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题：养成向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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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题：养成向着「物」的良好性格 

 

一、再谈好仆人事奉主三原则 

  (一)忠心――忠于受托之物：上一题原是讲「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参太二十五 21，23)，

但别处圣经也提到在「钱财」和「别人的东西」上若不忠心，谁还会把「钱财」和「东西」托付你

们呢(路十六 11~12)？可见忠心也与所托付的财物有关。事实上，忠于财物就是对托付它们的主人

有忠心，而「百物」的原主人就是神自己(参提前六 17)，故此忠于受托之物亦即对神有忠心。 

 (二)有见识――善于管理器物：上一题又讲到有见识是指能按照主人的意思「管理(或照顾)家里的

人」(太二十四 45)；若要作管家照管家里的人，就必需有见识。而所谓「管家」，就是指那「在主

人眼前蒙恩」，被派「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之人(参创三十九 4~5)。我们在教会中事奉主，乃

是由于蒙主恩典，使我们有见识，能够照管教会中的事和物。 

 (三)良善――能够「物尽其用」：上一题又讲到所谓「良善」，就是指那些能将自己所拥有的才干

发挥到极致，使其产生相等的果效(参太二十五 21，23)。今天，我们各人所拥有的，除了主所赏赐

的恩赐与才干之外，还要加上那些手中的「器物」；如何才能「物尽其用」，正是我们事奉主的人所

刻不容缓的课题。 

 

二、养成「不贪图财物」的事奉性格 

 (一)要学会知足：使徒保罗说他「无论在甚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四 11)。

这里既说「学会了」，可见他的知足并非出于他的天性，乃是他在已过的经历中所养成的「习性」，

使他无论在饱足和有余之时，或是在饥饿和缺乏之时，都能安然处之，而不受影响。他又说：「敬

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前六 6，8)。知足能免除我们浪费时

间和精力在今生事物的追求上，转而用在追求永生的福分上，所以是「大利」。 

 (二)贪财为万恶之根：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

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 10)。「钱财」本身并不是万恶之源，「贪心」才是；贪恋钱财的人，在信

仰上无法分辨是非轻重，容易离弃真道。难怪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

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太六 24)。 

 (三)接受财物馈送须手洁心清：事奉主的人并非完全不接受信徒的财物馈送，使徒保罗曾屡次接

受腓立比人的馈送，他对财物授受的存心可作为我们的榜样(参腓四 15~17)。首先，他「不求」别

人馈送，但若对方出于正确的心态，就安然接受；其次，他求神记念馈送财物给他的人，施恩赐福



使他们账上的果子渐渐增多。不过，倘若馈送财物的人居心不良，想要藉此抓住机会来诋毁我们，

便须断然拒绝接受(参林前九 3~15；林后八 20~21)。至于外邦人无缘无故馈送财物，我们应当一无

所取(约参 7)，所以要切记，教会不应当向社会大众募捐。 

 

三、养成「甘心乐意费财费力」的事奉性格 

 (一)甘心乐意费财费力：事奉主乃是造福别人灵魂的事，保罗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

财费力」(林后十二 15)。神托付财物给我们，不但要归我们自己享用，并且愿意我们能与别人分享，

而最上算的路便是为着事奉甘心乐意费财费力。「费财费力」原文意指花费所有和所是，所有指财

物，所是指自己的性命。保罗为着事奉主，不单单是费财，他也费力；他不仅仅是费力，同时也费

财。并且，他的费财费力，不是勉勉强强的，而是甘心乐意的。 

 (二)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徒二十 35)。钱财留在自己的手中，所能

享受的福有限；若能拿出来帮助别人，必要带进更大的祝福。我们若肯为主有所舍去，就必从主得

着更多；无论是物质的，或是属灵的，都可应用这个原则。蒙主赐福的秘诀，就是将自己手中有限

的财物释放出去，让主将它们化为「五饼二鱼」，供应众多人们的需要，而收回的却有「十二篮」

之多 (参路九 13~17)。保罗说他「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林后六 10)。 

 (三)奉献财物归主使用：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

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三 10)。十分之十

全部据为己有，是贫穷的原因；释放十分之一给神，是丰富的原因。人以为手里越多越好。但是拿

在手里的，是贫穷的基本原因。我奉献给神，就变作祝福的基本原因。那另外的十分之一，持守在

我的手里，就变作我的咒诅；释放到神的仓里，就变作我的祝福。 

 

四、养成「愿意受教」的事奉性格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打仗需要运用精良的装备和武器一样，几乎所有的事工，都离

不开工具。除了要将工具维持在充分备用的状态之外，还要对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完全掌握，这

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思。甚么样的事工，需要用到甚么样的工具和材料，并且怎样

调度、怎样应用，都有讲究，这些也需要我们事奉的人学习并化为知识和技能，才能使事奉工作顺

利展开。旧约时代从建造会幕、圣殿和里面一切的器物，以及修造圣城城墙，都需要材料和工匠(参

出二十五 3~7；三十一 1~11；代上二十二 1~4；代下二 7~9；尼二 8；三 1~33 等)。今天我们在教会

中事奉主，同样也需要适当的器具、材料和使用智能。 

 (二)学习利用现代工具：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现代化的工具如：电脑、平板、手机、投影器、

录放影机等都一一问世，并且还不断地翻新。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大大有助于聚会、主日学、布道

等事工。因此，信徒事奉主也必须跟上时代，学习如何利用现代工具，绝不能故步自封。否则，便

会自我限制了事奉的果效。当主耶稣在孩童时期，祂就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因为祂以

天父的事为念(参路二 46，48)。难怪祂年满三十岁出来事奉神的时候，便已装备好自己，应用在服

事神的事上。祂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十



三 52)。祂这话意指在教会中事奉主，必须新旧并蓄，不但能应用旧的东西，而且也能应用新的东

西。 

 (三)学习利用辅助资材：一本圣经，各种不同的亮光，一直被读圣经的人们发掘出来；各种事奉

的教材，也日新月异。两千年来，许多帮助圣徒认识圣经、装备事奉知识的辅助资材层出不穷。我

们这处在末世的人，真可谓得天独厚，比起从前圣徒手中所能获得的材料，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

材料之多，也给我们带来头痛的问题。一方面令人觉得学不胜学，永远学不完；另一方面则因良莠

(音「友」)不齐，必须具有正确判断的能力，才能择优而学。尽信书不如无书，宜小心选取辅助资

材。我们从新约圣经可以看出，初期教会就有许多假先知和假教师混进来(参约壹四 1；犹 4)，将一

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教导信徒。 

 

五、养成「整理整顿」的事奉性格 

 (一)器物不可乱放：器物、资材和场所的管理，乃是一门学问。属世的工厂和办公室，若要提高

工作效率，便需整理整顿；而属灵的教会，也需要在平时就要养成「整理整顿」的良好习惯，才能

事半功倍。主耶稣在变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之前，先叫众人一排一排坐整齐(参可六 39~40)，有

秩有序，可见祂作事很注意整理整顿。教会中的器物，不宜随便放置。 

 (二)平时保养器物：器物在平时便需检查并保养好，不要等到使用时才发现有问题，临时修理或

购置新的，往往来不及而错过良机。器物维持在备用状态，也是「整理整顿」的工作之一。比方各

种电器器材，电池是否仍有足够的蓄电量，器材本身有否故障，平时便需时常检测并预储备份。 

 (三)器物用后恢复原状：「整理整顿」的另一项工作，便是在使用之后，将它们恢复原状或放回原

位。教会中经常有不同的人先后使用相同的器物，所以在用完之后要为别人着想，不要让别人寻找

半天或等拿到了才发现有缺陷，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现象，圣徒应当极力避免。 

 

六、养成「物尽其用」的事奉性格 

 (一)不可浪费物品：圣经虽然没有正面提到「节俭」的美德，但多处谴责「浪费」(参箴十八 9；

二十 3；路十五 13；十六 1；雅四 3)。浪费赀财乃是暴殄(音「舔」)天物的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

凡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无论是物品、钱财、才干或人手，都是宝贵的，都是神所看重的，将来神必

过问我们如何对待，所以千万不可等闲看待而造成浪费。 

 (二)不可埋没物品：事奉所需的物品，备而不用，有可能是因为买错了规格不符品，也有可能需

用时却临时找不到，意即物品不知被埋没在何处，这是管理上的过错。主对良善仆人的要求乃是「物

尽其用」，所以在采购和存放物品时，必须用心确认，务必认真核对无讹。主耶稣责备那又恶又懒

的仆人，是因为他把有用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他自己不用，又没释放出去让别人使用(参太二

十五 25，27)。 

 (三)要确保「物流」畅通：近代工商管理学相当注重「物流」，企业的盈亏兴衰，与物流的调度是

否畅通大有关系。教会事奉的规模虽小，但原则上仍不可轻看物流，因为它与「物尽其用」有关。

使徒保罗勉励哥林多人捐款施舍给穷人，目前释放钱财出去，流通给有需要的人，以补他们的不足，



将来却可流通回来，以补自己的不足(参林后八 13~14)。他这个「钱流」的理论，正是「物流」的

最好说明。 

 

七、养成「胜过环境」的事奉性格 

 (一)人事物组合工作环境：教会历世历代以来，事奉的环境一直在变迁。我们今日所面对的环境，

不用说和教会初期时代截然不同，就是跟一个世纪之前作比较，也迥(音「窘」)然有异。事奉环境

是由人、事、物三种不同的因素而组成，随着时代的改变，不仅外面的社会环境不断地变化，连教

会里面的事奉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特别是近年来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给教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比方神在圣经里所定罪的同性恋行为(参罗一 24~27)，居然有那么多事奉神的传道人接纳同性恋者，

真是不可思议！ 

 (二)潮流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上的改革潮流有些是对的，例如废除奴隶制度，我

们决不可反其道而行。教会虽然不施行革命，却也劝勉人自愿放弃特权(参门 14~16)。保罗劝勉信

徒蒙召的时候是甚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但也说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参林前七 20~21)。

不过大体而论，一般源起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潮流，大多数是「反圣经思想」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即其一例，它是异端，凡是纯正的基督信徒，千万不可糊涂地接纳并跟从。世人心目

中所看为「良善」的，并不等于神心意中的「良善」。 

 (三)必要时须能做中流砥柱：既然社会上的潮流和教会中的各种运动，往往多半是错误的，是违

反神的心意的，我们便必须牢记使徒保罗的话：「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

岂是讨人的喜欢么？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一 10)。事奉主的仆人，最要

紧的是寻求并明白神的旨意，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便须不顾一切，宁可得罪众人(包括不明白真

理的基督徒)，也要坚定地站稳，在一片狂流中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正如使徒彼得说的：「你

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

外邦人的心意行…事，时候已经够了」(彼前四 2~3)。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