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题：事奉的先决条件(一) 

 

事奉成全研讨会第四阶段：学习在事奉上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第三题：事奉的先决条件(一) 

 

一、要奉献身体(委身) 

  (一)神需要人：「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赛六8)。在全本圣经里，从创世记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神一直在寻找人、得着人、带领

人，神更通过人来作事。神如果要作一件事，总得先得着人；神如果没有得着人，祂就没有法子来

作事。神在人中间所作的一切工作，都是借着人作的。没有人，祂就不能作；没有人，祂的工作就

不能完成。 

 (二)得救是为着事奉：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就一面说，他们为法老作苦工，受尽

欺压，相当的困苦；但是另一面，他们想吃甚么，就有甚么，想要甚么，就有甚么，自由自在。神

为甚么要拯救以色列人呢？祂对摩西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事奉我」(出

三 12)。由此可见，我们蒙拯救的目的是为着事奉神。 

  当以色列人被带到西乃山下，神就把拯救他们的心意告诉他们：「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

的国民」(出十九5~6)。可见我们蒙拯救，是要我们归向神，作祂特有的子民，并且要作祭司的国度。

甚么是祭司？祭司就是分别出来专门为着事奉神的；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分别出来，为着事

奉这位拯救我们的神。 

 (三)事奉神的先决条件乃是奉献：「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十二1)。事奉之前必须先有奉献，

没有将自己献给神的人，神是不能用他的，所以保罗在此劝罗马信徒要将身体献上给神，而后才说

到事奉。没有奉献，就没有事奉，因为神不能用一个没有奉献给祂的人，在祂面前事奉。 

  奉献的目的，乃是为着事奉神。「事奉」这个词，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伺

候」，意思就是准备着在那里服事。我们要记得，奉献的目的是伺候神。伺候不一定是劳碌作工。

伺候乃是祂要你站住，你就站住；祂要你跑，你就跑。 

  神所要求的，就是要所有的基督徒把身体献上去伺候祂。不一定是跑到讲台上去，不一定是

到边荒布道去，乃是伺候神。所有的时间都为着神，但是不一定作甚么工。我们不是说，你不要认

真工作，可以游手好闲。我们乃是说，甚么都不随便了，一切都是为着伺候神。 

 (四)奉献是一件荣耀的事：奉献不是看人拿多少东西给神，奉献乃是我们在神面前蒙了悦纳，神

让我们事奉祂。奉献是专门留起来为着基督徒的，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奉献的。只有蒙恩的人，属



于主的人，才能奉献。在旧约中，神许可人了，人才能奉献。在新约中，也是说凭着神的慈悲劝你

们；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就得把自己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奉献并不是我们肯不肯的问题。

我们能奉献，还是神的大恩典。我们要看见，能够得着权利作神的仆人，应该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荣

耀。 

  「奉献」这一个词，在旧约里译作「承接圣职」(出廿九26~35)，就是接受事奉神的职分，这

是圣洁的职分，这就叫作奉献。在旧约里，并非全体以色列人都能承接圣职，也不是整个利未支派

都能承接圣职，乃是只有亚伦一家才能承接圣职。人必须属于这一家，他才能作祭司，才能奉献；

别的人进去，必被治死(民十八7)。我们要记得，只有神所拣选的人才能奉献。 

  感谢神，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这一家里面的人。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启一5~6)。神

拣选我们作祭司，我们就是这一家里面的人，我们就是能够奉献的人。 

  凡以为把自己甚么都丢下来事奉神，好像优待了神的人，他是在门外的人，他根本不是奉献

的人。要知道：不是你挑选神、看得起神、尊重神，所以你事奉神；乃是神拣选你，所以你能事奉

神。不是你把你自己摆出来作主的工，乃是神恩待你，在祂的工作里也给你有分。 

  圣经告诉我们，祭司穿的圣衣是为着荣耀，是为着华美(出廿八2)。奉献是神荣耀你，是神给你

华美。我们要看见，奉献是我们蒙拣选。能够来事奉神的人，乃是受了尊荣的人。奉献乃是我们被

抬举，奉献不是我们牺牲。我们是需要最大的牺牲，但是在奉献里并没有牺牲的味道，乃是满了被

神荣耀的味道。 

 (五)奉献的实行：利未记八章十四至廿八节讲到一只公牛、两只公羊和一筐饼。公牛是为著作赎

罪祭，第一只公羊是为著作燔祭，第二只公羊和筐子里的饼是为著作承接圣职的祭。 

  1.赎罪祭：人如果要在神面前承接圣职，要奉献给神，第一个问题就是赎罪。只有得救的人才

能奉献。赎罪祭是奉献的根基。 

  2.燔祭：第一只公羊是作燔祭，燔祭就是完全烧掉的祭。祭司不能吃燔祭的肉，一切燔祭的肉

都得烧掉。赎罪祭只是叫我们的罪得着解决，燔祭是叫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 

  主耶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把罪担当了，这一个是指主耶稣赎罪祭的工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把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把我们带到至圣所，这是燔祭的工作。燔祭乃是说，主耶稣在神面前那一个

馨香，叫神悦纳祂的味道；我今天把祂献上给神，叫神也能悦纳我。我不只借着赎罪祭得着赦免，

我也因着主耶稣得蒙悦纳。 

  3.承接圣职的祭：杀第二只公羊，把它的血涂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

右脚的大拇趾上。血是权利的记号。这里的意思是承认血所分别的耳、手、足，完全归神。我们的

耳、手、足既是主的宝血所买赎的，因此我的耳、手、足都是属乎神的。从今以后，我的耳朵应当

为着神听话，手应当为着神作事，脚应当为着神走路。 

  涂血以后，就有摇祭。摇祭的祭物，包括第二只公羊的右肩和脂油，另外还要拿出筐子里的

饼，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这些东西是豫表主耶稣的两方面。羊的右肩(右腿)和脂油

豫表主耶稣的神性；肩是指祂的能力，脂油是肥美的，指神的荣耀。筐子里的饼是素的，豫表祂的

人性；无酵饼指祂是没有瑕疵的完全人，油饼指祂是满有圣灵膏油的人，薄饼指祂的性情、祂心里



的感觉、祂属灵的知觉，都是顶细嫩的，一碰就要碎的，是充满了感觉和同情的。这些东西，要摆

在亚伦的手里，要亚伦在神面前举起来摇一摇，然后再加在燔祭上烧掉，这个就叫作奉献。 

  在希伯来文，「承接圣职」的意思，乃是「充满这手」，或作「把手充满了」。亚伦的手本来是

空的，现在把它装满了。亚伦手里满的时候，他的手再也不能拿别的东西，只能拿着主。甚么叫做

奉献？就是当一个人在基督里蒙悦纳，并且他的手里(手表示作事)充满了基督，把祂举起来在神面

前摇一摇，就是把基督显出来，这一个举动叫作奉献。 

  罗马书第六章是说肢体的奉献，正如前面所说的耳朵和手脚的涂血。罗马书第十二章是说整

个身体的奉献，正如这里所说的双手满了基督。这样，旧约和新约就完全合起来了。 

 (六)奉献乃是一生的事：使徒保罗是用「活祭」(罗十二1)来形容奉献；旧约里多种的祭是死的祭，

新约里神所要的乃是活祭。活祭的难处是祭物会从祭坛上跑下来。有许多弟兄姊妹是一种不坚决的

奉献，他们不是一次奉献了，就永久的作一个事奉神的人。他们是早上把自己献给主，晚上就跑回

来了；昨天把自己献给主，今天就退回去了；去年曾经把自己奉献过，今年却又收回了；这样不算

数的奉献，神是不喜悦的。但愿我们认真的将自己献给神，活着是事奉神的人，死也是事奉神的人。 

  我们不作基督徒则已，一作基督徒就得终身事奉神。一个人一奉献，就要看见，从今以后，

主的要求第一，事奉神是他一生的路。我们都得看见，事奉神是我们的本分。我一生一世是顺着事

奉神的路来走，一切的事都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你必须来到主的面前看见：我一生

一世只有一条路，就是事奉神。我没有别的路，事奉神是我的路。我为着事奉神，我把整个身体献

上。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是为着基督。你这样一摆上，就是奉献。 

  只有认识神的爱，而又全心爱神的人，他的奉献才能彻底，才能绝对，才能完全，也才能真诚。

真诚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蒙神悦纳的祭，就有火来焚烧了。哦！主！我今躺卧在祭坛上面，求

你从天上降下圣火，把我全人烧成灰烬吧！在余下的光阴里能完全为你而活吧！真诚将自己奉献给

神的人，他就是神的人了。他没有自己的爱好，拣选这个，拒绝那个。神要用各种各样方式、方法

雕刻、造就这些真诚奉献的人，使他们达到合乎神的心意，作合用的器皿。 

 

二、要有受苦的心志 

 (一)作神仆人不同于作神儿女：圣经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没有意思要祂的儿女受苦。诗篇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廿三1)。这里所说的「不至缺乏」，不是说我没有需要，

乃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需要甚么了，因为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虽然我们的神

不是不责打祂的儿女，神不是不试炼祂的儿女，但神这一个责打和试炼，和所谓「受苦」的哲学思

想不同。一般而言，神没有意思要祂的儿女受苦。神的责打和试炼乃是特殊的，并不是平常的。神

并不是常常责打和试炼祂的儿女。在平常的时候，神总是顾念我们，总是要叫我们能够享受祂所有

的一切好处。所以在神的安排中，神并不愿意我们常常遭遇苦难。按着神的定规，我们有许多的苦

是不必受的。 

  然则，圣经里面为甚么又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祂受苦」(腓一29)

呢？要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受苦」，是着重在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存心愿意为主受苦，



甘心乐意的要为祂受苦。所以圣经里面的受苦，乃是指我们在主面前专一拣选的道路。也就是说，

本来主安排我们能够满有恩典的过日子，不过今天我们为着事奉神的缘故，为着要作神仆人的缘故，

宁肯拣选一条与一般神儿女不同的路，就是这一条受苦的路。 

 (二)受苦的心志并不就是受苦：使徒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

器」(彼前四1)。基督在肉身为我们受过苦，这是一个事实；但我们有受苦的心志，并不就一定要受

苦。受苦的心志和受苦是两回事；受苦的心志并不等于受苦。有受苦心志的人，在事实上不一定都

受苦，他们只是在心志上把自己摆上，是甘愿受苦的。 

  受苦的心志，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豫备好要受苦的，是存心愿意受苦的，是拣选走这条

受苦的路的。但是主安排不安排我受苦，那是主的事，而我这一边总是豫备好要受苦的。 

  有受苦心志的人，不一定会受苦；相反的，受苦的人不一定都有受苦的心志。在受苦中的人

们，可能有受苦的心志，也可能没有受苦的心志。凡是没有受苦心志的人，只要遇到一点点的苦，

就会叫苦连天，非常难受；而有受苦心志的人，虽然碰着受苦，却仍旧欢喜快乐。 

 (三)受苦的心志比受苦更深：在主面前所能算得数的，不是你有没有受过苦，而是你有没有受苦

的心志。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你遭遇很苦，所以你就是为主受苦的。不错，你的遭遇是苦，但是

你乐意为主受苦的心志到底有多少呢？你在主面前这个拣选的心志有多少呢？或者你是在那里埋

怨、不平、自怜、自诉呢？要知道，人可能有许多心中的难受，可能有许多实际上的苦，同时也可

能一点没有受苦的心志。受苦的心志是比受苦深得多的；有受苦的心志，不一定就在外面受苦；在

外面受苦的，也不一定有受苦的心志。所以，我们不是问你苦受了多少，我们乃是问你受苦的心志

有多少。 

  人若没有受苦的心志，当他在那里受苦的时候，就会很不甘心。如果给他拣选的话，只要一

分钟他就要逃出来。他苦是受了，但是他人不在里面。他苦是受了，但在神面前却没有学一点功课。

这给我们看见，受苦的心志与受苦并不是一件事。主所着重的是受苦的心志──自己存心受苦，但

不一定在受苦。我们不能用受苦来代替受苦的心志。 

 (四)要事奉主就必须要有受苦的心志：受苦的心志，乃是每一个事奉主的人基本需要的一个性格。

我们如果没有受苦的心志，那就无论甚么工作都作不好。要知道，我们事奉主的工作，不能等我们

平安无事的时候才去作。你有得吃的时候是要作，你没得吃的时候也要作；你有得穿的时候是要作，

你没得穿的时候也要作；你舒服的时候是要作，你不舒服的时候也要作；你身体好的时候是要作，

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要作。 

  有受苦心志的人，不一定会受苦；即或受苦，主也不一定安排我们天天都受苦。但是所有作主

工作的人，不能有一天缺少受苦的心志。受苦不一定是天天的，但是受苦的心志非天天有不可。如

果你没有受苦的心志，那么，当主使你顺利的时候，你就事奉；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你就停止事奉。 

 (五)没有受苦心志的人宝贝自己：俗语说：「人穷志不穷。」这话也可以应用在属灵的事上。在物

质上贫穷的人，不一定灵里贫穷；有许多人物质贫穷，但他们的灵里却很丰富。照样，有许多人的

确在那里受苦，但是他们并不感觉很难受，这是因为他们有受苦的心志。另外有许多人在那里受苦，

但是他们却没有一点受苦的心志。如果主给他们挑选的话，他们不只一天的受苦不要，他们连一分



钟的受苦也不要。他们没有受苦的心志。人一没有受苦的心志，他在事奉上就不行。当外面的要求

越过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就立刻退缩。这是因为他所宝贵的那一个，他舍不得。他宝贝他的自己，

他不能舍己来事奉主。 

  所有学习事奉神的弟兄姊妹，如果出去作工而没有受苦的心志，他们绝不会刚强。如果你没有

受苦的心志，那你是一个最软弱的人。你稍微碰着一点难处，你就会自己可怜自己，在那里为自己

流泪，叹息说：「我竟落到这个地步！」许多人流泪是为自己流泪。他们看自己是这样的可爱，自己

是这样的可宝贵，如今竟然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就为自己流泪。这样的人是最软弱的人，他一

碰着事情，自己就先倒下去。 

 (六)有受苦心志的人才不致牺牲工作：可见，我们的问题不是受苦多少的问题，而是受苦能受到

甚么程度的问题。受苦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是需要的，但受苦的心志在我们的身上是必定需要的。主

不是有意要把我们一直摆在受苦里面，主乃是要在我们里面造出一个受苦的心志来。请记得，事奉

主的人不是特意去找苦吃，但是，事奉主的人不能不有受苦的心志。我们若要事奉主，就必须豫备

好，遇到难处我们也要作。这个心志一没有，就甚么都不能作，甚么都不能事奉。 

  没有一个事奉主的人，可以天晴才出去，下雨就等在家里。如果你有受苦的心志，那就是：

难，你也这样作；苦，你也这样作；病，你也这样作；死，你也这样作。受苦的心志一没有，撒但

就会把你所怕的东西摆进来。因为你里面怕的是甚么，撒但就给你甚么。这样，你就落下去，你在

神的工作上就退下去，你就没有用处。如果受苦的心志一没有，受苦的心志一缺少，那就任何时候

撒但都能叫我们放弃工作，任何时候撒但都能叫我们牺牲工作。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当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在所受的痛苦上呢？或是在主的工作上

呢？如果我们没有受苦的心志，我们就立刻会把主的工作牺牲了，因为我们为自己难受还来不及，

宝贵自己还来不及，我们那里还有心顾到主的工作！但是事奉主的人要记得：我们是维持神荣耀的

人，无论神叫我们活也罢，神叫我们死也罢，我们的责任不能不背，我们的工作不能不作，我们在

神面前总得坚持到底。 

 (七)要有至死忠心的受苦心志：我们受苦的心志应该有多少呢？圣经的要求乃是「至死忠心」(启

二10)。换句话说，就是要甚么苦都吃得下，一直到死都行。当然，我们不是要走极端，但是受苦

的心志不能中庸。如果需要中庸，宁可让主来替你中庸。我们自己总要把自己摆上去。如果你自己

把自己中庸了，你在工作上就没有路好走。凡是把自己的性命看作宝贵可爱，一直拉在自己手里的

人，他们在神的工作上怎么作也不会作多少。所以我们要个个豫备至死忠心。 

  当然，主不会因你忠心就叫你去死。主负责保守我们的性命，我们不必自己保守。我们所要

负责的，乃是有受苦的心志。在我们这边总是豫备好要为主受苦，并且无论甚么苦我们都定意忍受

下来。当你一有至死忠心的受苦心志时，你就要看见撒但对你毫无办法。 

  我们的受苦是有限的，但是受苦的心志应该是无限的。主使你实际所受的苦也许是有限的，

但是你在主面前豫备受苦的存心应当是无限的。我们不要以为存心受苦不过是多少受一点苦就算

了。不，存心受苦是要到无限的地步，甚至于死也可以。如果比这个少，那只要撒但试探你一下，

你就站不住。「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



十二 11)。撒但对不爱惜性命的人无可奈何。主也许没有意思要我们舍命，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至死

忠心的受苦心志。受苦的心志有多少，灵的工作就有多少。受苦的心志如果是无限的，灵的工作也

就无限。我们事奉的果效不是用别的来测量，乃是用我们受苦的心志来测量。如果我们的受苦心志

是无限的，我们就一定会得着无限的祝福。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