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章 拉丁教父时代 
300 – 500 AD 



一、时代
背景 

1. 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政教关系 
1）由逼迫者变为保护者 

罗马城居民和他的嫡系部队以基督徒为主；基督徒的品格好。 

给基督教许多的益处，审判权、建教堂、星期日为圣日等。 

 

2）罗马皇帝介入基督教内部的斗争越来越深、越来越多 

基督教内部的纷争，最后往往找皇帝仲裁。皇帝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教会

的保护者，也是教会争论最后的仲裁者。比如，亚流派异端的处理（尼

西亚信经） 

 

3）罗马主教的地位日益升高，最后变成‘教皇’ 

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有独特的地位；埃及的亚历山大和首都罗马

教会影响力在增加；君士坦丁迁都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地

位增加。 

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帝国。 

第5世纪之后，罗马主教渐渐成为‘教皇’。 



一、时代
背景 

2. 罗马帝国的政治情况 
1）北方及西方蛮族猖獗、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 

410年 西哥德国王攻占罗马。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 

452年 匈奴王入侵意大利 

455年 日耳曼人劫掠罗马14天 

476年 罗马军队的蛮族首领叛变，西罗马帝国灭亡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1453年君士坦丁堡灭亡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

帝国。 

 

2）帝国国势日衰：人口锐减、道德败坏、阶级斗争、赋税繁重、战争频繁 

基督教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或者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结果’？ 

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因：节育、堕胎；瘟疫和战争；罗马人在财富中失去了

过去的纯朴、刚健的性格；赋税繁重、阶级矛盾日增等。 



一、时代
背景 

3. 语言 – 拉丁文取代希腊文成为通行语言 

 
西方教会的敬拜用拉丁文；以君士坦丁堡为主的东方教会，保持希腊文崇

拜，而且有其它语言的圣经。 

东西方语言的差异，后来造成东西方教会的误解和裂痕，最终在1054年完

全决裂。 

拉丁文的益处：直到18世纪末，欧洲所有的法律、外交、学术文件等都是

使用拉丁文。 

弊端：多数未受过拉丁语教育的，参与度降低，信仰无法进入一些当地人

中；很少人去研究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十三、四的文艺复兴改变了这样的

状况，马丁路德研读希腊文的罗马书，引发后来的宗教改革。 



二、基督
教面临的
挑战和问
题 

1. 异端的纷争 – 亚流派 

318年有亚历山大长老亚流创立的异端。主张只有天父是真神。对现在的

影响：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否定耶稣的神性 

尼西亚会议订立了‘尼西亚信经’。 

2. 异教的混杂 

随着人群涌入教会，异教之风也带入了教会 

1）节日和庆典 

君士坦丁在信基督之前崇拜太阳神，许多地方将基督和太阳神视为一体。

321年规定每周第一日为休假日，称之为‘崇敬太阳日’, SUNDAY；大约

336年前后，12/25太阳神的生日被改成‘圣诞节’。 

 

2）圣母及圣徒的膜拜 

可能出自对其它异教崇拜的概念转移。 

称一些圣徒有特殊地位。 



三、主要
的领导人
物 

1亚他那修：‘三位一体’的捍卫者 

尼西亚信经的起草者，为真理付出代价，五次被流放 

 

2. 奥古斯丁：提出‘原罪’和‘预定论’ 

最主要的作品 ‘忏悔录’、‘上帝之城’。（） 

提出‘原罪’和‘预定论’ 

“教会论”引起争议，“教会之外，没有救恩”。 

 

3. 耶柔米：翻译拉丁文圣经 

用23年翻译了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其中的旧约部分是直

接从希伯来文翻译。 



四、主要
的里程
碑：‘大
公会议’ 

1.  尼西亚会议（325） 

君士坦丁皇帝主持，主要目的是处理亚流派的异端。通过了‘尼

西亚信经’，确定基督具有神性。 

 

2. 君士坦丁堡会议（381） 

宣告‘圣灵具有神性’，‘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完全确定。 

 

3. 以弗所会议（431） 

主要是处理教会派系权力斗争。对待基督的神人二性有不同的侧

重。 

4. 迦克墩会议（451） 

肯定基督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只有一个位格。 

尼西亚信经和迦克墩信条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是罗马天

主教、希腊正教和大部分基督教派共同接受。 

迦克墩信条是西罗马灭亡前的最后一次大公会议，确定了‘基督

论’。 



五、主要
宣教途径 

1. 透过教区发展乡村教会 
 

1）以城市教堂为中心，发展外围乡村教会 

直到第四世记初，教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群体归主 

由于政策改变，大批信徒涌入教会。属灵生活的品质和对真理的理解程度大大降

低。第五世记后，成年人受洗被婴儿洗礼取代。教会根基不扎实。 

 

2）以神职人员为主力，取代了平信徒巡回布道者 

‘圣品阶级’的形成，教会的主要事奉有圣职人员担任，平信徒的参与越来越少。 

‘修道士’渐渐取代了早期的平信徒巡回布道者，成为向蛮荒地区宣教的主力。 

 

3）大型教堂建筑在城市建起，教会在乡村拥有土地 

政府建的教堂宏伟。大多数教堂由教会自己建造，简朴。 

教会的主要财物供应来自君王的馈赠和政府补贴。 

教会购买土地，出租，加速教会的腐化。 



五、主要
宣教途径 

2. 修道士团体的渐渐兴起 

 1）苦修的隐士（HERMIT) 取代殉道者，成为民间信徒的景仰的对象 

为了抗拒世俗化的潮流，‘修道主义’开始兴起。 

后来隐士开始聚集一起生活，逐渐形成修道士团体。 

2）修道士团体逐渐发展成修道院 

东方修道院：个人灵修，国家支持 

西方修道院：集体生活，独立，纪律严谨，生活圣洁。（BENEDICT’S 
RULES，各样属灵的规范 – 祷告、读经、默想及劳力做工等) 

3）修道士团体兼有传福音的功能 

法国的马丁修道院 

SAINT PATRICK 爱尔兰主教，推动宣教，修道主义，培养人才。 

爱尔兰修道院培养出许多修道士。第五世记后，‘塞尔特人’修道士

在欧洲‘基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五、主要
宣教途径 

3. ‘异端团体’反而成为积极向罗马帝国之外宣教的主力 

 1）亚流派（否认耶稣神性）将基督教传给个哥德人（日

耳曼人） 

‘哥德使徒’乌斐拉 – 在哥德人中事奉40多年，创立文

字、翻译哥德文圣经，保护哥德人。 

后来哥德人攻占罗马城，尊重生命和教会财产。 

 

2）涅斯多留（承认耶稣神人二性，强调耶稣的人性，反

对崇拜马利亚）传福音到波斯、中东、印度、中国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