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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改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這段經文我們之前曾經分享過，但是我們今天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再次來看使徒保羅的信仰過程，這段經文是使徒保羅對於他的生

命最深沉的告白，他在這段經文中讓我們看見什麼是他所看重的，什麼是他生命中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價值。什麼是他可以拋下其他一

切，用盡他所有時間與精力去追求的事物，以至於保羅可以大聲地説他過去的一切他看作垃圾。今天我們要透過保羅的信仰歷程與告白和

兄姊一起再次省察我們自己的信仰。 

        保羅在論述自己的信仰經歷之前，他所面對的是一個當初在教會界中非常普遍的問題，就是要得到救恩，是不是需要先成為猶太人。

也就是說非猶太人的外邦基督徒，是否要先藉由割禮這項宗教上的儀式，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這樣才能得到耶穌基督的救恩。 

        對猶太人來說，割禮不只是一種宗教儀式而已，也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身分認同的關係而已，是直接牽涉到整個民族與上帝之間的關

係，割禮象徵著以色列整個民族與上帝立約，表明這個民族願意歸入耶和華上帝的名，謹守遵行上帝的律法，成為上帝的子民。 

        尤其在當時以色列的處境之中，政治上被羅馬帝國所統治，文化上被希臘異教風俗所支配，因此能不能堅守律法，從割禮到一切生活

上與外邦人有所區別，便成為關乎他們上帝子民身份的事情。要是不能表明自己跟外邦人的區別，在禮儀風俗上一切與外邦人無異，那要

如何說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還保有被上帝揀選的特殊關係？ 

        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注意當時以色列人已經沒有自己的國家與土地，這原本可以保障他們自己身分的外在事物已經不再了，沒有一個

與上帝立約的大衛王朝存在來保證耶和華的祝福與同在。所以強調一切律法上規範的價值，不只是要確保自己是否能獲得救恩的身分，甚

至可以更強烈的說，是否這樣的堅持所展現的忠實，可以讓上帝願意恢復以色列，重新讓這個國度贏得榮耀。 

        也許對於猶太人對用嚴格遵守律法來維持上帝選民身份的行為，我們不見得會完全認同，但是我們也必須捫心自問，當我們面對當前

的現實環境，面對社會的諸多誘惑，我們是否有像猶太人一樣，要活出聖潔的決心，我們也同樣必須要展現出跟這個不一樣的生活，我們

才能活出榮耀上帝的生命我們該如何去活出與眾人和睦，但是又分別為聖的生活，我們需要再次好好省思我們自己的信仰實踐。 

        那麼保羅在這裡是怎樣說自己身為猶太人的身分？首先，保羅強調他的第八天就受了割禮，不只是遵照律法的規範，更是證明他是屬

於以色列民族的子民，不只這樣，保羅的出身是屬於便雅憫支派，是那與猶大支派一樣僅存的兩個支派之一，與其他十個被擄後下落不明

的支派不同，也與那些血統混雜可疑的撒瑪利亞人不同，是屬於血統純淨的以色列人。 

        接著保羅說自己是希伯來人中的希伯來人，這不只是指血統上的純淨，還是指在語言與文化上保持著希伯來文化的傳統。相對於當時

許多接受希臘文化，只會說希臘語，改變自己生活習慣如同希臘人的以色列人不同。保羅忠實於希伯來文化一切的傳統，熟練地使用亞蘭

文與希伯來文，沒有被外來的希臘文化所同化掉。 

        並且保羅來是受過嚴謹的律法訓練，不只熟知律法，還嚴格的謹守著律法，並且因著對律法的熱忱，保羅立志除去以色列人一切不合

上帝心意的事物，所以保羅在第六節才會說：「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因為對那時的保羅來說，那群被稱為基督徒的團體簡直是離經叛道、不可理喻，根本是傷天害理的存在。他們難道不是猶太人嗎？難

道經上的話語他們沒唸過嗎？妥拉的教導他們怎麼敢不遵守？他們豈不知道經上應許著上主的榮耀必然會恢復錫安與聖殿的榮耀嗎？當應

許中的彌賽亞來到之時，難道不是要代表上帝的權柄統治錫安，又以上帝的大能擊打一切壓迫以色列的外邦人？ 

        那麼這群奇怪詭異的基督徒們，他們怎麼會尊一個被釘十字上的人為彌賽亞，為猶太人的王？還說他是上帝的兒子？對保羅來說根本

是異端邪說，是不知道從何而來的邪惡教導。這樣的教導不但錯誤，還會帶著以色列的同胞們偏行己路，甚至威脅到整個民族是否能獲得

上帝救恩的生死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是這麼嚴重，威脅到整個選民獲得救贖的關鍵問題，所以保羅自然要為上帝大發熱心，務必要剷除這些違背律法的叛

徒，把他們徹底從以色列的土地上除滅。而且保羅為上帝大發熱心的行動不只是侷限於耶路撒冷而已，連在外邦地區的基督徒他也不打算

放過，非得要每一個猶太社群都純淨沒有瑕疵！ 

        但是，在大馬士革的路上，當天上的光四面圍繞著保羅，當主質問他：「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當保羅驚恐地回問說：

「主啊！你是誰？」結果答案是那麼地令他錯愕與驚恐：「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一切的事情因此而改變了，保羅以為他的所作所為，是在為上帝大發熱心，卻沒有想到說竟然是在抵擋上帝的道路。他過去認為是虛

假的，不可能是以色列人長久期待的那位，不可能是真彌賽亞的那一位，今天卻真實地坐在天上的榮耀寶座上，還對著自己的所作所為提

出質疑。 

        這對保羅是多麽大的震撼啊！他日夜禱告，長久以來殷殷期待，盼望是那位能帶來救贖的彌賽亞。他原本以為尚未臨到的那位，如今

卻親身出現在自己的眼前，不只是出現在自己面前，還是自己當下熱心在反對的那一位。這種以為自己的行為是在支持上帝，卻反倒是在

反對上帝，這樣的對比、衝突，是何等地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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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們可能太常念使徒行傳，太常看保羅自己的信仰告白，因為太過於熟悉了，我們很有可能忽略了這段故事的震撼性，那種徹底

衝擊保羅全部價值觀的衝擊，徹底讓他相信的一切分崩離析的那一時刻。 

        試想自己假如處於與保羅相同的位置，遇到相同的處境，我們自己會如何回應？當我們驚訝地發現，長久以來我們所堅持的、所相信

的，卻跟上帝的真理相違背，與上帝的心意相偏離，上帝的旨意跟我們想的不一樣，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這裡我們也可以再次思考，當我們在特會中領受聖靈之後，我們同樣面臨保羅所面臨的問題。當上帝的大能透過聖靈就這樣展現在我

們眼前，充滿在我們心中的時候，我們到底要如何選擇？我們是要仍然選擇拒絕，還是我們要選擇向聖靈來敞開？我們是要繼續堅持我們

自己的想法，還是我們願意選擇降伏已經顯明在我們中間的上帝？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唸的經文，保羅從他的信仰告白中所給出的答案：「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

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但這並不是說保羅因為得著基督，就放棄他自己所有人生所經歷過的事情、特質、傳統與裝備。我們在看這段經文時，有時候我們唸

得太快，以為保羅的意思是拋棄他過去所經歷過一切經驗與知識，好來全心地歸向與跟隨耶穌。但其實保羅所表達的話語中，更重要的是

指自我觀念重心的轉變，就是心思意念以及價值的調整。 

        在經歷過這一切的保羅，他依然是那位保羅，依然是希伯來人中的希伯來人，依然是那位受過嚴謹的律法訓練，熟知拉比傳統的保

羅。也依然是那位浸潤過希臘文化，熟練運用希臘文學與哲學的保羅。在保羅轉向基督之後，他並沒有拋棄他過往一切的知識才能，他依

然是擁有這些才華的保羅。但是保羅他的焦點轉變了，這些過往用來強化他自己信念，他以為為傲的事物，如今只單單為主耶穌而存在，

只單單為基督而服務，除此之外別無他物。 

        其實我們也是一樣，在我們領受聖靈之後，並不代表我們否定我們過去所受到的信仰造就與教導，也不是要丟棄過往的信仰經歷，而

是在聖靈的帶領下，讓這些造就與經歷能夠為基督做見證。 

        前面我們看過保羅所經歷與告白過的道路，看到他如何從反對到接受這一位獨一真神的耶穌，這樣的認知給我們一個重要且可依循的

答案：以基督的心為心，以基督的旨意、教導作為自己生命的重心，在一切的行事為人上仿效耶穌的樣式。 

        當我們清楚這一切之後，我們就會明白我們得救只因為耶穌，只能依靠耶穌，也唯有耶穌可以賜給我們真正的生命。因為這樣，在耶

穌以外一切的憑據皆不足以依靠，我們無法靠自己的身份得救，也無法靠自己的信仰熱忱來得救。就如同保羅所講：「不是有自己因律法

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以弗所書 2:8 也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因為我們是完全仰賴上帝對我們的信實，才有拯救的盼望。所以保羅才會在明白耶穌死與復活對於自己生命的意義後，說出：「或者

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因著主耶穌已經為我做了一切，這樣我也有復活與新生命的盼望。 

        所以今天保羅所批評的對象是犯了怎樣的錯誤？他們認為自己是與上帝立約的子民，上帝會因信實持守自己所立下的約，而必定會拯

救他們。這個看法非常正確，因為我們知道人會毀棄約定、會背叛，但上帝永不更改祂救恩的旨意，祂的恩典與慈愛也是沒有盡頭的，超

越人類歷史想像的限度。 

        但今天以色列人沒認清的部份是什麼？就是上帝的救恩的範圍不是他們可以界定的，不是他們以割禮的宗教儀式可以確保的，因為上

帝的自由不受人的意念所約束。如同以賽亞書所說的，天怎樣高過地，耶和華的道路也要怎樣高過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也高過於人的意

念。 

        在耶穌死與復活的歷史性時刻中，上帝救恩的計畫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那在起初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定，那揀選以色列人

的約定，那要是以色列人成為萬民的祝福的約定，在那個時刻約定獲得實現與成就，救恩的大門在此時敞開，讓一切願意心裡相信、口裡

承認的人們都得以與上帝復和，享有救恩與盼望。這樣的恩典是耶穌主動給我們，不需要藉著割禮成為猶太人才能得著的，因為上帝已定

意要將這救恩給予全人類。 

        因為彌賽亞降臨的救贖已經實現，上帝藉先知口所預言的日子，如今已然成就。以賽亞書 2:2：「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

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既然如此，舊的約如今已經被成全與更新，那麼領受耶穌救恩的子民們，自然也應

該跟隨上帝的旨意前行，而非以自己認為應該維持的宗教儀式，妨礙了上帝救恩的道路。 

        這樣的信仰信息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又有何意義？今天我們的教會，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指出我們自己信仰群體的邊界，我們可以清楚

地指出誰不是基督徒。譬如說摩門教，我們很清楚他們對於上帝的認識，對於救贖的看法與我們是如此的不同，自然難以跟我們告白一樣

的信仰。對於伊斯蘭教徒，我們清楚他們只認為耶穌是一位偉大的先知，而非是三一的真神，這樣的信仰看法自然與我們也斷然有所區

別。耶和華見證人也是如此，他跟伊斯蘭教一樣，都不認為耶穌是救恩的核心，也不認為是救恩唯一的憑據，這樣的看法自然與我們有遙

遠的距離。 

        辨別不屬於我們的人是如此容易，因而產生一個問題，我們是怎麼認識自己？我們怎麼認識自己是一個基督徒？簡單的答案是如同保

羅在這段經文所強調：「以基督的心為心」這樣的精神與價值我們前面也一再地強調與討論。但問題是，我們是否會在無意間重複了當年

猶太基督徒的錯誤，覺得耶穌的教導不夠好，不夠完整，我們需要多加點條件來規範，來保護我們的信仰，好讓我們成為好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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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作為基督徒，作為教會的組成成員時，我們是否也自己立了一些標準，來判斷、來審視誰是比較好的基督徒？誰是相對比較

壞的基督徒？誰是有好的信仰？而誰又是沒有信仰的？甚至有時我們所立的標準是根基於世俗的價值觀，而非來自於耶穌的教導？ 

        我們是否把判斷一個人是否是好的基督徒的外在條件，定義在他是否有成功的事業？有好的家庭生活？有足以傲人的身份地位？我們

是否看一個人外在的價值來衡量他領受了多少上帝的祝福與恩典？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閱讀聖經的時候，我們從聖經所讀出的教導與準

則，是根基於耶穌基督的教導，還是符合於我們在社會上的利益與價值？ 

        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在現在的以色列有些比較屬於政治立場激進主張的拉比，他們認為既然上帝應許撒馬利亞與外約旦河都應該

是賜與以色列人的領土，讓他們應該有取得上帝的授權，可以以武力征服境內所有巴勒斯坦人居住地，把他們徹底逐出以色列的土地，甚

至是約旦與敘利亞人的領土也都應該用戰爭的手段予以征服，畢竟上帝已經應許這些土地都要交給以色列人管理，難道不是嗎？ 

        把戰爭、殺人，我們應該很難將這樣的行為，直接與上帝的旨意做連結。我們會認為戰爭是好事，還可以榮耀上帝嗎？而且認為為了

土地就應該發動侵略戰爭？這平常應該是我們旁邊那個大大的，不可理喻的國家比較想要做的事情，不太像我們基督徒，或說是說在台灣

的基督徒想要認同的事情，也不太是我們讀完舊約之後想要以此實踐上帝旨意的方式。 

        耶穌教導的核心是什麼？當我們看到馬太福音 22 章時，法利賽人問耶穌最大的誡命是什麼時，耶穌是怎樣回答的：「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

綱。」這裏重要的概念是什麼？要完全地愛上帝，也要如同如此的愛他人，因為耶穌愛所有的世人，那麼我們也應該要如此地愛所有人。 

        講到這裡，經文的最後還有一個重點，保羅兩次地強調，自己不是已經完全的得著了耶穌的真理，他依然在努力追求，不斷的追求，

甚至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地追求。縱使保羅在歸主之後曾領受那麼多聖靈內在的感動，領受過那麼多異象與啟示，明白多少上帝

國道理深奧的奧秘，他都不以為自己已完全，已經足夠了，他仍要持續不斷地努力，去追求那耶穌改變了他生命的真理，而這真理又推動

著他去完成耶穌召他而來所要完成的使命。 

        到這裡，保羅所講述的見證講完了，那麼，我們該如何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