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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罗马书（27）信徒要顺服地上掌权者、爱慕和遵守律法，以及白昼将近 

（罗 13:6-1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罗马 12:21-13:5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罗马书 12:21-13:5 继续讲述有关基督徒的生活守则，以及信徒要顺服地上掌权者的真理。 

 

基督徒绝不可容恶胜过自己，反要以善胜恶。基督信仰的教导，特色在于不停留在负面的禁

戒，而是进而提出正面的鼓励。善可以胜恶，这是我们应该多用的武器。 

 

在政治环境容许基督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我们都同意应与政府保持和谐的关系，但是

怎样达到“和谐关系”呢？数百年来至少出现三种不同的理论。 

 

第一种理论：政治是腐败的，越少参与越好；在不违背信仰原则下，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公

民，但是他们却不应该加入政府公职，或是去投票，或去当兵。 

 

第二种理论：神赐给政府和教会不同的权柄，基督徒可以同时对这两者效忠，也可以为其一

工作。不过却不应该将两者混淆，因为教会和政府各有其职能，彼此分属不同的范畴，一个

属灵、一个属世。两者可以彼此互相补足，却不能够在组织上互相合作。 

 

第三种理论：基督徒有责任改善政府的情况。他们可以通过参政，选举基督徒或者高尚品德

又坚持原则的领袖。他们也可以参与社会不同层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建立道德的榜样，发

挥好的影响力。认为政府和教会能共同为人民的权益彼此忠诚合作。 

 

以上三种看法，即使政府要求人民要做一些明显跟神启示的道德原则相冲突的事情，没有一

种鼓吹跟政府对抗，或者采取不服从政府命令和法律的态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要既做

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又做一个负责任的好公民。 

 

执法者要是不公正，公民就只有生活在恐惧之中。保罗指出，执法者应该按着自己的本分执

行任务，只要他们秉公办事，循规蹈矩的百姓就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罗马书 13 章剩下的内容。 

 

罗马书 13:6 记载：“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虽然我们可能会对纳税人的钱的使用方式感到不满，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纳税。 

 

“差役”这个字是宗教用语，与希伯来书 1:14 用在天使身上的“服役”是同一个意思，在

该节经文天使被称为“服役”的灵。这意味着统治者占有神指定的职位。当然，地上的掌权

者没有宗教职能，但却拥有神指定的职位。这让我不得不交税，尽管我讨厌这样做。 

 

我们对政府的责任，不但要顺从，还要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也就是要纳粮缴税。如果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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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治严明，有警察和消防服务，这当然是好事。因此，我们应愿意缴交所需的费用。政

府官员付出时间、能力，维持社会安定，以执行神的旨意，他们应得到我们的支持。 

 

罗马书 13:7 记载：“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尽管办公室里可能有个别不称职的人，但我们还是要尊重办公室所代表的权威部门。有位牧

师曾这样见证说：“当我在部队的时候，我被告知要向军服敬礼。虽然军队里有一些穿着军

服的人不值得我关心和敬重，但我还是要服从军规、向军服敬礼。”我们应该尊重权威。基

督徒是最好的公民，虽然我们最好的子民身分在天堂。 

 

正如腓立比书 3:20 所记载的那样：“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信徒虽是天上的国民，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地上的政府就没有责任。他们必

须按收入、房产和个人的所得纳粮。他们必须为商品的进出口缴税。对那些奉命执法的人，

信徒应表示敬意，惧怕得罪他们。信徒应就各种公务员的职称，对他们表示恭敬，纵然这些

人的个人生活不一定值得我们的敬重。即使这样，基督徒总不应在言论上贬低或中伤各部门

的执法人员。在使徒行传 23:5，保罗引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 22:28 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

官长。” 

 

罗马书 13:8 记载：“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

律法。” 

 

你有没有向邻舍借东西呢？请还给他，不要欠人家的。保罗说除了爱以外，信徒不可以欠人

任何东西，不要拖欠信用卡债、不要拖欠房贷。信徒总是欠邻舍爱的债，那并不一定指住在

你隔壁的人，而是你所接触的人。这爱不是男女之爱，是基督的爱。怎么表现呢？ 

 

基本上来说，本节经文上半节的具体意思是“要按时结清账单”。保罗在此并非要信徒禁止

任何形式的债项。尤其今天，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里，一些债项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大

部分人都要按月缴纳电话、煤气、管理费、电费、水费等等。此外，如果不借贷，营商几乎

不大可能。因此，保罗在这里所劝诫的，应该是指拖欠金钱，即逾期未付的。 

 

不过，这方面还有一些原则指导我们。我们不应为一生非必要的东西负债。如果我们没有条

件偿还的话，就不应举债。我们应避免用分期付款方式来购物，以致要缴付大额的利息。我

们也不应以借贷来购买一些会贬值的物品。基本上来说，我们在财政上应尽量做个负责任的

人，就是过简朴和量入为出的生活，并谨记借贷者是债主的奴仆，正如箴言 22:7 所记载的

那样：“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在罗马书 13:8 的下半节，保罗指出，信徒常欠的债是彼此相爱。在罗马书出现的“爱”

字，基本上希腊文都是 agape（即基督之爱），表示对别人深厚、无私、超凡的爱。这种超越

人间的爱，不是因为被爱者有优越之处；相反，被爱者往往不配得这种爱。这种爱与世间之

爱不同，在于不但爱那可爱的，甚至连仇敌也是信徒所爱的对象。这种爱表现在施与和馈赠

上，基本上是牺牲与施舍。故此，神是这么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基督爱

教会，将自己给了教会。 

 

基本上，这是意志的事，而不是情感的事。我们既受命去爱人，表示这是我们可以下决心去

做到的。如果爱是一种不能控制的情感，只突如其来地产生影响，我们便无需向神交账了。

当然，这并不否定爱是关乎情感的。未信主的人不能表现这种属神的爱。事实上，信徒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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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不能活出这种爱。只有借着住在里面的圣灵所赋予的能力，信徒才能够活出爱来。在

人世间，这爱的完美典范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对神的爱，表现在遵从主的命令上。爱邻舍

的人，就完全了律法；至少满足了律法中说要“爱人如己”的部分。 

 

罗马书 13:9 记载：“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

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圣经说：“不可奸淫”。不要说你爱上某人就可以和他发生关系了；那不叫爱，不过是性而

已；那是放肆，是通奸，是神眼中的罪。对这种事的厌恶，神从来没有改变过。 

 

律法也规定：“不可杀人”。杀人有很多种方法，破坏别人的名誉、把人生摧毁了也等同于杀

人。“不可偷盗”，意思是：如果你有爱，就不会为了得到你想要的而作出不诚实的行为。

“不可贪婪”。你的邻居买了一辆新车，你感觉怎么样？或许你会说：“但愿我也有一辆像他

们一样的车。”其实真正问题在于我们想要有那辆车，而不在于仅仅喜欢看他人拥有那辆

车。保罗说我们对邻居的爱可以显明在我们所做的事上，而不在于我们说了什么。保罗不把

基督徒放回法律之下，他说爱的表现体现在不通奸、不杀人、不偷盗、不贪婪。你可以满嘴

谈爱，但若对邻居犯了这些错，就是不爱邻居的表现了。 

 

在本节经文中，保罗提出一些诫命，劝导信徒不要对邻舍作出没有爱心的行为。这些诫命包

括不可奸淫、杀人、偷盗、作假见证或者贪婪。爱是不会强行占有他人身体的，但不道德的

人却会；爱是不会伤害他人生命的，但穷凶极恶者却会；爱是不会偷取他人财物的，但盗贼

却会；爱是不会妨碍他人得到公正对待的，但作假见证的人却会；爱是绝对不会对他人的财

物有不正当的占有欲的，但贪婪的人却会。 

 

这一切诫命可以总结为“爱人如己”。 

 

罗马书 13:10 记载：“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爱你的邻舍是成全了律法。这种爱，是圣灵的果子。 

 

爱从不会加害于他人。相反，爱积极地为别人的利益和荣耀着想。因此，凭爱心行事的人，

其实正在用另一种方法去达成律法的要求。爱要积极向人敞开心扉，对人赤诚相待并乐于给

予，而不是因爱的诫命消极地去爱。所以，爱是成就伦理与律法纲领的根源性力量，超越个

别的伦理、律法条款。施于爱的人无异于已完成了律法的要求。主启示自己已成全了律法，

祂就是爱本身。马太福音 5:17-20 记载：“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

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

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

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罗马书 13:11-12 记载：“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

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

器。” 

 

保罗在两千多年前这样说，现在是更紧迫了。这段话可以译作：“你们看得出时辰或季节，

现在是该睡醒的时候，我们的救恩比刚信主的时候又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让我们

赶走黑暗，穿上光明的盔甲。”闹钟响了，唤醒沉睡的人，要向神完全地献上。亲爱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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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神的儿女在世上不该懒散。我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会让富裕的非信徒羞愧。你的银行

卡有多少钱？你怎样为主使用你的时间呢？因此，正如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说的，我也按着神

的慈悲劝你，要向神献上你自己所有的。这是理性的，是合理的，是你该做的。 

 

如果我们真正盼望主再来，就该自觉倚靠主的力量追求圣洁的生活。约翰一书 3:3 记载：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有些人一方面和世人一样与妻子离

婚，一方面又信誓旦旦谈千禧年、大灾难和基督快要再来，这样的人是不诚实的。使徒约翰

说这样的人是撒谎的！醒醒吧，让我们为神而活！ 

 

罗马书 13:13 记载：“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

可争竞嫉妒。” 

 

换句话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光明正大，不要荒宴醉酒，不要犯奸淫罪，不要放荡，不要与人

冲突，不要嫉妒。有些人沉迷于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夜生活，但基督徒要过正常的生活，

因信徒是属于白昼、光明的。 

 

“黑夜”与“暗昧”象征恶势力与罪性；“白昼”和“光明”则象征真理和追求真理的生

活。保罗描述基督徒为早起等候黎明的人。在此，圣徒所更换的是特殊的衣服。帖撒罗尼迦

前书 5:8 将这些衣服比喻为盔甲。很明显，这比喻暗示，若想在这世界成为光明之子，就必

须与黑暗的掌权者撒但争战。即使末世性意义的白昼尚未到来，圣徒已经属于白昼，要在生

活的每一瞬间担当和发挥光的作用。 

 

罗马书 13:14 记载：“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无论是披戴世俗的权力或金钱，还是学历或才华，人都要穿衣蔽体。衣饰体现了穿衣者的人

格与个性。因此，所谓“披戴主耶稣基督”，意思是要使人格与个性基督化。 

 

很多信徒为肉体安排各种准备，但没有为见神的面作准备。我劝你把基督放在你生命中的最

优先位置，顺从祂的呼召去传福音。这才是最重要的。 

 

借着对比灵与肉，保罗教导圣徒只有属灵而不是属乎肉体的真理才能使人活，告诫圣徒当遵

行这属灵真理。灵与肉并非字面上的灵魂与肉体。倘若将这段经文的“肉体”解释为人实际

上的肉体，认为肉体是绝对恶的，故要禁欲，甚至否定肉体的一切需要，就会有陷入不合圣

经教导的极端危险。因此，这里的“肉体”并非指人的身体发肤，而是指尚存于堕落之人人

格中的罪性，正如罗马书 7:17 所说的那样：“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

罪做的。”“灵”也并非指被玷污的人的灵魂，而是指神赐给人的生命与真理之灵，即圣灵。

如此，罗马书 13:13-14 这段经文的含义就很清楚了：第一，人因属乎肉体的性情，完全无力

拯救自己，然而神借着恩典，成就了救恩，因此我们只需怀着感恩之心接受这份恩典，并靠

着主所赐的力量就不必再惧怕；第二，过去属乎肉体之时，人不但不愿，也没有能力遵行神

的律例典章，如今，借着基督的恩典成为新造之人，就不能再置身于罪恶之中，也不应再随

从罪恶；第三，圣徒当在得救的确信与喜乐中追求过得胜的生活，且要成为信仰的大丈夫，

因盼望最后的胜利而胜过现在的苦难。 

 

圣经经常用灵与肉指圣灵与罪性，不是指肉眼所能看到的灵与肉，须谨慎解释。这虽然与这

段经文没有直接关系，但为了造就信徒，我们有必要简要归纳圣徒对肉体当有的正确态度：

第一，有人认为人的肉体是罪恶的，只有灵魂是美善的，这种思想基于古代的世俗哲学，是

完全错误的二元论。圣经教导我们，灵与肉皆为神所造，原本都是良善的。然而，自罪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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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后，灵与肉同时被污染了。第二，只要地上的生命尚未结束，灵与肉是绝不可分割的有

机结合体。两者相互紧密影响，肉身的举手投足都反映了灵魂的知、情、意。相反，无论得

体地对待肉体，还是放荡纵欲，都会致命地影响灵魂的状态。第三，圣徒当认识到身体是神

恩典的礼物，借着身体行善且从中得到快乐。但不可停留于放荡与无节制，乃要警醒持守洁

净，借着身体更好地显出灵魂的信实，使人为此荣耀神的名。（哥林多后书 7:1 记载：“亲爱

的弟兄阿，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

成圣。”）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罗马书 14 章

的研读与查考，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

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

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