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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與導讀 

 

主題：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時期的「集中化規範」：對於當代宗教和社會的觀察 

 

「集中化規範」：是一種歷史與神學研究的角度，針對十五至十六世紀影響當代

宗教與社會各項因素，嚴謹探究一些重要的問題，藉以澄清一

些遭到扭曲的觀念。作者用「集中化規範」(normative centering) 

               之角度來闡明宗教改革的特徵就是將信仰，教會，社會等多方

面的因素導向神話語所啟示的焦點。 

 以下就是需要嚴謹探究的問題： 

a. 十五至十六世紀被視為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紀晚期，如此

作歷史分斷點對嗎？中世紀晚期可以找到明顯切斷點，跟

宗教改革時期作區分嗎？（答案是不能，因為這是各樣因

素影響下互相交錯影響的時期） 

b. 怎麼看這兩段時期？中世紀晚期是怎樣影響宗教改革時期？

宗教改革時期怎樣超越中世紀晚期？ 

c. 這兩段時期，中世紀晚期既是中世紀各方面的發展最高峰

（經院哲學、苦修主義、政教合一、神職權柄……），卻又

是展開現代時期的開端，這又怎麼看呢？ 

d. 政治與宗教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大量出現的信仰改革、文

化革新、政治改革、各式認信文獻……均朝向「鞏固政權」、

「穩定信仰」、「追求進步與理性化」等焦點式目的。 

 

 

不同層面的「集中化規範」原則： 

宗教方面：追求救恩的確實和保證。 

a. 保證通往上帝恩典的通路。 

b. 保證脫離魔鬼權勢的方法。 

c. 保證死亡時刻仍蒙上帝保守。 

d. 保證在上帝審判座前蒙赦免 

e. 保證煉獄刑罰的減輕 

f. 基於上帝「愛」的誡命作為生活上的優先次序 

g. 嚴謹的修道會生活 

h. 追求永恆的平安與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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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國家：追求唯獨的主張，建立教會和社會的規範。 

a. 唯獨聖經，唯獨上帝的律法 

b. 唯獨信心，唯獨以基督為信心的對象 

c. 唯獨基督的救贖之工 

d. 唯獨上帝恩典的效力 

e. 唯獨尊榮上帝 

f. 早期宗教改革教義的信條，逐步發展為宗派國家（更正教

國家）的基本法律與規範。 

 

 

集中化規範的例證： 

a. 威克里夫主張唯獨聖經，用來批判教會並強調激進改革 

b. 吉恩賈爾松（Jean Gerson, 1363-1429）主張聖經中上帝的律法以及耶穌

「愛的命令」，是教會「唯獨」的規範 

c. 賈爾松展開集中化規範另一面向：尋求上帝的垂憐 

d. 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姆主張以基督為中心 

e. 十五世紀修道院改革運動主張以悔改和受苦為中心 

 

 

集中化規範的形式：靈修神學與圖像 

a. 尋求上帝的憐憫，以基督受苦為主題，強調慟悔、謙卑、盼望等靈性操

練。 

b. 靈修畫作的主題：受苦、憐憫和信靠 

 

中世紀晚期「集中化規範」（受苦神學） 

—→宗教改革時期「集中化規範」（十架神學） 

 

 

 

問題討論： 

1. 試說明中世紀晚期的宗教與社會之「集中化規範」角度為何？焦點為何？ 

2. 你是否可以發現宗教改革時期「十架神學」是受到中世紀晚期「集中化規範」

背後處境的各樣因素所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