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教會新權威：教皇（AD 461-1073） 

 

 

 

壹、教皇權勢的發展（461-1073） 

 

當初期教會面對內憂外患及使徒逝世的衝激時，其中一個影響深遠的內部成長就是教會領導組

織的建立；帶領教會的人由使徒變為執事、長老及主教（長老團領袖）。後來，甚至發展到每

個地區都有了主教。起先所有主教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後來大城巿中大教會的主教逐漸被視為

高於小地區小教會的主教，而慢慢形成了省主教的制度。 

 

一、羅馬主教的超越地位1：當時，在羅馬帝國中有五個地位重要的大城巿，她們的主教都被稱

為主教長。最後，羅馬主教長更超越其他的主教長，而演變成後來的教皇。 

 

1. 耶路撒冷教會：被尊稱為母會，是第一間的教會，又是第一次大公會議舉行的地方。後

來，遭羅馬皇帝和將軍的征討及攻毀，以致教會極為衰微，甚至從此沒落。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他哀哭.....
43 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

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44 並要掃滅你和你裡頭的兒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

（路 19:41-44a） 

 

2. 安提阿教會：宣教工作是由此開始，教會的中心逐漸由耶路撒冷教會轉至安提阿教會。

她也出了數位偉大的主教，且是重要神學思想學派的發源地。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

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

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

去了。」（徒 13:1-3） 

 

3. 亞力山大教會：是羅馬帝國第二大城，是偉大學府和文化中心地。那裡也有著名的神學

院，由當時最偉大的學者俄利根執教；因此，亞力山大教會的主教亦被尊稱為主教長。 

 

4. 君士坦丁堡教會：原名拜占庭，後因君士坦丁把首都由羅馬遷到此地而改名為君士坦丁

堡。當地教會的重要性是基於這城是皇帝的居所；因此，她的主教亦被尊稱為主教長。 

                                                           
1祁伯爾著，李林靜芝譯：《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台灣：校園，1991年），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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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羅馬教會：是帝國的第一大城，亦是唯一屬西羅馬帝國的大城巿。根據天主教的說法，

此教會由使徒彼得所建立，因基督曾將天國的鑰匙交於彼得，故羅馬主教亦擁有這權柄。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太 16:18-19） 

 

 

二、有利於教皇制發展的因素：2
 

 

1. 當教會有爭論時，其他的主教都慣性地向羅馬的主教申訴，使正統的信仰獲得全面的勝

利。結果，羅馬主教開始統管全個帝國的所有主教，並成為教會上訴的最高權柄。 

 

2. 安提阿、亞力山大及君士坦丁堡的教會常出現互爭領導地位的爭論，並因此常去爭取羅

馬主教的支持，故眾教會逐漸承認羅馬主教的超越地位。 

 

3. 教宗達瑪蘇（Damasus, 約 366-384）在教義上制定使徒彼得為教宗之首，並稱呼其他主教

為孩子而不是弟兄（Pope，即爸爸之意）。教宗薛里西（Siricius, 約 384-399）仿效皇帝，

開始使用通諭以顯示自己獲得約束教會的權力。教宗依諾森一世（Innocent I, 約 401-417）

亦宣稱羅馬主教具有普及全個帝國的權威，要各省教會向教宗報告。教宗格拉修一世

（Gelasius I, 約 492-496）更主張皇帝要服從教宗的指導因教宗直接受教於神；結果，教宗

的勢力甚至開始凌駕於皇帝。3
 

 

4. 蠻族入侵帝國時，皇帝無法保護百姓，相反羅馬主教在手無寸鐵下阻止了蠻族的侵略，

故獲得百姓的尊重。西羅馬帝國覆亡後，教皇的權勢進一步增強成為西方最重要的人物。 

 

5. 羅馬教會曾差派許多教士往北歐等地宣教及建立教會，故這些新設立的教會與羅馬主教

的關係非常親密，且尊稱羅馬教會為他們的屬靈領袖。 

 

6. 當回教勢力征服了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及北非後，安提阿、耶路撒冷、亞力山大及

迦太基等可能成為羅馬主教競爭對手的教會主教都相繼被除去。 

 

                                                           
2
 同上，頁 89-94。 

3陶理編，李伯明等譯：《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書樓，1998年），頁 19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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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御賜教產諭（Donation of Constantine，約 752）：君士坦丁因教宗西維斯特（Sylvester）

的祈禱而病得痊癒，為表示感激他把羅馬城及意大利所有省份的主權都賜了給教皇。雖然

後來於 1440年這文件被證實是一偽造贗品，但它已成功地加強了教皇的地位和權勢。 

 

貳、僕人領袖 

 

耶穌對領袖與權柄有著很不同的看法，按基督的教導領袖就是僕人。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26 只是

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27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

僕人。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太 20:25-28）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麼？13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

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15 我給你們做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約 13:12-17） 

 

附錄：以賽亞書中的僕人之歌 

 

 

以賽亞書中的四首僕人之歌為我們評述了僕人領袖的細節： 

 

一、第一首僕人之歌（賽 42:1-4）： 1. 僕人與上帝：親密的關係（v.1a） 

 

2. 僕人的工作：公理傳萬邦（v.1b） 

 

3. 僕人的態度：謙卑與溫柔（v.2-4） 

 

 

二、第二首僕人之歌（賽 49:1-6，14-16）： 1. 僕人的呼召：為主而生、為主而活（v.1） 

 

2. 僕人的裝備：傳講神旨、蒙神保護（v.2） 

 

3. 僕人的使命：奉差僕人、榮耀上帝（v.3） 

 

4. 僕人的果效：失敗挫折、上帝定奪（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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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僕人的評價：子民復和、外邦得救（v.5-6） 

 

6. 僕人的保證：不能忘記、掌上寶貝（v.14-16） 

 

 

三、第三首僕人之歌（賽 50:4-9）： 1. 僕人的任務：安慰鼓勵失望的人（v.4a） 

 

2. 僕人的裝備：每天領受神的教導（v.4b-5a） 

 

3. 僕人的態度：甘心忍受苦楚羞辱（v.5b-6） 

 

4. 僕人的動力：神必幫助神必親近（v.7-9） 

 

 

四、第四首僕人之歌（賽 52:13-53:12）： 1. 僕人的成就：被高舉高升（52:13） 

 

2. 僕人的相貌：受苦至枯槁（52:14） 

 

3. 僕人的工作：潔淨與啟示（52:15） 

 

4. 僕人的成長：降卑與被拒（53:1-3） 

 

5. 僕人的平反：痛悔與覺悟（53:4-6） 

 

6. 僕人的方法：靜默地替代（5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