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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V 

引言

七年前（民 65 年），在－個機會中，偶爾遇到當時負責

「教友生活週刊」的蔣劍秋神父。因他在其他報章看過我的文

章，便請我也寫些東西，我便欣然答應了。可是寫些什麼呢？

想了一下，發覺我國教會有關教宗的歷史很零散不全，便有意

從聖伯多祿宗徒寫起。可是由於忙碌大專中心和青年聯誼會的

工作，沒時間寫，只好忙裡偷閒，利用寒假或暑假。經過六年

的連載，終於完成。這真要蔽謝天主給我的勇氣和耐力。

最近由於友人的詢問何時出書，我便把剪貼簿整理－下出

版。這書免不了有錯誤之處· 但希望能拋磚引玉，為我國敎會

有點貢獻。

作者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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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引言

7 月 21 日夜 9 時左右，台南聞道社長費格德神父打電話

來，要再版本人在四十多年前出版的《歷代教宗簡史》一書，

本人立刻答應了。

四十年前，本人在台南大專學生活動中心為主任司鐸，同

時又在碧岳大修院和成功大學教書，的確是很忙的，但也花了

六年的寒暑假時間完成之。

四十年後的教會有很大的改革，尤其是梵二後的教宗，如

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和方濟各，今費神父希望能把這三

位教宗的事蹟補加之，本人完全同意，希望讀者們指教。

鄒保祿神父

2015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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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歷代教宗簡史》自 1983 年 10 月初版發行後，長久

以來都有特定的研究者或對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訂購，銷售

量雖然不大，卻也提供了需求者方便查閱的中文資料。

今有機會重新再版，一來可以增補 1983 年之後的內

容，再者以橫排方式排版，為方便中文與外文閱讀之順暢。

本次排版調整簡介如下：一、增捕聖若望保祿二世教

宗於 1983 年之後的介紹。二、增加第十五章，二十一世

紀，介紹本篤十六世榮休教宗和現任方濟各教宗。三、附

錄中增加：一）偉大的三位教宗簡介，二）談教會三十六

位聖師，三）歷代教宗中外譯名及任期索引，以五個欄

位表列教宗：任職序別、拉丁文、中文、英文和任期。

本書的初版為聞道出版社發行，列為碧岳學社叢書系列。

今碧岳學社已於 2008 年成立文化事業公司，所以就藉此再版

機會，回歸到原收稿處，由碧岳學社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發行。

碧岳學社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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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聖神降臨至君士坦丁大帝時代 1 

第一章

自聖神降臨至君士坦丁大帝時代

(33 至 311 年）

初期教會，即聖伯多祿登上教宗寶座至君士坦丁大帝時

代，是個受難時代。因乃耶穌基督曾說過：「徒弟不能勝過師

傅。」既然師傅受苦，徒弟也要受苦。「誰笞願意跟隨我，該

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 I 瑪十六 24)

因此，這時期的教宗是充滿基督枯砷、「歡樂和誠實」的

教宗。這時期不少教宗是我們信仰的芳表，今敘述如後。

1 聖伯多祿 (33 至 67 年）
毫無疑惑地，聖伯多祿是教會的第一位教宗。這從吾主耶

酥的話可看得很清楚：「你是伯多祿，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

我的教會，陰間的門絕不能戰勝她。」 （瑪十六 18)

關於伯多祿的行實，四部福音和宗徒大事錄都講得很詳

細。他生在加里肋亞湖附近的貝特賽逹城。伯多祿與兄安德肋

助父發展漁業。

伯多祿及其兄原為洗者若翰的門徒，當洗者若翰指著耶穌

說：「這人是除免世罪的羔羊。」（若一 29) 他兄弟倆便跟

隨了耶穌。

西滿是結過婚的，耶穌治好他岳母的病。耶穌傳教時，西

滿的妻子是否活著，我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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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立伯多祿為教會之首，我們可從聖經中得知。「不要

害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路五 10) 「你是伯多

祿（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瑪十六 18) 「你

餵我的羔羊」，「你牧放我的羊群」 （若廿一 15-17) 。

伯多祿得耶穌的重視，是因他有活潑的信德。如有一次，

耶穌在海面行走，伯多祿對主說：「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

上步行到你那裡吧！」耶穌說：「你來吧！」 （瑪十四 28)

又有一次，當耶穌講論聖體聖事道理時說：「你們若不吃

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許多人因

這話而離開耶穌。耶穌對十二門徒說：「難道你們也願走嗎？」

伯多祿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我們知

道你是天主的聖者。」 （若六 68)

耶穌升天後，伯多祿為耶穌作證，宣講福音。許多猶太人

因此回頭改過，信從了真主。他傳教的範圍在小亞細亞一帶，

如伯多祿前書所說的：「耶穌基督的宗徒伯多祿致書給散居在

本都、加拉達、卡帕多細亞、亞細亞和彼提尼雅寄居的。」（伯

前一 1-2)

按聖師樂業說，伯多祿首次到達羅馬時，是在公元 42 年

左右，即羅馬皇帝克勞狄烏斯 (Claudius• 41-51 年）在位時。

在那裡他建立一座教堂，管理教務。

在羅馬時，伯多祿的一位弟子聖馬爾谷寫了馬爾谷福音，

為伯多祿所批准。繼後，伯多祿打發馬爾谷到亞歷山大傳教，

將他立為該城的主教。

公元 49 年伯多祿回到耶路撒冷，主持宗徒會議，隨後又

到安提約基等地。

拉當齊伍認為伯多祿在尼祿皇帝時，到達羅馬。尼祿皇帝

為要重建羅馬，決意毀滅舊城。因此在公元 64 年 7 月 19 日，

羅馬城大火，使許多人家破財散，招致人民的異議。羅馬皇帝

為平息人們的怨恨，將這事歸咎於基督徒，教難因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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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教難中，不少基督徒為主犧牲。聖伯多祿和保祿便

在這次教難中為主致命。奧理振記載說：「伯多祿是被倒釘十

字架而死，囚為他自己要求如此。」或許他是希望這樣能加速

他的死亡；但是有些虔誠的人認為，伯多祿自認不配與基督一

樣被釘在十字架上，而要求倒釘。又有古書記載，伯多祿的妻

子也在同時遇害，他親眼看到她的服刑，然後才被釘死。教會

史家歐瑟伯證實：伯多祿是在公元 67 年致命的。他的遺體葬

在梵蒂岡小丘陵上。教會每年於 6 月 29 日慶祝他的殉難日。

2 聖理諾 (67 至 76 年）
關於理諾教宗的史蹟，我們知道的很少。在羅馬彌撒常典

中有他的名字：「我們相連為一者，首先敬憶光榮童貞瑪利

亞；其次敬憶您的榮福宗徒和殉道者……理諾、格肋多、格肋

子~．．．．．．
皿

聖保祿宗徒也提到他的名字：「你要趕快在冬天以前來到，

歐步羅、普登、理諾、克勞狄雅和所有的弟兄都問候你。」（弟

後四 21)

法國里昂主教聖依肋納在他的《歷代羅馬主教名錄時》說

理諾是聖保祿的門徒之一。教會史家歐瑟伯在他的《教會史》

中，與聖樂業在他的《教宗傳》中，證實理諾是位致命者，且

說他是義國托斯卡尼人。

婦女們進堂時都該當戴頭布的規定，可說是理諾教宗所定

的。這本基於聖保祿宗徒的話：「凡女人祈禱或說先知話，若

不蒙頭，就是羞辱自己的頭，因為她跟那剃了頭髮的完全一

樣。女人若不蒙頭，就該讓她剪髮吧! J (格前十一 5)

戴都良解釋說：「婦女們蒙頭的原因是，因為她們的頭髮

被認為是最誘惑人的，縱使天使在服事時，亦會被婦女的頭髮

所分心。」聖樂業認為，婦女的頭髮應該全剃掉。亞歷山大城

的格來孟認為，教會婦女還要避免化妝品和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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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宗徒對婦女的看法，不是羅馬人的看法，而是猶太人

和希臘人的看法。這代表一種反動思想，反對當時計會婦女自

由漸增、淪為放縱的現象，而定的法律。

在這種情形下，雖然沒有珠寶、香水，但藉著面紗，教會

婦女仍然富有吸引力，並且能以靈巧的方法，在教會內組織姐

妹團體，辦理慈善工作。因而形成了修女們不同的階級。

所以就當時社會的背景來看，理諾教宗的這種規定是對的。

聖人的遺骸葬在梵蒂岡宗徒之長聖伯多祿的墓旁，其紀念

日朽 9 月 23 日。

3 聖亞納格肋多 (76 至 88 年）
他又稱為克雷。聖依肋納、歐瑟伯及聖奧斯定都這樣稱呼

他。我們關於他的史蹟知道的不多。他本是聖伯多祿及保祿的

門徒。所以宗徒長及外邦人宗徒的墳墓是由他設計的。

克雷是在羅馬皇帝多米時代 (Titus Flavius Domitianus 

81-96 年）為主殉道的。他的遺體安葬在聖伯多祿的墓旁，他

的聖名列在舊羅馬彌撒經書的彌撒常典內。「我們相連為
者……理諾、格肋多、格肋孟……」）

4 月 26 日是紀念他的日子。

4 聖格來孟一世 (88 至 99 年）
在宗徒時代的教父中，格來孟可說是著名的一位。因為他

寫書論著，給後人遺下了珍貴的材料。

按戴都良的報導，格來孟是在聖伯多祿宗徒手中受祝聖而

領神品，繼而作了理諾和克雷的助理主教，最後作了教宗。

他的著作有：

(l) 致格林多人壹書

(2) 致格林多人貳書

(3) 兩封致貞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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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伯多祿啟示錄

(5) 依索匹亞 (Ethiopia) 偽著

(6) 宗座法典

此外，尚有五封宗座公函。首封是致基督的表弟雅各伯

的。第二封也是寄給雅各伯的，如論聖體祭器的保管。第三封

致紳職人員，指出司鐸和其他神職人員的本份。第四封論信友

和外教人的隔離；又論聖洗、堅振、婚配。最後是督促信友重

視教會生活，同時解釋聖經應當根據傳統。

致格林多人書可說是格來孟教宗的代表作，他指出三個要點：

第- : 教會的聖統制。教宗訒為基督有意要宗徒們制定的

聖統制。所以在信友當中，宗徒們選擇f主教，或長老，去冶

理教會。主教主要的職務是獻祭，管理教會禮儀，不管金錢，

因此他們被稱為牧人。

第二：羅馬教會的首席胜。格來孟的信常被視為羅馬教會

首席性的重要根據。他說：「假使你們接受我們在聖砷內寫給

你們的一切，撲滅不義的怒火，採取和平的途徑，一一予以實

行，你們將使我們歡欣踴躍。」聖若望宗徒當時在厄弗所，格

林多人不去請教他，而到老遠的羅馬，的確表示羅甩教會的首

席性。

第三：砷修生活。他的砷修倫理指導是豐富的。他對聽命

和謙遜之德很注重。常公開地向信友訓話，以盡牧者之職。

按杜里納在《宗座書內》說，格來孟教宗的晚年是被流徙

於希索南士 (Chersonese) 地方，大概是被溺死的。他的紀念

日是在 H 月 23 日。

5 聖厄瓦利多 (99 至 105 年）
聖厄瓦利多是第二世紀的第一位教宗。這時羅馬祖會已呈

現崩潰的現象，其形勢一天比一天惡劣。而教會卻如基督所說

的：「天國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裡。」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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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就靠如厄瓦利多等人，度著他們隱晦的生活，在忍受與流血

致命中為主作幕後英雄。

六世紀的《教宗簿》 (Liber Pontificalis) 記載說，厄瓦利

多是生在巴肋斯坦的白冷城，父母為希伯來人。他在希臘和羅

馬受過教育。

按教會史家歐瑟伯的報導，厄瓦利多在位約七、八、九年

左右。即位時，在羅馬派遣神職人員到 25 個座堂工作，同時

又組織了六品團體職務。

傳說他在圖拉真 (Trajan'98-117 年）皇帝時代致命的。

但現代考古學家認為厄瓦利多不葬在梵蒂岡墓地。 10 月 26 日

為紀念他的殉難日。

6 聖亞歷山大一世 (105 至 115 年）
聖人出身於羅馬貴族，父名亞歷山大，乃以父名號稱之。

在厄瓦利多教宗死後不久便當選，時年為 30 歲。

因他熱心非凡，使皇帝家族不少人皈依聖教，如厄爾莫德

長官及季利諾護民官。

在位 10 年 5 個月又 20 天之久，晉升一些砷父為主教。昔

田亂撒常典中的「他在受難的前夕」 (Qui Pridie) 的經文，傳

說是亞歷山大教宗所加添的。此外，用祝聖過的水和鹽去祝聖

房屋，本來是外教人的儀式，教宗亞歷山大用之在教會禮儀中。

初次被捕時，因本家的勢力而被釋放。第二次被捕入獄

時，亞歷山大教宗求主賜他力量，使他能致命。因此，在 5 月

3 日與長官厄爾默德和束方兩位神父厄凡西奧和代奧多祿一起

為主致命。

當羅馬總督奧來連看到亞歷山大很年輕，想救他一命；教

宗卻回答說：「這樣才能救自己的靈魂，因為不會失去永遠。」

亞歷山大與其他三位的屍體起初被葬在諾門答那路的墳

場，但後來已移葬在羅馬聖撒比納教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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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聖西斯篤一世 (115 至 125 年）
二世紀的教會可說尚在萌芽中，基督徒並不因受政府的迫

害而毀滅，卻漸漸地有增無減。我們常聽到基督徒在地窖遇難

的事實。

地窖雖然不是初期教會的唯一活動中心，可是它最容易使

我們認識初期教會的輪廓。當我們走進這些狹長的地道，嗅到

一陣的霉味及蠟燭的氣味，一幅動人的圖畫就會在我們腦海中

湧現。

因此我們並不難了解聖西斯萬會在地窖被選為教宗的。他

被選於 5 月 29 日。當時正也是哈德良皇帝 (Hadrian• 117-138 

年）迫害教會之際。

在位時，除了砷職人員外．規定任何人不能觸摸聖爵；同

時又規定，教友在彌撒中該與神父一起同唱「聖、聖、聖」的歌。

按有些學者說，西斯篤並沒有致命；但無論如何，他的確

為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

8 聖德肋斯幅祿 (125 至 136 年）
聖人生在加拉比亞的代拉努瓦城，父母為希臘人。母先

亡，與父同住一段時間。到羅馬時即被選為教宗。

在位時，規定封齋期守齋的習慣，同時又命信友在聖誕節

曰念「天主在天受光榮」經文。並且又准許司鐸在那天做三台

彌撒，以表示喜樂的意義。

德肋斯福祿在位 n 年 8 個月又 18 天。里昂主教聖依肋納

記載說他死於 1 月 5 日，他被葬在梵蒂岡墓上，近宗徒長墓旁。

9 聖喜及諾 (136 至 140 年）
聖人生於希臘的雅典。在羅馬求學時進入神職界。於 1 月

13 日被選乃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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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敘述亞的塞多尼和西諾皮的瑪西翁在羅馬散布異

端，即所謂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他們認為精砷與物質

是絕對相對立的：物質是惡，精砷是善。至高的天主，只是純

精紳體，與物質毫無關係；因此物質的世界，不是天主造的，

而是低級的砷造的。教宗喜及諾極力反對此說。

在位時，承教宗厄瓦利多之意，建立教會神職地位，將教

會品味分大小品級。大品：鐸品乃基督所立；六品（今所謂執

事）：為宗徒們所定；小品：為教會所定；五品制：是教宗喜

及諾所定的。其後尚有看門者、讀經者、驅魔者和輔祭者。

教宗又規定，在領聖洗時要有代父或代母，和聖油該如何

保存的方式。同時又指定司鐸該限制在某地區去行聖事。

喜及諾是因勞力過度而死的，是朽 1 月 11 日。葬在梵蒂

岡小丘上。

10 聖碧岳－世 (140 至 155 年）
聖人誕生在義國佛里烏利的亞奎利亞城，父親名魯非諾，

是奧來連家族人。公元 200 年的慕拉道利目錄記載，《牧者》

的作者赫爾曼，是碧岳的弟弟。「那時他的哥哥碧岳正是羅馬

教會的主教。」 《牧者》是在碧岳任期所寫的。

赫爾曼在他的著作中，又給我們一些關於碧岳的事實：說

他生於公教家庭，青年時被擄到羅馬，且被賣給貴婦羅德充當

奴隸。這位婦人是個虔誠的教友，不久就將碧岳釋放了。

在位時，因猶斯定的幫助，引領許多外教人進教。當時基

督徒與猶太教皈依聖教者爭論何日慶祝復活節的問題。這事在

他繼任教宗後與聖波利加布辯論的很激烈。

碧岳將羅馬議員布登的住宅改為教堂，定為扶養基督丰群

司牧的駐所，並為舉行聖祭等固定地點。最後，為盡行善牧的

職務，得了殉道的榮冠，時在安東尼 (Antoninus Pius) 在位

的第 18 年。 7 月 H 日為他的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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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聖亞尼塞多 (155 至 168 年）
聖人是敘利亞的厄美沙人，到羅馬讀書就加入神職班，不

久被選為教宗。

在位時，與聖波利加布主教爭論復活節問題。原來猶太人

每年在尼散月十五日，慶祝這個巴斯卦節。小亞細亞教會，慣

於此日與猶太人同時過節。但羅馬教會則延遲到下－主日慶祝

復活節，雖然經過幾度磋商，終無結果。

從這裡發生一件事，那關於教會合一的問題。聖波利加布

與其他東方教會守猶太人的習慣，教宗亞尼塞多則另守我們今

日的復活節。

雖然如此，教會還是一個，雖然在同個教會內有不同的禮

節。這正是所謂的 Unity in Diversity 。為和好之故，教宗亞尼

塞多准許波利加布主教與他自己一起行祭。

亞尼塞多規定了嚴禁神職人員留長髮的法律。

羅馬皇帝奧里略 (Marcus Aurelius'16口 80 年）迫害教

會時，波利加布和教宗同時為主殉道。死後葬在宗徒長的墓旁。

他的紀念日為 4 月 17 日。

12 聖索得 (168 至 175 年）
索得誕生在義國康巴尼亞省的封地 (Fond口地方，父母

為希臘人。在位時，曾命非砷職人員在聖堂內不可觸摸祭台布

和獻香，這只是為神職人員所能摩擦的。

按史家歐瑟伯報導，教宗曾寫了一封致格林多人書。這封

信充滿著安慰和勸告。他曾經大量地救濟格林多教會，並且對

其他各地遇難者或急需者，也加以援助。

五世紀時，又記載索得教宗也寫了《反蒙達納邪說》。按

蒙達納學說本不願離異正統的教義，但它在主張聖神的個別啟

示重於教會的訓導權上，有了偏差。因它偏重苦修，持重守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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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酒肉，守嚴齋，對領洗後所犯請罪的赦免表示懷疑。尤其

是通姦、謀殺與拜偶像三罪，他們認為不得赦免，因此造成後

世望教者遲緩領洗的習慣。教宗予以斥責。

此外，索得又禁止婦女們干涉教會對敬禮要做的事，同時

希望教友對砷職人員表示尊敬。

教宗又擢升了 n 位主教， 18 位司鐸和 9 位執事，同時又

鼓勵信友們極力幫助神職人員傳教。

索得死在 4 月 22 日，初葬在加利斯多墳場，後被遷移到

聖西物斯德教堂。

13 聖厄得留 (175 至 189 年）
聖人誕生在布加利亞的尼可波利城 (Nicopolis) 。幼年時

在索利亞亞尼塞多創辦的學校就讀，為亞尼塞多垂青。自亞尼

塞多當選教宗後，便授予厄得留砷品。
厄得留繼位後，曾蕭規曹隨地，極力斥責蒙達納的邪說。

英國是羅馬皇帝克勞狄烏斯劃入帝國版圖。教友們也隨著

帝國的擴張而深入各地傳教。厄得留可說是第一位正式派教士

前往英國傳教的教宗。聖師伯達的《英國史》中記載說：「英

王路琪 (Lucius) 邀請教宗厄得留派人前往英國傳教。」路琪

可說是英國第一位天主教國王。他的臣民受他的影響而皈依聖

教。國王又將許多廟宇拆毀，將之改乃教堂。這的確是個好的

現象。

可惜得很，這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到了戴克里先皇帝

執政時，教會事業因教難而中斷了。英國也不例外，教務受到

很大的影響。英國教會事業的發展要等到聖額我略教宗時代

(590-604 年）才恢復。

聖厄得留在位 15 年，受難於公元 189 年。死後葬在梵蒂

岡宗徒長的墓旁。 5 月 26 日是紀念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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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聖味多 (189 至 199 年）
如果有人說，為什麼教宗都是義大利人呢？這句話是不正

確的。因為古代教宗很少是義大利人，非義籍不少，例如味多

教宗，卻來自非洲。

當味多登位時，高莫德 (Commodu、, I 77-192 年）的教

難停止，還有復活節問題也可說解決了。

在教會初期重要的節日是復活節，可是關於舉行的日子，

引起了東西方教會的爭論。這本在教宗亞尼塞多時發生的，中

間經歷幾位教宗的調停，毫無結果，最後卻落在味多身上，才

算正式地解決了。

教宗命召開會議，除了小亞細亞厄弗所主教波利格德

(Polycrates) 反對外，其他各地皆贊成羅嗚人過的復活節。

但按有些說法，不只是厄弗所主教一人，且有其他亞洲主教

170 人反對。無論如何，味多以強硬的方法對付他們，以絕罰

來恐嚇他們。他更取消波利格德的統治權。

這一來，引起當時教會人士的震驚。主教們雖然不否認羅

丐教宗有此權利，但認為味多做得太過火了。那時法國里昂主

教依肋納致函教宗，勸他和平處事。後來的事如何進展，不得

而知，不過羅馬和厄弗所之間仍重歸於好。亞洲教會終於四世

紀的初葉，正式接受羅馬的復活節日（按：小亞細亞教會，習

於陰曆 3 月 14 日，與猶太人同時過復活節。羅男教會卻是在

下一主日舉行的）。

當時小亞細亞一帶又出現異端，否認基督的天主性和人

性；同時又反對聖砷是聖父聖子所共發的道理，味多予以處罰。

他又處罰拜占庭的代奧多肋的謬論。

味多可說是第一位與羅丐政府來往的教宗，因高莫德皇帝

妻子瑪西亞 (Marcia) 的援助，釋放了很多在薩丁尼礦場做苦

工的教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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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明白天主的意思是願眾人得救的道理，所以規定在垂

危時，用任何清水受洗為聖洗聖事皆有效。

希臘文是當時最流行的語言，它廣及地中海一帶，許多貴

族皆以學希臘文片光榮，在教會內也是一樣。不過自味多教宗

首次用拉丁文論著後，拉丁文便開始代替希臘文了。

味多教宗死於第三世紀末，葬在梵蒂岡宗徒長墓旁。他的

紀念日為 7 月 28 日。

15 聖色非利諾 (199 至 217 年）
安多尼王朝末年 (96-192 年），對於基督的教會和羅馬帝

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代。因為從這時起，可看出兩個陣營

勢力的開始轉變。在這三世紀中，基督的教會付出更多的犧牲

和痛苦，爭取最後的勝利，不過這要到四世紀初才完成艱鉅的

任務。

色非利諾是第三世紀的教宗。他是羅馬人，又名赫布第

(Habundius) 。即位初，蒙達諾邪派起，教宗嚴責之。當時

有位偽教宗，名喜波利多誹謗他說：教宗色非利諾是個無知識

且愚鈍的人，又是加利斯多的傀儡。

在行政方面，色非利諾規定復活期該領聖體的法律；同時

又定在行祭時用的杯爵不可以用木材，而該用水晶體製成。關

於聖體和神品兩件聖事，頒定了不少禮節條例。

塞佛祿 (Septimius Severus'193-21 I 年）執政時，教宗因

教難而被捕，遭受鞭打。在這次教難中，里昂主教聖依肋納為

主殉道 (202 年）；在非洲迦太基方面，貴婦伯爾伯都亞和女

婢斐利祺大孕婦，勇敢地為主接受死刑。

在卡拉卡拉執政時 (Caracalla'2且 -217 年），教難又起，

色非利諾再次被捕，並且為主殉道，時在 217 年。紀念他的日

子是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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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聖加利斯多一世 (217 至 222 年）
加利斯多生於羅馬，父多米弟，是位羅馬貴族。傳說他管

理銀行財政而被控侵吞公款，於 186 年至 189 年被充軍到薩丁

尼島做礦工。後因高莫德皇帝妻子瑪西亞的幫助，釋放奴隸，

加利斯多乃為其中之一。

色非利諾教宗請他管理加利斯多墓場，因而得名。

那時喜波利多要爭取教宗座位，但因多數主教選舉加利斯

多，加利斯多便登上了教宗寶座。

在位時，規定了四季齋期，即：將臨期內的冬季齋期，封

齋期的春季齋期，五旬節後夏季齋期。在這些日子內，教會教

人守齋克苦。但自梵二後，已取消這些節期。

在教法方面，加利斯多禁止旁系三代內行婚法，且制定一

夫一妻制。

他又規定星期六守齋，每年三次。在這些日子內，禁止吃

食物、油類和酒。

加利斯多認朽教會可赦一切罪過，只要背教者真正在悔

改，教會都完全地赦免。

在羅馬皇帝奧勒良執政時，加利斯多乃主殉道，時為公元

222 年。

17 聖烏爾邦一世 (222 至 230 年）
聖人是羅馬望族，熱心事主，且歸化不少羅甩貴族。例如

聖女則濟利亞，她的丈夫華肋廉及其弟諦步爵。

登教宗寶座後，規定行祭時要用銀杯，又定堅振聖油不是司

鐸而是主教才能施予的。關於教會的財產，也頒定合理的規則。

二世紀初葉，教會大約享受了十五年的和平，各地當局

對教會採取不干涉的政策。但是到了塞佛祿時代 (Alexander

Severus• 222-235 年），情形卻不同了。迫害教會比以往較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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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過去，教會每天可吸收許多新的份子，如今規定入教是有

罪的，另外勸人進教也是有罪的。

教難雖嚴重，但卻減不了教徒人數。他們英勇不怕死的精

砷，以忍耐戰勝暴力，的確令人欽佩。

公元 230 年 5 月 23 日，烏爾邦教宗為主致命。皇帝塞佛

祿之母親瑪美亞所保留其屍體，後安葬在加利斯多墳場，不久

又遷移至聖母堂。

18 聖彭弟盎 (230 至 235 年）
聖彭弟盎可說是第一位將聖詠加入教會禮儀內的教宗。

二世紀末期，每個自認犯了重大罪行的基督徒，必須對團

體做一種懺悔。他暫時地被擯斥於教會之外，被強制做一些艱

苦的課業及謙卑的行為，一直到主教用覆手禮將其重新歸入信

徒的行列。這種公開告解在教會初期是很普通的。彭弟盎教宗

訒為不必以一個罪而常行公開告解和補贖。按他的意思，天主

並沒有規定信友要公開地告罪。

此外，教宗又審定前任喜及諾和厄瓦利多的教會制度，給

每個司鐸一個名銜，使他們能善盡其務。

公元 235 年，在馬克西米努斯皇帝統治之下，帝國又掀起

大規模的教難。教宗彭帝盎與羅甩司鐸依波理一起殉難。依波

理曾在 217 年與教宗加利斯多斷絕關係，並成乃對立教宗，史

稱偽教宗。羅馬政府將彭弟盎和依波理充軍到薩丁尼島礦山做

苦工。他倆都上了年紀，沒有被釋放的希望了。

彭弟盎臨危時，授命另選新教宗（他的讓位還是教宗史上

的一樁新事）。另外，他又使依波理與教會重歸於好。一百年

後，教宗達瑪蘇還稱讚依波理，尊他為羅馬教會英雄。

彭弟盎教宗飽受各種磨難而死，其屍體被帶到羅馬，且安

葬在加利斯多墳場。 11 月 19 日為紀念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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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聖安得祿 (235 至 236 年）
安得祿，生於希臘波利加斯多加拉波城。父為羅慕祿。公

元 235 年 H 月 29 日當選教宗。當時的羅馬皇帝是馬克西米努

斯 (Julius Maximinus• 235-238 年）。

這時的羅馬帝國猶如我國的五代十國，非常雜亂，以致造

成軍權至上的局面。羅馬帝國曾以分裂的手段來征服各國，如

之蠻族也同時聯合起來攻擊羅馬帝國。帝國基於防衛的籥要，

遂造成軍人威望及軍權大為提高的清勢；將軍取代哲學家而躍

登王位，貴族的統冶也變成了武力的統治。馬克西米努斯便是

此時最適合的皇帝當選人。

這位皇帝對教會並不懷好威，掀起教難且殺害教徒，安得

祿即位後 43 天，即 l 月 3 日，與前任教宗一樣取得了天國的

榮冠。信友們將安得祿的屍首放在加利斯多墳場，不久又遷移

到聖西物斯特的聖堂，以供人們敬仰。

20 聖法比盎 (236 至 250 年）
聖人於 236 年 1 月 10 日當選為教宗。即位初馬克西米努

斯死，教會又有幾年享受太平的日子。

根據現存的史料記載，法比盎建立了羅馬砷職的新秩序。

從他的繼承人的一封信中可知，當時羅馬有 46 位司鐸， 7 位

六品， 7 位五品， 42 位四品， 52 位小品神職人員。自法比盎

時開始或稍早，司鐸被分派至羅馬各聖堂服務，每一聖堂稱為

「堂銜」 (Titulus)' 即本堂。

教宗又將歷代殉道者的言行搜羅成冊。規定了不少的禮

規。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是在建立聖體大禮時的祝聖聖油

禮節。

在擢升司鐸中，有一位名叫諾華齊央的，他認為那此失落

信德者，教會應該採取嚴厲的態度。就是說，補贖和赦免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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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墮落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但這種學說為教宗法比盎和厄維拉

會議所絕罰。

法比盎對傳教事業也很重視。因此在公元 250 年時，派遣

七位主教前往法颕傳教。法國的開教可說始於聖伯多祿時代。

傳說聖伯多祿為該地祝聖了七個至十二個主教。另外，耶穌基

督的朋友們，拉匝祿、瑪爾大和瑪利亞，由地中海而來到法國

傳教。

法國南部的納邦 (Narbonne) 本是羅馬行政省之一，常與

羅馬有商業文化的往來。在教會方面，多由羅丐方面指派。法

國與羅馬是那麼的關係密切，因而有「法國為教會之長女」之

稱也。

在法比盎時代，法國除了里昂主教席外，尚有奧來、丐賽、

亞爾斯、納邦、土路斯等教區的出現。可見教務是多麼發達。

公元 250 年，戴西伍皇帝 (Decius• 249-251 年）頒布詔令，

全面嚴禁基督教。在教難開始時，許多信友背棄信仰，且在異

教徒的訕笑F向羅馬砷祇獻香。迦太基主教西彼連和亞歷山大

主教狄奧尼修曾在信函中，表示對這事非常憤怒。

為主殉道者也有不少。教宗法比盎便是這次教難中第一位

英雄。由於教難猛烈的原故，在他死後幾個月內，繼任者無法

產生。因乃在羅馬，許多神職人員和信友被捕殺，有些被囚死

在獄中，其餘的被押往礦山做苦工或判死刑。紀念教宗日朽 l

月 20 日。

21 聖高乃略 (251 至 253 年）
在古代教會史上，宗座有三次懸虛，即在公元 250 年、

258 和 304 年，每次都是因教難激烈之故，使候選人遲遲難產；

否則的話，教宗總是在前任逝世後第一個主日，接受祝聖大典。

當高乃略即位之初，教難已近尾聲。但在非洲，裂教蜂起，

其首諾華齊央，曾寫有關《聖三論》，自被祝聖主教，又聲明

要建立革新的教會，且將教難中的背教者開除教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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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背教者」的問題，在其他地區本來也發生困難。例

如安提約基主教，用慣常的補贖方法，赦免他們的罪。但是在

迦太基，情形比較特別。按照通常告解規則，懺悔者可找一位

辯護人，替他在主教前說說即可。在迦太基，出現了一些因自

己信德堅穩而沾沾自喜的辯護人· 他們先把代言與赦罪混乃一

談，不等主教赦免，就准許背教者去領聖禮。聖西彼連主教將

這些人開除教籍，連諾華齊央在內。

西彼連召開非洲會議，且宣讀了一篇冗長的〈對付和寬恕

罪人膺採取的態度〉演說。他一面向墮落者指出補贖的重要

性，另方面向主教們指出解決問題應有的步驟。

教宗高乃略，聖西彼連和亞歷山大主教狄尼修，致信給其

他主教，特別是對那猶豫不決的安提約基主教法比，使他們聽

從真道。因此漸平息裂教風波。

在致法比主教信中，我們可看到高乃略時代教會的發展。

教會人員有： 46 位神父， 7 位六品（執事）， 7 位五品， 42 位

輔祭者， 52位驅魔者·讀經及看門者。這便是教會制度的開始。

按當時的統計，羅馬教會在三世紀中葉，約有五萬信友。

高乃略教宗將聖伯多祿和聖保祿的屍體，從聖窟中遷到二

聖的受難處，在那裡修建聖堂，使人們瞻仰其容。

教會是個「愛」的團體，它時常周濟窮困的人們，如寡婦、

孤兒、年老、遇難和遭難後傾家蕩產者。在高乃略時代，經常

接受教會救濟的有 1500 人，教宗寫說：「教會的財富是用以

照顧所有受苦的人。」其濟貧原則是：「對康健無損者，予以

工作；對無力工作者，慷慨捐助。」

在羅馬皇帝加祿時代 (Gallus• 251- 253 年），高乃略被

捕且充軍到增多色肋地方 (Centum Cellae)' 即今日的「古城」

(CivitaVecchia)' 飽受痛苦而死。他的名字被列入彌撒常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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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聖路濟 (253 至 254 年）
路濟與前任教宗一起被皇帝加祿放逐充軍，不久新帝瓦來

里安即位 (Valerian'253-260 年），將路濟放回羅馬。

在位時，步前任的後塵，繼續不斷地攻擊諾華齊央異端。

認為那些墮落者若做了相當的補贖，可為教會所收納，而重新

成為教會的一份子。

聖人在位只有五個月，死於 3 月 4 日。他雖沒死於刀鋸之

下，但教會奉他為殉道聖人，因為他曾飽受流離之苦。死後葬

在加利斯多墓地。

23 聖斯德望一世 (254 至 257 年）
羅馬人。在位時教會內發生一件要事，就是關於「裂教洗

禮的爭論」。其主題是：皈依的裂教徒是否應當重新接受洗禮。

這本是由蒙太諾派 (Montanism) 和瑪西翁 (Marcion) 所

引起的。在羅馬、巴肋斯坦、亞歷山大的人士認為，裂教徒所

施的洗禮是有效的；相反地，在非洲、安提約基、卡帕多細亞、

西里西亞等地的人們，認為這種洗禮是無效的。

非洲迦太基主教聖西彼連便是屬這類的。他認為自己的想

法是正確的，因此在 256 年 5 月，召集了 71 位主教們，開會

討論此事。但有些主教們符合羅馬的想法而反對西彼連。西氏

認為，教宗的見解不能視為定論。為加強自己的理論，他又致

信給凱撒利亞主教斐彌良，斐彌良予以擁護，並且頌揚他剛毅

的作風。

斯德望教宗不能接受西彼連的看法，曾向西彼連表示予以

絕罰的處分來對待。西氏引經據典地說，聖洗聖事是屬於教會

的，以教友有執行的原則指出：異端人不能據為己有。他又認

為執行人彷彿是聖寵的運輸船。教宗堅持著教會的聖洗傳統習

慣，凡領過洗的人，無論以後變得怎樣壞，回頭後不必再重洗；

又凡為異教徒受洗者，不必再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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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來里安皇帝迫害教會時，斯德望教宗為主致命。他是在

行祭時，被一些叛徒出賣而被捕；死後被埋葬在加利斯多墳場。

他的紀念日為 8 月 2 日。

24 聖酉斯篤二世 (257 至 258 年）
西斯篤為希臘雅典人，在斯德望死後不久，在加利斯多地

窖中被推片教宗。

即位時，西斯篤支持前任教宗的論調而反對西彼連。西氏

似乎與這位教宗言歸於好。在羅馬殉道者的禮儀中，很早就有

西彼連的名字，可見他是在與羅馬教宗和好中安然離世。

從爭論的砷學問題看來，教宗的觀點是對的。洗禮的有效

與否，不在於施冼者的信仰和所屬的教會為標準，而是在於他

施洗的意向與教會的是否相同而定。所以我們可知，聖事的有

效與否，與施行聖事的司鐸的品行是無關係的。這就是所謂的

Ex opere operato, non ex opere operantis 。

在他任期內，有位很能幹的執事（六品），名叫老楞佐，

負責掌管教會的錢庫，辦理救濟貧窮的工作。

公元 258 年 8 月 6 日教宗被捕，另有四位執事與他一起為

主殉道。聞名的老閌佐在西斯瀉死後四天，也為基督作證。

25 聖狄奧尼修 (259 至 268 年）
狄奧尼修的原籍來自希臘，但生在義國的卡拉比亞省

(Calabria) 。羅馬皇帝瓦來里安迫害教會很激烈，以致使教

宗難產。宗座懸空約一年之久。最後於 259 年 7 月 22 日，才

從加利斯多地窖中選出狄奧尼修。

狄氏在斯德望一世的時代，曾為洗禮爭論的調停者。即位

後，要求同名者一＿亞歷山大城主教狄奧尼修，解釋有關基督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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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60 年，教宗在羅馬召集會議，亞城主教為自己辯護

說，他沒有採取教宗所用的名詞「 Homo-ousios 」，意即天主

聖父與聖子同性同體 (Consubstantiality) 。他不接納這個字，

因為在聖經上沒有這個名詞也。然在砷學問題上，他與教宗的

思想相同。在教會史上有「兩位狄奧尼修爭執」之稱。

公元 261 年，加里恩努斯皇帝 (Callienus'260-268 年）

即位時，愛戴聖教，將所充公的地產歸還給教會。教會囚而得

享太平的日子。狄奧尼修教宗在這時重整羅馬教會，組織內政

事務。

聖師巴西略極稱讚教宗狄奧尼修的愛德工作。因為教宗曾

捐鉅款去解救卡巴多西亞 (Cappadocia) 和波斯一帶的奴隸，

使他們重度自由的生活。

教宗於公元 268 年 12 月 2 日逝世，死後葬在加利斯多

墓場。

26 聖斐利斯一世 (269 至 274 年）

斐利斯為羅馬人。即位時，規定在聖人們墓上舉行聖祭，

在做彌撒祭台上必須藏有殉道者的聖觸。

即位初年，有人曾致信給其前任狄奧尼修。這封信是來自

安提約基城，要求教宗貶責異端者沙莫沙保祿。保祿曾寫了一

本《聖三論》，內包括違反教會的道理。當該信到達羅馬時，

狄奧尼修已去世。教宗斐利斯卻致函回覆，嚴斥異端邪說。

此外，教宗又致書給亞歷山大城主教瑪西姆 (Massimo)'

對他解釋基督的天主性及人性的道理。

奧勒良皇帝 (Aurelian'270-275 年）執政時，掀起教難。

斐利斯便是在這次教難中為主殉道，死後葬在加利斯多墳場，

時為公元 27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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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聖歐弟奇基 (275 至 283 年）

聖人生於義國里古拉省的路尼地方 (Luni of Liguria) 。

該地在第七世紀時曾為龍巴底王羅得利 (Rotari) 所蹂躪。

歐弟奇基是在公元 275 年 1 月 5 日，於加利斯多地窖中被

選訪教宗的。

在此時，摩尼派邪說興起。摩尼本人精通敘利亞文及波斯

文。他主張二元論，認為宇宙間有善惡二砷的互相對峙。人的

靈魂是屬於善紳的，人的肉體是屬於惡神的。因此按他的說

法，屬於精神的是「善」，屬於物質的是「惡」。超脫物質，

趨向精神，便是趨善避惡的方法。他似是而非的學說吸引了不

少人。教宗予以絕罰。

此外，加利斯多教宗所定的四季齋期，在歐弟奇基時又重

新申明其意義。其包括三種傳統的因素：

一、專為對於年內的收穫，舉行公眾謝恩的日期；同時，

信友們應該捐助收穫物十分之一，為供應教會的需要，聖祭的

應用及對窮人的救濟。

二、嗣後又把這些日期，為普世教會的信友定為總退省的

日期，用以懺悔補贖上一季所犯的罪過，並重整本應實行基督

化的生活，做個更熱烈的實施。

三、最後，由於選定四季齋期瞻禮七施行聖品典禮，便成

了更為重要的日期。

歐弟奇基是在羅馬皇帝努梅里安 (Numerian• 283-284 年）

時逝世的，時為 286 年 12 月 7 日。在位八年之久。

28 聖加約 (283 至 296 年）

教宗生於達瑪弟亞的沙羅娜城。公元 286 年 12 月 17 日在

加利斯多地窖被選為教宗的。即位時，規定除非先領受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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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擢升為主教。因為當時許多人因聖德非凡而越過鐸品者不

少。這一規定乃明智之舉也。

教宗又批准兩次安提約基會議：第一次是在 264 年，該會

議處罰沙莫沙特主教保祿；第二次是在 270 年，這會議反對巴

米拉皇后諾比亞的措施。

即位之初，加約的舅父戴克里先 (Diocletian• 284-305 年）

登羅馬皇帝位。教宗勸化了宮廷不少人信教，如他的舅母塞利

娜和他的侄女蘇撒納，但卻不能使其舅父善待教會；反而被瑪

西米利諾的煽動，發起教難 (303 年）

諾華齋安異端的基本理論是說，補贖的無價值和赦免的不

可能性。教宗加約力責之。這在厄維拉會議時，宣明教會有赦

免一切重罪的權柄。

加約教宗死於公元 296 年，在位達 12 年 4 個月又 5 天。

逝世後被葬在加利斯多墳場。

29 聖瑪塞利諾 (296 至 304 年）
瑪塞利諾是位羅馬人，波則多之子。即位時正是歷年來最

大的一次教難。公元 302 年戴克里先下令拆毀所有基督教教

堂，燒毀教會的書籍，解散教會，沒收他們的財產，又排除信

友擔任公職，如發現他們聚會，就處以死刑。

瑪西米安 (Maximian'286-305 年）在義大利嚴格執行。

按史家歐瑟伯記載，基督徒被鞭打致皮肉裂開；傷口又被倒以

鹽、醋；肉一塊塊地被割下來餵野獸；或綁在十字架上讓饑餓

的野獸撕食。有些人的手指被箭戮穿；有些人眼球被挖出來；

有些被綁著手腳吊起來；有些喉嚨裡被灌入溶化了的鉛；有些

被砍頭或釘死在十字架上或被棒子打死；還有被四分五裂的。

戴克里先的教難，是對教會最大的一次考驗，也是教會獲

得的最大勝利。戴都良說的好：「殉道者的血，好似一粒粒的

種子。」的確，這些信友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去對抗那武力和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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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最後擊敗了這歷史上最強盛的帝國。凱撒與基督在鬥技場

上對勢，勝利終屬於基督。

在瑪塞利諾時代，因額我略光明者 (Gregory Illuminator) 

的努力，歸化了許多亞美尼亞人。在羅馬雖受到教難，然其他

地方卻漸發展教務。

瑪塞利諾在公元 304 年 10 月 25 日為主殉道。有人說他被

迫否認他的信仰，這是可能的，但沒有根據。

30 聖瑪塞祿 (308 至 309 年）
戴克里先皇帝掀起教難是那麼殘酷，至於宗座空缺達四年

之久，最後終於 5 月 19 日瑪塞祿當選教宗。

即位時，瑪塞祿重整羅馬堂區為 25 區，又建有一墓地，

擢升 25 位司鐸和 21 位主教。

教宗很注重傳教，在他任期內，西班牙和法國的認識真

主，該地主教們在政府方面得到重視。

瑪塞祿為使信友們恢復敬主的事，煞費苦心，修蓋了不

少聖堂，又頒定補贖的規則，使自新的背教者能重入教會的

懷抱。

當時羅馬皇帝瑪克森奇烏斯 (Maxentius• 306-312 年）迫

害教會，將教宗充軍遠方。瑪塞祿備受顛沛流離的苦，便死於

播遷與虐待之中，時在 309 年。死後屍體運回羅馬，安葬在彼

利斯拉墓場。其紀念日為 l 月 16 日。

在厄維拉會議時 (304 年），又 43 位主教和司鐸，代表

37 個不同地區參加會議。戴克里先教難時，西班牙五個省轄

的人們為主殉命，這五個地區是加利西亞，得拉高納、鮑厄弟

加、加太基納和路西塔尼亞。

31 聖歐瑟伯 (309 至 310 年）
聖人出生在義大利加拉比拉省的卡沙諾城 (Cassano of 

Calabria)• 雙親為希臘人。於 4 月 18 日當選為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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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瑟伯繼前任的遺棄，重新申明對背教者做補贖的規則。

當時有名叫赫拉略 (Heraclius) 反對教宗的措施，與歐瑟伯發

生衝突。那時瑪克森奇烏斯統治羅馬帝國 (306 年起），將赫

氏和教宗充軍到西西利島。歐瑟伯於 9 月 26 日病死，其繼位

者將其遺體運回羅馬，且葬在聖加利斯多墓地。



60 歷代教宗簡史



第二章 君士坦丁大帝時代 25

hk - .:CZ:. 
弟一早

君士坦丁大帝時代

(311 至 590 年）

前言

教會經過 250 年的長期奮鬥，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迫害

教會的人們都先後死亡。教會正如基督所說：「地獄的門絕不

能勝過它」，仍然屹立不動。更藉著君士坦丁大帝的護教，使

教會有如雨過晴天，繼續不斷地發展。

這時候的教會，不但治理教務，更負起政治的使命。例如

聖良一世為了防止蠻族亞帝拉的搶掠羅馬，出城迎接，解救了

羅馬城。此後便引起了政教合一與衝突的局面。今敘述這時期

的教宗。

32 聖默加德 (311 至 314 年）
默加德是非洲人，曾為教宗瑪塞林諾的執事。在宗座空缺

之後一、兩年，瑪克森奇烏斯皇帝便許可羅馬人選舉教宗。

這時的羅丐帝國可說是一團糟。在戴克里先退位後，帝國

陷於前所未有的紛亂中。東帝加列里烏斯 (Galerius'305-311

年）以君士坦斯指揮塞佛留及瑪西米安為凱撒（公元 305 年）。

但有人根據世襲的原則，提出要求，希望瑪西米安之子瑪克森

奇為斯能繼父位，但這卻激怒了君士坦斯之子君士坦丁。

在羅馬侍衛隊擁護瑪克森奇烏斯為帝 (306 年），塞佛留

從米蘭下襲擊羅馬，為瑪克森奇烏斯所敗。加列里烏斯因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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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派李西諾為凱撒，聽到消息後，君士坦丁也自命為同樣的

地位 (307 年）。一年後，瑪西米安亦冠以同樣的名銜。所以

戴克甩先原計畫兩個「凱撒」，今已成六個了。

東帝： (1) 戴克里先 (Diocletian'284-305 年）， A 加

列里烏斯 (Galerius'305-311 年）， B 李西諾 (Licinius'308-

324 年）。

西帝： (2) C 瑪西米安 (Maximian'286-305 年）， D 瑪

克森奇烏斯 (Maxentius'306-312 年）， E君士坦斯 (Constantine

I Chlorus'305-306 年）， F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I The 

Great'307-337 年）。

帝國的統一是在默加德教宗時代。公元 311 年，瑪氏父子

圖謀李西諾與君士坦丁。但為君士坦丁搶先一步，在公元 312

年，在羅馬以北九哩外的沙克盧巴地方與瑪克森奇烏斯對陣，

君士坦丁以「勝利在這個標記中」 (in hoc signo vinces) 打敗

了敵人。乘勝進入羅馬，備受擁戴，成為西羅馬帝國的統治者。

公元 313 年初，君士坦丁與李西諾在米蘭相會商量統治帝

國計劃。他們頒布米蘭勒令，重申加列里烏斯時對宗教的容

忍。教難因此告滅。教會正如基督所說的「地獄的門永不能戰

勝它」。教會獲得自由了。

在米蘭的共同宣言，除了承認基督徒信仰自由原則外，還

有把教會財產所受的損害給予補償。

「外患」雖滅，然「內憂」迭起。公元 3 ll 年迦太基主教

蒙蘇里去世，塞西連在合法的選舉中，當選為總主教，但偏激

的裂教徒陶納派反對他的當選，可是該地的大多數信友擁護塞

西連。結果迦太基教會分兩派。

陶納派認為只有義人才有資格加入教會，又說罪惡是無法

赦免的。背教的人必須重新受洗。

君士坦丁皇帝委託教宗默加德處理這事，以恢復教會的統

一。他請求教宗召集教務會議，審查塞西連的選舉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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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的主教們一致認為塞西連為合法的總主教。 314 年在

亞爾斯會議中，正式宣布背教徒再領洗是不合法的，背教徒可

用告解聖事獲得赦免。

默加德教宗又規定禁止在星期四和星期日守齋的律法。

他死於 314 年 l 月 10 日，葬在聖加利斯多墓地。

33 聖西物斯特 (314 至 335 年）
我國晉朝時的五胡亂華，在西方可說是和平時代：君士坦

丁的政治清明，愛護人民，不下於我國的漢武帝和唐太宗。就

在這時，西物斯特被選為教宗。

這時，教會藉著君士坦丁的護教，得到許多權利和財產。

在此兩點可值得一提的。

一、教會與羅馬政府的關係

西物斯特教宗與君士坦丁可說同時代。大帝對教會的事，

好像他管理政事同樣地重要。當他聽到主教們的抱怨時，便召

集會議並且參與討論事項。

在權利方面，大帝對神職人員與外教僧侶一樣看待，得免

服兵役 (321 年）。主教們的決案在某些方面與民法定案有平

等的地位 (333 年）。又規定主日為休假日 (321 年）。有次

開教務會議時，大帝對出席的主教們說：「你們是教會內的主

教，而我是教會外的主教。」其意即說：他決以全力勸化異教

徒，使他們歸入教會懷抱。大帝又認為他是天主合法的代表。

因此有權干涉教務。這便漸漸成為政教糾紛的遠因。

君士坦丁的羅馬政府可說與羅馬教會保持很密切的關係。

在宮廷中常用許多神職人員負責計劃國家大事，推行各項政

策。在這方面，教會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

二、君士坦丁與教宗個人的關係

大帝與教宗個人的關係並不很好。例如在 313 年羅馬會議

定罰多納派 (Donatists) 時，教長們上訴羅馬皇帝。大帝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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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30 位主教在亞爾斯開會，沒有經過教宗的同意就開了會。

最後教宗勉強地派了兩位代表參加。

在西物斯特任期間，召集教會內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

(325 年）。亞略是引起這次會議的導火線。他認為如果聖子

是出於聖父的，那麼聖子有個不存在的時期，聖子便不是始於

初，所以聖子不是天主。亞略因此否認聖子的天主性。由此教

會內起了很大的反對。君士坦丁對教義是個門外漢，但為了維

護教會內部的和平，毅然地召集各地主教們於尼西亞。

在這次開會時，亞歷山大城的聖亞大納修因辯論而一舉成

名。聖巴西略稱羨他為「聖教的中柱」，猶如祖逖和陶侃為晉

孝武帝的中柱一樣。亞大納修擊敗了亞略派，且又定了〈尼西

亞信經〉。

西物斯特即位時的另件大事，就是帝國的遷都。在我國史

上，遷都都有點偏安之態，如周平王的東遷，南宋的遷都；同

樣地，君士坦丁的遷都的確造成東西文化的不同。

新都的成立，可說將帝國分成兩大部份，拜占庭和拉丁文

化的脫離，對於教會來說也是件好事。教會的中心繼續在羅

馬·可自由活動，不致受到皇帝過份的干涉。

西物斯特教宗於 335 年 12 月 31 日逝世，安葬在聖普利序

拉 (St. Priscilla) 墳場。他雖沒有流過血為主殉命，但卻享受

信友們對他公開的敬禮，成為教會初期的一位精修聖人。

34 聖馬爾谷 (336 年）
馬爾谷瓦羅馬貴族西斯篤 (Sixtus) 的兒子，同時也是君

士坦丁大帝的好朋友。晉鐸後，與陶納派爭論而出名。公元

336 年 1 月 18 日被選為教宗，約在束晉成帝時代。丐爾谷批

准尼西亞大會議的定案，且擯棄亞略異端，那時亞略派勢力很

強，常磨難聖亞大納修和君堡主教亞歷山大。

教宗極力反對太爾會議和大帝對亞大納修的處置。那時

(335 年）東方主教團在太爾召開會議，亞大納修也參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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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中歐瑟伯（尼可默弟亞）派佔優勢，控告亞大納修。

聖師不滿，便赴君堡提出抗議。為政治和平起見的君士坦丁

大帝，因受了歐瑟伯派的慫恿，便放逐亞大納修於德里佛斯

(Treves) 。教宗雖然提出抗議，但也無可奈何。

馬爾谷規定羅馬主教該由奧斯底亞 (Ostia) 主教所祝聖，

而且還要帶白羊毛袈裴。聖師奧斯定也證實說：「羅馬教宗該

由三位主教祝聖的。首先該是由奧斯底亞主教。至於披穿白羊

毛袈裴的習慣，可說始於五世紀中葉。」

在位時，祝聖了 25 位司鐸和 27 位主教。他在位只有 IO

個月，於 IO 月 7 日病死。逝世後安葬在他自己所建的巴比納

(St. Balbina) 聖堂裡。

35 聖儒略一世 (337 至 352 年）
羅馬人，父名訪盧斯弟格 (Rusticus) 。丐爾谷教宗死後

四個月被推舉為教宗。那年君士坦丁大帝也駕崩了．教會進入

另一個時代。

君士坦丁的三個兒子瓜分帝國；君士坦丁二世及君士

當斯 (Constans) 在西羅馬帝國，擁護帝國。但君士坦齊伍

(Constantius) 擁有東方，他卻擁護亞略派。

君士坦丁二世准許聖亞大納修回國，但不久又受東方教會

主教的反對，聖人又再次被放逐。

335 年，東方主教團在泰爾開會，亞大納修也出席。會中

的人多為亞略派，反對聖人尤甚，將聖人放逐。在 337 年．新

教宗即位後，將亞大納修恢復自山。

公元 338 年，安提約基會議時，歐瑟伯派派代表團，把泰

爾會議譴責亞大納修的議案，呈上教宗儒略一世。亞氏看破他

們的陰謀，召集翕禱義（出席的主教約 100 人左右），向羅馬

報告。在教宗還沒有判決之前，歐瑟伯派人違反－切權利，以

卡巴多西亞的額我略·繼承亞歷山大的主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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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不得已而逃往羅馬，教宗熱烈地款待亞大納修。當時

羅馬人首次看到隱修士，表示很彆奇。此後隱修制度可說由此

傳入西歐。

儒略一世以羅馬政府的制度去設立教會的檔案保存處和法

院，建立公證制度。

在禮儀方面· 教宗規定在 12 月 25 日慶祝耶穌聖誕節和 1

月 6 日慶祝主顯節。理由是為代替羅馬外教人以冬至為敬禮太

陽神的節日。因從該節日起，太陽逐漸更發光，而日子也逐漸

更長，外教人便用以奉琵慶祝太陽砷的節日了。其實，太陽就

是基督的象徵；耶穌誕生的確打破罪惡的黑暗，真如旭日東昇

後光照普世一般。所以，教宗取消邪神的節期，以耶穌聖誕節

來代之。

儒略一世又派遣傳教士到各處傳教，鼓勵波斯的教友護衛

教會。

教宗死於 4 月 12 日，首先葬在奧勒良墳場，後遷移至代

味斯得的聖母大堂。

36 利伯略 (352 至 366 年）
利伯略為羅男人，在教宗儒略死後一個月，即於 5 月 17

日當選（東晉穆帝時代）。在西方，君士坦丁死後，其子君士

當斯強迫教會接受亞略學說。

但真正相信亞略學說的人卻很少，多數的主教本是服從尼西

亞信經，但為了滿足皇帝的願望，他們再次召開會議，擬定新的

信經，嚴格地肯定基督是天主子，可是卻避免「同性同體」一詞。

教宗利伯略也請聖亞大納修來到羅馬開會，亞大納修呈上

80 位埃及主教們的簽名記錄。在審查之後，教宗護衛亞大納

修的道理。

那時皇帝在亞爾斯，教宗派兩位使者請求皇帝在亞奎利亞

召開會議。但是擁護皇帝的另兩位主教卻慫恿皇帝在亞爾斯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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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且又定罰亞大納修，教廷使者無可奈何。代味爾主教保林

諾因拒絕簽字反對亞氏，而被放逐。

利伯略對此事表示憤恨，命皇帝再次召開會議。這次在米

蘭召開 (355 年）。除了三位主教們外，其他人皆反對亞大納

修。不久，皇帝的太藍歐瑟伯以信迫使教宗處罰亞大納修，利

伯略不從。皇帝命人拘捕教宗且將他逐出羅馬到貝來亞地方。

兩年後 (357 年），教宗離開貝來亞，來到斯爾米

(Sirmium)• 次年便回到羅馬。

教宗因經不住流離的苦和皇帝的虐待，便放棄亞大納修案

件而隨和亞略派。據說他是被迫簽字而反對聖亞大納修。

當教宗被放逐時，在羅馬有名叫斐利斯的管理教務，可是

人民並不喜歡他。所以當利伯略回到羅馬時，受到空前的擁

戴．偽教宗斐利斯便悄悄地溜走了。

關於利伯略的晚年不詳，他沒有派代表參加公元 359 年的

理彌尼 (Rimini) 會議，該會議批准「同性同體」的詞句。

利伯略的行為是值得檢討的。六世紀時有人認為他是異教

徒和賣國者。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 (870 年）在討論教宗不

能舛錯道理時，有人以利伯略、味及略和何諾略並論，來反駁

教宗不能舛錯的道理。

我認為，利伯略的錯誤不在於護衛道理方面，而是他軟弱

被迫簽字。這是他個人的疏忽。

朱利安皇帝曾一度反擊教會，恢復異教信仰。其理山是

說，各福音書互相衝突，若望福音在敘述及神學上均與其它二

部福音有實質上的歧異；同時創世紀中有關創造天地的故事，

顯露出多砷主義。

但是他的計劃失敗了，受到他迫害的人與他鬥爭到底。教

會在他繼位者朱繼安皇帝時又復興起來。

利伯略教宗死於公元 366 年 9 月 24 日，安葬在普利序拉

(Priscilla) 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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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聖達瑪蘇一世 (366 至 384 年）
西班牙人，父名安多尼，母名勞稜齊亞，尚有妹妹名叫愛

琳。在教宗利伯略時充為執事，且與他同被放逐。回到羅丐後，

他隨和偽教宗斐利斯二世。但斐氏死於 365 年，達瑪蘇又與利

亻白略和好。

在教宗利伯略死後，為繼承之事起了衝突。一小部份人在

聖母堂選舉烏西諾 (Ursinus) 傌教宗，但大多數人和神職人

員都選達瑪蘇為繼承人。

擁烏西諾者大抱不平，因而發生衝突，雙方都互相打架。

最後羅馬城的總督威溫齊 (Viventius) 支持達瑪蘇，將為西諾

及其黨派放逐充軍。不久後得到許可回羅馬，又發生磨擦，烏

氏再次被充軍到法國一帶。

達瑪蘇教宗時代可說是教會史上的一困難時期。即位初，

他要反對亞略派，他們的後台是皇帝瓦連斯 (Valens• 364-378 

年）和皇后猶斯弟納。

公元 369 年，教宗又貶摘兩位依利谷主教和米蘭亞派主

教。奧森西在 374 年死，聖安博繼其位。

在東方教會教務更是複雜。教宗擁護保冷而拒絕聖巴略的

請求，不派拉丁主教代表團赴東方；他還調查梅內思的權利。

他認為這該由梅內思，不是由他採取的。之後教宗又譴責 f亞

頗利拿里。

公元 381 年，德奧多削皇帝召集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會

議。達瑪蘇沒有派代表參加，會議中說明新羅男的地位是最尊

高的，但為教宗所斥責。次年達瑪蘇致信說，羅馬主教擁有最

尊高的地位。他是第一位教宗稱羅馬主教為宗座。

在達瑪蘇時代，教會的人才輩出，猶如我國漢武帝和唐太

宗時代。聖亞大納修·額我略納齊盎，喜拉略，濟利祿，厄弗冷，

安博和奧斯定等的著作，在道理和教史上，佔著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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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宗最密切的聖師可說是聖樂業。受教宗的委託，他編

譯了一本拉1文聖經，史稱為通俗本 (Vulgate)• 以代替在

西方沿用已久不同的版本。這對於聖經學方面是極大的貢獻。

達瑪蘇又對教庭檔案事件感興趣，在禮儀方面也有不少改

革。規定公誦聖詠分兩班輪唱，並每篇以聖三光榮頌結束。又

將拉丁文定為禮儀方面的主要語言。

在著作方面，達瑪蘇寫了《童貞論》和《罪過論》。又赭

地窖中的教會寫了若干歌詞，文字雖不怎麼優美，可是他們的

歷史和道珅價值是極重要的。他又寫了若干對聖人和殉道者致

敬之詩詞。現今尚存著有逹味和聖保祿的兩首。他愛護文學的

熱忱，鼓勵他也愛護文人。達瑪蘇的確可稱為四世紀偉大的教

宗之一。

公元 384 年 12 月 10 日，聖人逝世。他的遺骸葬於老閌佐

堂內。

38 聖薛利西 (384 至 398 年）
薛利西乃羅男人。初受讀經品位，在教宗利伯略時升，為執

事。達瑪蘇逝世後，被選為教宗（時為我國東晉孝武帝時代）。

他是第一位稱「敎宗」這個名字的。

教宗寫了不少重要的文件，教會奉之為至寶。公元 386 年

l 月 6 日，召集非洲主教會議於羅馬關於聖伯多祿遺骸之事，

史稱為梵蒂岡會議。 390 年又致書給義大利主教們論及鐸品的

一些弊病。

在教法方面，薛利西規定領冼聖事該在復活節或聖紳降臨

節舉行，而不在聖誕節。需要多位主教行祝聖主教典禮。一個

主教不能晉升其他教區的神職人員，更不能收納一個被另個教

區所擯棄的神職人員。對晉升司鐸的年齡也有限制 (30 歲）；

但按 1917 年的法典規定，五品要滿 21 歲．執事滿 22 歲，鐸

品需滿 24 歲（法典 975 條）。同時又定神職人員禁止與女人

同住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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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薛利西時，出現了第一批教宗御詔。這些御詔對信

德、道德和紀律問題，做了詳細的指示，以便各地教會遵循。

為提高宗座權威，教宗規定若無宗座的准許，不可隨便祝

聖任何主教。自羅馬會議後，法國、西班牙和非洲教會，都得

服從羅馬主教。

在治理教會方面，薛利西擢升得撒洛尼的亞尼西為依利各

的代表，保護該省免受異端的影響。因聖安博的促使，他解決

了安提約基的異端。同時又絕罰厄味弟奧 (Eividius) 和若味

盎 (Jovian) 否認聖母卒世童貞的道理。

教宗又批准其他地方會議的定案：如沙拉哥納 (380 年），

伊波那 (373 年）和迦太基 (379 年）。

在政治方面，教宗平息瑪西莫 (Magnus Maximus'383-

388 年）奪取帝國一部份和歐吉尼 (Eugenius'392-394 年）羈

佔義大利的野心。

聖保祿大殿可說是在薛利西教宗時代開始建築的。 1823

年曾遭受火燒毀，現在所見到的是後來重建的。

熱愛教會的德奧多削大帝 (Theodosius'379-395 年）於

公元 395 年駕崩，他的帝國由兩個兒子平分：亞加底統治東方，

何諾領有西方。此後國勢漸衰。蠻族開始侵入，帝國各處遭受

困擾，最後為蠻族所滅。

在薛利西教宗時代，有幾名教會著名聖師相繼去世，例如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 (386 年），額我略納齊盎 (392 年）和聖

安博 (397 年）。

薛利西於 399 年日月 26 日逝世，享受 74 歲。死後葬於

彼利希拉墳場。

39 聖亞納大修一世 (398 至 401 年）
聖人是羅馬人。於 398 年 12 月初當選為教宗，時為我國東

晉孝武帝時代。西羅馬皇帝為亞該弟 (395-408 年）。束西羅馬

帝國又分裂為二，東羅馬帝是何諾略 (Honorius'395-4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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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阿奎利亞的路非諾翻譯奧理振的著作，但忽略了奧理

振的真實性，因此引起了爭論。聖樂業的朋友們，如瑪塞拉及

格來莫納的歐瑟伯上訴教宗，提及奧理振的錯誤道理。教宗便

斥責奧理振的謬論。

路非諾卻給亞納大修教宗一「自白書」．解釋他對信德的

真實性和翻譯奧理振著作的確實性。教宗致書給耶路撒冷的若

望，說明路非諾並不對奧理振主義太過誇張。

在 401 年 9 月 13 日的非］州迦太基會議時，教宗鼓勵非洲

主教繼續攻擊陶納異端。陶納妄稱只有義人才有資格參加教

會。他忘記了吾主耶穌慈悲寬恕的教訓。他又荒謬地主張，罪

惡是無法赦免的。過去背教的人必須重新受冼。

亞納大修教宗禁止殘廢的人領受神品。他又稱讚教友們效

法基督的 72 位門徒，以言行去傳揚聖教。

12 月 19 日為蠻族所捕而鞭打。其屍體的一部份被葬在西

物斯特聖堂內。

40 聖英諾森一世 (402 至 417 年）
聖人是阿爾巴諾人。公元 402 年 1 月 l 日被選為教宗（束

晉安帝時代）。那時羅馬很混亂。

當時東羅馬皇帝亞該弟和歐弟奇基派橫行不法，氣焰沖

天，君堡聖金口若望毫不猶豫地予以指摘。但為皇帝和皇后所

放逐。英諾森教宗護衛聖金口若望。

教宗又斥責白拉奇主義（反對聖寵論），彼比西拉派和陶

納派。

當時西羅馬帝國勢力薄弱，受蠻族所攻擊。公元 410 年，

羅丐城為阿拉列族侵佔。連續三天之久，羅馬城受盡搶劫擄

掠，僅有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兩大教堂絲毫未動，使在教堂內避

難的難民倖免被劫。數百富人被屠殺，其婦女遭姦淫和殺戮，

橫臥街道各處的屍體幾乎無法埋葬。許多藝術品、雕刻及陶瓷

傑作被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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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那時從拉溫那回來看到一些淒涼情形，決意重修一

切。羅馬人民視教宗如父一般地照顧他們的急需。

公元 411 年和 416 年的迦太基會議斥責白拉奇主義，教宗

均批准之。同時又控制諾華齊央派。這派不多久便自招滅亡了。

在位時幾位著名聖師去世，例如：額我略尼撒 (403 年）

和聖金口若望 (407 年）。

蠻族不但侵入羅馬，更深入法國，西班牙及北非一帶。教

宗死於 3 月 12 日。

41 聖索酉莫 (417 至 418 年）
聖人原籍希臘，父親名亞伯郎，但他生在義國南部卡拉比

亞省 (Calabria) 。於 417 年 3 月 18 日當選乃教宗（東晉安帝

末年）。

那時法國亞爾斯主教巴多克祿 (Patroclus) 與索西莫爭位，

失敗後，教宗任他為教廷駐法代表。可是法國對這種處置不

理，但索西莫以絕罰來處理。

那時白拉奇主義興起。白拉奇原是個英國隱修士，於公元

400 年左右在羅馬否認原罪的道理。他認為人不需要天主的聖

寵就能進入永生。所以耶穌對人類的救贖是多餘的。在英諾森

教宗時，貝氏已呈上懺悔書。可是當書抵達時，英諾森已去世，

索西莫命人查考他的著作。

417 年聖奧斯定上書教宗，請他調停迦太基公議會的議決

案。教宗予以批准。同時索西莫乘此機會向非洲教會說明羅馬

宗座的權威。他說：「伯多祿是這權威的首領，無人能勝過此

權。他說：『伯多祿是這權威的首領，無人能勝過此權。』因

此羅馬教會是天主和人的法律所建立的。」

非洲主教們請求西羅馬皇帝何諾略 (395-423 年）懲罰白

拉奇及其黨派。 418 年 5 月 1 日，非1州主教們致書給教宗處罰

白拉奇，教宗在回函中定斷了白拉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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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愛格拉納與 19 位主教召開會議，討論說會議的定案

高於教宗之上，但為索西莫所斥責。那時在羅馬有一些砷職人

員反對教宗的最高權威，在拉溫那法庭控告索西莫。教宗處罰

他們，要不是他死得快的話，那些紳職人員不知要受到什麼

刑罰。

索西莫教宗死於 418 年 12 月 H 日。死後安葬在弟伏里

(Tivoli) 的聖老閌佐堂。

42 聖波尼法一世 (418 至 422 年）
聖人是羅馬元老朱孔度 (Gioconda) 的兒子。 418 年 12

月 28 日當選為教宗，時有位執事歐拉里奧 (Eulalia) 與他爭

位，但他不久後為人所棄。

教宗最高神權的問題可說是四、五世紀時的教宗們所重

視的，波尼法也不例外。例如在 419 年 9 月 19 日致書德撒洛

尼教會時，他說：「聖伯多祿注視著你行職務，耶穌基督羊

群的牧者雖然離你很遠，但照顧各教會，無論在何處，他常

是關心的。」

公元 422 年 3 月 H 日致德撒里 (Thessaly) 主教們的信函

也說：「整個教會開始於聖伯多祿，在他那裡擁有至高神權，

從他那裡我們得到生長。所以這個教會是其他地方教會的元

首。因此誰若離開這個教會，就是被遺棄了。」

在政治方面，波尼法得到皇帝德奧多削二世 (408-450 年）

和元老們的援助，恢復羅馬秩序。

波尼法時代可說是教父學的黃金時代，著名的聖師有聖奧

斯定和聖樂業等人。聖奧斯定可說教會史中最偉大的人物。在

聖師中，學問最淵博、智力最堅強的一個。聖樂業的聖經著作

更是膾炙人口，有「聖經博士」之稱；死在波尼法爵教宗任期

內 (419 年）。

波尼法在位 3 年 8 個月又 6 天，於 9 月 4 日逝世，死後葬

在亞比亞略的聖菲力西大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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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聖則來斯定一世 (422 至 432 年）
則來斯定是羅馬人，生日不詳，於 422 年 9 月 10 日當選

為教宗（時為我國劉宋武帝時代）。

在位時，君堡主教聶斯多略提倡「友諠結合論」，既以耶

穌內天主性與人性的結合是一種友誼的結合。他認為聖母瑪利

亞不能稱為天主的母親，因由她所生的只是具有人性的耶穌，

而寓居在耶穌心中的「道」，不是瑪利亞所生的。

這是信仰的焦點，所以立刻引起激烈的爭論。亞歷山大主

教濟利祿在牧函中，勸告教友提防異端的攻擊，另方面將此事

函告教宗則來斯定。

公元 430 年 8 月 H 日，教宗致書君堡主教，要他在接到

宗座信件十天之內，糾正他所傳授的各端道理，否則他將此信

寄到亞歷山大，將執行之職務委託濟利祿。如果聶氏拒受，濟

利祿將負責君堡教務。教宗將副本寄交給安提約基、耶路撒冷

及瑪塞道尼主教們，說：「以便讓我們對聶氏的判斷，或基督

對於他的神聖判斷，能為大眾所知曉。」

濟利祿接到教宗委令後，即撰論著十二條，那聞名的十二

項棄絕條文要聶氏簽字，但為聶氏所拒絕。濟利祿遂請皇帝德

奧多削二世召開大公會議，以阻止此異端的惡化。

皇帝的詔書於 430 年 11 月 19 日發出，於次年 6 月 7 日在

厄弗所城開會。皇帝尚親筆致書著名文豪，首屈一指的紳學家

奧斯定，邀請他來開會。可惜書信未到，奧斯定在敵軍凡達爾

圍困的喜波城病死了，使大會少了一個巨星。

開會的日子到了，教宗的代表們還沒到，故延到 6 月 22

日。雖然安提約基宗主教區的會員，羅丐的三位代表尚未到，

濟利祿主持大會的第一集會。濟利祿宣讀了聶斯多略的著作和

教宗處罰的判決書，解釋天主聖言與耶酥人性結合。最後將聶

氏革職和開除教籍。會員們說：「我們受有法律和我們羅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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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事，則來斯定教宗的函件，必然地促使，眼中含著淚，對

聶氏帶來這悲哀的判決；他所褻瀆的吾主基督，藉著現在這檯

砷聖會議，判他不得有分於主教尊位及任何司祭的集團。」

厄弗所人民對聖母敬禮甚熱切，一聽到這消息，滿城歡

騰，燃著火炬，唱著〈天主聖母瑪利亞〉的經文。

此次會議除了申斥聶斯多略外，尚處罰了白拉奇主義；白

拉奇拒絕相信原罪的道理，認為人不需要天主的聖寵就能進入

永生。又規定尼西亞信經乃法定信經。教宗則來斯定藉著此次

大公會議，擴張了宗座的權威。

聶斯多略的學說雖不能在羅丐帝國立足，但為其敵國波斯

所收納。最後於唐太宗貞觀時傳入中國。時為公元 635 年，那

時波斯和中國早有交通，聶氏藉機傳入，史稱景教。這可說是

天主教傳入我國的開始。

愛爾蘭的開教可說始於教宗則來斯定時代。聖巴弟爵生於

斯高濟亞 (377 年），為教宗擢升為主教。約在公元 432 年時

將信德的種子傳給愛爾蘭人民。因此現在每年 3 月 17 日聖巴

弟爵瞻禮時，在愛爾蘭和美國的愛籍地方，皆有隆重的慶祝。

從比得的《編年史》記載著：「巴弟爵由教宗則來斯定接

受聖職，奉派擔任信奉基督的愛爾蘭人的首任主教。」

則來斯定在位 9 年 10 個月又 26 日，逝世於 7 月 6 日。死

後安葬於聖普利序拉 (St. Priscilla) 墳場。

44 聖西斯篤三世 (432 至 440 年）

西斯篤是羅馬人。當選教宗時已是位神父，聖奧斯定認乃

他同情白拉奇派；但自教宗索西莫頒布其謬說後，便拋棄白拉

奇學說，走入正道。

自厄弗所大公會議 (431 年）後，西斯篤教宗設法使亞歷

山大的濟利祿和安提約基的若望兩人，在神學爭論上和好。果

然在兩年後，雙方同意基督的兩性論，教宗致書恭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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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時，東方教會的主教座如君堡，亞歷山大，與羅馬保

持著友誼的關係。直到波羅谷繼承瑪西米登君堡主教位時，開

始有點惡化。原因是波羅谷將君堡所定的案件要依利谷主教們

實行。教宗致書給德撒洛尼主教亞納大削，代表自己，警告依

利谷主教們反對波羅谷的措施。教宗同時又請波羅谷別由依利

谷主教們在君堡上訴。

另方面，當斯米納主教依都亞向羅馬反對波羅谷時，教宗

拒絕干涉此事。這大概是表示取用代表的制度。

被放逐的厄格拉主教猶連期望教宗讓他回到義大利自己的

主教位，但為其執事（即良一世）所反對。

西斯篤是對建築方面頗感興趣的教宗，為紀念厄弗所大公

會議所定的「天主之母」道理，在羅馬建立了一座著名的聖母

大殿。此堂金碧輝煌，美麗華貴至極，可與聖伯多祿大殿媲美。

因內藏有耶酥誕生的男槽，又稱為「馬槽聖母堂」。

西斯篤又重建拉特朗大殿的領洗池，在池旁刻有聖洗的紳

學意義。另座大殿是聖老楞佐堂。羅丐皇帝瓦倫丁尼安三世

(Valentinian 田， 425-455 年）曾賜予聖伯多祿、聖保祿和拉

特朗大殿許多金銀飾物，但不久為維西高蠻族所劫走了。

在色巴斯定堂教宗建立羅馬第一座隱修院，使會士們能每

日念日課。

那時羅馬帝國是很混亂的。汪達爾蠻族於公元 429 年越過

歐洲而進入了非洲。那時北非約有八百萬人口。總督龐尼非斯

召集軍隊以抗蠻敵。不幸被曾塞利刻人所擊敗，便逃到喜波

城。那時年邁的聖奧斯定主教鼓勵人民起來抗敵。不朽的《天

主之城》就是在這時寫的。

喜波城連續十四個月遭受圍攻，終於 439 年，蠻族以迅雷

不及掩耳的速度，攻取迦太基。當地的貴族和教會財產被搜刮

一空，砷職人員被放逐或充為奴役，且以嚴刑拷問儲藏財物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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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形下，西斯篤日夜寢食不安，終於公元 440 年 8

月 18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聖老房佐堂。

45 聖良一世 (440 至 461 年）
聖良被視為古代教宗中最偉大的一個。那時西方政治組織

解體，東方教會又陷於岬學糾紛時代，教宗卻能維持教會的合

一，的確是不容易的事。

聖人是在公元 440 年 9 月 29 日被選為教宗的，時為我國

南北朝宋文帝時代。年齡約在四、五十之間。我們可將良的功

績由兩方面去分析：

一、內政方面

自聶斯多略邪說被厄弗所會議禁絕後，有人矯枉過正，陷

於新的謬誤。正統的教義是：基督只有－位，具有天主性與人

性。然而君土坦丁堡的一位隱修院院長歐弟奇基，認為以基

督具有天主性和人性是不恰當的，因他認乃這道理與聶斯多

略思想太接近，於是提倡基督一性的學說，是為「一性論」

(Monophysitism) 。基督是天主也是人，但他的人性與我們

的人性迥異，基督的人性被吸入天主性中。他的解釋涉及基督

徒基本信仰問題：如果基督不是真人，他也不會真死在十字架

上，那麼全部救贖工程也就搖搖欲墜了。

那時君堡主教佛拉味明察危機，便眨抑歐弟奇基，並把貶

抑經過呈上羅丐。教宗良一世贊同此事，撰寫著名的《致佛拉

味書》，以清晰深刻的言詞，重申基督降生為人的道理。但羅

男皇帝德奧多削二世偏袒歐弟奇基，召集厄弗所會議，且請教

宗派代表參加。

大會宣布歐弟奇基無罪，卻將君堡主教佛拉味及其他主教

免職，佛拉味飽受虐待，數日後逝世。被罷黜的主教求救於教

宗，教宗稱這次會議為「非會議，及盜賊之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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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德奧多削帝駕崩，新皇帝瑪西亞立 (Petronius

Maximus'455 年），在君堡對岸的迦塞頓宮廷召開大公會議，

參加的主教達 630 人，是古代教會最大的一次會議。參加這次

會議的多為束方主教，教宗也派代表出席。會中宣讀教宗良的

《致佛拉味書》。主教們接受聖諭時歡呼道：「伯多祿藉良的

口跟我們說話」。

這次大公會議，除了將天主聖三及聖子降生兩奧蹟澄清

外，尚且提高教宗的神聖權威和羅馬主教的首席性。

聖良又是個偉大的神學家和聖師，他的學問雖不如聖安博

和聖奧斯定，但在教宗們中可說是個偉大的導師。他的著作有：

1. 《書信集》：包括 173 封信。其中一封信是致君堡主教，

解釋在耶穌內有兩個不同的性體：天主性和人性。

2. 《講道集》：包括九十六個道理。第七十五篇是很著名

的「論天主聖三」的道理。聖良說：「是的，天主獨子，從聖

父所生：天主聖神，是父子的神；可是，祂不像任何受造物的

父子關係！祂既與父、子同一性體，祂就是父、子同樣生存。

同樣生存，同樣有能力，也同樣地永遠存在。」

二、政治方面

我國諺語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聖良一世正

是當時教會所需要的領導人物。那時正是蠻族侵入羅馬帝國之

際。公元 452 年，號稱「上帝的鞭子」的亞鐵拉 (Attila)•

帶領雄獅侵犯羅丐。瓦倫丁尼安三世皇帝請求教宗援助。聖良

空手迎接他，請求寬赦羅馬，亞鐵拉從之。公元 455 年羅馬城

又受增色里克 (Genseric) 侵犯，又得教宗交涉而折回。聖城

兩次免遭蹂躪，這可說是良一世外交的成功。

從此，教宗的世權和政治上的關係日漸增長，給教會權勢

開創另個新的時代。

聖良於 461 年 12 月 10 日駕崩，安葬在梵蒂岡的聖伯多祿

大殿內。公元 1754 年，本篤十四世封他為教會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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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聖喜拉略 (461 至 467 年）
喜拉略為沙丁尼人，父親為克利斯比諾 (Crispino) 。良

一世教宗時，曾派他前往厄弗所城開大公會議。那時亞歷山大

主教用武力霸占了主席地位，並迫使眾會員贊成革除佛拉味主

教，且將他開除教籍。教宗的代表們，除喜拉略外，其他都失

蹤了。

良逝世，喜拉略被選為教宗（南宋孝武帝時代）。他企圖

在法國亞爾斯建立監牧區，但徒勞無功，因乃利奧主教不願接

受這種職務。

公元 466 年在羅馬召開會議，重新申明歷代大會的定案。

因喜拉略藉著聖若翰冼者的保護而脫逃，因此在即位後，為報

答這聖人，建立了三座小堂：拉特朗堂、聖若望宗徒和十字架堂。

此外，教宗又在聖老房佐堂附近建立了一座隱修院。隱修

制度原在四世紀時西方已建有單獨的隱修院。最先創辦隱修院

的是：高盧省的都爾主教馬丁與米蘭的聖安博。聖奧斯定在非

洲也創有。喜拉略將之帶到羅弔，可說不是偶然的。

在政冶方面：這時的帝室平庸無能，表現得紛亂無章。雖

然瑪約利安 (Majorian• 456-461 年）曾英勇奮鬥，試圖恢復

秩序，但為其首相巴弟爵，即西哥德人黎希麥所廢黜。塞味祿

皇帝 (Libius Severus'461-465 年）不過是黎希麥的魁儡而己。

很奇怪的是，在這動盪的局勢之下，教會仍然屹立小動。這不

但是喜拉略的外交成功，更是天主聖砷的力量。

喜拉略逝世於 9 月 10 日，死後安葬在聖老楞佐堂內。

47 聖新皮西 (467 至 483 年）
新皮西生在提伏里，父名卡西諾。即位時正是西羅馬滅亡

之際。公元 473 年吉色利 (Glycerius• 473-474 年）即位不久

被廢，羅馬是山朱利安尼保 (Julius Nepos• 474-475 年）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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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這時蠻族侵入義大利。在同時，彭諾尼亞省一位將軍奧來

斯特推翻尼保，而立其子羅慕祿為帝 (Romulus Augustulus• 

475-476 年）。蠻族要求奧來斯特給予三分之一義大利。奧來

斯特拒絕，因遭到殺害，蠻族擁立將領奧多亞切 (Odoacer)

於 467 年取代羅慕祿為帝。而羅丐帝國遂告滅亡。

教會並不隨羅馬帝國而去，反而更強固起來。除了在西班

牙和非洲有一些教難外，其他地方與新君王皆有良好的關係。

在東方，一性論派轟動之時，他們取得亞歷山大，耶路撒冷和

安提約基主教座位。巴西里氏藉此與東方正教和一性論派和

好，而攻擊迦塞頓及教宗良的論著。

新皮西教宗致書巴西里 (Flavius Basilliscus• 475-476 年）

和亞該西皇帝，要求恢復亞歷山大宗主教一性論派茂德，但並

不成功。

不久澤諾皇帝即位 (Flavius Zeno'474-475 年， 476-491

年），恢復迦塞頓正統派。雖然教宗得到皇帝的詔令撤除弟茂

德（但到達之時弟氏已死去），但他沒有革除其繼承人的職務。

皇帝和宗主教都願使各教會重歸於好，關於迦塞頓的定案和良

的論著卻一字未提。

伯多祿蒙哥被評為亞歷山大合法的宗主教。教宗尚未得許

可前已逝世了。

在教務方面，新皮西教宗任命砷父們在各大堂區助理教

務，如在聖伯多祿、聖保祿、聖老楞佐及聖母大殿任職。

482 年教宗任命西維利亞主教為西班牙的首席主教；又致

書對西班牙及葡萄牙主教們，讚揚他們教務猛進，使許多人歸

於聖教。

教宗死於 3 月 2 日，安葬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內。

48 聖斐利斯三世 (483 至 492 年）
斐利斯三世該稱乃二世，因乃有人弄錯一位羅馬主教，在

利伯略教宗被逐時充當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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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利斯是羅馬元老亞尼塞的兒子，奧多西皇帝的一位行政

官巴西爾，對斐利斯當選有很大的影響。

藉著則拉西執事的贊助，教宗不遺餘力反對一性論派。亞

歷山大主教若望達拉利，因君堡皇帝亞該西擁護伯多祿蒙哥，

逃往羅馬拜見教宗，斐利斯派代表往君堡請求皇帝罷免一性論

派主教。皇帝不但不理，反而擢升赫諾弟哥為要職。

484 年 7 月 28 日，教宗在羅馬召開會議，罷免皇帝和其

從者。皇帝也命將教宗的名字從記錄上刪去。因此造成東西

方教會首次分裂，史稱「亞該西裂教」。這相持了卅五年之

久。直到 489 年亞該西逝世，繼位的亞納大削一世 (Flavius

Anastasius'491-518 年）皇帝想消除此紛爭，但因黨派勢力浩

大而徒勞無效。這可說是教皇權勢與國王長期衝突的開始。

公元487年 3 月 13 日，斐利斯召開拉特朗會議，討論教友、

砷父和主教之間的問題。

教宗鼓勵束方主教們保守固有的信仰，同時又勸導巴肋斯

坦教友常要與羅馬宗座保持密切的關係。

斐利斯於 2 月 25 日逝世，安葬在聖保祿大殿內。

49 聖則拉西一世 (492 至 496 年）
聖則拉西原籍非洲，是聖奧斯定的忠實弟子。他的個性是

堅強的，學識是淵博的。於 3 月 2 日繼斐利斯為教宗（我國北

魏孝文帝時代）。

則拉西在位雖短，遺下的信件卻相當多，除了五十幾件片

斷外，共計四十三封。這些文件是關於教會紀律的。那時在西

方，狄奧多里為帝 (Flavius Theodericus'493-526 年），他對

公教信友的政策雖是緩和的，但傾向亞略異端。教宗攻斥此學

說，在束方皇帝和宗主教掩護亞該西裂教。他們反對教宗最高

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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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申斥君士坦丁堡的野心，則拉西說：「宗座標榜的信

理，不可能受任何邪說的玷污，不可能與任何錯誤合流。我們

堅信，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我們教會裡，發生了這種不幸的

事，我們怎能希望向外的異端作戰呢？我們怎能糾正他人的錯

誤呢？」他認為宗座的權威基於伯多祿，絕對不以什麼偉大的

政治力量為靠山。教宗也不否認政權的使命，它與教權是有區

別的。

公元 494 年在羅馬會議中，教宗規定教會的歲收分配給主

教、神職人員、貧窮者和為維持房屋的費用。這只限於羅馬管

告膽勺令頁l或。

次年在另一個羅嗚會議時，則拉西為人們稱為「基督的代

表」 (Vicar of Christ) 。後來教宗們皆以此名用之。

則拉西的偉大可從他的著作中看出。《則拉西法令》

(Gelasian Decretals) 朽六世紀法學家狄奧尼西所讚揚。史稱

「則拉西復興時代」著作。

古代作家們評為則拉西教宗還寫了一種宗教儀式著作《則

拉西聖事叢書》 (Gelasian Sacramentary) 。書中載著司鐸行

聖祭時念的經文（內也有歌詠班，五品、六品應當唱的經文），

以及現在還保存於宗座禮儀與宗教儀式集中的若干經文。

大家認為這是良一世和額我略聖事叢書的過渡產物，而產

於羅馬。杜哥納主教認乃這作於 621 至 731 年之間，那麼要在

聖額我略後之。但無論如何，這本著作，是與這個偉大教宗相

配的。

則拉西於 496 年 11 月 21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聖伯

多祿大殿內。

50 聖亞納大修二世 (496 至 498 年）
亞納大修是羅馬地方長官彼得的兒子，於公元 496 年 11

月 28 日被選為教宗（我國南齊武帝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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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在西方，克洛維 (Clovis• 481-511 年）於公元 481

年繼承了梅羅文加王朝 (Merovingian Dynasty) 的王位，年方

15 歲。他的王國當時只是高盧的一角落而已。經過多次的束

征西伐，擴大其領土。他使高盧人民保有自己的土地而受到人

民的愛戴；同時又尊重教會神職人員的信仰，而獲得他們的支

持。公元493 年克洛維娶了一位信友格羅弟達 (Clotilda) 為妻；

不久後因她的聖德非凡而皈依聖教，即在亞納大修二世教宗時

代受洗的。

克洛維邀請高盧全境的主教們和名流，來參加他在里姆斯

城的受洗典禮。同他一起的有三千多名士兵也領洗入教。克洛

維可稱朽歐洲第一位天主教元首，這的確可歸功於王后格羅弟

達。此後高盧改稱法國。羅馬教會稱法國為「教會的長女」，

乃奠於此。

教會的地位日漸增大，可說托歐］州諸君王的福。羅馬帝圜

的滅亡並不影響教會，反而使教會興盛。法國與宗座的關係也

更密切。

亞納大修二世在位約兩年之久，於498 年 n 月 19 日逝世。

可說他的死亡結束了第五世紀。

51 薛瑪谷 (498 至 514 年）
自從教宗亞納大修二世去世後，選舉方面起了衝突。

多數神職人員在拉特朗推舉沙丁尼執事薛瑪谷片教宗，但

少數卻在聖母大殿推舉老楞佐為教宗。雙方上訴德奧多里皇帝

決議。皇帝擁護薛瑪谷。

當薛瑪谷從拉溫那回到羅馬後召開會議，禁止砷職人員為

助選人，而且規定要多數票當選。老楞佐被擢為諾塞拉主教，

可是他的擁護者不甘心而控告薛瑪谷，說他濫用教會產業買他

的選票，又與某些婦女們不良來往和規定一個與其他教會不同

的日子慶祝復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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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要去拉溫那拜見德奧多里皇帝的，但因怕是個圈

套，所以就沒去。就因他沒去，反而令皇帝怒恨，他指派阿帝

諾主教彼得代管羅丐。薛瑪谷同意在羅馬召開會議。公元 501

年，當他們前往塞索理殿的途中，教宗的衛隊為老楞佐派所叛

亂，殺傷一些砷職人員。薛瑪谷回到聖伯多祿大殿，而且拒絕

離開那裡。

JO 月開會時，在第四次會期規定教宗不可被控犯這些罪

惡，這件只能由天主定斷的。因傌薛瑪谷是合法的教宗，財產

該由他管理。

這決議並不使德奧多里皇帝喜歡，他便將老楞佐召回。因

此產生教宗與他之間的混亂和暴亂。除了聖伯多祿大殿外，其

他均為老楞佐所擁有，這位仍教宗的像貼在其他合法教宗像

內。雙方筆戰劇烈 C

那時在米蘭有位執事厄諾弟寫篇護教論，提及羅馬主教的

事是能受天主所判斷。這種論斷漸漸發展成所謂「薛瑪谷捏造

者」 (Symmachian Forgeries) 。

教會內的和平可歸功於亞歷山大城的執事狄奧哥祿。他請

求德奧多里皇帝將教會－切財產歸還給薛瑪谷教宗。皇帝聽

之，老楞佐派便漸與合法教宗和好。

教宗在致束帝亞納大修一世皇帝 (Flavius Anastasius• 

491-518 年）的書信中，極力反對老楞佐，但沒有解決亞該西

異端。因此在安提約基及君堡反抗皇帝，使亞納大修一世企圖

與羅丐和好。教宗也被邀請到黑拉格辣開會，以解決一切問

題，可惜皇帝的書信抵達時，薛瑪谷已經去世了。

教宗與法國亞爾斯凱撒里主教保持良好關係，當他擢升凱

撒里為全法國教宗代表時，曾贈給他大披肩，以抗維也納主教

味多。

薛瑪谷對聖伯多祿大殿的裝飾也很重視。他又將兩個皇帝

的陵墓轉為小堂，在現在梵蒂岡宮旁設立一座教宗居；又朽遊

客設立臨時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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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瑪谷重整羅馬神職人員，且建議主教們該常在座，不要

隨意離開自己的崗位。

他於 514 年 7 月 19 日逝世，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

52 聖阿爾彌達 (514 至 523 年）
聖人生於佛西諾尼城。於 514 年 7 月 20 日當選教宗。他

剛柔相濟地綏靖了教會。與拜占庭議和時，皇帝一面因輿論督

促，另方面由於－性論派發展引起戒心，決與羅馬議和。

公元 516 年，查士丁尼一世即位 (Flavius Lustinus• 518-

527 年），也願與羅馬宗座和好。他恢復被逐主教們的職位，

並且要求一致接受迦塞頓會議決案，終於解決了亞該西裂教。

君堡主教若望二世，在信友督促之下，聲明崇奉正統教

條。他與皇帝聯合請教宗調停。阿雨彌達提出兩個條件：

第一：從主教名錄上開除亞該西以及他的兩個繼位者的名

字。後二人雖不是異端人，但未與羅馬相通。

第二：簽署由教宗發出的關於基督信理，以及宗座權威的

公式。

教宗的公式，包括關於基督神學及宗座權威的雙重信條。

在導言內標誌著兩條正道準繩，一為教父們的學說，另為宗座

的指導。阿爾彌達很慎重地說：「在一切內，服從宗座，並且

宣博它的一切決議。因此，我希望必得偕同你們，在宗座指出

的聯繫下，相結一致。在這個聯繫裡，藏著基督教會整個的，

真正的圓滿的鞏固性。」

即位時，派遣傳教士往厄弟約比亞傳教。這可歸功於維也

納主教聖味多。

隱修制度在教宗阿爾彌達時代，發展得很快。聖本篤

(480-543 年）創立的修會，不但保存著基督教會，更顯出對

歐洲文化有極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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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彌達是個偉大的教宗，史家阿蒙評論說：「他是一個

優秀的行政者，手腕伶俐而堅決的外交家。他在捍衛宗座最高

及最完整的砷權教宗中是成績最卓著的一位。」

逝世於 8 月 4 日，死後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

53 聖若望一世 (523 至 526 年）
若望為色也納人。在羅馬當砷父時，取得聖若望及保祿當

名銜，於 523 年 8 月 13 日當選為教宗（南朝梁武帝時代）。

在位時，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發布一項命令，將所有摩

尼教徒逐出帝國，並禁止異教徒擔任文武官職－包括除哥

德人以外的所有阿來亞斯信徒。東哥德王狄奧多里 (Flavius

Theodericus• 493-526 年）懷疑這個例外的目的。他認為這項

命令實在無以回報他給予西方正統教派的完全自由。

就在 523 年狄奧多里將兩個純銀的精緻燈架送給若望教宗

以表示敬意。但因保護猶太人而激怒了很多人，當暴民毀壞了

米蘭、熱那亞及羅馬的猶太會堂時，他動用公款重建這些會堂。

狄奧多里試圖與拜占庭皇帝達成諒解，曾以一位哲學家口

吻寫信給查士丁尼：「偽稱有權主宰良心乃是僭奪上帝的時權。

就事務的本質而言，君主之權僅限於政治管理：君主有權限於

政治管理：君主有權處罰妨礙公共安寧的人。最危險的是當一

位君主因為部分臣民的信仰與他自己的信仰不一樣，即與臣民

們隔離。」

東帝的答覆是那些無法得到他信任的人，他有權不授予官

職，並且信仰的一致是社會秩序所必須的。

東方的阿來斯要求狄奧多里保護他們。他便請教宗若望前

往君士坦丁堡為他們說清。教宗認乃這不是一位誓言毀滅異教

的人所擔任的工作，但狄奧多利堅持其立場。雖然教宗在君堡

住了五個月，且受到非常禮遇，但毫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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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教宗久居君堡，引起東哥德王的懷疑。當他返回羅丐

後，被狄奧多里設計捕至拉溫那，指責若望為叛徒，將他下獄。

一年後死在獄中。其屍體移至羅馬，葬在聖伯多祿堂內。

54 聖斐利斯四世 (526 至 530 年）
斐利斯是羅馬元老沙尼奧之子，取得聖西爾物略及瑪爾定

教堂名銜等譽。為教宗若望和皇帝狄奧多里所選乃繼承者。即

位不久，皇帝逝世，其孫亞得拉利 (Athalaric'526-534 年）

繼位，母親阿瑪拉松達皇后垂簾聽政。

因她愛護教會，將前帝對教會一切不利之事廢除，恢復教

會一切財產。

當是時，斐利斯命亞爾斯的聖凱利修正教父的著作，由其

是聖奧斯定關於聖寵和自由意志的論著。這的確是－巨大事業。

公元 529 年的奧蘭吉會議，解決了半白拉奇主義。半白拉

奇主義否認聖寵的無代價性。聖奧斯定曾致信給斐利斯（那時

是砷父）。信中奧斯定說過一名言：「天主表揚我們的功績，

無非是表顯自己的恩寵。」

在位時，斐利斯曾重修許多教堂。因阿瑪拉松達皇后經濟

援助，教宗建立不少教堂，例如聖城堂、科斯馬和聖達米盎堂。

按這兩位聖人是在公元 300 年左右為主殉道的。

斐利斯於 530 年 9 月 15 日逝世，死後被安葬在聖伯多祿

大殿內。

55 聖波尼法二世 (530 至 532 年）
波尼法出身羅馬哥德後裔。父親敘及巴多，與東哥德皇后

阿瑪拉松達有親戚關係。斐利斯三世死後兩天，被選為教宗

（南朝梁武帝時代）。

那時羅馬紳職界拒絕承認波尼法，而另選亞歷山大城狄奧

斯高 (Dioscorus) 為教宗。狄氏曾為教宗。狄氏曾為教宗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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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達駐君堡使者之一。他倆的被選，遂造成教會內第七次偽教

宗的出現。不久因狄氏的死亡 (9 月 22 日至 IO 月 14 日）才

結束了這次的分裂。

公元 531 年，波尼法召開會議，規定教宗有權指派其繼承

人。羅馬神職界均支持這一點。因此他便選上一位精明的味及

略。他來自塞味尼加地方。起初人們皆維持此說，但不久皇帝

的干涉便廢除此案。

即位的時候，他排定第二次阿蘭吉會議 (529 年）的

定案。在這會議中，亞爾斯的凱撒利結束了半白拉奇主義

(Semipelagianism) 。

教宗勸勉屯教們對砷父的責任，希望他們在神聖的工作上

互相共勉，互相幫助。並且也希望教友們參與教會事務。

又因自己的蠻族後裔，利用這種關係與各蠻族建交，使他

們能對教會和善，不少人也因此皈依聖教。

那時隱修制度興起，教宗鼓勵他們的成立，並認為它的成

立對教會發展有大幫助。

一次，羅馬城大火，波尼法呼籲各界人士救災，因而以愛

德取得美名。

在依利谷地方發生權勢的爭辯，教宗護衛拉利沙的斯德望

當選，以抗君堡厄皮法尼的侵佔權勢。

波尼法於 532 年 10 月 17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聖伯多祿大

殿內。

56 聖若望二世 (532 至 535 年）
波尼法二世死後，約兩個月之久，宗座空缺。最後由羅

馬一位司鐸墨古連當選，取名若望二世。他是第一位改名的

教宗。

即位初，取得皇帝亞得拉利的信任而廢除一些不合法的教

宗選舉法，即所謂「神職交易」或稱「西滿罪」 (Simo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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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教宗將迦塞頓會議信德道理於公元 533 年刊出。東帝

查士丁尼又將這些定案編入其法典，史稱《查士丁尼法典》

(C01pus Juris Civil is) 。

這部法典將正統的教會法律納入其中。首先宣布天主三位

一體的道理，而排斥聶斯多略、歐弟奇基和阿波里那異端。同

時承認羅馬教會的領導地位，命令所有的教會團體服從其權威

性。不過在下列幾章中，又宣布皇帝對教會的統治權。一切教

會法如民法一樣，也必須由君王發布。

法典中禁止教會紳職界賭博，看戲和鬥武。瑪尼教徒和再

度信奉異端者處以死刑。陶納派、基督一性論者和其他反對國

教者由政府沒收其財產。

我國周朝封建制度，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在

查士丁尼法典內也有此階級的劃分：「公」 (Patricii) 、「侯」

(Illustres) 、「伯」 (Spectabiles) 、「子」 (Clarissimi) 、

「男」 (Clarissimi) 。這部法典的確包括許多東方的因素。

主教們在封建制度下開始有政治和民法的權力，很多時

候，他們出自大地主或將軍的家庭。

若望二世解決了亞爾斯凱撒利亞主教和波文斯圖都美蓮主

教間的衝突。他將圖主教放逐且囚禁他在一座隱修院內。

敘利亞的隱修士在教宗阿爾彌達時代曾提到天主第二位聖

子受苦受難的道理，即信經上所說的「他在般雀比拉多治理

下，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教宗予以批准。

若望二世逝世於公元 535 年 5 月 27 日，安葬在梵蒂岡聖

伯多祿大殿內。

57 聖亞加比多 (535 至 536 年）
亞加比多是羅馬元老哥地亞諾亞尼球 (Gordiano Anicio) 

之子。在教宗波尼法時他似乎擁護偽教宗狄奧斯高。但自教宗

召開會議定罰狄氏後．亞加比多才回心轉意，棄邪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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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 6 月 3 日被選為教宗，時為我國南朝梁武帝時代。即

位之初，東帝查士丁尼因德奧達多弟弒皇后亞瑪拉松大之故，

進軍攻取西西里島及達瑪弟亞。德氏命將羅馬元老暨他們的妻

兒處死。教宗力勸皇帝此非人道的行為。

查士丁尼極力想聯合東西兩派的教會，他認為宗教的統一

是統一整個帝國的重要因素。雖然狄奧多拉不否認天主的三位

性，他無法了解耶酥基督的兩性論。他接受基督一性論，而認

為在這方面東派絕對不與西派妥協。因此他保護異教徒，向教

宗挑戰，暗中鼓勵東方成立一個獨立「基督一元論」教堂，與

皇帝和教宗作對。

教宗請求查士丁尼罰惟一性論派盎弟姆，而推舉美那斯

(Mennas) 為君堡主教。皇帝批准之，因此在 536 年 3 月 13

日祝聖之。

亞加比多將自己的房屋改建為一座圖書館，且有意將之劃

為羅馬大學的一部分。這要等待額我略一世時代才正式成立。

教宗於 4 月 22 日病逝，死後安葬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內。

58 西物略 (536 至 537 年）

當教宗亞加比多逝世後，戴奧達多皇帝任命前任教宗阿爾

彌達之子西物略為繼承人。

東帝皇后戴奧多拉 (Theodora) 不滿意新教宗，卻暗中慫

恿味及略代其位，這樣使可恢復一性派安弟莫主教。但因西

物略拒絕這事，皇后便打發味及略去義國請求名將貝利沙略

(Belisarius) 廢除西物略。

當味及略抵達羅馬後，貝利沙略也進入城。不久發覺被哥

德兵所包圍。貝氏起初因教宗的招待而疏忽皇后的吩咐。可是

他的妻子安多尼娜卻用詭計，以偽書說教宗將把聖城給哥德

人，因此要把教宗帶至貝利沙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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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物略被帶到貝利沙略前時，發覺皇后的詭計。他好像

耶穌被害一般，任人宰割。一位執事看不過眼，將自己的衣服

取下給教宗穿上，以護其身體。

事實上，西物略卻祕密地被帶到利西亞的巴達拉地方，起

初皇帝尚不知此事，當發覺後，命人將教宗送回羅馬。

西物略並沒有回羅馬，但被帶到巴馬利亞島上，他是在那

裡去世的 (537 年 n 月 H 日）。拜占庭史家波哥皮報導說，

教宗之死歸咎於皇后戴奧多拉，是她以絕糧餓死教宗的。

59 聖味及略 (537 至 555 年）

味及略是羅馬總督若望的兒子。波尼法二世曾任他為其繼

承人，但因羅馬神職界的反對而作罷。

傳說在公元 532 年味及略已與若望二世有爭位的事實，又

在亞加比多時代平息羅馬砷職之間的事。與教宗亞加比多留任

君堡一時，及至教宗死後，由皇后的慫恿唯一性派，味及略成

朽她的右手。回到羅馬後，發現西物略為哥德王德奧達多擁立

為教宗，頗不滿意。公元 536 年哥德搶略羅馬，查士丁尼大將

貝利沙略佔據此城，控告西物略叛逆而將其放逐，卻以味及略

繼其位。

即位時，味及略重整被蹂躪的羅馬城。修挖水道，聖堂和

墳墓的重建。對西方事務頗有建樹。

味及略派亞爾斯的奧森西為駐法使者，著重主教的任務是

促使教會之間的和平。教宗又致書給貝拉加的波布拉俐解決有

關聖洗、告解聖事和重建教堂之事。

對東方教務，味及略有兩個原則：忠信迦塞頓大公會議的

定案和羅馬是教會信仰最後的裁判者。

原來自迦塞頓大公會議後，歐弟奇基黨徒「一性論者」和

聶斯多略的甘認輸，又想乘機抬頭。皇帝查士丁尼是個政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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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天子。他自奧理振著作中，挑剔出許多錯誤，加以評擊，

大有統一歸正的氣慨。

這時，凱撒利亞主教代奧多祿亞喜達頗得皇帝青睞，是個

一性派，有意保護奧理振學說，但他不出面直接反對皇帝的命

令，卻詭詐地提出《異端三章》來，請皇帝也加以申斥。

這《異端三章》是：

一、毛不蘇齊城主教德奧多祿其人其作。

二、西利亞省敘祿城主教德奧多來都的著作。

三、厄德撒主教依伯致波斯主教馬里木的書信。

亞喜達這樣做，是一箭雙鵰的方法，一則轉移不利於奧理

振的輿論，另又無形中攻擊迦塞頓大公會議案。因為它處罰了

歐弟奇基，且容納依伯和德奧多來都。

由於皇帝的利誘及威脅，東方不少主教們在申斥的諭旨上

畫押了。但教宗味及略拒絕簽署。皇帝以為如果請教宗到君士

坦丁堡就會簽了。教宗拒請，皇帝派兵把教宗俘虜到君堡，並

將他拘留了七年之久。

味及略教宗到了君堡後，仍然拒絕簽署；但到了第二年

(548 年），出了一道判決書 (Judicatum)' 申斥了《異端三

章》，但保留迦城會議的權威。西方的主教們見了此事，大抱

不平，斥教宗不該這樣做。教宗進退兩難，聲稱要召開大公會

議；皇帝為鎮壓異己，發了一道上諭，重新降罰《異端三章》，

有君堡主教米那斯簽字。教宗反對此事，將米那斯及亞斯基達

開除教籍，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

會議由皇帝召開。在 553 年 5 月 5 日會議開幕了。出席主

教們有 163 位。君士坦「堡主教歐弟奇基為主席。會場為蘇菲

亞大殿，會中討論問題，為皇帝的申斥《異端二章》。東力主

教們皆贊成這個處罰，西方主教們卻反對，拒絕簽署公文。

教宗於 5 月 14 日頒布－道詔書 (Constitutum)' 詳細批

評德奧多祿的學說，但不否認他人格的正大。對依伯及德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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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都兩人，卻不肯加以批評。對於申斥《異端三章》的人等，

卻宣布了開除教籍的嚴罰。

這使皇帝和東方主教們不滿，將味及略名字從紀念冊上刪

除了，但聲明不願與羅馬聖座脫離關係。

這次大會共有八次集會，將上述三人的異說，編成十四項

條文，是後人所偽造的。但大多數歷史家稱，教宗發了一道新

詔書，同意申斥《異端三章》 (554 年），因此引起了西方主

教們的叛變，造成「異端三章的分裂」。這要到公元 698 年，

才完全平息，重歸統一。

味及略於公元 555 年春返回，在途中得重病，不久在西拉

古撒城去世了。

60 貝拉齊一世 (555 至 560 年）
貝拉齊是羅馬貴族，味及略教宗時，為駐君士坦丁堡大

使。遠在 536 年，貝拉齊在羅馬已是個著名的人物。

在君士坦丁公會議時，貝拉齊鼓勵教宗反抗皇帝。當大使

時，他曾以外交手腕博得查士丁尼及德奧多拉皇后的垂青。

在《異端三章》糾紛中，貝拉齊表示教宗的態度，使皇帝恨

之入骨。甚至在 553 年底，把他幽閉在一座隠修院中。但在 556

年，藉著查士丁尼的撐腰，在味及略死後六個月，被選為教宗。

登極後，貝拉齊批准了公元 553 年君堡大公會議的定案，

並且譴責《異端三章》。重新申明批准迦塞頓大公會議的定案。

貝拉齊綏靖了西方教會。他與拜占庭皇帝，義大利新王，

獲得了圓滿的諒解。他的確是個偉大的行政者。在書信中，他

曾攻擊砷職界的若干錯誤，而且極注意他們的教育。他又勸勉

主教們與宗座常保持密切的關係。

他的墓誌銘曾頌揚他的愛德，以及他救苦救難的一切。貝

拉齊逝世於 56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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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若望三世 (560 至 573 年）
在貝拉齊逝世後，羅馬望族亞納大修之子迦得利諾當選

（我國南朝陳文帝時代）。但要等四個月，皇帝批准後才能

祝聖。

即位時，龍巴底人侵犯義大利。這是否拜占庭將軍納爾斯

引他們進入，是不確實的。但可說納將軍因皇帝的召回，使龍

巴底人易進攻義國。

阿爾波王的侵入迅速結束了《異端三章》之異端，同時又

將米蘭和比意與宗座均為兩段。教宗勸服納爾斯將軍保衛羅

丐，但因納將軍與羅馬有些不和，教宗遷居在亞比亞道路旁暫

住，以避免與納將軍正面衝突。公元 572 年納將軍死後，才結

束這紛爭。

在教會內政方面，若望教宗批准了迦塞頓第四次大公會議

的定案，即處罰歐弟奇基的一性論。

此外又建立一座十二宗徒堂及恢復致命聖人的墓地。在愛

德工作方面，教宗不遺餘力為人群服務。

他死於 573 年 7 月 13 日，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

62 聖本篤一世 (574 至 578 年）
若望三世死後，宗座空缺約一年之久，其原因是羅馬混亂

之故。最後到 574 年 6 月 3 日，才選出本篤一世（南朝陳宣帝

時代）。

即位時，龍巴底人侵犯羅馬，教宗請查士丁尼二世及羅馬

長官派兵抗敵。皇帝及其后蘇菲亞贈送本篤一世珍貴禮物，至

今尚保留在梵蒂岡圖書館內，被視為拜占庭手工藝傑作之一。

在羅馬有不少地窖。這些地方可說是教會的活動車心。較

著名的有如科莫弟、聖女彼西拉，聖女多米弟亞等。聖保祿的

遺體曾葬在科莫弟地窖裡。可是到了公元 412 年，因為羅馬城

被蠻族所蹂躪，這些地窖不再作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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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篤－世即位後，很愛好這些古蹟，設法重新恢復之，可

惜並未完成之。這要到額我略十三世時代，埋沒在地下多年的

教會古蹟才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

本篤一世於公元 578 年 7 月 30 日逝世。在位 4年又 57 天。

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

63 貝拉齊二世 (578 至 590 年）
本篤教宗逝世後不久，龍巴底蠻族又侵犯羅馬，情形惡

劣。那時的教宗是要君堡皇帝批准後才可以的。但因當時清形

所迫，其繼承人在羅馬就被祝聖了（時為我國陳後主時代）。

即位初，貝拉齊派其執事額我略為使，前往君堡解釋理

由，並求兵援助。皇帝因受東方波斯強國的攻勢，難以輕易

移兵調將，便建議教宗向法國皇帝求救。教宗從之，但未見

效。最後還是拜占庭駐拉溫那總督的努力，與奧土基利培多

(Chiliberto• 575-596 年）的援助，才解決這園難。

在位時，教宗設法解決亞奎連裂教 (Apuileian Schism) 。

額我略也被召回處理這事。不幸得很，亞奎連宗主教格拉多和

威尼斯與依地亞的主教們拒絕與羅馬修好。

在貝拉齊時代，君堡和羅馬始有總宗主教 (Ecumenical

Patriarch) 名之爭。

貝拉齊死於疫病，死後安葬在聖伯多祿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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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會擴展時期

(590 至 795 年）

前言

耶穌基督說：「天國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

裡，它本是最小的，但當它長起，卻比各種蔬菜都大，竟成了

樹。」（瑪十三 31) 教會正如基督所說的，漸漸擴展到各地，

然而它成長的過程是要靠人力去努力的，額我略一世和這時期

的教宗可說是教會成長的主要推動力，今敘述如下。

64 聖額我略一世 (590 至 604 年）

前言

聖額我略是六世紀末葉最偉大的教宗。雖然他只做了十四

年的教宗，但以他堅決而正確的觀察力，及其天才，堪稱為

「大」教宗的名稱。今敘述其生平。

一丶少年時代

額我略生於 540 年，出生羅馬貴族家庭，歷史家稱他是安

尼貴族的後裔。

他早年從政，曾任羅馬長官 (570 年），不久 (573 年）

因厭惡世俗的虛榮，便拋棄高位，度隱修的生活。他住在自己

所建立的聖安德肋修院一段時間，直到 579 年領執事時為止。

公元 578 至 585 年，他被委任為君士坦丁堡大使，在那裡

他寫了《倫理叢書》，公元 590 年回羅馬，在自己的隱修院內

當院長，度一個清靜的隱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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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選教宗

公元 590 年貝拉齊二世教宗 (578-590 年）去世，砷職人

員和教友們在 9 月 13 日選上他為教宗（隋文帝時代）。

即位之初，義大利是個坎坷不整的地方，充滿著瘟疫、災

荒，加以龍巴底族的侵入，弄得民不聊生。米蘭的教會又與羅

丐分離。教宗在這種情形之下，表現了他的毅力和才幹。

在羅馬的墓地上銘刻著他的一句話：「天主的執政者」。

的確，他改革了當代的政治、社會和宗教方面的弊病。

三、他的功績

額我略的功績是不可抹滅的。他奠定教皇國的基礎，和教

皇在義大利的政治權力。他的功績可分為以下幾點。

（－）傳教事業

1. 在義大利

當義大利被龍巴底族侵入時，戴克里先所組織的羅馬政府

可說瓦解了。各城市主教們和羅馬長官們負起了重大的保民使

命；在羅馬，教宗保護也如此。

公元 589 年，龍巴底族侵犯羅馬，額我略教宗便組織軍隊

抗敵。

在教務方面，額我略促使義境的教會合一，又派使者到各

處訪問，且聽從各地主教們的怨言，並勸導他們善盡牧職。

2. 在法國

額我略教宗與法國梅羅文國王的關係主要是注重牧職方

面，他希望藉著皇帝的力量廢除法國教會的弊病，他設法建立

法蘭克人與拜占庭兩圈之間的關係。

可是他在法國的努力，受到限制，未能達到他的理想。

3. 在英國

當他在羅馬為修院院長時，一次到市場上看到兩個年輕

金髮的男奴，便問他們從哪裡來的。他們說是從英國（安格

魯）來的。但他卻回答說：「不是安格魯 (Angli)• 而是天

使 (Angeli) 。」從此他便有意要歸化這種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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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向貝拉齊二世請願派他前往英國傳教。教宗答應了，

他便開始動身了。但當他離開羅馬三天後，一隻蝗蟲掉在他所

讀的聖經上，他便解釋說：「蝗蟲 (Locus sta)• 即在此地停

住」，不再前進了。

但他對歸化英國並不灰心。他第一個計畫是希望這些年輕

人在羅馬受訓練之後，回國傳教。當時英國肯特王艾培特娶了

法國貝達 (Betha) 公主為妻，她使丈夫皈依教會；同時也帶

了一些教士們回英，英王與其他一些百姓在 597 受洗了（卸白

衣主日）。

公元 593 年教宗曾派遣他的朋友們奧斯定到英圖傳教，奧

斯定曾給英王付洗。 597 年他任為坎得培利堡主教。教宗與英

國有良好的關係，使英國稱教宗為伯多祿的繼承人「天國之開

門者」。

（二）在禮儀方面

羅馬禮儀在額我略一世時代也有改革，例如所謂的「額我

略聖事叢書」，包括《羅馬彌撒經書》。

在則拉西教宗時代的信友禱詞有如「禱文」一般長，但額

我略一世把它縮短為「上主，求你垂憐」的方式，在則拉西教

宗時代，在彌撒中加了聖人的名字，額我略又添加了不少人名。

此外，在答唱詠後念的阿肋路亞、天主經，請拯救我等

(Libera Nos)' 及「此奉獻」 (Hane igitur) 等經文，皆為額

我略教宗所創。

額我略歌集，代表羅馬教會的音樂，不是由他所創造

的，但是叫也所發展的，他也創立了歌詠團 (Schola Canto-

rum) 。

（三）推廣隱修制度

聖本篤是西歐隱修制度之父。推廣此制度者，額我略的

功績也不小，他自己是位本篤會士，且為一般信友寫了《對

話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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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作

額我略教宗與安博、樂業和奧斯定，並列西方四大聖師。

但從神學和學者方面來看，他並非是個學者，而是個實踐家。

他並不會希臘文，但他注重在行政、靈修和傳教方面。因此他

的作品多屬於實際方面。他的名著有：

1. 《對話錄》 (593-594 年）：這是一本中世紀聖人傳，

它包括一些歷史、紳學、哲學和詩歌。

2. 《牧靈指導》 (591 年）：此書分四部份。第一，敘述

一個人如何成為紳修領導和統治者；第二，給主教們在行政方

面的一些方針；第三，如何應付社會人士的一些方法；第四，

給照顧人靈的神父們一些勸諭。

在這本晝上說：「諸術之術，諸學之學 (Ars Artium, et 

Scientia Scientiarum) 。勸導神父們能重視得救的重任和職務。」

結論

額我略一世的確是個偉大的教宗，因為他在各方面都能駕

輕就熟地領導一切。

他是一位很有聖德的教宗，因他不稱乃「普世主教」，而

改稱為「天主僕人之僕人」 (Servus Servorum Dei) 。

65 沙比尼盎 (604 至 606 年）
沙比尼盎生於味也伯的比也達城 (Bieda) 。在束帝毛里

修 (Flavius Mauricius T巾erius·582-602 年）及若望浮斯德為

宗主教時為君堡使者。這個重要位置，可說額我略教宗看重了

他，所以在爭執「總宗教」時，教宗派他去調停此事。

公元 597 年，沙比尼盎被召回羅馬，亞納多里代其位。但

在 602 年佛伽皇帝 (Flavius Phocas'602-610 年）抱怨教宗沒

有派使者。教宗認為沒有一個羅馬執事願去君堡任此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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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請沙比尼盎任此職。不久，額我略驾崩，沙比尼

盎被選為教宗（隋文帝時代）。

即位初，義大利中部發生饑荒，教宗請求羅馬人民慷慨救

濟窮民，因此得到仁德的美名。

教宗又勸勉隱修士們，不但要研究砷學、占典作品，還要

抄寫古卷，以保存傳統文化。

的確，隱修士們對西歐文化貢獻很大。他們創辦學校，教

人識字，培養各種人才；又開發新社區、修道路、疏水渠以灌

溉而生產大增，這對西北歐的農業經濟貢獻不淺。在慈善事業

方面，他們開有診所為貧民免費冶療，並有免費客房以供過往

旅客住宿之用．救濟貧民更是他們所行的善行。

沙比尼盎教宗勸勉主教及神職人界團結一致，共同為教會

的神聖使命工作。他死於606 年 2 月 22 日，安葬在梵蒂岡墓上。

66 波尼法三世 (607 年）
波尼法出自土斯古羅的波都里 (Produlli di Tuscola) 家族。

於 607 年 2 月 19 日當選。

即位時，蕭規曹隨地按前任教宗的訓示· 保持西方敎會的

＾－一口 。

在羅馬開一次會議中規定，在死後三天不可找－位教宗或

王教的繼承人，否則受絕罰。

聖人於 n 月 12 日逝世，安葬在梵蒂岡殿內。

67 聖波尼法四世 (608 至 615 年）
波尼法三世駕崩後，宗座空缺達十個多月之久。最後在公

元 608 年 n 月 15 日，選出了波尼法四世（隋場帝大業四年）。

波尼法為羅馬 28 位司鐸中之一個。生於瑪西加的梵肋利亞

城。他在位最可值得一提的事是祝聖「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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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萬紳廟被視為羅馬最富麗的一座建築物。不

幸先後被入侵的蠻族搶掠；後又被人拆卸搬走，作為修建其他

建築物之用。歷代帝王將它封閉多年。公元 609 年教宗將它修

改為教堂，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直到今日。每逢星

期日與慶節，均在此舉行彌撒。

公元 610 年，教宗在羅馬乃討論恢復隱修制度召開大會，

英國倫敦首任主教梅利多在場。回英國後，他將會議定案及教

宗函件致坎特培里總主教老楞佐，肯特王 (Kent) 愛特貝及全

國人民。英國樂以納之。

當是時，唯一論派促成政治與宗教的混亂，波斯國乘著裂

教不和的機會，滲入拜占庭帝國。

那時非洲長官赫拉格里乘機反抗佛伽皇帝及欲奪其王位。

他雖然戰勝波斯人，但不能保持教會的統一。在北義大利不少

龍巴底主教們擁護依斯特立安 (Istrian Schism)• 即主張擁護

《異端三章》。這令波尼法很為難。

愛爾蘭隱修士波比奧的哥倫波呈上教宗，斥教宗擁護會議

的行動。教宗有沒有回覆他的問題，不得而知。哥倫坡 (543-

615 年）是愛爾蘭隱修院創辦者。他對愛爾蘭的皈依聖教貢獻

不少。

波尼法四世於公元 615 年 5 月 25 日逝世，安葬在梵蒂岡

墓地。

68 聖戴伍德弟一世 (615 至 618 年）
當戴伍德弟被選為教宗時 (615 年 10 月 19 日），他已是

位晉鐸 40 多年的老紳父。那時宗座空缺已有五個月之久。原

因是東帝與波斯交戰，敘利亞及巴肋斯坦都被波斯軍所佔，教

友們多被殺害。拜占庭的海軍仍然控制海上，使君堡及歐洲安

然無事。所以在這時教宗與皇帝保持著友誼關係，大家同心協

力對抗東方強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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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時，法王克羅答 (Chlotar• 613-623 年）二世任梅

羅文加皇朝位。與教會亦保持良好關係。法國傳教士亞西羅

(Azilo) 和歐大西伍 (Eustasius) 往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傳教。

該地方於公元 552 年屬於法國管轄地區。

巴伐利亞人及亞來曼人 (Alamans)• 先為愛爾蘭隱修士

影響，今又受法人的協助，聽從羅馬教宗的神權。

戴伍德弟教宗在教務方面也很注重，設法減輕義大利人的

痛苦艱難，他們常受龍巴底人和希臘所磨難。發展慈善工作。

教宗對教會的財產有其規定：按教律紳職人員的財物分四種：

第一，是私有財物，包括由繼承、遺贈、贈與、勞作等名

義所取得的私人財產。

第二，是因傳教工作所獲得的捐贈獻儀等。

第三，是祿位入息。

第四，是由祿位入息之生活費用所省下的款項。

按 1917 年法律規定，教區神職人員對第一、二、四財物

取得其所有權；對於第三種財物，即祿位入息，只有管理及享

用權。如有剩餘，應用來啁濟窮人或辦理慈善，不得據為己有。

戴伍德弟是位良善的教宗，他很愛護自己的砷職人員。據

說他以一個親吻冶好了一個病人，又不忘記在巴肋斯坦受迫害

的教友。

他於 618 年 H 月 8 日逝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69 波尼法五世 (619 至 625 年）
戴伍德弟驾崩後，宗座空缺達 1 年又 15 天。最後是由一

位那不列斯人當選，取名波尼法五世，時為我國唐高祖時代。

即位時，他盡量將教會與民法配合，又創立避難所法，即

禁止外人在聖堂內捉拿犯人（法典 1179 條）。

時在英國，盎格魯，撒克遜及維克三族人統治，瓜分整個

國家。維克人在肯特 (Kent) 地方建立了王國。盎格魯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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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個王國：麥西亞 (Mercia) 、諾東比亞 (Northumbria) 及

東盎格利亞 (East Anglia) 。撒克遜則建立另三個於 Wessex

Essex 及 Sussex' 即西、東和南撒克遜王國 (West East, South 

Saxony) 。這七個小王國及其他更小的，要到西撒克遜的愛格

伯王 (Egebert) 時，才以武力將它們統一（公元 829 年），

成為現今的英國。

在教務方面，諾東比亞王國較有進展，教宗贈送給坎特培

里主教儒斯多大披肩，表示其榮譽及權柄。同時又致書給諾束

比亞王愛德溫 (616-632 年），希望他研究教會道理。

那時愛德溫娶肯特王愛特貝 (Ethelbert) 女兒厄得布加

(Ethelberga) 乃妻。她的條件是要求愛德溫許她保持自己的

信仰（天主教）。愛德溫許之。她便與約克的保林諾同往。保

林諾於 625 年被祝聖為主教。經過他一番的努力，愛德溫與其

臣民於公元 627 年復活節受洗進教。

此時回教勢力興起。公元 622 年 7 月 16 日，回教王穆罕

默德由麥加逃往麥地那，為人擁戴為教主，此日稱為回教紀元

的第一日。

這時，教宗親眼看到東方的耶路撒冷，安提約基的和亞歷

山大的宗主教區正被回教徒所佔領，只剩下君堡一個，真是望

洋興嘆，惋惜不已。

波尼法五世駕崩於公元 625 年 10 月 25 日，死後安葬在梵

蒂岡墓地。

70 何諾略一世 (625 至 638 年）
何諾略生在義大利康巴亞省，父為總督伯多尼，是羅馬顯

要人之一。他於 625 年 n 月 3 日被選為教宗。

那時教宗不但管理教務，更捲入政治漩渦中。何諾略命令

依撒總督推翻龍巴底王亞得羅。公元 627 年又斥責沙丁尼軍官

德奧多的暴行。在他執政時，結束了「約法三章」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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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務方面，何諾略派都靈執事去西班牙參加第四次多肋

多會議 (638 年）。英國史家伯達報導何諾略曾致書給英國信

友廢除非罹馬人習慣的復活節。他又派彼利諾主教前往撒克遜

族人那裡傳教。

任期中最大的一件事，是關於教宗不能舛錯的道理的誤

解。公元 634 年君堡主教色及伍希望東方一性論派與教會和

好。亞歷山大城主教敘祿也願與異教徒和好，承認基督一性

論。但耶路撒冷主教蘇佛尼認朽基督兩意說。他更慫恿亞城主

教附和他的說法。

君堡主教叫亞城主教不要談基督的意願，雖然主教自己卻

相信基督一性說，他卻認為如果基督有兩個意願的話，便會有

衝突的。

何諾略教宗的回答在君堡會議 (681 年）誦讀時，認為不

該再討論基督是否有一或兩個意願，他著重在基督內的意願是

天主與基督性內。這兩個是互相合一的。

教宗解釋馬爾谷輻音說：「但是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

照你所願意的。」（谷十四 36) 即基督的意願是附屬他天主

性的意願內。

史家查普曼 (Chapman) 認為何諾略教宗對色及伍的回答

是私人而非官方式的信件，所以這並不違反教宗不能舛錯的

道理。不可否認的是，教宗沒有提及基督到底有一個或兩個意

願，所以裂教徒有餘地去辯護。

因此耶路撒冷主教蘇弗尼卸為這是教宗的過錯。四年後

(638 年），東羅馬皇帝海拉克利 (Flavius Heraclius• 610-641 

年）禁止討論這件事。可是教宗的問題並沒有了結，這要等到

公元 682 年，良二世教宗時才解決之。

何諾略在羅馬建立了不少美麗教堂，例如聖安德肋堂及巴

爾多祿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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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時的另件大事，即景教傳入我國 (635 年），時乃我

國唐太宗貞觀九年，波斯僧人阿羅本 (Olo-Pen) 來到唐時的

國都長安，太宗還命房玄齡迎接於西郊。

「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

本，占青雲而載其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

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使西郊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貞觀十二年（公元 638 年），帝下詔又准在京師義寧坊建

寺－所（初稱波斯寺，後改大秦祠），度僧 21 人。此乃中國

天主教傳入之開始。

何諾略於 638 年 10 月 12 日逝世，死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71 塞味利諾 (640 年）
何諾略死後，羅馬一位執事當選，名塞味利諾。但因皇帝

未批准，因而等到兩年後才正式為教宗。時乃公元 640 年 5 月

28 日（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那時羅馬皇帝海拉克利於 638 年頒發諭令 (Ecthesis)•

宣布「一性論」為信仰的規範。但這受到嚴重的反對。塞味利

諾極力反對此說，正統道理是在基督內有兩個性 (Natures)

和兩個行為 (Two operations) 。

塞味利諾在位才兩個多月便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72 若望四世 (640 至 642 年）
塞味利諾死後四個月，即公元 640 年 12 月 24 日，達瑪齊

亞人若望當選（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在位時，愛民熱誠，他贖回那些被斯拉夫擄去的教友奴

隸，又在拉特朗大殿旁邊建一小堂。

公元 641 年初，教宗召開會議以處罰「一性論」；其後又通知

君堡主教彼祿反對海拉克利皇帝所寫的上諭，因他主張一性說。



第三章教會擴展時期 71

教宗致皇帝書上申明何諾略教宗道理的正確性，又解釋何

諾略教宗明向聖經對此的說法。

教宗致書給蘇格蘭教廷使者，希望他們遵守尼西亞大公會

議所頒定的道理。

公元 641 年阿拉伯回教軍戰勝波斯，次年又攻取亞歷山大及

埃及各地。各地信友遭受迫害，教宗不斷援助、解救他們的困難。

若望於公元642年 10 月 11 日逝世，死後被安葬梵蒂岡墓地。

73 德奧多祿一世 (642 至 649 年）
德奧多祿生於耶路撒冷，父母為希臘人，於公元 642 年

且月 24 日，登上了伯多祿寶座（唐太宗貞觀時代）。

當時君堡主教色及伍及其繼承人皮祿 (Pyrhus)• 宣稱耶

穌一性論。教宗在羅丐召集會議，斥責皮祿異端。

公元 647 年，君士坦斯二世皇帝 (Constantus II• 641 年 9

月- 688 年 9 月 15 日）命令廢除此諭旨 (Ecthesis) 和頒布詔

書 (Typo)• 禁止辯論一種或兩種力量，一個或兩個問題，

以獲得安靜。他這禁令不但無效，反引起教宗瑪爾定的攻擊。

在教務方面，德奧多祿規定領受砷品之前，應宣誓在規定一教

區服務，即該決定將來生活費用的來源，生活要有保障。教區

神職人員的生活來源可能是祿位，家產或年金。這條法條為特

利騰大公會議和聖教法典所採納 (979 條）。

又規定教宗自由任命主教，除非政府方面提出反對的理

由。關於這點，在 1929 年的拉特朗條約也提到。

德奧多祿又勸諭隱修院院長，在取得地產後，擴張其地以

建築之用。

教宗於 649 年 5 月 14 日逝世，傳說是被毒死的。

74 聖瑪爾定一世 (649 至 654 年）
瑪爾定生在義國托斯卡尼。年輕時獻身給教會為誦讀者．

不久晉升為執事。因他聖德非凡，教宗德奧多祿器重之，旦1戶



72 歷代教宗簡史

他為畦君堡教廷特使。公元 649 年教宗德奧多祿逝世，同年 7

月被選為教宗（時為我國唐太宗貞觀末年）。

即位後，瑪爾定蕭規曹隨地跟隨前任教宗的遺風，而反對

「一性論」。因而在羅馬拉特朗大殿召開會議 (649 年），出

席者有 105 位主教。

此會譴責羅男皇帝直接或間接擁護「基督一性論」異端的

兩道詔書。在第一道詔書裡，君士坦斯二世承認基督一性論異

端是正確的。在第二道詔書裡，皇帝禁止雙方提起基督有「一

個」或「兩個」意志。拉特朗會議宣布：「真理與謬論不能並

存，我們不能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

拉特朗會議的決案，在西方各地公布。瑪爾定教宗獲得非

汎｛、西班牙、英國主教的協助，攻斥此異端。在束方，他獲得

安提約基宗主教和耶路撒冷宗主教的協助。

有位名叫奧林匹克 (Olympius) 的男子，當他要刺殺瑪爾

定教宗時，忽然眼變瞎了。後由教宗勸化，歸化聖教，作為教

宗的騎士。他於 652 年死於與阿拉伯人的戰爭中。

公元 653 年 6 月 15 日，新總督格林奧巴 (Coiliopas) 受

羅馬皇帝的吩咐，派兵到羅馬捉拿教宗。瑪爾定便開始他的流

亡生活。雖有人設法解救他，但皇帝的命令不敢不從。

公元 654 年 9 月 17 日，瑪爾定被帶到君堡，被控告為賣

國罪。實際上的罪名是因他不肯接受異端。

他公開地被剝奪主教衣袍，他的衣服從上到下被撕破，且

被判刑。後因君堡主教的哀求，才放逐他到黑海的車松島。

瑪爾定在充軍地寫信給朋友，描述他所受的痛苦。信末一

段話：「我求天主賞賜大家堅守信德。我個人的生命，算不了

什麼。」

聖人死於 9 月 16 日。他的遺體先後葬在羅馬聖西物斯特

和聖瑪爾定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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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聖歐吉尼一世 (655 至 657 年）
當教宗瑪爾定被捕時，他已選沙威里 (Savelli) 的歐吉尼

代管教務。歐吉尼出身羅馬望族。歐氏知瑪爾定一去不返，而

且知道人們有意推舉他，於是歐氏便登了聖伯多祿的寶座（我

國唐高宗永徽時代）。

即位後，派使者前往君堡與東帝君士坦斯討論有關「一性

論」的事，皇帝要教宗批准新上任君堡主教彼得。彼得主教對

耶穌的兩意學說是很含糊的。 次，教友們聽了彼得主教的演

講詞，很不滿意；並請求教宗命彼得，除非先正式擯棄此邪說，

不可做彌撒，歐吉尼從之。

這令皇帝非常憤怒，要不是新阿拉伯勢力威嚇束方，使他

無時間顧及西方，歐吉尼教宗準會有如前任教宗瑪爾定的結

局一－被拘捕。因那時皇帝與教宗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在教務方面，歐吉尼教宗致各國使者，如致西班牙、法國

和英國等，希望他們多與宗座來往，並對宗座效忠。

在極短期內，教宗請求亞利伯多王以兵力阻止龍巴底人的

入侵。因為他們入侵時，屢次破壞教堂，殺戮教民。

教宗又設法修復在巴肋斯坦被回教徒所破壞的聖堂。又致

書給主教們，希望他們砷職人員與教友和睦共處，在基督內合

而為一。

歐吉尼教宗逝世於 657 年 6 月 2 日，死後安葬在羅馬梵蒂

岡墓地。

76 聖魏德連 (657 至 672 年）
在中世紀，一位教宗的當選與否，都要羅馬皇帝的批准。魏

德連也不例外。他在歐吉尼死後兩個月被選（我國唐高宗時代）。

公元 663 年 7 月，羅馬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害怕非洲、義大

利及西西里為回教勢力所控制，便巡視羅馬。魏德連熱烈地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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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皇帝的來到，皇帝贈給教宗不少的禮物，此後皇帝與教宗的

齟齬可說結束了。

因無力抵抗本內文多的龍巴底族的侵略，皇帝扎居敘拉古

沙，在那裡直到死為止（他於 668 年被刺死）。那時皇帝的情

緒不好，以重稅壓迫人民，這大概是要急徵兵的原故。教宗反

對此舉動。

在教務方面，教宗不餘遺力地支持肯特王厄格貝特

(Egbert) 和諾束比亞王奧斯威 (Oswy) 的建議，選一位適當

人選為坎特培里主教。這兩位國王推舉一位經驗豐富的神父魏

格海 (Wighard) 前往任職。

可惜當魏格海前往羅馬時，在途中發生瘟疫，他與同伴皆

歿於難。關心教務的教宗在那不列斯附近尼利當隱修院找到亞

弟盎隱修士。他是位飽受學問之士，且精通希拉兩文。但亞弟

盎推辭而卻另請高明，其人為達爾斯人德奧多祿，也是位學德

高深的學者。

德氏要求亞弟盎陪伴至英國，亞氏答應了。於是在公元

668 年 3 月 26 日祝聖了德奧多祿主教。同年 5 月 27 日德氏抵

達英國，他可說是整個英國的第一位主教。

在其他地方，如西班牙及法國，教宗也派使節來往。

教宗於 672 年 l 月 27 日逝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77 戴伍德弟 II 世 (672 至 676 年）
戴伍德弟是位在聖厄拉斯姆隱修院的修士，羅馬人。於

672 年 4 月 22 日當選為教宗（我圖唐朝武則天時代）。

即位時，威尼斯人從希臘人那裡買得地主權，且於公元

673 年選一位首領管理該區。他們請求教宗承認他們的地權和

選擇權。戴伍德弟准之。他們便在那地方組織一政府，以抵抗

撒拉遜人的侵略。威尼斯因此漸漸成為東西方來往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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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洛尼人 (Maronites) 是束方教會的一派，這大概是由一

性論產生而來的。他們相信基督兩性但一性論。教宗派遣傳教

士到他們那裡L作，歸化了不少信徒。在東帝君士坦斯四世時

很勇敢地抗撒拉遜的侵略。

聖瑪爾定主教 (315-397 年）為法國土耳的著名主教，他

可說是法國隱修制度之父，法國隱修生活因他傳揚廣大。戴伍

德弟賜給這隱修院一些特權，與法國有深入的來往。

公元 675 年，回教勢力侵犯君堡，教宗呼籲各地信友們組

織軍隊抵抗強敵。

教宗又派使者往各國，如法國和英國。英國教會史家伯達

誕生在教宗任期內 (673 年）。

在宗座的信件上常會出現「特頒宗座降福」 (Salute ad 

Apostolica Benedictionem) 字句，是戴伍德弟教宗首次用的。

戴伍德弟於公元 676 年 6 月 16 日逝世。

78 多諾 (676 至 678 年）
多諾為瑪西加毛利奇元老之子，於 676 年 11 月 2 日當選

為教宗（唐武則天時代）。

在短期內．結束了拉溫那教會的爭端。勸導主教們在自己

教區如何教育自己的砷職人員。

在教育方面，又鼓勵法國主教在美茲 (Metz) 創建特雷威

學院 (Treves)• 英國的康橋大學，希望由這些學府中產生未

來教育家。

在處置一性論方面，君堡主教德奧多祿致書給教宗要求

合一。公元 678 年 8 月 12 日，東帝君士坦丁四世 (Constantus

IV• 641 年 9 月- 668 年 9 月 15 日）請求多諾教宗派遣使者來

君堡開會。教宗那時已逝世了 (4 月 n 日）。但這要等到下

任教宗來處理此事。

拉溫那主教黎巴拉多與教宗重歸於好。這本是其前任瑪祿

造成的分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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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馬教宗廢除了一座聶斯多略派隱修院。他重建了不少

聖堂。

79 聖亞加東 (678 至 681 年）
亞加東生在西西里島巴來蒙的亞莫尼城 (Arnone di 

Palermo)• 為羅馬教會的一個慈善家。於公元 678 年 6 月 26

日被選為教宗（唐高宗儀鳳三年）。

教宗結束了與東方教會爭執的一性論。在教務方面，與英

國主教的關係良好，且鼓勵愛爾蘭人民保持信仰，又派教士往

北歐傳教。

在位時，最大一件事便是第六次大公會議。那時，君士坦

丁四世致教宗信，願召開大會以斥異端邪說，教宗附和之。參

加此次會議的有 125 位主教。

會議中名譽主席是皇帝，但實際上做事的是教宗的代表

們。此次共召集了十八次 (680 年 11 月 7 日- 681 年 9 月 16 日），

其目的為斥責一性論。大會將教宗亞加束申斥了一性論詔書在

眾人面前讀了，大會完全接受教宗的話且公布了。

大會宣布：基督具有完全的天主性，也具有整個人性，實

真天主亦真人。又宣布說：「我們熱誠地宣布，依照教父的道

理，基督實在具有兩個意志，兩個本性的力量，互不分解，互

不轉化，互不脫離，互不混亂。此兩本性的意志並不互相對

立，因他的人性意志是順服的。基督有兩種行動，但這不彼此

分解，不脫離，也不混合。」這便是耶酥基督是真天主亦真人

的正統道理。

許多著作家研究了教宗何諾略的作品，認為他只犯了不明

智之錯誤。所以亞加東致君士坦丁四世時，申明羅馬教宗不能

錯誤的道理。

在恤民方面，教宗盡量改善受過迫害義大利人的生活。那

時，皇帝因忙於應付束方強敵，無力顧及西方，教會繼之代理

世務。因此在行政方面，教會擁有各種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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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稱為顯靈蹟的教宗，活到 107 歲才去世 (681 年 1 月

10 日），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80 聖良二世 (681 至 683 年）
亞加東教宗死後七個月，才選出良瑪谷。他出身於西西里

島，精通希臘及拉丁文。

即位時，批准了第六次大公會議的定案。對於何諾略教宗

的事，他在 682 年致西班牙王教函中曾說：「在異端初起時，

他沒有立即加以改正，他的疏忽助長了異端的滋蔓，因此他未

曾盡宗徒的職責。」按教宗的意思，何諾略的錯誤是一種極嚴

重的疏忽。這個是山他產生的污點，雖不是真正的異端，為了

何諾略的公文實際上助長異端，的確是很遺懷的事。

良二世自處儉約，秉性慈祥，有「貧人之父」的雅號。他

又修改了額我略聖詠和禮節上所應用的歌詠。

良於 683 年 6 月 28 日逝世。 7 月 3 日慶祝他的瞻禮。

81 本篤二世 (684 至 685 年）
良二世死後，宗座空缺一年左右。最後到了 684 年 6 月

26 日才選上本篤二世（唐睿宗時代）。

教宗與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四世及其子儒斯定二世的關係

保持良好。

在英國，約克主教威爾非曾在 678 年被厄格非王撤職；但

在本篤二世時，厄王被殺，恢復威爾非的職位。

本竜二世支持第三次君堡大公會議的定案，即基督具有完

整的天主性和人性的道理。公元 684 年，西班牙多肋多第十四

次會議贊同君堡會議反基督一性論。但是本篤教宗反對多肋多

主教儒連在護教論中所表示的詞句。

那時，法國的貝平 (Pepin the Elder)• 即貝平大帝的祖父，

控制法國的軍隊和財政。為貝平大帝創下了建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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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篤二世建立不少被毀的教堂，尤其是在聖地被回教徒所

毀的聖堂。

他於 685 年 5 月 7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82 若望五世 (685 至 686 年）
若望是敘利亞安提約基城基利考 (Cyricaus) 的兒子。當

他是個執事（六品）的時候，曾代表教宗亞加東，前往君堡參

加第三次君堡大公會議 (680-681 年）。

本篤死後一個月，若望在羅馬拉特朗大殿被選為教宗（我

國唐睿宗時代）。

在他極短的任期內，有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就是關於祝聖

主教的事。那時加里亞利主教敘多納在撒丁尼亞祝聖了沙撒利

主教 (B硨op of Sassari) 。教宗認為這是不合法的，因為只有

羅男主教（即教宗），而不是加里亞利主教有祝聖的權利。

若望五世於 686 年 8 月 l 日逝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83 哥諾 (686 至 687 年）

哥諾是位特拉西亞軍隊長官的兒子。在西西里島受教育，

最後在羅馬晉鐸。

自若望教宗逝世後，羅馬人民分兩派：一部份擁護，而軍

隊希望代奧多祿為教宗。

但後來神職界見伯多祿表現不好，便推舉哥諾為候選人。

軍隊方面所選的代奧多祿因賄賂之故，被人遺棄。

哥諾即位時是年老的人，健康欠佳。他之所能被選的原

故，因他是位虔誠淡樸的人。

687 年 2 月 17 日，束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二世 (Justinian

II• 685 年 9 月 -695 年， 705 年 8 月 -711 年 12 月）致書給教宗，

將第六屆大公會議定案通告給東方紳長們，教宗要他們簽名以

免後來的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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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諾時代，愛爾蘭傳教士紀利央前往羅馬拜見教宗。他

比波尼法更早去德國傳教。

哥諾即位只有十一個月，死於 687 年 9 月 21 日，安葬在

梵蒂岡墓地。

84 聖色及伍 (687 至 701 年）
色及伍是安提約基敘利亞省人，年幼時住在巴肋摩城

(Palermo) 。在戴伍德弟教宗時代晉升鐸品，又在良二世時

為羅馬蘇珊娜堂的名譽司鐸。

哥諾教宗死後，砷職界分三派：巴斯加爾、德奧多祿和色

及伍競選登伯多祿寶座。不久德奧多祿被征服，巴斯加爾隨後

逝世，裂教才結束。

在位時，色及伍拒絕特魯拉會議 (692 年）的改革法令，

因此法與羅馬的習慣和法律不配合，例如：第三十六條提及擢

升君士坦丁堡的地位；第五十二條及五十五條與西方齋期習慣

不同。雖然教宗代表在君堡簽字，但教宗並不滿意。東帝查士

丁尼二世便下令捉拿教宗兩個代表，但為人所阻。

公元 689 年，色及伍給英國威塞 (Wes、ex) 王卡德華拉

(Cadwalla) 施洗，並且給坎特培里主教比利華披肩，又令約

克的魏爾非主教恢復職位，同時又給亞德爾特權。

在法國方面，色及伍教宗與法國關係保持良好。他鼓勵魏

利布羅 (Willibrood) 前往給非西央人傳教。

在禮儀方面，為使教友在擘餅期間有事做，乃令教友們

唱《天主羔羊》 (Agnus Dei) 。教宗本人因是敘利亞人，

已習慣在自己家節的禮儀中唱頌揚基督的祈禱文 (Litany of 

Christ) 。這種祈禱文是根據洗者若翰的「天主羔羊」命名的。

教宗就從他家鄉禮儀中選了「天主羔羊」這經文，加入羅

馬禮儀，主要是這個祈禱文很容易唱。於是他命令紳職人員及

教友們在領聖體前，即在擘餅這段期間裡，共同唱這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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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以這個祈禱文，一開始是教友們所唱的歌詠，而總是以

「求你垂憐我們」 (Miserere Nobis) 做結尾的。這個歌按擘

餅時間的長短需要，可以重複多次。

聖母聖誕節是色及伍教宗所規定的日子，這木是開始於東

方，教宗將之普及整個教會。

色及伍教宗逝世於聖母聖誕節前夕 (9 月 7 日），死後安

葬在羅丐梵蒂岡墓地。

85 若望六世 (701 至 705 年）

回教於第七世紀時進入世界歷史的舞台；到了第八世紀，

它的勢力可說普及北非，如迦太基於 698 年被佔。 710 年他們

又獲得休達 (Ceuta)' 次年渡海峽到西班牙； 712 年佔領沙拉

哥沙； 720 年到納彭。這可說是回教勢力的黃金時代。

阿拉伯的征伐沒有給予天主教重大的打擊，但教會所受間

接的影響似乎很嚴重。回教區域內的教務輒告停頓，其原因有

二：第－，回教的特殊性使回教徒很少改信其他宗教；第二，

回教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天淵之別。

歐i州政治的改觀，教宗與加羅林王朝的聯盟，導致了歐洲

國家的誕生，並給中古世紀預備了它政治宗教的方向。這可說

是回教人征討的結果。這也是第八世紀的特徵。

若望便是在這時登上了伯多祿的寶座（我國唐武后長安元

年）。我國唐朝著名的詩人李白正在這年誕生。

教宗與本內文多公爵，基索幅協議釋放在戰爭中被俘虜的

教友。那些教友有很多是由巴肋斯坦逃來的。

公元 703 年在羅馬召開會議，解釋英國約克主教魏非道的

無辜被坎特培里主教所貶謫。教宗聲明一切主教的解雇該由羅

馬方面處理。

若望逝世於 705 年 1 月 9 日，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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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若望七世 (705 至 707 年）

若望誕生在加拉比亞省的羅撒諾城，父為希臘人。按教宗

傳記載，若望在糴馬聖伯多祿堂，聖歐吉尼和聖母堂很活躍，

受人尊重。若望六世也很器重他，推他為自己的繼承人。

若望於 705 年 3 月 1 日當選。時為我國唐中宗神龍元年，

即皇太后武氏死的那年。

即位時，龍巴底王亞利伯二世 (Aribert• 701-712 年）將

所搶掠的教會財產歸還。

公元 706 年，東帝查士丁尼二世派遣兩位使者到羅男，要

求召集會議以批准 692 年的議案，即色及伍教宗曾拒絕此案，

若望六世蕭規曹隨地退回這案件。

若望與法王也保持友誼的關係．常派教士去傳教。

若望死於 10 月 17 日，在位只有兩年半曲已。

87 西息尼 (708 年）
西息尼為敘利亞人，若望之子，其教育程度不詳。他是位

能幹且謙慨的人。於 708 年 1 月 18 日當選，時朽我國唐中宗

景龍一年。

他在位只有 20 多天，於 2 月 7 日去世。他可說是第一位

教宗要求加強羅丐城的鞏固，以抵強敵。那時回教勢力已滲透

歐汎、I南部。在這 20 多天內，西息尼祝聖了哥西加 (Corsica)

一位主教。

88 君士坦丁 (708 至 715 年）
君士坦丁如前任教宗一樣，出身於敘利亞地方。他於 3 月

25 日當選。

教宗被皇帝邀請視察東方，查士丁尼二世在尼各略弟亞莖

烈地招待教宗。可惜他們的會談內容卻不詳，但是他們保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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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關係。查士丁尼在 692 年於君士坦丁堡召集會議。按教會

的規定，這次會議是 553 年和 680 年二次大公會議的補充，因

乃它們都以討論教義問題為主。史家稱這次會議為第五次與第

六次大公會議的補充 (Quinisextum Synod) 。教宗與皇帝方面

均同意。

查士丁尼二世於公元 711 年 12 月駕崩，菲利比谷

(Philippicus Bardanes'7几713 年）繼位。他支持唯一性

論。君士坦丁教宗拒絕承認新王。不久，菲利比谷為亞特米

(Artemius) 所推翻，取名亞納大修二世 (Anastasios II'713-

715 年），與教宗和好。可惜因阿拉伯的軍隊進攻小亞細亞，使

梵蒂岡陷於危狀。皇帝因徵兵之故而失去民心，不久也被推翻。

即位時，君士坦丁教宗曾接見英國麥西亞王康萊

(Coonrod) 和束沙克遜王子奧法 (Offa) 。教宗勸勉他們愛

護教會且推廣教務。

教宗於 715 年 4 月 8 日逝世，安葬在前任墓旁。

89 聖額我略二世 (715 至 731 年）
額我略出身羅馬貴族家庭。在色及伍教宗時，曾任圖書館

員。在他為執事時，與教宗前往君堡，討論 692 年會議的議案。

他的任期對教會史來說，是個重要的轉捩點。即是，教宗

的選舉不再受東羅馬皇帝的控制。拜占庭勢力的衰落給龍巴底

人發展的好機會。額我略以外交關係與龍巴底人保持友誼，使

龍巴底人無法南侵。

那時東帝良二世 (Leo III'717-740 年）是位賢君，時回

教勢力西進，皇帝堅強地保護京都，重修經濟法，又將每省由

軍隊統領。可是在教會方面，他反對在宗教儀式中崇拜聖像。

這為教宗所斥，因此逐漸造成羅馬與君堡分裂的遠因。

額我略與北歐各國關係良好。在羅馬他曾款待威塞王因尼

(King Ine of Wessex) 和巴伐利亞公爵德奧多 (Duke The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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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awaria) 。更重要的是，教宗支持聖波尼法在德國的工作，

且祝聖他為主教。波尼法曾拜訪查理王 (Charles Martel)• 得

到他的保護；隨後在海森和都林加工作。當時又有英籍會士來

協助傳教。

額我略在羅丐建立不少聖堂，在禮儀方面也有貢獻。即在

舊式彌撒經書內，每天都規定在－聖堂做彌撒。例如復活節彌

撒是在聖母大堂舉行，所以有「集合祈禱於聖母大堂」等字。

這種儀式稱為「場地儀式」 (Station Service) 。那麼在該聖堂

行祭的稱為 Station Church 。這種儀式在額我略大教宗時代可

說達到頂峰造極了。但在額我略二世又添加不少這種教堂。尤

其是在四旬期內的瞻禮，有這種儀式。

額我略在位十四年，逝世於 731 年 2 月 13 日，死後安葬

在梵蒂岡墓地。

90 聖額我略三世 (731 至 741 年）
額我略三世為敘利亞人。於 731 年 3 月 18 日當選教宗（唐

玄宗開元十九年）。

在位時，被捲入聖像爭論漩渦中，公元 731 年 11 月教宗

在羅馬召開會議，下令凡拋棄聖像者，將受絕罰。他又與皇帝

談判，但琵之所阻。

那時，龍巴底人南侵，教宗請求法王援助。法王因需要他

們抵抗回教勢力，而拒絕教宗之請；然而法王與教廷的關係可

說山此開始。

在教務方面，額我略賜給英國約克的愛爾貝特主教權柄

治理教會。那時聞名的英國歷史家聖伯達逝世在教宗任期內

(735 年）。

教宗逝世於 741 年 n 月 28 日，在位九年之久。

額我略出身於敘利亞，在未當選教宗之前為修院院長。他

即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針對敬禮聖像的爭端，派了一位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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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帶信出使君堡、拜見皇帝良依撤利盎 (Leo III !saurian• 

717-740 年）。可是喬治見到皇帝，但沒有遞上教宗的信就回

來了。教宗再次派他前往，他卻被皇帝的軍隊疑為嫌犯而充

軍了。

教宗便於 731 年 H 月在羅馬召開重要會議，處罰那些拆

毀聖像者。他設法與良三世皇帝溝通，但這激怒了皇帝，皇帝

便派軍前往，不過船隻被巨風吹壞。他便奪取教會在西西里島

和加拉比亞島的土地，且抽重稅。皇帝又把西西里、卡拉比亞

和依利各等地的教區由君堡管理。

那時，龍巴底入侵，教宗求救於法王查理瑪特爾，可惜他

因病不能前往，便派葛利莫院長 (Grimo) 去與龍巴底協商。

從此法與教廷的關係愈趨密切。在教會方面，英人聖波尼法

(675-754 年）到德國傳教，頗有收穫。額我略三世在 732 年

升他為總主教。他曾影響法國宮廷，改革德法兩地的教會。教

宗又請他的親戚魏利巴德 (700-786 年）協助他在德傳教。

教宗也賜給英國約克的艾克培主教權利 (735 年），管理

英國教會。最後因憂慮過度，死於 741 年 H 月 28 日，其慶日

為日月 28 日。

91 聖匝加利一世 (741 至 752 年）

匝加利是卡拉比亞城希臘人波利哥尼之子。於公元 741 年

12 月 3 日被選為教宗（唐玄宗開元廿九年）。

即位時，相當愛護神職人員，對羅馬的貧民照顧至極。在

外交方面，與龍巴底、拜占庭和法蘭克人建交。在額我略三世

時，教宗受龍巴底王劉伯蘭的擾亂；今藉新勢力，教宗拒絕與

史波利多公爵一起抗敵，反而與龍巴底王親自交涉。龍王敗

服，將所侵占地歸還，因此得到暫時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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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與拜占庭的關係，匝加利派使者至君堡，告訴他自己

的當選，並勸皇帝恢復聖像敬禮。君士坦丁五世 (Constantine

V• 741 年 6 月 18 日- 775 年 9 月 14 日）強迫希亥利亞會議接

受反聖像敬禮主義。聖才爾孟即聖若望達瑪薩內，是當時最知

名的信德擁護者。

公元 742 年 n 月，使者將教宗的書函給君士坦丁五世，

為此皇帝將南義兩塊地賜給教宗。

與法蘭克人的關係可說更密切。那時法蘭克人擁立貝平為

王。 751 年，波尼法代表教宗給他加冕。 747 年，梅洛文王朝

最後一人直特利克三世 (Childenic III)• 因軟弱無能，讓位

給貝平後，進入一所修道院。從此貝平成為法國唯一皇帝，他

與教會的關係更好。

教宗與劉伯蘭本訂立二十年條約，然而劉伯蘭的繼承人於

752 年違約攻佔拉溫那，並乘勝南下羅馬。教宗向法王求救，

貝平遠征義大利，擊敗亞依斯都，收復以前拜占庭的土地拉溫

那，並把它與舄比亞的一部份給教宗。這就是所謂「貝平的贈

禮」。一般人以此為教皇國的來源。

匝加利在位 10 年 3 個月又 10 天·逝世於 752 年 3 月 14 日。

死後安葬梵蒂岡墓地。

92 斯德望二世 (752 年）
在匝加利逝世後，羅男一位名叫斯德望的被選為教宗（唐

玄宗天寶十一年）。但當他在被祝聖前死了。那時，祝聖典禮

是一位教宗登基的開始，因此許多與他同時代者或中世紀及現

代歷史家們，都不把他列入教宗名單內。

但是教會法典認為，一個教宗的登位是由被選時算起。所

以自 1961 年後的宗座年鑑，即承認這位教宗的存在。而將他

的繼承人斯德望為二（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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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斯德望三世 (752 至 757 年）
斯德望出身於奧西尼家族，於 752 年 3 月 6 日當選。即位

時，龍巴底人威脅羅馬，曾與其首領亞斯蘭夫訂四年休戰後，

戰爭爆發。與之談判無效，於 754 年教宗求救於法王貝平。

貝平決定支持教宗。教宗在那年的冬天，在聖代尼斯隱修

院祝聖貝平及其子琵羅馬皇帝及監護人。

次年春，法國貴族們在歸也斯地方召集會議，且同意與龍

王交戰。貝平橫過亞爾卑斯山且包圍巴維亞城。亞維斯夫被迫

將所奪的地歸還教宗。

但當法軍回國後，龍王又掃蕩義境，於 756 年包圍羅馬。

教宗又請奧斯亞主教前往法國求助。貝平又派兵攻打龍王，這

次可說被制服了。

此次聖代尼斯的隱修院院長傅爾拉 (Fulrad)• 受法王之

命，帶領大隊人員到達這被園之城。他呈上鑰匙，將貝平禮物

放在聖伯多祿墳墓上。這種行為表示教宗世權的開始。 757 年

春，斯德望致書給法王關於他在義大利的最高的統治權，從此

教宗享有世砷兩權，這便是說教皇國來源。

斯德望在位 5 年又 2 個月，便逝世了。死後被安葬在梵蒂

岡墓地。

94 聖保祿一世 (757 至 767 年）
保祿，羅馬人，原是斯德望二世的弟弟，在教廷與貝平的

關係中佔重要的地位。於公元 757 年 5 月 29 日被選（唐肅宗

至德二年）。

即位時，面對著兩個強敵：龍巴底新王戴西德祿，他要將

以前給教宗的領土奪回。另一位是拜占庭國王君士坦丁五世，

是位極力反對恭敬聖像者。為應付龍巴底王，教宗有賴於法王

貝平。那時戴西德祿與拜占庭帝國聯盟，侵略教宗領土，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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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於法國。貝平並沒有派兵，只遣使者到龍巴底王前，商討

要他退出教皇國，他們從之。

762 年，教宗與龍巴底王的緊張過後，又與東帝交惡。教

宗款待那些被皇帝放逐的人們。保祿重申明君士坦丁五世的錯

誤觀念，批准君堡會議 (754 年）的立案，駁斥拆毀聖像者。

束帝希望貝平走自己的路線，貝平雖然對羅馬效忠，但不

會改變他對東帝的觀念。

在位時，保祿與法國教會內部保持良好的關係。他建築了

不少教堂。

保祿於 767 年 6 月 28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聖保祿教堂，

後已遷到聖伯多祿大殿。

95 斯德望四世 (768 至 772 年）
教宗保祿一世驾崩後，羅馬教廷內部混亂了一陣。衲皮

公爵土多以其兄弟君士坦丁為教宗。但是保祿的總管基所

(Christopher) 要求合理的選舉，他便往巴維亞見龍巴底王德

西得祿。此王同意派華弟培和基所之子色及伍帶領軍隊往羅

丐。然土多被殺。君士坦丁在拉特朗堂內避難。龍巴底人揀選

一位名叫斐利伯的為教宗。但基所反對，而請一位虔誠的人，

斯德望為教宗。這種僵局才得以結束。

在斯德望即位時（唐代宗大歷三年），我國產生幾位大文

豪，如韓愈 (768 年生），白居易及劉禹錫 (772 年生）。而

失去兩位，即李元靖 (769 年）和杜甫 (770 年卒）。

公元 769 年 4 月，斯德望在羅馬拉特朗召集會議，法王加

洛曼及查里曼派 13 位主教出席參加。

此會規定教宗選舉的規則，又處罰喜厄拉 (Hiera) 於

七五六年會議的定案和重新申明敬禮聖像的合理性。

斯德望又重新組織樞機院，原來此制度在二世紀時，即厄

瓦利多教宗時代，已有 28 位名譽頭銜神父 (Tituli) 。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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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聖法比盎教宗將羅馬分成七個區域，每區擁有 7 位執事。

這些人便組成一「宗座顧問團」。八世紀時，額我略三世將羅

馬又分區，增至 14 位執事。他們之間又分為樞機地位。不久，

斯德望增加樞機的數目；同時又有 7 位主教駐紮羅馬。

所以斯德望時，樞機院已有 49 人： 7 位樞機主教、 28 位

樞機紳父和 14 位樞機執事。在他們之間沒有先後的等級，但

按他們的職務，在宗座空缺時，在選舉教宗時，管理教會，這

種制度一直傳到現在。

教宗也很注重教務工作，他曾派教士們往不列顛、蘇格蘭

及愛爾蘭等地傳教。

斯德望在位 3 年 5 個月又 28 天後逝世，便安葬在梵蒂岡

墓地。

96 亞弟盎一世 (772 至 795 年）
亞弟盎是羅馬人，為哥倫那望族出身。斯德望四世死後，

身為執事（六品）的亞弟盎於 772 年 2 月 9 日被選（唐代宗大

歷七年）。那年也是我國名詩人白居易及劉禹錫誕生。

即位之初，立即赦免所有的政治犯，被監禁或充軍者，許

他們回家。同時與龍巴底王重新建立關係。

那時狡猾的龍王一方面與教宗和好，另方面又暗地裡侵佔

教皇國。教宗也用同樣的計謀，暗地向法國查里曼求救。但龍

王卻比教宗快一步，帶軍至羅馬。教宗只得暫時認輸。當龍王

返回時，卻被查里曼打敗並俘虜。查里曼因此被封為法國及龍

巴底王。

公元 774 年復活節，大帝至羅馬。他與亞弟盎相會且保

證他又請貝平於 754 年給教宗的地該受尊敬。從那時起，已

定形了。

在位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召開尼西亞二次大公會議。在

君十坦丁五世時，反對聖像敬禮。將那些不肯實行王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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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殺害或施以酷刑，使成終身殘廢。在西方，教宗額我略一世

及三世自開始就反對和抵制這種行為。

到了皇后艾連執政時，對這不良行為不滿，開始改變政

綱，先使達拉削為君堡主教 (784 年），後採納新主教之請，

於 8 月 29 日請亞弟盎教宗赴君堡開會，以穩固聖像的傳統敬

禮，教宗答應派代表參加。

公元 786 年 8 月 7 日在京都請宗徒堂內開幕典禮，但因破

壞份子暴亂，擾亂治安，開會未成。後在 787 年 9 月 24 日於

安靜的尼西亞城開幕。原為君士坦丁堡會議，今卻成為尼西亞

會議。

出席會議的主教，共有 350 位；共有八次集會。七次是在

尼西亞的聖蘇非亞堂內舉行，最後是在君堡皇宮舉行，是最隆

重的一次。皇太后同他兒子君士坦丁六世 (Constantine VI' 

780 年 9 月 8 日- 797 年 8 月）也駕臨了。教宗也派代表參加。

這次會議的定案，共有三份手抄本，兩本尚保存在梵蒂岡

圖書館。大會規定了廿二項有關紀律的條文，主教應背誦聖詠

集就是其中一條。

教宗開始重修羅馬的建築及擴張，且美化之。

亞弟盎於 795 年 12 月 26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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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査里曼大帝時代
(795 至 896 年）

教會的發展要靠政府的協助與合作。政教合－達到最高

峰時代是查里曼大帝 (Charlemagne• 742 年 4 月 2 日- 814 年

l 月 28 日）在公元 800 年，在羅甩受良三世加冕，皇帝自認

有管理教會的使命。他時代的加洛琳復興，對教會有極大的

影響和貢獻。今敘述如後。

97 聖良三世 (795 至 816 年）
良在年輕時代就在教廷任重職，繼而被擢升為樞機主教。

所以在亞弟盎死後，立即被選乃教宗（唐德宗貞元十一年）。

即位時，最主要的事就是與查里曼大帝的閼係。公元 799

年 4 月，在羅馬，前任教宗一位侄兒帶領一群貴族企圖謀害良

三世。教宗便逃往巴德波查里曼大帝宮殿。皇帝以他的力量乃

教宗爭取地位，於公元 800 年 11 月進入羅馬。

同年聖誕節，良三世在聖伯多祿大殿舉行彌撒時，給大帝

加冕，群眾高興歡呼說：「羅馬人的皇帝，萬歲！」

此舉動引起不少爭論。教宗與皇帝都承認這是一個很慎重

的行為，因為加冕對兩方面都有好處。

在查里曼方面，這給他很大的權利，一種與君堡對峙的清

形發生。這澄清羅丐教會的合法地位。教會也漸偏向西方．同

時也加速拜占庭教會與羅馬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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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宗來說，加冕建立了一種世權的觀念，維持西方政教

的秩序。

加冕在中世紀中的確有它很深刻的意義。查里曼與良三世

無意地奪取君堡之皇冠。他們建立了第二個帝國，所謂「基督

教國家」，以羅馬信仰為主。

800 年後查里曼仍然與教宗保持良好關係，但皇帝並不很

注重教宗的權利，很多時候也沒有教宗的同意就自作主張。

因與大帝的合作，教宗再次地擊敗西班牙的「養子論」

(Adoptionism)' 此異端主張耶穌基督是天主的養子，而非

親生子。

在英國方面，良三世幫助諾東比亞厄多夫恢復王位，同時

又調停坎堡與約克主教之間的事。

在建設方面，藉大帝的力量，建立了不少教堂、醫院和救

濟院。

良三世於 816 年 6 月 n 日逝世，在位 21 年之久。

98 斯德望五世 (816 至 817 年）
斯德望，羅馬人，為 14 位樞機執事之一。於 816 年 6 月

22 日被選（唐憲宗元和十一年）。

自從查里曼大帝駕崩後 (814 年），教宗們設法擺脫卡洛

琳王朝的統治。的確，斯德望五世的被選並不受皇帝的干涉。

事實上，查里曼大帝的兒子，熱心的路易 (Louis the Pious) 

明認教宗的選舉是該不受任何權利所干涉的。雖然這不常是如

此，因為路易的軟弱致使帝國衰弱，引起教會的權柄高駕皇帝

之上。

斯德望亦給熱心的路易加冕於萊姆城，回羅馬後不久便死

了。死後被安葬在聖巴色德教堂 (St. Prassede) 。這座教堂是

他自己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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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聖巴斯卦一世 (817 至 824 年）
巴斯卦是羅丐樞機紳父，在斯德望死後第二天就被選為教宗。

即位初，派使者與法王路易交談，重新申明先父所賜給宗

座的產業；同時又將哥西加沙丁尼島併入教皇國。那地方的人

民是半開化及外教徒，屬於西羅馬帝國領上。

自路易為王後，將士地分三部份。長子羅太利於 823 年，

在羅馬受教宗加冕。

在教務方面，巴斯卦聘請比來瑪主教魏來多給丹麥人傳教。

在位時，發掘地窖，證實聖女則濟利亞的屍體。原來地窖

因野蠻人繼續不斷地闖入，遭受到非常大的損失，己經殘缺不

全。八世紀時，地窖又遭龍巴底人之劫掠，好多殉教者的遺骸

皆被搬走，實在可惜。保祿一世為保護地窖，特將其內倖存之

遺骸取出，運往羅冉各教堂。

巴斯卦也同樣衛護致命聖人聖女的遺骸，因此在教會內產

生了特別對聖人聖女之遺骸的敬禮。

教宗於 824 年 2 月 10 日逝世，死後被安葬在聖巴色德教堂。

100 歐吉尼二世 (824 至 827 年）
歐吉尼，羅丐人，為沙比尼堂的樞機執事。於 824 年 2 月

17 日當選。這一年也正是我國著名文學家韓愈逝世之年，即

唐穆宗長慶四年。

即位時，法王羅太一世 (Lothair I) 與教宗在羅丐相會。

國王頒布羅丐憲法，使前任教宗巴斯卦一世時的問題能妥善獲

得解決。又規定教友該對國王效忠，又保證教宗的自由選舉。

那時期聖像敬禮的問題又起，拜占庭皇帝彌格爾二世

(M國ael Travlos in II• 820 年 12 月 25 日- 829 年 10 月 2 日）

的使臣到魯恩拜見法王「熱誠的路易」 (Louis the Piou豆，

請他同抗敬拜聖像，但未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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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吉尼重修訂羅馬法，如《君士坦丁帝》 (313 年），《格

拉齊央法》 (380 年）、《基爾西條約》 (Pact of Kiersy'754 

年），《查士丁尼大帝法典》等。

阿爾坤 (Alcuin Flacus Albinus'735-804 年）是位著名的

教育家。他是查里曼大帝的教育大臣，作為教師，他個人的教

授法都能鼓勵學生們的興趣而勤奮用功。

歐吉尼也很欣賞阿爾坤的教育法。因此在 826 年於羅馬召

開會議，如何教導砷職人員。按當時教會法令規定主教座堂學

校分內外兩部。內部是專片訓練教會神職界的，外部為普通學

生而設。所以歐吉尼可說是第一位對修院重視的教宗。

歐吉尼於 827 年 8 月 27 日逝世，死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01 凡倫弟諾 (827 年）
凡倫弟諾，羅馬人。初為樞機執事，當選後即被祝聖為

主教。

即位時，在英國，魏塞王厄伯特 (Egbert• 800-836 

年）與其他三位國王聯合起來成為今日的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

凡倫弟諾是位很熱誠的教宗，可惜在位只有一個多月便逝

世了。

102 額我略四世 (827 至 844 年）
額我略，羅馬人。在巴斯卦一世時為執事，繼而為聖瑪爾

各教堂樞機司鐸。凡倫弟諾死後不久即被選（我國唐太宗太和

元年）。

即位時，法王路易的兒子們：羅特爾一世、貝平及日耳曼

的路易叛變。理由是路易的第二任妻子朱弟德為他生了第 4 個

兒子，即禿頭查理 (Charles the Bald) 。路易廢止公元 817 年

的分配土地，希望查理能分得帝國的一部份。其他 3 個兒子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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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於是爆發了八年之久反對父王的內戰。貴族和教士大部

份支持這叛亂。

公元 833 年，路易命令他的支持者各自逃生，自己卻向他

的兒子們投降。他們監禁剃光朱弟德的頭髮，幽禁小查理於修

道院，令父王退位，並予以公開懲罰。

當時長子羅特爾對路易的處罰受到群眾的反對，許多貴族

及一些教士響應廢除朱弟德，因此三子之間又起了爭執；那時

額我略四世在羅特爾那裡，盡力解除王室間的糾紛。

公元 834 年貝平和日耳曼的路易（簡稱路易所克）釋放他

們的父親，恢復他的王位，並將朱弟德及查理送回他的懷抱。

在恢復王位之後，羅特爾侵略教會財產，路易處罰長子，

且於 837 年派遣阿達包達至羅馬請示教宗。

教宗對羅特爾向父王恢復王位之事感到關懷，但在路易死

後，與其繼承的關係不很良好。

額我略設立不少羅馬教堂，同時又鞏固奧斯亞城（又稱為

額我略城 [Gregoriopolis]• 以防禦北非拉森人的攻擊。）

在教務方面，教宗派遣比國隱修士們往瑞士傳教。保加利

亞人也漸皈依聖教。

公元 601 年，教宗波尼法四世得外教的萬神即矜持而定聖

母及諸聖瞻禮。於 835 年，額我略四世定 n 月 1 日為諸聖瞻禮，

將之普及全歐。

公元 831 年，教宗又頒賜安斯加主教披肩，並且派他為駐

斯坎地那維亞宗座使者，視察教務。

額我略於 844 年 n 月逝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03 色及伍二世 (844 至 847 年）
色及伍，羅馬人，為聖西物斯特教堂的樞機執事。於公元

844 年 2 月 10 日當選（我國唐武宗會昌四年）。那時在拉特

朗的一位執事若望與他爭位，但不久被人遺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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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當時的羅丐憲法，教宗的祝聖是要經過皇帝批准的，但

色及伍未遵照去做。那時法王羅特爾一世派其子路易去詢問。

教宗很熱烈地招待他，又在同年 6 月 15 日給他加冕。

這一來卻引起爭論。那時路易的顧問美茲主教德祿高，堅

持羅丐人該對路易效恵。但教宗卻不以為然，認朽該對羅特爾

效忠才對。

公元 846 年，撒拉遜和諾曼人侵略羅馬，首先搶劫聖伯多

祿及聖保祿教堂，且包圍羅丐。康巴尼亞、拉西奧及沙比納居

民出來援救羅馬。

許多羅馬城民逃至加也達避難。後賴路易二世及亞瑪菲人

的救助，使羅馬城又免受遭殃。

在流血的戰爭中，色及伍敎宗提醒教友們走向聖德的道

路，以免喪亡。

在與束方教會的交際中，教宗鼓勵德奧多拉皇后和希臘教

會主教們遵守規誡。

色及伍在位兩年多後逝世，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04 聖良四世 (847 至 855 年）
良四世，為羅馬人，少年時為本篤會士。額我略四世曾請

他到教廷工作，繼後又在色及伍二世時被擢升為樞機執事，不

久後又升為樞機砷父。

色及伍逝世後一天即被選 (1 月 28 日），時為我國唐宣

宗大中元年。

在位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護羅馬城，以免受撒拉森人

的搶掠。他重新修造城牆，鞏固聖伯多祿教堂和其周圍的建築

物。因而被稱為「良之城」 (Civitas Leonina) 。

良又用外交關係與其他義大利幾座希臘城市聯盟以抗敵。

所以在奧斯亞城組織艦隊以應付撒拉森人。

教宗積極抗敵的行為漸漸地提高教宗的地位。在表面上，

教宗常尊敬法王，但法王也敬重教宗。如在 850 年，他應法王

羅特雨的請求給其子路易二世加冕，由此重新申明以往的傳

統，說皇帝該從教宗那裡接受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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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束方，彌格爾二世為君堡皇帝。因年歲輕，由母后德奧

多拉攝政。她於 843 年恢復敬禮聖像，使臣民皆人歡喜。宗教

的和平，再加上政治上的重建，給東羅馬帝國繁榮一時，但不

能維持長久。這也可說是教宗在外交關係成功的地方。

在教務方面，良四世召集會議嚴斥西滿罪。那時拉溫那上

教若望和萊姆總玉教星克馬過份地濫用主教權柄。教宗 －斥

責之。

在禮儀方面，教宗設立聖母升天八月慶典 (Octava) 。他更

積極地提倡教會音樂。傳說「灑聖水歌」 (Asperges) 是他編成的。

在建築方面，良四川重修了梵蒂岡、拉特朗堂、聖瑪爾定

堂和他自己名銜堂「四冠堂」。他又重建波爾多和蘇比亞谷城。

在梵蒂岡有幅名畫因大火差一點被焚燒，但藉著良的祈禱

而熄滅了。因而被稱為「聖」良教宗。

良四世在 853 年給英國亞佛德王加冕，這位國干成為英國

著名的統治者。

他於 855 年 7 月 17 日逝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05 本篤三世 (855 至 858 年）
聖良四世死後，羅馬教廷內又亂了一陣，法王路易一世擁

護圖書館員亞納大削為教宗，他曾被良四世懲罰過。但是羅用

呻職界和人民卻推舉聖加利斯多堂的樞機砷父本篤為繼承人。

時為公元 855 年 9 月 29 日（唐宣宗大中元年）。

即位之初，本篤因羅蘭黛貝加女王之弟胡伯貪圖土地，將

修院收為己有而懲罰他。教宗又堅持伊格鐸離開羅蘭羅特爾二

世，而回到自己丈夫鮑蘇那裡。由此可見，教宗不但領有神權，

就是各國君王也服從他，即世權。

時東方君士坦丁堡宮中助理國務卿巴氏，因品行惡劣，為

依納爵主教開除教籍。巴氏為報復起見，將依納爵革職放逐；

本窎對此不悅。

本篤品德高尚，為人愛戴。於 858 年 4 月 8 日逝世，安葬

在梵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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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聖尼各老一世 (858 至 867 年）
尼各老，羅馬人，土斯格羅郡守德奧多祿之子。他是位品

德高尚且富有經臉的人。在色及伍二世時被擢升為五品，且又

片良四世升為執事。本篤三世死後不久，便被選為教宗（唐宣

宗大中十二年）。

在位時，做了三件大事。首先是關於羅特爾二世的婚姻。

公元 862 年 4 月 29 日的阿亨會議批准了羅特爾三世廢其后德

貝加而與其情婦華特達結婚，德貝加向尼各老申訴。教宗派使

節到麥次查明真相。羅特爾賄賂這使節，請他確認離婚事。特

里爾及科倫主教宗反對此決定。尼各老發覺其中有詐，將他們

逐出教會，命令羅特爾放棄情婦，接回皇后。羅氏派兵到羅馬

捉拿教宗。尼各老守在聖伯多祿教堂。經過 48 小時的齋戒祈

禱，國王服從教宗意志。

另件事是：教會內部爭權的問題。里姆斯的主教辛克瑪，

為拉丁教會僅次於教宗之後的大人物，把桑松主教拉特革除

(Ratherad of soissons) 。拉氏向教宗申訴 (863 年）。查明這

個案件之後，尼各老命令拉特復位。正當辛克瑪猶豫不定時，

教宗先發制人，揚言下禁止令＿停止其省內所有的活動，辛

克瑪遂屈服了。

第三件事是，號稱斯拉夫宗徒的濟利祿和莫多篤兩兄弟，

先在俄國南部的莫拉維亞傳教，使不少斯拉夫人皈依教會。兩

人又創立了斯拉夫字母，把原有的新舊約及禮儀書等，譯成斯

拉夫文，以利於該族人民。這為教會添了不少光彩。

那時保加利亞人在多瑙河下游定居，接受了基督信仰。尼

各老教宗派遣傳教士們去那裡服務。福莫索被祝聖為當地主教。

為防禦撒拉森人的攻擊，教宗鼓勵教友們同心合力地抗

敵。為加強保衛奧斯亞城，在每站設有屯兵鎮守。

尼各老嚴於衛護道德，在人心墮落的時代裡，無異是一盞

明燈、一座城堡。所以在他死時，人們一致認為教宗的權威比

之前更擴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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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 9 年又 5 個月，於 867 年 11 月 13 日逝世，安葬在梵

蒂岡墓地。

107 亞弟盎二世 (867 至 872 年）
亞弟盎是羅馬人，在尼各老逝世後一個月被選，即公元

867 年 12 月 14 日（唐懿宗咸通八年）。當選時已 76 歲，但

他的體力充沛，有如若望廿三世。

在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召開第四次君士坦丁會議。那時

佛西伍依恃彌格爾皇帝勢力肆意妄行，巴西略及馬塞頓弒殺了

皇帝，自立為主。他將佛西伍撤職，而用聖依納爵為京城主教。

依納爵及佛西伍兩人都向羅男報告，請求教宗召開大會處理

這事。

皇帝也出諭旨召集主教們到京城開會，教宗代表有三位：

郝西亞城主教多那都，乃比城主教斯德望及瑪利諾。

大會在 869 年 10 月 5 日於聖蘇非亞大殿內舉行。出席的

人不多。在第一次開會時，除了教宗的代表外，只有 12 位主

教。在第六次開會時， 37 位主教。在第十次時，也不過只有

百餘人而己，可是會中所討論的問題卻很重要。例如在第一次

開會時，就宣布羅馬統一的條文，明認羅馬首席的法定地位，

以及申斥破壞聖像分子與佛西伍的邪說。

會中也討論了與佛西伍問題有關的一些事實，如向他所寫

的服從書，在他所召開的會中 (867 年）偽造的束方總主教代

表們的簽署，在 861 年集會反對依納爵的假證據等。在第九次

時，不少被指控的各種犯人，自動懺悔，向大會求和重歸於好。

公元 870 年 2 月 28 日是最後一次集會，也是最盛大的一

欠，除了教宗代表及各出席的主教外，尚有皇帝巴西略、太子

君士坦丁，保加利亞國王的十幾位代表，西羅馬皇帝略多味亮

二世的三位代表，都到場參加。其中一位是有名的圖書館長二

大納修，他將會中議案及記錄譯成了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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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務方面，亞弟盎將先前拜占庭所遣在斯拉夫人中傳教

的聖墨多弟升為西米翁總主教。墨氏與其兄濟利祿皆為德撒洛

尼人，兩人在克里米亞傳教。他們以葛拉哥里迪 (Glagolithic)

禮。尼各老一世召他們回羅丐述職，不久濟利祿在羅馬逝世。

亞弟盎繼而又派墨多弟至莫拉維亞，批准了斯拉夫禮儀。

那時巴伐利亞的來根斯堡與巴撒烏主教都早已派人在波希米亞

及莫拉維亞傳教，且享有地域的優先權。教宗竭力保護墨多弟

的職權。他所創的斯拉夫禮儀在波希米亞及莫拉維亞失傳，但

在保加人塞爾勃人與俄羅斯人中長存不朽。

在英國方面，亞爾菲大帝繼位 (Alfred the Great'870-901 

年），他曾往羅馬拜訪教宗。亞弟盎給他加冕。他是第一位被

教宗加冕的英國國王。英王對教育頗重視。他渴望傳播文化，

努力把拉丁著作翻譯為英文，同時鼓勵人們創辦學校。

亞弟盎於公元 872 年 H 月 12 日逝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08 若望八世 (872 至 882 年）
若望八世，羅馬人，為樞機執事。亞弟盎教宗逝世後 個

月便被選（唐懿宗咸通十三年）。

他的任期是個爭權奪利的時期。在東方，君堡會議本該是

奠定和平，然而又起了紛亂。各地都成了戰場。撒拉遜人在義

國南部，諾曼人在法國，法王、德和義諸侯彼此都因擴張領土

而互相攻打。義國北部卻在路易二世領導之下享受和平。可惜

他沒有繼承人。因此法蘭克和德國均在等候時機滲入。若望八

世要應付這些王侯，的確是不簡單的。

公元 876 年，法王路易二世駕崩，禿頭查理即往羅馬覲見

教宗，教宗給他加冕，稱他為羅馬皇帝，希望他能保護義大利，

以抗撒拉遜人。所以神職、羅馬元老及人民都擁護他。

那時那不列斯人與其鄰邦連絡撒拉遜人進攻羅馬。教宗一

方面派代表去談判求和，另方面向禿頭查理求救。若望與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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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洛納相遇，到了巴咪亞，在那裡又給皇后黎其達加冕。這

不為卡洛曼所厐，他便橫過亞爾卑斯山與禿頭查理會戰。禿頭

查理為卡洛曼所敗。

那時，卡洛曼乘勝南下，命其副官藍培特進軍羅馬。藍氏

遵命。若望認為希望能靠著他的勢力以抗撒拉遜人，因此很熱

烈地歡迎他。但藍培特不為此所動，反而佔領羅馬且囚禁教宗。

被禁的教宗不甘心，便向路易三世請求援助。公元 878 年

8 月 n 日在法國波文士地方召開會議。會中斥責卡洛曼和其

副官的惡行，並且又規定教會的權柄是與世權不同的。教宗很

希望各國元首保護宗座和義大利，但他們卻不理。

因為得不到西方的協助，若望八世便轉向東方。那時巴西

略威震東方，將撒拉遜人從亞細亞、本都、亞美尼亞、卡巴多

西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逐出。教宗相信只有藉此力能平亂，

於是派兩位使者前往。

自從第八次大公會議後，情形就改變不少，君堡的佛西伍

不再被人貶謫· 反而成為宮中顯貴人物。依納爵死後，佛氏繼

之為君堡主教。他的狐假虎威，東方的主教們都不敢說什麼，

何況教宗的代表呢？

當時巴西略致書教宗，希望他批准佛西伍的合法地位。教

宗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但是佛氏輕視教宗的批書，且毀謗之；

若望八世在聖伯多祿堂重新斥責佛西伍的惡行，同時派瑪利諾

主敎為代表，前往君堡調查真相。瑪主教便在索非亞教堂斥責

佛西伍的暴行。皇帝命人捕之下獄，他卻逃獄回到羅馬稟見教

宗。這位漏網之魚即為若望的繼承人。

若望眼見自己的計畫失敗，束西方不支持他，覺得很為

難。但他並不灰心。公元 880 年，他致書給德國皇帝和卡洛曼

的弟弟「胖子」查理。查理便到羅弔接受教宗的加冕。完畢後，

他卻忘了為教會的利益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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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教宗在對義國的事可說心有餘而力不足。歷史家還稱

他為偉大的教宗之一，大概是因為若望有很堅強的個性。若望

八世於 882 年 12 月 15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09 瑪利諾一世 (882 至 884 年）
瑪利諾在若望八世時已被公黥為教宗的繼承人。他在公

元 882 年 12 月 23 日被選。可是君堡皇帝和宗主教都反對他

的當選。

即位時，他重新斥責君堡主教佛西拉，並且申明以後祝聖

教宗不必再得到皇帝的准許。

這時卡洛琳王朝已衰落，德、法、義人民起來反抗。瑪利

諾卻代之而起，教宗的權力日漸堅強。

只做了 1 年又 2 個月的教宗，在死前還接待了英國亞佛特

王使者，國王認為是天主特別降福他戰勝敵人 丹及諾曼人。

那時義國南部受到撒拉遜人迫害，侵略本內文多、斯波來

多及加西諾山等地。教宗向法兵求救，但不久他便去世了。

110 聖亞弟盎三世 (884 至 885 年）
瑪利諾逝世一個月後，亞弟盎當選（唐禧宗中和四年）。

即位後，繼前餘志，請求法王派兵援助。

那時法王，胖子查理 (Charles the Fat) 請教宗赴法給其子

伯爾納德傅油為王國的繼承人。教宗希望法王解救義大利，便

欣然地去了；可惜在途中他便病逝了。

111 斯德望六世 (885 至 891 年）
在斯德望時，羅馬已被撒拉遜搶掠得體無完膚。因他的聖

善，人們都推舉他為教宗。

即位後，他探訪羅馬各教堂，祭台被拆毀，裝飾品皆為撒

拉遜人所奪；傢俱、款倉也被搶光了。斯德望以愛德為懷，給

神職人員及士兵們衣穿，贖回被擄的，使人民得到飽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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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將自己的一切變賣來濟貧，飯桌上圍著一大群孤兒和

窮人，因此又被稱為「慈父」。

這時在束方，君堡主教佛西伍將「聖砷由父及子共發」，

改呂「聖砷由父所發」的道理呈給教宗。斯德望得悉之後，斥

責他的學說。

他於 891 年 8 月 7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12 輻莫索 (891 至 896 年）
福莫索，為波多 (Porto) 主教。在斯德望死後 45 天，即

9 月 19 日被選為教宗（唐昭宗大順二年）。

這位教宗是位很能幹且富有經驗的人。對聖經和宗教文學

的精通，可說在他那個時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的。他曾在保加

利亞傳教，成績良好。

那時，教宗對君堡佛西伍擅自晉升司鐸很關心。他對宗座

代表說：「我們很願意寬恕那些他已祝聖的人們，但只要他們

承認錯誤即可。」可是希臘人因各種關係，漸與羅馬教會分離。

那時，法國萊姆幸克馬主教的繼承人－—福克，是位貴

族。到羅馬拜見教宗。福克認為該對路易之子查理 (Charles

the Simple'898-923 年）效忠，並請教宗保護他。

這位王子，年方 14 歲，為查里曼大帝的後裔。但自內亂

後，大家都汪視到歐德 (Eudes) 。歐德擁有由色因河至比利

牛山脈，而查理卻只有狹小的色因河及墨斯河之間的地方。不

久，歐德死，查理才領有布根、亞奎富等地。

公元 895 年，德王艾諾 (Arnulf• 887-899 年）在特利布

召集會議，對出席會議的主教們說：「你們該相信，我將盡力

反對教會的敵人」。

那時德國有不少諸侯王子，另位蓋以 (Guy) 皇帝死，其

子藍培特即位，教宗福莫索為他加冕。藍培特與其母阿及多德

同時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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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義國北部貝稜加利 (Berengarius) 想奪取王權，但藍

培抨及阿及多德不相讓。戰爭因此爆發。整個義大利，包括羅

馬，都充滿著戰爭的氣氛。

為了平息內亂，福莫索致書給德王艾諾，希望他平亂。艾

諾佔領羅馬，教宗高興極了，給他加冕。但這不僅沒有減去困

難，反而更增加麻煩。現在有三個皇帝，三派及三個軍隊互相

爭鬥。艾諾不久被迫回到德國。藍培特及貝稜加利同意瓜分義

國，這種瓜分導致義大利形成無政府狀態，輻莫索就在這淒涼

且沉重的清緒中去世了。時為 896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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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 至 1073 年）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教宗也是人，因此免不f犯

錯。這時期的教宗完全揭露人性的黒暗一面，爭權奪利，愛好

豪華奢侈的生活。他們失去f耶穌基督的精紳，而充滿世俗的

惡病。再加上羅馬貴族和神聖羅丐皇帝的干涉，更使教會弄得

雞犬不寧，民不聊生。今敘述這時期的教宗。

113 波尼法六世 (896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26 日）
幅莫索死後，羅馬城內是一場紛亂，為三個皇帝所擾。在

這時，選舉教宗卻很正常。貝稜加利黨派推舉托斯卡尼樞機t

敎乃教宗，取名波尼法六世。可惜即位不到 15 天便去世f 。

114 斯德望七世 (896 年 5 月 2 日至 897 年 8 月）
自從波尼法死後，其黨派選出了斯德望七世（唐昭宗乾寧

三年）。

福莫索教宗將波多主教座位遷往羅馬。斯德望即位後，認

為福莫索的選舉非法，祝聖也不合理。因此他命人將輻莫索的

屍體由墳墓中取出，大加鞭斥說：「波多的主教，你乃什麼強

佔羅丐宗座呢？」繼而命將死者衣服剝去鞭屍，完後便投之入

提泊河。這是教會有史以來，第一個教宗鞭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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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敬愛福莫索教宗的人不少。他們對斯德望的舉止不

滿，便捉拿他下獄，最後把他勒死在獄中。這真所謂「惡有惡

報」的話了。

115 羅馬諾 (897 年 9 月 17 日至 898 年 2 月 8 日）
羅馬諾是瑪利諾教宗的侄子。召家佛羅多說他是個很虔誠

及有聖德的人，生平不詳。傳說他是被毒死的。

116 德奧多祿二世 (898 年 2 月 12 日至 3 月 3 日）
德奧多祿只做了 20 天的教宗。在這極短的日子裡，他召

回被放逐的主教們，重新給那些被福莫索教宗所祝聖的人們復

位。又將福莫索教宗的屍體找回，隆重地將他埋葬在梵蒂岡墓

地。傳說他也是被毒死的。

117 若望九世 (898 年 3 月 12 日至 900 年 3 月 16 日）
德奧多祿死後，教廷內部分兩派。色及伍神父霸佔伯多祿

寶座一時。但史波倫當那派提沃里樞機執事勝利了，取名若望

九世。

即位之初，他重新申明福莫索教宗的地位。在羅馬召開一

次會議說：「我們對前任教宗的鞭屍且投入河中的行為是多麼

不滿。我們今以聖神的權威，禁止以後再發生此類行為。我們

也希望那些參加此劣行者痛悔改過，我們也會寬恕他們的。」

會議的定案傳遍了整個義大利。艾諾自退到德國。藍培特

重新鞏固他在義大利的地位。教宗與教長們承認藍培特的合法

地位。

過了一年，若望教宗在拉溫那又召開會議，藍培特中明他

將保護教會。這種隆重地宣布教宗與皇帝的和好，因他的死亡

而結束了。他的勁敵於 899 年在美茲地方逝世。歐德也在法國

去世了。隨著他的死亡，國勢漸轉到一個法國公爵羅伯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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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是胡加保 (Hugh Capet) 的祖父。若望的逝世結束了第

九世紀。他死於 900 年 3 月 26 日。

118 本篤四世 (900 至 903 年）
加洛琳皇朝可說是黑暗時期的一道曙光。但自皇朝衰弱

後，查里曼大帝的國土被瓜分，帝國圖士頓挫。教會失去一個

保護者，羅馬各家族互相傾軋，以躍登教宗寶座為榮。教宗的

選舉也被各家族所控制，逼的確是教宗史上的黑暗時期。

地位較重要的是戴奧非拉家族 (Theophylact) 。這位拉溫

那的統治者，他的女兒瑪洛西亞 (Marozia) 和她的兒子亞爾

培利二世，控制了教廷約 60 年之久 (904-964 年）。

亞爾培利的兒子若望，在 16 歲時便當選為教宗。他放蕩

與殘酷的行乃更加強他的無能。囚此他請德國奧多一世援助。

他給奧多皇帝加冕，教宗的選舉又落到德國皇帝手中。所以十

世紀的教宗為以下各勢力所控制：

l 戴奧詛立家族時代 (904-964 年）。

2. 神聖羅馬帝國時代 (964-1003 年）。

3 克瑞森時代的教宗 (1003-1012 年）。

4. 都斯古龍時代的教宗 (1012-1047 年）。

5. 德國教皇 (1047-1073 年）。

當然本篤四世與良五世除外。

本瀉為福莫索所祝聖的神父之一。即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將福莫索案件重新調查。

他支持被奪去索倫多主教位的斯德望，和被撒拉遜人放逐

的瑪拉色諾主教，同時又絕罰那些殺害法圖福克主教的人們 c

公元 901 年，本瀉四世給法王路易三世加冕，那時他擁有

波羅文士地方及義大利北部。但他於 902 年乃貝稜加利所敗·

他便退出義大利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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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竜時代，英國亞佛烈大帝征服了西班牙的莫爾人，同

時也給回教勢力一大的打擊。大帝在西班牙等地建立不少教堂。

本篤的逝世 (903 年）使教會內亂了一陣。

119 良五世 (903 年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6 曰）

他的生平不詳，大概是亞德亞 (Ardea) 區比亞皮地方的

樞機執事。

在位三個月之久，被聖達瑪蘇教堂基多福神父所篡位，將

他拘禁後殺之。可是基多福又被色及伍所殺，正所謂「螳螂捕

蟬，黃雀在後」的話。

壹、戴奧非拉家族時代的教宗

120 色及伍三世教宗 (905 至 911 年）
從教宗色及伍三世開始 (904-911 年），教宗的選舉為義

大利異族戴奧非拉所控制。基督教羅謝爾 (V .E. Loscher) 批

評教會這段歷史為「淫穢的政治」 (Porno-cracy) 。我們並不

否認這個事實，因為人總是人，不是十全十美的。

色及伍為羅馬一位執事，藉著托斯卡尼的亞達培的妻子瑪

洛西亞的力量，得選為教宗（唐昭宗天祐元年）。

關於他的事蹟，史家們對他加以批評。首先佛羅達說：「這

位教宗在若望九世時已被訒為繼任人選，他很受人們的愛戴。

七年的任期對世界來說，的確是個快樂的時期。」

另－位作家若望執事說：「即位後，色及伍看到拉特郎大

殿的凌亂情形，他求天主保佑。恢復其原狀。用珍貴的寶物來

裝飾大殿。」

在他的墓碑上刻著說：「因著百姓請求由放逐回後，這位

善牧表現他對手棧的愛，且以宗徒的心火接見各種的人們。」



第五章黑暗時代 109

這三個見證都說色及伍教宗不但有非凡的德行，更是充滿

信德和熱情。但盧特波蘭 (Luiteprand) 卻與眾所說的不同，

描述他是個可惡的人。

在他七年當中，色及伍是個受敬重的人。科倫及漢堡的主

教們都很尊敬他，且在他那裡接受了神權。為了北方人能接受

信仰，他在漢堡總主教那裡又設有伯來孟教區。

他對教會的牧靈照顧是很周到的。提示希臘人不要重蹈佛

西伍的錯誤一聖神為父所發。色及伍三世希望西方教會主教

們常保持信仰。

公元910年，一位聖德非凡且願恢復隱修制度的聖伯農 (St.

Bernon)• 創立了克魯尼隱修院，這成為修會聖召的發源地。

君堡教會，雖解除了佛西伍的困擾，但又受新的爭執。哲

學家良已三次結婚，公元 905 年，他願與他的妍婦索厄 (Zoe)

和好。東方教會認為這第四次的婚姻無效。其中一位神父因受

太后的賄賂，祝福了她的婚姻。這位紳父為君堡主教尼格老所

放逐，但太后因此放逐尼格老主教。

色及伍教宗聽聞此事，派使者往東方調查。他們在檢討這

是否合乎教會的道理後，便宣布婚姻有效，且與君堡保持和好。

色及伍教宗逝世於 911 年 8 月 20 日，被安葬在若望拉特

朗堂內。

121 亞納大修三世 (911 至 913 年）

亞納大修，為羅馬樞機執事，出身自路齊安元老院家族，

於 911 年當選（梁太祖乾化元年）。

即位時，西班牙亞爾風索為其子額拉齊安推翻；同時東方

皇帝良 (Leo XI• 886 年- 912 年 5 月 I I 日）逝世，其子君士坦

丁七世 (Constantine XII'913 年 6 月 6 日 -959年 H 月 9 日）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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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法國可說扮演重要的角色。諾曼最勇敢且精明的領

袖羅洛，在圍攻沙特城時受到打擊。這可說三十年來未遭受到

的失敗。居民認為這是聖母瑪利亞的保護。他們將她的聖袍視

乃寶物。這聖物可說是東帝尼色佛祿贈給查里曼的。

查里曼認為這是個與諾曼會談的機會。諾曼在與查理會

議，不久紐拉西亞被稱為諾曼第，羅洛為佛拉哥所教導且領洗

了。他說：「在我民族中，我與你們分享天主、聖母瑪利亞及

聖人。我希望他們成為我們的保護人和主保。」他重建被損的

城市、教堂和法律制度。

亞納大修於 913 年 6 月 2 日逝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22 藍多 (913 至 914 年）
藍多為樞機執事。為克瑞森派在 IO 月 16 日被選。即位時，

義國與德國交戰。教宗派使者去做和平使者，拜見義王貝稜加

利和德王盧道夫。在位只有 5 個月便去世了。

123 若望十世 (914 至 928 年）
在這個時期，羅馬人和義大利的情況是很混亂的。在南

部，撒拉遜人侵犯教會的領土，在北部，君王及政府並不很積

極地反抗侵略者。

若望於 914 年 4 月 30 日被選。他曾擔任了 9 年的拉溫那

主敎。他並不是－位好教宗，盧伯蘭很反對他，說他與瑪洛西

亞的母親戴多拉發生關係。可是佛羅多卻讚揚他：「他智慧且

聖德的生活使他贏得天皇的寶座。」

若望十世的確擁有很大的熱誠，但缺乏政治眼光。他最先

的目標是處治義大利權勢，並且給貝稜加冕 (915 年），又與

君堡皇帝和好，再與加布亞、撒肋諾、本內文多、斯波肋多等

小國王來往。

那時一支希臘軍隊截斷撒拉遜兵的前進，教宗同時也派兵

擊打，勝利而歸 (9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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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務方面，公元 916 年，萊姆的總主教哈爾威請示教宗

關於新皈依教會的諾曼民族。其中有些教拜邪神或行為殘暴

教宗的回答是注重信仰方面。說：「他們是該受教律所審判，

但是他們才領受冼醴，讓他們嚴守此規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

還不很習慣。」

那時匈牙利人佔領了諾曼地方，成為西方的威脅。他們在

九世紀末進了今日匈牙利地方。人民因受到這種破壞而恐慌。

從 912 年至 920 年，匈牙利人搶掠土稜其亞，法蘭克尼，萊茵

河上流及巴伐利亞，伯來孟也被蹂躪 (917 年）。蠻族跨過萊

茵河，佔領羅蘭及布弟，又在法國南部略過。

這時，德國年輕的國王路易四世死，人民選法蘭克尼公爵

康雷 (Conrad) 繼之。查理 (Charles) 該被認為東方的國王，

但這位無能的國王並不受人愛戴。他們選撒克遜公爵奧圖為

王。奧圖因年歲大，不願接受此位。但他勸他們擁護康雷為王。

康雷遂被貴族和人民擁立為王。

康雷批准亞德亨會議，教宗也派代表。在他上年的任期

內，對國家與教會來說，帶來了和平與繁榮。

若望十世對納本、拜倫及華姆各城的處理良好，這些地方

的人們對教宗都有很大的信心、尊重及敬愛。

在東方，黎加培諾將索厄皇后逐出，於 920 年自稱為帝，

他結束了東西教的分裂情形。君堡主教尼各老被召回，且將這

事稟告若望十世。宗主教寫信給教宗說：「你知道我們受了差

不多 15 年的痛苦。但當我們在等待時，耶穌基督解救這風浪。

我們很高興地又合而為一。」

這書信抵達羅馬時，一浪落，另一浪又起，政治因素使敎

會陷於哀痛之際。若望十世被瑪洛西亞及她的丈夫蓋所囚禁且

扼殺，時於 928 年 7 月 2 日。史家佛羅多說：「從這陰暗的獄中，

若望十世飛向天堂去接受為他預備的寶座。」他在位 14 年，

安葬在拉特朗教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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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良六世 (928 年 7 月 6 日至 929 年 6 月 20 曰）
良六世在位只有 7 個月，人們對他的評論是：「給城民帶

來和平的理想，解決義大利的國號和揭穿政治陰謀。」這種急

速的繼位，同時又被貶抑，並不否認人們用毒藥來對待教宗。

教宗在任的命運那麼短促是不會沒有理由的。

125 斯德望八世 (929 年 2 月 1 日至 931 年 3 月 12 日）
斯德望是羅男聖亞納大西亞堂的樞機砷父，他勤守職務且

善待貧窮，但因受瑪洛西亞的控制，成為一個傀儡教宗，無能

為力。池給義大利及法國隱修院很多特權。那時，法國克呂隱

修，在第二仃院長奧道 (Odo• 926-942 年）時，修院聲名因

改革而遠揚法國之外。教廷雖被弄得很壞，然隱修制度方面卻

是很光明燦爛的。

在德國方面，亞木培斯德地方的主教西及蒙，是很能幹且

熱誠的人，亨利國王因他的領導，給教會很多方便。

這時西班牙教會雖曾被莫爾人蹂躪過，但因一些主教們熱

烈的耕耘，使教務一日千里。西色南主教曾將西班牙一種禮

儀 莫色拉的禮儀 呈示教宗，教宗一一批准。

在義大利的聖則那底主教，盡力恢復被撒拉遜人摧毀的隱

修院，同時也汪重學術的研究。斯德望在位兩年後逝世，安葬

在梵蒂岡墓地。

126 若望十一世 (931 至 935 年）
若望是瑪洛西亞及斯波來多公爵蓋以所生的兒子，年歲方

25 登伯多祿寶庫，實在是不合宜的，他的哥哥阿培利克進入

羅甩，控制整個局勢，且將他囚禁在天神堡壘中。

在被擄時，阿培利克命令批准東羅丐帝黎加貝諾之子戴非

拉，時片 16 歲，為君堡主教。代表前往羅馬請示教宗，若望

十一伊因他的哥哥的威脅而簽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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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亂及無政府的情況中，封建制度在君主集權中建立

了。貴族們在他們自己的領域中建立他們的勢力，並且互相爭

鬥，同時乂爭取教會的高位。

在這混亂之中，教會內出現了一道曙光，郎克呂隱修制度

的改革。畢茲主教聖陶諾，放棄主教地位，曲進入修會。他改

革修會的惡習，相反西滿罪及俗人受職等。

教宗若望十世死在充軍中，時年方 29 歲。死後被安葬

在拉特朗堂內。

127 良七世 (936 至 939 年）
良七世，是羅馬人，本篤會士。聖西良篤堂的神父，為亞

培利所擁立乃教宗。他雖被迫而立，但不忘祈禱，日常生活的

默想。

即位時，羅克德主教則拉進謁教宗，與他談德法兩國的主

教們的事情。教宗希望他們能回頭改過，重新作人。

在禮儀方面，他要求主教們按羅丐禮儀做彌撒時，在瞻禮

主囯寺唸「願你們平安」，在唸「光榮頌」後。

在那些離職呻父所生的子女，他們是否能領受神品呢？教

宗的答覆是肯定的。他認為子女不可承當父母的錯誤。那時教

律尚未正式規定 (938 年）。

良七世召請克呂隱修院第二任院長奧多利羅馬，批准一切

規章。

在教務方面，教宗賜給貝孟漠堡主教阿達大權勢 (937

年）。又指派瑪因斯總主教費德利克為德國的宗座代表，整頓

處的神職界。

他於 938 年 8 月 23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14 歷代教宗簡史

128 斯德望九世 (939 至 942 年）
斯德望，羅馬人，即位時正好遇到法國萊姆城主教的案件。

自法王查理逝世後，勞伍 (Raoud) 霸佔王位。查理之后

歐及納 (Ogina) 逃往英國避難。與他同往的有路易 (Louis

VI) 。公元 930 年勞伍逝世，貴族們都懷念著流亡的王室。

魏曼多公爵赫伯盡量阻止路易的回歸。因為阿多主教擁護

正位王室，而被迫撤離且被囚禁在一所隱修院內。

次年 (941 年），魏曼多公爵召開主教會議，不顧阿多怎

樣呈示教宗，將萊姆主教席位給赫培 10 歲的兒子 胡斯。

教宗明知惡勢力，而批准這位年輕人接受權力。這也是他

要魏曼多承認路易為合法的國王。胡斯不得已接受之。

斯德望在位三年，逝世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29 瑪利諾二世 (943 至 946 年）
自加洛琳皇朝滅亡之後，在東方出現了一位能幹的撒克遜

王－奧多一世 (936-973 年），他重振了在西方的國勢。

瑪利諾就是在這時統治教會。藉著大帝的力量，教務發

展很快。那時美茲的主教希德培 (Hildebert'Archbishop of 

Meatz 93) 給他加冕。希主教對皇帝說：「你接受這把劍吧！

為的能消滅教會的敵人，願天主給你保護教會的使命。」奧多

護守此諾言，在他一生不忘記教會。

瑪利諾二世曾斥責義大利加布亞 (Capua) 主教疏忽其職

務。他死於 946 年，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30 亞加比多二世 (946 至 956 年）
瑪利諾的繼承人亞加比多是個很能幹的人。在位 10 年間

可說是十世紀光榮的一頁。

聖伯多祿，因則海及特利也三個會議，解決了萊姆總主教

席位的問題，同時也恢復了阿多的地位。流亡在英國的路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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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回到祖國而復位。眨謫胡斯和恢復阿多之事為教宗所核

准。但是路易雖復位，其勢力多由封建諸侯所控制，真可說是

個有名無實的國王。

公元 951 年聖誕節，奧多取得龍巴底地方，而且娶其王之

遺妻阿得蓮 (Adelaide) 。他希望教宗給他加冕，但乃亞加比

多所拒，因為教會在阿得蓮手中受不少苦。

奧多攜妻回德，與他同行的有魏洛約主教拉得努

(Rathenur)' 他曾因義國混亂而被放逐。同時又介紹其弟布

魯諾，他後來成為科倫主教，繼後乂為利也則主教 (953 年）。

公元 955 年，匈牙利人入侵德颕，為奧多所敗。大帝於

955 年建立墨斯堡 (Mersebury) 主教區。

那時回教駐哥多瓦的統帥亞德拉 (Abderah)' 派使

者祝賀奧多的偉蹟。大帝也派隱修院院長若望 (John of 

Vaudieres) 為使者祝賀。亞德拉賞給若望許多金錢，這位院長

分給當地的窮人，贏得統帥的讚揚。第二次與若望交談時，回

教統帥分析封建制度的利弊。若望最後寫著這是第十世紀最特

出的日子。

亞加比多逝世於 955 年 12 月，死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31 若望十二世 (955 至 963 年）
亞培利克統治羅馬約二十年，死前把權柄授予其子奧大

維，並強迫教士及人民許諾，等教宗亞加比多死後，立其子為

教宗；後來果然照做了。於公元 955 年瑪洛西亞之孫取名若望

十二世（周世宗顯德二年）。

這時在歐沿I, 有一個新帝國興起，即捕鳥者亨利於 919 年

被選為日耳曼王，這是近代德意志的開端。他合併了日耳曼

諸公侯國，使歐洲有和平安寧。他的兒子奧多大帝 (Otto the 

Great'936-973 年）恢復了神聖羅馬帝國。

乃了要靠教會的權勢來建立新神聖羅馬帝國，奧多在羅丐

接受若望十二世的加冕，繼承查里曼的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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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方面，今有一位真正的保護者。奧多與撒克遜，沙

利安王朝的繼承人，不但強大有力，而且皆是虔誠的教友，常

以教會利益為念。教宗的權威從十世紀的「深淵」之中緩步升

起，真要歸功於這時的皇帝。

初期的干擾是免不了的，奧多稍一不順教宗之意，若望便

會想要推翻他。等到皇帝到羅馬，教宗便逃出避難，奧多宣布

將他免職，另立教宗良八世（偽教宗）。

奧多離開羅馬後，羅馬罷免良八世，召回若望十二世。若

望隨即對他的敵人掀起流血雪恥的風潮。他命令逮捕羅馬皇室

的領導人，加以分屍，並強迫他們恢復他的地位，但不久便

去世。他是歷史上最平庸無能的教宗之一。怪不得史家張伯

連 (E. R. Chamberlain) 稱他為壞教皇之－（請參閱： The Bad 

Popes• by B. R. Chamberlain) 。

在教會方面，若望是個愛好淫色的人，並且喜愛賭博。他

是那樣地愛一個女子，甚至將她升為某城市的總督，並將伯多

祿的金十字架給了她。

公元 964 年，若望在羅男召開會議，此會議懲罰良八世及

奧多。

若望在位 7 年逝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貳、神聖羅馬帝國時代的教宗
教會的艱難真是一重又重。戴氏勢力滅亡後，奧多勢力又

起。他的父親亨利－世 (919-936 年）和他很順利地恢復舊日

的國威，他們並且奠定了德國的基礎。

在他的國內，奧多藉著教會，尤其是主教們和隱修士們的

力量，建立他的王國，有許多名士皆出自他的左右。

自統治義大利的羅特二川 (948-950 年）逝世後，奧多便

企圖干涉義大利的政教問題，並且恢復舊日加洛琳朝代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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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若望十二世教宗於 962 年為他及他的妻子阿特拉在羅馬聖

伯多祿教堂加冕。他覺得猶如昔日的查里曼大帝一般，有保護

教會的權利。自 924 年查里曼帝國滅亡後，他重新建立另個帝

國－＿前事聖羅馬帝國。砷聖（即由教宗所祝聖）羅馬（為重溫

羅馬時代的餘威）帝國（如加洛琳帝國）。

自奧多回國後，若望十二世與其他國結好，但為奧多所

知，於 963 年 12 月 4 日將他革職。由良八世繼位後，教宗的

選舉轉砷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手中。

132 良八世 (963 至 965 年）
奧多一世為了攻擊貝稜加 (Berengar)' 便控制附近的村

莊。這樣一來，令若望十二世不滿。囚為教宗認為皇帝是在侵

奪他的權利，因此便與貝稜加之子阿達培 (Adalbert) 共謀以

抗皇帝。

皇帝於 963 年進入羅馬，教宗因害怕而逃亡。奧多使在一

個會議中宣布眨謫若望十二世，而另立一個羅馬教會秘書良乃

教宗，他便取名良八世。

這時教宗的領土僅限於羅男的公爵轄區以及沙賓族

(Sabine) 的區域，其餘的中北部義大利被神聖羅馬帝國併吞，

成為日耳曼君王的屬地。從這事看來，日耳曼君王將認朽義大

利是其繼承的一部份。而教宗將下定結論：除非教宗的加冕，

任何人不能算為西方的羅馬帝王。

幾個月後，奧多囯日耳曼，若望十二世逮捕羅男皇室的領

導人，且強迫人們聽從他的會議恢復其教宗職 (964 年）。若

望死時 (964 年），羅馬人選了本篤五世，冷落了良八世。奧

多又從日耳曼趕來，罷免本篤，復立良八世。良教宗於是公開

認可奧多及其繼承人有權否認未來的教宗選舉。

良八世死於 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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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本篤五世 (964 至 965 年）
本篤五世，為羅馬執事之一，以學問與德行出眾聞名。他

的被選為奧多一世不悅。皇帝派軍進攻羅男，城民努力反抗，

但因飢荒而使他們投降。

公元 964 年 6 月 23 日，在拉特朗會議中，本篤五世被皇

帝與偽教宗良八世所制服。他被公開地解聘後，被帶到漢堡，

在阿達總主教管制之下度其晚年。公元 988 年，奧多三世將其

遺體遷回羅丐。

134 若望十三世 (965 至 972 年）
他大概是斯波來多阿培利克二世的堂弟和克瑞森的弟弟。

當他被奧多一世選為教宗前，乃納尼地方的主教。

羅馬人反對皇帝的候選人，在 965 年 12 月叛變且將他囚

禁在康巴那地方。 966 年初若望逃出，後藉奧多之力於該年 11

月回到羅馬。

這時教宗與皇帝很合作，他們鼓勵克呂的改革。公元 967

年 4 月，他們在拉溫那開會，批准了司鐸守貞法，可是實際上

卻遭到困難。

同年聖誕節，教宗給 12 歲的奧多二世加冕。 972 年，皇

帝娶拜占庭公主。教宗又給他們主持婚禮。

公元 962 年，若望十二世因奧多一世的請求，批准建立

瑪德堡教區 (Magdeburg)' 但遭受德國方面的反抗。可是

若望十二世卻成功了。公元 968 年，他祝聖了阿達培主教

(Adalbert) 。瑪德堡成為歸化斯拉夫人的中心。

若望十三世逝世於 972 年，被安葬在聖保祿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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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本篤六世 (973 至 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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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咢是羅丐人，是奧多皇帝提拔為教宗的。奧多於 973 年駕

崩，其子奧多三世立，無暇干涉教務。羅丐貴族乘機反對本篤。

在貴族克瑞森的領導下，他們將本篤囚禁，而另選一名叫

佛朗哥的偽教宗波尼法七世。是他將本篤勒死在獄中，時為

974 年 7 月。

136 本篤七世 (974 至 983 年）
他是蘇得利主教。由奧多二世選為教宗．那時偽教宗波尼

法七世逃至君堡。

本篤五世與皇帝關係良好。皇帝因願將阿拉伯從義大利境

內驅出，而與希臘方面發生衝突。公元 982 年 7 月，在格羅多

地方他打敗了希臘回教盟軍。

本篤很重視對斯拉夫地方傳教和克呂的改革。那時克呂的

院長麥耀洛，是位有聖德的人。

公元 981 年，教宗因要廢除墨斯堡教區而遭到挫折，他非

常反對西滿罪（又稱褻聖交易，即由術士西滿用金錢購買施行

聖事發顯靈蹟的權力而來）。

本篤與東羅丐帝國關係良好。例如巴西略二世與君士坦丁

堡八世，都派使節互相來往。

本窎七世於 983 年逝世，安葬在十字架堂內。

137 若望十四世 (983 至 984 年）
若望的本名為伯多祿卡瑟巴諾華，曾為巴味亞主教及義大

利國主的秘書。公元 983 年由奧多二世任命為教宗（宋太宗太

平興國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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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期間，尚存的文獻，就是他致本內文多總主教阿羅一

書，說明他對教會改革的看法。

公元 983 年 12 月 7 日，奧多二世死，皇后戴奧華納被迫

去照顧 3 歲的奧多三世，無暇控制教會。

這時教會的權力又落到克瑞森貴族手中，波尼法七世由君

堡回到羅馬，他將若望貶謫且囚在天神堡壘內。在那裡，若望

十四世被毒死 (8 月 20 日）。死後安葬在聖伯多祿教堂。

138 若望十五世 (985 至 996 年）
若望本名良，羅馬人。他的當選可說是受羅馬貴族克瑞森

(Crescentius II) 的影響，但他卻盡量擺脫格氏的勢力，且設

法恢復教會的地位（宋太宗雍熙二年）。

他與砷聖羅馬帝國的皇太后阿德連和皇后戴奧華納

(Theophano) 保持良好的關係。戴后曾經拜訪羅馬，教宗很

熱烈地招待她。

公元 991 年，教宗派代表去調停英王厄德肋二世 (Ethelred

II• 978-1016 年）和諾曼弟的理查公爵的紛爭，他以親筆書祝

福他們。

在法國，路易五世逝世 (986-987 年），羅特爾之子繼位。

他是貴族和教士在加洛琳家族之外的領袖。在他統治時，胡加

培 (Hugh Capet) 擴展自己的勢力，公元 987 年，他受人一致

通過，推選為王，於是加培王朝 (Capetian Dynasty) 開始。

當時法國萊姆 (Rheims) 教區佔有重要地位，胡加培願意

將此位讓給羅蘭公爵 (Lorraine) 查理的侄兒阿諾夫 (Arnulf)•

但是受到當地人民反對。查理也因反對國王而幽禁阿諾夫主

教。胡加培在萊姆城附近聖巴斯 (Saint Baise) 召開會議 (991

年），因視阿諾夫乃賣國者而貶之，以葛培特 (Gerbert of 

Aurillac) 代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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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教宗反對國王這種行為，在公元 995 年，他的代表在

墨森會議 (Mouzon) 時，處罰且撤除葛培特。次年，胡加培

國王死，阿諾夫被釋放，回到自己的崗位任職。

公元 990 年，若望教宗將波蘭米厄茲克 (Duke Mieszko) 

之地列為教廷封地。列聖品可說由他開始。公元 993 年 1 月

31 日，在羅馬拉特朗大殿開會時，他將奧斯堡一位名叫烏里

(St. Ulrich) 者列為真福品； 2 月 3 日在德法主教前列為聖品。

若望也是位克呂改革的推行者，因他獨裁並偏袒親戚，使

羅馬教民不滿，以致克瑞森將他放逐。

教宗得到年輕的奧多三世支持。 996 年，皇帝護送若望回

羅馬時，受他加冕。克瑞森不得已與教宗重歸於好。

若望教宗於 996 年 4 月 30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39 額我略五世 (996 至 999 年）
額我略為加陵弟亞 (Carinthia) 公爵的次子，奧多大帝的

曾孫，生於 972 年。他受過優良的教育且在宮廷服務過。

若望十五世驾崩後， 24 歲的布魯諾 (Bruno) 被選，取名

額我略五世（宋太宗至道二年），他也是第一位德國人任教宗。

他給奧多三世加冕 (996 年 5 月）。

同年秋天，奧多三世回國，羅丐貴族克瑞森奪取勢力，將

額我略五世逐出，且立比亞森沙總主教 (Piacenza) 若望佛拉

加多 (John Philagathus) 為教宗。他雖然得到拜占庭方面的援

助，但不能把穩他在羅馬的地位。

公元 998 年 2 月，奧多三世以兵力助額我略五世回羅馬，

將反動分子戮殺，克瑞森被處死刑寸為教宗若望十六世也被囚

禁在一隱修院內。

額我略五世於 999 年 2 月 16 日逝世，年方 27 歲。死後被

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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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西物斯特二世 (999 至 1003 年）
西物斯特，名葛培特 (Gerbert)• 945 年生在法國奧里拉

克城 (Aurillac)• 貧寒出身。在名師教導之下，讀文法、修

辭學、算術和音樂，因他的影響，葛培特成片隱修士。

公元 967 年，巴塞隆納公爵波來爾 (Borrell of Barcelona) 

帶他到西班牙深造，在那裡研究四藝，即：算術、音樂、幾何

及天文。

公元 970 年，葛培特與波來爾來到羅丐。教宗若望十三世

因為欣賞他的音樂和天文才華，將他介紹給砷聖羅馬帝國皇帝

奧多一世。

公元 972年，葛氏回到萊姆城。該城主教擢升他為司鐸後，

聘請他為秘書，因而得名。公元 980 年，他陪同主教到義大利，

與瑪登堡學者奧得利克辯論，贏得奧多二世的喜歡。一年後奧

多請他做波比奧 (Bobbio) 隱修院院長。那裡以圖書館聞名。

奧多死後 (983 年），葛氏因遭當地人們的反抗而回到萊

姆城繼續教書。葛氏對政治頗威興趣，且協助皇后戴奧華納，

以抗亨利王。

在法國，葛培特和萊姆城主教都支持胡加培為王。這使加

洛琳朝代最後一君查理公爵不滿，戰爭因而爆發。胡加培打敗

了查理。

那時查理的侄子阿諾夫為萊姆城主教，也被貶謫。胡氏以

為葛培特補其空缺。若望十五世聞之，不滿此舉。葛氏在 996

年呈示新教宗額我略五世，新教宗也不滿意，葛氏便逃到奧多

三世那裡。在那裡成為皇帝的導師。

公元 998 年 4 月 25 日，葛培特升為拉溫那 (Ravenna) 總

主教。次年額我略五世過世，即為奧多任命為教宗（宋真宗咸

平二年）。他是第一位法國籍的教宗。

即位後，他給波蘭第一位尼森 (Gniezno) 總主教，又支持

第一位匈牙利國王斯德望，而且在那裡設立了總主教和主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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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物斯特二世汪重教務，派布魯諾主教 (Bruno of 

Queifurt) 往匈牙利傳教，命瑞典和挪威王奧拉夫一世 (Ola己

推廣教務。又與蘇俄的烏拉弟米一世 (Uladimir I) 來往，同

時在達瑪弟亞加強鞏固且發展教務。

他反對世權控制教會。在提人選時，教宗反對西滿罪（即

用金錢購買施行聖事及發顯靈蹟的權力。山宗徒大事錄所載西

滿事蹟而來。）及族閥主義 (Nepotism)' 強調獨身制度。他

又鼓勵地方教會自行排除紛爭，只將較困難的案件呈示教宗，

然後再由他去解決。

因他本是導師，｛主重數學，著有關於哲學和數學等書籍。

他的著作也有教育的價值。他常被認乃是第一位把阿拉伯數學

傳入歐洲的人。

因他有發明的天才和特殊才能，被稱為「魔術師」。

西物斯特於 1003 年 5 月日日驾崩，死後安葬在拉特朗堂，

享年 58 歲。

141 若望十七世 (1003 年）
自從西物斯特死後，奧多皇帝因忙於內政之事，無暇顧及外

務，因此控制教宗的政權又落到羅馬貴族手中。所以在若望十七

世、十八世及色及伍四世時，克瑞森三世控制整個羅馬政權。

若望本名若望西哥 (Siciono)• 羅馬人。當選前為克瑞森

黨人，曾經結過婚，是三個孩子的父親，那三個孩子後來也成

為砷職人員。他可說是位傀儡教宗，任期又短，可說一無所為。

在位還不到半年就過世，死後被安葬在拉特朗教堂內。

142 若望十八世 (1003 至 1009 年）
本名為若望法沙諾 (John Fasanus)• 羅馬人，為羅丐伯

多祿堂的樞機，也是藉著克瑞森的勢力而獲得教宗的寶座（未

真宗咸平六年）。



124 歷代教宗簡史

公元 1004 年，若望教宗曾以恢復墨斯堡主教地位來鞏固

其勢力。亨利二世皇帝 (Heinrich II der Heilige• 972 年- 1024 

年 7 月 13 日）曾設立巴培主教區 (Bumberg)• 教宗批准之。

他又頒賜特利爾總主教墨谷多和英國坎德培里主教厄佛則披

肩－＿表示權力也。

若望又對法國羅依河的本篤會院加以保護，且反對色的總

主教黎得利谷和奧連主教輻哥的要求，即他們想廢除本瀉會院

的一些特殊權利。

值得一提的是，若望為君堡明認為羅馬主教，他的名字記

錄在拜占庭教堂的記事版上。他於 1009 年 5 月逝世，安葬在

拉特朗堂內。

143 色及伍四世 (1009 至 1012 年）
原名伯多祿，為布加 (Peter Bocca) 之子，羅馬人，屬於

克瑞森派。 1004 年曾為阿爾比諾 (Albino) 主教。

即位之初，與東方教會關係保持良好；時耶路撒冷的聖墓

被毀壞，教宗命人重修。

色及伍在位 3 年，與克瑞森同年去世。他死後，羅馬權力

又轉到一貴族土斯古龍伯爵手中。

肆、土斯古龍時代的教宗

144 本篤八世 (1012 至 1024 年）
土斯古龍伯爵阿培利克是戴奧菲拉的後裔。他將兩個弟弟

和一個兒子立乃教宗，第一位就是他的弟弟本篤。那時克瑞森

派額我略與他爭權，他倆請示賢明的德皇亨利二世，為德皇所

接納。本篤為報答此恩，便在 1014 年 2 月 14 日給亨利二世及

其妻谷內公達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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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篤是個政治家。 1016 年他聯合熱那亞及比薩的軍隊，

打敗了從西班牙來的回軍，解救了薩丁尼導·且使義大利免受

回軍的蹂躪。

在教務方面，本篤與德皇合作，將有關砷職守貞法和教

會財產法付諸實行。公元 1020 年，他探訪亨利所建立旳班培

教區。兩年後與皇帝參加巴味亞會議。此會議強調司鐸守貞問

題。皇帝均批准而且令國內教士守此法。

與本篤同時代者有：匈牙利斯德望一世、英國的加奴千、

挪威的奧拉夫王、波蘭的波來斯勞。他們都很為教會盡力，不

少人因受他們的影響而領洗。

本篤在位 n 年又 7 個月後逝世，被安葬在拉特朗堂內。

145 若望十九世 (1024 至 1033 年）
土斯古龍伯爵又做了罹馬的上人。本蔦八世的弟弟亞爾培

利克 (Alberic) 以諮議的身份管理教廷。本篤八世逝世後· 他

們的三弟繼位為若望十九世（宋仁宗天聖二年）。

公元 1012 年復活節，若望教宗在布根王魯道夫、丹麥與

英格蘭王加奴之前，給剛拉二世 (Conrad II• 1024 -日 25 年）

加冕。剛拉國王對教會良好，不控制主教和院長們的權勢。

若望是位重利盤剝的人。當拜占庭的巴囧略二世向他賄

賂，要求他承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為「全球性的宗主教」，他

竟毫不在意地答應了；不過後來卻受到克呂隱修士們的反抗。

若望於公元 1033 年 1 月 1 日逝世，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46 本篤九世 (1032 至 1044 年第一任）

本篤為上斯古龍伯爵阿培利克之子，名戴非拉特。 12 歲

時被立為教宗，行為極為無恥放縱。

即位之初，教會尚且保持安寧。他很逍遙地在格來蒙納

(Cremona) 接見康雷王，同時又去遊歷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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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康雷王因罷黜米蘭總主教艾利培 (Heribert) 而受

到教宗的處罰。 1044 年，人民起來叛變，把本篤逐出羅馬，

且立沙比納 (Sabina) 主教若望片教宗，取名西物斯特三世。

但不久由土斯古龍地方的人幫助他，又奪回教宗之位，是為第

二次任職。西物斯特因而被貶。

不久，本篤將教宗職位以一千（或兩千）磅金子，賣給了

他的領洗代父若望額拉齊央 (John Gration)' 取名額我略六

世。額我略不辱教宗的高位，操守正直，倒使羅馬人咸到驚訝。

事實上，他收買教宗職位的動機純正，真心要有一番作為，並

使教宗職位擺脫各封主的控制。土斯古龍宗族不許革新的來

臨，又把本篤九世召回，但另一派卻同時立西物斯特三世。

義大利教會向國王亨利三世 (Heinrich III'1017 年 10 月

28 日- 1056 年 10 月 5 日）陳情，請他制止這可恥之事。亨利

駕臨羅馬附近的蘇特利地方 (Sutri) 召集會議，將西物斯特逮

捕入獄，接受本篤的辭職，並以額我略私自收買教宗職位而將

他革職，改立巴培主教施尼則 (Snidger) 為教宗，取名格來

孟二世。不過格來孟二世不久後就死了，本篤九世又藉勢力奪

取教宗位－第三次任職。他可說是唯一三度任職的教宗。

公元 1048 年，亨利三世派兵將他逐出，他便離開一直到

死 (1055 年）。

147 西物斯特三世 (1045 年）
本篤九世敗壞的行為引起了 1044 年的叛變，人們（克瑞

森家族）選中了沙比納的主教若望 (John of Sabina) 為教宗，

他取名西物斯特三世 (1 月 20 日）。

在位只有 7 個星期，本篤九世東山再起把他推翻，第二次

當選教宗，西物斯特於同年 2 月 10 日去世。有人認他是偽教

宗，但教會史書上認他是合法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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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本篤九世 (1045 年至第二次任職）

見前第 145 號。

149 額我略六世 (1045 至 1046 年）
額我略，即上述若望額拉齊央。他本是聖若望堂的一位司

鐸，是個有作為的人。當他為本篤九世領洗代父時，已是個中

年人，對本篤的作為非常不滿。因此他藉機以金錢買教宗職

位，準備大做一番。

本篤九世收了一干磅金子，將教宗位轉讓給額我略。即位

之初，當時學者伯多祿達彌盎 (Peter Damian) 和其他改革者

還相當擁護他，但因土斯古龍和克瑞森家族對他不滿，亨利三

世國王希望有位德人為教宗以掌管教務，遂在義大利教會敦請

下來到羅馬干涉此事。

額我略與亨利三世在比亞探沙 (Piacenza) 相遇，圖王很

有禮地對待他，但責斥他私自收買職位而將他革職，另選的一

位代替之人，即巴培主教。

額我略在 1044 年 l 月被放逐到德國，與他一起的還有希

德伯蘭 (Hidebrand)' 即後來的額我略七世。

150 格來孟二世 (1046 至 1047 年）
格來孟，名斯尼則，出生於沙森望族。初為赫培斯塔座堂

的教士。 1033 年他跟從漢堡總主教赫爾孟。赫主教死後，他

被調到德皇宮廷服務。

1040 年 12 月 28 日，亨利三世提名他為班培主教。自皇

帝將 教宗西物斯特三世和額我略六世革職後，格來孟為眾擁

為教宗（宋仁宗慶曆六年）。

即位後，他立即給亨利三世及其妻依摒斯加冕。次年，乃

了改革教會，格來孟攻擊西滿罪。可惜他在位很短，只有 9 個

月又 16 天。他死於聖多瑪斯隱修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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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的死亡使人認為是被毒死的。他的遺體起初要被遷

移到班培地方，後來被安葬在聖伯多祿堂內。

151 本篤九世 (1047 至 1048 年，是為第三次任職）

見前第 145 號。

152 達瑪蘇二世 (1048 至 1049 年）
格來孟二世死後，本窎九世又繼位，但這激怒了紳聖羅馬

帝國的皇帝亨利二世。他選了德國比利森 (Brixen) 的主教包

波 (Poppo) 為教宗（宋仁宗慶曆七年），取名達瑪蘇二世 c

皇帝命令波尼法侯爵護送達瑪蘇二世至羅馬。教宗於

1048 年 7 月 17 日登上聖伯多祿的寶座，在位 23 天（即至 8

月 9 日），因患瘧疾而逝世。死後安葬在聖老閌佐教堂。

伍、德王控制F的教宗

153 聖良九世 (1049 至 1054 年）
良九世，名布魯諾，德國亞爾沙斯人。乃特利爾主教，

是德皇親戚。因乃改革教會，為皇帝命名為教宗（宋仁宗皇

佑元年）。

即位時，乃了改革教會，他禮賢下士一召集當時的賢人為

他的智囊，如克呂的胡斯院長，蒙任慕弟的胡培隱修士，還有

就是希爾伯蘭（即後來額我略七世）。尤其後二者對教會的改

革有很大的貢獻。

1049 年，他離開羅馬，親手調查歐1州各大城市教士的道

德情況。因他威嚴和簡樸的生活，人們對教會的敬重、信德

提高。 · 

良九世在科倫掌握教皇權力，受到愛戴。他又到法國，在

萊姆城主持一裁制法度，進行調查世俗和宗教的道德情況。主

教們都深悔己過，教宗均寬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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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因斯的一個會議 (1049 年）在良九世的督促下，頒布

當地教會革新案。 1050 年他回到義大利，主持瓦則利的會議，

又定斷七爾的貝稜加異端。

良教宗在北部熱心奔波，得以恢復教宗原有的權威，並開

創清除教士唯利是圖和放縱情慾的敗壞風氣。

1051 與 1052 年，教宗進一步在德、法推行革新，在沃姆

城主持大會，繼而在曼都亞，最後回羅丐。他並以武力保護教

皇國。

在良九世時最亻、幸的事，就是東西方教會的大分裂。

自從佛西伍以後，束西教會就常有糾紛。言語的不同，教

會組織、規條、禮儀和神學觀點的差異，的確沒有法子使兩地

的教會合－。再加上政治的色彩：拜占庭已無力控制中北邙義

大利、教宗與法國聯盟、教皇國的形成、教宗給查里曼大帝加

冕、奧多帝國的興起，這些都引起東方人士對西方的不滿。

十一世紀初，在色及伍二世宗主教時代．兩方面關係更淡

薄，束方教會將教宗的名字從經本上刪除。雖然有歐斯人帝主

教 (Eu、tatius• 1019 -1025 年）和若望十九世的調停，但仍歸

徒然。

分裂的導火線是君堡主教彌格爾塞路拉略。他是一位頗具

野心的政冶家，他決心恢復部份被阿拉伯人佔領的失土；並且

確立在義大利南部的領導地位，使希臘敦會的地位提高。

1050 年他指摘西方人為異教徒，批評羅馬教會違背使徒

榜樣及教會傳統，而且強制教士們度獨身生活。

1053 年他乂將君堡拉丁禮教堂關閉，將隱修院充公。其

主要反教會的原因，是西方教會在彌撒中使用沒發酵的麵餅。

當時其他地方的主教，例如拜占庭的若望，保加利亞的良

主教也反對西方教會。

這些自然引起良九世教宗的關心。他派胡培樞機為使· 戸

往君堡。胡樞機斥責塞氏，說束方教會的司鐸結婚是尼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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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議所禁止的；又控他們將信經中的「及聖子」刪除，同時

以絕罰恐嚇他們。

這樣一來，不但不能調解，更使東方人士起反戚。雖然君

士坦丁九世皇帝 (Constantine IX'1042 年 6 月 H 日- 1055 年

l 月）很熱烈地招待教廷使者，且命將塞氏斥責一番。塞氏惱

怒，慫恿百姓反對拉丁人，且不准使者們進堂行祭。

良九世死於 1054 年 4 月，胡培樞機寫了絕罰詔書，於同

年 7 月 16 日放在君堡聖索非亞教堂祭台上。塞氏重申佛西伍

之宣言絕罰拉丁人。其後塞爾布斯人、蘇俄人、保加利亞人、

羅馬尼亞人，也隨著塞氏的榜樣，與西方教會分離。這的確是

東西教會分裂的悲劇。

仁慈的天主，大概是不願使愛他的人受到痛苦，便讓良九

世早日升天了吧！

154 味多二世 (1055 至 1057 年）
味多，名葛布黑，史華比亞人，為史瓦比亞和法蘭哥尼

(Swabia and Fraconia) 貴族的後裔。 1042 年被德皇亨利三世

任為愛斯達夫主教 (Bishop of Eichstaff)• 因在宮廷工作，為

德王的宰相，反對德皇派兵援助教宗反抗諾爾曼族。

1054 年葛布黑被德皇選為教宗的繼承人，但他的被選和

加冕都晚了 6 個月。

即位後，繼承良九世的餘業，改良教會，增加教會在義大

利的勢力。 1055 年聖神降臨節，在佛羅倫斯會議上，味多二

世反對西滿罪，砷職人員結婚或同居、掠奪教會財產等問題。

德皇頒賜給他史波來多和佛爾莫公爵 (Duke of Spoleto 

and Count of Fom10) 名銜，表示繼續支持他。

教宗又派使者到法國南部，如在里昂 (1055 年）及土盧

斯 (1056 年）提倡改革運動。

因著亨利三世的突然逝世，教會的改革計劃都結束了。在

臨終時，亨利三世將其子委託給教宗，請他好好照顧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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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在阿亨即位後，味多便回到義大利，在那裡主持

了拉特朗會議 (1057 年 4 月 18 日）。他的逝世對教會和德國

都是很大的損失。

155 斯德望九世 (1057 至 1058 年）
斯德望，名佛德立克 (Frederick)' 羅蘭人 (Lorraine) 。

生在 1000 年，為良九世改革教會的主要首腦之一，因與良九

世有親戚關係．甚高級行政人員。

他在利也各 (Liege) 讀法律，後為聖藍培 (St. Lambert) 

的總執事 (Archdeacon) 。良九世後，他調到羅馬，命他為大

臣和圖書館員 (1051 年），因而成乃教宗顧問之一。

1054 年被派前往若堡調停束西教會分裂之事，以後因怕

亨利三世的憎恨，便隱居加西諾山 (Monte Casino) 。在那裡

他幫著改革教會，不久，胡培樞機嘗試擢升他為院長。

1057 年 6 月 14 日，味多擢升他為樞機砷父，繼而味多逝

世，斯德望被選為教宗（宋仁宗嘉佑二年）。

即位後，繼續進行改革工作，且注重教會中央極權。他擢

升了伯多祿達彌盎和胡培乃樞機，派希德伯蘭專務傳教事業，

在羅馬召開會議，提及西滿罪和砷職人員婚姻等問題，企圖調

停東西教會分裂的事件，並反抗諾爾曼族入侵南義。

他在位極短，但對後來的額我略七世改革有很大的影

響。死於佛羅倫斯城，被葬於聖來巴拉大堂 (St. Reparata 

Church) 。

156 尼格老二世 (1058 至 1060 年）
尼格老．名則拉特 (Cerard)• 誕生在法國布根或羅蘭。

1054 年為佛羅倫斯主教。當斯德望九世駕崩時，魏來得利的

若望 (John of Vellestri) 被羅丐貴族擁之為本窎十世，反對希

伯蘭德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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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樞機們不承認這種選舉，在希伯蘭德領導之下，加上德

國的支持和羅蘭托斯卡尼公爵哥佛利 (Godfrey) 的擁護下，

尼格老在色也納 (Siena) 城被擁為教宗。

哥佛利將教宗帶往羅馬。 1059 年 1 月 24 日本篤便逃走了。

據當時的人說，教宗首次佩帶三層金冠。

尼格老因受希伯蘭德、胡培、達彌盎的擁戴，於是對改革

一事很盡心。他在教會政治事務上是位很能幹的人，為了杜絕

教宗選舉受政治的干擾，在 1059 年拉特朗會議中，以一項「以

主名」的諭令，說明教宗選舉的新法 樞機為主教選舉人。

1060 和 61 年的羅馬會議也強調教會的改革，尤其是制定

反對神職結婚、西滿罪和俗人控制教產權的法令。

尼格老乂制定婚姻豁免權。當時有不少結過婚的司鐸，

想要他們的兒子承繼其位。 1059 年尼格老派達彌盎和安瑟莫

(Anselm of Lucca) 到米蘭改革其風俗。

1059 年 8 月，教宗與南義大利諾曼公子們羅拔及時卡和

理查 (Robert Giscard & Richard) 和好，他們也幫助教宗改革。

尼格老的強硬改革政策受到反抗，尤其是亨利四世

(Heinrich IX• I 050 年且月 11 日- 1106 年 8 月 7 日）和德

國主教們。在科倫阿諾二世 (Anno II) 領導之下， 1061 年的

德國會議宣布教宗改革無效。尼格老二世逝世於 1061 年 7 月

22 日佛羅倫斯城，以致沒有看到政治分裂。

157 亞歷山大二世 (1061 至 1073 年）
亞歷山大，本名安瑟莫，是巴及奧地方阿德利谷 (Ardenio

of Baggio) 之子。 1055 年在米蘭晉鐸，兩年後升為路加城主

教。尼格老派他為米蘭使節，與希伯蘭德和達彌盎從事教會改

革工作。

尼格老二世死後，因混亂而擱延了選舉。最後在希伯蘭德

和諾曼軍隊保護之下，安瑟莫被選為教宗，取名亞歷山大二世

（宋仁宗嘉祐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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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羅馬人民和某些主教，因德國的慫恿，選了巴爾瑪卡

達祿 (Cadalus of Parma) 為教宗，取名阿諾略二世。他為亨

利四世所擁護；後因科倫總主教亞諾帶領，敗退了日爾曼人，

對立的教宗便悄然離去。

亞歷山大二世是位忠誠的改革家。在米蘭當砷父時，他創

立I--種民眾運動，反對買賣聖物與非法司鐸，這一運動稱為

「巴達利亞」 (Pataria) 。

即位後，他召集各地的巴達利亞領袖，如亞里阿德

(Ariald) 與騎士海倫波爾 (Herlembalel) 至羅馬，在祝聖樞

機御前會議時，承認「巴達利亞」運動，並頒授教會旗幟給海

倫波爾。

教宗同時充分發揮他的權力，以「開除教籍」警惕結婚不

久即擬離婚的亨利四世；同時又制裁頑強的科倫總主教亞諾，

雖然他與亞諾友誼極深。

1071 年，教宗祝聖卡諾山修院的新聖堂。參與這次典禮

的有不少傑出人物，如伯多祿達彌盎、希伯蘭德、德西代里院

長等，都是教會改革的中堅份子。

亞歷山大二世死於 1073 年 4 月 21 日，在位 11 年 5 個月

又 20 天。死後被葬於拉特朗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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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額我略改革時代

(1073 至 1198 年）

158 聖額我略七世 (1073 至 1085 年）
教會在額我略七世時代是個重要的轉捩點。在這以前，教

會的權力為皇帝或貴族所控制；但是到了額我略七世時，他改

變了方向，教權不但不為皇帝和貴族所控制，反而駕馭於他們

之上。為此他的確可稱為中世紀的偉大教宗之一。今分析如後。

一、額我略前期

改革教會之事，在額我略之前已有。最初可說是克呂運

動，他們清貧嚴肅的生活，與當時在俗的砷父生活正成反比。

那時有些人認乃，當時神職結婚、買賣職務，腐敗至極，是教

會的毒瘤，非要除去不可。教宗良九世也開會討論此事，其後

教宗們都有改革教會的概念。

在教會改革中，有三點值得注意的是：

I. 教會內部的改革，以消除西滿罪和教士結婚為主。

2. 建立選舉教宗的程序，即以樞機為教宗的候選人。

3. 取消俗人授職，以保護教會的職權。

後一項的改革，牽涉到政治問題。因為對一般封主，放棄

俗人授職，即剝奪他們已得的權力；另外對德帝來說，放棄授

職，即等於放棄任命高級官吏的權力，且危及整個政府和喪失

經濟的來源。因此政教衝突便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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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額我略時期

希伯蘭德，於 1023 年左右生在托斯卡尼一個名叫蘇華諾

的村裡。幼年時在修道院受教育，且入本篤會。當教宗額我略

六世被驅逐到日爾曼時，他在旁陪伴，這可說是他後來取教宗

名字的來源。

後因做事能力強，被良九世召到羅馬，任命為副執事，並

任命為教宗管轄區的執政官及駐法蘭西使節。

教宗味多二世及斯德望九世，因他政治外交能力能獨當·

面，均繼續賦予重任。尼古拉二世時，任他為教廷秘書長。

由於希伯蘭德的催促，尼格老在拉特朗會議發起大會通

過，將教宗選舉權改由樞機團負責。以此一舉，他希望教宗職

權不再受到羅馬貴族及德帝的控制。

在廿五年間，他歷事八位教宗之後 (1073 年），被眾人

擁為教宗，取名額我略七世。

1 與亨利四世的衝突

即位之初，他寫了一篇教宗訓令，說明教宗的權力，其中

包括廿七個項目，有一條說明教宗可罷黜皇帝。

這個訓令的確是歐洲的一個轉捩點 教會的權勢從此不

再受俗人控制，反而由此駕馭於一切皇帝之上。這的確震撼了

各國。

最有歷史性的事件，便是他與德帝亨利四世的衝突。

「俗人授職」不只是宗教上的問題，又牽涉到政治、經濟

和社會等問題。對德帝來說，這禁令能致使封建制度的解體。

在德國，高級教士幾乎構成了整個政府的組織，因為主

教、院長等正是皇帝用來對抗貴族的主力。在皇帝來說，放棄

授職，等於是放棄任命高級官員的權力，不但危及徵用附庸騎

士，軍事服從不存，也損失大量的經濟來源。

1075 年 12 月 8 日，教宗致書亨利，警告其不法行朽。亨

利卻致函稱他是「假教宗」，「假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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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遂開除德王教籍。自教宗罷免德皇公布後，支持亨利

的主教亦投奔羅馬。 1076 年亨利召開會議於華木斯。他深知

自己困難的處境，又因宮廷貴族教士的慫恿，決意向教宗道

歉。於同年冬，教宗應貴族的邀請，離開羅丐，北上至卡諾沙，

準備往奧斯堡參加．次年 6 月 25 日，亨利與數名官員來到卡

諾沙，一連三天三夜，亨利穿著罪人贖罪的粗衣，光頭赤足，

站在侯爵夫人瑪第爾達保壘門外的雪地上，求教宗的赦免。

教宗終以宗教家的慈悲胸懷，寬免了亨利。歐洲史上這是

伴大事，全少表面上，政權向教權屈服。這是有史以來沒有的

事，可說是頷我略七世的偉大之處。

卡諾沙解決了亨利四世的問題，卻沒解決德國內政問題。

1077 年 3 月 13 日，德國貴族在福森進行罷免亨利，另選史伐

比亞公爵魯道夫繼位，內亂遂起。亨利忘 f卡諾沙諾言，控制

教士，干涉教會內政。 1080 年教宗再將亨利開除教籍．免去

其王位，以魯道大為王。亨利卻領導德國主教免除教宗職位，

另選一位拉溫那主教為格來孟三世。

不久亨利率軍入侵義大利，逼近羅馬城，教宗敗走，亨利

請格來孟三世給自己加冕，自稱為砷聖羅甩皇帝。

額我略匕世流亡到諾曼人境內的沙來諾城，一年後逝世。

死前他說：「我愛正義，憎恨罪惡，因此流亡而死。」

2. 其他功績

雖然額我略七世與亨利四世發生衝突，但與其他王子們的

關係可說良好。他與丹麥、匈牙利、波蘭、蘇俄、英國及法國

保持來往，並於來往時勸他們要有正義戚、敬重教會首席權

在位之初，曾有發動十字軍之意，但因忙於政教問題而沒

有結果。

他更關心束西分裂之事和回軍侵占巴肋斯坦。

在禮儀方面，額我略教宗將羅馬禮傳入西班牙，以之代替

莫沙拉禮；他又制定嚴齋期，支持南德希爾沙的改革。科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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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諾創立了卡爾都西央會，教宗也予以鼓勵。此會於 1084

年，在法國格諾培爾建立了第一座隱修院。

159 味多三世 (1086 至 1087 年）

本名道佛利 (Dauferius)' 又稱為德西多略 (Desiderius)'

生於義大利南部 (1027 年）。公元 1047 年進入撒肋諾附近的

拉加華 (La Cava) 隱修院。

不久，因家庭反對，便由拉加華修院轉到本內文多的聖索

非亞隱修院，在那裡他改名德西多略。 1055 年進入加西諾山

隱修，三年後繼羅蘭佛德立克為該修院的院長。

他首次建功是調停教廷與諾曼統領羅抜及時卡的事。 1059

年 3 月，尼格老二世擢升德西多略為樞機，並且為南義大利教

宗的代表。 1066 年，他請君堡藝術家來重建加西諾山。五年

後由亞歷山大二世祝聖這大殿。此堂的藝術影響歐洲文化，可

惜這座大殿在 1349 年時因地震而被毀滅了。

額我略七世與德帝亨利四世發生衝突，亨利帶兵至羅馬，

額我略逃往加西諾山。 1085 年死時，德西多略在場。不久被

選為教宗，取名味多三世（宋神宗元豐八年）。

因為羅馬發生戰亂，他退居在加西諾山。 8 月在本內文多

召開會議，他聲明摒棄偽教宗格來孟三世。對教會改革之事，

他保持額我略的原則。

同時味多三世又組織一隊義大利的十字軍以抗回軍侵略非

洲。但因患重病，回到加西諾山，不久便去世了，在位還不到

一年。

160 烏爾邦二世 (1088 至 1099 年）

烏爾邦，名奧多 (Odo)• 生在法國 Chalillonsur

Marne (1042 年），在萊姆城就讀，隨後為該城的副監督

(Archdeacon) 。不久後進入克呂修會且當了該會的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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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年，他的顧問胡斯院長向額我略七世推薦賢者，烏

爾邦被教宗擢升莒奧斯弟亞樞機主教。 1084 至 85 年，他被派

往德國，為刻林堡 (Quedlinburg) 會議主席，以審斷偽教宗

格來孟三世及其隨從者。不久味多三世去世，在義南特拉西納

(Terracina) 地方被選乃教宗。

新教宗面臨額我略七世遺留下來困難，他繼續前任教宗的

改革。

他一面和巴伐利亞、羅蘭和撒克遜等聯合陣線，支持亨利

長子剛拉特的叛變；另方面又與其他王國發生瓜葛。

法國的菲利浦一世，因為奪佔一位附庸之妻，受跪罰。英

國的威廉二世又掠奪教會財產，且又使坎特培里主教席位空

缺，直到聖安瑟莫被選；但是英國承認教宗的地位。

那時東方的局勢很吃緊，拜占庭皇帝阿雷修 (Alexius• 

1081 年 4 月 4 日－日 18 年 8 月 15 日）因為害怕回軍侵占君堡，

請歐洲君主和教宗派兵援助。教宗希望能藉此機會與東方教會

和好，便答應使者的要求。

1095 年教宗旅遊至北義大利和法國南部．招兵買馬；在

奧文尼的格來孟召閼歷史性的會議。池以法文向人們發表中世

紀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演說，眾人聽了都很激憤：

「法蘭克人啊！天主所揀選、所喜愛的子民……從耶路撒

冷及君士坦丁堡境內，我們獲得一則令人悲憤的報導，一受咒

詛，與天主隔絕的民族，猛烈地侵犯基督徒的領域，燒殺擄掠

當地居民。他們將部份的俘虜帶回自己的國家，又以酷刑將其

餘的殺害了。這些不潔淨的民眾褻瀆了祭壇，加以搗毀。如今

希臘人的王國已慘遭瓜分，又被奪去了大片的領土，被占據的

土地面積廣大，歷時兩個月仍未能穿越。

天主曾賜給你們軍隊無比的榮耀，大無畏的精神，及至互

的實力，以挫敗任何抗拒你們的人。那麼，報復這種惡尸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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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復失地的任務，若非由你們這些蒙神恩的人來肩負，還由誰

呢？願你們先祖查里曼大帝及其他君王光榮偉業激勵你們，但

願那陷於不潔之民手中我們救主的聖墓，並被那玷污的聖地喚

醒你們。但願你們無人為財產所羈絆，無人被家務所纏累。因

為目前你們所住之地，四面為海及山嶺所封閉，狹窄而無法容

納你們眾多的人口；地上的出產也幾乎不敷耕種者之所需，你

們只有自相殘殺，相互吞食，並發動戰爭而使其中許多人毀於

鬩牆之爭。

因此，願仇恨遠離你們，願你們彼此間的爭吵停止，啟程

遠赴聖墓，向邪惡之民手中奪回那地，使其屬於你們。耶路撒

冷是片沃土·遠勝其他各地，它誠為一樂園。那莊嚴巍峨的城

市座落於全球的中心，懇乞諸位前往相助。若欣然踏上征途，

保證罪得赦免，並可得天國永不朽壞的榮耀。」

烏爾邦說完這話後，群眾呼喊說：「這是天主的意思。」

不久便傳遍法國和英國，而且展開了中世紀歐洲史上最精彩且

富有戲劇性的一頁，即十字軍的東征。

對教宗來說，這次組織十字軍有四個目的：

l 自額我略七世與德王衝突後，他希望能藉此聯合教會內

部的統一。

2. 藉此增加教宗的聲威。

3. 希望藉此結束束西教會的分裂，及盼望東西教會合一且

重歸於好。

4. 利用法國勢力來幫助教會。

除了第三個目的，其他的目的可說達到了。為什麼不能促

成束西教會合一呢？理由是，十字軍領袖們轉變f本有的目

的，來擴張自己的勢力，同時又攻擊拜占庭帝國。

十字軍東征的確是歐洲史上一個轉捩點。因為它開啟了西歐

與東方政治、文化、經濟等的門戶。這不得不歸功於烏爾邦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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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方面，菲力浦一世 (1060 -1108 年）廢后而另娶，

鳥爾邦主持正義，以開除教籍恐嚇他。法王不予理會達十二年

之久，不過最後還是將皇后召回。

在西班牙， 1085 年回軍退出多肋多城 (Toledo)' 教宗任

命該城主教為西班牙首席主教。

在教務方面，烏爾邦二世嚴守前任教宗的政策，禁止聖

物、聖職的買賣和俗人授予神職。

教宗為使教會更能中央集權化，派遣使者至各地，如里

昂、萊姆、納爾波 (Narbonne) 等地，屬教廷管轄。這些計劃

皆是 1095 年的比亞深沙 (Piacenza) 和格來孟會議 (Clermont)

所提到的。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勝利消息尚未傳到，他便與世長辭

了，時在公元 1099 年 7 月 29 日。

由於他平生度著清貧樸實的生活，聖德非凡，在死後不久

便受到人們的尊敬。教宗良十三世於 1881 年 7 月 14 日將他列

入真福品。

161 巴斯卦二世 (1099 至 1118 年）
巴斯卦，名賴內祿 (R皿erius)' 生於義大利中部皮也達城

(Bieda) 。從小就進入隱修院。額我略七世時擢升他為樞機；

烏爾邦二世時，被任為畦西班牙使者，又為聖保祿教堂的主任。

他曾熱誠地助弓爾邦競選教宗，而他任教宗卻不是很簡單

的，他面臨三個問題：

l. 亻為教宗的成立。

2. 與各國的衝突，尤其是與德、法及英國。

3. 改革教會。

關於第一件事，在他即位後，德皇亨利四世在格來孟三世

死後，不再支持f為教宗：戴奧多利 (Theodoric'1100-1102 年）丶

阿培特 (Albert'1102 年）及西物斯特四世 (Sylvester IV· 

1105卫 11 年）。這些人對巴斯卦來說已不再是個威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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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二件事，德帝與教宗都希望能解決爭執的問題，

但雙方都不願在俗人授職一事上讓步。巴斯卦重新絕罰亨利

四世，又慫恿其子叛變 (1105 年）。亨利五世 (Heinrich V• 

1081 年- 1125 年 5 月 23 日）雖然許下很多事，但最後仍然繼

承父志，保留俗人授職權。

教宗在加斯塔拉 (Guarstalla• 1106 年）、桃葉 (Taoyes•

1107 年）、本內文多 (Benevento• 1108 年）及拉特朗會議 (1110

年）中，皆絕罰了亨利五世。

1110 年，亨利率軍侵入義大利，次年 2 月佔領羅馬。在蘇

特利會議 (Synod of Sutri• 1111 年）中，教宗向亨利建議，如果

德王放棄授職，即教會方面將放棄帝國中所有一切封建權利

包括廣大土地、特權、統治權等；同時也願意給皇帝加冕。

但雙方的支持人都反對此議案，因而發生流血案件。亨利

五世將教宗，一些樞機及少數貴族逮捕。巴斯卦被迫承認亨利

有授職權。

但不久教宗獲得自由，於 1112 年 3 月的教務會議中，他，

公開取消對亨利的讓步，而重申額我略七世的禁令。

在與德皇的衝突之中，他又與英王亨利一世 (Henry

I• 1100 -1135 年）解決坎特培理主教的事。聖安瑟莫 (St.

Anselm) 要求英王停止皇家選舉主教之權，亨利拒絕；經過

一場爭吵後，雙方同意英國主教及修院院長在教會團體或神父

面前選舉，但是為了他們封地的財產及權力必向國王效忠。

大致來說，巴斯卦被批評為失敗者，很少提起他在耶路撒

冷拉丁王國的事。

他留下一句名言：「一個貧窮且自由的教會，比富有且被

擄為奴的更好。」 (E meglio che la chiesa sia povera ma Libera. 

che nca ma schiava.) 

巴斯卦二世在位 18 年 5 個月又 14 天後逝世，被安葬在梵

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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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則拉酉二世 (1118 至 1119 年）
則拉西，名若望加地達，公元 1060 年左右進入加西諾山

隱修。那時的院長為德西代祿 (1058-1087 年），即未來的味

多三世。

他又受到隱修院另位名人阿培利克的薫陶。

1088 年，烏爾邦二世召請他到教廷工作；次年擢升他為

樞機；又過一年，任他為大臣。

在此處，若望實行重整教廷的重要工作。公元 1111 年為

巴斯卦二世派為聖母堂工作，此堂乃他所重建。

1118 年，巴斯卦二世駕崩，若望受眾擁戴為教宗。

當喪禮完畢，若望及樞機們為羅丐貴族森西二世所擄，後

因其他貴族及民眾叛變才釋放教宗。

那時德皇亨利五世 (Heinrich V• 1081 年－日25 年 5 月 23

日）率兵進逼羅馬，教宗被迫往自己家鄉避難。亨利五世便任

命波拉格瑪利修總主教為教宗，取名額我略八世，與則拉西二

世對抗。

則拉西教宗開除他和德皇的教籍。那時，教宗盟友卡布里

亞的羅拔派兵進攻羅馬，亨利棄城逃遁，則拉西方返羅馬；不

久又受到森西的攻擊，教宗逃亡法國避難。

則拉西在尼姆附近的聖吉爾暫居，並且在維也納召集了一

次會議。

日 19 年 l 月 29 日逝世，在位只有 1 年又 4 天。安葬在克

呂隱修院。

163 加利斯多二世 (1119 至 1124 年）
本名吉多，為布根公爵威廉第五個兒子。這位公爵與歐

洲皇室有親戚關係。他屬於教會改革派， 1088 年乃維也而芒

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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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卦二世擢升他為駐法宗座代表。吉多強烈反對巴斯卦

屈服於亨利五世。

日 12 年拉特朗會議後，吉多又召集法國和布根第主教在

維也納開會，禁止俗人授職，且開除德主教籍。則拉西二世繼

位後又拒絕批准俗人授職甚合法，亨利五世乃立波拉格總主教

布弟祿為教宗，史稱額我略八世。

樞機們來到克呂推舉吉多為教宗， 1119 年 2 月 9 日他在

維也納接受加冕。

即位後的第－件事，就是與皇帝謀和，囚雙方均已厭倦授

職的問題。

亨利五世接見教宗使者，且暫棄偽教宗額我略八世。教宗

與皇帝在法國莫森地方會面。 1119 年初次開土盧斯會議，主

要針對法國教會的改革。其後又在萊姆開會，法王路易六世

(Louis VI le Gros'1081 年 12 月 1 日- 1137 年 8 月 l 日）及

四百位教士參加。

加利斯多回到羅馬，受到民眾的歡呼，他與諾曼人合作將

偽教宗逮捕。

一、伏姆斯協約：

經過長期的商洽，公元 1122 年教宗終於與德主亨利五世

簽定了歷史著名的「伏姆特斯協約」。亨利首先答應在可能情

況之下．賠償戰爭開始以來，他父親與他自己的統治期間，宗

座的一切損失，並且答應放棄授職之權。

此後在東德境內· 主教與修院院長的產生，將遵守教會法

定選舉規章。教宗認可在德皇統轄區內，皇帝出席所有選舉會；

若遇選舉爭執時，皇帝與主教共同解決。完後，由皇帝授予新

任砷職教會財產與其他有關事物。

這協約為雙方帶來了和平，對基督教的西方也是很大的欣

慰。俗人授職之爭於焉告終。不過也只是暫時平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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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九次大公會議

為了推行伏姆斯協約，加利斯多在羅丐拉特朗大殿首次召

集會議。 1123 年 3 月 18 日開幕，至 27 日方閉幕。許多主教

和院長參加，共同擬定了廿二項條文。

此次大公會議主要的目的是整頓教會內部的紀律：申斥任

何形式的買賣聖物；教士的妍屆生活；拒絕主教的選舉受到任

何人的干涉；主教有權委任本堂砷父，及管理教會財產的人員，

教友不應干涉教會內政；禁止高利貸、作偽、近親結婚等；鼓

勵保護旅客，尤其是朝拜聖地的人，組織十字軍。

在其他國家方面，加利斯多二世由英王亨利一世 (Henry

I "Beauclerc"·1068 年 -1135 年 12 月 l 日）那裡，批准了德

爾斯坦為約克主教。在西班牙許可將古老的莫利達教區之權

轉移到聖地牙哥。在法國，又解決了亞爾斯與維也納教區的

權利問題。

加利斯多在位 5 年 10 個月又 3 天，於 1124 年 12 月 u 日

逝世。安葬在拉特朗堂內。

164 何諾略三世 (1124 至 1130 年）
何諾略，本名藍培史加納貝齊 (Lambert Scannabech口，

牛於義大利伊莫拉省附近的法納諾城，日期不詳。因他學識淵

博，烏爾邦二世召他到教廷工作，且 17 年巴斯卦二世擢升他

為樞機。

他最重要的工作一－教廷代表，是代表加利斯多二世與德

呈亨利五世於 1122 年商訂沃姆斯條約。

他被選為教宗，引起皮爾來奧尼和法吉巴尼兩家族之¥'

使羅馬貴族分裂。 1124 年 12 月 15 日選舉教宗時，法吉巴尼

擁護何諾略，則來斯定失去支持者後辭職了。

且 25 年德皇亨利五世死，何諾略乃重振教會地位，祗剛

拉宣布自己為皇帝時，教宗處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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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國內，何諾略平定了羅馬貴族之亂，並且保護阿

布利亞，以免受西西里羅則爾二世的干擾。但羅則爾二世佔

領阿布利亞後，教宗又承認他的地位，且抱持兩個西西里王

國的思想。

在政教混亂之中，教宗不忘注意教會內部的改革。 1126

年，何諾略批准修會的成立。於 1128 年又批准殿宇騎士會的

會規。

教宗於 1130 年 2 月 13 日逝世。

165 英諾森二世 (1130 至 1143 年）
英諾森，名巴拉來斯齊，於 1106 年被擢升為樞機，兩次

被派往法國為使者，且協助締訂沃姆斯協約。他是年輕樞機之

一，且願與君主們和好。

但年老樞機的看法卻不一樣，他們認為該與君主們對抗。

這派領導人為皮爾來奧尼，他也是位羅馬人，曾在巴黎讀書，

為克古尼會士，且被巴斯卦二世擢升為樞機。

何諾略二世死後，這兩派展開紛爭。年老的一派控制了樞

機團；但年輕的一派得到 8 個委員會的支持，其中包括樞機主

教、神父和執事。

1130 年 2 月 10 日，委員會選上巴拉來斯齊，取名英諾

森二世；但年老派卻選伯多祿皮爾來奧尼，取名安納格來多

(Anacletus• 1130-113 8 年）。
裂痕越來越深。 1130 年雙方均致力於教會改革。同年九

月，在厄堂培會議中，聖伯爾納德慫恿法人支持英諾森二世，

次年又請英王愛德華一世擁護英諾森。

安納格來多的支持人為西西里的羅則爾。安諾森請德王

羅特爾 (Lothar III'1133-1137 年）進攻義大利。皇帝許之。

1133 年，英諾森給他加冕。

1136 年，皇帝又南侵義大利，他與教宗爭執砷形權勢問

題。次年，羅特爾死，羅則爾重獲南義。他支持另一偽教宗（味

多四世），此次分裂直到 1139 年的拉特朗會議才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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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英諾森反抗羅則爾被捕，雙方乃互相承認對方地位

(1139 年），不顧法王路易七世 (1141 年）的反對，英諾森

還是被認為正統教宗。

166 則拉斯定一世 (1143 至 1144 年）
則拉斯定，名吉多，伯多祿亞伯拉的徒弟，是位有學問的

人，同時也是克呂伯多祿之友。

加利斯多二世時，他被召到教廷，於 1127 年被擢升為樞

機執事，七年後又晉升為樞機司鐸。

在與偽教宗爭執時，他與聖伯爾納德在西西里國王羅則爾

二世前支持英諾森二世。

英諾森二世死後，他被選為教宗。可惜那時他年事已高，

只做了六個月便與世長辭了。

167 路濟二世 (1144 至 1145 年）
路濟，本名則拉德卡希亞內米濟 (Gerard Caccia

Nemici)• 生於義大利波羅那城，在那裡改名為「路濟」。

1124 年衿何諾略二世擢升為樞機， 1125 年為駐德代

表；羅特爾三世為帝時，他曾在場，他向皇帝建議將諾培特

(Nobert) 升為瑪登堡主教 (Bishop od Magdeburg) 。

英諾森二世時代，路濟繼朽駐德大使，後乃總務大臣。則

來斯定二世死後，在拉特朗堂被選為教宗（南宋高宗紹興十四

年）。

即位之初，他就與西西里王羅則爾二世簽定七年休戰，羅

氏佔有卡布亞，但是許下不侵入本內文多或其他教宗領土。

其後羅則爾死，新帝剛拉二世即位，不守約進攻羅馬，路

濟就在這場戰爭中重傷而死亡。

他曾在德義兩地建立隱修院，尤其是建布來蒙特

(Premon-stratensian) 修會。此修會來自克呂，其宗旨片多

庄重堂區工作。此修會又稱諾培定會 (Nober-Tines)•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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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諾培定在法國拉奧 (Laoh) 城附近名叫布萊蒙特的山谷

(Premontre)• 於 1120 年所建。此會傳到斯拉夫等地。

1144 年在羅馬召集一會議；同年 2 月 15 日因傷重而死，

死後被安葬在拉特朗堂內。

168 歐吉尼三世 (1145 至 1153 年）
歐吉尼，名伯爾納德，比沙人，屬蒙特馬諾家族 (Paganelli

di Montemagno Family) 。

初為西篤會士，且是聖伯爾納德熱誠的跟隨者；隨後任味

增爵地方的院長。

路濟二世死後，他被選為教宗。於 3 月 14 日加冕後，直

到同年 12 月才准許進羅馬，在那裡慶祝聖誕節。後因布來西

亞的亞諾 (Arnold of Bresc叫在該地叛亂，教宗不得不離開。

於 1147 年初遊歷法國，到了 1148 年 6 月才回義大利。

1145 年 12 月 l 日頒布十字軍東征諭旨，且批准聖伯爾納

德號召的軍隊。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雖然失敗，教宗仍然保持冷靜，且組織

一個新十字軍以抗拜占庭帝國。

雖然羅則爾助教宗回羅馬 (1149 年），但教宗不願與拜

占庭的盟友剛拉三世斷絕關係。

1155 年 3 月的君士坦斯協約，對皇帝和教宗都有利益。

腓特烈巴巴羅撒援助教宗，教宗給他加冕。

但好景不常，皇帝與教宗又發生了長期的衝突。德國損失

極重，整個歐洲政治改觀不少。

在英國方面，歐吉尼三世貶謫約克威廉，而支持坎特培里

德奧巴德 (Theobald of Cantebury) 為主教。

教宗又推舉尼格老貝克斯皮 (Nicholas Breakspear) —
未來的教宗亞弟盎四世為樞機，派他為斯堪第那維亞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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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教宗曾召開會議討論教務問題，又重新批准

1139 年拉特朗會議的定案。在味得堡他曾接見亞美尼亞教土，

又與拜占庭討論事項。

在個人方面，歐吉尼是個靈修有深度的人，生活樸實，熱

心事主。碧岳九世於 1873 年將他列入真福品。

1153 年．當他走往弟沃利 (Tivoli) 時，病發而死，在位

約八年。遺體被遷移至羅馬，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69 亞納大修四世 (1153 至 1154 年）
亞納大修，名團拉 (Conrad of Suburra) 。 1126 年被升乃

沙比納樞機。 1130 年積極支援英諾森二世當選。當英諾森遊

歷法國時，剛拉在羅馬治理教務。

直到歐吉尼三世去世後，才乃眾擁為教宗。

亞納大修四世即位時，羅馬鬧飢荒，教宗慷慨救助那些窮

困的人。

在位期中，瑞典國王威廉斐斯赫伯 (William. Fitzherbet) 

進貢，教宗賜十字軍不少恩典．給騎士會不少恩惠。

亞納大修四世逝但於日54 年 12 月 2 日，死後安葬於拉特

朗教堂。

170 亞弟盎四世 (1154 至 1159 年）
....... .=. 
則呂

在267位教宗中，只有一位英國人，名叫尼格老伯克斯比，

當選為亞弟盎四世。雖然他在位極短，只有 5 年，卻是一位很

能幹的人。他壑持著額我略七世的遺風，反對德國皇帝佛德和

克巴巴羅撒 (Friedrich I Barbarossa'I 122-1190 年）的帝國主

義。與他同時代有彼來西亞的阿爾諾，西西里的威廉一世和英

國的亨利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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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這位教宗的年輕時代不詳。他大約生在赫福溪地方， 1100

年左右。稍長之後，進入他父親所辦的隱修院。但因他父親恨

他，此院拒絕收留、教育他。其實，父親咒罵他、軀逐他的原故，

只因他太瀨。亞弟盎只好流浪各地，向所遇到的人求乞過日。

繼後亞弟盎進入巴黎和亞爾斯的主教座堂讀書，又到法國

波文省凡倫斯的聖路福修院。在他被認為教長後，他仍然操作

一時；後以他的才幹，被選為該院院長。

這位新院長是位很嚴肅的人，以至於會士們對他不滿，他

們曾兩次向教宗歐吉尼控告他。亞弟盎可說是因禍得福，因為

他為此被教宗召請去了。這位教宗對他印象很好，願意留他作

為自己的助手。不久，歐吉尼便擢升尼格老為阿爾巴諾的樞機

主教。他是第二位英國人被選當樞機（第一位是羅拔布林）。

自後忠誠地事主以後，尼格老被派片斯堪第那維亞教廷代

表，重整該地教務。教宗派他去該地工作是有原因的：當時的

英國傳教士在挪威和瑞典已傳布福音· 十二世紀中葉，一位英

國傳教士聖亨利成為烏拉沙主教。是他在瑞典國王厄利克九世

(Erik den helige• 1120-1 160 年）征服芬蘭後，到該地傳教的。

尼格老樞機於 1152 年抵達北歐，重振教務，在挪威得羅登設

立－總主教區，又很技巧地處理砷職界的問題。結果，英國對

挪威和瑞典的影響很深。到 1154 年，當他回到羅馬時，被譽

為「北方教宗」。

二、當選教宗

當尼格老回到羅馬那年，教宗亞納大修四世於 12 月 3 日

逝世。次日他被選為教宗，取名亞弟盎四世（南宋高宗紹興廿

四年）。

即位不久，就面臨許多的困難，尤其是在政治方面，與彼

來西亞王阿爾諾的事，和德皇佛德利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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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爾諾的事是根深蒂固、難移的爭論。這位曾在巴黎讀

過書的法律家，攻擊教會太世俗化。他主張神職人員不該擁有

財物。口40 年，阿爾諾的道理在法國色恩會議時受禁罰。五

年後，他在羅馬，又支持反對教宗擁有世權的黨派。

公元 1148 年 7 月 15 日，阿爾諾被歐吉尼教宗所處罰。阿

氏與其黨人組織羅丐共和國，不久鬧得滿城風雨。這剛好是在

亞弟盎四世任職期內。

公元 1155 年，教宗停止阿氏教權，同時又連絡德皇佛得

利克一世反對羅馬共和國。對皇帝來說，阿氏不是討人喜歡的

人物，所以皇帝便帶兵前往羅馬，一方面剪除阿爾諾，另外要

教宗給他加冕。

羅馬的商人們認訪，如果沒有朝聖者來的話，就是虧本。

因此歡迎德皇的來到，而將阿爾諾趕走。不久阿爾諾被捕，用

火燒死。

皇帝願受加冕的事暫因一件小事而耽誤了。當教皇與皇帝

在蘇特利相會時，按照傳統，即查里曼七世所定的：皇帝該先

下馬，然後按著教宗的馬韁，讓教宗下馬。但是皇帝並未這樣

做，因自認不欠教宗什麼；但教宗認為這是傳統。最後教宗還

是勝利了，皇帝先下冉，然後按著甩韁，讓教宗由馬上下來。

片此教宗認為有神俗兩權，皇帝則認為他的權力是直接由天主

來的，非由祂在世的代表來的。他憎恨跪在一個有死的砷職人

員面前。

三、與酉西里王的關係

另一件教宗要解決的事，即西西里王拒絕承認亞弟盎為他

的君王。威廉一世繼承他的父親羅則爾的王位。他們本是諾曼

族人，一百年前征服過英國。在十世紀初，這些人到處流浪且

找富貴。一些人到了南義，他們行商，不久與當地貴族共事，

且獲得土地，建立一個強盛的國家，例如在諾曼地和英國。

在威廉一世時代，拜占庭人曾侵入南義，在西西里掀起扮

亂。希臘人希望收復失地。所以教宗拒絕承詔威廉為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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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因為威廉沒有先呈示教宗，因此教宗與希臘人聯盟。但是

威廉卻很能幹地平定西西里的亂，而且威嚇教宗；教宗只好認

輸，承認他為西西里國王。

在羅馬教宗與共和國和好，教宗准許他們住在聖城。現在

各地均平安無事，至少暫時是這樣的。

四、佛德利克國王

公元 1157 年，皇帝在貝沙松開會，宣布布根 (Burgund)

合併入德國版圖。

那時德皇與前妻離婚，而於 1156 年娶布根之貝亞特利

(Beatrix• 1140卫 84 年）為妻，因此控制該地。

五、與英王亨利二世的關係

亨利不只是英壬，更因與亞查當的厄來納 (Eleanor of 

Aquitaine• 1122-1204 年）之婚姻關係，統治半個法國。教宗

與英王的摩擦可說是愛爾蘭問題。按歷史家若望沙利斯堡記

載， 1155 年至 56 年冬，他與亞弟盎教宗在一起，教宗曾寫信

給英王，希望他統治愛爾蘭。但是這封信件己遺失。在「讚美」

詔書中曾提及，將愛爾蘭給英王。敎宗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

乃那時愛爾蘭為北方民族所蹂躪，教宗希望藉英國力量重振該

地的教會。

英王於 1155 年 9 月 29 日在溫徹斯特與貴族召開會議，討

論征服愛爾蘭；同時也致書教宗，希望他批准征服愛爾蘭。教

宗答應了。

公元口59 年 9 月 1 日，亞弟盎四世在亞納尼鎮時，疾病

突發而死。有人說他因咽門炎，另些人認為他是心臟病。他的

屍體運往羅嗎· 安葬在歐吉尼三世墓旁。

按若望沙利斯堡的看法，亞弟盎的死，的確給當時人很大

的打擊，使不少人為他痛哭，尤其是沙氏自己。

這位居位五年的教宗，與他敵對的人也很佩服他的憚大和

智慧。他真不愧是偉大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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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亞歷山大三世 (1159 至 1181 年）
亞歷山大，名羅蘭多巴弟內利 (Rolando Bandinelli)• 是

紳學及法律家。 1140 年在波羅那教書時，他寫了一本法學《大

綱》，且注釋《格拉齊安敕令》，另則有神學論文多篇。

他在歐吉尼教宗時代被擢升乃樞機執事。繼待派與紅鬍子

巴巴羅撒協商；乂朽教宗亞弟盎最得力的顧問。

且59 年亞弟盎四世駕崩。多數樞機選他為教宗，取名

乃亞歷山大三世；只有三位樞機選奧大維樞機，為味多四世

(1159-1164 年）。巴巴羅撒承認後者的合法性。但法王、英

王與許多日爾曼主教則支持亞歷山大。

那時在義大利和日爾曼等地，有具政治地位的獨立市區，

起來反抗皇帝。首先有威洛納、味深沙、巴都亞、威尼斯。這

些城市多半在隆巴地一帶，它們組織一個隆巴聯盟，以共同抗

德。它們在波河之南建立了一座聯盟堡壘，名亞歷山大堡。

味多四世死後，德帝立另一位對立的教宗巴斯卦三世，且

於 1167 年接受加冕禮。巴斯卦三世將查里曼大帝列入聖品，

此舉本屬無效，但以後的教宗接受了這一節日，至少在西亨的

地方，人們慶祝它。

巴巴羅撒的軍隊在羅馬郊外，不少人死於瘟疫，皇帝不得

已而回。但口74 年又引軍侵入義大利，為隆巴聯軍敗於勤加

諾。皇帝要求講和，日77 年與亞歷山大相會於威尼斯，同意

將對立的教宗，即巴斯卦的繼承者加利斯多三世 (1168-1178

年）摒棄；而且又把僭奪的財產歸還教宗。教宗也撤銷對他「開

除教籍」的法令。

那時教宗在法國，皇帝御軍護駕，返歸羅馬。

第三屆拉特朗大公會議：為了重整教會內部，亞歷山大三

世便召開了－次大公會議，即日79 年 3 月 5 日的拉特朗會議

出席會議的主教有 400 多位，來自歐洲各處· 耶路撒冷的扛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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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主教也出席了。會中討論的，主要是法律及紀律上的事，

因教宗自己是當代著名的法學家。此會議也提到教宗的選舉，

規定只有樞機團有投票權，獲得選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才
A巳若妒~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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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又規定主教的合法年齡、身世及教育程度等。大會對

教理方面也有不少定斷，如申斥加大利異端，號召十字軍，禁

止亞爾比異說的橫行。

在社會福利方面，教宗也盡力行之，如救濟痲瘋病人，設

有義務學校。

此會議完成了教育獨立自由的工作，可說將政權干涉教會

的束縛擺脫了。而且伸張教權高於世權的原理，以致造成後來

教宗為歐洲政治的領導人。

與英國的問題，是關於坎堡主教貝刻特的事。國王召集英

國主教及騎士們，叫他們簽定格里敦法，以終止神職人員的豁

免權；但被主教反對。然國王頒定新法，且將貝主教帶來受

審。貝刻特上訴教宗。向亞歷山大提出辭呈，但教宗維護他的

立場。

教宗死在羅馬近郊 (Civita Castellana)• 其屍體安葬在拉

特朗堂內。

172 路濟三世 (1181 至 1185 年）
路濟，名蒔巴多亞路辛古利 (Ubaldo Allucingoli)• 生在

義大利路卡地方。初為本篤會士。 1141 年為教宗英諾森二世

擢升為樞機砷父； 1159 年．教宗亞弟盎四世又升之為奧西亞

的樞機主教。

1156 年他與西西里威廉一世簽屬本內文多條約。曾拈亞

歷山大三世的顧問，且是和德帝協商的主要人物。亞歷山大

死，樞機們在魏來得利地方 (Velletri) 選他為教宗，時為我國

宋孝宗淳熙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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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期內事務繁重，與德帝的關係最好。他渴望和平，希

望德帝派兵援助聖地，但皇帝卻無暇遠顧。

這時的歐汎丶丨，修會紛紛成立。在法國里昂城有位名叫伯多

祿華爾道 (Peter Valdo) 的，他是位很熱心的教友。公元 1176

年，饑荒中，華爾道把他的錢財啁濟貧寒，與同伴成為流浪的

佈這者，勸人恢復原有的基督精砷。

那時里昂的總主教，擔心這些沒受教育的人去解釋聖經會

有錯誤，並禁止他們講道。華爾道呈示教宗。路濟絕罰他們。

因為他和他的同夥否認教會的組織；聖事方面，則否認耶穌在

聖體聖事內；又廢除彌撒，僅留最後晚餐的彌撒；同時只承認

一條經文 《天主經》；並且反對社會制度，例如不許法庭

處罰犯罪者，因為他們並沒有得罪天主。這種清教觀念的確會

使人走向無政府主義。

那時不少有勢力的人受到華爾道派的影響，他們希望度一

個絕對純潔的生活，一個靠哀矜度日的生活。

這些人最初被稱為「鬍子」 (Beards)•但卡大立 (Cathari)

稱他們為「完人」 (Perfect) 。其他人則稱之為信友。

這派起初傳遍里昂、達芬、波文及拉吉多等地，他們常被

人混乃卡大利。不久被逐出，他們走向義北部，在那裡他們又

稱為「龍巴底窮人」。 1185 年，當他們從達芬被逐出時，他

們自稱為「天主召叫他們回天鄉」。

公元 1184 年的威羅納會議中，教宗在「廢除」敕令時，

禁罰亞爾比異端，同時華爾道異端也受到禁罰。

路濟教宗死在威洛納，時在 1185 年 n 月 25 日，並安葬

在該地的主教座堂內。

173 烏爾邦三世 (1185 至 1187 年）

烏爾邦，名吳培多格里威利 (Uberto Crivelli)• 生在米蘭

1182 年被路濟三世擢升為樞機，三年後又升為米蘭總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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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濟在威羅納逝世後被選為教宗，並在該年 12 月 l 日加冕（宋

孝宗淳熙十二年）。

公元 1184 年，德帝巴巴羅撒為其子亨利選妻，看重西西

里的君士坦莎。他是羅則爾二世之遺腹女及繼承諾曼王國的

人，比亨利大 10 歲。亨利並不愛她，而且她又發過修會聖願，

然父王的安排他不得不順從。路濟三世教宗並沒有反對此事。

烏爾邦卻與腓德烈發生衝突，嚴責此婚姻且宣告無效。

事後，又與皇帝爭取瑪弟達女公爵的托斯卡尼士地。不久

又因特里爾總主教的候選人之事起了爭執。德帝派兵進軍義大

利，包圍教宗，且將教宗幾個親戚殺死。

在婚姻方面，一個奴隸與一個自由人的婚姻該由教會批

准，且在教會領土裡執行。公元 1185 年，烏爾邦規定這種婚

姻所生的子女均為自由人。

烏爾邦於口87 年 10 月 19 日，在義北部佛拉拉地方逝世。

死後安葬在該處的王教座堂內。

174 額我略八世 (1187 年）
額我略，名亞伯特莫拉 (Albert Morra) 。生在義大利本

內文多，為本篤會士。

1155 年為亞弟盎四世擢升為樞機。 1178 年又任教廷秘書。

他在佛拉拉地方當選為教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即位時，與德帝和好。改革教廷，又召集十字軍抗回軍。

那時義大利侯爵剛拉蒙費拉 (Conrad of Montferrat) 所領導的

軍隊遭到慘敗。消息傳到羅馬 (10 月 18 日），兩天後烏爾邦

便去世了。額我略便派使者往德國、英國及法國請求援助。然

好景不常，額我略在位極短便與世長辭了。

175 格來孟三世 (1187 至 1191 年）
在教宗史上，有不少教宗同名。例如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大

公會議的若望廿三世 (1958-1963 年），取代西方大分裂時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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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廿三世，以證明那時的若望廿三世為非合法的教宗；同樣地，

本文所介紹的格來孟三世，也乃取代額我略七世時的偽教宗。

格來孟，本名保祿施高肋利 (Paul Scolari)' 初為巴肋斯

坦主教。額我略八世死後兩天 (12 月 19 日），在比薩被選為

教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早在 1186 年，德帝巴巴羅撒在其長子亨利於米蘭結婚後，

便回到德國。亨利卻留在義大利，以巴味亞為都，且重申在義

的版圖，又有意侵犯教宗領土，且擾亂羅馬。教宗藉著色尼伯

爵和土斯古龍家族的勢力，於 1188 年 3 月 3 日回到羅嗎。

因他自己對聖地的情形甚為了解，便號召了第三次十字軍

東征，響應者有熱那亞、比薩、威尼斯共和國、撒肋諾及亞瑪

菲城邦；此外尚有各國君王，如德帝巴巴羅撒，法王腓立浦二

世及英國的獅心查理－世。

此次十字軍並不很順利。這位 67 高齡的巴巴羅撒帶兵出

發 (1189 年），人們稱讚他為「梅瑟二世」，將乃大家打開

所應許的迦南福地 (Promise Land) 。他在伊哥尼 (Iconium)

獲得一次勝利。在加利波利通過達達尼爾海峽時，這支軍隊重

蹈了第一次東征的錯誤和悲劇，土耳其軍隊攔阻其軍、斷其

糧，造成百人因飢餓而死。他自己也在小亞細亞的西利西亞的

一條小河裡淹死 r c 1190 年）。
英、法兩王在小亞細亞為東帝出賣而遭到土耳其軍的突

襲，損失慘重。兩王由海路到聖地，奪回濱海要塞亞克城。該

城自 1189 年夏被包圍，直到 1191 年 7 月 12 日才被解圍。後

因雙方意見不合，法王先回，其意是要侵佔英國的諾曼弟；但

諸侯都效忠國王而努力抵抗。

這時聖地只有英王理查與薩拉丁人作戰。其英勇甚為薩人

所讚。英王對薩拉丁也佩服不己，曾有意將其妹若翰納嫁拾薩

拉丁之弟阿亞弟 (Al-Adil) 。但因教宗公開地指摘此計劃才

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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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的威廉二世之死對教宗來說是種威嚇，因怕亨利六

世，格來孟三世擁護其勁敵唐克瑞 (Tancred) 。後來亨利大

軍進入義大利，教宗怕了，許下給他加冕。但當德王抵達羅馬

時，教宗已經與世長辭了 (3 月 29 日）。

在教會內務方面，格來孟三世繼前任的遺志，注重教會的

改革，尤其是在婚姻法及傳教區的組織方面。另外又使蘇格蘭

教會不受英國約克教區的控制，而自成立一個新教區，直屬羅

馬管轄 (1188 年）。

格來孟三世在位 3 年又 3 個月。

176 則來斯定三世 (1191 至 1198 年）
則來斯定，本名西亞西多波坡 (Ciacinto Bobo)• 羅馬奧

西尼貴族 (Orsini) 出身。生於 1106 年。在教廷內任樞機職位

達47 年 (1144-1191 年），資格頗深。曾為伯多祿亞伯拉的學生。

則來斯定的外交手腕頗有成績，曾出使西班牙兩次，即

1154 至 56 年，和 1172 至 74 年。

當他被選為教宗的時候（宋光宗紹熙二年），已是位過

85 歲生日 (3 月 30 日）的老人，可說以失去做事的精力，怪

不得亨利六世與羅馬人都反對他。

教宗蕭規曹隨地保持前任教宗的婚姻法。那時法王腓立浦

的原配夫人伊莎白拉在 1189 年去世。四年後法王娶丹麥公主

英格包 (Ingeborg) 。公主並非腓立浦所愛；一年後，法王說

服法國主教們批准他廢后，則來斯定拒絕，且申明「凡天主所

結合的，人不可拆散」的道理。

1196 年，腓立浦二世公開地蔑視教宗的勸言而取美蘭

(Meran) 地方依据斯為妻，教宗以絕罰恐嚇他；但腓立浦不

屈服，且說：「我寧願喪失領土的一半，也不願與依榻斯分

開。」他真有不愛江山愛美人之慨。最後因依揖斯死 (1202

年），才把英格包接回 (12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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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務方面，則來斯定批准了條頓修會 (Order of 

Teuton) 的成立 (1191 年）。此會興起於亞克城 (Acre)' 為

布來曼和呂拜克的十字軍所組成。此會祖是史瓦比亞的公爵腓

德烈 (Frederick of Swabia) 。其目的是照顧聖地的朝聖者、

受傷者和病人，猶如現在的「紅十字會」。 1197 年德帝亨利

六世在南義批准他們修會的成立，後來他們又以歐洲東北部為

主要的活動範圍。

在禮儀方面，則來斯定三世規定只領聖體即可，不必要領

聖血。

當 1197 年則來斯定病重時，曾向樞機們建議聖比利斯加

堂的若望 (John of Prisca) 為其繼承人，結果樞機都不願接受

他的意見。次年 1 月 8 日，年高 92歲的則來斯定便與世長辭了。

在位 6 年 3 個月又 8 天，他的死亡也結束了第十二世紀，

且開始教會另一個新的階段。則來斯定被葬在羅馬的拉特朗

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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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教會權勢顛峰時代

(1198 至 1304 年）

177 英諾森三世 (1198 至 1216 年）

前言

中世紀以來，在歐汎、丨，教會與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是政

教合一、岬權發達的時代。當時國王登基都以能得到教宗加冕

為榮。到了第十一世紀，由於對羅馬法的研究，啟發了政府獨

立、擺脫教宗控制、政教分開的想法，而教宗卻想建立－個

神權的政府，囚而教會與政府起了衝突。結果互相挑剔，爭執

不休；政府不滿教宗過於干預政權，而教宗亻、滿政府干預教會

事務、俗人授職。在教宗額我略七世時，與日爾曼呈帝亨利四

世訂立伏姆斯協約，但並不發生效力，俗人授職的問題仍然存

在，政教衝突繼續不斷地發生。教會權勢時強時弱，直到教宗

英諾森三世時，教會權勢達於歷代的最高峰。

一、教宗英諾森三世時代

英諾森在位雖然只有十八年，但歷代教宗中沒有一位能像

他做那麼多事；而且也是歷代教宗中權勢最大的一個，他使教

宗的權力達於巔峰，贏得最大的光榮，迫使帝王甘拜下風，俯

首稱臣。他魄力雄偉，精明能幹，不但是一位政治家，更是

一位了不起的宗教領袖，對教會貢獻很大，很有功績。在巴二

二十年的教宗任期內，實際上是兼有政教二權的統冶者 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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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 年發動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佔領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

帝國。在他一生與帝王的衝突中，獲得最大勝利的是 1213 年

迫使英王約翰就範，把英格蘭與愛爾蘭當作由教宗所賜予的采

邑，每年應向教宗繳稅納貢。 1215 年在羅馬召開第四屆拉特

朗大公會議，這是尼西亞大公會議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當

他於 1216 年去世時，教會無論在組織、外貌、聲威、權勢方

面都是所向無敵，這的確是教會的顔峰時代。

二、英諾森對教宗與帝王地位的看法

教宗英諾森對政治很有興趣而且很精明，但他總未忘記自

己的身份，是宗教國家集團的精神領袖。他之所以希望宗教國

家的政治在教宗領導之下統一，首先是為了保衛教會的信仰和

宗教的道德。

英諾森認為教宗有精砷與世俗的權力，有絕對的領導權。

他說：帝王所接受的不過是塵世的權力，而教宗另有一種崇高

的權力，因為他的工作在於牧靈。因此他有雄心成為宗教國家

的最高元首與統治者。

他曾對教宗與帝王的權力打比喻說：天主在天空放置了兩

個大光體：一個照耀白晝一＿太陽；另一個照要黑暗一－月亮。

在人間，祂也同樣建立了兩個權柄：一個更亮的為靈魂一＿教

宗；另一個次亮的為肉身一帝王。就如月亮由太陽接受光明，

同樣，帝王的地位也是教宗地位的反映。因此他認為：第一，

帝王的權力得自教宗，教宗權力大於帝王；第二，教宗有罷免

帝王的權力；第三，教宗有監督帝王的責任；第四，教宗有矯

正、審判帝王的權力；第五，帝王之間發生糾紛時，教宗是最

高的調停者。

三、教宗英諾森的貢獻

政治方面：第一，為拯救耶路撒冷教友，組織第四次十字

軍東征，但未能達到目的。因為他所組織的十字軍違反他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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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把收復聖地的任務置之腦後，而去幫助帝王爭權奪利。小

過他並不灰心，於 1215 年重新號召組織第五次十字軍東征，

可惜不久他就逝世了。第二，對英王約翰的勝利。教宗英諾森

任命蘭敦為坎特布里大主教時，遭到英王約翰的反對，公然反

抗蘭敦上任，威脅教宗；教宗並不屈服，反於 1213 年將約翰

革除英格蘭國王之職，開除教籍。最後約翰受不了這種處罰，

與教宗言歸於好；約翰就把整個英格蘭交給教宗，作為教宗的

封地，永遠效忠教宗，稱臣納貢。第三，葡萄牙、亞拉崗、匈

牙利和保加利亞，都承認自己為教宗的封建領地，年年進貢。

對教會內部的改革：確認教宗之首席地位，提高教宗的地

位與權勢；不容許教會的倫理或教義有偏差；打消所有世俗領

主想不經教宗同意而向神職人員課稅的念頭；並以教宗的基金

來供養貧困的神職弟兄，努力培養、改善神職教育。為提高砷

職的社會地位，把神職人員指稱「教會」，卻不包括信徒（在

今日看來是錯誤的，教會不只是神職人員，也包括全部的天主

子民）。整頓教廷，清除一切過分奢靡的生活行琵，選擇稱職

的人擔任教會要職 主教、砷父，並下令定期監督和視察修

會。然而他最大的功勞是承認方濟會和道明會的砷貧精神，對

教會貢獻很大。他鼓勵乞食修會，便是供給教會最有效的改

革，不但給修道生活，而且給整個牧靈工作一個新方向。

為完成他的改革事業，英諾森三世於 1215 年在羅馬召開

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參加會議者盛況空前，有主教、隱修

院之長、各宗教國家代表，成就非凡。

對教義與紀律的規定有以下幾點： L 整頓、革除砷職的糜

爛生活，如西滿罪、祕密結婚； 2. 規定教友與教外人應有特殊

配戴之識別； 3 革除阿爾比異端； 4. 凡開明悟的小孩可以領聖

體； 5. 闡明聖體、聖血變質的道理； 6. 每年至少一次妥當告斛

並善領聖體 復活節期間（沿用至今仍有效）； 7 沒釣芸尸

可不能自封聖人，自行創立新修會； 8 禁止高利貸款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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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會議的成就，就是尼西亞以來至特利騰大公會議最重要、

成就最大的一次會議。

四丶結論

縱觀教宗英諾森三世的一生，實在是轟轟烈烈；無論是個

人的才能或成就都是非凡，對教會的革新、建樹頗多，可說在

教會史上永遠留名，這是不可多得的宗教領袖。雖然他沒有實

現基督教共和國的理想，但在西歐各國深具影響力，無論在宗

教上或政治上，許多帝王都聽從他的領導，也因此把教會帶到

鼎盛輝煌的階段，距離教會理想的道德性基督教共和國的實現

也不遠了。

178 何諾略三世 (1216 至 1227 年）
何諾略，本名森西奧沙威利 (Cencio Sauelli)' 羅馬人。

初為聖母堂的輔導，於 1188 年被擢升為教廷大臣，此年後又

升任為聖路濟堂的樞機執事。

在英諾森三世時代，進而升為聖若望堂之樞機砷父；不久，

又被聘請為皇太子，即未來的腓德烈的導師。

公元 1216 年 7 月 18 日，英諾森三世逝世三天後， 16 位

樞機在貝路濟亞召開會議，商討教宗的選舉。當時有兩位候選

人，一位是奧西亞的樞機主教烏哥里諾 (Ugolino of Ostia)' 

另一個是普來內斯特的吉多樞機 (Guido of Praeneste) 。但樞

機們不滿意這兩個人，最後選上了沙威利，他取名何諾略（南

宋寧宗嘉定七年）。

即位時，他已是個老年人，不過經驗豐富，對教務頗處理

得當。

由於師生之誼，在何諾略在位的 H 年中，腓德烈

(Friedrich II'1194 年 12 月 26 日- 1250 年 12 月 13 日）和教

宗的關係可說很理想，政教的合作也成事實。 1220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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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教宗親自給腓德烈加冕易紳聖羅馬皇帝，時年僅 20 。可

是，在這平靜的十餘年中，腓德烈已開始奠定他對抗羅馬教宗

的基礎。

皇帝先鞏固他在西西里的根本，推行專制政府制度，重用

專業人才，改革法庭、賦稅等制度，提倡工商業，以增進歲收，

提倡文藝、開設大學，以提高文化水準。

因德帝的壓力首起恐慌的，是隆巴城邦。 1226 年，何諾

略成立了新的「隆巴同盟」以抵禦腓德烈。

在教務方面，教宗斥責異端邪說；批准乞丐會的成立—

道明會和方濟會。 1226 年又批准加爾默羅會的成立。為了對付

亞爾比異端 (Albigensis)• 何諾略派道明會士到處宣講正道。

教宗也希望組織十字軍束征。第五次的東征是由若望彼

利內 (John Brienne) 發起的。軍隊離開日爾曼、奧地利和

匈牙利，在匈牙利王安德肋領導下，平安抵達多米也達城

(Damietta) —尼羅河的最東出口處。一年的圍攻奪下此城。

埃及和敘利亞的新蘇丹王提出和平要求，願意放棄大部份的耶

路撒冷，並且釋放基督徒，奉還十字架。不幸十字軍另要求賠

款，蘇丹王拒絕，戰爭又爆發，情勢惡化。終於雙方簽訂八年

停戰條約，將「十字架」歸給十字軍，多米也達城歸還給回教

徒，且要求基督教軍隊撤離埃及境地。

何諾略的外交關係頗好，如與英、法兩國保持了良好的關

係，他使法王路易八世接管瑪尼基人，又保護英王若望之子亨

利三世 (Hem-y III'1207 年 10 月 l 日- 1272 年] l 月 16 日）

的皇位；同時將伯多祿哥德納為君堡的皇帝。

何諾略於 1227 年 3 月 18 日逝世，死後被葬在聖母大殿內。

179 額我略九世 (1227 至 1241 年）
額我略，名烏格里諾，生在亞納尼城 (1145 年），先伎

在巴黎和波羅那大學攻讀神學及法律。不久後任教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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乂被擢升為樞機執事 (1198 年）， 1206 年 5 月被選為羅馬附

近奧西亞的樞機主教。

何諾略敎宗時，他被選為全權大使。何諾略死，為眾擁為

教宗，取名額我略九世（宋理宗寶慶 3 年），那時他已是個

82 歲的老人了。

當他還是奧西亞樞機主教時，喜歡穿方濟各會衣，赤腳走

路，並且與方濟訂論一些神學問題。聖方濟愛他如慈父一般，

曾預言地稱他為「全球的主教和萬民之父」。後來，果然應驗了。

額我略也是聖道明的朋友，即位後即批准其修會的會章。

聖女佳蘭和其修會也受到教宗的愛護。

教宗也希望東西教會合一。 1233 年君堡主教承認羅馬教

宗的首席性。拜占庭皇帝若望三世 (1222-1254 年）曾提示教

宗將信經中的「及聖子」一句話取消，而東方也贊同西方教會

甩無酵餅舉祭。

額我略教宗對聖地信友關切，慫恿腓德烈皇帝派兵東征。

1228 年發動第六次東征，他抵達巴肋斯坦。次年皇帝與回軍

簽訌合約，回軍割讓亞克、雅法、西頓、納匝肋、白冷和耶路

撒冷 基督徒可在聖殿祈禱、回教徒在白冷也享有同等的權

利。雙方的囚犯都予以釋放，雙方宣誓將維持和平十年又十個

月。這位皇帝使兩文化融合，彼此諒解與尊重，更希望化敵為

友，這的確是件很理想的事。教宗卻斥責這協約，認為對西方

是種侮辱，拒絕批准。

腓德烈二世為了要統一義大利與德國，願恢復舊日的羅馬

帝國，希望使羅馬成朽西方政教中心。於 1226 年，他邀請義

大利貴族及各城邦召開會議。教宗禁止貴族們前往。龍巴底城

邦懷疑，也拒絕派使參加，而組織第二次龍巴底聯盟。

1238 年，教宗說服了威尼斯及熱那亞加入聯盟，以對付

腓德烈。在一篇通諭中，他控告皇帝為無神派、專權並企圖破

壞權威。過了一年，又處罰皇帝。皇帝在致各國國王的信中，

則駁斥教宗摧毀帝國，且誘使各國勿屈從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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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我略九世是號召編纂教會法典的教宗。在他的批准下，

道明會士賴蒙本內福 (Raymond of Penafort) 於 1234 年出版

了法律五卷，史稱《額我略九世法令》 (Decretales Gregorii 

IX) 。同年 9 月 5 日在「和平君王」諭旨中頒布了此道法令。

1231 年，教宗為了時代的需要，正式成立異端裁判所。

其目的是把異端份子或嫌疑犯逮捕，加以審問，先勸其反省，

若固執不改，教會便把他交給世俗之手，以處刑罰。

此審判的程序，是採取西西里和義北部人對待叛徒的方

法。教宗因當時不少主教推行無方或不力，便委任給乞丐會以

教廷名義主辦。此裁判所對華爾登和亞爾比異端實行的比較徹

底，到了西班牙的異端裁判所時，做得更甚。其優點是使西歐

教會合一，然其劣點也不少，造成教外人對教會不滿。

額我略將聖道明、方濟和安多尼等人列入聖品。

在位 13 年，擢升了十四位樞機，其中多半是修會人士。

公元 1241 年 8 月 22 日逝世於羅馬，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80 則來斯定四世 (1241 年）
則來斯定，名為哥佛來多加斯利奧尼 (Groffredo

Castiglioni)' 米蘭人，為教宗烏爾邦三世的侄兒。曾為米蘭

的總鐸。 1187 年加入西斯篤會。 1227 年被擢升為樞機。 12 年

後，又為沙比納的樞機主教。

額我略九世死後，藉著羅馬元老奧西尼的勢力，被選為教

宗。可惜在加冕之前就去世了。

181 英諾森四世 (1243 至 1254 年）
英諾森，名西尼巴多費也斯基 (Sinibalde Fieschi) 。 1200

年生於熱那亞，為拉瓦那公爵之子。此家族產生另位教宗一

亞弟盎五世。

少年時曾在波隆那城讀教律和羅馬民法，畢業後在該地教

法律；不久任巴爾瑪教士。 1226 年為教廷核查員；次年视擢

升為樞機，不久又被擢升為副國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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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來斯定死後，宗座懸空達十八個月。主要是腓德烈二世

不滿意教宗候選人，最後認為費也斯基比較適合，便提名他為

教宗。

一、與皇室的衝突

英諾森即位的初年，與皇帝保持良好關係；後來因龍巴底

之事鬧得不愉快。教宗因怕皇帝拘捕，便逃到法國里昂避難，

直到 1251 年。在這裡，他希望得到法王路易九世、西班牙和

英王的支持。

公元 1244 年，英諾森提議在里昂舉行召開大公會議。皇

帝知道了，一方面速致函各諸侯破壞，另方面與教宗求和。

二、第一次里昂大公會議

1245 年 6 月 28 日正式開幕，來自各地區的主教有 140 多

位：君堡皇帝及該城宗主教，還有許多諸侯國王代表，皇帝派

代表達徒參加。

教宗向大會宣布皇帝的罪名，控告他發虛誓，難乃教會，

侵佔教宗國，有異端嫌疑，保護國民等。達徒為皇帝辯護。但

教宗在大會上正式宣布開除皇帝教籍，並革除各諸侯國附屬

權，解除臣民向他效忠的責任。這令皇帝很不滿意，最後於

1250 年憂鬱地死在佛羅倫斯城。

這次大會沒做教理的任何討論與定斷，它只對紀律方面稍

有涉及，如所立教會訴訟程序章程，支持君堡拉丁國向教會財

產所加的捐稅，以開除教籍來懲罰那些供給回軍武器的人，還

有對聖地及十字軍的規定等。

三、其他事業

教宗對十字軍頗戚興趣，在第一次里昂大公會議時，曾號

召此項運動，使東歐人民免受韃靼人所侵。 1248 年法王路易

九世參加十字軍。

在教務方面，英諾森教宗與回教徒妥協 (1245 年），在

「十一小時」敕令中，許可在回教方濟各會士往努米地亞及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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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約比亞傳教，成績頗好。按當時的統計，有 1000 多人皈依

教會。

英諾森四世是個法律家。雖然他責任繁重，但尚有時間去

完成他的《法律汪釋》。此書討論神權世權的關係，非基督徒

領袖如何對待基督徒等事項。

在位 I 1 年 5 個月又 13 天，終於 1254 年 12 月 7 日與世長

辭。死後安葬在拿不列斯教堂內。

182 亞歷山大四世 (1254 至 1261 年）

亞歷山大，名黎那多 (Rinaldo dei Signori di Ienne)• 色

尼貴族出身。此貴族己產生兩位教宗：英諾森三世和額我略九

世。英諾森四世驾崩後，為眾擁為教宗（宋理宗寶祐二年）。

他的功績可分對外和對內兩方面。對外方面，尤其對聖地

的收復，可說是有心無力。束羅馬皇帝彌格爾八世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1259-1282 年）曾請求教宗派兵援助，但因

事而擱延了。

在教務方面，的確成功了。他很愛護乞丐會，即道明和方

濟會。那時在聖雅各地方 (S. Jacques)• 道明會士羅蘭 (Roland

of Cremona) 建立了一所神學院。那裡有兩位著名的教授；道

明會士若望則爾 (John of St. Gilles) 和方濟會士亞歷山大海爾

斯 (Alexander Hales) 。當時在學校方面分了兩派勢力，即在

俗神職派和會士派。在俗派不願給會士們教授的名譽，因此爭

執了約五年之久 (1252-1257 年）。最後亞歷山大教宗，原為

道明會士，命令凡反對會士為教授者，以絕罰罪名處理之。

與他同時，有鼎鼎大名的聖多瑪斯和聖文德神哲學家。他

們在巴黎大學執教，同時又被教廷延聘為主要神學顧問。教宗

很器重他們，他們也很聽從教宗。可見他們與教廷的關係是多

麼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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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佳蘭 (St.Claire• 1194-1253 年）藉著聖方濟的幫助，

創立了方濟修女會，亞歷山大教宗在她死後兩年 (1255 年），

便將她列入聖品。

公元 1223 年，義大利佛羅倫斯城有七位富商，擺脫塵世

的一切，願志同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專務精修，而成立一

修會，稱為聖母忠僕會。教宗於 1255 年批准之。

亞歷山大也很注重教育。西班牙國王腓迪南二世創辦一

座聞名西歐的撒拉曼加大學 (Salamanca University• 1239) 。

教宗批准。他又促使法王路易九世的顧問羅拔索旁 (Robert of 

Sorbon) 於 1257 年在巴黎建立一所大學，即今的索旁大學。

宗教裁判所是為幫助教會剷除異端份子，英諾森四世時規

定，只有教會法庭有權控制。亞歷山大在 1260 年又規定教宗

審問者該嚴格地執行。

亞歷山大於 1261 年 5 月 25 日逝世於味得堡 (Viterbo)'

在位 6 年 5 個月又 12 天。

183 烏爾邦四世 (1261 至 1264 年）
烏爾邦，名雅各彭德良 (Jacques Pantaleon)• 法國補鞋

匠之子，生在特羅城 (Troyes) 。初為里也茲城 (Liege) 的砷

父，於 1254 年被擢升為味爾登 (Verdun) 的主教和耶路撒冷

的宗主教。亞歷山大四世在味得堡駕崩，他被選為教宗（宋理

宗景定二年）。

他的短暫任期使宗座與歐洲政治有了一個新方向。當時因

為羅馬不安，他便居在味得堡、奧維多 (Orvieto) 、貝路濟亞

(Perugia) 等地，從未去過羅馬。為了對付義大利情勢，烏爾

邦教宗請法王路易九世的弟弟查理 (Charles of Anjou) 為那不

列斯和西西里的國王。雖然他未達到此目的，但已成定局。法

國已勝過德國，且成為教會的朋友。

他曾於 1245 年參加第一次里昂大公會議，為教廷駐德國

及東歐使節。烏爾邦是個能幹的管理者，改良了教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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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強樞機團的勢力，擢升不少新樞機，包括六位法籍

在位時有兩項計劃：恢復在博士波祿 (Bosporus) 和巴爾

幹半島的拉丁國，及與東方教會和好。可惜，雖然束羅馬帝國

彌格爾八世同意，但查理王卻不贊成。

在教務方面，烏爾邦教宗將聖體瞻禮普及整個教會。有關

此類事蹟很多。例如，公元 1229 年，在佛羅倫斯城的聖盎博

削堂，當紳父做彌撒時，耶穌寶血流出，使人們都戚到很驚奇

在里也茲城有位尤連納 (Juliana• -1258 年）修女看到異

象，經過宗座代表等人調查後表示肯定，該城丁教在自己的教

區內 (1246 年）許可慶祝這節日。

1263 年在包爾塞納 (Bolsena) 地方，有位紳父懷疑耶穌

聖體的道理。正當他分餅時，看到耶酥的聖血流到九摺布和祭

台上。向爾邦派聖多瑪斯和聖文德調查此事，他們都認為這是

真實的事。

教宗便命聖多瑪斯總寫聖體瞻禮彌撒 (1246 年），他又

寫了「讚頌熙雍救世者」 (Lauda Sion Salvatorem) 和「皇皇

聖體」 (Pange Lingua) 等優美的讚美詞。因而贏得「天神博

士」名銜。

烏爾邦於 1264年 10 月 2 日逝世在貝路濟亞，在位3年又33 天。

184 格來孟四世 (1265 至 1268 年）
格來孟，名吉多 (Guido Pulcodi)• 生在法國羅恩河岸的

聖則爾城 (St. Gilles) 。他的父親曾當隱修士，而他自己也結

過婚，且有兩個女兒。

公元 1256 年妻子死後，他便棄俗進修院。不久被祝聖為來

布 (Le Ptty) 地方的副主教。他的晉升很快。次年又晉升乃該地

的主教。 1259 年被調往納波且為該地的總主教。兩年後，又被擢

升乃撒比納城的樞機，且駐英國、愛爾蘭和威爾斯的教廷代表

1265 年，烏爾邦四世在貝路濟亞逝世，樞機們聚集在那

裡，等了四個多月，選出他為教宗（宋度宗咸淳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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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初，格來孟四世與法國、義大利和德國合作。因為他曾

任法王路易九世的顧問，即位後，給其弟查理加冕為那不列斯和

西西里島王，史稱兩西西里王國 (Kingdom of Two Sicilies) 。

教宗又協助查理打敗了德帝腓德烈之子瑪佛烈

(Manfred) 。瑪氏在 1266 年被殺死。

然西西里島的戰爭並未了結。德帝剛拉四世 (Konrad

IV• 1228 年 4 月 25 日- 1254 年 5 月 21 日）之子剛拉 (Conrad•

1254-1268 年）攻打南義。教宗並不希望在南義另有一帝，因

此致信給科隆主教魏肋和其他諸侯們來反對此行。

但在龍巴底和西西里島的吉百令黨徒 (Ghibellines) 卻擁

護剛拉以抗教皇和查理。查理於 1268 年打敗了剛拉。

格來孟四世更支持西班牙國王阿爾方索三世 (Alphonsus

III) 抵抗回軍。他對貴族和國王指派主教和神父的事，甚為關

懷。 1265 年他規定一切教士的委派該由羅甩教廷負責。

他也很庄重芬蘭、瑞典、挪威和丹麥的教務，曾派條頓會

士前往傳教。

在教會財務方面的處理頗有貢獻。 1265年他頒布「教會可以」

(Licet Ecclesiarum) 法令，規定一切財產該由宗座負責管理。

他聲明聖伯多祿的繼承人有管理整個教會財務的權利。

因格來孟四世袒護法國，使德國方面不滿教宗。德國賀亨

斯德芬王朝 (Hohen Staufen Dynasty'113 7-1268 年）的內亂，

使樞機團分裂，因而造成教宗的難產之主因。

格來孟逝世在味得堡，在位 3 年 9 個月又 13 天。

185 額我略十世 (1271 至 1276 年）
格來孟四世死後，宗座空懸達 2 年 9 個月，可說有史以來

最長的一次。理由是在味得堡的樞機們對候選人意見不一致，

有的希望是個法國人，有的主張是義大利人。雖然教廷代表、

各圖諸侯對此次選舉的擱延不滿，但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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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樞機們同意選了比亞深沙的戴巴多威斯剛底

(Teobaldo Visconti) 。他那時還不是一位砷父，而只是利也

茲的一位執事（六品），他曾為教廷駐英代表。

10 月 27 日被選後，他便啟程回義大利。英王愛德華一世

(1239-1307 年）的軍隊護送他。最後於 1272 年 l 月 l 日由那

不列斯登陸。 2 月 10 日抵達味得堡，同日被祝聖為砷父。回

到羅馬後，於 3 月 27 日被祝聖為主教，取名額我略十世（宋

度宗咸淳八年）。

一、外交方面

即位時，教會權力再度達於鼎盛時期。他是位熱誠的教

宗，心平氣和，不好大喜功，但尋求公義。為集中力量奪回巴

肋斯坦，說服了威尼斯、熱那亞及波羅那偃兵息鼓。他承認哈

普斯堡皇族魯道夫為帝，調停f教皇黨及保皇黨在佛羅倫斯和

西也納的糾紛，且對教皇黨人說：「保皇黨是你們的仇敵，可

是他們一樣地也是人、公民和基督徒。」

額我略又致函給腓立浦三世 (1270-1285 年）及其弟羅拔、

英國愛德華一世 (Edward I'1239 年 6 月 17 日 -1307 年 7 月 7

日）等，以保持友誼關係；鼓勵西班牙國王努力抵抗回軍。

當時兩西西里島國王查理 (Charles of Anjou) 進攻阿爾

巴尼亞，君堡受到威脅。東帝彌格爾八世也派貝克宗主教

(Beccos) 覲見教宗，希望結束分裂。額我略不支持查理征服

拜占庭的野心，皇帝使東方教會歸順羅馬，使教權再度成為至

高無上。

二、第二次里昂大公會議 (1274 年）

在他即位時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召開第二次里昂大公會議。

那時，十字軍在東方奪回的地方，大部份已失去，所剩零

星孤立的城堡，也都搖搖欲墜。額我略認為是時勢的需要，必

得重整十字軍，以收復聖地。同時也希望與東方教會聯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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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西方的社會秩序混亂，積弊很多，為此改革，教宗決定召開

大公會議。

開會本定在 1274 年 5 月 1 日舉行，但遲至 7 日才正式開

始。出席者不少，除了 500 位主教、 60 位院長、使節代表外，

尚有許多名人，例如聖文德、聖大亞爾伯、達拉達西的伯多祿

（英諾森五世），還有 3 位未來的教宗亞弟盎五世、若望廿一

世及尼各老四世，可惜鼎鼎大名的聖多瑪斯在赴會的途中病逝

(3 月 7 日）。

聖文德則在 7 月 15 日病逝。他的死亡為大會損失一名健

將，教宗和眾會員都參加他的喪禮。

關於道理方面，此次會議重申人死後靈魂的情形、煉獄的

道理、七件聖事、羅馬教宗的首席位，又制定選舉教宗的章程。

君堡主教也接受羅馬的信經，包括「聖神由聖父及聖子所

共發」的道理，用無酵餅做彌撒和教宗的首席性。合一運動似

乎達到了，因希臘教長們在聖若望大殿重唸「及聖子」三遍；

但東方神職員並不滿意，而且批評教宗為「羊群的真實的狼」°

教宗召開大公會議的目的，只有部份達到，與希臘教會的

統一，因為政冶關係，成了泡影。十字軍開始時很興盛，但是

不久後便瓦解了。風俗的改良，紀律的整頓，只不過是紙上談

兵而已。

在回羅丐途中，教宗不幸病故於阿瑞周城 (Arezzo)• 時

為 1276 年 1 月 10 日。在他之後，八年內竟五易教宗，而這此

繼承者忙於應付義大利境內的事務，無法完成額我略的計劃。

因額我略十世的聖德非凡，被教宗格來孟十一世列為真福

品 (1713 年 9 月 12 日）。

186 英諾森五世 (1276 年）
英諾森，本名伯多祿戴稜他斯 (Peter of Tarentaise)• 生

在沙伏的蘇特倫地方 (Sutron of Savoy) 。 1240 年進入道明會，

十九年後在巴黎執教砷學，寫了不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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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 年曾幫助重整道明會會規。兩次 (1264-1267 年，

1269-1272 年）為法國區的省會長。 1272 年被擢升瓦里昂總主

教，次年又被升為奧西亞的樞機主教。他與聖多瑪斯、聖文德

和奧多尼腓也基 (Ottone Fiesch己，為教宗的親信顧問。

在第二次里昂大公會議時 (1274 年）建樹不少，他力求

與希臘教會合一，成為教宗的候選人。額我略十世死，被選為

教宗，取名英諾森五世（宋瑞宗景炎元年）。

英諾森的外交並不是很成功。他與查理的和好卻使與東帝

的關係轉劣，與哈普斯堡的魯道夫之關係更為緊張；至於十字

軍的號召，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

但也有成功之處，如鎮壓北義城市的混亂，調停查理與熱

那亞之間的困難。

1276 年，蒙古的波斯汗國可汗 (Abaga) 遣瓦沙里兄弟

(Vasalli) 赴羅馬見教宗。教宗英諾森三世接見來使，遣方濟

會士五人，為報聘使，攜聘書往見蒙古的波斯可汗。五人見了

波斯可汗後，再動身往上都，攜教宗書，往謁元世祖。五人的

名字於今尚留在史冊。但他們出使的事蹟，並沒有記載在史書

上，可能他們沒有前往中國傳教。

在位只有 5 個月便去世，死後安葬在拉特朗教堂內。 1898

年 3 月 13 日，教宗良十三世列他為真福品。

187 亞弟盎五世 (1276 年）
亞弟盎，名奧多尼腓也基 (Ottone Fieschi)• 生在義大利

的熱那亞城。貴族出身。為教宗英諾森四世的侄兒，因此在

1244 年 9 月被其舅升為聖亞弟盎堂的樞機。

1265 年 5 月，奧多尼被格來孟四世派為宗座代表，往英

國調停英王亨利三世與公爵們的紛爭。

1258 年，英國內亂，公爵們朽爭取權力，以西滿戴蒙滘

(Simon de Montfort) 為首，興起叛亂。內亂爆發了，翌三＝

利三世及其子愛德華在戰爭中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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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亨利沒有被貶，他召集議會或國會 (Assembly 或

Parliament)• 聽從貴族們的意見。 1265 年戴蒙福戰敗且被殺。

亞弟盎擁護國主。

英諾森五世死後，樞機們對教宗候選人有所不滿。安如的

查理王 (Charles of Anjou) 對他們遲遲選不出而怒，申明說，

如果他們不選奧多尼，只有麵包和水給他們吃喝。他們才選了

奧多尼。他取名亞弟盎五世。

即位時，亞弟盎已是位病夫，只做了 38 天便與世長辭了。

被葬在味得堡的聖方濟教堂內。

188 若望廿一世 (1276 至 1277 年）
若望，名伯多祿猶連 (Peter Julian)• 生在葡萄亞的京都

里斯本 (1215 年）。在京都行醫多年。後來被額我略十世所

賞識，召他到羅丐，授之砷品。不久被升為布拉格主教；隨後

又晉升為樞機。

在英諾森五世和亞弟盎五世時，曾為教宗的親信顧問，任

務繁重。亞弟盎五世死後，在味得堡被選朽伯多祿的繼承人

（宋端宗景炎元年）。

即位初，便與葡王亞爾風索三世 (1248-1279 年）建

立邦交關係。那時，葡京改為里斯本，以往是寇因布拉城

(Coimbra) 。他擴張版圖，今日的葡國地域範圍可說在亞爾

風索三世時代就定型了。

教宗又與西班牙卡斯提王亞爾風索十世 (1252-1284 年）

和好；又盡量與法王腓立蒲三世和亞拉圖伯多三世 (1276-1285

年）建立外交關係，且重視該地的教務。

若望將自己以往行醫的積蓄用來救濟貧窮的神職人員，財

務由宗座財政部管理。

為了重整教皇國，他以封建制度的伯爵 (Count) 來治理

拉西奧 (Latia)• 翁比亞 (Umbria) 及本內文多 (Benevento)

等地。此時教皇封地布滿全歐，如在英國、匈牙利、波蘭和愛

爾蘭等，均有教會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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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教宗廿一世在味得堡建立了一座夏宮，可惜不知何

故，於 1277 年 5 月 20 日那天夜裡，屋頂坍塌，教宗被壓死在

地下。死後被葬在味得堡的老楞佐堂內。

若望教宗是位砷哲學家和科學家。他的神學方面著作有：

《聖狄奧尼書》和《講道集》。在哲學方面有：《論靈魂》、

《動物注釋》、《生命長短論》丶《邏輯學綱要》等。在科學

方面，因他曾在 1244 年塞也納大學教醫學，除論眼睛和健康

論著外，尚有注釋喜波格拉 (Hippocrates) 、嘉倫 (Galen) 、

費拉肋多 (Philaretus) 及依撒格 (Isaac Israeli) 等著作。

189 尼格老三世 (1277 至 1280 年）
尼格老三世，名若望， 1216 年生於羅丐奧西尼望族。英

諾森四世時，他被晉升為樞機執事且管理聖尼格老堂。若望廿

－世死後六個月，他才被選為教宗（時值南宋端宗景炎二年）。

他是位很能幹的教宗，尤其在擴展教皇颕方面。因他的要

求， 1278 年哈普斯堡的魯道夫放棄他在羅男娜的領土，及拉

溫那的舊轄區汁司時得德國各諸侯的同意，將之併入教皇國內。

因此教皇國逐漸擴張。

格來孟四世時，曾將托斯卡尼給安如的查理管理 (Charles

of Anjou)' 但尼格老請他辭職。十四世紀一位編年史學者記

載說，尼格老和魯道夫曾有意將帝國分為四區：德國乃魯這夫

所有，布根由其女婿霸佔，而龍巴底和托斯卡尼給教皇的親

戚。但這事實缺乏證據。

教宗又保護匈牙利和卡斯提教會 (Castile) 的權利。他支

持十字軍，用金錢補助軍費；同時，他也很積極地攻擊當時的

異端。

在教務方面，尼格老很善待猶太人，並派教土們前往傳

教。他又派教士往遠東傳教。初在波斯，後到了我國，即元朝

時代。「 1276 年，蒙古的波斯汗國可汗遣瓦沙里兄弟赴羅男

見教宗。教宗尼格老三世接見來使，並遣方濟會士五人報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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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帶覆書往見蒙古的波斯可汗。五人見了波斯可汗後，再動身

往上都，攜教宗書，往謁元世祖。五人的名字於今尚留在史

冊上。」（見羅光著，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 49 頁）元世祖

許可教士們在各地傳教。義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 (Marco

Polo• 1254-1324 年），在 1280 年到我國遊歷時，在江蘇鎮江

等處看到很多景教的寺院。

坎得培里主教的職位在英國是很重要的。當時的主教是吉

華比 (Kilwardby)' 但教宗更看重方濟會士若望貝克翰 (John

Beckham) 。貝氏是聖文德著名的弟子，且是位學者，寫了不

少神學論著。教宗請他到教廷做事。

尼格老於是將吉華比調為波多 (Porto) 地方的樞機，而

將貝克翰升為坎得培里主教。他這樣做的緣故，是為使英國教

會能藉著貝克翰歸順羅馬。但貝主教並不受人愛戴。

那時的英王愛德華一世 (Edward I• 1272-1307 年）是位

猛將，東征西討，以擴張其土地。在位廿六年，合併了威爾斯，

征服了蘇格蘭。教宗以慈悲為懷，請他不要殺害人民。

尼格老教宗做了一件不很體面的事，就是寵愛侄輩，即所

謂「侄甥主義」 (Nepotism) 。詩人但丁對他很不滿，批評說：

「我（尼格老）穿的是一個大斗篷，我卻是羆的兒子。我要繁

殖我的小熊。我在世裝滿了我的袋子，在這裡我裝了我自己。」

（《砷曲》，〈地獄篇〉第十九章）

大斗篷是指教宗的外套。熊的兒子，是教宗的家族奧西尼

(Orsini' 意即「熊」也）。裝滿袋子，言其貪財。但丁對貪

婪的教宗很不滿意，故以諷刺的話來打擊他。

尼格老曾解決方濟會內部的混亂。那時該會對神貧的觀點

有異見。其中一派保持聖方濟的貧窮理想：即完全拋棄一切的

財物，盡量限制物件的使用（方濟絕對要求，放棄任何世物的

所有權）。另一派認為許可有地產。 1279 年 8 月 14 日，教宗

頒布「播種而出」諭令，解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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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爾夫 (Rudolf'1273-1291 年）

與安則溫王爭取西西里島的霸權，教宗派使者出面調停。於

1280 年 5 月簽訂和平條約。然在教宗死後，雙方再度破裂。

尼格老教宗在梵蒂岡建築了永久居留所，並且擴大其宮庭

和花園。

他死在味得堡附近的蘇利亞諾地方 (Seriane)• 其後屍體

遷移到羅馬，安葬在聖尼格老教堂內。

190 瑪爾定四世 (1281 至 1285 年）
瑪爾定，名西滿代比翁 (Simon De Brion)• 生於法國土

蘭省的蒙本西城堡 (Castle of Montpensier) 。及長，進入修院

就讀，不久成乃土爾聖瑪爾定聖堂紳父。 1260 年，法王路易

九世任他為總務大臣，不久擢升乃奧味也多 (Orvieto) 主教。

烏爾邦六世又升他為樞機。

尼格老三世死後，宗座又空缺了六個月，主要原因是在奧

西尼家族中找不出人選，同時在這家族的兩位樞機——瑪竇和

若爾－－又多方阻止其他人當選。

瑪爾定可說是藉著查理的勢力而當選的。所以即位後，便

鞏固法國在南義的勢力。他在奧味也多舉行舉行加冕禮。

教宗支持查理恢復東方拉丁帝國的計劃，並且絕罰拜占庭

皇帝彌格爾八世，稱他為異端推行者。東帝便與教宗斷絕關

係，其子安多尼谷更促使分裂。所以，凡在束方促使東西合一

的人，都被殺害。君堡主教若望貝谷也被革職，而將反合一運

動的若瑟任命為宗主教。

這時在義國南部．人們對查理在兩西西里王國建立起的法

國式的貴族和制度很不滿，因此起了叛亂。

1282 年復活節，當查理正準備率領其艦隊去征服君堡時·

反法派在西西里島的巴勒摩城揭竿而起，殺盡城中每一法人其

他城市也響應巴勒摩。故在西西里的三千名法國人，集體枝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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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這就是有名的「西西里晚禱慘案」 (Siciliam Vespers)• 

因為發生在晚間祈禱的時刻。在該島上的法籍教士也遭殃。

安如的查理發誓，要做千年的報仇，並宣誓要毀滅西西

里，使它成為「一枯萎、貧瘠、無人居住的荒巖」。

瑪爾定教宗也絕罰叛徒，並宣布組織十字軍南征。西西里

島人，由於難以自衛，便連絡亞拉岡王伯多祿三世。伯多祿帶

艦隊來應戰，法軍不敵，他便建立了亞拉岡王國，統治西西里。

教宗很看重方濟會。在 1281 年的〈富滿果實〉 (Ad Fructus 

Uberes) 敕令中，他頒賜方濟會士到處講道和聽告解的權利。

這特權不只是侵犯了堂區紳職的權利，更減輕會士們的稅收。

1283 年，教宗又放寬方濟會的砷貧聖願，這使法、德等

地的人們對方濟會不滿。這要到 1300 年，波尼法八世時，才

限制他們的權利。

瑪爾定也很希望大家能互相合作，去宣傳基督的福音。他

致書各地諸侯，希望他們能協助傳教。

瑪爾定教宗在位四年後逝世，屍體遷移到羅男，安葬在方

濟會教堂內。

191 何諾略四世 (1285 至 1287 年）
何諾略，名雅各莫沙威利 (Giacomo Sevelli)' 罹馬人，

生於公元 1210 年。他是教宗何諾略二世的侄兒，所以在被選

後取名何諾略四世（元世祖至元廿一年）。

他曾在 1261 年烏爾邦四世時被擢升為樞機，為處理與西

西里之事。 1265 年為樞機委員會之一，請法王路易九世之弟

安和查理為西西里島玉。十一年後，他又被派為教廷調停查理

與哈普斯堡魯道夫王間的事件。

瑪爾定四世死後三天， 18 位樞機在貝魯濟亞選何諾略為

繼承人。他身體衰弱（患關節炎），可是頭腦卻很清醒。

在政治方面，教宗蕭規曹隨地承行前任的餘業，繼續與法

王和好。繼承法王為教宗的附庸，但這卻令西西里島人與亞拉

岡國王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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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法王腓立浦三世，山於教宗的指示，願南下庇來牛斯

山脈進攻亞拉岡，其目的是要亞國由西西里島撤退。但這計劃

失敗了，理由是腓立浦在戰爭中去世。

查理安如也死於同年，其子査理撒肋諾在西班牙也被俘

虜。他在 1287 年 2 月簽定和約。

何諾略教宗反對此和約，這使他失去其控制。

雖然教宗不願放棄西西里島的權利，但怕該島人民的反

對而讓步了。 1285 年 9 月 17 日，他頒布兩個諭旨保證他們的

權利。

那時巴爾馬 (Parma) 的則拉色加來利 (Gerard Segarelli) 

建立一個修會：「宗徒兄弟會」 (Apostolic brethren) ; 則氏

因在 1260 年要入方濟會受到拒絕，所以自創一會。教宗於

1286 年下令解除之。

何諾略在位兩年後去世，安葬在梵蒂岡墓地。保祿三世時

來，將其屍體遷移到方濟會一座堂內。

192 尼格老四世 (1288 至 1292 年）
尼格老，名耶羅拉莫瑪西 (Jerolamo Ma、ci)• 生於 1227

年義大利亞斯哥城 (Ascoli) 附近的里西亞諾 (Lisciano) 。

年輕時曾進方濟會，在亞西西和貝路濟亞就讀。其後任方

濟會達瑪濟亞省 (Damaltia) 會長。聖文德死後，繼之為該會

的總會長 (1274 年）。

那時教宗賞識他的才華，派他調停希臘教會的事，要他邀

請他們參加里昂大公會議。此會於 1274 年正式開幕。四年後，

尼格老三世擢升他為樞機。

何諾略四世死後，樞機團分成兩派：擁護和反對安則溫

派。每派都願選自己的人。尼格老是中立的。當他第一次被選

上時，他拒絕接受。第二次又選中他時，他才接受。他是第一

位方濟會士被選為教宗的（元世祖至元廿五年）。

正如十三世紀的教宗們，尼格老捲入安則溫的事件內 戸

本人擁護安則溫派，且取消 1288 年亞拉岡在島國的權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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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務方面，教宗派教士們前往波斯、厄弟約比亞和

中國等地傳教，他曾派方濟會士孟高維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為教廷欽使，來我國請求元朝皇帝准許在中國

傳教。

「孟氏於至元廿六年 (1289 年）啟程東遊，攜有教宗尼

格老四世致世祖書札。所行為南道，以便經波斯時，能結束其

在波斯之工作。廿八年離討來斯，同行者尚有道明會士尼格老

及義大利商人伯多祿。」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第三冊）

哥倫那 (Colonna) 是當時有勢力的家族。這家族曾產生

兩位樞機：雅各伯及伯多祿。雅各伯是位虔誠且有砷祕傾向的

人，他的姊姊瑪加利大是位聖佳蘭會修女，尼格老教宗與此家

族關係保持良好。

1289 年教宗頒布一道諭旨，將教廷稅收一部份贈送給樞

機們。此舉的目的，是希望他們更能忠誠於教會，不要以私忘

公。但自他死後，教廷的勢力又再次分裂了。

尼格老死於 1292 年 4 月 4 日。在位 4 年 1 個月又 12 天。

死後安葬在聖母大殿。

193 聖則來斯定五世 (1294 年）
則來斯定是第一位辭職的教宗。自尼格老四世死後，宗座

空缺又達兩年之久。元因是：在羅馬奧西尼和哥倫那兩大家族

爭權。哥倫那家族的雅谷和伯多祿樞機們，希望選出－位能配

合法國的勢力；但奧西尼派卻極力反對。因此樞機們極難選出

一位中立派的人，以免得罪這兩大家族。

最後，瑪拉布蘭加 (Mala-Branca) 樞機向在貝路濟亞的樞

機們建議選一位聖德非凡的隱修士，其名為伯多祿慕倫 (Peter

Morone) 。很多人都贊成他的意見，但加也當樞機極力反對。

終於 1294 年 7 月 5 日，樞機們選上這位 80 高齡的慕倫，

取名則來斯定五世。

則來斯定，於 1215 年誕生在依塞尼亞地方，幼時便加入

本內文多附近的華佛里本篤會院。因愛好清靜，便在蘇蒙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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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mona) 附近的慕倫山中度隱修生活。又曾與幾個人創立

一修會，此修會曾為烏爾邦諾四世和額我略十世所批准。

則來斯定當選前還不是神父，所以在當選後，如聖安博－

樣，領受各種神品。

新教宗因度慣清貧的隱修生活，對政治可說是一竅不通，

那不列斯國王查理二世請教宗到他那裡，要他擢升自己所喜歡

的人為樞機。教宗不得已而升 6 位法籍、 3 位那不列斯人為樞

機，又將法王一位 21 歲的兒子升為里昂總主教。

不久，教宗覺得各方面困難重重，壓力很大，自己無法應

付許多事，便在 12 月 10 日頒布〈教宗有權辭職〉諭令。 13

田更辭職了。

當時的人們公開地討論則來斯定辭職的合法性。贊成

者有伯多祿歐文 (Peter of Auvergne) 、葛佛瑞 (Godfrey of 

Folifaines) 、伯多祿歐文 (Peter of Auvergne) 和羅馬的吉爾

(Giles of Rome) 。反對教宗辭職者有哥倫那家族的兩位樞機。

義大利名作家貝特拉克 (Petrarch) 很讚揚這位教宗，可

是但丁卻批評他，把他放在地獄中：「在這些幽靈之中，我還

認識幾個，我最看得清楚的是那個因懦弱而讓位的。」（地獄

圖三 59)

辭職後，則來斯定首先在瑪也拉修女院 (Maiella) 暫居，

不久又到亞那尼附近的富蒙內 (Fumone) 保壘隱修。在那裡

直到去世。他死於 1296 年，死後安葬在亞奎拉的聖母堂裡。

因他聖德超凡， 1313 年 5 月 5 日格來孟五世教宗冊封他

為真福品。

194 波尼法八世 (1294 至 1303 年）

前言

十二世紀的民族國家，尤以英法為最，以各種方式來擴張王

權。在這過程中，它們所面臨的阻礙有二：貴族和教會。貴樸尸

力量是分散的，較易於解決；但教會的力量是集中的，不易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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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在英國的亨利二世 (Henri Court-manteau' 

1154 年 10 月 25 日- 1189 年 7 月 6 日）和愛德華一世 (Edward

I• 1239 年 6 月 17 日- 1307 年 7 月 7 日）、法國的斐力浦二

世 (Ph山ppe II Auguste'1165 年 8 月 21 日- 1223 年 7 月 14 日）丶

路易九世 (Louis IX• 1214 年 4 月 25 日- 1270 年 8 月 25 日）

和斐力浦四世 (Philippe IV le Bel• 1268 年 4 月 28 日- 1314 年

11 月 29 日）等推動之下，教會的權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有

「英國查士丁尼」之稱的愛德華一世，制定了很多新法令來限

制貴族和教會的權力。

1279 年的《論修會人士》中聲明：若無國王同意，任何

人不得將不動產捐給教會。

1286 年 Circumspect Agatis 法令規定教會法庭的權限，除

了純宗教事件外，教會法庭不得受理任何案件。

前者是在限制教會土地的擴張。教會土地愈積愈多，且不

交稅，使國王的權力和國家的收入，蒙受重大的損失。

後者是為取消「私人法庭」的存在，使國家法律和司法制

度能統一並普及全國。這兩道法令以及其他許多限制教會的法

令，都受到英國教會的反對，因此引起羅馬教宗的干涉。

一丶當選教宗

瑪丁四世的西西里政策失敗後，樞機們反對法國更加強

烈。在那不列斯的國王查理二世 (1285-1303 年），曾於 1294

年使隱修士伯多祿當選，但這位則來斯定五世做了 6 個月便自

動辭職了。

樞機們便在那不列斯的安則溫 (Ange-Vin) 堡中，選加也

當諾為教宗，取名波尼法八世。他在政治舞台上，可說是一位

能幹的教宗，但也是最不幸的教宗之一。

二、與法國衝突

在位之初，新教宗波尼法很安靜地度過。到了第三年，

即 1296 年，因英法連年戰爭，基督徒互相殘殺，乃下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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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人士向國王捐稅，想以經濟控制來使雙方和好。因此在

1296 年寫了著名的《致神職人士》 (Clericis Laicos) 。這雖

是對整個教會所寫的，但其目的是指向英法教會。

英法兩國的反應是很敏捷的。愛德華一世說：「凡拒絕向

國王捐獻的教士，不能受法律的保護。」這無異是鼓勵反對教

七或侵犯教會的財產土地。他又召集國會，以獲得全國人民的

支持。

在法國，菲力浦又禁止金銀出口，使羅馬教宗在法國的錢

財全部凍結。同時又發動巴黎大學教授等，攻擊教宗。一年後，

即 1297 年，波尼法受到各方的壓力，尤其是英法兩國教士的

要求，不得已撤回〈致神職人士〉的禁令。

法國與波尼法教宗第二次的衝突，起因於法王逮捕了－

位主教，告以叛國罪，並判處他死刑。教宗抗議，認為世俗

法庭無權判決教會人士。 1303 年 11 月，他頒布著名的 Unam

Sanctam 詔書，詳述教宗的權力。

為對付教宗，菲力浦召集全國會議 (Estates General)' 

以獲得人民的支持。次年 (1303 年 9 月）派威廉諾加特

(William Nogaret) 率領一支軍隊，約六百餘人，在教宗的故

鄉亞那尼 (Anagni) 把他逮捕，大加戲弄，並遭掌臉之辱。兩

天後被鄉人救出，返回羅馬月餘 (10 月 20 日）便逝世了。

三丶開創聖年

教宗在政治舞台失勢，但在教會內部卻開始了一件最有意

義的事。

1299 年，波尼法教宗眼見一個世紀即將結束，而另一個

世紀即將開始，認為自己該為教會內部做些有意義的事。 1300

年有不少教友由各地來到羅馬。他便在那年 2 月 22 日頒布第

一次聖年的詔書： Antiquorum Habet Fide 。它的意義是：在教

會權力範圍內，任何形式的債務都暫時停止，信友也獲得 ~f[l;l

赦免罪罰的特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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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詔書規定：為得大赦，信友該往羅馬聖伯多祿、聖保祿

等教堂朝聖。又定每 100 年舉行一次聖年。

此項規定在 1343 年為格來孟六世改為 50 年。保祿二世又

在 1470 年規定每隔 25 年為一聖年。

在此聖年，法王派使臣前往參加。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哈布

斯堡的亞爾伯 (Albert of Hapsburg• 1298-1308 年）也親自赴

羅馬朝聖，這真為羅馬增光不少。

當時名詩人但丁在他的名著《神曲》中，提及聖年的盛況。

他說：「譬如在那大赦之年，羅馬到了許多觀光者，在－座橋

上，立下行路的規則：向著城堡往聖伯多祿教堂去的走這一邊，

向著佳山的走那一邊。」 （「地獄」第十八篇）

注重教會內部的改革及刷新，聖年中得大赦的事，是波尼

法教宗偉大的成就。

195 本篤十一世 (1303 至 1304 年）
本篤，名尼格老普加西尼，生在義北部特來味索城 (1240

年）。為律師之子。 14 歲進入道明會，先後在威尼斯、米蘭

攻讀。學問淵博，曾注釋聖詠、約伯傳、瑪竇福音等。

他初為道明會院長，繼而調琵龍巴底省會長，四年後被選

為該會總會長。

1297 年，當波尼法教宗因教宗問題與法王爭執時，本篤

和道明會衛護教宗，因而被派往英法以調停此事。 1300 年擢

升樞機，又被派往駐匈牙利大使。當波尼法逃亡亞納尼時，本

篤隨其身旁。

波尼法死後，他即被選為教宗。他採取和解政策，並設免

法王菲力浦四世；又取消其前任所頒布的「反法國」詔令，為

的是改善教廷與法國之間的關係。

在羅丐，本篤仍堅持開除哥倫那家族兩位樞機；同時因羅

馬的混亂，而暫居貝路濟亞。

本篤，在位 8 個月而去世。因他善良溫和，格來孟十二世

於 1736 年 4 月 24 日列他為真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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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亞味農時代

(1305 至 1378 年）

從「加諾沙」到「亞納尼」是一條很長的路途。在這漫長

的路途上，我們看到教宗權力的興起與衰落。在波尼法八世之

後，接著是巴比倫流亡，即指教宗在法南部亞味農居住的一段

時期。

在亞味農的教宗，權力衰落，一切由法王所控制。史家葛

瑞高威烏斯 (Gregovius) 認為這時代的教宗是法王的奴隸。

此時代的教宗對教會來說是不幸的。這種情況導致後來的西方

大分裂。

196 偉大的法學家－＿格來孟五世 (1303 至 1314 年）

波尼法八世後，本篤十一世在位僅數月便逝世於貝路濟

亞。樞機們嚥慣例在教宗逝世之城選舉新教宗。

那時法王菲力浦四世的意哥倫那兩勢力對立，為了配合雙

方，樞機們選了波多總主教培特朗為教宗。波多當時為英屬

地。他為了與法王和好，便選法國亞味農為加冕地點。

此地本是波文的侯爵和那不列斯王的土地，位於羅河旁，

與康德魏內星 (Contact Venaissin) 相接。此地自 1274 年開始

即為教宗的土地。格來孟認為暫居自己領土是理所當然的，此

城又是法義的中途，交通發達，又很近海。亞味農的確是個很

合宜的地方，比羅馬要安全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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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孟終於 1309 年 3 月 9 日住進了亞味農城，因此便開

始了歷史上馳名的亞味農流亡時期。

教宗在法王的壓力下，處境艱難。乃了解除法王與教宗關

係的阻礙，格來孟五世廢止《唯一至聖》的敕令，表示教宗無

意與法王競爭現實的權益。但法王對這次讓步不咸到稀奇，更

要求召集一次公開的審判會，以判決波尼法為不合法的教宗。

當然格來孟是不會答應的。

其次，法王又要求摧毀有功於教會的殿宇騎士會

(Templarknights) 。 1311 年，格來孟教宗在維也納召開一次

大公會議，出席的首長們都不承認殿宇騎士會的罪行。但許多

騎士們卻被處死。教宗不得已聽從了法王的要求·廢除了這修

會，這在教會史上是最羞辱的事。教宗重演了比拉多的角色，

實在是責有攸歸的。

在德國方面，教宗首先擁護盧森堡的亨利，但後來因維也

納會議和那不列斯羅拔的壓力改變了主意，而推行反德運動。

在 1313 年，亨利與羅拔交戰時，格來孟又以絕罰來恐嚇亨利。

亨利因病而死，教宗便宣布羅拔為義大利的統治者。

在政治上較成功的一面是，教宗使非拉拉順從他。還有就

是那不列斯的羅拔自稱為教宗之子。

在格來孟時代，教宗的內政也趨向中央制度化。主教的權

力多朽教廷所保留。

格來孟是位很有智慧的教宗，在奧爾良和貝路濟亞等地建

立了大學。在法國蒙皮利爾 (Montpellier)• 教宗修訂醫學院

的規則；同時在巴黎、波隆那、牛津及撒拉曼加又設有希伯來、

敘利亞及亞拉美文講座。

格來孟也是位法學家。在教會法典史上加上一書《敕令》·

史稱《格來孟書》 (Clementine) 。他是位侄甥主義的教宗。公

元 1305 年 7 月，他將自己的豐富產業分給他的侄兒們和其他親

朋；又將五位親戚擢升為樞機。其他主教們也得到不少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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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的腐敗也由此可見，甚至看門者也如此般可惡，非得

賄賂不得見教宗。

當時的修會首長，如克呂的院長、布爾則 (Bourges) 的

總主教厄吉多哥倫那，和波多居民，都不滿意教宗這種作法。

他花的錢是那麼多，真令人可嘆。他給英法兩壬 32 萬佛

羅琳 (florin) 。他的侄子得 30 萬，為十字軍而用。 20 萬給他

的親朋和家人。 20 萬用為發展法國南部，只有 7 萬留給其繼

承人用。

亞味農的教宗實在使教會進人低潮，並且在倫理道德和政

治經濟方面都陷入黑暗中。

格來孟教宗於 1314 年 4 月 29 日逝世。

197 偉大的神修家一若望廿二世 (1316 至 1334 年）
若望，名雅谷杜也斯 (Jacques Duese)' 生於 1249 年，

法國哥城 (Chors)' 幼年受道明會教育， 1300 年晉升為斐由

(Frejus) 主教，且在 1312 年被擢升為樞機。

格來孟五世死後，宗座空懸達 2 年 4 個月。主要是樞機中

分了三大勢力，彼此互相爭鬥權勢：一、高斯康派 (Gascon)

為主幹，此派包括前任教宗的兩個侄兒，約 JO 位樞機；－．、

義大利派，與葛派對立，有 7 位樞機，但這幾位樞機中又分三

個不同的黨；二、中立派，來自不同地區的樞機，如若望，這

派偏向義派，約 6 位樞機。

義派聯合中立派，提名曼達谷的葛拉姆 (Guilleurne De 

Mandagont) ; 但另位中立派的伯稜則不滿意，另外高斯康派

也不願意選自己黨中的人，在對立的黨派也選不出三分之二的

樞機。

因為樞機在祕密會議中不協調，遂使卡本達拉 (Carpentra《

城混亂，兩派的人民起了爭執，互相殘殺，羅馬娜的子爵領導

葛派在城中聲明說，要將格來孟五世的遺體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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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年 7 月 24 日，他們殺了些義民，又燒毀城中的一部

份，同時又攻擊義樞機的住宅。他們甚至圍困樞機開會所，稱

「義樞機該死！我們要一位教宗！」義籍樞機很害怕，便按個

密道潛溜出卡本達拉城。

義籍樞機致信給高斯康派說，若無他們的加入，教宗的選

舉是非法的。

經過兩年的協調都沒有結果，最後在 1316 年 3 月總算結

束了這種紛爭， 8 月 7 日若望終於當選。

一、政治方面

若望廿二世可說是十四世紀重要的教宗。他兼長法律和行

政，比格來孟五世堅定，較波尼法八世聰明且幸運。

那時歐州局勢混亂，盧森堡王朝的亨利七世逝世後，發生

了一場人選的競爭。巴伐利亞的路易公爵與奧地利德立克公爵

爭權，兩方面都請教宗仲裁。教宗答應了但未做決定。 1322

年，路易擊敗勁敵而為王．教宗沒有承認他；路易便召開了一

次會議，教宗以他公然犯過，將他開除教籍。

日爾曼的王侯們抗議若望開除路易教籍，並宣布教宗為異

端。教宗並不置若罔聞，卻向日爾曼發布禁令。路易到羅丐擁

立一位對立教宗，取名為尼格老五世。當路易離義時，他便到

亞味農請求若望廿二世的寬恕。

若望廿二世在行政上有很大的貢獻，尤其是在經濟方面，

為充實教會經費而有捐募的事，以前已存在，但在亞味農時代

加以擴充與改善。他規定一神職人員死亡或退職至其承繼者

上任前，將應有的要歸於宗座管理處 (Camera Apostolica) 。

在上任後第一年部份收入也該歸於宗座，史稱「初年進益」

(Annates) 。

這次徵稅的對象不是教友，而是主教和其他持用教會財物

者，間接地涉及到諸侯。按佛羅倫斯史者維拉尼的報導，教宗

若望廿二世將二千二百萬斯古弟 (Scud口存在銀行。這的確

是很可觀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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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法律

若望廿二世是位法學家，他於 1317 年且月 19 日頒布一

本法律書： Extravagantes 。禁止砷職人員領幾種俸祿，可惜他

並沒有完全地執行。他將自己一切的收入給他的親朋，例如他

的弟弟伯多祿為要買一塊地，從他那裡得到六萬佛羅琳。

三、教務方面

教宗也很重視牧靈工作。法國土路教區主教建議將自己的

教區再分小，以便好管理且更能夠斥責異端。若望廿二世便將

此教區劃分成六個教區，其他地方也如此。

在亞拉岡， 1318 年 7 月 18 日，特拉岡納教省 (Tarragona)

分成兩個總教區：沙拉高沙和特拉岡伯。

在波斯和蘇丹等地成立教區，實在有助傳揚教會。

四丶神學問題

我們相信教宗「不能舛錯」的道理。但若望廿二世似乎講

錯了一些道理，這又怎樣解釋呢？

1331 年諸聖瞻禮日，教宗在戴棟 (De-Doms) 聖母堂內說：

義人在復活之前會見到天主，他們該留在天主的祭台下，在最

後審判時他們才被安置在祭台，且默思主的本質。

第二次講道是在 12 月 15 日。他說：在肉身復活之前，人

不能得享永福或真輻，也見不到天主。

次年 1 月 5 日他說：受罰者不在地獄，這地方是等到世界

末日才有人受苦。

眾人皆因教宗之言而呆住，只有方濟會長奧特 (Cuiral

Ot) 衛護教宗；但其他人，如歐肯 (William Occam) 等，宣

布教宗為異教徒。最後教宗聲明這只代表他個人的意見，而並

非以教宗的名義。這一風波因此平息。

1334 年 12 月 3 日，教宗在眾樞機前懿錯，且說：我們相

信靈魂與肉身分離，死後與主耶穌共享光榮，他們也見到天主

的本位。

若望廿二世死在 1334 年 12 月 4 日，時年 9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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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教會改革者＿－本篤十二世 (1334 至 1342 年）
1334 年 12 月 13 日，樞機們在波文 (Provence) 的軍隊

保護之下舉行祕密會議， 7 天後 (2 月 10 日），雅各佛尼爾

(Jacques Fournier) 樞機朽眾所擁戴朽教宗，取名本窎十二世。

次年 1 月 8 日在亞味農聖道明的教堂內舉行加冕禮。

一、少年時代

這位新教宗來自福亞 (Foix) 的一座小鎮沙威登

(Sauevdux) 。幼年時進入波爾奔 (Boul Bonne) 西穹會院讀

書。他的舅父阿諾挪威爾 (Arnold Nouvel) 帶他到奧德 (Aude)

隱修院，不久送他到巴黎聖伯爾納德學院就讀。

雅各佛尼爾就在此深造，得到砷學學位。 1311 年，

繼其舅父的位在奧德為隱修院院長。六年後晉升為巴米爾

(Pamiers) 主教。九年後被擢升乃米來波主教 (Mirepoix) 。

二、主教及樞機時期

在巴米爾時，佛尼爾很熱心傳教事業，他枸力攻擊當時的

異端，如華爾登、伽大利和阿爾比異端。他對這些異端是多麼

兇狠，以致被稱為「惡魔者」。

若望廿二世很賞識他的熱沈，在兩次機會中讚揚他。最後

在 1327 年 12 月 18 日擢升他朽樞機。

在樞機時代，他更為教宗所敬佩。他為亞味農組織一宗教

裁判所。他的神學是那麼有深度，以致教宗請他著書攻擊當時

的異端。

他的著作攻擊的是佛羅拉人喬拉金 (Joachim of Flora)• 

此派主張千年國的論調；又駁斥歐肯等異論。

三、改革教會

即位後，他發覺內部腐敗，便想徹底改革，就從教廷開始，

然後再對修會和教區神職人員著手。

他重振宗教裁判所；為了防止不夠資格的人得高位，規定

考試制度。這樣才能提高神職人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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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孟五世和若望廿二世都是侄甥主義者，但本瀉十 世

卻反對這種作風。他曾說：「教宗／應該像舊約時代的默基瑟德

一樣，沒有父母或親戚的牽連。」因此他沒有一個親戚被升启

樞機。

他的侄女華亞加 (Faiaga) 與魏利爾之子亞諾在亞味農訌

婚，但教宗禁止她誇張婚禮。

十三世紀的修會已失去其原有的熱忱。本篤教宗讚量恢復

它們的生活。

十四世紀時有不少修會人十到處流浪．他們不願回到修

院，而以求哀矜為生。教宗勸他們回到自己的修院。在 1335

年 l 月 17 日的〈善牧〉諭旨中，他要求修院院長收留那些遊

蕩的人。

教宗最先注意到的是西篤會。在 1317 至 1318 年間，若望

廿三世已要求改革，但雅各代林 (Jacques de Therines) 請教宗

放棄此舉。本篤看到西瀉會已失去其貧窮的精紳，遂在〈猶如

星星閃亮〉 (Fulgens sicut Stella) 諭旨中，為修會規定－些細

則，以便處理修院行政、奢侈生活等問題。

本篤最著名的改革是針對本篤會。他與六位該會會院商議

後，於 1336 年頒布了〈最大師傅〉敕書，史稱〈本瀉敕令〉。

其中包括卅九項條文，修改此一修會會規；內容包括修會行政、

隱修生活、物質生活和讀書等事。

本篤教宗毫不客氣地指摘當時的方濟會，他們傾向異端，

具反叛意圖且輕視教會。但他卻讚揚道明會的精神，稱此會琵

各修會之首。此外，奧斯定會也跟隨著教宗的旨意。

關於教區神職的改革，本篤會也很重視。在〈選擇之皿〉

諭旨中，他給主教和其他人規定一些義務。為提高神職人員的

水準，本篤會在葛瑞諾貝 (Grenoble) 創立一大學。在義大困

的威洛那又設立一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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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的改革雖好，然受到限制。因他在位不長，他的繼承

人沒有執行他的政策，所以本篤的改革可說是曇花一現而已。

四、蓋棺論定

與他同時代的人控告本篤是個心硬、固執、個人主義、貪

婪且欠慷慨的人。他們斥責他慢待樞機、憎恨乞丐會，文人佩

脫拉克 (Petrarch) 對他也沒什麼好咸。

但另有些史學家卻讚揚本篤的偉大。稱他嚴肅、有遠見、

正義戚，是位改革家，反異端和侄甥主義。

實際上，本篤不是很受愛戴的。

他於 1342 年 4 月 25 日逝世，在位 7 年 4 個月又 4 天。

199 人文主義者一格來孟六世 (1342 至 1352 年）
當法王腓立浦六世得知本篤十二世死後，即派其長子至亞

味農，來協助盧昂的總主教伯多祿羅傑 (Peter Roger) 當選教

宗。五月三日樞機們便選了羅則爾，取名格來孟六世。

一丶少年時代

羅則爾生於 1291 年的法國瑪斯蒙特 (Masmonteil) 城，

10 歲時進入本篤會 (1301 年）。六年後，在巴黎讀紳學，若

望廿二世時曾頒賜他神學學位 (1323 年）。其後在很多地方

當過修院院長。 1330 年晉升為盧昂主教，八年後又被擢升為

樞機。

他之所以當選，是因為他是位紳學家，而且又是當時著名

的演說家。在 1329 年威森 (Vincennes) 會議時，他雄辯護衛

教會權利，這是當時伯多祿戴谷尼 (Peter de Cugnieres) 所攻

擊的對象，贏得法王腓立浦對他的好戚。

那時羅則爾誕生地為英國占領，人們希望他的當選能避免

英法戰爭。樞機們選他也有其他原因，可能是因他比前任教宗

溫柔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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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鞏固勢力

即位初，格來孟宣布「教會的·切權利、地位、職務和俸

祿均屬於羅馬教宗」。所以一切權利均由教廷頒賜。

他慣於帝王的生活，他說：「若沒有帝王的許可，任何人

都不能出去。」又有格言說：「一位教宗是該使教民快樂的

人。」如果人們斥責他不慷慨，他使說：「前任教宗都不知道

如何做教宗。」這些話漸漸導致他浪費不少金錢。

三、傾家蕩產

本篤十二世所存留的金錢，可說在格來孟六世揮霍凈盡

了。他因重建莎氏弟 (Chaise-Dieu) 修院而花了三萬佛羅琳；

又以八萬佛羅琳買亞味農的地以建築教皇宮廷。為了維持宮廷

豪華的生活，向法主借款。這些的確使教廷經濟崩潰。

那時波羅那人民反抗，魏斯剛弟和教皇國也起了叛亂。格

來孟教宗想藉法國來平亂，但法人也因百年戰爭覺得夠煩了。

從教會附屬所得稅也不足教宗的預算。這種赤字在格來孟時代

是無法彌補的。後來的教宗，如英諾森、烏爾邦五世和額我略

十一世等，都批評他浪費錢財。

四、文化中心

在經濟方面，格來孟六世的確是個大罪人，但在文化方面

卻是個輝煌的時代。他的宮廷可說是當時文化的發源地．有不

少的貴族和各種各類的技術比賽，應有盡有。從義德來的畫

家，法國的雕刻家和建築師、詩人、醫生與天文學家，都到此

發揮他們的才華。

1344 年，學者們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修定羅馬月曆。慕爾

的若望 (Jean de Murs) 和波華的費爾米 (Firmin de Beauval) 

也來到亞味農。雖然這工作並沒有完成，但是他們努力的精神

可嘉。格來孟對教廷圖書館也很重視，不斷收集已故教士的藏

書。這圖書館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圖書館，包括禮儀和神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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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他委任路加瑪內利去注釋羅馬色內加的作品，且又請貝特

拉克注釋西塞祿的手抄本。

1348 年和 1349 年歐洲黑死病猖獗，死了不少人。這種病

傳說是從我國經三路傳過去的：第一條是由印度、加斯比亞及

小亞細亞；第二條是經哈波拉、達達爾和君士坦丁堡；第三條

路由巴格達、阿拉伯、埃及和非洲。再由義大利商船傳入佛羅

倫斯，橫過阿爾卑斯山，侵襲法國、比利時、荷蘭、英國、丹

麥、瑞典和挪威，甚至冰島和格陵蘭。當時估計因此病而死的

約有四十萬人。

亞味農城自然地也免不了這厄運。從 1348 年 3 月 14 日到

4 月 27 日間，約有十一萬多人死亡。該城當時有六十二萬人，

死亡達百分之十。教宗這時大發慈悲，到處安慰病人，又舉祭

求主減除此災。

當時人們認為黑死病是猶太人招來的，因此要殺害他們。

在史特拉斯堡、瑪因茲和沃爾姆等城，猶太人被捕的不少。但

是教宗保護他們，並且宣布凡磨難猶太人者，將受絕罰。這可

說是教宗的權威。格來孟宣布 1350 年為聖年，許多朝聖者希

望這次聖年能帶來幸福。

五、政治方面

格來孟六世對歐洲的貢獻建樹不少。他曾召集十字軍，又

使希臘及亞美尼亞人與拉丁民族聯盟。可惜因熱那亞和威尼斯

人的不睦而破壞了教宗的計劃。

在西方，教宗又調停了巴伐利亞與盧森堡王之間的摩擦。

路易逝世，查理遂為全德所接受。同時又多次中斷英法戰爭的

危機。

1352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格來孟六世死在亞味農城。雖

然他多年受結砂病之擾，但他的死亡是因內部腸傷之故。他的

遺體安葬在莎氏弟的本篤會院內。在其旁尚有他的家族五個樞

機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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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修會改革者＿＿英諾森六世 (1352 至 1362 年）

1352 年 12 月 16 日， 25 位樞機在亞味農教宗宮廷內

召開祕密會議，兩天後 (18 日），斯德望奧培特 (Etienne

Aubert) 樞機當選為教宗，取名英諾森六世。

奧培特，生在法國彭巴多附近的蒙特村 (Monts de Pompa 

Dour)' 是一位法律家，在土魯斯大學執教時聞名，為法王賞

識，在土魯斯擔任要職。

他在 1338 年 1 月 23 日被晉升為諾揚地方的主教，兩年調

乃格來孟主教；又過了兩年被擢升為樞機， 1352 年 2 月為奧

西亞和魏來利的主教。

即位時，因為年老，身體並不是很好。樞機團選他的原因，

主要是希望能順從他們，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1353 年 7 月 6 山也召開會議，申明一切與前任教宗額我

略十世和格來孟五世的法令有衝突的事項一律無效。這些法令

曾禁止樞機們在宗座空懸時做其他事業。教宗准許他們保留一

些賠償金。

英諾森六世是位正直的人，且贊成本篤十二世的改革。格

來孟所衛護的神職人員，因為怕受絕罰而離開。新教宗對神職

界是很嚴格的，但賞罰分明。

教宗在土魯斯建立了聖瑪旋學院 (St. Martial) 和波隆那

神學院。

對修會的改革，教宗也很重視。聖女彼日達讚揚這位教宗

的才幹，英諾森六世嚴肅地攻擊方濟會時，卻受到人們的批

評。聖女彼日達說：「教宗比猶太人更貪錢，比猶達斯更可惡，

比比拉多更殘忍，將自己的羊殺死。」

十四世紀中葉的道明會也很腐敗。自黑死病後，許多修院

都缺乏聖召，地方首長為要增添會員而放寬會規，且認為不必

再守砷貧等聖願。當時的會長西滿藍則 (Simon de Langres) 

向教宗報告該會的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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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年教宗頒布一道通諭告訴會士們守聖願，否則將受

囚禁。 14 位中有 8 人將藍則撤職。教宗聽了，請阿提樞機調

查此事。一年後，他請藍則復職且幫助他改革修會。

那時慈善修會 (Hospitallers) 也失去反異教徒的精神，而

度奢侈的生活。格來孟六世曾在 1343 年要它的總會長改良其

風氣。英諾森也下令議會改革。

教宗盡量減少教廷內部的費用，開除了不少寄生蟲，因他

的改革也減少了樞機們的費用。

1357 年，英諾森教宗發覺經費虧缺，便開始將他的爵杯、

珍寶和藝術品等物也變賣。

1357 年 5 月，阿諾代塞華 (Arnaud de Cervole) 領軍進攻

波文省。教宗向法王求助無效，便請城民築牆護城。最後交出

一千佛羅琳，阿諾才離去。

雖然教宗致力和平，但所見到的是戰爭，不陸與災禍。

他受到法、英、納伐爾、卡斯提、亞拉岡和貝納波魏斯剛提

(Bernabo Visconti) 等國的欺凌。

為了解決羅丐的事，英諾森派黎恩西 (Riensi) 去平亂，

但琵縣民所殺。最後，教宗再請阿波諾 (Gil Albornoz) 軍官

前往鎮壓。阿波諾終於弭平了羅丐的亂事。他曾請教宗回到羅

馬，但教宗年老不能動彈。

英諾森六世死在 1362 年 9 月 ]2 日，安葬在自己生前曾建

立的一座住宅 魏肋諾 (Villeneuve) 。

201 從事教育者一－烏爾邦五世 (1362 至 1370 年）
1362 年 9 月 22 日，樞機們選了格來孟六世之弟胡斯

羅則爾 (Hughes Roger)' 但他婉拒此位。 28 日，一位樞

機團外的人當選，他的名字為吉拉姆代吉姆 (Guillaume de 

Crimoard)' 取名烏爾邦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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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丶少年時代

吉拉姆生於 1310 年的法格利沙堡 (Grisac) 。 12 歲時領

了剪髮禮，繼而往蒙皮利爾和土魯斯就讀。讀民法後，便進入

西拉克 (Chirac) 本窎會院。在馬賽的味道修院發願後，又回

到西拉克，然後在土魯斯、蒙皮利爾、亞味農及巴黎等地執教。

1342 年領取法學士，然後在各大學教書。因此贏得人們對他

的重視。 1361 年任馬賽味道修院院長，同時又被派為駐那不

列斯的宗座代表。

二、被選教宗

當被選的消息傳到那不列斯，吉拉姆便起身， 10 月 27 日

抵達馬賽， 31 日到了亞味農．且在同日受樞機們的敬禮。 n

月 6 日舉行加冕禮。

即位初，他憎恨教會的奢侈生活。他生活樸實，穿著會衣，

彌撒前告罪，常跪著祈禱。每天在唸日課後，才接見客人。他

吃得很節省，每年將臨期和四旬期都守齋，且每星期兩、三天

守齋。吃飯時常與人談天說笑。

中午休息半小時後，便又開始他的工作。

教宗是位學者，有空時便到自己的圖書館看書。 1369 年，

他的圖書館的書籍有聖經、歷史、法律、神哲學和辯證學。

看完書後，便唸日課，然後再接見外人。到了晚上，他喜

歡在宮廷中或花園裡散步。同他一起走的有樞機和一些名人。

他愛好讀書，故人們拜他為文學的主保。他在特利 (Trets)

創立一學院，是預備年輕人進入大學的中心。 1365 年此學院

搬到亞爾卑斯山的瑪諾斯革 (Manosgue)' 去那裡讀書的學

生不少。

教宗又用自己的金錢來協助貧寒子弟就讀，約一千四百人

左右。他為奧爾良、土魯斯和巴黎等大學訂定規則。在奧蘭斯、

格拉高和維也納等地設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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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丶愛好藝術

烏雨邦是位愛好藝術的教宗。他修建教皇宮殿租馬賽的聖

味道修院。 1365 年他到馬賽，祝聖了他以前住的修院教堂，

且以華麗的珍珠寶物裝飾它。

在羅賽爾 (Lozere)• 教宗更是位建築家。他在孟得建立

一座教堂，同時又美化吉拉克 (Chirac) 地方的隱修院，又琵

自己故鄉格里沙興建一座教堂。

教宗是那麼慷慨大方，不但人民喜歡他，他的仇人彼脫

拉克 (Petrarch) 更稱讚他。當教宗訪問馬賽時，他寫說：「人

民踴躍歡迎你，不只因為你是個好人，更因為你對人如天主

一樣。」

四、改革教會

烏爾邦是位改革家，但只有限度的改革。他的改革可說是

隨從英諾森六世的方針，著重在教廷內的改良，在《可怕》的

通諭上，反對一些貪官積財的人。為教廷財政處定了原則，並

鼓勵召開地方會議。

詩人彼德拉克讚揚教宗改革的精神。

烏爾邦五世很受人愛戴，是因為他的聖德和性格。他的缺

點是不信任阿波諾的建議反抗魏斯剛弟。教宗沒有阻止米蘭暴

君的發展；最後他也承認過錯。

五丶歸心似箭

教宗有回羅馬的心願，那時亞味農已不再是個安全的地

方，到處受到侵襲。教會的財產也不保，怕受到惡徒的搶劫。

貝特蘭谷斯林 (Betrand de Guesclin) 以掃萬惡徒和重振十字

軍為藉口，要教宗給二十萬法朗訪軍費。

在種種壓力之下，烏爾邦便在 1367 年 4 月 30 日離開亞味

農。 10 月 16 日榮進羅馬。

次日，羅馬炎熱的天氣使教宗受不了。使他深深體會到亞

味農的美景。在這段時間，教宗曾給德帝查理四世 (Karl IV• 

1316 年 5 月 14 日 -1378 年 H 月 29 日）皇后在伯多祿教堂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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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 年 4 月 15 日，教宗為沙白郎的厄利沙 (Eleazar of 

Sabran) 列入聖品，同時於 10 月 18 日接受君堡的若望五世

(John V Palaedogus• 1331 年 U 月 -1391 年 2 月 16 日）的懺

悔禮。

1370 年 9 月 5 日，教宗前往哥內多 (Corneto) 。法王、

亞拉岡王、那不列斯的若安娜女王和亞味農的人民，以 34 隻

船接送烏爾邦到丐賽。 11 天後，教廷再次地留在法國。

六、死而後已

I I 月初，教宗患重病。他自知死亡已經臨近了。同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烏爾邦六世便與世長辭。因為他聖德非凡，

在五個世紀後，即 1870 年 3 月 10 日，碧岳九世將他列為「真

福品」。

202 愛好文藝者＿－額我略十一世 (1370 至 1378 年）

1370 年 12 月 29 日，即為爾邦逝世九天後，樞機進入祕密

會議，次日便選出伯多祿羅則爾波福 (Pien-e de Beaufort)• 

取名額我略十一世。

一、少年時代

伯多祿，為吉拉姆波福和朗莉桑奔 (Guillaume de 

Beaufort & Marie du Chambon) 之子。 1329 年誕生在黎冒則地

方 (Limoges) 。

n 歲的時候，為羅德和巴黎的教堂負責人。 19 歲時，他

的舅父格來孟六世擢升他為樞機執事 (1348 年）。他曾在貝

路濟亞名法學家巴多烏爾巴弟 (Baldo degli Ubaldi) 那裡聽課．

得到不少的法律常識。他的性格善良慈善，所以，史學家沙路

達弟 (Coluccio Salutati) 告訴我們說：「額我略是位很有智慧、

品行端正、熱誠、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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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興土木

額我略教宗很支持亞味農修會的事業，如聖加大利納修女

院、孤兒院等的興建，他都予以援助。

他又美化索古和魏肋內 (Sorgues & Villeneuve) 宮廷，又

給亞味農城市政府一座大鐘，整修聖本內塞 (Benezet) 橋梁。

教宗也愛好藝術，請人去收集珍貴的手抄本，且為了充實

教廷圖書館，購買古典文學書籍。

三、改革教會

額我略對改革教會的熱忱並不下於英諾森六世和烏爾邦五

世。耶路撒冷聖若望慈善會當時受到人們的攻擊，修會紀律的

腐敗和奢侈生活鬆懈了以往的精神，教宗請主教們去調查此

事，同時又命該會的總會長罹則爾代平 (Roger de Pins) 改革

自己的修會。

在東方，額我略與道明會長，土魯斯的厄利賴孟 (Elie

Raimond) 來解決被殺害的道明傳教士們。在波斯有 15 座會

院，今只留剩 3座。教宗請一些遊蕩者與亞美尼亞的合一會士，

同來幫助傳教。

1373 年 8 月 27 日，額我略教宗在歐洲改革道明會，一切

修會的特恩和寬恕由教廷或其代表惠賜。教宗給修會一位保護

者，史稱「樞機保護者」 (Cardinal Protector) 。這些人大多

數時間都住在教廷內。

四丶減除異端

教宗盡力護衛教會的信仰，他不以道明會將一切省會由

異端者手中解救而咸到滿足，更命方濟會士波瑞爾 (Franocois

Borel) 為首，處理異端裁判所的事。

在亞拉岡，教宗更鼓勵尼格老厄墨利 (Nicolas Eymerich) 

攻擊異端。里斯本的主教任命第一位裁判者瑪爾丁華斯克

(Martino Vasquez)• 以處理異端之事。阿加索和瑪利亞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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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們，也很盡力地剷除伽大利異端 (Catharists) 。在西西里

島，猶太人受到壓迫，在德國異教徒也受到裁判者的拷問。

但在另些地方，人們對宗教裁判所戚到不滿，所以很多人

都不願支持這種作法。

五、政教關係

額我略對世界和平也很盡力。他在外交上的努力是很明頃

且積極的。事實上，他也有遭遇失敗的部份，例如十字軍的運

動從未成功，在西班牙的和平也被混亂情勢所破壞，英法戰爭

重新爆發。

他成功之處是，藉著教廷的干涉，許多國際問的破裂未再

擴大，法國的戰爭被擱延了。

在神聖羅男帝國方面，教宗使查理四世與匈牙利的路易和

好，乂使巴伐利亞的公爵與沙伏的伯爵重歸於好

在義大利，狡猾的魏斯剛弟遭遇不幸的厄運。佛羅倫斯也

受到挫折。

六、永歸羅馬

即位之初．教宗就有意回羅丐，但這計劃卻受到拖延。其

原因是義大利的政治混亂。阿波諾樞機在重振教皇國上頗有成

就，因而引起鄰邦的猜忌。同時，乃教宗在義徵稅者是法人。

他們的欺壓、貪汙，更使本地人對亞味農教廷憎恨。

1375 年，在佛羅倫斯和米蘭領導之下，八卜多個城市，

如波隆那、貝魯濟亞、非拉拉等，組織同盟，以抗教廷。為對

付叛亂，除對他們開除教籍外，額我略還派法國樞機羅拔帶

領傭兵一萬，其中還有馬利斯托羅 (Malestroit) 的不列塔尼

(Brittany) 和霍伍德 (Hawkwood) 的英軍。傭兵所到之處，

劫掠屠殺。佛城的亂雖被平定，但在教會史上卻新添戶參痛的

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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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的回億也可說受到聖女彼日達 (St. Brigit) 和加大利

納西也納的影響。

額我略教宗終於在 1376 年 9 月 13 日離開亞味農，乘船沿

羅河 (Rhone) 南下，中經馬賽的聖味道修院時，有無限的戚

觸。經過三個多月的時間，於次年 1 月 17 日抵達羅馬。羅馬

人夾道歡迎。

教宗對義大利的政治不是很滿意。另外，他的身體因為長

途的跋涉而受到痛苦，更受不了羅馬的氣候，同時又體會到樞

機之間的分裂，終於在 1378 年 3 月 27 日病逝。他的病逝讓教

會面臨一大損害，即西方大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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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西方大分裂時代

(1378 至 1447 年）

留駐亞味農的教廷實在播下了西方大分裂的種子；再加上

教宗烏爾邦六世的性格，更促成了這個悲劇，使教會好像我國

三國時代，成了三分鼎立的局面。

壹丶羅馬

203 烏爾邦六世 (1378 至 1389 年）
烏爾邦，本名巴多祿茂彼那諾 (Bartolomeo Prignano)' 

於 1318 年誕生在那不列斯城。童年不詳。 1364 年被祝聖為巴

利總主教 (Archbishop of Bari) 。

一丶當選教宗

1377 年額我略十一世教宗從亞味農回到羅馬後，便結束

了亞味農流亡時代。他不到一年便與世長辭。

在當時的樞機團中有 16 位，只有 4 位是義大利籍。當時

羅馬市內的權貴們向祕密會議陳情，新選的教宗必須是羅馬

人，或者義籍。為了支持這項提議，羅丐市民便聚集在梵蒂岡

城，鼓謀喧鬧，發出恐嚇說：如果祕密會議不選舉羅馬人為教

宗，他們將殺死所有非義籍樞機。因此這些樞機們便選了巴利

總主教，取名為烏爾邦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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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烏爾邦六世的性格

教宗以他暴戾的脾氣和獨裁的性格統治教會，使樞機們對

他甚為不滿。

即位之初，他宣布山上而下改革教會。這項宣布，令樞機

們震驚不已。在一次講道時，教宗公然地譴責樞機們的道德敗

壞；又禁止他們領受養老金，規定凡教廷的一切事務，必須妥

善地處理，並且不得索取任何報酬。當樞機們埋怨時，他又命

令他們停止一些愚蠢的交談。當奧西尼樞機 (Orsin口提出抗

議，表示不滿時，反而受到辱罵。李莫吉 (Limoges) 樞機相

繼挺身反對教宗的態度，教宗卻給他一記耳光。

聖女加大利納規勸教宗說：「處理事務須謙和乃懷。不要

過份，因為凡事過份，總是破壞多於建設。且看十字架上的鄏

穌，將您急躁的秉性收斂些吧！」

烏爾邦不理會旁人的意見，擅自任命更多的義籍樞機，以

鞏固羅丐的勢力。

三丶樞機們的叛變

那時，樞機們因為不滿教宗的態度，請他辭職。教宗不聽 c

他們便在亞那尼開會，計劃反叛。 8 月 8 日，他們發布一項宣

言，稱乃爾邦的當選無效，因為那次選舉是在羅丐暴民的威脅

下選出來的。

9 月 20 日，樞機們便推舉日內瓦的羅伯特乃教宗，取名

格來孟七世。他定都於亞味農。政權的分裂遂就此展開。

實際上，這不是狹義的分裂。因乃裂教是不承認教宗的權

力，如 1054 年的東西教會分裂。在 1378 年，人們並沒有否託

教宗的權力，只是不知哪位是真、哪位是假教宗。

由此便形成兩個勢力：

一為擁護烏爾邦者：包括葡萄牙，德國，挪威，丹麥，波

蘭，匈牙利，英國，愛爾蘭和義大利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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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擁護格來孟者：包括法國及其附屬圖，例如亞拉岡，

加斯弟爾，西西里島和蘇格蘭。

當時甚至學者和聖人，也都對這事戚到困惑，例如聖雲仙

和聖革來特 (S. Colette) 等擁護格來孟，而聖女加大利納卻擁

護烏爾邦。

四、與兩西西里島的關係

烏爾邦不只是義大利人，更是那不列斯人。當時那不列斯

是兩西西里島的一部份，是法國的勢力範圍。教宗與當時的執

政者若亞娜發生瓜葛。

教宗想推翻若亞娜，便請多拉索的查理 (Charles of 

Durazzo) 派兵南下，且許給他南部幾座名城。

若亞娜知道大難臨頭，便請法王查理六世之弟路易派兵援

救。但多拉索的查理先下手為強，佔領那不列斯，不久若亞娜

被暗殺。教宗聽說敵人被除滅，便南至那不列斯，想在那裡建

立他的勢力。但不久查理與烏爾邦的關係轉為惡劣。教宗北上

至諾塞拉地方 (Nocera) 住下，但是樞機們紛紛勸他回羅馬。

五、與熱那亞國的關係

教宗願他的一個侄子為那不列斯國王，但是查理拒絕，雙

方因而起了衝突。他便派兵圍困諾塞拉。當時諾塞拉有位地方

首長到熱那亞求救，果然突圍解困。

烏爾邦在熱那亞住了十八個月，留下的印象並不很好。教

宗想重振軍隊來報在諾塞拉之困，但人們都不滿意他的作法。

烏爾邦終於在 1388 年 9 月回到羅馬，一年後，即 1389 年

十月時與世長辭。他在位日年 6 個月又 6 天，死後被安葬在

梵蒂岡墓地。

204 波尼法九世 (1389 至 1404 年）
波尼法，名伯多祿湯馬塞利 (Pietro Tomacelli)' 那不汀

斯人。烏爾邦六世死後，被選為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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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亞味農的格來孟提議解決教會分裂的問題；怛格來孟

以絕罰來對付他，波尼法也以同樣的方法絕罰格來孟。

1394 年格來孟去世，法王請亞味農的樞機們惇止選舉，

以謀求教會的合一，但他們不聽從，而選西班牙樞機伯多祿代

路那 (Pietro de Luna) 為教宗，取名本篤十三世。

波尼法的勢力薄弱，開始了教會的腐敗情形，以不擇手段

來增加教廷的花費。

在束方，東羅馬帝國受到奧圖曼的侵略，教宗派里啟支那

援助。他死於 1404 年。

205 英諾森七世 (1404 至 1406 年）
英諾森，名哥西莫來拉利弟 (Cosimo de Migliorati)• 生

在 1336 年。曾為駐英代表，又在 1387 年被擢升為拉溫那樞機。

1389 年，波尼法九世晉升他為樞機。五年後，波尼法去

世， 10 月 17 日哥西莫被選為教宗，取名英諾森七世。

即位初，他便召開會議以解決分裂的局面。可是在開會之

前，羅丐城混亂，那不列斯王拉迪勞 (Ladislaus) 派兵鎮壓。

亂是被平定了，但教廷的費用也被榨取不少。拉迪勞又強迫教

宗承認他在那不列斯的主權。但教宗不答應。皇帝便慫恿羅馬

人民叛亂。英諾森便逃到米得堡避難。

他死在 1406 年 n 月 6 日，被葬在梵蒂岡墓地。

206 額我略十二世 (1406 至 1409 年）
額我略，名安琪羅柯拉利 (Angelo Corrario)'1327 年生

在義國威尼斯。幼年不詳。 1390 年晉升為卡斯特羅 (Castello)

主教和君十坦丁堡王教。 78 歲時被擢升為樞機。次年 (1406

年），英諾森七世死後，被選為教宗。

額我略致信給亞味農的本篤，若他辭職的話，他也願意追

隨，但兩者終於不能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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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我略又將四個侄子擢升為樞機，這使樞機們不滿，且有

些就轉而投靠亞味農那裡。

有些樞機在比沙召開會議，且請本窎和額我略辭職，但雙

方都不願意 e 樞機們因此罷黜他們，並且選另一位樞機為教

宗，取名亞歷山大五世。

額我略並不因此而受到威嚇，他更晉升十位樞機以補離開

他的樞機位子；同時又召開會議，罷黜本篤和亞歷山大兩人。

不久情勢有些好轉，亞歷山大死於 1410 年。若望廿三世

繼承之。 1414 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一次大會。

這時很多人都希望結束分裂的局面，西皮蒙皇帝、黎明尼

的瑪拉鐵塔 (Malatesta of Rimini) 和額我略十二世都很迫切地

為此而努力。教宗的朋友碼拉得沙，請額我略努力為之，他答

應辭職。

大公會議接受額我略的召開，且認他為合法的教宗。若望

廿三世則接受革職。但本篤十三世卻拒絕，可是不久受到人們

的拋棄。

額我略在 1415 年辭職後任波多 (Porto) 之教職。

兩年後，即 1417 年 7 月 4 日，在瑪爾定五世當選之前，

他便去世了。

207 瑪爾定五世 (1417 至 1431 年）
........ =一·
月 IJ 呂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自然的道理 e

在教會歷史上也是如此，三分鼎立的時局·終於在瑪爾定五世

教宗時代歸於大統。

一、年輕時代

瑪爾定，名奧多哥倫那 (Otto Colonna) 。 1368 年誕生户

羅馬附近的則納沙諾小鎮 (Cenazza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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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位著名的教會法律家，為教宗英諾森七世所賞識，於

1405 年擢升他為樞機。 1409 年曾參加比沙會議。此會議乃解

決羅馬與亞味農派兩位對立教宗的局勢；同時，哥倫那又參加

選舉亞歷山大五世 (1409 年）和若望廿三世 (1410 年）。

二、當選教宗

為了解決教會的要事，召集會議是個好辦法。關心教會的

德帝西及蒙便召開了君士坦斯會議 (1414-1418 年）。

哥倫那樞機在這次會議中佔了極重要的角色 裁決者。

他是位善良且度清貧生活的人。

當時，比沙派的若望廿三世為大公會議所貶，額我略十二

世派代表參加，且聲明若為教會統一，他甘心情願辭職。大會

又將在西班牙的本篤十三世革職。

在君士坦斯，即在 1417 年日月 H 日聖瑪爾定節日時，

23 位樞機在舉行祕密會議中選上的哥倫那，他便取名瑪爾定

五世（明成祖永樂十五年）。

三丶大公會議說 (Conciliarism)

大公會議說是此屆會議的重點：它高於一切，且是教會最

高領導機構，有權解決一切問題。此說可歸納三點： l 否認教

宗權力砷授之說； 2 否認教宗的全權； 3 以代議制度來替代教

宗專制。

此說雖有強烈的革命性，但不是一種新的理論。此說很合

乎當代政治潮流。

但自瑪爾定五世之後，重整教會傳統，和教會的領導地

位，大公會議說乃逐漸消沉。

四、改革教會

自若望廿二世被貶後，瑪爾定五世才能回羅馬 (1420

年）。他開始重修因戰爭破壞的教堂和堡壘，在烏比亞及羅馬

娜地方重振教宗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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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還在君士坦斯會議時，曾提出革新的文告。在那許多

改革提案中，主要的是：聖座不該接受金錢。即位後，他便從

此方面發展。

五、政教關係

瑪爾定教宗與各國訂了協議，在義大利，他承認若亞娜二

世為那不列斯的皇后。時英法百年戰爭已進入尾聲，然教宗卻

盡力調停雙方的事。

教宗又請巴齊奧樞機處理教皇國事，且恢復了昔日亞波諾

樞機所建立的秩序。

六、選拔人才

瑪爾定選了不少優秀人物為樞機，例如加布郎加 (Dom.

Caprancia) 、凱撒里尼 (Cesarini) 、博達的亞迪欽諾 (Ardicino

della Porta) 、尼各老亞培加底 (Niccolo Albergati) 和亞豐索

波及亞 (Alphonso Borgia) -即後來的加利斯多三世。

七、召開會議

瑪爾定是位年輕且富有魄力的教宗。他認為會議能解決教

會的問題，便假比沙會議 (1423 年）。開會不久，因受到本

蘭魏斯剛丁的威脅，便將會議地點遷到西恩納城，但山於支持

和反對「大公會議說」兩派的不斷發生衝突，經過一年的爭辯，

又受法國政府的干擾，瑪爾定五世便予以解散 (1424 年）。

為了重新召開會議，教宗規定七年再召開，因為教廷經濟

的拮据，教會的改革遭到困難。

瑪爾定五世在位 13 年 3 個月又 9 天，享壽 63 歲。死後被

安葬在聖若望拉特朗堂內。

208 歐吉尼四世 (1431 至 1447 年）
歐吉尼，名嘉比爾康土美 (Cabriel Candulmer) 。於 13~3

年誕生在義大利的威尼斯城。為額我略十二世的侄子 年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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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濟窮人，且進入奧斯定會。 1407 年被祝聖為西恩那主教和

樞機。瑪爾定五世死後不久，便被選片教宗，取名為歐吉尼四

世（明宣宗宣德六年）。

一、召開會議

巴塞爾會議原為瑪爾定五世所召開的，他不久後便去世

了。但到會的人，在凱撒利尼樞機主席領導之下，舉行了開幕

禮 (12 月 14 日）。新教宗因泊引起教會分裂，於 12 月 18 日

將它解散。但會中人七不滿教宗的行為，更藉君士坦斯會議的

口號，說：大會直接受權於天主，任何人不得干涉、阻礙、遷

移或解散它。會員們同時又乃皇帝所支持，而繼續開會。教宗

不得已，便在 1433 年 12 月 15 日，承認此會的合法性。

這時巴塞爾會議的會員們擴充其職權，限制教宗代表的權

力，自稱得天主聖神啟示，可以代替教宗管理教會；同時又聯

絡胡斯派和希臘教會。

然而事實上，希臘教會根本不理巴塞爾會議人員，反

而與教宗和好。歐吉尼得到希臘皇帝若望八世 (John VIII 

Palaeologus'1390 年- 1448 年 10 月 31 日）的支助，將會議

改到非拉拉 (Ferrara) 舉行。

巴城的會員憐羞成怒，在 1438 年宣布，教宗無權遷移大

公會議。次年又選沙伏公爵為教宗，取名斐立斯五世，以抗歐

吉尼。

二、非拉拉會議 (1438 至 1439 年）＿－第一期

大會由巴塞爾城遷到非拉拉是合法的事。在第三會期時，

頒布－條命令，責斥巴塞爾會員的固執。 1438 年 1 月 27 日教

宗蒞臨非城。

在 2 月 21 日的集會中，會員大增。東羅馬皇帝於 3 月 4

日才到了非城，與教宗會面。

在此期中，討論有關煉獄的問題。雙方意見堅持不下，沒

有達成協議。教宗乃於 1439 年 1 月 10 日，頒布遷移會址的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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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大家由於忙著搬運，會中的緊張情緒無形中被沖散了，逼

也是它的幸運。

三、佛羅倫斯會議－＿第二期

大會遷往佛城的原因，純粹是經濟問題。因為非城直屬於

敎宗，經濟短絀，不能支持大會的耗費。佛城是當時民主政權

的首都，商業文化發達，經濟力強。它願取得大公會議的美名，

所以願供給一切費用。

教宗於是在 1439 年 I 月 16 日離開非城而來到佛羅倫斯。

2 月 13 日抵達時，受到該城的人民歡迎。次日，東羅馬皇帝

也抵達。 3 月 3 日在聖瑪利亞教堂舉行開幕典禮。

在此期中，討論最激烈的是聖砷共發的問題，亦未得到妥

協。希臘人斥責拉丁教會，將「及聖子」添加在信經上，是不

尊敬信經的原文。而西方教會人士卻說：「這雖然是新加的，

但希臘和拉丁教會都承認聖巴西略的名言，即：除了子不是父

外，其他的一切是共同的。」

道明會會長若望華森堡 (John Schwaronberg) 指出，希臘與

拉丁教會的說法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大家承認有一個共同來源。

貝沙隆樞機也同意這樣的說法。因此皇帝請束西兩教會人

士重歸於好。會議的人們也互相表示贊成此說法。

其他問題，例如以無酵餅或發酵餅舉祭，教會認為兩者皆

可用。至於煉獄的存在，都承認它是個靈魂受煉淨的地方。關

於教宗的首席性，大會申明說：「羅馬教宗是伯多祿的繼承人．

基督在世的代表。」

合一運動終於在 1439 年 7 月 6 日簽定了。

此會又連續了三年，其中刊出有關亞美尼亞、敘利亞及雅

各比等人的一些事項。

在理論上，束西教會的合－總算完成了，但實際上又是另外

一回事。當東方代表回到君堡時，迎接他們的是一群暴民。皇帝怕

得也不敢公布「合一法案」，束西教會的合－事件就此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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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即 1453 年，君堡為土耳其軍所攻陷。希臘人到

處流亡，不少人逃到莫斯科避難。東方教會的中心離羅馬更加

遙遠了，羅馬方面只好望洋興嘆。

四、國際關係

1438 年 7 月 7 日，法王查理七世 (Charles VII le 

Victorieux• 1403 年 2 月 22 日- 1461 年 7 月 23 日）宣布〈波

爾則國事詔令〉 (Pragmatic Sanction CJ/ Bourges)' 奠定法國
教會的職權，不准教廷干預法國主教的任命，禁止教士以其首

年俸 (Anates) 獻給教宗；就是說，法國自行建立固家教會的

組織。這對教宗來說是不利的，但也無可奈何。

但在德國方面，教宗派庇可羅米尼樞機出使德國，與諸侯

們簽定法蘭克福條約 (1443 年），保持了良好的外交關係。

五、人文主義

當教宗在佛羅倫斯城時，曾接觸一些希臘學者，同時又由

科西莫麥迪奇 (Cosimo de Medici) 的介紹，認識人文主義及

藝術的發展。

所以當他回羅馬後，便聘請不少學者為他做事，例如波

爵 (Poggio) 、比翁多 (Flavio Biondo) 、布魯尼 (Leonardo

Bruni) 。他又帶安琪利可 (Fra Angelico• 1387-1455 年）到

羅馬，為他畫壁畫。為了模仿吉伯提 (Ghiberti) 為佛羅倫斯

聖洗所的銅門，教宗命費拉雷特 (Filarets) 在聖伯多祿堂前做

個類似的門。

因他對文學的藝術的愛好，為羅馬帶來了－種新的氣

氛＿文藝復興，使歐洲的歷史創立了輝煌的一頁。這的確是

他對教會的偉大貢獻。

歐吉尼於 1447 年 2 月 23 日與世長辭，享壽 64 歲。死後

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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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亞味農

1 格來孟七世 (1378 至 1394 年）
格來孟，於 1342 年生在日內瓦。曾當過代洛安

(Therouanne) 的主教，繼又任康布萊 (Cambrai) 主教。

1371 年為額我略十一世擢升為樞機。

1378 年，當烏爾邦六世為教宗時，一部份樞機因不滿意

新教宗的措施，便選上他（羅拔）為教宗，取名格來孟七世。

他的被選造成西方教會的大分裂，且影響到整個西歐教會分成

兩大派。格來孟想攫取羅馬，因失敗而退至亞味農。法國蘇格

蘭西班牙和義大利一部份，甚至一些聖人都支持他。

羅馬和亞味農的兩位教宗同時爭奪伯多祿的職權：兩人各

擁教廷、樞機團及行政機構。當某地方的主教空缺時，兩位教

宗都企圖委任自己的人選，因此造成地方上的雙胞案：各有各

的收稅員，往往在同一地區徵收賦稅，造成人民的負擔。

格來孟於 1394 年 9 月 16 日逝世在亞味農城。

2 本篤十三世 (1394 至 1422 年）
本篤，名彼得魯納 (Pedro de Luna)• 是亞拉岡一貴族出

身。他是位很有德行、學問高深，且富有政治手腕的人。為額

我略十一世所賞識，在 1375 年擢升他為樞機。

1378 年，他在樞機團會議選了烏爾邦六世；但不久卻跟

隨格來孟七世。

1394 年格來孟去世，他被選為教宗。他企圖解決分裂之

事。他與額我略十二世在 1407 年遣使至馬賽，雙方舉行一次

個別會談。不幸這次協議流產，未得到什麼結果。

1417 年的君士坦斯會議，由於他堅決相信自己的合法地尸．

不肯退讓，唯一支持他的西班牙也背棄了他，他便被人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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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逃往西班牙，住在巴尼各拉城堡 (Peniscola)' 仍穿著

教宗的衣服。

本篤十三世，於 1423 年 5 月 23 日逝世，死前他還叫巴塞

隆納的一位司鐸繼承之，取名片格來孟八世。

參丶比沙派

1 亞歷山大五世 (1409 至 1410 年）

羅馬和亞味農的教宗都相信自己是正統，所以用各種方法

來打擊對方。先是，雙方公布詔令，將對方開除教籍，又企圖

用暴力來消滅對方的勢力。

朽了解決這問題，人們願藉會議來處理此事。就在這種氣

氛下， 1409 年 3 月， 24 位樞機： 14 位來自羅馬， 10 位來自亞

味農，偕同 300 餘位教會顯要，集會於比沙。

參加者還有西歐各國代表，砷學家及法學家等。他們以大

公會議名份，從 3 月至 8 月，尋找解決分裂的途徑。

最後，在要求羅丐和亞味農兩位教宗自動辭職無效之後，

會議乃宣布將兩人罷免，而另選米蘭樞機伯多祿非拉高為教

宗，取名亞歷山大五世。

伯多祿非拉高 (Pietro Filargo)• 公元 1339 年誕生在希臘

的格拉特島 (Crete) 。初在一處隱修院受教育，不久便進入

一座方濟修院。

因他的才華，不久便被送到牛津和巴黎大學深造，因而一

舉成名。

1386 年，伯多祿被晉升乃主教；十九年後 (1405 年），

教宗英諾森七世提升他為樞機。

可惜在教宗位上不到－年他就去世了，據說是被人逮捕入

獄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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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望廿三世 (1410 至 1415 年）

自亞歷山大五世死後，大會的砷長們選上了巴爾達沙哥沙

(Baldassaas Cossa)• 取名為若望廿三世。

羅馬的額我略十二世和亞味農的本篤都否認比沙會議的合

法性· 因此拒絕接受其議決。所以比沙會議不僅沒有解決二分

天卜的問題，反而乂增加一位，成為三分頂立的局面，使局勢

弄得不可收拾。

教宗既不能起來領導，只好讓世俗政府來越俎代寇。 1410

年德帝西及蒙 (Sigismond• 1410-1437 年）深信統一教會是他

的責任，乃決定召開大公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

經過多方的努力，最後決定在君士坦斯召開會議。此城是

在德帝勢力範圍內。很明顯地，他選擇此地，乃是為避免義大

利或法人操縱大會。法國雖對此不滿，但還是接受了。他還派

三位茗名的學者參加：吉羅摩斐拉托爾樞機、彼得代利樞機和

若翰日爾森。

1414 年 11 月．君士坦斯會議正式開幕。參加者有卅二位

樞機，五百餘位主教．二千多位大學代表，五千多位神父，世

俗政府也派代表出席。按一位史家記載，君士坦斯添了十萬多

人。這真是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會議。

大會第一個要解決的是分裂問題。它認為本篤十三世和額

我略十二世為合法教宗，而非若望廿三世。

若望害怕，設法逃亡，卻在逃亡中被俘。大會在 1415 年

5 月 29 日予以罷免。

若望在君十坦斯附近的一所監獄中度日，五年後，為瑪尙

定五世所赦免，並恢復其樞機地位。他死在 1419 年 12 月 22 日

死後安葬在佛羅倫斯城。著名的建築家米雪羅索 (Michelozw)

為他建立一座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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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藝復興時代

(1447 至 1521 年）

前言

從尼格老五世到良十世之間的教宗，通稱為「文藝復興時

代的教宗」。因為自 1450 年之後，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已進人

它的黃金時代，而從事推動這項文化運動最熱心的，就是罹，馬

教宗。

為何教宗會如此熱心呢？因為當時的義大利的政治是很混

亂的，革命與戰爭似乎是很正常的。羅馬教宗處在其間，乃自

身利益之計，不能不採取合縱連橫的政治方法來穩定它的地

位。另方面則聘請不少藝術家和人文學者們來為它工作。布拉

曼德、拉法爾和米開朗基羅等人，由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

而蜂擁進入羅馬，使羅馬後來居上，成為義大利文化的中心。

這不得不歸功於這時代的教宗。

209 人文主義者＿－尼格老五世 (1447 至 1455 年）

一、少年時代

尼格老，名多默巴冷土塞里 (Tommaso Paron Tucelli)' 

生在義大利北部的沙查那城 (Sarzana)• 父親為該城的醫

生。少年時進入加都西會 (Carthusians) 。不久就讀波羅那

大學。晉升呻父後，在該城樞機尼格老亞貝加底 (Nich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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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gati) 充為秘書，約二十年之久。他便跟隨這位樞機到處

視察．往羅馬、佛羅倫斯等地。

二丶擢升樞機

亞貝加底樞機在非拉拉一－佛羅倫斯會議中，是位有影響

力的權威人士；而尼格老這時也漸表露他的學識和才華。為此

引起教宗歐吉尼四世的賞識。所以在亞貝加底去世後，便任命

他朽波羅那主教。

但當時波城混亂，不容許他進城。教宗遂派他出使德國，

且晉升他為樞機。尼格老在德國很順利地解決了反教會的事。

三、被選教宗

1447 年，歐吉尼四世驾崩，多默很順利地被選乃教宗（明

英宗正統十二年）。即位之初，希望自己在任期內能完成三

個願望：成為一位好教宗；重建羅馬；恢復古典文學的著作利

藝術。

四、善牧

這三個願望可說都做到了。首先，他以謙和的態度對待他

人。他解散巴塞爾會議之後，使偽教宗斐立斯五世辭職，但保

留那些樞機們的地位，且給斐立斯俸祿。他整天都很樂意地接

見客人。

人們對他的批評是：「聰明、仁慈、和藹、寬厚、熱誠、

慷慨和謙虛。」

五、重建羅馬

即位之初，尼格老決意要羅馬領導整個世界。為了預備大

赦年，他令人重修羅馬市內的舊橋、城門、渠道、橋梁、街道，

整飾天神堡壘，使污穢的羅丐城煥然一新。

教宗又設計梵蒂岡宮、花園、圖書館，且有意拆毀多年失

修的伯多祿教堂，但這項工作卻留給懦略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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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年大赦年開始，教宗吸引不少歐］州其他各國人民來

到羅馬。人數之多，創造了歷史上的空前記錄。羅男人潮，因

擁擠過度，許多人被擠入台伯河，造成二百人的喪亡。教宗小

得不擴大通往聖伯多祿教堂兩邊的房屋，以便有更大的空間，

容納更多的人。

六、恢復古典文學的著作和藝術

為愛好古典文學，教宗派遣人們到雅典、君士坦丁堡、德

國及英國的各城市去尋寶。去購買或抄寫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手

抄本。不論是教內教外的都要。

尼格老在梵蒂岡設立了一個謄寫和編譯的屯心，使人將古

希臘涂西德和荷尾的作品，如伊里亞德和奧德賽，譯成拉 r

文，所獲代價，曠古未有。至於教內方面的著作，如聖巴西略、

濟利祿等的作品，也請人去翻譯。

教宗又請馬內弟 (Gianozze Manetti) 翻譯聖經，所譯占

經部份除了譯文之外，尚有對照的「七十賢士希臘譯文」和聖

樂業的「通俗譯本」。

在藝術方面，他請了第一流的藝術家來美化梵蒂岡，如亞

貝底 (Leon Battiata Alberti) 、彼得、法蘭西斯加 (Pietro de Ila 

Francesca) 、安琪利可 (Fra Angelico) 等人。

舉世聞名的梵蒂岡圖書館是他創立的。他所存的書籍，約

有八百多本拉丁文，希臘文稿有三百多本。再加上歷代教宗所

收集的，共五千多卷。但在他死後，梵蒂岡圖書館已經擁有

一千五百餘冊藏書，是他留給後世最珍貴的遺產。

所以當時有人說：「希臘羅馬的文化並沒有滅亡，而是移

植在義大利。」又說：「尼格老在位時，世界上的學者雲集羅

馬，有些是自願去的，有些是被聘請去的。」

七、政治手腕

在政冶方面，教宗也算是位成功者。在他即位之初，西歐

己走向民族國家的方向，中古時期的基督教共和國理想已告沒

落，羅馬教宗已無能來領導西歐政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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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義大利，不少的王國、公國、共和國等，紛紛獨立。它

們不只各自為政·更弱肉強食，造成空前的混亂。

為了保護教皇國的生存，尼格老便使用各種政治活動，來

控制各國的均勢。在他的策劃之下， 1454 年的羅堤和約終止

了威尼斯和米蘭的長期戰爭。不久，佛羅倫斯也參加此約。這

和約不只給義大利帶來了四十年的和平，也給它們一條可行的

政治路線＿聯邦政治。

教宗與神聖羅馬帝國的關係保持得不錯。佛德列三世

(Frederik III'1415 年 9 月 21 日- 1493 年 8 月 19 日）可說是

最後一位在羅馬受加冕的皇帝。教宗派古沙樞機前往德國傳教。

八、死而後已

有兩件事使尼格老難過，那是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淪陷

和波加羅 (Stephen Porcaro) 企圖暗殺教宗。雖然這起暗殺計

劃失敗了，但卻使教宗舷到非常不安。

在位 8 年又 18 天，他死於 1455 年 11 月 15 日，被安葬在

梵蒂岡墓地。

210 奮抗回軍者一－加利斯多三世 (1455 至 1458 年）
加利斯多，名亞風索波濟亞 (Alonso Borgia)• 生在西班

牙瓦倫西亞附近的沙大威亞城 (Xatavia Near Valencia) 。

由於義大利的四分五裂局面，影響到教宗的選舉。在樞機

中也分卡布雷尼加 (Domenico Capranica• 1400-1458 年）與貝

沙里昂 (John Bessarion'1403-1472 年）權勢之爭，以致沒有

義籍樞機獲得多數票的當選。

經過折衷之後，樞機團終於選上了亞風索波濟亞，取名為

加利斯多三世。

一丶抵抗強敵

在位的三年之中，他最關心的事，就是組織十字軍，以對

抗西進的土耳其人。可是西歐國家都忙於自己的事，無暇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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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的政事。只有匈牙利在強敵壓境的情勢下奮戰，加利斷

多仍支持抗敵英雄若望胡牙底 (John Hunyadi)' 在貝格拉底

(Belgrade'1456 年）一役獲得局部的勝利。

二、侄甥主義 (Nepotiam)

加利斯多是位好人，熱愛自己的親戚。登基不久便擢用了

許多親戚，賦予兵權 (Condotta)' 教廷各重要職務也由其侄

兒們擔任，如彌拉 (Louis Juan de Mila) 、羅得利高 (Rodrigo

Borgia) 及唐葉米 (Don Jayme) 。羅得利高為後來的亞歷山

大六世。

利用親戚擔任教職，在教會歷史上並非創舉，歷代教宗也

多提拔家人的。但加利斯多所引用的親戚是不足乃道的一群，

例如羅得利高曾與良家婦女有過苟且的行~· 他們都給教會帶

來了悲痛的歷史。

三、聖女貞德案件

在加利斯多三世時，一件最有意義的事，就是重新審查聖

女貞德的案件。

聖女貞德是位法國民族英雄，為布根人所捕，後轉賣給英

國人，被囚在盧昂監獄。 1431 年 1 月 3 日，由一位被法軍逐

出教區的主教彼得高向 (Pierre Cachon) 組成一法庭，以異端

和巫術罪來審判貞德。這法庭幾乎是親英或親布根人士所組織

成的。 2 月 21 日開庭， 5 月 31 日，貞德被判異端罪死於火柱，

其灰骨從盧昂一座橋上被拋入塞恩河。

25 年後，即 1456 年 6 月 16 日，羅馬教廷經過長期的審查，

終於推翻了 1431 年的判決，洗清貞德的罪名，使她的名號流

芳百世。

四、關懷教務

教宗也關懷各地的教務。他鼓勵波蘭王加西米爾四世

(Casimir IV• 1445-1492 年），整頓條頓騎士會；又重振瑞其、

挪威及丹麥等地的傳教事業；同時又救濟西班牙的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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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英國境內發生內亂—－玫瑰戰爭，不少人死於非

命，教宗亦派人救助傷亡者。

五、他的性格

加利斯多是位精研教法，及擅長外交的專家，守成有餘，

進取不足。對古典文學不甚熱心。即位後，所有非羅男籍的人

文主義者，都受到冷落，只有法拉 (Lorenzo Valla'1406-1457 

年）尚能保其秘書職位。

在位 3 年 6 個月，於 1458 年 8 月 6 日逝世，享壽 80

歲。首先安葬在梵蒂岡墓地，後又遷往到蒙色拉 (S. Maria di 

Monsorrato) 的聖母堂內。

211 愛好自然者一－碧岳二世 (1458 至 1464 年）

一、少年時代

碧岳二世，名原為愛內厄彼哥羅彌尼 (A Eneas Silvioo 

Piccolomini)• 1405 年誕生在西恩納附近的哥西那諾

(Corsignano) 城。祖先曾為當地的望族，至其父母時，家道

中落，淪為破戶。他在西恩那大學研讀法律。然而，他的興趣

不在法律，而在文學。唯研讀法律卻給他敏銳的判斷力和清晰

的頭腦，對於他日後的行政和外交工作有很大的裨益。

隨後，他又在佛羅倫斯城研究人文學，使他成為一名人文

主義學者。

1432 年， 27 歲時，他為卡布雷加樞機的秘書，並隨之參

加巴塞爾會議。 1435 年，他又朽亞貝加弟樞機 (N. Albergati) 

派往蘇格蘭出差。回來後，他擁護斐立斯五世，以抗歐吉尼四

世。 1439 年斐立斯請他擔任秘書，他便寫了《大公會議學說》

(Libel/a Dialogorwn de Concilii Auctoritate• 1440 年），且致

德帝腓德三世封為詩人之冠 (1442 年）。 1444 年他寫了一本

《愛的故事》 (Euryalur & Lucret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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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丶棄暗投明

1445 年，他離棄了斐立斯五世，與歐吉尼四世和好。九

此他又改良他的私生活，一年後便領受紳品。

次年 (1447 年），他被教宗尼格老五世擢升為特利也塞

(Trieste) 的主教，三年後又調到西恩那城。君土坦丁堡淪陷

的那年，他盡力鼓吹十字軍運動以抗強敵。

1456 年，加利斯多擢升他為樞機。加利斯多逝世後，朽

眾所擁當選教宗，取名碧岳二世。

三、文藝愛好者

他自幼就是文藝愛好者。即位後，又重用兩位學者，更將

文藝復興推展。

首先，是佛拉味比翁多 (Flavia Bionde) 。他自尼格老五

世以來，就一直擔任教宗的秘書。他熱愛古物。碧岳待之如良

師益友，不時邀他陪伴巡遊羅馬古蹟。

比翁多曾寫了一部百科全書，內容分為三部份：羅馬的復

興、羅馬的勝利和義大利圖解。記載古義大利的地形、歷史、

法律、宗教、風俗及藝術。

另位是若望貝沙龍 (John Bessarion)' 他是將希臘文化傳

入義大利的主要人物。他領導柏拉圖學派，與亞里斯多德派爭

論，結果柏拉圖派贏得了勝利。從此，西方哲學界時期由亞里

斯多德所支配的局面便告終止。

四、一位學者

碧岳二世不只是愛好文藝的人，他自己也是位學者。在公

餘之暇，他從事寫作。他的《見聞錄》 (Commentaries) 是研

究當代政治和社會的重要史料。他的書信很生動且寫有人情

味。他是位詩人，歷史家，也會畫畫。他注重教育，先後在巴

爾 (Bale)• 南特 (Nantes) 和因哥斯達 (Ingolstadt) 三城倉

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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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計劃編一部《世界地理》，可惜只完成了亞洲的部份，

有關歐洲的部份今只有殘簡。

五丶政治家

碧岳二世不只是位人文主義者，更是一位政治家。當德國

教士和諸侯聯合抵抗教宗徵收什－稅，且準備召集宗教會議來

抵制教宗。碧岳即發布一道敕令： Excrabilis (1460 年），譴

責和阻止他們的行動。

為了阻止土耳其軍西進，教宗在即位之初，便邀請各圖，

參加在曼都亞的會議，共同籌商收復東方東正教的領域。但是

響應他的並不多，只有威尼斯貢獻了少數船隻作為點綴而已。

六丶愛好自然

碧岳二世是個愛好大自然的教宗。他常利用閒暇到鄉間去

旅行或小住。由於他長期患痛風症，他便坐在轎中由人抬著去

遊山玩水。

從他的《見聞錄》書中，我們可見到他快樂所在。他描寫

故鄉之春，陶狄的風光。小城陶狄 (Todi) 的景色很美，到處

皆是葡萄園和橄欖樹，有山有水，有台伯河谷，在河谷兩側有

不少的城堡和村鎮。

他的故鄉西恩納也為美麗的秀山圍繞，他描述說：「石梯

似的岩石之上布滿著葡萄園，這座岩石直達湖濱，在那裡礁石

與常綠橡樹參差而立，其中有畫眉歌唱。」

他多次在古老高大栗子樹下，或是橄欖樹下，或坐在青草

地上，或在某水泉旁，舉行御前會議 (Con-sistories)• 或接

見外國使者。

每當他經過一道狹谷，或其他事物，都會引起他的注意，

使他發生興趣。例如在藍色的原野之上，有人晾曬白色麻布，

因風搖曳不停如海浪一般，又如布滿山谷的黃色金雀花，甚至

野花蔓草，都會使他稱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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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岳二世為自然美景所陶醉，到 1464 年夏季達到高峰

當時因乃瘟疫肆虐，他便到托斯卡尼阿米亞塔山的一座隱修

院暫居。這座隱修院為栗子樹林所環繞，全部托斯卡尼在其胭

下，西也納的鐘樓隱約可見。教宗非常滿意這裡，因此他規定

一週中－日在此處理教務。「他尋找新的水泉和新的樹蔭，在

那裡處理尚未解決的事務。」

教宗習慣坐在隱修院前，與樞機們聊天敘舊，欣賞大自然

的美景，他對於大自然的描寫是很生動、很熱情的。

碧岳二世在位 6 年，於 1464 年 8 月 14 日逝世，死後安葬

在梵蒂岡墓地。

212 反人文主義者＿－保祿二世 (1464 至 1471 年）

一、少年時代

保祿，名伯多祿巴爾伯 (Pietro Barbo)' 生於 1417 年

2 月 23 日於威尼斯城。本身出生於商人家庭，對財貨追求不

勝其數。對服裝修飾也很講究。當他聽到他的舅父當選朽教

宗 歐吉尼四世，就拋棄行商，立志進修院。

1440 年，伯多祿巴爾伯被舅父升為樞機。 1451 年任為魏

深沙 (Vicenza) 的主教。碧岳二世時又任他為巴都亞的主教

(1459 年）。

二、當選教宗

碧岳在安可那地方逝世後，樞機們使回到羅馬，第一

次投票便選上了伯多祿巴爾伯。他首先願取名為輻摩甦

(Formosus) 二世，但樞機們不喜歡這名字，說此名很俗氣（指

英俊自豪）。他又願取名為瑪爾谷，因為與威尼斯有關係；最

後才選上保祿二世的名字，樞機們才總算滿意了。

三、反抗土耳其軍

保祿為了抵抗土耳其軍，曾歡迎阿巴尼亞的英雄，同：：：：

堡 (Skanderbeg)' 且給他很多錢帶回家。



228 歷代教宗簡史

教宗盡力鼓吹歐洲各國組軍以抗土耳其，但卻失敗。因他

們自身都有問題，而對十字軍已不再戚興趣。教宗卻慈悲琵

懷，收容被鄂圖曼帝國驅逐的難民。

四、反人文主義

保祿二世一生中，最遭人非議之事，就是與羅馬的人文主

義者交惡。理由是教宗將教廷內的「書記學院」 (Collegium

Abbreviaterum) 解散。如此一來，使七十多位學者喪失職業，

或被貶職。

在被貶的人文主義者中，柏拉底那 (Platina) 因勸教宗重

新雇用被解職者，而被教宗押在獄中。

另位人文主義者李多 (Jalius Pompenio Lete)• 組織了羅

馬學院。在此以羅馬英雄代替基督信仰，上演拉丁劇，以異端

儀式來慶祝羅馬開國紀念。在儀式中，參加者稱為司祭，而李

多被稱為大司祭 (Summus Pontifex) 。

羅丐學院正密謀罷免推翻教宗政權，從事政治改革；保祿

先發制人，下令封閉羅馬學院，且將李多等人逮捕下獄。

雖然後來有圓滿的結果，但保祿二世卻披掛上「反人文主

義」的惡名，柏拉底那所做《教宗傳》也強調這一點。直到近

代，歷史家才洗清對他的惡劣印象。

保祿二世不是位人文主義者，大概是因乃經濟拮据，不能

大力支持。但他對傳播文藝的印刷事業頗注意。 1466 年，德

國印刷家孔拉德史威翰 (Conrad Schweinheim) 和亞諾德巴納

斯 (Arnelb Pannartz) 到義大利的蘇比亞谷 (Subiace) 設廠。

次年，保祿邀請他們到羅馬開設第二家印刷廠，並在梵蒂岡添

設出版部。

教宗又將悔過後的柏拉底那受命管理梵蒂岡圖書館。柏

氏在那裡收集豐富的資料，編寫了《教宗傳記》 (In Vitas 

Summorum Pontific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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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業

在外交方面，保祿二世對各國的關係並不良好。他曾與土

王路易十一世和威尼斯長官發生瓜葛。波希米亞王波弟伯來

(George Pediebrad) 與教廷的關係也惡化。唯－成功的，就

是與西班牙保持良好的關係。 1469 年 10 月 19 日，卡斯提爾

的依莎貝拉 (Isabella of Castile) 在凡來多利 (Valladolid) 城

嫁給了亞拉岡的斐迪南 (Ferdinand of Argon) 。他們的婚姻是

西班牙強大的原因。保祿二世批准並且祝福了他們的婚姻。

教宗很重視教廷的改革。在被選之前，他曾向樞機們聲

明，要加強他們對教會的行政工作。

即位之初，以前的許諾沒有付諸實行，但為了安撫樞

機們，就將他們的年薪提高到四千佛羅琳（約等於今日十

萬美金）。

在位 6 年 6 個月又 25 天，於 1471 年 7 月 25 日與世長辭，

死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213 愛好文藝者一－西斯篤四世 (1471 至 1484 年）

一、少年時代

西斯篤，名方濟戴羅威 (Francesce della Rovere)'1414 

年誕生在塞爾地方 (Celle)• 出身貧窮。幼時多病，他的母

親求聖方濟治癒池的病，果然如願見效，便鼓勵他進方濟會。

在該修會內，戴羅威是個很傑出的演講家，不久便仟為該

會的會長 (1464年），保祿二世時又擢升他為樞機 (1467 年）。

二、文藝復興

西斯篤真不愧是一位文藝復興的教宗，他重用的藝徨家

有米諾費沙林 (Mine of Fiesole• 1430-1484 年），安德肋谁埕

基奧 (Andrea de! Verochio'1435-1488 年），桑道鮑弟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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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o Botticelli)' 伯多祿貝路濟諾 (Petro Perugino) 及梅

榮佐福甩等人 (Melozzo de Forli)' 他們都是當代的藝術家。

我們可以將他在這方面的貢獻分析如後。

1. 連立西斯定小堂

這卜堂是請研陘倫斯的已爵彭德利 (Baccio Pontelli) 在

1475 年設註的，但事實上是若望多西 (Giovanni de Dole口所

建築的。最後陷 1483 年 8 月 15 日完成。

堂曰曰畫都由不同的畫家所繪製，有梅瑟和耶穌的像，此

外遣有教宗的。

2 梵蒂岡圖書館

世界曲名的梵蒂岡圖書館始於尼格老五怛，在西斯鷗閂

代，規璞擴充了

此圖書館正式開幕於 1475 年 6 月 21 日，由人文丁義學者

巴弟納 (Bartolomeo Platina) 乃館長，位於西斯汀堂芳 e

圖占館分四個不同大小的房間：第一個較大的收藏拉丁書

籍：次亨的藏有希臘古書；最小叮是檔案處，藏些珍貴的古書，

例如希伯來及阿拉伯文；最後一間是教宗圖書室，藏有歷代教

室的檔案，和很稀有的書，不對外開放。

尼格老五世旿收集曾被忽略．值在巴弟納領導之卜．又重

新整理。在巴氏管理開始時，有 770 卷希臘文和 1757 卷拉丁

文，共計有 2527 卷。直至他死時已增加到 3499 冊。六钳之間

增加約 1000 本．在當時來說，的確是很了不祀。

圖書館所以能聞名於世，不得不歸功西斯坞四毌和巴弟納

兩人。

3 重整羅馬學院

西斯篤花了不少錢在公共建設方面。修築並拓寬了羅丐許

多重要街道，改善供水系統；重建橋梁、城牆、城門及城堡。

在台伯河上造了一座橋，名為西斯窰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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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又重建陳舊的聖神醫院，此醫院有 365 英尺長的病

房，可容納 1000 多病人。

4 重用侄甥

在文藝復興方面，西斯篤四世是重要的；但在倫理方面卻

又不盡然，這就是任用子侄和親戚來擔任教務。

在教會內用侄甥是長久以來的陋習，例如加利斯多三世便

是一個例子。西斯篤更甚之。在他十一個侄甥中，有五位樞機，

一位宗主教，兩位已作了那不列斯的女婿。一個娶烏比諾公爵

的女兒，另一個娶米蘭公爵的女兒。一個侄孫升為樞機；其中

－位為後來的儒略二世；另一位即生活放蕩，最後死於非命的

伯多祿利亞諾 (Pietro Riano) 。所以在教會史上，西斯篤是一

位如此利用職權來提拔親戚者。

教宗的子侄為了擴張權力和土地，從事各種不法的行為，

他不但不加以阻止，更用砷權打擊他們的政敵，例如巴濟事件

(Pazzi Incidente) 。

1474 年，教宗將依摩拉城 (Imola) 封贈其甥耶洛尼莫利

亞略，此城雖是教皇國的一部份，但因接近佛羅倫斯，使統治

者勞倫佐麥迪奇 (Lorenzo de Med面）咸到不安，囚此發生衝

突。 1478 年依摩拉在巴濟領導之下，企圖暗殺勞倫佐，勞氏

雖受傷，究竟也免難。教宗仍藉著勞倫佐和那不列斯聯盟，

企圖南北夾攻教皇國，而將他開除教籍。這種行為實在是有問

題的。

在位 13 年，享壽 70 歲， 1484 年 8 月 13 日與世長辭。死

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214 揮用金錢者一英諾森八世 (1484 至 1492 年）

一丶少年時代

英諾森，名若翰希博 (Giovanni Battista Cibo)• 牛於

義大利的熱那亞城。少年時很放蕩，無惡不作，且與女人發

生肉體關係，生了一男－女，即法蘭傑斯多和戴奧多和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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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etto & Teodorina) 。但自他進入修會後，痛改前非，

如浪子回頭，改變了他生活的方式。

西斯瀉四世的死亡使希博家族勢力擴張。當時奧西尼與哥

倫那家族合作，但傑洛尼莫利亞略的妻子，加大連納史福查

(Catherine Sforza) 派兵佔領天神堡壘，把羅甩弄得滿城風雨。

當時有兩人爭取教宗的權位，一是教宗加利斯多三世的侄

子羅特利高波及亞，另一位是西斯篤的侄子儒略代羅威爾。但

後者見時機未成熟，乃支持熱那亞樞機若翰希博；希博也許下，

若當選必給他所需要的束西。

二、當選教宗

希博樞機的當選可說是儒略代羅威爾 (Gulio de Rovere) 

的大力支持。教宗不久不滿於他，便請愛好文藝佛羅倫斯的勞

梭佐麥迪奇救助。麥迪奇答應。為了報答麥氏，英諾森教宗將

麥迪奇的一個兒子，時年 18 歲的若望擢升為樞機，即後來的

良十世。

教宗又使自己兩個子女的婚姻在梵蒂岡舉行，其鋪張的儀

式比皇家毫無遜色。他又用這些人到教廷工作。可是他們的行

為並不很好，使人咸到改革教廷大有必要。

三、重整羅馬

英諾森也是位愛好文藝者，安於恬靜的生活。凡羅馬市容

的整修，美化工作，都請人來處理。他任命安束尼奧．波米奧

羅 (Anton Pollaiuolo'1429-1498 年）為梵蒂岡花園興建「望

遠樓別館」，又任命安德肋曼太尼亞 (Andrea Mantegna' 

1431-1506 年）在別館附近的一所教堂製作壁畫。但是他多半

將獎賞學者的事託給企業家及紅衣主教管理。

四、神職買賣

在經濟方面，蘇丹幫助教會不少，但教宗仍然苦於財源短

据，收支無法平衡。為了廣開財源，他售賣紳職地位，他認為

這是一條生財之道，所以獲得六萬二千四百杜凱 (Duc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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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增加 52 位掌璽者，每位收取二千五百杜凱的求職金。這

些人的工作，咸不過在教宗的諭令上加蓋鉛印而已。

在羅馬，下自司法宥恕，上至教宗職位，幾乎都可用金錢

攢得。由此可見，上層階級的無法無天，助長了羅馬道德的混

亂。暴亂、搶劫、賄賂、謀殺、復仇之類的事件層出不窮。因

此有人稱，在英諾森期限屆滿之時，世界末日也將至。

五、發現新大陸

在英諾森八世任期內，哥倫布啟程發現了新大陸 (1492

年 10 月）。這個發現對歐洲有很大的影響，並且打開了他們

的眼界。對歐洲的政治、經濟與宗教，都有很大的貢獻。從此，

教會的事業不再只限於歐洲，更擴張到了中南美洲。

英諾森於 1492 年 7 月 25 日與世長辭，享壽 58 歲。在位

7 年 10 個月又 27 天。被安葬在聖伯多祿堂。藝術家波來奧羅

為他造了一座華麗的墳墓。

215 政治教宗－＿亞歷山大六世 (1492 至 1503 年）

一丶少年時代

亞歷山大，名羅德利高波及亞 (Rodrigo Borgia) 。 1431

年 l 月 1 日出生在西班牙的沙帝瓦城 (Xativa) 。他的母親是

教宗加利斯多三世的妹妹。他先後在凡倫西亞、波隆那等地受

教育。

十五世紀的義大利，風俗敗壞，許多教士亦如此，譬如享

受男女之間的情慾，羅德利高也不例外。雖然教宗碧岳二世曾

訓誡過他，但他不從，後來因悔改才被委以大任。 25 歲時被

擢升為樞機， 26 歲便任教廷大臣。

他生了四個孩子：高凡尼、凱撒、喬弗雷和女兒露格萊西亞

二、當選教宗

亞歷山大的當選，可說是受到賄賂的。樞機們要求凡投池

票者，均能獲得好處。 1492 年 8 月 10 日他果然當選 c 人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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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取何名，他回答說：「用所向無敵的亞歷山大帝之名」（明

孝宗宏治五年）。

他的加冕禮很是華麗輝煌，白馬群隊，裝飾美麗如畫，騎

士與顒貴箭隊與土耳其馬兵隊、七百名教士，還有樞機。最後

他自己，年已 61 歲，但肅穆挺拔，健康而活力充沛。人們對

他批評說：「他的砷色清朗，肅穆端莊。」

即位初，羅馬城中發生了二百多宗謀殺案。新教宗把第一個

抓到的刺客處重刑以示眾，全城人民因他這種作法而戚到快慰。

三、愛好文藝

新教宗也很重視藝術和文學。他重新裝飾哈德良大帝的墳

墓，又請賓多來爵來設立梵蒂岡的波及亞住宅。

他重建羅馬大學，聘請了九個傑出的教師。他喜歡歌劇，

同時戚謝羅馬學院的學生們為他表演喜劇和芭蕾舞。他喜歡輕

鬆愉快的音樂。

建築家安多尼桑加羅為他重建天使保壘，至今仍巍峨屹

立。畫家米開朗基羅於 1500 年完成的聖母抱聖屍像，更是干

古傑作。在美化梵蒂岡宮和羅馬各教堂，亞歷山大不惜耗費錢

財。 1500 年聖年朝聖者的捐獻，多用在聖伯多祿教堂的重建上。

在這前一年，教宗曾頒布一道詔書，賜那些為重建聖伯多祿教

堂而捐獻者能得大赦。由此產生弊端，導使馬丁路德的抗議。

四、政治路線

教宗希望使羅馬附近的國家由教會所控制：這由凱撒波及

亞樞機以馬基維利的方式而完成了。

在他即位之初，佛蘭西斯塞多希博將他父親英諾森賜給他

的土地，以四萬杜凱賣給佛吉尼奧西尼。但奧西尼是那不列斯

軍隊中的高級軍官，他將此地轉賣給費南特。結果那不列斯王

國控制了教皇國的兩個要地。

教宗便與威尼斯、米蘭、非拉拉和塞也納組成了聯盟，以

抗那不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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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時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訒為這種局勢，會終止亞拉岡[

國在南義大利的勢力，使勸敦宗與費南特協定和約。雙万氫

乙 C 奧西尼給教宗四萬杜凱，亞歷口大也答應使自己的兒子若

望娶那不列斯的美女桑西亞 (Sancia)· 以詰秦晉之好。

那時．哥倫缶發現新大陸· 且將印度群島贈送給西班卟國

玉。但葡萄牙卻以加利斯多二世的敕令要永得到新大陸 此奴

今曾允許所有大西洋的土地歸葡萄牙所有。西坻牙政府反駁

說，這敕令只指束大西洋而己。雙方爭執不卜，便請教宗朱主

持公道。

亞歷山大便規定亞迪群島和佛迪角群島以西兩百海哩，促

北極向南極劃分一條線，以西所發現的土地配給西班牙，以束

則由葡萄牙所管，條件是要他們努力傳揚聖教，使人民皈依教

會。從這件事i: . 提高了教，f在國際士的聲威

教宗與i去E的關係芷不是很好。査理八世於 1494 年侵入·

義大利，且南下想吞併那不列斯。但教宗聯合威尼斯、日爾曼、

西班牙與米蘭，組成了神聖同盟 (1495 年），法軍才退出。

那時護法的沙弗那拉 (Savonarola) 教十起來反抗政府和

教宗，但為佛羅倫斯城人逮捕目燒死。

五、鞠躬盡瘁

酉歴山大六世的晚年是很順利且愉決的。女兒嫁給公爵之

後，受到所有其拉拉人的敬重· 兒子也完成尸也的指示，成与

捫軍與行政官。那時威尼斯大使讚揚他說髻「戌樂、積極、皿

所牽掛、一無煩惱」。當他 70 高齡時，人們對他的批評是：「也

似乎一天比一天年輕」。

教宗終於在 ]503 年 8 月 18 日去伊，孚壽 72 歲，在亡］］

年又 7 天。最先被安葬在梵蒂岡，後來遷到其舅父加利瞬乞

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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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和平天使－碧岳三世 (1503 年）

一、少年時代

碧岳三世，名為方濟庇可羅米尼 (Francesco Todeschini 

Piccolomini)'1439 年 5 月 9 日誕生在比恩沙城 (Pienza)•

為碧岳二世的侄子。 19 歲時便被擢升為西恩納主教。

保祿二世曾任命他朽布拉格使者 (1464 年），與德帝斐

德烈三世建立外交關係。 1492 年被召回羅馬。

英諾森三世命他管理翁比亞地區，但在亞歷山大六世時，

又派他為駐法代表。

亞歷山大六世死後，樞機團勢力分三派：親德帝、親法及

親西班牙。可是這三派都得不到理想的票數，最後樞機們便選

上了庇可羅米尼，取名碧岳三世。

二、和平教宗

新任教宗是位正直無私，且是個沉靜虔誠的人。卡瑪多來

斯的將軍伯多祿代非諾批評他說：「我們的心歡喜踴躍，我們

流著喜淚，因乃上主終於給他的子民一個良善的牧者，砷聖無

罪者。」

另一位同時代者也說：「他無空閒，他看書的時間是在黎

明。早上祈禱，中午接見外賓。他很節制以至於每隔一天吃一

晚餐。」

三、改革教會

1503 年九 9 月，碧岳三世召集樞機會議，對他們說明教

會改革可歸納兩點：第一，教會改革包括教宗、樞機及教廷在

內；第二，恢復基督王國內的和平：「我不願做戰爭的教宗，

但願為和平的教宗」可說是他的名言。

教宗身體多病，醫生對他病症難治而威到失望，因此同年

10 月 18 日便與世長辭了。

那天羅馬城正下大雨。信友們不顧大雨的衝擊，都去瞻仰

他的遺體，如對待聖人般地親吻他的腳，那時有位史家西及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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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西奧 (Sigismond Tizio) 敘述說：「碧岳三世的死亡是教會

很大的損失。」

217 捍衛教皇國者一儒略二世 (1503 至 1513 年）

一丶少年時代

儒略，名儒略代拉羅威爾 (Guiliano de Ila Rovere)• 於

1443 年誕生在沙沃那 (Savona) 附近的阿比索拉 (Albisola)

地方。他的父親拉法厄羅是教宗西斯篤四世之弟。

儒略在其舅父當方濟會長時，在貝路濟亞方濟會院就讀，

且在那裡晉鐸。 1471 年，他的舅父當選為教宗時，他也被任

為卡本特拉 (Capentras) 主教．接著又升為聖伯多祿鎖鏈堂的

樞機，不久又為亞味農總主教。

從 1480 年至 1482 年，儒略被派為駐法大使，以便處理法

王路易十一世和奧王馬西米連有關布根產業之事．成績非凡。

西斯瀉四世死後，儒略在教廷勢力強大，他支持英諾森八

世的當選，但卻與波及亞和史福沙兩位樞機交惡，理由是因為

爭權之故。所以當羅特利高波及亞當選為亞歷山大六世時，儒

略便退出羅馬到奧西亞隱居一段時間。

二、與法關係

在法王查理八世 (Charles VIII !'Affable'1470 年 6 月 30

日 -1498 年 4 月 7 日）進攻義大利之前，儒略曾到法國。希望

法王支持他改革教會。他曾與法王到義大利。 1494 年 12 月 31

日他企圖以召集會議來推翻亞歷山大六世。但當教宗與法王在

1495 年簽訂和約時，卻給儒略一重大的打擊。

三、當選教宗

1498 年他與亞歷山大六世和好，但當凱撒波及亞攻擊儒

略的侄子要繼承烏比諾時，和平又成泡影，次年他又離開羅

馬，到法國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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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弋世死後，懦略再回到羅丐選舉敎宗。比格羅尼

當選為碧岳二世，可厝即位不到－個月便去世，儒略便登上了

伯多祿的寶座。

四、外交關係

亞歷山大六世恢復了教皇國，儒略二世方善予管理。他以

外交和戰丑來保護教皇國。

1508 年嗚西米連皇帝與威尼斯交戰，又與法王路易十二

士 (Louis XU le Pere du Peuple'1462 年 6 月 27 日- 1515 年 1

月 1 日）聯盟對付威尼斯。次年教宗參戰，希望將失地黎米尼

(Rimini) 及法恩沙 (Faenza) 等收回。

囚乃威尼斯不願意放棄所佔領的教皇國城市，教宗便與皇

帝、法國、西班牙訂立團布來聯盟 (Cambra口，以抗威尼斯。

聯軍在亞仰德洛 (Agnadello) 地方擊敗威尼斯。

但教宗顛意毀滅威尼斯，更不願法國勢刀進入義大利，因

此便與威尼斯談和，而又組織威尼斯、西班牙和瑞士軍隊應付

法國。法國便發動戰爭，教宗再上戰場，親自參加了未朗道拉

(,11,,1irandola) 保壘戰，但為法所敗。

路易十二世為了要打擊儒略－世；便下令在比沙召開 次

大公會讓。但教宗以閃電之速度做對抗，把兩位受誘的樞機革

職，目親自在羅馬召開大公會議。

五、第五屆拉特朗大公會議

法王十·一世在比沙會議中，宣缶了－項大公會議高於教

宗。這使儒略二世大怒，把該會的樞機和主教們開除教籍，且

於 151 l 年 7 月 18 日，頒發詔書，在羅丐舉行大公會議。

會議始於 1512 年 5 月 10 日，出席者有 15 位樞機， 79 位

主教和教長。

在會議中，教宗重申禁止以賄咯來選舉教宗·嚴禁格鬥等

規則。會議又申斥冒名的會員。

1438 年· 法王查理七世 (Charles VII le Victorieux'1403 

年 2 月 22 日- 1461 年 7 月 23 日）宣布，《布日國事詔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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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釐訂法國教會的職權，不准教

廷干預法國主教的任命，禁止教士以其首年俸 (Annates) 獻

予教宗。就是說，法國自行建立了類似國家教會的組織。但為

此會議所斥。

六、藝術家

儒略是位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教宗。在《萬年千秋》

(Agony & Ecstasy) 書或電影中，描述他與米開朗基羅的故事。

是他把舊式的聖伯多祿堂摧毀，重新建築我們今日看到的宏偉

教堂，西斯汀小堂及梵蒂岡博物館。

儒略二世又將布拉馬德 (Bramante) 、辣法厄羅

(Raphaello) 等藝術家引進了羅馬。將這些「楚才晉用」的人

物以重金厚待，使他們盡量地發揮他們的才華，為教會服務。

因此在教宗的領導之下，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如雕刻、繪畫、

建築等達到空前絕後的黃金時代。

在儒略二世的墓上，刻有米開朗基羅所做的梅瑟像，這象

徵他是位英雄。然而他個人的紀念物乃是聖伯多祿大殿，這座

具有穹形圓頂的教堂是他與布拉馬德共同設計的，他於 1506

年奠定其基石。可惜他沒見到它的完竣。

他在位九年，於 1513 年 2 月 21 日與世長辭，享壽 70 歲。

死後被安葬在聖伯多祿大堂內。

218 偉大的學者＿－良十世 (1513 至 1521 年）

一丶少年時代

良，名若望麥迪奇，是佛羅倫斯羅稜佐之子。自幼就受過

良好教育。他先受教於馬西里歐非西諾，繼而由加康弟士處學

希臘文，又由拜畢那那裡學哲學。

13 歲時，進入其父重建的比沙大學，專攻哲學與神學．

教法與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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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其父去世，他便回鄉，且助其兄比羅維持動盪不定

的政權。倒楣的是，當他回到佛羅倫斯時，比羅被推翻了，他

便逃出，最後去到亞歷山大六世那裡，且居住在羅丐。他待人

謙虛，態度和藹，寬宏大度。他被稱為「享有貞節之名，毫無

瑕疵的人」。

當儒略二世在 15且年命他持節管轄波隆那與羅馬娜時，

他的地位便恢復了。他加入教皇軍的隊伍，在軍中鼓舞士氣；

後又加入西班牙與教皇聯軍，攻陷佛羅倫斯，與其兄弟恢復佛

城政權。

二、當選教宗

他不久便被召到羅馬。於儒略二世逝世後便當選為繼承

人，取名良十世。他之所以當選，可能是因為他善良的本性，

機敏與謙虛，以及以對文藝的慷慨資助聞名。

銀行家戚吉在一輛車上刻了一句讚頌他的話，說：「一度

是愛砷（亞歷山大）統治，其後由戰砷（儒略），現在則由智

慧之呻管轄。」

良十世對其兄說：「讓我們共享教皇大權吧！因為這是主

所恩賜的。」

三、愛好文藝者

新教宗對文藝學術很重視。 1513 年他頒布了一道敕令，

將兩座經費短絀的學術機構：聖宮學院和市立學院，合併成羅

丐大學，又增添教授的陣容。

他的貢獻之一是：創制對閃族語系的研究。在羅馬大學設

立一個教授教希伯來文。他很賞識吉達索里歐的著作－－希伯

來語文法。

因他喜愛文藝學者，所以將一些人，例如沙都雷多及拜畢

納等，晉升為樞機。

公元 1515 年，良教宗任命拉法爾整理古物。他獲得其他

人的協助，想了一個頗不平凡的考古計割。他請教宗以教會權

威來保存所有的古典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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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蹟古物的尋獲，影響了整個藝術與思想，這對布曰辶霫

哥、阿伯提、布拉曼德等人影響更深刻。

古典的誇耀很明顯地在新建的聖伯多祿教堂表現出來

教宗請布來曼德、米開朗基羅、拉法爾等人為此堂做畫雕旳

工作。尤其是拉法爾，教宗授命他監理教廷所有的建築與藝術

部門。

四、政治關係

教宗最成功的是與法國的關係。 1513 年他與法王路易

卜二世和好，法王承認拉特朗會案。其後路易堂侄方濟一世

(Francois I'1494 年 9 月 12 日- 1547 年 3 月 31 日）與教廷

又簽訂協約 (1516 年 8 月 18 日），因此條約，法王可任命t教、

會長和地方首長。

五、拉特朗大公會議

第五屆拉特朗大公會議是儒略二世召開的 (1512 年）。

然而他卻於次年去世，良十怛乃繼承其志。

在第六次集會中，教宗組織芒個委員會：首先是管理公教

國的諸侯如何使之保持和平；其次是改革教宗會；最後是如何

保持信仰，以及拔除分裂的惡苗。

這次大會雖有條改革的法令，但其效果甚微。大多數的事

項未能見諸實行。

六、樞機們的反叛

1517 年，樞機們在柏特魯奇 (Alphonso Petrucc口領導之

下想推翻良十世。結果陰謀洩漏，教宗嚴格執行，將主腦坂

徒柏特魯奇拘捕且處死刑，其他的人罰以重金，但有些卻逃脫

異鄉。

教宗因此擢升了 31 位新樞機，其中有不少優秀人物，例

如：康培爵、烏特的亞弟盎（亞弟盎六世）、道明會會長湯

瑪斯德維奧。湯瑪斯又被稱為加也當樞機，是當時最著名的紳

學家。



242 歷代教宗簡史

由於樞機團的改進，良十世做了某些彌補，且為後來的教

會播下了良好的種子。

七、路德的叛變

1507 年儒略二世和 1514 年良十世，為了尊敬聖伯多祿宗

徒，在羅馬要興建一座大殿，而頒布各地教友得大赦的條件：

可藉懺悔、領聖體和為建堂捐款得大赦。

1515 年教宗任命巴登堡的阿白特到德國宣傳，阿白特卻

是路德反叛教會的導火線。因為阿氏僅將募捐的一半作為羅馬

建堂費用，自己卻保留了另一半。

阿白特又派道明會士德則爾向人們解釋大赦的意義和用

途。當德則爾到味登堡時，受到路德的攻擊。

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在味登堡大學教堂門前貼上了

著名的《九十五條論文》，說明大赦的價值和效果。

同年 12 月，阿白特將路德的論文呈給教宗。次年 6 月羅

馬教廷宣布路德的言論為異端。 H 月 9 日又禁止路德談論此

事。 1521 年 1 月 3 日，良十世頒布《羅馬教宗適宜》敕令，

絕罰了路德，因而路德的反叛便展開了。

良十世並沒有看到這些事的後果。他於 1521 年 12 月 1 日

與世長辭，在位 8 年 9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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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宗教改革時代

(1521 至 1648 年）

宗教改革是形成近代世界的一股重要的力量。自卜六世紀

至十七世紀中葉，可說是宗教改革的時代。

在逗時期宗教問題激烈的程度，弄得人們為了信仰而國破

家亡。在此時，雙方：羅丐天主教與路德等派，相爭不下。最

後在魏斯伐利亞條約 (Treaty of westphalia'1648 年）中，才

承認對方的存在，改革者各派才被泛稱為新教。

歐洲本是一個宗教的地區，由於路德開始叛離，終分乃

二。歐i州於是不再是整個的公教國家，南部義大利、西班牙等

屬天主教，而北部則由新教領導。

這時，有件可喜的事是，因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使羅馬

教會因禍得福。教會的傳教事業不再限於歐洲，更擴展到美

沿I 、非洲，甚至亞洲。這也可說是天主所安排的。

壹、特利騰大公會議前期

219 亞弟盎六世 (1522 至 1523 年）

一、少年時代

亞弟盎，名亞弟盎佛羅稜士戴德 (Adrian Florence 

Dedal)• 荷蘭人。生於 1459 年 3 月 2 日，是十六世紀第一乃

改革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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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時，他的母親將他送到史威爾和登文特修士那裡讀

書。 17 歲時便進入魯汶大學攻讀。畢業後在該處執教砷學。

1497 年為魯汶聖伯多祿堂紳父，繼而又任該大學校長。

1515 年布根弟的瑪嘉烈女主請他到宮中工作。隨後又被德帝

馬西米連 (Maximilian I• 1459 年 3 月 22 日- 1519 年 1 月 12 日）

請到宮中，任他的曾孫查理的導師。同年又派他出使西班牙，

在那裡與喜美內樞機 (Ximenez) 為友。

1516 年斐迪南五世駕崩，亞弟盎被任命為卡孫爾的總理，

直到查理一世登基為止。此後他又被升為多爾多沙的主教。一

年後，因查理一世的推薦，被擢升為樞機。

二、當選教宗

良十世死後，在羅馬的樞機們選他為教宗。他大為彆谔，

因為他並不在場參加選舉，但他認為是天主的意思，便接受

了。樞機們選他的原因，大概是希望他能與皇帝協同剷除德國

境內的混亂。

他對義大利的情形是很陌生的；對藝術並不很咸興趣，雖

然他敬重厄克 (John Eck) 和厄拉斯姆 (Erasmus) 等人，但

不很重視人文主義。

三、改革教會

他是一位不計任何代價來決心表現基督精紳的教宗，希望

教會回到基督時代的虔敬和聖潔。對教會的各種弊端他都大刀

闊斧地去改革。

亞弟盎，取消了良十世所簽訂付給那些購買聖職者的年

金。他阻止聖職的買賣，嚴懲收受賄賂或侵吞公款者，且要求

工教們和樞機回到自己的教區，向教民解釋這德的意義。乂嚴

徵那些過奢侈生活的人們。當時一位威尼斯大使寫說：「所有

羅馬人十．看到教宗實行各項改革的事，都恐怖異常。」史家

蘭克 (Ranke) 卻讚揚他說：「亞弟盎，是位很正直、熱心、

笑容常在、良善、純潔，且是位熱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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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丶政治關係

在當時，歐］州局勢也很混亂。法王與德帝互相敵視。那時

索利馬二世進攻匈牙利，教宗希望歐洲公教國家能同心合力

地對付士軍，這些國家卻互相爭勢。德帝查理五世 (Karl V• 

1500 年 2 月 24 日- 1558 年 9 月 21 日）卻與英國的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491 年 6 月 28 日- 1547 年 1 月 28 日）簽訂條約，

以攻擊法國。

同年 12 月 21 日，土耳其佔領羅德島，這是西歐在東地中

海的最後一個據點。因此謠傳他們正計劃征服義大利。教宗於

是與查理五世組成聯盟以抗強敵。

五、傳教事業

亞弟盎，很關心傳教事業。他發現在美洲需要很多教士們

去工作，便派方濟會士前往。為了鼓勵他們，他寫了一封詔書

安慰他們，同時又給那些會士一些特權，使他們在傳教事業方

面能迅速發展。

六、鞠躬盡瘁

亞弟盎，於 1523 年 9 月 14 日與世長辭，享壽 64 歲。他

在遺囑中表明，要把他的財產分給窮人，且以最簡單安寧的方

式來追淖他。

亞弟盎，生在文藝復興時代而不能了解那個時代，是件可

惜的事。但文藝復興時代竟不能容忍一位想表現基督精紳的教

宗，更是一項罪惡與愚行。

220 格來孟七世 (1523 至 1534 年）

一、少年時代

格來孟，名儒略麥迪奇 (Giulio de Medici) 。公元 1478

年 5 月 26 日誕生在佛羅倫斯城，乃猶連亞諾和安多妮亞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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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後不久，由於巴齊叛亂，其父被殺，便由其祖父勞倫佐麥

迪奇所撫養 3

1513 年 5 月 9 日，他被表兄若望麥迪奇（教宗良十世）

擢升為佛羅倫斯主教。同年 9 月 22 日又被升為樞機，然後又

為羅丐的行政長官，並擔任教皇國內的首席教廷大臣。

他在第五次拉特朗大公會議末期很活躍，且將會議定案在

自己教區內實行。

二、當選教宗

良十世死後，他曾到羅嗚選舉教宗，但敗於亞弟盎六世。

亞弟盎只做了－年的教宗就乂逝世了。

第二次的選舉延續了 50 天，是由於儒略與亞歷山大華內

斯的競爭，最後儒略因政治的聲譽而贏得了勝利。

新教宗與其表兄良十世的作風有所不同。他夙夜匪澥，節

儉肅穆，沒有前任教宗教授般的氣質，而具有王侯家族中大封

主的尊嚴。良十世容貌醜陋，但和氣，吸引人，而且擅長外交。

格來孟七世儀表英俊、高大、富貴、溫文有禮，品德高尚，喜

愛且提倡文學、學術、音樂和藝術。羅馬人對於他的當選歡欣

雀躍，認為是良十世黃金時代的再現。學者班柏 (Bembo) 預

言他將是教會歷來最卓越和最聰慧的統治者。

即位初，他將所有的俸祿撥發給樞機們；又聘請學者們來

參與教會的工作。他處事公平合珅，隨時接受覲見。對每個人

都很客氣，深受人們的愛戴。

三丶新教問題

在格來孟七世時代，歐洲發生很多問題，即：新教的興起、

法王與德帝的爭執、英國亨利八世的婚姻和教會改革等事。

對新教之事，教宗派勞倫佐康培爵 (Lorenzo Campeggio) 

為教宗代表，參加紐倫堡會議 (1524 年）。他向皇帝保證教

會支持吳爾姆會議 (Diet of Worms'1521 年）的措施，以抗

馬丁路德，但教宗又鼓勵皇帝與路德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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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孟不賛成召開大公會議，理由是怕歷史的重演，即所

謂的大公會議運動。他與查理五世在波隆那討論這事，但朽i應

付新敎，找不到一種妥協的方法。

四、法德之爭

法與德的爭勢在於如何統冶西歐，即包括義大利。教宗卻

希望兩國保持友好，互不相爭侵犯，以保持歐洲的和平。但他

的話卻不為兩個國家所重視。

就在這時，發生著名的巴味亞之戰 (Pavia• 1525 年）。

查理五世打敗且俘虜法王方濟一世。不久，後者以金錢賄賂而

取得自由後，乃報此仇，與威尼斯、米蘭、佛羅倫斯締結哥那

克聯盟，以抗德帝。

那時，與查理五世和好的格來孟七世，因受不了皇家的壓

力，也參加了哥那克聯盟。德帝迎戰，聯盟國退出，只剩下教

宗的勢力。

查理領軍南下，向羅馬進發，沿途大肆劫掠，於 1527 年

5 月 6 日猛攻羅丐。此戰役史稱「羅馬的浩劫」 (The Sack of 

Rome) 。在今聖伯多祿大殿右側地方，保護教宗的瑞士衛隊，

約 147人，勇敢作戰而死，使教宗安然脫困，前往天神堡壘雎難。

教宗在此被圍 7 個月後，又喬妝逃往奧味多，一年後始返

回被蹂躪不堪的羅馬。

1530 年 2 月 24 日，教宗與德帝重歸於好，在波隆那城為

查理五世加冕。兩年後，與皇帝討論義大利諸國之事。

教宗在馬賽會見法王方濟一世，且在那裡為他的侄女凱瑟

琳麥迪奇 (Catherine Medici) 和他的兒子亨利二世主持婚禮。

教宗雖願討好兩國的君王，但終歸失敗。

五、英王亨利八世的婚姻

1527 年，亨利八世請求教宗解除他與凱瑟琳 (Catherine

of Aragon) 的婚姻。格來孟七世知道凱瑟琳是德帝的舅母，丕

願得罪，另方面希望英王對宮女安納保琳之事能漸冷淡，面採

取緩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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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教宗派勞倫佐康培爵出使倫敦，與英樞機魏爾色

(Thomas Wolsey) 商討此事。

公元 1534 年 3 月 23 日，教廷正式宣布英王亨利八世與

凱瑟琳的婚姻有效。在英國方面，即早－年的 l 月 25 日英王

以與安納保琳的婚姻也有效，英國教會最高領袖湯瑪斯卡蘭美

(Thomas Cranmer) 乂宣布英王與安納保琳的婚姻合法。

同年 7 月 11 日，英王乃教宗所罰；次年 H 月 3 日為答覆

教宗的敕令，英國方面宣布亨利八世訪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

與羅馬教會有平等的地位，從此英國便脫離了羅丐公教。

六、藝術方面

格來孟七世自幼受到愛好文藝的勞倫佐的影響，對藝術方

面也很重視。

羅馬城雖被德軍大肆掠劫，髒亂不堪，但不久又恢復了舊

觀，成為西方世界文化藝術的屯心。

他任期內最偉大的繪畫是在君士坦丁廳畫成的：羅丐諾畫

的「十字架的顯靈」和「米維安橋之戰」，班尼的「君士坦丁

受洗」，柯里的「君士坦丁將羅馬贈給教皇」。

與教宗同時代的畫家有盧西安諾 (Sebastiano Luciano) 、

貝路西 (Baldanare Peruzzi) 等人。

他更器重米開朗基羅的才華，請他為麥迪奇家族設計他們

的墳墓。又請他草擬勞倫佐圖書館的計劃。這圖書館要相當的

堅固和寬敞，以便能完全收藏麥氏所有的書籍。這在米氏的監

督下 (1526 至 1527 年）完成了。

七、鞠躬盡瘁

格來孟由於外務繁多，無法注意教內的改革。法德的爭

執，使他產生無法一腳跨兩橋的態度。

當他逝伊時，英國、丹麥、瑞典、半個德國、一部份瑞士，

脫離了羅馬教會，南歐包括義大利、西班牙等，仍然信仰羅馬

公教，且保有文藝復興時期的特色：自由思想和自由生活。



第十一章 宗教改革時代 249

格來孟七世是教史上不幸的教皇。每個人因他的即位而歡

欣，也因他的逝世而慶幸。他於 1534 年 9 月 25 日與世長辭，

被安葬在良十世墓旁。

貳、特利騰大公會議時期

221 保祿三世 (1534 至 1549 年）

一、少年時代

保祿三世，原名亞歷山大華內斯 (Alexandro Farnese)• 

1464 年 2 月 29 日生於義大利加尼諾小鎮，出身貴族。華內斯

自十二世紀以來是個很有勢的家族。

他在羅馬受教，後又在佛羅倫斯讀書，與若望麥迪奇為

友，他的勢力在教會裡迅速地興起。

1493 年亞歷山大六世擢升他為樞機，大概是由於教宗與

他姊姊茉莉亞的認識。他服事了四個教宗：儒略二世、良十世、

亞弟盎六世和格來孟七世。

他有四個子女，當他被選後，他擢升了兩位孫子為樞機。

這種行為使教會人士及改革者產生很大的反戚。

1519 年晉升司鐸之後，從此改變生活，開始喜歡打獵及

藝術。

二、當選教宗

格來孟七世彌留時，曾推蘑他為唯一繼承人，因此選舉會

只開了幾小時便順利當選，取名保祿三世。

即位時，他已是位 66 歲的老人，但他所做的事，卻是偉

大的，由如若望廿三世一樣。

他寵任自己的家族，將原屬教宗國的巴爾馬公國給了自己

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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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樞機團

改革教會一向是教宗們的主要目標，有些做得並不徹底，

保祿三世在這方面可說是做到了。首先從教會弊病的根源＿

樞機團—一改革起，於是在擢升樞機時非常謹慎。如 1535 年

將英國的若望費雪爾 (John Fisher) 升為樞機，與他同時還有

西蒙內達 (Simonetta) 、加拉西奧羅 (Caraciolo) 、本篤會士

高德塞 (Cortese) 等人。

保祿三世所提升的新樞機都是重要人物，因此幾年之內他

使樞機團面目更新；同時，又請他的樞機，組織一個革新的委

員會，首領伽斯巴利康達利尼樞機 (Gasparo Contarini)• 這

些人物都是後來改革教會的中堅份子。

四、召開特利騰大公會議

保祿了世任期內最重要的是，就是特利騰大公會議的召

開。 1544 年 H 月 19 日，教宗在《耶路撒冷喜樂吧！》 (Laetare

Jerusalem) 敕令中，宣布次年 3 月 15 日大公會議正式開幕，

但因很少主教參加，所以擱延至 12 月 13 日舉行。

大會主席是教宗代表戴蒙德 (Del Monte) 、塞維尼

(Cervini) 、波爾 (Pole) 等三位樞機。最初出席者有 25 位

主教、 5 位修會會長，和 50 位神學家、法學家，查理五世也

派了馬多路索 (Card. Madrusoo) 樞機為代表。

1546 年 1 月 22 日大會報導兩項主要的工作：定斷教會的

信仰道理和改革教會。 4 月 4 日第四次會期討論宗徒傳統與聖

經並馳，有同等價值；同時又聲明聖樂業的聖經是正確合法的。

6 月 7 日第五會期討論原罪的意義；又論「成義」，這是

最激烈的問題之一。

第六會期可說是大會最重要的會期，因他詳細解釋教會的

道理。第七會期 (1547 年 3 月 3 日）討論聖事，尤其論聖冼

和堅振，又刊出一些改革教會的項目，例如：宣講者的義務、

主教的資格等。第八會期卻因故而停頓了四年之久。



第十一章 宗教改革時代 251

羅馬方面並不滿意會議的地點，因皇帝的緣故而應許 f 。

1547 年春，特利騰城鬧瘟疫，會議便遷往波隆那城，有些主

教拒絕遷往。最後皇帝還是請主教回到特利騰城，教宗反對，

因此會議於 1549 年 9 月 17 日擱延了。 n 月 10 日，保祿三世

與世長辭，大公會議也因此休止了一段期間。

五、鞠躬盡瘁

歷史家們對保祿三世有良好的批評，雖然年輕時放蕩不

羈，然有人說：「保祿三世最偉大的性格，是能聽多方面的言

論，接受教會方面的言論，且盡量實行之。」在臨終時，他引

用聖經上的一句話：「我盡量去改除我的缺點」。

保祿三世是偉大的教宗，他面臨兩個強敵：法王方濟一世

和查理五世；卻擁有儒略二世的精力和良十世的聰敏，故能排

除萬難，召開特利騰大公會議。這會議不但在當時，且在教會

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是他名留萬世。

保祿三世於 1549 年 H 月 10 日逝世，享年 81 歲，被安葬

在梵蒂岡墓地。

222 儒略三世 (1550 至 1555 年）

一丶少年時代

儒略，名若望戴蒙德 (Giovanni M.C. de! Monte)'1487 

年 9 月 10 日誕生在羅馬城，出身於律師家庭。先後在貝路濟

亞和波隆那城攻讀法律，後又到羅馬名學者辣法爾布朗多利諾

(Raphael L. Brandolino) 那裡學習。

他又在道明會士卡大利諾指導下就讀砷學，不久成為儒略

二世的大臣。

1511 年他繼其舅父安東尼的位，為西邦多的總主教。兩

年後，參加第五屆拉特朗大公會議，擔任要職。 1520 年擢升

乃巴味亞主教，接著又在克來孟七世在羅馬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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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廷要職

1534 年，保祿三世派他到波隆那研究會議的場所。兩年後

被擢升為樞機；七年後（年），又被任為巴肋斯弟納樞機主教。

為整頓教會，保祿三世召開大公會議，且派戴蒙德、塞威

尼 (Cervini)' 和英國波爾 (Pole) 三位樞機為大會的主席。

他便在 1545 年 12 月 13 日舉行了特利騰大公會議的開幕典禮。

三、當選教宗

保祿三世駕崩後，樞機院中分為三大勢力：一、凱撒派，

即擁護查理五世者；二、法圖派，擁護法王者；三、華內斯

派，即保祿三世家族，這派人均希望其家族的侄甥輩們能競選

教宗。

然而人們都看中了戴蒙德，他在眾望所歸之下被選，取名

儒略三世（明世宗嘉靖廿九年）。時為 1550 年 2 月 8 日。

四、慶祝聖年

新教宗當選的那年，正巧遇聖年，因此在他加冕後兩天，

便宣布聖年的慶典。按亞歷山大六世的規定，在聖伯多祿堂舉

行開啟聖門典禮。

儒略三世用金鎚敲打門三次，且用聖經的話說：「請給我

敞開正義的門，我要進去向上主謝恩；正義的門，惟獨義人才

能進入此門。」（詠一一八 19)

隨後，教宗灑聖水，右手拿著十字架，唱讚主曲，接著便

進入大堂，樞機們和教長們也隨之。

五、繼開大會

教宗繼承保祿三世的遺志，於即位那年 n 月 14 日宣布繼

續召開特利騰大公會議，且定在次年 5 月 l 日正式舉行。又派

克瑞森西樞機 (Marcello Crescenzi) 為教宗代表。

德國方面約有 13 位主教參加。 9 月 1 日，第十二會期討

論聖體聖事的道理，證明耶酥基督是真在聖體聖血中。 10 月

n 日的第十三會期，頒布了這端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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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月 25 日第十四會期討論且頒布了告解及臨終聖事的這

理。又論及告解的重要性，赦罪的神力和做補贖的責任。

1552 年 9 月 16 日，教宗頒布有關教會改革的事項，例如

主教行政的組織、會士與教區砷父的關係、隱修規則、神職人

員的服裝等。

查理五世也邀請 些基督教人士參加。雖然大會教長很慈

祥地款待他們，但他們並不滿意會議的作法，希望恢復君土坦

斯及巴塞爾的會議議案一會議高於教宗。

那時沙森尼的毛利斯 (Maurice of Saxony) 攻擊皇帝，特

利騰受到威脅，會議因戰爭而暫停。

在這時，教宗與德帝對抗法國，法國主教們因政府的限制

無法赴會，但這期參加的人比以往多。

六、傳教事業

儒略教宗很重視傳教事業，尤其是對印度、遠束、美i州的

教務。

1553 年，瑪利繼任為英女王，教宗派波爾樞機去扶助皇

后重整英國天主教的事業。雨年後，教務大振。可惜她在位很

短 (1554 至 1558 年），教務也因瑪利的去世而消沉了。

在儒略時代，耶穌會士伯多祿加尼西在德國傳教，不少的

基督教因他而歸正羅馬公教。他被稱為「基督教的鐵錘」。聖

方濟沙勿略前往印度及日本傳教。最後正想到中國大陸時，於

1552 年，死於廣東的上川島上，教宗又鼓勵方濟會及道明會

十們前往美洲為主傳揚福音。

七、愛好藝術

儒略也是位愛好藝術的教宗。即位時聘請費利孟德、阿瑪

塞奧及保羅約味奧到教廷工作。

他指派瑪塞祿塞味尼（即未來的瑪塞祿二世教宗）管理梵

蒂岡圖書館，且重整羅馬大學；同時又聘請米開朗基羅匡聖汩

多祿大堂的主要設計者。在人民廣場附近又建立一座豪華的

「儒略宮」，在那裡度其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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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 年，教宗又請當時名音樂家巴肋斯弟納 (Pierlulgi

Palestrina• 1525 - 1594年）擔任聖伯多祿教堂歌詠團的指導。

為了敬愛這位知友，於 1554 年，巴氏編了《請看，偉大司鐸》

Ecce Sacerdos Magnus 彌撒歌曲。

儒略教宗在位五年，於 1555 年 3 月 23 日與世長辭，享年

68 歲。

223 瑪塞祿二世 (1555 年）
瑪塞祿，名瑪塞祿味尼 (Marcellus Cervini) 。 1501 年

5 月 6 日誕生在托斯卡尼的蒙特布西亞諾 (Montepuciano of 

Tuscany) 。離西愿納城不遠的地方。

他的父親曾在英諾森八世時代，在聖赦院裡擔任書記工

作。繼後，又在亞歷山大六世時為安哥納城 (Ancona) 的副

財政部長。

他自己在西恩納城就讀，且研究人文王義；不久後被格來

孟七世召到羅馬，繼承其父修改日曆的工作。他與教廷的人文

學者關係良好。

1539 年 8 月，格來孟教宗擢升他為樞機。次年，派他前

往調停法王方濟一世和查理五世的關係。 1543 年又為教宗使

者，赴德國與查理五世交好。

特利騰大公會議時代，被選為大會主席之一。 1548 年又

被任為梵蒂岡圖書館館長，且負責改革教會委員會之事。

儒略三世重用自己的親戚，受到瑪塞祿的批評。為此，教

宗革除他古比奧主教 (Gubbio) 的職位。

儒略三世驾崩後，樞機們雲集羅馬選舉新教宗。在四天內

(4 月 5 日至 9 日）瑪塞祿便被選，取名瑪塞祿二世（明世宗

嘉靖卅四年）。

他在位的時間很短，只有 23 天。但在這些日子，教宗派

安琪罷瑪沙助利 (Angello Masarelli) 為大公會議的秘書，負

責大會文獻的修整，且希望早日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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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務方面，教宗派使者到法國和德國，以視察當地的教

務。他對耶穌會較好，請他們來聽自己的告解。在政治方面，

他力求中立，希望各國能給教會自由，到處傳揚聖教。

瑪塞祿於 5 月 l 日與世長辭，享年 54 歲；死後被安葬在

梵蒂岡墓地。

224 保祿四世 (1555 至 1559 年）

一丶少年時代

保祿，名若望加拉法 (John P. Caraff a)' 出身於名望

家族，於 1476 年 6 月 28 日誕生在義大利南部的亞味利諾城

(Avellino) 。

及長，加入主愛會 (Oratory of Divine Love) 。此會的宗

旨是行愛德且重視信德和熱誠事業。此會為若望加拉法與其

他同事發展，於 1524 年在羅馬成立男修會，名為代亞丁會

(Theatines) 。這些會員嚴守紳貧，且照顧人靈。

由於他的熱誠，初為亞歷山大六世教宗所重視，任命他為

教廷大臣。在良十世時代又被派往英國，視察佛蘭德斯和西班

牙等地的傳教事業。

1536 年 12 月 22 日，保祿三世召他到羅馬工作，且擢升

他為樞機。在 19 年的樞機期間，他致力改革教會的工作。

1542 年，保祿三世在《開始允許》 (Lice tab Initio) 的敕

令中，重整宗教裁判所，且任命六位樞機為中央委員會以保護

教會的信仰，此組織稱乃聖職部 (Sanctum officium)• 加拉

法樞機是此委員會的首腦。

二、當選教宗

瑪塞祿二世駕崩後，樞機們對候選人意見不一。加拉法樞

機比較嚴肅，人們有點怕他。再者，砷聖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

也不喜歡他。可是保祿三世的孫子亞歷山大華內斯樞機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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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他終於被選，因敬愛提拔他的教宗，取名保祿四世（明

世宗嘉靖卅四年）。

他雖年紀已大 (79 歲），但仍然有充沛的毅力和堅強的

意志，極願用自己的方法來改革教會。他不大喜歡召開會議。

他改革教會的方向是先從教廷開始，革除教廷內的弊病，

尤其是西滿罪，朽修會和教區砷職界制定嚴肅的法律。他所重

整的宗教裁判所，也就是為此目的而設立的。

他是那樣的嚴格，甚至連一些聖善者，如莫洛尼、康德利

尼和波爾樞機等也被查問，莫洛尼樞機被囚禁兩年之久。

雖然保祿四世為當代認為是最有知識的人士之一，但他的

思想和作風卻是很保守。

1559 年，教宗頒布《宗座職務》 (Cum Apostolatus 

officio) 敕令，他恢復以往懲罰那些背叛教會者的處罰。不管

他是教士或教友，君主或諸侯，皆予以處罰。

保祿四世對 1555 年在奧格斯堡與路德派諸侯所簽定的和

平條約不滿。他認為此條約是違反教會的傳統權利。

三、政治方面

保祿四世是位愛國者，他不滿查理五世，因為德帝所領導

的羅馬浩劫，和他對新教徒的容忍，都使教宗不能原諒他。鈣

此，教宗暗地與法王亨利二世 (Henri II'1519 年 3 月 31 日－

1559 年 7 月 10 日）聯盟，企圖推翻查理五世。

教宗又與西班牙的菲立浦二世 (Felipe II'1527 年 5 月 21

日 -1598 年 9 月 13 日）交惡，西班牙便派阿爾巴 (Alba) 公

爵進攻羅丐。教宗不得已，與他求和。菲立浦二世只求和平，

不做他謀。

保祿四世又與奧王菲迪南一世 (Ferdinand I'1503 年 3 月

10 日- 1564 年 7 月 25 日）交惡，不承認他為奧王，但奧王卻

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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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任命他的外甥嘉羅加拉法 (Carlo Caraffa) 為教廷國務

卿。嘉祿卻是個庸才，一心只想謀求自己的利益。當教宗醒痞

時，悔時已晚矣，因他已不能彌補他們所遭到的損失。

四、鞠躬盡瘁

保祿四世在當教宗之前，創辦了修會。在出任樞機時期，

建樹不少，可惜當（教宗後，不如以往。主要是軍用甥侄，實

在是件可嘆的事。但以他的私生活來說，也不失為一位偉大的

教宗。

1559 年 8 月 18 日，在臨終時，他唸著：「我喜歡，因為

有人對我說：我們要進入上主的聖殿。」（詠一二一）不久，

他便與世長辭，享年 83 歲。

225 碧岳四世 (1559 至 1565 年）

一、少年時代

碧岳四世，名若望麥迪奇 (John Medici)• 1499 年 3 月

31 日生於米蘭。出身貧寒家庭。由於父親的一位朋友資助，

才能進入巴味亞學校就讀。

1525 年他在波羅那大學獲取民法等博士學位。次年其兄

送他到羅馬，為保祿三世所賞識，請他在教廷工作。

1545 年 12 月 14 日若望被擢升為西西里島拉古沙 (Ragusa

of Sicily) 的主教，即授予紳品。兩年後，又被任為教廷至波

隆那的代表。 1549 年 4 月 8 日，被擢升為樞機。

二、膺選教宗

麥迪奇樞機本是支持皇帝的，但對法王也保持良好的關

係。他又與佛羅倫斯的哥西莫有友誼之交，哥西莫希望他能當

選乃教宗。

自保祿四世死後，宗座空懸達三個月，主要是因為找不出

法國和西班牙政府中意的適當人選。



258 歷代教宗簡史

1559 年的聖誕節是雙喜臨門的日子，若望麥迪奇終於被

選，取名碧岳（明世宗嘉靖卅八年）。他取這個名字是希望能

成為名符其實聖善的教宗（按此字意，釋為熱心），羅馬人很

喜歡他。

三、改革教會

在對教會的改革中，他的侄兒查理波羅美奧 (Charles

Boromeo'1538-1584 年）的貢獻最大。他的智慧聰明使樞機

們對他另眼看待。他的不偏不私使人們很羨慕他。查理在 22

歲時被升為樞機，又為米蘭總主教。他極力將大公會議案付諸

實行，他設立了不少修院且整頓神職人員紀律，建造了許多學

校和醫院，以培養青年和關濟病人。

四、召開大會

碧岳四世的功績是在繼續召開特利騰大公會議，並使它圓

滿閉幕。勞苦功高的波羅美奧調解外交方面的困難·終於給大

公會議鋪開一條路。

1560 年 H 月 29 日，碧岳宣布繼續召開被中斷的大會。

教宗說：「為了要對付異端邪說與弊病，就是要重新召開我們

先人儒略三世及保祿三世的會議。」

大公會議終於在 1562 年 l 月 18 日正式開幕。參加這次會

議的人較前為多，出席第廿一會期的神長有兩百多位。教宗的

代表是奧斯定會士色利邦多樞機。

7 月 16 日的廿一會期討論聖體聖事。廿二會期解釋彌撒

祭獻是耶穌在加耳瓦略山上的重演，又准許領聖體聖血。次年

7 月 14 日的廿三會期，又討論神品聖事。廿四會期又討論婚

姻聖事。為了處罰斯溫黎的學說，第廿五會期頒布了在聖堂內

可安放聖像，敬禮聖人的遺骸和轉禱。

特利騰大公會議終於在 1563 年 12 月 4 日正式閉幕。這在

教會是有史以來最長的會議，中經五位教宗，針對路德的道

理，重新恢復教會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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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閉幕時，法國的加斯樞機代表教宗發言，致謝各地主教

和砷長的操勞。莫隆樞機主持閉幕典禮。次年 l 月 28 日，教

宗碧岳四世批准一切定案，使之能付諸實行。

1564 年 1 月 26 日，碧岳教宗頒布《讚頌天主》敕令，重

新批准大公會議定案，而且又創立會議部，由八位樞機負責解

釋實行會議一切事項。同年，他又刊出禁書錄和效忠羅馬宗座

的事，這卻由其塩承人推行之。

毫無疑惑地．腓迪南王，波蘭、葡萄牙、沙伏和義大利的

諸國皆接受大會的儀案。西班牙的菲立浦有條件式地接受，即

只要不違背皇帝的權力之下。法國方面只接受信理的定案，但

不願實行改革。紙而由主教們的努力漸漸實行。德國的馬西米

連二世 (Maximilian II• 1527 年 7 月 31 日- 1576 年 10 月 12 日）

促使國民接受大會的信理和敬禮，是在 1566 年的奧格斯堡會

議之後。

此次會議是教會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次，它不只是駁斥甩

丁路德的謬論，更使教會有個系統化的神學和方向。它的影響

直到四百多年的今天 此會議的確是教會史上的重要轉捩點。

五丶鞠躬盡瘁

教宗真是功高望重，完成歷史上一件大事。他於 1565 年

12 月 9 日與世長辭。死前有他的侄兒波羅美奧和菲立浦內利

在場。他真可用西默盎的話說：「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放

你的僕人平安地去吧！」

他在位 5 年 11 個月又 13 天，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1583 年搬遷到聖母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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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利騰大公會議後期

226 聖碧岳五世 (1565 至 1572 年）

一、少年時代

碧岳，名安多尼基斯利尼，於 1504 年 l 月 17 日，誕生在

亞歷山大里亞附近的飽斯高鎮 (Bosco)' 後改名為米厄爾。

他的雙親皆乃熱心教友。

在孩提時代，他特敬聖母，且願獻身於主。母親鼓勵他多

祈求聖母幫助。 12 歲時，他決意要做砷父。他的父母卻因貧

窮無法送他去讀書，便要他去牧放羊群。

他進道明會的事實有兩種說法：首先是兩位道明會士在田

國中遇到這可愛的小孩，鼓勵他讀書；另種說法是，城中一位

富貴紳士派他與其子到道明會院就讀。

兩年之後，他學業優良，再加以父母同意，便進入道明會。

入會一年後，米厄爾被派到波隆那大學讀書，在那裡獲得

學士後便執教哲學。 1528 年，年 24 歲晉鐸，他本要在自己家

鄉首祭。當他回到家鄉時，看到自己的家被查理五世皇帝軍隊

所毀，羅馬城也為德軍佔領，格來孟七世教宗為皇帝，囚禁在

天神堡壘內。新鐸只好在父母親避難的色斯 (Sezze) 地方舉

行首祭。

他後來當選為道明會會長，管理得當。他身體軟弱，但常

準時到席。若非重大事務，總不離開修院。

1550 年因他在哥莫地方攻擊異端，為若望加拉法樞機（及

後來的保祿四世）所賞識，向儒略三世两舉，次年被教宗任為

裁判所會員之一。

1556 年 9 月 4 日，米厄爾被擢升為蘇特利城和內皮城主

教。一年後又晉升為樞機，擔任教會裁判官，他不受年老碧岳

四世的喜歡，想辭去主教的職位。然而教宗的去世使他不得不

留住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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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選教宗

那時波羅美奧樞機在樞機團中聲望最大，向眾樞機提議

說：「我認為教會需要一個聖善的教宗。我想沒有比亞歷山大

里亞樞機更適合的了。」

在 19 天的樞機會議中，米厄爾樞機終於以多票當選，他

取名碧岳五世（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時年 62 歲。

人們擔心他軟弱的身體，怕即位不久便歸天。然而事實正

相反，他的精力很充沛。佛羅倫斯使者報導說：「他像一朵玫

瑰花那樣茂盛。」

即位之初，努力推行大公會議議案；又為牧靈的需要．在

1566 年刊出《羅馬要理》， 1566 年修訂日課。 1570 年又刊出

《羅馬彌撒經書》。

在改革教會方面，碧岳教宗強調主教該常住在自己教區。

他又調查修會制度，有些修會因不合乎時代而予廢除，例如謙

遜會 (Humiliati) 。

此修會始於十二世紀，由一些在俗人士所創，又稱貝來丁

尼 (Berettini) 。在十二世紀末出現於龍巴底地帶。

這些人初為熱心教友，嚴守補償，慣常守齋，少談多做，

琵教會攻擊異端與弊病。

他們雖守砷貧，但不像乞丐會，而以羊毛事業為生。他們

將所賺的錢施捨給患病者、貧窮者，尤其是懶病者。

謙遜會的廢除主要原因是他們的財富。由於毛工業的發展

使他們漸走向奢侈的生活。在廢除之際，他們擁有 94 座會院

和 170 個人。

當波羅美奧王教重整教務時，這修會人士曾企圖暗殺他。

這修會終於甚碧岳教宗 (1571 年）所廢除。

為了重整教會，教宗又建立修院，召開教區和修會會議以

整頓教務。在這方面，他得到波羅美奧樞機的幫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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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反對侄甥主義，但他卻擢升自己的一位曾侄為主

教。在他的時代，教宗一共擢升了 314 位主教，都是出類拔萃

的人物。

三、政治問題

這時的政治是很複雜的。 1530 年的奧格斯堡會議時，

查理五世皇帝曾拒絕基督教的信理，且盡量恢復教會的信

冏。然在 25 年後，皇帝宣布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和平共存

條約，德境各諸侯有為其臣民決定信奉任何宗教的權利 (Jus

Reformandi : Cujus Regio Ejus Religio) 。

當碧岳五世即位時，基督教繼續在德境內爭地盤。繼位的

瑪西米連企圖改變政策，然遭到人們的反對，更引起人們對教

會的反對，更引起人們對教會的反舷。

碧岳四世不承認英女王伊莉莎白的繼承大統，而慫恿蘇格

蘭的瑪莉為王。但她為英人所囚於羅肋文地方。 1570 年 2 月

25 日，碧岳五世在《尊高的即位》敕令中，將英女皇伊莉莎

白開除教籍；但這種處罰已不能挽救大局，英國再次地投入新

教的壞抱。

教宗支持法國的凱瑟琳麥迪奇 (Catherine de Medici) 攻

擊新教徒 (Huguenots) 。他是查理九世之母。這些新教徒對

法國十分不利。

西班牙是個天主教國家，今又與荷蘭發生衝突。瑞士人接

受加爾文主義。斯坎地那維亞棄明投案，波蘭也在裂教邊緣。

這些事教宗都要去解決處理。

四、良邦多之戰

自從十六世紀開始，土耳其對西方的威脅日益嚴重。 1526

年木哈赤之戰後，他們佔領了匈牙利大部份土地。三年又進攻

維也納，新教徒協助皇帝抵抗回軍的西進，使皇帝對他們做更

大的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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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中葉，土耳其軍捲土重來，取得地中海一些島

嶼，土軍出現於亞得里亞海，聲勢迫急。

從即位之初·碧岳教宗就希望抱持「不以戰爭，但求和平」

的理想，但努力促使天主教國家的聯盟，終於組成了一支大艦

隊，其中包括 110 艘威尼斯船， 81 艘西班牙船隻，和 12 艘教

皇國船隻，聯合出征。

1571 年 IO 月 7 曰．土軍與基督軍在格林多海峽的良邦多

(Leepanto) 相遇，西方終於獲得勝利。西方死亡達七千人，

但土軍幾乎全部覆及 這場戰爭不但解救了西歐的命運，更使

西方人對教宗敬愛有加。

教宗認為這次旳勝利該歸功於聖母，因在戰前他曾呼籲教

友們多祈禱且合玫瑰繹。為此下令在十月第一個星期日慶祝勝

利之母瞻禮。額我略十三世卻改之為玫瑰之母瞻禮。

五、鞠躬盡瘁

由於多方的操勞，碧岳教宗身體不能久持，終於 1572 年

5 月 l 日與世長辭 臨終時他祈求上主說：「主啊！請增加我

的痛苦和我的忍耐 －亞味拉的德蘭因教宗的逝世，向她的修

女們說：「教會失去了一位善牧。」

1672 年 5 月 IO 日，格來孟十世冊封他為真福品。到了

1712 年，格來孟十一世又將他列為聖品。他的遺體被安放在

羅馬聖母大殿內。

227 額我略十三世 (1572 至 1585 年）

一、年輕時代

額我略，名為格波剛柏尼 (Ugo Buch Compagagni) 。公

元 1502 年 l 月 1 日誕生在波隆那城。在家鄉就讀教法及民法。

年 28 歲榮獲博士學位。

從 1531 年至 1539 年，他在家鄉執教法律，不少著名人物

都是他的學生，例如：波羅樞機，亞歷山大華內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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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 年巴利西奧 (Pietro Parisio) 帶他到羅馬，保祿三世

請他在那裡擔任羅馬法官之職，同時又為大公會議的繕寫者。

年 40 歲，才被升為神父。他兩次隨從卡羅加法樞機出使

法國和比國。 1558 年 7 月又被擢升為魏也斯弟 (Viesti) 主教。

1561 年碧岳四世派他前往特利騰參加會議，大會完畢後

便回羅男。四年後，即 1565 年 3 月十 12 日，被擢升為樞機。

隨後，他被派往西班牙多肋多總主教巴爾多祿茂加蘭沙

(Bartolome de Carranza) 的案件。當碧岳四世駕崩時，他仍

然留在西班牙。

二、當選教宗

西班牙菲立浦二世不喜歡義大利人為教宗，因此樞機們在

波羅美奧和華內斯樞機領導之下，選了波剛柏尼，取名額我略

十三世。

新教宗是位法學家。他一直保持著當年在波隆那教書的態

度。又由於長久在教廷國務院工作，使他富有政治遠見與處事

經檢。因與聖善的波羅美奧主教交往，更加深了他自己的內修

生活。

教宗是位實際家，盡力推行大公會議的定案。

三、重視教育

額我略十三世是位重視教育的教宗。於 1574 年創立匈牙

利學院，這到了 1580 年與德國公學合併。

1579 年，為了培養英國、希臘、亞美尼亞、瑪洛尼等砷

職界，設立學院。在其他地方，例如維也納、布拉格、格拉斯

等地，也很關心公教教育。

他又將聖依納爵於 1550 年所創辦的羅馬學院，改為國際

性的學府。在開幕那天，教宗用 25 種語言向民眾廣播。 1584

年，已超過二千七百名學生。在畢業校友中，已產生五百位

總主教和主教，以及五十多位其他修會首長，和十一位致命

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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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校因乃是他所修建的，故稱「額我略大學」 (Gregorian 

University) 。當代聞名的西班牙神學家方濟蘇亞來斯 (Francis

Suarez) 到羅冉時，教宗親臨聽他的演講。

在希臘學院，他培養由 13 至 16 歲的少年，以希臘風俗習

慣來培養他們

1582 年，敎宗頒布了聖教法典，這是在 16 年前碧岳五世

所修定的。

四、國際關係

按以往的習慣· 教廷在維也納、巴黎、男德里和里斯本的

使節期限不超過－年，但額我略教宗卻設立常駐制度。同時乂

與瑞士 (1579 年）、奧國 (1580 年）和德國 (1584 年）建立

邦交關係。碧岳五世時曾在 1568 年組織一個特別樞機委員會

負責德國教務，頷我略又重整之 (1573 年）。

這時法國因新教徒戰爭弄得很亂，英國教會為伊莉莎白女

王所統治，教宗佃能為力，只得望洋興嘆。

他所企圖形成抗敵盟軍成為泡影：威尼斯與奧多曼講和。

西班牙菲立浦二世也與土耳其簽訂休戰和約。

在葡國．色貝斯提安的去世 (Sebastian• 1557-1578 年），

朝廷都希望他的舅父亨利樞機能繼承王位，且解除他的砷品而

結婚。亨利不只是位樞機，更是厄弗拉 (Evora) 地方的總主

教。他對朝臣的這種建議不敢做主，便請示教宗。

額我略知道這件事關係重大，向亨利的使者解釋司鐸的貞

潔聖願猶如婚姻之不可拆散性一樣的重要。亨利樞機只好婉拒

朝臣的好心。

五丶修訂日曆

額我略教宗的功績可說是他所修定的日曆。當時人們所

用的是凱撒曆法，這比陽曆晚十天。教宗乃組織一委員會來

修整日曆。首先由卡拉比亞一位天文學家路易黎奧 (Luigi

L山o Chirald口負責修訂，但他卻不幸早死。教宗又請克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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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wius) 繼其工作，並於 1582 年 10 月完成。教宗在 10 月

4 日頒布詔書，正式宣布啟用新曆，以這年的 10 月 5 日改為

15 日。西班牙的聖女大德蘭瞻禮本是 5 日，今改為 15 日慶祝。

教宗將每年春分改回到 3 月 21 日；又規定閏年，每四年

為一閏年。閏年的二月增多一天，為廿九日。他藉此閏年的安

置，改正了舊曆的錯誤。史稱此為「額我略日曆」。歐洲諸國

開始接受這種用法，蘇俄較晚採納。

六、羅馬致命錄

額我略教宗又完成另件偉大的工作，即刊出《羅馬致命聖

人錄》 (Martyrologium Romanum) 。這是較完整的歷代教會

聖人的事蹟。

教宗請塞來多樞機 (Card Sirleto) 和名學者巴洛尼

(Baronius) 組織成一委員會，負責此項工作。此書是根據烏

蘇亞雷的《致命聖人錄》 (Martyrologium Usuale) 為藍本，

再加上聖敘利亞谷、伯達等人的著作，終於完成了。

1584 年 1 月 14 日，額我略教宗在《修正》敕令中，正式

頒布為整個教會使用。兩年後，即在西斯篤教宗時代，巴洛尼

樞機又重印，且附加一些注釋和淵源。

七、鞠躬盡瘁

教宗為貧窮青年所花費的教育費用達兩百萬法郎。每年又

花了二十多萬義幣為濟貧之用。此外，還有他所創立的二十多

座耶穌會學校，增加他的開支，他如何得到財源呢？他認為凡

依賴教廷的堡壘和貴族均該歸還給教會。這一來，使許多貴族

不滿，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與教宗為敵。有些組織起來以抗

教宗。

晚年，教宗多病，在病中他常唸著：「主啊！求你起來！

願你寬赦熙雍，因憐憫她的時日已來臨。」（詠-o二）於

1585 年 4 月 7 日與世長辭，在位 12 年，死後被安葬在梵蒂岡

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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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酉斯篤五世 (1585 至 1590 年）

一丶年輕時代

西斯篤，名非立斯貝瑞帝 (Felice Peretti) 。 1520 年 12

月 13 日誕生在蒙大多附近的格得瑪里地方 (Grottomare Near 

Montalto)' 父親是個農夫，生活貧寒。他的舅父沙瓦多是位

方濟會士，送他到蒙太多城中求學。

由於舅父的管教， 12 歲時，便進入了方濟會。公元 1540

年至 46 年間· 非立色又在非爾莫、非拉拉、波隆那、黎米尼

和西也納等地考察。 1547 年在西也納城領了鐸品。

＇欠年，池在非爾莫大學獲取紳學博上。 1552 年，他四旬

期的演講博得人們的讚頌，加爾比樞機又欣賞其才，便帶他到

羅馬工作。

當時的瓦託會祖依納爵及菲立浦內利因他的能幹，與他莒

友。加拉法樞检 即未來的保祿四世）吉斯肋例樞機也常到他

的會院探訪他；同時羅丐哥倫那貴族也與他教好。有些人認為

他會登上聖伯多祿的寶座。

1565 年，非吉色與剛巴尼（即額我略十三世）被派出使

西班牙，以處理加蘭沙主教的事。

1570 年，碧岳五世擢升他為樞機，一年後他到非爾莫

任職。

二、當選教宗

自額我略十三世死後，樞機團的意見不一，其中又分華內

斯和麥迪奇兩派。最後，人們推薦非立色樞機，於 1585 年 4

月 24 日當選．取名西斯篤五世（明砷宗萬曆十三年）。

三、重整教會

新教宗很重視教會的改革。即位那年的 12 月 20 日的《經

男教宗》 (Roman Pon可ex) 諭旨中，規定主教們在定期內琴

見教宗，並且報告每個教區的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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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 12 月 3 日，他組織樞機院，限制樞機團的人數為

七十人。又將樞機分成三類：主教（六位）、砷父（五十位）

及執事（十四位）。

1587 年 1 月，教宗又創立了十五個聖部，以治理教會和

教皇國。在《永恆無限天主》通諭中，敘述如何改良、重整和

創立教廷。在十五部中，很多是處理有關教皇國本身的問題，

如造船部、修建公路、橋梁及水利部等。有關整個教會者朽：

L 禮儀部：選派樞機研究各地禮儀，重視彌撒、日課經、

行聖事與敬禮天主的各種儀式。並且負責調查列聖品

案件。

2 樞機議事部：處理建設聖堂、教區，並擢升補職員，注

意他們的年齡及品格。

3. 教育部：注重羅馬市內的大學，但到後來也關懷其他各

地的大學，例如巴黎大學、牛津大學。

教宗重整教會的職務，要求每個聖部各行其業，同時又將

教廷的文獻分為如下幾類：

L 教宗諭旨 (Papal Constitutions) : 為宣布教義和倫理方

面的事。

2. 敕書 (Bulls) : 擢升重要人物，教區的成立和宣布列聖

品等事。

3. 簡文 (Briefs) : 頒賜恩惠，較次要的法令，或者特恩

或特許權。

4. 通諭 (Encyclicals) : 有關教義或倫理方面的教宗信件、

言論和推薦某事。

5. 敕答 (Rescrips) : 為答覆某人的要求所賜的 些特恩

或寬免。

6. 敕令 (Decrees) : 由羅馬聖部所頒布的一項事件。

7. 親筆書 (Motu Proprio) : 教宗個人自發的信函。

8 特許證 (Chirograph) : 教宗親筆特許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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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會方面，教宗熱愛方濟會，曾把聖文德列為教會聖師

之一。

在耶酥會與道明會爭論聖寵時，教宗要他們保持冷靜的態

度。他支持傳教事業，尤其關心中國與日本的教務。他同時也

重視道明會和方濟會在菲律賓和南美洲的發展情形。

西斯竜又增加法院、禁書目錄。在禮儀方面，他恢復前任

教宗所取消的獻聖母於主堂瞻禮 (11 月 21 日）。

四、大興土木

西斯篤很愛護羅馬城。因此即位時，按古代羅馬形式，建

設水道、開闢新區。又按巴洛可式 (Baroque) 建設羅馬街道，

使羅馬城市煥然一新；又完成了聖伯多祿大教堂的圓頂，和拉

特朗宮。

他希望組織各國朝聖團，到羅馬朝聖，但他的計劃尚未完

成就去世了。

五、教皇國

在額我略十三世時代，教皇國內有不少土匪強盜，弄得人

民家破人亡。但到了西斯篤時代，他卻以機智和毅力征服了他

們，使人民安居樂業。

即位之初，教廷經濟衰退。西斯瀉以納稅或租借等方式，

以增加國庫收入。他又鼓勵絲、木材方面的發展。為了灌溉田

地，教宗修建一條水管。羅馬皇帝塞咪祿曾建一水管，因年代

悠久而廢，西斯穹教宗重修之，故稱為「非立色水管」。

六、國際風雲

在歐洲國際時勢之中，教宗最關心的是法國。他希望阻止

新教的擾亂；同時，他願意歐i州各國的勢力均衡，不願西班牙

獨佔。

在英國方面，西斯瀉關心蘇格蘭皇后瑪利斯圖亞特 (Mar)

Stuart) 的事業。可惜在 1587 年她被處死。教宗請西班牙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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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英國，但為英軍所敗。西軍的無敵艦隊的毀滅，使西班牙

勢力衰退。

教宗也希望組織十字軍以抗土軍，可惜他的計劃不能

實現。

西斯篤的確是位偉大的教宗，於 1590 年 8 月 27 日與世長

辭，在位五年。歷史家稱他為世界偉人之一。

229 烏爾邦七世 (1590 年）

一、少年時代

烏爾邦，名強巴帝斯大卡斯達納 (Giambattista

Castagna) 。公元 1521 年 8 月 4 日誕生在羅丐城。父親哥西莫，

是熱那亞望族；母親君斯坦莎 (Constanza Ricci Jacobazzi)' 

是羅男名家族之一。

年幼的時候，若翰先後在貝路濟亞、巴都亞和波隆那大學

硏讀法律。 1551 年得到博士學位後，便陪同其舅父魏拉德樞

機 (Card. Girolamo Verald) 出使法國，並且在亨利二世 (Henry

II• 1547-1559 年）那裡服務，成績非凡。

兩年後 (1553 年），儒略三世擢升他為羅沙諾 (Razzano)

地方的主教。那時他還沒有領鐸品，因此在極短的時間內便領

聖鐸品和主教職務。

其後又接管凡諾 (1555 年）、貝路濟亞、翁比亞 (1559 年）

和卡斯達納教區。

在特利騰大公會議 (1545-1563 年）的末期，卡斯達納主

教曾以其智慧與人們研討有關教會倫理方面的教義，澄清了教

會的一些道理。

從 1564 年到 1571 年之間，卡樞機又為教廷派駐乃西班牙

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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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良邦多之戰

這時的鄂圖曼的蘇丹們曾揚言要統一整個歐洲，使之成為

回教的領土。鄂圖曼在色林二世的領導之下，領軍西進，勢力

浩大。

在西方，碧岳五世乃了阻止回軍的進攻，派卡斯達納主教

各方奔走，以組織聯軍抗敵。最後於 1571 年 5 月 20 日，威尼

斯及西班牙等國加入了「砷聖聯盟」 (Holy League) 且迎接

戰爭。

10 月 7 日，教宗軍隊與威及西聯軍通過帕特拉斯灣，進

入科林多灣。在良邦多 (Lepanto) 港外，與土耳其軍交戰。

土軍有 222 艘大型戰船， 60 艘小船， 750 座大砲， 34,000

名士兵， 13,000 名水手， 41,000 名划船工人。

基督軍方面有207艘大型戰船， 6艘戰艦， 30 艘小船， 1,800

百座大砲， 30,000 名士兵， 12,000 名水手， 43,000 名划船工人。

最後的勝利歸於基督徒軍隊。西班牙的名著作家塞萬提

斯 (Cervantes• 154 7 -1616 年）描述這次戰役說：「古往今

來所見最難忘的一件大事，而將來也許不會有任何一件事及

得上。」

組織這次的聯隊不得不歸功於卡斯達納主教。

三、任為大使

由於他的能幹，卡斯達納樞機先後被派為威尼斯 (1573

年）、法國 (1574 年）和哥倫尼亞 (1578 年）使節。

1580 年召回到羅馬，管理教廷的經濟。三年後 (1583 年）

12 月 12 日，額我略十三世擢升他為樞機，接著又被任為波隆

那大使。

四丶膺選教宗

西斯篤五世死後，等了 2 個月又 19 天，卡樞機功高望重，

被選為教宗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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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之前，身體已經很衰弱。在位 12 天便與世長辭 (9

月 27 日）。死後他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公元 1606 年，人們

將其遺體移葬在聖母堂內 (Minerva) 。

在位唯一可提的事是，他把三萬斯古弟 (Scudi) 遺產捐

贈給羅丐領報會。此會特別照顧貧窮女子。為報答此恩，此會

在他們的教堂內為教宗建立的一座石像。

230 額我略十四世 (1590 至 1591)

一、少年時代

額我略，名尼格老史封德拉底 (Nicolo Sfondrati)• 1535 

年 2 月 H 日誕生在米蘭附近的索瑪城。

他的父親方濟，在妻子死後進入修會，且在 1550 年為教

宗保祿三世擢升為樞機。

尼格老在貝路濟亞和巴都亞攻讀法律，且在巴都亞榮獲博

士學位。他進入修院可說是受到聖波羅美奧的影響。

1560 年 3 月 12 日，年方 25 歲，為碧岳四世擢升為格來

蒙納地方主教 (Cremona) 。他盡量地推行大公會議的決案，

使之付諸實行。

1583 年 12 月 12 日，額我略十三世擢升他朽樞機。他與

菲立浦內利有深交。

二、當選教宗

烏爾邦七世死後，尼格老為眾所擁戴，被選為教宗，取名

為額我略十四世（明砷宗萬曆十八年）。

他雖是個虔誠且熱心的人，但不適宜這重任，因他患病。

他選其侄子保祿史封德拉底為教廷國務卿。接著在 12 月 20 日

擢升他乃樞機。他倆對政治之事可說一竅不通。

額我略教宗設法使羅馬免於流行病、饑荒和搶掠。他得到

加彌祿助理 (Camillus de Lillis• 1550-1614 年）的協助，得以

解決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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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彌祿因此創立 修會，史稱「護病會」。此會員除三願

外，兼發服務病人的聖願。他把基督博愛的精神傳到民間，發

揚美德。他又採用仁慈與博愛標記的紅十字，作為護病會士應

佩帶的徽章，為後世國際紅十字會的前軀。

三、改革教會

教宗在位雖短，但對教會的改革卻有貢獻。他強調主教們

的重大任務。為擢升主教，必須嚴格地調査他的生活背景。

額我略乂指派委員會修整碧岳五世時的日課和西斯篤五世

的聖經譯本。

他又下令完成聖伯多祿大堂的工作，並請人們在聖母大殿

旁建蓋一座小堂。

他的朋友，當時代著名的音樂家若望巴肋斯」納

(Giovanni P. Palestrina'-1594 年），為了紀念他而寫了幾首

歌曲。

額我略十四世也很重視青年教育、照顧病者，且盡力使異

教徒和裂教徒棄邪歸正。

1591 年 10 月 15 日他便與世長辭，享壽 56 歲，死後被安

葬在梵蒂岡墓地。

231 英諾森九世 (1591 年）

一丶少年時代

英諾森九世，原名若望華西內弟 (Giovanni Antonio 

Fachinetti) 。 1519 年 7 月 20 日誕生在義大利的波隆那城。父

親名安多尼，母親名方濟加 (Francesca de Cinis) 。

年輕時，他在自己家鄉研讀法律。 25 歲獲取博士學位，

為華內斯樞機所推薦，請他到羅馬工作。不久後任亞味農管理

人；從那裡又到義大利北部，以籌催特利騰大公會議的事項

(1545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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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 年 1 月，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對奧格斯堡會議措

施暫擱，教宗保祿三世不滿，令暫召開會議。若望也因此被調

回到羅馬，在宗座署各處服務。

1560 年，碧岳四世擢升他為尼加斯羅 (Nicastro) 主教。

六年後，又任威尼斯大使。在那裡，若望曾積極地鼓勵威尼斯

政府以抗土耳其。後因健康欠佳，便辭去主教職位。 1576 年

U 月，額我略十三世又擢升他為耶路撒冷主教。

二、當選教宗

額我略十四世死後，若望為眾所擁，當選為教宗（明神宗

萬曆十九年），取名英諾森九世。

他很重視教會的改革，尤其是對教士和選舉教宗的規例。

又重新鑑定碧岳五世對教會財產買賣法。

教宗將他的侄子凱撒華西內弟任命為教會將領以抗土軍，

又將他的曾侄安多尼擢升乃樞機。

1585 年 9 月 9' 西斯噶五世處罰法王亨利四世 (Henri

IV• 1553 年 12 月 13 日- 1610 年 5 月 14 日），且認為他不能

為法王，因乃他是胡格諾派 (Huguenot) 。教宗聯合西班牙和

義軍抗之。但在 1589 年，亨利四世接受法國教友的勸告，抛

棄胡格諾派；英諾森教宗贊成這種作法，希望法國成為天主教

國家。

英諾森在位極短（僅兩個月），於同年 12 月 30 日便與世

長辭，享壽 72 歲。死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232 格來孟八世 (1592 至 1605 年）

一丶年輕時代

格來孟八世，原名依波利多阿多布蘭地尼 (Ippolito

Aidobrandini) 。 1536 年 3 月 24 日誕生於凡諾 (Pano)• 出身

佛羅倫斯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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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在巴都亞、貝路濟亞和波羅那攻讀法律，且獲得博

士學位。

在碧岳五世時，曾做教廷的律師。 1570 年又做聖輪法院

的會計。在西斯篤五世時代，為教廷重要的官員。 1585 年 12

月被擢升為樞機。

二、當選教宗

英諾森九世死後，樞機團本願選最優秀的桑道利樞機

(Santori) 為教宗，但團長認為該按法律程序選舉，結果依波

利多樞機得三分之二票，當選為教宗，取名格來孟八世（明神

宗萬曆二十年）。

他是位勤肅且富有責任戚的教宗，又很虔誠，每天在德學

兼備的巴洛尼樞機 (Baronius) 那裡辦告解。每逢星期五，只

吃麵包和水。平時在他餐廳裡總有幾個窮人，他常親自服侍他

們。在臥室裡放著幾個骨骼，以提醒自己世俗是虛幻的。

三、改革教會

為了改革教會，格來孟擢升數位傑出人物為樞機，例如凱

撒巴洛尼、羅伯伯拉明等人。這些人對教會有很大的貢獻。

在禮儀方面，他出刊主教禮儀書 (1596 年）；羅馬禮儀

書 (1600 年）、日課 (1602 年）和羅馬彌撒經書 (1604 年）。

教宗又鼓勵主教和會士忠於特利騰大公會議的議案，並付

諸實行。

格來孟教宗與菲利浦內利 (Philip Neri) 為友，且批准他

所創立的修會，其宗旨在勉勵講道誨人及熱心妥善行聖事。

四、神學問題

在格來孟任期內，教會內掀起一件很激烈的神學問題，即

有闢恩寵的紛爭。

此爭端始於人們對恩寵有不同的看法：恩寵的必要性、人靈

得救是否由天主預定、人的自由意志等，都是極為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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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會議已提供解決這問題的線索：一方面人靈的得救和

善行，必須有天主的恩寵；另方面，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

西班牙的神學家耶穌會士路易莫里納 (Louis Molina) 認

為，人的得救在於：個人自由選擇是否願與天主的恩寵合作。

但他的思想卻被道明會士認為是白拉奇主義（按此主義，人可

由自己的意志與力量獲得救贖）。

但耶穌會士則反駁道明會士巴能斯的思想近於加爾文主義

（他提倡預定論，即人靈的得救與受罰均受天主預先註定）。

格來孟教宗把這爭論引到羅馬，任命一委員會—－恩寵

部 (Congregatio de Auxiliis Gratiae) 來研究這個問題。最後，

1607 年，教廷認為雙方的理論都有道理，任何一方不能攻擊

他方為異端。 1611 年聖部又規定，凡任何有關恩寵的書籍，

必須經過特別的許可才能刊出。

五、傳教事業

格來孟八世是位熱心於傳教事業的教宗。在他任內，耶穌

會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傳教。 1577 年，中國耶酥會成立，利瑪

竇為第一任會長； 1601 年，利氏又在北京建立教堂。

方濟會、道明會及耶穌會在菲律賓、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地

傳教。

教宗又將烏克蘭人歸入教會的懷抱，由此可見，他的救人

心火是多麼熾烈呀！

六、政治方面

1589 年，納瓦爾的亨利 (Henry of Navarre) 結束了法國

的宗教戰爭和內亂，進而宣布為王 (Henry IV• 1589-1610) 。

但由於法人多為公教徒， 1593 年就放棄了原來所信仰的胡格

諾派，改信天主教，教宗因此承認他是合法的國王。

1598 年 4 月 13 日，亨利四世在南特 (Nantes) 頒布著名

的《南特召令》 (Edict of Nantes)• 給新教徒以宗教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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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詔令允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有擔任公

職和接受天主教大學教育的同等機會。

教宗企圖改善英國公教的情勢，他雖然在羅馬設有蘇格蘭

學院，但與英國政府和好的希望甚微。

1598 年，格來孟做法國和西班牙的調停者，兩國因而簽

訂魏爾溫和平條約 (Peace of Vervins) 。

在艾斯特家族最後一位統冶阿風索的君主死後，因無子

嗣，教宗派兵佔領非拉拉，法玉亨利四世贊同。

七、斥責異端

道明會士約當諾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of Nola• 15..J.8-

1600 年）認為，哲學不屬於教會權利內，且否認耶穌誕生和

其他的信理，又以詩詞來詆毀教會的制度。因他拒絕承評錯

誤，在被幽禁七年後，被教宗處以死刑。

1600 年他頒布聖年，約有三億人到羅馬朝聖。

格來孟於 1605 年 3 月 3 日與世長辭，享年 69 歲。其遺體

被安葬在聖母大殿內。

233 良十一世 (1605 年）
良，名亞歷山大麥迪奇 (Alexandro dei Medici) 。 1535 年

6 月 2 日誕生在佛羅倫斯城。母親方濟加沙威亞特 (France、ca

Salviati)• 是良十世的侄女，她反對亞歷山大的聖召生活。但

在母親去世後不久，亞歷山大便進入修院，並且領受了砷品。

隨後，亞歷山大在托斯卡尼的哥西莫那裡擔任駐羅馬教廷

大使，約十五年之久。額我略十三世在 1573 年升他為比斯多

亞 (Pistoia) 主教；次年，又晉升他為佛羅倫斯城的總主教。

公元 1584 年被擢升為樞機。

1596 年，格來孟八世派他出使法國，希望他與亨利四世

討論改善政府與教會的關係。他看到法國 般的信友們，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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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他們的虔誠事主，但對他們的牧者並不欣賞。他曾指責當

時法國主教不盡職，且又常離開自己的教區，忽略照顧自己的

羊群。對司鐸的缺乏他深舷到遺懷。他向教宗陳述一切事項。

四年後，亞歷山大被調回，轉任阿爾巴諾的樞機主教。再

兩年後，任巴肋斯弟納的主教。

山於他的謹守其職，深為教宗所器重，任命他為修會和主

教部的部長。他的朋友聖斐利浦內利 (1515-1595 年）曾預言

他將被選朽教宗。

格來孟八世死後，六十二位樞機雲集羅馬，召開祕密會議

以選舉新教宗。雖然西班牙王菲立浦三世 (1598-1621 年）反

對亞歷山大的當選，但阿味拉樞機卻置之不理。

選舉之初，耶穌會士羅伯伯拉明樞機得 10 票，另位史家

凱撒巴洛尼 (Card. Cesar Baronius• 1538-1607 年）得 12 票。

但巴樞機謙遜拒受此職，因此有人建議投亞歷山大。結果亞

歷山大被選上，取名良十一世，以紀念其曾叔。時朽 1605 年

4 月 l 日（明神宗萬曆卅三年）。

法王亨利四世聞悉亞歷山大當選，甚為喜悅，因他深受法

國人的愛戴。良十一世在聖伯多祿教堂舉行加冕典禮。可惜他

身體衰弱且患病， 4 月 27 日便與世長辭。死後安葬在聖伯多

祿堂內。

在極短的任期內，他曾改良選舉教宗的制度，且解決了卡

斯提與里昂教士之間的爭執；同時又支持神聖羅馬皇帝魯道夫

二世 (1576-1612 年）以抗土耳其軍的西侵。這位皇帝雖然是

新教徒，且給他們很多利益，但為西歐的安全，確實是抗土軍

西進的一股力量。

234 保祿五世 (1605 至 1621 年）

一、少年時代

保祿，名加彌略波各色 (Camill. Borghese) 。 1552 年

9 月 17 日誕生在羅馬城。他的家族來自西恩納 (Siena)'

與聖女加大利納有遠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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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曾在巴都亞和波隆那城就讀法律，獲得博士學

位。因為他能幹，智力超凡，為教廷所重視。 1588 年被西斯

篤派為駐波羅那副代表。又在格來孟八世時 (1593 年）被升

為駐西班牙大使。

1596 年 1 月 15 日升為樞機，任主教職於葉瑟 (Jessi'

1597-1599 年）。 1603 年又被任為羅馬市的代管人。

二丶膺選教宗

在十七世紀中葉，皇帝對選舉教宗有干涉的權利 (Jus

exclusivae)' 法國、西班牙對祕密會議均有很大的影響。雖

然樞機們反對外力的控制，但其勢力依然潛存，在選舉良十－

世和保祿五世時更是明顯。

由於西班牙的推薦，波各色被選為教宗，時為 1605 年 5

月 16 日，取名保祿五世（明神宗萬曆卅三年）。保祿是位愛

好文藝的教宗。即位初，在羅馬便大興土木，修建梵蒂岡宮，

建了不少噴泉，且為圖書館增多不少書籍。

三、政治方面

在他任內，歐洲政局發生三件大事。

第一，三十年戰爭 (1618-1648 年）。這是教會對抗宗教

改革最後且最重要的事，也是對近代西歐影響甚大的戰爭。它

的原因是很複雜的：有宗教的紛爭、毆際利益的衝突（法國欲

打破哈布斯堡勢力，西班牙欲控制義大利與尼德蘭全部）、領

上的野心、經濟的貪婪，也有政治上的仇恨。事實上，除了新

舊教的鬥爭外，政治色彩也很濃厚。如法國舊教國，但參加新

教國家；和布蘭登堡為新教國，卻與舊教國並肩作戰一樣。

最後變成了以德國為戰場的國際政治權利的爭奪戰。這戰爭

爆發在波西米亞，可分為四個階段： 1 波希米亞階段 (1618-

1625 年）， 2 丹麥參戰階段 (1625-1629 年）， 3 瑞典參戰階

段 (1630-1635 年）， 4 法國參戰與瑞典聯合階段 (1635-16-+8

年）。最後在 1648 年 10 月 24 日簽訂了衛斯伐里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 才結束了三十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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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威尼斯王國侵佔教會的財產，保祿派亞歷山大路多

威高樞機出使，以絕罰來對付威尼斯政府。但當地的教士們都

被軀逐出境，情形惡化。最後由於法王亨利四世來調停，才解

決了雙方的丑執。

第三，那時英女皇伊利莎白一世逝世，蘇格蘭的詹姆斯

六世繼位，為英王詹姆斯一世 (James I'1566 年 6 月 19 日－

1625 年 3 月 27 日）。人們希望他能改善英國與羅馬的關係，

事實上並非如此。他雖是教友，但比伊莉莎白女王更加厲害地

迫害教會。教宗因不滿而處罰他。

四、科學問題

第二世紀時，埃及天文學家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認為，地球是一顆固定不動的恆星，位於宇宙中央，其他星體

包括太陽和恆星都圍繞它而轉。這種宇宙體系一直被認為是真

正的宇宙觀，並維持了一千四百多年。

到了 1543 年，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寫了一本名

著《天體運行》 (De Revolutionibus Celestiarum)• 推翻了托

勒密的學說，極力主張太陽為宇宙車心，地球與其他行星圍繞

著太陽運行。

伽利略贊同哥白尼太陽乃宇宙中心的理論， 1610 年出版

的《星座信使》一書上，給予強而有力的辯護和支持，因而使

他與教會的砷學家們發生衝突。

羅馬教廷認為伽利略的理論不但危險而旦違反聖經， 1616

年伽利略受到教廷的告發，耶穌會士貝拉明樞機令他放棄有關

地球、太陽以及其他恆星的邪說異端，他的《星座信使》和所

有證實地球運行的書籍，均被教會列為禁書。

這的確是教會對科學方面做了一件不明智的事。

五、教會事業

保祿五世對教會主要的貢獻，是在 1614 年 6 月 20 日所刊

出的《羅馬禮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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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 1610 年 11 月 l 日，將查理波羅美奧及法蘭西斯列為

聖品，又將依納爵勞耀拉、方濟沙勿略、菲立浦內利和西班牙

的大德蘭列片真福品。

又於 1613 年 5 月 10 日，批准法人比耶貝魯所創立的修會，

同時又獎勵聖毛祿修會、聖方濟撒肋爵和方濟黛桑達所創辦的

往見會。

六、傳教事業

保祿五世很重視傳教事業。那時耶穌會士利瑪竇已在中國

傳教，乃使我國信友更能了解彌撒的意義，在 1615 年准許用中

文行祭。但在 1698 年傳信部收回此法令。

在非洲，剛果的國王曾請求教宗派遣教士們到他那裡傳教。

在波蘭，基督教曾佔優勢；但在西及蒙三世時 (1587-1632

年），恢復了天主教的勢力。波蘭天主教的成長應該歸功於他。

保祿五世在位 15 年，於 1621 年 1 月 28 日與世長辭，享年

69 歲。死後被安葬在羅丐聖母大殿內。

235 額我略十五世 (1621 至 1623 年）

一、少年時代

額我略，名亞歷山大路多味西 (Alessandro Ludovisi)' 

於 1554 年 l 月 9 日誕生在波隆那城。出自貴族家庭。 13 歲時

在羅馬耶酥會院就讀，三年後因病而回家休養，康復之後又

回到羅馬。

1571 年在自己家鄉波隆那大學攻讀法律，四年後獲得法律

學位。

二、擔任要務

他的才華為教廷所悉，額我略十三世請他為宗教裁判所的

大臣。西斯篙五世派他與駐波蘭大使前往工作，但因病而受

阻。格來孟八世時，被任為宗座署名處兼差。保祿五世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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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處理教廷大事。 1612 年他被升為波羅那的總主教，四年後

又被擢升為樞機。

三、當選教宗

1621 年 2 月 9 日，亞歷山大樞機為眾所擁，被選為保祿

五世的繼承人，取名額我略十五世（明熹宗天啟元年）。

即位之初，他派其弟歐拉西奧 (Orazio) 統領公教軍以抗

土軍；同時又擢升他的侄子路多味高 (Ludovico) 為教廷國務

卿，他倆對教會都有很大的貢獻。

四、改革教會

即位初第一件大事，就是修整教宗選舉法。 1621 年 1 月

23 日，他頒布一道敕令，規定樞機們當封鎖在祕密會議室內

後才能選舉，不可自選；且按亞歷山大三世制定的法規，要佔

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當選教宗。每位樞機該發誓，不可寫些誇

獎逢迎的話。

五、傳信部的成立

在位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 1622 年 1 月 6 日成立傳信部，

以管理傳教區的教務。碧岳五世、額我略十三世，和格來孟八

世都曾有此意，但這位教宗卻完成了他們的願望。

這新的聖部包括 2 位主教、 13 位樞機和 l 位秘書。所

選出的都是很傑出的樞機例如瑪弟奧巴貝利尼樞機 (Matteo

Barberini)' 即未來的舄爾邦八世。

六、歐洲局勢

當時在德國境內三十年戰爭爆發，基督教佔優勢，教宗非

常關心波希米亞教會。

那時法國與西班牙互爭華得利納 (Valtellina) 土地時，這

對教會權利不利，教宗以外交的手腕阻止了這場戰爭。

額我略企圖改善教廷與英國的關係，且寬免英王查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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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與法王亨利四世之女兒亨利達瑪莉 (Henrietta Maria) 的婚

姻阻礙。瑪莉袒護公教徒，但英王的專制使國會和人民對他

不滿。

七、改革修會

額我略很重視修會的改革。法玉路易十三世 (Louis XIII• 

1601 年 9 月 27 日 -1643 年 5 月 14 日）請求教宗革除教會的弊

病。教宗便請戴拉羅弗高樞機 (Card. Dela Rochefoucault) 處

理這事。他又促屯各修會恢復他們原有的神貧精神。

八、推行敬禮

額我略教宗很重視教會禮儀的生活。他在 1621 年時，將

聖若瑟瞻禮 (3 月 19 日）視為罷工瞻禮之一；次年又為聖母

的母親亞納定休假瞻禮。

他衛護聖母蹠朵原罪的道理。在 1622 年．他宣布：聖母

受原罪的玷污是不對的。

教宗將依納爵羅耀拉、方濟沙勿略、西班牙的德蘭、菲利

浦內利等人列入聖品 這些人對改革教會均有很大的貢獻。

額我略於 1623 年 7 月 8 日逝世，享年 70 歲。死後被安葬

在聖依納爵教堂內

236 烏爾邦八世 (1623 至 1644 年）

一、少年時代

烏爾邦，名瑪弗奧巴貝利尼 (Matteo Barberini)• 於 1568

年 4 月 5 日誕生在佛羅倫斯城。 3 歲時喪父，由母親撫養成人，

且將他送到家鄉的耶穌會院受教育。

不久，同他的舅父方濟巴貝利尼到羅丐，便進入羅馬學

院。 1589 年自比沙大學獲取法律博士學位，繼後又到羅馬，

為教宗所賞識，請他到教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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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 年為教廷駐法代表，前往法國祝賀亨利四世之子路

易十三世的誕生。三年後，被升為納匝肋總主教，且為咗法大

使，與法王保持了良好的關係。

1606 年 9 月 n 日，被擢升為樞機。六年後，他建立一座

教區修院。保祿五世時，升他為駐波蘭大使，又在 1617 年任

宗座署名處的部長。

二、膺選教宗

額我略十五世駕崩後，同年 8 月 5 日， 55 位樞機們在祕

密會議室投票選舉，巴貝利尼得 50 票當選為教宗，他取名烏

爾邦八世（明熹宗天啟三年）。

即位之初，教宗將葡國的伊莉沙白、安德肋哥西尼列為聖

品；又將方濟波及亞、安德肋亞威利諾等人列為真福品。

在禮儀方面，他在 1642年將休假罷工的日子減為 34 天（星

期日除外）。 1631 年，又重整日課。

三、批准修會

1628 年，烏爾邦批准伯多祿輻利 (Peter Fourier'1565-

1640) 所創立的救世主會。四年後 (1632 年），又許可遣使

會的成立。

在他的任期內，他鼓勵主教們遵守特利騰大公會議的

議案。

四、傳教事業

教宗對傳教事業是很重視的。在各傳教地區設立教區和監

牧區，同時又用金錢來補助他們。

他更擴充傳信部的工作範圍，在 1627 年，為了培養傳教

區的神職界，創立了傳信大學。

烏爾邦教宗廢除了額我略十三世在 1585 年給耶穌會士的

專利，使其他會士也能到中國和日本等地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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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教關係

在任期間，正逢歐洲三十年戰爭。由於他與法國關係良好，

為擁法派。那時黎且留樞機 (Richelieu) 對法國的貢獻很大。

1632 年羅威爾家族的滅亡和烏比諾 (Urbino) 隸屬教宗管

轄，使教皇國土擴大。

六、擢升侄輩

教宗做了一件很不體面的事，即擢升自己的侄甥為樞機。

他的弟弟安多尼和兩個侄子方濟及安多尼，均被升乃樞機。

這兩個侄子的父親加洛 (Carlo) 和他第三個兒子達陡

(Tadeo) 以教宗乃盾牌，取得許多財產和榮譽。

這引起巴爾丐公爵的不滿，進而反抗教宗。烏爾邦花了不

少前來組軍和建築城堡以防禦敵人的侵襲。

七、伽利略案

伽利略，自從書被禁後，他一直保持沉默達十五年之久。

自烏爾邦即位，人們希望教會對新科學的發明，採取明智與同

情的態度。 1632 年，伽利略將他花費多年心血所完成的劃時

代作品：《世界兩大主要系統對話錄》發表。

幾個月後，伽利略再度被教廷告發，並召他到羅馬受審。

那時他正屆古稀高年，健康欠佳，被迫到樞機前受審，在苦刑

的威脅下，要他取消他的科學信仰。伽利略終於屈服，並承認

錯誤，說：「我現在宣布並宣誓：地球不繞太陽運行。」他的

《對話錄》亦乃教廷列為禁書，一直到 1835 年始被解禁。

這又是一件在烏爾邦八世任期內的可悲之事。

八、駁楊森膠論

1638 年，荷蘭學者哥內略楊森 (Cornelius Jassen) 寫了一

部有關聖奧斯定砷學的著作。在此書中，他論及人性因原罪而

完全墮落，與聖寵的不可抗拒性。是他費了 220年心血所做成，

在他去世後，由他的一位朋友出版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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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年，烏爾邦八世在《在崇高》 (In Eminenti) 敕令中，

宣布此書為禁書。

然同情楊森者，有阿爾諾 (Angeligne Arnauld)• 他也出

版了一書，名叫《勤領聖體》。他認為勤領聖體是不可能的。

因他過份強調領聖體的條件，若不具備這些條件，人們便不能

夠去領聖體。

烏爾邦八世於 1644 年 7 月 29 日與世長辭。死後被安葬在

聖伯多祿大殿內。

237 英諾森十世 (1644 至 1655 年）

一丶少年時代

英諾森，名若翰彭非利 (Giovanni Battista Pamphili)' 

於公元 1572 年 3 月 7 日誕生在羅馬城。其家族來自谷比奧

(Gubbio)• 十五世紀時遷居羅馬。

少年時，他的舅父樂業協助他求學，他在羅馬取得法律博

士。 1597 年晉鐸。四年後進入教廷工作，由於舅父被升為樞

機，他也隨著進入聖輪法院工作。

在烏爾邦八世時代，若翰被派駐為那不列斯、法國和西班

牙等國的大使。他曾攻擊烏爾邦教宗的侄兒們濫用公共財物。

二、當選教宗

1644 年 9 月 15 日，彭非利樞機為眾所擁，被選為教宗，

取名英諾森十世（清世祖順治元年）。他雖已是 72 歲高齡，

但身體仍很健康。

在他任期內的歐洲一件大事，就是簽訂魏斯華里亞和約

(1648 年 IO 月 24 日）。

這和約的主要內容可分為政冶和宗教兩方面。在宗教方面

規定：

L 加爾文教派與路德教派，與羅馬公教有平等地位，同享

奧格斯堡和約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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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舊教財產土地以 1624年 2 月 1 日以前的情況為標準。

3. 新、舊教各邦在帝國事務上權利平等。

4. 帝國最高上訴法庭中組成份子，新、舊教徒人數相等。

教宗並不滿意這和約，因此派華比奧吉琪 (Fabbio

Chigi) 樞機處理此事。

教宗協助威尼斯抵抗土耳其軍，同時又很關心那不列斯叛

亂的情形。

三、排斥異端

楊森在《奧斯定》一書中說：「人類已被原罪所破壞，且

變得無藥可冶。恩寵雖賞賜給了所有的人，但並非眾人都能得

救。對那些註定要得救的人，天主賞他們不可抗拒的聖寵；但

至於其他的人，必遭到摒棄。」

這學說在 1642 年為烏爾邦八世所處罰。但楊森派仍然繼

續傳揚其謬論。

那時反楊森派者將其學說歸納五個重點，以呈上給羅馬。

即：

1. 天主的誡命不能被義人遵守，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恩

寵。

2. 在腐敗的本性中，人不能有內在的聖寵。

3. 行善避惡是外在的自由，而非內在的需要。

4. 人的意志不能拒絕聖寵。

5. 耶昧基督並非為眾人而死。

1653 年 5 月 31 日，教宗英諾森在《在機會》 (Cum

Occasione) 敕令中，處罰楊森學說。

四、寵愛家人

教宗是個熱心事主，且勇於解決困難的人。他的缺點是

寵愛家人。他擢升兩個侄兒為樞機，又疼愛舅母奧林匹亞

(Olimpia Maidalchi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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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諾森也愛施捨。 1646 年與 1647 年間，教皇國內發生水

災和瘟疫，他便急於解囊救助受害的人。

五、死而後已

1654 年 12 月底，教宗的身體衰弱，醫生們認乃無藥可救。

他的告解砷師阿索利納樞機給他傅油．並送臨終聖體。

然而他卻死於次年的 l 月 7 日，其舅母奧林匹亞拒絕舉行

隆重喪禮。

他的遺體被安放在聖伯多祿大殿幾天後，便很簡單地埋

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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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 至 1799 年）

歷史背景
自二十年戰爭後，歐州歷史有很大的轉變，它結束了歐洲

統－帝國和統教會的理想。

它使德意志的統－延緩了兩個世紀，而陷人分崩離析的境

地。直到 1871 年才真正地完成民族統一的工作。它也使西班

牙的哈普斯堡王室在國際政冶上失去其勢，法國乃脫穎而出，

成為歐洲舉足輕重的大國，進入它的全盛時期。

尤其到了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1638 年 9 月 5 日－

1715 年 9 月 l 日）時代，他的「專制」使各國畏懼，且全力

抵抗，以期維持均勢。法王發動一連串的戰爭，到特勒克條約

為止，才使歐洲勢力穩定。

在宗教方面，也因三十年戰爭分兩大陣營。一，舊教

（天主教）的範圍：奧國、巴伐利亞、比國、愛爾蘭、法國、

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二，新教的範圍：丹麥、挪威、

瑞典、荷蘭、英國、蘇格蘭、法國的瑞士部份和德國。

這時的教宗，也失去了中世紀的領導權．其權力只限在教

會本身範圍內，即重視傳教事業。世俗的君王，例如路易十四

世，想法控制教會，尤其在教宗選舉和任命主教方面，以政治

勢力來干涉教會的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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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亞歷山大七世 (1655 至 1667 年）

一、少年時代

亞歷山大七世，名法比奧吉琪 (Fabbio Chig口，於公元

1599 年誕生在西恩納城。幼年聰敏，攻讀哲學、砷學和法律，

27 歲時 (1626 年）榮獲神學博士。

兩年後，在羅馬與學者們為友，隨而進入教廷工作。初被

派為駐非拉拉的副使者．衛斯華里亞簽訂和約時，為蛀德意志

使者。

1651 年，英諾森十世擢升他為教廷國務卿，一年後授之

予樞機名銜。

二、膺選教宗

英諾森十世駕崩後，樞機長奧多邦尼認為教宗需要一位聖

德非凡的人為繼承此位。阿泰利尼樞機指著法比奧說：「他是

最理想的一位。」的確法比奧樞機在各方面都表現得很特出，

他會攻擊侄甥主義的弊端。但法國並不喜歡法比奧的當選，因

他曾反對法國瑪賽林 (Mazarin) 樞機的政策，為此選舉拖延

了三個多月。

但，終於在 1655 年 4 月 7 日，所謂的「飛行部隊」 (Flying

Squadron) 勝利了。西班牙大使稱那些沒有黨派的樞機們為飛

行部隊，自由行事、不受任何家族和勢力所控制。法比奧樞機

當選後，取名訪亞歷山大七世（清世祖順治十二年），為紀念

十二世紀時偉大的亞歷山大三世。

三丶政治方面

新教宗與路易十四世的關係並不很好。 1561 年法王方濟

一世曾與教廷簽訂「波羅那協約」。按此協約，路易十四世為

法國教會的名義領袖，且有向某些空懸教職抽稅的權利，因此

與教廷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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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希望基督徒聯盟以抗土耳其軍，但路易十四世不願合

作，且希望打擊哈普斯堡王朝。法王佔領亞味農且派軍進攻羅

馬。比沙和約 (1664 年）才使雙方成了一個妥協的局面。

瑞典的克里斯蒂納 (Christina) 王后來到羅馬，拜見教宗。

她於 1654 年讓位時，便皈依天主教，且定居羅馬。教宗以厚

禮接待她，於 1689 年病逝。

在波蘭，教宗寬免了耶穌會士若望加西米爾 (John

Casimir) 的聖願，許他登上王位，若望娶了他的表妹瑪莉露

意絲為妻。

四、重整聖部

羅男聖邰是由西斯篤五世和烏爾邦八世組織時所設立的，

但經過多年的行事，有不少缺失，亞歷山大教宗決定重整之。

他請樞機們負責每個聖部，因此每部的部長都以樞機為

首；當時的羅士比利奧西樞機是位傑出人物。

五、大興土木

教宗也是位愛好文藝者，他喜歡與學者為友，例如史福沙

巴拉味西諾，他曾寫了一本《特利騰大公會議歷史》。教宗自

己將以往所寫的詩詞收集起來，刊印成書。

對羅馬城有極大的貢獻，我們現在在聖伯多祿廣場兩旁所

看到的廊柱，就是他那時代所興建的；他又命人整修萬神廟廣

場和人民廣場。

教宗又建造艦隊以助威尼斯人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抗禦

土耳其。

六、教務方面

亞歷山大七世不斷地攻擊楊森異端， 1661 年 12 月 8 日，

在《焦慮》 (Philo meti Labores) 敕令中，曾規定聖母瑪利亞

是無染原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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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將方濟撒肋爵列為聖品，聖人的《熱心引》是一本為

教友修德成聖的優良手冊。

七丶前亞當派

這是一位加爾文派，名戴拉皮利 (Isaac de la Peyrere) 的

學說。他認為在亞當之前，已有人在地球上居住。天主造天地

後，先造了一些外邦人，然後再造亞當、厄娃，所以亞當以前

的人並沒有犯原罪；但教會斥責此說。

1657 年，戴拉皮利前往羅馬，在教宗面前認錯，教宗很

高興地接待f他。

八、鞠躬盡瘁

1667 年，教宗受到膽石病的干擾，身體軟弱。他曾召集

樞機們到他跟前，且將朽自己準備的棺材給他們看。

臨終的時候，他最後一句話是：「虛而又虛，萬事皆虛。」

（訓一 2) 他死在 1667 年 5 月 18 日，享年 68 歲，死後被安

葬在梵蒂岡墓地。

239 格來孟九世 (1667 至 1669 年）

一、少年時代

格來孟，名儒略羅斯比利奧西 (Julio Rospigliosi) 。 1600

年誕生在佛羅倫斯城西北的比斯多亞 (Pistoia) 。其祖籍來自

龍巴底地方。

年輕時，在羅馬耶穌會的學校就讀，繼而又到比沙大學硏

究。他的智慧聰明，不只是會寫詩文，更是位戲劇家。他寫了

很多宗教戲劇。

在烏爾邦八世時，他被派為駐西班牙使者，又為達爾斯的

名譽主教。 1657 年由於他工作勤奮，亞歷山大七世擢升他為

教廷國務卿。



第十二章 專制時代 293

二、膺選教宗

為選亞歷山大七世的繼承人，只花了十九天的時間。於

1667 年 6 月 20 日，罹樞機為眾所擁，被選為教宗（清康熙七年）。

他曾與法國和西班牙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即位之初，格來

孟教宗採取一個調停者的態度。法國的內閣和瑪德甩政府都支

持他的當選，他也與法和西保持良好的關係。

三、楊森異端

楊森異端在法國擴張其勢力，教宗在 1668 年的《格來孟

和平》 (Clementine Peace) 中· 接待楊森派的四位主教，楊

森派暫服從教會。

四、組軍抗敵

自從 1645 年，土耳其軍勢力浩大猛攻克里特島後，又向

康弟亞 (Candia) 城進攻，格來孟九世盡力協助威尼斯人以抗

敵。由於得不到法王路易十四的接助，康弟亞終於在 1669 年

被攻陷。

因此，教宗戒到十分悲傷。不久，即在同年 n 月 30 日便

與世長辭，享壽 69 歲，死後被安葬在聖母大殿內。

240 格來孟十世 (1670 至 1676 年）

一、少年時代

格來孟，名艾米里奧阿弟也利 (Emilio B. Altieri) 。 1590

年誕生在羅馬，為羅丐望族。

1661 年獲取法律博士，與若翰彭非利樞機（即英諾十世）

上作一段時間，由於其兄的勸導，接受砷品， 1622 年在教廷

駐波蘭大使藍色洛弟那裡服務。

1627 年回到羅丐，代其兄為加馬利諾 (Camarino) 主教。

1644 年，英諾森十世派他任駐那不列斯大使，成績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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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年回到自己的教廷工作，但兩年後，亞歷山大七世請他

到羅馬，任主教和修會部的秘書與宗教裁判所的顧問。

格來孟九世時，初派他訪教廷財務部長，當他被擢升樞機

時，教宗向他說：「我給您授予袍衣，因我覺得您將是我的繼

承人。」

二、當選教宗

格來孟九世駕崩後，由於西班牙和法酮兩派的爭執拖延了

教宗的選舉。最後，終於 1670 年 8 月 29 日，艾米里奧樞機當

選，取名格來孟十世（清康熙九年）。

基督教的人士也讚揚他的當選，說：「這位教宗的確能隨

從前任的偉業。」

三丶斥責異端

楊森派因不滿《格來孟和平》敕令，又開始發生暴動。法

王路易十四世的三位大臣：藍尼、黎特利和哥爾白特，都擁護

楊森派。在德國，一位科隆的律師亞當魏登弗又袒護此學說，

但敎宗卻極力攻擊他們的異端。

四、教會事業

在他任期內，值得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是有關修會的權

利。 1670 年 6 月 21 日，格來孟十世刊出一定規則，討論會士

對宣講道理和聽告解的權利 c 在他們自己的教堂講道，必須有

長上的准許，且該要求當地主教的祝福。若無主教的許可，他

們不可在自己教堂以外的地方講道。

在隱修院，或在修會生活的修院內，長上和聽告解者，可

聽在那裡面工作的人的告解；但是在其他地方，必須要有特別

許可。有任何疑惑，該請示教宗。

五丶政治方面

歐洲的政局面臨很嚴重的情勢，佔領康弟亞的土耳其軍正

威脅著義大利，教宗希望歐洲君主能同心合意地抗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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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 年他與鄄那亞友好，三年後希望法國與奧國和好。

格來孟又援助波蘭若望蘇比也斯的軍隊，他很勇敢地阻止了回

教勢力的西進。

六、死而後已

教宗年齡 86 歲時．仍然充滿精力和頭腦清醒；但因受水

腫病之患，體力漸弱，於 1676 年 7 月 22 日便與世長辭。他在

位 6 年 2 個月又 23 天，死後被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

241 英諾森十一世 (1676 至 1689 年）
....... -=-
月U 呂

在這段時間裡，教會面臨很嚴重的問題，雖然這時期的教

宗都是能幹而傑出的人物，但棋逢敵手，遇到一位專制的法王

路易十四世。他以歐汎｛公教統治者的身份，設法控制教會的內

政一－選舉教宗，使教宗附屬於他的權利之下。在教會方面，

有能的英諾森十一世，挺身而出為教會盡力，不向惡勢力低

頭。今敘述其生平如後。

一、少年時代

英諾森，名本篤奧德斯加齊 (Benedetto Odescalchi)• 誕

生在義大利北部的哥莫城，是一位虔誠且熱心的人。

年輕時，他在自己家鄉的耶酥會院受教育。 15 歲時，到

熱那亞一家銀行工作；然後又往那不列斯大學攻讀，獲得了民

法和教法博士學位 (16339 年）。一年後，由於戴拉古瓦樞機

(Card. De la Cueva) 的推萵，領受剪髮禮。

二、步步高升

在烏爾邦八世時代，本篤被派乃宗座法庭的公證人，其後

又被升為瑪塞拉達地方的總督。

英諾森十世提升他為樞機 (1645 年），三年後被任派為

教宗蛀非拉拉特使。由於愛護貧窮人，贏得「窮人之父」之稱。

兩年後晉鐸為主教，被派乃諾華拉地方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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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 年，本篤辭主教職位而回到羅馬，在教廷內服務。

在格來孟九世駕崩後，雖有人提名他為教宗的候選人，但法王

路易十四世極力反對。

三、當選教宗

他終於在格來孟十世去世後當選了教宗，取名英諾森十一

世（清康熙十五年）。

在接受加冕後，英諾森十一世要求樞機們批准 12 項有關

改革教會的條目，其中有三樣重要的事：

L 繼續推廣特利騰大公會議的事業。

2 衛護教會的自由和權利。

3. 保護西歐以抗回軍。

在保護教會自由和權利中，教宗與法王路易十四世曾有長

期的鬥爭。

法王由於沙爾本大學教授和自己顧問的建議，認為有權指

派藍格多、波文斯、道芬和奎因等地方主教空缺的職位。他又

引經據典說，按里昂大公會議 (1274 年）和政教協約時有控

制此空缺的權利。

英諾森十一世反對此案。法王便召集法國神職會議。在

這會議中 (1682 年 3 月 19 日），美奧主教袍蘇厄 (Bossuet,

Bishop of Meaux) 擬定四條款，史稱為《加利剛自由》

(Gallican Liberties) 。這四條款是：

I. 教宗只有神權。國王和諸侯在世權方面不屬教會管轄。

為此教會無權過問這世俗方面的事務。

2. 正如君士坦斯大會的第四、第五會期所說的，宗座的權

利為大公會議所限制。這種限制是長久性的。

3. 教宗權利的使用為教會法所限定，為此法國教會所定原

則和習慣該付諸實行。

4. 在決定信仰問題時，教宗有重大的任務，但若無整個教

會的通過，他的議案是可撤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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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法國神職界均批准此案。當法王提兩位神父以為

主教候選人，教宗拒絕之。

三丶使館問題

另一件與教宗起衝突的事，是法國駐羅馬大使的免稅問

題，其他國家的大使宣稱他們的使館不只庇護權，且更有保護

其周圍的環境。教宗因縮小其範圍，而限其使館及其花園有保

護權。除法國外，其餘國家都一致通過這方案。

由於不滿法使者拉華汀 (Marquis Lavardin) 傲慢態度，

教宗便撤其職且告訴法王 (1687 年 11 月）說這位使者觸犯了

教會所規定的法律。

法王為了報復，便派軍奪取教宗在亞味農和魏納星的土地

(1688 年）且宣布要召開一次大公會議以罷免教宗。

法王只不過是出一口氣而已，到了亞歷山大十八世時，把

這些地方歸還給教宗，

四、對抗土耳其軍

當時土軍勢力浩大，垂涎西歐。教宗盡力促使基督軍聯合

同一陣線以抗敵。雖然法國與土耳其祕密地合作，但教宗很成

功地說服紳聖羅丐皇帝良波德丑t (1658-1705 年）和波蘭王

若望三世。

德波聯軍於 1683 年 9 月 n 日在維也納打敗了土耳其。

這場戰爭猶如查理瑪德爾於 732 年在土爾和波弟爾戰敗阿拉

伯人有同樣的命運，使西歐不受士軍的統冶。當然也得歸功於

教宗。

三年後 (1686 年），教友軍佔領布達佩斯，結束了土軍

統治匈牙利的時代。

五、教務方面

在位期間·英諾森頒布了《常領聖體》 (1679 年 2 月 12 日）、《告

解》 (1682 年 H 月 18 日）和《倫理問題》 (1679 年 3 月 4 日）等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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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處罰了當時倫理神學方面的「鬆弛主義」，而衛護耶穌

會士杜爾蘇的「更可靠主義」；同時又處罰「奴隸制度」 (1686

年 3 月 20 日）。

「寂靜主義」 (Quietism) 是十七世紀西班牙莫里諾 (Miguel

de Molinas) 所創的學說。他主張排除人類的意志、世俗欲望

與事物，而對天主及聖神事物做完全的沉思默想。 1678 年 8 月

28 日為聖職部和 11 月 20 日為教宗在《上天善牧》諭旨中處罰

他的學說。

1689 年 8 月 12 日，他與世長辭。在 12 年 10 個月又 22 天，

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他死後，教會開始進行他的列品案。但由於法國的干涉，

本窎十四世在 1744 年暫擱此案。十九世紀，良十三世重翻舊

案 (1889 年和 1895 年），中經碧岳十一世時 (1934 年）及至

碧岳十二世時 (1956 年 10 月），將英諾森十一世列入真福品。

242 亞歷山大八世 (1689 至 1691 年）
亞歷山大，名伯多祿奧多波尼 (Pietro Vito Ottoboni)' 

於 1610 年 4 月 22 日誕生在威尼斯城。出自威尼斯名望家族。

父親馬爾谷是該城的大臣。

他是個很聰敏的人。 17 歲時，便在巴都亞大學獲得民法

和教法博士。 20 歲時 (1630 年）到羅馬求職，先後為德爾尼、

黎也地和史波來多地方的總督，又為羅馬聖輪法院的查帳員。

1652 年，英諾森十世擢升他為樞機，兩年後又為貝來西

亞的主教。

再英諾森十一世時代，瓦羅馬法庭大法官和聖職部的

秘書。

英諾森十一世駕崩後，為眾所擁，被選為教宗，取名亞歷

山大八世（清康熙廿八年）。

他花了十八個月的時間，以消除與法國的緊張氣氛，路易十四

世將佔領的亞味農和衛納星土地歸還給教宗，與教會重歸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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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宗在 1690 年 8 月 4 日，頒布《在許多》敕令中，宣

布加利剛自由的四條款無效。路易十四這次的態度緩和下來，

可能是由於國內其他事情困擾著他。

由於與法王的和好，而得罪了良波德一世皇帝。皇帝便召

回駐梵大使。

教宗重視英圖斯圖亞特王朝的事。在位時，協助威尼斯以

抗土耳其軍。

那時瑞典皇后克莉斯汀 (Christine of Sweden• 1626-1689 

年）於 1645 年皈依教會後，於 1655 年定居羅馬。她收集不少

的珍貴手抄本給梵蒂岡圖書館。

教宗又處罰楊森異端 (D. 3301-3332) 。

1691 年 2 月 I 日與世長辭，被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

243 英諾森十二世 (1691 至 1700 年）

一、少年時代

英諾森，名安多尼畢納得里，於 1615 年 3 月 13 日誕生在

史比納索拉城，朽那不列斯望族。年幼時在羅男學院就讀。在

烏爾邦八世時進入教廷服務，且被派為駐烏比諾副使者。

英諾森十世曾任命他為瑪爾它島的宗教裁判所負責人

(1646-1649 年），繼而又為味得堡的總督，和佛羅倫斯城的

使者。在亞歷山大七世時派為波蘭使者 (1660 年），和維也

納使者 (1668 年）。他擔任重職，以致有位史家慕拉多里稱

他乃「羅馬皇帝的靈魂」。

格來孟十世不很滿意他，因此調他為利瑟的總主教。但不

久 (1673 年）卻召他回羅馬，命他為主教及修會聖部的秘書。

英諾森十一世在 1681 年 9 月 1 日擢升他為樞機，同時又朽華

恩沙的主教，波隆那的使者，以及那不列斯的總主教。

二、當選教宗

1691 年 7 月 12 日，安多尼樞機多票當選，取名英諾森

十二世（清聖祖康熙三十年），四天後 (16 日）便舉行加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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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之後，便努力剷除侄甥主義。有一次他召集一些窮人

而說：「請看，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侄輩。」為了解決這問題，

教宗於 1692 年 6 月 23 日頒布一道諭旨，禁止主教們以教會財

產致富自己的家人。這條法規也包括教宗及樞機們。

英諾森熱愛窮人，將聖彌格爾醫院開放給貧窮青年使用，

同時又設法減低教廷的龐大開支。

三丶政治方面

教會與法國方面的緊張局勢，終於在英諾森十二世時代舒

緩了下來。經過兩年的協商，法國主教承認羅馬教宗的權力。

路易十四世是法國教會的名義領袖，為了向某些空缺教職

抽稅的權利，因此便和教宗發生爭執。 1682 年，路易十四的

宗教顧問铇蘇厄主教 (Bishop Bossuet'1627-1704 年）等人起

草《法國教會的自由宣言》，強迫各主教接受；其中強調在世

俗上，國王的地位優於教宗，和大公會議的權威高於教宗。

到了 1693 年 9 月 14 日，路易十四致書給教宗撤回這項宣

言，因此改善了政教關係。

四丶排除困難

當時「寂靜主義」興起，引起了法國兩位著名主教的爭

執。鮑蘇厄主教在他的 1697 年的著作中，攻擊寂靜主義的謬

論；但康布來主教斐內隆 (Fenelon archbishop of Cambrai' 

1651-1715 年）卻為它辯護。他兩人的爭執傳到法國朝廷，路

易十四和他的妻子瑪德諾都反對斐內隆主教的說法。

最後，由於國王的要求，羅丐開始調查此案。經過兩年的

研究之後 (1699 年），英諾森教宗處罰了斐內隆主教的思想

和著作。斐主教終於屈服，爭執因而結束了。

五、鞠躬盡瘁

1700 年，英諾森身體逐漸衰弱，勉強地拖延了九個多月，

即在 9 月 27 日與世長辭。在位 9 年 2 個月又 15 天，死後被安

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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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格來孟十一世 (1700 至 1721 年）

一、少年時代

格來孟，名若望方濟阿爾巴諾。於公元 1649 年 7 月 23 日

誕生在烏爾比諾城，為翁比亞貴族出身。年幼時，在羅丐學院

就讀，精通古典文學，也因此得進入瑞典女王克莉斯n所創辦

的著名學院。

隨後又攻讀神學和法律。公元 1677 年與羅馬教廷往來，

先後被任朽黎也底、沙比尼和奧味也多等地方的總督。 1687

年被擢升為教廷秘書處的秘書，三年後晉升為樞機執事。 1693

年晉鐸。

二、膺選教宗

1700 年，英諾森十二世駕崩，適逢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爭

奪戰 (1700-1713 年），因此影響到教宗的遴選。在樞機團

中也分朽兩派：親西和親德。最後到西班牙王查理二世死後

(1665-1700 年），樞機們才達成協議，選了一位中立派阿巴

尼樞機，他取名格來孟十一世。

三、政治問題

在位的時候，首先最麻頃的事就是關心西班牙王位爭奪的

教會。雖然他保持中立，但他卻很矛盾。他既是西班牙派，卻

批准法國安如的菲利浦繼承為西王。這使法王路易十四世和

其孫子非利浦不滿。那時奧國侵入教皇國且威嚇羅丐 (1709

年）。教宗迫不得已承認奧幄哈普斯堡王朝為西班牙國王。

教宗又與巴登堡的佛德烈三世 (1688-1713 年）發生衝突。

公元 1701 年 1 月 18 日，利奧巴一世同意佛德烈乃普魯士國王，

怛教宗極力反對，理由是普魯士國王吞沒條頓骑士會的財產。

另方面，教宗也希望能在這些地方有些特權，但已被沒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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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丶擯斥異端

十八世紀初，楊森異端東山再起，此派人在 1701 年夏天

刊印了一本新書《良心》，抨擊教會。法國著名的布蘇厄主教

積極攻擊此說。

格來孟教宗，由於路易十四世的要求，便在 1705 年 7 月

15 日頒布《主的葡萄園》，和 1713 年又頒布《唯一聖子》的

敕令，以處罰楊森學說。可是皇家港的修女們拒受此敕令，

因此受到處罰。 1709 年，法國政府得到教會的同意，廢除此

修會。

五丶膿儀問題

當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時，看到中圖對祖先的觀念和儒家思

想，在人心目中牢而不可破，因此他認為傳教士如果不承認中

國固有旳思想，絕對收不到傳教的效果。所以他就把中國人所

說的「天」，借用來作造物主的「天主」，而且把「 Catholic 」

譯成「天主教」。中國教友，既可參加祭祖和祭孔的典禮，同

時也可參加天主教儀式。為了討好中國人，傳教士們都儒服漢

語，努力模仿中國人的風俗習慣。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成功的

原因，就是能和中國人的傳統禮俗妥協。

可是在耶穌會之後而來的道明會和外方傳教會卻不這樣。

他們指責耶穌會允許中國教徒祭祀祖先和崇拜偶像。其次，他

們又說漢語的「天」，是物質天的「蒼天」之意，絕不能代表

天主教的「天主」。

於是，他們就把耶穌會十的事告到羅馬教廷。教宗便採納

道明會等人的意見，斷然嚴禁中國教徒保留祭孔和祭祖的禮

俗。教宗又派遣安提約基的宗主教鐸羅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為專使，手持教宗的禁令到中國。

1704 年（康熙四十三年） 4 月 8 日，鐸羅到了廣東；但在

廣束的耶酥會士以冷淡的態度對待他。同年 12 月 31 日，鐸羅

到了北京，蒙康熙皇帝賜見，但他沒有提禁令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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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英諾森十三世 (1721 至 1724 年）

一、少年時代

英諾森，名米開安琪羅康提 (Michaelangelo de Conti) 。 1655

年 5 月 13 日誕生在教皇國內的波里城。他的家族在十三世紀

時已出了三位教宗：英諾森三世、額我略九世和亞歷山大四世。

少年時，在安哥納就讀，然後又在羅馬，亞歷山大八世時

晉升他為蒙席；先後為阿斯哥理、弗西諾尼和味得堡的總督。

1695 年英諾森十二世教宗派他為駐瑞士公使，且擢升

他為達爾斯的榮譽主教。三年後又被任為葡萄牙公使，直到

1710 年。格來孟十一世擢升他為樞機 (1706 年），同時又任

他為奧西莫的主教 (1709-1710 年）和味得堡主教 (1712-1719

年）：後因病而辭職。

二、當選教宗

格來孟十一世駕崩後，教廷國務卿法比西奧保魯齊本有希

望當選，但是由於砷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 (1711-1740 年）

的反對而作罷；樞機們選上了康提的原因，可能是受到法國政

府的影響。康提終於被選上，取名英諾森十三世（清聖祖康熙

六十年）。

三、傳教事業

在傳教方面，英諾森教宗不怕世權的反對和壓力，加強瑞

士和葡國的教會事業。

教宗又強調格來孟十一世的《天主唯一聖子》 (1713 年）

的敕令，以處罰楊森主義。

楊森主義的嚴重性，給教會所造成的損害實在不小。尤其

在法國和比利時，它咸染天主教家庭的思想極深，其流毒傳到

二十世紀初葉，致使教會的氣氛敬畏多於愛情，對天主公義的

懼怕，減低了救主的慈愛，因此不敢多領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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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方面

當時土耳其軍隊攻擊瑪爾它島，情勢緊急：教宗很關心，

呼籲盟國組隊抗敵。

他反對皇帝將教宗附屬地巴爾瑪和比亞深沙公爵國割讓給

西班牙王加羅斯 (Don Carlos) 。

教宗將奧爾良公爵的－大臣都波神父擢升為樞機。史家慕

拉多里 (Muratori) 批評說是一件不幸的事：「這人的倫理行

為是不相稱這職位的。」但是由於國王的壓力，良善的教宗不

得不順從法國政府的意思。

五、鞠躬盡瘁

雖然在政冶舞台上，英諾森教宗失敗了；但在個人修養

方面，他不愧是位謙遜良善，並且愛護窮人的教宗。在他於

1724 年 5 月 7 日逝世時，不少人民都哀悼他。

後因鐸羅特使在澳門被拘禁，並且死在異鄉；又因康熙皇

帝軀逐教士·教宗在 1715 年 3 月 19 日頒布《從登極之日》敕

令，嚴禁中國教友保留中國禮儀。後又派嘉樂使者到中國去強

調此政策，因此造成了禮儀之爭的悲劇。

六、教務方面

格來孟十一世常鼓勵主教們常酖在自己的教區內，同時又

勸導砷職人員以聖依納爵神操去做避靜神工。

教宗很尊敬聖若瑟，因而編了聖若瑟日課經文和彌撒

(1714 年 2 月 4 日）。他也是位學者，為梵蒂岡圖書館增加

了不少資料。

他設法使蘇聯的彼得大帝皈依教會，但自波塔瓦戰役之後

(1709 年 7 月 8 日），俄軍戰勝瑞典，彼得便放棄此意願。

雖然他不信仰天主教，但卻信神，例如在 1707 年彼得致書給

凱薩琳說：「由於上帝的協助，我已為聖彼得堡安置了一個堅

固的靠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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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孟教宗於 1721 年 3 月 19 日與世長辭，享壽 72 歲，

死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246 本篤十三世 (1724 至 1730 年）

一、少年時代

本篤，名伯多祿方濟奧西尼 (Pietro Francesco Orsini)' 

於 1649 年 2 月 2 日誕生在巴利 (Bari) 西南的格拉味納城

(Gravina) 。這家族己經出f 兩位教宗，即則來斯定三世

口 191-1198 年），和尼格老三世 (1277-1280 年）。

少年時，就對修會有很大的興趣。但是他的母親為了情

面，不願他進貧苦的道明會。雖然家人替他安排了婚事，不過

他卻不顧家庭的反對而進入修會。

道明會便給他穿會衣，替他取名為文生．瑪利亞。這消息

傳到他家之後，引起異常憤怒．池的母親使到教宗那裡去，要

求把兒子交出來。教宗格來孟九世就把她的兒子召到羅丐來；

結果這位奧西尼公爵夫人不但讓他的兒子入了修會，她自己也

進入道明修女會。

年輕的伯多祿在砷修生活和學業上進步很快。他先後在那

不列斯、波隆那和威尼斯研讀紳哲學。畢業後，在米蘭附近的

布來西亞執教哲學。

在教宗格來孟十世那邊，並沒有忘記這位年輕人，所以在

晉鐸後幾年內 (23 歲時），就提升他為樞機主教；八年後，

又將他任命為義大利南部本內文多的總主教。

他在本內文多總主教位上共有 38 年。在這個教區中，他

表示他是位善牧，重視教會紀律和倫理。他又召開教區會議，

並且寫了三本有關學術性和神修方面的書籍。

二、當選教宗

由於他在主教崗位上善盡職責，在英諾森十三世死後兩個

星期 (5 月 29 日）為眾所擁，被選為教宗，取名本篤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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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雍正二年），為紀念前任道明會籍的教宗本篤十一世

(1303-1304 年）。

即位之初，他的主要工作是攻擊楊森異端，並且衛護《天

主唯－聖子》敕令的正統學說。

他重視修院教育，並且刊印有關神職人員生活的準則，尤

其是強調糾正樞機們和使節們的奢侈生活。

三、政治方面

教宗不善於外交工作，因此在用人方面不很得當。他信任

哥西亞樞機和國務卿黎加里。許可沙丁尼的阿瑪德在其範圍內

有任命主教的權柄 (1728 年），同時又允許那不列斯闞王有

權干涉教會的事。

四、教務方面

本篤教宗將十字架若望、聖磊思公撒格、達尼老哥斯加、

若望內波慕瑟諾 (John Nepomuceno) 和額我略七世等人列乃

聖品。他又將一些當代名人擢升為樞機，例如法國的首相佛來

利 (Fleury) 和藍培弟尼 (Lambertini)' 即未來的本篤十四世。

罷工瞻禮是禁止在這一天做奴隸或粗重的工作。在 1727

年西班牙德拉哥納會議的要求，教宗便批准了在十七個罷工日

子內做事。

教宗批准了十字保祿所創立的十字會和苦難會

(Passionists)' 這是十字保祿於 1725 年在托斯卡尼的阿珍泰

羅山所辦的。

教宗喜歡與小孩和乞丐在一起閒談。有空也到醫院探訪病

人；到監獄裡給受刑人送聖體，並且教導他們。唯一不體面的

事，就是他袒護哥西亞樞機。哥西亞樞機被人逮捕，判刑坐監

10 年，他的財產也被充公。

五丶鞠躬盡瘁

與教宗在一起的人，都認他是位聖人。在位六年間，他慈

善和藹，對人良善。 1730 年 2 月，瘟疫蔓延義大利，不幸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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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也染上了瘟疫，並於 2 月 21 日與世長辭，死後被安葬在

聖母彌內瓦教堂內。

247 格來孟十二世 (1730 至 1740 年）

一丶少年時代

格來孟，名勞倫佐哥西尼 (Lorenzo Corsini)'1652 年 4

月 7 日誕生在佛羅倫斯城，貴族出身。他的家族曾出了一位聖

人，即十四世紀時的斐也瑟城主教聖安德肋哥西尼。

少年時，在羅馬學院讀書，繼而又往比沙大學研究法律。

自從父親去世後，便拋棄一切財產而進入修院。

由於他的才華非凡，於 1691 年被任為尼可美狄亞的榮譽

主教，同時又為維也納大使。五年後接管天神堡壘。 1706 年

晉升為樞機六品，繼乃聖伯多祿鎖鏈堂的本堂神父。不久，又

被擢升為法拉加底 (Francati) 的樞機主教。

二、當選主教

由於哥西尼樞機對管理教務經臉豐富，且又是位熱心事主

的人，因此在本璋十三世死後被選為教宗（清世宗雍正八年），

時已是 79 歲的老人。

即位後，提拔賢能者為他的助手。他處罰了前任教宗所寵

的哥西亞樞機，糾正－切弊病。他的錢財、家庭的影響和處世

經驗，對他有很大的幫助。他將他的資財用來救助窮人，且處

理教皇國之事務。

1735 年饑荒時，克來孟教宗將自己的錢財用來救助窮人；

又鼓勵工商業發展、重整警察制度，同時又豐富梵蒂岡圖書館。

教宗資助瑪洛尼學者阿色瑪尼 (Assemani)' 協助他在科

學方面的發展。他也為教會建設了不少著名的建築物，例如聖

若望拉特朗堂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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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方面

在政治上，教宗遇到困難。 1731 年，巴爾瑪和比亞深沙

公爵安多尼華內斯去世，因為沒有子嗣，西班牙王斐利浦五世

之子加祿 (Don Carlos)• 宣布為這地方的公爵。格來孟教宗

提出抗議。同年熱那亞共和國很傲慢地拒絕教宗調停對哥西亞

島的紛爭。

自 1733 年至 1737 年，波蘭因為繼承的問題而發生戰爭；

教宗看到他的國土被西班牙軍擾亂。菲利浦五世由於他第二個

太太依莉莎白的慫恿，干涉教會的事業，國王要他 8 歲的兒子

為多肋多教區的總主教，這真是無理的要求。

那不列斯的 18 歲國王稱帝，並且有權指派各種教會事務。

沙丁尼島，因教宗的抗議，與教廷斷絕關係。

不但公教國家使教宗困崮，歐洲北部的三個非公教國家：

英、俄和普魯士，日漸強大，更使教宗憂慮。這真是禍不單行。

那時蘇俄在波蘭地區設立了希臘教會。普魯士的興起對誓

反教是一股新的力量；同時在英國的誓反教勢力也逐漸擴展。

但教宗更掛心的是受到教內的煩惱。當時有所謂的「極端

保守主義」 (Bourbornism)' 企圖聯合一切新的拉丁國為一

帝國，不幸地受到誓反教的影響。

四、攻擊異端

在這時，有種新異端的興起：共濟會 (Freemasonry) 。

它來自英國，而後傳入歐洲大陸。這些祕密的份子，多為貴

族紳士，設法與教會積極地為敵。在法圖，有很多會士、司

鐸和主教也加入這團體。後被伏爾泰思想所侵入，便與教會作

對了。

格來孟十二世在 1738 年 4 月 23 日的《至尊高》敕令中，

禁止教友們加入共濟會，並且必處罰那些參加的人。

五、教務方面

教宗很重視傳教工作，他曾派傳教士到我國西藏傳教。在

卡拉比亞的比西納諾教區為希臘正教設辦一座修院。他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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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正教的 萬哥普弟人 (Copts) 。摩洛哥皇帝之弟領洗進

教，教宗也很熱烈地接受了他。

他在位的時代，有不少聖德非凡的人，例如聖雅洛尼加如

連安納、哥利 (Cori) 和聖十字若望等人。

六、鞠躬盡瘁

教宗在位 10 年，由於病重且眼睛幾乎都瞎了，終於在

1740 年 2 月 6 日與世長辭。死後被安葬在拉特朗教堂內。

248 本篤十四世 (1740 至 1758 年）

一、少年時代

本篤，名波斯皮羅勞倫佐藍培弟尼。於公元 1675 年 3 月

31 日誕生在波隆那城，出身望族世家。少年時，便在羅馬格

來孟學院讀書。 19 歲時便獲得羅丐大學神學和法律博士。

在英諾森十二世時代，蘭培弟尼在羅馬任乃律師。 1701

年格來孟教宗請他負責調查兩位列聖品案件。為此，他寫了兩

本名著：《論天主僕人的真福品和聖品》，以及《論彌撒祭獻》。

1727 年，本篤十三世擢升他為安哥納總主教，一年後又

榮升為樞機。四年後，格來孟十二世調他為波隆那總主教。在

同時兼管兩個教區時，藍主教顯示他對教區的關心。為了鼓勵

人民熱心敬主，到處探訪教友，他多次召開教區會議，並旦寫

了《論教區會議》一書。

二、當選教宗

自格來孟十二世駕崩後，樞機們於 2 月 18 日進入祕密室

召開選舉會議，一直到 8 月中，才結束了六個多月悠長的會議。

當選教宗的人是不少，但在樞機團中分三大派別：義大

利、法西，以及熱忱派 (Zelanti) 。味增爵哥提、阿多瓦底和

河巴尼三位樞機都沒得到三分之二票。最後西班牙的阿奎呋華

Troiano Acquaviva) 樞機提名藍培弟尼樞機，才打開f僵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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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樞機是位人見人愛，且有幽默戚的人。在被提名的前幾

天，對人開玩笑地說：「如果你們要一位聖人，選味增爵哥提，

但若要一位好的同伴，就選我吧！」

在時局動亂的情形中，教會的確需要一位良知、沉靜且富

有幽默感的人。樞機們也認為如此。

1740 年 8 月 16 日藍樞機只得一票，但由於阿奎味華的建

議，除f他投阿多瓦底樞機一票外，別的均選上了他。他便取

名為本篤十四世（清高宗乾隆五年）。

當時史家慕拉多利批評說：「天主扭轉人們的命運且使真

理最後勝利。」

三、政治風雲

本篤教宗是位雄才偉略的人物，在政治方面的確是位能幹

的教宗。他不但為當代的人所仰慕，就是誓反教徒也很尊重他。

在奧國繼承戰爭中 (1740-1748 年），這牽連到教皇

國，本篤十四世採取中立政策。他承認巴伐利亞的查理七世

(1742-1745 年）為德皇。查理死後，又承認羅蘭的方濟一世

(1745-1765 年）為其繼承人。

本窎教宗又與沙丁尼 (1741 年），那不列斯 (1741 年）、

西班牙 (1753 年）和奧圍 (1757 年）簽訂合約，使各國能和

平共存。

教宗盡量改善教皇國的經濟情況，重新劃分地區和重整羅

馬貴族的制度。

四、文藝學者

本篤是位愛好文藝者。他購買了不少歷史文物。在梵蒂岡

圖書館內，他又設立一所教會古物所。

他建立了四座學院，在那裡可以研究羅馬古物、教會大公

會議、法律和禮儀等歷史。 1753 年 7 月 10 日的《掛慮》諭旨中，

他為審書部規定了一些規則，放寬檢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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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也喜歡與學者們來往。他不但與蒙法公、瑪弗、慕拉

多利通信，更與伏爾泰等哲學家來往。

公元 1745 年 8 月 17 日，伏爾泰寄給教宗一本悲劇《穆罕

默德》。慈祥的本篤在 9 月 19 日回覆說：「今晚七點，寵獲

您傑出的悲劇，我以很大的樂趣讀完該劇……我對您那已為四

海人士所公認的才份有最高的評價……對於您的榮譽與誠摯，

我也有最深的體認。我在這兒，賜給您教宗的降輻。」

伏爾泰很高興地收到教宗的贈詞，且給他寫了一封熱烈

的致謝函，結尾時說：「以至高無比崇敬與咸激，我親吻您

的聖足。」

但由於伏爾泰的著作對教會不利，教宗在 1753 年 2 月 22

日頒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刊印他的作品。

五、教務方面

本篤十四世是位善牧。他以言以行去勸導人們。在即位後

兩個月，他設立一聖部，其目的是如何選拔品德兼優的主教。

一個月後，又成立－聖部，以答覆主教們的各種問題。

在致主教們的函件中，他強調他們的職責：訓練神職人員、

探訪堂區和推廣傳教事業。

教宗宣布 1750 年瓦聖年，不少人前往羅馬朝聖。當時在

西班牙、奧國、西西里、沙丁尼、托斯卡尼和教皇國等地，有

不少的瞻禮慶節，教宗均刪減之。

本篤的愛德行為使他得到人們的敬佩，一位英國官員說：

「如果教宗來到英國倫敦的話，不少人就會成為天主教徒。」

本篤教宗重新強調前任的《至尊高》的教會，同時在

1751 年 5 月 18 日的《掛心》敕令抨擊楊森異端。

六、禮儀問題

本篤十四世雖然是位偉大的教宗，但在處理中國禮儀方面

卻走錯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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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年 3 月 15 日，格來孟十一世頒布《自登極之日》諭

旨，嚴禁敬孔敬祖和「天」與「上帝」的稱呼。命令所有傳教

士一律遵守否則將遭受絕罰。

教宗本篤十四世於 1742 年頒布了《自上主聖德》諭旨，

且將嘉樂大使的八項准許廢除，這八項准許是：

l. 准許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許寫先考先妣的

姓名，兩旁加註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2. 准許中國對於亡者的禮節，但是這些禮節應是非宗教性

質的社會禮節。

3. 准許非宗教性質的敬孔典禮。孔子牌位若不書靈位等字

樣，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

4. 准許在改正的牌位或亡人的棺材前叩頭。

5. 准許在喪禮中焚香點燭，但應聲明不從流俗迷信。

6 准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的棺材前供陳果蔬，但應聲

明只行社會禮節，不從流俗迷信。

7 准許新年和其他節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頭。

8. 准許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點燭，在墓前供陳果蔬；但應

聲明不從流俗迷信。

這項諭令，給我國教會一大損失。傳教士被列為禁止之

列。這正如鄺士元先生所說的：「清代禁傳天主教，康熙時已

露其端。國人奉天主教，在康熙時實在禁止之列。但聖祖重用

西士，故各省官吏聽任其流傳，招收教友。至禮儀問題，聖祖

態度大為改變，而公開排斥教會；諭令禁止，則始於雍正。」

（《國史論衡》第四冊第 220 頁）

七、鞠躬盡瘁

本篤過著一個很樸實、謙遜且仁愛的生活。他於 1758 年

5 月 3 日與售長辭，享壽 83 歲。死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彼也蒙特的侯爵戴里威拉說：「人們都沒批評這位教宗。」

英國政治家華爾波爾 (1676-1745 年）也讚揚本篤十四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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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公教友愛戴的教宗，也為基督教們所尊重。謙遜、大公

無私，無侄甥主義的教宗，不嚴肅的調查者，以及沒有傲氣

的博士。」

249 格來孟十三世 (1758 至 1769 年）

一丶少年時代

格來孟，名瑞周尼羅 (Carlo della Torre Rezzonilo)' 於

1693 年 3 月 7 日誕生在威尼斯，他的家族來自哥莫， 1640 年

山熱那亞遷到威尼斯。

年幼時，在波隆那耶酥會院就讀人文主義和哲學，接著在

巴都亞大學獲得神學和法律博士學位。 1714 年進入羅馬學院

預備做政治家；兩年後晉鐸，教宗克來孟十一世派他做黎也地

和法諾總督 (1721 年）。

本篤十二世召他回羅馬 (1725 年）。 1737 年克來孟十三

世升他為樞機，六年後為巴都亞主教。

在巴都亞他被人們視為「聖人」，因為他很慈祥和藹。

二、當選教宗

本篤十四世驾崩後，樞機們又因保皇派「親法派和熱誠派

的爭執，不分上下，最後由君士坦斯樞機羅斯提名黎索尼高，

才解決這問題。」他取名格來孟十三世，以紀念前任格來孟

十一世。時在 1758 年 5 月 15 日（清高宗乾隆廿三年）。

三、耶穌會的問題

解散耶穌會對教宗來說，是一件很頭痛的事，教宗自己沒什

麼主張，只是聽從其顧問的意見。首先，史賓內利 (P. Spinelli) 

和國務卿阿伯利高阿奇多 (Alberico Arch into) 兩人對耶穌會不

滿，但繼阿羅多的多利則尼 (Torrigiani) 樞機，卻衛護耶酥會。

教宗的侄兒加羅索尼高於 1758 年 10 月 2 日被推舉為樞機，對

此不戚興趣。我們可從以下幾個地方來看各國如何處理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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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葡萄牙

在若瑟－世 (1750-1777 年）時代，其朝至若瑟戴加和色

巴斯弟諾認為，耶穌會士是強國的一個阻礙。

在本篤十四世的時代，戴氏控告耶穌會士反對西班牙與葡

萄牙的條約 (1750 年 1 月 8 日），此條約瓜分巴拉奎，又控

告他們組織當地居民反抗政府等。

1757 年 9 月 20 日，他解散宮廷的耶穌會士。次年國王被

刺時，耶穌會又被控殺國之罪， 1759 年 l 月 19 日耶穌會被囚

禁在自己的會院內，他們的財產被充公，他們的罪行傳到羅

馬，教宗下令調查此事。同年 9 月 17 日，約一千一百多位耶

穌會士被解送到教宗那裡；另有 250 多會士被幽禁在葡國各地

的監獄中。

教廷與葡國的外交關係開始破裂了，當教宗特使斐利伯

阿西奧里被逐出，而葡國大使阿瑪達 (Almarda) 也被召回

(1760 年 7 月 7 日），耶穌會士嘉比厄爾瑪拉格里達 (Gabriel

Malagrida) 被裁判所判為異教徒，且於 1761 年 9 月 21 日被

火燒死，格來孟教宗卻稱他為致命者。

2 法國方面

在瑪丁尼地方的安多尼戴拉華肋 (Antonie de la Vaklte' 

1709-1767) 國會的注意。 1761 年 5 月國會調查耶穌會，又召

耶酥會的副會長到宮廷受審問，結果不滿意耶穌會的措施。路

易十五世 (Louis XV• 1 710 月 2 月 15 日 -1774 年 5 月 10 日）

又召開法國神職會議 (1761 年 12 月）。 45 位主教反對 6 位，

而批准耶穌會的會規。

法王受到皇后黛波巴多 (Mame de Pornpadaur) 的影響，

不顧主教們的意見，逕自解散耶穌會 (1764 年目月）；次年

1 月 9 日，教宗提出抗議，而頒布《宗座牧職》批准耶穌會，

並且讚美他們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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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班牙、那不列斯和巴爾瑪方面

查理三世 (1759-1788 年）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最偉大的國

王，起初對耶穌會還不錯，但在 1767 年 1 月 29 日的會議中，

耶穌會被認為是暴動的掀起者，同年 2 月 27 日被逐出西班牙。

耶穌會在哥西加留住－段時間。到了 1768 年，他們琵教

宗和義北地方所收留。

那不列斯的斐迪南四世 (1759-1825 年）因為受西班牙的

影響，於 1768 年 2 月 8 日頒布驪逐禁令， 1400 多位的耶穌會

士又被逐出。那不列斯的附屬瑪爾它島，也在 1768 年 4 月 23

日將耶穌會士趕走。

1768 年 1 月 16 日，方濟戴弟羅 (Francois du Tillot) 為斐

利諾 (Felino) 的侯爵，並是巴爾瑪斐迪南公爵的大臣，下令

調查此事。格來孟教宗拒絕，法國政府支持巴爾瑪，佔領了亞

味農和魏納星 (Venaissin) 。那不列斯佔領朋代哥華及本內文

域。次年元月，法、西、那等大使要求廢止耶穌會，教宗認乃

關係重大，便召開特殊會議以決定耶穌會的命運；但在會議尚

未召開時 (2 月 3 日），教宗卻已病逝了 (2 月 2 日）。

四、文藝學者

格來孟十三世是位文藝學者，在位期間請尼可羅沙威

(Nicolo Savi) 興建阿爾巴尼別墅，聘請若瑟彭尼尼 (Gisepre

Pannini'1262 年）整修特來味噴泉 (Fontana di Treoi)' 又委

託斯德望波齊 (Stephen Pozz口繪畫西斯定小堂的裸像；同時

裝置聖保祿堂，季利諾宮和岡道夫別墅。

教宗又充實梵蒂岡圖書館，收集古書，例如阿色瑪尼的束

方書籍，他也支持耶穌會士達尼爾法拉弟 (Dani Farlatio SJ.) 

寫的聖詠集，本篤會士加來弟 (Pier Luigi Galleti OSB) 的名著。

負責管理檔案的若瑟加蘭皮 (Pier Luigi Galleti OSB) 曾

兩次 (1761 、 1764 年）被派往德國參加政治討論會，且於

1766 年被任命為西佛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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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會事業

1760 年 n 月 8 日宣布無染原罪為西班牙的主要瞻禮，且

將無染原罪之母加入聖母禱文中。

在他加冕十週年時 (1767 年 8 月 16 日），將若瑟

加拉桑西 (Joseph Calasanctias) 、若瑟古白弟諾 (Joseph

Cupertino) 、夫米利安尼 (Jerome Fmiliani) 、方濟桑達爾 (Jane

Frances de Chantel) 、若望康第 (John Cantius) 和包拉芬諾

(Berafino of Ascoli) 列入聖品。 1766 年 5 月 19 日將戴羅拉

(Simur de Rojas) 和伯爾納德高利奧尼 (Bernard of Coleone 

April• 1768 年 4 月 29 日）列入真福品。

聖歐德在十七世紀時已提倡敬禮耶穌聖心，尤其在耶穌顯

現給聖女瑪利亞拉高 (1673-1675 年）後，對此敬禮更加狂熱。

1765 年 2 月 2 日教宗格來孟十三世批准了這瞻禮，在耶穌聖

體瞻禮後星期五敬禮耶穌聖心。

7 月 17 日，法國神職員，由於路易十五世皇后瑪莉黎星

斯加的勸導，願在每個地方慶祝此瞻禮。

格來孟教宗於 1769 年 2 月 2 日與世長辭，安葬在梵蒂岡

墓地。

250 格來孟十四世 (1769 至 1774 年）

一丶年輕時代

格來孟，名若望味增爵安多尼剛加內利，於 1705 年 10 月

31 日誕生在黎米尼附近的聖安爾剛琪羅城。父名勞倫佐，是

個外科醫生；母親安琪拉瑟辣芬納，是比沙羅城瑪莎望族。

幼年時代，在黎米尼的耶穌會所辦的學校讀書，和在烏爾

比諾的比利亞會院讀書（註）之後，若望便進了蒙大諾城的方

濟會 (1723 年 5 月），改名為勞倫佐，次年 5 月 18 日發願。

隨後，又到羅馬聖文德學院研讀，於 1731 年獲得神學博

士後，先後在亞斯高利、米蘭和波隆那等會院執教神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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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蘭，若望為了《神學論辯》一書 (1743 年），受

到教廷賞識，於 1746 年為聖職部的顧問。兩次被選為會長

(1753 、 1759 年），但他拒絕接受此重任。 1759 年 9 月 24 日，

格來孟十三世擢升他為樞機。

二、當選教宗

格來孟十三世駕崩後，宗座空懸約達四個多月，主要是在

-1-3 位的樞機團中，意見分歧不一，且分成三大派：

L 熱誠派：保護耶穌會且反皇室者。

2. 保皇派：希望解散耶穌會，以保全教會內的和平。

3. 中立派：以上兩者都不重視。

勞倫佐剛加內利樞機是屬於中立派的，最後在 5 月 19 日，

終於多票當選，取名克來孟十四世（清高宗乾隆卅四年）。

他的當選贏得法國和西班牙的讚許。西班牙國王查理三世

(1759-1788 年）認為這次的選舉是個奇蹟。

三、廢除耶穌會

正如格來孟五世在 1312 年廢除了殿宇翦奇七會，四百多年

後，格來孟十四世於 1773 年廢除了耶穌會。這是即位時最不

幸的一件事。

經過四年的考慮，教宗曾與要廢除耶穌會的要求談判。他

曾與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商量 (1769 年 7 月 22 日）。西班

牙的查理三世 (1757-1788 年）強調要廢除耶穌會，且派遣他

旳大使若瑟莫尼諾向教宗施加壓力。

1772 年 12 月 13 日，教宗派方濟沙勿利奧塞拉達主教與

西班牙大使討論，結果在次年 6 月 9 日頒布《主與救世者》簡

文，其中將所有耶穌會士嘔逐出境。此簡文廢除了－萬一千多

個耶穌會士，二百六十六座學院， -o三座修院，和八十八所

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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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國的反應

各國對廢除耶穌會簡文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在葡國的里斯

本盛大慶祝，但在法國和西班牙，人們卻對這簡文不滿，他們

認為這不是個很隆重的敕文。

奧國的女皇瑪莉德萊 (1740-1780 年）雖接受此簡文，但

許可耶穌會士仍然住在他們的會院裡。普魯士的佛德烈二世和

蘇俄的嘉德蓮二世禁止此簡文的傳揚，而保存此會。

在格來孟十三世末期，教宗在法國的領土：亞味農和魏納

星為法所佔，那不列斯又掠奪本內文多和波得哥華，現在歸還

給教廷。

格來孟十四世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價，將他最可愛的耶穌

會也犧牲了。正如以前的教宗廢除殿宇騎士會（格來孟五世）丶

謙遜會（碧岳五世，於 1571 年）、改革會（為烏爾邦八世於

1626 年創立）、聖安博及巴爾納伯會（英諾森十世，於 1650

年），以及耶索亞弟會（格來孟九世，於 1668 年）。

按 1774 年 6 月 29 日的一封信件，格來孟教宗收回《主與

救世者》簡文，且告訴他的告解砷父轉交給下一任教宗。但是

此信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

五、政治關係

除了耶穌會事件與其他國家有關係之外，格來孟教宗接

受聶斯多略宗主教瑪圈各西滿，和其他六位主教與羅丐和好

(1771 年）。

他處罰布拉德神父修改佛羅利的歷史名著 (1770 年），

拉美弟的哲學作品 (1770 年）和伏爾泰的思想 (l 771 年）。

路易十五世的女兒路絲於 ]770 年進入加爾默羅修女會，

教宗讚揚她的芳表。

教宗與英王喬治三世 (1760-1820 年）的弟弟威廉亨利商

談協議，且派若望卡布拉為畦英大使 (1772 年），以促進英

國和教廷的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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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孟解除了巴爾瑪佛迪南公爵的禁忌，准許他娶奧皇后

瑪莉德萊的女兒阿美利亞。佛迪南是阿美利亞的表哥。

六、教會事務

格來孟十四世是位愛好文藝的教宗。他請辣法爾孟斯設置

梵蒂岡圖書館，且鼓勵學者來研究。

他又將不少人列入真福品。 1769 年 H 月 15 日在《最崇

高使命》敕令中，教宗重新批准聖保祿十字架 (1694 至 1775

年）所創立的苦難會。兩年後 (1779 年 2 月 9 日）又批准了

苦難修女會的會規。

教宗於 1774年 9 月 22 日與世長辭，在位5 年 4個月又 3 天。

逝世後被安葬在梵蒂岡，後轉移到聖十二宗徒堂。

＊註：比亞利會 (Piarist) 又稱天主聖母貧窮修會，於

1597 年為西班牙教區神父若瑟卡拉沙西 (1556-1648 年）所創。

其宗旨是為富貴或貧窮家庭青年的自由教育。格來孟十三世在

1767 年將他列為聖品。 1948 年 8 月 13 日，碧岳十二世將若瑟

卡拉西封為教會小學的主保。

251 碧岳六世 (1775 至 1799 年）

一、少年時代

碧岳，名若望安琪羅柏拉齊。公元 1717 年 12 月 25 日誕

生在塞瑟納城。他來自北義艾未利亞的塞瑟納貴族家庭。幼年

時在自己家鄉受教育，隨後研究法律，在 1735 年獲得民法和

教法博士。

當時，教廷駐佛拉拉的陸路樞機看重若望的才華，便請他

到使館工作。他對公共關係事務處理妥善，深得本篤十四世

的佩服。在格來孟十三世時，若望被委任甚財政部長。到了

1758 年晉鐸。格來孟十四世在 1771 年 5 月擢升他為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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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丶膺選教宗

由於若望樞機對廢除耶酥會沒有任何意見，所以在克來孟

十四世死後，他被提名為教宗的候選人，耶酥會的敵友也都支

持他。

經過 134 天的選舉 (2 月 15 日），柏拉齊樞機為眾所擁，

登上了伯多祿的寶座。他在 1775 年 2 月主日行加冕禮（清高

宗乾隆四十年）。

三、大興土木

在任教廷財政部長時，他已設計整頓格來孟博物館。即位

後，他請人們發掘羅馬的被掩埋的藝術寶藏，且擴充博物館。

教宗建立了十一座大廳堂，重整博物館，成昆歐洲最富有

之一，名碧岳格來孟博物館。

四、若瑟主義

這時的歐洲受到各思想的影響，各國起來反抗教宗的權

威。奧王若瑟二世 (1765-1790 年）受到啟蒙運動和佛不洛尼

主義的影響，建立他的「若瑟主義」，即：

1. 奧國教會完全由政府所控制。

2. 給予宗教寬容，在 1781 年發表《寬容詔令》。規定基

督教和束正教均可自由建立教堂和學校等。

3. 關閉男女修道院。

4. 修士們進入國家學院受訓。

5 廢除他所認為的一切迷信。

6. 修訂池所認為的教會禮儀。

這些措施引起人們的不滿，許多教士上書請求撤除此新法

令；但奧王不乃所動。

1782 年 3 月 20 日，碧岳六世教宗前往奧京維也納，親自

勸阻奧皇，勿以獨裁手段從事教務的革新。當他進城的時候，

人們夾道歡迎教宗。教宗警告奧皇說：「假如您一意孤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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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信仰和教會法律，天主會重重地懲罰您。」但是，教宗一無

所獲。次年，若瑟二世也往羅馬覲見教宗。

自奧皇從羅馬返回維也納後，仍堅持自己的計劃。這要直

到他死後，其繼承人利奧巴二世 (1790-1792 年）才重新與教

會和好。

歐洲各國排除耶穌會士，但在蘇聯，女王嘉德連二世

(1762-1796 年）保護耶穌會士，許可他們辦教育 (1783 年）。

嘉德連批准西斯森塞威為瑪羅名譽主教。 1774 年 5 月 12

日給他年薪一萬盧貝，且瑪莫西來乃他的居所。

五、與帝俄關係

正當若瑟主義舞弄到最高潮時，碧岳六世發覺四面楚歌，

和帝俄的困難重重。

西主教時那些逃到蘇聯的耶穌會士晉升紳父，但法政府反

對。這對教宗來說的確是很棘手的一件事。一方面他不願廢除

格來孟十四世的教令。在政治方面，他設法和法王、蘇俄女王

和好。

在 1783 年 1 月 27 日，碧岳六世問法西兩國王，他重新強

調《主與救贖者》敕令，但他口頭上批准耶穌會在蘇聯的現況。

瑪羅主教，已被擢升為莫西羅 (Mosiloff) 總主教，領受

在蘇聯－切的宗座權利。

六、楊森異端

當蘇聯在衛護耶穌會之際，義大利的托斯卡尼卻袒護楊森

主義。

時良奧波一世大公爵隨其兄約瑟二世的改革，他找到西皮

奧利齊主教 (Scipio Ricci) 協助他。

1786 年 9 月，北斯多亞會議刊出反教宗權力的議案。教

宗妥利齊主教辭職，且在 1794 年的《信德的增加》宗座諭旨，

處罰了他的楊森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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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國大革命

法國的革命，使碧岳六世戚到震撼。法王路易十六世

(1774-1793 年）是位虔誠的教友，素有盛德之名。他繼承王

位時，人民甚戚興奮。

可是當時政府面臨的，是嚴重的財政危機。國王於 1789

年 5 月 5 日召集了階級大會，砷職界、貴族和人民三階段代表

們，齊集於凡爾賽宮，商量解決危機的方案。

不久，代表們便要求改組為國民會議，給每個會員一投票

權，表示他們願參加政治，且給法國別訂一部新憲法；但事情

卻愈來愈惡化，在 7 月 14 日民眾暴動，佔領了那象徵專制權

力的巴斯弟爾要塞和監獄。

國民會議大為震動，為了平息眾怒，突然有一貴族聲明

放棄一切特權。如此一來，主教和貴族也隨和之，自動放棄社

會階級的區別。貴族放棄封建特權，紳職人員放棄十分之一的

稅收。

所希望的改革已經實現，封建已取消，法國公民在法律前

一律平等。然革命所激起的浪潮，仍繼續動盪，由政治走向宗

教革命。

八、宗教革命

《人權宣言》顯然宣布「人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領

導革命的魁首們都浸染了反宗教的思想。他們不相信啟示，只

信人的理智；否認天主有宰制人良心的權利，而以人民至上為

目標。領導革命者是羅伯斯庇爾等人。

神職人員雖然放棄他們的特權和十分之一的稅收，還仍舊

保留著他們的財產。

當時有位名叫戴來爾 (Talley Rand) 者，他主張沒收砷職

人員的財產，以充實國庫。這個提案在 1790 年 n 月 2 日於議

會中投票通過，不久教會財產便被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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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代表訂所謂「對神職界的立法」—－包括天主教應由

首席主教領受紳權，不再由教宗。主教和本堂神父應宣誓忠守

此法令，將教會砷權置於國家政府戰利之下。

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1754 年 8 月 23 日- 1793 年 l

月 21 日）由於左右的威脅，簽寫批狀了。從此革命便反對宗

教。他們的目的不只是壓迫天主教，更根絕－切宗教信仰。

九、教會的反抗

1791 年 4 月 13 日，教宗處罰「對砷職界的立法」，宣布凡

發誓的神父都要懺悔，否則要受處罰。事實上，許多人悔改了。

教宗又宣布，凡是因此「立法」而被祝聖的主教均為非法。

同年 9 月，國會代表奪取教宗在法的土地：亞味農和親內星。

同時又拘捕不少砷父，關閉－切教堂，聖像也被打碎，祭器遭

到毀壞。

同時四萬司鐸無家可歸，其中四千人逃到英國。 1792 年

9 月的巴黎下屠殺，在一千四百人中，有二百二十三位神父。

一九一位被砍首。

1793 年 l 月 21 日，路易十六世上了斷頭台。九個月後，

他的妻子，瑪利安束尼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十、被擄與死亡

歐洲其他國家怕革命思想的蔓延，於 1792 年攻入法國，

但革命軍也從事反攻，且佔領了比利時、瑞士、義大利和荷蘭。

1796 年，教皇國被佔領。次年 (2 月 19 日）教宗和法國

簽訂多來丁借條約，割讓音E份土地。

1798 年，在羅丐的動亂中，法國軍官杜福 (Duphot) 被害。

法政府利用那次機會，命貝弟將軍 (Bethie) 進攻羅丐，且聲

言攻之為共和國 (2 月 15 日）。於是拘捕教宗，先禁在西恩納，

後擄至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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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教宗所經之處，民眾都前來求降福。無奈 82 歲高齡的

老人，悲傷至極，且加以旅途中的勞累，使他心力交瘁。於

1799 年 8 月 29 日在羅恩河岸的瓦倫斯 (Valence) 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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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大革命和拿破崙一世不但影響到法嗣，更影響到全

歐洲，羅馬教會也不例外。在此時，德意志和義大利的統一也

困擾著教會，然而這時期的教宗都很精明地解決當代的問題。

252 碧岳七世 (1800 至 1823 年）

一、少年時代

碧岳，名巴爾納伯嘉辣蒙地 (Barnabas Chiramonti)' 於

1742 年 8 月 14 日誕生在艾米利亞的塞瑟納城，出身貴族家庭。

其母來自基尼家族 (Ghini)• 與碧岳六世柏拉齊有親戚關係；

1750 年守寡，在養育 5 個子女後，於 1762 年便進入加爾默羅

修女會。

家庭教育的背景對嘉辣蒙地有很大的影響。最初與他接觸

的是本鄉的本篤會土，使他有意進入修會。

二、進入本篤會

1756 年進本篤會後，他改名為額我略。兩年後在本鄉的

聖母山隱修院發願。繼而，在巴都亞聖儒斯弟納學校就讀，後

又到羅馬的聖安瑟莫學院。

從 1766 年到 1775 年，額我略在巴爾瑪的聖若望修院教

書。在那裡，他充實自己的見識，他見到 Tillof 解釋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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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hysiocate 。從巴爾瑪著名圖書館館長巴齊亞氏 (Paciaud口

學到一些新圖書館技巧；又認識當地公子監護人孔弟拉

(Condillac) : 並支持牛頓的心理方法。

從 1775 至 1781 年，額我略在羅馬聖安瑟莫學院教書，碧

岳六世任他為院長 在 1783 年為弟伐利 (Tivoli) 主教。

三、擢升主教

在弟伐利小教區，嘉辣蒙地顯示出他是位模範良牧。 1785

年他被調到較重要的依莫拉 (Imola) 教區，且被擢升乃樞機。

在那裡他大展其才。他大刀闊斧地廢除弊端，重視教務。在法

國大革命時代，他更顯示出他的愛德、堅定、大方和技巧。

1796 年法軍侵入時，他極力反對法軍的侵略。他承認

Cispadane 和 Cisalpine 兩共和國。

次年聖誕節講道時，依莫拉主教認為民主制度不但不違背

聖經，更合乎自然的德行。

那時法國的神職人員被逐，他以慈父般地接納他們在自己

的教區。

四、膺選教宗

碧岳六世駕崩後，宗座空缺約四個月 (1799 年 12 月 8 日

至 1800 年 3 月 14 日）。由於西班牙代表安東尼德斯布和艾可

剛拉味的努力，才解決選舉的問題。

即位初，碧岳七世要擺脫奧國的勢力。因奧王希望他留住

在維也納，且禁止他經過大使館而回國。但新教宗卻乘船經過

亞特利亞海來到比沙洛，同年 7 月 3 日回到羅馬，他擢升剛沙

味樞機為國務卿。

五丶與法簽約

這時拿破崙已在法奪取政權。他決意要贏得教會的支持。他

曾說：「所以，我一得到權力，我要重建宗教，使它成朽我建國

的根基和基礎。我視之為健全的原則和善良的德性的支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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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八個多月的協議，法國政府代表與教會簽訂合約

(1801 年 7 月 16 日）。拿破崙於 9 月批准此協約，碧岳七世

於 12 月批准之。

此協約保證法國政府承認天主教為執政官及大多數法國人

民的宗教，但不定天主教乃國教，且確定法國人的宗教信仰完

全自由，包括新教徒和猶太人。教會撤回對被沒收教會財產之

要求權利。政府同意付給主教們年薪一萬五千法郎，及付較少

額的薪水給教區的教士們作為補償。主教須由政府提名，他們

須宣誓效忠國家。所有合法的主教予以復位，及正式開放教堂

以做彌撒。

六、與拿破崙的關係

從 1800 至 1815 年，教宗與歐i州面臨的一重要問題，就是

與拿破崙的事。

拿破崙在 1804 年稱帝。因要仿效查里曼和其池紳聖羅丐

帝國皇帝一樣，要教宗到巴黎給他加冕。

為了教會的利益，碧岳七世於 1804 年 11 月 2 日動身北上，

與拿破崙會於楓丹白露。 H 月 29 日給他與約瑟芬舉行婚禮。

12 月 2 日清晨，各國代表雲集巴黎聖母大堂，預備拿破

崙的加冕典禮。兩隊人馬都很隆重地抵達大堂。

在禮儀時，教宗登上祭台，拿破崙上去跪在他面前，約瑟

芬繼之，他倆均被祝福。最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拿破崙自

己把皇冠加在自己頭上。教宗對這傲慢的態度不滿，但只得容

忍。而這舉動，已預兆教宗和皇帝的衝突。

教宗在巴黎住了八個多月，於 1805 年 8 月 15 日回羅馬。

七、教宗被俘

加冕後一年，拿破崙便與教宗發生衝突。其原因是他的弟

弟耶羅尼莫與他的妻子宣告離婚。拿破崙請教宗寬免，宣布無

效，而娶另位所愛者結婚。教宗親自研究這件事後，看不出什

麼無效的法定理由，便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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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便在 1808 年派軍隊佔領教皇國以為報復，次年又

將它併入自己的版圖。

皇帝下令俘虜教宗，將他帶至沙瓦納城。教宗在那裡被拘

留了三年 (1809-1812 年）。然後遷到法圍的楓丹白露。在那

裡又被拘留了兩年，教宗始終不屈服。

拿破崙最後願意達成協議，便親自到楓丹白露見教宗，經

過五天的爭辯，教宗終於簽署，許可拿破崙有干涉教會建立主

教的權利。

接著拿破崙軍事命運逆轉，在輝煌的戰果後，就是一連串

的失利。在 1814 年 l 月，他便放回他的俘虜。碧岳七世凱旋

地回到羅馬。

當英人將他們的敵人打敗且流徙到聖海倫島時，教宗以德

報怨，在羅馬收留了拿破崙的母親和皇族的家人，並請英人對

他們的俘虜勿為過甚。

八、教會內務

自法國革命後，歐洲幾乎都咸受到戰爭的氣氛，在教會方

面亦然。碧岳七世盡量地恢復各地的教務，首先在 1814 年恢

復了耶穌會。

在法國，保皇黨設法廢除 1801 年所訂的協約，但經過五

年的協商，終於達成協議。

在南美、西班牙殖民地開始暴動，教宗派使節到美南去調

查此案。這是在慕斯和瑪斯太（本來的碧岳九世）時才進行的。

其他國家的教務也漸漸走欣欣向榮之路。

九、鞠躬盡瘁

教宗雖然不能解決在改變中的教會－切事務，但至少他盡

力去找尋方法使教會與當代社會互相配合。他在位的期間，在

教會和歐洲，的確是個動亂的時代，及所謂新舊交替時代。

在這動搖的時代，碧岳七世卻能堅強不屈，把握教會的原

則。他真不愧被稱為「新時代的教宗」。

公元 1823 年 8 月 20 日，他與世長辭，被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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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良十二世 (1823 至 1829 年）

一丶年輕時代

良，名安尼拔真加 (Annibale della Genga)• 於 1760 年 8

月 22 日誕生在義大利中部的史波來多城。

年輕時，在奧西莫地方就讀，繼而又到羅丐的庇瑟諾貴族

學校深造。 1783 年晉鐸後，受碧岳六世賞識，擔任教廷大臣；

後又升為聖伯多祿大殿的總管。 1793 年被擢升為泰爾的名譽

總主教，且派朽瑞士盧森的使節。

二、德國大使

1806 年 7 月，拿破崙將德國西南的J寸｛郡組成一個萊茵河

聯盟，且希望與這些川郡簽訂猶如 1801 年的簽約一樣。

碧岳七世派安尼拔出使德國，與巴伐利亞商協 (1806-1807

年）。安大使與腓德烈一世政府在史徒嘉的談判是很成功的。

這次談判，計劃要在艾華根和羅德威地方成立一個教區，

但由於拿破崙的干涉而停止開會。

當碧岳七世被拿破崙囚禁時，安尼拔暫時隱居在蒙地塞利

隱修院 (1808-1814 年）。

公元 1814 年，出使法國。由於他的遲緩而被國務卿剛沙

味所召回。兩年後，他被教宗擢升朽樞機，且為西尼加利亞主

教。因病故，未能善任，於 1818年辭主教職，又過了兩年 (1820

年），派為羅馬城的副主教。

三、膺選主教

碧岳七世死後，樞機們召開祕密會議。由於奧國反對塞維

洛尼樞機的當選，人們便以 34 票選上了真加樞機。他便取名

為良十二世（清宣宗道光三年）。

即位初，在 1824 年 5 月 3 日，他頒布《最先》通諭，以

提高神職人員的素質。教宗將保守派蘇瑪利樞機代取了國務卿

剛沙味的職位。本能衣 (1779-1852 年）於 1828 年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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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 年，良十二世將在羅馬的猶太人限制在一區中，且

剝奪他們的財產。結果，許多猶民都紛紛離開了羅馬。這些人

的出走對教會是很大的損失。

四、政治關係

良十二世與歐1州諸國保持良好的關係。例如在荷蘭，新教

與舊教發生衝突，教宗在 1827 年與荷蘭王威廉一世簽訂和約，

使兩教能共同相處。

五、擯斥邪說

1825 年，良十二頒布《更大的害處》通諭，以攻擊馬松

黨和嵌炭黨。

六、重視教育

公元 1824 年，教宗頒布了《天主智慧》敕令，提倡教育，

且恢復額我略大學，將之交給耶穌會管理。

七、美洲教會

教宗』頁見傳教事業。他在 1826 年，命一位助理協助亨利康

威爾主教。兩年後，又任詹姆士威德菲為巴爾弟莫教區總主教。

1828 年，教宗應波利伐總統之請，為哥倫比亞任命了兩

位主教；但同時他照會西班牙政府，表示他無意將宗主權轉讓

給哥倫比亞總統。

八、慶祝聖年

為慶祝聖年，良十二世在 1824 年聖誕節開啟聖門。這雖

然不是盛大的慶典，但頗使人們願意。約四十萬人雲集羅馬，

以期求大赦得恩寵。

教宗請求信友們慷慨解囊，以修整 1823 年被火燒毀的聖

保祿教堂。

他於 1829 年 2 月 10 日與世長辭，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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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碧岳八世 (1829 至 1830 年）

一、年輕時代

碧岳，名方濟沙勿額卡斯利奧尼 (francesco Saverio 

Castiglioni) 。 1761 年 11 月 20 日誕生在安哥納附近的欽哥里

鎮 (Cingoli) 。

幼年時，在奧西莫城求學，後在哥倫納和羅丐繼續深造。

年 24 (1785 年）晉鐸。

方濟擅長教法，曾在亞那尼和欽哥里教區任為副主教，公

元 1800 年被晉升為蒙大多主教。

他因拒絕效忠拿破崙，在 1808 年被囚禁。碧岳七世看重

他的才華，於 1821 年擢升他匡法斯加底的主教，且召他到羅

男朽教宗裁判員大法官。

二、膺選教宗

良十二世死後第十三天，即 1829 年 2 月 23 日，樞機們舉

行祕密會議，各國使節在羅嗚紛紛希望未來的教宗該是哪一類

的人物。

西班牙大使拉布辣多侯爵，他認為新教宗該是位極力攻擊

異端的人，因異端對歐洲｛有莫大的禍害 c 但法國大使卻有另種

看法。他認為，教會要血臨已改革的但界，該當面對－切事實。

他們的話正合乎當代教會的需要，而這樣的人，非方濟卡斯利

奧尼樞機莫屬。

人意即天意，羥過五個星期的選舉後．方濟終於在 3 月

31 日，乃眾所擁，登上聖伯多祿的寶座（清宣宗道光九年）。

三、政教關係

教會與普魯士的爭執是混合婚姻的問題。普魯土的民法宣

缶，一個混合婚姻的合法子女應隨從父親的宗教．已婚者不可

使其配偶做有反此法的事。這條法則本來是乃束普魯士所用

的．但到了 1825 年 8 月 17 日，此法伸張到萊茵河一帶和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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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利亞。在這裡遭到激烈的反抗。教士們拒絕接受此法，除非

它保證教友的兒童予以公教教育。教廷也贊成此說。因此，在

1830 年 5 月 25 日，碧岳八世寫了一篇短文以聲明教會的立場。

四、七月革命

自拿破崙失敗後，王室復辟，路易十八世 (1814-1824 年）

即位。他與教會商協以恢復教會在革命前的財產。在 1817 年

6 月 H 日，雙方便簽訂和約，但這和約並未得到國會的批准，

因此教會的情況仍與之前一樣，沒有什麼改變。雖然如此，

在 1822 年，法國教會增加 80 個教區，其中包括 14 個總教區。

修院也成立了，砷職的年薪也增添了。同時也有一些新修會

成立。

王室的復辟並未給法國帶來永久的和平。這大概是受到

盧騷和伏爾泰思想的影響。路易十八世死後，其弟查理十世

(1824-1830 年）即位，他改善對教會的關係。

他讓教會接管教育，准許耶穌會士們回法國。在 1826 年，

又制定偷取聖器治罪法例；又取消出版檢查權，因而引起人

們的不滿，終於在 1830 年，碧岳八世時， 7 月 28 日，巴黎發

生暴動，推翻了查理十世。 8 月 2 日查理遜位，這就是所謂的

「七月革命」。

七月革命不但推翻了查理十世，更攻擊教會。 9 月，教宗

希望王室繼承人路易菲利培 (1830-1848 年）與教會和好，他

請法國主教們支持新王，且賜給路易「公教國王」的尊稱。

五、荷蘭革命

接著七月革命的思潮，荷蘭也掀起改革運動。早在 1827

年教廷與威廉一世國王已經簽訂了和約。

後威廉一世反對在南方接受此約。比利時的公教徒便與自

由派聯合起來反抗皇帝，比利時終於在 1830 年時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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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廷公使方濟卡巴西尼和教廷國務卿若瑟阿巴尼反對

比國的行動，但教宗沒有採取任何意見。

六、美洲教會

在拉丁美滑！，碧岳八世看到美洲教會要擺脫西班牙的控制

而要求燭立。

1829 年 10 月，美國主教們首次召開全國大會，史稱第一屆

巴第莫區會議。他們將議案呈示給傳信部，碧岳八世一一批之。

教宗的身體一直都很孱弱，終於在 1830 年 n 月 30 日與

世長辭，死後安葬在梵蒂岡墓地。

255 額我略十六世 (1831 至 1846 年）

一、少年時代

額我略，名巴爾多祿茂阿白多卡培拉利。於 1765 年 9 月

18 日誕生在義大利的貝路諾城 (Belluno) 。父親若望，和母

親裘利亞，出身望族。

1783 年，他加入卡多來西修會 (Order of Camaldolese) 。在

威尼斯附近的慕拉諾隱修院，取會名為毛祿。 1787 年晉鐸後，

於 1790 年執教科學和哲學。五年後被派往羅馬，協助修會事

務。 1805 年被選為聖額我略隱修院的院長，兩年後為會長。

因他反對拿破崙佔領而被逐出聖京 (1807 年），他便回

到慕拉諾會院，且後又住在巴都亞。

1814 年回到羅馬，除了教神學外，他又任宗座外務會的

顧問。良十二世任他為四座大學的宗座視察員。 1826 年 3 月

13 日被擢升為樞機，他曾在 1811 年任傳信部的顧問，同年

(1826 年）為傳信部部長。

卡培拉利因他的神學和傳教事業而聞名。他盡量恢復聖奧

斯定和多瑪斯的砷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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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選教宗

自碧岳八世死後，樞機團又有兩派爭勢，熱誠派和政治家

派。卡培拉利得 41 票中的 33 票，同時又得到當時奧國梅特涅

宰相 (Metterinch'1773-1859 年）的支持，終於登上伯多祿的

寶座，取名乃額我略十六世。

在位期間，額我略仍然保持著修會嚴厲的生活。他常向人

說：「我是個隱修士。」他的生活樸素，真令人敬佩。

三、斥責異說

即位初，理性主義、冷淡主義和自由主義，正在打擊教會

的信仰。額我略十六世堅決地反駁這些謬論。在《勝利》 (fl 

Tri011fo) 書中，他攻擊楊森異端。

拉莫乃砷父 (Hugues Felicite de Lamennais'1782-1854 年）

是位熱心的人。在他的《論宗教的沙漠》書中，攻斥了十八世

紀的自然神教。這本書雖然爭取不少人靈，但參雜些不健全的

哲學思想。

他主張教會該爭取自由，不該受政府控制；且主張民主政

治，而走向自由主義。為宣傳他的思想，而創辦了一份《前途》

(LAVENIR) 報，這報的標語是「天主與自由」。

前途報不僅影響法國，更普及其他各地。有些主教對它的

煽動不滿，便下令禁止神職人員和修士們閱讀。拉莫乃和他的

同志請訴教宗。

經過一番考查之後，在 1832 年 8 月 15 日，教宗頒布《驚

奇你們》通諭，譴責了極端的自由主義。理性主義著重在以人

的理智去解釋一切，而剝奪了信仰的地位。額我略十六世在

《只我們》 (1834 年 6 月 25 日）和《當很激烈》 (1835 年

12 月 26 日）的通諭中，斥責這謬論。

四、政教關係

教宗在各國政府外交關係之事，得到兩位保守派國務卿的

協助：湯瑪斯貝內庇和路易藍布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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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我略十六世設法使各國保證宗座有控制主教命名權。他

不斷地強調宗座指派主教。實際上，他並沒有廢除地方習慣。

為此，他選上愛爾蘭神職所提名的為主教。但在西、法、葡和

奧國，是由政府提名的。在美國由當地主教提名的。

1. 義大利

為了翦除教皇國內的不良份子，教宗請奧國出兵協助平

亂，但設法不得罪法、英和其他國家。

乃報答奧國，教宗同意接受 1831 年 5 月 22 日與英、法、

普魯士所簽訂的備忘錄，交換使節。這簽約要求更多的教友們

參與公會和地方會議。

雖然教宗沒有完全實行此條約中的一切，但卻列入行政、

經濟和法律的改革。最重要的改革是在經濟方面，他關心保

險、銀行、貿易和納稅等問題。

這些改革並使整個義大利不滿足，在義境內的馬志尼開始

主張義國的統一。雖然教宗反對這理想，但不能阻擋之，所以

在他死後，教皇國內的人起來反抗，以致迫使碧岳九世流亡

(1848 年）。這主要是 1846 年的公債的高築，使人們對教廷

也不滿也。

2. 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佛迪南七世死後 (1833 年），加祿瑪利克利斯汀發生

爭執，額我略教宗召回大使，且抗議西班牙政府侵佔教會的

財產。

自 1840 年艾斯巴得多即位，情勢轉好，五年後簽訂和約。

在葡國，伯多祿和彌格爾兩人爭奪王位，額我略袒護彌格

爾，因此他許可命名主教。

但在 1833 年，伯多祿得勝，彌格爾逃亡到羅馬，教宗很

熱烈地歡迎他。

明年，教廷與葡國斷絕外交關係。雖然如此，教宗還是批

准葡國有命名主教權力。七年後 (1840 年）雙方緊張情勢緩和

了，教宗派方濟伽巴西尼出使葡國，他在 1844 年重建公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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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國

在法國，政教關係是以 1801 年的簽約為主，政府承認教

會的權利。

但這又引起法國主義，教宗希望主教的命名不受政治所

牽連。

教會在安束尼伽里巴底 (1793-1855 年）公使的領導之下．

卻是成功了。

教宗也盡量恢復法國的道明會、本噶會和耶昧會的事業。

4 瑞士和德國

公元 1834 年 1 月 21 日，瑞士制定巴登條文以刪除教宗對

瑞七國內的教友權利，教宗處罰此法。翌年 5 月 19 日，教宗在

《主所委託》的短簡中重申教會的獨立性，不受任何國所限制。

額我略十六世關心德國基督教政府所規定的通婚法。自

1803 年普魯士強調生於離婚中的子女該從父的宗教。教宗在

1832 和 1834 年重新申明教宗碧岳八世的法令。科隆主教因而

被政府所捕，教宗提出抗議。當佛德立克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von PreuBen• 1795 年 10 月 15 日- 1861 年 l 月 2 日）

繼承大位時，教宗切望與皇帝和好，由於他的良好態度，額我

略十六世贏得萊茵河的教友自治獨立。

5 帝俄和波蘭

在額我略教宗時代，教會在帝俄受到迫害。尼古拉一世

(1796 年 7 月 6 日- 1855 年 3 月 2 日）設法將烏克蘭的信友

與帝俄正教合併，且更殘忍地虐待拉丁禮者；但教宗設法阻止

沙皇的專制。

1845 年，當沙皇訪問羅馬時，教宗抱怨他的措施。兩年

後 (1847 年），教廷與帝俄簽訂和約。

1830 至 31 年間，波蘭反抗沙皇。額我略十六世在《起初》

(1832 年 1 月 9 日）通諭中，致波蘭主教們，不要以革命的

態度．因為他不贊成以暴力來解決一切事情；他認為教友們膺

該服從合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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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愛爾蘭

在 1829 年之後，達尼爾歐肯內反對與英國聯合，這片愛

爾蘭砷父們和杜安的主教瑪海爾所支持。英政府通使梵蒂岡處

罰這運動，但羅丐不唯從。

那時傳信部部長菲立蒲佛蘭索尼私自寫信給愛爾蘭阿飼瑪

地方的總主教威廉克格里 (1844 年 10 月 15 日），請他向愛

爾蘭神職人員建議禁止政治運動，這樣才結束了英、愛兩方的

衝突。

五、傳教事業

額我略的確是位十九世紀偉大的傳教教宗。在十八世紀

時，傳教事業已經停頓一時。到了十九世紀初，尚未有起色；

但至額我略十六世時代，教務才開始屯整。

教宗重整傳教事業，由他自己整頓一切；這一來，結束了

各國在傳教地方的權力。教宗為它們設立一些原則和方法，他

積極促使各修會協助傳教。

因此在他的任期中，設立了七十多個教區和宗座監牧區，

並旦任命了一九五位傳教區主教。

在 1839 年 12 月 3 日的《在最高》宗座書函中，教宗處罰

奴隸制度，認為這是違反人性的制度。

1845 年 H 月 12 日，教宗又批准傳信部提升本地神職的

聖統制之必要。

由於各國不補助，額我略設法致富傳信部，使它能給教區

經濟上的援助。

六、重視藝術

額我略十六世也是位愛好藝術的教宗，他喜歡且鼓勵安琪

羅瑪依、加也當莫隆尼等人的著作。

此外，教宗在梵蒂岡重開埃及和艾土斯加尼古物博物館，

且又重修聖保祿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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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丶鞠躬盡瘁

在位十五年中，我們可以以八個字來形容額我略十六世：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雖然他反對自然自由主義，但在傳

教方面，他可說是盡了全力，親眼看見美洲教會的成長。

他於 1846 年 6 月 9 日與世長辭，死後葬在梵蒂岡墓地。

256 碧岳九世 (1846 至 1878 年）

一、青年時代

碧岳，名若望瑪利瑪斯泰賈來底，於 1792 年 5 月 13 日誕

生在安哥納附近的塞尼加拉。出身於富貴家庭。 1802 至 09 年

在華得拉的比亞利修會所辦的學校讀書，後因患病而輟學。

不久，在他恢復健康後，若望便到羅馬學院讀砷學，且在

1819 年 4 月 10 日晉鐸。曾有一度想進入耶穌會。最初在羅馬

孤兒院工作，不久 (1823-1825 年），他陪著若望蒙席 (Giovanni

Muzi) 出使智利和秘魯；回國後，他放棄政治生涯，照顧羅

馬醫院。

隨後，他被升為史波來多主教 (1827-1832 年），受到義

大利的革命軍困擾。不久，便調往依莫拉 (1832 年），且在

1840 年被擢升為樞機。

他是較自由派，他不贊成額我略十六世和他的國務卿藍布

西尼樞機的保守態度。他獨特的自由態度，使他失去教區內的

許多朋友和政府中高級官員的聯繫。但他在依莫拉地方的行政

和經濟改革使人對他另眼看待。

二、當選教宗

當額我略十六世逝世後，在維也納的梅特涅宰相反對有個

自由主義的教宗，但天主的聖意往往與人的不同。

1846 年 6 月 15 日，在季利諾宮中開始選舉。參加的樞機

有五十二位。國務卿藍布西尼樞機，時乃梅特涅的親信，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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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另位哥齊樞機雖享有盛名，但他是教宗的宗座特派員，

且是自由主義思想者，他當選的可能性是微不足道的。

在第一次選舉時，他的名號也被提過幾次，藍布西尼得

15 票，瑪斯泰費來底得 13 票。雖然瑪樞機抱著自由主義的思

想，他也素來謹口滇言，不願在人前炫耀自己的政治的態度

的。從客觀來說，他當選的可能性比前兩人更大。

瑪斯泰樞機終於在 1846 年 6 月 16 日為眾所擁，取名碧岳

九世，以紀念他年輕時代的恩人碧岳七世。他的任期是有史以

來，除了聖伯多祿宗徒以外，最長且最重的。

三、祈禱教宗

新教宗每日的工作是：早晨默想省察，早餐後辦理政教公

事，下午用一定的時間去閱讀聖書。其餘的時間，獨自步行去

探望會院、學校和醫院等。

碧岳教宗不斷地組織退省，派遣有聖德的砷父們去領導告

解。首要的事，就是祈禱運動和推廣聖母敬禮，他很熱愛聖

母，她成了教宗的生活中心，所有大小重要事務，在沒有求聖

母之前，絕對不做任何斷定的決言。他恆心祈禱，故稱「祈禱

教宗」。

四、國土問題

教廷的國務卿安多內利 (Card.Antonelli• 1848-1876 年）

管理教皇國，這時加富爾有意統一義大利。在普法戰爭之際，

於 1870 年 9 月 20 日侵占了教皇國，結束了教宗的世俗權力。

碧岳九世提出抗議，他拒絕義政府所編的 Law of Guarantee• 

而自禁為「梵蒂岡的犯人」。

五、傳教事業

教宗與蘇聯 (1847 年）、西班牙 (1851 年）、奧地利 (1855

年）等國簽訂和約。他更重視德國的教會，並重整英國教會

(1850 年）和荷蘭教會 (1853 年）。在美國和英屬地設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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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零六個教區和宗座代表。在梵蒂岡領導之下，傳教事業真

是一日千里。

六、聖母道理

聖母無染原罪始胎不是新的道理，而是來自教會初期的信

條。中世紀時，方濟會士聖文德曾護衛此說。到了文藝復興時

代，西斯篤四世 (1471-1484 年）奠定聖母無染原罪的瞻禮，

且指定在 12 月 8 日舉行。從那時起，教友們對聖母這種特恩

的信仰更加愛慕。

即位不久的碧岳九世，曾向全球主教各發一封信，請他們

對這端道理表示自己的意見。在六百多封回信中，有五百多封

請他定為信條。教宗於是在 1854 年 12 月 8 日假聖伯多祿大殿，

當著兩百多位樞機和主教面前，正式宣布：「聖母瑪利亞自受

孕之初，便被保護，絲毫未染原罪」乃天主所啟示的真理。

四年後，即 1858 年，聖母瑪利亞在法國露德顯現給聖女

伯爾納德，向她說：「我是無染原罪始胎者」，更肯定了教宗

所定的信條。

七、梵蒂岡大公會議

在位最值得一提的事，是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

教宗在 1868 年 6 月 29 日頒布《永父》通諭，說明要在次

年 12 月 8 日，在梵蒂岡舉行大公會議。

約兩萬多名由各國來的朝聖者，在羅馬參與這盛大的慶

典。七百餘位主教陪同基督在世的代表在聖伯多祿大殿內舉行

這第二十次大公會議。

這次會議的重點是教宗的不能舛錯道理。經過一番的辯論

後，終於在 1870 年 7 月 18 日宣布教宗不能舛錯的砷權。全球

信友都接受這信條，只有德國和瑞士的少數砷父和教友拒絕接

受，且組織一外圍團體，人稱之為「老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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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普法兩國正式宣戰，許多主教們便倉促地返國。大

會的工作便陷入癱瘓狀態。過了兩個月，義大利政府軍隊進入

羅馬。 10 月 9 日，羅馬及其附近併入義國版圖，教皇國便告

滅亡。環境不容許大會繼續進行，教宗便在 10 月 20 日宣布大

會無限期延後，大會於是中止了。

八、鞠躬盡瘁

教廷領土的喪失並不表示教宗的失勢，這對他的砷權更

有利。碧岳九世的欽定聖母道理和教宗不能舛錯加強了他的

聲望。

做了卅二年的教宗，終於在 1878 年 2 月 7 日病倒了，多

年來與他一起同舟共濟的英國曼寧樞機，看到教宗進入他永遠

的家鄉，熱淚橫流，沾濕衣襟．不自主地喊說：「安息吧！忠

勇的舵手。」

257 社會教宗－＿良十三世 (1878 至 1903 年）

一丶少年時代

良十三世，本名若亞敬味增爵貝齊，生於義大利加比內多

(1810 年）。父親路易和母親亞納均出身貴族，且是虔誠的

公教家庭。

及長，在味得堡耶酥會學院就讀後，繼而又在羅馬學院，

教會貴族學府和沙比恩薩大學考取砷哲學和法律博士，於

1837 年晉升鐸品。

不久，因他的才華非凡，為撒拉和藍布西尼兩位樞機所賞

識，在教宗額我略十六世前極力推薦。他做了兩次宗座代表。

第一次是在本內文多，另一次是在貝路濟亞，成績甚佳。

1843 至 46 年被派往駐比國宗座大使，深得比王利奧波德

和皇后愛戴。就在這時，貝齊主教對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很戚興

趣，例如火車、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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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年 4 月，貝路濟亞主教去世，該地市民請求教廷，

派貝齊主教接任。教宗批准。貝齊在這裡做了 32 年的主教。

二、當選教宗

1878 年碧岳九世駕崩，受眾所擁，於 2 月 20 日被選為教

宗。在位廿五年之久，於 1903 年去世。

良十三世對教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享有「天上之光」

之稱，因為以他的智慧光照了當時的社會。他頒布了五十多篇

通諭。關於敬禮方面的通諭有 1899 年的《聖年》，談及耶穌

聖心敬禮。關於敬禮聖母和唸玫瑰經，寫了九篇通諭。

三、社會教宗

他的偉大是在社會方面， 1878 年頒布有關社會主義的《宗

座職務》 (QuadApostolici Muneris)• 1881 年頒布《許久以來》

(Diuturnum Illud) 通諭， 1885 年頒布《永恆事業》 (lmmortale

Dei) 通諭，這兩個通諭都與國家有關。 1891 年又頒發有關社

會問題的《新事物》 (Rerum Novarum) 。

教宗強調在國家和團體中的有關權利與正義的天主教原

則，反對偏激的錯誤觀念。他向信奉天主教的社會哲學家、政

治家與行政長官，給他們活動的新方向。為此，他的通諭常被

其他國家刊印、翻譯和註釋。這些通諭獲得敵友雙方的尊敬和

重視。

四、政治方面

良十三世可說近代著名的政治型教宗。在十九世紀末葉，

國家元首的互訪具有高深政治價值。由於教宗堅持不願接待義

大利王的賓客，所以天主教元首們都不到羅馬去。他允許非

天主教君王，如德王威廉二世與英王愛德華訪梵蒂岡。 1885

年，俾斯麥將日爾曼與西班牙相峙不下的卡羅林群島 (Caroline

Islands) 之爭，委託教宗仲裁，因而提高宗座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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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丶重視學術

在學術方面，良十二世的貢獻更是偉大的， 1879 年 8 月 4

日，頒發《永久之父》 (Aeterni Parris) 通諭，鼓勵教會教育

界注意經院哲學的研究，以恢復聖多瑪斯著名的教義，為他贏

回昔日的光榮。 1882 年．良十三世命在比國魯汶大學設立聖

多瑪斯哲學講座，同時又委任麥西爾樞機 (Card. Merzier) 主

持之。經過他的努力，奠定了新經院哲學研究的基礎，改革經

院主義，使其與現代科學有密切的關係。

教宗又在 1893 年 11 月 18 日頒布《上智的天主》

(Providentissimus Deus) 通諭，討論聖經的研究。 1902 年創

立聖經研究會，又批准在耶路撒冷建立聖經學校。 1883 年把

梵蒂岡大部份檔案公開給學者們研究。那年又設立一所梵蒂岡

氣象台。

六、傳教事業

在內政方面，良十三世設立了三百個教區和監牧區，又恢

復蘇格蘭的聖統制，同時設英國在印度的聖統制。對我國傳信

區方面．教宗也批准傳信部對中國的措施。

1879 年 6 月 25 日，傳信部頒發部令，將中國分為五大區：

第一區：直隸、滿洲、蒙古。

第二區：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甘肅。

第三區：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

第四區：四川、雲南、貴卅、西藏。

第五區：廣東、廣西、福建、香港。

良十三世深愛護我國。如在 1885 年中法戰爭時，教宗致

書清帝，請保護教士。

在中國致命者，經教會列入真福品者，已有不少人。教宗

良欽定的有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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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方面，於 1893 年 l 月 24 日設有院華盛頓宗座代表。

美國天主教會具有都市性質。移民多住在城市內，而主教

們鼓勵他們住在城市內，以便保全他們的信仰。但是在經濟和

知識上，大部份教友都屬較低的階級。在東北部各港口與工業

中心的教友具有無產階級特性，可說是皈依稀少的原因。教會

對勞工組織與社會福利運動不表同情，同後者與歐洲當時反對

教會的思想有關係。但巴弟摩主教吉朋斯，於 1887 年勸宗座

取消過去對「勞動騎士」 (Knights of Labor) 所予的譴責，教

宗批准了。

七、鞠躬盡瘁

若以現代人的眼光去批評良十三世當時的處境，是不適宜

的。但若站在他那時代的背景，教宗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他以他的智慧和聖德照耀著教會，使它在波折中屹立不搖。費

拉利樞機 (Card. Ferrari) 批評他說：「他（良十三世）擁有

占代教宗的智慧，同時又具有我們現代一位偉大教宗的才能和

特性。」良十三世終於在 1903 年 7 月 20 日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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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是個科技時代，人類生活由於科技的發達而改

善，但它產生不少新的觀念和困擾。而這時期的教宗都能善盡

其職，為教會和為人類度過其難關。

258 聖體教宗＿－聖碧岳十世 (1903 至 1914 年）

一、少年時代

碧岳，名若瑟沙爾多 (Giuseppe Sarto)• 於 1835 年 6 月

2 日誕生在義大利北部的黎也色小鎮。父親若翰沙爾多是該城

市的雜物員，母親瑪加利大藉著裁縫為家人賺些收入。

1846 年，小若瑟進入卡沙法蘭哥讀書，在那裡他習讀宗

教、拉丁文、希臘文、歷史、地理和算數，成就非凡。他每

大從黎也色赤腳走到卡沙法蘭哥上學。他並不因貧窮而抱怨

屈志。

JO 歲時領堅振， 12 歲時領聖體。當他有意要進修道院時，

威尼斯的宗主教雅伯莫尼高樞機協助他進入巴都亞修道院， 23

歲晉鐸。

晉鐸後他擔任董波羅副本堂，繼而為撒爾沙諾本堂和特來

味索神父。於 1884 年晉升為滿都亞主教。當良十三世第一次

接見他時，對人們說：「若滿都亞的人們不敬愛他們的主教，

他們不可能去喜愛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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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工作成績非凡，良十三世於 1893 年 6 月擢升沙爾多

為樞機，且同時為威尼斯的宗主教。

二、當選教宗

1903 年 7 月 26 日，沙爾多樞機離開威尼斯到羅馬去選良

十三的繼承人。威尼斯的人民在他離去前說：「不久就要回來

啊！」他回答說：「不管死或活，我都會回來的。」這要到他

死後五十年，即若望廿三世的時代，才將他的遺體暫時運回。

7 月 31 日開始祕密會議，在第五天 (8 月 4 日晨），他以

多票當選（清光緒廿五年），取名碧岳十世，以紀念多災多難

的碧岳九世。

三、恢復一切

他即位的第一篇通諭就是《在基督內恢復一切》

(Instaurare Omnia in Christo)• 引導一切人們歸向基督。

他勸導主教們要相似基督，且很關心修道院的組織和指

導。他認為在修道院中學問和聖德均兼備，並用聖額我略的話

來勸導法國的修士們說：「虔敬和學問對神父是很重要的。有

學問而沒有虔敬，會使神父發驕傲，有虔敬而沒有學問會使他

無用。」

碧岳十世教宗更強調修士們該學習「溫馴、聽從，且向鄖

穌在世的代表效忠。」他強調服從對神職界是很重要的。他眨

為善牧該是盡量幫助他人，安慰困難者，救人靈要犧牲一切。

四、聖體教宗

雖然特利騰大公會議曾強調屢次領聖體，但是人們對於

「屢次」抱著懐疑的態度。碧岳十世希望能提早可領聖體的年

齡，使孩童也能早日初領聖體。

於是教宗在 1905 年的《至聖特利騰公會議》敕令中，解

釋每日領聖體的重要性。五年後，在 Quam Singulari (19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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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縮短孩童初領聖體的年齡，讓人們知道初期教會也希望孩

童早領聖體。

同時教宗又教導信友們要主動地參與彌撒，因為禮儀是信

友吸取真正基督精神的首要泉源。為此，碧岳十世便開始重整

禮儀。在《自此兩年》 (Abhinc Duos An nos• 1913 年）的親

筆書中，強調主日的重要性。這也如梵二所說的：「主日是最

原始的慶節，應該提倡並強調，使信友虔誠注意，也該成為歡

樂休假的日子。」

教宗又修訂聖人的節日且廢除不少的「八日慶典」

(Octaves) ; 同時他也注重修日課經文。

五、整頓音樂

於 1903 年 H 月 22 日的《掛慮》 (Tra le Solleci-tudini) 

親筆書中，教宗重整音樂。

當時教堂的音樂有如音樂廳一般的嘈鬧，教宗認為教堂的

音樂該比一般歌廳或舞廳來的單純。而且強調用額我略音樂。

為此在 1910 年，他在羅馬設立一座音樂學院。

六、敬禮聖母

教宗在《基督內恢復一切》的方法中，也特別強調恭敬聖

母。他提醒人們恭敬聖母會使人走向聖德的道路。

教宗從小就很恭敬聖母，他慣常到離黎也色不遠的森特羅

聖母堂 (Madonna delle Cendrole) 敬拜聖母。

此外，教宗也重整教廷的組織，且奠定了修整教會法典的

基礎。這花了十三年的時間來完成。

在位期間，碧岳十世受到不少考驗，例如人們對教宗的不

滿，反神職主義的進展。

法國政府在 1905 年解除了拿破崙與碧岳七世所簽訂的

1801 年條約。法國教會因此受到嚴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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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代主義

碧岳十世教宗面臨著一件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現代主義。

1903 年 7 月 3 日，聖職部公布一道敕令《可悲的》，以處罰

現代主義的六十五條文。兩個月後，教宗也寫了一篇著名的

《牧者》通諭 (Pascendi'1907 年）。

這道通諭頒布後，有些人認為教宗這是不明智的舉動，也

有些人認為他做的很對，意見紛紛。

事實上，教會並不反對現代科學，和現代化的東西，而是

攻擊那些借此名義而相反且推翻教會傳統的道理者。他們隨意

解釋聖經和誤解教會的傳統，這是教宗所不能接受的。

八、鞠躬盡瘁

在碧岳十世晚年時，他已體會到戰爭的緊張局勢。在戰爭

的前夕 (1914 年 8 月 2 日），教宗勸勉公教徒回心轉意、走

向和平之主基督那裡；同時也懇求當政者以和平為前提去愛護

人民。可惜，沒有人把他的話放在眼裡，戰爭終於爆發了。

碧岳十世終於在 8 月 20 日清晨與世長辭。他死後，不少

人們請求要將他列為聖人。 1951 年 6 月 3 日，碧岳十世被列

為真福品；三年後的 5 月 29 日 (1954 年）列乃聖品，成為碧

岳五世以來第一位被列聖品的教宗。

碧岳十二世曾在碧岳十世時代任圜務卿的秘書，在列聖品

的禮儀中，他讚揚碧岳十世說：「在機械、技術和組織的時代，

他的確是現代人的一位聖人和護衛者。」

259 法律教宗－本篤十五世 (1914 至 1922 年）

一、少年時代

本篤，名雅各伯基也沙 (Giacomo della Chiesa)' 於 1854

年日月 21 日誕生在熱那亞附近的貝利亞鎮。父親若瑟和母親

若翰納米利奧拉蒂 (Giovanna Migliorati)• 均屬於熱那亞顯

要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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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體從小就不是很好，很少與同齡孩子們一起玩耍，

從小便勤求學。小學是由私家監護者所指導，初中在教區所辦

的一所學校就讀。他的父親因怕「反砷職主義」的影響，不讓

他去修道。

基也沙便到熱那亞皇家大學研讀法律，於 1875 年考取民

法博士。此時其父不再反對他去當神父，基也沙便到羅馬額我

略大學研讀； 1878 年 12 月 21 日晉鐸，次年考取神學博士；

再過一年又榮獲教法博土。

二、教廷使者

在那時，郎波拉總主教代表良十三世，在教會貴族學院主

持一個研討會中認識基也沙神父，便請他至教廷國務處做事。

1882 年郎波拉被升為駐西班牙大使，他便請基也沙乃秘書。

在西班牙，流行性傳染病大作，亻、少人和地區受到災害。

大使與秘書忙於組織救濟事業。這對後來有很大的幫助，即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教宗救助各國難民。

1887 年，郎波拉被升為國務卿和樞機 C 基也沙沾樞機之

光，於 1901 年被升乃次長。

碧岳十世即位後，墨里德瓦代郎波拉為國務卿，但基也沙

仍然保其次長的地位。

當「現代主義」蔓延歐1州時，基也沙砷父很盡力地攻擊此

異說，碧岳十世稱他是攻擊「現代主義」的要人之一。

三、擢升主教

1907 年駐西班牙使空缺，基也沙似乎是比較適宜此地位。

但國務卿墨里德氏認為最好撤除基也沙的政治生涯。教宗便派

他為波隆那主教。同年 12 月 22 日，基也沙在羅馬的西斯汀小

教堂被升為主教。

他的前任主教史文巴很馬虎地管理教區。自基也沙上任

後，以大刀闊斧的精神來整頓教區，他探訪教區的每項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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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學校和組織，且騎馬去訪問較遠的地方。四年之內已把

教區整頓得有條有理，且贏得碧岳十世的讚譽。 1914 年教宗

擢升基也沙乃樞機。

四、膺選教宗

他升樞機不久（約三個月），碧岳十世便與世長辭。這時

人們認為該有一位有政治手腕的樞機來管理教會，以面對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外交戰策。

這次樞機會議為時很短。基也沙樞機開始並沒有入選，直

到了第十次投票時，才被選上 (9 月 3 日）。他取名本篤，是

乃紀念上次山波隆那教區被選上的本篤十四世，他也是為法學

家。 9 月 6 日在西斯汀小教堂舉行加冕禮，儀式比較簡單，因

為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人們普遍過著悲苦的生活。

五、整頓教廷

新教宗更換了不少教廷的人物。他請費拉德樞機為國務

卿，可惜兩星期後費樞機去世，伽斯巴利繼之，墨里德瓦則為

聖職部秘書之職。

六丶呼籲和平

本篤十五世的和平七條曾呈示給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盟軍。

這七條是：

L 以倫理力量代替物資的勢力。

2. 雙方裁減武器。

3. 國際裁判。

4. 尋求真正的自由和公理。

5. 互相放棄戰爭的賠款。

6 撤退且恢復所佔領的地區。

7. 以和解的態度來研討對敵所佔領的土地。

奧國和英國表示贊成教宗意見，但法國卻保留一些。德闞

並不贊成教宗的和平意見。美國的國務卿羅拔藍星採取中立政

策。這對教宗的確是很大的打擊。



第十四章二十世紀 351

戰後，教宗頒布《和平》通諭 (1920 年 5 月 23 日），呼

籲各國以兄弟的友愛來恢復各國的和平。

七、外交關係

本篤十五世不斷地努力使各國與教廷保持關係。他特別關

心的是法國。 1920 年教宗將聖女貞德列琵聖品，這與法國建

交有很大的幫助。當他被選士之初，只有 14 個國家與梵蒂岡

有邦交；但到他去世時，已增至 26 個國家。可見他的外交是

很成功的。

八、頒布法典

公教法典的編纂起於克拉齊央。他在十二世紀時，以私人

名義，編纂了一部教會法令，成為大家公認的法典。其後額我

略九世，以賴孟多為主編，收集以往的法令，編成後代著名的

《額我略法令集成》。十五世紀後，再沒有新的法令集成。克

來孟八世教宗雖曾預備編纂，但沒有實現。

到了碧岳十世時代，由於伽斯巴利樞機的建議，重新制定

法典。 1912 年春，全部法典草案經過最高委員會的審查，碧

岳教宗把法典草案頒發全球主教，請他們研究後呈報各自的意

見。可惜他並沒頒布這法典。

到了 1916 年 12 月 4 日，本篤教宗召開御前大會，宣布將

頒布法典。次年聖神降臨節 (6 月 28 日）正式頒布。他為戚

謝這項工作的主要人物，便擢升伽斯巴利為國務卿。

九、東方教會

本篤教會也很關心東方教會。在 1917 年 5 月 1 日，他設

立東方教會部，教宗自己為部長。同年 10 月 15 日，在《東方

教會》的親筆書中，教宗在羅馬又設立了一座東方學院，以培

養束方教會的神職人員。

在晚年，本篤教宗得了流行性戚冒，不久便與世長辭

(1922 年 l 月 22 日）。死後安葬梵蒂岡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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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通諭教宗一－碧岳十一世 (1922 至 1939 年）

一、孩提時代

碧岳，名亞基爾拉底，於 1857 年 5 月 31 日誕生在米蘭附

近的代西奧小鎮 (Desio) 。他的父親是一座絲廠的經理，母

名德蘭加利。

拉底在誕生後第二日便領洗了，取名盎伯羅削．亞基爾拉

底。 10 歲左右，進了米蘭小修院； 22 歲晉升執事，米蘭總主

教派他往羅馬深造：二個月後，即 1879 年 12 月 20 日便晉鐸了。

二、步步高升

在羅丐花了三年，他考取額我略大學的教律和砷學博士，

便回來米蘭大修院教書，後在米蘭圖書館工作。在這段時間

裡，他寫了兩本名著：《米蘭教會要事》和《盎伯羅削彌撒

經書》。

19日年．被召至羅馬，繼艾爾 (Erle) 為梵蒂岡圖書館館

長，直到 1918 年。

在 1918 年，教廷與波蘭建交，便派他出使波蘭，次年 6

月拉底正式為教廷使者。

波蘭這公教國家，曾於 1772 、 1792 、 1795 年，被俄、德、

奧三國瓜分。現在成為獨立國，一切要整頓。時有關西來修亞究

竟是德國土地或波蘭土地，拉底主教精通歷史，對此自有成見。

1921 年，米蘭總主教弗拉理樞機逝世，繼任不易，本篤

十五世便選了華沙大使拉底主教，在 6 月 13 日的御前會議中，

擢升拉底主教為米蘭總主教及聖瑪爾定堂樞機。

三、當選教宗

拉底總主教在米蘭前後只有數月的時間，忽然消息傳出，

本窎十五世教宗已驾崩。全球哀悼這位熱愛世界和平的教宗，

這是 1922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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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2 月 2 日，樞機們進入西斯汀小教堂選舉教宗，在 2

月 6 日的第十四次選舉中，才選出了拉底樞機，取名碧岳十一

世（民國十一年）。

當選後，與他通使節的有三十餘國，他親自負責教會重要

事務，任閒斯巴利樞機為國務卿。

登基之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仇恨未解，憧亂

滿地。因此最初數月，他努力和平工作，例如致熱那亞的國際

和平會，電土耳其總統凱末爾，以保障束方和平，給俄國大荒

贈送物品。

四、通諭教宗

碧岳十－世是位通諭教宗，前後寫了二十多件通諭，內容

甚為複雜，討論的問題也很廣，自國際的往來和純粹宗教性都

有。我們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L 公教進行會

公教進行會是碧岳十一世在位時的特別事業。從 1922

年 12 月 22 日發表的《天主默見》 (Ubi Arcano De口

通諭中，強調教友傳教的使命。

2. 公教教育

1929 年 12 月 31 日的《主的導師》 (Divini lflius 

Magistri)' 指出公教對青年教育的權利。他認為教育

的目的，是培植完備的教友，使他以理智和信德行事；

同時又說明國家和家庭教育的本份。

3. 1930 年 12 月 31 日，碧岳十一世又寫了一份重要的婚

姻通諭： Casti Connubii 。他引用聖經，證明它的真實和

尊貴。乃保護婚姻的道德，公教可要求國家的合作。

4. 工人問題

1931 年 4 月 15 日，教宗寫了《四十年》 (Quadragessimo

Anno)• 是良十三世《新事物》的回音，討論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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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有關工人的問題。他希望社會能能提高工人的利

益，例如提高工資，使工人能維持家庭的負擔，使生活

逐漸改善。

此外，尚有處罰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攻擊國家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司鐸問題等。

五、羅馬問題

自 1870 年以來，羅馬問題阻止教廷與義政府及全世界的

正常往來。法毆外交部長曾向伽斯巴利樞機說：「解決羅馬問

題，是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條件。」

1929 年 2 月 n 日上午，教廷與義國政府簽訂了拉特朗條

約，互認獨立主權，才解決了羅馬問題。

條約重建教宗政治的權利，它的大要是：「宗座承懿義國

沙伏亞王室建都羅馬，義國也承認梵蒂岡為教宗獨立國。」

六、傳教事業

碧岳十一世也如前任教宗重視傳教事業。在 1926 年 2 月

28 日《教會事業》 (Rerum Eclesiae) 通諭中，他提出傳教事

業發展的原因。他勸導歐洲人士放棄一些殖民地的思想，而扶

植地方教會人士。

1926 年 10 月 28 日，教宗在聖伯多祿大殿親自祝聖了首

批六位中國主教。次年 10 月 30 日祝聖了一位日本主教，以後

又接著祝聖印度、東南亞等地的神職人員。

他即位之初，傳信部管轄的教區有 330• 但到了 1938 年，

他逝世的前一年，已增至 541 。即是說，他在位時，已增至

211 個教區。

我國的 n 個代牧區， 9 個監牧區，皆歸中國主教管理。 3

個傳教區，則屬本地修會士管理，可見碧岳十一世時代的傳教

事業，真有一日千里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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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冊封聖人

教宗將不少的偉人列入聖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聖女小

德蘭。因為她是碧岳十一世的明星聖女。他常祈求她代禱。

1923 年 4 月 29 日．教宗列她為真福品時，曾說：「我們

呼她為主保，是因她不斷降下玫瑰花雨。」

兩年後，即在 1925 年 4 月 17 日，在聖伯多祿大殿內隆重

地舉行列聖品大典。

除了她外，教宗尚舉行了 15 次列聖品典禮：耶穌會士加

尼修、聖女巴拉、聖歐德、聖維亞奈、聖伯拉明、聖大亞爾伯、

聖福內、聖女伯爾納德等人。

教宗又將加尼修、十字若望、伯拉明和大亞爾伯奉為教會

的聖師。

八、東方教會

東方教會在碧岳十一世登基後，也佔一重要的問題。 1923

年 1 月 12 日，為紀念東方禮聖若瑟法 (S. Josaphat of Polozk) 

致命三百週年，他寫了《天主教會》通諭，提出教會的合一性。

請東方人忘卻昔日的惡玹，認清羅馬教會。

教宗請本篤會長為合一工作努力進行。在波蘭的阿爾伯定

地方為希臘斯拉夫禮設立了一座耶穌會院。本篤十五世曾乃訓

練東方教士們而建立一所修院，碧岳教宗重整之。在羅馬又設

立厄弟約皮亞和路得尼亞修院。

1928 年 9 月 8 日的《東方事業》通諭，解釋東西方教會

和好的計劃。他以歷史家及神學家的態度，指出分裂的問題與

和好的嘗試。

次年又請伽斯巴利樞機重修束方法。 1935 年，教宗擢升

安提約基總主教戴波尼為樞機。戴波尼是唯一的東方禮樞機宗

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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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鞠躬盡瘁

碧岳教宗看到不少的世變，有傷心的也有快樂的，例如三

個聖年、多次的列聖品、十幾個條約；此外，公教進行會、傳

教事業，都可說是他的偉業。

傷心的事是：蘇俄的馬克斯共產主義的興起、義大利的法

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

他終於 1939 年 2 月 10 日與世長辭，享年 81 歲，在位 17 年。

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他的確是現代偉大教宗之一。

261 技術教宗－碧岳十二世 (1939 至 1958 年）

前言

碧岳十二世是位很有學問的教宗，他曾向各種類各界的人

講演。並且鼓勵他們在各技術方面發展，為人類謀求福利，故

贏得「技術教宗」之稱。他的繼承人若望廿三世稱他是：「偉

大的導師，教會之光和愛護天主法律者。」現在我們來看一看

這位偉大的教宗。

一、少年時代

碧岳，名歐吉尼巴塞利，於 1876 年 3 月 2 日誕生在羅馬

城。這正是人們反對教會最激烈的時期，但巴塞利家族卻擁護

教廷。

他的祖父，馬堪多尼巴塞利是位律師，當碧岳九世在

1848 年逃離羅馬，曾隨同他到加也達城。 1851 年，碧岳九世

任命馬堪多尼乃內務部次長，於 1861 年創辦了羅馬觀察報。

丐堪多尼生有十個子女，其第三個名斐理伯，就是碧岳

十二世的父親，他於 1886 年曾任羅馬顧問。

很多年後，歐吉尼的哥哥方濟，也是位律師，曾代表碧岳

十一世與義政府訂定拉特朗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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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親是方濟第三會會員，其母味吉妮也是很熱心的教

友，歐吉尼比一般小孩聰明，在 5 歲時便領了堅振。

在孩提時代，巴塞利常到附近的聖堂望彌撒。他加入青年

會，此地的本堂神父若瑟教他們要理和禮儀。

1894 年歐吉尼從高中畢業後，向父親說明他願做司鐸。

他的父親聽了很高興，把他呈示良十三世教宗，得准進入卡布

尼加學院。

不久，因患病，不得已到自己的別墅休養一段時間，恢復

健康後便回到羅馬。但醫生禁止他過修道院的嚴謹生活，幸蒙

教宗的特准，在家中研讀教會學科。

1899 年 4 月 2 日，他領受鐸品。次日是復活節，巴塞利

在羅馬聖母大殿舉行首祭。

他的天資早為人所發現，晉鐸兩年後，伽斯巴里蒙席請他

到教廷國務卿處工作。及至 1914 年，他己升為教會非常事務

部的秘書。他曾訪問英國三次 (1901 、 1908 、 1911 年）。他

曾被美國教會請去教法律，但他卻婉拒了。

二、晉升主教

1917 年 5 月 13 日，即聖母首次在葡國法蒂瑪顯現的那天。

本篤十五世擢升巴塞利為沙爾弟的總主教，同時又駐巴伐利亞

的教廷大使。他在那裡有十二年之久，與巴伐利亞和普魯士簽

訂和約，且發揮他的外交特才。

1929 年，碧岳十一世召他回羅馬； 12 月 16 日擢升他為樞

機，並且又任命他為國務卿 (1930 年 2 月 7 日）。巴塞利曾

請求教宗是否可給他一個教區管理；但教宗的回答是否定的。

因從他在柏林使館做事的果敢和決斷，使教宗對他另眼看待。

碧岳十一世對他說：「我委任你為國務卿，因乃你的虔誠

與祈禱的精神，能使你獲得豐富的天佑，因為天主賞賜你不少

智能和活潑。你可常為光榮天主，為教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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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膺選教宗

1939 年 2 月 10 日，偉大的碧岳十一世駕崩，國務卿立刻

將惡耗傳知各地的樞機，於 2 月 14 日下午舉行葬禮。

3 月 l 日，來自 15 個國家的 62 位樞機到西斯汀小堂選舉

碧岳十一世的繼承人。

巴塞利樞機是歷年選舉教宗最快的一次，只有三次投

票；而在第二次時，他的票數已超過半數。第三次時， 61

票全選他。

羅馬市民莫不喜歡巴塞利的當選，因為自 1721 年英諾森

十二世以來，兩百餘年沒有土生的羅馬人當教宗。

3 月 12 日舉行加冕典禮，經五小時才結束。

四、二次大戰

新教宗即位之初，歐洲局勢惡化，希特勒已攫取奧國蘇台

德區，進一步企圖佔領捷克與波蘭。墨索里尼也進軍非洲的阿

比西尼和阿爾巴尼亞。

教宗處於此局勢中，其政策是為和平而奮鬥。在當選的次

日，他曾以無線電向世界人士廣播：除去鬥爭，而享受天主的

和平。

可是野心家卻不理會教宗的呼籲，繼續他們的戰爭。在戰

爭中，教宗不斷地救濟各國。

1944 年聖誕節前夕，碧岳十二世向世界人民廣播演說，

呼籲和平。戰爭終於在次年的 5 月 5 日結束，同年 8 月 4 日亞

洲戰爭也告終。

五、共產主義

這時在義大利，有不少教徒組織義國天主教共產黨；教宗

提醒他們，公教會與共產黨是水火不相容的。

1948 年 5 月義大利舉行大選，結果共產黨落選，天主教

民主黨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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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國雖免受共產主義的統治，但在東歐有六千萬教友被共

產黨統治。例如在波蘭，有一千二萬教友受莫斯科的支配，謀

使國家與教友分離；在匈牙利，有六百萬教友；在羅馬尼亞，

有三百萬教友；在捷克，有一千萬教友；在保加利亞，有五萬

教友……他們都面臨危難，這是碧岳十二世最關心的事。

六、眷愛中國

1946 年是中國天主教史新紀元的一年，青島教區田耕莘

主教被擢升為樞機，繼而建立聖統制。又委任大批主教，冊封

中國殉道者為真福品，同年聖誕節教廷又遣使駐中國。

7 月 14 日，教廷得中國政府同意，派前醒非洲宗座代表

黎培里總主教為教廷首任駐華公使，國民政府任命吳經熊為駐

教廷公使。

早在 1939 年 12 月 7 日，傳信部取消了中國禮儀禁令的案

件。其文如下：

「中國政府既一再聲明人民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且無

意從事制定宗教儀式之任何法令。因此政府所行或所命之祭孔

禮儀，不得視為宗教敬禮。其旨是在保留與激發對先賢之合理

崇敬，並對前人遺教應有之尊重。故天主教人可在孔廟或學校

內的孔子像或牌位前舉行敬禮。」

七、合一運動

教宗的《天主中保》 (1947 年）和《天主聖神》 (1943

年）兩大通諭，不只是說明禮儀和聖經運動，更提到合一的重

要性。著名的大公主義者，耶酥會士貝亞樞機曾指出：基督教

作者也承認這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

碧岳十二世也接見幾位非教會人士，與他們討論合一的問

題。例如英國教會貝爾主教、德國柏林的路德主教戴貝利，他

們均深深地受到教宗和藹態度所威動。

教宗又鼓勵教徒與非教徒多來往，以促使彼此之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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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禮儀改革

在禮儀改革方面，教宗勸導人們要避免兩個極端：首先是

完全保守，另一個則是完全輕視。

教宗重視拉丁文，但許可用本國文行祭。許可傍晚彌撒

(1953 年），縮短聖體齋 (1953 年），將復活節前夕移到晚

上舉行 (1951 年），重整聖週禮儀 (1955 年），鼓勵信友們

多參與禮儀，並且強調在修院要重視禮儀，又簡化彌撒和日課

(1955 年）的禮儀。

九、技術演講

碧岳十二世的確是位多才多藝的教宗。他曾向醫生們演

講，勸勉他們要遵守醫德，使病人能多得利益。

他說及太空的發現是人類在科技上的進步。

教宗又接見各式各樣的人，有小孩、士兵、教徒或非教徒。

不少人都願意接近他，他的確是眾人所敬愛的。

十丶鞠躬盡瘁

在教宗的晚年，傳說聖母曾顯現給他。他只是私下對人

說，但紙包不住火，終於被人傳開了。

碧岳十二世與星期四特別有緣份，他生在星期四，且在星

期四當選教宗。最後在 1958 年 10 月 9 日，另一個星期四，與

世長辭。死後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

262 和平教宗－聖若望廿三世 (1958 至 1963 年）

一丶少年時代

若望，名安琪羅若瑟龍加里，於 1881 年 11 月 25 日誕生

在義北部貝加莫附近的索多依蒙特領。他在 13 個孩子中排行

第三。

他幼年在本鄉讀小學，後在附近的卡爾味高鎮向一位神父

學習，又在塞拉納 (Celana) 讀書。 12 歲進入貝加莫小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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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到當時公教禮會運動很深的影響。 1901 年，他獲得塞拉

索利基金的補助，而得進羅馬修院。

由於參加義大利第七步兵而輟學一年，回來後於 1904 年

晉鐸。

二、司鐸生活

他回到貝加莫教區，為主教的秘書，他對歷史很有研究，

曾寫了一些歷史著作，例如《紀念巴洛尼樞機》。

1915 年，義大利進入歐洲戰爭，龍加里砷父便從戎。在

貝加莫醫院服務，同時又到戰場上為患者負責料理事務。戰後

曾為公教婦女會和公青會的指導神父，且任修院神師。由於主

教的請求，龍神父創立一些教區教育活動。

1920 年，龍砷父協助組織戰後在義大利第一次國內聖體

大會。一年後，本篤十五世請他到罹馬，任命他為義國的傳信

部指導。他又協助碧岳十一世寫《羅馬教宗》的親筆書以及有

關教宗地位的問題。

三、擢升大使

1925 年，龍加里砷父被任，為阿來奧波利的名譽主教，且

觀察保加利亞，於 3 月 15 日被祝聖為主教。在外交方面的成

就非凡，保加利亞政府同意與教廷建立關係。

1934 年 11 月 24 日，龍主教又被派為土耳其和希臘的宗

座使者。 194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因戰爭之故，龍主教

只好回羅馬。

那時，法國戴高樂的臨時政府請求教廷召回凡來利使者，

因他是貝當的政府。碧岳十三世便選了龍加里主教出使法國

(1944 年 10 月 30 日），他在那裡表現得很好。他曾開除與

德國納粹勾結的主教們，並曾得到政府的許可，讓廿七人晉升

為主教。 1945 年向教宗推舉三人為樞機，他請求法政府善待

德國俘虜。



362 歷代教宗簡史

1953 年 1 月 12 日，龍加里升為樞機。三天後被任為威尼

斯的總主教，在任五年深得該城人民的愛戴，他創立 30 個新

堂區，一座小修院，並且發展公教的進行會。

四、當選教宗

1958 年 10 月 9 日，碧岳十二世駕崩，眾樞機雲集羅馬選

舉教宗。龍加里樞機與其他五十一位進入西斯汀小堂 (10 月

25 日），三天後便當選為教宗（民國 47 年）， H 月 4 日舉行

加冕典禮。

那時樞機團的人有十二位已經超過 80 歲，在第一次御前

會議 (11 月 15 日），他增加廿三位新樞機，以超出西斯篤五

世 (1586 年）所規定的。在第二次御前會議 (1959 年 12 月

14 日），又添加八位。在第三次御前會議時 (1960年 3 月 18 日）

再加了十位，宣布七個人名，而保留三位隱名者。在第四次御

前會議 (1961 年 3 月 19 日）加上四位。最後一次是在 1962

年 3 月 19 日又加了十位，這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八十七人。

這是個國際性的團體，因為他擢升了不少非義籍者。

1959 年 l 月 25 日，教宗在御前會議時向樞機們解釋他們

的三大任務：

L 召開羅馬教區會議。

2 負責召開大公會議。

3. 負責修訂教會法律。

五、大公會議

若望廿三世當選後三個月，即在 1959 年 1 月 23 日，就有

意召開一次大公會議。兩天後 (1 月 25 日）在聖保祿大殿宣

布要召開梵二大公會議。同年 6 月 29 日，在《伯多祿座位》 (Ad

Petri Cathedram) 他解釋：大公會議能增加信友們的信仰。

終於在 1962 年 10 月 H 日召開了第二屆大公會議。第一

會期是由 10 月 13 日至 12 月 8 日，在這次會期中，有 86 個國

家派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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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會期中，教長們討論五種草案：禮儀、啟示的來源、

社會傳播工具、教會合一與論教會。

在十二月八日的閉幕典禮時，教宗說：「第一會期，好像

是大會工作隆重緩慢的樣子。從辯論中發現真理．使世人看見

教會內天主子民享受的自由。」

六丶頒布通諭

若望廿三世頒布了七道重要的通諭，即：

L 《在伯多祿座位》 (1955 年 6 月 29 日）：解釋真理、

合－與和平的意義。

2. 《我們的司鐸》 (1959 年 7 月 31 日）：這是紀念法國

亞里斯本堂砷父聖味亞奈逝世一百週年，同時解釋司鐸

生活的問題。

3. 《牧者》 (1959 年 H 月 28 日）：為紀念教宗本篤

十五世《夫至大》通諭四十週年，論傳教事業；解釋訓

練本地神職的目標。

4. 《慈母與導師》 (1961 年 5 月 15 日）：論近代社會的

問題。

5. 《永遠的天父》 (1961 年 11 月 11 日）：紀念聖良一

世大教宗。

6 《懺悔吧！》 (1962 年 7 月 l 日）：解釋告罪聖事的

重要性。

7. 《和平》 (1963 年 4 月 H 日）：論建立在真理、正義、

仁愛、自由上，普世萬民之間的和平。

此外，若望教宗也寫了念玫瑰經的通諭： Grata Recordatio 

(1959 年 9 月 29 日）。

七、列聖品

教宗將不少的賢者列入聖品，例如額我略巴貝利哥 (1960

年 5 月 26 日），和方濟康波羅素 (1962 年 12 月 9 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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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真福品者有艾蓮納奎拉 (1959 年 4 月 26 日）和伊莉沙白色

東 (1963 年 3 月 17 日）。他又宣布布林地西的聖勞倫佐為教

會的聖師 (1959 年 3 月 19 日）。

八、大公精胂

在若望教宗的任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公主義運

動，教會神學家與東方教會晤談。 1960 年 6 月 5 日建立促進

基督合一的秘書處，耶穌會貝亞樞機為主席。 1961 年 6 月 27

日，派兩位代表訪問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納德高拉斯， 1961

年 H 月世界宗教會議在印度的新德里舉行，教會首次派代表

參加。

為了討好猶太人，將聖瞻禮六禮儀中的「為固執」的猶民

祈禱等字刪除。

九、政治關係

在位期間，教宗接見不少外交政治官員。他首次訪問義大

利總統安束尼塞尼 (1963 年 5 月 H 日），與蘇聯交談，企圖

解救鐵幕中的教會。尤其是匈牙利的閩真諦樞機， 1962 年的

和平獎頒發給他。蘇聯的赫魯雪夫批准之。

十丶鞠躬盡瘁

若望廿三世雖然在位很短（五年），但他做了不少的大事：

召開梵二會議，與其他宗教合一的問題，關心鐵幕中的教會。

1963 年 5 月 22 日是若望廿三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他已

知道自己體力衰弱：癌症拖了一年多。終於在 6 月 3 日（聖砷

降臨節）與世長辭。

他是位很聖善的教宗，死後兩年 (1965 年 11 月 18 日），

保祿六世教宗宣布要將他的前任教宗列入真福品，各方面反應

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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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旅遊教宗一保祿六世 (1963 至 1978 年）

一丶少年時代

保祿，名若翰蒙帝尼 (Giovanni Battista Mantini)' 於

1879 年 9 月 26 日誕生在龍巴底的康塞西城。父親喬治，是位

富貴的地主，且在布西亞日報為編輯；也是極愛護教會者。

母親裘弟達阿爾及茜，也是位貴族，曾為布來西公教婦女會

的領袖。

蒙帝尼幼年在布來西亞的耶穌會所辦的學校讀初、高中。

接著又在當地的阿爾諾學院研究，於 1916 年得到學士學位；

不久他進入教區修院，於 1920 年 5 月 29 日晉鐸。

此後到羅馬深造，研讀哲學和在額我略大學讀教律。 1922

年進入宗座貴族學校；次年 5 月被派往波蘭，但因氣候原因而

回羅馬。 1924 年 10 月便在國務處工作。

二、外交工作

由於在國務處工作，接著又在貴族學校教教廷外交史。於

1937 年 12 月 13 日，他協助巴塞利樞機處理外交是務。曾與

巴樞機到布達佩斯參加國際聖體大會 (1938 年）。

巴塞利於 1939 年當選教宗後，蒙帝尼仍然不變，在新國務

卿瑪利奧尼領導之下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碧岳十二世

委任他負責救濟工作。他協助隱藏逃難者，尤其是猶太人，且

幫助他們逃亡；他贏得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代表泰來的信任。

在戰爭中，蒙帝尼到處奔走，希望得到多些的救濟品。藉

著法國大使龍加里樞機的幫助，蒙帝尼得認識公青會，且支持

勞工砷父。

蒙帝尼對 1950 年的聖年和 1954 年的聖母年，出了不少的

力量。 1952年 11 月 29 日，碧岳十二世曾向樞機祕密會議表示，

願將蒙帝尼和達弟尼兩人升為樞機，但他倆拒受。教宗仍然給

他們原來的代國務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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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米蘭主教

1954 年 11 月 l 日，蒙帝尼被派為米蘭主教。 12 月 12 日

在聖伯多祿大殿祝聖後，便於次年 1 月 6 日來到世界上最大的

教區之一的米蘭。此城受到戰後的蹂躪，許多教堂被摧毀，同

時不少人從遠地搬來住，真要花不少時間去整頓。

在八年半的時間，蒙帝尼祝聖了 72 座教堂，尚有 19 座在

整修中，此外又修建 32 座小堂。他又建一些新堂區，且探訪

了 694 個堂口。

1958 年，碧岳十二世驾崩，蒙帝尼雖然不是樞機，但被

列入被選人之－。同年 12 月 15 日，若望廿三世在樞機會議中

擢升 23 位樞機，蒙帝尼名列第一。

1960 年 6 月，蒙帝尼樞機訪問美國，在聖母大學接受榮

譽博士學位；次年又訪問愛爾蘭； 1962 年訪問非洲，訪問羅

德西亞、南非、奈及利亞、迦納，他是第一位歐洲樞機訪問非

洲的。

在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初期，若望廿三世常請他幫助，

且委任他為中央委員會之一。他曾演講三次， 1962 年的四旬

期牧函是著名的一篇。在第一次會期中，蒙帝尼為秘書處之一

主要委員。

四、當選教宗

可愛的若望廿三世於 1963 年 6 月 3 日逝世，人們的目標

轉向蒙樞機，因為在著作和演講中他常說要繼續若望的事業。

6 月 19 日晚， 80 位樞機，其中 29 位是義籍，進入祕密會議。

第三天 (6 月 21 日），在第五次選舉中便當選（民國 52 年）。

五、繼開大會

當選後不久，新教宗宣布重開梵二大公會議，日期為 9 月

29 日，與前任教宗所定的日期約晚三個星期。

在開會之前，保祿六世重修大會的次序，他廢除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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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委員會，又任命四位樞機為主席，許可非教友和某些教友

為觀察員。

1963 年 9 月 29 日，保祿六世在第二次會期中向人解釋大

會的目的：

I. 給教會下一個定義，尤其是強調主教的地位。

2. 改革教會。

3. 提倡合一精神。

4. 與現代的人交談。

同年日月 30 日，教宗在《牧職》諭旨中，給主教們很多

權利和特恩。

在第二會期結束時 (12 月 4 日），教宗頒布《禮儀憲章》

和《大眾傳播》法令。

在第二會期與第三會期之間，保祿六世加強準備工作；次

年 9 月 8 日，他讓一些婦女們參加大公會議為旁聽者。

1964 年 9 月 14 日，教宗舉行第三會期開幕典禮， 24 位與

他一起共祭。 n 月 21 日閉幕，頒布《教會憲章》丶《大公主義》

法令，和《束方教會》法令；同時又宣布聖母為教會之母。

第四會期始於 1965 年 9 月至 12 月 8 日。這次會期也是很

重要的，因為他頒布了不少文獻，例如：

I. 主教的牧職 (10 月 28 日）。

2. 修會改革的生活法令 (10 月 28 日）。

3. 與非公教關係的宣言 (10 月 28 日）。

4. 公教教育宣言 (10 月 28 日）。

5. 啟示憲章 (11 月 18 日）。

6. 教友傳教法令（口月 18 日）。

7. 東方教會法令 (11 月 18 日）。

8. 教會在現代世界憲章 (12 月 7 日）。

9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 (12 月 7 日）。

10. 司鐸職務和生活法令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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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仰自由宣言 (12 月 7 日）。

梵二大公會議終於在 12 月 8 日（聖母無染原罪瞻禮）結

束了。

大公會議雖然開完了，可是會議階段尚未了結，因訪有許

多問題、許多案件繼續發展，許多事缺乏充分的時間去研究與

討論。所以很多專家們在這段時間不斷地研究。

六、周遊列國

在教史上，保祿六世是第一位遊歷國家最多的一位教宗。

在國外

1. 1964 年 1 月 4 日至 6 日遊聖地，約旦王胡笙和以色列

總統沙薩很熱烈地歡迎他。他又與希臘教會首長阿德納

哥拉斯相遇。

2. 同年 12 月 2 日至 5 日，前往印度孟買參加聖體大會。

途中到貝路特訪問黎巴嫩總統赫魯。在印度與首長晤

談。在聖體大會中祝聖了 6 位主教。

3. 1965 年 10 月 4 日，保祿教宗又訪問紐約的聯合國，在

召開大會中呼籲世界和平；後在揚克球場為美國人民舉

行大禮彌撒。

4. 1967 年到法蒂瑪訪問路濟亞修女。

5. 1967 年訪問土耳其。

6. 1968 年到南美哥倫比亞參加聖體大會。

7. 1969 年訪問瑞士和烏干達。

8. 1970 年訪問亞洲，太平洋海島和澳洲。在馬尼拉遇刺，

還好有驚無險。

在國內

教宗羅馬附近的城市，如到奧味也多、加西諾山和比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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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公主義

即位之初，保祿六世便很重視大公主義的精砷，尤其針對

東方正教。他曾派遣私人代表到蘇俄以慶祝莫斯科阿來瑟 50

週年。

從聖地回來後，教宗又派代表到伊斯坦布拜見阿德納哥拉

斯。藉著基督合一秘書處的主席貝亞樞機的安排，教宗將聖安

德肋宗徒的遺體送還給東方教會。這自 1462 年以來皆由教會

所保存。

1965 年 2 月 15 日，他又接見束方教會的兩位使者。東西

教會自 1054 年以來，首次重歸於好。

八、教會內務

他將 84 位致命者列為聖人，其中包括 22 位為干達和 40

位英國致命者。此外尚有 2 位美國聖人：伊莉莎白色來和若望

紐曼。

同時又增加樞機團人數至 137 人，這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

團員。我國的第二位于斌樞機是在他任期內所擢升的 (1969 年）。

在禮儀方面，保祿六世修定彌撒 (1969 年）和教會年曆

(1970 年）。旦將聖事禮儀譯成本國文，使信友們更能積極

參與。

教宗又恢復永久執事制度，使在缺乏神父的地方建立此品

位，教友們更能獲得神益。

九、蓋棺論定

保祿六世的確是位偉大的教宗，他的偉大，尤其是在大公

主義方面更加顯著。正如基督所說得的：「我還有別的羊，還

不屬於這－棧，我也該把他們引來。」（若十 16) 他在這方面，

真是不遺餘力。

保祿六世於 1978 年 8 月 6 日因心臟病爆發，逝世在加斯

德岡道夫夏宮。死後安葬在聖伯多祿大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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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微笑教宗一若望保祿一世 (1978 年）

前言

1978 年 8 月 26 日，樞機長斐里奇站在聖伯多祿大殿中間

柱前，向廣場的群眾報告一個好消息，即繼承保祿六世的是

「若望保祿一世」。他是本世紀在位最短的教宗，只有 34 天。

可是人們對他的印象是他那真誠而樸實的微笑。他的確是位滿

面春風的教宗。

一、少年時代

若望保祿一世，名阿比諾路濟安 (Albino Luciani)' 於

1912 年 10 月 17 日誕生在威尼斯北部的達可多運河地方 (Canale

d'Agordo) 。出身自一個貧窮家庭，他的父親是個水泥匠。

阿比諾在 8 歲時進入費爾特附近的一座小修院；四年後便

到貝路諾大修院讀神哲學。這座古城約有二萬六千人左右，曾

是威尼斯共和國的範圍。阿比諾在此城住了二十多年。

1935 年 7 月 7 日，年 23 時晉鐸。不久便到羅馬額我略大

學深造，且考取砷學博士。

回到教區後，在本鄉任本堂砷父 (1937-1947 年），同時

也在貝路諾修院為副院長，教教義和倫理神學、教法和聖藝。

1947 年升為教區的秘書長；次年為代理副主教，同時負責教

區要理事務。

二、擢升主教

1954 年阿比諾升為貝路諾副主教；四年後 (12 月 27 日）

被擢升為威內多城的主教。此城位於阿爾卑斯山下。 1918 年

歐戰曾在此城堡爭遂一時。若望廿三世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祝

聖他為主教。

在任期間，路濟安主教勸導砷父們要用簡單的言語來講道

理，同時也請地方教友善會與主教合作。公教進行會在這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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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組成一團體。它始於 1863 年，是威尼斯宗主教戴味沙那

多琵攻擊「反紳職」而設立的。

在梵二時期 (1962-1965 年），路王教有機會與其他地方

的神學家交談，尤其是德國的神學家 1974 年 1 月 23 日，他

曾在羅馬觀察報寫了一篇《砷學家的責任》，強調神學家不要

過份地利用他們的自由。

在他的《最著名者》 (Illustrissimi) 書中，可看出他博覽

群書，他很愛好狄更斯、查斯頓、華特史司特和馬克吐溫等人

的著作。這些文章曾在巴都亞的《聖安多》雜誌上刊登過。

三、任宗主教

對路濟安主教來說， 1969 年是他生命中的另個轉捩點。

這年他被保祿六世晉升為威尼斯的宗主教。自從 1451 年以來，

他是第 45 任宗主教。

上任之初，他就贏得人們的愛戴，他取消傳統的熱鬧場

面，以及由船隊在運河中迎接到聖馬爾谷座場的儀式。他只步

行在大街上，向每位群眾招呼。

1971 年，保祿六世曾請他參加主教會議，這是整個世界

主教代表會議，約每三年召開一次，其目的是使世界各地的主

教們能彼此分享個人的經驗。開會之後，人們問他有何意見，

他回答說：「這會議雖有不少缺點，但是卻是很值得的。」

次年，路主教被選為義大利主教會議的副主席，不久成為

聖事部的委員之一。

保祿六世於 1972 年九 9 月去威尼斯時，曾贈送給他一條

領帶，意味著不久他要升官了。

果然在六個月之後，即 1973 年 3 月 5 日的祕密會議中，

保路發表 39 位新樞機，其中也有威尼斯的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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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選教宗

1978 年 8 月 6 日，偉大的改革教宗保祿六世駕崩了，樞

機們雲集羅馬，我國于斌樞機也抵達羅丐，可惜他也與保祿教

宗一起見天主了。

經過兩天的投票，阿比諾路濟安尼終於當選，他為了要效

法前兩任偉大的教宗，而取名若望保祿－世（民國 67 年）。他

向群眾說：「我沒有教宗若望的智慧和心腸，也沒有保祿的文

化修養，但我現在在他們的位子……我希望你們能乃我祈禱。」

五、平易近人

教宗主張平民化，摒除一些傳統的加冕儀式，只把它當作

是就職典禮。不戴三層皇冠，代表是服務而不是統領。認識他

的人皆說他是位很隨和且富有情調的人。在短短的 34 天中，

教宗曾發表過 18 篇簡短的演講，他談及謙遜、信仰、期望和

愛德。

「要以溫和、敬畏的心答覆和保持純潔的心。」（伯前三 16)

是教宗的人生方向。

若望保祿一世是位保守派，關於離婚、砷父結婚和墮胎等

事。關於離婚，他曾寫說：「我認為婚姻中的愛，是夫婦雙方

彼此的給予。它是十分親密、高尚及忠誠的。離婚是夫妻之間

的—把劍，它會產生不安、畏懼及疑慮。」

六、長期計劃

若望保祿一世曾有以下各計劃：

1. 推行梵二議案。

2. 修正教會法律。

3. 推行大公會議，使各教會之間及早合一。

4. 使散布福音的工作合一化。

5. 讓各地主教按地區需要自行決定行動方案 c

6. 解救人類饑餓和文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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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說過：「我們只想完成大公會議的意願，使它更有活

力和生氣。」

七、死而後已

新教宗的身體一向都很虛弱，即位一個多月後，便與世長

辭了。在追悼大禮彌撒中，樞機團康法勞尼的幾句話，代表了

人們對他的看法：「他明亮如一顆流星，突然在天空閃爍，又

突然消散，使人驚谔不止。」

他那真誠而樸實的微笑仍然存在人們的心中。

265 體育教宗一聖若望保祿二世 (1978 至 2005 年）

....... 一月lj 巨i

在歷代教宗之中，最喜歡體育的可算是教宗苫望保祿二

世。他喜歡滑雪、駕獨木舟，甚至游泳。在登極之初，就設立

一個游泳池，使能保持體力。在其他方面也並不遜於其他敎

宗。今敘述其生平如後。

一、少年時代

若望保祿二世，名嘉祿吳蒂拉 (Karol Jozef Wojtyla)' 

於 1920 年 5 月 18 日誕生在波蘭的瓦多維克的工業小鎮，此城

離格拉高約八十里路。

出身貧寒家庭，父親嘉祿和母親艾米里亞為貧民。 9 歲時

喪母。他曾在格拉高大學讀書，在學校中他是位足球健將，且

喜愛寫詩詞和戲劇。

當 1939 年 9 月 l 日，德國的坦克車和步兵侵略波蘭時，

東邊的蘇俄也乘機西伐，波蘭被兩國的軍隊常作戰場，其悲滲

的情況實在難以想像。這時嘉祿吳蒂拉才 19 歲。

兩年後 (1941 年）父親去世。吳蒂拉曾在採石礦場及一

個化學工廠中工作，藉以糊口， 1942 年，他住在格拉高總主

教的宮廷，準備晉升司鐸，在這非法的修院中讀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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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結束後，吳蒂拉在格拉高大修院正式讀神學，於

1946 年晉鐸。

二、步步高升

晉鐸後不久，在羅馬天神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在羅馬時

曾照顧不少的難民。回國後，任本堂神父，兼任學生輔導。以

後兩年又繼續在大學讀倫理神學，曾獲砷學博士學位；隨後在

大學任倫理神學教授。

這時他繼續寫詩，有時會在教會著名的雜誌《史納

克》 (Zank) 刊出，他的筆名是「安德葉雅威」 (Andrzej

Jawien)' 為紀念戰前的一名民族英雄。

38 歲時 (1958 年），吳蒂拉任格拉高的助理主教。六年

後 (1964 年）繼任為格拉高的總主教。他的高升並不妨礙他

利用些自由時間去滑雪、慢走和划船等運動。

據說當他被任命為總主教時，他正在划木舟。他請人先保

密直到他玩完乃止。

他不願住在主教公署，而喜歡住在兩層樓房，但他被命要

搬進去住時，他便開放給其他人們去讀書。

在梵二時代，他曾談到家庭、教友在教會的地位，和宗教

自由。 1967 年被擢升為樞機。一般人推測，他之所以被升為

樞機，是為了緩衝波蘭的局勢。因為維新斯基樞機對共產政府

十分強硬，而吳樞機的手腕及態度比較溫和。

三丶當選教宗

1978 年 10 月 15 日， 111 位樞機為選舉若望保祿一世的繼

任人，在梵蒂岡的西斯汀小堂隱修了 50 個小時，在第七次投

票之後，才選出在 455 年後第一位非義大利籍的教宗，上次非

義籍教宗是亞特利盎六世 (1522-1523 年），乃荷蘭人。

吳蒂拉樞機終於接受了當選，取名若望保祿二世，因為他

說：「由於尊敬、愛戴及崇拜若望保祿一世及保祿六世，我願

取名若望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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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面對當前的局勢，需要一位對共產主義有經驗的人。

新教宗來自共產勢力控制的國家，對共產主義是很認識的。囚

此自由世界對他都寄以瞳上的希望 英國坎特培里總主教，柯

根博士，對新教宗的當選十分戚動，以致他親身前往羅馬，參

加新教宗就職大典。這是英國教會與羅丐分裂五個世紀以來的

第一次。

莫斯科電視台也第一次廣播新教宗在西斯汀小堂內舉行彌

撒。波蘭三個共黨頭目，也向新教宗拍賀電，表示對於他的當

選頗玭欣然。他們也取消不許人們出國旅行的禁令，因而有

五千波蘭人乘車去參加新教宗的就職大典。

四、梵美關係

早在 1867 年，美國國會曾否決與梵蒂岡建交的法律，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代開始轉變。

在卡特總統時代，波蘭籍國家安全顧問布賽星斯基於

1978 年 10 月 22 日代表美國到梵蒂岡，參加若望保祿二世加

冕禮。

1980 年 12 月初，布氏致電教宗，蘇聯要派軍侵入波蘭，

起因為波蘭工會對共黨政權蘇聯的威脅，使教宗嚇一跳，希望

各國協助。

1981 年元月 20 日，雷根總統就職時，美國已與梵蒂岡展

開外交關係。

1981 年春，波蘭工會再次示威，蘇聯派軍隊鎮壓， 3 月

30 日教宗希望美國能儘量出面調解。由於雷根支持教宗和波

蘭工會，他在華盛頓被刺殺，教宗致電慰問。

1983 年，因雷根總統的請求，國會改變法律批准與梵蒂

岡有全面的外交關係。

第－任美國大使威廉威爾遜於羅丐就職。

2001 年 07 月 23 日教宗在羅馬以南的夏宮首次與美國總

統布希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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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問波蘭

1966 年保祿六世教宗希望藉著波蘭教會建立 千年紀念

去訪問，但受到官方的拒絕。

可是，當吳蒂拉當選教宗後，請求訪問祖國，波蘭政府許

可了。教宗於是安排 1979 年 6 月 2 日至 10 日訪問祖國。 5 月

28 日的英文中國郵報的報導：波蘭政府下令將教宗家鄉的房

屋重新油刷，一方面是宣傳，另方面也是敬重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拜訪波蘭總理吉來克 (Gierek)• 教宗恭賀

他重修華沙的宮殿。這是以波蘭人所賺的錢而建築的。

他在自己的家鄉，為三萬多人舉行彌撒；最後在格拉高城

郊外舉行－台彌撒，約一百萬人參加。

九天的波蘭之行只是宗教性的訪問，而非政治性的。

六、波蘭問題

美國總統雷根與若望保祿二世被刺原因為蘇聯所促成的，

他們都很關心波蘭政局，波蘭工會在 1981 年 9 月召開一次會

議，並呼籲其他東歐國家也成立工會，蘇聯在巴弟克海和波蘭

邊界開始 9 天的軍事演習，似是要鎮壓波蘭。

10 月中旬，波蘭情事趨劣，人民與安全部隊發生衝突。

10 月 18 日，由於蘇聯的箝制，波蘭政府任命一將軍耶魯

塞斯基為共黨秘書，以加強政府軍事力量，美國總統雷根派特

使華特拜訪梵蒂岡，將衛星所照之波蘭軍事、坦克車等作戰準

備呈上教宗，令其意識到已有千萬軍隊走向波蘭。

12 月 13 日早上 6 時，當耶魯塞斯基宣布波蘭戒嚴，結束

22 分鐘談話時，已有幾千人被捕入獄。教宗召集緊急會議，

計劃再次訪問祖國。美國知道此情勢後，雷根總統向蘇聯和波

蘭施行經濟、政治和技術制裁，才平定這次風暴，並宣布他的

政府不會取消制裁，除非蘇聯和波蘭政府結束戒嚴令．釋放政

治犯，以及波蘭政府與教會和工會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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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6 月 7 日，雷根總統訪問梵蒂岡，與若望保祿二

世私下開了一次高峰會議，取得打敗共產主義的共識。

1983 年 6 月 16 日，教宗訪問波蘭，次日與耶魯塞斯基交

談，耶氏原本希望教宗能協助放棄工會的一些激烈份子，但因

教宗的強硬態度，在交談 90 分鐘後，表示願意接受教宗的意

見。在教宗回到梵蒂岡後，戒嚴令便停止了。

1986 年 9 月 11 日，波蘭政府解放了 226 位政治犯。

1990 年，波蘭恢復民主政治。次年，工會推舉其領袖華

肋沙戰勝馬索威基，當選為波蘭總統。

七、兩次遇刺

1981 年 5 月 13 日，若望保祿二世在聖伯多祿廣場向民眾講

道時被刺，傷重入院，但是有驚無險，在醫院修養後便痊癒了。

1982 年，為紀念聖母在葡國的法蒂瑪顯現 65 週年，同時

也為前一年遇刺獲救一週年，向聖母謝恩。在 5 月 13 日主持

彌撒時，一名穿著教士衣服的青年拿著小刀混在人群中，企圖

刺殺教宗。幸好他立即被警衛逮捕，教宗並未受傷。

八、訪問英國

1983 年 1 月 16 日，教宗向駐梵蒂岡的外交官發表，教廷

與英國將重建外交關係。他在三萬信友前決定次年要前往英

國。他說：「希望這次旅行有助於天主教和英國教接近，並加

速人們所盼望的合一。」所以這次的訪問英國純粹是宗教性的。

4 月 2 日，英國和阿根廷因福克蘭群島而發生爭執，且引

起大戰，但並不妨礙教宗與英國教會的來往。所以教宗這次去

英國主要是會見英國教會人土，而非政府官員。由此可知，政

教分明是很顯然的。

按 3 月 21 日善導週刊的報導，英國西敏寺樞機許姆表示：

「教宗訪問英國是一件砷聖的事，它為我國包括聖公會以及其

他基督教會的合一，給予了新的鼓勵。」



378 歷代教宗簡史

教宗於 5 月 29 日到 6 月 2 日，在英國訪問了女王伊莉莎

白二世和藍賽主教等人。

在 6 月 l 日訪問約克城時，教宗主持了一台露天彌撒，約

三十多萬人參加，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使英人對教宗仍保持

一種友誼的關係。

九、輻島爭端

在英阿發生衝突之際，教宗並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決定在

訪英後，再到阿根廷會晤希瑞總統 (6 月 10 日和日日）。

當記者問教宗有關輻島戰爭時，他說：「無可否認，這是

自衛權；但是，需要尋求另一種解決方式。」

經過 74 天的戰爭，阿根廷在福島的軍隊終於投降了 (4

月 3 日至 6 月 14 日），自由國家也鬆了一口氣。

自從英國回來後，教宗又於 6 月 n 日前往阿根廷訪問，

為期兩天。他表示他是純粹為福克蘭群島的和平而來的，他希

望英阿兩國能在會議桌上解決雙方的糾紛。他於 6 月 12 日結

束了在阿根廷的兩天訪問，乘坐專機返回羅馬。

十、梵蘇關係

1985 年 3 月 11 日，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選舉彌格爾戈巴

契夫為秘書長，教宗得知，希望能與蘇聯建立關係。

3 月底，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到羅馬拜訪教宗，並暗示

克里姆林宮對與教廷建交頗戚興趣。

同年 6 月 2 日·教宗頒布《斯拉夫人的使徒》通諭，此乃

紀念兩位斯拉夫人聖濟利祿和聖梅多弟傳教一千週年，藉此希

望與束歐教會· 包括蘇聯的東正教來往。

7 月時，耶魯塞斯基個別地教導其黨中央委員會，傳佈社

會科學院所研究對教宗的一項報告，此研究說明波蘭在宣稱自

認為信仰者和實行者的百分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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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波蘭教會領袖葛蘭普探訪白俄和莫斯科，訪問

當地天主教徒和束正教以及政府官員和學者們，減輕蘇俄對波

蘭的壓力，成為第一位訪問蘇俄的波蘭樞機。

1987 年 6 月 13 日教宗在梵蒂岡接見波蘭政府領袖耶魯塞

斯基，交談 80 分鐘，並準備教宗第四次回到祖國，其來訪奠

定「若望保祿二世，耶魯塞斯基和戈巴契夫三人」的和好基石。

教廷國務卿曾把教宗的信件交予戈巴契夫。

戈巴契夫收到信後（從未公開宣布）讚揚若望保祿二世，

他特別欣賞教宗在 1987 年 12 月 30 日所頒布的《社會關懷》

通諭，同時也說：「我們該相遇」。

H 月 30 日戈巴契夫與其妻賴依莎抵達羅馬， 12 月 l 日進

入梵蒂岡，戈氏可說是第一位蘇聯領袖拜訪教宗。

教宗與戈巴契夫會談結果， 1990 年梵蘇外交關係成立，

教宗任命一波蘭人康都魯西威茲總主教出使莫斯科。

1991 年 8 月，戈巴契夫被推下台，此時蘇聯共產主義崩

潰，整個國家分裂，教宗正在布達佩斯，得知此消息，立刻撥

電支持戈巴契夫，但為時已晚。

若望保祿二世很歡迎戈巴契夫到羅馬定居。 1992 年，戈

巴契夫寫著說：「這幾年來，如果沒有教宗的努力，東歐所發

生的事是不可能的，他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十一丶文告著作

若望保祿二世自 1978 年登極以來，撰寫了 14 篇通諭、 15

篇宗座勸諭、 H 篇宗座憲章以及 45 篇宗座牧函。也完成其他

大量著作，包括五本書：《跨越希望的門檻》 (1994 年 IO 月）丶

《禮物與奧跡》 (1996 年 11 月）、《羅馬三折聖畫像：默想》

(2003 年 3 月）、《起來，讓我們向前去》 (2004 年 5 月）

以及《回憶與認同》 (2005 年 2 月）。茲將針對當代社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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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問題而寫之重要文件簡介如下：

1979 年 3 月 4 日：《人類救主》討論人類的地位和救贖。

1980 年 11 月 30 日：《富於仁慈的天主》解釋天主對現

代人的關懷與愛情。

1981 年 9 月 14 日：《論人的工作》強調人類勞工的神聖性，

希望各國政府給予人民公平的待遇和重視他們的權利。

1981 年 H 月 22 日：《家庭團體》宗座勸諭。

1985 年 6 月 2 日：《斯拉夫人的使徒》紀念聖濟利祿和

梅多弟兩位在東歐地區傳教一千一百週年，藉此給現代教會傳

教一個參考。

1986 年 5 月 18 日《主及賦予生命》解釋天主聖神在教會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祂是天主第三位，與父子同性體，祂是天

主，並且給予人們生命。

1987 年 3 月 25 日：《救主之母》解釋聖母瑪利亞在救恩

歷史中仍然不斷扮演她的角色，在世上照顧她的子女。

1987 年 12 月 30 日：乃紀念保祿六世所寫的《民族發展》

通諭 20 週年 (1967-87) 。

1988 年 12 月 30 日：《平信徒》宗座勸諭。

1991 年 l 月 22 日：《救主的使命》解釋教會在現代世界

傳教的使命，正如耶酥向門徒們所說的：「你們要使萬民成為

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砷之名給他們授洗」（瑪廿八 19) 。教

會常重視這項使命。

1991 年 5 月 l 日：《一百週年》紀念良十三世教宗所寫

的「新事 (1891-1991) 。此新事物奠定了教會對社會主義的

看法。」

1992 年 3 月 25 日《我要給你們牧者》宗座勸諭。

1993 年 8 月 6 日：《真理的光輝》解釋教會倫理的基本

觀念，且斥責現代一些違反天主誡命的罪惡，例如墮胎、同性

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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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3 月 25 日：《生命的福音》解釋人類生命的價值

和不可侵犯性。

1995 年 5 月 25 日：他們合而乃－解釋教會希望能與其他

宗教的交談，且走向耶穌基督所說的：「使他們合而朽一，正

如我們一樣」（若十七 11) 。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

牧人」（若十 16) 。

1998 年 9 月 14 日：《信仰與理性》信仰與理性像兩隻翅膀，

使人精神飛揚，瞻仰真理。是天主把這認識真理的渴望安置在

人心中，使人終能認識祂，因認識而愛慕祂，並達到對人自己

的圓滿真理（出三十三 18 ; 詠廿七 8 - 9 ; 六三 2 - 3 : 若

十四 8 ; 若壹三 2) 。

1998 年 n 月 29 日：《降生奧蹟》大禧年將至，天主神

聖的救恩引人悔改和

補贖。這悔改和補贖是人治癒的開始和途徑，人發現靠自

己的力量是無法達到的必然條件：主的友誼和恩寵，只有此超

性生命能使人心的深切期望達到滿足。

1999 年 H 月 6 日：《教會在亞什寸》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致書給主教、神父、執事、過奉獻生活的人士以及所有的教友，

講論救主耶穌基督及其在亞洲的愛與服務的使命「為叫他們獲

得生命，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 10) 。

2002 年：《童貞瑪利亞的玫瑰經》宗座書函。

2003 年 4 月 17 日：《活於戚恩祭的教會》通諭。

2004 年：《主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宗座書函。

十二、牧靈訪問

若望保祿二世自 1978 年登極以來，馬不停蹄地至世界各

地調停紛爭宣揚主愛。今簡介出訪地點如下：

1979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l 日：墨西哥，回程經多明尼加

和巴哈馬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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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6 月 2 日至 10 日：回祖國波蘭。

1979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愛爾蘭和美國。

1979 年 H 月 28 日至 30 日：土耳其。

1980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非洲，包括薩伊、剛果、肯亞、

迦納、上夫爾達和黃金海岸。

1980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法國。

1980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2 日：巴西。

1980 年 H 月 15 日至 19 日：西德。

1981 年 2 月 16 日至 27 日：菲律賓、關島和日本，中經

巴基斯坦和阿拉斯加。

1982 年 2 月 12 日至 19 日：非洲，包括尼則利亞、貝尼、

加本和幾內亞。

1982 年 5 月 12 日至 15 日：法蒂瑪朝聖。

1982 年 5 月 28 日至 12 日：英國。他成為第一位訪問英

國的教宗，並與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即英國國教的最高管理者

會面。不久教廷與英國恢復邦交，終結 450 年的斷交狀態。

1982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阿根廷。

1982 年 6 月 14 日：瑞士。

1984 年：波多黎各。

1988 年 5 月 7 日至 18 日：烏拉圭、玻利維亞、秘魯和巴

拉圭。

1988 年 6 月 23 日至 27 日：奧地利。

1988 年 9 月 10 日至 19 日：辛巴威、波斯華納、梨蘇托、

史瓦濟蘭和莫三比克。

1988 年 10 月 8 日至 U 日：法國。

1989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6 日：瑪達加斯加、尚比亞、瑪

拉威和雷尼旺島。

1989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芬蘭、挪威、愛爾蘭、丹

麥和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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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8 月 19 日至 21 日：西班牙。

1989 年 10 月 6 日至 16 日：南韓、印尼、東帝汶和毛利

斯島。

1990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1 日：祿角、幾內亞、瑪利、法索。

1990 年 4 月 21 日至 22 日：捷克。

1990 年 5 月 6 日至 13 日：墨西哥和古拉索。

1990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瑪爾島。

1990 年 9 月 l 日至 10 日：坦尚尼亞、布隆迪、盧安達和

象牙海岸。

1991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葡萄亞。

1991 年 6 月 1 日至 9 日：祖國波蘭。

1991 年 8 月 13 日至 20 日：波蘭和匈牙利。

1991 年 10 月 12 日至 22 日：巴西。

1992 年 2 月 10 日至 26 日：塞內加爾、剛比亞和幾內亞

等地。

1992 年 6 月 4 日至 10 日：安哥拉、聖多姆等地。

1992 年 10 月 10 日至 14 日：多明尼加島。

1993 年 2 月 2 日至 10 日：貝寧、烏干達和蘇丹。

1993 年 4 月 25 日：阿爾巴尼亞。

1993 年 6 月 12 日至 17 日：西班牙。

1993 年 8 月 9 日至 15 日：牙買加、墨西哥和美國。

1993 年 9 月 4 日至 10 日：立陶宛、拉維亞和厄斯多尼亞。

1994 年 5 月 30 至 6 月 2 日：法國－教會的長女，向青年

說明保留文明和文化的重要性。

1994 年 9 月 10 日：克羅地亞。

1995 年 1 月 12 日至 21 日：菲律賓、巴布亞、澳大利亞

和斯里蘭卡。

1995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捷克和波蘭。

1995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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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史洛華克。

1995 年 9 月 14 日至 20 日：喀麥隆、南非和肯亞。

1995 年 10 月 4 日至 8 日：美國。

1996年 2 月 5 日至 H 日：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

1996 年 4 月 17 日：突尼西亞。

1996 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斯洛文尼亞。

1996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德國。

1996 年 9 月 6 日至 7 日：匈牙利。

1996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法國。

1997 年 4 月 12 日至 13 日：沙拉耶高。

1997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捷克。

1997 年 5 月 10 日至 n 日：黎巴嫩。

199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0 日：祖國波蘭。

1997 年 6 月 23 日至 25 日：古巴。

1997 年 8 月 21 日至 24 日：法國。

1997 年 10 月 2 日至 5 日：巴西。

1999 年：羅馬尼亞。他成為自從 1054 年束西教會分裂之

後，第一位拜訪東正教主教與國家的教宗。

2001 年 5 月，重遊聖保祿在地中海的足跡。從希臘到敘

利亞，再前往馬耳他，他是千載以來首位到訪希臘的教宗。他

是歷年來首位探訪清真寺的教宗，在大馬士革進入相傳是洗者

若翰埋葬地的倭馬亞清真寺。

2001 年 6 月 23 日，進行烏克蘭為期四天的訪問，遭遇東

正教教會的強烈反對，及抗議遊行。

2003 年 6 月 6 日，第一百次海外訪問在克羅埃西亞，

在此項里程碑的訪問中，朽一名創立修會的會祖修女舉行

宣福禮。

2004 年 8 月 15 日，若望保祿二世訪問法國露德主持戶外

彌撒，並呼籲婦女們抵制墮胎「生命從被孕育到自然結束全過

程都應該被尊重」，及譴責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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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主教會議

自 1978 年起，若望保祿二世主持了 15 次世界主教會

議：其中 6 次常規會議 (1980• 1983• 1987• 1990• 1994 和

2001) 、一次非常會議 (1985) 和 8 次特別會議 (1980•

1991'199...J.'1995'1997'[ 998 I 2 次）和 1999 年）。

1991 年秋，歐｛州主教們參加在羅男召開的主教會議時，

他們慶祝蘇聯共產集團解體，欣喜教會得到自由且有發展的

機會。

1999 年 10 月 l 日至 23 日，這些主教們再次來到羅馬參

加主教會議，討論教會面臨經濟繁榮和物質生活提高之後所引

發的問題。其中有領洗人數、領堅振和初領聖體的兒童比其他

1州的人少；聖召培育的迫切性等。教宗召開主教會議的目的乃

關心各項問題，尋求解決之道，並成為其他國家的借鏡。

十四、千禧年

為迎接公元兩千年禧年，若望保祿二柑分兩個階段準備：

第一階段 (1994-96 年）是懺悔和修好的時期，教宗希望信友

也同時為基督合一而祈禱。

第二個階段包括三年，即自 1997 至 1999 年每年以天

主聖三中的一位為主題，同時也以信、望、愛三德來準備，

簡介如下：

'k 1997 年「聖子年」
這一年以天主第二位聖子耶穌基督為主題：「耶穌基督，

昨日、今日以至永遠為普世的救贖者。」

正如教宗在他兩千年牧函中所說的，在這即將來臨的

一千年中，我們應該藉著聖經，更進一步地認識耶穌基督祂

引證《路加福音》的話說：「上主的砷臨於我身上......。」

（路四 18)

耶穌基督降生來到世界，是為救贖我們人類，且給人類自

由，且成為祂的子女，為此，在我們慶祝祂來臨的時候，也是

慶祝我們的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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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聖神年」
教宗認為，除非天主聖神的幫助，我們是無法妥善地準備

這偉大的兩千年喜慶。為此，我們要轉向天主聖砷祈禱，正如

耶穌說的：「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祂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

理，因為祂不憑自己講論，只把所聽到的講出來，並把未來的

事告訴你們。」（若十六 13) 在為基督徒合一運動祈禱時，

教宗認為只有天主聖砷的恩賜才能使基督徒合而為一。

女 1999 年「聖父年」

在這一年的準備中，教宗要信友們以天主聖父為重點，尤

其是重視天主聖父對人類的愛。基督徒整個生活就如同一大群

朝聖者走向天父之家，在那裡我們可以發現祂無限的愛情。教

宗認為這種走向天父之家，就是歸於天主聖父，如同《聖經》

所說的浪子回頭一樣。藉著和好聖事回到父親天主那裡。

1:(2000 年

有關千禧年請參閲：賴効忠編著，《聖年與大赦》，臺南：

聞道，三版， 2015 。

十五、增訂玫瑰經光明五端

2002 年 10 月 16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歡度獲選羅馬

天主教會首長的 24 週年慶時，當著一萬名來賓前推薦增加了

五端經文的新版玫瑰經。玫瑰經是教宗敬禮聖母時最喜歡的禱

詞。原來的玫瑰經是在 13 世紀由聖道明率先推廣，其後經過

一次修訂，再經若望保祿二世修訂，增添光明五端有關耶穌生

平事跡的新禱詞。

十六、宣真輻與封聖

2009 年 10 月，傳出第一起奇蹟，法國修女瑪麗亞· 西

蒙· 皮耶 (Marie Simon Pierre) 的巴金森氏症，經若望保祿

二世代禱後痊癒。 12 月 19 日，天主教會將其列為可敬者。

2011 年 5 月 1 日，本篤十六世批准，因若望保祿二世代

禱轉求而成為奇蹟的調查文件，被冊封為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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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第二項奇蹟，是一名哥斯大黎加婦女莫拉

(Floribeth Mora) 在電視上觀看若望保祿二世的宣真福儀式，

她請他代禱之後，腦部動脈瘤就獲得了無法解釋的痊癒。據

梵諦岡的說法，此項奇蹟山教廷冊封聖人部醫療委員會總結，

為無法以醫療解釋之奇蹟，並提交冊封聖人程序的下一階段

審查。

2013 年 7 月 5 日，教宗方濟各核准，冊封聖若望保祿二

世的申請文件，並訂於 2014 年 4 月 27 日進行封聖儀式，與教

宗若望二十三世同時被冊封為聖人。

結論

自 1978 年 10 月 16 日，若望保祿二世當選為教宗以來，

10 月 22 日開始普世教會牧者的職務。他作為聖伯多祿的繼承

人，在世界各地所進行的使徒之旅共達 104 次，向整個教會表

達牧靈關懷。他身為羅馬教區主教，在義大利進行了 146 次牧

靈訪問，拜訪了羅馬 332 個堂區中的 317 個。

他主持的列真福品典禮超過 147 起，宣布了 1338 位真福，

並主持了 51 起封聖典禮，共有 482 位被封為聖人。他也主持

了 9 次樞密會議，擢升 231 位樞機（另有一位默存心中）以及

主持了六次樞機團全體大會及 15 次世界主教會議。

2003 年 9 月 29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 31 位新任樞

機主教，其中一名樞機主教的名字未宣布，如此做的目的是為

保護他免於遭到危險。

除此之外，建立無數的教區，以及為拉丁禮和東方禮教會

頒布《天主教法典》和《天主教教理》，表達牧者對羊群的關

切之情。他朽鼓勵天主子民，增強靈修，宣布舉行如救贖聖年、

聖母年、聖體年以及 2000 大禧年，以及為吸引年輕一代，他

更發起世界青年日等重要慶典。



388 歷代教宗簡史

若望保祿二世的週三公開接見活動（多於 l J60 次）就有

超過 1,700 萬朝聖者參加，不包括特別的接見活動和其他宗教

儀式； 2000 年大禧年達 800 萬朝聖者；在義大利和整個世界

所進行的使徒訪問，接見上百萬的信徒。他也接見過無數的政

府官員：官方訪問共 38 次；接見和會晤政府首長 738 次；與

國家總理的會晤 246 次。

教宗歷年來的牧靈政策與方法· 是主動和積極的關懷全球

教會，也因此被推選為 1994 年《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

2005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晚上 9 點 37 分，若望保祿二世在

他所建立的上主慈悲主日前夕，於梵蒂岡蒙召逝世。 4 月 8 日，

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莊嚴隆重的殯葬禮之後，隨即安葬於梵蒂

岡聖伯多祿大殿的岩洞內，安息主懷。



........ -=-
月U 舌

第十五章

廿一世紀

第十五章廿一世紀 389

廿－世紀是個資訊知識科技綢路突飛猛進的世代，為因應

整個大環境的迅速改變，天主教會在牧靈福傳方面有了與前世

代不一樣的方向，此世紀就位的教宗都意識到這股時代巨流的

轉變。

266 本篤十六世 (2005一201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5 年 4 月 2 日逝世，兩週後 4 月

19 日，拉辛格樞機被選出，成為第 265 任教宗，取名本篤

十六世，今介紹其生平如下：

一丶時代背景

若瑟拉辛格誕生在 1927 年 4 月 16 日， 12 歲進入特拉斯坦

的小修院，開始預備晉鐸之路，他的哥哥喬治比他早進入修院。

二次大戰發生後，修院被迫解散，拉辛格和他的同學被徵

入隊伍，加入德國納粹軍隊，他們被派到慕尼黑的北部盧德威

非，主要工作是保護巴伐利亞莫拉車廠，這是特別乃製造飛機

零件的一個工廠。

拉辛格回憶他們在 1943 年初被盟軍攻擊，一個傷亡，並

有很多人受傷，但他自己卻未拿過槍，而他的槍裏也沒有子

彈，為此，他沒有打過戰。

1944 年 9 月 14 日，若瑟結束除防空工作，轉入普通軍隊。

1945 年春，美軍抵達拉辛格的家，選他的家為軍隊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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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營。 6 月 19 日被送回家，他的哥哥喬治也從義大利回到家

裏，在那年的秋天，他們兩人便進入修院讀書了。

1947 年 9 月 1 日進入與慕尼黑大學相連的額我略砷學院，

此非一般的教區修院，但它給予神職人員一些大學課程。

由於戰後尚未恢復，此學院只好暫時遷往此城南部的佛爾

斯登利地方，它是教區買來為避靜用的地方。雖然它很破爛，

圖書館也不很齊全，但是拉辛格對在此生活有很深的印象。

在 1938 年，納粹曾關閉此學院，因為華爾哈貝樞機曾拒

絕接納粹的黨員，此學院曾重新整修過。 1953 年 7 月，拉辛

格在慕尼黑大學獲得砷學博士學位。

從拉辛格 1951 年晉鐸直到 1981 年的二十年間，他在教會

內完成了兩件大的成就，首先是砷學家，其次是樞機主教。

1980 年，若望保祿二世任命他為教友特別會議的主席，在此，

他贏得了一個好聽眾和機敏的恩想家。次年，教宗又任命拉辛

格為信理部部長，此職位使他倍受肯定。

二、大公會議

1962 年 10 月 10 日，在開大會前，拉辛格成為德國主教

團的主要發言人，來自德國、奧地利和廬森堡的主教們集合且

討論大公會議的事情。拉辛格向他們解釋有關《啟示慮章》的

草案，人們對他有很大的信任和了解。

10 月 13 日決定此委員會的會員時，拉辛格和耶穌會士拉

內負責為《啟示憲章》擬稿，在 10 月 25 日，佛林樞機邀請阿

爾佛林克、蘇南斯、慕也納、杜福納，席利和蒙帝尼（後來的

保祿六世）召開一次會議，拉辛格主講此草案的內容，給予人

們很好的解釋，第三會期時，主教們請拉辛格負責「傳教法令」

的委員會。

三丶擢陞樞機

1977 年保祿六世教宗擢陞拉辛格為慕尼黑總主教，隔年

再提拔為樞機主教， 1981 年 H 月 25 日，若望保祿二世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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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辛格樞機為信理聖部部長，宗座聖經研究委員會主席，以及

國際砷學委員主席。

在這二十四年中，拉辛格樞機嘗受了各種苦惱。為了保護

信仰，使信友們不受到動搖，他需要有忍耐和愛心，他被人們

稱為「裁判者」、「強求者」、「獨裁者」、「教會前進派的

敵人」等，在任職部長時，他已體會到教會內的一些砷學運動，

所謂解放砷學已在梵二時代發展。

教會很明瞭耶穌的福音是自由和解放的信息，尤其是從罪

惡的奴隸中解救出來。為此，其目的是藉著恩寵給人類帶來自

由，把人們從不同的奴隸中解救出來，這包括從文化、經濟、

社會和政治的奴隸，使人類恢復他們的人性尊嚴。

在他二十五年的任期內，拉辛格樞機主要的貢獻是主編

《天主教要理》，這是自公元 1566 年的特利騰大公會議以來，

第一本官方的新要理書。

當拉辛格樞機為此委員會的主席時，他已體會到有困難

的，但是，在第一次開會時，他說明新要理書的正確性，由於

此書是為整個教會使用的，為此，他希望多加些聖經和禮儀的

材料。在拉辛格樞機的帶領下，終於在 1992 年問世，教宗很

高興地說：「這本新要理書的問世反映出主教團的合作性，同

時也證實教會的至公性。」

正如在書中的前言，拉辛格樞機說：「新要理書並不代表

某團體的意見，而是整個教會的看法。為此，這不是個人的成

就，而是教會內的合一精神」。

四丶合一時代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看到公元 2000 年是分離弟兄們的合一

時代，因為他已與十五個東正教會人士來往，他很重視各宗教

合一的問題，拉辛格樞機是教宗得力的助手。在 1988 年的《教

會大公主義和政治》一書中，他指出在建設一個新歐洲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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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一個大公主義的精神去與其他宗教有所來往。天主教、

東正教、英國教，路德教和其他宗教能共同接受大公的精砷。

L 束正教：拉辛格樞機對東正教會是頗了解的，在 1992

年 5 月 28 日，拉辛格樞機在致世界主教們的信中他說：「在

每個彌撒聖祭中，我們唸且相信唯一、至聖、至公一直傳下來

的教會，這與其他基督教，尤其是東正教會是有關係的」。

在若望保祿二世時代，教會與東正教有些進展，可是，在

合一方面只有極微小的進展，因為提到伯多祿繼承者的首席性

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教宗在「合一」諭旨中，認為這是唯一

存在的問題。

拉辛格樞機對教宗的首席性舉辦了兩次的討論會，一次是

在 1989 年，他解釋對歷史觀點來看教宗的首席性的權力，另

一次是在 1996 年，以神學觀點來探討它的意義，到了 1998 年，

拉辛格樞機將這兩次的討論會案編成一本書，稱為《在教會奧

秘中的伯多祿首席性》。

2. 英國教會：在《教會．大公主義和政治》一書中，拉辛

格樞機也解釋天主教與英國教的來往，他認為，英國教由於是

以主教職為基礎，有希望與羅丐教會和好，但是，在實際方面，

它卻執行不同的權利。

對英國教來說，聖經乃解釋信經和其他教會以往的文獻，

對天主教來看，它也是教會權勢活力的見證，為此，拉辛格樞

機認為羅馬教會與坎堡教會的分岐會愈來愈深。

而且在 1976 年．美國的英國教徒祝聖了一些女子為神職

人員，拉辛格樞機認為這種做法很難與羅馬妥協。他引用良

十三世教宗 (1878,......, 1903 年）《在牧靈指南》諭旨中的話：「英

國教的祝聖是絕對無效的」。他贊成良教宗的話說：英國教転

聖「女人」為神職人員是無效的，教會無法接受的。

3. 路德教會：拉辛格樞機對路德教會比其他教會評識的更

清楚。當朋友問他有關天主教與路德教的合一問題時，他回答

說：「如果有一個路德教會的話，我們可以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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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大公主義和政冶》一書中，拉辛格認為有兩個

路德：「一個是要理的路德，他是一個偉大的詩歌作者和改革

禮儀者，這個路德為梵二舖了－條路，另一個路德是一個辨證

者，他要除去教會。」

拉辛格同意大公會議的目的是在不同的地方，促成合一，

而不是在組織方面的重整，這對很多路德教徒來說是很重要

的。因為他們擔心的是，其最後的目的是要他們重歸向羅馬教

會。拉辛格很希望世界路德聯會與梵蒂岡能達成協議。

五、當選為教宗

2005 年 4 月 2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駕崩， 4 月 18 日樞機

們聚集在聖伯多祿大殿裏舉行選舉新教宗， 19 日下午 5 時 50

分，第四次的樞機們投票時，這是自 1939 年以來最短的一次，

西斯汀小堂的煙囪冒出白煙了，新教宗產生了。艾斯德里樞機

以拉丁文向群眾說：「我們已有新教宗了，他是拉辛格樞機，

取名本篤十六世」。人們對拉辛格的名字已很熟悉，因為他寫

了不少書，而且又是信理部部長，現在已是教宗，對他更加敬

愛了。

新教宗本篤十六世以義大利文向群眾說：「各位兄弟姐妹

們，自偉大的若望保祿二世走後，樞機們都選了我，在主內的

揀上謙卑的人，天主知道如何在我身上安慰我。」

4 月 20 日（星期三），本竜十六世在西斯汀小堂舉行彌撒，

其他樞機與他一起共祭，他對樞機們表示他要追隨若望保祿二

世的遺志，即要與其他宗教的來往和交談，且互相了解，為建

立更好的未來。

對本篤十六世來說，梵－的教訓 (1962'""65 年）仍然

是教會信友生活的基礎。他也加強聖體聖事是教友生活的中

心，同時也希望在八月的國際青年日對青年們講解聖體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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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主日），本篤十六在聖伯多祿大殿廣場正式

就職，大約有五十多萬人參加，包括世界各國的領袖，例如美

國前任總統老布希、德圉總理史洛德等人，英國教的羅汪廉斯

和東正教代表，以及其他宗教團體。

本篤十六世不只表現他的砷學個性，也顯示他的牧靈的特

質，向群眾說他是多麼不堪擔任此職，「我的任務不是執行自

己的意願，而是在聽天主的聖意，在祂帶領之下引導教會走向

這個歷史的時刻。」

本窎十六世對在場的青年人說：「不要害怕基督，祂不會

從你那裏拿走什麼束西，反而祂會給你們一切。當我們把自己

給祂時，我們會得到百倍的賞報。為基督打開門戶吧！你們會

找到真正的生命。」

4 月 27 日（星期三）本篤十六世對群眾說明為何取名「本

窎十六世」：「我願與本篤十五世 (1914 - 22 年）相連，他在

世界第一次大戰中治理教會，他確是一個勇敢的和平勇士，儘

量避免戰爭的災禍，我也願意效法他的表樣，能使人類走向和

平之路。」

「另外是歐洲隱修會的聖本篤，他與聖濟利祿和麥多弟倆

人成為西歐的主保，本篤會對歐洲教會有極大的影響。尤其是

在德國，我的家鄉地方巴伐利亞的人們都很尊重他」。

4 月 24 日（星期日），本篤十六世教宗在羅馬聖伯多祿

大殿演講時，向人們解釋自己用徽號的意義。首先是上肩披

帶，此習慣來自四世紀，羅馬主教帶著它表示負擔教會的任

務，天主的軛是祂的意願，為此要披帶的。

它是以羊毛製造的，此以解釋牧者把那些迷失、生病和脆

弱的羊背在身上而到生命之泉那裏，就是教宗是要照顧世界上

不同的羊群（信友）。其次，是伯多祿的鑰匙，因為伯多祿被

耶酥立為教會之首長，而治理教會，並且給了他管理教會的權

力，鑰匙是聖統制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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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盾牌左上方，有一個代表德國弗萊辛的戴皇冠黑

人側面頭像，教宗曾在此教區擔任過主教。

在上方有一隻背著重物的饌，史稱科爾比尼亞諾之熊，聖

科爾的尼亞諾 (670 - 725 年）是八世紀的聖者，他被額我略

二世教宗派到德國的弗萊辛地方傳教。一次，當聖人前往羅馬

朝聖時，路上遇到了一隻哮，它把聖人抬行李的丐咬死了，聖

人便命牠擔他的行李一同去羅馬，到了羅馬後，便放這隻酯回

到森林裏。這隻饌的意義是：基督信仰馴服了野蠻的異教徒

（熊），且在古代巴伐利亞奠定了偉大文化的基礎。

盾牌的中間有一個貝殼，此乃解釋聖奧斯定的故事，這個

貝殼乃解釋沉浸在天主奧秘中，此也代表拉辛格教宗的砷學觀

點。在擔任主教時，拉辛格樞機並將此貝殼加在他的主教徽號

上，由此可見，本篤十六世是一位很重視歷史的教宗。

本篤十六世於 8 月 18 日（星期四）抵達他的故鄉德國四

天，這是他即位以來，首次出國訪問，同時親自主持第 22 屆

國際世界青年日開幕典禮。

本篤十六世是一位著名的神學家，在他當教宗之前，已寫

了四十多本書，今簡介一下他代表性的作品如下： L 《地上的

鹽》。 2. 《與主接近》。 3. 《信仰的旅程》。 4. 《里程碑》。

5. 《基督宗教概論》。 6. 《拉辛格樞機報導》。 7. 《教會共融》。

8. 《熙雍的女兒》。 9. 《禮儀的精砷》。 10. 《真理與容忍》。

11. 《納匝肋人耶穌》。 12. 《天主與世界》。 13. 《末世論：死

亡與永生》。

六、世界主教會議

2005 年 10 月 2 日至 23 日，羅馬召開第二十一屆世界主

教會議，這是本篤十六世當教宗的第一次主教會議。

本篤教宗在當日上午九時半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主持彌撒

和開幕典禮，與他共祭的有 300 多位教會首長，包括 55 位樞

機主教， 7 位宗主教， 182 位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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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開會的主題是「聖體聖事」，雖是聖體年結束之時，

但是聖體聖事在教會生活中是一個重要的中心和動力。「聖體

聖事是教會生活與使命的泉源顛峰」。

正如梵二所說的：「這是仁愛的聖事，統一的象徵、愛德

的聯擊、逾越宴會、在此以基督為食物，心靈充滿恩寵，賜給

我們將來榮福的保證」 〈禮儀憲章四十七條〉。

「因此，教會鼓勵信友要藉著禮節和經文，深深地體會奧

蹟，有意義地、虔誠地、和主動地參與，接受天主聖言的教訓，

領受吾主聖體的滋養」 〈同上四十八條〉。

本篤十六世在開會之前，即在 9 月 25 日中午在岡道爾夫

夏宮，說明聖體聖事在信友生活的重要性，「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能夠為他人服務的方式很多，聖體聖事成為在基督的愛內革

新整個世界的精砷力量泉源。」

10 月 23 日（星期日），即在世界主教會議結束時，本瀉

十六世教宗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首次冊封五位聖者，他們

的芳名是： l 、聖若瑟畢爾則斯基 (1860 - 1923 年）。 2 、聖

加也大諾卡大諾索 (1879 - 1963 年）。 3 、聖阿伯多克路查加

(1901 - 1952 年）。 4 、聖希格蒙哥拉多斯基 (1845 - 1920 年）。

5 、尼格西亞的聖斐立斯 (1715-1787 年）。

七、天主是愛

元月 25 日聖保祿歸化節，本窎十六世首次頒布通諭：《天

主是愛》。整個通諭首先是解釋天主在受造界和救恩史中，把

天主的愛與人的愛互相結合，其次是教會的愛德工作是天主聖

三愛的表示。

聖若望說天主先愛了我們，為此我們也該以愛還愛。可

惜，在現代的世界中，充滿了暴力和怒氣，甚至以砷的名字，

互相殘殺，本篤十六世教宗希望在他任期內帶領教會實行愛天

主和愛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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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認為教會同工與其他機構合作，該保持固有的氣質，

以基督的愛接待眾人，尤其要謙遜地分擔人們的貧乏和痛苦。

最後，教宗也鼓勵人們多祈禱，工作雖然重要，但不可忽略祈

禱，他舉了聖人聖女的表樣，尤其是聖母瑪利亞的德行。

教宗以祈禱作涸結語說：「天主之母瑪利亞，妳把真光

耶穌基督賜於世人，把自己完全交給天王。從此．一切是善都

從祂那裏流出來。將耶穌顯示給我們，帶領我們到祂那裏…教

導我們愛慕，且認識祂。使我們能接受真愛，在飢渴的世界中

成為活水的泉源。」

在拉辛格樞機當選為本篤十六世之後，不久新聞記者很認

真地描寫他是一位愛好貝多芬的音樂者。

本篤十六世雖然很喜愛貝多芬的音樂，但是他更喜歡莫札

特 (1756-91 年）的樂曲。由於他誕生在德國與奧國邊界，他

的家鄉很接近沙爾斯堡，即莫札特的家鄉。拉辛格樞機曾說：

「莫札特的音樂深深地進入我的心坎，很受感動，因為他的音

樂是如此地明亮和深切，它是歡樂的，但有時也包括一些人類

的悲劇。」

八、退位

2013 年 2 月 10 日本篤十六教宗在無預警情況下，宣布退

位，不再治理教會事務，此消息震驚全世界，也是教廷六百年

來首位宣布退位的教宗，在二月的最後一天，他向全體樞機主

教做最後的談話，並一一向他們握手話別，會繼續以「一生的

禱告」來服侍教會。隨即坐著直升機離去，結束八年的教宗職

務生涯。

教廷發言人隆巴迪 (Federico Lombardi, S .J.) 說，教宗辭

職後會離開梵蒂冏，到教宗夏宮岡道爾夫堡。教宗退任後不會

持有樞機職銜，也不會擔任羅馬教廷任何職位，原先代表教宗

權位的漁人權戒也正式銷毀，但保留本篤十六世的封號。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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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羅馬榮休主教 (Pope emeritus)' 也保留 Holiness 的稱

呼，因為教宗是羅馬主教。榮休教宗保留白袍，但是去除披帶

以及紅色的教宗鞋等代表教宗身分的配件。榮休教宗將在梵蒂

岡市教會之母修道院 (Mater Ecclesiae) 安居。且保留原先的

醫療照料，每個月可領 2500 歐元的退休金。

2012 年 2 月 28 日當地時間晚間 8 點，本篤十六世前往教

宗夏宮岡道爾夫堡。

2013 年 5 月 3 日，本篤十六世正式遷入教會之母修道院。

267 教宗方濟各 (2013一）註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13 年 2 月 28 日因健康問題辭職後，

合資格的 115 位樞機於翌月 12 日進行教宗選舉閉門會議；經

過 5 輪投票後，樞機團於翌日選出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

奧 (Jorge Mario Bergoglio) 樞機主教為新任教宗，尊號取名「方

濟各」，他原任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總主教，現年 76 歲。之後於同月 19 日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

舉行的教宗就職儀式後正式成乃第 266 任教宗。其創下多項紀

錄，包括第一位耶穌會士教宗，第一位拉丁美i州教宗，第一位

以亞西西大聖人為名號的教宗，也是繼額我略三世後 1200 年

來第一位非歐洲出身的教宗。

一、成長背景

教宗方濟各是一個謙遜而簡樸的人。他於 1936 年 12 月

17 日生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父母是義大利皮埃蒙

特人。父親馬里歐是一名鐵路工人，母親雷吉納是一名家庭主

婦。這個未來的教宗以他的輻音簡樸性與和藹可親的性格而出

名。教宗方濟各是化學工程學畢業，但後來選擇司鐸生活，進

入首都維拉，德沃托 (Villa Devoto) 修院學習，成為耶穌會

的初學生。他在智利完成人文學科後於 1963 年返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在聖彌格爾的「聖若瑟」大學獲得哲學學位。 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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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這位曾留學德國的新教宗，在阿根廷聖塔菲市的「無

玷聖母學院」教授文學和心理學，之後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救工學院」教授同樣的課程。

貝爾格里奧於 1969 年晉鐸，四年後發了終身願。 1973 年

7 月，年僅 37 歲的貝爾格里奧紳父當選為耶穌會阿根廷省會

長，並擔當此重任 6 年之久。他致力於大公對話，喜愛文學，

鍾愛古典文學，總是對移民、婦女和青年給予很大的關汪，

尤其是窮人。 1992 年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時刻，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任命他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輔理主教。貝爾格里奧

主教因他樸實的生活品行和開朗的性格，受到信徒們的敬佩

與愛戴。

1998 年 2 月 28 日，這個未來的教宗擔任阿根廷首都的總

主教，並擔任了幾年阿根廷主教團的主席。聖若望保祿二世教

宗於 2001 年擢升他為領銜聖羅伯特，白拉敏樞機主教。雖然

他改變了著裝和圓頂帽的顏色，但是他牧靈的方式從未改變。

他總是貧窮者的牧人，總是弱者的發言人和代表。

二、徽章和格言的豐富意函

教宗的主教座右銘是一句描寫耶穌對待稅吏罪人態度的拉

丁文 "Miserando atque eligendo"' 意為「因仁愛被揀選」。

這徽章除了印有這句座右銘外，還在藍色背景上放置了耶穌的

縮合字，體現了耶穌會典型的會標。此外，在耶穌縮合字下方

還有一顆五角星和一串葡萄。

教宗的徽章充滿了象徵意義，除了教宗帽、伯多祿的金銀

鑰匙和羊毛披帶的圖案與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同樣外，盾牌

上的圖案保持了他被任命為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總主教時

一樣。此外，教宗方濟各也保留了任總主教時的格言：「因仁

愛被揀選」。

教宗方濟各徽章上的藍色盾牌分為三部分，上方中央是個

光芒四射的太陽，其上有個突出的紅色字體 IHS• 就是希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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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首三個字母，體現了教宗所屬的修會 耶酥會。字母

H上有個十字，其下是三根黑色的釘子。

盾牌左下方有一顆五角星，而右下方有甘松花。根據古老

的紋章學，五角星象徵童貞瑪利亞，基督和教會的母親；而甘

松花指的是聖若瑟，普世教會的主保。在西班牙傳統聖像學

中，聖若瑟手中拿著一束甘松花。教宗方濟各在他的徽章中安

置這些圖像，是要表達他特別敬愛聖母和聖若瑟。

教宗方濟各的格言是「因仁愛被揀選」，這句話取自聖

貝達司鐸的講道，他在評論聖瑪竇被召叫的福音故事時寫說：

耶穌看見－個稅吏，以喜愛之情看他、揀選他，並對他說：

跟隨我。這篇講道在教宗的生活中和靈修道路上有著特殊的

意義。的確，在 1953 年的聖瑪竇瞻禮之際，年僅 17 歲的豪

爾赫，貝爾格里奧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體驗到天主的愛臨

在他的生活中。他告解後深受厭動，戚到天主的仁慈降到他

身上，以慈愛的溫柔的目光注視他，召叫他效法依納爵，羅

耀拉，度修會生活。

後來，貝爾格里奧被任命為主教，他仍然記得這件事，

此事標誌著他開始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祂的教會，並決

定以聖貝達的「因仁愛被揀選」這句話作為格言和生活方針。

所以，教宗方濟各有意在教宗徽章上完全保留他任主教時的

格言。

三、當選教宗後購話

教宗方濟各 3 月 16 日上午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接見來

自全球超過六千名媒體記者，他們當中許多人攜家帶眷，為了

就近目睹新教宗的風采。教宗方濟各在講話中，解釋他選擇以

亞西西的方濟各為名號的理由，因為他希望這是一個為了窮

人、維護和平、細心看顧受造界的教會。教宗也提出一個省思

點，勉勵傳播媒體應該「閱讀」領略教會事件。

當教宗方濟各依照事先準備好的講稿結束講話時，他仍然

有話要說，現場的記者馬上意識到活動中的特別活動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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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果然沒錯，教宗方濟各開始說明他選擇名號的原由。原來

在選舉教宗會議裏·當他的得票數達到當選門檻、其他樞機給

予祝賀的掌聲時，坐在他身邊的胡梅斯樞機靠近他、輕聲地對

他說：「不要忘記窮人。」

教宗說：「不要忘記窮人！這句話就這麼回盪著：窮人！

窮人！我馬上聯想到和窮人攸關的亞西西聖方濟各，接著我又

想到戰爭，而方濟各是一位和平者……當時開票程式還在進

行，直到最後所有選票都開出為止。如此，這個名字就在我心

中出現了：亞西西的方濟各。－個喜愛並看顧受造界的貧窮者

與和平者，我們目前和受造界的關係並不是太好，不是嗎？他

是一個教導我們和平精神的貧窮者……我多麼希望這是一個朽

了窮人的貧窮教會啊！」

在洋溢喜悅之情的氣氛中，教宗像是與記者們推心置腹地

談到他在斟酌選擇名號時．一些俏皮的對話：「有人說：『但

是，你應該取名阿德里亞諾，因為教宗阿德里亞諾四世是個改

革者，教會需要改革·…..』另一個人說：『不，不，你的名號

應該是格來孟。』我問他：『為什麼是格來孟？』 『因乃成乃

格來孟十五世，這樣你就可以回敬當年教宗格來孟十四世解散

了耶穌會！』」教宗說：「這些都是俏皮話……我非常喜愛你

們，蔽謝你們所作的一切。」

教宗方濟各在解釋名號由來的題外話之前，他提供媒體記

者一個省思點，也就是記者們應該「閱讀 J 瞭解教會生活。教

宗說：「教會事件並不一定比政治或經濟事件複雜。只是教會

事件都有一個特徵，就是它們有獨特的基礎，以一個可說是與

世界的主要類別不同的邏輯來回應。正因為如此才不太容易解

讀它們，也不太容易與廣泛多元的公共輿論交流。雖然教會確

實是歷史中的人組成的團體，但是它的本質並非政治性的，它

的本質不可或缺地是精砷性的。教會是天主子民的集合，走向

與耶穌基督相遇的砷聖天主子民。只有從這個角度去瞭解，才

能得知教會行動的完整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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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接著由衷舷謝這段時間從正確的信仰角度觀察及報導

教會事件的記者們，他也以短短數日就獲得全世界愛戴的純

真，贊許傳播媒體在這段時間所作的大貢獻。教宗說：「教會

存在，是為了分享真理、仁愛與美善。我們所有人都被召叫，

不是去分享我們自己，而是去分享這三合一的『真理、仁愛與

美善』。」教宗也再次強調天主聖神才是教會生活真正的主角，

回應本篤十六世的話，說：「基督是教會的中心，不是伯多祿

繼承人。」

在接受部份媒體工作者的個別致意之後，教宗方濟各從他

當選伯多祿繼承人以來，首次在公開活動中，以他的母語西班

牙語賜予宗座降福。教宗說：「你們當中很多人並不是天主教

徒，也有無宗教信仰者。在靜默中，我由衷地給予你們每一位

宗座降輻，尊重每一個人的良心，而且我知道你們每個人都是

天主的孩子。天主降福你們。」

四、教宗的牧靈工作

l 、 2013 年 7 月 22 日，就任後首次出訪世界最大的天主

教國家巴西，將「以砷貧教會侍奉貧窮人」的訊息帶到在里約

熱內盧舉辦的第廿八屆世界青年日，勉勵鼓舞青年人「去吧，

不要害怕，服務他人」。

2 、 2014 年 5 月 25 至 27 日，前往安曼、伯利恆和耶路撒

冷等聖地進行 3 天朝聖訪問。並在伯利恆馬槽廣場 (Manger

Square)• 為 1 萬名朝聖者舉行彌撒。

3 、 2014 年 8 月 14 日赴韓國，展開為期 5 天的訪問，並

參加 10 至 18 日在韓國舉行的第六屆亞洲青年節，主題是「亞

洲青年！醒來吧！殉道者的光榮照亮你！」。

4 丶 2014 年 9 月 21 日教宗抵達阿爾巴尼亞，展開 l 天訪

問行程。這項訪問凸顯穆斯林占多數的阿爾巴尼亞，是宗教共

融的典範。他在作彌撒時曾譴責了暴力極端分子「扭曲」宗教。

5 丶 2014 年 n 月 25 日教宗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發表講話，呼籲歐洲以人道態度、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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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立場對待進入歐I州的「貧窮、絕望的」外來移民。方濟各

此行是歷任教宗出訪時間最短的一次，也是他升任羅馬天主教

宗後第二次出訪歐洲國家 c

6 丶 2015 年 1 月 13 日，教宗展開為期 6 天的亞洲訪問。

選定出訪斯里蘭卡和菲律賓這兩個同在邊緣掙扎的窮苦國家，

正是落實他上任時所發表令人難以忘記的心聲。他說：「我多

麼渴望－個貧窮的教會，一個為窮人服務的窮教會。」他還表

示反對「貧窮、無知和腐敗」，這是他在菲律賓為期五天訪問

期間一直重覆的主題。

7 丶 2015 年 3 月 2l 日，前往龐貝古城。因真福巴特羅．

龍果 (Bartolo Longo) 發展了一個偉大的玫瑰經敬禮，並在

1871 年成為道明第三會成員，藉著推廣瑪利亞敬禮，尤其是

《玫瑰經》，致力恢復龐貝人的信仰。 1926 年，龍果在龐貝

去世，並於 1980 年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布為真福。他被視

為「玫瑰經宗徒」。他最後的遺言說：「我唯一渴望的是看到

拯救我的瑪利亞，是她將我從撒旦的魔爪中救出來的。」教宗

方濟各訪問此聖殿，將標記著第三次有教宗停留在此地祈禱。

第一位是 1979 年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其後是 2008 年教宗本

篤十六世。

8 、 2015 年 3 月 21 日牧靈訪問拿坡里，那座充滿矛盾，

卻渴望重生的城市。教宗接見病人、青年、囚犯、司鐸和教區

的修道人。

9 、 2015 年 4 月 2 日下午，訪問羅馬雷比比亞監獄，在「我

等天父堂」主持「主的晚餐」彌撒，彌撒中為幾位男囚犯，和

來自附近女子監獄的女囚犯洗腳。

IO 丶 2015 年 6 月 6 日，教宗方濟各前往波斯尼亞和黑塞

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進行他擔任伯多祿牧職以來的第 8 次國

際訪問，鼓勵波黑天主教徒，並帶去和平與修和的訊息，為這

個二十年前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促進兄弟友情，而於波黑首都

薩拉熱窩舉行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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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2015 年 6 月 21 日至 22 日，教宗方濟各前往都靈進

行牧靈訪問，此次訪問的目的有二：一、瞻仰聖殮布，二、參

加聖咆思高兩百歲冥誕。

12 丶 2015 年 7 月 5 日至 13 日，教宗方濟各前往號稱「邊

緣地區的邊緣地區」的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巴拉圭三拉丁

美洲國家，展開其第九次圖際牧靈訪問。 7 月 6 日在厄國「瓜

亞基爾天主慈悲朝聖地」主持彌撒聖祭時有一百萬民眾參與

感恩祭。

13 、 2015 年 9 月 19 日至 27 日，教宗訪問古巴和美國兩地，

這對兩國具深遠意義。今將其行程列於下：

1) 9 月 19 日（星期六），羅馬時間上午 10:15( 美國時間

為上午 4: 15)• 教宗從羅馬前往哈瓦納 (Havana)'16:05 抵達

古巴首都的機場。

2) 9 月 20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舉行彌撒且唸三鐘經，

16:00 訪問勞伍卡斯楚總統 (Raul Castro)'17:15 在哈瓦納的

主教座堂與砷父、會士和修士們一起唸晚課， 18:30 接見當地

的青年人。

3) 9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8:00 前往古巴的另一座城

荷耳奎 (Holguin)'10:30 在那裡舉行了一台彌撒且祝福了該

城， 19:00 到艾哥布地方的聖巴西略修道院接見當地的主教

們， 19:45 與主教們在愛德之母教堂裡一起祈禱。

4) 9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8:00 在愛德之母堂舉行了

一台彌撒，日時到聖狄也哥的聖母升天主教座堂接見家庭人

士，中午 12:15 在聖狄也哥機場舉行道禮， 15 分鐘後便飛往

美國的華盛頓。

5) 9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白歡迎教宗的來臨，

接着與奧巴瑪總統交談， 11 :30 在聖瑪竇主教座堂接見美國主

教們， 16: 15 在聖母無染原罪大殿舉行彌撒，同時將方濟會士

猶尼培洛塞拉 (Junipero Sera) 陞為聖品，

6) 9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訪問美國國會， 11:15

探訪聖巴特利爵教堂且與無家可歸的人交談， 16:00 前往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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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7:00 抵達， 18:45 在聖巴特利爵主教座堂與砷父和會士

們一起唸晚課。

7) 9 月 25 五日（星期五），上午 8:30 訪問聯合國， 13:30

在雙子星大廈 (Twin towers) 接見各宗教人士， 16:00 接見東哈

林區的小學生， 18:00 在馬迪遜廣場 (Madison square garden) 

舉行彌撒。

8) 9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8:40 前往費城， 9:30 抵達，

10:30 在聖伯多祿和聖保祿主教座堂舉行彌撒， 16:45 在獨立

廣瑞接見西班牙團体和移民， 19:30 在佛蘭克林大這慶祝家

庭日。

9) 9 月 27 七日（星期日），上午 9: 15 在聖查理波靠美奧

大修院家庭會議中接見主教們， 11 :00 參觀當地的兇犯， 16:00

世界第八屆家庭會議彌撒閉幕典禮， 19:00 費城機場向各團體

致謝禮， 20:00 飛回羅馬。

五、教廷重要文件

1 、《信德之光》首道通諭

2013 年 7 月 5 日，公布了首道通諭《信德之光》，內文

區分為四章，還有引言和結論。在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頒布了

關於愛德和望德的通諭後，這份文件也是榮休教宗幾乎已經完

成的一道關於信德的通諭。教宗方濟各在已存在的初稿中作了

進一步的貢獻。在引言部分引述了這份文件的兩個動機：首先

是重新認識信德的光能夠照耀全人類這一特性；其次，藉著紀

念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揭幕 50 週年舉行信德年的機會，加

強人對信仰所敞開的廣泛視野的認識，從而宣認信仰的一致性

和完整性。

2 、《福音的喜樂》首份勸諭

2013 年 n 月 24 日教宗方濟各發表了長篇幅的首份宗座

勸諭《福音的喜樂》。概括這份約五萬字文件的訊息是：對貧

苦大眾及認真看待世上苦難問題的人來說，福音真是大喜訊。

教會的大門常開，我們不是少數社群，我們與世界結合，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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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要說。走出去幫助你的近人，樂意地服務，熱心地投入服務，

教會應給予協助而非阻礙。教會規條不會很快改革，也別指望

羅丐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別怕犯錯，並且要改變全球不公義的

經濟架構。

3 丶獻身生活年《歡欣》通函

2015 年 3 月 3 日，福音的喜樂源於耶穌，凡與祂相知相

遇的人，其心靈和生命必充滿這喜樂。與基督一起，喜樂就會

生生不息。」把福音喜訊的奇妙奧蹟宣布出來。凡誠心接受它

的，這奧蹟就轉化他們的生命。獻身生活會及使徒生活團部懇

請我們，接受教宗給度獻身生活者特別的邀請，去反省我們所

過著的蒙恩日子。接受這教導，意味著要根據福音來更新我們

的生活，但並非以一種被理解琵完美典範而時常成了與世分隔

的徹底方式，卻是全心依附那轉化我們生命的蒙恩相遇。

4 、《慈悲的面容》詔書

依據復活期第二個主日 4 月 12 日，也稱為砷聖慈悲主日，

公布「慈悲禧年」詔書，題為《慈悲的面容》 (Misericordiae

vultus) : 「教會戚到有很大需要進行此慶典。」（第 4 號），

有別於過去，慶典不會僅限於羅馬，而是在世界上所有教區和

主要的朝聖地一起慶祝，包括那些經常有許多朝聖者前往的聖

地，他們在那裡受到恩寵厭動，找到自己的方式轉化皈依。在

接下來的幾個主日，羅馬的主教座堂 即聖若翰拉特朗大

殿，及其他宗座大殿的聖門都會一一地打開。各地方教區或有

大批朝聖者到訪的聖堂，可依地方教長的決定打開類似的這道

仁慈之門，因為到訪這些神聖之地常是充滿恩寵的時候，人們

將會發現皈依之路。因此，每個個別教會，都將直接參與活出

這聖年，作為一個恩寵與靈修更新的特別時刻。由此，無論羅

馬還是各個別教會都將慶祝這禧年，作為教會普世共融的可見

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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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願妳受讚頌》通諭

聖座新聞室於 2015 年 6 月 18 日上午 H 點召開記者會，

發表有關環保議題《願你受讚頌》通諭，教廷發言人表示，外

界鮮有對宗座通諭如此期待；東正教會代表更提議訂定「為環

境祈禱日」。「願你受讚頌」是亞西西聖方濟各編唱的《太隔

歌》中不斷重復的一句話，用來讚美和戚謝天主創造宇宙萬物

的化工。教宗以這句話作為他論述生態問題新通諭的標題，正

是希望我們效法這位聖人把天主創造的宇宙萬物視為自己手足

的心懷。教宗不僅分析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也提倡「整體生

態」、「生態皈依」、作出「以窮人為先」的團結互助的選擇。

其概述如下：

通諭的標題《願你受讚頌》取自聖方濟各的《太陽歌》，

其中談及大地，我們的共同家園，「大地如同我們與之分享

生命的一位姊妹．一位雙臂環抱我們的美麗母親」 (1) 。

我們本身「就是灰土」（參：創二 7) 。我們的軀體由地球

的元素構成；地球的空氣供我們呼吸，地球的水使我們身心

強健有力 (2) 。

現今，受糟蹋和劫掠的地球與世上所有被遺棄的受造物同

聲呻吟，世人必須聆聽這呻吟。教宗呼籲所有人，包括個人、

家庭、地方團體、各國及國際社會進行「生態皈依」，用若望

保祿二世的話，就是「改弦易轍」，承擔起「照料共同家園」

任務的美德及責任。

六、慈悲禧年

教宗方濟各在 2015 年 3 月 13 日，宣布長達－年的慈悲禧

年，使世界戚到驚訝。從那時起，他就開始在講道和談話中突

顯出來。正式的訓諭詔書在 4 月 12 日，復活期第二個主日，

也稱為砷聖慈悲主日公布 「慈悲禧年」將於 2015 年 12 月

8 日聖母無染原罪慶日開始，這瞻禮使我們記起天主在人類歷

史開始時的行動。在亞當和厄娃的罪行之後，天主不願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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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留在邪惡的劇痛中自生自滅。因此，祂轉目注視在愛中聖

潔無瑕的瑪利亞（見弗一 4)' 揀選她成為人類救主的母親。

當面對著沉重的罪過時，天主以完滿的慈悲來回應。仁慈總

比任何罪過都要更偉大，而且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那總是準備

好去寬恕的天主祂的愛上施加局限。在聖門開 那天，它將

成為仁慈之門，任何人都可透過跨越這道門來經檢那撫慰人

心、寬恕人罪，並注入希望的天主的愛。

教宗選擇在 12 月 8 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結束五十

週年的這天打開聖門，因它在教會近代史中的豐富意義，教

會覺得很有需要去傳承這事件。藉著這次會議，教會進入了

她歷史的新階段，與會主教們都強烈地舷受到一份與他們時

代的人以一種更易懂的方式來談論天主。教會有太長的時間

封閉在自我的城堡內，這高聳的圍牆將被拆下來，而以一種

新的方式來宣講福音的時期己到。這將是所有基督徒以更大

的熱忱和信心來為他們的信仰作見證的一個清新任務。使教

會意識到一份要作天父在世界－－愛的活生生記號的責任。

這禧年將於 2016 年 11 月 20 日基督君王慶節結束。在

那天，隨著我們關閉聖門，我們首先會因至聖聖三給予我們

這恩寵的特別時間而對其充滿戚恩和致謝。我們將把教會的

生命、整個人類，以至整個宇宙交託在基督王權手中，請求

祂把祂的仁慈傾注在我們身上，有如清晨的露水，使得每個

人可通力合作，建構一個更光輝的將來。教宗期待：多麼渴

望來年將沉浸於仁慈之中，使得我們能夠向每位男女走出

去，帶著天主的美善和溫柔！願仁慈的潤膚油可觸及每位信

友，無論遠近，以作為天主國已在我們中間的一個記號！

註：本文部份參考《教宗方濟各》，聞道，台南，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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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偉大的三位教宗簡介

在教會歷史中，有三位正式被列為「偉大」 (Great) 的教

宗，這三位是：

一、聖良一世 (St. Leo I 440 - 461) 

他的初年不詳，只知他是羅馬的一位執事，且攻擊當時

的貝拉齊異端，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西斯篤三世教宗死

後，他在 440 年 9 月 29 日被選為教宗，這時正是教會和羅丐

帝國混亂時期，北方蠻族的入侵，以及教會因一性論異端受

到分裂。

良一世教宗強調教會的合一和羅馬教宗的首席性。他致君

士坦丁堡的佛拉味主教的信是信仰的真理，且攻擊當時的 449

年厄弗所會議是非法的；在 451 年的迦爾塞頓大公會議指摘該

會議的錯誤；由於他在 452 年和 455 年，阻止了亞鐵拉 (Attila)

和增塞利刻 (Genseric) 對羅丐城的攻擊，使教會的世權和政權

增長，為羅馬教宗開了一個新的世紀。

在著作方面，良一世寫了 96 篇有關節日的文章• 173 封

信是寫有關法律和倫理問題。

他於 461 年 3 月 10 日與世長辭，不久便封朽聖者；教宗

本璃十四在 1754 年列他甚教會聖師之一。在西方教會，他的

慶日是 11 月 10 日；在東方教會是 2 月 18 日。

二、聖額我略一世 (St. Gregory I 590 - 604) 

他於公元 540 年誕生在羅馬城，出身於貴族富有家族，

在 571 年前已當了執政官，但不久便拋棄這些榮華富貴，把金

錢施捨給貧窮人：且成立f七座隱修院：一座在羅馬城，另外

六座在西西里島，且以聖本篤的會規為模範。

但本瀉一世教宗召他到羅丐，且擢陞他写樞機；貝拉齊教

宗派他到君士坦丁1對提伯留皇帝那裡片教廷大使，不久他又



410 歷代教宗簡史

回到自已的隱修院。公元 590 年 2 月，貝拉齊二世教宗去世，

到了同年 9 月 3 日，人們選上了額我略為其繼承人。當教宗後，

他派奧斯定主教帶了 40 位隱修士前往英國傳教；當時義大利

發生飢荒和瘟疫，龍巴底人又到處搶掠；米蘭城受到異端的干

擾，額我略教宗都能平靜地處理。在位 14 年中，他奠定了中

世紀教會和教宗的權利。

在著作方面，他在 591 年寫了一本牧靈指南；在禮儀方面，

他編了一些音樂曲調，史稱額我略歌 (Cantus Gregorianus) 。

歷代教宗稱自己為「天主僕人的僕人」 Servus servorum 

Dei 乃始他時代，他又被稱片「城市之父和世界之光」 Pater

Urbis, Orbis Deliciae 。

他的健康由於早年的隱修生活刻苦一向都很虛弱，晚年又

生重病，終於在 604 年 3 月去世，不久便封為聖人，且又列為

教會聖師之一。

三、聖尼格老一世 (St. Nicholas I 858 - 867) 

尼格老生於羅馬的貴族家庭，年青時代便派到拉特郎學院

服務，為教廷工作。良四世教宗陞他為五品，使他親近後來的

本篤三世教宗 (855-858)' 本篤只做三年的教宗，便由尼格老

一世接其位。

即位後最重要的是與束方教會的皇帝彌厄爾三世爭論君堡

主教位子的事，教宗認為依納爵是合法的主教，但是皇帝却指

派佛西伍取代之，尼格老一世便處罰他，而且在 863 年的羅馬

會議中宣布依納爵主教的合法性。當時撒拉遜人威脅羅馬，

教宗請人建設奧斯底亞港口且成立堡壘以保護羅馬城。

當時，羅馬的皇帝羅泰爾二世 (Lothair II) 曾要求教宗許

可，休去他的第一個妻子戴伯加 (Theutberga)' 因為她有為皇

帝生男孩，而娶另一個女華達拉 (Waldrara)' 華氏已有一個男

孩。當時的墨城 (Metz) 主教會議中的教廷使者也袒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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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宗拒絕，且開除袒護皇帝意見的主教們。羅泰爾二世的

哥哥路易王便派兵進攻羅馬，尼格老一世逃到梵蒂岡避難；路

易最後也勸他的弟弟回到第一個妻子戴伯加那裡，教宗同時也

責罰 f華達拉。

保加利亞教會的事又引起東西教會的衝突。公元 862 年，

保加利亞的波利斯王 (Boris) 皈依教會後，想成立一個自治教

會，由於此教會的人員都說希臘文，於是便向君堡教會請教，

但佛西伍主教拒絕，保加利亞便向尼格老教宗請示，教宗便

派了兩位傳教士：其中一個是後來在 891 年任教宗的福莫索

(Fomosus)' 教宗又寫了一封有關東西教會傳統不同點的信。

佛西伍主教聽說羅馬在干預東方教會領土權威的事，很不

喜歡，於是在 867 年召開一次主教會議處罰教宗，尼格老教宗

認旦無人能判決羅丐教會，但是事情可與君堡教會彼此商量。

可惜不久，教宗因病而逝世，佛西伍主教回到其君堡的原位，

逗件事引起東西教會不歡而散，有人認為今年 (2015) 4 月 20

日封聖的若望保祿二世可稱為第四位偉大的教宗，雖然歷史家

們尚未肯定此說法，筆者認為若望保祿二世的功績是可以與上

進的三位教宗相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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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談教會三十六位聖師

今年 (2015) 2 月 21 日，方濟各教宗與封聖人部長安琪

洛·亞馬多樞機 (Angelo Amato) 召開會議時，宣布十世紀的

亞美尼亞隱修士額我略· 納來克 (Gregory Narek) 為教會聖師

之—，從古到今，除了宗徒時代的教父外，與納來克包括在內

共有 36 位。

他們的名字列於下（按出生年順序排列）

1. 聖亞納大修 (297-373)

2. 聖厄弗冷 (306-373)

3. 聖希拉利 (315-368) 於 1851

4 聖濟利祿· 耶路撒冷 (315-386) 於 1882 列為聖師。

5. 聖巴西略 (329-379)

6 聖額我略· 納齊盎 (330-390)

7. 聖額我略· 尼撒 (330-395)

8. 聖安博 (340-397)

9. 聖熱羅尼莫 (343-420)

10聖金口若望 (347-407) 於 1926 列為聖師。

日聖奧斯定 (354-439)

12聖濟利祿· 亞歷山大 (376-444) 於 1882 列為聖師。

13聖伯多祿· 基所 (400-450) 於 1729 列朽聖師。

14聖良一世教宗 (400-461)

15聖額我略一世教宗 (540-604)

16聖依西多祿 (560-636) 於 1722 列為聖師。

17聖伯達 (673-735)

18聖若望·達丐蘇 (675-749) 於 1890 列為聖師。

19聖額我略· 納來克 (950-) 於 2015 列為聖師。

20聖伯多祿· 達米盎 (1007-1072) 於 1828 列為聖師。



21聖安瑟謨 (1033-1109) 於 1720 列為聖師。

22聖伯爾納德 (1090-1153)

23聖安束尼 (1195-1946)

24聖女希德加 (1098-1179) 於 1851 列為聖師。

25聖大亞爾伯 (1200-1280) 於 1931 列為聖師。

26聖文德 (]217-1274) 於 1588 列為聖師。

27聖多瑪斯 (1225-1274) 於 1567 列瓦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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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聖女加大利納· 瑟納 (1347-1380) 於 1970 列為聖師。

29聖若望· 亞味拉 (1500-1569) 於 2012 列為聖師。

30聖女大德蘭 (1516-1582) 於 1970 列為聖師。

31 聖伯多祿· 加尼削 (1521-1597) 於 1925 列為聖師。

32聖羅伯· 貝拉明 (1542-1621) 於 1931 列為聖師。

33聖老楞佐· 布丁西 (1559-1619) 於 1959 列為聖師。

34聖方濟· 撒肋爵 (1567-1622) 於 1877 列為聖師。

35聖亞風索 (1696-1787) 於 1871 列為聖師。

36聖女小德蘭 (1873-1897) 於 1997 列為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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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歷代教宗中外譯名及任期索引

任別拉丁文 中文 英文 任期

001 S. Petrus 聖伯多祿 St. Peter 33-67 

002 S. Linus 聖理諾 St. Linus 67-76 

003 S. Anacletus 聖亞納格肋多 St. Cletus 76-88 

004 S. Clemens I 聖格來孟—世 St. Clement I 88-99 

005 S. Evaristus 聖厄瓦利多 St. Evaristus 99-105 

006 S. Alexander I 聖亞歷山大一世 St. Alexander I 105-115 

007 S. Xystus 聖西斯鎢－世 St. Sixtus 115-125 

008 S. Telesphorus 聖德肋斯福祿 St. Telesphorus 125-136 

009 S. Hyginus 聖喜及諾 St. Hyginus 136-140 

010 S. Pius 聖碧岳一世 St. Pius 140-155 

011 S. Anicetus 聖亞尼塞多 St. Anicetus 155-168 

012 S. Soterius 聖索得 St. Soter 168-175 

013 S. Eleutheri us 聖厄得留 St. Eleutherius 175-189 

014 S. Victor 聖昧多 St. Victor 189-199 

015 S. Zephyrinus 聖色非利諾 St. Zephyrinus 199-217 

016 S. Callixtus I 聖加利斯多一世 St. Calixtus I 217-222 

017 S. Urbanus I 聖門爾邦—世 St. Urban I 222-230 

018 S. Pontianus 聖彭弟盎 St. Pontian 230-235 

019 S.Anterus 聖安得祿 St. Anterus 235-236 

020 S. Fabianus 聖法比盎 St. Fabian 236-250 

021 S. Cornelius 聖高乃略 St. Cornelius 251-253 

022 S. Lucius 聖路濟 St. Lucius 253-254 

023 S. Stephanus I 聖斯德望—世 St. Stephan I 254-257 

024 S. Xystus II 聖西斯篤二世 St. Sixtus II 257-258 

025 S. Dionysius 聖狄奧尼修 St. Dionysius 25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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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別拉丁文 中文 英文 任期

026 S. Felix I 聖斐利斯一世 St. Felix I 269-274 

027 S. Eutychianos 聖歐弟奇基 St. Eutychian 275-283 

028 S. Caius 聖加約 St. Cajus 283-296 

029 S. Marcellinus 聖瑪塞利諾 St. Marcellinus 296-304 

030 S. Marcellus 聖瑪塞祿 St. Marcellus 308-309 

031 S. Eusebios 聖歐瑟伯 St. Eusebius 309-310 

032 S. Melchiades 聖默加德 St. Miltiades 311-314 

033 S. Silvester 聖西物斯咩 St. Sylvester I 314-335 

034 S. Marcus 聖馬爾谷 St. Mark 336 

035 S. Iulius I 聖儒略一世 St. Julius I 337-352 

036 Liberius 利伯略 Liberius 352-366 

037 S. Damasus I 里達瑪蘇—世 St. Damasus I 366-384 

038 S. Siricius 聖薛利西 St. Siricius 384-398 

039 S. Anastasi us I 顯亞納大修一世 St. Anastasius I 398-401 

040 S. Innocenti us I 聖英諾森—世 St. Innocent I 402-417 

041 S. Zosimus 聖索西莫 St. Zosimus 417-418 

042 S. Bonifatius I 聖波尼法一世 St. Boniface I 418-422 

043 S. Caelestinus I 聖則來斯定一世 St. Celestine I 422-432 

044 S. Sixtus III 聖西斯篤三世 St. Sixtus III 432-440 

045 S. Leo I 聖良一世 St. Leo I 440-461 

046 S. Hilarius 聖喜拉略 St. Hilary 461-467 

047 S. Simplicius 聖新皮西 St. Simplicius 467-483 

048 S. Felix II 聖斐利斯三世 St. Felix II 483-492 

049 S. Gelasius I 聖則拉西一世 St. Gelasius I 492-496 

050 S. Anastasius II 聖亞納大修二世 St. Anastasius II 496-498 

051 S. Symmachus 聖薛瑪谷 St. Synunachus 498-514 

052 S. Hormisdas 聖阿爾彌達 St. Hormisdas 51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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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別拉丁文 中文 英文 任期

053 S. John I 聖若望—世 St. John I 523-526 

054 S. Felix III 聖斐利斯四世 St. Felix III 526-530 

055 S. Bonifatius II 聖波尼沄二世 St. Boniface II 530-532 

056 S. Ioannes II 聖若望二世 St. John II 532-535 

057 S. Agapetus I 聖亞加比多 St. Agapetus I 535-536 

058 S. Silverius 聖西物略 St. Silverius 536-537 

059 S. Vigilius 聖味及略 St. Vigilius 537-555 

060 Pelagius I 貝拉齊—世 Pelagius I 555-560 

061 S. Joannes III 若望三世 John III 560-573 

062 S. Benedictus I 堊本篤—世 St. Benedict I 574-578 

063 Pelagius II 貝拉齊二世 Pelagius II 578-590 

064 S. Gregorius I 聖額我略一世 St. Gregory I 590-604 

065 Sabinianus 沙比尼盎 Sabinian 604-606 

066 Bonifatius III 波尼法三世 Boniface III 607 

067 S. Bonifatius IV 聖波尼土四世 St. Boniface IV 608-615 

068 S. Deusdedit I 顯戴伍德弟一世 St. Adeodatus I 615-618 

069 Bonifatius V 波尼士五世 Boniface V 619-625 

070 Honorius I 何諾略—世 Honorius I 625-638 

071 Severinus 塞味利諾 Severinus 640 

072 Joannes IV 若望四世 John IV 640-642 

073 Theodorus I 德奧多祿—世 Theodore I 642-649 

07 4 S. Martin us I 聖瑪爾定—世 St. Martin I 649-654 

075 S. Eugenius I 聖歐吉尼—世 St. Eugene I 655-657 

076 S. Vitalianus 堊魏德連 St. Vitalian 657-672 

077 Adeodatus 戴伍德弟二世 Adeodatus II 672-676 

078 Donus 多諾 Donus 676-678 

079 S. Agathus 聖亞加東 St. Agatha 67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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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別拉丁文 中文 芙文 任期

080 S. Leo II 聖良二世 St. Leo II 681-683 

081 S. Benedictus Il 本氟二世 St. Benedict II 684-685 

082 Ioannes V 若望五世 John V 685-686 

083 Conon 玘諾 Conon 686-687 

084 S. Sergius 豔色及伍 St. Sergius 687-701 

085 Ioannes VI 若望六世 John VI 701-705 

086 Ioannes VII 若望七世 John VII 705-707 

087 Sisinnius 西息尼 Sisinnius 708 

088 Constantinus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708-715 

089 S. Gregorius II 聖額我略二世 St. Gregory II 715-731 

090 S. Gregoriu 丶 III 聖額我略三世 St. Gregory III 731-741 

091 S. Zacharia I 聖匝加利一世 St. Zachary I 741-752 

092 S. Stephanus II 聖斯德望二世 St. Stephen II 752 

093 S. Stephanus III 聖斯待望三世 St. Stephen III 752-757 

094 S. Paulus I 聖保祿一世 St. Paul I 757-767 

095 Stephanus IV 斯德望四世 Stephen IV 768-772 

096 Hadrianus I 亞弟盎—世 Adrian I 772-795 

097 S. Leo Ill 聖良三世 St. Leo llI 795-816 

098 Stephanus V 斯德望五世 St. Stephen V 816-817 

099 S. Paschlis I 聖巴斯卦一世 St. Pascha I 817-824 

100 Eugenius II 歐吉尼二世 Eugene II 824-827 

101 Valentinus 凡倫弟諾 Valentine 827 

102 Gregorius IV 額我略四世 Gregory IV 827-844 

103 Sergius II 色及伍二世 Sergius II 844-847 

104 S. Leo IV 聖良四世 St. Leo IV 847-855 

105 Benedictus III 本篤三世 Benedict III 855-858 

106 S. Nicholaus I 聖尼各老一世 St. Nicholas I 85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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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启拉丁文 中文 英文 任期

107 Hadrianus II 亞弟盎二世 Adrian I 867-872 

1 08 Ioannes VIII 若望八世 John VIII 872-882 

109 Marinus I 瑪利諾一世 Marinus I 882-884 

110 S. Hadrian us III 聖亞弟盎三世 St. Hadrian III 884-885 

111 Stephanus VI 斯德望六世 Stephen VI 885-891 

112 Formosus 福莫索 Formosus 891-896 

113 Bonifatius VI 波尼法六世 Boniface VI 896 

114 Stephanus VII 斯德望七世 Stephen VII 896-897 

115 Romanus 羅馬諾 Romanus 897 

116 Theodorus II 德奧多祿二世 Theodore II 898 

117 Ioannes IX 若望九世 John IX 898 -900 

118 Bonifatius IV 本篤四世 Benedict IV 900-903 

119 Leo V 良五世 LeoV 903 

120 Sergius III 色及伍三世 Sergius III 905-911 

121 Anastasius III 亞納大修三世 Anastasius III 911-913 

122 Lando 藍多 Lando 913-914 

123 Joannes X 若望十世 JohnX 914-928 

124 Leo VI 良六世 Leo VI 928 -929 

125 Stephanus VIII 斯德望八世 Stephen VIII 929 -931 

126 Ioannes XI 若望十一世 John XI 931-935 

127 Leo VII 良七世 Leo VII 936-939 

128 Stephanus IX 斯德望九世 Stephen VIII 939-942 

129 Marinus II 瑪利諾二世 Marinus II 943-946 

130 Agapitus II 亞加比多二世 Agapetus II 946-956 

131 Ioannes XII 若望十二世 John XII 955-963 

132 Leo VIII 良八世 Leo VIII 963-965 

133 Bonifatius V 本篤五世 Benedict V 96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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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別拉丁文 中文 英文 任期

134 Ioannes XIII 若望十三世 John XIII 965-972 

135 Bonifatius VI 本篤六世 Benedict VI 973-974 

136 Bonifatius VII 本篤七世 Benedict VII 974-983 

137 Joannes XIV 若望十四世 John XIV 983-984 

138 Joannes XV 舌望十五世 John XV 985-996 

139 Gregorius V 額我略五世 Gregory V 996-999 

140 Silvester II 西物斯特二世 Sylvester II 999-1003 

141 Ioannes XVII 若望十七世 John XVII 1003 

142 Ioannes XVIII 若望十八世 John XVIII 1003-1009 

143 Sergius IV 色及伍四世 Sergius IV 1009-1012 

144 Benedictus VIII 本鋼八世 Benedic VIII 1012-1024 

145 Ioannes XIX 若望十九世 John XIX 1024-1033 

146 Benedictus IX 本篤九世 Benedict IX 1032-1044 

147 Silvester III 西物斯特三世 Sylvester III 1045 

148 Benedictus IX 本篤九世 Benedict IX 1045 

149 Gregorius VI 額我略六世 Gregory VI 1045-1046 

150 Clemens II 格來孟二世 Clement II 1046-1047 

151 Benedictus IX 本篤九世 Benedict IX 1047-1048 

152 Damasus II 達瑪蘇二世 Damasus II 1048-1049 

153 S. Leo IX 聖良九世 St. Leo IX 1049-1054 

154 Victor II 味多二世 Victor II 1055-1057 

155 Stephanus IX 斯德望九世 Stephen IX 1057-1058 
156 Nicolaus II 尼格老二世 Nicholas II 1058-1060 

157 Alexander II 亞歴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1061-1073 

158 S .Gregorius VII 聖額我略七世 忥Gregory VII 1073-1085 

159 Victor III 味多三世 Victor III 1086-1087 

160 Urbanus II 烏爾邦二世 Urban II 1088-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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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Paschalis II 巴斯卦二世 Paschal II 1099-1118 

162 Gelasius II 則拉西二世 Gelasius II 1118-1119 

163 Callistus II 加利斯多二世 Callixtus II 1119-1124 

164 Honorius III 何諾略三世 Honorius III 1124-1130 

165 Innocentius II 英諾森二世 Innocent II 1130-1143 

166 Coelestinus II 則拉斯定二世 Celestine II 1143-1144 

167 Lucius II 路濟二世 Lucius II 1144-1145 

168 Eugenius III 歐吉尼三世 Eugene III 1145-1153 

169 Anastasius IV 亞納大修四世 Anastasius IV 1153-1154 

170 Hadrianus IV 亞弟盎四世 Adrian IV 1154-1159 

171 Alexander III 亞歷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 1159-1181 

172 Lucius III 路濟三世 Lucius III 1181-1185 

173 Urbanus III 阜爾邦三世 Urban III 1185-1187 

174 Gregorius VIII 額我略八世 Gregory VIII 1187 

175 Clemens III 格來孟三世 Clement III 1187-1191 

176 Coelestinus III 則來斯定三世 Celestine III 1191-1198 

177 Innocentius III 英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 1198-1216 

178 Honorius III 何諾略三世 Honorius III 1216-1227 

179 Gregorius IX 額我略九世 Gregory IX 1227-1241 

180 Coelestinus IV 則來斯定四世 Celestine IV 1241 

181 Innocentius IV 英諾森四世 Innocent IV 1243-1254 

182 Alexander IV 亞歷山大四世 Alexander IV 1254-1261 

183 Urbanus IV 烏爾邦四世 Urban IV 1261-1264 

184 Clemens IV 格來孟四世 Clement IV 1265-1268 

185 Gregorius X 額我略十世 Gregory X 1271-1276 

186 Innocentius V 英諾森五世 Innocent V 1276 

187 Hadrianus V 亞弟盎五世 Adrian V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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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Joannes XXI 若望廿一世 John XXI 1276-1277 

189 Nicholaus III 尼格老三世 Nicholas III 1277-1280 

190 Martinus IV 瑪爾定四世 Martin IV 1281-1285 

191 Honorius IV 何諾略四世 Honorius IV 1285-1287 

192 Nicholaus IV 尼格老四世 Nicholas IV 1288-1292 

193 S .Coelestinus V 聖則來斯定五世 St.Celestine V 1294 

194 Bonifatius VIII 波尼上八世 Boniface VIII 1294-1303 

195 Benedictus XI 本篤十—世 Benedict XI 1303-1304 

196 Clemens V 格來孟五世 ClementV 1303-1314 

197 Ioannes XXII 若望廿二世 John XXII 1316-1334 

198 Benedictus XII 本篤十二世 Benedict XII 1334-1342 

199 Clemens VI 格來孟六世 Clement VI 1342-1352 

200 Innocentius VI 英諾森六世 Innocent VI 1352-1362 

201 Urbanus V 烏爾邦五世 Urban V 1362-1370 

202 Gregorius XI 額我略十—世 Gregory XI 1370-1378 

203 Urbanus VI 芸爾邦六世 Urban VI 1378-1389 

204 Bonifatius IX 波尼法九世 Boniface IX 1389-1404 

205 Innocentius VII 英諾森七世 Innocent VII 1404-1406 

206 Gregorius XII 額我略十二世 Gregory XII 1406-1409 

207 Martinus V 瑪爾定五世 Martin V 1417-1431 

208 Eugenius IV 歐吉尼匹世 Eugene IV 1431-1447 

209 Nicolaus V 尼格老五世 Nicholas V 1447-1455 

210 Calli stus III 加利斯多三世 Calixtus III 1455-1458 

211 Pius II 碧岳二世 Pius II 1458-1464 

212 Paulus II 保祿二世 Paul II 1464-1471 

213 Xystus IV 西斯篤四世 Sixtus IV 1471-1484 

214 Innocentius 英諾森八世 Innocent VIII 1484-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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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Alexander VI 亞歷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1492-1503 

216 Pius III 碧岳三世 Pius III 1503 

217 Julius II 儒略二世 Julius II 1503-1513 

218 Leo X 良十世 LeoX 1513-1521 

219 Hadrianus VI 亞弟盎六世 Adrian VI 1522-1523 

220 Clemens VII 格來孟七世 Clement VII 1523-1534 

221 Paulus III 保祿三世 Paul III 1534-1549 

222 Iulius II 儒略三世 Julius III 1550-1555 

223 Marcellus II 瑪塞祿二世 Marcellus II 1555 

224 Paulus IV 保祿四世 Paul IV 1555-1559 

225 Pius IV 碧岳四世 Pius IV 1559-1565 

226 St.Pius V 聖碧岳五世 St.Pius V 1565-1572 

227 Gregorius XIII 額我略十三世 Gregory XIII 1572-1585 

228 Xystus V 西斯篤五世 Sixtus V 1585-1590 

229 Urbanus VII 旦爾邦七世 Urban VII 1590 

230 Gregorius XIV 額我略十四世 Gregory XIV 1590-1591 

231 Innocentius IX 英諾森九世 Innocent IX 1591 

232 Clemens VIII 格來孟八世 Clement VIII 1592-1605 

233 Leo XI 良十一世 Leo XI 1605 

234 Paulus V 保祿五世 Paul V 1605-1621 

235 Gregorius XV 額我略十五世 Gregory XV 1621-1623 

236 Urbanus VIII 烏爾邦八世 Urban VIII 1623-1644 

237 Innocentius X 英諾森十世 Innocent X 1644-1655 

238 Alexander VII 亞歷山大七世 Alexander VII 1655-1667 

239 Clemens IX 咯來孟九世 Clement IX 1667-1669 

240 Clemens X 格來孟十世 Clement X 1670-1676 

241 Innocentius XI 英諾森十—世 Innocent XI 167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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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Alexander VIII 亞歷山大八世 Alexander VIII 1689-1691 

243 Innocentius XII 芙諾森十二世 Innocent XII 1691-1700 

244 Clemens XI 格來孟十一世 Clement XI 1700-1721 

245 Innocentius XIII 英諾森十三世 Innocent XIII 1721-1724 

246 Benedictus XIII 本蔦十三世 Benedict XIII 1724-1730 

24 7 Clemens XII 格來舌十二世 Clement XII 1730-1740 

248 Benedictus XIV 本電十四世 Benedict XIV 1740-1758 

249 Clemens XIII 格來孟十三世 Clement XIII 1758-1769 

250 Clemens XIV 格來孟十四世 Clement XIV 1769-1774 

251 Pius VI 碧岳六世 Pius VI 1775-1799 

252 Pius VII 碧岳七世 Pius VII 1800-1823 

253 Leo XII 良十二世 Leo XII 1823-1829 

254 Pius VIII 碧岳八世 Pius VIII 1829-1830 

255 Gregorius XVI 額我略十六世 Gregory XVI 1831-1846 

256 Pius IX 碧岳九世 Pius IX 1846-1878 

257 Leo XIII 良十三世 Leo XIII 1878-1903 

258 S.Pius X 聖碧岳十世 St. Pius X 1903-1914 

259 Benedictus XV 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914-1922 

260 Pius XI 碧岳十—世 Pius XI 1922-1939 

261 Pius XII 碧岳十二世 Pius XII 1939-1958 

262 S Joannes XXIII 聖若望廿三世 St.John XXIII 1958-1963 

263 Paulus VI 保祿六世 Paul VI 1963-1978 

264 Ioannes Paulus I 若望保祿一世 John Paul I 1978 

265 S.Ioannes Paulus II 聖若望保祿二世 St.John Paul II 1978-2005 

266 Benedictus XVI 本筐十六世 Benedic XVI 2005-2013 

267 Franciscus 方濟各 Franci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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