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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開設的教會歷史科目，往往不夠全面，早期教會歷史的課程大概涵蓋 

了基督教會由肇始直至尼西亞大公會議的發展。尼西亞以後的時期，課程重點便 

轉移到羅馬教會的發展，對東羅馬，即君士坦丁堡——羅馬帝國官方的首都，及 

東方其他地區的教會之發展，便有所疏遠。跟著的東方教父如亞他那修、迹帕多 

家(Cappadocia)三傑，及大馬士革的約翰等，更是語焉不詳。1054年東西教會分 

裂（其實很早便出現了極大分歧），東方教會便在我們的歷史課程中消失了。我 

們大致追隨天主教的傳統講論修會生活、經院哲學，教會與社會的關係等’但到 

了 1517年宗教改革運動，整個課程由原來的中世紀天主教傳統，急轉到北歐的宗 

教改革’天主^成了極不重要的部分。自此以後’更正教教會歷史便壓倒了一切’ 

天主教亦在我們的歷史課程中消失了。由於對歷史認知的偏差’結果做成更正教 

信徒的驢傲自大，正如一個摩門教徒否定斯密約瑟以前的一切教會傳統’把摩門 

教直接駭上耶穌，視二千年來的教會都是異端，其狂莽態度令人憤怒° 

為矯正教會歷史課程出現的偏差，實有需要對三個歷史傳統：東正教、天主 

教和更正教有更全面的認識，東正教並非沒落的宗教’至今仍有過億信徒’主要 

分布於東歐俄羅斯一帶。研究東正教的中文書籍很少’早年羅金聲曾著《東方教 

會史》（前由廣學會，後由輔僑出版’ 1954) ’介紹了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及早於六世紀便分裂了的東方正教（Oriental Orthodox Church) ’可是本書 

資料很零散，叫人難以把握東正教的整全面貌° 

對東正教介紹最普及的入門書，要算是韋爾(Timothy Ware)的The Orthodox 
Church (London: Penguin Book, 1993) ’書中有簡明的東正教歷史’使人很快便明 

白東正教與西方教會的分別，他的第一本入門書’ The Orthodox 主要介紹東 

正教的神學和禮儀。 

本文要介紹的是洛斯基(Vladimir Lossky)著之《東正教神學導論》_hodox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楊德友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出版。本 
書雖然名為東正教神學，但卻涵蓋了豐富的早期教父思想，是一本早期教會的系 

統神學’探討了神學基要的問題°第一章：我們怎樣知道上帝？第二章：造物與 

造物主有甚麼關係？第三章：人怎樣墮落？第四章：人如何得贖？各章中尤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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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最精采絕倫。三位一體向為西方神學界費煞思量的問題，是一個絕對矛 

盾而又不得不釐清的命題。西方論三位一體的困難在於三個位格的獨立性，使三 

位難融於一體，往往有格格不入之感。如果消除三個位格的獨一性則會引致「神 

格唯一論」的異端，洛斯基從兩條進路思考：一、他確定父、子，靈是同質 

(homoousios)的，由於本質的同一而把兩種截然不同的位格聯結起來，並非吸納 

到本身的統一性中（頁39) ’這樣，就可以避免了神格唯一論。二、上帝的本質 

不是人所想像的一個個體，而是「神性源泉」（頁45)，「聖父是源泉，聖子是 

顯現’聖靈是推動顯現的力量。」（頁48)三位一體的聖名——父、子，靈不應 

再用屬性這硬_的語言去描述’而應用上帝的榮耀，好像「能量」的無)¾^在， 

每當榮耀彰顯的時候，父、子’靈便在那裡。 

上帝從無創造有’世界都是偶然性(contingent)的。造物之所以具有穩定性 

和實存性，皆因上帝賦予能力給造物。因此，離開了上帝，造物等於虛無（頁 

56)，這樣，造物的上端連接神性無限的境域，下端則連接虛無的深淵’這點用 

來解析造物是非常精辟的，也為造物得贖之可能奠下了基礎。 

書後有践，論到形象與相像（inmge a n d likeness)，主要探討上帝創造人時給 

予他的位格(person)及身位性(personhood)的意義。「人_上帝的形象創造的’ 

是一個身位性的存在，他面對的是一個身位性的上帝。上帝把他當作一個位格來 

對待」。（頁144)這樣，上帝使我們認識到人與祂之間具有一種有機的關係’ 

而非純然主客對立的思維模式。這觀點很值得慣於以西方理性方式思維的讀者深 

思。最後，我們要注意本書的譯名與一般基督教歷史的譯名不同’幸好書後有英 

文檢索。本書譯筆相當流暢，但討論的神學問題較深奧，一般信徒恐不易把握； 

如能先對早期教會的三一論有基本認識，後再讀這書，得益便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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