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马书 

第十课 

活祭 
（罗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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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12: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
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1节） 

1. 与神的关系（1-2节） 

2. 与自己的关系（3-8节） 

3. 彼此的关系（9-16节） 

4. 与仇敌的关系（17-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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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的关系（1-2节） 

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1节a） 

2. 对象：“弟兄们” 包括犹太人与外邦人 

3. 根据：“神的慈悲”  福音的内容正是神慈
悲对待不配的罪人，赐爱子为他们而死，因
信白白称义人，差遣圣灵使他们成圣。 

4. 圣洁生活最有力的动机，就是反省神的慈悲。
神学家尔斯金（Thomas Erskine）说：“在新
约里，宗教就是恩典，道德就是感激。” 

5. 希腊语用同一个名词“charis”来形容“恩
典”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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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的关系（1-2节） 

6. 希腊人自幼受柏拉图思想（Platonism）熏陶，
认为身体是个负累。他们的口号是“身体是坟
墓”，里面囚禁着人的灵魂，他们渴望脱离这个
樊笼。 

7. 保罗说得很清楚：献上身体是我们属灵的敬拜。 

8. 纯粹内心、抽象、神秘的崇拜，是不能讨神喜悦
的。一定要藉着身体进行具体的事奉，才能将它
表达。 

9. 如此，我们的脚行在祂的道上，嘴唇说出真理、
传扬福音，手扶持跌倒的人，并参与煮食、打扫、
打字、缝补等卑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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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的关系（1-2节） 

10.保罗呼吁先关乎身体，然后关于心意。 

11.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
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2节） 

12.保罗吩咐不要效仿流行的文化，要藉心意更新
变化，辨识、欣赏、决意遵行神旨意。 

13.他用被动命令式(present passive imperative),
表示我们要持续地拒绝效仿世界的道路，又要
持续地让我们照神旨意被改变，或说让神在里
面把我们重新模造。 

 
2017年5月14日 5 



与自己的关系（3-8节） 

1. 我凭著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
自己过於所当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给各人
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3节） 

2. 我们经过更新、服从神旨的心意，也必须
积极地评估自己和自己的身分与恩赐。 

3. 我们对自己的想法，不可自视过高或过低。
怎能这样呢？第一要按照我们的信心，第
二要按照我们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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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的关系（3-8节） 

4.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
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5节） 

5. 保罗坚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对
于多民族的罗马基督徒社群而言，是极其
重要的。 

6. 在基督徒社群里，我们是彼此依赖的，而
且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更加强了基督徒
团契这个“ 彼此与互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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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的关系（3-8节） 

7.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6节） 

8. 保罗列出7个恩赐的例子，并分为两组： 
– 讲道的恩赐：说预言、教导、劝化 

– 服事的恩赐：作执事、施舍、治理、怜悯人 

9. 神赐教会的恩赐当然不止七项，七在犹太思
想中代表完全。 

10.本段所带来的信息是凡身子上的肢体皆有恩
赐。不同肢体各有不同功能，目的是互相配
搭。无论所得的事奉的恩赐是什么，都应当
专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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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保罗提出12项亚迦贝(agape)“无条件的爱”
是表现。 

1. 真诚：爱人不可虚假（9节a）。意即“不
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的人是个演员，但
教会不能变成舞台，因为爱是属于现实世
界的，它不是戏剧。实际上，爱和假冒伪
善是互相排斥的。爱若是德行的总纲，那
么假冒伪善就是罪恶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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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2. 明辨：恶要厌恶，善要亲近（9节b）。
“厌”意即“恨”。“恨”的命令紧接在
爱的劝勉之后，似乎很奇怪。但我们不应
觉得意外。因为爱和传统的看法相反，它
不是盲目，而是有辨识力的。对它所爱的
对象的热切和忠诚，使它痛恨一切能够危
及这对象幸福的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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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3. 亲爱：爱弟兄，要彼此亲热（10节a）。
保罗用两个和家庭有关的字眼。译成“亲
热”的希腊文形容词philostorgos，是描述
我们对家人自然而然的亲情，典型的例子
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译成“爱弟兄”是
philadelphia（弟兄的爱），代表兄弟姐妹
手足之情。两个字的原意都是指人类家庭
血浓于水的关系。保罗把它用来形容使神
家合一，亲切，温暖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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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4. 恭敬：恭敬人，要彼此推让（10节b）。
基督大家庭中爱的表达，不但包括了彼此
亲热，更包括了彼此恭敬。但这命令究竟
是“尊重别人高于自己”(REB)，还是含
有竞争的意味，要把它译成“恭敬人的事
上互相超赶”(RSV)，却没有定论。无论
怎样，我们都该以最尊敬的态度彼此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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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5. 热心：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
常服事主（11节）。宗教上的热心经常被
人视为狂热，这字在十八世纪，就曾被用
作为循道会（卫理公会）人的鄙称。 然
而保罗嘱咐罗马人要心里火热时，却没有
这个想法。“火热”在原文有“灵里发热”
的意思，有像沸腾起泡的锅子。“服事主”
表示出发点是为主，以致能够保持热心，
和现实不致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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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6. 忍耐：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12节）。“指望”是这三句
话的心脏，即我们基督徒对主再来及后来
的荣耀，有保握的期待。这是我们恒常喜
乐的源头。但我们在患难中坚忍祷告时，
盼望也需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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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7. 慷慨：圣徒缺乏要帮补（13节a）。“帮
补”在原文动词有“分享”之意。这可以
指分担他人的需要和苦难，也可以指和他
们分享我们的所有。“帮补”在原文形容
词又有“慷慨”之意。早期耶路撒冷教会
“凡物公用”，显示他们慷慨地与有需要
的人，分享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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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8. 殷勤：客要一味的款待（13节）。慷慨的
对象是有需要的人，殷勤的对象是旅客。 
“爱弟兄的心”(philadelphia)必需和“爱
陌生人的心”(philoxenia)相平衡。二者都
是爱的表达，不可缺一。殷勤在当时特别
重要，因为旅店又少，相隔又远，而且很
多都是不安全， 不好住的地方。因此基
督徒很有必要欢迎人到家里来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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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9. 友善：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
祝福，不可咒诅（14节）。逼迫我们的人
虽然在基督徒社群以外（本节是17-21节
的伏笔），呼吁祝福他们是对基督徒的爱
来说，却是一个挑战。“祝福”与“咒诅” 

是反义词，不是祈祷别人遇上好事，便是
恶事；不是健康，便是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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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10.同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
同哭（15节）。别人喜乐或痛苦，爱永不
会袖手旁观。爱与他们认同，和他们一起
欢唱，一同受苦。爱深入他们的经验和感
情、欢笑和眼泪，他们的感受无论是什么，
都和他们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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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11.和睦：要彼此同心（16节a）。保罗呼吁
腓立比信徒“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
思、有一样的意念”（腓2:2），本节的
措词几乎完全一样、再一次要留意心意的
重要性。基督徒的心意经过更新，因此也
当相同。他们所相信的，和所关心的也当
一致。不能同心，我们便不能和睦共处，
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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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9-16节） 

12.谦卑：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16节b）。骄傲之中，
没有哪几样比势利眼更卑劣。势利小人整
天挂念的是身分地位的问题。他们把社会
分为“上层”、“下层”，并且单与具有
某种地位的人为友。他们忘记了耶稣没有
束缚地、不矫揉造作地与不受社会欢迎的
人为友，又呼吁跟从祂的人仿而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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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仇敌的关系（17-21节） 

1. 我们天生有复仇的倾向。反对报复是基督教
伦理传统最早期的特征之一，可以追溯到耶
稣的教训(太5:39,路6:27)，甚至进一步到旧
约的智慧文学(箴20:22,24:29)。 

2. 然而，基督教的伦理，却也从来不是完全负
面的。保罗每个反面的命令，都有正面的诫
命相应：我们不可咒诅，反要祝福（14节）。
不可以恶报恶，反要作美事，并与人和睦
（17-18节）。不能自己申冤，反要将这事交
给神，同时要服事仇敌（19-20节）。不可为
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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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仇敌的关系（17-21节） 

3.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
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17-18节） 

4. 拒绝以恶报恶，就是不容许争论恶化。但
这还不够。我们应当从正面着手，积极追
求和睦，但附带的两个条件（“若是能行”
和“总要尽力”）显示，这也未必是办得
到的事。因为对方未必会愿意与我们和睦
相处，又或者所提出的和解条款要我们在
道德上妥协之处，大得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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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仇敌的关系（17-21节） 

5.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19节a）。 

6. 保罗提出两个正面诫命：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意即“把它留给神
的忿怒”。不向邪恶作出回报，并不表示这样
做是错的（因恶行应当受罚），而是因为这是
神而非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把它留给神的忿怒。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
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
上。”有个解释视炭火为忏悔。如此，炭火就
是“以爱相待，使人心意改变”的生动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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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仇敌的关系（17-21节） 

7. 最后的对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21节)也是保罗论证的结语，和全章的高潮。 

8. 鲜明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没有温和或中间的途径。
我们若咒诅(14节)，以恶报恶(17节)，自己申冤
(19节)，就是以恶事回应，向罪恶投降，进入它的
影响范围，被击败与压倒，以致为恶所胜。我们若
拒绝报复，就能采取攻势，实行与复仇相对的行为，
我们若祝福逼迫我们的人(14节)，留意使别人看见
我们行善(17节)，致力于追求并维持和平(18节)，
把审判交给神(19节)，爱我们的仇敌，服事他们，
甚至赢取他们的善意(20节)，我们便是以善胜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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