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题：养成向着「人」的良好性格 

 

事奉成全研讨会第三阶段：操练良好的性格，实现在个人生活和教会人际关系上 

第四题：养成向着「人」的良好性格 

 

一、人际关系左右事奉的成效 

  (一)同工配搭胜于单枪匹马：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毋庸置疑，彼此合作无间

的配搭，总强于个人的能力。因此，在教会里的事奉，并不鼓励圣徒单打独斗，而强调群策群力，

齐心协力，共同担负使命。这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做到。 

 (二)又当顾及「被事奉者」的感受：人际关系不仅指事奉者同工之间的配搭服事，也指「事奉者」

与「被事奉者」之间的情谊。如果「被事奉者」对「事奉者」的感觉冷淡，或甚至觉得反感，以致

无法引起心与心的共鸣，则事奉的成效必然事倍功半，吃力却不讨好，可见情感的联谊相当紧要。 

 (三)良好的人际关系建基于良好的事奉性格：性格左右人际关系，良好的性格有如润滑剂和催化

剂，不但可以减少彼此间的摩擦，还可以增进彼此间的情谊和默契，使事奉的效果事半功倍。所以，

培养人和人之间的良好事奉性格，乃是相当重要的事。 

 

二、养成「为别人着想」的事奉性格 

 (一)「爱人如己」的真义：圣经非常重视「爱人如己」，将它与「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并列为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参太二十二 37~40)。一般基督徒对此均耳熟能详，却泰半不知其真义，

甚至误解而兴叹「姑且当作属灵的高调唱唱，任谁也作不到！」其实，「爱人如己」并非我们所想象

的那样「和别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二)积极方面「待人如己心所愿」：圣经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

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七 12)。基督徒对待别人，并不是根据别人怎样对

待我们而予回报，一报还一报；乃是根据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将我们爱己之心「推己及人」，

亦即以待自己的心情来对待别人。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爱自己，如何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也

应当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极力不伤害别人的权益，甚至进一步保护别人的权益，这就是「爱

人如己」的意思了。 

 (三)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儒家孔子的教训，世上其他的哲学和宗教均有类似

的思想，但都不如圣经积极主动的教训。「为别人着想」，非仅不伤害别人，而是爱别人、为别人求

好处。 

 

三、养成「公正无私」的事奉性格 



 (一)「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圣经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

着外貌待人」(雅二 1)。解经家伯迪克说：「按外貌待人是违反信仰的本质，换句话说，这种行径与

我们所信的真理不符合。」信主之人的人格一律平等，没有阶级、贫富、背景、教育、文化与性别

的差别。在事奉主的事上，绝对不容许「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和教训(参启二 6，15)。教会中任

何高于平信徒的居间阶级(尼哥拉原文字义)，无论是行为或是教训，都是主所恨恶的。 

 (二)不可「分门结党」：「分门结党」又称「分门别类」(参林前十一 18~19)。信徒们中间，因为有

不同的看法和喜爱，又不能包容对方，于是彼此嫉妒分争，逐渐形成派别，各别拥戴不同的领袖人

物；使徒保罗说，这种情形乃是属肉体的现象，非常幼稚(参林前三 1~5)。分门结党乃出于「傲慢

与偏见」，对于这种「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多三 10)。意思是说，这种人

很难纠正，只好对他们的意见置之不理，而不是将他们逐出教会。 

 (三)「心」要像主那样的「大」：使徒保罗在题到如何破解「分门结党」时，唯一的答案乃是「当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存心谦卑，顾到别人的事，就是顾到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参腓二 3~5)。主耶

稣的「心」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容纳全世界各样不同种族、文化、意念的人。主的心是「互相包容」，

而我们的心却是「排除异己」。请注意，末日天上得胜者的大会，乃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

方」来的(参启七 9)；我们唯有超越过各种的不同，才能有份于得胜者之列。 

 

四、养成「尊敬和顺服」的事奉性格 

 (一)不可轻看别人：一般人在和别人来往时，最常犯的毛病乃是，一面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参罗

十二 3)，另一面却又容易瞧不起别人。这种心态，最叫人际关系受到伤害。主耶稣特别教导祂的门

徒们，要自己谦卑像小孩子，又要为主的名接待众人所看不起的小孩子(参太十八 4~5)。轻看别人，

乃是绊倒别人的主要原因；而绊倒别人的人，在主的手中没有多大的用处，只好让他在世界里为生

活忙碌(参太十八 6，10)。 

 (二)应当长幼有序：尊敬并顺服年长的，以及在上有权柄的，乃是基督徒所该有的态度(参彼前五

5；罗十三 1)。自以为了不起、对人爱理不理的样子，最惹别人讨厌。「礼尚往来」，谦恭有礼的人，

人缘最佳。基督徒千万不可因为「顺服主」就自外于正常的人际关系，新约圣经多处教训信徒要顺

服「肉身的主人」(参弗六 5；西三 22；提前六 1~2；多二 9；彼前二 18)，就是要我们活在地上，

仍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本分做人」。使徒保罗甚至说：「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甚么身分，

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分」(林前妻 24)。 

 (三)顺服神在教会中的安排：信徒在教会中，虽然以「弟兄姊妹」相称，但主仍按各人不同的恩

赐，安排给各人不同的功用(参罗十二 4，6；林前十二 4~6，18)。所以对于主所安排在教会中「治

理」之责的弟兄姊妹，我们仍须「敬重」他们(参帖前五 12)。这样，我们各人从主所分得的各种事

奉，才能发挥更大的功效；教会整体事奉的果效，也才能臻于极致。 

 

五、养成「亲爱众人」的事奉性格 

 (一)要觉得人可爱：「人」是感情的动物，人与人之间所付出的感情，并非一去无回。人向山壁大



喊「我爱你！」尚且能得到回音，更何况对着人付出爱的心血，决不至于得到冷漠无情的回应。另

一方面，凡是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着缺点，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瑕疵的；「神爱世人」(约三 16)，

神竟然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一点也不挑剔我们的亏缺，我们对别人怎能苛求呢？总之，人人都有其

可爱之处，我们与别人同工或是服事对方，要发掘出他们可爱之处，对我们的事奉自必会有很大的

助益。 

 (二)要亲切而不孤僻：性格敞开的人容易交朋友，孤僻的人则会令人敬而远之。我们不事奉则已，

若要事奉便须叫别人觉得可亲可近。和蔼可亲的人，人人都乐于与他亲近，并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也乐于帮助他。我们爱，不单要在心里爱，并且要在言语、态度和行为上表现出来(参约壹三 18)，

别人才会感受我们的爱，从而乐于接受我们爱的供应。 

 (三)要分担别人的重担：使徒保罗说，我们各人自己的「担子(士兵行囊)」要自己担当(加六 5)，

但是各人的「重担(装船货物)」则要互相担当(加六 2)。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生活的本分

和责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需要各人自己承担；但若遭遇到额外的难处和重担，就需要圣徒之间

彼此帮助、互相担当。不负责任的人，样样都要别人分担；没有同情心的人，对别人的苦难不闻不

问；这两种心态，都不是基督徒所该有的。 

 

六、养成「良好团契」的事奉性格 

 (一) 要诚信可靠：人与人之间来往，最重要的是诚信。没有诚信的人，或能一次、两次的欺骗别

人，久而久之，人人都必远远躲避，惟恐再次受骗。团契事奉与生活，「诚信」乃是最佳策略，对

人与对己均有莫大的好处。诚信的人，没有「敌人」；不诚信的人，没有「朋友」。 

 (二)要宝贵各人的功用：正如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其不同的功用，也都是身体所不可或缺

的(参林前十二 12~22)。教会中每一位真实蒙恩得救的信徒，不仅是神所宝贵的，也是我们同做肢

体的人所应珍惜的。神将弟兄姊妹从不同的地区和环境调集在一起，一同事奉，一同过教会生活，

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都该彼此赏识、彼此珍重。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他的短处；我们自

己并不完美，何苦强求别人完美。所以应当一面学习改进，一面截长补短，宝贵神所安排的每个人。 

 (三)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团结就是力量。个人能力有限，成就也有限，所以不要斤斤计较自己

的得失，乃要着眼于整体的目标与成果。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的意见和所得，务求团结一致，齐

心协力。个人成败事小，全体成败事大。美好的「团契」，决不是呼口号所能达致，乃是全体参与

者的牺牲与融入才能成功的。 

 

七、养成「话语得体」的事奉性格 

 (一)说话合乎圣徒的体统：有些话语，世人可以说，但基督徒不能说，因为不合乎圣徒的体统。

圣经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题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

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弗五 3~4)。基督徒的话语乃是一件重大的事。一

句错误的话，就会失去圣徒的体统，并会感觉灵里下沉。只有常说感谢主的话，又能荣耀主，又叫

自己灵里喜乐。 



 (二)说话合乎准确的事实：人在话语上、时间上、数字上难得准确。一般人最常用「差不多」、「马

马虎虎」之类的话，结果所作的事也大体上「差不多」、「马马虎虎」、「得过且过」，话语反映所作

的事，值得我们重视。所以若要有良好的事奉，便须在话语上养成准确的习惯。当我们开始注意我

们的话语时，便会发现我们所说的话相当有问题，须要慢慢改进，直到一个地步，像神一样：「耶

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诗十二 6)。 

 (三)要能听得懂别人的话语：良好的交谈或交通(Communication)，乃是良好配搭事奉的基本条件。

一般人在话语上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无法充分表达内心的意念，其原因不仅是说话的技巧拙劣

而已，并且还可能有种种的顾虑，使得说话的人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在教会事奉中，一面要操练学

习说话的技巧，另一面也要操练学习听话的能力。我们听话的时候，首先要能听得懂别人所讲出来

的话；其次也要能听得懂别人所没有讲出来的话，特别是藏在心灵深处的话。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