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题：事奉的先决条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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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题：事奉的先决条件(二) 

 

一、要有爱心 

  (一)爱心比甚么都重要：当主耶稣还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一天法利赛人问祂说：「夫子，律法上

的诫命，那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十诫命中的第

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太廿二36~39)。主这话是告诉我们，在所有神对

我们的命令和要求当中，以爱神和爱人为最重要。人若没有一颗爱神又爱人的心，就不能讨神的喜

悦。我们即使有最高的属灵知识，有莫大的属灵能力，有高尚的生活行为，若没有爱，在神的面前

就都算不得甚么(林前十三1~3)。 

  在启示录里，主藉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称赞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启二2~3)。主这话说出以弗所教会的事奉工作，不仅有行为而已，他

们还进一步在事奉上多有劳苦，且劳苦到忍耐的地步，并不乏倦。像这样劳苦事奉主的教会，实在

是难得，但是主却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二4)。换句话

说，以弗所教会的劳苦事奉，并不是出于起初的爱，而是出于别的动机。这样没有爱心的事奉，在

主看来，是应该责备的。主甚至警告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启二5)。哦，这是何等严肃的事！一个没有灯台的教会，就是失去了见证的教会，也就等于没有存

在的价值了。由此可见，爱心比甚么都重要。 

 (二)主寻找人接受祂的托付：约翰福音书记述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到了第二十章末了，已经明

显地作了结束的交代(参约廿31)，但是圣灵感动使徒约翰，特意追加了第二十一章。这一章圣经，

可以说是主把祂在地上事奉神的工作托付给教会，叫他们延续事奉神的工作。主究竟是托付给怎样

的人来事奉神呢？这就是彼得在这一章里所代表的。 

  那一天彼得觉得没有事情作，所以他约他的同伴一同去打鱼；但是打了一整夜都得不着，到

了早晨主就向他们显现。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与主生命的关系好像是正常的，但是在属灵

的事奉上，我们好像在属灵上觉得没有甚么事可以作。一个人总要有一点事情作，如果没有羊可以

看，那么只好去打鱼了。但是主就在这时给彼得看见主有事情要托付他，主不愿意他作一个「闲站」

(太廿6)的人。 

  今天主是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作的，今天实在有许多可以事奉的事，难处是没有人肯去作。

恐怕今天神在那里也像祂对以赛亚说的一样：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赛六 8)？在我

们的感觉里头，也许是没有事可以作，但是在主的感觉里头，是觉得没有人可以托付，主在这里是



寻找人。如果有人的话，事情多的是。所以那一天主在那里呼召彼得来作祂要作的工作。 

 (三)主只能将工作托付给爱祂的人：那一天早晨，主与他们一同吃了早饭就问彼得一句话：「约翰

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回答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就说：「你

喂养我的羊。」主这样一连问了三次(约廿一15~17)。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有羊要托付人去管理，

但是主不随便托付。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祂是群羊的大牧人，祂看顾我们。

现在祂需要一班帮手，祂需要一些小的牧人；主有许多羊，祂需要一班人与祂一同来牧养这些羊。 

  祂可以托付谁呢？祂只能托付一种人，就是对祂有爱的人。所以，我们若要事奉主，先决的

条件就是必须有一颗爱的心，如果我们里面缺少爱，主就不能把祂的工作托付我们。 

 (四)主要求门徒对祂有绝对的爱：事奉主的首要问题乃是爱。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有没有一个爱

主的心？主在那里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主在这里所用的「爱」字，在原文里就是

神爱世人的那个爱，是绝对的爱，是牺牲的爱。主在那里问彼得说，「你绝对的爱我吗？你肯牺牲

你的自己来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这些」是甚么呢？是鱼，是饼，是火，是同伴。主

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你爱我比吃、穿、舒服、同伴、享受...更深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在世需要吃，吃没有错，我们需要鱼和饼，何况那一天的鱼和饼

还是主预备的。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爱鱼和饼胜过爱主，他们在那里注意吃甚么、穿甚么...过于注

意他们的主。虽然这些都是合理的事，但是我们肯不肯为着爱主的缘故，牺牲吃和穿？ 

  在这里有火。在早晨的时候烤烤火是很舒服的，所以火表征我们今天的享受。难道主不给我

们享受么？如果主在环境上安排给我们有所享受，我们这样享受也没有错，主没有禁止我们物质的

享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爱这些比主更深么？我们肯为主牺牲这享受么？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需要有同伴，尤其是在主里的，大家可以彼此勉励，这不是很好么？但是

我们爱主比这些更深么？我们的主与这些有没有比较的可能？或者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主，我们的

主比一切都胜过？ 

  很希奇，今天世界上的人为着鱼和饼，为着享受，肯牺牲他的性命。今天在世界上，为着精

神上的舒服，人也肯牺牲。但是主在这里问说：「你今天爱我，在你的爱里面，有一种牺牲的精神

么？有一种绝对的态度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主不但问彼得，主也要问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主今天来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

你真是爱我比爱吃、喝、舒服、享受、同伴...更深吗？你是这样爱我么？」我们要怎样回答？许多

的时候，吃喝打岔我们的事奉，享受舒服打岔我们的事奉，人和同伴打岔我们的事奉，当主这样来

查问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回答我们的主？ 

 (五)主愿意加强门徒的爱以接受祂的托付：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在这里

所用的那个「爱」字，是一个软弱的爱，意思是我对你有感情。主说，「你绝对的爱我么？」他回

答说，「我对你有感情。」弟兄姊妹，当主真是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主的光底下，要看见我们的

爱是何等的残缺肤浅，我们实在惭愧。我们不敢、也不能说，我是绝对的爱主，我是爱主胜过爱这

些。 

  或者有人要说：「如果我们感觉我们的爱太软弱，太小，太残缺，那主就不能把工作托付给我



们了，我们只不过对主有一点感情，有一点喜欢，那怎么办呢？」感谢主，当主在那里问，而我们

感觉亏欠的时候，也就是主在那里加给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见一条属灵的道路：如果我们要事奉

主的话，我们必须在交通的里面让主来查问我们。主的查问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主的查问乃是要把

我们里面的那一点引出来，我们里面只有一点点爱，如果我们肯拿出来交在主的手里，祂要把祂绝

对的爱加在我们这软弱的爱上，叫我们能事奉祂。 

  所以主接下去说：「你喂养我的羊。」在主的羊群中有许多的小羊和病羊，他们自己不能吃草，

需要牧人去喂他。今天我们在这里事奉主，我们都是小牧人，在牧长的底下作帮手。我们怎样去作

喂养羊的工作呢？我们里面需要有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的事奉就是雇工的事奉，不是牧

人的事奉，我们不过是敷衍了事，尽尽本分而已。如果狼来了，我们就逃走。虽然我们的爱是软弱

的，但是我们若把它摆在主的面前，主要把祂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当这两个爱合在一起的时候，

在这爱的能力底下，我们就可以有真实的事奉。 

 (六)我们要爱主也要爱人：每一个事奉主的人，不单要有爱主的心，也要有爱弟兄姊妹的心；光

是爱弟兄姊妹还不够，必须也要爱人。我们必须对人有爱，才能来事奉主。你的心应当宽广到一个

地步，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兴趣，这样，你才能事奉主。一个看见人就

觉得讨厌、嫌别人麻烦的人，他没有资格事奉主。主说，「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十45)。我们的主看人是可宝贵的，是可爱的，所以把祂自

己给了人。一个不爱人的人，怎能把主爱的福音传送给人呢？ 

  事奉神的人，不能厌弃别人，要记得主曾洗门徒的脚，怜恤各种病患的人；长大痲疯的人到

主跟前，主总医治他们。长时间软弱、不刚强的肢体，不是可憎嫌的对象，应存恒久忍耐的爱待他

们。神是多么希望得着更多像摩西和保罗那样在神家中尽忠尽职地服事祂的人！当以色列人拜金牛

犊之后，神在怒中要灭绝他们，摩西竟为悖逆神的百姓恳求神赦免他们，「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出卅二32)。保罗为他弟兄，为他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

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罗九3)。神这两位仆人，一在旧约，一在新约，他们都同样有舍己救

人的慈心，真是主基督的生命最佳显彰。 

 

二、要费财费力 

 (一)爱心的事奉须有具体表现：我们在前面看过，真实的事奉，乃是出于爱心的事奉。我们的事

奉，必须是因着爱主和爱人，才有属灵的价值。若非出于爱心的事奉，虽然劳苦不倦，仍不能得主

的喜悦。但是另一方面，凡是真正出于爱心的事奉，必然会劳苦不倦。就像父母亲爱儿女，他们为

自己的儿女们所作的，岂只是任劳任怨而已！使徒约翰说：「...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

在行为和诚实上」(约壹三18)。爱心的表达，不仅止于言语和舌头，并且也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

没有具体行为的爱，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真爱。许多基督徒虽然有心事奉主，但他们的事奉仅止

于嘴唇的事奉，即或有一点点具体的行动表现，也多有所保留。这样的事奉，不能算是出于爱心的

事奉，当然也就不能得主的喜悦。 

 (二)事奉主具体的表现乃在费财费力：甚么是事奉主的具体表现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少事



奉主的好榜样，其中最值得我们效法的，当推使徒保罗。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也甘心

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林后十二15)。这句话乃是他一生事奉主的写照。他为着事奉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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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另一处圣经，医生路加曾经记录下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们的谈话，他

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

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

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徒廿 33~35)。保罗这话，说出他不但未曾贪图别人的财物，反而是为着别

人的需要着想，尽力帮助别人。而他这种甘心乐意为别人费财费力的原动力，乃在于他接受主耶稣

的教训：「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的「两只手」，乃是事奉的手；他在此给我们留下事奉的「榜样」──劳苦供给别人，一

心只为「施」，而不是为「受」。事奉主，并不是要为我们自己得着甚么钱财或名利，乃是为要使别

人得到属灵的好处。事奉的原则，是「施」，不是「受」；是「给」，不是「得」。 

 (四)必须脱离玛门的势力才能给人：主耶稣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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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这话说明，玛门(钱财)

是神的对头，它在人身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叫人把时间、精力、心思等等都花在它上面，藉此

篡夺神的儿女对神所该有的事奉和敬拜。我们不能又要事奉神，又要事奉玛门。凡是想要事奉神、

又要事奉玛门的人，结果他们所忽略的，总是「神」这一方。因此，事奉神的人，首先必须脱离玛

门的势力，然后才能全心全意的事奉神。 

  玛门会霸占一个人的心，叫他在不知不觉中受它的的支配和奴役，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事奉

了它。人一事奉玛门，就想为自己多有「得着」。全世界最被神定罪的，莫过于「以敬虔为得利的

门路」(提前六5)。表面上是事奉神，是人人都认为敬虔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事奉玛门，私心为着

自己能得利。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是全世界最卑鄙的事，没有第二种事比这一个更卑鄙。所以，

凡是真正要事奉神的人，必须能够脱离玛门的势力。也惟有脱离玛门势力的人，才真正能够甘心乐

意地供给别人。 

 (五)凡我们花费在主身上的都是美事：当日马利亚用至贵的真哪哒香膏膏主的故事，蒙主耶稣特

别的赞赏，要我们所有属于祂的人，到处与福音同传、同述说，作为记念(可十四 3~9)。在这故事

里面，马利亚把她所珍藏的玉瓶，和值三十多两银子的真哪哒香膏，完全花费在主的身上。照一般

常人看来，这样作实在是太过份了，认为是「枉费」的。但是在主看来，她所作在主身上的，乃是

「一件美事」。凡我们为着事奉主所摆上的，无论如何的多，都不是枉费，而是一件美事！ 

  当主耶稣称许马利亚的行动时，便给我们众人立下了一个事奉的原则：那就是事奉的首要目

的，乃在于让主得着满足。我们惟有将自己和一切所有的都「枉费」在主身上，才能让主的心得着

满足。这是我们讨主喜悦的秘诀。 

  要知道，当主得着满足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得着满足。一个人真实的满足，乃是先使主满足。

从来没有一个使主满足的人，他自己却不满足的。甚么时候我们若让主满足，甚么时候我们也必定



得着满足。所以我们看定了，我们所有为着事奉而摆上给主的，在别人的眼中也许认为是「枉费」，

但实际上却是最有价值的花费，是最上算的投资，是一件最美的事。 

 (六)在财物上要作聪明的管家：基督徒对于钱财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钱财，

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乃是神暂时「托给」我们管理的。我们并不是「财主」，我们乃是「管

家」，是替这位天地间的「财主」，管理一些交托给我们的财物。我们应当趁着还有一些钱财托在我

们手上的时候，运用它们来结交朋友──即花费钱财在事奉上面──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

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参路十六1~12)。凡我们今天为着主所花费的每一分钱，都记录在永生的账

目上，也都积攒在天上(参太六20)。 

 (七)事奉不单要费财，还要费力：为主花费钱财，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千万不要以为出钱就够，

而不必再出力了。世界上有所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说法，他们把「钱」和「力」分开，

所以就有「出钱请别人作事」的情形。但是在教会中，事奉不但要费财，还得费力；不但要费力，

还得费财。使徒保罗乃是把「费财费力」连在一起说的。 

  甚么叫作「费力」呢？简单地说，就是「费尽心力，直到完全花光为止」。换句话说，就是「尽

心竭力」(彼后一 15)，就是「殷勤不懒惰」(罗十二 11)的意思。殷勤，就是不懒惰。懒惰，就是不

喜欢作事。懒惰的人，是不会找出事情来作的；他们即使看见了事情，也盼望没有事情。有许多基

督徒竟也抱着这个态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圣经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

回，他也不肯」(箴十九 24)。人一懒惰，就甚么事情都不肯作，因为怕累。懒惰人不能不吃，但是

他盼望最好有别人把盘子里的食物送到他口里去。世界上有一种人是没有用的人，那就是懒惰的人。

懒惰的人，神不用他。有一个弟兄说，懒惰的人，连撒但都气他没有用。 

  殷勤的人不怕事情；他不但不让有事情变作没有事情，反而要使没有事情变作有事情。事奉

主，如果我们不殷勤去找事情作的话，恐怕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一天休息六天了。在事奉上，我们绝

不能作一个碰着有事情才作的人。我们要祷告神，求神给我们发现事情来作，给我们找出事情来作。 

 (八)殷勤的人自然会有事情作：主耶稣曾说了一句相当特别的话，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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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照一般人的看法，还得等四个月才能收割；但是照主的看法，今天就是收割的时候了。问题乃在今

天缺少举目观看的人，缺少有主眼光的人，所以事情需要拖到四个月以后才作。殷勤的人，乃是会

举目观看的人。你一举目观看，就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事情正等着我们去作哩！ 

  有意思要作事情的人，总在那里找事情作；没有意思作事情的人，就是怕事情发生。殷勤的

人，总是等候在神面前，他一没有事情作，就去等候在神面前，看还有甚么事情要作。事奉神的人

应当到神的面前去寻求，问神说：「神，你要我作甚么？」事奉主的人应当举目观看，只要你一举

目，你就会看见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去服事。 

 (九)事奉主并没有止境：事奉主，不能活在过去的记忆中，总要努力向前(腓三13)，竭力事奉直到

迎见主。使徒彼得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彼后一5~7)。

彼得在这里说了七次「有了...又要加上...；」这给我们看见，殷勤的人总是加上又加上的，总是没有

止境的。在这世界里工作，迟早总要退休；但在主里的事奉，不但没有退休，而且老当益壮。从前



可能多凭体力事奉，但今后则多凭灵力事奉，事奉主并没有止境。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