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的教义 

 

第 10 讲：应用于社会生活、婚姻和家庭 
 

德查姆斯主教于 1971 年讲授 
 

 

这是我们「生活的教义」系列的最后一课。今晚，我们

将就新教会对社会生活、婚姻和家庭的影响发表一些看法。我

们之前谈到了人类生活的主要阶段——商业和职业、民事和政

治、文化和智识——表明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反映了他至

内在的爱。归根结底，这（爱）就是他的宗教。如果这爱发生

了变化，或者一种新的宗教真正建立起来，那么人类生活的世

界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因为无论人类最高的爱是什么，他都

会不断地努力去实现（这爱）。 

人的内在不可能在「不深刻影响外在人」的情况下被更

新。这就是主在谈到祂的降临时所说的意思——看哪，我使

一切更新（《启示录》21:5）。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在先知异象

中看到主二次降临的影响，说——我看见新天新地，因为先

前的天和先前的地都过去了（《启示录》21:1）。当然，一种

新宗教的影响与任何其他领域相比，必然会在社交、婚姻和家

庭等外在表现形式上产生更大的变化。所有的人天生都有社交

倾向。他们是合群的，非常清楚彼此间是相互需要的。人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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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为这样的方式。正因如此，独来独往的人或不需要与他人

建立个人友谊和相互交往的人确实很少见。这样的人很难被视

为正常人。 

这种社会本能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外在的、属世的，在很

大程度上是自我利益和自我中心的产物，因为我们天生就希望

得到他人的认可，在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寻求他人的同情、帮助

和鼓励。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成就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在

失望和失败时，它还能减轻我们的悲伤。（我们）从很早就开

始这样做了。如果你注意到小孩子，他们很小就会说，爸爸，

看我，看我在做什么。他们希望得到赞赏，希望有观众。大多

数人也是如此。 

事实上，除非在某种程度上分享成功，否则任何个人的

成功都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观众，组建管弦乐队是没有用的。

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一种毁灭性的孤独感，一种与人类的同情

相隔绝的冷漠感。事实上，这可能是法律惩罚中最有效的因素

——一种孤立感，一种与人类同情的隔离。（一个人如果）被

关进疗养院或敬老院，会最显著地（感受到）这种结果，因为

这样就与最亲密的朋友分离，也失去了任何需要他人或对他人

有用的感觉。这种悲凉的孤独感还会降临到那些「生来就领先

于时代，生活在一个别人无法追随他的世界里」的人身上。历

史上有过这样的悲剧事例。对于那些「生活在他们时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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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而言，当所有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人进入灵界，而新一代

却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时，（这种孤独感）成为他们的共同

命运。 

这使我们非常重视著作中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教导，因为

一个人与自己或那些有相似之爱的人联系在一起，并可以通过

相互间的功用而结合在一起，这是天堂永恒生命的奇迹和喜悦。

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渴望起初是以「自我之爱」为中心的，但上

帝将这种渴望神性地赋予人类，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渴望引导人

们走出自我之爱，进入「对他人的忘我之爱」的属灵仁爱之中。

从「渴望从他人那里得到令自己满意的事物」开始，主通过功

用这一途径，引导人在「给予他人任何能增加他们福祉的事物、

任何对他们有持久功用的事物」中找到快乐，并在这样做的过

程中增加和提高自己的爱、理解力和智慧。这就是天使们的互

爱，也是天堂的喜悦所在。因此，我们在属天教义中读到，

友谊和礼貌并不是仁爱，它们在仁爱之下的层级；不过，

（友谊和礼貌）越源于仁爱，就越真诚。（参阅《属天的奥

秘》1158）我们有可能在「不具备仁爱」的情况下有外在的友

谊和礼貌，而这是引导（人）进入仁爱的方式。 

我们读到： 

互爱在这方面不同于友谊——互爱关注人里面的良善，

并因指向良善而指向处于良善的这个人。但友谊关注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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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于良善或为了良善的缘故关注这个人时，（友谊）也是

互爱。不过，当（友谊）不是出于良善或为了良善的缘故，

而是出于「它称之为良善的自我」关注人时，友谊就不是互

爱，而是接近自我之爱的某种东西。它越接近这（自我之）

爱，就越反对互爱。（《属天的奥秘》3875） 

长期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亲密的相互

关爱的感觉。他们因共同的功用和共同的需要而走到一起。关

心他人的利益就是关心他人的功用，就是对「保护他人的功用」

有关切，就是渴望增加他人对自己功用的喜悦。因此，人只有

重生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在什么程度上远离对自我的爱，

接近对主和邻舍的纯正之爱，才能在那个程度上将属世的友谊

转变为属灵的仁爱。因此，宗教生活的概念对「所有友谊和社

会交往精神」作出限定，因为所有爱的源头都是主自己。 

宗教总是产生自己的社会形式和习俗。据说，在古教会

的鼎盛时期，社会生活以家庭和部落为中心。它产生了许多习

俗，表达了相互尊重、热情好客和关心他人福祉的情感。这些

古老的习俗中有许多流传下来，尽管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

义。 经文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习俗是问候语「愿你平安」

（Peace be of you，参阅《属天的奥秘》3780），这不仅是祝

愿他人幸福，得到（上帝的）神性保护，也是承认所有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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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都是上帝的恩赐。这（实际上）是「祈求对方得到主的

祝福」的祷告。 

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友谊的纽带是通过一起吃饭来巩固

的。这一习俗流传了很长时间，并为阿拉伯人所坚持。在阿拉

伯人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谚语：如果一个朋友和你一起吃饭，

他就是你的朋友，你会用生命来保护他。通过一起吃饭，友谊

的纽带得以巩固，有这种纽带的人甚至会用生命来保护和捍卫

自己的朋友。 

事实上，许多现代的礼貌习俗都是从那个古老的时代流

传下来的。新宗教诞生之初也是如此。例如，在基督教会的早

期，教会成员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社会纽带。后来有许多人

本着怀旧的情结回顾这种纽带——渴望我们能够恢复早期基督

教会特有的那种相互之间的友谊。你们应该还记得，（早期教

会成员）举行「爱席」（注：初期教会效法主耶稣在世时最后

的晚餐，信徒们各自带食物到教会，不分贫富贵贱共同用饭，

因此被称为「爱席」），他们在宴席上相聚，不仅一起吃物质

上的食物，还一起分享「从天上降下来的饼」，交流他们对主

所说话语的认识和情感，交流福音传道者为他们保留下来的教

导。这些宴席巩固了那些「在主的一生中认识祂并与祂同行的

人」与「所有接受福音真理的人」之间的联系。这些人在属灵

的友谊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遭受迫害，共同面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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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而殉道的危险，这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一切使

他们成为为主服务的弟兄。 

早期的（新教会）学院也具有这种精神。其灵感来自于

对属天教义的「共同忠诚」——看到主再次降临的喜悦，以及

从中找到的属灵友谊的纽带。这一点融入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所

有社交活动中。这确实是主在教会初建时所启发的一种暂时的

状态。这是最初的纯真状态，但由于人必须面对重生的斗争，

这种纯真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时代在变，每一代人都必

须自己面对这些变化。 

然而，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这种状态视为理想。不过这种

状态是无法重现的。每一代人都必须创造自己的「末端事物」，

以此来表达对上帝和邻舍的爱，必须找到向他人传达这些最深

切情感的方式。重要的不是回到过去的状态，而是建立对主的

爱，对祂的话语的关注，对遵守祂的诫命的决心，并将此作为

自己生活的中心，从中学习「如何通过圣言，以自己的方式，

在自己的时代和时间表达这种爱」——表达出来，让他人看到

和感受到。每一代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爱和自己对圣言的理解的

启发下创造出自己的生活形式，这样宗教生活才能永葆活力。 

这并不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所有习俗和惯例都要被抛弃。

（抛弃上一代人的习俗和惯例）是每一代年轻人的趋势，是年

轻人在奋斗过程中的一种倾向，他们希望获得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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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一些他们可以感觉到是通过自己的

思考、自己的奋斗而获得的东西，而不是像大孩子的衣服传给

小孩子那样，只是传给他们的东西。他们想要新的东西。但如

果仅仅是为了获得新的东西，而不要以前的东西，那就等于把

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一起扔掉，等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有许多东西可以而且应该代代相传。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具有永

久价值的东西，不要失去它，要保护它。但是，为了保存它，

人们必须欣赏它的价值，并因此而珍惜它，而不仅仅是不假思

索地把它作为一种习惯延续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失

去内在的品质和生命而变得死气沉沉。 

对于那些试图向孩子们注入「对习俗和模式的爱」的家

长和老师们而言，他们的关切是有理由的。对这些事物的情感

必须植入孩子们的心中，这是我们所能传给他们的一切——对

我们所爱的事物的爱，尤其是对我们最珍视的事物的爱，对圣

言的爱，对一切与神性敬拜有关的事物的爱，从而也是对宗教

生活的爱。对于年轻人来说，除了从他们所信任的人那里承袭

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他们）敬拜主。很多人，尤其是

最近，呼吁我们「不要把我们所爱的事物传给我们的孩子」，

因为这样做会束缚他们。（他们说）我们必须给他们自由，不

应该教他们宗教事物，要让他们长大后自己去发现。这是一个

巨大的错误。 



8 
 

把我们所爱的事物传给我们的孩子，并激发他们对这些

事物的爱，是一种极其重要和必要的功能。事实上，这正是教

会社会生活的巨大需求所在，因为所有孩子都会受到与他人交

往的深刻影响。青少年尤其如此，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固定

性格，但却被周围人的气场所左右。他人对我们的这种影响并

不局限于孩子身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这种影响。我们发现

自己经常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而且影响非常大。与那些「具有

相同目的和目标，在最深处热爱相同事物，并努力建立这些事

物」的人建立联系，是有巨大功用的。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非常害怕被认为是异类或

怪人，同时非常渴望被自己的同龄人所接受。在这方面，同龄

人的影响远远大于父母和老师的影响。当然，对于小孩子来说，

父母是智慧而强大的。（小孩子对父母）的期望是「无所不知，

不会出错」。青少年则不然。对青少年来说，（父母）与年轻

的一代相比，往往被认为是过时、无知和愚蠢的。在（青少年）

眼里，（父母）从无所不知到一无所知。实际上，（大家应该

认识到）有这样一个平衡点——（父母）并不是无所不知，但

他们也并非一无所知。 

因此，孩子们必须学会为他人着想，甚至为父母着想。

但他们也必须学会捍卫他们认为正确、真实、公正、神圣和重

要的事物。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在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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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来，当我们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事物，而这些事物不同于周

围人所相信的事物时，我们好像是在看不起别人，好像我们变

得自命不凡，好像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他们反对这样的态

度。他们不希望这样。他们希望感觉自己和别人一样，而不是

和别人不同，因为与众不同是令人反感的。但是，对年轻人来

说，学会坚持自己「知道是正确」或「认为是正确」的事物，

与学会「体谅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同样重要。问题就出在这

里。他们很容易从「为自己的信仰挺身而出」变成「为自己的

教会感到羞耻」。他们羞于说自己的信仰是什么。他们要像其

他人一样，只有其他人才是对的。说任何与其他人不同的话都

是自命不凡和无情的。 

年轻人和孩子们还没有学会区分「人」和「事」，没有

学会区分「人们的信仰及主张」和「人们的个性」，（他们会

这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始终对人怀有深切的关怀。我

们应该赞扬人们内心的一切良善，赞扬他们的意图，赞扬他们

做正确事情的愿望。但是，我们也应该高度关注「捍卫和保护

主所说的、主所赐予的——神性真理」，这是我们生命中唯一

真正重要的事物。 

教育的问题首先是要建立对永恒事物的爱，而不是对代

代相传事物的爱，（之所以有）对代代相传事物的爱，是因为

其中有永恒事物；而最重要的，是对永恒的圣言的爱，对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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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神性启示的爱，从而可以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时代进步所

带来的变化。让过去的传统和习俗接受神性启示这一标准的检

验，让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检验正在出现的新事物。这样，过

去有价值的事物就不会被抛弃，新一代有价值的事物也会被接

受和采纳。 

但是，请记住，这是一个需要理性判断的问题，而儿童

和年轻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必须听从父母的教导，听从

他们信任的人。正如我所说，他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只有

当他们在童年时期就深深被注入对圣言的爱，当他们长大成人

后，他们才会转向圣言，根据主的教导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理性

的决定。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为「保存过去的纯正事物」

和「采纳现在的纯正事物」奠定基础。但这需要不断的斗争，

不可避免的斗争。这包括父母和老师首先要努力把永恒事物作

为自己生活的中心，从而把子女的属灵福祉放在首位，而把外

在和物质的事物放在次要地位。 

然而，在两性之间的所有社会交往中，最重要的问题是

婚姻和婚姻之爱。在青年时期，婚姻是所有社会生活指向的目

标，所有社会生活在婚姻中达到顶峰。而在之后的生活中，婚

姻则是生活的中心，所有社会生活从婚姻中辐射出来，并围绕

着婚姻转动。这是因为，婚姻是最完美的友谊，是最深厚的情

感分享，是人类所能做到的最充分的「爱的相互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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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灵界经历》4436 中读到： 

 

在互爱中，存在着婚姻之爱的某些衍生物，如一方都愿

意成为另一方的，（这种意愿）因此是相互的。这是婚姻之

爱的本质；而互爱的本质则是——一方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

给另一方，除了自己的生命，而这最后一点（自己的生命）

正是婚姻之爱所愿意给予的。由此可见，互爱源于婚姻之爱。 

《婚姻之爱》334： 

真正的婚姻之爱会将两个人的灵魂和内心联结起来，故

也会与友谊，并通过友谊与信任联结，使这二者成为夫妻之

间的那种。这种友谊和信任远远比其它各种友谊和信任优越，

正如这爱是爱中之爱，这友谊也是友谊中的友谊，信任同样

是信任中的信任。 

原因在于婚姻是一种神性的制度。它从宗教中获得认可，

并受到宗教的限定，即它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所限定。因此，

新的宗教必然会产生新的婚姻理想。这就是主在著作中所揭示

的——一种新的婚姻理想，一种属婚姻之爱的婚姻，这种婚姻

期待着灵魂和心智的结合，直到永恒。这是一种理想，是著作

给出的理想，是新的理想。它不同于过去。人们本能地希望有

永恒的婚姻。当两个人相爱时，他们从未想过停止。他们想继

续爱下去。因此，他们谈论永恒的婚姻。但基督教将婚姻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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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世——「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它将永恒的观念从（婚

姻）中拿走，使婚姻成为与这个世界有关的纯粹属世的事，因

此也就依赖于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外在的爱和情感。这就

是它的局限。 

「婚姻应该是永恒的，注目于灵魂和心智的结合」——

这种婚姻的理想必须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植入，孩子们成长的

社会生活必须为这种婚做好预备。这也是我们在教会中应该努

力做到的，我们与他人的所有交往、我们与他人的友谊，以及

我们鼓励孩子们建立的友谊，都应考虑到为这种婚姻做预备。

孩子或年轻人无法真正理解这种差异，但他们可以感受到。如

果父母和老师能够理解并真诚地（照此）生活，他们就能感受

到这种差异。他们会感受到它的结果和影响。对婚姻的深厚情

感和尊重可以通过教导，尤其是通过榜样植入（孩子们的心智）

——不是有意识地努力成为榜样，而是通过不断努力按照圣言

中揭示的关于婚姻的神性法则生活，以便能够实现真正的婚姻

理想。 

教会的社会生活必须有别于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因为

我们在周围世界所发现的社会生活理想，与著作所教导的那种

为婚姻做预备的社会生活理想相去甚远。尤其是在旧基督教会

的道德纽带已经瓦解，人们对婚姻的真正含义已经不再有任何

概念的情况下，我们要在「『能够使孩子们为正确婚姻做好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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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社会生活」中来抚养孩子，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所

有新教会教育的核心，因为除非我们实现新教会婚姻和新教会

家庭，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新教会。这是新教会的起点，是新

教会的「堡垒」。家庭是新教会的中心。当丈夫和妻子一起，

在家庭中和孩子们一起为这一理想而奋斗时，教会就在成长。 

我们现代基督教世界的社交理想和实践，绝不是为了引

导年轻人走向这种婚姻。教会内的社会生活必须有序并得到保

护，以期建立这种婚姻之爱的理想。而要做到这一点，部分可

以通过教育，通过老师和家长在所有性关系问题上向学生和子

女提供个人建议来实现。但最有效的办法还是通过父母在家中

（的影响来实现），（父母在家中的影响）是最强的力量，能

够引导儿童和青少年在成年后追求属灵理想。事实上，家庭是

由婚姻的品质决定的，这就等于说，家庭是由宗教的品质决定

的，是由夫妻双方生活理想的品质决定的。他们共同奋斗，使

这些理想在自己、家庭和孩子身上成为现实。 

在有一种新的社会生活之前，必须有一种新的宗教，并

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家庭——一个新宗教、对上帝的新看见、对

上帝对我们要求的新理解的家。如果我们要为永生作预备，所

有这些都要在内心接受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它必须是这样一

个家：在这里，婚姻之爱的理想不仅被教导，而且如此地被爱、

被实践，以致能够打动儿童和青少年的情感，激发他们对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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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属天教义、对主所教导的事物的爱，并以此作为他们自己生

活的方向。只有这样，新教会才能真正成长。没有其他的来源，

没有其他的途径。我们在圣言的启示中看见主，对主的爱必须

在父母的头脑和内心占据中心位置，（这爱）必须产生（新的）

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模式，使得对圣言、属天教义和主所教

导事物的爱和敬畏能够注入到儿童和年轻人的内心，使得每一

代人都能够出于「主的二次来临所启示的神性真理」建立自己

的敬拜形式和生活模式。 

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不必害怕一代又一代的变化，我

们也不必担心「我们所爱的某些事物」不会被下一代以同样的

方式所爱，不必担心他们的表达方式与我们不同。那根本不重

要。重要的是他们从（正确的）源头，也就是他们认为最深刻

的事物中取得这（方式），作为他们对主之爱和对邻舍之仁的

表达，从中设计出符合他们时代的宗教形式。只要做到这一点，

主就会「使万物更新」。祂会对每一代人都这样做。随着每一

代人对圣言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随着人们不断地将他们的

认识和理解以最佳方式表达出来，并通过实践日臻完善，教会

将一代一代地发展和延续下去，并不断变得更加完美。如果我

们想让教会延续下去，就必须着眼于这一点。 

我们这个时代，标志着基督教会的终结——在基督教会

中， 那些具有巨大价值的事物，在「爱席」中把早期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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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一起，在他们中间建立了非凡的友谊；我们从历史中了

解到这种友谊，许多人都在回望这种友谊——那个教会已经不

复存在了。它的余留是基于传统，并不是基于对真理的内在看

见。这就是主再次来临的原因。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恢复和

复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主在二次来临时所给予的启示，这启

示再次打开了宗教生活的真实概念，明确了主对人的要求，让

人类能够在主的带领下「从地到天」。 

所以我说，著作的教导应该或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

莫过于与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有关的事务。这些是一切的中

心。除非著作能够在这方面实现真正的变化，否则教会就会失

败。但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我们总是在面对来自周围世界的

试探，而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上要做什么。当我

们的孩子通过广播、电视和杂志面临着来自整整一代人的直接

压力，以及现代关于性关系的观念侵入我们的家庭时，几乎不

可能让他们真正理解我们正在努力做什么。这与任何属灵婚姻

的理想都是背道而驰的。 

「生活的教义」系列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