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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门徒神学初探 

— 论安提阿教材初级原则的神学基础 

                    

周小安牧师 

 

	 安提阿学校是一个基于圣经、基于教会、并基于实践的神国全民教育体系，它的教学大纲

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旨在栽培地方教会的领袖和同工，第二个层次旨在培训地区和国度性

的领袖。第一个层次的课程系列称为“根基系列”，第二个层次的课程系列叫做“领导力系

列”。本文重点讨论“根基系列”，所得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领导力系列”。	

一、初级原则及其圣经和历史根据 

（一）初级原则系列的内容 

安提阿学校第一个层次的课程叫做“根基系列”，由 13 或 14 本小册子所构成。这个系列

又分为三个子系列：	

1、子系列 I 包括 4 本小册子，其中包括了：1、信仰的初级原则；2、团契生活的初级原

则；3、群体目标的初级原则；4、纪律生活的初级原则。	

	 2、子系列 II 包括 4 本小册子，其中包括了：1、婚姻的初级原则；2、家庭生活的初级原

则；3、服事的初级原则；4、真成功的初级原则。	

	 3、子系列 III 包括 5 本小册子，其中包括了：1、研读圣经的初级原则；2、使徒行传的初

级原则；3、帖前帖后的初级原则；4、以弗所书的初级原则；5、教牧书信的初级原则。	

（二）根基系列的圣经与历史根据	

根基系列中每本小册子的前言中都有重复出现的一节——“初级原则的设计”，其中引用

并讨论了西二 8 和来五 11-14 这两段经文。对西二 8 的评论指出，其中出现的“小学”（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这个短语最好译为“初级原则”。它们是信仰的基本要道。它们代表首先

必须学习的事情，而每一件其他的事都建筑在其上。如果它们没有被仔细理解，其他每一件事都

会被扭曲。	

	 对来五 11-14 这经文的评论指出，希伯来的基督徒忘记了他们信仰的基本原则。成为基督

徒以后，他们犹太的家庭成员和朋友向他们施加巨大压力来强迫他们回到犹太教，因此开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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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从这段经文可以很清楚看到，若没有仔细地理解初级原则，迈向成熟是不可

能的。	

	 作者继续指出，自新约时代以降，在每个时代的教会中，信徒都要学习这些初级原则。在	

早期教会，在信徒被接受加入教会之前，都需要学习“教训”（the	didache）。“教训”是新约

圣经的	

基本教导——初级原则——的一个总结。在宗教改革时期（1500 年代），这个教训被称为“教	

义问答手册”（catechism），用来帮助基督徒掌握初级原则。	

	 总之，根基系列是经过仔细设计来帮助信徒立好信仰根基，使他们可以在其上建造、成

长，直到成熟。	

子系列 I 第 1 本小册子中的第 3 课再次重点讨论初级原则，并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它在一

开头就指出，主的大使命的最后一个方面——使人作门徒——就是教导他们。作门徒就是成为耶

稣教导的一名跟随者。早期教会将他们对这教导的总结称为“教训”（“The	Didache”，或	

“The	Teaching”）。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教训的一个核心部分已通过使徒们传递下来，是每个信

徒都需要学习的。这个核心教训部分在新约圣经中被称为“基督的初级原则”。	

二、建构初级原则的神学的理由 

	 以上是“根基系列”自身对“初级原则”所作的圣经和历史的解说和论证，它们虽有一定

程度的说服力，但仍然不能取代初级原则的神学建构。			

（一）与正统基督教信仰系统比较	

	 从上述三个子系列和其中所包括的内容来看，根基系列的内容涵盖了信徒个人和教会群

体，并且涵盖了信仰的根基——福音，基督徒的生活和服事，教会的建造、目的和使命等等。		

如果我们将安提阿的系统与正统基督教的信仰系统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虽然不同的

宗派之间有所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内核。例如，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圣经启示的权威、唯

独信心和恩典称义/得救等教义被划为基要原则（教义），而其他的原则（教义）——如成圣、相

爱、合一等则属于非基要原则（教义）。	

（二）可能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显然，安提阿学校的初级原则并不等同或类似于正统基督教信仰系统中的基要原则（教

义）。因此，在有传统基督教背景的教会中实行和推广安提阿学校的系统时，难免会遇到一个问

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否明确提出来都会实际地遇到：初级原则都是基要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

的，那么，就会遇到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我们要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初级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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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上述这些问题；其次，我们需要在神学的层次上来回答

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处理上述问题，在有传统基督教背景的教会中实行和推广安提阿学校

的系统时或迟或早必然会遇到实际的障碍和拦阻：人们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只看重属于“基要”

（原则或教义）的初级原则，而并不认真遵行那些不属于“基要”（原则或教义）的初级原则。		

	 （三）建构一个“首要原则的神学”的任务	

	 	最后，我们需要建造一个既合符圣经，又最接近安提阿学校教学大纲的神学，才能提升安

提阿学校教学大纲本身的说服力或力道。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有的初级原则

与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救赎之间有什么内在必然的联系。	

	 我们的任务是：建构一个“初级原则的神学”，其中，基督徒的生活与服事与救恩或好消

息的宣告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即使是非基要的初级原则也跟基要真理（教义）同样

不可轻视。	 	

三、新约-门徒神学的构想 

（一）新约-门徒神学的初步构想	

我在此提出“新约-门徒神学”作为一个满足上述要求的初级原则的神学基础。先让我们

对这个复合名词作一点说明。	“新约”和“门徒”是这个神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其中，“新约

“指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设立的圣约，它是对旧约先知的有关预言（如：耶三十一 31-

34；来八 8-12；十 16-18）的应验。门徒则指新约圣经所定义的跟随耶稣的人，和历代教会的真

（名副其实）基督徒。	

我们之所以选用新约这概念，有如下几点理由：1、它是一个与救恩或好消息的宣告等同

重要的神学概念，因为它是宝血救赎的功效之一；2、它所涵盖的意义范围比救恩更广，其中既包

括了救恩的开始或好消息的宣告——进入新约即成为门徒，又包括了救恩的持续与完成或好消息

的结果——活在新约中即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之所以选用“门徒”这个概念，是因为它不仅在

新约圣经中，而且在首要原则系列中，都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在新约圣经中出现的次数超过

了 250 次，贯穿全部新约圣经，也是每一项首要原则的落脚处。	

简单地说，新约-门徒神学就是要把这两个神学概念——新约与门徒——紧密结合在一

起，统一成为一个神学系统，其中门徒是由新约来定义的，新约是由门徒来充实的。一方面，凡

进入耶稣宝血所设立之新约中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按照这个定义，门徒不仅是跟随耶稣的人，

也是进入新约、活在新约中的人。另一方面，新约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保，在神与耶稣门徒之间

建立的神圣连接与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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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约的救赎意义	

	认识新约的救赎意义最直接的方法是，考察耶三十一 31-34 这段有关新约的预言。这段经

文是圣经的后一部分 27 卷书被命名为新约的主要原因，它也是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最长的一段

经文（来八 8-13；十 16-18）。	

根据耶三十一 31-34，我们不难看到，新约中包含了四大要素：1、更新的婚约；2、律法

写在心版上；3、个人亲密认识神；4、赦免罪恶。[1]上述四大要素中，只有最后一个要素属于传

统的救恩。可见，新约中包含了传统的救恩，但还有比传统救恩更多的元素。其中，“律法写在

心版上”作为新约的条款包括了全部初级原则。		

新约的预言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应验的呢？作为初步回答，我们可以说，是主耶稣和他的门

徒在最后的晚餐时开始应验的。在逾越节前夕，主耶稣被捕之前，他与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

当时他以饼喻表自己的身体，以葡萄酒喻表他的血，分给门徒吃。这是新约预言应验的开始。让

我们仔细考察新约圣经中有关新约设立的经文：	

太廿六 27-28：“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

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可十四 23-24：“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

的	

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路二十二 20：“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

的。’”	

林前十一 25：“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

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不难发现，上述 4 处设立新约的经文中都一致强调一个要点：新约是由耶稣的血所设立	

的。只有太二十六 27-28 中提到了“使罪得赦”，且不是与血立新约并立，而是血立新约的一个

结	

果。在上述经文中，流血是在死亡中倾倒生命，特别是在献祭死亡的方式中交付生命。因此，基

督的血是基督之死的同义词，是基督受死的救赎意义的生动描述。	

	 由此可见，新约预言的应验是基督宝血的救赎功效之一，因此新约具有与传统意义上的救

恩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新约中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救恩，同时也包含了比这救恩更多的元

素。至于新约中究竟包含了哪些元素？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考察基督之死、埋葬、复活与圣灵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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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以及它们与四个春节耶和华节期——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和五旬节——之间的关连来发

现。[2]	

1、逾越节：尼散月十四日。（出十二 5-6；利二十三 5）	

根据出十二 5-6，尼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即下午三点时，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

耶稣的死的确与逾越节密切相关。1、耶稣是在逾越节——尼散月十四日上午九点，被钉在十字架

上（可十五 25），大约下午三点时断气（太二十七 45-50）。2、圣经多处将耶稣的称号与逾越节

连在一起。施洗约翰称他为“神的羔羊”（约一 29，36）。启示录五 12 称他为“被杀的羔

羊”。保罗说得更明确：“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为祭牲了。”（林前五

7）彼得说，“基督的宝血”就是“羔羊的血”（彼前一 19）。因此，新约继承了旧约（摩西之

约）拯救的意义，因此逾越节预表基督之死担当/遮盖罪（对应于我们向神认罪悔改）。	

	2、除酵节第一日：尼散月十五日。（利二十三 5-8）	

除酵节第一天夜里，以色列人把羊羔用火烤了，配着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这三样食物不

仅预表耶稣的身体在除酵节/无酵节开始的时候被埋葬，同时又预表耶稣无罪的一生。因此，无酵

节预表耶稣的埋葬使我们赦罪/称义（对应于我们相信基督的救恩），正如林前五 7 说：“你们既

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去，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3、初熟节：尼散月十七日。（利二十三 10-11）	

根据利二十三 10-11 和出十二 31；十三 19-20；民三十三 5-7；及出十四 20-24，我们知道

以色列民过红海踏上对岸，是在尼散月十七日的日出之前。这一日后来被记在利未记二十三 10-

11，成为春季第一批收成的农作物大麦的初熟节。在那日祭司要取一捆大麦在神面前献摇祭。根

据约二十 1-2，耶稣在初熟节那天清晨复活，成为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初熟果子（林前十五

20），并升到父那里去献上自己作为摇祭（约二十 17）。紧接着，耶稣在复活之后那天晚上（初

熟节第二天的开始）向门徒显现，并且向他们吹气，叫他们受圣灵（约二十 22）；喻表新创造的

开始，十位门徒则喻表新创造的初熟果子（雅一 18）。因此，初熟节预表基督的复活使我们信徒

(个人)经历圣灵的重生、更新（对应于我们受洗（罗六 3-4））。	

	 4、五旬节与新约正式生效：初熟节之后第五十天。（利二十三 15-16）	

根据出十九-二十四章，五旬节那天，耶和华降在西奈山，呼召摩西为中保，并与以色列

民立约。	

出二十四 8记载：“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

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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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出二十四 8 和前面 4 处耶稣设立圣餐的经文，我们不难看到，新约与西乃之约之间的

关联：摩西怎样在西乃山上用祭牲的血设立了前约，主耶稣也怎样在最后的晚餐和各各它用自己

的血设立了新约。	

因此，在旧约时期，五旬节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日子。	在新约时期，五旬节是新约正式生

效的日子，当一百二十名门徒在楼房里祷告时，圣灵降临，像火焰一样显现在每个人的头上。当

我们比较这两幅图画的时候，就清楚了：在西乃山五旬节的时候，律法降下来；在马可楼五旬节	

的时候，圣灵降下来。	这是永远可纪念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新约正式生效了，教会诞生了。	

	五旬节那天，120 门徒聚集在马可楼，他们接受了新约的约书。不过，这约书既不是听在

耳中，也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刻在心板上。神的灵进入他们的心里，应验了杰里迈亚的新约预

言。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他们也像西乃山上以色列的回应：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这同

时应验了五旬节作为收割节的救恩意义。实际上，五旬节又称为“收割节”，它也确实与“初熟

节”密切相关：初熟节与教会受孕对应，收割节与教会诞生对应。两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在

规模和效果上却有差别。“初熟节”是丰收的前奏曲，“五旬节”或“收割节”则预表丰收的正

式开始。	 			

通过西乃之约来理解新约不仅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基督之死的救赎意义，而且更进一步使	

我们认识圣灵在新约中的职事。根据出二十四章，我们看到，西奈之约中包括了两个要点：1、立

约仪式——用祭牲的血立婚约；2、立约条款——就是以十诫为中心的律法书。新约中同样包括了

这两个要点：1、立约仪式——用圣餐杯所代表的耶稣的宝血立约，而宝血在新约中的两大功效就

是：设立新约和赦免罪孽；2、立约条款——神的话/耶稣的教训（太二十八 20）和圣灵，而圣灵

在新约中的两个职事就是：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版上并使我们亲密认识神。（来八 6-12；十 16-

17）总之，五旬节预表基督的升天回到父神右边之后，赐下圣灵使新约正式生效，教会（群体）

诞生。	

（三）新约与救恩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新约与传统救恩的关系：1、新约中包括了救恩，同时包含了比

救恩更多的元素；2、新约作为一个整体是基督宝血的救赎功效之一，它与救恩具有同等的重要地

位。	

由于新约-门徒神学将门徒及其生活与服事纳入新约之中，与新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因此，所有针对门徒的初级原则系列就具备了与救恩同等的地位。因此，新约-门徒神学为初级原

则系列提供了恰当的神学依据。此外，新约-门徒神学也解释了：为什么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系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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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像初级原则系列那样更有效地指导基督徒的生活和服事，因为基要原则（教义）是划分正统与

异端的标尺或准绳，而初级原则则是区分新约门徒生活与服事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导力系列

——的尺度。	

所以，如果我们碰到有人问：初级原则都是基要的吗？我们要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初级	

原则吗？我们的回答是：初级原则并不都是基要的，但我们却要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初级原

则。理由是：1、“基要”是划分正统与异端的标尺，不是划分基督徒生活与服事的标尺；2、所

有的初级原则都是“新约的条款”，都具有新约所赋予的权威性，它们虽不是救恩的条件和基

础，却具有与传统救恩同等的重要性。	

注释	

[1]周小安，“更新的婚约——新约预言四大要素”，《举目》，2017 年，待发表。	

[2]艾洁奇着，刘如菁译，《寻见阿腓科满——在春季节期中遇见耶稣》，（财团法人基督教异象

事奉展望会，2016 年）。	

	

	

	

	

 

	

	

问答交流	

	

祝健弟兄：小安牧师，关于怎么样的实践，活出圣经的真理，有多年，十多年这样的各种

的论文，各种的这样的研究；这个门徒神学，好像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过。那么在你过去

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或者是教导，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延续，还是一种另外

一种角度的，一种新的提出，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教会，有没有一个在这个特定的 500 年的

这个时候，有没有特定的意义。 

 

周小安弟兄：我觉得它是有非常特定的意义，而且跟这个安提阿学校有密切的关系；我觉

得安提阿学校，它之所以，它选择去把它这一套材料，在这个非西方的教会去推行，它就

是要绕开这个西方教会一千多年，它的这一个系统的模式，就是它因为为了对付异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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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别的作一个区分，它的系统里面就是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因此她达成的一个后

果，就是信徒重视这个基要真理，远远超过非基要真理，因此它甚至产生一个错觉，认为

只要有了基要真理，我就得救已经保证了，非基要真理只是一种选择（option）;这种错

误非常，极度麻烦，很不容易纠正。所以，这个安提阿学校，它就另辟蹊径，回到这个新

约圣经使徒时代。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新约的框架里面，来认识他们的信仰，

所以它不是这个两分，当然，两分有它的意义，对付异端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对付培训，

每一个子民来说，就是对于神国的子民来说，那就是它就有它内在的缺陷。因此，对于这

一个门徒神学的概念，是我第一次提出；我自己也是因为这个会议，才去领受这个信息

的；但是它跟我们过去十多年的这个经历领受，都是积累的，它积累到这个时候，它现在

具体的形形色色就可以出来了。 

 

柯立天弟兄：这个问题，是我们上个星期六在争执的问题，跟我争执的段怀疑弟兄就在这

里。所以，感谢周牧师今天有些解答。那么在你的（报告中），因为他是看了这么多的首

要原则后，他说，怎么有这么多的首要原则啊，首要原则是不是太多啦？他是想着就是基

要原则，基要真理的部分，那么是不是，在你现在提出来这个新约门徒神学里边，这个首

要原则，跟传统上意义讲的那个基要真理是等同的重要呢？ 

 

周小安弟兄：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刚才讲了，首要原则不都是基要原则的分类，但是

它却跟这个基要真理同等的重要，这个是需要证明的，你没有神学层面的论证，它是不能

出来这个结论的，所以，这个我就是试图尝试提出这样的一个构想。 

 

何有波弟兄：周牧师，你好，你刚刚讲的这个新约门徒神学的初探的时候，同时你又引用

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首要原则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对旧约的认

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多和过高的把这个新约高举了，反而把这个旧约好像忽略

了，我们怎么在这中间，把这个对新约门徒神学的探讨时候，根据这个首要原则，我们该

怎么来认识旧约？ 

 

周小安弟兄：就是说，其实我讲新约这个门徒神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它是建立在跟

这个旧约的连续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这就涉及到这个新约的这个“新”字，它是一个

崭新的“新”，还是一个更新的“新”；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更新的“新”，那么更新

的“新”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跟这个原来的约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只是，在这个连续性上

面，增加了新颖性；那么，它的这个连续性上面，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它是一个婚约，

第二，它的律法，它一直是连续的。但是不同在哪里呢？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而新

约的律法是写在心版上，但它有圣灵，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圣灵）住在每个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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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是旧约没有；所以，它既有连续性，又有这个新颖性；所以它没有忽略旧约，恰恰

是特别重视旧约，它把这个旧约的设立立约的过程，作为新约的一个预表，一个应验，所

以它就在这个连接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认清新约的这个全面的（救恩的意义），救赎的意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