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編的話：聖經、聖靈和聖徒* 
 

聖經、聖靈和聖徒有甚麽關係呢？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神學問題。為了探討這

個廣濶和具爭論性的問題，墨爾本華人神學院特以這主題舉辦了今年八月的神

學論壇。聖經、聖靈和聖徒，都是互相關連的實體，這連貫性特别顯明於

「聖」(holy) 這關乎神的終極性特徵。若把這聖潔的共有特徵或標準放棄的

話，他們便失去了統一性的終極性特徵去反映神的實體。筆者就以「聖經」這

概念為例子去解釋這概念。 

當保羅對提摩太說：「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

得救的智慧」(提後三 15，和合本)，這節經文的「聖經」之原文是 ἱερὰ γράμματα，

意思是聖潔的書卷或文獻(holy writings)1。然而，提後三 16 之「聖經」的原文是

γραφὴ，意思是神藉聖靈默示之權威性啟示(Scripure)2。所以，提後三 15 之「聖

潔的文獻」不等同提後三 16 之「聖經」。不過，提後三 15 之「聖潔的文獻」明

顯是指舊約正典(聖經)。若是如此，為甚麽保羅在提後三 15 不用 γραφὴ？有二

個主要原因。首先，提摩太從小所讀的書卷包括了聖潔的書卷和不聖潔的書卷，

因為除了聖潔的舊約聖經外，他亦會讀到許多屬靈書籍，如許多次經和旁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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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屬靈書籍是不聖潔的，因它們不是神藉聖靈默示之權威性啟示(γραφὴ)。換句話

說，提摩太可以閱讀很多不同的書，但保羅提醒他：只有舊約聖經是聖潔能使人

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 15)。所以，若我們用一個符號(Θ)作終極實

體性指標，代表基督耶穌(神)的終極實體，再用ξ和λ指標分別代表聖潔書卷和

非聖潔書卷所教導之終極實體，Θ必等同ξ，而Θ≠λ。 

第二個原因，當保羅在提後三 16 才用 γραφὴ時，這 γραφὴ已不局限於舊約

聖經，這字已延伸到包含一些新約書卷或文獻，如保羅些書信(彼後三 16)3。史

雲臣(Swinson)在他的論文中也証明了這立埸。而且，他証明了保羅的 γραφὴ最少

更包含了路加所寫的福音書在内(提前五 18；路十 7)4。換句話說，雖然新約正典

在新約使徒之時代仍在孕育中，保羅已教導提摩太如何鑑定那些屬靈書籍是值得

他去追求明白的文獻：要評估文獻所教導的之終極實體性指標是否吻合Θ。要進

行這種鑑定，提摩太最少可以運用以下三個絶對可靠的標準去評估，因他們都指

向同一個終極實體性指標：Θ。這三個絶對可靠的標準是：舊約正典(提後三 15)、

耶穌基督/神(提後三 15-16)、和「屬神的人」 (提後三 16)。這「屬神的人」τοῦ 

θεοῦ ἄνθρωπος 便是聖徒，因為一切屬神的人或物都是聖潔的。因此，以上三個

實體都是聖潔的。總而言之，當「屬神的人」追求認識正典聖經或耶穌基督時，

這人所得到的神學知識必會使他「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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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聖經、聖靈(神)、聖徒」之間有密不可分之關係，這關係是統一性、是

本體性的，因他們都指向同一個終極實體。 

聖經教導信徒要「辨別諸靈」(林前十二 10)，「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

的不是」(约壹四 1；參二 27)，警醒注意「假弟兄的危險」(林後十一 26)，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加二 4)。換句話說，聖經教導信徒要鑑定諸靈

和諸聖徒是否指向同一個終極實體：Θ，而這些鑑定的標準都是源於讀者所持

的聖經論，我們又怎樣才能鑑定自己或別人聖經論是否指向Θ呢？筆者的「邁

向以經解經的聖經論：以存有論看無誤論和默示觀」便是要回答這問題。 

當我們處理了「聖經」這問題後，我們便邁向本期刊的第二主題：「聖

靈」。周學信老師是墨爾本華人神學院第二屆(2013 年)神學論壇的講員，論壇的

主題也是：「聖經、聖靈、聖徒」。周老師的「靈恩運動带給教會的冲擊：你怕

聖靈嗎？」只是論壇内容的一部份，而廖主任的「兩位福音派學者對 20 世紀靈

恩運動優點與弱點的分析」是他在論壇回應時的内容。最後，其它七份文章都

是有關「聖徒」的，它們分别是關乎信徒的靈程學(陳老師)、因信稱義(蔡郭玉

娟)、財富觀(謝斌)、性愛觀(黃陳玉兒)、在基督裡的身份(池老師)、事奉角色

(鍾吳美玲)。最後，筆者要感謝神賜他機會與中華福音神學院的周老師、各位

墨爾本華人神學院的老師、行政同工、和同學一同在文字事工上事奉主，齊心

完成這本神學期刊來獻給主用！願主「照你所行的賞賜你」(得二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