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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Serve wholeheartedly, as if you were serving the Lord, not men.

聖工──這個在華人教會中習用的詞彙，在《中文和合本聖經》中卻找不

到，在英文中也沒有對應詞彙。所以，「聖工」一詞可以說是華人基督徒所

特有，也因此容易衍生專有的概念。揣測其來源，應該只是在「工」這個名

詞之前，給予一個「聖」的形容詞，用以和一般的工作做區別。又因為這是

宗教術語，所以這個所謂的「聖」之「工」，主要就是用以專指與神有關的

「神聖之工」。為了討論方便，在此就將「聖工」這個詞彙所區別的「神聖

之工」以外的工作，姑且稱為「俗工」，因為「神聖」（sacred）的對立概

念就是「世俗」（secular）。

回到一般人的概念，在教會裡面只要提到「聖工」，大概都是指為了神

或教會所作的工。例如，對外的宣道、對內的牧養，或是教會運作相關的庶

務、財務等工作。如之前所提到，這樣的用語是為了區別不同工作的方便；

也就是將這種與神或教會有關的工作──聖工，跟其他的工作──俗工，予

以區隔開來。做為溝通方便的語言詞彙，這樣的區隔定義其實無可厚非；但

若是根據這樣的詞彙定義，衍生出相關的教訓或教導，就有可能過於淺薄而

欠缺深刻的反省，甚至造成偏差。例如只有聖工是神聖的，俗工就不是；又

如聖工高於俗工；又或是聖工應該優先於俗工等。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想

法，也是本文主要想探討的。

間接聖工與直接聖工

若說聖工是為了神所作的工，那就要先釐清究竟神要人作什麼工？

以色列人十二個支派中，只有一個利未支派是被選出來從事宗教事務的

工作。在利未支派之中，只有一個家族──亞倫的後裔，是擔任祭司的工

作。雖然以色列民是神的選民，但從現實觀點來看，不可能每一個以色列人

都只從事拜神相關的工作，更不可能每個人都當祭司，否則獻給神的牛羊要

誰去牧養？大祭司的膏油要誰去榨取？說得更世俗一點的需要，神所賜的嗎

哪在以色列民進入迦南地時已經停止，則每個人日用的飲食要從哪裡來？所

以其他十一個支派的以色列人必須士農工商各服其職，並且將收入所得的十

分之一奉獻給神，實質上就是提供給利未人（包括祭司），做為宗教用途與

日常所需。

聖工伴我成長(下)

真作聖工的基督門徒
文／郭志忠  圖／安其

只要是照著神所賜的恩賜，順服神安排的境遇機會，盡本分去做，就都是榮神益人的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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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都在作「工」

工作佔人一生最主要的部分，除了睡

覺、飲食與休閒娛樂之外，幾乎都可看成是

工作。極端一點從物理學來說，所謂的

「工」（Work）是只要有出力移動就是作

工。1因此，可以說人一生的動作存留都是

在作工。

俗語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誠然，當人在睡覺休息時，其實是人體內部

不斷進行著細胞修補、代謝成長的工作。

現代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也發現，睡眠中作

夢，其實與人類的學習有密切關係。人醒著

時候所閱讀的資訊，必須在睡眠中進行「資

料整理建檔」的工作，才能獲得長遠的學習

效果。而人的學習與工作是分不開的，基本

上學習就是為了未來的工作作準備。所以睡

覺、飲食是為了工作而進行肉體上的休息與

準備；而休閒娛樂則可說是一種精神上的休

息與準備。

小孩子從遊戲中可以學習許多工作上所

需的技能。休閒娛樂帶給人精神上的放鬆，

也是為了下次上緊發條面對挑戰前的準備。

有一個關於使徒約翰的故事說道，有一天他

和一頭養馴了的鷓鴣遊戲，一個嚴肅而狹隘

的弟兄責備他浪費時間，約翰回答說：「常

常拉緊的弓很快就不能把箭直射。」2

人作工的動機為何？

既然人一輩子都可說在作工，但究竟所

為何來？若單從生物的角度出發，作工可說

是為了生存和繁衍，也就是為了自己活下

去，也為了照顧自己的家族成員可以活下去

而作所有的工。

所以十一個支派的以色列民其實是間接

從事聖工，而其功效與重要性跟直接作聖工

並沒有差別。每當百姓的信仰墮落，就沒有

按照律法奉獻十分之一，這時利未人就失去

生活的供養，必須自謀生計，以致於教導百

姓與會幕拜神的工作也跟著荒廢。因此，猶

大王希西家所展開的以色列王國歷史上最重

要的信仰復興運動中，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

是要求百姓恢復什一捐：

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將祭司、利未人

所應得的分給他們，使他們專心遵守耶和

華的律法。諭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初熟

的五榖、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產多多

送來，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來的極多。住

猶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猶大人也將牛羊的十

分之一，並分別為聖歸耶和華──他們神之

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盡都送來，積成堆

壘；從三月積起，到七月才完（代下三一

4-7）。

由此可見，一件聖工的完成，其背後是

包含了許多的俗工，例如：耕種田地、牧牛

養羊、榨油釀酒等。既然如此這些俗工豈能

說不是神聖之工呢？

更進一步來說，以色列人出生在哪個支

派，他的工作區分就被神所定了。假如沒有

生在利未支派，就不能從事會幕工作；假如

不是亞倫的子孫，就無法擔任祭司的工作。

所以這都是神所命定，要祂的選民各安其

職、各盡其分。既然這是神安排要各人去作

的工作，這樣豈不都是為神來作的工，豈不

都是聖工嗎？所以，只要是神所安排，期望

我們去作的工，都是聖工。

1.物理的定義：工＝力乘以施力方向移動的距離（W=F*S）

2.巴克萊，《約翰福音注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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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社會的角度出發，則人類還有在社

會中尋求力爭上游的動機，以掌握權力、分

配利益與獲得尊敬。因此人類還可能為了追

求名利權位而作工。這一點在有社會組織的

靈長類動物中也可以觀察得到，例如黑猩猩

社會中，年輕的黑猩猩會試圖挑戰當權的黑

猩猩。

但是做為萬物之靈的人類還有一項超越

萬物的傾向，就是會有所謂「成就感」或

「自我實現」的動機。人類會為了一種抽

象的成就感來工作，這是能夠進行抽象思考

的人類所獨有的特質。只是成就感太過抽象

無形，因此常常會以其他具體形式來體現，

也就是以作工的成果來做為成就的象徵。故

此，無論是前述為了生存需求或社會關係的

追求，最後都可能變成只是成就感的追求。

例如本來有衣有食就可生存，但是要追求生

活的更好、更富裕，累積更多貲財以顯成就

非凡。所以人們在社會上打拚，不斷競逐更

高的名利權位，其背後也隱含以此做為個人

成就光榮的象徵。

關於人類行為的動機，在心理學有許多

理論。例如美國猶太裔心理學家亞伯拉罕•

馬斯洛（AbrahamMaslow）提出著名的需求

層次理論（Need-hierarchytheory），是研

究組織激勵（motivation）時應用最廣泛的

理論。3幾乎所有的工作組織都會運用這些

人性的動機來給予工作的誘因。表一列舉了

一些因應人性需求的常見激勵措施，也就是

職場上的胡蘿蔔驅動驢子往前進的動機。

3.參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需求層次理論

註

表一：馬斯洛需求層次與對應之激勵措施

需求層次Need 說明 激勵措施

生理

Physiological
對食物、水、空氣和住房等需求

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給予更多的業餘時間和工

間休息、提高福利待遇

安全

Safety

對人身安全、生活穩定以及免遭

痛苦、威脅或疾病等的需求

強調規章制度、職業保障、福利待遇，並保護員工不

致失業，提供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退休福利

社會

Social

對友誼、愛情、接納、歸屬感以

及隸屬關係的需求

提供同事間社交往來機會，支持與贊許尋找和建立溫

馨和諧人際關係，開展有組織的體育比賽和集體聚會

尊重

Esteem

內在尊重，如自分地位、認可與

尊重

公開獎勵和表揚，強調工作任務的艱巨性以及成功所

需要的高超技巧，頒發榮譽獎章、刊登文章表揚、優

秀員工光榮榜

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

包括成長、發揮自我潛能、自我

實踐以及創造事物的需求

設計工作時運用複雜情況的適應策略，給有特長的人

委派特別任務，在設計工作和執行計畫時為下級留有

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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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聖工」

作任何工，都會包含動機、目標與手

段。動機是觸發我們作工的驅動力，目標是

我們作工所希望達成的結果，手段則是用來

達成結果的方式。例如吃飯的動機可能是生

物生存的本能；目標是要填飽肚子；手段則

可能透過外食由餐館提供。又例如一個社會

新鮮人上班工作的動機，可能是要有收入來

養活自己，也可能是為了吸引異性欣賞、期

待能建立配偶關係；而其目標可能是要工作

考績優良，五年內升任課長；而其手段可能

是早出晚歸、拚命加班，但也可能是動歪腦

筋，跟對主管、拍馬逢迎等。所以，聖工與

俗工的差異，不在工作內容，而在作工的動

機、目標與手段，是否合乎神的旨意。這當

中，動機是首先且最重要的一步。

前面說過，一般人作

工的動機都是來自於人性

內在各種層次的需求，如

生物生存的需求、社會關

係的需求以及成就的追求

等。但耶穌卻有一套不太

一樣的人生哲學教導，祂

在《馬太福音》六章24-34

節有清楚的論述，底下只

擷取結論：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

麼？喝什麼？穿什麼？這

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

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

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

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六31-33）。

這並不是說基督徒不需要工作，也不是

說信耶穌的人不再有生理需求，而是在強調

作工動機的差異。基督徒憑著信心，相信天

父真神會看顧自己的兒女，只要他們能夠照

著天父的旨意去行，也就是先求神國神義。

所以「追求神國神義」是基督徒作工的動

機。

正確動機──追求神國神義

神的國就是神作王掌管之地、神的旨意

實行之境。所以我們的心地尊奉神的旨意就

是神國，我們的一言一行照神的旨意行，就

是實現神國。神的義乃是因為神的旨意被實

行所成就的義。所以神的國就是我們得救更

新、稱義成聖的生命境界，神的義就是我們

達到神國生命境界所結的義果。基督徒先求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祢的名傳道，奉祢的

名趕鬼，奉祢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

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太七22-23）



36
期2010.11 398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Serve wholeheartedly, as if you were serving the Lord, not men.

神國神義，所以會先問：「神的旨意要我今

生今世作什麼工？」所以其作工的基本動機

就是為了實行神的旨意，以成就神的義。

約瑟曾經是父親的愛子，後來被賣當奴

僕，又被陷害成囚徒，最後當宰相，也成了

以色列一家的救星。顯然這許多的角色都不

是他自己所能選擇或決定的，但他都在當中

順服神行真理，努力作他該作的工，這就是

先追求神國神義的作工動機典範。今天我們

大部分的人可能沒有像約瑟那麼戲劇化的人

生，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選擇過合神旨意的生

活。只要我們的動機是合神心意，則我們所

作的都是聖工。我們的人生目標可以是成為

使人得飽足的廚師、可以是成為誨人不倦的

教師，也可以是幫人清理環境的清潔工，只

要是照著神所賜的恩賜，順服神安排的境遇

機會，盡本分去做，就都是榮神益人的聖

工。

反過來說，假如一個人動機不對，則即

使他是傳道長執這樣的「聖職」人員，表面

上做的是傳福音、牧養信徒的「聖工」，但

他所追求的可能只是要得人的尊敬，求世上

的虛榮。這樣作聖工的目標，就會從榮神益

人變成求自己的益處，而作聖工的方法甚至

會不擇手段。例如當一個傳道人追求的是自

己的權力與利益時，他可能就會結黨營私，

甚至想辦法中傷毀謗與自己意見不合者。所

以難怪耶穌會說：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

我們不是奉祢的名傳道，奉祢的名趕鬼，奉

祢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明明地告訴他

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

的人，離開我去吧！」（太七22-23）

因此，聖經上才說：「你要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

出。」（箴四23）。因為一個人的動機正

確，才會設定正確的目標，並採取正確的手

段。

服事主、不服事人

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

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

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

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

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為曉得各

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弗六5-8）。

這段聖經的教訓好像不近情理，怎麼可

能把肉身的主人當成基督一樣來聽從？萬

一是個不行真理的壞主人，難道要聽從他

的話去作壞事？事實上，這裡教訓的重點，

其實是「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

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

人。」我們作任何工作都是服事主、討主喜

歡，而不是服事人、討人喜歡。所以肉身的

主人要我們行惡，我們當然不會聽從；但肉

身主人要我們作的工作是合情合理，則我們

必當聽從並且盡心盡力去作，並不是要討肉

身主人的喜歡，而是要討天上主人的喜歡。

因此一位真基督徒的員工，必然是盡忠

職守，不需要主管監督的好員工。一位真基

督徒的服務業者，必然對客戶誠實熱誠提供

服務，是讓客戶可以放心滿意的好業者。基

督徒做好這些工，不是為了討好主管以獲得

好的考績，也不是為了討好客戶以獲得好的

業績。真基督徒做好他的工作，是為了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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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歡喜以得到主的賞賜。這賞賜不必然是屬

世看得見的利益，也不是想像未來在天上的

「黃金城、碧玉街」，而是有分於屬天的新

生命，就是神的國。當我們真正能夠使基督

成形在我們心裡時，我們就是基督、就是

神。既是神，豈有任何缺乏需要外在之物的

賞賜？

所以《以弗所書》的這段經文，只是體

現出一個能夠追求神國神義之人，他在世作

工的心態。不管他的職位高低，不管他所遇

到的主管、客戶，是好是壞，他都能不卑不

亢、處之泰然。一般世人在職場上常見的對

上諂媚、對下驕橫、爭功諉過、結黨紛爭

等，既不會在基督徒身上出現，也不會影響

到他工作的心情。反之，若不是真基督徒，

則即使他是做教會的工作，仍然會出現上述

私慾的表現。所以真正的聖工──神聖之

工，絕不是以教會內的工作，或教會外的工

作來分別。真正的聖工，是由作工之人的心

（動機）來決定。

結語

現代人的一生，大部分可分成學習與工

作兩個階段。若把學習看成工作的準備，

則可謂一生皆在作工。所以基督徒一生中

都要不斷的反省：「我是否求神國神義？我

是否服事主？我是否討主的喜悅？我是否按

神的旨意──真理而行？」只要我們的心態

動機是對的，則不管在任何升學、就業的大

大小小關口上，無論我們作了怎樣的選擇，

我們都能坦然無懼、勇往直前，並且以作聖

工的心情、盡心盡力的做好我們每一階段所

當作的工。因為我們不是為了任何人──不

是為了父母、不是為了老師、不是為了妻子

兒女，也不是為了老闆客戶，乃是為了我們

的生命之主而作，為的是在我們的生命上發

光發熱來榮耀主，並且可得更美的生命為賞

賜。若我們時時刻刻都在主裡面，則我們的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在作聖工──神

藉著我們而成就的神聖之工。

道理雖然清楚，但環顧四周，有多少人

在拚命讀書的時候、在選擇升學組別科系

的時候是在求問神的旨意？讀好書不就是

為了考好試、考上好學校、好科系？然後

是為了能找到好工作？然後就能賺大錢過好

生活？又有多少人能夠在他的工作上尋求神

的旨意？豈不都是錢財賺得越多越好，職位

升得越高越好？名聲傳得越響越好？我輩基

督信徒與未信者何異？筆者反躬自省，從小

到大心態接近未信者可能還是多過接近基督

的心，也因此而常常落入許多的憂慮愁苦之

中。可見真理無法實踐便是虛空無益。求神

憐憫，讓真理的聖靈在我們心裡動工，使我

們能夠成為真正跟從基督的門徒，一生為他

作美好的聖工。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九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