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題：養成向著「物」的良好性格 

 

事奉成全研討會第三階段：操練良好的性格，實現在個人生活和教會人際關係上 

第七題：養成向著「物」的良好性格 

 

一、再談好僕人事奉主三原則 

  (一)忠心――忠於受託之物：上一題原是講「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參太二十五 21，23)，

但別處聖經也提到在「錢財」和「別人的東西」上若不忠心，誰還會把「錢財」和「東西」託付你

們呢(路十六 11~12)？可見忠心也與所託付的財物有關。事實上，忠於財物就是對託付它們的主人

有忠心，而「百物」的原主人就是神自己(參提前六 17)，故此忠於受託之物亦即對神有忠心。 

 (二)有見識――善於管理器物：上一題又講到有見識是指能按照主人的意思「管理(或照顧)家裡的

人」(太二十四 45)；若要作管家照管家裡的人，就必需有見識。而所謂「管家」，就是指那「在主

人眼前蒙恩」，被派「管理家務和他一切所有的」之人(參創三十九 4~5)。我們在教會中事奉主，乃

是由於蒙主恩典，使我們有見識，能夠照管教會中的事和物。 

 (三)良善――能夠「物盡其用」：上一題又講到所謂「良善」，就是指那些能將自己所擁有的才幹

發揮到極致，使其產生相等的果效(參太二十五 21，23)。今天，我們各人所擁有的，除了主所賞賜

的恩賜與才幹之外，還要加上那些手中的「器物」；如何才能「物盡其用」，正是我們事奉主的人所

刻不容緩的課題。 

 

二、養成「不貪圖財物」的事奉性格 

 (一)要學會知足：使徒保羅說他「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腓四 11)。

這裡既說「學會了」，可見他的知足並非出於他的天性，乃是他在已過的經歷中所養成的「習性」，

使他無論在飽足和有餘之時，或是在飢餓和缺乏之時，都能安然處之，而不受影響。他又說：「敬

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前六 6，8)。知足能免除我們浪費時

間和精力在今生事物的追求上，轉而用在追求永生的福分上，所以是「大利」。 

 (二)貪財為萬惡之根：保羅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

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 10)。「錢財」本身並不是萬惡之源，「貪心」才是；貪戀錢財的人，在信

仰上無法分辨是非輕重，容易離棄真道。難怪主耶穌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

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太六 24)。 

 (三)接受財物餽送須手潔心清：事奉主的人並非完全不接受信徒的財物餽送，使徒保羅曾屢次接

受腓立比人的餽送，他對財物授受的存心可作為我們的榜樣(參腓四 15~17)。首先，他「不求」別

人餽送，但若對方出於正確的心態，就安然接受；其次，他求神記念餽送財物給他的人，施恩賜福



使他們賬上的果子漸漸增多。不過，倘若餽送財物的人居心不良，想要藉此抓住機會來詆毀我們，

便須斷然拒絕接受(參林前九 3~15；林後八 20~21)。至於外邦人無緣無故餽送財物，我們應當一無

所取(約參 7)，所以要切記，教會不應當向社會大眾募捐。 

 

三、養成「甘心樂意費財費力」的事奉性格 

 (一)甘心樂意費財費力：事奉主乃是造福別人靈魂的事，保羅說：「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

財費力」(林後十二 15)。神託付財物給我們，不但要歸我們自己享用，並且願意我們能與別人分享，

而最上算的路便是為著事奉甘心樂意費財費力。「費財費力」原文意指花費所有和所是，所有指財

物，所是指自己的性命。保羅為著事奉主，不單單是費財，他也費力；他不僅僅是費力，同時也費

財。並且，他的費財費力，不是勉勉強強的，而是甘心樂意的。 

 (二)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保羅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二十 35)。錢財留在自己的手中，所能

享受的福有限；若能拿出來幫助別人，必要帶進更大的祝福。我們若肯為主有所捨去，就必從主得

著更多；無論是物質的，或是屬靈的，都可應用這個原則。蒙主賜福的秘訣，就是將自己手中有限

的財物釋放出去，讓主將它們化為「五餅二魚」，供應眾多人們的需要，而收回的卻有「十二籃」

之多 (參路九 13~17)。保羅說他「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林後六 10)。 

 (三)奉獻財物歸主使用：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

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 10)。十分之十

全部據為己有，是貧窮的原因；釋放十分之一給神，是豐富的原因。人以為手裏越多越好。但是拿

在手裏的，是貧窮的基本原因。我奉獻給神，就變作祝福的基本原因。那另外的十分之一，持守在

我的手裏，就變作我的咒詛；釋放到神的倉裏，就變作我的祝福。 

 

四、養成「願意受教」的事奉性格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打仗需要運用精良的裝備和武器一樣，幾乎所有的事工，都離

不開工具。除了要將工具維持在充分備用的狀態之外，還要對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完全掌握，這

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思。甚麼樣的事工，需要用到甚麼樣的工具和材料，並且怎樣

調度、怎樣應用，都有講究，這些也需要我們事奉的人學習並化為知識和技能，才能使事奉工作順

利展開。舊約時代從建造會幕、聖殿和裡面一切的器物，以及修造聖城城牆，都需要材料和工匠(參

出二十五 3~7；三十一 1~11；代上二十二 1~4；代下二 7~9；尼二 8；三 1~33 等)。今天我們在教會

中事奉主，同樣也需要適當的器具、材料和使用智能。 

 (二)學習利用現代工具：隨著時代的進步，許多現代化的工具如：電腦、平板、手機、投影器、

錄放影機等都一一問世，並且還不斷地翻新。這些現代化的工具，大大有助於聚會、主日學、佈道

等事工。因此，信徒事奉主也必須跟上時代，學習如何利用現代工具，絕不能故步自封。否則，便

會自我限制了事奉的果效。當主耶穌在孩童時期，祂就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因為祂以

天父的事為念(參路二 46，48)。難怪祂年滿三十歲出來事奉神的時候，便已裝備好自己，應用在服

事神的事上。祂說：「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太十



三 52)。祂這話意指在教會中事奉主，必須新舊並蓄，不但能應用舊的東西，而且也能應用新的東

西。 

 (三)學習利用輔助資材：一本聖經，各種不同的亮光，一直被讀聖經的人們發掘出來；各種事奉

的教材，也日新月異。兩千年來，許多幫助聖徒認識聖經、裝備事奉知識的輔助資材層出不窮。我

們這處在末世的人，真可謂得天獨厚，比起從前聖徒手中所能獲得的材料，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但

材料之多，也給我們帶來頭痛的問題。一方面令人覺得學不勝學，永遠學不完；另一方面則因良莠

(音「友」)不齊，必須具有正確判斷的能力，才能擇優而學。盡信書不如無書，宜小心選取輔助資

材。我們從新約聖經可以看出，初期教會就有許多假先知和假教師混進來(參約壹四 1；猶 4)，將一

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教導信徒。 

 

五、養成「整理整頓」的事奉性格 

 (一)器物不可亂放：器物、資材和場所的管理，乃是一門學問。屬世的工廠和辦公室，若要提高

工作效率，便需整理整頓；而屬靈的教會，也需要在平時就要養成「整理整頓」的良好習慣，才能

事半功倍。主耶穌在變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之前，先叫眾人一排一排坐整齊(參可六 39~40)，有

秩有序，可見祂作事很注意整理整頓。教會中的器物，不宜隨便放置。 

 (二)平時保養器物：器物在平時便需檢查並保養好，不要等到使用時才發現有問題，臨時修理或

購置新的，往往來不及而錯過良機。器物維持在備用狀態，也是「整理整頓」的工作之一。比方各

種電器器材，電池是否仍有足夠的蓄電量，器材本身有否故障，平時便需時常檢測並預儲備份。 

 (三)器物用後恢復原狀：「整理整頓」的另一項工作，便是在使用之後，將它們恢復原狀或放回原

位。教會中經常有不同的人先後使用相同的器物，所以在用完之後要為別人著想，不要讓別人尋找

半天或等拿到了才發現有缺陷，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現象，聖徒應當極力避免。 

 

六、養成「物盡其用」的事奉性格 

 (一)不可浪費物品：聖經雖然沒有正面提到「節儉」的美德，但多處譴責「浪費」(參箴十八 9；

二十 3；路十五 13；十六 1；雅四 3)。浪費貲財乃是暴殄(音「舔」)天物的行為，是不討神喜悅的。

凡神所賞賜給我們的，無論是物品、錢財、才幹或人手，都是寶貴的，都是神所看重的，將來神必

過問我們如何對待，所以千萬不可等閒看待而造成浪費。 

 (二)不可埋沒物品：事奉所需的物品，備而不用，有可能是因為買錯了規格不符品，也有可能需

用時卻臨時找不到，意即物品不知被埋沒在何處，這是管理上的過錯。主對良善僕人的要求乃是「物

盡其用」，所以在採購和存放物品時，必須用心確認，務必認真核對無訛。主耶穌責備那又惡又懶

的僕人，是因為他把有用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他自己不用，又沒釋放出去讓別人使用(參太二

十五 25，27)。 

 (三)要確保「物流」暢通：近代工商管理學相當注重「物流」，企業的盈虧興衰，與物流的調度是

否暢通大有關係。教會事奉的規模雖小，但原則上仍不可輕看物流，因為它與「物盡其用」有關。

使徒保羅勉勵哥林多人捐款施捨給窮人，目前釋放錢財出去，流通給有需要的人，以補他們的不足，



將來卻可流通回來，以補自己的不足(參林後八 13~14)。他這個「錢流」的理論，正是「物流」的

最好說明。 

 

七、養成「勝過環境」的事奉性格 

 (一)人事物組合工作環境：教會歷世歷代以來，事奉的環境一直在變遷。我們今日所面對的環境，

不用說和教會初期時代截然不同，就是跟一個世紀之前作比較，也迥(音「窘」)然有異。事奉環境

是由人、事、物三種不同的因素而組成，隨著時代的改變，不僅外面的社會環境不斷地變化，連教

會裡面的事奉環境也在不斷地變化。特別是近年來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給教會帶來巨大的衝擊。

比方神在聖經裡所定罪的同性戀行為(參羅一 24~27)，居然有那麼多事奉神的傳道人接納同性戀者，

真是不可思議！ 

 (二)潮流不一定是對的：我們必須承認，社會上的改革潮流有些是對的，例如廢除奴隸制度，我

們決不可反其道而行。教會雖然不施行革命，卻也勸勉人自願放棄特權(參門 14~16)。保羅勸勉信

徒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但也說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參林前七 20~21)。

不過大體而論，一般源起於自由主義思潮的潮流，大多數是「反聖經思想」的，「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即其一例，它是異端，凡是純正的基督信徒，千萬不可糊塗地接納並跟從。世人心目

中所看為「良善」的，並不等於神心意中的「良善」。 

 (三)必要時須能做中流砥柱：既然社會上的潮流和教會中的各種運動，往往多半是錯誤的，是違

反神的心意的，我們便必須牢記使徒保羅的話：「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

豈是討人的喜歡麼？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一 10)。事奉主的僕人，最要

緊的是尋求並明白神的旨意，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便須不顧一切，寧可得罪眾人(包括不明白真

理的基督徒)，也要堅定地站穩，在一片狂流中做「中流砥柱」，力挽狂瀾。正如使徒彼得說的：「你

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因為往日隨從

外邦人的心意行…事，時候已經夠了」(彼前四 2~3)。 

―― 黃迦勒「事奉成全訓練綱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