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羅第十五章 1-33 節 

主題：基督徒對肢體的責任 

一、請問「堅固的人」如何才能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呢？ 

「擔代」指背負重擔、扶持，並存體諒的態度，幫助不堅固的人勝過

他們的軟弱。如何擔代與幫助呢？保羅在羅 15：1-2 指出，消極方面必須

「不求自己的喜悅」，積極方面則要「叫鄰舍喜悅」。 

1.不求自己的喜悅：「堅固的人」往往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有知識

（聖經真理）作根據，以至只求「自己的喜悅」，意思是，理直氣壯去做

自己認為可做的事；比如根據「凡物都是潔淨」這知識就定意「吃肉」，

卻不理會如此行對軟弱者造成的傷害；這種行為其實僅是「只顧自己的喜

樂，任意而行」，是自我中心的表現。因此保羅提醒「堅固的人」，若要擔

代「不堅固人」的軟弱，就必須「不求自己的喜悅」，也就是必須放下自

我中心，免得因堅持己見而使弱者受傷。 

2.務要叫鄰舍喜悅：「鄰舍」特指軟弱者；「喜悅」指存著愛心去認同

「不堅固人」的感受、想法和生活方式，去了解他們的掙扎與徬徨，進而

給予適切的溝通與幫助。「使軟弱的人得益處，建立德行」，「益處」指屬

靈上的幫助；「建立德行」指讓整個教會得造就，特別是讓那些不堅強的

人長大成熟，能成為教會中有力的肢體。 

以上提醒我們，面對「不堅固的人」軟弱，不只不勉強他們去遷就自

己的看法，反而要接納他們的看法，以愛心節制自己合法合理的行動。這

樣軟弱的人就能在堅固者的體恤下得到造就，甚至長大成熟，成為教會中

有力的肢體。 

 

二、為什麼「堅固的人」當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呢? 

「堅固的人」需擔代「不堅固人」軟弱的根據，在於耶穌基督給「堅

固的人」立下了榜樣的榜樣。「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

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3） 

「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悅」強調基督一生所求的是「天父的喜悅」，證

據是「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這經文引自詩 69：9，這裡

「你」指「上帝」，「我」 指「基督」。因此，整句的意思是，罪人拒絕上

帝、頂撞上帝，甚至辱罵上帝，現在基督為了上帝的緣故，讓這些辱罵都

落在釘在十字架上的自己身上。基督若選擇「求自己的喜悅」而不道成肉

身或不喝下苦杯，是可以避免這種遭遇的。可是祂卻對上帝至死忠心，即

使必須承受罪人的辱罵和凌辱，祂仍然將上帝的旨意放在首位，這正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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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為堅固之人立下的榜樣。當剛強者願意效法基督的榜樣，去引導和那些

軟弱的人，彼此就能生出忍耐的心，以致得了安慰，進而帶來盼望。 

以上提醒我們，凡是效法基督的榜樣，憑著愛心行事，學習體諒別

人，為別人著想，使別人得著益處。再來是挑戰自己更深明白聖經真理，

而後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使他們的生命從真理中得著自由。 

 

三、保羅勸勉「堅固的人」當擔代「不堅的固人」，其目的何在? 

保羅勸勉「堅固的人」當擔代「不堅的固人」，其目的在於： 

1.教會就能「彼此同心」（5-6）：這經文似乎在暗示當時信徒之間，

為了飲食的問題，發生歧見，不能同心。「彼此同心」並不是說信徒對事

物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而是不堅持自己的看法，在愛心裡顧到别人的益

處，此乃效法耶稣不求自己的喜悦之意（3）。 

2.教會就能「彼此接納（7）:「彼此接納」指不要因一些對信仰無礙

的細節看法不同，就互相拒絕，而是要彼此包容，接納那些與自己見解不

同的人。這裡指的是飲食和守日這一類的宗教儀式方面的問題（14：6），

並非說教會要接納各種異端。「如同基督接納你們」指無論吃肉不吃肉，

基督都收納了我們（7)。換言之，基督是根據我們是否為主而活而收納我

們，我們也當像耶穌一樣，看重别人那顆敬虔的心而接納他們。 

以上提醒我們，要依靠上帝抓住信仰的核心真理，絕不在無礙信仰的

小細節上，互相爭論，失去信徒間的合一。當信徒間合一、同心及彼此接

納，上帝就在他們當中得榮耀。 

 

四、教會中「堅固的人」與「不堅的固人」，何因要彼此同心互相接納? 

教會中「堅固的人」與「不堅的固人」，要彼此同心互相接納的原

因，在於基督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接納猶太人，基督也做了未受割禮人的

執事接納外邦人，這就是猶太信徒（軟弱者）與外邦信徒（剛強者）彼此

接納的根據。 

1. 基督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接納猶太人（8）：「受割禮人」指猶太

人；「執事」指卑微的僕人；「基督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指基督服事的

對象是猶太人。按肉身說，耶穌生為猶太人，一生幾乎在猶太人中間度

過，祂的傳道事工幾乎只限於猶太人(太十五 24)；祂在十字架上以「成

了」表明祂完成了天父交託祂 的贖罪使命，祂是猶太人所盼望的彌賽

亞。祂真是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 

2.基督作了未受割禮人的執事（9）：「並叫外邦人因祂的憐憫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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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意思是，基督既然使上帝對以色列列祖的應許得著應驗，而上帝對

以色列列祖的應許包括「地上萬國因他的後裔得福」，也就是上帝要把外

邦人包括在祂的憐憫之內，因而外邦人因所蒙的憐憫榮耀上帝。接著保羅

引用了四段舊約經問予以佐證，上帝神對以色列列祖應許的部分含意，就

是上帝要把外邦人包括在祂的憐憫之內。可見基督接納猶太人，也接納外

邦人；因此猶太信徒（軟弱者）和外邦信徒（剛強者）當彼此接納，相互

體諒，善盡彼此間作肢體的責任。 

 

五、教會中「堅固的人」與「不堅的固人」，若以愛心彼此接納，會有什

麼結果呢？ 

保羅期待教會信徒彼此接納能產生兩方面的結果： 

1.信徒心中充滿喜樂平安（13）：保羅懇求賜盼望的上帝「將諸般的

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原文直譯是「以全喜樂及平安充滿你們」。

「全喜樂及平安」指純而不雜(不摻雜委屈或批評)的喜樂及平安；暗示保

羅所求的重點是剛強者和軟弱者因互相接納而使彼此之間一團和睦並由此

生發純而不雜的喜樂。 

上帝以這樣的喜樂及平安充滿信徒，是「因信」。由上文來看，這信

乃指他們因信而生的愛心。他們儘管對有關飲食、日子等文化層次問題，

各從上帝領受不同的信念，卻因效法基督接納他們的愛而願意以愛彼此接

納。這種因信而生的愛心，使他們得著上帝所賜的喜樂和平安。 

2.信徒倚靠聖靈大有盼望（13）：「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望」。這盼望是至少有四方面：一、盼望剛強者以愛節制自己的自由，成

為教會的守望者(羅 14：21)；二、 盼望軟弱的弟兄長大成熟，成為教會

有力的肢體（羅 15：4）；三、盼望堅固者、軟弱者彼此接納，一心一口

榮耀上帝（羅 15：6-7），滿心充滿喜樂平安（羅 15：13）；四、盼望獲得

末日的救恩，身體得贖（羅 15：4）。 

以上盼望的成就不是倚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而是倚靠聖靈的能力，

特別是聖靈將上帝的愛傾注在信徒心裡，使他們有能力按著愛人的道理行

(羅 14：15)，使堅固者不求自己的益處，使軟弱者不論斷，彼此以愛互

相接納，同心事奉。 

 

六、根據羅馬書 14：1-15：13 對信心堅固者該怎麼對待信心軟弱者的討

論，給予我們什麼樣的教導？  

保羅在羅 14：1-15：13 所處理的問題，不是「信仰」和「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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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是「飲食」和「日子」等禮儀律的問題。其等屬於「守」了也無

益、「不守」也無損這種禮儀、生活習俗層次的問題。保羅為此提供三項

處理原則：  

1.信心的原則 

保羅勸勉剛強者軟弱者都當存著「信心」而行。他在羅 14：22 肯定

剛強者的信心，使他擁有內在的自由去作他認為可行的事，且不受弱者的

顧忌所困擾；若剛強者一方面擁有這樣的信心，另方面又能節制自己對這

自由的運用，不在弱者面前炫耀，實在是種福氣。 

他接著以「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羅 14：23b)勸勉弱者不可違背

良心的指示卻存著疑心去「吃肉」；保羅藉此勸勉，表達他期望弱者在有

關的真理上能夠追求長進，好叫他的信心和信念與神的真理相符，進而在

這種問題上享有真正的自由。 

2.愛心的原則 

面對文化、習俗、禮儀層面的問題，軟弱者要在「信心的原則」上追

求長進，堅固者則要在「愛心的原則」上追求長進；因此保羅勤勉剛強者

於運用自己在飲食上的自由時，不可使軟弱者跌倒（羅 13：13b)；他在

羅 14：15、21 更呼籲剛強者，「無論是喫肉、是喝酒，是甚麼別的事」，

都「要按著愛人的道理行」。愛是節制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權益，剛強者

因愛自我節制，就是擔當弟兄的軟弱，善盡肢體的責任，使他得造就（羅

15：1-3）。 

3.合一的原則 

如果軟弱者在「信心」上長進，堅固者在「愛心」上長進；這樣，軟

弱者就不會論斷堅固者(羅 14：3b、4a、10a)，堅固者也就不會輕看軟弱

者（羅 14：3a、10b)，而是學習彼此接納（羅 15：7a）、彼此造就（羅

14：19）。教會因合一而充滿平安和喜樂。 

 

七、保羅如何向羅馬教會表達寫羅馬書的動機和心願？  

1.接納保羅的外邦使徒身分及宣教事工：保羅在書信結尾時表達對羅

馬教會衷心的讚賞，深信羅馬教會滿有良善，又有充足的知識，彼此之間

也能互相勸誡。保羅藉由讚賞，一方面提醒羅馬教會對所領受的恩典更加

重視，另方面則拉近羅馬教會與他的關係，並用祭司將祭物獻給上帝，好

叫人與上帝和好這幅圖來描述他的使徒身分及外邦人的福音事工。藉此提

醒羅馬信徒看重及接納他外邦使徒的角色，並支持向外邦人傳福音的計

畫，特別支持他將福音傳至西班牙的計劃（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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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見證基督藉保羅在外邦人中的宣教事工：1.藉著保羅的言語作為：

藉著保羅以口頭宣講、教導，和他的行事為人、生活見證；2.藉著神蹟奇

事的能力：「神蹟奇事」是上帝大能力的彰顯，藉此一方面治病、趕鬼、

或刑罰惡人；一方面證實保羅所傳的道，同時又使目擊者心生敬畏，信服

真道；3.藉著聖靈的能力：一方面指聖靈與保羅同在，使他帶著權柄、能

力來傳講信息；另方面則指聖靈扎聽道者的心，使他們悔改，領受真道。

外邦人的福音事工從耶路撒冷，已拓展到以利哩古（南斯拉夫），並且期

望開始朝向西方未得之地擴展。 

3.期望羅馬教會因他的宣教方針接納他：保羅的宣教方針是，「不在

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指基督的福

音已被傳開，已被接受，並且教會的根基已被建立起來的地方。「免得建

造在別人的根基上」：保羅的意思是，教會的根基已被建立起來的地方，

定居該地的長老可以繼續牧養，使福音事工生根廣傳，既然如此，保羅就

不必重複已經有根基的事工，不如前往福音還未傳到的地方佈道。保羅在

21 引用以賽亞書 52：15 表明他的心願：他要使「未曾聞知祂信息的，將

要看見;未曾聽過的，將要明白」。意思是：作為上帝的僕人，他所關心

的，不是誰在某地傳過福音或建立了教會的根基，乃是有沒有某個地方，

還未曾有人去傳過福音；若有，那麼他就要將福音傳到那個地區。保羅

「前往福音還未傳到的地方佈道」這宣教方針，正是他朝向西方未得之地

擴展的理由。他盼望羅馬教會認同他的宣教方針，支持他的宣教事工。 

 

八、保羅向羅馬教會分享了那些他的宣教的計畫？ 

保羅在 14-21 從三個角度向羅馬信徒表明希望教會接納他、支持他即

將展開的新宣教事工之後，他接著向他們述說有關新宣教事工的計畫： 

1.訪問羅馬教會的計畫（22-24） 

保羅曾多次計畫造訪羅馬，總是被攔阻，但如今攔阻已被除去（在這

裏再沒有可傳的地方），羅馬之行，終於可以實現了。由於保羅不在基督

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20a），因此，他造訪羅馬教會的目的，不是要

在羅馬建立教會，而是「盼望從你們那裏經過，得見你們，先與你們彼此

交往，心裏稍微滿足，然後蒙你們送行。」(24)這節經文透露出保羅探訪

羅馬教會的二項目的： 

a.與羅馬教會交往：也就是享受與羅馬信徒相聚的歡樂，包括享受屬

靈的交通和在基督裡互為肢體的骨肉之親。 

b.蒙羅馬教會送行，前往西班牙：「送行」指藉著提供食物、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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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安排同伴、舟車和介紹信等，幫助或陪同前往。保羅期望羅馬教會成

為支持他前往西班牙宣教的福音基地。 

2.訪問耶路撒冷的計畫（25-27） 

保羅在羅 15：25 提到再度延遲探訪羅馬教會的原因，就是往耶路撒

冷去供給聖徒。「供給聖徒」指收集樂捐的善款來幫助窮苦的肢體。「捐

項」原意是「分享」、「一同有分」，在此指馬其頓和亞該亞教會願意和耶

路撒冷教會的窮人分享他們的金 錢，分擔窮人的經濟重擔，這是主裡高

貴的兄弟情分，也是外邦信徒對猶太教會還福音的債。 

既然馬其頓和亞該亞教會以「欠債者」的心藉著樂捐來還欠耶路撒冷

教會屬靈的債，保羅更為了要將這筆樂捐送到耶路撒冷供給貧窮的聖徒而

將拜訪羅馬的行程延遲，他似乎有意藉此暗示以外邦信徒為主的羅馬教會

意識到他們也是「欠債的人」，進而效法馬其頓和亞該亞教會的愛心，以

具體行動支持他前往西班牙的宣教事工，一起來償還福音的債。 

3.訪問西班牙的計畫（28-29） 

保羅在羅 15：25-27 解釋了為要將外邦教會的樂捐送到耶路撒冷而不

得不將拜訪羅馬的行程延遲之後，他展望著一旦完成這任務，就要起程前

往羅馬，再由羅馬前往西班牙。 

a.他期望羅馬教會差派他前往西班牙宣教 

保羅對羅馬教會說:「我就要路過你們那裡，往西班牙去」（28b）。

「往」指被差 往，因此保羅乃期望拜訪羅馬教會，然後由羅馬教會差派

他前往西班牙宣教。這是他此行的第一個期望。 

b.他期望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前去羅馬教會 

「必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指基督會把祂豐盛的祝福給我，同

時你們會得到這祝福的好處；具體而言，這祝福指保羅的到訪和事奉，一

方面將使羅馬信徒堅強起來（羅 1：11）、保羅與他們彼此因對方的信心

得鼓勵（羅 1：12）；另方面則帶領未信主的羅馬人因信福音得救（羅 1：

13-15)。 

 

九、保羅對羅馬教會提出那些代禱？ 

1.叫我脫離在猶太不順從的人 

「不順從的人」指不信從福音的人。猶太人中有很多人不信從福音，

對保羅傳講外邦人不必守摩西規條、不必受割禮，只要相信耶穌基督就可

得救，特別敵視；這些人一再企圖殺害保羅（參徒 23：12-15）。保羅將

樂捐帶往耶路撒冷前夕，得到聖靈啟示，知道「有捆鎖與患難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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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0：23)，但為了「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他從主耶 穌所領受的職

事」（徒 20：24），也就是能完成將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教會的任務；他請

求羅馬信徒為他脫離猶太人的謀害禱告。 

2.叫我為耶路撒冷所辦的捐項，可蒙聖徒悅納 

保羅雖與耶路撒冷教會領袖的關係良好，但卻有不少主張外邦人必須

受割禮、遵守摩西規條（徒 15：5）的猶太基督徒，不認同保羅「因信稱

義」的福音理念。因此保羅擔心這筆捐款若被耶路撒冷教會拒而不納，形

同宣告：耶路撒冷教會不接納外邦教會，猶太基督徒不承認「不受割禮、

不守摩西規條」的外邦人單憑「只信耶穌基督」就可以成為基督徒。基督

教將分裂為以耶路撒冷教會為代表的猶太基督教和由保羅所開拓的眾教會

為代表的外邦基督教。 

因此，保羅請求羅馬信徒一起與他禱告，求神使耶路撒冷教會領袖和

眾聖徒悅納他從外邦教會所勸募的捐項。 

3.叫我順著神的旨意，歡歡喜喜的到你們那裡，同得安息 

「歡歡喜喜」直譯是「在喜樂中」，這樣的喜樂是由於經歷了神救他

脫離猶太人的謀害以及捐項蒙聖徒悅納，以致能夠「放下心頭大石，帶著

愉快的心情」前往羅馬。並與羅馬信徒「同得安息」。「同得安息」，指因

著與聖徒相交、彼此服事、互相鼓勵和幫助，一起獲得更新，心靈喜樂。 

4.願賜平安的神，常和你們眾人同在 

「平安」指與神和好，與人和睦，實質上與「救恩」同義。「你們眾

人」包括教會中的剛強者（外邦信徒）與軟弱者（猶太信徒）。保羅期待

羅馬教會中的強者與弱者因著一起為保羅代禱，心靈同被恩感，進而「彼

此接納，和睦同居」;保羅也盼望羅馬教會支持他前往西班牙的宣教，以

欠債者的身份還耶路撒冷教會屬靈的債，促進猶太信徒與馬其頓、亞該

亞、羅馬的外邦信徒，享受神赦罪的平安，主裡合一，和睦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