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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澄清一下概念名称，10 月 31 日不是“万圣节”，而是“万圣节前夕”。英文

是 Halloween，“Hallow”是“圣徒”、“祝圣”的意思，“e’en”就是 evening，“夜晚”

的意思。11 月 1 日才叫作“万圣节”，英文是 All Saints’ Day 或 All Hallows’ Day，

也叫“诸圣日”。 

 

万圣节是古代基督教会定在每年 11 月 1 日记念古罗马帝国时代全体基督教殉

教者的官方节日，尤其是记念那些为上帝真道而流血的无名殉道者。后来，万

圣节在中世纪掺杂了很多异教元素。愚昧迷信的民众将万圣节的前夜（Hallows’ 

eve）民俗化、偶像化，成为了充满灵异、死亡、恐怖色彩的符号，后来万圣

节（All Saints’ Day）本身被渐渐地淡化，人们更有兴趣实践充满灵异奇怪元素

的万圣节前夜（Hallowe’en）并形成了新的民俗传统体系，直到今天。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10 月 31 日也是另一个节日，叫作“宗教改革日”

（Reformation Day），它是全世界更正教基督徒（Protestants，常错译为“新

教徒”）的宗教节日。1517 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选择罗马天主教的

“万圣节”前夕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威腾堡教堂的大门上，为了让那个世代

沉浸拜鬼的万众再次细细思想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路德的这一行动开启了影

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 

 



 

1517年 10月 31日，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威腾堡教堂的大门上，开启了

宗教改革运动。 

 

马丁·路德选择在“万圣节”的前一天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并非巧合。当时天

主教堂在万圣节这天开放吸引民众来朝拜“圣人遗迹”（古代圣徒的遗体和遗

物），并宣称这样做可以缩短灵魂在“炼狱”中的时间。如此，路德对于兜售“赎

罪券”（大赦）这一渎神可憎行径的批判，与当时无知的百姓在万圣节朝拜“圣

人遗迹”的行为正好应和。 

 

日光之下无新事，五百多年过去了，多数世人依旧在“拜鬼”，教堂门前锤子敲

击钉子的声音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那是恩惠的上帝凭着爱与怜悯要将我们这

些罪人从死亡中唤醒的声音，那穿越历史的低语依旧警示着教会、呼唤着世人。

更可悲的却是，五百多年过去了，今天依然有无数的“基督徒”与世俗同流，用



世人的方式庆祝着“万圣节”——这一年中最亵渎、最荒谬、最可耻的异教节日

之一。 

 

笔者并不反对记念圣徒。笔者憎恶的是一些“基督徒”与世人同流合污，在迷信

的观念中与世人同过亵渎的日子 。与 马丁 ·路德同时代的 改革宗教会

（Reformed Church）的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牧师在他 1566 年《第二

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5 章里写道：“我们爱慕圣徒，礼敬

圣徒。我们也效法圣徒。我们不是尊崇他们的遗体，因为他们最尊贵的遗物

是他们的美德、他们的教义、他们的信仰”。笔者赞同这样的态度。 

 



 
宗教改革家与杰出的清教徒，我们应当效法的圣徒 

 

笔者祈愿，在追念诸圣的同时，我们能够稍微窥视到天国福乐的远景，激起我们

对属天事物的向往；看到诸圣先贤在世生活的榜样，读到他们曾经宣讲的基督的

福音，也鼓励我们步武他们的芳踪，继续宣讲那纯正的福音，勇敢走上成圣的道

路。正如圣徒所言：“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

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

程，仰望为我们的信仰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

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王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