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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系列》

序言

教會改革運動（Reformation）始源於十六世紀的德

國，其影響力卻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延展至今時今日，

也無遠弗屆地遍及全球。這是因著其精神是恆久和真實的，

就是教會需要不斷改良和優化，讓福音使命在不同處境中都

能開花結果。

世界信義宗聯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LWF）制

定了慶祝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的主題：「藉上帝的恩典

得釋放」，並設有三個副題：「救恩——並非商品」、「人

類——並非商品」和「大自然——並非商品」，並出版了四

本同名的專書以作宣揚。當下世界的光景，人類受到很大的

捆綁而需要得釋放，這些捆綁是從世俗化和全球化的不良影

響而來，所以我們要宣告《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有甚麽

捆綁著我們呢？原來當我們將「救恩」、「人類」和「大自

然」視為商品時，這種錯誤的思想就捆綁了我們作基督徒的

自由和喜樂，因此，我們就有了《救恩——並非商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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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並非商品

類——並非商品》和《大自然——並非商品》這三本書的信

息。

道聲出版社為香港信義會的出版單位，而香港信義會又

是世界信義宗聯會的一份子；因此，我們就向他們建議，由

道聲出版社將以上四本書翻譯為中文並出版，以便與閱讀華

文的讀者分享這些信息。

系列中的四本書，每一本都包含八篇文章，而每一篇文

章由不同作者撰寫。作者群包含全球不同地區的神學家、教

會領袖及信徒，特別是邀請青年人編寫。當中，也邀請了羅

馬天主教教會、東正教教會、聖公會和改革宗教會等不同宗

派的領袖著述，教會改革運動並不是某一個宗派或教會專有

的運動，而是歷世歷代基督徒的共同產業。四本書的最後一

篇文章同樣以查經作結，這強調了一切的研討和睿見，都希

望帶領讀者回到聖經去，而這也是我們的立場。

張振華監督

道聲出版社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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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冊子是為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出版的刊物系

列之一。《人類——並非商品》是主題「藉上帝的恩典得釋

放」其下的三個副題之一。此冊子所收錄的熱門文章，作者

們來自世界信義宗聯會所有地區，由一位改革宗神學家以合

一之聲代表。

因信稱義表達上帝與人類之間更新的關係，更深入剖析

人是帶著上帝的形象。人藉著上帝的恩典，必能得以更新。

因此，人不應被視為商品，因為商品的價值只是以利潤衡

量。這小冊子收錄的文章以不同的角度探討「人類——並非

商品」這個主題，包括信義宗如何理解人類學、販賣人口、

移民及同一屋簷下的相處之道。以上內容雖然精簡，但盼望

我們能拋磚引玉，帶出更多神學上有關人類尊嚴的討論。

導言

貝嘉德（Anne Burg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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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處境──信義宗的角度

呂素（Friederike Nüssel）

「人類並非商品」。為甚麼信義宗會發表這樣的聲明？

在本篇文章，筆者會從信義宗信徒的角度，看基督教人類學

幾個要點。未進入細節前，我們先回想十六世紀教會改革時

期一些重要的改變。改革者受惠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

和人類重視在哲學、語言學、建築、美術、工程等領域的成

就。這段發展時期，西方教會無法回應迫切改革的需要。羅

馬教會反而專注捍衛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強調及維護中世紀

晚期教會的聖統制，特別是執行告解禮和售賣贖罪券。

路德的發現：上帝的恩典並非商品

在此處境下，年輕的馬丁路德（1483-1546）決志要成

為修士，一生獻身給上帝。他專心過著敬虔的修道生活，不

斷尋求上帝的旨意，並嘗試積累功德以彌補自己的罪。當時

的人是藉告解禮和贖罪券，彌補過錯，但路德的良心一直不

安，常覺得自己還是不夠愛上帝，不值得上帝稱義。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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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扎，最後求問上帝：「上帝怎麼會呼召人用自己的力量愛

祂超於一切，但又明顯沒給他們足夠能力，以致最終祂揀選

這人，卻拒絕另一個人呢？」1 他愈問這個問題，愈難全心

全意愛上帝。路德陷入這個惡性循環，感覺如奴隸一般。 

多年苦研聖經的路德，在奧古斯丁修會會長施道比次

（Johann of Staupitz）的開導下，學會用新的思維理解上帝

的公義。他從聖經看到，上帝的公義不是因為祂懲罰過犯，

獎賞服從；而是藉著相信祂聖子耶穌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復

活，使人稱義。路德在他的著作《路德拉丁文全集》（Latin 

Works, 1545）的序言中，以自傳方式描述這段深刻的神學探

索之路。要重尋路德成為改革家之路，以及了解他原來的改

革洞見，這份後期文件不是一份可靠的資料，但仍然可看出

路德發現上帝真正的義，是如何改變他的人生和對上帝的態

度。路德感覺像重生一樣。因著上帝的恩慈和無條件的愛，

路德現在可以信靠及敬愛祂。故此，他不再認為自己是律法

的奴隸。

另外，他意識到教廷施行贖罪劵的做法，並不合乎上帝

的公義，因為他們忽略了上帝白白的恩典和無條件的憐憫是

在耶穌基督裏實現，福音也有此應許。後來，路德批評教會

把上帝塑造為恩典的零售商，供有功德的人購買。可是根據

聖經，上帝的恩典並非商品。善功並不能賺取稱義。相反，

唯獨相信上帝的恩典在耶穌基督裏顯明的人，能被上帝稱為

義。

這樣，唯獨因信稱義的教義成為了路德神學和教會改

革運動的核心思想。路德在一五三七年《施馬加登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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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lcald Articles of 1537） 說道：

就令天地和凡不永存的東西都毀壞，我們在遵守這

信條上，一點也不能讓步。彼得說：「因為在天下

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徒四12）經上又說：「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

治。」（賽五十三5）

我們對抗教皇、魔鬼，和屬世的言行，都根據於這

信條。所以我們對必須堅信這教理，而不懷疑，否

則一切都要失敗，而教皇，魔鬼，和世界就勝過了

我們。2

因此，按照信義宗的教導，稱義的信條成為教會基本及

首要的信條，也是信仰的根基。路德也是在此基礎上，詮釋

上帝的創造及人類的本性。

對人確實的理解

隨著路德發現上帝真正的義，他充分認識到罪惡的劣

根性。假如人類能遠離罪惡，按照上帝的旨意過活，那上帝

就沒有必要派祂的兒子拯救人類。而且，也只有上帝能勝過

罪的權勢。上帝至善的恩典是讓人類得以更新，並與祂復

和。因此，耶穌基督榮耀的受死，上帝並非被動地接受。相

反，上帝道成肉身，參與整個救贖工作。路德認為，不是只

有耶穌基督遭受人類肉身的痛苦和死亡，是上帝與祂的兒子



5

人類的處境──信義宗的角度

共同承受苦難，然後通過復活勝過死亡和罪的權勢。路德在

一五三九年發表的《論教會會議與教會》解釋基督論與救贖

論之間的密切關係：

基督是上帝和人在一個位格裏。凡論到祂是人，

也必指祂為上帝，那就是說，基督死了，而基督

是上帝，所以上帝死了──不是上帝與人分離，反

而是，上帝與人合一⋯⋯我們要在真正的信仰中喜

樂，以及感謝天父上帝的厚恩，竟讓至親的兒子成

為人，像我們一樣，成為我們的弟兄！我們基督徒

應該知道，若不是上帝站在天秤上給它重量，我們

這邊已下沉到地面。我的意思是這樣：如果不能說

上帝為我們死了，祂只是一個人，我們感到迷失；

但假若把上帝的死亡和上帝的屍首放在天秤上，祂

那邊會下降，而我們這邊則會上升，如同空秤。然

而，祂也可以輕易再攀升，或甚至跳出天秤！但祂

不能坐在天秤上，除非祂已經成為和我們一樣的

人，以致可以被稱為上帝將死、上帝的殉道、上帝

流血及死亡。上帝的本性不能死；但現在上帝和人

共存於一個人或物質身上，那人死亡就是上帝也

亡。3 

根據這個上帝的恩典的啓示，人類學會用新的視野看

他們的實況。雖然上帝頒發的十誡允許我們承認個人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