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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鏡的歷史書《基督教會歷史辭典》

基督教會歷史辭典

聖經學院出版小組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書院／ 10504／ 463頁／ 24公分／ 500元
平裝／ ISBN 9789869073592／ 247

歷史是一條不斷向前行走的輪軸，曾經留下的人事物，其中的是非對錯，在時間海洋鏡子

上，可以提供後人反思與借鑑。唐太宗追思諫臣魏徵時曾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

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注1）基督教會的歷史興替，也有著美善與罪惡，

它也如一面鏡子，提醒基督徒凡事要在耶穌基督引領下，彼此寬恕，彼此相愛，彼此包容，將

罪惡轉化為真善美聖，方能把福音真貌展現予世人。

基督教會是耶穌基督升天後聖靈（聖神）降臨時成立的（30A.D.），而認識教會歷史，原

是基督徒應該具備的基本信仰知識，它不僅可以幫助澄清一些信仰上的誤釋，同時警惕信徒要

從歷史錯誤中學習，為現在和未來參與宣講基督真理而努力。而在歷代信徒福音真理的生命見

證下，教會歷史正如《希伯來書》12：1所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注 2）

研究教會歷史，一般採用兩種方法，一是用時間，二是用宗派，而把歷史依照時間分成不

同時期或階段，則是最能掌握歷史發展過程的研究方法。對於教會歷史的分法，常見的有三分

法（古代教會／ 30-590A.D.、中世紀教會／ 590-1517 A.D.、近世紀教會／ 1517-現在）、四分

法（早期教會（初期教會）／ 30-590A.D.、中古時期／ 590-1517A.D.、改教時期（復原時期）

／ 1517-1648A.D.、近代時期（現代教會）／ 1648-）和七分法（使徒時期／ 33-100、逼迫時期／

100-312、國教時期／ 312-590、教皇時期／ 590-1517、復原時期／ 1517-1648、復興時期／ 1648-

1910、多元化時期／ 1910-），但其中以六分法最為普遍採用。

六分法的六個時期，一般略指第一個時期（主後 100-300年）、第二個時期（主後 300-600

年）、第三個時期（主後 600-1500年）、第四個時期（主後 1500-1700年）、第五個時期（主

後 1700-1800年）和第六個時期（主後 1800至今）。本書繼承傳統的分期，時間則以二千年教

會的歷史、人物與事件的本緣關係，明確定為早期教會（逼迫時期／主前 5-主後 313年）、教

父時期（國教時期／主後 313-590年）、教父時期（動盪時期／主後 590-800年）、中世紀教

會（早期／主後 800-1110年）、中世紀教會（盛期／主後 1110-1250年）、中世紀教會（晚期／

主後 1250-1453年）、宗教改革時期（改教時期／主後 1453-1648年）、近代教會（啟蒙與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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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1648-1789年）、近代教會（擴張時期／主後 1789-1900年）和現代教會（全球化／主後

1900-2000年）六條分段線十個單元，展現出不同時代環境下，基督徒獨特的信仰風貌。

教會二千多年的發展，交織著不同脈絡和流派。統整來看，今日基督教會實源於三大傳統—

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更正教），以及科普替、敘利亞教會和亞述教會等的東方教會傳統，

它顯示了教會改革創新的足跡。如今這些傳統持續引領著基督徒在不同環境文化傳統上，追求

靈命成長，為福音傳播而奉獻。正如《羅馬書》8：28所言「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本書以時間為主軸，將事件與人物列為橫軸，舖敘出十字架的真諦。直軸代表主是教

會的主宰，橫軸是歷代信徒信仰生命的見證，因為「基督信仰是歷史性的信仰，聖經本身就見

證了一部救恩史，而教會歷史更是救恩史的延續。」（注 3）

書名以教會歷史為敘事中心，因此不同於一般辭典詞條式的編法，每一單元分綜覽、重要

事件和人物篇三部分。綜述性的文字導讀，簡述了每個時期所發生的重要事件、代表人物和思

想著作，連讀起來則是一篇精簡的教會歷史書，是帶領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認識教會的入門書；

它基本記述了基督徒如何在其時代處境上，回應上主的呼召，翻轉自己成為主的好器皿，藉以

傳承福音生命。重要事件則採大事記排序法，幫助讀者清晰瀏覽了歷史梗概，與綜覽起了相輔

作用。人物篇則是簡短的個人傳記，其獨特的靈修歷程，讓我們認識了基督的千樣風貌。

其中人物的選擇與撰寫，是本書的最大特色。雷蒙納爾說過：「傳記是一條線，但歷史是

一張網。」（注 4）沉睡在歷史中的人，一直影響著歷史向前的軌跡。每一次教會的危機，其實

正是主所賜予的轉機。人性有好壞美善，靈命追尋真理的美麗過程，才是我們學習的範式。歷

史上的紛爭辯駁，大部分都是希望朝好的方向前進。但是人性的軟弱，往往限制了我們的視野。

教會史上，基督宗教由於教義上的意見分歧和各種因素，出現過不同程度的分裂。近年來基督

徒合一運動的推行，幫助不同教派彼此學習，互相接納，冀望能夠達到大公教會的精神。因此，

在進行選材時，本書「期望擁有大公教會的廣度，……盡量讓不同宗教傳統、不同神學立場的

代表性人物，同時站立於歷史的舞臺上，按著自身的立場發聲。如此能使閱史者有更寬廣的視

野，並且意識到處身於歷史中，自己所站的位置並非全視野，因而能對非我宗教傳統、非我神

學立場、非我信仰實踐的人，多一份理解、同理甚至欣賞。」（注 5）

在歷史縱軸線上的不同分段線裏，我們看到人物因著時代環境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信仰

特徵。如「逼迫時期的殉道者、國教時期的神學家與教師、修道者，中世紀的經院主義者與靈

修密契者，改教時期的改教群雄，近代教會的社會改革者、人權鬥士與合一運者，以及現代教

會的奮興佈道講員與宣教士」。（注 6）無論是靈修者或行動者，從這些信徒見證中，看到了《信

經》上所言「諸聖相通功」的信德合一精神。

教宗方濟各曾對「諸聖相通功」含義作了解說：「在信仰路途中，我們中有誰不曾經歷過

不安、迷失、甚至懷疑呢？……我們都經歷過這些，包括我在內。這是信仰旅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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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因為我們是人，總是軟弱和有限；我們都是軟

弱的，我們都有限度。無論如何，在艱難的時刻，我們應該藉著子女般的祈禱，信賴天主的幫助；

同時，也應該勇敢、謙遜地向他人開放，向他們求助，請他們伸出援手。在這個共融內我們是

一個大家庭。在這個家庭中，所有人都相互幫助，彼此支持。……聖人們之間的共融是我們信

德中最令人欣慰的事實，它提醒我們：我們並不孤獨，在所有屬基督的人之間存在生命的共融。

我們之間的合一，引導我們與天主合一，引領我們朝向與天主，我們的天父的聯繫。諸聖相通

功超越現世生活，超越死亡，永遠存在。」（注 7）說明了教會每個肢體都是神的子民經過基督

建立起的穩固關係。（注 8）它提醒著基督徒要有百川納海的胸懷，譬如因為教義上的重大歧異，

教會史上的改教運動，造成了新舊教會分裂。目前普遍大眾只看到路德派創立基督新教的激進

行動，很少深思改教運動除了要回歸聖經的純正信仰外，心靈的改革才是基督救恩延續的真正

價值。在這場改教運動中，基督的救恩其實是普施於新舊教會的。路德派除了自立門戶與羅馬

天主教作了體制上的切割，以及新約聖經翻譯與傳佈上的貢獻，卻忽略了如加爾默羅隱修會裏

的大德蘭、聖十字若望、小德蘭，以及創立耶穌會的依納爵、方濟會的聖方濟等在羅馬天主教

體制內的靈命改革。

改革中相伴的必有創新，由於聖徒們的努力，新舊教會的分裂，其實是開創基督教會更新

契機，延續了基督對人類的救恩。教會歷史的發展，從耶路撒冷到地中海地區、歐洲、非洲，

直到世界各地。這個普世教會是各時期信徒們見證基督信仰的救恩史。認識教會歷史，學習信

徒的精神，更加激勵堅定了基督徒的信仰。

注釋

1. 出自《舊唐書．魏徵傳》。

2. 本文引用中文和合本聖經。

3.《基督教會歷史辭典．前言》，頁 6。

4. 雷蒙納爾是第一位走進穆斯林的宣教士。

5 同注 3。

6 同注 3。

7. 教宗方濟各於 2013 年 10 月 30 日在公開接見活動中以「諸聖相通功」為題作的要理講授。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V3YqReTQxFE

8. 主、天主、神、上帝，意指「God」，只是天主教與基督教翻譯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