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罗马书 14:13-23: 和弟兄（姐妹）彼此建立 
 

基督徒之间的相处有时候是一项很大的挑战。这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都会发生，有时就在

我们自己的家中。让我举个例子。我成长在一个保守的门罗弟兄会家庭，纹身绝对是一个 

“禁区”。然而，当我 2004 年开始在一所圣经学院教书时，我发现纹身在基督徒年轻人

中变得相当流行。我认为这很荒唐，是叛逆的表现。我向我十几岁的孩子们表明了我的观

点。然而，我 20 岁的儿子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我他打算去纹身。我对此很不高兴，但我

也认为他已经到了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年龄，就简单地表达了我的不满。我或许也对他说了

我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你会怎么做？ 
 

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我们的成长经历、文化传统、教育程度、政治倾

向或经济状况。这些与或多或少的原因使我们彼此不同，并导致我们比其他人更加重视某

些事情。面对差异，我们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论断他人的动机、智力或其对基督和祂的话

语的忠诚度。然后我们就会疏远 “那些人”，把他们排除在我们的圈子之外。他们成了

“其他人”。很多时候，我们急于论断和否认他人，但今天早上的经文强调了这一点，那

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并不是 “他人”，而是 “兄弟”（和姐妹），甚至是儿子和女儿。不要绊

倒他们，要造就他们。 
 

现在，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花一点时间确保我们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两周前，Ray 牧

师讲到了罗马书第 14 章的前半部分。在那段经文中，使徒保罗称某些犹太信徒为 “信心

软弱的人”，但他并没有贬低的意思。他只是指出他们的信仰阻碍了他们参与某些活动。

这个 “较少许可 ”的群体保留了他们对旧犹太教界标和行为准则的义务感，如饮食限制、

圣日和割礼习俗。保罗认识到这带来的双重危险。其一，这部分人可能会坚持认为神的救

赎公义仍然依赖于规则和仪式；其二，他们可能会谴责 “寬容派 ”的那部分人是信仰之外

的人。插入幻灯片“寬容派 , 嚴苛派” 

 

另一方面，保罗也担心强势的、“寬容派 ”的群体不应无视 “嚴苛派 ”群体所持有的深刻信

念，从而将他们带入罪中。保持基督徒的自由与爱之间的重要纽带并非易事。罗马书第 

14 章与其说是在讨论谁对谁错，不如说是在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合一的基督肢体。在我们

探讨今天的经文之前，还有一件事，我们需要记住，使徒保罗所讲述的是信仰和生活中的

非基本问题——他所处理的是 “不同的意见 ”或 “有争议的问题”。有些神学和伦理问题是

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坚定那些信念，但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I.  为你的弟兄姐妹警醒（14:13-15）——除去绊脚石 
 

保罗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了第 14 章的前 12 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两周前，

Ray 牧师强调了论断他人的危险。我们不应该在信仰和生活的非必要问题上相互批评或试

图控制对方。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篡夺了基督的位置。直截了当地

说，我们可以扪心自问： “是谁死了并让我们成为神？” 保罗提醒我们，只有神才有权审

判，而且祂会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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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保罗用 “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的指示，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更

好的方向。这句话有一个有趣的文字游戏。译为 “定意 ”的希腊文与句子前半部分译为 “论

断 ”的是同一个词。我喜欢 Ray Stedman 牧师对这节经文的解释： “保罗并不只是说 ”停止

论断“，他说的是“停止论断，但是，如果你想论断，那好！从你自己开始；论断你自己”

。请记住，保罗说的是非重要的事情——他指的不是明显的罪或严重的教义错误（保罗对

在这些情况下做出的论断没有问题）。在这里，我们有责任进行自我反省。 
 

保罗在第 14 节中继续明确指出，犹太食物法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这是强硬的语言—

—保罗知道他所相信的是什么，他在主耶稣里确信摩西饮食律法不再需要遵守。然而，他

决定不把自己的自由强加于人。“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 。

这不仅仅是冒犯的问题（虽然这很糟糕），这里的 “忧愁 ”意味着将他人引入罪中，并有

可能摧毁他们的信仰。“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为了我们的自

由，我们愿意伤害基督为之而死的人吗？ 
 

我们是否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事？这封信反复强调了神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彼此相爱的重要

性。就在前一章，保罗提醒我们：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 13：8）。我们彼此相爱的责任优先于个人的权利

。 
 

我是否坚持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沉溺于某些事情，以至于伤害了他人，阻碍了他们灵命的

成长？这就是绊脚石——引诱人犯罪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应该论断的。我的态度和行为对

他人有什么影响？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相互依存，而不是独立。我们不应该把他人当

作外人，而应该关注我们兄弟姐妹的福祉。在哥林多前书 8：13 中，保罗更加强调了对食

物的限制： “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有趣的是， 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些仍然坚持饮食限制的教会团体。从 1992 年到 2004 年，

我们一家在非洲博茨瓦纳的非洲发起教会中从事圣经教学事工。出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原

因，许多这类教会禁止其成员吃猪肉。他们认为猪是不洁的，吃猪肉会导致精神、社会和

身体疾病。 

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熏肉，我可以很容易地坚持我吃猪肉的自由。毕竟，耶稣明确指出

，所有食物都是洁净的。看马可福音 7：18-19：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

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

到茅厕里。’（也就是说祂宣布了所有食物都是洁净的）”。那么，为什么不吃猪肉呢？

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真相，按照我在基督里得到的自由生活呢？保罗不是说 “基督释

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 5:1）？。没

错，但他也写道：“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 8:1）。这个故事

还有更多内容，我稍后会再讲，我们现在先把它停一停。 
 

我想就保罗在这几节经文中的观点提出一个我认为相对明显的应用：饮酒。从我十几岁起

，基督徒对酒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成长的教会里，基督徒显然不喝酒，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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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啤酒、烈酒，都是禁忌！现在大多数教会都不再这样做了，而且我认为，承认谨慎适

度地饮酒是允许的是有圣经依据的。然而，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却大相径庭。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酗酒造成巨大痛苦和虐待的家庭，对他们来说，酒精是

邪恶的。在他们面前炫耀我的自由，或迫使他们喝酒，都会严重损害他们的信仰。然而，

有些人却嘲笑这些 “软弱的弟兄姐妹 ”是律法主义者。  
 

在我们追求摒弃律法主义、拥抱 “恩典 ”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些基督徒（尤其是北美和欧

洲的基督徒）过分关注我们自己——我们的要求、权利和欲望。我们如何花钱，看什么娱

乐节目，有时会导致他人跌倒。我们没有爱神和爱他人，而是采用了世界的 “我优先 ”导

向。但我相信，我们需要扪心自问 “我的自由是否阻碍了弟兄姊妹的灵命成长？我的自由

对我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在这里，我们的经文第 16-18 节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指导

。    
 

II 专注在重要的事上（14:16-18）- 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 
 

在第 16 节中，保罗总结了前面的经文，呼吁大家认真反思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结果。他

明确指出，他相信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被滥用，就会被理解为邪恶，

甚至会歪曲福音。译为 “被人毁谤”的词实际上是希腊语中亵渎的意思。难道我们希望基

督的好消息因为我们小题大做而遭到亵渎吗？然而，太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教会被

分裂，友谊被摧毁，甚至家庭也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离散。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

些旁观者就会鄙视耶稣的爱、恩典和公义的福音。 
 

相反，保罗说：“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目光锁定奖赏””。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套，

但却是事实。在屏幕上插入罗马书 14:17。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公义、平安

和圣灵中的喜乐。未信主的人在观察基督徒的生活时，应该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的证

据，而不是争吵、争执和打架。我们的教会应该成为指向神国度的路标。 

肯特-休斯（R. Kent Hughes）在他的对罗马书的注释中写道：“我们很容易认为，神的国

度主要涉及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主日做什么、不做什么、如何梳头。这就

是法利赛人的生活方式，在外表上大做文章。但神的国主要的不是外在的问题，而是永恒

的问题——“公义、平安、圣灵里的喜乐”。”(《罗马书：从天国而来的义》）。关注永

恒，而不是外在。 
 

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三个词——公义、平安和喜乐。罗马书充满了公义的主题。在基督

里，我们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被宣布为神的儿女。这一事实是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基

础，保罗在他的开场白中就指出了这一点： “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

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 1:16-17）”。 
 

当我们在生命中体验到神的公义时，我们就会产生认识神和体验与他人和好的强烈愿望。

第二个要素是平安，这也应从社区的角度来理解。平安是指按神的旨意体验生命的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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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与彼此建立正确的关系，从而带来喜乐。这三个永恒的要素都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恩

赐——我们在圣灵里经历公义、平安和喜乐。 
 

当我们专注于神的国时——当我们把主要的事情放在首位时——我们就能喜悦地放下自己

的自由，承担起彼此相爱的责任。这就是基督式的生活方式——彼此服侍。这样做，我们

就会被神接纳，被他人认可。向世人彰显我们的信仰的方式不是要我们去展示基督徒的

自由，而是要我们去展现真实的爱。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13：35）。 
 

我的儿子帮我上了这一课。纹身后，他回家给妈妈和妹妹们看。我在远处看着，眼前的一

切让我大吃一惊（插入纹身照片幻灯片）。 他的纹身表达了他身份的两个标志。其一，

他接受了自己在非洲的成长经历。非洲大陆的轮廓、雄狮和埃塞俄比亚十字架都表明了他

对非洲的认同。其次，更重要的是，他表明了对基督的承诺。十字架表明了耶稣死亡和复

活的中心地位，狮子则强调他在犹大的狮子耶稣面前俯首称臣。这不是为了纪念假神而设

计的纹身（就像《利未记》中提到的纹身一样），而是他对耶稣信仰的宣言。 
 

当我们问他纹身师对他的纹身有何看法时，他告诉了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这位年轻

女士想知道我儿子所选图案的背后是什么。她的问题让我儿子有机会分享他的见证——神

在他生命中做工的故事。他向她讲述了耶稣带来的改变，以及他的家人去非洲的原因。她

真的很感兴趣，我儿子那天为她做了一个有力的见证。 

同时，我也学到了一课。在这件事上，我是弱小的弟兄，儿子帮助我成长了一点。真正重

要的是看到人们逐渐认识耶稣。还有一件事——几年后，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向我指出耶

稣有纹身。我不相信，于是他让我看启示录 19：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这样——你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III 建立基督的身体（14:19-23） 
 

让我们继续。保罗在本章最后几节的开头又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指示。“所以，我们务要追

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20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罗马书 14：19）。

根据神的国的优先次序，让我们一起努力，建立基督的身体。要么如此，要么我们就毁坏

了神的工程。 

当保罗提到 “神的工程”时，他指的是教会，即神的子民。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建

立神的子民，要么摧毁神的子民。 
 

我们要欢迎那些在信仰上软弱的人，摆出谦卑仆人的姿态，把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

之前。在实践中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坦率地说，我们有时很难把保罗在这里提出的原则应

用到现代环境中，但我会尝试提供一些指导。 
 

第一项原则 - 从我的生活经历中，我清楚地认识到，教会团体的共同建设需要不断的祷告

和圣灵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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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原则 - 当出现意见分歧时，确定圣经的话语是否直接针对这种情况。如果是，就遵

从圣经的命令。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强烈建议我们去寻求弟兄姐妹的智慧和观

点。我们很容易让圣经说出我们想要的东西。让我们谦卑地聆听他人从神那里听到的声音

。 
 

第三条原则 - 在教会中与他人互动时，我们的目标应该始终是建立他人。基督教信仰的一

切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并不是围绕着我们转的！当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抱怨我

做事的方式时，我应该问：“我怎样才能造就这个人？”这才是耶稣追随者的行为。 
 

几年前，我在这方面有过一次奇妙的经历。我在一次布道中讲了一个相当生动的例子。我

想强调的是，我们常常用物质的东西来制造偶像，我提到了以赛亚书第 44 章中的一段经

文，在这段经文中，神斥责那些既用一棵树作柴，又用它来制造偶像的人。这是多么愚蠢

啊！？我想，如果用钱来说明同样的道理，一定会引人注意。于是，我用一张 50 美元的

真钞和一张 50 美元的假钞来说明，金钱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力量。当我

把两张钞票揉成一团时，会众并不太在意。不过，当我把钞票切成两半时，会场气氛变得

有些紧张，但当我把它们重新粘在一起时，大家又都没事了。但当我把两张钞票点燃时，

情况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居然有人大声喘气。 
 

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太好了，你们证明了我的观点！纸张而已。纸张没有力量，但我们

却赋予了它支配我们的权力，就像以赛亚时代的人们一样”。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

我的例子，我在第二周收到了一对老夫妇的电子邮件，他们对我的做法表示担忧。值得称

赞的是，他们没有向教会长老抱怨，也没有在他们的生活小组里说我的坏话。相反，他们

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共进晚餐。我们有点紧张，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们还是接受了他们的

邀请，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团契时光。 
 

晚饭后，他们问我是否可以谈谈我对这些钱币的做法。我欣然同意，并仔细聆听了他们的

谈话。这些人都是爱神的人，他们非常谨慎地管理神提供给他们的资源。他们对教会、传

教士和社区的需求都很慷慨。在他们看来，我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浪费，他们还认为这是对

我们政府的不尊重。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本可以更好地解

释我的说明。他们也对我试图表达的神学观点有了更好的理解。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度过

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所有人都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在祷告中结束了我们的时光，在之后

的日子里，我们也经常坐在一起敬拜。 
 

这就引出了第四条也是最后一条原则 - 鼓励以健康的方式学习。 

享受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自由，只要你这样做不会破坏和平，会在真理中相互建立，也不

会阻碍别人的学习进程。听到这份清单，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只是在迎合那些不喜欢改变的

人。有人可能会说 “得了吧，Bryan 牧师，那些软弱的基督徒难道不应该在信仰上成熟起

来，明白基督已经把我们从无用的规则中释放出来！他们是不是该长大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会众中每一位坚定的基督徒都完全放弃了参与他们有自由的活动的

权利，这对基督的事业是不利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会众就会停滞不前，最狭隘、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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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的成员就会控制其他人。改变变得不可能，很快，福音本身就会被这种观点所认同。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外界会认为基督徒是心胸狭窄的人，除了阻止人们享受神的恩典之外，

他们什么都不关心。 
 

尽管如此，我们的信仰仍在成长，因此我们必须对耶稣里的弟兄姐妹保持耐心和爱心。主

张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仅会冒犯他人，还可能伤害他人，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我们希望每

个人都能从神的话语中不断学习，不断寻求更深刻的见解。如果我们不把他们逼得太紧，

大多数耶稣的门徒都会不断学习。但是，如果我们行使自由的方式激怒了他们，往往会使

他们更加抗拒改变，从而不再愿意研究问题。这有什么用呢？ 
 

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之前说过的博茨瓦纳的教会。我决定十二年不吃猪肉。我也不穿红色衣

服（因为他们认为红色会吸引闪电，谁愿意站在一个会被闪电击中的人旁边呢！）。我为

什么不行使我的自由呢？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更重要的是，

我想和这些基督徒建立关系，一起学习圣经。我希望他们在与耶稣同行和对福音的理解中

成长。如果我坚持说我可以吃猪肉、喝酒、穿红色衣服，他们永远也不会邀请我进入他们

的世界。 
 

就这样，我有了很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我们花了无数个小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探

讨了圣经文化、他们的塞茨瓦纳文化以及我们今天所处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一段时间后，

他们想学习马可福音，我们就开始学习耶稣宣布所有食物都是洁净的那部分。这引起了很

多讨论和认真的反省。一些人接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而另一些人则无法实现这一飞跃。

当然，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同意，但这并不是重点。我的目标是看到我的弟兄姐妹们在

基督里成长，并更深入地挖掘神的话语。 
 

我需要做出总结了，所以我只想简单谈谈最后两节经文，保罗在这两节经文中强调了我们

个人灵命的成长。相互造就既适用于我的基督徒弟兄，也适用于我自己。“你有信心，就

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

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 14:22-23）。 
 

这里的重点是建立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像耶稣。如果我们不因自己所做的每一件小事

而谴责自己，我们就是有福的。如果我们能理解福音中的自由和对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人表

现出的温柔之间的平衡，我们就是有福的。如果我们认为某件事对我们来说是罪，那它就

是罪。我们的行为必须直接源于我们对神的无条件信任。让神和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信仰的

基础。如果我们不相信某件事情可以做，我们就不应该去做。我们应该不断地问自己：这
项活动会让我更接近耶稣吗？它能建立我使我更加接近基督的形象吗？ 
 

愿神的灵赐给我们所需的丰盛的爱和智慧，让我们彼此鼓励，不断向耶稣靠拢。让我们花

一点时间自省并思考屏幕上提供的问题。 
 

自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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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努力践行这段经文时，请思考以下问题： 

#1 – 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绊脚跌人之物？ 

它可以是一种态度，一种活动，甚至只是一个令你或是你的弟兄姊妹在信仰上跌倒的关系

。对于你找出的绊脚石，甚么可以改善它？ 
 

#2 –你在那里看到神的国显明在你的生命里？ 

想想看“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你和别人的关系中可以在那些方面表现出来？ 

你可以怎样把神的国的特点向你认识的人弄得更明显？ 
 

#3 –你能做甚么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神的工程”？ 

在你生命中需要在基督里建立的是哪些人？(这可以包括你自己！) 哪一件是你现在就可以

实行用来建立弟兄姐妹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