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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国教时代：合法化后的教会 

1. 君士坦丁归信与国教化 

1) 君士坦丁大帝 和米兰敕令 

① 黎明前的黑暗 

在 235 年至 284 年间，罗马帝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不稳定局面，在这期间，接连出现了二十

六位皇帝，平均只在位两至三年。285 年，戴克里先执政后，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他将皇帝

变为半神半人的化身与最高祭司，是自己真正成为最高君主。为了解决帝位继承问题，戴克里先

创立了四帝共治制，即是帝国东西两部分别由两位主皇帝统治，再各以一位副皇帝辅政。在罗马

皇帝众多的头衔裡，奥古斯都最为重要，所以将其授予两位主皇帝，而两位副皇帝则获授较次要

的称谓凯撒。戴克里先有意让主皇帝在退休或死亡时，由副皇帝继承，而继位的主皇帝则任命新

副皇帝，以解决帝位继承问题。 

在戴克里先统治前期，并不极欲迫害基督徒，然而戴克里先在其统治后期，却变为严酷迫害

基督徒的君主，并于 303 年 2 月 24 日发布首个逼害基督徒的法令。罗马帝国开始最后且最大的

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 

首先，基督徒士兵需要离开军队，其后基督教堂的私产被充公，而且基督教的书籍被烧毁。

后来他又发布敕令对基督徒採取更强硬的措施：基督徒要麽放弃信仰，要麽被处死。 

 

② 米尔维桥之战 

在 305 年，戴克里先退休（而其西部帝国的主皇帝亦宣布退休），两位凯撒按计划成为主皇

帝，但当选择新凯撒时，军队与罗马元老院介入并各自提名候选人。在 306 年，君士坦丁在西部

帝国发起内战，312 年 10 月 28 日，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乌斯在台伯河上的米尔维桥附近决战。

据说君士坦丁在战前见到异象，一轮光圈环绕着太阳，旁边是一行希腊文“Ev Τούτῳ Νίκα”。用拉

丁语翻译过来就是“in hoc signo vinces”——“你必以此而胜。”。并且在梦中被要求把一个表

示基督的标志涂在盾牌上。在决战中，君士坦丁大胜，马克森提乌斯溺水而亡。君士坦丁成为帝

国西部的统治者，并进而在 324 年击败曾经的盟友李锡尼，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 

 

③  “米兰敕令” 

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于 313 年在意大利的米兰会晤，他们共同颁发了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

令，称为“米兰敕令”；此诏书宣佈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

教会财产，亦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④ 帝国新都 

公元 330 年，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帝国东部，君士坦丁一世在拜占庭建立新都，命名為新罗马，

但该城普遍被以建立者之名称作君士坦丁堡。在之后的一千年中，这里成为帝国的首都和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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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法化的原因 

基督徒人数增长，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保证其统治的稳定，君士坦丁改变了原

来的镇压策略，改为容许基督教合法并试图“招安”教会。 

另一方面，君士坦丁也可能受其母影响，同情基督教。 

 

3) 罗马帝国改宗 

公元 380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公布了一道谕旨。这道谕旨在米兰谕旨的基础上，指出基督

教的信仰是值得全罗马帝国人民、值得所有有思想的人、值得所有有智慧的人去接纳的一个信仰。

虽然没有明确宣布，但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的国教。 

教会从弱势群体一跃成为社会的主流，教会人数大大增长，到 350 年，基督徒人数已经占罗

马帝国总人口的一半。富丽堂皇的教会开始兴建。同时，教会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义体系，并试图

使罗马成为上帝之城。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进入教会。教会与国家政权开始了一种新的关系，教会发现其

面临成为国家附庸的危险。 

 

2. 大公会议和重要真理的确认 

1) “多纳图之争”与大公会议的出现 

北非的教会因为在对待“背教者”上与罗马的教会产生争执，他们认为曾经的背教者绝对不

能重新回到教会，曾经背教的主教所实行的按立也是无效的。 

君士坦丁为解决争执，在阿莱斯召集了第一次大公会议。会议支持罗马的主张。多纳图派拒

不接受并自立教会。 

阿莱斯大公会议开始了教会以普世主教会议的形式解决争端的先例。但是，由君主召集国家

出资的教会会议从一开始就蒙上来国家干预的阴影。 

 

2) “尼西亚会议”与三位一体 

① 亚流与亚流主义 

亚流（阿里乌，Arius，250 AD-336 AD），亚历山大的牧师，他受到安提阿学派的影响，提出

的神学观点否认耶稣是神。他的教义被称为亚流主义。亚流在尼西亚大公会议后被放逐，但后又

被赦免。就在君士坦丁堡主教被皇帝强迫允许他重新入教时，亚流暴毙。 

 

亚流主义的主要观点： 

道成肉身的“道”不是真正的神 

基督与神具有不同的本性，即非永恒也非全能 

“道”是一个受造存在，是最初和最伟大的受造存在 

这种教义很容易理解，吸引力很多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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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尼西亚大公会议 

亚流受到亚历山大主教的亚历山大的强烈反对，但受到尼哥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的支持。两

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争论中，后来成为亚历山大主教的亚他那修脱颖而出。 

为解决争执，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了大公会议，约 300 位主教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主教们接受了该撒利亚主教、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提出的《尼西亚信经》，但在基督

与父“同质”（Homo ousion）还是“似质”（Homoi ousion）上产生争执。最后，在皇帝的压力

下，会议接受了“同质”的信经文本。除两位主教外，所有与会主教都在该信经上签了字。 

 

人物介绍：亚他那修 

 

亚他那修（阿塔拿修，Athanasius，约 298 年-373 年 5 月 2 日），曾在亚历山大教会任执事。

325 年召开尼西亚会议时陪同他的主教亚历山大出席，担任他的个人助理。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大

获全胜的亚他纳修并不满意会议的结果，他指出皇帝无权干预教会的事物，教会的争议应当由教

会自己解决。到了 328 年亚历山大主教过世时，他继任为亚历山大教会的主教。他一生坚持真理，

反对亚流主义，在亚历山大主教去世后独立对抗当时占优势的亚流派势力，因为不愿屈服皇帝的

压力，多次被放逐到高卢、罗马、埃及等地。在他担任主教的 46 年中，有 17 年在流放中度过。

亚他那修对于三位一体教义的确定作出很大贡献。 

 

③ 加帕多家三教父与三位一体真理的确立 

信经虽然通过，但问题并未解决。在皇帝干预下通过的信经很快因为皇帝态度的改变而名存

实亡。亚他那修在近五十年的时间中与亚流派斗争，历经五个皇帝，始终毫不动摇。在他死后，

加帕多家的三个教父接过他未完成的使命。他们是该撒利亚的巴西流（巴西略、大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约 330 AD-379 AD）、纳西昂的格里高利（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

330 AD-389 AD）和尼撒的格里高利（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约 335 AD-395 AD）。他们

澄清、护卫并界定三位一体的教义，把教会的信仰系统化，并尽可能把它们的逻辑阐释得清楚透

彻。 

公元 378 年，狄奥多西一世成为皇帝，他决定要解决这个教义的问题。公元 381 年，狄奥多

西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主教会议。在皇帝的支持下，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和尼撒的格里高利主导了这

次会议，会议修订了《尼西亚信经》，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并给予圣灵应有的地位。亚流主

义被谴责，但仍在帝国以外的蛮族中传播。 

 

3) 基督性质之争与“迦克敦会议” 

① 亚历山大学派与安提阿学派 

在基督性质的教义上，亚历山大学派与安提阿学派展开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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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主教西利尔（区利罗，Cyril，376 AD-444 AD），他们强

调基督的神性，暗示人性与神性融合在一个位格之中。因此称马利亚为“上帝之母”。这个学派

的思想含有基督一性论的危险，即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本性。 

安提阿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聂斯脱里、聂斯托留，Nestorius，384 

AD-451 AD），这个学派强调基督的人性，认为基督保有人性与神性各自完整，相互联合。因此他

们只称马利亚为“基督之母”。对于这个派别的担心在于过于强调基督的人性可能导致基督二性

论，即基督具有两个位格。 

 

② 以弗所大公会议 

公元 431 年，狄奥多西二世在以弗所召开主教会议讨论基督性质的争议。会议中，西利尔以

政治手段操纵会议，在得到罗马主教的支持后，裁定聂斯脱利派为异端。 

聂斯脱利在埃及的修道院度过余生，他的支持者自立“东方亚述教会”，向东传教，在唐朝

传到中国，称为景教。 

这次会议根本上是一场政治斗争，但同时也防止了基督二性论的异端。 

这次会议同时谴责了伯拉纠主义。 

 

③ 迦克敦大公会议 

西利尔死后，在他的继任者狄奥斯库若的支持下，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修士欧迪奇宣扬基督一

性论，认为“基督的人性就如同汪洋中的一滴葡萄酒，在汪洋中被吞灭消失。”君士坦丁堡主教

将欧迪奇定为异端。但在 449 年的第二次以弗所会议上，狄奥斯库若以暴力手段强行通过欧迪奇

的一性论，这次会议被称为“强盗会议”。 

449 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在信件中表明西方教会的立场，认为基督有完整的神性和人性，被

称为“利奥大卷”。451 年召开了迦克敦大公会议，会上以“利奥大卷”为基础通过了迦克敦信

经。信经以四个“不”，界定了基督的神人二性，“不相混乱，不相改变，不能分开，不能离

散”。信经并没有解释基督的二性如何统一在一个位格中，但它的重要性在于确定了真理的边界，

并保留了神的奥秘性。 

一性论的支持者自立教会，称为科普特教会。 

 

3. 奥古斯丁 

1) 早年生活及归正 

奥古斯丁（Augustine，354 AD- 430 AD），公元 354 年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他受过良好的

教育，虽然母亲莫妮卡是基督徒，但他早年相信摩尼教。奥古斯丁年轻时才华横溢但生活放荡，

他虽不愿意，但无力改变。 

公元 384 年，奥古斯丁在米兰听到安波罗修的讲道，对基督教的看法发生改变。在几年的挣

扎之后，一次属灵经历改变了他；公元 387 年，他与儿子和好友一起受洗。受洗后不久，母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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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相继离世。奥古斯丁渴望离世，但在民众的要求下，他成为希波的主教，此后担任主教 33 年

之久。 

 

2) 奥古斯丁与伯拉纠 

伯拉纠（Pelagius，約 360 AD-約 420 AD）是一个英国的修士，奥古斯丁在与他的辩论中发展

了罪与恩典的教义。奥古斯丁强调人因原罪的完全堕落，只有靠神的恩典才能使人更新和重生。

他们观点的对比请参考下表。奥古斯丁的思想成为西方教会神学的基础。伯拉纠在 431 年的以弗

所大公会议上被定为异端，但半伯拉纠主义在后来却渐渐控制了天主教会。 

 
 

伯拉纠 奥古斯丁 

人论 • 人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和相应的

责任。 

• 每个人是一个新受造物，不特

别倾向犯罪。 

• 没有任何特别外力，能使人的

意志一定选择善。 

• 关于原罪，乃因代代相传亚当

的坏榜样与积习。 

• 人的意志完全败坏，在得救的

事上，意志完全没有用。 

• 亚当原有自由选择善恶，但却

犯罪，使得所有人都受罪綑

绑。  

• 每个人都因是亚当的后裔，而

有原罪。 

救恩论 • 上帝赐圣经、理性、基督的榜

样，来帮助人。  

• 人如果悔改，上帝就宽恕。这

恩典并不帮助他的意志，只赦

免他的罪。 

• 没有必要婴儿洗礼，因为没有

原罪。 

• 只有蒙拣选的人，因上帝在基

督里的恩典，可以得救。  

• 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意志完全

没有用。 

• 上帝加力给人的意志，也使人

的意志能接受救恩。 

 

3) 上帝之城 

公元 410 年，蛮族攻破罗马城，异教徒攻击罗马放弃多神崇拜是灾难的原因。为回应异教的

攻击，奥古斯丁开始写作《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在书中指出，“人的城”虽繁华一时，最终必

倾覆灭亡；“上帝的城”虽被人忽略，必至终完全实现彰显。历史的中心是主基督的救赎。所以，

基督的道成肉身降世，是历史的中心；基督的再来，是历史的终结。这本书是奥古斯丁最受人喜

爱的著作，给予历代信徒巨大的盼望。 

公元 430 年 8 月 28 日，奥古斯丁在汪达尔人攻破希波城的前夕安息主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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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尼西亚信经和迦克敦信经 

1) 尼西亚信经 

 

1.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 

2.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从神出来的神，从光

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

受造的。 

3. 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取着肉身，并成为

人， 

4.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埋葬； 

5. 照圣经第三日复活， 

6.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7. 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 

8. 我信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

借着先知传言。 

9. 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 

10. 我认为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 

11. 我指望死人复活， 

12. 并来世的生命。阿们。 

 

（斜体为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修订内容） 

 

2) 迦克敦信经 

 

1. 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

完全者。 

2. 祂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 

3. 按神性说，祂与父同体；按人性说，祂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

罪。 

4. 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这末世，为求拯救我们，由圣母

（上帝之母）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5. 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

不能离散。 

6. 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

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 

7. 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

传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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