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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教宗烏爾朋二世( Pope Urban II, 1088-1099), 在

法國克勒蒙( Clement )召開宗教會議，推行宗教改革。會議期間，君士查丁堡的東羅馬

皇帝派使節前來，緊急呼籲西方派軍協助東方基督徒，共同殲滅信奉回教的塞爾柱土

耳其人。教宗于是宣佈組軍，拯救東方基督徒並收復聖地 ; 在場的教士與貴族高呼「天

主所願」，各自在胸前置放十字標記，以示為信仰奉獻的決心。教宗隨即派遣宣道者四

處宣傳徵召「十字軍」，獲得教友的熱烈回應，開啟了基督徒對抗伊斯蘭教的聖戰。一

○九六年，來自下層階級的「農民十字軍」先行搶攻，慘遭土耳其人殺戮。翌年，正規十

字軍與拜占庭組聯盟，渡海攻入小亞細亞，朝耶路撒冷城南進，沿途建立許多基督教封

建國。幾經波折，十字軍終於在一○九九年，成功地攻下耶路撒冷城，推舉一位「聖墓

保衛者」(The Protector of the Holy Sepulchre)管理聖地。衛護聖地的工作困難重重，十

字軍內部分裂，彼此殘殺，甚至勾結回教徒，打擊基督徒。十二世紀以後，回教新勢力

崛起，聖地再度失陷，於是又有了第二次十字軍。從此西方十字軍再也沒有收復過聖地，

形成屢敗屢戰的局面 ; 自公元十二世紀至第十三世紀末，撇開那些半途而廢和胎死腹

中的，歐洲基督教社會先後發動十多次對抗穆斯林回教人的「十字軍」聖戰運動。1

十字軍，至少前三次，原是一宗教運動。一則，它是由羅馬教宗所倡導; 二者，照教

宗烏爾朋二世發表的演講內容看，它的宣戰原始目的是「對抗回教徒，收復聖地，拯救

東方的基督徒」，可以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宗教戰爭。然而就歐洲史看來，這乃是自羅

馬帝國衰亡以來，歐洲人首度由西方大舉東向的擴張運動，也象徵著中古世界的重心，

由東方轉移到西方。東方的波斯帝國早已亡于阿拉伯人，而今東羅馬的拜占庭帝國與

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也已失去征服西方的決心與力量。倒是西方的基督教封建社會經過

數世紀的休養生息，業已累積了足夠的社會經濟力量，蓄勢待發。十一世紀中葉以來，

1 參見王任光著《西洋中古史》，台北：稻禾出版社，1990。頁 339-384 第十章「十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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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封建莊園經濟社會的長子繼承制日趨成熟，許多幼子次子在體制內失去發展空間

構成社會問題。 「發動戰爭，對外擴張」可以封建社會的不適應者提供發展機會，進而

解決社會問題。2烏爾朋二世更在演講將東方描繪成「遍地流著蜜與奶」的土地，以物質

為誘餌，道出了十字軍世俗又現實的動機。再者，擔當西方精神領袖的羅馬天主教會，

自教宗格利哥瑞七世以來，經長期改革，力圖中興，重建權威。教會為取得基督教社會

的領導權，此時正與聲稱是羅馬帝國繼承者的日耳曼君王發生嚴重的政教衝突；教宗

烏爾朋二世組織十字軍，正是向日耳曼皇帝宣告教會在歐洲基督教世界的領導力，達

成提升教會地位的目地。總而言之，西方的歐洲人在十一世紀最末的幾年，已來到了對

外擴張的起跑點。

以武力對抗異教徒的聖戰并非烏爾朋二世的創作，遠在一○九五年以前，日耳曼

的皇帝們配合教會的傳教活動，已在東歐地方，發動討伐斯拉夫人、波蘭人、波希米亞

人、立陶宛人、匈牙利等異教徒的聖戰。自從八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半島，越過庇

里牛斯山侵入法蘭克人的土地，被「鐵槌查理」( Charles Martel, 714-741)在普瓦泰

(Poitiers, 732)擊潰後，直到十五世紀末，基督徒持續在伊比利半島西班牙地區從事「恢

復失地」(Reconquista)的聖戰。九世紀時，查里曼大帝的愛將羅蘭南征回教徒戰死于歸

途，成為著名騎士文學「羅蘭頌」( Chanson de Roland)裏謳歌的英雄。

然而，一○九五年開始的十字軍運動與以往的聖戰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 第一，它

是全面性的，全歐洲的人，不分貧富貴賤，共同參與此一基督教聖戰運動 ; 第二，它持

續進行了將近二百年，伴隨著歐洲邁入近代，成歐洲擴張藉口中的道德標讖，聖戰的符

碼 ; 第三，它的影響深遠廣大，史家認為它對于東西交通、長程經濟貿易、人文古典學

術研究、教會地位的提昇、王權伸張、民族意識的興起、騎士文學的創作、中古封建社

會的開放等等都有一定的貢獻。近年來，史家對十字軍的影響力，持有較為保留的態度，

認為十字軍是歐洲封建社會經濟力復甦後產生的，它雖然加速了歐洲社會經濟的近代

化，但不是推動一切改變的起點。但無論如何，十字軍在「促進東西文化交流，和加速

東西商業貿易恢復」上的貢獻，仍是受到肯定的。十字軍的目標指向位居遙遠東方的聖

2 教宗對參加十字軍的人賜予恩典，除參加十字軍可贖罪，陣亡的戰士即可升入天堂外，還可得到

一些現實的好處，例如：為籌旅費，可暫緩償付債款，日後更可論功行封。平民犯罪者亦可以減刑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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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耶路撒冷，儘管未必每一次十字軍都曾成功地到達目的地，但是參與者都有朝聖

者「背井離鄉，長途跋涉，歷經艱難危險，在異鄉接觸各類奇風異俗」的經歷。姑不論其

個人的心路歷程為何，這一群人自遠帶回新的知識和經驗，在文化交流上產生了一定

的影響 ;促使封閉的舊社會變得開朗、活躍、多元化。而那些積極策動十字軍東征的商

人，尤其是意大利威尼斯熱那亞商人，也籍此取得近東貿易的優勢 ; 遂使東西方間的

貿易興盛起來。而西歐統治階層的生活方式也因此發生變化，受東方的影響，學會穿著

美好的東方紡織品，食用精美的肴饌。

就聖戰的原始宗旨－收復聖地和拯救東方基督教徒－而言，將近二百年的十字軍

運動史除了充滿血腥、暴力、偏見、愚蠢、政教腐敗等震撼人心的罪惡外，基本上它是

一個失敗的軍事活動。3第一，除了第一次十字軍以外，都未曾收復聖地。有些十字軍還

未到聖地，便已慘遭殲滅。第三次十字軍，即英國獅心王理查(Richard , the Lionhearted)

參加的那一次，由於無法以軍力取勝，竟改以獻金的方式，取得回教徒允許基督徒前來

聖地的保障。第四次十字軍堪稱為十字軍史上最大的醜聞，成軍之時，經費短絀，因籌

資遭威尼斯商人設計賂索，被迫參于拜占庭帝國的政治鬥爭，揮軍攻打同是信仰基督

的東羅馬帝國。在成功攻陷君士坦丁堡後，十字軍燒殺擄掠三晝夜，建立所謂的「君士

坦丁堡拉丁帝國」，大事分封，樂不思蜀，聖地也就不去了。十字軍無法取回得而復失

的聖地，又醜聞頻傳，歐洲乃盛傳成年人有罪不能奪回聖地，十字軍必須由純淨的兒童

組成，方能感動上帝，奪回聖地；於是便出現了十字軍史上的大悲劇－兒童十字軍 。

1212年，在有心人鼓吹策動下，一群有數萬人之多來自法國和日耳曼地方的兒童結隊

前往羅馬，要求教宗組織兒童十字軍收復聖地。其後，經教宗大力勸導，大部份的兒童

逕自解散回鄉 ; 但是，仍有部份兒童堅持成行，結果在拿不勒斯受騙登上販奴船，被轉

賣異鄉，不知所終。返鄉的一群兒童十字軍飽受風寒饑餓之苦，能安抵家門亦無幾人。

隨著時間的流轉，教宗呼籲組織的十字軍，越來越乏人響應。有時君王們也會登高一呼，

組織十字軍，但是也都徒勞無功，甚至有聖人之稱的法王路易九世(St. Louise)所領導

的二次(1248，1270)也不例外。

3 一○九六年農民十字字離家出發前大多先殺戮在地的猶太人，以絕後患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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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步上沒落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點，十字軍缺陷多，例如根本沒組織、軍紀

散漫、作戰時沒有統一號令者、亦無後勤供應的制度等。有關十字軍運紀不良的醜聞，

搶掠、偷盜，所到之處，遍地焦土，時有所聞，使十字軍聲名日漸惡質化。第二點，也是

最重要的，整個十字軍運動失去社會後盾。自十三世紀以來，隨著商業社會的成長，以

及封建君王的王權伸張，封建貴族的社會經濟地位急劇下落，騎士精神在新政治和新

社會裏，喪失其傳統地位 ; 因此以收復聖地展現中古騎士精神的十字軍運動，便失去

了社會號召力。

收復聖地的目標固然是失敗了，但是十三世紀後，「十字軍」逐漸轉型，脫離「收復

聖地，援助東方基督教徒」的單純目的。自從教宗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1161-

1261)發動十字軍對抗亞耳比異端(Albigensian Crusade, 1207-1208), 「十字軍」的定義

逐漸轉變為泛指「奉教會旨意，以基督之名從事聖戰的活動」。4 它是教宗統御下，捍衛

基督教世界真理的正義之師。參加十字軍的人，不論加入的是教宗直接徵召或間接由

教宗授權的正義之師，均得舉行特別宗教儀式，再向教宗或其代理人行封建效忠禮儀，

並由主事者手中接下「十字架」標誌，戴在身上，才能成為教會的戰士。成為十字軍成

員後，便可以得到宗教特赦，以及一些世俗特權如司法豁免權，個人及財產的保障等等。

自十三世紀以降，一些從事地區性擴張運動的組織例如波羅的海沿岸的條頓武士團、

伊比利半島基督教騎士團等，都遵行這種禮節，採用十字軍的旗號，成為捍衛基督信仰

的正義之師，以基督之名推動對抗異教徒的聖戰，合理化其掠土封疆的侵略。

十五世紀後，十字軍更進一步被廣泛用來指稱有捍衛正義使命的戰鬥。例如 : 當

條頓武士團在十四世紀初，完成基督教化東歐的聖戰使命後，功成身退 ;它的聖戰旌旗

轉為「普魯士軍國主義」，是俾斯麥統一大業的精神支撐。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在十字

軍精神的支援下，完成驅逐回教的「收復失土」聖戰 ; 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他的船

隊掛著帶有十字軍符碼的旌旗，將十字軍精神帶到了美洲。西班牙的緊鄰- 葡萄牙，繼

續向非洲的穆斯林宣戰，將勢力伸向東非，沿著海岸南行。一四九八年葡國航海家達伽

4 法國南方與義大利北部流行的亞耳比異端( Albigensianism)，由於不滿教會腐敗，又受到十字軍

由東方帶回祆教正惡神對抗觀念的影響，認定當前羅馬天主教教會係惡神耶和華建的，呼籲各方起義為

善神奪回世界的主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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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帶著「十字軍」的旗子，繞過南端「好望角」，抵達印度，發現新航路。十字軍的旗誌隨

葡萄牙的商業航海帝國，行遍全球。

到了近代，儘管西方在政治上，已絕少使用宗教符碼 ;但是，「十字軍」的聖戰理念

乃深植在西方文化擴張傳統的靈魂裏，只要時機到，它就借屍還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將對抗軸心同盟的戰爭比喻為「十字軍聖戰」。「九一一」美國對

抗國際恐佈份子奧薩姆賓拉丹的戰爭，不也被歸列為「十字軍」嗎? 

十字軍年表

次 數時 間事 跡

第 一 次 AD1095~1101 征服聖地

第 二 次 AD1145~1147 法王路易七世領軍

第 三 次 AD1188~1192 法王腓力奧古斯都(Philip Augustus)與英王

理查(Richard Coeur-de Lion)領軍

第 四 次 AD1204 攻占君士坦丁堡

AD1212 兒童十字軍

第 五 次 AD1217 匈牙利王 Andrew II 領導，占領埃及東北部的

Damietta 城

第 六 次 AD1248 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Emperor Frederick II)領軍 

第 七 次 AD1249~1252 法王聖路易(St. Louis)領軍

第 八 次 AD1270 聖路易領軍

相關網址：

十字軍東征 :

http://www.cmi.hku.hk/Teaching/Crusade/interest.htm

http://historymedren.miningco.com/cs/crusades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4543c.htm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First Crusade:

http://www.ukans.edu/kansas/medieveal/108/letures/first_crusa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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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yberessays.com/History/74.htm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 Third Crusade History: 

http://www.acsamman.edu.jo/~ms/crusades/third/history3.html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1192peace.html

兒童十字軍 Children’s Crusade:

http://fordham.edu/halsall/source/1212pueri.html

亞耳比十字軍 Albigensian Crusade:

www.geocities.com/Athens/Agora/8564

十字軍東征的影響 :

http://www.geocities.com/SoHo/7930/crusades.htm

回教徒看十字軍東征 :

http://islam.org/mosque/ihame/Sec10.htm

附圖:

1. 教宗烏爾朋二世在法國克勒蒙召開宗教會議宣布組織十字軍

2. 十字軍東征時期的聖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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