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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祢脚踪》第十六单元：基督徒的得胜 

第 63 讲：圣旨至尚 

 

 

要义：金句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 3:16） 

 

精义：撮要 

神的默示使领受者心生敬畏！ 

 

引子：例子／故事／新闻／见证／人物等 

1. 什么是圣旨？ 

https://kknews.cc/history/yabngpk.html 

圣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帝王布告臣民、委任官吏、册封宗室、表彰功德、告谕外邦的一

种专用的文书形式，起源于商周，规制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最后完善于明清。最初皇

帝下达的命令不叫圣旨，有称“命”、“令”、“政”。直到宋代,皇帝和大臣们才通称帝令

为“圣旨”。在书写上,有的是皇帝亲笔书写，有的是当时的大书法家、大学士为皇帝代

写，而且文字严谨，几乎达到了无可增删的程度，其内容大多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

值。 

2. 皇帝的圣旨中“诏曰、制曰、敕曰”分别表达了怎样的意思？ 

https://kknews.cc/history/ren2zxv.html 

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所下的圣旨中常常会有“诏曰、制曰、敕曰”三种不同的说

法，这三种说法分别表达了怎样的意思呢？ 

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圣旨是什么，只需要简单的九个字：皇帝对臣民下的命令。根

据皇帝命令的不同内容和要达到的不同目的，圣旨的开头就有了区别，出现了“诏曰、

制曰、敕曰”。汉朝有第四种，名为“戒书”，就是自我警戒的文字。其他朝代非常少

见。 

诏曰： 

“诏曰”是诏告天下。凡重大政事须布告天下所有臣民的，使用“奉天承运皇帝，诏

曰”，是布告天下臣民的文书。 

西周时分为“诰命”和“敕命”两种，原是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到了秦汉，秦始皇于

前 221 年一统天下后，自以为功绩胜过以往三皇五帝，于是称自己为皇帝，自称为

“朕”，命为“制”，令为“诏”。秦亡后，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制度。诏旨的写作

格式，汉代的开头大多是“X 年 X 月 X 日，XX 皇帝”。东汉蔡邕在《独断》中写到：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

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

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制曰： 

“制曰”是皇帝表达皇恩浩荡、宣示百官时使用的。凡是圣旨中表达皇恩浩荡时，都以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开头。“制曰”只为宣示百官之用，并不下达于普通百姓。 

https://kknews.cc/history/yabngpk.html
https://kknews.cc/history/ren2zx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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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曰： 

“敕曰”有告诫的意思。皇帝在给官员加官进爵的时，告诫官员要戒骄戒躁，再接再

厉，不要骄傲自满，恃宠而骄。 

“圣旨”由于是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因此其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严格区

别：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圣旨的

材料十分考究，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绫锦织品，图案多为祥云瑞鹤，富丽堂皇。“圣

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作为历代帝王下达的文书命令及封赠有功

官员或赐给爵位名号颁发的诰命或敕命，圣旨颜色越丰富，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官衔越

高。 

 

传播焦点 

1. 王的百姓（诗 24 篇，宣称上帝为以色列人的君王）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

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诗 24:7-8） 

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以色列人要求一位君王。因为他们见到仇敌比自己更有组织，更团

结，更擅长战术。但是在士师时期，大约主前 1220 至 1020 年，从约书亚死后到君王制

的产生（扫罗王），无数士师都坚持惟有上帝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统治者。试想这群农民

与救人，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情况下，面对邻国周期性的攻击与冲突，仍得努力保护自己

的田地，羊群，家庭与支派生活。 

在这些争战中，他们不断受着迦南异教崇敬拜的影响与吸引。因此我们在士师记中常常

会读到背教（舍弃信仰）的事：上帝的指责，以色列人在急难中向上帝呼救，上帝兴起

领袖来打倒迫害者。胜利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过着平安的日子。混乱的情况并

非不能解决。在士师时期，重复出现的循环方式是：背教，惩罚，悔改与和平。 

上帝呼召领袖提供百姓方向与目标。当领袖敬畏上帝时，他们的方向就明确；当他们不

顺服或忧柔寡断时，就引领百姓偏行己路。在圣经历史传统中，上帝是至高君王，但祂

所选立的君王，也是代表祂的权柄，若王敬虔及看重祂的话，国家及百姓就陷入危机中

去…… 

2. 忠于所托（申 17:14-20，君王须遵从神的律法）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

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

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

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

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

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

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

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3. 听从主人 

听从主人，钱志群，2016 年 3 月 9 日 

http://ccmusa.org/devotion/devotion.aspx？id=sm20160309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弗

http://ccmusa.org/devotion/devotion.aspx?id=sm201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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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

要顺服。（彼前 2:18） 

圣经教导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 5:29），怎么又反复教导人要听从

主人？主仆在主里是平等的，但在工作中却各有本份。保罗所处的时代，整个罗马帝国

绝大多数人是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中的俘掳，还有因犯罪而转成的奴隶以及奴隶所生的

孩子。 

福音传开后，很多奴隶也归主名下，且与主人一起在教会敬拜和事奉上帝。他们和主人

在基督里成为弟兄，回到主人家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对待主人？不可以。虽然成了神的儿

女，有尊荣的属灵身分，但回到现实生活中，不能不尽仆人的本分。仆人的第一责任是

要听从主人，在低下的地位上彰显神的美德，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如果遇上乖僻的主

人，那他就是神给你的十字架，只能背负，不能甩掉。这些道理，在奴隶制废除的今天

仍然适用于工作中。 

4. 不配仆人（路 17:1-10，仆人听从主人）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

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

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

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

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

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

我豫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纔可以吃喝么。仆人照所吩咐的去

作，主人还谢谢他么。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 

 

生活应用 

神子尚且是圣旨至尚，作神子民的又当如何？ 

 

反思默想 

既宣称上帝为以色列人的君王，子民就按立约关系遵守主圣道，但却屡次出现反叛，这表示

了什么？ 

 

听众回馈 

君王须遵从神的律法，仆人须听从主人，但神的民有否听从神这大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