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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誕生期的羅馬帝國光景

第一世紀的地中海沿岸，

順服羅馬帝國的統治和法律

世界貿易最興旺的區域

以建築道路聞名， 地中海

有軍事功用，促進地區間連絡

民族眾多、宗教多元，兩大語言體系…民族眾多 宗教多元 兩大語言體系

西邊拉丁語 ─ 官方、法典的語言

東邊希臘語 ─ 思想表達、貿易的語言

人民道德低落，對婚姻不重視、離婚嚴重，

婚姻外的淫亂、同性性行為文化司空見慣

初代教會誕生在一個多神信仰世界裡，

當時的社會習俗、宗教文化、倫理道德觀，

婚姻外的 亂 同性性行為 司空見慣

當時的社會習俗 宗教文化 倫理道德觀

都是基督徒每天要去面對的挑戰。

教會誕生期與猶太教的關係

基督教會的發源地是巴勒斯坦，

是猶太人的應許之地，

文化特色就是猶太教。

一開始的基督徒大部份是猶太人，開始的基督徒大部份是猶太人，

他們對舊約禮俗有深的情感，

但也要面對猶太親族而來的敵視。但也要面對猶太親族而來的敵視。

西元 70 年羅馬帝國的提多摧毀耶路撒冷聖殿，西元 年羅馬帝國的提多摧毀耶路撒冷聖殿

猶太人第二次滅國。

留在聖地的猶太人，仍對羅馬人的統治不服，留在聖地的猶太人 仍對羅馬人的統治不服

西元 132 年巴寇巴帶領發動武裝叛變，

遭到失敗，羅馬軍團將猶太全地幾乎夷為平地，遭到失敗 羅馬軍團將猶太全地幾乎夷為平地

並且將俘擄的猶太人全賣為奴隸。

猶太人在教會成立的起初就仇視基督徒 ─
基督信仰不守摩西律法 又宣告耶穌是彌賽亞基督信仰不守摩西律法，又宣告耶穌是彌賽亞

猶太人在 西元 84 年 通告 ─
禁止基督徒進入猶太會堂禁止基督徒進入猶太會堂

巴寇巴之亂讓基、猶關係更緊繃，

住在聖地的基督徒 拒絕幫助猶太住在聖地的基督徒，拒絕幫助猶太人

起初，基督教的教會領袖中，起初 基督教的教會領袖中

不乏有人想與猶太教保持和好的關係；

但到 西元二世紀末，隨著外邦人基督徒愈來愈多，但到 西元 世 末 隨著外邦人基督徒愈來愈多

教會對猶太傳統的親切感愈來愈少

教會領袖愈多對猶太人抱持不友好的態度，教會領袖愈多對猶太人抱持不友好的態度

甚至講道中指控是全體猶太人殺死了耶穌

等到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成為主流信仰之後，等到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成為主流信仰之後

猶太人就只能挨打了。



基督教自己內部也對有猶太裔背景的基督徒感到不放心，

為 看重舊 律 甚 會發展 異因為過於看重舊約的律法，甚至會發展出異端，

最有名的一個稱作以便尼人 ebionites ─ 
喜好猶太味濃的馬太福音

認為基督不過是先知，所以把聖經裡

所有暗示基督具有神性的經文全部刪除

仇視保羅，否認他是猶太人，

因為保羅反對外邦基督徒守猶太律法

甚至教導 ─ 不遵守摩西律法就無法得救

初代基督徒將耶穌基督看成是舊約預言的應驗，

舊約則是新約的預表，藉此來協調新、舊約舊約則是新約的預表，藉此來協調新、舊約

在和猶太人對話的時候，

初代基督徒認為自己因著相信耶穌是彌賽亞，初代基督徒認為自己因著相信耶穌是彌賽亞，

不僅成為上帝的選民，而且是屬靈上的真以色列人

教會誕生期的傳統文化氛圍

走進大賣場，有各種新鮮誘人的產品，

看得既心動、又不知道該如何做決定。

教會誕生期的羅馬帝國，當時社會就像百家爭鳴的思想市場，

基督信仰必須和這些五花八門的學說、哲學觀點較勁

早期基督徒或多或少受到這些思想的浸染，

許多教會領袖都曾經是這些文化傳統思想的擁護者

柏拉圖主義 ─ 
相信在看得到的世界之外，有另外一個看不見、相信在看得到的世界之外 有另外 個看不見

不會朽壞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才是真實的。

地面上每一件看得見的事物都只是複製品地面上每 件看得見的事物都只是複製品

人的肉體死亡之後有一個不滅的靈魂

這個思想可以幫助人更容易去接受永生以及天國的概念，這個思想可以幫助人更容易去接受永生以及天國的概念，

和基督教不同的是 ─ 不相信身體復活、貶抑這個身體。

新柏拉圖主義 ─ 提供教會領袖護教時對話的平台。

相信宇宙有 個至高的心智 或稱「太相信宇宙有一個至高的心智，或稱「太一」，

是非物質、沒有人格的力量，這就是上帝

否認創造 因為上帝是不介 世界的否認創造，因為上帝是不介入世界的

一個人如果要經歷救贖，不是透過信靠外來的救主，

是要透 想苦修 讓靈魂潔淨 最 帝聯合而是要透過冥想苦修，讓靈魂潔淨，最終和上帝聯合

聽起來有吸引力，實踐起來像一種神祕主義、遙不可及，

中下 的人

亞里斯多德主義 ─

無法對中下階層的人帶來號召力。

亞里斯多德主義 ─
不認為看不見的世界比較優越，強調看得見的世界，

不確定人死了之後是否還有不滅的靈魂不確定人死了之後是否還有不滅的靈魂

如果真的有上帝，也不過是個抽象概念 ─
祂不可能有情感、不會和這個世界有來往，祂不可能有情感、不會和這個世界有來往，

更不會是基督教所說創造天地的主宰

徒十七18 保羅在雅典，曾與斯多葛主義、伊比鳩魯主義辯論…

斯多葛主義斯多葛主義主張瀰漫整個宇宙的
是一種看不見的物質元素，是有神性的 ─
這個世界 斷被重來這個世界可以不斷被重來，

但構成宇宙基礎的物質元素卻永遠不變

形同是一種泛神論，反對傳統宗教敬拜特定的神明的作法

整個宇宙，包括人一生的命運都已經注定好，

與其表達不滿，倒不如勇敢地順從理智的法則而活

這種思想形成一種嚴峻的道德主義。

伊比鳩魯主義同意把物質當成是萬物基礎的說法，

主張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快樂，主張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快樂

途徑不是去滿足肉體的慾望，而是超越物慾的轄制，

主張禁慾主義，讓心靈得到寧靜主張禁慾主義 讓心靈得到寧靜

有出世的傾向，拒絕一切會攪動個人七情六慾的渴望



教會誕生期的民間宗教 ─
不僅沒有歷史根據 而且神明本身道德標準低俗淫亂不堪不僅沒有歷史根據，而且神明本身道德標準低俗淫亂不堪

基督信仰的福音是全新的應許，

特別對中下階層的人來說更是如此特別對中下階層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羅馬帝國的宗教有些是象徵性的，

目的是要維繫人民的向心力，

拜任何的神明或信任何的宗教都可以，

前提是要遵守皇帝崇拜、拜皇帝 ─ 
當然與基督徒的信仰無法相容。

征服地中海沿岸區域後，引進了各地區的神明崇拜，

中東的米特拉斯神 ─ 羅馬軍團拜的神祇中東的米特拉斯神 羅馬軍團拜的神祇

埃及的埃西斯 ─掌管生死

小亞細亞大地之母奇貝勒 ─ 財富、農作、生命小亞細亞大地之母奇貝勒  財富 農作 生命

社會流行占卜、求問靈媒、行巫術

米特拉斯教 Mithraism ─ 是羅馬帝國官方支持的全國性異教，

不講獨 真神 而是善惡二元論 主神明是太陽不講獨一真神，而是善惡二元論，主神明是太陽

也講死人的復活、死後的審判、罪的赦免、

天堂和地獄等等教義 把星期天看做聖日天堂和地獄等等教義，把星期天看做聖日

當時吸引不少人，入教的人被稱作重生的人

羅馬皇帝奧瑞連西元三世紀宣佈羅馬皇帝奧瑞連西元三世紀宣佈

十二月廿五日是太陽神生日，

西元四世紀 基督教會在十二月廿五日慶祝聖誕節西元四世紀，基督教會在十二月廿五日慶祝聖誕節，

象徵耶穌基督這「公義的太陽」驅逐了撒旦的黑暗。

醫神亞斯克雷比烏 Asclepius ─ 初代社會醫藥不發達，
很多的病人到神廟，期待透過宗教儀式得到醫治。很多的病人到神廟，期待透過宗教儀式得到醫治

初代教會面對這個標榜神醫的異教，

宣告只有耶穌基督才是世人的救主和醫生宣告只有耶穌基督才是世人的救主和醫生

不斷宣揚教會奉耶穌之名所行的各樣神蹟奇事

初世紀異教共通的問題：缺乏歷史性的根據，

即使教儀有象徵光明與重生 能即使教儀有象徵光明與重生，卻不可能

像基督信仰宣告耶穌基督歷史性的復活。

當時的人渴望得到平安和生命的答案當時的人渴望得到平安和生命的答案

當時的文化思想帶給人的，只是一股宿命論的氣氛，

各種的理性說辭，卻無法滿足人心的空虛

如果沒有啟示，人的心會停留在懷疑和不安的上面

教會誕生時代異教林立，面臨的挑戰是很真實的黑暗權勢。

基督信仰和異教的訴求不同，更看重的是生命的醫治。基督信仰和異教的訴求不同，更看重的是生命的醫治

對初代的信徒來說，最大的威脅不是身體的病痛，而是逼迫 ─
面臨逼迫時，最大的經歷是承認耶穌是主面臨逼迫時，最大的經歷是承認耶穌是主

最終讓基督教和民間信仰顯得不同的記號 ─
基督徒在面臨殉道的危險時，基督徒在面臨殉道的危險時，

仍然願意受洗成為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