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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隐修运动盛期修道院商业活动初探

雍 正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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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欧隐修运动鼎盛时期（１０～１３世 纪），随 着 修 道 院 农 业、手 工 业 和 西 欧 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

修道院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修道院的 商 业 实 践 又 成 为 西 欧 商 品 经 济 发 展 的 促 进 力 量。修 道 院 运 用

市场创建特权，建立诸多市场和市集，并不 断 改 善 商 贸 条 件，为 西 欧 市 场 的 发 育 和 完 善 做 出 贡 献。修 道 院

以谷物、牲畜、酒类、羊毛和食盐为贸易突破 口，广 泛 参 与 西 欧 的 贸 易 活 动，极 大 地 丰 富 了 西 欧 市 场 的 商 品

供给。修道院利用通行税豁免权，推动远程贸易的发展，客观上冲击了西欧社会经济的封闭状况。

　　西欧的隐修运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时

期（４～５世纪）、本尼狄克时期（６～９世纪）、隐修

运动鼎盛时期（１０～１３世纪）和隐修运动转变方

向及衰落时期（１４世纪以后）。西欧隐修运动盛

期，修道院经济趋向繁荣，修道院的商业活动也

最为活跃。该时期修道院商业活动的史实散见

于国内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中，尚缺乏深入而系统

的研究。

一　修道院经济的发展

西欧隐修运动盛期，修道院农业及手工业呈

现繁荣景象，此为隐修运动兴盛的一大表现。隐

修运动盛期，修道院地产规模宏大。巴黎圣日耳

曼修道院拥有地产３．６５万公顷，圣乌尔 利 希 修

道 院 属 于 贫 困 修 道 院 之 列，仍 拥 有 庄 园２０３
处①。西多会的弗内斯修道院拥有２０万英亩的

土地，埃斯泰特修道院在比利时和荷兰拥有２．５
万英亩的 土 地②。庞 大 地 产 是 修 道 院 农 业 发 展

的基础，农作物种植业得以较快发展，主要农作

物品种（大麦、小麦、燕麦、黑麦、罂粟和油菜等）
都大面积播种。因地制宜，修道院在温暖而少雨

地区大面积播种小麦，比尤利修道院 于１２７０年

便播种了３０００夸脱的小麦③。位于气候凉爽而

潮湿山区的修道院主要种植燕麦。播种量最大、
种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是黑麦，法国和意大利的

修道院都广种这一粮食作物。农作物种植业提

供给 修 道 院 大 量 农 产 品，仅 以 特 根 西 修 道 院 为

例，该修道院每年可从其地产上收获６２８８担 谷

物，需要用５５头牛和货车才能将这些谷物运送

到修道院④。
修道院农业经济兼备农牧混合经营的特点，

大多数修道院庄园在种植农作物时，也大量放牧

牲畜。
修道院园艺业很发达，许多修道院开辟了数

量可观的园圃。西多会普福塔修道院建有９座

果园⑤，波夫莱 特 修 道 院 拥 有６０座 果 园 和 橄 榄

园⑥。西多会所属的格奥尔根塔尔修道院、克罗

克斯登修道院以出产苹果出名，比尤利修道院、
锡德修道院从生产和销售苹果酒中获益。阿尔

科巴萨修道院以种桔子而闻名。葡萄种植是园

艺业的主体，葡萄园的数量最多，葡萄种植面积

最广。仅 在 勃 艮 第，到１２５０年 止，修 道 院 拥 有

４０座种植葡萄的专业性庄园⑦。１２３２年德国的

西多会埃伯巴赫修道院种植７２英亩的葡萄⑧。
修道院经济是一种不断转变的经济，最初修

道院完全关注于农业，后来逐渐扩及手工业。中

世纪，农作物专一化生产中最重要的当属葡萄酒

酿造。修道院的一些庄园专门从事葡萄酒的酿

造，成为葡萄酒制造的专业庄园。西欧修道院一

般都建造下列酿酒设施：谷物的储藏室、酿酒作

坊、酒窖等。科隆的贝莱塞修 道 院 于１１９４年 建

立的酒 窖 最 为 有 名，该 酒 窖 长３３．８米、宽１６．９
米⑤。许多修道院在城里建有自己的子修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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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以出产葡萄酒出名的修道院利用子修院的便

利条件，在城里建酒窖，储藏葡萄酒，如科隆的埃

伯巴赫修道院、希姆罗德修道院和其他几所修道

院，普罗旺斯的普罗耶利修道院，第戎的欧贝里

韦修道院和著名的克莱尔沃修道院等。没有子

修院的修道院也设法在城里建造酒窖①。

　
表一：部分西多会修道院牲畜饲养汇总表（单位：头、匹）＊

时间 修道院 庄园 猪 羊 牛 马 备注

１１８７ 瓦尔马格尼 奥梅拉兹 １０００ ｐ．３５６

茨韦特尔 拉特斯亨洛夫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 ｐ．２８９

１２０５ 圣玛利亚 ２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５００ ｐ．３４６

１３世纪初 基沃 １４　０００ ｐ．３４６

１３世纪初 康布龙 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６９ ｐ．３４６

１２７０ 比尤利 １９８　 １３００③ ｐ．３５４

１２７０ 莫里蒙德 ６０００ ｐ．３５４

梅尔罗斯 哈丁顿 １５００阉羊 ｐ．３５６

加洛韦 ７００母羊 ｐ．３５６

加洛韦 韦德尔 ５００绵羊 ｐ．３５６

１２９１ 芳廷斯 １８　０００ ｐ．３５９

１２９１ 里沃 １４　０００ ｐ．３５９

１２９１ 杰沃 １２　０００ ｐ．３５９

　　＊　依据戴维·Ｈ．威廉斯《中世纪早期的西多会》相关材料编制，“备注栏”所列系该书的页码。

＊＊ 隐修运动盛期，修道院制盐业的发展举世瞩

目，“制盐业大部分控制在修士手中”③，“在庄园

制度的时期，几乎没有一个盐井不被某一寺院全

部或部分 地 占 有 了 的”⑤。在 中 世 纪，盐 矿 极 少

开采，主要利用海水和地下咸水晒盐。德意志巴

伐利亚的赖亨哈尔盐场，洛林的马萨尔盐场在罗

马时代即已赢利可观，蛮族入侵时代依旧如此，
这两座经济效益甚佳的盐场后来都在修道院的

控制之下⑥。１２世纪德国北部至少有１２座西多

会修道院享有晒盐的权利。在吕讷堡地区，修道

院有两大盐 场：韦 奇 帕 尼 盐 场 和 贡 帕 尼 盐 场⑦。
不列颠的西多会修道院在海湾和海边沼泽地里

广建盐场，以库罗斯、梅尔罗斯、新巴特尔为代表

的修道院因盐业制造而驰名不列颠⑧。
修道院还经营磨坊业、冶金业、采石业、采煤

业、纺织业、制陶业、羊皮纸制造业和烧泥炭业等

多种行业。
修道院农业和手工业的兴起为修道 院 提 供

大量的剩余产品，商业发展不可避免。修道院的

商业实践也不是孤立现象，与西欧商品经济的发

展息息相关。从１０世纪末起，西欧社会 经 济 在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低落萎缩之后，开始复苏和发

展，至１１～１３世纪趋于繁盛；其间，自然经济日

渐萎缩，商品经济较快发展。以养羊业和羊毛贸

易为例，羊毛的需求量因城市兴起和呢绒业的发

展而不断上升，“１３世纪到１４世纪初，市场对英

国羊毛的需 求 量 最 大”⑨，这 极 大 地 刺 激 了 以 英

国西多会为代表的修道院养羊业和羊毛贸易的

发展。仅１２９１年，英国 西 多 会 的 芳 廷 斯、里 沃、
杰沃等三所 修 道 院 便 养 羊４．４万 余 只⑩。英 国

西多会修道院既在英国内部从事大规模的羊毛

贸易，也将大批羊毛出口到欧洲大陆。芳廷斯修

道院以出口７６包瑏瑡羊 毛的 骄 人 业 绩 位 列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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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沃修道院列第二（出口６０包），杰沃修道院和

古老的本笃会下属的坎特伯雷修女院均以出口

５０包羊毛的业 绩 并 列 第 三①。世 俗 市 场 的 日 趋

完善拓宽了修道院产品销售渠道，提高了修道院

产品的经济效益。自１１６０年以 来，来 自 法 国 四

大修道院的羊毛源源不断地销往古老的纺织品

市场———阿拉斯，四大修道院的经济实力日益上

升②。林肯郡 的 波 士 顿 交 易 市 场 是 英 格 兰 最 大

的羊毛交易市场，岛内外商人云集，以芳廷斯和

弗内斯修道院为代表的许多修道院长年在这里

销售羊毛，从中获取了丰厚利润。芳廷斯修道院

因此而成为英格兰修道院的首富，弗内斯修道院

名列第二③。
修道院农业、手工业的兴起和西欧商品经济

的发展促进了修道院商业的发展，修道院通过创

建市场、增加商品供给、开展远程贸易等商业活

动又促进了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　修道院的市场创建权

与西欧市场的发育和完善

　　中世纪西欧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封建

主为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常率领麾下骑士明目

张胆地抢劫商旅，严重损害商业的正常发展。某

些陈规陋习也使商人血本无归。例如，若商人的

货物从马车上不慎落地，那么掉下来的东西归当

地的领主所有；如果马车翻倒，那整车的货物就

归当地的领主所有；倘若船舶翻沉或搁浅，则见

者有份。而教堂周边则严禁械斗、抢劫等暴力行

为，保证买卖双方较为安全地进行交易活动。西

欧中世纪素有“信仰时代”之称，人的一生与教会

休戚相关，参与宗教活动成为民众司空见惯的公

共活动。教堂是城乡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公

共活动的场所。逢礼拜日或宗教节日，人们便从

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因此，君王们往往把建立市

场的特权首先授予教会和修道院，中世纪的市场

便最早建立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在德意志，直到

１２世纪末，有 十 分 之 九 的 市 场 创 建 权 依 旧 掌 握

在教会和 修 道 院 手 中④。每 个 主 教 驻 节 地 教 堂

前和修道院教堂前几乎都是当地最活跃的集市

所在地，这一传统保留至今，西欧各城市教堂前

的广场依然是每周定期集市的场所。人们在参

加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之后，在教堂前相互进行

产品交易，或者与修道院交易产品。集市的规定

也大多数由所在地的教会或修道院制定⑤。

修道院市场同世俗市场一样，有“市场”和“市
集”之别，每周开放的称“市场”（有的书中用“周市

场”一词），年度开放的叫“市集”（有的书中用“年市

场”一词）。市场通常在每周的固定日子开放，而市

集一年一次，偶尔两次。市集一般在某个宗教节日

开市，目的是要在人数最多的时候进行买卖。
表二：部分修道院市场和市集开放时间表

（括号内的时间为市场和市集的始建年份）＊

修道院 市场开市时间 市集开市时间

科吉舍尔 周六（１２５６）７
月３１日（圣 彼 得 节）至８月６

日（１２５０）

内特利 周一（１２５１）７
月２０日（圣 马 格 利 特 节）至

２１日（１２５１）

邓克斯韦
尔

周三（１２９０）８
月１５日（圣 母 升 天 节）至１７

日（１２９０）

比尤利 周一 １０月８（圣路加节）日至２０日

＊　依据 戴 维·Ｈ．威 廉 斯《中 世 纪 早 期 的 西 多 会》第

３８８页材料编制。

表三：部分修道院市场开放时间表＊

修道院 市场开市时间 修道院 市集开市时间

圣得尼斯（即
圣丹尼斯） 周二 圣得尼斯 １０月９日（狄

奥尼素节）

罗尔士 周三 圣约翰 ６月２４日（圣
约翰节）

基斯兰 周三

安兰 周三
厄森

９月２４日（科斯
马 斯 和 达 米 那
斯节）至３０日

＊　依据汤普逊《中 世 纪 经 济 社 会 史》下 册 第２４１页 材

料编制。

除自营外，修道院通过出租市场内的摊位扩

大其市场影响。在比尤利修道院的市场里，一个

摊位的租金为１／４便士，市集里的一份摊位费为

１／２便士。后来，该修道院又采用低征收市场税

的办法，吸引了更多的商人加盟它的市场，一年

征收 的 市 场 税 和 市 集 税 仅 为３０先 令 和５２先

令⑥。同世俗市 场 相 比，相 对 安 全 的 交 易 环 境、

旺盛的人气、低廉的收费是修道院市场的三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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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商人纷至沓来，如霍尔姆卡尔特兰修道院开

办的市场几乎吸引了全英格兰的商人；巴黎圣丹

尼斯修道院所建的朗迪市集吸引了来自欧洲各

地的商贾，成为西欧最重要的市集之一，盛极一

时①。为满足 日 益 增 多 的 商 人 和 贸 易 发 展 的 需

要，修道院延长市场开放时间并新建市场。圣丹

尼斯修道院朗迪市集的开放时间延长为四周；弗
尔达修道院的市集在棕榈主日（复活节前的星期

日）举行，延长到复活节。米登修道院在降灵节

开设市集后，又 在 圣 麦 克 尔 节（９月２９日）开 办

了另一个市集②。修道院利用市场创建权，开辟

众多市场，为修道院、商人和周边居民提供买卖

的便利场所。
另外，修道院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在改善商

业贸易条件方面起到过重大的作用，如道路、桥

梁的维修，商路的维护，设立货栈、旅馆为过往的

商旅提供方便等。克吕尼修会著名人物门通的

圣伯尔纳于公元１０世纪在阿尔卑斯山最先建立

为商旅服务的旅馆和保护所，后来更多的旅馆和

保护所在山谷隘口纷纷建立。从此以后，载货马

车能 把 笨 重 货 物 在３５天 之 内 从 巴 黎 运 到 热 那

亚③。伯尔纳 用 狗 来 救 助 在 阿 尔 卑 斯 山 遇 险 的

商旅，直到今天西欧人还将这种狗称为“伯尔纳

狗”④，以资纪 念。至１１世 纪 时，西 欧 许 多 人 烟

稀少的荒僻山路上都出现了修道院设置的休息

站、收容所，接纳过往的商旅⑤。

三　修道院的贸易活动与西欧市场的商品供给

１０～１３世纪，修道院以修道院市场为依托，
不断介入世俗市场，以谷物、牲畜、酒类、羊毛、食
盐等贸易为突破口，源源不断地向西欧市场输送

大量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商品数量不断增加，商
品种类日益丰富。

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之后，修道院将剩余的

谷物和牲畜推向市场。奥塞克修道院出口谷物

到萨克森，格兰德塞尔夫修道院将小麦和燕麦通

过加仑河运往波尔多出售，比尤利修道院所产燕

麦多数用于销售⑥。１２７０年，比尤利修道院下属

的科克斯韦尔庄园的账目显示该庄园收入中的

２／３来自谷物销售⑦。
在销售自产谷物的同时，修道院也大肆经销

非自产谷物。整个１３世纪，修道院频繁 参 与 海

外贸易。政治上的矛盾限制了不列颠同爱尔兰

之间的贸易，但英王允许修道院可以继续同爱尔

兰进行贸易。修道院与爱尔兰之间的谷物贸易

十分频繁，在因坏天气或战乱使不列颠农业歉收

的年代里，修道院将大量的粮食从爱尔兰运到不

列颠。英格兰的弗内斯、霍尔姆卡尔特 兰、邓 德

伦纳、韦尔罗亚尔，苏格兰的格伦卢斯、斯 坦 劳，
威尔士的阿博康威、马格姆，爱尔兰的格雷、圣玛

丽斯、都柏林等修道院，堪称修道院与爱尔兰谷

物贸易的急先锋⑧。
一些修道院的贸易范围不 断 扩 大。英 国 西

多会比尤利修道院满载粮食的船只频繁驶向加

斯康尼，返回时带回那里的葡萄酒。西多会还将

英国的粮食运到了挪威。英国和丹麦之间长期

的政治纷争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但利斯修

道院却可以越过禁令同丹麦做生意⑨。
修道 院 饲 养 的 牲 畜 主 要 用 于 出 售。１２７０

年，比 尤 利 修 道 院 的 一 座 养 猪 场 一 年 就 出 售 了

１４６头 猪。同 年，莫 里 蒙 德 修 道 院 的２０座 养 猪

场一年便饲 养 了６０００头 猪⑩，绝 大 多 数 用 于 出

售。１２３０年，西 多 会 弗 鲁 瓦 蒙 修 道 院 出 售 了

７０００只羊，得到了一大笔收入瑏瑡。
自中世纪早期以来，马匹贸易是修道院的一

项特别交易。起初，马匹贸易只能在修道院及其

庄园里进行，后来也在市场上公开出售。马匹价

格昂贵，在１１世纪的法国一个农奴值３８个苏，
而一匹马竟 然 卖 到 了１００个 苏瑏瑢。以 养 马 著 称

的法国修道院是莫里蒙德修道院，其饲养的马特

别畅 销。１１４６年 第 二 次 十 字 军 东 侵 期 间，许 多

骑士买过该修道院的马。法王腓力·奥古斯都

（１１８０～１２２３年）、美男子腓力四世（１２８５～１３１４
年）都购买过该修道院的马瑏瑣。

修道院众多葡萄园成为葡萄酒利润的基础，
修道院以出产优质葡萄酒名闻西欧，“最好的葡

萄酒一 向 是 从 寺 院 里 来 的”瑏瑤。葡 萄 酒 在１１３４
年的时候还不能作为商品卖给修道院以外的人，
到了１２世纪后期葡萄酒因生产过剩需要寻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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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于是先在修道院墙外，由世俗兄弟来售酒，后
来 发 展 为 修 道 院 在 各 地 市 场 公 开 出 售 葡 萄 酒。

１２世纪以后，葡 萄 酒 的 批 发 交 易 成 为 酒 类 贸 易

的显著特征。西多会修道院通过莱茵河和莫色

尔河将葡 萄 酒 运 往 西 欧 各 地①。一 些 修 道 院 还

长途贩运葡萄酒，如希姆罗德修道院将葡萄酒经

莱茵河运到今天的弗兰德尔、荷兰的塞兰德，沃

塞勒修道院将葡萄酒运至现在比利时的安特卫

普、荷兰的乌特勒支，有人推测上述两所修道院

还将葡萄酒远运到英格兰②。１２０２年，普福特修

道院在弗兰德尔一次就出售了２００吨葡萄酒③。
另外，英国的比尤利修道院和锡德修道院都在法

国的诺曼底销售苹果酒④。
修道院通过制盐业生产大量食盐，修道院享

有的通行税豁免权及其他特权使修道院能够以较

低廉的价格向市场倾销食盐，价格优势为修道院

向市场售盐敞开方便之门。１２世纪末的西多会

下属的雷恩修道院一年便售盐５００吨⑤。修道院

的食盐贸易和葡萄酒贸易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从食盐贸易上所获得的进款，成为１１～１２世纪

许多修道院能够积累大量财物之基础。”⑥

在修道院参与的贸易活动中，最突出的是羊

毛贸易。羊毛生产在修道院经济中占据极其重

要的 地 位，是 许 多 修 道 院 赚 取 利 润 的 支 柱 性 产

业。在各地修会当中，英国西多会的养羊业是最

出名的。英国西多会修道院既在英国内部从事

大规模的羊毛贸易，也将大批羊毛出口到欧洲大

陆。“在英格兰，到了１３世纪，西多会修 道 院 为

英格兰羊毛贸易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⑦
表四：部分英国西多会修道院

在英国国内从事大规模羊毛贸易汇总表＊

修道院
大宗羊毛
贸易时间

修道院
所在地区

大宗羊毛贸易的
对象

霍 尔 姆 卡 尔 特
兰 １２００年 英格兰 苏格兰

邓德伦纳 １２６６年 英格兰 苏格兰

比尤利 １２９７年 苏格兰 英格兰

库姆 １２９７年 苏格兰 英格兰

皮普韦尔 １２９７年 苏格兰 英格兰国王

罗什 １３世纪 英格兰 北部纺织业城镇

弗内斯 １３世纪 英格兰 北部纺织业城镇

柯克斯塔尔 １３世纪 英格兰 北部纺织业城镇

＊　依据 戴 维·Ｈ．威 廉 斯《中 世 纪 早 期 的 西 多 会》第

３５７页相关资料编制。

修道院 销售时间（年）销售地点 销售数量（包）

霍尔姆卡尔
特兰 １２７５

斯 金 帕 内 斯
交易市场 ４７．５

沃德 １２７５
波 士 顿 交 易
市场 ５０

莫克斯 １２７０～１２８０
波 士 顿 交 易
市场 ７２

莫克斯⑧ １２８０～１２９０　 １２０

芳廷斯 １２９１　 ７６

里沃 １２９１　 ６０

杰沃 １２９１　 ５０

＊　依据 戴 维·Ｈ．威 廉 斯《中 世 纪 早 期 的 西 多 会》第

３５７～３５９页相关资料编制。
＊＊＊＊ 羊毛贸 易 给 修 道 院 带 来 的 收 益 非 常 丰 厚。

上表中从事羊毛贸易的芳廷斯修道院和弗内斯

修道院的财富在英格兰修道院中位列第一和第

二⑨。西多会金 斯 伍 德 修 道 院 的 账 目 记 载 了 从

１２４０年８月１日到１２４１年８月１日的财务收支

状况：收入３２０英镑，支出２６３英镑，收入中的大

多数来自 出 售 羊 毛⑩。林 肯 郡 的 波 士 顿 交 易 市

场是英格兰最大的羊毛交易市场，岛内外商人云

集，许多修道院（包括路途遥远的霍尔姆卡尔特

兰修道院和梅尔罗斯修道院）长期在这里销售羊

毛。修道院的羊毛贸易享有免除什一税和通行

税等特权，因此它们经常代购代销其他生产者手

中的羊毛，从中渔利。

到了１３世纪，英国修道院羊 毛 的 海 外 贸 易

十分兴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修道

院将大量羊毛销往欧洲大 陆。从１２２５年 起，修

道院销往弗兰德尔的羊毛数量增加，至１２７５年，

弗兰德尔成为西多会和其他修会羊毛出口的重

点地区，“据记载，１２６０年代，１０２所 修 道 院 和 修

女院同弗兰德尔进行羊毛贸易，这些修道院中的

大多数是 西 多 会 修 道 院”瑏瑡。弗 兰 德 尔１３世 纪

毛纺织业 的 发 展 是 同 英 国 修 道 院（特 别 是 西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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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羊毛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方面是为

购买英国 修 道 院 的 羊 毛，汉 萨 同 盟、丹 麦、意 大

利、西班 牙 的 商 人 蜂 拥 而 至。意 大 利 许 多 商 号

（大多数位于佛罗伦萨）以教皇收税人的名义纷

纷在英格兰设立办事处，这样不列颠和意大利之

间的羊毛 贸 易 渠 道 畅 通。１２７５～１２７６年，意 大

利代理商开始从博尔德斯莱修道院和芳廷斯修

道院购买羊毛，后来同意大利代理商进行交易的

英格兰修道院不断增加，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修道

院也参与其中，贸易量不断扩大。

四　修道院的通行税豁免权与西欧远程贸易的发展

中世纪西欧社会结构实质上是二元社会，世
俗社会与神圣社会并存。世俗社会的分裂与混

乱，神圣社会的统一与有序，成为中世纪西欧社

会的一大特征。道森把修道院比喻为“在封建无

政府状态海洋中出现的一个和平的有秩序的岛

屿”①。６世纪时，意大利的 圣 本 尼 狄 克（又 译 为

本笃）在卡西诺山创建了卡西诺修道院，该修道

院日后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地建立

几百 所 子 修 院，形 成 本 笃 修 会。９１０年，阿 奎 丹

公爵“虔诚者”威廉在法国东部克吕尼修建克吕

尼修 道 院，后 来 的 克 吕 尼 修 会 因 该 修 道 院 而 得

名。１１５０年 前 后，法 国 克 吕 尼 修 会 的 修 道 院 达

到１０００座，还有几百座受克吕尼修会影 响 的 修

道院②。１０６６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５０座 克 吕

尼修会的修道院，至１２００年，克吕尼修会的修道

院达到３００座③。到１３世 纪 中 叶，英 格 兰 和 威

尔士 的 克 吕 尼 修 会 的 修 道 院 达 到 了３４５座④。

１１５３年，西多 会 在 法 国 拥 有３３９座 修 道 院。同

期，英国 有１２２座 西 多 会 修 道 院，意 大 利 有８８
座，西班 牙 有５６座，德 语 地 区 有１００座 以 上⑤。
隐修运动盛期，庞大的修道院联盟体系形成了一

个修道院“帝国”。
修道院的土地主要来自俗人的捐赠，致使修

道院的地产分散在不同领主的土地上，形成数目

众多的庄园。德意志巴伐利亚的德哲尼修道院

的地产被分割成１１　８６６座庄园；久负 盛 名 的 富

尔达修道院的１５　０００座庄园分布在 萨 克 森、沃

尔姆斯、施瓦本、巴伐利亚和图林根等地⑥。
修道院分 布 的 国 际 化，修 道 院 庄 园 的 分 散

化，使得修道院的贸易活动又具备远程贸易的特

点；而封建割据使西欧水路和陆路交通被人为切

割，道路上关卡林立，河流中堤坝和鱼梁交错。

表六：１２～１４世纪西欧主要河流设关立卡一览表＊

时间 河流 设立关卡数量

１４世纪末 法国卢瓦尔河 １３０

１３、１４世纪 德国易北河 ３５

１３、１４世纪 多瑙河奥地利段 ８０

１３、１４世纪 德国美因河 ２０

１２世纪末 莱茵河 １９

１３世纪末 莱茵河 ３５

１４世纪末 莱茵河 ５０

＊　依据黄春高《西欧封建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３２４页资料编制。

设关立卡旨在征税捞钱，每个封建主对过境

物品及商人雁过拔毛，课以重税。由于交通不便

和通行税过重等原因，商品往往只能在小范围内

流通，远程贸易受阻。为减轻政治分裂和经济封

闭对远程贸易的阻力，修道院利用宗教法权和修

道行为的社会影响，不断从世俗权力那里谋求通

行税豁免权。从国王到各级领主出于宗教虔诚

和政治需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修道院的要求。

１１５７～１１７５年，英 王 亨 利 二 世 免 除 了 北 法 欧 奈

修道院、萨维尼修道院、泰杜斯特修道院的通行

税；１１３５年，法王路易六世免除西多会修道院在

其领 地 上 的 通 行 税⑦。早 在１１３０年，路 易 六 世

曾免除了克吕尼修会的通行税⑧。１１４２年，弗兰

德尔伯爵免除了克莱尔沃修道院及其所有子修

院的通行税。许多修道院从国王和几位领主那

里获取免交通行税的特权，克莱尔沃修道院不仅

从弗兰德尔伯爵，而且从奥地利公爵、丹麦国王

那里获得免交通行税的权利。泰杜斯特修道院

和其他修道院分别从亨利二世、克里夫斯伯爵、
弗兰德尔伯爵和荷兰伯爵那里获得了免交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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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特权①。
由于当时的西欧关卡林立，通行税呈现多种

形式：过桥 税、水 路 运 输 通 行 税、陆 路 运 输 通 行

税、过境税、运货车税、渡口税等等。隐修运动盛

期，修道院获得了多项免交通行税的特权，其中

水路运输通行税的免除乃重中之重，因为当时许

多道路尚未修筑，修道院产品主要通过自己的船

只或雇来的船舶进行运输。莱茵河是西欧修道

院运输商品的水路干道，该流域的许多修道院从

多位领主那里获得了通行税豁免权，如阿尔滕贝

格修道院、佩里斯修道院、埃伯巴赫修道院的船

只在莱茵河上通行时不用交纳通行税。相同的

情形也出现于西欧的其他大河，如在多瑙河、卢

瓦尔河、罗纳河等。１１世纪末，勃艮第地区的商

品经济开始发展，通过河流、桥梁、道路，甚至进

入市镇而交纳的通行税不断上升②，西欧其他地

区的情况大致如此。这样，修道院获取通行税豁

免权对推进远程贸易而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羊毛、葡萄酒、谷物是修道院远程贸易的主要

商品，见前文所述。再以葡萄酒贸易为例，追求利

润是修道院扩大商品贸易范围的内在动力，而通

行税豁免权是修道院不断扩大商品贸易范围、开
展远程贸易的外在动力之一。葡萄酒贸易通行税

的豁免权有两种形式：在特定地区豁免通行税是

第一种形式，１１３９～１２７０年，沙特尔修道院在至少

三十个 地 方 获 得 葡 萄 酒 通 行 税 的 豁 免 权；１２２３
年，弗雷德里克二世赋予布龙巴赫修道院在法兰

克福、杜塞尔多夫等地销售葡萄酒的贸易特权，免
交一切通行税③。第二种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区一

定数量的葡萄酒享有通行税的豁免权。
表七：部分修道院在特定地区一定

数量葡萄酒享有通行税豁免权汇总表＊

销售
葡萄酒

时间

赋予修 道 院 通
行税豁 免 权 的
世俗领主

获 得 通 行 税
豁 免 权 的 修
道院

享 有 通 行 税 豁
免 权 的 葡 萄 酒
数量

销 售 地
区

１２７０年 奥地利公爵
海 利 根 克 罗
伊兹 ７２ｃａｒｒａｔａｓ 维也纳

１２７２年 奥地利公爵 利林费尔德 ４０ｃａｒｒａｔａｓ 维也纳

１２７２年 奥地利公爵 诺伊斯塔特 ３０ｃａｒｒａｔａｓ 维也纳

１２７２年 奥地利公爵 克雷姆斯 ３０ｃａｒｒａｔａｓ 维也纳

１１９０年 特瓦尔伯爵 蓬蒂尼 １２　０００加仑 特瓦尔

１２１０年
特瓦尔 伯 爵 夫
人

普罗耶利 １２　０００加仑
普 罗 旺
斯

１２２３年 普罗旺斯伯爵 普罗耶利 ５０ 桶 （约 ９２００
加仑）

普 罗 旺
斯

１２２３年 沃塞勒 ３３　０００加仑
瓦 兹 河
谷地区

１２６６年 沃塞勒 ６０　０００加仑
瓦 兹 河
谷地区

＊　依据 戴 维·Ｈ．威 廉 斯《中 世 纪 早 期 的 西 多 会》第

３４１页资料编制。

通行税豁免权是封建割据的产物，在分裂割

据的中世纪西欧，修道院不断从旧的封建特权结

构中谋求通行税豁免权，这种跨国界、跨领地的

通行税豁免权是当时的一种独特现象。为追求

利润，修道院利用通行税豁免权不断扩大贸易范

围，推动远程贸易的发展，客观上冲击了旧特权

结构下的经济封闭状况。
中世纪西欧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存

的二元经济，就此而言，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发展实

质上是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自然经济渐趋萎缩，商
品经济不断战胜自然经济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

程中，修道院的商业实践为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

做出过贡献。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隐修运动

和修道院产生了巨大冲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

隐修运动提倡的安贫乐道的理想不再适应新的社

会需要，人们更多地关注现实的利益和享受，天国

的理想被束之高阁。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隐修运

动世俗化趋势难以避免，修道院成为腐败渊薮，隐
修运动雪上加霜。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国内统一

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享有特权和处于独立

状态的修道院提出挑战。修道院谋求通行税豁免

权在一定范围内冲击了旧特权结构下的经济封闭

状况，但新特权又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贸易特权荫

庇下的修道院经济和受封建特权遏制的世俗经济

之间的竞争属不公平竞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

了城市的兴起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冲击了享有特

权的修道院商业。１３世纪以后，在内外交困下，
隐修运动危机四伏，修道院的农工商业开始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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