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期教會--使徒行傳	
•  17:11	 	地	方	的	人	，	 	于	帖	撒	 	尼	迦	的	人	，	甘	心	 	受	 	道	，	天	天	考	

	圣	 	，	要	 	得	 	道	，	是	与	不	是	。	
•  17:12	所	以	他	 	中	 	多	有	相	信	的	。	又	有	希	利	尼	尊	 	的	 	女	，	男	子	也	

不	少	。	
•  17:13	但	帖	撒	 	尼	迦	的	犹	太	人	，	知	道	保	 	又	在	庇	哩	 	 	神	的	道	，	也	

就	往	那	里	去	，	 	 	 	 	众	人	。	
•  17:14	当	 	弟	兄	 	便	打	 	保	 	往	海	 	去	。	西	拉	和	提	摩	太	仍	住	在	庇	

哩	 	。	
•  17:15	送	保	 	的	人	 	他	到	了	雅	典	。	既	 	了	保	 	的	命	令	，	叫	西	拉	和	提	

摩	太	速	速	到	他	 	里	来	，	就	回	去	了	。	
•  17:16	保	 	在	雅	典	等	候	他	 	的	 	后	，	看	 	 	城	都	是	偶	像	，	就	心	里	着	

急	。	
•  17:17	于	是	在	会	堂	里	，	与	犹	太	人	，	和	虔	敬	的	人	，	并	每	日	在	市	上	所	遇	

	的	人	 	 	。	
•  17:18	 	有	以	彼	古	 	和	斯	多	 	两	 	的	学	士	，	与	他	争	 	。	有	的	 	，	 	

胡	言	乱	 	的	要	 	什	么	。	有	的	 	，	他	似	乎	是	 	 	外	邦	鬼	神	的	。	 	 	
是	保	 	 	 	耶	 	，	与	复	活	的	道	。	



教父回应外部逼迫，内部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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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回应外部逼迫，内部异端 	
•  著名教父	
•  伊格那丟(Igna8us	of	An8och,	35-107	A.D.)	安提阿的主教鬥獸場殉道	
•  坡旅甲	(Polycarp公元70-155或156年)	士每拿監督	 	
•  遊斯丁	(Jus8n	Martyr公元100-165年)	護教士，殉道	
•  愛任紐	(Irenaeus公元125-203年)第一位神學家	
•  特士良	(Tertullian公元154-225年)	神學家，提出三位一體	
•  俄利根	(Origen公元185-254年) 6文本合，靈意解經	
•  居普良	(Cyprian公元200-258年)－教會神學家，大公教會為母	
•  亞他那修	(Atharasius公元296-373年)堅持耶穌神性，反亞流異端	
•  耶柔米	(Jerome公元354-430年)－希伯來聖經譯為拉丁文	
•  安波羅修（Ambrose340-397）羅馬省長，主教，停皇帝聖餐	
•  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8ne公元346-430年)	神學家	



教父回应外部逼迫，内部异端 	
•  	
•  在西方的是特土良（Tertullian,	160-220	A.D.）,

(Origen,	182-254	A.D.)，以希腊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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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或許會問，為什麼羅馬帝國自上而下都如此嚴厲地迫害基督徒？當時羅馬

的文化正面臨崩潰，因此不時有東方的宗教在羅馬帝國興起，為什麼那些宗教
沒有受什麼嚴厲的迫害，而單單基督教卻遭遇如此對待？	

• 

	
• 

	
•  基督徒被迫害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羅馬當局認為他們施行神蹟奇事，違反了

當時羅馬禁止巫術的法例。	
• 

	
•  中國大路教會現狀	



国教形成，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		

• 

	
•  康士坦丁（Constan8ne,	c.272-337）的父親，是西

羅馬的皇帝康士坦丘（Constan8us	Chlorus），		
• 

312

“靠此記號得勝。”		
•  在羅馬附近弭爾維安（Milvian	bridge）橋，決定

性的戰役中，徹底摧毀麥森丘的軍隊		



国教形成，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		

•  313年一月，康士坦丁與東羅馬皇帝利辛紐
（Licinius），在米蘭頒布容忍詔書，規定羅馬帝
國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宗教		

•  在313年，有幾位主教成為皇帝決策的顧問。同
年三月，規定基督教會教職人員，得免除兵役
及勞役。315年，停止有關對基督徒不利的法
令。不久，又解放基督徒奴隸。	

•  321年，規定主日公眾休假，只是稱為太陽日。
同時慷慨資助教堂建築。並於323年以後，鑄造
的帝國錢幣上，停止使用各種異教的偶像。		



国教形成，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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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他于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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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将“工作七天，市集一天” “六天工作，主
日市集” 		



国教形成，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		

•  基督教成为国教，有很多弊端。	
•  有些人为了利益，更受洗加入教会。 教会突然涌入一

批并未真心悔改的人，因而将他们旧有的信仰和习惯也
带进教会，于是教会开始越来越世俗化。		

•  以往异教的宗教习惯也渗入教会，他们以往守的节期，
所持的迷信，往往在教会内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再度出现		

•  教会开始被很多外在的形式、结构和活动所占据，以往
对敬虔生活的操练及内在生命的建立，渐渐衰微。	

•  皇帝控治教会	
•  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信徒为了保持圣洁的生活，远离

人群，远离过于世俗化的教会，在孤独中生活，在安静
中透过禁食、祷告，追求圣洁的生活，这便是初期教会
修道运动的开始。	



国教形成，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		

•  基督教成为国教，有很多弊端，但亦有不少好的地方。	
•  第一，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都受到真道的教化熏陶，就

算其中有很多没有真心悔改，他们也渐渐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	

•  第二方面，基督教直接而有力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的法制。
罗马帝国的法律一直以来都不重视个人生命的价值，基
督教却将个人生命价 值的重要性注入罗马的法制中。
人的价值不只限于罗马公民，更包括奴隶、外族及蛮夷；	

•  女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纳妾的恶习受到遏止。奴隶制
虽然没有立刻被废除，但因为基督徒为爱心的缘故释放
奴隶及买赎奴隶，使奴隶制度瓦解。因为基督徒极力的
反对，残酷的比武赛车受到禁止.	



国教形成，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		

• 
	

• 

“叛教者”
· ·尤利安努斯

（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Julian），或尤利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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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形成，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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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康士坦丁於324
	

•  兩種大的異端:	亞流派和神格唯一論（撒伯流主義
Patripassionism,	Modalism)。	

•  神格唯一論可分為兩種：動力論神格唯一論(Dynamic	
Monarchianism)與形態論神格唯一論(Modalism)

	
•  撒伯流為形態論神格唯一論最出名的人物。主後215年，

他在羅馬傳講這教義。	



		

•  阿里烏教派（英語：Arianism），又譯亞流
派，即阿里烏主義	

•  亞流（Arius	250-336）是安提阿地方路迦諾
（Lucian）的門人，是保加里（Baucalis）堂
的長老。此人年事已高，學富而才多，生
活虔敬，因神格唯一說流行於安提阿一帶
地方，使他注重於上帝神格之統一性與自
足性。他也是俄利根（Origen）的門徒.		



		

•  ⑴極端亞流派──此派主張子在各方面皆與父
不同，子可稱為神，但是父與子的質不同，故
亦稱「非同質派」（Anomoeans），此意從希
臘文anomoios（不同）而來。	

•  ⑵政治亞流派──此派稱子與父的質是「同類」
而非「相同」，故亦稱「類同質派」
（Homoeans），此意從希臘文homoios（類同）
而來。	

•  ⑶半亞流派──此派稱子像父同質，其實不然，
故亦稱「像同質派」（Homoiousians），此意
從希臘文homoiousios（像似）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