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當時德國的社會狀況
➢ 天主教 vs 新教（信義宗 + 其他）
➢ 科學、理性、民主思想衝擊傳統觀念

➢ 一戰（ 1914-1918）德國戰敗
➢ 戰爭創傷和經濟重挫 -> 生活困苦
➢ 新教自由主義神學破產

➢ 教會軟弱無力，無所作為
➢ 教會缺乏生命，死氣沉沉

(1906-1945)



潘霍華
➢ 生於書香門第，生活敬虔、嚴謹、高尚
➢ 八兄弟姊妹，排行第六/七（龍鳳胎）
➢ 從小喜愛大自然、音樂、藝術，俠義心腸
➢ 14歲決意讀神學，16歲決志在教會事奉

➢ 教會有問題，所以需要我去改革
➢ 科學問題無法回應，仍然無損我的信心

(1906-1945)



➢ 1927年：柏林大學博士論文《聖徒相通》
➢ 年僅21歲，巴特稱為神學奇蹟

➢ 1927-28年：巴塞隆納德語教會服事
➢ 1930年：大學任教，並積極牧養青年信徒
➢ 1934年：因反對納粹離開大學，去英國牧會
➢ 1935年：返回柏林，秘密帶領地下神學院，

訓練傳道人，對抗「國家教會」
➢ 1938年：學院被迫關閉，發表《團契生活》

(1906-1945)



➢ 《聖徒相通》導論：教會的本質只能從內部了解，而不
是由漠不關心的觀點來討論。

➢ 《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 是潘霍華在納粹重壓之下
與地下神學院的學生一同生活，彼此勸誡、懺悔、共享
和分擔的經歷中激盪出來的作品。

➢ 反思：我們的團契/小組生活如何？
➢ 情投意合，同一心思，同一意念
➢ 拉牛上樹，勉強掙扎，表面膚淺



➢ 潘霍華：試想想耶穌基督生活在仇敵中間，最後祂所有
門徒都離開了祂。既然如此，信徒不應屬於修道院，過
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乃要活在仇敵當中。

➢ 路德：基督的統治應該是在你的仇敵當中，誰不能忍受
這一點，就不能歸屬祂的統治。他只是願意和朋友在一
起，生在玫瑰和百合花當中，不是和惡人，乃是和敬虔
的人同在。啊，你們這些褻瀆上帝和出賣基督的傢伙！
基督若是和你們所幹的一樣，有誰還能得救呢？



➢ 同心合意、融洽甜蜜的團契生活乃是出於恩典。
➢ 如果我們嘗不到這個福氣，這種被拒絕的真實經歷使我

們更加渴望追求基督的生命。
➢ 靈裡的團契對我們的生命提出極高的要求。魂裡的團契

則是我們挑剔和要求別人的生命。前者是謙卑順服，後
者看似屬靈，其實是高傲地使弟兄屈服自己的慾望。

➢ 靈裡的愛，活在那些沒有了耶穌基督的救恩之後就無法
相處和包容的關係之中。



➢ 許多人尋找團契生活，是因為害怕孤單寂寞。他們大多
數會失望的，因為團契不是靈命的療養院。

➢ 凡不能獨處的，就當小心團契生活。這樣的人只會傷害
自己和團契。反不能在團契生活的，就當小心獨處。輕
看信仰群體生活的人，其實是拒絕了耶穌基督的呼召，
這樣的人會毀於虛榮、自戀狂和絕望的深淵。

➢ 只有在團契中才能真正學習獨處，只有在獨處中我們
才能真正學會團契。【你明白嗎？】



➢ 1936年：在柏林大學發表演說，主題為登山寶訓，而後
被集結成《追隨基督》一書。

➢ 副題：作門徒的代價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 蘇恩佩：《廉價的恩典》 代序
➢ 潘霍華：「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是召他來為祂死。」
➢ 「然而他的神學並非學院式的，並非象牙塔內的產品，

而是“存在”式的，是生命本身的。」
➢ 尖銳和深刻批評 → 現代西方文化主導的基督教文化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是召他來為祂死。」
➢ 廉價的恩典是教會的死敵，我們必須力爭昂價的恩典。
➢ 廉價的恩典就是一套教條、一套理論、一種制度所接受

的恩典。就是在教會裡面普遍性的宣稱罪的赦免，以上
帝的愛取代上帝的一種觀念。就是以為在知識上接受這
一套觀念便足夠獲得罪的赦免。在這樣的教會裡面，世
界可以廉價地購得恩典來遮蓋它的罪；不需要一顆憂傷
痛悔的心，更不用說一個真誠地要從罪中釋放的渴望。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是召他來為祂死。」
➢ 廉價的恩典只是罪的稱義而不是罪人的稱義。恩典成就

了一切，他們說，因此一切可以照舊。那末就讓基督徒
像其他的人一樣生活，在每一樣事情上以世界的模型作
標準，不必狂妄地立志在恩典中過一種跟以前在罪中完
全不同的生活。

➢ 廉價的恩典是蒙饒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而不需要遵守
教會的紀律，領聖餐而不需要懺罪，獲赦免而不需要個
人的懺悔。廉價的恩典是不要付上作門徒的代價的恩典，
是不需要背十架的恩典，是不要那道成肉身又永遠活著
的基督耶穌的恩典。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是召他來為祂死。」
➢ 昂價的恩典是那藏在地裡的寶藏，為要得著它，人歡歡

喜喜地去變賣他一切所有。是那至貴重的珍珠，為要得
著它，商人願意賣他所有的財產。是基督尊嚴的王國，
為著要進去，人願意挖出那叫他跌倒的眼睛。是基督的
呼召，門徒聽見馬上捨棄他的網來相隨。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是召他來為祂死。」
➢ 這樣的恩典是昂貴的，因為它呼召我們去跟隨。它是恩

典因為它呼召我們跟隨的是耶穌基督。它是昂貴的，因
為它叫一個人付出他的生命，而它又是恩典，因為它叫
給予人惟一真正的生命。它是昂貴的，因為它判決罪惡，
而又是恩典，因為它使罪人稱義。在這一切之上，它是
昂貴的，因為它叫神付出了祂兒子的生命：『你們是用
重價買來的』，而叫神付出那樣重價的，對我們不可能
是廉賤的。在這一切之上，它是恩典，因為神沒有吝嗇
祂兒子的生命，而為我們的緣故把祂交出來。昂貴的恩
典就是神的道成肉身。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是召他來為祂死。」
➢ 潘霍華：基督教逐漸傳播，而教會也逐漸淪為世俗化，

而昂貴的恩典的觀念也逐漸褪色。基督教世界化了，恩
典便成為大眾的公有財產，便可以用廉價購得。

➢ 蘇恩佩：今天在我們中間，作基督徒要付出的代價太少
了，而恩典也就變成廉價的。難道我們要等到有殉道的
機會才表現我們的忠貞？然而殉道只是屬於那最忠貞的
基督徒的權利。



➢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
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
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
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太5）

➢ 《跟隨基督》：按照耶穌的觀點，懲治邪惡的正確方法
就是不抵抗，容忍侵害，聽任其自生自滅。抵抗只能產
生更大的邪惡，放棄抵抗卻可以讓邪惡找不到目標。



➢ 只要教會仍然置身於歷史中，便有必要從時代的衝擊中，
不斷確立自身的定位與角色。

➢ 作為「時代的先知」，教會站在上帝與國家之間，是世
上的光；對於國家政府的不義行為，教會怎能視若無睹？

➢ 作為「基督的代表」，教會是世上的鹽；面對社會上受
害者的哀號，教會又豈可獨善其身呢？

➢ 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應如何平衡？教會要順服「地上
的權柄」到哪一個程度？教會抗議政府的行動之合理性
又應如何界定？



➢ 1932年，德國基督教被納粹支持者掌控大權，淪為工具
➢ 1934年，《巴門宣言》：耶穌基督乃教會獨一的主；在

一切立場上，教會只能忠於基督，沒有任何妥協餘地。
➢ 認信教會因政治立場意見分裂

➢ 主流民眾支持納粹，等同愛國和民族復興
➢ 種族主義和優生學洗腦，贊成安樂死和種族清洗
➢ 教會領袖「我們不能絕對肯定，這是一場不義之戰；

因此，基督徒理應服從政府的主權。」
➢ 反對納粹的牧師和信徒被秘密逮捕並送到前線打仗



(1906-1945)

➢ 1934年：因反對納粹，去英國服事德語教會
➢ 對外解釋德國教會處境，警惕納粹的危害

➢ 1935年：返回柏林，秘密帶領地下神學院，
訓練傳道人，對抗「國家教會」

➢ 1936年：因反希特勒被撤除教職
➢ 1938年：地下神學院學院被迫關閉
➢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WW2正式爆發
➢ 被徵召入伍，為逃避為納粹作戰，出走美國



(1906-1945)

➢ 6月2日：抵達紐約，任教美國神學院
➢ 7月25日：感到不能拋棄同胞，毅然返回德國
➢ 躲避徵兵，加入德國軍事情報局，任郵遞員
➢ 認識反希特勒的同胞，參與暗殺計劃
➢ 「我們不是要救在路上被瘋子開車撞傷的人，

我們的責任是要制止瘋子開車。」
➢ 1943年：因幫助猶太人被捕，《獄中書簡》
➢ 1944年：暗殺計劃敗露，轉解秘密監獄



1）「教會是國家的中心，教會也是國家（與上帝之間）的
界線……教會不管自己是處高貴還是處卑賤，都應當一如
既往地只仰望降卑的基督……教會只有在謙卑地自己認罪，
請求饒恕並承認上主的時候，她所行的方稱良善。教會必
須每天從基督那裡領會上帝的旨意，她能領受上帝的旨意，
全靠已然成為人的、降卑的和升高者的今在。」



2）潘霍華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他的心靈對一切美好的事
物發出敏感的反應。他欣賞音樂、藝術、文學，又喜歡思
想一些哲學及神學的問題。甚至在集中營的囚室裡他寫給
家人、朋友的信都洋溢著生命的熱情；他會為著一個清晨、
一片雲彩而感謝。所有跟他接觸過的人都受他熱情的感染，
都敬愛他的善良、真摯、勇敢、忠誠和正義。



➢ 他們跟從基督有什麼特質？我們如何學習他們？

第一部：信仰的根源
1. 重價的恩典：早期殉道者
2. 道成了肉身：亞他那修

第二部：我們的身份
3. 宗教改革的先鋒：馬丁路德
4. 改革宗的崛起：慈運理
5. 福音派代表人物：約翰·衛斯理
6. 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

第三部：靈命塑造的遺產
7. 在萬事中尋找上帝：依納爵
8. 我將神常擺在面前：羅倫斯弟兄

第四部：宣教運動的遺產
9. 現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
10. 我若有千磅英金：戴德生

第五部：社會關懷的遺產
11. 叫被擄的得釋放：威廉·威伯福斯
12. 在衝突中跟從基督：潘霍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