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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圣经辅导 

第 14 讲：行──在督责下实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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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辅导”。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所讲的是两件事情：第一，设定个人服事的日程，也

就是目标和进度、方法；第二，帮助对方厘清责任，让他意识到他不能不承担神所呼召他做

的，也不能试图做一个小弥赛亚、超出自己的能力和责任范围。在这两点弄清楚了之后，我

们该做什么呢？可以启动改变进程、给他一系列目标去遵从了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今天

我们要讲的是鼓励与彼此劝诫与督责。这两部分是在实践改变操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从来没有被造于一个孤独、封闭的状态，神的设计是要我们活在群体中。首先是与神的

团契，其次是与他人的团契和相交。我们不是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受造物，在改变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别人的鼓励与监督。我们需要别人，不是因为我在道德上或者理性上有残缺，而是

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的。 

 

提醒在基督里的身分 

 

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带着某种身分，例如儿子、女儿、老板、员工、父母、朋友、邻居、

消费者等等，我们的身分认同深深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回应。当我们鼓励人们进入困难重重

和充满挑战的改变过程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确定他们是活在福音的身分认

同里。他们需要了解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身分和所拥有的资源。新约描述我们新身分的一个方

式是说我们“在基督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与基督完全联合，并且领受了基督所赐给我们

的一切，这已经远远超乎我们已蒙赦免并且将会去天堂的事实。有些更重要的事已经发生

了，保罗在以弗所书 2:6-7 描述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

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约翰福

音 15 章则以一个比喻捕捉了我们的身分，它描述我们信徒就像是接于葡萄树的枝子；因为

我们与基督这一葡萄树相连结，我们才能结果子，我们有生命是因为我们在葡萄树里。 

 

对于一个追求改变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在活出某种身分，而且我们指定

给自己的身分强烈地影响我们对生活的反应。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中，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自

己是谁；当我们试图用新的行为取代旧的行为时，我们的眼睛很容易离开我们作为神儿女的

位分。我们对一个问题挣扎越久，就越容易用那个问题来定义自己，例如离婚、上瘾、抑

郁、依附别人、多动症等。我们会被诱骗相信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身分。虽然这些标签可

能描述我们身为罪人、在这个堕落世界挣扎的具体样式，但是这些标签却不是我们的身分。

如果我们允许这些问题来定义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掉到问题的陷阱里面，那绝不是神的儿女

该有的生活。 

 

彼得在彼得后书 1:3-9 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

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

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

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

得了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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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彼得在 8 节提到的是：虽然有些人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闲懒不结果子

的。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像主所期待的那样结出基督徒应该有的好果子。而彼得说，为什么这

些人没有结出期待中信心的果子来呢？是因为他们缺乏重要的品格特质：信心、德行、知

识、节制、忍耐、虔敬、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等等。因为这些特质没有根植在他们的内

心，所以他们不能够结出预期的果子来。所以，当我们看见缺乏基督品格、也没有结出好果

子来的基督徒时，我们应该要问：“为什么？”这些人缺乏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们缺乏基

督徒品格特征所结出来的果子，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请看 9 节：“人若没有这

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些人无法看见他们在

基督里的身分，以至于无法明白属于他们的地位和资源。彼得提醒我们，关于身分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在基督里“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已经都被赐给我们了。身为神的儿女，我们

是富足的。我们不是只拥有一部份并切切寻求另一部分，我们拥有一切所需的。 

 

最后，彼得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活出在基督里的身分时将会发生的事是什么，在 5-8 节。

这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不会只满足于一小部分基督徒品格，我们会想要神供应的一

切。我们看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和处境为各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充充足足地获得基督为我们

所供应的一切。如果我们了解了自己的身分，我们的生命将会有渐渐成长的样式；我们不会

把生命看作是地雷满布，也不会一直生活在躲避、逃离或者是自我辩护里。我们会带着希

望、期待和勇气而生活，我们也会活着更像一个富足的人，而不是贫穷缺乏的人。 

 

想像一下，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银行的电话，并且这不是一个欺诈电话。他们通知我说有

一个亲戚的遗嘱中决定留给我五千万块钱在银行里面。我放下电话，惊喜地告诉我的妻子这

一好消息。我们赶紧赶去这个银行，我们取了一万块钱出来去买了我们一直想买的东西，例

如最新的手机。六个礼拜之后，我的妻子仍然告诉我家里快要没钱了。她很困惑地问我：

“我们不是有一大笔遗产吗？怎么连买菜的钱都没了呢？”假如我回答她说，“你知道去银

行取钱有多困难吗？首先，公交车车次很少并且常常挤不上去；其次，到了银行要排几个小

时的队；第三，就算轮到我了，营业员也会刁难我和对待我很凶。我实在是不想去。”你会

怎么想？你会觉得我是个傻瓜，对吗？这些困难能和得到遗产的美好生活相提并论吗？你必

须去银行、克服这些困难，直到你把手续办完！ 

 

彼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困难中的坚韧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分和随着基督而来的资

源是直接相关的。当人们开始克服各种阻碍、实践他们从圣经中所获得的洞见和根据圣经所

立的心志时，他们就是活出根据圣经的身分认同。人们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分，例如摩西说

“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从而忘了是创造天地的神呼召了他，基甸说，“主啊，我

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他们

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被提醒自己的身分（神的儿女），以及被赋予的资源（所需的一切）。 

 

提供彼此劝诫与督责的机制 

 

在改变的过程中，圣经要我们记住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当我们帮助他人挽回、使他成为神呼

召的样式时，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第二件事是我们也应该天天彼此相劝。在个人辅

导事工中，我们呼召被辅导者用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方法来操练信心，他们需要放弃多年

来他们所习惯的做事方式、回应方式，去做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呼召他们要有新

的动机、新的目的和新的目标，在一直有冲突之处与人和睦，在他们一直苛求和企图掌控之

处去服事人，放弃自己珍爱的事物。而且他们不是做一次而已，他们需要长期委身和坚持不

懈。然而当人们跨出信心步伐之后，他们通常会感到困惑和恐惧。他们已经委身于一个新

的、合乎圣经的、更好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不是他们所习惯的、这是陌生的，他们还没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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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以这种方式生活。主的门徒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与耶稣在一起有三年之久，见证过基

督同在的荣耀和能力，他们也得知了很多跟神国有关的事，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摇摆不定。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和门徒相处的最后时刻，可以看出他们甚至都还没有预备好站立得住，

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时感到困惑和惧怕，他们就像灵里的婴孩。他们一度躲藏起来，不知道

下一步该做什么。甚至当复活的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仍然问一些愚蠢的和错误的问

题。但是耶稣并没有弃他们不顾，耶稣差遣圣灵来引导、教导、鼓励和警告，使他们知罪和

认罪，并且坚固他们。 

 

神呼召我们依靠这位圣灵做同样的服事。当人们用信心、顺服和勇气走出来时，神呼召我们

与他们站在一起，这就是督责的事工。督责不是蹲伏在哪里准备逮住别人所犯的错，督责是

为了帮助别人长期做对的事情、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负责任、明了、下决心，并且警醒，直

到他们能够自己来如此行。督责指引人们张开眼睛、坚固软弱的和无力的手臂，鼓励软弱的

信心，并且将神的目标放在别人的眼前。我们也帮助人们明白何时要逃离罪，以及何时要站

立得住并且争战。彼此督责和劝诫是为那个完全立志委身并愿意让神改变生命的人提供一个

爱的机制，能够引导、协助、鼓励和警告他们在他们委身的目标上成长。彼此督责和劝诫提

供了架构，我们的生活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当实行在日常生活中时，讨论要有所改变比实际

实行改变要容易得多。因此彼此督责和劝诫就提供了一个外在的架构，这对于第一次尝试某

件事的人而言会有莫大的帮助。彼此督责和劝诫提供了引导，通常人们会想做对的事，但是

却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做起。所以在这样的时刻里，能够有人在一旁不断地提供智慧会是非常

有帮助的。彼此督责和劝诫提供了帮助，有时候人们无法在需要改变的事上单独完成某些

事。这时候，他需要一个人在旁边陪伴，帮助他完成所需要的改变。彼此督责和劝诫提供了

鼓励，改变是困难的，人们也会因此感到挫败。有时候人们会怀疑自己的决定，甚至想放

弃。在这些时候需要值得信赖、了解他的处境并且会鼓励他坚持不懈的人在一旁陪伴。彼此

督责和劝诫提供了警告，有的时候，人们坦承需要改变，但是当他们知道改变必须付上代价

与心力时，他们却开始排斥改变。这些人需要有人警告他们，悖逆和不顺服所带来的结果。

他们需要被提醒：“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样的道理。 

 

彼此督责和劝诫并不是穷追猛打一个不愿意改变的人，或者试图取代和完成圣灵的工作。彼

此督责和劝诫是一颗愿意的心，不断提供协助给那立志“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人。请记

住，当人们开始在他生活的处境和关系中看到自己需要改变并且立下新的心志要进行改变

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提醒他在基督里的身分，并且提供持续不断的对他劝

诫和督责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