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位一体与教会传承  

吕居 

古往今来，那些心中有诗、有歌的属神子民，大都品尝过与神、与人真正团契相交的喜乐

与荣美。我们看《约翰福音》14 章的开头，主耶稣鼓励门徒不要 忧愁，他要去父家为他

们预备地方。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约》14：2a）如果顺着我们刚才

的思路推下去，这个住处就在神的三个位格之 间。三位一体和至圣所一样，是一个神圣

的空间，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三一神向祂的选民倾倒、打开的过程。天在这里打开，三

一上帝邀请他的选民进入神圣的团 契、进入祂荣美的居所。故此，圣殿的幔子会在那天

裂开，圣灵也在 50 天后倾倒在门徒中间。 

改革宗神学有一个成圣的秘诀，就是与主联合，住在基督里（In Christ）。这一秘诀深得

《约翰福音》15 章“葡萄树与枝子”比喻的要义，只是还有局限性。《约翰福音》14-17 章

里面，主耶稣所应许的联合，其实 拓展到我们与圣灵、圣父之间的联合。当然，所有的

联合都要经过主耶稣这条道路（《约》14：4-6）。罪人是不能与三一上帝联合的。基督

的赦罪与救赎，是 我们达到与神联合的唯一门径。然而，此后的联合，就不仅限于和圣

子的联合了。三一神向选民的打开与联合，比我们感受认知的要彻底。 

位格之间的打开、接纳与内住，会产生激越的喜乐与满足，此神圣荣美对我们有不可抗拒

的吸引力，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的。人生在世，可以揣摩、管窥、 体验这种神

性的荣美。夫妇相爱、亲子相感、朋友相悦，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位格和谐互动的喜乐与

满足。这些都是影像，实体当然是三一真神的本体，以及神人之 间的团契相交。我想，

这可能是《雅歌》被称为歌中之歌（the Song of Songs）的原因，如同至圣所被称为圣所

中的圣所（the Holy of Holies）。 

以婚姻关系作为比喻  

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把关系性的神性荣美放在他们中间。亚当与夏娃，二人合而为一，

彰显的正是三位一体的形像和样式。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真正的相交、团契、相爱、

合一，体现的是三一上帝里面让人向往的喜乐与荣美。 

上帝如今正在创造基督的新妇，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些祂所拣选的人。祂创造我们，也

是按照祂自己的形像和样式，用祂的神圣荣美来贯穿我们、组建我们、装饰 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Koinonia），就是一个“多位一体”的合一过程。教会团契应当是神

的形象样式在这个世界的体现。教会生活贫乏、缺乏 吸引力，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

耀。 

所有天然的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莫过于夫妇之爱了。婚姻是一种普世的制度，在人类犯

罪堕落之先，就已经设立了，而且是上帝亲手设立的，带着设计者的性格特征。 



《创世记》2 章 18 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夏
娃作为配偶，怎样“帮助”亚当呢？帮助的目标是什么呢？很显然，亚当 在与夏娃的亲密

团契中体验到团契相交的激越喜乐。亚当初识夏娃，发出诗性的惊叹：“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创》2：23）。体验到神性荣美的 人都会吟诗。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

有诗人的特征。 

婚姻是一所学校，学习目标是一个位格对另外一个位格的完全打开、完全接纳、彼此内住、

彼此互动、彼此合一，也就是激发我们越来越像神。婚姻是上帝创造和模 塑人的重要制

度，让我们学习完全接纳、欣赏、尊重另一个位格。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疾病还是健康、

顺境还是逆境，都爱对方到底，就如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 人，就爱他们到底。”但是，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真正明了婚姻的意义、学会这一功课的人并不多，即使是基督徒的婚

姻也不例外。 

但婚姻只是一所小学。我常常问自己：耶稣没有结过婚，怎么能做我们婚姻关系的主？当

我朦朦胧胧看到一点神性荣美的时候，这就不再成为问题了。主耶稣是不需 要上这所小

学的，因为祂里面已经有完全的爱、超越的爱、到底的爱。如果我们看到这神性的荣美，

我们就会明白神在教会团契中的旨意。教会团契是现今世界上最能体现神圣荣美的群体，

是三一神的形像和样式在人间的彰显。上帝拣 选我们，就是要把祂自己的形像、样式放

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学会完全打开、完全接纳、爱对方到底。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教会团

契展现这种神圣荣美，就会有无与 伦比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无往而不胜，为主得人如得

鱼。 

教会团契把一个人吸纳进来，是要用基督的生命去彻底改变那个人，把那人原先的封闭、

内敛、自私的旧生命，转化成新的、舍己的、开放的、基督样式的生命。唯有这样才能团

契合一，才能进入、拥有、享受神圣的荣美。 

三一真神的形像与样式  

《约翰福音》14-17 章，主耶稣用最简单的语言，述说神国最奥妙的真理。可以肯定的是，

主耶稣在这几章里，讲述的是最要紧的道理，因为这是祂给门徒的临 别赠言（也隔着时

空向我们这些后世的信徒传递）。主耶稣迫切想让我们明白祂的意思，所以用了最浅显的

语言。但祂知道，当时的门徒和我们这些后世的信徒，无 法完全领会祂的心意，所以设

下伏笔，等待圣灵来进一步启示光照：“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 了，祂要引导你们明白（或作“进入”）一切的真

理。”（《约》16：12-13） 

这个“现在不能领会”，必须等到圣灵来了才能“进入”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主耶稣在这里启示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本体之奥秘，关乎神本性的丰盛和荣美。

是三位一体内，圣父、圣子、圣灵彼此完全敞开、完全接纳、完全内住，彼 此尊重、完

全合一的形像和样式。希腊正教的灵修神学称之为 Perichoresis，指的是神的三个位格之

间动态的、完美的合一。 



这 4 章经文里，反复出现一个间接受格：eν（en），其用法和含义非常广泛，几乎所有的

英文版本，都译之为“in”，中文和合本也译为“在……里面”，其基本含义为“在一个整体的

里面”，或“在范域之中”，表明一种既有界定疆域、又敞开容纳接受的形态。 

这个貌似简单的片语，直指三位一体神性本体中既有界定位格，又相互敞开、接纳、内住

的位元格关系，是用空间概念来表达永恒结构。 

表述上述含义的介词片语，在这 4 章经文中直接出现 42 次。其中还不包括表达“在世上”
的 5 次否定性含义：16：19、33，17：11（2 次）、13。把剩下的 42 次归类整理，大致

可以看到如下几类含义： 

圣子在圣父里：14：10、11、20，15：10，17：21； 

圣父在圣子里：14：11，17：21、23； 

圣灵在圣父里：14：26； 

圣灵在圣子里：14：26； 

门徒在圣子里：14：1、12、20，15：2、4、5、6、7、9、10，16：33； 

圣子在门徒里：14：20，15：4、5、11； 

圣言在门徒里：15：7； 

圣名在门徒里：14：13、14，15：16，16：23、24、26； 

圣灵在门徒里：14：17； 

门徒在圣父里：14：1； 

信徒在圣子里：17：20、21； 

信徒在圣父里：17：21； 

圣子在信徒里：17：23、26； 

圣父在信徒里：17：26 

上述层层相套的关系，也许会让我们眼花缭乱，其实其总体含义，可以归纳为圣父、圣子、

圣灵、门徒、信徒之间，彼此敞开、彼此接纳、彼此互动、彼此相爱、彼此相属、彼此合

一的神国蓝图。这就是隐藏在《约翰福音》平白浅显语言中的灿烂夺目的神圣荣美。 



这一神性本体模式是诗、是酒，蕴藏无限激越的喜乐与美丽。喜乐与美丽，本来就是上帝

的名字。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当我们目睹圣颜的风采，我们就不禁被吸引，我们就会

放下一切，毫不犹豫地快跑跟随主。 

在这种神性荣美的相交模式中，蕴藏了极大的丰富与喜乐。正如《诗篇》133 篇所表达的：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回想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徒》2：
46-47）与初代教会相比，我们当代的教会，到底缺失了什么，使得本来应该像美酒一样

馥郁芳香的团契生活，沦落到今天白开水的境地，不冷不 热，饮之无味，弃之可惜？ 

彰显神圣荣美的途径  

那么，基督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呢？怎样的生命才是与神相和、荣耀神的呢？在东方教父

的灵修神学中，有另外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 Kenosis，指的是神性的倒空。最关键的经

文，显然是《腓力比书》2 章 5-11 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上帝以柔弱的羔羊的形式降生人间，用这样一种贴近人心的方式，向世人展示神本性一切

的丰盛与荣美。那位在何烈山山顶光华四射、令人不敢直视的荣耀上帝，敛 去夺目的荣

光，道成肉身，成为门徒“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起初原有的生命



之道”（《约壹》1：1），谦谦卑卑地住在我们中间。虽然 谦谦卑卑，但神性的本体仍然

是充充满满，不打一点折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来》1：3）。 

这样的倒空，是三一神本性的又一特征。所以，谦卑虚己和倾倒舍己，是神三个位格的共

同特征。唯有明了这一神性特征，我们才能理解主耶稣的话：“子凭着自己 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5：19）而圣父也是把权柄交托给子：“这是我

的儿子……你们要听祂。”（《路》9：35）同样， “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祂

所听见的都说出来。”（《约》16：13） 

我们在教会团契生活里，也同样要学习这种谦卑、倒空、彼此顺服。唯有倒空自己，才能

容纳别人；唯有不以自我为中心，才能看见别人的需要。也唯有愿意倾诉，才能彼此更深

地认知。 

倾倒是不容易学的功课。把罪倾倒出来、让主来承担，这需要勇气。然而，这还不是最难

的。最难的是把里面的好东西也倾倒出来，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洁净。许 多基督徒恐

怕一生都没有把自己最高尚的理想、最美丽的梦想倾倒在主的面前。我们把罪抓得紧紧的，

怕倒出来被人轻视。但我们抓得更紧的，是我们自己以为的 善、自己以为的美。我们应

当在主面前倾倒，不管好的坏的，全数倾倒，好让主在我们里面运行无滞，在地如天。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团契生活，与神相交、与人相交，接纳他人，看到别人真

正的需要。体验、享受、彰显三一神的荣美与丰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