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宗的靈修傳統 

I. 前言 

 

II. 慈運理 Huldreich Zwingli(1484年1月1日出生於瑞士) 

 

A. 慈運理的神學 

1. 洗禮 

2. 聖餐 

a. 「這是我的身體」「是」指「意味著」signifies 

b. 主要意義乃表明教會群體的合一 

3. 國家和地方官 

a. 因着人的墮落, 政府的設立是必須的 

b. 神藉地方官行使衪的權力 

c. 基督徒可擔任公職 

d. 國家的公義, 與基督徒的公義是有分別 

B. 獨特之處 

1. 强調聖經的清晰性和一致性 

2. 聖靈的光照 

3. 癈棄唱詠的禮儀 

4. 强制執行紀律 

C. 貢獻和影響 

1. 强調唯獨聖經、基督、信心得稱為義 

2. 採用釋經講道法, 簡化禮儀, 以本土語言取代拉丁文 

3. 影響丁道爾 William Tyndale 於1524年把新約翻譯成

英文 

D. 慈運理的靈修神學 



1. 以神為中心 

2. 聖經為絕對和唯一的權威 

3. 神以自己的主權作揀選 

4. 聖約之民的合一 

5. 更新整個社會, 將神旨意實踐於地上 

6. 道德需要更新 

7. 講道為首要 

8. 着重聖靈的工作 

 

III. 加爾文 John Calvin (1509年7月10日出生於巴黎近郊的

Noyon) 

A. 加爾文的神學 

1. 中心思想 

a. 預定論 

b. 有關神的知識 

c. TULIP---加爾文主義 

Total depravity 全然墮落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的揀選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代贖 

Irresistible grace 不能抗拒的恩典 

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s 聖徒永遠蒙保守 

2. 奧古斯丁主義 

3. 聖經 

4. 律法和福音 

5. 與基督聯合, 因信稱義, 成聖 

6. 預定論 



7. 聖禮----聖餐和洗禮 

8. 教會 

9. 教會與國家之關係 

B. 獨特之處 

C. 貢獻和影響 

1. 為更正教之發展, 奠定基礎 

2. 啓發了很多宗教改革者---聖公會、清教徒、產生了長

老宗主義 

D. 加爾文的靈修神學 

1. 從因信稱義到成聖 

2. 認識神和認識自己之關連 

3. 經驗那超越和慈愛的神 

4. 人是全然墮落 

5. 基督徒生命的首要目標----神的榮耀 

6. 基督徒生活的知識是來自基督、律法和聖經 

7. 從禁慾到活力----捨己、背十架和默想將來的生活 

8. 聽道是靈性成長的主要方法 

9. 祈禱是信心的操練 

10. 對情感和肉體上的快樂持正面的了解 

11. 重群體多於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