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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哥林多前書 12:3節：「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

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聖靈的象徵 

這一講我們要來查考關於聖靈的象徵或聖靈同在的記號。聖經中用許多我們能理解的現

象，如風、火、水…等來形容聖靈，在文學上有時稱這類的描繪為意象（image），使我

們可以藉由這些事物與聖靈相仿的特性，能更全備地認識聖靈。 

一、火（象徵徹底的潔淨） 

這是聖經中常與聖靈同時題及的象徵。當我們提到「火」時，印象會特別深刻。在福音

書中記載著施洗約翰的見證，他說「那在我以後來的….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雖

然四福音都有記載耶穌將用聖靈為我們施洗，但是只有馬太和路加二卷福音書特別將聖

靈與火同時記載下來（太 3:11；3:16），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只題「聖靈」，未題「火」。

若我們將四卷福音書交互對照後，應該可以確信當時施洗約翰確實有題及火，但聖靈才

是那位我們需要關注的，而火只是用來形容聖靈工作的形容詞。 

至於火的意象所指為何？雖然，火可以給我們火熱的印象，但是用火作為聖靈洗的表現，

是表示徹底潔淨的意思。施洗約翰題到他是用「水」為門徒施洗，但是主耶穌則是用「火」，

所以相較於「水」表示洗淨之外，「火」更有消毒、潔淨、燒盡的意思。讓我們可以思

想「火」的意象是用來表表現將罪燒滅，並且徹底除去那些會影響我們的毒素與雜質。 

使徒行傳二章 1-4節記：「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

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當五旬節聖靈降臨時，聖靈雖是見不得，但是為了彰顯出歷史中一個特殊時代的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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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次獨特的聖靈降臨就伴隨著讓人看的見的「火」，來顯明聖靈的大能。只是我們

在理解這段經文所記載的特殊事件時，勿過度引申，認為凡是受聖靈洗或是聖靈同在都

一定會有火的外顯現象。在五旬節這次特別的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後，聖經記載著聖靈

就賜給使徒們各自有不同的恩賜與能力，使福音藉著聖靈的大能而快速的發展開來。 

此外，使徒保羅在也勸勉門徒「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帖前 5:19），經文中的「銷滅」

是指人試著想將燒著的火熄滅。我們曉得，火所產生的能量是相當巨大的，但是人卻想

用自己的意志力將火熄滅，也就是想輕忽聖靈可能對我們有益的提醒，這是很不明智

的。 

二、水、泉源、江河（象徵澆灌、供應、潔淨） 

聖經也用看似與「火」不同屬性的「水」來形容聖靈的工作。水可以使人解渴，河川的

水更能夠使旱地得著滋潤。 

「澆灌」是指水泉大面積的覆蓋，在使徒行傳第二章 33節也記載著:「他既被神的右手

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這表示聖靈

的降臨正是如水泉般澆灌在門徒身上。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聖靈降臨在舊約和新約的

不同：舊約有記載聖靈降臨在某些特定的人，但是那是為了要執行神特殊的使命，可以

說是功能性的；而新約的聖靈降臨卻是住在每一位神的兒女身上，無分男女老幼，只要

是願意相信主的，都可以領受。 

耶穌在逾越節期最後一天，在街上高聲喊著:「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我的

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

的。」（約 7:37-39）耶穌引用了記載在舊約以賽亞書 14 章中的一段應許，當我們領受

了聖靈之後，不單我們好像是喝了不再渴的活水，聖靈也藉著我們成為活水的出口，從

我們身上湧流出去，將這福音傳給萬邦。使徒約翰在約翰一書 4章 19節告訴我們，「我

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這種我們能愛人，乃是先領受了神對我們的愛，並且因為滿

溢而出，我們才有能力將神的愛繼續傳流出去。 

「活水江河」只是對聖靈的一種形容，是指信的人「就必領受聖靈」。並且，我們所領

受聖靈的能力與屬靈的好處，乃是如同活水一般，是一生一世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使徒保羅在提多書 3章 5-6節將「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連在一起。使我們思想

藉由「水洗」象徵罪得赦免與潔淨，也使我們知道聖靈的更新乃是使我們成為聖潔。 

今天常聽見有基督徒宣告他渴望、追求聖靈，但是仔細察驗其中一些人，卻沒有活出聖

潔的樣式，這是與聖經所啟示「聖靈的更新」是相矛盾的，並且這種對聖靈的追求可能

只是出於個人情感的衝動。數年前，美國靈恩運動的高峰時，接連幾位靈恩派的領袖都

接連被揭發其生活有違聖潔，有的甚至犯下了律法和法律中的罪而入監服刑，這使我們

得以思想外表的火熱並不等同真正聖潔的靈與他們同在，這是我們當引以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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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紀初期，曾經在美國東北的屬靈大復興，的確當時有許多人都因此悔改信主，

但是之後卻又多數沉淪了。到了今日，美國東部還是有許多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和大復

興當時相比已經冷淡許多，所以我們不宜以一時的火熱就以為這是聖靈的工作，有些現

象可能只是暫時的，卻不一定結出聖靈的果子，聖經教導我們「一切都靈，你們不可都

信」（約一 4:1）。我們對於許多看似屬靈的運動或現象仍然要謹慎明辨。 

三、氣或風（象徵生命、能力） 

舊約希伯來文的「氣」，和新約希臘文的「風」、「靈」是相同的名詞。創世記二章 7 節

記耶和華神將氣吹在人的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也就有了生命氣息。而在約翰

福音三章8節，也記載了耶穌教導法利賽人尼哥底母關於重生的觀念「…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這段經

文中的「風」和「靈」也是同一個字詞，表示聖靈如同風一般使人被吹拂後得以重生。 

聖經用風來形容聖靈其實是很合宜的。大自然中，風是看不見卻存在，並且也是無所不

在、無孔不入的。並且，微風可以輕拂髮稍，而狂風甚至可以將大樹連根拔起。聖靈對

我們的感動也很類似，小到我們幾乎不易察覺，卻也可以強烈到激勵我們用生命為主作

見證而在所不惜，兩者都有相同的表徵。前面我們在講論使徒行傳二章五旬節聖靈降臨

時的場景，也有記載當時有一陣「大風」吹過，正是用來形容聖靈的能力。 

四、燈（象徵光明、智慧的能力） 

聖經也有用「燈」來形容聖靈，如啟示錄 4 章 5節就寫道:「…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這裏的「七」並不是按字面理解是數量，因為聖經中常用「七」這個數字代表「完全、

完備」的意思，如上帝用七天創造世界。所以，七靈就是指聖靈的完全，也有照亮的意

思。 

保羅在以弗所書一章 17-19 節中，將聖靈形容為「啟示的靈」，並且能「照亮」我們的

心眼與「知道」神的恩召。聖靈能開我們的心，並且藉由如明燈一般的光亮，照明我們

的內心，並指教我們認識神所啟示的真理。我們領受了聖靈，就應該會渴慕並思想神的

聖言，而不太可能是終久學道，卻不明白。 

五、油、膏（象徵受膏者或事物被分別為聖，或象徵門徒得著神的任命） 

在舊約中有記載用油膏抹事物或人，使之成為聖。例如，出埃及記 30章 25-30節記：「按

做香之法調和做成聖膏油。要用這膏油抹會幕和法櫃，桌子與桌子的一切器具，燈臺和

燈臺的器具，並香壇、燔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這些物成為聖，

好成為至聖；凡挨著的都成為聖。要膏亞倫和他的兒子，使他們成為聖，可以給我供祭

司的職分。」 

一切的事物雖然看起來是清潔的，但是仍然可能在使用的前幾天，因為有些小動物爬過，

或是灰塵的積累，而不再那麼乾淨。所以，一方面用油抹除可以再次潔淨；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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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象徵更新、與成為聖潔，合乎主用之意。 

在兩約之間的四百多年，因為神沒有賜下新的啟示，所以猶太人就從舊約聖經中發展出

特別的「彌賽亞」觀念，認為這位要來帶領以色列作戰並得勝的彌賽亞，應該是一位被

油所膏立的君王。路加福音 4 章 18 節中記載著耶穌進入會堂講道，並且引用以賽亞書

61章的經文：「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

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這顯明他就是舊約先知預

表要來的那一位「受膏者」。所謂的膏就是油，在舊約中有記載著許多君王、先知、祭

司需要被油所膏立。 

新約題及「恩膏」，只出現在約翰一書第 2 章，乃是指門徒領受了聖靈的能力，可以因

著聖靈知道關於神的真理和知識。「聖靈恩膏」不是像現在一些錯誤的理解，以為這種

現象只侷限在火熱的情感，或是一些外在的現象，如醫病和能力，卻可能不明白整本聖

經啟示我們關於神自己的屬性和心意。 

最後，聖經在希伯來書 1 章 9 節題及油膏與喜樂的關係，「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

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這節經文中的「你」指的是主

耶穌，而「同伴」則是基督徒。我們的服事若沒有聖靈所賜的喜樂和力量，是很不容易

的保持熱情的。因為，外在的世界越來越不敬虔，而教會中的弟兄姐妹也可能會因為受

到世界的污染，在事工的推動過程中，難免產生磨擦，這些都很需要聖靈的保守，加添

給我們服事的心志和喜樂。 

六、鴿子（象徵良善、單純） 

用「鴿子」作為聖靈的形象，主要是在耶穌受洗的記載，「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

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太 3:16）這段

經文雖然沒有說明為何以鴿子形容聖靈，我們卻可以參考另一處經文，來看鴿子的特性。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10 章 16 節對門徒說：「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

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這處經文讓我們看到，鴿子的特性乃是馴良，也就是單純的

意涵。 

七、印記（象徵印證） 

保羅在以弗所書 1章 13節說:「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

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印記就是印證，表示我們是屬神的

人，而且這是相當牢固的，是我們已經成為神兒女的憑據。 

成為神的兒女，是即便在靈性低潮的時刻，心中也仍然會尋求神。而一個不敬虔的人，

其實不會感覺到自己需要尋求神的聖潔良善，也不會為自己的錯誤或罪感到虧欠。當我

們有時感覺到對神的虧欠，正表示聖靈的印記在我們心中發動，使我們不致離開神，只

是我們也應當靠著聖靈得力，悔罪更新，努力活出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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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惠師（象徵幫助者，陪伴者，教導者） 

在約翰福音 14 章中，主耶穌對門徒教導他會求天父賜給他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

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保惠師」的字意有安慰、幫助、鼓勵等，而其最根

本的觀念就是「同在」，也就是，聖靈已經住在我們的心中，並且常常的幫助我們，並

指教我們耶穌所教導的真理。 

九、舌頭 

上帝呼召摩西時，摩西因害怕法老而對耶和華上帝說：「我是拙口笨舌的」，而雖然上帝

不與他爭辯，只告訴摩西「現在去罷，我必賜你口才，指教你所當說的話。」（出 4:12）

我們的服事若是憑著自己的能力，其實是有限的，但是當我們願意順服，為神所用，神

必然會加給我們所需用的一切。我原本只是個平凡的鄉下小孩，個性也是木訥害羞，不

敢面對群眾，但是因為神的道是如此的真實，使我也能靠著主剛強壯膽。雖然我在許多

方面的知識和能力不一定能超過所謂的專家，也不一定很有口才，但是靠著聖靈的引導，

我們也可以突破自己以為的侷限，並以服事神的話語而滿有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