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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靈
修

一.序言

當我們聽到一些人的「聲音」與自己的

想法不同時，尤其又是出自教會的弟兄姊妹

或是同工之間，我們往往為了維護教會的和

睦而選擇忍耐。同時，基督教導我們不要論

斷別人（太七1），因此，我們往往選擇靜

默作為回應以保護自己不受神的論斷（太七

2）。

乍看之下，這種做法彷彿完全符合聖經

的教訓，並使我們可以得蒙神的饒恕或是釋

放（路六37）。但是，一個問題的產生並

不是沒有原因的，若刻意忽略聖經的教訓而

一味地迎合「大眾口味」，很容易被魔鬼利

用而成為扭曲真理的工具。更進一步地，因

著道理的妥協或是偏離，以這種道理作為根

基所要求的「順服」，並非是真正順服神的

旨意（太七21），而是使神的公義蒙羞（但

九7），從而，得罪了

神都還不自覺。好像是

在為神大發熱心（王上

十九10、14），卻是別

有私心，成為在教會事奉中的絆腳石。任由

這種想法、勢力的膨脹，最終必會招致對教

會事工的逼迫，阻礙教會的發展，甚至最終

導致信徒的分裂（猶17-19）。

顯然，對於聖經中「論斷」的進一步理

解，可以幫助作為基督徒的我們認清每一個

人的職分。切不可因著「不可論斷」這一教

訓而走極端，有問題的時候也不理不睬，明

明看到「破口」卻一直在上面「和稀泥」，

好像粉飾太平，卻充滿隱患，終至釀成不

可收拾的下場。這並非與和睦相矛盾，教

會真正合一的基礎是以基督的心為心（腓

二5），藉著順服聖靈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

（參：約十七23；羅八6）。因此，為要持

守基督的道理，尤其是在這末世（猶18），

爭辯是在所難免的（猶3）。其目的，是為

認清論斷(上)
除了天上的父，誰竟敢替代神， 

甚至高過神作出對人或事的論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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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出真正的問題，按神的旨意解決這些問

題，除去這些絆腳石（賽五七14），使教會

能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腓一27），使我們長

大成人作剛強的大丈夫（林前十六13），也

懂得分辨，以免遭受來自惡者或人為詭計的

攪擾（加五10，六17）。

二.「論斷」的含義

正確地理解主耶穌和祂的使徒所建立的

「論斷」這一概念，需要從幾方面加以入

手。

1.同一標準

主耶穌勸誡我們要用同一量器量自己和

量給人（太七2；路六38b）。我們要捫心自

問：這個「量器」是什麼？所以，主耶穌用

比喻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

要掉到坑裡嗎？」（路六39）。很明顯，這

裡主耶穌在解釋「量器」的作用，就是使我們

不致於「盲人引路」，因著「量器」所給的標

準可以避免掉入信仰的「坑」中。所以，這裡

非但沒有否認「量器」的作用，更進一步闡明

了其存在的重要意義。

不僅如此，這個「量器」對我們自身

的標準遠遠超過其對於他人的標準（路六

38a）。如果我們用「量器」量別人，結果

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又怎麼能逃脫神

的審判呢？（羅二1、3），怕就怕因彼此

批評，將重點擺在他人身上，而忽略對自己

行為的約束，那麼，這人怎麼算是遵行律法

的呢？（雅四11）。這就好像今日帶領的人

如果成了「瞎子」（順乎血氣），又怎能用

「量器」來要求別人（聯於元首基督）呢？

（西二16-19）

2.神的定意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

和先生一樣。」（路六40），神也曾親自

告訴我們：「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

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

念。」（賽五五9）。除了天上的父，誰竟

敢替代神，甚至高過神作出對人或事的論斷

呢？（雅四12），既然如此，我們各人必要

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去尋求解決問題

的方法，強如給別人放下「論斷」的絆腳石

（參：羅十四12f，《NKJV譯本》），人切

不可隨己意「越俎代庖」。

3.人的心態

主耶穌用弟兄眼中的刺和自己眼中的樑

木作比喻，來進一步解釋「論斷」的教訓

（太七3-5；路六41f）。這裡並沒有否認除

掉弟兄眼中刺的必要性，而是給我們一個在

除刺之前的要求。其中至少包括兩方面的教

導：

其一，看人先看己。這是承接「量器」

的教訓，不可責人嚴而待己寬。否則，所看

到的只有別人的問題，而自己更大的問題卻

毫無知覺，這是相當可怕的事情（參：約八

3-9；撒十二1-7）。這一「樑木」會使我們

屬靈的眼光變得盲目，所以主耶穌毫不客氣

地指出這等人其實是假冒偽善，與文士法利

賽人無異（太七5a；路六42b）。他們似乎

能看得見，卻什麼也看不清（約九41，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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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試想，一個帶領者成為這屬靈上的

「瞎子」，又怎能真正看到彼此信仰中問題

的所在（刺）呢？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一同

掉入坑中（路六39）。

第二，心中的樑木。再進一步的，我們

可以看到這個「樑木」是發自人的內心。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不

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加五

25f）。保羅在闡明聖靈的果子之後，特別

強調讓我們懂得如何靠神真理的聖靈行事，

以此過著得勝的生活。值得留意的是，特別

在事奉中，要謹慎自負、彼此挑釁、互相妒

嫉（加五26，《NKJV譯本》）。在神的家

中同心事奉神，本來是一件美事，卻因自己

所擁有的知識而自高自大，以為自己知道很

多，其實是什麼都不知道（林前八1f）。更

甚者，事奉的動機變了質，為了顯出自己在

教會中的位置，硬著心按自己的私慾而行，

逼迫熱心愛主的同靈，彼此相吞相咬，而最

終的受益者卻是魔鬼撒但，這全因缺少真正

彼此之間的關愛（加五14f）。千萬不可小

看嫉妒的力量，好像掃羅嫉妒「大衛殺死萬

萬」，因這足以驅使一個信徒失去理智，而

不顧一切地為要盯住別人犯罪而得罪神（箴

二七4）。他們所做的工作無非就是：自己

不去行，看到別人行卻要禁止，甚至冠以

「不順服」等罪名而想盡辦法將他們趕出教

會（太二三13；路十一52；約叁10）。

如果我們不能及時調整這種病態的事奉

心志，神的聖工必會受到阻滯，教會必會陷

入癱瘓的狀態，以致事工難以推進、傳福音

顧慮重重、真理與行為脫節、帶領趨向社會

團體化等等。這就好像將聖物給狗，把珍珠

丟在豬前，不僅被踐踏，還可能被反咬一口

（太七6）。作為神家中的人，看到此情此

景，除了憂心，祈求神憐憫之外，更不應因

此影響到自身的事奉心志；否則，就正中了

魔鬼的詭計。

4.總而言之

透過以上的查考，我們可以對「論斷」

作一個更為合乎聖經教導的解釋。從主耶穌

的教訓來看，「論斷」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內

容，亦即定罪或是饒恕（路六37）。因此，

綜上所述，「論斷」可以解釋為：因著一己

私慾，不按神的真理或是用不同的標準，替

代神或是高過神，對人或事作出定罪或是饒

恕的判斷。這一概念將有助於揭露出平日我

們對於「不可論斷」這一教導認識的盲點，

使我們更能理解作為真信徒對神所應盡的本

分。

三.「論斷」的盲點

長期以來，「不可論斷」的概念在信徒

之間被過度使用。當一種聲音沒有辦法得

到共識的時候，「不可論斷」常被作為一種

很屬靈的理由，用以堵住別人的口而輕易省

略了進一步的反省過程。漸漸地，信仰團體

中形成一種共識，無論勸勉、建議，還是警

戒，既然很容易成為一種「論斷」被定罪，

不如不說最為保險。正所謂：「多說多錯，

少說少錯，不說不錯」，這種盲點滲透於教

會之中，更被一些人利用，誘導信徒閉口不

言，讓他們相信這是一種順服聽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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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成為別有用心之人「集權化」管理教會

的有力武器，其實質只不過是自我膨脹、打

壓異己和嫉妒紛爭而已，對推進教會的事工

有損無益。由於缺乏靈修和分辨能力，正確

的意見不能得到及時的採納，致使即便教會

鼓勵信徒長時間地為某一方面的問題而禱

告，卻始終得不到任何進展，每當如此，信

徒往往將責任歸咎於神沒有動工，而完全忽

視自我的問題。

1.保羅的判斷 

耶穌說：「我與父原為一」（約十

30）。既然耶穌就是神本身，當然就有絕對

的權柄來施行祂公義的判斷，因為這個判斷

是從主而來的（約八26）。主耶穌在世的時

候一再地囑咐我們：「就是判斷人，我的判

斷也是真的，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裡，還有

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約八16）。當我們

翻開主耶穌在福音書中的教訓，不難看到這

一切的教訓或是督責，都無可非議地來自於

神而不是出於人。

主耶穌升天之後，賜下聖靈住在我們裡

面，永遠與我們同在（約十四16f）。不是

只給個別蒙召的選民，而是給一切信祂的人

（徒二39；約七39）。藉著主耶穌一次的獻

祭，得蒙與神和好，成為有君尊的祭司，成

為了神的子民（來十10；弗二16；彼前二

9f）。我們切不可輕看這一職分，更應按照

祂給我們各自不同的恩賜，參與到教會的事

奉中，各盡其職，共同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四11f）。

保羅並沒有否認要在事奉中盡判斷的職

分，可以照主所給他的權柄嚴厲地待那些

不聽勸誡的信徒（林後十三10a），甚至講

出：「我若再來，必不寬容」（林後十三

2）。但使用這一權柄，乃是為造就人而不

是敗壞人（林後十三10b）。不容忽視地，

保羅深深知道並不只一次地告誡我們，雖

然他可以行使這個判斷（林前五3），但真

正行使判斷的乃是神（林前四4）。由此可

見，保羅並沒有替代神或是高過神妄加「論

斷」（林前四5），而是能按照神所給的恩

賜（權柄），來盡作為一個神的僕人應盡的

本分，為要造就信徒按真理而行（林後十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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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惡者的敗壞

當哥林多教會中發生了連外邦人中也沒有

的淫亂時（林前五1），保羅強烈譴責當時

教會的信徒並沒有按著真理處理好這一事

項——教會內無論行淫亂的、或貪婪的、或

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勒索

的，需對他們奉主耶穌的名並用我們主耶穌

的權能行使審判（林前五4、9-12），以防

止一點酵使全團發起來（林前五6）。保羅

甚至警告他們，應把這些惡者從信徒中間趕

出去（林前五13）。對比上文「論斷」的概

念，這不過是為教會的益處，按神的真理，

奉主的名，所作出的公義審判而已，並非是

所謂的「論斷」。

另一個例子記載於保羅寫給提摩太的書

信，提到銅匠亞歷山大多多地害保羅（提後

四14）。保羅講說主必照他所行的報應他，

並提醒年輕的提摩太要防備，因為亞歷山大

極力抵擋使徒們的話（提後四15）。這裡

保羅所提的確實屬實，並沒有誇大其詞。雖

然保羅因這個人遇到如此巨大的逼迫，卻沒

有因此隨己意進行報復，而是把這個權柄交

給公義審判的神（羅十二19；參：猶9）。

保羅並沒有像上個例子一樣，直接動用主耶

穌的權柄而對其妄加審判，皆因他輕看自己

的榮辱，凡事以造就教會為先。但這並沒有

否認保羅他可以為事工的益處，警戒提摩太

免受和他一樣的逼迫，這完全出於他對年輕

一輩的關愛而並非是要「論斷」。（下期待

續）                                                             

一.前言

同性戀在歷史上存在已久，在有

文字記錄的文明社會中隨處可見，

直到二十世紀以前，同性戀者普遍被

視為異類，原因無他，除了聖經真理

的準則之外，同性戀者畢竟是少數，

少數就稱不上主流，本就容易遭到邊

緣化，讓其他人沒有機會去正視，甚

且不願意去理解，容易出現許多含糊

的說法和貶抑；此外同性戀的性傾向

與性行為模式令異性戀者無法理解，

直接與人類繁衍的文化相牴觸，也對

大多數的異性戀者其生理、心理性別

一致的感知造成劇烈衝突。特別是身

為父母者，尤其不能接受自己是異性

戀者怎麼會生出或教養出同性戀的

子女？一陣努力之後，通常便束手無

策，結果不是極度嫌惡，就是只能默

默接受而已，願意坦承子女是同性戀

是極少數，能夠導正者更是罕見。

當我們關在會堂裡指斥世俗的罪

惡時，這個世界已經悄悄的將一夫

一妻之外的性行為除罪化―—無論同

性戀還是異性戀。今日教會的隱憂之

一，就是我們自以為在真理的光環下

就能穩居樂土，不思肉身其實活在惡

者掌控的世界裡；對於如何將深陷肉

體情慾掙扎的人心奪回一無所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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