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蒙基督寶血救贖的選民，在基

督裡成為一體，就是基督的身體，互相聯絡做肢體，成為神家裡的人

（弗五23，一22，二19；林前十二27；羅十二5）。可見在主裡，基督

裡的肢體關係就是神家裡的人際關係！在教會這個主內的大家庭裡，身

為基督徒的我們，可能是穩定又高功能的信徒，善於跟主耶穌基督維繫

美好穩固的屬靈關係，也可能同時是不穩定且低功能的肢體，與教會裡

其他屬基督的肢體，在聯絡、搭配、協調上諸多不順，不斷地經歷主內

人際關係挫折，讓人深刻體會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的煎

熬（林前十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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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璞琢  圖／尚仁

或許新冠疫情期間的居家避疫與網路

聚會，緩解許多主內人際關係的壓力。然

而，隨著新冠疫情緩解，教會重新開放，

如何讓基督的各個肢體不但能夠連於元首

基督，更能夠靠著基督聯絡得合式，照著

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讓基督的身體漸漸

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16）

愛是一視同仁嗎？

耶穌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

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

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

救」（約三16-17）。



救恩面前，一視同仁的愛

這是主耶穌一生愛的使命，將福音傳給世人，不論是世人眼中低下卑微的罪人、

稅吏、娼婦，或是患不潔淨的痲瘋病、血漏症的病人，或是被鬼附著、受人轄制的

人，只要願意相信耶穌天國的福音，相信耶穌是救主彌賽亞，願意接受耶穌寶血洗禮

的人，都能夠得到饒恕與醫治，並免去將來末世審判的永死，得著永生。

的確，在救恩面前，神的愛對世人是一視同仁，沒有偏見、滿有憐憫。然而有些

人卻以此訂定道德標準，認為基督徒必須效法神，以這種犧牲和無私的愛來公平地對

待所有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期待基督徒必須以無私和公平的愛，以一視同仁的

尺度來對待自己和經營人際關係。看似合理的邏輯，能否在主耶穌與門徒的交往當中

得到驗證呢？

數字會說話：70、12、3 的差別

若進一步檢視主耶穌與門徒之間的關係，主耶穌與門徒之間的關係確實有程度上

的差別。從門徒訓練的角度而言，主耶穌設立七十個人，差派他們兩個兩個到各城各

鄉去傳福音（路十1-20）。主耶穌從祂的門徒裡，挑選十二個門徒稱他們為使徒，給

他們權柄，能驅趕污靈和醫治各樣的疾病（路六12-16；太十8）。

在十二使徒當中，主耶穌與彼得、雅各、約翰三人的關係特別密切。主耶穌只帶

彼得、雅各、約翰三人進入睚魯的家中，讓他們目睹主耶穌有讓死人復活的能力（可

五35-43）；主耶穌只帶這三人到變貌山上禱告，讓他們看見耶穌的榮光（太十七

1-9；路九28-36）；主耶穌即將面對十架苦難心中難過憂傷時，只帶這三人到客西馬

尼園陪他禱告（可十四32-34）。 試想，或許在關愛人方面，主耶穌能不偏待人；但

在表露個人內心深處真實情感方面，主耶穌難道沒有遠近親疏的差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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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專愛耶穌嗎？

耶穌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

做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做

我的門徒；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

也不配作我的門徒。得著生命的，將要失

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

命」（太十37-39）。

愛有優先順序

乍看文字，似乎主耶穌開出的門徒條件

相當苛刻，要將父母、兒女拋諸腦後，只能

專愛耶穌。若仔細思量耶穌使用「過於」這

個字眼，可發現此處主耶穌的考題不是只能

愛主耶穌不能愛家人的單選題，而是愛主耶

穌也愛家人的優先順序排序題。

生為人，父母與兒女可算是人世間具有

直系血緣、最親近的人際關係。即便如此，

父母與兒女在每個人的心中仍有不同的地位

與比重，更何況生命中許多其他的人際關

係，如夫妻、手足、朋友、姻親、同學、師

生、同工、同事、主從、醫病等等多元複雜

的關係，亦有其不同的情分與重量。

我們生命中所遇到的每個人，都有神特

別的安排和用意，因為詩篇一百三十九篇16

節：「我未成形的體質，祢的眼早已經看見

了。祢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祢都寫

在祢的冊上了。」所以，不論個人好惡，當

以尊主為大的心面對每一段人際關係。

28 ｜2023.07

主耶穌在此教導基督徒在經營人際關係

的核心價值觀：必須以耶穌基督為首位的基

準點出發。當我們將主耶穌放在第一位，主

耶穌必將我們放在第一位來幫助我們，在對

的時間，將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上，有智

慧、有秩序地愛人，展現合宜的待人接物之

道，按著主的教訓，協助個人小家庭以及主

內大家庭裡各個肢體運作的正功能。

愛是有得有捨

主耶穌談論生命的「得著」與「失喪」

之間，提醒門徒若要得著基督徒的屬靈生命

必須付出代價。神白白給予我們永生救恩的

同時，並未抹滅人世間「若有所求，必有所

捨」的道理，因為當人受洗成為基督徒和得

著新生命的同時，就是離棄舊生活，生命更

新的開始。接受救恩和成為基督徒的第一步

就是要「悔改」。悔改不是想成為基督徒的

慕道朋友的專有權利，悔改是神給予每位基

督徒生命更新的契機！

「悔改」的希臘原文意思是改變心思、

懊悔、悔改、轉變。如果我們身處在剪不

斷、理還亂、是非恩怨糾葛、在罪性中浮沉

的人際關係裡，我們的心需要回轉向神。神

的道理如同明鏡，幫助我們檢視自己的心思

意念與言行舉止（雅一22-25），當我們願

意悔改，按著神的道理改變心思意念，放下

自己過去對人際問題的應對模式，就能得著



聖靈的大能來轉變面對人際挑戰的心境與言

行。當我們願意付出靈命成長的代價，我們

的屬靈生命便能夠在真理的引領和聖靈的大

能幫助中得到更新。是否願意脫去舊人、穿

上新人，以主裡新人的心態與身分來面對日

常生活裡人際關係的屬靈操練呢？

愛的層次有差別嗎？

他們吃完了早餐，耶穌對西門彼得

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

深嗎？」彼得說：「主啊，是的，祢知道

我愛祢」。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

羊。」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

西門，你愛我嗎？」彼得說：「主啊，是

的，祢知道我愛祢。」耶穌說：「你餵養

我的羊」。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

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耶穌第三次對

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

「主啊，祢是無所不知的；祢知道我愛

祢。」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約

二一15-17）。

聖愛或友愛

當耶穌第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彼得

憂愁了，為什麼？常見以希臘原文的角度

解釋，認為主耶穌前兩次的愛使用 

agapas「神聖的愛」――屬最高層次意志上

堅決的愛，如神對人的愛；卻在第三次換另

一個愛的字眼 「友愛」―― 屬

較底層次感情上的愛，如朋友之間的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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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卻始終如一地用 「友愛」

來回答主耶穌。因此，有人覺得彼得感受到

主耶穌的對愛的等級降低了，所以才憂傷。

但現今學者研究新約聖經使用「愛」的希臘

原文用字後，主流意見認為  

與  是同義詞，不必刻意區別。

便認為主耶穌一連三問是要讓彼得堅定他對

主的愛。

閱讀彼得前後書時，可發現彼得用他的

下半生回應主耶穌的三問「你愛我嗎？」彼

得不負主耶穌的託付，忠心牧養教會、餵養

主羊。在彼得後書第一章5-8節彼得對同得

信心之人的勉勵：「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

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

性，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

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愛弟兄

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

心；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

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

結果子了。」

在此特別耐人尋味，彼得將愛心的對象

分為「弟兄」與「眾人」親疏關係不同的

兩個族群，並用「友愛」來描寫「愛弟兄

的心」，並用「聖愛」來陳述「愛眾人的

心」。「友愛」與「聖愛」之間最大的差別

在於感情出發的友愛會期待回報，反觀以堅

決意志出發的聖愛是不求回報，不論怎樣，

總要愛的愛。

主耶穌在此教導基督徒在經營人際關係的核心價值觀： 

必須以耶穌基督為首位的基準點出發。

Take m
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
e, for I am

 gentle and hum
ble in heart, and you w

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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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之誼與弟兄之情，是互助互惠的對等關係，以「友愛」來澆灌，讓彼

此得到滋潤、一同成長。但牧養教會群羊的時候，牧者與羊的關係是領導和

順服的不對等關係，牧者若以感念主恩、意志堅定、不求回報的「聖愛」牧養

主羊，不斷從聖靈的活水中汲取神的愛，以神的愛來經營的事奉才能長久、不

受人際互動摩擦的傷害。在情景不斷變化的待人處世課題中，能否適時恰當地

選擇期待有所回應與人交心的「友愛」，或是不求回報只願成全主旨意的「聖

愛」，讓愛與被愛的人能夠一同在愛中成長呢？

世上的鹽和光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

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

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

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14-

16）。

在人際交往中，若能夠秉持「八福」的屬靈素質：「虛心、哀慟、溫柔、

飢渴慕義、憐恤人、清心、使人和睦、為義受逼迫」，便能夠發揮鹽的調和、

引味、防腐功能，啟發自己和親人、朋友、同靈生命中的良善和潛能，幫助每

個人的生命成長蛻變為起初神創造我們的樣式，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義和

聖潔（弗四24）。

我們是世界的光，不要再隱藏神兒女和基督徒的身分。即便在黑暗、彎曲

悖謬的人際關係裡，與人交往時，作神無瑕疵的兒女，用我們的生命和言行為

主發光，好像明光照耀，照亮一條領人回轉歸向神的路 （腓二15）。當人的心

意歸向神，基督的各個肢體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

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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