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讲

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读第 6 到 10 节，「 神既是

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

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祂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

不认识 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

开主的面和祂权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祂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

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神就是光，这正是 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我们对这一段的查考非常得多，因为要把 神「公义的判断」说清楚，必

须对 神有清楚的认识。比如，「 神就是光」（约壹一 5），所有光的属性、

光的功能、光的作用都在「 神就是光」这一句话里启示出来了，因此，祂就

能够做「公义的判断」， 神是公义的（约壹一 9），「这正是 神公义判断的

明证」（帖后一 5）。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要特别详细地解释，必须明白这

个「要道」—— 神判断公正、 神判断公义，原因就是「 神就是光」。

关于 神的刑罚， 神就是光，因为光带着很多的功能，比如，光能够照出

一切的隐情，因此就能做公义、正确的判断。假如，有一件事情是 神查不出

来的，那么 神就不能公义判断。所以 神就是光，这个解释非常要紧！ 神是

光，这光不只于是可见光、还是红外光， 神是「众光之父」。在可见光之下

所照射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看得清楚，但隐藏在黑暗里的那些东西怎么样照

出来呢？就要用红外光。再如，藏在里边的东西怎么样照出来呢？就是用 X

光。我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所以 神是「众光之父」，没有一件事是查不

出来的。

所以在祂面前，人都是赤露敞开的，连心思、意念都能辨明，「 神的道

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来四 12～13）人里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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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什么东西都藏不住。所以 神的判断就是公义的。比如，你有一个意念，

这个意念是好、还是坏？这个意念在你的里面，但 神能够显明你的动机，是

好或是坏；如果出来却害了人、做坏了，那么 神就可以公义判断（按照祂的

公义来判断）。假如，你里面的意思是坏，结果你做出来却是冠冕堂皇，那么

这个 神公义的判断也能够显明。所以，在一切的事务里、各样的事务、一切

的工作，都记录在 神的光里，没有法子可以说不公平，没有法子可以说 神不

公义。

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平衡的

在圣经里，我们一定要提到两件事情，第一， 神是慈爱的，所以 神有救

恩， 神救我们世界上的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

三 16）， 神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受苦，经历人一切的软弱，

甚至比我们受的苦还要多。 神藉着耶稣钉十字架，舍祂的命、流祂的血，用

祂无穷生命的价值来赎我们——这就是 神的爱。 神的爱真是长阔高深，难以

测度！ 神的爱真是大极了！我们查考圣经、传福音的人，讲来讲去都是讲 神

的爱， 神的爱非常非常地大！但我们不能忘记， 神的爱有多大， 神就有多

公义； 神不只于有爱， 神还是公义的。公义和慈爱必须平衡，假如， 神的

公义大过了慈爱，就成了严酷，那就不对了、就有问题了，祂的公义大过于慈

爱，就不平衡了；假若，慈爱大过公义，就是溺爱。大部份我们人的公义和慈

爱都是弄不平的，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常是爱过于公义。有时候，自己的孩子

做错了，我们因为爱得太厉害了，就马马虎虎、就不做判断了。在 神却不可

以这样，因为祂对一切万物和世人都要公义，但祂的公义又不能失去祂的慈

爱，所以 神的公义和慈爱要两全、要完全地完美、要平衡。这就是圣经所有

的故事里所显明出来的。我们看这里第 6 节就说，「 神既是公义的……」

（帖后一 6）所以公义需要爱来平衡。 神颁布律法就是 神的公义，律法是放

之天下而皆准的， 神的律法是公平的，对谁都是一样，上至君王、下至贩夫

走卒，所有的人在律法的判断之下都是公义的。 神不光有公义， 神还有慈

爱，所以 神预备了救恩。 神的救恩也是有教无类、是为所有人预备的， 神

爱世人，无论是谁，不分种族、不分年纪，凡是在 神的救恩里， 神就无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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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无所不备，所以，公义和慈爱是两平的。

十字架使公义和慈爱得到平衡

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公义和慈爱的一个极致交汇。比如 神是公义的，祂是

最高的执法者、也是最后的审判官，祂定立律法、也执行律法，祂要审判。这

是必须的，若没有审判，就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了。到底谁报呢？

若宇宙中没有一个公平的原则，就不行，宇宙的秩序就不能够控制好。所以

神必须维持秩序， 神必须用祂的律，使一切的事物都能够正常地运行。因为

祂是最高的立法者，祂也是创造者，祂必须这样安排。但 神也必须有爱，因

为天心之谓仁，所以化生万物，爱才是一种生物生生不息的动力、是一个培养

基；宇宙万物若没有爱如何生养、怎么能够长起来呢？天心之谓仁，所以化生

万物，爱是宇宙万物的培养基；如果没有爱，宇宙就是一片肃杀，肃杀就是都

死翘翘了，根本不能长、不能生，所以必须有爱。爱也是生命中一个非常要紧

的促进剂，爱能够使一切的生命生发、繁盛，这也是 神必须有的。但有了

爱，也不能爱得漫无次序，这就是公义的平衡。所以 神必须是公义的、必须

是慈爱的， 神公义有多少、慈爱也有多少。

十字架就正好表明了这个原理， 神是公义的， 神对人的罪不能不罚，无

论是谁，不罚就是不对、就不公义了，对不对？你做错事、你犯罪、你违背祂

的律法，怎么能不罚呢？ 神不能一笔带过，说「好了，算了，你犯错，也算

了。」像我们人可以这样作，我们对儿女有时候可以这样作，只讲人情，就昧

于法理。人家的孩子犯了错，我们就斤斤计较；自己的孩子犯了错，就说「哎

呀，算了，算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就不公平了，宇宙就不能维持秩

序了。为什么有很多政治家不被人佩服呢？原因就是他有特权，所谓特权就是

他家里的人犯法，就不受法律制裁，他可以用人情遮盖过去；而对别人，他就

斤斤计较，弄得很认真。这样一来，就失去公平。所以， 神不能失去公平，

神必须平衡公义和慈爱，这是圣经的原理。宇宙中有这样一位主宰，这个宇宙

才能有秩序地、平衡地发展。

神的公义和慈爱怎么表现呢？就是律法和恩典。 神设立律法是维护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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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义； 神设立恩典是彰显祂的慈爱。这两件事情就在十字架的道理里显明出

来了。比如，人类犯了罪， 神就非处罚不可；但若一处罚，人就要永远灭亡

了。怎么办呢？ 神就要救人。 神要救人就需要慈爱，如何慈爱呢？祂就自己

道成肉身，用祂无穷生命的价值，替所有的生命、众生来赎罪；祂以无穷生命

的价值来赎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来替我们死，我们本该死，祂却替我们死。

这样，十字架就表现出祂的慈爱；十字架钉死主耶稣也表现出祂的公义，祂不

循情面，该罚就罚。这样一来，就两全其美，公义和慈爱藉着十字架就平衡

了，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懂得，耶稣基督的死是表明

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死也是表明 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上使

神的公义和慈爱得到平衡。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个小故事，我一说，大家就懂了。有一阵子在台

湾，因为夜里骑自行车没有灯，就发生了很多危险，所以，当局尤其政府就发

布一个命令——所有的自行车都要装灯。这样卖电池灯的商人就大发其财了。

大家都赶快买灯，买一种什么样的灯呢？当然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从轱辘上带

发电的灯，你一骑上去，把它装到轱辘上，一摩擦，那个小发电机就输送电流

到前面的车灯，这样灯就亮了，你骑得越快，灯就越亮。我想大家都看见过这

种灯。另外一种不是自己发电的，而是里面装有电池、四方型的，在车把手前

面装一个插子，然后把灯往上面一插，就行了，一开开关，灯就亮了。不过这

东西的麻烦是电会用光。假如你骑一夜车，就不行，电就用光了；若是四个小

时还可以亮，这种叫作电池灯，那另一种就叫摩电的发电灯。所有的车行都大

行其事，贵的就是那种摩电的发电灯，发电装置和后头车轮的胶皮挨住，只要

骑上去，轮子一转动，它就发电。另一种就是电池灯，随时出去就可以插在车

上用，拿下来还可以在家里用，当作手电筒，不过它是四方的。当时，雷厉风

行，各街口晚上都有警察站在那里，查每辆车上有没有灯。

有一个孩子就没有买灯，他有自行车，白天骑着上下学当然没问题，晚上

他妈叫他出去买东西，他就骑上自行车出去了。一出去，街口上的警察就把他

抓住了，因为没灯，就把他抓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就要记录他的名字，然

后还要开罚单、罚钱。那时候，不装车灯的车子要罚九十块台币。这个小孩被

抓去了，抓到派出所就开罚单，小孩就哭，说「我没钱，我忘了装灯。」结果

这么凑巧，这个派出所的主管（就是派出所里等级比较高的警官）是他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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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一看，就叫他小名，说「你怎么也被抓来了呢？」他说，「是啊，舅舅，

我没钱，我也没灯。」他舅舅一看，弟兄姊妹们你们想，这时候该怎么办？警

察派出所的主管是他舅舅，抓来的是外甥。这个舅舅爱外甥，这是一定的。看

他哭了，舅舅就说，「别哭，别哭，不要紧。」但他能不能跟警员说，「放了

他，算了。」能不能这么说呢？不行！如果这么说，这个主管就是一个非常莫

名其妙、有私心的主管。他不执法，他遇见自己家里的人就违法，这是不行

的。将来警察中若有一个跟他感情不好，就可以密报他，说他徇私，所以，这

种做法不行。那么，他要罚他的外甥，才是合法的；可是论到爱，又不对了。

一个小孩是他自己的亲外甥，犯了法，该怎么办呢？这个舅舅就只好自己掏口

袋，摸出九十块钱了，交给那罚款的警察，说「你开张单子、开张收据给他。

这是我外甥，这个钱我替他付了。」这个孩子拿着这张单子，才能骑着车回

去；否则的话，车子就要扣在这里，等回家拿了钱、罚了钱，才能把车子拿

走。当然这车可不止九十块钱，他非拿回来不行。

因此，这个故事就代表两件事情——一个慈爱、一个公义；又慈爱、又公

义，两全其美。结果这孩子既没有被罚，车子也骑回去了，东西也买回来了。

这就证明公义和慈爱可以两平，就是你执行公义，你不罚被抓来的人，反自己

垫上去。这就跟耶稣一样，耶稣代替我们每个人付了赎价，所以叫作赎罪祭、

叫赎价；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付了赎价，所以 神的公义就藉此彰

显了、 神的慈爱也藉此表明了。基督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五 8）。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既是公义的， 神就要慈爱，公义和慈爱

必须相平。那么 神执行宇宙的审判时，谁也不能说什么，那是绝对哑口无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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