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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作為本書的讀者，您很可能已經牢牢掌握了耶穌基督的好消息，並瞭解耶穌透過祂

的十字架和復活所成就的。也許您甚至已經與他人分享過福音，可能已經瀏覽過各種專

門介紹並教導傳福音的書籍。如果事實上您還沒有讀過任何此類書籍，我鼓勵您去閱讀

它們！ 
 
那麼，您為甚麼會對這本書感興趣呢？這本書有一個特定的目的——讓您預備好向

穆斯林傳福音。如果您曾經嘗試與穆斯林朋友分享耶穌的好消息並面臨挑戰，或者被呼

召要與您社區中的穆斯林分享福音，那麼您來對地方了。 
 
過去對於其他背景的許多人行之有效的方法、內容和對話似乎根本不適用於穆斯林。

我寫這本書就是為瞭解決這個問題。我不會簡單地重述先前所傳達的有關福音的內容，

而是會提醒您福音中那些與穆斯林特別相關但只是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地方。本書將幫

助您專注於福音中與您向穆斯林傳福音時特別有關係的特定要素。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正在“回到繪圖板”重新開始。當發現試圖用傳統手段和方

法解決問題效果不佳或根本不起作用時，我們經常使用這個表達方式。這通常是因為我

們試圖解決的問題不是可以用傳統方法來解決的標準問題，無論這些方法過去有多可靠。

因此，我們重新評估我們方法的每個小細節，以確定解決問題所需要做的變更。 
 
我們之前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努力常常失敗。當我們評估我們的方法時，我們意識到

在向穆斯林介紹福音時強調《聖經》中的特定要素和細節的重要性。這些洞見並不是

《聖經》中的新啟示，而是在《聖經》註釋和基督教神學著作中都有闡述。挑戰在於，

當我們熱切地為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人提供簡潔的福音信息時，這些基本面向在某種程

度上被淡化了。當與來自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人打交道時，謹慎的做法是重新審視

《聖經》中福音的基要教義，特別是耶穌基督本人所例證的教義。 
 
我祈禱這本書會鼓勵您全心全意地抓住福音，並將其有效地呈現給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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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的福音 

“神的兒子，耶穌福音的起頭。”（《馬可福音》 1:1） 
 
福音（euaggelion，或εὐαγγέλιον，是《新約》聖經的希臘原文）的意思是“好消

息”。在《新約》中，這個字指的是與耶穌所說和所做的一切相關的好消息。當馬可在

第一節介紹福音時，他接著寫了耶穌的生平和教導。因此，耶穌基督的福音包括四本

《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此外，《新約》的其餘部分是對耶穌的生活和教導的評論、解釋和應用。這些《新

約》著作不只是人的解釋和評論，而是神的話語，他們是“上帝所呼吸的”（希臘文為

θεόπνευστος）。1 這些著作不只是人類的文字，而是上帝所默示的。 
 
一方面，在《妥拉》與《舊約》的其它歷史及預言書籍之間存在著刻意且驚人的相

似之處；另一方面，《福音書》與書信之間也是如此。正如《舊約》各卷書旨在解釋和

補充《妥拉》，《新約》各卷書旨在解釋和闡述四本《福音書》，這種模式是很清晰的。

上帝並沒有將祂的話語的解釋留給人類，而是給《妥拉》和《福音書》提供了祂自己的

解釋。 
 
當我們談到主耶穌基督的福音時，我們指的是《聖經》中所教導的一切。因此，福

音包含了《新約》的27卷書。在下一章我們會看到福音也包括《舊約》。 
 
福音不是關於我們，而是關於耶穌基督，與我們的文化和背景、失敗和成功無關。

我們不是故事的中心，耶穌才是。福音是關於祂是誰、祂所成就的事以及他在《聖經》

中所教導的。這本身就是好消息，因為我們裏面沒有好消息。沒有福音，我們就是絕望

迷失的罪人，無法來到神面前。這點很重要，因為這個信息也適用於穆斯林——沒有耶

穌，整個人類都會迷失，並且沒有救贖的希望。這同樣的福音適用於每個人，包括穆斯

林。 
 
馬可在記述耶穌的生平時，一開始就肯定這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好消息，福音以

                                                             
1 《提摩太後書》3 章 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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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絕對神性為中心。馬可在第一節就開始指出這點，並且自始至終都在強調這一點。

作為神的兒子，耶穌本身就是神。當我們與穆斯林交談時，我們必須以基督的神性為中

心話題。但僅僅以基督的神性為中心還不夠，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指出來。為甚麼？因

為基督的神性是福音的樞紐。通常當我們向猶太基督教西方國家的人介紹福音時，我們

與之分享福音的大多數人對基督的神性沒有任何疑問。許多人已經接受或願意接受基督

的神性，他們對福音有其它方面問題。穆斯林則不然。由於《古蘭經》明確否認三位一

體和基督的神性，而那些相信這些教義的人又被《古蘭經》猛烈攻擊為褻瀆者，因此這

些主題既至關重要又不可避免。在與穆斯林的交往中，我們發現穆斯林總是提起三位一

體的話題，這應該被視為向他們傳福音的絕佳機會。 
 
馬可生活在一個文化衝突的時代和地方，他夾在中間。他是羅馬帝國提倡的希臘化

（希臘）文化中的猶太人。當時的猶太人分為幾個陣營：堅決反對希臘多神教者（如愛

色尼派），與羅馬人妥協者（撒都該派），以及衷心擁護希臘多神教的猶太人。更糟的

是，馬可屬於一個叫做基督教的小教派。馬可陪同猶太傳教士保羅和巴拿巴前往外邦人

傳教。 
 
在他所寫的福音書中，我們沒有看到馬可推動情境化，也沒有看到他採用異教做法

來接觸外邦人。事實上，《馬可福音》再猶太化不過了，它的基礎是《舊約》。我們可

以從中得到甚麼呢？一些善意的基督徒認為使用伊斯蘭術語和概念向穆斯林傳福音是有

幫助的。事實是，這與事實相去甚遠。相反，我們必須使用聖經和歷史上的基督教術語

和概念。我們必須預備好去定義基督教術語和教導穆斯林這些術語的含義。分享福音的

一部分是教導《聖經》中的概念和術語；這些概念和術語對於我們要尋找、接觸的人來

說是新的和陌生的。 
 
福音具有變革性。使福音有大能是聖靈的工作，使罪人相信福音。神接納一個無法

接觸或理解神的罪人，並藉著福音的宣講使他重生。我們必須提醒自己，救恩完全是神

的工作。《羅馬書》1:16對於得救的穆斯林和世上任何其他人來說都是如此：“我不以

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那麼，我們必須問，為甚麼這麼多人認為接觸穆斯林非常困難？在這裏讓我給出一

個原因——因為我們不是向穆斯林提供全備的福音，而是給他們一條更適合基督教背景

的人的捷徑。通常，我們認為福音由以下幾句話組成：你是個罪人；耶穌愛你；祂為你

死在十字架上；相信祂。這些陳述的問題在於它假設聽眾是來自基督教背景的人，已經

相信基督的神性，已經相信三位一體，已經相信《聖經》──或至少願意接受《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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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的話。他們毫無疑問地相信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個歷史事件。 
 
但全備的福音不僅僅是簡單地陳述耶穌愛你並為你而死。福音包括基督的神性，相

信《聖經》是未曾篡改的、神的話語，等等。與穆斯林分享福音的問題就在這裏：穆斯

林拒絕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基督的十字架以及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並被埋葬後從死

裏復活。此外，他們認為《聖經》已被篡改，因此是不可信的。 
 
顯然，在談論耶穌所做的事情之前，我們必須先定義耶穌是誰。人們必須解釋基督

為何是神，同時又與天父是不同的位格。此外，我們必須肯定一神論的聖經教義──只

有且僅有一位上帝。那些認為三位一體教義在向穆斯林傳福音時並不重要的人沒有抓到

重點。三位一體的教義對穆斯林來說至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事工歷史上每一次

與穆斯林有意義的互動中，他們都要求我們解釋三位一體的教義。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基督教的重要基本教義──三位一體、基督神性、

道成肉身、十架受難──對穆斯林來說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教義。《古蘭經》清楚明確地

教導反對這些教義。伊斯蘭傳統包含許多對這些教義的反對和攻擊，每個穆斯林被大量

反對這些教義的言論洗腦。因此，這些教義的討論不應該被推遲、最小化，或用模糊基

督教定義的術語來表達。相反，它們應該被清晰地表達。基督徒應該關心實現清楚地呈

現這些基要真理的目標，並使其成為祈禱的主要主題。 
 
同樣，清楚地介紹福音意味著並需要教導他人新的、不熟悉的詞彙。並非世界上所

有語言都包含表達某些基督教和聖經真理所需的術語。因此，基督教工人應該準備好向

不同宗教和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教授新詞彙。傳福音通常意味著教導新的教義、新的概念、

新的未曾聽聞的聖經故事、新的道德規範，當然還有新的詞彙。有些人建議，使用其他

宗教的熟悉詞彙可以幫助彌合理解福音概念的差距。然而，對穆斯林來說，這會隱藏基

督教的概念，從而使他們難以理解聖經教義。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瞭解其中差異的穆

斯林來說，這種試圖使用伊斯蘭詞彙來呈現基督教教義的行為將被視為一種背叛和不誠

實的形式。清楚地呈現基督教教義並被一些人拒絕，比呈現淡化版本並被認為背叛或操

縱而被拒絕要好。 
 
那麼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使用的那些術語，例如“一神論（Monotheism）”，又如何

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定義具有不同含義的通用術語。基督徒和穆斯林對一神論

的意思並不相同。《古蘭經》教導了一種一神論，稱為“一位論單一多神論（Unitarian 
Henotheism）”。其中“一位論（Unitarianism）”認為上帝只有一個位格，“單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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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論（Henotheism）”是對一位神的崇拜，同時承認存在和寬容其他神。儘管大多數穆

斯林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情況確實如此。另一方面，《聖經》教導真正的一神論：只

有一位神，但神以三個永恆的位格存在。鑑於穆斯林今天的信仰不同於《古蘭經》的教

導，這變得更加令人困惑。雖然《古蘭經》教導“一位論單一多神論（Unitarian 
Monotheism）”，但今天的穆斯林在基督教的影響下信仰“一位論一神論”。我的書

《伊斯蘭教的黎明》解釋了這些差異。 
 
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未能向穆斯林介紹全備福音往往是因為對伊斯蘭

教義和基督教教義之間的鴻溝的無知，而不是介紹者本身故意迴避。很容易理解人們為

甚麼會迴避那些已經（或似乎）達成一致的主題和學說。例如，沒有必要浪費時間與一

個已經相信上帝存在的穆斯林討論上帝的存在。 
 
當我們在看似常見的術語和概念（例如“一神論”）未能認識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

之間的全部差異時，麻煩就會出現。只有當我們完全知道和理解這些差異時，我們才能

提供完整的福音，以便我們能夠傳講有關它們的聖經教義。向穆斯林傳完備的福音從神

的教義開始。我經常看到善意的基督教佈道家認為阿拉是《聖經》中上帝的一位論版本，

或像許多穆斯林所堅持的那樣：“我們相信《舊約》中關於上帝的教導。”這不是真的，

因為根據穆罕默德和《古蘭經》，阿拉不是《聖經》中所啟示的一位論版本的上帝。 
 
與耶和華不同，阿拉是當地的阿拉伯異教神。阿拉伯的專業考古學家幾乎達成共識，

認為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阿拉是一個異教神。此外，對《古蘭經》和早期伊斯蘭傳統

的其它著作進行適當的詮釋，我們得到有力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這種前伊斯蘭異教

的神靈概念正是穆罕默德所崇拜的。儘管這樣，基督教學者撰寫的大量文章支持現代伊

斯蘭神職人員否認阿拉的異教本質，對此我感到不安。因此，當需要討論三位一體論與

當地原始阿拉伯異教時，我們發現基督徒掩蓋了這一根本差異，甚至完全忽視了問題的

深度，並無法呈現完備的福音。假設穆斯林已經接受基督的神性（因為顯然他們並不接

受），而忽略與穆斯林討論基督的神性，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有人可能會反對說，即使穆罕默德崇拜異教神靈，現代穆斯林並不崇拜。這就提出

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基督徒應該針對穆斯林今天的信仰還是穆罕默德的信仰？有幾個原

因應該針對穆罕默德的信仰。首先，穆斯林遵守《古蘭經》，它教導穆罕默德所理解的

異教阿拉概念。《古蘭經》並沒有反映現代伊斯蘭教的神靈概念。其次，是伊斯蘭教的

創始人決定了伊斯蘭教的教義，而不是後來的信徒，正如拉法特·阿馬里醫生敏銳地解

釋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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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宗教起源的歷史是檢驗其主張可信度的最重要的檢驗之一。儘管有各種主

張和論據，該宗教後來的支持者在創始人的言論中添加了內容以支持創始人的

主張，但有關該宗教的事實仍然僅限於創始人生活的時期。因此，檢驗他的主

張和評價他的宗教最重要的指導原則是：研究創始人的生活，分析他所生活的

宗教和社會環境，調查他創立他的宗教所依賴的根源。2 
 
第三，當現代伊斯蘭一神論口號與《古蘭經》和伊斯蘭傳統所教導的異教神的異教

屬性相關聯時，這個口號就毫無意義。因此，即使現代穆斯林堅持認為他們的神靈概念

是真正的一神論，但當該神靈的屬性和與該神靈相關的實踐都是異教時，他們的神靈概

念就毫無價值。第四，《聖經》不存在一位論概念，這是一個迷思。《聖經》中唯一的

一神論是三位一體論（三位一體的神），而唯一真正的一神論是《聖經》中的一神論。

在伊斯蘭教的背景下，三位一體論（Trinitarianism）與一位論（Unitarianism）雖然重

要且必要，但本身並不能完全解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真正差異，因此不能呈現完

備的福音。讀者想瞭解更多信息，請參閱拉法特·阿馬里醫生的著作《星史：阿拉的歷

史》。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試圖使用伊斯蘭和古蘭經的表達方式和術語的《聖經》阿拉伯

語譯本遭到了前穆斯林的徹底拒絕。那些從伊斯蘭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想要的是明確性，

而不是操縱性的伎倆。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聲稱，三位一體和聖子的術語和概念並不是

皈依的障礙，事實上卻是他們皈依的亮點。一位穆斯林皈依者分享了他在皈依過程中如

何清楚地認識到耶穌是神的兒子。主打開他的心眼，讓他看見並接受這個基要真理。非

常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反對向穆斯林介紹基督教術語的人並不是前穆斯林。 
 
全備福音需要人對基督教教義的大量獨自投入和致力研究。佈道者必須準備好解釋

《聖經》中一神論的概念，捍衛三位一體的教義和基督的神性，捍衛基督道成肉身和十

架受難的歷史性，能夠回答有關《聖經》的問題，並做好護教者的全部功課。這不是開

始分享福音的要求，而是在天國中發揮效力的要求。與穆斯林交往就是願意致力於學習

《聖經》和神學，和在基督教知識的汪洋中成長的旅程。 
 

 

                                                             
2 拉法特·阿馬里：《古蘭經和歷史》。宗教研究所，2018 年出版，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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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舊約》是福音的基礎 
 
在我多年來與穆斯林的討論中，福音信息的一部分始終為穆斯林帶來心理障礙：替

代贖罪的概念。這個概念意味著其他人，一個無辜的人，為你的罪付出了代價。雖然這

個概念對於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來說不是問題，但穆斯林確實對此感到困惑，他們根

本不明白。這裏的真正問題是，要理解這個教義需要聖經基礎，即《舊約》。 
 
利未記和《舊約》中贖罪概念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因為它為《新約》中贖

罪的教導創立了必要的歷史、文化、宗教和邏輯基礎。除了神在人心中的工作之外，

《舊約》的遺產為理解和接受福音奠定了基礎。這適用於所有獨特的基督教教義，包括

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和基督的受難。《羅馬書》3:10-19對此有明確的闡述：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

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他們的喉嚨是

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弄詭詐。”“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滿口是咒罵

苦毒。”“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所經過的路，便行殘害暴虐的事；平安

的路，他們未曾知道。”“他們眼中不怕神。”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

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 
 
科林·克魯斯對這段文字中法律的意思做如下闡述： 
 
保羅將他的一系列引文稱為“律法”所說的，使用“律法”一詞，其最廣泛的

含義包括律法、先知和著作，即整部《舊約》。事實上，保羅的引文都不是來

自《摩西五經》，而是來自《以賽亞書》、《傳道書》、《箴言》和《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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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先知書和著作）。3 
 
《舊約》是從猶太人的經驗中汲取的重要屬靈原則的寶庫，這些原則對於理解福音

至關重要。這不是一個可以快速學習的簡單課程；相反，《舊約》代表了數千年的救贖

歷史，旨在向人類清楚地傳授基要真理。 
 
例如，替代贖罪的概念植根於這樣一個事實：所有人都犯了罪，並且無法為自己贖

罪，這是許多人（包括穆斯林）都在掙扎的事實。因此，《舊約》是神教導世人有關代

贖的方法。 
 
《舊約》充滿了意象、教訓、預表和模式，教導我們豐富的屬靈真理和原則。這些

原則是我們掌握和接受福音的基石。從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以及主給他們披上獸皮的行為，

到動物獻祭的儀式和贖罪日的遵守，再到《以賽亞書》第53章等章節中發現的預言性見

解，這些記載對於理解福音至關重要。 
 
就像與我的女兒、侄女和侄子堆砌複雜的積木模型一樣，我們先組裝比較小但詳細

的局部結構，然後連成一個宏偉的結構，福音的基本真理以類似的方式發揮作用。如果

單一部件組裝搞錯，整個結構就無法堆砌下去。這些局部結構的每個組成部分都必須處

於正確的位置，才能形成一個互相粘連和有效的整體。 
 
這個類比對於福音的每一個基本真理都是對的，包括基督的神性、三位一體的概念、

《聖經》中定義的獨特一神論、神的屬性、道成肉身、是非概念、十架受死，以及復活。

所有這些教義都需要一個基本框架，福音可以在這個框架上和諧地建立並結合在一起。 
 
穆斯林面臨重大挑戰，因為他們的宗教基礎已經用伊斯蘭傳統（包括《古蘭經》、

《聖訓》和《西拉》）取代了《舊約》。在他們的信仰體系中，麥加取代了耶路撒冷，

成為一神論、上帝的啟示和歷史中神聖參與的中心。以實瑪利取代了以撒；他們堅信亞

伯拉罕被呼召向主獻祭的就是用以實瑪利，甚至相信這事件發生在麥加。結果，《舊約》

的一神論被偽阿拉伯的、半一神論的異教概念所取代，並演變成現代伊斯蘭一位論。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教中阿拉的屬性與聖經中上帝的屬性不同。此外，《古蘭經》

直接挑戰了基督教福音的基本教義，例如基督神性、三位一體、道成肉身和十架受死。

                                                             
3 科林·克魯斯：《麥種聖經註釋：保羅寫給羅馬人的信》，D.A.卡森主編。大急流城：厄德曼斯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第 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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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古蘭經》呈現了諾斯底主義版本的彌賽亞，將耶穌描繪成一個比穆罕默德低級

的失敗先知，一個被創造的人物，而不是神聖的基督。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這

個鮮明對比凸顯了向穆斯林傳福音時必須解決的重大差異。 
 
毫不奇怪，當典型的穆斯林接觸到福音信息時，他們常常發現福音的內容要不是令

人反感，就是難以理解。這種脫節的出現是因為他們是在不同的基礎上長大的，這個基

礎賦予了完全不同的原則、教義和敘述。他們根據被灌輸的這些原則來判斷向他們傳達

的福音信息。 
 
在當代，很明顯我們的文化正在遠離聖經；我們常發現《舊約》具有挑戰性和冒犯

性。有些人建議我們應該淡化《舊約》的記載，以使福音更適合那些越來越遠離和不熟

悉舊約遺產的文化。然而，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舊約》聖經文本正是上帝特為福音

信息奠定基礎所需要的，因此，在一個與聖經根源越來越疏遠的文化中，《舊約》在傳

福音方面變得更加重要。 
 
鑑於上帝將《舊約》確立為《新約》的基礎文本，其目的是指導整個世界，包括穆

斯林，因此，在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努力中，我們不可能忽視《舊約》。我們怎能放棄

《舊約》而依賴《古蘭經》來談論耶穌呢？《古蘭經》所教導的傳統反對福音，並與福

音相矛盾，從《古蘭經》中無法建立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合理的聖經教義。利用《古蘭經》

或其中的某些部分作為導出福音信息的基礎平台，徹底違背了福音的本質。 
 
多年來，我觀察到許多基督徒在試圖與穆斯林接觸時採用以下論點。他們引用《古

蘭經》3章45節，該節把耶穌描述為“阿拉的一句話”，作為將其與《約翰福音》1章1
節宣稱耶穌是上帝永恆的道聯繫起來的潛在橋梁。然而，針對這種做法，穆斯林經常斷

言耶穌僅僅被認為是阿拉創造的“一個字”。問題來了：誰擁有正確的解釋，以這種方

式使用《古蘭經》3章45節是否合理？ 
 
事實上，《古蘭經》3章45節明確指出，耶穌只是阿拉的一句話，而不是《約翰福音》

1章1節所宣稱的永恆之道，即上帝。此外，經文的直接上下文暗示耶穌是阿拉所創造的。

在這個具體例子中，穆斯林的回應比基督徒的論點更準確。更進一步地，試圖利用《古

蘭經》為見證建立橋梁，往往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它透過明確強調《古蘭經》的教導和

善意的基督教見證人的不合理解釋，無意中肯定了穆斯林關於基督的錯誤教義。值得注

意的是，這段古蘭經的背景本質上是諾斯底主義的，因此，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質

疑引用諾斯底主義的文本是否明智之舉，因它明顯宣揚反基督教教義。 



16  向穆斯林傳福音 

  

 16 

 
一些基督教護教家錯誤地引用了有關基督被釘十字架的《古蘭經》4:157 節經文。這

節經文的普遍為人接受的含義如下：猶太人聲稱他們殺害了基督，即馬利亞的兒子耶穌。

然而，他們既沒有殺死他，也沒有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但對他們來說似乎是這樣……相

反，阿拉把他提到了天堂。這些基督教護教家馬上就指出了《古蘭經》另一節19:33經文，

其中寫道：“我在出生日、死亡日、復活日，都享受和平。” 
 
那些基督教護教家從19:33節得到支持，認為基督死了又復活了，儘管4:157節堅持

認為祂沒有死而是被擢升到自己那裏了。因此，有必要重新評估4:157節的解釋，使其與

他們對19:33節的解釋一致。然而，穆斯林強調4:157這節經文否認十架受死的清晰度和

力度，導致他們重新解釋後一節19:33經文。他們辯解說阿拉在基督死後將祂提到天堂，

並沒有否認祂的死亡，而是拒絕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觀點。穆斯林也認為，這節經文並

沒有提到基督被釘十字架後的復活，而是預言了祂在末日的復活。雖然我不提倡有系統

地對待《古蘭經》，但不可否認的是，《古蘭經》堅決反對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教護教家經常引用《古蘭經》另一節5:73經文；這節經文斷言那些相信阿拉是

三位一體中的第三位的人是褻瀆者，強調阿拉是獨一的。作為回應，基督教護教家認為

《古蘭經》扭曲了基督教對三位一體的理解，因為它將三位一體定義為阿拉、耶穌和馬

利亞，他們斷定《古蘭經》對三位一體的反對僅限於對三位一體的這種誤解。然而，這

種論點忽略了《古蘭經》在這節經文和其它經文中一貫地、毫不含糊地否認基督的神性。

那麼，當《古蘭經》明確否認基督的神性時，它怎麼能不反對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教義呢？

因此，《伊斯蘭塔夫西爾》適當地將這節經文視為對三位一體的所有教義（包括聖經教

義）的全面否認。 
 
一些基督教護教家在試圖與穆斯林建立理解的過程中採用了類似的論點。恰當地描

述此類論點的術語是主觀詮釋（eisegesis）。主觀詮釋涉及將外部思想或觀念強加到文

本上，而不管文本是否支持他們的詮釋。本質上，它是用文本本身並不支持的概念進行

解讀的行為。諷刺的是，雖然我確信這些辯護家是善意的，但是他們卻使用那些明確反

對自己的思想和教義的《古蘭經》經文。他們投入相當大的努力，透過否認基督神性的

《古蘭經》經文來說服穆斯林基督是神。同樣，他們從否認基督被釘十字架的《古蘭經》

經文來論證基督被釘十字架，並從否認三位一體的古蘭經經文來支持三位一體的真理。

本質上，這些辯護家在試圖與穆斯林接觸時使用了有問題的論點，幾乎就好像他們相信

只有目的正當就可以不擇手段一樣。這就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如果我們作為基督徒堅

決拒絕損害聖經明確教義的主觀詮釋，並將這種詮釋視為對我們信仰的侮辱，那麼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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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們在解釋《古蘭經》時卻要採用同樣的方法呢？ 
 
此外，諷刺的是，這些論點常常達到與預期相反的效果。穆斯林認為這些論點不合

理，並視此類企圖強化了他們自己的信仰和教義。 
 
《新約》的基礎在於《舊約》。當穆斯林尋求對《新約》中的主張的證據時，明智

的做法是引導我們的穆斯林朋友閱讀《舊約》，而不是試圖從《古蘭經》本身去建立這

種證據。 
 
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只涵蓋整本《新約》，也涵蓋《舊約》。因此，我們有意識地為

我們的穆斯林朋友打下一個《舊約》的正確基礎是很重要的。《聖經》中的敘述，從亞

當和夏娃到亞伯拉罕、十二支派的族長、約瑟、摩西、大衛和以賽亞，對穆斯林來說具

有重要意義。同樣重要的是《舊約》中關於基督的預言。與穆斯林共同閱讀《以賽亞書》

第53章和《詩篇》第22章等段落可能會非常有益。 
 
許多基督徒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穆斯林不承認聖經的權威，我們如何能用

《舊約》作為分享福音的基礎？我相信，這種反對意見源於兩個主要因素：首先，許多

基督徒可能不具備有效解決穆斯林反對意見的必要知識；其次，他們可能對聖經在見證

行為中的角色和權威缺乏清晰的理解。讓我們轉向主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祂在路加福音

16章的比喻中提供了這個答案： 
 
財主說：“我祖啊！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我還有五個

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亞伯拉罕說：

“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的，若

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到他們那裏去的，他們必要悔改。”亞伯拉罕說：“若

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4 
 
上面的段落強調了聖經在見證行為中不可否認的重要性。基督對替代方法的拒絕強

調了那些不接受聖經權威的人仍然要對聖經權威負責。與其因為穆斯林的反對而迴避聖

經，我建議我們正面解決這些反對意見。與其屈服於反對聖經的意見，讓我們接受與他

們接觸的挑戰。我們可以開始了；後面的章節將揭開層層的反對意見。 
 

 

                                                             
4 《路加福音》16 章 27-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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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傳統 

學習耶穌如何處理伊斯蘭傳統 
 
我的電視節目以阿拉伯語向全球講阿拉伯語的穆斯林觀眾播出，在該節目中，我用

了多集內容來討論《新約》文本傳播的可靠性這一主題。正如常見的那樣，許多穆斯林

抗議說《聖經》已經被篡改。在節目中，我向所有穆斯林聽眾發出挑戰，要求他們提供

證據支持聖經被篡改的說法。一位穆斯林聽眾回應並提出了他的論點，他斷言，既然

《古蘭經》被認為是完美的，鑑於《古蘭經》和《聖經》在基本教義上存在矛盾，那麼

《聖經》肯定經歷過篡改。 
 
雖然我承認《聖經》和《古蘭經》在基本教義上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我敦促他

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古蘭經》不是真神的話語，而《聖經》也沒有被篡改。不過，他

堅決否定了這種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穆斯林對《古蘭經》的完美性表現出堅定

不移和不可批判的信心，這有時會妨礙他們認真對待《聖經》的能力。本章深入探討基

督如何在福音書中面對這項挑戰。 
 
當我們提到伊斯蘭傳統時，我們本質上指的是伊斯蘭教已將其提升為神聖經文地位

的人造教導、敘事和文本，包括《古蘭經》、《聖訓》、《西拉》和各種其它文本。伊

斯蘭傳統與其他宗教的傳統非常相似，由人造著作和教導組成。我們需要注意兩個基本

問題： 
 
（1）伊斯蘭傳統是否與聖經相衝突，或是否有可能與聖經結合使用？ 
 
（2）耶穌如何論及這些傳統？福音書包含許多面對宗教傳統的段落，並為基督徒應

該如何參與這些傳統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證。 
 
我們將把重點放在《馬可福音》7章1節，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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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裏聚集。 
 
這事件似乎標誌著耶路撒冷宗教精英（包括法利賽人和文士）與耶穌之間首次重要

交鋒。隨著耶穌的聲譽，特別是與祂的奇蹟和教導有關的聲譽不斷提高，法利賽人開始

挑戰祂。他們很快就抱怨說，他們所珍視的傳統似乎遭到了侵犯，如第2節所示： 
 
他們曾看見他的門徒中有人用不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吃飯。 
 
這非常清楚地表明耶穌反對法利賽人的傳統。在這個例子中，門徒的行為反映了祂

和祂的教導。法利賽人認為他們的傳統是重要的、正確的、真實的、神聖的。第3節和第

4節告訴我們更多有關的故事： 
 
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遺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吃飯；從市上

來，若不洗浴也不吃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歷代拘守，就是洗杯、罐、

銅器等物。 
 
法利賽人虔誠地致力於捍衛和維護他們的傳統，他們小心翼翼地堅守著它，並將其

視為前人留下的遺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統並不局限於單一或特定的實踐，正如經

文明確指出的那樣，“還有好些別的規矩……”這個問題超出了特定的實踐、教義或與

食物或清潔相關的事項。相反，它主要圍繞著權威問題，如以下經文（第5節）所示： 
 
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甚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吃飯

呢？” 
 
他們認為自己的傳統具有最高的權威，並要求其他人遵守它。他們聲稱，在這件事

上不遵守他們的傳統會導致手被玷污。詹姆斯·愛德華茲恰當地將這場衝突描述如下： 
 
然而，耶穌與法利賽人之間關於潔淨與不潔淨的爭論只是更深層分歧的外表，

其癥結在於“古人的遺傳。”5 
 
這裏提出的權威問題與唯獨聖經的教義密切相關。這段經文清晰而直接地闡述了唯

獨聖經，決定了甚麼是道德、教義以及與上帝建立正確關係的基礎等問題的權威。重要

                                                             
5 詹姆斯‧愛德華茲：《麥種聖經註釋：馬可福音》，D. A.卡森主編。大急流城：厄德曼斯出版社，2002 年

出版，第 2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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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認識到這段涉及法利賽人傳統的經文的意義不應被忽視、淡化或限制。現實中，

它是處理基督教世界內外所有其他傳統（包括伊斯蘭傳統）的神聖處方。基督以清晰直

接的方式傳授的教導和原則，對於所有其它傳統既適用又相關。 
 
法利賽人的傳統最終演變成所謂的《米書拿》。對某些人來說，它是口頭《妥拉》，

因此他們認為它等於甚至超越書面《妥拉》。它的追隨者聲稱它包含對書寫《妥拉》的

解釋。為了反對這個傳統，基督在第6節和第7節中表達了明確的立場： 
 
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做道理教導人，所

以敬拜我也是枉然。’” 
 
我們在此提出幾點觀察： 
 
首先，耶穌斥責了那些宣揚傳統的宗教領袖。他公開揭露他們，以免門徒被引誘去

追隨這些領袖。這段經文強調，僅僅警告錯誤的教導是不夠的；提醒信徒注意那些傳播

此類錯誤教導的人也是同樣重要的。然而，我們必須謹慎區分哪些人是這些教導的受害

者，哪些人是自稱宣揚這些錯誤教義的教師。 
 
為甚麼會這樣呢？主讓我們深入瞭解支撐這些傳統的宗教機構。在每一個與福音相

矛盾的傳統背後，都存在著一個宗教機構，它最終聲稱自己是隱藏在該傳統中的權威。

就伊斯蘭教而言，穆罕默德在生前就聲稱擁有這樣的權威。他的權威隨後被哈里發（伊

斯蘭領袖）繼承，哈里發擁有修改《古蘭經》和創建《聖訓》（穆罕默德的格言和傳統）

的權利和特權。目前這項權力屬於伊斯蘭教神職人員，正是這些神職人員維護伊斯蘭傳

統。 
 
其次，耶穌明確指出了他們的傳統的問題：法利賽人高舉他們的傳統，儘管它只不

過是人的誡命。根據耶穌的說法，將人的誡命當作上帝權威的話語來教導是不可接受的。

這項傳統（特別是《米書拿》）的具體問題在於，它被表達為上帝的話語——口頭《妥

拉》。它聲稱上帝以類似於祂傳遞書面《妥拉》的方式授予摩西口頭《妥拉》。然而，

正如耶穌所說，僅僅斷言這個傳統源自於上帝並不能證明它是源自上帝。事實上，它只

不過是人的誡命，與上帝沒有任何關係。 
 
第三，根據耶穌的說法，將人的誡命提升到與神的話語具有同等的權威的行為是徒



22  向穆斯林傳福音 

  

 22 

勞的敬拜行為。這是虛偽的敬拜表現。主警告人們不要效法這種敬拜。 
 
第四，耶穌的回應本質上概括了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教義。當談到反對伊

斯蘭教的主張和傳統時，除了唯獨聖經（上帝的話語）之外，沒有任何可行的回應。人

為的教義或教導不能擁有高於上帝自己的教義或教導的權威，只有聖經才能擁有這種權

威，因為它是神的話語。 
 
第五，耶穌引用《舊約》聖經來闡明祂的觀點，意味著這不是《新約》獨有的教義。

透過傳統廢除神的話語並不是僅限於這個特定實例的問題，事實上，這是人類固有的普

遍罪性，就像魔鬼引誘夏娃懷疑神的話一樣古老。《馬可福音》引用了希伯來聖經的七

十士譯本。6 對此，里克·E·瓦茨表示，“事實上，它們之間沒有實質性區別……在這

方面，堅持‘人的傳統’只是這個更深層問題的一個症狀。”7 
 
傳統有甚麼問題？耶穌在以下從第8節開始的經文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 
 
人類的任何傳統都反對上帝的道，因為上帝的道正是：上帝的道。沒有任何其它東

西可以聲稱是上帝的道。因此，任何試圖將傳統與上帝的誡命等同起來的行為都是對上

帝誡命的違背。這一切都歸結於一個權威問題：誰的話語擁有最終的權威？然而，正如

許多人過去所爭論的那樣，有些人可能會反對，聲稱他們沒有忽視上帝的誡命，傳統並

不與聖經相衝突。耶穌在第9節中回應了這個反對意見： 
 
又說：“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傳。” 
 
耶穌指責法利賽人試圖建立自己的傳統，並指出他們的傳統與聖經相矛盾，儘管他

們聲稱這並不反對聖經。祂還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他們有一個規避聖經的

“好方法”；他們沒有公開、明確地拒絕聖經，而是採取了一種微妙的方法，使得他們

表面上遵守聖經，但實際上卻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傳統。這正是耶穌給他們貼上假冒為善

標籤的原因。他們透過表面上尊重上帝的話語來假裝敬畏上帝，但實際上卻透過宣揚自

己的傳統來破壞上帝的話語。 
 

                                                             
6 《舊約》的希臘文譯本稱為《七十士譯本》。 
7 里克·E·瓦茨：《馬可福音》，選自《新約引用舊約》，G. K.比爾，D. A.卡森主編。大急流城：貝克出

版社，2007 年出版，第 1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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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模式並不局限於法利賽人的傳統，它可以應用於聖經與傳統之間的所有

關係。《古蘭經》包含許多引用《妥拉》和福音書的經文，但對《古蘭經》的徹底檢查

顯示出它對聖經明顯的攻擊。 
 
那麼耶穌是如何處理與聖經相違背的傳統的呢？答案可以在第10-13節找到： 
 
摩西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你們倒說：

“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做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獻

的意思），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

道。你們還做許多這樣的事。” 
 
有幾點要說明： 
 
首先，耶穌引用了聖經，然後祂引用了法利賽人的傳統，並表明他們的傳統如何使

神的話作廢。這需要深入瞭解他們的傳統。向穆斯林傳福音最關鍵的要素之一，是學習

和研究伊斯蘭文本。這樣做可以證明伊斯蘭文本不是上帝的話語，而是使聖經（上帝的

話語）作廢。正如耶穌直接駁斥法利賽人的傳統一樣，其他傳統包括伊斯蘭傳統，也應

該被駁斥。 
 
其次，耶穌從他們的傳統中提供的例子並不是唯一的，法利賽人的傳統在許多方面

都否定了神的話。請注意耶穌是如何描述他們的傳統的：“你們還做許多這樣的事。”

對於尋求效法基督的方式處理人造傳統的護教者來說，深入研究這些傳統是至關重要的；

僅瞭解他們傳統的幾個例子是不夠的。在福音書中，基督展現了對法利賽人傳統的深刻

瞭解。 
 
第三，觀察他們的傳統是如何以尊崇上帝為藉口建構出來的。事實上，只有神的話

語才能真正榮耀神；人類的傳統不能與之等同。許多穆斯林認為，他們透過遵守伊斯蘭

傳統來榮耀上帝。重要的是，我們要有效地表達伊斯蘭教並不榮耀上帝，因為真正的榮

耀來自於遵守聖經。 
 
第四，傳統是人創造性的法律操縱，目的是使上帝的話語無效。這是一位狡猾的神

學律師在上帝的話語中尋找漏洞的深刻示範。事實上，《米書拿》的演變方式就是為瞭

解決耶穌在10-13節中所舉的這個例子。這表明，人類的傳統不斷發展和演變，以解決過

去暴露的問題。護教家必須意識到並辨別這種策略。此外，重要的是要瞭解這種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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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並揭露這些歷史性的修改只不過是法律操縱。 
 
對傳統的反駁應該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耶穌在第14和15節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耶穌又叫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聽我的話，也要明白：從外面進去

的，不能污穢人；惟有從裏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 
 
顯然，反駁應該是公開的。此外，耶穌也談到了這個問題的正面和負面兩方面。換

言之，耶穌不只解釋了甚麼能污穢人，也解釋了甚麼不能污穢人。這裏的重要意義在於，

僅僅陳述肯定性教導是不夠的；正如愛德華茲所說，揭穿虛假教義也勢在必行： 
 
耶穌對口傳傳統全盤曲解《妥拉》提出了尖銳而緊急的呼籲。“你們都要聽

我的話，也要明白”8 
 
人們可能會質疑是否有必要公開駁斥法利賽人的傳統，尤其是對那些不屬於法利賽

人的人。然而，第17節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 
 
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 
 
儘管門徒們並不認同法利賽人的傳統，但這個傳統的基本要素卻牢牢地束縛著他們，

使他們很難理解這個比喻。傳統扮演了他們看聖經文本的鏡片的角色。這表明，即使是

一些應該更明白的人，仍然可能受到某些人類傳統的影響。 
 
人們可能想知道向基督徒反駁伊斯蘭教教義和傳統的目的。答案在於，甚至有些基

督徒也受到伊斯蘭傳統的某些基本原則的影響。許多基督徒仍然持有諸如穆罕默德是以

實瑪利的後裔、伊斯蘭教教導與《聖經》相同的一神論概念、阿拉就是《聖經》中的上

帝等信仰。耶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第18-23節中找到：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嗎？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

污穢人，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厠裏。這是說，各

樣的食物都是潔净的。”又說：“從人裏面出來的，那才能污穢人。因為從

裏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

                                                             
8 詹姆斯‧愛德華茲：《麥種聖經註釋：馬可福音》，D. A.卡森主編。大急流城：厄德曼斯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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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能污

穢人。” 
 
有三個關鍵點需要考慮： 
 
首先，主希望祂的門徒更明白，不受傳統的影響。耶穌說：“豈不曉得？”本質上，

如果沒有傳統的干擾，道理會很簡單。換言之，傳統並沒澄清神的話語；其目的是要廢

掉聖經中明明白白的話語。認為聖經不清楚並需要幫助（例如用人類傳統來澄清）的想

法是具有欺騙性的。從耶穌的角度來看，當人們不考慮傳統時，聖經是清楚的。 
 
其次，根據耶穌自己的說法，祂宣告所有食物都是潔淨的。這說明教義應該完全建

立在耶穌的話語之上，而不是其它任何事物。耶穌的話——即聖經——是最終的權威。 
 
第三，利用人的傳統是內在邪惡的表象和掩蓋。神的話語揭露了真正的罪和內心的

狀況。人類的傳統是為了使上帝的話語作廢而創造的，因為人的內心本質上是邪惡的。 
 
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些經文在向穆斯林傳福音時的整體應用。如果有一個強而有力的

應用的話，那就是根據基督的說法，駁斥錯誤的傳統是介紹福音的一個組成部分。鑑於

福音涵蓋了耶穌所說和所做的一切，並且這些經文表明耶穌對錯誤傳統有深刻的瞭解並

主動駁斥它們，故挑戰錯誤傳統是福音的本質。因此，所有參與分享福音的基督徒，尤

其是在面對人為傳統時，都應予駁斥。 
 
許多基督徒教導說，人們不應該反駁伊斯蘭傳統，絕不能批評《古蘭經》，也不要

揭露穆罕默德是假先知。然而，正如我們在上面讀到的，基督教導我們的恰恰相反。事

實上，這是我們首先應該做的事情。那些認真向穆斯林作見證的人必須準備好接觸伊斯

蘭教的傳統和權威象徵。 
 
我從未遇過一個對聖經權威抱持深深尊重的穆斯林。為甚麼會這樣呢？主要原因是

他們堅定不移地相信伊斯蘭傳統是至高無上的權威。透過駁斥他們的人造傳統，基督直

接指出了法利賽人的根本錯誤：廢除、忽視和高舉某些東西高於上帝話語的行為。因此，

歸根結底，問題的關鍵是權威問題。 
 
穆斯林經常質疑：按說猶太人共享了正確的基要經文，那為甚麼他們不接受耶穌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兩方面的解釋。首先，問題在於猶太傳統領域。《米書拿》被認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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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了口頭《妥拉》，有些人甚至將其提升到書寫《妥拉》之上。此外，《米書拿》、

《塔木德》和其他拉比著作也被用來解釋《妥拉》。拉比的權威已被提升至《塔納赫》

（《舊約》）之上。然而，主已經透過《舊約》的先知書提供了祂對《妥拉》的解釋。

遵循這條道路，從《妥拉》開始，透過先知書，並認識到主的話語是教義和實踐的最終

權威，人們就可以直接走向福音。 
 
第二個原因是許多猶太人確實接受耶穌為彌賽亞。基督的早期使徒都是猶太人，而

正如《使徒行傳》所描述的，第一個教會是由猶太信徒組成的。這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

無論是基督教、伊斯蘭教或猶太教的傳統，當它們被授予解釋或建立偏離聖經的基礎的

權威時，都可能會帶來問題。 
 
福音包含廢除反對它的傳統。僅僅傳達福音書的積極方面是不夠的，也必須解決福

音中的消極因素，其中包括揭露傳統的虛假性，例如伊斯蘭傳統。這就是為甚麼福音包

含了整本聖經。在檢驗基督的教導時，我們發現耶穌在福音書中投入了大量的時間來揭

穿源自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和他們的文士的傳統的錯誤教導。四福音書的很大一部分致

力於基督對源自人類傳統的錯誤教義的駁斥。 
 
為甚麼福音作者要花大量時間來記錄這些反駁的教導，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強調

奇蹟和積極的教義不是比花大量時間來揭穿錯誤教義對人更有幫助嗎？這個問題的答案

是響亮的“不”。福音的一個重要方面涉及對錯誤教導和傳統的肯定駁斥。這就要求那

些分享福音的人必須充分瞭解其它傳統，就像基督和使徒們對各種傳統有廣泛的知識一

樣。他們解決了針對福音的反對意見，並揭露了其它世界觀的謬誤。 
 
在向穆斯林傳福音時，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反駁伊斯蘭傳統。這正是宗教研究所致力

於提供歷史、聖經和考古證據來反駁穆罕默德是以實瑪利後裔這一說法的原因。這項證

據挑戰了要將穆罕默德與亞伯拉罕的呼召和救贖歷史聯繫起來的任何主張或暗示。此外，

宗教研究所承擔了揭穿麥加在亞伯拉罕時代就存在的說法的任務。拉法特·阿馬里醫生

在他的著作《麥加的歷史》中證明，麥加在亞伯拉罕時代並不存在。相反，麥加最早可

能建於公元四世紀。這一事實駁斥了亞伯拉罕與麥加城和卡巴天房有任何联系的說法。

事實上，這駁斥了亞伯拉罕在麥加創立一神教的說法。 
 
揭穿亞伯拉罕、以實瑪利、麥加、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之間的任何聯繫的真相都會

嚴重破壞伊斯蘭教的基本主張。麥加和以實瑪利是伊斯蘭教信仰的主要支柱。當這些連

結在穆斯林眼中不可信時，就會導致對伊斯蘭教本身起源的根本質疑。《古蘭經》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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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其所謂的亞伯拉罕遺產，因此其起源和主張很容易受到懷疑和審查。這正是拉法

特·阿馬里醫生的《古蘭經與歷史》一書所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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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傳承 

論伊斯蘭教有關《聖經》被篡改的主張 
 
穆斯林聲稱《聖經》被篡改了，這種回應通常被用作對聖經關於基督神性、三位一

體、十架受死等重要教義的明確主張的辯護機制。但穆斯林為甚麼要做出這樣的辯護呢？

其根源在於《古蘭經》的作者因訴諸於《聖經》而陷入困境，對《聖經》與《古蘭經》

的關係作出反覆、明確的斷言。第4章47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曾受天經的人（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啊！……你們應當信我所降示的新經，

這部新經能証實你們所有的古經。 
 
《古蘭經》中有很多這樣的經文，呼籲基督徒和猶太人相信《古蘭經》，原因是

《古蘭經》確認並與《聖經》一致。《古蘭經》本身沒有任何地方表明《聖經》被篡改，

因此不值得查閱。如果基督徒的聖經被篡改了，為甚麼《古蘭經》一再要求基督徒查閱

他們的聖經並相信《古蘭經》呢？對於這個強有力的反問，典型的穆斯林的回答是，最

初的《聖經》在某種程度上被篡改了。然而，他們顯然沒有考慮到這種回應的後果，這

涉及《古蘭經》的一致性和《聖經》的傳播歷史。 
 
在我們繼續討論之前，我相信瞭解《古蘭經》中這些經文的歷史背景是有幫助的。 
 
既然我們知道《聖經》沒有被篡改，而是明顯地與《古蘭經》教義的本質相矛盾，

那麼我們必須問，為甚麼《古蘭經》的作者會求助於與之相矛盾的文本呢？答案很簡單：

《古蘭經》的作者從未直接接觸過《新約》或《舊約》。特別是，《古蘭經》沒有直接

引用或準確闡述《新約》的教義或教導。此外，它沒有直接引用《舊約》，《古蘭經》

中的《舊約》故事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接觸文本的人而得到的故事。 
 
我們從歷史上知道，《新約》大概是在公元八世紀初首次被翻譯成阿拉伯文。《舊

約》第一次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大概是在公元九世紀；這至少是《古蘭經》寫成之後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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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久的時間。此外，麥加和麥地那有猶太部落，這是《舊約》有限的間接故事的原因，

但麥加和麥地那的“基督徒”是混合教派，將異教元素與諾斯底主義、伊便尼派等其他

基督教派混合。此外，《古蘭經》的作者也沒有很認真地對待基督徒的主張。《古蘭經》

只是為實現個人和政治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一本嚴肅而透徹的神學文本。呼籲基督徒和

猶太人查閱他們的聖經並將其與《古蘭經》進行比較，是出於粗心的無知和政治軍事言

論的結合。如需更多信息，我們鼓勵讀者閱讀《伊斯蘭教的搖籃》和《伊斯蘭教的黎明》

兩本書。 
 
然而，對虔誠的穆斯林來說，《古蘭經》的主張是正確的，即《聖經》被篡改了。

但《聖經》被篡改的主張會產生甚麼後果呢？讓我們思考以下幾個事實。首先，根據伊

斯蘭教，阿拉是《聖經》的作者，就像他是《古蘭經》的作者一樣。其次，由於《古蘭

經》明確指出《聖經》與《古蘭經》一致，而《聖經》與《古蘭經》卻不符，所以對穆

斯林來說，《聖經》被嚴重篡改了。篡改程度有多大呢？這需要人們重新審視《舊約》

和《新約》，並刪除所有與《古蘭經》相矛盾的教義、教導、事件、預言、預表和細節。

換言之，他們所謂的“原初”《聖經》是一份看起來和《古蘭經》極其相似的文件，但

與現有的《聖經》卻截然不同。人們可以想像，這要求對文件進行前所未有的全面篡改。

換句話說，主張《聖經》中存在與《古蘭經》的一些所謂的矛盾還不夠，即使存在大量

的難題也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 
 
這是穆斯林提出的嚴重指控，如果沒有真實而嚴肅的證據，我們根本無法認真對待。

對於任何熟悉聖經文本傳承歷史的人來說，這毫無疑問就是一項指控，因為絕對沒有任

何證據顯示《聖經》發生過如此嚴重的篡改。讀者在與穆斯林交談時必須記住，無論他

們受過多少教育，《聖經》被篡改的說法並非來自歷史證據，而是完全來自對《古蘭經》

的盲目教條信仰以及《古蘭經》作者引用《聖經》而造成的災難性困境。換句話說，無

論穆斯林多麼熟悉《聖經》的傳播歷史，引用了多少自由主義批判假設，這個伊斯蘭教

主張的核心仍然是滑稽、天真和站不住腳的。 
 
因此，向穆斯林闡明《古蘭經》造成的困境的必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此外，

我們必須善意而堅定地要求穆斯林對《聖經》被篡改這一離譜的說法所造成的後果承擔

責任，要求堅持《聖經》被篡改的穆斯林為篡改的嚴重程度提供可信的證據。 
 
然而，基督徒還有另外的責任。對於基督教佈道家來說，對默示、聖經正典和文本

批判等關鍵主題有紮實的理解是至關重要的。這些主題不僅對於向穆斯林傳福音至關重

要，而且對於任何傳福音的努力也具有重要意義。不幸的是，普通基督徒往往不熟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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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領域。因此，對於想要接觸穆斯林的基督教佈道家來說，深入研究這些主題就變得至

關重要。此外，深入研究諸如導致聖經正典的經文傳播歷史等主題也至關重要。瞭解

《古蘭經》的傳播並探索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中的默示概念也很重要。 
 
此外，為了與穆斯林就默示、文本傳播和聖經相關問題等概念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我們必須認識到，伊斯蘭教對默示的理解不同於基督教對《聖經》默示的理解。穆斯林

根據他們的默示概念和神職人員所傳達的《古蘭經》傳播的假定歷史來評價《聖經》。

根據伊斯蘭教信仰，《古蘭經》最初保存在天上的石板中，它是阿拉透過天使加百列直

接傳遞給穆罕默德的，確保了完美的保存，使任何一本《古蘭經》的抄本都與天上的石

板完全相同。 
 
對穆斯林來說，他的期望是《新約》（福音）本來可以完美地傳給基督，因為在伊

斯蘭信仰中，基督只是被視為先知。因此，《新約》應該被完美地傳播，任何手稿中都

沒有文本變化的餘地。此外，許多穆斯林神職人員聲稱“真正的”福音書是用亞蘭語傳

給基督的。 
 
事實上《新約》並不是基督，而是祂的使徒所寫。基督作為神，默示了聖經，而聖

經代表了祂的話語。此外，《新約》聖經包含27卷單獨的書卷，而不是一本單獨的福音

書。這27卷書都不是用亞蘭文寫的；相反，希臘文是公元一世紀在以色列的通用語言。

最終，上帝確保了《新約》不是透過直接啟發抄寫員，而是透過祂的眷顧來保存，將早

期豐富的手稿以驚人的準確性忠實地傳到了我們今天。 
 
伊斯蘭教圍繞《古蘭經》的默示和歷史的看法的概念在歷史上是沒有根據的。穆斯

林所理解的這些觀念與《古蘭經》的實際歷史軌跡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考慮到《古

蘭經》獨特的歷史背景，這些想法是否可以作為評估聖經的準確標準是值得懷疑的。我

們可以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來反駁這些概念並提出聖經觀點。我強烈推薦閱讀《伊

斯蘭教的搖籃》一書，它對《古蘭經》的歷史提供了有價值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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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與道成肉身 

論三位一體與道成肉身 
 
這件事記載在《約翰福音》第五章。耶穌在耶路撒冷畢士大池邊醫治了一個人。當

宗教領袖抗議耶穌在安息日的行為時，主在第17節中做了如下回應：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宗教領袖的反應在第18節中非常清楚：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

己和神當作平等。 
 
為甚麼他們對這句話反應如此強烈呢？D. A.卡森解釋道： 
 
拉比們也一致認為，上帝在安息日工作，否則眷顧本身每週都會暫停。9 
 
基督對猶太領袖反對在安息日工作的答覆可以概括如下：正如聖父是上帝，有權在

安息日工作一樣，聖子也是上帝，也有權在安息日工作。宗教領袖清楚地理解這種回答

的意思，這就是他們在第18節中強烈反應的原因。 
 
人們可以想像這些猶太宗教領袖心中可能會出現甚麼樣的反對和誤解。耶穌是否斷

言有兩個獨立的神來統治宇宙？然後，耶穌從第19節開始詳細解釋“聖父是神”和“聖

子是神”的意思：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

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9 卡森，D. A. ：《約翰福音》。厄德曼斯出版社，1991 年出版，第 5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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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回應是毫不含糊的。聖子並不是與聖父分離的獨立神；聖子並不是聖父；他們

是一位神。因此，聖子的一切行為都與獨一上帝內三位一體的其他位格協調一致。特別

是，聖父計劃，而無論聖父計劃甚麼，聖子都會執行。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聖子不只

是聖父的複製者，三位一體中的每個位格都有獨特的功能。聖父的職責是計劃，聖子的

職責是執行聖父的計劃。因此，聖子不獨立做任何事情，而是按照聖父的行動行事。同

樣，聖父透過聖子完成一切。祂們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相互獨立的。 
 
這可能在那些宗教領袖的心中引發了疑問，為甚麼天父不自己做工？基督在第20節

中詳細闡述了聖父與聖子之間的關係： 
 
“父愛子，將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

叫你們希奇。” 
 
聖父與聖子之間存在著永恆的愛的關係。聖父透過向聖子展示祂在計畫中所做的事

來表達祂對聖子的愛。換句話說，三位一體的位格之間的相互依賴源自於對彼此的愛。

這不是一種強迫的依賴，而是一種深刻而充滿愛的關係。 
 
宗教領袖可能會辯稱，這種依賴性意味著聖子是低一等的，類似於一個僅僅執行聖

父計畫的低等實體。他們可能會質疑，這與《舊約》中那些先知的角色有何不同。基督

在第21節中回應了這一潛在的反對意見： 
 
“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請注意準確的措辭，“隨自己的意思”。這個屬性不歸屬於《舊約》的先知；這只

是上帝的特性。但聖子怎能自行決定賜予生命，卻宣稱自己不能主動做任何事呢？D. A.
卡森闡明了這一點：“祂的意志、他的快樂、他的選擇都與天父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毫

不誇張地說，關鍵的決定是祂的。”拉法特·阿馬里醫生強調，祂們意志的無縫統一源

自於祂們意志的完美。本質是，在區分上帝與受造物的事上，沒有任何事物是聖子無法

完成的；祂就是完全的神。 
 
然而，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爭論：由於聖父和聖子是同一位神，所以人們可以繞過聖

子而只相信聖父。耶穌在第22-25節中深入探討了這一點：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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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

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我實實在在

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

就要活了。” 
 
天父的目的是要讓聖子得到高舉和尊敬，與祂自己同等，從而將所有的審判權交給

聖子。跳過聖子不是一個選擇，通往聖父的惟一道路是透過聖子。承認聖子是神乃是至

關重要的，因為聖子將相應地執行審判。卡森以寶貴的見解進一步補充了這個理解： 
 
這遠遠超出了讓耶穌僅僅成為一個大使，以派遣祂的君主的名義行事，一個

全權特使，其所獲得的權力相當於祂主人的權力。這個類比在這裏完全不成

立，因為給予特使的榮譽從來就不會像給予國家元首的……。但這並沒有削

弱上帝，事實上，聖子的榮耀正是聖父的榮耀。10 
 
毫無疑問，這些宗教領袖的腦海中浮現出這樣的反對意見：“即使我們給了你這一

切，你仍然是人，區區一個人怎麼可能是神呢？”基督在第26和27節繼續解釋：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並且因為

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基督的回應包括三個密切相關的要點： 
 
首先，由於聖父——作為三一神的代表，因此適用於聖父的也適用於聖子和聖靈—

—本身就有生命，所以祂賜予聖子以人的身份存在，並具有額外的人性。換句話說，神

可以獲得第二天性，並且可以成為人。神沒有做不到的事，包括道成肉身。但道成肉身

的不是聖父，而是聖子。 
 
其次，認識到道成肉身不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且是必然性，這一點至關重要。聖子

道成肉身的決定是永恆神聖法令的一部分。十字架是永恆的命定，正如聖子作為神道成

肉身的神子將審判世界的事實一樣。正如卡森所說，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11 只有

神聖的兒子才能做到，祂是完美的神和完美的人。 
 

                                                             
10 卡森：《約翰福音》，第 254-255 頁。 
11 卡森：《約翰福音》，第 2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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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舊約》聖經中有大量預言：神子以人的形式來到我們的地球，拯救並最終

審判，正如《但以理書》等預言中所見。聖子的道成肉身是神對《舊約》先知一貫的啟

示。 
 
這與今天的穆斯林有甚麼關係呢？穆斯林經常對上面討論的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提

出反對意見。這一切中最有力的方面是，我們有主對這些反對意見的回應作為榜樣。主

毫不猶豫地深入研究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的神學。這些教義具有巨大的意義；我們需要

學習、教導並向穆斯林解釋這些教義。它們並不是可以延後或完全避免的次要教義。 
 
這裏重要的不僅是語境化，而是基督話語的精確和忠實的表達，例如“聖子”和

“聖父”。這種聖經語言至關重要，因為它與《舊約》聖經中先前的啟示直接相關。因

此，在神學上吸引穆斯林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用這種神學語言來教育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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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論 

耶穌所說的真正一神論 
 
有一個文士來，聽見他們辯論，曉得耶穌回答得好，就問他說：“誡命中哪

是第一要緊的呢？”（《馬可福音》12章28節） 
 
其中一位文士是法利賽人，他觀察到基督熟練地處理其他宗教領袖所提出的挑戰性

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故意設計來誘騙陷害他的。看來這位文士藉機詢問了一件對他個人

來說很重要的事。上下文表明，文士看到基督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希望祂能回答與他

自己的生活相關的深奧的神學問題。這段敘述是基督與文士之間對話的總結，並提煉為

一個關鍵問題：所有誡命中最重要的是哪個？ 
 
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

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

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29-31節） 
 
耶穌一開始就肯定了聖經的一神論。根據《舊約》，聖經一神論論述如下： 
 
首先，只有一位神。不存在其他神或次等的神，只有一位神。它不是多個神靈或神

靈的等級制度一起合作，而是只有一位神。 
 
第二，神是獨一的。在《申命記》6:4中，摩西小心翼翼地使用希伯來文“Echad”

而不是“Yachid”。“Echad”與摩西用來形容男人和女人結合的是同一個字。值得注意

的是，“Echad”並不意味著單獨。《妥拉》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Echad”，所有這

些都表示統一或獨一。此外，希伯來語還有其他詞，如“Vad”或“Lavado”來表示“單

獨”，這些詞在《妥拉》中經常使用。這就強調雖然只有一位神，除祂之外沒有其他神

靈，但神不是一個簡單的實體，而是一個複合的統一體。從《創世記》的最初幾節開始，

這種理解在整本《舊約》中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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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舊約》聖經中有多明顯？這種解釋是《新約》獨有的嗎？對《舊約》的徹底

考察揭示了一個神格內多個位格的一致模式。《舊約》中的許多段落都揭示了這種模式。

忽略這些段落就必須犧牲一致性。12 
 
那文士對耶穌說：“夫子說，神是一位，實在不錯！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

的神。並且盡心、盡智、盡力愛他、又愛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樣祭祀

好得多。”耶穌見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對他說：“你離神的國不遠了。”從

此以後，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馬可福音》12:32-34） 
 
有趣的是，這位訓練有素的文士認識到一神論的兩個關鍵要素：主是獨一的，除了

祂以外再沒有其他神。此外，他似乎也肯定了有關燔祭和各樣祭祀的額外觀點。這顯示

文士與耶穌的對話更為廣泛，馬可給了一個濃縮的總結。因此，耶穌強調一神論和福音

信息之間的聯繫：人類無法完全遵守這些誡命，燔祭和各樣祭祀不足以帶來拯救，這凸

顯了人們對救世主的需要。 
 
對一神論的正確理解確實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嚴重影響我們傳福音的方式。所面臨

的挑戰在於：我們會很自然地專注於奉獻和祭祀等方面，認定我們周圍的人已經來自於

基督教傳統。 
 
這個文士離神的國不遠了──不是因為他有超凡的智力，而是因為他對耶穌話語的

態度。首先要相信耶穌論及神所說的話語，關於神對公義的要求，任何工作制度的失敗

等等的話。 
 
耶穌在殿裏教訓人，就問他們說：“文士怎麼說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呢？大衛

被聖靈感動，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

凳。’大衛既自己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眾人都喜歡聽他。

（《馬可福音》12:35-37） 
 
文本中的見解怎麼強調都不為過。《馬太福音》中的平行經文記載指出耶穌對法利

賽人講話。這一事實強烈表明這是耶穌與文士討論的延續。此外，《馬太福音》的上下

文透過添加當天沒有人再問他任何問題的事實來確認這是一個延續。這些互動發生在同

一天並以相同的順序進行。那個法利賽人同意耶穌的觀點：上帝是獨一的，除祂之外再

無別神。基督使這個想法有了更深刻的結論。換句話說，耶穌進一步澄清了聖經一神論

                                                             
12 參見拙著：《約翰的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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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 
 
耶穌向法利賽人提出了詩篇第110篇中的一個問題。從這段經文的上下文以及基督全

部教導的上下文來看，耶穌肯定了彌賽亞是大衛的子孫，即祂的後裔；大衛寫了詩篇第

110篇；詩篇第110篇中被提到的這節經文談及彌賽亞；這句話不只是大衛的看法，也是

上帝所默示的話語。上下文也表明，與耶穌互動的文士同意以上這四點。 
 
基督向法利賽人提出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如果彌賽亞確實是大衛的後裔，為

甚麼大衛在聖靈的默示下稱祂為他的主呢？彌賽亞既是大衛的子孫，又怎麼能被視為大

衛的主呢？ 
 
這個問題給法利賽人和文士帶來了高深的悖論。他們沒有回答，而是選擇避免與耶

穌進一步對話，正如《馬太福音》所記載的。這些文士精通希伯來聖經。在祂的論證中，

基督考慮了詩篇第110篇中所使用的希伯來原文。 
 
在希伯來文中，確切的措詞是“耶和華對我主說”（Adoni或Adonai）。耶和華是神。

然而，“主”可以指神或至高無上的人。根據這些文士的說法，“我主”指的是一位至

高無上的人，一位人類國王——彌賽亞。然而，這將在他們對一神論的理解上產生一個

重大的神學問題。基督指出，如果彌賽亞只是一個人類君王，那麼無論祂有多麼偉大，

作為大衛的後裔，祂怎麼能比大衛高貴呢？從本質上講，“我主”這個詞不能指比大衛

更高貴的人，它只能指神。這就是悖論所在。 
 
悖論是這樣的：既然神是獨一的，除祂以外再無其他神，為甚麼這節經文顯示，耶

和華神對同樣是神的“我主”說了一些話呢？換句話說，正如《舊約》中大量的引用所

證實的那樣，彌賽亞就是神本身，這與文士的一神論版本相矛盾。這是因為《舊約》的

一神論始終是一個複合的統一體。在獨一的神裏面，有多個永恆的位格。這種理解並非

《新約》獨有的，而在《舊約》的教導中也很明顯。 
 
讓我們更深入地探討這個概念，仔細查考基督的話。祂說：“大衛被聖靈感動說。”

就在這句話中，祂承認並肯定了神、彌賽亞和聖靈的神性。實質上，祂肯定了三位一體

的教義。準確地說，這段經文本身並沒有全面闡明三位一體的教義，然而這不是主要焦

點，關鍵在於它證實了基督針對三位一體教義的教導。 
 
但這還不是全部。如果結合上下文來閱讀整段文章，我們就會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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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教導一神論時，祂教導三位一體。換言之，對耶穌來說，惟一真正的一神論是三

位一體一神論，《舊約》所教導的一神論就是三位一體。當一個貌似真誠的文士向祂提

出有關承受永生和遵守最大誡命的問題時，基督的出發點就是三位一體。 
 
我們可能會問，耶穌避開這樣一個有爭議和困難的話題不是更明智嗎？答案是否定

的。他優先考慮了它。要深入瞭解三位一體的教義和基督的神性，我們推薦宗教研究所

出版的書籍《約翰的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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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第53章 

受苦僕人的預言 
 
《以賽亞書》第53章是與穆斯林互動的優秀文本。首先，應該強調的是，《以賽亞

書》是在基督誕生700多年前寫成的。本章的介紹並不是對《以賽亞書》的詳盡研究，相

反，本章的目的是強調文本的某些特徵，這些特徵在向穆斯林介紹福音時非常有幫助。

我推薦專門針對《以賽亞書》第53章的註釋，例如 J·亞歷克·莫德等人的著作。相關經

文從《以賽亞書》52章13節開始： 
 
【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註：或作“行事通達”），必被高舉上

升，且成為至高。 
 
J·亞歷克·莫德對“看啊”一詞的見解很有幫助： 
 
52章13節的“看啊”與52章6節的“看啊，是我！”建立了上下文聯繫。主

在那裏應許要為祂的子民採取行動，祂將親自在場，然後在祂露出救恩的聖

臂之後（10節），歸回錫安（8節）。主在僕人身上實現了這些應許。13 
 
換句話說，神自己就是拯救的提供者，祂將親自完成拯救的行動。這與《以賽亞書》

的信息一致，宣稱主的僕人就是主自己。14 這個斷言在整部《以賽亞書》中一直回響。

《以賽亞書》和其它舊約書卷的預言，為您給穆斯林朋友展示指向彌賽亞神性的各種預

言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例如《創世記》1章和18章、《以賽亞書》7章4節、9章6節、

48章12-16節，等等。 
 
此外，提供救恩的目的是高舉和榮耀那個僕人。然而，早些時候，在《以賽亞書》

42章8節中，主說祂不會將祂的榮耀歸給任何人。這是第二個跡象，顯示僕人的神聖身分。

                                                             
13 J·亞歷克·莫德：《以賽亞的預言》。校際出版社，1993 年出版，第 424 頁。 
14 參見拙著：《約翰的聖言》。 



42  向穆斯林傳福音 

  

 42 

經文繼續在52章14和15節述說： 
 
許多人因他（註：原文作“你”）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形容比

世人枯槁。這樣，他必洗净（註：或作“鼓動”）許多國民，君王要向他閉

口。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見的，他們要明白。 
 
這些經文開始描述僕人所受的深重痛苦──這種痛苦引起人們極大的驚訝。這就提

出了一個問題：這位神僕怎麼能忍受這樣的痛苦，並且達到這樣的程度呢？他怎麼能同

時體現神和僕人呢？僕人的榮耀怎麼可能是祂巨大痛苦的結果呢？這種關於僕人的神學

並非起源於《新約》，而是記錄在《舊約》中。《新約》聖經《腓立比書》2章5-11節簡

潔地總結了神聖謙卑和榮耀的概念：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

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事實上，在上述這段話中，保羅摘錄了一首直接引用《以賽亞書》的古老基督教讚

美詩，聲稱所有人都要向耶和華跪拜，口裏承認祂。請注意謙卑是《聖經》中神的屬性。 
 
我們繼續讀《以賽亞書》53章1節： 
 
我們所傳的（註：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

露呢？ 
 
對這位聖僕的整個敘述——祂的苦難和隨後的榮耀——對人類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儘管有許多人反對，但正如莫德所指出的那樣，祂代表了耶和華救贖的膀臂的啟示： 
 
在51章9節中，耶和華的膀臂被叫醒；52章6節保證主耶和華親自臨在；52章
8節預言肉眼看見主耶和華回到錫安；52章10節注意到在拯救行動中耶和華

的膀臂是顯露的。現在，膀臂終於來了，不只是主耶和華的能力在背後運作

的人，也不只是主的能力明顯（甚至是唯一）支撐的人，而是“膀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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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華來拯救。15 
 
這再次證實了以賽亞在基督降生之前約700年前所預言的受苦僕人確實就是主。那麼，

為甚麼人們很難相信這位僕人就是神呢？答案在53章2節給出：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

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羡慕他。 
 
莫德再次提供了對第2節的寶貴見解： 
 
首先，他似乎完全有來自塵世或自然的出身：從土壤中生長的形象化描述指

向人類的“家譜”（參見“這不是木匠的兒子嗎？”，《馬太福音》13章55
節）。一個凡人怎麼可能成為“耶和華的膀臂”呢？其次，他在耶和華面前

生長，也就是在主面前生長。如果他是一個面對主、在主面前長大的獨特的

人，祂怎麼能成為“耶和華的膀臂”呢？16 
 
穆斯林反對基督的神性──祂本身就是神──源自於他們相信人不可能是神。他們

問，人怎麼可能是神呢？一個不同於聖父的人怎麼會是神呢？兩個神怎能成為一個神呢？

在彌賽亞誕生之前的數百年，聖經就預言了同樣的反對。關於不信者的反應，書中又有

甚麼預言呢？第3節解釋道：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

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穆斯林會抗議說他們沒有蔑視或拒絕基督。然而，他們並不是指《聖經》中的基督，

即神。他們所接受的彌賽亞不是神──只是一個人──而且是比穆罕默德更小的先知。

當談到《聖經》中神聖的彌賽亞時，他們完全拒絕他——他們不尊重祂。他們只是嘲笑

創造宇宙的神還需要睡覺、吃飯、喝水！神怎麼可能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死呢？ 
 
《以賽亞書》53章4節繼續說道： 
 
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

                                                             
15 莫德：《以賽亞的預言》，第 427 頁。 
16 莫德：《以賽亞的預言》，第 4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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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待了。 
 
儘管我們對聖僕的痛苦缺乏瞭解，而且我們的神學假設也是錯誤的，但事實是祂正

在替我們受苦。第5節增加了更多信息：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以下是凱爾和德利奇對介詞“為”的評論： 
 
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的過犯和罪孽像刀劍一樣刺穿祂，像重擔壓傷他，

而是說祂因為我們的過犯和罪孽而受害和壓傷。17 
 
換言之，聖僕代替我們承擔了罪的懲罰。這闡明了“刑罰性替代贖罪”的教義，正

如莫德總結的那樣： 
 
因此，第4節要求使用名詞“替代”，而第5節則加上形容詞“刑罰的”。18 

 
為甚麼這是很重要的呢？因為這些預言明確地將人類的反應解釋為缺乏理解和錯誤

理解，從而確立了穆斯林所掙扎的教義。然而，在基督被釘十字架的事件發生之前，神

就開始為人類準備有關聖僕的工作。此外，拉法特·阿馬里醫生評論了聖僕的死亡和痛

苦的方式： 
 
請注意以賽亞說：“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這顯然是指祂死在十字架上，

為世人的罪過付出了代價。釘十字架造成的傷口是明顯的記號，表明我們現

在可以在屬靈上從罪中得到治愈，並與神和好。雖然我們的罪過使我們不斷

地與神為敵，但基督透過神兒子的贖罪之死使我們與神和好。19 
 
《以賽亞書》53章6節：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17 C·F·凱爾和 F·德利奇：《舊約註釋》。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6 年出版，第 318 頁。 
18 莫德：《以賽亞的預言》，第 430 頁。 
19 拉法特·阿馬里：“以賽亞書第 53 章”，選自《宗教研究所雜誌》2019 年秋季期刊（第 21-23 頁），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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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經文向我們指出了《利未記》中最重要的一章，即第16章，其中描述了“贖罪

日”。我們在《利未記》16章21節看到： 
 
（亞倫）兩手按在羊頭上，承認以色列人諸般的罪孽、過犯，就是他們一切

的罪愆，把這罪都歸在羊的頭上，藉著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曠野去。 
 
主在《利未記》中建立了一個系統，教導以色列人和全人類“刑罰性替代贖罪”的

概念。我們必須介紹和教導這個神聖的概念，以強調為你的穆斯林朋友從《舊約》聖經

中奠定適當基礎的重要性。《以賽亞書》53章是為此目的的一個極好的切入點，以引進

《舊約》中的許多觀點。 
 
我們在《以賽亞書》53章7節看到：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註：或作“他受欺壓，卻自卑不開

口”）。他像羔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

樣不開口。 
 
聖僕並不是被迫扮演這個角色的；相反，他是自願的犧牲。基督在《約翰福音》10

章18節中明確強調了這一點：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 
 
《以賽亞書》53章8節：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

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對彌賽亞的苦難缺乏理解是該文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因此，這段經文對來自非基督

教背景的人來說很有價值，他們常常對彌賽亞的十架受難抱持不正確和敵對的態度。了

不起的是，《聖經》已經為包括穆斯林在內的不同群體提供了見解。 
 
《以賽亞書》53章9節： 
 
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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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主同葬。 
 
莫德對文本語言結構的深有洞察，強調“惡人”以複數形式表達，而“財主”則以

單數形式表達的特殊性： 
 
使用複數和單數只能意味著他不是在談論階級，而是在談論人。他似乎在說，

在埋葬聖僕的過程中，多個惡人和某個富人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20 
 
這只能意味著這節經文的埋葬描述“驚人地應驗在耶穌的埋葬上（《馬太福音》27

章57-60節）”。21 
 
《以賽亞書》53章10節： 
 
耶和華卻定意（註：或作“喜悅”）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

贖罪祭（註：或作“他獻本身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

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這不是邪惡的人類對無辜受害者造成的悲劇，而是主從亙古以來所神聖命定的，主

精心策劃並執行了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這節經文所使用的“贖罪祭”一詞直接暗示

《利未記》5章17-19節： 
 
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華所吩咐不可行的甚麼事，他雖然不知道，還是有了

罪，就要擔當他的罪孽。也要照你所估定的價，從羊群中牽一隻沒有殘疾的

公綿羊來，給祭司作贖愆祭。至於他誤行的那錯事，祭司要為他贖罪，他必

蒙赦免。這是贖愆祭，因他在耶和華面前實在有了罪。 
 
換言之，聖僕被獻上作為贖罪祭而受死；然後文本繼續談論他死後的復活。聖僕獻

上贖罪祭後，就從死裏復活了。 
 
《以賽亞書》53章11節：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

                                                             
20 莫德：《以賽亞的預言》，第 435 頁。 
21 傑弗瑞·W·格羅根：《以賽亞書》，選自《釋經者聖經註釋修訂版，箴言-以賽亞書》第 6 卷，特倫

珀·朗曼三世和大衛·E·加蘭主編。大急流城：宗德爾萬出版社，2008 年出版，第 8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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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主會因義僕的獻祭而心滿意足。公義者，就是聖僕，就會稱許多人為義。許多人會

因聖僕將祂的公義延伸到他們身上而稱義。這是基於聖僕是公義的並且充當贖罪祭這一

事實。《羅馬書》3章21-25節宣告：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就是神的義，

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

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 
 
《以賽亞書》53章12節：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

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這段文字更準確的翻譯是：“我要使他同得一分，就是許多人。”祂的分是許多

人——在第11節中祂稱這許多人為義，“許多人”也被描述為強者，因為強者這個字也

可以表示“許多”。22 我們也視祂為許多人的中保和代求者。穆斯林經常重複聲稱穆罕

默德是他們的代求者。然而真相是，只有主耶穌基督才是合格的大祭司，事實上祂付出

了代價，才能成為真正的代求者，正如《希伯來書》7章25節所說：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

求。 
 

 

                                                             
22 莫德：《以賽亞的預言》，第 4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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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更高層次的屬靈爭戰 
 
耶穌說：“非用禱告（註：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這一類的鬼總不

能出來（註：或作“不能趕他出來”）。” （《馬可福音》9章29節） 
 
傳教士非常熟悉祈禱和屬靈爭戰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涉及神秘主義的教派和宗教時。

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宗教、哲學和人類體系，都存在著與福音相反的屬靈對立因素。

然而，當面對與神秘主義和巫術直接相關的系統時，程度更激烈的屬靈爭戰是必不可少

的。這需要我們更重視祈禱、禁食、信心和持久的耐心。 
 
談到伊斯蘭教，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教是建立在精靈宗教的基礎上的。根據《古

蘭經》和歷史，精靈是魔鬼。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精靈宗教在麥加占主導地位。穆罕

默德的母親是精靈教的一位女祭司；他的叔叔和祖父都篤信該宗教，而他的第一任妻子

和第一位導師也是如此。這種宗教的核心是與精靈溝通尋求保護、資訊、指導等習俗。

咒語既可以用來詛咒，也可以用來防禦詛咒。即使在建立伊斯蘭教之後，穆罕默德仍然

延續這個精靈教的一些習俗和神學要理。值得注意的是，《古蘭經》包含了有關精靈的

重要教導。事實上，《古蘭經》有一章被認為是由精靈（魔鬼）所寫的。這些邪靈極力

捍衛他們的信仰，並猛烈攻擊基督的神性。欲瞭解更多信息，請參閱拉法特·阿馬里醫

生的《麥加的歷史》和本人的著作《伊斯蘭教的搖籃》。 
 
惡魔和精靈對伊斯蘭生活的實際影響確實令人擔憂，這種影響對穆斯林來說具有重

要意義。拉法特·阿馬里醫生講述了一位穆斯林的遭遇，這位穆斯林因受到魔鬼的威脅

而猶豫是否要皈依基督教。與穆斯林分享福音時，遇到強大的負面靈界力量並不罕見。

因此，禱告的需要更加迫切。 
 
我們前面已經強調了研究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重要性，但僅此是不夠的。我們也必

須致力於成為禱告勇士。在這段旅程中，我們遇見惡魔的力量，而禱告是我們屬靈爭戰

的武器。培養個人與主靈修的時間是至關重要的——每天在禱告中與主靈修。此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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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建議在與穆斯林接觸之前建立一個專門為他們祈禱的禱告會。讓當地教會參與為穆斯

林祈禱，成為向穆斯林傳福音的人，並與像宗教研究所那樣重點是為基督向穆斯林外展

並為同一目的裝備基督徒的機構合作，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 
 
應對屬靈爭戰的要素之一就是對信仰的堅忍。《馬可福音》9章29節強調，不僅需要

禱告，還需要長期堅持禱告和信心。與傳教一次或幾次就能立竿見影的觀念相反，穆斯

林通常需要很多年才能歸向基督。這不是一個月的考驗，而是需要多年的投入的旅程。

是的，主能夠在第一次聽到福音後立即使許多人悔改。在實踐中，這往往需要很多年的

時間。因此，這項努力需要對穆斯林進行大量投資，重點必須放在種子的品質和資源上，

而不是尋求一種簡單便捷的方式來收穫果實並傳播結果。在宗教研究所，我們正在努力

建立長期資源，相信主將兌現對祂國度的持續投資。這樣的旅程無疑需要那些致力於伊

斯蘭事工的信徒有更高層次的信心——這種信心是優先考慮種子的品質而不是短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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