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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區分 

周雪舫 

2013.3.23 於焯炤館 107 室 

 

      基督教於西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給予合法地位，至 380 年狄奧多西一世下

令為國教，禁止異教徒的活動，從帝國政府那裏獲得許多特權，諸如神職人員

和教會免除納稅、准許教會設立宗教法庭，至帝國末期非基督教徒不能出任帝

國的官職…。 

      基督逝世後，在門徒彼得領導下建立教會（Church）的雛形，是一個物產

公有的傳教團體。教宗（Pope）的職位原本是羅馬城的主教，其地位與其他城

的主教（Bishop）相當，其權勢於八世紀中期「教宗國」（Papal States）在義大

利建立時獲得穩固，逐漸成為基督教會的最高領導人。 

      西羅馬帝國於西元 476 年滅亡，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則繼續維持到

1453 年，後者的基督教會漸自成系統（採政教合一制度，而前者採政教分離制），

統一的基督教會難以再持續。東西方長期在教義與信仰內容上有所不同，加上

現實政治與文化上的衝突，最後於 1054 年造成東西教會正式分裂。東方的教會

以正統（Orthodoxy）自居，稱為「正教」，因為位於東方亦稱為「東正教」， 又

因為當地為希臘人，故亦稱為「希臘正教」。西方的教會則以普世性和大公無私

（Catholic）自居，又因位於羅馬，故稱之為「羅馬公教」（Roman Catholic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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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的基督教會分裂後，東正教區為多中心政策，即君士坦丁堡、耶路撒

冷、亞歷山卓、安提阿及以後的莫斯科等教區各自管轄其轄區教會，互不統屬。

反之，羅馬公教區以教宗為最高領導人，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1517 年 10 月馬丁．路德不滿教宗販賣贖罪券，在威登堡教堂張貼「九五條

論綱」，公開挑戰教宗的權威，展開一連串的改革，諸如「聖經至上」，否定教

廷是基督宗教教義的根源；「人人皆是教士」，否定教徒透過教會與上帝的溝通；

「因信得救」，否定個人是否獲得上帝拯救係為教會奉獻的「善功」。路德也反

對教會長期提倡的朝聖、苦修、獨身，繁瑣的教會禮儀和神學理論等，鼓勵教

徒自己讀經求道，不要依附教會。經由路德的宗教改革建立了「路德教派」，西

方的羅馬公教分裂了，以後陸續成立「喀爾文教派」、「英國國教派」（聖公會）。

之後，上述三個教派又分裂出一百多個大小不同的教派。 

      新教各派固然有其差異，但最大相同之處是反對羅馬教廷的權威，其他諸

如不承認教士特殊的地位，通稱教士為牧師，而非教士或神父；牧師可以結婚，

沒有修士、修女；簡化聖禮，通常僅保留洗禮和聖餐禮，不接受聖體說、不再

崇拜聖徒，不唸玫瑰經和朝聖；聖經是基督信仰唯一的根源，不承認有煉獄的

存在和贖罪券的價值；具有個人主義的色彩，主張讀經與解經的自由。分裂後

的羅馬公教，我們這裡將新成立的教派稱之為「基督教」，統屬教宗管轄的教會

稱之為「天主教」，實則對所有信仰基督的教徒都自稱為基督徒，無論是東正教

或羅馬公教或新教，都是廣義上的基督宗教。 

      順便一提的是在西洋史上三大分期：古典、中世紀、近代（現代 “modern”），

即以 1517 年路德的宗教改革作為「近代」的開始，因為它促使現代歐洲歷史發

展中某些典型特徵的形成，諸如： 

1. 促成民族主義的成長，路德教派成為北德和北歐國家的國教，喀爾文教派成

為荷蘭和蘇格蘭的國教，英國國教派為英國的國教，而各國君主（包括天主

教國家）通過管理本國教會的權力，提升他們的勢力和聲望。 

2. 促成現代工商業與經濟的發展，導致資本主義的成長與資產階級的興起，經

商不再受歧視，利潤是合理的報酬，經商成功是上帝的眷顧。 

3. 促進社會平等與推廣教育。此因新教否定教會和教士的權威，提倡上帝之下

眾生平等的概念，又因鼓勵人人讀經而致力於推廣識字與普及教育，加上新

教國家政府接管原為教會掌管的教育和慈善事業等等，宗教成為私人的信仰，

而社會、政治、經濟和學術則歸屬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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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賞析 

（一）天主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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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正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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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正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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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特色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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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地區大學校園裏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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