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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東正教 

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y）、正教（Orthodoxy）、東正教會（Eastern Orthodox Church）、也稱

為正教會（Orthodox Church，正式名稱 Orthodox Catholic Church，意為「正統公教會」）。 

東正教是在 1054 年教會大分裂之後，以君士坦丁堡（即今日的伊斯坦堡）為中心的一個基督

宗教教派。現今，公教（中國稱為天主教）、正教（中國稱為東正教）和改革宗（中國稱

為基督教）被稱為基督宗教的三大宗派。 

東正教會認為東正教才是至公、至正，真正由耶穌基督的門徒傳承的教會，並且保存古代基督

教最原始的教導和傳統，所以他們要自稱為「正教」。因為君士坦丁堡位於東方，所以「正

教」又稱為「東正教」。主要分佈在巴爾幹半島、東歐和西亞。 i 

（一）歷史簡介 

東正教會相信當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道成肉身，藉聖靈感孕並童貞女馬利亞（耶穌基

督地上的母親）降生開始。因此基督教產生於公元一世紀，最初是自猶太教中慢慢分

出來。隨著耶路撒冷被佔領和遭受逼迫，教會的中心逐漸轉向帝國的首都羅馬。 

從公元一至四世紀，羅馬皇帝不斷對基督徒進行大逼迫。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在 313 年歸向

基督，頒佈米蘭詔書，將基督宗教作為合法的信仰。後經歷多次宗教爭辯，平定異端，

穩固內部宗教信仰。君士坦丁大帝於 330 年，將羅馬帝國的首都遷往君士坦丁堡，引

發日後羅馬（西）教會與君士坦丁堡（東）教會的領袖地位的爭執。 

君士坦丁之後，361 年，羅馬皇帝猶利安重新恢復異教信仰，一再對基督徒進行壓迫，直

至 380 年狄奧多西一世公佈基督宗教為國教，因此，有許多異教徒加入教會，成為掛

名的基督徒，漸漸也將異端信仰滲入教會中。 

第 5 世紀末期，不合聖經的教義及活動已在教會生根，例如：為死人禱告；相信煉獄；四

十天大齋期；敬拜殉道者，特別是敬拜馬利亞，燒香燭向聖徒致敬；迷信聖徒遺物有

奇異能力；在教會中設圖像、聖人像、祭壇；聖職人員穿著華麗法衣；崇拜儀式日趨

繁複華麗；講解聖經越來越少；聖地朝拜；修道主義；世俗化等。 

公元 410 年羅馬城被日耳曼人攻陷，476 年最後一位西羅馬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被廢，西

羅馬帝國算是滅亡。但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的力量還是很可觀。 

開始於公元 5、6 世紀時的日耳曼族入侵，最終導致羅馬帝國的分裂，東西教會也隨之徹

底分裂出來。羅馬教會在眾教會中的領導地位越來越突出，與君士坦丁（東羅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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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予盾也加深。東羅馬教會的宗教活動在中東發展不大，公元 610 年穆罕默德建立

伊斯蘭教，迅速擴張，東羅馬教會遭亞拉伯民族入滲後，面臨重大危機。 

東正教會與羅馬教會完全分裂前，彼此的分歧和教會傳教活動已長期存在。尤其是在教義

上的「聖靈從父出來」與「聖靈從父和子出來」之間所引發的“和子句糾紛”，至九

世紀起，越來越烈。 

1053 年，君士坦丁堡牧首馬格爾．賽魯拉留斯指責（西）羅馬教宗篡改聖經內容以及教義，

以各種禮儀問題質問他，例如：安息日齋戒問題、四旬大齋期、不唱阿肋路亞等等。  

1054 年（西）羅馬教皇良九世，派了紅衣主教亨拜至東羅馬協調。但隨即雙方談判失敗，

亨拜大怒，取出了教皇的敕書，把賽魯拉留斯逐出教會。賽魯拉留斯也不甘示弱，當

眾把教皇送來的敕書點火燒了，也宣佈把羅馬教皇逐出教會。史稱「東西教會大分裂」。 

基督宗教正式分裂為羅馬公教（在中國稱為天主教）和希臘正教（在中國稱為東正教）。 

天主教以羅馬教廷為中心，領導權主要在教宗和大公會議。 

東正教以君士坦丁為中心，教會最高權力屬於東羅馬帝國的皇帝。 

1453 年，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帝國征服，東正教會則保留下來。其時，東正教會分佈在埃

及，受到信奉伊斯蘭教的馬木留克王朝的穆斯林的控制。但是東正教會在俄國卻非常

強大，因此，當時稱第三羅馬的莫斯科成了新的東正教會中心。 

（二）東正教政治背景 

東正教會相信自己才是地上真正的「基督身體」。倘若西方教會宣稱東方教會將自己分隔

出來，那麼，東方教會就會反駁西方教會，認為西方教會才是與「正統」教會分離。 

歷史事實是基督宗教第一次大分裂，不是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而是 1054 年東西方教會的

分裂，但這次的分裂，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在 1054 年已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自 330 年君士坦丁遷都，至 1054 年東西方教會正式分裂期間，東西方教會面對兩個相抗的

中心。特別是當查理曼在 800 年被加冕，實質上成為另一個羅馬帝國後，東西方的紛

爭更趨明顯，兩者幾乎分裂。 

在政治上，兩個皇帝互相爭競；而在宗教方面，羅馬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亦互爭

權力。 

（三）國王兼牧首（教宗）制度的統治 

在東方，大主教與君王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羅馬教皇與帝王之間的相爭。東方（東正）教

會與治理君士坦丁堡的長官保持密切的合作。這種關係非常密切，被西方教會人士和

歷史學家稱為「皇帝兼牧首制度」，意思教會事務完全順從皇帝的管理，教會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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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不過拜占庭（東正教）的歷史學家駁斥這項指摘，指出皇帝不

是教士，並且大主教有權革除其教籍（歷史上，教會並無權力革除皇帝的教籍，而皇

帝則多次指派官員充任教會牧首）。 

支持東正教的神學學者，寧願用「和諧」來代替「皇帝兼牧首制度」。和諧的意思是指宗

教和政治權力互相支持，教會讓相信基督的領袖管理國家；但整個社會是由上帝眷顧

的，君權神授，皇帝的大權亦是由上帝賜予的。「皇帝兼牧首制度」的指控，是東西

方教會分裂過程中一個重要事件。而當時的西方教會在數百年來，亦努力令教權高於

政權。 

教會 - 東正教由一些稱為「自主教會」或「自治教會」的地方教會組成，與天主教以教廷

為領導中心的形式不同。 

自主教會是東正教最高級別的獨立教會，所有自主教會均不受其他教會的管轄。東正

教最早的四個自主教會位於羅馬帝國的四個重要的東方城市，即君士坦丁堡、亞歷山

大、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後來，俄羅斯正教會也取得了與它們同等的地位。比自主教

會低一級的是東正教自治教會，它們由某一自主教會的領袖管轄。 

現在東正教共有 15 個自主教會。這些教會完全承認君士坦丁堡教會的君士坦丁堡牧

首，為普世大牧首的地位。在大公會議中普世大牧首，除了擔當主席以及整個東正教

會的發言人之外，權力並不高過在場其他牧首，與他們保持完全的共融。 

東正教的各個教會，彼此在管理上獨立，但皆有着共同的信仰，並且在聖禮上完全共

融。再者，東正教會認為聖靈領導着，整個東正教會主導的大公會議的論點方向，亦

在信徒之間形成上帝在世的代表，所以不需要有一個教宗。 

（四）西方禮儀的東正教會 

西方禮儀的東正教會是與普世東正教會共融，在聖餐禮儀中使用有酵餅作為聖餐，不使用

尼西亞信經中“和子”句，不承認羅馬教宗首席權及無誤論、聖母無原罪等天主教教

義的使用。 

（五）神學  

一般來說，東正教派的神學和對於經卷的解釋，都是遵循初期教父們所傳下來的典範。他

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要延續基督傳給祂的使徒，以及使徒傳給早期教會教父的信

仰和神學。神學上的創新往往帶來質疑；如果一個意見真的和最初的教會所教導的不

同的話，那麼這意見很可能被視為異端邪說。然而進一步的詳細解說傳統神學是可以

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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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教會從不堅持要禁止敬拜圖像。事實上，東西方教會為圖像敬拜都設立界線，並且訂

立了規條。然而當這個問題引致教會與政府發生磨擦時，東西方教會的關係就受到嚴

重傷害。726 年，皇帝利奧三世頒發反圖像崇拜的命令，羅馬主教因而指斥他，導致

皇帝報復，撒消羅馬教會對很多地方的管治權。 

羅馬教會在失去了寶貴的土地的同時，另外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影響到羅馬教會的地

位，矛頭因而重新指向東方教會，指出其傾向國王兼教宗制度，皇帝干涉許多宗教的

問題。但實際上所謂的國王兼教宗的制度，是西方教會對東正教的一種迷思。但東正

教會中，東羅馬皇帝的地位視為教會的守護者而非教宗。東正教永遠的領袖是基督和

聖靈，沒有教皇一般所謂世間的宗教領袖。 

另外東正教的原罪觀和救贖觀，在人的墮落一事，真正的罪不是「亞當吃了禁果，而那果

子裡裝滿了罪孽和貪婪」，而是亞當自己選擇遠離耶和華，也就是遠離一切善和生命

存在之源。當亞當吃那果子，也就是背棄了神，最終造成「罪的工價就是死」（羅 6：

23）的一個結果。按照東正教會的教導，耶穌基督的救贖不單是為了替人贖罪，而是

要用醫治的方式，使罪遠離人類。 

（六）東正教的教導 

基督 – 東正教相信主耶穌為上帝聖父的聖子、全人類的救世主、彌賽亞、基督，降生成

人，救贖萬民，脫離罪的轄制。 

東正教

的十誡 

（主耶穌總結摩西十誡的大意為你當全心、全靈、全意，愛你的上帝；應愛你的近人，

如愛你自己） 

第一誡 – 尊敬你主上帝，除祂以外不可事奉別神。 

第二誡 – 不可製造偶像及凡天上地下土中水間，所有諸物之像，不可叩拜事奉它。 

第三誡 – 不可輕發或妄稱上帝你主的聖名。 

第四誡 – 當記念第七日為聖期。六日間任你做工管你諸事務，而第七日是屬於上帝

你主的。 

第五誡 –孝敬你父母，則吉祥必及你身而延壽於世。 

第六誡 – 不可殺人。 

第七誡 – 不可行邪淫。 

第八誡 – 不可偷盜。 

第九誡 – 不可妄作見證。 

第十誡 – 不可戀人妻、不可貪人的房屋、田產僕婢牛驢等並一切凡屬於別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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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 東正教信徒信仰生活的規範，除上帝十誡外，還有東正教會所立的教規。 

教規共有四則： 

（1）凡主日並諸瞻禮之日，到上帝面前聽經祈禱。 

（2）遵守聖教會所定的齋期。 

（3）解罪至少，每年一次。 

（4）領聖體血，每年至少一次。 

基本 

教義 

東正教的教義是由聖經、聖傳兩部分組成。 

聖經 - 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東正教和所有基督宗教一樣，都是以聖經作為基本經

典，並作為教義的中心依據。 

東正教和天主教一樣將次經納入正典，稱為第二正典或次正典。 

因此東正教和基督教的聖經並不是完全相同。東正教會的舊約聖經為七十士譯

本，共 50 卷（包含不被天主教承認的 4 卷或合併在天主教舊約聖經中的個別篇

目）。新約聖經 27 卷。 

聖傳 - 聖傳指教會的傳統，包括大公會議的決議（前七次）、使徒遺訓、教父著作、

聖事禮儀、聖職聖品等。東正教會目前使用的傳統的三階聖品制，即執事、神父、

主教。關於教會曆法，東正教會使用儒略曆和格里高利曆作為教會曆法。 

聖禮儀 即「聖禮」，聖禮儀在東正教會中，佔重要的位置。透過「聖禮」信徒能與教會保持

關係。「東正教的神學家認為，宗教儀式是教會對教徒思想發生影響和作用的重

要手段。」 

東正教和天主教一樣有七聖禮：聖洗、聖膏（塗聖油）、聖秩（受聖職）、懺悔（告

解）、婚配、傳油（終傳）、聖體血。 

聖洗 - 東正教的信徒受洗，都要浸到水中，因為東正教認為，浸到水裡可以洗除原罪

和本罪，並且可以得到「天主的恩惠」，因此重生之後才有資格領受其它的聖禮。 

聖膏 - 「聖油」需要經過主教祝聖之後才能被使用。塗聖油是表示「聖神恩賜的印記」。

這是在剛受洗後施行的，為的是使新入教者堅定對三位一體天主的信仰。 

聖秩 - 受聖職是當有人擔任神職時，所舉行的聖禮。 

懺悔 – 又稱為「告解」。當信徒犯錯時，可以透過此行動能得贖罪的方式。東正教

會規定：七歲兒童以上，需要先懺悔告解後，才可以領聖體血。 

婚配 – 透過一套儀式在教會內舉行婚禮。婚禮中有一個儀式名為加冠，即新人被加

冠為他們未來家庭的國王和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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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油 –即終傳，在信徒臨終前所行的儀式，讓臨終的信徒可以安心進入天堂。亦可

以在信徒重病、遇到身體和心靈的考驗時使用。在信徒的眼、耳、口、鼻、臉頰、

胸、手、腳塗抺聖油。目的是讓信徒可以免受病痛之苦，赦免罪過。 

聖體血 – 又稱為「事奉聖禮」、「聖天主事奉聖禮」或「聖祭禮」，是最重要的一

項聖禮。東正教會每主日都會舉行一次聖體血。 

西方禮儀東正教會，在禮儀上幾乎與天主教沒有分別，也把聖禮儀稱為彌撒，彌

撒經文中也有托馬斯阿奎那的祈禱文，只是用有酵餅作為聖餐，沒有為羅馬教宗

的祈禱文。 

東正教用有酵餅、紅色酒、水。認為這三者，是紀念主耶穌當日水血涌出的形狀。 

早上領聖體血之前，從半夜 12 點起就不能進食任何食物和飲料，水和藥品也禁止。

若在子夜領聖體血，則從 18 點起就不能進食任何食物和飲料，水和藥品也禁止。 

聖像畫 由於舊約聖經禁止崇拜偶像，因此東正教信仰區域，遂發展出以聖畫像來作為瞻仰耶

穌、聖母、使徒的獨特傳統。 

聖像畫，簡稱聖像，是指以平面畫像的方式來表達神靈、聖者或神蹟，為東正教的傳

統藝術品，但亦有人反對聖像崇拜，視之為等同於偶像崇拜。 

東羅馬帝國時代，皇帝與東正教會為了禁止聖像崇拜，而大肆迫害，最終不敵民間對

聖像的強大支持力量，不得不讓步妥協。 

祈禱 東正教屬靈的體驗有兩個核心：心禱和默觀。 

心禱是使用主耶穌禱文，在除去一切雜念後以懊悔之心，逐步漸進的深入內心的祈禱

方式。主耶穌禱文東正教會中文翻譯是“主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憐憫我罪人”。 

默觀是通過聖像和聖畫進行默觀祈禱。 

組織 主教制是東正教會的神職人員制度。 

當教會（教堂）散佈到不同的地方，每個地方的教會領導者就成了“主教”。 

其他受派的“長老”就成了“神父”，然後受派的“僕人”就成了“執事”。 

一個地區的最重要城市的主教有時候被稱為“大主教”，其他小一點的地方教會就會

向大城市裡的教會尋求領導。 

東正教會，一直都允許結過婚的神父和執事，只是婚禮要在上任前完成。如果離婚或

是成了鰥夫，神父和執事不能再婚，除非他們不再當神父和執事。 

主教一直都是不能結婚，因為他們是從僧侶中選出來的。 

主教，神父和執事一直都是由男性擔任，女性是絕對不可以擔任這些聖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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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東正教會與宗教改革之間的關係 

改革宗的教會與東正教會的關係，一直不明朗。 

雙方開始時維持著熱忱和友善的關係，但是在基本的教條與神學上的歧見並不比與天主教

少，尤其是關於神聖的傳統，聖靈由父子分出，自由意志，神聖預定，稱義（贖罪），

聖禮的數目，洗禮，以及是否如同東正教的“在洗禮後馬上施行聖油禮和聖餐禮”，

聖餐禮變動的意義以及使用未發酵的麵包，教會和大公會議的無錯誤，對聖者的崇

敬，聖者塑像和遺物的祈禱，齋戒，以及其他的傳統。這些分歧使兩者在基督教合一

運動中，無法更加密切聯系。 

 

                                                      
i
 參考：互聯網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正教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6%95%99%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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