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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儒家思想 
 

 

孔子学说，或儒家思想，不但对中国人影响深远，而且也影响着很多其他亚洲国家。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道德教育者，学说被后来的君王所采纳推崇，

他也被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 

 

儒家的主要代表人，除了孔子之外，还有孟子、荀子等；代表作有《论语》、《孟

子》、《诗经》等。1 

 

中国人，只要稍微受过教育，总不会对孔子儒家学说陌生，所以学说的内容想没有

需要详细介绍，所以现在只从基督教角度讨论。 

 

 

普通恩典 

 

儒家经典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注重伦理道德，所以读论孟，时而给人读箴言的感

觉。中外学者都很喜欢说﹕圣经的最高道德准则是耶稣讲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太七 12），他们称之为黄金律。他们也表示，《论

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非常接近的教导，他们称之为银子律，因

为它似乎是黄金律的反面表达方式。 

 

孔子代表性的教导之一是「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一些最基本的、

放诸海而皆准的美德。举个例，很多人都同意，「仁」和圣经的「爱」很相似。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讲的仁就是博爱。 《论

语．雍也》 ﹕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

也已。 」意思就是，自己想要得到的，让别人也能得到；将心比己，推己及人。

可见儒家的仁就是善待别人，和圣经的「爱人如己」（太十九 19）很接近。 

 

儒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教导﹕「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指出一些基本人际关系，给社会一些基本的秩序。 《孟子．滕文公上》：「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简单说来，无论人站在什

么角色，就有他应该尽的本份，然后社会人际关系才能和谐。很多人也观察到，圣

经里面也有相似的人际关系教导，例﹕官长和他人（罗十三 3）、父子（弗六 1-

4 ）、夫妇（弗五 21-31 ）。 

 

儒家还有很多其他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理想。例如《礼记．礼运》「大同社会」的理

想，是天下人都公义、讲信用、保持和睦、没有盗窃、人人尽力、人人亲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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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然后亲爱众人、男女都有家可归、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人养护，于是社会安

定。这岂不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所有政治家和哲学家的理想？ 

 

儒家还谈到各方面的人生智慧。例如﹕《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论语．魏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尚书．大禹谟》：「满招损，

谦受益」、《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学而》﹕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都是很合圣经、又合常理的观念。 

 

所以，学者们都同意，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和家庭观念与圣经很接近。我们可以总论

说，儒家得着了上帝所赐的「普通恩典」（ common grace ）。从道德角度来讲，

普通恩典的意思就是﹕上帝给人一种分辨善恶是非的本能，良心也。圣经说﹕「这

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

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二15）同样地，我们也看见各文化中有某程度的

道德观念、人际关系的准则、对家庭婚姻的约制，免得人人互相吞吃，天下大乱，

生灵涂碳。但在这方面，中国人似乎得天独厚。上帝赐我们这样优良的传统，我们

应该感谢祂。 

 

 

普通启示 

 

儒家认为，礼仪乃是维系人与人、甚至人与其他层面的办法，所以儒家重视三祭：

祭天、祭祖先、祭圣贤。后来，祭天成为君王的专利。事实上， 「儒」从前就是

国家所设立，专门负责祭祀的人士。2儒家所祭的「天」是什么呢？ 

 

儒家的天，是一个掌管人类命运的力量，《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天也是一个叫宇宙万物运行不息、默默无声

的自然律，《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3；

它更是一个罚恶赏善的更高层面，《增广贤文》﹕「人有善愿，天必佑之。……天

眼恢恢，疏而不漏。……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论语．八俏》﹕「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 」 

 

事实上，学者们对「天」的意义，没有统一的见解。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是

上帝赋予人类的本能，让人在心底深处，知道神存在，知道冥冥中有一个主宰。神

学家称之为「普通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圣经所讲的﹕「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

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

可推诿。 」 （罗一 19-20） 

 

 

仍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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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虽然得着普通启示和普通恩典，但因没有特别启示（圣经），所以不认识真神、

不明白救恩、人亦不能因此得救。不但如此，儒家思想仍有很多不合圣经之处。例

如﹕ 

  

1。人性本善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苟不教，性乃迁。 」意思就是说，人生而

良善，如果不及早接受良好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随着环境影响而改变。但是圣经

说﹕因为亚当犯罪，我们都成为罪人（罗五 12-19；诗五十一 5），所以我们需要

重生得救，得着新生命，才能行善。 

 

2。靠自己行善 

既然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也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行善。 《论语．颜渊》﹕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就是﹕仁就在你自己的身心上，并不是靠外来

的。但圣经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 18） 

 

3。注重外表 

儒家有很多礼仪，表达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例如，父母死，需要居丧三年，而

且还要「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 」（《礼

记．三年问》）可见儒家很注重外表功夫，以至不明白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结果

后世有雇人代为哭丧的陋习。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箴四 23 ） 

 

4。祭祖问题 

孔子着重孝道，无可非议，却推动了中国人祭祖的风俗。但圣经告诉我们，人死后

不能再和活人来往（参﹕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路十六 19-31〕），圣经还告诉我

们不可敬拜其他人（太四 10，徒十 25 -26），甚至不可拜天使（启十九 10-11）。

祭祖表面上只似乎只是为了「慎终追远」，但因相信人死后变鬼，进而拜鬼魂，求

福避祸，最终流于交鬼邪术。 

 

5。原始冥想 

儒家也有一套修炼的方法，不像佛家和道家，它比较入世，他们将正常生活、道德

修养和炼功融合在一起。至于修炼方面，以守静、心斋、坐忘为代表。通过意念专

一、呼吸细久、神气合一、进入纯清境界。他们没有一套精心制作的冥想办法，不

如印度教或新纪元运动，也许可以说是相当原始的静坐。4 

 

 

儒家？儒教？ 

 

儒家是否宗教，向来有争论。笔者认为首要原因是「宗教」一词并无统一定义，所

以大家按着个人见解和喜好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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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边的讨论可见，孔子学说的内容主要是哲学、道德、礼仪，至于宗教方面，非

常原始，非常简单。 《论语．先进》﹕「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雍也》﹕

「敬鬼神而远之」，可见孔子比较像一个不可知论者。儒家观念中的「天」也不是

一个扎实的观念，比较像哲学名词，多于宗教观念。 

 

所以笔者认为，儒家应该算是哲学。最可惜的是，后来儒释道合拼，演变成一大堆

偶像和迷信，孔子也被封神、被跪拜，所以被称儒教或孔教。与其争论儒家是否宗

教，不如努力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帮助他们从迷信和偶像中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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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Humanism）不仅仅是一个哲学上的理想，它也是现代人的人生

哲学基础。代表它的是「美国人本主义协会」（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及

其三次的宣言。 

 

1933 年，有三十四位学者和名人，一同签署了第一份人本主义宣言

（Humanist manifesto I），其中包括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家的杜威（John Dewey）。

又于 1973 年，一百九十名学者又签署第二次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 ，其中包括更多名人，例如进化论生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和心理学

家埃利斯（ Albert Ellis ）。由此可见，很多学者名人和对社会文化大有影响的人，

都抱人本主义的心态。所以，无论察觉与否，今天的主流思想之一，实在就是人本

主义。最近，于 2003 年，他们又发表了第三份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I）。1 

 

到底什么是人本主义？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协会的定义，人本主义乃是

一个先进的人生立场，不接纳超自然主义；他们肯定人有能力、有责任，去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和有道德的生活，并且对人类有贡献。2如果细读这三份

宣言，基督徒可以用一句话去概括它，人本主义就是﹕「我们不需要上帝，

我们可以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如第二次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没有

上帝可以救我们，我们必须自救。」 

 

第一次人本主义宣言，对科学抱有极大的信心，主张科学和教育可以解决人

类的问题，所以不需要上帝。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和出现了几个极权政府，

人本主义者开始明白，并且承认科学并非万能。所以，美国人本主义协会发表了第

二次宣言，虽然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神，但却表示只需小心处理科学问题，仍可达

成目标。 

 

最近，2003 年，他们再发表了第三份人本主义宣言。据猜测是因为现代思

想潮流，开始和人本主义持相反方向。新纪元的印度大师流行，而天主教自梵蒂冈

第二次会议之后，又走回保守派，与及很多保守的组织都攻击人本主义为「美国最

危险的影响。」所以，他们再发表了一份比较简洁、口气比较温和的宣言，但是内

容无甚变更。3第三次人本主义宣言的出现，暗示人本主义开始落伍，新纪元运动、

存在主义、后现代的影响，开始打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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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人本主义宣言的概要，全文内容，刊登在美国人

本主义协会的网站﹕ 4 

 

 

第一次人本主义宣言 

 

下面是 1933 年第一次人本主义宣言的概括﹕ 

 

近年我们普遍了解，宗教已经落伍，今天的科技和经济进步，已经代替了她。

宗教已经失去她的意义，无能解决二十世纪人类的问题。我们今天更明白这个宇宙，

人类更能为互为兄弟，所以宗教虽曾为人类带来很多善事，今天她必须改变，成为

这个新动力的一分子，重整她的目的和方法。所以人本主义者宣言﹕ 

 

1。宇宙是自有的（self-existing）。 

2。人是进化而来的。 

3。从前认为人由身体和心灵组成，这个观念必须丢弃。 

4。宗教是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产品，人生长的环境，决定他的宗教信仰。 

5。不相信有超自然的事情，要以科学态度审查超自然事件。 

6。各种有神论已经落伍（如一神论、多神论和自然神论）。 

7。艺术、哲学等，和宗教一样，都是为了表达人生、满足人生。 

8。我们必须设法满足我们「现世」 （here and now）的需要。 

9。将我们从前对宗教热情，发挥在个人和社会的好处上。 

10。不必因为超自然的事而对宗教有特别的好感。 

11。教育和知识可以帮助人面对人生的问题。 

12。宗教必须为人生增加快乐和满足。 

13。宗教必须实现和增强人生，所以宗教机构、仪式等都必须更新。 

14。人本主义者的目标是一个自由社会，人人合作，分配资源。 

15。人本主义者肯定人生、面对人生，帮助所有人满足人生。 

 

 

第二次人本主义宣言 

 

人本主义者在 1973 年发表了第二次人本主义宣言，内容概括如下﹕ 

 

纳粹分子和其他极权政府，叫我们知道第一次人本主义宣言是太过乐观了。

我们也知道，科学有它的益处和坏处。近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叫我们明白

很多政府滥用他们的权力。人本主义者仍然觉得传统的有神论是不合时、有害的，

她使人分心于死后和来生，而忽略于努力今生。我们仍然相信科学，只要好好的使

用，我们可以控制环境，减少疾病，征服贫穷。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人口爆炸、

极权政府、核子危机等等，这些问题宗教不能解决。我们必须汇合所有人的创意，

一同合作，才能面对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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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者站在一个新的世代，有智慧地运用科技，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环

境、征服贫穷、减少疾病。科学发达危害了我们的生态，带来人口爆炸，叫我们面

对「世界末日」般的问题，所以又有人转向宗教。但是道德和神学不能解决问题，

人本主义者继续勇敢地运用科学方法，加上同情心，发挥人类的潜能，涉取人类的

创意，给自己设订目标，鼓励大家合作。 

 
宗教 
 

（1）宗教可以对道德有助，但是宗教的权威性教条是有害的。它的教条和

神话都没有科学证据，我们不能相信有超自然的事物。我们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

本。传统宗教鼓励人依靠神，但是没有上帝可以救我们，我们必须自救。 

（2）永生的观念是有害的，因为它叫人不关心现世，只关心来生，可见传

统宗教是人类进步的障碍。 

 

道德 
 

（3）道德应该根据人的经验而产生，是相对的和按情况来决定的，不须依

赖宗教和理想。 

（4）推理和智力是人类的两大工具，但是人类也应该有同情心。智力加上

人类互相关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工具。 

 

个人 
 

（5）人是有价值的和有尊严的，所以我们反对所有侮辱诽谤人的尊严、压

制自由、削减智力的宗教及理想。 

（6）传统宗教通常压制性爱，我们相信人应该有权利节育、离婚和堕胎。

如果两个成年人同意进行性行为，是可以接纳的。 

 

民主社会 
 

（7）人应该有言论自由、反对政府的自由、自杀和安乐死等的自由。 

（8）在民主自由社会中，人人都有份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决策，人人

都可以发表意见。工作、学校、家庭和其他组织，亦应民主。 

（9）政治和宗教必须分开，政府也应该让所有宗教团体受到公平对待。 

（10）发展经济系统，极力削减贫穷，确保所有人的福利。 

（11）人人平等，不因种族、宗教、性别、年龄、国籍而受歧视。社会应该

提供基本需要（如经济、健康），也应该关心那些不幸者，人人都有权利接受教育。 

 

全球性团体（worl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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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们反对人类分裂，主张建立一个全球的团体，有世界性法律、世界

政府、世界秩序。政府与政府应该合作，人人要同心合力。 

（13-17）这个全球性的团体，要使用和平谈判，不是战争，去解决问题。

共同计划运用在耗尽中的天然资源，需要国际组织管理和保存生态，扩展交通和通

讯。 

 

整体人类 
 

结论是﹕友善的人，必须继续建立一个和平富有的社会，并超越对传统宗教

的热诚，使用理智和同情心，放下歧见，彼此合作。我们相信人类有这样的潜能、

智力、友好和合作技巧，一同达到这个境界。 

 

 

第三次人本主义宣言 

 

 2003 年美国人本主义协会发表了第三次人本主义宣言，仍然坚决反对超自

然事物，和肯定人有能力与责任，作道德选择，以至为人类带来益处。人本主义者

（以推理、同情和经验）为人带来幸福。人本主义者继续肯定﹕ 

 

1。世界上的知识来自观察、实验、和理智的分析。 

2。人类是大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进化而来的，没有谁在后头操纵。 

3。生命的完满在于个人参与人道服务。 

4。人类是社会性的，需要有意义的和互助的人际关系。 

5。为社会的利益而努力，可增加个人的快乐。 

6。道德价值是基于人的需要、利益、经验。 

 

 

基督徒看人本主义 

 

 这一个世界观明显和基督教的观点不同。 

 

 （1）人本主义跟有神观是敌对的，三次的人本主义宣言都反对宗教（或超

自然），并以宗教为人类进步的大敌人。 

（2）人本主义迷信科学，三次宣言都非常高举科学。科学已变成他们的宗

教信仰，可是，科学并非真理的准绳。况且，科学的益处和害处，不是马上可以知

道的，今天人以为有益的事物，明天可能发现它大有害处。事实上，愈来愈多的人

了解科学并不万能。 

（3）科学没有推翻宗教和超自然事物，也没有证明人没有灵魂。没有证据

证明有神的信仰不可靠，也没有证据，证明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盲目反对宗教，

只显得不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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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教并非叫人忽略他人今天的幸福；相信永生，也不见得是忘记现世。

基督徒为了来生的赏赐，和今生荣耀神，努力在世上活出爱神爱人的理想。此外，

人如果只着眼于现世，而万一真有来生，怎么办？到时就要后悔自己眼光浅窄了。 

（5）人本主义者对人太有信心，否认罪恶，对道德乃抱相对的态度，所以

道德没有标准，也没有基础。但无可否认，错误的道德观可以带来很多社会、人际、

和人生的问题。而且历史证明，科技虽然进步，人的罪性并没有改善。人不能靠自

己行善，也不能凭自己改造社会。 

（6）最后，人本主义的理想还存在一些漏洞，他们虽然说人是有价值和有

尊严的，但却赞成堕胎和自杀。他们多次表示相信人是进化的产品，如果人真是进

化来的，而不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人就不可能有什么尊严。 

 

 

圣经的话 

 

科学和教育真能拯救世人吗？不，只有十字架的道理才能，因为人必须重生，

罪性改变，世界才能美好。所以圣经向来不高举人的智慧和知识，它说﹕「你要专

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箴三 5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

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箴九 10 ）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四 6） 

 

人的知识和智慧不单不能拯救人类，有时反拦阻人得到救恩﹕「世人凭自己

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林前一 21）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

为神的大能。……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

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林前一 19-25） 

 

基督徒不着意于社会改革，虽然社会关怀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等待基督再来，在世上作王掌权，才能有真正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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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存在主义 
 

 

 

 

 

 十八、十九世纪的人类是乐观的，十九世纪末一位学者，古尔（Émile 

Coué）有一句名言，可以代表当代人的心声，他说﹕「每一天，我在各方面都愈

来愈进步。」1当时人认为科学万能，只要人致力于科学和教育，人类迟早会解决

自己的问题。所以，当代的人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包括神迹、上帝的存在和圣经

等。十九世纪末，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兴起，所有主要的神学思想，如救

恩和基督的神性等，都被人本主义思想扭歪。 

 

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跟着，希特拉、史达林、墨索里尼和纳

粹等极权分子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爆炸，迫使人类重新思想历史的命运

和人类的前途，更明白科学并非万能，科学虽然带来方便，也带来后患。 

 

到了二十世纪，人类已变得非常悲观，不再相信科学万能，而且开始反对传

统和理智思想。如此，祈克果的思想正适合这个时代的口味。他的著作带来了一个

新的哲学派系——存在主义，教会也因而受影响，出现了新正统神学

（Neoorthodoxy）。 

 

 

存在主义 

 

到底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什么？存在主正义不是一套有系统的哲学

思想，它不像人本主义有三次的宣言，共产主义也有共产主义宣言。基本上，二者

都是一个有系统的思想。然而，存在主义却不是这样，大概没有人能很有条理地整

理出一套完整的和有系统的思想，每一个存在主义者都有自己一套的见解，他们的

思想甚至互相矛盾。 

 

存在主义者也有很多类，一些相信有神，甚至是基督徒，另一些却是无神论

者，甚至极其敌视基督教。除了下面所介绍的三位之外，其他知名的有﹕正如卡谬

（Albert Camus） ，雅士培（Karl Jaspers）、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马赛尔

( Gabriel Marcel）等。 

 

存在主义再走下去就是虚无主义（ Nihilism ），它说，在人的生命和经历

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意义的，所以感到虚无。但人必须生存下去，但也要承认，

人是陷在空虚之中。至于那些哲学家属于虚无主义，那些属于存在主义，都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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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他们本身并无意隶属那一类，大概也不愿意把自己和其他存

在主义者被视为同一类。 

 

如果一定要为存在主义整理一些共通点，大概可以这样说﹕ 

 

（1）反叛 

 

存在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大堆不同的哲理，而这些哲理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背叛传统哲学，成为它们的逆流。尼采有一句名言﹕「上帝死了，……我

们把他杀死了。」2故然他非常敌视基督教，但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拒绝从

前从上帝而来的，或已有的传统道德、价值、真理。所以，现在人类必须靠自己去

寻找，靠自己去使人生有意义。 

 

存在主义视传统哲学（例如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为肤浅的、经院的，是和远

离生活的东西，对它们显然不满。他们说，从前的哲学运用理智，有如现代科学，

非常客观，所以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人的感觉。 

 

（2）主观 

 

存在主义把宇宙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世界，另一方面是主观世界。客

观世界就是可以凭科学和理智去了解的世界；另一个主观世界却不是科学所能了解

的，而是人用心灵去察觉的。他们认为，外在的客观世界有秩序，但内心的主观世

界却不受任何秩序控制。所以，客观世界并不适合人，人乃是活在一个陌生地方。 

 

但是，人是唯一能自我察觉和自我决定的存在物，人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感受，

去认识这个世界，由自己来做决定，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他们甚至可以不喜欢二

加二等于四的客观事实，所以，他们认为知识是主观的，真理是矛盾的。3换言之，

人是自主自治的，有绝对的自由，不受强制。人要反叛这个不合理的客观世界，不

能凭科学、理智去认识它，因为真理是主观的，所以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 

 

（3）注重感受 

 

既然人的主观最重要，人是否找到真理呢？至少各人自己找到自己的真理？

可是，存在主义不为你说明真理。反之，它宣告说﹕真理并不存在；没有终极真理；

也没有半真理，而只有目前这一刻；没有起因，也没有后果。人在「这一刻」怎样

想、有什么感觉，就是真理。所以人必须丢弃理智，不能以理智来解释客观世界，

必须注意人的主观感受，人的感受、感觉、情绪，才是最真实的。当然，人的感受

也可以随时改变，不必用理智来解释辩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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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主观代替客观真理，强调感受，存在主义常谈到人的情绪，因为情绪

能显示人怎样面对世界，人的存在和整个世界有什么关系。无论是悲伤、沉重、害

怕，这是人存在的韵味。对人而言他对整个存在的感受最重要。 

 

（4）悲观 

 

那么，他们感受到什么？焦虑和惧怕是存在主义者们嘴边常挂着的字眼。例

如祈克果说，人因为有自由选择，所以感到焦虑和惧怕；但因为人感到焦虑和惧怕，

让他了解自己的真正身分鉴别和他的自由。4 

 

另一个显现的情绪是感到不合理、荒谬，整个世界都荒谬，正如卡谬所言。
5人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中寻找条理，所以觉得需要真实，需要根据自己而活。 

 

还有一个在他们当中流行的题目，就是——死亡，这是海德格等人的写作的

一大重点。6存在主义者说﹕我们必须面对死亡。他们的意义不是说，天天等死，

却是说，因为意识到死亡的将至，面对自己的有限，影响自己今天活得真实。 

 

所以存在主义不仅仅反传统思想，也和传统中的乐观态度相反。它非常悲观，

觉得人生充满黑暗。虽然他们也谈及「自由、真实、激情」，但「焦虑、恐惧、死

亡」似乎是存在主义的主题。 

 

（5）自主 

 

存在主义者说，既然这个世界没有给予我们意义，我们反有自由去为自己的

存在寻找意义。如果我们从圣经或上帝那里取得人生意义，我们反失去自由。所以，

当他们谈到真实，甚或良心，他们的意思是﹕摆脱你为了符合其他人，而迷失了的

那部分。 

 

他们认为人是有自觉能力的，可以决定自己的存在。人生只是一个可能性，

人的将来不是固定了的。他可以选择，他永远在进程中。这似乎是存在主义最积极

的一点。存在主义者说﹕「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存在是

命定的，上帝先给予的，本质则由人自己来决定，以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的。所以，

有所谓「真实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 和「不真实的存在」（ unauthentic 

existence） 。真实存在的意思是人决定自己存在的目的。人有自由，也有责任，人

的法律就是自己，他可以继续创造自己。不真实存在的意思正相反，这一类人放弃

自己的自由，被一般人的意见、法律和规范压制，只能按照别人的意见来生活。 

 

（5）反叛道德 

 

人既然是绝对自主和完全自由的，他决定自己的存在；他也可以决定什么是

自己的道德价值。由此可以想象，传统道德是他们所反对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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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反对任何道德和法律，他们认为没有真理，没有错，也没有对。其实，这是一

贯的现象，每当人高唱「相对」，他们所关心的不是 1+1 是否等于 2，也不是水是

否 H 2 0，他们最主要的是反对圣经中的神和道德观。 

 

这样的反叛精神终于发展成为六十年代的嬉皮运动﹕性爱自由、药品、狂欢

放荡、邪术、交鬼。事实上，无论自觉与否，今天的人都高唱道德相对论，都注重

感受，这也是存在主义影响所至。新纪元运动则是全盘继承了这个观点。心理学亦

大受影响，多少在社会上推动道德相对，甚至受心理学所影响的教会，也多少迁就

了这样的心态。 

 

****** 

 

既然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并没有统一的思想，现在只以其中几位哲学家为代

表，可让读者窥视一下存在主义的内容。第一位是基督徒、存在主义之父祈克果；

另一位是无神论者沙特；最后一位是高呼「神死了」的尼采。 

 

 

祈克果 

 

存在主义之父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生长于北欧，他身体上有缺陷，

性格也非常忧郁，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忧郁的丹麦人」。今天的基督徒，很多都

同意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祈克果相信宗教信仰的客观部分，是可以用理性来证明的，但主观的部分却

是人经历基督。祈克果认为真正的基督教是人和基督发生关系，而不是一套教条，

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教会。祈克果又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绝对的矛盾，他是人，又

是神。这样的真理不是我们的理智所能了解的。信心是超越理智的，信仰乃个人对

基督的交托和委身。有一些问题，如﹕人生的意义？死后是否有生命？都不是理智

可以解决的。哲学家可能有很多答案，但是，人仍必须有信心。 

 

他厌恶当时丹麦教会死气沉沉、没有生命活力、完全是组织和仪式。当时人

人都是基督徒，所以做基督徒和上教堂是身份地位，社交所必须的。祈克果认为若

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活定然不舒服、不从惯例，他必须和社会对抗、甚

至惹来攻击和误会。在《恐惧战兢》（Fear and Trembling）一书中，祈克果以亚伯

拉罕献儿子为例，说明，如果人服从神，他有可能要丢弃传统道德。所以人格的统

一，除了基于抉择和投入外，更需要接受上帝的意志。人信仰上帝，就得冒险，准

备好作出理性上认为最荒谬的事。没有冒险，就没有信仰。 

 

后来他在《抨击基督教世界》（Attack Upon Christendom）中大肆攻击丹麦的

教会，因而被教会视为反叛者，终于被教会开除会借。虽然他的神学思想不见得完

全，但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相当同情祈克果，认为他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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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克果堪称存在主义之父，因为那些在存在主义写作中常见的名词，例如荒

谬、无望的人生、选择、激情和真实等，都是他从自己的激进基督教观念中首创的。 

 

 

沙特 

 

存在主义者中，沙特（Jean-Paul Sartre）算是比较乐观积极的一个。他在

《存在主义和人的感情》（Existentialism and Human Emotion）中表示，有人攻击存

在主义者，批评他们强调人类的堕落和黑暗，而忽略了人美好的一面，实在过份悲

观了。但是，他认为，存在主义的实质乃强调人生的潜能。 

 

存在主义者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如祈克果和雅士培；

另一类却是无神论者，如沙特。但是，他们都有一点相同之处，都主张「存在先于

本质」，本资也可理解为「精华」，缺乏了它或改变了它，你就不再是你自己。意

思就是说，人先存在，然后由自己决定自己应该是什么，或应该是怎样的，这也是

所谓「主观」。例如，我写一本什么书，或参加那一个政治团体，都显示出是由自

己作决定的。沙特说，如果有神，神决定人的本质；他不相信有神，所以，他认为

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是谁。但是有神与否并无关系，人的存在才是重要的，因为人

决定自己的本质。 

 

如果人认为自己并不能自决，例如他的行动是由政府所决定的、或由宗教、

传统所决定的，那么，他就感到极度焦虑和痛苦。有时候人必须面对自己的选择所

带来的后果，于是又感到忧虑。如果神并不存在，人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如

果神存在，人的行为就没有所谓好坏。然而，人是自由的，所以必须面对后果，这

也是人感到忧虑的原因。如果道德价值是含糊和宽阔的，人只好依靠他的感觉来行

事。 

 

由于人对自己行为的选择并非根据一些早已决定的规则，所以道德是一种艺

术。它是具创意性的，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法律。例如，人如果选择不诚实，而没有

什么原因说人不能这么做，人就必须诚实地遵守自己的选择。生命本身并没有故有

的价值观和意义，它完全视乎创造它的人。 

 

 

尼采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来自一个路德会牧师世家。但他不但反抗基督教，

也反抗传统哲学，他尖锐地批评希腊哲学，因为这些传统高举理智和追求绝对真理，

他认为这是堕落。尼采结论说，传统哲学和宗教都是错误的，对人有害，陵削人的

成就。所以，他提倡「价值重估」（re-evaluation of values），大声反对社会所认可

的道德，和宗教所带来的内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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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每个人是由他自己的一大堆欲望所组成，有时人会因自己的错误信

念，而失去自知之明。很多时候这些欲望是杂乱的，人必须在混乱中整理他的欲望。

他认为只有一些罕见的、优越的、高贵的人，才能活出一个英雄式的、真正有价值

的人生。这些高贵的人能够自我创造、活出自己、明白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勇

于改变、丢弃传统宗教教条。他们是自主、自爱、自治、自我肯定的。 

 

 最后，这些超人以不同的方式、寻找新的经历、甚至冒险，反映自己的独特

性而活着。所以，尼采认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支配世界和人类行

为的惟一的绝对动因，这样方能粉碎社会一切骗人的、病态的、仇视生命的东西。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些高贵的超人，他们没有目标，对自己的生命不诚实，

尼采称他们为奴隶。 

 

除了高叫「神死了」，他也对基督教无情地批判。尼采对基督教的不满，因

为她使人接受了「奴隶性的道德」。基督教是堕落的﹐充满腐朽粪便一般的成分。

他最讨厌悔改和赎罪，把这两件事称作蠢事。他有一本名著《上帝之死》（Anti-

Christ），充分显出他对基督教、对圣经中之神有极深的憎恨。但是，当这本书发

表之后不久，他精神崩溃了，被送进疯人院，过了几年，他就死了。 

 

有说尼采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也有把他归类为虚无主义。无论怎样，他可说

是走到最极端的一个代表人。今天虽然没有什么人和他完全认同，可惜，他的影响

却不小。 

 

 

存在主义的影响 

 

虽然「存在主义」一词不再新鲜，但这个思想并没有落伍，反之，它的影响

愈来愈普及﹕ 

 

（1）虽然不是每一个存在主义者都卷入政治运动中，但好几个主要存在主

义哲学家都影响了从前的政治，至少他们的思想拥护了，或者说趋向于拥护十九世

纪至二十世纪的极权政府。例如，很多人都认为，沙特支持共产党，尼采仰慕希特

拉、支持纳粹分子。无论如何，存在主义思想支持了暴力革命；另一方面也为人带

来一个不关心社会的态度。 

 

（2）因为存在主义反叛传统权威和道德，所以它带来的是愤怒和反叛的年

青人，如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并且加速社会道德的衰落。虽然嬉皮士时代已经过去，

但存在主义仍影响了很多哲学，又和今天盛行的新纪元运动的人生哲学家调和。现

在的人虽然未必自觉这是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多少感到失落，注重自己的感受，并

且接受道德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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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教会中，真正的自由神学已死，而存在主义思想却渗入教会，成为

新正统。其中有名的神学家如巴特（Karl Barth）、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田

立克（Paul Tillich）的思想都有存在主义的色彩。甚至释经学和讲道也受了存在主

义的影响，认为神的旨意是要人活出一个『真实的存在』，耶稣自己就是一个真实

存在的好榜样。更有什者，虚无主义也影响神学思想，带来「神死神学」。 （感

谢神，这个神学已经死了！） 

 

 （4）很多心理学家也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心理学中有存在主义心

理学一派。他们认识人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愿望，所以他们强调人有选择的自由。

梅罗洛（Rollo May）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但其他名心理学家，如罗杰斯（Carl 

Rogers）和马斯洛（Abraham Maslow）都多少被影响。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存在主

义思想，透过心理学，也影响福音派教会。 

 

 

批判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 

 

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并非一无可取，它提醒我们，人不是物质或是机器，而

哲学也不应该完全是客观的逻辑。存在主义者叫人了解科学并不万能，思想到人生

究竟有什么意义，可惜他们并没有找到答案。 

 

存在主义的人生态度就好像一个难以讨好的人，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什么都

批评，但自己却不能提供一个答案。即使有答案，也是消极的、晦暗的、或讽刺挖

苦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却不知道仰赖神。圣经说，有一些人只看见人眼中的

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存在主义者却看见人眼刺，又见己眼木，但可悲的

是，他们并没有向上仰望，所以看不见上帝的真光，结果，他们只有悲观、厌世、

焦虑、恐惧、死亡。 

 

从上边提到的存在主义特点，可见它的问题非常明显﹕ 

 

（1）反叛而无方向 

 

上边提到，存在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但学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反叛传统思想，尼采甚至高叫「神死了」。上边也提到，很多基督徒同情祈克果，

因为他所反叛的是当时没有生命的教会，不是基督教的本身。为什么基督徒不同情

所有存在主义哲学家？只同情他一个？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共同的权威——圣经。 

 

基督徒不是为反叛而反叛，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十二 2）所以，合

乎神心意的事情，我们需要坚持；不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必须反对。 （笔者今天

在教会中反对心理学，也被视为反动、反智、反叛，但笔者认为这是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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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观即只顾自己 

 

既然没有标准、没有方向，所以他们非常主观，以自己的情绪决定事情，以

至否认客观事实、客观真理、客观价值。即使不以圣经为权威，也没有人能否认世

界上有很多客观的事情，例如别人的好处和感受，都是每天生活所必须面对和考虑

的。事实上，这不过是「自我中心」的另一种讲法。 「末世……人要专顾自

己……」（提后三 1-2） 

 

如果主观最重要，人不会想及别人，更不会想到神的心意；但基督徒应该明

白「己」并不重要，若有人要跟从耶稣，他「就当舍己」（太十六 24 ）。 

 

他们只关心现世，甚至只关心现在这一刻的感受和意见，至于永生和来世，

他们是完全忽略了。基督徒却关心永恒，我们「乃是顾念……永远的。 」（林后

四 18） 

 

（3）感觉不重要 

 

存在主义者否定理智，注意内心的主观世界，很注意自己的感受及情绪。结

果，他们的论题常是互相矛盾的，绝不统一。也许可以这样说，存在主义者是自说

自话。 

 

虽然人不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圣经从不建议我们注重感觉。为了讨神喜悦，

基督徒甚至需要压制某些感觉。正如保罗说，他感到心中有两个律﹕神的律、罪的

律，所以他的内心挣扎着要顺服神的律（罗七 7-25）。以利亚因为耶洗别的迫害，

心灰意冷、万分抑郁、甚至求死，但神吩咐他继续工作，没有吩咐他留意或分析自

己的情绪（王上十九）；但是基督徒没有吃亏，因为他们得着「喜乐」「平安」

（加五 22，来十二 11）等美好感觉，是存在主义者所求之不得的。 

 

（4）虚空悲观 

 

存在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都非常肯定凡事都是虚空、不真实、荒谬、无意

义。果真如此，他们的判断也不可能是真的！另一方面，他们从没有探索过虚无的

原因，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世界仍然有一些美丽、良善、和谐的事物。 

 

存在主义并不新鲜，传道者早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

空。 」（传一 2）「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一

17）传道者显然是一个有学问、有智慧的人，而且他曾尝试解决自己内心的空虚。

他也非常留意自己的感觉，也感到「愁烦、忧伤」（一 18）「万事令人厌烦」

（一 8） ，传道者甚至「恨恶生命」（二 17） 。人生没有神就没有意义，就虚空，

感到悲观，有什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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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由即放任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不合理的，所以人是自由的，人必须自行

决定他的存在是什么，所以存在主义者要勇于活出自己，要追求一个自己认为是合

理的「真实的存在」。但是，谁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存在？这样做，能否肯定给予

自己生命的意义？若果真能，为什么他们仍然感到虚空、焦虑？事实上，这不过是

「任意妄为」（提后三 4）「顽梗悖逆」（诗七十八 8）。 

 

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勇敢地创造自己，活出自己，可是，基督徒「不再

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林后五 15）我们也不能创造自己，

因为神是窑匠，我们是祂手中的泥土，随祂意思，把我们做成器皿（罗九 21）。 

 

存在主义者的表现正是圣经所讲的﹕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

（赛五十三 6） 

 

（6）反叛道德，后患无穷 

 

反叛神，挣开祂的捆绑，当然包括，也许最主要的是，圣经中的道德观。当

人把自己从神的道德律中「释放」出来之后，得到的是什么？无需累赘，大家都能

明白，就是各种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心灵问题…… 

 

（7）非人心所盼望 

 

那么，我们看见人把神推开之后，他找到什么意义？ ——是无意义、是焦

虑、是惧怕、是感到全世界都不合理、是空虚、是失落、是死亡……他们的道理，

和人类所渴望的相反，没有人能持这样的人生观可以活下去，自杀似乎是必然的结

果。如果人人都持虚无主义思想，人类就死光了。 

 

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已经为人提供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层面，好像真光照耀

人间。圣经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十 10）多

少人因为觉得人生虚空，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寻找，结果找到耶稣，人生变得丰盛、

充实、有意义。教会中有太多这样的见证。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

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十五 13）

何等大的不同！ 

 

 

结论 

 

 从前尼采说﹕「上帝死了」，今天上帝说﹕「尼采死了」，但是上帝仍然活

着，因祂活着，我们的存在就有意义了。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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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后现代主义 
 

 

 

 

 

对很多基督徒而言，「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一词非常神秘，至

少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如果要以一句话来概括后现代，就是﹕质疑现代主义，

但是自己却没有答案。 

此词始于建筑和艺术界，指一种风格。然后，二十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哲学家

们也采用了，指一种心态、世界观，或者一堆世界观（或无世界观）。 

 

后现代主义包括很多讲法、想法，主义，如虚无主义（ Nihilism ）、相对主

义（ Relativism ）、建构主义（ Constructi onism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 ）、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等，亦有将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包括其内。 

 

 

现代主义 

 

如果说「后现代」，当然暗示，这是出现于「现代」（Modernism）以后的

社会心态。十七世纪以前的世代可以称为「现代前」（Pre-modernism）。十七世纪

开始，因为科技发展，欧洲踏入一个迷信科学万能的「现代」，其间有两大特点﹕ 

 

1。质疑权威 

 

现代前的社会和人类，只有两个权威﹕教会和君王。后来有人开始质疑这些

权威。在信仰方面，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的改教运动以「唯独圣经」（ S 
ola Scriptura ）为口号，也就是说，以圣经为权威，不是教会为权威；慢慢的，现

代人更质疑圣经的权威，于是出现了新神学。 

 

在社会方面的，君主政体瓦解，代之以民主政体、资本主义，接着之后还有

共产主义。同样的原理，也被应用在宗教、道德、社会、政治上，最理想的境界是

「自主自治」（autonomy），也就是说，一切凭自己决定。 

 

在科学研究方面，人们也怀疑从前的知识。正如笛卡儿（ Descartes ）建议

我们要对所有事物抱怀疑态度，一切信念需先被证实，才能接受。 

 

2。理智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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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是一个理智至上的时代（ Age of Reason ），个人的头脑代替了

任何权威。 

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的培根（Francis Bacon）表示，科学研究在于征服大

自然，利用大自然，所以他说﹕「知识就是力量」。 

 

文艺复兴带来约有二百年的「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这时代有一些

革命性的发展。例如﹕哥白尼（Copernicus）提倡「日心说」的宇宙体系理论；伽

利略（Galileo）发现望远镜；牛顿（Newton）的理论完全推翻了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的科学，他们的发现震撼了欧洲。 

 

所以，现代人很乐观，对科学寄以厚望，相信科学渐渐进步，有一天可以解

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后现代的崛起 

 

在现代主义的理智至上声音中，已经早有一些哲学家出现，怀疑人的理智。

例如﹕休谟（ David Hume ）认为科学方法不能带给我们真正和肯定的真理，他说

﹕单靠观察，我们不可能肯定事情的因和果。康德（ Emanuel Kant ）继续怀疑人的

推理能力，他认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相，我们只知道自己对现实的察觉。我们不过

处理这些感觉，科学是基于人的五官感受，所以不可能有肯定知识。 

 

人们渐渐感到，现代主义虽然带来一些科技进步，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没有进

步。例如﹕ 

 

（1）人性没有改进﹕现代发生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单从第一次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可见，科学虽然进步，人类并没有进步。 （2）宗教没有绝迹﹕科学虽

然直接或间接地反抗宗教，但并没有叫宗教消失。 （3）政体失败﹕欧洲摆脱了君

主专制，但是，无论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都不完善，都没有增加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还有一点，人们愈来愈怀疑，今天的问题是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所以，他们

说﹕ 「现代主义失败了。」 

 

有三位哲学家，堪称后现代大师。他们就是（1）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

﹕他是解构主义（ De-constructuralism ）的代表人；（2）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他大力怀疑历史是否有方向、有意义； （3 ）傅柯（ Michel Foucault ）

认为知识都被社会、传统、权威所左右，所以不是真理。 

 

 

后现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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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慢慢看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如下﹕ 

 

（1）质疑人的理智 

 

现代主义相信人的理智，相信科学。后现代人发现，科学虽然带来好处，它

所带来的害处也不少。譬如，人虽然发现原子能，但是原子弹却杀了很多人。他们

虽然不是全盘反对理智，但他们对人的理智缺乏信心。人怎样知道什么才是合理智？

什么是不合理智？可是，他们没有答案。不但没有答案，而且也认为不必寻找答案，

这是后现代的一大特点。 

 

甚至在文字方面，后现代的人怀疑我们有没有可能明白文字的意义，因为每

一段文字，甚至每个字，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错综复杂。再者，我们常常把多样

化的经历组织概括，使事物同类化、简化，忘记了它们的个别性。历史也有同样问

题，历史学家经常对事实有偏见，强调历史上的某事件多于其他，从他们的观点去

书写。 

 

另一方面，后现代的人非常注重感受，所以觉得图画、电影、诗词、哲学等，

不但必须，而且大而有力，和科学一样可靠和合逻辑。 

 

（2）没有绝对真理（尤指道德） 

 

现代人对「真理」的概念是﹕准确地、客观地描写现实。但后现代的反现实

主义者认为「真理」不过是「人的惯例」，对不同的人而言，它可以是不同的，所

以语言根本不能表达真理。另一些人更进一步说，真理必须对我们有利益，不在乎

理论上的正确与否。 

 

事实上，后现代的人大部分不反对有所谓「真理」，但大多反对有「绝对真

理」。当然，对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科学真理，譬如，1+1 是否等于 2，最

重要的是绝对道德。后现代人认为「绝对道德」叫人痛苦，没有人可以告诉别人怎

样生活，怎样行事为人，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和道德观，道德相对。 

 

因为后现代多疑和悲观的态度，他们说，即使有绝对道德这一回事，他们也

十分怀疑人们有没有可能找得到，有没有力量分辨善恶。所以没有任何人、任何事

物，可称道德权威。 

 

（3）没有肯定知识 

 

现代人高举科学，有鉴定的科学研究方法﹕搜集资料；归纳结论；实验证明。

既然后现代的人认为理智不可靠，对客观考证已经失去信心，所以认为没有研究可

能建立完全可靠的知识。结果，视乎哪个证据所带来的结论叫人信服，人就接受哪

个。所以，理论能被接纳为知识，是说服力，不是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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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一些新的科学发现出现，开始摇动人对科学知识的信心。例如

爱因思坦发现光是光波，又是光子；「相对论」「量子物理」（ Quantum 

Physics ）、「测不准原则」（ Uncertainty Principle ）。于是后现代人开始想，科学

研究有它的极限，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明白真相。古恩（ Thomas Kuhn ） 写了一

本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他表示，

所有科学解释不过根据当时的思想形态（ paradigm ），会随着时间转变，所以科

学理论也随着时代改变。此书的言论，完全代表了后现代人对科学的观点。 

      

至于历史研究，后现代人也不敢肯定谁的历史记录可信，因为当历史学家写

历史时，也是受了个人偏见所影响，所以没有肯定的历史知识。 

 

（4）失去世界观 

 

现代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客观去认识外面的世界，构成一个世界观，这态

度叫做「唯实论」（realism）。后现代人对「现实」有一个很特别的观点，他们否

定一个客观的世界，所以，他们可谓「没有世界观」的一代。 

 

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客观地认识外边的世界，反之，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片

面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例如，我们看见一只动物，有四只脚、会走路、一条

尾、尾巴不断摇摆、发出汪汪之声、身上长毛，于是说﹕「这是一只狗。」但是，

这可能是一只狼，或者另一种罕有动物。或者，这只「狗」根本不存在。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世界观）是自己拼构成的（construction），是主观的，

不一定是客观的事实。这样的哲理叫做「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不但如

此，他们否认我们有可能置身于自己的建构过程之外去认识现实。 

 

既然知识来自各人或各研究员的片面感受和察觉，后现代的人感到有责任光

照那些已经被认为是普通常理的观念。分析知识的建构过程（meaning-construct），

叫做「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sism）。 

 

（5）文字游戏 

 

从前的人以为语言是为了准确地表达真理。现在的人开始质疑﹕文字有什么

意义？每一个字都有不同的用途，完全视乎其「上下文」（怎样使用），这叫做

「文字游戏」。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常被应用在文字游戏上。解构主义者认

说，我们不一定可从文字的本身体找到其意义，文字的意义在乎读者的解释。同一

段文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于是他们所「读」到的现实也可以不同，人的

「感受和观点」最具决定性，文化、社会、人的经验。所以，要追踪词义的发展过

程，研究它怎样被地域、文化等因素所影响。所以语言不过是社会和文化的惯例，

我们是完全嵌入于自己所在的文化中，无法完全脱离其影响。 



27 
 

例如，「狗」一字本身并没有意思，因为狗有很多不同样子和种类，大的小

的、长毛的短毛的、黑的白的，所以只说「狗」，并没有让我们知道什么。 

 

例如，当我们说「雀巢」，我们可能指树上鸟雀所栖息的地方；可能指

2008 年北京世运的体育馆；也可能指六十年代的一种发型；某牌子的饮料…… 

 

后现代作者非常喜欢使用隐喻，因为这是一个表达思想的新办法。也很喜欢

以异乎寻常的方式使用文字，他们的写作通常非常晦涩难明，并以此为荣。每当人

读到一段真正的后现代文字，都会头昏脑胀。 

 

（6）多元文化 

 

今天是一个资讯时代（ I nformation A ge ），电脑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加上

交通老早发达，所以，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距离缩短，所以后现代人常能接

触不同文化。他们在各种不同文化中，取纳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例如，一个

中国人在家中讲中文、购置法国式家具、上班讲英语、穿西服、中午吃墨西哥餐、

晚间上日本餐厅、然后周末练习瑜伽。这是多元文化的现象。 

 

多元化的现象最影响艺术界和媒体。现代人的艺术注重「独创性」

（originality）。但是，后现代的艺术、建筑却是折衷的、综合性的，将各文化、风

格、建构融合拼贴。例如，我们可能看见一个现代漫画角色，如 Snoopy，穿上古

代中国服装，在电视上为某货品做广告。 

 

多元化的选择也不限于艺术和饮食，也表现在宗教、道德、思想上。后现代

的人主张，众多的道德规范、政治议程、宗教信仰之中，没有谁比谁优胜，他们认

为应该宽容所有宗教、道德观、文化。因此不但带来「无根」的感觉，也支持了

「道德相对」和「所有宗教殊途同归」的理念。 

 

（7）历史无意义、无目的，人类无希望 

 

上文已经提到，后现代人不但质疑科学知识，也不信任历史研究，历史学家

在攒写历史时，都有个人偏见，所以没有肯定可信的历史知识。 

 

此外，一向以来，人们认为历史有其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学到道德原则，或

成功失败的道理，这道德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将来。陈述历史的意义叫做「超叙

述」 （ metanarrative，又称为后设叙述、元叙事）。既然历史学家都是有偏见之人，

历史何来意义？所以，后现代人不相信历史中有可借镜之处，同时对将来也不具希

望。 

 

从前的人也相信历史有方向，有目标，例如基督徒相信耶稣会再来，神会审

判世界。甚至共产主义也相信历史是一连串的「正、反、合」阶级斗争，最终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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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想的共产社会。后现代人说﹕历史并没有方向、没有意义，它不过是一件事连

接另一件事，每一个人也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历史不过是一大堆

人天天敲钟，人类也没有希望！ 

 

 

批判后现代 

 

（1）并非一无可取 

 

后现代质疑人的理智能力。对基督徒而言，这一点基本是可以接受的。的确，

人可以凭理智去明白一些事情，或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但是人的理智有限，所以

最后人还是需要回到上帝哪儿，按照祂的旨意行事。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

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箴三 5） 

 

既然认识科学并非万能，后现代人比较能接受宗教、信仰、灵界的可能性。

虽然他们并不因此归信真神，但这是一个好开端。 

 

后现代的一大特式是多元文化。对基督徒而言，若非涉及信仰和道德，多元

化应该是有益无害，因它更可帮助人拆除文化界线，更有利传福音。所以，基督徒

只需坚持圣经教导（信仰和道德），其他于之无抵触的事物，我们可以和他人和睦。 

 

（2）以偏概全、违反常理 

 

因为近代很多新科学发现推翻了旧科学观念，所以，他们说﹕没有肯定知识，

没有绝对真理。诚然，科学不等于真理，但我们却不必因为某些科学理论被发现为

错误，而认为不可能有肯定知识，这不但是以偏概全，而且太悲观了。同样地，人

可以有某程度上的肯定知识，但却不是全面性的。我们必须丢弃一切常理，才能同

意世界上没有肯定知识和绝对真理。 

 

至于文字，的确，当我们读一段文字，我们需要留意上下文，作者的时代背

景等，有些字是会因时代背景而且有不同意义。但是，这是一个普通常理可以解决

的问题，后现代哲学家因此而表示，文字根本没有意义，他们是过份夸张、以偏概

全、违反常理了。 

 

举个例，如果一位后现代哲学家被狗咬着，所以疼痛和流血，他总不会说﹕

「我们不能肯定知道狗是否能咬人，也不能肯定知道，被咬着的人会痛、会流血。」

他也不会说﹕「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不一定是客观事实。」我恐怕当他

们大喊﹕「我被狗咬着，救命！救命！」他们不会说﹕这句话完全视乎你怎样解释，

没有人清楚知道什么是「狗」、「狗」这个字没有意义、怎样叫做「咬」、「被狗

咬」这观念太笼统，根本没有意义。当他的伤口愈合之后，他也不会说﹕「狗咬我

的『历史』不可信，因为记载这事件的人可能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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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终于引至虚无主义 

 

虽然有哲学家认为，后现代和虚无主义有不同。事实上，我们难以否认，上

边所形的后现代思想，不过是「虚无主义」的另一个面目。虚无主义认为，一切都

不真实，都「没有」；后现代主义者说﹕没有肯定知识、没有绝对真理、人不必有

世界观、文字也没有意义，这岂不是等于说﹕一切都是「虚无」 ？ 

 

虚无主义彻底拒绝一切权威，道德，社会习惯的行为。他们通过极端的相对

主义或怀疑主义，拒绝一切既定的的信念，虚无主义者认为那些对于权力的掌控都

是无效的，并应被对抗。后现代主义亦相信，所谓真理、知识、甚至科学，都不过

是权威所控制的，是不可信的。那么，二者有什么分别？ 

 

所以后现代人活在绝望之中，他们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历史无目的。正如

虚无主义，这样的心态对人无益。 

 

（4）逻辑矛盾，以子之矛，可攻子之盾 

 

事实上，后现代思想在逻辑上是有漏洞的，甚至是可笑的。我们可「以其人

之道，还自其人之身」。 

 

如果文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他们的写作岂不是一样没有意义？他们

所发表的言论，难道就不是一样可以随我们的意愿去解释？ 

 

如果我们的思想都不可靠、我们对现实的认识都是自己凭主观拼构而得，那

么，我们凭什么去认识这是主观、错觉？我们怎能肯定后现代的思想才正确？这是

一个循环逻辑。此外，我们又怎样去为人「解构」？ 

 

这岂不是圣经所讲的「瞎子领路」（太十五 14）？的确，这正是后现代人

的问题。 

 

 

后现代和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需要明白后现代不是为了学术好奇，是为了要知道后现代对教会

的影响，怎样在这样的心态中保持信仰纯正、思想正确，而且还能对后现代人传福

音。 

 

（1）需要改变护教和传福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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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人的确比现代人更接近基督教信仰。他们觉得历史没有目的、人类没

有希望，所以他们的心态是无根、失落、颓废，应该叫基督徒对他们更同情，更愿

意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见证自己在基督里找到心灵的归宿。我们首先要以口传扬，

「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

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 15） ，还需要实际行动。因为后现代人已经对一切失

去信心，所以，最有效的不是一套辩词，却是在实际生活上见证一个有盼望的人生。 

 

（2）仍需留意 

 

虽然在某程度上，后现代思想可能对基督徒传福音有利，但是这些「利益」

却不是纯粹的，信徒仍需要留意。 

 

例如，「科学万能」的信念被动摇，他们不再坚持「科学和宗教冲突」，也

不坚持「唯物主义」，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再排斥宗教信仰，但后现代的「宗

教」其实是新纪元，他们热衷于寻求神秘的主观经验，渴慕追求「灵性生活」。今

天我们常听见有人自称﹕「我不是 religious 的，我是 spiritual 的」正是这个意思。 

 

后现代主张没有绝对道德。这一点基督徒不敢苟同。 「道德」的意思是什

么？就是﹕「对和错」的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基督徒怎样决定呢？神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一一九 105）基督徒要小心不被世俗的思

想影响，更要世上做光做盐。基督徒可以向人见证，只有圣经真理才不受时代和思

想的影响，放诸四海而皆准。 

 

（3）对神学和释经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基督徒也需要谨慎，上述的后现代特征，也已经对教会有不良影

响。 

 

提倡文字无意义的哲学家也认为，「神」一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并不能

表达真正的意义，所以谈论神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见解，可称新颖的无神论。 

（请见「各种上帝观」一文） 

 

文字游戏也影响了教会内的释经概念。后现代认为没有所谓「正确」解释，

这是为了增加思想自由，选择那个解释，全由他自己决定。于是由传统的「作者原

意」演变为「读者会意」。从前神学家认为圣经是神的默示，他们使用各种办法、

工具，去获得上帝的信息；但现在新趋势不是研究文本，而是探索经文和读经者的

互动，人读经之后，有什么感动，那就是经文的意义。 

 

事实上，后现代人常常使用自己的世界观为据点，以解释圣经。例如，同情

共产主义的基督徒，在教会中提倡「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

学家把圣经看成贫富之争，而上帝总是站在受迫害的贫困人一边；「黑色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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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 Theology ）把这个争斗看为白种人和黑色人种之间的问题；女权神学

（ Feminine Theology ）则以女人为被迫害者。 （请见「现代神学」一文） 

 

============================== 

 

顺便一提，在中国教会中，偶尔有人使用「后现代」一词，但却非指这个哲

学派系，而是指一种现代人的心态，这心态主要是因受了存在主义和新纪元运动的

影响而有，都是对昔日高举「科学、唯物、理性」的一种反弹。所以，今天一般人

是主观的，常常高举个人的感受，也多少质疑绝对真理和绝对道德；而另一方面，

他们也对灵异的事情感兴趣，至少他们开始相信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灵界存在。

所以，牧师、传道人、护教者、和一般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就是我们传福音对象

的世界观。 

 

 

结论 

 

说来有趣，如果没有绝对真理，没有肯定知识，大家亦失去世界观（或不必

有世界观），那又何必书写？何必发表言论？所以笔者建议，哲人学者们，以后来

一个「闭口主义」（ Shutupism ），免得写的是「满纸荒唐言」，读的人也读得

「一把辛酸泪」，何苦来哉！  

 

从科学万能、人本主义、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到后现代，一步一步，人丢

弃神、抗拒祂，要自己独立、自己解决问题，结果最后却怀疑自己是否有力量解决

问题、能否得到知识，于是承认自己找不到真理、干脆说没有真理。人已完全失落

和颓废，承认人生再没有意义、历史没有目标。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十四 6）又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八 12）啊！这个世代何

等需要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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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进化论 
 

 

 

 

 

进化论（一） 
 

 

序言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讨论今天的一个大争论，就是科学和信仰的问题。其中

首要的例子，当然是进化和创造。任何人读过圣经的创造记载，都能明白它和今天

流行的进化论大有冲突；那么，基督徒应否全盘否定科学，还是全盘否定圣经的创

造记录，抑或想办法使二者和谐？ 

 

 

科学和真理 

 

在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问﹕进化论是不是真正的科学？ 

 

《牛津美国字典》对科学介定为﹕「一门研究的学问，将一些证实的真理连

贯在一起，或对可观察的事实有系统地分类，将之综合为定理，包括在它的领域

内用 发现新真理。 」所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观察和记录确定的自然现象，

而从所观察的事物构成一个概念（科学假设）。这个概念应该让研究员能预测结果，

然后继续进行实验去试验假设，测定它所预期的结果能否被重复。如果预期的结果

能被证明的话，假设就被证实。经一连串试验，继续被证实假设便成为理论，而理

论再经长时间考验，便可升级为科学定律。1总而言之，科学工作包括观察、提出

假设、用实验去重复观察、预测结果、比较预测和实验结果等等。 

 

如果因为事物的本性，不可能有被重复测试证实，这样的研究，算是伪科学。

而进化论乃是典型的伪科学，它不能算是科学，因为它的研究方法并不符合科学。

顺便一提，心理学也因此不算真正的科学。无论如何，由于进化论的实证不足，顶

多只能算为理论，而不是科学定律。事实上，进化和创造二者都无法证实，也无法

推翻。它们都需要用信心去接受。 

 

我们也必须问第二个问题﹕科学是否等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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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好些「科学」理论被人接纳了几百年之后，又被推翻。现代科学日飞

猛进，发现不少新知识，但亦推翻很多旧理论，例子多著﹕ 

 

例如，燃素（ Phlogiston ）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好例子。燃素的理论说﹕「它

假设所有能燃烧之物质，包括金属，都含有同一种物质，叫做燃素。它在燃烧的时

候离开，但是它可以从一处传递至另一处。」用锌和磷做实验似乎证实了燃素的原

理。这个概念被人接纳了差不多百年，但也争论了百年，最后终于被推翻。事实上，

这个理论是完全误解事实的。燃素并不存在，但有人坚信它的存在，以至这个理论

在十八世纪被人坚信了近百年。2 

 

另一个例子是自发论（ spontaneous generation ）。从前的人相信生命可以来

自无生物，因为他们看见苍蝇或虫，自动从腐肉中自动出现，但是自从巴斯德

（ Pasteur ）发明高温消毒法，把酿酒过程中的酵母菌杀死，酿成的酒就不再发酸；

后来他又使用相似的办法杀死很多致病的微生物。于是，这自发论就被推翻。3 

 

所以显然，科学理论只不过是当时人对自然的了解，而不一定是永恒不变的

真理。 

 

然而，有一个值得基督徒留意的问题，就是﹕进化论一词含义甚广，它包括

广进化（ Macroevoultion ）和微进化（ Microevolution ）。顾名思义，微进化的意思

是说，生物种很可能有某程度的变化，而产生亚种（subspecies）；广进化则是大

幅的进化，以至产生新品种。创造论者并非不相信生物有改变，只是不相信它们的

改变大到一个地步，可以产生新品种。例如物竞天择可以产生新的狗种，却非新的

生物种，各种的狗仍然是狗。所以，微进化是有可能的，但广进化却是基督徒难以

接受的。 

  

 

宇宙的来源 

 

自从 Galileo 发明望远镜之后，发现银河系（ Milky Way ）原来是一大群的

星体。它是圆盘形，除了核心以外，有螺旋形的支臂向外伸展（disc with spiraling 

arms ）。银河系由很多太阳系组成，约有三万万星球。整个银河系以极高的速度

旋转，而太阳系（Solar system）乃在银河系的边缘，是在它一个分支出来的旋臂中。
4 

 

由于望远镜日渐进步，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初，天文学家发现，本以为是星

云的仙女星座（ Andromeda ）原来是一个星系，是我们的银河系以外的另一个星系

（Galaxy）。自 1925 年以来，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万万个不同的星系。5 

 

物理学家发现，当波源接近观察者时，对观测者而言，它所发出的光波似乎

是堆聚起来，故观察者测到其波长变短；反之，当波源后退时，所观测到波因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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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波长加长。例如火车接近时，我们所听到的汽笛声（波）因波长变短以至频率变

大，故声调较高。从观测移动中的光源，其光谱也有同样的效应。当光源远离时，

观测者所观测到的光波，其波长会加长，即其移动中的光谱相对于光源静止时的光

谱，有向红端位移（即长波长之方向）的现象，称为光谱的「红移」（red shift），

若光源接近观测者时，光谱便出现「蓝移」的现象。 

 

天文学家发现一些星体的光谱有红移现象，这表示光波频繁降低。由此推论，

星体乃渐渐离开地球。换言之，宇宙是在膨胀中，而且距离地球愈远的星体，离开

得愈快。6 

 

如果宇宙是在膨胀之中，而且星体乃是不断地互相远离，那么，我们可以推

想，宇宙最开始时，乃是从一小点（或作奇点），突然发生大爆炸（Big Bang），

产生各种星体，而星体逐渐互相远离。后来，无线电天文学（Radio Astronomy）开

始发展，科学家们找到大爆炸时剩余的一些微波（microwave），科学家从而计算

宇宙的年龄，大约是一百五十亿（15 billion）年。根据大爆炸的理论﹕在一百五十

年之前那一刻叫做「零时」（zero time），此时所有的物质是存在于一个小小的

「宇宙卵」（ cosmic egg or super-atom ，或原始原子），在零时间，这个宇宙卵突

然爆炸了。7 

 

大爆炸时所发出之能量凝聚为氢气（ hydrogen ）和氦气（ helium ），这些

原子互相碰撞形成其他原子，然后再由更多物质凝聚为星球。经过几亿万年的时间，

现在的星系才出现。至于宇宙是否继续无止境的膨胀，专家们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8 

 

大爆炸理论无法回答现在的宇宙在大爆炸发生之前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发生

这一次大爆炸的原因又是什么？奇点从何来？大爆炸之前有时间和空间吗？这些追

根究底的问题，使科学家认为，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科学家不断努力攀登知识的

高峰，好不容易才爬上山顶，却发现在那里早已坐了许多神学家。九二年的时代杂

志甚至说，科学已经发现了上帝，而且就是基督教的上帝。9 

 

很多基督徒认为大爆炸就是创世记的科学描述，但这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

同意的，因为进化论所相信的毕竟是一个自然过程，不是上帝神迹的创造。10不但

如此，大爆炸理论本身也有它的问题。例如说，它不能解释金星（Venus）和天王

星（Uranus）的旋转方向，和其他星体的旋转方向相反。11无论如何，大爆炸理论

同意宇宙有一个开始，于是推翻了从前的哲学家的理解，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于及

恒常的说法（eternal）。 

 

 

达尔文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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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今天的科学理论，继大爆炸之后，地球慢慢出现，然后经过几亿万年之

后，生物在地球上出现，从最简单的，进化到最复杂的。 

 

进化论的观念并非由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一人想出来。十九世纪的拉马

克（Lamarck）已经发表了进化理论的初型，他相信生物可以从简单至复杂，逐渐

进化。每一代改变少许，然后将改变了的特征遗传后代，于是渐渐产生新的生物种。 

1859 年达尔文发表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而成为现代进化论的基础。
12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Natural Selection）可以概括如下﹕ 

 

1。大部分生物种大量产生后代，但其中有很多无法生存，所以愈能产生后

代的，生物种愈能生存。 

2。个别生物的生存机会和它的环境有关，包括食物、交配对象、和保护自

己的构造和能力等。 

3。个别的生物不同，有些比较能适应，有些没有那么容易适应环境。那些

容易适应环境的，生存之机会比较高。 

4。那些适应能力较佳之生物，能生存较长时间，也可以产生更多的后代，

并把它的特征遗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13 

 

 

进化论 14 

 

将宇宙来源的理论和现代生物进化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可以简述如下﹕ 

 

一百五十亿年前，大爆炸发生，产生很多气体和尘。这些气体逐渐凝聚为原

子、分子、物质、最后甚至成为星体。 

 

四十六亿（ 4.6 billion ）年前，地球形成。然后，紫外光和电雨打击当时已

经存在的原子，使之产生氨基酸（amino acid）。去氧核糖核酸（D eoxyribonucleic 

acid ，简称 DNA）慢慢从这些氨基酸出现，接着便产生单细胞生物，如细菌等。

又经过很长的时间，一些细菌使用二氧化碳和水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逐渐形

成臭氧层（Ozone layer），遮挡着有害的紫外光，使更复杂的生物进化出现。 

 

科学家一般都同意有一个进化时间表，从地球形成开始，到人类出现为止，

划分为若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代表性的生物出现。例如﹕ 

 

1。寒武纪（ Cambrian period ）——水中低等生物出现。 

4。志留利亚纪（ Silurian ）——陆上生物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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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泥盘纪（ Devonian ）——鱼、昆虫和森林出现于陆上。  

4。石碳纪（ Carboniferous ）——有种子的植物出现，煤块亦开始形成。 

5。三叠纪（ Triassic ）——爬行动物出现。 

6。侏罗纪（ Jurassic ）——哺乳动物和鸟类出现。  

7。古生代（ Palaeocene ）——肉食的灵长目 （Primate）动物出现。地球大陆开始

漂动。 

8。中新世、鲜新世和更新世（ Miocene, Pliocene and Pleistocene ）——冰河时期。 

9。最后，人类的猿猴于祖先约出现于四百至二百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 Homo 
sapiens ），据估计，约在 15 万 4000 年前到 16 万年前左右。15 

 

 

进化论之论点 

 

 进化论学者有什么论点支持进化呢？ 

 

（一）生物从简单进化至复杂 

 

 进化论学者抱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信念，就是生物乃从最简单的演变为最复杂

的。最简单的当然是单细胞生物，从而产生低等动植物，然后是高等动植物，最后

是人类。 

 

可是，语言学家告诉我们，愈古代的语言，愈是复杂。这一点可反证进化论

从简单到复杂的基本概念。此外，所有语言皆可追溯至土耳其，正合创世记八章 4

节的记载。16还有一点，古代文化的知识和技术，并不原始，有时甚至进步得使人

吃惊。17例如金字塔和铰链大石（Stone hinge）的工程，一直让人们惊讶不已，不能

明白从前的人怎能建造如此伟大的建筑物。由此而观，从前的人类，并非愚蠢。 

 

（二）构造相似 

 

在进化理论中，如果某两种生物有相似之处，进化论学者便认为，这两种生

物必然关系接近。例如有一种古生物原鸟属（ Archaeo r nis ）化石，就是鸟类和爬

虫类的环，因为它半像鸟、半像兽。18 

 

然而，「相似」也可以推论为同一个设计者。例如，我们常常见一些房子、

艺术品、或者机器，非常相似、甚或设计完全一样，这可能是因为来自同一个设计

师。难道生物的相似点就不能证明有同一个设计者？ 

 

（三）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进化论学者同意进化的可能性甚低（见后文），但如果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那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如果有百万年，甚或亿万年，DNA 就有可能变成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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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生命的原子和分子，也有可能变成为有生命。任何生物种，都有可能进化成另

一种。 

 

然而，地球的年龄有多久，还是一个未有定论的争议，所以，要利用久远的

年日来支持进化，实是在未知素上加上未知素。 

 

（四）化石 

  

生物进化的理论，和地层形成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科学家认为，岩石不断

被风雨侵蚀，变成一点一点的微粒，被吹到海洋中，于是这些沉淀积聚成为一层一

层的石层。较新的石层堆积于较老的石层上，而愈老的石层，愈是在下面。当动植

物死后，身体大部分被细菌或其他菌类侵蚀，但如果它们很快被流沙或泥浆掩埋，

就有可能变成化石。尤其是那些有硬壳的动物，柔软的部分腐蚀之后，硬壳被泥沙

渗入，变成化石。至于动植物的尸体若嵌入沙泥中，也会留下它的外形。 

 

进化论学者宣称，在石层中可以找到不同的生物化石，而愈在低层中所发现

的生物，愈是原始和低等。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证明，低等生物比较早出现，

低等生物，经过很长的时间，便会慢慢进化成为高等生物。 

 

以化石和石层支持进化，有好些困难﹕（1）生物化石残缺不全——当生物

死后，被其他动物所食，或者腐败，只留下空壳。 （2）鉴定化石的标准武断——

因为科学家只能用外貌和地层中分布的情形，来推测其分类和生态。实际上，没有

这样的石层和化石分布，那个我们惯看的地层和化石的图表是科学家的想象，并非

真有。 19（3）地层和化石的分布——只能证明生物在地球中的盛行期，而非它最

早的起源，也不能证明一种生物进化成另一种。 （4）失环仍然还没有找到，所以

化石并不能证明进化论。20 

 

还有一个最令人费解、有关石层和化石的问题，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

（ Cambrian Life's Explosion ），因为绝大多数动物门类在寒武纪像“爆炸”般突然

出现。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导了《澄江化石生物群研

究成果瞩目》，该文指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

事件，它可能动摇传统的进化论。作者丁邦杰指出，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论点是：

生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距今五﹒三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

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在寒武纪之前，不仅多细胞生物化石非常稀少，

而且迄今发现在新元古代的各种化石中，尚无一种可以确认为已知动物门类的祖先。

换言之，绝大多数动物门类是在寒武纪突然出现的；但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寒武纪出现多细胞动物之前，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但这样的想法，显然

找不到证据。21 

 

（五）失环（ missing link ）  

 



38 
 

进化者认为生物种是渐渐演变的，现存的物种和物种之间必定有一些

「环」。当一个品种演变成为另一个品种之前，会有一些居间的生物种存在。但是

这些居间物种并不存在，进化论学者只是对此有信心，他们相信总有一天可以找得

到。 

 

然而，「失环」仍是找不到，它不存在于化石当中；因此进化论的最重要证

据并不存在。进化论学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化石中完全没有失环。甚至有名的进化

学者顾德（ Steven Gould ）也说，找不到失环，是他们的无能，他们甚至难于想像

这些居间的生物是怎样的，这是一个长久困扰他们的问题。22 

 

由于失环没有找到，进化论学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化石中没有居间的物种（失

环），因此假设了一个「间断性平衡」（ Punctuated E quilibrium ）的学说，即生物

种是突然出现的。从一个品种演变至另一个品种之间的时间极短，而新的品种出现

后，会稳定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再开始继续演变。所以，那些居间的生物种能留下

来的机会甚少。23 

 

（六）遗传基因和突变 

 

自从遗传学出现之后，生物学家们明白，每一个细胞中的遗传基因 DNA 的

排列，就好像上帝所安排的密码，控制着生物的所有构造和身体功能。于是，又来

了一派新的进化论，叫做「新进化论」（ Neo-Darwinism ），学者们开始利用遗传

基因来解释进化的途径。他们认为，基因会随机遇产生突变（mutation），影响基

因密码，所以产生小规模的进化，经过长时期积累了很多的突变，于是产生大规模

的进化，新物种便会出现。 

 

可是，科学家们研究果蝇七十年（相当于人类的 2700 代）之后，并没有发

现突变。24而且，今天可以见得到的突变都是有害的；例如，镰状细胞性贫血

（ sickle cell anaemia ）是一种血液疾病，起因在于 DNA 密码中的一个突变，结果

红血球收缩成镰刀形状，以至不能吸收氧气。25但是，在非洲，很多人因为有这样

的疾病，反能防止疟疾。今天，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疾病是基因突变所导至的，例如

镰状细胞性贫血（ sickle cell anaemia ）、囊肿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唐氏综

合症（Down Syndrome ,又称蒙古症），甚至色盲（Color Blindness） 26。虽然进化论

认为有一些突变是有害的，但大部分却没有影响。然而事实上，突变不单非常罕见，

而且 99.99%都是有害的。一般而言，密码突变只能使生物绝种，而不能使之产生

新品种。27又例如，日本被原子弹轰炸后，所出现的突变对生物的影响，都是有害

的，而且并没有新的品种出现。 

 

还有一点，突变和重组（ crossing over or recombination ）虽然会产生品种的

变异，但环境却一直在选择最适宜生存的品种，其他不能适应的品种都会被淘汰。

如果突变所产生的品种都不适合生存，天演作用只会减低生物变异的频率，可见进

化论并无遗传学上的根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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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学发现同位基因（homeotic gene），好像一些人为的变异，可以决定

动物的外形。只要科学家摆弄一下，就可以制造怪物。他们亦相信，同位基因的小

小改变，即可以引起进化。29 当然，这还是在理论阶段，就和以突变解释进化一样，

人还未看见这些基因可以制造能生存的动物。 

 

（七）其他例子—— 

  

（1）马的体积——进化论者以化石马为争论证据，据说六千万年之前，马

有四个脚趾，而且体积比较小；今天的马比较大，只有一个脚趾。30  

 

可是，这只不过是种类变化，乃常有之现象。生物种可以因为活在不同的环

境，而有体积大小或其他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可不是进化。马虽然体积改变，仍然

是马，不是另一生物种。 

 

（2）原始人和穴居人——进化论者告诉我们，原始的人是穴居、弯腰的，

而且像个无尾猿。例如尼安德塔人（见后），据说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 

 

可是，尼安德塔人和现代人的外貌不同，就好像马的体积大小一样，不见得

证明了进化，那只不过是生物种的改变。即使今天的人，也有不同的样子、大小、

相貌特征，但他们仍然是人。现代人也有穴居的，这不限于人类的祖宗。31 在圣经

里面，就有穴居的例子（伯三十 5-6）。还有一点，安德塔人近来已经被证实为人，

而不是另外一种生物种。 

 

（3）遗痕器官（ vestigial organs ，退化器官）——进化论者认为遗痕器官是

进化论的证据之一，例如人的盲肠（或阑尾），并没有任何功用，但仍然存留在人

身体上，可见它从前是有用的，但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掉。 

 

可是，从前人体中有 180 个（或作 200 个）被认为是退化器官的，但现在的

科学家已经知道它们的功用。这些遗痕器官在人体中实在是不可少的，因此，真正

所谓无用的『退化器官』数目也变得愈来愈少。例如，从前人以为盲肠是没有用的，

但现在科学家相信，盲肠或阑尾是人的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和免疫有关。32 33 

 

（4）比较胚胎学（ comparative embryological development ）——胚胎学家分

析动物胚胎发展的特点，认为胚胎发展乃种族进化之重现。换言之，愈是早期，各

类动物胚胎的样子愈是接近。当胚胎渐长，动物种类的分化才显明。 

 

但是，后来的科学家比较同意高等动物的胚胎发展，与祖宗的形状不同。所

以，许多进化步骤并不符合胚胎的发展。34 虽然科学家已经推翻了这个的理论，但

这个理论仍然被人大肆宣传；至于理论被推翻的事实，却没有人宣传。35 

 

（八）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 Bi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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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科学家相信，在理论上，他们可以制造有生命的分子。虽然他们

并没有成功，但是科学家已经成功在实验室内制造氨基酸。米勒（ Miller ）博士将

水蒸汽、氢气、阿摩尼亚、和甲烷（methane）混和，并通电于这个据他说是类似

于地球初形成时的环境，他得到了氨基酸。36根据进化的理论，如果这些细小的氨

基酸分子，受到电击或者获得其他能量，便会慢慢产生生命。虽然科学家现在是未

曾成功，但他们相信，只要有足够时间，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科学家并未能制造生命，不但如此，他们也不能制造

类似有生命的分子（ life-like molec ules）。而且，其他科学家甚至怀疑这个可能性。
37诚然，人不可能创造生命；如果要创造灵魂，更是没有可能。38 

 

 

 

 

进化论（二）反驳进化论 

 

 
 

 从以上可见，进化论学者所提出的论点都有一些问题，都有反驳的论点。但

除此之外，基督徒还有什么话可以回应呢？ 

 

（一）未经证实的假设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听起来似乎使人信服，但根据基督徒科学家马天祖

（ Jo be Martin）的分析，进化论实在有七个未经证实的假设﹕39 

 

1。无生物产生有生物。 

2。生命突然自发只有一次。 

3。细菌、毒素（ virus ）、植物、动物都是有关系的。 

4。单细胞生物产生多细胞生物。 

5。各种无脊椎动物（invertebrate）相互联系。 

6。无脊椎动物产生有脊椎动物（vertebrate）。 

7。在有脊椎动物中，鱼类产生鸟类和哺乳动物。 

 

马天祖批评进化论说﹕「不具人格的自然力量，加上时间和机遇

（impersonal + time + chance ），变成一切。换言之，什么都没有，变成所有。」40 

 

（二）发生的可能性太低 



41 
 

 

进化论的明显问题之一，就是它发生的可能性太低。这不单是基督徒的批评，

也是非基督徒进化论者所承认的。著名的进化论学者萨根（ Sagon ）和其他杰出的

科学家估计，人类能在进化中出现的机会是 1/10 2,000,000,000 的机会。另一位学者赫胥

黎（Julian Huxley ）表示，根据已知的有益突变速率，进化的可能性是 1/10 3,000,000 。
41创造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Creation Research ）的莫理斯（ Henry Morris ）和柏卡

（ Gary Parker ）估计，计算进化的可能性是 1/10 450 之机会。42  

 

若从复杂的生物高聚物（Biopolymer）来看一个例﹕一个霉（enzyme）通常

由 200 个氨基酸以特定的次序组成，它们若是凭机遇连结，其最好的机会是 1/10 20 。

所以，若要复制一个有 2000 个霉的细菌，那么，一个细菌凭机遇出现的机会便是

1/10 40,000 。43 

 

按照波菜尔的机遇定律，低过 1/10 50 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位科学家也

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机遇近于零。44 

 

生物自发简直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可能，它能继续自发的机会更少。所以，

很多基督徒都设比喻来说明生物进化出现的机遇极之低，例如﹕进化的出现就好像

龙卷风掠过废弃场，而能将里面的材料组成一架波音 747 飞机。又或者把它比喻作

一间印刷厂爆炸，却印出大英百科全书来。 

 

只要运用逻辑去思想这件事，人就知道宇宙来源只有两个可能性﹕进化和创

造，既然大家都同意，进化的可能性甚低，那么，创造的可能性必然是什高。 

 

至于进化论怎样面对进化可能性甚低这一回事？他们认为，只要是有可能的

事情，总不能说它没有可能；再加上进化论认为，进化需要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再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有可能。到底宇宙年龄有多久，容后讨论。 

 

（三）生物的器官需要机能完全 

 

进化论认为生物的每一个结构或器官，都需经过几千几百万年，慢慢进化而

来的。那么，如果生物的结构或器官，还未能完全产生所需要的功能，生物怎样生

存呢？很多器官必须完全成熟和动作无误，品种才能生存。进化论说，只要不是致

命的改变，每小小的一步进步，都是进步。但这样的争论，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没

有实际的例子。 

 

脊椎动物的眼晴就是一个好例子。眼晴的构造非常复杂，如果眼晴不是一开

始就需要机能完全，动物是不能看见的。况且，脊椎动物的眼晴似乎不是进步来的，

而是突然出现的。如果眼晴不至影响动物的生存，那么动物的生殖器官也是一个非

常好的例子。倘若生殖器官没有完全发展，生物就不能产生后代。45还有一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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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使人信服的反证，就是有一些生物具备保护功能，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功能，这

生物早被敌人击杀吞吃，绝种了。可见，这些器官不可能是慢慢进化来的。 

 

（四）热力学第二定律（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一个闭合系统里，「熵」（ entropy ，混乱度）必

然增加，故熵总是随时间增加或保持不变，闭合系统中熵，绝不会减少（即熵增原

理/不可逆原理）。意思是说，有热量的物件，只会慢慢冷却，而不会自动增加热

量。广义来说，整个宇宙都由有秩序趋于无秩序，而不可能由无秩序趋于有秩序。

宇宙间熵的总量在增加，所有事物都在变坏恶化。换言之，整个宇宙是在退化，而

不是在进化。46 

 

（五）生化分类学（B iochemical taxonomy ） 

 

生化分类学是现今一种新的分类学，与传统的分类学不同。传统的分类学是

基于外形和结构，但新的分类学是根据 DNA 和氨基酸。由于生物受基因的影响多

于外表的异同， DNA 和氨基酸的分歧率可以用作生物分类的准则，所以生物化学

可能为人提供更准确的分类办法，去分析生物种与生物种之间有多类似。但是这样

的分类结果，往往和传统的分类法不同，47 48而进化论认为生物从简单到复杂的进

化的过程，只是根据传统的分类学。 

 

（六）智能设计论 

 

 近年在基督徒科学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叫做「智能设计论」

（Intelligent Design），他们表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征，其复杂和巧合之处，必

须是由一个有智能的设计者引起，才能解释，而单凭机遇的自然进化过程无法充分

解释。 

 

 他们所常使用的例子包括复杂的生物构造、DNA 中的资讯、叫宇宙能支持

生命的物理常数等等。 

 

 （1）奇妙的细胞 

 

几年前，一位生物学家比希（ Behe ）， 写了一本震撼性的书，名为《达尔

文的黑盒子》 （ Darwin's Black Box ） 49。比希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时候，科

学家并不懂得分子生物学。细胞之内的复杂精细构造，对达尔文来说，就好像一个

神秘的黑盒子。比希列举了很多引人入胜的例子来说明﹕ 

 

 有一些细胞能游泳，因为它有纤毛（cilia），简单如纤毛的弯动，是好几

个构造合作的结果。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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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凝结需要一大堆纤维蛋白（fibrin molecules）的相互作用，这些蛋白质

一个推使另一个产生化学作用，最后血液才能凝结。比希称这个相互推动的系统有

如阶梯状瀑布，其中没有一个蛋白质、没有一个化学作用是可以缺少的。51 

 抗体（antibody）又是一个好例子，我们的身体需要几亿几兆的不同抗体，

每个对付不同的细菌。从黏合外来分子，到将之摧毁，又是另一个需要很多蛋白质

互动的阶梯瀑布。52 

比希称这些组合为「不可削减的复杂性」，他还使用一个老鼠夹来说明﹕老

鼠夹有一块板、一个弹簧、一块乳酪、一个锤，一块板机，五者必须同时存在，缺

一不可，否则不能捉到老鼠。若简单的老鼠夹是如此，何况复杂的细胞？细胞需要

所有蛋白质和构造同时存在，它才能运作，怎么可能慢慢一步一步进化来？ 

 （2）微调的宇宙常数 

近几十年，天文物理学家开始发现宇宙中有一些基本的物理常数，必须维持

在极窄幅的界限以内，好比一大堆调纽都必须调到极其精确状态，生物才能够出现，

巧妙到一个地步，科学家称之为「微调」（fine-tuning）。这样惊人的巧合叫我们

相信，它偶然发生的可能性极小，若有一位有智能的设计者（上帝）存在，则其发

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下面是一些例子﹕ 

星体之间有一些常数，若有变动，或增多或减少，地球就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53 

 地轴倾斜度﹕无论增大或减少，地球表面的温度差别会过大。 

 磁场﹕若过强，将有严重的电磁风暴；若弱，对其他星球的辐射没有足够

保护。 

  大气中的臭氧量﹕若太多，地球表面温度过低；若少，温度过高，而且太

多紫外光照射地面。 

 

除了巨大的星体之外，极微小的原子内部也展现同样的奇妙现象，例如﹕54 

 

 质子（protron）和电子（electron）相吸的电磁耦合常数（electromagnetic 

coupling constant），若是小一点，电子不能围绕原子核转；若多一点，原子不能和

其他原子共用一个电子，于是，生命所需的分子不能存在。 

 质子的质量必须是电子的 1836 倍，或多或少，生命所需要的分子不能存

在。 

进化论可以解释这些「巧合」？还是上帝存在，祂设计一切，比较可信？ 

 

（七）其他不合理的地方55 

 

除了上述非常明显的问题之外，进化论还有好些难以解决和不合理之处﹕

（1）生物不可能来自无生物；（2）解释第一个细胞的困难；（3）我们仍然未能

从任何谨密的实验中，看见新品种产生；（4）物竞天择不足为广进化的根据，只

能作为微进化的解释；（5）只可以用机遇来解释进化，但没有人能保证成功；（6）

进化论是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证明或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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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祖先的问题56 

 

进化论最引起人兴趣的，当然是人类祖先的问题。大部分进化论者，都相信

人类的祖先是无尾猿（ape）可是，人真的是猴子变的吗？自从达尔文发表进化论

之后，有几次，有人宣称发现一些介乎人与猴子之间的动物化石。下述的化石大部

分以它们被发现的地点来命名。 

 

（1）辟尔唐人（ Piltdown Man ）—— 这个在英国辟尔唐地方被发现的人类

头骨，据说和人很相似，但是它的下颚骨显出没有下巴（chinless jaw），所以被认

为是人和无尾猿之间的生物种。 1953 年，辟尔唐人已经被证实是骗局，因为它的

牙齿和骨骼是经过锉修和染了颜色的。 

 

（2）内布拉斯加人（ Nebraska man ）——1922 年，进化论学者找到一只牙

齿。 1924 年，这个牙齿被证实是一只猪的牙齿。 

 

（3）尼安德塔人（ Neanderthal ） ——尼安德塔人的头颅骨比较现代人为大，

所以进化论者从前认为它是人类的祖先。但是，尼安德塔人现已被认为是真正的欧

洲人，因为从前欧洲人的头颅骨比较现代欧洲人的为大。 

 

（4）北京人（ Peking man ） ——在第二次世界大争期间，辟尔唐人骗局中

的一人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 ），宣称在中国发现北京人，一共有 175 块骨

头。但是，在他拍照发表文章之后，这些骨头全部失踪。从前的中文教科书都宣称

中国人的祖先是北京猿人，然而近年的教科书已经放弃这个说法。 

 

（5）爪哇人（ Java man ） ——爪哇人只有一个头颅骨和一支腿骨，后来，

发现爪哇人的学者，作出声明放弃他的言论。他表示头颅骨是人的，而腿骨是无尾

猿的。 

 

（6）海德堡人（ Heidelberg man ） ——这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但它只

是一块下颚骨和一只牙齿。 

 

（7）露西（ Lucy ） ——露西在 1974 年发现，它被认为是一个能直立的人

类祖先，所以比较那些使用四足的动物进步。她的膝盖关节、手臂长度、和盆骨

（pelvic）都很像人；但是她的膝盖关节和其他骨头，是在相距一英里之处找到的。

它的盆骨能否证明它直立、以二足行走，仍然是一个疑问。 

 

 毋怪乎有基督徒科学家评论说﹕我们所有的真正人猿化石，还不足以放满一

个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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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三）地球年龄的问题 
57
 

 

 

 

绝大部分基督徒都不愿意相信进化论，都相信宇宙是由一位有智力的主宰所

设计和创造。但面对创造和进化之间存在着这样大的矛盾，有些基督徒便想找出一

些和解折衷的办法，于是提出了一些理论。但这些理论也引起了争议，其中最常见

的就是地球年龄的争议。 

 

进化论的基本前设之一，就是宇宙的年龄是非常老的，因为进化需要一段很

长的时间。如果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根据爱尔兰主教乌撒（James Ussher，1581-1656）从圣经的计算，上帝在主

前 4004 年创造地球，所以地球的年龄应该是六千年。如果再加上其他原因，使计

算不能太准确，地球顶多只有一万年，但进化论者却相信地球是四十六亿年。从大

爆炸至今是一百五十亿，所以两者大相径庭，无法协调。 

 

于是，凡相信地球年龄接近六千年的言论，被归类为「年轻地球」（young 

earth），如果是接近四十六亿的话，都算为「年老地球」（old earth）。这两类基

督徒各有他们的经文和科学支持。 

 

（一）支持年轻地球的理由 

 

（ 1 ）经文证据——诚然，圣经中有很多经文显示地球年龄相当轻﹕ 

 

1。如果按照字面意义解释创世记第一章，神用了六天创造地球，第七天安

息。 

 

2。在十诫中﹕「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

的安息日……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

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出廿 9-11）如果以色列人的安息

日是为了纪念神六日创造和一日安息，那么圣经无疑暗示，创造日就是二十四小时

的一日。 

 

3。希伯来文「日」（ yom ）一字在圣经中通常指二十四小时的一天（占

98% ）；虽然有例外，但是不多。所以，当创世记第一章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大有

可能也指二十四小时。另一位释经家表示﹕「圣经没有一处显示，『日』这个字可

以被误解为长于二十四小时的一天。例如创世记二章 4 节、以赛亚书十一章 16

节… …还有很多地方，都不能解释为一段日子。而且其他地方，当圣经使用「耶

和华的日子」，圣经指的是审判之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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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世记第一章重复的说「有晚上有早晨」，乃暗示是二十四小时的一天，

否则晚上和早晨必须另有解释。 

 

5。创世记一章 14 节说﹕「节令、日子、年岁」；如果「日」不是指二十四

小时，那么「节令」等等怎样解释？不然的话，它们就变得没有意义。 

 

（ 2 ）科学证据 

 

基督徒往往误解，以为科学实验，都一致证实地球年龄久远，而只有那些顽

固守旧的圣经学者，才坚持说地球只有六千年。可是，根据莫理斯的研究，科学家

们有很多量度地球年龄的办法，我们称之为「地质时钟」（ Geological Clocks ）。

莫理斯列举了六十八个地质时钟，其中三分之一显示地球年龄在一万年以内；三分

之一显示地球年龄从一万年到一百万年；三分之一超过一百万年，而其中只有两个

显示地球是五亿年。因此，可说大部分研究都显示地球年轻，只有小部分显示地球

年龄很老。退一步来说，科学研究，至少对地球年龄仍未有定论。59由于进化论需

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那些显示地球年老的理论，便被人大肆宣传，至于那些显

示地球年轻的理论，却没有人知道。下面是一些显示地球年轻的例子﹕60 

 

1。宇宙尘（ Cosmic dust ） ——太阳、地球、和其他星体，因为万有引力，

吸收了很多宇宙尘。从前的人以为月亮有四十至五十亿年老，所以应该积聚五十四

尺的宇宙尘。但当人类登陆月球之后，才发现月球上只有八分之一寸的尘，所以，

不需八千年，就可以积聚这么多宇宙尘了。 

 

2。世界上最老的树——要准确算出树的年龄并不困难，科学家发现世界上

最古老的树是一棵刺锥松树（B ristle-cone P ine ），被测年定为五千年，就是在挪

亚之后，这与圣经非常吻合。 

 

3。远去的月球——由于地球的旋转渐渐缓慢下来，科学家发现，月球以每

年两英寸的速度，渐渐离开地球。根据其速度，如果地球是四十六亿年老，月球现

在已经远离到人看不见了。61 

 

4。短期慧星（ Short term Comet）——宇宙的短期慧星在围绕着太阳运转时，

消失其中一部分物质，因为爆炸的那一部分变成它燃烧的尾巴。如果根据它的燃烧

速度，它们的寿命应该少于一万年，所以它们不可能在几十亿年前「大爆炸」时开

始的。62 

 

5。地球磁场——和很多东西一样，地球的磁场也日益失去它的磁力，科学

家发现其衰减速度，显示地球年龄低于一万年。 

 

（ 3 ）其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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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工不需要时间，如果人觉得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因为人对他的能

力信心不足够之故。此外，神也可以创造一个科学家看来年老的地球，例如神可以

在第一周就创造钻石和石油，使科学家根据他们的研究，以为它们是千万年老的。

所以，有关地球年龄的争论，最后还是人对圣经的信心的问题。 

 

圣海伦火山 （ Mount St. Helens ）是一个很好的现代例子，说明神做事（创

造）是不需要时间的，至少不需要我们想像中那么长的时间。或者说，圣海伦火山

爆发的事情，叫人知道，如果有一些自然界大变更，科学家所用的一般测年法，就

无用武之地了。圣海伦火山在 1 980 年第一次爆发，这次火山爆发后所形成的地质，

叫地质学家惊奇，有些一向以为需要千万年才能形成的地质构造，只在短短的几年

中便形成。美国一个专门研究圣海伦火山和创造问题的组织，叫做「圣海伦火山创

造资源中心」，其负责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圣海伦火山的七大奇迹」。作者

说，短短几年内，圣海伦火山的地质变化，令人惊讶，其中有七点﹕（1）九个小

时内，山脉面目全非，本来美丽的山顶的四分之一不见了；（2 ）五个月内，峡谷

形成，而且有七百尺深；（3）五日内，「恶地」 (badland) 63出现；（4）三个小时

内，岩层出现，而且有一百层；（5）九个小时内，新的河流系统出现；（6）十年

之后，沉下水中的树干，看似多年才能形成的化石森林；（7）最后，它证实了一

个新的煤块构成理论。从前的地质学家和进化论学者们，都认为上述这些地质的形

成，需要亿万年才能产生，但圣海伦火山的爆发，反证了这样理论。64 

 

最后，地球人口问题也是地球年轻的好证据﹕专家们认为，如果以 35 年为

一代，每个家庭四个孩子，从两个人开始，一千年之后的人口是三十亿。如果以

43 年一代，每个家庭两个半孩子，从两个人开始，四千年之内，会产生三十亿人

口。如果根据第二个估计数字，从二人开始， 2340 年之后（从洪水到耶稣时代），

人口约是二亿一千万，这个数字，正是今天对耶稣时代人口的统计数字。65所以，

从亚当到今天约有六千年是合理的。 

 

（ 4 ）最新 DNA 和基因的研究 

 

《新闻周刊》最近报导，一向以来，科学家们研究化石，发展进化理论，但

近年来在基因和 DNA 方面的研究非常流行，他们相信基因的改变是有定时的（当

认，这也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所以可以推算某生物种出现的年代。科学家们

使用三个基因（FOXP 2 ， microcephalin 和 ASPM ）以定时。第一个显示人类出现于

200,000 至 50,000 年前；第二个显示 37, 000 年前；最后一个显示 5,800 年前，「也

就是当人类在近东建立最早的城市的时候。」从这个研究而观，科学对人类年龄仍

然没有定论，但是愈来愈接近圣经。66人类出现于 5,800 年前，岂不就是年轻地球！ 

 

（二）支持年老地球的理由﹕67 

 

 （1）经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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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年老地球的基督徒，在圣经中也找到一些经文证据﹕ 

 

1。创造日可能是指一段时间。他们的证据是创世记第二章 4 节﹕「神造天

地的日子」，和启示录二十二章 5 节﹕「日光」的「日」，不是指二十四小时。68 

 

可是，前文已经解释过，当圣经用这个字，98 %的时候是指二十四小时的。 

 

2。圣经也曾说﹕「一日如千年」，所以，创世记的创造日，也可能是指一

千年。 

 

首先，有些基督徒因此主张创造周是七千年，再加上圣经历史约有六千年左

右，所以，地球的年龄大概是一万三千年。可是，一万三千年和一百五十亿年相距

太远，即便如此，也无法使圣经和科学和谐。其次，圣经也说﹕「在你看来、千年

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诗九十 4 ）可见，「一日如千年」只是一个

形容词，表示神看时间和人不同，而非解释创世记的「日」就是一千年。 

 

3。还有一个基督徒常听到的理由，就是圣经的家谱并不连贯，有时会略过

一两代，所以当乌撒计算地球年龄是六千年时，他的计算并不准确。  

 

诚然，圣经的家谱曾经有略过一两代的事情，例如耶稣家谱（马太福音）就

是一个好例子。可是，当人再看这些家谱所漏掉的世代，便会发现，这些差距，无

助于协调圣经和科学对地球年龄的分歧。自亚伯拉罕时代以后，人类已经有清楚的

历史，唯一需要讨论的，只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家谱，虽然可能不太准确，但是一般

人却同意，亚伯拉罕是主前 2000 年的人。 

 

创世记第五章（亚当至洪水）和第十一章（洪水至亚伯拉罕）的家谱，记录

了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每一代的名字，和他们活了多少年，然后生儿子。他们的儿

子又是谁，他们的儿子又活了多久才生儿子，所以并非含糊地指出谁生谁。任何人

都可以从这些家谱的记载，计算出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共有多少年。如果将亚伯拉罕

以前的家谱加起来，应该是 2024 年。但是所谓家谱的差距在那里？ 

 

第一，旧约圣经抄本有差异，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有掺杂讹误。如果将

马所礼版本（Massoretic text）、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和撒玛利亚五经

（Samaritan Pentateuch ）抄本加以比较，可能出现的差别，顶多只把创世时间推前

至主前 5500 年。 

 

第二，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家谱可能真有差距，因为路加福音第三章

在亚法撒和沙拉之间加插了该南（路三 36），而创世记第十一章 12 节，却没有这

个该南。此外，不同的手抄本，还有一两个类似的地方。根据圣经记载家谱的习惯，

这样漏掉一代两代是有可能的，不足为怪。无论如何，这些差别不能把根据圣经计

算出的地球年龄，和根据进化论推论的地球年龄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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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将宇宙或地球年龄拉长，使之接近进化论者的估计，是创世记中创造

日的讨论，它到底是二十四小时的一天，还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2）间隙理论（ Gap Theory ） 

 

这是一个十九世纪的理论，当时的基督徒为了使圣经和科学和谐，而认为创

世记一章 1-2 节中有一段很长的间隙。这样就可以解释地球年龄的问题和化石的来

源。但是，罗马书五章 12 节说死从亚当开始，所以间隙理论并不合圣经。因为如

果创世记一章 1-2 节中，有进化过程，必然有死亡的事情发生。此外，这个理论也

没有任何科学根据，非常牵强。69  

 

如果间隙理论是真的话，创世记一章 2 节的「地是空虚混沌」就必须改为

「变成空虚混沌」。 「地是空虚混沌」这话的含义，是表示当时的地空虚混沌，

而没有说是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才变成空虚混沌。 

 

（ 3 ）科学证据 

 

支持地球年老的科学家，有什么科学证据呢？当然，最常听见就是各种测年

法（dating method），是科学家用以测量一些物件之年龄的方法。测年法容后讨论。 

 

此外，还有一个进化论者常用，也很使人信服的证据，就是光速的问题。人

能看见任何东西，是因为光从那件物件移动到人的眼晴。现在一般人相信，光的速

度是每秒钟 186 ,282 英里，即使如此，有一些距离很远很远的星体的光，仍然需要

好几亿万光年才能到达地球。所以，这就证明宇宙的年龄很老；如果宇宙只有六千

年，住在地球上的人根本看不见这些星体。70 

 

但是光速和最远的星体的距离并不是无可反驳的、铁一般的事实。首先，星

体的距离有赖天文学家所用的几何学。有科学家认为，因为外太空（ deep space ）

似乎是弯曲的，我们应该使用黎曼几何（ Riemannian Geometry）去计算距离，所以

光线可以「走捷径」。若然，最远的星体和地球只有 15.71 光年的距离。还有一个

现象值得参考﹕根据近 300 年的观察，光速是在放缓中，即是说，当星体和地球刚

刚出现之际，光速比现在快很多倍，如此计算，最远的星体和地球只有三日的距离！
71 

 

 

测年法（ Dating Techniques 或纪年法） 

 

放射性元素，若假以时日，其放射能力会减低，称为「衰变」（decay），

衰变后的产品叫做「子体」（ daught er compound）。例如，碳 14 会因为失去它的

放射性，而衰变为碳 12。所以，碳 14 和碳 12 都是碳的同位素（ isotope ）。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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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元素的衰变有一定的速度，所以根据某物体中放射性元素之同位素的比率，便

可以测出物体的年龄。这就是现代测年法的基础。 

 

（一）碳 14 测年法的原理 

 

如果空气中的氮 14 吸收一个中子（ neutron ），又放射一个质子（ proton ），

便会变成碳 14 ；而碳 14 若放射一个（ beta ）粒子，又会变成氮 14 。由于大气层

中的氮 14 因受到撞击而变成碳 14 ，所以科学家相信空气中的碳 14 能维持平衡。

含放射性的二氧化碳（ C 14 O 2 ），经植物的光合作用而被吸收，所以世界上的每

一种生物都有碳 14 的成分，而其成分和大气层中的碳 14 也能维持平衡。当生物死

亡后，它体内的碳 14 便不再循环，反之开始衰变，所以它体内的碳 14 和空气中的

碳 14 的成分慢慢不同；而碳的半衰期（ half life ，即失去一半放射性所需的时间）

是 5730 年，因此从生物体中同位素的比率，便可以估计该生物的年龄。72 

 

（二）测年法的假设 

 

然而，这个测年法却是建基于几个假设之上﹕73 

 

（1）没有污染——即是说，测年的对象从开始就不带有其他物质，使量度

不准确。可是，石头或化石通常都有其他物质渗入。又例如﹕人类是肉食的，所吃

的动物又吃了其他动物，因此死后之化石的测年就不可能准确。 （如果人是吃素

的，也许化石测年的结果会比较准确一点！） 

 

（2）没有子体—— 所测量之石头或化石，必须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子体。

如果测年法是根据碳 14 和碳 12 的比率，那么测年的对象必须在开始时就没有碳

12 存在。 

 

（3）衰变的速度是恒常的——即在衰变过程中，衰变的速度没有被其他外

在因素影响，使之加速或变慢。可是，现在已经知道﹕ X 光可以使衰变加速。 

  

（三）放射性纪年法的问题74 

 

（1）因为碳 14 的半衰期是 5730 年，亦即经 5730 年的放射后，放射性已减

少一半，一万年之后就不太准确，而五万年之后的放射性已经少到一个地步，不可

能准确地测出。75由此类推，如果使用碳 14 测年，一万年以下的测试是相当准确，

而一万年以上的却很难准确，所以科学家通常只使用碳 14 来测量四万年以下的物

件。虽然这只是碳 14 测年法的问题，但其他测年法也有它们的问题。 

 

（2）放射作用是 1896 年才发现的，因此量度衰变率不足一百年，很多方面

仍属猜测，它的理论难保将来不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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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位素的比率更可能是指出过去地球的物理过程（即被测物的环境），

而非被测物之年纪。 

 

（4）实验室和自然界都有实例，岩石和化石等，都可以在短短几个月或者

几年内出现。上边所讲的圣海伦火山，就是一个好例子。 

 

（5）另一些实例，也证明碳 14 测年的问题，例如，活生生的软体动物

（mollusk）被碳 14 测年法定为 2300 年，而新鲜的海豹皮却被测定为 7370 年。76 

 

 

 

 

进化论（四）其他 

 

 
 

基督徒和进化论 

 

总而言之，基督徒对创造和进化这个题目，常持有三种态度﹕ 

 

1。权威创造论——相信创世记可以照字面意义解释，所以相信地球是年轻

的（六千至一万年）。 

2。神导进化论（ Theistic Evolution ） ——相信科学家所解释的进化过程是

正确的，但也相信神在背后引导着整个过程，所以他们相信一个年老的地球。 

3。渐进创造论——相信年老的地球，神只是创造了某些生物的种类，是它

们逐渐进化而成为今天各种的生物。 

 

权威创造论是很多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的信念；但神导进化论也不是自由派

基督徒独有的信念。福音派也不见得完全不受影响。 

 

 可是，主张神导进化论的人既不懂科学，也不懂圣经（也许他们没有小心读

圣经）。他们对进化论不求甚解，只顾要让科学和圣经和谐，所以才高唱这样的论

调。任何人稍微留意，就很容易发现，进化论所主张之进化过程，和圣经创造记载

的程序大有出入，二者是无法协调的，下面是一些例子﹕ 

 

圣经 进化论 

神创造一切 一切来自机遇 

创造已经完成 创造继续进行 

先有海，再有地 先有地，再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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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在两层水中间 空气和水相邻接 

最早的生物在地上（v11） 最早的生物在海中 

地球比太阳和星体更早出现 太阳和星体较地球早出现 

果树先于鱼类 鱼类先于果树 

鸟类先于昆虫  昆虫先于鸟类 

人类出现之后，才有雨 雨早于人类 

先有光，再有太阳 先有太阳，再有光 

植物早于太阳 太阳早于植物 

人的身体来自地上的尘土（是神的特别

创造） 

人来自猴子 

死亡是因人有罪 人出现之前，已有死亡77 

 

至于「渐进创造论」比较少为人知，这一派的基督徒同意地球是年老的；但

他们相信创世记是可信的历史，所以他们也相信神起初创造了各种生物的始祖。这

些生物随着环境慢慢进化，而变成今天各种生物的品种。78可是，他们对什么是神

当天所创造，什么是后来慢慢进化而成的，却非常含糊，没有明确表示。 

 

 

笔者意见 

 

（1）当笔者就读于三一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教授表示，基督徒对圣经

创造的记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态度。他们意见分歧，只是释经上的问题，但这

争论并非救恩的问题，即使意见不同，也不能互称为异端，或以之去决定他的信仰

是否纯正。但有两个最低标准，相信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所应该共有的﹕ 

 

1。神的创造乃是从无变有。 

2。人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创造，与其他生物不同，绝非一个长远进化的结果。
79 

 

笔者必须强调，这是两个最低标准，不是创造记载中唯一可信的两点。笔者

想这是非常合理的。 

 

（2）圣经虽然不是科学课本，但其中对历史和地理的资料都很准确，可以

相信。至于圣经的科学资料也很准确，当然基督徒会有解释错误的可能。虽然创世

记可以照字义相信，但圣经并没有反对微进化。权威创造论也相信当神完成了祂的

创造之后，有新的种类出现。况且什么是种（ species ）到现在仍然有争议。所以，

除了地球年龄之外，人很难分别「权威创造论」和「渐进创造论」两类的观点。 

 

（3）至于地球年龄，基督徒有不同的见解，但事实上，支持年轻地球的经

文比较多，而支持地球年老的不单比较少，而且比较牵强。至于科学证据，如果根

据莫理斯的研究，也是支持年轻地球的比较多。但由于所有这些理论，都有反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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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我们可以很宽容地说﹕二者各半。笔者个人愿意相信地球是年轻的，并凭

信心相信创世记的「日」可以照字义解释为二十四小时的一天。当然，这不等于说

地球必定是六千年老，虽然这个数目未必准确，但应该相当接近。一万年或什至二

万年也是可以接纳的，而六十四亿年则无论如何是没有可能的。即使笔者的推论错

了，这也不是救恩或教义的问题，而且没有科学家可以证明地球到底有多少年，也

没有人能反证。 

 

（3）还有一点，笔者相信基督徒应该小心﹕创世记只有几次用「创造」或

「造」这字（ v1 ， v7 ，v16， v21 ， v25 ）第一次是创造天地，第二次是造空气，

第三次是造光，然后创造水中的生物和天空的飞鸟，再造野兽，最后造人。其他地

方只是说﹕「神说﹕要有」，例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一 11）；但是

怎样「有」，圣经却没有说清楚。而且，创世记第一章给人的印像，神似乎只创造

主要的生物类，例如鸟类、鱼类、昆虫类。至于同一类中的各种生物，是否神逐个

创造，还是由一个进化为另一个？我们不得而知。可能进化论学者猜中了神创造的

一些途径。例如我们今天看不见有益的突变，但神却可让有益的突变发生，叫生物

由一种「进化」为另一种，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无论如何，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在

创造那一天，当各种生物出现之后，「各从其类」，就不再继续「进化」为其他生

物，以后只有微进化，不是广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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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新纪元运动（上）﹕基本信念 
 

 

 

 

 

 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和传统宗教大有分别，它没有信条和组

织，而且拒绝被称为宗教。严格而言，它只能算是一种世界观，所以它能渗透很多

阶层，包括心理学、商业训练、医药、甚至教会。是故，不留意就很容易会上当。 

 

外表看来，新纪元运动似乎是印度教传到西方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它的

渊源早存在于各地，近代的西方玄学和邪教中也有非常接近新纪元思想。六十、七

十年代，一大批印度大师涌到美国，其中教授超觉静坐（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的玛哈礼师（ Maharishi Mahesh Yogi ）可算是最有名的一位。这

可算是近代新纪元运动的开始。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人本主义心理学

（ Humanistic Psychology ）和继承它的超越个人心理学（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

或作超心理学）都使用新纪元技术并研究灵异事物。最后，这些东方宗教在美国

慢慢流行，并被接纳为「科学」，然后又以「科学」的姿态回流东南亚，使不

愿意接受传统东方宗教的人也接受它！ 

 

如果要给新纪元运动下定义的话，新纪元运动可说是将东方宗教、西方

玄学、和各种邪术，重新包装，以迎合现代社会人士。 

 

新纪元运动虽然什么都不统一，但是有一些信念却是一般新纪元人物都

同意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泛神论和轮回。 

 

 

泛神论 

 

 泛神论（ Pantheism ）无疑是新纪运动的思想基础，他们有很多信念和做法

都是从之引伸而出。它和一元论（ Monism ）常常相提并论。根据一本神学词典，

泛神论的定义是﹕「神与可觉的物质宇宙为同一……神即万物，万物即神。」又将

一元论解释为﹕「……一种哲学系统……万有归于
1
一个起源。」

2
换言之，宇宙万

物本为一，其总和也就是神。所以，你、我、猫、狗、牛、羊、日月、星星都原为

一、都是神、都有神性。 

 

 泛神观念主要来自印度教。印度教的神叫做梵天（ Brahman ），是一位没有

位格的神，它就是一切。除了印度教之外，很多宗教和哲学也含有泛神思想，尤其

是那些强调神秘经历的。所以回教、犹太教、甚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当中，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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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有泛神论的影子。此外，历史上也有一些单靠推理支持泛神论的哲学家，如斯宾

诺沙（ Spinoza ）和黑格尔（ Hegel ）。3 

 新纪元圈子中所有的名鬼a通通高唱泛神主义，例如，拉撒烈（ Lazarus ）称

呼神为「神/女神/一切所有」。4篮达（ Ramtha ）说﹕「你就是神。」5至于新纪元

名人也不例外，霍古逊（ Marilyn Ferguson ）说，「上帝并不是主日学校崇拜的人

格神……上帝即流动、整体、生与死变化无常的万花筒，终极的因，存有的根

基……」6 

  

 新纪元人物常根据自己的神秘经历来形容这泛神，常见的名字如下﹕ 

 

1。能量——新纪元中的神是没有位格的，所以很多人将他形容为能量。 

 

2。意识——神也被形容为各种意识，例如无意识。 

 

3。爱——新纪元人物常讲的「爱」，有时只不过是泛神的另一名字。有时

他们甚至用「无条件的爱」来称呼。 

 

4。光——偶尔新纪元的泛神也被称为光。 

 

（一）荒谬错误 

 

圣经教导只有圣经中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万物是祂创造的。祂与万物不是混

为一体，二者并非「本为一」，因为圣经说﹕「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

无别神。」（申四 39 ）「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赛三十

七 16 ）如果只有一个神，祂创造了万物，万物就不可能是神。圣经又形容神说﹕

「……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

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 」（提前六 15-16 ）。由此可见，神和人

不但是分开的，而且两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受造物不能认识祂，只有耶稣降世才

「将他显明出来」（提前六 16 ） 。所以泛神论不但高抬自己，而且低贬基督，实

在是狂妄自大，居心骄傲，亵渎真神。此外，泛神论还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只要凭逻辑想一想，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你、我不但躯体分开，心灵也是

分开的。怎么可能说你就是我，你、我也都是神。可见泛神论根本不能为普通常理

接纳。事实上，接受泛神论常是经过新纪元技术，所产生的后果。 

 

此外，泛神论也不合逻辑，如果万物都有神性，那么，不但你、我是神，猫

狗也是神，甚至牛粪和细菌都是神，还有，魔鬼也是神。这合逻辑吗？也许某些邪

                                                           
a
 新纪元圈子中交鬼的人交上一些邪灵，邪灵借着他们发表言论，甚至出版书籍。其中有些名气大

噪，故笔者称它们为「名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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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高手偶尔可以行个异能，使人误会他有神性。但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人见过猫

狗或牛粪能行异能，怎样说明它们有神性？ 

 

再想一想，如果万物都是神，那就等于说是没有神，如果某国家的人民都是

皇帝，就等于没有皇帝，通货膨涨而已。事实上，有人把泛神论归纳为无神论的一

种，因为二者相距不远。 

 

（二）后果严重 

 

 任何错误的观念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自比为神并不单是增加自信，

或鼓励士气，实际上它附带其他错误观念，导至错误行动。其中常见的有﹕ 

 

 （1）提倡开悟技术——新纪元人物说，在旧世界的观念中，人以为自己和

神是分开的，所以对自己的神性无知。所以现代新纪元运动中的各种技术，例如，

冥想和瑜伽，都不约而同的使人明白自己是神。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开悟。一位新纪

元研究员打趣地说，「泛神论者都是患了失忆症的神。」7他们忘记自己是神，要

经过开悟，才能「知道」。 

 

 （2）相信人有无限潜能——人既然有神性，他就有创造的能力，那么每个

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现实。人有无限潜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让自己的愿望完全

实现，现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发展的。这个理念不但应用在个人

成功致富方面，而且也应用在一些集体计划上，例如集体为世界和平冥想。 

  

 （3）没有绝对的真理和道德——如果人能创造现实，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他不但不必屈服在真理之下，而且可以决定什么才是真理。名鬼篮达说﹕「真理可

有可无，你们都是神，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创造真理。」同样8的信念也应

用在道德上，于是同性恋、婚外情、撒谎、暴力行为、甚至谋杀都是好事。正如杜

台基（ Dostoievsky ）评论说﹕「如果没有神，什么事都可以做；如果人人都是神，

什么事也都是可以做的。」9 

 

 （4）所有宗教殊途同归——既然万物本为一，我就是你，你就是佛陀，基

督也是我，佛陀也是基督，再加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不见得只有基督教和圣经

才是对的，可兰经和摩门经应该同样好；于是世界上各种宗教殊途同归。如果你去

问一个标准新纪元人物的宗教信仰，他会回答说他是基督徒、也是佛教徒、也是回

教徒……什么都是。 

 

（5）神必审判——撒但曾梦想为神，它对自己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

高举我的宝座……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赛十四 13-14 ）神对撒但说，「你必坠

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赛十四 15 ）推罗王曾经高傲，自比上帝，上帝也

对他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

中……」（结廿八 2-10 ）神的审判正是今天那些自认为神之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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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 

 

 虽然各派学说不同，但轮回的意思，就是灵魂可多次得到身体，再活在物质

世界上。 

 

 印度教吠檀多派（ Vedantic ）的轮回观念最能代表一般的轮回观念，这一派

相信躯体死亡之后，灵魂投胎转世，而前生所积聚的因果业力便随着这个灵魂。因

果就是在世行为的结果，好的业力带来美好的来生，例如可投胎贵族家庭，而坏的

业力则带来恶劣的来生，例如投胎为牲畜。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此生生

死死，多次轮回投胎。当孽债偿清之后，灵魂在灵性上便趋完美，与梵天合一，超

脱轮回之苦。10 

 

 佛教亦提倡轮回，但跟印度教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相信灵魂存在。所以，他们

的因果道理比较复杂。佛教主张「因缘聚合即生，因缘分散即灭」，人的善恶行为

印入心田，构成业因与业果，于是生命连贯、生死相续。最后，佛教相信人可借良

好行为或冥想得超脱轮回，进入涅槃境界。 

 

（一）新纪元的轮回观 

 

新纪元运动的轮回观并非全盘来自佛教或印度教，它受到西方和现代潮流思

想影响，其主要不同点有﹕ 

 

（ 1 ）不相信人类受报成为牲畜，但却融合进化论——新纪元名鬼拉撒烈认

为万物起源于一些觉识，或一些思想能力，然后产生矿物界，再进化为植物界，跟

着就是动物界，而最后进化为人类。最早的人类是动物人，天天只为生存努力，如

此轮回多次，直到醒悟自己需要成长，于是进步成为潜力人，开始追求神秘的属灵

事情，然后再进步为玄秘人。在轮回过程中继续进步，直到与神联合成为属灵人，

产生觉识，创造现实，于是又从矿物界再来一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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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新纪元的轮回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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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纪元认为轮回是成长的机会，而不尽是报应——现代人不愿意相信

有罪（至少不是基督教的定义），更不愿意相信善恶报应延及来生。至于死后见阎

罗王等候处分的中国民间传统是不受欢迎的了，他们相信轮回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最终会叫人与神联合。 

 

（ 3 ）重视自由意志，认为今生是自己所选择的——在这个高唱自己是生命

主宰的文化中，新纪元的轮回观也受影响。所以，他们相信人人可以计划自己的来

生，为了平衡因果业力而选择来生的环境。精神医师魏斯（Weiss）解释说，人虽

然在轮回中为自己挑选某种经历，但并不需要逆来顺受，你依然可以有自己的自由

意志去拒绝。13 

 

（ 4 ）相信灵体协助计划来生——因果律一向被解释为一个自然定律，好像

地心吸引力一样。可是柏慈说，因果之律太复杂，难以想象它的背后不是有一个智

能者所创造，而且他认为很多现代人所遇见的灵体就是掌管因果律的智能。14魏斯

也同意「你决定何时回去，以及回去后该如何做……高层次的灵魂……来帮助我们，

教我们该怎么做。」15 

 

（二）轮回的证据 

 

 轮回有什么证据呢？新纪元圈子所提出的轮回「证据」通常有以下几样﹕ 

 

（ 1 ）催眠回溯——现代轮回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催眠术下的「前生回溯」，

人在催眠术下有些案例，不单「回忆」从前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更可以「回忆」起

前生，而其中有一部分还可以查证。 

 

这样的事可信吗？不单一般基督徒学者不能接受，即使研究轮回的非基督徒

史分淳（ Ian Stevenson ）也对催眠术没有信心，因为被受催眠者很容易受催眠师的

提示所左右，他说﹕「几乎所有从催眠术诱发的前生回忆尽都是想象，就好像做梦

的内容一样。 」16 

  

（ 2 ）突发回忆——另一个轮回的「证据」是突然自发的回忆。也就是说，

有些人，不需要催眠等技术的帮助，而能突然「想起」自己的前生。 

  

史分淳曾经调查过三千多个过案，任何有可疑的，他都拒绝，只发表了极少

的一部分，而这些过案大多在印度发生。17换言之，大部分突发的回忆都是虚构的

或者是可疑的。在一个比较怪异的案例中，史分淳表示轮回和邪灵附身都可能是合

理的解释。18如果「邪灵附身」可以解释某过案，为什么不可以解释其他所有的过

案呢？ 

  

（ 3 ）其他——除了催眠回溯和突发回忆之外，轮回还有其他更弱的「证

据」。今天有些人请灵媒用超感知觉替自己寻找前生。但是谁能证实灵媒的话？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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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灵媒提供资料？还有一些人认为天才儿童的才智和说方言的本领都是前生学会的

技巧。这实在是信口开河，牵强附会，理由并不充份。 

 

（三）轮回的逻辑问题 

 

 轮回不单没有科学证据，而且还有很多逻辑上的漏洞﹕ 

 

（ 1 ）前世和今生基本上是两个人，如果前生那个人的积孽，要今生这个人

受报，那实在是冤枉好人。所以，这些解释根本是事后穿凿附会的。 

 

（ 2 ）如果轮回是为了叫灵魂进步，但人已忘记自己的前生，那谁能从一个

未知的情况下改进呢？如果无论自觉与否，轮回毕竟是叫人进步，那么，人类社会

应该愈来愈美好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除非所谓「进步」是和圣经观点刚刚相反

的！ 

 

（ 3 ）如果灵魂不断在投胎转世，何以世界人口愈来愈多？其他的灵魂从何

而来？东方宗教接纳人变牲畜的观念，当然可以解释人口问题，可是牲畜没有自由

意志和道德观念，它如何行善？如何得超升？龑天民牧师曾经打趣说，如果好人再

投胎人世，坏人变为牲畜，那么地球人口应该愈来愈少，而猪牛等牲畜则大量繁殖，

但事实却相反。19另一方面，新纪元人物不相信人变牲畜这回事，于是解释说人会

变成其他灵界层面的灵魂，20或者相信自己前生是外星球人。21但为什么愈来愈多灵

魂会喜欢挤到这个星球来？ 

 

（ 4 ）即使催眠回溯或者突发回忆都准确可靠，但怎可能证明所发现的片段

回忆就是今生问题的症结？ 

 

（四）轮回的不良影响 

 

 轮回观念不但在逻辑上有漏洞，而且对道德无助。它不见得是最佳的罚恶偿

善工具。首先，听信命运早有安排，可以带来悲观的人生态度，使人一生消极停滞，

因为人不可能胜过命运。 

 

其次，轮回观念会影响人际关系，因为别人对你好，你不会存感恩之心，认

为人家前生欠你的，同样理由，你对别人不好，也无需感到内疚。进一步来说，即

使社会缺乏怜悯和公理，如果今生遭遇都是前生报应的话，那么饿死街头的乞丐必

定是罪有应得的，不值得去救助；谋杀犯也不必判罪，因为他只不过是替天行道。 

 

 此外，轮回观念还会产生各种滑稽可笑的迷信事情，例如佛教徒不敢吃肉，

因为害怕吃到自己祖宗的肉，而且他们也爱买些鱼虾蟹来放生，希望鱼儿们来生投

胎做人，回报自己放生之恩。类似问题，数之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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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轮回观念虽然没有科学证明，不合逻辑，而且对道德有损害。然而它却反映

了人心对永生的响往，人人都怕死，和怕死后落地狱。轮回观念给他们再生存的希

望，况且轮回观念中没有地狱永刑，叫人人都松一口气。今生过失，来生受苦，自

赎己罪，不必倚靠基督十架。今生未赢得上天堂的资格，下次再努力，机会仍多。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盻望不是再投胎尘世，而是将来与神一同在的美好

天堂里，但是我们必须先接受救恩才能得着，今生的选择决定永远的结局，因为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九 27 ）死后再没有回到世上来的机会，

唯有「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六 2 ）机会只有一次，

就是现在。 

 

 

其他信念 

 

 除了泛神论和轮回这两个重要信念外，新纪元运动还有其他一些普遍为人接

受的信念﹕ 

 

 

宝瓶宫时代（新纪元） 

 

根据占星家说，现今的双鱼宫时代（ Age of Pisces ）快要结束，地球正踏入

宝瓶宫时代（ Age of the Aquarius ）。这时代据说是一个和平及友爱的时代，是人

类互为兄弟的「大同世界」，同时也是人的心灵思想锐变，从旧传统和束缚中被释

放的时代。 

 

新纪元理想中的新世界有﹕ 1 ）一个世界性的政府； 2 ）一位如神般的世界

性统治者； 3 ）普世性的经济系统； 4 ）一致的文化，例如宗教、教育和健康上的

统一。这个全球性的宗教当然是指新纪元思想；但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新纪

元技术。他们认为人类必须领悟泛神论和一元论，这样人和人之间才没有距离，才

能充份合作，一同面对地球上的问题，例如战争、饥荒、环境污染等等。 

 

至于怎样进入他们理想中的新纪元，目前有两派主张﹕一派是人道主义者，

他们认为新纪元是人类在思想上的醒觉，不需要靠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只要懂得运

用新纪元技术，便可慢慢在地上建立天国。另一派人士玄学味道比较浓，认为神秘

力量将会引发世界末日似的灾难。很多灵异人士都曾经预测当地球进入新纪元时，

会出现很多自然界的灾难，例如﹕地轴慢慢倾斜，气候转变，大地震等。所以，必

须有够多的人懂得进入更高意识，地球才可以脱离这些灾难而进入天堂般的新纪元

（这不是圣经所讲的大灾难和千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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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思想和人生哲学 

 

新纪元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宗教，但多少总会讲一下神学问题，尤其是西方人

士难免会提到耶稣。当然，他们对耶稣的救恩观念和圣经大不相同﹕ 

 

（ 1 ）耶稣——是一位伟人，第一个明白自己是神的人，他要来指导人，叫

人明白自己内在的神性。 

（ 2 ）人——人本来就是神，可惜人对自己的神性无知，必须通过各种开悟

技术，才能肯定自己的神性。 

（ 3 ）罪和救恩——新纪元人物不谈罪，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罪这一回事；那

么，救恩就是人能明白自己的神性。 

 

 新纪元的人生哲学并不独特，只要稍为留意，它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在社会

上所推销的都是相同的货色﹕ 

 

 （ 1 ）自我主义、主观主义——既然人是神，他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

们觉得自己非常重要。人决定一切，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活，所以常常听到「自爱」

（ self-love ），「自信/自尊」（ self-esteem ）之类的字眼（这些字眼并非流行心理

学所独有的）。因此，人可以决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德。于是常听见的口号有

﹕「做你自己的事」，「按照你的感觉去决定」等。 

 

（ 2 ）相对主义——如果人可以决定什么是真假、对错、好坏；那么，真理

就是相对的，因为你的「真理」是你的，我的「真理」是我的，所以没有绝对真理。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 1+1=2 」 是否真理的问题，而是道德方面。同性

恋和婚外情对不对？答案见仁见智。所以，道德是相对的，而圣经中的绝对道德观

念就变成有碍自由进步的老古董。 

 

（ 3 ）无分善恶——既然人可自己决定道德对错，所以新纪元人物对万事宽

容，一天到晚把「爱」挂在嘴边，尤其喜欢谈「无条件的爱」。某新纪元书借解释

说﹕「新纪元倡导『无条件的爱』，是基于我们的『神性』…由爱自己开始…把这

爱扩而充之…无条件、无要求、无批判…『无条件的爱』简单的讲，可说是『 to 

be and let be 』。」22换言之，无分善恶，你好我好，一视同仁，一概接纳。这就是

新纪元人生哲学的中心。 

 

 因此，无论是谁，都可以猜得到新纪元的道德观念。基督徒贝亚（ Baer ）

曾在新纪元圈子里生活了十五年。根据他的报导，新纪元人物的家庭结构瓦解，同

性恋流行，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被视为正常，提倡天体主义，离婚和堕胎乃家

常便饭，使用迷幻药更非罕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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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新纪元的宇宙观常带有玄学色彩，他们相信有多个宇宙存在，可能共七十二

个。每个宇宙都由特别的灵界个体管理。 

 

一般新纪元人物认为地球年龄甚高，有说是四十亿年。如果这是真的话，地

球可能已经历了多次的山川变动，所以很多新纪元人物也相信勒慕利亚（ Lemuria ） 

[据说是一个沉入印度洋的大陆]和阿特兰提斯岛（ Atlantis ） [据说后来沉入大西洋]

曾经存在。24 

 

 新纪元人物相信我们现在所见的物质世界是三向量空间的，但是，这个宇宙

有多重向量。现代物理学家相信时间就是第四向量。新纪元人物相信还有第五或更

高的向量。 

 

新纪元不但相信飞碟和外星球人存在，而且对之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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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新纪元运动（中）﹕各种技术 
 

 

 

重要观念﹕变异意识状态 

 

要认识新纪元事物，必须先明白一特别名词﹕变异意识状态（ 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简称 ASC ）。意思是﹕一个人在平常的生活中，是用五官来意识

物质世界的事物。但在某种情况下，人会产生不寻常的意识，而他普通的感觉和情

绪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不借着五官所认识的现实。例如，人本来坐在房

间里，但可能对他来说，却以为自己坐在海边；又或者，人能看见他旁边的人所看

不见的东西，或听见旁边人所听不见的声音。所以，他所意识到的「现实」和他身

边人的「现实」不同，因为他的意识改变了。这名词是现代心理学家常使用的，其

实古今中外都会有类似的名词，例如﹕入静、入定、恍惚、神智昏迷、出神

（trance）等等。 

 

引进变异意识状态的方法有很多种。来自印度教的有﹕瑜伽、超觉静坐

（TM）；来自佛教的有观想（ visualization ）、禅座、气功；而根源于西方的有催

眠术和自我催眠。事实上，这些技术都可以垄统地称为冥想（ meditation ），其中

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变化和名字，但以观想的变化最多，例如﹕积极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凝神（ Focusing ）、正心（ Centering ）、引导影像法（ Guided 

Imagery ）、心像（ Mental Image ）等等。此外，迷幻药和极端的生理状态（如缺

氧、长期禁食）都有可能引起变异意识状态。因为冥想已经普遍化，所以有一些技

术自称为松驰（Relaxation）技术，事实上也就是冥想。最后，还有一点非常令人

混乱，在教会内外都有人称冥想为祷告。 

 

虽然引进的技术有多种，但似乎都跟随着某种非常相似的模式，就是﹕ 

 

1。身体松弛； 

2。集中精神去想像一幅图画、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专心留意自己的呼吸，

或凝神于某一件东西，有时也会利用重复背诵一句很短的咒语（mantra）； 

3。所有技术不外乎使感觉器官疲倦，于是头脑停顿； 

3。最后，进入变异意识状态。 

 

这些相似之处，可见于以下取自新纪元书籍的例子﹕ 

 

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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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全人健康专家谈瑜伽说﹕人的内心不断地产生思想，冥想是帮助你暂时

逃脱的技术。借着集中精神（瑜伽称之凝神[Dharana] ），让思想溜走（瑜伽称之

禅定[Dhyana]) ，你可以进入思想的间隙，瞥见无边际的意识（瑜伽称之定境 

[Samadhi] ），扩展察觉。冥想是帮助你唤醒潜能的途径。1 

 

催眠术 
 

一位催眠博士说，催眠只有四个原则﹕身体松弛，头脑停顿，凝神专注某事

物，留心听催眠师的声音。2另一位也说，「不断重复的……节奏单调的官感刺激，

可以很容易引进催眠状态……关键在乎使感觉器官疲倦。」3 

 

积极思想 

 

网路上有一个「电脑灵媒」（ Cyber Psychic ）4的网页，它把积极思想和冥

想，占星学，催眠术等同列，并作了一点解释﹕「光去想一件事成功，绝对不能帮

助你达到目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工具能让你成功。当你晚上准备入睡，身体比较放

松，脑部容易放射阿拉法脑波的时候，将你的心愿变成一幅图画，不管你切望的是

身体健康，一栋房子或者是减肥，把这幅图画尽量想像得迫真清楚，最好加上颜色，

声音和感情，而且相信它是已经真实发生了。每天这样做，不必等多久，你的愿望

就会变成真的了。」 

 

观想 
 

新纪元圈子中的鬼灵拉撒烈（ Lazaris ）教导说，「让你的想像力召唤一些

对你有意义的影像…很多这样的影像是代表性的，你可能不明白，但是你的潜意识

心灵和无意识心灵会明白。」5然后它详细解释每个步骤。但不外是﹕找个舒适的

位置坐下，松弛身体，观想不同的事物，例如观想自己走到一个森林，观想每一棵

树，每块叶。它特地说，「记得，你想像得愈迫真，你的冥想愈成功。」6 

 

活佛罗胜彦教导说﹕眼晴先闭上，背诵观空咒叫脑袋空白下来，然后观想月

亮从海洋平线上升，观想一个「咒」字出现在月亮上，再观想一尊菩萨从转动的

「咒」字中走出来，要把菩萨的头发眼晴和衣服都想得清清楚楚。你也可以观想有

很多尊菩萨走出来，你就对他们行个顶礼，这样就可以积聚很多功德。 7「观想还

有很多类别，例如观想黄财神和五方佛，如果获得黄财神高兴，吐宝鼠就会给你吐

车子，房子和美钞等等。」8 

 

静坐 
 

美国佛教会派发一本有关静坐的书，书中指出，静坐有三个步骤﹕数息、系

心脐下、凝心。该书解释说﹕「静坐入手功夫就是调息，呼吸需细长深远，用意引

至脐下……息调顺了以后，就可以开始数息……呼吸一次就计一箇数……经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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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数息之后，思虑渐趋恬静……将注意力集中于脐下小腹，眼虽闭着，但眼光

须内视小腹……这样一来就愈微愈静……倘心息不忘，就不能入定。心息相依，经

过一箇时期，心便凝然……怎样凝法呢？只须应用一箇数呆字，一呆呆住，什么都

不思量，这就是凝心，渐渐地不觉有手，不觉有身，并不觉有我……这是入定。」
9 

 

气功 

 

一位气功师解释﹕气功有调身（姿式）、调息（呼吸法）、和调心（入静）

三个要素。他说调心最重要的一环是「意守」，「意者指意识、意念或精神，守则

指集中或保持住……在心理学上称之为注意。注意有外部注意与内部注意之分，外

部注意是指……意守某些事物如风景、图像等。内部注意是对本身的想像、感情和

体验的注意……」。10他继续形容这样的入静状态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入

静状态的心理生理学机制乃是一种自我提示与自我催眠」。11他又指出，入静的时

候，「脑电图呈现波节律……」 12。 

 

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报

导﹕研究员使用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 MRI ）去研究人冥

想状态时脑部的情形，参与研究的冥想者来自不同宗教背景，其中包括西藏佛僧、

天主教修女、坐禅者和印度的锡克教徒，有些甚至没有特别宗教背景。研究结果完

全一样，当冥想者达到宗教经历的高峰，脑部控制专注的地方亮起来，其他部位则

完全没有活动。13虽然科学并没有解释现象的来源，也不能告诉我们事情的好坏，

但是，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各家各派的冥想其实是一样的，需要完全专注，使头脑

空白，这跟上边的语录正一样。  

 

 

先是甜头、后是危险 

 

为什么人会接受这些事物？当然，新纪元人物觉得这些技术大有好处﹕ 

 

1。在开始的时候，变异意识状态可以带来安宁、平静、和宇宙合一的感觉

等。 

2。令你心想事成，帮助你成功致富，使你身体健康，疾病得医治，心灵问

题得解决，婚姻幸福，吸引理想伴侣，人生快乐，人际关系和谐。总而言之，你似

乎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创造现实。 

3。它也会带来很多启示、灵感、或者直觉。这些灵感可能涉及艺术创作、

科学发明、哲学理论等。当然也大有可能跟宗教、道德、价值有关。例如，很多人

在冥想之后自动接受泛神论，甚至连道德和价值观都改变了。 

4。此外，无论运用变异意识状态的动机是什么，但到了某一个程度，它就

会叫人产生灵异能力，使人接触灵异事情，甚至遇到灵界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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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变异意识状态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人明白自己的神性。新纪元人物称

之为开悟（ enlightenment ）。 

 

举个例，有一套教授瑜伽的卡式录音课程，14在它的宣传广告上形容瑜伽和

冥想的好处是﹕增加你身体的灵活性；给你一个年轻和容光焕发的身体；让你深感

松弛；消除身体中毒素；改进你的精神功能；内在的平静；健康的免疫系统；迅

速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直觉的能力；意识到五官之外的现实；感受与无限的上帝

合一。 

 

从基督徒的观点而言，以上各种「好处」可不一定真的都是好处。例如，基

督徒应该明白，如果邪灵为人带来灵感，以至思想改变，这个改变的方向大有可能

是坏的；所接触灵体也大有可能是邪灵。可能非基督徒会认为都是好处，但任何留

意新纪元事物的人，无论是否基督徒，都可以告诉你，这些技术先带来甜头，然后，

其他问题和危险就会慢慢出现。 

 

它的问题和危险，首先是身体上的毛病然后是精神上的混乱。它可能引发精

神病，至少使人与现实脱节，产生错觉；并且影响人的思想及记忆；使人情绪大幅

变动，产生幻觉，甚至四肢麻木和晕眩。 

 

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邪灵附身。一个人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下，似乎会受一个

屏障保护，但当意识变异之后，保护被撤除，于是接触灵界个体，进而被邪灵附

身。 

 

总括说来，进入变异意识状态后，可能带来以下危险﹕ 

 

1。思想改变 

2。身体毛病 

3。精神障碍 

4。接触邪灵 

5。邪灵附身 

 

现以两段非基督徒的话来证明﹕ 

 

心理学家陆荣（ Arnold Ludwig ）描述变异意识状态的特点包括﹕思想改变、

失去控制（在灵体附身时，人暂时让灵体占有身体，灵体用他的口来讲话）、情绪

改变、感觉自己和其他事物的分界线消失、感觉遭扭歪（幻觉，异像等）。陆荣也

表示，进入变异意识状态有好处﹕ (1)除了获得医治疾病的能力外， (2)也获得灵感

或知识， (3)甚至获得灵体附身。在某些原始社会中，灵体附身的人往往有更高的

地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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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心理学家高福（ Grof ）夫妇指出，现代人因为使用新纪元技术，带来各

种困难，例如﹕遭魔鬼袭击、受到严刑；一种和宇宙或上帝合并的感觉；满脑袋都

是死亡的影像；不能鉴别自己的身份；妨碍日常工作，无法自我控制；遇见灵界个

体；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改变；心灵和身体被外灵界个体占领；犯罪、自杀、谋杀、

侵略行为；性欲冲动、酗酒、吸毒；身体怪异地扭弯，声音奇怪地改变。16 

 

 

必须避免的邪术 

 

有些基督徒大概会抗议说，技术本身是中性的；非基督徒可用以接触灵界，

但基督徒岂不可以用来接触上帝或耶稣？只要是看你怎样用它而已！而且你怎样证

明所有进入变异意识状态的技术都是邪术，是魔鬼的东西？ 

 

答案很简单﹕首先，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人使用变异意识来接触上帝。其次，

这是古今中外的交鬼办法。 

 

一位心理治疗员，也是新纪元圈子的一位通灵人士，写了一本书，教导别人

怎样接触灵体。17她说﹕「冥想把我们带进一种状态，让我们可以接触灵界。」18 

正如很多其他的冥想办法，第一步是身体松弛，然后她说﹕没有一定的冥想办法，

所有办法「都具备一些共通点，就是使头脑空白，心灵静止，集中精神于一件事物

上。 」19 

 

新纪元交鬼的人所交上的一只鬼灵也说﹕冥想是接触导灵（这是新纪元圈子

对鬼灵的称呼）的最佳办法，只需进入轻微的恍惚状态，人和灵体就可以开始来往。
20  

 

如果冥想就是交鬼之道，这样的技术难道不可算为邪术？基督徒应该使用这

样的技术吗？ 

 

也许聪明的人会问，可否只取甜头，然后马上停止，避免害处？然而，问题

在于害处是什么时候才会来？这是没有人能知道的。事实上，使用这些技术的人也

不一定成功。换言之，他不一定能进入变异意识状态，就算能进入变异意识状态，

他也不一定能得到甜头。但另一方面，如果人使用这些技术，危险就可以随时来到，

这不是他能控制的。这好比一只狮子被关在笼里，任何人都可以在笼外观看而没有

危险，但任何人若走进狮子笼中，他什么时候被会狮子咬伤或吃掉，不是他所能控

制的。 

 

如果人借着冥想从魔鬼那里得着甜头，你以为魔鬼不会向他讨债吗？利用魔

鬼，就好像利用黑社会，这样的人不会有好日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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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基督徒绝不可以利用任何让头脑空白的技术来

进入变异意识状态。况且没有人能预知变异意识状态是否安全，即使是轻微的变异

意识也不见得安全，因此最好在这方面完全避免。 

  

 

 

各种冥想技术 
 

 

 

 前文已经提及，引起意识变异的技术皆可笼统地称为冥想，印度教式的冥想

有瑜伽，佛教的有观想，西方的是催眠术，每样都有各种变化，现再详细描述这几

种方法﹕ 

 

 

瑜伽（ Yoga ） 

 

 瑜伽本是印度教的一种行径，目标是教人向内发展，和梵天合一。经过几世

纪的演变，瑜伽出现了八个主要派系﹕君王瑜伽（ Raja Yoga ）、因果瑜伽

（ Karma Yoga ） 、信奉瑜伽（ Bhakti Yoga ）、智慧瑜伽（ Jnana Yoga ）、咒语瑜

伽（ Mantra Yoga ）、健身瑜伽（ Hatha Yoga ）、灵蛇瑜伽（ Kundalini Yoga ）、

和密宗瑜伽（ Tantra Yoga ）。 

 

瑜伽有八重训练目标，开始的训练是一些修养功夫（包括禁戒和劝戒），例

如戒偷窃、不暴力、正直、禁欲等。其次是体位法（ posture 或作姿式），例如栽

葱倒立，摊尸静卧等，这些姿式都具有宗教敬拜意味，而且没有一个体位法不是直

接或间接的叫头脑平静的。接着是呼吸法，目标是将吐气和屏气的时间尽量延长。

当练习者全神凝注自己的呼吸时，便会暂时忽略其他感觉器官的感受。这就是冥想

的第一步（思想控制）。跟着的第二步（凝神）乃是全神灌注某一件事物，例如墙

壁上的一点，或者一些单调的声音（如背诵咒语）。然后带进第三步（融合），冥

想者开始觉得自己和所凝注之物融合，于是达至最后一步（彻悟）的突破，进入全

新的意识状态，自我消失，与天地合一。 

 

提倡瑜伽的人士说，瑜伽对身心都有好处，除了能使人获得心灵平静之外，

也可以帮助身体健康，几乎万病皆可治愈。但是这些宣称除了没有足够科学证据外，

任何研究瑜伽的人都同意瑜伽治病是靠灵异能力，就是﹕普拉那尼（ prana ）和瑜

伽蛇能（ Kundalini ，或译作拙火、灵蛇、灵量、昆达里尼），因此它迟早会引起

其他问题。一位美国主妇高福太太（ Christina Grof ）学习瑜伽只为健身，渐渐蛇

神能力开始发动，她以为自己快要发疯了。后来她指出瑜伽可以引发﹕脊骨焚烧感、

震动、痉挛、扭动、忧虑、愤怒、悲伤、欢乐、狂喜，而且看见强烈的光线、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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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影像、听到其他声音、回忆起前生、说方言、唱未学过的歌、表演平常做不到

的瑜伽姿式等等。21事实上，网路上有很多网站，搜集各种瑜伽带来危险的资料，

以警惕他人。22 

 

 

催眠术（ Hypnosis ） 

  

现在有很多人相信催眠可以帮助减肥、戒烟、消除压力、治病止痛、增加自

信和提高创意等等。心理学家也普遍地用催眠术去回溯往事或童年（ Age 

Regression ）以解决人的问题；至于回溯前生（ Past Life Regression ）也并不罕有。

此外，新纪元的应用有﹕卜告来生、接触死人、接触守护天使、增加灵异能力和灵

魂出窍等等。 

 

一位催眠师介绍了一个基本催眠办法，他说﹕首先闭上眼晴，松驰身体，集

中注意力，催眠师开始提示﹕「现在眼晴睁不开了，手足都感觉沉重……观想一个

黑板，上面写着 100 ，当我倒数 99 ， 98 ， 97 ……的时候，观想数字从黑板上被

擦掉，写上新的数字，一面观想，一面继续松驰…… 」；催眠师又再提示，「你

现在头脑空白，思想停顿……当我每数一个数字，你会再进入更深一步的松驰状

态……」23在基本松驰步骤之后，催眠师就向被催眠者作出各种提示，例如，对戒

酒的人说﹕「……你感觉自由了，从酗酒的欲望中释放了……」，对那些希望增加

自信的人说﹕「你会很容易获得成功和快乐……你是一个美丽聪明和有价值的

人……」 24。 

 

催眠术不单是心理学上的正统技术，而且也普遍运用在医学和其他地方。然

而，基督徒不应该接受催眠术，因为它和其他冥想技术一样，都可引进变异意识状

态。何况它实在是邪术，因为它只不过是古代邪术改装，换了一个名堂而已。巫医

将人带进神志昏迷状态中治病，印度教僧侣可以坐在针床上而不觉痛，都是催眠术

的古代例子，难道现代人使用同样技术就可接受么？ 

 

催眠术可以惹来污鬼，绝大部份的灵界战争工作者都以催眠术为邪术，认为

当思想空白的时候，污鬼就可以乘虚而入。最后，催眠术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迷

术」，因为它是一种心灵控制术。正如催眠师肯他说，「…使被催眠者向催眠师交

出自由意志…」 25，这样，谁还能否认这是心灵控制（迷术）呢？圣经说﹕「你们

中间不可有…用迷术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申十八 10-12 ）。

圣经是禁止催眠术的。 

 

 

观想（ Visualization ） 

 

 最流行的新纪元技术是观想，它的变化最大，最不被人（包括基督徒）分辨

出是新纪元技术；所以，它渗透教会比任何其他新纪元技术更有效。它有不同名字，



71 
 

例如﹕积极思想、引导影像法、正心、凝神、心像、内在医治（ inner healing ，或

作想像治疗）、可能思想（ Possibility Thinking ）， Positive Confession ， Probability 

Thinking ， Creative Visualization ， Dynamic imaging ， Positive Imaging 、 

Imagineering 。大概还有其他名字，而以后仍会有更多新名字。 

 

观想有一定的特式，就是使用心灵力量，专心去想象一个画面。它比较少用

咒语，而且所用的景像多是积极性的画面，例如﹕成功健康等。据说想得够多，想

象中的事物就会实现在物质世界中。所以多种观想办法已被运用于商业训练，全人

健康，心理治疗，甚至宗教圈子。很多人相信它可以帮助治疗心灵的问题，使人快

乐，解决婚姻问题，吸引理想伴侣，使人的人际关系和谐，克服压力、坏习惯、情

绪不安、身体疾病，增强自尊，提高自我形像，增加创意，帮助事业成功，甚至发

财。 

例如，古代希腊早已运用「心像法」控制疾病，当时的庙宇收容那些医生束

手无策的病人；而祭司所用的治疗方法，基本上就是今天的「观想治疗」。26一本

全人健康的书借解释其步骤如下﹕深呼吸或冥想，使身体松弛，而进入一个极度被

动的状态，然后开始观想，例如﹕爱滋病病人可以观想白血球在自己身体内吞食敌

人。27 

另一本讨论观想的畅销书，也介绍一个最简单的观想方法如下﹕松弛身体，

想像你心中愿意获得的事情，使这个影像在你心中静止不动，然后肯定告诉自己，

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28据作者说，观想可以接触「更高自我」，获得财富和快

乐，提高自我形像，和治疗疾病。29 

 

《真相系列》的作者，护教学家安克伯（John Ankerberg ）和韦尔登（John 

Weldon ）将观想分为四种类﹕（ A ）学术性的——例如﹕自生训练（ Autogenic 

raining ）、容格心理学方法、心像研究、世俗心理治疗、和超越个人心理治疗。 

（ B ）流行的——例如﹕新纪元治疗、心灵科学（ Mind Science ）、帮助个人或生

意上成功的讲习班。 （ C ）秘术的——例如﹕魔术仪式、黄教、灵异治疗、交鬼、

印度教、和佛教的做法。 （ D ）基督教的——例如﹕基督教心理治疗、内在治疗

（ Inner Healing ）、观想耶稣、用经文作观想。不过，他们说﹕ A 和 C 的界线并

不清楚， C 和 D 亦有关系， B 和 C 的分野模糊， A 和 D 、 B 和 D 界线更模糊。30

讲来讲去，观想就是观想，邪术就是邪术。 

 

 

其他 

 

 前文已提过，气功也是引进变异意识的技术之一。中国人所喜欢的功夫武术，

虽然算是运动和自卫，与气功显然不同；但某些武术派含有静坐冥想的做法。就如

太极，也和其他功夫武术一样，包含动功和静功。动功比较安全，不会把人带到变

异意识状态，可是静功却有可能。气功偏静，太极偏动，然而所有功夫武术的高手

最终都需要学习静功。所以，学习者要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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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迷幻药（ LSD ）和大麻（ Marijuana ）等，都会使人产生幻觉，所引

发的变异意识与学习冥想是一样的。至于某些极端的生理状态（例如禁食过久，身

体脱水，缺乏睡眠，空气不足等等）也容易引起变异意识。 

 

引进变异意识状态的技术还有很多变化，而且日新月异。但愿弟兄姐妹们谨

慎。 

 

 

基督教招牌下 

 

新纪元技术不但普遍，千变万化，而且已经进入教会。而教会中亦有一些技

术和其他引进变异意识状态的新纪元技术无大分别，基督徒不可不谨慎。例如﹕ 

 

基督教积极思想 
 

美国教会名人皮尔（ Norman Vincent Peale ）一向大力推动观想，称之为积

极思想。他说﹕「耶稣……是第一个教导『心像』力量的人……十九个世纪之后，

科学家、心理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宣讲[同样的事] 。 」他还说31，观想可以帮助

增加人的自尊、解决金钱问题、婚姻问题、健康问题、孤独和忧虑、并且使你成功。
32 

 

第四度空间 
赵镛基牧师认为第四度空间是属灵的空间，异像和异梦就是基督徒的工具，

使人可以运用第四度空间里的能力；而现今精神科医生研究出来的「心像」正是圣

经所讲的异像和异梦。赵镛基又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直等到你在

内心和脑海中，清楚地想像出你所昐望的事物后，你才能拥有它们。」33 

 

追求圣灵充满 
 

「求圣灵的手续很简单…肃静等候在神面前…若怕有别的事情分心，就不

妨…口说『哈利路亚』一类的话，一直不断的说下去…那些话渐渐说不清楚的时候

—正是舌头受感要说出方言的时候…（请注意！此时言语心思任何活动，都足以妨

碍人受灵洗；说出方言。）」34 

 

灵修神学 
 

「放松，觉察基督的同在。吸气（心中说﹕『神的安息。』）；呼气（心中

说﹕『我的疲乏。』）重复此过程，直至你开始宁静下来……静默，等候……静

默……等候……」 35「慢！慢！慢！……不要分析经文……不断地重复那一个字，

或那一句子；不要急于去思考和应用经文的教训，而是在不断重复中……渐渐只集

中在一两个字上。〔例〕﹕「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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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只留下『显大』或『基督』，其他字句全淡出。 」 36「闭上眼晴，运用想像重建

经文的处境……目的是要让你与耶稣相遇。运用……视觉……听觉……味觉……嗅

觉……触觉……想像……想像……」 37「我们活泼运用想像，在心灵中重建事件的

每一细节，然后投入活在其中，运用我们的感官去察看、聆听、嗅闻、接触、事件

是对话……」这是「想像式默想」 。38 

 

 

应召而来的耶稣 

 

 今天的心理学和新纪元运动的界线难分，教会接纳心理学，很难不把新纪元

技术和思想带进教会。二三十年前，被邀请到港台两地演讲，向中国教会推动基督

教心理学的高联思（ Gary Collins ），是一位著名基督徒心理学家，当他回答「心

理学是否涉足邪术？」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虽然有辅导员误用观想和引导影像

法，但不表示这些技术本身是错的。」39又说，「现在教会内有人极力谴责催眠术，

观想、自语、和影像法……他们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只要小心去用……让

圣灵带领我们…… 」 40。意思就是说，你要用就用吧。所以，基督徒心理辅导员中

实在有人使用邪术，而且更有基督徒心理学家公开自称是基督徒催眠治疗师！ 

 

他们还给这些技术冠上非常属灵的外貌，又使用这些技术把「耶稣」召来。

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基督教催眠治疗 
 
一位基督徒催眠师，曾在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中详细描写一个过案﹕一位女士

患上鳞癣和其他疾病，正规的医学方法都不见功效，葛约翰在催眠术下为她寻找往

日的创伤，然后请「耶稣」在催眠术下出现医治。有一次，她回溯童年，当时父母

在争吵，她坐在一边又孤独又苦恼，这时她把「耶稣」请来，「耶稣」拖着她的手

走向父亲，当场解决家庭冲突。 （都是在催眠下发生的）于是，催眠师表示当事

人的身心都大有进步。41 

 

内在医治 
 

内在医治也是一种非常接近的治疗办法，请看下面一些例子﹕「想像耶稣带

领进入一座花果丰盛的园子，在那里接受耶稣的代祷…从在母腹成孕开始，回顾过

去人生中的每个阶段，每到一处都尽可能重组现场实况，并察觉耶稣临在的位置。」 
42；「将祷告的内容构成一个"生动"的画面…将祷告的内容构成一个"意境" ，用信

心借着圣灵的带领经历到此意境的『产生』或『出现』。」43一位内在医治推动者

表示，神会给我们话语或者图画（符号或异像等等）。44她继续解释这样的想像

（原文作 visualize ）和一般的想像有所不同，她称之为「更高的想像」，是「收到

思想或图画的能力」，在这个时候「较低的（生理上的）想像是被挡着或者被挪开

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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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神学 
 

一位姐妹形容她的灵修经历如下﹕「退修程序中…身体放松，心灵的宁静… 

[一切]要慢…慢慢…空处就出现，容让圣灵进来工作…有一次…我与耶稣坐在大银

幕前，看一套自己出生至今的历史记录片……让杂念来，也让它出去…这是极细腻

的舍己。」46 

 

然而，这位应召而来的「耶稣」是谁？你知道耶稣是什么样子的吗？圣经岂

不是曾经说﹕「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林后十一 14 ）？如果同一个技术，可

以召来「耶稣」，也可以召来鬼灵，你敢肯定这位「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圣经

中那位耶稣吗？如果召来的不是耶稣，而是邪灵，岂非交鬼？即使你无意交鬼，也

没有召来污鬼，这些技术仍然不合圣经原则。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这些方法，它

们反而是各种异教和新纪元技俩，基督徒绝对不能使用异教徒的办法去亲近圣经中

的神，这好比「献上凡火」（利十 1 ），后果非常严重。 

 

 

基督徒和新纪元邪术 

 

曾经有人劝一位姐妹去参加 NLP 的训练课程，姐妹有点害怕，劝她参加的

人说﹕「不怕啦，基督徒就不用怕啦！」果真如此，基督徒使用邪术就「不用怕

啦」 ？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神吩咐他们﹕「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

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

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申十八 9-12）当地的迦南人「行这可憎

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12 节）神是否说﹕「以色

列人行这些就不用怕啦」？不是，如果以色列人行这些法术、邪术、巫术等，他们

就和外邦人一样遭到神的愤怒，事实上，以色列人后来被虏离开巴勒斯坦，就是为

了这个原因。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施行审判……警诫行邪术的……」

（玛三 5 ）又说﹕「……行邪术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廿

一 8 ）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行邪就不算邪术，只有非基督徒才需要小心。」 

 

又有人认为，如果由一位专业的基督徒执行就不算是邪术。这样的想法更加

不成理由！正如婚外性行为是罪，可否因为进行的人是基督徒，又是专业的，就不

算是奸淫呢？强词辩护不能免去上帝的审判。 

 

曾经有人提出，某某人不是帮助了很多人吗？只是偶尔使用一点新纪元技术，

算了吧，何必挑剔？暂时不提心理学的效用如何，但能否因为某心理学家是教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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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曾经帮助人，或者他在讲台上妙语连珠，大受欢迎，所以即使他在辅导室内

行邪术，我们也应该容忍？弟兄姐妹们，行邪术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 

 

还有一点，根据圣经原则，行邪术的人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教导别人吗？何

况，邪术能影响人的思想和世界观，他们的著作应否被带进教会？ 

 

希望中国教会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因为这些邪术现已披上科学外衣，取了新

的名字，而推动的人也是基督徒，或是教会名人，就毫不批判地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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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新纪元运动（下）﹕在社会上 
 

 

 

 

 

 除了使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冥想技术外，今天社会上还有很多新纪元事物，其

中一些明显是邪术，但也有些不是那么明显的，现在先讲述一些比较明显的﹕ 

 

 

占卜 

 

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无论古今中外，都出现过很多占卜的方法；而它在新

纪元圈子也大行其道。目前流行的占卜办法有﹕ 

 

（ 1 ）占星术（ Astrology ） ——占星家将太阳轨道分为十二个天宫，以此

为基准，然后用星座来代表（如白羊宫、宝瓶宫等等）。天宫星座图（ Horoscope ）

是指星体在十二天宫内的移动位置。据称人出生时的天宫星座可以决定他的性格和

命运。 

 

（ 2 ）塔罗纸牌（ Tarot card ） ——这是西方灵媒最常用的工具。塔罗牌的

形状大小和普通的桥牌差不多，上面的图画和符号则因制造者不同而各异。据说纸

牌在使用时的位置和相互次序，可以预告人的命运。 

 

（ 3 ）易经——中国古代已有，原本是一种比较玄虚的人生智慧，后来演变

为术士占卜的工具。 

 

（ 4 ）掌相学——掌相学家从掌丘的形状大小，和掌纹的深浅长短来鉴定一

个人的性格、健康和运程。 

 

（ 5 ）风水——是中国人的一套哲理，为工作、居所、甚至死亡，寻找或创

造一个幸运的地点，目的是要使人和当地的宇宙气息和谐合作，带来幸福。 

 

（ 6 ）洛杉帝密斯（ Nostradamus ）的预言——他从邪灵那里获得近一千首

四行诗，编辑集成《诸世纪》（ Centuries ）一书。据说它很准确，已经有近半应

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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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他——还有﹕乌吾石（ Runes ）、读茶叶（ Tasseography ）、数字

占卜（ Numerology ）、水巫术（ Water witching ）、生理节律（ Biorhythms ）、碟

仙（ Ouija board ）、氛围（ Aura ）、直觉（ Intuition ）等等。 

 

 《怀疑探索者》 （Skeptical Inquirer）常调查灵异人士的占卜结果。如果他

们的预测准确，宾拉登（Osama bin Laden）已于 2004 年寿终、前任美国国务卿鲍

威尔（Colin Powell）是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我们现在也都驾驶太阳能汽车到处跑、

又能到土星旅行、可是美国却被苏联的核弹炸得可怜。1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占

卜的成积不佳，不必赘言。 

 

不过，占卜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它之所以成功，除了凭普通常理推测或者

偶尔巧合之外，邪灵的介入实在是一大原因。专门研究占卜问题的心理学家卡彻

（ Stephen Karcher ）认为「占卜并不是迷信…乃是与灵界沟通…我们由此而得到一

些有关前途的资料，一个左右前途的办法和一个指导我们的灵体…」2又说，「传

统的说法，占兆就是灵体的介入，在我们的正常意识之外，有某些力量在影响事

情…这些灵体被形容为神、魔鬼、或死人的灵魂…那些我们认为是机遇、巧合、或

者偶然的事情，其实都是这些灵体的工具。」3 

 

占卜无疑是要浪费金钱和时间；但更严重的，它可以影响心理，而产生错误

的行动；最危险的是，它实在是通灵技术的一种，因为占卜的人很多时候需要进入

变异意识状态去解释卜文。圣经明言﹕「你们中间…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

（申十八 10 ），圣经将交鬼、巫术、过阴等同列，并说﹕「凡行这些事的，都为

耶和华所憎恶。」（申十八 12 ）总而言之，占卜一事，有害无益，必须绝对避免。 

 

 

通灵 

 

 什么是通灵（ channeling ）？根据一本新纪元字典的定义，通灵是指人跟物

质世界以外的现实层面或空间传递通讯的活动。4研究通灵现像的权威，心理学家

金毛（ Jon Klimo ）说，通灵活动就是一个有肉体实质的人，获得据称是来自另外

一个空间（而非通灵人士的心灵）的资料通讯。5所以，基督徒很容易认辨，新纪

元运动中的通灵活动，不过是圣经所讲的交鬼而已。 

 

在通灵（交鬼）时，鬼灵附在通灵的人身上，用他的口来讲话，或者用他的

手写字，其他人则搜集它的谈论，以编辑书籍，有些名气大的鬼灵（笔者称它们为

名鬼）甚至出版了二三十本书。其中有﹕柏萧（ Jach Pursel ）所交上的名鬼拉撒烈，

专门提供商业指导；家庭主妇黎太太（ JZ Knight ）所交上的蓝达自称 35,000 年前

亚兰特岛上的战士（据说，该岛曾经存在，但已沉没），擅长预言自然界的灾害；

罗拔丝（ Jane Roberts ）和她所交的鬼塞特（ Seth ）的著作最富哲学意味，她的出

版甚多，也有已经翻译为中文的；坚悟（ Benjamin Creme ）说自己遇见弥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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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Maitreya ），据称是各种宗教所等候的救主，刚从喜马拉雅山下来，现在从

事幕后工作，为要将世界带进新纪元。 

 

新纪元运动的通灵作品，除了罗拔丝和塞特的出版外，还有一些已经翻译成

中文，而且相当畅销。例如﹕ 

 

舒克曼（ Helen Schucman ）居然碰上「耶稣」，而这个「耶稣」向她口述了

一套三千多页的《奇迹课程》（ A Course in Miracles ），以基督教术语去「纠正」

基督教教义。在书中「基督」向人保证，人与「神」的分离只是个幻觉（意即人和

神是合一的） ；我们和基督一样都是神的子女。它传授宽恕之道，因为唯有宽恕

才可以治愈人类根深蒂固的内咎心理。我们怎样看他人，就会怎样看自己，如何待

他人，就会如何待自己。此书又将「罪」定义为「爱的缺乏」，但「爱」无所不在，

所以，「罪」是一个要改正的错误，而非应受罚的「恶」。 

 

由此可见，书中内容的来源不可能是圣经中那位耶稣，而是一个邪灵。 

 

近年，尼尔‧唐纳‧沃许（ Neale Donald Walsch ）交上一只自称「上帝」的

鬼灵，所发表的《与神对话》（ Conversations with God ）名列最畅销书榜。据作者

自称，在他事业最不顺遂时，向神投诉，没有想到，神来之笔，自动书写， 「写」

出了这本书。此书一共有三册︰涵盖的题材非常多，从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宇宙的结

构、生与死、婚姻与性、精神与宗教、工作与事业、罪与罚，甚至教育、经济、政

治、社会，以及如何将我们的神性表彰出来──因为神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当然，

书中的上帝观、道德观、人生哲学都和圣经有极大距离。不但如此，书中仇视基督

教的态度非常明显，所以沃许所交上的不可能是圣经中那位上帝，实在是邪灵。 

 

这些邪灵讲了一些什么事情？如果稍为阅读各鬼灵的著作，就会发现原来新

纪元的哲理乃是「鬼魔的道理」（提前四 1 ），因为它们所讲的就是﹕（ 1 ）泛神

论；（ 2 ）人乃自己的主宰，可以创造自己的现实；（ 3 ）轮回；（ 4 ）自爱、自

尊、自信、自主、自治；（ 5 ）反对传统道德标准；（ 6 ）新纪元的来临；（ 7 ）

耶稣不过是一个伟人；（ 8 ）教导各种冥想方法和引进变异意识状态的技术，并且

鼓励人冥想和通灵；（9）现代流行心理学。 

 

笔者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新纪元运动通灵人士从邪灵所获得的教导，结果笔者

发现﹕大部分邪灵教导都可以在世俗心理学中找到，过半数可以在基督教心理学中

找到！6因此，笔者希望所有基督徒正视心理学进入教会的问题。 

 

既然通灵不过就是交鬼，这样的活动明显是违犯了圣经的吩咐，「你们中间，

不可有人…交鬼…过阴…」（申十八 10-11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林前

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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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邪灵伪装 

 

从前交鬼的人常自称接触到亡魂，但今天新纪元圈子的通灵人士所接触的灵

体，却以好些出人意外的方式出现，正如圣经说﹕「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林

后十一 14 ）。以下是它们一些出现的方式﹕ 

 

（一）导灵（ Spirit Guide ，或作属灵导师、引导的精灵） ——新纪元人物

相信，灵界个体是善良的，而且非常乐意为人类提供指导和资料，所以他们习惯称

这些灵体为「导灵」。新纪元名鬼如上边所提到的拉撒烈和蓝发等等，都被称为

「导灵」。 

 

（二）亡魂——除了以上所提的名鬼导灵外，在通灵场合中，邪灵最经常以

死人灵魂的方式出现。 

 

（三）飞碟和外星人——这是新纪元运动中十分流行的题目。它们到底是何

方神圣？基督徒研究员都十分怀疑飞碟和外星人其实是灵界事物，有三点可以支持

他们的理论﹕（ 1 ）飞碟的出现常有超自然色彩，而且随时改变形状，甚至有报导

他们能够穿越墙壁。 （ 2 ）很多自称曾和外星人接触及被诱拐的人都有邪术背景，

而这些接触飞碟的经历也很像通灵者的经历。 （ 3 ）这些「太空邪灵」除了传扬

标准的新纪元哲理外，它们也预告新纪元来临和飞碟当时的角色等等。 

 

（四）天使——圣经明言，撒但也会伪装光明天使，所以新纪元中正有很多

这样的天使。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人去接触天使，良善的天使在工作后便离去，从不

逗留和人来往，更没有教导人借著名冥想去接触他们；而新纪元的「天使」却是借

着冥想去接触的，甚至和人长期来往，就和其他鬼灵一样。最后，新纪元「天使」

的信息和通灵人士从邪灵所得的资料无异，都是同样的新纪元神学，如泛神和轮回，

又鼓励人使用占卜，碟仙和自动书写等邪术。 

 

（五）大自然灵体（Deva） ——英国的芬韩（ Findhorn ）是一个新纪元团

体，以园艺成功著名，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一花一草都由不同的灵体管理，如果在冥

想中和这些大自然灵体来往，它们可以告诉你怎样帮助园中各种植物生长。7 

 

由此可见，魔鬼在新纪元中的作为和伪装，变化万千，无孔不入。 

 

 

全人健康 

 

很多全人健康事物早在中国流行，本是正统医学，当中国基督徒知道这

些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作新纪元事物的时候，都不免质疑，是不是美国人觉得东

方事物神秘之故？还是种族岐视？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几方面要明白﹕首先，

美国社会实在是将所有全人健康（包括草药和针灸）视为不正统医学，或者叫



80 
 

做「另类治疗」（ Alternative Medicine ），只有现代西方医学才是正统的。第

二，新纪元圈子大力推动全人健康（这本来是新纪元理想之一），所以给人一

种印像——全人健康事物就是新纪元事物。 

 

事实上，全人治疗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治疗整个人，不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这是非常合理的。全人健康事物有三大特式﹕（1）留意生活方式，

如注意饮食、休息和运动；（2）认为人身体有一些非物质、科学未能证实的

「构造」，例如﹕经络，或者某器官和身体某部分有通道相连接；（3）承认疾

病治愈是因为某种能力，例如中国人讲的「气」，有时这些能力甚至可以从治

疗者传递至病人身上。 

 

美国基督徒评论新纪元运动的书借中，经常指出全人健康有两个问题﹕

（ 1 ）没有科学根据，效用不高；（ 2 ）利用灵异能力。笔者觉得以神学家的

身份去批评事物是否符合科学，有欠妥善，因为科学不是真理的准绳，不能提

供科学解释的事物不一定就是错的、假的、骗人的、或者是邪灵作为。中国人

的针灸就是一个好例子，因为针灸的年代久远，所以起源已经不详，其中一说

是道教僧从冥想中所得的灵感。8一般美国的护教学家都认为针灸的来源可能和

玄学或道教有关，但是他们都同意，现代的针灸专家只将针灸当作技术，而且

仍未有任何人提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针灸和邪术有关，也未有任何过案显示

针灸带来灵性上的伤害，最后，也没有一个护教学家正面劝人不要接受针灸。 

 

笔者觉得全人健康事物是应该按「是否利用灵异能力」为准绳去分辨，

不能一概而论。所以笔者将所有全人健康事物分为三类﹕ 

 

（1）无伤大雅 

 

这一类全人健康事物与邪道无关，问题是效用有多少？是否浪费金钱和

时间。例如健康食物、各种古方治疗法、和未能打入主流的医学产品。 

 

（2）小心为妙 

 

这一类事物本身并非邪术，却有一个玄学的解释和背景，譬如相信有某

种能力，或者「气」运行全身，如果能保持能力的平衡或畅通无阻则身体健康，

否则疾病滋生；或者相信治疗者能对受医者传递能力。所以如果治疗者将治疗

当作技术的话，不会有严重问题，问题只是效用有多大。如果治疗者本身有灵

异能力，或者是个玄学家，则治疗过程可能是利用灵异能力。例如﹕触摸治疗

（ Therapeutic Touch ）。 

 

（3）绝对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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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包括各种明显是邪术的技术，通常将病人带进变异意识，利用灵

异能力治病。包括前文已经讨论过的各种邪术，例如催眠治疗、灵异治疗等等。 

 

其他全人健康事物的例子有﹕指压（ Accupressure ）、针灸

（ Acupuncture ）、芳香治疗（ Aromatherapy ）、艺术治疗（ Art Therapy ）、生理

回馈（ Biofeedback ）、虹膜学（ Iridology ）、自然疗法（ Naturopathic Medicine ）、

脚底按摩/反射学（ Reflexology ）等等。请大家按情形决定应该属于那一类，应该

避免与否。 

 

 

 

学术界中的新纪元事物 
 

 

 新纪元事物并非尽是后胡同里的神秘怪事，其中有些已经高登学术界大堂，

例如﹕ 

 

 

人类潜能运动（ Human Potential Movement ）和人本主义心理学（ Humanistic 

Psychology ）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开山祖师马士卢（Abraham Maslow ）说，人与生俱来的

基本需要就是﹕ 1 ）生理上的需要，如食物； 2 ）安全感、被爱和归属感； 3 ）自

尊/自信； 4 ）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马士卢表示，人的天性是良善的，

但有一些基本需要，如果满足它们的话，结果就是健康和成功；但如压制它们，就

会产生疾病。 

  

四层基本需要中最高一层，也是最引起争论的一层，就是「自我实现」。什

么是「自我实现」？他的第一个定义是﹕「不断地实现人的潜能和才干，以达成他

的『使命』（或作呼召、命运、预定的终点、或天职）；更加了解和接纳自己与生

俱来的本性，不断迈向人内在的整合。」9然后，他又为自我实现下第二个定义﹕

「一下子或者突然的顷刻，人内在的所有力量被触发，这一刻是非常见效的、是强

烈而愉快的……使人更具创意……超越自我……完全实现他的潜能。」10由此可见，

自我实现的人，就是那些能够完全发挥潜能的人，它不是慢慢训练来的，而是突然

触发的。马士卢称这样的经历为「颠峰经历」（ Peak experience ）。11 

 

马士卢对这个颠峰经历还有其他的描写﹕「是被动的，这样的『被动』有如

东方哲学家、老子、道家所讲的…那不是自己所选择的意识…」 ，和「不是12预期

的自我发展（例如灵异能力），也不是日常的意识」 13。他在别的书中更坦白承认，

颠峰经历和神秘经历，基本上是一样的。14不但如此，其他心理学家也同意，颠峰

经历是神神秘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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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自我实现者的颠峰经历，就是神秘经历——人利用灵异能力获得

灵感和创意，使表现突然提升。a 这也正是新纪元运动中的人类潜能运动的主旨。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人本主义心理学和新纪元运动的结合是有目共睹的。

例如美国加州的伊西林（ Esalen ）是专为研究发展人类潜能的营地，常常开设各

种讲座，题目有﹕「催眠术和创作」，「发现你的灵异能力」，「禅宗和艺术」，

「直觉训练」，「苏非」（ Sulfism ，回教密宗），「正念冥想法」（ Mindfulness 

Meditation ），「蛇神瑜伽」，「梦的探索」，「气功治病」，「回溯前生」，

「卡巴拉」（ Kabbalah ，犹太教密宗），「瑜伽密宗」（ Tantra ），「沙蛮」

（ Shamannism ，或作萨满教、黄教、巫术）等等。15他们相信秘术可以帮助人发展

潜能，达至成功。 

 

人类潜能运动常用于商业训练上，运用各种新纪元技术协助成功和致富。例

如﹕《超级成功学》中所介绍最有效的成功方法，原来就是老美的新纪元技术。他

说，「心理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可以借自己不断地想像，而成为自己理想中

的人物…」 16。 「影响潜意识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反覆的次数…潜意识录音带…一

天听十个小时，十一个小时…连睡觉的时候都听…改变潜意识最快的方法…就是运

用催眠术…当你戴上潜能开发机的时候…它可以运用声音，还有灯光不断地闪烁，

让你自己的头脑进入一个所谓·波的状态…之后我发现陆续有非常多的生意，都是

顾客主动来找我…我几乎没有主动开发过任何顾客…」17可见这样的成功并不是自

己努力的结果，而是新纪元技术所带来的！ 

 

圣经并不教导一个消极的人生态度，但圣经对财利却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前六 6- 8 ）弟

兄姐妹们，你以为只要努力争取，就一定可以成功吗？经验告诉我们——不见得。

最富有的所罗门王曾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

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一二七 1 ）如果硬要不摘手段，运

用新纪元技巧达至成功的话，只会中了魔鬼的诡计。 

 

除了成功致富之外，新纪元还认为人有超自然的能力。对他们来说，各种灵

异能力，如知觉（ Cognition ）、预感、心灵感应（ Telepathy ）、灵魂出窍

（ Astral Projection 或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心灵致动、灵体物化

（ Materialization ）等等，都是人的潜能，只不过人自己不明白，未有发展而已。 

 

 

人有没有潜能？ 

                                                           

a
 顺便一提，新纪元圈子中还有一句口号﹕「自我实现」或「自我肯定」（Self-realization），这口

号来自印度大师，意思是说，借着各种开悟技术，明白自己的神性。所以，和Self-actualization 也

是类似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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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是哪一种潜能？自然的？超自然的？然后，我

们可以这样推理﹕ 

 

（ 1 ）人没有灵异能力——普通常理告诉我们，人没有灵异能力，只有现代

人才怀疑自己有未被发现的灵异潜能。圣经虽没有正面说明人类没有超自然能力，

但把人的智慧和能力描写得非常有限；而且，圣经例子并没有让我们看见，人有灵

异能力。超自然的事情当然只有两个源头﹕一是神，一是魔鬼，圣经里面充满着这

两种例子，例如摩西从神那里得着能力，使十灾发生在埃及，但埃及行邪术的人也

同样地行了其中两样（出七 22 ，八 7 ）。保罗传道的时候，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使

女，用法术叫她的主人得利，但保罗把那鬼从使女身上赶出去之后，主人得利的旨

望就没有了。 （徒十六 16-19 ）如果鬼被赶出，使女的法术也跟着完了，那就是说，

能力不是使女的，而是鬼的。由此可见，人本身没有灵异能力。 

 

（ 2 ）至于一些百倍于常人的正常能力，也有可能出于魔鬼——上文已经证

明了人没有灵异潜能，但如果自然的潜能（例如音乐、运动、或经营生意），当然

肯定有的。然而自然的潜能总会有无法超越的限度，所以那些百倍于常人的正常能

力也可能别有来源。例如人人都有气力，这并非灵异，但参孙过人的气力是神的灵

感动之故，不是他发展而得的（士十三 25—十六 31 ） 。另一个例子﹕格拉森被鬼

附的人也显出过人的力气（可五 1-15 ）。那么，我们怎样区分正常事情的能力来

源？答案很简单﹕如果是按正途发展的，那就是人自己的能力，如果是用新纪元技

术发展的，那就不是自己的。例如，一个人天天在运动场上练习跳高，他能够跳多

高，都是他自己的；但如这个人天天用冥想、观想、积极思想等办法来帮助自己跳

高，那么，他的跳高成积就是从邪灵而来。 

 

总而言之，基督徒不应该利用新纪元技术去发展「潜能」。 

 

 

其他例子 

 

新纪元人类潜能运动已渗入到商业训练，上边的《超级成功学》就是一个好

例子。潜能运动也被运用在艺术创作上，例如，加州大学圣地古斯分校（ U. C. 

Santa Cruz ）的校外课程开设「不用心智的艺术」（ Art of No Mind ） 18，课程简介

如下﹕「…冥想和默想的方法…带我们进入一个『不用心智』的状态，影响我们的

艺术作品…」。该课程的教师多年学禅，也曾教授禅宗冥想。 

 

 运动界也在使用潜能运动的原则，《美国新闻》（ U. S. News & World 

Report ）报导，奥林匹克运动员现已采用类似的方法，使自己在运动场上的表现达

至颠峰状态﹕「心理学家说这些人是在一个看似神志昏迷的自然状态中，使精神集

中于几件事物，而内在思想完全空白…」 19，该文又评论说﹕「从前被视为灵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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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都教巫术（ Voodoo ）…装备一个人的灵异能力…来自佛教禅宗的教导…新纪元

的概念…。」20 

 

新纪元也进到医学界中，现在有很多医生都推荐人去学习瑜伽，帮助解除压

力。美国癌症机构（ American Cancer Institute ）在发给病人的手册中赞同心像法和

观想，并且举例说明怎样观想﹕观想一枚火箭在身体内将癌细胞炸去，或者观想一

个骑士在自己的血液中把癌细胞杀死。不过，这手册认为这样做只能帮助病人消除

压力，不能代替正规医学治疗。21 

 

新纪元技术和思想借着心理学进入教堂，不足为奇。但是，现在更出现了所

谓基督教瑜伽（Christian Yoga），以「雅威」或「耶稣」为咒语，并自称为「瑜伽

灵修法」。22笔者亦曾在华人基督教杂志上看见推介气功和太极的文章。23如今，教

会内已经有基督徒催眠治疗师、基督徒教授 NLP、基督徒瑜伽行者，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有基督徒气功师、基督徒占卜专家、基督徒通灵大师？ 

 

的确，今天到处都是新纪元的陷阱。 

 

 

其他接近新纪元的心理学派 

 

 现代心理学学派中还有很多比较灵异的。例如最早的容格（ Carl Jung ）派

就明显是灵异的。心灵学（ Parapsychology ）专门研究灵异事物。人本主义心理学

渐渐发展为超越个人心理学（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甚至流行心理学亦大受

新纪元运动的影响。请见「心理学和新纪元运动」文的讨论。 

 

 

  

常有的问题 
 

 

 

几个常有的问题 

 

 当谈及新纪元运动的时候，常常有人提出下面几个问题﹕ 

 

（一）环境保养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说是新纪元？ 

 

环境保养不但是神给人的责任，也是任何良好公民所应该注意的，这事情本

身与新纪元无关，问题是此类组织常常带有新纪元思想和做法，它们利用泛神思想

（万物都是神）推动环保，有一些甚至敬拜「地球女神」，但是推动环保的人并非

全部新纪元人物，而这些组织也进行很多正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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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新纪元音乐？ 

 

新纪元音乐有几点特点，首先，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调子，没有歌词，只用乐

器，除了传统的乐器之外，还有电子乐器，比较激进的新纪元音乐更有风声、浪声、

小鸟声、或者僧侣诵经声。它通常是比较慢板而柔和，安详和静谧，叫人精神松弛。

有些新纪元音乐是为了冥想而写的，却非全部，有些人却认为新纪元音乐纯粹是一

种艺术。另一方面，那些被用以帮助冥想的音乐也不完全是新纪元音乐，各种古典

音乐都有人用。总而言之，新纪元人士有时运用音乐帮助冥想，其中以新纪元音乐

为多。 

 

（三）水晶和新纪元运动有什么关系？ 

 

水晶本为西方灵媒常用的工具，八十年代后期，新纪元圈子也产生了一股水

晶热，新纪元人士认为水晶可以治疗百病，激发才能、消除恶运、改善各种人际关

系，用途数之不尽。水晶还有更明显属于邪术的用途，如帮助冥想，开启窍门，更

可以帮助灵魂出窍，接触各种样的灵界个体。基督徒如果纯粹因为水晶的美丽而用

为饰物，是无可厚非的事，因为水晶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如果将水晶视为导至能力

的宝石，魔鬼可以利用这样的心态。 

 

（四）谁说耶稣曾经到过印度？这个讲法可靠吗？ 

 

在新纪元运动圈子中，最流行的耶稣「历史」应首举耶稣去印度这种讲法，

十九世纪末，有一个俄国人，名字叫做洛图活（ Notovitch ），自称曾经去印度北

部和西藏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喇嘛僧把一本《圣爱撒传》（ Life of St. Issa ）读给

他听，24书中讲到耶稣（就是圣爱撒），十四岁到印度，向印度大师和佛僧学吠陀

经和梵文经，学习冥想和各种赶鬼治病的法术。二十九岁返回以色列，继续传讲

「爱的福音」，最后被罗马政府中的反对势力所处死。25 

 

 曾经有人到这个喇嘛僧处调查，发现事情并不属实。最重要的是，《圣爱撒

传》的手抄本始终未能公开面世，让学者去考证，是否真有其书仍然是一个谜。此

外，还有一些比较没有这样流行的讲法，大致上都是说耶稣曾经到过印度或者埃及

拜师。 

 

 

面对新纪元运动 

 

 在这个愈来愈新纪元化的世代中，基督徒有几点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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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在神话语上札根，更要对新纪元事物多作认识，不要随便接受

任何新奇的事物，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事察验」 (帖前五 21 ) 。教会也应该遵

守唯独圣经的原则，免得新纪元思想借着其他世俗哲理渗入教会。 

 

其次，很多基督徒非常自信，认为自己信仰纯正，而且明白很多真理，

所以不可能受骗。但是圣经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林前十 12 ），因为新纪元事物都戴上假面具，而且又常和其他正当的事情混

合在一起，半真半假，似是而非，所以基督徒需要更加谨慎。下面有几点可以

作为分辨的参考﹕ 

 

（ 1 ）避免任何有可能利用灵异能力的事物；有可能引进变异意识状态

的技术；基于或可能引进不合圣经原则的思想（例如泛神论）的事物。 

 

（ 2 ）如果实在难于决定，可以省察自己的动机，是否为了追求属世的

好处，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小心不要贪图从撒但而来的便宜和好处。 

 

（ 3 ）至于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圣经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一，有疑心

的不作﹕「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

信心的都是罪。」（罗十四 23 ）第二，不绊倒弟兄﹕「无论是吃肉，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作才好。」（罗十四 21 ） 

 

无可否认，新纪元事物实在是出于恶者，所以除了「远离恶事」 (箴三 7)

是最稳妥的态度，基督徒也应该「恨恶罪恶」（诗九十七 10) ，当遇到新纪元

人物和事情的时候，基督徒要「为真道竭力争辩」 (犹３ ) ，还要「常作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前三 15) 。愿神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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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心理学（上）主要学派   

 

 

 

 

 

 心理学大概有一百年历史，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到西方教会，然后

又于二三十年前，进到中国教会。非常可惜，中国基督徒默然接受，毫不批判。笔

者遇见不少中国基督徒，甚至牧者，不自觉地误以为心理学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

所以希望当读者们读完这三篇文章之后，最低限度不会做糊涂人。 

 

 请记得，心理学绝对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接受心理学的人，我们不能叫做

异端，也不是「次等」的基督徒。反之，心理学是基督教以外的哲理，基督徒应该

小心翼翼，按照圣经来批判它。基督教只有一个权威，就是圣经。如果任何人认为

心理学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他是在圣经外另有权威，虽然不能马上被算为异

端，但最低限度，这是一个危险的方向。无论如何，教会不应该压制任何反对和批

判心理学的言论。 

 

 其次，有一点必须先澄清﹕心理学不等于辅导，辅导是可以基于圣经的。当

本文讲到心理学时，指的是世俗心理学家们的理论，世俗人士的心理辅导或者心理

治疗是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心理学学派很多，但若要指出其中比较重要、影响力比

较大的，有﹕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容格

（ Carl Jung ）的分析心理学（ Analytical Psychology ） 、行为主义心理学

（ Behaviorism ） 、人本主义心理学（ Humanistic psychology ）中有名的如罗杰斯

（ Carl Rogers ）和马斯洛（ Abraham Maslow ） 、埃利斯（ Albert Ellis ）的认知治

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 、存在主义心理学（ Existential psychology ） 、超

心理学（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等等。 

 

 本文先介绍其中比较不直接与新纪元运动有关的学派；然后请见「心理学

（中）和新纪元运动」介绍其他比较接近新纪元的学派；最后，请读「心理学（下）

和教会」文，进一步讨论心理学和教会的问题。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佛洛伊德被誉为心理治疗之父，他有一些臭名昭著的理论。其中一个代表性

理论是恋母杀父狂（Oedipus complex），他说，每一个男孩都爱上自己的母亲，希

望和她性交，但因知道父亲是他的对手，所以想杀掉父亲。对女孩来说，她发现男

孩有一个突出的性器官，而自己只有一个洞（这理论叫做阳具妒 Penis Envy） ，所



88 
 

以，她罪怪她的母亲使她这样，于是产生敌意，把爱转移到父亲身上，因为他有那

个美好的器官，所以她愿意和他性交。还有一个同来的理论，叫婴儿性欲

（infantile sexuality），说人的问题在于他婴儿时的性欲未得满足。 

 

 今天人都以这些理论为笑话闹剧，佛洛伊德被视为色情狂，他也被公认为性

革命倡导人之一。事实上，有头脑的人不必凭圣经批判，只单凭常理，就应该丢掉

它。 

 

 今天的佛洛伊德派没有那么注重婴儿性欲的问题，但仍强调童年影响人的长

成过程——佛洛伊德的精神决定论（psychic determinism）说﹕在我们最早的五六年

中，这些力量塑造我们。当我们从一个心理阶段到达另一个性心理阶段，我们的心

理受到我们身边的人物所影响，尤其是我们的父母，这些影响深藏在我们的无意识

中。我们之所以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无意识主宰我们整个生命。 

 

 事实上，佛洛伊德相信无意识（unconscious）比正常意识更能影响人的思想

和行动，而且也决定人所做的一切。那么，无意识岂不是佛洛伊德派理论的基础？

甚至是大部分心理学理论的基础？可惜，直到今天，潜意识和无意识仍然是没有科

学根据的东西，有一些学派甚至不同意无意识和潜意识这观念，或者认它没有意义。 

 

 既然人的问题是往日经历的结果，而其影响又深藏在人的无意识里，所以今

天治疗员，仍然回到人的童年或者往日的经历去，寻找当事人所受的创伤，其中有

一些还使用催眠术帮助。 

 

 今天华人教会中流行的「原生家庭探讨」「不健全家庭的受害人」 「深度

心理学」等等，就是从这个理论一脉相承而来的。即使不使用催眠术，这个理论不

但叫基督徒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又叫人感到无望、自怜、不能忘记过往，甚至破

坏家庭。请见「心理学（下）和教会」文的讨论。 

 

 佛洛伊德工作的早期，使用催眠术和可卡因（cocaine）；后来他放弃催眠术，

改用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和解梦（dream analysis）。他认为是发掘无意识的

心理分析法。自由联想乃心理分析的中心活动，使病人展现他的思想生活和他的梦。

借这样无拘束的语言表达，和梦的描写，病人可以向分析者透露自己的无意识，而

治疗者就能深入明白病人的精神状况。 

 

 虽然今天的心理学家不会使用可卡因，因为已经不合法，但是，催眠和解梦

等类新纪元做法，却仍然流行在心理治疗中。 

 

佛洛伊德还有一个似乎无伤大雅的理论，他把人性分为三个部分﹕以德

（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以德的冲动主要是性欲和侵略性本能，

但自我和超我有约束能力，于是构成推动的力量，影响大部分的行为。这样的划分，

根本是普通常理，不过他加上特殊名词为装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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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佛洛伊德，焦虑紧张是约束「性欲和侵略性本能」的结果。佛洛伊

德认为道德乃是心理毛病；道德妨碍人本能生理需要，要求莫须有的牺牲。所以，

他鼓励人要摆脱约束，去满足自己本能的需要。 

 

 

罗杰斯（Carl Rogers） 

 

 有没有听说有一类心理治疗员不指导案主，只花时间聆听案主陈述自己的问

题？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罗杰斯的「非指示自导法」（non-directive）或者

「案主中心治疗」（Client-Centered Therapy）。治疗员不指导当事人，不影响他，

只跟他谈话，在对话中以支持的观点加以叙述。例如当事人说明最近某件事很困扰

他的生活，治疗员在一旁的重复所讲出的感受，再以肯定支持，最后由当事人自己

去找寻答案、解决方法。 

 

笔者不禁问﹕如果辅导员不指导人，不提供答案，何必支付治疗费用？不如

独自把问题想清楚，或者请教于一位自己能信任的前辈，不是更有意义吗？另一方

面，辅导员很难不影响当事人。再者，当基督徒辅导别人，怎能不凭圣经原则去劝

导？怎么能不以基督为中心？以案主为中心，对人有益吗？ 

 

 为什么罗杰斯有这样的治疗法？因为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性本善，有力量

朝着光明积极的一方生长。罗杰斯自己也发明了一个「自我理论」（self theory），

这个理论假设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能力，都在某程度上自由，可以自我指导和成长。

他相信天然人的内心是健康和整全的，也许这是罗杰斯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除了强调人性本善之外，他认为人应该由自己去决定价值观，而不必盲目接

受环境或传统给他的价值观。他推动所谓「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就是

实践他的自我观念，换言之，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事实上，强调自主自治，反抗传

统道德，是很多心理学家共有的特征。 

 

 于是我们看见，他赞成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他又高举他开放式婚姻（open 

marriage，即夫妇二人同意，可以公开另有性对象），他也认为色情文学无害。至

于毒品，罗杰斯认为我们应该多加研究，为人提供更多的资料，让他们做个明智的

选择。他在《成为伙伴﹕婚姻和其另类》(Becoming Partners) 表达了他对非传统

（甚至不合法的）婚姻观和其他类似的主张，包括同居、通奸、淫荡猥亵等。 

 

 罗杰斯的「价值重申」（ value clarification ）主张也影响了教育界，他教导

孩子们以内在的（自己想出来的，也是间接被老师和领导人所影响的）价值观来代

替外在的（例如来自父母、传统、宗教的）价值观，结果就是道德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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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斯自称发现了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聆听。他指出人实

在需要被聆听，因为一些难以忍受的事情，如果有人愿意聆听，事情就会变得容易

忍受。这一点我们需要专家告诉我们吗？圣经和常理不是早已告诉我们了吗？第二

个重要原则是「真实」（to be real），但是他的「真实」还附带一点，就是「无条

件的自我敬重」（unconditional self-regard），这只是自高自大和自我中心的另一种

委婉说法。基督徒怎么可以无条件（也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认定自己是好的？

若是这样，基督徒还会自省？还会对付罪？这样的态度，只能叫基督徒灵命愈来愈

衰弱，和神的距离愈来愈远。第三个重要原则是「人和人之间的爱」，但这只是一

种有限的人的爱，并不包括神的爱，也没有爱神这一回事，所以最后只不过是自爱。 

 

罗杰斯不单否认传统道德，最后他也参与通灵活动、玩碟仙、甚至参加召魂

术。而他晚年的思想也渐渐接近新纪元，他预言将来的人类，不但对道德开放，更

对变异意识状态（冥想）、灵异现象、神秘宗教的观点感兴趣。笔者恐怕罗杰斯的

「将来」就是今天。 

 

 

弗罗姆（Eric Fromm） 

 

 心理学或心理治疗的派系繁多，但有一位心理学家，虽然不是顶有名，却必

须一提，因为他的理论十分影响教会的教导、基督徒的思想、甚至圣经解释。这位

心理学家就是弗罗姆。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上帝只是代表「至善至美」的一个符号，他和佛

洛伊德一样，觉得相信有神是一种幼稚行为。他相信人必须自爱、自信、自我接纳，

以发挥自己的潜能。 

 

他发明了「无条件的爱」这一句话，他说﹕父亲的爱是有条件的，有赖于孩

子的表现，但母亲的爱是无条件的，孩子不必有好行为，也可以赢得她的爱。很多

基督徒都以为「无条件的爱」一词来自圣经，其实这是一个误会。 「无条件的爱」

乃来自心理学！诚然，神爱人并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好处，「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

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五 8）这也是一般基督徒使用

「无条件的爱」的意思。 

 

那么有人问﹕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约三 16）呢？不是

说祂爱所有人类吗？这正是让我们思想的机会，圣经继续说﹕「信他的人，不被定

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三 18）「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

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 36）无条件的爱？事实上，还有很多类

似的经文，例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

他，我也要爱他。」（约十四 21）任何对圣经稍有认识的基督徒，都可以举一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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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罪是必须对付的。神爱我们，所以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我们得到救恩之后，祂要求我们长进，生活圣洁。圣经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

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五 14-15）「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

有人自夸。 」但圣经并不停在这里，继续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

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二 8- 10） 

 

所以，「无条件」可不是形容神的爱最佳的形容词。 

 

今天教会内还渗入了弗罗姆其他教导，因为他非常成功地引用圣经，所以很

多基督徒还以为是圣经的道理。他说，如果「爱人如己」是一种美德，爱自己也必

然是美德，不是坏事，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当圣经说「爱人如己」，乃暗示人必须

尊重自己的完整和独特。所以尊重、爱和了解他人，是不可能对自己没有爱和了解

的。因此自爱和爱人是不能分开的。 

 

可惜这又是一个错误的释经，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廿二 37-40）请留意，耶稣只给人两条命令

﹕第一，爱神；第二，爱人，怎样爱呢？好像爱自己一样。耶稣没有第三条诫命，

没有爱自己的诫命。圣经从来没有命令人去爱自己，因为人定会爱自己，不必提醒，

只有爱神和爱人，才需要提醒。 

 

 

埃利斯（Albert Ellis） 

 

 今天佛洛伊德的理论已经落伍，埃利斯的「论理情绪行为治疗法」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简称 REBT）是今天最流行的了。埃利斯认为，

人的心理问题来自他们的错误察觉和错误的认知，又因对这些错误察觉和认知，而

产生感情的反应，结果他们习惯有不健全的行为模式。所以，这个治疗法需要反抗

案主「不合理性的信念」 ，强调「深度人生哲理上的改变。 

 

 下面是埃利斯的 REBT 的一个简短概要﹕ 

 

 （A）「引发经历」 ，埃利斯在这一点所用的其他字眼有﹕「活动」、「行

动」、或者「发动者」 。 

 （B）「个人的信念系统」。包括「不合理性的信念」和「合理性的信念」。 

 （C）「情绪后果」，「合理性的后果」或是「不合理性的后果」。 

 （D）「反抗不合理性的信念」。治疗员对抗案主的「不合理性信念」，然

后指导案主反抗自己的「不合理性的信念」。 

 （E）「效果」，也叫「作用效果」，有「认知效果」和「行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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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利斯解释说﹕环境（A）的本身不会引起「不健全效果」（C），但是人

的「不合理性信念」（B）引起自己的痛苦情绪。所以，他需要把他的思想较正，

「反抗」（D）他的「不合理性的信念」（B），代以「合理性的信念」（B）。这

样的过程是为了带来「认知效果」和「行为效果」（E）。 

 

 这个理论不但合圣经，又合常理，但在基督徒热烈地支持它之前，基督徒必

须问﹕「什么是合理的信念？」 

 

 埃利斯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他屡次在写作中坚持说﹕相信神是「不合理

性的信念」。在他的书《反对宗教》（ The Case Against Religion ）中，埃利斯宣称，

大部分有组织的宗教的精华是自虐狂和消除内疚的手续，虔诚的人借此允许自己去

享受人生。他又说，宗教和自虐狂，二者都是精神病。一个有虔诚信仰的人，不可

能是一个坚强和独立自主的人。 

 

 埃利斯还有一本很触目的书，叫做《性无罪》(Sex Without Guilt in the 21st 

Century)   。他在书中表示，婚前性行为有好处，也有坏处，但他认为，那些所谓

害处不值得担心，所以他说﹕既然大部分有知识有教育的人，不再视婚前性行为为

罪恶，我们不必再为此内疚。他也认为婚外性行为，有好处、也有坏处，可是他看

见的是益多害少，所以他的结论是﹕今天的有识之士不再认为通奸本是邪恶的罪恶，

不会感到很大的内疚，或完全没有内疚。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需要埃利斯去教导我们，基督徒都能知道，情绪和行为

是彰显内心（信念）的，因为圣经老早这样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

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四 23）「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

污秽人……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能污秽人。」（可七 21- 23）「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

发出恶来。」（太十二 34-35） 

 

基督徒也应该同意﹕圣经原则就是「合理的信念」，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应以

圣经校正。如果我们采取埃利斯的人生哲学，认同他决定什么是合理和不合理信念

的原则，那就正是圣经所讲的﹕ 「心地昏昧……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

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 （弗四 18- 19） 

 

 

心理学的不良影响 

 

 从上边的介绍可见﹕因为心理学的基本前设于圣经大异，所以我们看见心理

学理论中有很多不良果子。总概心理学对社会人士的一般性影响有﹕ 

 

（1）人性本善的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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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斯的案主中心治疗法和自我理论，正是人性本善的最好例子。马斯洛也

对人有绝对的信心，他相信，人的本性并不邪恶，如果人有不良表现，那是他在挫

折之下的反应。佛洛伊以德似乎没有正面肯定人性本善，但今天的佛洛伊德派心理

辅导把人的问题都推到环境（如父母、或童年经验）头上，如果人要解决他的问题，

就先要找出谁曾经伤害他。这也是人性本善的另一个表达方式。 

 

 事实上，很多心理学学派都有「人性本善」的前设。当然，非基督徒不能明

白人有罪这一回事，我们不能怪责他们。但这却影响了基督徒心理辅导们也不多提

及罪。可是，这又怎样解决人的问题？尤有什者，教会讲台因为被心理学污染，也

不多愿意谈到罪。 

 

 （2）提倡自我主义 

 

 有谁没有听过自爱、自尊、自信（self-love, self-esteem）、自我实现、自我

肯定等名堂？这些观念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常见字眼，罗杰斯和马斯洛都经常使用，

它们更是充斥于今天的流行心理学里。不但很多非基督徒把这些态度当作美德，很

多基督徒也不知底里地误以这些为是圣经教导。但这样，人就成为自己世界的中心，

而上帝却被推到一旁去，我们也看见很多基督徒无法接受圣经中「舍己」的观念。 

 

    我们必须也留意，这些自我这个、自我那个，也是新纪元思想！事实上，

客观研究早已证实理论没有效用，不过因为它们迎合人性，所以它仍然在社会上和

教会中流行。请看「心理学（中）和新纪元运动」和「心理学（下）和教会」文。          

                                                                                                                                                                                                                                                                                                                                              

 （3）藐视传统道德 

 

 人若自我中心，他不会尊重上帝的道德律；人若以自己本性为善良，他会认

定自己的道德观念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藐视传统道德，或说，藐

视圣经里的道德规范。所以，罗杰斯相信，为了达成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我

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埃利斯认为我们应该根据人的经验去决定道德法

规。  

 

 总而言之，这是一般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者的道德观﹕道德是人自己决定的，

必须对自己有好处，所以它是相对的。若仍需有所谓道德标准，是为了维持社会次

序，不是为了将来有审判。基督徒怎能让心理学影响自己、污染教会呢？ 

 

 （4）倡导性革命 

 

 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丢弃传统道德，居首的就在婚姻和性爱问题上彰显。佛

洛伊德的婴儿性欲、阳具妒、恋母杀父狂等理论，叫人想到自己需要满足性欲，倡

导了性革命。罗杰斯基本上反对所有传统婚姻性爱观念。埃利斯也是一位性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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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认为婚前、婚外性行为有很多好处。至于其他心理学派，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虽然我们不能把性革命的责任完全推到心理学家的头上，但是他们有很大的责任。 

 

 心理治疗本以同性恋为病（圣经说它是罪），近年已经以它为另类性行为，

并且不赞许治疗员帮助改变人的性倾向。你我今天不单看见家庭解瓦，也看见同性

恋者走出壁橱、争取结婚权利，请记得这是心理学的功劳。 

 

（5） 鼓励纵容孩子 

 

 这些自我主义的理论和宽松的道德观念，不但影响成人，也影响孩子，因为

它们影响家长和学校的教养孩童理论。史博嘉（Benjamin Spock）是儿童教养的权

威，他首倡不要打孩子，又为孩子的各种不良行为，如撒谎、欺骗、剽窃，寻找借

口。 

 

 事实上，因为今天教养孩子的书籍都认为父母最重要的是鼓励孩子自爱、自

尊、自信，以至父母们似乎都担心自己对孩子管教太严，叫孩子成为不健全家庭的

受害人。但是，任何留意美国孩童和青少年的各种问题，如成积下降、未婚怀孕、

吸毒酗酒，都应该明白这些理论失败。基督徒父母们，请回到圣经去。 

 

（6）精神决定论 

 

 佛洛伊德的精神决定论说﹕在我们最早的五六年中的经历，是塑造我们的力

量。这理论现在已经流行如普通常理。今天华人教会中流行的「原生家庭探讨」

「不健全家庭的受害人」等等，就是从这个理论一脉相承而来的。这个理论当然不

合圣经，而且叫基督徒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叫人感到无望、自怜、不能忘记过往，

甚至破坏家庭。再者，今天最新的研究也把它推翻了，新的研究趋势是从人的基因

和生理着手。基督徒更应该明白，影响人的还有灵界的力量。请见「心理学（下）

和教会」更详细的讨论。 

 

 （7）新纪元运动 

 

 现代心理学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影响，就是直接间接地在社会上推动新纪元运

动，于是也把新纪元事物带到教会来。我们可以在心理学中找到﹕新纪元技术，如

冥想、催眠、观想、积极思想等等，或者新纪元思想哲理，如道德相对、自我主义、

拒抗权威等等。事实上，基督徒新纪元研究员都同意，从前心理学和邪术早已结缘，

今天又和新纪元运动界线难分。请见「心理学（中）和新纪元运动」文更详细的讨

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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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心理学（中）和新纪元运动   
 

 

 

 

 现代心理学和新纪元运动界线难分，事实上，从心理学的鼻祖们开始，就已

经和各种邪术结缘。 「心理学（上）主要学派」一文已经介绍了几个比较没有那

么新纪元的学派，现在介绍几个比较灵异的学派，和一些基本上亦是新纪元的流行

心理学。 

 

 

心灵学 （ Parapsychology ） 

 

早在十九世纪，伦敦的心灵研究社（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开始

研究灵异现象。到 1960 年代，美国出现了几位著名心灵学家，如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的莱恩（Rhine）博士，努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人认

为这是伪科学，旁门左道，但随着新纪元运动的流行，一般人开始对灵异事情

感兴趣，因此，很多本来接受正统训练出身的心理学家开始走上这条路，于是

心灵学也慢慢登上学术大雅之堂。 

 

 这门「科学」专门研究、实验、和解释各种超自然现象， Extra-sensory 

perception)、心灵致动（Psychokinesis） 、超感知觉（Clairvoyance，或作千里眼）、

超感听觉（Clariaudience，或作顺风耳） 、预感（Precognition） 、自动书写

（automatic writing）、通灵、召魂会（ necromancy ） 、巫术、魔术、濒死经历

（Near death experience） 、灵魂出窍（Astral projection ）等等。心灵学家的工作

包括调查灵异现象报告的可信性，设计实验去测量灵异能力的真实性和设法用科学

方法去解释。所以研究员虽然打着「科学实验」的名堂，但试想，人若参与召

魂会，或者训练自己能自动书写，他们实际上是参与邪术。 

 

 心灵学家以灵异现象为自然的事，只是不寻常而已，而灵异能力亦是正常

的人类本能，只是在某些人身上比较明显。当这些灵异能力在有意无意间被运用的

时候，灵异现象就产生了。可是普通常理和圣经例子都告诉我们，人没有灵异潜能，

请见「新纪元运动（下）」的讨论。 

 

 人怎样发展这些能力呢？不同的专家有不同办法，但是最后总会包含各种程

度和方式的冥想。1 当然，冥想能使人产生灵异能力，接触灵体，但最终结果却不

堪想像，请见「新纪元运动（中）」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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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学家怎样去用「科学」方法解释灵异现象呢？最普通的是潜意识

（Subconscious），例如碟仙（ Ouija board ）为什么会移动，他们觉得是参与者本

有答案在心中，潜意识地将碟仙移动2。又例如，一些灵媒自称看见鬼魂，并从他

们获得消息，而心灵学家就觉得这些鬼魂不过是灵媒的潜意识，与灵媒暂时分开。
3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交鬼的事情，我们也都听过各种样式的邪灵活动。所以这些现

代学者使用科学名词去解释，他们不单是让人误以为没有灵异事情，更没有邪灵这

回事，于是放下警惕之心；他们更是帮助邪灵们掩饰它们的活动，想邪灵们都非常

感激心灵学家才是。 

 

心灵学家还有很多其他解释灵异现象的理论，但是心灵学家无法不坦白承认

他们不能解释「预感」 ，因为如果预感是真的话，是否表示命运是预定的？还是

应该本着科学精神去相信人类有自由意志，可以去决定自己的将来？4其实不足为

怪，科学本是研究物质的工具，如果硬要用来研究灵界的事情，只会摸不着头脑，

所以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始终未有任何突破。而且到一个地步，心灵学家的理论也

就开始和玄学相似。 

 

 

容格（ Carl Jung ） 

 

心理学鼻祖之一的容格，路线非常灵异，稍为读他的作品，人都会同意。

他交鬼的事，已经是公开秘密。他曾形容自己的整个房子「充满了灵体」，甚至他

的孩子们也经历到灵异事情，灵体对他大声喊叫。容格说﹕「腓利门（ Philemon 

〔一个灵体〕）在我里面对我讲话，我感到不得不处理和表达把这些话。」于是

《死人讲的七篇道》（ Septem Sermones ）就以三个晚上的时间从他里面涌出来的。

此事就是他「日后的无意识理论的前奏」。之后，他常听到死人的声音。5如果这

不是交鬼，他的理论不是鬼灵教导，是什么？ 

 

容格跟佛洛伊德一样，认为人有无意识，但他更把无意识划分为「个人无意

识」（personal unconscious）和「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 ） 。容格认

为个人无意识是表面的一层，还有更深、更重要的一层，就是﹕集体无意识。集体

无意识在人的心灵中显现，或者说，每一个人的个人无意识都在此相连相通，这样

就可以解释很多灵异现象，例如心灵感应。他也说﹕无意识是宗教神秘经历进入的

地方。6 

 

在容格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着各种「原型」（archetype），包括「大妈妈」、

代表天真和更新的「处女」、「孩子」、代表永远青春的「葡尔伊通奴」（Puer 

Aeternus ）、「捣蛋者」、「追寻中的英雄」、「邪恶的杂交」、和「代罪羔羊」

等等。他相信神仙故事中的角色常常代表这些原形，我们可以借着梦境和冥想去接

触。容格以后的心理学家也同意，原型实在就是一些灵体，可用冥想去接触。所以，

笔者猜测，这些原型恐怕不单是一些代表性的符号那么简单，它们很可能就是容格

所接触到的鬼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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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格也发表了「共时性原理」（Synchronicity），他认为人内心的一些视像

或梦境，有时候会跟外在的事实同时发生，以此来解释灵异的事情。例如﹕占卜、

心灵致动、超感知觉、超感听觉、预感。除了心灵学之外，容格很可能是第一个使

用「科学」名词去解释灵异事情的人，所以，他的理论被心灵学和新纪元运动欢迎。

新纪元认为灵异能力是人的自然潜能，有待发挥，容格正好成为他们的「学术盾

牌」。 

 

容格也曾研究很多东方宗教，例如他认为，曼陀罗（Mandala，是一些西藏

佛僧用以帮助冥想的图案）可以揭露人的无意识。此外，容格对占卜和瑜伽等也感

兴趣。换言之，学习容格派心理学跟学习异教邪术无大分别。 

 

容格学派和鬼灵的关系，不得不叫基督徒想一想﹕有多少心理学家自觉或不

自觉地交鬼？有多少因实践冥想而被灵界影响？心理学理论中，到底有多少是直接

或间接的来自邪灵启示？邪灵为什么要帮助人发明这些理论？对人有益还是有害？

既然今天教会接纳心理学，有多少邪灵的理论已经登上讲台？ 

 

 

人本主义心理学（ Humanistic Psychology ） 

 

 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它在社会上所带来的新纪元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 ，实在是最普遍的新纪元心理学，已经在「新纪元运动」（下）

讨论过。  

 

 

超心理学（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 

 

 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社会上推动新纪元的人类潜能运动，在学术界中慢慢发展

为更公开灵异的「超个人心理学」（简称﹕超心理学）。 

 

 根据「超心理学协会」对自己的介绍，它是结合现代心理学和属灵事物的一

新兴学派。一面继承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观念，另一方面，它的渊源可追

溯于佛教、道教、印度教、回教神秘宗、天主教和东正教修士等等的做法。7所以，

超个人心理学家们试图将各种宗教传统中有关精神成长的理论、经验和灵修技术

（如瑜珈、禅修等）整合到心理学里，特别是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中。他们所研

究的题目有﹕各种变异意识状态、冥想、梦境、迷幻药、神秘主义、濒死经历、各

种灵异现象（如心灵致动、超感知觉、超感听觉）等等。从首席超心理学家塔特

（ Charles Tart ） 的作品，可见一班。8请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旁门左道，打不进主流

的学派，这学派现在越来越流行，恐怕这也是整个心理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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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超心理学家，公开交鬼，甚至公开自称通灵人士（交鬼者）。举个例，

加州大学圣地古斯分校（ UC Santa Cruz ）校外课程是为在职人士进修而设，所开

设的课程都是最新颖最需求的，留意一下它的课程，可以看见任何学科的趋势。有

一次有一个吓坏人的课程﹕「你的亲人活在你里面」，课程简介说﹕「本课程教你

怎样和已死的亲人继续交往…… 」 9。心理学教人交鬼！ 

 

超心理学和心灵学或容格派等学派一样，他们都在涉足各种邪术，这正是圣

经所禁止的﹕「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

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

所憎恶…… 」（申十八 10-12） 

 

 另一方面，超心理学和从前的学派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相信有

灵界；其他学派都以灵异现象为自然现象，灵异能力为人的潜能。事实上，这是唯

一的心理学派正面表示相信有灵界，（虽然今天很多心理学家已经倾向属灵事情）。

塔特在他的一本新书中表示，虽然现代人因为科学思想影响，不相信有灵界，但灵

异现象是灵界存在的证据。10 的确，超心理学的流行也指出了后现代的思想趋势，

人们已经开始放弃唯物主义，渐渐明白物质以外，还有灵界。 

 

但基督徒不要因为他们认识灵界真实，就以为他们跟基督教就是和谐的。灵

界中有天使、有魔鬼，基督徒应该小心分辨。但是，正如新纪元一样，超心理学家

不会去分辨善恶，基本上，他们都认为灵界个体都是善良的，愿意和它们来往。基

督徒新纪元研究员，无论他对心理学的态度如何，一致同意这一派的心理学是新纪

元。 

 

 

新纪元技术 

 

新纪元中各种冥想技术的变化已经在「新纪元运动」（中）文中介绍过，其

中大部分都在心理学中流行。上边已经介绍过几个比较接近新纪元的心理学学派，

他们使用冥想、催眠术和各种新纪元技术，不在话下。可是，冥想和催眠术，都在

其他不太明显灵异的学派中看见。 

 

 例如，佛洛伊德（ Sigmund Frued ）书中屡次提到催眠术和其各种用途，他

也认为催眠术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佛洛伊德最后放弃催眠术，改用「自由联想」

（ free association ）11 和解梦。 

 

 罗杰斯（ Carl Rogers ）不大力推动冥想，但也承认有冥想经历。他也认为

催眠术，和其他心理治疗技术一样，都能显露人的本来状况；12  他相信冥想可以治

病；他也相信灵异现象。13 他晚年的思想也渐渐接近新纪元，他预言将来的人类，

不但对道德开放，更对变异意识状态（冥想）、灵异现象、神秘宗教的观点感兴趣。
14 今天，罗杰斯的预言应验在我们眼前，心理学功劳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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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利斯（ Albert Ellis ）看似一个理智主义者，他并不强调冥想，但他也曾介

绍冥想办法，又推荐使用冥想去抵挡酒瘾。15 弗罗姆（ Eric Fromm ）更似乎与冥想

催眠等技术无涉，但他在名著《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ing ）中简单描述冥想

的基础步骤，并称之为爱的实践方法之一。 

 

 坊间书店有两本书，一本叫《给笨蛋读的心理学》（ Psychology for 

Dummies ） 16，一本是《白痴的心理学导论》（ The 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Psychology ） 17，名字非常有趣，表示这两本书是写给完全不懂心理学的门外汉，

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介绍，所以它们的内容一定是最基本的资料。笔者发现两

本书都谈到催眠术和冥想两个题目，都表示这些技术是引进变异意识状态的技

术。我再翻一翻心理学最流行的杂志—— 《今日心理学》（ Psychology Today ）

最近十年的刊物，发现谈到催眠、冥想、瑜伽、禅座、变异意识等题目的文章，

不下几十篇（可能近百篇）。可见催眠和冥想是心理治疗中的正统题目。 

 

结果基督教心理治疗中也出现催眠和各种冥想方式。 「新纪元运动

（中）」一文已经介绍过基督教招牌下的冥想变化，其中还有人使用冥想把

「耶稣」召来。 

 

 各种冥想做法，先带来甜头，再带来祸害，请见「新纪元运动（中）」

一文。那么，我们怎能欢迎这些技术借着心理学进到教会？ 

 

 

流行心理学和《邪魔登讲台》 

 

贝亚（Randall Baer）曾经是一位新纪元人物，后来信了耶稣，他在水晶方面

的著作，叫他在新纪元圈子稍有名气。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新纪元的恶梦》（Inside the New Age Nightmare）。书中说﹕新纪元心理学主要是

容格派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但是，不幸地，其他不明显的新纪元心理学，也

大受其影响。18   

 

我对他的话深有同感。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邪魔登讲台》 （Unholy 

Allianve）研究指出﹕邪灵借着新纪元交鬼人士所发表的教导，大部分可以在世俗

心理学中找到，过半数可以在基督教心理学中找到。邪灵不但教导泛神论、轮回、

冥想办法，它们也教导很多流行心理学。现在让我举例证明﹕ 

 

例一﹕不健全家庭 
 

一只邪灵﹕「这内心幼童（或作内在孩子、Child within、Inner child）没有获

得足够的爱」，我们需要让他（或她）获得所需要的，否则，这孩子将「倔强地拒

绝长大」。结果，有些人在他们的成年人生命中，「不断将他人视作父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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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是寻求一个母亲，不是妻子、爱人、或朋友。」他们可

能找到一个愿意扮演母亲角色的人，虽然如此，「他们终于还是会说﹕『无论你多

努力尝试，你总不是我的母亲！』」 无论如何，他们继续「将每一个人当作自己

的母亲。」除了内心幼童之外，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整天惶恐不安的「内心青少年」

（Adolescent within），他们都在影响我们成年的人生。然而，冥想可「让我们解除

过去对我们今天的束缚，但你自己必须先行放弃这样的思想，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

去。」 

 

它的意思就是说，童年伤害造成成年后的人际关系问题。请问这和我们常在

教堂中听到的基督教心理学是否有很大的分别？ 

 

例二﹕自尊自信自爱 
 

请见通灵出版物《喜悦之道》 （Living with Joy）目录中的两章﹕  

 

  第五章「自爱的艺术」——次标题﹕爱自己就要按你的现状来接纳你自己；

爱自己就要离开内疚；你对现实的信念，决定你的经历；只有那些对自己有好感的

人，才能谦卑；接受别人的爱，就是对别人最好的礼物；不必太认真。 

  

  第六章「自我尊敬、自我尊重、和自我价值」——次标题﹕来自你的力量不

是你的软弱；你怎样对自己，别人也怎样对你；所有情况，都是学习机会，让你获

得更多的能力和爱；自我价值就是注重你的感受。 

  

读上边两个例子，让人怀疑，这些书是通灵出版物，还是流行心理学！想很

多基督徒都在教堂的心理学讲座，甚至主日讲台上听过差不多的道理。但上边两个

例子都来自通灵出版物，也就是邪灵教导，我们不担心吗？ 

 

例三 A﹕冥想 

 

邪灵﹕「首先，找一个舒服的位置、松驰、从七数到一。然后，观想自己在

一个树林里，观想林中树木、地面、树枝、树叶。它提醒我们﹕「你观想得愈清晰

逼真，你的冥想就愈成功。」然后拉撒烈说，观想自己在森林小径上漫步，这小径

通往一个栅栏。在栅栏前面有一块空旷地，地上有四包礼物。它指示我们把礼物拆

开，细看和触摸这些礼物。拆开礼物之后，推开栅栏，那么，就可以开始栅栏后的

一个「神圣的旅程」。最后，它说﹕「当时候到，你准备好，你可以慢慢从冥想中

出来。」 

 

例三 B﹕冥想 

 

一位基督徒心理辅导说﹕首先放松全身、留意自己的呼吸，「进入下面这幅

图画﹕在一个周末清晨，到达自己最喜欢的沙滩……赤脚走在沙滩上，溜达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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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海风吹来，感觉轻滑的沙粒抚摸着你的脚，给你一种舒服的感觉，你慢慢地

溜达，聆听海洋的声音……海风抚摸你的脸孔……令你清爽舒服……天边传来海鸥

的声音……太阳照在沙滩和水上，非常温暖……暂时忘却一星期来的工作和责

任……你看见自己在沙滩上溜达，感觉自己那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蓝天、白

云、阳光、沙滩、清风、碧海……」19 

  

 上边是两个教导冥想例子，一个来自邪灵，另一个来自一位基督徒心理辅导，

但是相似之处令人震惊，不同之处只在所观想的景物。现在事实摆在我们眼前，邪

灵教导和心理学理论有如此大的吻合，基督徒应该醒悟，把心理学带到教会来，危

险甚大，请继续见「心理学（下）和教会」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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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 

偏离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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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心理学（下）影响教会 
  

 

 

 

 

前文提到，主要的心理学派，若非公开明显灵异，或者多少实践催眠和冥想，

其余的理论也有很多不合圣经、高举自我、低贬道德。 

 

 这并笔者的偏见。根据一本基督教的百科全书，《贝克心理学和辅导百科全

书》（ Baker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 Counseling ）， 心理学有八个基本前设﹕ 

（ 1 ）自然主义（ 2 ）唯物主义（ 3 ）还原主义 a（ 4 ）决定论（ 5 ）进化论（ 6 ）

逻辑实证主义（ 7 ）相对主义（ 8 ）人本主义。1 还有秘术主义，例如容格派和超

心理学都是好例子。b 

 

 换一句话说﹕心理学不知道人有灵魂、人有罪性、有上帝、有审判，一些学

派甚至不相信有灵界，另外一些学派却实行冥想通灵。任何稍有知识的人，都会知

道这些前设和基督教相反。 

 

 

心理学进入教会 

 

 也许有人问﹕今天的基督教教会，甚至神学院都非常欢迎心理学。那么，他

们所使用的，是否完全不同的理论？或者同样的理论，在基督徒手中就会化腐朽为

神奇？ 

 

 「基督教心理学研究协会」（ The 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 简称 CAPS ）是由自称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们所组成的，他们曾承认﹕ 「现

在被接纳为基督教心理学的，和非基督教的心理学没有明显的差别。 ……直到目

前，没有一个理论、研究、或者治疗办法是基督教所独有的。」2意思就是说，所

谓基督教心理学不过是一些基督徒，把世俗心理学中的理论和技术带到教会来。 

 

根据笔者的观察，读基督教心理学书籍和读一般的流行心理学书籍，无大差

异。基督徒心理学家们通常会过滤那些明显有问题的，然后也许加上一些经文附和，

让人以为这些理论来自圣经。 

 

                                                           
a
 还原主义——认为可从物理学上和化学上完全说明生命现象。 

b
 因为心理学基本上是唯物的，所以一般视灵异现象为人的潜能，只有少数的学派会承认灵体存

在。所以，虽然心理学自始已有秘术，他们不以秘术主义为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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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怎么可能接受一些和圣经原则完全相反的理论？甚至接纳新纪元邪术？

原因很简单，笔者称之为「三步曲」，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先接受一些似乎是无伤

大雅的理论，然后接受一些不合圣经的理论，最后，新纪元思想和技术也都跟着进

来。 

 

 第一步，心理学理论中有一些是普通常理，或者看似普通常理。例如男女有

别、沟通技巧等。可是，其中有好些已经被推翻，例如新研究认为男女的分别并不

大，不是「水牛蝴蝶」那么大。另一些，例如沟通技术，虽然未必是大错特错，但

又被研究指为效用不大，事实上，基督徒都应该明白，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来自人

的罪，是人心里面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必须回到圣经去，光是讲究技术，成积不

佳，有什么奇怪？还有一些实在是普通常理，那么，我们何需无神论专家告诉我们？ 

 

既然这些看似无害、也许有益的理论，不见得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专家们又

提出另一大堆不合圣经的理论，其中有在教会中非常流行，例如﹕不健全家庭的受

害人，自爱自尊自信。 （下面以这两个理论为例讨论。） 

 

于是最后，基督徒心理学家们也推动催眠术和各种冥想的变化方式。 

 

 

教会中常见的例子 

 

（一）不健全家庭伤害 

 

 今天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童年经历对人的价值观和信念有极大影响，因为

我们的家庭或其他权威人物都曾经伤害过我们，所以我们人生观的基本前设是被这

些「创伤」所塑造成的。他们亦说，我们成年后与配偶互相刺痛，是因为原生家庭

的困扰，伤痕和阴影进到婚姻所造成的。有些基督徒心理学家还说，童年经历不单

影响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也影响我们怎样认识神。这个理论非常迎合人的口味，所

以在教会内外都大受欢迎，但是细想，却有很多问题﹕ 

 

 （1）非决定性 

 

 圣经和普通常理都告诉我们，童年所受的影响，并非决定性。圣经就有很多

这样的例子﹕亚哈斯是个坏王（王下十六 1-4），但他的儿子希西家是个好王（王

下十八 1-4）可惜好王希西家却有一个坏的儿子﹕玛拿西（王下廿一 1-2）。 

 

 （2）多方影响——社会、灵界、生理 

 

 不是只有童年经历才能影响人，学校、教会、朋友、电视、网路，统统都对

人有影响。先知以赛亚悲叹道﹕「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

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赛六 5）显示他受了他的朋友和邻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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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任何人，包括基督徒，都受到灵界的影响。当「耶稣转过来，对彼得

说，撒但退我后边去罢。」（太十六 23）彼得当时明显是被撒但影响；但万幸，

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二 13） 

 

 （3）自我省察、自己交帐 

 

 我们从不同方面受到不同的影响，但神让我们有选择的能力，既然如此，我

们就必须负责任﹕「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十四 12）

伤害我们的人自己要向神交帐；我们对伤害的反应怎样，也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心态

向神交帐。 

 

 人人都是罪人，总会互相伤害，与其追究别人怎样伤害自己，不如自省﹕

「神阿，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诗一

三九 23-24）「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加六 4），切勿「看见你弟兄眼中有

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太七 3）。 

 

 （4）已经落伍 

 

 上边已经提说，不单圣经，普通常理也能告诉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不是决

定性的，因为影响人的因素很多。最近愈来愈多的科学研究显示，我们大有可能被

自己的遗传基因和生理所影响，而且似乎比环境还有力。所以，从原生家庭解释行

为已经落伍。 

 

 （5）罪和子孙 

 

 主张探讨原生家庭的人很喜欢引用出埃及记二十章 5-6 节说明家庭伤害人。

无可否认，有一些罪可以祸延子孙，但这咒诅三四代的刑罚是专为拜偶像行邪术的

人而设的，其他诫命，如不可杀人、奸淫、偷盗等都没有附上这个严重的咒诅，所

以不能滥用。 

 

 （6）新纪元事物 

 

 最后，还有一件更严重的事，必须为读者解释﹕「家庭伤害」这个观念并非

纯粹是一个不合圣经的观念，世俗的思想，也是新纪元信念，请见「心理学（中）

和新纪元运动」文对《邪魔登讲台》的介绍。 

 

（二）自爱、自尊、自信 

 

 现代心理学家高举自爱/自尊/自信（Self-Love, Self-Esteem），视之为众善之

泉，缺少了它就是万恶之根，所以学生考试不合格、吸毒、未婚少女怀孕等等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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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尊/自信不足」的头上；据说自尊/自信程度高的人，不但可以避免很多不良

行为，而且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我们不但在社会上常常听到，在教堂里，这

理论流行的程度，笔者曾打兴说，它好像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可是这理论流行的原

因不是因为它有效，却只因它迎合人性。 

 

 （ 1 ）圣经教导  

 

 圣经从不教我们「自爱/自尊/自信」，而且很多经文带有完全相反的含义。 

 

（a）自爱——圣经多次命令我们去爱神、爱别人﹕「你要尽心、尽性、尽

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可十二 30-31） 

基督徒心理学家都很喜欢引用「爱人如己」一句话来说明圣经教导我们先去

爱自己，然后才能去爱别人，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圣经解释。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叫

你爱自己，却多次命令我们去爱神和爱其他人，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懂得要爱自

己，满足自己的愿望，少有人需要别人提醒，所以圣经的意思是说信徒应该照顾别

人，好像照顾自己一样。3圣经亦指出爱人不需要先爱自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

处。」（林前十三 5） 

 

（b）自尊——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二 3）（KJV 作 Esteem others ） 

圣经伟人似乎都没有什么自尊。例如，大卫说自己是「软弱的」（诗六 2 ），

又说「神阿，我的愚眛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诗六十九 5 ） 。保罗

对自己的评论最有趣，他在主后五十九年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称自己为『使徒

中最小的』（林前十五 9 ）；过了五年以后，在主后六十四年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

他称自己『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弗三 8 ） ；到主后六十五年，在他正要行

完他的路途，预备进安息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竟然说﹕『在罪人中，我是个

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提前一 15-16 ） 。4 

 

（c）自信——圣经说﹕ 「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箴二十八 26） 

 「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十 12） 

 大概又有人问﹕「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自信？岂不是很颓丧吗？」圣经

虽然不教导我们自信，却没有教导我们意气消沉、悲观消极，圣经有更宝贵的道理

——信靠神，不是信靠自己。约书亚很可能是一个自信不足的人，他自己并没有设

法去增加自信，神也没有鼓励他自信，神只是鼓励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

怕，也不要惊惶」 ，何以能刚强壮胆呢？ 「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书一 9）神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自己自信不足吗？请你信靠仰望

神。 

 

 （ 2 ）最新研究显示效用不高 

 世俗评论早对这个自尊/自信运动不太客气。早在 1992 年，《新闻周刊》

（Newsweek）已经有一期的封面文章是关于自尊/自信。杂志封面这样写着﹕「自

尊/自信的咒诅﹕『对自己有好感』运动有什么不妥？」杂志文章讲到，自信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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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童不见得成积比较好，又指出美国教会因受这观念影响，不再提到罪。5然后

《科学美国》（Scientific American）2005 年有一文章概括近年研究﹕提升自尊/自信，

不能帮助学业进步，也不能防止不良行为。自尊自信和不良行为没有一定关系；自

尊高的人似乎更有偏见，更容易和朋友绝交；最重要的是，自尊自信高的人，更倾

向于暴力行为。6总而言之，自爱自尊自信，有害无益！ 

 

（3）新纪元思想 

 最后，自爱、自尊不单是不合圣经的世俗观念，也是新纪元思想，请见「心

理学（中）和新纪元运动」文对《邪魔登讲台》的介绍。 

 

（三）基督教心理学中的新纪元思想和技术 

 

 二三十年前，邱清泰博士带到港台，向中国教会推动心理学的名基督徒心理

学家柯联思（ Gary Collins ）说﹕不同的辅导员从不同的学派学到不同的技术，他

知道有一些基督徒非常气愤，极力谴责某类技术，例如催眠术、观想、自语、影像

法。他说﹕「我们愿意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也对这些问题敏感」，最后，他劝告

其他基督徒心理学家，「避免公开辩论」，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7 换

言之，如果你要使用催眠术，或者其他类似于冥想的技术，你要用就用罢，不要太

嚣张就是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教心理辅导圈子看见各种新纪元技术，并不奇

怪。 

 

 当笔者第一次听说有基督徒催眠治疗专家，笔者以为别人和自己开玩笑，

想不到是铁一般的事实。不但美国教会有，中国教会亦然，神学院也有开班教

授的。美国教会还有一个发给「基督徒催眠师证书」的「基督徒催眠师团契」

（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Hypnotists ）的组织！8虽然自称基督徒催眠专家的

人仍然是少数，但我们可以相信，在辅导室内使用催眠术、积极思想、观想等

等的基督徒心理学家，大有可能不是少数。弟兄姐妹们物色辅导员时必须留意。 

 

 除了各种新纪元技术之外，新纪元思想也在不同程度上污染了教会。例如上

边提到的两个例子——不健全家庭伤害和自爱自尊，似乎都是流行心理学而已，但

其实也是新纪元思想，尤其是自尊自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纪元人生哲学，但因

为心理学进入教会，所以也被带进来。新纪元思想有一些和人生哲理有关，另一些

和神学或玄学有关，（请见《邪魔登讲台》一书的内容）。至于那些和神学有关的

新纪纪元思想，如泛神论，不是完全在基督教心理学家的写作中找不到，只是比较

少见，而且通常是信仰不纯正者的教导中才有。 

 

 

对教会的不良影响 

 

 「心理学（上）主要学派」文已经讨论过心理学的一般性不良影响，包括﹕

人性本善的前设、提倡自我主义、藐视传统道德、倡导性革命、鼓励纵容孩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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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决定论的各种坏影响、帮助新纪元运动传播。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当然难免受到

世俗思想污染，我们本来就该留意，如果还要把心理学带到教会来，信徒就更容易

受影响。 

 

所以除了上述的不良影响之外，心理学在教会里，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它已经慢慢地取代了圣经的地位，渐渐影响了神学思想。于是，罪变成心理不健康；

人的最大需要不是救恩，而是自我实现；祷告变成冥想；耶稣从前是我们的救主，

现在升任治疗员的助手，帮忙医治我们心灵里的伤痕。至于那些不认真的教会，我

们不难在他们的讲台上听到自尊自爱等类不符合圣经原则的新纪元道理。一般信徒

的分辨能力当然都不比他们的牧长，而且他们都相当信任他们的牧长，于是照单全

收。 

 

结果，对很多信徒而言，圣经只讲一些不实际的神学，他们在每天生活中，

只想到心理辅导理论怎样讲，于是满脑子只有心理学。尤有什者，笔者曾经遇见有

教会，团契标榜绝不查考圣经，除了康乐活动，就是聆听心理学家演讲录音带；主

日学教的是心理学。 。 。讲台以「水牛蝴蝶」笑话娱宾。 。 。 。终有一天，基

督教教会，变成心理学教会。 

 

 

心理学的效用问题  

 

 于是有基督徒会表示，虽然心理学有这么多的危险，但是它却能帮助人解决

婚姻、教孩子、情绪等问题。既然有好处，又何必批评它呢？那么，现在让我们看

看心理学的效用，再看它有效的原因。 

 

（1）效用不佳 

 

 原来心理治疗的效用现在大受抨击。例如，美国学童吸毒是美国人的一大头

痛，有心理学家曾经设计了一个叫做「TimeWise」的课程，跟进的研究显示，它只

有 3%的功效。还有另一个叫做「DARE」，跟进的研究也认为它只有短期效用，

长期的话，没有什么用。9事实上，从前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协会的社会和伦理责任

小组组员，曾惊叹心理疗法缺乏功效，他说﹕「在道德上怎样为心理治疗辩护，基

于研究的结果，如果是药物的话，连『药品食物管理处』（FDA）也会禁止它的出

售。」10  

   

（2）还有害处 

 

不但效用欠佳，近年更有社会人士批评它有害。 《新闻周刊》 （Newsweek）

有一篇社评﹕「很多接受『心理疏泄治疗』（stress debriefing）的人，结果比较其

他自行处理问题的人，产生更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状』（PTSD ）。一

份 2000 年的研究指出，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中，有十分之四，如果不接受『悲伤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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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grief counseling），比接受的人，更容易从抑郁和忧虑中自行复元。所以作

者最后说﹕有一件关于心理治疗的事，值得我们注意，很少人知道，『仅仅谈话』

可能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害。」11 

 

（3）有效原因 

 

 但是基督徒心理学家却常常提出一些成功的例子，我们怎样解释呢？ 

 

 心理学虽然有百年历史，但近年才有人正式去研究它的效用。 《心理治疗

和行为改变手册》 （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最近报告现在

对不同门派心理治疗的效用研究﹕发现不同的治疗办法，效用无大差别。12再研究

之下，专家们指出，辅导成功有一些共同因素﹕ 

 

（1）当事人——不管这些当事人是接受那一种治疗或者那一位治疗员，如

果当事人自动自发想要改变，效用当然比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当事人来得高。 

（2）辅导员——报告显示治疗员的某些人际关系品质——敏锐的同理心、

不带支配感的和譪、和真诚——非常重要，可以决定心理治疗是否有效。 

 （3）对话——在对话中，辅导者可以对当事人表达同情，所以对话本身有

帮助。 

 

基督徒必须再问，辅导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否问题解决了？怎样解决？根

据圣经原则？还是根称某些迎合人性的心理学理论？这样想下去，基督徒一定要问

﹕如果这就是辅导成功的原因，为什么不光用圣经来辅导？为什么不单单依靠圣灵，

多多祷告？基督徒辅导们可以为当事人祷告，求神赐他力量改变自己；也为自己祷

告，求神改变自己的性格，叫自己更适合去关心别人；最后，我们绝对可以多花时

间和当事人谈话，表同情。 

 

 

基督徒对心理学的四种观点 

 

 根据一本由基督徒心理学家编辑的书《心理学和基督教》（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 13，现在基督徒对心理学抱有四种不同的观点，或说，基督教教会里

的辅导有四大派﹕ 

 

（1）解释层次（Levels-of-explanation）模式 

 这一派认定心理学是科学，而心理学和神学是不同的解释层面。它们各有自

己的研究办法，人若明白多个层面，可以帮助人更明白事情的真相。例如，研究显

示，婚外性行为叫家庭和社会产生各种悲剧，于是证实了圣经的价值观；另一方面，

研究证明同性恋是生理所驱使的，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解释圣经。 

 

（2）整合（或作结合，Integration）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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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代，一些基督徒心理学家成立了基督教心理学研究协会（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继而有富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开始在教会中推动心理学，而且出版很多书籍和期刊，影响了很多的

人，这一派叫做整合主义是现今声势最浩大的一派。 

 

 整合的意思就是使基督教信仰和心理学互相容纳调和。其代表人柯联思表示，

美国教会史上部曾有几次的整合运动，参与的基督徒心理学家都是今天知名人士。

但他表示﹕『近年的结合工作已经缓慢下来，很多本来努力于结合工作的基督徒心

理学家都改变了工作的重点， ……今天我们仍然谈论「结合」，但是这个名词已

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它被用为「吸引学生的花招」，不是「真正的学术成就，或者

实际的方法」。 』换言之，整合是一个空谈。笔者亦非常欣赏他的诚实。 

 

 （3）圣经辅导（Biblical Counseling）模式 

 请见下面的介绍。 

 

 （4）基督教辅导（Christian Counseling）模式 

 这是基督教圈子中最新的辅导派系，这一派明显比结合模式进步，至少他们

认识到﹕心理学会污染教会，因为心理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前设回然有异。他们

认为，基督教传统中早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因为亚圭那（Aquinas）、奥古斯

丁（Augustine）、 祈克果（Kierkegaard）等的写作中都曾详细讨论情绪、心理、行

为的问题。所以他们强调，要从历代圣徒的写作去搜寻生活原则。但若从历代圣徒

的写作去搜寻生活原则，为什么不直接到圣经去？这是否多此一举了？因为这学派

还是很新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在这四派之中，最接近心理学的是解释层次模式，其次是整合模式；最接近

圣经的是圣经辅导，其次是基督徒辅导。至少，我们可以从此书知道一件事情——

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接受心理学的，心理学绝对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 

 

 

圣经辅导学 

 

在此总结一下这三篇文章所讲的﹕心理学理论中有很多不合圣经之处、还有

很多新纪元影响、世俗人士现在都批评它的效用、治疗有效与理论无关，那么基督

徒为什么不使用圣经去辅导人呢？上边《心理学和基督教﹕四个观点》一书，亦让

我们看见，教会中有一派人士反对使用心理辅导，主张以圣经为辅导根据的，所以

现在稍微详细介绍。 

 

圣经辅导（ Biblical Counseling ）始于 1970 年代，奠基人是神学家亚当斯

（ Jay Adams ）。他认为心理辅导原则和基督教完全相反。他劝告基督徒要拒绝这

样的做法，然后他从圣经中指出一些辅导原则，写了几本代表作，奠定了圣经辅导

的基础。之后，亚当斯的学生在八十年代把他的模式深入化，可称之为第二代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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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辅导。著名的领袖有鲍力生(Powlison) ，魏爱德(Welch)等学者。他们比较强调要

与当事人建立关系，体会当事人的情感，并且针对当事人的内心动机进行辅导。外

在环境虽然带来诱惑和试探，但如何反应则完全出自这人的内心动机。总而言之，

圣经辅导的目标便是帮助当事人找出和除去这些藏在心中的不敬虔动机 ，改以讨

神喜悦的动机去面对和处理困境。 

 

今天不同的圣经辅导材料与训练中心的重点会稍微有些不同，可是他们都同

意﹕圣经是神的话，不单是信仰的权威，对改变人的生命亦是绝对完备，因为圣经

宣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

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 16-17 ）这正是圣经辅

导的定义与步骤﹕教导神是谁，祂要求人如何生活；督责，指出人的需要和其根源；

带领人归回正道上，使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到十字架面前悔改，立志跟随主；教导人

透过学习神的话，效法祂公义与圣洁的性情，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谓「圣经

辅导」，就是用神的话来劝勉人。 

 

例如，远东广播公司翻译了约翰布鲁格（ John Broger ）的一本圣经辅导手

册—— 《面对自我》（ Self-confrontation ），书面俨然写着﹕「以新旧约圣经作为

信心和行为的唯一权威原则」。书中所列举圣经辅导的基本前设，其实亦是其他所

有圣经辅导员、支持圣经辅导的神学家、和圣经辅导组织所持有的信念﹕ 

 

（ 1 ）圣经的完备性——既然神的话是信仰和行为的唯一权威，也是我们生

活各方面独一的衡量标准，你就不应该依靠其他办法。 

（ 2 ）圣灵的必须性——只有靠圣灵的能力，你才能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 3 ）祷告的重要性——一个由圣灵掌管的生命缺少不了祷告。你要照神的

旨意专一祷告，并且把人或事不住地在祷告中带到主面前。 

 

 笔者非常明白很多弟兄姐妹选修心理学是为了要帮助人，这样的志愿是可嘉

的，而且辅导也实在有需要。所以希望那些被呼召去全职辅导人的弟兄姐妹和所有

教会牧长，都同来修读圣经辅导。 

 

 

后语 

 当基督徒讨论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心理学的时候，常有人提出下面的借口，所

以在此顺便一提﹕ 

 

 1。心理学是科学，基督徒怎么可以不相信科学？岂不是非常不荣耀神吗？ 

——但是，心理学不能算为真正的科学，请见「进化论」文对伪科学的定义和解释。 

 2。我们使用其他科学发明，例如电脑、广播，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心理学？ 

——但是，其他科学如电脑，它们都是中性的，与道德价值观无关，只有心理学才

告诉我们怎样思想、怎样行事，所以只有它是和圣经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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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人说﹕「所有真理都从上帝而来，所以心理学也是从上帝而来」——

但是，若心理学是真理，它的理论又怎么会随着时间和专家而改变的呢？可见它不

是真理。再者，从这几篇文章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它不过是一些无神论者和新

纪元人物的人生哲学，不是从神而来的。 

 4。在学者中，还有一个借口﹕「心理学是上帝启示的普通启示，所以我们

必须在圣经上加上心理学，才能得着上帝所有启示。」——但是，普通启示的意思

就是说，人可以从创造中得知上帝存在（罗一 19-20），不是任何人间学问。若再

考虑心理学中有很多邪灵启示（请见《邪魔登讲台》一书），我们怎么还能说它是

上帝的启示？所以这是所有借口中最荒谬、最亵渎的一个。 

 

 请放弃心理学，以圣经为生活原则，用圣经辅导人。 

 

 

 

 

 

 

 

 

 

 

 

 

 

 

請瀏覽﹕ 

中國基督徒需要批判心理學 

 http://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華人聖經輔導網 

 http://www.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http://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http://www.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http://www.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http://www.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http://www.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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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现代神学  
 

 

 

 

 

 

 自从二十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思想支派林立，趋势不统一。除了不愿意被

视为「现代」的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 ）之外，我们看见，自由神学变为新正

统神学，还有更新颖的解放神学等，灵恩运动和天主教教会的新趋势，都算是相当

现代的发展，也都是基督徒需要注意的。但是，本文只能集中描述自由神学和新正

统两主要个学派。 

 

 

现代神学家的五副有色眼镜1 

 

 有一件无可避免的事，就是所有基督徒，至神学家们的思想，都可能被不同

的世俗思想、个人经历、个人意见所左右。似乎人都带着「有色眼镜」来解释圣经

和断定真理。虽然这些有色镜或作基本前设，不一定完全是坏的，但多少总会影响

和阻挡了我们对神和真理的认识。下面是几副现代神学家的有色眼镜﹕ 

 

（一）理性主义— —信仰必须通过理性 

 

 理性主义的意思是说，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必须靠理智去明白。唯有那些能通

得过理智的东西，才能接受。 

 

中世纪天主教神秘主义盛行，所以奥古斯丁（S t. Augustine ）和安瑟伦（S t. 

Anselm ）提出「以信求悟」（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以对抗之。他们认为，

我们必须确知圣经的神圣，才能相信，所以他们强调「我相信，所以我明白」。这

样的思想也影响了日后的改革宗（ Reformation ），但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

和加尔文（John Calvin ）并非高举理性至上。他们表示，因为人有罪性，所以不能

完全靠理智去认识神。 

 

启蒙运动（ Age of Enlightenment ）的时候，人们觉得科学万能，于是理智抬

头，人完全凭理智批判圣经、反对圣经，因而带来自由神学。但是，后来的新正统

神学家如巴特（ Karl Barth ），却强调信心的重要（信心超越理智）。由此可见，

基督徒如果受世俗影响，只会随之摆动，或左或右。 

 

（二）神秘主义— —以主观的宗教经历决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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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宗教信仰都有特别强调神秘经历一派，如佛教的密宗，回教也有她的神

秘宗（Sulfism）。a凡高举神秘主义的人，都会认为自己能看、听见和感觉到五官

以外的事物。这样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神秘经历，他们也从这样的神秘经历去认识神

和真理，于是理智和教条都被忽略。在基督教中，代表这一派的人有大德兰

（ Teresa of Avila ）、十字的约翰（ John of the Cross ）等等。其他基督徒即使没有

像他们一样强调神秘经历，可是很多都相信，神秘经历可以稳定信心。 

 

神秘主义者都高举感觉（尤其是神秘感觉），贬低理智，结果使神学思想稀

释褪色。他们认为神是无法形容的。 （今天的新纪元人物和研究灵异事物的心理

学们亦同样表示——神秘经历不是语言所能描写的。）上帝超过我们感觉和想象的

范围。祂是一个无法形容和深不可测的现实。所以，神秘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认识

神，而只认为自己和神相遇。有时他们也只能使用一些符号或象征性的话来形容。 

 

（三）存在主义——强调信仰必须对个人的存在有意义 

 

 存在主义强调人的感觉，虽然他们的感觉通常是消极和绝望的，但他们认为，

神学思想必须对人的存在有意义；信仰必须和人的主观经历一致。从祈克果

（ Kierkegaard ）开始，他认为信仰是个人的经历，所以需要信心，反对推理。新

正统神学思想（Neo-orthodox）是最典型的这类，其中，巴特和布特曼（Rudolf 

Bultmann）都是代表人。 

 

存在主义神学家在某方面也和神秘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人不能完全认识神，

只可用象征式的语言来描写祂，虽是这样，但仍然是不足够的。他们表面上强调圣

经，但圣经必须适合他们的经历，和必须对他们有意义；而单单使用圣经所用的语

言，是没有意义的。有些甚至认为圣经是用神话方式写的，例如布特曼说，要去除

其中的神话，好找到圣经对人的意义。 

 

（四）社会主义— —信仰必须对社会有实际供献 

 

他们的焦点不在于宗教、圣经、耶稣等等是否属实，乃在于这一切，对人类

和社会有没有贡献。这一派神学家认为，我们可以从历史和文化去认识神和道德，

所以神学理论并不重要，反之人的思考和意见更重要。这些思想以解放神学

（ Liberation Theology ）、黑色神学（ Black Theology ）和女权神学（ Feminist 

Theology ）为代表。 

 

解放神学无疑是受了共产主义影响，它不强调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反而强调

我们可以实际做些什么，使天国出现在人间。黑色神学是受了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

                                                           
a 请留意一件事，当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使用「宗教经历」（ religious experience ）一词，

他们是指「神秘经历」（ mystical experience ），可能对他们而言，宗教乃神秘超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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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们的主题是解放黑人，以黑白种族歧视为他们的神学中心。女权神学显然

是受了现代女权运动的影响，这世俗运动的精神变成这一派神学思想的前设，这一

派的神学家们强调女性的地位。 

 

（五）启示主义— —信仰来自神的启示 

 

 这一派是基要主义和福音派的前设。他们认为真理必须靠神自己来启示。我

们只能从神的启示去认识基督及知道教义，以获得生活和思想的导向，反之人间的

哲学在神的启示前，站不住脚。所以，他们相信神介入于人类历史中，上帝在耶稣

基督里启示了祂自己。他们认为神学只是陈述上帝的作为，而教义的中心就是神借

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一派的神学家对圣经的认识介于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之间。他们同意

圣经有象征式的话，但相信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有关神的事情，不是完全不知道。例

如护教学家贾思乐（Norman Geisler）常道，认为神赐人逻辑和理智，使人可以窥

视那位不可思议的上帝，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和理解一些关于神的事，只是不能全部

以理智去明白。 

 

******** 

 

诚然，没有那一个主义是完全的。很多福音派，或是基要主义的信徒，都会

基于启示主义，然后从其他的各取其长。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需要神的启示，也

需要理智帮助我们去明白，但最后还是需要信心去接受，并需要经历神（不一定是

超自然的），以及让信仰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至我们最终能影响社会和文化。 

 

 

自由神学（ Liberal Theology ） 

 

自由神学又称新神学，这一派神学出现，是「科学万能」的精神带来的。因

此可知，他们的有色眼镜就是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不接受超自然事物和神迹）。 

 

他们完全正面否定圣经中的神迹，包括童贞女马利亚生耶稣、基督身体复活

等等。他们也否认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由于当时的人缺乏科学知识，所以相信

神迹，而圣经里的神迹只不过是人内心的经历。同样地，他们拒绝相信神对人有启

示，和不相信有神秘经历这一回事。 

 

神迹是否可信，曾经是护教学的热门题目。但由于时代转变，和新纪元运动

的影响，很多人开始相信超自然事物是有可能的。请见「神迹的问题」一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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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派中具代表性的神学家是士来马（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 ，立尔

（ Albert Ritschl ） ，威尔浩生（ Julius Wellhausen ） ，哈纳克（ Adolf Harnack ）等

等。他们的重要观点是﹕ 

 

 

（一）神学思想 

 

（1）圣经 

 

他们从一个反对超自然事物的角度去读圣经。例如，哈纳克是一位典型的新

神学家，他说，历史上许多基督徒都不能分辨「核仁和外壳」（ kernel and husk ），

所以他们把很多外壳，当作核仁硬吞进去。意思就是说，圣经包含神的话，但只有

一部分是神的话（核仁），另一部分却不是（外壳）。2  我们只能接受核仁，外壳

却是应该丢弃的。当然，哈纳克最反对，认为是外壳的，就是圣经中的神迹，这是

典型自由神学家的通病。 

 

自由神学家认为，我们必须回到耶稣所讲的圣经去，而现时的圣经，是经过

教会后来修改过的，已经走样了。3 福音书并非耶稣的真正历史。例如哈纳克说，

耶稣的童年只记载于四福音，但四福音并不可信，所以他说，我们对耶稣童年的事

完全不知道。4 这些神学家们亦把四福音的写作时期订得非常晚（尤其是约翰福

音），以减低福音书的可信性。 

 

新神学家认为他们只要耶稣，只需要相信耶稣（ Jesus alone ），而圣经是有

很多错的，所以他们丢弃圣经。5 但问题是——他们怎样认识耶稣？他们相信的是

圣经中的耶稣？还是摩门经中的耶稣？再者，他们实在想要的是一位没有神性、不

能行神迹、只有道德教训的耶稣。 

 

（2）神 

 

自由神学家说，他们不需要一个「神的观念」，只需要感到「神的同在」。
6然而感觉是不可靠的，如果人对神完全没有概念，你怎能觉得神同在？或说，所

感觉的就是真神？事实上，新神学的神观接近泛神（P antheism ），因为他们的神

和受造物之间的界线很难区分。他们的神比较像是一种力量、理想、过程。 

 

他们相信神是全人类的天父（ Universal Father God ）和人类互为兄弟

（ brotherhood of man ）。 7 可是，根据圣经，神只是信徒的父，因为「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一 12 ）而那些相信耶稣

的人才是互为兄弟姐妹。 

 

（3）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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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至善至美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不同意传统的基督观，

反对耶稣的神性，也反对耶稣神人两性的教义。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祂的道德教训；

所以，当他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的「神」另有定义，神只不过是人类

崇高的理想。他们认为耶稣是基督教的奠基者，又是第一位基督徒，而基督教主要

是要维持耶稣所建立的道德生活。8 

 

耶稣曾经「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太十六 13）有说祂是先知，

但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16 节）于是耶稣称赞彼得，因为

是「天上的父指示」他的（17 节）。由此可见，自由神学的基督观不合圣经，并

非从神而来。 

 

（4）罪和救恩 

 

自由神学还有一个特点，他们虽然同意邪恶存在，而且也同意人应该行善，

但是从不强调人有罪，需要悔改接受救恩这一回事。事实上，他们根本反对赎罪观

念。他们觉得只靠基督宝血赎罪得救，是过于狭窄和排外。对他们来说，十字架的

意义是自我牺牲，况且神是爱，祂会原谅任何人，不必需要基督钉十字架。9 

 

拒绝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所有异端邪教的一贯态度，所以，自由神学也可

以称为异端。 

 

（5）教义 

 

自由神学家藐视教义，认为教义和信条是钻牛角尖，没有意义，并且常常讽

刺那些深奥的神学思想和名词。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道德生活和社会关怀才有意义。
10 福音不是一些有系统的教条，而是人心中的谦卑、怜悯、纯净。所以他们说，只

要道德生活，不要教义。但是教义可以影响人行为，例如说，神无所不在，可以叫

人随时随地儆醒，过圣洁的生活。 

 

还有，什么是教义？四福音所记载的事实都是教义，例如﹕耶稣复活就是一

个教义。自由神学家认为人应该回到使徒们时代的信仰去，然而使徒也承认耶稣是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一 1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太十六

16 ）。所以基督徒不可能丢弃教义！最后，人人都有教义，只是未必自觉。所以，

自由神学家所反对的，不过是基要主义的教义而已。 

 

（6）教会 

 

自由神学家也攻击教会，尤其是天主教教会。他们认为天主教除了变成一个

世界性的帝国系统外，还设立了很多错误的教义，虽然有富丽堂煌的教堂，但对社

会毫无贡献。11 关于这一方面，笔者觉得他们有偏见。虽然天主教的确积聚财富和

提升自己的权威，但她也行了很多善事，例如建孤儿院和学校等，已故的德蕾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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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Mother Teresa）在印度的工作，就是天主教对社会有贡献的好的例子。即使基

督教也对社会有贡献，她开设了很多孤儿院、医院和学校等等。 

 

哈纳克说改革宗实在是有一点进步，但仍是未能将核仁和外壳分开，仍然接

受天主教很多错误的神学思想，例如基督的神人两性等。这样的话，不过表示大家

信仰不一样，并没有证明改革宗是错的。 

 

（7）社会责任 

 

当然，对他们来说，基督徒最重要是爱人如己和过一个道德的生活。他们说，

耶稣教导两个国度，地上的和天上的，其寓意是﹕邪恶和良善之争，最后邪不能胜

正，良善最终会胜利。所以，他们也反对天主教修道院的苦行主义。反之，他们说，

耶稣是一个社会改革者，他帮助那些贫穷的人。耶稣来是为了服事人、给饥饿的人

吃饱、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在地上建立天国。12 

 

基督徒诚然应该关怀社会，但是人最大、最重要的需要，莫过于得着永生，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别人，就应该赶快传福音，让别人认识耶稣。如果道德、善行、

社会关怀是最重要的，那么，信佛教和信基督教，都没有分别。 

 

（二）批判自由神学 

 

 因为受科学万能影响，不信超自然的事情，所以自由神学家把圣经、耶稣、

上帝、教义都丢弃了。换言之，自由神学已经把整个基督教丢弃了，只剩下道德教

训和社会关怀。所以，自由神学除了被称为新神学之外，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

就是「不信派」了。 

 

另一方面，谁能完全做得到圣经的道德标准？若只是嘴巴高举道德，实际上

却做不到，那真是伪君子了。 

 

神学家梅辰（ M achen）批评自由神学说﹕天主教可以说是一个坠落了的基

督教系统，但自由神学根本不能算是基督教，因为他们丢弃了很多基本信仰，剩下

来的不过是一个和基督教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梅辰呼喻要分开基要派和自由神

学，免得鱼目混珠，使那些不清楚的人混淆了。笔者完全同意，绝对支持此主张。 

 

 

新正统（ Neoorthodox y） 

 

十八、十九世纪的人认为科学万能，只需要有足够的时日，科学必然可以解

决一切问题。但到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连接发生，人眼见科学所

带来的祸害，便开始认识科学并非万能。于是从前人类那种乐观的态度，开始变成

悲观的存在主义，而建基于「科学万能、理智至上」观念的自由神学，亦慢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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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正统神学。因为这一派的神学家反叛当时的自由神学，欲返回正统的神学，故

称「新正统」。可惜他们的「返回」并不彻底，他们虽然套用传统神学名词，却另

有定义。这一派神学思想的有色眼镜是存在主义。具代表性的神学家有——巴特、

布特曼、田立克（ Paul Tillich ）、卜仁纳（ Emil Brunner ）。 

 

以下是他们的主要信念﹕ 

1。圣经——圣经始终是人的书，是人和神相遇的记录。神透过圣经讲话，

圣经变成神的话，我们借着圣经和神相遇。 

2 。神——是绝对超越的，人只能凭祂的启示，并运用信心去认识祂，而耶

稣就是祂启示自己的办法。 

3 。救恩——人要与神相遇，才能与神建立救赎的关系。救恩是人生的实现，

基督为我们带来希望。 

4 。其他教义——透过人的经历去解释，必须与人的存在有益。 

 

 由于任何受存在主义影响的哲理都不统一，所以新正统神学家的理论也不统

一，现在只举两个著名新正统神学家为例﹕ 

 

 

（一）巴特（ Karl Barth ）的神学思想 

 

 巴特是新正统神学家一位代表人物，可算是新正统之父。所以甚至有称新正

统为巴特主义（Barthanism）。他生于十九世纪末，从极端自由神学背景中长大并

受教育。他被按立为牧师，最后成为神学教授。但他质疑自由神学，转向基要派，

相信有超自然事物和神迹。他认为自由神学乃以人为中心，他主张应以神为中心。

他描述自己好像爬上教堂钟楼的黑暗阶梯，抓着教堂大钟的绳，大力拉动，结果被

钟声吓怕。可惜他只向基要信仰返回一半，所以他是一位骑墙派，也因此被二者攻

击。13 

 

他的思想可划分为几个时期，这几个时期和其代表作为﹕ 

 

1。 《罗马书注释》（Commentary on Romans ）——主张以神为中心，而不

是以人为中心，攻击当时的自由神学。 

2。 《安瑟伦》（Anselm）——专心讨论神的真实。 

3。 《教会教义学》（ Church Dogmatics ）——集中发展他的「基督中心」神学思

想。14 

 

总而言之，他的神学观点可归纳如下﹕ 

 

（1）基督观——他接纳正统基督神人两性的教义，非常高举基督；这也是

他的神学思想中心。他过度强调以基督为中心，因而被人取笑为「基督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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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omonism ）。15 高举基督这一点故然可贵，可惜他对圣经的观点不太纯正，

所以仍然有同样的问题——人怎样认识基督？ 

 

（2）神的话——他认为神的话有三方面﹕ 

 

1。基督是神的彰显、是神的自我启示。耶稣这个人就是神自己。神最终的

彰显是圣灵的降临，使人得明白神的话。 

2。神的话写下来成为圣经，它是上帝直接的启示。 

3。被传讲之神的话（ proclaim word ） ——上帝委派人去传讲神的话，所以

人应该传讲纯净的神的话，而有一个办法可以测试我们所讲的是否纯净的神的话，

就是它能否叫听的人顺服。 16 

 

上边的头两点，就和他的基督观一样，有着同一个问题﹕人怎样认识基督？

只有依靠圣经，基督徒并非崇拜一本书，但基督徒必须高举圣经，因为它是神的话。

人从中认识神和基督。第三点则叫人皱眉头。如果教会所传讲的话，也有资格成为

神的话，那么，教会岂不是有点像天主教教皇，拥有无限权威？事实上，教会只是

解释圣经，传扬圣经，她所讲的不能算是神的话，只有圣经本身才是神的话。最后，

巴特所提出的测试既通不过圣经，也通不过常理。叫人顺服的是圣灵的工作，虽然

传道人传讲的内容合符圣经，也不能保证改变人心；另一方面，不纯正的道理也有

人相信接受，事实上，一般人比较喜欢那些迎合人性的道理，不是那些合符圣经的

道理。 

 

（3）强调信心——巴特说，神是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可能性。我们对神的

知识乃来自神，但人对神的认识仍是有限的，基督才是神的自我启示。人的责任就

是站在神面前，承认祂所讲的话，用信心接受（ stand before God and acknowledge ）。

所以，他反对使用理智去推论或测试，换言之，他反对护教学和自然神学。17 

 

在自由神学和理性主义占优势的教会中，巴特能强调信心的重要性，是难能

可贵的。可是，巴特强调相信什么呢？信心的内容是否比信心的本身更重要？所以

他的这个优点，仍然被他的圣经观所笼罩。如果没有正确的圣经权威观念，信心的

对象也不可能正确。 

 

（4）圣经的权威——巴特对圣经的观点，在他的神学思想中，最具争议。

他承认圣经的权威，但认为人必须依靠圣灵来解释。传统的神学认为，圣经是一本

超自然的书，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帮助才能明白。但是根据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圣灵的光照（ illumination ）不会超越圣经的话，不会加添

新的意思。巴特却认为，如果没有光照，圣经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人必须有圣灵

介入才能得知神的话。我们读圣经，圣灵对我们讲话，于是我们真正得着神的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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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人必须有准确的测试去分辨「光照」和「主观」，否则无可避免

的结果就是﹕人人凭主观见解或感受解释圣经。虽然巴特的神学有多方面转向基要

派，但这一点却最接近自由神学，也是巴特神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这里必须一提，贾思乐曾简明地概括几个主要神学派系对圣经的观点，这有

助明白现代神学的一些重点，他说﹕ 

基要派﹕圣经就是神的话。 

自由神学﹕圣经含有神的话。 

新正统﹕圣经变成神的话。 

 

（5）人、罪、救恩——巴特相信人是神创造的，也是神立约的对象。但即

使人犯了罪，他仍然在神的恩典之中，他只是不那么敬虔而已，不是完全不敬虔。

耶稣基督使人与神和好，祂从神的荣耀来到人的罪当中。所以，要成为一个新人有

三步﹕（a）上帝对人有一个定旨，已经展现和执行。在基督的救赎工作中，人被

丢弃，也被接纳。 （b）从神到人的方向已经展现和执行，为人类指出自由和天国。 

（c）神的应许也已经展现和执行，所以人有新的终点，在基督里有新的盼望。 

 

巴特对救恩定义，看似纯正，但仔细再看，他并不强调个人的悔改和相信福

音，所以与自由神学很接近。他认为基督的救恩乃是叫全人类达到终极理想的过程，

而不是个人的出死入生的重生经历。所以，实在有一点的普救主义（ Universalism ）

的味道。 

 

（6）社会责任——巴特认为道德和社会责任非常重要，不能和神学脱节。人的道

德行为是新生命的结果。神呼召人和祂立约，基督是所有人的兄弟，神是所有人的

父亲，所以我们应该行善，巴特的这一点思想，和自由神学相似。19 

 

 

（二）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的神学思想 

 

布特曼在新正统神学家中，可说是最触目的一位。布特曼的神学思想，例如

他的「除神话化」等主张，典型地代表了新正统神学。 

 

他是十九世纪末的人，在极端的自由神学中受教育，得到博士学位之后，成

为神学教授。他和巴特一样，反叛自由神学，也受到存在主义影响，但是他的思想

和巴特大有不同。 现将他的神学思想简述如下﹕ 

 

（1）人的存在——存在主义常常强调事物对人的意义，所以福音也应该对

人类的存在带来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常谈及「真实的存在」（ authentic existence ）

和「不真实的存在」（ inauthentic existence ）。布特曼认为神是「完全的他人」

（Wholly Other），意即人有罪性，不能和神来往。人必须依从神为他所选择的存

在形式，才能和神相交。布特曼认为人每天的生活是堕落的，即所谓「不真实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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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必须先自我认识，然后选择「真实的存在」，

意思就是说﹕过着道德的生活。20   

 

（2）历史和神学——布特曼说，如果人正确明白新约圣经，就可以知道，

它不完全是「事实的历史」（h istorie ） ，也不单是事情的陈述。人更可以知道，

圣经中的有「意义的历史」（ geschichte ），也就是历史事情的意义，或是事件的

意向；单是事实是没有意义的。21  布特曼有一句名言﹕「真理必须对我有意义、有

益处的。」例如，他说，历史性的基督属于学术研究，「意义的历史」中之基督对

人的存在才有意义。 

 

「圣经是否历史事实无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对我的存在有意义」，这样的

讲法大有问题。记得曾经有一位牧师讲道，说﹕「创世记比历史更有意义」，当时

还年轻不懂事的笔者，有点莫明奇妙，于是向他请教﹕「到底创世记是不是历史？」

这位牧师花了一个小时来回避这个问题，绝不肯回答「是」或「不是」，只是不断

地说﹕「创世记比历史更有意义。」笔者现在才知道，这是典型新正统的讲法。 

 

（3）化除神话（ Demythologization ） ——布特曼说﹕「圣经的世界观是一

个神话学的世界观，现代人的思想受了科学影响，所以不能接受。现代人使用科技。

若是生病，他去见医生，向医学求教。若是经济和政治问题，他使用心理、社会、

经济、政治等科学去解释。再没有人相信一个超越力量的介入。」所以他不相信超

自然事情，但他和正宗22的自由神学不同，表面上不丢弃圣经中的神迹，但主张重

新去解释，去除神话，即是不把圣经中的神迹当作神迹，只是寓意地解释，吸收当

中对人的意义。 「化除神话」是他神学思想的中心，也是新正统神学思想的代表。 

 

例如基督的复活是精神复活，不是身体复活，不是神迹，但这故事对人有安

慰和鼓舞的作用。又例如五饼二鱼，不能按字义地把它解释为神迹，认为一个小孩

子的午餐，可以喂饱五千人。它只不过是一个教训，教导我们要慷慨和别人分享，

每个人都应该好像小孩子一样，献上自己的一点微小力量，然后便会好像神迹一般，

产生重大的果效。这都是化除神话的好例子。 

 

（4）宣讲（ Kerygma ）——根据布特曼，新约圣经是按照犹太人当时的神

话，和诺斯底派（ Gnostic ism）的神话写成的。由于受了这样的世界观影响，圣经

以为人是天使和魔鬼的战场，以至相信有一位神人最终要来临解救。布特曼虽然视

圣经为神话，他和不同意早期的自由派，认为神话必须完全铲除，但却认为人读圣

经的时候，必须化除神话，去得到它的信息，他称这个信息做宣讲。23 

 

对他来说，耶稣是神话和历史的合拼。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神话；十字架

和复活当然也是神话。十字架的意义是﹕人能从内疚中获得释放，因为十字架审判

了人的堕落天性；复活和十架把救恩的信息告诉人，如果人回应神的恩典，得着真

实的存在，就能建立天国（ eschatological now ）。这个信息就是布特曼所谓的「宣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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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末世论——布特曼对这一个字有不正统的定义，非一般神学课本中所

讲的末世，不是历史的结束。对他而言，末世就是历史到达它最终的目标或目的，

或说，人人都达到自己的「真实存在」。 

 

总而言之，布特曼认为，圣经、神迹、救恩等等，不能照字面的意义去相信，

只能取其象征性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概括来说，就是人人要做好人，过着一个道德

生活，在社会上建立天国。 

 

（三）批判新正统 

 

1 。 「认为事物对人存在的意义，与它是否属实无关」这一点，不能通过逻

辑和常理。一个没有真理为基础的「意义」，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是自我哄骗，就

如鸵鸟把头埋在沙堆一样。如果耶稣的复活不是身体复活，那么，这事件的意义不

可能太多，顶多给人一点精神鼓舞；但如果耶稣的复活是身体复活、是历史事实、

能叫人出死入生，它的意义就重大了。 

 

2 。新正统比自由神学更堕落、更诡诈。 （a）首先，自由神学至少诚实，

不愿意相信神迹，于是坦白承；但新正统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却不愿意正面承认。

他们把神迹「化除神话」，作寓意解释，美其名为「意义的历史」，其实就是不相

信神迹。 （b）其次，自由神学关心整个社会，极力关怀社会、关怀穷人，但是新

正统的关心范围主要在于自己的存在，是更自我中心。 （c）第三，新正统神学家

们常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词汇，若不小心，人会以为它是基要主义的思想，但事实

上却和从前的自由神学相距不远。 

 

3 。在神学方面，他们也有几处值得一提﹕（a）新正统神学家强调神的超

越性，以至让人怀疑神是否存在，或者他们所讲的是否一位泛神。 （b）其次，他

们强调只能透过信心认识神的启示，结果他们完全忽略理智、实证（ empiricism ）

和否证（ falsification ）的挑战，甚至完全否定护教学。 （c）最后，跟新神学一样，

他们都不着重个人的罪、悔改、和接受救恩。他们的救恩观是集体性的，指向全人

类社会的理想和目标，至少他们没有交待清楚。这样的救恩观显出新正统的「半真

理」，所以应被视为异端。 

 

 

社会主义的神学 

 

本文开始提到现代神学的有色眼镜，其中有一副是社会主义。意思就是说，

宗教必须对社会有实际的供献，而这些神学家对「供献」的了解，也是在现世物质

上和经济政治上的，他们的著眼点不在永恒。 

 

（一）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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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类神学中，解放神学可算是最有名的，而且影响最大。它是一个运动，

多于是一个有系统的神学。这神学思想主要在六十年代，于南美州发展（尤其是天

主教）。由于贫富悬殊，当时很多国家都是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备受欺压，所以渴

望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解放，以至解放神学应运而生。其主要发言人为顾特莱

（ Gustavo Gutierrez ）。虽然它开始于六十年代的天主教，但七十年代后，解放神

学逐渐漫延到世界各处，例如美国的黑人和亚洲社会也都受了它的影响。 

 

有人称解放神学为基督教中的马列主义，他们的神学家著眼于社会上的贫富

悬殊和不公平的事情。他们认为上帝是站在受欺压者的一边，神愿意帮助他们，解

放他们，所以他们的神学，都是以社会问题为中心。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解放神

学家，都将自己所处之国家和城市的事情，视为上帝解放的对象。举一个例﹕日本

神学家石田（ Manabu Ishida ）写了一篇文章，回应韩国的民众神学（韩国式的解

放神学），因为韩国民众神学以日本为迫害韩国的帝国主义。作者反对这样的寓意，

认为韩国神学家误解圣经。然后，他建议日本基督徒应该怎样发展自己的神学，为

社会中的不公平事件伸冤，和怎样和其他挣扎中的基督徒分享。24 

 

他们的释经方式，明显戴有社会主义的有色眼镜。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似

乎他们所能看见的经文，都是神拯救那些软弱、贫穷和受压迫的例子。例如神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个神帮助受压迫者的好例子。又例如，他们常把耶稣写成

一个关心穷人的人。马太福音五章 3 节﹕「虚心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poor ），他们解释为耶稣扶助穷人。 

 

他们强调及呼吁基督徒和教会要关心社会，帮助那些穷苦受压迫的人，必要

时，还需要加上武力。他们的格言是——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praxis ， practice 之

意）。25 

 

由此观之，解放神学有下列几点问题﹕ 

 

1 。不以神为中心，完全以人为中心，利用神去满足人的需要。虽然解放神

学着重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和国家，但仍属同一个问题。 

2 。以社会主义为大前题的这个前设，使所有基本神学和教条都被丢弃为没

有意义，不相关。 

3 。人人都视自己为被压迫的可怜虫，而以自己所不喜欢的人为可恶的迫害

者。试想，谁愿意承认为压迫别人的罪人？人所想出来的哲理，总有漏洞，甚至荒

诞可笑。 

4 。基督徒应该关怀社会，但是真正能改善社会的不是革命，也不是教育或

改革，而是改变人心。所以，最重要的事，是传福音，不是社会改革或革命，因为

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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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色神学（ Black Theology ）26 

 

 这是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教会回应民权运动的一个神学运动，代表人是龚雅各

（ James Cone ）。一些黑人教会领袖为这个神学派系订下一个定义﹕解放神学就

是要肯定黑人，从被白人种族歧视的事实中，解放黑人。 

 

龚雅各是协和神学院的教授，是这个运动中最重要的发言人。他提倡「黑色

意识」（ Black consciousness ）。祁利兹（ Cleage ）牧师说﹕「黑人教会要复活，

要有自己的黑弥赛亚」，这样才能统一黑人。他还宣称，圣经是黑色的犹太人写的。 

 

 黑色神学家有几个共通的主题，就是﹕基督是黑人，神自己也是黑色的，

所以教会也应该是黑色的。基本上，罪恶就是种族歧视，所以祂要来把人类从种族

歧视中释放出来。他们把种族问题提升至神学范畴，有一点像解放神学，但是他们

和解放神学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鼓吹暴力行为，他们比较赞成马丁路德金

（ Martin Luther King ）的和平解决原则。  

 

 

（三）妇解神学（ Feminist Theology ，或女权神学）27 

 

妇解神学乃源自近年的妇解运动（ Woman's Liberation Movement ），但与之

并无直接关系，只是受其影响。由于这个趋势，再加上一些释经的亮光，所以产生

了一些有关女性的新课题。同情妇解的人都认为圣经是以男性为中心，多少歧视女

性；而现在有很多解经家都同意，传统观点似乎有些地方需要修正。所以，在这个

运动中当然有激进派，和比较温和的改革派。 

 

代表妇解神学的神学家是儒花（ Rosemary Ruether ）。她们认为女人、穷人

或黑人一样，是被欺压的族类，因为教会一向以男性为中心，所以歧视女人。妇解

神学有他们自己一套的神学词汇；她们认为圣经的词汇太古老落伍；历来的神学，

都以男性为中心。妇解神学宣称，基督是一个女人。她们要对父神和「母亲女神」

（ Mother Goddess ）祈祷；并认为女人的经验应该成为当代神学的中心。 

 

 

其他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新颖、影响力比较少、比较学术性的神学派别。但若仔

细留意，这些神学思想，只不过是社会福音的另一种变化形式，以人为中心、以人

类社会幸福为他们的信仰的最终目标。 

 

（一）进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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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哲学化的神学派系。他们神学家著眼于这个世界将来可能变成什

么样子，他们的「末世论」，就是从这角度来看今天的世界。其代表性的神学家有

怀特海（ Whitehead ）等人。 

 

在「各种上帝观」一文，已经讨论过这一派的上帝观——万有神在论

（ Panentheism ），意即神和万物相辅相成。神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神是一个双

极。他能赋予每件事物目标和可能；他自己的本性也在改进中；于是神在一连串事

件中，和宇宙不断互动，二者都会发生变化和改进。 

 

进程神学有好些令人感到疑难的问题﹕1。神和创造物的分野模糊，这样的

神不过是人创造出来的；2。神并非无限和完美；3。基督道成肉身并没有意义，而

基督的一生只是一种顺服精神；4。进程神学误解罪和救赎，而且不相信有审判。 

 

（三）希望神学（ Theology of Hope ）29 

 

希望神学奠基者是莫特曼（ Moltmann ）。他的上帝观很具创意，他认为﹕

上帝是人将来的希望，神将来要在地上完全彰显祂的荣耀。他不相信未来是预定的，

也不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 cause and effect ）。希望神学是将人类的希望建筑在神

身上﹕在旧约，神释放为奴的以色列人；在新约，人希望一个新天新地。基督的复

活说明，现在社会中的一切混乱将会被改变，所有不公义和邪恶，都要被铲除。所

以，他认为教会有责任，责备不义的制度和组织。希望神学和解放神学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主张教会普世化，使她对全世界有意义，以至神能完全彰显于将来国度的荣

耀中，这是他们的「末世论」。 

 

希望神学亦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社会福音，只强调天国要建立在地上，至于

神的创造、人的罪、基督的救赎都完全被忽略了。 

 

 

结论 

 

若要一一陈述基督教神学圈子的派别，只有叫人花多眼乱；若要考虑其他基

本上是基要派的神学派别的差异，更叫人感到丧气。 

 

笔者曾经听到一个比喻﹕若问一条挺直的棍子是怎样的，人人都能想像得到；

若问一条弯曲的棍子是怎样的，虽然弯曲的程度可以不同，恐怕人人都有不同的答

案。谁有这条完全挺直的棍子呢？恐怕只有上帝才有。但这是不是说﹕基督徒可以

放弃寻找，或者接纳任何弯曲的棍子？不。笔者相信，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棍子尽量

接近上帝那条挺直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也相信祂愿意帮助。祂已经

赐下祂的话（圣经），又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不必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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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圣经批判学 
  

 

 

圣经批判学和圣经无误 

 

「批判」一词的意思是说，运用个人的判断力，去决定是非好坏，诚然，这是

无可避免的活动。无论保守派和非保守派的基督徒，都会进行某类形式的圣经

批判。所以，现在出现了各种的圣经批判学，其中可归纳为两大类﹕ 

 

（ 1 ）低等批判（Lower C riticism ）或经文批判（ Textual Criticism ，又作﹕文本批

判） 

 

低等批判尝试从现有的手抄稿中找出原文，好让今天的圣经版本尽量接近原

文，愈接近愈好。由于低等批判的前设是圣经无误，所以才有需要对原文认真。 

 

（ 2 ）高等批判（ Higher Criticism ） 

 

一般而言，高等批判学是十八、十九世纪「科学万能、理智至上」的态度的产

品，学者们把圣经当作一本人的书，不是超自然的书来研究，所以，这也是新

神学家的释经办法。高等批判又可分为两大类﹕ 

 

 （ a ）建设性的——如研究作者、写作日期等。 

 （ b ）破坏性的——否认圣经的真实性（全部或部分）。一般而言，他们否

认神迹和预言。他们有一个基本前设，就是﹕圣经除非被证实，否则应算为有错，

是不可靠的。     

 

 总而言之，低等批判问的是﹕原文讲什么？ （What ? ）高等批判问的是﹕

谁讲的？什么时候讲？在哪儿讲？为什么这样讲？ （Who ? When? Where? Why? ） 

 

 

 

低等批判 

  

低等批判学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圣经手抄本，设法知道原文说什么。如果可

以的话，就找出它的每一个字，愈准确愈好。然后根据学者研究的结果，于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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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鉴定原文」（ critical text ）；而现代很多圣经翻译本都是根据这些鉴定原文。
1 

 

举例来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四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都讲

到擘饼，其次序都是﹕饼、杯。但只有路加福音廿二章 17-20 节的次序是﹕杯、饼、

杯（根据中文和合本、英王詹姆斯钦定版（ King James Version ，简称 KJV）、美

国标准版（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s ） ；而修正标准版（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

和新英文圣经（ New England Bible ）只有﹕杯、饼。 

 

原来古代手抄稿中有两个版本。亚力山大抄本（ Alexandrian manuscript ）有

较长的记载，西方手抄本系统（Western family）的记载是较短的；二者的 17-19 节

都非常相似，然后较短的版本没有第二次的「杯」。另一个希腊文的魏思科和霍尔

特（ Westcott & Hort ）版本也是较短的版本，但它把 19 节后半和 20 节放在括号内，

表示出处有疑问。现在大部分人是接受长版本，少数人接受短版本。2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见圣经虽然有很多手抄本，其中也实在也有些差别，但

这些差别完全不影响经文的意思，更不影响人认识上帝和祂的救恩。当主耶稣设立

擘饼圣礼时，其中有杯和饼，大有可能当天晚上，他们把饼和杯传递了好几次。其

实杯和饼的次序及次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杯和饼的意义。 

 

当不同手稿出现差别的时候，研究低等批判的学者们各有一些标准去鉴定哪

一个手抄本比较可信。魏思科和霍尔特（ Westcott & Hort ）提出下面原则﹕3 

 

1。愈旧的手稿愈可信。 

2。阅读愈有困难、及不平顺的手稿，愈有可能接近原稿。 

3。如果故意修饰，使文字平顺，多是加添，而不是删除。所以，短的文字

应该更可靠。 

4。手稿愈能乎合作者的风格愈可信。 

5。手稿若显示是从不同手稿合并，则不可信。 

6。版本愈能显示它是其他版本的前身，愈是可靠。 

7。使用这些原则，在同一个手抄本中的很多地方，作出测试，以决定那一

个手抄本最早、最可靠。 

8。然后把手抄本归类于不同的系统（family）。 

9。来自比较可信的手抄本系统的个别手稿比较可靠。 

 

其他研究手稿的学者所提出的标准也类似，他们都比较相信那些短的、阅读

有困难的、属于可信的系统的。 

 

 

 

高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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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基督教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然而十七、十八世纪科技开始发达，

一般人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于是神学也随之改变。早期的自由神学家认为科学和信

仰有冲突，都不相信神迹，而认为行善最重要；但后来的新神学家如布特曼则以喻

意式去解释圣经中的历史，找出「意义的历史」等等。无论如何，自由神学从此开

始和高等批判结下不解之缘。 

 

总而言之，高等批判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不可知论、进化论、存在主

义等等。这些神学家也受了当代的无神论者如休谟（ David Hume ）等反对超自然

事情的精神影响。 

 

也许，其中有一部分人的本意是好的，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帮助基督教面对科

学的挑战，免得圣经落伍，被人淘汰。但是，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至终使人怀疑

圣经，甚至怀疑上帝。 

 

高等批判也不是完全坏的。当他们研究圣经作者和写作日期时，他们很可能

在这些方面有所贡献。然而，高等批判的破坏性，实在大大超过它的建设性。那么，

它是的值得福音派去使用？有神学家表示﹕「我们从高等批评学中所得到的知识和

益处，根本不及它为教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巨大。它影响了教会对圣经无误和权威的

信任，也影响了教会对上帝话语的研读。在高等批评学的历史中，从开始到现在，

都显示了它反叛上帝，因为它的前设彻底跟圣经中那位上帝对抗，所以，基督徒应

当拒绝这个释经方法。」4  

 

 总而言之，高等批判即使有价值，也是极微小的，而它那巨大的害处会使它

的价值黯然失色。这就是福音派不使用这些批判方法的原因。5下面是高等批判的

一些主要派别﹕ 

 

 

（一）历史批判（ Historical criticism ） 

 

历史批判乃针对圣经的历史记载是否属实，还是神话传说；又调查圣经中的

人物是否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中人。6历史批判包括三方面﹕决定圣经文件的日期

和传统、查证圣经中的事件、根据他们的解释重写历史。史蒙（ Richard Simon ）

可算历史批判的奠基者，他写了一系列历史批判书借，很多自由派神学家和新正统

神学家都受它影响。7 

 

举个例，有人根据罗马书五章 12-14 节推测，亚当并非历史上第一个人，不

过是以色列人的先驱。8至于摩西是否真有其人，出埃及记的记载，如出埃及和过

红海，是否可信，更是多人攻击的对象。其他旧约历史、先知神迹亦不幸免，全被

批判。他们除了质疑新旧约历史和人物之外，最重要的当然是，他们质疑耶稣，认

为祂不过和普通人一样，没有行神迹，也没有自称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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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批判有一个前设﹕圣经历史记载是假的，除非有合理性的证据，否则不

能被接纳为历史。然而，神已借着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回应了历史批判，并推翻很

多学者所提出的质疑。 （请见「圣经可信」（上，下）文。） 

 

后来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神学家，也利用他们的批判办法，进行了一些有建设

性的研究。他们一面高举传统教义，承认有神迹、童女生子、复活等事，但另一方

面，也以理性批判圣经历史，结果产生了其他的批判形式，例如来源批判。9 

 

 

（二）来源批判（ Source Criticism ） 

 

来源批判乃是研究圣经资料的来源、作者、写作日期等。有时他们认为某些

书卷是假的，甚至后来主张要修改圣经正典。 

 

一个流行的例子就是符类福音（指马太、马可、路加）的研究。他们认为有

一本最早关于耶稣生平的记录，叫做「Q」。 Q 来自德文 Quelle ，即来源之意。据

称，Q 乃是耶稣讲过的话的汇集，而其他福音书作者乃以此为根据来写作。最早推

动 Q 这个想法的人是十八世纪的自由神学家士来马（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

后来，麦伯顿（ Burton Mack ）更说有四辑的 Q ﹕ proto-Q1 、 Q1 、 proto-Q2 、 Q2 ，

都是主后 30-65 年所写的。10 

 

他们认为马太、马可、路加三者同源，来自 Q 福音。三作者都以 Q 为根据

来写他们的书；然后另有人说符类福音主要有两个来源——Q 和马可，二者同时成

为马太和路加的写作资料。11 12 

 

但是﹕ 

1。根据圣经，福音书作者都自称是目击证人，又或者是根据目击证人的见

证写的，不是道听途说的。 

2。 Q 福音绝对是假想中的产品，除了存在于现代圣经批判者的想象中，历

史上从没有人提起它，也没有任何手抄本，或考古学证据作为支持。虽然如此，Q 

已被传讲到一个地步，使很多人信以为真。人不信有证有据的四福音，却相信那根

本不存在的 Q，实在荒唐。 

3。奇怪的是，曾有一位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的学生居然反过来批评

Q 这样的理论，她说「新约的历史批判没有资格被视为科学」，「福音书不是作者

重编一些已有的资料而来」，「每一本福音书都是一个完整和独特的见证。」13a 

 

至于约翰福音，批判者都认为它的历史性比较符类福音次品，因为它对基督

的描写，和对事件的先后次序跟其他三卷福音书不同。自由神学家认为约翰福音成

                                                           
a
 以罗欣是希伯来文「神」字的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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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于第二世纪。但当雷兰蒲草纸片断（Rylands papyrus）被发现，并认定是第二世

纪初期的手抄本，这就证明约翰福音在当时已经流通散播，所以它成书于第一世纪

的结论比较合理。又由于约翰喜欢用抽象名词，如「道」（ Logos ），所以有人说

它是一个受了希腊文化影响的人写的。但这样的讲法，又被死海古卷推翻，因为在

那些古卷中，也有这样的字眼。14 

 

 

（三）形式批判（ Form Criticism ）或文体批判（ Literary Criticism ） 

 

形式批判乃研究文体的种类，它也涉及作者和日期。虽然文体批判本身不一

定具破坏性，但研究的人比较喜欢把写作日期延后，和喜欢怀疑传统的圣经作者。

据他们宣称，研究圣经文体，可以认识它的写作背景（ life setting ）。以下是形式

批判或文体批判的一些著名例子﹕ 

 

（1）摩西五经 

 

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 ）的「底本说」（ Documentary theory ）对摩西

五经的批判，可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在他之前，史蒙已经提出当摩西五经谈到

神的时候，其中有些地方用耶和华（ Jehovah ）这个字，但有些地方用以罗欣

（ Elohim ）这个字，所以他认为至少有两个作者。由于威尔浩生相信宗教进化论

（一神宗教是从多神宗教进化而来的），他发表了更进一步的文件理论，认为五经

有四个作者（J、E、P、D），而且是很后期的作品。根据这个理论﹕ 

 

1。凡使用耶和华的地方是「 J 」作者，写于公元前九世纪的； 

 

2。凡使用以罗欣的地方是「 E 」作者，写于「J」之后一个世纪； 

 

3。利未记明显是祭司写的，叫「 P 」作者，（P 代表祭司『priest』），写

于公元前五世纪； 

 

4。至于申命记是另一位「 D 」作者，（代表申命记『 Deuteronom y』），

写于公元前 640-609 年。15 16 

 

但是﹕ 

1。摩西五经反映了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埃及社会和当代的社会风俗习惯； 

2。其中完全没有提及耶路撒冷的名字，可见不是后期作品； 

3。至于使用耶和华或者以罗欣两字，都不足以证明有两位作者； 

4。而且摩西有足够资格和能力写五经 。 17 

 

 （2）以赛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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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对以赛亚书的批判，十八世纪的高培（ Koppe ）建议说，该

书的五十章是被虏到巴比伦之后，另一个作者写的，他可能是以西结。艾克洪

（ Eickhorn ）则认为，以赛亚书 40-66 章，另有作者；所以可能有第二个以赛亚

（ Second Isaiah, Deutero-Isaiah ）。他的理由是﹕ 40-66 章的内容看似是在巴比伦写

的，因为写作风格不同，神学观点也不同，而且这一部分的内容有很多预言。后来，

更有人说 56-59 章是第三个以赛亚写的。18 

 

可是﹕ 

1。任何人都可以凭常理推论，同一个作者，可以有不同的写作风格，更可

以论及不同的题目。所以，这些圣经批判者的论点很弱，简直难以致信。 

2。而且从上面描绘而观，可见自由神学家对以赛亚书作者的理论都各持己

见，无法统一，所以他们意见的可信性甚低。 

 

（3）但以理书 

 

还有一个熟悉的例子，就是对但以理书的批判﹕批评家说它有两个作者， 

1-6 章是一个， 7-12 章是另一个，因为前者是历史，后者是预言。很多新派神学家，

如斯宾诺沙（ Spinoza ），都同意这说法。他们认为，前半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写

的，而后半则是玛克比时代写成的，因为其中有很多似乎是「预言」，是为了鼓励

玛克比时代人的士气而写的。如果将写作日期推迟，这些预言就不再是预言，可见

这些自由神学家的居心，就是不愿意承认圣经中的预言，而预言乃证明圣经是神的

话的一个有力证据。 

 

保守派人士都反对这样的观点，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因为﹕ 

1。光是文体或写作风格，不能证明是两个完全不同时期的作者。 

2。批判家把写作日期推迟至公元前 165 年，其实亦无扎实的证据。反之，

耶稣和圣经其他地方证明有先知但以理之外，犹太历史家约瑟夫（ Josephus ）说，

亚历山大曾经看过但以理书，那是比主前 165 早二百年的事情；而且在死海古卷中，

也有已被鉴定为公元前 538-333 的但以理书。19 

 

除了批评预言之外，自由神学家亦批判该书的历史记载有问题，但现代考古

学的发现已把该书证实了。20 

 

（4）新约 

 

二十世纪的形式批判和来源批判渐渐合并。批判家们研究从福音历史事件结

束，到第一本福音书写作期间，有什么口传的资料；然后从早期教会的历史文化背

景去明白其写作。新的理论是﹕符类福音乃来自一些口传（ oral tradition ）。作者

根据所有口传的资料，然后修改耶稣讲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逐渐编辑成福音书。此

外，他们又认为很多保罗书信不是保罗写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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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要比较福音派和非福音派神学家对福音书作者和耶稣言行的关系，可

以这样说﹕福音派认为作者在报导；非福音派认为作者在创作。前者认为，作者们

选择事件来报导、整理排列、释义（意译[ paraphrase ] ）、更改形式（如文法）、

更改措辞用字、翻译、解释、编辑；后者认为，作者们制造事件、错误整理、加添、

改变内容（包括神学思想）、改变意思、误译、误解编写修订。 

 

贾思乐（Norman Geisler）总论说，形式批判似乎有两个基本前设﹕ 

1。早期教会的人不管什么是事实，为了迎合自己当时的需要，随便口传一

些虚构的东西。 

2。新约圣经作者只不过是一个编辑，将一大堆零零碎碎的资料搜集成书。22

换言之，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 

 

顺便一提，传统批判（ Traditional Criticism ）乃文体批判的一旁支。它研究

口传怎样被记录为圣经的历史。据他们说，以色列人先祖的故事，是经过多年的口

传，才被搜集成书；所以老早已经变质了。学者希望找出，口传的说话是怎样慢慢

变质的，于及口传和圣经的记载有什么出入。由于口传既不能实证，也不能反证，

结果，他们没有什么定论。他们很难证实最早的口述是怎样的，至于怎样被修改也

无法得知。他们的论据非常薄弱。神学家莫荣高（ Mowinckle ）说「礼拜仪式的传

统」乃来自被虏前的圣殿礼仪和社会文化。另一位神学家说，旧约圣经中的神话和

宗教仪式，是希伯来人和当时的中东人所共有的。23 

 

 

（四）编纂批判（ Redaction Criticism ） 

 

编纂批判是从形式批判发展而来，但矛头却指向书卷的作者。 （编纂和编

辑有别。一般而言，编辑只在文法、形式上改变，不涉及内容；但编纂除了编辑之

外，还包含修改删添的意思）编纂批判家们认为，圣经除了原作者之外，还有一些

编纂者。他们将原稿增删修订，和决定选用些什么材料，有时甚至有个人的偏见。 

 

编纂批判家通常都否认传统神学家所同意的圣经作者。他们说圣经的书名，

以名人之名字为名，是为了声誉，作者不一定就是那位先知或使徒。24自由神学家

说，马太、马可、路加、和使徒行传的作者都是有动机的，他们写书是为了宣传他

们的神学思想。诚然这是真的，但这不等于他们都是动机不良、歪曲事实，更不能

因此说福音书是虚构的。25 

 

以下是批判家的几点借口，常拿来说明圣经除了作者之外，还有编纂者﹕26 

 

1 。摩西不可能写自己死亡之事，所以很可能申命记 34 章是另一个人加上

去的。 ——但是，神也可能使用另一个先知（如约书亚）写最后一章，这并不等

于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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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命记二章 10-12 节放在括号内，可见是后人加的。 ——但是，这样不

成理由的理由，简直可笑，因为很多文章都有括号，它不一定是另一个人加上去的。 

3 。历代志上下是编纂者，根据一些先知预言，编纂而成。 ——可是，任何

书借都可以引用另一作者的话，所以历代志上下虽然引用其他先知的话，也不等于

编纂。 

 

4 。诗篇分五卷，每卷之前有标题，可见是编纂之工作。 ——但是，圣经本

无章节，而后人分章节，正如诗篇分卷。而且分章节之事不能算为编纂，因为他们

没有更改内容，也没有在其中作取舍。 

5 。箴言一共有几个作者，可见是编纂的。 ——虽然这是真的，箴言三十章

是亚古珥写的，三十一章是利慕伊勒写的，但不等于编纂，神可以默示几个先知合

写一本书。 

6 。耶利米书有两种手稿传留，其中希伯来文的版本比希腊文版本为长，可

见有编纂者修改。 ——保守派的神学家也同意，耶利米书有两个长度不同的版本，

原因无法证实，可能是耶利米在没有完成全书之前，曾经发表过一部分。这不一定

是编纂者所为，可能还有其他解释。 

 

编纂批判的问题很明显﹕ 1 。神在圣经中多次说不可在祂的话上有所加添，

所以不可能日后有编纂者，而且还有这么多。 2 。圣经中没有提出神默示编纂者的

观念，只有默示作者，所以编纂观点，和默示的观念相反。如果以色列人要试验先

知，他们也要试验这些编者？但圣经没有提及如何试。 3。低等批判（经文批判）

同意，圣经原文，因为抄写而产生差别（ scribal changes ），但这不是修改。 4 。

今天保守派的神学家认为，只有最早的第一份原文（ autographa ）才是神所默示的。

如果后人可以随意编纂，经文必定会不断变异，而失去最早所默示的样子。 

 

在此可以概括基督徒学者们对圣经抄写的两个观点。正确的观点是﹕抄写员

们在编辑；不正确的观点是，抄写员们在编纂。前者传递真理，所以他们改变文法、

改变样式、改变抄写媒体、整顿预言、更新名字；后者纂改真理，所以他们改变神

学思想、改变事实、改变信息、在预言上增添、编写事件。 

 

（五）影响未普及的圣经批判 

 

 高等批判的类别并不止于上述几个，它仍然在转化更新，新的学派和名堂肯

定会继续出现。下面是一些更新颖的﹕ 

 

（1）读者回应批判（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 

 

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圣经批判法，是后现代影响所致。它的研究中心就是﹕经文和

读者的互动。从前传统的释经法要研究历史背景和作者原意。但此批判法不管历史

背景，也不关心文体，它只关心一件事﹕ 就是读者读后的反应。批判家们也表示，

读者的解释也定会被他们所属的社群所影响，他们称之为「解释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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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ve communities），每个社团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释经规则。又因为后现

代哲理的影响，他们认为「作者原意」是不可能找得到的，甚至圣经文本、历史、

作者，也是无法肯定的。27 

说到底，读者的责任就是为经文制造『意义』。从前这是作者的工作，现在是读者

的。读者是圣经解释的权威，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而且权威都相当。这

样的态度，非常接近从前哲人康德（Kant）的哲理。可是，它却和我们所相信的启

示观念相反，我们相信神向人启示真理，圣经是神的特别启示。读者回应批判家实

在是持不同的神学观念﹕不是神主动向人启示，而是人在寻找神。也许可以说﹕经

文没有『意义』，也没有绝对真理。28 

 

（2）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最能反映后现代的影响。要明白解构，必

须明白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请阅读「后现代主义」文。简单来说，后现代的精神是

反抗传统、认为没有绝对真理、没有肯定知识。还有一点，他们尤其怀疑传统「词

义」，就是说，文字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或没有意义。 

 

 举个例，哈巴谷书的写作背景是什么？如果要认真追究，包括作者当时的心

态等，我们只能说﹕不知道，不能肯定。29那么，为什么只有一些权威学者们才能

有正确的圣经解释？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所以释经可以是多元化的。

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到其他经文上，因为读者的创意，经文可以「解构」出无限量

的可能意义，所以经文是没有统一或唯一正确的解释。30   

 

 再举个例，保罗书信是谁写的？真是保罗吗？例如，有人因为帖撒罗尼迦后

书所用的字眼和前书一样，所以结论说，是同一个作者。后现代学者们却争论说﹕

可能另有一个冒名的保罗，因为他要伪冒，所以蓄意模仿保罗的字眼。这样说明一

件事，我们无法相信保罗书信是保罗写的，而且不知道是谁写的。再推广这个想法，

我们对圣经可以有任何意见和解释。31  

 

（ 3 ）正典批判（ Canon Criticism ） 

 

正典批判是一个相当新的学科，它不针对某卷书或某段经文，却研究现在圣

经正典的选择过程，他们针对个别经典如何被选上，及应否被选上。所以他们问﹕

为什么这些经卷被选上？32这些书目是哪个团体开始采用？哪个继续采用？为什么？
33 

 

学者们怀疑，正典成立时，可能是因为某教派的意见占上风，以致其他书卷

流失。例如，我们今天在死海古卷中，找到今天被视为次经、伪经的手抄本，却没

有以斯帖记，可见爱色尼人不接纳它。七十士译本也有几本书，是希伯来文旧约所

没有的。34又例如当新约的一些次经伪经发现之后，耶稣研讨会高举《多马福音》，

使之与四福音地位等同，（可见于他们所出版的《五福音》（Five Gospel）。）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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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者认为，需要从当时的社团情况着手，研究为什么有些书被包括于正典，其他

却不能，然后这样的决定又怎样变为传统。 

 

有关新旧约正典成立的讨论，请见「圣经可信」文。 

 

（ 4 ）心理批判（ Psychological Criticism ） 

 

 顾名思义，这个批判办法是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去解释圣经。研究者集中于

经文的象征符号和角色之间的心理动力，找出经文所呈现的心理原则。例如，佛洛

伊德（ Freud ）派的释经者视创世记第三章中夏娃被蛇诱惑的故事与性交大有关系

﹕「吃」代表「性交」、「分别善恶树」代表对性行为的知识，所以其结果是「怀

胎」。35容格（ Jung ）派的圣经分析员认为未有夏娃之前的亚当包括男性和女性

（ animus, anima ），「生命树」和「蛇」各代表梦境和神话中不同的原型

（ archetype ）。 36（请见「心理学」上下文的介绍。） 

 

 诚然，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很容易看得出，这样的释经不但「有问题」，简直

是一塔糊涂、啼笑皆非。但请问，今天的教会讲台、基督教书籍，其中有多少信息

和圣经解释也是受了心理学的影响？例如「爱人如己，就是先爱自己，才懂得怎样

爱别人」，这是圣经的原意吗？不是，原来这是无神论心理学家弗罗姆（ Eric 

Fromm ）的理论。 （其他例子，请见「心理学」上下文的介绍。） 

 

（ 5 ）社会科学批判（ Soci al -scientific Criticism ） 

 

 此批判法亦相当新颖，它借用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圣

经书卷写作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怎样影响作者和写作对象，从而得知经文对现代

读者有什么意义。37虽然研究写作背景没有什么明显害处，但是，这派的释经者也

接纳来源批判、形式批判、传统批判等高等批判的意见，所以，结果他们的圣经解

释也常是自由神学家的意见。 

 

 举个例，他们同意彼得前书的作者不是使徒彼得本人，而是后人借用他的名

字写的。作者写作的动机在于鼓励当时在小亚细亚受苦的基督徒。作者的策略是﹕

他们受到犹太人的迫害，所以用「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二 9）鼓励他们；此外，外邦非信徒对他们也存敌意，所以对他

们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鼓励他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

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归荣耀给神。」（二 11-12）最后，

作者希望这个新的基督教运动团结，并以罗马教会为领袖。38 

 

（六）似乎无伤大雅的圣经批判 

 

 下面是一些没有那么偏离真道的圣经批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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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叙事批判（ Narrative Criticism ） 

 

 这门批判学自称是唯一不借用世俗文学研究法的。它假设作者向一个理想读

者传达信息。 （这读者不但能明白文字中与当时背景有关的事物，也能完全明白

作者希望传达的信息。）研究者的工作集中于每段文字的叙事结构、剧情发展、主

题、角色等。所以，他们问﹕作者原意是什么？理想的读者有什么观点？有什么是

剧情重点？什么是次要？角色的品格是什么？读者对其中的角色是同情？还是反感？

故事的社会和时空背景是什么？ 

 

 例如，有人分析马太福音的剧情，找出六个重点﹕耶稣出生、开始传道、施

洗约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对话（太十六 13-28）、洁净圣殿、大使命。39 

 

（2）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 

 

 现代对文学的研究法之一是结构主义，它的意思就是找出文献中的结构。正

如句子有语法，文献也当有一定的「法规」。目前最普通的工作是找出一些相对的

组合，例如﹕善与恶、生与死、贫与富。当应用在圣经研究上，研究者也鉴别了

「新与旧」（太九 16-17）和「说与行」（太廿 2-3）。40 

 

（3）修辞批判（ Rhetorical Criticism ） 

 

 从前有一些研究诗章和文献的人发表了一些理论。例如﹕写作可分为三类﹕

指导、取悦、说服。又有说，可分为﹕评断、劝导、褒贬。将这研究方法应用于圣

经，加拉太书就是评论式的；登山宝训却是劝导式的文学。41 

 

 

 这三个批判法虽然不明显具破坏性，但因把圣经当作世俗文学一样来研究，

结果没有什么贡献，因为他们忽略了书中重点，得不着圣灵借著作者对我们讲的话。 

 

 

批判「高等批判」42 43 

 

总而言之，高等批判学家认为，圣经乃根据口传，作者们道听途说，搜集资

料而写成，又或者因为心中本有议程，而且之后还有其他人可随意编纂修改。但是

高等批判学的问题显而易见﹕ 

 

1 。高等批判认为除非能证明传统观点是对的，否则他们就先以传统观点为

错。但这样的态度是错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相反。 

 

2 。忽略圣灵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应许赐下圣灵，使圣经作者想起

主耶稣所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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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们视新约故事为神话和民间传说。他们极度轻视先知、使徒和目击证

人的工作，认为这些人的信用甚低，甚至有如骗子。新约作者分不清那一句是耶稣

的话，那一句是自己的话。早期教会也不关心圣经的记载是否属实。 

 

4。他们抱有反对超自然事情的偏见（自由派神学家都抱此偏见）。 

 

5。他们对新约的批判，常是根据文字和风格，但这是很弱、很主观的理由，

因为人的写作风格，可因写作对象不同或其他原因而改变。所以，虽然是不同风格

的写作，但仍可能出自同一人。 

 

6。高等批判根据某些字眼被使用的频繁性，而决定写作时代和作者，这也

是非常弱的论据。举个例而言，中国基督徒常将「神」和「上帝」二词交替使用，

但这不表示有两个作者。 

 

7。高等批判家说如果同一书的神学理论有转变，那就证明是另一个作者的

手笔。但神学思想有很多不同的题目，而同一个作者可讲论不同神学题目，不等于

是转变，更不等于是两个作者的手笔。 

 

8。高等批判家说，如果一个作者没有提及某一个神学思想，那就表示他是

反对的。例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并没有提到基督是最高的大祭司，所以表示他不

是这样想，因此希伯来书不可能是他写的。这一点根本不成理由，因为保罗可能在

希伯来书引用一个适合希伯来人的比喻，在其他书信则不用。 

 

9．有一部分高等批判法源于世俗文学研究，所以研究者把圣经当作文学而

不是神的话，结果得不着重点。 

 

10。无可否认，高等批判的最大祸害是破坏了人对圣经的信心。 

 

请看这位圣经批判学者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上边的评语并不夸张。他说﹕

「从我们的观点而言，常被认为有创见的先知们，甚至他们一时自发的神谕，不过

是直接或引喻式地引用当时所属社团的权威性传统……」「整本圣经可视为一个故

事……有着能适合不同时代的智慧，这些智慧讲及人怎样在他的时代生活。这故事

是以神为中心……充满了神的行动和说话……圣经完全是历史的产物，它有着人的

限制﹕批判学只能问，写圣经的人从前相信上帝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
44 

 

鲁益思（ CS Lewis ）提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评论。他讲到如果将高等批判

办法用在他的作品上，批评家很快会对他的和他朋友的作品下评语，说某些是真的，

某些是虚构的。但是，他很肯定地说，这些批评的人通常都是错的。所以，将历史

重修，不能保证它比本来的历史更可信。圣经批判工作也是一样，无论风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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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特征、阶级特征、宗教背景、写作习惯、和基本假定，这些现代学术不可能更

确实、更密切、更本能的知道从前的事。45 

 

如果用逻辑去推理，主后 300 年的基督徒，根据他们所有的资料，宣称某书

的作者是某人（例如说，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那么，有没有可能，二千

年之后今天的学者，凭他们的批判或推测，而得出一个更准确、更可靠的结果？当

然不可能，除非从前的人全部都不诚实，都故意欺骗，但是我们既没有证据，可以

证明这样的猜测，也找不到可能的动机。 

 

 贾思乐说，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人常犯了一些基本错误﹕其一，以为愈新的

理论或解释，就愈可靠；其二，学者的圣经解释通常都是对的。他的观察非常准确，

即使在福音派中，这样的态度亦不罕见。如果是科学发明（例﹕电脑），大有可能

愈新愈好，愈是有名的学者所发明的愈好；但至于道德、信仰、真理和圣经解释，

就不见得愈新愈好，也不见得愈新从学术角度去研究就愈好。新神学、新正统、圣

经批判正是好例子。 

 

 贾思乐又说:很多学者为了要有挑衅性的发现，他们治学并非为了真理。同

样的，如果是为了个人名誉、理想、和野心去事奉神或者研究圣经，迟早会产生问

题。所以他曾说﹕「信仰比学术重要。」（ Lordship over Scholarship ）我们应该花

时间去发现真理，而不是提出惊人理论，哗众取宠。 

 

  

耶稣研讨会（Jesus Seminar） 

 

1985 年，耶稣研讨会创始人费恩克（R obert Funk ），在加州成立耶稣研讨

会这个组织，有七十多位圣经学者参加，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其中包括基督徒、天

主教徒、无神论者、和犹太人。这研讨会他们每年开会两次，也很喜欢公开发表言

论，在报章杂志常看见他们的言论。该组织的出版代表作有《五福音》。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决定福音书中，那些说话真是耶稣讲的、那些说话是作者

自己的，却将之归于耶稣。他们「研究」的方法是投票！会员用不同颜色的球，对

福音书每节圣经的可信性作出投票。红色代表﹕实在是耶稣说的；粉红色代表﹕可

能是耶稣说的；灰色代表﹕很可能不是耶稣说的；黑色代表﹕肯定不是耶稣说的。 

 

他们投票的结果，五卷福音书的成绩如下﹕ 

马太福音—— 2.6% ； 

马可福音—— 0.6% ； 

路加福音—— 0.6% ； 

约翰福音—— 0.0% ； 

多马福音—— 1.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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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的成绩最好，很可能是因为耶稣研讨会的人喜欢登山宝训。最惨的

是约翰福音，得个大光蛋！大概是约翰福音在四福音中，包含最多见证耶稣是神儿

子的话。 

 

耶稣研讨会的工作出了什么问题呢？问题太明显了﹕ 

1 。人不能用投票方式来决定真理，投票只是意见调查； 

2 。耶稣研讨会的前设仍是反对超自然事情； 

3 。认为福音书的写作日期很迟； 

4。接纳理论中的「 Q 福音」为事实； 

5 。接纳其他伪经，如多马福音。 

 

笔者想在此引用一位保守派基督徒的话说﹕「如果有人对『耶稣研讨会』的

意义投票，你想结果会怎样？」47 

 

 

圣经无误（ Inerrancy ）和完备（ Sufficiency ） 

 

既然许多神学家对圣经有那么多批判，他们又怎样看圣经无误的问题？关于

这一方面，现代神学家有三种观点﹕ 

 

1。圣经无误。 

2。有限的无误。 

3。圣经有错误。 

 

（一）圣经无误（Inerrant） 

 

圣经无误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所有的事实都清楚，而且解释正确，

那么，圣经第一份原文是没有错误的﹕无论教义、道德、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

都是没有错误的。48虽然今天有很多神学院和神学家都不承认圣经无误；但是，有

一些神学院，如三一神学院（ Trinity Theological Seminary ）和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还是坚持圣经无误。49 

 

（1）无误的意思 

 

基督徒对「无误」这个观点常有误解之处，我们应当留意以下几点﹕50 

 

1 。圣经不需要有现代科学的准确性，也不必和现代科学观点吻合，因为科

学仍在不断改进中。例如说「日落」，不算是科学上的错误（没有人在一般谈话中

使用「地球旋转，背着太阳」来描写旁晚时分）。 「芥菜种是最小的」（太十三

32 ）也是一样，耶稣并不需要指出科学上最小的种籽，但芥菜种是当时人所认识

最小的种籽，否则不但当时人不明白，以后十二、十六……世纪的人都可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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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的用词，可以对事物综合概括化。例如，每个月的 14 、 15 、 16

日都可以称为「月中」。事实上，上边两点，不过是一般人谈话的方式；所以，要

求圣经完全使用科学术语，那是不合理的要求。 

 

3 。圣经可以使用比喻性的讲法，例如耶稣说﹕「我就是门」（约十 9），

有头脑的人都不会问﹕谁是门上的把手？ 

 

4 。新约引用旧时约时，可以有「不准确」的语录。 

 

5 。圣经记录事情的时候，不必把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四福音就是一个好

例子，每个作者都只记录事情的一部分，但批判圣经的人却因此说四福音有矛盾。 

 

6 。圣经可以记录别人（如撒但）所讲的谎话。 

 

7 。圣经也可以引用其他非神所默示的书中所讲的不准确的话（如徒十七

28 ）。 

 

（2）无误的证据 

 

为什么说圣经是无误的？51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需要非常广泛和大规

模的研究。况且有些事情由于人类能力有限，所以无法知道答案。所以，在某程度

上，对圣经无误需要运用信心。现在简列几个合理的原因﹕ 

 

1 。圣经宣称本身无误（提后三 16 、赛四十 8 ）；耶稣也如此说（太五

18）。如果耶稣说，圣经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也不落空；那就是说，圣经

连最微小的错误都没有。 

 

2 。关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有很多证据证明，例如预言的应验），上边已

经讨论过。神的默示是不可能有错误的。如果我们能相信一位全能的神，我们当然

也能相信，祂能保守祂的话中不会渗入错误。 

 

3 。上边两点，乃是以圣经的说话，证明圣经无误；无可否认，这是一个循

环逻辑。虽然信徒可以接纳，但非基督徒，尤其是敌视基督教的人就不容易被说服。

所以，另一个办法就只有逐个圣经难题去解答。经过二百年的新神学和高等圣经批

判，仍然没有人能找到圣经有任何错误。52反之，很多所谓圣经难题，现在都被学

者解答了；人可以在今天的基督教书店里，找到很多专门解答圣经难题的书籍。许

多无神论或敌基督教的书籍和网版，常常列举很多所谓圣经的错误，其中大部分都

很容易回答，根本算不得难题；至于其余比较「困难」的题目，许多护教学书籍都

会有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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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圣经有错，我们需要一个比圣经更高的权威，才能决定圣经那里有

错？本该是怎样的？但谁有资格成为这个权威？如果没有这样统一的权威，结果就

是各人随意解释圣经、修改圣经。于是所得的不是真理，而是个人意见。 

 

（二）有限的无误（ Limited I nerrancy ） 

 

这一派的神学家以富乐（ Daniel Fuller ）和富乐神学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中的一些学者为代表，他们主张「有限无误」，意即圣经在教义（信仰

和生活）上没有错误，但在历史、地理、和科学上却可能有错误。 

 

他们拒绝宣称圣经无误，选用「无谬」（ infallible ）一词代替。在此之前，

无误和无谬并无分别，但现在一般人使用「无谬」一词，意指圣经基本上是正确和

可信的，但并非完全没有错误。换言之，「无谬」在程度上比「无误」松懈。 

（注﹕中文 inerrant 和 infallible 两字的翻译很混乱，很多时候是交替而用的。） 

 

「有限无误」一观念，不攻自破，理由如下﹕ 

 

1。如果圣经在科学上有错误，就不可能在神学上无误，例如﹕倘若没有亚

当这个人，原罪的教义就是错的；当耶稣论及亚当等，他也是在撒谎。 

 

2。其次，今天人认为在圣经中是错的科学、地理和历史，很可能是因为人

的无知，又或者人所能够得到的资料不足以让我们明白圣经，日后若能知晓，圣经

可能真的是无误。举个例，耶稣医好瞎子的故事，圣经记载﹕「耶稣将近耶利哥的

时候」（路十八 35 ）；但同一个故事，马太福音却说﹕「出耶利哥的时候」（廿

29），从前的学者因而说，圣经是互相矛盾的。但后来考古学发现原来有两个耶利

哥，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耶稣当时可能正离开旧城，前往新城去。53 

 

3。再者，有些人不喜欢圣经某些教训，因为这些教训和他们的世界观有异

（例如圣经和进化论相反），由于他们不能接受圣经创造的记载，于是说圣经的创

造记载是错的。 

 

4。最后，提出「有限无误」亦即是说圣经是有错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掩饰

和误导的讲法，至终会导至主观性的圣经解释。 

 

为了回应有限无误和其他类似的错误，一群基督徒学者，于 1978 年，在芝

加哥展开会议，发表了一份「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Chicago Statement of Biblical 

Inerrancy ） 。这群学者包括鲍易士（ James Boice ）、贾思乐、巴刻（ JI Packer ）、

史鲍尔（ RC Sproul ）等等。请参见附录二十一「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顺带一提，现代的基督徒还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由于圣经时代

人的科学知识有限，所以圣经作者用「歪曲迁就」（ Accommodation ）的办法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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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人明白。贾思乐说，我们应该这样说﹕由于当代人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圣经采

用「简化适应」（Adaptation）的办法去记载事实，但不是歪曲。例如说，告诉小

孩子们，婴儿是鹳鸟（stork）带来的，这就是歪曲迁就；但如果告诉小孩子 ，婴

儿是从妈妈肚子来的，那就并没有歪曲事实，只是从一个孩子能明白的层面去解释，

这就是简化适应。 

 

（三）圣经有错误 

 

有些神学家，如侯惠廉（ William Hull ），认为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是错的﹕

在教义、伦理、历史、地理和科学上都有错误。 

 

 

圣经完备（ Sufficiency ） 

 

圣经无误与否，是今天福音派一个热门话题，很多神学院都在热烈讨论。但

是，还有一个非常接近的问题，是一般基督徒不太留意的，就是圣经是否完备的讨

论。 

 

如果要问圣经是否完备，就应首先问，圣经有什么功用？根据圣经的自称，

圣经的功用是﹕ 

 

1。叫人得救﹕「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

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二十 31） 

 

2。叫人知道怎样行事为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

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后三 16-17 ）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

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彼后一 3 ） 

 

所以圣经主要涉及的范围在于信仰和行为（faith and practice）。它自称在这

两方面的教导，是完全足够（完备），足以帮助我们上天堂，也足以作为我们每天

在生活上的指导。历代信条中有很多特别声明这点，例如 1871 年，「奥柏林全国

代表大会宣言」（ The Oberlin Declaration of the National Congregational Council ）宣告

说﹕「圣经是信仰和生活唯一无误的和足够的准则。」54 

 

至于圣经中的历史、地理和科学，圣经虽没有自称完备，但却没有错误。圣经

并没有告诉人所有科学知识，也没有记载整个世界历史，但当圣经涉及这些地

方，它仍是没有错误的，否则它不能自称无误。 

 

如果说圣经在信仰和行为的教导上不完备，但圣经却自称在这两方面足够

（完备），那就是说圣经撒谎，有错了！今天有人把心理学带到教会来，无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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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与否，他们实在是说﹕圣经在生活方面的教导并不完备。此外，有一些灵恩派

的基督徒，将灵恩的经历高举，甚至过于圣经。这些无疑都是在圣经之外有所加添，

换言之，就是有意无意地说﹕圣经并不完备，也等于说圣经有错。希望那些自称相

信圣经无误的福音派基督徒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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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灵恩运动  
 

 

 

 

「灵恩」一词来自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有详细讨论。基督徒也深信圣

灵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祂能行神迹，并能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自从早期教会

以后，二千年来，教会中看不见太多的神迹奇事，也没有人强调灵恩，但近年却有

一些明显的转变。 

 

近代灵恩运动有所谓三波，意即三次的冲击。第一波又叫「五旬节运动」，

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澳洲，后来传播到美洲和亚洲，他们重视方言和

医病，引起了许多的争论。第二波是六十年代，在英国各地兴起的灵恩现象，他们

后来组织起来成为四方福音会，他们也坚持方言。第三波则在八十年代的美国加洲

开始，以温约翰（John Wimber）的「葡萄园运动」为代表，他们强调「权能布

道」，认为神能力的彰显是透过医治及赶鬼，胜过撒但权势，叫福音大力广传。 

 

今天，灵恩运动可谓如火如茶。按牛津出版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统

计，灵恩派人数已由本世纪初的 0 人增到 1980 年的一亿人，估计 1987 年是二亿七

千七百万；而洛桑会议（ Lausanne ）的特别行动组则在 1991 年宣布，灵恩派信徒

已超过福音派人数的总和。1所以，福音派信徒极需留意，小心分辨。 

 

 

追求办法 

 

灵恩派圈子很喜欢谈追求圣灵充满，或得着圣灵。他们的追求办法可分为两

大类﹕ 

 

（一）苦苦的求 

 

首先，比较常见的是拼命的求、苦苦的恳求。例如说﹕我们需要使用意志﹕

「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要有「非有不可」的心，例如祈祷说﹕神啊，你若不充

满我，我不回家了，或者我不吃饭了，圣灵自然来充满你。
2
 

 

经过一段苦求的日子，他们开始有异样的感觉、说方言、见异像、得到灵恩、

甚至看见天使或耶稣。例如﹕甘坚信（Kenneth E. Hagin）牧师开始时，经常把自己

关在教会里祷告数小时，每隔二至三小时，一天大约六次，之后，他里面的灵被开

启了，据说获得极大的突破，后来他的灵眼真的开了，据他所称，耶稣八次亲自向

他显现，亲口对他说话。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5%9F%BA%E7%9D%A3%E6%95%99%E7%99%BE%E7%A7%91%E5%85%A8%E6%9B%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6%81%A9%E6%B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6%A1%91%E7%89%B9%E5%88%A5%E8%A1%8C%E5%8B%95%E7%B5%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6%A1%91%E7%89%B9%E5%88%A5%E8%A1%8C%E5%8B%95%E7%B5%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6%A1%91%E7%89%B9%E5%88%A5%E8%A1%8C%E5%8B%95%E7%B5%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6%A1%91%E7%89%B9%E5%88%A5%E8%A1%8C%E5%8B%95%E7%B5%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6%A1%91%E7%89%B9%E5%88%A5%E8%A1%8C%E5%8B%95%E7%B5%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9%9F%B3%E6%B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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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谈甘坚信所见的耶稣是否圣经中的耶稣，让我们想一想﹕这样做有什

么问题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

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一 13）所以圣灵不是苦

苦求来的，却是因为人相信福音，祂就进到人的里面，作为一个印记。换言之，人

若没有这个印记，他就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

是属基督的。」（罗八 9） 

 

若圣灵不必苦求而得，这个苦求而来的灵是谁？ 

 

（二）类似冥想办法 

 

另有一些人提供更明显有问题的办法，因为它和冥想差不多。 

 

世俗人士的冥想，无论是催眠、气功、观想、瑜伽，都跟随一个模式﹕利用

重复背诵一句很短的咒语（mantra）或凝神一个影像；使感觉器官疲倦，于是头脑

停顿；最后，进入冥想状态。 （请见「新纪元运动（中）」文。） 

 

请读这个例子﹕「求圣灵的手续很简单…肃静等候在神面前…若怕有别的事

情分心，就不妨…口说『哈利路亚』一类的话，一直不断的说下去…那些话渐渐说

不清楚的时候—正是舌头受感要说出方言的时候…（请注意！此时言语心思任何活

动，都足以妨碍人受灵洗；说出方言。）」4  

 

这办法类似冥想，因为它不过使用「哈利路亚」为咒语，重复背诵，使心思

活动停顿下来。首先，这样做是正面违反圣经原理，圣经说﹕「你们祷告，不可像

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太六 7）其次，我们必须

进一步问﹕使用冥想办法，叫心思停顿，才会来临的灵，是什么样的灵？ 

 

请不要以为笔者是一个研究新纪元的人，所以到处都看见新纪元事物。事实

上，有人称灵恩运动为「神秘主义的登峰造极」，因为「关闭掉心思以及断绝所有

理性的联系的欲望，乃是异教徒神秘宗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主人神学院

（Master College ）院长麦雅法（John MacArthur）说﹕「几乎所有独特于灵恩运动

的教训都是原封未动的神秘主义。」5 

 

 

超自然感觉 

 

大部分有灵恩经历的人没有特别的恩赐，如医病、异能、异像等，他们通常

只经历到一种很特殊的感觉，也许是超自然的感觉，至少是一种强烈的感觉，通常

是愉快的，不是日常生活中自然而来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让他们认为自己得

着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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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烈而愉快的感觉 

 

首先，很多人说，你会感觉圣灵来到。例如，灵恩大师布永康（Reinhard 

Bonnke）说，当比他早期的灵恩大师当谢菲（George Jeffrey）为他祝福，他觉得圣

灵的能力进到房间里，他知道自己得着了一些东西。6  

 

有说，这个灵的来临不但清楚可知，而且让人有很美好、很享受的感觉。例

如有人形容它为一个非常丰盛的情感上的满足、或难以言喻的平安、又或一种无与

伦比的狂喜经历，而且必须有过此经历才能明白和欣赏。 

 

不但感觉好，还有很多外在的表现。他们在聚会中，时有被感动而唱歌、拍

手、赞美、跳舞，甚或身体摇摆、颤抖、滚地、抽搐、又哭又叫，一般灵恩派信徒

都认为圣灵的彰显有如火、风、7响声，所以不是安静的、不碍事的、不被人留意

到的。 

 

（二）异教、异端有同样经历 

 

超自然的感觉一定非常吸引人，这是人的天性﹕凡是自己能感受到的，就是

真实的，何况是美好的。可是，异端、异教中不乏类同的经历。 

 

例如，摩门教徒传教时，最后的一招就是请你为《摩门经》的真实性祈祷﹕

「…假如那是对的，我就使你在心胸中燃烧；所以，你将必感觉那是对的。」

（《教约》九 8）意思就是说《摩门经》若是真的话，祈祷后，神会叫你心中有一

股火热的感觉。 （请见「摩门教」文。） 

 

又例如，冥想能吸引现代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带来美好的感觉。例如有一

个新纪元网页说﹕当人冥想时，他把自己放进广大的空间，进入安宁 

和极乐的无限海洋，假如冥想做得适当，你将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安宁。
8 

可见，我们不可凭感觉鉴定是否圣经中的圣灵，甚至强烈而愉快的感觉，亦

不能证明它来自圣经中之神。 

 

（三）基督徒应该怎样看感觉 

 

那么，基督徒怎样看感觉呢？首先，爱神不是感情之事，「我们遵守神的诫

命，这就是爱他了。」（约壹五 2-3） 

 

追求感情上的满足的动机是自私的，而且是危险的。上帝爱我们，所以，我

们心里充满喜乐平安，是自然的事；再者，我们知道自己罪得赦免，死后得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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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同在，今天各种困境有神可依靠，这平安谁能夺去？又或者看见神的恩惠、工

作有果效，怎能不喜乐？ 

 

天主教修女德蕾莎（Mother Teresa）在人生的后半，完全没有感觉到基督的

同在，她形容这感觉有如地狱，但是，她仍然尽心在加尔各答服事穷人。她祷告说

﹕「我所要的就是你的快乐。」9暂时不管德蕾莎修女的信仰和经历的来源，但她

这个态度是对的。 

 

不但如此，我们还应谨慎。有一位曾经说方言，但已经离开五旬节运动的牧

师说﹕有些讲方言的人，会遇到低潮，他们就说，这是魔鬼的攻击，于是需要更多

的被圣灵充满。慢慢的，他们就好像吸毒上瘾了，一次比一次的需要更大，而且悦

来悦歇斯底里。10 

 

那么，基督徒必须自问﹕我们有否被强烈、美好和超自然的感觉迷惑了？ 

 

 

超自然事情 

 

圣经列举的灵恩中有一些是超自然事情﹕「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医病、

异能、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林前十二 8-10）但同一段经文中的「先知、

信心」却不一定。此外，圣经还列举其他不是超自然的恩赐，如﹕「预言、执事、

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人」（罗十二 6-8）「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

教师」（弗四 11）。所以不见得灵恩都是超自然的。无论如何， 这些都是圣灵

「随己意分给各人」（林前十二 11），叫我们互相联络作肢体，建立基督的身体。 

（林前十二 12、弗四 12、罗十二 5）〔注﹕先知、预言、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

语，显然需要圣灵帮助，但未必是超自然的，尤其神学家们对这些恩赐有不同定

义。 〕 

 

（一）常见的灵恩 

 

但是，一般人想到灵恩就想到超自然事情，例如方言和医治。二十世纪初的

灵恩运动的第一波就是以神医治病开始的；后来，在英国开始的第二波高举方言；

八十年代在美国加州开始的第三波强调「权能布道」，也是强调以神迹奇事协助传

福音。 

 

如果你参加一个灵恩派教会的聚会，你大可能看见他们在聚会中各自讲方言，

这边「哒哒哒哒」，那边「叭叭叭叭」，反正都是一些听不懂的声音，偶尔插上几

句「哈理路亚」。又在聚会后，讲员宣告为人医病，请那些愿意得医治的人到讲台

前。或者，有自称有预言恩赐的人请几个人到他面前，当众宣布他对这些人的预言。

偶尔还有人报告自己看见异像，甚至遇见上帝和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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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颖的 

 

除了方言、医治、异像等等之外，今天还有一些更新颖的灵恩现象。 

 

（1）多伦多祝福（圣笑，Toronto Blessing，Toronto Laugh） 

 

九零年代，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间教会，发生了一件基督教史上罕见的事—

—多伦多祝福（又叫多伦多圣笑）。据说圣灵大大降临，所以会众狂笑，不能停止，

又在地上打滚。此外，会众也发抖颤动、发出各种动物的声音、狂喜昏厥，或被

「圣灵胶水」粘在地上，爬不起来。 

 

接着之后，这个现象传开了，如火燎原。在英国，有几百个教会都受到感染；

在世界各地，不但灵恩派教会，很多其他宗派的教会也受到影响。甚至有人自称

「圣灵的酒吧男侍」，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人倾注「新酒」，使人喝醉。 

 

（2）圣灵击倒（Slain in the Spirit） 

 

也是在九十年代，美国佛罗列达州的一所教会自称从圣灵得到复兴，因为在

他们的聚会中，有人不自控地倒在地上。这个现象也很快地传开了，在中国教会，

圣灵击倒比多伦多祝福似乎更流行。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牧师在讲道之后向会众宣告，要为人祷告（例如为病人

祷告），与会的人走到台前，大家开始唱诗祈祷，待一会，牧师特指某人，为他按

手祷告，或者稍微踫他一下，这个人就倒在地上，通常是往后倒的。 （教会通常

安排执事们在后面托着或接着）据解释，这是圣灵的力量临到，所以人站不稳，经

历的人据说因此蒙圣灵医治或得到其他恩惠。 

 

（3）天降金粉 

 

最近在咱们中国教会听到一个新的灵恩现象。在江秀琴牧师的特会里，参加

者有时可以超自然地得到金粉或银粉洒在他们身上。11梁琼月牧师似乎更擅长此道，

网路上有一部落格说，她祷告时，在手臂上放一张餐巾纸，之后让大家看纸上有金

粉。一信徒解释说：每次祷告敬拜聚会时，都会有金粉出现，因为这是服役的灵

（天使）与他们一同在敬拜赞美上帝。这现象叫他们更加确信上帝与他们同在，看

顾他们。12  

 

多伦多祝福和圣灵击倒都传开了，不知道中国灵恩派教会的金粉现象是否有

一天也传开，甚至在欧美耀武扬威。 

 

 

异教中的超自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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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追求圣灵充满的人，所得着的异常和愉快感觉，可以在异端和异教信徒

的经历中看见；同样地，灵恩运动中的超自然事情，亦可在异端和异教中找到。 

 

刚刚提到的灵恩现象有﹕方言、医治、异像、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圣

笑、击倒、金粉，现在让我们到其他地方去找一找，看有没有同样事情﹕ 

 

（1）方言 

 

法轮功奠基者李洪志表示，在特异功能中，有所谓「宇宙语」，就是人突然

说一种莫明其妙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唯独有他心通的人才可能

知道。而且，有时人甚至可能说出多种不同的语言来。13如果这不是说方言和翻方

言，是什么？大英百科全书有很多关于异教徒在敬拜仪式中说方言的例子；也有被

鬼附的人能讲真正的地方的语言；穆斯林和西藏佛僧也有方言的报导；道行高深的

瑜伽行者同样有14方言的现象。15 

 

（2）医治 

 

灵异治疗是新纪元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各种邪术——催眠、观想、冥

想、瑜伽、气功等等，据说都有医治作用。很多灵媒进入神志昏迷状态为人诊

断和提供健康资料；更多的灵异治疗人士自称能散发能力，为人治病。 （请见

「新纪元运动（下）」一文。） 

 

赵镛基牧师为了说明第四度空间的真实性，表示说，佛教和尚也能行奇迹。

他还举了一个例﹕韩国有一名妇女得了末期癌症，眼看着就要去世，没有哪个医生

治得好她，她去过很多教会，然后又去找和尚，和尚告诉她去一个很多人祷告的山

洞，她因此完全得到医治，癌消失了。16 

 

（3）异像 

佛教的所谓「开天目」就是见异像的意思。例如，李洪志说，天目层次高的

人，他可以透过我们的空间看到另外的时空，可以看到常人看不见的景象。17练习

气功的人常报导看见不寻常现象，例如看见眼前的世界，被一片金光所笼罩，到处

是金碧辉煌地在闪烁，又或者，眼前浮现一片亮丽的淡光，有如云雾一般，且能持

续良久18。19新纪元运动中交鬼的人自称见到上帝、耶稣、各种灵体，更不鲜见。 

（请见「新纪元运动（下）」文。） 

 

（4）预言、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 

 

虽然这几样事情未必是超自然的，但是，人若突然知道他人的事情、突然讲

了一句适合他人的话、或向他人发出预言，并不鲜见。古今中外，都有灵异人士可

以做得到这一点。例如，洛杉帝密斯（Nostrademus）据称有很多已经应验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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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灵异人士或占卜者，也有超感知觉（telepathy）或能在某程度上成功地知道别

人的事情。 

 

（5）圣笑 

 

虽然暂时找不到和多伦多圣笑一模一样的报导，但经历到「圣笑」的人也同

时发出各种奇怪的动物声音，比较容易找。牧职神学院前院长滕张佳博士音信主前

曾练习瑜伽，在见证中间陈述昔日的经历，说﹕女蛇神（mother Kudalini）沿脊髓

神经而上，她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单会猛力旋转，口里竟会发出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

如：「鸟鸣、鸡啼、鸭叫、狮吼」等，很是骇人。20 

 

（6）击倒 

 

所谓圣灵击倒明显是一种可以推动人的力量，中国人的气功和武术也有同样

的报导。一位气功师表示，气功的气，不是筋肉的力量，而是一种别人可以感受到

的能量，它从手掌劳宫穴似乎发放而出，叫做「外气」。21中国人有所谓掌风或拳

风，据说，道行高深的人出掌带风，发拳有声，具有穿透力，令人凛然生畏。 22  

 

大部分武术似乎只是练身运动，但实在有一部分现象来自神秘力量，所以这

推倒人的力量，可算为超自然事情。 

 

（7）金粉 

 

在异端异教中，暂时还未看见和金粉一模一样的超自然事情。但是「灵体物

化」（materialization）现象却在新纪元运动，尤其是一些印度大师中看见。什么是

灵体物化？就是物质突然无缘无故出现，所以是一种超自然现象。23印度大师

Swami Premananda 多次当众表演，他手掌向下，稍微摇动，然后手掌反过来，就有

一樽印度教神像或其他东西突然出现掌上。另一个大师，Swami Satya Sai Baba，和

菲律宾的灵异治疗者也曾有这样的报导，而且都曾被人调查过，但找不到破绽。24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灵恩派教会中的超自然事情一定不止于这几样，将来

必然有更多，但笔者也相信，一定可以在异教或新纪元运动中找到。 

 

 

神迹奇事的来源 

 

（一）神迹的来源 

 

如果教会内外都有同样的超自然事情，我们怎样去分辨教会内发生的，是从

神来？从魔鬼来？从人来？是骗局？让我们考虑每一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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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神迹奇事不可能来自人本身，因为人没有灵异潜能。 （请见「新

纪元运动（下）」一文） 

2。其次，我们不能排除教会内有欺骗的事情，但这不能在「神迹来源」的

讨论中，因为若是骗局，就不能算为超自然事情。 

3。基督徒中间发生的超自然事情，是否都来自神？当然不是，因为圣经说

﹕「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

了。」（太廿四 24）可见，魔鬼有可能伪冒、扰乱基督徒。 

4。那么，有没有可能全部来自魔鬼？今天的神学家们有两派﹕一派主张神

不再行神迹，因为圣经已经完成。根据这一派，当然所有超自然事情都来自魔鬼。

但也有另一派，他们主张神仍有可能赐下神迹。笔者相信，没有人能规定神应该怎

样做事，神大有可能因为祂的慈爱，在需要的时候行神迹，但这是末世，所以撒但

也很活跃地制造伪货。 

5。所以，一个合理的结论是﹕教会里面的神迹奇事，可能来自神、或者来

自魔鬼。 

 

（二）辨别诸灵 

 

那怎么办呢？我们怎样分辨神迹奇事的来源？圣经里有一些原则﹕ 

 

1。圣灵的恩赐之一是﹕「辨别诸灵」（林前十二 10），神让某些信徒能鉴

别邪灵的作为和教导。但是，我们怎能辨别那些自称有「辨别诸灵」恩赐的人，属

真属假？我们岂不是在团团转？ 

2。耶稣说，我们可以凭这行神迹之人的果子辨认（太七 15-20），但这很难，

因为人是诡诈的，会掩饰自己，况且我们都不是完全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3。试验灵是否承认基督道成肉身（约壹四 1-3），但因为实际情形，这不一

定行得通。 

 

无论如何，要分辨真假神迹（从神而来，或从魔鬼而来）是一个很困难的问

题，不容易解决。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思想﹕ 

 

（三）神迹的目的 

 

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圣经中的神迹都有其目的，是为了

印证从神而来的真理﹕ 

 

（1）证实先知是神所差派的 

例如﹕摩西担心以色列人不相信他，神叫摩西能行一个神迹（杖变蛇、蛇变

杖），「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

神、是向你显现了。」（出四 1-5） 

 

（2）证实耶稣是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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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将他证明出来」

（徒二 22）。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当信我， ……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

事信我。」（约十四 11）祂又引述自己的神迹，坚定施洗约翰的信心（路七 20-

22）。 

 

（3）证明使徒所传的道 

圣经说﹕「神…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同他们作见证」（来二 4）例如

﹕使徒行传多次提到使徒行神迹，并解释说﹕「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

明他的恩道」（徒十四 3）。但是，有哪间教会不宣称自己的神迹是为了见证神、

传福音？ （请见下边有关「权能布道」的讨论）。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同一个问题去，怎样分辨神迹是从神来？或从魔鬼来？

已经有很多神学家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功夫，现在让我们从护教学的角度去看看。 

 

 

真假神迹的特征 

 

护教学家贾思乐（Norman Geisler）可能是第一个护教学家在这一方面提供

了一些答案。他提出下面几点，帮助分辨真假神迹﹕25 

 

（一）真神迹的特点 

 

1。它超越自然律——它不是自然事物，是超自然的，例如荆棘烧而不毁，

是超越自然律的。地震等类事情可算是不寻常，但不是超越自然律。 

2。神学上的前设——神迹神的作为。 

3。教义上的意义——它直接或间接的印证真理。 （见上） 

4。道德的原则——它显出神的性格。没有真神迹是邪恶的，刑罚性的神迹

亦显出神的性格。 

5。荣神益人——耶稣行神迹之后，众人多次归荣耀于神（例﹕太九 8，太

十四 33），可见真神迹是为了荣耀神。它也为人类带来好处，医病赶鬼都是好例

子，复活是对人有益的最好例子。 

6。它不是为了娱乐观众——例如，法利赛人要求看神迹，耶稣说﹕「一个

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太十六 4）

又例如，希律很欢喜看见耶稣，并且指望看他行神迹，耶稣却一言不答，也不行神

迹。 （路廿三 8-9） 

7。可以在各种情形下成功——耶稣和使徒们曾经叫死人复活，叫生来瞎眼

的能看见，所有来的人都得医治。 「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

们， ……医治那些需医的人。」（路九 11）「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徒

廿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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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它立即见效——圣经中的医治不是慢慢发生的，不需要一段时间，例如

「他的大麻疯立刻就洁净了」（徒廿八 9）「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约五 8-9）「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徒三 7）。 

9。它不会失败，医治成功之后，不会复发（除耶稣外，其他人的复活是例

外）。 

 

（二）假神迹的特点 

 

1。不是真正超自然的——可能是不寻常，但不是真正违反自然律。 

2。错误教导通常随着而来——圣经说，世上有「真理的灵、谬妄的灵」

（约壹四 6），所以错误教导来自谬妄的灵，不是真理的灵，神亦不会使用真神迹

印证错误教导。圣经说﹕若有先知或作梦的，行神迹奇事，然后勾引人去随从别的

神（错误教导） ，「不可听那先知」（申十三 1-3）。 

3。不道德事情也随着而来——圣经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帖后二 9），而且，引诱人的邪灵常叫

人良心麻木，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提前四 1-2）即是说，它带来不道德的事，

或说，它的源头是不道德的灵。 

4。它常和秘术有涉——例如，申命记十八章 10-12 节所讲的「使儿女经火、

占卜、观兆、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交鬼、行巫术、过阴」，都是常见的秘术，

而这些都是神所禁止的外邦人所行的超自然事情。 

5。它的能力有限——撒但的力量不如神，它们的神迹通常是不成功、不马

上成功、或者成功而不持久。例如术士只能模仿一部分摩西的神迹（出八-12）；

在迦密山上和先知以利亚比赛的巴力先知失败（王上十八）。 

 

此外，它的预言不一定成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

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申

十八 22） 

最 

后，它不能创造生命，所以只有圣经中的复活宣称是真的，因为只有祂是生

命之主﹕「惟有我是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申三十二 39 ）所以，神才

以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罗一 4）。不但撒但在圣经中从没有叫人复活，历史上异教

的复活宣称也没有能证实的。 （请「复活见证基督是神」一文。） 

 

 

灵恩运动中的超自然事情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灵恩运动中的「神迹奇事」有没有假神迹的特征。 

 

（1）不是真正超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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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经和常理，方言是一个实有的地方的语言（徒二 6），若有人从未学

习某语言而能讲这种话，这是一个真正神迹。但很多人的「方言」只是一两个音，

所以，不是真正的神迹。有一个例，有人觉得自己的方言很难听，因为都是单音，

好像鸡叫，所以怀疑不是真正的方言。后来有人告诉他，这是非洲某部落的语言。
26但是，无论多落后，有什么语言是一些单音？几个音能表达什么？ 

 

（2）错误随着而来 

 

一般而言，灵恩派教会的基本信仰是纯正的，但昌盛神学和内在医治两大错

误是在他们中间产生和流行的（虽然福音派也受影响）。它们的错误请见「昌盛神

学」和「内在医治」二文。再者，此运动中的一些名牧偶尔有惊人的歪论。例如，

美国灵恩巨星辛班尼（Benny Hinn）曾经说﹕耶稣承担了撒但的本性，所以祂需要

在地狱里受苦，然后重生，成为第一个胜过死亡的人。27 

 

（3）不道德事情随着而来 

 

布永康一本书中讲到「成功的七步」，其中之一是「明白你在神里的伟大」，
28显示，他事奉有野心，并以为成功的事奉是轰轰动动的。所以，他为自己的成就

夸口，例如，他表示自己每到一个地方，总有成千上万的人得到福音，又得到医治。
29可惜，调查的人揭露，布永康的神迹和医治没有证据，不过是为了骗财而虚构的。
30事实上，不单此运动中的名人如此，一般信徒中也有虚假，例如，在聚会中模仿

别人，假装倒在地上。31 

 

（4）它常和秘术有涉 

 

上文提到，追求圣灵充满的办法之一，和冥想很相似，而冥想亦是古今中外

邪术和交鬼等事的基础，所以这样的追求圣灵充满，产生秘术的后果，不足为奇。

江秀琴说，有一些情况不适合操练等候神，其中之一是那些练过打座、气功、瑜伽、

或与邪灵、异教有牵连者，因为他们倒空心思，邪灵有就会进来。32人在亲近真神，

邪灵妖怪怎么可以来？不可能！圣经有没有人因亲近神反惹得邪灵的教导或例子？

没有！除非这人亲近神的办法就是新纪元秘术。 

 

（5）它的能力有限 

 

在灵恩派教会中，常有人标榜自己擅长医治某些疾病，例如长短脚、飞蚊症、

血压高、气喘、过敏症等等，就是说其他疾病他不能医治，换言之，他的神迹不能

在各种情形下成功。医治恩赐是神所赐的，圣灵不可能好像世俗的医学专家，只擅

长医治几种疾病。辛班尼常自称能医治瞎子、聋子、癌症、爱滋病，但曾有几个美

国的电视节日调查过，他都拿不出证据，而且有人发现，他在电视节目中医治的人，

是经过挑选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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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个对「知识的言语」的调查﹕ 504 个人表示，曾有人对他发出知识的

言语，当问到吻合程度，结果是﹕高 10 个；中 51 个；低 255 个；其余不吻合或不

作答。34 

 

辛班尼曾经发表过一些错误的预言，例如﹕1995 年以前，上帝会降火烧灭

美国的同性恋团体；古巴总统卡斯楚（Fidel Castro）将在九十年代死去。35 

 

贾思乐表示，圣经以外不可能有复活之事，但今天灵恩派里面，不乏自称使

死人复活的人，罗伯欧（Oral Robert）就是其中一个，但当被问及证据时，他谢绝

将复活者的名字、地址报明。36 

 

今天灵恩运动的成积显示他们（或它们）的能力有限。 

 

（6）其他可疑之事 

 

换言之，贾思乐所列举的假神迹特征，都可以在灵恩运动中找到。但是，真

神迹的特点呢？根据贾思乐，真神迹除了是真正超自然的事情之外，它印证真理、

显出神的性格、不为娱乐观众。灵恩派的神迹有没有这几点？ 

 

「多伦多圣笑」「圣灵击倒」「天降金粉」是否显出神的性格？有没有印证

真理？还是娱乐了众人？荣耀了行奇事者？ 

 

如果这样一一想下去，我们会很怀疑灵恩派的神迹奇事。 

 

 

附带问题 

 

除了神迹来源可疑之外，灵恩运动还有其他附带问题﹕ 

 

（一）第二次祝福（Second Blessing） 

 

上边提到，灵恩派认为，若要得着圣灵，必须经过一些手续。可是，圣经中

有很多经文，说明人接受福音就得着圣灵（例﹕弗一 3）。所以，灵恩运动中出现

了一个新的观念——第二次祝福。意思就是说，在人重生得救之后，他还会经历到

第二次上帝特别的祝福，指追求得着圣灵充满一事。 

 

但圣经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

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西二 9-10）「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罗八 32）可见，神对信徒的祝福

已经是丰丰富富的，没有「第二次祝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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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很多灵恩派人士混淆圣灵充满为重生经历。有这样的一

个例﹕有一个孩子，妈妈担心他还没有重生，一天他的国文课本不见了，妈妈趁机

会带着孩子亲近神。几分钟以后，孩子跳了起来，跑到书柜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把

书抽出来。所以，妈妈说﹕这孩子重生了，他真实地经历了神。37 

 

那么，就是说，那些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未重生的假基督徒？或说﹕

非灵恩派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干脆说﹕灵恩派以外没有救恩？至少，有

些经历了方言和医病的人，把自己的信仰绝对化，渐渐出现属灵的骄傲，看不起没

有同样经验的人，断定传统教会没有生命。 

 

（二）权能布道（Power Evangelism）的问题 

 

第三波灵恩运动的理念是权能布道，就是说，回到早期教会的光景，因为有

神迹，人容易接受福音，所以比单向罪人解释十架救恩有效多了。 

 

无可否认，神迹奇事非常吸引人，可是我们在圣经中看见﹕ 

 

（1）神在做新事情的时候，才让人看见证据；神迹是印证新的信息。 

例如﹕「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

分……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徒五 1- 5）因为这是头一次，所以

神来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每次教会中有虚假的事，神都必定击杀，恐怕教堂里都

空无一人。 

 

因为耶稣和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是新的，所以神慷慨地使用大量神迹印证。今

天，福音已经传讲了二千年，不是新的，所以不需要经常使用神迹。 （当然我们

还是看见神在有需要的地方和时候，使用神迹帮助人建立信心。） 

 

（2）信道是从听道来，神迹未必叫人接受福音。 

改变人心是圣灵自己，不是神迹。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

基督的话来的。」（罗十 17），不一定需要神迹，神迹亦不一定有效。旧约以色

列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

从我的话。」（民十四 22）当财主要求派拉撒路去向他的兄弟传福音，「亚伯拉

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路十六 31） 

 

甚至布永康也免不了说﹕「基于神迹的信心是不足够的，只不过是对神迹的

信心，不是对神的信心。神迹若没有发生，信心就会消失。」说得太好38了！ 

 

 

基督徒面对灵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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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凭眼见、不凭感觉 

 

上边已经强调，人接受福音，圣灵自然入住（弗一 13、徒二 38 ），所以这

是一个凭信心，不是凭感觉的事情。不但如此，「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

是凭着眼见」（林后五 7），不必看见超自然事情才相信，所以耶稣说，「那没有

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二十 29） 

 

（2）不以强烈的感觉为爱主 

 

在基督徒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也不应该追求感觉，把强烈的感觉当作爱主，

因为「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

诫命，这就是爱他了。 」（约壹五 2-3） 

 

（3）明白圣灵工作不一定是超自然事情 

 

此外，我们不当以神迹奇事为圣灵运行的证据，因为圣经列举的圣灵工作有

﹕见证耶稣（约十五 26）「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

十六 8）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并要荣耀神。 （约十六

13-14）这些都不是一般看得见的神迹奇事。 

 

（4）不可凡灵都信任，总要试验 

 

当基督徒遇见超自然事情，圣经吩咐我们不要信任所有的灵，并告诉我们一

个测试秘方﹕「亲爱的弟兄阿，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

神的不是…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

出神的灵来。」（约壹四 1-2）当然，直接试验有时是行不通的，但若可行，应该

试验。 

 

（5）不为超自然经历夸口 

 

当保罗提到自己的三层天经历，他非常低调地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

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林后十二 1） 「…并不夸口…禁

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林后十二 5-6）所以如果神赐给我们有神迹奇事

的经历，不必到处敲锣打鼓。 

 

（6）专心传扬十架救恩 

 

不但不要夸口，也不要重视和追求神迹奇事。保罗说﹕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林前一 22-23）我们所渴望

的和传扬的不是神迹，却是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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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追求它 

 

虽然我们不能否定教会中的所有超自然事情，因为神仍在有需要的时候行神

迹，但是，无可否认，今天灵恩派中很多神迹奇事，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最稳妥

的态度是——不追求它。反之，按照圣经原则行事，以圣经校正自己的思想，天天

专心讨主喜悦。神若赐灵恩和神迹奇事，感谢祂；若不赐，感谢祂。 

 

 

 

 



161 
 

第四十四章 

               灵修神学  
 

 

 

 

 

 

今天的人营营役役，到处看见人心险恶，谁能不叹息？谁不愿意有一个心灵

的世外桃园？身为基督徒，当然更希望能藏身主怀，这是绝对可以理解的心情。有

一些基督徒担心自己不长进，看不见自己灵性有突破，于是想，也许不能再殷循了，

必须找一点什么操练法帮助，好得着额外的能力。诚然，这也是用心良苦。所以，

近年在中国教会有人推动灵修神学，深受一般基督徒欢迎。可是，灵修神学是否正

途？有危险吗？ 

 

 

一点历史背景 

 

「灵修神学」这个名字翻译得妙极了。有何基督徒不喜欢灵修？但原来这个

名字的英文是「Mystical Theology」，1直接的翻译是﹕基督教奥秘宗、密宗、或神

秘宗，因为灵修神学不过就是天主教中世纪修道院中的修士的神秘操练。 

 

其中重要人物有圣方济（Francis of Assissi）、大兰德（Teresa of Avila）、十

字架的约翰（John the Cross）、罗伦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梅顿（Thomas 

Merton）、卢云（ Henri J. Nouwen）、恩德晓（Evelyn Underhill）等等，一般被称为

基督教神秘主义者（Christian mystics）。 

 

今天华人教会中常听见的有「归心祈祷」（Centering Prayer，或正心祈祷）、

「默观式祈祷」（Contemplative Prayer）、 「读经颂祷」 （ Lectio Divina ，读祷）

等，有时干脆叫「默想」（Meditation） 。 

 

 

灵修办法有如冥想技术 

 

东方宗教和新纪元运动中的冥想，虽然有不同名字，手续也有少许不同，但

是最终目的不外使头脑空白。怎样使头脑空白呢？留意呼吸，重复咒语（mantra，

口诀），集中精神于一点、一件事、一个影像等（观想，visualize），最后头脑空

白，进入冥想状态，到达忘我，甚至感到自己和天地合一。请见「新纪元运动」

（中）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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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步骤，我们都可以在灵修神学的操练中找到，让我列举一些语录为例﹕ 

 

1。呼吸——「放松，觉察基督的同在。吸气（心中说﹕『神的安息。』）；

呼气（心中说﹕『我的疲乏。』）重复此过程，直至你开始宁静下来……静默，等

候……静默……等候……」2 但是，圣经什么地方强调亲近神要留意呼吸？没有，

瑜伽等东方冥想却有。 

 

2。重复咒语——「不要分析经文……不断地重复那一个字，或那一句子；

不要急于去思考和应用经文的教训，而是在不断重复中……渐渐只集中在一两个字

上。〔例〕﹕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慢慢只留下

『显大』或『基督』，其他字句全淡出。」3 但是，这不过是用「显大」或「基督」

作咒语，正如瑜伽使用「OM」为咒语。但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太六 7） 

 

3。观想——「我们活泼运用想像，在心灵中重建事件的每一细节，然后投

入活在其中，运用我们的感官去察看、聆听、嗅闻、触摸…… 」 。 4「想像自己

走过一个可爱的森林小径。……尝试感到微风迎面而来……用你的所有官感去经历

这样的风景……走到一个草原……升到云层之上。想像自己的灵体发光，离开肉

身……在创造主面前……聆听他的话……」5但是，这是最典型的新纪元观想技术。 

 

4。头脑空白——「若有任何[心思的] 打扰，不要刻意对抗或停留在它们身

上，只『以渴慕的心转向耶稣来驱散它们』……」另一位说﹕「所有思想、所有观

念6、所有影像，必须被遗忘，而我们赤裸的爱（赤裸，因为思想被剥除）却要升

向上帝……」7 这些基督徒神秘主义者都在说﹕除掉思想。但是，圣经从不吩咐我

们倒空心思。 

 

5。忘我，与神合一——「天主教的灵修神学学者经常尽量去描写这种深切

关系和高峰经历（peak experience），高峰经历就是完全浑然忘我，自己已经不是

自己，甚至经历过后，亦说不出那种经历，那是一种完全令整个人消逝的关系。天

主教神学传统就是响往和神的关系到这种高峰关系。他们追求最高峰就是与神联合

（Union with God）……」但是8，这和印度教或新纪元冥想的最高峰（与天地合一）

有什么分别？ 

 

请再读「新纪元运动」（中）文的例子。请问灵修神学操练和新纪元冥想有

什么不一样？大同小异？ 

 

诚然，不是每一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所推荐的办法都如此明显，但他们似乎

都认为祈祷就是停止思想。例如当盖恩夫人（ Madame Jeanne Guyon ）谈祈祷方法，

她说﹕「注意！你最紧要的练习，是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的目的，是要停住你的心

思，过于运用你的悟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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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经历 

 

（一）几个阶段 

 

根据一些分析，操练的人通常会经历几个阶段﹕（1）醒觉——就是当人为

神所感召，进入与上帝的直接相会；（2）净化——这是一个苦恼和孤寂的过程，

很多操练者称这阶段为「灵魂的黑夜」；（3）光照——光照并非一般福音派信徒

所讲的，却是因冥想而意识产生变化，他们形容这样的意识为更清晰的察觉，或意

识的提升；（4）联合——最后一步就是与上帝联合。10 

 

暂不提第一和第二段，我们很容易看见，第三阶段的光照，就是今天新纪元

所讲的变异意识状态，或作冥想状态，新纪元人物也喜欢称之为「更高意识」。第

四阶段的联合，虽然说是和神联合，但所有冥想技术的最高峰也被形容为「与宇宙

联合」「天地与我原为一」等。所以，这又是一个好明证，这些操练，不过是新纪

元冥想的经历。 

 

（二）愉快的感觉 

 

为什么人会喜欢这样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给人愉快的良好

感觉。十架约翰形容他的经历为「黑夜」，但「灵魂充满某种光彩和壮丽，洋溢着

恩典，涌现的愉快，远超任何自然途径能获得。」另一个形容说﹕「一种温暖的愉

悦11，从我心中扩散至整个人，神的临在，使我深刻受感动……势不可挡的极乐淹

没了我。」事实上，很多非基督徒冥想，很多基督徒追求方言或其他灵恩，也是因

为喜欢12这样的良好感觉。为美好感觉而亲近神，这样的动机度值得三思。圣经说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约壹五 3）所以，爱神不是一种感觉，

请见「灵恩运动」文中对美好感觉的讨论。 

 

（三）超自然经历 

 

灵修祈祷不但带来神秘而美好的经历，有时还会带来超自然现象。例如得到

圣痕（stigma，没有自然解释的伤痕）、他心通（telepathy） 、超自然地飘浮

（levitation）、分身术（bi-location，同时在不同地点出现）、脸上发光、物质超自

然地增加（好像耶稣的五饼二鱼神迹），有更多人宣称自己看见耶稣、圣母或其他

圣人，从他们得到信息。13正如灵恩运动中出现各种超自然事物，基督教神秘主义

亦然。请见「灵恩运动」文对神迹奇事的讨论。 

 

（四）聆听的问题 

 

灵修神学中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教导﹕在安静等候神时，尝试着听见神的声

音。例如﹕在灵修时候，「首先听见好像有人在花园中行走的响声；接着是一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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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可闻之声，但仍不清楚，接着就是快乐的一刹那……变为完全可理解的话语，如

同一位深交好友所说的话那么热情、亲密，和清楚；接着就是生命和光进入人心灵

里面，能够在灵里见到耶稣，在祂怀里安息……」14  

 

虽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典型的神秘经历，但有一个相当遍的教导是﹕灵修的

时候，每读一节经文，静下来听一听，甚至停止思想，希望听到什么奇异的话语。

但是﹕ 

 

1。笔者相信，所谓「神对我们讲话」，在一般情形下，不是耳朵能听到的

声音，因为神只在有特别需要时，才让我们经历到神迹。圣经有例﹕以色列人在旷

野四十年，神每天赐吗哪（出十六 35），直到他们进迦南， 「吃了那地的出产，

第二日吗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吗哪了。 」（书五 12）神不会因为他们

懒得耕种，或者觉得好玩，赐下吗哪。 

2。请不要忘记﹕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读圣经，就是神和我们讲话！ 「圣

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三 16）哪需另觅途径？若忘记圣经就是神的话，以为

读经之后，神会另和我们讲话，这是后现代新正统的圣经观。 （请见「现代神学」

文。） 

3。希望读经时有亮光，知道怎样应用在生活上，或者明白神对我们有什么

实际的指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预期或规定

上帝在我们灵修的时候（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内回应我们的祈求。神有很多办法

给我们指示，不必着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

（诗廿五 12） 

 

 

带来教义错误 

 

无可否认，天主教神秘主义者的写作，流露着一股对神的深切的渴慕，有很

多值得阅读的地方。但是，其中一些人，在追求属灵经历过程中，思想改变，呈现

泛神思想，甚至高举「所有宗教殊途同归」。 

 

首举的是梅顿，他和佛教的关系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他本是一个天主教

修士，后来遇上一位佛教徒，鼓励他研究天主教神秘主义，于是他开始相信所有宗

教「本是统一」，可从神秘经历明白。他表示，禅宗借着冥想和默观，为人提供最

纯净的意识，引往基督的救恩的真意。他甚至公然表示﹕「基督教的更新就是基督

徒对亚洲的宗教开放，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已经开始『承认、保存、促进各宗教所有

的属性和道德的好处。』」15 

 

恩德晓因为追求属灵经历，曾受到邪教影响，所以离开她长大的英国国教。

之后，她对罗马天主教极感兴趣，虽然没有正式成为天主教徒，但她在一些天主教

学者影响之下，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16她曾表示﹕「每一个伟大的宗教，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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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些人的特殊经历，他们为人揭露属灵事实……我们知道，回教是是永恒[上帝] 

向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启示……」17  

 

上边两位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因为和异教早有接触，所以支持「所有宗教殊途

同归」，其他人未必曾受异教的影响，但因神秘经历而思想近异教，并不罕见。例

如，十架约翰提倡一个神秘的、狂喜的与神联合的经历，他描写这个经有如登山，

当到达山顶，可以与神联合。有很多途径可以登山，但是十架约翰以「Nada」形容

它。 「Nada」就是没有什么、空无一物之意。所以有人甚至把「佛教徒」的标签

加在他身上。18 

 

又因神秘经历的最高峰是与天地合一，或作与神合一，所以基督教神秘主义

者可能不自觉地有点泛神思想。例如，大兰德将她与神相交的神秘经历形容为「灵

性的婚姻」，因其结果乃是与神联合，有如水点滴在江河或水泉中，与之溶合，完

全分不开。19 

 

《属灵操练礼赞》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虽然是基督教书籍，也赞同天

主教神学，如忏悔；20作者亦鼓励人解梦和写梦境日记，一如新纪元心理学家。21最

后，笔者愿意提醒大家，天主教那些在圣经里找不到的教义，例如敬拜马利亚，炼

狱，玫瑰经，都是天主教徒自称自己在异像中所得的启示。 

 

在中国教会领先推动出天主教灵修神学的温伟耀博士，曾指出它的弱点，其

中之一是﹕「因为纯感性……容易发生在教义上的扭曲或信仰上的危机。……客观

性对教义的挑战少了……什么都可以包容，耶稣是什么也可以，那么只要能帮助感

性更加深的，便什么也是对的。……其他宗教的经验也被接纳，这就是发展的危

机。」22 

 

福音派的信徒是否愿意冒这个险？感性享受重要？还是信仰纯正重要？ 

 

 

长辈和专家的意见 

 

无论是英语属灵书籍，还是中文属灵书籍，批评灵恩运动的甚多，但是，

可能灵修神学远不及灵恩运动流行，尤其是在美国，所以似乎批判的人不多，以

至部分中国信徒以为灵修神学是正途。若留意，批评的话仍不少﹕ 

 

已故的香港喜乐福音堂资深传道人胡恩德先生说﹕「论到有人用『操练』

的方法以寻求某种觉识，我们当分外小心。这方法集中思想，极力控制思想，专

一集中思想一点事物，务求将脑中其他一般思想清除，以使心中有一种静止状态，

期望由此而得着一点洞见。……看来这与一些异教追求的方法相同。这样思想空

白的状态，可能成为邪灵进入的门路。……使用《圣经》的话语，反覆思想只一

句或一节，不过是要停止一切其他思想，仍是异教徒们所做的，是危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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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我们不应把《圣经》的话，无意义反覆诵念（心中诵念）如念咒一般。……

时下的操练，是从天主教部分人士学来的。可能习此者，认为基督教没有这般的

『属灵』道理，以故向天主教学习。我们就是不要这道理，这道非真的属灵（属

乎圣灵），倒是与异教的一样，能使我们『通灵』。……基督教有被主非常使用

的人……他们都不用所谓属灵操练的方法。」23 

 

平安福音堂创办人吴主光牧师，评灵修神学为﹕向天主教中世纪的修士取

材、混合印度教的打座冥想，叫今天的神学院变质，亦是末世预兆。24 

 

《偏差的诱惑》的两位作者说﹕「任何沙蛮人[shaman，巫师之意] 都会承

认，在心灵中想像某人或某物（摹想），是和灵界生物〔个体〕接触的最速方法。

然而，今天却有无数的基督教领袖，不明究理地把摹想这种形式的沙蛮主义引介

入教会之内。傅士德〔Richard Foster〕的《属灵操练礼赞》这本书…… 〔就是这

样〕教导我们。 」25两位作者其中一位又表示，读祷、 归心祷告、《圣依纳爵神

操》（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等，一般叫做「默观式祷告」，是教

会中的「极其危险的『属灵』趋势」。 26《真相系列》的作者们说﹕「不幸，他

[傅士德] 的办法时而和新纪元或东方冥想技术相似。例如，他主张使用观想和解

梦。」27 

 

曾经是新纪元人物，现在是基督徒的蒙坦妮高（Marcia Montenegro）说，实

践者放弃思想有如佛教和印度教的操作，常表示与「真我」相遇，亦是佛教禅宗

思想，所以冥想式祷告不是真正的祷告。28 

 

这些主内前辈都异口同声地说﹕灵修神学的操练办法，不过是东方宗教的、

或新纪元的冥想。请再看两位非福音派人士的话﹕ 

 

信不信由你，一位天主教神父，德雷尔（John D. Dreher）也批评道﹕归心

祷告是自我催眠的一种，可比于超觉静坐（TM）。真正的祷告以神为中心，不

是归到人的里头，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他认为这不是天主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
29 

 

一位专门研究冥想的超心理学家也同意，他说﹕「基督教奥秘宗（Christian 

mysticism）发展了很多引进变异意识状态[冥想状态之意] 的技术，但这些技术不及

东方技术这样精细，而且在西方文化中亦不流行。」 30（笔者亦同意，与东方冥想

技术，如瑜伽或禅座比较，灵修神学的操练是程度肤浅一点。但是，冥想的危险并

非和冥想的深度成正比例。只要冥想，危险随时来到。请见「新纪元运动」（中）

文的解释。 ） 

 

 

真正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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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笔者讲及新纪元运动的时候，常有人问﹕我们可否使用类似冥想的办法接

触圣经中的神？笔者总是这样回答﹕神若愿意在冥想状态中和人来往，祂不可能不

在圣经中明言，但是，有没有呢？没有。傅士德也坦白地说﹕「圣经吩咐人操练禁

食、默想、崇拜、和庆祝，至于怎样做，它几乎没有任何指示。」 〔 M editation，

中文圣经作思想或默想，但31不是冥想。 〕如果圣经没有明文指示，基督徒就不应

该画蛇添足！ 

 

那么，真正的灵修是怎样的呢？ 

 

举个例来说﹕假若读经读到「谦卑像这小孩子」（太十八 4），我们专心思

想﹕什么是谦卑？为什么小孩子是谦卑的榜样？我昨天对某人说的那句话，是否显

示了我的骄傲？我怎样才能学习得更谦卑呢？有什么需要小心？不谦卑有什么后果

呢？然后祈祷求主每天提醒我们，要谦卑，不能骄傲。结果我们被神的话改变，渐

渐长进，模成基督的样式，这才是真正的灵修。 

 

但若我们专心想像一幅图画，努力在内心看见一个孩子，一副谦卑的样子，

这就是观想；又或者口中喃喃有词﹕「谦卑、谦卑、谦卑……」以帮助思绪静止，

这就是以「谦卑」为咒语，是新纪元冥想式的所谓灵修。 

 

假若我们默想「谦卑」时，我们想到昨天对某人讲的那句话表示自己不谦卑，

再想到，骄傲的原因是自己的烹调技术比她好，跟着又想到姨妈明天会来吃饭，得

准备一些好菜，呀，还有，厨房里已经没有牛奶和洋葱，找一张纸写下……这是胡

思乱想，不是灵修，这时应该求主帮助我们安静，把思想带回圣经教导上去。 

 

我们每天读经祷告亲近神，不是为了美好感觉，神也没有应许定然有超自然

经历。但是每天读着、读着、祷告、祷告，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有能力的，我们就

慢慢潜而默化。曾经听过有一个比喻﹕读经就好像把茶包放进茶杯中，茶包里的东

西，慢慢溶于水中，直至饱和。读神的话也一样，你我虽然未必有特殊感觉，但假

以时日，我们便能心意更新。 

 

 

结论 

 

既然灵修办法有如冥想，又可能带来泛神思想和其他错误，我们不能不说﹕

灵修神学的操练，是不值得冒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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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昌盛神学  

 
 

 

 

 

 

从早期教会到二十世纪初，一般基督徒都不高举物质世界的好处，甚至以财

富为灵命长进的障碍物。但是，二十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变，一部分基督

徒有一个新的心态——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得到成功、财富、健康，心想事成，万事

如意。 

 

例如谭适德牧师说﹕「在打开兴盛、亨通满足的宝库前，我们需要重新打好

真理的基础……容我为你矫正心态﹕贫穷不是神的旨意！贫穷是一种咒诅！」1 

 

这就是所谓「昌盛福音」（成功神学、健康财富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Health & Wealth Gospel ）。这个运动在欧洲开始，但现在一般人都以倡导「语言信

心运动」 （ Word of Faith Movement ） 的哈金牧师 （ Kenneth E. Hagin ）为奠基人。

其他著名人士包括﹕ 鼓吹「积极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的皮尔牧师（ Norman 

Vincent Peale ，或译作罗文标） ﹐水晶大教堂 （ Crystal Cathedral ）的萧律柏牧师

（ Robert Schuller ，或译作舒乐） ﹐ 《第四度空间》的作者赵镛基牧师﹐辛班尼牧

师（ Benny Hinn ） ﹐柯普兰牧师（ Kenneth Copeland ）等人。中国教会虽然暂时未

有光芒四射的明星，但在不同程度上高举昌盛神学的，大有其人。 

 

 

积极思想、可能思想 

 

萧律柏在他的名著《可能》中劝读者们大声地对自己说﹕「我凡事都能作！

我有无限的潜能！」这就是他所讲的「积极思想」或「可能思想」 2（ Possibility 

Thinking ， Probability Thinking ）。 

 

为什么积极思想、或可能思想可以帮助人成功？萧解释说，如果你幻想自己

是自然、潇洒、有礼的人，慢慢就会变成这样；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个高超、成功、

进展、出人头地的人，你必然会长进。3 

 

其他昌盛神学家虽然未必使用同样名字，但仍有同样意思。例如谭适德说﹕

「心中贮存了什么，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生活。（心意更新的）有福人从他心里所存

的好货（凡事顺利之应许）发出（丰足的）好事；（思想陈旧的）苦命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蹩脚货（山穷水尽之意象）发出（贫乏的）恶耗。」4 



169 
 

一个孩子相信自己读书聪明，于是成积单上就都是 A？一个商人相信自己生

意兴隆，于是定会财源广进？一个女人相信自己美丽动人，于是荣登选美王后宝座？

一个临死的病人相信自己身体健康，于是马上起死回生？若是真的，太好了！ 

 

但是，让我们想一想﹕ 

 

（1）不一定有效 

 

一个乐观的态度，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屈不挠，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中国人的

传统智慧也说﹕「有志者事竟成」。问题是——这不过是一句励志的话。 

 

萧律柏表示，他的女儿，因为懂得运用积极思想，所以能成为学校乐队十名

小提琴手中的首席提琴手。5可是，其他九个孩子呢？如果他们都运用「可能思

想」，但却不能有十个首席提琴手，那么，唯一的结论是﹕「可能思想」不一定有

效！ 

 

最新研究显示，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确实有助身体健康，最有效于叫人觉得

生活有意义，但并不能神迹地驱除疾病。6的确，生命在神手里，光相信自己健康，

不见得就会健康。 

 

「惟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箴十九 21）「万军之耶和华起誓，

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意，必照样成立。」（赛十四 24）我们

的积极思想、可能思想不见得有效，因为上帝有绝对主权。 

 

（2）心灵控制物质 

 

还未有更严重的一点﹕原来这不过是新纪元运动中的「心灵控制物质」

（ Mind Over Matter ）观念——你的思想和信念，只要你持之有恒、信心坚定，就

可以影响物质世界，事情就会照着你的心愿具体化。 

 

邪灵借着新纪元运动中交鬼的人也同样地教导﹕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可以创造

现实。鬼灵蓝沙（Ramtha）说﹕「无论是贫或富、国王或乞丐、已婚或独身……快

乐或不快乐，是你自己创造的，自己做成的。」另一只鬼灵7赛斯（ Seth ）说﹕

「你可能愤慨地说﹕『这是真的呀，我穷，我无法付帐』，诸如此类。你知道吗？

这样做的话，你就是以自己对现实的信念，为现实的本身，你可能没有留意到，这

是你的信念，但它却决定了你在物质世界的经历。……你的思想控制你的健康。如

果你常常想着自己有病，那么，你就真的有病了。」8  

 

我们怎样想，事情就怎样发生？ 

 

 



170 
 

积极宣告 

 

昌盛神学家们还教导一个秘方，可以促使事情成就﹕宣告。 

 

因为我们和上帝一样，话语带着能力，我们所讲的话，是一个命令，物质世

界必定听从。哈金说﹕「上帝要祂的儿女……穿着最好的衣服、驾驶最好的汽车、

祂要他们拥有最好的东西……你只需宣告支取。」这是语言信心运动「9积极宣

告」 （ Positive Confession ）a的典型例子。 

 

赵镛基牧师也认为，「宣告并说出有确据的话，因为你的话发出来便有创造

力，上帝说了，全世界就诞生了，你的话是圣灵所使用来创造的材料。」10又说﹕

「想开创成功的一生，必须重用话语。人们常喜欢说泄气的话。 『啊哟！我穷着

呢。连奉献给上帝的钱都凑不出来。』……由于你的举止像个穷人，贫穷就如影随

形吸住不放。如果这种吸力贯彻始终，你就一辈子穷到底喽。」11 

 

老一辈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孩子若讲了不吉利的话，他们就说一句﹕「大

吉利事，屁股嘴」，有些甚至用一块纸擦孩子的嘴，免得不吉利的事情会发生。这

样的迷信和积极宣告有大分别吗？ 

 

这道理和上述的积极思想、可能思想一样，是轻视了上帝的主权，圣经说﹕

「因为他说有[宣告] 、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

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思想]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思想]万代常存。 」

（诗三十三 9-11）「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宣告]就成呢？」（哀三 37）。的确，

只有上帝的心灵可以控制物质世界，只有祂所想的、祂的宣告必定成就。 

 

 

观想﹕新纪元邪术 

 

除了违反圣经原理，通不过普通常理之外，真正要达到成功，还有一个邪术！ 

赵镛基认为第四度空间是属灵的空间，异象和异梦就是基督徒的工具，使人可以运

用第四度空间里的能力，精神科医生现在研究出来的「心像」正是圣经所讲的异象

和异梦，赵镛基又说﹕「等到你在内心和脑海中，清楚地想像出你所昐望的事物后，

你才能拥有他们。」他曾清楚地解释﹕「首先，定12个清楚的目标，然后画张活泼

生动的心理图，心中火热。 」13 

 

谭适德说，宣告之外，还要加上「愿景」﹕「当你看到内心的愿景透过宣告

和默想神的话而结实时，便可发出信心的命令。」请再看他说怎样去14「愿景」﹕

「『放大』未来愿景的实图，端详错综复杂的细节。当你如此操练时，你的视觉意

                                                           
a一般人将Positive Confession翻译为「积极认信」，但「认信」早被用在教会历代信条，恐怕有混

淆之处，故译为「积极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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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愈来愈完整……看到更多细节……不久后，你还会感到自己的愿景是有形有体的，

正如你可以凭信心触摸得到一般。」15 

 

谭的「愿景」就是其他昌盛神学家所讲的观想（Visualization，又作观照）、

心像（ Mental image ）、异像等等。 

 

无论所用的名字是什么，他们是说﹕专心集中精神，紧握着心中一个影像，

这个影像就会变成事实。请见「新纪元运动」（中）文，有更详细的解释。 

弟兄姐妹们请留意﹕观想（或观照）是新纪元技术、古今中外邪术的一贯模式！请

让我给你一些证据﹕ 

 

灵异人士毕碧绨（ Betty Bethards ）解释冥想如下﹕「凝神想像一幅画

面……用尽你的力量去握住这个影像，使它不动十分钟之久，这个心像可以是一朵

玫瑰花，或者一个十字架，然后你被动地让任何思想和影像流入心中。」16碧法并

且表示，经常冥想，可以改变那些使你不安的人物和事情、使你身体健康、获得灵

异治疗、产生灵异能力。17 

 

玄学家穆菲（ Joseph Murphy ）解释，最好的祷告方法就是观想，「使用你

内心的眼晴去看，要看得它活生生的……当你的想像清楚真实……有一天它会在你

的客观世界中出现…」18穆菲表示这办法可以治疗心灵问题、助人发财、解决婚姻

问题、吸引理想伴侣、使人快乐、使人际关系和谐。19 

请问，灵异人士的教导和这些昌盛神学家的教导有什么分别？ 

 

 

专家意见 

 

请勿以为笔者研究新纪元，所以把什么事情上都看成新纪元事物。事实上，

大有其他留意的基督徒指出同样问题——昌盛神学背后的信心运动和观想技术，源

自邪教。 

 

《别的福音》（ A Different Gospel ）20的作者指出﹕信心运动之父哈金的思

想来自二十世纪上半的康阳（ EW Kenyon ）牧师。 （康阳的后人曾经指出哈金抄

袭康阳的写作。）康阳虽然自称基督徒，但他曾经就读于一所充满「新思想」

（ New Thought ）的学校，所以极受影响。新思想是一个邪教，它教导说﹕真正的

现实是灵界，物质界的一切都由灵界所引起；借着积极态度、积极宣告，人类的思

想有力量，可以创造现实，无论是健康或疾病、财富或贫穷，都是自己创造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昌盛神学家教导新纪元的心灵控制物质观念，又推荐新纪

元邪术，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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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诱惑》的作者也批评信心运动说﹕「相信控制属灵力量的定律，透

过口说话语而有的能力，其必然地能控制物质世界，此等信念是邪术的要素。异端

者提倡的和积极宣告领袖们的概念相同。……『积极思想』或『可能思想』和基督

徒科学会的关系应该是清楚的。」至于观想，他又说﹕「基督徒们在不知21不觉中

落入古老的巫术操演中，试图以此创造出实体，甚至想借着形成逼真的心灵影像来

操纵上帝……这种不合圣经运用想像力的方法，好像可以供给人像神一样的能

力…… 」22 

 

在教会内向信徒灌输新纪元思想，又教导他们以新纪元技术成功致富，昌盛

神学家们不过把新纪元运动中的人类潜能运动搬到教会内！ 

 

 

附带的错误 

 

如果基础有错误，我们不难发现昌盛神学家们也有其他错误教导，下面只是

一些例子﹕ 

 

（1）错误圣经解释 

 

昌盛神学家们经常断章取义，曲解圣经，以支持他们的教导，例如﹕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太十九 26），但这是耶稣回答财主

难于进天国的问题。 

 

芥菜种的信心能移山（太十七 20；可九 23），耶稣在此谈到赶鬼之事需要

信心。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四 13），保罗在此谈到怎样

处卑贱、处丰富。 

 

「耶稣基督……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

成为富足。 」（林后八 9），但「他的贫穷」是指基督降世为人，于是我们在灵性

上得以「富足」。 

 

（2）先把钱给我！ 

 

昌盛神学家们有一个非常显眼的歪曲教导﹕信徒要把金钱奉献给有教会中有

财势地位的传道人，这是圣经所讲的「撒种在好土」，然后才能得到物质上部的祝

福（就是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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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普兰牧师以罗拔士博为他的属灵父亲，当时的罗拔士在美国是一个成功的

传道人，既亨通又富足。据说，有一次有人给了他十元美钞，他便急忙到罗拔的教

会，把十元美钞奉献了，这是他财务突破的起点，所以他仍常向他师父撒种。23 

 

难怪这些牧师和神学家们如此昌盛，这才是真正的昌盛福音！这些人「以敬

虔为得利的门路。 」（提前六 5）「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

取利。」（彼二 3） 

 

（3）错误神学思想 

 

虽然昌盛神学家们并不注重教义和神学，可是他们会时而有意无意地发表一

些错误的神学思想，下面略举一二﹕ 

柯普兰教导说﹕信徒重生为『上帝类』，既然信徒是『上帝类』，所以他们保证能

得着各种福气。24 辛班尼干脆说﹕「你是一个小上帝。」什么？ ！这是最典型的新

纪元思想——人就是神。 

 

萧律柏给罪和救恩的定义，是臭名昭著的。萧说，罪就是自尊/自信（ Self-

Esteem ）低落；25所以，救恩的定义就变作﹕「自尊/自信、自我价值的恢复。」26 

或「从羞耻到光荣……从内疚到骄傲。」27这是错误、异端、亵渎！ 

 

 

基督徒应有态度 

 

如果昌盛神学不合圣经，是新纪元思想和技术，基督徒应该怎样看成功、财

富、健康？基督徒是否铸定穷困可怜一辈子？我们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1）上帝是主人 

 

首先，一个敬虔生活的本身会带来各方面的好处。人若生活有规律、有节制、

远离烟酒和毒品、不搞婚外情，身体当然会比较健康；人若懂得凡事交托、常常喜

乐、不怀怨、不苦毒，不但心理健康、身体亦然；人若在工作场所「好像服事主，

不像服事人」（弗六 7），他的业绩定然优秀。不必赘言。 

  

但这不是保证说，基督徒若按照圣经原理行事为人，结果定是健康和丰足。

如果你把上帝看成帮助你凡事昌盛的力量，你要问﹕谁是主人？上帝？自己？弟兄

姐妹们，上帝是主人，不是我们的助手、不是一种帮助人成功的力量、不是阿拉丁

神灯、不是有求必应的菩萨！ 

 

基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

的主活。」（林后五 15）基督徒只应每天问，「主啊，你是主人，我是仆人。你

有什么吩咐？请你告诉我， 请赐我力量，为你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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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财富的态度 

 

基督徒的人生目标不该是物质世界中的成功，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

丰富。」（路十二 15）圣经不强调财富为利益，它鼓励我们知足﹕「敬虔加上知

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

食，就当知足。」（提前六 6 -8 ） 

 

事实上，爱财是危险之事﹕「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

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 9-10）。 

 

圣经中的属灵伟人们也不见得都富有。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

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太八 20）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徒

三 6）保罗说自己「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

冷、赤身露体。」（林后十一 27） 

 

（3）对健康的态度 

 

愿意得到健康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健康也不像财富那样容易败坏人，圣经也

没有说生病才是好事。但是，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因罪受咒诅的世界里，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八 22）基督徒也在「等候得

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罗八 23）疾病痛苦是一个自然不能免。 

 

我们也看见，很多圣经中的信心伟人得不着医治。例如保罗说，他肉体中有

一根刺（痛苦） ，他三次求主把刺除去，主却没有答应（林后十二 8-10）；提摩

太「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提前五 23）；以巴弗提曾经病得几乎要死（腓三 25-

30）。 

 

说到底，基督徒的盼望在于永恒，「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

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

不见的是永远的。 」（林后四 16，18） 

 

（4）不必担心 

 

那么，做基督徒岂非吃亏？不是的。我们还是可以向神求物质世界上的好处，

但我们应该学效主耶稣的祷告，祂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廿六 39）。 

 

你可以向祂求一份理想的工作、一个健康的身体、一段美满的婚姻。但是，

如果祂给你的是一份困难低薪的工作、一个软弱多病的身体、一生找不到配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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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祂是陶匠，我们是瓦器（罗九 20-21），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计划，

祂有权决定我们人生的际遇。 

 

基督徒不必担心，上帝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八 28）所以不要为衣食忧虑，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你们了。」（太六 33）请不必担心慈爱的神故意叫你吃亏，「他并不甘心使人受

苦」（哀三 33），只「当一无罣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

所要的告诉神。」（腓四 6），「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五 7）。 

 

 

结论 

 

昌盛神学的基本问题在于藐视神的主权，将上帝当作服事我们的仆人，它还

带来新纪元思想和新纪元邪术，所以，信仰纯正的信徒，应该丢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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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内在医治  
 

 
 
 
 

 人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被人欺负，祈望投靠上帝肩膀，这

是完全可以明白的。但是，上帝一直在我们身边，不必使用特别技术把祂召来。 

 

 

想像耶稣临近疗伤 

 

内在医治（Inner Healing，或作心灵医治）的前身是记忆治疗（Memory 

Healing），虽然每个作者或治疗者的办法都略有不同，却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在祈

祷的时候想像「耶稣」来临，治疗心灵所曾经受过的创伤。 

 

 好几年前，《海外校园》曾经有一篇介绍的文章﹕「想像耶稣带领进入一座

花果丰盛的园子，在那里接受耶稣的代祷……从在母腹成孕开始，回顾过去人生中

的每个阶段，每到一处都尽可能重组现场实况，并察觉耶稣临在的位置。」1  

 

近年的内在医治有新作风。内在医治者桑得福（John Sandford）说﹕如果人

有残暴的父亲，医治者将人在祷告中带返昔日，指示这人想像耶稣来临，然后他的

父亲变得和蔼仁慈。他认为，这是一个谎言，因为这人的父亲并没有改变。所以，

他认为正确的内在医治是一个从神来的视像，当我们在祷告中，圣灵把一幅图画放

置在我们的心灵中，让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2  

 

请再读《今日华人教会》最近一篇文章的介绍﹕「祷告…邀请耶稣临在，寻

求圣灵引导…进入记忆之中…圣灵会揭开一幅当事人曾受伤的图画，让当事人面对

当刻的自己…以至能宣泄压抑的情绪……求耶稣介入当事人受伤的历史…看见耶稣

同在的爱及对他受伤的回应，便会得着医治…经历医治后…由里而外的更新…成为

新造的人…」3 

 

《海外校园》的例子可算是旧作风，《今日华人教会》的例子可说比较接近

新作风。无论如何，这样的想像，或说是圣灵赐与的视像，到底从何来？所谓受伤

的往事，是否真有其事？其中的耶稣又是谁？ 

 

 

新纪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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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医治者佩恩（Leanne Payne）在她的书《神医治的临在》（The Healing 

Presence）中表示，神给我们话语或者图画（符号或异象等等）。她有一个祈祷伙

伴最擅长「看见」这些图画，而且常常是连续一串颜色鲜明的图画。4她继续解释

这样的想像（原文作 visualize）和一般的想像有所不同，她称之为「更高的想像」，

是「收到思想或图画的能力」，在这个时候「较低的（生理上的）想像是被挡着或

者被挪开的」 5，即是说，这不是一般的想像。这个中文翻译为「想像」或「摹想」

的做法，英文是 visualize，我想最理想是翻译为「观想」（或观照），进行的人是

用心灵力量去看见或者收到一幅图画，现在有人干脆叫它做「心像」（mental 

image），从上边的形容，可以很清楚了。如果还不是很清楚，可以再看这例子﹕

「将祷告的内容构成一个"生动"的画面…将祷告的内容构成一个"意境"，用信心借

着圣灵的带领经历到此意境的"产生"或"出现"。」6  

 

 可惜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留意，观想正是新纪元技术，是冥想的一个变化方式！

请见「新纪元运动」（中）文的解释。 

 

葛约翰（ John Court）是一位基督徒催眠师，他说﹕「比较催眠术和内在医

治……有一些基督徒作者认为这两个医治方法基本一样，表面上的差别不重要……

我主张，内在医治和催眠是相似的…… 」于是葛约翰详述两个催眠治疗的个案，

案主在催眠术下回溯童年，寻找往日的创伤，邀请耶稣来疗伤。7换言之，基督徒

催眠专家认为，内在医治和催眠治疗无大分别。 

 

网路上有一位灵异治疗人士的网站（ Angelique psychic healer ）也有一模一

样的治疗法。她宣称自己的办法来自《家庭会伤人》的作者布雷萧（John 

Bradshaw），使用观想仪式接触自己的内心幼童，医治往日童年时的自己所受的创

伤。8 事实上坊间还有很多医治内心幼童的书籍，有一些是灵异人士攒写的，另一

些是心理治疗员攒写的，都使用观想。 

 

 

应召而来的是耶稣？ 

 

观想在新纪元运动中应用很广，一般人可以观想自己成功或健康等等，但内

在医治所观想的是「耶稣」。但是，这位应召而来的「耶稣」是谁？ 

 

新纪元运动圈子中，有交鬼的人交上一位自称约翰的鬼灵，它提倡并教导冥

想，它曾经表示，在冥想的时候，默想一位圣人，譬如耶稣或者佛陀，是非常适当

的做法。9美国名灵媒左珠银（ Linda Georgian ）表示自己经常使用冥想、积极思想、

和祷告去吸引好东西。因为她有天主教背景，所以她常常观想耶稣，但是她认为观

想佛陀和观想耶稣没有什么两样。10如果鬼灵和灵媒都同意，同一个技术可以召来

「耶稣」，也可以召来佛陀，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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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一些美国新纪元研究员的评论﹕戴夫韩特（Dave Hunt）说，「今天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观想耶稣，正如黄教僧（shaman，即巫师）观想属灵导师（Spirit 

guide） …」 11。卡约瑟（Joseph Carr）说黄教僧经常用观想方法去交鬼。 12《真相

系列》的作者们将观想分为四大类﹕学术性的、流行的、秘术的、和基督教的，他

们将内在医治归入基督教观想类中为例子，并且表示这四类的观想很相似，界线很

难分得清楚。13 

 

想不到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也这样说﹕「完全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所谓的『自

由联想』而已，加上『圣灵』与『耶稣』就变成了『内在医治』的方法了。把想象

当作真实，把幻想人物当作『耶稣』 ，真是危险至极！…… 所以，仅从这一点看，

这种方法与印度教知名人物奥修所谓的『默想』 『观照』等无甚差异，也与中国

佛道教中的打坐、坐禅本质一致，只不过把其中的『佛』换成了耶稣而已。」14阿

们！ 

 

所以，你以为自己邀请耶稣，应邀的不一定就是那位真的圣经中的耶稣。圣

经岂不是说过﹕「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林后十一 14）。 

 

 

不合圣经原则 

 

也许你会想，如果把内在医治限制于纯粹的想像，那就不会有危险了。让我

告诉你一个个案﹕有一个人观想自己八岁的时候在操场玩耍，在旁提示的人建议他

想像「耶稣」来临，他看见「耶稣」慢慢走向他，他说﹕「我不再制造这个场面」，

这个「耶稣」将他背后的包裹拿走，力气之强大，将他吓了一跳。15他本以为这位

「耶稣」不过是他的想像，结果发现这是另外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个体。 

 

 我深信绝大部分使用内在医治的人无意行邪术，而且很多人也从未深入操练，

于是也看不到任何心像，更不用担心这个心像自动活生生起来。但是，观想「耶稣」

仍然不合圣经原则﹕ 

 

1。首先，这是圣经所从来没有教导的方法，反而是异教徒的办法，基督徒

绝对不能使用异教徒的办法去亲近圣经中的神，这是「献上凡火」（利十 1），是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其次，圣经明文吩咐，「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出二十 4），虽然

不是用金银木石雕刻偶像，只是用「心像」来代表神，岂不是殊途同归？ 

3。再者，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什么样子的？若不知道，怎样观想祂？怎样决

定来者就是祂？ 

4。圣经中那位耶稣是应召而来的吗？我们可否闭上眼晴，或在催眠冥想状

态下说﹕「耶稣，过来」？岂不是很不恭敬、而且近乎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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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根源 

 

基督教教会内怎么有这样的技术？原来是一个叫做孙凤（Agnes Sanford）的

美国人，约在 1950 年代开始的。孙凤虽然生于基督教家庭，也是一个圣公会牧师

的太太，但是她自小反叛基督教。长大后，因为经年的抑郁症得医治，继而接触到

「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和「新思想」（New Thought）等类邪教的

「信心治疗」（亦即灵异治疗），所以开始了她的治疗工作。渐渐，她发现这样的

治疗，对那些身体生理机能真正有毛病者无效，只有对心灵问题才有效。 

 

于是，她加上了好些容格派心理学（Jungian psychology，是一派十分灵异的

心理学学派）观念，如内在孩子（Inner Child，或作内心幼童）和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等等。又因为相信人生问题，来自从前的伤害，所以她要

找一个办法，医治那些在无意识中的记忆。于是孙凤发展出一个治疗方案﹕找出当

事人的童年，然后教导当事人进入冥想状态，观想耶稣来临，医治他或她的内心幼

童。事实上，这也是今天世俗辅导的深度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的大略。所以

在她的写作中，读者可以发现很多心理学概念，也看见很多西方玄学名词（譬如

「有形状的思想」 [thought form]），当然也有很多不合圣经的神学思想（譬如泛神

论）。16 

 

但在孙凤之后，美国教会有几位主力推动内在医治的人，其中之一是孙约翰

（John Sanford），他是一位正统容格派心理学家，又是一个圣公会牧师，他不但

继承孙凤的治疗哲理，更公开表示，他的医治概念来自「古代希腊神秘主义治疗者、

沙蛮（Shamanism，或作黄教，巫师之意）的传说、美国印地安人的智慧、早期基

督教所强调的医治、还有现代容格所提供的治疗观念。」17所以他不但使用观想，

更推荐冥想和瑜伽。18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内在医治，和新纪元技术差不多，一点都不奇怪，因

为它们同源，只不过，内在医治是披上基督教外衣。 

 

 

其他问题 

 

除了和邪术相似的问题以外，内在医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内在医治的概念不过就是心理学中的「不健全家庭伤害」理论的更进一

步。难怪有治疗者建议，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可以参考心理学的研究，

尝试了解一些问题的成因。但「不健全家庭伤害」是一个不合圣经，而且已被推翻

的理论，请见「心理学和教会」文的讨论。 

 

2。既然是基于佛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内在医治相信，一个人过去的经历会

留在潜意识中，影响其情绪和行为，所以需要邀请耶稣，进到无意识中去医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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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圣经却教导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腓三 13），何必天天让苦毒蚕食心

灵，被记忆继续杀伤？圣经吩咐我们﹕「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并

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弗四 31），即使未信的人，受创的经验

都可以被时间冲淡或自行愈合。求主帮助我们。 

 

3。更令人不安的是，有很多人是在内在医治进行中，发现一些已经「忘记

了的往日创伤」。虽然内在治疗者宣称，这是圣灵带领之下的记忆，但是如果内在

医治和新纪元邪术如此接近， 我们怎能肯定内在医治过程是圣灵在带领？我们怎

么知道所发现的「往事」可信？这让我们联想到今天辅导界的「抑制记忆治疗」

（repressed memory therapy），案主最初并不记得这样的事情，但是经过治疗后，

却记起很多童年事件，如被人性虐待，或者被迫参加撒但教仪式等等。这类的治疗

伤害了很多家庭，社会上大有人高声责骂。难道基督徒却不质疑内在医治下的「发

现」吗？ 

 

4。这里还有附带另一些科学和逻辑问题，有一些治疗是从自己在母腹成孕

开始「回顾」一生（见文首例子）。但是，现在科学家认为一个人的记忆不一定准

确，幼童和婴儿的记忆更属可疑，因为婴儿脑部的髓鞘（myelin sheath）未完全发

育，根本未有储存记忆的地方。何况仍在母腹中？一个母腹中的胎儿怎么可能受到

心理上的创伤？难道有人在母腹外，说了一些损害胎儿自我形像的话？这是一个幻

想世界？还是有实证的真理？ 

 

5。如果脑部分还未有储存记忆的地方，这些伤害储存在什么地方？根据心

理学，当然是在潜意识或无意识里。可是，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潜意识或者无意

识并非实有，它们只存在于心理学家的理论中，而且近代的心理学家们也不太同意

这个观念，至少不是每一派都采用的观念。那么，我们岂非召请「耶稣」到一个不

存在的境界去，医治一些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伤痕！ 

 

 

鬼魅到处 

 

顺便提一件事﹕今天的内在医治也常和「释放事工」（Deliverance）相提并

论。所谓「释放」就是一般信徒所讲的赶鬼。工作者的信念是，人的问题，尤其是

不良行为，背后都有魔鬼作崇，例如桑得福认为有抢夺权柄的鬼、自我吹捧的鬼、

贪婪的鬼、不道德性行为的鬼、性骚扰的鬼、控制跋扈的鬼。19也有人要赶出酗酒

的灵和抽烟鬼。20 

 

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很快就认得出，这些是人的罪，不是鬼。诚然，魔鬼每时

每刻都在试探诱惑人，叫人犯罪得罪神，但基督徒可以靠着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得胜，

圣经说﹕「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罗八 13）。笔者相信大部分（若非绝大

部分）的罪恶，是可以靠人的意志和圣灵的帮助得胜，不必、也不应该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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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鬼事工并不止于此，还有更多令人怀疑的案例。曾经有一对父母因为三个

月大的婴儿整天哭啼而寻找赶鬼，赶鬼的人认为婴儿身上有苦待她的灵，将之赶走，

于是婴儿安睡了。21 婴儿哭倦了，自然沉睡，有哪个妈妈没见过？还有极端者要赶

出心脏病的鬼、关节炎之灵、癌症恶魔，22任何稍微熟悉圣经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

疾病原因有很多，有纯粹生理的、有因为罪恶带来的、也有是魔鬼作为。这样的赶

鬼事工实在是滥用之极至。 

 

笔者并非完全反对「赶鬼」这回事，但笔者相信今天的释放事工是太滥用了。 

 

 

真正医治 

 

那位真正的耶稣，会不会医治我们心灵中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圣经说﹕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

鞭伤我们得医治。」（赛五十三 5）祂为我们死，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了我们，这

不是医治了最根本的心灵问题吗？今天的烦恼和痛苦又怎样？圣经又说，如果我们

遇见不公平的事，祂为我们伸冤辨屈（诗九 4），记念我们的眼泪（诗五十六 8）；

当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祂安慰我们（诗廿三 4）；总而言之，祂留下平安给我们

（约十四 27） ……圣经中有无数的应许。这位真正的耶稣，足够帮助我们应付人

生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使用内在医治，去找另一位「耶稣」。  

 

 只把问题归咎从前的伤痕，然后把「耶稣」召来疗伤，正是「轻轻忽忽的医

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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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十一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Chicago Statement of Biblical Inerrancy ）概括  

 

 

第一条﹕我们坚信，我们应以圣经为神带有权柄的话。 

我们否认，圣经的权威来自教会、传统、或其他人为因素。 

 

第二条﹕我们坚信，圣经是至高无上的标准，神以此约束我们的良心；教会

权威居于圣经权威之下。 

我们否认，教会信条、会议、或宣言能与圣经权威同等，或超过它。 

 

第三条﹕我们坚信，神的话——圣经，完全是神的启示。 

我们否认，圣经只不过是见证神的启示；或当人与神相遇时，圣经才变成神

的话；或它的可靠性是因基于人的反应。 

 

第四条﹕我们坚信，神按着祂自己的形像创造人，祂使用话语为启示的媒介。 

我们否认，因为人类是被造物，所以语言大受限制，以至不足为神圣启示的

工具；我们进一步否认，人类文化和语言，因为罪恶，所以腐败到一个地步，阻挠

了神默示的工作。 

 

第五条﹕我们坚信，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是渐进式的。 

我们否认，那些使较早期启示完成的后期启示，有可能纠正它，或与之矛盾；

我们进一步否认，在新约圣经写成之后，仍然有基准的启示。 

 

第六条﹕我们坚信，整本圣经，每部分，及原文每个字，都是神的默示。 

我们否认，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整体可信，但部分不可信；或其中部分可信，

但整体不可信。 

 

第七条﹕我们坚信，默示的工作是圣灵，借着人的手，赐下祂的话。圣经的

来源是神圣的，我们仍然难以理解上帝默示的方式。 

我们反对，将默示过程低贬为人的洞察，或提升意识等类的状态。 

 

第八条﹕我们坚信，神的默示工作是祂使用品格卓越的人，和他的文学风格，

这些作者是祂所拣选和预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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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否认，神为了要圣经作者们使用某些字句，压抑了作者们的人格。 

 

第九条﹕我们坚信，神的默示，虽然不包括所有知识，但在圣经作者被圣灵

感动而写的所有事情上，保证是真实、可信的言辞。 

我们否认，因为这些作者是有限的和堕落的，必然为神的话引进歪曲或谬误。 

 

第十条﹕我们坚信，严格而言，神的默示只限于第一份手稿，但因神的照管，

所以我们可以确知，现有的手稿极其准确。我们进一步相信，圣经的翻译和抄本，

都是神的话，因为它们忠实地传达了原稿。 

我们否认，因为没有原稿，可以影响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我们进一步否认，

因为现在没有原稿，所以圣经无误宣称就不可信，或不恰当。 

 

第十一条﹕我们坚信，圣经是神圣的默示，是无误谬的，于是，不但不可能

误导我们，而且在一切它论及的事情上，它是真实和可靠的。 

我们否认，我们可以同时宣称圣经是无谬，但有错误。我们可以分辨无谬

（infallibility）和无误（inerrancy），但二者却不能分割而论。 

 

第十二条﹕我们坚信，圣经全部无误，绝无谬论、欺骗、或假冒。 

我们否认，圣经的无误和无谬性只限于属灵事情、宗教和救赎的题目，不包

括历史和科学方面。我们进一步否认，因为科学有关地球的假设，可用以推翻圣经

关于创造和洪水的记载。 

 

第十三条﹕我们坚信，无误如果使用得适当，是一个神学名词，指圣经完全

真实。 

我们否认，人可以根据圣经主旨以外的标准，评估圣经，我们认为是不适当

的。我们进一步否认，圣经中一些现象，譬如它缺乏现代科技的准确性、语法或拼

写的不一致、对大自然的观察性描写、对虚假谬误的报导、使用夸张修辞法和约数

（rounded number）、按题目排列的内容、不同书卷选择不同的资料以记载同一事

件、非逐字的语录，可以否定圣经的无误性。 

 

第十四条﹕我们坚信圣经的统一性和内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我们否认那些未有分解的所谓错误和不一致之处，污染了圣经对自己真实的

宣称。 

 

第十五条﹕我们坚信无误的教义是基于圣经对默示的教导。 

我们反对说圣经歪曲真理，以迁就（accommodate）当时人，或迁就人类本

身的有限性，我们反对使用这样的借口，反驳耶稣对圣经的教导。 

 

第十六条﹕我们坚信，无误的教义，在历史上，是教会信仰的一部分。 

我们否认圣经无误是「基督教学术主义」（ Scholastic Protestantism ）所发明，

也不是一个回应高等批判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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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我们坚信，圣灵为圣经作见证，使信徒确信神的话的真实性。 

我们否认圣灵的工作可和圣经分离，或什至反对它。 

 

第十八条﹕我们坚信，正确的圣经解释是根据语法和历史，考虑它的文体和

圣经的整套计划，而且需要以经解经。 

我们反对那些释经法，或寻找经文来源的方法，它们导至相对化、否认圣经

历史性、贬损它的教导、或丢弃圣经本身对作者的宣称，认为这样不可接受。 

 

第十九条﹕我们坚信，宣告圣经有完全权威、无谬和无误的信仰告白，对正

确明白整个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我们进一步宣称，这样的信仰告白应该帮助信

徒更像基督。 

我们否认这样的信仰告白是救恩所必须。可是，我们进一步否认，我们可以

否认圣经无误，而不为个人和教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译自﹕ 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4), p. 1204-1207 . ） 

 

 

 

 

 

 

 

 
                                                           

第三十章   

儒家思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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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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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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