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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教會 

 

一．什麽是教會? 

  

希伯來文 Qahal -- 聚集/會衆（申四 10） 

希臘文 Ekklesiazo（招聚一群會衆） 

教會 Ekklesia 

 

教會是一切時代所有真信徒/見證人的團體（詩二十二 22；徒七 38；來十一、十二 1） 

 舊約 – 會幕/聖殿/選民（受割禮、十誡、以色列國） 

 新約 – 聖靈/基督徒（真受割禮、律法寫在心上、聖潔的國度） 

 以色列和教會共同承擔是一個共同的目的 – 建立上帝的國度 

 

 教會的實質：人不可見的、上帝能夠“看見”（提後二 19），上帝眼中的教會 

  外在的組織形式和傳承不是教會的實質（該亞法雖有亞倫的傳承爲祭司卻背離福音） 

1. 教會的可見性是地上的基督徒所看見的“教會”（保羅書信開頭問候教會） 

2. 不可見的教會在可見的教會當中（提後二 17-18；提後四 10） 

 

奧古斯丁的見解：教會之外有許多羊、教會之内有許多狼 

 

  判斷是否爲“真教會”的原則：傳講上帝的道、遵行上帝的道 

   信仰告白 

1. 生活見證 

2. 參與聖禮（洗禮、聖餐） 

3. 信靠的對象（上帝） 

 

 地方性和普世性 

1. 家庭中（羅十六 5；林前十六 19） 

2. 城市中（林前一 2；林後一 1；帖前一 1） 

3. 地區中（徒九 31） 

4. 世界中（弗五 25；林前十二 28） 

 

 基督徒要去尋找一個“真教會”，而不是一個“更純潔的教會” 

 

二．不同的教派和合一的原則 

 

從使徒時代到主後 1000 年間的教會：外在的合一、教義引出的小分裂 

   

早期教會的背景： 

1. 沒有教義的系統表達 

2. 沒有機會讀到聖經，沒有系統的架構，導致異端的流行 

3. 當時在機要真理上存在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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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他努派注重聖靈的工作和預言，導致錯誤的預言“基督在弗呂家開始千禧年”（二世紀） 

諾瓦天派多納徒派之爭，教會受逼迫之後的“嚴格派”VS“寬容派”（四世紀） 

基督的一性論之爭，基督的“神、人二性”（五、六世紀） 

 

 東西方教會分裂 

 

主後 1054 年，羅馬天主教（西方）/東正教（東方） 

原因：教皇運用自己的權柄改變尼西米信條（聖靈從父和子而出），導致東方教會抗議 

 

主後 1517 年開始、新教/抗羅宗的宗教改革 

  

原因：教廷爲建造教堂發行贖罪券 

對立：馬丁路德的 95 條綱要 

之後，新教繼續分裂爲不同的群體：福音派/基要派/靈恩派/獨立教會 

  分裂的原因：1. 教義；2. 良心的緣故；3. 實際的考量 

教會的合一都就是教會脫離“真基督徒之間分裂的程度”（約十 16） 

   

 極端：過度强調某一個教義 / 異端：添加或刪改不同教義 

  

三．教會的肢體觀 

 

 彼此聯合（林前一 10；腓二 2；弗四 3-6） 

 彼此扶助（羅十二 4-5；弗四 25；林前十二） 

 

四．教會的生活 

 

 禱告代求 

 基督徒應盡的義務 

A. 聖潔生活 

B. 傳福音 

管理的原則 

A. 選擇領袖 

B. 堅持真理 

C. 愛心包容 

面對末世的挑戰 

A. 異端教訓 

B. 拒絕罪惡 

管理的權柄 

A． 使迷失的信徒得到回復與和好（加六 1；雅五 20） 

B． 反之罪惡的擴散（來十二 15；林前五 2-7；提前五 20；加二 11） 

C． 保持教會的純潔和基督的尊嚴（林前十一 27-34） 

D． 處罰的原則（太十八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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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奧古斯丁的神學觀 

 

1.神觀 

在他的“三一論”中闡述說：“上帝（神）創造了一切。在上帝創造一切以前，一切都不存在（包括

時間在內），而對上帝來說，祂是獨立於時間以外的絕對存在。無論是過去、現在、將來，對上帝來說都

是現在（永恆的現今）”。 

奥古斯丁在《論三位一體》中強調“一神”真理，認為神是三位一體的“一神”，而“聖父、聖子、聖靈”

雖然有區分，但本質上是“一”，是“一體”；進而發展出神是絕對的存在、單一不可分的神學觀念。同

時，奥古斯丁也把人的靈魂分為“記憶、理智和意志”三種官能；同時認為這三者也是統一的。對應於

神的“三位一體”。 奥古斯丁是以聖經為本、以神的永不改變的“本性”作為討論三一神的基礎。成為

教會正統的“三一神論”， 堅持“三而一”的合一的關係：聖父、聖子、聖靈並非分開的、獨立的個體。

祂們本質相同（都是神），位格不同（彼此各不相同）、但是永不分離。神的“本性”用單數表示，因為

本性的獨一；位格用複數表示，因為位格的不同。聖子被生、道成肉身、受難、復活，聖父也參與在其

工作中，但是只有聖子被彰顯。後來，神學家為此命名為“各司其職”。 

三一神的位格“聖父、聖子、聖靈”是完全平等的地位。本質相同，沒有先後及高低的分別；但有稱謂

的區別。在三位一體中。聖子是完全的上帝，祂的不同是永遠為“聖父所生”；聖靈是完全的上帝，祂的

不同是從“父子共同發出”；“合一”是三一神位格之間彼此的關係。 

2.人觀 

奥古斯丁的人觀是從人格形而上學發展出人與神的“三一”的類比觀： 

1.心靈，心靈對自己的知識，心靈對自己的愛； 

2.心靈已存在的知識記憶，心靈對自己的悟性瞭解，自知所產生的意志行動 

3.心靈記憶，認識，愛神本身 

這三組類比都是以“一”（一個生命、一個心靈及一個本質）為出發點的類比。奥古斯丁以人的靈魂結構

來類比神的“三一觀”；目的是幫助人瞭解神絕對的“一”又真正的三。他認為從人身上可以看到類似神

“三一”的顯現。 

人的認知的過程可以是由“三”部份而來： 

A 外在目標，B 理智對目標的感受，C 意志或以理智的行動 

人的“內在心理”也可以用來類比“三一觀”： 

A 記憶的印象，B 內心回應印象，C 意志或定力。 

從人的愛的觀念來解釋“三一”： 

A 愛者本體，B 愛的對象，C 以上兩者中的愛。人的“三一”的外顯，就是神“三一”的本質體現。

而這樣的“三一”才是人受造的本質。 

奥古斯丁認為：上帝隨己意把世界分為“道德的存在”和“不道德的存在”。靈魂是上帝的意志在人

身上的體現，是高貴的。但身體（感官的貪婪）卻是邪惡的和受詛咒的。這種詛咒是因為懲罰亞當屈從

撒旦所誘惑的“原罪”。一個人需要用靈魂（記憶、理智、意志）控制自己的身體（感官上的貪婪），否

則他會受到上帝的詛咒。美德就意味著要抵抗邪惡的誘惑、控制自己的身體；不能控制的人，也是上帝

已經被預定；即：上帝決定了有人能抵受誘惑，而有人卻不行。 

奥古斯丁主張人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他認為單純的追求學問、追求真理也是一種危險的好奇欲,因為這同

樣是遠離上帝的行為。他認為信仰必須高於理性,虔誠必須高於知識。“掛著知識學問的美名而實為玄虛

的好奇欲”是十分危險的,人們會被這種複雜危險的形勢所誘惑,從而去探究“毫無用處”的外界的秘密,

這些遠離上帝的知識, 都是“虛妄的知識”。 

3.罪觀 

奥古斯丁的罪觀是來對羅馬書的研究。他認為：即使當初亞當、夏娃未墮落，人的命仍然需要完全

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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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強調罪的“自發性”。人因犯罪就不能再行出神所要的真正的美善，也不能瞭解他生命的意

義。人的罪行使人遠離神，而導致做惡。罪主要的根源是用“對自己的愛”取代了“對神的愛”。 

奥古斯丁認為人類最初的被造原是不朽的，如果堅定在聖潔中，就能從“可能犯罪、可能死”的狀態中

進到“不可能犯罪、不可能死”的境界裡；繼續食用生命樹的果子就能得到永生、就可以擁有不犯罪的

自由及能力。受造起初的完美，體現在靈魂和身體的各方面。神使他的意志傾向德行，肉欲聽從其意志，

意志順服神。亞當被神的恩典所包圍，還擁有特別的保守恩賜，也就是保守其意志的正確性。 

但是如果犯罪就進入了“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不死”的境況中。奥古斯丁認為，亞當的墮落是自取的。

亞當的“受造性”表示他有可能作出選擇錯誤，他的本性有可能改變而轉離良善；造成轉離良善的因素

可能是“驕傲”，就是他想脫離他本來的主人，妄想自己取代神的地位。奥古斯丁對於“原罪”的根據來

自：創世記三章、詩篇五十一篇、約伯記、弗三 3，羅五 12 及約三 3-5 等等。 

亞當墮落的本性傳遞給他的後裔；因為全人類都是由亞當所生，因此也都承接墮落的本性、即“罪的歸

算”（羅五 12）；世人都從罪中所生。因著“原罪”，人無法行完全的善。罪人若要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必須從愛神的動機出發才有可能達成。 

4. 恩典觀 

奥古斯丁認為只有神的更新及重生才能恢復人本來的自由，“重生”（內心性情完全恢復）必須完全

靠賴神的恩典（聖靈的運行）；他把神這樣的工作稱為“不可抗拒的恩典”。不是勉強人的意志去行善；

乃是改變人的意志，使人甘願選擇善、行善。只有人的意志得到釋放，人才會渴望與神親近。神能夠操

縱人的自由意志，當人願意將生命主權放在神的手中，甘願被神操縱時，人自由選擇的意志就轉變為道

德和聖潔。因此，神的恩惠成為人裡面眾善的根源。這“不可抗拒的恩典”只給神所揀選的人，這也是

奥古斯丁的“預定論”（羅九 21）。 

奥古斯丁把神恩典的工作，為幾個階段： 

A“預先的恩典”是指聖靈用律法使人產生罪惡的意識（罪惡感）。 

B“運行的恩典”是指聖靈以福音使人相信基督，並完成贖罪與和好的工作。 

C“合作的恩典”是指聖靈使人願意與神合作，一起完成終生成聖的工作。 

神恩典的工作，就是使人完全恢復神的形象，並在屬靈上成為聖徒。人的得救是由於恩典和信心。而信

心也是神恩典的工作；人是否願意接受相信，完全在乎神全能的旨意。 

5．教會與聖禮 

奥古斯丁在五世紀左右，曾就兩個問題與多納派教徒發生爭辯： 

A 教會是否能接納“曾經的背道者”；B 主教的品格是否影響聖禮的功效； 

對於曾經有過背道又悔改的問題，奥古斯丁的觀點是：教會需要有合一、聖潔、普世性與使徒性。按照

（太十三）耶穌的教導，他認為教會是“麥子和稗子的混合團體”。看得見的這些敗壞之子是在教會的建

築物中，但他們卻不是神的家；真正神的家，是那看不見，在創世以前就預定得救的聖徒所組成、即所

謂“無形的教會”。依此看來，他認為多納徒派觀點的教會過於理想，不存在世界上。 

此外，奥古斯丁認為“無形的教會”之所以是基督的身體，並非沒有瑕疵，而是因聖靈合一的愛充滿在

教會當中。 

對於“聖禮”，奥古斯丁的看法是：“聖禮的功效在於設立聖禮的那一位，而非執行聖禮的人是否聖

潔；因此，教牧人員的不潔，並不影響聖禮的功效。” 

因此，曾經的“背道者”甚至主教、不需要重新受洗，而這些主教所執行的聖禮仍然有效。但若這

些主教仍堅持停留在‘褻瀆神的分離’中，雖所執行的聖禮仍有功效，但證明這些主教本身不能得救。

就是說“聖禮的權威與功效在於神所設立的職位與禮儀本身，而與誰負責執行此職位與禮儀無關”。這樣

的教會觀和聖禮觀，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備受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