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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大铭叶大铭叶大铭叶大铭 
 

 

上两期论述神的宣教的起源与内容中心，并神的宣教神学对神学的影响。今期论到

三一神与神的宣教，特别针对三一神内在本体论(immanent Trinity)与三一神外在职分论

(economic Trinity)，并对宣教神学的影响。 

 

三一神内在本体论与三一神外在三一神内在本体论与三一神外在三一神内在本体论与三一神外在三一神内在本体论与三一神外在职分论职分论职分论职分论 

 

 三一神外在职分论是指神在作为上向外与被造物建立关系(ad extra)，内在本体论是

指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内在本体与相互关系(ad intra)。 

 

1. 教会历教会历教会历教会历年来年来年来年来的观点的观点的观点的观点 

奥古斯丁之前教父没有清楚的划分这两方面，但是奥古斯丁带来重大的改变。 

奥古斯丁因为受新拍拉图主义影响，认为肉体物质是次等的，不适合容纳神性。同时要抗

衡亚流派异端，就特别强调基督的神性，所以将三一神内在本体与外在职分(包括救赎)分

开。他认为圣子和圣灵的差遣没有显现神的本质心意，只不过是反映三一神的永恒职分而

已。1
 中世纪以来的教会都是跟着奥古斯丁的看法。 

 到了二十世纪三一神论沦为陈旧无人理会的教条。巴特神学出现，是首先改正这情

况。巴特将三一神论放在他的神学开始部分，并将神的启示与三一神论联合起来。因为他

的神学是建基于神的启示，所以他的全部神学都是三一神神学。随着巴特的神学出现后，

神学家纷纷投入讨论，结果带来三一神论的复兴。 

这个复兴也带来对奥古斯丁的看法的质疑，神学家开始接受三一神内在本体与外在

职分是不可以分开的。有些神学家甚至把奥古斯丁的看法倒转过来，认为神的本质心意是

外在职分的作为，我们不要再将焦点放在神的本体属性等抽象东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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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极端都是有问题的。以下我会提出一个主要根基于巴特神学的比较平衡的论

说，相信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但首先要解释这些神学议论对宣教神学的重要。 

 

2. 对宣教的影响对宣教的影响对宣教的影响对宣教的影响 

 这些神学议论对宣教神学有很重要影响。长久以来，教会将信徒的灵命成长与宣教

分开。并认为神的本体的完美是超越神的外在职分的作为，所以静思默想神的完美胜过宣

教，静思默想生活是信徒最崇高的生活(这也带来僧侣运动和现在的属灵操练运动)。教会

的内在生命成为焦点，崇拜仪式成为显示这内在生命的渠道。宣教与敬拜被二元化，宣教

只是这内在生命的外向发展，宣教与敬拜有清晰划分。首要是培灵敬拜，然后才宣教。在

神学方面，教会论可以完全由三一神的内在关系发展出来，与宣教完全没有关系。3巴特

指出这个观点带来对神的认识是根基于神的属性，与宣教没有关系。4
 

 

3. 比较平衡的论说比较平衡的论说比较平衡的论说比较平衡的论说 

奥古斯丁的看法与反对他的看法都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将神的内在本体与神的外

在职分清晰分开。巴特的论点就是除去这个分开，他认为在外在职分的作为里三一神活出

他的内在本质、本体与生命。这些作为先出自神的内里，不可以与神的内在本质、本体与

生命分开5。 

 巴特指出基本的问题是神怎能成为人。根据传统的看法，在道成肉身里，神要内在

分裂，就是本体与作为行动的分裂。神舍弃他的永恒不变、他的神性，成为人。他本体是

全能、全知、圣洁不可被试探的，但作为人他不是全能、全知，可以被试探。因此在他内

在身份里，他是立意成为神的相反的神(God against God)。在道成肉身里，神是放弃自己

是神6。 

 巴特提出相反的理论。道成肉身是出自神的本质、本体与生命。从神的本性、永恒

生命和爱很自然的带来与被造物的相交与介入，这不是与神格格不合的事7。这也不是单

单外在的工作，与神的本性没有关系。神从来不孤独，参与被造物的历史是从开始至将来

神的本性8。如果不是，首先道成肉身不是他的自我启示，而是违背他的本性。其次，人

参与神的生命便变为参与他的外在，而不是真正神的生命。9圣父差遣圣子和圣灵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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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本性，他的外在职分不可与内在本体分割出来。因此宣教是神的本质，不是外在与神

的本性无关的工作。10
 

其他神学家也赞同巴特的理论，包括 Karl Rahner。五十年前 Rahner提出三一神内

在本体论等同三一神外在职分论。这句名言成为三一神论的规则(Rahner’s Rule)。Rahner

提倡只有借着基督与圣灵的启示我们才可以认识神。三一神的内在本体与外在职分是神的

启示的两面，都是同一的启示，因此内在本体论等同外在职分论11。 

 

4. 神的自存性神的自存性神的自存性神的自存性 (aseity) 

 

 神的存在是为了自己和只靠自己，这就是神的自存性。如果神的内在本体等同外在

职分，岂不是说神失去自存性要依靠其他(the other)？巴特的回答是将自存性的重点放在

神自己作为神的自由，而不是脱离其他而独立的自由。在作为神不会受其他影响而作与他

本性相反的事，但是在他的超越和自由中神选择与被造物相交，作为他们的创造者和救赎

者。12
 神的确不靠其他，没有其他神仍然是神，所以不是只有在他的作为中他才是神，这

个是以上所说的一个极端。但是在他的作为里神不可以不是神，即是说他不会与他的本性

相反去行事，在作为里神显现他是谁。13
 

 当然，在与其他相交时，神不可避免受其他的影响。这点可以从圣经很多事件看

到，例如先知书所记述神对以色列的悖逆的悲情。但同时神仍有自存性。我们只可以将这

两方面作为一个奥秘，平衡的持守。 

 

宣教是三一神的本质宣教是三一神的本质宣教是三一神的本质宣教是三一神的本质 

 既然神的内在本体论等同外在职分论，这带给宣教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神是宣

教的神，宣教是三一神的本质。 

 神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道成肉身不是带来见证，而是本身就是见证。基督的生命

就是肯定的、首要的一个见证。14
 

 基督的见证首先是显现神。神是宣教的神，在他的外在职分里神活出他的本质。15

其次基督见证神怎样活出救赎的外在职分。第三，圣灵完成和解的工作，并使教会参与和

解的工作，成为见证的群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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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是神的本质，因此宣教是教会的本质。这两点构成神的宣教的意义。下期会更

详细论述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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