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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天翻地覆的日子：宗教改革 

1. 神葡萄园里的野猪——马丁·路德 

1) 马丁·路德早年生平 

1483 年 11 月 10 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 年 11 月 10 日-1546 年 2 月 18 日）出

生于小矿主家庭。1505 年路德在埃尔福特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同年，他决定成为奥古斯丁会的修

士。作为一个修士，路德发现即使自己严守教规却仍无法得到内心的平安。1508 年他去威登堡大

学教神学。1510 年，路德被派去罗马，他看到教廷的腐败。 

 

1513 到 1516 年间，在教授圣经的过程中，神的话语光照了路德。一日，他孤独地冥想罗马书

时，他在罗马书一章 17 节突然发现了他十年来所寻找的真理：“义人必因信得生”。 

 

路德的思想渐渐转变，他认识到人得救并非靠行为，而是神的恩典。他从而提出“唯独恩

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的观点。 

 

2) 风起秋萍之末——维滕堡的呼声 

在马丁·路德的时代，教会的腐败达到空前的程度。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大大提高，对教会的不

满也日益增加。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提升导致了教宗权利的下降。人们的宗教热情高涨，但教

会的神学和教义混乱，使人们无所适从。人文主义的发展带来思想上的解放。 

 

1517 年，为修建圣彼得大教堂，教宗利奥十世在欧洲售卖赎罪券。修士约翰·台彻尔推销赎

罪券经过维滕堡，他宣称：“当你为某个炼灵捐献的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他就从

炼狱中应声而出。” 

 

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将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滕堡的教堂大门上。95 条主

要是反对赎罪券，但其中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的观点却体现了路德新的认识。教宗一开始并没有

认真对待这件事，但 95 条被迅速印刷出版，传遍了欧洲，得到热烈的响应。宗教改革拉开了序幕。 

 

1519 年，路德和约翰·艾克在莱比锡进行了 18 天的辩论。辩论后，约翰·艾克要求罗马教宗

宣布路德为异端。 

 

作为回答，路德发表了三篇“宣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 

 

• “信徒皆祭司” 

• 人人有权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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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有权召开公会议 

• 建立德意志国家教会 

 

《教会的巴比伦之囚》 

 

• 反对天主教的教会观 

• 信徒可以凭信心直接与神亲近 

• 圣礼必须由基督设立 

• 因此只保留洗礼和圣餐 

 

《论基督徒的自由》 

 

• 基督徒因恩典和救赎而得自由 

• 人摆脱罪的捆绑，不再惧怕神 

• “善行不会使人成为义，但一个义人会行善” 

 

1520 年，教宗发布谴责路德的通谕，路德将其投入火中。 

 

3) 决裂的时刻——沃尔姆斯帝国会议 

1521 年 4 月 17 日，路德被要求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陈述其观点。4 月 18 日，当被要求放弃其

观点时，路德说： 

我不能相信教皇或公会议，因为众所周知他们屡屡犯错和自相矛盾。因此，除非圣经的证据

或明显的理由证明我错了，我坚持基于我所引述的圣经和我的被上帝的话语俘虏的良心的观点。

我不能也不会放弃任何观点，因为违背良心是既不安全也不合适。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上帝帮助我。阿门。 

 

会后，在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雷德里克的保护下，路德隐居在瓦特堡，并将圣经翻译为德语。 

 

4) 德国的宗教改革 

1524 年，针对自由意志的问题，路德与伊拉斯谟论战，1525 年发表《被捆绑的意志》 

1524 年，路德激进的学生闵采尔领导农民起义；路德支持贵族对农民的镇压 

1530 年，梅兰希顿起草《奥格斯堡信纲》，希望调和与公教的冲突，但公教拒绝接受。这份

文件被认为是路德宗的成立文件。 

1555 年，经过多年内战后，公教和路德派签订《奥格斯堡和约》，确立“教随王定”（whose 

the rule, his the religion）的原则，路德宗得到了合法的平等地位，向宗教自由迈出了重要一步。但

是，政教依然不分，而且没有给予其他新教宗派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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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士的宗教改革 

1) 瑞士的慈运理 

人物介绍：乌尔里希·慈运理 

 

慈运理，（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 年 1 月 1 日-1531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瑞士威赫

斯城，从小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早年任军牧，反对瑞士人当雇佣兵。1516 年结识伊拉斯谟，受

后者很大影响。1519 年，慈运理接触到路德的著作。1523 年，主持教义辩论，开始瑞士的改教。

1529 年的马尔堡会议上，因圣餐问题上的分歧而与路德分手。1531 年，在与公教联盟的战争中阵

亡。 

 

慈运理强调神的主权和神的天命。人得救单单是神恩典的作为，是神的拣选和预定。圣经是

最高的权威，整本圣经是神的话。圣礼只是象征的仪式不能使人得着信心和恩典。圣餐中没有基

督真实的临在。 

 

2) 日内瓦的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 年 7 月 10 日-1564 年 5 月 27 日），出生于法国的努瓦永。

他在巴黎和奥尔良学习法律，打下了坚实的拉丁文、法文和希腊文基础。在求学期间，加尔文接

受了改教思想。1533 年 11 月，加尔文逃离巴黎，在法国各地辗转传道。1535 年，加尔文在巴塞

尔出版了《基督教要义》第一稿。《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稿是献给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的，他希望

弗朗西斯能够了解信仰的真相。同时，这本书也是一本信仰的告白。初版只有六章，后来加尔文

不断修改扩充，1559 年的第四版发展为 80 章、四册的巨著。书中引用圣经 6000 多次，系统完整

地总结了基督教的信仰。本书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 

 

1536 年 8 月，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在改教家法雷尔的力劝下，加尔文留在了日内瓦。加尔文

要求人们按照信仰生活，遭到市民的反对。他要求对教会的改革，也触犯了市小议会。1538 年 4

月 25 日，加尔文被迫离开日内瓦。他应马丁·布塞尔博士之邀来到斯特拉斯堡服侍那里的法国难

民。那里，他完成了《基督教要义》的第二版，这一版用优美的法语写成，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

法语之父。 

 

1541 年 9 月 13 日，加尔文被邀请回到日内瓦。1541 年 11 月 20 日，日内瓦通过了《教会宪

章》，成为改革宗和长老会教会管理制度的基础。经过与市议会和自由派 14 年的斗争，宪章才真

正付诸实施。日内瓦成为新教的大本营，约翰·诺克斯称其为“使徒以来最完美的基督的学校”。

1559 年，日内瓦学院成立，这是第一所新教的大学，为全欧洲培养新教的人才。 

 

1564 年 5 月 27 日晚，加尔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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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是宗教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圣经为基础，以神的主权和恩典为核心，完整地总

结了新教的教义。他的教义和解经成为后世宝贵的财富。他的思想指导了后来各国的宗教改革。

他对于政教分离和人民反抗当权者的权利的思想，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3) 塞尔维特事件 

1553 年 10 月 24 日，塞尔韦特在日内瓦被判处火刑。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他第一个发现了

人体血液的肺循环。塞尔维特在神学上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1546 年到 1547 年，他与加尔文通

信辩论。1553 年，塞尔维特被天主教定罪，加尔文的信件成为证据。塞尔维特逃到日内瓦，被认

出后遭到逮捕。当时与加尔文敌对的市议会试图利用塞尔维特一案来攻击加尔文，加尔文在审判

中出庭作证。瑞士其他行政区和新教领袖们一致要求处死塞尔维特，市议会判处他火刑。 

 

在塞尔维特的定罪和处死上加尔文并没有发言权，也不是加尔文的决定，但加尔文的确要负

一定的责任。塞尔维特事件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在那个时代，宗教宽容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思想

里。在 1903 年 10 月 27 日，日内瓦的改革宗信徒为塞尔维特立碑，碑上刻着：“我们是伟大的改

革家加尔文的忠实诚挚信徒，特批判他的属于那个时代的错误。我们基于福音与归正原则，强烈

支持良心的自由，故树立这一赎罪纪念碑。” 

 

3. 再洗礼派 

再洗礼派起源于瑞士，他们认为改教运动并不彻底，教会应当彻底独立于政府，由真正的信

徒组成。1525 年 1 月 21 日，康拉德·格列伯尔、乔治·布劳洛克等人在费利克斯·曼茨家里聚

会时彼此施洗，开始了再洗礼派运动。再洗礼派遭到了公教和新教双方的逼迫。 

 

再洗礼派被称为改教中的“激进派”。他们反对婴儿洗礼，认为洗礼只适合于有重生经历的

成年人。他们要求完全的政教分离，基督徒不从政、不参军、不抵抗、不起誓。他们反对一切的

权威，认为任何信徒都有权读经和按他们的感动解释圣经。一些极端派别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凡

物公用。 

 

由于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产生的负面影响，再洗礼派一度陷入低谷。残余的信徒形成“弟兄

会”彼此支持。1540 年左右，西蒙斯·门诺以温和的教义重整再洗礼派，形成门诺会。1609 年，

约翰·史密斯受再洗礼派影响在英国建立浸信会。 

 

再洗礼派的一些观点超越了当时的环境，虽然正确但不能被主流接受。他们对解经的过于随

意，导致了一些极端的做法，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的很多主张在后来成为教会普遍的实

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