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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洗禮 

誰當受洗﹖如何施洗﹖有什麼意義﹖(978) 

羅6.3-4。Robert Lowrey, 祂起來(Christ Arose. 1874.) 

 聖禮在宗教改革時代可以說是兩方爭議的主戰爭﹐因

為對天主教而言﹐他們已將整個教會聖禮化了﹐有七大聖

禮(嬰兒洗﹑堅振禮﹑聖餐/祝福﹑懺悔﹑臨終抹油﹑聖職﹑

婚禮)。教會外無救恩﹐要救恩就得在教會內。在教會內就

得納入這一個無需神話語的職事。就能給予救恩的聖禮系

統。這樣﹐你才可以感受馬丁．路德的「偉大」了﹗是他

在1520年十月所寫的教會被擄於巴比倫(即論七聖禮)一文﹐

成為宗教改革運動與天主教決裂無可挽回的原因。當時

Erasmus看到了此文說﹐已分裂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又

說﹐路德的罪惡在於打掉了教皇的冠冕。John Bugenhagen

也被他說服了﹐說:「全世界瞎了眼﹐只有路德看見了真

理。」什麼是聖禮呢﹖乃是主耶穌親自設立的施恩之法﹐

且是恩約的記號(sign)與印記(seal)﹐參羅4.11。只有兩樣﹐

洗禮與聖餐﹐太28.19, 26.26-29。 

A. 洗禮的模式與其意義(980) 

 Grudem採浸信會的觀點﹐以為洗禮必須是「浸禮」﹐

而非點水禮。這是新約有關受洗較自然的讀法﹔其次﹐較

符合羅6.3-4﹐西2.11-12 (成人歸主)的象徵意義。其意義即

羅6.3-4。 

B. 受洗的人(982) 

 這是爭議主要之所在。教會自古以來是採用嬰兒洗

的﹐但是重洗派與浸信會等宗派則以為惟有成人﹐或明白

福音﹑悔改歸正的人﹐才可以受洗。天主教的嬰兒洗與更

正教者的神學觀點又不同。改革宗等以為洗禮是新約恩約

的記號與印記﹐這樣﹐凡真信主的人﹐他/她的未成年兒女

也在他/她與主所立的恩約的保護之下﹐所以﹐是要受洗

的。但是他們又沒有真地經歷悔改信主﹐所以就用(嬰兒)洗

禮只意味著如今他們已在恩約的保護之下了﹐等到一日他

們真地經歷歸正時﹐再施以堅振禮﹐完成他們的洗禮。實

質上﹐改革宗/路德宗的領會與浸信會者差異並不太大。 

 受嬰兒洗的人以為夭折的小孩是屬主的﹐浸信會信徒

就沒有這種確據﹐能肯定他的夭折的小孩會到主那裏去。 

C. 洗禮的果效(994) 

 洗禮象徵著重生。然而它還是「施恩之法」﹐當洗禮

施行得合宜時﹐它會給帶來屬靈的福祉…喜樂…確據… 

D. 洗禮的必需(995) 

 當然並非救恩之所需﹐乃救恩確據之所需。與主同釘

強盜的未受洗禮絕非可以不受洗的論證﹐路23.43。(若要學

強盜﹐信的時候就死了﹐豈不更澈底?!) 洗禮是恩約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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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若要活在恩約社區(教會)裏﹐蒙恩的人當然要受洗﹐表

明他是屬主的人。受洗就是在地上承認主名﹑歸入主名﹐

太28.19﹔不受洗的人﹐在天上主也不認的﹐這是很重要﹑

很嚴肅的事﹐太10.32-33。 

E. 洗禮的年齡(996) 

 教會常在這點上為難。許多教會以12歲為基本的要

求﹐是不錯的考量﹐參路2.42, 49。(12歲在猶太人是弱冠禮

的年齡。) 

F. 餘剩的問題(996) 

 (1)洗禮模式可以成為教會分裂的原因嗎﹖因為這不是

重要的問題﹐兩方的人應該學習互相尊重﹑包容﹐竭力保

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讓兩種模式共容。請問﹐當一

個人經歷了歸正以後﹐那種模式受洗上來的﹐又有什麼不

同呢﹖ 

 (2)誰可以給人施洗﹖洗禮既是恩約的記號﹑與教會(恩

約團體)有關﹐由教會牧師/長老來施洗(他們又是教會話語

職事的講員)﹐應當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第五十章 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的意義為何﹖如何遵守﹖(1000) 

林前11.23-26。Horatius Bonar, 主在此我要與你面對面(Here, O My Lord, 

I See Thee Face to Face. 1855.) 

 洗禮是一生一次﹐而主餐則是時常的記念主。 

楔子 

 宗教改革的論戰之主軸﹐是在聖餐觀。1520年十月路

德所發表的教會被擄到巴比倫一文﹐猶如宗改的檄文﹐暴

露聖餐化質說的荒謬。伊拉斯莫看了這篇論文以後說﹐路

德回不來了。 

 而1519年起在蘇黎士從事宗改的慈運理﹐則於1523年

採用了荷蘭律師和恩(Corneilius Hoen, 1440~1524)在1521年

所發表的聖餐象徵說。此文等於也否定了路德的同質說。

自此﹐宗改陣營之內也發生了激烈的論戰。路德與慈運理

在1529年十月一日相會的馬爾堡會議﹐雙方在第十五點下

半的聖餐模式上不能包容而破局﹐這就造成了宗改勢力的

兩派－路德宗和改革宗－各自為戰﹐便宜了天主教和查理

五世。他們若能尋找到和諧之道﹐整個宗改史就要重寫

了。 

A. 救贖史的背景(1001) 

 伊甸園的享受﹑神降臨西乃山時長老的觀看神…又吃

又喝(出24.9-11)﹑以色列人獻上初熟時的神前吃喝(申.14.23, 

26)之外﹐或許逾越節的吃羔羊(舊約恩約之記號)更是預

表﹐參約6.4, 53-58﹐出12.14, 43-45, 47-49。將來還有羔羊

的婚筵﹐太26.29﹐啟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