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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恩系統神學 導讀 序言 

 

 2006~2007年間﹐我在華南教系統神學﹐當時尚無中譯

本﹐所以需要給學生寫講義﹐這是這份檔案的起因。跑兩

次共教了80小時﹐涵蓋了2/3的篇幅。更新李定武牧師就申

請到中文版權﹐並要我翻譯。2007~2008年一年多時間譯了

57章﹐再接著將附錄裏的教條及信仰告白等譯出。 

 古德恩(Wayne A. Grudem)博士算是我所畢業的西敏士

神學院之師兄。他的博士專業是新約研究(Cambridge)。他

在三一神學院教了二十年的系統神學﹗這本書應是他的教

學研究及經驗之結晶。改革宗的學者寫系統神學者眾﹐不

過像他這樣用解經途徑來講系統神學﹐倒是另闢徯徑﹔其

實﹐這也十分符合宗教改革的「唯獨聖經」的精神。 

 這份講義是我多次教這本書所用講義的匯集﹔不過﹐

仍請學習系統神學者買一本原書(Zondervan)或中譯本(更新

傳道會)﹐好好研讀。願主賜福。 

 

2022/1/5. 張麟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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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 Grudem’s Systematic Theology 導讀 

張麟至牧師, 2020/6/1. ACCCN 

本書中譯本已由更新傳道書出版(台北﹐2011年三月)﹐可向

北美﹑台灣(新北市三峽)或香港購得。以下所有的括弧內的

數碼﹐是本書的頁碼﹕第1-20章及第五部聖靈論﹐為中譯本

者﹔餘者是英文本者。上課時儘量用notebook [筆電]來讀﹐

因為我會不時更新內容。作者在2020年又出版了第二版﹐

若買英文版者﹐宜買新版；有加料。 

 

序言 

 乃是聖經教義簡介。作者是劍橋的新約博士；這點反

映在他的系統神學上。其書名有一副題：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Doctrine. 這本書在改革宗的系統神學書中﹐獨樹一

格﹐因為它十分地走解經(exigetical)路線﹐有時不太像「系

統」神學。作者碰上需要時﹐也不迴避爭辯(猶1.3)。章末

書目導引更深入研究。系統神學(ST)的六個特點﹕(xi) 

1. 清晰的聖經基礎 

 常引用經文﹐好效法庇里亞人(徒17.11)。每章章首都有

背誦經文。聖經好像礦脈﹐內有教義﹐讀時要注意它有怎

樣的「礦石」。「唯獨聖經」是宗改最高的原則﹐其意是

唯獨聖經是權威﹐不是教皇﹑不是教會傳統。 

2. 清楚地解釋教義 

 多1.9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

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 絕不會愈研讀愈困惑。本書的立

場是宗教改革的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神學立場。 

 保羅在教牧書信裏﹐用了四個同義字－didaskali,a, 

pi,stij, avlh,qeia, lo,goj－以及相關的61節經文﹐佔三書信242

節的四分之一﹐表達一個最重要的信息﹕固守真道的奧

祕。經歷無法傳的﹐教義可以傳的。林前15.11b﹐「我們如

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ou[twj khru,ssomen kai. ou[twj 

evpisteu,sateÅ) 

 那麼﹐為什麼華人教會會有一股反讀神學的傾向呢﹖

那些反對的人是否自己不講神學呢﹖(他們有其神學﹐卻叫

人不要讀神學﹗) 這才是正宗的屬靈爭戰：撒但攻擊教會最

高招就是解構正確的教義。當一個基督徒以為教義不重要

時﹐他其實已經不知不覺地落在一個最危險的光景之中

了﹗ 

 參本書附錄裏的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詩11.3﹐「根基

若毀壞﹐義人還能做甚麼呢？」 

 這本書有57章﹐(用文件引導模式)瀏覽一下本導讀左邊

的目錄﹐你會發現它討論到教會界晚近所遭遇的一些教義

問題。作者嘗試從聖經與改革宗/宗教改革信仰之角度﹐去

處理這些教會切身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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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上實際應用 

 神學是生活﹑敬拜與讚美﹐本書在每章末尾都有應用

問題﹑詩歌﹐落實教義。 

 它和聖經神學﹑聖經研究之間都有關連。神學是根

基﹐可以應用到各方面﹐舉凡釋經﹑講道﹑勸慰﹑敬拜﹑

佈道等等。教義是怎麼興起的﹖新約書信是如何產生的﹖

幾乎都是應教會裏有教義紛爭﹐而有的。第一封加位太書

因何而起﹖因信稱義之教義。保羅寫給帖撒羅尼迦教會的

書信呢﹖主再來之教義。林前呢﹖有十大問題﹐但是最大

者是主的復活之教義。後現代的特色是什麼呢﹖去教義﹑

去道理﹑去絕對﹑去標準﹑去思維﹐和使徒的教訓背道而

馳。我們要把教義的根基打好。 

4. 聚焦福音派信仰 

 同時提供了七大傳統－路德宗﹑改革宗﹑安立甘﹑浸

信會﹑阿民念﹑時代論﹑靈恩派－的書目﹐也附以天主教

的觀點為參考。我們從事神學研究的﹐應有「為天道立

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

襟。 

5. 盼真道上更合一 

 這是弗4.13的話：「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εἰς τὴν ἑνότητα τῆς πίστεως)﹐認識神的兒子。」藉著宗派神

學之間建設性的討論﹐真理愈交通愈明朗。這點在本書裏

可以看到。使徒信經第四款有一句最重要的話﹕「我信聖

徒交通。」至少一定要有個人的交通/團契。 

6. 教會亟需懂教義 

 這是新約教會與永世的特點﹐耶31.31-34 (…他們從最

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哈2.14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

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約壹2.12-14顯

示﹐認識那從起初原有者﹐是一個神的兒女在信仰上老練

的特徵﹐我們需要成長更多更深認識神： 

2.12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 

2.13 父老啊﹐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哪﹐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 

小子們哪﹐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父。 

2.14 父老啊﹐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剛強﹐ 

 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裡﹐ 

 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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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統神學簡介 

何謂系統神學﹖為何基督徒要讀它﹖如何讀﹖(2) 

太28.18-20。Charles Wesley, 哦願我有千萬舌頭 (Oh,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1739.) 

A. 系統神學的定義(2-8) 

 ST乃是對於任何一個話題﹐用整本聖經來回應有關這

一話題之教訓的研究。 

1. 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1)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歷史神學﹑神學哲學﹑辯

道學﹑聖經神學等。系統神學是主題性的神學討論﹐少有

救恩史的概念﹐而聖經神學類似斷層掃描﹐加入救恩史的

考量﹔兩者應交相為用。歷史神學與系統神學是絞在一起

的。Gregg Allison在 2011年四月出版了 12年磨一劍的

Historical Theology﹐作為本書的配套﹐它才是真正的縱剖

面﹐看某一特定教義在教會歷史上的發展。(而聖經神學則

是看某些教義在救恩史上的發展﹐是另一種的縱剖面。) 

 在路得記裏面有一顆閃耀奪目的珍珠﹐那就是舊約神

學裏的「至近的親屬」(אֵל 的觀念。「至親」的根動詞是(גֹּ

אַל 在路得記裏出現21次(動詞12次﹐名詞九(gaal x104) גָּ

次)。明白這詞彙涉及的舊約神學﹐有助於明白救贖的教

義。這是一個例子﹐顯示聖經神學與系統神學之間的關

係。聖奧古斯丁可說是最早的系統神學大師﹐但他晚年

(413~426)所寫的神的城﹐可說是他的聖經神學。20世紀興

起的新約神學所一再強調的「業已實現﹐尚未臻於圓滿/已

然~未然」(Already, not yet)的思想﹐其實在十七世紀清教徒

作品裏﹐已經發展並應用了。 

2. 生活的應用 

 (2)與今日的應用有關：沒有一項教義的產生﹐與教會

生活是脫離的。以此角度研讀教義﹐其結果就豐富深化

了﹐屬靈成長也是預期的。它也武裝了教會﹐強化她在今

日俗世中可以爭戰得勝。 

3. 系統神學與無序神學 

 (3)系統神學與無序神學：其實大家經常在做神學性的

工作﹗因為我們就某一主題研經時﹐不知不覺就在做這種

的工作了。只不過一般信徒沒有那麼嚴謹整理罷了。系統

一字可領會為「按主題嚴謹整理」﹐而非「隨機排列」或

「無序不整」。 

 其次﹐歷代神學家將他們的研究累積起來﹐肯定比個

人的處理細膩得多了。 

 第三是對神學研究要更加精準的要求。異端最會咬文

嚼字﹐因此神學陳述就必須精準。譬如說﹐尼西亞信經裏

的「與父同享一質(ὁμοούσιον τῷ Πατρί)」一語的「同質」一

字﹐亞他拿修與亞流兩派就爭執了半世紀﹐能妥協嗎？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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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被定罪後(325)﹐新的半亞流派產生了﹐他們退半步﹐說

神子「與父同享類質(ὁμοiούσιον τῷ Πατρί)」。這種魚目混

珠的說法﹐連君士坦丁大帝都被他們矇騙了。 

 第四﹐須要找出所有相關的經文出處﹐並持平處理。

你若熟悉異端的教義﹐就可看出他們的手法﹐就是抓住幾

處有利於他們的經文。畫了靶﹐再挑經文射箭﹐不少信徒

就中計了。耶和華見證人…安息日會…摩門教…真耶穌

會…的面譜都相似的：斷章取意。 

4. 何謂教義﹖ 

 (4) 教義的定義﹕乃是全本聖經有關某一特定專題對我

們今日的教訓。分為七大方面﹕道﹑神﹑人﹑基督﹑聖

靈﹑教會﹑末世等。這些是兩千年教會史上磨練淬礪出來

的﹐有的教義在某些時代會比較被重視﹐就更多得著發

展。時至今日﹐聖經無誤性﹑聖靈的洗﹑屬靈爭戰﹑屬靈

恩賜﹑性別與其角色等教義﹐都受到重視。 

 倫理學(ethics)﹑辯道學(apologetics)﹑勸慰學(counseling)

等都是系統神學的應用。這些都是神賜給教會的兵器﹐請

大家好好學習﹐可將主道宏揚出去。 

B. 本書的大前提(8) 

 聖經的真確﹐乃一切的準繩﹔神乃是聖經所啟示出來

的神。 

C. 為何基督徒當讀神學(8-12)﹖ 

 (1)大使命如此說﹐太28.19-20。 

 (2)為著我們的好處﹕斧正我們的錯謬﹔得更準確的答

案﹔幫助我們成長﹐提前6.3 (合乎敬虔的道理)﹐多1.1 (敬

虔真理的知識)﹐參提前1.10 (敵正道!)。 

 系統神學話題確實是有主要次要之區分。弗4.13說﹐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

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要把握住這一點﹐

聖徒之間就會有聖徒的交通。參約貳9-11 (「不要接他到家

裏﹐也不要問他的安」)﹐林前5.11 (「就是與他喫飯都不

可」)。但是教會懲戒的目的是為了「贏得」你的弟兄(太

18.15)﹐要用七十個七次的饒恕(太18.21~35)﹐和堅定不移

的愛心(林後2.8)。 

D. 駁反對神學的理由(13-14) 

 (1) ST太系統﹑太整齊﹐不像真的﹗在後現代的今日﹐

這點尤其受到挑戰。 

 (2)所選的主題已經決定了結論。其實神學的主題大多

是新約裏的﹐如稱義﹑信心﹑重生﹑兒子的名分﹑子是

神﹑父是神﹑聖靈是神等等。為什麼會挑這些主題呢？因

為異端興起另外詮釋基督教的信仰﹐正統教會必須應戰。

從這一角度來看﹐說主題是異端決定也不是給他們以逾美

之辭﹗系統神學從它的出生起﹐就已是爭戰的兵器﹐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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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基督徒的你﹐要決定扔下這些兵器嗎？要準備在下一場

爭戰裏未戰先退嗎？ 

E. 如何讀系統神學(15-20)﹖ 

 (1)以禱告的心。我們華人教會最愛用「恩膏」這一個

字。語出何處﹖約壹2.20 (x4), 27共五次﹐上下文何指﹖它

指聖靈的「膏抹」(cri/sma)﹐其動詞是cri,w出現五次﹐路

4.18, 徒4.27, 10.38﹐來1.9都用在基督身上﹐祂是受膏者﹗

林後1.21卻用在基督徒身上。恩膏的涵意絕非一種「感

覺」﹐而是一種「認識」﹐是智性的﹐而非感性主導的。

讀神學是100%正宗的從主得恩膏。 

 (2)以謙卑的心。 

 (3)以理性。可是理性不在掛帥﹐不是審判者﹐不是訴

諸理性﹐它只是一項研讀聖經的工具。讀經是用歸納法﹐

而非演繹法。神學許多時候是「圓形理論」﹐因為我們研

究的對象不是受造之物﹐乃是非受造之神。 

 在今日神不見得給我們所有神學問題的答案﹐我們就

應停在那裏。但神所示了的﹐我們就謙卑接受。 

 (4)切磋得益。 

 (5)經文類比。重要的教義一定要不少的類比經文。舊

約只能做佐證﹐不宜由舊約建立教義﹐乃要由新約建立

之。 

 (6)歡欣讚美。保羅在羅馬書的辯論結束在羅11.32之結

尾﹐接著﹐他就著神要他表達的教義的豐富爆發出喜樂的

讚美﹕ 

11.33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祂的判斷何其難測！ 

 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11.34誰知道主的心？ 

 誰作過祂的謀士呢？ 

11.35誰是先給了祂﹐ 

 使祂後來償還呢？ 

11.36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羅11:3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