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当我们成为一个组织的会员，一旦加入

就承担了一个义务；这义务就是要按着

这组织的标准来生活。而这个组织的目

标和目的也就成为了我个人的目标和目

的。例如，国家的国民就有义务遵从国

家的法律来生活。雇员有义务遵照公司

的条例和所推举的目标和目的。服务团

体如狮子会，期望它的成员推动和发展

该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在一个运动团

体规则里，队员要依照教练的指导来练

习。这种忠诚的义务加强了社会的秩

序。没有一个社会不是如此运作的。 

 

 

在这个新的群体，就是耶稣基督所呼召

而存在的，教会也持着同样的真理。在

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讲到我们如今是上帝

新国度的国民、新家庭的成员。我们看

到基督为我们所作的，也看见我们在里

面所拥有的特权，以及从圣经的角度认

识自己是谁。每一个信徒看到自己的特

权，也看到自己的责任。来到第四章，

特别是 1-16节，给予我们很多的指导与

宝贵的信息。1至 3节让我们认识到我

们是基督所呼召的，而他呼召我们是有

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达至合一。 

 

然而，什么是合一的途径？什么是教会

合一的基础？合一是依靠什么而成的？

我们又如何保守合一？这些都是重要的

课题，而答案都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保

罗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遵循合一的途

径，我们单对圣经真理存有一种信念、

理念还是不足够的，圣经的真理乃要化

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即构成我们生命的

一种义务和责任，愿意顺从和实践圣经

真理。当我们如此去达成时，我们的生

命就开始经历真理、经历合一。 

 

 

 

 

经文：以弗所书 4章 1－16节  潘志成牧师 

 

走向合一 



 

一、合一的恩典 
保罗在 4 章 1 至 3 节阐明我们能够合

一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他说你们既然

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

称。第一，我们看见合一是我们跟耶

稣基督的合一。当耶稣呼召我们时，

他是要我们整个人委身来跟随他，他

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份。过

去我们常以自己为出发点，但当我们

被主呼召而成为主的门徒时，我们就

尝试要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周围的事

情。保罗在这里说有一个恳求，他要

我们活出与得救的恩相称的生活。接

着他又让我们看到，原来活出与得救

的恩相称乃是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基

督徒在安提亚教会被称为小基督是有

原因的。因为当时外邦的社会看见跟

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的行事为人与

耶稣基督是一个模样。他们有怎么样

的生命特征呢？这里保罗提到他们五

个生命的特征： 

 

1、谦虚：谦虚是基督的特征。保罗在

腓立比书论及耶稣基督时，首先讲的

是基督的谦卑。「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凡倒虚

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

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

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且说：「…人子来，不是要受

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他也谦

卑的蹲在门徒脚前为门徒洗脚，体现

了谦卑、服事的生命。“谦虚”这句

话，在当时的罗马和希腊世界，是一

件不可思议的事。对他们而言，谦虚

是一件非常卑贱、没有人愿意做的事。

对罗马人来说，一个成功的人不是谦

虚的人，谦虚的人是渣滓、是没用的

人。然而，保罗把谦虚放在首位是有

意义且重要的。当上帝呼召以赛亚

时，以赛亚的反应说：「我是一个嘴

唇不洁的人，又长在嘴唇不洁的百姓

当中。」当上帝呼召摩西时，摩西

说：「我是一个嘴唇愚拙的人。」当

人面对上帝的呼召，就开始认识到自

己原来微不足道。人什么时候会学习

谦卑？就是当人与基督的生命作比较

的时候。 

2、温柔：我们常觉得温柔是很女性化

的。它好像水一般，你把它放在方的

瓶子它就是方的，你把它放在圆的瓶

子它就是圆的。但是其实圣经所讲的

温柔是说一个人应该生气的时候，他

要生气，不应该生气的时候，他要可

以控制住，不要生气。相反的，一个

人不应该生气，他却不能控制就生

气，这就不是温柔的人。所以，这种

生命的气质是受上帝控制的－－是你

愿意接受上帝和圣灵的引导。 

3、忍耐：这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无论你遇到怎样的痛苦和失败，你都

能够长期的忍受，不失望也不会灰

心。在雅各书里，特别指着旧约的一

个人物－－约伯，他能够在痛苦当中

忍耐。 

4、爱心：今天你看到一个很可爱的

人，你爱他，但这不是这里所讲的爱

心。这里所讲的爱心是神圣的爱心，

希腊文叫 Agape，就是有些时候，有些

人对你不好，不过你仍然能够爱他和



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也就是说你的爱

不是出于一种感情的反应，而是一种

有理智、有意志的爱，是能够很理智

的去回应他。 

5、和平：这是指人跟人有一种和好的

关系。如保罗所讲：「用和平彼此联

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保罗讲到信徒跟基督的合一

时，是我们在回应基督的呼召，我们

的生命开始分享着基督的这一种性

格。基督曾说：「你们心灵虽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这心灵可翻译为圣

灵愿意，我们却是软弱。原来圣灵在

我们的心中是不断竭力要让我们能够

去经历基督的生命。所以保罗说：

「我们被呼召要活出以得救的恩相称

的生活。」圣灵在我们心里竭力保守

使我们和圣灵合一，保守圣灵所赐合

而为一的心。 

 

二、合一的基础 
教会整体的合一是基于圣经的真理，是

回应上帝的话。我们能够合一，是因为

有上帝的话作为合一的基础。譬如说，

可能有人会说他没有兴趣圣经的教义，

他看重的是爱，将教义放在一旁，他认

为只要彼此相爱，就能够合一了。这表

面看来好像很对，但保罗不这样讲也不

这样做，他知道教会整体要合一要基于

圣经的原则，归回信仰是合一的途径。 

 

在华人社会里，有很多时候，长辈们教

导孩子的时候，常常只注重目的，而不

注重过程。譬如说你要孩子孝顺父母，

你就只告诉孩子不可骂父母，却没有告

诉他为什么不可以骂父母。因为这很难

解释，而你也不懂怎样讲。结果，我们

就用一种恐吓的方法，对孩子说：「你

如果骂父母、不孝顺父母，就会给雷公

劈死。」所以，孩子若骂了父母，刚好

突然间闪电打雷，就吓得要死。如此，

这个孩子孝顺父母是因为怕当自己不孝

时会被雷公打死。我们常只讲求目的，

不讲求在过程中好好教导。我曾分享

过，有些教会也因很需要会友在扩建或

其他事工上奉献，就鼓励会友奉献。但

有时候鼓励过头了，却对会友说：「如

果你奉献越多，上帝祝福越多。」这种

包赚钱的生意是可以做的；最后虽然你

是达到了目的，但却歪曲了会友的头

脑。因为这不是奉献应有的态度，而且

这有贿赂上帝之嫌。论及合一，华人常

说：「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也是

从结果来谈的，但我们却忽略了怎么样

才能够合一？保罗并不从结果来说，他

乃是讲了结果之后，就讲过程如何去达

成合一。他所讲的合一并非“你合我的

意或我合你的意”，而是我们共同在信

仰里去达成合一。接着，保罗让我们看

到七种共同的信仰基础。有点像我们在

国庆日唱爱国歌曲：“One nation, one 

people, one Singapore…”的共同的信 

仰。 

 

1、一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教会是

身体，头指挥着整个的身体。我们是整

体的，是一个身体。 2、一圣灵：这个

身体不是一副没有生命的机械。有人比

喻教会的身体好像是一个建筑物，你我

有如砖块,搭成一间圣殿。这个例子听

来易懂，但不恰当，因为每个砖块都一

样大，我们不是一样大的。又有人说教

会好像一部跑车，信徒有如跑车的零

件，每一个都不一样。这个例子好像比



较好，但无论如何这还是一架机器，不

是很好。保罗讲得最好。他说：「我们

是一个身体。我们有不同的肢体，但这

个灵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生

命的有机体。」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

们，给我们有活力。3、一指望：我们

有共同的一个目标，有共同的使命。

4、一主：我们都委身在耶稣基督的主

权里。5、一信：当我们讲一信时，不

是我们同念使徒信经，而是我们都委身

在耶稣基督里。6、一洗：我们都是藉

着洗礼加入教会，这个洗是耶稣基督的

洗。7、一神：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用

主祷文祷告说：「我在天上的父」而是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基于这

个共同信仰促成我们走向合一。 

 

三、合一的恩赐 
我们是藉着怎样的方法能够达成跟基督

的合一，又有整体的合一呢？11 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

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

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给我们看

到要促使教会走向合一是藉着这个特别

的职事来带领。如何带领呢？就是藉着

教导信徒上帝的话语，使他们能够走向

合一。所以，上帝在教会里兴起一些人

做教师、牧师，为的是要训练装备信

徒，使他们明白信仰而能够走向合一。 

 

当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时，他特别要

反对罗马当时的大公教会尝试用教皇来

促进教会的合一。他说这是没有圣经根

据的，保罗的教导是要让信徒认识信仰

而达至合一，而不是教皇促使信徒合

一。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教会若有一个

很有灵恩的牧师。他喊什么，所有会友

都会跟从他，那做事情多方便。但我们

发现，这种教会的信徒常没得到很好的

教导。我们从历史里看到很多专制的领

袖，他们其实最害怕的是知识分子，因

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很容易觉察

到政策里有什么不妥。所以，当领袖要

走专制路线时,他不希望每一个人懂得

那么多；他们只要赞成就可以了。加尔

文说在这种情形里，他们故意不教导信

徒上帝的话语，背后的用意是什么？是

在维持那个合一吗？这是不对的。保罗

不是走这种专制的路线。他要信徒走向

合一是以这个共同的信仰作为基础。但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是藉着他所

呼召的教师或者牧师来教导信徒，让信

徒能得到栽培、得到成长。 

 

四、合一的成长 
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教会所关怀的工

作有很多方面：宣教、社会服务和很多

建设，但追根究底，教会最重要、最应

该关注的是教导信徒，使他们在基督里

面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若信徒

没有成长，无论是宣教、社会服务或任

何服务，有一天也会枯萎下来。 

 

所以，保罗最后告诉我们：「我们能够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

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

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

的异端。」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很重要

的使命和挑战，有人称这是后现代主义

的时代。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的特征

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东西没有明显的

黑白之分。我们的社会已受这个潮流很

大之冲击。不久前，报章刊登向教会请



求接纳同性恋合法化的报导，他们认为

同性恋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

罪，提出教会应该接纳这些人。过去这

些都是隐藏，不敢公开的事，现今他们

公开请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东

西被视为没有绝对的。所以，对于教育

我们的下一代非常困难，我们有很多担 

心，甚至我们教育界人士也没有什么办

法可施。

 

总结 
华人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叫愚公移山。这故事表达了一个不屈不挠的精

神。话说愚公家的大门口有一座大山，他已年纪老迈；有一天，他决定把

这座山铲平，因为每一次乡村的人要到城里去，都得绕过这座山，很是麻

烦，所以愚公就开始移山了。路过的人都笑他说：「你啊，年纪这么大

了，怎可能移这座山呢？」愚公回答说：「我若不能移这座山，我的儿子

可以移。我的儿子若不能移，我的孙子可以移。我的孙子若移不了，我的曾

孙可以移；一代一代的移，我不相信不可以移走这座山。」这个故事表达

出华人那种不屈不挠、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气节。但是，现今你若向中

学生讲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一个笑话，他们不会欣赏愚公的这种精

神，反而说：「愚公真的很愚笨。那么一座大山挡在你的门口，使你很不

方便，为什么要移山，搬家就好了。」我们新加坡人最常搬家，大间搬入

小间，小间搬入大间，另一方面，若是我要移山，我的儿子不一定要继续

移，更不用说孙子了。 

 

我要说的是能够去抗衡人性的非道义思想，不再是一套建构的道德模式，

而是顺服神的话，并化为信徒的生活方式。信徒藉实践真理，来经历真

理。这就是以弗所书强调“走向合一”的成长，是“个人”也是“整

体”。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

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