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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旧礼仪派与罗曼诺夫王朝

国春雷

【 内 容 提 要 】 肇始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早期“尼康改革”

的旧礼仪派，一直以反对者的姿态伴随王朝始终。在罗曼诺夫

王朝教俗两界统治阶级的联合镇压下，旧礼仪派教徒被迫转入

地下或逃亡国外，凭借严格遵守教规、勤俭善良的优良品行和

积极合作的团体精神不断发展壮大。历经 17—18 世纪之交的隐

忍图存、18 世纪的务实发展和 19 世纪的迅猛发展，及至十月革

命前夕，终于成长为俄国最大的民间宗教组织。旧礼仪派对罗

曼诺夫王朝早期的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对 19—20 世纪之交

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旧礼仪

派在工商业和金融业方面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

罗曼诺夫王朝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领头羊。旧礼仪派大力赞助罗

曼诺夫王朝的文化事业，为保留俄国古代文化遗产和生活习俗、

促进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旧礼仪派与罗曼诺夫王

朝的关系及其对俄国近代史的深刻影响，尚需学界加强认识并

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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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礼仪派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时期最大的民间宗教组织，对该王朝产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引起俄国学界关注。俄国留存了大批有关罗曼诺夫王朝与旧礼

仪派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旧礼仪派与东正教会的论辩作品、旧礼仪派的会议纪

要和组织规章、罗曼诺夫王朝颁布的相关法令等。俄国学者利用上述文献，集中

在简史、社会和内部组织三个领域对旧礼仪派展开深入研究。在第一个研究领域，

Ф.Е. 梅利尼科夫的《古代东正教会简史》具有较高学术地位 a。Н.М. 尼科利斯

基的《俄国教会史》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旧礼仪派历史的作品，

已被译成中文 b。在第二个研究领域，首推 Д.Е. 拉斯科夫的《旧礼仪派的经济制

度》，该书利用现代经济学原理，对旧礼仪派在罗曼诺夫王朝经济活动中的地位

和作用进行了专业剖析 c。在第三个研究领域，В.М. 安德松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旧

礼仪派的内部教派，其研究成果是了解旧礼仪派内部组织的入门作品 d。不过，

关于旧礼仪派与罗曼诺夫王朝的关系及相互影响，俄国学界还缺少系统的阐释。

我国的旧礼仪派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俄国史和东正教史专家仅在部分专著中提

及了该教派的形成和特征，并未分析该教派对罗曼诺夫王朝各社会领域的深刻影

响。本文分析了旧礼仪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征，在梳理该教派发展历程的基

础上，尝试归纳并评介旧礼仪派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影响。

一、尼康改革与旧礼仪派的形成

（一）尼康改革的时代背景

伊凡四世去世后，俄国陷入史无前例的“大混乱时期”。其间，权臣篡位、

外敌入侵，延续 7个世纪的留里克王朝土崩瓦解。1613 年，大贵族 М.Ф. 罗曼诺

夫登基，创建沙皇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新王朝建立后，虽然在内政外交方面励

精图治，但收效甚微。及至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位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上台，

将“大混乱”之后的国家“引向秩序”遂成为首要国策 e。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

a　Мельников Ф.Е.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Барнаул.:БГПУ，1999.

b　[苏]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丁士超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c　Расков Д.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СПб.: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 ун-та，2012.

d　См.:Андерсон В.М.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и сектантство.С-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ние В.И.Губинского，1908.

e　Федоров В.Ф.，Моряков В.И.，Щетинов Ю.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М.:ТК Велби，2005，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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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了强化东正教的必要性。第一，对刚刚征服不久的

东西伯利亚和东乌克兰加强思想控制；第二，留里克王朝在民间的影响依然强大，

伊凡四世颁布的《百条宗教决议》在东正教徒中享有崇高威信，直接威胁着罗曼

诺夫王朝的权威，因此清除旧王朝的影响至关重要；第三，新王朝选择了普斯科

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于1523—1524年提出的“第三罗马”a作为国家发展的宗教-

政治理念，为此必须扫清思想混乱的障碍。在当时的社会思想发展阶段，宗教改

革显然是实现上述必要性的最佳手段。为此，首先应统一全国各地内容抵牾的经

书与杂乱不一的宗教礼仪。

1640 年，围绕在沙皇忏悔神甫 С. 沃尼法季耶夫身边形成了一个“笃信古代

宗教小组”。小组提出修正经书、统一宗教礼仪的纲领，得到沙皇的肯定与鼓励。

但在修正的标准方面，小组成员分为两派。沙皇支持以尼康为首的一派，认为应

该以希腊经书和礼仪为标准；部分权贵则支持以阿瓦库姆为首的另一派，认为应

该以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未被修改过的古罗斯经书和礼仪为标准 b。1652

年，这场争论以尼康担任俄国东正教会牧首而迅速公开化。

（二）旧礼仪派的形成

1653年，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要求全体国民改用希腊教会的经书和礼仪，

史称“尼康改革”。改革得到沙皇政府的热烈赞同和积极支持，也遭到部分神职

人员和许多教徒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 c。1654 年，牧首命令印刷修改过的新版

经书，要求所有神职人员使用新经书的同时改用新礼仪。

中下级神职人员主张保持旧经书和旧礼仪，并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他们

习惯了旧经书和旧礼仪，不喜欢教会强加的改革内容。第二，“第三罗马”理论

抨击了“第二罗马”，倘若按希腊人的意图修改经书和礼仪，便是对俄国东正教

的亵渎。第三，篡改伊凡四世订立的《百条宗教决议》是对传统的背叛 d。事实上，

中下级神职人员反对改革另有原委。这些人文化水平较低，大多凭借口耳相传学

习礼拜知识，看不懂新经文。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构成的普通民众与下级

a　该宗教 -政治理念指出：“第一个罗马由于它任凭异端在早期基督教会中盘根错节而灭亡。第二个罗马（拜

占庭）由于它同渎神的拉丁教徒缔结合并协定而陷落。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递给莫斯科国家。它是第三个罗马，

也是最后一个罗马，因为第四个罗马是不会有的。”参见 [苏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王先睿、

冯加方、李文厚、郑天星等译，王先睿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7 页。

b　Федоров В.Ф.，Моряков В.И.，Щетинов Ю.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C.100.
c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8 页。

d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2、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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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关系密切，十分容易受到他们反对改革宣传的影响。而且，普通民众也

不愿意学习新礼仪 a。

反对尼康改革的神职人员与东正教会展开激烈争辩，并将越来越多的教徒裹

挟进来。为解决争端，沙皇米哈伊洛维奇授意东正教会于 1656 年、1666—1667

年两次召集高级神职人员列席的宗教大会，将使用旧经书和旧礼仪的东正教徒斥

为“异端”，并进行了诅咒。坚持旧礼仪、反对尼康改革的神职人员与教徒开始

自称“旧教徒”，沙皇政府则称其为“分裂派”，后改称“旧礼仪派”。至此，

俄国东正教会正式分裂，旧礼仪派形成。

（三）旧礼仪派的宗教特征

旧礼仪派在经典、教义和宗教礼仪方面均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官方东正教会的

特征。

旧礼仪派使用俄国东正教会头 5 位牧首时期的手抄本经书或以此为基础的旧

版印刷书。17世纪中期之前，印刷术在俄国还没得到普及。神职人员使用的经书，

往往是根据希腊经书翻译过来的手抄本。由于不同译本的翻译略有出入，加之传

抄过程中的失误，旧教徒使用的经书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差异甚至错误。不过，

旧教徒对旧经书有着特殊的理解，认为古代经文拥有不可磨灭的功能，可以真实

准确地传达上帝恩泽，修改了的经书已失去了与上帝沟通的能力 b。因此，旧教

徒十分排斥修改过的新经书。

旧礼仪派在与罗曼诺夫王朝教俗两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基督教教

义，主要体现在新神甫学说、“世界末日”和“敌基督论”上 c。17 世纪末，随

着旧礼仪派神职人员纷纷去世，旧教徒陷入窘迫的“神甫危机”。这是因为，神

甫是圣礼的执行者，在旧教徒的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神甫缺失，旧教

徒分为两派。“神甫派”主张接纳从东正教会逃奔过来的神甫。“无神甫派”则

拒绝接受这类神甫，认为真正的神职人员已消亡，应选举世俗教徒来主持宗教活

动。旧礼仪派形成后，遭到俄国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失望的旧教徒根据《圣经》

中对世界末日的描述，比附当时自然界和社会发生的一些情况，认为世界末日即

将来临。在《圣经》的记载中，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必有反对上帝、迫害基督徒

a　[苏 ]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第 149 页。

b　Никольский С.Я.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единоверие в 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Ставрополь.: типо-литогр.Т.М. 

Тимофеева，1898，C.5. 
c　Мельников Ф.Е.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C.123-125；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

改革（1861—19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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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基督”降临。开始，旧教徒认为牧首尼康是敌基督，而后又认为彼得一世

才是敌基督。由于世界末日迟迟不到，他们将敌基督定义为一个可以延续的特殊

群体。

与官方东正教会不同，旧礼仪派坚持古代宗教礼仪。这种差别，突出表现在

祈祷画十字的方法上：旧教徒使用食指和中指两个手指，东正教徒则使用拇指、

食指和中指三个手指。旧教徒坚持两指法的理由为：俄国东正教由拜占庭帝国传

入，而在拜占庭古代圣像画上，用两指法画十字的形象比比皆是。因此，旧教徒

认为两指法具有正统和准确的含义。此外，在其他一些礼仪方面，旧礼仪派也不

同于东正教会。例如：进行圣十字巡行时，旧教徒呈顺时针方向，而东正教徒则

呈逆时针方向；旧教徒祈祷时呼喊两次“哈利路亚”，东正教徒则喊三声；旧礼

仪派祭坛上摆放七块圣饼，东正教会则摆五块；旧礼仪派使用造型古朴的八角十

字架，且上面没有耶稣受难像，东正教会则通用四角、六角和八角十字架；等等。

二、旧礼仪派的发展

根据俄国政府对旧礼仪派的相应政策，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17—18 世纪之交的隐忍图存

罗曼诺夫王朝早期政治动荡，教会分裂不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所以阿列克

谢·米哈伊洛维奇、А.Р. 索菲娅和彼得一世接连对旧礼仪派进行打压。起初，

旧教徒为恢复名誉，多次与东正教会展开公开辩论。结果，1666—1667 年的“莫

斯科宗教大会”以决议形式否定了旧礼仪派的合法地位。如果说之前的论辩与抗

争尚属东正教会的内部事务，那么现在的旧礼仪派则变成了官方教会的异己分

子 a。1682年 7月，旧教徒趁射击军叛乱冲入克里姆林宫，与牧首展开辩论。结果，

А.Р. 索菲娅于 1685 年颁布特别法令，大肆搜捕、屠杀旧教徒。

和平斗争方式失败后，旧礼仪派联合士兵与哥萨克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斗争方

式，直接介入农民起义和哥萨克民族解放运动。1667—1671 年的斯捷潘·拉辛农

民起义、1668—1676 年的白海索洛维茨修道院起义、1707—1708 年的顿河哥萨

克“布拉文起义”，处处可见旧教徒的身影 b。俄国教俗两界统治阶级自然无法

a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М.:Институт ДИ-ДИК.，2009，C.231.
b　[ 苏 ]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乐峰、沈翼鹏、郑天星、张伟达等译，乐峰校，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30、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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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这种公开的军事对抗，对付旧教徒的手段不断升级，由监禁、流放、革除教

门到肉体刑罚，直至砍头、烧死。

鉴于旧教徒人数众多，彼得一世采取了两手政策：坚决镇压敢于武装反抗的

旧教徒；不再追捕普通旧教徒，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教规生活，但对其加重剥削。

例如：俄国政府向旧教徒征收高于普通人两倍的赋税；旧教徒还要为大胡子承担

经济损失，俄国政府对坚持留大胡子的人征收“胡须税”a。彼得一世还采用种

种手段羞辱旧教徒，将其塑造成时代进步的反面教材，以达到孤立他们的目的。

例如，立法要求留大胡子的人必须穿传统服装，任何人见到留大胡子而不穿传统

服装者均可将其扭送至官府，并可为此得到半数罚金 b。

在上述形势下，旧教徒逐渐放弃武装对抗，要么隐匿身份偷偷活动，要么逃

亡到边远地区隐居。为更好地保护自身和维持信仰，旧教徒开始在各地组建社团。

例如，17 世纪 70—90 年代在切尔尼戈夫、17 世纪 80 年代在伏尔加河吉尔任涅茨

流域、1685 年在顿河流域、1694 年在奥涅加湖畔等地成立了一大批社团组织 c。

（二）18 世纪在政府打压下务实发展

叶卡捷琳娜二世积极调整国内外政策，意图把俄国打造为欧洲第一强国。在

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女皇采取威逼利诱和欺骗的手段，充分利用了旧礼仪派。

17—18 世纪之交，旧教徒为躲避俄国统治阶级迫害，大举向偏远地区逃亡。

向东进入彼尔姆，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向南渗入顿河、伏尔加河流域；

向西迁入波兰边界，深入乌克兰与多瑙河一带；向北推进到诺夫哥罗德，远涉白

海沿岸。旧教徒开垦荒地、播种粮食，发展养蜂、捕鱼、畜牧等多种副业，在荒

郊野外建立起许多村落。但是，俄国军队不久便尾随而来，抢占旧教徒开辟的耕

地与村落，逼迫他们逃向更远的地方 d。俄国政府不断重复这种手段，利用旧礼

仪派的辛勤劳动，为封建贵族开发大片土地。

在抢占旧礼仪派村落的过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发现旧教徒具备极强的野外

生存能力和丰富的开发自然经验。于是，她号召国内农民向西伯利亚深处移民，

并许诺给予免除三年赋税和徭役的优惠。同时，用暴力手段将伏尔加河流域的旧

教徒赶往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区。1764 年，她命令 Н.И. 马斯洛夫将军把逃

a　陶慧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9 页。

b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张咏白、郝建恒、高文风、徐景南译，郝建恒、

徐景南校，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26—127 页。

c　Катунский А.Е.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М.:изд.Политиздат，1972，C.30-31.
d　Липинская В.А.Старожилы и переселенцы，русские на алтае 18-начало 20 вв.М.:Наука，1996，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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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波兰边界斯塔罗杜布和韦特卡的数万名旧教徒押解至外贝加尔 a。大概受此影

响，1765 年、1766 年和 1768 年的档案显示，阿尔泰边疆区、新西伯利亚州和哈

萨克斯坦东部的旧教徒人数在这三年内迅速增长b。女皇将大批旧教徒引入东部，

大致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西伯利亚地广人稀，是俄国疆域中亟待开发的地区；

第二，西伯利亚驻军和矿区的粮食供给紧张，需要就近建立粮食生产基地c；第三，

将俄波边界的旧教徒迁走，可以为顺利瓜分波兰扫清障碍。当边疆建设趋于完备，

俄国政府便开始限制农民向西伯利亚迁徙，对移民加强行政管理，取消优惠并不

断增加赋税 d。

此外，叶卡捷琳娜二世觉察到旧礼仪派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猛，遂于 1762

年下诏邀请旧教徒返回俄国内地，答应饶恕其罪行，准许他们留大胡子、穿民族

服装、有权出庭作证并担任职务。1782 年，又下令取消旧教徒的双倍赋税 e。实

质上，俄国政府是希望从新兴的旧礼仪派资产阶级身上榨取油水，增加财政收入。

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以来的一个世纪，俄国政府赋予旧礼仪派些许自由，允

许其由地下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其实是为了利用他们，并没有改变对其一贯的歧

视和迫害。不过，始终未被官方承认的旧礼仪派，反过来也充分利用了俄国政府

赋予的宽松政策，低调而务实地发展经济、招收教徒，夯实了日后翻身的经济基

础和群众基础。

（三）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迅猛发展

1861 年 3 月 2 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告俄国废除农奴制，标志着俄国由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从此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

放了农民，从而直接促进了旧礼仪派的壮大和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861 年改革后，农民从地主手中解放，宗教信仰约束亦有所放松，公开加入

旧礼仪派的人数激增。据官方统计，19 世纪 60—70 年代俄国许多省份有成千上

万的人加入旧礼仪派 f。旧教徒队伍不断壮大，通过人力、技术和资金推动了俄

a　Аргудяева Ю.В. Русские старообрядцы в Маньчжурии.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ВО РАН，2008，C.16.
b　Болонев Ф.Ф.Старообрядцы Алтая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опыт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Барнау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ЮИ，2001，C.37.
c　Липинская В.А.Старожилы и переселенцы，русские на алтае 18-начало 20 вв. C.18.
d　Шитова Н.И.Рукописи старообрядца Т.Ф.Бочкарев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 

Уймона (XVIII-XXI вв.).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 РИО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ий гос.ун-та，2013，C.33-34.
e　Указ «О не собирании в казну двойного оклада с городских и сельских жителей».20 августа 1782 

года IIПСЗ.ио 15473，Т.21，C.634.
f　[苏 ]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第 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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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首先，大批旧教徒生力军涌入市场，为俄国经济发展提

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其次，旧教徒采用农机、蒸汽机等先进机器，大幅提高

生产效率，成为俄国农业和工业领域技术革新的典范。最后，善于经商和积累的

旧教徒积攒了巨额财富，组建起庞大的金融集团，以投资、信贷等方式为各类经

济活动注入资金，增强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旧礼仪派进一步壮大，旧教徒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1905 年，俄国面临严重的国内外危机。其时，旧礼仪派经济实力雄厚，教徒

众多，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迫使俄国政府主动向其靠近并示好。1905 年 4 月

17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承认旧礼仪派合法地位的《加强信仰宽容原则的最高

法令》。自此一直到1917年，被教会史学家称为旧礼仪派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到来 a。此间，旧教徒不再满足于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和宗教地位，开始谋求政治

身份，并以实际行动介入到国家的内政外交中。1917 年 3 月，罗曼诺夫王朝被推

翻。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旧礼仪派与沙皇政府数百年的纠葛也宣告结束。

三、旧礼仪派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影响

17 世纪中期兴起的旧礼仪派，贯穿罗曼诺夫王朝始终。旧教徒拥有广泛而

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诸多社会群体盘根错节，深刻地影响了俄国近代社会的各个

领域。

第一，旧礼仪派对罗曼诺夫王朝政治产生深刻影响。该影响主要发生在 17 

世纪后半期至 18 世纪初以及 20 世纪初，即王朝的早期与晚期。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伊始，旧礼仪派从三个层面严重影响了俄国政府的政治

稳定。首先，旧礼仪派与东正教会在各种场合展开旷日持久的辩论，引发社会

思想混乱，加剧了新王朝的政治动荡。其次，针对新王朝统治者的连续打压，

旧礼仪派开始介入农民和哥萨克起义，甚至协助敌国对抗沙皇，给新政权带来

极大威胁。例如：逃奔克里木汗国的涅克拉索夫哥萨克（该支哥萨克全部皈依

旧礼仪派）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在18世纪上半期不断骚扰南俄地区，

鼓动 50 多万农民逃离俄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彼得一世开辟南方出海口的

a　Мельников Ф.Е.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C.39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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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 a。最后，旧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逃往荒僻之处隐居，导致俄国丧失大量

纳税人口，冲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财政基础。据统计，仅在 18 世纪逃往国外

的旧教徒便有百万之众 b。

20世纪初，旧教徒在俄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攀升 c。人数众多的旧礼仪派，

不可能脱离俄国 20 世纪初期风云变幻的社会运动。不过，这一时期的旧礼仪派

并没有作为一支宗教力量介入政治运动。换言之，旧教徒并非以宗教组织的形式，

而是以其他身份影响了俄国政治的两个发展方向。

部分富有的旧教徒凭借经济实力跻身俄国政坛，热衷于组建政党并参与国家

杜马选举。其中，旧教徒 А.И. 古奇科夫于 1905 年 11 月组建的“十月党”最具

影响力 d。此外，有些旧礼仪派资本家出资赞助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活动。

例如，大工厂主 С.Т. 莫罗佐夫与左派组织关系密切，曾收留并庇护布尔什维克

党员 Н.Э.鲍曼，与 Л.Б.克拉辛和作家高尔基交好，资助《火星报》《新生活报》

《斗争报》的创刊与出版 e。

多数贫困旧教徒的政治倾向十分明显。他们不能忘记历史上沙皇给旧教徒带

来的伤害，因而继续反对沙皇政府；他们也厌恶富有旧教徒的剥削，从教义角度

将经商和信贷视为邪恶的魔鬼行为，故而十分鄙视资产阶级 f。1885 年，旧礼仪

派资本家管理的莫罗佐夫纺织厂爆发大罢工，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深远影响，

有不少贫困旧教徒参与了这次罢工。列宁、邦契 - 布鲁耶维奇很关注旧礼仪派中

蕴含的民主成分，希望能团结旧教徒共同反对沙皇专制统治 g。在 1903 年召开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团结旧教徒的《关于为教派信徒

出版报刊的决议草案》h。

a　Казаки-некрасовцы:язык，история，культура.отв.ред.Матишов Г.Г.Ростов-на-Дону.:Изд.ЮНЦ 

РАН，2012，C.18-20.
b　Пригарин А.А.Русские старообрядцы на Дуна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этно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в 

конце XVII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в.Одесса-Измаил-Москва.:СМИЛ-Археодоксия，2010，C.31.
c　关于旧教徒在十月革命前的总人数，С.Б. 费拉托夫认为至少占俄国总人口的 1/10（即 1 600万），П.Н.米

留可夫推测有 2 500 万，О.Л. 沙赫纳扎罗夫则估算为 3 700 万。См.:Филатов С.Б.Религия и общество:Очерк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СПб.:Летний сад，2002，C.247.;Милюков П.Н.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Т.2，ч.1，C.148.;Шахназаров О.Л.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и большевизм//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02. № 4.

d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 页。

e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5 页。

f　Шахназаров О.Л.Корни рус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07. № 6.

g　Белов Л.В. Секты，сектантство，сектанты.М.:Наука，1978，C.3.
h   《列宁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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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旧礼仪派在工业、商业和金融业领域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7 世纪末，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旧教徒开始大规模逃亡。在当时的生产力背

景下，最初的旧教徒村落均优先发展农业。旧教徒村落坚持平等原则，劳作分工

明确，禁止出现雇佣与剥削行为，具有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 a。所以，就经

济类型和组织制度而言，经营农业的旧教徒村落很难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许多旧教徒的避难处环境恶劣，并不适合开展农业，只能经营工商业

维持生存。这时，一度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村社制度，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旧教徒村落转化成旧礼仪派工商

业组织。旧教徒村落领导者通过信仰将教徒组织起来，利用他们热爱劳动、诚实、

团结的优良品行协调生产，逐步将村社企业化。同时，以信仰为联系纽带，开展

旧教徒村落间的贸易往来，形成稳定可靠的工商业联盟。于是，信仰的领导者变

成了工商业资本家，普通教徒则沦为雇佣工人 b。其二，旧教徒村落为躲避宗教

迫害，具有极高的流动性，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例如：

1736 年，旧教徒几乎充斥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的所有工厂；19 世纪末，

数百万旧教徒工人保证了俄国轻重工业的发展与升级 c。其三，旧教徒村落开发

边疆的过程，恰好和俄国扩大领土的过程相吻合，客观上为旧礼仪派工商业开拓

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d。

旧礼仪派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几乎是同步发展起来的，大致集中在三个区域。

17 世纪末，旧教徒逃到俄波边界斯塔罗杜布和韦特卡。这批旧教徒大多是手工业

者，制造大麻油、盐、皮革制品、雪橇和大车等产品，丰富了波兰西部和乌克兰

北部贫乏的手工产品市场 e。韦特卡是从斯塔罗杜布分离出来的旧教徒移民点，

主要由识文断字的修道士构成 f。这些修道士多属小商人出身，他们向斯塔罗杜

布旧教徒提供贷款和原料，收购其产品销往各地，开拓出遍布俄国西部的工商业

网络。17—18 世纪之交，旧教徒以顿河吉尔任涅茨隐修院为中心，开发出伸向俄

a　Шахназаров О.Л. Корни рус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b　Миронов Б.Н.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от традиции к модерну.Т.3.СПб.: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2015，C.439.
c　[ 苏 ] 尼· 米· 尼 科 利 斯 基：《 俄 国 教 会 史》， 第 272 页；Пыжиков А.В.Корни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большевизма.М.:ЗАО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Аргументы недели"，2015，C.90.
d　Пригарин А.А.Русские старообрядцы на Дуна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этно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в 

конце XVII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в. C.31.
e　Лилеев М.И.Из истории раскола на Ветке и в Стародубье XVII-XVIII вв.Вып.1.Киев.:Тип.Г.Т. 

Корчак-Новицкого，1895，C.83，85.

f　Там же. C.14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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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南部的工商业通道。其中，旧礼仪派农民控制了从下诺夫哥罗德到伏尔加河

下游的造船业与所有商业点，旧礼仪派工商业者则控制了从伏尔加河沿卡马河到

乌拉尔的商路和所有手工工场 a。1694 年，旧教徒在白海沿岸建立维格社团，联

合经营多种经济，从事农业、渔业、畜牧业和采矿业，开设磨坊、砖厂、皮革厂

和木材厂 b。维格社团利用集体财产投资旧礼仪派工业，进行贸易活动，逐渐在

俄国北方开辟出一片工商业基地。

旧礼仪派金融业是旧礼仪派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营主体是旧教

徒社团握有财权的上层人物。1771 年 9 月，旧礼仪派工商业资本家在莫斯科郊区

先后建造“罗戈日墓地”和“主易圣荣墓地”，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俄国最大的

两个旧礼仪派社团 c。旧礼仪派工商业资本家以这两个社团为活动中心，形成实

力雄厚的金融集团，通过低息贷款和资金入股的方式为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

充裕的现金流。在社团资金的支持下，旧礼仪派工业资本家引入新机器和新技术，

将手工工场转化成大机器生产的现代化工厂，推动了俄国工业革命的升级 d。旧

礼仪派商人有社团资金做后盾，有恃无恐地承包国家贸易项目、垄断粮食和纺织

品交易，将商业网络延伸到全国各地 e。旧礼仪派资本主义工商业与金融业交织

在一起，在20世纪初期控制了全俄资本的65%f。社会学大师 Б.Н.米罗诺夫坦言，

当时旧礼仪派成为俄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显著特征，旧教徒上层人物是俄国资产

阶级队伍中最具能力的人群之一 g。

第三，旧礼仪派热爱并传承古罗斯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斯拉夫主义色彩，

是俄国最顽固的反西化力量 h。归纳起来，旧礼仪派对罗曼诺夫王朝文化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旧礼仪派资本家热衷于赞助文化与艺术事业。例如，К.Т. 索尔达琼科夫将毕

生收藏的书籍和画作捐献给鲁缅采夫博物馆和俄国国家图书馆；С.Т. 莫罗佐夫

广泛结交并资助艺术家和作家，斥巨资修建莫斯科艺术剧院等艺术场所；П.М.特

a　[苏 ]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第 271—272 页。

b　Мельников Ф.Е.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C.139.
c　Козлов В.Ф.Москва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М.:АНО ИЦ，2011，C.32，296.

d　Поздеева И.В.Личность и община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Мир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Вып.5.М.:Изд.МГУ，1999，C.7.
e　[苏 ]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第 276—277、393 页。

f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第 284 页。

g　Миронов Б.Н.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от традиции к модерну.Т.3. C.400.
h　[俄 ]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孙静工译，郭从周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 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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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季亚科夫创建了举世闻名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旧礼仪派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并对俄国作家产生影响。旧教徒著有多部优秀文

学作品，其中阿瓦库姆撰写的《传记》“富有论战的气概，令人震惊的真诚，讽

刺性描写的魅力，语言和文体的光彩，在最‘精湛’的修辞和表现手法面前也绝

不落入俗套”a。旧礼仪派为俄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例如，П.И. 梅利

尼科夫根据下诺夫哥罗德旧礼仪派商人的生活，创作出俄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两部

曲小说《在森林中》《在群山里》。

旧教徒曲折的传奇经历以及对俄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俄国艺术家取之

不尽的灵感宝藏。例如，В.Г.佩罗夫于1880—1881年创作的《信仰之争》、В.И.苏

里科夫于 1887 年创作的《女贵族莫洛佐娃》、П.Е. 米亚索耶多夫于 1897 年创

作的《火烧大司祭阿瓦库姆》都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旧礼仪派为保存古代圣像画和教堂手工艺品、传承制作古法做出巨大贡献。

旧教徒特别崇拜“尼康改革”前的圣像画和手工艺品，将其视为“圣物”保存至

今，其中部分珍品作为文物曾多次在俄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展

出。旧礼仪派画匠严格遵守古法绘制圣像画，排斥西方写实画风。在其圣像画的

几个著名流派中，韦特卡圣像画最具盛名 b。旧礼仪派工匠用古法制作的十字架、

手写书、皮念珠、手垫和金银饰品工艺精湛，亦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旧礼仪派在保存古罗斯音乐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旧礼仪派神职人员反

对东正教会对教堂音乐的任何改动，在乐谱书写、圣歌唱法方面与西方派展开激

烈争论 c。即便到了 19 世纪，旧教徒依然坚持古代曲调，反对使用和声配乐 d。

因此，旧礼仪派的教堂音乐与东正教会有较大区别，深沉自然、风格独特，在世

界宗教音乐中独树一帜。

旧礼仪派保持古罗斯人的生活习俗，是俄国历史学、民俗学等相关研究学科

的活化石。旧教徒喜穿传统服装，而且对着装有一些硬性规定。例如：男女教徒

必须系腰带；进入教堂时，女教徒必须戴头巾，男教徒不可裸露四肢等。旧礼仪

派某些派别拒绝一切外来饮食，严禁饮茶、喝咖啡，不吃外国水果。在其影响下，

a　[苏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第 27 页。

b　Тверска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община.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Ржев.:ОАО ТОТ Ржев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2011，

C.75.
c　Милюков П.Н.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Т.2，ч.2，М.: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1994，C.136，

138.

d　Там же.C.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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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民甚至长期不愿食用土豆 a。此外，旧礼仪派还通过家庭、学校教育和在

韦特卡、维格河畔、莫斯科社团中心设立的学术机构，对传统文化进行学习、研

究与传承。

结语

17世纪初期，建立伊始的罗曼诺夫王朝采用各种手段提高国家的封建化程度。

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经济上用农奴制村社取代过去的自由村社和依

附村社，思想上以尼康宗教改革统一国民思想。与中世纪农民起义习惯打出宗教

旗帜一样，罗曼诺夫王朝初期的反封建运动是教会守旧派人士和普通民众聚集在

旧礼仪派名号下进行的。遭到镇压后，旧礼仪派开始低调而务实地发展工商业，

并于 18 世纪控制了俄国大部分市场。及至 19 世纪，旧礼仪派把持了罗曼诺夫王

朝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同时，旧教徒内部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群体。

旧礼仪派在罗曼诺夫王朝晚期的反封建运动，也相应地质变为资产阶级、无产阶

级的反封建专制运动。此外，旧礼仪派崇尚古风、遵循古代生活方式，保存了许

多原汁原味的古罗斯文化元素，对罗曼诺夫王朝的文学、艺术与民俗等领域均产

生较大影响。

旧礼仪派是一支伴随罗曼诺夫王朝始终的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王

朝历史的发展与走向。旧礼仪派与罗曼诺夫王朝曲折复杂的关系，旧教徒对该王

朝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有助于解开一些掩埋于历史尘埃中的谜团，弥补俄国历史

与社会研究中的不足，值得我国学界进一步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	李淑华）

a　Миронов Б.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от традиции к модерну. Т.2. СПб.: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2015，

C.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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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и династия Романовых

Го Чуньлэй

【Аннотация】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возникшее в ранний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церковной реформы Никона, 
неизменно выступало в качестве оппозиции правящей династии. 
Подвергшись давлению как со стороны духовных, так и светских властей, 
старообрядцы были вынуждены уйти "в подполье" или спасаться бегством 
за границу, где они, строго соблюдая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каноны,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такие превосходные качества, как бережливость, доброта и командный 
дух в актив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и становились сильнее. 
Пережив на рубеже XVII-XVIII вв. период борьбы за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XVIII веке и б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XIX веке 
вплоть до кануна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стало крупнейшей в России народн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о большую угроз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а раннем этапе правления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 и оказало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либерально-буржуазных 
партий 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на рубеже XIX и XX веков.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развитию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м, торговом и финансовом секторах, став лидером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оказывало активную материальную 
помощь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ачинаний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 внесло 
колоссальный вклад в сохранение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и обычаев, а также в с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тию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И сегодн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 и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 и 
их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овую историю России все еще нуждаются в 
углубленн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научными 
круг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еформа Никона;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династия 
Романовы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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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Ritualists and the Romanov Dynasty

Guo Chunlei

Abstract: The Old Ritualists, which started in the Nikon Reform, has always 
accompanied the Romanov dynasty as an opponent. Under the joint suppress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ecular state, its believers were forced to go underground 
or flee abroad. However, the Old Ritualists continued to grow up by virtue of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canon, good conduct of diligence and kindness, and 
community spirit of active cooperation. After the forbearance of the late 17th 

and early 18th centuries, the 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boom in the 19th century, it finally grew into Russia's largest civil religious 
organizati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Old Ritualists posed a great 
threat to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early Romanov dynasty, and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bourgeois liberal parties and the proletariat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I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s capitalist economy and l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Romanov dynasty. Furthermore, the Old Ritualists strongly supported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in the period of the Romanov dynast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stom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Rituals and the Romanov dynasty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Russia's modern history.
Keywords: Nikon Reform; Old Ritualists; Romanov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