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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改革 

 

 

壹、英國的改革與聖公會1
 

 

英國早在威克里夫的帶領下開始了一個反教宗及反聖職人員的改革運動，後來在路德的著作及

英文聖經被偷運到英國後，這改革運動的影響就更強大了。於 1534 年，英王（Henry VIII）更

宣佈自己是英國教會的地上元首；亨利與教宗的衝突其實是源於教宗不同意他與皇后

（Catherine of Aragon）離婚的決定，並革除他的教籍。亨利使英國脫離了教皇的權制、解散了

各修道院，並切斷英國與羅馬教會的經濟和行政關係，他這決定得到大部份英國教會的支持。 

 

後來，在英王（Edward VI）及坎特布里大主教（Thomas Cranmer）的帶領下，英國教會進行了

禮儀和教義上的改革；當時所出版的《公禱書》，內容有明顯的更正教特性。可惜，在追隨天

主教立場的女王（Mary Tudor，約 1553-1558）繼位後，她就努力恢復天主教及教宗在英國的影

響力；她更逼害支持愛德華的改革者，並殺害了不少平民及克藍麥等人。瑪麗是個急躁、頑固

和偏狹的人，故宗教改革的勢力反而有愈趨強大的傾向；結果，瑪麗在群眾的激憤中逝世。 

 

瑪麗同父異母的妹妹（Elizabeth I）的統治期甚長，她更在英國恢復及永久建立了改革的教會；

她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易明、溫和、本色化及主教制的改革教會。她自己有重重的困難，如：內

戰的威脅、天主教國家的對抗、法國和西班牙的敵意及她的皇位繼承權受到質疑等，但她仍恢

復了教會信條和公禱書；伊利莎伯改稱自己為英國國教的最高監督，而不用元首的稱號。 

 

一、聖公會（Anglican Church）2
 

 

聖公會包括英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及普世的聖公會主義，如：美國的主教制教會

（The Episcopal Church）。聖公會並沒有明確的權威人物，如：信義會的路德及改革宗的加

爾文等；雖然如此，他們當中曾出現過一些重要的屬靈領袖，如：克藍麥（Thomas 

Cranmer）、泰勒（Jeremy Taylor）、羅維廉（William Law）、湯樸（William Temple）、希

拔（George Herbert）及近代的恩特曉（Evelyn Underhill）和魯益師（C.S. Lewis）等。 

 

聖公會一開始就走一條較折衷的改革路線，她既有天主教的崇拜禮儀（既定的模式）和教制

特色（三重聖職：執事、牧師、主教），又有更正教的因信稱義、強調恩典及重視聖經。聖

公會具包容性的屬靈傳統，務求能使不同類別的基督徒都可以和平共處；因此，聖公會能兼

                                                           
1陶理編，李伯明等譯：《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書樓，1998年），頁 386-390。 

2彭順強著：《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香港：天道，2005年），頁 27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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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少的差異，亦能享受在多元中的一致。聖公會內的信徒可能各持不同的認信立場，或有

著不同的屬靈經歷。聖公會對信徒只有下列的四個要求： 

 

1. 承認聖經是基督徒的主要文獻：在公開崇拜中，聖經全書會在最少一年內被誦讀完一次。 

 

2. 承認第一世紀教會未分裂時的信經：透過恆常的講道去解釋及教導信經。 

 

3. 保存使徒的事工模式：著重以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為主的集體崇拜。 

 

4. 持守兩個重要的聖禮：洗禮和聖餐，並唱詠譜上韻律的詩篇及信經。 

二、《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 

 

《公禱書》是聖公會崇拜的指定用書，內容包括每天的早禱與晚禱、各聖禮的施行、詩篇及

授聖職禮文等。目的是為改革和簡化中世紀教會的拉丁崇拜，並作為方便易明的權威指引；

至今，仍是英國教會的教義準繩。聖公會屬靈傳統的中心是集體敬拜和聖禮生活，他們亦透

過不同的教會年曆季節和崇拜聖禮儀式去經歷活在基督裡的群體生活。重點可被總結如下： 

 

1.兼顧集體崇拜與個人靈修：集體崇拜以節期和聖餐為主，家庭崇拜則維持早晚禱的靈修，

兼顧聖禮和聖道的平衡。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24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 4:23-24） 

 

2.強調全人身心靈式的成長：注重收歛心神的默觀操練，強調由悔改至邁向聖潔的每日靜思

祈禱操練，故能情理兼備。 

 

「要常常喜樂，17不住的禱告，18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19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22 各樣的

惡事要禁戒不做。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

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

事。」（帖前 5:16-24） 

 

3.牧職人員和信徒並無分別：教會是他們兩者聯合的群體，牧職人員專責聖壇事務，信徒則

以服侍教會、奉獻金錢、參與社區及海外宣教等去回應。 

 

「請弟兄們為我們禱告。26 與眾弟兄親嘴問安，務要聖潔。27 我指著主囑咐你們，要把這信

念給眾弟兄聽。28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同在！」（帖前 5: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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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結不同崇拜模式3：透過認識、欣賞和學習不同的崇拜重點而為教會帶來的敬拜更新。 

 

1. 著重禮儀的崇拜（如：聖公會和路德會等）：如教會年曆、經課週期（lectionary）、固定

禱文及重視聖禮等，有以基督為中心、以聖經為主導、禱文較合乎真理及會眾能全人投入等

好處。弱點是講道不能適切會眾的當時需要，固定的內容亦會因缺乏彈性以致造成僵化。 

 

2. 著重宣講的崇拜（如：浸信會及播道會等）：強調宣講聖經，崇拜的所有程序都以講道的

經文為中心，好處是有一致和清晰的敬拜主題，但弱點是忽略透過非文字的方式去經歷神。 

 

3. 著重佈道的崇拜（如：尋道者聚會，seeker-sensitive-service）：目的是帶領人歸主，敬拜

的焦點不再是向著神，而在於向罪人傳福音。優點是能吸引更多慕道者認識神；但缺點是迎

合人的需要、不以神為中心及忽略資深信徒的餵養。 

 

4. 著重靈恩的崇拜（如：靈恩教會）：強調與神的親密關係，藉敬拜讚美的音樂詩歌，使會

眾能更投入於崇拜之中。優點是帶來生氣及高舉久被忽略的聖靈，缺點是講壇信息較為弱

少，少有的釋經講道，較多傳講生活應用的實際教導。 

                                                           
3
 周君善著：〈探視不同崇拜模式〉，《今日華人教會》總 269期（2008年 12月），頁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