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課 
與福音脫節  

(The Gospel Gap) 
 



 熟知聖經和神學 

 家中有成套的聖經註
釋書 

 和妻子不在公眾場合
爭吵 

 從未分居或想過離婚 

 按時上教會 

 忠心奉獻 

 主日學不缺席 

 

 

 

 在家中暴躁易怒 

 閒暇時間幾乎都
花在電腦上 

 婚姻關係窒息 

 親子關係疏離 

 姻親關係不和 

 鄰居關係不睦 

 工作不滿意 

 三十幾年中換了
四間教會 

問題：他們的生活和關係與神失聯了 



彼得後書一3-9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

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因此，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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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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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

潔淨。 

 

與福音脫節 

神
的
工
作 

人
的
同
工 



彼後一3-9闡明了神極大的應許，然而一9告訴我們，有些人認識神，卻沒有結出

當有的信心的果子，如和睦並充滿愛的關係、每日對神親密自然的敬拜、對物質

全面與平衡的態度、持續成長的靈命等。為什麼我們會「閒懶﹑不結果子」——

關係破裂、負債、靈命停滯、敬拜變成例行公事、神的呼召成為一種責任而非喜

樂？我們的信仰在哪裡出了問題？彼得說是因為「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

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耶穌基督的福音囊括了「過去﹑現今﹑未來」一切所需——過去的罪已得蒙赦免，

如今被神稱義，將來有永生應許、與神同在，不再有罪惡與掙扎。在現今教會生

活中，我們都知道福音內容中的過去與未來，卻輕忽了基督現今的工作，沒有以

福音去面對我們每天的挑戰 

我們需要看見福音在我們每日的生活中(職場、廚房、學校、臥房、車內等)，看

見福音如何把我們的行動所為和神的行動作為連結在一起。你我的故事都是神偉

大故事裡 的小篇章；我們要學習以福音的思維(或心態)來過此時此地的生活 

過去 
罪蒙赦免 

未來 
永生盼望 

基督的福音：過去、現在、未來 

此時此地 



「福音與此時此地脫節」這個大洞產生了三種屬靈的眼瞎： 

1) 看不見自我的新身分——沒有從福音的角度看我們的身分，會使我們： 

 低估了我們裡面罪性的存在和力量，看不見我們多麼容易墮落遠離神，

不知道真正的問題存在於我們的心裡，錯將其歸咎於外在環境 

 忘卻在基督裡已得的新人身分，錯把遭遇﹑表現當作身分 

2) 看不見神豐富的供應——彼得說我們在基督裡已得著「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

的事」，這不僅關乎永生(生命)，也關乎我們現今的生活(敬虔)。為要使我們

敬虔度日，神把基督給了我們，內住的聖靈幫助我們逐日與基督的性情有分。

基督的同在使我們有盼望和勇氣面對生活中的掙扎與試探 

3) 看不見神持續的工作——我們被接納成為神兒女只是神工作的開端，祂呼召

我們過一個持續努力﹑持續長進﹑持續認罪悔改的生活，為要使我們成為聖

潔，直到回天家。祂會暫時不顧我們的歡樂，好使我們更多像基督的模樣。

我們遇見困難或苦難時，很容易認為我們被神遺忘或離棄了，然而神做工不

是為了讓我們舒適自在，而是為了讓我們成長 

三種眼瞎 



神的兒女如何填補「福音與此時此地脫節」這個大洞？ 

 形式主義：以宗教活動取代與神的連結 。福音只是參加教會聚會、投入服事和奉獻，

對人的心和生活沒有什麼影響，與神沒有個人的關係和信靠 

 律法主義：拘泥於遵守教條，自以為義；忽略無人能靠行為稱義。神被視為一位嚴

厲的法官，訂下不合理的規定，當人無法遵守時就定人的罪。律法主義忽略了神的

恩典以及我們惟靠恩典才能得改變 

 神祕主義：追求屬靈感受和奮興經歷，沒有在信靠與品格上有長進，福音變成屬靈

的感受與經歷，追求這些過於追求神自己 

 激進主義：為公義而戰，福音變成捍衛正義的行動，而非喜樂地追求基督。激進主

義專注於除去外在邪惡，忽視了人內心的污穢 

 聖經至上主義：喜愛讀經、擁有許多聖經和神學知識，也以此來評斷他人的教導，

卻無法靠恩典而活，沒有讓神的話語在人身上作主掌權 

 心理學主義：視基督為心理治療師多於救主，認為基督信仰就是來幫助和醫治人；

將問題歸咎於各種未被滿足的需求，尋求內在醫治過於對付內心的罪以及追求敬虔 

 社交主義：看重肢體的團契、接納、尊重勝過與主的親密交通，福音淪為社交平台 

填補空缺 



為什麼上述這些填補大洞的替代品如此吸引人？ 

保羅在林後十5談到「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自高之事」，這些事多半看似合

理，無須戒心，卻狡猾地使人在生活的實務層面，與福音切換跑道，對信仰

重新詮釋，以基督教活動、屬靈經歷、肢體團契或其他事物逐步取代基督裡

的盼望。它們之所以吸引人，因為： 

1) 它們各自強調了福音的某個層面 (參加聚會、閱讀聖經、經歷神、得醫

治釋放、活出好行為……)，但它們的危險在於用來追求主的方法變成了

終極的目的，我們不再需要每日謙卑倚靠基督、追求祂的恩典 

2) 這些吸引力暴露出人們內心癥結所在~ 

 自以為義：我們不像福音說的那麼糟糕(我們的罪大到一個地步，

唯有基督的十字架能拯救我們)，只需微調、一點改進即可 

 自我中心：喜愛掌控，由我來選擇我喜歡的主義，無須自我犧牲或

改變；凡事歸罪於環境和他人，看不見自己的罪才是核心 

 自給自足：我們不喜歡看見自己的貧窮與軟弱，這些主義讓我們可

以獨立自主，忘記自己是罪人，不用倚靠福音的大能 

 

喧賓奪主 



我的罪已經蒙赦免(過去的恩典)，將來要永遠與基督同住(未來的恩典)，但

福音如何幫助我活在當下？神如何改變我們？基督的恩典如何幫助人面對

掙扎、沮喪或恐懼？基督如何幫助我處理教養兒女或職場上的壓力？為什

麼我們特別難勝過某方面的罪？……《人如何改變》就是要把基督恩典的福

音帶進我們生活的所有層面： 

 Why——認清自己為何面對生活目前的際遇會如此回應？ 

 Where——我人生中哪裡需要改變？ 

 What——真實的改變看起來會是怎樣的？ 

 How——若神正在動工，我可以如何與祂同工？ 

當用何填補？ 



1) 我在罪性上敗壞的範圍與嚴重性。我們都相當自義，但惟有承認自己因罪而病入

膏肓，恩典、赦免、憐憫、醫治、能力、盼望等對我們才有意義 

2) 心是一切的核心。行為是人內心思想與動機的流露，我們不能單專注於改變外在

行為，惟有心改變了，行為的改變才能持久，因此聖經說：「你要保守你心，勝

過保守一切(或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3) 基督此時此地的賜福——豐滿內住。我們不是將改變的盼望寄託於實用的原則、

神學知識、教會經歷，基督徒的盼望乃在於一個人——我們的救贖主耶穌基督。

我們在祂裡面找到在此時此地過敬虔生活的一切所需，正如保羅所說的：「我已

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二20) 

4) 以神兒女身分蒙召成長並且改變。神不只是要我們免於地獄之火，神要救我們脫

離罪的奴役、老我的綑綁、偶像崇拜，最終目標是要我們變得像祂：「叫我們既

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一4) 

5) 落實持續悔改與信靠的生活方式。「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教訓我

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

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或作：神─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多二

11-13)我們信主後仍持續與罪和新的仇敵爭戰，我們需要不斷悔改與信靠神 

福音五項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