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隨筆 

如此我信 (第二講) 
希伯來書 11:6;羅馬書 10:9-10 

梁德舜牧師 
 

希伯來書 11: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祂賞

賜那尋求祂的人。 

羅馬書 10: 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  神叫祂從

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羅馬書 10:10  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

認，就可以得救。 

 願主的平安與恩典常與恩浸人同在！ 

 今年的事工主題「向高處行」。四月十一日我計劃

在最基本的真理上，從初期的教會歷史之「使徒信經」

的文獻來思想。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經」，從字面上來看，似乎是由使徒們所

制定的。根據早期教會的傳說，當十二使徒於將分散

四方，傳福音於天下萬邦之際，為求各人所傳講的與

所教導的一致，便由每一使徒各貢獻一句，湊在一起，

便成了「使徒信經」。但在歷史這個使徒信經的名稱

要到第八世紀纔有，而內容上亦隨時代之需要而有變

動或增加，所以這由十二使徒合寫之傳說，不足以接

納。但從使徒信經所傳講的重點來看，的確符合聖經

和使徒的信仰和教導。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靈感孕，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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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七月廿六日(主日) 
 

  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臨陰間；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 

 這是早期教會編列的一個濃縮的信仰條文，即「信

經」，讓信徒背誦並牢記。這「信經」可以說是古代基督

信仰的最基本的信仰宣告，也是今天基督教會所共同持守

的教義大綱。 

 信經的開始就是「我信」，這兩個字是最有意義的字。

這兩個字使我與信經的基本聯合在一起，讓我們進入信仰

的旅程。 

 我信甚麼？大部分中國的「我」，什麼都信，其結果

形成了什麼都不信。中國人可以齋戒沐浴，化上數千金的

緣，可是信仰仍是生活上的點綴品，從不認真。 

 與其說「我」信甚麼，還不如說「我們」信甚麼！我

們中國人是注重「群體」，而少談個人的。無可否認儒家

傳統對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觀念在中國社會

中根深蒂固；因此我不是我，而是君之臣、臣之君、父之

子、子之父、夫之妻、妻之夫、兄之弟、弟之兄、朋友之

朋友。這樣嚴密而自然的倫常關係，使我們的宗教信仰形

成了合群的！ 

 這樣看來，「我們」到底信什麼？ 

 朱熹以治學聞名，在他著作中記載：「天地之間，有

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學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享此理，

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他如此努力，顯然是

將宇宙的奧祕玄學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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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問一般老百姓怎樣能夠明白這些玄而又玄、模不

到、看不到的「理」「氣」「陰陽」「五行」？他們雖

不明白箇中奧妙，但是陰陽五行，對我們的影響卻明顯

露出來。我們信仰神明是因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無」。我們大部分的人是「有事有神、無事無神」。這

種信法是「功利主義」在作崇，並不是為了信仰。結果，

我們信什麼？我們什麼也不信。 

 我們信什麼？我們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果

我們看不到即時的反應，又如何解釋呢？ 「若是不報、

時辰未到」！這是受了佛教的影響，簡單扼要的因果報

應的宗教生活，與其說是宗教生活，毋寧說是倫理生

活。這樣看來，我們中國人把宗教生活倫理化了。 

 在這種最不宗教的環境中，我們聽到基督徒說：「宗

教信仰不是勸人為善」、「你們是罪人、要悔改、信福

音、信上帝」，確實是一件難事！但在這信經中，卻明

明白白地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們自然的回答是：「我們不懂」、「我們不相信」、

「我們不明白」。我既然是「我們」中的一個，我初聽

道時，也說：「我不會信的」。 

 然而，我在五十五年前，我信了主，千千萬萬的中國

人也信了主，憶萬的世人也畢竟信了主！ 

 「我信上帝」，論到信，信字從人、從言，普通字典

都歸入「人」字部首、而「說文」則把它歸入「言」部。

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所謂「言出有信」。從此，可以看

到「信」最主要意義是在講的話不更改，就是守信用。

信又解作「不疑」，同時「信」又解釋為「誠」，所以

信經的「信」字用得非常恰當。 

 信有兩方面的意義：言必信毫無疑惑和內心誠實。這

一點與保羅在羅馬書十章九至十節所說的「心裏相信」

「口裏承認」完全符合。信從言－「口裏承認」；信是

「誠」－心裏誠實，把心裏誠誠實實的感應，表達於言

語而又不改變的，就是「信」！ 

 恩浸人啊，上帝的存在是用不著相信的，因為我們都

曾經與他相遇過，在祂主動的尋找和顯現下，使我們決

志成為衪的兒女，難怪約翰一書 1:1 如此說： 「 論到

太初就己經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親眼所

看見，仔細觀察過，親手摸過的。（新譯本）」 

 

相信就是信靠 
 我們無須相信上帝的存在，卻是要相信存在著的上

帝。 

 我們信仰的對象不是一個理論、一個假設、一個學

說，卻是一個真實的主題。而「相信」，指的不是一般

以為的接受或同意，因為我們可以接納一個理論，同意

一個假設，明白一個學說，但怎麼能接納或同意一個真

實的主體呢？ 

 相信的意思是信任及身心交付，故此「我信上帝」一

語，就是說，不單接受「存在的上帝」，而是莊嚴地宣

告我決意將自己全然交託在上帝的手中。 

 「相信」不單是點頭、舉手，更是牽涉到我未來的生

活形態，從上帝和聖經真理所帶來的改變和更新！ 

 

我信上帝....... 

壹）上帝的全能 

貳）我們的天父 

叁）創造天地的主 
 

結論： 
願我們恩浸人，如詩篇四十八篇所說： 

神阿，我們在祢的殿中，想念祢的慈愛， 

神阿，祢受的讚美，正與祢的名相稱， 

這 神永永遠遠為我們的 神，祂必作我們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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