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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面对巨人：教会与罗马帝国 

1. 使徒时代的结束 

公元 66 年，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统治，史称第一次犹太战争。罗马将军提多率军在围城三个

月后攻破耶路撒冷城。70 年埃波月 9 日，圣殿被毁，这一天被称为犹太历史上最悲伤的一天。在

圣殿抢掠的财物被用于修建大斗兽场。 

在起义之初，教会因着异象逃离耶路撒冷，因此未受损失。但是，此举被犹太人视为背叛，

从此教会与犹太人的裂痕再也无法弥补。 

此时，大多数使徒及与耶稣同时代的人都已故去，教会新的一代说面对的不再是犹太公会，

而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和全新的挑战。 

2. 罗马政府的迫害 

1) 迫害的原因 

① 基督徒拒绝崇拜凯撒 

通常罗马政府对各种宗教是比较宽容的。但是这种宽容的前提是对政府的效忠。这种效忠要

求对皇帝的敬拜和献祭。这是教会所不能接受的。加上教会积极传福音，因此被政府当作不稳定

的因素。 

② “不随从大众” 

基督徒的道德观与当时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拒绝敬拜罗马的各种偶像而被称为“人

类的敌人”，反对盛行的角斗表演，反对弃婴，注重婚姻生活的圣洁等等。因为基督徒有意地与

一般大众分别开来，引起大众对他们的排斥和反感。 

③ 误解与谣言 

教会的一些敬拜方式会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如圣餐被当做吃人肉和喝人血。为避免偶像

崇拜而私下聚会被当成密谋不轨。彼此亲嘴问安被当作淫乱。 

④ 作为灾难事件的替罪羊 

作为边缘群体的基督徒，成为主流社会的“猎巫”对象，因此在出现天灾人祸的时候，基督

徒就会被抛出来成为替罪羊，转移社会矛盾。 

 

2) 主要的迫害 

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并非常态，一般教会传统认为有十次大规模的迫害。但不同的人对于这

十次的具体时间却并不一致。 

 

迫害者 时间 知名殉道者 

尼禄（Nero） 64 AD 保罗、彼得 

多米田（Domitian） 81-96 AD 约翰（流放） 

图拉真（Trajan） 111-113 AD 西面、伊格纳修 

Commented [SZ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ege_of_Jeru
salem_(70))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ege_of_Jerusalem_(70)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ege_of_Jerusalem_(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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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良（Hadrian） 117-138 AD  

皮雅斯（Antoninus Pius） 138-155 AD 波利卡普 

奥热流（Marcus Aurelius） 169-180 AD 游斯丁 

塞维鲁（Severus） 202 AD 爱任纽 

德西乌斯（Decius） 249-251 AD 俄利根（病逝） 

瓦勒良（Valerian） 257-259 AD 西普里安 

戴克里先（Diocletian） 303 AD 阿尔本 

加利流（Galerius） 308-311 AD  

马可西米努斯（Maximinus） 311-313 AD  

 

3) 殉道士的出现 

在迫害中，罗马政府一般会将领袖人物处以死刑，而不是将所有基督徒一起处死。在这个过

程中被杀害基督徒，后来教会把他们称为殉道士（Martyr）。 

 

人物介绍：波利卡普 

 

波利卡普（Polycarpus 坡旅甲，约 69 A.D.－156 A.D.）。公元 2 世纪时士每拿（今土耳其境内

伊兹密尔）主教，是教会史上首先详细记录的殉道者，86 岁时殉道。史载坡旅甲系「约翰」的门

徒。他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烧死。在他的致腓立比人的书信中引用了包括《马太福音》、《路

加福音》等五卷新约书卷的内容，成为圣经书卷真实性的明证。 

 

与殉道士相对的，也要一些基督徒屈服于迫害，向凯撒献祭或上交经书。这些人被称为“背

教者（Apostasy）。这些人中也包括了一些主教和长老。 

 

4) 迫害的结果 

教会没有被摧毁反而发展起来——“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In the blood of martyrs, let the 

seeds of the Church.）” 

基督徒在迫害之中从容殉道的表现，成为美好的见证，赢得普通罗马人的同情。 

迫害洁净了教会，经过了试炼的信仰更加坚定 

在迫害中，教会需要保存真正的经典，新约圣经开始成形 

 

3. 异端的攻击 

1) 主要的异端 

① 诺斯底主义 

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一词来源于希腊文“gnosis”，意思是“知识”或“知晓”。诺

斯底主义有许多派系，但是总体来说，诺斯底主义教导，只有拥有诺斯底派神秘特别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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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osis)才能被救赎 。这特别的知识就是人的灵与属天个体的连系。根据诺斯底的教义，物质本身

是邪恶的，至高无上的善神，是至善，至德，至真之源，他不会与邪恶的物质宇宙世界本身发生

关系。至善的神在自己与有限被造物中间，创造了许多次等的神。一位低级的被称为造物主

（demiurge）的神出现，造物主创造了整个宇宙。 

只有接受诺斯底信徒传授的神秘特别的知识，人才能脱离物质形式到达属灵。基督就是神圣

的救世主，来向人们传达这种神秘的知识，使人最后被圣善的神所救赎。总括来说，诺斯底主义

是二元论。 

② 马西昂主义 

马西昂（马西翁、马吉安 Marcion, 约 85-160AD）是第二世纪异端的领导人物之一．他最突出

的主张是他完全拒绝旧约圣经或《希伯来文圣经》。他认为犹太人所崇拜的造物主是个法律的神，

是既严厉又残酷的神。祂不是耶稣基督的天父。而耶稣是那位尚未为人所知、至高、超越的神的

儿子与使者。他自己编辑新约，只保留保罗的教导和自己改编的路加福音版本（此版本删掉了所

有引用旧约经文的部分，并剔除了童年叙述），而拒绝接受新约圣经的其他部分，因为他认为这

些作品已深受犹太教的影响与污染。他的基督论主张幻象论(docetism)，认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

真实的；祂在世上的人性生活（含痛苦、死亡）仅是幻象而已。 

③ 孟他努主义 

由一位名叫孟他努（Montanus）的人所创立，约兴起于 172AD，在罗马帝国所属小亚细亚

（今土耳其）一带的弗吕家地方盛行。孟他努受洗时，曾经说方言并且宣告圣灵世代的降临，论

及新耶路撒冷的由天而降与千禧年快要开始，因此爆发了一场预言运动，吸引东方教会中广大的

信众跟随。由于孟他努是初信主作教徒，未曾担任过任何教会职务，所以他的主要同工是两位妇

女，被称为先知的百基拉与马克西米拉，他们自称是最后一代的先知。孟他努自称为圣灵的代言

人，而他的先知们教导人要听圣灵的声音，要预备迎接基督再临，过着苦修的生活。孟他努派高

抬妇女，并倡导勇于殉道，但过度自信宣称世界的末日马上来临，这与以色列传统和基督徒的想

法不同。孟他努派因其教义与神格唯一论的关连，于西元三八一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被定为异端，但其影响与教训却仍持续，且被人广泛接受。 

4. 教会的护教和教义的形成 

1) 两种护教思想 

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和异端的攻击，一批教会中的思想家以文字的形式加以回击并试图使人

们了解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这批人被称为护教士。从信仰与文化（哲学）的关系上来看，他们的

护教活动可以分为两类。 

 

① 基督信仰可以与哲学相互调和 

这一派护教者认为信仰和哲学彼此并不冲突，基督信仰是哲学的最高形式。他们希望通过发

现信仰和哲学的共同点来去除人们对信仰的偏见从而接纳基督信仰，同时吸引知识分子来接受信

仰。这一派的护教士主要有殉道者游斯丁、亚历山大的俄利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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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殉道者游斯丁 

 

游斯丁（Justine，约 100 AD-165 AD），生于撒马利亚的示剑，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希腊人，因

此十分严谨地训练儿子学习希腊的规矩和学问。他为首批归信于基督教的外邦知识份子，精通斯

多噶主义、亚里斯多德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对柏拉图主义也有涉猎。他非常的热爱古典哲学，

尤其是相信柏拉图所说的“永恆的理型”就是上帝，苏格拉底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是基督降生之

前的基督徒。 

他曾在以弗所授课，之后在罗马设立一学校，让想更进一步了解基督教的人接受教导。他是

第一个尝试将信仰及理性综合的神学家，也为基督教的教义等来辨护。主要著作有给罗马皇帝。 

游斯丁与他的同伴是在公元 165 年前后被罗马奥热流皇帝处死殉道。 

② 基督信仰与哲学互不相容 

另一派护教者认为信仰和哲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用特土良的话说，就是：“雅典与耶路撒

冷有什么相干？”他们认为哲学对信仰的影响是负面的，异端就是从哲学来的。这一派的主要人

物是特土良。 

 

人物介绍：特土良 

 

特土良（特图里安、德尔图良，Tertullianus，150 AD-约 225 AD），生于迦太基，也卒于此地，

曾任迦太基主教，因理论贡献被誉为拉丁西宗教父和神学鼻祖之一。他出生于百夫长之家，父亲

非基督徒，年轻时学习法律、哲学及各式各样的学科，后成执业的律师。中年时接受主耶稣成为

心中的救主，于是认罪悔改，抱持着禁慾主义。特土良在神学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三位一

体与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两个教义的阐明，为后来东方与西方两个教会的正统教义奠定了基础。。

他是三位一体论中用词的最大创意者，他发明了许多的新字，包括后来被广为使用的“三位一

体”、“位格”、“本质”等。他也是第一个使用“圣礼”、“救赎”、“功德”等词的人。特

土良是当时代惟一指出世人的罪与亚当有关之教父。此说法是“原罪”教义最早之看法。另外，

他认为基督的“神人二性”并不混淆，两者都有完全的属性。 

特土良主要以写作思辩性的基督教神学与反对异端的著作为主。除了众所皆知的《护教辞》、

《反马西昂论》、《驳帕克西亚》三大著作外，《灵魂论》是基督教讨论心理学最早之作，《洗

礼论》也是现存关于洗礼最早的论说。 

特土良被称为“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第一位拉丁教父”。晚年因不满当时教会的道德

松懈，加入了孟他努主义。 

 

2) 基督徒思想家 

 

早期护教士以辩护和回应为主，并没有试图建立任何教义的体系 

一批基督徒思想家开始有系统地阐述信仰 

他们开始了建立教义体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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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名望者，被后人尊称为“教父”（Church Fathers） 

 

人物介绍：爱任纽 

 

爱任纽（Irenaeus，约 130 AD-202 AD），出生于小亚细亚，曾听士每拿主教波利卡普的教导，

成为他的门徒，一生强调基督之爱。他的生平中大部份是住在西方，先为长老，后来成为里昂的

主教。202 年，他在一次对基督徒的大屠杀中殉道。爱任纽在神学上受到东西方两派的影响。在

救赎论上提出恩约的概念，并指出第三个恩约，即爱的律，是全人类可以领受的。在圣礼上，认

为得到救恩的主要途径是圣礼，但特别重视洗礼之前必须有信心。论及道成肉身，他强调基督是

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受保罗影响，他称基督为第二个亚当，人在亚当里失落了的神的形象，

却能在基督里恢复。他提出“功能的三位一体论”，不用推理，而仅根据信仰之标准教导说，圣

子与圣灵是与上帝相同的本质。在教会论上，看重使徒统绪，高抬罗马教会的地位。 

为了维护正统信仰，爱任纽极力反对孟他努派及诺斯底派，不遗余力地与之争辩。最主要的

著述为《反异端》和《使徒宣道论证》，在护教方面有极大的贡献与价值。 

 

人物介绍：俄利根 

 

俄利根（奥利金，Origenes Adamantius，185 AD-254 AD），生于亚历山大港，卒于该撒利亚。

他是希腊教父，更是亚历山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父亲在迫害中殉道。

受教与亚历山大的革利免，十八岁就被亚历山大主教德米特里推荐代替逃亡的革利免担任亚历山

大学院的院长。后因与德米特里的矛盾被逐离亚历山大，定居该撒利亚，创立教义学校，继续著

述与教学，教会历史学家犹西比乌说：“数千异教者及著名学者都群集去听他。”在 250 年德西

乌斯皇帝的迫害中入狱，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出狱后不久病逝。 

俄利根的的神学思想极具争议性，但其影响之深远是无可置疑的。他运用当时流行的新柏拉

图主义来阐述基督教神学教义。例如，俄利根是第一个用“永远受生”来解说父与子的关系，提

出的“与父同永”，使三位一体教义有了一个神学基础。但是，俄利根仍认为“子是小于父的”。

俄利根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是他的寓意（或灵意）解经，他认为经文寓意深刻，解释不能拘泥

于字面意义。在俄利根看来，圣经的经文有三层意义：字面意义、道德意义和寓意，而解经就是

要把寓意发觉出来。俄利根的一些神学观点在后来的大公会议上被定为异端。 

俄利根著作极丰，有说法认为超过六千种。他写了很多注释书，并将教会的信条系统地组织

著述，他的《教义大纲》被称为第一本系统神学著作。他的《六种经文合参》将六种圣经文本并

列来比较和注释，成为圣经文本研究的开创者。 

俄利根生活纯朴严谨，主张禁欲主义。他把生命当作活祭，全然献上，最终为主殉道。 

 

3) 基督教学园 

从 3 世纪开始，基督教学院（Academy）和教义学校（Catechism School）出现。这些机构继承

了希腊教育的“学园”（Academy）和犹太教的“家学”（House）。以讲解圣经为其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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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传授希腊罗马的修辞或辩论技巧。当时著名的学院有亚历山大学院（Alexandrian School）和安

提阿学院（Antiochean School）。 

因着学院所处地区的文化背景差异，学院表现出不同的学术特色。比如，亚历山大是罗马帝

国希腊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亚历山大学院倾向于用希腊化思想来解释基督信仰；而安提阿受犹太

传统影响深厚，在神学上尽量避免将基督教解释为多神教的可能性，从而淡化了基督的神性。 

 

5. 新约圣经正典及信经形成 

在与异端的斗争和抵抗迫害中，教会认识到确定圣经正典的重要性。 

在教父的著作中大量应用新约圣经并将其视为与旧约圣经同等重要。比如，特土良称基督教

的经典为《新约》。他的着作中曾引用《新约》一千八百多处；而爱任纽将新、旧两约圣经等量

齐观，同时对四福音的正典地位作出强力的答辩。在他的著作及讲道中，引用过大部分新约经卷，

对奠定新约正典有莫大裨益。 

经卷书目开始形成。现存最早的为 170 AD 的《穆拉多利正典》，现在新约中大部分经卷都在

其中（见附录）。在教父亚他纳修 367 AD 的一封信中，他第一次明确列出了现在新约的 27 卷经

卷。这些经卷在 397 AD 的迦太基大公会议上被认可为新约的经卷。 

 

信经是一种信仰告白，是对圣经真理高度概括之后的述说，也是信徒对自己所持守的信仰所

作的宣告。教会以信经的形式帮助信徒记住基本的信仰。是否承认信经所宣告的信仰，是区分真

信徒与假信徒的标准，也是区分真理与异端的标准。 

 

使徒信经被称为“信经中的信经” 

 

6. 教会组织的发展与主教制的形成 

1) 使徒统绪与主教制 

何为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 

使徒统绪表明主教的权柄起源于使徒，并从使徒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主教的权威是在与异端的斗争中形成的，教会发现只有以主教为教会的中心才能对抗异端思

想，主教既是使徒传统的见证人，又是使徒统绪的继承人。在教会初期，圣经还未完全成形，会

众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下，与使徒的关系可以保证真理的纯正和话语的权威。而在迫害中，

有能力的领导对于教会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大部分主教也的确尽心牧养，坚持真理，在迫害中做

出美好的见证。 

 

2) 神职阶层的形成 

从主教制开始，教会逐渐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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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产生制度化，主教由神职人员提名，征得临近地区主教同意，再由全体会众认可或选

举 

到 3 世纪，只有经过仪式性确认的人员才能从事圣职 

主教区基本按照罗马行政区划 

随着会众的增加，为牧养的需要，神职人员出现更多的阶层 

 

神职在这个时候并不意味权力和地位，而是责任和危险 

 

3) 罗马教会成为教会之首 

罗马所在的拉丁地区并不是基督徒集中的地区 

彼得和保罗与罗马教会的关系提升了罗马教会的地位 

耶路撒冷被毁，其它主要教区的地位被削弱 

复活节日期之争加强了罗马教会的地位 

 

4) 西普里安和他的教会论 

迫害中出现的背教者重新入教的问题给教会出了难题。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居普良，

Cyprian， 約 200 AD-258 AD）的教会论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认为“在教会之外没有拯救” 

教会的合一在主教制，主教的合一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在主教里面、主教在教会里面 

众主教平等，教会事物由主教团决定 

罗马教会具有最高的尊严 

通过补赎体系，一些背教者可以被重新接纳 

 

西普里安的教会论保证当时教会的合一，避免混乱，建立了秩序，在困难中保守了正统的信

仰，使教会得以在迫害中存留下来。但是，后来对其理论的发展，导致了教宗制的产生，救恩被

主教垄断，其补赎制使教会掌握了赦罪。信徒皆祭祀的观念、先知的角色、敬拜的自由与自发性，

以及教会的整体生活，一般都失落了。“追随圣灵”的真教会而变成“追随主教”的团体。然而，

在这过程中，至少有一种可辨认的教导与实践系统，与基督教变得缠结不可分割；而基督教可与

任何事物妥协的危险性，不再蔓延扩大——妥协的结果，将使教会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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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不同时期的新约书目 

《穆拉多利正典》 俄利根使用的新约 优西比乌使用的新约 迦太基大公会议确定

的新约 

170 AD 250 AD 325 AD 397 AD 

四福音书 

使徒行传 

 

罗马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提多书 

腓利门书 

 

雅各书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犹大书 

约翰的启示录 

彼得的启示录 

所罗门的智慧书 

 

私下使用： 

黑马牧人书 

 

四福音书 

使徒行传 

 

罗马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提多书 

腓利门书 

 

彼得前书 

约翰一书 

约翰的启示录 

 

有争议的经卷： 

希伯来书 

雅各书 

彼得后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犹大书 

黑马牧人书 

巴拿巴书信 

十二使徒遗训 

希伯来福音书 

 

四福音书 

使徒行传 

 

罗马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提多书 

腓利门书 

 

彼得前书 

约翰一书 

约翰的启示录 

 

有争议但为人熟知的

经卷： 

雅各书 

彼得后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犹大书 

 

四福音书 

使徒行传 

 

罗马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提多书 

腓利门书 

 

希伯来书 

雅各书 

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犹大书 

约翰的启示录 

 

被排除的经卷： 

黑马牧人书 

巴拿巴书信 

十二使徒遗训 

希伯来福音书 

彼得的启示录 

彼得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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