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胡司談起 

       生於波希米亞的Husinetz（在今
天的捷克共和國），名字在波西米
亞文的意思是鵝（goose）。 



       就讀於布拉格的查爾斯大學，
1400年左右成為神父，兩年後被任
命為大學教授，後來曾經擔任校長。 

       胡司固定在在伯利恆堂講道（可
坐3000人的大教堂），強調個人敬
虔、聖潔生活。 



       胡司非常欣賞英國改教先驅威克
里夫的著作，深受他思想的影響，
並把威克里夫的著作翻成波西米亞
文。強調以聖經為信仰的最高權威，
明言拒絕教皇及大公會議之權威。 



       在其主要著作《論教會》中，胡
司強調教會基督的身體，基督是元
首。他攻擊聖職買賣、贖罪券、彌
撒之誤用；主張教士生活應革新，
平信徒可同時領餅與杯。因這些主
張使得胡司遭教皇革除教籍。 



       Constance大會召他赴會說明信仰
立場。雖皇帝Sigismund保證其安全，
胡司仍被教皇若望廿三下令逮捕，並
於1415年將之綁在柱上燒死。 

       自此，教會已失去體制內改革的
契機；此後改革呼聲雖不斷絕，但也
只有到了一百年後馬丁路德登高一呼，
才帶來了真正的變局。 



宗教改革歷史 

了解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歷史的重要性 

1、二千年教會歷史中重要的更新運動 

    天主教立場：教會分裂 

    普里茅斯弟兄會立場：不完全的復
興 

2、其復興的關鍵因素在於回歸聖經真
理 

     座右銘：回到源頭（ad fontes） 



宗教改革歷史 

3、有助了解基督教與天主教差異 

基督教  天主教 

唯獨信心    信心之外須加上善行 

唯獨恩典    恩典之外須加上人的合作 

惟獨聖經    教會傳統與聖經同等地位 

     教廷是解釋聖經的最高權威 



宗教改革歷史 

3、有助了解基督教與天主教差異 

基督教  天主教 

二聖禮  七聖禮 

洗禮、聖餐 +堅振禮、告解禮、婚禮、 

   授職禮、臨終塗油禮 

同質說紀念說 化質說且以彌撒為獻祭 

信徒領餅與酒 信徒只可領餅 



宗教改革歷史 

4、基督教各宗派具體而微的興起史 

 信義會－路德 

 長老會－加爾文 

 門諾會－門諾西門 

 聖公會－亨利八世 



宗教改革歷史 

5、牢記座右銘 

 改革的教會當持續改革，不斷更新 



路德的自我認識 

 忠心的聖經教師，且拒絕任何高舉
他的行動。 

     「我請求眾人不要提起我的名字；讓他們
自稱為基督徒吧，而非路德派。路德是什麼東
西？畢竟，這教訓並非出於我自己；我也未曾
替任何人釘十字架。 



路德的自我認識 

 聖保羅在林前三22

不許基督徒自稱為保羅派
或彼得派，只要稱自己是
基督徒。既是如此，我這
可憐的發臭的蛆食，怎能
要人用我這卑劣的名來稱
呼基督的兒女呢？ 



路德的自我認識 

 不能這樣，我親愛
的朋友們；讓我們清除一
切黨派名稱，並稱自己為
基督徒吧，我們跟隨的是
基督，持守的是他的教訓
。」（LW, 45:70-71） 



對路德的現代評價 

 公元2000年《生活》雜誌：千年來影響
人類歷史的百位名人堂，路德名列第三。僅
次於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以及義大利探險
家哥倫布。 



對路德的現代評價 

 《生活》雜誌也把路德貼九十五條論綱
的行動，列為千年來第三重要的歷史事件，
次於古騰堡發明活版印刷，以及哥倫布登陸
美洲新大陸的壯舉。 



對路德的現代評價 

 德國著名的公共電視網（ZDF），
2003年進行觀眾投票，選出德國歷史中十位
最偉大的人物，馬丁路德排名第二，僅次於
二戰後西德第一任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 1876-1967）。 

 到今天為止，西方 

社會對於路德的重要性， 

向來不敢低估。 



路德重要生平與宗教改革 

從路德出生到1517年 

路德出生背景 

       1483年11月10日生於埃斯勒本
（Eisleben），次日（聖馬丁日）受
洗，取名為馬丁 

     受洗地點：聖彼德聖保羅堂 



埃斯勒本市政廳前的廣場 

 





        路德受洗的 
      教堂 

 

聖彼得 

聖保羅堂 



從路德出生到1517年 

路德出生背景 

父 Hans，母 Margaretta，家教甚嚴 



路德出生背景 

    1484年全家遷至
Mansfeld，父從事
開採銅礦，家境逐
漸小康。 



路德所受的教育 

   在Mansfeld受拉丁文基礎教育（1492） 

   在Magdeburg的共同生活弟兄會學校
受教育（1497） 

   在Eisenach上聖喬治學校（1498） 





路德所受的教育 

 進入Erfurt大學就學（1501） 

    1502年9月獲學士學位，1505年元月
獲碩士學位，同年春開始研習法律。 

☆ 1505年7月2日，路德在斯道特亨
（Stoternheim）村郊路上的經歷成為
他人生的轉戾點 



中世紀的耳弗特 

耳弗特位於歐陸南北及東西貿易要道的
交會處，相當繁華。 

耳弗特大學也是人文主義的中心，路德
原就讀的法律是大學的強項科目。 



進入修會並在大學任教 

1505年7月17日加入耳弗特奧古斯丁修會 

1507年5月2日獲授職，主持第一次彌撒，
幾乎無法完成。 

1510年因公赴羅馬，對神職人員輕忽、
腐化的狀況甚感震驚。 



進入修會並在大學任教 

1512年10月19日獲頒神學博士學位 

改教前路德在威登堡大學研究並教導
聖經：詩篇（1513-15）、羅馬書
（1515-16）、加拉太書（1516-17）、
希伯來書（1517） 



要求辯論贖罪券之適切性 

     教宗利歐十世（1513-

21）為籌建聖彼得大教堂，
使得聖職買賣與販賣贖罪
券之舉愈發惡化。 

出身麥迪奇家族的 Leo X 



要求辯論贖罪券之適切性 

      布蘭登堡的亞伯特，透過聖職買賣獲
得一個主教和兩個大主教的職位。所有
花費要靠販賣贖罪券來償還。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d/Wappen_Mark_Brandenburg.png


要求辯論贖罪券之適切性 

道明會修士特次勒
（John Tetzel）為販賣贖
罪券高手，編了歌謠促
銷： 

“As soon as the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 the soul 

from the purgatory 

springs.” 

 



要求辯論贖罪券之適切性 

為抗議此種不合聖經之教導與行徑，
路德貼九十五條於威登堡教堂大門上，
要求針對此議題進行辯論。（1517年10

月31日） 

九十五條亦被稱為  “Disputation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 

其內容在反對羅馬公教之告解禮、功
勞庫、積功德等教義。 



     威登堡的 
        城堡教堂 

 

 

      路德貼九十五 

      條論綱於 

      教堂門上 



威登堡城堡教堂側面 



     貼九十五條
      的大門 

 

 

      平常關閉 

          每年改教紀念日
         10月31日才開啟 



路德的三本重要著作（1520） 

《致德意志基督徒貴族書》 

路德指出，千餘年來教廷已經築起三道
城牆防衛自己： 

1、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的絕對階級區隔 

2、只有教皇可以解釋聖經 

3、只有教皇可以召開大公會議 

這種機制，已使得教廷失去改革的契機
與可能性。 



路德的三本重要著作（1520） 

《致德意志基督徒貴族書》 

路德主張德意志教會獨立於教廷
之外，並呼籲君主加入改教的行
列，改革修院內部及修士生活、
教會法等。 



路德的三本重要著作（1520） 

《教會被擄至巴比倫》 

路德在書中直指教皇利歐十世為
敵基督，並提出三大要點： 

1. 指出七聖禮的謬誤，僅保留洗
禮與聖餐。 

2. 平信徒在彌撒中應可同時領餅
與杯。 

3. 否定化質說的聖餐觀。等於宣
告與中世紀神學完全的脫離。 



路德的三本重要著作（1520） 

《基督徒的自由》 

路德再度強調因信稱義的真理，並說明善
行是稱義後的結果。 

名句：「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萬人之王，
不受任何人管轄。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萬
人之僕，受所有人管轄。」 



路德的三本重要著作（1520） 

《基督徒的自由》 

「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心不是叫我
們脫離行為，乃是叫我們脫離論行
為的假道理，就是那稱義須靠行為
的愚妄的謬道。」 



與羅馬教會決裂 

教宗已失去耐心，頒教令稱路德為闖
入葡萄園的野豬，並給他六十天撤回
錯誤的主張，否則將革除教籍。 

路德被革除教籍後，1521年被召赴沃
木斯國會，在皇帝查理五世御前說明
立場。 

路德公開表明除非有人能根據聖經指
出其錯誤，否則決不收回既有立場。  



矗立於沃木斯的宗教改革群英像 



這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上帝幫助我，阿門！ 



與羅馬教會決裂 

   沃木斯會議後，路德受智者腓勒德力
之助，藏匿於瓦特堡十個，將新約聖
經翻譯成德文。（舊約則於1523-34年
間完成）。 



瓦特堡內路德翻譯聖經的房間 



路德翻譯的德文聖經，1534年版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3/Lutherbibel.jpg


 
正式從事德意志教會改革大業
（1522-30） 

 
1522年3月返回威登堡，反擊主張

重洗的屬靈派，使改教不致走向狂熱、
激進不可收拾的地步。 

路德所用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使
用上帝的道，導正人的思想意念。從3

月9日的主日起，連續八天講了八篇道，
平息了混亂的局面。 



八篇講道中所強調的重點 

除了相信耶穌基督，基督徒還需
要有愛心、忍耐，不堅持個人的權
利，反而留意對弟兄有益的事。 

信仰必須自發，不應強迫。「我
只是教導、傳講，闡述上帝的聖道，
此外沒有做什麼。…聖道作成這一
切。」 



八篇講道中所強調的重點 

每個人都必須自己站立，準備和魔
鬼戰鬥…而且要把聖經用在合宜時機。 

人領受聖餐必須有信心，否則就是
虛有其表。 

軟弱的良心與絕望的心情需透過赦
免，使我們得以站在上帝與魔鬼面前。 



農民戰爭（1524-25） 

路德原本同情農民，對於地主、貴族的
剝削、壓制農民並不以為然。農民也曾以
路德為他們的英雄與代言人。 



農民戰爭（1524-25） 

當農民採暴力破壞並起而革命時，路德
無法認同，認為他們以福音之名遂個人利
益之追求。 

路德贊成並鼓勵當局應以武力鎮壓，這
些言論自然成為貴族 

合理化動武的依據。 



 

與凱蒂波拉（Katherine von Bora）結婚
（1525, 6） 

 
凱蒂波拉年幼喪母，父親將之

送進女修道院，在其中成長並受
教育。 

認同路德改教的主張，凱蒂波
拉與幾位修女逃離修道院，到威
登堡投奔路德。路德不僅收留，
並為她們安排歸宿。 



 

與凱蒂波拉（Katherine von Bora）結婚
（1525, 6） 

 
       唯凱蒂波拉相當有定見，且標準甚
高，最後在友人撮合下，嫁給路德為
妻。 



路德故居博物館 (原奧古斯丁修會) 



著《論被奴役的意志》反駁伊拉斯姆 

       伊拉斯姆是標準的
人文主義學者，雖鄙視
羅馬教廷的腐敗與弊端，
卻反對脫離羅馬另起爐
灶。 



著《論被奴役的意志》反駁伊拉斯姆 

伊拉斯姆從理性的
角度看信仰，以致與路
德有許多格格不入之處。 

特別有關意志是否
自由的爭論，是其中最
著名的一項。 



馬爾堡會談（1529, 10） 

支持改教的黑森腓利（Philip of Hess, 

1504-1567），花了很大的力氣聚集改
革陣營的神學家在馬爾堡，希望能在聖
餐的神學詮釋上達成共識，進而團結支
持改教之君主的政治勢力。 



馬爾堡會談（1529, 10） 

路德勉強赴會，堅持真實臨在的立
場，使得慈運理、布塞爾等人難以與
路德溝通。最後因著歧見難以消弭，
會談可以說是不歡而散。 



奧斯堡信條（1530, 6） 

繼1521年的沃木斯帝國會議之後，查
理五世再次努力要挽回分裂的情勢，因
而於1530年在德國南部的奧斯堡召開帝
國會議。 



奧斯堡信條(1530, 6) 

路德因為已被教廷革除教籍，又
被皇帝判為不法之徒，因此無法親
自出席這次的會議。 



奧斯堡信條(1530, 6) 

會前與同工們討論後，由墨
蘭頓執筆的《奧斯堡信條》正
是信義宗陣營的信仰告白書。 



路德積極進行敬拜儀式改革 

基本上路德把崇拜儀式視為無關緊要
的事（adiaphora, indifferent things, 意思
是不影響救恩） 

但他在儀式的改革上表現出其保守的
一面，相當尊重傳統 



路德積極進行敬拜儀式改革 

1523年制定了德文的洗禮儀式 
同年路德推出革新版的彌撒禮儀書

（Formula Missae , 1523），強調聖餐是
神給人的禮物，而非敬拜者的善行或功
德。 

此儀式中的禱告與敬拜仍用拉丁文，
但講道則用德文。 

 



路德積極進行敬拜儀式改革 

路德強調會眾唱詩的重要，1524年出
版了八首詩歌（Eight Hymns）的小冊子。 

著名的「神為其民堅固城牆」（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首先出現於
1528年版的詩歌本上。 



路德積極進行敬拜儀式改革 

路德並不認為崇拜儀式該一成不變。
1526年他編了簡易的實驗崇拜程序，名
之為德意志彌撒（Deutsche Messe），強
調以德文唱詩講道。 

 



訪視教區，強化教會生活 

跟隨路德之神學及教義的人和地區日
益增多，必須加以組織、訓練。 

路德派的傳道人（教區牧養者）多來
自修道院，程度參差不齊。 



訪視教區，強化教會生活 

在路德和墨蘭頓主導下，1527年信義
宗派出四人小組（兩位法理學者，兩位
神學家）訪視教區。 

五項責任：清查教會財產、考核教牧
人員、指導牧師及會眾行為準則、確保
教牧薪資來源、規範教會學校的老師及
課程。 



訪視教區，強化教會生活 

為教育目的，路德在1529年寫了《大
小問答》（十誡、主禱文、使徒信經，
再加洗禮與聖餐的教導）。 

小問答是讓父親用來教導家人，大問
答是供牧師用來教導會友的材料。 

後亦提供《講章範本》給家長與教區
牧者，作為教導、牧養的資料。 



路德對教會的影響與貢獻 

神學教義上的強調點： 

因信稱義 

唯獨聖經 

信徒皆祭司 

良心的自由 

對聖禮的特殊看法 



路德對教會的影響與貢獻 

路德的宗教改革，對中世紀神學及教
會運作帶來更新，扭轉了聖禮的和教階
的（Sacramental and Hierarchical）體制。 



路德對教會的影響與貢獻 

路德與教會音樂：鼓勵會眾唱詩並在
崇拜儀式中安排唱詩的部分。 

路德嘗言除神學外，音樂應給予最高
榮譽。 

 



早期版本的詩歌〈堅固保障〉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9/90/EinFesteBurg.jpg


路德對教會的影響與貢獻 

路德與信仰（教理）問答：重視信徒
的宗教教育 

內容：十誡 

主禱文 

使徒信經 

洗禮 

聖餐 



路德對教會的影響與貢獻 

路德為四個重要的問題提供答案： 

 a.人如何得救：因信稱義，非藉行為 

 b.信仰的權威：惟獨聖經，非羅馬教廷 

 c.教會的定義：信徒皆祭司的組合體 

 d.基督徒的生活：不論全職帶職皆過蒙
召的生活 



路德對教會的影響與貢獻 

路德改教對今日教會的意義 

  a.它是一個回歸本源的革新運動 

  b.它是以基督為中心的真理宣揚 

  c.它所堅持的是因信稱義的救恩保證 

  d.它所致力的是有根有基的教會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