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猶太教到基督教 

（一）希伯來人與猶太教 

遷徙 

1. 巴勒斯坦：希伯來人原本居住在兩河流域，信仰多神。他們的祖先

亞伯拉罕受神的指示，帶領族人到上帝許諾的巴勒斯坦定居 

2. 埃及 

(1) 入埃及：為逃避災荒而遷往埃及，卻遭到法老的迫害 

(2) 出埃及：為了躲避埃及奴役， 摩西 帶領希伯來人離開埃及，

並以耶和華之名宣布「十誡」，要求希伯來人相信耶和華是唯一

的上帝，而他們是耶和華的選民 

建國與滅

亡 

1. 約西元前 11 世紀，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王國 

2. 所羅門王統治時，在首都耶路撒冷建立宏偉的聖殿，使耶路撒冷成

為猶太教的信仰中心。後來王國分裂成以色列、猶大兩個國家，陸

續遭兩河流域的政權所滅 

3. 啟示：亡國後的猶太人，透過閱讀相同的經典《 希伯來聖經 》（《舊

約》），來凝聚離散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他們相信遵守《舊約》律

法的猶太人是上帝唯一的「選民」，終有一天可以再次回到故土建立

家園 

影響 猶太教創立了一神信仰，對後世的基督教帶來重大影響 

（二）基督教的創立與發展 

創立 

1. 背景：1 世紀，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受到羅馬帝國的統治，飽受繁重的

賦稅之苦。猶太教有彌賽亞（救世主）的信仰傳統，因此有些民眾期待

救世主的出現 

2. 耶穌傳道 

(1) 出生於巴勒斯坦伯利恆的耶穌，在猶太人居住的區域傳道 

(2) 耶穌主張神的愛是普世的，而不只限於猶太民族，形成基督教的博愛

與猶太教的「上帝選民」之間的重大差別，引發猶太教祭司的強烈不

滿 

(3) 祭司指控耶穌對上帝不敬、叛國，將其交由羅馬總督定罪並處死 

3. 創教 

(1) 耶穌死後，保羅、彼得等使徒積極向外宣揚教義，在小亞細亞、希臘

等地宣教，並設立教會 

(2) 信徒相信耶穌在死後第三天復活，確信他是救世主，因此稱他為「基

督」（Christ），並以基督教來稱呼自己的宗教信仰 

發展 

遭受迫害 

1. 禁教：羅馬帝國認為基督徒不敬拜國家神祇與皇帝肖

像會擾亂社會秩序，因此禁止他們聚集與傳教 

2. 結果：人們受到堅定信仰者殉教的感召，與倖存者的

積極傳教，因此追隨者日增，影響力也愈來愈大。羅

馬政府漸採取寬容的宗教態度，以爭取基督徒的支持 

 

基督教合法 

4 世紀初， 君士坦丁大帝 頒布《 米蘭詔令 》，宣

布基督教為合法宗教 

列為國教 
4 世紀末， 狄奧多西 宣布唯有基督教才是合法宗教，

使之成為帝國國教 
 

 



二、中古時期的基督教〔對應課本 P.25〕 

帝國分裂 4 世紀末，羅馬帝國分成東、西兩部分 

帝國滅亡 

1. 西羅馬帝國：476 年被日耳曼民族所滅，開始歐洲歷史上的中古時期 

2. 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1453 年被鄂圖曼帝國（又譯歐斯曼帝國）

所滅 

 

（一）教宗制度的發展 

背景 
羅馬帝國時期，皇帝有時召集各地主教，處理宗教事務，主教團遂成為基督教會的領導者。

而羅馬城本是帝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羅馬主教的地位也較為重要 

形成 
1. 根據「 彼得磐石說 」，羅馬主教被認為是教會的領袖 

2. 中古時期，羅馬主教成為安定社會的主力，地位超越各地的主教，成為基督教會的教宗 

（二）教會大分裂 

政

治

 

背

景 

4 世紀

末 

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 

西方：西羅馬帝國以羅馬為首都 
東方：拜占庭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

首都 

5 世紀

末 

西羅馬帝國滅亡，日耳曼民族於西

歐地區分別建立政權 

東羅馬帝國自視為羅馬政權的延

續 

 
5 世紀日耳曼民族遷徙與建國圖 

教

會

 

分

歧 

原因 
中古時期，西歐地區、拜占庭帝國在政治型態、社會文化與基督教教義的歧異

日益擴大，雙方教會也漸行漸遠 

差異 

西歐地區 拜占庭帝國 

1. 政教分離下，教宗是基督教會的主導

者 

2. 西方教會不承認拜占庭皇帝的教會

權力 

1. 在政教合一的發展下，由皇帝控制境

內的教會事務 

2. 東方教會不願接受教宗的領導地位 

大分裂 

1. 雙方互爭宗教的領導權 

2. 聖像破壞運動 

(1) 8 世紀時，拜占庭皇帝下令禁止崇拜聖像，並燒毀許多基督教的藝術品，

引起羅馬教會的不滿 



(2) 破壞聖像運動結束後，東、西教會之間爭議日趨嚴重 

3. 1054 年，羅馬教宗與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互相開除教籍，東、西教會正式分裂 

分裂後  羅馬公教 教會 希臘正教教會 
 

 

（三）西歐地區的政教發展 

日

耳

曼

政

權

接

受

基

督

教 

1. 背景：5 世紀後期，日耳曼民族滅西羅馬帝國，並於西歐地區分別建立政權。

其中，法蘭克人占有高盧，建立法蘭克王國，影響最大 

2. 發展 

5～6 世紀 法蘭克國王克洛維建立政權後改信基督教 

8～9 世紀 

(1) 法蘭克國王丕平將義大利中部的土地贈與教宗，成為

日後「教宗國」的基礎 

(2) 800 年時，查理曼獲得教宗加冕，成為「 羅馬人的

皇帝 」→確立查理曼為羅馬帝國的繼承者 

(3) 查理曼死後，法蘭克王國因繼承問題在 8 世紀中葉分

裂為三：東法蘭克王國、中法蘭克王國、西法蘭克王

國 

10 世紀 
962 年，東法蘭克國王鄂圖一世接受羅馬教宗加冕而稱

帝，此政權史稱「神聖羅馬帝國」 

 

 
8 世紀中葉，法蘭克王國的疆域 9 世紀末，中法蘭克王國被瓜分   10 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疆

域 

與分裂 

3. 意義：從查理曼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顯示羅馬教會加冕世俗國王的意

義，給予教宗干涉世俗政治的理由，也為中古政教之爭埋下伏筆 

政

教

衝

突 

1. 背景：中古時期的西歐，政治和宗教的權力分別屬於日耳曼政權的國王與教

宗，呈現「 政教分離 」的特色 

2. 事件：11 世紀時，教宗 格列哥里七世 為取回主教任命權，下令禁止世俗

國王主持授職禮。但授職的紛擾解決後，政教的衝突與角力並未完全停止 

3. 後續：14 世紀初，法蘭西國王進軍羅馬，迫使教宗移駐法國亞威農。多年後

教宗才返回羅馬，史稱「亞威農之囚」。顯示中古晚期教宗的威望與教會的

權威遭受嚴重打擊，而世俗國王的權力逐漸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