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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拉丁語教會在第六世紀開始，

逐漸朝獨立的文化和社會實體發展逐漸朝獨立的文化和社會實體發展，

慢慢脫離對東方希臘語教會、

士坦 堡 帝 者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帝國統治者的依賴―

這個皇都設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國，東羅馬帝國

稱作東羅馬帝國或是拜占廷帝國。

導致西歐拉丁語教會如此發展的關鍵因素是蠻族的入侵。導致西歐拉丁語教會如此發展的關鍵因素是蠻族的入侵

早在第二世紀，羅馬帝國北邊就一直遭到蠻族的侵擾，

A.D.250之後，蠻族的侵犯力愈來愈強，50之後 蠻族的侵犯力愈來愈強

匈奴人在東方被打敗，被迫往西邊遷移

使得原本住在中歐的蠻族受到壓力，使得原本住在中歐的蠻族受到壓力

各族大舉遷移，想尋找新的居住空間

結果，從東邊來的遷徙力量層層向西邊壓迫，結果 從東邊來的遷徙力量層層向西邊壓迫

引發集體大遷徙的骨牌效應。

君士坦丁基於政治上的考量，

A D 324遷都到君士坦丁堡A.D.324遷都到君士坦丁堡，

使西歐領土與統治者之間更為疏離。

羅馬帝國允許蠻族進入帝國的領域A.D.376 羅馬帝國允許蠻族進入帝國的領域，

條件是他們要協助防守國界邊疆；

境 侵 者蠻族一入境就成了侵略者，

A.D.410攻陷舊國都羅馬城。

象徵文明的羅馬城被象徵黑暗的蠻族吞噬，象徵文明的羅馬城被象徵黑暗的蠻族吞噬，

當時帶來了極大的驚恐。

許多異教哲學家攻擊教會，認為浩劫許多異教哲學家攻擊教會 認為浩劫

是因為基督徒離棄偶像崇拜所引起的，

鼓吹回歸偶像崇拜。鼓吹回歸偶像崇拜。

北非的奧古斯丁寫下《上帝之城》提出反駁︰

1 羅馬不是第 次陷落 異教神明在過去也不能保護羅馬城1. 羅馬不是第一次陷落，異教神明在過去也不能保護羅馬城

2. 異教神明淫蕩低俗，傷害社會；

教會建築為老百姓提供避難所 連蠻族也 攻擊教堂教會建築為老百姓提供避難所，連蠻族也不攻擊教堂

3. 人類發展史如同是兩座城，象徵人類的兩種愛，

座城愛上帝 另 座城愛世界一座城愛上帝，另一座城愛世界

兩城並行發展，如同稗子、麥子一同生長，

直到末日審判才會顯明出來

用屬天與塵世兩條路線的眼光來看人類史的發展，

奧古斯丁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

四世紀末的蠻族入侵，對西歐社會秩序帶來嚴重衝擊，四世紀末的蠻族入侵，對西歐社會秩序帶來嚴重衝擊，

也讓羅馬教會在這個權力真空的狀態中，

成為安定人心、維繫道德、成為安定人心、維繫道德、

重建社會秩序的關鍵力量。



六世紀到八世紀，東歐斯拉夫民族入侵東羅馬帝國領土，

國都所在的小亞細亞也受到回教勢力的侵略國都所在的小亞細亞也受到回教勢力的侵略，

讓歐洲東西兩邊愈來愈被隔離開。

國土的縮小也讓東羅馬帝國逐漸失去 東西國土的縮小也讓東羅馬帝國逐漸失去

原本在西歐統治期間的古羅馬風格，

轉而朝它所在的希臘本土文化做精緻化發展

東西

轉而朝它所在的希臘本土文化做精緻化發展

希臘語教會也在神學、教儀、宗教藝術形成獨立體系，

與西邊使用拉丁語 為宗教用語的社會漸行漸遠與西邊使用拉丁語做為宗教用語的社會漸行漸遠

東羅馬帝國的宣教士，從八世紀開始進行異文化宣教，

就容許今天所說的本色化觀念，

如：允許保加利亞的神職人員穿著傳統的服裝。

拉丁語教會的組織性和統一性很強，

要求拉丁語宣教士的宣教區教儀、神職人員，要求拉丁語宣教士的宣教區教儀 神職人員

都必須遵守拉丁語教會的統一規範。

如果有機會到歐洲旅遊，在當地的古老教堂中，

會看到聖徒木雕 石雕像 琳瑯滿目的畫像會看到聖徒木雕、石雕像，琳瑯滿目的畫像，

不僅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還受到天主教徒高度的尊敬還受到天主教徒高度的尊敬。

更正教徒對此也不陌生，在所用的

宗教禮 教會 牆壁 學 課本宗教禮品、教會的牆壁、主日學的課本裡，

也充斥各種創意的宗教圖畫像。

在這個 調影像教學在這個強調影像教學的時代，

教導宗教信仰時也難免運用各類的人物影像。

更正教徒會說，這麼做不是在拜偶像

但仿佛意味，但仿佛意味

天主教堂或是東正教堂的作法是在拜偶像？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知道甚麼是拜偶像？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知道甚麼是拜偶像？

這正是第七次大公會議要處理的問題。

和三一與基督神、人二性爭議不同的是，

聖像爭議並非攸關基要的教義聖像爭議並非攸關基要的教義。

初代教會從一起初就對聖物表現尊敬，

卻對尊敬聖像的行為明顯抱持負面的態度卻對尊敬聖像的行為明顯抱持負面的態度

七世紀，拉丁語及希臘語教會界已普遍接受

尊敬聖像 原因有幾個︰尊敬聖像，原因有幾個︰

1. 信徒將早期瞻仰皇帝像的習俗轉移到宗教畫像上信徒將早期瞻仰皇帝像的習俗轉移到宗教畫像上

2.人民因著時常要面臨戰爭與死亡的焦慮，

想在教儀、信理外，找尋更寫實、感官的方式得著安慰想在教儀 外 找尋 寫實 感官 式 著安慰

3. 基督神、人二性的明確教導，

對聖像畫的人性表徵意義提供了神學的基礎對聖像畫的人性表徵意義提供了神學的基礎

4. 拉丁語教會將十誡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歸入到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別的上帝」，歸入到第 誡 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別的上帝」

如此一來，聖像就不被看成是雕刻偶像的行為

挑起聖像爭議的是八世紀東羅馬帝國皇帝李歐三世，

和他的兒子君士坦丁五世和他的兒子君士坦丁五世，

A.D.730 開始，東羅馬帝國執行五十年的毀聖像運動。

毀聖像者認為聖像會引發拜偶像的行為︰

違背聖經，也與某些地區性主教會議的共識不相符

聖像犯了雙重的錯誤，

涅斯脫留主義的錯誤，將上帝的人性與神性

劇烈分割，用人性的表像來代表神性

基督一性論的錯誤，基督的人性被神格吸納

認為，教會應當用十字架、聖餐來代替聖像

反聖像運動後來產生偏差，反聖像運動後來產生偏差

痛恨物質性的媒介到了一個地步，

貶抑十字架這個救贖的記號貶抑十字架這個救贖的記號

成為諾斯底主義的同路人



之後，東羅馬政權由君士坦丁五世的媳婦伊蓮皇后謀奪，

教會 A D 787開了第七次大公會議教會 A.D.787開了第七次大公會議，

史稱第二次尼西亞會議。

宣告聖像應當受到禮敬宣告聖像應當受到禮敬，

包括聖像板畫、鑲嵌藝術畫、壁畫、

宗教聖器上的畫像 聖人雕刻等等宗教聖器上的畫像、聖人雕刻等等。

支持聖像陣營最重要的神學家是大馬士革的聖約翰，支持聖像陣營最重要的神學家是大馬士革的聖約翰

寫了《駁毀聖像者》，

強調有體形像對幫助人回憶、強調有體形像對幫助人回憶

凝聚知識、引導信仰是不可少的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基督徒對聖像是抱持禮敬的態度

「尊崇」只能單單歸給上帝，是敬拜的意思 尊崇」只能單單歸給上帝 是敬拜的意思

藉由這個區別，珍愛並尊敬聖像的行為 不是在拜偶像

普世基督教界，各個主要宗派對聖像的立場並不一致，

並未針對聖像有 致的教義準則並未針對聖像有一致的教義準則…

羅馬天主教支持對聖像禮敬

東 教認為 聖像東正教認為，聖像

不是被「畫」出來，而是被「寫出來」。

是「天堂的窗口」，是默想和禱告的焦點

和異教徒拜偶像不同，聖像不是去被敬拜的實體對象，

遍滿教堂的聖像畫是要預表永恆，提升信徒的渴望，

象徵天地之間聖徒相通的敬拜

十六世紀的改教家約翰加爾文明確譴責宗教性的圖像

路德宗始祖馬丁路德則認為，路德宗始祖馬丁路德則認為

拜偶像的心比外在的聖像更可怕，

聖像藝術無傷大雅，更不需要去毀聖像聖像藝術無傷大雅 更不需要去毀聖像

某些聖像的存在容易被誤用，則應該不被允許

要搞懂「禮敬」與「尊崇」的區別，需要長年的信徒教育。

從更正教的立場來看，

定睛在基督的身上，

以經文的話語做為認識信仰的出發點，

是不可少的信仰態度

擁有聖像卻從不上教會，

跟擁有聖經卻從不讀聖經是一樣的無益

以為擁有聖像或聖經就更有主的同在，

這與掛符咒的行為都已經是在拜偶像

藉由「基督像」來默想經文，

那麼第七次大公會議的精神是理當被肯定的，那麼第七次大公會議的精神是理當被肯定的

這個精神必須做處境化的轉變，

不必去主張「禮敬」，不反對單純地去「默想基督像」不必去主張 禮敬」，不反對單純地去 默想基督像」

基督像之外的宗教形像，視為宗教藝術即可

東羅馬帝國在六世紀後已經無力經營西歐，

毀聖像運動更加深拉丁語教會對東羅馬帝國的不信任感毀聖像運動更加深拉丁語教會對東羅馬帝國的不信任感。

西邊的哥德以及法蘭克蠻族在五、六世紀

歸 尼西亞大公信仰相繼回歸到尼西亞大公信仰

法蘭克人在八世紀已經是西歐的政治龍頭

八世紀毀聖像運動達巔峰時，

東羅馬帝國的伊蓮竊奪政權

A D 800聖誕節，羅馬主教李奧三世

西歐拉丁語教會不接受女人當頭，積極尋找新的政治盟友。

A.D.800 聖誕節，羅馬主教李奧三世

在羅馬為法蘭克王查理曼加冕，

形同將西歐與東羅馬帝國切斷關係，形同將西歐與東羅馬帝國切斷關係

使日後西歐文明朝羅馬天主教化發展

羅馬主教為皇帝加冕，讓羅馬主教的地位更加提高，羅馬主教為皇帝加冕，讓羅馬主教的地位更加提高，

為中世紀教會與國家政權之間的緊張關係埋下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