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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造充满谦卑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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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把目光從自己身上移開，牢記和領受因信稱義的重大應許，
定睛仰望基督。思考以下三個範疇: 

1. 稱義(負面):儘管我是個罪人，神仍饒恕我所有的罪─過去、
現在和將來─因為基督為我所做的一切。我不再被定罪，不必
以苦行來為我的罪付代價，更不必努力賺取回報來擄獲神的歡
心。正如羅8: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2. 稱義(正面):儘管我經常與罪搏鬥，耶穌的義和順服已經算
為我的了。祂的「義」是我的「義」。當神看我時，祂不會盯
著我的罪，而是看到耶穌的義。哥後5:21:「神使那無罪的，替
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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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養:神不僅饒恕了我，還收養我成為祂心愛的
孩子。我的身分不是「被寬待的罪人」，而是「我
天父心愛的孩子」。加4:4-6「及至時候滿足，神
就差遣祂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祂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
呼叫:『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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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收养时——法律文件
为她的合法父母

合法公民

v然后把她带回了家里--兄弟姐妹帮助她如何成为
美国人以及如何融入家庭

v帮助她学习如何听和说，

她通过模仿学习了语言和幽默；玩耍、爱/被爱、
吵架、讨论并成为家庭的一部分



圣经使用收养进入上帝家庭的比喻绝非偶然

Ø圣经称为称义，基于对基督的信仰，宣布你的罪
被赦免，宣布成为他家庭的一部分，被收养并被
家庭接纳

Ø给你一个新名字/名分---以父亲、儿子和 HS
一个命名仪式，你的出生证明进入上帝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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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蕾莎修女，一生奉獻給印度加爾各答貧民窟的窮
人，終身為窮人服務。德蕾莎修女的使命，用她自
己的話說，是服事那些「飢餓的、赤身露體的、無
家可歸的、瘸腿的、瞎眼的、患麻風的，在整個社
會沒人要、沒人愛、沒人關心，成為社會負擔，人
人躲之不及的。」

德蕾莎修女這一生從不奢求名譽或權力，卻超乎尋
常的，最後兩者兼得。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



約翰‧斯達脫(John Stott)曾寫道:

「在我們基督徒屬靈成長的每個階段，

在基督徒門徒訓練的每一個領域，

驕傲都是最大的敵人，

只有謙卑才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v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
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
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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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仆人

在社群里我可以
得着什么

我如何能更好的
服事别人？

我可以和谁建立关系
且能满足我的需要

我会和谁建立关系？
我能满足谁的需要？

对社群的缺点和
弱点说三到四

在社群中寻求
神的恩典

被那些能提供
好处的人吸引

认出基督肢体里的
各样恩赐

为获得个人利益
而利用他人

让别人得到
神国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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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你認為自己在哪些方面比較
符合?

這種傾向如何顯露出你的自我關注 (驕傲)?

你看到自己在社群中的投入造成何種負面影響? 

u從為僕的角度來看，你認為自己在哪些方面比較符
合(無論是你正在成長，或特別想要成長的方向)?
在你的社群中，你是否看見或經歷這樣謙卑和為僕
的服事?這些愛的表達如何反映出謙卑? 



接受恩典是「容許耶穌服事我們⋯⋯而不
是堅持回報祂」。

對許多人來說，服事神實在是一種回報祂
的方式。在你個人或小組生活中，你如何
看出這樣的心理動力?

有哪些方面是作為個人或小組的我們需要
悔改的?這跟由恩典驅使的動力有什麼不
一樣? 



保羅勸告他們要顧念別人，把別人看得比自己
更重要，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神的形
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腓 2:5-7)



耶穌成為我們的典範，祂才是最終極的僕人

祂原本有權利單純接受人的服事，因為祂是神，
然而祂卻沒有主張這項特權，耶穌道成肉身，
取了最卑微的奴僕樣式。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
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可10:45) 



耶穌
u自私的消費者轉變成忠心的僕人。藉著福音，成
了基督的「貼身奴僕」─基於對主的感恩與敬重，
甘心樂意以自由身成為神的奴僕。

u「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
家。」(林前4:1)

u「我們並不是傳揚自己，而是傳揚耶穌基督是主，
並且為了耶穌的緣故成了你們的僕人。」
(林後4:5 新譯本)



u耶穌親自服事我們，好叫我們經歷祂的恩典，但我們
對服事我們的神卻如此不自在。很自私(又諷刺)的是，
我們服事神竟然是為了索求什麼作為回報。我們要的
是一筆交易:因為我已經為神做了某一件事(甲)，神
就得為我做另一件事(乙)。但是，當我們容許耶穌服
事我們時，當我們接受祂的恩典而不是堅持回報祂時，
我們就被迫謙卑下來了。正如保羅所說的:「『基督
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人。』⋯⋯在罪人中我是個罪
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
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作榜
樣。」(太前1: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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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雅各和約翰到底在說什麼? 他們的問題
基本上是在耶穌的國度裡，誰要當副總
統或內閣成員的問題。

u他們認為，如果他們能夠卡進對的位置，
就可以開始服事這位彌賽亞和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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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為什麼其他的門徒會這樣回應呢?或許是
因為他們希望做和雅各、約翰一樣的事，
而不是因為他們更了解主耶穌。

u主耶穌嘗試用什麼來談論神的國度?

真實的偉大是從服事別人開始，那需要
謙卑。

驕傲是在神的國度生存必須真實對付的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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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骄傲

u我喜欢掌控一切

u我不敏感

u有天赋的人视为对手

u先在国中获得荣誉席位

u与他人竞争

u我是标准

u渴望被尊重

u有主见,挑剔

隐藏的骄傲
u避免做领导和不采取主动

u过于敏感

u有天赋的人视为威胁

u我们没有机会

u和别人比较

u他们是标准，我是否达标

u渴望被别人喜欢

u被动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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