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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欧洲中世纪骑士制度 

 

徐子媛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省、郑州市，450001） 

 

摘要：在历史长河中，每一段文明的出现、发展、衰落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中世纪时期，骑士

制度成为中世纪西欧社会的标志，是那时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西欧封建社会

的主要武装力量。尽管这一制度曾一度引起广泛的争议，但它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并在西欧文明传承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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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在探究骑士制度之前，先对“骑士”这一阶层进行一个简单的阐述。“骑士”作为中

世纪欧洲的重要阶层之一，大约活跃在八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它的古英语为 Knight，原

指青年男子，后来演变为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愿意为领主效力并获得封地的骑兵。想要

成为“骑士”需要经过三个阶段：7岁时，将其送到权势较大的主人家里当扈从侍奉女主人

并且接受女主人的贵族礼仪；14岁时，可跟随男主人外出做一些鞍前马后的工作，负责扛

矛牵马、看守盔甲等工作；等到 21岁时，他们就可以获得骑士的资格，其中还要接受一次

骑士受封的资格。 

由此可见，成为“骑士”的路途漫漫。然而，他们的出现也刚好给那个动荡的时代注

入了鲜活的血液，正如西方史学家所说：“我们必须记住，骑士制度和它的一切光荣只是

那些被公认的拿起骑士武器的人们的最初简单制度的扩张。”
①
 

所有的制度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从狭义上讲，骑士制度指的是一种军事

制度；广义上指中世纪欧洲以采邑制度为经济基础、以骑兵服役为桥梁、以中小封建贵族

统治为根本以及基督教思想为指导的骑士阶层所独有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道德以

及行为习惯等多方面的总称。因此，它的出现为推动西欧文明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骑士制度产生的原因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以及观看视频可以得知，骑士制度的产生是多方原因促成的，下面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历史条件 

 
① 理查德·巴伯：《骑士与骑士制度》伦敦 1974 年版，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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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一批批日耳曼人不断迁入古罗马，史称“民族大迁徙”，而日耳曼人也被古

罗马人成为“蛮族”。正是这个蛮族里的其中一只“法兰克人”成为了“骑士制度”的缔

造者，所以骑士制度的产生和日耳曼民族有着必然的联系。 

首先，日耳曼人为古代游牧民族，辽阔的天地塑造了他们淳朴的风气和粗犷的性格：

勇敢彪悍、忠诚进取，这些精神都为塑造一个优秀的骑兵打下良好的基础。游牧民族是天

生的的马上勇士，非常擅于在马背上作战，因此日耳曼人多以重装骑兵的样子出现，重装

骑兵通常手持长矛和剑，会突然出现在罗马军队的两侧并给予他们重击，为他们的政权敲

响了丧钟，这一形象成为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并且这些坚毅的形象外壳也为后来骑士

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重装骑兵作为骑士制度的外在形象，那么亲兵制给骑士制度提供了内在核心力

量。那时战争频繁，使得亲兵们不再从事生产劳动而都投身到战场，若想要顺利渡过危机、

改变这一动荡的局势就要求作战的首领和他的亲附们结成依存关系并保持绝对的忠诚和勇

敢。这样在新的物质条件下“亲兵制”有了新的内容：以前日耳曼民族的首领会把俘获品

赏赐给亲兵，现在由于攻破了新的国家、得到了新的土地就会把这些土地赏赐给亲兵，亲

兵不但获得了土地也获得了土地上的劳动者，首领和亲兵们也因此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封建

主，这也为后期采邑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经济条件 

在对前期历史条件进行了探索以后，就当时的社会条件进行说明： 

1、动荡的欧洲社会 

中世纪欧洲正值动乱时期。那时蒙古族不断对欧洲发动战争，使得汪达尔人、东哥特

人等被迫向南迁移，蒙古族的入侵不但给当时欧洲社会注入鲜活血液同时而且加速了西罗

马帝国的灭亡。此时的日耳曼人又创建了许多小的国家，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讨伐，战争仍

然频发。克洛维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史称墨洛温王朝）就是这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它的出现成为了欧洲最早的封建国家，在他死后由于后代过于无能，国家出现了地方割据

的局面，呈现出了暴力和无政府的状态。 

715年查理·马特在内忧外患迭起中继任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此时国内的大贵族起兵谋

反，外族势力也趁虚而入。为了力挽狂澜，这个新的宫相开始实行一种全新的土地政策即

以骑兵服役为条件将土地作为采邑加以分封代替原来法兰克王国的无条件赏赐土地的制度。

新的制度有两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骑兵服役是采邑制度的条件。第二，骑兵获得

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劳动者、工具、房屋以及和土地有种种连带关系的各项权利。

这样，以土地为基础，骑兵服役为纽带密切了主从之间的联系，骑兵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

时也获得了政治权利。这大大调动了骑兵们的积极性，他们修建城堡、抵抗外来侵略，维

护了欧洲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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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骑士优良装备的出现 

俗话说科技改变生活，在中世纪的西欧，虽然还没有科技的出现但是一个小小装备的

诞生为骑士制度的产生贡献了重要的力量，这个小装备就是“马镫”。正如斯塔夫里阿诺

斯所说:“马镫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
②
 

前面已经提到，那时的人们都是骑在马背上作战。早期的骑士装备较为简陋：不挂甲

的马背上、马匹嘴里配有的原始马嚼以及把他们宽大的衣服当做是马鞍。然而，没有马镫

他们往往无法在马上保持稳定，不但投矛、剑等难以保证准确性还会使得骑兵从马上摔下

来，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马镫最初出现在中国，七世纪末传入了西欧，大约在八世纪初，法兰克人掌握了马镫

的使用方法。马镫放置在马肚的两端可以很好地和马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以让骑兵轻松又

稳定地驾驭马匹，为他们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提供了巨大的优势。 

（三）、思想条件 

最后从思想层面来看，基督教的注入对骑士制度的兴起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早期，骑士们呈现出的行为和基督教理念是相对立的，到后期，由于利益的需要两者

逐渐融合。那时候教会会凭借骑士之剑来宣扬教会自身的威力。面对诺曼人对教会无止尽

的抢夺，他们发现自己需要一股世俗的力量来保护自己。496年，洛克维在击退阿曼人后，

亲自率领 3000名骑兵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并皈依于基督教，这一行为无疑是在动荡的社会中

向基督教发出的一个友好信号。同时，作为回报基督教除了在口头上为骑兵们祈祷以外，

还做出了一些实际行动。例如：当法兰克军队进攻哥特人和勃根第人时许多僧侣为其提供

情报并打开了城门。此后，战争和宗教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军队出征时常常有巫师随行、

骑士在战斗时也会祈求上帝保佑甚至后期教会的准则成为了骑士们的准则。 

在宗教的影响下，加强了骑士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对他们的道德法律规范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二、骑士制度的发展 

作为中世纪有影响力的制度之一，骑士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初级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查理·马特军事改革到十一世纪末，这一阶段的骑士制度有如下的特

点： 

第一，骑士是职业军人。早期的骑士被认为是最勇猛和忠诚的人，他们负责保护人们

的生命安全，主要职责也是驰骋战争，所以军事性比较强。11世纪以前的骑士是一个开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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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阶层，每一个有能力购买起战马和武器的人在行过臣服礼之后都可以被封为骑士。甚

至如果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即便是农民出身的自由人也可以被封为一名骑士，并且所有的

骑士都拥有将平民封为骑士的权利。但是，高昂的装备费用，以及需要人们很好地掌握武

器的使用技术，这又导致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名合格且优秀的骑士。 

第二，骑士必须是封建主。不管骑士拥有的土地是多是少，他们都必须从上一级封主

那里获得土地作为他们服役的条件。在英王亨利二世的军队条例中第一条规定：“凡占有

一处骑士采邑的，应置备一副链甲、一顶头盔、一面盾牌和一支长矛，每个骑士置备多少

链甲、头盔、盾牌和长矛，应以在自己领地内所占有的骑士采邑多少为准”
③
 

第三，骑士要经历基督教化的过程。前面也提到，基督教为骑士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

想基础。早期的骑士几乎都是残酷野蛮的莽夫，他们欺凌弱者抢劫农民，强奸妇女，滥杀

无辜。而这些暴行并不违背当时的骑士行为规范，但很大程度上与基督教教义相背离。随

着中世纪基督教在西欧地位的逐渐提高，骑士也开始被基督教教义制约。10世纪时，教会

提出了和平运动（the peace of God）宣布对滥施暴力的，特别是向教职人员和教会施暴

的人实行精神制裁。通过基督教对骑士一系列的限制，有效遏制了骑士们残暴的行为，同

时也纠正了早期“为战争而战”的错误骑士心理。 

（二）、繁荣阶段 

繁荣阶段大致从大约从 12世纪初期到 13世纪初期，该阶段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发展

迅速且十字军东征为骑士制度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一阶段骑士制度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特征： 

1、在战争中宗教和军事融合达到顶峰 

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多次进行的冒险战争都与宗教有关。如：威廉在远征时曾经

得到了副教皇希尔地布南德，即后来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教

皇为诺曼人祈福并且赐威廉一面“神旗”。到十字军东征时，将军事与宗教的融合推到了

顶峰。 

十字军东征确实是在信仰的感召下开始的。当时，参与东征的大多数士兵怀着虔诚的

信仰之心前往东方，在他们心中，这是一场为上帝、为兄弟而战的战争。此外，骑士团制

定的团规通常也类似于基督教修道院的院规，骑士团成员必须严格信守安贫、贞洁和服从

三大戒律。以“上帝的名义”为口号对异教徒进行讨伐。把骑士用剑从事的服役与修道士

的生活相结合，体现出浓厚的宗教与军事相结合的性质。且十字军东征使得更多财富涌入

欧洲，为骑士制度提供了更加充足的经济支持。 

2、骑士的世袭以及农民与骑士的分离 

 
③ 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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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以后，成为骑士的权利变成了一种世袭特权。直到 1250年时，《骑士团规则》

明文规定，如果要获得穿白色长袍的资格，受封者必须在进入骑士团以前就是一名骑士，

同时他必须要是骑士的儿子或者他的父辈中有人是骑士。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骑士制度

已经成为一种世袭。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农民和骑士阶层被明确的区分，社会等级逐渐

固定下来。1152年，红胡子腓特列颁布了一道和平法令，一方面严禁农民携带长矛和佩剑，

一方面承认只有那些祖先为骑士的人才是合法骑士。1187年颁布的另一法令明确禁止农民

的儿子获得骑士称号。 

（三）、衰落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十三世纪后期一直到宗教改革，骑士制度在这期间逐渐衰落直到消失。

这一阶段表现为： 

1、骑士向一般贵族的转化 

从 12世纪后期开始，在土地制度发生变化后，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成为主要的地租

方式，同时也由于采邑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必须有一支易于调动的

常备军来保护国家安全，但过去骑士服役时间不确定、训练分散的特点已经不能满足这些

需求。于是，英国和德国最先实行了“盾牌钱”制度，即允许部分附庸缴纳“盾牌钱”，

从而可以获得一部分自由时间从而可以用于集中、专业的军事化训练，从而增强武装力量。

这一制度的出现使得骑士阶层向一般贵族转化。 

2、骑士成为一种荣誉称号 

14 世纪以后，一方面骑士的受封仪式变得越来越随便。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大多数

贵族特别是普通的骑士慢慢变得贫穷。战马、盔甲、华美服装、随从，此外还须加上骑士

受封仪式和宴会的费用，以至于多贫穷的骑士后代无法负担日益昂贵的骑士装备而无法受

封。因此，骑士制度逐渐没落并失去了最初的内涵而逐渐变成了一种荣誉称号。 

三、骑士制度衰落的原因 

一个制度的衰亡是多方原因促使，并且多方原因交织在一起，下面就其中比较重要的

几方面对其“为何衰落”进行论述： 

（一）、经济因素 

首先也是最核心的原因是自然经济的瓦解，其外部表现就是庄园经济的衰退。那时骑

士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是以庄园为依托的庄园经济，因为中世纪早期西欧经济落后，

人们的生活主要采取自给自足式，国王、教会、大封建主都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庄园，典

型的庄园模式都是“一村一庄”。此外，庄园不但是经济生产单位，也是政治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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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对农民具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社会的各

个方面都被迫卷入市场，导致货币无孔不入，对自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农村出现

这一经济模式后，农民将农产品变为了商品，且赋税形式由劳务地租或实物地租变为了货

币地租。这样一来，庄园经济逐瓦解，骑士制度的根基也因此动摇。 

其次，商业繁荣加速了骑士制度的衰亡。在十一世纪末，西欧经济出现了繁荣的迹象，

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革新也使得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样一来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口自然

大幅度提升。生产力发展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为城市的崛起和商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

础。城市的出现，带动了工业的兴起，成就最为显著的是手工业的发展。那时手工业作坊

密集，手工业生产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分工生  

产道路，大量手工作坊的存在使得行会应运而生。 

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十字军东征后大大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往来、

货币的流通，加速了骑士制度的瓦解。 

（二）、军事原因 

首先，导致骑士们被迫退出战场的是新型武器的出现。十五世纪，欧洲就出现了多种

火炮，到十六世纪枪炮已被广泛运用到军事战争中。此时骑士手中的长矛、剑盾已经不足

以应对火力强、杀伤力大的新型武器，因此战争总是以失败告终。 

第二，新型雇佣兵的出现逐渐代替了骑士。雇佣兵不但有骑兵也还有步兵，他们出身

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大部分都受过专业军事训练，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与过去传统的骑士

相比，他们少了讲究气派的虚荣，反而多了实用，因此他们是更为纯粹的士兵。 

（三）、骑士自身的原因 

除了上述两点原因外，骑士内部自身也有许多弊病。骑士制度的多重臣服现象阻碍了

骑士军事作用的发挥。有的骑士拥戴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领主，当领主之间发生战争时他只

好根据契约规定把手下军队尽量分派到各位领主军中服役，从而得他手下朝夕相处的骑士

们在战场上成了“ 敌人” ，这样的分配使得战争能否进行下去成为一个问题。 

另外，骑士们身穿厚重的盔甲，导致骑士们作战灵活性大大降低，再加上战马装备的

重量、武器的重量使得马儿奔跑的速度也大大降低。增加了战争失败的几率。 

 此时的骑士已经在战场上失去了以往的优势，这也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少，

从而失去了他们存在的价值，骑士制度的主角都失去了光环必然会导致骑士制度的消失。 

（四）、社会原因 

中世纪后期，骑士身份和资格的泛滥使得骑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急剧下降，平民百姓只

要有技能就有可能被封为骑士，甚者还有国王和大贵族随意买卖骑士头衔，这些举动都让

骑士渐渐失去了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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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思想领域，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骑士成为了众多作者笔下嘲讽的对象，他们

认为骑士制度过于迂腐、陈旧，不能很好地融入到新时代。在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

中，那个满目悲伤、身材矮小的老头由于过多得阅读骑士文学而走火入魔并想要模仿骑士

们的行侠仗义、勇猛，渴望宣扬骑士精神而被嘲笑，这部作品大力揶揄、挖苦骑士制度中

的虚无、不切实际。 

于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文艺复兴的思潮下，骑士制度也逐步走向瓦解。 

四、骑士制度对中世纪西欧的影响 

虽然骑士制度最后是以衰亡而告终，但是它作为中世纪西欧的标志物之一影响极为深

远，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军事上，对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军事影响 

骑士制度在军事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和军队的力

量分不开的。而在战争频发的中世纪欧洲，军队更是占据了主要的地位。那时驰骋沙场的

精锐部队几乎都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骑士们组成，他们装备精良、骁勇善战，在中世纪的

战场上拼杀了将近 700 年，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世纪，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正是有骑士制度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当时战争的效率和胜利的几率。与之前的步兵

相比，骑士不仅装备齐全而且武器先进----他们头戴头盔、身披铠甲、左手持盾、右手拿

矛，骑着矫健的战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 1066年的哈斯丁战役，法国骑士正是利用长

矛和剑等武器打乱了英国的盾牌阵容，而在骑士时代之前，英国的盾牌阵容是无人能破的，

这足以说明骑士制度的优越性。再到后来的十字军东征时期，甚至是拿破仑时期，骑士仍

然是战场上的主力。 

（二）、政治影响 

骑士的强大地位和繁杂的内部关系使得它对政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中世纪王

权深受骑士制度影响。纵观历史，君主一统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欧，但正是骑士

制度的产生影响了王权的演进过程。查理曼帝国的分裂与采邑制度和骑士制度有着必然的

联系，各国王权在分裂后一度衰落，自此以后统一国家、加强王权的关键是打败附庸并摧

毁其属下以骑士制度为核心的军事系统。 

其次，骑士制度对西欧法律制度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那时西欧封建贵族

等级大致按照“公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的顺序进行排列，显而易见骑士排在了

最后一级，但这并不影响上级和下级在法律层面的平等。我们都知道，中世纪西欧所采取

的经济制度是采邑制，随着骑士数量的增加以及封建化进程的加快，许多骑士可以将采邑

继承或者转让。如此操作，每个骑士不仅可以是封臣也可以说是领主。除此之外，骑士和

上级领主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即骑士在履行征战、效忠等义务之后有权利享受领主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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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封地。尽管这样不是完全的平等，但在那时骑士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报，

并不是义务的、被剥削式的战斗。正如哈罗德的评价：“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阶段，处

于封建法之下的骑士阶级可以要求一种基本的法律上的平等，平等于封建等级制度中所有

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优于它的阶级 ”
④
。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平

等性上还推动了诉讼的产生，骑士与他们上级之间的平等不是无条件的，双方都有权利在

严重的不合理条件下解除忠诚契约，由于反抗权的存在，骑士制度中明确规定，骑士有权

对领主法院的某个判决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起诉讼。 

这两点表现不但维护了骑士的合法权益也对现在的欧洲法律具有借鉴意义。 

（三）、文化和生活影响 

在训练和战争之余，骑士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形式。骑士制度

在文化上最显著的影响就是促催生了闻名于世的“骑士文学”，它是当时欧洲文学领域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学的瑰宝。骑士文学主要由诗歌和小说组成，通过这两种形式来

刻画骑士们的生活，表达出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歌颂他们的忠诚和对爱情的态度。当

今欧洲传奇类文学作品、英雄加美女加爱情的浪漫式创作都有骑士文学的影子。 

除了文学，骑士制度对艺术也有极大的贡献，该贡献主要表现在纹章方面。早期的纹

章制度可以追溯到图腾崇拜时期。到了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盛行，使得纹章制度大大

发展。由于骑士在作战时从头到脚都被铠甲所保护，所以彼此之间很难辨认是敌是友，因

而需要标志来加以区分。到十字军东征时，各个国家、各个派别的骑士都以各自的图章相

互区别，纹章的图案有鹰、狮、豹、武器以及城堡等并配有简单的格言。至此，纹章制度

产生，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落入艺术和人们的观念中。 

在生活中，骑士们从小就要接受训练并且训练有可能贯穿他们一生，因此在他们的日

常生活中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众所周知，饮食习惯很容易受到地域的影响，中世纪骑士们的饮食不仅受地域的影响

还会受社会和职业的制约。因为长期的作战和训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骑士们多喝酒、吃

肉并以能吃能喝为荣，一方面是补充消耗的能量另一方面可以释放内心的压力。这些吃喝

嗜好影响了中世纪贵族们的饮食结构：在烹饪时多以肉类为主；更注重量不注重精细加工；

多烧烤和炖煮；大量饮酒等，不光如此，中世纪贵族们经常举办宴会、热爱狩猎也是收到

了骑士制度的影响。不光在上层社会，下层社会也纷纷效仿骑士们的生活方式，正是全国

上下食肉量的大增促使了畜牧业的发展和繁荣。 

 
④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第 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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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饮食之外，骑士们优雅的作风也深刻影响着欧洲社会。他们从小在宫廷或者城堡

中学到的高雅谈吐、注重礼仪、有风度、礼貌对待贵妇等成为了人们纷纷效仿的内容并逐

渐延续下去。当今社会人们常说的“温文尔雅的绅士”大概是中世纪骑士文明的遗产之一。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骑士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它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贯穿了整个

西欧，在西欧历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且骑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也为中世纪西欧

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虽然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但骑士制度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些影

响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并将继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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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he main armed force of Western European feudal society. Although this system once caused 

widespread controversy, it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West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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