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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專欄

論道

一.神學發展是教會成長的基礎建設

經驗告訴我們，各種領域的成長，取決於

基礎建設的好壞。譬如，良好的交通網，是經

濟成長必要的基礎建設。同理，神學發展是教

會成長必要的基礎建設。

神學的完整定義如下：「透過人的努力，

對《聖經》中神的啟示性真理，加以研究與解

釋，整理成為一個完整信仰系統；並且在當代

文化裡面，運用當代的語言與思考模式，把神

啟示性的真理（得救的福音）表達出來。」。

1從這定義，我們看到兩個重要觀念。第一，

完整信仰系統。本會於公元1975年，在台灣所

召開第二屆國際聯合總會會議，訂定本會基本

信仰（十大信條），就是嘗試建立本會完整信

仰系統的經典決議。這十大信條內含寶貴的五

大教義，成為我們完整信仰系統的骨幹，若繼

之以對《聖經》各領域真理更深入的詮釋，讓

我們更清楚知道所信的是誰（提後一12），最

終就是完整信仰系統建構的完成。第二，透過

當代的語言，把神的真理表達出來。真理的表

達，必須先理解當代人的思考模式與集體心

情，透過當代語言，把《聖經》的真理清晰的

傳達出去。換言之，當講台與文宣品所傳達的

信息，不能觸摸到當代人的心靈，神學只不過

是真理的化石，神學的任務已經失敗。

二.幾個神學觀念的釐清

從：「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

15下）這句話，我們可以對神學作最簡單的定

義：「對《聖經》的詮釋就是神學。」所以我

們要有以下的認知：《聖經》是絕對的真理，

神學卻不是絕對的真理，因為對《聖經》的詮

釋可以再修正。因此，好的神學或壞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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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生命樹結滿聖靈的果實。

1.蕭保羅，《神學的視野》，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初版，2007，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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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看其表達《聖經》真理的準確度。當神學是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它就是好的神學；當對

《聖經》的詮釋已經偏離《聖經》作者的原

意，它就是壞的神學。而神學的發展，就是對

《聖經》真理的詮釋，從不足到增添，從膚淺

到深入，從模糊到釐清。而釋經學對神學的重

要性，在此也不言而喻了。

有人說：「我是一般信徒，神學與我何

干？」在此，我要借用心理學分析學派大師弗

洛姆的話：「人人都是心理學家，只是有高明

與不高明的分別。」他舉例說明：「當一個跌

痛膝蓋的幼兒，被母親安撫之後，又快樂的回

到同伴身旁玩耍，說明這位母親是高明的心理

學家。」同理，人人都是神學家，即使身為一

位無神論者，當他開始思考：「為何我會出現

在世界上？我將來要往哪裡去？生命的存在

有何意義？」他就是在作神學思考。因此我要

說，其實每位信徒都是神學家，只是有內行與

外行的分別。

經云：「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

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

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

的盡都順利。」（詩一2-3），神的話好像溪

水，信徒或神學就是溪水旁的那棵樹，我們對

這棵樹的最終期待，是其甜美的果實。五大教

義或十大信條可說是本會神學的根與主幹，是

信仰的基礎，我們期待對《聖經》真理不斷的

詮釋，從主幹發枝長葉，進而開花結果。

神學的終點，不是深奧的高言大智，因為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神

學的終點，就是生命樹結滿聖靈的果實（啟

二二2；加五22-3）。正如「西一10」所提：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靈命成長與神學發展是同步前進的。

三.本會神學發展的障礙與歧途

本會神學發展積弱不振，有其文化病根，

這病根就是反智傳統──叫人不要多思考。譬

如教會早期有人說：「耶穌快來了，不用念大

學了。」以前也常聽有人說：「單純相信，不

要問那麼多。」這都是典型的反智思維。《聖

經》的教導卻不是這樣的：「有人問你們心中

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

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這「常作準

備」就是對自己所信的，經過深思明辨。信仰

的虔誠，與對神話語的深入理解，本是相輔相

成。深厚的神學素養，對外可以攻破人心堅固

的營壘、防備異端的入侵，對內可使群羊得

豐盛的生命。反智傳統造成神學發展的嚴重

遲延。譬如，釋經學是神學發展的重要工具，

但是本會遲至二十一世紀才出版《實用釋經

學》，面對神學生的需求，至少拖延了三十

年。反智傳統產生的後遺症，就是對外無能向

知識分子宣道，對內無能回應信徒時代性的新

需求。

本會神學發展另一個障礙，就是缺乏跨學

科資源的整合。在生理學與心理學的界線越來

越模糊之際，還有信徒認為心理學只是世上的

小學。心理學讓我們認識自己，神學讓我們奉

獻自己。當二十一世紀的黑死病──憂鬱症，

鋪天蓋地而來，連信徒都難以倖免之際，神學

與身心學的整合，已經迫在眉睫。今日本會講

台內容，有實用性不足的通病，與現代信徒的

需求，有嚴重落差。神學院應當體會牧者與信

徒的困境──信仰生活的新挑戰層出不窮，能

把目前以詮釋經卷為主的課程，重新做開創性

的規劃安排。在此，我肯定《聖靈》月刊開闢

「陽光花園」專欄的苦心，期待透過身心醫學

與神學的整合，使受苦的信徒得到有效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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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主耶穌所應許的：「因為凡有的，還

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太二五29）。當信徒

對《聖經》內容已經熟悉，新舊約的內容，自

然會在心中產生的串珠對照。閱讀各種刊物

時，捕捉屬靈知識的能力變強，啟動信徒的終

生學習與無限成長。分享是極佳的學習途徑，

期待將來信徒聚會之後的團契時間，除了分享

茶與咖啡，也能分享個人的讀經心得。針對信

徒中的知識分子，讀書分享團契也是教會團契

未來可行的趨勢。

五.本會神學發展的願景

一般教會神學院所謂的系統神學，其內容

就是「四觀五論」──神觀、聖經觀、人觀、

罪觀、基督論、救恩論、聖靈論、教會論、末

世論。以本會的立場，應該加上聖禮論與安息

日論。因為聖禮論絕非福音派主流所謂的次要

教義，本會三大聖禮正是與得救有密切關係。

從教會歷史考證，守主日顯然是被更改過的教

義，本會當據理力爭，領導各教派回歸《聖

經》的真理。

本會神學發展的歧途就是律法主義。越虔

誠的教派越容易掉進律法主義的陷阱。律法主

義把神的律法轉化為嚴苛的教規，偏離律法原

來的精神。主耶穌在安息日醫病，卻引來法

利賽人的殺機，認為主干犯安息日，就是典型

的律法主義。本會成長過程當中，有向律法主

義傾斜的危機。對某些罪行加重計分而產生嚴

厲教規，在這種教規氛圍薰陶之下，稱義系

統變成定罪系統，甚至斷絕某些跌倒信徒回頭

的機會，等於又回到律法的咒詛之下（加三

10、13），活在被神刑罰的懼怕之中。這種律

法主義就是壞的神學，因為偏離《羅馬書》與

《加拉太書》因信稱義的真理，是恩典上的墮

落（加五4），嚴重破壞救恩的自由與享受本

質。幸而本會有忠於《聖經》的優良傳統，即

使神學暫時的偏移，必能在聖靈的引導下，回

歸《聖經》的真理。

四.神學發展從信徒個人讀經開始

本人駐牧嘉義地區期間，發現嘉義公園在

早上有讀經團契的存在，看來似是聚會所的信

徒所組成。相對之下，本會信徒讀經風氣有待

提升。也許是因為本會講道聚會的次數太多，

長期以來，不少信徒習慣聽道，好像拿著大奶

瓶的巨嬰，聚會時才翻閱《聖經》，卻不知：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

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

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來五

13-14）

2.目的與目標的意涵不同。目的的定義：說明這個組織存在的理由；目標的定義：這個組織在將來某

個時間點，欲達到的成就。

3.《神學的視野》，頁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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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以為，對內牧養與對外宣道，不是本

會設立的目的，那只是達到本會目的的手段。

本會設立的目的應當是：「以服務業的精神，

使人從耶穌領受豐盛的生命。」2因此，本會

所有牧者的中心思維應當是「滿足信徒的需

求」。因此，當我們建構本會的神學時，可嘗

試脫離西方神學的傳統，改以人性論（人觀）

為神學架構的主軸。3

所有領會者當有共同體認，有關經文的詮

釋，信徒所期待的，是經文的當代意義。為了

理解當代信徒，領會者本身也要進行跨領域學

習。譬如，文學、大眾傳媒與流行音樂，常

常表達當代人的集體心情與困境。在神學表達

方面，我們不能忽略感性的需求。正如同《詩

篇》分為兩大類──對神歌功頌德（例：96

篇）、呈現內心世界（例：51篇），而第二類

讓我們印象比較深刻。在這感性的世代，神學

的表達應該像一首交響詩：深入的真理詮釋，

如同嚴謹的節拍；感性的表達，如同音量的收

放。如果能效法主耶穌，講個精彩的故事，故

事中內含深刻的真理，這也是理想的神學表

達。

難忘多次親眼目睹的大自然奇觀：當整棵

大榕樹的果實成熟時，引來成群白頭翁雀躍枝

頭、集結啄食，此起彼落的鳥鳴聲，如同白頭

翁的快樂頌大合唱。這總使我聯想到本會神學

發展成熟時的景況。那時，信徒享受自己聖靈

之果（享受自己的生命）（賽三10），也分享

別人聖靈之果（分享別人的生命）。任何形式

的聚會必是歡樂的平安祭（祭肉分享）。那時

候，宣道事工必然水到渠成，因為眾鳥都必期

待來分享這棵生命樹的豐盛與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