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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讲  耶稣的自由观——奴仆和儿
子  

 
我们讲耶稣的自由观。这是一个大话题，我尽可能地把它讲得简单。 

 
 

第一节  耶稣、真理、无罪、自由 

 
第一节，讲耶稣，真理，无罪，自由，它们之间的关系。 

耶稣谈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人类已经因犯罪而丧失了自由。换句话说，耶稣

讨论自由的前提条件，是人已经在不自由中了。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必晓

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

谁的奴隶。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

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

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 8：31-36）  
首先我解释一下，耶稣所说的自由，不是政治自由，不是社会自由，不是人身自

由，而指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不要把这个我们谈的自由观，用到任何的社会、政治、法

律层面上去。 

你们注意，他的第一个论点是，真理叫人得自由。接下来他又说，无罪才能叫人得

自由。第三个论点是，我叫你们得自由。 

他这里面提到的真理叫人自由，无罪叫人自由，耶稣叫人自由。那么真理、无罪和

耶稣是什么关系呢？ 

第一点，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这个词的原文是真实本相的意思，

根据这一点，说只有回到真实本相的人才是自由的。谎言再美妙，也只能叫你受奴役。这

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既然人是被罪所奴役的，那么只

有在无罪的状态下，人才会有自由。只要你犯罪，你就没自由。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戴

着枷锁。——这是卢梭说的。其实，这个枷锁就是你自己的罪。 

第三点，耶稣说：我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么根据这一应许，耶稣要

将我们带回到真理跟无罪的状态。那他怎么带呢？首先回到真理的状态，让你赤裸敞开。

赤裸敞开他就不定罪，恩待你，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无罪的状态，被赦免的状态。所以

他一下子，一个步骤，就把撒玛利亚女人放在了真理下，真相下，同时就放在了恩典下。

撒玛利亚女人丢下水罐子，跑到城里去，去抖落自己的罪去了，去传福音去了，得自由

了。 

这样呢，耶稣叫人得自由，真理叫人得自由，无罪叫人得自由，说的就是一回事

儿。那个撒玛利亚女人是最明显的例子，耶稣让她自由的，真理叫她自由的，不定罪的恩

典让她得自由了，没有惧怕，没有恐惧，没有紧张，没有羞耻，没有被定罪感，高高兴兴

地满大街去讲自己的丑事，得享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安，这是耶稣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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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点，耶稣、真理、无罪和自由的关系。 

 
 

第二节  魔鬼、谎言、原罪、奴役 

 
那么第二点，相对应的就是魔鬼、谎言、原罪和奴役的关系。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耶稣是用真理跟恩典，叫我们进入无罪嘛，进入自由嘛。那么，

我们原来什么样子呢？原来我们活在魔鬼的谎言下，活在罪里，活在奴役里。 

伊甸园里，上帝告诉亚当，什么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

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魔鬼却欺骗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

了，就能像神能分别善恶。 

这就是个谎言，这是一个最大的谎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到今天，我们人类

还活在这个谎言之下。这个谎言的功效、毒素是什么？就是叫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

以为神，我用这三个“自以为”来概括它。 

那蛇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你能，你能，你能看见，你能像神一样，你能分别善恶，

你能。我们能，这是最大的骗局！ 

第一条，这个谎言使人以为，自己不仅应该而且也可以达到无罪状态。 

不仅是我们基督徒，整个人类都是这么认为。道德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你可

以遵行的基础上。律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你可以遵行，而且应该遵行的基础上。

可以而且应该，应该也可以，那就是你能，你能，你能。  

我们凭自己的道德和宗教努力，真的可以达到无罪状态吗？答案是百分之百的否

定。不仅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彻底否定了人自义的可能性，就是旧约的十诫，也仿佛是十

个响亮的耳光，抽向人的自义。 

在西奈山下，以色列人对摩西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 24：

3）。 
结果他们的嘴还没闭上，摩西带着十诫下山，当场击杀了 3000 罪人。而在这之

前，一个罪人都没击杀，因为还没有律法，那是恩典时代。 

魔鬼以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谎言为基石，让我们受奴役，不得自由。人可以

达到无罪状态，这是一个天长地久的大谎言，带来了天长地久的大奴役。魔鬼成功地叫人

们把希望和责任全放在自己肩上，叫他们一直在做他们永远也做不到的事，因为他们将自

己定位为高尚的自助者，而不是败坏的无助者 。 

我在大学里边就听到这么一句话，当时还挺佩服的，说“自助者，神助之”。你们听

过这话吧？神帮助什么人呢？神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听起来很有哲理啊，这是

魔鬼的话。你自己根本不能帮助自己。而且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就是你自己不能帮助自己

的时刻，你怎么办？魔鬼不管你。你不抓住上帝的怜悯，抓什么呢？谎言使人以为自己不

仅应该，而且可以达到无罪状态，这是第一点。 

你们注意，第二点，谎言使人以为自己不仅应该，而且也可以分别人的善恶。 

刚才讲的是对自己，现在讲的是对别人，因为蛇说了嘛，眼睛雪亮，像神一样亮，

干嘛用呢？分辨别人的善恶。 这是古蛇大骗局中更可怕的一面。狡猾的古蛇不是直接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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恿你，说：你去犯罪吧，你去杀人吧，你去放火吧，你去奸淫吧，你去偷盗吧，你去说谎

吧，它没有这么说你。它是诱骗你去，自信地去定别人的罪。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大部分人都被“我可以分善恶”这一谎言欺骗，是无形中欺骗。

无论是学生或是老师，妻子或者丈夫，百姓或者官员，宗教徒或者世俗人，每个人每天不

都在按照自己的善恶标准在分析别人、判断别人吗？每个人都是的，没有一个不作判断

的。一作判断，就是离不开善恶标准，善恶标准就是自己。 

你想想，没有资格和能力分辨善恶的罪人们，却彼此分起善恶来了，那结果就可想

而知了。人间就充满了论断、指责、仇恨、杀戮，人人都以扬善弃恶的正义感，仿佛在替

天行道一样。个个气不打一处来，个个充满正气。你看，打开新闻，全是论断。 

耶稣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全部是论断。每天都是这些东西——张家长李家

短，这个党那个党，这个国那个国，这个人那个人。人人自以为是，人人自以为义，人人

自以为神，这个世界上谁服谁呢？谁也不服谁，没有平静，没有平安。 

我就想起三国演义那首诗：滚滚长江东逝水，是非成败转头空。 

但是，我就想到一点，在转头空之前，是是非非这个“是非”要了多少人的命，你知

道？全是分善恶分出来的。善恶就是利益。 

我在这插一句话，我学哲学，这个善，就是对我有益的东西叫善；对我不利的东西

叫恶，善就有一个主体，一说善，就是对你善还是对他善？它有这个主体的问题。所以

说，有时候对你 good，对他是 bad。其实一分善恶，就表明人自我中心了，是吧？就是

我有我中心利益了，凡是符合我的 good to me，或者 bad to me 。 

两次世界大战死个七千万人。冷战时代，当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

的时候，苏联也宣称美国是世界魔鬼。 

伊斯兰国 ISIS 被西方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那 ISIS 伊斯兰国家就指责西方国家是恶

魔的化身，毒害了他们的下一代。 

大家都确信并坚守自己对善恶的分辨。而实际上，人们彼此分善恶所导致的恶，是

人间最大的恶。你们意识到这一点了？在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中丧生的人，远远超过天灾

加全部个人犯罪的总和。人类以惩罚罪人的名义所犯的罪，远远大过罪人所犯的罪一万

倍。就是人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宗教、宗派，他们以惩罚罪人的名义所犯的罪，

要比罪人所犯的罪大得多得多。 

我们看到在基督教历史上，以认罪、定罪、赎罪、对付罪为名所犯下的罪，包括审

判异端、强制忏悔、心灵奴役、赎罪卷等等，要比他所处罚的罪大 100 倍。他所处罚的

是什么呢？观点不同，行为不轨，甚至内心不洁——他们说盖恩夫人内心不洁，把她关监

狱。他们处罚的是这种东西，可是他们用的是什么呢？火刑柱，狮子口，监牢。 

耶稣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分善恶的后果是什么。魔鬼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分善

恶，我们就真的以为我们能分善恶吗？ 

举个例子，犹太人举着石头要砸死那个淫妇，那么请问，是这个淫妇的奸淫罪大

呢？还是砸死她的杀人罪大？ 

难道以宗教的名义杀人就不算杀人吗？这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全被迷惑了。当有些

人举着上帝的名义来杀你的时候，你还觉得受了审判一样。谁也没有资格以上帝的名义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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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人。而上帝我们也知道，藉着耶稣，上帝是爱我们、是怜悯我们。——是怜悯向审判夸

胜的神。 

所以古蛇的谎言哪，多么可怕！当它向罪人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你们就像

神一样，你们能分善恶。好像是在高抬我们，它喷出来的是最剧烈的杀人毒气。 

就这么一句话，叫人心迷失，叫世界一片惨景，一片惨景。圣经太深刻了，伊甸园

里边就那么简单的这么一两句对话，就把那根子全给挖出来了。这要不是上帝的启示，摩

西写不出来。 

  那么第三点，谎言就使人不知不觉地，自我奴役和奴役他人。 

当人以为自己应该，也可以达到无罪状态，而实际上永远也达不到的时候，他就陷

入了自我奴役。当人以为自己应该，而且也可以分辨别人的善恶，而实际上他既无资格、

也没能力分辨别人的善恶的时候，他就陷入了奴役他人。 

比方说，那些拿石头要砸死淫妇的法利赛人，就是奴役他人。 实际上，凡是用律

法来论断别人的人，都是在奴役他人。 

我就说淫妇也是自我奴役，为什么说她自我奴役呢？因为如果她不蒙了耶稣的恩

典、罪得赦免的话，她即使不被犹太人砸死，她也一辈子活在罪的奴役下。因为她心里边

儿印着一个红字，她有罪疚感、痛楚感，人们的鄙视、羞辱伴随她一生。这种心灵的奴

役，要比石头砸死还要残酷得多。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她为什么这样？她为什么会这么自我奴役？因为律法。

因为她和那些要砸死她的人，一起活在蛇的谎言中。什么谎言呢？就是她可以、也就应该

活在无罪状态，但她却没有活在无罪状态，就是我应该无罪的，我现在有罪了所以该受惩

罚，这么一种心态。其实她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真实本相是什么。我们的真实本相是：你不

可能靠自己达到无罪状态。蛇把你不可能的东西说你可能，表面上是在抬举你，是在夸

你，实际上是在害你，坑你。不仅害你、坑你，还借着你去坑别人，去论断别人。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里不是说人不应该追求圣洁、追求无罪，更不是说神不要求

人圣洁，不是的。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但是有一点要清楚的是，神给人定律法、定标准，不是要人如神，而是要人知道自

己不是神，叫你知道你达不到律法、达不到他的标准，让你回归到你的本相。 

怎么办？你们要回转。就是从蛇那里回转过来，从靠自己回转成靠神，信福音。耶

稣说我来了，为你们成全律法。用什么？用恩典，用十字架，用我的命，你们就不用承担

罪的惩罚，这就是福音。 

 
 

第三节  在耶稣里得自由 

 
好，下面一节，在耶稣里得自由。 

怎么在耶稣里得自由？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 8：

36）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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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讲回到真理中。耶稣叫我们回到真理中。就是戳破蛇的那三个谎言，告诉我们

三个真相。 

蛇骗夏娃的时候说：你们吃的日子，第一，眼睛就明亮了；第二，你们便如神；第

三，你们能知道善恶。 
我把魔鬼的诱骗分成这么三层意思，那么耶稣一层一层都否了。耶稣说：第一，你

们不是眼睛亮了，是瞎了。第二，你们不能如神，你们是败坏而无助的罪人。第三，你们

不知道善恶，你们没有资格论断人。 

耶稣说，这就是你们的本相，你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 

不要听魔鬼的。魔鬼说，你们像神。怎么可能呢？你们是罪人哪。魔鬼说，你们眼

睛就明亮了，怎么可能呢？你们是无知的瞎子，连康德、黑格尔、苏格拉底都懂。 

你们能分善恶。你们更没有资格。你光看弟兄眼中的刺，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

你怎么能分善恶呢？一分善恶天下就充满了恶。你们分善恶所杀的人，比那个恶本身所杀

的人要多得多得多。 

写到这里，正好收到朋友转来的有个作家叫任晓雯，写得很好，我把它引到这里，

给大家念一下。 

她说：我在圣经中看到，不仅与耶稣同时代的杀人者、告密者、逃跑者、否认者，

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物，通通好不到哪里去。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所有人中最虔诚的那个，但是当我们细究他的行为，却不禁

毛骨悚然。他不止一次将美丽的妻子打扮成新娘，敲锣打鼓地送到异邦的王宫；他忤逆上

帝的旨意，纳了个妾，生了个庶子，在家庭矛盾激化后，他将他们扔进沙漠，听凭他们自

生自灭。 

圣经的描述简洁而隐晦，我们看到夏甲母子，在别是巴旷野飘荡，皮袋里的水用尽

了，夏甲就把孩子放在一棵小树底下。当时孩子已经有十三、四岁，经文用了一个“放”

字，使得我们即刻联想到，那少年必是已经骨瘦如柴，说不定比一皮袋水还轻，以至于他

的母亲—— 一位饥饿的中年妇人，能够一路抱着他走。母亲抱着他，又放下他，然后坐

在一箭之远的地方哭泣着，等待他死去。读到如此惨象，我们怎能不愤怒、忧伤？但是，

不要忘了，就是这残忍、偏心、不负责任的亚伯拉罕，被算作一切人类中最虔诚的一个。 

圣经中的例子不胜枚举。最伟大的君王大卫，淫人妻、杀人夫，双手沾满斑斑鲜

血。最智慧的君王所罗门，炫富，贪色，远离赐予他智慧的神。 

圣经昭示的黑暗，不仅是他人的黑暗，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黑暗，谁都不能幸免。没

有好人，一个都没有。我们是杀死真理的法利赛人，我们是背叛真理的犹大，我们是抛弃

真理的十个门徒。我们是彼得吗？至少我还不配是。我从来不够勇敢，我比彼得懦弱，比

亚伯拉罕小信，比大卫平庸，比所罗门笨拙。我属于那些耀眼名字之下，更为黑暗的一部

分。所有人类的语言，都无法写出真实世界的黑暗，因为所有人类的语言，都无法穷尽人

心的黑暗。 

也许有人会担心，这下面不是她说的，是我说的了——也许有人会担心，人如果理

直气壮地标榜自己的败坏、无助，还称之为回归真实，这会不会成为颓废和放任的借口？

难道我们不应当鼓励人以圣洁为目标吗？难道人不应该善恶分明、弃恶从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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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承认自己的本性是败坏、无助的，并不等于我们停留在这里不动。就好像

一个人绝望了的时候，他就会去投靠那唯一的希望。如果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你怎么会

去寻找光呢？归根到底，如果人自己可以成圣，那么“归耶和华为圣”就是一句废话。 

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成圣，那还谈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归耶稣为圣？如果人类能够眼

睛明亮如神一般知道善恶，上帝的审判成为多余的了。因为我们自己的眼睛就很明亮，我

们就像神一样，我们就可以分善恶，我们就可以行审判，上帝的末日审判纯属多余。你说

人骄傲到什么地步？骄傲到什么地步？这是第一，耶稣叫我们活在真相中。在真理中我们

就得自由了。 

第二，耶稣叫我们活在恩典中。 

耶稣带我们归回真理，迫使我们承认败坏无助的本相，为的是叫我们在绝望中投靠

他，他这里有赦罪的恩典——这恩典是从罪的奴役走向自由的唯一道路。他知道这一点。 

先是无情的真理将人的衣服全部扒光，令我们这个一丝不挂的裸人，大街小巷四处

躲藏，最后发现只有在耶稣这里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里全是没穿衣服的，这里

没有围观，没有歧视，没有羞辱，没有责罚，举目四望，大家都一样。只听耶稣说，不要

怕，只要信。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们所有的罪，是不是这意思？ 

教会如果都是衣冠楚楚的人，看谁的衣服穿得漂亮，那是法利赛人的教会。教会如

果是赤身露体的，人人认罪的，人人都知道自己不配的，这个教会就会兴旺，就会发达。

耶稣基督就住在其中，住在其中。这就是恩典。 

所以，耶稣那句话说得多好：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

8:36） 
好，最后就是耶稣叫我们活在自由中了。 

活在自由中就意味着我们走出了罪的阴影，不再受律法的控告，也不理会人的论

断，就像税吏长撒该欢欢喜喜地悔改了。就像妓女平平安安地回家了。就像麻风病人不再

远远地躲避人群了。就像淫妇再也不必惧怕法利赛人手中的石头了。就像被鬼附的人不再

被铁链捆锁。连猪食也吃不上的浪子回到了父亲的家。这就是自由。圣经里面讲了很多，

在罪的捆绑下做奴仆的人怎么得了自由，都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中得了自由。 

所以我们看到，真理使人知罪，恩典使人无罪，总意就是保罗的一句话说：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 8：1） 

我们看到，真理使人认罪，恩典使人悔改，总意是，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

了义的奴仆。（罗 6：18）这就是悔改。 

我们看到，真理令人省罪，反省——令人省罪，恩典使人胜过罪，总意就是保罗说

的：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罗 6：14） 

然后，我们看到，恩典跟真理的奇妙联手，叫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

压制的得自由。（罗 4：18） 

我们看到，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 1：17） 

我们看到，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认识耶稣，就是信靠耶稣，因为耶稣释放了我

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加 5：1）这是保罗

最后勉励我们的——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因为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

我们得以自由了，不要再听魔鬼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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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啊，谢谢你用真理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清我们是污秽不堪、又无助无奈

无望的罪人。 

主啊，谢谢你！我们不是魔鬼撒但谎言的奴隶，我们不再认为我们能——能看见、

能像神、能分什么善恶是非。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除了仰望你的怜悯，还是仰望你的怜

悯。我们在你面前比不上亚伯拉罕，也比不上大卫，也比不上所罗门，我们是那个黑暗中

的黑暗。 

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都是赤身

露体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如此败坏无助，你却不嫌弃我们，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

了我们的救主，成了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你里面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自

由！ 

主啊，谢谢你！愿你的爱覆蔽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拥抱着我们，也引领着我们活

在你的爱的怀抱里，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让我们不仅被赦罪，而且能够活在你圣洁的

光中。 

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051讨论题 

a. 既然在基督里有真自由，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活得还不自由？请举例。 

b. 人是如何坠入谎言，成为罪的奴仆的？耶稣到底怎样叫我们获得自由的？ 

c. 你要自由吗？你自由吗？为什么？ 

d. 什么束缚你不得自由？你如何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