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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 

罪的盤踞 

作者：梁家麟 

經文：哥林多後書六 11-18 

6:11 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 

6:12 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 

6:13 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6:1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

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6:15 基督和彼列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  

6:16 上帝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

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  

6: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

就收納你們。 

6: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我們再三思考這段經文，它對我們的現實生活有太重要的啟示。 

 

保羅徵引了以賽亞書（五二 11）和以西結書（十一 17；二十 34，41）四句

舊約經文，說明上帝願意收納我們做祂的子民、祂的兒女，祂且要在我們中間

來往居住。因此，我們必須敬虔自守，使自己與世人分別出來，不要沾不潔淨

的東西，好使身子配蒙上帝駐蹕。「上帝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

是要我們成為聖潔。」（帖前四 7） 

 

一句話：基督徒不得與罪（而非罪人）相交。 

 

弟兄姊妹，我們切不可對罪作任何的妥協。這可是一個極其簡單、又至為

寶貴的真理；不過要實踐起來，倒也頗費勁兒。「成聖需用工夫。」 

 

身處罪惡滔天的世界，活在一個與基督徒的道德標準截然不同的人群中，

要完全避免罪的引誘，剷除所有可能教我們跌倒的因素，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走在鬧市，放眼望去，看到的儘是黃色招牌、黃色書刊，聽到的亦多是下流邪

惡的說話。除非我們與世隔絕，不與世人並居，不然根本無可逃遁，防不勝

防。我們所能做的，是儘量於罪惡在自身萌生的當下，迅速撲滅掉它，不讓它

發芽成長。這是所謂杜漸防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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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們的視線偶然接觸到一些淫穢不潔的東西，聽到一些鄙俗褻瀆的話

題，便要立即抽身而出，關閉感官的接收器，遠離這些教我們心猿意馬的試

探，不使自己在罪惡中耽擱。要是我們心中突然冒出一個惡念，諸如對人的嫉

妒、仇恨、淫念或其他污穢的思想，便當即時狠狠地予以鎮壓，強力將之除

去，不要容讓其在腦海中有進一步孳長的機會。我們可以摔摔頭，責備自己兩

句：「別想這些壞東西！」又或者中斷思想，將注意力轉移至別的建設性的事

上；甚至用暴力掌摑自己一下亦無不可（當然我們毋須做到天主教的苦修士或

信徒行功時自我鞭笞[flagellation]的地步）。總言之，不要給魔鬼留地步，不要

陷溺於罪惡中。 

 

我們無法防範讓自己看到第一眼的罪惡，卻必須努力不讓第二眼發生；我

們毋庸為第一個惡念負責，卻得為這個惡念的繼續盤旋而自承罪衍。「第二」

才是算數的。 

尤其要緊的是，我們不要讓惡念兌現成真正的惡行。 

 

弟兄姊妹，請別誤會我在這裏宣揚「行為得救」的觀念，認為基督徒必須

藉着嘉言善行來討上帝喜悅，若在信主以後繼續犯罪，便會觸怒上帝，導致失

落救恩；我也沒有採納了天主教律法主義的主張，以為基督徒的一生必須做到

收支平衡，功（merits）過（demerits）相抵，要是在離世前尚有罪債未曾清

償，將無法直接進入天堂。我沒有以上的想法。我不認為基督徒之所以要避免

在受洗後犯罪（Post-baptismal sin），乃是因為後者會取締了基督為他成就的

救贖工程。 

 

我關心的不是犯一條罪會招來怎樣的懲罰的問題，而是犯罪的行為本身對

基督徒的生命所造成的破壞作用。也許孤立的一條兩條罪，並沒有甚麼大不了

的影響，我們甚至還可說「罪在那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羅五 20）但

是，犯罪卻甚少是孤立的事件，它總是在人的生命中，帶來連鎖性的影響；而

這些連鎖性的影響，才是真箇致命的。 

 

思想: 

 

是的，我們關心的不是單個的罪，而是罪在生命裏的盤踞，形成轄制我們的權

勢，並對我們的屬靈生命造成長期的腐蝕破壞。 

弟兄姊妹，我們循這思路作一些個人省察：「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

（詩一三九 24）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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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 

向罪封閉 

作者：梁家麟 

經文：哥林多後書六 11-18 

6:11 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 

6:12 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 

6:13 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6:1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

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6:15 基督和彼列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  

6:16 上帝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

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  

6: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

就收納你們。 

6: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最後一天思考向罪封閉的問題。 

 

當我有意或不慎犯了一個罪以後，最好的處理方法是立即誠心認罪悔改，

不為自己作任何掩飾辯護；但人的反應通常都不是這樣的。（能時常如此做

的，必定是個高度自律自覺的人，他的犯罪機會也不會太多。因為要維持這個

真誠認罪的態度，較諸保守自己不犯罪還困難呢！）我最正常的反應，是為自

己尋找各樣開脫的藉口，要非能徹底將所犯的罪辯解成不是罪，亦得減低其嚴

重程度，及突顯自己犯罪的正常性與不可避免性，好消除因犯罪而帶來良心的

不安。 

 

人總是會為自己的錯誤辯護的，而他也總能成功地為自己辯護（因為他在

自說自話，只有被告而無原告嘛）。要是我做出某個罪行，我一定可以尋着使

自己得開脫的藉口；最一般性的如「人誰無過」啦，「聖人都會失手」啦，

「小玼不掩瑜」啦，「我的道德表現其實已在一般水平以上」啦……諸如此

類。連十歲小童，都可以在每次做錯事後尋得開脫的理由（我從未看到有人詞

窮理屈的），又何況我們這群聰明十倍也狡猾十倍的成年人呢。 

 

一旦為自己的罪尋得開脫罪責的理由，我們嗣彼便甚難再理直氣壯地拒絕

同樣的罪，因為我們已為該罪的存在賦予若干程度的合理性，解除了對它的理

性防禦武裝；在缺乏理性的支撐下，我們的意志將難以作出堅強的守護，結果

很容易便重蹈覆轍，一而再地犯上相同的罪。（吸食第一口毒品並不會讓人染

上毒癮，但所有染上毒癮的人皆由第一口毒品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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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雪球般愈滾愈大，我們對某個罪採取寬宏的態度，便自然地對別的罪也

開放起來。甚少人會慣性地犯一種罪，卻對別的罪嚴加防範的；在多數情況

下，我們或是對所有的罪皆儆醒提防，或是都採取不設防的放任態度。畢竟在

自知私生活的某個片段不夠檢點、人格不完整、表裏不一致以後，我們便整體

地失去了道德勇氣，很難再嚴於律己，一點一劃地兌現信仰的要求，費工夫追

求成聖了。反正一件是穢，兩件也不過是一樣穢吧。 

 

如此在最後，我們自行解除了對所有罪的防範，不再要求自己改過遷善，

不再相信自己確能改過遷善。我們或是對道德絕望，或是對自己的道德能力絕

望。我們在追求成聖的道路上自暴自棄了。 

 

要是我們仍然留在教會裏，很易便成為人格分裂的偽君子（耶穌說的「假

冒為善」），口說一套，實際做的是另外一套。我們不相信自己或他人所說的

理想，甚至故意地將罪惡合理化了。 

 

曾有次不小心讓一根小木刺戳破了手臂，我以為已立即清除了它，孰知尚

有一小截殘餘在皮膚裏面；結果外面的傷口癒合了，看不到與受傷前有何不

同，但裏面的肌肉卻因餘刺而潰爛。 

 

看，不是一條罪兩條罪會否破壞我們的救恩的問題，而是犯罪的行動本身

腐蝕我們的屬靈生命，教我們失去對罪的防範，放棄對信仰一致性與人格完整

的堅持，結果使我們的屬靈生命爛掉。所以，基督徒必須嚴嚴地守護自己，隨

從聖靈的引導，不要讓罪惡的念頭滋生，不要教惡念變成惡行。 

 

耶穌曾嚴厲地教訓門徒說：「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就

砍下來丟掉；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強如有兩手兩腳，被丟在

永火裏。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來丟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

生，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裏。」（太十八 8~9）恐怖吧！但這樣的話

耶穌可說過不止一次呢。（參太五 29~30） 

 

思想: 

 

總結一句：我們對真理開放，對罪卻持絕對封閉的態度。這是你的信仰和人生

態度嗎？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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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 

清潔的心 

作者：梁家麟 

經文：哥林多後書七 1-4 

7:1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

的污穢，敬畏上帝，得以成聖。 

7:2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

宜。 

7:3 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經說過，你們常在我們心裏，情願與

你們同生同死。 

7:4 我大大的放膽，向你們說話；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

患難中分外的快樂。 

 

保羅呼籲哥林多信徒跟他消除誤會，彼此和解。在一 13~14，保羅提到哥林

多信徒對他有部分的認識，而他期望他們對他能有充分的認識，這話意含他們

對他仍有若干的誤會；這些誤會造成了互相的不信任。如今，既然懲治背道者

的事件已成過去，他們便可以放下成見，冰釋前嫌，回復和好如初的關係。 

 

跟保羅重修關係的大前題是：哥林多信徒得在保羅和假師傅之間二擇其

一，不能兩者兼取，否則很快他們便又因跟保羅意見不合而產生誤會和對立。

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對哥林多信徒而言，他們選擇保羅，不僅是選擇一個

正確的、較佳的師傅；其實也是在屬上帝與屬撒但、聖潔的與污穢的之間二擇

其一。他們既是真實的信仰者，便不應跟假師傅走在一起，否則將會被勾引偏

離真道。 

 

所以在七 1，保羅首先勸勉哥林多信徒去罪成聖：「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

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上帝，得以成

聖。」「這等應許」指的是成為上帝的殿和作祂的子民的應許。「去罪」在這

裏不僅是道德性的，也是社會性的，就是不要跟不信者來往。 

 

在與假師傅割蓆的同時，保羅勸勉他們跟他修和：「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

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七 2）他重申自

己是可信的，從未虧負過人、敗壞過人，或佔人的便宜；所以他才是跟哥林多

信徒相配相合的人，才是他們往來的對象，不會因往來而陷墮到污穢裏。 

 

未曾虧負誰：保羅強調他的職事是使人受益而不是使人受損的。倒是在七

12，他提到有人是虧欠者，或許這正是二 5~11 所提到的背道者，此人曾經虧欠

過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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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敗壞誰：保羅的職事是造就人的生命而不是敗壞人的生命。他曾在林

前三 17 嚴詞警告，任何敗壞上帝的殿的人，上帝必會敗壞該人。不過，他多次

被人誣陷或誤會，認為他的教導敗壞了信徒的靈命。他為此作出辯正，申明他

一切所做的都是造就性的，目的是要建立生命而非敗壞生命。他反倒指哥林多

信徒所推崇的那些假師傅和超級使徒才會敗壞他們的生命哩（參十一 3）。 

 

未曾佔誰的便宜：保羅力證他傳道不為利，也不伸張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明明是有資格索取的，也因不願累及人而放棄了。他在十二 7~8，便慷慨激昂

地申明從未佔人便宜，要求對他作此批評的人提出具體證據。這是一個為福音

而願意犧牲一切的傳道者。 

 

在作以上個人辯解時，保羅牢記他所期待的是與哥林多信徒修和，現今不

是要吵架或搞對立，所以立即補充說：「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

經說過，你們常在我們心裏，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膽，向你們說

話；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3~4） 

 

保羅愛哥林多信徒，他們常在他的心裏；他是他們的屬靈父親，他願意為

他們付出包括生命在內的代價；他以他們為榮，一想到他們便感到快樂，甚至

能輕看眼前的苦楚；他對他們充滿信任，他在此無意定他們的罪，只希望說造

就性的話。 

 

思想: 

 

保羅在第 4 節用的四個動詞：說話坦誠、完全信任、滿有鼓勵、常常喜樂；我

希望這是我們面對自己所參與和服侍的信徒群體時的共同感受。 

我們首先讓自己的心清潔，然後期待別人同樣以清潔的心來跟我們相處。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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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 

困境之中 

作者：梁家麟 

經文：哥林多後書七 5-7 

7:5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

戰，內有懼怕。 

7:6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上帝，藉着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7:7 不但藉着他來，也藉着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

想念、哀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叫我更加歡喜。 

 

這裏，保羅具體講述他最近的事奉遭遇，這好像是接回二 12~13 的話題。 

在二 12~13，保羅曾對他的傳道行程做了一個簡單說明。他不久前由以弗所

出發，途經特羅亞，即亞西亞的海岸，在那裏停留傳福音，主為他開了門，有

很好的福音機會。保羅原來計劃等待提多前往與他會合，但提多卻因故未能前

往，保羅心裏覺着不安，結果放下特羅亞這個機會甚好的地方，轉而前往希臘

半島的馬其頓。 

 

兩節經文交代得非常簡略，我們無法靠此而了解保羅在這個時期的宣教行

程和具體的工作情況。譬如說，他明明要從以弗所前往馬其頓，為何在亞西亞

停留？特羅亞的福音機會甚佳，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提多為甚麼不能如約前往

特羅亞與保羅會合，他當時身在何處？還有，為甚麼提多的前來對保羅這麼重

要，他不來，保羅便心中不安，甚至寧願放棄在特羅亞大好的福音機會？ 

 

連同這三節聖經，我們大抵推敲出事件的始末緣由。可以確定以下三個事

實： 

一. 提多沒有按照計劃前赴特羅亞與保羅會合，是因他當時身在哥林多；直

到保羅前往馬其頓以後，提多才趕到那裏與他會合。提多前往哥林多，是為了

處理哥林多教會的罪惡和紛爭問題，他很可能是奉保羅的差遣而去，將那封嚴

厲的信交到哥林多信徒手裏。這樣亦解釋了保羅為甚麼急於與提多見面，為何

因提多不來便心中不安。保羅既掛心提多，也掛心哥林多教會，他急於知道提

多在哥林多教會辦事是否順利。 

 

二. 至於提多為何遲到，沒有按計劃到特羅亞與保羅會合？原因很可能是他

在哥林多教會協調處理背道者的問題，並不太順利。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事

件最終得着圓滿解決，哥林多教會終於遵照保羅的吩咐，處分了犯罪的人，並

且向保羅表達悔意。提多將這個消息告訴保羅，令保羅大得安慰。 

 



 

8 
 

三. 保羅雖然說上帝在特羅亞為他們開了福音的門，但從七 5~7 看，他的傳

教情況並不理想，「身體也不得安寧」可能是指生病了，而「周圍遭患難，外

有爭戰，內有懼怕」，既可能是來自教外人士的排擠與攻擊，亦可能是出於不

同地方的牧者和信徒的批評和猜忌。保羅與提摩太感到孤立無援，情緒低落，

所以他們渴望提多盡快前來會合，除了是希望從提多口中得知哥林多教會的情

況外，亦是為了使這個佈道團能有多一位生力軍，多一個支持者。 

 

從保羅敘述的事實，我們感受到他在傳福音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辛。這肯

定不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景象。長途跋涉，身心疲乏，健康受損，並且奔走於不

同地區，應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教外人士的攻擊，教內信徒的誤會，其他同

工的嫉妒猜忌，還有同工配搭、行程安排的不順暢，被迫修訂原來的計劃。而

在修改了原來計劃後，保羅還得向受影響的人道歉，接受他們的不諒解和責

難。保羅不能指望別人同情他的難處，卻只能將別人的難處統統擔在身上。 

 

傳福音是一個艱苦的使命。保羅在這裏敢於向哥林多信徒揭示他的困難和

軟弱，他沒有將自己打扮成屬靈巨人的形象。 

 

保羅在馬其頓面對極大的困境，外憂內患，外內交煎，身心靈都經受極大

壓力。就在這個境況下，他和他的團隊經歷上帝的安慰。 

 

這安慰是怎麼來的？表面上看，是提多前來向保羅匯報哥林多教會的情

況，帶來令人鼓舞的消息，包括哥林多信徒願意與保羅重修舊好，聽從他的吩

咐而行。但屬靈的真相是，一切都是上帝的奇妙作為，祂是安慰人的上帝，祂

首先改變了哥林多信徒的心，藉這些改變而安慰了在他們中間的提多，然後提

多再把他所得的安慰帶給保羅，使保羅也得着相同的安慰。 

 

上帝是安慰喪氣者的上帝。早在卷首的祝福語裏，保羅已花了相當篇幅來

說明上帝在人的患難中賜下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

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

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一

4~6） 

 

思想: 

 

將祝福的話放在這個脈絡中，便看到它不是空洞的屬靈套話，而是有血有肉的

真實經驗和體悟。我不會因此便推論說「患難中的安慰」是林後的主題，卻相

信保羅在寫這封信時，心中充滿着這樣的體驗和確信。 

我們都確信上帝是安慰喪氣之人的上帝，我們在患難中得蒙祂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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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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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 

此生無憾 

作者：梁家麟 

經文：哥林多後書七 8-10 

7:8 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

叫你們憂愁，不過是暫時的。 

7:9 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你們依着

上帝的意思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 

7:10 因為依着上帝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

的憂愁是叫人死。 

 

保羅重提他所寫的第二封信，就是那封措詞嚴厲，並且帶給他和哥林多信

徒極大傷痛的信。 

 

他曾為寫了這封信而感到後悔，擔心這樣的信會對哥林多教會造成太大的

傷害，甚或終極性地破壞了他和他們的關係。但往後發展卻使他消除了這個擔

心。因為這信帶給哥林多信徒的痛苦是短暫性的，特別是痛苦產生了正面的後

果，便是他們為從前的行為感到後悔，改弦易轍地跟隨保羅的訓示而行。保羅

以略帶玩弄詞句的口吻說：要是他們後悔，他便不後悔了。要是哥林多信徒沒

因此信而產生後悔，他才為寫了此信而後悔；但情況剛好不是這樣，所以他們

後悔，他不後悔。 

 

保羅玩弄詞句說：當哥林多信徒感到痛苦時，保羅便感到歡喜了。他不是

心理變態，以信徒的痛苦為樂；而是因看到他們的痛苦可以產生正面的效果，

這正面的效果是教他們長遠獲益而不是受虧損，至終也會為他們引來快樂的，

所以他便因這個快樂的預見而首先快樂。 

 

將短暫與長遠相對照，輕看眼前的而追求將來的，保羅保持一貫的末世視

野。他以這個末世視野做了一個屬靈定律，也可以說是對事件所總結出的一個

屬靈教訓：「因為依着上帝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

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10） 

 

「依着上帝的意思」就是上帝所願意、所期待的。保羅區分出從上帝來的

憂愁和世俗的憂愁，前者最終引向得救；後者則叫人滅亡。從上帝來的憂愁，

可以生出沒有後悔的後悔，就是如今為所犯的過錯後悔，後來則不會為此後悔

而後悔，不會為曾經歷此番的憂愁痛苦而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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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後悔的懊悔」：後面的「懊悔」應是遺憾的意思。我不介意不斷為

所犯的罪後悔，卻只求此生無憾；我期望在離開人間的日子，回顧所走過的路

時，不會有任何的遺憾。 

 

這是聖經一貫的教導觀：上帝所愛的，祂必管教（來十二 6）。由於上帝的

管教是出於愛，所以被管教的結果總是正面的，我們悔改離罪，與上帝重建關

係。在接受管教時，我們會有痛苦難受的感覺；但管教是讓我們的屬靈生命得

以突破成長的重要途徑，苦盡甘來。因此，被上帝責打並非最可怕的事情，祂

任憑我們犯罪，掩面不顧我們，才是真箇可怕的。 

 

思想: 

 

「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祂撕裂我們，也必醫治；祂打傷我們，也必纏

裹。」（何六 1） 

弟兄姊妹，趕快為所犯的錯後悔吧。此刻短暫後悔，換來一生無憾，這是多划

算的事呢。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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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  

生命建造 

作者：梁家麟 

經文：哥林多後書七 11-13 

7:11 你看，你們依着上帝的意思憂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訴、自恨、

恐懼、想念、熱心、責罰；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 

7:12 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

乃要在上帝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 

7:13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並且在安慰之中，因你們眾人使提多心裏暢快歡喜，

我們就更加歡喜了。 

 

保羅以哥林多信徒的具體情況，作為他所訂定的屬靈定律的例證。當哥林

多信徒出現了上帝所期待的憂愁以後，便生出了積極行動（殷勤）的決心，又

有自我控訴、自我批評、敬畏（上帝）、想念（保羅）、重燃熱心和進行責罰

等一連串的行動。這些行動都說明他們是在上帝面前悔改更新了，不再留在污

穢的地步，得以潔淨了。 

 

過程並非不重要，但結果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曾經失足跌倒，曾經誤入歧

途，這固然是可惜的事；但要是我們在跌倒與偏離後能悔改回轉，走回正路之

上，並且從失敗的經歷中有所反省和學習，以至我們在屬靈生命和事奉能力上

都有進步，那所曾繳付的學費便划算了。 

 

人生是個歷程。對基督徒而言，這是一個鍛造屬靈生命，使之成長和成熟

的過程；當然亦是努力實踐福音使命，將上帝在每個人生命裏的旨意成就出來

的過程。歷程中的得失成敗、喜怒哀樂都不是最重要的；能夠走完整個歷程，

抵達目的地，完成任務，才是至關要緊的。只要我們最終按照上帝的心意完成

歷程，那回望所走過的每一步，便都可發現其中的正面意義，明白聖經所說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的意義。 

 

保羅最後據此說明他寫前信的動機：「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卻不是為

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乃要在上帝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

心，表明出來。」保羅斥責異端，斥責傳錯誤信息的假師傅，但他卻不是為批

判異端和假師傅而做的，這不是他的主要關懷和使命；他所真正關注的是信

徒，讓他們擺脫異端和假師傅的影響，生命得以改變，才是他的使命所在。保

羅的關懷焦點不在於曾傷害他的人，也不關心自己所曾受的傷害；他所關心的

是哥林多信徒，只要他們悔改，他便感到安慰，只要他們長遠地得到快樂，他

便大得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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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這也是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提醒。傳道者是時代的守望者，我們

必須留心教會和社會的發展，注意各種異端邪說的孳生和發展情況，揭露撒但

在這個時代的各樣詭計，保護信徒不受牠的侵害。但我們的真正使命卻不在於

到處尋找和對抗撒但，不在於批判自由主義或靈恩運動或各種異端邪說，而在

於傳揚福音，闡明上帝的真理，建立信徒的生命。不要本末倒置，錯對事奉的

焦點。講壇主要不是用來批判異端，而是傳講聖經真理。耶穌基督在人間的主

要使命是成全，而不是拆毀；拆毀充其量是為建造而做的前期工夫，但惟有生

命的建造才有永恆的價值。 

 

我們要抵擋撒但，但我們並不為撒但而活，對抗撒但也不是基督徒在人間

的主要任務；上帝才是我們的生活中心，所要服侍的對象才是我們存活的價值

所在。 

 

思想: 

 

我常常說：時間這麼有限，要愛的人尚且未能關愛周全，怎麼還有餘暇恨人

呢？我只為那些愛我、而我又愛他們的人而活；其餘的人我只當作不相干的路

人甲，我對他們全無興趣，根本不會花時間來恨他們。我盡量讓自己的生活裏

只有愛而沒有恨。 

弟兄姊妹，讓我們立志為上帝和祂所交付我們的服侍對象而活，讓我們的心中

常存愛與喜樂。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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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 

愛沒退路 

作者：梁家麟 

經文：哥林多後書七 14-16 

7:14 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甚麼，也覺得沒有慚愧；因我對提多誇獎你們的話

成了真的；正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都是真的。 

7:15 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是怎樣恐懼戰兢的接待他，他愛你們的心

腸就越發熱了。 

7:16 我如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 

 

保羅宣稱，他從未失去對哥林多信徒的信心，就算是在跟他們的關係最僵

的時候，就算是他們拒絕承認他的身分和使命的時候，他仍沒有對他們絕望，

更沒有放棄他們的打算。他們或會放棄保羅，保羅卻沒有放棄他們。 

 

所以，保羅繼續寫信給他們，又差遣提多到他們中間。或許在他差遣提多

的時候，提多表示不願前往，說不相信此行有任何正面效果；但保羅卻對哥林

多信徒有不墜的信心，開口誇讚他們，堅持提多必須動程。無疑，保羅在他們

仍在悖逆他的時候，便對他們誇獎，是有點不切現實的；但事情最終的發展卻

說明了保羅的信心沒有落空，他們沒有辜負保羅的期望，這便教保羅心中歡

喜，也對他們十分放心了。 

 

必須指出，保羅這番話跟他前面所說的，是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是他真的

對哥林多信徒滿懷信心，他便不應在未收到他們的消息前有這麼大的焦慮，內

外交煎，甚至決定放棄馬其頓這個充滿機會的宣教工場了。應該說，保羅是既

有信心，又有擔心的，兩者糾纏在一起。事後孔明地說，當然是信心居首，憂

慮為次；但在結局尚未分曉之前，內心的忐忑卻仍是真實的。無論如何，他在

這裏表白一直以來都對哥林多信徒有信心，卻還是很具鼓勵性的。 

 

以父母養育子女為例，說父母能免去對子女所有的憂慮，那是不切實際

的。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我已活了快一個甲子，但只要三兩天沒打電話

給媽媽，她便非常掛心我的情況，既怕我沒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又怕我出門遭

遇意外。這不是無知老嫗的杞人憂天，而是母親的愛子情切，我當了父親以

後，便深切體會這樣的感受。但是，憂慮管憂慮，子女成長以後，父母便得放

手讓他們自行飛翔，畫出他們的天空，我們得對他們投下信心一票。我們對所

愛的人既有擔心，亦有信心；而信心必須蓋過擔心，信心主導我們對待子女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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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我的兒女有信心，我對我的學生有信心，我對教會的弟兄姊妹有信

心，我對所愛的人有信心。即或他們曾經失敗過、辜負過我們，我們仍得義無

反顧地繼續對他們保持信心；就算辜負了九十九遍，我們還是相信第一百遍。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用消極的說法：永遠不要對所愛的人絕

望。 

 

思想: 

 

我們或許未能達到保羅的信心境界，但這個功課仍值得學習：正如前面已說過

的，我們必須對人保持善意，對牧養的對象有信心，這是我們能堅立崗位、堅

持使命的重要根據。永遠不要懷疑自己所做的正面工作的果效，永遠不要放棄

上帝所交付給我的羊群。 

對於所愛的人，我們是沒有絕望和放棄的資格的。 

愛使我們沒有退路。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