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题：事奉的造就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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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题：事奉的造就成全(一) 

 

一、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一)事奉主的人都是主的器皿 

  当我们事奉主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我们手中所作的事情，而忘记了作事的人──我们的自

己。其实在事奉上，神所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并不是我们所作的事。当然，神是要我们作事，但

祂所注意的，并不是事，乃是作事的人。 

  神看重作事的人，祂为要得着一班作事的人，就先自己作了一些事。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

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约五17)。三一神从创立世界开始，就一直在为得人而作事──祂「铺

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亚十二1)；祂又差遣爱子降世，完成救赎大工，为要叫我们因

祂得救；祂也差遣圣灵，感动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所以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并不是出于自己，也

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本乎恩。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弗二8~10)。神作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作成「祂

的器皿」，使祂能藉我们作「更大的事」(约十四12)。 

 

 (二)没有器皿就没有油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四6)。

属灵的事奉最重要的乃是倚靠圣灵。神若要使用我们作事，必须先将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

有能力藉以行事。在旧约里面，神人以利沙打发那寡妇去借空器皿，不能少借，回到家里将油倒在

所有的空器皿里，直到器皿都满了，再没有器皿的时候，油就止住了(王下四1~6)。这故事告诉我们，

神必须先得着我们作器皿，才能将祂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神的工作和祝福，乃是根据有没有空

的器皿。只要有合用的器皿，神的祝福就会倾倒下来。当器皿没有了的时候，祝福也就停止了。 

  所以，事奉主最重要的事，乃是豫备自己使成为主合用的器皿。事奉主不是靠人的聪明才智，

不是靠计划、策略、方法等；也不是靠人的财力和地位。事奉主首要在乎是不是合用的器皿，这是

每一个事奉主的人所该有的体认。 

 

 (三)器皿有贵重和卑贱之分 

  每一个事奉主的人，都是神的器皿。然而，虽都是神的器皿，却不都是一样的功用，也不都

是一样的价值。使徒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提后二20)。本来，神拯救我们，是叫我们作「豫备得荣耀的器皿」(罗九23)，祂要

使用我们来彰显祂的荣耀。但是我们的本性是败坏的，是卑贱的，若不加以改造，就都是木器、瓦

器，都是卑贱的器皿。我们必须被神改造到一个地步，渐渐的成为金器、银器，而成为贵重的器皿。 

  在神面前的事奉，尊贵或卑贱，不是根据事情的本身，乃是根据事奉的人(器皿)如何而定。贵

重的器皿所作的事，就都是尊贵的；卑贱的器皿所作的事，就都是卑贱的。就如在使徒行传中，有

祈祷传道和管理饭食两种不同的职事(参徒六2~4)；不懂得属灵原则的人，会以为祈祷传道的职事是

贵重的，而管理饭食的职事是卑贱的。可是，在神面前并不这样。倘若事奉的器皿是卑贱的，那么

所作的祈祷传道也是卑贱的；倘若事奉的器皿是贵重的，那么所作的管理饭食也是贵重的。 

  事奉工作的贵重或卑贱，不是在事情上面，乃是在事奉的器皿上面。我们在神面前无论作甚

么事都是一样的，并无大小贵贱之分。你的事奉究竟是贵重或卑贱，不是在事情上面，乃是在你身

上。你能把人看为最低微的事作得最贵重，也能把人认为最贵重的事作得最卑贱。所有的问题，都

在于你这个事奉的器皿。如果你这个器皿是金器或银器，你就算管理饭食，也是作了尊贵的工作，

合乎主用。如果你这个器皿是木器或瓦器，就是祈祷传道，也是作了卑贱的事，不合乎主用。 

 

 (四)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 

  我们已经看见，凡是有心事奉神的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只是器皿的品质却有不同。在耶

利米书中，神给先知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窑匠用陶泥制作器皿，其中一个器皿作坏了，窑匠就用

这泥重新制作一个好的器皿(耶十八1~4)。这个异象启示我们：「神是陶人，我是泥土。」神不能用「作

坏了」的器皿，必须重新塑造。按属灵的原则来说，木器和瓦器都是「作坏了」的器皿，我们若愿

意被神来使用，祂要把我们重新作到成为金器和银器。 

 

 (五)甚么是木器瓦器，甚么是金器银器 

  甚么是木器和瓦器呢？「木」在圣经中是代表人的性情，「瓦」是代表人的工作。所以木器和

瓦器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这个人天然的成分太多。天然的人总是凭着人的性情，用人自己的力量，

在神的家中事奉。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事奉，是凭着人的性情，完全根据我们自己，同时也用

自己最大的力量来事奉，这就表示我们这个人仍然是木器和瓦器。 

  甚么是金器和银器呢？「金」在圣经中是代表神的生命和性情，「银」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救

赎。所以金器和银器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身上所流露出来的，乃是神的生命和性情，是经过主耶

稣基督的救赎大工所改造的。这样的人在神的家里事奉，是凭着神的性情，根据祂的生命，让主的

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 

 

 (六)我们必须自洁才能成为金器和银器 

  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按原文并没有「的事」两个字)，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

为圣洁，合乎主用，豫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二21)。保罗这话，是劝勉所有属于主和事奉主的人

要自洁。这一个「自洁」，不是指「事情」，乃是指「人」。人若肯自己洁净自己，就能脱离卑贱，



不再作木器、瓦器，而可以变成金器、银器，成为贵重的器皿。 

  这里的自洁没有别的意思，乃是说：你不甘心作木器、瓦器，你不愿意作木器、瓦器，你在

神面前有一个心愿，要成为金器、银器，这一个心愿，就是自洁。除了这一个以外，老实说，我们

并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所能作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愿：「主阿，求

你不让我凭着我天然的生命、凭着自己的肉体、用人的智慧、用人的力量、用我自己的良善在那里

事奉你。求你拯救我，改变我，叫我今后凡事依靠你而作，凭着你的生命和性情来作。」当我们有

了这样一个心愿，神就要开始作工在我们身上，开始来改造我们。 

 

 (七)神如何使我们成为金器和银器 

  许多基督徒今天也许还是木器和瓦器，但神也容让我们有分于事奉工作，祂要在事奉工作中

改造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切实有一个心愿，愿意成为金器、银器时，神就会调动万事万物为我们

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罗八28)。万灵的父知道怎样管教我们，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来十二10)。

每一处事奉的场所有如一个火窑，神要在每一个人身上从事抟弄、塑造的艰巨大工。这工作不容易，

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主非作不可。人不能先对付好，一切的知识、方法、技巧都没

有用！一般的教育是一直「加」──加学问、方法、技巧，然后再加学位、头衔、资历...但器皿的

塑造却重在作「减」的工作──减去世界、肉体、名位、老我、自义自尊、雄心大志、伪装的属灵...

减到完全无有时，我们方才合乎主用。这时，从我们身上才能流出的生命活水，供应千万饥渴的心

灵，这是事奉的本质。 

 

 (八)神改造器皿的工作开始于启示的光照 

  整个福音信仰全在乎启示。主曾亲口说，彼得之认识基督，乃是天父的启示。而保罗之改变，

也是因着那一次在大马色半路上神儿子启示的光把他全然照倒了；故此他在以弗所书为圣徒祈祷

时，首要的也是在于求父赐下「启示的灵」(弗一17)。是的，缺乏主的启示的人，不可能「真知道

祂」的丰盛；照样，缺乏启示的光，人也不可能真认识自己的败坏、可厌。只有当十字架的光向人

启示时，他才会在炉灰中懊悔自己，才会喊说，「祸哉！我灭亡了！」才肯接受祭坛火炭的洁净。 

  圣灵的光照使你看见，你过去的事奉有多少是出于你自己，有多少是靠着你自己。当你这样

被光照时，你才会真的盼望着接受神在你身上作工的结果乃是：「祂必增加，我必减少」(约三30)。

直到十字架的死，真的把你带到尽头，神在你身上就有了新的起头。在那里你就开始被主提拔到复

活的境界，叫你的事奉是出于生命的，是出于圣灵的。 

 

 (九)我们要和神配搭合作 

  神的洁净和人的自洁，乃是一个真理的两面。先知以赛亚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

必吃奶油与蜂蜜」(赛七15)。我们若还不懂弃恶择善，就不能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好处。当我们因着

神的光照而开始知道自洁的需要时，神就开始洁净我们。祂的洁净，就是祂的剥夺，最终使我们成

为金器、银器，作主合用的器皿。 



 

二、恩赐的认识和运用 

 

 (一)对『恩赐』的正确认识 

  恩赐乃是我们事奉主所需用的工具。我们乃是凭借所得的恩赐来事奉主，所以它对每一个事

奉主的人来说，相当的紧要。因此，要事奉主，便须对恩赐有所认识。 

  一般信徒对恩赐有两种极端偏执的看法：一种是认为，恩赐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属灵能力；另

一种则认为，恩赐就是各人所具有的才干、本事。以上这两种，都是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看法。

我们若要正确地运用恩赐，就不能不先对它有正确的认识。首先，我们必须认识： 

  (1)恩赐不是天然的才干：任何非基督徒，甚至敌挡基督的人，也都有他们天然的才干与特长。

这种肉身「与生俱来」的才能，算不得是属灵的恩赐。 

  (2)恩赐不是个人的学识与技能：各人在还没接受救恩之前，可能按自然的机会际遇，各自受

到不同的造就而有不同的学识、技能，这些并不就是圣灵的恩赐。 

  (3)恩赐不是个性的倾向与兴趣：常有人把自己的性格与兴趣，当作就是神所给他的恩赐，以

致将自己的喜好代替了神的托付。但神的托付不一定按人的志趣，而是按神无容置辩的定旨。 

 

 (二)『恩赐』的意义 

  那么，恩赐究竟是甚么呢？ 

  (1)恩赐是神特殊的恩典：「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祂升

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弗四7~8)。属灵的恩赐是基督藉十字架胜利而赏

赐给那些信靠祂十架救恩的人。恩赐既然是一种「赏赐」，故它是神赏给各人的「特殊」恩典，不

是神给一切信徒的「普遍」恩典。 

  (2)天赋才智可成为恩赐的度量：主赏给信徒的恩赐大小，一面是按照各人信心的大小度量(参

罗十二3，5)，另一面是按照各人的才干大小度量(太廿五15)。一个人信主之后，他自己原有的才干、

学识、技能，若是完全奉献在十字架的祭坛上给神使用，这一切就都可能变成圣灵要给他事奉所需

恩赐的容器，才干越大，恩赐也越大。 

  (3)恩赐是今世暂时性的礼物：圣灵的「赐给」(gift)和圣灵的「恩赐」(gifts)不同。前者是指永

生(罗六23)和豫尝永远产业的凭据(林后一22，五5；弗一14)，永久且普遍性地，按着「均一」的原

则，赐给所有的信徒；后者是指圣灵的运行，为要成就不同的事工，暂时(它们终会过去)和片面地，

按「不均等分配」的原则，赐给信徒。 

  (4)恩赐是工作性的礼物：圣灵的果子(fruits)和圣灵的恩赐(gifts)相异，两者隶属于不同的范畴。

前者是圣灵藉个人内里生命的渐长与成熟，而表显于外的荣美；后者是圣灵为因应外在工作的需要，

额外分给各人的一份礼物。 

 

 (三)『恩赐』的来源 



  恩赐乃根据圣灵的运行，分赐并显明在信徒身上的： 

  (1)恩赐的源头乃是圣灵：恩赐乃是「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圣灵

赐...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林前十二7~11)。这是说恩赐是圣灵随己意

分给我们各人的；要赐给甚么样的恩赐，以及赐给甚么人，主权都在于圣灵。 

  (2)圣灵藉别人的按手赐给的：保罗对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

从前借着豫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提前四14)；又说：「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提后一6)。由此可见，恩赐的管道乃是代表基督身体的使徒或长老，他们为着身体(教会)的需要而

按手祷告，向神祈求，神也垂听他们的祷告而赐下恩赐。但这并非意味着恩赐可以承传；赐给与否，

主权在神而不在人。 

  (3)神在人心中运行，使其明白而运用恩赐：保罗在谈到恩赐的时候说：「神...在众人里面运行

一切的事。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林前十二5~6)。这乃是说神先有某一特定的旨意，需托付祂所拣选

的人去执行，便在那人心里运行，使其立志行事，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13)，而圣灵也将恩赐(工

作的能力)显明在他身上，因而得以完成神的托付。 

 

 (四)『恩赐』的种类和目的 

  大体上，恩赐可以分成两大类： 

  (1)超然的灵性恩赐：例如：医病、行异能、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林前十二8~10)，以及

说豫言(罗十二6)等，都属于这一类的恩赐。在教会初期的历史上，有很多这类恩赐的事实记录，但

其后便不再多见。虽然有些「时代主义(dispensationalism)者」认为这类神奇的恩赐已经过去，但圣

经既未明言此类恩赐已经停止，我们宁可相信圣灵仍会随己意分赐，只是现今比较「少见」罢了。 

  (2)工具性的恩赐：例如：作执事、作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人(罗十二7~8)，以及帮

助人、治理事(林前十二28)等，都属于这一类的恩赐。对一般信徒而言，事奉主所需要的工具就是

指这类恩赐。当主将事奉的工作交托给我们时，祂也为我们豫备事奉所需要的恩赐。神不会单给我

们工作而不给我们力量。我们的主不是那样的一位主。正如摩西所说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

量也必如何」(申卅三25)；照样，我们也可以说：「主给我们的责任如何，祂所给我们的恩赐也如何。」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主不会不给我们恩赐而叫我们去作工的。 

 

 (五)如何运用恩赐 

  圣灵分赐给我们各人「恩赐」，目的是要我们去「运用」恩赐，而不是要我们「坐拥」恩赐。

然而，恩赐的运用，必须遵循如下的一些原则，方能发挥到最大的功效： 

  (1)要先将身体完全奉献给神(罗十二1)：如此才能有效的运用恩赐，荣神益人。 

  (2)要察验神的旨意(罗十二2)：要按神的旨意而行，既不超前，亦不落后。 

  (3)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罗十二3)：不要自视过高，超过自己信心大小的程度。 

  (4)要与别的肢体联络配搭(罗十二5)：在运用自己的恩赐之时，也要尊重别人的恩赐。 

  (5)当照着信心的规范(罗十二6原文)，并按着神的圣言讲说(彼前11)：运用恩赐不可违背真理的



道。 

  (6)要专一、诚实、殷勤、甘心地作(罗十二7~8)：不可三心两意，也不可半途而废，凡事从心

里作。 

  (7)要成全别人，使各尽其职(弗四12)：尽量使身体中的肢体都能发挥其功用。 

  (8)要以造就教会为前提(林前十四12)：运用恩赐顾到别人的益处，为着众人着想。 

  (9)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林前十四33，40)：切忌使聚会混乱。 

  (10)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彼前四11)：不可凭仗天然的力量。 

  (11)要时时如火挑旺已得的恩赐(提后一6)：不要让恩赐「冬眠」或隐藏起来。 

  (12)要在刚强、仁爱、谨守(或清明)的灵里运用恩赐(提后一7)：不可胆怯懦弱，反要刚强壮胆，

凭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以爱心谨慎行事，不偏左右，也不过或不及。 

 

 (六)信徒对恩赐该有的态度 

  信徒对于恩赐应持如下的态度： 

  (1)不要专门留心超自然的恩赐，以其作为已得着圣灵充满的记号。若没有得到，就自暴自弃；

若一旦得到，就为自己感谢神，又觉得别人的光景可怜，在下意识中产生了优越感，而不自觉地骄

傲起来。 

  (2)不要一直等着知道自己到底有甚么恩赐，才肯在教会中事奉；或是虽然已有了岗位，却不

投入，不尽心。因他认为自己的「恩赐」可能不在这方面，不知不觉中，会在心里埋怨带领的弟兄，

没有给他适当的配搭，所以虽然事奉，却不甘心乐意，作起事来既不起劲，也不用劲。 

  (3)不要误以自己的性格喜好为恩赐，而不肯承担他自己喜欢之外的事工，结果，在教会中多

年，白白错过了许多事奉的机会，还自以为是「怀才不遇」呢！ 

  (4)不要强求恩赐(参徒八20)，也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提前四14)，反要尽力照所得的恩赐彼此

服事(彼前四10)。 

  (5)安于自己所领受的恩赐，同时欣赏别人的恩赐(林前十二14~27)。但切莫高抬特别有恩赐的

人过于圣经所记，免得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林前四6)。 

  (6)若只关心表现属灵恩赐的程度，而忽略了圣灵的果子(加五22~23)，就与神分给我们恩赐的

本意相违。比方：光有口才的恩赐却没有爱心(圣灵的果子之一)，这恩赐就算不得甚么(林前十三

1~3)。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