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教史（八） 

宗教改⾰时期�

每个⼼里有基督的⼈就是宣教⼠，每位⼼里没有基督的⼈就
是我们的宣教⼯场。 �
�

 Nicolaus Zinzendorf  - 尼古劳斯·路德维希·青岑多夫�
�（1700-1760）�

�

AD  1500 - 1750 



时代背景�

•  中古世纪�
（500-1500）�

•  ⽂艺复兴�
（14-16世纪）�

•  宗教改⾰�
（16、17世纪）�

•  启蒙运动�
（17、18世纪）�



起因�
      关键⼈物�

• 经济⽅面�
• 政治⽅面�
• 思想⽅面�
• 宗教⽅面�

• 马丁路德�
• 加尔⽂�
• 慈运理�
• 亨利⼋世�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483-1546） 
生于德国东部的艾斯莱本，属于萨克森选侯国。1505加入奥古斯丁修会，
1507获立为神父；1512获得神学博士、在德国的威登堡大学当教授教圣经。
受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启发，领悟“因信称义”的教义。教廷为了扩建圣彼
得大教堂，大肆销售赎罪卷。促使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威登堡大
学教堂大门上贴出95条辩论提纲，被认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始。《九
十五条论纲》原名《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 



九⼗五条论纲�

（27）那些说钱币一叮当落入钱筒，灵魂就超脱炼狱的人，是在传人的捏造。 
（32）那些因购买赎罪券而确信自己得救的人，将同他们的教唆者一起受到永罚。 
（36） 每一个基督教徒，只要感觉到自己真诚悔罪，也同样可以得到赦罪或全部免罚。 
（39）最博学的神学家也很难自圆其说，如果他同时向信众鼓吹赎罪券的特效，又宣扬真
诚悔罪的必要性。 
（79）说那饰以教皇徽号的十字架，是与基督的十字架同样有效，这是亵渎。 
（86）教皇的财富今日远超过最富有者的财富，他为建筑一个圣彼得大教堂，为何不用自
己的钱，而要用贫穷信徒的钱呢？ 
（89）如果教皇现在颁发赎罪票，是为拯救灵魂，而不是为得钱，那么以前所颁发的赎罪
票既是同样有效，他为甚么把它们搁置呢？ 



慈运理�

慈运理 （1484-1531） 
出生在瑞士的威德赫斯城。在维也纳读大学，1519年成为苏黎世教会牧师。
慈运理在语言上极有天赋，他将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翻译成苏黎世当
地语言，后来，苏黎世市议会在他的影响下决定了《圣经》改革方案，成为
官方政策。 1525年苏黎世市议会废止弥撒，改由慈运理的圣餐版本替代。
宗教改革的主题和目标是教会道德的重整，他攻击赎罪券，主张改革宗教礼
仪，在圣礼上主张圣餐是一项纪念主的仪式。 



加尔⽂�

加尔文（1509-1564） 
法国人，1533接触到路德的教义，信仰开始有了改变，于1536完成《基督教
要义》。是一本完整介绍宗教改革思想的经典神学著作。加尔文对基督教最
大的贡献是他的神学思想。创办第一所基督教大学日内瓦神学院。其影响力
很大，第一次招生就吸引欧洲各地900多名神学生入学。使得宗教改革及加尔
文神学思想遍及全欧洲。他对预定论的强调成为改革宗神学的特色，他的神
学思想成为基督教的主流思想，如长老教会。  



亨利⼋世�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一开始反对马丁路德和更正教，后为实现与王后
凯瑟琳（Catherine）的离婚，受拒罗马皇帝，1534年与更正教合作并共同通过《最高
治权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创立英国国教 （Anglican church），又称圣公
会 ，但其主张与罗马旧教教义、仪式并无二致，只是国王代替罗马教皇成为国家政
教合一的唯一权威。 



宗教改⾰的观点�

•  圣经是最⾼的权威 – 宗教改⾰家提倡圣经是唯⼀的权威，
否定教宗的权威性。所有的教义传统和仪⽂，都必须在圣
经的准则下，重新经过检验。排斥所有没有圣经根据的教
义和礼仪，比如赎罪卷、圣母及诸圣徒的“中保‘地位、神
职⼈员应守独身、信徒必须向神职⼈员告解等。�

•  圣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语⾔ – 使信徒⼈⼈可以读圣经。之
前只能使用拉丁⽂圣经，也必须用拉丁⽂举⾏宗教仪式。
以⾄于只有神职⼈员才能看懂圣经，⼀般老百姓只能听神
⽗的。�

•  因信称义 – 宗教改⾰的第⼆个重要观点，就是⼈的得救
全靠神的恩典。天主教也同意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他们
同时也强调善⾏的功劳、宣扬以积功德或买赎罪券来逃避
炼狱观点。天主教看重⼈的罪⾏，⽽改教派看重⼈的罪性。�

•  信徒皆祭司 – 宗教改⾰家强调这个观点打破了神职⼈员
的特殊地位，消除阶层的区隔。将天主教的七种“圣礼“，
简化为洗礼与圣餐两种。�



基督教宗派�
�

宣教策略�

•  基督教�

•  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

•  基督教新教�

•  路德宗、归正宗、圣公会、浸信会、卫斯理宗�

• 宣教：�
•  借助贸易将福音传⾄海外（英国、荷兰、德国）�

•  欧洲移民将福音传⾄海外殖民地（西班牙、葡萄
牙）�

•  到中国的宣教⼠�

•  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利玛窦，于1580到中国传福音�

•  第⼀个基督新教传教⼠马礼逊（1807），英国东印
度公司。�



基督教宣教�
不积极原因�

•  内争外⽃ – 宗教改⾰后，基督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长期宗教战争，元⽓
⼤伤。加上基督教内部教派对立，信义宗与改⾰宗之间壁垒分明，最有
传福音热诚的重洗派，遭天主教和信义宗、改⾰宗打压逼迫，福音⼯作
⼤⼤受阻。�

•  缺乏接触管道 – 教廷因在欧洲失去⼀半疆⼟，积极开拓海外新教区。西
班牙、葡萄牙两个天主教国家海上霸权，促使天主教海外传教磅礴发展。
相比之下，新兴的基督教国家英国、荷兰⽆⼒⼤面积建立海外殖民地。
只是借助商务公司小⼤小闹做些宣教。�

•  缺乏宣教差会 – 宗教改⾰初期，不像天主教那样，有严密组织、财⼒雄
厚的修会。没有神学院作为培训中⼼，也没有差会作为宣教中⼼。利玛
窦是意⼤利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1583）,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
拓者之⼀；马礼逊是英国基督教宣教⼠，是第⼀个到华的“更正教”宣教
⼠（1807）。�

•  神学思想的误导 – 有些⼈对路德“末世论”和加尔⽂“预定论”，使得基督
教对海外宣教的态度变得消极。⽆论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都没有跨⽂
化宣教的异象，对他们⽽⾔最迫切的任务，是将天主教徒拉近基督教圈
⼦里来，⽽不是向异教徒传福音。典型的观点，路德神学家尼科拉提
出：“⼤使命”是耶稣对使徒们的吩咐，也已经在使徒时代完成了，对当
今教会没有约束⼒；加尔⽂神学家，认为所有的救赎事⼯，都应该由神
来主导，信徒不应该主动到处旅⾏寻找“宣教⼯场”。加尔⽂注意强调神
的绝对主权，批判亚美念主义的“⼈的自由意志”�



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