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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之中飘流了近四十
年之久，每一天就靠着从天而降的吗哪过日子。
从灵意而解，这吗哪乃是预表作为神的选民，如
何明白神的旨意，天天不离圣灵的带领。由于生活
和工作环境不断地变化，一个信徒的生命也应该
不断地成长，既不能一味吃老本，也不能以为先
前所经历过的是一点也不会变的金科玉律。
所以，圣经上才提到，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所
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
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
他们发怒（出 16:19-20）。然而，也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在第六天，以色列人可以收取双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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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并把之留到第七天的早晨，吗哪却“不臭，
里头也没有虫子”。
圣经特别提到：“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
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
什么也找不着。”（出 16:26-27）
由此而来，我们便发现了一个大概许多人从来没
有想过的问题：本来，第七天即安息日，代表的
是信徒进入神里面的安息，用俗话说，那时信耶
稣的人都上天堂了。那么，难道在天堂里的人，还
需要人在未死之前的第六天，就先预备好第七天
的食物——吗哪，在天堂里才不会饿肚子吗？
原来，数字7除了有进入神里面得享安息的意思
之外，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是与希伯来文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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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字母相对应的。这第七个字母的意思是“武
器”，顾名思义就是带有“争战”的含义。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第7卷书叫《士师记》，讲
的是神如何兴起一个又一个的以色列士师，带领
以色列百姓跟周围的外邦人打仗。换句话说，神的
子民若要进入第七天的安息，必定一踏进第七天
的门坎之后，就会遇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激战。若照
圣经上所言的“千年如一日”的算法，人类迈进
21世纪，就相当于进入了《创世记》中所说的第七
天。
相对于希伯来文的第22个字母，从2001年开始，
直到2022年，正是进入神里面享安息，耶稣降临
前的过渡期。这过渡期的后期，就是所谓的空前绝
后的大灾难期，正是世界上的列国大打出手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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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这里要说的是，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第六天的末
尾乃与第七天的开始无法分隔地连在一起。就是说，
我们现在活着的成年人，大都是刚从第六天走过
来，又活在第七天起头的人。
换句话说，我们正是那些需要在第六天，就必须
拾取足够的双倍吗哪的人。如果你在第六天，对神
的真道有确实无误的认识，并把之落实到工作和
生活之中，那就是同时在为第七天的打仗预备军
粮了。
否则，当进入了第七天，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在
面对战场的嘶杀声之时，才意识到自己饥肠辘辘，
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腹，那时如何撑得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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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记载，在挪亚的时代，神早就叫挪亚为方舟
上的人和动物预备食物，当大洪水到来之前7天，
神也先通知挪亚，让幸运得以上方舟的人和动物
各就各位。这些很明显，与在第六天的时候，就该
拾取足够的双倍吗哪，以应付第七天之用，在灵
意上是彼此相通的。
这一本《第六天的吗哪》，就是特别为你所预备的
第七天的“军粮”，及在即将到来的战场上使用
的“武器”，愿你经过末日水火的洗礼之后，最
终成为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得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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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生死死的真相
孔子生前曾经发自肺腑地哀叹说：“未知生，焉
知死？” 可见，要明白人之生死的真相，实在不
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吃了善恶
树的禁果，从神而来的宣告“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就落实到了由亚当而出的每一个人身上。
这里所说的“死”，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指灵命
上的死。当一个人与神的关系被切断的时候，虽然
其肉体还活着，但这人已经算是“死人”了。所以，
在亚当吃了善恶树的禁果之后，我们看见他仍然
活着，但神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哪里”？
换句话说，神的言下之意是说，你现在已经不和
我在一起了。受造者一旦不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就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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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婴儿呱呱堕地时，没有一
个不是带着哭声来到世界的。这就意味着，每一个
人都是带着“死人”的身份来到地上“报到”的。
因此，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呼召一个门徒
跟随祂时，对那个人说了一句话：“任凭死人埋
葬他们的死人吧！”祂就是如此，将世界上所有
与神脱离了关系的“活人”，都一股脑地划在
“死人”的行列了。这也成了很多人看不懂圣经的
主要缘故。死人看为活人而写的圣经，能将自己看
活过来吗？除非我们先重生。
一个人出生之后，就开始一步步地迈向第一次的
死。人生在世，一个人之所以能被叫为一个“活
人”，是因为看不见的灵魂，及看得见的身体这
两部分结合在一起。什么时候灵魂和身体分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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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活不了，从而进入了第一次的死。
所谓第一次的死，圣经上也把之叫“睡了”。睡了
的人，不管会睡多久，总有醒过来的那一刻。这醒
过来的一刻，就是圣经上说的，所有的人都要复
活的时刻。那时，所有复活了的人，都要面对第二
次的死。
这第二次的死，并不像第一次的死，每个人都被
命定而有份在其中，因为复活了的人将被分为两
大类：若名字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就可免受第二次
死之害；反之，就落在火湖——第二次的死之中。
而且，这是永永远远的大结局，再也没有“翻
身”的机会。
相对于人类两次不同的死，也有两次不一样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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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生，就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的，人从母
亲肚腹中出来的生；而第二次的生，则是圣经上
所提到的“重生”。所谓的“重生”，就是要重新
恢复与神的生命关系，那关系当初被亚当砍断了，
造成每一个人一出生，实际上就迈向了第一次的
死。然而，当人信了耶稣之后，借着重生我们就与
神恢复了生命的关系，首先是灵命得到复活，在
地上经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生命改变。
最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能够
得赎而复活，从而再也不受时空的限制，进入神
的荣耀之中，得享神永恒的生命。所以，若你把这
“重生”理解为第二次生的话，则可以明显地看
到，它是与第二次死相对的。在重生即第二次生之
中，包含了信徒活在地上时，就必须经历的灵命
的复活，及主耶稣再来之时身体的复活，灵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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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再度结合；在第二次死之中，我们看到了
它的实质一方面是死——因为与神的关系最后彻
底决裂；另一方面又死不了——因为当复活了的
人，灵魂与身体再度结合的时候是死不了的。所以
就落在要活活不了，要死死不成，半生半死的痛
苦挣扎状态之中。
至此，我们才明白在亚当犯罪后，神为什么要在
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
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因为，“恐怕他伸手又摘
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乃是神莫大的
恩典，为祂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人，留下一个不
受第二次死之害的后路。 
今天，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但是，与此同时，多少老年人每天把药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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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医院当家，无不落在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
的痛苦、乏味、无奈的挣扎之中。如果说，这些不
过是人在今生的“镜子”中，所看到的未来第二
次死的暗淡、模糊的影像，那么，你就可以想象未
来落在火湖中的人，永永远远要忍受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痛苦感觉。
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上帝之城》中，把死分为三
种状况：死前、死中、死后。所谓的“死前”，是
指第一次死之前（或说“睡前”）；所谓的“死
后”，是指第一次死之后（或说“睡后”）。而所
谓的“死中”，实际上与第一次的死无关。因为，
人不是一直活在“死前”的状况中，就是一断气
马上就进入“死后”的状况，无法活在介于两者
之间的“死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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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你必须站在第二次死的角度，才能明白
“死中”的内涵。顾名思义，“死中”的意思乃是
指“正在死之中”，或更简单地说是“死着”。一
个落在火湖中的人，就是一个“正在死之中”，
永永远远“死着”的人，其所以会落在“死中”
的原因，就是因为彻底离开了神。
相对于“死着”乃是“活着”，严格地说，这
“活着”就是“永生”的代名词。因为，一个人今
生的活着，实际上是在走向第一次的死；只有永
生，才能让一个人一直“活着”。因此，无论是
“活着”还是“死着”，是永生还是第二次的死，
都不是对着今生，而是对着来世说的。
所以，生一次的人，难免与第二次的死结缘；而
唯有重生的人，才能脱离第二次死的害，进入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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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活着”。也许，乍听到这些话，开始你会觉
得有点难以转过弯来。但是，当你经过一番思考之
后，就不难发现，原来孔子一直弄不明白的生死
之道，现在借着圣经的启示，就这样真相大白地
把正确答案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只归结到了一点，你听了，信吗？
若信了，就可以，也必定会求告主耶稣的名，让
祂救你脱离第二次的死，进入永远的活着。这就是
圣经上一直在讲，也是许多基督徒努力在传的福
音。

二、属神“子民”的相合和分别
在圣经上，神的“子民”是经常出现的字眼。一般
来说，“子民”是指“百姓”而言；然而，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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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原文字典中，“子”与“民”是不同的两个
字。“子”的对等译字是“里面”；“民”的字根
则来自“相连”。也就是说，“子”与“民”实际
上既彼此相连，又彼此有别。就相连来说，“子”
与“民”都是指与神有关系的人；就分开而言，
“子”指进入到主耶稣里面，有着神生命的众儿
女；“民”则指与神有关系的百姓。而且一般说来，
这种关系是偏于外在性的。所以，这两者间所牵连
的生命层次并不一样。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从圣经的整体性
出发，圣灵一直在“子民”中，做一分为二的工
作。属神的子民，也只有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才能
看清自己的位置，及前面该走的路。
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上帝之城》的结尾，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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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照着神创造的七天分为七个时代。从他所
讲的七个时代，我们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发现在
每一个时代中，都隐藏着神的子民一分为二的奥
秘。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七个时代是如何与
即相合又相分的“子民”连在一起的。
第一个时代：从亚当开始，直到挪亚的方舟漂流
于大洪水之中。当大洪水到来之时，从大的视野来
看，活在方舟中的人和动物是“子”，幸存于洪
水之中的鱼类或水族类是“民”。
在希腊文中，“鱼”这一个字包含了五个字母，
它们分别来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等
五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在信徒惨遭迫害的早期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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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鱼”是信徒之间用以互相联络的暗号。直
到今天，西方国家有些人，仍然喜欢用“鱼”作
为标记，表明自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这些都不是
偶然巧合的事。
从小的范围而言，挪亚方舟预表的是受造者与创
造者的同在。方舟中的八个人是“子”的代表，有
幸进入方舟中的各类动物是“民”的代表。除此以
外，其它在大洪水中沉沦的人或活物，都是不属
于神的子民的所谓“外邦人”。
第二个时代：从挪亚的长子闪开始，直到亚伯拉
罕。在这一个时代，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
当挪亚出方舟后，“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
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子。
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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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
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
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作的事就
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又
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
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棚，又愿
迦南作他的奴仆”。（创9：20-27）
由此段经文的叙述，及后来历史的演变，我们知
道从挪亚而出的三个儿子，最后有两个成了神的
“子民”——闪和雅弗；而含的后裔却最后沦落
为“外邦人”。在“子民”之中，闪代表名字记在
天上的“子”；而雅弗则代表同在闪的帐棚里蒙
福的“民”。值得一提的是，“雅弗”一名在原文
字典中的字源，是与“扩张、被引诱”连在一起的。
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末后被魔鬼迷惑，喜欢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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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的哥革和玛各，就是从雅弗的后裔出来
的。它暗示在末后的时代，属神的“民”与外邦人
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由此而来，我们便看到从大洪水中死里逃生的人
类，最后又被一分为二：闪和雅弗是属神的子民；
含及他的后裔是不属神的人。而神的“子民”又被
一分为二：属“子”的闪和属“民”的雅弗。
第三个时代：从亚伯拉罕直到大卫。在《马太福
音》中的耶稣家谱，一共记载了三个十四代，其中
的第一个十四代，就是从亚伯拉罕直到大卫。在这
一个时代，相对于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发生了一
件带有世界末日含义的大事，那就是充满着同性
恋罪行的所多玛城，被从天而降的大火所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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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脱离了所多玛的毁灭就算是得救的立场来看，
当时有两个典型的人物是属神子民的代表。一位是
亚伯拉罕，另一位是亚伯拉罕的姪儿罗得。
亚伯拉罕所住之处，与所多玛有着相当远的一段
距离，当神要动手毁灭所多玛之前，他已事先告
知了亚伯拉罕这件事。从亚伯拉罕的一生可以看到，
他被誉为信心之父，毫无疑问是“子”之代表；
而因神的怜悯，最后被天使硬硬拉出所多玛的罗
得一家，则是“民”的代表。
虽然罗得的所作所为，许多人不以为然，但圣经
上并没有否认他“义人”的地位，所以也就无法
除去他是属神之“民”的名份。诚然，罗得能够守
住“民”的地位，是与亚伯拉罕的恳切代祷分不
开的。由此而来，我们也进一步看到，神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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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虽然有生命品质不同的一面，但在同蒙神的
救恩这一点上，却是彼此相连而不能分开的。
第四个时代：从大卫直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它
是《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谱，所记载的第二个十
四代。这一个时代，从个人的角度言“子民”，代
表“子”的是大卫；代表“民”的是扫罗一家：
扫罗、约拿单及他的瘸脚儿子——米非波设。大卫
和扫罗同为被膏的以色列人的王，皆属神的“子
民”。
虽然，扫罗的灵命与大卫不可相比，但扫罗的儿
子约拿单却与大卫结成了盟友，以致后来约拿单
的瘸腿儿子米非波设，仍然蒙恩可以常与大卫同
席吃饭。这说明无论是神的“子”，还是神的
“民”，一旦成了属神的子民，主耶稣的宝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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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功能是始终有效的。
从团体的角度来说，南国（由大卫所出的犹大支
派，及由扫罗所出的便雅悯支派所组成）属
“子”；北国（由其它十支派所组成）属“民”。
直到北国被亚述人所灭，南国被巴比伦所虏，它
们属神“子民”的地位始终没有变过。
第五个时代：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归耶路
撒冷，直到耶稣的降生。它是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
谱，所记载的第三个十四代。在这一个时代，有两
个人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是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
冷建圣殿的祭司以斯拉；另一位是从巴比伦回归
耶路撒冷建城墙的酒政尼希米。
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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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子民，但是，细看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你可
以发现这两个人所担任的角色并不一样。简而言之，
建圣殿的以斯拉是“子”的代表；而建城墙的尼
希米是“民”的代表，他所要建造的那一道城墙，
无非就是一道把属神的子民与不信的人分开的记
号。
在以斯拉记第八章中，记载与以斯拉一起回国的
是“男丁”（相当于民数记中所数点的“男丁”，
暗示他们都是名字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共1496名
——此数字的数根是371，此一数根的含义是与
主耶稣连在一起的；而尼希米记第七章记载跟尼
希米一起回归的是“会众”，总共42360人——
此数字的数根是153，此一数根的含义代表圣灵
在神的子民中做分别为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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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真正与主耶稣连在一起，有
着神生命品质之“子”在数量上是不多的，而大
部分的属神的“百姓”，圣灵要在他们身上做的
工作，就是让之彻底脱离魔鬼的引诱及迷惑，那
怕肉体受毁坏，但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第六个时代：从主耶稣的降生，直至主耶稣的再
来。这一个我们正活在其中的时代，也就是圣经上
提到的“末世”的时代，或不少信徒经常挂在嘴
边上的所谓“千禧年”的时代。尽管在神学上对于
“千禧年”的看法，各门各派有着不同的观点，
但它并不妨碍我们认识这个时代属神子民的本质。
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时，祂收了十二个门徒，在
约三年半的期间里，这些门徒不离不弃地跟随在
祂的身边。但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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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徒有的把祂卖了，有的三次不认主，逃的逃，
溜的溜，这些都表明所有这些曾经在耶稣身边的
人，不过是与神曾经有过外在关系的“民”而已，
甚至于像犹大这样的人，连作“民”的资格都没
有。
但是，当主从死里复活及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
从天而降，门徒们受了圣灵的洗后，他们的属灵
状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放胆传讲福
音，甚至于一个个最后为主殉道都毫不退缩，名
副其实地成了有主复活生命的“子”。
这些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从本乎起初的信到进
入主里面的信，从属神的“民”到像主一样的
“子”，它们既彼此相连，又彼此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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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约圣经中，众所周知的四福音书都是对着属
神“子民”说话的。然而，若加以分别的话，我们
可以看到路加福音面对的主要对象是“民”，
（或说是“信徒”）；而其它马可福音、马太福音、
约翰福音三卷书面对的主要对象是“子”（或说
是“门徒、圣徒及窄义的基督徒”）。
实际上，神要我们走的路，是从一般所谓的平信
徒，进而成为撇下一切跟随主的门徒，最后成为
被圣灵浇灌、充满的重生的圣徒，也就是真正有着
神儿子的生命，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当仅仅满足于成为属
神的“民”，而必须进一步向“子”的目标奋斗，
这才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徒的身上，所定下
的不变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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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时代：相对于只有白天，没有黑夜的第七
天，这乃是安息日，预表随着主耶稣的再次降临
而到来，我们便可以安息在神的怀抱里，兑现神
应许给祂的子民的所有福份。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进入了在天上安息的“第七
天”，神的“子民”被一分为二的原则仍然不变。
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来自神
的承认：“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啟 21:7）；另一种人是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
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啟 22:14）
由以上的经文，你不难发现前面所提的得胜者，
指的是不折不扣的神的“儿子”；而后面“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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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净自己衣服的”，指的是“民”。虽然，神的子
民都得以进城，但却不是每一个进得了城的人，
都能够进入神的殿。这就像摩西会幕中的圣所、至
圣所，只有祭司、大祭司才能进去一样，神始终如
一地层层把关。
至此，我们已经简单扼要地阐述了神一分为二的
原则，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在属神子民中运
作的概况。如果我们能深刻地认识其中隐藏的奥秘，
就不会以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一样，反正等着
死后上天堂就是了。而应该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终
极目标，乃是成为神的儿子，活出与主救赎的恩
典相配的生命。
人也不要以为，若进不了“子”的行列，退而成
为一名普通的“百姓”也心满意足了。实际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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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蒙神的恩召，就连要守在天上的“平民百
姓”的地位，都不是光凭人的意愿和能力可以达
成的。
愿神怜悯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的救恩决不是廉价
的。神公义之律的恢恢之网是没有破口和漏缝的，
除去对神真道无知的误解或曲解，在行动上付出
相应的代价，才能使属神子民永远脱离第二次死
的害。

三、预定论的奥秘在于“难定”
一个人信耶稣，是不是早由神所预定的？若说不
是，为什么圣经明明白白地说，“神从创立世界
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弗 1:4）？而且，
事实也证明，有的人就是不管传福音的人花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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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口舌，他（她）无论如何不信就是不信。要说
这其中没有“命中注定”的因素在左右着，怎么
样对此作出解释？
若说是，难怪有的人就会说，既是如此，还有什
么向人传福音的必要？反正早被预定的人迟早都
会得救；而不在预定之列的人，怎么样下功夫也
是白费力气。于是，不少相信预定的人，就“顺其
自然”地不把向人传福音当成一回事，知道自己
是被“预定”的人就心满意足了。由此而来，对预
定论褒贬不一的看法，就成了多少年来神学及教
会历史上争论的焦点，至今仍然如此。
怎么样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呢？关键在于必须看
到预定论的奥秘，就隐藏在它的“难定”之中。
基督徒的蒙拣选，显然都是神所预定的。然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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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是否被选，却不是由人说了算，或从外表
就可以一目了然看出来的。
拿主耶稣的12个门徒来说，最后卖主的犹大看起
来也在被选之列，然而圣经却指出，主耶稣早就
知道他是属于灭亡之子。换句话说，犹大并非真正
被拣选的人，神容许他和被拣选的其它十一个门
徒走在一起，无非在提醒我们，预定论的奥秘就
在于它的“难定”，不到最后的阶段，没有谁知
道他（她）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对象。
保罗是对预定论认识最深刻的人，也是有生之年
在传福音上最拼命的人。因为，他深深知道，直到
人生的最后的时刻，一个人难以断定自己是否被
拣选，惟有通过实际的行动，才能表明自己是不
是一个被拣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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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中，记载了前来参加婚宴
的人，“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
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
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
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它指的就是那些原来以为自己
是被预定的人，到了最后的时刻才发现事实并非
如此。
所以圣经才说了这样一句话：“被召的人多，选
上的人少”。（太 22:14）而且，整一本圣经也
唯有一次说了这样的话，可见它的重要性非同小
可，而往往又经常被人忽略。
不仅在拣选的问题上，圣经提醒我们会碰到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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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难定”的挑战，就算在蒙召的问题上，同样
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二
章，有关召人赴婚宴的比喻中，圣经还讲到王对
仆人说的话：“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
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
赴席”。
可见，原来蒙召的人也面临后来“换人”的可能
及危险，你可不要以为一“定”下来，就什么都
不会改变了。人的难处，就在于常常把天上的“平
安”与地上的“保险”混为一谈。当地上的人买了
“保险”之后，就觉得从此有了平安的保证；但
天上的“平安”却恰好相反，它是以人明白自己
的不“保险”为前提，所以必须时刻持守敬畏神
的心，求圣灵把无所畏惧的平安赐给自己，直到
见主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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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预定论的实质和价值，
从而，不管是蒙召还是被选，都不会天真地躺在
“预定”上睡大觉，而是更加积极的用实际行动
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蒙召、被选的确定者。对刚
刚接触到福音信息的慕道友也一样，如果你把有
机会听到福音当作是蒙召的起点，接而一步步地
更多、更深了解神的道，就越来越显明你是蒙召、
被选的对象；而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自己不在豫
定之列，从而先把自己圈在不得救的范围内，往
后要走出这个圈子就越来越不容易了。
“预定”与“难定”既是神智慧的结晶，又是神大
能的手段，作为渺小的受造者，我们无法测透神
的奥秘，惟有在敬畏中接受、赞颂祂的奇妙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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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的“大使命”
在马太福音的末了，记载了主耶稣这样跟门徒说
的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
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
在马可福音的末了，主耶稣也对祂的门徒说了类
似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
信的必被定罪。”（可 16:15-16）
现今教会里的人，对这两处圣经都不陌生，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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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合在一起，为之起了一个叫“大使命”的代
名词。而一提到“大使命”的时候，在每一个人的
头脑中所引起的自动反应，几乎都离不开这是指
着向万民传福音说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探讨
这两段经文，可以看到这两处的“大使命”，是
不能混在一起说的，因为它们的原意各不相同。
首先，出现在这两处经文里的“万民”中的
“民”，原文所用字眼并不一样。马太福音中的
“民”，它的对等译字是“国家”；马可福音中
的“民”，它的对等译字是“受造之物”。换句话
说，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所谈到的大使命的性质，
及主的门徒要接触的对象各不一样。
简而言之，马可福音的大使命，目的在于使所有
的受造之物能够听到福音，进而因信称义成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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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民”；而马太福音所谈到的大使命，其要
旨不在于向万民传福音，而在于使所有的国家，
那些蒙主恩召和拣选的人，都能出来成为主的门
徒，并进一步成为属神“子民”中的“子”，即
真正拥有神永恒生命的儿女。
圣经原文的文法也支持了这样的看法。因为，在以
上所提及的马太福音那段经文中，一共有“去、作
门徒、施洗、教导”等四个动词。其中，“去、施洗、
教导”三个都是分词，只有“作门徒”是唯一的
主动词，就希腊文的文法而言，分词的功能都是
围绕着主动词发挥的。也就是说，使人作主的门徒
才是这里的大使命的重点，而“去、施洗、教导”
不过是达成此一目标必须的手段。
主耶稣曾经明确地指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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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
原文作恨〕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
作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
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
25、26、33 ）
由此而来，我们看到主为祂的门徒所定下的三大
标准，其要求之高，并不是一般的信徒能够达到
的。所以，马太福音最后的话，实际上是在提醒我
们，一个要执行此大使命的人，应该是一个重生
的圣徒，起码应该持有门徒的身份才能胜任。如果
一个人本身还没有走上做主门徒之路，怎能去使
别人当主的门徒呢？
这也足证眼下盛行的所谓门徒训练，大多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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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通的。因为，一个本身还不是门徒的“师傅”，
怎能带出一批具有门徒品质的弟子？
一般说来，人都是先受水洗，再接受灵洗的。灵洗
是通过已经接受过灵洗的人按手（也许“按手”
既可以照字面理解，也可以领会为彼此之间灵里
的一种直接接触和交通）而得的。
使徒行传记载，原来被选管饭食的七人之一的腓
力，到撒玛利亚传福音，有不少人接受福音而受
了水洗。但是，撒玛利亚的信徒还需要等使徒彼得
和约翰到来，为之按手才能接受灵洗。这暗示腓力
当时还没有为人“按手”的资格，哪怕他大有传
福音的恩赐。
在那七个人中，只有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位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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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反，明确地提到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即已经接受了灵洗。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殉道
之前所作的讲道见证，是新约一次性的讲话记录
中最长的，其中不少地方对圣经的理解，与传统
的见解有所不同。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重生、被圣灵充满的人，
神所看重的，乃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对神的道及
圣经的话语有了正确、客观、深刻的认识，人生观、
价值观、生死观有了与前不一样的改变。一个接受
了灵洗的门徒，也并非以是否说方言，或有否身
体的外表感性动作为凭据。 
圣经上并没有讲到司提反受了谁的“按手”而得
到了圣灵，或他在接受灵洗时有什么特别的现象
发生。但是，在与120个在五旬节受了灵洗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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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一起的过程中，圣灵可以使用他们当中的
任何一位，为司提反直接或“隔空”按手，是不
难理解、无可置疑的事。
圣经中的灵洗只有两个例外是不要“按手”的：
一是五旬节120个犹太人接受灵洗，当时还没有
谁接受过灵洗；二是外邦的哥尼流一家。当时福音
还没有传给外邦人，神让彼得先看见他们受了灵
洗，再为他们施水洗自然不成问题。
由此而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中提到的“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严格地说，它并非指
普通的“水洗”，而是指接受圣灵的洗。诚然，灵
洗的真正施洗者是主耶稣，一切的主动权全握在
祂的手里，被差遣执行此大使命的人不过是借着
“按手”完成了施洗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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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所能迈出
的第一步。所以，这样的“去、施洗、教导”，只
能跟蒙召被选做主门徒的人连在一起。而且，无论
如何，此一大使命之最终目的，就是使所有国家
中蒙召被选的人，能够加入做主门徒的行列，使
神早已预定的得救人数满足了，好迎接主聚娶新
妇日子的到来。明白了此一大使命的实质，愿有更
多蒙召被选的门徒，一起加入马太福音的大使命
的行列。

五、多马的见而不信
在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多马的小信和疑惑是
出了名的。“多马”的意思是“孪生子”。当人面
对着那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能不疑惑地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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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出谁是谁，恐怕没有几个人有此本事。这恰好是
多马疑惑的真实写照。当讲到多马的时候，留给许
多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不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据说的原因是当主耶稣复活后第一次与门徒们见
面时，多马当时不在场，从而他没有亲眼见到复
活的主就不信。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就是下面我们要探讨
的问题了：到底多马是不见不信，还是见了仍不
信？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当天晚上，在耶路撒冷与
祂的十一个门徒们见了面。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当
在回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主同行的两个门徒，后
来认出是主时，“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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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
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
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
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
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
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
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
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
吃的没有？”（路 24:35-41）
由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相信主第一次与他的十
一个门徒见面时，多马是在场的。只是，当主耶稣
说“摸我看看”的时候，当场有没有人上去摸，
圣经没有明言。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正
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对于一向就多疑和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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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马来说，“不敢信”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感得希奇的多马，敢不敢当场就上去摸主耶稣，
又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对于同样的一件事，约翰福音又是这样说的：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
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
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
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
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
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
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
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
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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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
20：19-25）
乍看起来，路加福音与约翰福音所说的似乎不一
样，因为，前者照推论多马当时应该在场；而后
者说多马在“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
在”。那么，到底该怎样解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他没有和他们同
在”这句话。照原文的文法，出现在这句话中的动
词时态是“过去未完成式”，也就是说，它所要
表达的重点在于强调多马这个人习惯性的行为
（多疑和小信）；以及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此一关系的结局如何是未下结论的。
在以上所讲到的约翰福音那段经文中，特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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