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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四上午  
 
 
报告: 许宏度弟兄：从”圣经，圣灵，圣徒”看灵命成长  
 
付向荣弟兄：您提到的第一点是不要太过用理性来理解圣经。其实我听您的报告

还是觉得是可以用理性来告诉我们圣经是可以理解，是没有矛盾的。只是我们需要

跳出原有的理论框架，比如说对文体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 
 
许宏度弟兄：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我们不要用念大学的那一

套来念神学。大学的那一套就是凭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念物理文学天文等等。用那一

套念神学就将自己摆在神的话语上面。你要让神的话语在你的上面。打开我们的双

手向神敞开，领受从神来的启示。请圣灵引领我进入真理。不是自己硬要进到真理

里面。这种强硬的态度就是大学在做的事情。我们要开放自己用理性来接受神给我

们的启示。要用这种态度神才会将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是接受或领受从

神来的启示，不是自己去研究，强夺神的启示。你若是用强硬研究的态度，神并不

喜悦。因为你以为你比神还高。用人的智慧是永远读不懂圣经的。例如创世纪第一

章的文体不是一般的希伯来文的叙事文体。它是很有格式的，不像出埃及记十四章

描述以色列人怎么逃跑，埃及军队怎么追那种叙事文体，是非常特别，有点像诗歌

很正式的格式。 
 
 
报告: 周小安弟兄：从三源合流看五旬节的本质意义  
 
王志勇弟兄：非常精彩有精深的分享。从方法论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本体论

的角度，从圣经神学到系统神学各大角度阐明了三源合流基本的思路。另外小安牧

师特别提到五旬节的本质就是立约，订婚的庆典。我们看到在圣约的框架里圣经圣

灵和圣徒有完美的契合。正是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圣灵把神的约神的律法刻在人的

心版上。圣灵开启我们认识圣经，明白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有约。在这个约里我们

都是一家人，都成为基督的身体。在圣灵的内住上，圣约的框架上我们看到圣经圣

灵与圣徒有完美的契合。 
 
 
报告: 徐志秋弟兄：神的真实  
 
李晖弟兄：如何从神的真实的角度看三源合流？ 
 
徐志秋弟兄：三源合流归根究底就是权威的中心。权威的来源，权威的最终的基

础。圣经是新教福音派最终的权威。圣徒是教会圣传天主教权威的依据和来源，而

圣灵是灵恩派的权威依据和来源。当然我们在讲圣经启示的时候也有圣灵内在的印

证。我今天所分享的是与上帝的圣言相关的，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在耶稣基

督里真实的启示，不是类似模模糊糊寻道社教启示的方法。圣灵是真理的灵而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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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在教会里把三位一体的神真实的灌透在我们的信仰的实践里面。我们在过去历

史中看到实际的教训。我们要从中学习。我们中国基督徒在当今社会要有这样的勇

气坚持真理。因为神的真实的。对三源合流来说这个“真”是灌透在其中的。也是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是往里走不可缺少的维度。 
 
罗新宇弟兄：上帝的真实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与经历有什么关系？ 
 
徐志秋弟兄：这是信心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心是我们向上帝祈求，重复

不断的祈求，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信心是把

上帝的真实显现在我们各人的生命中，显现在历史的过程中。真实是上帝的属性。

上帝有他的旨意和计划在他救赎的进程。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上帝藉着他生命

的经历，在他 75岁时预言他会有个儿子，一直等到 100岁才生了以撒。在这过程
中他经历了上帝的真实，上帝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后来又在创世纪 22章使亚伯拉
罕献以撒为燔祭。事实上上帝超越亚伯拉罕的信心把他带到上帝真实的里面。通过

信心能让我们体验到上帝的真实。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

像希伯来书说的上帝是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使无变为有也是上帝的属性，从死里

复活也是上帝的属性，后来耶稣帝都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和我们是一样

的，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复活的神。创造和复活都是上帝的本性，是上帝的真实，

是通过信心的操练。而不是在我们的臆想臆造的世界里面，一定要上帝来答应我们

的祈求，我们主观的愿望，要上帝来顺从。而是把自己交托，通过真实的信心，来

摸着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旨意，参与在过程中，让我们对上帝有真实的信靠。所以说

上帝的真实和我们的信靠有非常深的关联。 
 
 
报告: 蔡张成姐妹：基督徒美德操练的三大根基  
 
王志勇弟兄: 蔡师母的分享给我们作了一个非常精彩属灵美德的操练，关键是要从
爱上帝出发，爱上帝是认识上帝，也是我们操练属灵美德内在的根基和动力。特别

讲到背十字架，不是外在的十字架，甚至不是受苦，关键是内在的主观的十字架，

关键是向罪而死，效法主的死。另外讲到唯独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爱上帝，

真正背十字架。	
	
	
报告: 刘志远弟兄：“从心所欲，不逾矩”  美德伦理与灵命塑造  
 
王志勇弟兄: 我们谢谢刘教授给我们讲美德伦理，其实基督教伦理学或道德神学，
是我们基督徒或基督教特别缺乏的一块，我常常讲我们基督徒的神学就是缺德的神

学，你看那个系统神学：上帝论基督论人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就是没有道德论，

有觉得系统神学，很可怕。刘老师给我们讲美德伦理，其实讲美德伦理是非常复杂

的，有的是后果论原则论，有的是义务论，有的是神法论，有的是美德论，有的是

圣约论，有的是品格论，从这些不同的伦理的学说都展现了圣经真理的丰富性，但

是我想刘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要把 moral agent ahead of moral matter, moral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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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ral principle (有道德的个体比道德问题和道德原则更重要), 这就是耶稣基督
所讲的，上帝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以

上帝为中心，你必然是以人为中心，你如果是爱上帝，你必然是落实在爱人如己上。 
 
周小安弟兄：伦理里面有好多方面，三源合流对不同的伦理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待，

是单独选一个最好的还是有不同的层面，比如是各人层面还是群体层面，是公共事

物还是私人事物，还有灵命的开始和灵命的进深，不知刘教授怎么看？ 
 
刘志远弟兄：的确伦理方法有许多不同的的层面，不好一概而论。圣经前前后后

非常注重一个概念就是智慧，在圣经出现许多次。约伯记里提到三个朋友辩论，到

了 28章突然专讲智慧，好像凭空差进去似的。其实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抓到他们的
神学观点就把它绝对化了，是不懂得智慧的运用。到了新约的时候，律法师来问主

耶稣那个律法最大。耶稣讲的最有名的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

人如己。律法师觉得耶稣讲的真没错，神只有一位。 他进一步反省，这比燔祭好
的多，非常有智慧。 圣经新旧约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可是许多牧师和传道人常常
把圣经的教导当作白纸黑字的教条教规矩，不太用思想和思考， 神说什么我们就
做什么。我们有心遵守神的教导虽是很好，可是这却不是神的原意。给我们很多生

活的原则和例子，要我们有智慧的运用。虽然是有不同的方法，但我们如何有智慧

的运用呢？我们需要对神的心意和神的创造比较深的理解，就是所谓的世界观。整

全的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思所为都是按照我们的世界观，不管我们是否意

识到。所以我们要在世界观下功夫，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世界观，才能有智慧的面

对当代社会伦理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