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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30年来，基督教的研究在我国有长足的发展，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对基

督教组织制度的研究，特别表现为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组织制度方面的研究。本文

将立足于所掌握的资料，运用宗教学、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归纳、文本

解析的方法对新教三大主要教派组织制度进行研究。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

三大部分。

引言部分，介绍国内外关于新教三大教派组织制度的研究现状，通过分析、

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找出关于新教三大教派研究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组织

制度，点明研究组织制度的重要性并引出正文。

正文部分，列举了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组织制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论

述了新教三大主要教派在组织制度方面的变革、变革的原因以及变革后对近代西

方社会的影响。

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归纳结论。

关键词：教会组织；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宗教改革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has been very popular in 0111"country for 30 years．But at

the same time，we can find that the study of the Christianity church is not abundance，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of Protestantism church during the Re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the writer attempt to discuss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antism

church,based on correlative materials and the knowledge of religion sociology and

history．The study makes up of foreword，text and epilogue．

The foreword introduces the study about organization of Protestantism church

nowadays．Through analyzing and summing up the study actuality fmd out the thesis

about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antism church and educe the text．

The text discusses the organization of Catholicism in the middle．ages firstly,and

than introduces the church of Protestantism．ARer that states the reason of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effects in detail．

The last part sums up the whole text and deduces the conclusion．

Key words：church organization；Lutheranism；Calvinism；Anglicanism；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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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神的维度里，宗教给了宗教信仰者一个王国、家园，这个王国和家园在世

俗世界中，就表现为现世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吕大吉先生在《宗教学通论新编》

一书中提出：“宗教组织是宗教信仰者在其中过宗教生活、进行宗教活动的机构、

团体、社会或其他形式的群体。’’①从本质上讲，宗教组织是宗教观念和宗教感情

的外在表现形式。

不同的宗教和教派有自己的宗教观念，形成不同的教义和信条，这就决定其

外在的组织形式也各有特点。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由于对基督教教义有不同的理

解，导致教派分立，不同的教派在教会组织形式上形成各自的特点。路德宗强调

“因信称义"，认为个人得救在于对上帝和基督的虔诚信仰而无需教会组织作为

中介，因而否定了罗马教皇和各级教会的权威。同时，路德宗认为教会是基督信

仰者的自愿结合，所以可以自行决定其组织形式，可以采用主教制，也可采用长

老制或公理制。加尔文宗有更多的民主共和色彩，采用了公理制和长老制。安立

甘宗则继续坚持传统教义，比较接近天主教，在教会组织形式上保留了主教制。

宗教组织作为宗教内在本质的外在形式，其性质和表现形式除了受宗教现念、宗

教感情、宗教教义的决定和制约之外，还受到社会结构形式或社会组织形式的影

响和制约。受社会变化的影响，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三大主流教派往往具有民主共

和色彩。

近30年来，基督教研究在我国有长足的发展，成果丰富。据笔者了解，国

内学者在宗教学、宗教社会学、教会史、宗教文化史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等

几个领域广有涉猎。单就基督教会组织的研究稍显不足，一般多见于教会史、宗

教社会学等著作中。吕大吉所著《宗教学通论新编》，是在其《宗教学通论》基

础上所做的进一步研究，书中特别对宗教信徒的组织化与教会科层制度进行了更

详细的论述，该书认为：宗教组织内部的科层化、等级化，表明它的社会性质和

世俗性质，这种组织内部的结构设置无法摆脱社会规律。戴康生著的《宗教社会

学》提出：教会发展必然要制度化、组织化，同时教会制度、教会组织的成熟反

而会抑制教会的发展。徐怀启所著《古代基督教会史》，对古代基督教的产生、

传布和发展的叙述，材料丰富，内容充实，是了解古代基督教会组织的一本基础

性的参考书。张绥所著《基督教会史》及多种版本《基督教会史纲》，都有关于

基督教会组织的论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城所著《英国中世纪教会史》，书

中提供了大量英国中世纪教会的资料，汇集了各教区、部分主教、教职等方面的

①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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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实资料，并且含有对英国基督教会组织相关的论述，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国外关于基督教的研究较国内来说更加成熟。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

济学等多方面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并且国外对于教会组织的研究相对较多，对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教会的研究成果都比较丰富。例如Clare Kellar的

Scotland,厶nglan4 and the Reformation(1534—1剥，书中对于在宗教改革
时期基督教会英格兰地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期的

状况、教会与王室之间的关系，都有详细的说明。R．Po—Chia Hsia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reform and expansionl500—1600以及

Peter G．Wallace的The Long European Reformation，两本书中都翔实地记载

了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沿革、发展并且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特别论述了宗教改

革时期新教从天主教独立出来形成自身教义以及在教义基础上对教会组织的重

组。教会史中关于基督教会组织发展方面的资料较为丰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已经翻译成中文的雪莱的《基督教会史》，关于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侧重对宗

教改革领导者个人的描述以及公会议内容的简介，书中简要介绍了公会议确立的

信条，对于基督教组织管理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麦克曼勒斯的《牛津基督教会

史》，书中说《上帝之城》确立了中世纪的教会制度，宗教改革之后，教会组织

与其他宗教及世界关系的重新协调，则需要做出自我牺牲，摒弃以往所珍视的许

多传统。

．教会组织作为基督教的物质基础，其结构形式、组织要素往往决定基督教在

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所以对于基督教教会组织制度的探究是很有必要

的。由于国内教会组织制度的研究尚不多见，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空间。本

文以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三大主要教派组织制度为研究对象，力图清晰展现其组织

结构与制度规定，着力探究教会组织变革与宗教变革、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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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宗教组织的一般性理论

虽然学界对于宗教组织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普遍认定宗教组织是制度

化宗教的组成要素之一。任何一种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生产和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

的产物，宗教组织根植于社会的发展，信众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对社会发展产生一

定作用。本文倾向于吕大吉先生在《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对宗教组织所作的定义：

“宗教组织，是宗教信仰者在其中过宗教生活、进行宗教活动的机构、团体、社

会或其它形式的群体。"∞对于基督教教会组织，可以理解为基督教信众以团契

为基础从事各种活动的平台。

宗教组织是制度化宗教的组成要素之一，宗教组织是宗教不断发展、演化的

产物。宗教组织是社会组织子系统之一，社会组织具备的要素，宗教组织也同样

具备。在社会组织中，“组织的构成要素分为有形要素、无形要素两类。有形要

素是组织构成的物质条件，无形要素是组织构成的精神条件。有形要素包括：实

施工作的人员、必备的物质条件、责权结构。无形要素包括共同的目标、工作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组织沟通。’’罾这些要素对应到教会组织中则包括：教会的领

导成员、信徒，教会、教堂，教会的权力结构、教义的传播、教会组织的管理。

天主教初创阶段为社团模式，随着教义传播和信众增多逐渐发展到世界性的跨区

域的科层制。

宗教组织的产生，是宗教发展成规模化、制度化的表现。宗教组织的变化首

先受制于教义思想，“宗教组织是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表

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便为后者的内容所规定。一@同为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

安立甘宗在宗教观念上的差别，使三者在组织形式和体制中有所不同；对圣文、

经典理解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教义。教义作为信教者的精神指导、纲领性条文，

对宗教的发展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宗教组织必然以此为出发点。在本文中我们

将看到因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即使同一种宗教的不同教派也可以产生不同的宗教

组织形式。

其次，宗教组织受制于社会的发展。“信仰宗教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

系网络之中的社会的人，宗教信仰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的人如何

组织成为信仰宗教的团体，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和形式来构建它，很难脱离人际关

①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7页。

圆李建设著：《组织管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页、8页。

@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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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社会结构。’’①因此，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宗教组织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

而变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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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组织制度

(一)天主教教会组织制度

对于天主教教会组织制度来说，教阶制的形成是其成为制度化宗教的重要标

志。天主教教会组织的设立，最初阶段可以追溯到耶稣和他十二门徒的时期。耶

稣的十二门徒逐渐承担传教责任后，被称为使徒，此时，门徒则是指信仰耶稣的

信徒。这一时期组织的雏形已经出现：耶稣，使徒，其他门徒。随着教会日益壮

大，基于管理的需要，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开始出现，主教掌握教会权力，富人进

入教会。受罗马帝国世俗官僚体制的影响，教阶制在天主教的发展中被逐渐固定

下来。乡村的主教从属于小城市主教的管辖，小城市的主教则听命于省会城市的

主教，具有较大规模、较强经济、政治职能城市的主教成为宗主教，具有较高的

地位以及权力。不管是哪一级别的主教，最终听命于罗马主教，罗马主教的地位、

权势以及影响力决定其被称为教皇。

在中世纪，天主教会发展分为不同的阶段，Sinclair将它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本尼狄克修道院式生活大发展时期(60卜1000)；第二时期，
经院哲学时期(100卜1300)；第三时期，神学价值观充分发展时期(1300
——1500)"∞在这3个不同时期，教会组织呈现不同的模式。天主教教会组织

经历了11到13世纪的发展后走向全盛，在这一时期确立了教皇至尊无上的对世

俗以及神权的统治地位，并建立起完全合法的神权统治模式。其中，最典型的代

表为英诺森三世。

英诺森三世在教会内部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而他对世俗权力的掌控达到极

致。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健全了教皇国的机构。1207年，他在意大利维特尔

博城召开会议，补充、完善了教皇国的政权体系。他规定“在教皇国内的最高元

首、神权政权的合一主宰者是教皇。最高权力机构是罗马教廷，以罗马城为教皇

国的首都。罗马教廷下设枢机主教署理日常事务，教廷中专设‘教皇最高法庭’，

审理国内各省上诉的案件。国内由各个省分治，各省省长由教皇从高级神职人员

中挑选委任。"圆此外，13世纪初时教皇国本身的军队，给养优厚，较有战斗力。

各省省长每年需向教皇缴纳贡金，并宣誓效忠。基本体制与当时西欧封建君臣的

封授制相仿，绝对专制与政教合～是其特点。为了提高教会威信、扩大传教范围

函Sinclair B Ferguson，The Practl【cal Calvin妣London：ChdStian Focus Publications’2002，p71．

圆刘明翰著：《罗马教皇列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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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压异端，英诺森三世时亲自批准成立并支持了两个天主教修会——圣方济会

和多明我会。罗马教廷采用主教制对欧洲的天主教徒进行管理。成熟的天主教会

组织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科层制，其组织体系参见下表：

教皇

l

罗马教廷

l

枢机主教

l

教皇国军队 各部 教皇最高法庭 圣方济会 多明我会 其他机构

教皇在最高权力机构罗马教廷行使职能，枢机主教组成枢机主教团，共同处

理教皇国的各种事务，如财政、司法、行政、教务、教育等等。下面分设：教皇

国军队，维护教皇国的权威，后逐渐演变成教廷警卫队，教皇国军队由雇佣军充

当；各部包括总务部、各国关系部、圣事圣礼部、教育部等等，并在日后的发展

中，逐渐衍生到现今的“信理部、主教部、东方教会部、圣事圣礼部、教士部、

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部、万民福传部、册封圣人部、天主教教育部"①；教

皇最高法庭，管理各省上诉的案件，管辖各个教区的派出法庭，以及后来衍生出

来的宗教裁判所。圣方济会、多明我会是为了维护教皇统治而设置，这两个修会

后成为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主要提供者；其他机构，多为辅助性机构，如梵蒂冈图

书馆、梵蒂冈学院(宗教改革后成为罗马学院)、档案馆等等。与这种主教制相

对应的是教阶制，“主体由司祭(主教和神父)、助祭和副助祭三个正级品位组

成。主教品位又分为教皇、枢机主教、宗主教、都主教、总主教和一般主教。在

正级神品之外，还有次级神品，不同神品的人员分享不同的‘神权’和行政管理

权。"圆这种强大的组织管理模式，使天主教会在社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与

王权的争斗中处于优势地位。随着14世纪英国、法国等国家王权的强化，教皇

权势由盛转衰，加之教会在中世纪后期的腐败及对信众的压迫，使其面临着严峻

的形势，并最终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

(二)社会对天主教会组织制度的质疑

①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o同上，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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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组织管理上实行科层制，与之对应的是神职人员的教阶制，教皇处

于教阶制的顶端。天主教认为，从彼得接管天国的钥匙那一刻起，从彼得驻足在

罗马那一刻起，宣告了罗马的与众不同以及罗马主教的独一无二。罗马主教逐渐

演变为教皇。教皇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主教权威是自然

而又合理的，这种观念在宗教改革前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中世纪的人们很少怀

疑上帝在俗世的权威性。同时，日趋成熟的政教合一的权力组织模式，在中世纪

与皇权的争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优越性。然而，随着西欧商品经济发展，城市

的兴起，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新型市民阶层迅速成长起来，民族意识不断觉醒，

罗马教会愈加显示出与时代特征不符的特征。“当时在一些有思想而又笃信宗教

的人中逐渐产生一种信念，认为相信教廷所追逐的这类世俗目标同教会的真正利

益是不一致的。一哪

质疑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教皇及教会的特权。15世纪时期文

艺复兴已经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民主、平等、自由受到

人们推崇。此时，天主教会仍宣扬教皇及教会的特权，并且利用特权大肆敛财，

发放赎罪券、收受各种赋税。思想上的桎梏，经济上的压迫，促使人们开始反省

教皇及教会权威的合理性。文艺复兴带来的古典文化之风，与之相伴的印刷术改

进，使古典文学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圣经》等基督教

经典的解读。在对《圣经》的重新解读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平等、自由，没有

教皇以及教会特权，质疑便产生。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发生，一部分原因就是路

德、加尔文这些领导者对基督教经典进行了回归古典的深刻的解读。

第二，教会组织体系高度发展带来的问题。教会发展需要组织制度化，这样

教会才会有秩序、呈现规模化的发展。但当组织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之后，往往

导致行政制度化，官僚作风的倾向，表现为教会组织制度体系教条化、繁冗化、

程式化，这一方面造成教会组织效率低下，比如堂区②的主持人若远离堂区，在

天主教治下，需要向上一级教会组织的报告，经审核若符合可以离开堂区的要求，

则得到批准，得到批准后，仍需等堂区指派的忏悔神父到职后，方可离开。神父

的指派还需经过“圣职推荐"，程序繁琐，并且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为圣

职的推荐权是可以出卖的，并且成为教会的一项主要收入。另一方面则造成教职

人员的冗余。教会层级越多，分工越细，神职岗位的设置也就越多，神职人员的

队伍也越发的壮大。单就教廷财政组织机构设置，举例说明，教廷财政组织机构

设置如下表所示：

①【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段琦译：《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40页。
o堂区，教会金字塔结构组织系统的最底层．也是最基本的教会管理单位，是教徒进行}=j常生活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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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财政组织机构图

教皇

教职圣奉署 圣库人士组成 枢机团

秘密财库
圣库长 圣库审查官

I ＼

I财务官l 财政讼监

枢机团财库

圣库专员

I ＼

圣库执事 审计执事

I ＼

l 罗马供粮总督

I公证人l

枢机财库

贮存官

圣库贮存总监

教皇国专卖包税人

资料来源：龙秀清著： ‘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7页。

表中圣库执事①一职，在1417年到1527年百余年的时间内，共有1034人②担任。

人员的多余，频繁的任职，需要大量金钱做支持，由此教会腐败及信徒遭受盘剥

是难以避免的。

第三，教会的世俗化，使教会失去固有的纯洁性，特别表现在敛财与腐化问

题上。中世纪末期，教会逐步走向腐败。天主教会利用其特权，通过庞大的组织

控制能力，层层剥削信众；通过买卖教会职位的神职人员充斥整个教会。教会财

。圣库执事；教廷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圣库中的一个高级职位，为解决14、15世纪教廷的财政困难，高价出

售。

。龙秀清著：‘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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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度积累并且教职人员生活过度奢侈必将引起社会各阶层不满。

教会在中世纪的发展壮大使天主教会成为一个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地产，

什一税的收入，出卖赎罪券，买卖神职等这一系列的收入使其经济实力远胜过于

国家。“据国王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的议会报告，教皇取自英国的收入，五倍于英

国王室的收入’’①。教廷的收入来源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属世收入：世袭领与

教皇国收入@；宗教团体交纳的保护金⑨；贡金固；彼得便士固。另一部分是属灵收

入：所得税@；圣俸税⑦；规费收入@；捐赠⑨。当教廷财政收入日益增多，欧洲各

君主对教会财富的聚积表示出不满，对于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满腹抱怨。“神职

人员免税，教会禁止放利，宗教节日众多，教会纵容行乞，⋯⋯许多地方的隐修

院急需改革，它们占有大量地产，招致想夺取这些地产的贵族和租种它们的农民

的忌恨。一般农民在经济上处于不稳定状态，他们对各地神职人员征收什一税及

各种捐税最为不满。"锄

第四，教会自身问题多多，教会职能的不履行，使教会丧失应有功用，同时

伴有教会腐败升级。主要体现在：教职人员擅离职守或到处兼职而不在职；教职

人员素质下降。“西欧各国的教会呈现出一派腐败景象。当时一位马格德堡的大

主教，在任职35年后，才第一次主持弥撒；而斯特拉斯堡的大主教，在任职期

间从未主持过弥撒；不少女修道院实际上成了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妓院。’’吵教会公

开腐败升级，致使人们的质疑情绪上涨。教会公开鬻官价目表，腐败公开化。15、

16世纪的教廷，对于牟取圣俸部分的收入，已呈公开化状态。这不仅使教会的

腐败露于人形之前，更加激起欧洲各国君主及人民的忌恨。“人们对教会的财政

和司法组织存在着不信任的情绪。膨这一时期，教会公开发布教职的“聘用费用"，

以便征收。出售的职位很多，并且费用普遍较高。仅以1514年为例说明，如下

表所示：

o【英】穆尔顿著，黎世清等译：<人民的英国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68页。

o世袭领与教皇国收入：教争所拥有的地产产生的收入，如地租等。

国宗教团体交纳的保护金：最初是教皇从世袭领上获得的收入，后来指接受教皇庇护的教会团体缴纳的保

护金。

固贡金：世俗统治者承认自己是教皇的封臣，把自己的土地献给教皇，再从教皇那里领回土地的收益权，

为此要缴纳的费用。

@彼得便七：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波兰和德国北部向教皇缴纳的税款。

@所得税：包括什一税、协助金，对教界人士年收入所征得的税金。

o圣俸税：包括授职费、年金等，都是与教阜对吊俸与教职拥有最高的授予权相关所产生的征税。

回规费收入：教廷凼提供司法、赦免罪等特殊服务收取的费用及教廷的文秘费用。

@捐赠：包括献给教皇的礼金与遗赠以及圣战捐款、教堂祭坛．I：的祭品。

谚『美1威利斯顿·沃尔克著，段琦译：《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01页。

@徐家玲主编：《世界宗教史纲》，北京：高等教育H；版社，2007年。第225页。

o『英1G．凡波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剑桥新编世界近代史·文艺复兴》。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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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年教廷鬻官价目表

官职 单价(杜兰特) 共卖

圣库 7位执事 10000 70000

1位理财法院法官 10000 10000

1位财政监理 1200 1200

1位财政诉员 1200 1200

9名圣库公证人 2500 22500

2名枢机团财库执事

文秘署 101位圣谕文书 2700 272700

104位司玺员 1400 145600

60名见习摘要员 l 100 6600

141名监税官 650 91650

48位罗轮法院公证人 1500 72000

5名助祭 3000 15000

10名理财法院公证人 1400 14000

81名摘要员 1300 105300

3名掌玺官 6000 18000

总计 574 845750

资料来源：据伦特： <中世纪教皇的收入》，第580号，第2卷第536、537页，转引自龙秀清著：

《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第五，教皇大一统的领导，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教

皇可以说是最大的封建主。教皇通过神权控制各封建国家君主，对各国家进行政

治、经济的分配，从而建立起来一个从属于教皇的封建体系。但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出现，各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国家的世俗统治者，开始重新考虑

与教皇的利益分配，为谋求更多的国家权益，便开始寻求摆脱教皇统治权威的方

法。文艺复兴促进了民众意识的觉醒，宗教改革则成为向教皇统治权威宣战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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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教会组织制度

教会的组织制度，通常通过教会法规对教会成员、机构各部门进行确定。新

教改革时期的教会法规是以《圣经》为蓝本，同时参考领导阶层对教义的理解，

衍生出的教会组织模式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

(一)教会组织的领导成员

宗教组织的领导成员通常为宗教职业人员。在宗教组织中，权威体系，即领

导集团或组织领导管理体系的确立是首要环节，是其它制度得以推行的前提。只

有权威体系合法化和制度化了，组织内成员间的相互关系、组织内资源的调动、

流通以及组织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三大主流教派随着宗教

改革的不断推进，不断完善自身教义，自身组织建设必然要不断地完善。这三大

宗派尽管被统称为新教，但在领导成员即权威体系的建制上各有其特点。

路德宗领导成员的确定带有明显的教义烙印。表现之一，路德宗的信徒都可

成为祭司，成为教会的领导成员。路德宗强调因信称义，他认为“人要得到上帝

的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的规条，而在于对上帝的信心；不在于人的功德或善行，

而在于上帝给人的恩赐。人因着信被上帝称为义人。信徒通过祈祷都可以直接与

上帝交通。因此路德宗认为信徒皆可为祭司，无须神职人员⋯⋯路德宗还认为教

会的组织形式与个人的得救无关，故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均可采用，具体情

况由各地教会自行决定。"叫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路德宗的教会具有领地的属

性，而教会的管理者就类似于领地的诸侯，采取何种方式管理教会，取决于教会

管理者自身的喜好，而进入教会的人，只要是因信称义的人，就都可以为教会的

领导成员。这一点，路德在《奥格斯堡信条》圆中也进行了论述： “教会并不是

一种外表和礼仪的团体联合，如一些政府、公民组织似的，而主要是人心里信仰

和圣灵的联合⋯⋯基督用他的灵更新、管理教会，使之为圣。"@

另一个表现是在因信称义的教义指导下，没有主教这一称谓。为凸现教会成

员间无等级之分，在路德宗中，神职为全体信徒所共有， “在路德宗的教会中，

没有主教。教会的管理者被称为‘监督人’或‘负责人’。他们的工作在某些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一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第245页。

圆《奥格斯堡信条》：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皂帝查理五世同德意志新教诸侯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订立的

合约，路德宗教会因之在德意志取得合法地位。

@【德】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顿著，运耘译：‘协同书2》，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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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与主教相同。"∞尽管教会管理者行使类似于主教的权利，但与主教有着明

显的差别。天主教的主教是由教皇任命的，而新教管理者的产生，是由平信徒推

选出来的，同时也可以由平信徒剥夺。“新教人士并不否认神职和教阶存在的意

义，但是对神职和教阶的起源和性质有迥然不同于天主教会的看法，他们认为神

职人员凭借自己的教阶所拥有的权威不是直接神授的，而是由教徒们通过选举或

其他方法的给予的，也可以由后者剥夺。"②主教称谓的放弃，更大程度显现出

路德宗强调的信徒间平等的关系。

路德宗的组织尽管神职共有，但需要分工以便诸侯领地教会的管理，从而发

展出视察员制度与高级法庭制度。视察员制度，起初是为了整顿萨克森选侯区的

教会，由于卓有成效，被固定下来。“这种信访制度往往在当地教会教职人员不

能很好的履行职责，布道时语言含混不清，不能顺利地讲道实施。当访问者到一

地区巡察教会时，意味着这一地区需要进行教会改革。一⑨值得注意的是，萨克

森选侯被认为是他辖区里教会的最高统治者，由于他不能事必躬亲，为了处理宗

教案件，出现了高级法庭制度。高级法庭，“是仿照中世纪主教法庭设立的，并

和它们一样由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宗教法庭各有自己的管区；但在其它方面均

模仿中世纪的宗教法庭。"锄这些高级法庭成为路德派教会体制突出的特征，并

且为召开路德派宗教会议、协商教会事务作了准备。

路德派教会组织最后一个明显表现是：教随邦定@。上面提到，萨克森选侯

是辖区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为便于其对教会事务的管理衍生出法庭。从中我们可

以看出“路德认为世俗政府是尘世上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想法⋯⋯对于教会统治机

构的全部设想都出自教会监督权属于地方世俗最高当局的想法。’’@在路德教派

的教会中，之所以组织形式如此宽泛，如主教制、长老制、公理制均可实行，更

多体现的是教会所在领地诸侯的意志。

与路德宗相比，加尔文宗在尊重《圣经》权威的同时，更加强调领导成员

的作用。“路德迫于当时德国的社会条件，下放给各教会很大的权力来组织教会

活动，但是加尔文却恰恰相反，在日内瓦建立起来组织体系清晰、严明的管理体

制。一。这种体制即长老制。

①B．K．Kuipcr,The Chu彤h加触胁仉Miehig卸：WM．B．E钾dmans Publish CO．，195l，p243．
o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l页。

@B．K．Kuiper'The Chu陀h in^捃fD，]n Michigan：WM．B．Eerdmans Publish CO．，1 95 l，p243．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孔祥民等译：《宗教改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55页。
@教随固定(Cujus region，Ous religio)，即君主的宗教信仰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是1555年第一轮

宗教战争结束后缔结的奥古斯堡和约中采用的原则。地缘政治的发展使得财富和权力逐渐从欧洲南部和中

部转移到盛行新教的西北海岸国家，只有这种发展才使新教变得和天主教不相上下，并且在未来有利于海

洋新教国家。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孔祥民等译：‘宗教改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55页．
。B．k Kuiper，The Chumh胁舰ffD叼略Michigan：WM．B．Eerdmans Publish CO．，1951，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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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从《圣经》出发，认为《新约》记载的教会体制并非主教制而是长

老制。“加尔文坚决反对罗马主教的教阶制，认为民主是组织和管理教会的最好

办法，它既可以防止个人独裁，又能保证信徒的自由。教会机构应民主选举产生，

体现民主原则，要有严格的程序，防止个人专权，任人唯亲。教会人员的设置应

按照古代教会的传统从简，防止机构臃肿。"哪在此思想的指导下，长老制形成。

基层组织由地方堂会的公众组成，并在堂会中设牧师(负责讲道和施行圣礼)、

教师(专事教导)、执事(负责堂会事务工作)和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教会行

政事务)。另一说认为， “牧师和教师都是专职分工的长老，而一般称长老的，

是指和牧师共同负责管理教会的‘治理长老’，治理长老可以为平信徒。实行长

老制的教会认为，在《新约》中长老与监督(主教)两词可互通，故不设立主教。

牧师和长老都由地方堂会选举，并由长老和牧师共同组成堂会会议，由牧师任主

席。在有些地方，实行长老制的各堂会联合组成各级长老会议和区会等，最高一

级的行政和司法管理机构，一般称为大会，由大地区(或一国)内各长老会议的

牧师和长老代表人物(人数需相等)组成。 "固

在领导成员的权力上，加尔文宗与路德宗截然不同：加尔文主张教权不受任

何外界因素的干扰。“他坚信教会的职能和政府的管理是分开的。教会运用的是

‘精神之剑’，市民的政府被授权通过立俗世法来管理国家。一固尽管加尔文受

路德宗的影响，也强调因信称义，也强调尊崇《圣经》，但在理解上并不一致，

对教会的组织管理也有分别。加尔文认为按照《圣经》的要求，对教会有严格的

监管形式，职责分明，各司其职，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并且认为权力有所不同

并且各职能权限有限。“他强调因信称义，认为信的本质就是相信通过基督而获

得恩典——上帝赦罪的爱，传播神恩的福音是教会的职责；圣经即福音的见证。

强调圣经权威至上，应据以判断一切传统；还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被赋予无限权力，

这一观点对现代法治有一定影响。教规由长老监督执行⋯⋯在长老会里，地方会

众选出长老，组成由牧师主持的会堂进行管理；在地区一级，由牧师和代表各会

堂的长老组成区会进行管理。’’@我们可以看出，加尔文宗的权力属于教会，并

且有严明的组织体系，而非路德宗的教会权力属于世俗政权。

安立甘宗最大的组织特点——宗教领袖不是专门的神职人员而是国王。在

笔者看来，安立甘宗是较为特殊的新教宗派。尽管安立甘宗是新教派别之一，但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立一个新的教派并不是当时统治者的意图，也并非英国

。刘林海著：《加尔文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2006年，第209页。

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第114页。

固David W：Hall and PeterA Lillback,Theological G“娩to Calvin I Institutes．New Jersey：P&R Publishing

Company,2008，p39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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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意愿。“⋯⋯但人民就整个说来决没有放弃传统的做法。相反，他们非常

虔诚，结果使教会建筑繁荣发展起来。有人正确地指出：从1468年到1530年间，

英国出版的书籍有一半以上是宗教著作，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表达虔诚信仰的文

章。"①宗教改革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当不再向罗马教皇纳税，没收罗

马教会在英国的财产之后，亨利八世从教会得到的财富更多地用于政治改革。由

于领导层是国王，宗教改革的目的不是真正解决宗教问题，这也就决定了安立甘

教会又一大特点——基本沿袭天主教的主教制，兼有新教的特征。“安立甘宗没

有世界性的统一组织或集权领导机构，宗内各教会之间不相从属。习惯上尊称坎

特伯雷大主教为名义上的领袖，以圣经为教义基础，在持传统教义的同时主张在

具体解释上兼容各家之说，在天主教和其他新教宗派之间采取中间立场。保留主

教制并承认其有继承使徒的性质，但也让平信徒参与教会管理。赞成教会改革，

但主张尊重圣经和教会传统，认为在两者之间应保持平衡。在崇拜中使用《公祷

书》，但允许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故宗内有各种派别，如高教会派、低教会派、

福音派等。安立甘宗自称是使徒所传圣洁公教教会的一支，保有圣经及古代教父

以来所传承阐释的正统信仰，只承认教皇为世界主教之一。尊重国家权威，但不

从属之。英国圣公会要求教牧人员遵守《三十九条信纲》罾圣职分为主教、会长

(相当于其他宗派的牧师)、会吏三级。"固

(二)教会组织的成员资格

解释清楚什么是非教会组织的成员，那么教会组织成员的资格就显而易见

了。关于成员资格将分两方面论述，一是新教教派眼中的异端。二是各新教教派

基于教义的不同理解，对成员资格作出的不同解释。

新教教派眼中的异端。关于异端的定义在格兰西编写的《教会法汇要》固中

有简单明了的定义：。异端是教义教条错误，其根源是选择相信非正统的学说和

对《圣经》虚妄的解释。"@这一解释符合新教教派的领导人路德和加尔文的观

点。路德与加尔文共同之处在于都尊重《圣经》的权威性，因而与经典、圣文中

的内容相悖或是断章取义的解释都不能为之容忍。

o【英】G．凡波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剑桥新编世界近代史·文艺复兴》，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5页。

o‘三十九条信纲》：英国安立甘宗的信仰纲要。16世纪中叶，英格兰国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期，为澄清同

天主教及新教其他各派在交易上的分歧，并阐明关于英格兰教会的统一及教会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等问题，

曾先后制定一些条款，但不要求平信徒信守，该宗其他教会一般不特别重视此纲。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一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第ll页。

@<教会法汇要》：格兰两编写的‘教会法汇要》与‘格利高里九世教令集》、‘第六书》、‘克莱孟教令集》

以及沙皮伊的《编外卷》两部分，是中世纪教会法的五人经典。

@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9页。

14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路德与异端之间的论战是十分激烈的，“我才不会同情他们，我会烧死他们，

一个不留!这是马丁·路德对玩弄巫术者的诅咒，而他所谓的女巫和术士包括天

主教徒和新教中提出与他不同神学见解的人。"①在《奥格斯堡信条》正式颁布

后，引起了非路德教派对路德教派教义的挑衅。为此在路德在《协同书——协同

之良方》中，着重阐明对于其它教派的观点和看法。“为了避免因我们的缄默，

而使人误将这些异端归于奥格斯堡信条派，我们在此指出他们的错误。"∞

路德认为承认再洗礼派教义的都为异端，非奥格斯堡信条派成员，不具备教

会组织成员资格。“1．基督未从马利亚身上得到身体和血，而是从天上带来的。

2．基督不是真上帝，仅比其他的圣人得到的圣灵恩赐多。3．我们在神面前称义，

不仅靠基督的圣工，而且靠我们的功德与虔诚行为。这些事建立在个人自选的属

灵性上，无非是一种新修道形式。4．在神眼里未受洗的孩子不是罪人，而是有义

且无辜的。因为他们尚未达到运用理性的年龄，必在无辜中得救，所以为孩童受

洗是不必要的。这样的教训就是弃绝了原罪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道理。5．在孩童

能运用理智承认他们的信仰之前，不该为他们受洗。6．从基督徒父母所生的，虽

然未曾受洗，却是自然圣洁。因此，虽然有神明白的话，再洗礼派认为婴孩受洗

是不必要的，更不鼓励人行此事。7．倘若从教会里寻得罪人，此教会便不是真教

会。8．在举行弥撒的殿堂里，不该讲道或进行礼拜等敬拜活动。9．不应与属奥格

斯堡信条的牧师或教师来往；不应服侍或以任何形式帮助他们做工，当躲避这些

误解神的圣道的人。"固

路德认定施文克斐特派④(Schwenkfelders)也为异端。“1．凡是认为基督

肉身是受造者，便是不懂得基督之真义。2．基督并非具有神性与人性，而是只有

神性。3．教会的执事，即传道与听道，不是藉着圣灵感动人心，使人能认识基督，

悔改、规正，并有新的顺从。4．圣洗礼的水不是神使人成为他儿女的媒介，不能

造成人的重生。5．圣晚餐中饼和酒，非基督藉以分处他身体与血之媒介。6．真正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能在今日生活里完全遵守神的律法。7．不公开驱逐罪人的教

会，不是真正教会。8．教会牧师、教师、执事若非完全，就不能教导人或举行圣

礼。"@

o科特、彼得斯：《1100年到1700年间欧洲的巫术：一部文献史》，第195—201页，转引自彭小瑜著：
《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0页。

圆【德】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顿著，逯耘译：《协同书第二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5l

页、52页、53页。

@同上，第5l页、52页。

@施文克斐特派：领袖是施文克斐特，1511到1523年，先后在几处宫廷任顾问，灵性觉醒后，拜访路德，

提甘j对圣餐的看法，二人产生分歧。他的主张介于天主教和信义宗之问，后强烈抨击天主教和信义宗学说，

在两派的压力下，隐居，死后，其兄弟会经三十年战争后走向衰落。

@f德1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顿著，逯耘译：《协间书第二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52

页、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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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三位一体派教义的都为异端。“有自在永在的神圣本质——圣父、圣子、

圣灵，他们具有三种不同位格，每个位格都由不同神圣本质，与其他的位格相分。

有人主张：三位格中每个位格皆具有神圣本质与同样权柄、智慧、威严与荣耀，

像任何三个人一样彼此相分离。另一些人主张：三位格在本质特性上不平等，唯

独父是真神。这些教导，与神之道、信经、奥格斯堡信条、辩护论、施马加登信

条①以及路德两问答的教导相冲突。所有虔诚的，关心自己救赎、永福、永生等

的信徒，无论其身份高低，都应小心这些异端侵扰。”∞

此外，由于路德宗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决定了路德宗做出以下规定：国家政体

不能容忍的教导也为异端。 “1．政府不是神在新约时代所喜悦的制度。2．基督

徒不可在政府谋职。3．无何种情形下，基督徒不应使用政府职责对待恶人，因为

若是如此行，便违背了基督徒的良心。基督徒不应使用神赐给政府之权柄，作为

保护他们的盾牌。4．基督徒不可发誓效忠政府或是对某些君主显示出由衷尊敬。

5．新约时代政府应废除死刑。”@此外，还有一些言论作为异端的言论标准：“1．

基督徒不用拥有私产，应凭良心捐献教会。2．基督徒的良心不允许做旅馆主人、

商人或刀匠。3．信仰不同的人不可结婚；即使结婚，也要离婚，与同信仰的人结

婚。一④

加尔文宗对于异端的标准，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中有充分的论述。同

路德宗一样，与加尔文宗的教义理解相悖的都为异端。加尔文在其《基督教要义》

的4卷内容中，对于他与其他派别产生的对教义理解的分歧，都有所描述，措辞

也较为激烈。对争论点，比如经院派关于悔改所持的理论、再洗礼派对儿童洗礼

问题所持的观点，他都以《圣经》为蓝本做了详细的分析阐述。

火烧塞尔维特⑤可以看作是加尔文处理异端的一个典型事例，但并不是完全

的像路德一样的态度“见一个烧一个"那么坚决。加尔文对处死塞尔维特行使火

刑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但不管怎样，这都成为加尔文对待异端态度的典型事例。

除去火烧塞尔维特，加尔文宗处理的最大规模的异端便是“女巫一。身上涂满油

脂后，便能骑着扫帚夺窗而出，并且绕着教堂飞数圈的女性，成为加尔文宗惩治

。施马加登信条：教改运动初期，路德和其他的神学家一再提及召开教会的总会议，讨论并仲裁所争论的

教理和如何执行各种信条等问题．教争保罗三世在1536年同意在第二年召开会议，萨克森选侯见于此种情

况，于1536年12月11日给路德的一封信中，指示路德预备一份声明书，说明在何种信条上能做出和平让

步，而在何种信条中是必须坚守的，这些信条即施马加登信条。

o『德】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顿著，逯耘译：《协同书第二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9月，

第53页。

@同上，第52页。

固同上，第52页。

@塞尔维特：西班牙牙医学家、神学家，在论述圣灵和再生两者关系时，无意中发现血液循环理论。1531

年发表<论三位一体的谬误》攻击正统教义，1546年他把自己的观点加以充实，写成《恢复基督教义的本

面目》，将手稿送交法兰两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以示对加尔文《基督教原理》的抗议。1553年8月14日至

lO月25 El受审，加尔文在审讯中发挥主要作用，力主把他处死。lO月27日他被烧死，由于他的处死，归

正宗内部就应否处死异端分子问题发生争论。同时加尔文受到严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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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端。会随时抽搐、神志不清的，身有残疾抑或是年老体衰的，长相怪异的，

只要一经人指控，那么就成为加尔文宗眼中的异端。对于这样的巫女，没有像加

尔文为塞尔维特求情选择死法的余地，都要执行火刑。也就是说，只要身上没有

异象出现，没有人恶意的诬陷，是不会成为这样的异端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

种惩治曾经盛行一时，对于加强加尔文的宗教控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成为

影响后世对加尔文评价的主要方面。

安立甘宗治下的异端，可以说成分相对单纯。安立甘宗没有那么剧烈的教义

冲突，作为政治运动的产物，没有过多关于教义的争论，从国王到平民，无论是

宗教的信仰形式亦或是宗教情感没有产生如德、法等国家较为激烈的变化。这也

就决定了，不会有很大的分歧，英国国内的宗教环境相对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来

说是平和的。非要说有异端的话，16世纪普遍兴起的猎巫运动中被猎杀的巫士、

女巫算是异端。少数安立甘宗信徒被认定被魔鬼所控制，成为人们眼中的异端。

对于非成员的资格而言，各新教教派的态度有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路德

对于异端的态度更加严厉。加尔文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赞同采取极端的手段。

“在对异己的战斗中，不希望有太多的流血冲突，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在文字当

中。’’①在塞尔维特案中，导致塞尔维特被处以火刑，一方面是由于加尔文在与

塞尔维特交流未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塞尔维特当时较为异常的精神状态(塞尔

维特曾一度宣扬世界末日快到了。他是天使长，作为大天使的他，要从事一场反

教皇反日内瓦基督徒的圣战)。在这种怪异的精神指导下，致使塞尔维特较为诡

异的行为激怒了加尔文，才使加尔文作出这一决定，并且在最后当天主教与新教

联合对其进行判决的时候，加尔文还在为塞尔维特求情。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加

尔文并非那么严苛。

安立甘宗取道中庸，采取沿袭天主教的模式，结合新教思想进行教会重组，

对待信徒的态度没有太大的改变。只要是不违背世俗君主的统治，不对世俗政权

产生威胁，就不会有异端。亨利八世治下的人民，也乐得见于这种情况的发生。

毕竟亨利八世没收了与民众利益相悖的教会财产，或多或少地减轻了信徒的负

担，甚至利用没收的财产建立学校，使人们接受教育，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教会的权力结构

路德宗教会的权力结构，只有职能的划分，没有等级的划分。路德在《奥格

斯堡信条》中，对教会进行如下的描述：“圣基督教会必须永远存在。教会是众

信徒的集合，在其中福音纯洁地被宣讲，圣礼按福音所教授的正当地被施行。因

o
Daniel Pellerin-“Calvin：Militant Of Man ofPcace．'r，The Review ofPolitics,V01．65，No．1(Winter,2003)，

p40．

17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为真正合一的基督教会里，纯正地理解福音，按神之圣道举行圣礼，是极其重要

的。并且基督教会的真正联合，并不需要各处遵守同一的由人制定的礼仪。"∞在

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路德宗的教会组织形式可以采取主教制、长老制、公理制三

种形式中的任意一种，权力结构也就同样是与主教制、长老制、公理制相对应的

三种结构。主教制的科层制、长老制的民主选举制，公理制的共和制。科层制在

天主教会的组织建制中已有描述在这不作过多介绍。长老制将在加尔文宗的权力

结构中作描述，在此也不过多介绍，仅将公理制的权力结构模式进行描述。

公理制权力体系包括两个层级：顶端是唯一的首领——基督，每个信徒在上

帝面前都可为祭司；权力的另一个层级就是各堂会会众。“由信徒自由结合组成

的团体即堂会都可认为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或代表。每个堂会都是独立自主的教

会，不设教务上和教会行政上的各级机构。牧师由堂会信徒直接民主选聘。除牧

师外，有的堂会还设执事、文书、司库等，也从会众中选出，分工协助牧师管理

教会事务。"@

加尔文宗对权力结构进行了与天主教不同的改革。加尔文认为，教会必须

要进行改革，才能消除以往的弊端。加尔文宗认为教会是法规如同身体，教义则

为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活跃的身体，而灵魂一定是正义的、善意的、平等的。

正如《基督教要义》所说：“教会的法规，牧职，以及其他有关秩序的事好比是

身体。而那规定对神的正当崇拜以及因怀有得救希望而指出的教义，乃是灵魂，

它使身体活着，活泼有为，总之，使之不致死亡，成为僵尸。"固加尔文宗的教会

权力机构完全依照《圣经》中及古代基督教传统而组建。权力结构的最顶层是上

帝，教会的权力体系由以下职位构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人、牧师，最后是

教师。

在加尔文宗中，权力体系中的职务划分为常设、非常设两类。使徒、先知、

传福音的人为一部分，这三个职位是非常设职位，但在权力体系中有一定地位，

“是主在他的国度开始的时候，或者在特别的时候，因着时代的需要，才兴起来

的。‘使徒’乃是宣教士，他们要使世人从背逆神，变为顺服神，并且要藉宣扬

福音，普遍建立神的国。他们也可以称为教会的第一批工程师，为主任命到普世

去奠立教会的根基。保罗没有把‘先知’的称呼，给一切讲解神的旨意的人，而

只给那些得着神的特别启示的人。在今日先知或是没有，或是不甚显著。’’锄另一

o【德l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顿著，逯耘译：<协同书第二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9

页。

①【法】约翰·加尔文，徐庆誉译：‘基督教要义》。香港：金陵神学院、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1962
年，第4卷，第3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一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第205页。

囝【法】约翰·加尔文，徐庆誉译：‘基督教要义>，香港：金陵神学院、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1962
年，第4卷，第3章，第2节．

@同上。第3章，第3至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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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职位是常设职位：二部分是牧师、教师，“在这些人中，只有最后的两种人

在教会中有经常的职务；其余的人‘传福音的’照我所知，尊荣不及使徒，但职

位居使徒之后，做同样的事工。即如路加，提摩太，提多等人，就是这种人；基

督所设立那次于使徒地位的七十个门徒，恐怕也是这种人(路10：1)。照着我

所认为与使徒保罗的文字和意义完全相符的这种解释来说，这三种职分并不是在

教会中设立的经常职分，而只是为建立教会时期而设立的，或至少是从摩西至基

督的时期而设立的。"Ⅷ

加尔文宗认为牧师和教师是教会的常设职位，并且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权

责分明。教师负责讲解《圣经》，牧师负责施行圣礼、执行训诫。正如加尔文在

《基督教要义》所说：“他们两者中的分别，就我所知，乃是这样：教师不负执

行训戒，施行圣礼，或发出规劝的职务，而只讲解圣经，使信徒保持纯正的道理；

但是牧师的职分则包括这一切。什么职分是委派为暂时管理教会的，什么职分是

为教会永久设立的。传扬福音和施行圣礼，乃是牧师的两个主要职务。牧师治理

教会，并不是为支薪，乃是为以基督的道理来将真虔诚教训人，施行圣礼，并实

施训戒。但为要保持教会的安宁，所以必须明白规定各人的职责所在，免得大家

陷入混乱，东奔西跑，挤在一处；也免得那些关心自己的便利甚于关心教会的牧

养的人，毫无理由地任意撇下教会。这种规定并非是人的捏造，乃是神自己设立

的制度。"@

加尔文认为，在权力体系的建构上不能过于随便，要受教会权威的指导，

并且要选举有才德的人。他认为凡负责治理一个教会的，就当知道，他因神的选

召受了这规律的束缚。这并不是说，他固定在他的岗位上，总不能照着正规的方

式离去，即或是他的离职是与众人有益的，而是说，一个被召到一个地方的人，

不得为着一己的方便和利益，便想离开那地方，或抛弃他的职分。倘若他改换岗

位对人有益，他也不当凭私意行事，而当受教会的威权所指导。教会须常常小心，

不选择那不能胜任的教牧，换句话说，要选择那具有才能足以履行职务的教牧。

这样就决定要任人唯贤，牧师是应由全体教会会众投票选举，并且全体会众是照

着希腊选举的风俗，以举手来表明谁是他们所选举的。

安立甘宗在权力体系建构上，沿袭天主教的风格，实行科层制。唯一例外

的就是天主教权力的顶层是教皇，而在安立甘宗里是世俗的统治者。在通常情况

下，世俗统治者会授权给坎特伯雷大主教代为管理，但是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时

候，如教区教主的选举则需要世俗政权领导者的同意。

(四)教会礼仪制度的管理

①陆}】约翰·加尔文，徐庆誉译：‘基督教要义》，香港：金陵神学院、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1962
年，第4卷，第3章，第3至6节。

圆同上，第4卷，第3章，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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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礼仪制度的管理主要是指对圣事①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新教教派对

礼仪制度的管理，着重突出廉、俭的特征。与以往正天主教的圣事：圣洗圆、坚

振③、告解④、圣体@、终傅@、神品⑦和婚配@7项不同的是，新教教派只承认洗礼、

圣餐两项圣事(安立甘宗增加婚配一项)。天主教通过复杂、繁缛的礼仪程序，

体现出教皇在整个组织体系中的权威、神圣。新教教派提倡唯信《圣经》、基督

耶稣的教义，就直接决定了没有必要设置专门的神职人员从事相应圣事的主持，

从而简化圣事程序、礼仪，体现出廉俭的教会组织特点。新教教派对于礼仪制度

的实施，完全尊重《圣经》，按照《圣经》中的描述实施圣事。

实施圣事的制度要求：1．洗礼和圣餐的施行，乃是教会公共圣职的一部分。

“他将这职分委托给那些他所指派为使徒的。当他命令门徒在举行圣餐时，要遵

照他们看见他自己行使这职分时所行的，无疑他是要他们效法他的榜样。"@。2．

私人不可擅自施洗，但遇着有人临危，而没有牧师在场的时候，平信徒便可施洗。

3．妇女不可施洗。“至于妇女，则有迦太基会议决定，一律不得僭妄施洗，违者

革除出教。"@4．耶稣基督乃是各圣礼的实体，饼为基督的身体，酒为基督的血。

5．耶稣基督真的身体和血只能用信心领受。6．小心省察自己，以便合理领受圣餐。

7．须弃绝自己的一切，才能分享基督所赐的福分。8．克己的必需，我们若渴慕基

督，向往神的义，就必克己，服从神的旨意，必远离一切污秽，放纵，虚假，骄

傲等等邪恶。9．爱心的必需，圣餐所推荐的美德无过于爱心，因此圣餐乃称为爱

心的连结。10．领受圣餐的时期，并不能立一定的规定。“虽然我们没有规定时候

日期的命令，但我们当知道主设立圣餐，乃是叫我们若要尽量从圣餐中得益，就

当时常领受。"够

。圣事：基督教礼仪中，有些被认为是基督耶稣亲自所设并命教会按规定要求程式举行，称为圣事，在中

国一些基督教派称圣事为圣礼。

o圣洗：耶稣亲自立的。使人藉着圣神及水的洗礼而重生，成为天父的子女，公开加入教会团体，

成为基督徒，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人的悔改、皈依，是归向死而复活的基督，它要求人们除了

懂得教义外，要以祈祷和反省，在信友团体中不断更新。领洗之后才可领其他的圣事。

@坚振：是耶稣亲定的圣事，为赋天主圣神与领坚振的人，坚固其心，作耶稣的勇兵，使能以言以行明证

自己的信德，甚至舍弃生命。

@告解：信徒在神职人员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过，以求得上帝宽恕，并得到神职人员的信仰辅导。我

国天主教俗称：“办神工”。

@圣体：食物通过宗教仪式后视为基督的身体。

@终傅：教徒临终时敷擦”圣泊4。一般在教徒年迈或病危时，由神甫用经过主教祝圣过的橄榄油，抹在病人

的耳、目、口、鼻、手、足，并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这样可帮助受敷者缓解病痛，赦免一生的罪过。

o神品：神品又被称为圣秩，要进入教会这样的等级团体，要经过“授秩”的礼节。但后来。授秩”被限

于指引人进入主教、司铎和执事等级的神品圣事。神品圣事除有委任、指定的意义之外，还有随之而来的

圣神恩典，使领受者执行来自基督并经教会而获得的神权。它的目的是为教会的共融服务·领受都要通过

实践对别人的服务而获得益处。神品包括4种小品，即一品门卫员，二品读经员，三品驱魔员，四品辅祭

品：三种大品，即五品助理执事。六品执事，七品司祭。司祭品又包括司铎品神父与主教品。

@婚配：婚姻契约足男女双方藉以建屯终身伴侣的结合，此契约以其奉质指向夫妻的福祉，以及生育和教

养子女，而且两位领洗者之间的婚姻被主基督提升到圣事的尊位。

o【法1约翰·加尔文，徐庆誉译：《基督教要义》，香港：金陵神学院、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1962

年，第4卷，第15章，第19、20、2l节。

@同上，第4卷，第15章，第20节。

@同上，第4卷，圣餐短论，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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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洗礼的程序：1．把他介绍给会众；2．在全教会前用祷告将他献给神；

3．叫他背诵学道时所学会的信经；4．向他宣布洗礼中所包含的应许；5．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最后，用祷告和感恩作结。新教教派普遍承认这一简单的施

洗程序，并且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一书中进行了说明：“这样，应有的东

西都未省略；而且神所设立的圣礼可以大放光彩，而不为那些不必要的败坏所累

赘。至于受洗的人是全身一次或三次浸入水中，或是只以水倾在或洒在他头上，

都是无关重要的；各教会都当有自由，照着各国的不同习惯去行。然而“洗礼’’

一词，原来是指浸入水中，古时教会行的也确实是浸礼。’’①

圣餐的程序：“三位福音书作者和保罗的记载都告诉我们：‘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

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和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太26．26—28；可14：22—24；路22：19，20：林前1l：23-25)。"固加尔文

认为，实施圣餐礼没有繁琐的程序上的要求，遵照实施圣餐礼的要求，即可。

教会的礼仪制度实质上是教会权力体系的派生产品，反映的是教会权力体系

的权威。新教教派礼仪的简化反映出与以往天主教不同的信息，提倡廉俭教会对

于新教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日后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

。【法】约翰·加尔文，徐庆誉译：‘基督教要义》，香港：金陵神学院、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1962
年，第4卷，第15章，第19节。

。同上，第4卷，第17章，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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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三大教派组织制度的成因

宗教改革运动在德、英等国的兴起，有共同的社会背景，而路德宗、加尔

文宗、安立甘宗的产生、发展又有其特殊性。为什么新教三大主要教派组织制度

的原则带有民主性、共和性和平等这些特点，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

(一)社会的因素

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各个阶级要求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分配生产

资料势必与天主教教会以及教皇特权相冲突。14、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

大陆产生，并逐步发展。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很显然与传统中古欧洲的统治模

式相抵触。传统中古欧洲的经济模式，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教会经济统治模式。

教会持有社会大部分的财富，这种持有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乡村

与城市、地主与农奴、贵族与企业家、商业公会与技工工会、资本家与无产阶级、

教士与俗人、教会与政府之间激起了阶级斗争。"①教会占有大量的地产、黄金，

对商品的生产、交换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并且引起了国王们的不满与抗议，

这直接影响国王们的财富积累。新教教派提倡的廉俭教会的思想以及提倡信徒平

等的关系，取消特权阶级的财产、司法上的特权，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

展。

金属矿藏的开采促进工业与城市的发展，合作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

主流，市民阶级极力要求打破天主教治下沉闷、繁琐的经济限制。发展起来的市

民阶级、商人阶层在瑞典与日耳曼加强开采铁与铜，在亚琛(Aachen)及多特蒙

德(Dortmund)采煤，在萨克森(Saxony)采锡，在瑞典及提洛尔(Tyr01)采

银，在卡林西亚(Carinthia)及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采金。在金属

冶金业的带动下，很多城市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逐渐成为独立的城邦，并且城市

中大的商业公司沿着欧洲的水路交通设立了代理商。与此同时，货运业发展起来，

为货物的输入、输出提供方便。金融业的繁荣，则顺理成章。在欧洲大陆上，一

种新型的经济联系逐步建立起来。新教教派组织，带来了平等、合作的气息，适

应了这种经济发展的需求。

新教三大教派，无一例外的抛弃拉丁版《圣经》，使用本国语言的《圣经》，

打破天主教对神权的垄断。与此同时，新教三大教派都极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倡

o【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中心编译：‘马丁·路德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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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教育机会，打破以往天主教治下教育被神职人员、贵族垄断的现象，壮大

了教会的组织。但这一切，都得益于印刷术的改进，造纸技术的提高。“印刷取

代了过去秘传手抄稿，而以低廉的费用快速增多其份数，且较以前更精确更方便

阅读，而且印刷富有统一性，以致使各地的学者均能以相互参考印证某章某

节⋯⋯它使得《圣经》成为一种普及品，并替路德准备好了一批人来向教皇诉求

福音。它结束了牧师学习的专利和教士的控制教育。它又鼓励了本国的文学，因

为它需要的大量听众，不能经由拉丁文而达到。"哪

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人文主义的传播，使新教三大主教派吸收了人文主

义气息。这一时期提倡从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发扬人性，要平等、自由。新教

三大教派将平等、自由融入了他们的教会组织制度的理念。信徒的平等权利、组

织间的层级关系，都或多或少渗透了人文主义的影响。

除了这些共有的大的社会背景外，新教三大教派组织制度的不同，又深深

根植于其自身所处的小环境。

多种教会组织形式并存的路德宗，根源于德国四分五裂的形势。“1356年《黄

金诏书》圆的颁发，削弱了皇权，加剧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标志着德国分裂割

据的合法化，标志着诸侯对皇帝和中央集权的胜利⋯⋯自颁布《黄金诏书》起到

16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前夕，德国的诸侯、特别是选侯的权力急剧上升，

皇权日益衰落。"④路德宗在德国的合法地位被确立之后，为了便于教会的管理和

发展，路德宗在各诸侯领地按照各诸侯的意愿组建教会，形成了长老制、公理制、

主教制并存的局面。

路德宗认为教会所有男女信徒均在神面前享有平等权力，包括享有平等的

地位、经济的权利。这种取消天主教神权、贵族的经济特权的学说，既促使信徒

积极地投身于生活，创造丰富的经济财富，又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

社会各阶层受益。地处中欧的德国正好夹在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

区两大贸易区的中间，是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再加上“天

职说"固，使得德国的经济有较大发展。

加尔文宗强烈地采取独立于天主教控制的教会组织改革，受其同盟军伯尔

尼市的影响。日内瓦与伯尔尼结成同盟，对日内瓦日后的发展及其宗教的归属上

产生了巨大影响。“日内瓦的宗教改革之兴起和伯尔尼市的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①【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中心编译：‘马丁·路德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圆《黄金诏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于1356年颁布的帝国摹本法，主要内容是确定皇帝选举法和

规定诸侯权限等。从法律上确定了德意志诸侯固的分立体制，是侯国实行君主体制的法律依据。

@孔祥民著：《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7页、88页。

@天职说：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去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

位所赋予他的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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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野心勃勃、富于进攻性，沃州地区的伯尔尼市是强大到足以抵御萨伏依①公

爵和日内瓦的天主教主教的唯_城市，伯尔尼鼓动日内瓦寻求摆脱世俗宗主权和

宗教的宗主权的统治，到1536年时几乎大功告成。在伯尔尼市，一股强大的贵

族势力对变革起到了制动作用。"圆在加尔文未到日内瓦之前，日内瓦在其同盟伯

尔尼的影响下已经开始了宗教改革，这是加尔文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加尔文宗在日内瓦拥有强大组织控制力，其力量源于日内瓦特殊的城市地

位。“日内瓦独立的政治地位为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础。日内瓦在传统上受罗马、

日耳曼及基督教三种文化的共同影响很大，名义上是帝国城市，实际上是城市共

和国。"@在日内瓦城内，各方势力进行角逐。主教可以保护民权，伯爵是最高司

法官而市民选举市政官管理城市，听取主教及伯爵保证城市特权及权利的誓言。

日内瓦在1526年和伯尔尼结盟，市民力量大增。随后，日内瓦成功击退萨伏依

的军事进攻，摆脱其统治，市民权利得到认可，最终在1536年日内瓦成为新教

城市。

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并最终树立宗教权威，符合日内瓦及加尔文

的共同利益。中世纪末期，教会的腐败在欧洲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在日内瓦尤为

严重。“道德问题及教会混乱是刚获得独立的日内瓦的最大威胁，如不彻底解决，

政治独立将不复存在，就连天主教徒也承认改革道德、重建教会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④日内瓦前期的宗教改革运动，领导者法莱尔在处理这种问题上显得捉襟见

肘。加尔文之前发表的《基督教要义》为他赚得足够的影响力，促使法莱尔极力

说服加尔文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并最终使加尔文走上日内瓦宗教改革之路。

除了法莱尔的促成之外，日内瓦市政府对加尔文的积极态度，使双方有良

好的合作基础。日内瓦独立后，城市秩序十分混乱、道德标准近乎沦丧，教会处

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市政府还不能对日内瓦进行有效的控制，日内瓦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完全独立的个体。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改革，而宗教改革的

任务之一就是使罗马教会普世的观念改变成为民族性宗教的观念，从而加强日内

瓦的民族观念，树立日内瓦政府的世俗统治权威。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就充当

了这一使命的实践者。同样，日内瓦成为新教城市后，面临着其他教派的冲击，

完善自身新教组织建设也成为当务之急。只有获得世俗政府的支持，加尔文领导

的新教才合法。“改革派是新兴的势力，力量相对弱小，在一定时期内无法独立

完成反抗以教皇为代表的守旧的天主教的任务，他们需要同盟军，必须依靠世俗

政权。各地的世俗政权对教皇的普世权利不满，他们可以利用宗教斗争摆脱教皇

的控制，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虽然是在加尔文的领导下展开

。萨伏依：法国东南部地区和意大利西北部地区，是神圣罗马帝国领主阿尔勒王国的一部分。

o刘林海著：《加尔文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西同上，第246页。

o刘林海著：‘加尔文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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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改革是在市政府的授权与支持下进行的。纵观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凡是

没有得到世俗权利支持的地方，改革几乎没有获得成功的。"∞宗教组织和世俗权

利在这一阶段，是相互依靠、利用的关系。

安立甘宗教会组织的最高权威是世俗君主，原因在于王权的加强与教皇权

力的相对弱化。事实上，在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前，在威克利夫的时代，已经

存在了神权从属于世俗政权的理论。威克利夫的主要观点之一是上帝的恩宠。在

恩宠论中，威克利夫提出“犯罪之人无权行使主权或君主权；蒙受天恩的人具有

宇宙的一切善。对第一个论点的论证如下：如果你不能正当使用某个东西，你就

不能正当地占有它。但如果一个人处在犯罪状态，他的每一行动都是不正当的，

因此他不可能正当地使用任何东西，因而就不能正当地占有任何东西。"②在此观

点之上，威克利夫认为如果教会不能正确地使用教会财富，世俗统治者就可以把

这些财富取走。这一理论，为爱德华三世拒交什一税、捐税提供理论依据。15

世纪末16世纪初，英国王权加强，初现宗教改革的端倪。

都铎王朝的议会在宗教改革期间凸现了重要的作用。都铎王朝时期，议会

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只有在需要通过“课税案”时，或是为了达成某些特殊目

的议会才会被召集起来。由于都铎王朝和议会之间的关系较为平和，在某种程度

上议会的权力还有所增加。“英国至上而绝对的权力在议会⋯⋯议会废止旧法律，

制定新法律，对于过去和未来的事发布使人遵守的命令，改变私人的权利和财产，

承认私生子为合法嗣子，规定宗教形式⋯⋯给君主传讯的人判罪或免罪。力@亨利

八世做出与教皇决裂的决定就是召开了多次议会的结果。代表市民阶级利益的议

会迫切想要摆脱天主教的束缚，从而发展自身实力。枢密院㈤在亨利八世时设立，

行使类似于现代内阁的权力，由政府各首长官员组成，只对国王负责。枢密院的

设置增加了财政上的负担，为减轻财政负担，直接有效的方法是没收教会财产，

教会成为英国国王加强世俗统治权力政治基金的提供者。

安立甘宗教会组织大致保持天主教原有模式但又有新教痕迹，源于英国国

内外的形势。在国内，第一个原因是亨利八世遭遇财政危机。亨利八世为削弱封

建贵族的势力，花费大笔政治资金；为维持均势政策，花费大量战争用费；新航

路开辟后，美洲的金银流入，物价高涨，形成通货膨胀。诸多方面的因素，要求

亨利八世解决财政问题，促使亨利八世作了如下决定：与罗马断绝关系，没收教

会财产。这样就要放弃对天主教的拥护，转而投向对新教的利用。第二个原因是

①【英】A．肯尼著，周晓亮译：《威克利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圆【英】穆尔顿著．黎世清等译：《人民的英国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40页。

@同上，第140页。

@枢密院的人员，大都是英国的贵族。为增强国王的权力削弱贵族的权力。英国国王把贵族吸收到权力机

构，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贵族的控制，但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金钱来维系这种关系。因此，国家的财政

负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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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案。亨利八世与凯瑟琳婚后无子，为了王位继承权的问题，

亨利八世决定与凯瑟琳离婚，迎娶安妮。亨利借口他的王后凯瑟琳是兄长的寡妇，

不符合法律规定，要求教皇宣布这个婚约无效。教皇原打算正式表示同意的，但

是害怕西班牙国王凯瑟琳侄子的权力，只得拒绝亨利的要求，致使英国国王长期

以来与罗马教皇的冲突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亨利八世决心破除天主教的清规戒

律，摆脱罗马天主教皇的控制。第三个原因是“至尊法案”∞的通过，宣布亨利

八世及其继承人是“英国教会唯一的最高首脑”，国王有权召开宗教会议，“确立

了英王在全英教会的最高统治地位，英王拥有纠正错误、镇压异端和处理教会一

切事务的权利。

国际关系复杂化影响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发生。在16世纪，法国与西班牙争

夺对教皇的支配权及教皇所控区域的领地，英国在二者间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在

一五二五年巴维亚一战使西班牙成为意大利的主人翁以后，欧洲的局势变了。西

班牙现在与哈布斯堡家合并起来，完全支配欧洲，那么，显而易见，当时已成无

用的英国将分不到战利品。所以开始倾向法国，突然在国内促成一个政治局势，

这种局势决定了英国宗教改革的路线和性质。"②法国盛行加尔文主义，加尔文宗

在法国有较强的影响力。而英国对法国的倾向性，使之受到加尔文宗的影响，并

且接受了加尔文的教义，无疑给日后英国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调。

英国的宗教改革在亨利八世离婚案的号角下展开，然而以政治为出发点的宗

教改革，决定了安立甘宗的组织系统并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宗教改革只是政

治变革中的手段，而非真实要达成的政治目标。

(二)宗教观念重塑的因素

路德令他同时代的人激动不已，以致激起了许多国家连锁反应，形成了从政

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诸多变革。路德宗教观念的形成，伴随着他在那个复杂的年

代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从路德放弃法律走入神学殿堂的那一刻起，注定他的生命

将不再平凡。

路德的求学经历与他的观念形成密切相关。经过神学的学习之后，路德获得

了圣经学士学位，之后他回到艾尔福特大学授课。“彼得·朗巴德的《名言集》

(1509年)；《诗篇》(1513——1515年)；《罗马书》(1515——1516年)；《加拉

太书》(1516——1517年)；《希伯来书》(1517——1518年)"@都是他为授课准

。至尊法案：1534年颁布，宣布英王亨利八世不仅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宗教上的最高统治者，

英国所有教会不再听罗马教皇的指挥的议案。从此，英国完全脱离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成为一个

新教国家。

圆【英】穆尔顿著，黎世清等译：‘人民的英国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39页。

圆【英】G．凡埃尔顿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剑桥新编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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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讲义。这种对《圣经》的深入研究，为路德质疑天主教的神学理论及树立他

自己的神学权威奠定了基础。 ．

1517年Oh十五条信纲》的发表，掀起对天主教教会组织腐败声讨的浪潮

以及对天主教教会组织合理性的质疑。不管是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不管是不是在

他的预测内，《九十五条信纲》在社会上激起千层浪。由于《九十五条信纲》所

引起的反响超出了路德的想象，教皇与教会对此事的看法，查理五世的介入等种

种因素的影响，使路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520年夏季，路德写作了三篇革命宣言，这三篇革命宣言分别是攻击教皇

专制及特权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抨击神职人员权威和繁琐圣事教义

的《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圆以及探索了因信称义的宗教含义和道德含义的《论基

督徒的自由》@。这三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路德的思想，如果说路德1517年张贴

的《九十五条信纲》是出于对教会事务的关切，那么三年之后的三篇文章可以表

明路德的立场、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说明了路德的方案的完整性——说明该

方案不只是出于义愤的道德主义或反教权主义这一事实——看来也是如此。”固

1530年《奥格斯堡信条》的颁布，确立了路德宗的合法地位，把路德的神

学观念以信条的形式展现出来。正如路德自己所说“谨遵陛下谕旨，将以上所缮

条款呈上，其中包含我们的信条，也可明白是我们的传道人所传道理的纲要。次

信条如须补充，蒙上帝允许，我们愿再把《圣经》详细陈述。一@路德宗组织制度

以《奥格斯堡信条》为标准，在各诸侯领地建立起来。

路德宗“因信称义”的观念，确立路德宗组织制度中信众平等的关系。因信

称义的教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真信基督。“真信基督就是一个无可比拟

的宝藏，贮藏一切救赎，救离人脱离一切恶事，如同基督在《-5可福音》末章所

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2．心里相信，就可称义。“行

为，不论其性质如何，与里面的人没有关系。反之，只有心里的不虔诚与不信才

叫人有罪，叫人成为可诅可咒的罪的奴仆；并不关系外表的行为。’’。3．信徒皆

为祭司。“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祭司，都是君王，相信基督的都是如此：如同《彼

o《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文中主要抨击宗教权力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只有教皇有权解释圣典；只有

教皇有权召开公会议的不合理性。

@《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写给神职人员和知识界的，主要内容是痛斥不让平信徒领杯、变体论、弥撒的献

祭作用三部分内容。

@《论基督徒的自由》：主要内容是强调基督徒之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喜乐的和创造的性质、这种自由通过

对一卜帝之出于爱的顺从以及服务邻人表现：乜来。

固【英】G．艮埃尔顿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剑桥新编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lOl页

囝【德】马丁·路德著，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马丁·路德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82页。

@I德1马丁·路德著，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马丁·路德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6页。

o同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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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前书》二章所说：‘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称的祭司，是圣洁的国

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那

些现今不可一世号为教皇、主教，号为主的，应该借道的职务服侍人，但如今管

家的职分演成了这么大的权势与这么可畏的虐政以至于无异邦的国势，无地上的

权威足与它比拟，倒行逆施，使我们受苦。"∞因信称义观念的形成，对于抨击天

主教教会科层制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确立了路德宗组织制度中平等的理念。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神权统治，实践了加尔文的思想观念，体现了加尔文宗的

组织制度原则。与路德不同，作为宗教改革家的加尔文，其观念的成长没有伴随

与社会、与教会激烈的搏击，更多的体现了加尔文自身从传统经院教育到人文主

义最后落脚于神的国度这种不断转变的角色的冲突。

经院哲学学习阶段，使加尔文受到正规的神学训练。1523年，加尔文就读

于巴黎大学的马尔舍学院，在此阶段具备了扎实的拉丁语功底。随后，他开始向

人文主义的转变。1525年，加尔文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

遵从父亲的想法前往奥尔良，师从皮埃尔学习法律。这一时期对法律的学习，对

加尔文的思想体系产生不小的影响，“他把查士丁尼法律原理所具有之精确、缜

密于严格等特性，尽量融入他的神学与伦理学中。他甚至把他的大作，也冠以类

似的名称。’’圆，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他接触到了路德思想以及人文主义的熏陶。

《论仁慈》的出版，是加尔文成为“人文主义者"的标志。

1559年发表的《基督教要义》成为加尔文宗的理论基础。西方学者曾说：“加

尔文写的《基督教要义》，不仅是他神学思想的著作，也包含对传统神学理论问

题的探讨，同时是一本集系统性、全面性于一身的著作。’’⑨《基督教原理》全书

按照《使徒信经》④体例顺序进行编写，分为四部分：第一论父上帝，第二论圣

子，第三论圣灵，第四论教会。

第～部分论父上帝，提出《圣经》的权威性：“上帝为造化主需凭藉圣经的

指导和教训”@。第二部分论圣子，提出因信称义：“基督是由于上帝的慈爱而

赐给我们的，我们对他的认识完全是凭着信。"@。第三部分论圣灵，提出：预

定论(永恒的拣选)：神预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灭亡。同时，加尔文指出预定

①【德】马丁·路德著，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马丁·路德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12页、15页。

圆【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中心编译：‘马丁·路德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第226
页。

@Charles Part∞,"Calvin’s Central DogmaAgain",The Sixteenth CenturyJournal,Vr01．18．№．2 Summer,1987。

ppl92-193．

@使徒信经：天主以及基督教安立宗和其他若干教会采用的信仰证明，东正教未予承认。据传它是由十二

使徒所制订，实际上是从早期教理问答即洗礼信经演变而来。

固【泫】约翰‘加尔文，徐庆誉译：《基督教要义》，香港：金陵神学院、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1962年，
第l卷，第3章。

@同上，第2卷，第1l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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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圣经上的证据：“当保罗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弗

1：4)’，他当然是撇弃了我们的功劳的思想，因为他的话等于说，我们的天父在

亚当的后裔中找不着配蒙拣选的人，所以他只好转眼向着基督，从他身上选择肢

体，叫他们进入于生命的围契中。那么，让信徒以此理由为满足吧：我们得以

承受天上的产业，是在乎基督，因为光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无法达到这么高尚的

境界的。"∞第四部分论教会，主要内容为两方面。一是提出教会应宣扬圣道、

施行圣礼：“重视宣扬圣道和施行圣礼，并当敬重它们，认它们为教会永远的标

志⋯⋯教皇制度下没有圣道的宣扬，反有腐败的教政，反充满了虚假，并将纯正

的真光掩蔽或消灭了，又将极可咒诅的亵渎神的举动替代了主的圣餐。对上帝的

崇拜，被种种不可容忍的迷信所摧残。"圆；二是教会的管理应实行长老制：“保

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以哥念和安提阿的教会，选立了长老；’(徒14：21，

23)，而且保罗自己指导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多1：5)。在别的书信上，他

又提到‘腓立比的监督’(腓1：1)和‘歌罗西的监督亚基布’(西4：17)。另

有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说著名的一段话，为路加保存下来(徒20：

17)。’’@

安立甘宗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很大的特殊性。安立甘宗的宗教领袖是世俗君

主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曾经坚决拥护天主教的权威，但当国家利益与天主教发生

矛盾时，亨利八世放弃了他拥护的天主教的形式，但并不等同于亨利八世放弃了

宗教观念。安立甘宗在宗教观念上并未有与原有天主教宗教观念太大的差异。加

尔文宗思想的传入，一方面为安立甘宗的宗教改革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

符合世俗统治者想要利用宗教摆脱罗马教皇控制的利益。因此，安立甘宗融入新

教部分思想，如“尊重《圣经》的权威’’等。安立甘宗宗教观念的重塑，带有更

明显的政治色彩，而这一点在安立甘宗的教会组织领袖为世俗君主上得到了明显

地体现。

(三)领导者的个人因素

通常来说，领袖才能的高低对其活动方式和活动结果有直接的影响。能力强

的领袖，其活动可能更加符合他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取得最佳活动效果。

但个人能力比起生产方式或社会大背景对领袖活动方式的影响要小得多，是相对

的次要因素。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己从部分史实中看到新教各教派领导人的出身、性格、

。【法l约翰·加尔文，徐庆誉译：《基督教要义》，香港：金陵神学院、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1962年，，

第3卷，第2l、12章。

圆同上，第4卷，第2章。

@同上，第4卷，第2章、第3章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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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教育、求学经历、社会经历，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各自所代表的

宗派特点。下面我将从共性上进一步阐释这个思想。

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的领导成员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智力

素质。路德获得圣经学士学位，受到了良好的神学教育。而在艾尔福特大学授课，

促使他对《圣经》做深入的研究，为日后路德宗的神学观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加尔文有丰富的求学经历，他的故乡是法国的努瓦永，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城市，

城市的统治者就是该城教会的主教，这对加尔文日后教士以神的名义对日内瓦的

统治埋下伏笔。安立甘宗的“最高统治者"亨利八世，身为英国国君，所受到的

教育是毋庸置疑的。

新教三大教派的领导者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政治素养。新教教派从天主教

分离出来，承受着来自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压力，没有坚定的信念，良好的心理素

质是难以应对的。新教教派，无一例外的都与世俗政权相联系，或者政教合一或

神权从属于世俗政权，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处理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上，都需要一

定的政治智慧、沟通能力。路德宗多种教会组织形式，根植于德国的国情以及路

德对萨克森选侯的依靠；加尔文也是在日内瓦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日内瓦的神

权统治；安立甘宗，更加体现了世俗君主的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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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教教会组织制度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影响

在近现代西方社会，世俗政权的国家逻辑逐渐取代了基督教的政治观念，在

政治实践上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同时，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打破了中世纪的

等级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级制度的社会基础消失，功利、盈利和进取精神充斥

在人们的生活中。在这种社会变革面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后来的启蒙运

动，为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确立了近现代的精神标准。本文

认为，与中世纪的教阶制相比，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更容易适应近现代西方的社会

精神。新教教会组织制度间接地作用于西方社会，对后者向近现代迈进起到一定

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有限的。

(一)意识形态的影响

近代西方国家，深受新教教会特别是加尔文宗的影响。“路德、加尔文亦或

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在开始他们的改革运动时都以宣扬自由作为他们的核

心与以往的教会政治制度相区分。个体的意志从教会法规中解放出来，从教皇的

统治下解脱出来。"哪加尔文宗的理论是预定论，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成为被

上帝拣选的人，就要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状态或是所做事情最终的结果

来判断。“当我们的主基督向他那些伟大的蒙拣选的门徒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

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时，他并非轻看他们。我们必须行走，必须长进，

好使我们的心能够了解现在尚未了解的事。倘若到了末日，我们还在进步着，那

么，那时候我们不会明白现在所不明白的事。’’④当五月花号载着那部分持着此

种信仰的人漂过大西洋来到北美大陆的时候，就注定了这批“被拣选的人’’的生

活态度，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他们强调自然权利，不强调传统权力；主张向前

看，主张实现新的自由，而不主张向后看。一固在美国所提倡的积极向上的行为

方式、机会均等、人人平等，成为美国精神的标志。

在英、美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论是英国1660年颁布的《权利法案》

还是美国1776年颁布的《独立宣言》以及1791年颁布的《权利法案》，其立法

的精神，多来自于宗教改革所宣传的平等及自由的思想意识。

田John Witte Jr．，Law,“Religion，and Human Rights：A Historical Protestant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V01．26，No．2(Fall，1 998)，p．258．

窜【法】约翰·加尔文，徐庆誉译：《基督教要义》，香港：金陵神学院、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1962

年，第3卷，第二2l章、第4节。

@【美】克拉莫尼克著，章必功译：《意识形态的时代——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ll页、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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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制度的影响

加尔文宗宣扬的天主教会组织制度的不合理性，被英国国王所利用，并且建

立起神权附属于世俗权威的制度。亨利八世运用了加尔文宗的理念，成功地使英

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廷。国王则肩负起世俗统治与神权统治的双重职责，“国教

会按照亨利八世的一己意愿而建立起来了，但已经丧失了教会全部的独立⋯⋯伊

丽莎白宣称她对于宗教有充分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她并没有想到，这一政

教格局的确立，给今后王室生存留下空间，并成为英国君主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存

在下去的重要依据。一∞

加尔文在日内瓦对政治制度的贡献成为教会组织体系与政治权力体系分离

的标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加尔文“两个国度"的思想，点明了他观念中的

政教关系：“国家和教会两种权力应该是互补的。牧师和官员是同一个体系中平

行的职分，尽管一个神职的，一个是政治的。"④日内瓦在加尔文治下，实行议

会制，教会议会由牧师和市议会认可的教会长老组成。这种政教关系貌似政教合

一，其实则是政教分离的产物，政府议会权力和教会权力范围总是会出现交叉区

域，而真正能解决争端的办法惟有政教分离，近代以来美国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

多少借鉴了这一思想。

新教所宣扬的原罪教义，教会组织系统权力的划分对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政

治制思想有一定影响。“政府官员一定要远离罪恶，同样，政治权利的划分也要

同教会组织权利的划分一样，必须要划分成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三个

分支，最大限度摆脱罪的诱惑。官员需认真、公平的被选举，法律的制定需要谨

慎的讨论、论证。’’固

(三)经济领域的影响

新教三大教派最重要的组织制度特色是取消组织制度的层级，信徒之间是平

等的关系，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有的只是职能分工上的差别。而这一组织制度

观念，直接体现在新教教派奉行廉俭教会的原则，以此消除多层级带来的人力、

物力的浪费。廉俭教会的观念，渗入到信仰新教的信徒内心当中。最直接的体现

便是，信仰新教的人大都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一生活方式，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发

展中财富的积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廉俭教会的影响之外，韦伯在《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禁欲主义的宗教伦理造就了信仰者勤勉刻苦，

把创造和积累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上的动力，

间接地影响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o程世平著：‘论政体选择与宗教的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2页、83页。

。【美】道格拉斯著，王怡译：《自由的崛起：16一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南昌：江西
人民}Ij版社，2008年，第2l页、22页。
@John Witte Jr．，“Law,Religion，and Human Rights：A Historical Protestant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V01．26，No．2(Fall，1998)，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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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制度的影响 ．

信众无论男女，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句话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的神职人

员、贵族的特权。新教三大教派都宣扬的在上帝面前、在教会组织中的平等地位

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的要求。而平等的思想，被贯彻到西方社会的立法精神当中便

是没有特权，“既然人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那么在上帝的代理——俗世国家

面前，同样是平等的。’’∞

西方立法精神中体现的言论自由，同样受到新教教会的影响。“既然上帝让

所有人都为使徒、祭司、国王，那么国家就有权利保证他们言论、集会、制定社

区规定的权利。"罾在教会组织中，信徒不但平等，都承担神赋予的责任，在行

使责任时，要保证信徒权利的自由行使，这一点深刻地投影在现代西方国家的立

法精神当中。

(五)国民教育的影响

新教教会组织为了从天主教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第一步是从《圣经》上做

的改变。翻译本国语言的《圣经》，让人们了解并接受其教义。这种做法需要社

会提供更多、更平等的教育机会，这样才能使普通信众接受新教思想。而打破天

主教对教育的垄断则成为当务之急。尽管新教普及《圣经》教育是为了宣扬其教

义思想，但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无形中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普通人提供

了受教育的机会。谁也不能否认，新教教派对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做出的贡献。

。John Witte Jr．，“Law,Religion，and Human Rights：A Historical Protestant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
Religious Ethics，V01．26，No．2(Fall，1 998)，p．260．
。John Witte Jr．，“Law,Religion，and Human Rights：A Historical Protestant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Voi．26，No．2(Fall，1998)，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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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五
：口 F口

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变革的产物，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同

时宗教改革运动以种种质变、突发的激烈方式扭转了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会

渐趋僵化的局面。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宗教改革在民族国度和思想侧重上

的不同，使教会在存在形式上千姿百态，在机体内部亦更有弹性，形成了

以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为代表的三大派系。本文在对新教组织制

度探究的基础上，形成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宗教组织制度变化受制于教义思想的变化，受制于社会组织结

构的影响。三大教派都立足于对《圣经》新的解读与诠释，产生了不同于

天主教的教义，并且按照对《圣经》的理解，重新组织教会。重新组建的

新教教会大都是共和制的组织形式，是当时社会结构在教会中的投射。

第二，宗教组织制度的变化离不开广阔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离不开宗

教自身的变化，同时也受领导者个人素质的影响。宗教组织是社会组织的

一部分，它存在于社会当中，自然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宗教改革带来的

教会结构的改观，使其具备了更加适应近现代社会变化的能力。

第三，宗教组织制度的变化对后世产生影响，反映在意识形态、政治

制度、经济领域、法律制度、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宗教组织制度尽管

是宗教外在的表现，但是宗教组织制度的模式却能够被社会其他组织、其

他领域所借鉴。应当指出的是，在评价16世纪欧洲基督教(新教)组织制度

的变化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响时，我们切不可想当然地任意扩大其作用，

因为在宗教改革初期新教组织制度中仍保留不少源自中世纪天主教的保守

成份，而促进西方社会真正实现其与现代精神的契合，自然少不了文艺复

兴的触动和启蒙运动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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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即将结束在东北师大的6年学习生活，内心难以平静，回首这6年的学习

生活，让我感慨颇深。

在跟随张晓华老师学习的2年中，我受益匪浅。张老师秉承的“先育人，

再教书”的理念，让我受益终生。在我的学习生活中，张老师亦把此理念贯穿始

终，给予我人生、学习的双重指导；“做学问，如做人”的教诲，让我明白治学

严谨亦如做人要严谨、有担当。在论文写作中，张老师给予我最大程度的支持，

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英文原著，使论文能够顺利完成。同时，不辞辛劳地为我批改

论文，牺牲了双休日的休息时间，学生在这里深表感激。

在研究生阶段，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未能听到王晋新老师的授课，但让学生

深受感动的是王老师在开题报告中给与我很多中肯又有价值的建议，拓宽了论文

写作的视野。王云龙老师的言简意赅而又内涵深邃的授课风格，现在想起还难以

忘怀。李小白老师严谨的治学风格，在指导开题报告的过程中，学生深有感触。

王恒伟老师对于我论文数据史料方面的建议，十分有指导性。李新宽老师在开题

报告中关于论文资料的建议，拓宽了学生搜集论文资料的范围。

最后，对于在这两年中给我无限关怀的辅导员高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我

会谨记老师们的教导和关怀以及同学们的帮助，并以此为动力，积极努力地走向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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