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的使者好的使者
◎◎亚谷亚谷

设若於不在，不能，不
必的情境下，要达成同一
目的，那代理的，就是“使
者”。

使徒保罗本来是犹太
教的激进分子，反对基督，
迫害教会的。他表现得非
常热心，作为大公会的使
者，领受了授权的文书，到
处搜捕基督徒；直到有一
天，他出发上路，从耶路撒
冷往敘利亚去执行任务。
在 将 近 大 马 色 的 南 北 大

道，见到上面来的異象，才
悔改归主。他本来是个谨
饬道德的法利赛人，“就律
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摘
的”（腓立比书 3:6），但蒙
了光照，知今是而昨非，
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
魁 ，然 而 我 蒙 了 怜 悯 …”
（提 摩 太 前 书 1:15,16）为
福音作了戴锁链的使者。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
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
暗昧可恥的事棄绝了，不

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
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
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
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
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
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
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
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哥
林多后书 4:1-5）

使者的由来
如果说，“作自己的使

者”，必然是很可笑的事。
因为使者必须是奉谁所差
使，所任命，才产生这“职
分”。正如保罗是被神所预
定，所拣选，作祂使用的器
皿。作使者的，必须分別出
来归主（使徒行传13:2）；然
后奉派进入異地作使者，
“当在罗马人中，如罗马人
周六禁食”（St. Ambrose）
在心灵的认同上，卻与他们
分別。若被同化，就不是成
为“外国人”，就不是使者的
身分了。

使者的禁戒
仆 人 如 果 心 里 有 隐

藏图谋，是“暗昧可恥的
事”，必然难以作合理的
事 奉 。 诚 信 是 作 人 的 基
本品德，事奉神更惟独用
心灵诚实；相反的，有人
参与基督徒团体，“以自
己的诡诈为快乐”（彼得
后 书 2:13），仿 佛 骗 人 得
逞沾沾自喜，“以敬虔为
得利的门路”（提摩太前
书 6:5）。 反 而 嘲 弄 老 实
人，以诚为愚，是最败坏
的 类 型 。 那 类 人 跟 走 江
湖的汉子沒有差別，只有
使 差 他 的 蒙 羞 。 就 像 现
代 的 国 际 交 往 ，使 领 舘
“外交邮袋”，享有免检免
稅的优待，就屡有滥用特
权的事例，致信任受到损
害，使他所代表的蒙羞。
这 是 不 应 该 有 的 事 。 正
如保罗所说的话“不是出
於 错 误 ，不是出於污秽，
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
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
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

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
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从来沒有用过谄媚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沒有
藏着贪心，这是你们可以
作见证的。”（帖撒罗尼迦
前书 2:3-5）福音的使者就
是这样的胸怀坦荡，行事
为人光明磊落。

使者的使命
不是要介绍自己。有

人断章取义，谬解经文，把
作基督的见证，当作是作
“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
8），到处宣扬自己，最后
或许表示客气，附加一句：
“荣耀归於主！”即使脸不
会红，也是言不由心，增加
谎言而已。人敢於随便说
谎言，因为谎言是不必证
实的，就说得天花乱坠，只
需要他自己有好记忆就混
得过。但基督是真理；真
理是得表明出来的。

使者的爭战
人与人，国与国之间，

本来应该有善意存在；使者
奉差原是本於这种善意，表
达这种善意。可惜，不论是
语言或动作的表意，都存在
被误会的可能。在折冲樽
俎之外，有时真面对剑拔弩
张的局面。所以会有这样
的情境，是因为有“灭亡的

人”，他们心眼黑暗，卻不自
知，也不肯承认自己的视觉
有毛病—保罗为以弗所教
会祷告：求神的灵“照明你
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
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
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
盛的荣耀”（以弗所书 1:17,
18）。但光明的子女，如光
照在黑暗里，绝不妥协。“黑
暗卻不接受光”〔不能胜过
光〕（约翰福音 1:5）。不论
光多么微，多么小，都能使
黑暗溃退。

使者与使命
神的旨意是所有信祂

的人，乐意肩负使命，作祂
的好使者，並能完成使命：
“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
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
有冰雪的涼气。”（箴言 25:
13）这是说，得以舒畅满
意。可惜，有的使者，不能
达成元首的期望，无異残
废的肢体，或比残废更糟，
反成资敌—“借愚昧人手
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腳，
自受损害。”（箴言 26:6）

辜负主托付的仆人，
是沒有爱心的黑山羊，同
那恶者的使者无異（参马
太福音 25:41）。祝主怜悯
保守我们忠心到底。

来源：翼报

( 六) 余 米 勒 布 仁 尔
(Emil Brunner)

他 1898 年 在 瑞 士 出
生，先后在苏黎世、柏林和
纽 约 协 和 神 学 院 畢 業 。
1932年开始在苏黎世大学
执教，那时他已有 8 年的
牧会经验。1953年他东游
日本，在东京基督教大学
担任客座教授，由於身体
欠佳，回到瑞士途中不幸
中风，此后用口授录音，把
他的教义大纲赶出来。他
死於1966年，享年68歲。

1.“危机神学”
布仁尔的神学思想被

英语世界认识，是因为他
的“辩证”和“危机”神学。
他的辩证法是用古希腊苏
格拉底辩论的方法寻找真
理。“辩证神学”相信神的
启示和人的知识彼此关
连，但人的知识并不足以
认识神，因为神与人讲话
常 有“ 似 非 而 是 ”(Para-
dox) 的现象，而神学思想
非常有限，不足与“似非而
是”的神说话，否则就会因
此产生“危机”(Crisis), 成
为死亡的转折点，他称之

为“ 十 字 路 口 ，对 神 说
“是”，就成为“新人”，对神
说“不”，就成为“死人”。

2.“邂逅神学”
布 仁 尔 的 神 学 强 调

“邂逅神学”，我们都知道
科学和哲学常提到“主体”
(Subject) 和“ 客 体 ”(Ob-
ject)，人都能思想，所以他
是“主体”，那么被人思想
的事物就成为“客体”，前
者是“主观”，后者是“客
观”。主观思想用自己的
感受作为工具，但忽略客
观事实，因此哲学上关於
主观和客观的争论蝶蝶不
休，然而我们还是要分析
为何主观因素会影响客观
因素。布仁尔认为神学思
想若接受主观和客观的
“二分法”就很不幸。人藉
着圣经和教会可以客观认
识神，他就能用主观除去
客观的弊端，因此他强调
人的“内在经验”(个人信
仰)去回答那无法由客观
观察出来活生生的真理，
但若个人所得到的结论成
为他终极的权威时，教会
会因个人不同经验会产生

分裂，这是布仁尔认为“二
分法”不幸的原因。为此
布仁尔应用“邂逅神学”，
一方面依赖圣经(神的话
语)，另一方面重视人内在
的见证 (圣灵的感动)，将
两者联合起来，就找到了
真理。为了加强这一观
念，他引用犹太哲学家和
神 学 家 马 丁 布 伯 (Martin
Buber) 的“ 人 与 人 ”
(I-Thou) 和“人与物”(I-It)
的神学思想将这两者的差
异加以说明。

3.“自然神学”( Nat-
ural Theology)

1930 年 他 为 了 这 看
法与巴特分道扬镖，布仁
尔认为神形像可以从堕
落的人身上看出来，也在
自然中启示出来，但巴特
的看到法正好相反。他
反对巴特因为人若失去
神的形像，不能从人和自
然中启示出来，那么人不
必对自己所犯的罪负起
任何责任。布仁尔又认
为，神的启示若不释放人
的理性来解释信仰的话，
就不可能为人奠下悔改
的基础。

4.“恩典神学”
对布仁尔而言，罪是

自由选择的结果而非从
遗传。人被创造原是与
神和谐相处，但人选择了
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
式，把自己困在“自我”的
堡垒中，只有神才能用爱
把他带出来，使他“自我
放棄”。神既用启示显明
祂宽恕的属性，人才能肯

定自己已蒙赦免，是透过
神惟一的“中保”耶稣基
督的启示，才能真正认识
神，人凭自己的努力要认
识 神 是 绝 对 不 可 能 的 。
布仁尔认为人得到神这
极大的“恩典”，必须要有
悔改的行动，在他所写的
“神的命令”近 600 页的
伦 理 学 中 ，说 明 如 何 将
“神的命令”付绪於家庭、
社会和政治生活上面，这
与道德和宗教决不可分
开，所有宗教都同有一个
律令，是出自神的旨意，
然而若不靠着神的启示，
单凭人的头脑不可能认
识神。布仁尔分析，理性
主义者的努力结果只产
生两个思想体系，那就是
“ 自 然 主 义 ”和“ 理 想 主
义”，这两者都不是伦理
的范畴，因为人的“道义
感”, 不是全出於自然和
理想，这是我们从神所接
受的“无上命令”。在他
所写“公义和社会秩序”一
书中，他指出人若不以神
的旨意作为公义的基础，
在理性主义的时代，人的
公义就变成他的理性，这
就是今日为什么统治者的
意旨就是公义的标准 ，甚
至超过法律而变成专治独
裁。神既然颁佈了“你当”
的命令，我们就充分知道
罪恶的意义，但这不叫我
们绝望，因为随之而来的
便是神的宽恕和接纳，这
就是恩典。

5.“善行神学”
对 基 督 教 而 言 ，“ 善

行”不是为了“责任”。我
们知道社会乃是由家庭、
教会和国家组成，这些次
序是神所规定的，如果“善
行”是为了责任的话，这使
我们造成许多犯罪的藉
口，因为我们可以推辞不
是我们的责任。基督徒法
官必须明白他的责任不只
是处理“公务”，他必须驾
凌於个人关系之上，他有
责任尽量减少不公法律的
害处，任何能够维持公平
的法律才是最好的法律，
这是他的责任。换句话
说，善行是我们的本分、本
性和生命表现。

6.“我你关系”
布 仁 尔 比 其 他 新 正

统派神学家更能容忍开
明 派 神 思 想 ，因 此 他 在
美国比较受开明派的欢
迎。他在冷战时期全力
支 持 美 国 的 反 共 立 场 ，
赢 得 许 多 美 国 人 的 好
感。布仁尔神学上最大
的贡献就是用“人与人”
(或“我与你”I-Thou) 的
关 系 作 为 寻 求 神 的 线
索。近来他的神学逐渐
被人冷落，神学舞台已经
出现了新的演员，不过只
有时间才能决定他的神学
思想会不再度出现，还是
成为二十世纪神学思想的
过度阶段而已。

7.“神学著作”
瑞士苏黎世为革命家

慈运理的故乡，也是布仁
尔出生的地方，早年他在
苏黎世与柏林两间大学的
神学院就读，其博士论文

是专研康德(Kant)及胡诗
尔 (Husserl) 的 哲学思想，
毕业后 1912 年曾任一改
革宗牧师，后 1913-1914
年曾往英国深造，由於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原故他重
返故乡，再任教会牧师。
1919年经友人介绍到美国
牛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
当时开明派神学思想在美
国极其盛行，他赞同巴特
“罗马书注释”的神学思
想，所以成了巴特的好朋
友，也成为巴特神学的主
要阐释人，后来由於在自
然神学这方面反对巴特的
看法而鬧反，从此互不往
来。 1927 年布仁尔写了
“中保”(The Mediator)一书
后，从此他的傑作陆续出
版而鬨动美国神学界，此
外闻名遐迩的著作有：“神
的命令”，“叛变中的人”，
“神人相遇”，“基督教的神
观”，“启示与理性”，“基督
教的创造与救赎观，1954
年最后一本讨论末世论的
“永生的盼望”更加闻名。
1938-1939他接受 l普林斯
顿与协和两大神学院的邀
请，成全了他到各地讲学
的夙愿。1953年在他古稀
之年，应聘前往日本东京
国际基督教大学成为教
授，实践了他强调的“宣教
神学”，获得了佛教和基督
教界的尊重。他於 1955
年退休回国，在途中得了
中风之症，中断了他一切
的授课、写作与教导的活
动，一代伟人就此终老，享
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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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却没有破网却没有破
◎◎陈南山陈南山

“耶稣对他们说：‘把
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或作上
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
了 大 鱼 ，共 一 百 五 十 三
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
有破。”（约二一：10-11）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记载了一件很感动人的神
迹。那就是主在复活后再
次向门徒们显现，坚固了
他们的信心。那时门徒们
真 是 焦 头 烂 额 ，很 是 狼
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恩
主已经复活，心中仍是彷
徨，甚至重操旧业，再去打
鱼。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
什么。不但身体疲倦，心
里失望，相信他们心灵深
处会有一些不安的感受。
但是，主耶稣再次向他们
显现。主的慈声垂问，不
单是如此熟悉，也表明了

祂的关怀。主也准备了炭
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主
甚至恩待他们，一网撒下
去竟打着了一百五十三条
大鱼。很奇妙的是，鱼虽
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网没有破，证明了这
一网打的鱼是一件神迹。
人都是好强自大。有什么
成就，常以为这是自己努
力的成果。其实，若不是
上主赐恩，加利利海的鱼
虽多，也不能一网打上这
么多的鱼。神迹不是要我
们恶劳好逸，游手好闲。
一位真正认识能行神迹的
主的信徒，不但因敬畏上
主，谨慎言行，勤奋度日，
也会谦卑顺服把荣耀全归
主名下。这一网打的鱼不
是一件偶然的事，乃是大
能的主行了神迹，就像昔
日 祂 曾 行 过 类 似 的 神 迹

（参路五：1-11）。因此，
这 神 迹 就 是 坚 固 门 徒 的
心。

网没有破，也表达主

对他们的爱。这张网就算
不是借来的，也不好随便
撕破。网破了，恐怕会多
少使门徒心中有可惜的感

觉，因而不大体会得到主
对他们的关怀。其实主这
样爱他们，为他们死，也为
他们复活。主也特向他们
显现，为他们准备火可以
暖一暖，也有鱼和饼可以
吃饱。网没有破是再次强
调主对他们的爱，主对他
们 的 照 顾 真 是 无 微 不 至
的。

网没有破，其实也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让门徒
可以表达他们对主的爱。
网如果破了，那么这些门
徒像没有退路了，只好低
头顺服，心中可能有些别
扭。但是，网却没有破，那
意思就是说，明天晚上他
们 可 以 开 船 撒 网 再 去 打
鱼。但是事实证明，他们
并 没 有 这 样 作 。 网 没 有
破，就衬托出主问话的含
意 ，也 表 达 彼 得 对 主 的

爱。主在约翰福音第二十
一 章 十 五 节 对 西 门 彼 得
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
爱我比这些更深么？”这句
话照文法可以有三种译法
和含意。其中最可能的，
“这些”是指船与网。那就
是说，主在问彼得，他是否
爱这些可航行的船，可打
鱼的网，超过爱那一位为
他死而复活的主呢？网没
有破，但是这一张没有破
的网断比不上恩主。彼得
乐意把网放下来，再次挑
起得人如鱼的责任，回应
主对他的呼召，全心跟从
事奉他的主。

网没有破，表明主的
大能与大爱。网没有破，
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取舍去
留 的 机 会 。 网 虽 然 没 有
破，仍愿意为主撇下，一心
跟从主。 来源：金灯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