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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聚会 

二〇一一年 一月八日、礼拜六 

下午、三点～四点半 

良心是什么？ 
 

前言： 

新的一年、新的阅读、新的挑战、新的长进！ 

这一季所要研读的专题是《圣灵、良心或撒但的声音》，它是唐牧师在

1998 年神学讲座的题目。总共四讲，内容涵盖四个相关而又连贯的子题－(i)良心

是什么？(ii)良心的功用；(iii)撒但的声音；(iv)圣灵的声音。 

到底是圣灵的声音？还是良心在我们里面说话？或者是撒但的声音？要如何

分辨？此乃属圣灵论里的一个重要课题：必须正确地解释圣灵论，同时依照圣经的

总原则来了解圣经的原意；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此次讲座的焦点放在：圣灵在我们的良心里的引导，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

声音？什么不是神的声音？所以重点会放在良心、良心的功用，和良心怎么从圣灵

所启示的真理得着智慧。 

 

第一讲纲要： 

 可以说是一堂迷你型的《人论》；人有良心，与生俱来，乃上帝照着祂自己

的形像样式造人时，赋予给人的。 

唐牧师从比较东西方人论观点与文化分歧之处着手，提到西方重理性，认为

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在於人有理性；而东方则以良知、良能(不待学就已经知

的、不待学就已经会的)，作为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的要素。 

 但是，光靠良心，就能好好做人吗？人有灵性，且必须靠着圣灵的引导。 

 

经文：创一 27；二 7 

 

分题讨论： 

1. 人类有史以来最根本的问题：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理性，…〖西方文

明所提出来的标准，根据亚里斯多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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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与禽兽的分野：在於良心，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在人的天性里

有仁、义罢了。〖东方文明所提出来的标准，尤其是根据孟子的学说。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

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参：离娄篇下第 19 章)他

还指出人性里的“心之四端”，即仁、义、礼、知(知即智也)。恻隐之

心，人皆有之，此仁也；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此义也；辞让(或作恭敬)

之心，人皆有之，此礼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知也。(参：告子篇

上第 6 章；尽心篇上第 21 章)〗 

3. “四端”从何而来？孟子以为这些都是人性中所固有的，“非由外烁我

也，我固有之也”(语见孟子告子上第 6；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仁、义、

礼、知，并不是外人给予我的，而是我自己本来有的。”)〖换言之，孟

子的人性论主张：人原来就有不待学就知、不待学就能的良知与良能；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性中的四端的真正源头从何而来！〗 

4. 四端者，合在一起就是良心！ 

5. 理性与良心：理性是知的功能，而良心也是知的功能，只不过两者所知

的范畴、方向不同。理性向外，良心向内。〖理性从拉丁字 scio 转化而

来，其涵意就是知；而良心则从拉丁字 conscientia 转化而来，(con 

means “together with”, while scientia from the verb scire means “to know”)

本意就是“同知”co-knower, to know together with, to see together with, to 

agree together with，与理性并列，乃属对伦理、德行方面的知。良心不

在理性的范围内，而是在德性的范围内。〗 

6.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则从灵性出发：神的道超越世界的理性，神的灵高过

世人德性、良心的功用。 

7. 问得好：上帝造亚当时，把生气吹入鼻孔内，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个「灵」里面有什么？把圣经中关於灵里面重要的本性找出来！〖包

括理性、悟性、恒性、灵性、分析思考的功能、觉悟自己道德的责任等

等。〗 

8. 什么是灵性？〖简言之，全人的归回就是灵性！全人乃指理性、良心、

感性、意志等的总集合体。换言之，理性归回真理，就变成有信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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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就是灵性；良心归回圣灵的感化，就是灵性；意志归向上帝永恒

的意旨，就是灵性！〗 

 

附录： 

1. 其实有关圣灵的讲座唐牧师共讲过五次，它们的主题分别是⑴圣灵与福

音；⑵圣灵、祷告、复兴；⑶圣灵的引导－动力的生活；⑷圣灵的洗与

恩赐；⑸圣灵、良心或撒但的声音。 

2. 一个必须回顾、反思的问题：参加神学讲座，思考重要教义真理，其用

意何在？要达到怎样的目标？〖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已经

进行阅读团契那么久了，为何在这个当儿还会过头来谈它？我盼望每一

次的学习、讨论，都能更新我们的悟性，能依照圣经的总原则来了解圣

经的原意；使我们更顺从、更虔敬；促使我们在行动上能更果敢坚决；

对神的圣洁真理更加火热；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护卫并传扬以基督为中

心的信息！〗 

3. 人需要真理：真理不会改变，而人是会改变的；这样，真理就成为一个

本体，永恒而不变，并且是刺激人继续追求真理的源头。〖这有别于希

腊文化的特质，希腊文明乃以人为本体，以理性为工具，以上帝创造的

大自然为研究的对象。〗 

4. 认识神与认识自己：探讨两方面的关连与先后顺序！ 

5. 在孔孟儒家学说中，缺乏对神性的了解和探索，没有救赎，没有人神之

间中保的观念，因为只在普遍启示的范畴里，而不是在特殊启示的范畴

内。 

6.  批驳“理性属魂，良心属灵”的谬论： 

7. 新约圣经中「良心」一词共出现 32 次；现列出所有相关经节：约八 9 

(某些古卷含这个词汇)；徒二十三 1；二十四 16；罗二 15 (译为是非之

心)；九 1；十三 5；林前八 7 (用了两次), 10, 12；十 25, 27, 28, 29 (用了

两次)；林后一 12；四 2；五 11；提前一 5, 19；三 9；四 2；提后一 3；

多一 15；来九 9, 14；十 2, 22；十三 18；彼前二 19；三 16, 21。〖以读

词的方法来细读这些经文时，应留意与「良心」用在一起的形容词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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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如“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无亏的良心”；“良心

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良心软弱，以及良心与知识之间的关连；

良心的见证；清洁的良心；心中天良；有时「良心」就译成一个「心」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