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篇 信仰頂替律法 
 
讀經： 
 
加拉太書三章六至七節，九至十節，十九節上，二十三至二十五節，四章二至三節，羅馬書二章十二節，七章五節，約翰福音三章十八節，十六章
九節，三章十六節，使徒行傳十六章三十一節，羅馬書十六章二十六節，提摩太後書四章七節下，猶大書三節，二十節，約翰福音三章十五節，使
徒行傳六章七節，提摩太前書三章九節。 
 
在前一篇信息中，我們看見應許與律法相對。在本篇信息中，我們要來看信仰頂替律法。 
 
在三章五節保羅問：『這樣，那豐富供應你們那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本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仰？』這一節的『那靈』乃是包羅萬
有、複合的靈，如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複合的膏所豫表的。這就是約翰七章三十九節所說的那靈，也就是在復活裡分賜生命的基督。對
於在神新約經綸裡的信徒，這靈乃是全備的供應。這完全不是本於行律法，乃是本於信那被釘並得榮的基督。在六節保羅繼續說，『正如「亞伯拉
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受迷惑的加拉太人，因漂回到律法，而依附律法所藉以頒賜的摩西；但保羅向他們說到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信屬於
神原初的經綸，律法是後來因過犯添上的。（19。︶基督藉祂的死成全了律法，神就要祂的百姓回到祂原初的經綸。就亞伯拉罕而言，不是守律
法，乃是信神。新約所有的信徒，都當如此。 
 
在九至十節保羅說，『這樣，那以信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為本的，都在咒詛之下，因為經上記著：『「凡不常常
照著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詛的。」』相信基督的信，帶我們進入神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福，就是所應許的那靈。（14。︶這信已
將加拉太信徒帶進在基督裡的福，享受在那靈裡生命的恩典。但熱中猶太教者迷惑他們，使他們來到律法的咒詛下，因而奪去他們對基督的享受，
使他們從恩典中墜落了。（五4。︶ 
 
根據八節，神所給亞伯拉罕的應許，『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就是福音。這福音傳給亞伯拉罕，不僅在基督完成救贖之先，也在藉摩西頒賜律法之
前。神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與神藉基督所成就的相符；基督所成就的，就是神對亞伯拉罕應許的成就。新約的經綸是神對待亞伯拉罕的延續，與摩
西的律法無關。新約裡所有的信徒，都該在這延續裡，並且與藉摩西所頒賜的律法無分無關。 
 
壹 律法 
 
一 神在舊約經綸裡對待人的原則 
 
律法乃是神在舊約的經綸裡，對待祂百姓所依照的原則。在依照律法來對待以色列人的事上，神是藉著帳幕連同祭司體系和供物來對待他們。一
面，神依照律法來對待他們；另一面，神藉著帳幕來對待他們。律法頒賜下來以後，神就來住在帳幕中。在出埃及記的末了，帳幕被立起來。然後
在利未記的開頭，我們看見神從會幕中說話。神隱藏在帳幕中，並在帳幕中說話。因此，神從帳幕中，藉著帳幕，並照著律法來對待祂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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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一個以色列人犯了罪，照著律法，那人必須被定罪，甚至被治死。律法暴露他的罪，並且定罪他。然而，罪人可以帶來一個贖愆祭，然後出祭
司將贖愆祭獻在祭壇上。這樣，犯罪的人就能彀得著赦免。律法暴露並定罪他之後，就藉著祭壇把他帶到帳幕那裡。這指明律法先是暴露我們，然
後領我們到基督那裡。如果沒有律法來定罪人，救贖就不需要了。我們需要救贖，因為我們是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律法藉著暴露並定罪我們，就把
我們領到基督那裡。 
 
律法是監護人，藉著定罪人來看守罪人。律法若不定罪人，就不能有監護人的功用。若沒有律法暴露我們、定罪我們，我們就無法知道自己犯了多
少罪得罪了神。若沒有律法，我們就沒有規律、沒有約束。但因著律法定罪我們，我們就為律法所看守。 
 
律法藉著定罪我們來看守我們，就把我們領到基督那裡。在舊約裡，以色列人犯了罪，就被律法所定罪，並且需要帶贖愆祭來。律法的功用乃是監
護人，把犯罪的以色列人領到救贖主基督那裡，就是贖愆祭所豫表的。這樣，律法就看守我們，並把我們領到基督那裡。 
 
一面，保羅把律法擺在亞伯拉罕的妾夏甲的地位上；另一面，律法有積極的地位，就是作監護人來看守我們，並作兒童導師，領我們到基督那裡。
我們不該回到律法；這樣作乃是到夏甲那裡。然而，我們也不該輕看律法，因為律法是監護人，要顧到那些軟弱的或年幼的人。律法擔任兒童導師
的角色，照顧兒童。牠藉著責備、審判、定罪並暴露兒童來顧到他。當兒童受試探要犯錯的時候，律法就責備他、定罪他，為要看守他，並把他帶
到正確的地方。所以，律法藉著暴露我們，並定罪我們，就作為兒童導師，領我們到基督那裡。 
 
我們已經指出，律法乃是神在舊約裡，對待祂的百姓所依照的基本原則。如果不是因著律法，很少以色列人會帶看贖愆祭來到祭壇那裡。因為律法
暴露他們，並定罪他們，他們就看見自己的需要；就是帶著所需的供物來到祭壇那裡。律法在這一面對神來說，是非常有用的。雖然神照著律法來
對待祂的百姓，但祂卻沒有藉著律法來對待他們，神乃是藉著帳幕來對待他們。 
 
二 暴露人墮落的光景 
 
在三章十九節保羅告訴我們，律法『乃是因過犯添上的』。律法不在神經綸的起點，乃在神經綸的過程中，是因人的過犯添上的，直等那蒙應許的
後裔基督來到。律法既是因人的過犯添上的，所以等到過犯除去，律法也當減去。並且因基督這後裔已經來到，律法就必須了結。律法的功用乃是
暴露人墮落的光景。 
 
三 為著基督監管人 
 
在三章二十三節保羅說，『但信仰還未來到以先，我們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被圈住好歸於那要顯示的信仰。』被看守就是被監管，監護。神的選
民被圈住而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就像羊被圈在圈裡。（約十1，16。︶神在祂的經綸裡，是用律法作羊圈，守住祂的選民，直等基督來到。基督既
已來到，神的子民就不該再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加拉太三章二十三節繙作『歸於』一辭，原文也可譯作『為了』。這指明『圈住』是有目的、目標的，就是終結於信仰，將被看守的人帶到信仰這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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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父母管教孩子，必須把律法傳給他們。我們不該先把恩典傳給孩子。我們若根據律法來給他們規矩，律法會為著基督監護他們。因此，我們
首先應當很強的給他們律法。律法會暴露他們、看守他們、保護他們，並作監護人，為著基督保守他們。 
 
四 把人引到基督那裡 
 
在三章二十四節保羅繼續說，『這樣，律法成了我們的兒童導師，帶我們歸於基督，好使我們本於信得稱義。』『兒童導師』一辭，原文也可譯作
護衛者，看守者，監護人。這樣的人照顧未成年的兒童，帶他到學校的教師那裡。神用律法作為監護人、看守者、兒童導師，在基督還未來到以
先，看管祂的選民，在基督來時，護衛並帶他們到基督那裡，使他們本於信得稱義，有分於神所應許並立為約的福。 
 
加拉太三章二十五節說，『但信仰既然來到，我們就不再在兒童導師的手下了。』在基督裡的信仰既然來到，我們就無需仍在看守的律法之下了。 
 
律法作為兒童導師，帶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本於信得稱義。當一個以色列人帶看贖愆祭到祭壇那裡時，他就因著相信那個供物而得稱義。因著
贖愆祭，神就赦免他的罪。這個以色列人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乃是本於相信贖愆祭。在豫表裡，這就是因信稱義。新約的原則也是一樣。律
法仍然定罪所有犯罪的人。那些在律法之下被定罪的人，應當來到基督那裡，並且運用信心，相信基督作贖愆祭。這樣，罪人就因信稱義了。 
 
五 與肉體有關 
 
律法與肉體有關。羅馬七章五節指明了這事，那裡保羅說，『因為我們在肉體中的時候，那藉著律法活動的罪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果
子給死。』行律法總是與肉體有關。信徒努力要守律法，這不是出於那靈，乃是出於肉體。即便有人定意要履行律法的要求來討神喜悅，那個意念
也會使他與肉體有所牽連。在羅馬七章保羅告訴我們，律法是善的，甚至是屬靈的。因此，我們沒有權利挑律法的不是。反之，我們應當歸咎於我
們的肉體。每當我們想要守律法，我們就是發動肉體。 
 
六 行律法是在咒詛之下 
 
在加拉太三章十節保羅說，『凡以行律法為本的，都在咒詛之下，因為經上記著：「凡不常常照著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詛
的。」』我們若想要守律法，就落在肉體裡，而且自然而然就在咒詛之下，因為行律法是在咒詛之下。我們不該想守律法，反該感謝律法暴露我
們、定罪我們，然後再向律法道別。我們不該與律法產生長久的關係。我們應當離開律法，到基督那裡，到十字架那裡。我們若與律法一同留在肉
體裡，就仍然在咒詛之下。但我們若到基督和十字架那裡，我們就本於信得稱義了。 
 
貳 信仰 
 
要完全明白信仰並不容易。行傳六章七節告訴我們，許多祭司順從了這信仰，而在提後四章七節保羅說，他守住了信仰。根據猶大書三節，我們要
為那一次交付聖徒的信仰竭力爭辯。不僅如此，保羅吩咐執事要持守信仰的奧祕。（提前三9。︶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給信仰或信下定義。我們可以說，信是拍攝恩典景象的照相機。信也是恩典的反映，又是藉著呼求、接受、領受、聯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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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受，而對恩典有所珍賞。 
 
一 神在新約經綸裡對待人的原則 
 
律法如何是神在舊約裡，對待祂的百姓所依照的基本原則；照樣，信仰乃是神在新約裡，對待百姓所依照的基本原則。所有拒絕相信基督的人，都
必沉淪；而相信祂的人，罪必得著赦免，並且得著永遠的生命。約翰十六章九節告訴我們，那靈要為罪使世人知罪自責，因為他們不信入神的兒
子。這指明使人沉淪惟一的罪乃是不信。神給罪人的命令，就是信入神的兒子。 
 
在新約裡，信仰』或『信』這辭的含意是包羅一切的；有神聖的一面，也有屬人的一面，因為其中所含示的，有神那一面的東西，也有我們這一面
的東西。在神那一面，『信仰』一辭含示神差遣祂的兒子來到地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為要成功救贖；祂埋葬了，又復活了；在復活裡，祂將神
聖的生命釋放出來，並且成為賜生命的靈。藉此，祂能彀進入一切相信祂的人裡面，作他們的恩典、生命、能力、聖別和一切。在我們這一面，信
與聽見、珍賞、呼求、接受、領受、聯合、有分並享受有關。此外，信也包含歡樂、感謝、讚美和洋溢。信聽見並珍賞；信呼求、接受並領受；信
也聯合、有分、享受、歡樂、感謝並讚美。所以，信的結果乃是生命從我們裡面洋溢出來。 
 
如果我們沒有信，神那一面所成就的一切，對我們就仍是客觀的，於我們沒有切身的關係。我們需要信作照相機的功用，把恩典的景象拍攝進來。
信這樣的運行，含示我們藉著聽見、珍賞、呼求、接受、領受、聯合、有分、享受、歡樂、感謝、讚美並洋溢，來領會神聖的景象。 
 
信事實上乃是包羅萬有的三一神注入我們裡面。這個注入發生在我們聽人傳揚恩典、聽見恩典之話的時候。當經過過程的三一神注入我們裡面，祂
就成了我們的信。這信乃是恩典的反映。所以，恩典與信，信與恩典，乃是一件事的兩端。 
 
恩典和信，都與律法毫無關係。今天神對待人不是照著律法，乃是照著信仰。我們必須持守這信仰，轉向信仰、順從信仰，並為信仰竭力爭辯。 
 
二 神對待亞伯拉罕的原則 
 
在三章六節、七節、九節，我們看見信仰乃是神對待亞伯拉罕的原則。九節說，『這樣，那以信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亞伯
拉罕在神的對待下，不是作甚麼以討神喜悅，乃是信神。 
 
三 我們相信基督，接受祂的身位和救贖的工作，作為我們相信的對象 
 
一面，信是我們相信基督。另一面，信是我們接受基督的身位和救贖的工作，作為我們相信的對象。（約三36，徒十六31，羅十六26，提後四7
下，猶3，20。︶ 
 
四 頂替律法 
 
信仰頂替律法。（加三23，25。︶信仰既然來到，我們就無需仍在律法之下了。律法看守我們，並且領我們到基督那裡，但如今在我們的經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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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應當為信仰所頂替。 
 
五 帶我們進入所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福 
 
我們已經指出，三章九節說，『這樣，那以信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信帶我們進入神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福，就是包羅萬有的
美地，這美地豫表包羅萬有的靈。因此，在基督裡的信帶我們進入所應許的那靈。（14。︶  
 
六 引我們進到基督裡 
 
不僅如此，信還引我們進到基督裡。根據約翰三章十五節，凡信入基督的人，都得著永遠的生命。 
 
七 是相信基督之人的特徵，並將他們從守律法的人區別出來 
 
最終，信是相信基督之人的特徵，並將他們從守律法的人區別出來。（徒六7，提前三9。︶我們不是守律法的人，我們乃是相信基督的人；我們是
信的子民。 
 
在加拉太三章七節和九節，保羅說到那些『以信為本的人』。根據達祕的新譯本，這辭指明信的原則。達祕新譯本將這辭譯為『以信為原則』。以
信為本的意思就是以信為原則。我們乃是以信為原則的人；凡我們所作的，都該符合這個原則。我們藉著這個原則來到基督面前，接受祂，並與祂
成為一。 
 
三章二十三節和二十五節說，信仰已經來到。這是另一個強的說法。從前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但如今信仰已經來到。這意思是說，經過過程的
三一神作為恩典已經來到。信仰的來到也包含了珍賞、接受、歡樂的來到。這就是頂替律法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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