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课 概要-我信

今天是《基要真理》课程的第⼀课。这门课程主要来⾃于庄刘真光师⺟的培训材料（已经得到
她的允许使⽤），另外参考了杨牧博⼠的书《使徒信经新释》，以及巴刻博⼠的《基督徒须
知》这两本书。
今天是第⼀课，是⼀个概要，我们要简单介绍⼀下使徒信经的主要内容——圣⽗、圣⼦、圣
灵。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
因着圣灵成孕，由童贞⼥⻢利亚所⽣；
在本丢彼拉多⼿下受难，被钉于⼗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降临，审判活⼈，死⼈。
我信圣灵； 我信圣⽽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体复活； 我信永⽣。阿们！
巴刻博⼠有⼀本书叫《基督徒须知》（I want to be a Christian）, 是要为爱慕真道的⼈⼠写⼀ 
本教材。全 书 包 括 了 基 督 教 教 义 中 ⼼ 的 三项 要 道 — — 使 徒 信 经 、 主 导 ⽂ 、 ⼗ 诚 
， 再加 上洗礼 。这三项要道依次论到基督徒的信仰内容与神的 交往和⾏为的准则。
基督教不是⼈与⽣具来就懂得的 ，也不是俯拾即得。基督 教 是 需 要 ⼈ 去 学 习 的 ⼀ 种 信 
仰 ，因 此 需 ⼈ 教 导 。
巴刻博⼠对使徒信经有⼀个很好的⽐喻
如果你准备横贯全加拿⼤的旅⾏，你要有⼀套地图。地图种类很 多 。⼀种是⽐例较 ⼤的地图 
，上⾯详细印明 了⼩径 、沼泽 、峭 壁等标记。旅⾏的⼈既然需要旅途详尽的资料 ，就必须
有这⼀ 类的地图在 ⼿。但如果要从⼏条不同的路径中选择那⼀条是捷 径的时候 ， ⼀张细⽐
例的地图也许更有⽤和更容易找出他们所 需 的 资 料 ，因 为 这 种 地 图 没 有印 明 地 理 上的 
细 节 ，只 记 下连 贯 两 地 最 直 接 的 道 路 和 ⼩ 径 。计 划 周 详 的 旅 ⾏ ⼈ ⼠ 必同 时 具备 
两 种地图 。
如果⼈⽣是⼀段横贯全国的旅程 ，洋洋百万⾔的圣经就是 详尽的⼤⽐例地图 ，⽽只有百余字
的使徒信经 ，就是简化 了的 道路图 ;其中有很多东⻄省略 了，但却可使你对基督教信仰⼀ ⽬
了然 。使徒信经并不是如⼀般⼈所说是使徒的作品 ，它其实 是记载使徒所传的真理教训。“
信经”就是“信仰”的意思 ， 以 前 的 英 国 教 会 习 惯 称 使 徒 信 经 为 “信 仰 ” ( the Belief )。
当⼈问及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我们很⾃然会请他们去读圣 经 ，并且尽快带颌他接受耶稣基督
作他个⼈的救主。这种做法 很 对 ，不 过 还 有 ⼀ 个 ⼀ ⽯ ⼆ ⻦ 的 ⽅ 法 ，就 是 请 他 去研 读
使 徒 信 释 ，作为研读圣程的事前准备 。这样可以让他分析⼀ 下基督教 信仰内容 ，作为他相
信基督的根据。



使徒信经的内容包括 三⽅⾯，就是将圣⽗、圣⼦和圣灵三 位 ⼀体神介绍我们认识 ，使我们以
后可以很快就能信靠祂 。祷告书中教义问答给 “你对使徒信经有何认识?”⼀题所作的答 覆如 
下:
“第 ⼀ ， 我 学 习 去 相 信 那 创 造 了 我 和 万 有 的 ⽗ 神 ;
“第 ⼆ ，我 学 习 相 信 那 救 赎 了 我 和 全 ⼈类 的 圣 ⼦ ;
“第 三 ， 我 学 习 相 信 那 位 使 我 和 所 有 蒙 神 拣 选 的 ⼈成为圣洁的圣灵 。”
明 ⽩ 了 上 ⾯ 的 事 情 ， 天 国 便 离 你 不 远 了 。 孔 ⼦ 说 : “学 ⽽ 时 习 之 ” ，这 句 话 ⽤ 在 
认 识 神 的 真 理 上 ， 最 好 不 过 ， 这也 是 我们这门《基要信仰》课程的⽅法，就是要对圣
⽗、圣⼦和圣灵这些最基要的真理，不断学习，不断重复复习。

我们接下来要来思考⼀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使徒信经，我们教会在圣餐之后也要同声诵
读《使徒信经》。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它是⼀个⾔简意赅的信仰撮要，信仰的告⽩。
下⾯⼏个问题是要交代⼀下的：
什么是信经？
信经的形成？
信经的使⽤？
信徒信经与我们？

什么是信经
“信经”的英⽂是creed,来⾃使徒信经和尼⻄亚信经的第⼀个拉丁字：credo，我信。信徒背信经
有两个意义：第⼀，是个⼈对三位⼀体之神的认信，因此每节皆以“我信……”为始；第⼆，在
崇拜中众信仰群体皆是源于同⼀信仰，⾛在⼀起，敬拜真神。这样说来,信经⼤概可以定义为:
⽤公式词的形式,精简⼜全备地把基督教信仰的规模勾画出来，以作个⼈及群体的总信⽤。
信经简短精要,可作信徒个⼈（如逼迫时）或群体（如崇拜）之⽤。
历代重要的信经有四: 
1.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 ,是由⼀个时期的教会共同⽣活⽽逐渐形成的，是四个信经中最精
简,也为拉丁教会与复原教会所共守。
2.尼⻄亚信经(NiceanCreed) ,是四世纪初教会为对抗亚流主义(Arianism)⽽制定，不单为拉丁及
复原教接纳，亦为东正教的⾸要信经，要词为homoousion ,圣⼦与圣⽗同质。
3.迦克墩信经(ChalcedonianCreed)，是451年教会为对抗多个异端⽽制成，主要为基督神⼈⼆
性的意义作解释。
4.亚他拿修信经(Athanasian Creed) ,是四个信经中最⻓（共44条） ，把⼤公教会⾸四个会议所
决定的教义,作精确⽽⼜清楚的摘录,第⼀部分为三位⼀体的教义:第⼆部分为基督论。

信经的形成
信经是因为教会⾯对实际的问题⽽制定出来的,像个⼈灵修、公共崇拜、应付异端和逼迫等。
除了很少数的极端分⼦之外,没有⼈把信经与圣经放在同等的地位。



新约有不少信经公式语(Creedal formula) ,它们成了后期信经的⾻⼲。最流⾏的可能是“你若⼝
⾥认耶稣为主，⼼⾥信神叫祂从死⾥复活，就必得救”(罗⼗9) ,⽽最短的乃是“耶稣是主”,或“耶
稣是弥赛亚”。
哥林多前书⼗五章3节，却是最⾜以表明教会信仰内容的经⽂：“我当⽇所领受⼜传给你们的、
第⼀、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且埋葬了,⼜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教
会在未有⾃⼰的信经前，这些信经公式⽤语，是信徒表明所信的重要经⽂,其功能与后期之信
经相同。
使徒时代以圣经作信经⽤，到了后来就不⼤适合了。⼀⽅⾯因为⼀两节圣经不容易把整个基督
教信仰都包含进去,另⼀⽅⾯也因为教会⾯对的挑战不⽐从前。举例说,应付异端是信经或认信
的⽬的之⼀,教会不能单引⼀两节经⽂作答,因为异端也是根据圣经的。

信经的使⽤
第⼀，使徒时代教会的讲道，常会重复他们看为重要的内容。就如登⼭宝训（太五~七；路
六）；主祷⽂(太六;路⼗⼀)及其他语录，它们成了教会共守的信仰要件,也就是信经的原型。
第⼆，年轻教会刚刚成⽴，他们需要某些编订好的崇拜礼⽂（liturgy）作公共崇拜之⽤,特别是
圣餐和洗礼作为信仰宣⽰，更包括下⾯⼏种作⽤：教导、安慰、⿎励,和透过信仰的宣⽰表⽰
与主站在⼀起,因此，是与恶势⼒对抗。
第三，早期教会并不如我们想像的单纯，在君⼠坦丁未把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前，教会各⾃独⽴
存在，对信仰的内容和解释⼏乎是各施各法的，因此信条的编订便⼗分需要了。
第四，异端是促成信经编订的要素之⼀，⼀⽅⾯为教会订下信仰的标准,叫信徒有所依从,另⼀
⽅⾯也是要显出异端的错误。
由第⼆和第三世纪,早期教会的认信慢慢发展成为⽇后具三位⼀体形式的信经。因此极⼒推⾏
使徒信经为教会共守的信仰规模。

使徒信经与我们
上⾯说的似乎都是历史。我们华⼈基督徒缺乏历史感，因此很多华⼈教会就会振振有词地问:“
为什么要⽤使徒信经？”
⾸先，使徒信经是⼀个⾔简意赅的信仰撮要,⼀⽅⾯概括了信仰每⼀⽅⾯的要素,另⼀⽅⾯⼜⾃
具颇⼤的⾃由,给⼈按实际情况来再解释,故是具备了信仰⼤公性和独特性的要素(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
再者，就是教导上的功能。极少教会的讲台是平均地施教的,我们多是着重救恩及道德的教
导，⻓此以往，信徒的信仰世界就会营养不良。
最后，认信实在具有很深的神学意义，⼀⽅常常诵读使徒信经会提醒信徒我们信的是什么,重
新校正⽣活的⽅向,另⼀⽅⾯认信是与众信徒⼀起做的,它不单提醒我们是与在场每⼀个参与崇
拜的是源出⼀体,也告诉我们与基督整个⾝体是相连的,不单是同⼀时代的海内外众信徒,也是与
历代先圣同连于⼀个⾝体,同敬拜⼀位真神。
接下来我们讲⼀下使徒信经的第⼀个词“我信”。



基督教的信仰对象不是⼀套正确的观念,⽽是基督。
⼈可以对“我信”有不同的了解，但就是不能对“我信”没有了解。
⼈可以对“我信”有不同的对象,但就是不能没有“我信”的对象。
基督徒的信⼼是⼀种活的信⼼，这种“信”不会使我们对失败具有免疫⼒,或会⽐别⼈更少机会
误⼊歧途,事实上⼀个活得认真的“信徒”，可能⽐别⼈经历更多的失败，⾛更多的冤枉路，因
为他⽐别⼈更不认同命运的主宰,更不⽢⼼放弃他的信仰,他知道在⽬标的前⾯,⼀⽇之成败是没
有太⼤意义的,他仍要⾛下⼀步。你想知道原因吗？就要了解基督徒的“信”是指什么。
像任何⼈的“信”⼀样, 基督徒的“信”是包括两部分:信的对象,和因着这对象⽽产⽣的回应,也就是
信的意义。基督徒信的对象是神,或详细点说,是相信神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亦
因为明⽩了祂为我们成就的,⽽欣然回应祂在基督⾥向我们发出的呼召,以致我们乐意进深,认识
祂的全盘⼯作,并且以⾝相委，爱祂、效命于祂。
这种由认识以致委⾝的过程,是⼀种螺旋式的渐进程序,是相互关联的,互为因果的。只是每⼀个
因所产⽣的果,和这个果⼜成为另⼀因,都不是在同⼀的层⾯上,⽽是循序渐进,逐步向上的。
正如彼得后书1:4-8节所说，4 因此，他已将⼜宝贵⼜极⼤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 神的性情有分。 5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
要加上德⾏；有了德⾏，⼜要加上知识； 6 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
耐；有了忍耐，⼜要加上虔敬； 7 有了虔敬，⼜要加上爱弟兄的⼼；有了爱弟兄的⼼，⼜要加
上爱众⼈的⼼。 8 你们若充充⾜⾜地有这⼏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于
闲懒不结果⼦了。
基督徒对基督也是如此，我们统称之为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刚才说过，信仰总是包括信的对
象，和因认识这对象⽽产⽣的回应的。前者是知，后者是⾏；前者是知性的对象，后者是属感
性的范畴,⽽⼆者之发⽣⼏乎是同时间的。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对象不是⼀套正确的观念,⽽是基
督，是那位⼀位闯⼊我们时空与我们相遇的拿撒勒⼈耶稣。在这相遇中,你可以不喜欢祂、怀
疑祂,但你也可以爱祂,甚⾄学效祂。

我们若认识⼀位新朋友,这是指两件事⽽⾔。第⼀,就是这个朋友是谁的问题：内容包括，都是
在你之外⽽客观存在的事实,就如他的性别、年龄、⼯作、背景、爱恶等等,这些事实对任何⼀
个想认识他的⼈都是⼀样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今⽇不认识他,他这些客观事实都是存在⽽⼜
真实的;你今天就是认识了他,这些事实也不会因为你的认识⽽有所改变。另外⼀⽅⾯,就是你对
这个客观的他所作的个⼈反应，这种反应就会是⼈⼈不同的了。正是这种个别不同，说明我们
与他之间的关系是个⼈的关系。在信仰上也是如此,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祂,也要先知道祂是
谁。 

这正是这个基要信仰要做的事--解释基督教信仰的对象，从⽽希望引发⼈与祂发⽣个⼈的关
系。你愈能真认识祂，你与祂的关系就愈个⼈化。
这是内在信念也是⽣活态度



基本上教会的信仰有三⽅⾯,就是创造论、救赎论、和末世论。创造之⼯是圣⽗的⼯作,救赎之
功是圣⼦的⼯作,⽽末世的启⽰是圣灵的⼯作,因此合起来基督教信仰就是关于三位⼀体之神的
⼯作。
但这个三位⼀体的神的⼯作是以⼈为对象的，因此从⼈的⾓度来看，创造是关乎⼈的过去,救
赎是关乎⼈的现在,⽽末世则是关乎⼈的将来了。当我们把神的⼯作和⼈的存在联结起来，我
们就看到信仰的整个范围了。创造是关乎神的，救赎是关乎⼈的，⽽末世则是关乎世界的；⽽
信仰所关怀的就是神——⼈——世界的关系，或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在这真实的世界内要怎
样认识他的创造主，不卑不亢地认识⾃⼰,以致他能健全地活在这世界,爱神爱⼈也爱⾃⼰。
信仰的产品就是爱，⽽爱是要有对象和名份的。因此,健康的爱情是怎样由渐渐暗⾄明,正确的
信仰也是⼀样由私⾄公,由个⼈开始⽽⾄终要落实到群体关系去。
没有⼀个失败是最终的
我们说，信仰是永不放弃，并且要挣脱各种限制来创造更丰盛的⽣命,因为信仰不只是内在的
信念,也是外在⽣活的⼀种态度。信仰若要成⻓,就⼀定落实在社群的⽣活中。在实际情况来
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不错，信徒是“输得起”的。
我们的社会只告诉我们要成功，它亦只接纳成功的⼈。教会有时在不⾃觉下也会把不许失败这
个思想强调出来，只不过我们不说是命运,⽽说是神的旨意。我们说只要明⽩什么是神的旨意
就不会失败,反之就是三头六臂也必遭滑铁卢之败。但事前要知道神的旨意是那么不容易;因为
怕失败,我们内⼼变得⼗分软弱,不敢进取,不敢尝试,不敢向神求⼤事,不敢为神作⼤事。积聚下
来,不少信徒就变得⾮常之内向怕事,怪⾥怪⽓的。
我们说过，信仰有三⽅⾯的内容，就是神的创造、基督的救赎、圣灵对末世的启⽰,是分别指
出神、⼈和世界对我们今⽇存在的意义。在这三连环关系中，它不承认在神之外有另⼀股势⼒
⽀配着⼈或神或世界，它只宣称神对⼀切受造物的主权，是不容命运或其他什么的与神分头统
治;同时基督的救赎是为⼈带来真正的⾃由及可能性,⽽圣灵的启⽰也指出这世界⾄终要成为“我
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不是恶势⼒终要得逞的宿命观。⼈在这样的世界上⽣活会有什么样的可能
性呢?有着⼀切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个失败能对我们作最后的宣判,说这是“时也,命也”;相反地,
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每⼀个失败都是⼀个邀请,邀请我们再重头来过，因为⼈⽣就是⼀个
继续尝试的过程（trying process) ,以致每时每天都是⼀个新可能的历程(process of becoming) 
。
到底谁给我们机会？
是什么促使使徒保罗在晚年还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追求,或者
可以 …”保罗这⾥⽤的“完全” (teleios)其实是指“称职”。保罗的意思是说,⼯作了⼤半⽣,他不认
为⾃⼰已具备⼀切条件,因此他仍需竭⼒追求,希望明⽩⽐今⽇更称职,更近⽬标⼀步。这种舍⾝
忘我,勇往直前的⼒量,很需要⼀颗⽆惧之⼼,⽆惧于⾃⼰⽆知的暴露,⽆惧于再尝试时会失败的可
能。但谁能赐予这个机会？我们的⽣命若努⼒都是⼀出闹剧，⼀切重新来过亦只是垂死挣扎⽽
已。到底谁给我们机会？就是那位容许我们失败的神。
还记得彼得不认主耶稣前，是怎样只知成功，不知失败吗？耶稣却对他说:“⻄门,⻄门(彼得) ,
撒但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于失了信⼼,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吃⼀惊,怎有这个可能呢?他说就是下监或舍命,也不会给撒但筛去
吧。不,他真的给筛去了，他不认主。⽽重要的问题乃是，为什么耶稣不为他不跌倒来祷告，
反为他失败后不致失去信⼼⽽祷告？这正是关键之所在。耶稣当然可以为彼得不跌倒来祈祷:
但在彼得的⽣命中,有些杂质是⾮透过失败不能除去,⼈⽣有些刚毅是⾮透过软弱不能获致的;要
紧的不是会不会跌倒,⽽是我们以为在跌倒后是谁站在我们的前⾯,是命运呢？恶者呢？还是看
顾着我们的主。在彼得⽽⾔，那位站在跌倒后⼀端的是主耶稣；祂知道他会跌倒,⼜让他跌倒,
并且为他祷告,叫他不致失去信⼼,可以回头再来过，好能“坚固你的弟兄”。
就算是失败吧,站在我们前⾯的仍是主耶稣,不是命运或恶者,⼈⽣就再没有更⾃由、更敞开的可
能。为此,我说: 我信——所以我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