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與中古歐洲 

一、羅馬帝國時代： 

   (一)開端：西元前一世紀，奧古斯都的權力集行政、軍事、司法、宗教’ 

            個大權於一身 

   (二)盛世：羅馬和平 

       1.時間：西元前 27（屋大維稱帝）~西元 180 年（奧里略去世） 

       2.情形：商貿活動繁榮及行旅的安全、國內外貿易發達、豐富的城市生 

              活 

       3.結束：奧里略去世，無明確繼承制度，使帝國陷入百年戰亂 

   (三)戴克里先中興（西元 284 年）：針對時弊銳意改革，但不見成效，反使經 

      濟惡化，羅馬帝國再次陷入混亂 

   (四)君士坦丁：西元 330 年遷都拜占庭 

   (五)狄奧多西：西元 395 年以亞德里亞海為界，將帝國分為東西兩部，由兩子 

      繼承，成為東、西羅馬帝國 

二、基督教的形成 

   (一)耶穌生平：基督教衍生自猶太教，是耶穌所創。耶穌在西元前四年（羅 

      馬帝國初期）誕生於巴勒斯坦的伯利恆。年少時未接受正規教育，但熟悉 

      摩西律法與舊約。因受約翰受洗，而開始傳教。西元 29 年，因攻擊猶太 

      教，遭猶太教祭司向羅馬政府誣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成為基督 

      徒信仰的象徵。 

      1.耶穌的創教：原為猶太教教徒，認為自己是上帝派來解救世人的救世主 

       (彌賽亞)，並積極宣揚「神愛世人」的新理念 

      2.耶穌殉道：耶穌受到猶太人排斥，被蘿馬政府判處死刑，最後殉道於耶 

        路撒冷，後世信徒稱他為基督（意即上帝之子）。他所創立的宗教稱為 

        基督教  

      3.教義傳播：雖然耶穌被判死刑，但基督教的教義卻經由其門徒四處傳道 

        而逐漸傳布開來 

   (二)基督教教義 

      1.基督原義：「基督」原義是受膏油者，耶穌是人類的救世主。 

      2.經典：耶穌門徒將他生前的言行記錄下來，完成新約，與原有的猶太教 

        經典舊約，合成為基督教的聖經 

  3.教義 

        ①和華是世上唯一的神，信祇的人必得永生 

        ②耶穌是「神之子」，拯救人類的救世主 

        ③遵從神的旨意，可進入天國 

        ④耶穌死後復活升天，將來會再降臨，以審判世人(天堂地獄)；而上帝 

          是集聖父、聖子與聖靈三位一體，故耶穌也有神性 

   (三)傳播：保羅傳教---貢獻最大 

1、 生平：猶太人，從反對到宣揚基督教，將餘生貢獻於詮釋、宣揚基

督教的工作上，有「外邦人的使徒」的美稱 

2、 能順利在各地傳教的原因： 

（1） 羅馬和平使旅行與理念的交換相當安全 

（2） 保羅深懂拉丁文與希臘文，能在地中海東岸各地傳教 

（3） 保羅書信是新約中著名的篇章，強調耶穌是神之子，為人類



受死 

（4） 普世精神：使基督教擺脫地方性與單一族群的宗教 

3、 貢獻： 

（1） 將基督信徒由一個猶太宗教提昇為世界性的信仰 

（2） 對教義發展：提出「因信稱義，唯信得救」的觀念 

 三、從受到羅馬帝國迫害（教難）到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一)在帝國境內迅速發展的原因 

       1.長期的和平與便利的交通 

       2.教義簡明有力，不但為人生的痛苦提供解釋，又保證人能夠獲得永生， 

         能打動生活困苦的社會下層人心 

       3.信徒彼此互助互愛，並擴及於社會上孤苦無依的人，給人一種溫暖 

         的歸屬感 

    (二)受羅馬帝國迫害 

        1.原因 

（1） 強烈排他性（不敬皇帝與神祇）：堅持一神信仰，否定羅馬傳

統宗教，拒絕崇拜皇帝 

（2） 帝國皇帝在面臨政治或經濟困難時，以基督教做為替罪羔

羊。例如：尼祿成為首位迫害基督徒的皇帝 

（3） 秘密集會深受懷疑 

（4） 被誤解有叛國之意：宣傳天國將要來臨的教義 

        2.經過：西元 64 年，尼祿進行迫害。 

        3.結果：創造出一批殉道者，為信仰樹立榜樣 

    (三)合法宗教：西元 313 年，君士坦丁頒布「米蘭詔令」給予合法地位 

    (四)帝國國教：西元 380 年，狄奧多西獨尊基督教為國教 

地位變化  發展情形 

早期受 

迫害 

1、受迫害的原因 

  （1）基督教為一神信仰，與羅馬多神信仰的傳統不合 

  （2）基督教堅持不拜偶像的教義，拒絕向羅馬皇帝的畫 

像膜拜 

   （3）由於遭到迫害，教徒只好暗中聚會，以避殺身之禍， 

但更導致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 

2、仍能迅速傳播原因：由於教義及基督徒視死如歸、以身殉 

道的精神，吸引許多人，在許多信徒的努力下，基督教在

帝國境內仍迅速發展  

獲得合法

地位 

四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下詔賦與基督教合法地位，使基督

徒人數更為增加 

成為國教 四世紀末，狄奧多西大帝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國教，更促

使基督教發展迅速，成為世界重要宗教之一 

四、教會組織的形成 

  (一)組織慨況： 

     1.最初在城市傳播，由各城市自組教會，推舉長老負責教務 

     2.西元 2 世紀後，主教制度形成，城市及其附近地區成為教區，由教徒選 

       舉主教，負責宗教活動、教會紀律、政府往來 

     3.神父→主教→大主教→樞機主教→教宗(選舉制→任命制) 



   (二)神職人員 

      1.世俗教士：教堂 

      2.戒律教士：修道院；西元 520 年，「聖本篤清規」--貞潔、安貧、服從 

   (三)教宗產生： 

      1.發展： 

        ①東羅馬帝國：政教合一，皇帝兼任基督教最高領袖 

        ②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教會成為當時西歐最具制度與權威的組織 

      2.原因 

①聖經「彼得磬石」說，強化其正統性 

②羅馬城的重要性：帝國的首善之區 

③羅馬主教的行政統治權：信仰道德上的訓悔權，教會行政的統治權 

五、羅馬教會與中古西歐 

  (一)日耳曼民族與歐洲 

     1.族群：印歐民族的一支，原居波羅的海周圍，由狩獵畜牧進入定居的農 

      業生活，使用鐵器生產 

     2.南遷 

       (1)因北歐天氣寒冷，西元前一世紀中葉，不斷南遷 

       (2)西元三世紀，大量進入帝國成為軍隊的主幹 

     3.滅亡西羅馬帝國：西元 476 年，蠻族領袖罷黜皇帝，帝國滅亡，歷史進 

       入中古時期（西元 500~1500 年） 

     4.結果：西歐淪為蠻族世界，在基督教會引導下，接受羅馬文化。基督教 

       會在政治陷於失序的情形下，提供了秩序與安全。 

       ①義大利：東哥德人 ②西班牙：西哥德人 ③高盧：法蘭克人 

       ④北非：汪達爾人 ⑤不列顛：盎格魯薩克森人 

其中以法蘭克人勢力最強，其領袖克洛維將基督教帶入法蘭克王國，與

教會形成戰略性的結合。 

    3.揉合希臘與羅馬文明、基督教文化與日耳曼傳統，形成獨特的歐洲文化 

  (二)一統與分立 

     1.中古西歐：封建制度盛行，西歐陷入長期分裂。政治權力分裂，地方勢 

      力跋扈（中央王權衰微）。在封建制度下，政府的權力並非來自國王，而 

      是源自土地的佔有。 

     2.西歐的政教合作 

       (1)西元八世紀，法蘭克人建立加洛林王朝，到查理曼時國力鼎盛。 

         ①756 年，法蘭克國王丕平為教宗平定倫巴底人的入侵→丕平的捐獻 

→奠定教宗國的基礎 

         ②西元 800 年教宗加冕查理曼為「羅馬人的皇帝」，象徵羅馬帝國在西 

           歐的復活。但在他死後，諸子內鬨，帝國又陷入長期分裂（843 年， 

           凡爾登條約奠定西方民族國家的輪廓）。 

       (2)西元 962 年，東法蘭克國王鄂圖一世對內伸張王權，對外遠征義大利， 

         教宗為其加冕為「羅馬皇帝」，帝國號稱「神聖羅馬帝國」，但後代皇 

         帝介入義大利事務，致使與教宗發生衝突，元氣大傷，地方貴族乘機 

         坐大，帝國有名無實。 

     3.政教衝突與大分裂 

       (1)政教關係 



  ①初期：政教分權但合作 

 A.教會勢力強大，教宗體制與教會組織進一步發展 

 B.教宗廣泛介入俗務 

  ②11 世紀：政教衝突 

 A.政教衝突開端：教宗格列高里七世 VS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 

 B.原因：教宗格列高里七世推動改革，制定神職人員必須獨身、廢止世 

   俗統治者對主教的任命權等，並聲明教宗是上帝的代理人，也是基 

   督教世界最高的統治者，只有教宗能判定誰為正統君主，企圖使教宗 

   地位凌駕於君主之上 

 C.經過：1076 年亨利四世宣布罷黜教宗，教宗也開除皇帝教籍。最後 

   帝國諸侯支持教宗，使得亨利四世不得不親自前義大利取得教宗原諒 

 D.結果：政教衝突並未止息，且持續紛擾數百年 

 E.政教之爭暫時平息：1122 年，亨利五世與教宗簽訂沃爾姆斯宗教協 

   定，主教敘任權之爭暫時結束 

  ③14 世紀：政教衝突再起 

    A.原因：法王亨利四世對教士徵稅不滿 

    B.經過：法王指控教宗為異端，1303 年揮軍羅馬 

    C.結果：教宗威望重挫，受制於法王 

    D.後續：亞崴農之囚(1309~1377 年) 

 ④大分裂 

   A.時間：1378~1417 

   B.原因：法國與義大利勢力相互抗衡，各選出不同的教宗 

教

會 

1. 西歐政治崩解，教會成為安定人

心、救濟民眾的重要機構 

2. 廣泛介入政治、社會、經濟、文化

等「俗務」 
雙方保持互助

合作關係 

1. 法蘭克王國統治者

克洛維改信基督教 

2. 【丕平】獻土以答

謝教宗的支持 

3. 【查理曼】獲教宗

加冕為「羅馬人的

皇帝」 

王

國 
爭取教會對政權的支持 

教

會 

1. 主張【教權至上】，認為教宗對世

俗事務也有管轄權 

2. 反對皇帝干預教士任命 
 

12 世紀初達成協定 

1. 皇帝放棄控制教會 

2. 教宗承認選舉主教

時應有皇帝或代表

在場 
王

國 

1. 覬覦境內教產 

2.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多次干預教宗

人選及主教、修道院長任命 

政教衝突落幕  14 世紀法蘭西國王擄走教宗，教宗權力漸衰落 

六、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國的發展 

   (一)拜占庭帝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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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克里先：分帝國為東西兩部，以利邊防 

2、 君士坦丁：廢除東西分治，短暫統一，建拜占庭為新都 

   (二)首都：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在 324 年所建，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帝 

      國屹立年的主要原因。建都考量： 

      1.易守難攻可應付日耳曼民族的威脅 

      2.建在東方，可接近東方富庶的地區 

   (三)領土：限於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等地，1453 年被鄂圖曼 

      土耳其攻陷。 

   (四)盛世：查士丁尼在位時（西元六世紀） 

對外 積極擴張 
造就東羅馬帝國全盛

時期，但也造成國庫空

虛、人民負擔沉重 
對內 

 修建聖索菲亞教堂 

 收集羅馬法律，集其大成，編成《【查士丁

尼法典】》 

   (五)帝國面臨的外患： 

      1.主要外患：倫巴底、斯拉夫、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十字軍的劫掠 

      2.滅亡：1453 年，亡於鄂圖曼土耳其人 

   (六)政治合一的政體 

      1.神權政體：專制統治者（皇帝） 

      2.干預教會：教會形同政府的一個部門 

        A.以希臘正教為國教  B.政教合一 

   (七)希臘正教形成：1054 年 

       1.原因 

         (1)政治因素：帝國分裂使希臘與羅馬教會漸行漸遠 

         (2)教義因素：對耶穌神性與聖像等宗教主張不同 

           A.西方教會主張耶穌即神性本身；東方教會認為耶穌不能等同上帝 

           B.西方教會允許崇敬聖像；東方教會則意見不一 

           C.西方教會承認教宗的裁決是教義的最終判決；東方教會強調聖經 

             與教務會議的權威性，不接受羅馬領導 

       2.希臘正教特色：政教合一。帝國皇帝是國家元首，也是宗教領袖。帝 

         國皇帝干預教會行政，決定教會信條，例如：查士丁尼。 

 

 

 

 

 

 

 

 

 

 

 

衝突 東方：不接受【教

宗】的領導地位 

西方：不承認君士坦

丁堡教會地位提升 

8 世紀 

東羅馬帝

國爆發破

壞聖像運

動，禁止 

崇拜聖像 

9 世紀 

因教區管

轄和【神

學】爭議，

引發更大

衝突 

11 世紀 

羅馬教宗

與君士坦

丁堡大主

教互相開

除教籍 

分裂 

‧西方→羅

馬公教 

‧東方→希

臘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