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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現代化和啟蒙運動的挑戰 
 
I. 現代（Modern）對信仰的挑戰 

A. 前現代（Premodern） 
-  信仰是真理、知識的基礎 
-  教會是最終的權威 

 
B. 宗教改革（Reformation）帶來的改變 

-  從「信心時代」轉化到「理性時代」（from Age of Faith to Age of Reason） 
-  對基督信仰（更正教和天主教）的挑戰 
� 文化上﹕「唯獨聖經」和「信徒皆祭司」的信念賦予個人有思想

的空間，加上知訊科技的發展把這思想傳播出去 
� 信仰上﹕教會中間的不寬容態度（intolerance）和以宗教為名的戰爭

使當時的知識份子懷疑基督信仰作為真理權威的信念 
 

After the Thirty Years’ War, any remaining enthusiasm for religious warfare had 
evaporated. People had had enough. A yearning for peace led to a new emphasis 
on toleration and growing impatience with religious disputes. The scene was set 
for the Enlightenment insistence that religion was to be a matter of private belief, 
rather than state policy. In bot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ircles, religion came to 
be viewed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onflict, as a burden rather 
than a blessing. … Yet on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outcomes of this realization, 
an attempt to find common ground on which all could meet, inevitably led to an 
emphasis on philosophy and those aspects of European culture that were not 
overtly religious—in other words, its secular aspects.  

 (pp.143-144, 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 by Alista McGrath) 
 

� 經濟上﹕經濟改善，資產的運用和分配成為個人和國家的重點；
民族意識和國家主義抬頭 

 
C. 現代（Modern） 

-  自從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人相信宇宙是在自然
規律（natural laws）下運作，其中的精確和可斷定性（precision and 

predictability）就好像一台機器（machine）；這個信念被應用在其他領域 
-  十七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沖擊 
� 始於 1620 年代的科學革命，止於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他們高舉

理性（reason），因他們相信理性是自然和普世人類共有的；他們
雖然評擊傳統基督教信仰，但卻相信人類是需要有神的觀念，不
然，人的道德世界便會崩潰；因此他們發明了以理性為基礎的自
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有別於啟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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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artes （1596-1650 ）的「我思故我在」 
� 牛頓（1643-1727）的 Principia Mathematica 
� John Locke（1632-1704）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Voltaire（1694-

1778）的反基督信仰和 自然神論（Deism）、泛神論者 Baruch Spinoza

（1632-1677）、懷疑論者 David Hume（1711-1776）、經濟學之父 

Adam Smith（1723-1790）、哲學家 Immanuel Kant（1724-1804） 
� 整個時代的氣候是懷疑和要在傳統信仰和傳統權威以外建立真理 
� 啟蒙運動在當時影響到的是小群的學人，但它真正的影響力在後

來的社會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中便表露無遺 
-  如果教會、基督信仰不再是權威，人便把真理建基在理性上、而教

會、信仰卻被視為現代化的妨礙；他們問﹕我們還需要信仰嗎？ 
 
D. 自然神論（Deism） 

-  法國的 Voltaire 雖然嚴厲的批評當時天主教和更正教，但他卻提倡
「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又稱自然神論（Deism） 

-  美國 Benjamin Franklin 的定義精簡，但你覺得跟基督教有甚麼異同呢？ 
� That there is a God who made all things. 
� That he governs the world by his providence. 
� That he ought to be worshipped by adoration,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but that the 

most acceptable service to God is doing good to man. 
� That the soul is immortal. 
� And that God will certainly reward virtue and punish vice, either here or hereafter. 

-  美國第三任總統 Thomas Jefferson 曾編了他的聖經（Jefferson Bible），他
把神蹟和教義刪去，剩下來的就是主耶穌的論理教導；他認為這是耶
穌教導的真義（Natural Religion），其他內容都是後人加上去的，這些
Revealed Religion 改變了原本的意思（這是當時普遍的看法） 

 
E. 思想﹕他們認為自然神論就是基督教的原本真義，你同意嗎？ 

 
 
II. 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公元1789-1815 年、也有作 1789-1799 年） 

A. 當啟蒙運動把理性看為人類唯一的出路時，法國大革命卻諷刺的出現 
B. 背景﹕ 

-  在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戰爭中，法國是得益者 
-  在 1754-1763 年的七年戰爭中（第一次包括全世界的戰爭），歐洲分

裂為兩個勢力﹕英國（加上眾德國諸候國和葡萄牙）和法國（加上奧
地利、俄國、西班牙和瑞典），因著利益原因爭戰，範圍涉及歐洲、
美洲、非洲和亞洲；最後法國失敗而失去了美國、加拿大和印度給英
國，而國家也變得負債累累 



 近代基督教歷史  黃萬麟(Nicholas Wong)  
 

  
 17Q2 Page 14 

-  在 1775-1783 年的美國獨立戰爭中，法國參與其中對抗英國，但戰後
它卻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負債更利害，影響國家民生 

-  法國國會在 1789 年六月成立議會（National Assembly），跟著同年七月
Bastille 監獄暴亂；他們起初得到頗多國外的支持，但後來他們互相猜
疑和殺戮，完全沒有理性邏輯可言；跟著的社會動亂、對君主和教會
的攻擊更令人懷疑它的合理性 

-  法王路裔十六和王后在 1793 年被處死刑，跟著國會以武力管治
（Reign of Terror），他們以 “love of the fatherland” 和 “the general interest” 為口
號來支持他們的行為 

-  拿破倫在 1799 年得權後，停止國內紛爭，利用天主教會，帶領國家
對外爭戰，為歐洲帶來極大的浩劫，直到 1815 年戰敗才告結束 

-  法國雖然在 1815 年結束戰爭，但教會、基督信仰已失去在歐洲的領
導地位（Christendom） 

 
C. 思想 

-  人離開上帝，要在創造主以外「另起爐灶」，往往是得不償失﹕ 
 

“In the Revolution a sinister ancient religion which had been dormant suddenly re-

erupted with elemental violence. This revenant was the fanatical worship of 

collective human power. The Terror was only the first of the mass crimes that have 

been committed in this evil religion’s name.”    (Arnold Toynbee) 

 

“The older supernatural God had faded into the distance indeed, but it was not 

Reason, mostly, that took His place. It was new terrestrial creeds with new 

Revelations, and exponents who were often as arbitrary, as arrogant, and as fanatical 

as the worst of the old persecuting priests and monks.”  (Conor O’Brien)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
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說、來罷、
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
泥。他們說、來罷、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
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
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
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
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
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
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創十一1-8】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詩十六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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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離開上帝，往往不是「一步登天」，而是循序漸進的；雖然在整
個啟蒙時代的發展當中有人是出於善意，但整體上好像是一個無可避
免的悲劇；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 
� 我們要省察，因我們無心的言行會影響別人 
� 我們有否有意或無意間去尋找一個「別神」（God-substitute）呢？ 

 
 
III. 基督教在歐洲以外的發展 

A. 美國成為一塊新的屬靈土壤 
B. 英國教會經歷新的復興 
C. 在 1815 年後，基督教在全世界有史無前例的發展﹕「黑暗就是黎明的

開始」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加拉太書六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