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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救赎之路 
 

──约翰福章第十七章 

引言、遗嘱里的「遗嘱」 
 

今天讲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主耶稣的「遗嘱」（十四至十七章）的最后部分，可以

说是「遗嘱里的遗嘱」，也就是「最后的话里的最后的话」。 

 

我说过，圣经像情信、家书、盟约和遗嘱一样，是关系语言，所以，要对它们作出准确的理

解和响应，你必需代入正确的身份和关系。事实上，只要你能够代入正确的身份和关系，许

多时候，当中的内容信息，你还未看就已经可以猜中七、八分了，因为在某种特定的关系和

情份底下，许多事情是可以彼此「心照」，「未说自明」的。同理，我们是主的羊，眼前是

的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给我们的「遗嘱」，我们自然可以大胆先行意想：主耶稣「最后的话

里的最后的话」会是些甚么说话呢？ 

 

我们可以合情合理想象，主离开我们之前最担心的一定是留下来的我们如何能够信下去，坚

持到祂再回来。第十三章说祂必「爱我们到底」，又「洗湿我们的头」使我们与祂「有分」，

第十四章说祂先行一步回父家「预备」，并告诫我们要紧随祂走过的那条「路」，第十五章

则再三嘱咐我们要用各种方法与祂保持「结连」，像葡萄树与枝子，第十六章就预告祂走后

我们要暂时忍受逼迫苦难的「命运」，然后叫我们不要跌到，要相信祂已经胜了世界，在在

都没有偏离这个关怀，千方百计引导我们要坚信到底。到了第十七章，即「遗嘱」的最后部

分，我们相信一定仍然会是一些叫门徒「坚持下去」（请继续等）的说话，问题是前面已经

反反复复说了这么多了，到第十七章，还剩下甚么好说呢？ 

 

来到这里，我们不妨回想经文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这番「遗嘱」既是主对第一代使徒

的「遗嘱」，也同样是六十年后老约翰对后来的第二、三、四代信徒的「遗嘱」。老约翰重

提这份「遗嘱」，显然是想将它的作用「涵盖」到第二、三、四......代信徒，换言之，这份

「遗嘱」的最后部分，很可能是某种关系到其「可持续性」的信息，即主直接给第一代使徒

的信息，如何能够对后世万代的信徒都「持续有效」的关键问题。 

 

我们今天，在「伪基督教」包装的主流文化的「荫庇」下，做「基督徒」是相当「安全」甚

至「体面」的事，倒过来讲，在「信仰自由」的神圣光环的「包庇」底下，放弃或转变信仰

就更加不是问题，所以「坚持下去」很久已经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了，以至我们

对于充满在圣经里那些关于「坚持下去」的信息，基本上是没反应、没感觉的。但是，对于

首三世纪的基督徒，当日信耶稣是很容易「死人」的一回事，受苦受辱就更不用说了，对于

他们，如何和为甚么要「坚持下去」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信仰关怀。 

 

问题是，第一代使徒（也包括同一「圈子」里的信徒）与主耶稣有三年的日夜与共和追随左

右，有最后一程的生死同行和荣辱与共，主吩咐「坚持到底」的「遗嘱」也是直接给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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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他们谨守「遗嘱」坚信到底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后来的信徒，他们连与主耶

稣的「一面之缘」都没有，却为甚么仍要坚信？又凭信么仍能坚信下去呢？换个讲法，就是

主直接给第一代使徒的「遗嘱」，与他们何干呢？这是牧养着第二、三、四......代信徒的老

约翰必要响应的极大难题。 

 

大家意想一下，我若拿着我父亲给我的遗嘱去吩咐我的儿子谨守遵行，我就必需要向他证明，

这份遗嘱是他也有分的。正是人同此心，主耶稣的「遗嘱」的最后一章，原来正正就要回答

这份「遗嘱」的「可持续性」──如何延续到千秋万代的信徒身上──这个至为重大的问题。

主直接给第一代使徒的「遗嘱」究竟如何关系到第二、三、四代的信徒以至现在的我们呢？

今天，我将透过解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即「遗嘱」的最后部分，为大家讲个明白。 

 

一、慧眼见荣耀──救赎之路的激活 
 

我多次说过，我憎厌任何形式的「字典解经法」，不过，这绝不意味我们可以不重视圣经表

面上的字句，一下子就「大而化之」，就跳到很广泛概括的「灵意」上面去。我反对的是对

片言只字过度和死板的执着和推敲，但绝不反对对经文的措字用语作出合理的分析。就以本

章为例，留意到有哪些频繁出现的用字和概念（包括相近及相反的用字或概念，记得，相反

也是一种关系），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和快速掌握到经文的重心信息。最明显的，是本

章频繁出现「荣耀」、「合一（合而为一）」和「永生（生命）」这三类字眼和概念，并以

三者且构成某种「逻辑关系」，简单说，就是以下这条「公式」── 

 

透过对于某种「荣耀」的显明和洞见，再配以某个「合一」的过程，我们

就可以得着「永生」。 
 

这条「公式」指向的，正正就是一条「救赎」并且是「可持续」的「救赎」之路。接下来我

会替大家仔细解释这是一条怎样的「可持续的救赎之路」。 

 

１、救赎之路的总纲──从荣耀到永生 

 

首先，主耶稣非常扼要有力地讲明这条「救赎（永生）之路」的总纲： 

 

1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

也荣耀你；2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首先，大家应该留意到本章全章都是主耶稣的「祈祷」，但千万不要拿来与我们那些心血来

潮、求这求那、琐琐碎碎、「结果未卜」的祈祷混为一谈。记得，主是当着使徒们面前「半

公开」地向父祷告，祷文的内容也不是罗列一堆「祷告事项」，而是实实在在地宣告一些其

实父与子肯定已经「协商」好，非常有默契的信息和预告，在在凸显「子与父原为一」的真

理，并以此对门徒作出有力保证，因为祂是以非常的身份（子）向父祷告，一定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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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刚才读的三节圣经。很显然，主耶稣在这里指出的是一条「从荣耀到永生」的路。经

文先提到主耶稣将会得着某种「荣耀」，而这种「荣耀」又会使父神得着「荣耀」，并且，

这种父子同得（甚至有点「私相授受」的味道）的「荣耀」又与「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等同，而且绝对地关连到那些「你（父）所赐给他（子）的

人」会得着「永生」的结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某种「荣耀」的显明或认知能使我们「认

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并因而得着「永生」，就是这条救赎

之路的总纲。大体上，这条总纲可以写成以下的「代数式」： 

 

Ｘ（显明／见到某种荣耀）＝Ｙ（认识父与子）＝Ｚ（得永生） 

 

在这条「公式」里头，Ｙ（认识父与子）与Ｚ（得永生）的「数值」（具体所指），似乎是

我们可以掌握的，但Ｘ（显明／见到某种荣耀）是甚么呢？却是不大清楚了。换个问法，就

是要显明或见到甚么样的「荣耀」才能叫我们「认识父与子」以致「得永生」呢？ 

 

这条「救赎公式」，换个讲法，其实正是基督教的救赎论，也是我们最核心的教义。但我却

要先告诉大家一个很可悲的事实，就是今天许多貌似「正统」的教会，虽然煞有介事或装模

作样地凸出它们的所谓「正统」地位，都非常着力地标榜它们如何「信守」Ｙ（认识父与子）

和Ｚ（得永生）这两点，譬如一字一句地死抄硬背某某公认的信经里头的字眼。不过，只要

你心清眼利的话，你一定可以发现，这些所谓「正统」教会，却大多在Ｘ（显明／见到某种

荣耀）这一点上「取巧」──含混其辞，甚至偷龙转凤。 

 

以下整章圣经，其实正是圣经对「荣耀」一词最具「颠覆性」的重新定义，谁若不按照这个

重新定义来解释耶稣基督（子）与天父的所得的「荣耀」，就等同在Ｘ（显明／见到某种荣

耀）这一点上「偷换概念」，那么他口口声声的Ｙ（认识父与子）和Ｚ（得永生）两点，无

论措辞用字如何「正统」，都是大错特错，甚至有欺骗和异端的成分，因为任何「恒等式」

的一边的数值变了，另一边的就不可能保持不变。意思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救赎论，原来还有一个必需的前提，就是必需

通过某种特定的「荣耀观」来认识父与子。我们看下文，就知圣经是多么「颠覆性」地重新

定义何谓「荣耀」，为基督信仰的「得救的公式」赋与完全独特举世无双的意义。 

 

２、救主之路──从舍命到荣耀 
 

救赎之路其实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是主耶稣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救主之路」，指祂如

何成为救主和成就救恩；第二重是我们追随基督的「救赎（得救）之路」，指我们如何进入

并通过主已成就的救恩，终而得救。这两条路不是绝对同一，但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现在先

说主耶稣自己的救主之路──从舍命到荣耀： 

 

4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5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

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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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如何「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父）」呢？是要「威风」吗？是要得「掌声」吗？若就是

这样一回事，那么，主耶稣根本就不应该受辱受死（连事后复活也是多此一举的），倒应该

行更多「超级大神迹」（譬如多搞几趟「五饼二鱼」神迹大会），最重要是呼唤千万天使天

军马上就来壮大声威，不必等到祂再来，即刻就尽显祂的王者身分！ 

 

不过，我们代入经文脉络，就知道当晚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祂说完这些话的几个小

时后，就被捕受辱。所以，主于此指向的「荣耀」一定是指祂用「舍命受死」来荣耀父，而

三天后父又用「使祂复活」来荣耀子的那种「荣耀」。大家一定要小心区分，这种荣耀绝对

不是「客观的荣耀」，而是某种「主观的荣耀」。所谓「客观的荣耀」，是指显得一些「路

人皆见」的荣耀，博取「普遍」的掌声，以期得到「一致」的称许，就好象刚才所说的那些

浮浅和直接的荣耀。 

 

主所讲的却是一种「主观的荣耀」。第一、不管是主的受死与复活，都只会在信的人心里得

着荣耀，而不会得到「普遍」及「一致」的称许。第二、这种荣耀有非常显的「私相授受」

的特色（父给子，子给父），并且只供「内部人仕」（信徒）看的。第三、这些荣耀指向的

不是上帝客观的能力，而是主体的情份与恩义。主耶稣用死来荣耀父，是指主用死荣耀了父

对我们的大爱，显明了祂是恩慈的父；父以使主复活来荣耀子，是指父对我们（信徒）宣认

耶稣基督真是祂的儿子，且是一个顺服至孝的儿子。而父与子的「互相荣耀」，看在我们（信

徒）眼中，即经我们的主体投入后，就被理解为上帝爱我们和救我们的最高明证，上帝（父

与子）也因此在我们心里就得到最高的荣耀。 

 

基督徒能够走上「得救（得永生、回天家）之路」，必要以主自己走过的「救主之路」为绝

对和唯一的根据。而这条「救主之路」是以主的「受死」打开，并用祂的「受辱」来「荣耀」

父，让我们知道并相信天父的大爱，进而自责和后悔、再进而追随基督的脚踪重返父家。记

得，主耶稣用以「荣耀」父与自己的，最关键的是祂的「受辱」──荣耀竟是奠基于受辱，

这种「颠覆性」是无可比拟的。但大家看今天的所谓「主流教会」，口头信仰好似正统，但

骨子里，「富贵神学」、「发达福音」早就泛滥成灾垄断市场。它们的「荣耀观」与圣经启

示不但不同，更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所以，两者表面上的「信仰公式」似乎一样，都是

Ｘ＝Ｙ＝Ｚ，但两者对Ｘ（荣耀）的定义却截然相反。 

 

真基督教的「公式」其实是这样的：Ｘ（藉基督的受辱显明／见到神的荣耀）＝Ｙ（认识父

与子）＝Ｚ（得永生） 

 

伪基督教投人所好、自作聪明的「公式」却是这样的：Ｘ（藉通俗的成功显明／见到神的荣

耀）＝Ｙ（认识父与子）＝Ｚ（得永生） 

 

一望而知，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条「公式」，自然也不可能是同一种信仰。后者的Ｘ与前者

的Ｘ定义完全相反，所以，伪基督教的真正「公式」是这样的，所指向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

「灭亡之路」：Ｘ（藉通俗的成功不能显明／见到神的荣耀）＝Ｙ（不认识父与子）＝Ｚ（得

不着永生）。记得，作为大前提的「荣耀观」一错，就一错到底，满盘皆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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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得救之路──从荣耀到生命 

 

主耶稣提过了自己与父的荣耀后，就提到他的门徒要走的是怎么的「路」： 

 

6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7 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8 因

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经文清清楚楚，所谓「基督徒」不是「好人」，而是「认识父与子」的人。他们透过子认得

父，因为「我（子）已将你（父）的名显明与他们」，也知道父与子原为一，「知道凡你所

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再回看前文「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

们更知道「认识父与子」就是「得永生」的秘道。不过，大家在意，真正「认识父与子」不

是在神学上认知上帝和基督有甚么「属性」，也不是灵恩派那般知道上帝有甚么了不起的「权

能」，而是透过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个「非常的事实」来认识父与子的「荣耀」，一种「主

观的荣耀」，让我们深深体察天父的慈爱与怜悯，因而自责，因而悔改，因而回家。 

 

简单说，凭着悔改的信心，能迂回地从基督的受苦受辱中「看到」基督与天父的荣耀，从而

从主体层次认识父与子的人，就有永生。不过，容许我再噜苏第八百遍，其中至为关键的是

你抱持的是哪一种「荣耀观」，你若满脑子都是肤浅鄙俗的「成功主义」，你就算口头说的

全是「正统」信仰，但「一字之差」（即对「荣耀」一词的曲解），我相当肯定你一定会走

错路，就是用世俗的荣耀观来理解上帝和基督的作为，结果，你就怎么也不可能找到「永生

之路」的正确「入口」。 

 

作为基督徒，你一定「发梦」都要记得，绝对不可以架空子来讲父──这是一切异端的基本

「公式」。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子）具体的降生和受难，就没有「受辱」这一回事，上帝真

正的「荣耀」（祂的大爱、怜悯与饶恕）就无从通过祂的「受辱」来彰显，于是人就只能用

「宗教常识」（包括通俗的荣耀观）来「想象」甚至「虚构」一个上帝，结果根本不可能认

识上帝，也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基督徒的「荣耀观」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 

 

好了，说到这里，重点仍然是泛泛地讲「永生（得救）之路」的「入口」。但问题是，对于

后来以至现在的信徒，我们是否一定要从「同一入口」进入永生之路呢？换个问法，是我们

今天的「荣耀观」可不可以「开扬」一些、「快乐」一些、「直接」一些，像今天的「主流

教会」的那一套？又如果一定只能从「同一入口」进入永生之路，但千百年都过去了，我们

还能找到同一个「入口」吗？ 

 

主耶稣接下来的说话就是回答这个疑难。答案是千世万代的信徒，若要进入永生之路都必需

通过同一个「入口」，并且至今都可以找到同一入口，方法是透过「合一」。请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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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一在基督──救赎之路的持续 

 

１、合一的基础──分享相同的「荣耀观」 
 

首先，主强调门徒是既合一在父里，也合一在子里： 

 

9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10 凡

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我们看到，「父子同心」，祂们都在基督舍命拯救我们的事情上同得荣耀，而我们作为信徒

的，也是在这个认信──据此而看到神的荣耀──上面与父与子合而为一，成为我们得救得

永生的根基。可以说，这个「荣耀」──用受辱来彰显出来的「特殊荣耀」，是圣父与圣子

合一，基督徒与上帝（父与子）合一的总的依归；也可以说，父与子与我们，都是在分享着

同一种「荣耀观」上面合而为一。 

 

２、合一的凭借──「与主有分」 
 

再细看下去，这个「合一」又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呢？ 

 

11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

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12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

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13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

满我的喜乐。 

 

这里主耶稣所说的「你所赐给我的名」，是指「子」的名份，意思是因着信（悔改），天父

就视我们「与主有分」，把我们也当做「子」（基督）来看待，将基督的「孝子之义」加诸

我们身上，算我们为义，同时也看在「子」的分上，将基督的「十架代死」也当为「与我们

有份」，从而赦免我们的罪罚。 

 

至于「灭亡之子」（犹大及一切相类的人）之所以终归要灭亡，是因为他们不领情，不肯「与

主有分」，而用卖主等方式与主划清了界线，故而与主无名无分，以至「永生之子」的名分

就无法归他，而落得一个「灭亡之子」的身分。 

 

总之，能够透过信心的眼睛（即有正确的「荣耀观」），从而从主的受难「看见」神的荣耀

而相信的，就「与主有份」，就有永生，反之，就得不着永生。犹大灭亡，最关键的是他带

着错误的荣耀观，心里追逐的是通俗的成就和荣耀。所以，当他一旦发现主耶稣走的是一条

受辱的路，就马上「撤退」，用卖主的行动与主划清界线，与主再也无名无分，终归自取灭

亡。我再警告大家一次，你的「荣耀观」一走差，就很可能走上犹大卖主以至灭亡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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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合一的限界（不属世界的身分）与缘由（在世界的危险） 

 

今天「主流教会」讲「合一」，讲到乱笼，讲到几乎没有底线地乱合一通。他们忘记了早期

教会讲「教会」合一的同时，同样非常强调要与「世界」（外人）划清界线。事实上，如果

全世界都「信仰一体化」、都「万教归一」、教「殊途同归」，教会「合一」是毫无必要提

倡的。因为根本一早就统统「合一」了，还何须提倡？主耶稣要我们「合一」，其实是建基

于一些完全相反的事实和考虑上面的： 

 

14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

样。 

 

主耶稣再三吩咐我们「合而为一」，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与「全

世界」都不相同的「小群体」，并且必定不可以与他们相同，但作为一个「小群体」而活在

一个充满敌意的主流世界里头，坚持「不同」（与世界不合一）是极困难的，所以，「小群

里」里的成员就要靠拢「合一」，好可以互相扶持抵挡世界洪流的冲击。 

 

15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16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

我不属世界一样。 

 

主耶稣要我们「合而为一」，第二个理由与第一理由密切相关，就是我们仍然要在人群之中

为真理作见证，不能马上就「离开世界」，即是，我们仍必要置身于「洪流」之中。但是在

这样的环境下「单打独斗」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信徒们一定要「合一」来并肩作战互相提

醒，以免因「定力不足」而倒过来「合」到恶者（撒旦）上面去了。 

 

17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18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

们到世上。19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为了真正做到「合一」，主提醒我们必需凭着真理好好认定和谨守自己的身分，这就叫「成

圣」或「分别为圣」。「成圣」或「分别为圣」不是叫你做「圣人」，而是要你认定你因着

信是与世人「不同的」。记得，基督徒因着都「分别为圣」，认定他们与世人「不同」，这

个「不同」却又成为基督徒之间的「同」，成为我们合一的合法和稳当的基础。事实上，那

些胡乱与世界「合一」的个人或教会，就等于连自己的信徒身分都抓不稳守不住，所以根本

就没有资格向别的基督徒讲甚么「合一」。 

 

今天「主流教会」讲的所谓「合一」，不外乎是「搞大事工」、「做大排场」，「壮大声威」

之类，不可一世地向世界「炫耀」，以为这样就叫「做见证」。他们几乎一点「危机感」都

没有，一点不担心世界会「并吞」了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口中的「合一」，是在一种极重的

危机意识下提出来的，为的是要我们互相守望，免被世界的洪流淹没。事实证明，当教会自

作聪明去「影响」世界，结果一定是被世界倒过来「影响」教会。主耶稣说的「合一」本来

是一个「内部巩固」的概念，叫我们一定要先「守主自己」，才去进入世界为祂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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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合一的延续──代代相传 

 

进入到第十七章的最后一段，可以说是「最后的话的最后的话的最后的话」。对于老约翰晚

年牧养的信徒，这段话终于「搔着痒处」了： 

 

20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21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23 我在

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

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一段，出现最多「合而为一」的字眼，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将以上信息的涵盖面延展到后

来的所有信徒身上去，将古往今来的历代信徒纳入一个「合一」的信徒群体之中。不过，这

个「大合一」不是组织上的，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在共同的信仰上面的。说到这个共同的信

仰，自然就要回溯到本章所讲到的真基督教的「公式」──透过基督的「受辱」看到上帝「荣

耀」，以之认识父与子，就有永生。换言之，最为关键的，仍然是那一句，就是大家分享着

彼此一模一样，却与世界的背道而驰的「荣耀观」，在这基础上「合而为一」。 

 

针对老约翰所牧养的「后代信徒」以至于今天的我们，这意味我们若要进入永生之路，仍要

从同一个「入口」进入，就是坚守与基督和第一代信徒同一的「荣耀观」──从受辱中见荣

耀。对上帝，要从基督的受辱中看见上帝的荣耀，对自己，既是主的门徒，就是「同走一路」，

即是自己也要走上一条相类的「从受辱中见荣耀」的路，即甘心在今生为主受辱，并相信在

上帝眼中，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显出我们的真正大有信心。 

 

总结、颠倒的荣耀．垂直的合一 
 

24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

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25 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

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26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

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经文中「同在那里」意象很富丰，主要指我们能与主以同一眼界，同一心灵，参明同一真理

──在受辱中见荣耀。这是一种「颠倒的荣耀」，却是永恒无比的真理，是「世人」凭宗教

常识永远不能参透的，只有父所特意「指示」的人可以明白。至于后代的信徒，他们只要透

过一个「垂直的合一」，合一于一切信仰先祖同一的认信，最重要是同一的荣耀观里，就可

以合一在上帝里，得着永远的生命。最后，请大家「大而化之」，紧记这几句总结的话： 

 

世人按常情常理求「正面的荣耀」和「水平的合一」，因为这些看上去四平八

稳、稳稳当当，但终归一无所得；基督徒却要倒过来险中求胜，求「反面的荣

耀」与「垂直的合一」，看上去绝不稳当，却是实实在在的永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