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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 
 

《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六讲道 

 

 
海德堡主日六十六问：他为何必须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 

回答：他必须是一位真实的人，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那犯了罪的人本身应当为罪补偿 

；他必须是一位无罪的人，因为本身就是罪人的人无法为他人作出补偿。 

 

十七问： 他为何必须同时又是真神呢？ 

回答：他必须是真神，如此才能藉着他神性的大能，在其人性中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为

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 

 

十八问：那么，谁是那位中保，既是真神又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 

回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 

 

十九问：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 

回答：从神圣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自己首先在乐园里启示的，以后由族长和先知予以宣

布，并由律法中的献祭和其他礼仪预表，最后由他的独生爱子成就了。 

 

 

人类与上帝的关系曾经非常美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赐给他尊贵、权柄、

荣耀来统管地球，也赐给他伴侣和婚姻。更重要的是，上帝与人同在，有亲密的相交。伊

甸园让人羡慕的地方是上帝与人同在。 

 

罪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罪人不能与上帝同在了，上帝从伊甸园赶出人类。“人非

圣洁，不能见主的面”，罪人与上帝必须分开。上帝的咒诅和愤怒在罪人身上，罪人也与

神为敌。就这样，上帝与人的美好关系破裂，变成了咒诅和敌对的关系。 

 

公义的上帝不可能不公义，不可能不咒诅；罪恶的人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爱神。这是本

质上的对立，圣洁的神性与堕落的人性之间本质的对立。在这样的敌对关系中，上帝不缺

少什么，但是人类就有祸了，因失去上帝的恩宠而失去一切。 

 

要使上帝与人的关系和好，需要一位中保。 

 

中保是在分开或者关系疏远甚至破裂、敌对的两方之间进行疏通、和解、恢复关系的一

位。中保是和好调解人，和好中间人，是使人和睦的中间人。 

 

圣经中有一些中保的例子。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铸造了金牛犊，惹动了上帝的愤怒。

出埃及记 32：30–33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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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金像。 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

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 

 

摩西爱上帝，也爱以色列百姓。摩西愿意舍己，牺牲自己永远的生命来换得上帝赦免以色

列人的罪。但是上帝没有同意。 

 

在上帝和罪人之间，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中保？谁真正符合要求？怎么知道谁就是这位中

保？这个主日所涵盖的经文告诉我们，福音启示我们唯独耶稣是罪人和上帝之间的中

保。 

 

我们讲道的题目是“中保” 

首先我们看资格， 

其次我们看担任者， 

第三我们看关于“中保”的启示。 

 

首先看“中保”的资格 

什么样的人可以担当中保的职分？中保必须要有以下四个资格：必须是真实的人，必须

是无罪的人，必须能够在人性中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也必须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

生命。 

 

第一个资格是他必须是真实的人 

这个中保必须满足上帝的公义，而上帝公义的要求是人的罪必须由人来承担。“上帝不会

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任何受造者”（14问）上帝不会因为人类犯罪而让天使来

接受刑罚来满足上帝的公义，动物也不能赎人的罪。希伯来书 10：4 “因为公牛和山羊

的血断不能除罪。” 

 

第二个资格是他必须是完全无罪的人 

16问回答说“因为本身就是罪人的人无法为他人作出补偿。”自己是罪人，自己都不能

还清自己的债，而且还在每天犯罪增加罪债，所以不可能为别人补偿罪。 

 

第三个资格是他必须能够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 

一个罪人要满足上帝的公义，需要承担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是重负，强度、烈度很

大，而且时间是永永远远的。 

 

我们不要低估上帝的公义的愤怒，上帝是烈火。希伯来书 10：31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那鸿书 1：6 “他（耶和华）发忿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

当得起呢？他的忿怒如火倾倒，盘石因他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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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上帝愤怒的烈度、强度是重负，上帝永远无限的愤怒也是重负。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一

个人发烈怒？人的烈怒不过是半小时、一个小时，而我们已经非常难受了。而神的烈怒程

度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永远的。 

 

一个罪人所要承担的上帝的愤怒是重负，而中保要有能力承担许许多多罪人的重负、重

担。 

 

第四个资格是必须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 

一个罪人即使被宣判无罪，刑罚被免除，如果没有圣洁，仍然不能与神同在。得救不仅仅

是从地狱中逃脱，而且是得到永生，是得蒙上帝的恩宠，享受上帝的同在。一个人必须要

真正的公义、圣洁才能在天堂与神同在。 

 

一个中保如果要拯救人，必须要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这个公义必须是完全的公

义，因为有一点点的罪的人都不能靠近上帝。 

 

这就是使上帝与人和好的中保的资格，极高的条件要求。谁有这些资格？我们看第二点 

 “担任者”只有耶稣满足中保的资格，这样极高的要求。 

 

耶稣是真实的人 

耶稣是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他的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不是一出生就有无限的智慧。他

累了，渴了，他睡着了。他在十字架上死去了，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父亲的手中。他就是真

实的人，有真实的身体和灵魂。耶稣最经常用来称呼自己的是“人子”，他称我们为弟

兄。 

 

耶稣是无罪的人 

耶稣没有原罪，就是从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下来的罪性，就是生来就有的犯罪倾向和本性。

我们看到人自从婴孩时期就有的自私、悖逆，这些都根源于原罪，是犯罪的本性倾向。但

是耶稣的诞生不是因为男人女人在一起而出生，而是圣灵借着童贞女马利亚而生，原罪不

在基督身上。 

 

耶稣不仅没有犯罪的倾向，也没有本罪。本罪就是实际的犯罪，真实干犯上帝的律法。希

伯来书 4：15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约翰福音 8：

46 中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耶稣是神的羔羊，没有一点瑕疵的羔

羊。 

 

 耶稣在人性中承担了上帝愤怒的重负 

哥林多前书 1：30 “神又使他（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成

为我们的救赎，他承担了上帝对我们愤怒的重负。这个重负是永远的死亡。这不是失去知

觉的毁灭，而是有知觉的极大痛苦，是火湖的痛苦。这是永永远远与上帝的分开，失去上

帝的恩宠，上帝的咒诅在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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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是火湖。永远的痛苦就好像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火烧一样的痛苦，一直到永远，没

有间歇。这只是一个人的永死。我们想象一下时间轴，一直到永远，永远的痛苦。 

 

这是一个罪人的时间轴，另外一个罪人的痛苦也是这样，每分每秒都是火烧的痛苦。这个

时间轴也是没有尽头，无休无止地延伸。 

 

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救赎。歌罗西书 1：20 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

平。”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痛苦完全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几个

小时承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相当于罪人用永远的时间所承受的痛苦。 

 

我们暂且把地狱火湖的痛苦比作针扎一样的痛苦，我们时间轴的刻度是以秒为最小刻度。

时间轴指向永远，每分每秒都是针扎一般的痛苦。我们想象一下，每个刻度上的痛苦用一

根针来表达，那么每秒钟有一根针扎下去，一直到永远。无限长的时间轴，带着无数的

针，一直伸到永远。 

 

耶稣基督要在几个小时内承受无限时间内的痛苦。无限长的时间轴好像立了起来一样，在

几个小时之内把永远的痛苦加在基督身上。这好像无限的针在数小时之内要刺透耶稣基

督。一个罪人永远的刑罚在数小时之内耶稣代替承受了。 

 

这只是一个罪人的刑罚，而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的救赎，是许多人的救赎。有多少人

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的刑罚？这么多人永远的刑罚？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赎，就是要替代承受这许许多多

人的永远的痛苦。 

 

在耶稣身上，无数的时间轴立了起来，一起压在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所承受的，是难以言

喻的。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惊恐，汗如血滴滴下，三次恳求天父可否拿去这个苦杯。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远远不是旁边的强盗所承受的肉体的痛苦。耶稣取了罪身，又成为

罪，承受了上帝的审判和许许多多人永远的地狱。 

 

谁能够受得了这样的痛苦？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承受无限的痛苦？可能几分钟就在火中灰

飞烟灭。能够承受这样承受的，只有神自己能够承受，神的大能托住软弱的人性。耶稣的

神性用在了这里。 

 

耶稣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 

哥林多后书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在十字架上，有双重的交换。一个交换是我们的罪转移到基督身上，基督替我们成为罪；

另外一个交换是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被称为义人。在基督里面的得到的义不是一

般的义，不是一个义人的义，而是神的义，是完美、至高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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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给罪人的恩典有多么大！中保不但承受永远的痛苦，而且把最完美的义，就是把神的

义赐给罪人。罪配受永远的痛苦，最完美的神，有了他的义就可以永远与上帝亲密相交、

同在，配受永远的幸福。 

 

如果说罪人欠债欠上帝无限的债，那么这个中保要使人与上帝和好，就需要一方面偿还无

限的债，同时又要给罪人无限的义。想象一个罪人欠银行无限的钱，这个中保还清无限的

债，同时又放入罪人银行账户无限的钱作为存款。这两项工作都需要，才能与上帝和好。 

 
这个中保不是和稀泥，想办法让一方或者双方妥协，达成中间道路。不是让一方降低标

准，让另外一方努力一下，终于可以达到已经降低很多的标准，最终算和解。 

 

要与无限圣洁美善的上帝同在，必须要满足上帝的公义，也必须要有完美的圣洁。上帝创

造了完美的人，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创造的，也赐给了人上帝的形象可以做到。上帝的要

求本来就是这样，也一直没有改变。 

 

知道这一切对我们有什么应用？ 

 

第一个应用是让我们投靠这个中保。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自救。如果人能够通过任何一种方

法可以救自己，与上帝和好，那么上帝不必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作中保。 

 

这个中保就好像是挪亚方舟，上帝的愤怒和咒诅好像洪水。没有人能用自己的方法躲过洪

水，不论他爬上多么高的山，水把最高的山都淹没了。只有在方舟里面的才能得救。 

 

今天上帝再次宣告好消息，方舟就在这里，就是为自己的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从而进

入方舟，在世界末日以前进入方舟。诺亚当时的人都不相信，忽然洪水来了。 

 

这位中保借着讲道在呼唤你，来进入耶稣这个方舟，因为神的国近了。神的审判也近了。 

 

第二个应用是让我们恨恶罪。上帝对罪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始终是那么完全无限地公

义。罪的工价乃是死，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上帝对亚当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没有变化。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必须有人用永远的死亡来还债。我们无力偿还罪债，没有

一点仁义和圣洁。上帝把这个永远的死亡加在了基督的身上。 

 

罪的代价，永远的死亡，还有神对罪的咒诅和刑罚，始终没有改变，只是代价的承受者改

变了。如果你是信徒，你能够说，反正由基督来承受永远的死亡，我今天稍微犯一下罪，

没有关系？每一个罪，无论多么小的罪，都是永远的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没有说

大罪的工价乃是死。任何罪都是冒犯无限的上帝，代价是永远的死亡。 

 

如果我们明知是犯罪，但是认为反正有人担罪，替我承受咒诅，然后犯罪，这实在是在亵

渎上帝的救赎。 

 



 

 

7 

7 

另外，即使我们不是故意犯罪，但是一旦知道自己的罪，我们应马上到上帝面前认罪悔

改。如果认为反正基督替我担罪，我已经没事了，就是轻看了神对罪的态度。神对罪的态

度没有改变，只是把刑罚加在了爱子耶稣身上，同时吩咐人悔改相信。信徒也受到这样的

命令，一旦知道有罪，要认罪悔改。 

 

第三个应用是要我们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和好。上帝是百分百公义，人是百分百犯罪，该受

刑罚，罪人绝对无法靠近圣洁的上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上帝仍然要设立中保来做和

好的工作，付上极大的代价，目的是为了罪人的益处。 

 

我们人和人之间一般都不是一方百分百正确，另一方百分百错误。这时我们更应该寻求和

解，无论是夫妻、父母和孩子、弟兄姊妹之间、朋友之间等，都要这样。和解是要有代价

的，无论是为自己的问题道歉，还是进行补偿等，但是和解是神喜悦的。希伯来书 12：

14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如果无法靠近，无法沟通，为对方的益处，可以请中间人来做和解的工作。弟兄姊妹也在

看到一些关系不和的情况，愿意在中间做和解的工作，这就是中保的工作，是有代价的，

需要时间、精力等。中间人可能会付上更大代价，自己还会受到冤枉和攻击，但是值得。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上帝就这样照着自己的美意，命定耶稣基督成为中保。上帝怎样让我们知道谁是这位中

保？是借着福音来启示我们中保是谁。而福音贯穿整个圣经，从乐园，到族长和先知，到

献祭和礼仪，最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福音。 

 

第三点 “启示”，关于“中保”的启示。 

福音首先的启示是上帝在乐园里面启示了福音 

人犯罪之后，上帝立即向人类启示了救赎的中保。神在创世记 3：15 对蛇说，“我又要

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

伤他的脚跟。””在犯罪之后的黑暗当中，上帝提到了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一

个真实的人，也将是一个受苦的人。这个真实、受苦的人将在与撒旦的战斗中会胜过撒

旦。 

 

之后，上帝借着族长和先知宣布了福音 

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之后，神在创世记 22：18对亚伯拉罕说，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

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加拉太书 3章 14节告诉我们，这个福是指圣灵。

亚伯拉罕的后裔将要把圣灵赐给万国的人，而圣灵进入谁的心，谁就会呼叫上帝说，“阿

爸，父”。得着圣灵这个福分意义很大，意味着与上帝美好的关系，亲如父子的关系。 

 

先知以赛亚在 7章 14节说，这一位将是童女怀孕生出来的，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从这里

提到了这个女人的后裔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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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赛亚在 53章说，耶和华的仆人会背负我们的罪孽。上帝定意要压伤他，使他受痛

苦。而且因为他的死，使许多人会认识这个仆人并因此被称为义人。 

 

然后，上帝借着献祭和礼仪预表了福音 

律法中献祭的动物必须是没有瑕疵的，这些在暗示着赎罪的那一位必须是无罪的人，而且

必须流血死去。他的死去会带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可以靠近神。 

 

献祭一直不断，有时节日献祭场面很大，几千几万的祭物被杀。这都意味着赎罪的代价很

大。 

 

献祭是借着祭司献的，这意味着人和上帝之间需要祭司作为中间人，就是中保。人不能直

接靠近上帝，必须借着中保，借着血才能被上帝接纳。 

 

最后，上帝借着爱子成就了福音 

歌罗西书 2：17 “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耶稣来了，“神在肉身显

现”。他以最大的代价献祭，亲自作了大祭司，使神与人和好，并赐给人圣灵可以呼叫上

帝为阿爸父。多么感人的和好！代价有多么大！以赛亚书 53：11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

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福音不是单单是基督来到世上之后，而是与人类历史一样古

老。上帝的福音在第一个人堕落之后就立即由上帝亲自启示。上帝福音的呼召从所创造

的第一个人就开始，一直到现在，还要传到地极。旧约新约的人得救都是靠着同样一个福

音，而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亚伯拉罕远远看见的是基督，也是靠基督得救。 

 

今天上帝仍然用同样一个古老的福音在呼召你。福音，好消息，罪人和上帝之间，有一位

中保，可以靠着这位中保得救。 

 

知道这些，对我们有哪些意义、应用呢？ 

 

第一个应用 

是我们要避免福音和律法对立的错误。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其实旧约中有很多的福音，在新约中也强调

圣洁无罪的生活，而圣洁无罪就是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律法。律法和福音总是不可分，没

有律法就没有悔改，没有福音就没有相信。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一句话就把

律法和福音连在了一起。我们信徒的生活也是律法和福音在一起，这样每天我们可以悔

改，每天可以来信靠赎罪的基督。 

 

第二个应用是悔改相信的紧迫性。 

关于中保的逐渐启示到了耶稣来到的时候就结束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末世了。前面都是影

儿，中保自己都来了，亲自成就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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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一篇讲道的时候，知道牧师所要将的要点都讲完了，牧师说“最后”，你知道即将结

束了。现在就是“最后”了，耶稣已经去天上预备了地方，要再来了。 

 

耶稣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谁能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在谁都不知道的时候，耶稣忽然来

到，那时没有悔改的机会。耶稣已经反复让你悔改，那时就没有机会了。 

 

第三个应用是神会逐渐持续让我们认识基督。 

 
神逐渐向人类启示了这位中保，也会逐渐向我们启示他。我们曾经不认识他，借着有人传

福音给我们，借着听讲道，使我们认识了福音中的中保。上帝还会继续向我们启示中保。

圣经的中心就是这位中保，我们讲道的中心就是福音和基督，洗礼和圣餐也是福音和中

保。我们在生活经历中有罪人之间的矛盾和饶恕，这就是福音，也是和好。我们在地上一

辈子，神会一直让我们认识圣经中启示完全的中保，让我们越来越爱这个中保，倚靠这个

中保，盼望见到这个中保。我们一辈子，好像人类的历史一样，是围绕着福音和基督。我

们天天认识这个中保，慢慢会变得像他。将来他再来的时候，约翰一书 3：2 “亲爱的弟

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

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这个主日所涵盖的经文告诉我们，福音启示我们唯独耶稣是罪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保。借

着这个唯一的中保，上帝与人和好，把永生赐给那该死的罪人，又赐给儿子的名分，永远

住在上帝的家里。 

 

如果上帝的愤怒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最悲惨的人。 

上帝如果把他的愤怒转化为恩宠，这个人就是最幸福的人。 

基督就成为了最悲惨的人，使信他的人成为最幸福的人，可以永永远远地享受上帝。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