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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千百年来人们不断自问，又不断寻觅的话题 。《旧约》里，亚当夏娃被逐出伊 

甸园，被称为人类的堕落，有了 “失乐园”的开端 。l667年 ，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十二卷长诗 《失乐园》 

出版，他给我们重复讲述着原来的故事，从此人类一直走在寻觅乐园的路上，可是人类恒久地寻觅，也 

就有不断地迷失 。司芬克斯(Sphinx)是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兽，把守在通往底比斯的马路上，向 

每一位过路的人提出一条谜题，答不出来的人就会被怪物撕成两半，猜中的就让他们顺利通过 。司芬克 

斯最有名的一个谜题是 ：“什么生物早上四只脚 ，中午两只脚 ，晚上三只脚?”这个答案就是 “人”!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谜，这个谜是需要我们去探究的，只有去探究我们才有可能揭开谜底 。“在历史上许 

许多多的人一直试图破解 “人”这个谜，。他们对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 ，这种努力是可贵的 。但基督 

教认为，人不能单纯从人自身去揭开人之谜，就如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 自己拎起来一样 。二十世纪 

德国才气横溢的思想家谢勒谈论人的本质时，不偏重理性的角色，却从宗教的层面来看人的超越意向、 

祈祷 、寻求上帝的本质，“人是超越的意向和姿态，是祈祷的、寻求上帝的本质 。⋯⋯他的理智，他的 

工具机器赋予他越来越多的自由闲暇去内省上帝 、爱慕上帝。⋯⋯上帝是汪洋大海，精神和爱慕是一泻 

入海的百河千JlI。这些河JlI在其源头就预感到大海了”。·人要真正理解人，必须认识上帝 。认识上帝与 

认识人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在信仰的范畴内谈论人才会更具意义 。 

一

． 从 。夏”．。魂”．。体”三字的运用探讨圣 

经的整金人观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教会许多信徒的人论往 

往持守二元论的观点 ，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对立的， 

必须对付自己的身体，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常常 

把两者放在对立的地位。也往往因为这样一种二元 

论的观点，使基督徒与这个物质世界不好兼容，当 

自己享受到一点物质的好处与丰富的时候，就会担 

忧这是否阻碍了灵魂的进深 。这种担忧是否必要 

呢?这是否是圣经的观点呢?圣经对人是如何定位 

的，又是如何处理人与现实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的。相信从圣经探讨 “灵”、“魂”、“体”三字 

的应用，会使我们对此有一种比较正确的认识 。 

我们常常认为这是三个不同的字，在我们的观 

念里所指也是不同的，所以三字会有严格的界限， 

但圣经的运用却不是这样，圣经对“灵”、“魂”、“体” 

这三个字不像我们传统所认为的有严格的区分，其 

实它们没有固定不变的用法，它们用得非常活泼 ， 

而且有弹性，除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用法和特点之外， 

这三个字在圣经里有许多时候是互通的，最起码有 

三个共同的意思 ： 

A、都可以代表全人，是整个人的代表 

例如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 

乐 。”(路 l：46—47)这是新约 《路加福音》马利亚 

尊主颂的经文，这里的 ”原文是 “魂”，这是希 

伯来诗歌的同义平行体，上 、下两句表达同样的意 

义，所以这里的 “魂”与 “灵”也是互通的，是可 

以互换使用的，从这里可以看出 “魂”与 “灵”都 

可以敬拜上帝，无论是 “魂”还是 “灵”都是指的 

全人的敬拜，而非指身体的某个部分，在这里是用 
一 种重叠的方式表达全身心地降服于上帝，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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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是全人的代表。“魂”在圣经中许多时候有这 

样的用法 ，代表 “全人 ”。例如 ：“这是拉班给他女 

儿利亚的婢女悉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十六人” 

(创 46：18)。“十六人”原文是 “十六条魂”，这里 

“魂”是 “全人的代表 ”。“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 自 

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 自己不洁净，以至 

染了污秽”(利 ll：43)。“自己”原文是 “魂”，这 

里 “魂”也是代表 “整个的人”。(类似的经文还有 

徒27：37，7：14，罗 13：l等等)不仅 “灵”、“魂” 

有这样的运用；“体”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运用 ：“我 

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嘉人，并一切没有与 

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地尽心竭力。”(西2：1)这 

是一处新约中的经文，这里的 “亲自”就是希腊原 

文的 “体”。 

B、都有生命气息的意思 

我们首先查考 “灵”在圣经中的用法 ：“看哪，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 

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创6：17)“你掩面，它 

们便惊惶 ；你收回它们的气，它们就死亡，归于尘 

土”(诗 104：29)。“气息”与 “气”原文都是同一 

个字 “灵”，是生命气息的意思 。“谁知道人的灵是 

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传 3：21)“灵”与 

“魂”原文是同一个字 “灵”，也就是如果根据原文 

的翻译应是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灵是下 

入地呢?”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呢?这里并非 

是说动物也有像人一样的与神交通的灵 ，在这里 

“灵”用得相当的宽泛，是生命气息之意。“魂”也 

有 “生命气息”之意 ：例如 ：神说 ：“水要多多滋生 

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创 l：20)“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 

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 

2：7)。这里 “有灵的活人”原文是 “活的魂”，是 

指 “生命气息”。神吹的这口气代表什么，代表神人 

之间的亲密关系 。“体”也有同样的用法，指有生命 

气息的活物，包括人与牲畜。“神观看世界，见是败 

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创6： 

l2)。“血气的”是指凡活着的人 。 

C、都用来描述对上帝的敬拜 

错误的二元论认为 “灵”永远是好的、稳定的， 

不会软弱犯罪 。而 “魂”与 “体”却是罪恶的，阻 

碍生命长进，只有负面作用的，所以要想过敬虔的 

生活，就必须破碎 、对付 “魂”与 “体”。其实对人 

如此的划分是否符合圣经的观点实在有待商榷 。我 

们可以研读几处代表性的圣经经文 ：“我羡慕渴想耶 

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诗84：2)。“心肠”原文是 “魂”，而这里的 “肉体” 

原文是 “体”，由此可见，“魂”与 “体”都有敬拜 

上帝的功能 。诗篇63篇 l节 ：“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渴想 

你，我的心切慕你。”这里的 ～ ”原文是 “魂”，这 

“魂”渴慕敬拜上帝，这字并非只用来描述负面的东 

西。新约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如 ：“耶稣对他说 ：‘你 

要尽心 、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 。⋯ (太22：37) 

“性”原文也是 “魂”其时无论是 “尽心”还是 “尽 

性”、“尽意”都不是指身体的某个部分，而是用重 

叠的手法描述对上帝全身心的敬拜，指全人的敬拜 。 

从 以上例句可见 ，圣经的作者也 常用 “魂”这个词 

指代对上帝的敬拜。“体”也具有同样的用法 ：诗篇 

145篇2l节 ：“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惟愿 

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 。⋯‘凡有血 

气”原文是 “凡活着的体”圣经作者从不认为 “魂” 

与 “体”是阻止我们亲近上帝的罪魁祸首，相反，它 

们在崇拜中具有重要作用，并非把 “魂”与 “体”这 

两个字丑化。 

教会传统的某些观点常常认为，“魂”和 “体” 

是负面的，而 “灵”却永远都是正面 、向上的 。但 

圣经作者是否也这样认为呢?在圣经中 “灵”与 

“魂”和 “体”的运用一样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例 ： 

但希实本王希宏不容我们从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 (申2：30)。 ” 

原文是 “灵”，“心中刚硬”与 “性情顽梗”是同义 

平行体，两者是表达同一个意思，是负面的意思 。 

“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士8：3)。 

“怒气”原文为 “生气的灵”。“波斯王古列元年，耶 

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 

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代下 36：22) “激 

动⋯⋯的心”原文为 “激动⋯⋯的灵”可见 “灵”也 

不是永远稳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被激动的，被搅扰 

的 。圣经运用 “灵”这个字的时候，不像通常所理 

解的只有正面的功用，它也有负面的功用。错误的 

二元论认为，“灵”是专门来敬拜神，接近神的那个 

成分 ，只有它是最接近上帝的，是圣洁高级的部分， 

圣经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这样划分，其实这是希腊 

哲学的观点。从以上几处经文可以看到，“灵”这一 

字在圣经中用得相当宽泛，意思也非常有弹性，不 

仅有与神交通的功用，也跟 “魂”、“体”的用法一 

样有负面的意思 。 

圣经里凡是提到 “身体”跟 “灵魂”对立的时 

候，通常是指 “圣灵”与 “情欲”的相争，那个 “灵” 

不是指 “人的灵”，而是 “圣灵”；这个 “体”，不是 

指中性的 “身体”，而是指 “老旧人”，也就是 “犯 

罪的欲望”。所以罗马书8章9—10节 《新译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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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 “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因着罪 

的缘故是死的，而圣灵却因着义的缘故，赐给你们 

生命 。”基督徒是完整的人 ，他同时面对两个势力范 

围，一个是顺服圣灵的掌控 ，另一个是顺服情欲、罪 

的引诱，也就是新约所说的顺服老旧人，顺服老亚 

当。这也就是罗马书7至8章所说的保罗的挣扎，“我 

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 

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7： 

24)为什么新约把不好的东西归给身体呢?奥古斯 

丁说 ：“并非身体不好，而是罪的缘故，受罪的辖制， 

但灵与魂也有负面的意思，也会受罪的辖制。”犯罪 

不只是 “体”的犯罪，而是整个人的犯罪。既然圣 

经对于这三个字，没有硬性划分，所以我们就不应 

该硬性强调灵、魂、体的分别，圣经强调的不是区 

别性，而是合一性，圣经通常把人看为一个整体，身 

体与灵魂两者合一，人才成为一个健康完整的人 。 

从创造的角度看人是整体，只有身体和灵魂一同存在 

的时候，才称之为一个活着的人。“耶和华神用地上 

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 

的活人，名叫亚当。”(创 2：7)当然，也有灵魂与 

身体的分离状态，就是人死后，跟物质身体暂时隔 

离的状态，“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 

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 

的身体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 ，孩子 的灵魂仍入 

他的身体，他就活了。”(王上 17：21—22)但是这 

不是一种常态，是暂时的、过渡的不正常现象。从 

救赎的角度说人也是合一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 

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 、灵魂一 

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林后7：1)蒙救 

赎的基督徒 “身体”和 “灵魂”是都需要洁净的。耶 

稣的复活也是 “身体”和 “灵魂”的一同复活。我 

们的追求应该是整个人的全然成圣，而非只有 “灵” 

就可以了，所以圣经对人的描述也从来没有把人划 

分得支离破碎 ，而是强调人的整全性，合一性 。 

=．探讨=元论的历史渊漂 

基督教崛起之前，希腊哲学已经有了五个世纪 

的发展历史。当时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有着广泛的接 

触与碰撞，希腊哲学大师柏拉图的观念里就有理性 

为善，物质为恶的前设，因此他们的人观也认为不 

朽的灵魂必须力求脱离败坏的物质躯体 。根源 自柏 

拉图的二元论人观，透过亚理士多德加以把 “灵魂” 

区分为理性与动物性的不同部分 ，演变成为 “灵”、 

“魂”、“体”的三分观念 。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接触 

的过程中，基督教影响着希腊哲学，同时教会内部 

也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 

“这种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论容易导致在价值判断上极 

力贬低身体的危险。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出现过视 

人的身体为其灵魂的牢笼，视人的物质欲望为恶， 

视人的得救为灵魂摆脱身体的牢笼的派别，诺斯替 

派持这种观点” 。诺斯底主义的宇宙观就是一个典 

型，“善”与 “恶”，灵魂与身体僵硬对立的二元论， 

他们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出发对圣经作出各种解 

释，从而危及基督教的根本信仰 。诺斯底主义认为 

物质的身体是恶的，是罪恶的发源地，只有精神与 

灵魂是善的，是永恒的 。所以他们不认为上帝的独 

生子真正道成了肉身，耶稣在世上只是幻影 。以后 

出现的马吉安主义也是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既然 

物质是恶的，那么创造物质世界的神也不是至高的 

上帝，而是一位低级的巨匠造物主，因此 《旧约》所 

描述的那位创造宇宙世界的神也不是我们所信仰的 

上帝，所以主张把 《旧约》从基督教的正典中除去 。 

这严重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根本 。早期教父的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抵制这种灵智派的异端 。这种异端就 

是在人论方面形成灵肉二元对立的思想渊源。这种 

灵肉对立的人观会造成两种极端 ：其一是禁欲主义。 

这种观点认为，人犯罪既然是物质的身体就必须严 

格对待 自己的身体，使之不致犯罪。这就是所说的 

“苦行主义”，提摩太前书第4章 8节所说的 “操练 

身体”，实际上也属于苦行主义。他们既“禁止嫁娶” 

又 “禁戒食物”，以防止肉身去犯罪作恶，这是禁欲 

主义与苦修主义的哲学思想在歌罗西教会中的一种 

表现，但是它对克制肉体的情欲却毫无功效，所以 

保罗说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 

益处”；这种二元对立的人观导致的另外一个极端就 

是放纵情欲，提倡所谓的 “性 自由”。他们关于性 自 

由的一个荒谬论点，就是人犯罪完全是肉身的事， 

与人的灵性是丝毫没有关系的 。人无论犯什么罪， 

他的灵性是一点不会受到影响的。他们鼓励人去放 

纵情欲，大胆犯罪。但是使徒保罗却认为，人犯罪 

与人的灵性是有密切关系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 

是圣灵的殿吗?⋯⋯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 

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林前6：19—20)当 
一 个人身体犯罪的时候，灵魂也会受到污染与亏损 。 

中国教会之所以存在二元对立的思想，一方面 

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教会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 

特殊时代的产物 。传教士把福音传入中国的时候 ，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贫病交加，所以他们 

的精力主要放在福音的传播和社会服务方面，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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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得上神学上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不久，随之而来 

的十年动乱又把人们推 向深渊 ，尤其是许 多基督徒 

因为信仰的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这样一种环 

境下，世界是罪恶的，身体是败坏的，只有精神与 

灵魂才是高 尚的这样一种观念应运而生 ，这正好配 

合了二元对立思想中的 “灵”与 “魂和体”的对立， 

或者是 “灵魂”与 “身体”对立的观点，使之与中 

国的社会现状构成一个自然的衔接，这也是它在中 

国教会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就是倪柝声，在 《属灵人》这本书上，就有这样的 

话 “谁是属灵的人，谁是属魂的人，我一看就知 。” 

另外一本书的名字 《魂的破碎 ，灵的出来》，也是把 

灵与魂严格地区分对立开来 。对于这种观点圣经学 

者有过许多研究，在此只归纳廖文重点 。首先是圣 

经解读上的困难。中国教会通常流行一种三元人观， 

即人是有灵、魂 、体三者构成，但这种观点在圣经 

中似乎缺少经文根据 ，在圣经中论到人的时候 ， 

“灵”与 “魂”往往是通用的 。旧约中的经文如 ：“她 

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她儿子起名叫便 

俄尼 ，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创35：18)“以 

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 

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 !”’ 

(王上17：21)“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等 

等旧约中许多经文原文都是用魂指代 “灵魂”。圣经 

从本体论层次上谈到人的时候 “灵”与 “魂”是通 

用的，在新约更是如此，许多新约的经文用 “灵”指 

代灵魂 ：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 (路8： 

55)。“耶稣尝了那醋，就说 ：‘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约 19：30)。“他们正用石头打的 

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 

(徒7：59)。“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雅2：26)。同时，也有众多的经文用“魂” 

指代 “灵魂”，经文如下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惟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太 10：28)“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 

抱着他，说 ：‘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 

(徒20：10)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 

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来 10：9)。“揭开第五印 

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 、并为作 

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启6：9)从圣经原文的研究 

来看，谈到人的构成的时候，“灵”与 “魂”二字在 

经文中几乎是通用的 。所以三元人观在圣经中似乎 

找不到具体的圣经根据 。虽然从本体论的层次上来 

说，人具有可分割性，也会出现灵魂与身体分离的 

状态。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不仅使他具有身体，也 

使他具有灵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元人观， 

这是普世教会的主流观点，但 《圣经》研究所提的 

观点并没有为本体论层次的问题下结论，只是说明 

我们面对人必须以他是一个活着的主体来看待，圣 

经所注重的并非是人如何构成，圣经所强调的是一 

体性 ，合一性 。 

持三分法者往往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 

节的保罗的祝福语：“愿赐平安的神亲 自使你们全然 

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 

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这里的 “灵 

与魂与身子”的用法，并非是把人分成三个部分，而 

是希伯来人常用的一种文法，用累积重叠的方式表 

达一种充满情感的呼唤，表示一种强调，是强调全 

人的敬拜，“灵”代表全人，“魂”也代表全人，“体” 

也是指全人，强调全身心地爱上帝，而非某一个器 

官或某一个部分爱主就行了 。这种文法不仅局限在 

用三个 ，可以是 四个 、五个 、甚至是六个 的重叠 ，这 

种重叠只是表示强调，如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太 22：37)的三重叠的用法，与 “你 

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爱主你的神”(路10：27) 

的四重叠用法其实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强调全 

人的敬拜 。另外，希腊文也像英文一样有单 、复数 

的区分，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这句话的主语是 

“灵与魂与身子”，而这个主语的动词 “得蒙保守”原 

文用的是单数形式，而非复数形式，所以圣经作者 

是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而非分开的各个部分 。 

从上下文看，保罗并非刻意在此分析人的构成，而 

是一个充满强烈感情的祝福语，强调的是人的全然 

性，保罗在描述人被神保守的时候是用“三合一”的 

修辞法，所以这节经文，相反不是指出人的分割性， 

而是强调人的整全性，全然性 。s人为地把人分成各 

个部分，除了圣经解读上的困难以外，在信徒生活 

上也会出现一些误解，就是对知识 、情感领域的排 

斥，认为知识 、情感以及物质上的好处是属 “魂与 

体”的范畴，如果享有知识 、情感与物质上的富足 

会阻碍 “灵”的长进，致使信徒在信仰追求过程当 

中，不必要的否定神创造时给予人在知性 、感性上 

的恩赐，不 自觉中产生对社会生活 (甚至家庭生活) 

较偏颇的排斥态度 。当然，这里不是否定圣经对于 

克胜肉体的教导，乃是认为这种观点是把神创造的 

天然生命表现与支配着人类罪性行为的原则，被罪 

性扭曲的 “肉体”有混为一谈之嫌 。 从上文的字义 

研究可见圣经一贯以人为整全的个体视之。身体的 

犯罪也是灵魂的犯罪，灵魂受的亏损也会影响到身 

体，人是不可能把身体的某个部分独立出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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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灵魂是互动的，是彼此影响，相辅相成的 。 

三．探讨人论的积极意义 

就从本体层次而言，人具可分割性 ，然而在正 

常情况下，都应以人作为整全的主体看待 。当代圣 

经研究中的 “整全人观”的提示避免了 “二元论”对 

于 “二元人观”可能构成的负面影响，把 “灵魂”与 

“身体”互相对立 、分割开来。作为整全的人，我们 

的生活应该是多面但又是统一的，从内心发出而呈 

现于外 ，丰富又多姿多彩的 。其属灵生命可以表现 

于艺术 、文化之中，成为对社会的宣言，也可以像 

大卫一样透过诗歌创作，甚至舞蹈等肢体语言倾诉 

心中对神 、人的情感，又可以积极参与各样科学研 

究，发现神在宇宙中的奇妙作为，当然，更应用诸 

般的智能来研究明白圣经的神学真理，以求对于神 

与人之间有更多理解，以致造就 自己和教会 。上帝 

呼召他的子民，不但在信心上，也是在信仰实践 、社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见证上 。基督徒的信仰和呼召 

不仅仅局限于宗教的层面 ，而是涉及人生各个方面 

的 “全人”的信仰与呼召。基督徒可以在 “属世”的 

领域荣耀上帝，可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成功的商 

人，勤劳的农民或者尽职的家庭主妇来荣耀上帝， 

而不一定非要在 “属灵”的层面。另一方面，从以 

上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无论是 “身体”还是 “灵魂” 

都渴慕上帝，提醒我们人是在需要中存活，并非独 

立于神、人 、自然界而存在的个体，许多神学家对 

人所具有的 “上帝的形象”的理解给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思路 。“Migl iore与许多二十世纪的神学家一 

样，他将 “上帝的形象”理解为在与上帝与其它的 

被造物的关系中人的生命，是指人爱的能力 。创世 

记 1章27节讲到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后，接 

着说 “乃是造男造女”。也就是说成为人就是要 自由 

地和喜乐地活在相互尊重和爱的关系中。人的存在 

是关系中的存在，是男和女共同的存在 。 因为人有 

“神的形象”所以人是尊贵的，人的生命有价值，所 

以有 “不可杀人”的诫命 。因为人有 “神的形象”， 

这形象并非与神的形象同等，所以从一开始人就不 

是上帝，人是有限的、有需要的。犯罪以后人身上 

“神的形象”又受到亏损 ，所以更让我们看到人的有 

限与需求 ，人只有时刻向神开放才有生命的满足， 

也向别人开放才会体现其家庭 、团体以及社会生活 

的丰富。人在需要中应该有开放的态度。在信仰追 

求的过程中，不是消极地逃避，否定一切，而是面 

对 自己软弱 、有限的本相，积极向上帝开放，向周 

围的人开放。这种从神而来爱的能力，互爱的关系 

才能越来越体现上帝的形象。基督徒只有对人有了 

合理的了解 ，才会有平衡的属灵生命和信仰追求， 

也 才会看到从而产生的果效 ，对教会与社会 、人民 

产 生积极的意义 。 

因为笔者深感中国教会在人论方面存在理解上 

的误区和困难，所以写了以上的文字。由于篇幅所 

限，本文并没有花众多笔墨讨论人的构成到底是二 

分法 (灵魂与身体)还是三分法 (灵 、魂 、体 )，这 

也并非是圣经所关注的焦点 ，圣经所强调的是 ，无 

论何时都把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主体，强调的是人的 

整全性，而非分割性。本文只是分析 “灵”、“魂”， 

“体”这三字在圣经中是如何使用的 。当然，本文所 

提的观点也许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还会有所发展 

与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笔 

者的的观点，人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也是一 

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以上的探讨显然只不过是 

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而且，有圣经学者认为 

从原文研究的角度去探讨人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其 

困难在于无法突破外在的观察，做更进一步深入的 

探讨”。。所以冯拉德 (Yon Rad)从神学的角度，蔡 

尔兹 (Chi Ids)从正典形成的角度去探讨人论这样 
一 个课题 ，他们的探讨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的 

神学含义。之所以在思想还不尽成熟的情况下拿出 

来与大家分享交流，是想抛砖引玉 。人只有用一种 

积极的态度去寻求有关人的问题 ，才能处理好信仰 

与现实的关系，才能使自己有一个平衡和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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