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读罗⻢马书第6章，
这⼀一章特别重要，因为保罗在谈怎么样来摆脱罪、过圣洁
⽣生活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不不管对信主的、还是不不信
主的，若你能听到这⼀一章，我真是向神感恩，也求神能够
使你听了了我的语⾳音之后，能够去把这⼀一章背过，这⼀一定会
对你有着感⼈人⾄至深、惊天覆地的影响，因为这⼀一章的经⽂文
太重要了了。

如何去⾯面对罪和恶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全世界的⼈人
都在努⼒力力，但⼀一个⼈人若没有跟基督联合，这只是天⽅方夜
谭，很多⼈人渴望透过改变社会来改变⼈人性，让⼈人过上幸福
⽣生活，这实在是痴⼈人说梦。基督徒都知道他要与神联合，
与神联合之后，他必然地有⼀一个更更新的、圣洁美好的⽣生
命。

但问题是这样的状况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中迟迟没有产⽣生
出来，以致于他所信的神对他来说就⽐比较虚⽆无缥缈，他也
很难真正地体会到信仰⽣生活⾥里里主恩的美善滋味，所以这⼀一
章希望我们能够⽤用⼼心地去看，因为保罗在带着我们探讨信
徒的⽣生命中如何战胜罪。

保罗在这⼀一章⾮非常有⼒力力地⽤用了了两个隐约的⽐比喻，我们叫隐
喻。第⼀一个隐喻就是国度的隐喻，保罗就提到说，信徒以
前是在⼀一个罪的国度，现在进⼊入到⼀一个义的国度，进⼊入到
⼀一个恩典的国度，因此他不不能够再回到原来那个罪的国度
了了。那接下去保罗⼜又⽤用了了另外⼀一个隐喻，就是奴仆⽐比喻。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希腊罗⻢马，是差不不多有80~90%的⼈人
是奴⾪隶，因此他们是⼀一个⾮非常熟悉奴⾪隶状况的社会。保罗
就⽤用当时的⽂文化下⼀一个⼈人做谁的奴⾪隶这⼀一点来提到两种不不
同的⼈人⽣生取向导致两种不不同结果。这两⼤大隐喻就产⽣生了了震
撼性的、如明光照耀般的感受，使我们看到保罗在恩典带
领下，把恩典的这种激发性的原动⼒力力给我们展示出来，所
以我们⽆无论怎么样重视这⼀一章都不不为过。

在第⼀一个隐喻中，保罗就提到说，⼀一个⼈人已经在恩典中
了了，他肯定不不能再犯罪了了，他也绝对不不能说透过我犯罪、
可以让恩典增多，为什什么不不能这样呢？它关键不不是⼀一个犯
罪本身的问题，⽽而是关乎到我们身份的问题，也就是⼀一个
⼈人不不能同时活在恩典的国度，⼜又活在⼀一个罪的国度。当
然，基督徒信主之后，罪作为⼀一种总的权势已经被消灭
了了，但是罪作为⼀一种诱惑的⼒力力量量对于基督徒、对于⼀一个信
主的⼈人，却常常在施⾏行行着诱惑，所以⼀一个⼈人的确会偶尔为
过犯所胜，但是他本质上已经不不再屈服于那种掌控着他的
绝对性的压倒⼒力力量量，因为他已经属于恩典的国，不不再属于
罪的国。

为了了说清楚这⼀一点，保罗⽤用了了洗礼来说明。洗礼在这⾥里里保
罗强调的是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最好不不要再给它加上⼀一
个同埋葬就表示浸礼，这种含义是我们推论的。因为保罗
在这⾥里里的重点是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在强
调与基督同死，然后，与基督同死之后，就表明向罪死去
了了，但向罪死去以后，也意味着我们⼜又向恩典活了了，因为
基督已经活了了，所以基督的复活就使得我们可以与基督联
合，使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就是在亚当⾥里里的
那个罪和死的权势下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
灭绝，叫我们不不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已经脱离
了了罪。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与基督同死了了，
还要与他同活，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更更新的、崭新的⼒力力量量，
这个⼒力力量量是⼀一个真相，这个真相把在死亡阴影下的⼈人迁移
到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

所以，每个活着的⼈人⼀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它更更好的
翻译⽅方式就是我们应当⾏行行在⽣生命的更更新中。换句句话说，我
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有基督带来的那个新国度的特点，体
现在新的灵命⽴立场和道德⽴立场，以及你每天的选择上，为
神⽽而活⽽而不不是在为世上的事忙碌，我们应该活在圣灵中，
⽽而不不是活在⾁肉体中。

今天我们教会真迫切需要保罗的提醒，需要神的提醒，因
为很多⼈人的⼼心并不不是真向着神，他的国度的迁移意识还没
觉醒，他⾮非常世俗化。有的⼈人，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打
拼、⼯工作，看得很重要，他觉得⾃自⼰己要越发成功，才能去
⻅见证荣耀神，以⾄至于他把为教会服侍的每⼀一点，都当成是
他本职⼯工作之外的多余付出。

这种⼼心态，我敢说很多⼈人有，他们忘了了⾃自⼰己不不再属这个世
界。你必须明⽩白，在基督⾥里里你已经向这个世界死去了了，向
你的野⼼心死去了了，你已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为此你必须
得欢庆你在这个国度中，以这个国度为基础和中⼼心，神差
派你进⼊入到另外那个国度来做⻅见证。从⽽而，何者为⾸首先，
何者为次呢？当然是以我们在神国⾥里里的身份，⼼心向着神为
⾸首先，以神国⾥里里的服事为⾸首先，⽽而不不能让我们在世俗世界
的打拼成为我们切割神国身份、挤压我们神国服事的⼀一个
必然借⼝口。

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对于每⼀一个⼈人，是真正确切⽆无
疑的神学，这⼀一神学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从在亚当⾥里里
到在基督⾥里里，⽆无疑是真正的改⾰革宗，因为这个⼈人已经与基
督同钉⼗十字架，从以亚当为宗主到以基督为宗主，亚当的
罪的权势不不再控制你的⽣生活，罪也不不再透过你的⾁肉体⼯工
作，你就属于⼀一个新⼈人、新⽣生命的国度。

穆尔这位罗⻢马书解经学者就说：“我们在亚当⾥里里的旧的景
况已然不不在，但是想要活在亚当⾥里里的试探，却始终存在，
直到我们进⼊入天国。”因此，我们要败坏这种旧⼈人的迷
惑，使它没有果效，罪已经失去了了掌控我们的权能，但是
撒但却想⽅方设法来败坏谨守信靠神的⼈人，所以我们在基督
⾥里里死了了，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我们就已经与基
督同活。

基督徒怎样才能得到能⼒力力胜过世界和罪的压制呢？这能⼒力力
的来源就是深知在爱⼦子的国⾥里里，深知在基督⾥里里绝对稳妥，
因为基督已经⼀一次胜过罪和死，他⼜又复活给我们看，成为
初熟的果⼦子，他的复活，不不仅胜过了了死亡，也胜过了了罪，
也给我们带来了了产业，使我们能够在他⾥里里⾯面有活的盼望，
所以这⼈人向罪是看⾃自⼰己为死的，向神看⾃自⼰己为活的，所以
他永远奉献⾃自⼰己、为神⽽而活，基督胜过罪和死对于信徒⽣生
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因此保罗才特别命令，向罪看⾃自⼰己
是死，向神在基督⾥里里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要起来，下决⼼心从世界转向神，要⾃自
律律和节制，同时，也不不要让罪在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们⾃自
身的败坏，使我们难以战胜罪的诱惑⼒力力，但必须靠着基督
供给我们的⼒力力量量，所以不不要将肢体献给罪作不不义的器器具，
⽽而要献⾃自⼰己作义的兵器器和器器具，也不不要服事邪恶，倒要服
事真正的主⼈人——神，所以神的义要掌管我们的⽣生命。

今天教会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很多⼈人虽然身体在教会

⾥里里，但是真的献给神作活祭，为神起来、有能动⽣生活的却
⾮非常少。很多⼈人不不过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因为很多时候没
有领受这样耶稣死⽽而复活的呼召来被唤醒，从⽽而体会那份
服侍神的喜乐。罪既然已⽆无法摆布你，那你在恩典之下就
不不只是达于称义⽽而已，你还要继续把称义的爆炸般的果
效，体现在⾃自⼰己⽣生命中，过感恩圣洁的⽣生活。

保罗为了了把这⼀一点阐释清楚，⼜又⽤用了了奴仆的⽐比喻。在奴仆
的⽐比喻中，特别让我们看清，⼈人本质上必然的是要为某⼀一
个主⼈人服侍的，不不是为世界服事，就是为神服事，不不是为
神服事，就是为世界服事。⼈人所谓的⾃自由，其实根本不不可
能是绝对可以⾃自由，这⾃自由是相对意义上的。他必然要有
所效法。保罗提到罪是⼀一种奴役⼈人的权势，⽽而罪让⼈人做奴
仆、让⼈人在他的奴役之下来⾃自取羞辱，最后⾛走向灭亡。但
是神却释放了了我们，让我们称义和成圣，结出成圣的果
⼦子，结局就是永⽣生。

⼀一个⼈人永远不不能脱离主⼈人得到⾃自由，那些⾃自以为⾃自由的⾮非
基督徒，实际上是身处撒但的统治之下，⽽而做了了很多羞耻
的事⽽而已。因此，⼀一个⼈人所谓的⾃自由就是把这个⾃自由献给
神，献给真理理，让真理理塑造⾃自⼰己，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主
⼈人，来顺服基督信仰道理理的模范。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福
⾳音真理理的时候，真理理就会塑造我们，我们从罪中得释放，
就在上帝⾥里里⾯面成为义的奴仆。⽽而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把
肢体献给不不义，就成了了不不洁不不法的奴仆。保罗这⾥里里的⽤用语
是强调所服侍的主⼈人在性⽅方⾯面是不不洁的，在很多时候是淫
荡放纵的，但是，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被改变，
成为基督的样式受到义的约束，从⽽而就种下了了喜乐。⼀一个
⼈人种下罪，收获了了羞耻，⽽而内疚常常控制⼈人。我们在电
影、电视、在今天的⽂文化都可以看得到，⼈人不不以为耻、反
以为荣，但是内⼼心却没有办法得释放和释怀。

但是藉着⼗十字架，罪的邪恶王国被灭绝，⼈人结出的果⼦子不不
是羞耻，⽽而是圣洁，种下公义、就收获成圣，就积攒财宝
在天上，就有永⽣生的结局，⽽而这样的永⽣生的圣洁，今天就
可以使你享受到。所以，罪给你的⼯工价，⽆无⾮非就是奴役你
到死亡，但神给我们的恩赐，保罗⽤用的是恩赐，就是不不是
靠⾏行行为赚取的永⽣生。所以在基督⾥里里，因着神的救赎主权、
永⽣生的恩赐得以成就，我们也能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圣
灵的⼤大能、经历他，直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实在感恩，因为你藉着
罗⻢马书第6章告诉我们怎样来战胜罪，我们⾸首先要深知，
我们是在爱⼦子基督的国⾥里里，同时也要献我们⾃自⼰己为义的奴
仆，以⾄至于结出成圣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经历这⼀一真
理理，⽽而不不只是在头脑中有⼀一个抽象概念⽽而已。愿你引导我
们、恩待我们。谢谢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