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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3讲 在耶稣里合而为一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宗教，像脱离了罗马教皇之后的基督教这样，一盘散沙、

派别林立了。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部宗教的经典，像圣经这样，同时成为这么多互

不相容的宗派的共同依据。 

面对这种令人尴尬和困惑的局面，有的攻击，有的哀叹，有的辩解。其实，我倒觉

得不必大惊小怪，如果到耶稣这里来，如果以耶稣的心为心，这种局面就不难解决。 

 
 

第一节  基督教独一的帅旗：耶稣 

 
第一，基督教独一的帅旗，耶稣。 

有一个道理很显而易见，但是人们熟视无睹，这就是虽然圣经和耶稣融为一体、不

可分割，但是基督教独一绝对的帅旗是耶稣。这个很要紧！因为圣经明说，它是给他作见

证的。第一个它，是宝盖它，第二个他，是人字他，或神字祂。它，圣经，是载体。给他

做见证，这个他，是生命，是耶稣。 

所以教会的合一，只能合一于耶稣，因为解经不一样。我们前面谈到过了，解经不

一样，取向不一样。各取所需，六经注我。 

什么叫与耶稣合一？我觉得，只要以耶稣为帅旗，就是与耶稣合一。 

有一次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

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诽谤我。

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参可 9：38-40） 
我觉得，这个事圣经记载下来意义重大。这件事不仅表明了耶稣的心胸大，而且也

给基督教信仰定下了一条铁的原则，那就是，耶稣是基督教独一的帅旗，是基督教各宗派

合一的基石。 

你想一想，那个时候耶稣只有 12 个门徒，可谓独传弟子啊。所以约翰的说法并非

没有道理，那不跟从我们，怎么可以奉你的名呢！因为我们就代表你，只有我们这 12 个

人是跟从你的。耶稣却说，可以，可以。跟不跟你们不重要，只要奉我的名就好。  

今天，不是仍然有很多人，虽然不是独传弟子，却秉持着一种狭隘的心态，他们认

为，既然我们在真道上，那么和我们不一样的，一定不在真道上。他们认为，既然我们是

属耶稣的，那么不跟从我们的一定不属耶稣。你知道，耶稣其实当年就回答了这些人。耶

稣说了两点：第一，奉我的名行事的人必不会诽谤我。第二，不抵挡你们的人就是你们的

朋友。 

我们从中应该学到什么呢？起码我们不应该再说，不跟从我们的，一定不对，一定

不好，一定不许。我们应该学会说，跟不跟从我们不重要，只要奉耶稣的名便好，只要不

抵挡我们便好。这就好了嘛，这还争什么、闹什么？ 

反过来讲，只有以耶稣为帅旗，才能与耶稣合一。这是耶稣从另一面说的：不与我

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向我聚拢的，就是离散的。（参太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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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概很少人意识到这句话有多么严厉。这句话是在说，不管什么人，如果不是

向耶稣这个中心聚拢，那么不管他们聚拢在什么权威下，都是耶稣的敌人。不管什么人，

如果不是在耶稣的帅旗下集合，那么不管他们集合在什么旗号下，都是耶稣的敌人。 

道是绝对的。在他面前，事情就是这么一清二楚。这就是说，即使一些很好的东

西，比如说正统的宗派、纯正的教义、宝贵的神学，如果自竖为帅旗，止步于自己，而不

是再进一步到耶稣这里来，那么，这些很好的东西就是敌耶稣的。  

所以说圣物都有危险性，你不把它摆在适当的位置，就是亵渎它了嘛，对不对？所

以说，从古到今，人们对待圣物是非常谨慎小心的，放在该放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可

以充分理解旧约里的一句话，就是：不可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

者。（出 34：14）  
 

第二节  耶稣：一个立体的生命 

 
第二层意思我来讲，耶稣是一个立体的生命。 

我们说，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那么什么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简单地来

说，就是约翰福音里讲的，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大能，有神独生子荣光的生

命。（参约 1:14） 

一面是恩典，他带来了人类行不出来、也想象不到、听了也很难相信的恩典。另一

面是真理，他讲出了上帝、宇宙、人生的奥秘，讲到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还有一

面，第三面是大能，他行了许多神迹，从死里复活，震撼天地，更新生命。 

除了这三大面以外，还有很多小的面，比方说，舍己的一面，柔和的一面，圣洁的

一面，等等。我想，这个方方面面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恩典中有真理，真理

中有能力，能力中有舍己，如此这般汇聚成一个立体的生命。一个全善全智全能的上帝，

他本性中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耶稣里。这是圣经上说的。所以耶稣的生命是立

体的。 

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是平面的，这一点我要请大家注意了。耶稣的生命是立体的，可

是我们人的生命是平面的。不仅是平面的，甚至是直线的，这就出现了派别。我这是在解

释派别为什么会出现，合情合理地出现。人有知、情、意，每个人侧重于一方面。有人侧

重于智慧，很聪明，像王熙凤。有人侧重于情感，是情感型的人，动不动就伤心落泪，像

林黛玉。还有一种人，侧重于意志，意志力很强，说话办事很干脆，像薛宝钗。红楼梦里

面这三个人物，代表了人的三种类型，活灵活现。  

同一个耶稣，同一本圣经，不同的人所侧重、所吸取的不一样。情感型的人，会偏

向耶稣身上的爱与怜悯。智慧型的人，喜欢从真理的角度去挖呀，挖呀，挖耶稣。意志型

的人，就特别强调顺服，死掉自己，如此等等。那宗派就是这样，每一个宗派，每一条教

义，都只是一个平面。所以，耶稣是一，宗派是多。耶稣是绝对，宗派是相对。  

 
 

第三节  宗派林立：正常与反常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宗派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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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林立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呢，还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我觉得，基督教里面有宗有

派，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耶稣太丰富了，而人太单薄了。耶稣是立体，人是平面。试

想一想，有多少个平面才能表达一个立体呢？很难，很难，很难。每一个宗派的相对性跟

有限性，正是耶稣绝对性跟丰富性的见证。 

基督教里边除了不同的宗派，还有不同的偏向，倾向或者是走向。比如：研究神学

的加尔文一类人；内在灵修的盖恩夫人一类人；服事穷人的德雷莎修女是一类人；海外宣

教的戴德生一类人；聚众布道的葛培理一类人；献身公义的潘霍华一类人；撇弃一切的圣

法兰西斯一类人；在沙漠苦修的教父安东尼一类人；神医治病的威格斯威尔一类人，等

等。噢，我还可以举出好多类来。每一个都很伟大，但是他格格不入。他们走的路不是同

一条路。 

各类人等，各种偏向，虽然都源于耶稣，但谁也代表不了耶稣。即使大家加在一

起，离耶稣的完满的神性还差得远。 

宗派林立是一种必然现象，宗派之争也是一种必然现象。如果说，前者是由于人的

有限，那么后者就是基于人的有罪。 

宗派之争的顶点是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说白了就是自乱、自残、自毁。那解决之

道只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唯独耶稣，在耶稣里彼此包容。 

 
 

第四节  三个人：加尔文、盖恩夫人、德蕾莎修女 

 
下面我讲三个人，加尔文，盖恩夫人，德蕾莎修女。 

这教会历史上的三个伟大人物，考察似乎格格不入的三种取向，从中可以看出唯独

耶稣的高妙境界。 

第一个取向，就是理论派。我把它叫做理论派，就是专注于神学研究，像奥古斯丁

0P Augustine、托马斯·阿奎那、加尔文等人。他们把神性中那些可以分析的，全都分析出

来。可以逻辑化的，都逻辑化，变成知识，变成神学，有条有理，有章有据。他们的头脑

清醒，力求经得起推敲。 

另一个取向，可以称为灵修派。像《效法基督》，又叫《遵主圣范》的作者圣多

马、盖恩夫人、慕安德烈等人，他们看重圣灵充满、内在生活、与神相交等等。 

还有一种取向，第三种取向，可称为行动派，像圣法兰西斯、德蕾莎修女。圣法兰

西斯是一个富家子弟，他撇弃一切效法耶稣基督，走街串巷传福音。而德蕾莎修女呢，她

认定最重要的不是神学理论，也不是个人灵修，而是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读一读下面三段话，我们就知道他们三个人的思路相差有多远。下面三段话，这是

我选出来的。加尔文在他写的《基督徒生活手册》，一开始，有这么一段话，讲得非常清

楚：唯独在神律法的优美中行事为人，才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在上帝的律法中，包括新

生命的活力，借此我们可以完全恢复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形象。但因为我们的本性迟钝，所

以我们需要借着一项指导原则，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因此要查考圣经，找出一个基本

原则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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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思路是这样，你要查考圣经，在圣经里找到一个正确的人生原则，照着去

行。你看，这是他的思路。一方面，即使把圣经、律法、人生原则、神学理论，弄得再清

楚，人能行得出来吗？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弱点。另一方面，加尔文从圣经中确实提炼

出来一些原则，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基督教文明贡献极大。 

所以我们在说任何事情的时候，一说你就偏差了。你除非两面都说，或者三面都

说。 

那盖恩夫人的话，有意思了。你读她的话，跟读加尔文的话，简直像一个东一个

西。盖恩夫人说：将你的心完全转向里面，到你的灵里面去，亲近这位时刻同在的神，你

会发现，你外面的人变得软弱无力，而神会给你恩典和力量，很自然地去制服你的肉体。

可以确定地说，一个忠心弃绝自己给主的基督徒，就会发现他同时也抓住了一个不制服一

切就不罢休的神。你的主会治死你生命中所有必须被治死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恒切

地专注在神身上，一切的事他都会处理得很完美。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能严厉地克己，

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回转到里面，完全把自己弃绝给神。 

盖恩夫人径直地奔向加尔文的弱点，确定人自己不能行律法，唯有定睛心里的神，

从里面得力和得胜。 

你看，神安排得多好，他造了一个加尔文，也造了一个盖恩夫人。 

那德蕾莎修女不理他们俩，德蕾莎修女完全朝另外一个方向思考。她看重的不是理

论，也不是自修，而是去爱别人。去爱别人，她建立了很多穷人救助所，每一处都有耶稣

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像，上面写着：我渴了。 

她有一段默想祷文是这么说的：在饥饿的人中，在痛苦的人中，在无家可归的人

中，在被爱所遗忘的人中，一颗纯洁的心很容易在这些人中看到耶稣。 

所以德蕾莎修女提醒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上帝道成肉身的时候，没有成为一个强

者、君王或幸运儿，而是成为一个柔弱卑微的受苦者。因为只有这样，当他站在你面前

说，我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你才会信。明白这话吧？说得非常好！  

以上三人，加尔文强调圣经原则，盖恩夫人注重内在生命，德蕾莎修女只管将红墙

推倒，去播撒爱。三者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实际上是，他们各自吸取了耶稣的一面。换

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到耶稣这里来，就找不到他们之间的任何交集点，好像他们信的不是

同一个神一样。 

各宗各派，就好像一条条小溪，从历史的森林中流出来，它们共同的源头却是耶

稣。耶稣有恩典，也有真理。有权能，也有智慧。他布道、传教，也行神迹。他是神学的

源泉，又是灵修的源泉，又是爱的源泉，是圣洁的源泉，是恩典的源泉，是公义的源泉，

如此等等。所以有人喜欢说全备的真理，是吧？全备的福音。 

什么是全备？只有耶稣是全备。任何人怎么能自称全备呢？别说全备，一个人连两

方面都做不到。哪个人既可能是加尔文，又是盖恩夫人呢？你可以同时作两个人吗？哪个

人既是德蕾莎修女，又是潘霍华呢？潘贺华是刺杀希特勒的，你让德蕾莎修女去刺杀希特

勒去？哪个人既是葛培理，又是安东尼呢？葛培理去到处万人布道、百万人布道、千万人

布道，安东尼自己跑到沙漠里，弄个小屋呆起来了。都是伟人，都是伟人，但是却格格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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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当闭嘴，观看神的作为。神拣选和造就了迥然各异，以至于难以相互理解的

人，叫他们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赤橙黄绿青蓝紫，反射出自己的光辉。你看神多伟

大！但愿我们这么分享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胸就宽广起来，眼睛明亮起来。我们不会为一

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去争论，我们站在天上看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我们。 

 
 

第五节  四个不：不僭越、不极端、不论断、不封闭 

 
第五节，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我讲了四个不。面对基督教的不同宗派，不同取

向，什么是我们当有的谦卑态度呢？ 

第一，就是不僭越。 

不僭越，就是承认自己是人、不是神，承认唯有耶稣是丰满的和全备的，任何个

人、宗派和神学都不可能全备，也不可能丰满。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行出来很不容易。比方说，我们得学会不再张口闭口完备的

真理、纯全的正道。我们学哲学的时候，只要你说你手中有真理，我再也不相信你。你如

果说，我在寻求真理，我就跟你握手同行。这是不僭越。 

第二，不极端。 

不极端的关键在于自知了。自知浅陋，自知单薄，自知不完全，自知自己是局部，

这样就不会死钻牛角尖。如果有人批评我，我就想，他批评是对的。因为他站在那个角度

看我，正是看我的弱点。如果有人夸我，就会想，你夸我，只是看见我那好的一面了。我

背面儿那个不好的一面，我太太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夸我的时候，我也不高兴。你批

我的时候，我也不难受。 

比方说神学，神学本来是好的，但是神学主义就不好了。什么叫神学主义呢，就是

用神学代替信仰。信仰中有神学，但是神学不等于信仰。 

有人说嘛，你看，任何一个信徒，他都有他自己的神学观念，这是神学家们常常这

么说，对不对？这话是对的，不错的。每一个信徒，虽然你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你的信仰

本身有神学观念的取向，一定有的。对不对？就好像说一个农村老太太，她也有她自己的

人生哲学。虽然她不懂什么叫哲学，没上过哲学课，可是她的生命中就有哲学倾向。但是

你不能反过来说，她不懂哲学她就活不了，你不能这样讲。  

那我们信仰也是这样，你不能反过来，说没有神学你就信仰不牢。那不见得！有信

仰的人一定有神学观念，但是信仰绝不依赖于神学观念。就好像有太阳就有光，对吧？但

是不能反过来，说有光就有太阳。那个蜡烛光也是，也是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神学是

好的，但是神学主义就不好。律法也是好的，但是律法主义就不好。 

第三，不论断。 

对自己来说，不走极端。对别人，就是不要论断。 

论断有好多种，比较常见的有神学论断。就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参林前 8：

1）用神学知识来论断别人。 

第二个，道德论断。因为看见了弟兄眼中的刺。（参太 7：3）这是道德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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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律法的论断。这很要命，说按律法，他是该死的。（参约 19：7）律法

的论断最后就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 

第四个就是，不封闭。 

封闭状态会引起道听途说，这个教会如何如何，那个教派如何如何。实际上，不一

定如此。 

我给你们讲一个真事。拍《十字架》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方，采访他们，他们问

我：下一步你去哪里呀？我说我去哪里哪里。那不能去啊，那个是异端哪！听说他们什么

什么什么。那我不管，我要去看一看，异端我也得看看什么样，是不是？我去了一看，很

正，两个教会一模一样，唱诗唱的都是一样的诗。你说这种封闭状态，给魔鬼撒但可乘之

机。  

而且，封闭也容易引起狭隘和偏差。一个小圈子呢，不了解外边，以为信主只能这

样。比方说蒙头派，蒙头派的人哪，她们认为信仰就是这样，不这样是不正常。她们不知

道别的，从小在一个教会圈子里长大。我们长大以后吧，用的语言都是你那个圈子的语

言。  

而我就好在上帝让我 36 岁才信耶稣，在进这个门之前，人生的风风雨雨，沟沟坎

坎，各行各业，我都经历过了，那些哲学家们、思想家们，我都领略了一番。我再进来之

后，我用的语言就不是那个小圈子的语言，所以说那些知识分子听了就有共同语言。但是

我讲的道理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这就是不封闭。 

有时候，神让我们跳出你那个小圈子，从一个更大的视野反观你这个小圈子，这样

的话你非常有力量。  

我们讲到 C.S.路易斯，C.S.路易斯就是始终跳在神学之外，来讲上帝，讲耶稣。 

有些教会要求信徒不要去听别的讲道，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除非你确定那是异端，

那是另一回事，我必须排除这个可能性。正常的教会，那个信徒有自由、有权利去选择任

何他喜欢去的教会。信徒就像羊嘛，羊总是找溪水边，找青草地。你这又没水，又没草，

把人困在这儿，也没水喝，也没草吃，还不让离开。 

 
 

第六节  一个要：要耶稣 

 
最后一节，我讲这个一个要，从正面讲。 

讲了四个不。那正面怎么讲呢，就是要耶稣，只要耶稣。 

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的全体性跟丰富性，在耶稣身上我们会谦卑下来，

然后彼此合而为一。 

那三句话，我想到的：第一扎根耶稣，第二求同存异，第三是取长补短。 

那有人说，那异端呢？那异端在第一个上就错了。第一个就是扎根耶稣嘛，异端就

是你不扎根耶稣，那当然谈不上第二条求同存异，也就谈不上取长补短了。所以第一是扎

根耶稣。扎根耶稣就说，耶稣是独一的，绝对的，唯一全备的。  

第二求同存异。同，就是我们是同一棵葡萄树。异，就是不同的枝子。你看，不同

的枝子，它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伸展，不同的采光。那个枝子，有的朝南长，有的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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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朝南长的否定朝北长的，为什么跟我不一个方向。那最后朝上长

的，更更更牛，只有我是朝天长的，你们全是朝下低着的。你说这不傻吗！  

然后，取长补短。就是眼睛不要老盯着别人的短处，我觉得要盯别人的长处，自己

才获益。对不对？比如说，加尔文改革宗神学，它有别人没有的长处，令人害怕的长处。

他们怕加尔文，不怕德蕾莎。为什么呢？因为你做多少善事都没关系，而加尔文的东西一

出来能改变整个社会。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基督徒偏好加尔文，因为他们

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想改天换地。但是用加尔文来否定盖恩夫人、德蕾莎修女、维格氏维

尔，也是大错特错了。你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灵修的，没有教会的那个根基，没有跟耶稣的

亲密关系，基督教根本就不会出现。 

 
祈祷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啊，你是何等丰富！你是立体的，我们都是干

干瘪瘪的，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 

主啊，你召我们这些残疾的、缺腿的、瞎眼的，来赴你天国的筵席。 

主啊，让我们越过一切直接看到你，看到你的丰富，高过了诸天，超越了历史，一

切的一切加起来都不如你。主啊，感谢你如此地爱我们，乐意让我们永远住在你的里面。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113讨论题 

a. 你认为各教会之间应该如何连于耶稣？为什么？ 

b. 请讨论基督教各宗派之间的正常与不正常之处？ 

c. 如何看待教会或宗派之间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