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宗派簡介

第五課 公理宗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主教制度 episcopalian government

大主教的權柄在許多的主教之上，而主教們則依次在自己
的主教教區（diocese）——在主教管轄之下的各教會——
有其權柄。管理一個地方性教區的侍奉人員則是教區牧師
（rector），或是教區助理或代理牧師（vicar）。

採用的教會：羅馬天主教、東正教、聖公會、路德會、衛
理 公 會 / 循 理 會 Methodism/美 以 美 會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衛理公會的一派）、 。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主教制度的優點和缺點

• 可以很好地避免錯誤的教導
• 加快了教會的決策速度——領導層可以簡單地做出裁決，

而不是透過委員會進行裁決。

• 沒有頂層問責制
• 鼓勵了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的區別
• 地方教會缺乏自由度。如果沒有領導階層的批准或上面

的指示，地方教會的人們不能做出重大的事工決定。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長老制度 presbyterian government

每一處的地方性教會選擇長老進入其堂會（session）。教
會的牧師是堂會長老們中的一位，其權柄和其他的長老們
是平等的。堂會有權柄治理當地的教會。堂會的成員們
（長老們）是其所在區會（presbytery）的成員，在該地
區有權柄治理幾處的教會。區會是由當地眾教會一些或所
有的長老們組成，有權柄治理當地眾教會。區會裡有些成
員也是總會（general assembly）的成員，通常有權柄治
理整個國家或整個區域下所有的長老教會。

採用的教會：長老會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長老制度 presbyterian government

長老制度是將權力置於一個特定的職位，與主教制的不同
之處在於權力更多地被賦予一系列代表團體，而不是某個
職位或擁有某個職稱的人。最重要的職位是長老，更準確
地說，是一個長老們的團體。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長老制度的優點和缺點

• 比主教制度有更多的責任性。
• 淡化了神職人員與普通會眾的區別。普通會眾參與了重

要的事工決策。普通會眾有機會成為長老。

• 人氣越高的人越能成為長老——而不是事工和品格。
• 架構的重點在於各教會組織個體而不是來自彼此相關的

個人。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會眾制（congregational government）

單一長老制，會眾遴選牧師，遴選執事。牧師權柄的大小
在不同的教會裡區別很大，一位牧師在一處教會牧養的時
間越長，權柄越大。執事會的權柄通常被認為只是顧問性
的權柄。實際運作中需要將許多的決策帶到全體會眾面前。

單一長老制的變體，提升執事的權柄，也就是讓那些被稱
為執事的人發揮長老的功能。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會眾制（congregational government）

多位長老制，長老的人數多於一位，牧師/長老是長老們中
的一位，他的權柄並不在其他的長老之上，但他也不是為
他們工作的僱員。這位牧師/長老與其他長老的不同在於他
是全時間在從事傳道教導的事工，並由此獲得收入。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會眾制（congregational government）

董事會制，會眾推選董事會成員組成董事會，由董事會聘
任（內聘/外聘）一位執行長/牧師，授予他權柄執行事工。





一、教會治理的若干架構

會眾制（congregational government）

絕對民主制，每一件事都必須帶到全體會眾的聚會中。





二、公理宗的創立
清教主義領袖湯瑪斯·卡特賴
特（Thomas Cartwright）
• 劍橋大學神學教授
• 每一牧區的牧師由會眾選

舉產生
• 懲治職責應由教會長老執

行
• 所有大主教和主教職務全

部取消
• 一切神職人員在職分上都

平等了
• 長老會制度乃是上帝所制

定之教會制度



二、公理宗的創立
約翰·惠特吉夫（John 
Whitgift）
•
• 劍橋大學神學教授兼校務

會議副主席
•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指導教授
• 反對“長老會制度乃是上

帝所制定之教會制度”，
也不認為“主教制乃上帝
所定”。在他看來，聖經
中並未明確指明任何一種
固定的教會組織制度和管
理制度，教會組織法應該
由聖公會來制定



二、公理宗的創立
157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馬修·派克
特去世，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職由約克
大主教埃德蒙·格林達（Edmund 
Grindal）升任。
同情“說預言”教會，在他的任內，
聖公會內有許多清教徒牧師開始不用
國家教會的法定公禱書。 清教徒主
義運動越發聲勢浩大。
伊莉莎白意圖剝奪格林達的大主教之
職，國會介入後，伊莉莎白沒有強制
罷黜格林達，只是建議他自己主動提
出辭職，同時也暗令聖公會的其他領
袖駕空格林達。
1582年底，格林達終於屈服，向女王
道歉，女王表示願意恢復對他的信任。
格林達此時得了重病，1583年7月，
格林達病死。經女王提名，惠特吉夫
繼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二、公理宗的創立
分離派（Separatists）運動。 領
袖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
的人。布朗也是劍橋出身，深受卡
特賴特的影響，只是他比卡特賴特
更加激進。布朗派認為，無限期地
等待政府的自覺自醒是毫無意義的，
聖公會根本無法通過自覺的力量來
重建符合聖經真理的教會，會眾在
聖公會中無法真正自由地遵行上帝
之道;既然聖公會無法從內部改革，
清教徒也無法從外部促進聖公會的
改革，那麼，還不如離開聖公會和
政府的轄制，與國家教會脫鉤，創
造自己的教會。 這就是人們稱之為
「分離派」 的原因。



二、公理宗的創立
1581年，布朗與友人羅伯特·哈裡
森（Robert Harrison）一起，稟承
分離主義的原則，創立了一個“分
離派”獨立教會。
這家教會採用會眾治理的方法。
這種方法主張：每一地方的教會都
應該是獨立的，由其會眾自治管理，
不受到外來勢力的干預；全體會眾
對教會事務行使平等的權力；以民
主的方式選舉執事、聘任牧師；每
個教會的崇拜應該採用最簡約的儀
式；對於按立傳道人，教會不應過
分注重其學歷，而應注重其是否有
聖靈的大能。這就是後來在英語國
家中「公理會教會」
（Congregational Church）的開始。



三、公理宗與五月花



三、公理宗與五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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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理宗與五月花



三、公理宗與五月花



四、公理宗與五月花公約



四、公理宗與五月花公約
IN THE NAME OF GOD, AMEN. We, whose names are underwritten, the Loyal 
Subjects of our dread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by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c. Having undertaken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Honour of 
our King and Country, a Voyage to plant the first Colony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Virginia; Do by these Presents, solemnly and mutu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ne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selves together into a civil Body 
Politick, for our better Ordering and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ance of the Ends 
aforesaid: And by Virtue hereof do enact, constitute, and frame, such just and 
equal Laws, Ordinances, Acts, Constitutions, and Officers, from time to time, as 
shall be thought most meet and convenient f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Colony; 
unto which we promise all due Submission and Obedience.

IN WITNESS whereof we have hereunto subscribed our names at Cape-Cod the 
eleventh of November, in the Reign of our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of 
England, France, and Ireland, the eighteenth, and of Scotland the fifty-fourth, 
Anno Domini; 1620.or



四、公理宗與五月花公約
“以上帝的名義，阿門。
吾等簽約之人，信仰之捍衛者，蒙上帝恩佑的大不列顛、法蘭
西及愛爾蘭國王詹姆斯陛下的忠順臣民——為了上帝的榮耀，
為了吾王與基督信仰和榮譽的增進，吾等越海揚帆，以在弗吉
尼亞北部開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
約，自願結為一公民團體。 為使上述目的得以順利進行、維持
並發展，亦為將來能隨時制定和實施有益於本殖民地總體利益
的一應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規、條令、憲章與公職，吾等全體
保證遵守與服從。
據此於耶穌西元1620年11月11日，吾王英格蘭、法蘭西、愛爾
蘭等十八世暨蘇格蘭第五十四世君主陛下在位之年，在科德角
簽署姓名如下，以資證明。



五、公理宗與中國
公理宗是最早傳入中國的新教教派。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傳入中國。 倫敦會先後派遣馬禮遜，
米憐來華傳教；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為中國第一個新教教徒蔡高受洗；
清道光四年（1824年），按立中國第一個牧師梁發；梁發擔任
牧師后，曾著有佈道小叢書12種，每逢鄉試，前往散發諸考生。
據考，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前，洪秀全所得之基督教宣傳品即梁
發所寫；
1830年，美國公理宗美華會（美部會）派裨治文來華傳教；
著名的中國教徒有：何福堂（清未民初政治活動家伍廷芳的岳
父）、王煜初（民國外交家王寵惠之父）、孫中山（1883年由
美國公理會牧師喜嘉理於香港受洗）
1949年後，該宗所有外國差會以及傳教士撤出中國大陸，該宗
中國信徒參加聯合禮拜



六、今天的公理宗
進入20世紀，公理宗影響下降。
英格蘭和威爾士公理會於1972年與英格蘭長老會合併
為聯合歸正會。
美國一些公理會於1913年發表《堪薩斯城宣言》，與
加爾文主義決裂，1961年與福音歸正會合併為聯合基
督教會。
1949年，一些國家的公理宗教會於美國的波士頓召開
會議，成立國際公理宗協會，1970年加入世界歸正會
聯盟（長老宗與公理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