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题：养成向着「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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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题：养成向着「事」的良好性格 

 

一、事奉主三原则 

  (一)从主的话来探讨：主耶稣在讲述事奉主者的两个比喻中，给我们看见祂对所谓「好仆人」的

三项定义和解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

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二十四 45；二十五 21，23)。 

 (二)忠心――指对「事」：「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见「忠心」是对「事」而言。今天，主所

交给我们去作的事，乃是「不多的」，绝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许多信徒的问题乃在于，对自

己手中的事，并不认真看待，以为那些事可有可无，得过且过，以至没有负起该负的责任。我们应

当知道，「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也就是在不多的事上显出对主有忠心。 

 (三)有见识――指对「人」：「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里的「管理」并非指「辖管」，

而是指「管家」，也就是「照顾」的意思；我们在教会中事奉主，应当有分辨的能力，能够照顾到

信徒心灵的需要，想方设法按时按量使之得到满足。要知道，我们在教会中所事奉的对象乃是「人」，

「人」的因素加上「时间」的因素，千变万化，我们总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所以需要在见识上多而

又多(参腓一 9)。 

 (四)良善――指对「己」：主所交给各人的「银子」虽有五千、二千和一千之别，但主对各人只求

尽其所长，给「五千」的另赚「五千」，给「二千」的另赚「二千」，结果主对他们的奖赏都相同。

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善尽才干，尽力而为，便都是良善。可惜许多信徒自认为才干有限，能力不多，

宁愿在教会中藏拙，故此袖手旁观，而主对这些人的评价乃是「又恶又懒」(参太二十五 26)。 

 

二、养成「攻克己身」的事奉性格 

 (一)身体是事奉主的工具：从我们蒙恩得救一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是活在身体里头。这个身体

有利有弊，好处是人人需要身体来作事、来服事主；坏处是在人人的「肉身」中，有堕落败坏的「肉

体」之成分，往往「正事」不作，反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就有所谓「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的名言。好的「肉身」必须锻炼，坏的「肉体」则须对付。 

 (二)操练身体有其益处：使徒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提前四 8)，这话并不是说「健康

的身体没有用处」，而是说「其益处比不上敬虔的心灵」。许多事奉主的人，好不容易学会了事奉主

的本领，却因病弱的身体而未能一展长才，英年早逝，何等可惜！即便是身体健康，仍须有所节制。 



 (三)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使徒保罗又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九 27)。这句话的意

思是「制服自己的身体」，使身体能被主充分地使用。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各种不同的欲望，例如：

食欲、睡欲、性欲等，都必须控制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亦即不可纵欲。许多事奉主的人，就是因为

胜不过身体的欲望，以致身败名裂。 

 

三、养成「爱惜光阴」的事奉性格 

 (一)一生的年日有限：我们的身体和时间，乃是主所交给我们每个人可以自由支配和运用的基本

资产。我们如何支配和运用自己的身体和时间，便成了主将来审判我们的依据(参彼前四 2~3，17)。

虽然各人的身体状况和余下的年日长短不同，但主对我们的要求却都相同：活着一天，就要为主而

活。 

 (二)要爱惜光阴：使徒保罗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弗五 16)。「爱惜」的原文

意指「赎回」，「光阴」的原文意指「机会」；「爱惜光阴」的意思是：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

会，好好地运用它，甚至付出代价以赎回过去被我们虚耗的时间。因为时日邪恶，今天有很多的事

都是邪恶的，消耗了我们的时间，要赎回光阴，便须胜过时日的邪恶。 

 (三)今日事今日作：当我们落在「无所事事」的光景中时，神所赏给我们的时间就被浪费掉了。

虚度光阴，是得罪造物主的一件事。所以事奉主，总要把握时间，将主所交办的事当作「善工和大

工」(尼二 18；六 3)，立即着手去作，千万不要拖延塞责。主的话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太六 34)，今天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去作。如果我们休息，也是为了迎接即将临到我们身上的新工作。 

 

四、养成「负责不推卸」的事奉性格 

 (一)甘心领受主的托付：使徒保罗说：「我若甘心作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

我了」(林前九 17)。每一位信徒，无论甘心与否，都有一份主所托付的事。若不甘心，将来无法向

主交账；若是甘心，就必从主得到赏赐。所以事奉主，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参彼前五 2)。

神悦纳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参出二十五 2)。 

 (二)责任的托付出于受感：从表面看，信徒在教会中的责任，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然而实际上，

任何信徒接受责任的托付，仍须经过当事人祷告的求证，灵里受感才会甘心乐意地事奉(参出三十

六 2)。教会初期，圣灵的感动乃是使徒和先知们献身事奉的由来(参林后八 16；加二 8；彼后一 21)。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前五 19)。 

 (三)责任的完成必须依靠神：使徒保罗又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

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一 6)。凡是神所发起的工，神也必亲自成全这工。我们在这过程中，千万

不要靠肉身成全(参加三 2)，乃要「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祂，祂就必成全」(诗三十七 5)。 

 

五、养成「殷勤不懒惰」的事奉性格 

 (一)懒惰的性格是最大的难处：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人，就是懒惰的人，连撒但也看不起他，根本

不想去理会他，因为懒惰的人不会给魔鬼带来威胁。懒惰的人盼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最终



一事无成。懒惰的人害怕麻烦，害怕「受为难」，所以存心能免则免，能拖就拖。我们的主恨恶懒

惰的仆人，说他们「又恶又懒」(太二十五 26)。大布道家慕迪(D.L. Moddy)说过：「我从来没有看见

一个懒惰的人得救。」懒惰的人耽误事情，连自己灵魂得救的大事也给耽误掉了。 

 (二)若要不懒惰便须殷勤：「殷勤」的希腊原文同一个字，在中文和合版圣经里有时翻译作「热心」

(林后七 12；八 7~8；加二 10)，或「尽心」(犹 3)，或「竭力」(弗四 3；提后二 15；来四 11)，或「尽

心竭力」(彼后一 15)，或「极力」(帖前二 17)，或「赶紧」(提后四 9，21；多三 12)，或「急忙」(可

六 25；路一 39)，由此可见殷勤的含意。懒惰的人有事化成无事，殷勤的人无事找事、求事情来作，

不怕麻烦。主耶稣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约五 17)；使徒保罗一得救就问主说：「主

阿，我当作甚么」(徒二十二 10)？殷勤的人不能容忍浪费时间。 

 (三)灵里火热必然殷勤：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罗十二 11 原文)。

有一句话说得好：「基督徒宁可被『烧』掉，绝不可被『锈』掉。」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有三把『火』，

只要我们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1 节)，自然就有圣火从天降下，焚烧我们，叫我们「热心」，

并且「灵里火热」(11 节原文)，这样，我们的事奉和传福音，就如「把炭火堆在别人的头上」(20

节)，将我们所事奉的人们也点燃起来。但愿信徒都能时常更新「奉献(指献身)」，使我们里面的心

灵「如火挑旺起来」(提后一 6)。 

 (四)殷勤的人要放眼观看：懒惰的人感觉不到事奉的需要，总认为无事可作，或时机尚未成熟。

但殷勤的人，却该「举目观看」。主耶稣告诉祂的门徒们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

个月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四 35)。『田』就是我们所

设身处地的世界和教会，许多时候，神已经在环境中作事，使田里的「庄稼」成熟了，但我们还觉

得时机和条件仍未成熟，所以无事可作。然而，殷勤的人常常「举目观看」，一看就看见其实已经

熟透了，可以动手收割了。殷勤的人决不容眼目打盹(诗一百三十二 4)，总是儆醒守望。「眼动」带

来「心动」，「心动」带来「手动」。 

 

六、养成「明察事理」的事奉性格 

 (一)任何事绝对不可违背真理：「真理」不是别的，乃是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主耶稣基督，并祂钉

十字架(林前二 2)。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约十四 6)。我们得着了基督，就是得着了真理；顺服基

督，就是顺从真理。但是这个说法，相当主观与笼统。感谢神，祂赏赐给我们两样大礼物：外面有

「圣经」，里面有「圣灵」。圣经就是神的话，将基督启示给我们，所以圣经又叫做「真理的道」(提

后二 15)；而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又叫做「真理的圣灵」(约十六 13)。凭着这

两样礼物，我们能够明白且顺从真理。将来神要照真理审判我们(罗二 2)，所以我们行事不能违背

真理，必须按真理而行。 

 (二)顺着真理仍需分辨事理：在顺服真理的原则之下，任何事务均有其事理。不但世界上的事有

其事理，甚至属灵的事也有其事理。事奉主的人，对于自己所事奉的事，必须能明察秋毫，看清事

理。譬如主日讲台、教成人主日学、带领查经聚会，按表面看都是为神说话，但各有不同的目标、

对象、重点、方式等，所以决不能千篇一律，想要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心态和作法绝对无法获致所



期待的成果。 

 (三)会作事的人都会把握重点：所谓「提纲挈领」，凡事都有纲领，正如抓住网子的「纲」、衣服

的「领」，便能掌握整个网和整件衣服，所以作任何事都要能发掘并掌握重点。世界上各大公司行

号，都在高薪招聘「统计分析」人才，目的就是在分析并明了各种产品的问题和行销趋势，为公司

行号的发展策略，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好让决策者订下正确的方针。属世的事如此，属灵的事也

是如此。主耶稣在「不义管家」的比喻里，称赞他的聪明机智(参路十六 1~9)，用意是要我们这些

「光明之子」也须学习「今世之子」在世事上的聪明，应用在事奉主的事上。 

 (四)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无论在旧约时代建造会幕和圣殿，或是在新约时代建造教会，都特

别提到选择「有智慧」的人来担当(参出三十五 10；王上七 14；徒六 3)，可见事奉神绝不能糊里糊

涂，总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弗五 15)。使徒保罗劝勉信徒当用「诸般的智

慧」(西一 28)；主的兄弟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

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一 5)。凡是有心事奉的人，都应当迫切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我们(弗一 17)。 

 

七、养成「宏观和客观」的事奉性格 

 (一)失败常由「观点偏差」而来：圣经记载罗得的故事，他「举目看见约但河的全平原，…如同

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创十三 10~12)。

罗得的眼目被安逸和愉悦的景象所吸引，最后竟导致他堕落到所多玛，罪大恶极的城市中，虽然因

亚伯拉罕的代祷而获救，但他的结局并不美好。短视的人，只看外貌来作选择；有远见的人，是看

内在的情况和将来的结局。 

 (二)判断事物须有「宏观」：圣经同时记载亚伯拉罕的故事，神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

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十三 14~15)。

亚伯拉罕的「举目」观看，不同于「罗得举目看见」(参 10 节)；亚伯拉罕是遵照神的指示去看，且

向东西南北全面地观看。用现代语来说，亚伯拉罕观看事物以神的话为依据，并且具有「宏观」，

从大局来看事物，这样才能看得「远」而「正确」。 

 (三)观察所得须付诸实行：常人所犯的毛病，就是「看得到却作不到」，或者「能说不能行」，观

点与经历不能连在一起。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创

十三 17)。神的话非常有意思，祂不仅命亚伯拉罕要有「宏观」，并且还叫他「纵横走遍」，亦即要

他将所看见的亲身力行。常听人说属灵的话：「所见即所得」，意思是指「凡你灵里所看见的，就会

成为你所拥有的实际。」但是请注意：若是差了「实践」这一步，仍然于事无补。 

 (四)按主观行事极易犯错：圣经多次指责以色列人：「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申十二 8；箴

十二 16；二十一 2)，表示他们行事太过主观，自以为是，结果却得罪了神。主耶稣行走在地上时，

一再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瞎眼的领路(太十五 14；二十三 16；罗二 19)，害己又害人。

他们甚至杀人还以为是事奉神(约十六 2)，结果连主耶稣也被他们推上十字架。由此可见，按自己

主观的看法行事，相当危险，容易犯大错。教会两千年来的历史，一再证明，人们犯错而不自知，



就是因为判断事物不够客观，以致逼迫许多圣徒。哥伯尼倡「地球绕日说」，却被天主教定为死罪，

这是因为当时的神学家们一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亚十二 1)，主观犯错，莫此为甚。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