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预定论系列讲座之十

预定论与得救的确据
读经：罗 8：1-39；弗 2：1-10

各位在耶稣基督里蒙我们父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就要再来施

行祂那绝对公义的审判，请问你有把握坦然无惧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站立吗？你能确定自己肯

定不会受地狱永死的刑罚吗？这可能是很多基督徒不愿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美国改

革宗神学家史普罗在他所写的《认识预定论》一书中曾提到一批神学生中居然有百分之九十

的人说他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重生得救；而我们中国教会，在三十年前如果有哪一个基督徒

敢说自己有把握面对基督的终极审判，说自己肯定可以上天堂，那是会被众人指责和批评的；

虽然近些年来，对于救恩稳固的真理逐渐被很多教会和基督徒所接受，但还是有很多接受救

恩稳固的真理的基督徒对自己是否拥有得救的确据（就是指个人对自己得救的把握）这方面

有疑惑。因此对于得救确据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此作一个论述，以帮助我们都能正确认识得

救的确据，使我们可以时常享受父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也使我们在软弱

和低谷中可以有力量和盼望，以致重新刚强站立起来，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一、得救的确据的来源

美国改革宗神学家史普罗说对于自己是否有得救的确据，世上有四种人：（1）未得救

的人知道自己尚未得救；（2）未得救的人“知道”（自以为）自己已得救；（3）得救的人

不知道自己已得救；（4）得救的人知道自己已得救。

这第二种人搅扰了得救的概念，因为未得救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得救的，那么已经得

救的人怎能知道自己是真得救的？未得救的人怎么会“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这是因为受

到“普世得救论”影响的缘故。“普世得救论”认为只要信耶稣，就可得救恩，因为圣经就

是这么说的，他们不分是否重生。传这种“福音”的人，真是害了不少人，因为它使信的人，

不再去确认自己是否果真重生得救。

使徒保罗对他的蒙拣选十分确信，他在书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我现在被浇奠，我离

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

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提后 4：6-8】“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

【提后 1：12】

而我们如何也能像保罗这样有真实、不虚假的确据呢？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的第十条告

诉我们得此确据的来源：“这确信不是来源于圣经以外的某个‘给个人的启示’，而是来

源于：（一）信神的应许，这应许是神为了让我们得安慰而在祂话语中丰丰富富地启示给

我们的；（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和后嗣；（三）为神的缘

故认真地追求清洁的良心，行真正的善事。”

今天，你还是会听见一些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告诉你，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的

人的：“我做了一个梦，神在梦中告诉我，我是属祂的”，“我有特殊的属灵（重生）经历”，



“我有说方言，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我就是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事实上，多特信

经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了这些观点（或说法）的错谬；然而，几百年来，这些错谬仍

然在教会中不断传播、蔓延，使得很多基督徒落在困惑和迷茫中。所以，正确的神学知识才

能帮助我们拥有救恩的确据。

改革宗神学依据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确据来自于三个方面：（一）相信神在圣经中明

确的应许；（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三）实际生活中的真善行。

对于第一方面，我们在上一堂课中就根据圣经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圣徒永蒙保守的教义，

只要你相信神在圣经中的这些应许是真实的，你就应该对自己有得救的确据。然后，虽然内

心里，我承认我并不全心爱基督，但我却深知我又确实爱祂：每当我想到祂的得胜、祂的再

来时，就会令我兴奋和喜乐，也相信我得救的盼望得以实现。假如在我的内心里没有祂的恩

典、没有祂的生命，我相信我里面的这些感觉是不可能有的。这好象一对恋人，自己是否爱

着对方，是来自内在的确据的，因为对方在自己的生命里占着一定的位置，这是无可辩驳的

事实。

除了恩典的内在证据外，还有外在证据。既然内在的生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生命的

变化也必然会反映到生命的外在表现中来。这一种外在的生活表现往往是以基督为中心去行

事的，尽管常常会做不到，但内心会听见圣灵责备的声音。在外在表现中，一个重生的基督

徒必然会自己鞭策自己去纠正行事为人的方式。软弱失败是难免的，但他会在祷告中求神帮

助，使自己刚强壮胆、作一个大丈夫、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外在表现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喜欢读神的话、更喜欢思想神的话，

总是想把整个的救恩道理弄明白。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喜欢祷告、亲近神、与神对话，

就好象儿子和父亲说话一样。况且，祷告时还会被圣灵充满【帖后 2：13】这一切，圣灵也

会对我们作见证，罗 8：10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同证”了，

就必盖上圣灵的印记。

改革宗神学家贺治（A. A. Hodge），对真的确据与假的确据作了以下区分：

--------------------------------------------------------------------------------

真实的确据 虚假的确据

--------------------------------------------------------------------------------

导致真正的谦虚 导致属灵的骄傲

致力于追求圣洁 耽迷于怠惰

对自己有诚实的检讨 避免正确的评量

渴慕与神有更亲近的关系 对神的关系是冷淡的

虚假的确据就是没有确据，没有确据就是没有重生。但是确据有时会因为犯罪的缘故，

使我们似乎感觉到心中没有得救的确据了。因为我们想，若有确据，怎么会犯这么严重的罪

呢？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必须相信救恩的可靠性。圣灵的印记既已盖上，就不会再取消。因为我们所犯的是

因软弱缘故的罪，不是敌挡圣灵的故意犯罪，因此我们虽然跌倒，却不至于全身仆倒，主耶

稣的恩手必定会把我们搀扶起来，但我们也必会受罪的报应。大卫王犯奸淫的罪，就是一个

例子。虽然他受到神严厉的责罚，他当时也似乎感觉到圣灵离开了他，但当他真正认罪悔改



以后，神仍然接纳了他，可是他的后续生活中遇到了不少罪的报应，如押沙龙的背叛等。

二、救恩的确据给我们带来的益处

基督徒拥有救恩的确据（即对神的保守有把握）会产生怎样的态度呢？

反对救恩稳固教义的人（即阿民念主义者）认为：“确信自己蒙保守得救恩的教义本

身一定会带来虚假的安全感，这对操练敬虔、好品德和祷告等是有害无益的。恰恰相反，

对自己蒙保守得救恩留有怀疑是值得称赞的。” 对此，多特信经的作者们反驳说：“这种

说法是无视神恩典的有效和大能，也是无视内住在我们里面之圣灵的做工。它违背了使徒

约翰的教导。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

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祂，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凡向祂有这指望的，就洁净

自己，像祂洁净一样。’【约一 3:2-3】此外，这种说法在新旧约中真信徒的榜样面前也站

不住脚，因为他们虽然确信自己蒙保守得救恩，却仍然恒切祷告、操练各样的敬虔。”

要理解反对救恩稳固的人为什么会得出这些结论并不困难。他们是根据日常生活中所能

经历到的事情说了上面的那些话。一个学生如果对自己能顺利通过考试有把握，他就不会努

力学习。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毕竟，考试所要检测的一切知识他都已经知道了。如果一个

儿子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在父亲的公司或生意中所拥有的地位，他就不会像一个不确

定自己是否会继续留任的年青人那样，要努力地给他父亲留下好印象。这位儿子可能会上班

迟到，他的工作态度可能会散漫。他永远都不害怕自己会被解雇。他因为自己所拥有的老板

“儿子”的身份而感到安全。

毫无疑问，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阿民念主义者根据这些例子所得出的结论

就是，真信徒能持守信仰的教义“会带来虚假的安全感，这对操练敬虔、好品德和祷告等是

有害无益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上面的例子所展现的是罪人按其本性所会有的态度，却不是神要

我们这些基督徒所当有的态度。因此，多特信经的作者在第五项教义的第十二条告诉我们，

救恩的确据是基督徒追求圣洁的动力：“对持守信仰有把握绝不会使真信徒骄傲自满，相

反，它能生出谦卑、对神孩童般的敬畏和真敬虔，也会使信徒在每一次争战中忍耐，热切

祷告，在患难中坚定不移，坚持宣告真理，并在神里面常常喜乐。此外，思想持守信仰所

带来的益处也激励信徒不断真心地感恩并行善，这一点从圣经的见证与圣徒的例子中都得

到了证明。”

一个学生总能轻松地通过考试，并取得好的成绩，但如果他用更多的时间准备考试就可

以考得更好的话，神就不喜悦这个学生。那些归信神的“学生”愿意讨神的喜悦，而不愿在

他们的“学习”上懈怠。他们会竭力成为完全，因为他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如果一个年轻人在为他父亲工作的时候，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发展并运用自己的才赋，

神就不喜悦这个年轻人。那些归信神的“年轻雇员”愿意讨神的喜悦，而不愿在他们的“工

作”上懈怠。他们会竭力地为神的缘故而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并藉此荣耀神。

这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对神的保守和自己能持守信仰这两点有把握的基督徒。他们知道自

己在救恩里的地位是牢固的，但这永远不会让他们有虚假的安全感，好像他们无需对撒但的

能力或罪的影响保持警醒并为之祷告。确信神的保守也不会使真信徒在顺服神的诫命或向神



祷告的事上懈怠。这是因为基督徒真心渴望要讨神的喜悦，不愿让他们的罪使神忧伤。

要知道，神用大能使选民在救恩中得坚固，这个能力也更新选民的心，以致他们热爱他

们在天上的父，并愿意遵守祂的诫命【参见约 14:15、21】。

神用大能更新生来就是罪人的人，这个能力也确定无疑地使新造的人结出各样的好果

子。基督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

能结好果子。”【太 7:17-18】基督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

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 15:5】

神用大能对人进行再次的创造，这个能力也使重生之人在歌声和祷告声中向神表达他们

的感恩。正如基督所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 6:45】

所以，《多特信经》的作者在拒绝、驳斥阿民念主义者的谬误时说，对持守信仰有把握

绝不会使真信徒“骄傲自满”，相反，它能生出“谦卑、对神孩童般的敬畏”。

这就好比一位妻子知道自己很容易受到流氓的骚扰，但她的丈夫承诺会一直看顾她，保

护她不受流氓的伤害，她难道会因此突然变得骄傲起来吗？她不能保护自己，必须依靠丈夫

才能得到保护，这样的事实难道不会使她谦卑下来吗？她难道不会觉得自己就像依赖父母的

孩子那样渺小和无助吗？她的丈夫已经发誓要一直保护她，她难道不会对丈夫的爱和能力表

示出莫大敬意和尊重吗？与此类似，真信徒知道自己在敌人面前是无助的。他们承认自己倾

向于犯罪，也知道若是靠自己的力量就不能胜过试探。他们认识到自己只有靠着神的保守才

能持守信仰到底。他们因着自己的不配和软弱而谦卑下来，并对神坚定不移的爱和无限的能

力而心生敬畏。

对神的保守有把握也是“真敬虔”的根源。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妻子知道自己很容易受

到流氓的骚扰，也知道坏人要对她做怎样的恶事，她还会故意和流氓调情吗？她还敢于用这

种不忠的行为来激怒自己忠实的丈夫吗？这位女士一定会远远地逃离那位流氓，并尽其所能

地避开他。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真信徒的身上。

真信徒知道他们的救恩是牢固的，也知道罪的后果是严重的，所以他们不会与罪和撒但

“调情”。他们知道撒但会给他们带来数不清的伤害，也知道他们的罪会给神的名带去极大

的羞辱。因此，真信徒逃离罪，逃离撒但，逃离一切会惹神发怒的事情。

对神的保守有把握还是基督徒“在每一次争战中忍耐”的根源。神的保守并不意味着基

督徒会逃离一切的试探，也不意味着他们会胜过所有的罪。基督徒仍然会受到试探，有时也

会犯罪，甚至会犯下严重的罪。

我们把这个道理运用在刚刚提到的那位妻子身上。有时那位流氓会与她面对面，甚至会

抓住她不放，开始侮辱她。那位妻子知道自己不是这个流氓的对手，如果她对自己的丈夫要

保护她的承诺没有把握，她可能很快就会沮丧下来，放弃与流氓的搏斗。但是，她的丈夫曾

经承诺要照顾她、保护她，她知道无论何时她的丈夫都会来救她，这使她坚持和流氓搏斗。

与此类似，对神的保守有把握会防止基督徒在挣扎和试探中自认失败。基督徒知道，他

们藉着神的保守必能持守信仰到底，这个确知使他们继续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继续与罪、

撒但及其统治的全部势力争战。神已经向他们应许，他们必将胜过罪和撒但，因为他们在耶

稣基督里是得胜有余的。



基督徒坚信，他们藉着神的恩典必能持守信仰到底，这激励他们“热切祷告”。一位丈

夫承诺要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如果对丈夫的承诺坚信不疑，她就会在危难中更加大声地呼救，

好让她的丈夫听见，并迅速来救她。尽管她的呼求可能没有立刻被丈夫听到，但她会一直呼

求下去，因为她真心相信丈夫的承诺。与此类似，对神的保守有把握是“热切祷告”的真正

根源。

《多特信经》的作者还告诉我们，蒙神保守的确据激励真信徒“在患难中坚定不移，坚

持宣告真理”。这里所说的患难是指为真理的缘故而遭受的患难。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

作者撰写《多特信经》的时候，许多殉道者所洒下的热血仍然流淌在大地之上。他们之所以

被处死，是因为他们持守真理——就是这些信经信条所宣告的各项真理。但是，“神的保守

以及真信徒能持守信仰”这一真理是如此的宝贵，以致信徒时刻做好准备继续宣告这项真理，

哪怕这样做会使他们遭受患难。这项美好的教义完全值得信徒为其舍命。

对神的保守有把握还激起了另外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信徒“在神里面常常喜乐”。

使这个喜乐产生的一个因素是信徒拥有安全感，但决定因素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催促祂保守祂

的选民。选民所感受到的喜乐是一种在神里面的喜乐，而不仅仅是在神的看顾和保守里面的

喜乐。

思想神的保守所带来的永远的安全也激励信徒“不断真心地感恩并行善”。信徒有永远

的安全，他们为此而永远地感恩。神不但使他们开始承受救恩，也应许要一直把他们保守在

救恩之中，他们为着自己不配得的恩典而对神充满了感恩。这个内心的感受也转化为实际的

行动。感恩总是转化成善行。

选民的感恩和善行既非三心二意，也非没有委身或动力。与此相反，信徒在感恩和顺服

的事上是严肃的。他们会尽心、尽意、尽力地爱神、服事神。此外，他们的感恩和善行不是

时有时无。这就是说，他们不会有一天心中满是感恩，第二天却心中毫无感恩；他们不会有

一天行善，第二天却尽情地享受罪中之乐。信徒的感恩和顺服是持续的、稳定的。

《多特信经》的作者说，“这一点从圣经的见证与众圣徒的例子中都得到了证明”，

对神的保守有把握是所有这些敬虔之态度和行为的真正根源。我们可以举几处经文为例。

大卫在诗篇 138篇用优美的词句宣告了神的保守：

“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

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诗 138:7-8】

“成全”某事就是指完成或结束某事。大卫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他的事。这句话的背景

是，神在大卫面对敌人的时候保守他。

我们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大卫在与他的敌人争战的过程中仍然确信，耶和华

必会带他走到争战的末了，使他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大卫确信神必会保守他，直到他完成

自己在地上的使命。

这样的确信在大卫身上激起了怎样的回应呢？第一个回应是，大卫向神真心地感恩！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

赞你的名……。”【诗 138:1-2】

第二个回应是，大卫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带着谦卑和对神孩童般的敬畏与神同行。

他活出了真正敬虔的生活，心中也满有持续的喜乐。



保罗则是另一个例子。他也确信自己必蒙神的保守。他带着这样的确据写道：“为这缘

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

祂的，直到那日。”【提后 1:12】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确据是以怎样的方式使保罗“在患

难中坚定不移，坚持宣告真理”。我们也应当注意，对神的保守有把握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使

保罗在下一节经文劝勉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常常守着。”

【提后 1:13】

我们在腓立比书第 1章再次看到，保罗对神的保守做出了美好的宣告。神的这个恩典激

励保罗在祷告中真心地感谢神，他的心里也充满了喜乐。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

祈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

1：3-6】

的确，我们从圣经中这些敬虔之人的实例中看见，他们相信神的保守并没有使他们在属

灵上放纵或者懒惰；相反，这使他们更加感恩，更加殷勤地来尽自己属灵上的本分，以致可

以结出属灵的美果来见证荣耀神。

各位弟兄姊妹：救恩的确据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益处；但是，如果你不接受预定论

的真理，那么对于救恩的确据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因为得救如果是出于罪人自己意志

的决定和努力持守，那么，在我们实际软弱的状况之中，得救的确据就会荡然无存！只有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完全无助和完全无能为力，谦卑地仰望神凭自己主权和恩典的拯救，我

们才能得着真确的喜乐和盼望，才能拥有得救的确据并在其中享受欣然欢呼歌唱：“神若

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祂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

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

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

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1-39】

阿们！

思考问题：

1、史普罗说对于自己是否有得救的确据，世上有哪四种人？为什么说“未得救的人‘知

道’自己已经得救”会搅扰得救的概念？

2、你认为基督徒得救的确据来源于哪里？多特信经对此是如何教导的？

3、改革宗神学家贺治对真的确据与假的确据作了怎样的区分？

4、基督徒拥有救恩的确据会产生怎样的态度呢？阿民念主义者是如何认为的？

5、你要怎样才能在得救的确据中稳固成长？预定论和得救的确据有什么关系？

注：本讲义参考《多特信经》的相关解释和史普罗《认识预定论》一书中的相

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