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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祢脚踪》第七单元：相交 

第 28 讲：分享所有 

 

 

要义：金句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罗 1:11） 

 

精义：撮要 

最喜乐不过的事，就是能有所分享！ 

 

引子：例子／故事／新闻／见证／人物等 

 

传播焦点 

1. 与人分享 

快乐的名言名句（摘自在线，2009 年 8 月，383 期） 

 如果快乐不能够一起分享，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快乐的呢。 

 分享是一种生活的信念，明白了分享的同时，明白了存在的意义。 

 分享欢乐是一个人在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 

 分享是一种友善的行动，学会分享，就学会了关爱。 

 快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不能光是享用，而不去发掘。 

 有人说，要让自己快乐，最好的方法是先令别人快乐。 

 分享是种美德，是种快乐，生活中有了美德才会快乐。 

 快乐与人分享就是两份快乐，痛苦与人分享则是半个痛苦。 

 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占有什么，而在于追求什么的过程。 

 想要知道别人为什么快乐，那么就先让别人知道你的快乐。 

分享快乐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素质！ 

 

2. 爱是凡物公用吗？ 

《凡物公用的意义和原则》（文：姚家琪） 

“凡物公用”精神在实践“均平”原则和“肢体相顾”爱心生活 

 信的人“都在一处”（徒 2:44 上） 

指他们“聚集在一起”，即徒 2:46 中所描述的“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敬

拜、传道），且在（每个人的）家中擘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的事实。并不是

集中在一个“大建筑物”或“小区”中过着昔日共产社会“人民公社”式的生活，

而是灵里的契合，使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紧密的相交，成为“教会一家”属灵的团

体。 

 “凡物公用”（徒 2:44 下）希腊原文直译是“他们拥有共同的全部的（东西）” 

即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提供出来，让别人也可以自由享用，如同共同拥有一般。因为

在教会发展之初，许多人的家庭成了聚会、施行爱餐及接待使徒和信徒的场所，他

们无私地开放了自己的家庭，并将家中属于自己的物品提供了出来，有不足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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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庭也同样拿出自己的东西来补上，供众人一同来使用，没有人说东西是自己

的（徒 4:32）。 

 “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徒 2:45） 

两个主要动词“卖了”和“分给”原文是过去未完成式的时态，表示这种情况持续

一段时间，这也显示出信徒是照着需求的增加慢慢地变卖田产，而不是一声令下全

部就将田产变卖，弄出一个共产社会来。至于卖田产与家业也非属强制规定，而是

出于自愿的、主动的，可从彼得对欺哄圣灵的亚拿尼亚所说的话：“田地还没有

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徒 5:4）可以知悉。而“人

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徒 4:34）的”人人”，非指每一个人，原文明确指出是“土

地和房屋的拥有者”，但此可能只是概略性的说法，非每一个有家业者都如此作。

此外，“照各人所需用的”，直译是“按照各人的需要”，意即是按照“公平原则”

来分配，是谁有缺乏、有需要，就得到合宜的供应。因此，这也暗示可能是这些有

田产的基督徒为了救助贫困的基督徒所采取的行为（很可能包括对许多信耶稣后受

未信家人或犹太社群逼迫、弃绝的人的收容和照顾）。 

 从徒 2:46-47 我们也了解到他们每天的生活方式 

信徒间的关系是同心合意的、专注的，每天在圣殿的所罗门廊子聚会，并以大喜乐

和谦卑单纯的心在每个家庭中享用爱餐，诚然过着对神感恩、赞美，对众百姓有恩

惠（《和合本》译成：得众民的喜爱）的生活，因此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在一处。

使徒们在圣殿和在家里敬拜神、传福音和团契是天天进行的，也有很多的信徒参

与，虽不乏有些人放下了手边的工作，不再从事生产，只是听道、聚会，专心等主

再来，但不意谓所有人都如此。 

 

3. 思考“凡物公用”在现今的意义和原则 

 或许在当初“凡物公用”是重在物品的共享，“卖了田产家业，照所需用的分给各

人”是重在金钱的施济、饭食的供给。 

其整体意义，犹如今日教会信徒奉献财物给神，并用在教会（即全体信徒的组成）

实体的建设及事工的发展一切所需上。会堂中各样的设备，在教会中的饭食，和一

切接待的物品，都为全体信徒所共享、共享。当然也不乏开办许多关怀弱势、赒济

贫病等慈惠的事（林后 8:6）。着实我们也看到许多爱主的信徒，经常将自己所种的

果菜、所养的牲畜、所买的茶点，带到教会与所有的信徒共享，这也都是“凡物公

用”精神的实践。 

 “凡物公用”的精神就是在实践基督教“均平”的原则和“肢体相顾”的爱心生

活。 

“均平”就是富余的人要补给那不足的人，使他们富余，将来也有能力补他人的不

足（林后 8:14）。“肢体相顾”的生活，就是身上肢体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

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使缺欠的肢体，加倍地得着照顾，同得荣耀和快乐

（林前 12:23-25）。神不凭外貌看人，因此蒙召成为信徒的，按着肉体有许多是软

弱的、卑贱的、弱势的、无有的，神的拣选是要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祂所应

许的国度（林前 1:26-28；雅 2:5）。而基于主内一家的精神，富有的信徒，或是在

穷困中仍然愿意显出他们乐捐厚恩的人，本着基督的大爱及对教会发展的关切，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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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乐意的奉献、捐输、行善，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提前 6:17-19；林后 8:2；来

13:16）。 

 信徒乐意的奉献和捐输是教会得以“凡物公用”的基础。 

基于门徒相爱与无私的精神，许多人卖了田产家业，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

面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因此，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徒 4:34-35）。奉献

和捐输的动机很重要，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要捐得乐

意，才能蒙主喜悦（林后 8:7）。勿像亚拿尼亚夫妇，可能因着不良的动机，或为得

好名声，或为得某一教会职务，而用了欺骗的手段，自取灭亡（徒 5:1-11）。能卖

了田产家业，奉献大笔的金额，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代教会既是在短时间内

加入了大批的新信徒，其中也包括了许多从国外各地回来守节暂住的犹太人（参：

徒 2:9-11），此时重点的工作必是赶紧地作门徒的栽培和真理的教导。因此，许多

人可能放下从事生产的工作，接受使徒们的教导，并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而如此多的一群人，天天聚会，紧密学习，其中饮食供应所需的经费必定

庞大。这些奉献田产家业的信徒必定是看见了教会这特殊的需要，倾全力的奉献，

使所有初信徒得着最扎实的造就，奠定日后出外传福音所需的真理根基。今日教

会，若能多一些信徒，也能针对教会某些需要大笔花费的特殊圣工，奉献土地或遗

产，相信必能为教会开创许多圣工发展的契机。 

 “凡物公用”进阶的精神是“奉献财物，并照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因此，要知道那些是真有需要的人，并且适时、适切地给予供应。保罗曾对提摩太

指出，教会中“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应该济助的对象，有亲人的寡妇，亲人

应负起看顾的责任（提前 5:3-8、16），也责备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些自认热心却终日

无所事事等待主来的信徒，是“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作，反倒专管闲事”的

人，要他们安静作工，吃自己的饭，教会不应济助他们（帖前 4:11-12；帖后

3:11）。这是提醒我们救助的对象要审慎，免得既累着教会，又助长一些教会乱

象。另外，要注意管理、分配的问题，不应有所疏忽造成民怨，破坏属灵的和谐。

初期教会即发生如此的困扰，当门徒增多时，一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发怨言，因

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幸亏使徒们以智慧实时的处理，选出七位有

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又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才合宜地化解一场教会管理的危

机（徒 6:1-6）。这也提醒我们，信徒所奉献的财物及其运用，应选立有好品德及善

于管理的职务团队来负责，公开、公正、合作地管理一切的财务和济助的事宜，才

能以昭公信。但奉献财物的人也必须对教会的管理者全盘的信任不可从旁指使、干

涉要如何支配、使用其奉献的财物，造成教会的困扰。 

 “相信的人全部都是一心一意，甚至没有一人说，属他的这些产业是自己的，反而

说所有的是共同属他们的”（徒 4:32，希腊原文直译）。 

意指信徒不坚持自己对财物的拥有权，而愿意与人共同分享他的财物。但这也不意

谓他人就可以将之视为己有，不需经过允许就随意的使用，也不可占为己用，忽视

别人的需求；就如同教会中的公物，虽属于教会全体信徒，但不是任何信徒可以私

自作主、随意取拿，必须循着一定机制获得许可，方得运用。当然，更不可以借机

有侵犯别人隐私或逾越人伦道德的行为。这些绝不是圣经中“凡物公用”的范畴。 

综观上述，使徒时代初期教会这种“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是有其特殊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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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以圣灵初降对人心所带来无可抗拒的震撼和激励，更促使所有人一心一意热

切地追求信仰，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甚至激起强烈的末世观亦未可知。 

而这分属灵的热情也着实为当时教会带来急速的发展，“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

们”。但这样的教会模式，是无法以复制的方法，强制要求实践在其他的时代，也

不一定能适用于今日的教会，因为这是在圣灵的成就下自然形成的，也在圣灵的定

意下，在日后的大逼迫中，自然地转型了。但是其所蕴含那无私的爱心、乐意的奉

献、真诚的敬拜、属灵的团契、对真理的热爱，和喜传福音的精神等特质，却是今

日属灵教会得以开展不可或缺的质素，也是所有信徒当戮力追求的。而本文中，我

们探讨“凡物公用”的意义和应用原则，并以之简单地切入这些属灵的特质中，期

盼所有教会同灵都能真情地融入教会这属灵的大家庭中，过着彼此相交的生活，不

单彼此分享众人奉献的财物，更是真正在灵里团契，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

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腓 2:2，《现代中文译本》），阿们。 

4. 分享的见证 

枕边故事：《爱心树》（The Giving Tree） 

话说森林里有一棵高大挺拔枝叶繁茂的树，大树某天早上发现一个初生女婴，大树用自

己的果汁喂她。女婴给带走了，几年后长成小女孩，回来找大树，大树给她自己的幼枝

当剑玩。又过几年，小女孩长成少女，来找大树，大树把自己的粗壮的树枝给她盖房子

挡风雨。 

再过几年，少女成了少妇，来找大树，大树把自己的树干给她，挖空造成小船，载她四

处漫游。许多年过去了，少妇变成老妇，再次回到大树身边，大树说，我只剩下树椿给

妳。老妇人说，这些年来你给我食的，住的，玩的，行的，我可以拿什么回报你呢？ 

大树说，请妳告诉我妳一生的故事。老妇人便坐在树椿上娓娓诉说她的经历。次日清

晨，老妇人不见了，森林里矗立着一棵比从前更美丽更有智慧的大树。 

 

生活应用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罗 1:11） 

 

反思问题 

想想我们何时会有分享的“习惯”？ 

 

听众回馈 

今天你有的分享或进言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