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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福音創造新人（三）：接納和合一     羅十四：1 至羅十五：13 

      羅馬教會是一個以外邦基督徒占多數的教會，以多取勝的外邦弟兄和猶太弟兄之間潛

伏著某種危機，它的嚴重性甚至威脅到教會的合一，在這個段落中，保羅要處理的就是這個

困境，它不單是羅馬教會的問題，也是第一世紀外邦教會普遍需要面對的挑戰。 

      有兩個不同的群體出現在這段經文中，保羅將他們描寫成「軟弱的人」和「堅固的人」 ，

他們所爭議的是關於飲食和守節期這一類的事，保羅勸導個人要憑著自己的良心去做，自認

在基督裏有自由的外邦弟兄不可輕視謹守律法飲食條例的猶太弟兄，猶太弟兄也不可論斷外

邦弟兄隨意吃喝，因為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活在主面前（十四：1-12）；在飲食的爭議

上有甚麼原則可循？首先，要按愛心行事，其次，切記公義、和平以及喜樂是神國更看重的

價值，切勿因為飲食這種次要的事情而因小失大使弟兄跌倒（十四：13-23）。 

      為了在基督裏的合一，信心堅固的基督徒要擔待軟弱的基督徒，寧可選擇不求自己的

喜悅，亦即放棄自己在基督裏的自由，而遷就軟弱的弟兄，目的是使對方得到造就，以至能

彼此同心，最終使神得榮耀（十五：1-6）；基督是猶太人的彌賽亞，祂也是外邦人的救主，

如今，不論猶太基督徒或外邦基督徒，這兩個群體在基督裏已經成為一家人了，他們理當像

一家人一樣彼此接納（十五：7-13）。  

      保羅在最後的祈願中宣告了一個好消息，當基督徒在主裏彼此接納成為一家人，他們

就能經歷到神所賜的喜樂、平安以及盼望。 

 

主題 

堅固的人和軟弱的人要學習彼此接納，歸榮耀給神。 

 

大綱 

（1）、堅固的人和軟弱的人不可輕看或論斷彼此（十四：1-12）  

（2）、堅固的人不可使軟弱的人跌倒（十四：13-23）  

（3）、堅固的人要體貼軟弱的人（十五：1-6）   

（4）、兩種人都要彼此接納歸榮耀給神（十五：7-13）  

 

問題討論 

 

一、保羅在羅十四：1 至十五：13 這段教導是一般性的勸勉或是針對羅馬教會存在的問題？

理由是甚麼？這段勸勉是針對那兩個群體？ 

      保羅彼此接納的勸勉主要是針對羅馬教會中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封書信，受書的對象

羅馬教會是一個以外邦基督徒占多數的教會，教會中兩個不同的群體之間的確有分裂的現

象，當然，這樣的勸勉適用於第一世紀許多以外邦信徒占多數的教會。 

      兩個群體：猶太基督徒被形容為軟弱的人，外邦基督徒被形容為堅固的人。 

 

二、「軟弱的人」和「堅固的人」為那些事情起爭辯？為什麼其中一個群體被描寫成「信心軟

弱」？這兩個群體如何彼此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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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辯的焦點集中在飲食和守節期，它的根源是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差異。 

「軟弱的人」主要是指猶太基督徒，他們因為忠於摩西律法而不吃某類食物，並且遵守某些

節期，他們雖然已經信主，卻仍然受到摩西律法某些禮儀的約束，所以被形容為軟弱的人。 

堅固的人以一種高傲和輕蔑的態度對待軟弱的人，可能視對方愚昧保守。 

軟弱的人也可能自認敬虔，而批評那些隨意吃喝的人。 

 

一、保羅勸導這兩個群體要如何看待對方？根據十四：4-9，保羅勸導的神學基礎是甚麼？為

什麼沒有人有資格評斷別人？     

堅固的人不可輕視軟弱的人，軟弱的人也不可批評堅固的人。 

     理由：不管是那一種人，上帝都已經接納他了，上帝自會保守他，上帝是主人，每個人

要負責的對象是主人，沒有權利批評其它的僕人 

 

四、吃或不吃背後的精神是甚麼？它和是否守節期以及為主而活、為主而死有甚麼關係？ 

 吃或不吃，守日子或不守日子都是為主而做的，因為雙方都是忠於他的「主人，真心相

信這樣做是榮耀神，當他們去做真心所相信的，他們的心就受到激勵；基督的死和復活成為

所有基督徒的主，因此基督徒所做的都是為了主，而不是為自己，「為主而活」是說基督徒所

有的思想、行動都是著眼於是否榮耀主，他的死也是在主的手中，不論或生或死，他都是屬

於主。吃或不吃背後的精神是為主而活。 

 

五、保羅如何警告那些論斷或輕看弟兄的人？參十四：10-12。 

     每個基督徒將來都要站在審判台前，他必須對神負責。不管是誰在輕看或論斷別人時，

他其實是奪取了神的主權，因為只有神能夠審判人。基督徒一方面不評斷人，另一方面也不

要因別人加諸自己身上的評斷而跌倒，因為要討喜悅的對象是神。 

 

六、保羅在十四：13-23 這段經文中勸勉的對象是那一個群體？主要是針對那一件事情？「軟

弱的弟兄」為何跌倒？參十四：23。保羅勸告堅固的弟兄在這件事上應該怎麼做？ 

     保羅勸勉的是一個敢吃敢喝的群體，所以他的主要對象應該是堅固的人，即外邦基督

徒。猶太基督徒遵守摩西律法的飲食條例，不吃被列為不潔淨的食物，因此而受到外邦基督

徒的批評。「跌倒」指的是屬靈上的墮落，保羅未明說堅固的人是如何造成軟弱的人跌倒，可

能有的一種情況是軟弱的人在壓力之下，違背自己的良心，吃了自己認為不潔淨的食物，一

個人背乎他所信的，他會自我定罪（也被神定罪，神並不贊同這樣的行為）或落入屬靈的憂

愁中。基督已經為軟弱的人付上了昂貴的代價，就是為他們死，堅固的人難道不能付上一些

輕微的代價嗎？偶爾限制一下自己的飲食。 

（V.23 任何與我們所真心持守的信念不符合的行為都是罪）  

 

七、保羅認為，神國最看重的是甚麼？根據這個原則，基督徒行為的準則應該是甚麼？這個

準則如何應用在「不可使弟兄跌倒」這件事上？ 

     堅固的人為了運用他們免於律法禮儀的自由，因此使軟弱的人跌倒，犧牲了神國最看重

的「公義、憐憫和信實」，保羅提醒堅固的人，神國最看重的價值是甚麼，神國的特質不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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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而是公義、憐憫和信實，不要為了次要的事情，而使最高的價值受損。 

     基督徒行為的準則是憑愛心行事，著眼在神國最高的價值，不要因為飲食這樣的小事而

使上帝的國度受到虧損。 

 

八、十五：1 保羅勸勉堅固的人應該用甚麼態度對待軟弱的人？甚麼是「不求自己的喜悅」？

V.2「鄰舍」是指誰？為甚麼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我們就是效法耶穌？  

   「不求自己的喜悅」在這裏的意思是指不自私地運用自己在基督裏的自由（關於飲食的

事），這麼行的目的是使軟弱的人得到益處和造就。 

耶穌「不求自己的益處」（指被釘十字架），耶穌在服事他人時甚至捨棄了自己的生命，比起

基督為了他人的緣故而受的苦，堅固的人在飲食或守日子這樣的事情上讓步就不算甚麼了。 

 

九、保羅在十五：5-6 的祈願禱告中對羅馬教會發出甚麼呼籲？教會合一最終的目的是甚麼？ 

        彼此同心！效法耶穌基督！教會合一最終的目的是榮耀神！ 

 

十、根據十五：8-12，保羅在這裏呼籲這兩個群體彼此接納的理由是甚麼？基督在猶太人和

外邦人中間有甚麼作為？保羅引用那些舊約經文印證基督已經實現了神的應許？ 

     在堅固的人和軟弱的人之間的障礙本質上是外邦人和猶太人之間的障礙，基督的福音已

經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基督在猶太人中間實現了神對列祖的應許，並且藉著因信稱義的福

音將外邦人帶入了神的百姓中，基督接納這兩個群體在神國中成為一家人，這個事實足以激

勵基督徒要彼此接納。新約包括了猶太人和外邦人，保羅呼籲他的讀者們要放寬視野。 

 

十一、在羅十四：1 至十五：13 這個段落中出現了幾個「彼此」？參十四：13、19，十五：5、

7，由此推論，這個段落的主題是甚麼？參十四：1，十五：7。 

       彼此評斷、彼此造就、彼此同心、彼此接納：點出彼此的主題。 

       保羅以彼此接納開始這個段落，最終的呼籲還是彼此接納，主題很明顯。 

 

十二、V.13 保羅的祈願禱告對羅馬教會中兩個不合的群體有甚麼特別的意義？這個禱告帶給

你甚麼盼望？ 

 

 

反思和應用 

（1）、在教會中，我們會在那些事情上最容易論斷別人？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心態？彼此

論斷是基督徒合一的致命傷，如何遠離這樣的事？ 

（2）、你的教會曾經在一些事情上有過嚴重的爭議嗎？結果是如何解決的？你認為每一項爭

議都可以使用愛心的原則嗎？或是這個原則只適用於個人或是次要的事情上？ 

（3）、 你曾經在甚麼事情上「使弟兄跌倒」？你的疏忽是甚麼？你有掌握到按著愛心行事的

原則嗎？或是你曾經因為某件事情而跌倒？分享你的經歷以及在其中學到的功課？ 

（4）、「不求自己的喜悅，只求鄰舍的好處」，保羅這樣的教導可使用在那些人際關係上？這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如何才能做到？你有這方面的經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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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想你如何經歷到上帝的愛和接納？它如何激勵你去愛和接納不同的弟兄姊妹？  

（6）、保羅這段勸勉對現今宗派的合一提供了甚麼大原則？  

附註 

羅馬書十四章中的兩個群體所爭議的問題是甚麼？ 

猶太人的飲食條例源自摩西律法禁誡某些不潔淨的食物，長久以來，這個傳統使他們和外邦

人做出區隔，第一世紀的猶太基督徒所面對最大的困擾就是在基督裏的自由並沒有讓他們從

食物的禁誡中得到釋放，有些吃素的猶太人是因為擔心在外邦社會中不小心吃到祭過偶像的

肉類，因此寧可不吃肉；另外，守安息日也是猶太人最看重的宗教傳統，「守日子」除了守安

息日，可能也包括了猶太人的重大節期以及固定的禁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