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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祢脚踪》第六单元：人际 

第 21 讲：肢体同心 

 

 

要义：金句 

我劝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腓 4:2） 

 

精义：撮要 

同心重要，规劝也要！ 

 

引子：例子／故事／新闻／见证／人物等 

 

传播焦点 

1. 到底有多少绿色？ 

2. 单一与多元 

一与多（One and Many），张锽焜《教育大辞书》‧2000 年 12 月 

“一与多是指将宇宙视为单一整体或多元组合的两种观点。宇宙究竟是统一的还是多元

的，历来观点不一。……‘一’贯注于‘多’，因而世界亦其有整体性。”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底斯（Parmenides，公元前 515 年） 

主张宇宙存有是一和谐、统一、不变、不动的无限实体，认为我们的感觉所知的多

元与变的现象只是宇宙的表像。 

 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 年） 

认为每一个其有自然统整性的物体均为实体（substance）；世界是一切实体的集

合，各种实体是由因果关系而互相关联，但因果中含有过然性和机遇性，所以实体

间的因果依存并未把它们凝结成一个团块。所以世界是实体的松散结合，世界本身

不是实体，是“多”而非“一”。 

 柏罗提那斯（Plotinus，205-270 年） 

认为宇宙之源为太一（the one），即是神，由太一逐次流出纯粹精神、灵魂、物

质，而化生万有；太一的运动乃流出“多”。 

 斯宾诺沙（B.Spinoza，1632-1677 年） 

认为世界是统一的整全体，称之为神、自然、实体（substance），三者异名而同

实。神、自然、实体是无限的、永恒的“一”；现实事物则是有限的、短暂的，是

“多”，但神内在于世界，是万物的内在原因。一切都在神之中，因神而存在，因

神而运动。神的律令就是自然的法则，就是万物的法则。 

 基督教神学 

主张上帝创世，并非造世界一个实体，而是创造万物，世界是万物的集合。上帝是

绝对的一，世界是多，一与多判然画分。 

3. 同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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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做了些奇怪的事情，我为之啼笑皆非，老二写来两句，幽我的一默，说︰“这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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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尾是老三的风格，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样做到的？带出完全不同性格的孩子。”我回复

她一句︰“这是一个奥秘。” 

当然是奥秘，都是吃这个家庭的饭长大，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是因为上主创造每个人都

不同。我们那一代，家中一般都有好几个同胞兄弟姐妹，也真是各有性格、不同潜能，

南辕北辙的也大有人在。 

同时，家人常常有一些很奇妙的共通之处，叫人称奇。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一次营会中

看到一位学生事工干事的幼儿，忍不住告诉弟兄︰“你那三岁小孩实在跟你相像，不但

是样貌，连神情也肖似呢。”那位弟兄一脸不解︰“我也觉得奇怪，竟然生下一个儿子

来，跟我这么相像。”那不解的表情里有一种敬畏之情，因为上主造人实在奇妙。 

家中成员各有特色，但又有奇妙共通之处，令人明白上主创造不是人可臆测。然而，在

实际生活上，我们却似浑忘创造之理，而是追求工厂生产线式的同模。家长面对孩子的

不同，很少可以免于比较、挑剔。那个“不听话”、“不合作”，甚至“不长进”的家

伙，即使你忍住不出恶言，也可以从你头痛的样子看出你真实的内心感受。若没有上主

的恩典提点，其实我们还真的不太欣赏上主的创造奇妙，因为祂的法则和用心，是我们

俗世浮沈、自以为是的罪人不能了解的呢。我们只想要我们喜欢的东西，如非上主启

迪，并不明白不同背后的奇妙之处。 

4. 齐一与合一 

教会四个重要标记是：一（one）、圣（holy）、大公（catholic）、使徒（apostolic）。 

普天下只有一个教会，教会理应合一。但论到合一，谈何容易？一开会就不合一了。 

人要尊重多元，合一不是统一或齐一，耶稣再三叮嘱门徒要合而为一。（约 17 章） 

合一基础是圣经真理吗？但真理诠释都五花百门！ 

合一在哪？教会能否活出基督生命，是与践行真理有关！当信徒不践行真理时，“不

同”就发挥作用了。 

 

生活应用 

肢体同心──不单是保罗劝友阿爹和循都基，也是我们常有的问题。 

 

反思问题 

门徒合一何以首先是在真理上合一？ 

 

听众回馈 

且为教会合一祷告，主耶稣的教导有何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