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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 1～21 

活出与世界不同的生命 

 

生活在世界的我们与世界有距离吗？世界流行什么，一般人很难拒绝。就如世界

倡导成功，教会也倡导成功；世界追求速成，教会也追求方法来让教会的人数迅速成

长；世界充满阶级与歧视的问题，基督徒也把这样的生活方式带进教会的生活。可

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劝导罗马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何我们不要效法世界

呢？我们不是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吗？不效法这个世界，行吗？这样的问题就如罗马书

六章所说的：在恩典中继续犯罪，行吗？另外，我们不要效法世界，那是否表示我们

要排斥这个世界呢？保罗要如何回应呢？读者会买单吗？你会买单吗？ 

 

一、献上身体，委身上帝，心意更新，活出上帝旨意（十二 1～2） 

罗马基督徒采取世界对于族群的价值观，以自己族群为本位，透过族群的优越感

来轻看其他的族群。这样的价值观影响了罗马教会内的生活，产生不合一的情况，连

带的也影响了基督徒在教会外的生活。那在生活中保罗要如何回应呢？ 

保罗就在罗马书十二章 1 节劝他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

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

然的。」（Παρακαλῶ οὖν ὑμᾶς, ἀδελφοί, διὰ τῶν οἰκτιρμῶν τοῦ θεοῦ παραστῆσαι τὰ 

σώματα ὑμῶν θυσίαν ζῶσαν ἁγίαν τῷ θεῷ εὐάρεστον, τὴν λογικὴν λατρείαν ὑμῶν·）或许有

些罗马基督徒误解保罗的教导，以为可以在恩典中继续犯罪，就如罗马书六章 1 节所

说的（「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或是去行罗马

书一章 29～31 节所说的各种恶行。所以，保罗就以上帝慈悲或怜悯，关心他们的生

命，劝他们要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在身体或行动上，以及思想上进行改变的工作。 

 

1. 身体或行动上的改变：交出主权（十二 1） 

对于身体或行动上的改变，保罗劝罗马基督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 神所喜悦的。」（παραστῆσαι τὰ σώματα ὑμῶν θυσίαν ζῶσαν ἁγίαν τῷ θεῷ 

εὐάρεστον）在罗马书六章 13 节，保罗不要基督徒「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

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 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保

罗要基督徒把肢体或身体或自己献给上帝。这就如罗马书十二章 1 节所说的「将身体

献上」（παραστῆσαι τὰ σώματα）给上帝，亦即把自己身体的主权献给上帝，也就是主

权归属上帝。为何身体的主权是归属上帝呢？因为当祭物被献上时，其所属已经归属

上帝。而且在归属上帝时，自己的身份也已经改变了，是属于上帝的儿女，不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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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公民的身份而已。这表明上帝或耶稣是基督徒生命的主，即是主，相信的人就要

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主。 

当人愿意把自己身体的主权交给上帝时，这个人身体所行出的行动或行为也会受

上帝主权的影响。若基督徒没有行为上的改变，继续活在罪恶之中，那或许表示这位

基督徒不愿把自己身体或行动的主权交出来给上帝，也不忠于自己属于上帝儿女的身

份，更不愿认耶稣是他∕她生命的主。这位基督徒仍然想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为自

己的私欲而活。若是如此，这位基督徒其实就如罗马书一章 18～32 节所描述的不虔不

义的人一样，按自己的私欲生活，不以上帝为上帝，而是以自己为自己的神，结果就

按败坏的私欲行出不讨上帝喜悦的行事为人。所以，保罗要罗马基督徒改变，把身体

的主权交出来给上帝，也就是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上帝，以上帝为自己生命的

上帝，不把自己的身体或生命献给罪作肢体，也不让自己肉体的私欲控制自己。 

当基督徒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给上帝时，这样的献上就成为一个祭物

（θυσίαν）。祭物通常是死的，可是，这里的祭物却是继续活着的（ζῶσαν）。为何这

里的祭物是继续活着的呢？这就如罗马书六章 5 和 11 节所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

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 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

同复活了。我们的死，是向罪的权势死了，使我们不再受罪权势的捆绑。我们的活，

是我们的身体在基督里继续活着。活着的身体是有行动力的，能够行出上帝喜悦的行

动。行出上帝喜悦的行动就表示这个「活祭」（θυσίαν ζῶσαν）「是圣洁的」

（ἁγίαν）。这个「圣洁」（ἁγίαν）是委身于上帝的意思，1 亦即身体的行动是愿意按

上帝的心意生活。愿意按上帝心意生活的「活祭」（θυσίαν ζῶσαν）也「是 神所喜悦

的」（τῷ θεῷ εὐάρεστον）。所以，上帝喜悦我们把身体的主权交出来给上帝，使我们

愿意委身于祂，活出祂喜悦的生活样式，因为「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τὴν 

λογικὴν λατρείαν ὑμῶν）。 

「事奉」（λατρείαν）这个字也有敬拜的意思。2 这表示敬拜或事奉不只在教会进

行，也在生活中进行。我们身体的生活就是在事奉或敬拜上帝。无论是我们身体所生

活的家庭、职场、社会等领域，我们在当中所行的，就是我们的事奉或敬拜。这样的

事奉或敬拜是「理所当然的」（λογικὴν）或是经过理性思考或深思的，3 认为是值得

为上帝献上的事奉或敬拜，尽管这样的服事会带来经济或政治利益的亏损，或是需要

放下自身族群的优越感而不再歧视他人。不过，还是有某些基督徒可能认为自己要在

世界中生存下来，其中的方式就是把信仰生活只局限在教会就好，在职场上，就要按

职场的价值观和方式生活，那才能生存下来，或是取得同侪的接纳。这其实不符合

「活祭」（θυσίαν ζῶσαν）委身于上帝的行动，也不符合上帝儿女的身份。一个已经把

生命主权交给上帝的基督徒，如何能继续按世界的价值观生活呢？尽管是为了所谓的

 
1 〈ἅγιος〉，《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15。 
2 〈λατρεία〉，《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898。 
3 〈λογικός〉，《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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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下来，为了政治与经济的利益。难道上帝不会开路让祂的儿女生存下来吗？必定

能。因此，我们事奉或敬拜上帝，要认真思考，让身体行出上帝喜悦的行动。那基督

徒应当要如何思考呢？这是保罗接下来要罗马基督徒在思想方面上的改变。 

 

2. 思想上的改变：不效法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十二 2） 

罗马书十二章 2 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

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καὶ μὴ συσχηματίζεσθε τῷ αἰῶνι τούτῳ, 

ἀλλὰ μεταμορφοῦσθε τῇ ἀνακαινώσει τοῦ νοός εἰς τὸ δοκιμάζειν ὑμᾶς τί τὸ θέλημα τοῦ θεοῦ, 

τὸ ἀγαθὸν καὶ εὐάρεστον καὶ τέλειον.）保罗在这里提到有关思想上的两个命令，一个是

「不要效法」（μὴ συσχηματίζεσθε），另一个是要「变化」（μεταμορφοῦσθε）。「不

要效法这个世界」（συσχηματίζεσθε τῷ αἰῶνι τούτῳ）是说不要持续被这个世界的价值

观同化而跟随这个世界所认同的方式去生活。罗马社会是按社会阶级生活，在道德上

是按肉体生活，在生命上则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可是，基督徒是

属于上帝的儿女，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要停止继续被这个世界同化，不跟随

世俗的标准生活，因为基督徒的身份已经改变，生命的中心是上帝，所思所行应当要

被上帝的价值观同化，跟随圣灵的带领，活出基督的样式。这表明「不要效法这个世

界」是在说明生命的主是谁，是耶稣吗？还是这个世界？既然基督徒生命的主是耶

稣，而不是世界，那基督徒就需要在思想上改变，活出忠于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不

要继续跟随这世界的脚步生活，以为在恩典中继续犯罪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这有张

力，但仍然需要把上帝的国和其价值观摆在首位，因为耶稣是基督徒生命的主。 

今天的基督徒也面临社会世俗化的影响，许多不同于上帝价值观的思想，如得来

速、快熟面文化、物质成功文化、追求迅速致富、阶级化、以金钱为导向的人生规划

等等，都是基督徒不当跟随的思想或价值观。也有些基督徒是因为政治倾向的不同，

不忠于社会所接受的政治倾向而遭受麻烦，失去工作，因而有些基督徒就改变忠于上

帝的方式而屈就政治的权柄。所以，基督徒应该开始并持续地「心意更新而变化」

（μεταμορφοῦσθε τῇ ἀνακαινώσει τοῦ νοός），也就是借着更新心意或思想（νοός）而进

行改变的行动。思想更新了就会带来改变。这个改变可能是朝好的方向前进，也可能

是朝不好的方向前进。不好的方向就如笑贫不笑娼、不在意小三、较易接纳离婚、种

族歧视、分阶级等的价值观。或是如罗马书一章 22 节所说：心思或思想虚妄，无知的

心就昏暗。思想的昏暗使人不把上帝当上帝，而去敬拜偶像，使自己的思想朝不好的

方向前进。可是，保罗要基督徒转向好的方向，而不是转向不好的方向。 

若我们的心意或思想是借着上帝的话语和圣灵来更新，而不是借着这个世界的价

值观来更新，那我们的改变就会是朝好的方向前进。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不继续

效法这个世界的基督徒，他们的思想是要去「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εἰς τὸ δοκιμάζειν ὑμᾶς τί τὸ θέλημα τοῦ θεοῦ, τὸ ἀγαθὸν καὶ εὐάρεστον καὶ 

τέλειον）。这样的转向，是改变察验的对象，也就是认清生命的主是耶稣，而不再去

察验这个敌对上帝的世界，反而是去察验上帝和祂的旨意。这样的察验是需要不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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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去做的行动，以致自己的思想完全被上帝的旨意占据。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纯

全、可喜悦的」（τὸ ἀγαθὸν καὶ εὐάρεστον καὶ τέλειον），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是为人

带来好处的（善良 ἀγαθὸν），是合神心意的（可喜悦 εὐάρεστον 4），也是成熟或完全

的（纯全 τέλειον 5）。上帝的旨意不像当时罗马世界所带来的价值观：剥削人、奴役

人、败坏人的身体、分阶级等。 

这是不是说基督徒要敌对这个世界或排斥这个世界呢？若察验上帝的旨意，接受

上帝的价值观，那必然会与这个世界有冲突。这就如罗马基督徒，特别是犹太基督徒

被罗马政府赶出罗马城一样，因为犹太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引起骚动。为了维持和

平，他们被赶出罗马城。对于这样的事，保罗是如何教导的呢？保罗一方面指出，基

督徒应当有不同于世界的价值观，采纳上帝的价值观，在思想上与世界不同；但另一

方面，保罗也指出，基督徒虽然在思想上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在行动中，仍然可以

在社会上活出与人和睦的生活，而不是排斥这个世界里面需要救恩的人。当然，基督

徒要追求和睦，其他的人不一定要跟你和睦。话虽如此，基督徒还是要更新而变化，

按上帝的价值观生活。所以，基督徒应当弃绝这世界的价值观，而当拥抱上帝的旨

意，因为基督徒生命的主权现在是在上帝手中，不是世界和自己。那什么是上帝的旨

意呢？ 

「上帝的旨意」（τὸ θέλημα τοῦ θεοῦ）在弥迦书六章 8节是「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16～18 节是「常常喜乐、不住祷

告、凡事谢恩」。那保罗在这里要带出的「上帝的旨意」是怎样的内容呢？保罗在接

下去的章节就指出上帝旨意的内容是什么。其中就有接纳彼此、彼此相爱，不再为族

群优越感、礼仪、割礼、食物律、阶级等世界所看重的事争闹，因为罗马基督徒彼此

分别，不能接纳彼此，在礼仪的事上没有共识。因此，保罗劝勉基督徒首要任务是愿

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上帝（献上活祭）。当基督徒愿意如此行时，其思想和

价值观才会改变，因为他∕她就会愿意采纳上帝的观点，以上帝的眼光看这个世界，

并愿意行出上帝的旨意。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 1～2 节可翻译为：「所以，弟兄们，我借着源自  神的怜

悯劝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成为持续活着的祭物。这活祭是委身于  神，合  神心

意的。这是你们深思的事奉。并且，你们不要一直模仿这个世界，你们反而要借着心

意更新持续被改变，为要你们持续察验什么是  神美善的、合  神心意的和成熟的旨

意。」 

 

二、合一：一个量器，一个身体，许多肢体（十二 3～8）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 3 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

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

 
4 〈εὐάρεστος〉，《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618。 
5 〈τέλειος〉，《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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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Λέγω γὰρ διὰ τῆς χάριτος τῆς δοθείσης μοι παντὶ τῷ ὄντι ἐν ὑμῖν μὴ ὑπερφρονεῖν 

παρ᾽ ὃ δεῖ φρονεῖν ἀλλὰ φρονεῖν εἰς τὸ σωφρονεῖν, ἑκάστῳ ὡς ὁ θεὸς ἐμέρισεν 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保罗借着上帝所赐的恩典，有份于使徒的职分，因此就劝导罗马基督徒，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自己合乎中道」（μὴ ὑπερφρονεῖν παρ᾽ ὃ δεῖ φρονεῖν 

ἀλλὰ φρονεῖν εἰς τὸ σωφρονεῖν）。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旨意。保罗为何要这样说呢？因为

外邦基督徒看自己高过犹太基督徒，以为自己已经取代了犹太基督徒的位置，于是就

轻看他们。可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 22 节警告外邦基督徒，如果他们不继续在主耶

稣基督里面，他们也会被砍下来。所以，罗马基督徒之间不要彼此轻看彼此，而是要

接纳彼此，对自己的位置有合理的评价（合乎中道 εἰς τὸ σωφρονεῖν），明白在上帝的

国度里，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都在相同的位置上，没有谁的位置高过另一个族群

的位置。「合乎中道」（εἰς τὸ σωφρονεῖν）的意思是谨慎自制，6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

看的。 

这样的评价就如上帝评价各族群一样，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救赎恩典，没有哪一个

族群是例外的。因此，罗马基督徒需要在耶稣基督里合一，接纳彼此。这样的论述其

实就是「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ἑκάστῳ ὡς ὁ θεὸς ἐμέρισεν 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的意思。若罗马基督徒能有彼此接纳的行动表现，那就是成熟的表现。这是

上帝旨意所表现的成熟表现。 

 

1. 「信心的大小」（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的解释：上帝信实拯救的量器（十二 3） 

「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ἑκάστῳ ὡς ὁ θεὸς ἐμέρισεν 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这句话中的「信心的大小」（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是不是指我们的信心有大小之

分呢？冯荫坤把「信心的大小」解释为与恩赐相对应的信心。7 穆尔不同意把「信心的

大小」解释为许多不同的恩赐，而是把这句话解释为评估自己的标准，就是这信仰。8 

从这两位学者的解释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冯荫坤或穆尔，他们都没有把「信心的大

小」解释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有大小之分。那我们要如何来解释这句经文呢？ 

首先，我们先处理「信心的大小」（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中的「信心」（πίστεως, 原

型字样是：πίστις）。有些基督徒认为我们的「信心」（πίστις）是上帝所赐的，就如

这句经文所说上帝分给各人信心，这个信心又有大小之分。那到底「信心」（πίστις）

是不是上帝所赐的呢？根据这节经文，「信心」（πίστις）似乎是上帝分赐给各人的。

而且，我们通常也会引用以弗所书二章 8 节来支持这个论点。可是，以弗所书二章 8

节有表达「信心」（πίστις）是上帝所赐的吗？以弗所书二章 8 节说：「你们得救是本

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一般我们把以弗所书二章

8 节的「信」（πίστις）解释为信心，以说明这个信心是上帝所赐的。可是，以弗所书

 
6 〈σωφρονέω〉，《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1500。 
7 冯荫坤，《罗马书注释（卷肆）》（台北：校园，2003），87。 
8 穆尔（Douglas J. Moo），《罗马书（下）》（South Pasadena：美国麦种传道会，2012），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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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 8 节似乎是在说：「你们得救」这件事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也因着上帝的信实

（πίστις）。「你们得救」这件事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上帝不是赐

人信心，而是赐人救恩，使人蒙拯救。这样的拯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也因着上帝的

信实（πίστι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 8 节的「信」（πίστις）是在说明上帝的信实，

而不是在说明人的信心。 

若是如此，我们的信心就不是上帝所赐的，「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的「信心」（πίστις）也不是上帝所赐的，因为「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这

句句子的直接受词是指「大小」（μέτρον），而不是指「信心」（πίστις）。所以，上

帝分派给人（ἐμέρισεν）的是「大小」（μέτρον）而不是「信心」（πίστις），「信

心」（πίστις）则是在描述「大小」（μέτρον）。若我们查找希腊文字典，「大小」

（μέτρον）在原文的意思是指量器。 9  那这个量器是指什么意思呢？「信心」

（πίστις）就解释这个量器是指什么意思。 

经文中的「信心」（πίστεως）是属格或所有格，其用法是定义属格，以说明「大

小」（μέτρον）或量器的意义。而这句经文的主词是指上帝。与上帝连结的「信心」

（πίστεως）可以被解释为上帝的信实。所以，这里的「信心」（πίστεως）可以是指上

帝的信实所成就的，也就是上帝的信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拯救作为。 

既是如此，「大小」（μέτρον）或量器就不是指「信心」（πίστεως）数量的大

小，而是指信实上帝所成就的拯救作为。也就是说，「信心」（πίστεως）就定义「大

小」（μέτρον）或量器为：信实上帝所成就的拯救作为。所以，「照着 神所分给各

人信心的大小」（ἑκάστῳ ὡς ὁ θεὸς ἐμέρισεν 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就可翻译为：「正如  神

分派量器给每一个人一样。这个量器就是  神的信实所成就的作为。」 

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信心」（πίστεως）是指上帝的信实，而不是指人的

信心。当我们说我们的「信心」（πίστεως）有大小之分时，我们是指自己「信心」

（πίστεως）数量上的大小，而不是指上帝的信实。若是如此，我们就需要努力使我们

的「信心」（πίστεως）越变越多。可是，这节经文的「信心」（πίστεως）却不是在表

达人「信心」（πίστεως）数量上的大小，而是表达信实上帝所成就的拯救作为。 

若「信心」（πίστεως）有数量大小之分，无论是大信心或小信心，上帝都会接

纳，因为上帝爱我们。况且，圣经也说我们的「信心」（πίστεως）若像一粒芥菜种般

的「信心」（πίστεως），也能促成最大的事。因此，「信心」（πίστεως）就不是大小

数量的问题，而是倚靠对象的问题，因为成就事情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的「信心」

（πίστεως），我们只是倚靠信实的上帝和大能的上帝而已。只要我们愿意抓住上帝，

倚靠上帝，而不是倚靠自己，那上帝就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因为信实的上帝应许会

拯救我们。 

然而，这节经文的「信心的大小」（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不是在说明人的信心有大

小之分，而是在说明信实上帝所成就的拯救作为。保罗以「信心的大小」（μέτρον 

 
9 〈μέτρον〉，《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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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ίστεως）来说明，每一个人，无论是哪一个族群，都是按照这个「大小」（μέτρον）

或量器蒙拯救的，没有例外。上帝评价各族群也是以这个量器（μέτρον）来衡量。所

以，无论是外邦人或犹太人，都需要按照这个量器（μέτρον）蒙拯救。因此，这节经

文就不是在说明信心的大小，而是在说明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信实所成就的拯救

作为蒙拯救。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就是各族群都是借着信实上帝所成

就的蒙拯救的，没有例外。因此，各族群就要彼此接纳，不分彼此，因为大家都在同

一个层面上蒙拯救。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 3 节可翻译为：「事实上，我借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当

中的所有人说：不要自视过高，超过必须思想的，反而要思想，为要谨慎自制，正

如  神分派量器给每一个人一样。这个量器就是  神的信实所成就的作为。」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常说只要信就得着，只要信就可以无往不利。可是，

我们所强调的信是倚靠自己的信心，还是倚靠大能和信实的上帝呢？上帝要我们做的

是如小孩子一样倚靠祂，也就是如小孩子一样单单倚靠父母。单单倚靠大能和信实的

上帝就对了，无所谓信心数量的大小，因为这节经文所强调的是信实上帝所成就的拯

救作为。 

 

2. 同一量器、同一身体、彼此接纳、各尽其职（十二 4～8） 

既然各族群的人都因一个量器（μέτρον）而蒙拯救，那各族群的人就要彼此接

纳，同在一个身体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 4～5 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

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

作肢体，也是如此。」（καθάπερ γὰρ ἐν ἑνὶ σώματι πολλὰ μέλη ἔχομεν, τὰ δὲ μέλη πάντα 

οὐ τὴν αὐτὴν ἔχει πρᾶξιν, οὕτως οἱ πολλοὶ ἓν σῶμά ἐσμεν ἐν Χριστῷ, τὸ δὲ καθ᾽ εἷς ἀλλήλων 

μέλη.）保罗在这两节经文使用身体的比喻来说明一个量器（μέτρον）（上帝的信实拯

救）所带来的合一关系。这个量器（μέτρον）就如人只有一个身体，但这个身体却有

许多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的功能也完全不同。照样，不同族群的人因一个量器

（μέτρον）蒙拯救，与基督连结，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οἱ πολλοὶ ἓν σῶμά ἐσμεν ἐν 

Χριστῷ）。许多肢体因这一个身体（基督）连结在一起，就如许多肢体因一个量器

（μέτρον）而蒙拯救一样。这些肢体就成为这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合一在一起，彼

此接纳，彼此配搭，各尽其职，发挥各肢体的不同功能。这就如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

督徒一样，都是不同的肢体，但却因耶稣基督这一个身体而连结在耶稣基督里，成为

不同的肢体，合一在耶稣基督里，彼此接纳，发挥各肢体的不同功能。 

各个肢体的功能就如上帝所赐不同的恩赐一样，要各尽其职，建立合一的身体。

罗马书十二章 6～8 就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

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

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

心。」（ἔχοντες δὲ χαρίσματα κατὰ τὴν χάριν τὴν δοθεῖσαν ἡμῖν διάφορα, εἴτε προφητείαν 

κατὰ τὴν ἀναλογίαν τῆς πίστεως, εἴτε διακονίαν ἐν τῇ διακονίᾳ, εἴτε ὁ διδάσκων ἐν τ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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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ιδασκαλίᾳ, εἴτε ὁ παρακαλῶν ἐν τῇ παρακλήσει· ὁ μεταδιδοὺς ἐν ἁπλότητι, ὁ προϊστάμενος 

ἐν σπουδῇ, ὁ ἐλεῶν ἐν ἱλαρότητι.）各肢体因上帝的恩典领受不同的恩赐。这里列举了七

项恩赐：说预言、服事（执事）、教导、劝勉人（劝化）、分享（施舍）、治理、怜

悯人。这些恩赐当中，有传讲上帝话语的（说预言、教导），有帮助人的（服事、劝

勉、分享、怜悯），也有治理的。大家都在同一个身体上，没有阶级之分，没有种族

之分，只当各尽其职，共同建立这个身体。这些恩赐不是犹太基督徒有，而外邦基督

徒没有的，反之亦然。无论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大家都一同各尽其职，共同建立这一

个身体。 

这些恩赐都是在处理基督身体（教会）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教导、劝化、施舍、

治理、怜悯人。教会需要好好去管理，以致在教会内有美好的见证。 

 

3. 不同恩赐描述：自我与族群 

这里有关恩赐的描述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关恩赐的描述是一样的含义吗？哥林

多前书那里是在描述他们彼此分党，认为自己很重要，以我为中心而轻看其他的肢

体，所以哥林多基督徒应该放下自己，彼此服事。 

罗马书这里则是在描述外邦基督徒认为自己已经取代了犹太基督徒的位置而轻看

犹太基督徒在上帝国的位置，所以外邦基督徒不应该继续排斥犹太基督徒，而是在恩

赐上各尽其职，共同合一地建立基督的身体。 

虽然同是有关恩赐的表达，哥林多前书是表达放下自己、彼此服事，范围是自

己；而罗马书则是表达去除排斥、彼此接纳，范围是整个族群。 

 

4. 「信心的程度」：与上帝信实所成就的作为一致（十二 6） 

至于「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εἴτε προφητείαν κατὰ τὴν 

ἀναλογίαν τῆς πίστεως）这句话中的「信心的程度」（κατὰ τὴν ἀναλογίαν τῆς πίστεως）

与「信心的大小」（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是否有一样的意思呢？既然上文已经说明「信心

的大小」（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不是指信心的大小，那「信心的程度」（κατὰ τὴν 

ἀναλογίαν τῆς πίστεως）也应该与信心的大小无关。「程度」（ἀναλογίαν）的意思是指

在比例上是相称的状态，也就是指与某事一致的情况。10 而「信心」（πίστεως）是属

格名词，采用关联属格用法，翻译为「与信」。这个「与信」也与上帝有关，因预言

的内容与上帝有关，所以「与信」（πίστεως）可解释为与上帝的信实。另外，

「κατὰ」为介词，采用标准用法，翻译为「按照」。因此，「信心的程度」（κατὰ τὴν 

ἀναλογίαν τῆς πίστεως）可解释为「按照与上帝信实作为一致」。这表示「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εἴτε προφητείαν κατὰ τὴν ἀναλογίαν τῆς πίστεως）可翻

 
10 〈avnalogi,a〉，《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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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如果是说预言的，就应当说按照与  神信实作为一致的预言」。所以，传讲上

帝的预言或话语，就要好好地传讲，不要背离信实上帝的作为。 

所以，「信心的大小」（ μέτρον πίστεως）或「信心的程度」（ κατὰ τὴν 

ἀναλογίαν τῆς πίστεως）都不是在说明人信心数量或程度上的差别，而是在说明上帝信

实的拯救作为。所以，我们要坚定倚靠这位信实又大能的上帝，知道祂是坚固的盘石

和山寨，永不动摇。无论我们的景况如何，这位信实的上帝必施行拯救。因此，我们

应当把自己的眼目转向信实的上帝，而不是自己飘忽不定的信心。 

由此观之，上帝的旨意是要罗马基督徒因上帝信实的拯救作为这一个量器而蒙拯

救，就要在同一个身体上，接纳彼此，互为肢体，各尽其职，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

不要再以族群或阶级来分彼此。每个族群都不同，但都以上帝信实的作为连接；每个

人的恩赐都不同，但却以耶稣基督来彼此连结。这是罗马基督徒需要更新而改变的思

想和行动，也是今日基督徒需要更新而改变的思想和行动。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 3～8 节可翻译为：「事实上，我借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

们当中的所有人说：不要自视过高，超过必须思想的，反而要思想，为要谨慎自制，

正如  神分派量器给每一个人一样。这个量器就是  神的信实所成就的作为。因为正

如我们有许多肢体在一个身体中，并且所有肢体不都有同样的功能，照样，我们这许

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每一个肢体是彼此互为肢体。可是，按照赐给我们

的恩典，我们会有不同的恩赐；如果是说预言的，就应当说按照与  神信实作为一致

的预言；如果是服事的，根据服事；如果是教导的，根据教导；如果是劝勉人的，根

据劝勉；分享的，根据慷慨大方；治理的，根据勤奋；怜悯人的，根据满有恩惠。」 

 

三、活出与世界不同的爱（十二 9～21） 

既然上帝的旨意是成熟的（纯全 τέλειον）（各族群愿意接纳彼此），也是合神心

意的（可喜悦 εὐάρεστον）（同一个量器蒙拯救、同一个身体各尽其职），保罗接着就

阐述上帝的旨意是美善的（善良 ἀγαθὸν）。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 1～8 节处理了基督

徒不应该在恩典中继续犯罪的论述，而应该献上自己，改变思想，行出上帝的旨意。

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除了在一个救赎恩典和身体中彼此接纳之外，保罗继续说明

上帝旨意的内容，也与罗马书一章 29～31节的恶行进行一个对比。 

以下列表呈现罗马书一章 29～31 节的不好思想、本性与恶行以及罗马书十二章

9～21节美善的思想、本性与善行的对比。 

 罗马书一章 29～31节 罗马书十二章 9～21节 

思想 1:29不义、邪恶、贪

婪、恶毒 

12: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

近。 

12:21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特性 1:29嫉妒、凶杀、争

竞、诡诈、毒恨 

12:12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

告要恒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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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的

行事为人 

1:30怨恨 神的 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

步，听凭主怒。 

对自己的

行事为人 

1:30～31狂傲的、自

夸的、无知的 

12:16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

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对别人的

行事为人 

1:30～31谗毁的、背

后说人的、侮慢人

的、捏造恶事的、违

背父母的、背约的、

无亲情的、不怜悯人

的 

12:10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

推让。 

12: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

事主。 

12:13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

待。 

12:15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

哭。 

12:14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

福，不可咒诅。 

12:17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

去做。 

12:18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12:20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

就给他喝。 

 

1. 上帝的旨意：真诚的爱 

保罗指出上帝的旨意是爱。这样的爱是没有假装的，是真的接纳彼此族群的不

同、阶级的不同，不是口是心非的爱。不单是对彼此的爱是真诚的，对上帝的爱也是

如此。不是口里称耶稣是主，行事为人却要在恩典中继续犯罪，成为罪权势的奴役。

所以，保罗陈明，一个真的爱上帝的基督徒、一个愿意献上自己为活祭的基督徒，就

会在思想和行动上厌恶恶，亲近善，不为恶所胜，反以善胜恶（罗十二 9, 21）。这样

的基督徒就在各样环境中，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祷告恒切（罗十二 12），

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方式不是怨恨上帝，不是自己伸冤，而是倚靠上帝，让上帝为自己

伸冤（罗十二 19）。因此，他们放下自己的狂傲、自夸和无知（罗一 30～31），反而

谦卑自己，不心高气傲，不自以为聪明，而是俯就卑微的人，与人同心（罗十二

16）。这样的生命就不会因为自己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得救的盼望、对上帝有不

同于世界的看法，而轻看还不认识上帝的人。 

当一个基督徒愿意在生命主权、思想和特性上更新而变化时，他∕她就在行动上

或行事为人上有改变。这样的改变使他∕她愿意去爱别人，去爱弟兄姐妹，去尊重

人，去服事主，去帮助有缺乏的人，去款待人，去接待人，去同理人（一同喜乐、一

同哀哭）（罗十二 10, 11, 13, 15）。可是，在服事过程中，在与别人相处中，若有与

自己对立的人，这样的基督徒也愿意去祝福对方而不是咒诅对方，不以恶报恶，反而

尽力与人和睦，善待仇敌，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罗十二 14, 17,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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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帝美善的旨意，也是一个愿意献上自己为活祭、以上帝为上帝的基督徒应

该追求的旨意。上帝借着圣灵让愿意随从圣灵而行的基督徒得力活出这样的生命。这

是对上帝、对自己、对别人当活出的生命，也是基督徒在这世界的见证。犹太基督徒

和外邦基督徒当活出这样的生命，而不是活出与罗马世界相同的价值观，因为罗马社

会是以阶级、金钱和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观去处理上帝、自己和别人的关系。这样的

关系是以恶报恶、不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轻看别人等。因此，保罗提出上帝美善的旨

意是要罗马基督徒活出与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与行事为人，不单是在教会内，也是在教

会外的行事为人，以致基督徒有美好的见证。 

为何保罗要基督徒在教会内执行上帝美善的旨意，也要基督徒在教会外行上帝的

旨意呢？不是不要效法世界吗？不是要排斥这个世界吗？或许保罗的劝勉是要基督徒

不要再经历类似几年前发生犹太基督徒被赶出罗马城的事件。这对教会有不良的影

响，也对整个社会对基督徒也有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基督徒是社会骚乱的制造者，而

没有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劝勉罗马基督徒不单在教会内彼此接纳，也要在教会外，

尽量与人和睦，善待别人，帮助别人，不以恶报恶，不要报复，作好公民和好邻舍，

以改变社会对基督徒不正确的看法，减低社会对基督徒敌对的程度。所以，活出上帝

真诚的爱的生命，不单是在思想上有改变，也在行动上有改变；不单是在教会内，也

是在教会外。 

 

2. 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比较：放下自己与活出和世界不同生命 

若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篇做一个比较，哥林多前书的爱是处理教会内各种

问题的秘方，使基督徒愿意放下自己，行出美善的行事为人，解决教会内各样的问

题。 

罗马书这里的爱则是要基督徒活出与世界不同价值观的行事为人，无论是在教会

内或教会外，不单是处理教会内族群之间的张力，也在教会外有好的见证。这样的见

证不单是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与社会、政府、国家的关系。保罗在接下来的罗马

书十三章继续论述这样的关系，说明基督徒当在这些关系中有怎样的行事为人。 

 

四、上帝救赎，人须改变 

总括来说，保罗劝勉基督徒首要任务是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上帝（献

上活祭）。当基督徒愿意如此行时，其思想和价值观才会改变，因为他∕她就会愿意

采纳上帝的观点，以上帝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并愿意行出上帝的旨意，活出与世界不

同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是以上帝为他∕她生命的中心，去察验上帝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以爱

为中心，各族群间彼此接纳，在同一个身体各尽其职，在教会内或教会外，彼此服

事，活出与这世界不同的爱和价值观。虽然基督徒有不同于这个世界价值观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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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却不是排斥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活出见证，以上帝的爱去影响这个世

界，让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可以认识这位爱他们的上帝。所以，同蒙上帝拯救的基

督徒，应该要有这样的改变，并愿意活出委身于上帝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单是对上

帝、对自己、对别人，也是对社会和国家，活出上帝喜悦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