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洗派與 
激進改教團體 



慈運理的生平與貢獻 



慈運理出生的房子 

       慈運理於1484年元旦，生於距蘇黎士以東約
100公里的小村莊Wildhaus。 

       慈運理與路德大約同時，各自發展並認同更
正教神學立場，然而慈運理受人文主義之影響尤
勝於路德。  



       慈運理先後在維也納和巴塞爾大學求學，
獲頒碩士學位，深受人文主義的影響。 

       從1506年起，他歷任格拉留（Glarus, 1506-

16），埃鍚登（Einsiedeln, 1516-18）以及蘇黎
士大教堂（1518）神父的職位，並於後者任內
開始有系統的傳講聖經。  

Glarus 教堂 

Einsiedeln Abbey 



      慈運理持續研讀希臘文，
熟悉聖經，在當時神職人員
中成為異數，因為當時的神
父，或未受太多教育，或對
聖經沒有太多了解。 

      他曾於1512、1515年，
兩次擔任傭兵的隨軍神父，
看到戰勝劫掠與戰敗逃逸的
光景，使他感嘆傭兵制已徹
底摧毀社會的道德結構。 

蘇黎士大教堂雙塔 



      慈運理與路德二人的改
革理念雖然雷同，但慈運理
主要是透過人文主義方法研
讀聖經而得，較缺路德的主
觀、強烈經驗。 
       其他包括天主教內部充
斥迷信、教會對人民的剝削，
以及對傭兵制的強烈反感；
都是慈運理主張改教的重要
原因。 



     慈運理是在蘇黎士的任
內開始引介改教思想的，
1523年撰六十七條款，強
調下列四點： 

a. 因信得救 

b. 聖經權威 

c. 基督為教會元首 

d. 神職人員可結婚 



      慈運理接著進行實質改
革，他廢除洗禮與葬禮的
費用，允許修士與修女結
婚，且禁止圖像與遺物的
使用。 

      改教的行動大約在1525

年以聖餐代替彌撒後，完
成第一階段的任務。 



      當時瑞士有不少省份願意加入改教陣營，
給予天主教省份極大的威脅，導致1529年新
舊陣營開戰。 

      在戰火短暫平息後，雙方再度於1531年開
戰，慈運理則於Kappel戰役中捐驅。  



       慈運理於1522年出版《神話語的清晰與明
確性》，強調聖經的權威，以及聖靈在謙卑讀
經人心中的工作；因為那也是他自己的經驗。 

       慈運理指出，人是虛假的，只有神是真理。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在充滿錯謬的黑暗中，帶
來亮光！ 



      慈運理原本相當同情蘇黎

士的重洗派，但自1525年起，

不再認同他們激進的改革主張，

並撰Baptism, Rebaptism and 

the Baptism of Infants，從約的

角度為嬰兒洗辯護。 

      雖然如此，他卻不認為洗

禮可帶來重生與赦罪，那只是

信心的外在記號。 



      慈運理另一個立場鮮明的教義，就是聖餐。 

      他反對真實臨在的教導，認為聖餐基本上是感
恩的記念，使我們回顧基督在十架上的工作。 



       在1529年的馬爾堡會談中，慈運理在聖餐觀上
與路德沒有共識。 

       召開馬爾堡會談的目的，是希望促成一個對抗
天主教陣營的更正教聯合陣線，然而它的結果並沒
有成就合一，反而是各自發展。 



      由於慈運理英年早逝之故，無法為改革宗陣
營作全面的教義發展，此一責任後來落在加爾文
的身上。 

      慈運理影響布林傑（Heinrich Bullinger）、布賽爾
（Martin Bucer, 1491-1551），進而影響加爾文，彼此
有傳承的關係。 

Heinrich  

Bullinger  
1504 ~1575 



重洗派興起的背景  

       早期源於瑞士北方，蘇黎世為中心，領袖多

出於慈運理派更正教陣營。 

       後漸認為革新應更徹底，應完全以聖經為藍

圖與依歸，至終與慈運理分道揚鑣。 



重洗派興起的背景  

       格利伯（Conrad Grebel, 

1498-1526）受慈運理改教

影響，1522年投入更正教

改革陣營。 

       日後被稱為「瑞士重洗

派之父」 

Conrad Grebel 



重洗派興起的背景  

       與慈運理等改教陣營的歧

異：政教分離與嬰兒重大洗等

議題上。 

       格利伯與滿茲（Felix 

Manz, 1498-1527）等人脫離

慈氏自立：自行在家勤查聖經、

矢志遵守經訓。  

Conrad Grebel 
Felix Manz, 1498-1527 



重洗派興起的背景 

       1525年01月21日格利
伯為布老若（George 

Blaurock, 1492-1529）施
浸，再由其為格利伯和
其他信徒施浸，正式展
開重洗派改教運動。 

George Blaurock 

George Blaurock 



重洗派興起的背景 

       同時受天主教和其他更正教團體逼迫，蘇黎士市
政府對重洗派亦採取必要措施： 

     1525─接受重洗者要驅逐 

     1526─重洗者要處死，鎮壓手段愈益殘酷 

     至1535年左右，已看不見重洗派信徒 

George Blaurock 



重洗派興起的背景 

       重洗派信徒具高度傳道熱忱，他們成
群前往瑞士各城鎮，如 Schaffhausen、
Waldshut 及 St. Gall等地傳道，起初很受歡
迎。 



重洗派興起的背景 

       不久遭當局監禁。格利伯與滿茲逃出。1526年
格利伯病死於Maienfeld（瘟疫）；滿茲再度被捕，
1527年01月25日被處以溺刑（丟進河中），是第一
位重洗派的殉道者，且死在更正教的手中。布老若
則死在監獄。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重洗派」（Anabaptists = rebaptizers）一
詞是敵對者給他們的稱呼。 

       重洗派並不認為自己在提倡重洗，出於個人
意願以及公開認信的洗禮才是有效的，不承認
嬰兒洗的有效性。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雖可分為幾個立場不完全相同的小團體，但
他們共同理想是「徹底恢復使徒時代的教會生
活」。 

       他們多數實行凡物公用、學習使徒教訓、一
同敬拜、有團體見證、共同生活。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堅持信徒有權自己（按字面）解釋聖經，並
以聖經真理為信徒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權威。  

       認定是神的話使人重生，人要有重生憑據才
能受洗，然而信義宗與改革宗則強調洗禮使人
重生。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強烈反對政教掛勾，拒絕接受國家教會的觀
念（政教徹底分離），亦認為： 

       a.成為基督徒應完全出自個人自由意志，不
應出於任何勉強 

       b.教會應是委身門徒（真信徒）出於個人意
願的組合；因此沒有真正信主的人，不算教會
成員。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主張政教分離與和平主義的立場（pacifism，

也可翻成唯愛主義），拒絕起誓、拒絕參與公職、
及拒絕從軍參戰等行為。對勞工及農民等階層
格外有吸引力。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所倡導「自由教會」（free church，指獨立
於國家教會之外，不受國家資助、不受國家左
右）的概念，也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分離派清
教徒、浸信會以及貴格會。 

       某些重洗派持前千禧年末世論，因主來的日
子迫近而主張凡物公用。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羅倫培登曾評論：
「重洗派存在的價值，
不能以他們對歷史的貢
獻加以評論。他們堅持
立場是基於永恆的觀點，
並不在乎所堅持的能否
普遍實踐在歷史中。」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激進的改教團體對於更正教主流和天特式的
天主教提出整體性的批判；他們是十六世紀可
觀的屬靈與教會更新的運動，絕非邊緣團體，
他們的影響不容小覷。  



瑞士弟兄會 

       今散佈美國多處的
亞米胥派（the Amish）
是由原屬蘇黎士瑞士弟
兄會的Jacob Amman

（1644-1711）所開始；
後因不合而分道揚鑣。
曾有十二萬信徒移民至
美國賓州開墾。  



胡特爾弟兄會（Hutterites） 

       屬重洗派一支，首先出現
於1529年的摩拉維亞；1533

年經胡特爾（Jacob Hutter）
重整後開始壯大；胡特爾雖
於1536年殉道，但已立下美
好根基。 

       主要主張：和平反戰並實
施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  



胡特爾弟兄會（Hutterites） 

       黃金時期（1530-1599年）：從摩拉維亞擴
張至斯洛伐克，建立了近百間弟兄之家，成員
約25,000人。 



胡特爾弟兄會（Hutterites） 

       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勢力穩固後，開始遭迫害；1620

年在白嶺戰役受到重創。 

       歷經三百多年遷徙─曾在俄國烏克蘭、美國南北達
科達州、加拿大、巴拉圭等地力圖生存。 

       目前美國約有7,500信徒，採農耕式的凡物公用仍制，
且拒絕接受多數近代文明與科技之產物。 



門諾會 

領導人門諾西門（Menno Simons, 1496-1561） 

       荷蘭北部之菲士蘭人；雖非第一位，卻是重洗

派最傑出的領袖。 



門諾會 

       1524年成為神父，但不久即懷疑 

「化質說」教義；經查考聖經後，確 

定天主教的教導是錯的，但還不願採 

取任何行動。 

       聽說重洗派因反對嬰兒洗而遭逼迫， 

再度詳細查考聖經，得到一結論： 

施行嬰兒洗並無聖經根據。 



門諾會 

       見重靈恩的革命派造成的「蒙斯特事件」，

定意絕不走過激暴力路線；終其一生持守反戰福

音重洗派立場。 



門諾會 

       蒙斯特事件(Münster Incident, 1535)使重洗派遭打

擊而四散，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門諾開始因表裏不

一而良心受責備，故起而按其信念宣講，與天主教決

裂。 

       門諾很快成為荷蘭及德國西北重洗派領袖，並組

織獨立教會，栽培領袖；這些人後來漸漸被稱為「門

諾會」。 



門諾會 

       門諾會信徒在1640年代即開始移民北美，1683年
在費城附近的日爾曼鎮（Germantown）建立長期移
民中心。 

       十八世紀，門諾會發展到俄國，後因遭逼迫而大
量移民北美（特別是1873-82, 1923-30以及二次大戰
後）。今天在美加的門諾會信徒約700,000人。  



門諾會 

       門諾會基本教導與其他重洗派大致相同，為
更加強調禱告生活和聖潔生活。不容許「世界」
進入教會以免削弱新約的教訓。  

       門諾的教訓主張和平，唾棄暴力，對重洗派
之整合有很大的貢獻。 



重洗派的信仰告白 

       重洗派於1529年，在the Diet of Speyer正式被
判為異端。 

      十六世紀改教期間，約有四、五千名信徒，
因持守重洗派信仰立場遭逼迫而死。 



重洗派的信仰告白 

      重洗派信徒於1527年2

月在士萊坦（Schleitheim, 

今瑞、德邊界）召開大會，
由撒勒（Michael Sattler, 

1490-1527）主導。 

      撒勒原為本篤會修士，
曾經在蘇黎士和史特拉斯
堡居住，受布塞爾等人影
響。  



重洗派的信仰告白 

      大會所擬定並通過接納之文件弟兄聯盟書（the 

Brotherly Union）又稱為士萊坦宣言（Schleitheim 

Confession），內容包括七項信仰條： 

    洗禮不是為嬰孩預備的，乃是為清楚決志作基
督徒的人預備的。 



重洗派的信仰告白 

       已受洗之基督徒若陷在罪中卻不願接受更正
者，要禁絕於團契之外。 

       擘餅是為了紀念耶穌基督，此一團契只有受
洗門徒可參加。 

       信徒必須從這邪惡的世界分開，這包括天主
教、更正教等政教不分的團體，亦不可服兵役。 



重洗派的信仰告白 

       牧師必須從世上有好名聲的人當中選出，並
由羊群支持其生活。 

       執政掌權者的劍由神所賜，目的在懲罰惡人。
而教會中唯一可使用的武器是革除教籍。耶穌基
督既禁止信徒使用暴力，信徒就不應擔任公職。 

       基督徒不可起誓（起誓是錯的）。  



重洗派的平反 

 美國學者 George Williams 於1960年代出版了 

The Radical Reformation，重新發掘十六世紀重洗
派信徒「不容從眾」、不隨社會主流，回到信仰
根本的精神，逐漸引起注意。 



重洗派的平反 

 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重洗派才正式得到平
反，世界信義宗聯會才正式向重洗派道歉，承認
當年迫害是錯誤的。 

 有學者強調重洗派應該被稱為信洗派，強
調在「信」底下作門徒的重要性。 

 他們的理想是登山寶訓所教導的門徒生活，
戮力實踐對生活忍耐，彼此謙卑聆聽，互相勸勉
與勸戒，透過生活實踐而落實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