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 (3-29-20) 

金振宇  

歌羅西書(4) 生根建造(西 2:6—23)  

2:6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 

2:7 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

長了。 

2:8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

人間的遺傳、 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 

2:9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2:10 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2:11 你們在他裡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

體情慾的割禮。 

2:12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

裡復活神的功用。 

2: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或作我

們)一切過犯 、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2: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他撤去、釘

在十字架上。 

2:15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2: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2:17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2:18 不可讓人因著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泥

在所見過的 、〔有古卷作這等人窺察所沒有見過的〕隨著自己的慾心、無

故的自高自大， 

2:19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 神大得長進。 

2:20-21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

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 



2:22 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 

2:23 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

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引言:  

1. 大家平安 我們正處於歷史上一個很特別的時刻。前幾天在網路上看到一

位我認識的大學老師一則很有意思的貼文，只有短短兩句話:許多年之後，

我們可以跟我們的孫子們說，2020年我們經歷了 COVID-19但活過來了(In 

2020, We survived COVID-19)。這則貼文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它一方面很

直白的承認這一波疫情的嚴峻，但另一方面也表達對明日的盼望。  

2. 這也是我們一家最近的禱告。謹慎但不焦慮。面對外在環境，我們保

持警覺;但內心深處，我們平靜安穩。這是不容易的，但求主憐憫，也

恩待我們，讓我們可以在祂寶貴的話語中得著力量，讓主的話語支撐

我們的全人。  

3. 我們今天繼續來看歌羅西書。在思想今天的講道經文的時候，我有一

度也想用另一段經文來回應現在的處境。但最終我還是決定按著原來

的進度，有二個原因:首先，今天的經文本身就能夠跟我們現在面對的

處境連上關係，後面會進一步解釋。第二，我一直深信按著次序、有

條不紊的思考和應用神的話，是我們靈命成長的不二法門。靈命好比

身體的免疫系統。免疫系統要運作正常，靠的不是什麼偏方，而是持

之以恆的健康生活習慣。同樣的，我們按部就班，逐章逐段的查考和

應用神的話，是建造我們的靈命免疫系統的最好方法。  

4. 一開始，我們先回顧一下過去三次歌羅西書的信息。第一次的信息我

們講到歌羅西書 1:1-14保羅為教會的感恩和禱告，整個禱告的核心就

是 1:9「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

旨意就是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這也是整卷歌羅西書的中心信息。第

二次的信息我們接著講歌羅西書 1:15-23，主題是超越的基督。基督 

是創造之首，是教會的主，更是我的救主。上個月，我們第三次的信

息講到歌羅西書 1:24-2:5，保羅話鋒一轉，講到自己所承擔的福音使



者的職份。保羅自述使命並非為了誇口，而是有三個目的:傳揚福音奧

秘、鼓勵地上教會、謹慎花言巧語。  

5. 今天我們接續上次的信息，特別從「謹慎花言巧語」進到歌羅西書

2:6-23，這也是整卷書最核心的部份。保羅知道當時教會面對一些似

是而非的思想和言論，對信徒的信仰產生很大的挑戰，似乎要把他們

擄去。因此保羅特別要指出這些思想和言論的錯繆，以匡正人心。跟

上次的信息一樣，我們不是一節一節的查考，而是用歸納的方式，將

歌羅西教會面對的挑戰比作病毒，先診斷一下病灶，再來看保羅開的

藥方。最後我們將其中的原則應用在今天的處境中。  

一、診斷： 宗教混合主義  

1. 整段經文中有三節特別點出了當時教會的面對的挑戰，8,16,18 節。 

v.8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

乃照人間的遺傳 、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 v.16 所以不拘在飲

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v.18 不可讓人因

著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  

2. 第 8 節的「理學」其實就是「哲學」(philosophy)，也就是一種思想

系統，可以是指希臘哲學、也可以是猶太教的宗教思想。但後半節保

羅的說明釐清了哲學的意思。保羅說這樣的理學是照人間的遺傳，以

及世上的小學。遺傳的意思是傳統，在新約中傳統通常是指猶太教的

傳統。世上的小學直接的翻譯是世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元素，應該是

希臘哲學的用語，指是的火、風、土、水四元素。古希臘人認為這些

元素是有神性的。16 節比較明確，飲食、節期、月朔、安息日主要是

和猶太教有關的習俗，羅馬書 14-15章論及當時教會不同族群之間論

吃不吃肉出現爭論，可見這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最後的 18 節比較不

好理解，什麼叫「故意謙虛、敬拜天使」? 原來在兩約之間幾百年的

時間裡，即是從舊約瑪拉基書到新約的開始，猶太人當中出現了一股

思潮，就是透過尊崇天使來敬拜。我們只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希伯來

書第一章，作者用頭三節來講到耶穌基督的尊貴身份，祂是承受萬有

的，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祂的權能托住萬有。緊接著的 1:4-14，作



者花了很多的篇幅來對比聖子和天使，指出聖子比天使的身份更尊

貴。天使是服役的，聖子是救恩的元首。天使是受造的，聖子是父在

永恒裡所生的。為什麼希伯來書的作者要在第一章就講論聖子高於天

使?因為敬崇天使是當時很流行的宗教習俗。初代教會直到第四世初，

都有異端認為耶穌不過是最高級的天使米迦勒。  

3. 綜合以上所討論的，原來當時歌羅西教會面對的是一種可以稱為「宗教

混合主義 」(religious syncretism)的思潮。這種思潮集希臘哲學、猶太

傳統、民間習俗於一身。 而這種主義最厲害的地方是它能夠將不同宗教的

元素都混在其中，來者不拒。但在融合不同宗教和思想的過程中，基督信仰

的獨特性就被妥協了，甚至被犧牲。基督成為了一個神明，一位有能力的天

使，而不是獨一的救主;基督的救恩變成一種能量或是知識的取得，用來對

抗靈界的力量。說到底，宗教混合主義不過是將基督信仰的術語套入它的系

統之中，內裡卻是完全扭曲的基督教信仰。  

二、處方:基督是一切之首、豐盛之源 

1. 保羅其實一開始就點出藥方。2:6-7「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

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

也更增長了 」基督信仰的開始和結束都聚焦在一個人物，拿撒勒人耶穌、

神的兒子、世人的救主，除祂以外、別無拯救。保羅提醒教會，既然我們已

經歸信耶穌基督，就當結出四方面的果子: 遵他而行、生根建造、信心堅

固、更多感恩。兩方面要注意的:首先，保羅用的是現在式命令句，表示那

是持續的在信仰中長進。第二，這四方面的果子其實是呼應 1:10-12 的四個

片語 (善事上結果、知識上長進、得力能忍耐、感謝歸父神)，有向人 、向

己、向外、向上四個層面。換句話說，歸信基督的結果，不是多拜一個神、

星期日上午多了一個節目而己，而是整個價值觀的轉變。基督信仰會影響你

看形体上的事物，比如世界的運行、宇宙的定律，也會影響你對待自己和別

人的方式。今天思想我們針對意識形態還有宗教規條方面，也就是向己向上

的層面，下週我們會繼續思想生活層面，即是向人向外的層面。  



2. 好的，基督是一切之首、豐盛之源，而信徒當在基督裡面生根建造、信

心堅固。這是一個很廣泛的信仰總原則。然而，具體來說，基督是一切之首

這個信仰原則，到底如何解決當時歌羅西教會面對的異端思想? 保羅接下來

分兩大部份去解答，第一部份是 8-12 節，第二部份是 13-23 節。我們分別

討論。  

3. 2:8-12 保羅首先要解答的，是第 8 節所述的異端思想，屬意識形態層

面。如同前面說的，當時異端思想混合了希臘哲學和猶太傳統。保羅的回應

分別針對這兩種主義:  

o 希臘哲學將宇宙看成一層一層的屬靈力量結構，由高到低，基督只是其中

的一員。 加上希臘哲學是重視靈性而輕看身體，所以道成肉身的基督被視

為是低階的神祗。面對這樣的思想。保羅的回應是，神本性的一切豐盛，都

有形有體的住在基督裡 (ESV: In Christ the whole fullness of deity 

dwells bodily)。基督的身體沒有限制神的本性，反而神一切豐盛都彰顯在

道成肉身的基督之中，而我們在基督裡也得著了豐盛，不假外求。  

o 猶太傳統非常看重割禮，認為割禮是神子民的主要記號，即使基督來了割

禮也不能取消。保羅的回應是，我們在基督裡面已經接受了割禮，這割禮不

是有形的，而是心裡。基督信仰的典範不是受不受割禮，而是在洗禮中，與

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基督信仰的核心事件是基督的死而復活，而不是

摩西律法。  

3. 2:13-23，剛剛的 8-12 節和意識形態有關，接下來的 13-23 節則是宗

教條規。順道一提，保羅的思想實在是環環相扣。當他說完了我們從

各樣的宗教條規中得釋放，馬上從第 3 章開始論述聖潔生活的樣式。

像我的老師一直說的，基督徒的自由不只是「從死亡與罪惡中得釋

放」(liberated from death and sin), 更是「得釋放以致成聖與滿

有喜樂 」(liberated for a holy and joyful living)。回到 13-23

節，保羅以「基督是一切之首、豐盛之源」來回應歌羅西教會面對的



異端思想，而這一段是他具體地將這個信仰總原則應用在宗教規條之

中。  

5. 弟兄姐妹，「身體受割禮」和「與主同死同活」兩種宗教行為不只表面

不一樣，背後的本質也有深遠的差異。「身體受割禮」背後代表的是整個摩

西律法傳統，受割禮、 守安息日、禁戒食物等等，都在這個律法傳統之

中。受了割禮，表示你還要守安息日，禁戒利未記申命記所載不可吃的食

物，以致穿衣服、社交、工作等等，都有對應的規範。如果信了耶穌還要受

割禮，表示耶穌的救恩成為猶太傳統的一部份，英文叫 domesticated，意

思是被馴化了，被妥協了，新約變成了猶太傳統中的一章。然而，保羅堅

持，基督信仰是用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來解釋舊約，舊約的割禮是指向基督

的， 舊約律法、君王、祭司、先知也統統是指向新約。舊約指向新約，新

約成全舊約，救恩歷史中最終極的角色是耶穌基督，祂是始、也是終。既是

如此，所以歌羅西教會的弟兄姐妹從摩西律法的各樣規條當中被釋放出來

了。飲食、節期、月朔、安息日，也許對猶太人仍有價值，有其屬靈意義。

但教會不能規定所有信徒都嚴格遵從。從 23 節我們看到若我們的目光從基

督離開，轉移到「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的規條， 只會帶來兩個結

果:第一，信仰變得表面化，徒有外表而沒有實質。第二，信仰成為重擔而

不是好消息。  

三、如今:克勝焦慮、因主是主  

1. 今天信息的一開始，我們講到我們正處於歷史上一個很特別的時刻，指

的當然是目前嚴峻的疫情。然後我們回到二千年前的歌羅西教會，思想當時

教會面前的異端挑戰，以及保羅的回應。大家或許發現，我們並沒有仔細討

論 16-23 節，而只是摘要地歸納，背後的原因是我希望在信息的最後談一點

生活的應用。我們要把今天歸納的原則應用在今天的處境中，讓神的話作我

們的指引。  

2. 我將今天的應用歸納成八個字「克勝焦慮、因主是主」。如果說現在要

選一個情緒字詞形容全世界的人，我猜「焦慮」一定在頭三名之內。每天在

家看著新聞，看著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越看越擔心、越擔心越看、然後又



更焦慮，成為一個惡性循環。看新聞沒有錯，關心疫情更是必須，但到了一

個地步，若我們被焦慮和擔憂所擄去，那麼實在很辛苦，也很可憐。  

3. 這次的疫情其實是我們思想我們生命中誰在作主的最佳時刻。如果說

第一世紀的歌羅西教會深受結合希臘哲學和猶太傳統的「宗教混合主

義」所害，我的反思是，今天的我們是否也受害於另一種「宗教混合

主義」? 現代的「宗教混合主義」結合了我們對科技的自信、對社會

進步的把握、對人類文明的樂觀。基督信仰在這樣的「宗教混合主

義」中被妥協了，彷彿只有我的「教會生活」需要基督，但我的工

作、家庭、私生活不需要祂。這次的疫情將我們外在的保障一一打

破， 迫使我們檢視自己生命中真正的依靠是什麼。  

4. 基督徒能克勝焦慮，不是因為他很天真，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也不是

因為他蒙著眼 ，不看外界發生的事情，自欺欺人。不是的，基督徒能

克勝焦慮，是因為他知道基督是主。他知道自己在基督的裡面，因此

能夠結出四方面的果子:遵他而行、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更多感

恩。沒有一個困難比基督更大，沒有一場疫病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

絕。克勝焦慮、因主是主。祂始終是主。願我們在這個真理中得著釋

放、也得著 力量。我們一起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