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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基督全备的救恩  

— 从个人得救到天国降临的福音  

周小安 

太七 13-1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

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约十 9：“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约十四 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往父那里去。” 

 
今日中国教会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 严寒的冬天，即面临着外部和内部各种严峻的

挑战和考验。外部的挑战主要有四个：1、世俗化；2、民间信仰；3、无神论；4、宗教逼
迫。以上四个挑战中，第四个 近变得 为紧迫。来自教会内部的考验也主要有如下四
个：1、教会不合一；2、异端和极端；3、脑与心的距离；4、信仰与生活脱节。中国教会
如何胜过这些挑战或考验，经历末日大复兴、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呢？笔者认同魏乐德 
Willard 所言：“当今基督教会 大的危机，就是传讲的信息标准太低。”【1】笔者进
一步相信，出路的关键在于：恢复基督全备的救恩和天国降临的福音。这是继马丁·路德
恢复“因信称义”五百年之后对新约救恩/福音真理的全面恢复。 
 

一、缩减的救恩与整全的救恩 
所谓缩减的救恩观就是以救恩的起点或初级阶段当作了救恩的全部。缩减的救恩观

典型的形式就是“永远的稳妥”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本质上是一种“廉价的福
音/救恩”。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相信接受基督和他的救恩，而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在生
命中活出基督救恩的实际或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请注意，缩减的救恩观并不反对得救之后
的成圣和得胜。恰恰相反，它也鼓励、劝勉信徒要努力成圣和得胜。然而，关键在于，他
们在鼓励和劝勉信徒要成圣和得胜的同时，却极力强调信徒不仅已经得救了，而且已经
“永远的稳妥”了，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换言之，信徒的成圣和得胜与否并
不会对他的得救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就是说，只有救恩的起点或入门关乎救恩，成圣
和得胜则不属于救恩，也不关乎救恩，更不影响救恩。笔者相信，这是对新约圣经中救恩
“确据”的一种误解，不是把它理解为救恩身份的确据（约壹五 10-13；弗一 13-14），
和对基督之爱的确信（约十 27-30；罗八 31-39），而是误解为一劳永逸的得救。 

在这里，顺便替加尔文做一点澄清：上述缩减的救恩观并不是出自加尔文，而是后人
对加尔文神学的扭曲。当初加尔文所要表达的是“一次得救，终身持守”，并且要坚韧不
拔，决不是把救恩缩减为救恩起点或入门的一个事件。【2】 

魏乐德尖锐地指出：“事实上，我们必须在救恩的观念上作出更辕易辙的改变。”他
接着指出：“其中一项基督徒的特别错谬概念，就是把救恩规限于纯粹使罪得赦。这对教
会和上帝向我们所设定的心意，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不仅如此，今天基督徒对救恩的观
念和初期教会的救恩观相去甚远，假如不加以修正，则上帝拯救的恩典便无法重新使我们
与基督同行，并经历担子轻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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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救恩沦为纯粹赦罪的工具后，我们讨论救恩本质的范围，便局限在基督的
死，以及基督受死的哪些部分，可以成就赦罪的功能等元素上。这样的辩论便带出了‘代
赎论’，而想要透过这些理论，把救恩和生命（基督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连结的人，便
会发现自己徒劳无功。打算仅仅籍着这些理论，来尝试明白救恩的人，同样也会感到难以
理解。”【3】 
 
   根据本文开头的经文，整全的救恩不仅包括“入门”，而且包括“行路”，而作为救
主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救恩的“窄门”，而且是救恩的“小路”。这不禁让我想到边云波
老弟兄有一次说：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是背着十字架进天国，北美教会的基督徒是坐着
花桥进天国。“进天国”的路怎么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差别？笔者相信：这两条路中必定有
一条路是错误的。实际上，根据本文开头的经文，只有“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才能进
天国、得永生；“坐着花桥”根本进不了天国，反倒会“引到灭亡”。 

 

 林后一 10：“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

将来还要救我们。” 

   这就是说，得救并不单单由“起点”或“入门”来决定，它还是一个持续一生的进
程，并且是一个向着标杆——活像基督——直跑的赛程。（参：腓三 12-14） 

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整全的救恩 = 得救（救恩起点） + 得胜（救恩全程）。 

 

二、基督之死的替代性和包括性 
（一）基督之死的替代性与包括性的对照 
   根据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整全的救赎论不仅强调基督之死的替代性，而且同样强调基
督之死的包括性： 
   1、强调基督之死的替代性的经文称呼耶稣和他的死为：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被
杀的羔羊、赎罪祭或挽回祭、赎价、重价等。 
   2、强调基督之死的包括性的经文称呼耶稣为：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铜蛇、方舟、
罪身的形状、圣殿的幔子，永远的大祭司。 
   3、强调基督之死的替代性的经文说耶稣为/替我们钉十字架； 
   4、强调基督之死的包括性的经文说，我们与基督 “同钉” 十字架。 
   5、基督之死的替代性处理我们的罪行和罪的刑罚，使我们赦罪、称义、重生、得救。 
   6、基督之死的包括性处理世界、罪的权势、肉体、罪和死的律或罪性、世界败坏的辖
制，使我们成圣、成义、得胜。 
   7、由此可见，得救靠基督之死，得胜同样靠基督之死。整全的救恩包括了得救和得
胜。 

 
（二）从罗马书前八章的纲要看基督之死的替代性与包括性 
   在本小节，我们讨论罗马书前八章的纲要，并发现其中揭示的、从得救到得胜的全过
程。不难发现，保罗所论述的全备救恩中包括了脱离罪的刑罚（罗五 9）、胜过罪和世界
的权势（罗六 3-6）、胜过肉体或罪和死的律（罗八 2-4），以及脱离败坏的辖制（罗八
21）。而且，保罗论述基督之死的救赎功效，包括了替代性的赎罪（罗一-四章）和包括
性的除去罪根（罗五-八章）。以下讨论中，对前五章的讨论将比后三章更为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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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信称义” ：强调基督之死的替代性（一 18-四 25） 
     （1）人类的罪恶、神的公义审判与律法的作用（一 18-三 20）。 
     （2）因信称义（三 21-31）。   
     （3）神信实守约的公义（四 1-25）。 
   2、从 “称义” 到 “盼望”（五 1-11） 
     （1）扩展对福音的救恩解说，并从因信称义扩展到与神和好，并再扩展到“盼望神
的荣耀”（五 1-5）。 
     （2）从“神的义“转到神的爱，接下来是一首颂歌，预示着一个主题段落的落幕
（五 6-11）。 

罗五 9：“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籍着他免去神的忿怒。” 

由此可见，因信称义的结果是“免去神的忿怒”，这正是得救的基本意义。 
   3、三类得胜：强调基督之死的包括性（五 12-八 39） 
     （1）亚当和基督的对比，由此带出罪与恩的对比，并为下面讨论基督之死的包括性
和三类得胜奠定了神学基础（五 12-21）。 
     （2）第一类得胜：与主同钉十架、向罪和世界死，从而胜过罪的权势（第六
章）。 
 I．受洗的救恩/灵性双重意义（六 3-4，6-7） 
 六 3-4：“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

籍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籍着父的

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根据上述经文，受洗是跟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并经历“像基督籍着
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的“新生”（即重生）紧密相连的，因此，它跟“因信称义”
同样是救恩的环节：经历第一类得胜的救恩环节。 
 六 6-7 进一步揭示受洗的救恩/灵性意义：“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

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可见受洗是喻表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它显然具有救恩和灵性的双重意
义。 
 当然，成为第一类得胜者不仅仅是接受洗礼的仪式而已，更是要活出与洗礼所喻表
的，旧人与基督同死，新人与基督同活的事实相称的生活。（六 8-10） 

II、进一步经历第一类得胜者的成圣功夫： 
（I）当看：“这样，你们向罪（和世界）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

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六 11） 
（II）不要容，也不要献：“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

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六 12-13 上）。 

（III）将自己和肢体献给神：“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

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六 13 下） 

     （3）第二类得胜：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从而胜过肉体的软弱（七章，八 1-
16）。 
 I. 肉体的软弱（七章）。 
 II．基督作为 “罪身的形状” 包括性的死在十字架上，使一切在他里面与他连接
的人的肉体或罪性被瓦解。（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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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五 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

架上了。” 

III．随从圣灵而行，并坚决不随从肉体，拒绝听从肉体的命令。（八 4-
16） 
 罗八 12-13：“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

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4）第三类得胜：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从而胜过世界败坏的辖制（八
17-25）。 
 I． “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 

罗八 17-18：“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

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

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参：加二 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

己。” 

 为什么基督徒的受苦可说是“和基督一同受苦”呢？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因为
基督徒因信与基督联合，他们的存在之性质是被他们的头和代表的经历之性质所决定的。
因此，就如基督是“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彼前一 11），基督徒也要“和他一同受
苦”，然后“和他一同得荣耀”。【4】 
 上述观点 大的困难是把“和基督一同受苦”当作了“所有信徒存在之性质”或共
同的经历，而这存在之性质又是由信徒和为头和代表的基督的基本关系所决定的。然而，
从经文“如果……也必”的结构来看，“和基督一同受苦”并不是所有信徒共同的经历，
更不是他们存在之性质，而是得胜者的特殊经历。 【5】 
 西一 24 为我们提供了线索：“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

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又参：林后四 7-12） 

 什么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它当然不是指基督钉十字架的患难，因为这一
患难对于成功救赎大工而言是完全的，没有什么缺欠需要补满。然而，对于教会的生存与
扩展，基督仍在承受着患难，而且这一患难需要使徒和得胜者的受苦来补满。 
 由此看来，“与基督一同受苦”其实就是福音书中所说的“舍己”和“背起自己的
十字架”来跟随主（太十 38-39；十六 24—25；可八 34-35；路九 23-24；十四 27；约十
二 24-25）。“与基督一同受苦”其实也就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负我的轭，学我的样

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十一 29-30）。 
 在《灵花》第八章，法兰西斯教导他的朋友利欧什么是“完美的喜乐”。利欧请求
法兰西斯告诉他，“完美的喜乐从何而来”。法兰西斯回答，当他们被人厌弃，屡受咒
骂， 后遭人粗暴地驱赶，然后满身肮脏、湿淋淋地回到院舍，因饥饿而疲惫不堪，“如
果我们忍耐着接受这些不公、残酷和轻蔑的对待，而不生气、不抱怨”，“如果我们用忍
耐和喜乐忍受这一切伤害，想念可称颂的主如何受苦，而我们竟可以在爱中分担他的苦
难，利欧弟兄啊，请你写下来吧，完美的喜乐就在这里”。【6】 
 可见，“和基督一同受苦”就是指得胜者与基督一起分担受造世界的苦难，其中不
仅包括殉道者所经历的苦难，而且更广泛地包括得胜者为基督的缘故自愿承担的一切患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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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认为现时期之受苦，是不配跟那将要显示于我们的荣耀相比较的。这“将要向
我们显出的荣耀”就是我们要“得荣耀”（八 30），即是“和他（基督）一同得荣耀”
（17 节），变成“和他（神）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八 29），实现了创造主造人的原
意。 
 II． 受造世界的企盼（八 19-22） 

（I）受造之物所热切渴望的，是“上帝的众子显现出来”。 
 “受造之物”是指在人和天使以外的、神的创造，即是低于人类之自然界的总

和，包括动物界和非动物界。“神的众子”则是指得胜的信徒（14 节）或“爱神的人”
（28 节）。  

（II）受造之物所热切渴望的，是“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前者是消极的指望，后者是积极的指望。这暗示：被造之物质世界至终的命运不是

要在末日被彻底毁灭，而是被改换一新，以致它能实现神创造之原意或目的。（八 21-
22） 
 III．得胜者切望得 终救赎（八 23-25）  
 上一小段（19-22 节）描写受造之物在呻吟痛苦中的企盼，本小段（23-25 节）描
写得胜的信徒也同样一面呻吟，一面盼望和等候。 
 小结，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关键就在于：与基督一同受苦，并坚忍地盼望基督再
来，那时，得胜者不仅将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连整个受造世界都要得到更新，并且实现神
原初创造之 终目的。 
 总之，根据罗马书前八章，整全的救恩包括了称义和三类得胜。 
 

三、从个人得救到天国降临的福音 

 （一）个人得救的福音 
我们并不否认，根据新约圣经，一个人接触福音确实是从个人得救开始的。 

 罗十 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以上所说是个人得救的福音或救恩的起点。然而，这并不是新约福音的全部。 
林前十五 1-4：“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

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

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

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这也是个人得救的福音，其中不仅有救恩的起点，也包括了救恩的持续。然而，这
并不是新约福音的全部，也不是整全的救恩。 

（二）天国降临的福音 
天国降临的福音是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 
1、个人得救的福音只是天国降临的福音的起点。 
2、天国降临的福音不仅包括一个起点，而且包括了一个过程：即天国降临的过

程。 
这个过程就是主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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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二十八 18-20：“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

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都熟悉上述的经文，并称之主的大使命。怎么称呼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它
的本质。什么是大使命的本质：它是否为福音或福音的一部分？大使命是天国降临福音的
第二阶段：天国在地上的扩展，其中强调三个要点：（1）耶稣已经开始作王；（2）行道
作主的门徒；（3）繁衍门徒。 
      魏乐德指出：“在至少过去数十年间，西方教会并没有把门徒的身份和要求，视作
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人要成为基督徒，不必成为，或有意成为，一个门徒；一个人也
可以在门徒身份上或迈向门徒的路上毫无寸进表现，而仍然是基督徒。”【7】他又指
出：“耶稣在留给教会的大使命中，却设定了一个截然有别的原型。他在早期教会所提出
的第一个目标，乃是运用他那涵盖一切的权柄和力量去令人成为门徒。……这些人只有在
成为门徒以后，才会得以领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在这种双重的预备下，他们被教导
去珍贵和持守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那依循这教会增长计划而生的第一世纪的基督教
会——成绩实在无以复加了。 
      但在基督原有安排的位置上，历史的漂移却以别的取而代之：‘使他们成为皈依者
（加入某一信仰及行为体系），给他们施洗加入教会会籍。’这因而突显了在大使命上的
两项缺漏。首先，我们忘记了使人成为门徒，也就是叫人报名去作基督的学生，而这一点
实应是我们所必须达成，然后才开始其他一切工作的。另外，我们也忽略了引带这些归信
者经受训练，好帮助他们由此日渐践行耶稣所教导的。”【8】 
       3、天国降临的福音的目标或终点：天国彰显在全地。这将在基督再来时实现。 

启十一 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廉价的福音或缩减的救恩将上述三阶段的整全福音缩减为福音的起点或入门。而圣
灵正在全地的教会恢复新约整全的救恩和天国降临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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