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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祢脚踪》第二十单元：重视关系（下） 

第 78 讲：搭桥贵人 

 

 

要义：金句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

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门 6-7 节） 

 

精义：撮要 

搭桥者显示信徒间美好关系见证。 

 

引子：例子／故事／新闻／见证／人物等 

使徒保罗在此书信中是作为“和事佬”！在腓利门和阿尼西母之间搭桥！ 

 

传播焦点 

1. 贵人──对人对己都美好，成搭桥的人 

《言论并非武器，而是沟通的邀请！曾柏文的搭桥者哲学》 

（参考自 https://blog.tedxtainan.org） 

搭桥者的分享：不要先看不同，要先欣赏不同！ 

曾柏文说： 

“回顾近年公共言论场域，不难察觉立场相左的书写者或读者间，很容易掉入某种以某

种‘分类械斗’格局，强调‘敌我识别’标签。文字成为攻击对手的武器，而非沟通的

邀请。阅读也成为‘同温层取暖’的媒介，而非了解的起点。我用‘言论内战’描述这

种处境。” 

“最基本的实践，是在一群人同仇敌慨时，保持冷静，说句不中听的话。可是这很难，

这是人性的 comformity，也是最需要勇气的事。” 

搭桥者的哲学 

大二那年曾柏文越来越确定自己想走跟“人”有关的领域。他选择了心理系，钻研与脑

有关的生理心理学、能应用于商业的组织行为学、能感人所感的咨商心理等，全都与

“人”紧密相连，他说，这是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因为我不喜欢看到人家受苦，我希

望在我的能力所及之处给予协助。” 

朋友们喜欢找他聊生命里遇到的问题，在过程中他察觉到，一个人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意志，有很多复杂的层次，内在的渴望到外在的现实、早期的记忆到现在的处境、情

感的连结到理智的判断，这当中常常有很多的断裂，而这些断裂造成了很多人的困扰。

慢慢的，他意识到在这些对话的过程中，自己一直在扮演“搭桥”的角色，为这些断裂

搭起桥梁。在往后的工作中也是如此，担任编辑搭起作者与呈现的桥梁，担任营销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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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起文本与市场的桥梁。 

曾柏文目前担任 CNEX 纪实频道编辑总召、udn Debate 相对论主编、udn Global 转角国

际顾问，也在各大平台发表评论，书写领域广阔，是个温和并且细腻耐心的人，他最特

别的价值观就是：不追求成为一个专家，即便背负不被专业认同的可能，也甘愿成为一

个菁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Bridgemaker（搭桥者）是我的书写定位。我尝试在各种分

歧记忆情感、信念视野、民意专业之间搭桥，邀请对话，以安顿种种沿着认知裂口出现

的张力与焦虑。” 

2. 具信心爱心者，那里找得？ 

圣经小品──信心与爱心 

http://bible-forum.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9303.html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弗 3:17） 

 我们因着信，可以拥有基督；我们因着爱，可以叫人得知，我们是属基督的人。 

 信心在爱心之先，但不是爱心的根基；基督才是我们爱心的根基。 

 信心是里面的接受，爱心是外面的流露。里面先相信基督，接受祂作生命，外面才

有可能流露出爱心的生活。 

 里面的生命，反映到外面的就是生活。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就等于把一个爱心的源

头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就会起变化，爱心就显明出来，这个爱心才是有根有

基。 

 神的爱是完全的，人的爱是有缺陷的；神的爱是绝对的，人的爱是相对的；神的爱

是无限的，人的爱是有限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人的爱是要求回报的。 

 因此，真正的爱是从主来的，只有让基督永久地安居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爱才有

根有基，我们才能去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 

3. 重视关系，不单眼有事工 

真正的人脉高手，都非常重视这三件小事，难怪人际关系那么好！ 

https://kknews.cc/career/4nxa8y3.html 

在当今的社会里，人脉真是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很多事情的成败，完全就是由人决定的。 

尤其是在工作越来越细化的今天，一个好的人脉，可以解决很多工作难题。 

在这个靠人脉的时代里，如果你还不重视人脉。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势必会处于劣

势之中。但是，想要拥有优秀的人脉，也不是那么好做到的。 

真正的人脉高手，都非常重视这三件小事： 

 主动求助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愿意主动向别人求助。在《请求的艺术》一书中，作者提到，

当我们向别人请别人帮忙时，有三个难关要过： 

 难为情 

有些人很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碍于面子，总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不想示弱 

找别人帮忙，就是在告诉别人，自己“不行”，对于自尊心强的人来说，主动

求助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自卑，觉得自己不配受到别人的帮助，尤其是面对专业人士时。 

http://bible-forum.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9303.html
https://kknews.cc/career/4nxa8y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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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事情自己真的可以独立解决，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事情，请

教别人，或者让别人帮忙，不仅省心省力，而且还能增进彼此间的感情。 

富兰克林曾经在自传里说过一件事，他当选州议会秘书后，有一个议员一直反

对他，此人的势力很大，富兰克林不能不重视。富兰克林知道此人手里有一本

很珍贵的书，于是给写信给他，说想借书看看。没过几天，书寄过来了。还书

的时候，富兰克林写了纸条表达了自己感谢之情。后来，两人再次见面时，这

位议员主动的向富兰克林打了招呼，后来又帮了富兰克林很多忙。富兰克林并

没有说好话，也没有送礼，只是主动求助，让议员帮个忙，两人的关系就发生

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好为人师”的心理，向别人

求助，本身就是一种承认对方的举措。 

越是人脉高手，越喜欢找别人帮忙。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好的关系,都是‘麻

烦’出来的”。 

 主动沟通 

比起以前来，我们现在的沟通方式简直是太多了，信息、电话、视频聊天…… 

按道理说，我们的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人际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好才对。 

但实际上，很多人陷入了一种思维困局──“如果你不主动找我，就算我想跟你说

话也不主动找你”。很多人，明明很想念一个人，但却怎么也不敢联系，生怕自己

热脸贴了冷屁股。这的确是情有可原，但是你不主动一下，你们之间怎么可能发生

故事呢？ 

如果事情不找朋友倾诉，不找朋友沟通，那么朋友跟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呢？ 

我有一个朋友是程序设计师，按道理说，我两压根就不可能聊到一起去。 

但是，他特别喜欢主动找我聊天说话，生活中，无论是发生了开心的事还是伤心的

事，都会主动找我分享。一来二去，我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近了。好人脉，就是主

动出来的。 

 互惠原则 

在《影响力》一书中，提到了互惠原则。简单的说，就是别人给我们好处，我们也

会尽量帮他。别人若是给了我们生日礼物，我们也应该在对方生日时准备礼物。 

考古学家理查德德·李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互惠体系，人类才成为人类。 

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了“有债必还的信誉网”。几年前，国外一位大

学教授随机选了一些陌生人，给他们寄圣诞卡。他并不指望有人会回信，因为大家

都是素昧平生，谁会理睬一个陌生人的祝福呢？但是结果让他很意外──回信像雪

花般的飞来。 

原来，所有人都会受到互惠原则的影响，当接受到别人的善意时，他们会感觉自己

有责任进行回报。在生活中，互惠原则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帮助过别人，别人

往往也更乐于帮助你。你出去玩给别人带了礼物，别人出去时也会惦记着你。当

然，别人帮忙了你，你也要记得回报别人，要让对方明白，他的投入都是会得到回

报的。 

为什么心怀感恩的人总有贵人相助？好人脉，就是互相帮助、互惠互利出来的。 

真正的人脉高手，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非常重视这三件小事。他们

往往把这三件小事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人脉体系。以主动求助来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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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动沟通强化关系，以互惠原则维护关系。所以，他们的人脉才会越来越好，越

来越稳固。 

4. 关系事工须平衡 

黄金法则：平衡 

http://www.touchlife.org/article/%E9%BB%83%E9%87%91%E6%B3%95%E5%89%87%EF

%BC%9A%E5%B9%B3%E8%A1%A1/ 

平衡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美丽。 

如果地上有理想教会，该教会应该呈现怎样的风范？如果地上有完美的基督徒，这人该

有何等的英姿丰采？如果地上有理想的家庭，该家庭又应展露怎样的蓝图呢？ 

任何人如果都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家庭、人物、教会画幅理想图，答案可能就像世界人

口这么多。本期主题“平衡”，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理想图的质量吧！ 

 家庭的理想图 

理想的家庭应该含有公义和慈爱的平衡：公义是家规严格，为行为、道德、良心树

立正确的标准。慈爱是保证接纳，即使家庭成员误犯家规，管教之后总是表达无条

件的接纳。若只讲公义却无慈爱，孩子将缺乏安全感，但光有慈爱却无公义，孩子

将被溺爱而沦为自我中心。偏执一方都不是家庭之福。 

理想的基督徒应该拥有自信和谦卑的平衡质量：自信是相信全智、全能、全爱的

神，按衪美好的旨意，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我，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必定有某方

面的恩赐可以荣神益人。谦卑是认知使我与人不同的是神，既然一切都是从神领受

的，就没有什么可夸。（林前 4:7）有自信却无谦卑，自信很容易沦为骄傲；有谦卑

却无自信，谦卑很容易沦为自卑。自信而又谦卑的平衡，展现在不卑不亢的美丽

里。 

 教会的理想图 

理想的教会应该持有对内和对外的平衡：对内是遵行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约

13:34），产生向心力和凝聚力，以爱来融化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围墙。对外实践基督

的吩咐“广传福言”（太 28:19），将神的道传到世界各个角落，以十架救恩来改变

人心。 

有对内彼此相爱却缺乏对外广传福音，教会将缩小成为世外桃源；有对外广传福音

却缺乏对内彼此相爱，初信者无法感受基督的爱，就缺失了学习成长的机会。 

“不平衡”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想象一下，一个国家若十分之九的人口是男人，只

有十分之一是女人；想象一下，一个只有动物没有植物的地球；想象一下，一个社

会只有劳工，没有知识分子；想象一下，一个经济体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想象一

下，一个教会只注重神的能力，而忽略人的努力。 

 信心与行为的平衡 

比如，保罗在罗 3-5 章，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为

上）遵行律法。”（罗 3:28）并且举“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 4:3），

作为历史例证。这逻辑解析确实是铿锵有力，把“靠行为的完全而称义”之门堵得

死死的，好让我们这凭信心来到基督十架之下的人，在宝血里找到完全的安息。

啊，何等轻松自在，我不需要行为上修行得多完美，我只要依靠基督宝血就蒙接

纳！ 

http://www.touchlife.org/article/%E9%BB%83%E9%87%91%E6%B3%95%E5%89%87%EF%BC%9A%E5%B9%B3%E8%A1%A1/
http://www.touchlife.org/article/%E9%BB%83%E9%87%91%E6%B3%95%E5%89%87%EF%BC%9A%E5%B9%B3%E8%A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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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信念极可能有个副产品，有人会误解基督教不注重行为，反正犯了任何大罪，

主都会接纳赦免！为了防止可能的误解，神兴起另一个使徒雅各，在圣经的另一端

雅各书，强调行为的重要性：“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 2:17）雅各把假基

督徒“嘴巴说信，心里却没诚实悔改”之门堵得死死的，使信心与行为结合成一物

的两面，并且同样举亚伯拉罕为例证：“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

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纔得

成全。”（雅 2:21-22） 

 恩典与律法的平衡 

神甚至投资一千四百年的时间，来成全神学理念上的平衡。比如在三千四百年前，

透过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过了一千四百年，在公元的起点，透过耶稣在加略山

颁布恩典。律法给了人类生活行为的共同准则，为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以处罚来

吓阻人类犯罪。恩典则给了罪人蒙恩得赦的机会。为愿意悔改的人提供了新生，以

宝血来吸引人向善。 

这律法与恩典的平衡，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有律法而没有恩典，上帝只

是个严苛的秘密警察；有恩典而没有律法，上帝则沦为任凭人拔胡须的慈祥老公

公。只有在恩威并施，律法与恩典平衡的环境下，人类才有可能既爱且敬这位创造

我们又救赎我们的恩主。 

以上这些论述平衡的神学大菜已经端上桌，读者也已经享用了，现在来一盘点心小

菜，包管读者大人回味无穷。正反面两种味道融合的灵性佳肴，尝起来就是有上帝

手艺的鲜美味道。 

 调整自我的平衡 

接纳自己与改善自己的平衡：接纳自己就是认知神已经接纳一个有优、缺点的我，

所以我也接纳一个兼具优、缺点的自己。这种自我接纳是平安喜乐的最深沉根基。

神已经饶恕了我，我当然也应当原谅自己。 

改善自己就是决心像天父完全一样（太 5:48）。总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

标竿直跑。（腓 3:13）企图去芜存菁，靠着圣灵的力量，得胜缺点，彰显基督的荣

美。 

殷勤与安息的平衡：殷勤就是尽自己一份力量，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林前 15:58），

避免因懒惰而亏损神的工作。安息就是完全交托在神手里，知道若不是耶和华看守

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 127:1）。 

 神成就与人努力的平衡 

最后，Already Is 和 Yet to Be 的平衡是最富有趣味的了。我姑且把它的中文翻译为

“上帝所成就”与“我所须努力”的平衡。上帝所成就的事，比如十架宝血的救

恩、因信称义的恩典、圣灵同在的应许、天堂的盼望、无条件的接纳、永不变质的

爱……等，都是上帝所完成的工作，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只管凭信接受，这些福

分我们都可以享有。我们因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而有非凡的安全感，因为

这些福分具有永恒的特质，并不随时间而改变。 

一个基督徒的神学，如果过分侧重“上帝所成就”，安全感固然有了，他却可能会

失掉上进的活力，反正一切神都已经完成了。这种只重享受不重付出的基督徒，既

不努力，潜能和恩赐也会冰冻起来。丧失了雄心、企图心，灵力和体能也都会退



6 

化。 

这时，“我所须努力”的另一半神学就派上用场了：基督的福音需要传扬、成圣的

功夫需要我去追求、教会的事工需要我去委身、个人的恩赐需要我去开发、弟兄姊

妹的问题需要我去关怀。腓 2:12 说：“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指的

就是我当尽的一份力量。连主耶稣都说：“我有当受的洗（当做的工），还没有成

就，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热切）！”（路 12:50）这种“功尚未成”的使命感，驱使

我们去付出，并转化成为我们的精力、热诚、成长，使这属灵历程富化为成长的探

险之旅。一个享有安全（主已完成救恩），又有使命（我有待完成的工作）的人

生，是最健康的人生。 

 

生活应用 

“目标导向”、“成功人生”充斥世界，但“信爱贵人”就不多见！ 

“我们行善不要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 6:9） 

求主使教会多人──作搭桥的人！ 

 

反思默想 

如何得在生活中──成使人畅快者？ 

 

听众回馈 

搭桥者，请来说说！你是如何搭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