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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据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自耶稣出生至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为止的

大约400年(即从公元1世纪初基督教诞生到公元 392 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

教)是早期基督教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基督教的极概期，是基督教从犹太教

的一个支派逐渐传播、发展、壮大，并突破种种藩篱，最终确立在罗马帝国统治

地位的过程。但是本文考察的范围是从耶稣诞生到2世纪结束，因为从瓦勒良皇

帝颁布的一道命令中，能明显的看出当时有许多元老、罗马骑士以及一些有身份

的夫人都信仰了基督教，这是3世纪初。而4世纪初君士坦丁的改信及其随他之

后贵族的纷纷改信，更足以表明早期基督教中有上层人士。漫长的400年的发展，

不言而喻早期基督教中肯定有出身于上层的信徒。而在学界最受争议的就是基督

教诞生之初 (自耶稣出生至2个世纪末)基督徒的社会阶层的情况。

    国内的传统观点认为，早期基督教徒都是被压迫者，是清一色的无产者、穷

人或奴隶。然而，研究发现，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触及到了罗马帝国的各个阶

层，其中不乏身份显贵之人。保罗的追随者中就有很多是富裕之人，宫廷中很多

有权势的奴隶在基督教兴起时就被转化为基督徒，1、2世纪护教士的出现则说

明基督教己赢得社会上一些有知识人士的信仰。针对这种历史现象，本文运用史

料分析的方法，对保罗的追随者的社会基础、早期护教士和2世纪前的贵族、宫

廷的信仰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并通过对宗教的社会学理论的阐述，陈述了早

期基督徒并不都是来自社会被压迫者这一历史事实。并进一步论述了早期基督教

中的上层基督徒对早期基督教发展的贡献。这些富裕的教徒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

了物质和权力上的支持，而护教士在与异教徒的辩论中，逐步的改变了民众对基

督教的误解，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阐述和充实也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

力。

    本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介

绍并引出本文的观点和研究目的;第二部分通过对传统的两种错误观点的介绍和

批判及对宗教社会功能的阐述，说明早期基督徒不可能都是来自下层的理论依

据;第三部分简单地概述了基督教兴起时罗马帝国社会的宗教需求;第四部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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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保罗追随者社会地位的分析，论证了早期基督徒并不都是穷人和奴隶;第五

部分分析了护教士等知识分子和贵族及宫廷内对基督教信仰的情况;第六部分介

绍了上层基督徒对早期基督徒发展的贡献;第七部分为本文的结语部分。

关键词:早期基督教、社会阶层



上海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ABSTRACT

  ACOrdingtoConcise Encyclopaedia价itannica，the400 yearsfromthebirth of

JesusChristtotheestablislunentofChristianityasthe dominant falthofRoman

枷pire(tnatis，tromthclatcentury人D.to凡0.392)15山e声riodofearly

Christianity.ThisPcriodisthechildhoodofChristianity，duringwhichitdeveloPed

and亡xPandedfrOmabrandofJudaismandafterconqueringkindsofobstaclesit

establisheditsdominantstatusinROmanEmPire.ThisthesischoosesthePeriod

加mth。birthofjcsus Christtothecndot山eZndcentu移而manorde;of

EmPeror、恤lens，we can easilyseethatmanyseniorstatesmen，Romanknightsand

noblemadamsbelieved访christianit%汕1比h叩penedatthebeglnni蜡of伍e3，d

ccntur多whenitcomesto由ebcginningotthe4thcentu移山c比an罗ofbelieror

Constantianeandhisfo11owers showedthatthere wereuPPercirclcsinChristians.It

isevidentthatthere mustbeChr1stiansfrOm即PerclassduringthelongPeriodof

400years，H0wevcr，thcmostc0ntroversialpointisthesoc1alstructureofthe

Christiansatthe beginningofthebi曲 ofChristianity(f由mthebirthofjesusChrist

totheendofthe州cento叻.

    Thetraditionalview inourcountry holdsthattheearlyChristianswere allthe

OPPressedwhowereProlet胡ans，thePoororslaves.However，theresearchshowed

如tfrOmthebirthofChristianityitcoveredallthewalksofRomanEmPirewhichof

cou rscincludesnobles.ManyofthefollowersofpaulwererichPeoPlea幻dmany

Powed汕IslavesbccameCblistiansattheupsurgeof以ristianity.Theemergenceof

APOfogistinthe石rsta盯dthesecondcenturyshowedthatChI1stianitywasbelievcdby

someliteratePeoPle.TOcounterthishistoricalPhenomenon，thisthesisanalyzesthe

socialbasisOfthe followers ofPaulandthoboliefofth。亡arlyAP01oglstandthe

nob1esinthecourtusingthewayofanalyzingthehistor1caldata.ByexPounding

religionfromthesociologicalPersPcctive，itPointsoutthattheearlyChtistianswere

notallfromtheoPPressed.Furthermore，itcxPoundsthecontributionthattheuPPer

classChristiansmadctothedevcloPmentoftheearlyChristianity.These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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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sProvidedmaterialsandpowerfor thedeveloPment ofChristianity’

TheAPologistchangedthemisunderstanding ofthePublicduringthedcbatewith

pagans.TheirexPlanationandcnrichment fortheChristiandoctrinesProvidedinner

dynamicsforthedeveloPmentofChristianity.

    ThethesisisdiVidedintosevenParts.ThcfirstPartisintroduction，whichbriefly

sllmm硕zesthcforI1lerreseaxcbachievemelltsandintroducesthevie、vsandthealms

ofthethesis.ThesocondPart exPlains thetheoretic foundatiOnwhythe early

Ch石stians桃renotall加mth。即pressedclass byintroducing阴dcriticizingthelwo

traditionalwr0ngviewsandthe exPoundingofthesocial加nctlonsofrcligion.The

thirdPartgivesabriefaccountofthereligiousneedofROmanEmPirewhenearly

Christianityemerged.ThefourthPartdemonstratcsthatnota1lChristianswerethe

PoorandslavesbyanalyzingthesocialstatusofthefollowersofPaul.Th七fifthPart

analyzesthestatusquo ofthebeliefinChr1sti耐tyoftheliteratcpeOPlelike

APologist、thenoblesandPeoPleinthccoUrt.T七csixthPart introduces the

contributionofupperclassChristiansmadetothedeveloPmeniofearlyChristianity.

ThelastPartisconclusion.

K盯words:earlyChristianity thesocialstructu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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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白
「1

    公元1世纪30年代，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从此一种新的宗教— 基

督教诞生了。但极棍种的基督教，仅仅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小教派，

它不仅受到犹太教当权派的排斥，还遭受到来自罗马当局的迫害。然而，短短

的300多年，基督教却在原希腊文明领地上大获全胜。公元392基督教成为罗

马帝国的唯一合法宗教，原来在罗马流行近千年的传统宗教都被取缔，古老的

寺庙被拆除，祭祀传统的神灵被视为犯罪。西方从此开始了基督教垄断的时代。

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基本所说:“基督教的影响并非仅限于这

一时期，或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在经过一场长达13多个世纪的变革之

后，这一宗教至今仍为欧洲一些在艺术、学识以及武力方面在人类中较为优越

的民族所信奉。由于欧洲人的努力和狂热，它己经在亚洲、非洲最遥远的海岸

广泛传播;并通过殖民地，从加拿大直到智利，在古代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世界

中也牢固地建立起来。”1

    国外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

了。这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是想能够拥有关于早期基督教教父作品的第一手资料，

特别是想寻找那些在传统著作中没有流传下来的教父作品。最早探求此领域的

是伊拉斯漠。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教父作品一直都是学者们感兴趣的领域。17

世纪晚期勃兰德 (Bolland)在安特卫普建立了一所学校，目前它还在出版有关

圣徒生平的书。在圣杰曼修道院，莫尔会修士的两兄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

即出版教父及其他护教士的作品。1693年，泰里耐特(Tillenent)出版了大量

有关传教士的历史著作。整个18、19世纪，其他一些学者继续写出了一些今天

仍然有很高价值的批判性作品及集注，有一些现在仍然被广泛使用。

    除了出版早期基督教教父的作品之外，对 《圣经》的理解也是学者们探讨

的一个重要方向。众所周知，马丁·路得和新教运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对 《圣

经》的理解。天主教和新教因为 《圣经》能否被教会之外正确的理解这个问题

而毫无休止地争论。《圣经》的权威首先受到质疑。这方面最著名的是霍布斯和

，爱德华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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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沙。他们对批判性的核查经文有突出的贡献。斯宾诺沙的贡献主要在以

下三方面:第一、他认为先知只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人们并不能从先知的书

中得到自然界的知识和精神领域的现象;第二、他把奇异的事情归为自然界的

偶然现象;第三、他提出了一个解释圣经的普遍规则即当我们凭借 《圣经》的

历史审核它时，不可能不产生一个公认的对 《圣经》的权威解释。斯宾诺沙认

为，解释 《圣经》的方法并非完全不同于解释自然的方法，而事实上，它们几

乎是一样的。英国的自然神论也是在理性主义这方面对 《圣经》的研究做出了

贡献。洛克对“正确的基督教”的质疑很快就影响了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一旦

剥掉 《圣经》表明的权威，它就成了无休止的讨论对象，既包括对原文的批判，

也包括对资料的批判即调查 《圣经》中的资料。在 18世纪以前，产生了与此有

关但又相当不同的学术成就，因为对历史人物耶稣的质疑，激起了从历史角度

对 《新约》的最精确的调查。

    18世纪，早期基督教研究的一些单独的领域开始相互联系在一起，学者们

开始撰写通史，而教会史成为古代史的一部分。而这主要是启蒙思想家的贡献。

1734年，孟德斯鸿匿名出版了他的著作。当时历史的变化被认为是由自然法则

决定的，所以历史就出现了兴盛和衰亡。这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是爱得华·吉本

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壮大归为自然原

因而不是伟大的主的保佑。当然他还考虑了“第二位的原因”即基督徒狂热的

不容异端观念、未来生活的教义、奇异时间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等等。而且他是

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去研读教父文学。早期基督教不再只是理

论家及哲学家研究的领域，18世纪它也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目标。

    18世纪晚期，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传入了德国大学。在黑格尔的影响下，

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理解有重大改变。《圣经》中与理性主义相矛盾的地方都被

删除。而且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部分成为调查研究的对象。这一个方面的学者主

要有 Fc.鲍(Fc.baur)、瑙斯 (DF.Nauss)、布鲁诺·鲍尔 (BrunoBauer).其

中 FC.鲍认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犹太教与异端

之间的斗争，认为基督教不是产生在巴勒斯坦而是罗马及亚历山大的希腊化的

环境中.另外，宗教的概念也被彻底改变。第一位改变此观念的学者是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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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费巴赫(Feurbach)，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类自己，上帝是抽象的大自

然。接下来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对基督教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恩格斯，主要

文章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他认为基督教最初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

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最早的社会主义

运动。考茨基在他的 《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中继承发展了恩格斯的观点。因

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阶级斗争上，奴隶及奴隶制度是讨论的中心。

在19世纪晚期，“被压迫者”理论被大部分的研究圣经的学者接受，成为当时

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到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再单从社会学的角度研

究早期基督教。哈奈克 (Harnack) 写的《传教与扩张》，不仅论述了基督教的

地理上的传播，还论述了“基督教的内部传播”即在军队、妇女、元老院和有

教养的阶层的传播。马克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看成处理

基督教难题的标准。

    当今，学者们主要研究第一批信徒时期及君士坦丁时期的基督教情况，关

注的是早期基督教徒的社会出身及地位。写这两个时期的最著名的著作有麦克

斯 (Meeks) 的 《第一批城市基督徒》和巴诺斯 (Barnes) 的 《君士坦丁与优西

比乌斯》。麦克斯认为即使在保罗时代，基督教也不是一些穷人和最受压迫的人

的运动，而是对城市社会的反映。这与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所持的观点相反。

巴诺斯认为君士坦丁对宗教是真诚的，不是他实现统治的一个手段。另外，A.H.M.

琼斯(A.HM.Jones)的《晚期罗马帝国史》也是很有影响的著作。他还写了至今

都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异教徒与基督教徒斗争的社会背景》和 《持异端邪说的

公民或社会运动是假装的吗?》。此外当今的学者对早期基督教徒受迫害的原

因、异教徒与基督教徒相互怎样看待也是比较关注的。前一个方面主要是克鲁

瓦 (SteCroix，)他认为他们之间前后彼此迫害都是因为教徒们认为必须保持

住神或上帝对他们的好，不能惹怒神或上帝，而不按神或上帝的规定做必定惹

怒他们。后一方面的研究者有罗伯特·威尔肯 (Robertwilken)，他在 《罗马

人眼中的基督徒》中仔细的研究了那些资料;另外斯狄芬，本恩靠 (Steghen

Benko)在他的《异教罗马与早期的基督教徒》中论述了异教徒对基督教徒“永

存”观念的指控;麦克姆林 (Macmullen)写了 《罗马帝国时期的异教》，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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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12年，帝国的转变并不完全，而且也不是被迫的。他认为在君士坦丁时期

之前，依靠让病人痊愈、驱魔、奇异的事和教徒殉难转变的人比基督教理论和

道德观转变的人更多。

    除次之外，现代学者还关注对早期基督教发展的通史的撰述。主要有莱

恩。福克斯，他著有《异教徒与基督教徒》，论述了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的发展

过程。在书中，莱恩·福克斯论述到，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有基督教徒的

美德;胁迫、不容异端学说对基督教的成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另外，芬利

(M.1.Einley)的 《古代经济》、佩里安德森 (PerryAndersond)的 《从古代

向封建主义的过度》和克鲁瓦 (G.E.M.de ste.Croix) 的 《古代希腊世界的阶

级斗争》，也是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重要著作。芬利和佩里安德森在书中仔细的

考察了基督教的社会背景。《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除仔细的审查了古代资

料外，还按时间和文化划分出了分界线。

    国内学者对基督教的研究开始的时间比较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了大量著作。

但更辉煌的时期是在八十年代后。中国学者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基督教在中国的

历史发展及现今历史研究上，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人员就相对少了。而且这些

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国内学者也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上。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出版了很多有关基督教的专著和论文。在著作方面有王

晓朝的《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卓

新平的《基督教犹太教志》、《圣经鉴赏》;许志伟主编的《基督教思想评论}}:

杨慧林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等等，从各个方面对早期基督教的神学

思想进行探讨.而论文也是很多的，章雪富的《基督教本土化的两种文化视野》、

游斌的《保罗的神学人类学及神话话语》等等。

    在对待早期基督徒的社会结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都普遍赞同恩格斯的观

点，即认为基督教在产生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

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然而，事实上早期基督徒中有很多的富人，都有房产和地产，而且也有帝

国的重要官员.随着今年来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深入，历史学家们已经提出越

来越多可信的证据，证明早期基督徒并不是清一色的被压迫者。通过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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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史料，结合近代学者的研究成功，我们发现，帝国中上层

人士同样有对个人型宗教的需求，他们也都有实现不了的欲望，都需要信仰的

抚慰，所以早期基督徒有很多是来自上层的。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述保罗追随

者的社会地位及2世纪前的护教士、贵族和宫廷中的信仰情况，并且试图运用

宗教的一些社会学理论，以期证明早期基督教徒，并不是清一色的穷人和奴隶、

社会的被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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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教的三大理论

    本章所说的宗教三大理论是指“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社会阶层与投身宗

教理论和宗教的社会功能理论。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三大理论，从宗教理论上说

明任何一个宗教兴起时都不可能面对的只是下层人民，包括基督教。

(一)“被压迫者”运动理论

“被压迫者”运动理论在 19世纪风靡一时，在今天仍然很有影响。正是这

个理论，让当今的一些人相信早期基督教徒都是穷人和奴隶。

(1)对早期基督教徒身份的传统看法

    最早研究早期基督徒的身份的学者是 18 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基

本。他在仔细查阅 《圣经》和当时异教徒对早期基督徒的描述之后，认为早期

基督徒是来自社会的下层，教徒们贫穷且无知.但是爱德华‘基本对早期基督

教的史料非常熟悉，在细致的研究后他发现异教徒对基督徒的描述可能有所偏

颇。最后他断定，早期基督徒中有一些是来自富裕阶层 (即受过良好的教育而

且富有)的2，只不过人数太少而被忽略。但是他的这后一个观点一直都被学者

们忽略。一个世纪之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成为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

其中恩格斯最先对早期基督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中认为，基督教在产生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 “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

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3之后，考茨基在他的 《社会主义

运动的先驱》中继承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无产阶级

的运动，并一度达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也写了一篇文

章，把社会主义运动比作早期的基督教，认为两者都具有民主革命的精神。之

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都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古代社会的

爱德华·基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8 页。

3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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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耶稣也成为了古代社会的改革家，为改变奴隶的境域而不懈的奋斗。

《圣经》也成了变革社会的总章程。而 “被压迫者”运动理论不仅被马克思主

义学者接受，还被很多研究圣经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接受，尤其是新教徒。保

罗·阿拉德 (Pau1Alard)认为早期基督教徒不仅是来自奴隶们，早期基督教

还导致了古代奴隶制度的衰落。学者们都认为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穷人和愚昧之

人，后来教会才吸收了一些有教养、富有的教徒。只不过不太清楚的是，在早

期基督教发展的近400年的历史中，哪个时期开始吸收了有教养的富裕教徒。

到19世纪晚期，早期基督教是被压迫者的宗教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新教徒想

把基督教从天主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者想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基督教中间

寻求平衡点:而废除论者努力地解释基督教与奴隶制度不一致.很多马克思主

义者也认为基督教导致了奴隶制度的衰落。

      《哥林多前书》中的一段话是“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的原始资料:“兄弟们

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

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昧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

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

的，使一切又血气的，在神面前也不能自夸。”弓而且早期基督教时异教人员对

基督教徒的刻意侮蔑或不了解的描述成为 “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的另一个 “有

力”证据。恩格斯就是遵从古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把罗马社会划分为三个阶层:

富裕的人 (包括大奴隶主、高利贷者和极少数的被释奴等等)、无财产的自由民

和广大的奴隶。通过这种粗略的划分，恩格斯最后把早期基督教定为了奴隶的

宗教。另外，当时美国奴隶制的废除，也是学者们从基督教方面寻找古代奴隶

制度衰亡原因的诱因。

    受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观点的影响及由于国内资料的缺乏，目前国内

学者普遍认为早期基督徒属于社会的最下层，而早期基督教徒就像罗马的建国

者那样贫穷和愚昧无知。所以这种看法至今都没有受到置疑。

    但是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研究新约的历史学家开始否定原有的关于早期

基督教运动社会基础的观点。上述观点开始受到挑战。

《哥林多前书》1:26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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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 “被压迫者”运动观点的批判

    E.A.贾吉 (E.A.Judge) 也许是当今这一代中第一个置疑“被压迫者运动”

的重要学者。他认为早期基督徒大都来自大城市，这些城市居民在社会上有较

高的地位，而权利最少的农民和奴隶阶层，基督教只触及了他们之中的一小部

分。

    贾吉之后，研究新约的历史学家也渐渐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早期基督教

是基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让.丹尼娄 (JeanDanielou)和亨利，麦罗

(HenriMarrou)认为“富有的捐助人”在教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罗

伯特·格兰特 (RobertM.Grant)认为早期基督教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亚伯

拉罕·麦尔哈比(Abraham J.Malherbe) 通过分析早期教会作家的语言风格，

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对象应该是一些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人;.杰德·泰森 (Gerd

Theissen)认为一些富有的基督教徒是来自社会上层;9罗宾福克斯(RobinLane

Fox)认为早期基督徒中包含有社会地位很高的妇女;’。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海

因兹·克雷西哥 (HeinzKreissig)则抛弃了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早期基督教是

无产阶级运动的学说，认为早期基督徒主要是一些城市中的工匠、商贩和自由

职业者。”

    其实，对“被压迫者”运动观点的置疑不是只到了现在才开始。在 19世纪，

在“被压迫者运动”观点的盛行中，就有几个不同的声音。拉姆齐(w.M.Ramsay)

认为，早期基督教在受教育阶层中传播比在未受教育阶层中的传播要快，它在

皇帝们的宫廷中就很有影响。’2与自己的大多数德国同胞不同，阿道夫‘哈奈克

(AdolfHarnack)认为早期基督教徒不可能全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注意到，

伊格纳提乌斯 (ignatius)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表示，他很担心那里的教友

会干预他的殉教。所以他认为，既然伊格纳提乌斯担心有人干预他的殉教，那

SRobinscro婴，几。肋ciologicollnterPrela咖 of入飞”Testum朗t:肠ep陀“月t如teof月法seorch，Ncw
TestamcntS比dies26，1980.
6JeanDanielou，HenriMarrou，几e月尸3t旅枷nareJYeOrs’、勺1.1，paulistp化55，Newyork.1964，p240‘
7RobertMtClant，反rly以rls血ni印andsocie印:Seven腼d‘。H呷er&Row，sanFrandsco，1997，pll.
5筋rahamJ.Malhe由e，social月甲ectsof痴rlyoristi口n妙，功uisianaslateuniversitypress，1977，p29·59.
goe司肠eissen，劝。socialsettil啥ofPau!ineChrislia n妙:&，那悠oncorlnth，Fortreepress，phil“e]ph斌1952，
10Robinunerox，Pa卯nsanJoristians，valeuniversitypress，NewHaven，1953，p214.
，，wayneA.Meeks:几e户，turvan以rlstian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css，1953，pZ14-
12议M卫amsa芡肠e以urĉ 动功eROn目nEI即lre吞efore月a270，G只加tnam，sson‘刊ew物氏1的3，ps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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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教内就必然存在有财富而且有名望的成员，有能力通过贿赂或者个人的影响

来干涉这件事。’3

    随着早期基督教史料的慢慢发掘，传统观点己越来越站不住脚。而且 “被

压迫者”运动理论的主要理论依据— 《哥林多前书》中的那段话并不能作为

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据。保罗只是说有能力、智慧或尊贵身份的人 “不多”而并

没有说一个都没有。而异教徒的描述也不能完全相信，毕竟他们是站在基督教

的对立面，侮蔑、不客观的成分一定存在。传统观点的支撑点不正确，观点就

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早期基督教徒的社会结构。

  (二)社会阶层与投身宗教理论
    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社会下层比富人阶层更富于宗教情慷。自近

代社会科学的创立以来，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都把宗教当作是对现实欲望受

到挫折的一种慰藉，当作是一种虚幻和错觉，当今流行的社会学正统理论也都

认为，宗教主要是用来慰藉那些贫穷者和被剥夺者的。

    但实际的社会调查却显示，教会中很少有贫穷者，他们也很少参与礼拜活

动。’4实际上，宗教许诺分为许多彼此独立的方面或纬度，从其中的某一或某些

方面或纬度看，穷人更富宗教化，而从另外的方面或纬度看，富人则更富宗教

情傣。“因此，在社会阶层状况与接受传统宗教信仰、拥有宗教和神秘经历以及

个人祷告的次数之间，便存在有某种相反的或否定的关系;与此形成反差的是，

在社会阶层与加入教团、出席崇拜仪式、参加教堂活动以及饭前祷告之间，存

在着正比关系;但是否相信来世或是否认为有天堂的存在，则与人们所处的社

会阶层没有任何联系。这一发现己被纳入到关于权势或阶级地位与宗教信仰

(RellgiousC呵 itment)方式之I’ed相互关系的三个命题之中。

    在人们对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感到无能为力时，宗教确实能够起到一种慰

藉的作用。人生不如意之十之八九，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遗憾，穷人如此，富

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侧重点不同。穷人想得到现实的物质享受，富人忧

AdolfHamacK八e几f行5动nandEtPans“功ofchristian仰 inthe月乃t劝ree 〔公1甚似月“，voL几Ne切、ro氏1908.
Rodneystark，“OassRadicaIism andRcligjouslnvolvement”，American S颐 01091司 Revie w29，1964，
p698一706.
Rodney3习IkandCbar】es丫口。氏 月用erim n月e印，Uni，ersi.yofCalifOI目份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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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死亡和永生。而宗教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事业，它能够为它的成员提供直接的

“报酬”，即能够给人们地位、收入、自尊、社交、娱乐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东

西。宗教也能消除人们对来世担优的那种痛苦，给人安慰。因为没有人能够在

现世直接获得永生，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宗教，而且还须等到来世才能得

到，而这所谓的来世，也只有通过宗教的途径才能认知。

    上述分析可以用三个命题表示:

    1、体或团体的权势与宗教组织的控制以及从宗教组织获取报偿之间存在着

“肯定”的联系;

    2、个体或团体的权势与把宗教当作对现实报偿的慰藉之间存在着 “否定”

的联系;

    3、不论社会权势与地位如何，个人和团体都倾向于把宗教当作对现实世界

中根本不存在的报偿的一种慰藉。‘。

    第二个命题反映出了 “宗教是用来慰藉贫穷者或被剥夺者的”传统理论特

点;第一个命题表达了对特权的宗教解释，可用来说明在传统的宗教组织中，

为什么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相对较少，我们可称之为宗教信仰的“重现世”或“教

会式”向度;第三个命题则反映了宗教信仰的“普世性”特征，因为它表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有实现不了的欲望，都需要信仰的抚慰。这一个

命题说明了上层也有宗教诉求，也需要信仰。

    而在现实中，当一个宗教世俗化到不再能满足信众普遍的宗教诉求时，也

就是说，当宗教组织变得不再具有超自然性时，它们也就无法满足社会上特权

群体的宗教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权群体就会寻求新的寄托。而最先意识

到传统信仰的可行性是否出了问题也总是社会优越分子。例如美国最近新兴起

的几个属于膜拜团体(Cult)”的新教派，这些刚刚兴起的膜拜团体成员都是有

相当的社会地位的。’“

    所以，一个新兴起的具有超自然性的宗教同样能吸引社会的富裕阶层。基

16Rodncystal叭了、亡R七eofchristianity:asocilogisltecons id已rshisI0ry，Pr加cdon训~ typzO55，1996，
  洲3一44·
17膜拜团体属于新信仰，因为与现行的宗教规范格格不入，所以容易引起很大的敌意，除此之外，还在很
  多方面与早期基督教相似.

lsRodheyslalk，前引书，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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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兴起时就有对 “来世生活”的学说.基督教宣扬灵魂永生，相信末日来临

时基督将带着大队公德圆满的圣徒和少数逃脱逃亡或神奇地得以复活的一些

人，同来治理人世，审判世界。这个不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将遭受最可怕的灾难

袭击，西庇阿和恺撒家族统治过的国土便将被天火焚毁，那七座山之城，连同

它的宫殿、它的神庙和它的凯旋门都将埋葬在火和硫磺的巨泊之中。在审判完

世俗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复活之后，基督将带来人类进入幸福的天国。天国是

一座用金子和宝石做成的城市，而且附近的郊区都超现实地的堆满谷物和美酒;

这里的人民幸福和善良，可以自由享受那自天而降的物产，而且绝不会受到任

何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的限制。基督教宣扬，只要接收福音教的信仰并遵守它

的教条，便保证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对来世的解释，罗马传统宗教和哲学都

不没有基督教那样完美。异教关心的只是今世的幸福，而对于来世的生活毫无

所知。哲学所能作出的最崇高的努力只不过是模模糊糊地向人指出，人们有一

个对未来世界的愿望、希求或至多是其存在的可能性。相比而言，信仰基督教

好像是最完全、最明智的选择。因而，早期基督教不可能不吸引帝国的富裕阶

层。

  (三)宗教的社会功能
    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世界的每一种文化中，我们都能发现存在

着某种形式的宗教.社会学家经过对宗教普遍存在的原因研究后，普遍认为宗

教具有能满足人类社会的某种需求，客观上有规范社会的作用。如果一种社会

模式或制度不能提供一种功能的话，它就会消亡;而且，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

种社会模式，都根植于人类的内在需要。

    所有人类的基本需求和内驱力，都必须以一种不能引起社会混乱的方式得

到满足，如饥饿驱力、性驱力以及排泄需求等，都是以某种为社会所掌控的方

式得到满足的。一个人不能随意找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的性要求，会有特定的规

则指定某些人可以或不可以成为可能的性伙伴。未得到性伙伴的同意 (强奸)

或性伙伴的血缘关系太近 (乱伦)是社会所确立下来的最常见的禁律之一。同

样，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控制人们获取食物的方法以及堆放排泄物的地点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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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关。因此，所有社会都是由各种制度— 满足人们需要的规则— 构成的，

人类需要和内驱力的满足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冲突或混乱。’，宗教便是这各种制度

中的一个。

    “宗教并非产生于人类的沉思或反省，也不是产生于幻觉或误解，而是产

生于人类生活的现实不幸，产生于人类计划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匆因无力控制

生存环境而导致困惑，邪恶和不幸又让人备感无助，宗教则可以让人感到有一

种比自身强大的力量和希望。而更为重要的是，人类需要去应对死亡所引起的

忧虑和绝望。对现世的贪恋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无奈和绝望的事情，而这

可能就是宗教信仰的最主要源泉。尽管不同的宗教应对死亡的方式各不相同，

但所有的宗教都有包含某些减缓死亡忧虑的信仰和仪式。

    宗教的功能是能满足人类个体或社会这个整体的需求。一个社会要保持稳

定，就必须维持一种共同的世界观和持久不变的价值观和信仰模式。而宗教可

以加强整个社会的信仰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对地狱的恐惧、触犯神明

后的焦虑，或者对恶魔诱惑的担心等，都有助于保障社会的一致。正式的法律

制裁并不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宗教作为某种社会模式，能够满足人类或社会整体的需要，能够对人类或

社会起到规范的作用。所以，一个宗教不是专属于某一部分人。经历了几千年

的基督教在兴起时不可能只吸引了穷人和奴隶，他们只是人类或社会的一部分。

对人类或社会有规范作用的基督教同样对富人也有规范作用。

众ithA只oberts，Relie如月肋‘必白9“口1八rSPect泣钾，TheDo“eyPress，汤icago，1984，P40.
拍ronislawMalinowski，“CuhureJ笋月EncycIOI，aed落aofthe肠c匆ISdences ，VOIJMEd byEdwi。

R.ASeligmanandAI袱njohnson，Mac功illan，NewYO氏 1931，P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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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督教兴起时罗马社会中的宗教需求状况

    基督教进入的并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世界。当其兴起时，除了罗马帝国的

传统宗教，在罗马社会还有从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引入的各种各样的新宗教。罗

马人们寻求强调个人倾向的宗教。他们努力从这些新宗教中寻找传统宗教不能

满足的这种宗教需求。帝国初期，对个人类型的宗教的渴望成为全社会的普遍

精神状态。

  (一)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结构状况
    随着罗马帝国大统一局面和经济发展的变化，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结构与

共和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同，这时的社会状况要复杂的多。所以，在了解当时的

罗马帝国的宗教需求之前，我们应该首先熟悉社会的结构状况。对罗马社会结

构的判断，大部分人是从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力去分析。本章打算借助于大部分

学者都采用的标准，即等级 (Class)、地位 (status)和权力 (power)。

    等级实际上就是指财富 (wealth)，是进入市场的途径、制造产品的手段。

“财富”着重强调职业 (或获得财富的方法)和社会条件。在某些情况下，“财

富”可代替“等级”。在罗马帝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有明确的财产划分。一

个人要想跻身于上一个阶层，那么他的财产必须达到那个阶层所规定的数目。

比如说，贵族的财产必须达到 1，000，000 塞斯特斯 (sesterces)，而骑士必须

达到400，000塞斯特斯。2，“财富”和“职业”成为判断一个人等级的两个标准。

    地位是指一个人所受到尊敬、社会威望、拥有的权力和出身等。2她位是判

断一个人的阶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因为有时候很富有的人与他们的社会

地位却不相符。而有些地位很高的人却很贫穷.

    权力主要是指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能力或者是避免被他人控制的能

力。”它的范围很小，一般是指政治权力。在古代世界，金钱和权力几乎是成正

比的.它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准。

铂 1]iamQSinnige氏Ahisto尽ofrom etoA‘及J石李，NcwYOrk，1965，p273.
Runciman，曰口55，30，43一48.
Runclman，前引书 ，48一53，



L海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等级、地位和权力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阶层的三个重要标准，三者相辅相

成。按照这三个标准，罗马社会划分如下:

皇帝

财
富

地

位

权
力

                                                人口 24

    从上图分析可以看出，罗马社会不再是简单的奴隶主、农民和奴隶的划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小买卖人、工匠的地位提高，和有地产的农民组成了

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处于最底层的是无业游民、暴民和奴隶。

    随着罗马帝国政局和生存环境的变化，罗马社会的宗教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二)基督教兴起时罗马社会中的宗教需求状况

奥古斯都对帝国的统一，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四海生平的局

Jam“Malco加 户“】and翔 ，~ 乓内狱口冠 soc 记tu切“rly christian勿，Hendfickson，1997，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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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四通八达的交通，使人们很容易地从帝国的一边到另一边。罗马的官员和

军队能到帝国的每一个地方。各种各样的商人进行着他们世界性的贸易。工匠、

冒险者和追求快乐的人，能自由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能满足他们

利益的机会。就地理上而言，罗马社会变成了一个紧密联结的网络。而联系方

便的一个重要社会影响就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自由地融合。在罗

马军队中、在一个奴隶主身旁的奴仆之间，或者在大城市的一个贸易中心内，

一个高卢人会发现他身边挨着一个犹太人、埃及人、西班牙人或希腊人。一个

来自亚历山大的到处行走的商人可能会同一个亚洲人或印度人赶路。在以弗所

  (Ephesue)、塔苏斯 (Tarsus)、亚历山大、波特奥里 (Puteoli)、布伦迪辛

  (Brimdisi伽)的码头，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相互碰面和混合.在新的条件下

产生的利益面前，民族性格的不同、语言的不同、宗教的复杂和文化的不同己

不成障碍。

    随着环境地改变，罗马人们也有着与以前不同地体验。以前在他们祖辈生

活的家乡，他们受到传统的保护。他们认为保护他的祖先们的当地神灵也会保

护他们。但是现在他们已走出了家乡，通过地中海世界的这几条路径寻找他们

的财富或命运。有时他们的努力会获得成功，但是也经常会遇到严重的失败。

现在食物、房子及能给生活带来快乐的那些东西的获得主要依靠个人的努力。

随着他们在新的环境中寻找新的帮助和适合的新保护措施，他们有了自己的责

任.他们遇到了依靠传统的做法不能完全解决的难题和危险。就他们的当时的

状况，他们需要对他们行动能有新的指导，需要确保他们能成功的新援助和在

他失败期间能支撑他们的新慰藉。老的规定、旧的管理和旧的确保的形式都逐

步的被取代，因为新的社会形成了适合它自己发展的方向，且建立了适合它自

己需要的社会结构。他们结交新的朋友、处于一个新的社会、需要信仰一个新

类型的宗教、需要新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变成了一个新人。25

    不管生存环境怎么变化，罗马人们怎样变化，罗马人们始终都迷信超自然

力量。罗马人民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由更强大的力量控制的世界里，它能触及

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们不能感知的地方，而人们自己的行动能引起它的喜

ShirlcyjackSOn(勿se，介e肋c必10riglns ofChr自，J油月抑，0加persqua比Publis址招In乌New YO浅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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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因而人们不仅仅处在他同他同伴的社会关系中，而且他的环境也包括他同

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如果建立的社会秩序能包括所有的方面，那么它一定不仅

仅包括人类和人们想出的求助和管理的方式，也包括那看不见的世界的力量。

所以，罗马人们任何时候都热衷于修建庙宇，节假日到庙宇中敬拜，以至于，

罗马著名的学者卢克莱修认为，宗教成了人们心灵中的一个沉重负担。在整个

罗马帝国，人们到处建立机构，在这些机构里人们希望通过举行一些国家仪式

及献祭于几个特定的神而确保得到神的帮助或免除危险。那些宗教活动频繁地

举行且备受欢迎。罗马人们不厌其烦地从外地引进一个又一个神灵。到基督时

代开始时，罗马宗教已像罗马社会那样完整和复杂了。罗马人希望他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能有神灵的保护。

    但是那些宗教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国家或一个群体的利益，这种类型的宗教

任何时候都不会给个人提供单独进行崇敬活动的机会或培育个人的责任心。

    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人们生存方式的变化，人们需求个人类型的宗教。

很多人急切的需要神能保障他们的平常生活。他们急切地寻找对不肯定的行为

的指导和对不明白的事的启示。他们期望能得到保护而免受危险，期望得到对

他们损失的补偿，而且他们的满足使他们在超自然的威力面前感到畏惧和感激，

超自然的威力被相信统治着他们的生活。由于人们被卷进了帝国的具有世界性

特点的社会，所以越来越迫切的寻求超自然力量对个人的指引。当一个人是埃

及某一行省的居民或西班牙某一村的农民或希腊一小镇的商人，这个人的需求

可能不会超出他们社会能提供的范围。但是当一个埃及人、西班牙人或希腊人

离开故土变成与别人竞争更大的安全生存空间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人物时，

这个人就倾向于需要一种新的更为个人服务的宗教。

    在很早时候，宗教中这种强调个人的倾向在整个罗马社会就己占了主导。

一个打算旅行的绅士、一个想建立新工厂的商人或计划做军事远征的皇帝都会

征询神谕、求助于占卜或被证明是有用的玄奥方法以便于他们能知道时间是否

有利和应遵循什么样的行动过程。他们期望能了解那神秘的力量对他们个人的

事是怎么认为的.得病得罗马人不是去找医生而是去找巫师或能治病的神灵。

这种类型的宗教活动在特征上不断增强个人化，好像把个人带进了与那控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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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活的超自然威力的关系中。

    但是对于罗马人们来说，那些宗教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种类型的宗

教并不能提供巩固个人与这位神的私人关系的凭借的手段，以使信仰者保证一

个选定的神是属于他自己的及他自己是一个有威力的神的所有物。再者所有的

传统性的求助都没有得到满足。灾难仍可能降临到某一个人所在的群体，尽管

有神的庇护。而且当灾难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非常无助。一个人没有

方法拯救自己，因为只有集体安全没有个人安全。甚至在生活非常困难时向神

做出的特别求助也常常是令人失望的。神灵并不是总是降临富足给信仰者:他

们也并不是总是把那些患病者治好:很多人在神指示的道路上遇到了失败;所

有的人，不论他们是否信神，最后都有一个命运即死亡。如果在生活中不能实

现更有效的救助，那么在其他的领域是否还有其他的途径寻求救助?人类斗争

中的注定的失败带来的仅仅是绝望，除非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能在另一

个世界中得到成功和快乐的补偿。

    罗马世界的人们对这种类型的宗教的需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基督时

代开始的前两个多世纪，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注重那些宗教价值的几种不同的

神秘宗教己在地中海广为流传。希腊很早就以得墨式耳(Demeter)的神秘的宗

教仪式而闻名，它最初只是在爱琉西斯 (Eleusis)进行庆祝的，但是被雅典吸

收后就成了一个国家宗教。有着详细而精确的仪式的依洛西斯的秘密仪式是如

此备受尊重，以至于不仅仅是下层民众还有很多的古代世界最上层的人甚至包

括皇帝都追寻它们.不太流行但通过举行仪式或参加其他典礼能相当有效的感

觉拥有私人宗教的是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神秘宗教仪式。一个人可能加入

萨莫色雷斯(salno thracian) 及没有多大名声的类似宗教，它们在希腊人中很

流行而且在帝国时代仍然兴盛。

    小亚细亚也为罗马世界贡献了几种神秘的宗教。到基督时代开始时，西布

莉及她的男同伴阿提斯(Attis)连同他们的狂欢典礼已经在帝国的宗教生活中

有很大的知名度。另一个小亚细亚神和西班牙女神的仪式也吸引了大批的信徒。

在地中海最东部附近及埃及对阿佛洛狄式和阿多尼斯的信仰非常流行。最著名

的神秘宗教之一就是来自埃及的众所周知的对女神伊希斯和她的丈夫奥西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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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仪式。1世纪下半叶又增添了波斯的另一个神秘宗教密特拉神宗教，密

特拉神注定成了帝国最受欢迎的神之一。如果一个人要把帝国早期地中海世界

的宗教历史定为“神秘事物的时代”，这也不仅仅只是夸大。26

    总之，“希腊主义宗教中有趣的情况是，他们描绘了这个世界，基督教就是

在这个世界中出现的。这个世界不仅为基督教在其中传播开来提供了共同的文

化媒介，在某种意义上，还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人们正在寻找不同神灵

和对不同神灵崇拜背后必然存在的那种统一性，恰恰正是亚历山大把全人类都

称作一个父亲的儿子;而罗马内战的可怕的大动乱，极度地强化了这股已经存

在地追求救世主地强烈愿望;许多人已经在人类范围以外去寻求这个救世主。”

    对个人类型的宗教的渴望，成为罗马全社会的需求。1世纪出现的基督教

正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满足了罗马人们的宗教需求。所以在这种环境产

生的基督教必然也吸引着富裕之人。

Jo一Annshelton，As几eRo蒯nsD必才A勘“凡毖八，诫inRO用0月肋dO1拭5的口，P394一395
Ta宜nV试Hellen」slic，Civi红Za血n，劫ndon，P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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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罗及其追随者的社会地位探析

    “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的主要事实依据就是保罗追随者们的社会地位。持

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保罗的追随者不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穷人就是奴隶。

事实并非如此，保罗的很多追随者都是来自富裕阶层。

    判断早期基督教徒是不是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来看:1、

是否担任社会公职或教会职务;2、有房子:3、对保罗或教会有物质的资助;么

能够旅行。25

  (一)保罗及其追随者的社会地位

    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保罗，就拥有罗马的公民权，而且拜犹太地

区最有名的经学家为师，在耶路撒冷接受最正宗的犹太教育。保罗在传教中利用

了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避免了传教中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保罗决不属于

社会的下层。

    另外，保罗的追随者也不是清一色的“下层人们”。在保罗与他的门徒的通

信件中，保罗共提到65个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 《使徒行传》中都有提

到。另外还有13个没有姓名的信徒和不知道名字的一家人。所以保罗的追随者

有将近80个人。《圣经》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保罗追随者的社会出身，但仔细

查看那些仅有的资料，我们仍能了解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社会背景。

    科林斯的亚该古(Achaicus)(《哥林多前书》16:17)，福徒拿都(Fortunatus)

(《以弗所书》)，夸图 (Quartus)(《罗马书》16:23)，路求 (Lucius)(《罗

马书》16:21)，用卜立比的革利免 (Clement)(《用卜立比书》4:3)，在罗马的地

方名字里都有拉丁名字。”拉丁语主要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这就表明他们的

家族可能是这个地方最早的罗马移民者。因为如果他们只是科林斯的居民，根

本不可能有意大利的某个地方特有的名字，除非他们或者他们的父亲在那里住

过一段时间，而后来又移民到科林斯。例如鲍瓦斯克 (B，ersock)，他是一个

妞。肚dl、cisscn，thcso闹 义tti口gotPau加ec加rislianity:触叮sonorinth，凡rtress，P址Iadelp肠我1952，
P73一96‘
匆 同上.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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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后来作为移民到了希腊.而那些首批移民者家族通常在当地都很有

地位。另外，从名字上我们还能猜测出，有着希腊名字的友阿嫡 (Euodia) 和

循都基 (Syntyche) 是胖立比的商人。她们是保罗的追随者中有独立行使权利

的人。另外一个有拉丁名字的是德图(Tertius)。从他替保罗代笔写信，我们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专业的经师，或至少是个熟练的经师。，

    犹该 (Gaius)是一个善良的罗马人，他不但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保罗传教，

而且还负责科林斯教会成员聚会的膳食。，，很明显，他相当富有。基利司布

  (Cri印us)是科林斯教会的管理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教会中很有威望。

而且在科林斯传教时，保罗只给他们两个单独施洗。32此外与他们一起被保罗提

到的还有司提反 (St即hanus)。他的家族是科林斯地区第一个改信了基督教。

司提反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从他的希腊名字可以看出他不是科林斯本地人，

他或者是希腊人或者是希腊移民，但是他的社会地位可能不属于当地最高的。

他同亚该古和福徒拿都一起去看望了保罗，说明他经济上能负担的起，但也可

能他们是由教会出资受教会委托去看保罗的。另外，保罗在信中两次提到他，

说明他的家族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从他对教会帮助的企图来看，他更像是教会

的资助者而不是偶然的善举。尽管司提反不像犹该和基利司布那样富裕，我们

也能看出他也相当富有，在教会中的威望与前两位等同。

    在科林斯教会成员中，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教徒就是以拉都 (Erastus)。

很多的早期基督教研究者都认为，他是科林斯教会成员中社会出身较高的教徒。

但是究竟是什么阶层的，学者们争论不一。但是在发现的一本拉丁语的《圣经》

中记载 “以拉都出资为一座剧院的东院铺路后，宣称他这么做是为了竞选科林

斯的市政官33.。后来以拉都真的担任了一个官职。但有些人认为他担任的不是

市政官，而是官职比市政官小的、是由骑士担任的度支官。34但是这仍然是一个

很高的职位。在 《罗马书》的记载中，以拉都担任很重要的官职，而且不久又

被选为市政官。肠不管怎么说，以拉都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且非常富裕。

匆《罗马书》16:22。

3，《罗马书》16:23。
32《罗马书》16:23。
”在移民地区，每年会选举两个市政官，市政官是移民地区最高行政官之一

，价:dneiss。。，前引书，P59.
”《罗马书》1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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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科林斯，还有百基拉 (Prisca) 和亚居拉(Aquila)。根据 《使徒行

传》的记载，他们是保罗对外传教的途中遇到的。’6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罗

马书》中都提到他们家中的基督教团体。而且这些人可为保罗把生死置之度外。

在 《使徒行传》的记载中，百基拉和亚居拉是犹太人，曾居住在罗马，后因克

劳狄皇帝下令驱逐犹太人而离开了罗马，他们是帐篷制造商。37从以上信息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百基拉和亚居拉非常富有，他们能从一个城市顺利地搬到另一城

市，且在三个城市中都购买了相当大的房子;他们能资助保罗的对外传教，能

资助基督教团体。他们的职业虽然不高，但也不是最“下贱”的。38他们是工匠，

但却不受制于人，按照古代的标准，他们经营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工厂。而且他

们很有知识，熟悉希腊罗马文化。《使徒行传》中，保罗不只一次的把百基拉的

名字放在她丈夫的前面且大部分只提及百基拉，这些说明她的地位可能比她丈

夫要高。

    在保罗的追随者中，另外一位比较有名的女性就是非比(Phoebe)。保罗在

《罗马书》中说到:“她是坚格里的女执事。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身份的态

度去接待她。无论她在什么事上有需要，请你们都帮助她;因为她曾帮助过许

多人，也帮助了我。”39从保罗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非比是经济独立的女

性，因为她帮助过很多人，而且还是教会的执事。她到罗马可能也因自己做买

卖的需要，而并不仅仅只是为给保罗带信。妇女中还有一位名人就是吕底亚

(Lydia)。她是经营从东方进口上等不料生意，在排立比遇到保罗并改信了基

督教，并把保罗一行人邀请到家里住。所以她非常有钱，而且还有一套房产。

从她的名字、出身和职业可以看出，她属于胖立比的上层— 意大利的移民者。

有些学者还认为，吕底亚是贵妇。犯

    保罗在 《罗马书》16:13问候鲁孚 (Rufus)及他母亲(她住在罗马)，说

她也是保罗的母亲。保罗称她为“母亲”，说明鲁孚的母亲可能救助过他，那么

她就可能到过东方且住过一段时期。也就是说她也有很多财产。我们可以更有

肠《使徒行传，18:2‘
”《使徒行传》18:2一3。

洲JamesMalcolm̂r颐dson:wome 氏c白55，口月d匆ci亡川加ea吻动;。“。n奴Hoddc肠氏1卯7，p22-
” 《罗马书》16:1一2。
犯 威利斯顿 ·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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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的断定马可 (Hark) 的母亲玛利亚的地位。根据 《使徒行传》12:12，玛

利亚在耶路撒冷有一所房子且能给教徒们的聚会提供膳食和住所。另外，一个

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拉丁姓氏，说明马可家族在当地很有社会威望。

    给保罗很多帮助并曾陪保罗传教的巴拿巴，他是保罗追随者中一个很重要

的人物。其实他信仰基督教比保罗要早，保罗也可以说是他的追随者。对于他

的出身，保罗的信件中并没有明确的提到。但是在 《哥林多前书》9:6，保罗

说道“难道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去做工吗”。保罗的口气就像地位极其高

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他们的工作很值得肯定.另外，在 《使徒行传》记载中，

巴拿巴是把自己的田产买了而加入到教会中，他拥有一个农场。

    亚波罗是早期基督徒之一，也算是保罗的追随者。他是亚历山大的犹太人，

他很有口才，擅长讲解圣经。他到以弗所传教，后又到亚该亚传教舰。所以，亚

波罗应该受过专门的讲经训练，他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表明他还是有财

富的。

    保罗的追随者中有奴隶，但也有奴隶主，例如胖利门(Philemon)。他是哥

罗西城的富裕且很有教养的基督教徒，有一座能容纳足够多人的房子。他至少

有一名奴隶。因为在 《胖利门书》中，保罗为他那名曾经逃跑后来饭信基督教

的奴隶欧尼西幕求情，希望排利门能饶恕他。

    总之，保罗的追随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贫穷之人但也有富裕、有权

势之人。其实他们情况从保罗的一些信件中也能反映出来。保罗的追随者很多

都是哥林多教会的成员。百基拉和亚居拉就与哥林多有关，基利司布、该犹、

司提反、矶法和以都拉也都是哥林多教会的成员。

(三)从 《哥林多前书》看保罗追随者的社会结构

    《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内容主要是劝勉教徒和回

答教徒提出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的教友们由于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己饭依基督教，

《使徒行传》16:24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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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彼此之间相处的并不和谐。松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中的争吵与分歧显示出信徒们文化上的差异:亚波

罗(APollos)代表的是受过教育的信徒;矶法(C即has)代表的是传统的犹太

人;而保罗则面向普通大众。保罗请求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知识的信徒，不

要相信人的聪明智慧，而应相信基督的十字架。这很可能意味着在科林斯的教

会中，那些社会地位稍高的人瞧不起地位低的教友。因此，从1:18到2:16，

保罗便开始谈论人的智慧问题，并引用经文“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

明人的聪明”，这很有可能就是针对教会中那些自恃拥有智慧的人而言的。

      “自负”问题仍然是后两章的内容。一些人所以会自以为了不起，表面上

看来似乎是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神秘的启示，但同样有可能的是，按照世人

的标准，他们高人一等。《哥林多前书》描述如下:你们不可 “自高自大，看重

这个，瞧不起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

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

自己就作为王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赤身露体、挨打。没住处，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

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今天，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们我们把“饱足”、“丰富”与“饥渴”、“赤身露体”相对照，就明显的看出教友

之间存在贫富差别。

    在 《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中，保罗告诫信徒不要彼此告状:“你们中间有

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

要审判世界吗⋯⋯你们彼此告状，这己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

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

就是兄弟”。‘弓他们相争，必定是有财产才争的，这些彼此告状的人应该属于有

产者。德里克·提德保尔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45

    《哥林多前书》还写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

是作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己更好。因为作奴仆

42《哥林多前书》了:22;3:4。
。《哥林多前书》4:18;4:6一8;4:11一13。
，‘《哥林多前书》6:1一8.
朽氏rek翎ball，跳eslc王口1〔乞月侧 of功e入飞洲石活匆优己月t，Asocial̂nalysis，p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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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6可

以看出，保罗从未把人的社会地位看作是入教的障碍，早期基督教会也不可能

由清一色的贫困者构成。

    所以，哥林多教友的社会成分是形形色色的，但中产者控制着教会，成了

教会的领袖。保罗“哥林多书”的对象实际上主要就是针对这些“中产者”，鼓

励他们克服自身的缺陷，放弃他们世俗的自负。哥林多教会是早期基督教中一

个很重要的教会。它建立得比较早，结构也很完善.一落叶而知天下秋。从哥

林多教会的社会构成，可以粗略地推测出早期基督教徒的社会构成。

    从上述追随者的论证可以看出，保罗的追随者的社会构成是复杂多样的，

绝不仅仅只是贫穷的社会下层，而是含有一些富裕及几个相当数量的有影响的

人物。

肠 《哥林多前书》7:20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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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早期基督教中的上层信徒

    在 《辞海》的记述中，上层社会是指社会成员中地位高的那一部分人。实

际上，对 “上层社会”的界定，学者们众说纷纭。这个概念也主要是用于研究

现代社会。在罗马社会，“上层社会”主要是包括地方议员以上的人及拥有议员

资格的人，从广义上来讲，上层社会主要指那些富有、有教养的人。寸7是不是上

层社会的人真的跟早期基督教无缘呢?早期基督教徒真的没有来自上层社会的

吗?事实并非如此。

  (一)早期教会中的知识分子— 护教士“

    早期基督教并非纯粹是社会下层民众组织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基督徒知识

分子的存在，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基督教的护教士们。

    第一位护教士是夸得拉都(Quadratus)，可能是雅典人。大约在公元 125

年他向罗马皇帝哈得良上书为基督教辩护。约公元140年，雅典基督徒哲学家

阿里斯蒂德 (Aristides) (约公元 145) 上书安托奈纳斯·派厄斯皇帝护教。

约公元巧3年，查士丁(死于约公元165年)在罗马写下了最著名的护教文章。

他的学生塔提安 (死于约公元180年?)也是护教士，曾将四福音书合编为著

名的 《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此外还有撒狄城主教美里托 翎elito)，

在169年至180年间曾撰文护教。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约公元170至

108年写作书信，护教文流传至今。还有 ‘致狄阿格内图书信》也属护教文一

类。公元2世纪末的护教士则有克雷芒、德尔图良和奥利金。

    护教士运用希腊罗马的思想资源为基督教辩护，固然有将基督教信仰思辨

化的倾向，更主要的是为了捍卫基督信仰的至上性，强调信仰高于哲学。基督

教被希腊罗马文化同化的时候，也就是希腊罗马理性思辨介入到信仰空间并以

此形成希腊式的信仰进路之际。哲学固然不能改变基督的信仰，却改变了关于

Di而trisJ.KyDnatas，几e匀c必1及ru湘咫毋功亡Ear!xChr台tia”〔乞用mun血葱。，、乞rso，助nd。氏1987，Ploo，

对基督徒的种种责难，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仇视态度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起而为之辩护，这些人被称为
护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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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的理解进路。

    基督信仰的信的进路至少包含着下述几个层面。第一是逻各斯基督论，这

首先出现在 《约翰福音》中，继后有查士丁的著作，并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及

其他的护教士中成为主导的神学形态。其次，早期教会信仰的独一神论的色彩

依然明显.护教士并不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与父同等的地位，而是强调神性统一

性。阿泰那哥拉斯尤为明显。这可能与罗马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抨击有关，因

为他们批评基督教把耶稣和上帝放在同等的地位，影响罗马帝国的一神主导下

的多神崇拜。早期护教士特别强调基督教的神观是独一神论，这可以视为是三

一神学的早期阶段，同时也说明基督教对于基督— 逻各斯的认识有一个历史

过程，犹太传统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三，基督教 “人观”受到希腊思想的

重大影响，他们喜欢从躯体— 灵魂二元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按照希腊人

所谓的教育和净化的观念来理解人的救赎。所以，当基督教日益进入希腊罗马

的社会形态的同时，确实存在着一个由犹太传统向希腊主义转变的时期。只是

在这一时期，基督教思想家还处在谨慎的探索之中，希腊和西伯来两大传统的

张力依然明显。

    在早期护教士中，雅典的夸达图被称为后使徒护教士之父，他写了 《致哈

得良》，反驳帝国政府和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把基督教看成是巫术和秘教。他认为

耶稣行奇迹不是因为他是巫师，而只能证明他是教主。不久，又有一位护教士，

《彼得教诲录》的作者，更积极地批评异教徒和犹太人，指责他们的傲慢，因

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崇拜上帝，但他们崇拜的只是天使。而耶稣基督，就如

保罗在《歌罗西书》一章18节所称的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

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姐

    查士丁是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护教士，他的 《护教文首篇》和 《护教文次

篇》都保存下来。那时由许多民间传闻，说基督教徒在夜间聚会上沉酒于食人

肉和乱伦行为。查士丁予以驳斥，“就我们来说，为了免却一切不义和不敬之故，

我们曾受教导，把新产生的儿童丢弃是恶人们的所为:第一，为了我们看到这

样被丢弃的几乎全数(不单是女婴，还有男孩子)皆被送进妓院。像古人据说是

. ‘歌罗西书》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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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畜牧牛羊和马一样，你们现在养育儿童也无非为这种可耻的用处:而为了

这种不净，无数子女，阴阳人，和那些犯有不可告人的恶行者，都可见之于所

有国家。但你们雇佣这等人，接受他们的税款，其实你们应当把他们放逐处境

的.凡使用这样人的人，除掉不信神，不名誉和犯奸淫之外，可能也和他自己

的儿童，亲戚，或兄弟性交。有些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女和妻室作娟妓⋯⋯真的，

你们公开所做和称赞的一些事，好像神的光明己经被掩盖而熄灭一样，就是这

种事你们推在我们的身上;你们这种诬告，事实上对我们一无伤害，因为我们

不做这样的坏事，而伤害只加诸于那些做此事而又作假证诬告我们的人。”的

    查士丁进一步指出，基督徒被审判定罪，不是由于他们是无神论者，也不

是由于不忠诚，而是由于他们信奉基督教教义，有基督教徒之名。仅以基督徒

之名就定基督徒有罪是不公正的，因此他要求公正的调查，“单就一个名称来说，

除非凭那含在这名称中的一些实际行为之外，无决定其为善或恶之可言。真的，

就我们所受控告的名号来判断，我们实为最优秀的人物。但是我们以为单就名

号而被人判处认为作恶是不公正的，同样，就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不被查

出了任何罪，不论在称号上或行为上，则你们的分内事要极其小心，免得为你

们招来不公正的惩罚，因为对那并不犯罪之人作不公正的处罚，因为不论赏或

罚，均不能从名号中来，而只有从行为中才能合理地施行出来⋯⋯假如被控告

者否认那名号，说他不是 ‘基督徒’，你们便释放他，认为他并无作奸犯科的证

据;反之，如果任何人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你们便为了这个承认而惩罚他，

而当那人被问及的时候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在另一方面，那些实践邪恶生活的

人，给机会给一些人，不加思量，而控诉一切基督徒都是裹读神明且是邪恶的。”

别因此，在众多的罗马宗教中，只有基督徒才是真正的有神论者、一神论者。他

们相信基督这上帝的独生子和先在的逻各斯，他们既受旧约众先知的启示，也

受希腊哲学家的教诲，基督预言的应验和他的卓越教义的实现，证明基督徒是

完全清白无辜的— 只有那些被恶魔蒙住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最后，查士丁还回应了基督是巫师的指控，“或者有人向我们提出下列的问

题:何以不称说你们所认为的基督，不是出生在世人中间的一个常人，而只是

Justin，IAPOIogist刀
加stin，IAPo众)gis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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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邪道巫术才做了你们所称为大能的事，藉此而被称为上帝之子呢?为免这

样，我们现在要提出证据来。我们不是专凭自己的主张，却是不得不给那些预

言他来的先知所说服，因为他们所说的远在所行的奇事以前，而我们亲眼见到

那些已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恰恰跟先知们所预言的一样，我们认为这，

甚至对你们也将显为最强有力和最可靠的证据。”“2在接下来的三十一章至五十

一章中，查士丁运用圣经上的大量证据说明基督的历史事件有着旧约上的大量

预言，是可以理性地检验的。

    在查士丁看来，基督徒是一群非常克己，非常自制的有着希腊式美德的人。

他在谈到基督教不遗弃儿童的问题上说，不遗弃儿童的一个缘故是“恐怕他们

之中有不被拾起而死亡了，这样我们便成为了谋杀犯了。我们若婚嫁，是为了

可以养育儿女;若不结婚，便自己节制。为了使你们理解，男女杂交绝不是我

们奥妙行为之一;我们当中曾有一人，不久以前，上书亚历山大里亚总督排立

斯，请求准许外科医生把他阉了，因为那儿的外科医生禁做这样的事，除非获

得总督的特许。当胖立斯拒绝签发这一许可证之后，这位年轻人一直独身，自

甘依其自己的和其同信者的良心而生活。我们以为这样这里可以提到安提努之

事，他曾生活至晚年，而大家由于畏惧心之故，都崇拜他如神⋯⋯”‘，正因为基

督徒有着道德和信仰上的至高的要求，因此他们是帝国境内最顺服的公民，“我

们比所有的民众都更爽快地付清通常税收及临时的特税给你们所委任的官员。

这是按照他的教导，因为当时有人来到他的面前，问他，我们应该纳税给恺撒

吗?他于是这样回答他们:‘恺撤的物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马太福音》

22:21)所以单纯把崇拜献给上帝，但在其他事上，我们很乐意侍奉你们，因

为我们承认你们为世人的君王和统治者，我们并祈求上帝使你们不但有统治权

力，但也有健全的判断。”“

    与查士丁同时代的护教士还有撒迪斯的美利托(Helit。)(鼎盛时期为160

一180)，他也是犹太人。与查士丁不同，他更倾向于从犹太传统的角度解释基

督教，更接近独一神论，而非查士丁的从属论式的三一论。美利托的辩护包括

两个方面，既与犹太人争论，又呼吁皇帝容忍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哲学和奥

Just至几L4P口Iogist30.
Justin，1即01口gisJ29.
Justin，IAP口叱公台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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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都开创的君主制有相关性，基督教正是在奥古斯都的统治时期成长壮大的。

他还认为只有坏的皇帝诸如尼禄和多米提安才迫害基督教徒。另一部护教著作

  《致阿泰那哥拉斯》(约作于公元176一180年)也是写给皇帝的公开信.信中

向奥勒留和康茂德(c。mlnodus)恳求，抨击流俗对于基督徒乱伦和食人的指控。

信中说，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一致的，与其他的宗教信仰的竞

争者相比，基督教更接近真理，既能为受教育者也能为不曾受教育者理解，上

帝的存在和统一性可以为逻辑证明。基督徒并不只是如诗人和哲学家通过猜想

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从对上帝自身的见证中，从受他的灵所启示的先知的

见证中有见证。书信还论证了永生的上帝只有一位，指出上帝不可能存在于部

分当中或从部分中生出。他认为理性和真理同时能够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因此

基督教的主张值得尊重。

    从上述护教士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即使不是饱学之士，最起码也

是雄辩之士。他们的著述显然是以知识阶层为对象的。他们不是依靠体力劳动

谋生，而是笔墨谋生。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知识丰富。曾向哈得良皇帝呈现

明快的护教书的阿里斯提得斯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士查士丁曾向芝诺、

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等学派求救过关于神学的知识。他被后人

称为是著名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雷芒过去曾阅读过多种希腊文作品，

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他文风生动活泼，讽刺挪偷，令人爱读。他

的方法常常像辩护人在法庭上陈词。他被后人称为拉丁神学之父。“5奥利金掌握

了大量他们那个时代的各种学问。而且护教士当中，有些人的社会出身也不低。

德尔图良就出生于迩太基一个富裕的外帮人家庭。

    护教士的出现说明基督教已赢得社会上一些较有知识的人士的信仰。从这

方面来看，早期基督教徒就不可能完全是“穷人、奴隶等社会的渣滓气

(二)来自贵族和骑士阶层的基督徒

据 《使徒行传》记载，塞浦路斯的行政总督士求·保罗、亚略·巴古的议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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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丢尼修在保罗的努力下改信了基督教。汤同样，在彼得的传教中，他也使两个

议员戴弥特瑞斯(Demetrius)和玛瑟路斯(Marcellus)改信了基督教，让两个东

亚的骑士狄奥尼斯(oionysius)和巴布斯 (Balbus)信仰了基督教。5，很多学者

都认为《使徒行传》中的记载不可信，因为他们认为它可能是基督徒为了基督

教而刻意的夸大事实而作。但是基督徒除了圣经，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基督教兴

起时的更多资料。在这方面，《使徒行传》有可能是夸大了那几个人的身份，但

也有可能他们说的就是事实。

    公元95年，因信仰基督教，罗马的执政官弗莱维乌斯。克雷芒及其夫人弗

莱维亚·多米蒂娜，一个被处死，一个被放逐。罗马教会将多米蒂娜的墓穴看

作是教会最古老的墓穴之一。这两个人也许是早期基督徒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了。

    优西比乌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康茂德(161一192)统治时期，我们(基督

徒)所受到的对待己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敌视转向了现在的被温和对待。

所有的教会都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局面。灵魂拯救这个观念的发展，使社会各

个阶层的人都对宇宙唯一的神— 上帝顶礼膜拜，所以现在罗马的很多极其富

裕的人和家族开始信仰基督教。”幼优西比乌斯还记载了著名的殉教徒阿波劳涅

斯(Apollonius)的故事。他因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智慧而在基督教徒中著名。他

同一大群议员、著名的哲学家和在法庭上辩论。哲格姆甚至相信他是一位罗马

议员。

    亚历山大里亚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繁华仅次于罗马城。在2世纪晚

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会就建立了与埃及乡村及东西部大城市教会的永久

联系。而基督教的主要人物也都聚集在此设坛讲学。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吸纳了

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各行各业的人，有社会上最穷的也有最富裕的。我们对亚

历山大里亚教会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此教会的教父的著作。其中不容忽视的

就是克雷芒。他写了一部著作是《导师基督》(Paedagogus)。这是第一部论述

基督徒行为的著作。重要的不是这本著作本身，而是对当时风俗习惯的描述。

克雷芒宣称他的这本著作主要是面向那些已被挽救的心灵黑暗、污浊的人即已

‘6《使徒行传》12:120
，7《使徒行传》12:120
”助sebius，月石，52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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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版信了的基督徒，为他们提供掌握基督徒本应该有的道德和特质的指南，让

他们过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当然克雷芒提供的那些准则，并不能直接为我们提

供教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线索。但是很多学者却注意到那些准则的重要性。例如

马丁·黑格尔(MartinHengel)，他认为克雷芒面向的是很有教养和能力的教

徒。码哈那克认为，从《导师基督》中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中有很

多的有教养的人。.麦罗认为，从《导师基督》中可以断定，在亚历山大里亚基

督教已经渗透到上层社会。。，

    事实上，《导师基督》中大部分内容揭示出教会成员的社会阶层，文章的内

容主要涉及的是金银珠宝、面霜的正确使用方法及大部分人都感兴趣的东西例

如吃和穿。毫无疑问，只有富裕的人才整天考虑这些。其中，克雷芒还生动的

描述了亚历山大里亚上层社会的饮食情况:“每天吃的是西西里海峡的七鳃鳗、

曼伊安德河的白卿鳝、麦劳斯的小山羊、鳍鱼、哑罗经地区的贝类、阿比杜斯

  (小亚细亚的一个古老城镇)的蚝、阿提卡 (古代希腊东部一地区)的大比目

鱼等等。他们毫不羞耻的炫耀他们的珍谨佳肴，我对此感到很遗憾”。“2此外，

克雷芒还提到“不应该对他们的宴会的规模或丰富感到惊讶，因为那样就显得

你太大惊小怪了;不应该对那些生活的很细致的人感到惊讶，那样你会让人觉

得你更愚蠢;那些整体躺在沙发上，只等着吃喝的人是多么的愚蠢!’’幻另外，

克雷芒还书中写道 “极其喜爱珠宝和金饰”或者 “睡衣的重要性，有金边的地

毯，用金丝织成的平滑的地毯”。有很多基督徒妇女反对过简朴的生活:“她们

问我 ‘为什么不能用上帝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我己经拥有了那些东西，

为什么不能享用它们呢?’;或者问‘如果那些美好的东西不是让我用，那么生

产那些东西是给谁的呢?’克雷芒回答说，这些问题正好显示出她们不明白上

帝意愿。财富是用来救济穷人的，因为用它们追求享乐是可耻的。”时克雷芒能

有点夸张。但这一页页的描写很明显不是针对“那些没有继承财产的人”。下层

人们根本不可能遵从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也仅仅只能糊口(甚至中产阶级

5，Di而trisJ.KyD目a比，前引书，P102.
印同上。
‘，同上。
犯cclenml，几巴内9昭”，2，1，237·
。同上，2.124O.

“同上，2，13，16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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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食物的名字也相当陌生)。2世纪末的亚历山大里亚两极分化严重，城内

居民由非常富裕人和极其贫穷的人的组成，但大部分人都是每天找工作的雇工

和小资产的贫穷人，他们不可能那么奢侈。克雷芒也清楚的指明，他主要针对

的是他认识的基督徒成员。

    没有必要再做详细的解释，当时的情况己经很明显。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中

有很多的极其富裕、社会地位也可能很高的教徒。

  (三)宫廷中的基督徒

    罗马帝国的宫廷人员主要包括皇帝、皇后及其皇宫的服务人员即皇家御用

奴隶。皇宫的服务人员主要是由皇家的奴隶和被皇室释放的自由人来担任的。

他们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某位皇帝的雇用或宠信

而变得地位显赫。他们有的家财万贯，权倾朝野，也因为与皇帝的近距离接触

而能够影响到皇帝的决定。就当时的社会来说，他们这些人已经不算是“社会

的最下层”或 “人类的渣滓气

    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基督教兴起时就加入了基督教。其实早期基督教早就注

意到王室人员的力量和重要性。在这方面，保罗应该有体会。保罗在被捕之后，

被一群犹太人带到了朱迪亚行省总督费利克斯那里，费利克斯是一名宫廷的被

释自由人。他把保罗关押了两年。之后把保罗的问题丢给了下一任总督解决。

对于他被关押两年的原因，《使徒行传》有相互矛盾的解释。《使徒行传》中说，

在保罗被关押的两年中，费利克斯对保罗的讲道感兴趣而曾数次同保罗谈论基

督教的一些理论例如道德、自制、最后的审判等等，有时候他们谈论时费利克

斯的妻子还在场。但另一方面，《使徒行传》还记载，费利克斯希望能从保罗身

上收到一笔贿赂。

    在 《圣经》中有明确记载使徒使一个太监板信基督教的事情，使徒胖利听

从使者的引导在路上碰到了“衣所匹亚女王的有权利的太监”，在经过排利的一

番讲道之后，“胖利就给他施洗”了。6“

    大约在公元56年，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提到罗马城有一个重要的

“ ‘使徒行传》8:27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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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在保罗到罗马之前就建立了。公元50年，克劳狄皇帝下令

驱逐罗马城的犹太人，罪名是“他们在耶稣的唆使下一直不断的搞破坏”。这么

早的时间说明，罗马教会并不是彼得或基督教的重要人物建立的。让我们惊奇

的是，保罗在拜访罗马城之前，他就与罗马教会的一些人很熟悉。这其中就有

爱瑞斯特布勒斯(Aristobulus)和纳斯瑟斯 (Narcissus)家族的基督徒，他们

都是皇家的奴隶。几年以后，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写《胖立比书》，他特别给皇

宫的服务人员带去祝福。毫无疑问，在基督教兴起时，教会中的很多人员就是

皇家的奴隶，而且还是皇宫的一些重要人物。对此，2世纪编写的《彼得行传》

和《保罗行传》也有记载。《保罗行传》中记载“保罗的很多追随者是来自皇宫

的。”而《彼得行传》记载的更详细，说保罗被几个来自宫廷的基督徒围着。还

给出了七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教会长老叫纳斯瑟斯 (Narcissus)。纳斯瑟斯

长老这个人物也可能是依据的是帝国的自由人纳斯瑟斯，他的家族里的人都是

基督徒。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自由人纳斯瑟斯就是基督徒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帝国宫廷里基督徒的证据的确来自一些历史回忆或当时人的记载。

    1世纪末，罗马主教克雷芒 (Clement)(公元30年一101年)写给科林斯

的基督徒一封信。这封信由三个基督徒带到科林斯。这些基督徒一定是在公元

50年饭信的基督教。他们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是克劳狄斯(Claudius)和瓦勒茹

斯(Valerius)。他们也是宫廷的奴隶。因而这也表明他们属于保罗所提到的那

个 “宫廷奴隶”团体。据说克雷芒也是皇帝家族中的人员，可能是皇帝的表弟

也就是当时的执政官弗莱维乌斯·克雷芒 (TitusFlaviusClemens)家中的一

个自由人。按照后来的说法，克雷芒的母亲也是皇帝家族中的一员。

    另外，从 《查士丁行传》中我们看到，查士丁的一位同事犹尔匹斯图斯

(EuelPistus)

(C即Padocia)

曾是一个宫廷奴隶。犹尔匹斯图斯说他的父母在卡帕窦西阿

时期殉教，而他的信仰就是受到他父母的影响。

他父母就是服务于皇帝的奴隶还是只从他开始才是皇帝的奴隶。

确定犹尔匹斯图斯是宫廷奴隶中改信基督教的基督徒。

我们不能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

    伊瑞诺斯“renaeus)(公元130年一200年)几乎是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

雷芒同时代的人。他提供给我们关于公元 180年时的两条信息。在他著作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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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说》中写道:“难道那些皇宫里的基督徒没有从皇帝的财产中得到一些器皿

吗，那些没有得到的，根据他的能力难道没有被赐予吗?”对于用皇帝的财产

解决自己的贫穷的思想，在《彼得行传》中也有表述。《彼得行传》中记载皇帝

(尼禄?)与他的一位议员马克鲁斯 (Marcellus)的对话:“我打算罢掉你所有

的官职，要不然你可能会抢掠各行省的财物去照顾那些基督徒。马克鲁斯回答

说 ‘我的财物就是您的财物’;但是皇帝说 ‘如果你把它们给我，那它们就是我

的了。”肠这两个信息可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宫廷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基督徒人物。

同时，伊瑞诺斯还给罗马的长老弗罗瑞努斯 (Florinus)写了一封信。信中写

道，在小亚细亚伊瑞诺斯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认识弗罗瑞努斯，那时弗罗

瑞努斯己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而且还是宫廷中的一员。这暗示着弗罗瑞努斯以

及他的同事士麦拿 (Slnyrna) 主教和坡力卡普(Polycarp)主教可能都属于宫

廷奴隶。

    尽管，上面讨论的有些资料不是太可靠或者说令人怀疑，但这些累积的信

息也给我们清晰的展现出当时的历史事实。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到2世纪时

耶稣的门徒就己成功的转化了很多宫廷中奴隶和自由人。尽管后来费利克斯回

到罗马再也没有跟基督徒接触过，但是他们毕竟对基督教有了全面的了解。这

也许就暗示了基督教传入宫廷的一个方式。

    罗马帝国最早改信基督教的皇帝是君士坦丁，而从基督教兴起到2世纪末，

罗马帝国没有一个皇帝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他们可能也不真正的了解基督教。

而皇帝的殡妃中最早对基督教有偏爱的是康茂德的宠妃马西娅。康茂德的最宠

爱的殡妃，也就是那个最终策划谋害他的皇帝情人的著名的马西娅曾宜布自己

是基督徒的保护者。虽然不能证明她己信仰了基督教，但说明她对基督教信仰

还是有一定的偏爱的。在她的保护之下基督徒安然的度过了13年的康茂德的残

暴统治。

    总之，40年代兴起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在2世纪时，势力就已伸到骑

士阶层和宫廷中。而皇宫中很多有权力的奴隶在1世纪时就信仰了基督教。他

们是奴隶，却并不是恩格斯眼中的“最下层人，’o

“Dimitris1KyDrlal韶，前引书，p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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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早期富裕基督徒与基督教的发展

    早期基督教的发展离不开富裕教徒的支持。当时早期基督教没有统一的教

会，信徒们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聚会，所以教徒中的富裕人就成了基督教的最

早资助者。他们让基督徒在他们家里聚会，并且提供物质上的支持。而保罗等

人的外出传教也是依靠富裕教徒的资助。上文提到的女执事非比是一个有财富

和社会地位的妇女，她带着保罗的信去罗马，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同时也办理

跟教会有关的事情。保罗在信中希望她为自己即将到罗马做好准备，并且承认

她对自己的慷慨解囊和对自己的支持，并要求罗马基督教在各方面帮助她，以

偿还他欠她的债。

    有社会地位和雄厚财力的基督徒除经常资助教会，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财富

和社会地位，为基督教的传播畅通道路。乔安娜是初萨的妻子，是赫罗德的管

家，是教会的一个资助人。她跟随耶稣及其门徒游走在一个乡村与另一个乡村

之间。她还凭借自己与赫罗德家族的关系，化解了传福音路上由于当地小官员

构成的障碍。保罗的对外传教也是在富裕教徒的资助下完成的。对保罗还资助

的人有百基拉和亚居拉、吕底亚等等。

    基督教能从一个被镇压的宗教发展成罗马帝国第一大宗教，解除民众对基

督教的误解是极其重要的一步。而这主要是护教士的功劳。在基督徒遭受迫害

期间，许多基督教护教士挺身而出，为基督教信仰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他们的

辩护使周围的异教徒慢慢了解了基督教。在这个基础上，基督教才可能慢慢吸

收更多的教徒。

    由于早期基督教的领导人认为必须向外界保守基督教的情况，而且当时基

督教的很多礼拜仪式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这就容易引起非基督教的怀疑，导致

人们对异教徒污蔑的轻信。不了解基督教的人们认为，参加基督教的人都是最

低等的、最无知的。“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无知者，生来轻信他人话语的妇女聚集

在一起，组成一个邪恶的阴谋集团，通过一本正经的节食和荒唐的宴会，不是

靠祭司，而是靠一种无法补救的罪恶，在夜晚的集会上纠集在一起，— 这正

是一个害怕阳光的鬼鬼祟祟的族类。在公开场合缄口不语，在阴暗角落喋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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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了所以这些人组成的神秘社团按理应该就不千好事。所以人们认为，基督

教是一种邪恶的神秘教。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流言说基督教的入教仪式有一项内容是杀婴。“婴儿的

血，呵，太恐怖了!他们拼命的吸。婴儿的肢体被撕成碎块。他们一个比一个

狠。通过这个牺牲他们结成团伙;每个人都要参与这项罪行，以此保证严守秘

密.这些所谓神圣的祭仪比其他任何献祭都更加令人震惊。”朋还有一个流言说

基督教社团举行男女混杂的宴会.“在指定的日子里，他们带上自己的孩子、姐

妹和母亲赴宴。这种集会不分性别和年龄。品尝了许多道美味佳肴后，餐桌上

的人都醉醇醇的，面红耳赤，情欲沸腾”，“此时可作明鉴的灯火熄灭了，在那

有利于无耻行为的黑暗中，他们胡乱地与他们撞上一起的人拥抱在一起，发泄

情欲”。。
    基督教崇拜的对象也被认为是可耻的，应受惩罚的。“我不知道这种愚蠢的

信仰是什么。有人告诉我，他们供奉驴子的脑袋，崇拜驴子这种最下贱动物。

这种宗教倒也只配供奉驴子，因为他们的道德来自驴子的品行。还有人告诉我，

他们甚至崇拜他们主教和祭司的生殖器，敬慕他们父母的生育力。这种猜疑可

能是错的，但无疑与他们在夜晚举行的秘密祭仪有关。无论谁说他们崇拜的对

象是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还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罪人设置祭坛，那么他们

崇拜的实际上就是他们改领受的。”70

    受不同的宗教信仰的驱使，当时民众中也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怀疑基督教

想要毁灭古老的宗教体系。基督徒被看作旧有宗教的贬损者。他们说，基督教

“是一群不可救药、无法无天、挺而走险的匪徒，它要造诸神的反”。”“他们

藐视神庙，认为神庙不如坟墓，他们厌恶诸神，对我们神圣的祭仪嗤之以鼻。

真正可悲的是他们自己，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该为他们的祭司感到遗憾:他

们半裸身体，鄙视高位和紫袍。”’2

    基督徒被说成是暗中行事的凶杀犯、炼丹者、乱伦者。人们相信，基督徒

“MinudusFelix，octaviuss
拐Minucius凡恤，前引书9.
。同上，9:7·
和同七，9:3碑·
”同L，8:1，
花同上.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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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罪犯，既愚蠢又卑鄙，是“人类中的渣滓”。如果要问他们为什么是基督徒，

他们就会说:“基督徒就是犯有各种罪行的罪犯，是诸神的敌人，是皇帝的敌人，

是法律的敌人，是优良道德的敌人，是全人类的敌人”。’3基督教的存在会导致

诸神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基督徒应当“为各种公共灾害，为人类遇到的各种不

幸”受到责备。“如果台伯河有一天涨水冲到了城墙边，如果尼罗河没有按时上

涨给田野带来肥料，如果发生了地震、饥荒、瘟疫，马上就会有一片吼叫声，

  ‘把基督徒扔去喂狮子!’”74

    异教徒作家更认为基督教是邪教。异教徒凯西留斯认为，基督徒实际上都

是无神论者，是阴谋家。他们把崇拜肉欲的祭仪传播到各地，搞男女混杂的“兄

弟会”、“姐妹会”，在此名目下通奸，这些名称是神圣的，但他们搞的勾当是邪

恶的。基督教的那些空幻而又愚蠢的迷信实际上大言不惭的罪恶表白。他对基

督教徒的品德表示怀疑。他说:“他们为什么要努力保守秘密，不告诉我们他们

崇拜的是谁?不就是因为光荣的行为可以公诸于世，而邪恶的行为要尽量隐匿

吗?他们为什么没有祭祀，没有庙宇，也没有常见的诸神的塑像?他们为什么

不公开演讲，也不公开集会?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崇拜物是可耻的，应受到惩罚

的吗?”’‘

    克尔苏斯也是反对基督教的著名人物。他认为早期基督教与成熟的罗马希

腊文明无法相比，基督徒膜拜耶稣死亡时所用的器具是迷信的表现，“无论何处，

他们都在作品中谈论生命之树，谈论肉体藉树的复活。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导

师被赤裸裸地钉上十字架，是一个做生意的木匠的缘故。所以若是他碰巧被扔

下悬崖而死，或被推进洞穴而死，或被闷死;若是他是鞋匠或石匠或铁匠，那

么天上就会有生命的悬崖，或复活的洞穴，或不朽的绳子，或有福的石头，或

爱的铁，或神圣的皮革。哼着故事催促小孩入睡的老妇难道不为哼唱这样的故

事而羞耻吗?”76

    克尔苏斯称初期基督教为非理性人群的信仰形式。他注意到初期基督徒中

有许多是未受教育的穷人，他把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群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

”介“ullian州刁户011〕舒2
材同卜，4。二1一2
乃Minuc‘us几1议，。以口vtus g.
760rige叭contracels“m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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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基督徒为“西布莉 (Cybele) 的乞讨牧师和占卜者，米特拉神 (Mithras)、

萨巴乌斯神(Sabazius)的敬拜者⋯⋯”’7把基督徒的敬拜比作埃及人的迷信活

动，就是那些在酒神(Bacchic)秘仪中引入鬼怪和畏惧的人”。邓根据一些学者的

研究，“这些评论都是根据普林尼的回忆保存下来的。它们表明当时的人们仍然

把基督教运动看作是一种外在崇拜或迷信。同时代的希腊讽刺学家琉善在 《佩

拉莱努斯之死》(ThePassingofPeregrinus)中也曾做过类似的描述。拍琉善

说“佩拉莱努斯是2世纪的一个江湖骗子，从巴勒斯坦的牧师·⋯ 那儿习得令

人吃惊的基督教学问”，还说基督徒“崇拜巴勒斯坦被锭十字架上的人，因为他

把这种新的崇拜引入世界。”皿这一偏见有社会学的原因，包含着上层社会的希

腊人和罗马人对低等公民的歧视。扩展到宗教上面，就是这种低等的民间崇拜

的基督宗教损害了希腊罗马的宗教崇拜和秘教系统。基督徒是罗马帝国的骗子

们的目标，也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例如他们以耶稣的名字来念咒语。

    克尔苏斯认为基督徒的宗教经验与巫术很相似，圣经记载的很多关于基督

的事都可以看成是巫师的行为。例如，耶稣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液，抓起一把泥

土放在一个瞎子的眼睛上就治愈了他的病，还有耶稣叫海上的风暴停止，它就

停止了”，;其他的诸如，五饼二鱼就叫五千人添饱了肚子肚:知道别人心里所想

的;从众人面前悄然隐去肋等等。基督徒的一些行为也具巫术的性质，克尔苏斯

并不否认耶稣所施行的奇迹的真实性，“他的门徒所述的治病、复活或很少的面

包喂饱众多的人，或其他奇谈怪论⋯⋯”。肚但是他认为，耶稣奇迹不是因为他

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曾在埃及呆过一段时间，“在埃及受过秘密教育，当过

工匠。当他在某些巫术上试过身手之后就离开埃及回来，并因着这些能力而自

称为神的儿子。”““

    总之，当时不了解基督教的普通民众认为，基督教是一个秘密的社团，一

Ollge氏〔协川朋〔乞八“门6:34
同上。

RobenLWilken，几已Christ勿nsA，几e月!O)”口”ssaw劝em，YaleUniversityPress，1984，P96.
切cian，跳ePass切gofPere名r‘月“5，Ha口ardUnl，etsityP化55，Massachuselts，1959，Pll.
《马可福音》4:35.
《马叮福音》6:35.
《约翰福音》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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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崇拜可耻对象、有一系列罪恶祭仪的邪教。

    面对大部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及异教徒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刻意污蔑，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的护教士挺身而出，为基督教进行辩护。

    查士丁的《护教文》写得刚毅庄严，具有说服力。如果基督徒被控有罪，

应该确实证实其有罪后，方可实施惩罚，不可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就不调查

他们真正的品格，滥施惩罚。说他们是无神论者，这只是因为他们认为群众崇

拜的鬼神不值得崇拜，并不是他们不拜真神;说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因

为不了解他们所追求的天国性质。查士丁然后为基督教真理辩护，特别用 《旧

约》中先知预言的应验来说明，并简明地解释基督教的圣礼和崇拜。

    德尔图良认为基督教是上帝的大智若愚，比人类最高的哲学智慧还更高明，

无论如何不能与现存哲学体系协调一致。基督教主要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它的

基础是理性— “就本性而论是基督教的灵魂”圈— 和权威;权威在于教会，

但只在于正统的教会，因为只有正统教会才掌握真理。德尔图良认为基督教是

一种新的律法。“耶稣基督⋯⋯传讲新律法和天国的新应许。”幼口入教会要通过

洗礼，是借以洗净过去的罪，那是“我们的水的圣礼，我们在其中洗净了往日

盲目所犯的罪，从而得到自由，进入永生”朋。那些受过洗礼的人从此“竞相争

取得到上帝的宠爱和救恩”阳

    基督教护教士是基督教的杰出捍卫者。在当时具体的文化环境中，他们成

功地向外界说明，基督教不是一个奉行可耻仪式的神秘主义邪教，也不是传统

文化的破坏者，而是帝国中有其自身起源和独立性的唯一真正的宗教。这为3

世纪大批人改信基督教扫清了障碍。另外，他们这样诚挚地护教无疑加强了基

督徒的信心。

    护教士用哲学解释基督教有助于神学思想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查士

丁，他可以当之无愧地作为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逻各斯“是我们的导

师⋯⋯他既是上帝父的儿子，又是上帝父的使徒”。叨他以一种真正的斯多葛主

《护教篇》，第17章。
《法规》，第13章。
《论洗礼》，第1章.

《论悔改》，第6章。
《护教文》，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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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方式看待神性的逻各斯，认为它无论何时何地地都在起作用。它教化希腊

人，也教化“野蛮人”。前者他举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为例，后者他举亚伯拉

罕为例，以此说明他们乃至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只要顺从神性的逻各斯的教

导指引，都可作真正的基督徒。他相信，这普照一切的神性的逻各斯肯定已在

基督身上化成肉身，因此基督是上帝的完全启示，这种启示在其它任何地方都

不如在基督身上表现得如此鲜明。在这一点上，查士丁比斯多葛主义前进了一

大步。查士丁所强调的是神性的逻各斯，这逻各斯是从属于上帝父的，却是上

帝之子，上帝的代理人。逻各斯在某种真正但很不明确的意义上与上帝同体。

这种强调忽略了历史上的耶稣，虽然他也认为两者是合而为一的，但未曾强调

耶稣在世上的生活，仅将它作为逻各斯化为肉身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例，上帝的

道通过这一事例得到最全面的展现。这标志着基督教思想与外邦哲学被有意识

地结合起来，一种 “科学的”神学由此发韧。

    德尔图良是保罗之后的基督教著述家中，对罪感觉最深刻的。他的思想对

拉丁教会中罪与恩典观念的发展促进甚大。他认为，“人的灵魂中有一种恶是邪

灵作祟而发生的:除此而外，还有一种先在的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天生的恶，

起源于一开初救败坏了的本性。”.1但“上帝恩典的力量确实比人的本性更为强

大””。至于恩典的实质，他没有充分解释。但显然它不仅包括“罪的赦免”也

包括“上帝灵感的恩典”93;通过这一恩典向人注入行公义的能力，使人软弱但

自由的意志增加了力量。卢福斯 (Loofs) 指出，这后一概念来自斯多葛主义，

对西部基督教神学思想有极重要的意义。此外，德尔图良对逻各斯基督论解释

之清楚明白是前所未有的。他解释上帝时所用的术语几乎全部在一百余年后的

尼西亚会议的决议中出现。“通过实质的合一，全部合为一体;这个整体又一分

为三，这个奥秘的划分仍然是严守的秘密。这三者按着顺序是:父、子、圣灵。

但是，所谓一分为三，并不是从实质上而是从形式上，不是从能力上而是从现

象上。因为他们是同一实体、同一本质、同一能力。因为上帝是一位，只是以

父、子、圣灵为名被认为有这些等级、形式和面貌。”94“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

91《论灵魂j，第41章-
刃同卜，第21章.
仍《论洗礼》，第10章。
94《驳普拉克西亚》，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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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人的双重性，二者并非混合，而是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肠德尔图良首先使

用诸如三位一体、实质、圣礼、补赎、善功等专门术语。他对拉丁神学留下了

永不磨灭的影响。

    其他的护教士也为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为基督教的发

展带来了内在的动力。他们在保罗的基础上把基督教的思想又推进了一个新的

理论高度。后期的基督教思想家，例如奥古斯丁，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的

基督教理论。

    宫廷奴隶信仰的转变对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意义同样重大。如果我们考虑这

些精英对帝国管理的权力，我们就会更明白他们信仰转变对基督教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国的奴隶和自由人是共和国时期国家公共奴隶的后代(在

罗马，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除非主人把他们释放为自由人)。随着罗马帝国的

发展，之前的管理体系己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帝国初期发展起来的这套新的

管理系统十分复杂，传统的贵族并不能填满所有的权力职位。一些帝国的极重

要职位就由皇帝的奴隶或他的自由人担任。这样大量的奴隶就被分派到全国各

地。他们这些人的任命并不是很容易的。皇帝和贵族经常为争夺这些重要职位

的任命人选而冲突和敌意。但是无论如何，希望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皇帝觉得，

他自己的奴隶或自由人比贵族和骑士更值得信任和更容易控制。

    借助于转化了的帝国奴隶，基督教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它平

稳地或者说不太曲折的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洲基督教吸收了一些地位高的官

员。例如，宫廷的被释自由人费利克斯。尽管后来费利克斯回到罗马再也没有

跟基督徒接触过，但是他毕竟对基督教有了全面的了解。这难免不影响到他周

围的朋友，而早期基督教也的确转化了很多达官贵人。基督教逐步扩大了它在

帝国重要管理阶层的影响:通过控制这种权力职位，基督教这个新的宗教也能

影响到帝国公共事务，而且有时也影响到皇帝本人。第二、在宫廷奴隶的影响

下，罗马教会逐渐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地方教会。被雇佣到帝国管理

”同_L，第12章。
%尽管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家都在大肆的宜扬，早期基督教所受到的罗马政府的迫害，但从耶稣死到公元
250年，帝国并没有发生过对基督教的普遍迫害。之前的迫害范围波及小、持续的时间也短。帝国真正的
迫害是从代是从戴克里先开始的。但是从戴克里先颁布命令到基督教获得和和平，这基督教遭受的最严重
的迫害的10年间，罗马帝国境内每年的殉教者也仅只有150人，殉教的主教总共就9人。爱得华·吉本
的 《罗马帝国衰亡史》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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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宫廷奴隶被分派到了全国各地，但是罗马城仍然是管理的中心。首都的

这些奴隶掌控着其他这样的奴隶。这样罗马教会自然能逐步提高自己在众教会

中的地位。前面提到的《彼得行传》的记载，暗示出早期基督徒已经明白皇帝

的家族奴隶在教会内有财政上的优势.财政和管理上的权力是罗马教会凌驾于

其他教会的基础。在1世纪尚未结束时，克雷芒在以全体罗马教会的名义致哥

林多教会的书信 (93一97) 中，以期望别人服从的口气说话，那种口气，如果

说是兄弟，也是以老大哥的地位自居。，7伊纳爵给罗马教会写信，称它为“仁爱

的首领”。里昂的伊里奈乌在185年写的著作中不仅形象地说明罗马教会是彼得

和保罗所创建，而且宣告:“一切教会必须服从罗马教会，这是很有必要的”气

这种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西部教会的一般感情。虽然罗马教会地位的上升不全

是皇帝的家族奴隶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确为罗马教会提供了财政和权力上的支

持。第三、帝国中的很多基督教教会官员都是宫廷奴隶出身。罗马教会的主教

克雷芒及其他几位领导者是宫廷奴隶。查士丁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同事也是一名

帝国的奴隶，他后来追随查士丁一起殉教;士每那的波利卡普 (Polycarp)的

好友、罗马教会的一位长老是皇帝的服务人员;亚历山大里亚的领袖克雷芒可

能是帝国被释自由人的后代;凯利斯特斯(callistus)主教曾是皇帝家族中的奴

隶;安条克的一名长老曾是宫里一名太监:等等。与皇家有关的那些基督徒并

没有丧失掉在保罗时期就拥有的特权。相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教会中

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回想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过程，我们发现没有上层人士参加的基督教是不能

长成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且能几千年矗立不倒。

盯 仁克雷芒一书》，第59，63章。
兜 《反异端论》，第3卷，第3章，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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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总之，早期基督徒并不像恩格斯所说那样，是清一色的“奴隶、穷人和无

权者”。宗教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督教也是如此。既然基督教是面向整个

人类社会，那么也就必然有吸引上层人士的地方。而且富裕人士也有宗教的情

慷，他们希望从宗教中获得对于今生来世的解释，而这些正是传统宗教缺乏的。

事实己经证明，在基督教创立前，罗马帝国社会就充斥着对个人类型的宗教的

需求，罗马人们疯狂的向东方寻找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宗教。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的基督教必然会吸引到富裕之人。研究发现，保罗的追随者中就有“有很强的

经济能力和很高社会地位的人”，例如企业的女负责人吕底亚(Lydie)、塞浦路

斯的行政总督士求·保罗、奴隶主胖利门。另外，知识分子、骑士和贵族阶层

也有很多人饭信了基督教。小普林尼在审完几个有关基督徒的案件后发现，在

比提尼亚，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为数众多的人背弃了他们祖辈的宗教。德尔图

良警告迩太基的总督说，迩太基人口的1/10都成了基督徒，其中不乏出生最高

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所以说，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触及到了社会的各个

阶层。

    而早期基督教中的那些富裕教徒，对促进基督教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早期基督教，正是在富裕人的资助和帮助下走出了巴勒斯坦，

走向了整个罗马帝国。早期基督徒在富人家中聚会，传教士在富人的资助下长

途旅行传教。富人对教会的资助使基督教会能实践基督教教义，例如救济穷人。

而知识分子则成功地向外界说明，基督教不是一个奉行可耻仪式的神秘主义邪

教，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而是帝国中有其自身起源和独立性的唯一真正

的宗教。他们为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内在的动力。他们在保罗的基础上把基督

教的思想又推进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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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7年3月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 谢

    本文在历时一年半的努力下终于完成。虽然差强人意，但是仍然让我很有

成就感。本文最终完成，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郭长刚教授。在我刚从

偏远的小山区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时，我在自我学习、为人处事和社交方面都有

很多不足。那时郭老师耐心的指导我，教我努力的方向，告诉我尽可能的多参

加活动，从各方面锻炼自己，永远不要放松对英语的学习和对计算机的练习。

三年过去了，我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郭老师治学严谨，对我的毕业

论文更是严格要求，耐心指导。为了让我更好的写好论文，郭老师推荐我到香

港中文大学查找资料，他还专门从美国帮我带资料，可以说我的论文资料几乎

都是郭老师提供的。郭老师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勤

勉的工作作风以及对人的真诚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在此，谨向郭老师致以深

深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20多年来他们辛苦的工作，默默的供我读书。在我即

将完成学业时，他们却己满头白发、满脸沧桑。是父母无怨无悔的支持，我才

能有今天的成就。

    最后，我还要感谢所有关心我、支持我和帮助过我的同学、朋友、老师，

特别是徐善伟老师，他在百忙之中仍耐心的给我指导。在这里，我仅用一句话

来表明我无法言语的心情: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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