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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第十三章 1-14 節 

主題：基督徒與政府與世人交往的原則 

一、請問基督徒何因要順服地上在權者？ 

保羅在 1-2 的經文指出一項很重要的原則：地上當權者的權力是從上

帝來的，基督徒若順服權柄，就是順服上帝。「在上有權柄的」，所指的就

是當時羅馬帝國和他所指派在各地的各級官員，也就是整個羅馬政府。保

羅要求羅馬教會的弟兄姊妹要順服羅馬政府，因為是上帝把權柄交給羅馬

政府，讓他治理當時的世界。上帝藉著政府維持整個社會的安定，也規範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是必要的，也是上帝對

人的保護之一。因此，保羅進一步說到，如果抗拒掌權的就等於抗拒上帝

的命令，抗拒的人必定遭受刑罰。 

＊地上的每個政權都有它背後的政治理念，這個政權是按照那些理念

來治理整個國家；即使政治理念不同的政權，也有很多地方相同。例如：

要創造一個人人平等、均富的社會，讓每個人的權益得到保障，消除各種

罪惡問題，打擊犯罪行為…等。但是，手段就可能不同了。提倡民主政治

理念的國家，每個人都有言論、行動、宗教自由；集權專制國家這些自由

就被限制在某個範圍之內。即使有這些差別，上帝還是要求基督徒應當順

服在上有權柄的，因為絕大多數的政權是在維持社會秩序的。 

以上提醒我們，學習在真理的基礎上順服權柄，因這是上帝的命令，

除非掌權者違背真理，否則我們都當順服。 

 

二、請問上帝賦予掌權者什麼樣的功用？  

保羅在 3-4 節指出掌權者是上帝的用人，其存在功用是賞善罰惡。

「上帝的用人」，指掌權者是上帝的僕人。掌權者既是上帝的僕人，他就

不是空空佩劍，他有賞善罰惡的權柄。因而掌權者有雙重功能：積極面，

是為著人民的益處；消極面，是為著刑罰邪惡。因此賞善罰惡是國家權力

機構存在的目的。即使在羅馬帝國這樣一個君主專制的政權，那些受派在

各地擔任官員的人，他們要負責行政區域裡的安定，也要保護善良的老百

姓，刑罰那些作惡的人。所以，行善的人不必懼怕作官的，作惡的人才要

怕。但身為基督徒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善，做個奉公守法的人，以此見

證上帝的恩典與美善。 

以上提醒我們，基督徒雖是天上的公民，但也是地上的公民，因此，

當學習順服權柄，在我們生活中有許多人是上帝設立掌權的，上帝把某些

權柄賞賜給他們。＊例如：父母對兒女是有權柄的，尤其是對未成年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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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父母有養育和管教的權柄，做兒女當順服父母的權柄。丈夫對妻子也

有權柄，聖經稱丈夫是妻子的頭；這不是丈夫可以作威作福，而是要承擔

起領導的責任，妻子當在主所教導的真理上順服自己的丈夫。上帝也在教

會設立牧師、長老、執事等等職份，他們受派在那職位上盡心盡力事奉，

也擁有那方面的權柄，弟兄姊妹應當順服。在工作崗位上，也有主管的職

份，那也是上帝設立的一種權柄，若要持續在那個工作上，就應當順服那

裡的權柄。以上所舉的例子並非絕對性的權柄，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

的，只要是人都會犯錯，如果發現在上的權柄違背上帝的命令時，我們要

永遠記得，「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萬一完全沒有商榷的餘

地，我們也要把一切重擔都交託給上帝，讓我們可以在祂的恩典中得著平

安和喜樂。 

 

三、請問如果國家權力機構沒有按照上帝的心意來執政，基督徒又當如何

來面對呢？ 

前面我們談過，上帝設立政權的目的是賞善罰惡，而掌權者又是上帝

的用人，所以，在這前提下，當政者就必須秉持著上帝賦予他們的權柄執

行賞善罰惡，以彰顯上帝的公義，才符合 「上帝用人」的角色。一旦政

府的法令與上帝的律法抵觸，例如 : 政府命令百姓去行上帝所禁止的

事，或政府禁止百姓去行上帝所吩咐的事，當權者就不是在扮演「上帝用

人」的角色，若在這種處境之下，基督徒就必須順從上帝而不是順從政府

(徒四 19 )。這是基督徒順服權柄該有的認知與界線。在舊約或新約中有

幾個例子可學習。 

在舊約但以理書第三章中談到，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並且向

全國人民頒發了一道行政命令，就是在金像開光之日的樂聲響起時，各

國、各族、說各種語言的人，都要向他所立的金像下拜，凡不俯伏敬拜

的，必需扔在烈火的窯中。(但 3：15-18)，這道命令，抵觸聖經中「不

可拜偶像」的禁令，因此，但以理的三個朋友沙得拉丶米煞丶亞伯尼歌的

回應是：即使被丟進火窯，也不跪拜金像。到了但以理書第六章，因官員

嫉妒但以理，就建言大利烏王頒佈一道禁令，無論甚麼人，在三十天內不

得向任何神明祈禱，或向任何人求甚麼，只准向王祈求。誰違犯這禁令，

誰就得被扔進獅子坑。這命令抵觸上帝要人「常常禱告」的心意，但以理

即使要付上被丟入獅子坑的代價，還是順從上帝的心意，「一日三次，雙

膝跪在上帝的面前，感謝和禱告」(但 6：10 )。但以理和他的三位同

伴，都在政府的法令與上帝的律法抵這種處境下，他們所選擇的是「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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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聽從人」。 

在新約中的使徒行傳第 5 章，也有類似的例子，使徒們因滿有能力的

見證福音，因而受到猶太公會（也是一種掌權者）的逼迫，把他們下在監

裡及鞭打他們，然後禁止他們，不可在傳講耶穌已經復活的見證及教訓。

但是，彼得和眾使徒回答他們說：「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以上的例子，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原則，上帝設立政府的權柄在眾人之

上，但是上帝還在所有政權之上；一旦政府違背上帝的心意，基督徒有不

遵行的權利。但在沒有與聖經真理相衝突政策，基督徒必須配合，做個奉

公守法的好公民。 

 

四、關於順服掌權者教導，保羅舉何例子來作為說明？ 

關於順服掌權者教導，保羅就以基督徒必須納稅來作為說明。保羅在

第 6節的經文指出基督徒應當納稅的原因，乃在於政府是上帝設立在地上

執行賞善罰惡的工具。政府為了執行上帝託付的這項任務，需要經費，因

此，保羅勸基督徒們，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

得稅的，給他上稅，讓政府有足夠的資源運作，使整個社會能夠安定。再

者，基督徒也要按照政府官員的職位尊重他們，因為當政者在執行任務的

時候是為上帝工作。尊敬他們，在本質上就是尊敬賦予他們權柄的上帝。 

以上提醒我們，要做個誠實的納稅人，使上帝的名得著榮耀。 

 

五、保羅在「愛人如己、成全律法」的積極面上給予我們什麼樣的教導？ 

保羅在「愛人如己、成全律法」的積極面上給予我們的教導，就是要

彼此相愛，當我們在生活中願意以上帝愛去愛別人，去成為別人的祝福，

就是在成全律法。。「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虧欠」指「負債」，基督徒在各樣事物方面都

不可以負債（虧欠別人）。基督徒在處理任何事物上都要合情合理，不虧

負別人、不佔別人的便宜、不叫別人受累。「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

欠」意指當用負債的心來彼此相愛。簡單來說，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

自己的責任。這並不表示別人所有的需要都是我們的責任，更不是他人所

想要的我們都要付出；而是，了解別人真正的需要，按著上帝賞賜給我們

的力量去幫助他。有些時候，別人的需要超過我們所能夠承擔，可以找其

他人協助或轉介給專業；彼此相愛並不是完全由我們承擔一切，我們也可

不能取代別人當負的責任。而被幫助的人要在愛的滋潤與鼓舞下，需要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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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上帝的恩典站立起來，這是別人無法取代的；所以，當我們幫助人的時

候需要認識這點，才能在協助過程中有喜樂與平安，也不會造成過度負

荷。 

 

六、保羅在「愛人如己、成全律法」的消極面上給予我們什麼樣的教導？  

保羅在「愛人如己、成全律法」的消極面上給予我們的教導，就是不

要傷害他人。第 10 節說「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什麼樣的事是會造成他人的傷害呢？保羅在第 9節就舉了幾個例子，

「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姦淫」是指婚姻之外

的性行為，這會傷害他人的人格、家庭和名譽。「殺人」是奪取他人的生

命。「偷竊」是使他人的財產損失。「貪婪」是貪圖屬於別人的所有。以上

這些罪行，都是把屬於別人的身體或婚姻關係、生命、財物等等，加以摧

殘或據為己有。這裡保羅提醒弟兄姊妹，一個愛別人的人，就不會在犯姦

淫的罪，造成自己以及別人的家庭受傷。一個愛別人的人，就不會去剝奪

別人的生命；也不會偷取原本屬於別人的東西，不會貪圖屬於別人的人事

物。律法禁止這些，就是要求每個人都要尊重其他人，不可剝奪屬於別人

的人事物，這是用外在禁止的方式要求人們「彼此相愛」。因此，不作惡

事傷害別人，就是在滿足了律法的要求，也是愛人的一種表現。 

 

七、請問當「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時，從消極面基督徒當如何預備自

己？  

「黑夜已深」指現今這個罪惡的世代正向著白晝邁進。「白晝將近」

指主再來的日子就快要來到。由於現今這個罪惡的世代已經快要過去，而

主再來的日子已經近在門口，基督徒消極面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暗昧的

行為指一切不以上帝為中心、不合上帝心意的行為，保羅在 13 節特舉了

三項例證：1.「不可荒宴醉酒」不單是任意醉酒，而是指醉酒以後，不受

理智控制的荒謬行動。2.「不可好色邪蕩」指在情慾方面過份的放縱和隨

便的行動；錯誤男女關係，必定會造成家庭破裂。3.「不可爭競嫉妒」指

因仇恨、敵意而生出來的紛爭。爭競嫉妒的人喜歡跟別人比較，很容易破

壞人際關係，使工作環境或教會失去和睦，也讓整個團體沒有力量。以上

保羅提醒我們，基督徒是在「白晝」生活的人，不要再給罪機會；不要為

肉體作安排，不要為計劃犯罪作預備，要靠主治死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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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請問當「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時，從積極面基督徒當如何預備自

己？  

由於「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主再來的日子已經近在門口，基督徒

消極面當脫去暗昧的行為；積極面就是要「帶上光明的兵器」。「帶上光明

的兵器」第一方面的意義是「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行事

為人」是代表人整個的生活。「端莊」指美好的表現，美好的樣式。表明

我們在為人處世、面對各樣事務上，無論是人際關係，或是工作上，都光

明正大，不行暗昧見不得人的事。第二方面是要：「披戴主耶穌基督」，

「披戴基督」在加拉太書 3：27 說：「所有受洗歸人基督的人，都是披戴

基督了」。受洗歸人基督的人，就表明他已經與基督同死同復活，已經與

基督在生命上聯合。而在此保羅吩咐我們已經如此披戴基督的人，在生活

中要披戴（效法）基督，像在白晝生活，要在生活中表明出一個與基督聯

合的樣式。就是在生活中活出耶穌基督的慈愛、聖潔、良善、公義的美

德，散發基督馨香之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