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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民视角看十字军东征的宗教信仰 

朱军建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1） 

 

摘要：在中世纪的西欧，有一场基督教徒向伊斯兰教徒发动的世纪之战——十字军东征。这场战争深刻影

响了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的传播，甚至对于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也起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在第一

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有一支平民十字军率先出发，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惨遭失败。本文将以第一次十字

军东征中的这场平民十字军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平民十字军的东征历程分析平民参与东征的动机以

及最终失败的原因。这不仅有助于深度分析中世纪西欧平民的生活状态，也可以帮助我们走近中世纪，感

受当时的宗教狂热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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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字军东征是一场由罗马教皇、西欧封建领主和城市富商向地中海地区发动的侵略战

争，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因东征的许多人身上缝上红十字而被称为“十字军”。本文

主要讲的是从 1096 年开始揭开这场世纪之战序幕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运动。这场战争是由

中世纪的神罗帝国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的，实质上是西欧基督教的天主教徒发动的针对伊斯

兰教徒的宗教战争，其主要目的是抢夺圣地——耶路撒冷，但在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队伍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是贵族骑士戈弗雷和雨果率领的正规十字军，他

们在八月中出发，次年 3 月到达小亚细亚，并在 1099 年攻破耶路撒冷建立王国。但在此之

前还有一支队伍被史学家称为“平民十字军”，当时被人们称为“朝圣者”。他们共有 4支队

伍，在 4 月先后出发。之所以被称为“平民十字军”，是因为这几支队伍中的 90%都是平民

百姓，其余的还有少量贵族，甚至包括流氓地痞，因此安娜·科穆宁娜
①
称这支军队是“危

险的乌合之众”。他们在隐修士彼得的号召下踏上天国之路，带着对真主的信仰千里迢迢、

长途跋涉，渴望得到救赎。但是这支队伍在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凡过处犹如蝗虫过境。

这支平民十字军队伍是如何形成的？平民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这种信仰狂热情

绪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又有哪些呢？这些问题要先从十字军东征的战争起因开始说起。 

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基本概况 

（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背景 

1、宗教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与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 

十字军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宗教战争，战争的宗教历史可以上溯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真

主的认识差别而产生的信仰不同并互将对方视为异教的历史。首先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

公元元年，耶稣诞生，他四处布道，宣传上帝福音，被称为“上帝之子”。耶稣被钉十字架

升天后，他的门徒将其生前的言说、思想编订成书并广为传播，这样就衍生出一种新的宗教

——基督教。基督教起初受到罗马皇帝的打压，直到 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合法化基督

教，基督教才开始四处传播。当时教派中对“神”的解读出现了分歧，一方认为耶稣称神为

“我的父亲”，耶稣和神是“父上子下”的关系；另一方认为耶稣和神是同质的，耶稣是神

的化身，以“神之子”的形态出现而已。在尼西亚大公会之后，君士坦丁选择了第二种解读，

另一方则被打为了“异端”，主流派定义“圣父=神=圣子”，再加上《圣经》中提到的“圣灵”，

即为“三位一体”神。这一解读也被罗马二世皇帝定义为“唯一的真理”。对异端和异教进

 
① 安娜·科穆宁娜，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之女。曾为父撰《阿莱克修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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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系列清除活动。392年，基督教称为罗马唯一的信仰。但是这一解读后来也遭到了伊斯

兰教的质疑。两百年后的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从穆罕默德口述《古兰经》开始广为

传播。实际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的都是同一个神，教义都是《旧约》中的内容，不同

的是，伊斯兰教只认同前五本的内容，认为后面的内容，包括耶稣复活都是被篡改过的，尤

其是“三位一体神”是对神的亵渎。他们主张信徒直接服从于神，他们的神是“真的神”，

即“真主安拉”。两者互认对方为异教，这便是两个宗教冲突的渊源。再加上对圣地耶路撒

冷的争夺——对于穆斯林来说，耶路撒冷是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对于基督徒来说，耶路撒

冷是耶稣复活升天的地方。这就导致了两者之间必将酝酿出一场战争。 

2、政治上——塞尔柱突厥人的入侵。 

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占领以后，这里建立起了法蒂玛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稳固统治，

国内呈现出和平的局面。但在 11 世纪下半叶，法蒂玛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塞尔柱突厥人

入侵地中海，并在 1071 年攻占耶路撒冷。突厥人一路势如破竹，在北线战场上大破东罗马

帝国，几乎占领了东罗马帝国一半的领土，距离君士坦丁堡仅仅 150公里不到。尽管东罗马

皇帝阿列克修斯不断招募雇佣军与突厥人交手，但还是无力回天。虽然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

东罗马帝国与西边的神罗帝国关系不好，但毕竟同出一源，于是阿列克修斯想到向西方求助，

他派出使者向神罗皇帝伸出了求援之手。这一点正是十字军东征的契机。另外，从神罗帝国

的角度来看，11 世纪，西欧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人民对于土地有更大的需求，而且日益

艰苦的生活环境也在驱动平民们离开这穷苦之地。此时发动战争，对于皇帝来说是最为合适

的选择。 

3、教皇国的对立——天主教与东正教之争 

早在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基督教在西欧的所有教会统称为“普世教会”，普世

教会分为五大教区，每个教区有一个牧首，各个教区的牧首地位平级。在地域分布上，罗马

离基督教发源地最远，成为了西边唯一的五大教区之一。帝国分裂以后，由于地域和语言隔

阂等因素，罗马牧首逐渐与其他教区的四大牧首疏远了，他视自己为基督教会的正统传人，

位高于四大牧首，并自称“PAPA”，俗称“教皇”，这代表着教皇头衔传承的开始。在争权夺

利之风盛行的中世纪，教皇也逐渐世俗化，权力化。最终，在罗马教廷建立起了教皇国，教

皇与当时历经数百年战乱之后推出的新皇帝查理一世互相合作，互惠互利：查理拥护教皇，

教皇则以其宗教上的权威为查理戴上了皇冠，宣其为正主。后来他的儿子路易也效仿其父，

在 962年拥护当时的教皇，教皇也立他为皇帝。查理曼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这是皇帝与教

皇合作的开始。在罗马教廷独立之后，普世教会自然也从此分割开来。东罗马帝国的教会更

名为“正统的普世教会”，简称为“东正教”；神罗帝国的教会一直强调“普世”，汉译后即

为“天主教”，这就导致东西方教皇之间开始对立。源同而分流，以至于东西教会至今未能

统一，也同样因为这一原因，阿列克修斯才一开始并不愿向西方教廷求援，直到突厥人达到

自家门口，阿列克修斯才不得不做此选择。 

（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与结果 

1、东征的酝酿 

在罗马教廷的皮亚琴察会议上，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接待了这位来自于东方的使者。

不仅如此，乌尔班在仔细考量之后还决定支援东罗马帝国。这一决定直接影响了持续几个世

纪动荡不安的欧洲社会。乌尔班二世为什么会同意出兵呢？史学家认为可能是以下两个原

因：一、东征若成，就可以推动两教合并，自己则可流芳百世；二、借助东征的力量，可以

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盖过伪教势力，力压神罗皇帝。实际上，教皇和皇帝的分歧早在此前就

开始出现，自乌尔班的上任教皇格里高利与神罗皇帝亨利四世争权开始，教皇和皇帝就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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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即使在著名的“卡诺莎之行”
①
之后，还是没能改变这种情况。亨利四世极力打压教

皇，并决定拥力一个自己的教皇，建立伪教。而作为正统教皇继任者的乌尔班二世却只能流

浪在外，在各地游说，参加主教会议，慢慢扩大自己的阵营。这也是乌尔班二世支持东征第

二点原因的合理之处。为了筹措东征的经费，乌尔班二世需要贵族的加入。于是在 1095 年

11月的法国克莱芒，乌尔班二世进行了一场极具煽动性的著名演讲。对于基督徒来说，“圣

地”是神罗人们梦寐以求想要到达的乐土，“朝圣”更是早在 4 世纪就已经开始的惯例，对

他们来讲，耶路撒冷就是最大的吸引力。许多人为了踏上“朝圣”之路，在 1095年和 1096

年间用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作抵押以获得贷款。乌尔班二世便借助人们对于朝圣的向往，以“驱

除异教，夺回圣地”为主题切入，他还非常强调远征能够赢得的精神奖励，“若你们中有谁

踏上了征途，不为对尘世诸物的欲望，而是为自己灵魂之救赎与教会之解放，你们将赎清自

己的所有罪责，成为一场彻底而完美的告解” 。参与远征就能得到赎罪的奖赏，这个话题

的提出旨在更进一步地扩大十字军运动的吸引力，即使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死去，“因我主的

仁慈大爱，他将归入永生”。正是教皇的这种“保证书”式的话术让贵族、骑士和平民百姓

踊跃参加甚至为之狂热。 

2、东征的过程与结果 

隐修士彼得也是乌尔班二世的积极响应者，他负责的便是对平民百姓的号召。随之而来

的就是带着“朝圣”目标的百姓们很快聚集在一起。当十字军号角吹响之后，成千上万的农

民跟着他组成所谓的“平民十字军”。他们急于向东进发，在四月份就约定在科隆集结出征，

这几支先后出发的队伍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杂，无纪律”，经过一路的烧杀抢掠，

他们于十月份到达君士坦丁堡。阿列克修斯面对这群乌合之众，也是无法将其置之门外，本

想安顿好他们等待正规军的到来，但是又担心长时间的居住对对当地的百姓造成极大的困

扰，于是阿列克修斯就放他们进入了突厥人的地盘。这些平民军一出城就如同释放了野蛮的

本性，点燃了心中的怒火，他们对当时生活在突厥地盘的希腊平民进行了歇斯底里的屠杀，

在真正面对突厥人时，由于其武器装备的落后和未经受过正规的训练。不出意外，轻而易举

地被突厥人击溃，落荒而逃。平民十字军无组织无纪律，给当时还未出发的正规军抹上了臭

名。但贵族们解放圣地的意志并没有被平民军带来的恶劣影响所动摇，正规十字军按原定计

划于 8月中旬出发，士兵们在衣服上缝上红色十字，神职人员则高举十字架。正规十字军队

伍集结了约十万人，在戈弗雷的率领下，十字军中很少有人惹是生非，整支队伍的纪律性都

很强，在十二月到达君士坦丁堡，另一支雨果的队伍也在此时到达。有了前车之鉴，东罗马

帝国并没有放他们入城，阿列克修斯为其提供粮草补给。但考虑到十字军渡海之后己方的利

益问题，阿列克修斯想要十字军向他示忠，许诺到达小亚细亚之后打下的领土要成为东罗马

帝国的附属国。十字军自然否定了这一提议，双方僵持三个月，最终戈弗雷假意宣誓渡过了

海峡。经过七个月的长途跋涉，十字军到达亚洲，连续攻下各个重要城池，1099 年终于到

达耶路撒冷。又经过一个月的围城，终于破开城门，屠城占领，并在此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

标志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 

二、东征路上的平民十字军 

（一）平民十字军军队的构成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结构等级分明，以法兰西为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神职人员、

贵族和平民。平民占总人口的 90%以上，而且平民从小接受神职人员的教育，被灌输以基督

教的信仰，因此平民自小就存在这种对上帝的崇拜、对圣地的向往、对救赎的渴望。乌尔班

二世演讲中的话语是对所有的基督教徒说的，但实际上，在克莱芒演讲中，为了激起西方的

回应，乌尔班二世采用的叙事手法是经过仔细权衡的，意在吸引他最需要的那类十字军战士，

 
① 卡诺莎之行：又称“卡诺莎之辱”。1077 年 1 月，德皇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

莎城堡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忏悔罪过”。三天三夜后，教皇才给予亨利四世一个额头吻表示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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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指军事战力方面，也有社会影响力方面。而阿列克修斯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支雇佣军，事

实上，东罗马帝国向来依靠雇佣军打仗，这次也不例外。但乌尔班二世的目标当然不仅限于

此，他的演讲所具有的吸引力脱胎于一个更大的谋划：激发大众热情，募集起一支战力可观、

纪律可控的军队，来满足东罗马帝国非常具体的军事目标。但平民十字军的集结与不按计划

的过早出征是令乌尔班都未曾想到的事。显而易见，这支队伍与乌尔班所想要的队伍是截然

不同的。 

平民军的集结者和领导者是一位名叫彼得的隐修士，彼得在听完乌尔班激动人心的演说

后，也借着东方基督徒受难消息所激起的热情与怒气，发给了民众的十字军。与教皇不同，

彼得的呼吁并不成体系，他没有设定出发日期，也没有筛选什么样的人应该或不应该参与远

征，其结果就是大家随意参与。乌尔班二世低估了这场演说对于神罗基督徒的威力，尽管他

极力限制东征的参与范围，不断提高参与门槛，但在热情高涨的民众面前，一切都挡不住他

们。为了实现自我救赎，到达天国，逃离这一片“污秽肮脏、粗野鄙陋、一无所有”的地方。

平民们片刻都不愿再等，只想着尽快出发。参与到平民十字军的有主教、神职人员、僧侣，

然后是大多数的俗世贵族、领地王公以及所有普通民众，还有与虔诚者一样多的罪人，如通

奸者、杀人犯、小偷、作伪证者和强盗，只要是怀着基督信仰的各色人等，包括女性，都积

极地参与到这场远征中。吉柏特·诺萨这样描述这些平民军：“有的穷人，装蹄铁于公牛，

像对马的做法一样，再把什物和儿童堆载于车上出发”。这批十字军装备极差，但依然不忘

沿途进行掠夺和抢劫。 

（二）东征路上的两支十字军 

1096 年 4 月，一群骑士开始从莱茵河出发，随行的还有教士、老人、妇女、小孩。正

是这第一波浪潮，后来被称为“平民十字军”。隐士彼得向百姓们描述：东方有蜂蜜、牛奶、

酒、面包，赶快离开这穷苦之地，结束你们的艰苦，踏上朝圣之路吧。百姓们相约集结在神

罗的科隆，队伍分成四支，本文着重讲的是更具有代表性的前两支队伍的行军过程。第一支

队伍约两万人，由彼得带领，在四月底浩浩荡荡地向东罗马帝国进发。彼得骑着驴，少有的

贵族骑马，剩下的主体是步行的农民。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队伍沿途有无业地痞流氓的加

入，也有善良百姓的跟随，表现出杂乱的景象。客观来讲，彼得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并不

善于管理军队，仅凭他一人之力，根本无法控制百姓们的情绪和行为。底下的百姓和小头目

们总是在沿途的村庄寻衅滋事，打砸抢烧，用自己手中的斧头和铲子掳掠食物钱粮，谋害路

人性命。平民军在经过匈牙利的时候，还与他们产生了冲突，平民军杀害了四千余匈牙利人，

抢走大量补给品。平民军一路杀人放火，无法无天。阿列克修斯听到消息，他深知这支队伍

的不稳定和善变的性格，于是派兵前往索菲亚稳住平民军，以保护当地的百姓。阿列克修斯

建议平民军等待正规军的到来，但彼得“对自己的群众充满了信任”，然而在索菲亚按兵不

动，平民军又向当地的希腊人伸出了魔爪。阿列克修斯只好打开城门让军队进入突厥人的地

盘。“他们小心翼翼地潜入突厥人的地盘，然后突袭抢劫当地的村民，而村民全是希腊基督

徒……又以令人发指的蛮性折磨屠杀当地的基督徒”
①
，他们借着圣战能洗清冤孽的后盾，

释放野蛮的天性。当真正面对突厥人时，这支毫无军队素养，靠着大刀斧头的平民军直接被

击溃，只剩寥寥数人逃回君士坦丁堡。 

比第一支队伍更加狂热、残暴的是紧随着第一支队伍出发的第二支平民军。这支队伍主

要来自于神罗，领导者是艾米乔公爵。这些平民彼此联系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信仰的狂热，

他们满心满耳都是关于东方的种种惨剧，而末日启示的故事又在恐吓和推动着他们。在这样

一种状态下，他们很快找到了一批替罪羊——犹太人。在《圣经》中写道：“当世界上出现

反基督者时，末日审判即将来临。”乌尔班在演讲时，口中的“反基督者”并没有明指是穆

斯林，他用的字眼是“恶魔、异教徒”，于是，经过这群极端狂热的信徒来说，犹太人是异

教，就是反基督者，这层解读再加上西欧人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厌恶——犹太人是一种“不

 
① 见 Steven Run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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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的种族，具有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倾向，并且犹太人有着优秀的经商能力，是百姓的

债主。在这些原因的驱使下，平民军对犹太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在沿途见到犹太

人就杀，毫无怜悯之情。“犹太人看到这些基督军队怎样对待他们和他们幼小的孩子，老幼

妇孺全不放过，他们情愿自杀或杀死同伴”
①
。当地的主教打开城门为他们提供庇护，然而

平民军还是攻破城门进行屠杀。行军直到匈牙利，两军经过近六个星期的交战，这些极端分

子全部被歼灭。 

平民军的失败证明了，一支军队如果单靠信仰而没有纪律和智慧的话，是无法打开前往

耶路撒冷的道路的。事实上，以平民军这种恶人行径，即使有出发前教皇给他们做出的保证

“参与东征就能获得救赎”，他们死后真的会上天堂吗？天堂会有他们的栖息之所吗？ 

三、平民十字军失败的的深层次原因 

（一）领导力的缺乏 

平民十字军的失败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以缺乏战斗素养的平民百姓作为军队的主力，本

身就无优势可言。仅仅依靠宗教信仰的确能够拉拢一批人，但战争所需要的并不只是普普通

通的“人”，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正规军队，这也是乌尔班起初所希望得到的军备力量，

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从外部原因来看，平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彼得的

领导不力。前文提到，彼得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而不是军队的领导者，他可以在平民军中充

当精神领袖，但合格的军队最不能缺乏的就是能够维持军纪，治军严明的主将。平民军中有

极端狂热分子，也有带着虔诚之心踏上朝圣之路的善良百姓，对他们来说，最终没能站在耶

路撒冷的土地上，却在狂热分子的影响下不自觉地走向信仰的极端，参与到屠杀的队伍之中，

最终死在异国他乡的土地，这未尝不是一种悲哀。 

（二）受压迫的平民，权力的工具 

前文提到，中世纪西欧社会阶层可以分为三个等级：一是神职人员；二是贵族、骑士；

三是平民百姓。西欧社会等级森严，前两级可以转化成为平民，而平民想要升到上层阶级是

难如登天的。在这种社会等级下，食物代表着社会地位，进而体现着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巨大

差距，这就是平民想要离开的现实原因。当时的西欧农民处境极为悲惨，1089-1095年，欧

洲连续七年旱灾，同时又遭遇瘟疫袭击，大量人员死亡。但封建领主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赋税，

反而加重农民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农民把自己托于宗教， 寄希望于来世；有的农民

则举起了武器反抗压迫。城市商人也是蠢蠢欲动，他们希望扩大贸易，夺取地中海的商业垄

断权。这一切都在说明在西欧社会内部存在着一股很不稳定的势力，他们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这些社会阶层的各色人等：士兵、商人、走私者、逃亡农奴。这股求生无靠的人们一旦被点

燃怒火，就会爆发一场战争，而教皇的演说为他们提供了动力。这群人持着落后的武器装备，

心中燃烧着信仰的火焰，在东征道路上释放野蛮的天性，梦想着能够踏入圣地获得救赎。但

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突厥人的弓箭和匈牙利人的刀枪就让他们明白现实的残酷。武备的落

后、神学对百姓思想的禁锢使这群人带着从出生就开始相信的、崇敬的“神”走向生命的尽

头。结合平民们的远征动机，我们发现平民们更多是被教会和贵族阶级当做东征的工具而存

在的。 

（三）思想的桎梏，哲学的囚笼 

在西欧的社会等级划分上有三个等级，但是从教育信息结构的角度来看，贵族和平民都

需要接受教会的神谕，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耶稣降世、传播上帝福音的故事。当时西欧

并没有印刷术，手抄本《圣经》是极为珍贵的，平民百姓只有在礼拜上听教会的演说，这样

也导致了百姓们没有思辨能力，民智不启。平民百姓心中只有对基督神的崇拜、对朝圣的向

往、对自我救赎的渴望，这样就很好地将民众的思想套上枷锁而任由上层阶级摆布。从哲学

的层面来讲，西方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时期。首先是公元前 6—公元 5世纪的古代哲学

 
① 彼得·弗兰科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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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这一阶段的哲学发展极具活力，人们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后来又转向研究人本身。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类的著名哲学家。但是在中世

纪哲学阶段，人们的思想犹如被关进了经院哲学的囚笼。在教皇国统治下，允许下层人民思

考的只有“神”，只允许人们研究神人关系、研究耶稣、研究教会、研究三位一体。这一时

期是经院哲学的全盛时期，奉基督教义为无上权威，简单来说就是“宗教至上、信仰至上”。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身为下层的平民只有被动地接收神学知识的灌输，而缺乏对自我认识的

启发，这就显现出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乃至后来的启蒙运动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启发是多么珍

贵。因此这一点也是平民十字军为何如此狂热达到极端的原因之一。 

结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基本概况，对十字军东征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

析，之后以平民军的视角论述了前两支平民十字军东征的具体过程，并简单分析了影响平民

十字军最终失败的主要因素。作为中世纪最没有权力的阶层，平民不仅在身体上承受着上层

统治阶级的压迫，在思想上还始终被教皇的宗教神学束缚者，他们天真地带着朝圣的梦想踏

上前途未卜的东征之路，渴望得到真主的救赎，但最终倒在了异国他乡。时间在等待着一场

革命的到来，固化的阶级注定会被推翻。 

回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群披着宗教外衣的刽子手所组成的队

伍，东征的胜利是从茫茫血海中获得的胜利。基督教徒占领了他们的圣地耶路撒冷。但整个

过程中附带着的，是上万条犹太人的性命和耶路撒冷整个城池的人民。或许从戈弗雷下令屠

城的那一刻开始，基督徒早就把人道抛诸脑后了。他们渴望去往的天堂真的会收留他们吗？

或许会像阿克顿说的那样：“历史是人类的良心——剥削者和谋杀犯可以得到善终，但他们

不可能永远逃脱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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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gion of the Crusades from a civilia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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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there was a war of the century waged by Christians against 

Muslims - the Crusades. The war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spread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even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in the Renaissance of the 16th century. 

During the First Crusade, a civilian crusade was the first to set out, but it was ultimately defeated for 

various reason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civilian crusade in the First Crusade, and try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 of civili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usad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ultimate failure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civilian crusade. This not only helps to provid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but also helps us to get closer to the 

Middle Ages and experience the religious fanaticism of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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