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1. 時候滿足：五旬節聖靈降臨與基督教會之誕生 (30) 

 

I. 為何要明白「教會歷史」？ 
A. 信仰根源 
 

 B. 聖經關係 
 
 

II. 教會歷史的價值 
 A. 福音動力 
 

 B. 靈性堅固 
 

 C. 開闊眼界 
 

 D. 前途指標 
 

 E. 信仰定力 
 

 F. 生命推動 
 

 G. 應用工具 
 

 H. 開闊心胸 
 
 

III. 教會歷史的時期 

 A. 古教會時期 (30-313A.D) 
  1. 使徒時期 
  2. 逼迫時期 
  3. 國教時期 
 
 B. 中世紀教會時期 (313-1517A.D.) / (313-1453A.D.) 
  1. 教皇的興起 
  2. 回教的興起 
  3. 神聖羅馬帝國 
  4. 東西教會大分裂 
  5. 十字軍東征 
  6. 修道主義 
  7. 宗教改革的萌芽 
  8.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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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近代教會時期 (1453 或 1517 - 現代) 
  1. 改革運動 
  2. 反改革運動 
  3. 清教徒運動 
  4. 衛斯理帶來的復興 

5. 宣教運動 
 

 
教會歷史大事年表 

 

30 五旬節聖靈降臨與教會誕生 1409 改革會議 

49/50 耶路撒冷大會 1453 康士坦丁堡之陷落 

64 尼祿王的逼害 1516 伊拉斯母印希臘文新約聖經 

313 米蘭諭令 1517 馬丁路得張貼《九十五條》 

323 寬容諭令 1521 沃木斯會議 

325 尼西亞會議 1523 重浸派 

395 基督教正式成為羅馬國教 1530 路得派奧斯堡認信 

451 迦克敦會議   1534 英國最高治權法案 

530 本篤會規 1540 天主教耶穌會之成立 

590 第一任教皇 1545/63 反改革運動及天特會議 

622 回教之興起 1773 天主教耶穌會被解散 

750 康士坦丁之贈予 1738 衛斯理兄弟歸主 

754 贈地予教皇  1780 英國銳克斯開創主日學運動 

800 查理曼皇帝加冕 1793 威廉克理往印度宣教 

962 神聖羅馬帝國 1870 教皇無誤論 

986 俄羅斯接受「東正教」 1878 救世軍的成立 

1054 東西方教會大分裂 1910 愛丁堡宣教會議 

1095 十字軍東征及經院哲學興起 1948 基督教協進會成立 

1210/16 天主教方濟各會與道明會 1961/65 梵帝崗第二次會議 

1309/77 天主教教廷被擄「七十年」 1966 柏林福音會議 

1378 大分裂 (直至 1417) 1974 洛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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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教會於五旬節誕生 
 A. 時候滿足 
  1. 政治上 
 
  2. 交通上 
 
  3. 文化上 
 
  4. 宗教上 
 
 
 B. 教會的誕生 
  1. 「教會」的定義 
 
 
 

  2. 「教會」的成立 
   a. 經過 (徒 1:15, 2:1-4) 
    i. 聖靈的降臨  
    ii. 聖靈的恩賜 
 
   b. 三層的影響 

i. 新的啟悟 
ii. 新的能力 
iii. 新的同在 

 
   c. 成員 (徒 2:5) 

i. 希伯來人 (徒 6:1, 21:40) 
ii. 希利尼的猶太人 (徒 2:9-11, 6:9) 
iii. 進猶太教的外邦人 (徒 6:5) 
 

   d. 教義 
    i. 耶穌是基督 
    ii. 耶穌的復活 

iv. 耶穌的再來 
 
 

C. 教會因苦難破繭而出 
1. 耶路撒冷失陷 (主後 70 年) 
 
 
2. 從耶路撒冷向外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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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2. 苦盡甘來：尼西亞會議與帝國教會之形成 (325) 

 
引言 

主後 100-325 年，教會面對外來逼迫 (羅馬政府) 及內在異端的問題；主後 250 年

之，前逼迫是地區性，多來自群眾暴徒而非政府，250 年之後, 是全國性，由政府

推動的逼迫。325 年尼西亞會議，教會內外的間題才得解決。 

 
I. 逼迫來臨 
 
 A. 原因 
  1. 政治上的誤會 
  2. 宗教上的錯覺 
  3. 社會上的矛盾 
  4. 經濟上的衝突 

 
 B. 逼迫前期 (主後 250 之前) 
  1. 尼祿 (Nero 54-68) 
  2. 豆米仙 (Domitian 81-96) 
  3. 他雅奴 (Trajan 98-117) 
  4. 奧熱流 (Marcus Aurelius 161-180) 
 
 
 C. 逼迫後期 (主後 250 之後) 
  1. 德修 (Decius 249-251) 
  2. 丟克里田 (Diocletian 284-305) 
  3. 加利流 (Galerius 305-311)  
 
 D. 結果 
  1. 傳至小亞細亞 (第一世紀) 
  2. 傳至羅馬東部 (第二世紀) 
  3. 傳至西部拉丁語系的人 (第三世紀) 
 
  
 E. 影響 
  1. 處理變節的方法 
  2. 聖經正典的問題 
  3. 信仰政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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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異端的興起 
在第二至三世紀中， 教會一方面要面對外面的逼迫，另一方面要應付內部教義

混亂的問題。產生了很多不純正的信仰，原因乃基於那時信主的人之背景，猶

太律法主義和希臘哲學思想。 
  
 A. 律法主義的異端 ─ 伊便尼派 (Ebionites) 
 
 
 B. 哲學上的異端 
   
  1. 諾斯底主義 (Gnostics) 
 
  2. 摩尼教 (Manicheanism) 
 
  3. 新柏拉圖主義 (Neoplatonism) 
 
 
 C. 神學上的異端 
 
   1. 孟他奴主義 (Montanism) 
 
  2. 神格唯一論 (Monarchianism) 

                   
 

III. 苦盡甘來 

   

 A. 帝國教會之形成 

   
  1. 康士坦丁大帝 
   a. 爭戰中見異象 (312) 
   b. 米蘭諭令 (313) 

c. 寬容諭令 (323) 
d. 尼西亞會議 (325) 

   d. 定為羅馬國教 (395) 
 
  2. 對教會的好影響 
   a. 逼迫停止 
   b. 教會重建 

c. 異教獻祭停止 
d. 廟宇成為教堂 
e. 教會得經濟支持 
f. 聖職人員享有特權 

   g. 主日崇拜定為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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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國家的影響 
   a. 廢除釘十字架之酷刑 
   b. 禁止殺害及販賣孩子 

c. 改善奴隸制度 
d. 鬥獸場之娛樂被禁止 

   f. 提高婦女地位 
 
  4. 帶來壞的影響 
   a. 異教化 
   b. 世俗化 
   c. 改教合一帶來之錯誤 
 
 

B. 書卷  
 

  1. 書信體文學 
2. 啟示文學：黑馬牧人書 "The Shepherd of Harmas" (150 A.D.) 
3. 問答式：十二使徒遺訓 "Didache" 

 
 

 C. 為道爭辯 
 

  1. 護教士 
   a. 游斯丁 (東方) "Justin Martyn" 
   b. 他提安 (東方) "Tatian" 
   c. 特土良 (西方) "Tertullian" 
 
  2. 辯論家 

a. 愛任紐 "Ireuaeus" 
b. 亞歷山大學校 
c. 斐羅 "Philo" 
d. 革利免 "Clement" 
e. 俄利根 "Origen" 
f. 迦太基學校 

   g. 特土良 "Tertullian" 
   h. 居普良 "Cyprian" 
 
  3. 教父 

a. 主教 
b. 年代 
c. 使徒的門生. 
d. 著作 

 
IV. 總結：教會成為更純正、更統一、更有組織、更增長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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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3. 平息紛爭：迦克墩會議與解決教義爭論之玄機 (451) 

 
I. 引言 
 451 年舉行之迦克墩會議之前，曾就有關「基督」的神學問題，分別召開過尼

西亞 (325) 及康士坦丁堡 (381) 次會議。 

 
II. 迦克墩會議的舉行 
 A. 日期 
 B. 地點 

C. 召開 
D. 參加 
E. 目的 
F. 成果 

 
 

II. 初期教會有關基督論的異端 
  

異端名稱 主要倡導者 簡    介 

亞波里拿留主義 亞波里拿留  
 
 
 

涅斯多留主義 涅斯多留  
 
 
 

猶提乾派 猶提乾  
 
 
 

基督一性說 瑟佛留 
哈利加拿修的猶利安 
尼歐泊的司提反 

 

基督一志派 阿拉伯的狄奧多若賽

奇 
亞歷山大的區利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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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基督教義爭論的經過 

 
 A. 亞他那修：基督是完整的神 
 
 
 

 B. 亞波里拿留：道與肉身結合  vs  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基督有完整的神人

二性 

  (這神學之爭涵蓋了第五世紀前一半) 
 
 
 

C. 涅斯多留：人性基督與道結合  vs  亞歷山大的區利羅 + 羅馬教宗色勒斯丁 
(這神學之爭演變為個人與教庭之爭) 

 

 

 D. 康士坦丁堡修道院長歐奇：基督結合後只一性說  vs  康士坦丁堡大主教夫

拉維亞 
  (這神學之爭引至羅馬主教利奧一世介入，提倡耶穌擁有神人二性卻只有一

個位格) 

 

 

 E. 新任皇夫馬喜安 (支持利奧一世立場) 召開迦克墩會議 

(這會議之宣言，西方教會立表認同，東方教會經較長時間才能接納) 

 
 
 
 

IV. 迦克墩會議在神學上的重要 

 A. 東西教會在信仰立場上共同樹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B. 將重要的教義濃縮成一些教條 

  

 

 C. 將基督教信仰由猶太文化背景轉化為希羅文化：基督教即使用另一種語言包

裝，其核心信息仍可保持不變。 

 
 
 
V. 迦克墩會議在信仰生活上的重要 

 A. 矯正屬錯誤的傾向 

  

 B. 建立神人生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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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4. 退避靜修：本篤會規與修道主義之影嚮 (530) 

 
I. 引言 

羅馬信仰腐敗， 信徒不願留於亂世而退隱。修道主義於第四世紀在東方開始，

而西方則開始自第六世紀。第十至十一世紀為修道主義改革時期，也是最盛行

時代。但其中最具影響性的，要算於 530 年訂定之「本篤會規」。 
 
II. 修道主義成因 
 
 A. 哲學影響 
 
 B. 誤解聖經 
 
 C. 心理因素 
 
 D. 歷史因素 
 
 E. 地理因素 
 
 
 
III. 修道主義發展 
 A. 緒論 
 
 B. 東方修道主義 

1. 創始人：安多紐 (Anthony, 250-356) 
 

  2. 廿歲之時開始修道 
   
  3. 怪異之修道行徑 
   
  4. 漸發展為寺院式的修道生活 
 
  5. 第一個有組織地將修道士聚在一起：帕科謬斯 (Pachomins, 290-346) 
 
  6. 巴西流 (Basil of Caesarea, 33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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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西方修道主義 
  1. 著重實際 
 
 
  2. 傳播者：亞他那修 (Athanasius) 
 
 
  3. 推崇者：耶柔米 (Jerome) 
 
 
  4. 推廣者：本篤 (Benedict， 480-542) 
   a. 不滿 
   b. 修院 
   c. 著重 
   d. 自立 
   e. 敗壞 
 
 

第十世紀因克呂尼改革，強調捐錢與權力分別，生活要嚴格，而修道院直屬

教皇，如此才挽回修道主義之危機。 
 
 
IV. 修道主義之評價 
 A. 修道主義的好處 
  1. 學術研究 
  2. 農業改進 
  3. 避難居所 
  4. 醫療工作 
  5. 保存文化 
  6. 教育普及 
  7. 聖經傳流 
  8. 推展福音 
 
 
 B. 修道主義的劣點 
  1. 人材流失 
  2. 後繼無人 
  3. 屬靈驕傲 
  4. 階級發展 
  5. 教會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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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5. 教皇極盛：查理曼加冕與基督教帝國全盛之奠基 (800) 

 
I. 神聖羅馬帝國的興起 

G. 朝代的演變 
1.   墨羅維斯王朝 

  a. 法蘭克酋長克洛維 (Clovis) 
  b. 教皇與其結連 

 
 2. 加路連王朝 

a. 查理馬特爾 (Charles Martel) 
 
b. 矮子皮平(Pepin II) 
 
c. 成立「加路連王朝」(Carolingians) 
 
d. 影響 

i. 教皇擁有產業之始 (756A.D.) 
ii. 促成偽造文件「康士坦丁之贈予」(Donation of Constanine) 

 
 
 B. 神聖羅馬帝國的出現 
 1. 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742-814 A.D.) 
 a. 皮平二世之子 
 
 b. 西歐之王 
 
 c. 羅馬皇帝 
 
 d. 行政管理才能 
 
 e. 對教會友善 
 
 f. 條頓與拉丁文化之融合 
 
 g. 死後土地被瓜分 
 
 h.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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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神聖羅馬帝國出現前之社會情況 
 a. 混亂而分散 
 b. 封建制度興起 
 c. 對教會之影響 
 d. 回教再次入侵 
 e. 維京人入侵 
 
 3. 神聖羅馬帝國 
 a. 人心傾向 
 b. 德國出現 
 c. 影響 
 
II. 神聖羅馬教會的復興 
 

A. 教諭 (Decretals) 
 1. 成因 
 
 2. 結果 
  a. 羅馬主教絕對之地位 
  b. 教會與國家抗衡 
  c. 聖職人員不受國家影響 
  d. 屬世司法不能行使在教會及聖職人員身上 
 
 B. 福音工作 
 
 C. 關乎聖餐 
 1. 第八世紀時 
 2. 831 A.D. 
 3. 1215 A.D. 
 4. 結果 
 

D. 修道院的改革：克呂尼 
 

E. 有才能之教皇 
 800-1054 期間教皇多是無德腐敗， 但以尼哥拉則具有影響力。 
 
 1. 尼哥拉一世 (Nicholas I) 

 a. 干涉皇帝之婚姻 
 b. 干涉康士坦丁堡之內政 
 
 2. 尼哥拉一世至利歐九世 (Leo IX) 期間 
 不單沒有好教皇，而且常有醜聞, 其中「三皇對恃」就是一個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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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6. 分道揚鑣：東西教會大分裂與東正教之建立 (1054) 

 

I. 原因 
H. 遠因：康士坦丁之遷都 

 
 
 

B. 近因 
 1. 理性問題 
  a. 東方 
   用哲學思想解決神學問題，325-451 神學問題爭論甚多，阻礙發展。 
   
 
  b. 西方 
   注重實際，行政管理， 少為信條費神， 以致發展較快。 
 
 
 2. 規條問題 
  a. 復活節之爭 
 
 
  b. 獨身問題 
 
 
  c. 留鬍子問題 
 
 
  d. 敬拜圖像 
 
 
  e. 禁食日 
 
 
 3. 教義問題：「和子之爭」 
  西方教會擅自在教條中論聖靈是由父而出之後加上是由「父示子」而出 
 
 
 4. 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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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之後西方羅馬帝國已脫離東西糾纏而成為獨立之帝國，而東西教會

分裂有助此形勢。 
 
 
 
II. 導火線：無酵餅之爭 

東方瑟如拉留 (Michael Cerularius) 主教指責西方用無酵餅為不對，結果在蘇菲

亞堂 
 (St. Sophia) 相方互逐主教。西方派紅衣主教及大使去開會平息紛爭。 

 
 
 
 
II. 影響 

A. 分裂 
 
 
B. 東方教會獨自發展 

 
 

C. 東方教會宣教事業 
 
 

D. 東方教會停滯不前 
 1. 神學限制 
  
 
 2. 回教入侵 
  
 
 3. 皇帝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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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7. 內憂外患：十字軍東征與教會衰落之伏線 (1095) 

 

I. 十字軍 
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其間，在西方世界中被狂熱的宗教份子推動之下，開展了

武士遠征之舉動。其目的為宗教性，主要對付歐洲回教徒及內部異端，取回聖

地，而多為羅馬教會所策動，其他如政治及私人利益只佔次位。 
 
I. 歷史原因 

 1. 宗教因素 
  a. 第四世紀開始「朝聖之風」 
  b. 第十一世紀「朝聖」被禁止 
  c. 貴格利七世發動聖戰 
 
 2. 經濟因素 
  a. 飢荒威脅 
  b. 威尼斯商人 
  c. 諾曼第人之野心 
 
 3. 政治因素 
  引導停止武士團及封建地主之鬥爭 
  a. 對付外敵 
  b. 補贖之功 
 
 

J. 較重要之十字軍戰事 
 1. 第一次十字軍 (1096-1099 A.D.) 

 a. 1096 A.D. 教皇烏耳班二世 (Urban II) 
 b. 隱士彼得 (Peter The Hermit) 
 c. 1097-1098 A.D. 六十萬大軍 
 d. 1099 A.D. 重奪耶路撒冷 
   
 

2. 第二次十字軍 (1146-1149A.D.) 
a. 外敵再起 
b. 德法聯手 (德王 Conard III 及法王 Bernard of Clairvaux, Louis VII) 
c. 耶路撒冷再次失陷 (118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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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三次十字軍 (1189-1192 A.D.) 
 a. 重奪耶京 
 
 b. 出師未捷 
 c. 二雄相爭 
 d. 至終協議 
 
 
 4. 第四次十字軍 ( 史稱「童子十字軍」1212 A.D.) 
 a. 理論 
 b. 結果 
 
 
 

K. 總結 
十字軍之舉動，並沒有帶來什麼大的影響，目的也沒有完全完成，但至終

也給朝聖者帶來一定的方向，可惜代價付得太重。 
 
 

D. 影響 
1. 消除彼此隔膜 
 
2. 延長康士坦丁之壽命 

 
3. 消除封建制度 

 
 4. 促進通商 
 
 5. 學術交流 
 
 6. 教皇聲威高漲 
  
 7. 對付異端先聲 
  
 8. 促成迷信風氣 
  
 9. 宣赦之宣稱 
 
 
II. 教皇權力的衰敗 

自貴格利七世及印諾森三世執掌教權之極盛後， 繼任多為平庸之輩，加上遭遇

種種使教權受挫之事件，使大眾教會從高峰一直下降，有江河下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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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衰敗前羅馬教會之情況 
 1. 羅馬天主教之權勢 
 
 2. 羅馬天主教之政制 
 
 3. 七聖禮 
 
 4. 羅馬天主教的修道主義 
 
 5. 異端裁判所 
 
 6. 中等階級之興起 
 
 7. 危機伏線 

 
 
 
B. 促使教皇權力衰敗之幾件事蹟 

 1. 日耳曼貴族的反抗 
 
 
 2. 神職人員之失敗 
 
 
 3. 被擄巴比倫七十年 
 
 
 4. 教廷稅收搾財欺壓 
 
 
 5. 國家主義之興起 
 
 
 6. 神秘主義的興起 
 
 
 7. 總結 

教廷遭受種種挫折，又因其體制引至破產邊緣，所以宗教改革以後不

久，純正教會多為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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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8. 宗教改革：沃木斯會議與復原派之產生 (1521) 

 

I. 改革先驅 
L. 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1328 - 1384 A.D.) 

 1. 出身 
 2. 宣稱 
 3. 否定 
 4. 組織 
 5. 翻譯 
 6. 判罪 
 

B. 胡斯約翰 (John Huss, 1369 - 1415 A.D.) 
 1. 效法 
 2. 改革 
 3. 拘補 
 4. 影響 
 

C. 薩沃那柔拉 (Savonarola, 1452 -1498 A.D.) 
 1. 修士 
 2. 改革 
 3. 吊死 
 

II. 早期改革會議 
 A. 比薩會議 (The Council Of Pisa, 1409) 
  1. 解決兩教皇之問題 
  2. 正要論及改革教會之時被新上任之教皇解散 
 
 B. 康士坦斯會議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1414 - 1418 A.D.) 
  1. 審約翰胡司 
  2. 主審的教皇因本身道德問題而被逼辭職 
  3. 再選馬丁五世為教皇 
 

C. 巴賽爾大會 (The Council Of Basel, 1431) 
 1. 處理波希米亞人問題 
 2. 討論改革時又為教皇欲解散 

 
D. 總結 

 1. 會議失敗 
 2. 挽回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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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改革運動的背景 (新世界的擴展) 
A. 地埋的改變 
 
B. 政治的改變 
 
C. 經濟的改變 
 
D. 社會的改變 
 
E. 理性的改變 
 
F. 宗教的改變 

 
 
IV. 宗教改革的成因 
 A. 政治 
  1. 教皇干涉 
  2. 外人支配 
  3. 教會苛捐 
 
 B. 經濟 
  1. 教延拒稅 
  2. 祚取金錢 
  3. 中產反感 
  
 C. 理性 
  1. 人民醒覺 
  2. 個人主義 
  3. 文藝復興 
  4. 研究聖經 
 
 D. 道德 
 1. 教會腐敗 
 2. 教延受賄 
 3. 只做彌撒 
 4. 買賣聖物 
 5. 討厭教會 
 

E. 社會 
 1. 結構改變 
 2. 拒絕壓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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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神學 / 哲學 
  1. 思想鬥爭 
  2. 亞奎拿 
  3. 奧古斯丁 
  
 G. 領袖的出現 
  1. 與人聯合 
  2. 與神交通 
 
 
VI. 重要改革家 

A. 德國的改革 －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1. 個人背景 
   
 
  2 屬靈掙扎 
 
 

3. 贖罪卷問題 
 
 
4. 《95 條文》 (1517) 

 
 

5. 三著作 (1520) 
 
 

6. 沃木斯會議 (1521) 
 
 

7. 三唯獨 (1521) 
 
 

8. 奧斯堡會議 (1530) 
 
 

9. 簡化崇拜儀式 (1532) 
 
 

10. 「平信徒皆祭司」之提倡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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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瑞士北部的改革 － 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1484 -1531) 
1. 個人背景 
 
 
2. 受伊拉斯姆影響 

 
 

3. 改革瑞士教會 
 
 

4. 與馬丁路德不同 
 
 
5. 1531 年戰役中陣亡 

 
 

C. 日內瓦的改革 － 加爾文 (John Calvin, 1509 - 1564) 
1. 出生 
 
2. 成長 

 
3. 轉變 

 
4. 出版《基督教要義》 初稿 (1536) 

 
5. 在日內瓦投入改革運動 (1536-8) 

 
6. 在施塔斯堡的日子 (1538-41) 

 
7. 重返日內瓦 (1541-64) 

 
8. 改革重點 

a. 教會與政治 
 
 
b. 崇拜與聖禮 

 
 

c. 組織與制度 
 

 
d. 文章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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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9. 掙脫捆綁：英國最高治權法案與離心勢力之升級 (1534) 

 

I. 英國改革運動 
 A. 四個階段 

1. 亨利八世 (1509-1547) 

2. 愛德華六世 (1547-1553) 

3. 血腥瑪利 (1553-1558) 

4. 伊利沙伯 (1558-1603) 

 
 
B. 改革背景 
 
 
 
C. 改革先鋒 
 1. 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1328 - 1384) 

  a. 走骨灰但無法去思想 
  b. 燒毀著作但無法阻止影響 
 
 2. 丁道爾 (William Tydale, 1494-1536) 
  a. 將聖經翻譯成英文 
  b. 被仇敵追殺後處死 
 
 
 
II. 亨利八世 (1509-1547) 與宗教改革 

A. 被教皇譽為「信仰的護衛者」(1518) 

 
B. 離婚與再婚的申請 
 
C. 大主教克藍麥的支持 

 
D. 與寶靈成婚 (1533) 

 
E. 通過「英國最高治權法案」(1534) 

 

F. 通過「叛國與異端法案」(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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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最高治權法案頒佈後的影響 

A. 英國教會的獨立 
 
B. 歐洲教會的離心 

 
C. 民族主義的擴張 

 
D. 歐洲經濟的改進 

 
E. 社會秩序的調整 

 
F. 教皇地位的動搖 

 
G. 教延失控的危機 

 
H. 不同宗派的出現 

 
 
 
IV. 亨利八世後的英國宗教改革 

A. 愛德華六世 (1547-1553) 

1. 信徒在聖餐中可領受餅和杯 

2. 挪走教堂中圖像 

3. 聖職人員不必守獨身 

4. 崇拜必須用「公禱書」 

5. 「四十二信條」的推行 

 

 

B. 血腥瑪利 (1553-1558) 

1. 堅定的天主教徒 

2. 撤銷以前通過的法案 

3. 革除反對天主教者的聖職 

4. 重開修道院 

5. 處死大主教克藍麥 

 

 

C. 伊利沙伯 (1558-1603) 

 1. 再次通過「最高治權法案」(1559) 

2. 修訂「愛德華六世公禱書」 

3. 把「四十二信條」縮減為「三十九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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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10. 直到地極：天主教耶穌會成立與普世宣教之興起 (1540)

 

I. 羅馬天主教的改革 
A. 改革是全民的期望 

 

 

 

B. 沃木斯會議後教皇亞得良六世試圖改革羅馬天主教 

1. 亞得良六世來自荷蘭烏特列赫 

 

2. 將西班牙改教運動帶到羅馬 
 

3. 心力交瘁而終 

 

4. 在位時曾派遣使者到德國認教會腐敗根因教延 

 

 

C. 天特會議 (1545-1563) 

1. 共有三次會議 

 

2. 擬訂信經 

 

3. 為羅馬聖職人員預備更好教育 

 

4. 肯定教皇的最高權柄 

 

 

II. 羅馬天主教改革的三大工具 
A. 禁書目錄 

 

 

B. 西班牙異端裁判所 

 

 

C. 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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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耶穌會的成立 

A. 經過 

1. 西班牙貴族羅約拉 

 

 

2. 羅約拉要求建立新修會 (1539) 

 

 

3. 耶穌會正式成立 (1540) 

 

 

 B. 宗旨：效忠教皇、順服委身、宣揚福音、任由差派 

 

 

 

 C. 意義 

1. 天主教改革運動最佳的成效 

 

 

2. 未來天主教會熱心的典範  
 

 

3. 宣教運動的影響 

a. 重燃教會宣教熱誠 

 

b. 拓展未得之民領域 

 

c. 實踐超越文化策略：向非歐洲人傳道必須作出文化上的調適 

 

 

 

D. 教士 

 1. 第一位耶穌會宣教士方濟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在亞洲 

 

 

 2. 利馬竇 (Matteo Ricci) 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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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劫滄桑 基督教會歷史十二個轉捩點   蔡春曦牧師主講   
    11. 如火挑旺：衛斯理兄弟歸主與敬虔運動之推行 (1738) 

 

I. 約翰衛斯理童年檔案 

A. 出身 

 B. 家庭 

B. 父親 

C. 火災 

D. 唸書 

 

II. 悔改歸正之前 

A. 被立為執事 (1725) 

B. 被立為牧師 (1728) 

C. 作「聖潔會」領袖 (1729) 

D. 往美國喬治亞宣教 (1735-8) 

 

III. 悔改歸正之經過 (1738) 

A. 弟弟查理讀加拉太書註釋 

B. 哥哥約翰讀羅馬書註釋 

C. 歸正之奇妙經歷 

D. 重申對悔改歸正的看法 

 

IV. 悔改歸正之後 

A. 當時英國教會光景 

1. 低落可悲 

 

2. 黑暗明燈 

a. 宣教熱誠 

b. 出版聖詩 

c. 靈命追求 

 

 B. 傑出講員 

1. 約翰衛斯理初只在「會社」講道 

2. 仿懷特腓德「露天講道」 

3. 騎馬旅行佈道 

4. 講道時曾遭暴民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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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事工發展 

1. 組織「循道派會社」(1739) 

2. 組織「循道派聯合會社」(1740) 

3. 擴展「年會」(1744) 和「聯區」(1746) 

4. 成立「巡講員」制度 

5. 成立循道會 

 

 

V. 衛斯理兄弟的貢獻 

A. 傳講改革運動信息最得力的講員 

 

B. 復原派組織的改進者 

 

C. 對英、美及世界其他地方之基督教社會的影響者 

 

D. 復原派教義及生活實踐的推動者 

 

E. 基督教聖詩的作家及推廣者 

 

 

VI. 衛斯理運動的影響 

A. 歐美社會階層的影響 

 

 

B. 美國第一次大覺醒運動  

1. 起因：懷特腓德到美國佈道 

2. 主導：加爾文神學 

3. 領導：愛德華滋 

 

 

 C. 美國第二次大覺醒運動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 

1. 主導：衛斯理神學 

2. 領導：芬尼 

 

 

 D. 靈恩運動 

1. 五旬節運動 (1900) 

2. 聖靈更新運動 (1960) 

3. 聖靈第三波運動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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