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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1] 

• 教會歴史的重要性 

• 認識歴史事實的了解屬靈的淵源 

• 各個時期教會面對的挑戰和囘應 

• 從歴史中學習榜樣及吸取教訓 

 

歴史是最好的老師。學習教會歷史就像學習我們的國家民族的歷史。教會歷史是我們基督

徒 DNA 的一部分。藉著對重要的人、事、物的討論，我們對教會和神學發展建立正確的

認識。通過查看教會歷史，我們可以認識： 

• 神的國度如何在地上開展。 

• 神如何在歷史中保存他的真理（教義）。 

• 聖經正典的形成過程，教義如何得到證實。 

• 貫穿歷史，神如何使用人(無論好坏)成就他的旨意。 

• 我們學習如何對今天做出反應，並對未來抱有真正的希望。 

 

[Slide #2] 

• 教會歴史時期的分段 

• 古代教會 (30 - 590) 

• 耶穌基督升天, 教會誕生 (33 AD) 

• 中古教會 (590 - 1517) 

• 大貴格利被選為羅馬主教 (590 AD) 

• 近代教會 (1517 --) 

• 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 – 九十五條論綱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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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3] 

• 古代教會 (33 - 590) 

• 使徒時代 (33 - 100） 

• 最後的使徒約翰(~90+) 

• 早期教父時代 (100 - 313) -逼迫時期 

• 教父代表人物 

• 尼西亞時代 (313 - 590) – 國教時期 

•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 米蘭詔令 Edict of Milan (313)  

• 尼西亞會議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325) 

• 帖撒羅尼迦詔令 Edict of Thessalonica (380) 

• 新約正典的成形 (~400) 

• 東西羅馬帝國 (395) 

• 西羅馬帝國滅亡 (476) 

 

使徒時代 (33 – 100):  

 

依教會傳統，教會始於五旬節聖靈的降臨。耶穌基督的福音在幾十年内，開始從耶路撒

冷，猶大全地，傳到撒馬利亞，外邦人地的安提阿，甚至遠到羅馬和北非,可以说是当时

候的地址 。在這幾 10 年內使徒們一一殉道或離世。最後一位離世的使徒就是使徒約翰，

在主後 90 年之後去世的。所以我們把從教會開始到大約西元 100 年定為使徒時代。這是

以使徒們為首的教會時代。 

 

早期教父時代 (100 - 313) -逼迫時期 

 

在使徒相繼離開世間之後，傳福音建立教會的棒子，由第二代、第三代的領袖繼承。這些

人被稱為“早期教父”。在他們的著作裡，我們可見到當時教會的信仰生活狀況。 

 

教會初期，外來的逼迫基本上是來自猶太民族本身，尤其是公會的逼迫。這從使徒行傳就

可以看出來。在聖殿在主後 70 年被毀之後，就開始有來自羅馬帝囯的逼迫。這逼迫在第

二世紀更加劇烈，持續到第三世紀，直到公元 313 年的米蘭詔令(Edict of Milan)才正示停

止。 

 

尼西亞時代 (313 – 590) 

 

以公元 313 年的米蘭詔令為起點，到公元 590 年的尼西亞時代是教會歷史中極俱變化的時

代。這個詔令就是出自很有名的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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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於公元 337 年，在他死之前歸信基督信仰。 

 

尼西亞會議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325AD)  

 

尼西亞大公會議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325) - 確立耶穌基督的神性、排斥異端 

君士坦丁大公會議 First Council of Constantinpole (381) - 確認和擴展尼西亞信經 

迦克墩大公會議 Council of Chalcedon (451) - 確立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 

 

帖撒羅尼迦詔令 Edict of Thessalonica (380AD)  

 

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宣告，以尼西亞會議宣告的信經的基督信仰為羅

馬囯教，稱耶穌基督的教會為 “Catholic & Orthodox (大公&至正)”。 

 

新約正典的成形 (~400AD) 

 

位於帝囯東方的眾教會終于在367年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那年，埃及亞歷山大的主教亞

他那修 (Athanasius I of Alexandria) 發出的“復活節書信”，列出了新約的27卷書。在帝

囯西方的眾教會，主后393年在非洲希坡 (Hippo) 舉行的大公會議和397年在非洲迦太

基 (Carthage)舉行的大公會議，通過了完整的正典書目。 

 

東西羅馬帝國 (395AD) 

 

公元313年的米蘭詔令雖然幫助教會不再受帝國的逼迫，但也使教會和皇權之間開始了

錯綜覆雑的関係。從此，教會和羅馬帝國的政治發展及命運再也分不開。教會也因此

染上了政治疾病，為後來的敗坏種下禍根。羅馬帝國在公元393年的正式分裂，也為教

會後來的分裂帶來不可忽略的影響。 

 

羅馬帝國在公元 393 年分裂之後，西羅馬帝國不久就開始遭受北方的蠻族的侵擾，囯

勢漸每況愈下，終至一蹶不振。西羅馬帝國在末代皇帝羅慕洛﹒奧古斯都 (Romulus 

Augustulus) 在公元 476 年向元老院宣佈退位之後就滅亡了。西羅馬的覆亡大大增進了

羅馬主教的特權，羅馬主教變成西方最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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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4] 

• 中古教會 (590 - 1517) 

• 羅馬教皇興起 (590 - 1050) 

• 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 

• 穆罕默德公開傳教 (612) 

• 教會權威極盛時期 (1050 - 1294) 

• 東西教會分裂 (1054) - Great  Schism 

• 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 希臘東正教 (Eastern Orthodox) 

• 十字軍東征 (1095-1291) 

• 教會權威衰微時期 (1294 - 1517) 

• 巴比倫被擄時期 (被擄至法囯)（1309一1376） 

• 教會分裂時期(Western Schism)（1378一1417） 

 

• 中古教會 (590 - 1517) 

• 羅馬教皇興起 (590 - 1050) 

• 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Gregory I) 

 

教會歷史學者把大貴格利做為教會歷史時代的區分點和代表性人物，主要是他

對當代教會和社會的貢獻。大貴格利的貢獻可以分為三方面：a) 對羅馬教會內

部進行改革，使得西方教會變得越來越獨立，不再需要依附東方的教會; b) 西

方社會正值無政府狀態，以羅馬的教會作為領導，維持安定的局面，也使教會

在西方有一股無可否認的影響力; c) 大力推動修道院的管理、使得教會本身能夠

對這些修道院有越來越大的影響。 

 

• 穆罕默德公開傳教 (612AD) – 伊斯蘭教/囘教的興起 

 

出生於麥加的穆罕默德，自稱真主給他最後的啓示(610AD)，就是《可蘭經》

。他是真主的最後先知和使者。他於公元612年開始公開傳教。在短短的二十年

内，在他去世之前統合了各個阿拉伯部落皈依伊斯蘭教。 

 

• 教會權威極盛時期 (1050 - 1294) 

• 東西教會分裂 (1054) – Great Schism 

• 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 希臘東正教 (Eastern Orthodox) –  

• Byzantium/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now 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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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教會之間存在由來已久的差異，距離日遠，只是到公元 11 世紀前半期，

教會仍是一體。直到羅馬教皇利奧九世 (Pope Leo IX)在位，東西方教會才正式

決裂。這事導因於利奧九世與君士坦丁堡主教長瑟如拉留 (Michael Cerularius)

之間的不睦。而引起正式分裂的導火綫竟是聖餐用的餅。公元 1053 年，瑟如拉

留關閉了在君士坦丁堡的說拉丁語的教會，並且譴責西方教會在聖餐時使用無

酵餅，認為這是“猶太化”的行為。 

 

• 十字軍東征 (1095-1291) 

 

最初的十字軍(1095AD)有多種動機，包括宗教救贖、履行封建義務、獲得名聲

的機會以及經濟或政治優勢。後來的十字軍東征一般由更有組織的軍隊進行，

有時由國王領導。最初的成功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埃德薩伯囯(County of 

Edessa)；安提阿公國(Principality of Antioch)；耶路撒冷王國(Kingdom of 

Jerusalem)；和的黎波里伯囯(County of Tripoli)。直到公元 1291 年阿卡

(Acre/Akka)陷落，十字軍仍以某種形式留在該地區。此後，沒有進一步的十字

軍東征以收復聖地。阿卡是以色列北部地區沿海平原地區的港口城市。 

 

• 教會權威衰微時期 (1294 - 1517) 

• 巴比倫被擄時期 (被擄至法囯)（1309一1376） 

 

公元 1305 年，法囯皇帝菲利普四世(Philip IV) 迫使陷入僵局的教皇選舉會議選

舉法國的克革利免五世(Clement V)為教皇。革利免五世後來拒絕搬到羅馬，並

於 1309 年將他的教廷遷至阿維尼翁(Avignon, France)，並在那裏有 67 年之久。

這段歷史被稱為“教皇的巴比倫被擄時期”，也見証了教皇權的衰微。 

 

• 西方教會分裂 (Western Schism)（1378一1417) 

 

除了之前的希臘東正教和西方的羅馬教會的分裂，羅馬教會也有將近四十年的

自我分裂。因為宗教受到政治的轄制，不同皇帝擁護不同的教皇，而且互不承

認。甚至有三位教皇。雖然問題後來在公元1414年的康斯坦斯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得到解決。但是，這大大削弱了教廷的影響力,和一般人對教會的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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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5] 

• 近代教會 (1517 -- ) 

•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1517) 

• 改教運動時期 (1517-1648) 

• 英格蘭教會 (1534) 

• 宗教改革戰爭 (1618-1648) 

• 改教之後時期 (1648-1789) 

• 啟蒙運動與理性主義 

• 英格蘭和北美洲的大覺醒 

• 分裂與擴展時期 (1789-1914) 

• 現代基督宗派的形成 

• 宣教工作的興起 

• 現代教會 (1914 -- ) 

 
• 近代教會 (1517 - 1900) 

•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1517) 

 

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毫無疑問的是教會歷史上，自使徒時代之後，最重要的事件

。馬丁路德一開始的動機並不是要改教，或是從教會中分離出來，另立門戶。他的

動機相當單純，就是希望教皇能改正錯誤的神學教導，囘歸使徒從耶穌基督所領受

的真理。 

 

• 改教運動時期 (1517-1648) 

• 英格蘭教會 (1534) 

 

英格蘭教教會從羅馬教會的獨立的導火綫，是因為羅馬教皇革利免七世不同意

英王亨利八世的離婚要求。亨利八世任命自己為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並解

散了修道院和修道院，從此，英格蘭教教會(英囯囯教)在改教運動中自成一

支。其實，它的原始動機是政治性多於神學性。 

 

• 宗教改革戰爭 (1618-1648)  -   

 

三十年戰爭（1618-1648）是奧地利王朝及其天主教派盟友與新教勢力（瑞典、

丹麥、荷蘭和神聖羅馬帝國各邦）及其盟友法國（儘管信仰天主教但反對奧地

利王朝）之間的戰爭。當 1648 年參戰各方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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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phalia) 三十年戰爭正式結束的時候，歐洲宗教改革導致的宗教戰爭終於宣

告結束，而新的“主權國家時代”的歐洲來臨了。 

 

• 改教之後時期 (1648-1789) 

 

• 啟蒙運動與理性主義 

• 英格蘭和北美洲的大覺醒 (Big Awakening) 

 

• 分裂與擴展時期 (1789-1914)  

 

• 現代基督宗派的形成 

• 宣教工作的興起 

法囯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1789),  

美囯獨立戰爭 dAmerican Revolution War (1775-1783) 

 

• 現代教會 (1914 -- ) 

• 意識形態時代 (1914) WWI 1914-1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