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十字軍運動 

http://tw.myblog.yahoo.com/holmes-lee/article?mid=-2&prev=486&l=f&fid=19 

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十字軍運動，面對的是多神信仰的異教徒。是一種武裝傳教，也是領土的爭

奪。世俗王公、條頓騎士團、漢薩商人與主教們，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階段：向東進軍（1147-1230) 

自11世紀至12世紀初，基督教北傳到的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丹麥、瑞典、挪威三個王國

紛紛改宗成為基督教國家。然而，易北河(Elbe)以東的斯拉夫人與波羅的海人卻仍舊不為所動。  

 

 
       北方十字軍運動 

1147年德意志諸侯發動一次針對易北河以東的十字軍，幾乎所有神聖羅馬帝國與東部邊陲有所

關聯的大貴族都參與其中。這次的十字軍無疑地對斯拉夫人是一次重大的打擊，自此德意志人

將其領土推出易北河之外，為日後的勃蘭登堡選侯國奠下基礎。 

之後，波羅的海的十字軍運動便如火如荼的展開。丹麥人開始向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進軍；

瑞典人朝著芬蘭、利沃尼亞發展；里加(Riga)城的主教組織起了稱為聖劍騎士團的武裝教會，開

始了他們在利沃尼亞(Livonia)的武裝傳教活動 。 



   
  波美拉尼亞                               《呂根島上的白堊岩》 

 

1157年瑞典的第一次十字軍開始了瑞典對芬蘭長達500餘年的統治。此後瑞典十字軍的征討，均

以芬蘭為目標，透過三次的十字軍，征服了整個芬蘭。 

1168年，由隆德大主教領軍攻下汶德人的呂根島(Rügen)，排除了汶德人對丹麥船隻的威脅，更

為丹麥奠定了其波羅的海霸權的基石。此後，丹麥人於1219年征討立沃尼亞(Livonia)的十字軍

戰爭中征服了愛沙尼亞(Estonia)大片土地。 

     

         聖劍騎士團 

這階段的波羅的海十字軍，藉宗教戰爭之名擴張領土，也奠定了現今東北歐的政治疆界。在這

強大的十字軍征討下，汶德人、芬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與立沃尼亞人紛紛倒下，然

而，立陶宛人不但抵抗了十字軍的入侵，還不斷茁壯，從此成為十字軍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勁

敵。不過，雖然立陶宛人持續地將十字軍擊敗，但也無法繼續保有其多神教信仰，他們最後仍

舊改信了基督教，只是改宗後的立陶宛人仍舊必須面對心懷不軌的十字軍戰士之挑戰。 



 

 

                 利沃尼亞 

 

 

第二階段 ：普魯士十字軍（1230-1308) 

條頓騎士團 

1230年，條頓騎士團應波蘭的公爵之邀，前來波羅的海畔，協助馬佐維亞公國對付立陶宛人同

波羅的海族的普魯士人。騎士團總團長赫爾曼‧馮‧薩爾察(Hermann von Salza)立即發覺到成

立騎士團國家的可能性，於是便設法取得皇帝與教皇的首肯，以確保騎士團征服地的合法性。 

1226年，皇帝頒下《瑞米尼黃金詔書》 (Golden Bull of Rimini)，宣布將薩爾察未來的征服地，

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成為騎士團永遠的封邑。之後8年，隨著騎士團在普魯士的軍事擴

張，教皇也頒下詔書，承認騎士團現有的與未來的佔領地，將成為教廷的保護領土，並交由騎

士團永久統治。這兩份來自不同權威的詔令雖然矛盾，但也確定了騎士團國家對普魯士征討的

成果，也為未來的騎士團國家打下基礎。 

 



  

騎士團總團長赫爾曼  

在受到教會與世俗力量予以肯定的同時，條頓騎士團對普魯士的征討也表現出色，不但統治了

普魯士大半的領土，還從馬佐維亞(Masovia)公爵手上拿到了庫爾姆蘭(Kulmerland)的統治權。此

後，騎士團國家一躍成為波羅的海南岸的一大強權。另一方面，由里加(Riga)主教組織起來的聖

劍騎士團，雖然在立沃尼亞地區一度強盛，然而此時卻因波羅的海人的強烈抵抗而衰弱下來，

於是在1237年與條頓騎士團合併，成為條頓騎士團的利沃尼亞分團。然而，合併並沒有為立沃

尼亞騎士團帶來生機，1256年在庫爾蘭、1259年在斯庫歐達斯與1260年在杜爾拜湖畔，三次戰

爭立沃尼亞騎士團均以敗績收場。至1242年，騎士團更於楚德湖為諾夫哥羅德(Novgorod)大公

所痛擊，此役確定了騎士團國家東進的極限，也使得騎士團國家將重心重新移回到普魯士的征

討上。 1242年普魯士人發起持續了11年 的叛亂。最後在1283年徹底將普魯士剩餘的部份征服

下來，從此終結了波羅的海族的普魯士時代。 

 

瑪麗亞堡 

 

第三階段：騎士團國家的興衰(1308-1410) 

隨著征服普魯士的完成，騎士團總部也就在1308年從威尼斯(Venice)遷移到普魯士地區的瑪麗亞

堡(Marienburg)，正式標誌著騎士團國家的建立。也從此時起，騎士團國家開始邁向波羅的海霸

權之路。他們為了發展騎士團國家，於是從德意志、尼德蘭招引了大批的移民與商人，促進了

騎士團國家內城市的興起。 為了吸引定居者，條頓騎士團依據漢薩同盟法律，在其領土上興建

了一系列自由市。1379年條頓騎士團加入漢薩同盟。也由於商業的發展，騎士團開始為保衛商

路而戰，除了武裝傳教外，對抗波羅的海海盜也成了他們的工作之一。因此在1398年，他們應



丹麥等國之邀，前往哥德蘭島(Gottland)，解決波羅的海海盜集團──運補兄弟會

(Vitalienbrüder)，他們本為波羅的海的零星海盜團伙，然在1389年的丹瑞戰爭中，以海運方式援

助被困已久的斯德哥爾摩，於是得到瑞典王室給予海盜行為的特許證書，從此逐漸壯大。雖然

騎士團未能徹底根絕運補兄弟會的海盜活動，但他們仍舊將運補兄弟會逐出哥德蘭島與波羅的

海，騎士團並趁此機會佔領了哥德蘭島(直到1408年)。在海上擴張的同時，騎士團也不忘在陸

上的擴張，然而，也因此與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產生衝突。這一衝突，也種下了騎士團國

家衰弱的種子。 

 

  波羅的海海盜集團──運補兄弟會 

1410年的坦能堡戰役 (Battle of Tannenberg)，正是騎士團國家毀滅的開始。1386年，騎士團國家

的宿敵波蘭(Poland)王國與立陶宛(Lithuania)大公國達成了聯盟與君合的協議 。於1407年接任條

頓騎士團總團長的烏爾利希‧馮‧容金根 (Ulrich von Jungingen)了解到這個聯合對騎士團國家

的威脅，於是決心先發制人。在1410年他主動出擊波蘭-立陶宛聯軍 （坦能堡戰役 

Tannenberg)，然而騎士團在這次的戰爭中慘敗，自總團長以下的所有騎士幾乎全部陣亡，騎士

團領地紛紛叛離。騎士團勉強在來援的亨利希‧馮‧帕勞恩(Heinrich von Plauen)領導下，擊退

了波-立聯軍對瑪麗亞堡的攻擊。 

 



餘波（1441-1561) 

總團長帕勞恩雖然無法挽救已經衰弱的騎士團國家，卻延長了這個虛弱國家的年祚。在1411年

的《第一次托爾恩和約》中，騎士團國家僅以巨額賠款，便能了事。然而，伴隨巨額賠款而來

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又使得騎士團國家與境內的城市產生對立。1440年，這些城市組成了普魯

士聯盟，並在13年後，與騎士團展開了13年的戰爭(1453-1466) 。迫於普魯士聯盟的後台──波

蘭王國的壓力，騎士團國家與波蘭簽署了《第二次托爾恩和約》，這次騎士團國家不但損失大

半國土(西普魯士，因歸波蘭王室直轄，故也稱為王家普魯士)，連剩餘的東普魯士都被當作波

蘭的封邑，從而註定了騎士團國家的衰亡。然而，這個茍延殘喘的騎士團國家的滅亡，還要到

1525年才因宗教改革，為總團長阿爾布雷希特‧馮‧霍亨索倫-安斯巴赫(Albrecht von 

Brandenburg-Ansbach)給世俗化，成為波蘭王國治下的普魯士公國。至於，條頓騎士團的立沃尼

亞分團，也是在這波宗教改革的浪潮下(1561年)，世俗化成為臣屬於立陶宛大公國的庫爾蘭公

國。 

 

 

《普魯士臣服波蘭王國》，波蘭畫家揚‧馬泰伊科(Jan Matejko)的畫作，圖中穿鎧甲跪

地者為條頓騎士團總團長阿爾布雷希特‧馮‧霍亨索倫-安斯巴赫(Albrecht von 

Brandenburg-Ansbach)，他將騎士團國家改造為世襲公國，並自波蘭國王手中領受殘存的

騎士團領土，成為普魯士公國的首任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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