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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 

  

前言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神的旨意。全部《聖經》可以說是神旨

意的表達與運作。那是神根據祂的全智與全權，對準祂的心意定下工作

的目標與計劃，是集中在按神的形像樣式創造的人身上。根據《聖經》

用四個不同的字來表達，中文和合本均譯作「旨意」。 

 

Counsel 教導（伯三十八 2） 

神問約伯：「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Who is this that darkens my counsel with words without 

knowledge?” 

還有（伯四十二 3，詩一零七 11）。 

 

Plan 計劃（伯四十二 2） 

約伯回答神：「我知道你萬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攔

阻。」 

“I know that you can do all things; no plan of yours can be 

thwarted”  

還有（賽十四 26，十九 12，耶四十九 20，五十 45）。 

 

Purpose 目的（耶五十一 29） 

神發言：「地必震動而痛苦，因耶和華向巴比倫所定的

旨意成立了，使巴比倫之地荒涼，無人居住。」 

“The land trembles and writhes, for the Lords purposes against 

Babylon stand to lay waste the land of Babylon so that no one 

will live there.” 

還有（羅八 28，九 11，弗一 9，11，三 11，提後一 9，

來六 17，啟十七 17）。 

 

Will 旨意（拉十 11） 

 神的旨意（一）  

        康錫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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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向百姓宣告：「現在當向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認

罪，遵 行 祂 的 旨 意，離 絕 這 些 國 的 民，和 外 邦 的 女

子。」 

“Now make confession to the Lord,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and do his will. Separate yourselves from the peoples around 

you and from your foreign wives”這是《聖經》最先用 Will

表明神的旨意。此後，全部《聖經》多數用這字來說明

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關及的範圍很廣。 

 

壹  神預定的旨意 
誰最了解神最初「預定的旨意」？所謂神「預定的旨意」，指神對祂

所要作的工作，預先定下計劃，依時按階段逐步完成。未成就的部分均

稱為「奧秘」。無人能明白，待預定的時候到了，才顯明出來。舊約眾

先知，只是神在不同的時代呼召出來作神的代言人，傳達神所默示的，

都是局部的信息。新約的使徒們，只有主耶穌的十二使徒，限於跟從主

三年多，親耳聽耶穌的教導，親眼見耶穌所作的，充其量，在耶穌復活

後的四十天領受「神國的事」（約壹一 1-4，徒一 3）。 

神還沒有工作之前就預定了工作的計劃，最初的計劃是甚麼？讓這位

虔誠的猶太教徒，自褒是「無可指摘的」法利賽人，熱心的宗教信仰而

極力逼迫耶穌，在他奉命到大馬色去捆綁信耶穌的人，就在半途，復活

的耶穌向這用腳踢刺的掃羅顯現；在大光照射之下，肉眼瞎了，仆到在

地，主耶穌開他的心眼而接受耶穌為「主」。就在那時那地，主耶穌拯

救 他，呼 召 他，要 他「在 外 邦 人 和 君 王 並 以 色 列 人 面 前，宣 揚 我 的

名。」主耶穌還說：「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徒九 1-16）。這戲劇性的轉變；逼迫耶穌的掃羅改變為宣揚耶穌的保

羅。他整部人生的過程也是神預定旨意之一；因為他自己見證；他今天

蒙揀選是「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加一 15）。

原來他還在母腹裏的時候，神就預定他將來要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奇妙真奇妙。 

出於神預定的旨意，人無法用任何方法去分析，只有看神一步一步的

顯明。進一步看神如何用這從母腹揀選的人，作神「預定旨意」的傳遞

者，是「或在身內，或在身外」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被提到第三層天

上去」，意思這件事是發生在身體升天，或是在異象中，他不敢肯定，

但可肯定的是他在第三層天，就是樂園裏，「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

可說的」（林後十二 1-4）。這是保羅很特別的經歷，是出於神預定的旨

意。日後他向加拉太的信徒證實這經歷，他向加拉太信徒說：「我素來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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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

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出來的」（加一 11-12），這兩節經文按現

代中文譯：「弟兄姊妹，我要你們知道，我所傳的福音不是人想出來

的。我沒有從任何人接受這福音，也沒有向任何求教過，而是耶穌基督

親身向我啟示的。」保羅並沒有多次談及這經歷，是出於他的謙卑，免

得人把他「看高了」。但這的確是保羅蒙了殊恩，說明神用他傳達特殊

的信息，就是對人類「預定的旨意」。 

可以說，在神所有的見證人中，保羅是唯一從神領受這「預定的旨

意」，是空前也是絕後的。神將這「預定的旨意」默示給保羅，是「神

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的揀選，就是預定人「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的

名分」。那是超越神一切工作之前所定下的計劃。神顯然的工作是開始

於創立世界，而人被造是神創立世界最後的工作。神竟然在創立世界以

前就預定人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這預定的旨意也就成了神一切

旨意的總綱，是始也是終。要成就這旨意，必須從神的工作起首。 

 

一 創世之前的計劃（弗一 4-14） 
創世之前，也就是「萬世以前」或「萬世之先」（林前二 7，提後一

9，多一 2），那是除了神以外，甚麼都沒有，但神已有了計劃，就是神

預定的旨意。這旨意是集中在祂將要造的人。人成了神一切工作的中

心，說明神所作的都是為了人。這是神工作的目的，甚至計劃祂自己也

要成為人；基督（神子）降世為耶穌（人子），住在祂所創造的世界

（人間），將祂全備計劃實現出來，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

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祂裏

面得了（作成）基業。」並說明「這原是隨已意行作萬事的，照着祂旨

意所預定的。」神就根據祂的計劃，按部就班地依層次作成祂的工。 

 

二 創世之工的施展 
神要實現祂「預定的旨意」，就開始所計劃的工作，就是創世之工。

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段工程：創造天地（創一 1） 

神創造是從時間開始：「起初」是時間的起點。神本身沒有時間性

的，祂是「太初」就有，神向摩西自我介紹是「自有永有」的，是亙古

到永遠的（約一 1，出三 14，哈一 12）。 

《聖經》就是以「起初神創造天地」為序言，這簡單的一句話將神創

造的第一階段說盡，再沒有下文，為此引起自然科學家、地質學家、天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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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絞盡腦汁研究，結果還是各說各的。其實神與約伯的對話中，神

發了不少問題，約伯都啞口無言。《約伯記》三十八至四十一的四章經

文中，神問約伯有關祂創造天地萬物超過四十個問題，約伯都無從回

答，反而神對約伯說：「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神的眾子也都歡呼」（伯三十八 6-7）。可見神創造

天地時，只有天使們在旁觀賞；「歌唱」、「歡呼」，稱頌神創造奇

工。所指的是眾天使。天使是神最初所造有靈無體；「無所不備，智慧

充足，全然美麗。」且是「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的服役者（結二

十八 12，15，來一 14），惟有他們有幸觀賞神創造天地偉大工程。 

這工程是極奇偉的天體，以太陽為中心而運行的九大行星及各小行星

的宇宙。詩人有這樣的稱頌神：「耶和華我的神阿！你為至大….將地立

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動搖，你用深水遮蓋地面，猶如衣裳。諸水高過山

嶺…..諸山升上，諸谷沉下，歸你為他所安定之地。」然後詩人感慨：

「耶和華阿！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

富。」詩人用全篇詩來述說神奇妙的作為（詩一零四）。智慧者也有同

樣的宣揚：「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經被立…..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

地，和田野，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裏。他在淵

面的周圍，劃出圓圈…..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時，我在他那裏為工師。」

這（箴八 22-31）整段經文將神的智慧擬人化，用第一人稱「我」發言，

表示「智慧」成為神的「工師」。總意是說明神用智慧創造萬物。保羅

寫給羅馬教會的信，寫完前段的教義，也用智慧之言總結：「深哉，神

豐富的智慧和知識….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

給祂，直到永遠。阿們」（羅十一 33-36）。這都在見證神創世第一段的

工作。彰顯神的永能與神性，叫人知道神，無可推諉（羅一 20）。 

 

第二段工程：重整大地（創一 2-25） 

    神完成第一段工程之後，出現「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而這

「地」是神從天體中挑選要給將要按祂形像樣式所造的人居住。從神日

後默示以賽亞先知的信息中證實：「創造諸天的耶和華，製造成全大地

的神，他創造堅定的大地，並非使地荒涼，是要給人居住」（賽四十五

18）。神創造的是「諸天」整個宇宙，而從中選定「大地」供人居住，

絕不是一個荒涼混沌黑暗的。必然是經過一番變亂。《聖經》未有正面

的道明，但從以賽亞和以西結兩位先知先後得的默示可了解。原來神所

造的天使中有位向來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因美麗，心中高傲」，甚至

存意「要昇到天上」，不但要超越眾天使，還要「與至上者同等」。神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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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出他的不義，就把牠「摔倒在地」，終於這「不守本位」的惡天使墮

落成為魔鬼，就「遍地遊行」，在「地上走來走去」（結二十八 15，

17，賽十四 12-15，猶 6，彼前五 8，伯一 7，二 2）。難怪被稱為是「耶

和華使地空虛，變為荒涼」（賽二十四 1）。原來是神將惡天使摔倒在

地，以致地變為荒涼、混沌、黑暗，為了要給人居住，三一真神開始第

二段工程；用六日重修大地。先是神「靈」運行，再是神「說」，是神

彰顯祂的永能：「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三十三 9）。 

第一日： 

「光」出現：「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把光暗分開。使人能

生活在光中。 

第二日： 

神說要有「空氣」，就有空氣，上下分開，上為天空，下為被水掩蓋

的大地。 

第三日： 

將水聚在一處，旱地出現，水陸分開。陸地就有植物生長；青草、蔬

菜、各類果樹。使人有日用的食糧。 

第四日：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指大光太陽，小光月亮，以及眾星。但這些光

體顯然是神在第一段工程與地球同時造成的。所謂九大行星——以太陽

為中心，按距離，最近太陽是水星，依次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

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因體量太小，已從九大行星除名，現在

只有八大行星）。根據這事實，光體不可能在重整大地的第四天才被

造。大衛王的詩中有描述：「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如新郎出

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詩十九 4-5）。第四日的光體必然是如新郎

出洞房，如勇士奔路——顯露出來。人能生活在大自然中。 

第五日： 

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

中。」神就造出水中，空中的活物，這是有生命之物首先的創造，為人

預備生活的環境。 

第六日： 

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神就造出昆蟲，野獸，牲畜等活物生活

在地上。這樣海、陸、空都有被造的活物。從植物到動物，都「各從其

類」，毫無混亂，神作事有一定的原則，都在祂「預定的旨意中」，按

計劃操作。 

神是工作的神，每日作完祂的工，都說：「看着是好的」，惟有第二

日，神沒有說「好」。這與約伯朋友提幔人的以利法所言有關：「神不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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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祂的眾聖者（指天使），在他眼前，天也不潔淨」（伯十五 15）。

的確，那觀賞神創世之工的眾天使中，有那不守本位的天使，被神摔倒

在地，卻因自高，「要升 到天上」，成為「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是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弗二 2，六 12），難怪，第二天的空氣分為上

下，上為天空，有那惡魔的腳踪，無善可陳。 

 

第三段工程：造男造女（創一 26-31，二 7，21-25） 

神預定的旨意；三一真神已完成第二段的預備工作，主要在第三段工

程；三一真神商議：「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

一切昆蟲。」議案既定，就開工創造：「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

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其工程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

吹在他的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這樣，「人」具

有用塵土造的身體，有神的生氣（靈），成為活人（魂），三部分構成

的（帖前五 23）。然後，神使名為亞當的男人沉睡，「取下他的一條肋

骨」，神就用那肋骨「造成一個女人」。神將她領到亞當跟前，亞當一

見就稱她：「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雖性別

不同，但都是「人」，男女一體。亞當稱為「神的兒子」（路三 38）。

人被造有神兒女的身份，有神的形像樣式。神就賦予萬物的管理權。並

賜他們地裏的出產為日常飲食。人是神最後的創造，神看着一切所造的

「都甚好」。三一真神完成創造之工，人是祂的傑作。有人問起：「神

造人的目的何在？」正確的答案：神造人是為要榮耀祂，有神的形像樣

式，作神的兒子（賽四十三 7）此其一，其次，作為神的代表，管理被造

之物。為此人當守本位，盡本分。 

  

三．創世之後的變更 
人被造之後，神將他（二人成為一體）安置在伊甸園（被稱為樂

園），託予使命；「修理看守」的責任。也賜予享受的權利：「園中各

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附有禁令：「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

子，你不可以喫。」同時也警告：「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現代

中文譯作：「你吃了，當天一定死亡。」（創二 15-17）。 

人被造之後，作神的兒子，過的是樂園的生活，度享福的人生。何故

神還「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且預定我們，藉着耶

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這就是本文——「神預定的旨意」的關鍵問題，

是失落又復得。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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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子的名分失落 

神兒子名分會失落嗎？如何失落？根據兩大事件： 

1.兒子失職 

神將人安置在樂園，交託「修理看守」的責任。但人只知享受，沒有

盡看守的職責。使那不守本位的惡天使，附身那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

猾的蛇潛入。 

 

2.惡者引誘 

神除了交託兒子責任之外，也吩咐不可喫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若違

命，死的懲罰必臨到。這是神藉此考驗人的意志，是否作個順命的兒

子，並非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有致死的元素，神所造的，看著都是好的。

神下的這道命令，主要是看人聽不聽祂的話，順者得生，逆者致死。 

那惡者要與至上者同等的野心達不到，而神將萬物的管理權交給按祂

形像樣式造的人，稱為神的兒子。就趁這機會作奪權的伎倆，附蛇身面

對女人，用花言巧語迷惑。女人終於接受牠甜言蜜語，而違背神的命

令，喫了神吩咐不可喫那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也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喫

了。神的話即應驗在人身上；「喫的日子必定死」。人與神從此就隔絕

了，人失去「神兒子」的名分，被神趕出樂園，其罪性帶給全人類。大

衛王犯罪之後的懺悔詩就提到「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

候，就有了罪」（詩五十一 5）。保羅的信中，也宣告：「罪是從一人入

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羅五 12）。使徒約翰也直言：「全世界（世人）都臥在那惡者手中」

（約壹五 19）。主耶穌也坦言：「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約八

44）。魔鬼從人身上奪取神賦予人的權柄，登上「世界的王」，甚至

「世界的神」的地位（約十二 31，十四 30，十六 11，林後四 4）。世人

也服在牠權下，失去神兒子的名分。這整個過程都在全知、全智的神鑒

察之下，而奠下的工作計劃，為要尋回按神形像樣式所造的人恢復兒子

的名分，這名分是在人始祖亞當裏失落的。 

 

（二）兒子的名分復得 

原來人有神兒子的名分，是由於神只動用「指頭」創造之工（詩八 3-

4）。今使人恢復神兒子名分，神要動用祂「膀臂」作救贖之工，這膀臂

指的是耶穌基督（賽五十三 1-2）。神使人復得神兒子的名分，付的代價

更重。動指頭所造的失落了，要用膀臂之力才復得。是神動用那長、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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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高、深的愛贖回的。 

 

1.伊甸園的預示（創三 7-24） 

人違背了神的命令，犯了罪，失去神兒子的名分，神到伊甸園尋找

他，因罪帶來的羞恥，不敢見神的面。人墮落失喪了，慈悲的神仍愛惜

祂所造的人，沒有絕人的路。咒詛臨到蛇（魔鬼的工具，以後魔鬼另一

名為古蛇<啟十二 9，二十 27>）。既然是蛇誘惑女人犯罪，神就興起

「女人的後裔」與蛇彼此為仇。但「女人的後裔要傷你（蛇）的頭，你

要傷女人後裔的腳跟。」這是神「預定的旨意」之根。 

這整個過程，是全知的神說預知的，在此宣示祂「預定的旨意」，到

時必實現出來。 

 

2.神救恩的實現（加四 4） 

「時候滿足了」，神「預定的旨意」是透過一位「女子」所成就的。

這位「女子」就是約三千二百五十年之後，神默示給以賽亞先知的一個

兆頭：「必有童貞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賽七 14）。約

七百五十年之後，天使長加百利奉命到猶太地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向一

位童貞女馬利亞顯現，宣告她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路一 26-38）。同時也安慰馬利亞的未婚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

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告訴他，這件事

是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

內利」（太一 18-23）。馬利亞心尊主為大，靈以神為樂接受了。這事是

出於神，約瑟也順服了。 

原來神在伊甸園宣告「女人的後裔」，是預告約四千年之後成就在馬

利亞身上，神藉着她使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的耶穌，是神住在

人中間。這人子耶穌，負有重大的使命，就是「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十九 10）。最後藉着十字架的救恩，傷了魔鬼的頭，「成了」救贖

的恩功（約十九 30）。叫一切信祂的人罪得赦免，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恢復神兒子的名分（約一 12，三 16，約壹五 12）。保羅所得的默示

成為事實，神預定的旨意成就了。 
 

結語：本文由於保羅所得的默示：「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

揀選了我們。」又「預定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引起的。為

了追溯其根源，才從神創世之前的事蹟說起。因為神的旨意，是祂的心

意，從祂的言語表達，更具體是從他的工作表彰，逐步地彰顯出來，使

人明白而遵行。神完整的旨意是奠基在神「預定的旨意」中。整個人類

的歷史，都隨着神旨意運作。◆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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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禱告的元素有三：頌讚、感恩與祈求 

最近，我蒙聖靈引領，想到祈求的三個要訣。 

 

第一個要訣：奉主名祈求 

主耶穌親口對門徒說：「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

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約十四 13-

14） 

各位主內讀者，你是主的門徒，你當照著以上主的應許，向祂祈

求。 

奉主的名祈求的意思是甚麼呢？上世紀的我國奮興佈道家陳崇桂牧

師曾說，奉主名祈求就是以主的名義祈求。換言之，就是說祈求的事，

是主所贊成的。 

由此可見，我們在祈求之時，要小心謹慎，不可隨便開口，要守住

自己身份，以敬畏的心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向父神祈求。（來

四 16） 

我們在祈求之時，不需要特用美麗的詞句，只需要在聖靈引領之

下，說出當說的話語。 

 

第二個要訣：憑信心祈求 

主耶穌曾回答祂門徒彼得說：「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

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懷疑，只信他

說話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

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着的，就不得着。」（可十一 22-24） 

主耶穌在「山上寶訓」中曾說：「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

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

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麼？」（太七 9-

11） 

你是天父的兒女，你向祂祈求，即使祈求的像要挪開一座大山投在

你當怎樣祈求    

      楊兆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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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裡，你心裡絕不疑惑，天父也要成就這事。你向天父祈求之時，絕不

疑惑，就必得著祂要給你更好的東西。 

 

第三個要訣：照神旨祈求 

《約翰一書》第五章十四節至十五節說：「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

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祂聽我們

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祂的無不得著。」 

當你向父神祈求之時，絕對不可隨著肉體的意思，隨便開口，你須要

照著聖靈的帶領，照著祂的感動，照着父神的旨意祈求。 

你祈求的事，與《聖經》的教訓符合，毫無衝突，就是神的旨意了。

那時，你就可以存著坦然無懼的心，向神祈求了。 

我們絕對不可浪費時間妄求；我們需要珍惜我們禱告的時間。 

願你在每日的禱告生活中，更加蒙福。◆ 

教會歷史 

神學和神的計劃（十三）   

柯立天（瞿敏成中譯） 

約翰·加爾文：教會按照神的話改革 

 

前言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改革感到滿意。與

羅馬天主教會分離的大門一但打開後，便沒有機構可以強制新教教會的合

一。在馬丁·路德推動對羅馬天主教進行更徹底的改革之後，許多新教教

會都在成長。事實證明，馬丁·路德是新教改革的保守派。今天許多新教

徒可能都會同意馬丁·路德在他的改革中過於保守。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和傳統的改革宗都受到以下口號的鼓舞：

「教會按照神的話改革。」馬丁·路德曾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他主要是希

望將福音信息和聖經的權威歸回教會的中心；約翰·加爾文則是想對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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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做法進行徹底的改革。加爾文不但強調聖經的權威高於教皇的權

威，而且還要教會所有的作法都按照聖經的教導。如果教會中的作法或

傳統違反聖經，加爾文就會決心改變這種作法。 

 

改革的範圍 

在馬丁·路德還在世時，宗教改革已分為三個主要路線。第一個是忠

於馬丁·路德的「路德宗」。第二個是激進的「改革宗」（更正教），約

翰·加爾文是改革宗裏最傑出的神學家。（「改革宗」只是馬丁·路德發起

的「新教改革」的一支。）下一篇文章，我將要介紹第三個路線-「重洗

派」。 

約翰·加爾文生於 1509 年，是第二代改革宗神學家的一分子。改革宗

的第一位神學家是瑞士的烏爾里希·慈運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

年），加爾文是以慈運理的作品為基礎。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和新教神

學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而加爾文卻為改革宗奠定神學基礎。馬丁·

路德主要是對當時快速發展的事件做出回應，他的神學常常是為回應對

改革派的直接挑戰而寫的。而加爾文則建立了一種徹底而有系統的神

學，這神學影響了新教教會和西方文明五百多年。 

 

約翰·加爾文 

約翰·加爾文於 1509 年生於法國，後來進入巴黎大學學習法律，並且

成為一位出類拔萃的學者，特別在哲學方面很傑出。從 1523 年到 1533

年，他越來越注意新教改革，這是一個由馬丁·路德於 1517 年在德國發起

的宗教危機。加爾文聲稱自己曾經有過一次突然臨到的信仰轉換經歷，

但是我們無法查知確切日期。1533 年，加爾文表現出他對馬丁路德著作

的熟悉，引起當局注意而迫使加爾文躲藏起來。1534 年，加爾文正式與

羅馬天主教斷絕關係，並加入新教徒行列。從那時起，加爾文就從未鬆

懈推廣福音信仰。加爾文可能在 1534 年開始撰寫他經典的系統神學著作

《基督教要義》。 

後來，法國的局勢對於新教運動的領導人來說，變得更加困難，因此

在 1535 年，加爾文決定與其他許多法國新教徒一起逃亡到瑞士的巴塞爾

（Basel）。加爾文發現逼迫的情勢愈來愈嚴重。他一位巴黎密友，在

1535 年被燒死。因此，他更加堅決地透過他的著作《基督教要義》提供

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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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的辯護。 

1536 年 3 月《基督教要義》出版後，加爾文成了一名通緝犯。1536

年 7 月，加爾文在日內瓦短暫停留，當地教會領袖找他時，他原只想停

留一晚。但是，教會領袖請求加爾文留在日內瓦幫助建造新成立的新教

教會。加爾文拒絕了，聲稱自己是學者而不是牧師，但是，他最終還是

留了下來。從此，加爾文與日內瓦市結下了不解之緣。 

雖然如此，他在日內瓦服事的時間也曾被中斷過。加爾文嚴格的新教

思想很快引起了日內瓦許多人的不滿。他們敦促市議會向加爾文施壓，

但加爾文卻敦促市議會推行改革。可以看出，加爾文領導下的日內瓦新

教改革是在市議會的政治權力下進行的。像路德一樣，加爾文沒有採取

激進的步驟將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加爾文對議會感到非常失望，甚至

指控說他們來自撒旦。在服事短短 18 個月後，他被逐出了這座城市。 

在 接 下 來 的 三 年 中，他 在 法 國 東 部 與 德 國 邊 界 的 斯 特 拉 斯 堡

（Strasburg）的 改 革 宗 教 會 牧 會。教 會 是「自 發 教 會」（gathered 

church），大多數成員都是講法語的難民。這個教會的紀律很好，也許是

因為這是一個「自發教會」，不像「國家教會」（state church），所有成

員 都 是 按 自 己 意 願 參 加 的。加 爾 文 於 1540 年 與 伊 德 萊 特 · 德 · 布 雷

（Idelette de Bure）結婚，那是一位信仰重洗派的寡婦，她有兩個孩子。

伊德萊特·德·布雷 1549 年去世後，加爾文把這兩個孩子視如己出撫養長大

（布雷與加爾文唯一的孩子，在出生後不久就去世了）。加爾文還修改

了《基督教要義》，並撰寫了另外三本書。他的聲譽遠播，後來，日內

瓦市政府邀請他返回日內瓦。 

加爾文於 1541 年返回日內瓦後，就一直待在那裡，直到 1564 年去

世。加爾文認為教會應忠實地反映出聖經中的原則，並且在教會施行嚴

格的紀律。加爾文根據他對《新約》的瞭解，在教會中設立四種職分以

維持秩序。第一種職分是「牧師」，其職責是傳教和主持聖禮。第二種

職分是「教師」，這是指導教義和教導的人。第三種職分是「長老」，

是負責教會紀律的平信徒。最後的職分是「執事」，由平信徒負責，照

顧窮人和有需要的人，以及管理醫院。現在在世界各地的改革宗和長老

會中仍然可以看到這四種職分。 

約翰·加爾文除了定期講道外，同時也留下影響長遠的學術研究。他

按照各種神學議題寫了無數篇論文，並且，幾乎對聖經每卷書都寫了註

釋。加爾文在每個主日講道兩次，每隔一週則天天講道，平均每週講道

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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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 

五次，如此歷時近 25 年。他還擔任舊約教授，每週授課三次。除了講

道、教書和寫作外，他還不懈怠地履行牧師職責。 

加爾文是應日內瓦當地政府的邀請而來的，他隨時都有可能被解僱。

而事實上，他的事工經常在市內遭遇到各種反對。例如，當他在講道

時，人們會用咳嗽聲來淹沒他的聲音，有些人則會在教堂外開槍，有時

人們會叫他們的狗來攻擊他。他甚至受到生命威脅的匿名恐嚇。儘管如

此，加爾文仍然持守他的信念直到 1564 年去世。 

加爾文意識到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力，他不希望讓別人趁機利用他的名

聲創建新教神社，因此，在他去世前，他給了嚴格的指示，將他安葬在

一個普通的墓地中。直到今天，他的墓地仍然不詳。 

 

《基督教要義》 

這個著名的論文在過去四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更正教思想的核心。這傑

作來自加爾文的活潑經歷和聰明才智，他親身經歷福音的覺醒和致命的

政治暴力年代。加爾文希望向迫害更正教的政治當局提供系統的基督教

辯護。該書於 1536 年首次以拉丁文出版，寫給法國國王，為新教徒的信

仰提供了熱情的辯護。因此，《基督教要義》不僅僅是基督教宗教學說

的宏偉綱要。教義的闡釋充滿了加爾文在 1530 年代經歷的生與死背景所

產生的熱情。加爾文一直不斷充實該書的內容，直到 1559 年完成。 

 

釋經 

加爾文講道是有系統地逐句傳講聖經經文。加爾文與大多數傳統改革

宗教會一樣，都認為解經和聖經講道是牧師主要的責任。到 1549 年，他

的講道被記錄下來，並收集成冊。加爾文對聖經文本仔細逐節解經，並

引入了現代聖經詮釋藝術。時至今日，那些新教教會按照改革宗和長老

會的傳統，仍然非常重視審慎的系統釋經講道。 

 

邁克爾·塞爾維特斯案 

加爾文的作法經常引起爭議，尤其是他對教會的嚴格紀律，這爭議是

從他在日內瓦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加爾文的批評者指出，1553 年邁克爾·

塞維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 年）的案子是他在日內瓦教會紀律

失控的證據。邁克爾·塞維特是一位出色的西班牙醫師，也是文藝復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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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人文主義者，他是第一個描述肺循環功能的歐洲人。他最初參加了

新教改革，但最終拒絕了三位一體真神的教義。他在法國被天主教當局

判處死刑後，逃往日內瓦，卻在那裏被捕。當時，異教徒在西歐的天主

教或新教地區會遭到逮捕和懲罰。加爾文的反對者將塞維特在日內瓦的

監禁視為攻擊加爾文的機會。在塞維特的審判中，加爾文的敵人支持塞

維特，並對加爾文提出反訴。加爾文佔了上風，1553 年塞維特被判火刑

燒死在火刑柱上。 

我們從整體事件來看，可以更清楚理解加爾文在執行塞維特中的角

色。如果加爾文在塞維特案敗訴，加爾文將喪失他在日內瓦的支持。他

的對手準備突襲他，加爾文需要捍衛教會正統觀念，並維持其日內瓦宗

教改革的純正。此外，即使塞維特在日內瓦被釋放，他也將在另一個城

市被捕並且被處決。在審判期間和審判之後，加爾文數次親自勸塞維特

改變觀點，試圖說服他接受三位一體真神的觀念。不幸的是，塞維特堅

信自己的立場。最後，加爾文未能成功地說服官方以斬首取代火刑，因

為加爾文認為斬首沒有火刑那麽難受。 

由於加爾文的反對者未能在塞維特的案子上成功的破壞他，使得加

爾文在日內瓦能夠在無阻礙的情況下，從 1553 年開始進行改革活動，直

到 1564 年去世。 

 

結論 

在新教改革的前幾十年中，羅馬天主教徒與歐洲新教徒之間的暴力

衝突不斷加劇。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地區的政治領導人物決定他們的領

土是天主教還是新教。路德教會和改革宗教會願意默認這種制度，因此

它們是「國憲制宗教改革」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們允許教會繼續受

到市議會或城市「地方行政官」的政治保護。這些城市當權者會使用武

力強制整合，以支持其領土內政府贊助的教會。 

然而，並非所有新教徒都對「國憲制宗教改革」感到滿意，他們不

希望教會受地方政府的管制。這些改革者對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所倡

導的宗教改革都不滿意。他們希望教會恢復到第一世紀時真正的基督教

會。他們嚮往的是在君士坦丁時代之前，在建立基督教國家教會之前的

教會。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在新教改革運動的激進派中談到第三種

改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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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Not everyon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Reformation of Martin Lu-

ther. Once the door to separating from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was opened, there was no mechanism to impose unity on 

the new Protestant churches. Many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growing up after Martin Luther pushed for a more thorough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Martin Luther, it 

turned out, was the conservative branch of the Protestant Refor-

mation, and in hindsight many Protestants today might agree 

that Martin Luther was far too conservative in his Reformation. 

 

John 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ere animated by the 

catchphrase, “The church reformed according to the Word of 

God.” Whereas Martin Luther had been a Catholic priest, and 

Luther primarily wanted to return the gospel message and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to the center of the church, John Calvin 

envisioned a thorough reformation of all the practices of the 

church. More than simply emphasizing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above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John Calvin wanted to subject 

every practice of the church to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If there 

was a practice or tradition in the church that went against Scrip-

ture, Calvin was determined to change that practice.  

 

John Calvin:  
         The Church Reformed  
                  According to the Word of God 
                                    
  By Richard Cook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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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trum of Reform 
The Reformation, even while Martin Luther was still alive, would 

split into three primary streams. The first stream, faithful to Mar-

tin Luther, was the Lutheran church. The second, more radical 

stream, was the Reformed tradition, and John Calvin was the 

most prominent theologian in the Reformed tradition. (Note that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s only one stream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launched by Martin Luther.) The third stream, cov-

ered in the next essay, is the Anabaptists. 

 

John Calvin, born in 1509, was par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eformed theologians. The first Reformed theologian was Ulrich 

Zwingli (1484-1531) in Switzerland, and Calvin built on work the 

work of Zwingli. Martin Luther put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Reformation and Protestant theology, but it would be John Calvin 

who would lay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Martin Luther was mostly reacting to fast-moving events 

in his day, and his theology was often written in response to im-

mediate challenges to the Reformation. John Calvin, on the other 

hand, produced a thorough and robust theology that has influ-

enced the Protestant church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or over 

five hundred years. 

 

John Calvin  
John Calvin was born in 1509 in France, and he went on to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nd later studied law. He developed into an 

exceptional scholar, particularly excelling at philosophy. From 

1523 to 1533 he apparently beca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he religious crisis launched by Martin 

Luther in 1517 in Germany. John Calvin claims to have had a sud-

den conversion experience, but we are unable to date that expe-

rience. In 1533 Calvin showed his familiarity with the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leading the authorities to force Calvin to go into 

hiding. In 1534, Calvin officially broke relations with the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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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c Church and entered the Protestant ranks. From that time 

forward, Calvin never relented in promoting evangelical faith. 

Calvin may have commenced work on his classic book of system-

atic theology,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1534. 

 

The situation in France became more difficult for the leaders of 

the new Protestant movement, so Calvin decided to flee, along 

with many other French Protestants, to Basel in Switzerland in 

1535. Calvin became aware of the growing severity of the perse-

cution, including a personal friend in Paris who was burned in 

1535, and he became more determined to provide a defense 

through his book the Institutes.  

 

After publication of the Institutes in March 1536, Calvin was a 

wanted man. In July 1536 Calvin stopped briefly in Geneva, in-

tending only to stay a night, when he was approached by a local 

church leader. Calvin was asked to remain in Geneva and help 

build a newly formed Protestant church in town. Calvin resisted, 

claiming he was a scholar and not a pastor, but finally relented. 

John Calvin would thereafter forever be associated with the city 

of Geneva. 

 

Nonetheless, his time in Geneva was not uninterrupted. Calvin’s 

strict version of Protestantism quickly raised the anger of many 

people in Geneva. They pressed the city council to repress Calvin, 

but Calvin pressed the council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reforms. 

The Reformation in Geneva under John Calvin, as can be seen, 

was under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the city council. Calvin, like 

Luther, did not take the radical step of advocating for a complet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Calvin became extremely disap-

pointed with the council, even saying they are from Satan, and 

after just eighteen months of ministry he was banished from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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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then, he ministered at the Reformed 

church in Strasburg, a city on the eastern border of France with 

Germany. The church was a “gathered church,” as most of the 

members were French-speaking refugees. The discipline in this 

church was good, maybe because as a “gathered church,” unlike 

a state church, all the members attended by their own volition. 

He married Idelette de Bure in 1540, a widow of an Anabaptist 

with two children. After her death in 1549, Calvin raised her two 

children as his own (her only child with Calvin died shortly after 

birth). He also revised the Institutes and wrote three other books. 

His reputation spread, and he was invited to return to Geneva by 

the city authorities. 

 

Calvin returned to Geneva in 1541, and he would stay there until 

his death in 1564. Calvin believed the church should faithfully 

mirror the principles from the Bible, and he provided strict disci-

pline over the church. He promoted, based on his read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four offices in the church to maintain order. The 

first office is “Pastor,” whose role is to preach and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s. The second office is “Doctor/teachers,” the people 

assigned to instruct in doctrine and teach in the schools. “Elders,” 

the third office, is the laypeople who are put in charge of church 

discipline. The final office is “Deacons,” laypeople who are given 

charge of the care for the poor and needy. They are also called on 

to administer the hospital. These four offices can still be found in 

Reformed and Presbyterian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John Calvin both preached regularly and produced enduring 

scholarship. He wrote unnumbered treatises on various theologi-

cal topics and wrote a commentary on nearly every book of the 

Bible. Calvin would preach twice every Sunday, and every day of 

alternate weeks, an average of five sermons a week lasting nearly 

twenty-five years. He also lectured as the Old Testament profes-

sor three times a week. In addition to preaching, teaching and 

writing, he tirelessly performed pastoral duties.  

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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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n had been invited by the city authorities, and he could have 

been dismissed at any time. In fact, his ministry was often op-

posed within the city by various means. For instance, while he 

was preaching people would cough to drown out his voice, oth-

ers would fire guns outside the church, and on occasion people 

would call on their dogs to attack him. He even received anony-

mous threats against his life. Nonetheless, Calvin persisted until 

his death in 1564.  

 

John Calvin, aware of his vast influence, had not wanted to give 

any encouragement to those who might create a Protestant 

shrine, so before his death he gave strict instructions that he was 

to be buried in a common cemetery. His gravesite today is un-

know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is celebrated treatise has consistently retained for four centu-

ries a central role in formulating Protestant thought. The master-

piece emerged from the lived experience and brilliant mind of 

John Calvin, who was living through an evangelical awakening 

and lethal political violence. Calvin desired to provide a system-

atic defense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o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 

that were persecuting them. The book, first published in Latin in 

1536, was addressed to the king of France, offering a passionate 

defense of Protestant beliefs. The Institutes, therefore, is more 

than a magnificent compendium of doctrin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e exposition of the doctrines is infused with passion 

arising from the life and death context Calvin experienced in the 

1530s. Calvin woul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volume until it 

reached its final form in 1559. 

 

Commentaries 
Calvin would systematically preach through the Bible verse by 

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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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e. Calvin, along with most churches within the Reformed tra-

dition, considered Bible exposition and biblical preaching as cen-

tral to the role of the pastor. By 1549 his sermons were being 

recorded and collected into bound volumes, and the modern art 

of commentary making was introduced by Calvin with meticu-

lous verse by verse explanation of the biblical text. To this day, 

Protestant churches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the Reformed and 

Presbyterian churches place high emphasis on careful and sys-

tematic exegesis and biblical preaching. 

 

The Case of Michael Servetus 
John Calvin is controversial, especially his strict discipline over 

the church, and he has been since his time in Geneva. Critics of 

John Calvin point to the case of Michael Servetus in 1553 as evi-

dence of his out of control church discipline in Geneva. 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 was a brilliant Spanish physician and Re-

naissance humanist, the first European to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pulmonary circulation. He initi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but he eventually rejected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After being condemned to death by the Catholic 

authorities in France, he fled to Geneva where he was arrested. 

At the time, heretics would be arrested and punished in either 

Catholic or Protestant areas of Western Europe. Calvin’s oppo-

nents saw the imprisonment of Servetus in Geneva as an oppor-

tunity to attack Calvin. At the trial of Servetus, Calvin’s enemies 

supported Servetus and leveled counter charges against Calvin. 

Calvin prevailed, and Michael Servetus was burned at the stake 

in 1553. 

 

In context, Calvin’s role in the execution of Servetu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Had Calvin lost the case against Servetus, 

Calvin’s support and power in Geneva would have been lost. His 

opponents were prepared to pounce, and Calvin needed to de-

fend orthodoxy and maintain the purity of his Reformation min-

istry in Geneva. Furthermore, even if Servetus were released 

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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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eneva, he would have been arrested and executed in an-

other city. Calvin personally pleaded with Michael Servetus on 

many occasions during and after the trial trying to persuade him 

to adopt an orthodox view of the Trinity. Unfortunately, Servetus 

was convinced of his position. Finally, Calvin had argued unsuc-

cessfully that Servetus should be beheaded, presumably because 

it is less painful, rather than burned. 

 

With the failure of Calvin’s critics to undermine him in the case 

of Michael Servetus, John Calvin enjoyed uncontested freedom 

in Geneva to carry out his reforming activities from 1553 until his 

death in 1564. 
 

Conclusion 
During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here 

was growing violence between Roma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areas of Europe. For the most part, it was the political leaders 

within each area that determined whether the territory would be 

Catholic or Protestant. The Lutherans and the Reformed churches 

were willing to acquiesce to the system, and thus they were part 

of the “Magisterial Reformation.” That is, they would allow for 

the church to remain under the political protection of the city 

council, or city “magistrate.” These rulers of the city council 

would use force to enforce conformity in support of the state 

sponsored churches within their territory.  
 

Not all Protesta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Magisterial Refor-

mation,” however, and they desired for the church to be inde-

pendent from the city magistrates. These reformers were dis-

satisfied with the Reformation as promoted by both Martin Lu-

ther and John Calvin. They wanted the church to push back to 

true first century Christianity. They wanted to reach back before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a Christian 

state church. We will meet this third tradition within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he radical wing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next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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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

是個財主。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

不得看見。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爲耶穌必從那裏經

過。耶穌到了那裏，擡頭一看，對他説：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

你家裏。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衆人看見，都私下議論

說：他竟然到罪人家裏去住宿。撒該站著，對主説：主阿，我把所有的

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

家，因爲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

十九 1-10）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勤奮能幹，生前全副精神做生意，掙錢、

刮錢、賺到億萬財富，他到年老時才信主，信主後，不但生命改變，對

金錢的看法也徹底改變，當他領悟到

聖經「施比受更爲有福」的真理後，

於是，反過來開始盡量捐款，盈千累

萬的施給需要的人，其中最受人記念

的要推他在 1892 年所創辦的芝加哥

大學，因這所規模龐大的學校，不僅

他一手捐錢創辦，老人家的心也實在

十二籃零碎 

 

十二籃零碎       一個財主的改變 

 

           

 
王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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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籃零碎 

放在每塊磚頭上，同時，他也聘請一位充滿智慧的宣教士哈柏為首任校

長，當日兩人合一建立美好的根基，使芝大今日成爲世界著名的學府，

為促進人類公共衛生及醫療設備，他在 1913 年成立洛克菲勒基金會，又

於 1921 年捐獻巨款，在中國北京創辦一流水準的北京協和醫院，爲中國

栽培許多優秀醫生，洛克菲勒於高齡 97 歲時才安然離世，其墓碑上是這

樣寫 的「我在 地上 所 投資 的都 會 過去，但在 天 上所 投資 的 將存 到永

遠。」 

洛克菲勒由於主耶穌生命大能注入而有 180 度的改變，聖經中的例證

不勝枚舉，彼得、約翰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由於主復活大能的進入，

而能放膽見證主是基督（徒四 13），門徒們經過五旬節的聖靈澆灌，而

大有能力，能説別國的話（徒二 1-4），彼得原來不與外邦來往共食，經

過神以異象的啓示，而能改變，前往哥尼流家宣講福音，聖經中最大的

改變乃是使徒保羅的改變，保羅原一個嚴守律法迫害基督徒的人，但經

大馬色時主親自向他顯現呼召後，便經歷了 180 度的大轉變，成爲向外邦

人傳福音的大使徒，在聖經中除了主耶穌之外，沒有人能像保羅那樣對

基督教的發展產生過那麽大的影響，至於對財主撒該的改變則更顯出主

生命改變的大能，撒該原來是一個精於詐取

金錢、勒索不義之財的大罪人，但他遇見主

耶穌後，就有大大的改變，他愿意對曾經被

他欺壓過的人作出補償，并決定幫助窮人，

由一個詐取者變爲施予者（路十九 1-10）。 

主在我們每個人生命改變的經歷使我們

生命得到更新，使我心被恩感像撒該一樣愿

意去幫助人，行正道、走正路，這都是生命

的主進入我們心中的原因，我們應該感謝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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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旋律 

  座右旋律  賠上生命 
                                                     黎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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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心得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

是個財主。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

不得看見，就跑在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過。

耶穌到了那裡，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

然到罪人家裡去住宿。撒該站着，對主說，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

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

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十九 1-10） 

在主耶穌那個時代，羅馬人統治了猶太的地方，當時在猶太人中作稅

吏的人，是被藐視看不起，被眾人視為罪人。除了本行業的人，沒有人

願意與他們作朋友。猶太人認為他們不該作羅馬人的奴才，徵收同胞的

稅項，又用詭詐手段從中獲取暴利，所以作稅吏的人，為猶太人所棄

絕。有時連頭也不敢抬起來，就如在神殿中，禱告的時候一樣。（路十

八 13-14） 

有一天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

長，他聽聞過有關耶穌所行的神蹟和異能，他存着好奇的心，想看看耶

穌是怎樣的人，因他慕名已久，他得知耶穌來到，就趁這個難得的機

會，去到耶穌必經之處，但見有很多人圍著耶穌，無法近前，看不見耶

穌，因自己身量矮，他看見前頭有棵桑樹，就走到前面爬上樹，他料到

耶穌必從這裡經過。耶穌來到抬頭一看，對他說，該撒快下來，今天我

必住在你家，該撒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耶穌改變了他的生

命，使他和家人都蒙恩福，得到救恩。從以上經文看，撒該是真心悔改

信主，不然他不會歡歡喜喜接待耶穌，也不會將一半財產分給窮人，更

不會賠給他訛詐的人四倍，從表面上看，他因見了耶穌大有損失，但實

際上他有意想不到的大收穫。 

每個誠心悔改真心信主的人都有意想不到神的賜福，罪得赦免，得永

生，兒子名分，復活的盼望，永存天上的基業，如經上所記『神為愛祂

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二 9），我們當常存感恩的心，等候所盼望主耶穌所賜的恩。◆ 

        意想不到的收穫                                           
                                                             

                老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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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歌 

   康錫慶 晨聲 

《雅 歌》簡 稱 為「歌」，書 中 明 文 為「所 羅 門 的 歌，是 歌 中 的 雅

歌」，無與倫比，最有價值，最美妙的詩歌之意，是出於所羅門的手

筆。所羅門王被稱為「智慧之王」，其智慧是從神求來的。歷史稱：

「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測量。」

他曾作「箴言三千句，詩歌一千零五首。」論及許多動植物；「自利巴

嫩的香柏樹，直到牆上長的牛膝草。又講論飛禽走獸，昆蟲水族」等等

（王上四 29-33）。這些也隱隱約約地出現在《雅歌》中。 

這本以詩歌為體裁的書，在描寫一對情侶的愛情，全書以夫婦間的關

係，預表或表明神對以色列民，或基督對教會之相屬，是種神聖聯合的

奧祕，但全書 117 節，沒有宗教上的術語，對神稱呼只出現在第八章七

節，那裏提及「是耶和華的烈焰」，按新國際版譯作「如同猛烈的火

焰」，沒有「耶和華」這稱呼。因此被認為全書對神隻字不提，但這節

經文卻被稱為是全書的主題：稱「愛情如死之堅強」，是「眾水不能熄

滅，大水也不能淹沒」，是「猛烈的火焰」。如此愛情，也只有神的愛

可比擬。因全部《聖經》都在述說：「神就是愛」（約壹四 8，16）。 

 

歌一   愛情真可貴 

愛情比酒更美，只有愛才能相吸引，女子的美麗，男子的熱情，令人

羨慕，使旁觀的朋友也為他/她們歡樂。 

一對情人，彼此以良人與佳偶互稱，良人稱佳偶在女子中極其美麗，

氣質非凡，因有裝飾更顯嬌美。佳偶視良人是她懷中的一袋馨香的沒

藥，第十三節的現代中文譯作：「我的愛人常靠在我的胸懷；他像一袋

子沒藥那麼香。」而良人回敬佳偶的美麗，形容她的眼「好像鴿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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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聲 

閃耀着愛的光輝。這愛情顯示基督徒對主的愛出於真誠，快跑地跟隨

主，不分離。 

 

歌二   真情的聯繫 

「良人屬我，我也屬他」，這愛情的聯繫，彼此相屬，永不分離。佳

偶在良人眼中有如荊棘裏的百合花，特別出眾。良人在佳偶的眼中有如

樹林中的蘋果樹，儀表非凡。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愛而難卸，甚至到

「思愛成病」。陶醉在濃厚的愛情中。是出於自發的愛情。良人稱佳偶

為「我 所 親 愛 的」，「我 的 美 人」，「我 的 鴿 子」，可 愛，美 麗 且 馴

良。佳偶稱良人像「羚羊」，像「小鹿」，活力且俊美。在愛中互相羨

慕，愛中不看對方的短處，只看對方的長處，在愛中一切醜陋都被掩

蓋。 

何況主的愛是慈愛，永遠長存的真愛，愛上我們這不配得愛的人。我

們愛神，也當以真誠的愛愛祂。在愛中彼此相屬，主屬我，我也屬主。 

 

歌三   尋覓所愛的 

兩性的戀情，經歷尋覓是必經的過程。此時，良人似乎是疏遠，迫得

佳偶到處尋找。論時間不分晝夜，就是夢中也不忘所愛的，論地點不分

大街小巷都走遍，遇到守夜的人，也在追問，是真心地追尋心所愛的，

付出精神和力量，並不失望。終於當她走離守夜的人就遇見所愛的，緊

拉着他回娘家，是他出生的地方。佳偶也因此喚醒「耶路撒冷的眾女

子。」讓良人自發愛情。 

原來良人是飄流在曠野，現在被帶回，顯然像王子，不但像而是實際

享受王子的豐富與榮耀。 

這是顯示基督徒與基督的關係。如約翰所申明的「我們愛，因神先愛

我們」（約壹四 19）。主的愛為我們捨身，救贖了我們，祂的愛永不改

變，永不離開我們。只因我們往往會靈裏低沉而遠離主，而覺得孤單無

助。直到靈裏甦醒才去尋找主，只有主的愛能滿足我心。是的，只要我

們誠心尋求祂，祂就出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尋回對主起初的愛，重新

享受愛裏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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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四   完美的契合 

當佳偶找到良人，帶他回到她出生之地，全心全意地愛他。良人被她

的愛所吸引，細察她的美，注視到她的眼、頭髮、牙齒、唇、嘴、兩太

陽（額）、頸、兩乳。讚她「全然美麗，毫無瑕疵」。進一步兩次稱她

為「妹子」，五次稱她為「新婦」，一而再地表達；是她的愛情「奪了

我的心」。享受到她「嘴唇滴蜜」，「舌下有蜜、有奶」，「衣服的香

氣」。佳偶的完美是良人最甘甜的享受，好像園主享受園裏所結的佳

果。最後佳偶的回應，是要靠風力，才能使百花盛開，發出香氣，佳果

纍纍，才得品嚐。 

佳偶良人完美的契合，在於愛的連繫。說明基督徒與主耶穌彼此關係

上。主全然愛我們，是因我們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愛祂，全人彰

顯神的榮美，「恐懼戰兢」地活出基督的樣式，「在言語、行為、愛

心、信心、清潔上」滿足主的心（可十二 30，腓二 12，提前四 12）。但

是靠自己無能為力，是要依靠神的靈運行，如北風南風吹起，方能成

事。我們享受主，讓主在我們身上，也有所享受。 

 

歌五   短暫的疏離 

經歷一段甜美的契合，本章第一節是連續第四章的美景。 

想不到美景不常，愛情似經不起考驗。當她睡臥在床，似乎是在夢中

聽見良人在門外的聲音。怎能在門外敲門？良人何時離開，她竟不曉

得，現在良人在外受苦，向她求開門，誰知佳偶竟拒絕。稱她已脫了衣

裳，也洗了腳，怎能起來為他開門？然而佳偶不以為然，從門孔伸進手

來，她見狀心受感動，起來為良人開門。想不到為良人開門，良人反而

轉身走了。她隨之也出門去找他，反遭到欺壓。遇到耶路撒冷的眾女

子，請她們若遇到她的良人，請轉告他：「我因思愛成病」，反受眾女

子的譏笑：「你的良人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竟值得如此凝心。

不！佳偶回應眾女子，見證她良人是「超乎萬人之上」，就一一地讚賞

她的良人，他是「全然可愛」的。 

這整個過程都在說明基督徒對愛我們的主失去恆久的愛心，經不起環

晨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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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考驗，信心搖動，愛主的心冷淡，與主的關係好像脫了節，把主關

在門外似的。感謝主，祂不丟棄我們，再次喚醒我們，叫我們沉睡的靈

甦醒過來，復興我們，叫我們的手不再下垂，腳不再發酸，緊緊地跟從

祂。 

 

歌六   暫疏與永繫 

當佳偶向眾女子讚賞她的良人「超乎萬人之上」，是「全然可愛」之

後，引起眾女子的羨慕。並感動眾女子協助她去尋找她的良人。其實佳

偶知道她的良人並不是厭棄她，而是進入他自己的園中。深知她的良人

不會不顧她而遠離，況且他們的愛情永固，沒有任何問題使他們分離。

「我屬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屬我。」永遠相屬。良人在此印證佳偶的

真情，再度表揚她的美，提及她的眼目、頭髮、牙齒、兩太陽。更甚

者，有了她，勝過眾多的王后、妃嬪和童女。有了她就滿足了，這專一

的伴侶，一點都不分心，四次呼喚「回來」，這是分離之後重契合，何

等寶貴。 

基督徒與主的關係，往往是基督徒遇有難處，在困境中，好像主撇下

她，丟棄他，而感到無助而失去見證。但聖靈的感動，能使他確信主曾

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十三 5）。因為我屬主，主也屬

我。我今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加二 20）。

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有時也會軟弱，但主認識屬祂的人不會沉睡至死，

總會等候神而「從新得力」（賽四十 31）。 

 

歌七   彼此相戀慕 

良人與佳偶親蜜有加，由於良人對佳偶的傾慕，帶來佳偶的回應，雙

方的愛情幾達沸點；良人對佳偶的戀慕是全然的美，提及她的腳、大

腿、肚臍、腰、兩乳、頸項、眼目、鼻子、頭、髮、身量。再提兩乳、

鼻子和口，從腳底到頭頂，無一不美。由於良人盡情地描述，感動佳偶

的回應：「為我的良人下咽舒暢，流入睡覺人的嘴中。」現代中文譯

作：「讓美酒流入我愛人的口中，流過他唇齒之間。」是因為良人稱佳

偶「口如上好的酒」，帶來佳偶的反應。且感受到：「我屬我的良人，

晨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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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戀慕我。」同時從內心發出呼聲：「我的良人，來罷！你我可以往

田間去，你我可以在村莊住宿。」表示同心同行，並應許：「在那裏要

將我的愛情給你。」完全的奉獻。 

是的，主的愛越久越深，那長闊高深難以測度的大愛，愛上了我

們，建立了我們，使我們屬靈的生命達到祂的要求——更豐盛，而能活

出與所蒙的恩相稱的生活，將自己全人獻上，蒙主悅納。這樣，就可以

與主合而為一；我們常在主裏面，主也常在我們裏面。確知，我們離了

主，甚麼都不能作（弗三 17-19，四 1，約十 10，十五 4-5，羅十二 1）。 

 

歌八   愛情極穩固 

佳偶在此與良人建立了親情，是同根生，生命的合一，彼此盡情享

受愛情的溫暖。他們互相依倚，良人成為佳偶的力量與喜樂，佳偶成為

良人的寶貝、所關心所愛護的。在此她還懷念着；她有今天，是母親為

她受了生產之苦。如今長大了，有良人相伴，不能不珍惜這份愛情，她

深深地體會到得來不易。「愛情如死之堅強」，「愛情眾水不能熄

滅」，勝過所有的財寶，有了真愛，財寶算甚麼？突然間提起他們尚未

長成的小妹，顯然他們不是只沉迷在自己的愛情裏，也關心在成長中的

小妹。也提到所羅門的葡萄園和自己經營的葡萄園，都是他們留戀的地

方，帶來不少回憶。最後，佳偶召良人：「求你快來：如羚羊或小鹿在

香草山上。」相依為命，不再分離，坐享香草山，表示愛的香甜。 

 

本書的結論，在表達基督徒與基督的關係，從重生得救一直到等候

主再來的整個過程，是建立在「愛」的基礎上。是神的愛「使他長子到

世上來」（來一 6）。就是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的耶穌（約一

14）。藉着十字架的救贖，拯救了我們，成為神的兒子（羅八 29），又

將聖靈賜給我們，「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五 5）。這樣，是

「愛」將我們維繫。在愛裏互相結聯。主用無私永存的慈愛疼愛我們，

我們也用聖靈所賜純潔無瑕的愛，回應主的愛。在我們有生之日，持守

愛主更深，等候主再來，被接到榮耀裏。是的，主必快來，這是我們應

有的盼望。「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晨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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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足跡 

 

   到香港旅遊及探親，這是第五次了。不同的是，此次有八天較長的

時間，且是二人自由行。若要了解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乃必參

觀之景點。 

   館中展場，共分一個常設區：「香港故事」及八個主題區，分佈於

兩層展廳；通過逾 4,000 件展品、750 塊文字說明、多個立體造景及多媒

體劇場，配以聲和光的特殊效果，栩栩如生地介紹香港的自然生態、民

間風俗及歷史發展，並以 1997 年香港回歸作結。 

   讓人驚喜的，是眾多實體物件的展示。這些展品，不僅僅是教科書

或雜誌上常見到的照片及文字說明，原來它們就在這裡！比如，早期居

民生活的泛黃舊照片、時常代表香港之印記的原艘舢舨(漁船)、中英鴉片

戰爭的古銅砲、極具歷史意義的律勞卑紀念石柱及一件以前從未公開展

覽的珍貴文物—中日戰爭香港淪陷時期，懸掛於中環匯豐銀行門前的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木製牌匾……等等。 

   這是一次歷史文化之旅，深思的是，何謂歷史？它是指人類社會過

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換言之，它是一

本被動的記事簿。真正掌握及主宰歷史的，乃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祂

透過聖經，啟示我們人類歷史的本體、意義、目的和歸宿。聖經言：

「我(神)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以賽亞書》

四十六章 10 節） 

              

      到此一遊                                     內部一隅 

  

  

  香港歷史博物館  

                             李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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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由

胡
至

誼
牧

師
帶

領
。

目
前

的
課

程
『
四

福
音

合
參
』
，
對

四
本

福
音

書
深

入
講

解
，
機
會
難
得
。

 

查
經

班
：

每
週

五
下

午
七

時
半

至
九

時
，
中

英
語

分

開
，
英

語
班

目
前

查
考
《

使
徒

行
傳
》
，
中

文
班

目
前

查

考
《
民

數
記
》
，
半

小
時

詩
歌
，
禱

告
。
一

小
時

查
考

經

文
，
半
小
時
探
討
問
題
是
個
很
生
動
的
聚
會
。

 

以
上

聚
會

均
為

開
放

式
，

歡
迎

主
內

弟
兄

姊
妹

踴
躍

參
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