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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基督教要义》：主题和结构  （提纲）王艾明牧师，2018 年 10 月 27 日 

 加尔文的神学充分地显示于他的圣经注释、讲章、书信和专著之中。其中最系统的首推

《基督教要义》，这部著作可谓整个基督教新教神学的教义典范，承上启下，将古教父传

统和路德改教原则在救赎之工具层面加以重新系统化，进而通过他在日内瓦归正宗教会的

实践中加以创制和实验，再通过他的学生和继承者一代代地传遍欧洲各国和北美。史学界

公认，加尔文是圣奥古斯丁之后，西方基督教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  

基本框架和结构：《  使徒信经》 。1536 年，第一版，仅 6 章；最初是用拉丁文编写的

主日学教材来讲解《使徒信经》的课本《大小教义学问答》(Martin Luther)；1539 年第二

版增加了三倍的内容将 Melanchthon 的神学名著 Loci Communes 中涉及的教义主题完全吸

收进来加以解释和拓展；1543 年第三版，增加了专门的一章来阐述《使徒信经》作为基

督教教会信仰的恒定标准之正统性；1559 年最后一版终于完成全部系统，即，4 大卷

书，80 章，按照《使徒信经》的结构：1）上帝，创造者（Dieu le createur）2) 耶稣基

督，救赎者 (la redemption par Jesus-Christ; 3) 圣灵，眷顾者 Provider; 4）恩典之工具：教

会；圣礼；政府。 

第一卷 上帝论：认识上帝，认识人；特殊启示与一般启示；启示神学与自然神学 

按照大公教会的传统，加尔文将上帝论作为其信仰系统首要教义。作为创造万有及其规则

者，上帝与人，与世界，与历史诸多关系，如何在信徒的思维中获得正确的理解，决定了

信仰的正统与偏差及谬误，真理与异端及邪说等教义问题。 三一论，位格，自由意志，

神的形象，堕落，恶，罪等教义要点，都在上帝论教义结构中系统论及，而且其论述的方

法明确地显示为圣经经文明示、整本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传统三个层面，逻辑严密地论证

所抽象出来的教义原则。Divine Providence；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 

第二卷 基督论，救赎论: 加尔文从原罪论教义着手思考人论问题，为在其救赎论系统中认

识耶稣基督预备基础。这是传承圣奥古斯丁基督论教义正统解决如何去理解始祖堕落、原

罪、自由意志、律法时代和福音时代、道德律与十诫、道成肉身、位格、基督三重职分、

基督受难、复活和升天之启示和教义原则等专卷。 

第三卷 圣灵论：在承传古公教会神学正统的前提下，加尔文的圣灵论教义系统是从“圣

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Union spirituelle du Christ）”着手。圣灵隐秘的运行，是加尔文神

学最具魅力的亮点之一，使得严格的逻辑论证和理性的外在创制不会扼杀和僵化内在的激

情和信心，并将希腊教父传统的祈祷、默想和静观与拉丁教父传统的法则、规范和工具理

性等融合一体。这是路德将圣奥古斯丁的神秘体验持守传承，加尔文使之抵御世俗人文主

义思潮和和激进改革派最终未成为改教的主导和主流。 

+ 重生-圣化-称义 (Regeneration-Sanctification-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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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定论教义：拣选和弃绝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Doctrine de l’élection et de la 

reprobation);   

+ “拣选为了成为圣洁，而不是因为圣洁而蒙拣选。” (III.22.3) 

+ “神的呼召是普遍性的，拣选则是特殊的。” (III.22.10) 

第四卷 恩典的工具：教会，圣礼，政府 

加尔文神学遗产中对后世最大影响在于其恩典有效的实施工具论。西方近代的宪政民主理

念得以成为制度，得益于民族国家成形过程中的加尔文及其同道们在日内瓦和苏格兰等地

的探索和试验，成败毁誉皆成为后世的经验教训。这一卷的内容就是包含了他的制度层面

的理解和设计。他坚定地确认，恩典的有效实施，需通过教会，圣礼和政府三种特殊工

具。 

关于教会，他提出教会的有形性和无形性。加尔文在日内瓦教会建立了许多机制，最终形

成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大最有影响的教制模式，即长老制（Presbyterianism），其致力于

教会领袖个人权力制衡的理念和机制设计，后来深深地影响了“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政

治制度，即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制政体及美国立宪体系中的三权分立。 

他对婴儿洗的坚定接受和维护，也是使得归正宗教会与信义宗和圣公宗一样，持守着古公

教会四大信经等教会信仰传统和规定。 圣餐礼；教会纪律；禁食（斋戒）； 

政府和行政官员：加尔文独创性地设计出的原理，预备了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学和法学领

域里的权利哲学和权力制衡理论，良心自由权，具有正义性的公民抵抗权等等。 

 

加尔文作为第二代改教家中最有影响的神学家和改教者，其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通过他

的学生和追随者，一代一代在欧洲和北美不同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不断地拓展和创新，

已经被历史文献证明，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许多范式的设计者和倡导者，而非加尔文本人在

短暂的 24 年日内瓦改教侍奉中的模板复制和照搬了。任何偶像化加尔文的贡献，如同僵

化地贬低他的历史影响一样都是不具历史性的。在过去的 400 年间，欧洲基督教文明历

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督教以教会信仰为传统结构

的时代逐渐衰微，甚至濒临分崩离析的境地，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多元化等支配著物质

至上的世俗化时代。因此，今日主导世界格局的西方文明其中的基督教传统究竟会以和应

当以何种形态和方式存在与发展，正是我们回顾历史，反思传统与创新等议题的现实情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