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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兩千年前，我主耶穌基督直接

進入了人類歷史。盡管祂（與聖父聖靈

一起）是上帝，但祂在此成為了人——

或者正如我們經常說的那樣，道成了肉

身。從最起初的亞當夏娃開始，人類就

擁抱了罪過而遠離了神聖的生活，受制

於死亡的權柄。然而，主耶穌憑著道成

肉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且在死後三日

復活，擊垮了曾經統治人類的死亡。 

藉著祂的教導和整個救贖工程，曾經遠

離上帝並陷於罪過的人類 1得以與上帝 

和好2。祂廢除了曾經統治人類的惡魔的

權勢 3，並且更新和重新創造了人類和

1 《創世紀》8:21；《以弗所書》2:1-3。
2 《羅馬書》5:1,2,10；《哥林多後書》5:18-19；
《艾弗所書》2:14-17；《歌羅西書》1:19-22。
3 《詩篇》123:7；《使徒行傳》26:18；《羅馬
書》6：17-18,22；《哥羅西書》1:13；《希伯來
書》2:14-15；《約翰一書》3:8。

教
會
的
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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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宇宙4。藉著在自己的位格內將人與上帝 

聯合，基督我們的救主架起了連接人與上帝之

間深淵的橋樑，為那些信從真道的人打開了通

向永恆而喜樂的死後生命的坦途5。

作 為 上 帝 的 選 民 （ 《 申 命 記 》 7 ： 6 ； 

《以賽亞書》44:1），並非所有猶大地的希

伯來人都準備好要聆聽這喜訊，因此我主在

向他們講話時也大多採用比喻和預像。為了

向我們完全啟示祂的教導，祂揀選了我們中

的十二個單純之人，教導得更為完善6。這十

二個人被稱為祂的使徒7。作為救贖人類計劃

的一部分，基督建立了教會（《馬太福音》 

16:18，18:17）。

4 《 哥 林 多 前 書 》 5 : 7 ； 《 希 伯 來 書 》 9 : 1 5 ； 《 啟 示
錄》21:5。
5 《約翰福音》3:14-16；《羅馬書》5:21；《哥林多前
書》15:22；《提多書》3:7；《希伯來書》5:9；《彼得前
書》3:22。
6 《馬太福音》10:2；《路加福音》6:13；《馬太福
音》26:20；《約翰福音》6:70；《哥林多前書》15：5； 
《啟示錄》21:14。
7 《馬可福音》6:30；《路加福音》22:14，24:10，8:1； 
《路加福音》9:10；《羅馬書》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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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指 定 了 使 徒 們 來 管 理 教 會 ， 並 且

向 他 們 施 與 了 司 祭 的 權 力 （ 《 馬 太 福

音》16:19；《約翰福音》20:21），向他

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

我 也 照 樣 差 遣 你 們 。 說 了 這 話 ， 就 向 他

們 吹 一 口 氣 ， 說 ， 你 們 受 聖 靈 。 你 們 赦

免 誰 的 罪 ， 誰 的 罪 就 赦 免 了 。 你 們 留 下

誰 的 罪 、 誰 的 罪 就 留 下 了 。 」 （ 《 約 翰

福音》20:21 -23）。祂特別派遣他們要去

傳播關於祂賦予救贖的死亡以及復活的福

音 （ 喜 訊 ） 。 祂 說 ： 「 所 以 你 們 要 去 ，

使 萬 民 作 我 的 門 徒 ， 奉 父 子 聖 靈 的 名 ，

給 他 們 施 洗 」 （ 《 馬 太 福 音 》 2 8 : 1 9 ） 。 

基督徒的傳承一致認為，在復活後的四十

天 內 ， 主 耶 穌 昇 天 之 前 ， 祂 都 在 教 導 十

二使徒們如何在地上建立教會——祂所許

諾的那陰間的權柄無法勝過的教會（《但

以理書》2:44；《馬太福音》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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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許諾，聖靈將會伴隨並指引教會，

使之遠離一切的錯謬 8。

要知道，教會從起初到現在一直都是

屬世和屬天的。因為教會存在於世間，

因此她一直都被人類的軟弱所困擾。 

比如，儘管教會的頭是基督 9，但那些

根本不相配的人卻時常試圖坐上教會的

頭領位置。然而，作為屬天的團體，

教會卻是建立在主自己的許諾上的： 

「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馬太福音》 

16:18）。亦即，上帝要藉教會向人們施予

的恩典和救恩絕不會因為幾個不配之人

的行為而廢除。主耶穌建立的教會有著

8 《以賽亞書》37:2-3；《馬太福音》16:18， 

28:19-20；《約翰福音》14:16-17。
9 以 弗 所 書 》 4 : 1 5 ， 5 : 2 3 - 2 4 ； 《 哥 羅 西

書》1:18。

基
督
教
會
的
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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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特點，這些特點放諸現在依然熠熠生輝，

就像當年使徒奔走於世間時一樣。她是：

1. 唯一的。儘管教會由各個地方會眾

組成，但她是一個整體，可見地分

享 著 同 一 的 信 仰 和 恩 典 10。 教 會 不

是一群宣認由基督建立或者追隨基

督教導的教派的總和。基督在被釘

十字架前夜的「大司祭」的祈禱中

（《約翰福音》17:11，21-23）， 

祂 祈 禱 教 會 合 而 為 一 ， 就 像 祂 和

父合而為一一樣。聖約翰的福音中

（19：23-24）著重描述了基督的無

縫裡衣，它代表了基督教會的合一。

她還是：

2. 神聖的。教會的神聖性源於她的頭，

主耶穌基督是聖的（《以弗所書》 

10 《 約 翰 福 音 》 1 0 : 1 6 ， 1 1 : 5 1 - 5 2 ； 《 羅 馬 書 》 
12:4-5；《哥林多前書》12:12-13，20，27；《以弗 
所書》：4:4-5，15-16；《哥羅西書》2:18-1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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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3，2:19-22）。教會接納了民眾

眼中的罪人，這正是上帝所選擇的賜

予這些罪人寬恕（《馬太福音》16:19）、

恩典以及聖潔的方式。教會的教導一直

都是通向聖潔的道路。「神聖」一詞

最初的意思是「分離」（Set apart）， 

教會是神聖的，還因為她不以世間的方

式行事，而是追隨我主耶穌基督的意願 

前行。她還是：

3. 大公的。 大 公 1 1一 詞 來 自 兩 個 希 臘

詞彙：kata holos，意思是「依照整

體」（according to the whole）。

教會是整個人類的，她屬於所有部

落、語言和人民，不僅僅面向希伯

來 人 12。 她 擁 抱 使 徒 向 全 世 界 各 個

11 當 知 ， 二 世 紀 時 的 「 C a t h o l i c 」 （ 大 公 的 ） ， 
和20世紀及今日的「Catholic」（公教、天主教）
不 是 一 回 事 。 「 C a t h o l i c 」 （ 公 教 、 天 主 教 ） 
不是一回事。
12 《路加福音》13:29，24:47；《羅馬書》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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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傳播的所有教導。主希望我們

知曉的所有真理都沒有失卻分毫，

教會在漫長的歲月中保存著一切。

她還是：

4 .  傳 自 使 徒 的 。 教 會 是 由 十 二 使

徒 和 追 隨 使 徒 教 導 的 信 眾 們 建

立 的 ， 使 徒 們 的 教 導 全 部 都 記 錄

在 聖 經 中 ， 而 非 僅 僅 一 部 分 1 3。 

教 會 的 管 理 方 式 也 是 傳 自 使 

徒 的 ， 教 會 一 直 由 使 徒 的 繼 承 者

們 照 料 。 這 些 繼 承 者 們 被 稱 為 主 

教 1 4， 他 們 在 各 地 教 會 組 成 的 

統 一 體 中 可 見 地 合 一 ， 有 著 同 樣

的 信 仰 ， 並 在 同 一 個 聖 體 血 禮 儀

中彼此分享。

13 《帖撒羅尼迦後書》2:15；《提摩太後書》3:1-2；

《約翰一書》2:24。
14 《使徒行傳》20 :28；《提摩太前書》3 :1 -2； 
《提多書》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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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三年後，教會的成員開始被

稱 為 「 基 督 徒 」 — — 一 個 最 初 在 安 

提阿（Antioch）出現的謔稱（《使徒行

傳》11:26）。這個名字很快被信眾們廣為

接受，因為我們宣揚和敬拜的確實就是

耶穌基督15本人，祂的確就是我們的道路

和生命。祂確實建立了我們的教會，並許 

諾時刻伴她左右，在我們中間，「直到 

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28：20）。

基 督 親 自 揀 選 的 十 二 使 徒 追 隨

著 基 督 行 走 ， 聆 聽 著 祂 最 深 刻 的 教

訓，捨棄了一切追隨基督，主明確地

委派他們作為教會的第一批領導者。 

他們每個人都見證了基督由死中復活。

15 耶穌，或約書亞（Joshua）的意思為「救
主」（《馬太福音》1:21）。基督的意思是
「受傅者」（the Anointed One）。

基
督
徒

編
纂
聖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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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於 此 時 建 立 並 興 盛 起 來 ， 這 個 時 期

就 是 使 徒 時 代 。 這 段 時 間 內 ， 使 徒 所 到 

之處，上帝都施行了無數奇妙的神跡（參見 

《使徒行傳》及同時代的歷史學家著作），證

明使徒們所講授的就是祂的真理。同時，

使徒們和他們的門徒們開始著書記述他們

對基督的鮮活體驗，並且使徒們和信眾也

互相通信。三四百年後，教會大公會議將

這 些 啟 迪 人 心 的 著 作 收 集 在 一 起 ， 整 理

成冊，稱之為《新約》。然而，對於在使

徒健在的時代的信眾來說，使徒個人的見

證和權威遠勝過他們的著作。我們必須要 

說明，教會在聖經頒立之前就已經存在。

因此，任何宣稱建基於聖經的教會都不是

耶穌基督的教會，唯有那宣佈編纂了聖經

的教會才有可能接近原初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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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避 免 地 ， 使 徒 們 也 要 離 開 人

世。但是主並不願意教會隨著使徒們

一起離世，為了教會的延續，使徒們

為各地信眾指定了繼承人，稱為主教

（ 《 腓 利 比 書 》 1 : 1 ） 。 這 些 繼 承 人

分 享 了 基 督 賜 給 使 徒 的 恩 典 ， 這 個

過程稱為「使徒傳承」 （apostol ic 

s u c c e s s i o n ） ， 這 些 都 在 新 約 中 有 明

確的討論（見《提多書》和《提摩太

前後書》）。

執 事 （ 輔 祭 ， d e a c o n ） 同 樣 也

是 由 使 徒 指 定 的 。 他 們 的 出 現 是 由

於 教 會 快 速 增 長 ， 使 徒 們 不 論 是 在

物 質 上 還 是 在 靈 性 上 都 無 法 照 顧 到

所 有 人 （ 《 使 徒 行 傳 》 6 ： 1 - 6 ） 。

執 事 們 的 任 務 是 施 行 慈 善 並 維 持 秩

序 ， 使 得 使 徒 們 得 以 專 心 於 教 導 、

勸 誡 並 主 持 基 督 的 偉 大 奧 秘 （ 亦 即

連
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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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擘 餅 」 的 奧 秘 ， 也 就 是 今 天 我 們 所 說

的 感 恩 祭 、 事 奉 聖 禮 或 者 彌 撒 ， 以 及 聖

洗 奧 秘 ） 。

執事出現後不久，司祭（presbyter  or 

p r i e s t ） 的 神 品 也 建 立 了 起 來 （ 參 見 《 使

徒 行 傳 》 1 4 ： 2 2 。 在 「 司 祭 」 （ p r i e s t ）

一詞含有「長老」的含義之後，也被翻譯

為「長老」）。司祭被賦予了主教享有的

幾乎所有的恩典。他們也可以施行洗禮、

感恩祭、傅抹病患等等，極大地減輕了使

徒們的負擔，但是沒有權力祝聖司祭或者

主教。原初的主教、司祭、輔祭的三層結

構 成 了 所 有 傳 統 基 督 教 派 的 重 要 特 徵 。 

同時還有一些低品級的人員，例如誦經士

（reader）、副輔祭（subdeacon）、襄禮

（acolyte）和女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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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徒 時 代 ， 教 會 必 然 要 經 歷 一

個 痛 苦 的 轉 型 。 自 然 ， 上 帝 揀 選

了 希 伯 來 人 作 為 世 界 的 光 ， 教 會 自

然 要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希 伯 來 人 中 興

起 ， 使 他 們 成 為 第 一 批 接 受 彌 賽 亞

（ M e s s i a h ） 的 人 ， 並 且 將 她 和 在

她 內 的 永 恆 生 命 帶 給 全 世 界 。 然

而 ， 這 個 被 揀 選 的 以 色 列 中 許 多 人

卻 沒 有 追 隨 基 督 ， 因 此 基 督 信 仰 的

火 炬 很 大 一 部 分 就 傳 給 了 外 方 人 ，

傳 給 了 那 些 曾 經 是 異 教 徒 的 人 ， 

正如伊撒依亞先知700年前預言的那樣

（《以賽亞書》2：2；60：3，5））。

於 是 有 一 個 問 題 很 快 就 擺 在 了 外 方

基 督 徒 面 前 ， 即 他 們 是 否 需 要 行 割

禮 並 遵 守 摩 西 律 法 ， 問 題 的 實 質 在

於 他 們 是 否 需 要 先 成 為 猶 太 人 ， 再

成 為 基 督 徒 。 使 徒 們 對 此 沒 有 統 一

猶
太
人
和
外
方
人



正教基督徒的教會略史

21

意 見 。 保 羅 使 徒 堅 持 認 為 這 並 非 

必 要 ， 因 此 在 耶 路 撒 冷 召 開 了 一 次

會 議 。 十 二 使 徒 皆 參 加 了 會 議 ， 

耶路撒冷教會的領導使徒雅各主持了

會議。在聖靈的光照下，使徒們敕令

道 ， 新 的 基 督 徒 並 不 需 要 受 割 禮 或

者遵守摩西法律。在這段糾纏期過去

後，教會繼續傳播，並在外方人中興

盛 開 來 。 公 元 7 0 年 ， 耶 路 撒 冷 被 羅

馬軍團徹底摧毀了，很快基督教的中

心轉向了安提阿（Ant ioch）、羅馬

以及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

使徒們以會議的方式超越了他們

個人的見解，於是他們建立了一套將

要在數個世紀中指導教會的原則。沒

有 任 何 一 個 使 徒 是 永 無 謬 誤 的 ， 他

解
決
爭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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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指定作為繼承人的某位主教也不可能。

然 而 ， 在 聖 靈 的 指 引 下 ， 教 會 的 主 教 們

在 會 議 中 齊 聚 一 堂 ， 在 七 次 這 樣 的 會 議

中 ， 主 教 們 宣 告 了 教 義 並 討 論 了 教 會 法

規（canons），這些宣告承載著聖靈的印

記，其權威遠勝過任何一位主教的言辭。

猶太人與外方人間的爭論只是眾多爭論中

的第一個，這些爭論大多源自某些錯謬的

教導，這些錯謬思想時不時地威脅教會的

合一，而合一正是教會的四大特徵之一。

得宜於神聖的大公會議——它為全教會彰

顯了聖靈的權威——如是爭論將合一的教

會分離拆碎的企圖從未實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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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教 會 出 現 的 第 一 個 世 紀 ， 原

初 教 會 的 禮 拜 形 式 有 了 長 足 發 展 。 

最初，在奧秘晚餐中，擘餅的禮儀直

接 在 信 眾 的 晚 餐 後 進 行 。 早 年 間 ，

感 恩 祭 中 所 有 圍 繞 中 心 祭 獻 的 富 於

教 益 的 環 節 （ 也 即 今 天 的 「 慕 道 者 

禮儀」——編輯注），單獨在猶太會

堂中舉行。然而，隨著時間流逝，那

些 不 宣 認 基 督 是 彌 賽 亞 的 猶 太 人 開

始 和 那 些 追 隨 基 督 的 猶 太 人 劃 清 界

限，並且最終禁止他們在會堂中進行 

事奉。上述劇變催生了今日事奉聖禮

的基本結構：悔罪祈禱、讚頌上帝、

讀經及講道（這是從猶太會堂禮儀中

直接遺留下來的部分）後就是掰餅禮

及分享基督的體和血。自從感恩祭不

再於傍晚舉行，基督徒們就開始在參

加禮儀之前守齋。

基
督
徒
禮
儀
的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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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信仰不同，正統基督教並不像

是一個官僚機構，或者等級體系，或者聲

明某種觀點的機構。正教的中心就是對上

帝的敬拜——感恩祭，以及日禮儀循環

（Divine Office）的舉行。因此，任何一部

詳細的教會史都應包含禮儀的發展歷史，

然而我們不應像許多學者那樣隨意地討

論。教會禮儀的歷史並非簡單粗暴的添加

和變更，而是聖靈不斷的工作，祂在每一

個世紀都引導著教會對上帝進行神聖而正

確的敬禮。我們敬拜並非按著人視之為最

好的方式去進行，而是按照上帝的意願。

十二使徒離世後的時代被稱為殉道

者的時代。基督信仰的傳播就像野火燎

原一般，撒旦隨即激起了一系列血腥和徹

底的迫害。基督徒們面臨如此困苦，仍然

歷經萬險在主日集會，令人肅然起敬。

什
麼
促
使
教
會
合

呢
？

殉
道
者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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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他們會每週在不同的地方聚

會，因為被發現就意味著必死無疑。許

多基督徒因為拒絕否認基督並崇拜異教

神祇，或者甚至僅僅因為一句話或者一

個標誌就被立刻殺害，或者折磨致死。

然而主卻以他們的慷慨赴死和神聖的赴

難勇氣，以及許多驚人的奇跡，將許多

人的心轉向歸於祂。迫害遠沒有將教會

摧毀，相反地，卻將教會煉凈並使之強

健。倖存者們在日曆中寫下殉道者的名

字，每年都會紀念他們的凱旋，形成了

現代教會聖日的基礎。

偽
基
督
教

教 會 受 到 靈 性 和 外 在 雙 重 的 火

之 試 煉 。 異 端 就 像 野 草 一 般 蔓 延 ， 

然 而 信 仰 上 的 統 一 力 量 尚 未 出 現 ， 

無 法 與 它 們 進 行 對 抗 。 異 端 一 詞 源

於希臘語「hairoumai」，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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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oose）。異端就是拒絕接受教會信仰並

固執己見的人。諾斯替派（Gnostics）試圖將

基督教與神秘的理想智慧混合起來，認為救贖

是通過神秘知識而非基督的恩典達成的。猶

太主義者（Judaizers）拒絕接受使徒們對於基

督徒不需遵守摩西律法的決議，並且在那些

牧者過於軟弱而不忍心制止他們的地方散佈

懷疑不和。瑪爾基雍（Marcion）相信舊約中

的上帝和耶穌基督的聖父並非同一位。摩尼教

（Manichæans）認定物質是邪惡的，只有純淨

的靈才是良善的。孟他努派（Montanists）拒

絕教會的結構體系，強調特別的靈性異象，並

宣揚聖靈的新時代，薩博里烏派（Sabellian）

認為父子聖靈不過是上帝在不同時刻、不同事

件下的「面具」，否認了三位一體的實質。自

從那個時代開始，眾多異端中只有很少一部分

提出了新思想，大多數不過是這些腐朽罪惡的

重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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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異端運動掀起的糾紛與苦痛

的巨浪中，基督教會就像是大海中的航

船，然而基督是這艘船的駕駛員，迫害

與異端的挑戰都被克服了。基督教的摯

友，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擊敗

了異教敵人，掌管了羅馬帝國，終結了

迫害並使基督教合法化（312年基督教

合法化，直到392年才成為羅馬帝國的

國教）。

第

次
大
公
會

議

尼
西
亞

在獲得了對異端的靈性勝利後，

情況很快就改善了。一位名為阿里烏

（Arius）的神父認為基督不是上帝，

祂不過是一個特殊的人，他吸引了很多

的追隨者。為此，君士坦丁皇帝召集了

所有主教，召開了大公會議，以確定基

督徒信仰之究竟。尼西亞召開的會議駁



正教基督徒的教會略史

28

斥了他的觀點，撰寫了真信仰的概要，就是

如今我們在事奉聖禮中唱誦的《信經》的第一 

部分。同時，尼西亞時代的教父們就葩斯哈 

（復活節）日期的計算方法達成了一致，要求

所有基督徒在主日敬禮中肅立而非跪拜，並且

解決了一些關於神職的事務。這些決定直到如

今都被東西方教會所共同遵守。

還需說明的是：首先，尼西亞會議後， 

阿里烏派基督徒的數目超過了正統基督徒，

這表明單純的數量佔優並非就是真正教會的 

標誌。第二，儘管以人的語言描述信仰來維護

正道是必要的，但對於尼西亞的教父們來說卻

是很艱難的。他們敏銳地感覺到，基督的信

仰是應當存留於心的，而不是簡單地用公文 

表述。只有在接受他們頒布的信經的同時以生

命擁抱信仰，我們才會成為他們真正的靈性 

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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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士
坦
丁
時
期

君士坦丁皇帝將基督信仰合法化，

並且在尼西亞會議有了明確定義後，一

系列劇變席捲了整個教會，而且並非所

有的變革之風都是有益的。基督教以前

並不會吸引野心勃勃之人，而如今此

等人開始渴望成為司祭、主教以謀求 

功名。大量的人民皈依，卻不像以前的

皈依者那樣熱心而誠摯。公共教堂建

起，取代了以前用來舉行聖禮或聖奧秘

的墓穴和私宅。這樣的自由使得禮儀音

樂日臻完善，禮儀藝術也開始興盛， 

構成了如今美化、提升我們的禮拜的聖

樂和聖像畫的基礎。

君士坦丁時代通常指君士坦丁治下

的時代。那時，基督教的目標和世俗世

界的目標有很大的交集，專家和社會資

源都傾注在上帝的榮耀上，這使得教

會在某些方面受益。例如，主教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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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一起共事，並且如果沒有皇帝的介

入，大公會議可能無法舉行。所有七次

護衛我們信仰的大公會議都得益于某位

皇帝或皇后的召集。在最好的情況下，

教會與國家方針上的和諧有利於信仰。

然而，弊端在於世俗力量經常滲透進聖

中之聖（Holy of Holies），這是許多虔

誠的基督徒所擔憂的。事實上，不論何

時，世俗權威只要試圖直接干預教會的

教導，神聖的主教們隨時都願意在必要

時獻出他們的生命來護衛正道。我們的

殉道者教歷寫滿了他們的名字。

修
道
制
度

抵抗世俗侵襲的一位先鋒在埃及

的 沙 漠 ， 基 督 在 嬰 孩 時 代 曾 在 那 裡

逃 離 世 俗 暴 君 的 手 。 一 個 叫 安 托 尼

（Anthony）的年輕人退隱到沙漠，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