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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清教徒︰英國內戰和美國新大陸 
 
I. 清教徒的背景 

A. 在英國改教時，有一群信徒覺得改革不夠徹底，他們發展為後來的清
教徒（Puritans）；他們深受加爾文改革宗的影響 

B. 英國 Queen Elizabeth I 女王在位年間雖有沖擊，但卻沒有出現太大的亂
子；但當蘇格蘭的 James I 繼承王位後，他們開始計劃更新英國教會，
他們在國會中建立了影響力；但 James I 卻不認同他們的理念，以至種
下君主和國會的沖突；在英國內戰以後，他們在英國受到排擠而漸趨
式微；但他們在美國卻得到新的發展 

C.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公元1552年）和 The Thirty-nine Articles（公元
1571年）反影了英國國教和清教徒的關係 

D. J.I. Packer 在 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 一書中有以下的
生動描寫﹕ 
… the suggestion that we need the Puritans … may prompt some lifting of eyebrows. 

… The answer, in one word, is maturity. Maturity is a compound of wisdom, goodwill, 

resilience, and creativity. (p.22) 

The Puritans lost, more or less, every public battle that they fought. Those whose stayed 

in England did not change the Church of England as they hoped to do, nor did they 

revive more than a minority of its adherents, and eventually they were driven out of 

Anglicanism by calculated pressure on their consciences. Those who crossed the Atlantic 

failed to establish new Jerusalem in New England; for the first fifty years their little 

colonies barely survived. … But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victories that the Puritans won 

by keeping sweet, peaceful, patient, obedient, and hopeful under sustained and seemingly 

intolerable pressures and frustrations give them a place of high honor … (p.23) 

 
E. 清教徒對我們的提醒（J.I. Packer） 

- 一個整全的生命（integration of their daily lives; “holistic”） 
- 一個有質素的靈命（quality of their spiritual experience） 
- 工作有果效的激情（passion for effective action） 
- 重視家庭穩定（program for family stability） 
- 重視個人價值（sense of human worth） 
- 追求教會更新（ideal of church renewal） 

 
II. 英國的清教徒 

A. 當時英國出現不同的教會建制模式﹕主教制（Episcopal）、長老制
（Presbysterian）和公理制（Congregational） 

B. 英國內戰﹕更正教中間的爭戰 
- Queen Mary（公元1553-1558年，有 Bloody Mary 之稱）嘗試重建天主

教勢力，逼害更正教徒，其中有逃亡到瑞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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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 Elizabeth（公元1558-1603年）繼位，她恢復更正教，流亡外地的
信徒回來，把瑞士改革宗的思想帶回來，致力政府、教會和社會改
革；另外一批基督徒卻持不同看法，認為改革教會在乎與政府分離，
每個教會成立自己的堂會，不受外面的干予，教會才可有屬靈的自由
來更新（分離主義的人，separatists），這群人當時受到政府逼迫 

- King James I（公元1603-1625年）登位，他本是蘇格蘭的王子。蘇格蘭
雖然是改革宗的大本營，但他並沒有帶英國教會走上「非國教化」和
教會更新的路，因此其中有清教徒為了信仰自由而到美洲（例如公元 
1620 年的 Mayflower），也有獨立分離派的人成立不同的教派 

- King James I 高舉皇帝的地位，他把當時改革宗翻譯的英文聖經
（Geneva Bible）列為禁書；命令重新翻譯聖經，在公元1611 年出版了 
King James Bible，他不許聖經包含註釋 

- King James I 死後由兒子 Charles I 繼位，他和當時受清教徒影響的國會不
和，以至產生內戰（The English Civil War，公元1642-1651年），他最後
被判叛國而遭處決，他的兒子逃離海外 

- 英王被逐後，國會掌權；但其中的清教徒和公理宗（Congregational 

Church）產生爭辦，失出民心，以至後來要找回 Charles I 的兒子作王，
安穩國家，而英國國教（The Anglican Church）也再一次成為主流教會 

 
C. 這場內戰期間，牛津大學的 Thomas Hobbes 在公元1651 年寫成了「政治

哲學」的巨著  Leviathan，為政教分離鋪路（social contract theory） 
 
 
III. 美國新大陸 

A. 英國在北美最早的永久殖民地（permanent settlement）是在 Virginia 為貿易
而設的的 Jamestown，其信仰基本上是英國國教；後來有英國清教徒放
棄國家徹底改革的希望而去他方重新開始，他們曾到荷蘭但卻不喜歡
當地文化，所以決定去 Virginia （公元 1620 年的 Mayflower）；因風暴原
因而在 Cape Cod 登陸，建立 Plymouth 城；以後有更多的清教徒來到 New 
England 的 Massachusetts、和 Connecticut 

B. 在清教徒之前，基督教已經傳入北美﹕New Spain 、 New France （天主
教）和 Virginia（英國國教） 

C. 清教徒遇到的挑戰﹕ 
- 「新移民」 
- 成功後人民開始對信仰冷淡 
- 他們獨特的問題﹕confessing vs. professing、和 “halfway” covenant，這為以後

的 The Great Awakenings 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