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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教會：內憂1
 

 

 

壹、在風潮中成長的教會 

 

除了外在的逼迫之外，初期教會所遇到的另一嚴峻威脅就是教會自己的內部問題。教會的

內憂並不是甚麼新鮮的事，早在哥林多前書中，我們已經看到教會許多的內在紛爭： 

 

林前 1-2章 ： 爭持誰的知識多、誰的智慧深（靈命成長）。 

林前 3-4章 ： 教會成員各擁戴自己的領袖，分爭結黨（屬靈領袖）。 

林前 5-6章 ： 信徒中的爭端成為法院裡的訴訟（團契生活）。 

林前 7章 ： 教會為嫁娶單身的課題起爭論（生活課題）。 

林前 8-10章 ： 教會在應否吃祭偶像之物一事上有不同看法（文化爭執）。 

林前 11章 ： 婦女可否參與事奉及主餐等事的紛爭（崇拜秩序）。 

林前 12-14章 ： 因高舉某些恩賜（方言）而為教會帶來分裂（恩賜事奉）。 

林前 15-16章 ： 關於信徒肉身復活的錯誤教導（神學教導）。 

 

 

一、異端錯誤：初期教會的主要內憂就是當時一些錯誤的教導，這些異端是一些遠較帝國

逼害更危險的內部挑戰。它們以三個不同的形式出現： 

 

1.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集結東方神秘觀念、希臘哲學及基督教教義的混合宗

教。它強調人可以藉著一種神秘的知識而得救，故救恩是靠自己的屬靈體質。它主張激

烈的二元論，即良善的靈性世界與邪惡的物質世界的絕對對立，並引伸出極端的放蕩生

活或十足的禁慾主義。他們相信耶穌只是幻影，主的人生和苦難只是不真實的現象。 

 

 

2. 馬吉安主義（Marcionism）：認為舊約中的上帝與新約中耶穌的天父是絕然不同的

兩個神，前者代表公義、後者代表仁愛。故在新約與舊約、福音與律法、教會與猶太

人之間是有個絕對的區別。因此，因相信舊約中的神偏愛猶太人，他排斥整部舊約聖

經及新約中他認為偏愛猶太讀者的部份。馬吉安相信只有保羅沒有敗壞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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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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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他努主義（Montanism）：孟他努自稱有先知的恩賜，他與另外兩位女先知自稱為

聖靈的代言人，以神的第一身身份說出具上帝權柄的話語。他們見異象、說方言、有

狂熱的宗教熱情，預言的內容主要是末日即將來到，信徒要作充份的準備。他們在教

會內帶來不和與分裂。教會從此不再鼓勵在教會中說預言及行使不尋常的屬靈力量。 

 

 

 

研討：今日有那些危險的教導正危害著教會及基督徒的健康與成長？ 

 

 

二、護教者：為回應教會的內憂外患，有基督徒起來為基督徒生活及基督教的信仰辯護。 

 

1. 愛任紐（Irenaeus，約 AD 130-200）：是里昂的主教，曾受教於坡旅甲，他寫書反駁

諾斯底的錯誤教導。為回應諾斯底的幻影說，他發展了基督是全人也是全神的觀念。為

駁斥諾斯底的神秘知識，他發展了使徒道統的理論，即教會所保存之公開及完整的信仰

是由使徒時代傳下來的。愛任紐亦證明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舊約的貫徹。 

 

2. 特土良（Tertullian，約 AD 160-225）：在非洲的迦太基成長，是第一位用拉丁文寫

作的重要基督教作家。他的著作有三大內容：反對馬吉安和諾斯底等的異端、基督教應

得到社會容忍和接納的原因及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他維護正統的信仰，主張上帝的獨一

性（既是創造主又是救贖主）及發展了三位一體的教義。他後來加入了孟他努教派。 

 

3. 俄利根（Origen，約 AD 185-249）：是早期教會中淵博的思想家、著作豐富的作家

及敬虔的神職人員。他生於基督教的家庭，曾被邀到各處的教會去排難解紛。他編訂了

《六種經文合參》，是初期教會的偉大聖經論著。他認為每段經文都有三層的意義：字

面意義、道德意義及屬靈意義。他亦寫了神學的著作去系統地講解基督教的基本教義。 

 

當時，護教者發展了下列這三類主要的論據：2
 

 

1. 針對羅馬政府：懇求統治者公平對待基督徒，要求對基督徒的控訴須經過詳細的調

查，亦要求法官要按公義判決。同時，亦反駁異教徒對基督徒的指控。 

 

2. 針對知識份子（異教徒）：使用一些比較正統的神學命題，解釋福音的本質和救恩，

並指出福音種種吸引人的地方，如：慈愛、溫柔、順服等。 

 
                                                           
2侯士庭著，趙鄭簡卿譯：《靈修神學發展史》，（台灣：中國福音會，1995年），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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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猶太社群：正式地表達基督徒的信仰和做法，指出教會的信仰源於舊約，並強調

新舊約之間的連貫性及耶穌基督如何應驗舊約的彌賽亞預言等。 

 

貳、屬靈的陷阱3
 

 

今天，基督徒在追求生命成長時，亦要小心留意下列這些可能出現似是而非的屬靈陷阱： 

 

1. 主觀主義／神秘主義 

 

2. 人本主義 

 

3. 律法主義 

 

4. 形式主義 

 

5. 個人主義 

 

                                                           
3
 Timothy Phillips and Donald Bloesch, “Counterfeit Spirituality”, Kenneth Gangel & James Wilhoit (eds.), The Christian 

Educator’s Handbook on Spiritual Formation, (Illinois: Victor Books, 1994), pp. 6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