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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與聖經
∼霍斯

聖經考古學的性質與目的
考古學（archaeology）一詞由兩個希臘文單字archaios和logos組成，直譯是“古代事物的研
究”。但現在這用語通常指古代出土文物的研究。聖經考古學可定義為失而復得之古物的考
究；那些重新發掘出來的物件與聖經研究有關，同時也反映出聖經時代的生活。
    考古學基本上是一門科學。考古學的知識可借有系統的觀察或研究來獲得，而所發現的
事實可評估和分類為一分有系統的資料。考古學是一門混合的學科，因為它需要其它學科的
支援，如化學、人類學和動物學。
    當然，一些考古研究的物件（如埃及的方尖碑和神廟，以及雅典的巴特農神殿）從來沒
有“遺失”過，但也許有關其原來形狀和目的的知識，及其上之銘刻的意思已經失傳了。

聖經考古學的功用
考古學幫助我們明白聖經。這門學科揭開聖經時代的生活狀況，讓我們弄明白一些意義含糊
的經文章節，也指示我們應當如何理解聖經的歷史故事和故事的背景。
    考古學也有助肯定聖經文本和內容的準確性，指出一些解經理論的錯誤，有助確立希臘
文和希伯來文原著的準確性，證明聖經文本是極準確地傳遞下來的。考古學也肯定許多經文
段落的準確性，例如有關多位君王以及列祖故事的記述。
    然而，人們對考古證明不能過於武斷，甚至教條化。考古學為學習聖經的人也帶來不少
問題。例如，重新發現的巴比倫和蘇默的創造和洪水故事，與舊約聖經的記載竟然驚奇地相
似，這使聖經學者感到十分困惑。要解釋拉斯珊拉（Ras Shamra）文獻和摩西法典之間的關
係，以及已知之赫人和非利士人歷史與亞伯拉罕故事的關係，也有一定的困難。但我們可以
確實地相信，問題的答案不久便會出現。直至今天為止，沒有任何考古學的證據能肯定地指
出聖經是有錯誤的！

古代城市和文明為何消失了
我們知道許多古代文明和城市的消失，是由於神直接的審判。聖經裏滿載這樣的暗示。但我
們也應略略指出一些大自然方面的解釋。
    城市通常建造在一些容易防守的地點，這些地點有良好的水源，並且位於重要的商旅路
線附近。這些地點在古代近東是非常難得的。因此，倘若一個城被災難摧毀了，人們很自然
會在相近的地點重建新的城市。一個城可能因地震或外敵入侵而受到嚴重的損毀。饑荒或瘟
疫會使一個城市或地區人口減少。在瘟疫的情況下，居民會認為是神明咒詛他們，因而不敢
再回去。沒有人居住的地方很快就變成廢墟。當從前的居民返回，或新的定居者來到這裏，
他們通常只會整理一下頹垣敗瓦，便在其上建設一個新的城市。這樣，前人的住所便被層層
覆蓋而形成一些土墩。有時候水源干涸，河流改道，貿易的路線重新劃定，政治上的優勢也
改變了，結果是城鎮原來地點長遠被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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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土墩
聖經考古學家挖掘土墩的原因很多。倘若他知道正在研究的土墩覆蓋 一個聖經城市的遺
址，他大概是要發掘那一個或多個與聖經故事有關的地層。他可能尋找一個據說曾經存在、
但仍未識別出來的城市。也許，他的研究是關於某個據說曾是聖經城鎮的地點，應試圖為某
些疑問提供解答。又或者他為一些聖經人物或事件尋找資料，借以解明聖經的記述。
    考古人員選擇一個挖掘地點，並且進行相應的安排（包括取得許可證、資金、設備和人
手）之後，便隨時可以開始工作。首先，他們通常會細心地進行地面的勘探，盡量從地面的
陶器或其它工藝品取得有用的資料，看看地面的房屋是否一座建築物的遺阯，或從而了解那
土墩的一些歷史。然後繪製一幅土墩的地形圖，選擇在所定日期要挖掘的一個或多個區段。
這些區段通常會再細分為每塊十平方米的方塊，以助標識所發現的文物。

考古學與聖經文本
當我們提到聖經考古學的時候，不少人都以為那是涉及巨大的石碑、博物館裏的陶器碎片，
和一些君王的功績的研究。然而人們也越來越認識到，銘刻和抄本對於聖經研究也有重要的
貢獻。雖然大部分的考古工作都以聖經歷史為研究重點，但是聖經的文本今天也越來越受到
關注。
    學者深入研究超過二千七百卷可追溯至主後第二世紀和及後時期的新約希臘文抄本之
後，發現新約文本從當時傳遞到今天的整個過程，其保存的工作是十分卓越的。沒有聖經教
義被扭曲了。魏斯科（Wescott）和霍爾特（Hort）的結論是，只有大約一千分之一的希臘原
文存在嚴重的問題。
    這一點可以證明新約文本從第二世紀到現在一直受到細心的保護；例如另一點就是證明
福音書並不是在基督信仰時期的最初幾個世紀，漸漸進展成為今天的形式；而基督也不是逐
漸被基督信仰的傳說神性化。二十世紀初期，有一種新的科學誕生，能幫助我們證明福音書
和基督信仰有關基督的觀點，不是漸漸發展成現有形式的。革仁斐爾（B.P. Grenfel l）和亨
特（Hunt）在埃及的發雍（Fayum）地區進行挖掘工作（1896∼1906），發現了大量的蒲草
卷，並且開始蒲草卷的研究。
    蒲草卷——寫在一種用埃及蘆葦製成的草紙上，書卷內容包括廣泛的主題，而所使用的
語言也有好幾種。新約蒲草紙抄本的殘卷數目如今保存七十七卷。這些殘卷有助我們證實第
四世紀及其後，寫在較長之皮紙抄本上的大體經文是可信的；也使後期的抄本與原著之間的
鴻溝得以進一步跨越。
    蒲草抄本學（papyrology）在聖經研究上的影響是驚人的。許多蒲草卷的日期可追溯至基
督以後的首三個世紀。因此，我們可以證實那時期的語言發展，根據歷史語法的論證，把新
約各卷的寫作日期定為第一世紀。事實上，在埃及找到的一個約翰福音殘卷，可以根據古文
書學把日期定於主後125年。考慮到傳遞所需的時間，約翰福音的寫作時間大約在第一世紀
末年——那正是基督信仰傳統所斷定的日期。其余三卷福音書的寫作日期比約翰福音稍微早
一些，這一論點並沒有人懷疑。倘若新約各卷是在第一世紀期間寫成的，它們的成書日期與
所記載之事件的發生時間就很接近，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時間。
    然而，蒲草卷的貢獻不止於此。它們推翻先前的見解，證明新約希臘文並不是新約作者
所發明的語言。其實是第一世紀基督信仰時代的通用語言。新約使徒新創的用字還不到五十
個。此外，蒲草卷證明新約的語法是優良的語法，這是根據第一世紀的標準，而不是古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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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標準來判斷。再者，聖經以外的希臘文蒲草卷幫助我們澄清一些新約裏難以確定的字
義，對於其它已頗為理解的用字，提供新的見解。
    舊約經文批判的故事經過很難在這裏慢慢細說。可以說的是，舊約抄本與原著相隔的時
間沒有新約那麼接近，但它們卻以更為謹慎的方法來抄寫，所以現存的異文本比新約更少。
    直至近年，已知最古老的希伯來文抄本的日期約為主後第十世紀早期，最古老而完整的
希伯來文聖經的日期為一個世紀之後。後來，在1948年春天，宗教界和學術界聽到一個宣告
之後，都感到十分震驚，那就是：有人在死海西北角附近的一個洞穴，發現了一卷古老的以
賽亞書抄本。自那時起，共有十一個洞穴在那地帶尋出珍貴的皮卷和殘卷。數以萬計的皮卷
和一些蒲草卷尋回了。雖然大部分的卷軸都不是聖經文獻，但有許多殘卷表明包含聖經段落
的抄本有一百多個。到現在為止，除了以斯帖記外，所有舊約書卷都可見於被發現的抄本
裏。一如所料，最常被新約引述的舊約書卷（申命記、以賽亞書和詩篇）在殘卷中為數最
多。最長而近乎完整的聖經書卷包括兩卷以賽亞書，一卷詩篇和一卷利未記。
    死海古卷是意義重大的。它們把舊約經文的歷史向後推移一千年（經過多番爭論，日期
已經定為主前第一世紀至主後第一世紀）。它們提供大量研究舊約的重要材料，可與新約學
者多年以來使用的材料相比。第三，死海古卷為新約提供更豐富的背景資料，例如證明約翰
福音來自猶太背景，而不是希臘背景，推翻學者一貫的主張。第四，古卷有助斷定舊約經文
的準確性。經過對皮卷的研究，七十士譯本（舊約聖經希臘文譯本）已證實是一卷比預期更
準確可靠的譯本。第五，皮卷提供新的材料，幫助我們斷定某些希伯來文用詞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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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概覽
∼賈凌思

定義、意義與價值
1）教會歷史或可定義為基督信仰之起源、發展及其對人類之影響，所作有系統之解釋的記
載。2）教會歷史學家可以是樂觀的解釋者，如黎得里（Latouret te）認為教會經過一個進
程，在歷史中冒出來。也可以是悲觀主義的樂觀者，如奧古斯丁對人類絕望，但卻指望基督
再來時在歷史中作超自然的干預。3）教會歷史綜合過去，解釋現在的事情，是正確行為的
指引，推動人行善，給傳道人提供實際的例證，是一門帶人步向自由的研究。

第一部分 早期教會歷史至主後590年

壹．早期發展至主後150年
一．預備 1）羅馬的法律和公民制度使人成為一體。羅馬的太平和道路網有助福音的廣傳。
2）希臘人提供傳道和撰寫新約的通用語言。3）猶太人提供一神主義、道德規範、舊約和彌
賽亞的盼望（加四4）。
二．基礎 1）基督，一個歷史人物（塔西圖、皮里紐、路其安努、約瑟夫的見解）。2）基
督的傳道和受死是國度信息的一部分。3）基督為教會設立兩個聖禮、一個信息、基本的紀
律和聖靈，但把教會組織和神學的規範留給使徒去做。
三．福音的傳播 1）由彼得向猶太人傳揚（徒一∼一二）。（i）由聖靈建立的教會，在使
徒的領導下得到快速的增長（徒二41；四4；五14；六7）。（ii）逼迫，來自政治（希律）
和宗教（猶太公會）當權者，出現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ii i）社會變革，彰顯在自
發和暫時的公社式生活、性別和階級的平等，以及救濟貧窮信徒的行動上。（iv）使徒在
講道中宣告被釘十字架後復活的基督，是聖經預言的彌賽亞和救主（徒一七2,3；林前一五
3,4）。2）由保羅向外邦人傳揚（徒一三∼二八）。（i）保羅帶 一個給普及國度的普世福
音，在重要的城市傳道，並且建立教會。（ii）保羅給教會寫信，解決特殊的信仰危機（如
加拉太信徒面對的律法主義）。（iii）保羅撰寫第一本系統神學（羅馬書）。（iv）保羅在
耶路撒冷會議堅持福音的普及，而且只憑信心來接受而得。
四．使徒後期的教父（96∼150年）與使徒傳統聯繫起來。他們喜愛舊約，並且借 強調
預表和基督所應驗的預言來勸勉教會。1）書信：如羅馬的革利免寫信給哥林多教會，鼓勵
他們聽從教會的管理，追求合一，避免分裂。他提到保羅前往西班牙的旅程（五5∼7）。伊
格那丟寫信給小亞細亞（亞西亞）的眾教會，反對那否定有基督真實人性的幻影說，同時催
促他們順服在任的監督、長老和執事（首次提及這種三重秩序）。那所謂的《巴拿巴書信》
用預表和寓言介紹基督的死，指出人得救並不需要守摩西律法。革利免寫給哥林多信徒的第
二封信說明第二世紀的講道形式和內容。2）啟示文學如《黑馬牧人書》，借 異象、命令
和比喻，強調闡述悔改和聖潔生活。3）教義問答文學如《十二使徒遺訓》，用來教導初學
者，讓他們明白教會的道德規範、禮拜儀式，並可防備假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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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帝權和異端的衝突（150∼313年）
一．外來的逼迫 1）教會面對從猶太人、知識分子和羅馬政府而來的逼迫。政治上的基本
原因是，羅馬政府恐怕排外的基督教會威脅政府的宗教融合政策。2）逼迫（i）在250年之
前，是猶太人、尼祿、多米田、特拉甘（Tragan，伊格那丟殉道）和馬可奧熱流（Marcus 
Aurelius，殉道者游斯丁被殺）的地方上和零星的逼迫。（ii）250年後，德修（Decius）和戴
克理先（Diolet ian）進行了長期猛烈而全面的逼迫，他們在303年禁止基督徒聚會和擁有聖
經，還把教會領袖監禁。313年在米蘭簽訂的君士坦丁法令再次賦予人民宗教的自由。3）逼
迫（i）清理教會。當教會擴展至猶太人、希臘人和拉丁人中間的時候；（ii）迫使教會思想
聖經正典的問題；（iii）製造一個難題，就是教會應當怎樣對待那些曾否定信仰，而後來又
再回心轉意的人；（iv）帶來迅速的增長。
二．內部的異端 1）諾斯底主義在高峰時期（約150年），把邪惡等同於造物主（耶和華）
和肉體的結合，而善良等同於善良的神。這位神借 散發能量創造出不同等級的生物。基督
擁有邪惡肉體和善良靈魂的問題，借 以下方法得到解決：就是看祂的肉體為一個幻影，或
主張基督在受洗後和釘十字架前，是活在耶穌的身體裏面。馬吉安被視為諾斯底派，按照自
己的看法制定新約的正典。諾斯底主義迫使教會想到她有必要定立正典書目和教條，考慮到
監督或主教（bishop）作為教會合一之中心的重要。2）新柏拉圖主義，一種神祕的柏拉圖哲
學，由安摩紐撒卡斯（Ammonius Saccas）在亞歷山太構思出來，再由普羅提諾（Plotinus）
寫在Enneads裏面。猶利安（Julian，331∼363年）試圖設立帝皇國教。3）孟他努主義由孟
他努（Montanus）創立，目的是對抗教會的形式主義和組織體制，強調聖靈直接而延續的
啟示，以及基督的即將再來。4）贊成嗣子論的神格惟一論者（Adoptionist Monarchians）如
撒摩撒他的保羅（Paul of Samosata），急於為神的獨一性辯護，認為基督是一個好人，他
的生命被聖靈深深地充滿，以致成為一位神聖的救主。贊成形態論的神格惟一論者（Modal 
Monarchians）如撒伯流（Sabellius），只相信形態上的三位一體，而不相信實質上的三位一
體。概要：異端引起了正典、教條和集權之主教的出現。
三．辯道者和辯論家 1）辯道者反駁別人對基督的虛假控訴，而且借 表明基督信仰比猶太
教和異教信仰優越，指望君王能給基督信仰合法的地位。殉道者游斯丁在他的著作《第一護
教篇》裏斷言聖經預言已經在基督裏應驗，而超凡的基督信仰道德標準，是基督信仰應當
合法化的原因。在《與特拉夫對話》（Dialogue with Trypho）中，他試圖令猶太人相信基
督就是彌賽亞。2）辯論家借 論證式的著作，並以新約為教義的來源，駁倒異端的言論。
（i）愛任紐在《反異端論》（Against Heresies）裏使用歷史、哲學和聖經的論證來駁倒諾斯
底派，高舉基督的神性，並堅持基督的身體復活。（ii）俄利根創設寓意解經法，從經文中
發掘一些並非出於作者的觀念，他在《六種經文合璧》（Hexapla）中開始經文批判，並撰
寫了第一本系統神學書De Principiis。（iii）特土良首先使用三位一體這個用語，並在《反帕
克西亞》（Against Praxeas）一書中明確講述這教義。（iv）居普良堅持使徒統緒的觀念和彼
得繼任人的卓越地位。
四．組織體制、正典和禮拜儀式  1）（伊格那丟時代的）大主教（monarch-bishop）在
羅馬成為同儕中居首位的人，因為當時他們需要有領袖去帶領教會抵抗異端和面對逼迫。
2）在這個時代，使徒信經成為正統信仰的測試，也是基督信仰的概要。3）新約正典在180
年已差不多完成。4）一年一度的節日如復活節和聖誕節，在這時的末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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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王授權之大公教會的勝利（313∼590年）
一．基督徒征服羅馬帝國 1）君士坦丁在313年允許宗教自由，後來更鍾情基督信仰，資助
教會，豁免神職人員的公民責任，並且以星期日為休息日。他在330年於君士坦丁堡設立新
的首都，無意中為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把希臘羅馬文化保存下來。2）380年頒下的狄奧多
西法令使基督信仰成為全國惟一認可的宗教。
二．外族人的歸主 1）外族的入侵給教會帶來一個新的宣教任務。烏斐拉（Ulfilas）使哥特
族人歸信亞流派的基督信仰。2）法蘭克人的領袖克羅威斯（Clovis）成為基督徒，法蘭克
人後來支持教宗制。3）羅馬的基督徒帶領賽爾特族的不列顛人歸信基督信仰。4）帕提克
（Patrick）在第五世紀帶領愛爾蘭人歸主。5）科倫巴（Columba）後來把福音從愛爾蘭傳到
蘇格蘭去。
三．教條的爭論（325∼345年）1）亞流派的爭論導致教會把三位一體中的位格之間的關
係加以定義。亞流（Arius）相信基督是被造的，與神的本質不同，但亞他那修卻主張基督
與神有相同的本質，而且在亙古以前已經存在。在325年由君士坦丁召開的尼西亞會議中，
亞他那修的意見取得勝利，而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那時的尼西亞信經——可能由耶
路撒冷的古利羅（Cyril）擬定——被採納了。2）亞波里拿留（Apoll inaris）指基督屬於人
性的靈為“道”（Logos）所取代，而歐迪奇（Eutyches）卻主張基督的人性為神性所完全
吸收，合而為一；他們的主張引起不少爭論。基督之人性與神性的關係，因 這些爭論而
產生定義。涅斯多留（Nestorius）把基督的神人兩性劃分，過分強調祂的人性，展現出一個
有缺憾的位格。教宗利奧一世（Leo I）的《大冊書》（Tome）和迦克墩會議（451年）的
聲明，表達了基督的神人兩性借 道成肉身在一個位格裏合而為一的正統觀點。3）伯拉糾
（Pelagius）對救恩的看法為奧古斯丁所反對。奧古斯丁認為人類已完全墮落，需要神的恩典
才能得救。概要：這時期出現了一些信條，而且教會得以聯合起來，但所付上的代價就是受
到帝權的干預。
四．尼西亞後期的教父 1）東方教父。（i）屈梭多模（Chrysos tom）是一位出色的解經
家和講道家。（ii）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是一位有才能的釋
經家，他從語法和歷史的層面解釋聖經，看重字義而不是寓意的解釋。（i i i）優西比烏
（Eusebius）是教會歷史之父，撰寫了教會的發展故事，直至他當時為止。2）西方著名的教
父有耶柔米，他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即武加大譯本。這譯本在天特會議被判定為羅馬天主
教的官方聖經；還有奧古斯丁，他出色的歷史哲學，《上帝之城》一書有 廣泛的影響。奧
古斯丁也反對伯拉糾的異端思想，和提出信仰類比的原則（針對某個教義的、聖經全部的教
訓）。
五．修道院制度 1）東方教會的安東尼（Anthony）創立了獨居的修道院制度，帕科繆
（Pachomius）發展成為公社式的修院制度，而巴塞利（Basil）給制度訂立規則。亞他那修
和耶柔米把修院制度引入西方教會，努西亞（Nursia）的本篤（Benedict）為本篤修道會設定
規則和體制。2）修士們發展更好的農業，保存文學著作（迦修多儒[Cassiodorus]），成為宣
教士（科倫巴[Columba]、愛丹[Aidan]），並為旅客提供旅館和醫院。
六．權力集中和繁複的宗教禮儀 1）由於身在世界的首都、有正統信仰的聲望、馬太福音
十六章16至18節的彼得為首理論、其它競爭對手的衰落帶領一些民族歸主（如奧古斯丁帶領
英國人歸主），再加上一些強人（如利奧一世）的出現，羅馬的主教被公認為所有主教之
首。2）因君王的授權和異族湧入，形成教會的世俗化，帶來教會節日的繁文縟節、聖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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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彌撒作為獻祭之概念的興起，以及對馬利亞和眾聖徒的崇敬。3）國家的資助使
教堂的建築大都仿效羅馬長方形建築的設計。

第二部分 中世紀教會歷史（590∼1517年）

中世紀教會歷史所涉及的，是羅馬帝國衰落後各個不同疆界的命運。在東部或亞洲地區，教
會仍然在君主的控制之下；南部或非洲地區落在伊斯蘭教手中；而在西部的歐洲地區，日爾
曼入侵者的諸國在查理曼和後來之奧圖的帶領下合併後，神聖羅馬帝國和羅馬天主教會這兩
種制度，為取得控制權而對抗。
壹．拉丁—條頓的基督信仰（590∼1054年）
一．貴格利一世（Gregory I）這位極具影響力的羅馬主教（590∼604年），雖然拒絕教宗
的職銜，但卻行使教宗的權力與競爭者對抗，使英國人歸信羅馬的基督信仰。他撰寫了以寓
意解經的註釋書，而且是第一位中世紀受歡迎的神學家。他強調彌撒有滌罪和獻祭的性質。
二．損失與收獲 1）伊斯蘭教從教會奪取了北非和西班牙地區，並且擴展至君士坦丁堡，直
到717年受到利奧三世的制止。查理馬特兒（Charles Martel）在732年阻止他們向西方推進。
伊斯蘭教對西方教會有頗大的影響，她透過阿拉伯文的譯本向經院哲學派傳輸亞里士多德的
哲學，並且觸發十字軍東征——即歐洲基督徒大批的遷徙，為要從回教徒手中奪回聖地。
2）入侵西歐的日耳曼異教徒，因 專職傳教士——修士——的傳道而歸信基督。賽爾特的
基督信仰——由愛丹在英國北部建立——與南部由奧古斯丁在597年培植的羅馬天主教競
爭，直至羅馬天主教的形式在663年的惠特比（Whitby）教會會議取得勝利。比德（Bede）
的《教會歷史》記載這段英國教會的歷史。波尼法修（Boniface）帶領日耳曼人歸主，而亞
流的異端於589年在西班牙成為正統信仰。
三．西方帝國的復興 1）卡羅林王朝（Carolingian）的統治者從克洛維（Clovis）的後代
手中奪取法蘭克的疆土。（i）查理馬特兒於732年在法國都爾（Tours）阻止了伊斯蘭教的
擴展。（ii）丕平三世（Pepin III）在756年把意大利的土地賜給教宗，這事件稱為丕平贈
禮，奠定了教宗擁有教會財產的基礎。（iii）查理曼（Charlemagne）建立了一個歐洲的帝
國，並於800年由教宗加冕為“羅馬皇帝”，把法蘭克人和日耳曼人統一起來。他致力促進
文化，推廣英語的草書體，還設立宮廷學院，即大學教育的前身。2）日耳曼的統治者奧圖
（Otto）創立了以日耳曼為中心的帝國，這個神聖羅馬帝國自他在963年加冕開始，一直延
續至1806年。
四．西方的宗教熱情 1）第八世紀君士坦丁的贈禮讓教宗對意大利的土地有控制權，
而第九世紀中葉的偽依西多爾教令集（Pseudo-Is idorian Decretals）支持教宗管轄聖職人
員的權力。2）安斯加（Ansga r）的努力最終使北歐歸入教宗的控制之下。3）拉得伯土
（Radbertus）的化質說使彌撒成為賜恩的主要途徑。4）主後931年後，施行中央集權的克
呂尼修士聖會支持改革以及宗教不受平信徒（君主）操縱。5）有才能的教宗如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贊成並鼓勵有權力的君王和教會領袖持守一定的道德標準。
五．東正教會的興起 1）在第八世紀，大馬色的約翰（John of Damascus）在他的《知識泉
源》中把教會會議（325∼451年）的神學理論作系統化的編排。2）東、西方教會的分裂，
是由於雙方對復活節的日期有所爭論。此前，雙方於726年曾為聖像問題發生衝突，因為東
正教會拒絕在教堂放置聖像；兩者對於在彌撒中是否使用無酵餅也意見相左。上述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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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是1054年之分裂的誘因，東正教會從此創立。3）東正教會於988年使俄國在佛拉地米
（Vladmimir）的統治下成為基督教國家，而保加利亞人和摩拉維亞人透過麥托丟和古利羅
（Cyril）的工作而成為基督徒。

貳．教宗的勝利（1054∼1305年）
一．教宗權力的高峰 1179年的拉特蘭會議（Lateran Council）容許紅衣主教團選立教宗。
1）貴格利七世（希爾得布蘭[Hildebrand]）為了體現教宗的霸權地位，就取締了聖職買賣，
禁止羅馬教牧娶妻，並且於1076年在嘉諾撒（Canossa）因授職的爭論而羞辱了神聖羅馬帝
國的皇帝亨利四世。這事件最終在1122年於沃木斯（Worms）達成了妥協。2）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1198∼1216年）（i）在一次關於離婚的爭論中羞辱了法國君王腓力奧古斯都
（Philip Augustus），在有關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的任命上與英王約翰發生衝突，
並且控制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ii）他發起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奪取了君士坦丁堡，建立
一個拉丁王國（1204∼1261年），又發起一次對抗亞爾比根派（Albigensians）的十字軍征討
行動。（iii）他在第四次拉特蘭會議（1215年）主張聖餐變質說和一年一度的認罪禮儀。
二．十字軍與改革 1）十字軍的討伐對象是西班牙的摩爾派（Moors）、法國的亞爾比根
派，和巴勒斯坦的回教徒。（i）十字軍主要為了宗教原因前往巴勒斯坦，目的是為基督信
仰奪回巴勒斯坦地，以及協助東方帝國抗衡伊斯蘭教的壓力。（ii）第一次的十字軍分成兩
部分：由平民組成的十字軍全軍覆沒；由封建地主組成的十字軍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拉丁王
國（1204∼1261年）。如此，東、西方教會之間的敵意也加深了。（ii i）十字軍不能長期
擁有巴勒斯坦，但他們鞏固了各國統治者的勢力，削弱東方帝國的權勢，並把希臘穆斯林
（Greco-Moslem）的學習方法和文化介紹到西方。2）修道院的改革來自西篤會（Cistercian 
Order）的修士，由敬虔的克勒福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帶領。伯納德是一位神
祕主義的聖詩作者（著作有《慕主歌》[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和神學家；也透
過軍事宗教團體（聖殿武士團和慈善武士團）；透過有宣教意識的（亞西西的聖法蘭西斯）
方濟會募緣會士（mendicants）或修道士；以及道明會的教育家募緣會士，如亞奎那和薩沃
那柔拉（Savonarola）。 3）平信徒的改革運動也興起：有些以聖經為基礎，如彼得瓦勒度
（Waldo）在意大利發起的運動。4）教會利用十字軍、聖經的禁用、和宗教裁判所，來鎮壓
修道院以及平信徒的改革運動。
三．中世紀的文化 1）經院哲學。（i）試圖使亞里士多得的自然哲學和聖經啟示協調，使
用亞里士多得的邏輯和哲學來綜合正典、信條和教父的著作。（ii）實存論者如撰寫關於贖
罪的《上帝為何成人？》和推論神之存在的一神論（Monogogium）的安瑟倫，認為思想在
被造物之前存在；信心走在理性之前。溫和的實存論者如亞奎那，在他的《神學總論》中主
張人必須使用理性，直至他們需要用信心來接受道成肉身和三位一體等觀念。亞奎那的神
學是羅馬天主教會的官方立場。唯名論者（nominalists）如俄坎（Occam）的威廉，否定客
觀觀念的存在，認為那只是物件的名稱，並且把信心和理性分開。（iii）實名論者和溫和的
實名論者把社團組織和教會的等級置於個人之上。唯名論者把神學權威留給教會，強調個
人的學習和活動，以致刺激科學和神祕主義的研究。2）大學在這段時期興起（i）在偉大的
教師附近如巴黎的亞伯拉德（Abelard）；（ii）成為大教堂的學校如巴黎聖母院的學校；和
（iii）因 學生的遷移如從巴黎遷往牛津。
四．中世紀的敬拜 集中在歌德式的大教堂，這些教堂有十字形的平面設計、飄揚的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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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頂的拱門、圓花窗和由三部分組成的正門。巴黎聖母院、雷姆斯（Rheims）、米蘭和梭
士巴利（Salisbury）大教堂都是這些建築思維的代表作。大教堂用來崇拜、從事聖經的教育
（透過雕刻和 色的玻璃窗），和社交活動之用。

．改革教會的嘗試（1305∼1517）
一．內部的改革者 1）許多神父的荒淫，借強制雙重效忠而使教會世俗化的封建制度，教
宗敕令的沉重稅項和費用，國邦的興起——統治者反對大公教會干涉國家事務；“巴比倫
的被擄”——在1309至1377年期間，教宗住在法國的亞威農（Avignon）而不是羅馬；還有
1378年至1417年期間的教會大分裂（當時亞威農和羅馬存在 敵對的教宗），在在都顯示
教會需要改革。2）曾進行內部改革的有（i）神祕主義者，他們尋求直接與神相交。神之
友（Friends of God）的一個成員寫了《日爾曼神學》（Theologia Germanica）。這書曾給
予路德幫助。共同生活弟兄派撰寫了《效法基督》。（ii）1378年之後，英國的約翰威克里
夫從改革神父的制度轉為攻擊教宗的權威和彌撒。他開始把聖經翻譯成為英文，建立羅拉
德派（Lollards），並且影響了波希米亞的胡司（Hus）；胡司的見解導致協基會（United 
Bre th r en）的成立。（ii i）在1409至1449年期間的改革會議中，教會的代表如馬爾西流
（Marsilius）在《維護和平》（Defensor pacis）中所暗示——在比薩（Pisa）尋求結束這次大
分裂，剷除異端，和改革教會。康士坦斯（Constance）會議選立了一位新的教宗代替三個當
時聲稱教宗的人，胡司被火燒死，並且堅稱教會會議的權力在教宗之上。教宗最後破壞了這
個教會立憲制度的試圖，而不是專制制度。（iv）在條頓人地區的文藝復興運動看重聖經的
來源。但在意大利，利奧十世在正統派的影響下於羅馬修建聖彼得大教堂，而尼古拉五世開
始籌建梵蒂岡圖書館。銳赫林（Reuchlin）的希伯來文文法與字典，和伊拉斯姆（Erasmus）
的希臘文新約聖經（1516年）使學者能夠把中世紀教會與早期教會作一比較，以顯出中世紀
教會的缺點，而伊拉斯姆的批判著作如《讚美愚人》（In Praise of Folly），便要求教會作出
改革。
二．改革的外在要求 民族國家的統治者如法王和英王，認為由一個大公教會來征稅、設立
法庭，以及擁有土地，是侵犯國家主權的。他們於是樂意配合各種改革的運動。
三．東正教會 在俄國，自總部於1325年從基輔遷往莫斯科之後，教會便愈加從君士坦丁堡
獨立出來；於1589年成為俄國的國家教會。

第三部分 現代教會歷史（1517年至現在）

在宗教改革期間，教會組織從一個大公的教會（羅馬天主教會）變成由各國統治者各自領導
的國家教會。在1648年後再分成不同的宗派。羅馬天主教和後來的基督教差會在1995年建立
了一個全球的普世基督教會，直至當時為止，那是世上最大的宗教團體。

壹．基督教與羅馬天主教的改革（1517∼1648年）
一．起因 宗教改革的目的是重申人類是憑信心得救恩，以及根據聖經的模範來作出教
義的改革。其直接的誘因是馬丁路德在九十五條論綱（1517年10月31日）中，對帖次勒
（Tetzel）在亞爾伯特（Albert）和利奧十世保薦下售賣贖罪券作出抗議。
二．路德的改革 1）俄坎之威廉——拒絕憑理性推論神學上任何真實的任務——的唯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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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施道比次（Staupitz）的屬靈引導、一次前往羅馬的訪問、《日耳曼神學》的影響，
以及路德在威丁堡（Wittenberg）任教期間所作的聖經研究，都間接地影響他在信仰上的
轉變，導致他與羅馬教會決裂。2）教會的會議既不能修復破裂，路德便於1520年在其三
本小冊子中開始攻擊羅馬教會的彌撒、等級制度和羅馬教會的神學。他因而被逐出教會，
1521年神聖羅馬帝國在沃木斯所召開的國會宣布路德為異端。在避居瓦特堡（Wartburg）
期間，路德把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3）正在成型之路德教會的信條，即墨蘭頓的奧斯堡信
條，在1530年擬定。1535年，路德宗的授聖職禮開始。4）1555年，奧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使基督教與羅馬天主教之間的鬥爭結束，信義宗的教義和教會政策得到默認。
5）信義宗主義內部的爭論，導致決定性的協同信條和《協同書》（Book of Concord）的出
現。6）路德的神學、聖詩（如“堅固保障歌”）強調教育信徒殷勤讀經，為教會和國家栽
培領袖；用本地語言翻譯而成的聖經由韜生（Hans Tausen）帶到丹麥，再由皮特立（Olavus 
Petri）帶到挪威、冰島、芬蘭和瑞典；皮特立在統治者的幫助下，把瑞典從丹麥解放出來。
三．改革後的信仰 1）透過慈運理（Zwing l i）與羅馬天主教徒的辯論和市議會的正式判
決，瑞士的改革與民主和人本主義的傳統一起進入北部的蘇黎世和伯爾尼（Berne）。法爾
勒（Farel）和南部的加爾文（Calvin）出版了強調神之主權的《基督教要義》（1536年）之
後，把改革的觀念引進日內瓦。加爾文的《教會禮儀》（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1541年）
創建能影響國家行動並制定公民道德紀律的教會。2）1559年，預格諾派（Huguenots）在法
國創立改革教會。他們是聖巴多羅買日的屠殺目標，又被牽連在一連串的宗教鬥爭當中。
1598年的南特諭旨（Edict of Nantes）給予他們寬容，直至1685年諭旨撤銷後，他們被迫移
居別國。3）諾克斯（John Knox）在1560至1567年間，借 蘇格蘭貴族和中產商人的幫助，
破壞了司徒雅蒂（Mary Stuart）把蘇格蘭圈在羅馬天主教的計劃，並建立一個以加爾文的神
學為中心，並長老派的組織制度的教會。4）在荷蘭建立改革宗的信仰，也牽涉從西班牙爭
取獨立的流血戰爭。教會在1571年建立了，獨立卻在1581年才爭取得到。奧蘭治（Orange）
的威廉是一位偉大的領袖。亞米紐斯（Jacobus Arminius）反對加爾文主張神是罪的創始者，
和人類不動腦筋只機械式地行動的觀念，認為揀選是根據預知，救贖不受限制，和恩典是可
以抗拒的。多特會議（The Synod of Dort）反對亞米紐斯的立場，但亞米紐斯主義卻繼續在
循道會和其它群體裏存在。5）改革的神學思想由英王雅各一世引入北愛爾蘭。1603年，他
在北愛爾蘭建立了蘇格蘭的長老會。這是愛爾蘭今日分割的部分原因。6）加爾文主義也傳
播到匈牙利、波希米亞和德國的巴列丁奈得（Palatinate）。
四．重浸派 1）重浸派於1521年在蘇黎世冒起，那時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其它人反對
嬰孩受洗歸入國家教會的做法，認為一個人應當到了長大成人後才受洗歸入一個由信徒組成
的教會。2）蘇黎世所遭受的逼迫使這個運動傳遍神聖羅馬帝國，但禮頓（Leyden）的約翰
於1535年卻因閔斯特的千禧年主義、公社式多妻行為而蒙上惡名。3）荷蘭的門諾（Menno 
Simons）把難民組織成教會，堅持純潔的教會、成年信徒必須接受浸禮、普遍的救贖、聖經
的權威，以及政教分離等觀念。
五．安立甘主義、清教徒主義和詹森主義 1）亨利八世借最高治權法案創立了國家天主教
會，原因是教宗不容許他與嘉芙蓮離婚而另娶波倫安（Anne Boleyn）；他希望波倫安能給
他生一個子嗣。以克藍麥（Thomas Cranmer）為首的英國聖職人員容許他離婚。亨利在其
六項條規法令中支持羅馬天主教的教義，但卻奪取了修道院，又給予百姓一本根據丁道爾
和科維道勒（Coverdale）的翻譯而編制的本地語聖經。有基督教的教會編制了自己的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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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信條）和禱告書。馬利王后試圖重建羅馬天主教的信仰，但她與西班牙之腓利的婚
姻，以及接近三百人因信仰而被火燒死的事件，使英國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伊利沙伯採用
三十九信條和公禱書創立安立甘制度。教宗的威脅隨 1588年西班牙亞爾馬達（Armada）
艦隊的戰敗而結束。2）清教徒反對伊利沙伯的決定，認為她的取向過於“羅馬化”，他們
希望採用加爾文的神學，建立一個長老會（卡達賴特[Thomas Cartwright]）或公理宗（亨利
雅各[Henry Jacob]）的國家教會，使用較簡單的禮儀和禮服，並且嚴格遵守主日。分離派
跟隨布饒恩（Robert Browne），希望每個教會都由一群連於基督的信徒組成，而且彼此借

一個約而聯合起來。羅濱信（John Robinson）那位於普里茅夫（Plymouth）的斯克比會
（Scrooby Congregation）持守這個見解。受到荷蘭門諾派的影響，一般的浸禮派改為主張澆
水禮和亞米紐斯主義，但在1633年從亨利雅各的教會分裂出來的特殊浸禮派卻採取加爾文主
義並主張浸禮。這些清教徒的勢力合作對抗雅各一世，就是批准英王欽定本之翻譯的英國君
王。差不多二萬人在1629至1640年間去了新英格蘭。其余的人在克倫威爾（Cromwell）的帶
領下，由於蘇格蘭王室意圖勉強推行公禱書，他們於是與查理士一世進行內戰，在1649年把
他處死。威斯敏斯特會議（Westminister Assembly）給長老派訂立了信條、教義問答、管理
內閣形式、紀律手冊和崇拜手冊。查理士二世在1660年的復位結束了清教徒運動，但卻不能
結束它的影響。
六．反改教運動 1）聖愛會（Oratory of Divine Love）由一群羅馬天主教的領袖發起，他們
尋求深化屬靈生活並為教會帶來改革。2）一些天主教修道會如以三重修道院誓言約束俗世
修士的台亞特會（Theatines），為百姓服務。3）教宗如保祿三世，批准耶穌會和異端裁判
所的設立，又訂立禁書書目。4）神聖羅馬帝國和西班牙的統治者，尤其是腓利二世，以武
裝軍隊支持教會。5）設立按照西班牙模式的異端裁判所，用來剷除異端。6）禁書書目列出
一些羅馬天主教徒不准閱讀的書籍。7）由羅約拉創辦的耶穌會絕對服從教宗，並協助重新
征服波蘭。8）天特會議（1545∼63年）採用亞奎那的神學作為教會的神學，並以耶柔米的
武加大譯本作為教會認可的聖經。9）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在他們的殖民地建立天主教信
仰，如葡屬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巴西、西班牙屬中美和南美殖民地、菲律賓群島、越南，以
及法屬魁北克省。
七．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 1）起因是神聖羅馬帝國把加爾文派逐出帝國之外。耶
穌會干預政治，而敵對之諸侯聯盟的興起也是誘因。在布拉格的一場爭論是戰爭的導因。
2）在波希米亞和丹麥的階段是羅馬天主教佔優勢；在瑞典的階段，德國北部得以脫離羅馬
的操控；而最後的法國階段以和平解決來結束。3）韋斯發里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
1648年）承認加爾文主義。
八．宗教改革的結果 1）多個國家以基督教的國家教會取代普世的大公教會。2）基督徒接
受聖經的權威、因信稱義，以及信徒皆為祭司的觀念。3）有無數的基督教信條制訂出來。
4）三層的教育架構建立起來。5）許多加爾文派的信徒主張政治上的平等。6）資本主義產
生了。7）講道的事工再次復興。

貳．自然神論、基督教宗派和復興運動（1648∼1789年）
一．美國殖民地基督教 1）起始。（i）維珍尼亞公司的董事帶領移民者定居在維珍尼亞
州，當中有一些安立甘教會的牧師。布雷爾（Blair）和布銳（Bray）改良殖民地的教會事
工。安立甘教會也成為紐約、馬里蘭、南卡來羅納、北卡來羅納和喬治亞州的州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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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新英格蘭公理會的誕生是由於斯克比分離主義者在1620年移居普里茅夫，以及麻薩
諸塞海灣公司的股東移居沙龍和波士頓而形成麻薩諸塞殖民地。後來，胡克爾（Thomas 
Hooker）與麻薩諸塞和戴文坡特（Davenport）聖經聯會的朋友聯合起來，建立康乃狄格州
（Connecticut）。1648年的《劍橋平臺》頒布加爾文主義神學，並為這些教會設立公理會的
組織。（iii）羅得島的浸信會源於威廉斯（Roger Williams）和赫琴森（Anne Hutchinson），
他們由於堅持政教分離和良心的自由而被迫移民。（iv）因 經濟理由，迦勒威特家族
（Calverts）把馬里蘭州建立為一個有信仰自由的殖民地。（v）貴格會在新澤西和賓夕凡尼
亞州扎根，那裏的宗教自由吸引了許多小宗派。（vi）在德拉威爾州和後來在賓夕凡尼亞州
的瑞典信義宗信徒，由米綸伯（Muhlenburg）聯合起來。（vii）瑪克米（Francis Makemie）
建立了一個長老會，後來因蘇格蘭和愛爾蘭移民（1710∼1750年）的加入而擴大。
（vii i）史羅拜（Robert Strawbr idge）和恩伯立（Phi l ip Embury）建立了衛理公會，
後來由亞斯貝理（Franc i s A sbu r y）組織起來。2）設立高等教育，為教會和政府提供
領袖人才，所建立的大學有哈佛（1636年）、威廉與馬利（1696年）、耶魯（1701
年）、普林斯頓（1746年）、伯朗（Brown，1764年）、律傑斯（Rutger s，1825年）和
夏維福（Haver ford，1833年）。3）大覺醒運動（Grea t Awaken ing）借 富瑞林浩生
（Frelinghuysen）和鄧蘭特（Gilbert Tennent）的佈道，從中部的殖民地開始，再借 加
爾文派辯道者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的努力而擴展至新英格蘭，也擴展至南部
的長老會、衛理公會和浸信會。懷特腓德（White f i e ld）是這運動的協調者。復興帶來了
新的成員、大學和教會分裂。4）大多數教會，除了態度中立的衛理公會與和平主義的貴
格會之外，都支持改革；幾乎所有教會都在改革後組成了全國的組織。政教分離從維珍
尼亞州開始。5）能夠分擔教會行政和給予財政上的支持，平信徒因此得到更大的權力。
二．自然神論和復興 1）自然神論——牛頓學派的自然科學、洛克的心理學和理性主義的
哲學的結果——是一種信仰自然的宗教。按照徹伯利（Cherbury）之赫伯特（Herbert）的說
法，自然神論是相信一位超越的神、一種道德的生活，和將要接受獎賞與懲罰的不死生命。
自然神論傳遍北美洲和歐洲大陸。這學派強調人類的美善以及人性的可改善。2）聖經復興
運動表現於（i）敬虔派的復興，透過施本爾（Philip Spener）在德國信義宗的努力。結果產
生了辛岑多夫（Zinzendorf）帶領下的莫拉維教會，又導致德國信義宗的復興。（ii）懷特腓
德和衛斯理兄弟復興了英國的低下階層，而在約翰衛斯理死後，亞米紐斯主義和關懷社會的
衛理公會出現了。3）內心之光復興主義因 英國貴格會的創始人弗克斯（George Fox）的
主張而產生。貴格會的神學家巴克萊（Robert Barclay）聲稱內心之光能讓人類不斷得到光照
和啟示。

．羅馬天主教、奮興運動、宣教運動和自由神學主義（1789∼1914年）
1789至1914年這段時期，以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宣教士在非洲和亞洲殖民地的工作最為顯
著。許多婦女如史瑪利（Mary Slessor）和施艾蒂（Ida Scudder）都參與宣教工作。差會的支
持來自志願團體。
一．羅馬天主教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受到挫敗，但得到耶穌會和教宗比約九世（Pius IX）的
幫助。比約九世在1854年宣布馬利亞無染原罪成胎說，和在1870年的梵蒂岡會議宣布教宗無
謬誤的教義，天主教會因而得到大進展。1870年後，由於教宗的領土被併入統一的意大利，
以及德國、法國和其它地方制定了反對教會參與政治的法律條例，天主教的權力又再次被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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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
二．宗教在英國 1）安立甘教會或稱英國聖公會（i）由上流社會的福音派人士組成，包括
牧師（如牛頓）、威勒伯福士（Wilberforce）的“克拉番派”（Clapham Sect），和其它對
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有興趣的人。他們支持廢除奴隸貿易（1807年）和奴隸制度（1833年），
以及改善工人階級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沙甫茲布利[Shaftesbury]）。（ii）有聖經評論家如克
羅恩素主教（Bishop Cloenso），或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如金斯黎（Charles Kingsley）的廣派教
會（Broad church）。（iii）產生了由歧布勒（John Keble）、溥西（Edward Pusey），和紐
曼（John Newman）發起的牛津復興運動， 重儀式和聖禮；紐曼和其它大約九百人後來成
為羅馬天主教徒。2）卜威廉（Booth）的救世軍（1878年）、達祕（John Darby）的普里茅
夫弟兄會，和威廉斯（George William）的青年會，都是新興的不從國教者組織。3）英國的
宣教士，從1792年的克理威廉開始，他受到新近組織之團體的差遣和資助，成為宣教探險家
（李文斯敦[Livingstone]開發非洲和反對奴隸貿易）、語言學家（莫法特[Moffat]），和宣教
政治家（特卡[Tucker]使烏干達歸入大英帝國）。4）神職授予權、君主或地主任命牧師的權
力，以及復興運動，都使蘇格蘭的長老派產生分裂，如多馬查麥士（Thomas Chalmers）的
復興自由教會。5）1869年，由於安立甘教會在愛爾蘭被廢除，羅馬天主教因而得到支持。
三．教會的新敵人 1）唯心論的哲學使聖經成為一本純粹的歷史著作，由聖經鑑定學者（如
韋候生[Wel lhausen]）來加以分析，所得到的結論是：聖經只是一本“包含”神話語的書
籍。2）達爾文的進化論否定了原罪，並引起“宗教之進化”的觀念。3）由馬克思和恩格斯
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提出的共產主義無神論和惟物論系統，成為基督信仰的大敵。4）工
業革命帶來了較高的生活水平，使人傾向物質主義。
四. 美國本土的基督教 1）1789年後，第二次的大覺醒運動由德威特（Timothy Dwight）
的帶領下，在耶魯大學展開了，這運動借 新的營會技巧（Cane Ridge，1801年）而得到
擴展。結果有一些新教會——如門徒教會和神體一位會（the Unitarians），又有新的神學
院——如安多華神學院（Andover）成立，同時也透過耶德遜（Adoniram Judson）的工作開
展國外的宣教。隨後的奮興運動由范尼（Finney）——1857年的平信徒禱告復興運動——和
慕迪帶領。2）教會支持社會的改革，如禁酒和廢除奴隸制度。3）在奴隸制度方面的意見分
歧使衛理公會、長老會和浸信會分裂了。4）約瑟斯密夫（Joseph Smith）的摩門教，和米勒
爾（William Miller）的復臨派，是新興的邊緣教派。艾迪夫人（Mrs Eddy）的基督教科學會
和屬靈主義，也在各城出現。5）農民和外國移民湧入工業城市，帶來了社會福利房屋（Hull 
House）、青年會和社區教會來滿足人們的需要。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的社會
福音尋求在經濟和政治上採取民主行動來改善生活的狀況。6）布士內納（Horace Bushnell）
的《基督教教育》（Christian Nurture，1847年）強調以宗教教育代替向兒童傳福音。文約
翰（John Vincent）的統一授課，促成主日學的誕生和增長。

肆．二十世紀的教會
隨 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右派的極權主義瓦解了。柏林圍牆在1989
年開放，共產主義象征式地崩潰了。西方殖民帝國在1945年前逐漸消沉，讓許多非洲和亞洲
國家得以獨立。
一．教會與國家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教會參與人道主義和宗教的活動，但卻沒有
象在第一次大戰的時候那樣，成為沙文主義、奴隸販賣、征募新兵和仇恨德國的組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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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天主教因共產主義和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的唾棄而損失慘重，於是試圖借 與麥索里尼和
希特拉妥協，奉承美國；又推出馬利亞升天的新教條（1950年），以收復失地。3）在俄國
和其它地方的共產主義借 國家的立法、無神論的宣傳和逼迫基督徒，來打擊基督信仰。
4）可是到了世紀末，歐洲共產主義瓦解了，部分原因是歐洲國家中受逼迫的基督徒，對群
眾產生了屬靈的影響。蘇聯分裂為好幾個共和國，南斯拉夫解散，德國卻再次統一起來。
二．自由派的新正統主義和激進派的神學 從1914年至1995年這段時期，每一個神學的周
期都比前一個短。1）1880至1920年的自由神學主義，是一種內在、相對和主觀的神學，強
調神是一位慈愛的父，基督是我們的榜樣，祂讓人類曉得怎樣彼此建立手足的情誼。富司
迪（Harry E. Fosdick）是主要的代表。2）由巴特（Karl Barth）創立的新正統派（1921∼
1960年）堅持使用自由派的聖經批判，但卻主張宇宙間有一位超凡的神，人們透過聖靈在
聖經裏所啟示的基督來認識祂，而聖經便成為神的話語。3）激進的神學思想在六十和七十
年代興起。（i）阿爾提澤（Thomas J. J. Altizer）的“神死神學”（與心理學、歷史和哲學
無關）在六十年代風靡一時。（ii）解放神學首先在七十年代由古鐵雷斯（Peruvian Gustavo 
Guetierrez）在拉丁美洲提出。解放神學受到馬克思理論的影響，把聖經解釋為猶太人和基
督借 革命解放受壓迫之人的故事。黑人神學和婦女神學同受到解放神學的影響。（iii）過
程神學認為神和人都正在進化至一個更完美的秩序，和正在克服種種的限制。
三．普世合一組織的興起 普世合一主義——根據1846年福音派聯盟的一個信條而產生——
在神學方面是保守的，經歷了三種形式的發展。1）這思想從跨宗派的合作開始，包括青年
組織的合作，如學生志願運動和青年為主運動，以及與宣教組織的合作，如國際宣教會議或
國外宣教福音聯會。2）它受到各宗派組織再次結合的刺激，如衛理公會在1939年再結合；
這與宗派不同，如加拿大聯合教會。3）普世合一聯盟產生相同宗派之間寬鬆的聯盟，例
如：世界信義宗協會。自由主義神學和新正統神學都提倡本土教會的聯盟、全國教會的聯
盟，如全國基督教協會（1950年；1908年稱為美國基督教協會），和國際性的普世基督教會
協會（1950年）。福音派方面的組織有全國福音派協會和世界福音團契。
四．福音派在差異中的聯合  1）福音派的歷史根源是在早期教會和宗教改革時期。      
（i）從1865年起，福音派面對 自由神學主義的興起；自由神學主義來自達爾文的進化論以
及德國的康德哲學和聖經批判。（ii）從1881至1918年，自由派和福音派之間的關係變得緊
張，因為富司迪反對何治（Hodge）在《系統神學》（1910年）中主張的聖經無謬誤和前千
禧年觀，以及司可福聖經（The Scofield Bible，1909年）。（iii）從1919至1929年，兩派的
衝突加劇，因為司可帕斯（Scopes）審訊會（1925年）批判了進化論，而麥根（J. Gresham 
Machen）的《基督教與自由主義神學》（1923年）堅稱自由主義神學是一個不符合聖經的
新宗教。（iv）因 自由神學主義從1919至1945年在主流教會中的勝利，福音派建立了新
的宗派、聖經學院、大學、神學院、出版社和全國福音派協會。（v）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自由派的主流教會衰落了，福音派教會卻有所增長。2）福音派範圍包括許多不同的群
體，他們在基本的教義上意見一致，但卻各自有不同的強調點，如有些強調聖靈的洗禮。
（i）堅持聖經無謬誤和前千禧年觀的主流聖經學院包括慕迪聖經學院、惠敦學院；神學院
包括三一神學院、全國福音派協會、福音派神學協會；期刊包括《今日基督教》。（ii）五
旬節靈恩派的第三波教會——強調聖靈的洗禮是神的恩典，靈洗與救恩和“神蹟奇事”有
別——形成了右派的一個大陣營。（iii）聖潔派的陣營強調通向完美的第二次工作。范尼和
龐非比（Phoebe Palmer）是衛理公會和救世軍等團體的先驅者。（iv）封閉的基要派如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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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Carl McIntire）和鍾斯（Bob Jones），連其它的福音派也拒絕。范偉（Jerry Falwell）和
羅拔遜（Pat Robertson）持開放態度與別人合作，把道德教訓應用到公眾生活當中。（v）一
些基督教機構如宣明會、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以及學員傳道會等，都為福音派教會服務。
（vi）左派的機構有福樂神學院（Fuller Seminary），它在1972年已經放棄聖經無謬誤和前千
禧年的早期觀點。（vii）福音派社會行動協會（Evangelicals for Social Action）希望更多參與
社會行動。（viii）福音派婦女核心會議希望婦女的權益得到承認。（ix）主流教會的福音派
人士或是建立新的教會，如美國的長老教會，或象更新團體一樣，試圖把自己的宗派帶回福
音主義當中。信義宗密蘇里會議教會和美南浸信會是都成功例子。
五．教會增長的起落盛衰 在拉丁美洲、非洲和東亞地區，主流教會的增長直線下降，福音
派團體卻有所擴展。越來越多被按立的婦女在教會裏事奉。1）教會的增長是按照使徒行傳
的原則，提出人是倪維思（John L. Nevius），在二十世紀由福樂神學院的麥家倫（Donald 
McGavran）加以說明；他指出教會在彼此有關係的類似群體中增長得最快，因為他們已經
準備好去接受福音。溫特爾（Ralph Winter）的世界宣教會美國中心期望至二千年為止，能
爭取到每個這樣的群體都有教會的建立。2）教會增長。（i）在其它國家，教會增長是由復
興運動、聖經的翻譯和分發、五百個第三世界的差會、支持教會的機構群體、城市大型佈道
會、廣播和電視福音事工，以及正在興起的大型教會（韓國）。（ii）在北美洲，教會增長
在大學的復興運動（1950,1970,1995年）以及追求靈恩的群體、大型佈道會（葛培理）、電
子教會和大型教會（如柳樹溪社區教會）的出現。（iii）充滿敵意的極權主義國家試圖把基
督信仰和道德教訓的地位降到最低。佛教、回教和印度教的民族主義禁止任何基督信仰的傳
教活動。導致信徒殉教的逼迫和一些如新紀元運動的邪教，試圖破壞遵從聖經的基督教。
六．教會的新挑戰 1）現世主義強調惟物主義、相對主義，以及人類的智慧、技術與科學。
2）第三世界極度貧困的現狀。3）非基督宗教的興起。4）家庭危機成為世界性的問題。
5）宣教士的差遣從美國轉移至第三世界國家。6）羅馬天主教會隨 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和新
多馬主義（Neo-Thomism）的引入而越趨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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