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善熙牧師被稱為韓

國「本世代最優秀的講道

者」。講道是他牧會的最

大武器。

一如他所說：「這

四十年來，我惟一做的就

是講道。」他是擺上生命

來講道，曾以系列解經講

道，帶動盼望教會復興。

經文：加拉太書二章11至13節

    

主
題經文裡出現信徒裝假的問

題。先看14節前半：「但我

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

不合。」保羅所說的福音是從新約聖經

裡所講的福音。

信徒的偽善
韓國 盼望教會 郭善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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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人都犯了罪。我們以為是義人，其實是犯了罪的罪人。

就像聖奧古斯丁所說，以為自己找到了神，其實是拜了偶像，這是經

常發生的事。為了想誇耀自己而行善，卻帶來更壞的影響。想要作義

人卻行出不義，最終不得不 下自己的方法和思維模式，因為靠人的

方式去追求美善，不會有任何收穫，只會因為失望而告終。

一切來自於人的方法、努力及功勞，根本不能解決罪的問題。

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是福音的基石。人的罪，不能以人的方式

解決。一個有趣的例子能比喻這個道理：一名落水的人正在往下

沉，他卻使勁抓住自己的頭髮，想把自己往上拉。你說有這會用

嗎？再怎麼抓頭髮，也沒有用。為了活命，越是努力，反倒越往下

沉。同樣的，人無法救自己，因為人的存在是墮落的，這是人的本

性。所以，福音的第一要點，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人無法救自己，

人的義不能解決問題。

第二，惟有耶穌是我們的救主。耶穌親自來到我們中間，賜我

們神的應許，向人類傳達神國的奧祕，由聖靈來感動我們（參考林

前十二3）。今天，祂就在我們中間，以神的話來引導，擴張神的

國，讓我們做主的見證人。我們因為相信耶穌而能罪得赦免，全是

神的恩典。這不是出於我們的義，而是神白白賜下的恩惠。

第三，因信得救。你我領受神的恩典，憑信心接受主耶穌為我

們背十字架的救贖大恩。只有恩典、只有神的慈愛、只有信心、只

有十字架，這就是福音。請記住，得救的人不要互相比較，因為你

我都是罪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以前是罪人，因著神的恩典而成

信徒的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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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子女，罪得赦免。

一旦有了信心，就要有行為，那麼，會有什麼結果呢？能夠明

白每個人都是,領受神的恩典而得救，主內肢體同樣重要，在神面前

完全平等。因此，我們稱信徒為兄弟姊妹。

重生就是在生活中謙卑，因為我們沒有理由驕傲。即使有人一

生行善，也報答不了神的浩大恩典。只有謙卑，時常感謝神，凡事

喜樂。不僅看重自己，同時也尊重他人。按使徒保羅所指，基督為

世人被釘在十字架上，祂為你我背起十字架。所以，每個人都很重

要，神賦予我們的靈同樣要看重。這樣，就能做到愛人如己，對鄰

舍產生兄弟之情，人與人之間能夠彼此相愛，這是接受福音之人當

過的生活。如此重要的真理，各位一定要銘記在心。

干擾信仰的原因

干擾信仰有兩大因素。當然，很多原因會影響我們的信仰，不

過在此，我要強調以下兩大問題。

第一，信仰抽象化的傾向。把信心當作抽象的真理，以為信仰

就是學問。例如，認為經文知道得越多，信心越好的想法。還有，

信主比較久，信心就比別人要好；讚美詩唱得好、查找經文快、熟

悉教會各種儀式等等，信徒以為這是衡量信仰的尺度。

馬太福音第十九章30節，耶穌說：「然而，有許多在前的，

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信心沒有時間先後，也許有人

認為：「牧師或長老的信心，一定比我好」各位千萬不要這樣想。

也許初信者的信心反而更好，信主長久的人，未必真有信心。



73

信
息B

A
N
K信心不是知識。使有人能夠熟背全部經文，又有什麼用？重要

的是信心，不是知識。有一次，我看見一位流利背出新約聖經、詩

篇及箴言的人，而他正在安陽監獄服刑。這個人的頭腦非常靈敏，

背經對他來說一點也不難，背得滾瓜爛熟，隻字不差。但是，他有

七次前科，是殺人犯。

請不要混淆知識和信心。信心不在於知道多少經文，而在於真

信和真行。有人將行為和信心分開，經文背得非常流利，話說得很

動聽，卻沒有行為。在生活中沒有結出果子，生命沒有改變。這就

是信仰抽象化，是基督徒的敵人。

第二，偽善與裝假。就是偽裝行為，信心不真實。信心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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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裝作信心佷大的樣子，雖然不情願，卻表現非常積極。救濟他

人，非常心疼錢財，卻裝出毫不在乎的姿態。從古至今，這都是個

問題。

使徒行傳第五章裡，出現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他們看見別人賣

田地捐錢，得人稱讚，也想用這種辦法來抬高自己。但是一想到要

把賣地的銀子全數捐出，實在心疼，於是私藏一半，這就是偽善。

結果，兩人因欺哄聖靈而死。

初代教會時期，偽善是信仰上最大的敵人，而且偽善者會遭到

嚴厲的懲罰。雖然行善，卻沒有真實的心，不是為了神，也不是出

於感恩，只是為受到稱讚，這是污辱神的聖名，是信仰的大敵。各

位的信心有多少，就行出多少，千萬不要勉強。知一就說一，最重

要的是真實，不要用聖潔的外表來自我偽裝，這是偽善的行為。

彼得來到安提阿
　　

主題經文是從這個角度深入。先從彼得來到安提阿開始，彼得

主要在耶路撒冷服事，向猶太人傳福音；而保羅是以外邦為他的傳

福音地區。可以說，外邦傳教是保羅的志業。彼得與保羅兩人蒙召

相同，做工相同，只事服事地區不同，服事對象也不同。

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彼得向猶太人傳福音。因為彼得出生

在加利利，不會說希臘文，而保羅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熟悉希臘

文，精通希臘文化。而且，保羅是迦瑪列的門徒，適合向外邦人傳

福音。這全是神的安排。

不知何故，彼得來到外邦的傳教中心─安提阿，也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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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經嚴謹的神學訓練就來到安提阿。彼得不知道在外邦要如何傳

講神的話，如何傳福音，要以什麼方式來表達。如果想要前往外邦

宣教，必須要經過神學及宣教訓練，但彼得事先沒有經過訓練，就

來到安提安，導致主題經文裡的事件。

與使徒保羅相較，彼得和他有段距離。保羅接受福音以後，經

過在阿拉伯三年期間的禱告和研經（參考加一17∼18），確立神學

體系，然後開始服事。所以，不論別人說什麼，保羅的信心都不受

動搖，傳福音也具一貫性。但彼得沒有外邦宣教的神學，他不知道

應該怎麼做，容易動搖。

還有一個是信心和習慣的問題。彼得有他應該克服的習慣，因

為他是猶太人，所以尚未完全脫離猶太人的固有習慣，他自己的民

族習慣沒有被福音改變，其實這是很難做到的事。

很久以前，日本有位老奶奶，信主非常虔誠，被人們稱為感謝

奶奶。不管別人說什麼，她都會說感謝。孩子病了，也說感謝；養

的狗死了，還是感謝。因為總是感謝，就有了感謝奶奶的名號。某

個禮拜三的下午，感謝奶奶從教會回家，路上看見消防車朝她家方

向急駛而過，心裡有些不安。她勿忙地走到家門前，看見正是自己

的房子著火了，木造房全部化為灰燼。感謝奶奶一下子癱坐在地，

各位猜猜看，她說了什麼？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突然從她口中說

了出來。

想想這話是從哪來的？這就是習慣。一直藏在內心深處，一急就

冒了出來。這些習慣不知不覺潛伏在我們深處，無意間就會跑出來。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完全洗滌心靈，應該要以信心來克服這些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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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地冒出來，造成失誤。假若經過慎重考慮，想到保羅的反應，

彼得是不可能那麼做的。彼得本來失誤就多，這一下，造成更大的

過失。

這是因為彼得沒有預備外邦宣教的神學訓練。按照如今的說法，

應讓先接受宣教學的訓練，再去訪問安提阿。各位想想，差派宣教士

的時候，若他們事先不經過學習會發生什麼事呢？一到人生地不熟的

地方，接觸當地生疏的文化環境，就會束手無策。情急之下，什麼話

都有可能說出來，甚至令自己不能承擔的話也脫口而出。

因此，差派宣教士以前，先要要求他們了解異國文化和風俗習

慣，當地的基督教狀況等等。這是宣教神學，在明白這一點以後，

才能去外邦服事。彼得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導者，基督教界的名

人，是柱石。為了使徒之間的聯繫，他來到安提阿，卻因為不懂宣

教學，而造成大失誤。成了不誠實的人，不誠實自然就會懦弱，一

懦弱，就陷入偽善。

我們應讓把彼得當作一面鏡子，引以為鑑。大家應該確立信

心，確立神學。只有這樣，才能按照福音和真理行事。不管在神面

前，還是在人面前，不管遇到什麼狀況，都不會動搖。如果不能按

福音的真理行事，就是因為對神學的認識不夠成熟。

經文中出現一同吃飯的景象，這很有意義。使徒行傳第二章46

至47節：「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

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

的人天天加給他們。」每當聚在一起，信徒就會擘餅，讚美神，

做禮拜，還要擘餅。擘餅意味著相互交通，聖餐就是交通和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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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也沒有持別準備聖餐。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26節至28

節，耶穌在用逾越節的晚餐，祂拿起餅來，擘給門徒：「你們拿著

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遞給他們：「你們都喝這個，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救。」食物本來

就有，只是基督賦予了聖餐的意義。

禱告擘餅具有重要的意義。沒有比同吃更有意義的交通。在一

起談心固然很重要，可是一同飲茶或吃飯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想來，耶穌教了我們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聖餐的時候大家都平

等，大家都見過長老用大餅，執事用小餅，平信徒用更小的餅嗎？

這時，能夠親身體會人人平等，世間雖有貴族，賤民，奴隸之分，

可是聖餐的時候，大家彼此相對而坐，共同食用。逾越節晚上的聖

餐，是耶穌基督愛的具體體現。所以，叫作愛的筵席，即愛餐。

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經文想一想。猶太人是什麼情況呢？猶

太人有深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他們毫不通融。因為選民思想非常強

烈，一直排斥外邦人，抱持傲慢無禮的態度。自以為聖潔，神的恩

典似乎是他們的專利。嘴上常說：「愛人如己。」可是他們的愛只

限於猶太人，將外邦人看得很航髒，好像外邦人豬狗不如。  

因為不願與外邦人同負一軛，就不和他們共事。不和外邦人一

起旅行，不和他們同吃、同住，通婚當然更不用說了。絕對禁止和

外邦人接觸，這就是猶太人傲慢的選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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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猶太人彼得到了安提阿。他在那裡受到外邦基督信徒

的熱情接待。他們感謝彼得來訪，彼得也很高興，又很感激。身為

十二門徒的首席弟子，又是信心的磐石，掌管天國鑰的彼得，一

高興就忘記了猶太人的習慣，沒有時間顧及那些禁忌事項。做完禮

拜，與他們同坐同吃。此時，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既沒有說是雅各

派來的，也不知是不是雅各的弟子）進來了。

因為雅各是耶路撒冷教會的監督，所以他們是從耶路撒冷教會

來的人。等他們一進來，彼得猛然醒悟，露出猶太人的本色，站起

來不再吃了。就像一瞬間出來阿彌陀佛一樣，信主以前的習慣全出

來了，他離開外邦人，與他們隔開，這樣就出了問題。

耶路撒冷教會做過決定，允許外邦人不行割禮也可以信主，他

們不行割禮信了主。可是公會沒有提到如何與外邦人相交的問題。

使徒行傳十五章提出規定，可以不行割禮信耶穌、禁吃祭物等，但

是在信徒相交這方面卻沒有說明。雖未提及交通，如果稍有靈活

性，應該知道要平等對待，因為大家都是基督徒。一樣是基督徒，

哪有什麼猶太、外邦？東西南北之分？

可惜，彼得不具備這種胸懷，缺乏實際和律法相互結合做工的

能力。這是對神學沒有充分的認知。雖然了解外邦人不行割禮可以

信主，但是他在與外邦人同吃、交通的問題上並未得到解決。這是

個大失誤，是信徒的偽善。既然在基督裡彼此成為一體，那麼已經

和過去不一樣了，不但可以同吃、同信，還能通婚。嘴上說，在基

督裡是一體，是信從同樣福音的主內肢體。可是，表現出來的卻是



79

信
息B

A
N
K差別待遇，這不是小事。

偽善又引出另外的偽善，更不是一件小事了。彼得站起來，

其餘的猶太人也隨著起來，而且看經文出現讓人非常遺憾的一段：

「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若論巴拿巴，他和保羅一樣，同是

外邦人的使者。心善，是有德性的人。可是在這裡，他的表現也不

夠明智。

彼得站起來了，他不一定也要跟著起來，即使彼得很受尊重，

可是不能跟彼得一起做錯事，連偽善也要學嗎？巴拿巴也跟著裝

假，外邦人更加傷心了，而且很多人會失望，對他們感到不滿：

「竟然不願與我們一起吃飯，總說我們同是耶穌基督神國的子女，

但這分明是在歧視我們。」保羅非常生氣，所以狠狠責備彼得：

「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

外邦人隨猶太人呢？」字裡行間，透露出保羅的義正言辭。

保羅的態度
　　

保羅對彼得很尊重。可是其尊重不在信心之上，所以保羅是偉

大的。我尊重某人，但他做的並不一定都是對的。要自始至終地尊

重，即使有什麼失誤，也要尊重。可是信心要分明，不要因為周圍

環境而隨意動搖。有名望的彼得，做了一件令大家不能肯定的事，

是失德的行為，不能因為他的名望而掩蓋失誤。

一個人會給周圍帶來很大的影響。如果是領導者，他的影響

更加深遠。讓我們多想想這個問題。今天有很多長老來到教會，感

謝主。我去某個教會，發現晚崇拜時，長老都不出席，所以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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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信徒都不參加晚崇拜，信徒會想：「長老都不來了，我何苦

要來？」所以領導者非常重要。長老的信心如何，教會也會跟著改

變。長老不參加晨禱，教會的晨禱估計不會有多少人；執事不願奉

獻，平信徒會奉獻嗎？領導者相當重要。

因為彼得受人尊敬，人們看見他裝假，也開始隨著裝假，包

括巴拿巴在內。一個失誤，帶來一連串的失誤。所以，保羅非常氣

忿，因為這是信仰問題，不能袖手旁觀。不是倫理、道德的問題，

而是重要的信仰問題。偽善必須禁止，所以保羅嚴厲責備。這是出

於確信，是毫不容讓的信心，保羅身為外邦人的使徒，維護外邦人

的信心，堅持福音的形象，值得我們學習。

讓我們回想一下今天信息。神要我們按福音的真理行事，要我

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行為一致。不能在神面前這樣，在人面前

那樣，沒有一貫性，這樣的信仰不能放任不改。

因為有人在看而偽善行事，欺騙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裝假，

這是信仰的大敵。信徒在誘惑和試探面前，千萬不能動搖。偽善是

我們的敵人，它會造成極大的危害。我們要時刻力求不陷入偽善之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