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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论导论三一论导论
三位 体的定义三位一体的定义：

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合成一个本体，

三个位格、一个本体三个位格、 个本体

三位一体 Trinity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这个名词

没有出现在圣经中，它是初代教会所创出的名词

三位一体的教义，也是初代的神学家所提出的教义，
可是它是根据整本圣经，小心归纳整理出的基要真理。

圣经处处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教导 就是那个字汇本身没有出现在教义里圣经处处可以看到三位 体的教导，就是那个字汇本身没有出现在教义里，

但是教义的内涵，从创世记到 启示录，处处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教导。

它是我们基督教核心信仰中，几个基本的奥秘，
所谓奥秘就是，讲得通、可是想不通。

奥古斯丁曾经说：三位一体的教义，神秘兮兮、却又危险重重，
如果你否认了这个教义 就会失掉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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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否认了这个教义，就会失掉救恩，

如果想要了解这个教义，就会丧失脑袋。

我们现在还是在三位一体的定义当中，
我就从最现代的神学家 怎么样解释三位一体着手切入我就从最现代的神学家，怎么样解释三位一体着手切入。

二十世纪末的时候，几位德国神学家的提倡，
用关系的概念—我跟你的关系 I‐Thou relation，来诠释三位一体，用关系的概念 我跟你的关系 I Thou relation，来诠释三位 体，

由德国神学家潘霍华首先提倡、巴特大力介绍：

三位中任何一位的身分、存在，是由跟其他两位互动关系来界定。

初代教会最后一个希腊的教父，他的名字叫做大马色的约翰，
他也是用关系来诠释三位一体，

用了 个专有字眼 P i h i 形容三位格之间的关系用了一个专有字眼 Perichoresis形容三位格之间的关系，
用最简单的话就是：三位彼此内住、互相渗透，

三位之间祂们互相取得生命、借着彼此的关系而确实化。间祂们 相取得 命 借着彼此的关系而确实化
西方教会，就是讲拉丁文的教会，倾向强调上帝的统一性，神的「一」

讲希腊语的东方教会，比较注重神的「三」，

就是 个位格的个别性 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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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三个位格的个别性、独特性，

三位之间一定要有多位存在，才能够讲关系

初代、传统教会，上帝是 Tree Persons In One Substance，上帝是三个位格、一个本体。
位格跟本体 这个名词也是神学家所发明的 它也不是圣经的概念位格跟本体，这个名词也是神学家所发明的，它也不是圣经的概念

神是三又是一，一而三、三而一的神，神是多数又是单数

神的三跟神的一，同样基本而重要的，讲一不讲三，这是一位一体，这个不对；
讲三不讲一，更严重，这是多神论。

这种是动态的神观：一不能涵盖神的全体，三也不能够完全代替上帝，
所以当我们用三而 而三的动态神观 位格跟本体的概念就变成多余的所以当我们用三而一、一而三的动态神观，位格跟本体的概念就变成多余的，

神喜欢用三祂就用三，想要用一来现身就是用一，圣经用得非常的有弹性。

当经文只提到神的时候 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判断 究竟是指三位中的哪一位当经文只提到神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判断，究竟是指三位中的哪 位。
有时候提到两位，譬如：约三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经文，父、子同时出现
好有一些经文是三位同时出现：你们要奉父、子、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保罗书信最后的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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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所以圣经是非常有弹性、很动态的，这才是圣经的系统。



我们开始讲解三位一体，或者是教导三位一体，有四个步骤…

第 个步骤 强调神的三 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是神第一个步骤：强调神的三，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

这是神的三，像是东方教会，强调上帝的三。

第二个步骤：西方教会所强调的神的一 上帝只有一位第二个步骤：西方教会所强调的神的 ，上帝只有 位，

圣父、圣子、圣灵虽然都是神，但是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

第三个步骤：既然有三，所以一定有关系。
古代的教父，传统的教会，两千年的传统，

以及现代的神学家，他们都想用关系来解释三位：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彼此是有关系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是有关系的

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差遣圣灵
一个是生的关系、一个是差遣的关系，三位之间是有互动的。

第四个步骤：各有特色，各自的角色、功能是不一样的，不可以混淆。

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所以你不可以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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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我们在教会，最容易教导三位一体的四个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