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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歌罗西书（10）保罗讲述一个与基督同复活的人所当有的转变， 

由内心的负面情绪及至言语方面（西 3:7-3:1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歌罗西书 3:1-6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从 3:1，保罗开始正面谈论“在基督里行事”的具体含意。前一章，保罗从“与基督同死”

较负面的角度说出基督徒不应该做什么，比如不要被空洞、欺骗人的学说俘虏，不要跟从那

些把人诱骗离开基督的传统、敬拜和规条。从本节开始，保罗从“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角

度，说明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保罗首先处理基督徒人生追求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因为人改变

首先是从思想转变开始的。 

 

在本章的开头，有两个命令语句：“要追求上面的事”和“要思念上面的事”。这两个吩咐构

成了基督徒价值观的基本方向。首先，基督徒应当追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

边。明显地，这个吩咐针对有基督徒生活得像不认识神一样。保罗提醒他们，既然已经与基

督一同复活，就应当追求与基督复活相配的东西，不必再纠缠在世俗的学问、传统和规条

上。基督徒如何追求上面的事呢？在 2 节，保罗就指出“要思念上面的事”。一个人在追求

什么往往反映在他不断所思想的事上。当一个人不断想着如何累积财富，他的整个人生其实

也在追求从财富而来的满足。 

 

“上面的事”究竟是什么呢？从歌罗西书 1 章读到这里，我们可推断“上面的事”包括：天

上的盼望、万有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借着十字架促成和平的奥秘、在基督里存在一切的丰

盛、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者的权势都解除了、基督显现时与祂一同在荣耀里。用一句简单的

话总结，“上面的事”就是神在基督里所达成的旨意。 

 

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保罗吩咐歌罗西信徒要不断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这不是

说，所有地上的事都是不值得思想、了解。基督徒也不能不思想地上的事，除非我们已经离

世与主同在。只要仍活在世上一天，基督徒就要为生活的各个方面打算，包括住屋的问题、

升学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以及退休保障的问题等等。教会领导也要为扩堂、购堂、维修及

人事等各种世上的事务烦扰。人既然活在世上，就必须作出许多选择，认真思想地上的事，

因此是在所难免的。保罗吩咐信徒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所指的是各种引导人离开基督的学

说、传统与规条。在保罗眼中，这些学说、传统和规条，纵使在人看来有很高的智慧和属灵

深度，但是相对于耶稣基督那关乎天地万物的奥秘，都只不过是世上的小学而已。故此，基

督徒要追求认识基督的奥秘，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活着的人不可避免地要思想地上的事，但

是基督徒所思想的并不是世上的小学，而是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奥秘。 

 

在 5-6 节，保罗把焦点放回在地上。思想天上的事与地上的事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吩咐歌罗

西的信徒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保罗借用这个比喻来提醒信徒，要把那些出于肉体的欲望和

冲动看作机能受损，如同已死。这些肉体的欲望和冲动包括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

婪。学者指出，这几方面都与性放纵有关。淫乱指到奸淫和淫行，在圣经中是不合法的性关

系。污秽指因着淫乱的行为使肉身沾染不洁。邪情和恶欲指对性存在不合法的渴求。贪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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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永无止境的追求。 

 

保罗吩咐信徒要治死地上的肢体，第一件事情就提到性放纵方面，或许是因为性与身体的关

连性最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6:18 提醒信徒要远避淫行，因他们已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

成为一灵。在保罗看来，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惟有行淫的人乃是在身

体上得罪自己。得罪自己的身体有何严重性呢？由于身体已经连于基督，因此得罪身体就等

同得罪基督。 

 

在 6 节，保罗提到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神必对付罪恶，拨乱反正。对自己的儿

女，神尤其会管教。哪有儿女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希伯来书 12:8 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

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基督徒千万不要试探神的底线能到哪里。

神对付悖逆的人，从来都不会手软，只是迟早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歌罗西书 3:7-16 的内容。 

 

歌罗西书 3:7-11 保罗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

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或译：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

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

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保罗在 3 章开始，讲述一个与基督同复活的人所当有的转变，由价值观开始，到思想的转

变，再到对付肉体情欲的方面。在这一段，保罗由内心的负面情绪讲到言语方面的问题。 

 

在 8 节，保罗吩咐歌罗西的信徒要弃绝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和污秽的言语。保罗的重点

是不要说出破坏肢体关系的话。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就是神借着基督促成和平。既是如

此，教会里的人就应当和平相处，彼此用爱心互相款待。况且，神已借着基督在十架上的

死，赦免了众信徒的过犯，从此再没有人可论断任何一个基督徒。于是，肢体之间就不应用

言语互相批评、践踏。或许，我们很难杜绝一切恼恨和愤怒的情绪。虽然基督徒已经穿上了

新人，但只要一天仍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就会碰上很多令我们恼恨、愤怒的人和事。然

而，基督徒要靠着主控制自己的言语，不要说出恶毒、毁谤和污秽的言语。很多时，说话一

出就难以收回。我们不要小看言语的破坏力，小小的舵随着掌舵的意思就可转动一艘大船。

保罗吩咐收信人要弃绝一切恶毒、毁谤和污秽的言语，也不要彼此说谎。彼此说谎对信徒群

体造成的破坏或许更大，因为群体的建立需要互相信任。没有信任和真诚，基督徒如何建立

一个和平的群体，去宣扬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奥秘呢？ 

 

保罗已经提到，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已经脱去旧人，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照着造他主的形

象，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原文的重点放在“知识的更新”上：当一个人穿上了新人后，他

的知识也会不断被更新，而这个知识的更新，是按着创造祂的主的形象。 

 

“形象”这个词语在 1:15 出现过，那里指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新人在知识上的

更新是按着那位与万有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爱子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

人可以看到神喜欢使万有与自己和好，然后向人分享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从基督的创造和

救赎，我们知道神愿意与人建立和好的关系，又乐意跟人分享在自己里面一切的丰盛，包括

智慧和知识。神不只是活在自己里面，不是单单只为自己的神。耶稣基督这个“形象”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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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出，神是一个为世人、为世界及为宇宙万物的神。于是，这个新人的转换，并不局限于

某些人，而是：“在此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未开化的人、西古

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在保罗眼中，种族的分别、宗教礼仪的分别、文化水平的分别及

社会阶级的分别，通通都不可以成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条件。这句话也间接提醒收信

人，既知道教会是新造的人，就不应继续按世界的标准，把人分门别类。耶稣基督已把我们

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从此各人不分彼此，都是神家里的人了。 

 

歌罗西书 3:12-13，保罗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是

穿；下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保罗一直强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已在祂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并且按着神的形象，在知识上

不断更新。这些人不单在认知上更深入知道有关神的事情，更加引伸到个人的品性和行为

上，因有着基督的形象，生命越来越像神。人在哪方面与神相似呢？就在喜欢分享与和平上

面。当基督徒越来越认识神时，祂应该像神那样更懂得与人分享自己的东西，也愿意看到人

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维持和好的关系。所以，保罗吩咐歌罗西信徒要“穿上怜悯、恩慈、谦

虚、温柔和忍耐”。这几个素质可综合在彼此饶恕的行为上。神是一个有怜悯、恩慈、谦

虚、温柔和忍耐的神，从哪里看到呢？答案就在耶稣基督的饶恕上。 

 

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通过基督的创造，我们看见神满有权能的一面；通过基督

的十架，我们更看出神满有恩慈的另一面。从前我们与神为敌，行为邪恶，如今神却借着耶

稣基督的死，使我们与祂和好，并且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既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应

当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学习互相包容，彼此饶恕。饶恕确实可以缔造和平

的关系，更加重要是可以体现神的属性。当我们像主耶稣一样饶恕别人的过犯时，我们就在

这个饶恕的行动上证明、反映自己真是神的选民，有着神的形象，与神的性情相似。 

 

我们都知道，表面的饶恕是相对上比较容易的。有时为了客客气气、相安无事，我们可以做

一些门面的工夫，好使大家容易面对对方，能继续一起工作和生活，但这是不足够的。按照

圣经的吩咐，饶恕是从心里作的，当事人必须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在人性

败坏以前，一个人按恩慈对待别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人性败坏以后，这就变得相当不自然

了。人要为自己讨回公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主耶稣却吩咐门徒去爱仇敌，为逼迫他们

的人祷告，如此就像天父完全一样。爱仇敌首先要从心底里饶恕开始。没有饶恕的爱是虚假

的，只不过是为了维持社交活动或保障自己的利益。真正的爱必须能够反映神的性情，然

而，这又是人按本性所做不到的。惟有顺着圣灵的人，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歌罗西书 3:14-15，保罗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

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除了要穿上以上的品性外，神的子民也要穿上爱心。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在这一切之

外”。究竟这个介词片语应作“在这一切之外”，即在五种性情之外再多一种，还是“在这一

切之上”呢？“爱”这个性情是最高的，可统合其余五个吗？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都把该句

翻译为“在这一切之上”，从下文看，“在这一切之上”这个理解比较合适，因为在保罗眼

中，“爱是贯通全德的”，或译“爱把这一切完美无瑕地链接在一起”。所以，保罗吩咐歌罗

西教会的信徒要有爱心，因为爱能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等各样属灵的美德，连

合起来。 



 

4 

 

在 15 节，保罗进一步吩咐收信人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他们心里作主。“作主”也有“裁

判”、“掌管”的含意。再一次，我们看到保罗十分看重“和平”，因为“和平”、“和好”是

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要促成的事。可以说，促成和平构成了基督奥秘的核心。基督徒要让基督

的和平掌管自己的心，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和好了。既已和好了，就应

该有神一般的心肠。有怎样的身分地位，就应该有相对应的心态。另一方面，我们要让基督

的和平作主，因为只有这样，教会才可成为一体。“一体”毫无疑问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

还要通过众人以和平作主在世上体现出来。基督徒正是为此蒙召的。 

 

我们需要思考，基督徒在生活中，如何在爱中把基督的和平实践出来呢？要注意，保罗的意

思不仅仅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主。“平安”是可以相当个人性和主观性的。似

乎只要在我心里有“平安”，凡事都可做。“和平”却是看重关系性和整体性。虽然在我心里

有“平安”，但如果作了某件事会破坏合一，我就为基督的缘故不作了。这才是让基督的和

平在我们心里作主的意思。 

 

歌罗西书 3:16，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或译：当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

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保罗再三地提醒我们，基督的话语是十分重要的。保罗看自己是一个福音的仆役，有责任把

神在基督里所启示的奥秘传得圆满。在传讲的过程中，保罗需要用诸般的智慧去劝戒、教导

各人，实在劳心劳力。保罗从不隐瞒传道工作是辛苦的，不过他为自己能够补满基督未尽的

苦难而快乐。保罗努力传讲基督的道，是为了坚固信徒，让他们在智慧和悟性上能真正知道

神的旨意，从而在生命中结出一切善事上的果子。 

 

保罗在 16 节的吩咐，基本上把上文讲过的东西作了一个总结。在一切的吩咐里，最重要的

还是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如何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呢？保罗再次

提到“当用各样的智慧”。保罗有何具体的建议呢？保罗跟着用了三个分词进一步说明“当

用各样的智慧”，包括：教导、劝戒及歌颂，而三个行动都与赞美神关连起来。在保罗眼

中，教导和劝戒并不局限在讲道、主日学或信徒培训的时候。其实，诗篇、圣诗，以及灵

歌，也有教导和劝戒的作用，只要有智慧地使用，就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

地存在心里。 

 

究竟“灵歌”是指什么呢？这是“方言”或“在特殊经历下说出天使的语言”吗？保罗并没

有解释。诗篇、圣诗与灵歌之间或许有区别，但三者的重点都在于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弟兄

姊妹要赞美主，常常以感恩的心歌颂神。在同心歌颂的时候，弟兄姊妹同时也被诗篇、圣诗

及灵歌的内容教导和劝戒。如此看来，“灵歌”应该是人用悟性可以明白的，不需要有翻方

言恩赐的人把意思说明出来。 

 

透过保罗的教导，我们需要反思两点：第一，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主日的敬拜，我们是否

忽略了用诗歌来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呢？第二，我们可以怎样有智慧地使用诗篇、圣诗及灵歌

呢？在崇拜、小组唱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挑选什么诗歌呢？或许，要判断一首诗歌好与不

好，是个很主观的事情，不容易有一个客观、公认的准则。不过，我们在撰写诗歌或挑选诗

歌的时候，是否过于侧重某一方面，比如挑起情绪和主观投入，忽略了基督的道的丰富性

呢？教会如何通过敬拜赞美，帮助弟兄姊妹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呢？这些都是值



 

5 

得我们反省的问题。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