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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苏格拉底 ( 甚至更早的克塞诺芬尼、巴门尼德等人) 到柏拉图，都对希腊城邦时代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

对当时流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表现希腊神话主题的文学艺术以及城邦民主政治等都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而把眼光投向了感性事

物背后的抽象形态，从而构建了一种与流行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的、具有阳春白雪特点的形而上学理想。苏格拉底因此而触犯了雅

典民众的传统观念，最终被雅典法庭处以死刑; 柏拉图则被迫流落他乡，终生难以实现自己的哲学—政治抱负，充满了失意之感。

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精神在后来以否定姿态来对待希腊文化的基督教文化中得以发扬光大，为具有浪漫倾向

和唯灵主义特点的基督教神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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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最早表现了一个苦难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随着基督教从犹太教

中脱颖而出，这种关于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就转化为灵魂得救的天国福音，一个幸福美好的“千年王

国”也从人间上升到天国。到了宗教改革时代，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又重新提出了

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并且在德国农民战争和闵斯特公社中付诸实施。虽然这些近代乌

托邦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们却构成了从基督教的天国救赎福音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解放理想转化的

重要中介。
关键词: 乌托邦; 天国福音; 千年王国

中图分类号: B15; B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 2012) 03－0027－08

“千年王国”从人间上升到天国

在回溯乌托邦的思想起源时，学者们通常会追寻到柏拉图的 《理想国》。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

以现实中的斯巴达国家为范本，设计了一个由 “哲学王”来进行统治、在统治阶层内部实行财产公

有、以整体性的国家利益作为至上目的的理想社会模型。这种 “哲学王”的政治理想国模式是从他

的理念论哲学中推论出来的，它典型地表现了柏拉图哲学的唯心论特点，即注重精神性的理念世界而

贬抑物质性的感觉世界的倾向。就此而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表达了一个苦难民族或苦难阶级期盼

社会解放的政治理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个与希腊大众文化潮流背道而驰的失意哲学家的奇

思异想。①

从这种意义上说，关于一个苦难社会群体期盼政治解放的乌托邦思想，其最初的孕育地并非柏拉

图的《理想国》，而是饱受奴役的犹太民族的弥赛亚主义。与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爱琴海畔的希腊人相

比，犹太民族是一个长期遭受外族统治和欺压的民族。自从他们的祖先希伯来人在公元前 14 世纪越

过幼发拉底河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之后，犹太人几乎没有享受过几天自由、独立的日子。从公元前

13 世纪开始，一直到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的公元 1 世纪，在长达 1000 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公

元前 11—10 世纪这 100 年左右的三王 ( 扫罗、大卫、所罗门) 统治时期之外，犹太人先后被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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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利士人、亚述人、新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外族所统治，始终过着寄人篱下和

受人役使的苦难生活。长期不得解放的悲惨状况，使犹太民族产生了强烈的不幸意识或罪孽意识。另

一方面，与这种深沉的不幸意识相对应，信仰一神教的犹太民族也产生了一种坚定的选民意识。他们

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的不幸是由于自己的祖先 ( 亚当、夏娃) 和族人的罪孽所致，但是上帝在惩

罚他们、让他们遭受了磨难之后，将会派一位拯救者来解除他们的罪孽和苦难，使犹太人最终过上幸

福的生活。这种相反相成、彼此砥砺的不幸意识与选民意识使得犹太民族在苦难的现实生活中顽强地

期盼着一位复国救主的出现，这种对于解放的强烈期盼就逐渐形成了犹太教关于弥赛亚将临的预言。
早在公元前 8 世纪，犹太人中间就已经出现了关于上帝耶和华将派一位人间救主来解救犹太人的

预言。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先知书中，就已经预告了耶和华将派他的儿

子来做犹太人的“和平的君”，“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先知耶利米以上帝耶和华的名义明确

宣称: “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

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

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① 到公元前 6 世纪，在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

二世将大批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去做苦役期间 ( 即“巴比伦之囚”期间) ，犹太教的祭司们预言上帝指

派的一位复国救主马上就要来临了，他们把这位复国救主称为 “弥赛亚”②。公元前 4 世纪以后，在

希腊塞琉西王国和罗马帝国相继统治期间，犹太人中间关于弥赛亚将至的预言愈演愈烈。处于被奴役

状态之中的犹太人普遍相信，弥赛亚就要降临成为犹太人的王，把犹太人从外族人的统治下解救出

来，并带领他们来到流着甜酒和奶的美好地方，过上一千年的幸福生活 ( 即 “千禧年”或 “千年王

国” ) 。在弥赛亚统治的国度里，不仅犹太人不再受外族的欺侮，而且连自然界中的一切暴戾之事都

将终止。“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它

们。”③ 这样一种“千禧年”的美好状态，就是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所表达的乌托邦理想，它的实质

就是一个苦难群体 ( 犹太民族) 对于社会解放前景的强烈期盼。
但是到了基督教产生之后，由于基督教脱离了犹太民族的狭隘范围而来到罗马帝国的广大疆域中

传播，所以它对犹太民族的社会解放理想就不再感兴趣。虽然基督教信仰最初也是在罗马帝国的苦难

人群———奴隶、无产者和贫民———中间传播，但是在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中，这些苦难人群的阶级解

放理想比起犹太人的民族解放理想来，要显得更加遥远和渺茫。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无望，基督教开

始把得救的希望推向了彼岸世界，幸福的 “千年王国”也被搬到了天上，于是犹太教的社会解放理

想就逐渐转化为基督教的灵魂救赎福音。虽然 “基督”就是 “弥赛亚”④，但是基督教信仰的 “基

督”与犹太教期盼的“弥赛亚”有着两点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基督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复国君王

了，他成为所有信仰者———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或哪个阶级———的普遍救赎者，这一区别使基督教

超越了犹太教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藩篱而成为一种普世性宗教; 第二，基督把犹太人追求社会解放的政

治理想变成了基督徒盼望灵魂救赎的宗教福音，把得救的希望从人间搬到了天国，从而完成了从一种

政治乌托邦向一种宗教理想的转变。
基督教既然源于犹太教，那么它也难免会受到弥赛亚主义 “千禧年”理想的影响。在以犹太人

为主要成员的初期基督教中，关于苦难的世纪即将结束、“千年王国”即将来临的信念也是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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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圣经·以赛亚书》，第 9 章，第 6—7 节; 《圣经·耶利米书》，第 23 章，第 5 节; 第 30 章，第 8 节。
“弥赛亚”为希伯来文 Mshiah 一词的音译，意即“受膏者”。古代犹太人拥立君王时，要在受封者头上涂抹羊膏油，以示

尊重，所以“受膏者”即君王。
《圣经·以赛亚书》，第 11 章，第 6 节。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的，它坚信出生于伯利恒的耶稣就是犹太教预言中的弥赛亚。当基督教脱离犹太人的范围到

外邦人中去传教时，它开始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取代希伯来语作为传教的主要语言。在希腊语中，“受膏者”或“君王”写作 Christós，
音译即“基督”，故而“基督”就是“弥赛亚”。



的。信徒们普遍相信，上帝的国不久就要降临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使受苦受难的人脱离灾难，让他

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同时获得解放。但是，随着外邦人基督教的崛起，基督徒们对于改善犹太人生存

处境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 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苦难，基督徒开始用一种关于彼岸幸福的信仰来抚

慰绝望的心灵。于是，现世解放的政治乌托邦就逐渐被彼岸得救的宗教福音所取代。“千年王国”也

被搬到了天上，上帝的国不再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而是在另一个世界即彼岸世界中存在，或者作为一

种信仰在人们的心中存在。进入上帝之国的将不再是负罪的肉体，而是超脱了肉体的灵魂。耶稣作为

基督或弥赛亚，并没有把上帝的国带到人间来，而是把信仰者的灵魂带到了上帝的国中间去。这一

“来”一“去”的区别，表明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重要差异，即社会解放理想与灵魂得救福音之间的

差异。
这一转化明显地表现在 《新约》福音书中，当年耶稣与犹太宗教知识分子法利赛人的主要冲突

之一就在于，耶稣是否带来了上帝的国。耶稣被他的门徒们认作弥赛亚，但是掌握犹太教律法解释权

的法利赛人却不予承认，反而指责耶稣是一个骗子。法利赛人的理由是，按照先知们的预言，弥赛亚

的来临马上就会给犹太人带来一千年的幸福生活，然而耶稣并没有带来上帝的国，因此他只是一个摇

唇鼓舌的骗子。而耶稣却反驳道，他带来的只是关于上帝之国的福音和信仰，而不是肉眼可见的现世

幸福。《路加福音》记述道: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

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① 这种对

于上帝之国的不同理解，典型地反映了犹太教期盼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与基督教向往彼岸得救的宗

教福音之间的区别。后来，当罗马总督彼拉多听从法利赛人的诬告，审问耶稣是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

时，耶稣明确地回答: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②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并没有像犹太教先知所

预言的弥赛亚那样，把上帝的国直接带到人间来。但是他却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昭示了一种关于上

帝之国的福音。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法利赛人幸灾乐祸地嘲笑道: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

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③ 然而，耶稣并没有从十

字架上走下来，而是把自己作为祭品牺牲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很快又通过死而复活的奇迹昭示了一种

关于上帝之国的全新概念。现在，上帝的国已经不再在人间实现了，而是被搬到了肉体死后灵魂才能

进去的天堂。耶稣本人已经通过十字架受难和死而复活的否定辩证法作出了表率，所有信仰基督耶稣

的人，都有可能像他一样死而复活，众人的灵魂由于对基督事件的信仰而获得了救赎的福音。
这种关于死而复活的“救赎说”使得基督教具有了一种超越的浪漫色彩。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

“千禧年”理想主要是一种现世解放的政治乌托邦，它使人们期待不久将至的人间幸福，上帝之国在

人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然而，基督教的 “救赎说”却通过向死而生的否定辩证

法而宣扬了一种灵魂得救的宗教福音。犹太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 “千禧年”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屡遭

挫折，数百年来都无法实现，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空洞的乌托邦，逐渐失去了感召力。基督教的

“救赎说”却通过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而传播了一种此生受苦、来世享福的宗教信仰，它告诉人们，幸

福的“千年王国”不会在有血气的此生实现，而是在肉体死后的灵性世界中。这样一来，基督教信

仰就取代了犹太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政治乌托邦，把得救的希望从此生推向了彼岸。
上述转变的发生，归因于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精神。与犹太教关注现实生存处境的取向不同，基督

教把眼光从现实生活转向了灵性理想，试图通过一种灵魂得救的福音来超越现世的苦难。基督教的这

一特点显然是受了希腊形而上学的深刻影响，正是具有强烈超越倾向的希腊形而上学 ( 尤其是柏拉

图的理念论) 将基督教从一种社会革命理想提升为一种灵魂救赎神学。在这方面，具有深厚希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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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圣经·路加福音》，第 17 章，第 20－21 节。
《圣经·约翰福音》，第 18 章，第 36 节。
《圣经·马可福音》，第 15 章，第 31－32 节。



化教养的使徒保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撰写了 《新约》圣经中的大部分书信，而且还使基督

教摆脱了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政治乌托邦，走上了一条神秘的灵性道路。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的著名

学者罗伯逊认为，保罗“宣传一种神秘教，把其中有关革命宣传的基督·耶稣 ( 按照以往的西文译

法，往往在基督与耶稣之间加一圆隔点，现在一般不加此隔点。但所引原文如此，故保留此隔点。笔

者注) 化成了一个能使凡人化为不朽的神灵。他把天国从现世搬到了来世”①。
另一方面，公元 1 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强盛状况也使得任何现实革命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流于失

败，这种此世解放的无望进一步加强了来世得救的信仰。所以在最初发展的那几个世纪里，基督教的

信仰者们面对罗马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始终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谦卑姿态，而拒绝使用任何暴力革命的

反抗方式，支撑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心理根据仍然是关于彼岸得救的信仰。现实生活状况越令人绝

望，基督徒们就越是对另一个世界抱有希望; 而这种关于彼岸的希望越强烈，他们对于现世革命的兴

趣就越淡漠。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指出，由于罗马征服者已经用 “荡平一切的

铁拳”把那些被征服的弱势群体的现实解放希望砸得粉碎，所以这些具有不同背景的无权者———债

务奴隶、破产自由民、战俘奴隶、失去土地的小农等等———在罗马帝国的处境中就只能找到一条共同

的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

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

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于是，基督教出现了。
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

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②

这样一来，社会革命的乌托邦在希腊形而上学的灵性指引和罗马帝国的强权压迫之下，就逐渐转

变为灵魂得救的宗教福音了。
到了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满目疮痍的 “黑暗时代”和蒙昧闭塞的中世纪，面对着连接不断的战

乱、灾害和瘟疫，人们更是对现世幸福丧失了信心，焦虑不安地等待着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的来临。
再加上罗马天主教会逐渐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权力，形成了铁板一块的专制统治，对于任何

可能动摇其权威地位的 “异端”都采取赶尽杀绝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一切社会革命的乌

托邦理想都只能打着复兴早期基督教纯洁信仰的旗帜来进行，把现实的经济、政治诉求掩藏在宗教热

情的外衣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如 13 世纪遭到罗马教会和法国国王联合镇压的阿尔比派，来自法国

下层民众的华尔多派，以及 15 世纪胡斯战争中出现的塔波尔派等等。这些主要由穷苦农民和城市贫

民组成的宗教派别把取消农奴制度、平分贵族土地甚至废除私有财产的社会革命要求掩饰在反对罗马

教会的专制统治和腐败行径的口号下面，试图通过建立自由平等的独立教会，来实现经济平等和政治

改革的社会目标。但是这种以宗教变革的形式所表达的社会乌托邦理想最终都被罗马教会打上了

“异端”的烙印，遭到了教会和国王的残酷镇压。

“千年王国”从天国下降到人间

到了宗教改革时代，马丁·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领袖们猛烈地批判了罗马天主教会

的信仰虚假和道德腐化现象，主张回归早期基督教的纯正信仰。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

统天下的专制格局，虽然路德等人的主观愿望是要回归早期基督教的淳朴状态，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却在

客观上推动了自由精神的生长、民族国家的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西方现代文明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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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时代，随着西欧各国封建王权借助民族教会的力量而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下层民众

追求社会变革目标的乌托邦理想也再度被激活。如果说宗教改革运动把矛头对准了罗马教会的宗教信

仰状况，那么乌托邦理想则试图改造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在 16 世纪的西欧，出现了两位近代

乌托邦理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就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和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这两个人一个从理

论上设计了乌托邦蓝图，另一个则在现实社会中将乌托邦理想付诸实施，从而共同为后世乌托邦的发

展演化奠定了基础。
托马斯·莫尔在 1516 年写成的《乌托邦》 ( 全名为 《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

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 一书标志着近代乌托邦的正式产生。在这本书中，莫尔借一位航海家拉斐尔

·希斯洛德之口，介绍了南半球的一个岛屿———乌托邦岛———上的社会制度。这个岛国的最大特点就

是取消了私有制，全部社会财富都归全体乌托邦人所有，岛上居民遵循共同劳动、按需分配的社会原

则，过着一种幸福的生活。在乌托邦中，所有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一切奢侈性的奇技淫巧均属禁绝

之列，人们对金银财宝也持一种鄙夷的态度。在乌托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放在市区中心的货物市

场上供大家自由领取，由于货物供应充足，每个人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因此没有任何人会领取超

出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这儿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

每人富裕。”① 由于废除了私有制，所以乌托邦的人民就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到公共生活方面。乌

托邦的政体形式是一种代议民主制，由全体居民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出国家的领导人。乌托邦人

尊重学术，普及教育，提倡公共道德，实行宗教宽容，整个社会风气淳朴纯正，人民生活欣欣向荣。
莫尔认为，在任何地方也不会有生活得如此 “秩序井然”的人民和治理得如此“幸福繁荣”的国家。

莫尔是英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与其挚友、荷兰人文主义巨擘伊拉斯谟一样，一方面对罗马

教会的腐败堕落充满了愤慨，另一方面却仍然保持着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这种保守主义的倾向使得他

们既不愿意像路德等宗教改革家那样与罗马教皇公开决裂，同时又对病入膏肓的罗马教会束手无策。
此外，莫尔本人在仕途方面也历经沉浮，深知宦海之凶险。② 正是这种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苦恼使

得莫尔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种美好的乌托邦理想上，虚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世外桃源来抒发自己的政

治情怀，就如同伊拉斯谟只能通过 《愚蠢颂》的嬉笑怒骂方式来发泄内心的郁闷一样。但是莫尔寄

托政治抱负的《乌托邦》一书却开创了西方近代乌托邦理想之先河，重新表达了在人间实现 “千年

王国”的愿望。从此以后，在西方近代社会中，政治上的人间乌托邦又开始取代宗教上的天国福音

而成为苦难群体的心灵抚慰所，成为被压迫者努力追求的现实目标。17 世纪的另一位著名空想家康

帕内拉认为，莫尔“之所以描述一个臆造的乌托邦国家，目的是要我们按照它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国

家，或者至少建立这种国家的个别基础”③。康帕内拉在莫尔 《乌托邦》的基础上，进一步虚构了

“太阳城”的理想社会。在“太阳城”中，人们不仅取消了私有制，而且也取消了家庭，一切财产和

配偶都实行公有制。在以后的世代里，无论是 17 世纪温斯坦莱和英国 “掘地派”所向往的 “真正自

由平等的共和国”，还是 18 世纪梅叶、摩莱里、马布利等人所构造的理想社会制度，以及 19 世纪圣

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打上了莫尔《乌托邦》和康帕内拉

《太阳城》的深深烙印。
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欧社会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出了小鸡。”同样，

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 《乌托邦》一书中所设计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也在德国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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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米尔豪森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建立的闵斯特公社中付诸实施。如果说路德的

宗教改革旨在重振早期基督教的纯正信仰，那么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则走得更远，他们要回到犹太教的

弥赛亚主义，在人间重建“千年王国”。路德的改革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改革，他并不想改变德国现

实的政治经济状况，他追求的只是信仰的自由。然而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则不仅要进行宗教改革，而且

还要进行社会改革，他们除了信仰的自由之外，还要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在公元 1 世纪的罗马

帝国中，基督教曾经把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 “千年王国”从人间搬到了天上。到了 16 世纪的宗教改

革运动中，闵采尔则要通过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重新把 “千年王国”从天上拉回人间。
托马斯·闵采尔原本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早年受过良好教育。1519 年，闵采尔来到维腾堡，受

到路德神学思想的影响，投身于宗教改革阵营。后来他先后来到茨威考和波希米亚等地，与胡斯派余

党和再洗礼派思想先驱施托赫等人相联系，彼此在关于 “千禧年”即将来临的观点方面不谋而合。
1522 年闵采尔回到德国图林根地区的阿尔斯特德城出任神父，开始提出比路德更加激进的宗教改革

和政治改革主张。他不仅猛烈地批判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而且也从根本上颠覆了

基督教的天国理想，把“千年王国”从彼岸拉回到现世。他也像犹太教弥赛亚主义一样，预言作为

一个救世主的基督即将重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由基督亲自治理的人间天国中，没有私有制和

阶级压迫，没有邪恶和欺诈，只有幸福、平等和公义。“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

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① 但是这

个美好的人间天国不是等来的，而是要靠信徒们去争取、去建造，在它来临之前，“整个世界必须忍

受一次大震荡”。与路德的和平主义基调不同，闵采尔主张暴力革命，他在传道中宣称: “基督就说:

‘我来并不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主的力量应当勿需你们刀剑

之助就可做到这件事，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必须

毫无慈悲地消灭掉。”② 闵采尔不仅是一个宣传鼓动家，而且也是一个革命实践者。1525 年 3 月闵采

尔在德国米尔豪森地区发动并领导了农民起义，成立了 “永久议会”。他号召人民推翻官府的统治，

没收封建贵族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和财产公有制度。同年 5 月，起义军在弗兰肯豪森与

诸侯联军决战失利，闵采尔负伤被俘，在受尽严刑折磨之后，慷慨就义，临死前还高呼: “千年王国

一定会实现!”闵采尔成为近代乌托邦理想的第一个殉道者，他的失败 ( 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

是由于他的乌托邦理想超出了那个时代所能够承受的限度。16 世纪充其量只是一个宗教改革的时代，

而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所呼唤的是一场重振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文化变革，而不是一

场彻底颠覆封建制度的政治变革。因此，路德等人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成功了，而闵采尔领导的社会

革命却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闵采尔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思想对再洗礼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洗礼派是在宗

教改革运动中产生于德国下层民众的一个教派，该派的信徒们由于苦难的现实处境，所以在宗教问题

上采取了比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更加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严格地按照 《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要求

废除圣像、取消弥撒，尤其是否认罗马天主教会对婴儿施洗的宗教效力，主张只有那些自愿追随基

督、在个人灵性上经历了重生的成人才有资格接受洗礼 ( “再洗礼派”因此而得名) 。1525 年初，以

格雷贝尔为首的一批志同道合的虔诚信徒在苏黎世郊外创建了再洗礼派，该派很快就在德国下层民众

中间掀起了一场狂热的群众性的信仰复兴运动。一部分再洗礼派信徒参加了 1525 年的德国农民战争，

并且在这场战争失败后遭到了教俗当局的联合镇压。
在 16 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路德宗由于得到德国诸侯们的支持而获得成功，成为德

国部分邦国和北欧国家的官方宗教信仰; 安立甘宗本身就是由英国国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而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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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郁的高派色彩; 加尔文宗虽然是由日内瓦共和国的市民们所创建，但是它仍

然与世俗的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再洗礼派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它的信仰者主要来自于社会的

底层，响应其宗教主张者大多是贫苦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它与任何政治权力都无关。因此，再洗礼派

不仅受到了天主教势力的残酷镇压，而且也遭到了各个新教教派的共同攻击。特别是在德国农民战争

失败之后，西欧社会的各种教俗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以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再洗礼派信徒。他们把那些

在河水中进行重新洗礼的人投入水中淹死，用这种方式来讽嘲再洗礼派。1529 年召开的斯拜耶宗教

会议把再洗礼派斥为“异端”，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同意要对这些 “异端分子”处以极刑，于是成

千上万的再洗礼派信徒纷纷死于水淹或火烧。然而，苦难的逆境却进一步加强了再洗礼派信徒的坚定

信仰和不屈意志，也使他们把宗教改革的主张与社会改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在闵采尔之后继续践行在

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尔顿对再洗礼派的特点总结道:

这些男男女女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与任何国家的宗教都不相符，因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触犯政教同一的原则。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 再洗礼派运动是在下层群众中传播的，正

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如此频繁地遭到迫害。这个运动具有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因素和 ( 像人们

所认为的那样) 革命的危险。①

早在 1524 年，闵采尔就与瑞士改革派中的一些激进成员———他们中有些人不久以后成为再洗礼

派的创始者———有过接触。虽然后者拒绝接受闵采尔的暴力革命主张，但是却认同他关于人间 “千

禧年”的乌托邦理想。再洗礼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布迈尔就是闵采尔的挚友，闵采尔在农民起义军中

的一位部下汉斯·胡特后来成为摩拉维亚再洗礼派中大力宣传千禧年主义的领袖之一，甚至连在闵斯

特公社中自封“大卫王”的再洗礼派领导人詹·博克尔松，也是闵采尔思想的热心鼓吹者之一。
1525 年德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一些悲观失望的农民纷纷到再洗礼派所宣扬的社会平等理想中去

寻求安慰，他们放弃了闵采尔的暴力革命路线，转而采取一种和平主义策略。为了躲避西欧教俗统治

者的迫害，一些再洗礼派信徒转向了摩拉维亚、匈牙利、乌克兰等偏远之地，在那里实行一种共同劳

动和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制度。1534 年，一些来自尼德兰的再洗礼派移民控制了德国威斯特伐利亚

地区的闵斯特城，他们的领袖是一位名叫詹·马蒂斯的面包师。马蒂斯以先知以诺自居，他像闵采尔

一样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这个邪恶的世界，宣称上帝已经选择了闵斯特城作为 “新耶路撒冷”。不久以

后，马蒂斯在与围城的贵族军队作战时身亡，詹·博克尔松成为闵斯特城的新领袖。这位来自莱顿的

裁缝自封为“大卫王”，他不仅继续强行推进马蒂斯的财产公有制度，而且根据当时闵斯特城男少女

多的状况 ( 男人约 1700 人，妇女人数是男人的 4 倍) ，公然提倡多妻制。他本人就娶了 16 名妻子，

包括他的前任马蒂斯的遗孀。此举与基督教历来奉行的一夫一妻制相冲突，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反

对，也给再洗礼派的敌人们提供了镇压的良好借口。在坚持了 16 个月以后，闵斯特城终于在天主教

军队和路德教军队的联合围剿下沦陷，博克尔松和大批再洗礼派信徒惨遭杀戮。闵斯特公社的实践背

离了再洗礼派不使用武力的信条，财产公有和多妻制度更是使再洗礼派名声扫地。沃尔克对闵斯特革

命的历史后果评论道: “对德国再洗礼派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因为人们从此认为这种狂热是再洗礼派

的特点，再洗礼派也成为一种耻辱的名称。但对路德派而言，这场革命使他们获益匪浅。路德派此后

没有再洗礼派和它竞争，但这场革命却使路德派比从前更加成为王侯和中间阶级所同情的宗派。”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再洗礼派的狂热与偏激，加速了温顺而理性的路德教在德国的合法化过程; 社会

革命的乌托邦理想的破灭，进一步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既定成果。
闵斯特公社失败之后，再洗礼派遭到了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和英国安立甘教的一致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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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再洗礼派难民被各地的世俗统治者杀害或驱赶。残存的再洗礼派除了在摩拉维亚、匈牙利等地

勉强维持之外，还有一些人聚集到荷兰的门诺派名下。门诺·西蒙斯原是荷兰的一名天主教神父，就

在闵斯特革命失败的那一年他接受了再洗礼派的洗礼。但是门诺与马蒂斯、博克尔松等人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坚持和平主义原则，他明确表示反对闵斯特公社的暴力手段，同时却四处奔走为再洗礼派的受

难者提供帮助。正是通过门诺的努力，再洗礼派的薪火才得以传承，门诺派也成为再洗礼派的直系支

脉之一。时至今日，门诺派已经拥有一百多万名信徒，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 65 个国家中。今天人们

在美国俄亥俄州、宾夕法利亚州等地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过着集体生活、拒绝现代化交通工具、赶着马

车穿过大街的男人和头戴无沿呢帽的妇女，他们就是再洗礼派在现代社会中的传人。
16 世纪几乎所有获得成功的新教教派都受到了世俗权力的庇护和支持，唯有再洗礼派始终与国

家权力保持着距离。它的信徒们或者像闵斯特派那样试图运用武力来对抗现实的教俗权力，或者像门

诺派那样采取和平避让的方式来寻找一片世外桃源。但是他们的改革目标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改变

现实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在人间建立一个幸福美好的 “千年王国”。这个目标由于超越了那个时代的

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因此注定了只能是一个美丽而虚幻的乌托邦理想。但是这种与一切现实的国

家权力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特点，却从闵采尔和再洗礼派的近代乌托邦理想一直延续到科学共产主

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
西方一些学者 ( 如罗素等) 都注意到了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文化相似性，注意到

它们之间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恩格斯在比较二者的异同时指出: “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

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基督教和

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 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

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① 如果说在古代，基督教曾经把犹太教弥赛

亚主义的“千年王国”从人间搬到了天上，那么到了近代，正是莫尔、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在人间重

建“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构成了从基督教信仰到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重要中介，使人们再次

把得救的希望从虚无缥缈的天国转向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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