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人自由的律法
 【出23章】

 律法的根源基督

 自然法与道德法

 律法的总结
 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永恒之律法，就是律法所显明的公义、
 圣洁、仁爱的本体，万物都是藉着祂造的。

 人是神的形象

 上帝造人的时候，也是照着自己的形像造的。保罗以
 弗所书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4：24）也
 就是说，人可以借着自身被造的真理性、仁义性、圣
 洁性这些功能，看到神在宇宙万物中所隐藏的无形的
 智慧、法则等，也可以透过自身这些被造的神之形像
 的功能，即神刻在人心里的律法来认识那律法的本源
 ——公义、圣洁、仁爱的上帝。

 自然法的定义

 一般神学意
 义上的定义

 一般在中文的神学著作中，都称心里的那个律法
 叫作自然法。

 与道德法有
 区别的定义

 为了将大自然中的法则与人心中的那个道德性的
 法则加以区别，自然中的法则、规律、定律、秩
 序等可以被称作是自然法。心中的那个律法就称
 作是道德法或者道德律，而十诫就是对心中的那
 个道德法的解释或注释。

 律法之树的架构

 律法之树的架构

 人心里的道德
 法是律法的根

 基督就是那永恒之律，祂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同时也把公义之本体的像刻在了人的心里。而人
 心里的公义之像，或者说心中的道德法就好比是
 一棵大树的根。

 十诫是律法这
 棵树的主干

 当上帝在西奈山借着摩西颁布了十诫，这十诫就
 好比是从道德法的树根而生发的主干。

 礼仪律和民事律
 是这棵树的枝叶

 接下来上帝又吩咐摩西照着十诫写下了礼仪律和
 民事律，合称为顺应十诫之法，就好比是从主干
 生发的枝叶。

 爱神爱人如己的生
 活是这棵树的果实

 当以色列民照着顺应十诫之法的指导去生活的时
 候，就结出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果实。

 内在与外在

 内在

 一个人如果透过这一系列的律法最终结出果实来，他必须是一个有
 生命的人，这生命就是与主建立生命的关系。就是被主拯救，把这
 个人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并且有圣灵的内住，使这个人有信心、
 有力量，本着爱神的心，结出爱人如己的果实。所以，律法那内在
 看不见的要素才是最重要的。内在的都是关乎人的内心、心态、动
 机方面的。

 外在
 基督徒如果有了爱神的动机，外在所行的就不仅仅
 是好行为，而是由纯正动机结出来的或说生出来的
 信心的善行。

 树根——道德法、主干——十诫、枝叶——顺应
 十诫之法、爱人如己的果实这四个方面都是可见
 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可见的，就是这树的生命
 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与神建立生命
 的关系，那么可见的这四个方面对于这个人来讲
 完全没有作用。就算是一个人学到了这四个方
 面，也无非是一株塑料树而已，各方面虽然都
 像，但就是没有生命。因此，一个人如果透过这
 一系列的律法最终结出果实来，他必须是一个有
 生命的人，这生命就是与主建立生命的关系。

 如果没有内在的纯正的动机，外面学到的东西无
 非都是一些没有生命的道德伦理。基督徒如果有
 了爱神的动机，外在所行的就不仅仅是好行为，
 而是由纯正动机结出来的或说生出来的信心的善
 行。前者是荣耀自己，后者却是彰显神的荣耀。

 禁止与吩咐

 引言  在十诫的每一条中，我们还应当关注神在律法中禁止我们做什
 么，以及吩咐我们做什么。其实每一条诫命都有这两个方面。

 神在律法中
 所吩咐的

 十条诫命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
 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太22：
 37-39）这并不是禁止的，乃是吩咐的。借着总纲的指
 导，我们可以从每一条诫命所禁止的字面意思中，读
 出神在其中所吩咐的。

 神在律法中
 所禁止的

 在十诫中，几乎每一条字面都是禁止的意思，但
 我们从十条诫命的总纲中就可以看到，神是借着
 那禁止的字面意思，来教导祂的百姓过祂在律法
 中所吩咐的生活。

 神以禁止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不可，不可，不
 可。但是一个有心的人就可以从禁令的字面意思
 体会到那背后吩咐的意思。所以，吩咐的是跟主
 的生命有关，一个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一个与主
 没有生命关系的人，他在律法中永远读不出神的
 心意，永远读不出神吩咐他如何行。他所看到的
 一切，就连圣经中吩咐的都能读成禁止的，这就
 是最大的区别。

 道德法的
 不同实践

 上帝起初刻在人
 心里的道德法

 上帝起初刻在人心里的道德法，一般具有四个方
 面，即禁止的与吩咐的，内在的与外在的。

 相同的道德
 法有着不同
 的表现形式

 对于亚当来讲，律法的根就是刻在他心里的律法。
 那内心的律法落实在他的生活中就是行为之约。所
 以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两句话就相当
 于是亚当在伊甸园里的律例和典章。

 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法都是一样的。从亚当到基督再来，所有人的心里
 都有一个道德法，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那心中的公
 义之相都是一样的。可是那外在的，也就是心中的律法如何实践在生
 活中，对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就有
 了不同的表现形式。

 十诫诠释心
 中道德法

 虽然上帝用十句话注释了心中的道德法，这十句话不论哪个时代、哪个民
 族、哪个国家，不论在什么背景下，都不会被淘汰，总不过时。但是，照
 着十条诫命的生活原则，因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应用就不
 同。且不说旧约和新约不同，单单是以色列民在西奈的旷野与到了迦南地
 以后，在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应用方式。

 思考问题

 1、人心里的道德法是指什么？
 2、自然法的两种定义分别是什么？
 3、我们如何才能遵守律法中所吩咐的？
 4、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虽然
 有着不同的法律和道德，但他们里面有着怎样相
 同的本质？
 5、十条诫命会因着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
 不同而被淘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