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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更新與重整
羅馬書六章3至11節

引言

我們的上帝是全能的主，善良與德行都由主而來。既然主

上帝是至善的泉源，我們只好祈求上帝將良善的心栽植在我們心

中，使我們的屬靈生命漸漸長進，同時懇求主以慈悲憐憫的心腸

保存我們有限的善，不致變質。我們不要再被罪所捆綁，同時要

追求比法利賽人更高的公義。今日我講道的題目是生命的更新與

重整，經文引用羅馬書六章3至11節，內容分兩部份：第一部份

是「基督徒追求在生命上更新」，第二部份是「基督徒追求生命

的重整」。願主藉聖經的話提醒我們更加敬畏主。

基督徒追求在生命上更新

羅馬書六章3至11節教訓我們受洗歸入基督的人，必須有新

生命的生活方式，才不會作一個名義上的基督徒。保羅將受洗解

釋為歸入基督，表示受洗並非單只加入一個宗教團體，而是歸入

教會的主，即是耶穌基督。保羅進一步解釋受洗與耶穌基督受死

的事件緊緊連在一起，因此受洗並非一種隨便的事。若果受洗是

與基督受死的事件連在一起，就象徵我們藉受洗將我們的罪歸入

基督的死亡事件裏面。因此受洗表示我們承認自己的罪，並讓主

耶穌基督承擔我們的罪過。這並非不負責任、推御責任、逃避責

任的態度，而是一種願意悔改的行動。保羅形容信徒受洗歸入基

督的死，同樣也歸入主耶穌的復活事件。既然我們有罪的身體已

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同埋葬，就自然隨着基督的復活有新生的

樣式，好像天父藉主耶穌的復活榮耀自己一樣。

保羅在羅6:3~11給我們的提醒是要對我們的新生命成長多加

注意，不要疏忽自己在生活上的細節是否有辱主名。很多時候我

們都不敢公然違背神的命令，不過我們會為自己留下很多藉口，

說現實終歸現實，結果就隨從世俗的一套待人處事的方式，將聖

經中所要求的仁愛、良善、公義、信實拋諸腦後。若果我們在名

義上作基督徒，在生活上則依循世俗一樣，我們的屬靈生命必然

軟弱，問題的關鍵不是出席多少次培靈會、退修會、奮興會，亦

不是在神學上深造多少大道理，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持守聖經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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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第一部：面對真實的自我 生命的更新與重整 ｜ 5

則面對現實。其實我們不是不知道甚麼是理想、甚麼是原則，只

不過我們覺得理想與原則在世俗社會中不切實際，基於現實的考

慮，我們一步一步跟現實妥協，一步一步說服自己，信仰不要太

執著、不要太認真、不要太沉迷，最重要是現實生活；結果我們

可以找到非常多理由說服自己，要趨炎附勢、阿諛奉承。當然我

們懂得這一套待人處事方式，在事業上自然亨通，金錢、名譽、

地位自然而來。不少人都標榜這種靈活變化的頭腦，善於表現自

己的口才。不過關鍵的問題是世俗的一套是否適用於信仰的追尋

呢？是否可適用於屬靈生命的成長呢？

在這個現實社會裏面，不少人習慣走捷徑、走精面，作為

基督徒的我們又會如何看待自己待人處事的態度呢？我們是否只

是在星期日顯出我們的虔誠，而在平日就換上另一個臉孔，另一

套待人處事的手法呢？我們可能看見不少基督徒的屬靈生命停滯

不前，軟弱無力、不冷不熱、缺乏固定的靈修生活，讀經亦不認

真，言談間不單沒有顯出基督徒的氣質，反而顯出一副世俗化的

臉孔，教會生活變質，成為一種社交生活，教會的事奉變質，成

為滿足自己權力野心的途徑，結果屬靈生命枯乾，處處以自我中

心為出發點，無法讓人看見信仰的高貴。

回顧我在德國六年的日子，確實在屬靈生命上有點兒長進，

其中一個原因是生活簡單，個人寧靜的時刻比較多，因此有很多

機會對自己作出反省。另一方面，我們一家經歷了不少信心的考

驗，親眼看見神的信實，激發起我們愛主的心。因此我相信若果

我們要在靈命上更新，首先要讓我們安靜下來，讓神有機會向我

們說話，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有多少時間留下來與神溝通，與神

親近呢？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大自然中欣賞神的作為呢？不少人

每天勞勞碌碌，時光一天一天的過去，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在

忙甚麼？甚麼是我們人生的方向？其實人生沒有方向是非常痛苦

的，人無法逃避為自己的將來作選擇，現在父母和11、12歲的

小學畢業生要決定入讀英文中學還是中文中學，中學階段要選擇

修讀文科還是理科，預科的階段亦要再選擇主修的科目，進入大

學階段，同樣要作決定，畢業後又要為工作而抉擇。除了工作以

外，戀愛、婚姻、生兒育女等等 都要作選擇，我相信人由懂事開

始就要學習如何為自己抉擇。

作為基督徒，我們為自己的人生作抉擇的時候，是否讓神作

主，還是由我作主呢？ 依我個人的體會，當我們願意神塑造我們

的一生的時候，我們的屬靈生命就開始更新。很多時候，我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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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第一部：面對真實的自我 生命的更新與重整 ｜ 7

是願意將生命的一小部份交給神掌管，不過神卻不斷教導我們踏

出信心的第一步，將自己全然的交託在祂的手中。我記得我在德

國的時候，每年都要申請獎學金續期，我可以說今年不知道明年

是否有錢繼續讀下去，若果獎學金續期不成功，不單我一個人受

影響，我和太太及女兒都受影響，所以我們每天都為為明年的獎

學金續期祈禱，結果我六年裏都可以有獎學金，我若果說是奇蹟

亦不算誇張。各位弟兄姊妹，你亦可以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將你

的生命前途交在神的手中，讓祂帶領，經歷祂的真實。神的信實

廣大，祂不會令人失望。

基督徒追求生命的重整

馬太福音五章20至26節教訓我們要追求比法利賽人更高的公

義。法利賽人只要求自己不可殺人，但耶穌說若果我們向弟兄姊

妹動怒，對弟兄姊妹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難免承受地獄之火。若

果我們在祭壇上獻祭的時候，想起弟兄向我們懷怨，就把禮物留

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當我讀這段經文的時

候，心裏想，很多時候，當我們經歷挫折，受了委屈以後，心中

充滿憤怒、仇恨，腦海中就浮現報復的念頭。我們覺得自己吃了

虧，內心總有放不下的重擔，心中總有些死結，有足夠的理由討

回自己所失去，所應得的一切。

其實人生最痛苦的就是將自己困在過去的痛苦經驗裏自怨自

艾，不斷重述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若果從基督徒信仰的角度

來看，當我們仍然未能清理這種自憐心態的時候，怎能領略耶穌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痛是何等的大？若果我們心中有難言的

痛苦，可以遙望着十字架上的耶穌，因為主耶穌最了解我們，祂

在十字架上的寬容必定能夠激發我們積極地面對痛苦。

我在德國的六年，最大的收穫不單是知識的增加，而且有

機會真正面對自己。感謝主，我有機會學習如何疏導自己不滿的

情緒。總而言之，只要我們心中不記仇恨，忠厚待人，神必然保

守我們的腳步；若果我們留有餘地，讓他人有發展空間，人際間

的矛盾自然減少，在教會中不少人希望有機會事奉上帝，發揮自

己， 貢獻教會。所以我們要懂得如何建立別人，幫助別人。

或許有些時候，我們經歷一些挫折，覺得被人排斥、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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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第一部：面對真實的自我 生命的更新與重整 ｜ 9

愚弄、被人踐踏，但不要忘記，上帝是公義的主、施恩的主，祂

不會撇下我們為孤兒，在我們窮途末路的時候，祂會為我們開一

條出路。我們不必花精神去為加害我們的人憤怒，這是浪費時

間，在我們面前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就讓過去的成為

過去。求主幫助我們忘記創傷的經驗，幫助我們心裏清潔，不存

報復的心，欣然承受現實中的苦難。沒錯，被人欺負，必然不會

好受，但是我們應該求主幫助我們有清潔的心，並且積極面對人

生。若果我們內心不存報復，不存仇恨的意念，很多事情是會奇

妙地發生的。羅馬書八章28節教訓我們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

帝的人得益處。求主幫助我們將自己內心的不滿，交給在十字架

上為人類受苦受死的主耶穌，祂會親自安慰我們的傷痛，祂以慈

愛還辱罵，祂以寬容對待將祂置諸死地的人，這是福音的真正含

意。求主幫助我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凡事站在別人的處境去

替人切想，以主耶穌基督的愛去面對各種各類的人。

彼得前書三章8至9節教訓我們：「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

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不以惡報惡，以

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

氣。」或許當我們覺得世間人情冷暖的時候，我們嘗試放開一

點，寬容一點，首先去體諒別人，而不是要求別人體諒自己。或

許在我們付出愛與關懷那一刻，會感受主耶穌的同在，祂親自用

言語不能表達的那份憐憫安慰我們。

總結

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成長需要不斷在生命上更新與重整，更新

是指生命方向上的更新，不再以世俗的價值標準作為人生最終的

取向，有衣有食，就知足感謝。生命上的重整，包括清理內心的

矛盾、鬱結，將藏在心底的負面情緒好好疏導和處理，讓我們從

積極的角度看人生，看神的呼召。在我們成長的歷程，難免在心

靈的深處留下受創傷的經歷，作為基督徒，信仰能夠幫助我們突

破自己，讓我們在默想耶穌十架的受苦中獲得生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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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聖靈 ｜ 1110 ｜ 第一部：面對真實的自我

反思問題

a. 你是否渴望生命上獲得更新呢 ?

b. 你是否願意被神重整人生呢 ?

c. 你是否認真地作基督徒，實踐信仰呢 ?

 經歷聖靈
哥林多後書五章1至11節

引言

很多時候我們處理關於聖靈的課題，都是選取聖靈恩賜的經

文，例如哥林多前書十二章；或者隨從聖靈與隨從肉體的分別，

例如羅馬書八章。筆者處理聖靈論，會在教義神學兩大範疇討

論：第一是三一論，從聖父、聖子、聖靈的位格關係看聖靈的位

格性；第二是教會論，使徒信經先認信聖靈，然後認信教會。我

發現林後5:1~11是一段關於聖靈的經文，卻很少被重視。所以，

我覺得值得與弟兄姊妹分享。

聖靈作為得永生的憑據

林後5:5指出聖靈是給我們作憑據，究竟是甚麼憑據？就是

永生的憑據。林後5:1~4提出在世的人生好比地上的帳棚，終有一

天被拆毀。我們在世生活嘆息勞苦，等待進入永生，好比住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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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第一部：面對真實的自我 經歷聖靈 ｜ 13

上的房屋。保羅又用衣服形容人生，人渴望天上的房屋，就好像

人渴望脫下舊的衣裳，穿上新的衣裳一樣。保羅在這段經文強調

上帝賜下聖靈，讓人肯定自己得着永生的憑據。在其他經文裏會

強調聖靈不同的向度，例如被聖靈充滿可以用其他地方語言講道

（徒2）。保羅悔改歸主後，亞拿尼亞為他祈禱，使他眼睛能夠

看見，並且被聖靈充滿（徒 9:17）。保羅被聖靈充滿並非一時衝

動，而是一生持續地事奉上帝。當然，保羅是個別例子，並非所

有人可以做到。事實上，保羅沒有單單從自己的屬靈經歷作為對

所有基督徒的要求。保羅提出每個基督徒都經歷聖靈充滿，使他

確實知道永生的確據。究竟我們有永生的確據，對我們生活有甚

麼影響呢？這段經文提出兩個重要信息：憑信心行事和立志討主

喜悅，這在下文會有所交代。

筆者認為聖靈充滿可以有很多不同表現形式，包括：講方

言祈禱、宣告神蹟醫治、趕鬼釋放、激情地拋棄一切跟隨主、委

身事奉上帝、專心地作基督徒等等，還有很多其他形式。筆者不

曉得用方言祈禱，不過筆者可以用德語講道。其實，很多宣教士

都可以用當地語言講道。這都是聖靈的工作，不過學外語的人必

須有決心、有毅力、不怕失敗、依靠聖靈的力量克服困難。筆者

提出林後5:1~11的目的，就是鼓勵弟兄姊妹不要把聖靈充滿看作

片刻特殊高峰的經驗。當然，上帝可以讓人有非常特別的屬靈經

歷，不過這並非人可以強求或者操縱的。林後5:1~11提醒我們，

思考人生的短暫，我們沒法留下甚麼，當我們死亡後，甚麼都不

屬於自己。若果我們現在開始追尋關於永恆的價值，當我們離開

世界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後悔。聖靈充滿使人有永生的盼望和確

據，使人在世上生活有明確的人生目標。若果我們感覺人生很煩

惱，很多受傷的經驗，希望在激情的氣氛底下忘記心中的困惱，

找到一個心靈可以休息的空間，自然覺得某些特會很有幫助。不

過，片刻被釋放的感覺是短暫的；我們需要的是找到看事情的新

觀點，一個從神而來的視角。當我們能夠從永恆的角度看現在，

很多成敗得失、恩怨情仇都可以解決。聖靈充滿確實可以釋放我

們。更重要的是找到永恆，才可以改變我們的人生。

憑信心行事

林後5:6~7記載：「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

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不是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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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第一部：面對真實的自我 經歷聖靈 ｜ 15

着眼見。」這兩節經文教訓我們既然有聖靈作永生的憑據，就應

該時常坦然無懼生活。聖靈充滿隨之而來的是對永生的認知，曉

得生活在世界，就還未與主完全親近，換句話說就是仍然與主有

距離。林後5:7提醒我們活在世界裏，必然受着世界的時間空間

限制，令我們憑着眼見行事。當我們深入反思保羅這節經文的意

思，我們確實是慣性憑眼見作決定。這種處事方式、決策方式，

其實與一般人沒有分別。作基督徒的其中一個挑戰，就是引用一

般人的眼光思考屬靈的事。結果，這類基督徒首先為自己的人

生做好規劃，計算清楚風險，然後過自己設定的基督徒生活。可

想而知，他們會把教會生活變成規律一部份，習慣化、形式化，

甚至僵化。有些基督徒不滿意自己的教會生活變得機械化，就努

力投身推動敬拜讚美的行列。有些則委身於各類的事工、運動裏

去。憑信心行事首先要在思維上有突破固有想法的勇氣，尋求更

高的價值。保羅提醒我們，被聖靈充滿，就會追尋更高的價值。

有些人對被聖靈充滿的理解充滿動感和能力，能人所不能。

對於中年人來說，可以是內心仍然有追尋更高價值的渴望。為甚

麼有人願意不收分文做義工呢? 因為工作上的競爭、個人的成就

已經不是他的目標，他只是為了幫助別人成功而努力。有些人仍

然在掙扎，擔心家庭的經濟需要，期望保住飯碗，不願意踏上一

步，實踐心中追尋更高價值的渴望。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是可

以「豁出去」的人。他十分清楚活在肉身之下，就承受着它的好

處和局限。當人的內心掙扎是否需要改變現狀的時候，他要十分

清楚任何改變都充滿風險。任何一個決定都會超過他的評估。憑

信心走出第一步，亦意味放棄眼前所能夠擁有的。一個被聖靈充

滿的人，就是在面對內心掙扎的時候，順服聖靈的引領。一個被

聖靈充滿的人，可以是激情地帶領敬拜讚美，也可以面對內心矛

盾掙扎的時候，可以從容地抉擇，放下手上擁有的和可以繼續擁

有的；變成一個普通人。在各位人生旅程中，上帝不斷提醒你憑

信心行事，不要被肉眼所看見的遮掩你的視線。你有沒有追求聖

靈的充滿，順服上帝的帶領呢?

立志討主喜悅

林後5:8~9記載：「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

同住。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

主的喜悅。」這兩節經文教訓我們坦然無懼盼望永恆的生命。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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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永恆生命並非逃避現實或者厭世；而是看透萬事，凡事要得

主的喜悅。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應該是一個「有所為，有所

不為」的人。有所為，因為是神交託的使命。有所不為，是因

為做人有底線。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是能夠承受孤寂的人。因

為你要走自己的路，會感到壓力和孤單。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是一個尋求從上帝眼光看自己的人。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你，也不

會動搖你對自己的了解。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會非常敏感那些

行為是披着屬靈的外衣進行，自己謹慎自己的腳步。一個被聖靈

充滿的人，經常反問自己所做的是否有長遠作用。若果合上帝心

意，表面上不被看好的事可以有意想不到的結果。相反，若果

不合上帝心意，任憑你將最好的資源投放下去，結果也可以是

原地踏步。筆者舉一個例子，就是2005年起，筆者思想為甚麼

1991~1997年與太太到德國漢堡進修，究竟這段時間的經歷與筆

者整個人生有甚麼關係？對筆者來說，人生分開兩個時段，筆者

希望尋找兩者在上帝旨意裏有甚麼關係。難道六年海外生活經

驗，就只是為了獲得學位，其它就一片空白嗎？當筆者祈禱反省

的時候，除了發現要加強德語神學研究外，另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幫助德國華人教會。對於加強德語神學研究，筆者覺得可以

應付，基本上筆者閱讀德語神學著作沒有困難；不過幫助德國華

人教會就並不容易，甚至超過筆者可以應付的。筆者在幫助德國

華人教會的事情上，需要學習愛心包容和接納，常常反省自己是

否用高姿態與人相處，令人感到不受尊重。很多時候，熱心事奉

的人會「好心做壞事」。更重要的是筆者不斷反問自己，幫助別

人是否為了證明自己，還是真正以對方的益處考慮。林後5:10教

訓我們：「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

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因此，我們需要立志討主喜

悅，不是按照自己的喜惡行事。

總結

教會相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一上帝，教會強調聖靈十分正

常。整本聖經有很多地方關於聖靈的工作，我們不能忽略。面對

高舉聖靈的同道，我們互相尊重。同時，我們慎思明辨，選擇正

確的教導，客觀中肯的立場。願主祝福各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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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反思

a.  基督徒追求被聖靈充滿是正常的事，你渴望被聖靈充滿嗎？

b. 被聖靈充滿的人對上帝有信心，你的屬靈光境如何呢？

c. 被聖靈充滿的人願意過討主喜悅的事，你願意嗎？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裏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44至49節

引言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筆者分享聖經的信息。筆者講道的題目

是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裏」，經文是路加福音二十三

章44至49節，內容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耶穌受死天昏地

暗」，第二部份是「耶穌順服至死」，第三部份是「人歸榮耀與

上帝」。

耶穌受死天昏地暗

路23:44~49記載耶穌基督在十字架受死的情況，天地都昏

暗，日頭變黑、聖殿裏的幔子都裂開。上帝的獨生兒子被判決死

在十字架上。雖然耶穌基督只死了一次，而且是二千年前的事。

今日我們不會遇見耶穌基督受死當日天地都昏暗，日頭變黑、聖

殿裏的幔子都裂開的情景；但是當我們想到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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