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十字架受难和救赎

《诠释启示录》655.

地狱分为"魔鬼 "和"撒旦 "两个国度，分别与属天天堂和属灵

天堂相对。无论是说邪恶和由此产生的虚假，还是说这些地狱，

都是一样的，因为所有的罪恶和由此产生的虚假都是从这些地

狱中升起的。

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意味着他被拒绝和谴责，即被来自

地狱之爱的邪恶和虚假所拒绝和谴责。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意味着祂被他们所爱

的邪恶和虚假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圣言中记载的关于主的十字

架受难的所有事情都代表了那个民族的教会的扭曲状态。因为

他们虽然认为圣言是神圣的，但却因他们的传统而歪曲了其中

的一切，直到他们身上不再有任何神圣的良善和真理，而当神

圣的善和神圣的真理在圣言中不再存在时，来自地狱之爱的邪

恶和虚假就会取代它们，这些就是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主的十字架受难的标志，说主 "被杀 "意味着他

被拒绝和否认）。



既然这里说的是 "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就应该告诉

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或挂在木头上）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

什么。他们有两种死刑方式，即钉死和用石头砸死；"钉死 "

意味着定罪和诅咒，因为教会中的良善被破坏；原因是他们被

挂在上面的 "木头 "表示善，反之表示恶，都与意志有关。"

用石头砸 "意味着定罪和诅咒，因为教会中的真理被破坏，原

因是 "石头 "是指真理，相反是指虚假，都是与理解力有关的。

因为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制定的所有东西都是有代表性的，因此

也是有意义的。。

同样，"被挂在木头上或被钉在十字架上 "在马太福音中表示

对破坏教会的良善的邪恶的惩罚。

耶稣对门徒说，他必须在耶路撒冷受苦，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

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把他交给外邦人，让他们嘲笑，鞭

打，钉死；第三天，他要复活（马太福音 20:18, 19；马可福

音 10:32-34）。

这些话的属灵意义是，神性真理在教义的虚假和生活的邪恶统

治的教会中，将被亵渎，其真理将被歪曲，其良善将被破坏。

"人子 "表示神性真理，也就是圣言，"耶路撒冷 "表示教会，



那里只有虚假和邪恶；"祭司长和文士 "表示对善的掺杂和对

真理的歪曲，两者都来自地狱之爱。"定他的罪，把他交给外

邦人 "标志着把神性真理和神性良善交给来自地狱的邪恶和虚

假，"外邦人 "标志着来自地狱的邪恶，破坏教会的良善。"被

嘲弄，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表示亵渎、伪造和歪曲真

理，掺杂和破坏教会和道的良善；"第三天他要复活，"表示

主的人身的完全荣耀。

由此可以看出，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属灵意义上意味着当时与

之相关的各种嘲弄，如 "他们把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

用芦苇打他"，还有 "他们朝他脸上吐唾沫"，以及福音书中提

到的许多其它事情，这意味着犹太民族以一种令人发指的方式

对待神性真理和良善本身，就是主。因为主使那个教会的恶劣

状况在他自己身上得到体现；这也标志着：

他承担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 53:11）。

因为先知把教会中令人发指的事情放在自己身上是很常见的；

因此，先知以赛亚被命令赤身裸体、赤脚走三年，以代表教会

缺乏善和真理（以赛亚书 20。 3, 4）；先知以西结被绳索捆

绑，围困在画有耶路撒冷的瓦片上，吃了用牛粪做的大麦饼，



表示教会的真理和美好就这样被虚假所围困，被邪恶所污染

（Ezekiel 4: 1-13）；先知何西阿被命令把一个妓女当作自

己的女人，和妓女的孩子，代表当时教会是何性质（何西阿 1：

1-11）；还有其它类似的事情。以西结书 4:5,6 明确宣布这

是 "承受以色列家（或教会）的罪孽"。由此可以看出，所有

关于主的十字架受难的记录都代表了当时教会与犹太民族的状

况。因此，关于 "挂在木头上或钉在十字架上 "的惩罚也是如

此。

《真实的基督教》126.(6)十字架受难是主作为最伟大的先知

所经受的终极试探，也是荣耀其人性，即将其与父的神性融合

的途径；但十字架受难并非救赎本身。主降世有两个目的：救

赎并荣耀祂的人身；祂以此拯救人类和天使。这两个目的截然

不同，然而在实现救赎的过程中却合而为一。在以下的章节将

会说明何为救赎行为，就是与诸地狱的争战，征服地狱，重整

天堂秩序。但荣耀则是主的人性与其父的神性的合一。这个过

程是逐步进行的，最后通过祂的十字架受难完成。因为人这一

方应靠近神；人靠得越近，神这一方就越进入他里面。这类似

于建教堂：这教堂必须首先借助人手建起来；然后被祝圣，最

后要祷告，祈求神同在，并将祂自己与会众结合起来。结合本



身是通过十字架受难实现的，因为那是主在世时所经历的终极

试探；试探创造了结合。在试探中，人看似孤单一人，但他并

非如此。因为那时，神最亲密地临在于他的至内在，暗中给他

支持。因此，人若战胜了试探，就会与神有内在的结合，就像

主在试探中与其父神有至内在的合一那样。主在十字架上受难

时，也是孤身一人，这一点从祂在十字架上的喊声明显看出来：

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 27:46）

也可从主的这些话看出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

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 10:18）

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出，主所受的苦难是就其人性而言的，而非

就其神性而言的；至内在，因而完全合一由此实现。这一点也

可通过以下事实说明，人在肉体中受苦时，他的灵魂不会受苦，

只是有点忧伤；得胜之后，神会拿走这忧伤，将其抹除，如同

人擦去眼中的泪水。

127.救赎和十字架受难必须被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否

则，人的心智就会搁浅，就象船只及其上的舵手、船长和船员

一起撞到堤岸或岩石上，失去控制；也就是说，它会在关乎主



救赎的一切事上误入歧途。若对这两个不同事件没有一个清晰

的概念，人就如同在梦中看到虚幻事物，并从这些事物中得出

结论，以之为真，而事实上，它们是荒诞不经的；或他就象有

人在夜间行走，抓住一些树叶，以为它们是某个人的头发，走

近后，却将自己的头发缠到了树枝上。不过，尽管救赎与十字

架受难是两个不同事件，但它们在实现救赎的过程中仍合而为

一。因为主凭借祂与父的合一（这种合一通过十字架受难成就）

而成为永恒的救赎主。

132. (7)相信十字架受难是真正的救赎行为，这是教会的根本

性错误；这个错误，连同有关来自永恒的三个神性位格的错误，

已败坏了整个教会，甚至到了其中属灵之物荡然无存的地步。

如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以下观念更能塞满正统神学书籍，或

更热情地在学院中被教导和灌输，或更频繁地在讲坛上被宣讲

和传扬的呢？即：父神向人类发怒，不仅将其从身边赶走，还

把它置于普遍的诅咒之下，从而把它逐出教会；但祂又是仁慈

的，故祂说服，或迫使自己的儿子降下来，担当这个诅咒的判

决，以平息祂父亲的愤怒；只有这样祂才能以赞许的眼光看待

人类。而且，这一切实际上是通过圣子完成的。例如，为了担



当人类的诅咒，圣子让自己被犹太人鞭打，往自己脸上吐唾沫，

然后被钉十字架，就象在神面前受咒诅一样（申命记

21:23）。这样行以后，父就得了安慰，并出于对祂儿子的爱

而取消了这个诅咒，不过，仅仅取消了圣子所代求的那些人的

诅咒，圣子因此成为父面前永恒的中保。

如今，这些及类似观念就回响在我们教堂中，再从墙上回响过

来，如同森林里的回声，灌满那里所有听众的耳朵。若理性被

圣言启示并清醒，谁不明白，神是怜悯本身和仁慈本身，因为

祂是爱本身和善本身，这些属性是祂的本质？因此，说怜悯本

身或良善本身以愤怒的眼光看待人，并对他作出诅咒的判决，

却仍保持它自己的神性本质，这是一个矛盾。这类行为很难归

给一个好人，只能归给一个坏人。它们也不可能归给天堂的天

使，只能归给地狱灵。因此，把它们归给神是非常可怕的。

若问原因，答案是：人们把十字架受难当成了真正的救赎行为。

这些错误便从这个源头涌出，就象一个错误酿成了一系列错误，

或从一罐醋所流出的，无非是醋，从一个错乱的心智所流出的，

无非是疯狂。一个结论会引出同类型的其它理论，因为它们就

隐藏在这个结论中，一个接一个出现；从十字架受难就是救赎

行为的教义中能出现并提取出关于神的更为卑鄙可耻的观念，



直到以赛亚书中的话应验：

祭司和先知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谬行审判，各席上满了呕吐

的污秽。（以赛亚书 28:7,8）

什么是真正的救赎行为？

9809.祭司职分代表主的神性之爱的神性良善，因而代表主作

为救主所履行的各种服务。

由于拯救的工作属于祭司职分，所以为百姓的赎罪的大祭司职

分具有同样的代表。

每当亚伦和他的儿子供祭司职分时，无论在祭坛旁，还是在会

幕中，经上都给他们规定了各种洁净行为。经上之所以制定这

些和其它许多律法，是因为大祭司代表神性良善方面的主；良

善具有这样的性质：邪恶不可能与它联结，因为良善躲避邪恶，

邪恶则惧怕良善，如同地狱惧怕天堂；因此，邪恶绝无可能与

良善联结在一起，因为它们互相排斥，它们彼此联结是不可能

的。

但至于真理，它则具有这样的性质：虚假能与它联结；不过，

含有邪恶在里面的虚假不能，唯有含有良善在里面的虚假才能。

也就是说，它能与存在于小孩子、尚处于纯真年龄的男孩女孩，



以及无知的正直外邦人身上的那种良善联结；它能与以生活的

良善为目的的但却停留于圣言的字义和源于它的教义的良善联

结。因为作为目的的这种良善会驱走虚假的一切恶毒，或说从

虚假中驱散一切向恶的倾向，以这种方式来使用虚假：它使虚

假表面看似真理。

9937.《出埃及记》28:38 “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的罪孽”表

随之对那些处于源自主的良善之人身上的虚假和邪恶的除去或

移走。 “亚伦”是指爱之良善方面的主；亚伦所供的“祭司

职分”是指主作为救主所履行的一切服务；“担当罪孽”是指

除去或移走那些处于良善之人身上的虚假和邪恶。在教会，众

所周知，主为人类“担罪”；但至于“担当罪孽和罪恶”是什

么意思，却无人知道。有人以为它是指主将人类的罪恶担在自

己身上，让自己被判刑，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由于罪责落

到祂身上，所以世人免于诅咒或定罪；还以为诅咒或定罪被主

通过成全律法拿走了，因为凡不成全律法的人，律法都会定他

的罪。

但这些想法并不是“担当罪孽”的意思，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死

后都等候着他；这时，他照这些行为的性质或被判生，或被判

死。它们的性质取决于他的爱和信，因为爱和信构成一个行为



的生命。因此，它们不可能通过转到另一个将要担当它们的人

身上而被拿走。由此明显可知，“担当罪孽”表示其它东西，

而非这些想法；至于当如何来理解，这可从主对罪孽或罪的实

际担当看出来，当主为人而与地狱争战时，祂就担当了它们，

因为没有人能凭自己而与这些地狱争战。相反，主独自如此行，

事实上不断为每个人而如此行，只是照着各人对神性良善和神

性真理的接受而不同。

当主在世时，祂与所有地狱争战，彻底征服它们，由此也变成

公义。

9715.在此有必要阐明何为唯独属于主的公义和功德。人们以

为主获得功德和公义，是因为祂成全了律法的一切，并通过十

字架受难拯救人类。但是在圣言中，主的功德和公义并不是这

样来理解的。相反，要将祂的功德和公义理解为，唯独祂与所

有地狱争战，并战胜它们，从而将地狱里的一切，同时将天堂

里的一切恢复秩序。因为祂唯独凭通过得胜所获得的人身中的

神性能力而为天堂和教会，进而为全人类而永远争战并得胜，

由此拯救他们。这就得被称为“公义”的功德良善，因为公义

的行为在于抑制企图毁灭人类的地狱，保护并拯救善人和忠信

者。功德之善是指从主的神性人身发出的良善，也就是基督良



善，或与人同在的属灵良善。人正是凭这种良善而得救；事实

上，从任何其它源头发出的良善都不是良善，因为它没有神，

因而也没有天堂，进而没有救恩的任何东西在里面。

若非通过祂的人身，也就是说，通过凭祂的人身而与地狱争战，

这种拯救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主凭自己的能力做这一切，因

而独自如此行，所以功德和公义唯独属于主。由于同样的原因，

还是唯独祂征服与人同在的地狱；因为祂一次征服它们，就永

远征服了它们。因此，人绝没有任何功德或任何公义；不过，

当人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归于他自己，相反，一切都归于主时，

主的功德和公义就归给他了。正因如此，唯独主使人重生；因

为使人重生就是将地狱从他那里驱离，从而驱离来自地狱的邪

恶和虚假，并植入天堂以取而代之，也就是植入爱之良善和信

之真理，因为这些构成天堂。此外，通过与地狱的不断争战，

主荣耀了祂的人身，也就是使它变成神性；因为正如人通过争

战，就是试探的重生，主也通过争战，就是试探而得荣耀。因

此，主的人身凭祂自己的能力所得的荣耀就是功德和公义；因

为人由此而得救，事实上，主由此而永远征服众地狱。

这一点从圣言中论述主的功德和公义的经文明显看出来，如以

赛亚书：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赤红衣服，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

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你的服装

为什么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

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

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

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我救赎之年已经来临。我四周张望，但没

有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

拯救，我自己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又将他们

的血倒在地上。这样，祂就作了他们的救主。(以赛亚书

63:1-8)

众所周知，这些话论及主。祂的“衣服赤红”、“服装有红

色”、“衣服像踹酒榨的”、“报仇之日”描述了祂与地狱的

争战。祂“发怒将他们踹下”，结果“他们的血溅在祂衣服

上”、祂“发烈怒将他们践踏，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描述

了祂对地狱的胜利，以及征服地狱。祂“独自踹酒榨”、“众

民中无一人与祂同在”，以及祂“四周张望，但没有人帮助”，

祂“诧异，没有人扶持”、祂“自己的膀臂为祂施行拯救”描

述了主凭自己的能力做这些事。祂“能力广大、大步行走，以



大能施行拯救”、“祂救赎之年已经来临”、“这样，祂就作

了他们的救主”描述了拯救由此而来。

这一切事都属于公义，这一点从以赛亚书的其它经文看得更明

显：

祂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给祂施

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祂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

穿着报仇的衣服，披着热心如披外袍。(以赛亚书 59:16, 17)

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

要等候我，倚赖我的膀臂。(以赛亚书 51:5)

“给祂施行拯救、他们要倚赖的膀臂”是指祂自己的能力，祂

凭自己的能力征服地狱，“膀臂”是指能力。由此明显可知何

为唯独属于主的公义和功德。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那人来跟随祂，将列族交在祂面

前，使祂管辖诸王呢？(以赛亚书 41:2)

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以赛亚

书 46:13)

耶和华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以赛亚

书 61:10)



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无从计算其数。

我要提说你的公义；单提你的。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宣扬你

的膀臂、你的能力。你的公义直达高处；行过大事的啊。(诗

篇 71:15, 16, 18, 19, 24)

看哪，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祂必掌王

权、繁荣昌盛，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祂的日子，犹大必

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人要称祂的名字为：耶和华我们

的义。(耶利米书 23:5-6; 33:15-16)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但以理书 9:24)

唯独属于主的公义和功德就在于主征服众地狱，恢复天堂的秩

序，荣耀祂的人身，以及对以爱和信来接受祂的人来说，由此

而来的拯救。不过，人们若不知道来自地狱的灵人与一个人同

在，并且他从这些灵人那里获得邪恶和虚假，以及来自天堂的

天使也与他同在，他从这些天使那里获得良善和真理；不知道

人的生命因此一方面与地狱相联，另一方面与天堂相联，也就

是通过天堂与主相联；从而不知道人绝无可能得救，除非地狱

被征服，天堂得以恢复秩序，一切以这种方式服从于主，就不

会明白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为何主的功德良善是在天堂掌权的唯一良善。

经上之所以说亚伦“要担当罪孽”，是因为他代表主，他的祭

司职分代表主拯救的全部工作；拯救的主要工作在于将一个人

从地狱中救赎并解脱出来，从而移走邪恶和虚假。之所以说移

走邪恶和虚假，是因为从罪中解脱出来，也就是罪得赦免，无

非是移走它们；事实上，它们仍与此人同在。不过，爱之良善

和信之真理被植入到何等程度，邪恶和虚假就被移走到何等程

度。此处的情况就像天堂与地狱的情形。天堂不会消灭地狱，

或地狱里的人，只是把它从自己那里移走；因为构成天堂的，

是从主那里所获得的良善和真理，它们就是那使地狱后退的。

一个人身上也有类似情况。一个人凭自己就是一个地狱；但当

他正在重生时，就变成一个天堂；并且他变成一个天堂到何等

程度，地狱就从他那里被移走到何等程度。人们通常认为邪恶，

也就是罪，不是以这种方式被移走的，而是与一个人完全分离。

但如此思想的人没有意识到，凭自己，整个人无非是邪恶，并

且他被主保持在良善中到何等程度，属于他的邪恶就看似被清

除到何等程度。因为当一个人被保持在良善中时，他就避开邪

恶。然而，没有人能避开邪恶，被保持在良善中，除非他处于



从主所获得的信与仁之良善；也就是说，除非他允许自己被主

重生。因为如前所述，天堂通过重生被植入一个人，与他同住

的地狱由此被移走。

由此再次看出，当论及主时，“担当罪孽”表示为一个人而不

断与众地狱争战，因而不断移走它们；因为移走它们不仅在人

在世期间不断进行，而且在来世会进行到永远。单凭人，谁也

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移走邪恶；因为人凭自己无法移走一丁点邪

恶，更不能移走地狱，最不能永远移走它们。主在世时通过试

探的争战战胜地狱，由此把一切整理成序；祂出于神性之爱而

如此行，好拯救人类；祂也由此将祂的人身变成神性。在试探

中，也就是在与来自地狱的邪恶的属灵争战中，主为人争战。

一旦明白这些事，就能知道以赛亚书 53 章关于主所说的一切

话表示什么，这一章从头到尾论述了主所经历的试探状态，因

而论述了主与众地狱进行争战时正在经历的状态。因为试探无

非是与这些地狱的争战。这一章以下列方式描述了这种状态：

祂诚然担当我们的病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祂为我们的过犯被

刺透，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

身上。祂因此将恶人交与坟墓；耶和华的旨意也必在祂手中亨



通。祂必看见自己灵魂的劳苦，便满足；祂必使许多人因祂的

智慧而称为义，因为祂担当了他们的罪孽，所以祂担当多人的

罪。(以赛亚书 53:4-6, 9-12)

主在那里也被称为“耶和华的膀臂”，以此表示神性能力。

“担当病患、痛苦、罪孽”，以及“为它们被刺透、压伤”表

示试探的状态，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有心灵的

悲伤，有痛苦和绝望，这些造成这几节所描述的疼痛。这些感

受都是地狱带来的；因为在试探中，它们攻击它们与之争战的

那一位的真爱。每个人的爱都是他生命的核心。主的爱就是对

拯救人类的爱，这爱是祂生命的存在，因为这爱是祂里面的神

性。这一点在以赛亚书，就是以论述主的争战为主题的地方，

也以这些话来描述：

祂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这样，祂就作了他们的救主。他

们在一切苦难中，祂也同受苦难。祂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永恒的一切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搋他们。(以赛亚书 63:8, 9)

主在世时所承受的这些试探在福音书中只有简单的描述，但在

先知书，尤其大卫诗篇中有极为详尽的描述。福音书上只是说，

祂被带到旷野，后来被魔鬼试探，在那里四十天，并与野兽同



在一处(马可福音 1:12, 13; 马太福音 4:1)。但根据以赛亚书

中的这些话，祂并未揭示这一事实：祂从童年早期直到在世生

命的结束，一直都在经历试探，也就是说一直在与众地狱争战：

祂被欺压，受苦楚，却不开口。祂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

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祂不开口。(以赛亚书 53:7)

祂最后的试探在客西马尼园(马太福音 26 章; 马可福音 14 章)，

随后到来的是十字架的受难。通过这次试探，祂彻底征服了众

地狱，正如祂自己在约翰福音所教导的：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然而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到这时刻。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响声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

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然后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现在这世界的首领要被赶出去。(约翰福音 12:27, 28, 31)

“这世界的首领”是魔鬼，因同是指一切地狱；“荣耀”表示

使人身变成神性。经上之所以只提及在旷野四十天后的试探，

是因为“四十天”表示并暗示完整的试探，因而表示多年的试

探(8098, 9437 节)；“旷野”表示地狱，祂在那里与之争战

的“野兽”表示魔鬼团伙。



那些处于良善的人，或那些悔改之人罪的移除在犹太教会中由

叫做“阿撒泻勒”的公山羊来代表，亚伦要两手按在这山羊的

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一切的过犯，就是他们一切

的罪，然后把它送到旷野去，这山羊要以这种方式担当他们一

切的罪孽，带到隔离之地(利未记 16:21, 22)。“亚伦”在此

代表主；“公山羊”表示信；“旷野”和“隔离之地”表示地

狱；“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孽，带到那地”表示移除它们，把它

们投入地狱。若不通过内义，没有人能知道所代表的是是这些

事。因为谁都能看出，整个会众的罪孽不可能被被任何公山羊

带到旷野；事实上，公山羊与罪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但由于

那时一切代表都表示诸如属于主、天堂和教会的那类事，所以

与公山羊有关的这些事也是如此。因此，内义教这些事是什么

意思，即：一个人通过信之真理重生，因此，罪通过信之真理

被移除。由于对真理的信仰源于主，所以主自己就是那完成对

它们的移除的那一位。亚伦代表主；“母山羊的公山羊”是指

信之真理。“旷野”之所以是指地狱，是因为以色列人所在的

营地表示天堂；由于同样的原因，旷野被称为“隔离之地”，

或“剪除之地”。“担当罪孽，带到那地”，也就是带到旷野，

表示将邪恶和虚假扔到它们所来自的地狱里；当它们被移除得



如此遥远，以至于看不到时，就被扔到那地方，这就是当一个

人通过被主保持在良善中而避开它们时所发生的情形。

将罪扔进旷野与“将它们投于海的深处”所表相同，如在弥迦

书：

祂必怜悯我们，压制我们的罪孽，又将他们的一切罪投于海的

深处。(弥迦书 7:19)

“海的深处”也表示地狱。

由此明显可知，“亚伦担当圣物的罪孽”表示主将罪从那些处

于良善的人身上除去或移走；并且主不断移除它们。这就是

“担当罪孽”所表示的。在摩西五经的另一处经文中也是如此：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分的罪孽。以色列人不

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惟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

他们要担当罪孽。(民数记 18:1, 22, 23)

在以赛亚书，经上以类似含义提到“担当”：

雅各家啊，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从我，你们自出母腹，就

蒙保抱。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搋。



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担当，也必拯救。(以赛亚书 46:3,

4)

“担当罪孽”表示赎罪，因而除去罪，这一点明显可见于摩西

五经：

摩西因作赎罪祭的公山羊已经焚烧了，便向以利亚撒、以他玛

发怒说，耶和华将它给了你们去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

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利未记 10:16,

17)

“赎罪”表示从邪恶中洁净，因而移除罪。亚伦被吩咐要为百

姓赎罪，赦免他们的罪。不过，当不论及祭司职分时，“担当

罪”表示受到诅咒，因而表示死亡。

134. 在此，我插入几个记事。记事一：

在灵人界，有一次我去教堂，那里有一个大型聚会。在布道开

始之前，他们就救赎这个话题展开一场讨论。这个教堂呈四方

形，墙上没有窗户；不过，屋顶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敞口，天堂

之光便由此照进来，使里面比两边有窗户还要明亮。看哪，他

们在讨论救赎时，一片乌云忽然从北方飘来，遮住了这个敞口，



使里面一片漆黑，以致他们看不见彼此，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正当他们对此目瞪口呆时，只见那片乌云从中间裂开了，他们

透过裂隙看见众天使从天而降，将乌云驱散到两边，使教堂再

度充满光明。然后，众天使派出其中一位降下来进入教堂，以

他们之名询问他们在争论什么，致使如此浓密的乌云遮蔽他们，

夺走光明，带来黑暗。他们回答说，讨论的话题是神儿子通过

十字架受难所施行的救赎，祂由此而遮罪，并将人类从诅咒和

永死中解救出来。被差下来的这个天使闻言说：“为何要通过

十字架受难？请解释一下。”

于是，一个牧师走上前来说：“我会依次解释我们所知和所信

的：父神向人类发怒、诅咒它，将其关在祂宽恕的大门外，声

称全人类注定灭亡、受到诅咒，并把他们扔进地狱；祂愿意让

祂儿子来担当这个诅咒，儿子也同意了，并为此降下来，取了

人的样式，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从而将人类的诅咒转到自己身

上。因为我们读到：‘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申命

记 21:22-23；加拉太书 3:13）。儿子就这样通过调解和代

求平息了父亲的怒气；然后父亲因对祂儿子的爱，并目睹了祂

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而感动，决定宽恕世人；但祂说：‘我

只将你的公义归给这些人；我会将这些人从愤怒之子和诅咒之



子变为恩典和蒙福之子，使他们成为公义、拯救他们。剩下的

人则照从前的决定，仍是愤怒之子。’这就是我们的信，这些

事就是我们的公义，父神将这公义植入在我们的信中，单凭这

信就能称义并得救。”

听到这番话，那天使沉默了好一会。他无比震惊，但最终还是

打破沉默：“基督教界怎会变得如此疯狂？竟偏离正常理智到

了胡言乱语的地步，居然从这种悖论中推出救赎的基本信条。

谁不明白这与神性本质本身，也就是神的圣爱及其圣智，同时

与祂的全能和全在截然对立？没有哪一个正派的主人会如此对

待他的仆婢；甚至飞禽走兽也不会这样对待它的幼雏或幼崽。

太可怕了！取消对人类每一位成员的呼召，这岂不违背祂的神

性本质？改变自永恒所建立的、规定各人照各人的生活受审判

的秩序法则，这岂不违背神性本质？将其爱和怜悯从人那里，

尤其从全人类那里收回，这岂不违背神性本质？通过目睹祂儿

子的痛苦才回到怜悯中，且由于怜悯是神的本质，故才回到祂

自己的本质中，这岂不违背神性本质？认为祂曾脱离那本质是

极其恶毒的，因为那本质自永恒到永恒就是祂自己。

还有，将救赎的公义（这救赎本身是神全能的一部分）植入在

诸如你们的信之类的事物中，把它转给或归于一个人，没有通



过其它任何途径就宣称他是公义、纯净和圣洁的，这可能吗？

仅仅通过将公义转给人，由此使不义变为公义，使诅咒变为蒙

福，就能赦免任何人的罪，使他更新、重生并得救，这可能

吗？以这种方式将地狱变为天堂，将天堂变为地狱，或将龙变

为米迦勒，将米迦勒变为龙，从而结束他们之间的争战，这可

能吗？除了将你们信的分配从这个人收回，并赋予另一个人外，

还有需要做的事吗？你们这是迫使我们在天堂的人永远活在恐

惧中。让一个人去担当另一个人的罪，使有罪的变得无罪，罪

犯因此被洁净，这并不符合公义公平。这岂不违背神性公义和

人性公平？基督教界仍不知道秩序的存在，更不知道何为秩序。

神在创世的同时就将这秩序引入这个世界中，神不可能违背那

秩序，那样祂就是在违背祂自己，因为神就是秩序本身。”

那个牧师明白了这位天使所说的话，因为上面的天使从天上降

下光来。接着，他叹了口气说：“我们该怎么办？如今所有人

都这样讲、这样祷告，也这样去信。人人都在说：‘仁慈的父

啊，怜悯我们吧；为你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宝血的缘故

赦免我们的罪。’他们向基督祷告说：‘主啊，求你为我们代

求。’我们这位牧师还补充道：‘请为我们差遣圣灵来。’”

然后，天使说：“我发现牧师们通过对圣言肤浅的理解来预备



眼膏，把它们抹在那些被自己的信弄瞎了双眼之人的眼上；或

由此制作药膏，抹在自己的信条所造成的伤口上，却没有治愈

这些伤口，因为它们已变成慢性的了。所以，去找站在那边的

那个人，”然后，他指着我，“他会通过主教导你们，十字架

受难并非救赎行为，而是主人性与父神性的合一；救赎则是征

服地狱，恢复天堂秩序；若主在世时没有成就这一切，没有人

会得救，无论地上还是天上。他还会教导你们自创世时所建立

的秩序，照这秩序生活就会得救，那些照之生活的人就被算在

被救赎者之列，称作选民。”说完，教堂两边出现了窗户，亮

光从四面八方照进来，只见基路伯在光芒中飞翔；然后，这位

天使通过屋顶的敞口被提上去，与他的同伴们会合，我们也心

情愉快地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