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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歌羅西書（10）保羅講述一個與基督同復活的人所當有的轉變， 

由內心的負面情緒及至言語方面（西3:7-3:16）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歌羅西書3:1-6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從3:1，保羅開始正面談論“在基督裡行事”的具體含意。前一章，保羅從“與基督同死”較

負面的角度說出基督徒不應該做甚麼，比如不要被空洞、欺騙人的學說俘虜，不要跟從那些

把人誘騙離開基督的傳統、敬拜和規條。從本節開始，保羅從“與基督一同復活”的角度，

說明基督徒應該做甚麼。保羅首先處理基督徒人生追求和思想方面的問題，因為人改變首先

是從思想轉變開始的。 
 
在本章的開頭，有兩個命令語句：“要追求上面的事”和“要思念上面的事”。這兩個吩咐

構成了基督徒價值觀的基本方向。首先，基督徒應當追求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

右邊。明顯地，這個吩咐針對有基督徒生活得像不認識神一樣。保羅提醒他們，既然已經與

基督一同復活，就應當追求與基督復活相配的東西，不必再糾纏在世俗的學問、傳統和規條

上。基督徒如何追求上面的事呢？在2節，保羅就指出“要思念上面的事”。一個人在追求甚

麼往往反映在他不斷所思想的事上。當一個人不斷想著如何累積財富，他的整個人生其實也

在追求從財富而來的滿足。 
 
“上面的事”究竟是甚麼呢？從歌羅西書1章讀到這裡，我們可推斷“上面的事”包括：天上

的盼望、萬有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藉著十字架促成和平的奧秘、在基督裡存在一切的豐盛、

基督將一切執政掌權者的權勢都解除了、基督顯現時與祂一同在榮耀裡。用一句簡單的話總

結，“上面的事”就是神在基督裡所達成的旨意。 
 
我們需要留意的是：保羅吩咐歌羅西信徒要不斷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這不是

說，所有地上的事都是不值得思想、瞭解。基督徒也不能不思想地上的事，除非我們已經離

世與主同在。只要仍活在世上一天，基督徒就要為生活的各個方面打算，包括住屋的問題、

升學的問題、就業的問題，以及退休保障的問題等等。教會領導也要為擴堂、購堂、維修及

人事等各種世上的事務煩擾。人既然活在世上，就必須作出許多選擇，認真思想地上的事，

因此是在所難免的。保羅吩咐信徒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所指的是各種引導人離開基督的學說

、傳統與規條。在保羅眼中，這些學說、傳統和規條，縱使在人看來有很高的智慧和屬靈深

度，但是相對於耶穌基督那關乎天地萬物的奧秘，都只不過是世上的小學而已。故此，基督

徒要追求認識基督的奧秘，滿心知道神的旨意。活著的人不可避免地要思想地上的事，但是

基督徒所思想的並不是世上的小學，而是神在基督裡所成就的奧秘。 
 
在5-6節，保羅把焦點放回在地上。思想天上的事與地上的事有甚麼關係呢？保羅吩咐歌羅西

的信徒要治死在地上的肢體。保羅藉用這個比喻來提醒信徒，要把那些出於肉體的慾望和衝

動看作機能受損，如同已死。這些肉體的慾望和衝動包括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

學者指出，這幾方面都與性放縱有關。淫亂指到姦淫和淫行，在聖經中是不合法的性關係。

污穢指因著淫亂的行為使肉身沾染不潔。邪情和惡慾指對性存在不合法的渴求。貪婪指對性

的永無止境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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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吩咐信徒要治死地上的肢體，第一件事情就提到性放縱方面，或許是因為性與身體的關

連性最大。保羅在哥林多前書6:18提醒信徒要遠避淫行，因他們已經與主耶穌基督聯合，成為

一靈。在保羅看來，人所犯的，無論是甚麼罪，都在身體以外，惟有行淫的人乃是在身體上

得罪自己。得罪自己的身體有何嚴重性呢？由於身體已經連於基督，因此得罪身體就等同得

罪基督。 
 
在6節，保羅提到神的憤怒必臨到那些悖逆的人。神必對付罪惡，撥亂反正。對自己的兒女，

神尤其會管教。哪有兒女不被父親管教的呢，希伯來書12:8說：“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

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基督徒千萬不要試探神的底線能到哪裡。神對付

悖逆的人，從來都不會手軟，只是遲早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歌羅西書3:7-16的內容。 
 
歌羅西書3:7-11保羅說：“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但現在你們要棄絕

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或作：陰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不要彼此說

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

主的形象。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保羅在3章開始，講述一個與基督同復活的人所當有的轉變，由價值觀開始，到思想的轉變，

再到對付肉體情慾的方面。在這一段，保羅由內心的負面情緒講到言語方面的問題。 
 
在8節，保羅吩咐歌羅西的信徒要棄絕惱恨、忿怒、惡毒、毀謗和污穢的言語。保羅的重點是

不要說出破壞肢體關係的話。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神藉著基督促成和平。既是如此，

教會裡的人就應當和平相處，彼此用愛心互相款待。況且，神已藉著基督在十架上的死，赦

免了眾信徒的過犯，從此再沒有人可論斷任何一個基督徒。於是，肢體之間就不應用言語互

相批評、踐踏。或許，我們很難杜絕一切惱恨和憤怒的情緒。雖然基督徒已經穿上了新人，

但只要一天仍活在這個敗壞的世界中，就會碰上很多令我們惱恨、憤怒的人和事。然而，基

督徒要靠著主控制自己的言語，不要說出惡毒、毀謗和污穢的言語。很多時，說話一出就難

以收回。我們不要小看言語的破壞力，小小的舵隨著掌舵的意思就可轉動一艘大船。保羅吩

咐收信人要棄絕一切惡毒、毀謗和污穢的言語，也不要彼此說謊。彼此說謊對信徒群體造成

的破壞或許更大，因為群體的建立需要互相信任。沒有信任和真誠，基督徒如何建立一個和

平的群體，去宣揚神在基督裡所成就的奧秘呢？ 
 
保羅已經提到，接受耶穌基督的人已經脫去舊人，穿上了新人。這個新人，照著造他主的形

象，在知識上不斷地更新，原文的重點放在“知識的更新”上：當一個人穿上了新人後，他

的知識也會不斷被更新，而這個知識的更新，是按著創造祂的主的形象。 
 
“形象”這個詞語在1:15出現過，那裡指耶穌基督是那看不見之神的像。新人在知識上的更新

是按著那位與萬有存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的愛子耶穌基督。通過耶穌基督的救贖，人可

以看到神喜歡使萬有與自己和好，然後向人分享在基督裡一切的豐盛。從基督的創造和救贖

，我們知道神願意與人建立和好的關係，又樂意跟人分享在自己裡面一切的豐盛，包括智慧

和知識。神不只是活在自己裡面，不是單單只為自己的神。耶穌基督這個“形象”向人展示

出，神是一個為世人、為世界及為宇宙萬物的神。於是，這個新人的轉換，並不局限於某些

人，而是：“在此並不分希臘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未開化的人、西古提人

、為奴的、自主的”。在保羅眼中，種族的分別、宗教禮儀的分別、文化水準的分別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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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的分別，通通都不可以成為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的條件。這句話也間接提醒收信人，既

知道教會是新造的人，就不應繼續按世界的標準，把人分門別類。耶穌基督已把我們造成一

個新人，促成了和平，從此各人不分彼此，都是神家裡的人了。 
 
歌羅西書3:12-13，保羅說：“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是穿

；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

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保羅一直強調，接受耶穌基督的人已在祂裡面成為一個新人，並且按著神的形象，在知識上

不斷更新。這些人不單在認知上更深入知道有關神的事情，更加引伸到個人的品性和行為上

，因有著基督的形象，生命越來越像神。人在哪方面與神相似呢？就在喜歡分享與和平上面

。當基督徒越來越認識神時，他應該像神那樣更懂得與人分享自己的東西，也願意看到人與

人、人與世界之間維持和好的關係。所以，保羅吩咐歌羅西信徒要“穿上憐憫、恩慈、謙虛

、溫柔和忍耐”。這幾個素質可綜合在彼此饒恕的行為上。神是一個有憐憫、恩慈、謙虛、

溫柔和忍耐的神，從哪裡看到呢？答案就在耶穌基督的饒恕上。 
 
耶穌基督是那看不見的神的形象。通過基督的創造，我們看見神滿有權能的一面；通過基督

的十架，我們更看出神滿有恩慈的另一面。從前我們與神為敵，行為邪惡，如今神卻藉著耶

穌基督的死，使我們與祂和好，並且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既是聖潔、蒙愛的人，我們就應

當穿上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和忍耐，學習互相包容，彼此饒恕。饒恕確實可以締造和平

的關係，更加重要是可以體現神的屬性。當我們像主耶穌一樣饒恕別人的過犯時，我們就在

這個饒恕的行動上證明、反映自己真是神的選民，有著神的形象，與神的性情相似。 
 
我們都知道，表面的饒恕是相對上比較容易的。有時為了客客氣氣、相安無事，我們可以做

一些門面的工夫，好使大家容易面對對方，能繼續一起工作和生活，但這是不足夠的。按照

聖經的吩咐，饒恕是從心裡作的，當事人必須穿上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和忍耐。在人性

敗壞以前，一個人按恩慈對待別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人性敗壞以後，這就變得相當不自然

了。人要為自己討回公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主耶穌卻吩咐門徒去愛仇敵，為逼迫他們

的人禱告，如此就像天父完全一樣。愛仇敵首先要從心底裡饒恕開始。沒有饒恕的愛是虛假

的，只不過是為了維持社交活動或保障自己的利益。真正的愛必須能夠反映神的性情，然而

，這又是人按本性所做不到的。惟有順著聖靈的人，才可以結出聖靈的果子。 
 
歌羅西書3:14-15，保羅說：“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又要叫基

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除了要穿上以上的品性外，神的子民也要穿上愛心。這裡，保羅特別提到“在這一切之外”

。究竟這個介詞片語應作“在這一切之外”，即在五種性情之外再多一種，還是“在這一切

之上”呢？“愛”這個性情是最高的，可統合其餘五個嗎？新譯本和呂振中譯本都把該句翻

譯為“在這一切之上”，從下文看，“在這一切之上”這個理解比較合適，因為在保羅眼中

，“愛是貫通全德的”，或譯“愛把這一切完美無瑕地連結在一起”。所以，保羅吩咐歌羅

西教會的信徒要有愛心，因為愛能把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和忍耐等各樣屬靈的美德，連

合起來。 
 
在15節，保羅進一步吩咐收信人要讓基督所賜的和平，在他們心裡作主。“作主”也有“裁

判”、“掌管”的含意。再一次，我們看到保羅十分看重“和平”，因為“和平”、“和好

”是神在耶穌基督裡所要促成的事。可以說，促成和平構成了基督奧秘的核心。基督徒要讓

基督的和平掌管自己的心，一方面因為我們已經藉著耶穌基督與父神和好了。既已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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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該有神一般的心腸。有怎樣的身分地位，就應該有相對應的心態。另一方面，我們要讓

基督的和平作主，因為只有這樣，教會才可成為一體。“一體”毫無疑問在基督裡已經成就

了，還要通過眾人以和平作主在世上體現出來。基督徒正是為此蒙召的。 
 
我們需要思考，基督徒在生活中，如何在愛中把基督的和平實踐出來呢？要注意，保羅的意

思不僅僅是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裡作主。“平安”是可以相當個人性和主觀性的。似

乎只要在我心裡有“平安”，凡事都可做。“和平”卻是看重關係性和整體性。雖然在我心

裡有“平安”，但如果作了某件事會破壞合一，我就為基督的緣故不作了。這才是讓基督的

和平在我們心裡作主的意思。 
 
歌羅西書3:16，保羅說：“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或作：當把

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以各樣的智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

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保羅再三地提醒我們，基督的話語是十分重要的。保羅看自己是一個福音的僕役，有責任把

神在基督裡所啟示的奧秘傳得圓滿。在傳講的過程中，保羅需要用諸般的智慧去勸戒、教導

各人，實在勞心勞力。保羅從不隱瞞傳道工作是辛苦的，不過他為自己能夠補滿基督未盡的

苦難而快樂。保羅努力傳講基督的道，是為了堅固信徒，讓他們在智慧和悟性上能真正知道

神的旨意，從而在生命中結出一切善事上的果子。 
 
保羅在16節的吩咐，基本上把上文講過的東西作了一個總結。在一切的吩咐裡，最重要的還

是要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如何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呢？保羅再次提

到“當用各樣的智慧”。保羅有何具體的建議呢？保羅跟著用了三個分詞進一步說明“當用

各樣的智慧”，包括：教導、勸戒及歌頌，而三個行動都與讚美神關連起來。在保羅眼中，

教導和勸戒並不局限在講道、主日學或信徒培訓的時候。其實，詩篇、聖詩，以及靈歌，也

有教導和勸戒的作用，只要有智慧地使用，就可以幫助弟兄姊妹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存在

心裡。 
 
究竟“靈歌”是指甚麼呢？這是“方言”或“在特殊經歷下說出天使的語言”嗎？保羅並沒

有解釋。詩篇、聖詩與靈歌之間或許有區別，但三者的重點都在於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弟兄

姊妹要讚美主，常常以感恩的心歌頌神。在同心歌頌的時候，弟兄姊妹同時也被詩篇、聖詩

及靈歌的內容教導和勸戒。如此看來，“靈歌”應該是人用悟性可以明白的，不需要有翻方

言恩賜的人把意思說明出來。 
 
透過保羅的教導，我們需要反思兩點：第一，在我們的生活中，除了主日的敬拜，我們是否

忽略了用詩歌來把神的話存在心裡呢？第二，我們可以怎樣有智慧地使用詩篇、聖詩及靈歌

呢？在崇拜、小組唱詩的時候，我們應該挑選甚麼詩歌呢？或許，要判斷一首詩歌好與不好

，是個很主觀的事情，不容易有一個客觀、公認的準則。不過，我們在撰寫詩歌或挑選詩歌

的時候，是否過於側重某一方面，比如挑起情緒和主觀投入，忽略了基督的道的豐富性呢？

教會如何通過敬拜讚美，幫助弟兄姊妹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呢？這些都是值得我

們反省的問題。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裡。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