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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认识教会纪律 

第 6 讲：与人同工──与他人一起参与纪律惩戒的过程 
 

 

导论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

“认识教会纪律”。我们已经探讨了你要认识到参与教会的纪律惩戒是你的工作，以及在执

行纪律惩戒之前的一些预备，你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描述。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 6

讲，与人同工。 

 

执行教会纪律，常常会使两个原则出现明显的矛盾之处。其一是马太福音 18 章的建议，那

里说，罪或争端的知情人范围要尽可能的小。思想圣经中所有关于传舌的警告就知道，那会

破坏关系，使矛盾不断恶化：“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遮掩

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

息。”因此，箴言明确说道：“往来传舌的，……不可与他结交。”新约将传舌描述成堕落

之人的一个特征。第二个原则是指，箴言也告诉我们可以求助于多位谋士，因为他们都有智

慧。“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人便安居。”“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士众多，所谋

乃成。”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纠正的过程中，我们当如何智慧地寻求他人的帮助？

而一个更重要、利益攸关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在执行教会纪律的过程中，如何智慧地邀请

他人参与进来。在指出某人的罪之前，我们该如何征求别人的建议？我们如何带两三个人

来？应该何时以及如何让长老们参与进来？当向全体会众公开某件事时，我们的责任是什

么？这一课的目的就是回答上述问题。 

 

事先征询建议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想与一位郭弟兄认真地谈一谈，因为我觉得他对我不太友好，但我不确

定自己的动机是否正确，所以我先咨询约翰，我是否应该这么做。我没有告诉约翰太多的细

节，只说郭弟兄得罪了我，让我很烦。我不太确定咨询约翰是否正确，但他给出的建议非常

好：如果你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服事郭弟兄，那就去找他。这就是事先咨询别人的益处：你可

以得到很棒的建议！但你总是应该这么做吗？关于这个问题，最棒的回答是：有时候应该，

有时候不应该。但这样的回答太过宽泛。只是因为惧怕，所以你先和不相关的人谈，这么做

可能并不明智。我们当惧怕神，而不是人。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别人也轻看

得罪我们的人。这就是传舌。有时候我们先跟别人谈，是因为我们怀疑自己的动机是否正

确，并且希望得到纠正，或因为这种对话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教会的合一。这些也许是先咨询

别人的好理由。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智慧和谨慎地咨询他人。我知道约翰会是一个很好

的倾诉对象，因为我知道他爱郭弟兄，而我的批评不会破坏他对郭弟兄的爱和信任。此外，

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细节，没有告诉他郭弟兄到底做了什么。最后，我知道约翰是一个灵命

成熟的弟兄，他其实是位牧师。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主观判断，我也可能会出错。如前

所述，传舌会离间密友。而且，“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如果我说得过

于详细，或约翰私下也对郭弟兄感到非常失望，那么，我对郭弟兄的评论可能会让约翰十分

认同，进而影响到他对郭弟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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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两个人来 

 

我认为，假设我们要按照耶稣在马太福音 18 章中推荐的流程而行，那么，类似的原则也适

用于需要再带一两个人来的时候。你需要找的是灵命成熟的人。你希望对方了解并深爱着你

要对质的那个人。你只需要提供一些信息，以便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为了帮助别人做到公

正，最好只告诉他们事实，而不是你对事实的解释。同样地，你应该避免评价人们内心的动

机。当然，无论你是一对一地交谈还是与多人交谈，都应如此。“他在全组人面前对我大发

雷霆”和“他对我大发雷霆，因为他想让我在全组人面前丢脸”是有区别的。带一两个人来

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完全相信自己。承认我们非常容易犯罪，是成为基督徒的一

个要素。我们对真理和公义的渴望应当超过“我当然正确”的感觉。除非你希望有一两个人

来改变你的看法，并邀请他们参与进来，否则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开始这个过程。 

 

长老的参与 

 

如果你要带一两个人来参与对质，那么不一定非长老不可。事实上，长老不是理想的参与

者。理想的情况是，你要指出其罪的人是稳定参加教会生活的会众，他周围有很多了解他、

爱他的人。如果你们都在同一个小组聚会，那么，你可以邀请其他的小组成员和组长参与。

假如罪的问题在这一步就解决了，那就太好了！这个小组会更加稳定持久，更有爱心，更多

经历到合一。但如果教会里很少有人了解你要面质的那个人，那么，在第二轮面质中，最好

请一位长老或牧师参与其中。这么做一是为了慎重起见，二是考虑到当事人可能对某位长老

有额外的信任。在指出罪的过程中，如果你和其他一两个人受阻，那么，你当然应该寻求长

老的帮助。神已经设立长老或牧师监督教会，为要教导、警告和训诫人。他们是牧人，要为

他们所照管的每只羊向神交账。作为牧人，他们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去寻找那从九十九只羊

中走散的一只。所以，你需要他们的参与。 

 

会众 

 

我们教会只在教会的集体大会上讨论纪律惩戒的问题。通常情况下，长老们会将有关纪律惩

戒的事宜通报全体会众。没错，马太福音 18 章中没有说纪律惩戒还需要长老经手。但是，

如果脱离圣经中有关长老们负责监督全教会的经文，来单独理解马太福音 18 章，并不合

宜。既然他们负责监督整个教会，也就拥有了权柄，也最有能力知道是否将某个纪律惩戒的

案例，告知会众以及如何告知。所有这些都说明，如果你已经参与了纪律惩戒过程的预备阶

段，那么，现在你可以跟随长老的带领，通知全体会众注意到这一情况。例如，长老们能最

好地决定要告诉会众多少细节，而会众也可以在私下的谈话中，参考长老们的公开指示。牧

师们应该告诉会众多少细节呢？总的来说，我鼓励牧师们说出罪的种类，这可能包括一小部

分细节，而且只能是那些可以证实的、没有争议的细节。无须在公开场合详细说明当事人犯

罪的整个过程。就像刚才说的，最好也不要给出自己的解释。如果教会领袖没有无可辩驳的

事实，就不应该把事件告诉会众。还记得吗？保罗曾提醒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他还警告我们，罪人暗中所行的恶事连提都不可。鉴于上述原因，我们需要将对细节的讨论

减少至最低限度。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纪律惩戒的过程该怎么办呢？当长老将事件告知全体会

众时你才第一次听说，这之后你会和其他成员讨论这个纪律惩戒的案例吗？我想说，只要一

笔带过即可。你可以为相关人员祷告，可以向一个肢体简单提及你对此十分痛心。但如果你

与他人详细讨论这事，那么很难想像你有何目的。对于当事人所犯的罪，会众当然应当得到

提醒，而在纪律惩戒的背景下公开指出这罪，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久前，我们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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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知教会，一个男人为了另一个女人抛妻弃子。过了几天，我遇见一位弟兄，他是我负责

门训的一个年轻弟兄。下车之前，他提到了这个纪律惩戒案例。他告诉我，整整一周他的心

情都因这事相当沉重，而且无法自拔。因此，我们停下车来一起祷告，愿神安慰那位妻子和

她的孩子，愿那个男人悔改，愿长老们有带领的智慧，愿神保守教会免受罪和分裂的困扰。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交流。 

 

最后，如果你不同意长老们关于纪律惩戒的建议，你会怎么做？通常情况下，我想说的是，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违背牧师们的建议，尤其是你有理由相信他们比你更了解情况的时候。

圣经吩咐你要“依从”他们。你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些人是神赐给你的，只要你是他们所牧

养的教会会众，他们就可以引导你遵行圣经所吩咐的。如果你只在你认同的事情上跟随长老

们，你能说自己真的在跟随他们吗？虽然这么说，但他们监督你的权柄却不是终极的，终极

的权柄在乎神。在最后审判的日子，神会要求你说明，你是如何在长老们告诉教会的每一件

事上，使用自己的投票权的。神会问，你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去行了吗？你忠心吗？不难想

像，在最后的审判大日，有时神会证明依从祂派来管理我们的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有时神也

会证明我们用良心来投票，反对那些辖制我们的人的决定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向神求

智慧，然后凭信心而行。 

 

人们赞扬马丁·路德是因为他强调良心的功用。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赞扬他，是因为他坚决

捍卫的事情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光凭良心行事，好像这是一张可以让你免于牢狱之灾的通

行证，那是不够的，良心不能让你为自己可能做出的任何错误决定，提供借口。是否站在正

确的一边也很重要。圣经是我们最可靠的指南，可以让我们行事正确。但耶稣还赐下了牧师

或长老们，来引导我们依照圣经而行。 

 

全体会众 

 

最后，教会纪律惩戒是整个教会范围内的事工。从讲台上的讲道开始，这道从圣经而来，并

对我们错误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予以纠正。当我们用诗篇、赞美诗和灵歌彼此对说，也彼此唱

出神的话语时，纪律惩戒仍在继续。我们的感受和情绪是多么容易迷失啊！而这正是通过唱

诗来纠正的。主日敬拜结束之后，纪律惩戒会借着我们彼此间的相交持续一整周。当我们照

着神的话彼此劝勉、教导、警戒、劝戒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教会若不执行纪律惩

戒，就会影响到讲道者呼吁罪人悔改，削弱了会众对基督权柄的信心，也不利于教会接受强

大的、改变生命的福音，以及呼召人圣洁。19 世纪著名的神学家达格曾经说过：“当纪律

离开教会时，基督也随之离开了。”所以，神说祂的管教，“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

子，就是义。”你可以想像一下，到那时，你看到的不是一望无际的成熟果子，而是大水滚

滚、江河滔滔的平安和公义。那将会是什么样子？那应该是这样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和

睦相处、追求圣洁，并接受纪律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