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第三十三章	

•  10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
有功效。	

•  11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	
•  12以耶和華為　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  13耶和華從天上觀看‧他看見一切的世人。	
•  14從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  15他是那造成他們眾人心的、留意他們一切作為的。	
•  16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  17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教皇制的興起	

•  早期教会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很
多城市的教会地位突升，成为地区性领袖。
当时的五个主要城市是埃及的亚历山大、
叙利亚的安提阿、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耶
路撒冷。在前	4个世纪中，尽管基督教的中
心在东罗马帝国，但罗马教会影响极大，
远远超过了其地理位置和教会规模的相应
分量	



教皇制的興起	
•  罗马主教在早期教会的教义和体制的发展中都起了重大作用。	
•  罗马的主教克莱芒（Clement）在公元	96	年的一封信中给哥林
多教会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是罗马主教对其他教会发出权威性
意见的开始。	

•  主教维克多（Victor）（189-198	年在位）参与了确定复活节日
期一事，撒尔底迦会议（the	Council	of	Sardica）（公元	343	年）
规定，可以将地方会议的决议向罗马主教上诉，这就表明，罗
马主教受到其他教会的尊重。	

•  大马士革一世（Damascus	I）（366-384	年在位）试图将罗马主
教的权柄正式规定下来，他又委任耶柔米（Jerome）把圣经翻
译成拉丁语。在前面提到，利奥一世（440-461	任罗马主教）在
基督神人二性的争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迦克敦信经》（451	
年）就是以他的观点为基础制定的。	



教皇制的興起	

•  到了	4	世纪，罗马主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
基督教的中心仍然位于东地中海地区，尽管帝
国的首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罗马主教的地位
却越来越重要。并且在匈奴人攻打罗马城的时
候，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和对方谈判，并保全了
罗马城。	

•  罗马主教的重要性在帝国趋近灭亡时更是日渐
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在蛮族国家取代罗马帝
国之后，利奥一世极力为“世上有两大权势，
即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的观点辩护。在他们
看来，教会的权柄高于国家的权力。	



教皇制的興起	
•  到了	6	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开始用“教皇”一词来特指罗马
主教了。在此之前，这一词汇用来尊称教会的高级圣职人员已
经有一段时间了，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590-604	年任罗
马主教）对这个词的用法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只能用在罗
马主教身上。	

•  格列高利任罗马主教时是早期教皇制度的鼎盛时期，他既参与
政治事务又参与教会事务。在带领民众抵御蛮族伦巴底人侵略
意大利一事上，他做了属世统治者当做之事。在教会事务上，
他改革财政制度，又根据帝国原先的地域划分来组织教区；他
制定了后来沿用许久的释经方式，即寻求经文的字面含义、奥
秘含义及道德含义；他还制定了教牧关怀的方法，称自己为众
仆之仆；他引入基督教日历，以此提醒人们记念基督生平的重
要事件，并改革了教会音乐（格列高利圣咏），使教会有了统
一成型的敬拜仪式 	



教皇制的興起	
•  歷史上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似乎在將權威匯集到羅馬主教身上。	
• 

	
•  西羅馬的覆亡大大增加了教皇的特權。因為在羅馬，再也沒有皇帝的影

子遮蓋在主教之上，羅馬主教變成西方最重要的人物。	
•  羅馬教會派遣許多宣教士前往北歐各地宣教並建立教會。“日耳曼人的

使徒”波尼法修與羅馬主教非常親密，因此，他在宣教時，奉羅馬主的
名工作的教會，很自然地尊羅馬教會為他們的領袖。	

•  回教勢力也征服了北非，為羅馬主教除去極可能競爭的對手-迦太基主
教。	

•  到了	6	世紀後半葉，人們已經開始用“教皇”一詞來特指羅馬主教了。大
貴格利（或譯：聖額我略一世，格列高利一世）被教會不少人稱為最後一
位教父，中世紀第一位教宗。	



教会早期历史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