巴底人是同胞
,

不知他们已经完全拉丁化
,

已经摆脱

犷悍的野性
,

在空气与土地的影响之下学会一些罗马人的聪 明文雅
,

保存着典雅的语言和礼让

的古风
,

甚至城邦的宪法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学到罗马人的长处
。 ” ① 从以上的记载

,

可见古罗

马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消亡
,

它最终影响着生活在意大利土地上的民族
。

中世纪从古罗马继承了拉丁语
、

拉丁文学
。

中世纪学者对拉丁语法的研究和对维吉尔
、

奥

① 引自丹纳《艺术哲学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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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德
、

西塞罗的著作的阅读从未中断
。

拉丁语对西欧各国语言和文学的发展都起过不同程度的

影响
,

即使在今天拉丁语仍用作科学术语
。

中世纪从古罗马继承了许多古老的城镇
。

罗马
、

比萨
、

热那亚
、

里昂
、

马赛
、

科隆
、

伦敦无一

不是罗马人的遗产
。

这些城镇保留了许多罗马时代的手工业 如制造钱币
,

商业管理
、

手工业

团体
,

一系列公共和私人的建筑
。

这些方面为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

中世纪还从古代古罗马继承了罗马法
。

中世纪的城市兴起后
,

伴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大
,

曾

出现了一股研究罗马法的热潮
。

这种法学研究完全是非宗教性的
,

对市民思想的世俗化起了重

要的作用
。

因为罗马法的本质是理性的
。

中世纪决不是建筑在一片废墟或荒芜的沙漠之上的
,

它不仅有继承
,

更有重大发展
,

取得

了古代所未 曾有过 的成就 大学
、

银行
、

议会制度
、

哥德式的建筑和市民文学无不诞生于 中世

纪
。

与古代不同
,

中世纪的城市在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古代
。

自 世纪以后
,

欧洲的各种知识迅速地增长起来
,

并进一步地系统化和专门化
,

到 世

纪又按照各 自的特点
,

发展为神学
、

罗马法
、

宗教法规
、

医学
、

数学
、

天文学
、

占星学
、

逻辑学和 自

然哲学
,

最后还有语法和修辞学
。

知识的这种组成方式是中世纪后期的特征
。

虽然经过许多变

化和补充
,

它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的主脉
。

彼得拉克和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崇尚学 习罗马作家的著作
,

这与中世纪的教育把拉丁语的

语法的学习和一些古典作家作品的阅读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分不开
,

当然文艺复兴与中世纪

在对待古典著作的态度上是不同的
,

前者把古典文学视为智慧的来源
,

以模仿古典作品的优雅

和博学为荣
,

中世纪则缺乏这种风格
。

再如 卜伽丘的《十 日谈 》
,

深受中世纪市民文学的影响
。

“《十 日谈 》之所以受到公众的欢迎是 由于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反映了当地的传统和其中的人

物大多数是人们所熟悉的当代或近乎当代的人物
。

从这个角度上讲
,

他的小说是既有传统的又

具有现代的气息
。 ” ①

我们有理 由说
,

文艺复兴的产生不能脱离中世纪在各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
,

但它并不是

这些方面的简单的数的增长
,

而是有了质的变化
。

中世纪欧洲的文明是欧洲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

在 世纪以前
,

其中心在法国
,

但是进入

世纪以后
,

意大利站到了欧洲文 明的最前列
,

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

原因何在 有人

说
,

这与古罗马文明的影响和有利的地理环境有关
。

但只说出了一半的道理
,

还须补充另一半

的道理
。

也有人说
,

因为
“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
,

农奴制瓦解得最早
” 。

这是最通

常的回答
,

似乎也是最正确的回答
,

然而的确也是最混乱的回答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文艺复

兴的前提和基础
,

也是新时代的一个主要 内容
,

无论发生在意大利还是法国
、

尼德兰
,

都离不开

这个前提和基础
,

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

或者叫做一般性的问题
。

现在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
,

意

大利有哪些独特的条件促使它早 日产生文艺复兴
,

也就是说要找出意大利的特殊性来
。

常常有

人把文艺复兴的原因和文艺复兴首先发生的原因混为一谈
。

这就必然会得出一个奇怪的逻辑

文艺复兴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在意大利形成
,

是因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前提和基础首先产生
。

① 丹尼期
·

哈伊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 》
,

三联书店版
,

第 页
。



现在
,

我就意大利首先发生文艺复兴的原因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

意大利有哪些独特的条件呢 这些条件不能随便列举
,

必须对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加速的作用
。

这样的条件我认为有以下的一些

一是传统的影响
。

意大利人得天独厚
,

直接继承了古罗马的文明
。

众所周知
,

佛罗伦萨和

热那亚是欧洲首先制造金 币的两个国家
,

而意大利之拥有货 币
,

既与这两个城市共和国的贸易

出超
,

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和标准的货币有关
,

亦与他们掌握了古罗马世代相传的铸币技术有

关
。

还有一个例子
,

佛罗伦萨经济的主要支柱是羊毛工业
。

这个工业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

据

著名的佛罗伦萨史学者戴维逊的研究
,

自罗马时代以来
,

意大利的羊毛工业从未中断
,

显然也

是受了佛罗伦萨的影响
。

据文献纪载
,

佛罗伦萨圣
·

安得利亚修道院的修女们必须每年向佛罗

伦萨的大主教进贡
“

一件用山羊毛织造的僧衣
” 。

圣
·

米歇尔修道院的修女们每年须向诺南托

拉修道院的住持贡献
“
五走质地优 良的呢绒 ” 。

除这五正呢绒外
,

修女们还须从摩德纳修女院召

募十二名女工
,

在他们的监督下织造羊毛和亚麻僧衣
。

由此可见
,

传统的影响对意大利的发展

起 了推动作用
。

二是意大利的特殊的地理条件
。

意大利地处地 中海航线的中心
。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

前
,

地中海一直是东西方联系的纽带
。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是把意大利作为跳板的
。

意大利

也利用十字军东征在近东获得了殖民地
。

有利的地理环境对意大利的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

资本主义生产使商品大量增加
,

但要倾销商品光有国内市场还不够 何况在封建主义占统

治地位时
,

因地方封建主常 自设关卡
,

国内市场很狭小
,

还必须进行海外贸易
。

列宁说
“

资本

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
,

超出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
。

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

设想的
,

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
。 ” ① 在意大利

,

虽然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的前后还没有形成世

界市场
,

但是它的有利条件为其北部诸城市进行国际性的贸易
,

提供了方便
。

三是城市异常的发达
。

地理条件只是一个客观存在
,

能不能被利用
,

完全取决于生产者能

否提供足够的产品进行交换和有没有进行交换的要求
。

也就是说
,

地理条件的影响是通过生产

水平来表现的
,

而生产水平又受社会关系的制约
。

我们认为城市发达
、

城市剥削农村
,

是意大利

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个特点
。

意大利半岛自日尔曼民族入侵后
,

先是受几个蛮族国家的统治
,

最后名义上隶属于神圣罗

马帝国
。

这样
,

帝国内部和意大利境内的混乱状态
,

一方面使意大利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

形成一个统一集中的中央政权
,

使封建主成为一支联合的力量 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城市共和国

的兴起
,

中世纪的意大利以城市异常发达而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
。

世纪时
,

在稍许多于 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几百座城市
。

意大利人的经商活动遍及西欧
、

北欧
、

近东诸国
,

马可
·

波罗

还到了中国
。

到 世纪时
,

意大利已不仅经营工业和商业
,

还经营银行业
。

他们组成公司
,

在

巴黎
、

伦敦
、

布鲁 日
、

西班牙
、

摩里亚
、

罗得
、

塞浦路斯等地均驻有代表
。

各国国王
、

领主
、

贵族
、

教

会
、

市民既是他们商品的主顾
,

又是他们贸易的对象
。

到了 世纪时
,

热那亚
、

比萨
、

威尼斯已

成了国际贸易的中心
。

发达的贸易要求意大利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
,

但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遇到来 自封

建主的阻力
,

封建主常常利用对依附农民的政治权利和对粮食的垄断来控制城市
。

然而
,

城市

① 《列宁选集 》第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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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市民的增加
,

对劳动力和原料的进一步需求
,

因此城市和封建主之间的矛

盾必然 日益尖锐
。

世纪以后
,

城市利用其财富
,

对封建主实行进攻
。

城市与封建主的斗争由

来 己久
,

最早 见于公元 年克雷莫的商人抗拒向主教交税
。

以后 比萨
、

卢卡
、

西恩那
、

帕多尔
、

波伦尼亚相继起来反对封建主的统治
,

他们捣毁封建堡寨
、

迫使城郊的封建主移居城里
,

接受

城市公社的领导
。

在 世纪末和 世纪初
,

意大利的北部诸城市都先后成立了公社
,

以后这

些公社 又发展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
。

在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中
,

佛罗伦萨的事例最为典型
。

它为

了削弱贵族的势力
,

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
。

在 年 月 日通过的法令中规定
“

凡出身贵

族
,

年满十五岁的男丁必须向公社交纳二千里拉的守法保证金
。

一旦发现本人或其亲属有反对

公社和市民的行为
,

没收其全部保证金
。 ”

几年 以后
,

公社又进一步规定贵族不得参与政治活

动
,

年公社颁布的
“

正义法规
”
宣布

“

凡以欺骗手段获得政治权利者将受到严惩
。 ”

在反对封建主的过程中
,

公社开始释放农奴
。

年
,

波伦尼亚公布
“

极乐法令
” ,

从

名封建主的手里解放了 名农奴
。

在 年
,

佛罗伦萨实际上也废除了农奴制
。

战胜了封建主以后
,

城市把 自己的势力伸向农村
。

在城市争取独立的时候
,

农村也形成 自

己的公社
。

农村公社为了摆脱封建主在公社中的行政权和掌握公社收入的权力
,

为了公用地的

使用问题常同封建主发生讼争
。

在讼争中
,

城市总是支持农村公社
。

当农村公社取得胜利后
,

城市公社就着手制订或审定农村的法规
、

任命农村公社的官员
。

这样
,

城 市公社的作用不断扩

大
,

农村公社的官员的职能不断缩小
,

最后仅限于执行城市公社的决议
。

这种趋势在 世纪时

尤为明显
。

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奥尔维爱托的早期法规 一 明确规定
,

城市周围地

区的农村公社
,

必须接受城市行会的领导
。

奥尔维爱托一共有 个行会
,

每六个月抽一次签
,

哪个行会中签就 由其派出官员去领导农村公社
,

任何一个农村公社都没有选举 自己的官员的

权利
。

城市关于在农村公社土地上实施农业操作
、

进行土壤改 良
、

培植葡萄和果园
、

改善放牧地

的规定
,

在一定的时期内促进了农业的进步
。

但在同时
,

城市公社向农村公社征收的税及要求

农村公社完成的赋役却不断增加
。

除税收以外
,

城市公社还强迫农村公社提供作战用的马匹和

装备
,

提供城市居民需要的粮食及参加城市的民团
。

①

从以上所说的历史情况中
,

我们可看到意大利的城市不仅如其他欧洲城市那样以 自己的

垄断价格
、

行会制度
、

商业欺骗和高利贷在经济上剥削农村
,

而且在政治上统治农村
。

马克思

说
,

在意大利
, “

封建主义 由于城市的发展而被摧毁 ” 。

城市的强大是意大利在经济上和文化上

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

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

在 一 世纪时
,

在佛罗伦萨
、

西恩那
、

波伦尼亚和 比萨的纺毛业和呢绒业 中
,

在威尼斯

的造船业 中都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

从 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工商业公司的账册
,

如哉尔
·

奔工商业公司的
“

黑色账册
” ② 中

,

及编年 史家乔凡尼
·

威兰尼的编年史中可以看到
,

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于 世纪时最早发生在佛罗伦萨的纺毛和呢绒业的工场中
。

在这些工场内
,

生产

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代之以中世纪作坊 内的师傅
、

帮工
、

学徒的是工场主和雇佣工人
。

和 中

世纪作坊不同的是
,

工场 内已有明确的分工
,

每个工人操作的仅是生产过程中的某个工序
,

不

再参加生产的全过程
,

仅加工半成品的呢绒
,

就有 一 个工序
。

① 参 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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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谈了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发生的原因
,

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

就要请专家们进一

步去研究
。

现在我想转到另一个问题
,

即文艺复兴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文艺

复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结果
。

这个观点正确的程度如何 我在前面提到
,

资本主义是

文艺复兴的前提和基础
。

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进性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作坊所能比拟的
。

它给佛罗伦萨带来了繁荣的

经济
,

根据乔凡尼
·

威兰尼 一 的编年史的记载
,

在 一 年间
,

佛罗伦萨的毛

织业作坊有 多座
,

年产 一 万正呢绒
,

价值 万金佛罗林 约折合 铭 。万美元 ① ,

以此

为生的约 万余人
。

这时佛罗伦萨城 内的居民有 万人
,

教堂 座
,

修道院 座
,

公社每年

的收入约 多万元
。

威兰尼是佛罗伦萨统治集团的成员
,

曾在政府许多的部 门中工作过
,

熟悉法律
,

了解公社

的财政预算
,

又是两个大公司的成员
,

因此
,

他的记述
,

该是可信的
。

如果把 万美元
,

平分到

每个居民
,

每人的年产值有 万多美元
。

由此可见
,

佛罗伦萨的实力是何等强大
,

佛罗伦萨成为

文艺复兴的中心不是偶然的
,

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分不开的
。

资本主义为文艺复兴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

文艺复兴是一个长达三百年的历史时期
,

在

这个时期内不仅有光辉的艺术
,

宏伟的建筑
,

人民的起义
,

还有连绵的战争
,

肆虐的黑孔病
。

如

果当时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还建筑在中世纪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
,

很难设想意大利在文艺复

兴时期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

资本主义改变了人 民的生活方式
,

从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 了变化
。

在文艺复兴时

期
,

艺术由刻板无生气的变成了有血有肉的
,

人 由消极被动的成了积极主动的
。

人文主义者对

财富
、

对 自由和 民主的歌颂
,

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要求和世界观
。

资本主义引导着文艺复兴

发展的方向
。

资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土壤
,

并不是文艺复兴的唯一因素
。

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
,

历史的

新时期在意大利表现为文艺复兴
,

在德国却表现为宗教改革
。

其重要原因是
,

当时的法国
、

西班

牙
、

英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

德国则处于分裂的状态
,

罗马天主教廷对它进行残酷的剥削
,

教廷的丑恶行径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

教廷与德国的矛盾是民族性质的矛盾
,

所以德国民族

的觉醒和反抗就表现为宗教改革的形式
。

还有一例
,

有的国家如中国在晚明时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

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但

既没有文艺复兴
,

也没发生什么宗教改革
。

什么原因呢 国情不同
,

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腐朽 昏

庸
,

他们韦但不能去建设新的文化
,

甚至对 已经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还进行扼杀
,

实行

闭关政策
。

关于决定历史过程的因素问题
,

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作了精辟的分析
。

他说
“ ⋯ ⋯根据

唯物史观
,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

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

无论马克思或我

都从来没有肯定过 比这更多的东西
。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
,

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

① 参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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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页注
。

按 一 佛罗林含金量为 克
、

美元等于
一

盎司黄金的兑率计算
。



素
,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
、

抽象的
、

荒诞无稽的空话
。

经济状况是基础
,

但是

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

还有上层建

筑的各种因素 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 —由胜利 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

建立的宪法等等
,

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
,

政治的
、

法律

的和哲学的理论
,

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 ” 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是造成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

化艺术中
,

我们随时感到古代文化
、

尤其是古罗马文化的深刻影响
。

但丁把维吉尔作为古典文

明的化身
,

是众诗人的火把
,

是他到达圣彼得门的引导人
。

彼得拉克认为古代文明是孕育意大

利人的母亲
、

一切令人尊崇的艺术的创造者
,

他谴责
“

可耻时代
”

中世纪 对古典的轻视
。

似乎文艺复兴时
,

人们突然地把眼光转向古代
。

实际上并非如此
。

在中世纪
,

人们学习古

典著作并没有中断
,

但当时还停留在对古典著作零星的搜集和简单的模仿上
。

到 了文艺复兴

时
,

人们对古典著作表现了普遍的热情
。

彼得拉克有这样几句诗

法学家忘记 了查士 丁尼
,

医生 忘记 了埃斯库拉皮鸟斯
,

因为荷马和维吉尔的名 字迷住 了他们
。

石 匠 和农民竟扔 下 自己的工作
,

也来谈论缪斯和阿波 罗
。

文艺复兴时人文主义者以古为师是为了更好地创造
。

帕乔利 一 说 要 向古人吸

取知识
,

同时还应具备天才去填补空 白和摒弃无益的知识
。

正因为重在创造
,

这一时期文学
、

艺

术
、

雕塑方面的成就 皆超出了古代
。

文艺复兴终于成为人类文化史上一座熠熠发光的里程碑
。

文艺复兴时对古典的兴趣和重视的原因
,

在于市民生活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

市民的心理状

态和价值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

而在中世纪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

由于社会心理状态的变

化
,

对古代文明的理解和评价也就不同
。

中世纪的文 明是基督教的文明
、

一教统治的文 明
,

它对异教的文明是消极的
,

甚至是敌视

的
。

在思维上是超理性的
,

它的道德规范是 安分守己
、

容忍谦恭和卑视财富
。

这些教谕是符合

农业社会的自给 自足的经济的
。

在农业社会
,

土地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
,

人们只要守着一块土地就能过活
,

生产者只要

生产出能满足本人和领主的东西也就知足了
,

用不着为市场而生产 因为当时也没有市场
。

城市的生活与农村不同
。

市民脱离了土地
,

以经商和手工业为生
。

不同的生活状况
,

必须

养成新的习惯旧 长岁久
,

逐渐形成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抵触的心理状态
。

从文艺复兴时佛罗

伦萨或威尼斯商人或企业主的身上
,

我们可看到这样一些特征 善于创新
,

如果因循守旧
,

不提

高产品的质量就会在竞争中失败 重视 自由
,

没有 自由就不能携带商品走南闯北 敢于冒险
,

害

怕漂洋过海
,

商品就缺乏广阔的市场 主张宗教容忍
,

不敢和异教徒接触
,

必然会失去可观的利

润 重视理性
,

对行情
、

国情的估计不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

不作冷静的
、

理智的分析
,

就会遭受

破产 崇拜财富
,

因为财富给他们带来了荣誉和地位 要求享受
,

财富的增长
,

使他们有可能享

受生活的乐趣
。

文艺复兴时
,

人们追求美化生活外表和盛大的节 日庆典
,

是对中世纪最突出的

① 扫今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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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特征 —禁欲主义的冲击
。

变化了的心理状态要求相适应的
、

新的文化
。

人文主义反映 了市民的要求
。

但是人文主义

并不是市民思想直接的
、

简单的反映
,

而是市民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

人文主义者在构思他们的

理论和观点时
,

必须获取他们需要的思想素材
。

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不受教会的统治
,

是博大溶和的文化
,

它以人为本
。

它的建筑和艺术表

现了人的创造力
,

它的文学表达了人的理智
,

它的法律充分地肯定人的私有财产
。

因此希腊和

罗马的文化成了人文主义者最好的思想库
。

从以上所说
,

能不能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
,

即文艺复兴是古典文化和近代意识两者的结合

呢 为了强调古典文化和近代意识的作用
,

我认为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的
。

但是
,

如果以为唯

有这两个因素才得以发生文艺复兴
,

它和强调经济是唯一的原因同样地片面
,

甚至离真理更远

了一步
,

因为它跨越了或者说忽视了中世纪
。

逻辑的结论应是
,

文艺复兴就是两个遥远时代的

相结合
。

意识的作用
、

对古典文化的兴趣都不能脱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

这一点无须赘述
,

我在这

里还想指出的是意大利的城市公社对资本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发生所起的重要作用
。

意大利的城市公社是商人和作坊主组成的政府
。

他们对商业和手工业采取保护的政策
,

并

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具有世俗倾向的新文化
。

为了新文化的发展
,

佛罗伦萨政府采取 了许多的措

施
。

如对宗教裁判
、

对教会监督文化的作用实行限制
。

在 世纪
,

支持异端兄弟派的人很少受

到当局的干扰
。

政府为文化艺术的创造开拓了比较民主和 自由的环境
。

年
,

政府为修建佛

罗伦萨大教堂
,

邀请市民中所有主要行业的代表到长老会议上提意见
,

每个代表可以在此发表

个人的见解
,

这种讨论会无疑有利于文化艺术的繁荣
。

佛罗伦萨政府扶持文化的另一重大措施

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对才学之士给以奖励和荣誉
。

有的授以官职
,

如共和国的文书长一职
,

长期

以来任命人文主义者担任
。

自 年起
,

先后担任此职的有科鲁乔
·

萨留塔蒂
、

列奥纳多
·

布

鲁尼
、

波卓
·

布拉丘利尼
、

卡尔罗
·

马尔苏比尼
。

有的给以物质奖励
,

如 年
,

建筑家阿诺尔

孚
·

地
·

坎比奥因为在教堂建筑等方面才艺精绝
,

公社政府希望凭着他的勤劳
、

经验与天才把

佛罗伦萨大教堂建设成为托斯堪尼最美丽
、

最宏伟的一座教堂
,

所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
。

还有

些人享受了死后的殊荣 年
,

长老会议作出决定
,

允许但丁
·

彼得拉克
、

薄伽丘
·

扎罗

比
·

达
·

斯特拉达
、

阿库尔西斯葬在大教堂 那儿原先是不准埋葬人的
。

这个计划虽然没有

执行
,

但说明了佛罗伦萨人 民和政府对历史作出贡献的
、

已经逝去的人的爱戴
。

以上我谈了文艺复兴发生的经济
、

传统文化
、

政治和心理状态的原因
。

还可以列举一些其

他原因
,

如东方文化
,

尤其是中国四大发明对文艺复兴 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

但是
,

决定文艺复兴的发生
、

发展方向和文艺复兴的特征的
,

还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方

面
。

另外
,

本文指出这几个方面
,

旨在说明对文艺复兴的发生要作全面的分析
。

把我在前面所

说的归纳起来
,

我认为
,

文艺复兴是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乃至心理状态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全面

发生转折的结果
。

其具体表现 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
,

商人和企业主

组成的市民民主政权
,

不仅保护了商人的利益
,

也为新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比较 自由的环境
。

市

民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因城市生活条件的不同于农村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

为古典文明

充当新文化的向导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

文艺复兴是在上述一整套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
。

法国
、

德国和英国等一系列西方国

家因为也经历了意大利那样的变革
,

并在意大利的影响下
,

也出现了文艺复兴
。

但不同于意大

一



利的是
,

这些国家的文艺复兴受古典文化的影响较小
,

对宗教问题的兴趣较浓
,

在文艺复兴的

内容上
,

这些国家也各具特色
,

在英国有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
,

在德国有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

在法国有拉伯雷的
“

随心所欲
,

各行其事
”
的彻底个性解放

。

有些学者认为
,

文艺复兴不仅是意大利和西欧历史上的现象
,

而是一个在任何时候
、

任何

地区都可产生的世界性的现象 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产生过文艺复兴
。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
,

形象

地说明某一时期文艺的繁荣
,

这或许是可以的
。

但是
,

历史是一门严格的科学
,

不能仅以表面相

似的一些现象
,

而随意冠以文艺复兴的帽子
。

美国历史学家哈斯金斯认为欧洲在中世纪时已经

出现了文艺复兴
,

他的著作《 世纪的文艺复兴 》就说 明了这个问题
。

德国汉学家哈里特
·

威

廉认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文艺复兴
,

一次是公元前 世纪到公元 世纪
,

另一次是公元

到 世纪
。

他们不承认文艺复兴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

没有看到中世纪的城市文化与文艺复

兴时的文化有根本的区别 前者是封建性的
,

后者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

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

不可能一模一样
,

很难设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

产生相同性质的文化
。

如果把文艺复兴这一

名词用于在 内容
、

形式和时间都不同的现象
,

也就使它成了超历史和无内容的了
。

在我国当代的史学家中
,

目前尚未就文艺复兴有无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争论
,

但是谈到 了与

文艺复兴有联系的一个问题
,

即人文主义的产生时间和地区的问题
。

有位历 史学家说
“

如果不

去计较人文主义得名的历史原因
,

单从文化的性质上着眼
,

则应该可以说
,

人文主义的适用范

围
,

决不限于文艺复兴那一个时期
,

也不止于欧洲西部那一块地域
。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有一

点不同
“

人文 ”
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名词

,

而
“

文艺复兴
”
是从西方介绍过来的一个名词

。

我不反

对我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用人文主义这个词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

但是我认为意大利模

式的人文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

意大利人文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性质也是不同的
。

我坚持这样一个观点 考察某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
。

我还要指出
,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上几句有关人文主义的问题
,

因为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潮
,

是文艺复

兴文化的特征
,

如果人文主义可以产生于任何时间
、

任何地点
,

文艺复兴 自然也是这样的了
。

我院举行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月 日
,

我院隆重举行 届研 究

生毕业典礼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 究

生院院长江流
、

研 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 焕 宇

以及 副院长汪海波
、

张鸿岳 出席 了会议
。

应邀

参加会议 的
,

还有研 究生导师
、

各系负责人 以

及全体毕业研 究生和在校研 究生代表
。

在毕业典礼上
,

首先 由王 焕 宇副院长 宣

读 了获得硕 士
、

博士学位 的 名毕业 生名

单
,

接着江 流院长发表 了重要讲话
。

江 院长

说
,

培养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
,

是我们 国

家的希望所在
。

老一辈革命家最关心 的
,

也是

最大的希望
,

就是你们这一 代跨世纪人
,

为 了

党和人 民的利益
,

能够承 前启后
,

继往开 来
,

青 出于蓝
,

而胜于蓝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放射出更加灿烂 的光辉
。

他要 求全体毕业

生和在校 生
,

一 定要 自觉地担 当起历史赋 予

的跨世纪
、

跨时代的使命
,

以革命先辈的英勇

奋斗精神为榜样
,

接受时代 的考验
。

江 院长还

反 复强调
,

新一 代 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

一定要

学好用好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在当前世 界

上 的风 云 变幻 中正 确地识别方 向
,

自觉投入

反 “
和平演变

” 、

反 渗透
、

反颠覆 的斗争
。

典礼

最后
,

导师代表和在校研 究生代表分别作 了

发言
。

张永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