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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G•哈特

基督徒最t 要的活动是不是崇拜？显然，《威斯敏斯特小教理 

问答》认为是。其第一问答就开宗明义：人首要的目的是永远荣耀 

上帝、永远以上帝为乐。 （在 主日的公众崇拜中，基督徒要齐来荣 

耀上帝并以上帝为乐；在地上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能媲美的只有 

等到世界末了， 在新天新地中， 一 切圣徒共同敬拜的盛况。）因为 

在主日，当基督徒和会众在上帝面前聚集的时候，他们与看不见的 

天使天军和圣徒联合，齐来崇拜上帝，这让人一窥基督徒在天国耶 

路撒冷城里敬拜的美景。

今天，长老会和改革宗信徒似乎忘了集体崇拜多么重要。很多 

牧师、神学家和平信徒领袖只关注信徒在周间通过艺术、科学、教 

育、商业或政治领域中的工作来荣耀上帝，却忽视了公众崇拜的独 

特意义。

相信崇拜的重要性是一回事，正确参与崇拜则是另一回事。正 

如本书所言，这二者是紧密联系的。钟百恩牧师引导读者逐一认识 

崇拜服侍的各个部分，并详尽解释归正崇拜为什么包含这些部分。 

他也认真指出为什么长老会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崇拜。钟百恩为我们



清晰地描述了历史上的归正崇拜，他的论点令人信服，于教会建设 

非常有益。基督徒会发现本书能够帮助他们做每周最要紧的事。

2 0 0 7年 2 月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 

院际研究协会



导 论 : 加 尔 文 与 崇 拜 二

◎ 特里 • 约翰逊 （ Terry Johnson)

一切崇拜形式，只要圣经没有清楚地加以认可，都是上帝 

所厌恶的。我知道现在很难让世人相信这一点。

—— 约翰 .加尔文，《教会改革势在必行》，1544年

有很多文章写神学家加尔文、解经家加尔文、加尔文与圣礼、 

教会领袖加尔文，甚至独裁者和暴君加尔文。然而，关于加尔文思 

想的多数作品却忽视了加尔文关于崇拜的深刻认识，即便谈到，也 

是一笔略过。加尔文对基督教崇拜的重大贡献一再遭到忽视，或仅 

是浮光掠影的介绍，缺乏深度分析和评价。然而，今天的教会如果 

能够按照加尔文的思想崇拜，仍将从中获益。

例如，一位学者说：“谁都知道加尔文和崇拜互不相容，那些 

自称被预定能荣耀上帝的人说起神学来头头是道，但当说到礼拜仪

①本文改自即将出版的《历史上的归正崇拜》 （WieCase/o^■ ^fotoric/^e- 
/ or™!d , 本文 2009 年在日 内瓦加尔文纪念会上宣读， 由特里 •约翰逊

改 为 《作为礼拜权威的加尔文》。选 自 to /o/m Cafoin by David. Hall: 
(pages 118 -  152) published by P&R Publishing Co. , P. 0 . Box 817, Phillips- 
burg, N. J. 08865 (www. prpbooks. com).

导论：加 尔 文 与 崇 拜 I 001



式时，他们的崇拜是彻底的失败，毫无指望。”①约翰•维特立 

(John Witvliet) 说：加尔文从学者那里得到的最高待遇就是“礼节 

性的容忍” © 。

虽然很多人一边倒地批评加尔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教会 

历史上，加尔文可以被视为重建“圣经崇拜”的中流砥柱。他的崇 

拜礼仪著作和神学著作一样尊重大公传统，与此同时，又集宗教改 

革家之大成。在加尔文之后，改革宗传统的所有后续发展都反映了 

加尔文的做法，即使礼拜形式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变化。一位学者承 

认加尔文的崇拜形式“明显地影响后期一切改革宗的礼仪”® 。从 

加尔文到威斯敏斯特大会 （ Westminster Assembly) 制定的《礼拜守 

则》再到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宗一直遵守加尔文设定的 

礼拜顺序和优先次序。改革宗礼拜的顺序首先是赞美，然后是认 

罪、感恩、施恩之道（祷告、读经和讲道、施行圣礼），再到祝福。 

本书开篇的章节表明，改革宗礼拜的优先次序是连续读经（/ecfi〇 

cowirawa)、合乎圣经的唱诗（圣经诗篇和赞美诗）、不打折扣的合

Ik of
...... 加尔文论崇拜一• 〇〇2

① Elsie Anne McKee, “ Context, Contours, Contents： Towards a Description 
of Calvin’s Understanding of Worship，’’ in David Foxgrover ( ed. ) , Calvin Studies 
Society Papers \995 , 1997 ( Grand Rapids： CRC Product Services, 1998), cited in 
John D. Witvliet, Worship Seeking Understanding： Windows into Christian Practice 
( Grand Rapids ： Baker Academic, 2003), 127.

②  Ibid，127• 力卩尔文不赞成使用“礼拜仪式” （Liturgy)—词，也是原因 

之一•。见 Hughes 0• Old，“ Calvin’s Theology of Worship” in Philip G. Ryken et. 
al. ( eds. ) , Give Praise to God ( Phillipsburg, NY ： P&R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③ J_ G. Davies, The New Westminster Dictionary of Liturgy & Worship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6), 336.



乎圣经的祈祷、频繁施行主的晚餐。布 鲁 诺 • 布 尔 基 （ Bruno 

BUrki) 在 《牛津基督教崇拜史》一书中略带歉意地承认，日内瓦 

的礼仪“为归正教会这个伟大的基督教家庭树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 

的崇拜模式” ® 。

加尔文的“礼拜形式”很快就得到法国、荷兰、德国和其他欧 

洲大陆归正教会的采纳和修订。其中两个版本，法国和荷兰归正教 

会在清教徒移民始祖 （ Pilgrim Fathers) 抵达纽约曼哈顿岛十年之内 

就付诸实践。© 至于更广泛的改革宗传统，包括公理会、浸信会、 

圣公会和自由教会，加尔文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圣公会 

1552年的祈祷书和1662年最终的公祷书中大量借鉴了新教改革宗 

的元素，尤其是加尔文的思想。低派教会一直遵守日内瓦崇拜的框 

架，直到其被淹没于19世纪末的复兴运动和20世纪末的当代崇拜 

运动。美国一直遵守改革宗崇拜的次序，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开始 

减弱，连续读经唱诗也开始逐渐消失。梵二会议 （ Vatican II)后  

的罗马天主教不断增加会众唱诗、白话读经讲道和更多的祈祷类型 

(例如祈求、代祷、求圣灵光照、会众认罪、祝福），这个变化也要 

归功于加尔文和改革宗传统。

① Bruno Blirki,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Continental Europe: Switzerland, 
France, and Germany， ’’ in Geoffrey Wainright and Karen B. Westerfield Tucker 
( eds. ) , The Oxford History of Christian Worship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43.

② James Hastings Nichols, Corporate Worship in the Reformed Traditi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8), 82.

导论：加尔文与崇拜 |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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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崇拜运动

加尔文关于崇拜的论述集合了几十年来由神学驱动的礼仪改革 

的大成。这场崇拜改革运动始于慈运理 （ Ulrich Zwingli)，他在 

1519年 1 月决定通讲《马太福音》 （休斯•奥德说这是新教第一次 

礼仪改革）。①马丁 •路德1520年 10月发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 

(加 i/ie 6a6yZonian Cap如 办 成 e C/mrc/i)，新教改革运动从中汲取 

大量灵感。② 布 塞 珥 （ Martin Bucer) 于 1524年发表《依据与理由》 

am/ t/rsac/i ， Growmf ami ，在早期为这场运动提供了

广泛的辩护。③ 16世纪许多改革者共同推动这场运动，包括斯特拉 

斯堡的布塞铒、沃尔夫RI •卡皮托 （ Wolfgang Capito)、马修•泽尔 

(Matthew zell)、赫迪欧（K. Hedio)，巴塞尔的约翰•埃斯兰巴狄 

(John Oecolampadius)、贝 利 坎 （K. Pellikan) ; 苏黎世的慈运理、 

布林格（H. Bullinger)、里奥•朱德（Leojad)，在德国南部和瑞 

士其他城市的改革家，当然还有日内瓦的加尔文、法 惹 勒 （W. 

Farel)、伯 撒 （T. Beza)。 《日内瓦诗篇集》 （ PW如* )和

① Hughes Old， The Reading & Preaching of the Scriptures in the Worship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ume 4 ：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 Grand Rapids ：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46.

② Martin Luther, “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 in James At- 
kinson (ed. ) , Three Treatise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0).

③ Martin Bucer，Gmnc? UTwf t/rsoc/i. Text is found in 0 . F. Cypris, 
Principles： Translation & Commentary of Martin Bucer's Grund und Ursach, 1524 
( Dissertation：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New York, 1971).



《日内瓦教会祷告礼文》 （ Form o/ C/mrc/i Prayers) 是教会礼仪改革 

的高潮，许多改革家共同努力，建 设 “合乎圣经的”崇拜。这是 

“集体的产物”，休斯•奥德说 （ Hughes Old)，“是一场教会内部运 

动，目的是让教会崇拜得以归正”①。同样，“它可以被认为是之前 

改革宗各种礼仪归正努力的高潮，又是之后归正崇拜的原型”© 。 

.这个归正传统通过许多城市和许多人的手传下来。奥德总结说: 

“这确实不是加尔文的礼仪，也不是日内瓦的礼仪，而是归正教会 

的礼仪。”③

欧洲大陆的改革家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改革者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尤其是布塞珥（1491 一 1551年）和意大利的改革者彼得•菲 

密格里 （ Peter Martyr，M99—1562 年）对托马斯 .克兰麦 （ Thomas 

Cranmer, 1489—1556年）的影响，后者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公祷 

书》 （_BooA: 〇/ Common Prayer, 1549, 1 5 5 2 )的第一■作者。 《公祷 

书》—— 晨祷和晚祷文、认罪文、解罪文、旧约教训、信经、代 

祷、唱诗篇、圣餐文、十诫、劝诫、维护圣餐文、邀请圣餐文、谦 

恭近主文、祝饼酒成圣文、已领圣餐感谢文、两种圣礼、每周施行 

圣餐—— 尤其依赖归正的新教主义的礼仪改革。④与之相似，加尔

① Hughes Old，77ie Pairisfic 〇/  ( Zurich: Theologisch-
er Verlag, 1970) , 95.

② Ibid，96.
③ Ibid，xiii.
④ James Hastings Nichols, Corporate Worship in the Reformed Traditi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 6 1 - 7 0 ； Charles W. Baird, The Presbyte
rian liturgies (1855,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57), 192-206 .

导论：加尔文与崇拜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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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约翰•诺克斯 （ John Knox，1514—1572年）也产生了深刻影 

响，后者起草了《苏格兰教会信仰告白》 和 《教 

会法规》 （B〇〇A：〇/Co;raw)raOr<fe7'，1560年），这些文件遵照日内瓦 

的形式建立起苏格兰的崇拜，时间持续近一百年。威斯敏斯特的神 

学 家 （他们熟悉宗教改革家、安立甘宗前辈和当代神学家的作品） 

也相信，《威斯敏斯特公众礼拜守则》 （DirectOTy/ort/iePuWiclFor- 

Aipo/GocO 延续了第一代英语国家宗教改革家的工作。“假如他们 

今天还活着，”《守则》作者说，“他们也会参与我们的工作”①。

神学与崇拜

归正的新教主义的崇拜归正绝非品位、风格、个人喜好问题。 

相反，归正动力来自这样一种信仰：基督徒应当“按照圣经”来崇 

拜上帝。这要求基督徒仔细解经，还要广泛地研究早期教父的著作 

以及教会的崇拜。这些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基督徒看到圣经的 

本意。圣经研究和历史研究导致神学的再次形成，而神学的再次形 

成则进一步提出教会归正的需要。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出改教家有两条论证思路。一方面，他 

们根据新约圣经所描述使徒时代教会的讲道、祈祷、洗礼和擘饼 

(breakingofbread) , 包 括 “最后的晚餐”的 叙 述 （例如，徒 2 :

① Bard Thompson, Zifurgi.es qf 认e CAwrc/i (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1), 355.



4 2 ,提前4 : 1 3 ,提前2 : 1及以下，太 28 : 2 8 ,约 6 , 等）进行解 

经研究。另一方面，他们提出了新的神学思想，包括圣经论、救赎 

论、称义论和圣灵论，这些神学思想要求当时的教会实践必须

归正。

有哪些实践亟待归正呢？

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界有一种共识：中世纪晚期的教会需要 

归正。当时，主日的服侍采用拉丁文，而这种语言没几个人懂。除 

了礼拜日下午的服侍稍有一点讲道，其他时候完全没有讲道的安 

排。瑞士归正教会礼仪学者和牧师布鲁诺•布尔基 （ Bruno Biirki) 

说：“在 15世纪末，讲道普遍处于衰落状态。”讲道已经与圣经文 

本失去联系，并且其中“尽是圣徒的故事和道德教训，还以做作的 

学院派风格为荣”①。崇拜中几乎没有祈祷，也没有吟唱。吟唱完 

全由修道院合唱团把持。读经只是选择读经（fcCti〇^ eCfa) , 不读 

旧约（直到梵二会议以后，罗马天主教会的平常主日服侍中才开始 

读旧约），反而读很多正典之外的东西，例如圣徒的生平、传奇故 

事等。圣餐被认为是一种献祭性质的弥撒。只有祭司才能从事圣 

工，圣礼的效果是“因事起效”（acoperaoperato，意为圣礼是否有 

效取决于礼仪有没有正当施行，而不取决于施行者。—— 译注）， 

人不需要对基督有个人性的信仰，很多人提倡“绝对信仰”，认为 

必须绝对相信教会的教导。会众是消极的，群众是愚昧的，而教会 

则拒绝没有圣职的人领杯。

① BUrki, “The Reformed Tradition， ” 437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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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经

这些改教家满怀基督徒人文主义者的热情，积 极 地 “追根溯 

源”（ad/onto)。他们如饥似渴地研究用最初语言写成的圣经和新 

发表的教父的作品。从 《使徒行传》2 : 4 2开始，他们发现使徒时 

代和使徒后时代的教会崇拜有一种简朴的美，而这种朴实美，中世 

纪的教会崇拜已经丧失殆尽。埃尔斯•麦基 （ Elsie Mckee) 说，这 

节经文为加尔文主义的“归正崇拜”提供了 “最关键的合乎圣经 

的范式”。①他们根据解经研究和阅读教父作品及早期教会文件， 

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发现归纳为三个范畴：要 

素、形式和环境。②

崇拜要素

改教家发现，早期教会遵循犹太教会堂读经的模式，也就是连 

续读经， 每周接着上周继续读， 一 面读经， 一 面从经文中获得劝勉 

和教导。（鸿 8 : 5—8 以下；路4 : 16 — 2 7 ;徒 13 : 14, 15 : 2 1 ;提

① McKee，“ Context, Contours, Contents， ” 82.
②  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之前，这三个范畴似乎一直没有被具体阐述。见 

Terry L. Johnson， Reformed Worship ： Worship that Is According to Scripture ： Revised 
& Expanded (2000 ； Greenville ： Reformed Academic Press, 2003 ) , 30 -  33; T. 
David Gordon, ^Some Answers to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M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No. 55, 1993, 321 - 3 2 9 ； and Rowland S. Ward, “The Directory for 
Public Worship," in Richard A. Muller and Rowland S. Ward, Scripture and Wor
ship x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irectory for Public Worship ( Phillipsburg, NJ ： 
P&R Publishing, 2007) , 101 -  109.



前4 : 1 3 ;参阅徒5 : 42, 6 : 2, 4 ) 使徒保罗说： “你要以宣读、 

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提前4 : 13)

“宣读”就 是 “读”。显然，读经的做法当时广为流传，所以 

使徒可以直接简称为“读 “劝勉和教导”则跟随读经而来。改 

教家又发现很多早期教父都提到连续读经，包括奥利金（Origen, 

185—254 年）、奥 古 斯 丁 （Augustine, 3544 3 0  年）、屈梭多模 

(Chrysostem, 347^ 67 年）、耶 柔 米 （Jerome, 343^ 2〇 年）和其 

他人。

他们在圣经和教父作品中发现多种祷告，包括求告文和赞美 

(诗 145—150)、认 罪 （诗 32, 51，鸿 9 , 但 9 )、代 祷 （提前2 : 1 

五重代祷，弗 1、腓 1、西 1 使徒保罗祈求圣洁的祷告，雅各在雅 

5 : 14和 15指示为病人祷告）、感 恩 （提前2 : 1 ;腓4 : 6 ; 诗 136, 

65)、圣灵光照（弗 1 , 西 1，腓 1 )、祝 福 （民 6 : 24—2 6 ,林后 

13 : 1 4 ) ;而且他们在殉道者查斯丁 （ Justin Martyr) 的 《第一护教 

书》（f im 却〇Z〇gy, 155年）中发现了即兴祷告，查斯丁说当时的 

长 老 “按照能力”祷告，希 坡律陀（Hippolytus) 在 《使徒传统》 

(ApostoZic TVaditiora, 217年）中也有相同的描述。

他们发现早期教会既要唱诗篇（徒 4 : 24—2 6 ,弗 5 : 1 9 ,西 

3 : 1 6 ,雅 5 : 13，以唱诗篇为主），也要唱赞美诗（路 1 : 46—55, 

2 : 68—79, 2 : 29—3 2 ;腓 2 : 5—1 1 ;西 1 : 15—26)。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给皇帝的信（112年）描述了早期基督徒如何 

向基督唱赞美诗。他们发现，教父非常热衷于唱诗篇，包括德尔图良 

(Tertullian，150—225 年）、优 西 比 乌 斯 （Eusebius, 260—3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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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他那修（Athanasius, 295—373年）、奥古斯丁、耶柔米、巴西流 

(Basil, 330—3乃年）、安波罗修（Ambrose，339—397 年）和屈梭 

多模都提供了这方面的见证。①

改教家发现，圣经的洗礼就是简单的洗涤（徒 2 : 38, 8 : 38, 

16:33)，正 如 《十二使徒遗训》 80—11 0 )和殉道者查 

斯丁的《第一护教书》所描述的场景。使徒保罗认为洗礼和割礼 

(西2: 1 1 )相同，这让改教家得以从恩约的角度解释洗礼，回答 

了重洗派的主张（创 17 : 7 , 徒 2 : 3 9 ,罗 4 : 11)。德尔图良首先 

使用拉丁词sacrameratum，意思是“圣”或 “誓”，这个词意味着早 

期教会是从恩约的角度来理解洗礼的。

他们重新检查了设立圣餐的用词，尤其是献祭的用词：“这是 

我的身体”和 “这是我的血”，根据解经的原则，这些词应该理解 

为象征和比喻，就 和 《约翰福音》第 6 章的用词一样。在此基础 

上，他们不相信饼酒变质，拒绝变质说的教义，不认同圣餐礼具有 

献祭的性质。他们发现圣经里有一种立约的饮食模式，这种饮食表 

示立约的双方最终同意履行各自的责任（创 14 : 18, 18 : 1 —8 , 
2 7 : 1 9 ; 出 12— 13, 2 4 ) , 耶稣特意以这种模式设立他的晚餐（太 

26 : 2 8 ,可 14 : 2 4 ,路 22 : 2 0 ,参阅来 9 : 20)。他们一致同意， 

主的晚餐就是晚餐。《十二使徒遗训》和 《第一护教书》都证明早

① John McNaughter, PsctZnw in C/irisfia/i Wory/iip ( 1907, Edmonton: 
Canada； Still Water Revival Books, 1992)； John D. Witvliet, The Biblical Psalms 
in Christian Worship: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Guide to Resources (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期圣餐礼简单朴实，毫无献祭的性质。奥古斯丁再次强调基督徒要 

从恩约的角度理解主的晚餐，并且给圣餐礼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 

为圣餐礼是“可见的道” visible words)，或广义地 

讲，是内在属灵现实的外在可见记号。

崇拜形式

他们发现3 世纪前没有成文的礼拜形式，4 世纪前没有礼仪或 

仪式，也没有焚香的做法，3 世纪前没有对视觉艺术的崇拜，6 世 

纪前艺术没有用来表示信仰，1〇世纪前不使用乐器。

崇拜环境

他们发现4 世纪之前都不使用祭坛，早期教会使用简单建筑 

(常常是家庭教会），4 世纪之前没有教会历法，早期教会强调主日 

是公众集会的日子（徒20 : 7 , 林前 16 : 2 , 启 1 : 8)。很多书信证 

明在一周的第一天崇拜，也就是主日崇拜，包括小普林尼的书信 

(110年）、殉道者查斯丁的《第一护教书》 《十二使徒遗训》和德 

尔图良的作品。

根据这些解经的成果和历史事实，改教家开始改革崇拜。他们 

相信他们正在恢复使徒和教父时代更加简朴而合乎圣经的崇拜，他 

们希望遵守古代的模式。归正的新教主义所倡导的崇拜形式是深深 

扎根于圣经的，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归正教会不仅认真对待圣经 

的每处单独经文，而且认真对待各种文体的经文。归正崇拜植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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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律法，正如加尔文所说，他的崇拜神学来自第一块法版。① 

归正崇拜非常敏感地发现，先知一贯严厉批判以色列讲究形式和注 

重仪表却忽略上帝的圣言（例如，从 《以赛亚书》到 《玛拉基 

书》），包 括 “早期先知”（从 《约书亚记》到 《列王纪下》）。②归 

正崇拜受到智慧文学敬虔传统的强烈影响，这种传统“喜爱”上帝 

的律法，昼 夜 “思想”（诗 1 : 3及以下，参阅诗 119)。③归正崇拜 

对圣经诗篇的热爱是独一无二的，表现于众多的韵文诗歌。新约福 

音书、使徒书信、启示录都得到了深入研究。律法和先知、智慧文 

学和圣经诗歌、福音和使徒书信，这些全都被纳人归正崇拜。

神学意义

但是，改教家对合乎圣经的崇拜的解经学认识和历史学认识伴 

随着新的神学认识，而这种神学认识反过来强化了礼仪改革的呼 

声。这种呼声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礼仪革命，尽管这场革命实际上恢

Ik erf
...... 加尔文论崇拜一• 0 1 2

① John Calvin，Jns“ tufes qf t/ie C/iristian -  Vol. 1 & 2 ， in John T.
McNeill (ed. )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ume XXI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0). II. vii. 1 1 - 3 4； Hughes Old, ^Calvin's Theology of 
Worships in Ryken (ed. ) , Give Praise to Gody 412 -435 .

② Hughes Old， “ John Calvin and the Prophetic Criticism of Worship” in Timo-
thy George ( ed. ) , John Calvin and the Church ： A Prism of Reform (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19 9 0 )，23。一 246; 也见  Hughes 0. 
Old， “Prophetic Doxology” in a/w/ /o r a C/irishan Do切Z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91 -110 .

③ Old， “ Wisdom Doxology” in 77iemes & Fariafions， 63 -8 9 .



复了早期教会的原貌。具体而言，改教家认识到基督救赎的充分性 

和最终性、称义本于恩因着信、圣灵在救恩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圣 

经在一切信仰及其实践问题上独一无二的权威，这些认识必然推动 

宗教改革走向教会实践，而不仅是神学家之间的辩论。伴随着 16 

世纪的改革，讲道得以复兴，这一点众所周知。而不太为人所知的 

.事实是，一场革命性的礼仪变革也随之发生，宗教改革带来了：

•一场读经的革命 

•一场赞美的革命 

•一场祷告的革命 

•一场圣餐礼的革命

尼古拉•沃尔特斯多夫（NicholasWolterstorff) 说，瑞士这些 

改教家“有一个新的洞察力，他们知道礼仪应该如何施行，如何理 

解”。他写道，他们带来了“基督教会有史以来最彻底的礼仪改 

革”①。选择读经让位给连续读经，按照节日选择性讲道让位给解 

经式讲道，正式祷告让位给各种形式的祷告，修道院唱诗班让位给 

会众唱诗篇和合乎圣经的赞美诗，教会日程让位给主日，弥撒让位 

给主的晚餐，祭司事工让位给牧师事工和宣教事工，最后，圣坛所 

和中央祭坛（强调分别）让位给中央讲坛和圣餐桌（强调相交）。

① Nicholas Wolterstorff， “The Reformed Liturgy” in D. K. McKim ( ed.)， 
Major Themes in the Reformed Tradi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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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教家努力恢复使徒和早期教父的做法，简单的服侍（圣道得 

到阅读、宣讲、合唱、祷告、按着圣礼领受）取代了中世纪崇拜中 

的礼仪和仪式。归正的新教主义崇拜不仅仅是初步学习和讲道。加 

尔文说：“崇拜上帝是公义的开始和正义的根基。”①遗憾的是，历 

史学家一般只注重宗教改革的政治、社会、神学方面的内容，忽视 

宗教改革在礼仪方面的贡献（除了圣餐礼的争议）。©加尔文主义 

的神学思想导致了后来的崇拜改革，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宗教改革 

的口号所设定的范畴来加以总结。③

第一，“唯独圣经” （s— scripfem) 原则导致礼仪简化。改教 

家相信圣经本身的见证，经文自身就是涉及信仰及其实践问题的最 

终权威（例如，提后3 : 16, 1 7 ;可7 : 1及以下）。“唯独圣经”原 

则意味着在崇拜领域，教会的服侍必须“按照圣经”来进行。研究 

慈运理的学者W. P. 史蒂芬斯说（Stephens): “圣经是慈运理改

① Calvin， II. viii. 11，377.
②  这一•倾向明显的例外是 01(1，/>油^ ^ 0 尺00以，311(1〇£11'1〇8 £ ^ ，1 ^「̂4- 

gainst the Idols ： The Reformation of Worship from Erasmus to Calvin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 9 8 6 ) .全面的、编年的书很缺少，这类书可以记述 

宗教改革的新的神学观点与随后的礼仪改革之间的互动。

③  艾尔认为，“唯独信心” 、“唯独圣经” 和 “唯独荣耀上帝”是加尔文 

思想的主导原则（ITw，2 - 7 ,  195 - 2 3 3 )。亚历山大 • 盖诺克基认为，加尔文 

神学以 “唯独荣耀上帝” “唯独基督” 和 “唯靠圣言” 为 中 心 （7 7^仏《叹 。 /- 
― ，Edinburgh: T&T Clark，1999)。艾尔还引用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塞克斯的 

话，后者认为加尔文对罗马天主教的反抗来自“唯独信心” 和 “唯独圣经”两 

大原则（Eire, 198, 注 12)。



革的核心。”①布塞珥的《依据与理由》 （1524 年）每一页都用圣 

经的经文为斯特拉斯堡的崇拜归正辩护。布塞珥认为他们的改革 

“全都基于圣经”②。“就崇拜和救赎的命令而言”，加尔文强调《申• 

命记》12 : 3 2和 《箴言》30 : 6 “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的警告 

“清晰无误，毫不含糊”③。要禁止教会“用新的规条给人的良心增 

加负担，或用我们自己的发明玷污崇拜”④。“一切崇拜形式，只要 

圣经没有清楚地加以认可，都是上帝所厌恶的。我知道现在很难让 

世人相信这一点。”加尔文在1544年的论文《教会改革势在必行》 

(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中这样感叹。⑤他呼吁人 

们 “拒绝一切未经上帝诫令所许可的崇拜模式” © 。他的主张从加 

尔文时代和威斯敏斯特的神学家一直延续到今天归正的新教主 

义一致同意，教会只能按照圣经的命令来崇拜。传统的做法是，凡 

是合乎圣经的，就得以保留并且加以变革，例如讲道、祷告、读

① W". P. Stephens， An Mtroduction to f/is (Oxford: Cllar-
endon，1992)，30; 转引自 Begbie，114.

② Bucer，Gru/wf unt/ /TrsacA，208; cf. 76，174，184，185，198，204,
208，etc.

③ Calvin，T/wZi加as，IV. x. 17，1195.
®  Ibid. , IV. x. 18, 1197.
⑤ John Calvin,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 ’’ in Henry Beveridge 

(ed. )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 Tracts and Letters y Volume 1, Tracts, Part 1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3) , 128.

⑥ Ib id .，133.
⑦  如，Calvin, //w份uies，II. 8. 17; u On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 133; WCF XXI. 1; Larger Catechism Nos. 108 & 109; 及 John Leith， 
Hughes Old, and Robert Godfrey 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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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唱诗、施行圣礼，而超越圣经的礼仪、仪式、记号、形象、象 

征、装饰、做法都被清除，让会众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圣道的事工 

和上帝所命定的记号，也就是主的晚餐和洗礼。

崇拜必须“合乎圣经”，这个原则也叫“规范的原则”（regula

tive principle) ， 归正的新教主义在这点上不同于路德宗和安立甘 

宗，后者的崇拜改革思路不像归正宗那么严格。如上所述，随着讨 

论逐渐深人，人们开始区分崇拜要素（受到严格限制，包括读经、 

讲道、祷告、唱诗和施行圣礼、信条）、崇拜形式（崇拜要素的种 

类或形态）和崇拜环境（光线、座位、建筑、时间等），后面两个 

范畴允许较多自由。①然而，“唯独圣经”原则意味着，在实践中， 

崇拜归正要完全依据正确的解经和严谨的神学阐述。

第二，“唯独基督” d 以 (《) 原则导致圣餐礼的归正。

改教家已经认识到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成了” （约 19: 30)，认 

识到耶稣一次赴死就为后来的人成就了救恩，认识到他的牺牲是最 

终的也是完全的（来 10 : 1 2 ,彼前3 : 19)，他们扭转了中世纪对 

圣餐礼的认识，也改变了施行圣餐礼的做法，施行圣礼者的身份也 

随之得以归正。1520年，路 德 在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 中论述了 

这些原则。他说，在罗马的诸多错误之中，“最危险的莫过于他们 

普遍相信弥撒是一种向上帝献祭的行为” © 。他敦促教会“放弃一 

切出于人的热心和虔诚所外加的东西，恢复教会最初的简朴。比

①  Johnson, 奶们 /i/p，3 0 -32 .
②  Luther， “Babylonian Captivity， ” 171.



如，法衣、装饰、吟诵、祷告、风琴、蜡烛和讲究外表的一切异教 

风俗”①。在 《弥撒仪式》 他的第一次弥撒改革 

中 （1523年），他拒绝“一切带有献祭色彩的东西”，只 保 留 “纯 

全和圣洁的东西”© , 尽管后来他远离了新神学的某些实践。

在 《依据与理由》一书中，布塞珥以及整个归正传统都比路德 

走得更远。布塞珥和路德一样，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做法，“相信 

并声称祭司在弥撒中献上耶稣基督为祭，这是对基督，我们的主和 

救主，最可憎、最恶毒、最有害的羞辱和玷污”® 。他 引 用 《希伯 

来书》（9 : 24—28, 10 : 12, 10 : 14), 《以赛亚书》 （53 : 6—7) 

和其他基础文本，在 1 2页内反复8 次 （按照英文译本）强调基督 

的牺牲是“一次为众人成就了”④。加尔文提到天主教会相信弥撒 

是一种祭祀活动，加尔文说这是“瘟疫一样的错误”，是 “无法容 

忍的亵渎”。“祭坛一立起来，基督的十字架就倒下”，加尔文引用 

《希伯来书》（9 : 12, 26; 10 : 10，14，1 8 ) 和 《约翰福音》 

( 1 9 : 3 0 )说：“基督的牺牲， 一 次便永远有效。 ” © 基督救赎的最 

终性是加尔文神学的中心，也是归正圣餐神学的中心。多年以后， 

克兰麦（Cranmer) 在 《公祷书》 （1547 年）中所写的奉献圣餐祷 

告文明显反映了归正神学的观点：

① Ibid, 153.
② Thompson，Liturgies, 111; cf. Luther, “Babylonian Captivity，” 151 ~

153.
③ Bucer， Grund und Ursach， 69.
④ Ibid，8 0 -9 2 .
⑤ Calvin, 加 es，IV. xviii. 1 —3 , 1429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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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上帝我们的天父，你何等溫柔怜悯，甚至赐下独生爱 

子耶稣基督，为 救 我 们 脱 离 罪 恶 ，死 于 十 字 架 ，献上自己为 

祭，一次献上便成就救恩，完全、完美、充分之祭，足以洗净 

世人众罪。①

布塞珥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施行主的晚餐时，必须清除一切献 

祭的语言、暗示献祭的动作和衣服、圣所的装饰和仪式，免得圣餐 

礼的外在表达不合乎归正（合乎圣经的）神学关于圣餐礼的认识^ 

改教家说，基督徒的祭是赞美的祭，由一切信徒所组成的君尊祭司 

献在灵宫的灵坛上（彼前 2 : 5 ; 参阅来 13 : 1 5 ;诗 50: 12—15, 
23 , 116 : 17)。凡是暗示献祭的东西都必须从礼仪中清除出去。祭 

坛要换成桌子，法衣要换成简单的袍子， “祭司”这个词要换成 

“牧师”。这不仅是术语的变化。随着人们开始明白“唯独基督” 

的含义并加以应用，神职人员的整个工作内容都被改变。加尔文 

说：“主给我们一张吃饭的桌子，而不是一座献祭牺牲的祭坛；他 

没有派祭司来献祭，而是让牧师来分配‘圣餐’。”②也就是说，加 

尔文主义认为圣餐礼的重点在于相交不在于神秘，是饮食不是弥 

撒，是晚餐不是祭祀，应该由牧师主持而不是祭司主持，地点应该 

是在餐桌前而不是祭坛前。

第三，“唯独信心” 原则导致读经和讲解圣经的归

① Thompson, Liturgies  ̂ 280.
(2) Calvin, Institutes ̂  4. 18. 12, 1440.



正。称义是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因信基督，而不是靠人的任何行 

为—— 这个教义也指向崇拜方式的重大变革。既然信徒是因信称 

义，既然使人称义的信心是来自“听基督的道” （罗 10: 17)，那 

么在教会崇拜中，当然必须使用会众可以懂的语言来讲圣经。①路 

德在介绍《德文弥撒》 1526)时说：“服侍的首要 

目的是传讲和教导上帝的道。”© 通俗语言的服侍取代了拉丁语弥 

撒，连续读经和布道（连续的经文，从以前停止的地方开始）取代 

了选择读经（根据教会历法选择经文）和更离谱的非正典阅读，会 

众用通俗语言唱诗篇和合乎圣经的赞美诗取代了修士唱诗班散乱的 

小节吟唱（vehicles)。改教家认为，崇拜中的读经、讲道、唱诗、 

祷告都要依照圣经的语境，会众要靠真理成圣（参约 17 : 17)。宗 

教改革学者菲利普•本尼迪克特 （ Philip Benedict) 说，与天主教会 

或路德宗相比，加尔文的归正崇拜（正如下面几章所表明的）真是 

“讲圣经、读圣经、唱圣经， 一 心扑在神圣的经文上，积极地清除 

礼仪中一切不合圣经的元素”®

第四，“唯独恩典” 原则导致祷告的归正。改教 

家不仅强调“唯独信仰”，还 强 调 “唯独恩典”，目的是保护福音

① Luther， uConcerning the Ordering of Divine Worship in the Congregation, 
引自 Thompson，["zxrgies， 98 •

② Thompson, Liturgies, 129.
③ Philip Benedict, Christ’s Churches Purely Reformed: A Social History of Cal-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9 0 .埃尔斯•麦基

又说：“对归正宗的基督徒而言（和新教徒一样），以信徒自己的语言阐释圣经 

文本，成为所有正确的上帝崇拜的中心和必要部分 。 ” ( "Context, Contours,
Contents，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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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正，不允许任何基于行为的思想侵蚀。至于得救的信心，乃是 

“上帝所赐的” （弗 2 : 8, 9 )。救恩是上帝主动采取行动的产物， 

它始于创世之前，在基督的位格（person) 和工作中得以成就，由 

圣灵运用于人心。就此问题，所有改教家看法一致。运用救恩的是 

圣灵，是圣灵让信徒体验得救。信徒是靠圣灵重生（约 3 : 5—8), 

靠圣灵认耶稣为主并因此称义（林前 12 : 3 , 罗 10 : 9 )，接受圣灵 

成为主的儿女（罗 8 : 1 5 ;加 5 : 22, 23)，靠圣灵成圣（彼前 1 : 

2 ) ,并且靠上帝的圣灵的能力保持（彼 前 1 : 5 )。整个救恩次序 

(〇rrf〇sak & ) 的运作是超自然的事。这样来理解圣灵的作用，对崇 

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 致 “祷告的革命”，人们开始依赖上帝的 

圣灵来表达休斯•奥德所说“一整套祷告” （ “ a full diet of pray

er”）® 。 求告文 、会众认罪祷告文、 代祷文 、求圣灵光照祷文 、祝 

福祷文都得以恢复，成为教会的常规崇拜。不仅如此，内在的崇拜 

和属灵的崇拜开始超过外在的崇拜和正式的崇拜，简单朴素的做法 

战胜了精心预备、装腔作势的仪式。

第五，“唯独荣耀上帝” 原则导致归正教会坚 

持依赖普遍的施恩途径。卡洛斯•艾云 （ Carlos Eire) 说，在中世 

纪晚期，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神圣能力，包括崇拜圣徒、圣 

物、圣像、朝圣之旅等。用艾云的话讲，人们想用俗物求脱俗，用 

地上的事求天上的事，用属物质的东西来追求属灵的东西：

Ik 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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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ld，『ors/if/)，173.



中世纪晚期的宗教试图把神圣的东西变成俗物，人们把宗 

教体现于画像中，把无限的变成有限的，把神圣的上帝和猥亵

上帝的污物混合在一起，瓦解一切奥秘。①

加尔文和改教家反对这类做法，他们提出“唯独荣耀上帝”原 

则。除此以外，艾云提出一个原则：“有限不能掌握无限” 

non est cap似 i咕/1如）。约 翰 .雷 斯 （John H. Leith) 解释说： “人 

千方百计想掌控上帝，用各种各样有限的、确定的东西来拴住无限 

的、不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上帝。这些东西包括各种画像、圣餐礼的 

饼和酒、教会的建筑和装饰等。归正神学拒绝人这种罪恶的欲 

望。”© 从消极的方面说，归正神学要清除教会的外在信仰，这种 

信仰暗示魔力或试图驯服上帝：向马利亚祷告、崇拜圣徒、圣物、 

画像、朝圣之旅以及变质说的教义。从积极的方面说，归正神学强 

调内在的敬虔和一种简朴的崇拜，人们要以普通的方式来亲近上 

帝，包括学习圣经、参加圣餐礼和祷告。

“唯独荣耀上帝”原则成功地总结了加尔文的关注点，并将他 

的思想发展到极致。改革崇拜势在必行，改教家说，上帝的百姓必 

须 “按照圣经”崇拜上帝并拒绝人的发明创新，这样才荣耀上帝； 

教会施行圣餐礼的做法必须确认基督救赎的最终性和充分性，绝无 

任何暗示说人还需要补充点别的什么东西才能得救，这样才荣耀上

① Eire， IFar /Igaj'Tist 认e Wois，11.

② John H. Leith, Introduct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Revised Edition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1),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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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充满上帝话语的崇拜服侍必须强调称义是借着位格性的唯独相 

信基督而非绝对相信教会和圣礼，这样才荣耀上帝；充满祷告的崇 

拜服侍必须彰显教会唯独依靠圣灵，而不是依靠仪式、节期、推销 

员、画家、演员，这样才荣耀上帝。历史上的加尔文归正崇拜，因 

其内容、形式、次序、装饰和建筑，无可辩驳地见证了基督徒信仰 

的核心真理：唯独圣经导致唯独基督，而我们接受基督是唯独靠着 

信心，赏赐给我们信心是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而这一切都是为了 

上帝的荣耀。

归正新教的崇拜改革是革命性的，它显然是归正教会重要的解 

经认识和神学归正的直接产物，而加尔文是其集大成者。结合上述 

两条思路，解经和神学一起呼吁教会改革。麦基说：“如何正确崇 

拜上帝，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礼仪之争，这与新教的神学要点密不 

可分：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①尽管路德 

在礼仪问题上“非常保守”，正如班顿所说，但路德在《教会被掳 

于巴比伦》里说教会需要（鉴于新教的教义）“改变教会的几乎整 

个外在形式，引入，或说重新引入一种完全不同的仪式” （我的重 

点）②。神学归正“要求崇拜改头换面”，休斯•奥德说。③加尔文 

的归正崇拜之所以是这样的形式，不是因为改教家的个人口味、文 

化喜好或族裔，而是因为背后的神学所致。归正崇拜表达了归正神

① McKee, “Context, Contours，Contents,” 67.
② Roland Bainton， //ere /  Stored: 4̂ 〇/ Martin [ 姒/ier ( New York: Abing- 

don -  Cokesbury Press, 1950), 339; Luther, uBabylonian Captivity, 1 5 2 ,  153.
③  Old, Reading & Preaching， Voh 4 ，74.



学的信仰。换一种说法，我们只有首先认识解经学家加尔文、历史 

学家加尔文和神学家加尔文，才能认识礼学家加尔文。加尔文和归 

正教会特意设计出简朴而属灵的崇拜服侍，用有限的要素表达丰富 

和充实的圣经内容，因为这是归正神学的要求：

•连续的解经式讲道 

•连续读经

•会众唱诗篇和合乎圣经的赞美诗

•引用经文的祷告或求告文、认罪祷告、感恩祷告、祈求圣灵 

光照祷告、代祷和祝福

•经常施行圣礼，包括主的晚餐和洗礼，按照恩约来理解圣礼 

•用信经总结基督教的教义

一代人之后，《威斯敏斯特公众礼拜 

/or t/w Pzi6Zic IForsAip 〇/Got/, 1645 年）产生，这个文件是由威斯 

敏斯特会议的清教徒起草的。① 《米德堡礼仪》 （1586年）、威斯敏 

斯特会议的《守则》和巴克斯特的《萨伏伊礼仪》 （1661年）等 

文件都可以看出，英格兰清教徒的目标是要按照外国最好的归正教 

会来改造英格兰教会的崇拜。“清教徒护教作品引用了很多归正神 

学家的礼仪思想”，汤 普 森 （Thompson) 说： “而他们自己的服侍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 Glasgow： Free Presbyterian Publications, 
1985), 369 -394 . Also Thompson, liturgies f 311 -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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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用题目或前言见证‘国内的圣徒’和 ‘国外归正教会’之间 

有一个崇拜的团契。”①人们常常提到英格兰清教徒不懂欧洲大陆  

的归正传统，这种说法不靠谱。清教徒总体上，尤其是威斯敏斯特 

的神学家，经常与欧洲大陆归正神学家交流，他们的作品表明他们 

非常了解合乎圣经的、早期教父的、中世纪的和宗教改革时期的解 

经和实践。© 《守则》 的祷文比欧洲大陆或苏格兰礼仪自由。它只 

推荐使用主祷文和使徒信经作为服侍次序中的常规项目。但它们都 

有同样的元素。®

自 从 《守则》之后，归正崇拜不大使用固定祷文（例如，17 

至 1 9世纪中期），有时用得较多（例如，19世纪中期到2 0世纪中 

期）。但这种连续性是很明显的。今天仍然如此，历史上的归正崇 

拜可能使用也可能不使用“固定祷文” （例如，十诫、三一颂、荣 

耀颂、使徒信经、成文祷告词），但它的目标仍然是使用合乎圣经

®  Thompson, Liturgies, 319.
② On the question of continuity between the Puritans and Calvin, as well as the 

exegetical background to their work, JaL Muller and Ward, Scripture and Worship. Be
hind this brief work stands Mueller's four volumes Post Reformation Reformed Dognmti- 
c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Reformed, Orthodoxy, c. 1520 to c. 1725 (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3).穆勒打破了 “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者的不同” 
之后的思想，证明了归正传统的连续发展，而不是其他人没有根据地认为的断 

裂或改变。

③  《守则》的作者要求连续的读经，唱赞美诗及（祈祷者）有足够的赞 

美、认罪、宣赦、代祷、圣 灵光照（全部结合）、感恩、奉献、祝福、对圣礼 

( 主的晚餐和洗礼）的管理、宣誓或信条。 （也见 WeWmimterCon/essimo/Faif/i 
XXL 5 and XXI1. 1)



的要素和内容来反映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充分性和终结性。①

有些人坚持说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归正崇拜，归正信仰兼容各 

种形式（风格）的崇拜；这种人往往缺乏解经、历史或神学的认 

识。历史上的归正崇拜出于归正信仰，也表达了归正信仰。归正崇 

拜之所以是归正崇拜，因为归正信仰是归正信仰。归正崇拜的形式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充分的依据，为基督徒崇拜设定了美好的 

规范。

①凯勒和戈尔都批评传统主义者 “过度简化” ，如同我在《崇拜之要务》 

(Leading in 导论中做的一样。4 0 0多年来，对长老会崇拜已有共识。

见 Oak Ridge，TN: The Covenant Foundation，1996; Keller， u Reformed Worship 
in the Global City,” in D. A. Carson, e d .，Worship by the Boo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2, 199； Gore, Covenantal Worship： Reconsidering the Puritan Regu- 
ZafivePrincip/e. Phillipsburg, New Jersey: P & R  Publishing，2002，1。因为我在 

《崇拜之要务》第 6—8 页详细论述了共识的多样性，这一批评没有依据。凯勒 

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归正传统：慈运理主义和加尔文主义。我与凯勒的不同在于： 

他认为是断裂的，我认为是持续的。很难理解将此慈运理视为该主义的“创始 

人”。布林格之后，没有人遵循他一一将歌唱从教会崇拜中清除。到 16世纪末， 

慈运理派开始唱赞美诗，这成为更大规模的归正运动的一部分。慈运理派本身 

没有崇拜传统。见 Jeremy S. Begbie， in 如 

Woric/o/Music.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2007，118。归正信徒（实际上 

是偏好）的确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如在使用固定形式（如使徒信经或主祷 

文〉、是否唱诗篇之外的赞美诗及使用伴唱的乐器等方面。在这两种或一种传统 

中，是否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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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井然的崇拜

加尔文不仅赞同新教神学广泛的礼仪意义，而且采纳了其前辈 

的礼仪形式。加尔文的礼仪思想首先来自布塞珥。①布尔基说斯特 

拉斯堡是“归正礼仪的摇篮”②。w . D. 麦克斯韦尔 （ William D. 

Maxwell) 说，加尔文“在用辞或次序上都与布塞珥一致”③。应当 

把加尔文理解为整合礼仪的人，而不是创新者。他采集了前2 0年 

新教神学思想和礼仪活动的成果，并且规定了其形式。如上所述， 

1542 年 的 《日内瓦诗篇集》及 其 《古代教会传统祷文》 （F〇 ™〇/

Prayer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the Ancient Church) 可以被视为之前 

一切归正礼仪的集大成者和之后一切归正崇拜的样板。因此，加尔 

文也可以被视为最高等和最重要的礼仪学家。尽管加尔文很少就礼 

仪而写礼仪，但他编撰了《祷文》。然而，他没有详细地解释日内 

瓦的敬拜次序，除了简短的《诗篇集》前言④和《要义》中更简略

① Lindajo H. McKin, u Reflections on Liturgy & Worship in the Reformed * 
Tradition, n in Donald K. Mckin, Major Themes in the Reformed Tradition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 305.

② Biirki， “ The Reformed Tradition， ” 443 ■
③ William D. Maxwell，介/m 尺加欠’s Ce/iewm 5ooA：， 1556 ( Edin

burgh: Oliver and Boyd， 1931) ， 23， 24.
④ John Calvin， “ Foreword to the Psalter” in Elsie Anne McKee ( ed. ) ，To/m 

CaZmVi: WV仏 尸 〇5tora/7?ieo/ogy (New York: Paulist Press，2001) . 这个网站 

可能找到  http: //www. fpcr. org/blue_ banner_ articles/calvinps. htm； or Henry 
Beveridge ( ed. ) , u Form of Prayers, 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Vol. 2 , 
100-112.



的描述。①我们如何理解这点呢？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考虑到布塞 

珥对加尔文礼仪理想的重要影响，加尔文赞同布塞珥《依据与理 

由》（152 4年）的推理以及布塞珥为斯特拉斯堡崇拜改革的学术辩 

护，所以加尔文认为不必再重复。布塞珥详细地论述了归正新教的 

要点，包括连续读经和连续讲道、合乎圣经的祷告、合乎圣经的唱 

诗篇、简朴地施行一切圣礼。这样的假设是成立的，因为事实上， 

加尔文对1539年 《斯特拉斯堡诗篇集》 心「）里的 

服侍次序已经有过亲身体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靠它安排日内瓦的 

敬拜次序。

教会的语境

对加尔文来说，崇拜是教会的崇拜，而且崇拜是教会工作的语 

境。加尔文说：“上帝喜悦呼召他一切儿女聚集于教会的怀中，好 

让他们靠他的帮助和工作得到喂养。”© 加尔文认为上帝设立教会 

是让圣徒在教会靠上帝的“帮助”和 “工作”得到喂养。他说：

因为进入生命只有一条路，必须由这位母亲用子宫怀我 

们 ，生我们，用乳汁喂养我们并且关怀和引领我们直到我们肉 

体死亡，变成天使一样。③ •

① Calvin，/7i^im(e5，I V .x v i i .4 3 ，1421.
② Ib id .，IV. i. 1，1012.
CD Ibid. , IV. i. 4 ,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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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如何孕育、生产、滋养和保护她的儿女呢？用话语和圣 

礼。真教会的“标志”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只要看到上帝话 

语得到纯正地传讲和听从，圣礼按照基督所设立的方式得以施行， 

那里，毋庸置疑，就是上帝的教会。”①崇拜，对于加尔文而言， 

是教会身份和使命的核心。如果现代教会放弃上帝所启示的这种崇 

拜，就会失去了执行使命的罗盘。

要 素

加尔文在《诗篇集》前言里提到上帝所命定的属灵聚会的三个 

要素：“话语传讲、公众肃穆祷告、施行圣礼。”②他的证据是《使 

徒行传》2 : 4 2 ,这节经文是改教家的“关键圣经范式”。下面用几 

个要素针对这点进行详细论述。

1 •宣召，或呼召会众崇拜—— 《诗篇》 124 : 8 , 取自法惹勒 

1533年 的 《纳沙泰尔服侍要点》 （TVeuc/idteZ Sendee Boo/b) , 通过斯 

特拉斯堡传给加尔文。到 1562年 《日内瓦诗篇集》发表时，呼召 

会众崇拜之前是唱诗篇。③这可能是出于习惯，归正教会早期，人. 

们聚会前常常唱诗篇。©

2 . 祷告—— 加尔文用《马太福音》21 : 13 ( “祷告的殿”）解

① Ib id .，IV. i. 9 , 1023.
② Calvin，“Foreword” in McKee，CaZui/i，92.
③  M c K e e， Calvin: Writings on Pastoral P ie ty， 100,
④ This has been suggested by Hughes 0 . Old.



释说，“崇 拜 （上帝）的主要部分在于祷告”①。对加尔文来说，祷 

告 是 “最重要的信仰操练”②。日内瓦服侍的主要祷告包括：认罪 

祷告、求圣灵光照祷告、代祷、圣餐后感谢祷告，这些都借自斯特 

拉斯堡。③ “至于礼拜天祷告，我采用斯特拉斯堡的形式，并且借 

鉴了大部分内容。”加尔文如此说。®

3 .  连续读经和讲解经文—— 这个重要的改革是慈运理设立 

的，几乎所有改教家都予以采纳，后来通过斯特拉斯堡传到加尔 

文。布塞珥在《依据与理由》和 1539年 的 《斯特拉斯堡诗篇集》 

中都强调公众崇拜中应当连续读经。休斯•奥德说：“加尔文认为 

读经和讲解经文是教会崇拜的中心，是教会的首要责任。”⑤而且， 

读经和讲道就是崇拜行为。宣讲福音是“上帝所喜悦的崇拜，是上 

帝看为宝贵的”，加尔文如此说。©

4 .  会众唱诗篇—— 加尔文1536年第一版《要义》中推荐唱诗 

篇，i l 537 年向日内瓦市议会呈交的系列《文件》中又提到唱诗 

篇，⑦ 1541年他回日内瓦的条件里再次提到唱诗篇。在加尔文之

① Calvin，//Mt"utes，I I I .x x .2 9 ,8 9 2 - 8 9 3 .
©  Ibid. , III. xx. 1, 850.
CD Old, Patristic Roots, 93.
④  Thompson，Zimrgies，1 8 9 .有一种可能，对加尔文来说，礼拜日的祈祷 

本身并不仅是祈祷，而是礼拜日的完整侍奉，“祈祷” 在此处与 “崇拜” 同义。

⑤ Old，ReoA/ig & Vol. 4 ，133.
⑥  转引自 McKee，“ Context，Contours，Contents， ” 83.
⑦ J. K. S. Reid ( trans. & ed. ) , Ca/vira: rreatisfts，Vol.

XXII,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4) 47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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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慈运理和苏黎世及日内瓦的法惹勒都不重视会众唱诗。路德宗 

当时流行唱赞美诗。斯特拉斯堡讲德语的会众开始唱韵文诗歌， 

1539年 版 《诗篇集》有 1 8首韵文诗篇。但路易•本森 （ Louis F. 

Benson) 正确地指出，唱诗篇是归正教会对教会歌曲的独特贡献， 

是 “出自一个人的思想和一个人的意志……在这个人的诸多贡献 

中，这一点最不为其同仁所同情，最出乎人们之意外”①。1542年 

的 《日内瓦诗篇集》包括30首由克莱门•马罗特 （ Clement Marot) 

所写的诗篇经文，他是当时最优秀的法语诗人；还有5 篇是加尔文 

亲自所写；有一些小颂歌和马罗特编写的韵文版主祷文和信经。② 

到 1562年，《日内瓦诗篇集》已经编撰完毕，成为历史上或许是最 

有影响力的“赞美诗集”。在整个韵文诗篇和《诗篇集》的出版过 

程中，加尔文的意愿和异象是决定性因素。

5 . 施行主的晚餐—— 对加尔文（正如对奥古斯丁一样）而言， 

圣礼是“可见的道”，必须与教义相联系，否则就不免成为虚张声 

势的表演。® 加尔文要求上帝设定的话语必须得到阅读，并且必须 

给出解释。“圣礼要求讲道生发信心”，加尔文坚持说。④ 加 尔文按 

照斯特拉斯堡的次序：解释、劝勉、信经、设 立 （耶稣设立圣餐 

礼）的话语、分发、感谢、祝福。加尔文从法惹勒借来《举心仰望

① Louis F. Benson, 11 John Calvin and the Psalmody of the Reformed Chur
ches," in Journal of the Presbyterian Historical Society ( Vol. V. , Nos. 1 - 3 ,  
March -  September, 1909), 4.

©  Ibid, 57.
③ Calvin, /njtitot&s，IV. xiv. 6 , 1281.
④ Ibid. , IV. xiv. 4 , 1279; also IV. xvii. 39, 1416.



文》 （SwmmCw^ O 并 介 绍 “开除不悔改者”制度。他要求每周 

施行圣餐相交礼，1537年 的 《文件》 中提到这点，但这个提议被 

日内瓦市议会否决，当时每个月日内瓦三个教会中有一个行圣餐 

礼，也就是说每个教会要三个月才举行一次。《要义》直到最后一 

版，一直都坚持教会应每周守相交礼（4 : 1 7 - ^ 4及以下）。甚至 

晚至1561年，加尔文还说， “我们的做法有不足之处”①。汤普森 

说，加尔文的服侍“是圣餐礼之前的服侍，让人盼望后面的圣 

餐”②。

6 . 在礼仪中使用十诫—— 加尔文依照布塞珥在《依据与理由》 

中的建议，在认罪祷告之后，按照 1545年 （斯特拉斯堡）的 《祷 

告文》唱十诫。③同样，法惹勒也在《方式和方法》

Fcmon, 1 5 3 3 )中结合洗礼使用十诫。十诫没有进入1542年 的 《祷 

告文》 （日内瓦），但使用十诫确实成为归正礼仪一个最有延续性 

的特点。

① Thompson, 190.
② Ibid.
③ Ib id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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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加尔文的服侍次序可概括如下:

圣餐礼前 圣餐礼

诗 篇 （唱） 圣餐礼劝勉（日内瓦）

宣召会众崇拜（诗篇 I24 : 6) 信 经 （唱）

认 罪 宣 救 （斯特拉斯堡） 谦卑进前文（斯特拉斯堡）

献唱第一块法版（斯特拉斯堡） 主祷文

献身的祷告 设立圣餐的话语

唱第二块法版（斯特拉斯堡） 护 桌 （曰内瓦）

诗 篇 （唱） 劝勉相信上帝的应许

求圣灵光照祷告 举心仰望文

读经 分发圣餐

讲道 感谢

大祷告和主祷文 诗 篇 （斯特拉斯堡）

诗 篇 （唱） 祝 福 （亚伦的祝福）

这个服侍的走向很清晰，并且，如上所述，影响深远。它从赞 

美开始（韵文诗篇和呼召），然后是认罪（认罪文、宣赦、上帝的 

律法、献身），然后是施恩的途径（读经、讲道、代祷、圣礼）， 

然后是感谢（诗篇、祝福）。这本质上符合福音的走向，是由福音 

的内在逻辑所推动的，历史上所有礼仪都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模式。 

我们还应该注意，加尔文青睐强有力的赦罪宣告。在这点上，他跟



从布塞珥《斯特拉斯堡诗篇集》（1539年）的模式，以及约翰•埃 

斯兰'巴狄在巴塞尔使用的《方式与方法》 （Forma/MfMararaer，1525 

年）。①日内瓦当时认为宣赦是一种新东西，因此加以拒绝。加尔 

文做出让步，“尽管斯特拉斯堡《祷告文》保留了宣赦”②。归正传 

统倾向于承袭日内瓦的做法，一般有正式的话语宣赦，或在祷告 

中，或在随后立即宣告赦罪。®

我们也注意到缺失的部分。中世纪弥撒中的一些礼仪回应（通 

常由祭司或修士说）被清除。三圣哉颂（“圣哉，圣哉，圣哉”）、 

求主怜悯文（“主怜悯我们，基督怜悯我们”）、荣耀颂（“荣耀归 

于至高神”）、举心仰望文（“众人皆举心”）和其他会众的回应 

(回应问安、回应读经）被清除。④在归正服侍中，会众用唱诗来 

回应。法惹勒（《方式和方法》，1524年）和布塞珥（《斯特拉斯堡 

诗篇集》，1526年）都做了这些清除工作，后来的归正新教再没有 

恢复这些元素。

®  Thompson, Liturgies, 171, 213.
② Ibid, 191，198.
③  如 Knox’s Form q/*Prayers (1556 )，Ib id .，297; Puritans Zinir-

gy (1586 ), Ibid. 323； Book o f Common Prayer (1552 ), Ibid., 278, 279.
④  麦克斯韦尔就归正宗清除回应圣歌的决定评论道：“回应圣歌被信徒摒

弃很久了，但现在又被从经文中剔除了。” （Davies,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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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基本精神

我们来看看加尔文崇拜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崇拜上帝有几个关 

键原则：

第一，加尔文坚持崇拜态度要恭敬。在日内瓦，祷告和唱诗的 

基调要庄重、严肃、恭敬。加尔文论到唱诗基调的一些话可以说明 

问题。他说，“教会的曲调不可轻浮猥琐，而当庄重威严，正如圣 

奥古斯丁所言”，并且，“人们在家里桌前自娱自乐的音乐，与他们 

在上帝和天使面前唱诗篇的音乐，当有极大区别”。①他说，唱诗 

的韵律应当“有所节制”，传 达 “庄重和威严”，这才适舍敬拜的 

主题和教会的环境。② 既 然教会的歌曲如此，整个服侍亦然。恭敬 

是加尔文的“首要规则”，他谴责轻浮，认为这是“人不敬畏上帝 

的表现”③。会众跪在地上认罪，人要蒙头。④ 同样，布道也要庄重 

谦卑。

第二，公众崇拜的形式要简朴。“简朴是加尔文礼仪政策最明 

显的标志”，汤普森说。⑤加尔文认为，旧体制的一切“阴沉诂 

号”，中世纪教会的一切“死气沉沉、虚张声势的细枝末节”，以

① John Calvin, “ Foreword,” 94.
② Calvin, “Foreword,” 94.
③ Calvin, /nstiiutes，III. xx. 4 ，5 ， 853 -854 .
④ Baird, Presfcyteriaji Liturgies，27; McKee, Jo/m C ate i, 100; Calvin, 

Institutes, III. xx. 33, 897.
⑤ Thompson, Liturgies, 194.



及一切阻碍属灵敬拜的外在形式都应当清除，好让会众专心领受上 

帝的话语，不至于分心。①讲道要朴实。牧师要以“谦卑”和 “恭 

敬”的心对待圣经。② 他 们 不 能 “为了赢得人的尊重而堆砌辞 

藻”③。公众祷告不可“装腔作势”，不 可 “求人的荣耀，那本是可 

鄙的”。④洗礼也要简朴，不要中世纪那些诸如蜡烛、圣油、吹气、 

，唾沫、驱魔等等“哗众取宠的表演”， “这些东西让人眼花缭乱, 

心思麻木”。⑤不允许别的仪式让选民分心，会众应专注上帝所设 

立的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礼）。加尔文厌恶地说： “宗教游行、 

仪式、哑剧，到处都是这些丑陋的东西。”他说：“群众就喜欢看这 

些东西，上帝所设立的仪式不能让他们抬起头来，而要让他们俯伏 

在地，好像被击打了一样。”© 只有服侍必需的仪式才允许保留。 

为了遵守这个规定，日内瓦的各个教会不得不扔掉他们的画像、雕 

塑、象征物；神职人员脱掉祭服，换上黑袍；祭坛被拆掉，换成用 

作圣餐聚会的寻常桌子；各种涂油抹膏的做法以及与洗礼有关的革 

除教籍的做法都得到清除；宗教游行、焚香、多余的动作和姿态统 

统被废除。

① Ib id .， 195; Calvin, IV. xvii. 4 3，1421.
② From Cavlin，s commentary on Luke 4 : 16， cited in Ronald S. Wallace,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Word and Sacramen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47), 119.

③ John Calvin， “ Letter CCXXIX - To the Protector Somerset,” in Beveridge,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Vol. 5 , 190.

④ Calvin, /7istitute,s，III. xxx. 30，893.
⑤ Ibid. , IV. xv. 19，1319.
⑥ Ib id .，IV. xviii. 20，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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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教会的历法也被简化。圣徒的节庆全部清除，只留下五 

个与福音有关的节庆：基 督 弥 撒 （圣诞节）、善 周 五 （受难日）、 

复活节、升天日和五旬节。而每周的主日应当成为基督徒的首要庆 

典和生日。

简朴与属灵密切相关。注意的焦点是心灵，而不是形式、仪式 

或礼仪。祷告要“出自内心深处单纯的爱”①，唱歌要“发自内心 

深处真实的感动”，还要注意“我们的耳朵听旋律不可过于我们的 

头脑思想话语的属灵意义” © 。简朴的敬拜让人能够专心致志地思 

考上帝的话语，不受干扰地向基督献上自己的心。

第三，公众崇拜既规范又自由。有固定的祷文，可以保证教会 

之间有一定的统一性，并且，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保 持 “质量受 

控”。布塞珥最初强烈呼吁礼仪自由，后来则日益关心教会的规范 

和统一。他谴责有些人打着基督徒自由的招牌，搞 “各种糟糕做 

法”和 “发明一些令人厌恶的新花样”③。他越来越看重教会是有 

原则和爱心的地方，他越来越强调“上帝所设立的事工是施恩的独 

特管道”。斯特拉斯堡的主流观点，也是归正教会经常强调的观点， 

即 “礼仪改革不能任由牧师凭着自己的看法自由发挥，而要服从教 

会整体的考虑”，奥德说。④为了教会的统一和规范，布塞珥后来 

在 1541年发表了《圣诗》，取代了当时教会所使用的各种赞美诗歌

① Calvin，/似“mies，III. xx. 30, 893.
② Ibid.，III. xx. 31，32, 894-895.
③ Thompson, Liturgiesy 163.
④ O ld，Parrisfic fioots，8 2，note 1.



本。在给英格兰护国公索默塞特的信里，加尔文赞扬英格兰的祷告 

和圣礼是“固定的祷文，牧师不可随意更改”。他说，可以使用预 

先定好的祷告文，“帮助不熟练的牧师”，也 可 以 “加强教会之间 

的共识和团结”。固定的祷文也可以约束某些标新立异的做法。使 

用固定祷文可以遏制“这种轻率和浮夸的风气”①。

但是，公众崇拜又要留出自由的空间。讲道前的祷告，求圣灵 

光照的祷告，应 该 “让牧师自行处理”© 。同样，周间服侍的公众 

祷告和主日下午服侍的祷告也应该提倡自由。牧师应当使用“自己 

觉得好的词语，让祷告合乎当时的场景和事情”® 。19世纪历史学 

家沙夫 （ Philip Schaff) 说，加尔文的这种做法“打开了公众崇拜 

源源不断的祷告之泉，涌现了无穷无尽的祷告，适用于各种环境和 

需求”④。不管加尔文多么强调礼仪中的规矩，他非常尊重讲道的 

自由。他对英格兰护国公索默塞特说：“在基督的国度中，活泼的 

讲道太少，多数都是照本宣科。”虽然明白狂热分子可能滥用自由， 

加尔文坚持布道应当“自由运行，讲道不应当死气沉沉，而应当活 

泼有力”。他引用《提摩太前书》 （3 : 16, F7 ) 和 《哥林多前书》 

(14:24, 2 5 ) ,说 “他们的口应当发出上帝的声音，要让圣灵以大 

能大力来做工”。不管有什么危险，都不应该“阻碍上帝的圣灵自

①  Calvin in Baird, Presbyterian Liturgiest 23.
② Thompson, Zifurgies, 199.
③ Baird, Li如rgies，24.
④ Philip Schaff, q/'f/ie C/irisiia/i C/mrc/i， Volume VIII，Modem Chris-

tianity： The Swiss Reformation (1910；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
lishing Company, 1950),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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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运行”。如果牧师被布道的教材和成文的布道词束缚了口舌，他 

担心宗教改革不能在英格兰取得进步，并且担心讲道“这一有力的 

工具能否得到不断发展”①。贝 尔 德 （Baird) 认为，自由祷告和成 

文祷词的结合是“日内瓦崇拜的特殊成就”© 。随后的归正传统逐 

渐走向鼓励自由崇拜，从诺克斯到威斯敏斯特的《指示》，到今天 

也是如此，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总是明智的。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 

其他很多问题上，归正基督徒如果多借鉴加尔文的智慧，就能更好 

地处理今天许多与崇拜相关的问题。

加尔文崇拜观的优点

明白了日内瓦服侍的特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其优点，思考 

它们对今天有什么益处。

第一，它以上帝为中心。日内瓦不用礼仪作戏台取悦会众。服 

侍的每个要素和整体都专注于一点：荣耀上帝。“今天教会需要重 

新学习加尔文的崇拜观罗伯特•戈弗雷说，“这样，教会的崇拜^ 

才不至于以人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并且以上帝为导向。”③ 

教会管事的人应该问自己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来教会做礼拜的

① Calvin， “ Letter to Protector Somerset， ” 190 -  192.
② Ibid. ； Thompson, Liturgies， 197.
③ Robert S. Godfrey， w Calvin & the Worship of God," in The Worship of

God： Reformed Concepts o f Biblical Worship, (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Publica
tions, 2005), 49.



人，他们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首要的意愿 

应当是什么？会众自己都是演播室的观众，难道还能指望他们成为 

非信徒接受福音的背景吗？我们希望他们来听刺激性的演讲吗？我 

们希望他们来寻求让人兴奋的经历吗？我们希望他们作为属灵娱乐 

品的消费者来吗？还是我们希望他们到教会来通过上帝的话语和圣 

灵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并且让他“用心灵和诚实” （约 4: 7 

及以下）怀 着 “虔诚敬畏的心” （来 12 : 2 8 ) 参与公众赞美、认 

罪、感谢和祈求？既然这一崇拜是崇拜的一种，那么这一崇拜过程 

中的一切岂不都应当具有向上帝奉献的性质？上帝必须成为一切的 

中心。他必须成为交点和焦点，一切都要围绕他进行。休斯•奥德 

说美国新教的礼仪适用于全世界：

归正礼仪的遗产对美国当代新教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归正 

礼仪重视上帝的威严和权威，它有一种敬畏感、简朴的庄重 

感，以及它坚信崇拜必须首先服从赞美上帝。①

第二，它的次序符合福音的架构。也就是说，这种崇拜的核心 

是基督和救恩。崇拜者受到引导，首先是赞美，然后是认罪，然后 

是赦罪的确据，然后是使人成圣的恩典之道的运用，包括用主的晚 

餐纪念基督的死。 “ 一 切真正崇拜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前富勒神

①  Hughes Old, w 叹  to （ 1984， Lou-
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176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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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授罗伯特•沙普尔（RobertShapper) 说：“但基督徒的崇拜 

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①而普兰廷加和罗

inga, Jr. and Sue A. Rozeboom) 说，基 督 是 “一切真正基督徒崇 

拜的核心和焦点”②。日内瓦次序的参与者每次聚会都体验福音。 

今天，很多教会领袖敦促基督徒事工要“由福音驱动”，要 “以恩 

典为中心”。很多人说我们要常常“对我们自己宣讲福音”。而要 

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历史上的归正崇拜—— 按照这种方 

式崇拜，讲道还没开始福音就已经得到了宣扬。某些支持当代崇拜 

的人用一种看不起的口气说这种福音架构是“救恩的重演”。®与  

这些人相反，提姆•凯勒 （ Tim Keller) 牧师看到“重演救恩”正 

是历史上归正崇拜的力量所在。④肖恩•卢卡斯 （ Sean M. Lucas) 

在他著名的介绍长老会的作品《什么叫长老会基督徒》 （〇〃 Bring 

A"es6， rian) 中，把论述公众崇拜的内容命名为“由福音驱动的长

Ik of
...... 加尔文论崇拜一• 0 4 0

①  引自 C arson， 26.

② Cornelius Plantinga, Jr. and Sue A. Rozeboom, Discerning the Spirits： A 
Guide for Thinking about Christian Worship Today y Calvin Institute of Christian Wor
ship Dturgical Studies Series (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 2003), 154.

③  例如，弗雷姆对“救恩的重演”这一说法并不热心。他认为，救赎是

过去的，重新制定的礼拜仪式使这一事实模糊不清：我们的罪已经被宽恕。他 

的确看到了“崇拜中以耶稣的名义，要求主宽恕我们不断的罪”。 （见 John 
F ram e, in P& R P ub lish ing，1995，68)。因此，他不应该

被这一事实困扰一一有人会错误地将其归结为历史上的归正崇拜侍奉。

④ Keller， <4 Reformed W o rs h ip ,in  Carson ( ed. ) , Worship by the Book9 
214 -217 .



老会崇拜”①。他说：“崇拜本身再现福音，并且它让我们回忆起初 

信的时刻”②。它让人看到，确实有一条坚实的路通向上帝，在圣 

洁的上帝与堕落的人类之间，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在那条不可逾越 

的鸿沟之间有一条独木桥，这是基督所成就的，每次公众崇拜时会 

众都可以亲身体验。加尔文的日内瓦崇拜尊重这个次序。

第三，它是充满圣道的次序。圣道为服侍的一切要素提供了实 

质内容。日内瓦崇拜的语言是圣经的语言，圣道在教会中得到朗 

读、传讲和颂唱，可见的道借主的晚餐得到施行。R. 休斯 

(Hughes) 说，我们今天正在见证一场“去圣经化的集体崇拜”③。 

如果我们遵守日内瓦原则并且各方同意多读经文（不仅是讲道所涉 

及的那一点）、唱全部诗篇和合乎圣经的赞美诗（不仅是选取经文 

片段的诗歌）、按照圣经顺序讲道和解经（不仅用经文作为主题讲 

道的发射台）、在服侍中多五到十分钟充满经文的祷告、完全按照 

圣经的解释来施行圣礼，那么传统崇拜观和当代崇拜观之间的很多 

分歧都可以弥合。这样一个共识不会给人留下多少争吵的余地。遗 

憾的是，今天很少有人愿意继承归正崇拜的做法，也不明白自己的 

根是使徒的教会、是教父的教会、是归正新教的礼仪。美国弗吉尼 

亚州里奇蒙德联合神学院讲道学和崇拜学荣休教授罗纳德•拜尔斯 

(R. Byars) 说：“教会崇拜的母语是，而且我认为必须是，圣经的

① Sean M. Lucas, On Being Presbyterian ： Our Beliefs，Practices， and Stories 
(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6), 115 -131 .

② Ibid，125.
③ Hughes, “ Free -  Church Worship， ”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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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①他说，教会必须重新学习如何“使用圣经语言，并且要 

大胆地使用它们……这种语言是集体崇拜所不可或缺的”© 。

第四，它是依靠圣灵的崇拜。日内瓦崇拜恢复了几类重要祷 

告，尤其是祈求圣灵光照的祷告，这说明日内瓦理解，教会必须依 

靠圣灵才有生命、崇拜才蒙上帝悦纳、事工才有果效。休斯、奥德 

在他的重要作品《归正崇拜的教父之根》 （7%e Pat/istic /Jocto o//?e- 

/ormed JForo/iip) 中说：“如果归正崇拜有什么核心教义，那这个教 

义就是圣灵论……崇拜是圣灵同在的彰显，圣灵的同在使教会具有 

生命力，使教会圣洁。”®加尔文更是高举圣灵，所以他被称为 

“圣灵的神学家”④。

第五，它具有教会意识。加尔文和他的继承者不是重洗派的革 

命者。他们非常重视保持大公性并促进圣徒相通。他们主要从教父 

教会中寻求灵感，但他们也尊重中世纪传统。加尔文从苏黎世和斯

① Byars, What Language Shall I  Borrow, xvii.
② Ibid，7.
③ Old， 341.
④  这一称呼来自B. B . 沃菲尔德。他解释道： “ ……我们可以说，罪和 

恩典的教义源自奥古斯丁，苦行赎罪的教义源自安瑟伦，称义的教义来自路德。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圣灵是加尔文给教会的礼物。加尔文第一次将救赎体验与 

圣灵的工作相联系，并设计出其阶段，具体解释灵魂的救赎如何彰显圣灵工作 

的结果……具体来说，加尔文做的，是以圣灵替代教会作为唯一的上帝知识的 

来源和救赎场所……在加尔文那里，圣灵第一次在教会获得认可。” 见 B. B.
Warfield, Calvin and Augustinet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485, 486.



特拉斯堡的礼仪中得到灵感，而这些礼仪都“来自弥撒”①。中世 

纪教会的新花样当然应该纠正。但凡是能保留的都尽量保留，目的 

是维护教会的连续性。不仅如此，日内瓦的形式是可以传递的。它 

可以超越民族、种族、代际和文化差异。它看重一切圣徒的相交。 

曰内瓦礼仪和《诗篇集》一发表就被翻译为德语、荷兰语、西班牙 

语、意大利语、英语、匈牙利语和其他语言。人们不认为拉丁语 

系、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凯尔特语系之间的差异是归正崇拜 

的障碍。©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比粗野、缺德、落后、没文化、山头 

林立的16世纪苏格兰更难以栽种归正信仰和归正崇拜吗？然而归 

正信仰和崇拜却在那里和其他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当时 

的人并没有刻意进行处境化，也不在意当地人的文化口味。加尔文 

的崇拜是由神学驱动的，不是由文化驱动的。结果，它放射出超凡 

脱俗、超越文化的圣洁光辉。

J. L•邓肯（Duncan) 说，日内瓦崇拜既是“可以传递的”， 

又 是 “灵活多变的”， “在历史上，只要一个归正教会委身于合乎 

圣经的崇拜原则，归正崇拜在每一种人类处境和文化中都是可行 

的，并且正在这些地方发挥作用”。邓肯举了世界各地的许多例子， 

从秘鲁安第斯山脉到费城西部、到苏格兰敦提地区、到东非马拉 

维、到东澳大利亚、到日本、到以色列；从浸信会到长老会、到公

① J. G. Davies， ZXciiomzTy 〇/  Zitwrgy aW ，335; 也 见  McNeil，
Calvinism y 150.

②  “是的，但那些是欧洲文化。”做出这样回答的人可能没有理解这些文 

化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有时远大于种族、性别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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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到英国国教。邓肯说，“在六个大陆上，在世界各地都有教 

会按照历史上归正新教崇拜的传统，服侍各个社会阶层的基督 

徒”①。

一旦基督徒认识到教会有其自身合乎圣经的、有机发展的礼仪 

文化，教会崇拜借助这种独特文化得以表达，那么这种大公性就不 

是奢望。日内瓦理想并不分裂教会，也不排斥那些迎合流行风格和 

品位的新崇拜服侍，日内瓦理想是让教会较多地保持崇拜的统一 

性，这种统一体现于教会本身的传统崇拜形式，借助这种统一的崇 

拜形式，多元化的会众得以联合。基恩••维斯（ Gene E. Veith) 

说：“只有拒绝仅仅属于一代人（或可以加上一群人）的教会才能 

属于众人。”②

加尔文崇拜的这些特点是超越时空的。就这些原则，今天的教 

会已经过多向世俗妥协。如果我们恢复古代教会和宗教改革时期教 

会的崇拜形式，“按照圣经”来崇拜上帝，那么今天教会中的很多 

顽疾都能治愈。

下面的内容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活泼有力、以上帝为中 

心的崇拜。

① Ligon Duncan， in Ryken (ed. ) Give Praise fo God, 70 -72.
② Gene E. Veith, **Through Generations, in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March, 1998) ， Vol 2，No. 1，9.



礼仪的必要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 o/ t/ie C/iriitiara Rdigio/i ) 中 

解释第一条诫命的含义，说上帝“命令我们必须以真实而热忱的敬 

虔崇拜上帝”①。基督徒在主日聚会崇拜上帝，这时候，他们所参 

与的是最有意义、影响最深远、最美好的活动。崇拜不仅是教会最 

重要的活动，也是基路伯和撒拉弗的首要工作，他们是上帝的仆 

人，围绕在神宝座周围，不断赞美、礼拜上帝。 《以赛亚书》第 6 

章让我们一睹先知在天上所看见的耶和华崇拜的盛况：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 

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 

个翅膀遮脸，两 个 翅 膀 遮 脚 ，两 个 翅 膀 飞 翔 。彼 此 呼 喊 说 ： 

“圣哉，圣哉，圣 哉 ，万 军 之 耶 和 华 。他 的 荣 光 充 满 全 地 。”

①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 f  the  Christian R elig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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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6 : 1— 3)

另外，使徒约翰让我们知道，在约翰的异象里，他看见天上的 

宝座并听见众天使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 

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 

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 

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 

‘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启 5 : 12— 1 4 )。后面使徒约翰又 

“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 

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启 7 :  9— 10)

这样的景象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崇拜是热烈的、恭敬的、荣耀 

和尊崇上帝的、有极大的喜乐、完全以上帝为中心，并积极关注耶 

稣基督的位格和救赎大工。近 5 0 0年来，正是这种天国崇高威严的 

崇拜启发并激励着新教徒的崇拜。遗憾的是，这一点今天已经变 

味了。

总体而言，美国福音派的崇拜已经变得相当随便，有很多自以’ 

为是的新花样，却没有圣经的依据。很多问题都归咎于一点：教会 

放弃了以上帝为中心的、合乎圣经的规范礼仪。被他们弃之不用的 

新教礼仪传统，几百年来一直信实地引导基督徒正确地按照圣经来 

崇拜上帝，并且通过普遍的施恩途径（话语和圣礼）滋养他们对基 

督的信心。

正是因为教会没有合乎圣经的崇拜和礼仪，约翰•加尔文在



1544年撰文《教会改革势在必行》，寄给查理五世，后者当时正在 

德国斯派尔主持一场会议。加尔文希望说服法国皇帝相信教会必须 

改革，因为各种迷信充斥罗马天主教会，危害甚大。上帝的话语， 

而非人的发明，必须成为公众崇拜的源泉、指导原则和内容。这位 

法国改教家这样写道：

……上帝有双重理由指责并禁止一切虚假的崇拜，吩咐我 

们只听从他自己的声音。第一，因为这会建立上帝的权威，使 

我们不随从自己的喜好，完全依靠他的权威；第二，因为我们 

本是愚妄的人，倘若自由行动，只会偏离正道。一旦我们偏离 

正道，堕落便无止境，必定发明千奇百怪的许多迷信。所以， 

上帝要完全统管我们，严格命令我们按他的旨意而行，断然拒 

绝一切不符合他命令的人为发明；.此乃正理！上帝又明定人的 

界限，使我们不致捏造各种怪诞的崇拜方式，惹动他的愤怒； 

此乃正理！（约翰•加尔文，《教会改革势在必行》， 17)

尽管这是加尔文45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但在今天的情形下， 

仍然有力。今天，公众崇拜的设计和焦点已经变成了想方设法满足 

我们自己的感觉而不是荣耀上帝。各种怪诞的崇拜方式不仅是16 

世纪弥撒的特点，也是2 1世纪福音派崇拜的标志。戏剧、治疗等 

哗众取宠的元素破坏了上帝话语的权威。思想深刻、感人肺腑、内 

容充实的祷告被挤到一旁，让位给炫目的宣告和个人的见证。具有 

丰富神学思想、触动心灵的美好诗篇和赞美诗被肤浅简单的合唱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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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洗礼和主的晚餐在很多地方已经被贬低为愚昧无知的、无病呻 

吟的仪式。总而言之，上帝为拯救他的子民所设立的施恩途径（话 

语、圣礼和祷告）遭到减损，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这些 

施恩途径被别的东西完全取而代之。和加尔文那时候一样，今天教 

会必须恢复合乎圣经的礼仪，表明和保护上帝所设立的施恩途径。

基督徒一说到礼仪，就想起英国国教的高派教会崇拜或罗马天 

主教的弥撒。其实， 一 切基督徒崇拜都包含礼仪。有些基督徒崇拜 

的表达比较随意，难以看出有什么礼仪，但确实有某种礼仪。不管 

是传统教会还是当代教会，不管教会架构严格还是松散，每种崇拜 

服侍都遵照某种既定的形式。D.G•哈特（Hart) 说：

不管教会会友自以为有没有礼仪，每个教会都有礼仪。礼 

仪就是崇拜的形式和次序。最高派的英国国教高派教会的弥撒 

和最低派的福音派赞美和崇拜服侍都有礼仪。显然，它们差异 

很大，但它们都体现了某种崇拜形式和次序。 （D. G. 哈特， 

《恢复苏格兰教会的原貌：为归正传统的礼仪辩护》，70)

牛津英语词典定义礼仪（liturgy) 为 “预先设定的公众崇拜样 

板”。注意，礼仪被界定为一种“预先设定”的样板，也就是一种 

人们必须遵守的权威样板。讲到基督徒的礼仪，预先定好的样板就 

是上帝的话语。进一步说，圣经不仅规定了崇拜的形式，而且也规 

定了崇拜的内容。不言自明，如果崇拜的形式和内容不是上帝话语 

所设定的，那么这个崇拜就不叫基督教崇拜。



在 《教会改革势在必行》中，加尔文说：“圣经乃是区别真正 

崇拜和虚假腐败崇拜的标准……上帝拒绝、谴责且憎恶一切伪造的 

崇拜，且用他的道来约束我们，使我们绝对服从他。”因此，按照 

圣经规范的礼仪可以维持和促进真正崇拜，就是尊崇上帝的、以基 

督为中心的、充满圣灵的崇拜。当然，秩序井然的礼仪也可能是徒 

有其表。但任何风格或形式的崇拜岂不都有这个问题？不管会众在 

认罪还是唱赞美诗，肯定有人心不在焉。因此，教会设定的崇拜次 

序，不能依据我们以为能够让人感到兴奋的任何东西—— 这由不得 

我们。相反，圣灵所感的、有权威的圣道应该成为礼仪的源头和内 

容。这样的崇拜将成为施恩的管道，上帝已经应许他要借着这些管 

道赐福他所拯救的儿女。

我们的会众在每个主日遵循一套很少变化的礼仪。诸位长老希 

望会员明白，每周的公众崇拜，他们都按照同样的方式崇拜上帝： 

诵读上帝在旧约和新约中的话语，唱诗篇、赞美诗和灵歌，认罪， 

宣赦，通过历史信条宣告信仰告白，恭敬祷告，什一奉献，听道 

(按照解经的方式宣讲、教导和应用经文），参加重建信仰并滋养心 

灵的圣礼，散场前接受祝福。

天父应许我们，将耶稣基督传递信徒的途径是通过上帝的施恩 

途径—— 话语、圣礼和祷告。并且，好的礼仪会保护、确保、促进 

这些施恩途径。因此，如果这些途径最荣耀上帝，并且上帝已经应 

许会把这些途径赐给信徒，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保持这样的崇拜 

次序，让我们每周都通过这些途径蒙福呢？

下面，我将试着以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以一种对平信徒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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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介绍历史上的新教和归正崇拜。因此，这本小册子无意成为 

学术著作，也不是要写得万无一失。我希望下面的内容可以促使你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见 后 “推荐阅读”）。

我切切地祷告，愿一切读这本小册子的人相信我们今天的公众 

崇拜亟须归正，我们的崇拜需要回归圣经，需要反映最优秀的新教 

传统和归正传统，需要以上帝为中心，以基督为中保，由圣灵所充 

满的话语所规范。

(k  o f  ^(ollk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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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公众崇拜

加尔文在解释第三条诫命时说：“上帝喜悦我们尊崇他威严的 

圣名。因此，这意味着我们不可以藐视的态度和不敬虔的态度亵渎 

上帝的名。相应地，上帝又命令我们要积极而谨慎地以敬虔之心尊 

崇他的名。”（《基督教要义》，1:388/72.8.22)我们崇拜的时候， 

不是来崇拜我们自己，也不是来崇拜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而 

是来觐见和崇拜永活的上帝。因此，加尔文这里的教导让我们明 

白，我们绝对不能用轻浮粗心的态度对待崇拜。很多人参加重要会 

议尚且要认真预备，思前想后，那我们崇拜永活的上帝之前，岂不 

更要好好预备自己？

每个主日，在我们早晨和下午的服侍开始之前，我们的会众要 

花一点时间预备崇拜。在这段时间，我们要让心思远离周间那些凡 

俗的事物（工作、娱乐、运动会、学校的作业等），让我们的心思 

专注于不凡之物，即上帝的神性和作为。

然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合乎圣经的崇拜观，或平时不好好预备

预 备 公 众 崇 拜 1 051



主曰崇拜，那么这段短暂的预备时间就于他无益。下一段的目的是 

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什么是合乎圣经的基督徒崇拜，并探索基督徒 

如何在周间正确预备主日崇拜。

崇拜是什么……不是什么

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崇拜是什么，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心迎接公众 

崇拜。遗憾的是，今天很多教会不明白崇拜的真义，有各种糊涂的 

想法和混乱的做法，这导致教会之间、家庭之间、朋友之间出现很 

多纷争。但是，崇拜本应使基督徒相合，而不是相争（罗 15 : 6; 

弗 5 : 19—21)。

很大程度上，问题在于基督徒鼓吹他们自己喜欢的崇拜风格, 

却不仔细探讨什么是上帝悦纳的、合乎圣经的崇拜。常听信徒说这 

种话：你按你的方式崇拜，我按我的方式崇拜……只要我们的心是 

真诚的，别的都没关系。这种说法不仅是胆大包天的相对主义，而 

且在神学上极其轻率。教会最重要最崇高的活动，上帝并没有任凭 

我们自由发挥。相反，他给了我们许多命令和指示。正如下文所表 

明的，上帝清楚地告诉他的子民应当如何以及不应当如何崇拜他。 

下面是几个关于基督徒崇拜的要点，加尔文倘若在世，也会加以赞 

同；这些要点也帮助我自己理清思路，认识基督徒崇拜的本质和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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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合乎圣经的崇拜是合乎圣经的

是，我知道……显然是多余的话。但是，我斗胆直言，这是必 

需的多余。实际上，在很多信徒心里，合乎圣经的崇拜不在于体现 

圣经的命令，反倒应当让信徒高兴或让慕道友舒服。然而，崇拜必 

须在其形式和内容上植根于权威的圣道。必须用正确的神学来驱动 

我们的崇拜，不是用为了教会增长的实用哲学或每周追求在山顶遇 

见上帝的个人体验。

在归正传统中，基督徒通常坚持一条原则，叫 “崇拜的规范原 

则”。规范原则指出，在崇拜中，凡是圣经没有规定或命令的事，

基督徒都不可做。这个原则不仅强调上帝已经在他的话语中启示了 

他希望我们如何崇拜他，并且也奇妙地保守了崇拜，使其免于受到 

罪人的各种发明创造的戕害。加尔文说过，我们的心思是制造偶像 

的工厂，总是不停地造出各种新的崇拜对象，想出各种新的崇拜方 

法 （《要义》，1 : 108//1.11.8)。他相信第二条诫命教导我们：上 

帝 “不愿他命定的崇拜遭到迷信的仪式亵渎……他呼召我们归回正 

路，离弃属肉体的节期和仪式，这些东西都是人的发明，因为我们 

愚钝的头脑一贯妄自揣测上帝的样子。然后，他命令我们按照他的 

法度来崇拜，就是他亲自设立的属灵的崇拜。而且，他指明这一过 

犯中最丑恶的罪：明目张胆的偶像崇拜” （《要义》，1 : 383//

2.8. 17)。这里，加尔文表明了崇拜的规范性原则，他既强调上帝 

话语的真实，又揭示人心的虚妄。

从 《利未记》 10: 1 —11 ,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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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帝多么严肃地看待崇拜。拿答和亚比户是按立的祭司，是亚伦 

的儿子，他 们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 

的” （v.l )。结果，“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 

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v. 2)。

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只在旧约里看重这些问题。《希伯来书》提 

醒我们，上帝在新约里仍然命令我们必须献上蒙悦纳（合乎圣经规 

范）的崇拜。他说：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 

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 

烈火。”（12 : 28—29) 17世纪的英格兰清教徒约翰•欧文曾就这 

节经文评论说：“上帝所要求的宗教崇拜，既有按照上帝的神圣命 

令所设立的外在形式，又有信心和恩典的内在规范。” （约翰•欧 

文，《解读希伯来书》，卷 7, 3 7 8 )换句话说，上帝要求基督徒崇 

拜的外在形式必须符合圣经，同时要有内在的敬虔信心。

我们通过加尔文已经知道，第二条诫命强调崇拜的规范原则。 

第二条诫命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 

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 

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嫉邪的神。” （出20: 4 —5a) 上帝 ^ 

邪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他自己的荣耀。实际上，按照上帝所没有命 

令的方式崇拜，就是破坏他神圣的权威，剥夺他名所配得的荣耀。 

威斯敏斯特神学家解释第二条诫命时说，第二条诫命所禁止的罪就 

是：设计、命令、使用并非由上帝自己所设立的任何宗教崇拜；以 

任何方式，发明、求问、命令、使用、认可非上帝亲自所指定的任 

何宗教崇拜（《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第 109问）。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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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我们在崇拜中所行的，都必须受上帝规范，完全按照他所默示的 

话语，不可少也不可多。在崇拜服侍中，没有人的良心应该受到捆 

绑做什么事多过或少于上帝在圣经里所要求的。这样，如果礼仪里 

面包含戏曲、主临节蜡烛、爱国歌曲，这就是让崇拜者参与虚假崇 

拜，因为上帝的话语中没有这些丑陋的东西。

, 有些人读到这里会想：这听上去有点僵化，我还以为我们在基 

督里有自由呢。我们确实在基督里有自由（脱离罪的捆绑，不再被 

律法定罪），但我们没有按自己的想法崇拜上帝的自由。想想，一 

场足球比赛，每个球员都可以自订规则，那会是什么场面！足球之 

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比赛，就是因为球员受益于国际足球管 

理机构的框架和指导。没有框架，最精彩的比赛也不会好看。基督 

徒的崇拜岂不更要遵守这个原则？真基督徒如果按照上帝在他的话 

语中所设定的规则来崇拜上帝，上帝就得了荣耀，他的百姓也受了 

滋养。

2 . 合乎圣经的崇拜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

试想一下，摩西不顾上帝关于崇拜的指示，反而按照周围不信 

上帝之国的民意调查来设计崇拜，或者想象使徒保罗在以弗所挨家 

敲门问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教会的崇拜怎么才更吸引他们。当然， 

这些都是可笑的想法。然而，这样的事多少正发生在今天福音派的 

教会里，人们不清楚崇拜的对象和首要目标到底是什么。实际上， 

不 管 “慕道友敏感”教会的本意有多好，他们过于强调人（非信 

徒或信徒）从崇拜中得到什么，而不重视上帝从中得到什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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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们在设计和执行崇拜的时候应该对慕道者的感受保持敏感, 

但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上帝才是那位寻求者，人并不寻求上 

帝，我们应该对上帝保持敏感才对。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时 

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婆在心里并在真理中拜他， 

因为父要（寻求）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 

灵和诚实拜他（约 4 : 23—24) ”。

以色列人预备在约书亚的军事领导下进人迦南地的时候，摩西 

给他们最后布道。他劝他们不要效法迦南人的文化，不要按照当地 

人的聪明和方法崇拜上帝：

耶和华你的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 

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 

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 ，这些国民怎 

样事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申 12: 29, 30)

新约和旧约一样呼召基督徒按照上帝命定的方式崇拜他，不可顺从 

不信上帝的文化中那些飘来飘去的欲望和颠来倒去的时尚。

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圣灵里按照他的真理（而不是按照文化）来 

崇拜上帝，那么我们崇拜的对象必然是上帝自己。换句话说，我们 

的崇拜必以上帝为中心。因此，让别的东西成为我们崇拜的中心， 

就是崇拜偶像。因为在罗马天主教会的做法中，加尔文最操心的事 

就是教会崇拜中使用各种画像；他的依据是这不是在按照上帝的命 

令敬拜上帝。因为如果用画像的话，上帝就不再是崇拜的中心了。



加尔文说：“一旦人把任何形象与他联系起来，上帝的荣耀就遭到 

不敬虔的谎言糟蹋。因此，在法律里，上帝宣布了神性的荣耀只属 

于他自己之后，当他教导他所许可或谴责的崇拜时，上帝立刻说，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 （《要义》，1 : 

100//1. 11. 1 ) 今天，我们也必须警惕偶像崇拜，不用让上帝以外 

的任何东西成为崇拜的中心，不论是用画像，或一种以人为中心的 

态度，或娱乐人的服侍。相反，我们必须努力让崇拜保持以上帝为 

中心、合乎圣经的规范。

但是，这并不是说以上帝为中心的、合乎圣经的崇拜是不传福 

音的。正好相反，既然上帝已经应许要用他的圣灵借着他改变人生 

命的话语吸引选民来到他自己面前，那么一场信实地阅读和传讲经 

文的崇拜为什么不应该成为非信徒信靠基督的良机呢？使徒保罗 

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 10: 17)。 

彼得也让信徒注意上帝如何使用圣道来拯救他的子民。“你们蒙了 

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 

存在常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彼前 1 : 23, 25b) 

重点在于：如果我们真相信掌权的上帝吸引选民到他自己面前——  

从每个部落、方言和民族—— 上帝通过他赐人生命的话语把他们与 

基督联合，那么，以上帝为中心的、以圣道驱动的、高举基督的崇 

拜服侍就不仅会让上帝成为会众的焦点从而荣耀上帝，而且也会成 

为一条宽阔大道，选民要顺着这条道路进人这荣耀。丁 道 尔 （W. 

Tyndde, 1490/1494 -1536)、这位博学的英国改教家，也表达了同 

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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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督被传讲、诸 般 应 许 （圣礼）被排演的时候……选民 

的心就因上帝的怜悯和基督的恩慈而温暖融化。因为当福音被 

传开的时候，上帝的圣灵就进入上帝所预定得永生的人里面， 

打开他们里面的眼睛，并使他们心里相信。 （转引自卡尔•楚 

曼，《朝三暮四的代价》， 54)

以上帝为中心而不以人为中心的崇拜，其最美好之处就在于： 

它不仅尊崇和荣耀三一上帝，使圣父、圣子、圣灵成为我们赞美、 

感谢和爱的对象，而且它同时滋养羊群并转变罪人的思想，使他们 

归信基督。

3 . 合乎圣经的崇拜是对话式的

如果崇拜如加尔文所言，是上帝所规范的，应当聚焦于上帝， 

那么合乎圣经的崇拜当然是上帝与他所救赎的子民之间的神圣对 

话。这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对话。在得体礼仪的各个部分，上 

帝从圣经中对他的百姓讲话，包括呼召会众崇拜、宣告赦罪、读 

经、讲道、圣礼和祝福；而百姓则报以祷告（宣召、认罪、牧祷）、 

什 一奉献、唱诗篇和赞美诗以及信仰告白。还应该提到的是，会众 

回应的最佳表达也是引用经文。这样，基督徒崇拜就成了真理的荣 

耀回荡：上帝的真理在天地之间、在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彼此 

呼应。

如果基督徒积极主动地参与这样一个崇拜服侍，其中的礼仪是 

对话式的，充满了经文，那么他既能荣耀上帝又能得到丰富的属灵



营养。这就是为什么休斯•奥德说崇拜是上帝的作坊，我们在这个 

作坊里被改造成他的样式，反映他的荣耀（休斯•奥德， 《崇拜： 

按照圣经归正》，8)。

当代某些崇拜思路的问题在于过于偏重音乐和歌唱。很多当代 

服侍有大量音乐和歌唱，读经、祷告、认罪和圣礼则一掠而过。这 

样的安排，起码是忽视了服侍当中对话的方面，更严重的情况是完 

全丧失了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向上帝歌唱赞美是基督徒崇拜中必 

要的元素。但是，崇拜绝不仅是唱歌。崇拜包含礼仪的一切元素 

—— 从呼召会众崇拜一直到最后的祝福。在实际运用中，这意味 

着，当会众参与集体认罪、J听解经式讲道或领圣餐时，他们就和唱 

《我心安宁》 —样在崇拜上帝。

最后，除了注意崇拜的每个元素，一个对话式的礼仪要强化基 

督徒生活的相关性。实际上，基督徒生活不仅是领受上帝的爱，而 

且要用赞美、认罪、感恩和顺服来回应上帝的爱，这一切都要充满 

对上帝的信心。

4 . 合乎圣经的崇拜是简朴的

加尔文坚持崇拜必须只能由神圣的规范引导，他认为这种规范 

应当保持简朴。在旧约里，崇拜一点也不简朴。 《利未记》表明， 

崇拜包含许多不同种类的献祭、洁净的礼仪，还要守各种神圣的节 

期。为了让利未人的祭司在圣殿中在上帝面前正确履行作为恩约中 

保的职责，他们必须牢记大量详细指示（利 1一 16)。新约则不同， 

摩西的礼仪律—— 充满了各种预表和影子，都指向所应许的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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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实际上，那种预表式的旧约崇拜在 

基督里已经过时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反复申明这点（尤见 

来 8 : 1—10 : 39)。

在新约，崇拜变得简单多了。《使徒行传》 中，我们看到初代 

基 督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徒 

2: 4 2 )。这里，圣经认为这些普通的管道（话语、圣礼和祷告）才 

是上帝主要的施恩途径，上帝通过这些途径向子民传递福音并改造 

他们。实际上，我们蒙恩的外在途径和普通途径以及基督救恩与我 

们相交的途径，就是他所设立的施恩之道，特别是圣道、圣礼和祷 

告；他令其生效，特为救赎选民。（《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 

88 问）。

在历史上，新教礼仪和归正礼仪都反映了新约教会中简朴崇拜 

的特点，注重读经讲道、祷告和圣礼。不像传统罗马天主教会隆重 

夸张的仪式以及当代高科技的精致产品，归正崇拜的简朴特点让崇 

拜者恭敬地注视基督和他的受死。哈特说：

在圣灵浇灌的时代，崇拜既不哗众取宠也不盛气凌人，相 

反，真正的崇拜非常简朴，甚至让人觉得无足轻重。但是，圣 

灵能够将这些简朴的渠道（话语、祷告和圣礼）转变为强大的 

武器，让罪人归信基督，让神的子民赞美和敬拜上帝，从而彰 

显上帝的荣耀和能力（D. G•哈特， 《恢复苏格兰教会的原 

貌》，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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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教授曾说，我们的崇拜服侍要简单到足以通过所谓 

“墓地测试”。这个测试可以看出我们的崇拜是否够简单，能不能在 

受到逼迫时在墓地进行，正如一世纪的罗马一样。如果不能，那么 

我们的崇拜可能就与新约中简朴的崇拜貌合神离了。

5 . 合乎圣经的崇拜表达于日常生活以及特定的神圣时刻

在 《罗马书》 12 : 1，使徒保罗劝勉各处的基督徒，“将身体献 

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服侍）。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属灵的服侍）”。这节提到属灵的服侍，这是 

指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崇拜。不管基督徒是在办公室上班、打高尔 

夫球、在地里劳动，还是吃饭，他都在真实地崇拜上帝—— 只要他 

顺服圣灵而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 

帝而行”（林前 10: 3 1 ;《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 1 问）。

然而，这种广义的崇拜并不否认狭义的崇拜。这两种崇拜，圣 

经都有教导。基督徒既要在整个人生中崇拜，也要在特定的神圣时 

刻崇拜。实际上，我们从经文中知道，上帝接受平常的东西，用作 

不平常的目的。是上帝自己设立了一个圣日（出 20 : 8 , 可 2 : 

27—2 8 ,启 1 : 10), 在这一天，圣 民 （彼前2 : 9—1 0 )要聚集在 

一个圣所（出3 : 4—5 , 来 9 : 3) —起来举行圣洁的崇拜（来 10 : 

23—2 5 ,林前 11 : 17—34)。在集体崇拜中，上帝的信徒靠信心领 

受圣洁的话语（提后 3 : 1 6 ,彼 前 1 : 23 —2 : 2 ) 和圣洁的粮食 

(约6 : 52—5 8 ,林前 10 : 16—17), 分发圣道和圣食的是圣职人员 

(来8 : 2 ; 提前3 : 1—7, 5 : 17)。换句话说，根据上帝主权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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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已经为崇拜设立了特定的目标、时间和地点。

有些人用日常生活中崇拜的原则作为借口，为自己不去参加主 

日崇拜辩护。他们说自己主日在儿子棒球比赛中也可以崇拜，和在 

教会一样。然而，这种说法是没有圣经依据的，他们是想按照自己 

的方法服侍上帝。另外，有这种想法的人藐视上帝施恩的主要途 

径，也就是上帝在聚会中借着话语和圣礼将自己的儿子交给他的 

信徒。

日常生活中的崇拜源于主日合乎圣经规范的崇拜，而不是相 

反。我们主日聚集在被钉死而复活得荣耀的大君王面前，这时候， 

我们用诚恳的赞美和感谢来回应他改变生命的话语和圣礼，我们愿 

意在生活中谦卑顺服他的话语。然而，我们对上帝的爱和真理所做 

出的感恩回应并不以祝福结束。正好相反，我们的崇拜由此流向我 

们生活的每个层面。

6 . 合乎圣经的崇拜是心怀敬畏的

前面提到，加尔文曾说：“我们要怀着敬虔恭敬的心，积极而 

谨慎地尊崇上帝的名。”（《要义》，1 :388//2.8.22 )然 而 ，今天, 

很多教会都十分缺乏这种敬畏的态度。今天，很多教会都随随便便 

地对待崇拜，但圣经里根本找不到这样轻浮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 

在 2 0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但如此不严肃的崇拜方式今天已经泛滥 

成灾，人们反而觉得严肃而恭敬的姿态太古板，没必要。然而，我 

们发现圣经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从 《出埃及记》 19一2 0章 

重新立约的崇拜，到 《启示录》4一 5 章使徒约翰所预言的天国里



的崇拜，上帝一直命令百姓用虔诚敬畏的心崇拜上帝，因为我们的 

上帝乃是烈火（来 12 : 28—29)。哈特说：

我们可以想象，崇拜好像到一个酒馆去，上帝是我们的朋 

友，在那里伺候我们，总是耐心地听我们说话，任凭我们倒出 

心中的垃圾。这种想法可以医治我们的伤痛，所以很吸引人。 

但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位君王，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审查臣民在他面前的话语、思想和情感。当然，这位君王也是 

我们的父，但我们要知道第五条诫命和保罗是怎么说的：儿女 

要尊重和敬畏父母，我们父上帝的荣耀尊贵形象不容我们在崇 

拜中冷漠待之（D.G. 哈特，《恢复苏格兰教会的原貌》，79)。

《诗篇》作者说：“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 

乐。” （诗 2: 1 1 )对一些人而言，战兢和快乐不能放在同一句话 

里。然而，认识、热爱、敬畏上帝的人知道，最大的快乐来自耶稣 

基督的位格和救赎工作。因为这样的关系，基督徒能喜乐地亲近上 

帝，却不怕被定罪。（罗 8 : 1)

人们总觉得崇拜服侍就应该是轻轻松松、好笑好玩，而不应该 

是圣洁而恭敬的。他们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这不是说 

生活里面没有幽默，哪怕是崇拜服侍中也是可以开玩笑的。然而， 

崇拜的整个基调应该是充满敬畏的。唐纳德•惠特尼说：

敬畏上帝让我在崇拜中保持严肃的心态。这不意味着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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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沉闷，正好相反。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不轻浮。我不是在和喜 

剧演员或小丑聚会。我是天父的儿子，我可以怡然自得地享受 

他的爱和同在。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敬拜上帝—— 我的创造 

者、我的审判者、我的君王。 （来 肯 、托马斯、邓 肯 编 《赞美 

上帝》，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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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合乎圣经的崇拜是合乎三一神论的

《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问道： “除了那一位上帝，还有别 

的上帝吗？ ”回答：“只有一位上帝，就是那位又活又真的上帝。” 

(申6 : 4 ; 林前8 : 4, 6 ; 赛 45 : 2 1 )下一个问题是：“上帝的神性 

里有几位？”回答：“上帝的神性里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三 

位是同一真实、永恒的上帝，同质、同权、同荣；但各有个性。” 

(太3 : 16—17, 28 : 19—2 0 ;林后 13 : 1 4 ) ( 《威斯敏斯特大教理 

问答》，第八、九问）

正如加尔文所言：“当年我们说信一神时，在上帝的名下就是 

在一神性之中有三位……”（《要义》 1 : 144//1. 13.20)圣经启示 

我们，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这是一个奥秘，也是事实；而这个启示 

要求我们的崇拜和礼仪要反映这一奥秘。实际上，我们的崇拜必须 

借着子的中保，靠着圣灵的能力，永远指向圣父。一位作家解释 

道，如果基督徒对上帝以及对上帝工作（创造和救赎）的认识基本 

上符合三一神论，那么三一神论的视角必定会深人基督徒的一切崇 

拜和行为、一切解经以及传福音，并且三一神论必定会规范基督徒



的一切思想和行为（T.F. 托伦斯，《基督徒的上帝论：三位一体》， 

31)。换句话说，作为基督徒，本质上就是以三一神论来认识上帝， 

以三一神论来崇拜上帝。拒绝或扭曲这个基督教核心教义，就是曲 

解整个基督教。

遗憾的是，很多当代的崇拜表达，在本质上并不符合三一神 

论。他们不注意三一上帝的每个位格，唱歌、祷告、讲道都只强调 

其中某一个，这样就导致一种当代的形态论（modalism)。限于篇 

幅，我们无法一一罗列背后的神学原因，但不同的宗派传统显然各 

有偏重。例如，五旬节派（灵恩派）可能过于看重圣灵，而广义福 

音派的崇拜只指向耶稣，这两种崇拜上帝的方式都失之偏颇，不合 

乎正统。 .

那么，我们如何保护、促进和践行合乎三一神论的集体崇拜 

呢？答案在于认真地预备礼仪，手把手地带领会众按照三一的性质 

崇拜上帝，正确兼顾圣父、圣子、圣灵。兼顾永恒神性三位格的正 

确礼仪包含哪些要素呢？

1 .  系统读经和系统讲道：在公众崇拜中传讲上帝“全备的旨 

意”，圣父、圣子、圣灵创造和救赎的作为就会持续得到 

执行。

2 .  认罪和宣救：如果这两个礼仪得到妥善执行，它们可以提 

醒会众上帝的圣洁、圣子的赎罪牺牲以及圣灵使人成圣的 

能力。

3 .  唱诗篇和赞美诗：选自一本好《诗篇集》的诗歌和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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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会众用诗歌向三一上帝的三位表达爱和虔诚。

4 .  信仰告白：大公教会的信经，例如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 

无疑可以引导基督徒按照三一神论的方式敬拜上帝。

5 .  牧 祷 ：牧师带领会众祷告，上帝的每一位格都因他们在创  

造和救赎中的作用而得到尊崇。不仅如此，所有祷告，不 

论是公祷或私祷，都应该借着圣子，在圣灵中指向圣父。

6 .  祝 福 ：圣经里很多祝福显然是符合三一神论的。例 如 ，保 

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 

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林 后 13 : 14)。

合乎三一神论的公众崇拜不仅荣耀上帝，而且指导基督徒以合 

乎圣经的方式与上帝发生关系，不论是在教会里还是在家里。布莱 

克，这位 1 7世纪的荷兰牧师，提醒基督徒按照三一神论正确认识 

上帝的福分和益处：

看哪！难道你不承认信仰三位一体有许多益处吗？难道这 

教义不是真敬虔生活的唯一根基和一切安慰的唯一源泉吗？ 因 

此，要思想上帝的本质为一，有三个位格。注意每个位格在恩 

约中的作用，尤其在你身上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你就三一神的 

每个位格都有正确的思想、判断和操练，你就会在敬虔上持续  

精进。你默想三一上帝的每一位以及默想上帝在三位一体中的 

统一神性，这时会有奇妙的光照，教你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 

如果模糊的一瞥就能得到这么多光亮、安慰、喜乐和圣洁，那



么，在义中见上帝的面、醒了的时候得见上帝的形象，那我们 

会多么心满意足，我们的灵魂会多么感动啊（诗 17: 5 )。那 

时候，他们就要凭眼见而行（林后5 : 7 ) , 他们要见他的真体 

(约壹3 : 2 )。因此，“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 

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诗 3 3 : 1 2 )。 （布莱 

克，《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卷 1, 191)

亲爱的基督徒读者，愿我们的崇拜—— 不论是私人的还是集体 

的—— 都要有意识地合乎三一神论，把上帝当得的赞美、荣耀、感 

恩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这样做不仅会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是 

按照合乎圣经的方式崇拜上帝，而且也让我们在知识、爱心和顺服 

上快步长进，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这正是每位真信徒的目标。

8 . 合乎圣经的崇拜凸显耶稣基督的位格和救赎大工

最近我看了一个网上转播的崇拜服侍，是由美国一位最受欢迎 

的福音派牧师带领的。这位牧师每周有两千万观众，他在休斯敦的 

教会有四万多会员。他的服侍充满了节奏强烈的音乐、煽情的言语 

及鼓吹积极心态的信息。然而，其中却缺乏任何拯救、罪恶、审判 

的信息，也没有基督的生命、受死和复活。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 

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形象，在这样的礼仪中丧失殆尽。

真正合乎圣经的礼仪永远以基督和基督的救赎工作为中心，否 

则就是蔑视上帝的儿子，我们必须借着他才能到上帝面前。正统基 

督教认为，如果不借着信神的儿子，任何崇拜都是不可接受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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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6 )。实际上，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 

(来 4 : 14— 1 6 ,提前 2 : 5 )。

真正合乎圣经的崇拜永远都以耶稣为核心，不论是旧约指向基 

督的预表和影子（路 24 : 25 — 27 , 4 4 ) , 还是在新约里上帝应许在 

基督里的成全（林后 1 : 2 0 ,弗 1 : 3— 14)。因此，不以耶稣基督 

为核心的崇拜服侍不仅是闹剧，而且冒犯基督的荣耀和威严，只有 

基督才是基督徒所信的唯一对象，基督才是基督徒的救恩所在。

尽管很多教会都想吸引更多人到教会，这个初衷是好的，但他 

们却将历史上基督徒信仰的某些基本信条打了折扣。如上所述， 一  

个坚持合乎圣经的礼仪会确保耶稣基督这位至高的君王和万主之 

主，在每个主日通过话语和圣灵，得到高抬和尊崇。让我们现在把 

注意力转向另一点：预备公众崇拜的原则和快乐。

主曰崇拜的日常预备

如前所述，在呼召会众崇拜之前，只花一点时间来预备崇拜还 

不够，何况是有些人在整个周间没有好好为崇拜作好预备。周间的 

忠实预备可以培养崇拜的正确心态，帮助我们在主日向上帝献上最 

美的祭物。

2 0世纪 9 0 年代初，我在克莱姆森大学踢足球，教练总是让我 

们在赛季之前保持紧张严格的训练。尽管我们会抱怨在8 月中旬的 

南卡罗来纳热浪中训练，但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艰苦的预备是必不可 

少的，这样才能让我们预备迎接后面的赛季，尤其是 A CC大赛。



同样，在整个常规赛季里，队伍周间的训练明显地影响着我们在比 

赛日的态度和表现。同样道理，基督徒在周间所做的事（或不做的 

事）也会影响他们主日的属灵姿态。家庭崇拜和个人崇拜无疑是我 

们在主日为了集体崇拜预备心态的两个最佳途径。

家庭崇拜

以上帝为中心的家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有规律地践行家 

庭崇拜。不幸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忽视了家庭崇拜。实际上，除 

了谢饭之外，多数基督徒家庭花很少的时间（如果有的话）在周间 

进行家庭崇拜。实际上，根据我的经验，很多定期去教会的人根本 

没想过要进行家庭崇拜。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忽视这种约束（家 

庭崇拜）不仅阻碍我们预备公众崇拜，而且还会让我们无法顺服上 

帝的话语。

上帝命令我们举行家庭崇拜。基督徒父亲（家长）要带领家人 

学习圣经、进行祷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和上帝的一切命令一 

样，顺服这个命令给我们带来大喜乐。家庭崇拜是基督徒家庭的喜 

乐所在，也是责任所在。圣经是如何说的呢？

很多证据表明，早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就有家庭崇拜。在 《创世 

记》1 8 : 1 9 ,上帝说：“我眷顾他（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 

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 

话都成就了。”还有，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上帝要求作父亲的 

教导他们的儿子逾越节（Passover) 的 意 义 （12: 23—27)。另外， 

在 《申命记》，以色列进迦南之前，上帝命令他们要保持家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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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 

心 ，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曰所吩咐你的话，都要 

记在心上。也要敌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

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 

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申 6 :  4— 
9)

家庭崇拜不仅是旧约中的做法，也是新约所看重的。保罗在 

《以弗所书》6 :  4劝勉作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 

们 （儿女）”。保罗又命令作丈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在属灵上带 

领他们，正如基督爱教会，使教会成为圣洁（弗 5 : 25—33)。
几百年来，上帝的子民认真地执行圣经关于家庭崇拜的命令。 

我们自己的信仰告白也提倡这一美好做法：

人当处处在心中按真理崇拜上帝；家庭的曰常崇拜和隐秘 

之处的独自崇拜应当真诚，公众集会敬拜更要肃穆； 一 旦上帝 

以其圣言或护佑召聚众人，就不可漠视或放弃，不论是粗心使 

然或故意为之。（《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21.6)

注意崇拜的三重途径：家庭、个人和公众崇拜。基督徒周间要



忠实一贯地参加前两种崇拜（家庭崇拜和个人崇拜），每天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好好预备主日公众崇拜。我想，特别是作为基督徒弟 

兄，我们要与儿女和妻子常在一起交谈，告诉他们上帝的话语，这 

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周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正式崇拜 

时间，何况这种公众崇拜都在家庭之外。

• 也许你愿意在家里开始崇拜，却不知道如何做才好。下面是几 

个简单的步骤：

•计划召开一个家庭会议，讨论家庭崇拜的最佳时间。

.每 天 安 排 1 0 ~ 3 0分 钟 （早晨或晚上，或二者兼顾），决定家 

庭崇拜的次序（下面是例子）。

•唱诗篇或赞美诗。以祷告开始。读经和/或灵修祷告，以及 

经文评论。花一点时间给孩子讲要理问答。以祷告结束。

•唱《三一颂》或 《荣耀颂》。

这个安排一定要持续、严肃、活泼和精炼，不能错误百出、冗 

长而令人疲倦。当然，有孩子在，家庭崇拜不容易。然而我们要记 

住，家庭崇拜是培养恩约儿女的属灵基础。实际上，这个时间非常 

重要，它不仅教导我们的孩子上帝话语那改变g 命的真理，而且也 

具有主日崇拜的性质和特点。在实际生活中，它是教导孩子安静学 

习的机会。

长期来看，家庭崇拜对培养恩约儿女有诸多不可估量的益处。 

在论家庭崇拜的经典著作中，雅各•亚历山大说，“每天，父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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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面前按时庄重地读上帝的圣道，这是基督徒生命最强有力的做 

法”。他又说：

父母和儿女每天早晚在一起聚会学习上帝的话语并祷告， 

这是家庭中的大事件。这是把上帝的名刻在门楣上。这是设立 

祭坛。这就让家成了祷告的殿。宗教成为家庭规划中切实而重 

要的部分。每天都奉上帝的名开始并结束。从每个理智的黎明 

开始，每个小孩子都成长于一种敬虔的情感：必须凡事都尊崇 

上帝；生活中万事都不可缺乏上帝；白天的工作和学习不可散 

乱无章，亵渎神圣，而要归耶和华为圣。 （雅各•亚历山大， 

《家庭崇拜》，58—59, 62 )

一个家庭以诚实的信心定期进行家庭崇拜，这强调一个事实： 

这个家里掌权的是上帝，而不是电视或报纸或别的任何东西。而 

且，如前所述，家庭崇拜在整个一周用上帝改变生命的真理充满我 

们的心，预备我们在主日崇拜上帝。

个人崇拜

和家庭崇拜一样，个人崇拜也是一个帮助基督徒成长和预备主 

日崇拜的有力工具。圣经里有很多敬虔的例子，说明圣徒如何在私 

下热切地寻求上帝。也许最能说明这点的经文来自大卫的诗篇：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



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 

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  

你。我在床上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 

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 

膀的商下欢呼。（诗 63 : 1—3, 5 —7)

注意大卫的个人崇拜（v.l ) 如何预备和引导他在公众崇拜中 

看见上帝的能力和荣耀（V. 2 ) ,而这又促使他完全投身于个人崇拜 

(v. 6)。在 《诗篇》2 5 ,我们也看到大卫的个人崇拜，他在这里寻 

求上帝用真理引导他：“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 

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诗 25 : 4 —5)

大卫一个人默想经文、祷告和唱歌赞美上帝。难道这不是每个 

认真的基督徒应该效法的榜样吗？连基督自己都要花时间独自灵 

修。在 《马可福音》 1 : 3 5 ,我们读到，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 

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耶稣基督是永恒的 

神 子 （约 8 : 5 8 ) ,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 

(西 1 : 16— 2 0 ,来 1 : 2—3)。如果基督都认为与圣父相交是最要 

紧的事，何况我们呢？

个人崇拜包含读经、学习、背诵、唱诗和祷告。应该有一到三 

年的详细读经计划（例如，每天读三章，星期天读五章，一年内把 

圣经读完）。有些人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读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或神 

学作品。和家庭崇拜一样，个人灵修的时间长度取决于每个人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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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但不可少的是每天要专门花一些时间来寻求上帝。最好早 

晨进行个人崇拜，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每天都以基督为中心来开始新 

的一天。

结 论

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前牧师钟马田博士（1899—1981),被公 

认为是20世纪最棒的解经讲员之一。他的权威传记作家穆雷写道， 

钟马田认为个人崇拜和家庭崇拜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穆雷说：

他认为，作为基督徒，每天花时间读经祷告是最基本的事 

情。每天的生活以家庭祷告结束。在他死后，他夫人说，她感 

到这是她最大的损失。 （穆雷， 《钟马田博士 ：信仰之战》， 

1939—1981, 763)

在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加尔文神圣崇拜观的一些现实意 

义，我也简要介绍了什么是合乎圣经的公众崇拜观，以及如何每夫 

为这样的公众崇拜作好预备。也许，认识了正确的崇拜神学并按照 

上面的话认真预备之后，我们会像天上的天使和圣徒那样结出崇拜 

的好果子，就是荣耀上帝的、圣灵充满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专心 

致志的、充满激情的、触动灵魂的崇拜。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 

向公众崇拜的第一个要素：呼召会众崇拜。



呼召会众崇拜

如前所述，加尔文的集体崇拜观认为，崇拜服侍就是上帝的子 

民将一个特殊的时间分别出来，一起来恭敬而喜乐地按照上帝在圣 

经中的指示崇拜他。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应该与别的活动有所区 

别，所以每次基督徒崇#服侍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开始，会众在这 

个时刻被上帝呼召，按照上帝所定的时间来参与这神圣的主日崇 

拜。在历史上，呼召会众崇拜的祷文是由牧师独自朗读的，或用会 

众牧师启应的方式进行。在集体崇拜开始的这个神圣时刻，是上帝 

自己在呼召他所救赎的子民来荣耀他的圣名。

有很多相关的经文可以用来呼召上帝的立约的子民来崇拜上 

帝。例如，《诗篇》第 95篇说：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 

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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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 啊 ，我们要屈身敬 

拜 ，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 

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诗 95:1 —7a)

注意这个呼召诉诸上帝的无限伟大和尊贵威严。上帝得高举和 

荣耀，他是至高掌权的创造主，是创造海洋和旱地的那位。因为他 

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唱歌，我们喜乐，我们来 

觐见 他 （在集体崇拜中，他以特殊的方式与百姓同在），满怀感恩 

地赞美他。

《诗篇》有很多适合用来呼召崇拜的经文（例如84, 89, 92, 

96—100, 108，111，113，115, 117—119, 145—150，等）。然而，

上帝也用其他经文呼召我们崇拜。例如， 《希伯来书》第 1 2章 

中说：

U  of 'ito tn c n
...... 加尔文论崇拜一• 0 7 6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 

的，用 虔 诚 敬 畏 的 心 事 奉 上 帝 。 因 为 我 们的上帝乃是烈火。 

(来 12 : 28, 29)

这里，上帝呼召我们献上蒙悦纳的崇拜，特别是表达感谢、恭 

敬和敬畏。崇拜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就在我们天父的眼中被视为 

不悦。

那么，一个正确的崇拜呼召就应该直接取自圣经，它不仅让会 

众有次序地开始崇拜服侍（林前 14: 4 0 ) ;更重要的是，它向上帝



的百姓清晰地发出上帝的呼召，呼召他们在心中按照上帝的真理来 

崇拜他。现在，让我们把心思转向唱诗篇和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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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诗篇和赞美诗

正如特里•约翰逊在本书“导论”中所说，在加尔文所鼓励的 

礼仪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唱诗篇。然而，在过去三十年间，神默 

示的诗篇和历史上的赞美诗被严重边缘化，让位给一种新音乐，这 

种音乐被叫作“赞美崇拜”。不幸的是，这种新教会音乐很多时候 

非常缺乏神学深度和音乐美感，完全不能与传统的《诗篇集》和赞 

美诗相比。我们很多人实际上还没有认识到属灵前辈所托付给我们 

的音乐和诗歌遗产是多么宝贵。保罗•琼斯（费城第十长老会教会 

音乐总监）就基督徒崇拜中诗篇和赞美诗的重要地位评论说：

目前，福音派有他们自己的崇拜模式，但诗篇和赞美诗仍 

然是基督徒信仰不可分割的部分。基督徒崇拜在这里积淀了几 

百年丰富的遗产—— 我们应该拥抱这个遗产，在这个基础上建 

造 ，而不应该拒绝或肤浅地按照当代文化口味加以改造。赞美 

诗和诗篇不是崇拜中可有可无的部分，它们是崇拜不可分割的



核心。它们不是一种崇拜的“风格”；它们是崇拜中的属灵元 

素和物理元素。它们代表了上帝子民集体的声音，这声音代代 

相传，与他的话语、创造、教导、信条和真理相互呼应。好的 

基督徒赞美诗保护我们免受流行文化的欺骗和伤害，让我们锚 

定于真知识。这不是死的形式或过时的艺术。它是活泼的、有 

机的、赋予人力量的，常常呼召我们服侍上帝并提醒我们为什 

么要服侍上帝。赞美诗和诗篇把基督徒的核心教义和合乎圣经 

的教训传到我们心灵深处。它们是我们灵修的成果和深思熟虑 

的产物，是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战歌。它们是我们属灵的 

DNA, 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 （保罗•琼 

斯，《唱起来，写下来：当代教会诗歌》，69 —70)

为了吸引世俗的和年轻人的文化，很多教会追逐当代音乐潮流， 

而这些潮流根本不尊重上帝，缺乏敬畏之情，毫无圣歌的崇高感。下 

面的内容解释为什么诗篇和赞美诗是基督徒崇拜不可缺少的要素。

几年前，特里•约翰逊（萨瓦纳独立长老会牧师）的演讲给我 

很大的启发，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崇拜中的唱诗。他挑战 

在场的牧师以唱诗篇—— 圣灵所感的诗歌本—— 开始带领群羊。自 

从教会在崇拜服侍中使用韵文诗歌，会众越来越喜爱诗篇，越来越 

觉得诗篇是基督徒崇拜的必要元素。下面是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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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是为了歌唱而创作的

上帝默示诗人创作诗篇不仅是为了阅读，也是为了歌唱。实际 

上，只有诗篇才是被圣灵所感的诗歌本。在旧约里，上帝命令百姓 

要唱诗篇（例如诗 47 : 6 —7 ，100，105 : 1 —3 )，新约也是如此。 

例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劝勉信徒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 

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弗 5 : 1 9 ,西 3 : 16)。实际上，从大 

卫王的时代到今天，教会一直在唱诗篇。然而，很可惜，很多教会 

现在却忽略诗篇。绝不当如此！加尔文在日内瓦的《诗篇集》 

(1543)前言里说：“我们深人考察，上下求索，然后会发现没什么 

诗歌比大卫诗篇更适合崇拜，因为上帝借着大卫说话，这诗篇是圣 

灵所写成的。”

关于唱诗的合宜曲调，加尔文明智地说：“我们必须谨慎，歌 

曲不可轻浮猥琐，而要庄重威严……人们在家里桌前自娱自乐的音 

乐，与他们在上帝和天使面前唱诗篇的音乐，当有极大区别。”换 

句话说，我们向上帝唱歌，不仅歌词要合乎圣经，而且音乐也要合 

体。实际上，某些种类的音乐，尽管适合别的场合，却显然不适谷 

基督徒崇拜。

诗篇表达人类的全部情感体验

现代赞美诗歌太强调欢乐和庆祝，而实际上，基督徒有许多丰 

富体验，也渴望表达这些体验。诗篇表达人类情感体验的每一面。 

例如：上帝是否遥不可及？唱诗篇 1A 你是否正行走于死阴的幽



谷？唱诗篇2 3 ;你是否充满喜乐？唱诗篇 146;你是否需要信靠上 

帝保护你？唱诗篇121;大灾 难 （例如，“9 • 11事件”）发生的时 

候，我们心里充满愤怒和悲伤的时候，我们唱什么？唱诗篇94。诗 

篇，靠圣灵的默示和感动，被写下来帮助教会用歌曲来表达人最深 

邃的思想和最深刻的情感。特里•约翰逊说：

诗篇有一种完整性，创作诗篇的神圣作者对整个人生的所 

有情感讲话。诗篇也有一种现实性，教导属灵体验的积极和消 

极面：光 明 和黑暗、喜乐和消沉、得 胜 和 失 败 、盼望和灰心 

(来肯、托马斯、邓 肯 编 《赞美上帝》，264)。

诗篇教我们如何与上帝交谈

祷告的语言，没有比经文里更好的。而用诗篇祷告和歌唱，让 

基督徒更完整地认识上帝和上帝的道路。因此，当我们作为会众唱 

诗篇的时候，我们宣告（并学习）关于上帝神性和作为的真理，认 

识他的怜悯和审判。关于上帝的属性，当代诗歌常常只强调我们自 

己所喜欢的属性，却不重视上帝痛恨罪和上帝审判恶人（诗 75 :

7 — 8)。然而，唱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更平衡地与上帝交谈，更合乎 

圣经地向上帝表达情感，引导我们的心思和话语更像上帝，教导我 

们如何恭敬地觐见万王之王，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直到 18世纪早期，西欧和美洲一直在崇拜中仅使用《诗篇集》 

作为赞美诗集。愿我们今天努力恢复这一合乎圣经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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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诗

除了唱诗篇，唱赞美诗也是公众崇拜中不可替代的部分。有很 

多尊崇上帝的、蕴含丰富教义的赞美诗流传下来，当代的教会音乐 

很少能与之媲美。即便如此，很多教会为了引起文化界的注意，迫 

不及待地把这些出色的赞美诗放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拼命煽情 

的、机械重复歌词的、神学上空洞的歌曲。这一类新音乐说明了更 

严重的问题，即福音派渴望自我满足，且对上帝的认识非常肤浅。 

正因为如此，很多教会用令人兴奋的赞美音乐和不取自经文的歌词 

作为教会音乐的核心。保罗•琼斯（PaulS. J〇nes) 就此潮流评 

论道：

后现代教会，正如西方其他文化一样，深深沉迷于自我， 

对古代圣徒留给教会的丰富音乐遗产毫无兴趣。尽管崇拜已经 

变成所有教会圈子的热门话题，但人们很少注意圣经关于崇拜 

的指示。结果，我们发现福音派与合乎圣经的崇拜渐行渐远， 

并且他们用时代精神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然而 ， 一 种享乐主义 

的、自恋的、相对主义的、“关注我”的时代精神不应该界定 

我们的崇拜。可是，这却是事实。我们用人数衡量得失，用技 

术和先进评判我们是否时髦，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判断崇拜好 

坏。在当代的基督徒心里，唱诗篇与当代福音派教会的随意 

性、简单性、时髦风格格格不入。 （来肯、托马斯、邓肯编，



《赞 美 上 帝 》，223)

历史上的赞美诗，诸 如 《圣哉圣哉圣哉》 《上帝是我们坚固保 

障》《赞美亚伯拉罕的神》《永生神就是灵》 《赞美全能主》 《我的 

心你要赞美天上君王》《神命立就立》《基督徒齐来歌唱》《我的救 

_ 主为我流宝血》 《神儿子的大好消息》和 《我的救赎者我问候 

你》，这些赞美诗跨越几个世纪，由多位各个民族的词作者和曲作 

者写成。当我们唱这些赞美诗（和诗篇）时，我们实实在在地加入 

了一场跨越古今和超越种族界限的大合唱。实际上，这样的做法美 

好地表达了我们普世教会的合一。

唱以前的诗篇和赞美诗当然不是拒绝写新歌唱新歌。实际上， 

教会应该鼓励和支持会众创作新的圣诗和圣曲，让我们的赞美更加 

完美。我们的会众唱古代的韵文诗篇，也要唱新的赞美诗，例如由 

詹姆斯•博爱思 （ James M. Boice) 创作收集的许多当代赞美诗。 

他收集整理的赞美诗集名为《当代宗教改革赞美诗》，发表于2000 

年，这些诗歌展现了深刻的神学和强烈的音乐美感。下面是一首博 

爱思的赞美诗，名 叫 “何等奇妙、何等智慧、何等伟大”：

何等奇妙、何等智慧、何等伟大 

我心测不透耶和华的救恩计划 

他看见我失丧

定意要重生我这不信的堕落罪人 

上帝亘古就已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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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恩典的计划，预定我 

要像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和爱心无人能及：何等荣耀的法度 

在各各他山的木头上，他承担我的罪 

给我他的义，好让我见他的面 

上帝称我为义，释放我得自由 

我且要得荣耀，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我要拥抱救我脱离羞辱的上帝，更加爱他 

除了他以外，我还要什么 

我且要欢喜跑前面的路 

我要定睛他的面，赞美尊崇他

尽管是几年前写的，这首当代诗歌和古代那些由卫斯理（Wes- 

ley)、华 兹 （Watts)、托普雷狄（Toplady) 所写的最经典的赞美诗 

一样非常合乎圣经。丰富的教义主题，例如拣选、人的败坏、重 

生、称义和成圣都涵盖在内。这样的新赞美诗歌不仅会引导我们的 

会众怀着敬畏和喜乐的心唱歌，强调上帝的性格和救赎工作，而i  

它们还会教导会众—— 包括我们恩约中的儿女—— 学习正统的神 

学。总之，唱以前唱的诗篇和赞美诗不是冷漠无情的传统主义。唱 

诗篇和赞美诗是人以合乎圣经的、以上帝为中心的方式，喜乐而恭 

敬地回应掌权的至高上帝；他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照着他说不出 

的怜悯和爱，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愤怒的刑罚（约 

一 4 : 9— 10) 〇



公众朗读圣经

既然加尔文说第一条诫命的目的是让“上帝自己在子民中得到 

尊崇，并完全掌管他们”，那么，加尔文主义的崇拜观当然要将公 

众朗读上帝的话语作为要务（《要义》 1 :382//2. 8. 16)。如果是上 

帝的话语让百姓崇拜，并且指导百姓如何崇拜，那么上帝的话语就 

需要在崇拜中占据中心地位。所以，几百年来，新教和归正礼仪一 

直包含大量读经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福音派的崇拜服侍 

中，很少听到人们读经呢？尽管会众自夸说自己相信圣经的权威 

性、至髙性和充足性，但讽刺的是，很多教会服侍显然充满了煽情 

的歌曲、老套的祷告、个人的见证和治疗心理疾病式的讲道，唯独 

没有经文。即便读经，那也是在讲道开始的时候，并且匆匆读完就 

了事。这样一个画面告诉我们什么呢？

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以宣读、劝勉、教 导 为 念 （提前4 : 

13)。正是因为圣经里如此清晰的指示，并且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 

性和充分性足以指导基督徒信仰和实践，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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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宗派都以读经为主日崇拜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我成长于保守的 

路德宗，在路德宗里，读经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每次 

服侍中，都要读旧约、新约和福音书。哪怕牧师讲道差强人意，至 

少会众在崇拜过程中听到上帝纯洁的圣道得到了几次宣读。很多神 

学上有自由倾向的教会，他们的礼仪保留了经文，而那些标榜自己 

保守的教会却弃之不顾，这岂不是一种讽刺？

读经应该成为主日早上和晚上崇拜的重要部分，也是必不可少 

的部分。在我们的教会里，圣经要正式朗读多次，包括在呼召会众 

崇拜、阅读旧约和新约、宣赦及在临别祝福的时候。通常，在开场 

唱诗篇或赞美诗之后就是我们称为“读经”的部分，我们要读旧约 

或新约一整章内容。最近几年，我们的会众在公众崇拜中读了大量 

旧约和新约，这种做法深受会友的喜爱。

在崇拜中保持读经的中心地位，这说明了一个原则：当我们阅 

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不仅承认上帝古时已经借先知和使徒对我 

们发令，而且强调上帝今天仍在对我们说话。实际上，上帝的话语 

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来 4: 12)。它是圣灵手中的器皿，带来 

属灵的生命，喂养选民（约 17 : 1 7 ,弗 6 : 17)。特里•约翰逊以 

话令人信服：

读经的时候，上帝直接对百姓说话，上帝用话语不打折扣 

地向百姓的心灵启示他自己，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省略或 

排斥这种崇拜。有些讲员说，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读经文” 

(好 像 意 思 是 “我们不用听上帝废话，赶紧来听我的金言”），



这已经够让人不舒服了；要是一整场服侍都没有正式读经，那 

简 直 就 是 属 灵 的 绝 食 （来肯、托马斯、邓 肯 编 《赞美上帝》， 

142)。

因此，让我们仔细地、喜乐地、热切地在公众崇拜中读经。我 

们要怀着敬畏的态度，把我们的情感和理智都交给基督，让他统管 

我们的一切；既然上帝已经用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让我 

们能够认识他的真理、他的引导、他的安慰和他的恩典，就让我们 

在其中欢喜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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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罪

几年前，我站在一位年老的家庭成员床边，祈祷上帝医治、安 

慰和赦罪。我祈祷的结尾是感恩的话，我说靠恩典，借着信基督， 

我们罪得赦免，在上帝眼里被看为义人。祷告完以后，这位勇敢的 

亲戚说我的神学需要纠正。她解释说，我们不需要求上帝赦免我 

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上帝早就赦免了我们的众罪。她接着说, 

有正统信仰的人不需要认罪，因为他们不再犯罪，他们只是犯错。 

这是圣经的教导吗？

加尔文在解释《约翰一书》 1 : 9的经文“若我们认罪”时说: 

“他再次向那些忠心的人应许说，上帝会怜悯他们，只要他们承认 

自己是罪人。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已经为我们预 

备了和解之道……上帝应许他会白白赦免一切认罪的人，我们可以 

欣然接受这个应许，这本是于我们有益的。”对加尔文来说，认罪 

是重要的，而且这种认罪是教会礼仪的重要部分。

我们每周的主日崇拜服侍，会众由一名长老带领作集体认罪祷



告。过去450年，多数新教传统教会的崇拜都践行这一点。即便如 

此，我们必须问：基督徒要认罪，这有圣经的依据吗？我们既然已 

经信了基督，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不都已经赦免了吗？

使徒约翰写信给一世纪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警告他们要小心 

诺斯替主义的假教导。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 是一场宗教运动， 

让当时的人相信，救恩来自人直接的、个人的、特殊的知识或启 

示。这种知识是高度主观化、经验化、神秘化的，它和新纪元邪教 

如出一辙，某些当代福音派潮流中也有这种鬼影出没。这种异端的 

倡导者让人相信他们可以有更加崇高的属灵生活，不需要与罪作斗 

争，他们有时也教导说，人的肉体不能影响灵魂，所以这种教义导 

致极大的道德败坏。针对这种假教导，使徒约翰靠圣灵的感动和引 

导，在第一篇书信中说，是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靠这个客 

观的工作，我们才得以洗净一切的罪（约一 1 : 7)。然后他立刻宣 

告：“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 

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 

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 1 : 8—9 ) 那么，哪个才是对的呢？我 

们已经脱离了罪吗？还是上帝正在洗净我们的罪？答案是“是的”！ 

罪人靠上帝主权的恩典接受基督，这时候，他和上帝就有了一 

种新关系。然而，这种新关系并不意味着得救的人不再犯罪。尽管 

真信徒脱离了罪的辖制，得到自由，但罪仍旧在他的生命中。罪不 

再辖制，但罪仍存留。换句话说，重生的基督徒脱离了罪的暴政和 

捆绑，与此同时，他仍然要继续挣扎，终其一生都要与残留的罪斗 

争。显然，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体验的挣扎，他说：“我所作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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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 

(罗 7: 1 5 )我们作为信徒，岂不都感同身受吗？我们都在肉体 

(内在的败坏）中感到这种持续的争战，我们明知对的却不做（不 

负责任的罪），明知不该做的却偏要做（明知故犯的罪）。

事实在于，作基督徒就是既被称为义（这是上帝的作为，是上 

帝白白的恩典，我们借着信基督救赎的工作而被宣告为义人），又 

进人成圣的过程（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给我们能力逐渐向罪死，向 

义活。《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 35问）。清楚说明这两个基本 

教义的一节经文是《希伯来书》 10 : 14。作者说， “因 为 他 （基 

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称义）”。

马丁 •路德（1483—1546)教导说，基督徒同时是义人和罪人 

(hmJ iuitus et pecca«or) 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信徒既是 

义 人 （在上帝的眼中被看为义人），与此同时，他们仍然与残留的 

罪作斗争。

因此，我们必须理解认罪是我们生活（包括个人崇拜和公众崇 

拜）中的重要部分。实际上，向上帝认罪，更显出我们愿意顺服上 

帝的话语，不顺从肉体的欲望和世俗性文化的罪恶诱惑。否 认 “认 

罪是合乎圣经的崇拜的必要元素”，就是拒绝圣经，就是重新界定 

罪，就是罔顾事实。那么，就让我们每个主日都同心合意地、诚恳 

地、谦卑地认罪，弃绝我们的罪和偶像，拥抱基督，在他里面，上 

帝必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这是基督给我们的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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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赦

正如前一章所言，加尔文相信《约翰一书》教导认罪的必要性 

和价值，我们也看到公众认罪在礼仪中的重要性。加尔文不仅在 

《约翰一书》看到认罪的重要性，也看到赦罪，即宽恕的确据紧随 

认罪而来。.他解释第1 章第7 节时说：“……这节经文说明，白白 

的赦罪不仅仅给我们一次而已，赦罪是常住在教会的福气，每天赐 

给信徒……他说明，什么罪都不能阻挡圣徒和敬畏上帝的人得到上 

帝的爱。”（加尔文，《加尔文释经》22, 165—1 6 6 )所以，上帝的 

子民不仅在礼仪中有公众认罪的环节，也有上帝必赦免他们的 

确据。

在公众崇拜中，我最喜欢的时刻就是集体认罪之后，会众站在 

一起欢喜接受上帝赦罪的确据。牧师阅读宣赦的经文，强调一个荣 

耀而客观的现实：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位格和救赎工作而赦免我 

们。在赦罪的确据中，上帝有力地同信徒的心说话，让他相信上帝 

无限的爱，他只要借着信基督就能得到赦免。然而，有些人或许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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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舒服，认为这与罗马天主教宣布赦罪相近。让我们来看看二者 

的区别。

赦 罪 （来 自 拉 丁 词 消 解 ）是一种古老的罗马天主教 

做法，由一位归圣的祭司，据称是在教会上级（主教或教皇）和耶 

稣基督自己的权柄下（约 20: 2 3 ) 消除那位悔改的罪人—— 有时 

候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的罪。换句话说，赦罪是由祭司所行 

的，这个人号称有来自上帝的权柄，可以赦免罪，只要他对悔改的 

罪人宣告：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赦免你的罪。

然而，归正传统与罗马天主教不同，赦罪的确据并不是通过按 

立牧师的中介和既定的权柄传递给崇拜者，客观的赦罪也不是通过 

这些中介给信徒。相反，因为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可 2:

1 一  1 2 ) ,所以赦罪纯粹是牧师宣告上帝赦罪，而赦罪是基于上帝的 

恩约和应许，这些恩约和应许都借着他的话语而显明。并且，只有 

那些拥有上帝所赐的真信心的人，才能客观地接受并主观地体验上 

帝赦罪的确据（弗 2 : 8—9 )。

比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教义，新教关于有形教会（一切受洗的 

人，包括真信徒和假信徒）与无形教会（上帝的选民）的教义就’ 

浮出水面。实际上，对罗马天主教徒而言，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没 

有区别。他们相信，成为有形教会的会员就是无形教会的肢体。因 

此，对罗马天主教来说，从按立的祭司那里接受赦罪，这个仪式就 

等于真正客观地在上帝眼里得到赦免。

然而，在新教传统里，在认罪之后，牧师让会众起立接受赦罪 

的确据，这是一个荣耀的宣告，牧师宣布：凡是诚心指望基督赐他



们宽恕、公义、成圣和永生的人，都得以赦罪。因此，当你在公众 

崇拜中起立领受赦罪的确据时，我祈祷，借着上帝所赐的信心，就 

是信那钉在十字架又复活的基督，你将体验到内在的喜乐、平安和 

信心，这样的主观体验只可能来自相信耶稣基督的客观工作一 他 

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和他的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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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告白

在 《要义》第二卷第十六章，加尔文用《使徒信经》 （ Apostles 

Creed) 作为一个大纲来解释基督如何“尽了救赎之职”（《要义》， 

2. 16标题）。在这章结尾，第 18段，加尔文解释说：“至此，我已 

按 照 《使徒信经》的顺序进行了阐释，因信经精炼总结了我们得救 

的要点，因此信经可作为一块法版，我们在基督里所应当留意的大 

事，借助这块法板，就得以逐一显明……我不怀疑在教会初期，甚 

至使徒时代，这就是众人一致公认的信条……它概括了我们信仰的 

整个历史，既简练，顺序也确定无误，并且它的内容全都有圣经确 

凿的见证，完全可信。”（《要义》，1 :527//2. 16. 1 8 )对加尔文来 

说，《使徒信经》非常宝贵和必要，教会要保持健康，离不开《使 

徒信经》。下面我们会详细谈新教历史上在礼仪和教会生活中广泛 

使 用 《使徒信经》的若干原因。

在我小时候所在的教会，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会在公众崇拜中背诵 

《使徒信经》或 《尼西亚信经》。我不记得也不知道背诵这些信经有



什么理由。直到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历史上信经和信仰告白的重要 

性，开始思考为什么教会在过去1700年间一直宣告这些信条。也许 

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主日都要读这些古代的信经和信仰告白。那 

就让我们来思考新教崇拜中这种做法背后的原因。

信经是信仰和信条的简短声明。信 经 （creed) 这个英文词来 

自拉丁词cmi〇，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信”。早期教会里信经仅用于 

受洗时宣告信仰，要么是成人受洗，要么是恩约子女受洗时父母宣 

读信仰告白。一般情况下，信经在结构上是三一神论的，也就是按 

照圣经来宣告圣父、圣子、圣灵的本质和工作。早期教父，如爱任 

纽 （Irenaeus, 130—2 0 0 )和德尔图良说信经是“信之规” (regula 
换句话说，信经和信仰告白是一个基本框架，基督徒可以 

在这个框架里公开宣告信仰，在私人读经的时候，又能帮助他们记 

忆和理解。信经和信仰告白既保护教会免受各种古老异端的危害， 

又引导教会相信正统教导。

有些人说，教会里不应该用信经，因为信经不是圣灵所感而写 

成的。他们宣称，“我们只有基督和基督的话，没有信经”。然而， 

这种立场罔顾一个事实：圣经命令基督徒要顺服由按立长老所教导 

和传讲的圣道，长老要解释基督是谁和上帝话语的意思（提前4: 

1 - 4 )。而信经和信仰告白就像讲道一样，解释圣经核心教义。换 

句话说，如果我们从逻辑上来推论，“只要基督不要信经”是荒谬 

的，因为圣经命令基督徒要顺服按立领袖的教导（提前2 : 1—2, 

5 : 1 7 ;来 13 : 17)。不仅如此，信经是几百年圣经研究的宝贵成 

果，许多学者清晰而简练地把基督徒信仰的正统教义（例如三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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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耶稣基督的位格和救赎工作）总结为几句话的信经；拒绝信经 

就是拒绝这些成果。查尔斯•阿兰德 （ Charles Amnd) 说：

信仰告白和圣经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信仰告白是圣经 

教义内容的缩略版。 （他又说）这至少包含两个元素：第一， 

信仰告白把圣经里最重要的启示放到一起，好像一幅地图，上 

面标明了一个地区的几座最高峰。第二，信仰告白用与圣经一 

致的正确原则标明了整个地图，让人心中有底。（迈可•赫顿 

编 《后现代神学告白》，19)

历史中的信仰告白总结了圣经的主要信条，不仅是为了公众宣 

告信仰（罗 10 : 1 0 ,来 10 : 23 — 25), 而且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思 

想保持以基督教的基本真理为中心。

彼得在《马太福音》16: 15—16那句有力的告白“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说出了基督徒信仰的本质，而信经和信仰告白 

则更加详细地体现了这一告白背后的意义。

当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在崇拜中宣告那些历史信经的话语时，我 

们是在教会向世界宣告基督徒信仰，并不以为耻。不仅如此，我们 

公开宣告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加人了一支强大的信徒大军，这支大 

军由千百年来宣告同样信经的基督徒所组成，他们常常为此而付出 

生命代价。我们如此宣告信仰，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流于表面的形 

式，而应该视为基督徒的特权和基督徒崇拜的关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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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祷

对加尔文来说，崇拜另一个不可少的方面是祷告。《要义》第 

三卷第二十章的标题称祷告为“信仰实践的首要内容”，而且加尔 

文在这章后面说：“为了教会的公祷不至于遭人藐视，上帝古时赋 

予祷告以各种荣耀名称，甚至称他的圣殿为‘祷告的殿’……他用 

这个词告诉我们，崇拜首先在于祷告……” （《要义》，3.20.29) 

在加尔文看来，如果礼仪中没有祷告，崇拜就不是崇拜。

上帝的话语（罗 10 : 1 7 ,林前 1 : 2 1 ,提后3 : 16—1 7 ,彼前 

1 : 23 —2 : 2 ) 和 圣礼（林前 11 : 23—2 6 ,约 6 : 5 4 ) 都是施恩的 

途径，祷告也是。上帝通过这些途径借着圣灵拯救并圣化他的百姓 

(太6 : 5—M ，约 《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起草者说：

我们蒙恩的外在途径和普通途径，也就是基督救恩与我们 

相交之途径，就是他所设立的拖恩之道，特别是圣道、圣礼和 

祷告；他令其生效，特为救赎选民。（第8 8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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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简朴而改变生命的祷告已经被挤出很多福音派崇拜 

服侍。人们过去相信祷告是基督徒崇拜（公众崇拜、家庭崇拜和个 

人崇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心要素，但今天人们已经失去了这种 

观念。崇拜，就其核心本质，是上帝与人重新立.约；在崇拜中，上 

帝通过话语和圣礼重申他永恒不变的诸多应许，而他所救赎的百姓 

则用祷告来赞美和感谢他，回应他的恩典。所以，如果一个服侍缺 

了经文或祷告，它或许是一种聚会，却不是公众崇拜。

在 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一方面重新强调公众读经和 

讲解经文，同时公众祷告（用通俗语言）也重新成为崇拜的重点。 

例如，在加尔文的日内瓦，公众崇拜的礼仪必须有求告文、认罪祷 

告、牧祷和讲道前后求圣灵光照的祷告。新教和归正传统的崇拜一 

直强调祷告的重要性：祷告必须有恭敬的心态、必须有合乎圣经的 

知识、必须合乎三一神论、必须有圣灵充满、必须以基督为中保。

尤其是牧祷，新教崇拜特别缺乏，这一点非常令人遗憾。我妻 

子和我搬到苏格兰爱丁堡以后，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有力的牧 

祷。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在霍利路德阿比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教 

会的牧师所作的祷告是我妻子和我听过的最恭敬、最感人、最以上 

帝为中心的祷告。那个祷告充满经文的内容，充满指向上帝属性和 

品格的话语，我为牧师对基督荣耀的热爱而深深感动。牧师用祷告 

勇敢地把会众引到上帝施恩宝座前，我亲临其境，竟然忘了时间。 

他祷告的时候好像牧羊人照料羊群一样，喂养他们属灵的、身体 

的、情感的需求，给他们个人的圣洁、为父一般的智慧、福音的见 

证等等。经文的金丝银缕贯穿每个祈求。我听这位牧师的祷告有两



年半的时间，加上随后的阅读，这让我明白至少四点：

第一，牧祷应充满圣经内容，而不是人听烦了的套话或啰唆重 

复的废话。第二，牧祷应当有感而发，要发自肺腑，牧祷是把心掏 

出来献给上帝，而不是令人昏昏欲睡的仪式。第三，牧祷应当提前 

预备好。崇拜中的牧祷应该让上帝的百姓望眼欲穿，而不是毛骨悚 

然！当然，有些人自己灵性冷淡，不管牧祷多么好都不喜欢；但一 

个不预备、乱祷告的牧师是不能以此为借口的。第四，周复一周地 

听主日牧祷，基督徒可以学会如何祷告。实际上，牧祷可以在会众 

中培养与之相似的祷告。

在每个主日，牧师站在讲台祷告，不论是求告文、认罪或牧 

祷，让我们一起来积极而专心地尊崇并荣耀永活的上帝，向他表达 

我们最深的敬畏之情，为他奇妙的恩典而感恩；相信借着我们的祷 

告以及他儿子的祷告，上帝会成就他主权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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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一奉献

在 《哥林多后书注释》里，加尔文鼓励基督徒要慷慨使用上帝 

所赐的各种资源。他在解释《哥林多后书》第 8 章 15节时说：“上 

帝命令我们节俭，禁止滥用上帝所赐的财富，免得人过于奢侈。那 

么，有钱人……当晓得财富不当浪费，而当用于缓弟兄所急。”在 

新教传统里，这种赠予一直是崇拜服侍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个主日，礼仪呼召我们给上帝什一和我们的奉献。此时，教 

会的执事在会众中传递奉献的盘子（口袋），收集初熟的果子，这 

果子是上帝信实地为他得救的儿女所提供的。上帝的子民能够慷慨’ 

地、欢喜地、牺牲地施舍，这是他们爱上帝、委身于基督国度扩展 

事业的最明显证据。

关于什一和教会奉献，圣经提供了许多指示。在旧约，上帝把 

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作为地的主人，上帝有权随自己的意思赐给任 

何 人 （申 10: 14)。作为恩赐的受惠者，以色列要将地上所出产的 

一部 分 （至少十分之一）还 给 上 帝 （申 26 : 1 —15)。一位作家



写道:

以色列人献什一，以此承认祭司和利未人代表上帝行使职 

责，并承认他们代表子民所行的属灵服侍有权得到物质支持。 

什一仪式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让他们纪念耶和华的祝福，正 

如他纪念他们一样；并让他们效法上帝去关爱为奴的、穷人、 

孤儿和寡妇。什一要求以色列人服侍上帝要付#•大的代价。在 

这样一个什一体系中，以色列的经济成为表达爱上帝和爱人如 

己的渠道，这就是妥拉的真义。（申 6 : 4 - ^ ，利 19 : 18, 

E . E . 卡 朋 特 ， 《国 际 标 准 圣 经 百 科 全 书 》， 863)

因此，什 一税（献初熟的果子）是旧约中过立约生活并委身上 

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拒绝纳什一税是大罪。先知玛拉基说：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 

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 

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玛 3: 8—9 ) 我们用不着变成神学家，也看得出这节经文说的是， 

我们所挣的有十分之一属于上帝，抓住不放就是夺取神的供物。玛 

拉基又说，上帝愿意祝福子民，只要子民愿意信靠他，纳当纳的十 

分之一。“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 

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 

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玛 3 : 1 0 ) 真是一个奇妙的应许！可 

是，新约是怎么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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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约没有关于什一税的明显教导，但新约常讲好善乐施的 

原则。在 《哥林多后书》第 8 章和第9 章，使徒保罗提到基督徒应 

当喜乐地牺牲奉献。我们的主耶稣也在福音书里提到了同样的原 

则。（可 12: 4 1 - 4 4 ,路 10: 25—3 7 )新约教导的重点是，既然我 

们在新约里得到了更大的祝福，那么我们也应该更慷慨地奉献。上 

帝命令以色列的儿女纳什一税，也就是十分之一。我相信，这应该 

是新约信徒奉献的门檻或起点。

使徒保罗劝哥林多教会要这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 

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 （林前 16: 

2 ) 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要每个主日抽出一些钱来，保 

罗好收集齐了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当时遭受迫害和灾荒的弟兄姊 

妹。当时，每个主日抽钱的做法不仅是责任，而且是一种喜乐的敬 

拜行为。实际上，我们今天也应当如此。

和礼仪的其他元素一样，什一奉献是基督徒崇拜的重要部分。 

我鼓励你思考三点。第一，不要让崇拜中的奉献成为一种形式或不 

加思考的仪式。相反，和礼仪的其他部分一样，要让奉献成为有意 

识的、喜乐的行为。一种做法是，将奉献放在箱子（盘子或口袋） 

中，低头做感谢的祷告，感谢上帝无限的信实，并宣告你相信他会 

继续供应你每天需要的饮食。第二，如果你目前没有献什一，我想 

鼓励你花一点时间来做好预算，让你能在这件事上荣耀上帝。正如 

其他方面的成长，每周信实地纳什一税和奉献是一种必需的门徒训 

练。不要再耽误了，赶紧行动起来。因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 

收。（林后9: 6 ) 第三，最后，我们的施舍无疑反映了我们对上帝



的爱，以及对神的儿子即我们被钉十字架而复活的救主“说不尽的 

恩赐”（林后9 : 15)。

因此，愿我们每个主日的奉献成为甘心乐意的崇拜，表现出我 

们忠于万王之王，并努力扩展他的国度。让我们现在来看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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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讲圣道

在 《以弗所书注释》中，加尔文评论基督教会的讲道的重要 

作用：

保罗清楚地指出：根据基督的命令，若不借着外在的讲 

道，就不可能真的与神联合，也不可能真的成为完全……教会 

是一切圣徒之母，她怀胎生养上帝的儿女，不论是君王或是农 

人；而教会的养育是通过话语的事工。凡不顾或藐视此定规的 

人就是自以为比基督更加高明。此等骄傲之人有祸了！当然/ 

神可以不借助人的帮助让我们成为完全，这是可能的。但是， 

现在的问题不是上帝能做什么，而是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基督 

的命令是什么。（加尔文，《以弗所书注释》，卷21，282)

换句话说，减少或取代讲道，就是认为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 

像保罗、彼得和基督一样，让我们相信上帝说的：他建造国度，主



要是通过呼召和按立的仆人忠实地宣讲他的话语。确实，是上帝的 

话 语 （借着圣灵主权的工作），而不是人类堕落的理性或昏昧的智 

慧 （林前 1 : 18 —2 : 5 ) 带来属灵的生命（彼前 1 : 23 ,结 37 : 1— 

2 3 ,徒 16 : 14)、信 心 （罗 10 •• 14—17)、让人认罪（来 11 : 4 , 徒 

2 : 3 7 ,帖前 1 : 5 )、使人成圣（彼前2 : 2—3 , 约 n  •• I7 )、进人 

永恒的荣耀（约 6 : 68)。不让上帝的子民得到他话语的滋养，就 

是阻碍属灵的成长、减少安慰、减弱确据和真喜乐—— 这些属灵的 

福气，我们知道都是圣父所愿意给他儿女的。

我们来看圣经的例子，会看到整个新约都支持加尔文的观点。 

耶稣基督，那成了肉身的话语（约 1 : 1 4 ) ,从天上来到地上，在 

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为了他的百姓而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丝毫没 

有犯罪，又为了他的子民牺牲而死，且死后复活（约 6: 37)。他 

在世上主要的工作就是传福音，报告上帝国度的好消息。实际上， 

当门徒试图带基督回迦百农继续给等在那里的子民治病时，他拒绝 

了，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 

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可 1 : 3 8 )基督的最首要的工作是 

讲道。这一点，从他讲的撒种比喻也可以看出来。耶稣说自己就是 

那谦卑的农夫，带着信心去撒播种子，把上帝的话语种在罪人的心 

里，知道父会用这些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影响人心，叫得救的人成 

为丰收的谷子，按照他主权的旨意推进上帝的国度。 （可 4 : 11, 

12 , 20 )

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使徒保罗说上帝已经命定讲道是推进国 

度的首要途径和方法。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里，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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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世人的智慧与上帝的智慧截然不同。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 

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 

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林前 1 : 2 1 )按照字面来翻译希腊文 

原文应该是：上帝，借着讲道的愚拙，拯救相信的人。当然，保罗 

这里所说的重点是：使罪人与基督联合的乃是所传的信息，但我们 

也不能忽略上帝救人所使用的方法—— 上帝愿意通过愚拙的讲道来 

拯救他所拣选的人。这不正是为什么保罗在被斩首前几天督促他所 

爱的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 

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4: 2)。 

不仅如此，这不也解释了彼得对信徒所说的话：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常 

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前 1 : 23, 25b)

那么，如果上帝的话语是上帝拯救和滋养选民的首要途径（罗 

10 : 1 7 ,彼前2 : 2 ) , 并且忠实地传扬上帝的话语是上帝成就救赎 

旨意的首要方法，那么讲道为什么在当代福音派教会里被视为次要 

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以上帝为中心的、认真的、解经式的、权 

威的讲道不对文化的口味。为了让教会增长，教会增长专家觉得讲 

道必须让位，至少变得可爱一些、肤浅一些，多加点奇闻轶事、个 

人见证。

今天的主流精神可能是反权威、反知识、反形式。我们在社会 

的每个角落都看到这种态度。总体而言，人们不想听任何权威的劝 

诫，哪怕是从上帝而来。他们不想深刻地思考问题，只愿意接受肤 

浅的流行文化所提供的诱导。除了葬礼以外，我们的文化很少认为



人在什么场合应该保持正式、谦恭、庄重的姿态。

使徒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 

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 

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 

慧。”（林前 1 :22—2 4 )注意，保罗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对某些人 

是绊脚石和愚拙，而对那被召的人（本乎恩，因着信而得救的人） 

则是上帝的智慧和大能。这里包括的讲道观与世人的看法截然不 

同。对保罗而言，宣讲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显出上帝的智慧和能力； 

然而，对世人而言，这是愚蠢。世人认为认真的、解经式的、权威 

式 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尊崇上帝的、应用式 

的讲道不过是浪费时间的傻事，而一些教会竟然接受这种看法；上 

面的经文是否说明，今天的教会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世俗呢？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的教会必须恢复和强调每个主日讲道。在 

我们这个教会，早晨和晚上的崇拜都要花30到 4 5分钟以解经的方 

式讲道，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装备和喂养信徒，转变失丧者的信 

仰，让他们归信基督。

讲道应该使用系统解经法，也就是系统地对整本圣经进行讲 

解，逐节、逐章地讲解。这种讲道的方法能确保上帝的子民每个主 

日都听见那改变生命的圣道，而不是听牧师讲他最近的兴趣和文化 

潮流。不仅如此，这种方法让会众更有神学知识，更有属灵的分辨 

力，他们 就 （1 ) 不至于被假教导引人歧途；（2 ) 能更好地一个人 

学习圣经；（3 ) 更善于在家里培养自己的孩子。

讲道，这个行为的本质就是：上帝通过活泼的话语对他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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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发话。这样，如果所讲的里面有什么不是上帝的道，那就不叫 

讲道。在新教宗教改革期间，很多人认为公众崇拜中读经和讲道就 

是上帝在向子民说话。关于讲道，一个最深刻、最崇髙的声明来自 

《1566 年第二凯尔特信条》（7%e SeccwMf i/efoetic Co咕ssion q/"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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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所传的乃是上帝的话语。在教会里，上帝的话语一经 

合法呼召的传道人传讲出来，我们就相信上帝自己的话语就得 

到宣告，并且被信徒领受；人不可发明什么话语，也不可指望 

上帝从天上降下什么别的启示，所传的话语本身应得到尊重， 

而不是那传道的人；因为即便这人是邪恶有罪的，上帝的话语 

仍是真实美善的。（I，iii)

总而言之，传讲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拯救和圣化选民的主要 

途径。这是上帝向教会开口发话的首要方式。因此，主日聚会崇拜 

的时候，让我们以大勤勉、预备和祷告来听道；所听到的内容要考 

查圣经；以信心、爱心、谦卑和愿意的心，把所听到的真理作为上 

帝之道予以领受；默想、谈论、藏在心里；并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出 

果 子 （《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第 160问）。

正如著名传道人钟马田所言，教会和基督徒牧师的首要任务是 

宣讲上帝的话语（钟马田，《讲道与讲员》，19)。当几年前我第一 

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还觉得这话说得有点过头。然而，自从那以 

后，我通过学习圣经逐渐发现，上帝主要是通过这一施恩途径——  

他的话语—— 在人类历史中实现救赎计划。这正是为什么讲道在历



史上的新教崇拜中具有中心地位。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 

(赛 4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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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礼

加尔文在权威著作《基督教要义》中说圣礼是恩典的记号，这 

个外在记号既印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见证我们向上帝的虔诚 

(IV，xiv, 0 。换句话说，当一个传讲福音的合法牧师在施行圣礼， 

管理水、饼、酒这些记号的时候，我们只要以信心领受，那么上帝 

与人立约的应许就有效地印在我们的良心上，并在我们心里得到确 

认。实际上，洗礼和主的晚餐这两个圣礼是上帝可见的话语，显出 

他的爱，是由上帝所设立的，目的是引导我们相信基督，在他里 

面，上帝一切应许都得到了荣耀的成全。

这些圣礼是由上帝设立的’要在基督教会和每个信徒心里发挥重 

要作用。它们是公众崇拜的要素。因此，我们必须理解洗礼和主的晚 

餐的性质和作用，它们是主要的施恩途径—— 和话语和祷告一样 

—— 上帝通过这些途径应许拯救他的选民并使他们成为圣洁（《威斯 

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第 162问）。



洗 礼

在 《要义》中，加尔文解释说洗礼“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 

表示教会从此接纳我们进入这个集体，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 

的儿女” （加尔文，《要义》2 : 1303//4.15.1)。新约用洗礼替代 

了旧约的割礼（circumcision) , 这两个圣礼都标志和印证上帝在基 

督身上的立约应许。 （创 17 : 1 —1 4 ,太 28 : 18—20，徒 2 : 38— 

3 9 ,西2: 11 —1 2 )在割礼中，切掉八天大男性婴儿的包皮，这一 

血腥行为是一个记号，不仅指向基督血腥的牺牲（为他信徒的缘故 

被割除），而且指向内心的割礼（重生），这割礼是圣灵所成就的。 

(罗 2: 28—2 9 ) 因为基督为众人流血一次，上帝的约民就不用再 

参与各种血腥的仪式和牺牲了。（来 10 : 11 —14)

洗礼，如上所述，也是一个记号，它的意义和割礼是一样的。 

和割礼一样，洗礼也代表耶稣的宝血洗净罪孽和圣灵使人重生成圣 

的能力。（多 3 : 5 , 西 3 : 11 —1 2 ,彼前 3 : 2 1 ) 这样，我们看到旧 

约和新约有明显的联系。旧约和新约的记号都指向基督的位格和工 

作。割礼的记号盼望基督救赎大工，而洗礼的记号则回顾这个工 

作。两个都是恩约的记号和印证，表明上帝无条件地应许他要为自 

己拯救子民。•（创 3 : 15, 17 : 1 — 1 4 ;罗 9 : 22—2 5 ; 多 2 : 14)。 

两个都是进入上帝约民（有形教会）的记号，表明这些人的身份， 

将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因此，洗过一次之后，就不用再洗了。

所以，洗礼这个新约的记号，一切信徒和他们的子女都有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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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徒 2 : 38—39, 16 : 15, 3 3 ;太 19 : 13—15, 28 : 1 9 )上帝在 

旧约中无条件应许的记号和印证并没有不给婴儿，同样道理，新约 

的这个记号和印证也不应该将婴儿排除在外。上帝的话语从来没有 

将盟约的婴儿贬为有形教会的二等公民。信徒的儿女，和成人信徒 

一样，都是有形教会的成员；孩子，和成人一样，都是唯独靠恩典 

因信心而成为教会的成员。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洗礼本身没有救 

赎的功效，是洗礼所代表或所指向的东西才能救我们，也就是耶稣 

基督洗罪的宝血和圣灵使人重生成圣的能力。

不幸的是，在主流福音派教会中，洗礼已经变成以人为中心的 

事。人们不说洗礼是上帝主权恩典在基督里的记号和印证，也不照 

着这个道理行事；反而在很多地方，洗礼成了公众宣告信仰告白的 

机会，仅仅强调受洗者自己的委身意愿和人的誓言。然而，正确地 

强调洗礼的含义可以帮助教会定睛于上帝的恩典。不仅如此，这样 

洗礼的益处是一生之久。每当我们纪念自己受洗的时候（这洗礼是 

上帝恩典的记号和印证，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通过基督的生命、受死 

和复活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软弱的信心就得以坚固，铆定于上 

帝不变的应许，我们虚弱的心灵就得安慰和重生。洗礼是施恩的管 

道，是圣灵所使用的工具，圣灵反复使用这个工具在我们的生命中 

圣化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 

很好地解释了基督徒如何更好地对待洗礼，或换种说法，我们如何 

才能在我们整个生命中善用洗礼这个施恩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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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7问：如何使我们的洗礼更加有效 呢 ？

答：要使我们的洗礼更加有效，这是我们所有人常常忽视的当 

尽的责任，是我们一生一世都当履行的事，特别是在受试探的时 

候，当我们出席他人洗礼的时候，更 当 如 此 （西 2 : 11 —1 2 ;罗 

6:4, 6, 11)。使我们的洗礼更加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认 

真地思考洗礼的性质，基督设立洗礼的目的，洗礼所施与并印证的 

特权和恩惠，以及我们受洗时所发的庄重誓言（罗 6: 3—5 ) ; 要 

因我们的罪污，对洗礼之恩和承诺的亏负、背离而谦卑下来（林前 

1:11 一  1 3 ,罗 6: 2—3 ) ;逐渐确信罪已蒙赦，以及其他在洗礼中 

所印证的各样福分（罗4 : 11—1 2 ,彼前3 : 2 1 ) ;从基督的受死与 

复活中吸取力量，我们受洗是归入他，为要我们治死罪，在恩典里 

苏 醒 （罗6: 3—5 ) ; 努力靠信心生活（加 3: 26—2 7 ) ,行事为人 

圣洁公义（罗 6: 2 2 ) ,正如那些在洗礼中把自己的名字交托给基 

督的人一样（徒 2: 3 8 ) ;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由同一圣 

灵受洗，归入同一身体（林前 12: 13,25—27)。

将来，当你在公众崇拜中看见洗礼的水倒出来，就将你的信心 

放在被钉死和复活的基督。热切地为受洗的人祷告，并且要纪念你 

自己的洗礼，以上帝荣耀的应许为乐，他已经应许会怜悯你爱你； 

因此，你应该下决定在以后的日子里重新献上自己，热情忠诚地服 

侍他，永不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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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晚餐

和洗礼一样，主的晚餐是恩约的记号和印证，它向选民表示并 

印证基督救赎的工作。加尔文解释说：“上帝已经接我们回家，一 

次就为众人成全，我们不再作奴仆，乃是儿女。因此，出于最美善 

的父对儿女的关怀，他要在我们一生中不断喂养我们。不仅如此， 

他还起誓要使我们得到自由，不至于遭害。为此，他借助他独生爱 

子的手，将另一个圣礼赐给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宴席，在这宴席 

中，基督自己成为了那赐人生命的饼，我们的灵魂靠这饼得以饱 

足，进人真正蒙福的永生。” （加尔文，《要义》2: 1359—1360// 

4. 17. 1)

仍旧和洗礼一样，关于主的晚餐的性质以及主的晚餐在基督教 

会生活和信徒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几百年来有许多争论。在罗马天 

主教会中，圣 体 （弥撒）被认为是基督的重新献祭。罗马天主教相 

信，当祭司用这句话“这是我的身体”圣化饼和酒，这些饼和酒就 

变成了耶稣基督真实的肉体和鲜血。这种观点叫“变质说”，认为 

饼和酒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鲜血，而饼和酒的造化（颜色、口感和 

味道）仍旧保持原状。按照这种教义，那些在圣餐礼中接受基督的 

身体和血的人就吸取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公义，他们由此而在上帝 

面前得以称义。实际上，对于罗马天主教徒而言，称义不过是一个 

工序而已。

路德宗的观点叫“同质说”，它认为虽然饼和酒的元素并没有



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是，当饼和酒分发的时候，基督实质的身体和 

鲜血就在主的晚餐之内、之下、之旁。按照这种观点，路德宗希望 

捍卫圣餐的主观性，他们说自己相信，当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 

的时候，那就是基督的身体。

第三种观点可能是新教最普遍的观点，就 是 “纪念观”。这种 

观点认为，饼和酒的元素仅仅代表基督的身体和血。在主的晚餐 

里，基督与众人同在，正如他随时与信徒同在一样。我们只是在圣 

礼的时候纪念基督的死，宣告我们委身于他，尊崇他，服侍他。

最后一种观点是归正的立场或加尔文的观点。这种立场介于路 

德宗和纪念观之间。按照归正的神学观点（这是我们所持守的立 

场），当一个人以信心领饼和酒的时候，他也领受这饼和酒所代表 

的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赏赐的一切祝福。然而，我们不是真吃耶稣基 

督的肉，喝他的血（天主教/路德宗），这是属灵的宴席。领餐的时 

候，基督并没有从上帝的右边被拽到我们的饭桌上任人宰割。他人 

性的本质并不是无处不在的。正好相反，圣灵—— 是它使我们与基 

督联合—— 以信心提举我们，进入那属天的所在，让我们的心灵因 

那厚赐生命的基督而得到滋养。

当然，这一切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即便如此，我们相信上帝所 

说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 2 : 6)。 

我们也相信我们主所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 

叫他复活”（约 6: 54)。正如我们肉体的生命需要属肉体的粮食来 

维持生存并得到喂养，我们的心灵也需要神儿子来维持生活并由他 

喂养—— 我们要靠他才能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正因为如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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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说: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 

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 

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 

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 

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约6:27, 32 , 53—56)

并且，当我们以信心（这是真领餐的条件）接受面包和酒这些 

记号的时候，我们就以神秘的方式接受了这些记号所象征的东西， 

也就是耶稣基督和我们与他联合的一切福分。因为，“我们所祝福 

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么？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 

的身体么？”（林前 10 : 16)

有些人会问：“我早已接受了基督，干吗还要一次又一次在讲 

道和圣礼中接受他?”答案是：因为信心不仅是受洗或知道历史事 

实而已，而是内心听圣灵为上帝的话语作见证，并由衷地相信上帝 

的话语都是真的。即使我们有很多知识，倘若我们不常常听上帝的 

话语，我们的信心也可能软弱（迈可•赫顿，《更妙的道》，118K  

换句话说，如果信心的发生和保持是靠传福音（罗1〇 : 1 7 ,彼前 

1 : 23 —2 : 2 )，如果信心的印证和坚固是靠圣礼（罗 4 : 11，西 

2: 11 —1 2 ,路 22: 7—20)，那么，为了靠信心而活在基督里，我 

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在讲道和圣礼中接受他。我们这样做并不意味



着我们每次听见福音或领餐都得救。不，这意味着，我们一听见荣 

耀的福音或借助正确施行圣礼而看见福音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就 

一次又一次地拥抱基督，我们的信心、爱心、确据、盼望和热心就 

不断加增。这岂不正是上帝设立普遍的施恩途径的目的所在吗？上 

帝不正是要我们一次又一次亲近基督和他完全的救赎工作，并远离 

罪和偶像崇拜吗？这些不正是我们常常参加甚至每周参加礼拜的理 

由吗？

圣道和圣礼支撑我们常常跌倒的信仰，并引导我们定睛看耶 

稣。加尔文在下面长长的引文里说，那些与基督联合并领餐的人：

……能获得大确据和大喜乐；他们在圣餐里看见我们成长 

并与基督联合为一体，凡基督所有的都可说是我们的。 因此， 

我们可壮胆信那永生一 - 就是基督所得为业的永生—— 也是我 

们的；我们也可信那天国—— 就是基督早已进入之天国—— 不 

再与我们隔绝；此外，我们也晓得自己不再因从前所犯的而定 

罪，我们的他都已经赦免，因为他愿意亲自为我们的罪过受 

害 ，如同是他自己的一样。这就是他出于自己测不透的慈爱， 

奇妙地与我们交换：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子，使我们成为和 

他一样的神子；他降卑到地上，预备我们升到天上；他承受了 

我们的死，给我们他的生命；他接受我们的软弱，叫我们靠他 

的能力成为刚强；他亲自承担我们的贫穷，赐我们他的富足； 

他担当了我们沉重的罪孽，为我们披上他的义袍。（《要义》， 

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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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晚餐取代并成全了逾越节，是另立新约的宴席。它和洗礼 

一样，是上帝赐给教会的礼物，永远引导上帝的选民单单在基督里 

找到生命、喜乐、安慰的不竭之源。所以，当你在公众崇拜中领餐 

的时候，要以信仰接受，不是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或属灵表现，而是 

相信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生命、牺牲的死和征服地鮮的 

复活。



我们和加尔文一样相信崇拜基于上帝主动的恩典，新教和归正 

传统的公众崇拜一般都始于呼召会众崇拜，终于祝福。呼召会众崇 

拜和祝福直接来自圣经，这样就让上帝和天父贯穿我们崇拜服侍的 

始终。

祝 福 一 词 来 自 拉 丁 文 (意思 是 “美善的言语”）。祝福 

的本质是上帝以他至高的权柄向子民宣告神圣的福气。我们在圣经 

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旧约里最有名（多半因为路德在早期的新 

教运动中使用）的可能是《民数记》6 : 24 — 26: “愿耶和华赐福 

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 

你仰脸，赐你平安。”上帝命令他的仆人亚伦向以色列宣告祝福， 

让他们奉他的名（民6: 27)。亚伦的祝福是向群众宣告的，但圣 

经里也有祝福个人的例子。例如，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创 

14 : 1 9 )和以撒祝福雅各（创 27 : 27 — 29)。

不仅旧约有祝福，新约也有（林前 15 : 5 8 ,林后 13 : 1 4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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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8 ,弗 6 : 2 3 ,帖前 5 : 23—2 4 ,来 13 : 20—2 1 ,彼后 3 : 18, 

犹 24 — 25 ,启 22: 21)。所以我们明白为什么祝福在新教礼仪中如 

此重要。

祝福用于崇拜服侍的结尾，是上帝在会众散场之前，向他们最 

后的美好宣告。来自上帝话语的祝福是向会众说再见，它常常包含 

了三一颂，同时宣告上帝本质的荣耀和上帝工作的荣耀。不仅如 

此，它也要求会众信守盟约。上帝的子民当以祝福为改变生命、安 

慰人心的真理，并欣然接受。

新约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祝福出自《希伯来书》第 1 3章第20— 

2 1节：“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 

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 

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注意这神圣祝福涌动着多么丰富的 

真理。作者祈求上帝自己，就是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上 

帝子民心里做工，叫他们行一切他所喜悦的事—— 这一切都是借着 

耶稣基督无限荣耀的位格和救赎大工。加尔文评论这个祝福说： 

“可以总结：除非上帝为行善而创造我们或改变我们，我们绝无任 

何途径行善。并且，除非他坚固我们，我们行善绝不可能持续；因 

坚忍到底乃是上帝特殊的恩赐。”祝福是上帝用话语赐福并保守他 

的百姓，这是唯独上帝才能给的福气。

按照这样的方式接受崇拜—— 上帝用他的话语祝福他的百姓 

—— 这自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是基督徒崇拜的一个重要元素。不幸的 

是，现在，这一美好传统常常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每周事项报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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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师 （或赞美敬拜带领人）油腔滑调的告别词。

休斯•奥德在他的著作《归正崇拜的教父之根》中，列举了新 

教结束崇拜服侍的七种方法，这些都是改教家的思想结晶：

•基督徒崇拜中的一种传统告别方式。

•由上帝所委定之人作代祷。

•上帝对百姓发出祝福，这是神圣的恩典宣告，需要以信心 

领受。

•在上帝圣灵的能力中发出祝福。

•由上帝所委定之人进行祝福（麦基洗德、亚伦、以撒、基 

督 、保罗、按立的神职人员）。

•与先知事工相关的祝福，当教会牧师向会众宣告祝福的时 

候，他认识到，领受祝福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亚伯 

拉罕的后裔，是得诸般属灵恩赐的后嗣。

.奉主的名给教会的一个祝福。我们得了他的名，他爱护我 

们，使我们于信心之家有份。

.(331 —3 3 4 ,总结〉。

奥德在论述祝福的性质与用途的文章结尾处总结说，对改教家 

而言，祝福不仅是一种正式的告别（valediction) , 不仅是适合礼仪 

结束之际祈求上帝恩惠的祷告，而且是“祈求那作为我们救恩源头 

的神恩”（同上，334 )。

每个主日，在公众崇拜结束时，当会众领受祝福的时候，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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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乐、真信心，并且要清楚地理解祝福的真义。要相信上帝自己 

正在向他的百姓发出神圣的祝福，因为这些人是主耶稣基督永恒的 

立约宝血所救赎的人。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从今直到 

永永远远！



附 录

主日：失而复得之福

加尔文在注释第四诫的时候写道：“……天上的立法者守第七 

日的安息，是要以色列的百姓晓得属灵的安息，信徒当在这日放下 

自己的工，好让上帝在他们心里做工。第二，他是要他们晓得，有 

一个神所设立的日子，当那日，人要聚会，听律法，行礼仪，或至 

少献上这日专心默想上帝的作为，借此操练敬虔。” （加尔文，《要 

义》1 : 395//2_7.28)

尽管加尔文和归正传统认为主日是非常重要的，但当代教会几 

乎已经完全不接受圣经关于安息日或主日的教义和做法（出 20 : 

8 , 启 1 : 10)。历史上，归正传统和恩约传统一直认为主日一整天 

都要向上帝守圣日，专心安息崇拜。然而现在，很多时候人们觉得 

礼拜天和其他几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基督徒只是“碰巧”在这天 

上午聚会（证据就是越来越多教会提供周六下午服侍）。上帝从起 

初就设立的圣日，要让百姓因此而蒙福；现在却被人忽视；是什么 

导致这种无知和失职呢？或许有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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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论

这个释经体系严重割裂旧约和新约。在经典的时代论者心里, 

旧约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内容与活在新约时代的人相关、适合、有应 

用意义，除了大家清楚的弥赛亚预言、道德训诫和所谓字面的启 

示。由于这种不合圣经的释经学在19世纪后期出现并被很多虔诚 

基督徒接受，今天美国福音派所接受的教导几乎不谈关于守安息日 

或主日的重要性。经典的时代论者认为，时代不同了，安息日现在 

只是一个大日子而已。

工业革命

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多深刻变革。城市兴建许多大 

型工厂，工业实现量产，许多人从农村搬到城市，追求财富的安全 

感和个人成功。这种转型引发了经济和文化地震，美国从农业经济 

转向工业经济，美国人自建国以来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转变之一就是生活节奏加快，这种压力大部分来自城市工作的男 

性。由于上下班时间和工作时间长，美国人常见的家庭崇拜开始受 

到冲击；不仅如此，主日也逐渐失去了圣日的地位，礼拜天不再是 

一个专门用来安息和崇拜上帝的日子。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和消费 

主义最终成了一股吞吃一切的力量，在美国人生活的每个层面发号 

施 令 （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今天，我们看到，在上 

帝设立用于崇拜和安息的日子，社会几乎每个层面都忙于工作、购 

买、娱乐和销售，这就是消费主义的影响。



不懂圣经

现在可能是美国创建以来，人们最不懂圣经的时代。我认为这 

种说法并不过分。多数委身的福音派基督徒说不清十诫，也不能解 

释诸如称义和成圣这样基本的教义。在这个时代，人们的心思被琐 

碎无聊的小事占据，那些有意义的大事却被漠视，连基督徒也是如 

此。去教会的人说起好莱坞最新的八卦如数家珍，而谈到圣经最关 

键的教义却一头雾水。难怪没几个人明白第四诫的含义：“当纪念 

安息日，守为圣日。”（出20 : 8)

经典时代论、工业革命和美国人对圣经的无知造成了恶劣的影 

响，这些影响是否让教会无法恢复关于主日的正确观点和做法呢？ 

断非如此！那么，今天教会要恢复守安息日为圣日的教导和做法， 

应该如何行呢？我认为教会需要首先真正悔改，然后需要正确地从 

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说，要认识到上帝的救 

赎工作是一个统一体—— 它贯穿于整个历史。换句话说，基督徒必 

须认识到安息日是上帝在创世之初设立的，是在西奈山重申的，要 

认识安息日的永恒性，以及它最终的成全—— 基督徒必须在这种知 

识里接受安息日。

安息日是在创世之初就设立的，一同设立的还有婚姻（创 2: 

18 — 2 5 )和工 作 （创 1 : 28 )，这些都是创世的法度。换句话说， 

安息日是上帝创造宇宙所设立的神圣秩序的一部分。上帝不仅在七 

天中指定了一天，并赐福于这日，将它分别出来，而且上帝亲自守 

安息日，做了榜样（创 2 : 1—3)。在西奈山上，上帝向摩西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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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诫中安息日的重要性（出 20: 8)。在新约里，基督来是要成 

全律法，不是要废除律法（太 5 : 17)。他从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 

和传统里挖掘出安息日的真义。他教导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 

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 2 : 27)。另外，基督说自己是安 

息日的主（可 2 : 28)。

在救赎历史中—— 从伊甸园到现在—— 基督徒的安息日一直都 

是神的祝福，也是道德责任。这个责任的最终成全要等到基督再来 

的时候，届时，上帝的全部选民都要进人永恒的安息日，完全脱离 

罪，在上帝面前永远敬拜他，那将是最完美的崇拜（来 4 : 1一 13, 

启 7 : 9—12) 〇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 主日，让我们放下平日的劳 

作，让身体休息，专心思想三一上帝和他荣耀的创造大工和救赎大 

工。我们在主日聚会举行公众崇拜，这一天其余的时间则用于敬虔 

的工作、必需的工作和怜悯的工作，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守这日为圣 

日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 1章 8 节）。在主日，我们把地上的劳 

苦放下，预尝天国安息的滋味，就是羔羊的大宴席（启 19 : 6— 

1 0 ) ,并在盼望中体验与上帝和荣耀的圣民那永恒的相交。我们礼 

拜天在公众崇拜中操练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并把这一天的时间完全 

用于爱的团契和以上帝为中心的事上，这样就在地上品尝到天上宴 

席的美味（启 7 : 9—17)。

上帝为自己的子民设立了一桩美事，可我们很多人却把它看作 

是一件烦事，打乱了我们繁忙的生活。上帝给我们安息日，目的是 

让我们在平时的劳动之余有机会休息，并在上帝里面找到真喜乐。



我们的天父设计安息日制度是让我们得到充分的安息，让我们的心 

重新专注于那最要紧的事，就是上帝自己。

我祷告，守主日的做法会重新成为我们信徒生活的重要内容和 

独特见证，用这种做法来表明我们认真对待上帝的命令，并欣然接 

受七天当中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让我们专心致志地崇拜上帝的、 

享受基督徒团契相交的、让身体安息的圣日。

圣经是充足的

在 《要义》第一卷，加尔文说：“圣经显然远超过一切恩赐和 

人为的恩典，神圣的经文之中，自有一股神圣之气运行。” （加尔 

文，《要义》， 1 :82//1.8. 1 ) 对加尔文来说， 圣经是人认识上帝的 

关键所在。人要真正认识上帝，必须借助圣经。因 为 “圣经理清我 

们头脑中关于上帝的混淆认识，驱散我们的愚钝，让我们看清那位 

真上帝。因此，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上帝为了教导教会，不仅使 

用缄默的教师，并且开了自己的圣口……他从起初就为了教会而保 

存了这个计划……他也发出言语，这是人认识上帝更直接、更确凿 

的证据”（加尔文，《要义》，1 :70//1.6.1)。有了这样一个框架， 

上帝话语本身就足以成全他的旨意，不需要再添加什么别的东西。

圣经是充足的，这种充分性需要基督徒引起重视。归正教会虽 

然传统上坚持公众崇拜中圣经的中心地位，但今天也需要更加重视 

圣经的充分性。很多福音派基督徒可以高举圣经不假思索地宣告圣 

经是神所默示的、无谬的、权威的神圣话语。但很少有福音派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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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承认（哪怕是理解）圣经的充分性。实际上，如果一名律师被雇 

来起诉当代教会，控告他们今天的崇拜服侍中缺乏上帝的话语，那 

么他会收集到非常多足以定罪的证据。现实的状况是，在消费者驱 

动的教会里，圣经已经被挤到角落里。这一点很具有讽刺意味，虽 

然美国的讲台总是说我们必须相信和顺服上帝的话语，但教会却很 

少阅读圣经，也很少忠实地讲解圣经。

用不着成为神学家就能认出一个人是否持半贝拉基主义 

(semi-palegian) 或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 的救赎观，这些人认 

为别的途径比上帝的话语更有效，更能让人决志信主，更能帮助基 

督徒成熟。在一些人心里，有很多办法都比圣经好，更贴近人心， 

更能挽救失丧的灵魂，这些办法包括各种煽情的音乐、令人奋兴的 

大会和逗乐搞笑的讲道。

而且，也不难理解阿明尼乌主义的逻辑，阿明尼乌主义者会利 

用各种东西劝不信的人信主，因为在阿明尼乌主义的信仰体系里， 

人们距离基督救恩的诸多福分只有一步之遥—— 个人决志。但对于 

归正信仰而言，靠这种手段聚集选民是—— 我斗胆直言一一值得谴

责的。

以他的怜悯和爱，上帝拣选一些人进人永生，预定一些人进入 

永 死 （罗 9 : 22—2 3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III; iii)。而且，上帝 

拯救人，是通过圣灵默示的话语—— 上帝所设立的施恩途径—— 借 

着圣灵，在时间和空间中拯救并滋养那些他在创世以前定意所爱的 

人 （彼前 1 : 23 —2 : 2 , 弗 1 : 4 )。简而言之，上帝的话语，因圣 

灵的工作，足以重生上帝所拣选的人，并使他们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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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新教改教家内心坚信圣经的充分性，所以他们决心让 

圣经，而非教会传统，成为基督徒崇拜的根基，并且让圣经—— 通 

过解经式讲道—— 成为讲道的实质内容。马丁•路德、约翰•加尔 

文 （1509—1564)、彼得•菲密格理（1499—1562)、慈运理（1484— 

1531)和许多这样的人有一颗异乎寻常的热心，想一节一节地解明 

上帝的话语。他们明明可以想出很多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什么 

还要大费周折地仔细研究圣经、讲解圣经呢？那是因为新教改教家 

真正相信上帝话语是充分足够的，足以使选民重生和成圣。他们的 

正统信仰决定了他们的正确行为。圣经得到阅读、传讲、歌唱、祷 

告、承认、看 见 （在圣礼中），这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新教崇拜的 

标志，见证着基督徒坚信和依靠上帝所设立的施恩之道，上帝要使 

用圣经来拯救罪人并使他们成为圣洁。

至于那些—— 靠恩典借着信心—— 坚持上帝主权的能力和恩典 

的人们，让我们祈祷我们的教会将坚定不移地展现我们不屈不挠的 

信心：我们坚信圣经足以荣耀上帝，足以改变人生。这或许不符合 

美国消费者、宣教学家和教会倍增专家的实用主义和企业家式的思 

维，但这正是他的道路和智慧，而他是那位掌权的君王。 （林前 

1 : 18—2 5 ,来 4 : 12，帖前 1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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