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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簡介與導讀  

 

主題：   

 

a. 整個改革運動在於回應路德的問題：「我怎麼可以找到一位賜恩的上帝？」 

b. 改教的稱義教義，談的是一種徹底的、沒有條件的救恩應許。稱義就是唯獨藉由信心、

信靠基督。上帝從基督的義這個角度來看人；基督的義改變了罪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中世紀天主教的教義  

a. 稱義是以愛彰顯的新的恩典品質，是藉由人取得的特質，以贏得永生為目標。 

b. 中世紀救恩教義，亦即「義」的本體論，強調因果關係、或前提：罪人的稱義、得赦

免和蒙悅納作上帝的兒女，實際在於人的成義，以及靈魂藉由恩典品質的改造。 

c. 在經院學派的思想中，首先，人的蒙悅納進入恩典發生於他被稱義、並且藉由成義的

過程；其次，人的蒙悅納進入永生發生在他生命結束的那一刻。最後的稱義乃是以成義

和遵行律法為根據。人永遠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在稱義的恩典狀態中。 

d. 愛的行為被描述為補贖和功德的事實意味著：為了使人的得救成為可能，補贖和功德

是在人方面不可或缺的原因。 

e. 羅馬天主教會開的天特會議 (1545 - 1563) 為了譴責改教教義就堅持這種教導。 

 

 

宗教改革性的稱義觀 

a. 稱義觀與罪觀密切相關。 

b. 恩典與信不再被看為品德，但是看為關係。 

c. 路德關心的並不是人的裝備能力，而是出於上帝的新創造，憐憫的上帝和有罪的人之

間的新關係，把人移開自己、並在基督裡面。《羅馬書講義》在幾個方面呈現出路德

的改教神學與中世紀之間的決裂。 

 

 

問題討論：  

1. 什麼是改教稱義教義所具有的宗教改革性的特色？  

2. 同時是義人和罪人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呢？ 

 

3. 路德的改教神學在哪幾個方面呈現出與中世紀天主教的教義之間的決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