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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聚会 

七月二十五日、礼拜六 

下午、三点～四点半 

人的自由 
 

讲义大纲： 

 重点在於界定「自由」，并阐述「自由」的本质、特性，以及不同的阶段。 

 

1. 复习：善的永存←→恶的偶存；这样，「偶存」是恶的源头，绝对不能

与「永存」的善的本体相提并论！ 

 所以，绝对不是「善恶二元论」。基督教乃是站在上帝绝对得胜的立

足点上来处理善、恶的问题。 

 「恶」是在偶存界内产生出来的。 

2. 问题：为何我们不能走「善恶二元论」的路？ 

3. 基要的立论：上帝是义的本体，不会从这义的本体产生出任何不义的判

断；也不可能从祂自己善的本体，发出任何不善的判断…；这样，上帝

独行奇事，绝对必然是义的、是善的、是圣的、是爱的…；在三一真神

里面绝对没有不义，没有不善，没有不圣…；祂所作的尽都是全义、全

善、全圣…。 

4. 几乎人人会问的问题：上帝自己并不是恶的源头，为何祂创造的偶存者

却被赋予自由，可以顺从上帝的旨意，也可以反对祂的旨意，以至於有

选择作恶的可能？ 

5. 为何人有被试探的可能？人被造、并被赋予自由的功能，所以人成为一

个可以被试探的活物。 

6. 尊贵←→自由←→危机： 

i. 人被造，具有荣耀、尊贵的地位；地位尊贵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

具备自由的功能； 

ii. 但是，「自由」在高贵之中却隐藏着危机！ 

iii. 自由是道德最重要的基础；自由也使我们的位格具备了真正的价值。 

iv. 一旦误用自由，就产生出来被定罪的「恶」，他的尊贵就受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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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而当自由与上帝的旨意相契合时，行使自由的受造物就成为存有

「善」的活物，这样，他的尊贵的地位也就显明出来了。 

7. 自由的误用：上帝是义的本体、善的本体、圣的本体、爱的本体、信实

的本体…；按照祂的形像样式被造的活物，因为拥有神的形像样式，也

可能把自己当作另外一个义的本体、善的本体、圣的本体、爱的本体、

信实的本体…。如果在神的义之外设立自己的义，在神的善之外设立自

己的善…；把自己当作不归於神的义的另外一个义的本体，把自己当作

不归於神的善的另外一个善的本体…，上帝就会以祂的绝对、独一的

义，宣判你是不义的，你不是真善…。 

8. 自由的正用：接受神的本体为实在的本体，而不以自己的自由另立其它

在上帝的义之外的义，在上帝的善之外的善…；这样，上帝就以你是归

义、归善、归圣…的「义者」了。 

9. 义的反面是不义、善的反面是不善…：这样说来，在永存界里岂不早就

有相对於神的义的本体之不义、神的善的本体之不善、神的圣的本体之

不圣…？〖如何回答？参看第 41 页的最后一段到第 42 页的头一段；也

参看上面的第 3 点。〗 

10. 自由的三大特性：限制性、危机性、责任性。 

11. 限制性：自由←→命令；自由←→律法；自由←→限制；无限制的自由

乃放纵、野蛮。 

 真正的自由必须与善的本体联系在一块，从这个关连产生出动能，在

善的范围里来限制并发挥自由。 

 自由必须与上帝的道德本性关连起来，以上帝的本性作为自由的限

制；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12. 危机性：自由必须含有命令，因为行使自由的人有义务和责任来遵行神

的旨意。参看两处经文：创二 16-17；传十一 9。 

13. 责任性：自由乃神所赐之恩，自然随着有对上帝负应当尽的责任。 

14. 自由的四个阶段：⑴创造之初，可善可恶的自由(posse peccare, posse non 

peccare)；⑵堕落后，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的自由(non posse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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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are)；⑶救赎后，可以不犯罪的自由(posse non peccare)；⑷成全后，

不再犯罪的自由(non posse peccare)。 

 

附录： 

1. 如何界定「自由」？ 

2. 人是被造的偶存者，有一个开头，同时在永恒界里也有延续存在的本

质。 

3. 被造、有灵性、具有自由功能、道德责任的活物：天使与人。 

4. 旧约里，只有四处的经文提到「撒但」：代上二十一 1；伯一 6-12，二

1-7；亚三 1-2。撒但的意思就是「抵挡者」。 

5. 在还没有其他受造物在场的情况下，为何天使可能不守本位？参看第 40

页里的最后一段。 

6. 神的「主权」、「恩典」与「公义」之间的关连：参看第 43 页，以及

第 120 页。 

7. 上帝每次赐下恩典的时候，都包含着责任的追讨：试举例详加说明！

〖神是赐恩的源头，神也是追讨责任的审判者。〗 

8. 智慧的高峰：把义与爱结合起来。 

9. 圣经的公平观： 

10. 何谓「舍己」？ 

11. 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明白并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12. 救恩的顺序：先被重生，而后才知道要悔改… 

13. 如何讲求圣经的总原则？〖整体、一贯；要明白名词与名词、节与节、

章与章、书与书之间的关连性。〗 

14. 谁才能享受在永世里不再犯罪的自由？就是那些在创世之前，在万古之

先，神所豫定的，并在各自人生历史过程中间藉着基督成全救恩所豫备

的，并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蒙圣灵重生，最终在永恒中属於神的选民。 



 4

阅读团契 

感谢主的带领，第三季「阅读团契」的聚会已经开始；这是第二次聚会。 

 

在这一季里，我们选读的是《神的豫定与人的自由》。这本书是根据第十八

届神学讲座的内容整理出版的；那是 2003 年唐崇荣牧师在台北主讲的专题。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一起建立归正信仰的架构，坚立归正神学的信念。 

 

无可置疑地，要领会神的豫定与人的自由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牵涉到神的

主权和人的意志交错重叠的棘手难题；不过，还是能找得着答案，它就藏在上帝所

启示的真道内，也只有从我们手头的圣经里去仔细探求整理。同时我们还非得好好

研读不可，因为它直接关联到重大的课题，如神的主权、神的豫定、神的拣选、神

施行的救赎恩典、我们得救的确据和把握等。研讨这类教义难题，绝非让我们进入

象牙塔，徒增头脑里的神学知识而已。而是要更全面地领悟神在永恒中所定的意

旨，明白祂在历史中的作为，认定祂的主权，觉悟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尊严与责

任，以至於能遵行祂的旨意，事奉祂、荣耀祂！ 

 

仔细阅读，并作思辨的功夫！深信一定能够坚固信仰的根基，使我们的生

命、信仰一并归正！ 

**********************  

聚会日期                 题目  
 

头一次聚会：七月十一日    神的永存与人的偶存 
 

第二次聚会：七月二十五日   人的自由 

        

第三次聚会：八月八日    永恒的旨意与历史程序的动力 
 

第四次聚会：八月二十二日        三一神的工作 

 

第五次聚会：九月五日         神的豫定与教会的关系 
 
第六次聚会：九月十九日    神的豫定与圣徒的恒忍 

 

聚会时间：  
(礼拜六)下午、三点  

 
地点： 

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315 Outram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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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团契的宗旨∶ 
  奠定自己归正信仰的根基，建立自己归正信仰的架构、充实自己归正信仰教义

的内涵；淬砺自己归正信仰的精神。  
 
目标∶  
  归回圣经、明白上帝启示的真道、忠于上帝的话语、归纳出圣经中的总原则、

贯彻实践圣经教导、热切传扬福音真理。  
 
远程∶  
  遍读有关归正神学的书籍。尤其是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信仰要义》那本钜

著。 

 
近程∶  
  从唐牧师神学讲座的丛书着手。  
 
具体计划与进行的成果∶  
  从《异象、呼召、使命》这本书读起，在三个月内完成。之后，每一季读完一

本；到现今为止，已经读过的书籍还包括《救赎论》、《圣灵的引导－动力的生

活》、《圣灵与福音》、《布道神学》、《布道策略》、《信仰与奋斗力的建

造》、《基督论》、《时代危机与基督徒典范》；目前则继续阅读《神的豫定与人

的自由》…  
 
聚会进行的方式∶  
  拟定相关问答题目；作个人思辨、审问的工夫；对照圣经上的教导；条列相关

经文、印证圣经内的实例；通过小组讨论，分享心得；归纳及整理笔记；作成记

录。 
 
网址∶http://www.reformedsg.org/forum/index.php 

   http://www.stemi.org.sg/ 

 

2009 年的读书计划：  

  第一季阅读《基督论》(已完成) 

  第二季阅读《时代危机与基督徒典范》(已完成) 

  第三季阅读《上帝的豫定与人的自由》(目前阅读的书籍，第二次聚会) 

  第四季阅读《圣灵的洗与恩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