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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六世纪英国的贫困问题与民间济贫》由张佳生所著，由于人口剧增、物价普涨、圈地运动和修道
院解散等诸多因素，16世纪英国遭遇严峻的贫困问题。
在政府济贫法不断颁行之时，16世纪英国的民间济贫发挥着非正式支持的作用。
在传统的动力和新观念的推动下，16世纪英国的民间济贫呈现出贡献量增长态势和三大新特征，成为
民间慈善中大幅增进之项。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贡献是有所变化的，商人虽贡献份量很重，但其他阶层比例则多有增长
。
伦敦的贫困问题、诺里奇的济贫立法和伦敦商人的民间济贫在《十六世纪英国的贫困问题与民间济贫
》中作为个案来说明有关论述，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民间济贫和16世纪欧洲的贫困问题及其济贫章节则
提供了背景说明。
基于民间济贫的剧增，16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有所缓解，英国因此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伊丽莎白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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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新的动力虽被增加，但旧有的仍被保留，甚至有时不断繁荣。
新救助方法和关心与旧救助思想共存。
新教伦理认为，积累财富不是为追逐欢乐，而对被认为值得救助的穷人进行慈善贡献才是它的合理出
口。
　　马丁·路德是16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确立了近代欧洲的新救助观。
首先路德以上帝之义要求人们行真义和救助穷人。
在《论贸易与重利盘剥》一文中，他说，“上帝的戒命--他的旨意是要人借给或送给穷人，而不是要
行虚假伪善的捐赠”。
对重视烦琐宗教仪式的教会，他批评道，“有一百个圣坛和晚祷，却没有一个人肯为穷人备一席饭，
更谈不上将粮食供给一家人”。
对于救助穷人的行为，他宣称，“将大量的款项照上帝的吩咐应用，好叫基督徒向穷人所行的善，比
所有一切教会的木石更为光耀”。
并说，“这样做将博得上帝的宠爱、称赞和荣誉，那是多么好啊！
”对不进行高利贷的商人，他除给予高度的，赞扬外，在《九十五条论纲》第42条中，他还建议他们
救济穷人，“基督徒须知，周济穷人，贷于贫者，都比购买赎罪券好”。
对于赎罪券的购买，他给予了严厉批评。
在第45条中，他这样指责道，“基督徒须知，遇见贫者扬长而去，却把钱花在赎罪券上，这种人购买
的不是教宗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
由上可见，路德是比较重视救济穷人的。
不过，马丁·路德要求救助之心来自内心神恩，他也主张对身强力壮的乞丐以惩罚。
路德对托钵僧是鄙视的，他也抨击神恩感激性的施舍坊。
因这不符合他因信称义的神学观。
　　新教思想家的主张与社会精英人士的观点相吻合，这也推动了16世纪欧洲的政府济贫立法与民间
救助。
自1520年后，西欧的城市和一些国家开始推行一种理性的济贫体系--颁布济贫法，这里乞丐和流民受
到了普遍的攻击。
如马丁·路德在萨克森城发起济贫法。
虽然我们不知路德对德意志城市济贫法的普遍颁布有无直接的作用，但他对欧洲济贫有七大贡献，其
一，认识到当时欧洲贫困的严重性质；其二，为禁止乞讨提供了神学依据；其三，否认流行千年的施
舍是美德的观念；其四，对公共福利、邻里之爱与神恩荣耀的给予进行强调；其五，尊重劳动，倡导
大家都得劳动得食；其六，建议国家建立系统而集中的济贫管理；其七，积极参与济贫法令和机构创
立。
他也是这样做的，如在1522年沃腾堡，他推动人们设立了公共救助箱（CommonChest）。
　　虽然宗教改革无可置疑地使与施舍相当大的虔诚行为受到阻止，但慈善财物并不自动转向穷人。
更多的是，在新教推动下，“现在在修道院和修女院的自愿性穷人以及方济各教徒不再有资格成为值
得的穷人；此时只有外在的受难者被授权救济”。
国家或城市的济贫法对穷人的津贴从未消除私人对穷人甚至乞丐慷慨的捐赠，16世纪欧洲的民间济贫
反之而高涨。
在1525年瑞士茨温利所起草的苏黎世济贫计划中，一切行乞行为被严格禁止；游乞者必须离开乞讨城
镇；为病人和老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凡过着不体面生活、衣着讲究者不予救济。
但福利改革并非仅见于新教国家或地区，它们不仅在新教有所影响的天主教城市艾里斯和里昂，也在
新教影响较弱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天主教城市推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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