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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因此为维护社会结构而保持婚姻的稳定性是相当合理

的。不过从神学角度来看,维护婚姻的稳定性有超越社会利益的理由。婚姻不单是一种巩固社会的

制度;更是上帝为人类生活设计的一种“秩序”(Order)。寻根究柢,婚姻是一种基于对上帝信仰而引

伸至对伴侶忠诚的终身关系、一种承诺、一种委身。笔者尝试按历史的时序介绍四种的婚姻观:圣礼

的婚姻观、救恩秩序的婚姻观、创造秩序的婚姻观、盟约婚姻观。最后提出一种被转化了的创造秩序

婚姻观。

二、圣礼的婚姻观

早期教会崇尚独身及贞洁生活,对婚姻的价值较为轻视。奧古斯丁可算是对婚姻有较正面论述

的一位教父。他于公元401年发表两篇关于婚姻与独身的著作:《婚姻的善》(OntheGoodof
Marriage)及《神圣童贞》(OnHolyVirginity)。他高举独身童贞的好处;却没有贬低婚姻的价值。〔1〕

他认为婚姻有三方面的好处:生儿育女(proles)、信赖(fides)、圣礼(sacramentum)。〔2〕奧古斯丁根据

创世记一章28节、提摩太前书五章14节申论生儿育女的好处,又根据创世记二章24节、哥林多前书

七章4节建立对信赖的理解,更根据哥林多前书七章10节、马太福音十九章6节、以弗所书五章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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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圣礼的观念。〔3〕圣礼的意思是“上帝无形恩典的有形表达”,蒙上帝恩典的祝福,婚姻不应解除

(indissoluble)。表面上,奧古斯丁的圣礼婚姻观偏重生儿育女的功能,不过近年有学者认为奧古斯丁

婚姻观中生育的行动是在夫妻的“友谊”(friendship)底下完成。〔4〕

基本上,圣礼婚姻观将婚姻视为上帝施恩典的场所,让人经历上帝真实的临在。至于罗马天主教

会将圣礼的有效性集中在礼仪的程序,轻视对施礼者及受礼者信心的考虑,实在值得商榷。宗教改革

时代,改革者只接受主餐及洗礼为圣礼,并将婚姻视为民间的活动。不过,奧古斯丁的圣礼婚姻观有

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爱的秩序”(ordoamoris),〔5〕婚姻是夫妇双方的人生秩序,在心灵的爱、属灵友

谊的基础上,人的性欲获得恰当的处理。奧古斯丁并非将婚姻负面地视为合法发洩性欲的场景;而是

正面地解释婚姻是一种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

三、救赎秩序的婚姻观

顺著圣礼角度了解婚姻是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很自然婚姻被解释成为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

一种模式。相似于修道运动那种独身式的属灵操练,婚姻亦被确立为一种属灵操练的方式。在教会

历史上,强 调 独 身 的 修 会 往 往 成 为 属 灵 操 练 模 式 的 发 言 者,以 致“婚 姻 属 灵 操 练”(Marriage
Spirituality)未能开展。不过,在神学上,除了奧古斯丁的圣礼婚姻观,亦可以从“救恩秩序”(Salvation
Order)的观念诠释婚姻对人在成圣生命的意义。

顺著婚姻是“爱的秩序”(ordoamoris)的思路,这种人生的“秩序”被看为朝向成圣之旅的一个重

要环节。罗马天主教认为上帝的恩典强化人的自由意志,回应上帝救恩的召喚。因此,人的“得救”是
一种“人神合作”。当人在婚姻里面活出“爱的秩序”的人生,其实就是活在上帝的“救恩秩序”里。罗

马天主教认为婚姻在基督徒朝向永生的道路上,具备救赎的成分。当然,婚姻的救赎作用绝对不能等

同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婚姻的救赎作用在于透过一个他者,使人的心灵获得滋润和安慰。在神学理

论层面来说,“二人成为一体”(创二24)包含了一种神秘联合的意思,指向男女两性的结合,使人在人

格成长方面产生互补的作用,指向人格的成全。

四、创造秩序的婚姻观

罗马天主教视婚姻为属于救赎秩序的事,一方面局限当事人必定是基督徒,另一方面亦否定了离

婚的可能性。既然婚姻是基督徒领受上帝救赎恩典的场所,离婚表示放弃这种从神而来的恩典。自

马丁.路德起,更正教将婚姻视为上帝创造秩序的一部份,扭转了罗马天主教将婚姻视为救赎秩序一

部份的看法。

1519年路德在讲道中处理了婚姻的课题,1520年他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TheBabylonian
CaptivityoftheChurch)一文质疑婚姻是否一种圣礼,因婚姻并非属于褔音的事,而是属于律法的

事。〔6〕同时,路德亦质疑神父、修士、修女独身的要求是否合乎圣经,从而要求教会容许神职人员自

由结婚。1522年路德在《论婚姻生活》(EstateofMarriage)一文提出三个论点:第一,由于婚姻属于上

帝创造命令的事,是关乎所有人的,因此他同意基督徒可与非基督徒结婚。第二,路德否定婚姻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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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成分,也自然否定婚姻不可解除的观点,并且接纳离婚的可能,主要是因犯奸淫、拒绝性交的情况。
第三,上帝设立婚姻让夫妇在信赖、爱的关系中生儿育女。〔7〕

路德没有否定奧古斯丁的婚姻观;只是用爱取代圣礼,形成“生儿育女、信赖、爱”的婚姻观。〔8〕

虽然路德认为婚姻是属于世俗生活的事;但是他没有将婚姻世俗化,他只是将婚姻视为属于上帝“创
造秩序”的事。

五、盟约的婚姻观

约翰加尔文于1536年在《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开始处理婚姻的课题,直到1545年才制定日

内瓦的“婚姻命令与修订”(MarriageOrdinances&Amendment)。加尔文承继宗教改革者的观点,将
婚姻视为两个国度中属世国度的事务,主张婚姻是为了生育、节制性欲、促进夫妻间的爱。〔9〕他对婚

姻法的重视比婚姻神学更高。日内瓦的“婚姻命令”容许夫妻双方在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离婚,并由

法庭裁決。假如丈夫有奸淫行为、或者疏忽照顾,如离家多年全无音讯,妻子有权要求离婚。〔10〕

总的来说,加尔文早期的婚姻观主要跟随路德的思想,将婚姻视为属世事务,是为了防止人被性

欲试探。加尔文成熟期的婚姻观则视婚姻为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盟约”(Covenant)。正如箴言

二章17节形容婚姻是与上帝立约,因此上帝参与人的婚姻中,双方的立约其实是在上帝面前举行,亦
是与上帝立约。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一种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社会生活,婚姻被规定为一男一女异

性的结合。这种法律上的理解是根据自然规律与“秩序”,保障了男女双方有离婚的权利,在神学上则

以“盟约”观念作基础。

六、神学反省

作为更正教(Protestant)背景的信徒,笔者认为宗教改革传统是重要的神学资源,路德及加尔文

对婚姻的了解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参考。笔者认为盟约的婚姻观与圣礼的婚姻观不必互相排斥、对
立。笔者非常同意强化盟约的婚姻观,提醒弟兄姊妹重视婚姻,同时,笔者亦相信更正教婚姻神学可

以在重新整合盟约的婚姻观与圣礼的婚姻观时获得新的亮光。
圣礼的婚姻观强调上帝在婚姻关系中赐下恩典,让人经历上帝神圣的临在。圣礼的婚姻观提醒

人,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并且应该珍惜家人相处的机会,体验上帝就在家人中间的满足喜乐。夫

妇二人能以无私的爱互相扶持,一同渡过艰难的岁月,岂不是因有一位他者敞开自己,将自己的前途

交在你手中,一起经历不可预知的未来吗? 这份情并不是用金钱买回来的,而是一个有位格的他者将

你视为可以信任及托付的对象。这种爱情是非常神圣及崇高的。当你经历这份真爱的时候,你会亲

尝上帝对人那份无比的大爱。婚姻作为圣礼表示上帝在婚姻中临在,让夫妇双方经历上帝与他们同

走人生道路。婚姻的圣礼性并非在于婚礼的时刻,而是指一生都在上帝恩典的临在里。更正教圣礼

婚姻神学并非建基于机械式的圣礼观上,而是重寻奧古斯丁对上帝的恩典及神圣意义的著重,重申婚

姻是上帝赐恩典的场所,是神圣且奧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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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学角度来看,上帝的爱透过婚姻的关系使人获得尊重和肯定,并且在爱中面对自己的缺点及

失败,不断成长。基督徒的婚姻,因彼此委身接纳,互相肯定,使当事人能经历心灵的医治及释放。配

偶好像一面镜子,让人从他眼中了解自己性格的优点与缺点。有人形容家庭是人的一个支持系统,这
样婚姻就有著一种促进人成长,面对挑战及压力的作用。其实,婚姻可以成为人重新建立自我、重新

整理人生的场所。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称义以后,就踏上一条成圣的道路。对于独身的基督徒来说,
上帝为他们预备另外一条灵命成长的道路。至于已婚的基督徒,上帝亦为他们安排婚姻及家庭作为

灵命成长的道路。美满婚姻的建立需要处理人格成长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每个人总会有性格的弱点,
加上人是罪人,又活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信主后并非立即变得完美。在成圣的历程中,婚姻提供了

一个心灵更新与灵命重整的场景,让基督徒经历与主同在的甘甜,帮助他学习成为别人的伴侶、学习

作父母的心肠。因此,救赎秩序的婚姻观结合教牧辅道的心得,发展出一种注重生命成长的婚姻神

学。
从灵修神学角度来看,婚姻在人的成圣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笔者认为教牧辅道的洞

见,能促使更正教建构婚姻救赎秩序的婚姻神学,并且在整合心灵辅道与神学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洞

见。路德批评罗马天主教教宗混淆属灵与属世事务的分别,将自己的管治范围由属灵方面扩展至属

世方面。因此,路德在推翻独身修道制度的同时,将婚姻列入国家管理的民间事务,在神学上属于创

造秩序的一部份。更正教婚姻神学亦基于这理由容许离婚。面对基督徒离婚与再婚数字上升的趋

势,我们需要承继宗教改革者遗留下来的创造秩序婚姻观,并且反思如何澄清创造秩序婚姻观并非鼓

吹人可以随便离婚。
笔者并不同意因需要牧养离婚及再婚的弟兄姊妹,便在神学上以创造秩序婚姻观作为支持婚姻

既然是民间活动,因此离婚是神学上容许的观点。笔者并非指创造秩序的婚姻观是道致今日离婚率

上升的原因。离婚率上升有其复杂因素,不能简化处理。创造秩序的婚姻观强调上帝按照其形像造

男造女,并且按照自然秩序,两性结合,缔结婚盟。创造秩序的婚姻观原意是强调上帝将婚姻作为创

造旨意的一部份,因此基督徒应该尊重上帝的旨意。
在婚姻神学中,盟约的婚姻观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在旧约圣经,“盟约”可说是婚姻神学一个重要

的词彙。“盟约”并不等同“合约”,“盟约”包括人在上帝面前的誓约,并非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私人活

动。盟约的婚姻观,提醒基督徒要严肃地处理恋爱及婚姻的事情,时刻紧记自己在上帝面前所作的承

诺。同时,我们需要学习在爱中体验上帝的祝福。
基督徒活在世上,同样承受时代洪流的冲击。基督徒亦会基于各种原因而离异,也有离婚后再婚

的情况。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强化婚姻的圣经及神学基础,教道在谈恋爱及已婚的弟兄姊

妹。盟约的婚姻观提醒我们需要谨慎思考如何在婚姻关系中调校自己的生活习惯、性格、价值取向,
互相丰富彼此的人生。

盟约的婚姻观指出婚姻并非夫妇二人间的合约、协议,而是经历上帝临在的场所。现代社会在世

俗化的过程中造成神圣的失落:现代人经启蒙运动的薰陶后习惯了以非宗教的角度诠释世界及历史。
结果,我们将上帝边缘化并且逼使上帝从我们的人生离席。当婚姻失去上帝临在的向度,便变得平面

化,毫无神圣意义可言。重建盟约的婚姻观就是要提醒活在现代世俗化处境的基督徒,珍惜在婚姻关

系中经验上帝神圣的同在,履行双方在上帝面前委身的承诺。

七、一种被转化了的创造秩序婚姻观

笔者认为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中,除了转化人与上帝的关系,也转化了原本创造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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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的堕落亦污染了创造秩序,所以创造秩序也需要转化。一个被救赎的人如何在上帝原本创造

的秩序生活呢? 他不单是一个被称义的人,也是一个在成圣之路上成长的人。
笔者同意婚姻是上帝创造秩序下的事务。不过一个称义的人如何在婚姻这个上帝创造秩序中走

成圣之路? 笔者亦同意婚姻不等同洗礼与主餐的圣礼,因洗礼与主餐乃耶稣基督亲自设立,是信徒崇

拜生活中重要的圣礼。虽然自由教会(FreeChurch)没有圣礼观念,但不会否定上帝的恩典,亦不会

反对“上帝无形恩典需要有形表达”。无论倣效信义宗称之为“施恩具”、或者泛称之为“恩典境地”,都
表示可以接受一个承载恩典的圣礼观。

当然,圣礼观念的另一个爭议是祭司的圣礼性(SacramentalityofthePriesthood)。圣礼观念的

成立必须确立司祭的圣礼地位。笔者并不认同将牧职人员称为“圣品”,因这些人并非必然比其他人

神圣。他们只是地位上成圣,并非本质上成圣。虽然笔者对圣礼及背后的圣职观有质疑,但仍觉得婚

姻是“恩典时刻”、“恩典境地”、一个经历上帝恩典的生活秩序。同时,笔者认为婚姻是被救赎或被转

化的创造秩序的一种生活秩序,所以曾经探讨如何重建婚姻的救赎意义。〔11〕

八、结语

婚姻关系建基于一男一女两人的委身承诺。这种委身的承诺是出自无私及奉献的爱。这种爱并

非为了占有对方、利用对方,而是为了支持对方走人生的路。这种爱由心灵的层面引申到身体的层

面,借性生活表达这专一委身的承诺。
现代社会的离婚率偏高,反映现代人极需认真学习如何去爱,如何去建立婚姻及家庭。另外,面

对性小众冲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教会实在需要重视创造秩序的婚姻观,澄清同性婚姻

并非上帝的旨意,同时基督徒亦需要从《圣经》及神学的角度为基督徒的婚姻观提供理论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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