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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羅馬書十四章 1～23 

彼此接納堅守信仰 

 

在團體中，堅持己見是常見的情況，因為各人都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最好的，是最

正確的。爭執因此常常發生。在信仰上，各人有不同的想法也在所難免，那要如何協

調彼此想法的不同呢？在主要真理上，要堅持到底，但在次要事物上，如飲食、禮儀

等方面，彼此接納和協調卻是可行的方向之一。羅馬基督徒也面對次要事物上的爭

論，保羅要如何處理呢？ 

  

一、接納彼此認知不同，上帝使彼此站穩（十四 1～4） 

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的結束部分命令基督徒要穿戴耶穌基督的美德並不再為私慾

而去滿足肉體的需要（羅十三 14）。這些是個人生命的塑造：個人品性和對付自己肉

體私慾。除了個人生命的塑造之外，保羅接著就述說個人對其他人的接納。這樣的接

納涉及接納認知上的限制。 

 

1. 因上帝的信實接納認知受限制的人（十四 1） 

羅馬書十四章 1 節說：「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

（Τὸν δὲ ἀσθενοῦντα τῇ πίστει προσλαμβάνεσθε, μὴ εἰς διακρίσεις διαλογισμῶν.）這節經

文中的「信心」（πίστει）是指上帝的信實，「軟弱」（ἀσθενοῦντα）則是指「受限

制」。1 由於這些人是「辯論所疑惑的事」（εἰς διακρίσεις διαλογισμῶν），所以這裡的

「受限制」（ἀσθενοῦντα）是指思想或想法上的受限制。這就如猶太人認為自己的看

法是正確的，保羅的看法是錯誤的，所以他們堅持自己的看法而拒絕了上帝藉著耶穌

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羅十 2～3）。而「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μὴ εἰς διακρίσεις 

διαλογισμῶν）不是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因為按照希臘文的意思，這句經文的意思

是：不要因為想法不同而起爭執。意思是，討論是可以的，但爭執則要避免。 

若按照希臘文原文進行翻譯，這節經文可翻譯為：「另外，你們必須因  神信實

的緣故，持續接納那受限制的人，不要因為想法不同而起爭執。」若這樣的翻譯可

行，保羅在這節經文所要表達的，不是要討論信心軟弱的人，而是要討論那些思想受

限制的人。保羅要這個基督徒團體接納那些思想受限制的人，原因是因為上帝也拯救

那些思想受限制的人。基督徒之間必然會因不同想法而討論，但不要因不同想法而起

爭執，特別是當他們當中有人的認知受限時。這些在認知上受限制的人需要改變，正

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 2 節所說一樣，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不要在思想上受限制，而

 
1 〈ἀσθενέω〉，《新約及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辭典》，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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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更新與改變，因為認知有限就會阻止或批評不按自己認知而行的人。這些人就是

堅持己見的人。堅持己見的人在團體中就比較容易產生爭執，但保羅要這個團體因為

上帝信實的緣故接納彼此，也心意更新而變化，從而減少爭執。所以，思想不受限制

的人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去接納彼此的不同，思想受限制的人也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去接納不同想法的人。 

 

2. 上帝接納食物認知不同的人（十四 2～4） 

這些堅持己見的人是在哪些方面因為想法不同而起爭執呢？保羅接下來就指出羅

馬基督徒因為對飲食和日子的想法不同而起爭執。羅馬書十四章 2 節說：「有人信百

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ὃς μὲν πιστεύει φαγεῖν πάντα, δὲὁ ἀσθενῶν 

λάχανα ἐσθίει.）這表示，有些人認為什麼東西都可吃，可是另外一批人在認知上受限

制（軟弱的 ἀσθενῶν），他們認為只可吃蔬菜或吃素。若不同想法的人各自生活，或

是生活在同樣的團體中，但彼此接納，互相尊重，那倒也沒什麼問題，可是，羅馬基

督徒卻因為認知的不同而彼此鄙視和彼此評斷。這樣的鄙視行為對團體生活是百害而

無一利的，因為這帶來彼此之間的歧視和階級，所以保羅要他們禁止彼此鄙視和彼此

評斷的行為。 

羅馬書十四章 3 節說：「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

因為 神已經收納他了。」（ὁ ἐσθίων τὸν μὴ ἐσθίοντα μὴ ἐξουθενείτω, δὲὁ μὴ ἐσθίων 

τὸν ἐσθίοντα μὴ κρινέτω, ὁ θεὸς γὰρ αὐτὸν προσελάβετο.）吃百物的人不可輕看或鄙視不

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評斷那吃的人。吃的人不要以為自己的地位比較高人一等或

相反，不吃的人也不要以為自己的地位比較高人一等或相反。彼此接納彼此的不同想

法和生活方式，不必爭論，不必分階級或歧視彼此，因為上帝已經接納了那些吃的

人，也接納了那些不吃的人。既然我們共同的主人上帝都已經接納了彼此，那我們還

說什麼呢？我們還要好像猶太人一樣拒絕上帝的心意嗎？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 4 節說：「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

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σὺ τίς εἶ ὁ 

κρίνων ἀλλότριον οἰκέτην; τῷ ἰδίῳ κυρίῳ στήκει ἢ πίπτει· σταθήσεται δέ, δυνατεῖ γὰρ ὁ 

κύριος στῆσαι αὐτόν.）這節經文不是說我們不能評斷別人，而是說我們不是那些被評斷

之人的主人，因為我們與那些被評斷之人是一樣的，都是屬於上帝的僕人，沒有誰比

誰更優越，也沒有誰在團體中有更高的地位。既然我們都一樣是上帝的僕人，那我們

就沒有權柄轄制其他人或審判其他人，猶如我們是其他人的主人一樣。其他人的命

運，是站穩或跌倒，都與他們的主人有關，不與自己有關，並且他們都需要向上帝交

賬。慶幸的是，保羅在這裡陳明，其他人或被評斷之人或被鄙視的人將站穩，因為上

帝這位主人有能力使被評斷之人站穩。這就如保羅在羅馬書八章 38～39 節所說，無論

任何情況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一樣。上帝的大能與愛會使被評斷之人站穩。 

所以，羅馬書十四章 1～4節可翻譯為：「另外，你們必須因  神信實的緣故，持

續接納那受限制的人，不要因為想法不同而起爭執。一方面，有人不斷相信可吃所有

東西；另一方面，那受限制的人不斷只吃眾蔬菜。那吃的人不要繼續鄙視那不吃的



3 

 

©2023 陳維進 

人，並且，那不吃的人也不要繼續評斷那吃的人，因為  神已經接納他了。你是誰？是

那評斷別人家僕的人嗎？他站穩或跌倒，只與自己的主人有關。可是，他將站穩，因

為主有能力使他站穩。」 

 

3. 接納彼此，都是潔淨的 

簡單的說，關於食物的部分，我們不是被評斷之人的主人，那我們就不要再彼此

評斷，而是要彼此接納，因為我們都共有相同的主人上帝。這位上帝會讓我們彼此都

站穩在祂面前，無論我們是選擇吃或選擇不吃。這位上帝也使我們在基督面前被潔淨

（羅十一 16，「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樹根若是聖潔，樹枝也就聖

潔了」），以致大家都潔淨地在團體內團契與吃喝。在耶穌基督裡的人，沒有誰是不

潔淨的，也沒有誰的地位是比其他人高的，更不應該有歧視和階級之分的。這樣的認

知需要被突破，不當繼續受限在過去的認知中。 

 

4. 認知受限原因 

為何羅馬基督徒在食物方面有認知上的限制呢？或許他們當中的猶太基督徒仍然

堅持在食物律法上堅守過去的教導，就如加拉太教會一樣，猶太基督徒堅持外邦基督

徒需要接受割禮以成為上帝的子民，或是猶太基督徒不與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飯團契，

因為猶太基督徒認為外邦基督徒是不潔淨的。這樣的觀念造成群體成員之間的關係產

生張力。羅馬書這裡的論述就與加拉太書有關禮儀律法的爭論有關，可是卻與哥林多

前書有關祭偶之物的情況不一樣，因為哥林多前書那裡是處理有關外邦基督徒在社會

上社交、經濟方面的論述，也因為祭偶之物也牽涉偶像崇拜的參與行為。因此，保羅

禁止哥林多基督徒參與廟宇的祭偶之物，但市場買的祭偶之物，仍然可吃。哥林多基

督徒要限制自己的自由。然而，羅馬書這裡卻不是有關祭偶之物的論述，而是猶太基

督徒對食物律法的堅持。所以，保羅的勸勉不是禁止食物的吃或不吃，而是要彼此接

納彼此的不同，不鄙視彼此，不視對方為不潔的人，以利團體成員之間的接納、團契

與合一。 

 

二、都為主而行，也向主交賬（十四 5～13） 

除了要突破食物方面的認知之外，保羅也要基督徒突破有關日子方面的認知。 

 

1.受限制的人： 堅持所見，為主而行（十四 5～6） 

羅馬書十四章 5 節說：「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

心裡要意見堅定。」（ὃς μὲν (γὰρ) κρίνει ἡμέραν παρ᾽ ἡμέραν, ὃς δὲ κρίνει πᾶσαν ἡμέραν· 

ἕκαστος ἐν τῷ ἰδίῳ νοῒ πληροφορείσθω.）這節經文不是說「只是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

（ἕκαστος ἐν τῷ ἰδίῳ νοῒ πληροφορείσθω），亦即各人要堅持己見，認為自己對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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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是對的，就不要妥協。這其實不是這句經文所要表達的意思。若按照希臘文原文

的語法，「只是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ἕκαστος ἐν τῷ ἰδίῳ νοῒ πληροφορείσθω）可翻

譯為「各人都不斷地全然確信有關自己的看法」，亦即那些堅持己見的人堅持自己的

想法是對的，不願改變。換句話說，新的翻譯與和合本的翻譯呈現兩種不同的意義。

和合本所要表達的意義：各人要堅持己見，這是對的態度。新的翻譯所要表達的意

義：各人都不願意改變，因為只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保羅說這句話的目的是呈現

羅馬基督徒的看法，他們都堅持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可是，在團體中，各人只相信自

己的想法是對的，那當然會引起爭執。對食物的情況是這樣，對日子的情況也是這

樣。所以，我們需要心意更新而改變，不能只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特別是在禮儀

律法的認知上。 

羅馬基督徒不單堅持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他們也堅持自己所做是為主而做的，也

是為主而感謝的。所以，羅馬書十四章 6 節說：「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

主吃的，因他感謝 神；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 神。」（ὁ φρονῶν τὴν 

ἡμέραν κυρίῳ φρονεῖ· καὶ ὁ ἐσθίων κυρίῳ ἐσθίει, εὐχαριστεῖ γὰρ τῷ θεῷ· καὶ ὁ μὴ ἐσθίων 

κυρίῳ οὐκ ἐσθίει καὶ εὐχαριστεῖ τῷ θεῷ.）也就是說，那看重日子的人是為主看重日子

的；那吃或不吃的人，也是為主吃或不吃的，並因此感謝上帝的。換句話說，吃的

人，不吃的人，看重日子的人，不看重日子的人，都一樣為主做或不做這些事，並向

上帝獻上感謝。按這情況來看，羅馬基督徒的確沒有為自己而活，也認為自己所做或

所不做都是對的。既然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那大家就各持己見，但這卻引起爭

執。所以，保羅要化解這樣的爭執。保羅要如何做呢？ 

 

2. 保羅認同彼此，為主生死（十四 7～9） 

羅馬書十四章 7～9 節說：「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

死。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

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οὐδεὶς γὰρ ἡμῶν ἑαυτῷ 

ζῇ καὶ οὐδεὶς ἑαυτῷ ἀποθνῄσκει· ἐάν τε γὰρ ζῶμεν, τῷ κυρίῳ ζῶμεν, ἐάν τε ἀποθνῄσκωμεν, 

τῷ κυρίῳ ἀποθνῄσκομεν. ἐάν τε οὖν ζῶμεν ἐάν τε ἀποθνῄσκωμεν,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ἐσμέν. εἰς 

τοῦτο γὰρ Χριστὸς ἀπέθανεν καὶ ἔζησεν, ἵνα καὶ νεκρῶν καὶ ζώντων κυριεύσῃ.）保羅認同

羅馬基督徒的作為，因為他們的作為和保羅的認知是一樣的，都是沒有為自己活，也

沒有為自己而死，並且，無論生死，他們都是屬於耶穌基督的人，因為耶穌基督死而

復活，是活人和死人的主。所以，大家的看法是一樣的，也一樣共有一個主。 

 

3. 停止鄙視，向主交賬（十四 10～13） 

既然保羅和羅馬基督徒的認知是一樣的，都是為主而做或不做，為主而吃或不

吃，也為主而活或死，因為都同有一位主，那為何他們還要彼此鄙視和評斷呢？因

此，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 10 節指責說：「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輕

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 神的臺前。」（σὺ δὲ τί κρίνεις τὸν ἀδελφόν σου; ἢ καὶ σ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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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ί ἐξουθενεῖς τὸν ἀδελφόν σου; πάντες γὰρ παραστησόμεθα τῷ βήματι τοῦ θεοῦ,）保羅責備

那鄙視和評斷團體中吃或不吃、做或不做的人。這不是他們當作的事，因為審判的事

是由上帝負責的。不單如此，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審判臺前接受審判。這表

示，羅馬基督徒所做和所不做，所吃或所不吃都是對的，都是為主而做或不做的，但

不對的地方是彼此的鄙視和評斷。也就是說，他們之間產生歧視的態度，認為自己才

是對的，這是錯誤的表現。這是保羅要糾正他們的地方，也是羅馬基督徒要改變的想

法。他們要改變，以致不拒絕彼此，不鄙視彼此，並接納彼此。為什麼他們要接納彼

此呢？因為他們都同有一位主。這位主是他們一同跪拜和頌讚的。所以，羅馬書十四

章 11 節就說：「經上寫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

我承認。」（γέγραπται γάρ, Ζῶ ἐγώ, λέγει κύριος, ὅτι ἐμοὶ κάμψει πᾶν γόνυ καὶ πᾶσα 

γλῶσσα ἐξομολογήσεται τῷ θεῷ.）無論是思想受限制的人，還是思想不受限制的人，大

家都一同跪拜和頌讚同一位主。既是如此，那大家就不要再分別彼此，歧視彼此，鄙

視彼此。 

為何我們不要再鄙視彼此呢？因為我們都需要在上帝面前交賬。羅馬書十四章

12 節說：「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說明。」（ἄρα οὖν 

ἕκαστος ἡμῶν περὶ ἑαυτοῦ λόγον δώσει τῷ θεῷ.）主耶穌要我們彼此相愛，所以，我們就

需要改變想法，去除鄙視彼此的想法，學習接納彼此，因為我們所做所行所思想，都

將在上帝面前說明或交賬。既是如此，我們所要做的是什麼呢？羅馬書十四章 13 節

說：「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

（Μηκέτι οὖν ἀλλήλους κρίνωμεν· ἀλλὰ τοῦτο κρίνατε μᾶλλον, τὸ μὴ τιθέναι πρόσκομμα τῷ 

ἀδελφῷ ἢ σκάνδαλον.）我們所要做的是：不再持續評斷彼此，也放棄「總認為別人是

錯的，只有自己是對的」想法，再來就是不要絆倒人。 

保羅已經認同羅馬基督徒的看法，讚同他們都是為主而做或不做，為主吃或不

吃，因為都同有一個主人。他們所要做的是接納彼此，接納不同想法的人，也接納想

法受限制的人。至於不要絆倒人這件事，保羅在接下來的篇幅就述說這件事，並指出

他在食物這件事上的想法。 

所以，羅馬書十四章 5～13 節可翻譯為：「現在，一方面有人素來評斷這日勝過

那日，另一方面有人素來評斷每一日是一樣的。各人都不斷地全然確信有關自己的看

法。那看重日子的人是為主不斷看重日子；那吃的人是為主不斷地吃，因為他不斷向  

神感謝；那不吃的人是為主不斷不吃，也不斷向  神感謝。事實上，我們當中沒有一個

人為自己而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死。因為，無論我們持續活著，我們是為主持

續活著；還是我們死了，我們是為主死了。所以，無論我們是持續活著還是我們死

了，我們都是屬於主的人。因為為了這原因，基督死了，但又活過來，就是為了他可

以作死人們和活人們的主人。可是，你為何不斷評斷你的弟兄呢？或是，你又為何不

斷鄙視你的弟兄呢？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將站在  神的審判座前。因為經上記載：主說：

『我持續地活著，為要每一個膝蓋將向我跪拜，每一個舌頭也將向  神頌讚。』這樣看

來，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將要向  神交出有關自己的賬目。所以，讓我們不再持續評斷彼

此。你們反而必須更要決定開始作這件事，就是：不作置放絆倒弟兄或誘惑人陷阱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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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變認知，停止傷害弟兄姐妹（十四 14～16） 

保羅雖然認同羅馬基督徒的想法，但仍然想要改變他們對食物的看法。關於食物

的認知，保羅有什麼想法呢？ 

 

1.食物都是潔淨的（十四 14） 

羅馬書十四章 14 節說：「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惟

獨人以為不潔淨的，在他就不潔淨了。」（οἶδα καὶ πέπεισμαι ἐν κυρίῳ Ἰησοῦ ὅτι οὐδὲν 

κοινὸν δι᾽ ἑαυτοῦ, εἰ μὴ τῷ λογιζομένῳ τι κοινὸν εἶναι, ἐκείνῳ κοινόν.）保羅過去對食物也

有分為潔淨和不潔淨的想法。可是，由於主耶穌的緣故，一切都更新了，保羅也心意

更新而變化，以致他改變他過去對食物的想法，知道一切食物本身都是潔淨的。在基

督裡，所有食物都是潔淨的。可是，對於那些想法受限制的人、不願心意更新而變化

的人來說，若他們繼續認為有些東西是不潔淨的，那些東西就會被他們認為是不潔淨

的，儘管那些東西本身是潔淨的。然而，保羅改變了他過去的想法。他不再在食物上

用自己過去的想法來看食物，也不再用自己過去的想法來限制其他人的想法。可是，

若羅馬基督徒當中，有人繼續使用過去的想法來限制其他人，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2.不因食物傷害人（十四 15～16） 

羅馬書十四章 15 節說：「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就不是按著愛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經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敗壞。」（εἰ γὰρ διὰ βρῶμα ὁ ἀδελφός σου 

λυπεῖται, οὐκέτι κατὰ ἀγάπην περιπατεῖς· μὴ τῷ βρώματί σου ἐκεῖνον ἀπόλλυε ὑπὲρ οὗ 

Χριστὸς ἀπέθανεν.）這節經文是指不吃不潔淨食物的人指責吃不潔淨食物的人。若這情

況發生，不吃不潔淨食物的人或許在生命上要不斷地經歷掙扎，因為在同一個團體

內，他們常常要看同一個團體內的人吃不潔淨的食物。在他們看來，吃不潔淨食物的

人是在犯罪，得罪上帝。這樣的行為讓他們憂愁或不斷受到傷害。或許，這樣的行為

使他們對在基督裡的信仰產生懷疑，信實的上帝在舊約不是吩咐了不可吃不潔淨之物

嗎？連彼得也對上帝說他不吃不潔淨之物。 

對認知受限制的人來說，他們或許會因此回到猶太教去，以找到他們所認信的信

仰。這就如有些基督徒被某些基督徒的行為絆倒而離開教會和耶穌，回到過去的信仰

一樣。若是如此，使人絆倒的人就不是按真理而行，也沒有愛鄰舍。耶穌基督都為對

方死了，為對方付上了這麼大的代價。那為何我們就不能因為耶穌的緣故，限制自己

吃的自由，為對方付上一點代價呢？若對方因為食物的緣故，離開這個屬靈團體，回

到過去的生活，那我們就是毀滅了那離開基督信仰的弟兄姐妹。 

另外，或許不吃的人批評吃的人，認為他們犯罪，得罪上帝，使吃的人承受不必

要的壓力，而離開屬靈團體，回到過去的生活，那不吃的人也是毀滅了那離開耶穌基

督的弟兄姐妹。所以，為還無法改變想法的弟兄姐妹放下吃的自由，以及為吃的人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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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祝福並不去鄙視和評斷他們，是保羅對羅馬基督徒的勸勉，也是保羅不希望他們在

團體中彼此的關係被撕裂。 

吃和不吃的人都維護自己所認知的，也認為自己是對的。保羅因此勸勉他們不要

再批評彼此，不要再撕裂彼此之間的關係。羅馬書十四章 16 節說：「不可叫你的善被

人毀謗。」（μὴ βλασφημείσθω οὖν ὑμῶν τὸ ἀγαθόν.）這節經文可翻譯為：「所以，不

要讓從你們角度看是好的事被繼續毀謗。」從「你們」各自角度看為好的事，就是吃

不潔食物的人認為自己所為是好的，不吃不潔食物的人也認為自己所為是好的。既然

大家都認為自己所為都是好的事，那就不要再繼續彼此毀謗或批評彼此了，而是要停

止傷害弟兄姐妹，要彼此接納。 

所以，羅馬書十四章 14～16 節可翻譯為：「我確實知道，也因主耶穌而確信：

沒有什麼東西會因為本身的緣故而成為不潔淨的，除非那人認為什麼東西是不潔淨

的，對那人來說，那就是不潔淨的。事實上，若你的弟兄因為食物不斷受到傷害，你

就不再是根據愛心持續行事了。你不要因為你的食物而繼續毀滅那位弟兄，因為基督

已經為那位弟兄死了。所以，不要讓從你們角度看是好的事被繼續毀謗。」 

 

四、改變認知，追求建立生命的事（十四 17～23） 

為何保羅勸勉兩方弟兄姐妹不要再批評彼此了，而是要接納彼此呢？ 

 

1. 轉移方向，追求公義、和平與喜樂（十四 17～18） 

羅馬書十四章 17 節說：「因為 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

靈中的喜樂。」（οὐ γάρ ἐστιν ἡ βασιλεία τοῦ θεοῦ βρῶσις καὶ πόσις ἀλλὰ δικαιοσύνη καὶ 

εἰρήνη καὶ χαρὰ ἐν πνεύματι ἁγίῳ·）保羅指出羅馬基督徒不該繼續為食物分別彼此，而

是應該轉移所追求的方向，因為上帝的國不在乎吃喝。也就是說，上帝的國與食物無

關，因為食物本身不會影響個人的救恩。所以，保羅跳出有關食物的論述，轉而提出

基督徒應該追求的生命。原來上帝的國，亦即上帝統治的國度，或是上帝這位主人所

關注的，不是有關食物的事，而是有關追求從聖靈角度看的公義、和平與喜樂。這就

如耶穌批評法律賽人因為遵守禮儀律法而犧牲了公義、憐憫和信實一樣（太廿三

23）。本文對 ἐν πνεύματι ἁγίῳ的處理是公義、和平與喜樂都是從聖靈的角度看，與和

合本的翻譯不同，因為和合本的翻譯是把 ἐν πνεύματι ἁγίῳ與喜樂連接而已。既然我們

生命的主人所關注的是有關公義、和平與喜樂，那身為耶穌基督僕人的我們，就要追

求這樣的生命，因為這樣的生命才是合神心意的生命。 

那什麼是公義、和平與喜樂呢？若公義、和平及喜樂是與人有關，那公義是指正

確、正直的事，不傷害那些思想受限制的人；和平是與人有美好的關係，與思想受限

制的人有和好關係；喜樂是因為行正直、與人有美好關係而喜樂。若是如此，這團體

內的成員就不會因為食物方面的問題而叫弟兄憂愁、鄙視和評斷彼此了。所以，公

義、和平與喜樂就成為處理團體內成員之間彼此關係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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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公義、和平及喜樂是與上帝有關，那公義是指上帝的拯救；和平是

指與上帝恢復和好的關係；喜樂是以上帝為樂，盼望上帝的榮耀。若是如此，這團體

內的成員就不要繼續追求有關食物方面的事，而是要追求有關上帝的事，就是上帝的

拯救、關係的復和以及以上帝為樂。所以，公義、和平與喜樂就成為處理團體內成員

與上帝關係的原則。或許，保羅要團體內的弟兄姐妹不單處理彼此之間的關係，也處

理他們與上帝之間的關係。當他們的關係與上帝恢復之後，他們就會明白上帝的心

意，從而接納彼此，不再受思想上的限制，就如保羅一樣，心意更新而變化，接納對

食物不同看法的人在上帝國裡的團契。 

為何弟兄姐妹應該要追求公義、和平及喜樂呢？羅馬書十四章 18 節說：「在這

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 神所喜悅，又為人所稱許。」（ὁ γὰρ ἐν τούτῳ δουλεύων τῷ 

Χριστῷ εὐάρεστος τῷ θεῷ καὶ δόκιμος τοῖς ἀνθρώποις.）這節經文指出，弟兄姐妹是服事

基督的人，也就是基督的僕人。既是基督的僕人，那就要聽基督這位主人的吩咐，就

如聽上帝這位主人的吩咐一樣，行上帝喜悅的事。上帝喜悅的事不是有關食物的事，

而是有關公義、和平與喜樂的事，是彼此接納的事，是彼此相愛的事。若弟兄姐妹願

意如此服事基督、服事彼此，那就是合上帝心意的，也是被人尊敬的。合上帝心意是

因為行出上帝的旨意，被人尊敬是因為愛彼此，彼此接納，不鄙視彼此。若吃的人接

納不吃的人，不吃的人接納吃的人，不彼此鄙視，那就是合上帝心意的服事了。 

所以，羅馬書十四章 17～18節可翻譯為：「事實上，  神的國是不在於吃和喝，

而在於從聖靈角度看的公義、和平和喜樂。所以，那服事基督的人根據這事服事，就

是合  神心意的，也是被人尊敬的。」 

 

2. 轉移方向，追求和睦與造就人的事（十四 19～21） 

既然羅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方向不再是有關食物方面的事物，所以，保羅在羅馬

書十四章 19～20 節就呼籲說：「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毀壞 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潔淨，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

了。」（ἄρα οὖν τὰ τῆς εἰρήνης διώκωμεν καὶ τὰ τῆς οἰκοδομῆς τῆς εἰς ἀλλήλους. μὴ 

ἕνεκεν βρώματος κατάλυε τὸ ἔρ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πάντα μὲν καθαρά, ἀλλὰ κακὸν τῷ ἀνθρώπῳ 

τῷ διὰ προσκόμματος ἐσθίοντι.）也就是說，保羅要羅馬基督徒追求那些會產生和睦

（εἰρήνης）以及為彼此造就所需的事（τὰ τῆς οἰκοδομῆς τῆς εἰς ἀλλήλους）。若有弟兄

姐妹因為食物而跌倒了，那就是拆毀上帝的「工程」或工作（τὸ ἔργον τοῦ θεοῦ）。若

弟兄姐妹因為食物的緣故而分裂了，或是彼此的關係被撕裂了，那也是拆毀上帝的工

作。上帝的工作是要拯救人、建立人，而不是撕裂人。所以，羅馬基督徒要和睦，要

合一，不要撕裂彼此。若人吃了食物，而撕裂彼此的關係，那吃不潔之物就是一件惡

事。那要如何和睦呢？就是接納彼此。要如何彼此建立呢？就是教導有關食物在上帝

國的真理：所有食物都是潔淨的，不要被受限制的認知影響，破壞了彼此之間的關

係。合一與和睦才是主要真理，食物則是次要的事；絆倒別人是錯誤的事，追求合一

與和睦才是對的事。所以，羅馬書十四章 21 節說：「無論是吃肉是喝酒，是甚麼別的

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καλὸν τὸ μὴ φαγεῖν κρέα μηδὲ πεῖν οἶνον μηδὲ ἐ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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ᾧ ὁ ἀδελφός σου προσκόπτει.）保羅要羅馬基督徒不單要學習真理（所有食物都是潔淨

的），也要避免去做會傷害別人或絆倒別人的事，如吃肉、喝酒或其他的事。不使人

跌倒的事，就是好事。使人和睦與合一、建立弟兄姐妹生命的事，都是好事。 

保羅在這裡沒有禁止人吃不潔淨之物，也沒有不允許人吃潔淨之物。保羅只是要

羅馬基督徒彼此接納，不去鄙視彼此，因為保羅知道食物都是潔淨的，而且上帝的國

不在乎吃喝。保羅要他們轉移焦點，專注在上帝國真正要關注的事：公義、和平及喜

樂。 

所以，羅馬書十四章 19～21 節可翻譯為：「這樣看來，讓我們不斷追求那些產

生和睦與為彼此造就所需的事。你不要繼續因為食物拆毀  神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

所有東西都是潔淨的，但是，對那因所吃而絆倒別人的人來說，那是惡的。不吃肉這

事是好的，不喝酒這事是好的，不因為其他事使你的弟兄跌倒也是好的。」 

 

3. 轉移方向，持守信實上帝所成就的救恩（十四 22～23） 

既然食物都是潔淨的，所追求的方向也應當是專注在上帝國真正要關注的事：公

義、和平及喜樂，那羅馬基督徒當怎樣行呢？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 22 節說：「你有信

心，就當在 神面前守著。人在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責，就有福了。」（σὺ 

πίστιν ἣν ἔχεις κατὰ σεαυτὸν ἔχε ἐνώπιον τοῦ θεοῦ. μακάριος ὁ μὴ κρίνων ἑαυτὸν ἐν ᾧ 

δοκιμάζει·）這節經文的「信心」（πίστιν）是指什麼意思呢？是人自己的信心嗎？既

然食物沒有潔淨與不潔淨之分，食物有潔淨與不潔淨之分是因人的想法造成的（當然

人有這樣的想法是因上帝在舊約的吩咐），況且食物也不會影響人在上帝國的位置，

那弟兄姐妹只要在食物的想法上持守自己所相信的，對自己所相信的有把握，那就在

上帝面前持續持守。換句話說，猶太基督徒可以繼續持守禮儀律法所規定的，但必須

改變「外邦基督徒也需要遵守禮儀律法，否則他們就不是上帝子民」的想法。只要猶

太基督徒改變想法，能如此相信並對此信念有把握而不自責，那就是有福的。若猶太

基督徒還是認為外邦基督徒需要遵守禮儀律法，就如加拉太書的猶太基督徒一樣，認

為外邦基督徒相信耶穌還不夠，還需要加上行割禮，才是上帝的子民，那猶太基督徒

對救恩的認知就是錯誤的，需要被糾正。 

至於外邦人基督徒，只要他們繼續信靠耶穌基督，知道所有食物都是潔淨的，沒

有潔淨與不潔淨之分，那就持守這樣的信念，並對這樣的信念有把握而不自責，那也

是有福的人。所以，既然兩方面都需要對自己所持守的信念有把握，因此，這節經文

的「信心」（πίστιν）是指對信念有把握。 

簡單來說，無論吃的人，或不吃的人，他們都是為主而做。只要在食物上對自己

所持守的信念有把握，就是有福的人，因為吃與不吃不影響彼此在上帝國的位置，也

因為那是人的想法而已，因為食物本身都是潔淨的。 

然而，若有人存疑惑的心吃不潔淨的食物呢？會有什麼後果呢？羅馬書十四章

23 節說：「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為他吃不是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的都

是罪。」（ὁ δὲ διακρινόμενος ἐὰν φάγῃ κατακέκριται, ὅτι οὐκ ἐκ πίστεως· πᾶν δὲ ὃ οὐκ ἐ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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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ίστεως ἁμαρτία ἐστίν.）這節經文是不是說：只要我有信心，吃任何食物都沒有問題？

若延伸這樣的觀念：我去做道德上錯誤的事，只要我有信心，都是對的？當然不是。

所以，這節經文不是要表達這個觀念：我有信心，去做任何事都是對的。或許我們先

找出這節經文所說的「疑心」或「疑惑」（διακρινόμενος）是什麼意思。這裡的「疑

惑」是指對什麼事情疑惑呢？若大家都吃潔淨的食物，那就沒有問題。若有人堅持不

吃不潔淨的食物，有人堅持吃不潔淨的食物，那只要大家彼此接納就可以了，也不會

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食物都是潔淨的。所以，這裡的「疑惑」而吃卻造成有罪的論

述，或許是與救恩有關。 

這就如加拉太書所說的割禮一樣，猶太基督徒認為外邦基督徒相信耶穌還不夠，

還需要加上行割禮，那才是完整的上帝之國的子民。若外邦基督徒也同意這樣的想

法，那救恩就產生問題，因為外邦基督徒同意救恩的成就還需要加上律法，而不是單

單因為信靠耶穌。所以，保羅在加拉太書二章 21 說：「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

是徒然死了。」也就是說，上帝的拯救恩典若是藉著律法而得，那耶穌基督就是白白

地死了。若救恩是藉著律法而得，那人就仍然陷在罪的權勢之下。 

若是如此，這裡的「疑惑」（διακρινόμενος）或許是指對信實的上帝藉著耶穌基

督所完成的救恩有「疑惑」：外邦基督徒單單相信耶穌還不夠，還需要加上律法。若

外邦基督徒同意猶太基督徒這樣的想法，他∕她就是對上帝所成就的救恩有「疑

惑」。當他∕她遵守禮儀律法去吃潔淨的食物時，他∕她就是對上帝的救恩有「疑

惑」。若是如此，他∕她的焦點就是食物，而不是上帝。這樣的話，他∕她就會被定

罪，因為他∕她吃不是出於對上帝信實所成就的救恩有把握，而是懷疑上帝藉著耶穌

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還不足。 

同樣的，若猶太基督徒仍然認為成為上帝國的子民不單是相信耶穌，也需要遵守

禮儀律法，包括食物律例，那他∕她就是對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有「疑

惑」（διακρινόμενος），也就是對單單相信耶穌就足夠的救恩有「疑惑」。當他∕她

去吃潔淨的食物時，亦即他∕她認為吃潔淨食物也是救恩所要求的條件之一，那他∕

她就被定罪了，因為他∕她吃不是出於對上帝信實所成就的救恩有把握，而是懷疑上

帝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還不足。「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πᾶν δὲ ὃ οὐκ ἐκ 

πίστεως ἁμαρτία ἐστίν）。「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中的「罪」（ἁμαρτία）是指罪的

權勢，「信心」（πίστεως）是指「對上帝信實所成就的事有把握」。因此，對上帝信

實所成就的事還沒有把握的他∕她，他∕她仍然在罪的權勢之下，因為他∕她懷疑上

帝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無論是吃或不吃，食物對人的救恩是沒有任何

影響的。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都需要對這樣的真理有把握。要不然就與救恩無

份，仍然在罪的權勢之下。所以，這裡的「罪」（ἁμαρτία）就不是在講述單純的道德

性的罪惡，或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罪惡，而是有關身份位置的不同領域，是在基督裡

面，或是在罪的權勢之下。若人能持守對上帝的信靠，就不被定罪，也不在罪的權勢

之下。 

因此，羅馬書十四章 22～23 節可翻譯為：「你持續持有的把握，你自己必須在  

神面前不斷持守。那不因為在他所認可的事上自責的人是有福的。可是，若那存著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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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的人去吃，就被定罪，因為他吃不是出於對  神信實所成就的事有把握。並且，凡不

是出於對  神信實所成就的事有把握，都是在罪的權勢之下。」 

 

五、接納彼此，堅守救恩 

總括來說，食物都是潔淨的，它不影響人在上帝國的位置。可是，若人認為食物

仍然會影響一個人的救恩位置，信靠耶穌還不足夠，那就會產生救恩的問題，因為那

人還在罪的權勢之下。所以，保羅要羅馬基督徒堅守信仰，轉移專注的焦點，不必去

在意食物的潔淨與否，而是注重上帝所關注的公義、和平與喜樂，以建立弟兄姐妹的

生命，學習彼此接納不同想法的人，追求和睦與合一，不要分裂彼此之間的關係。猶

太基督徒應當去接納外邦基督徒，外邦基督徒也應當去接納猶太基督徒，因為大家都

是屬於主的人。因此，基督徒之間就不要分別彼此、鄙視彼此。若人暫時在食物的認

知方面無法突破，就繼續遵守所認知的，但不要疑惑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

恩。在今天教會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次要事物常會引起彼此間的爭論。我們所要做的

或許是釐清真理的方向，堅持核心真理，接納在次要事物上的彈性空間，追求和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