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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嘗試以歷史神學的方法，探討路德教會思想的背景及發展，以「道的

教會觀」(Ecclesiology of the Word)來說明路德教會觀的特色，並反思其教牧應

用。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中世紀的教會論」，扼要介紹中世紀教會論思想的

發展，包括三個單元：主流神學家(奧古斯丁及亞奎那)的教會論，中世紀教宗制

度的演變，以及威克里夫教會論和大公會議主義。第二至第四章是論文的核心部

份，分別以 1513-21 年、1522-31 年及 1532-46 年三階段作為路德早期、中期、

後期教會論思想發展的切面，並主要從路德著作中追溯其教會觀念的突破以及發

展成熟的過程，在每章的小結部份整合學者的意見作要點整理。最後，第五章「教

牧反思：路德教會論的意涵與應用」提出路德教會論的獨特貢獻，並針對教牧應

用部份作反思。筆者提出「道的教會觀」、「聖徒相通的團體」、「信徒皆祭司的原

則」、「有形與無形的教會」四要點是理解路德教會觀的關鍵，並以此延伸幾項應

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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