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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加尔文与安立甘宗神学传统 简纲 

王艾明牧师 Rev. Dr. Ambrose Aiming WANG 

如何看待加尔文神学传统对英格兰国家教会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宗教信仰自由

权利保障这一宪政议题。 

1. 重要历史背景 

16 世纪，路德改教时期所在的日耳曼帝国，有 224 多个诸侯国，各自具有自己独立的行

政和司法系统。1555 年 《奥格斯堡合约》，确定“教随君定”原则，但不包括各地知识

精英和新兴教会所持守的加尔文主义教会。  

2.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 (加冕于 1509)，1534 年《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中止罗马教廷在

英格兰管辖权，英格兰天主教变成国教会，国王为最高元首，通过任命剑桥大学教授克蓝

麦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行使权柄。 《公祷书》(1549)；《四十二条信纲》(The 42 Articles, 

1553)；玛丽女王时期（Marie Tudor, 1554-1558），英格兰全面恢复罗马天主教秩序，改教

被禁止，1556 年 3 月 21 日，克蓝麦于火刑殉道；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58-1603）：修订《公祷书》；钦定《三十九条信纲》（1563）；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其女儿玛丽和丈夫奥伦治亲王一同

就任玛丽三世和威廉二世，共同就任英王，签署《权利宣言》，确立君主立宪政体；  

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 1689），决定在英格兰，国教会

之外所有的独立教会只要持守三一论等古公教会教义一律合法化 ，这样，不从国教者教

会、公理宗各教会、浸信会等一律获得法律保障（罗马天主教除外）；1813 年，通过

“三一论法案”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Act, 1813) 废止非三一论教会非法法案。 

维多利亚时期 （Queen Victoria, 1837-1901 在位）； 

3. 神学传统： 教会礼仪和敬拜规范上的借鉴和持守 

 英格兰改教家们基本上接受路德、梅兰希顿、布塞尔的改教原则和神学理念，来解释教

会礼仪的神学含义，比如，洗礼（包括婴儿洗，以及相应的礼仪安排，如教父教母，信德

培育，坚振礼等；点水洗和沥水洗而非浸水礼；临终敷油礼等等）；比如婚礼、葬礼等礼

仪程序中的圣经经训和祈祷。 

圣餐礼的神学解释完全是接受路德的立场，即，基督真实的临在于凭信仰领受者的手中，

而不是变成基督的身体之论，更不是仅仅是人文主义理解的象征说。虽然对圣礼的神学解

释，安立甘宗与路德保持一致，但是，圣餐礼的实施，严格按照古公教会的程序，使得安

立甘宗的礼拜具有庄严圣洁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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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英格兰宗教改革产生的国教会安立甘宗（Anglicanism）在过去的 400 多年间，

演化成不同的神学传统，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皆联系着欧洲大陆的神学思潮： 

第一类为低派教会（Low Church）或被称为福音派教会（Evangelical Church），即，安立

甘主义学派（School of Anglicanism）；这一传统中最著名的是脱离英国国教会另立门户的

约翰· 卫斯理 ( 1703-1791) 和二十世纪影响世界范围的福音派神学家和精神领袖约翰· 斯托

得 (John Stott,  1921-2011)； 

第二类影响是连接着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思潮（rationalism），被称为自由主义神学传

统，主要是存在于广涵派（Broad Church）教会领袖、神学家和教牧阶层，这一神学传统

介于低派（福音派）和高派（High Church）或曰安立甘-公教派 (Anglo-Catholic Church)之

间，又曰为调和派（the Latitudinarianism）, 安立甘宗教思想学派；这一派最著名的神学

家是 Richard Hooker; 

第三类影响，就是在神学传统上持守罗马公教会神学原则和教义传统，被界定为高派教会

（High Church），尽管他们公开服从英格兰法律反对罗马教廷和罗马公教会，忠于改教原

则，但是，在涉及到对古公教会的神学传统、礼仪传统和教制传统等方面，他们自愿地传

承于英国国教会内部。 在 19 世纪里，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 1833）。 

 加尔文改教所在的日内瓦和后来的瑞士联邦，与英格兰一样，传承的是保守的加尔文主

义神学传统；而加尔文主义者所在法国和荷兰，则传承的是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传统，清

教主义属于政治和社会主张上的后者；加尔文主义在德国，则以敬虔主义思潮和独立教会

团契出现。 

 

综上所述，加尔文主义神学传统对英国国家教会安立甘宗的影响是神学的和历史性的。如同

Richard Hooker 的神学系统显示，安立甘主义具有的几个特征，可以看出伴随着大英帝国政治上

的世界影响，其教会神学思维也开始逐步超越民族主义的局限而回归大公教会传统。 

安立甘主义的三点原则：圣经，传统，理性； 

四大教义特征：圣经正典；两大信经；两大圣礼；主教制。 

安立甘宗传统可以描述为：一部正典，新旧两约，三个信经，四次大公会议，最初五个世

纪的教父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