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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這卷書是講到教會整體的偉大着作，内容包含了神從已過的永遠，到各個世代、各個範圍中

深奧定旨的訂立，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卷書也是寫給衆地方教會的。這個事實帶有極具挑戰

性的涵義，值得我們好好來研究。我們要提醒讀者，這卷書對于教會的所是以及教會“一”的根基

有着積極确切的啓示；我們也能注意到，對于基督徒之間的“一”，是有着舉世的關切與行動，對

于這樣的關切我們也深表同情。然而要達到這樣的“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努力，第一是從外表來

解決這個問題，将所有破碎的部分試着拼湊起來，讓他們組合在一起；另一個方法就是恢復靈中的

能力，産生自然而然的結合。第一種方法是組織結構上的集聚組合，就像機器的裝配一樣；另一種

則是生機自發的團體生命關系。前者一定會不斷的産生分裂，後者至終就會成爲一個“榮耀的教

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 

[防備教會背離基督信仰的開端] 

  然而，教會要如何在地方上彰顯出來？我們一定要記得，保羅的這封書信是寫給在各地的衆教

會的，他非常清楚當時教會之間相互分離分裂的傾向，甚至已經有實際的行動産生出來了。在他去

耶路撒冷之前，他預先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知道我離開以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

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勾引門徒跟從他們”（徒二十 29-30），這就是分裂的開端。至終他在

羅馬的監獄裏就寫了，“你知道所有在亞細亞的人都離棄了我”。 

  保羅寫完以弗所書之後，很快的又寫了兩封書信給提摩太，（提摩太可能當時人就在以弗所），

要他防備教會背離基督徒基本信仰的開端，這已經是今天普遍的情形了。這兩封書信警告我們要防

備教派主義（ecclesiasticism），聖品階級主義（clericalism），教條主義（ritualism），形式主

義（sacramentalism）等，這些東西進到教會裏，改變了教會原有的性質。保羅絕不是一個頭腦在

雲霧裏，腳踏在空中的人，他是特意寫這封信來說明教會的所是。他在這卷書中提到屬靈的争戰，

就是因爲他很清楚，教會的真理是這場戰争的中心，對于撒但的力量有極大的影響力。任何爲着基

督身體真實彰顯的站住，就會面臨到最大的敵擋和反對，這實在是叫人印象十分的深刻。如果只是

由一群會衆，也就是一群單獨的基督徒所舉辦的“共同崇拜”，卻沒有任何共同的教會生活或教會

生活的等次；或是一個傳福音給不信的人的布道會；或只是一個大家可以去聽着名傳道人講道的宣

道中心——這樣的聚集都可以安然的進行，不會引起太大的内外反對。但是，如果有一個行動，是

爲着一個真實的團體彰顯，也就是聖靈形成的團體的基督見證，那麽争戰就開始了，就會有各樣的

努力要來打破、毀謗，甚至消殺這樣的見證。 

[教會是基督復活大能的見證及具體表現] 

  尼希米記就是這樣多面受敵的好例子，我們要再一次指出，這樣兇暴的屬靈對抗也和以弗所書

的主旨有關。其中的第一項，就是宇宙要移轉至地方，地方是取之于宇宙。一個真正基督身體的表

顯，對于撒但的國度是一種持續的威脅和不祥的預兆，因爲教會至終要擒拿并取代這個“管轄這黑

暗世界的”，并且和基督一同掌權。神何等盼望他的百姓能用這樣的亮光來看他們中間的分裂和内

部的問題，而不要怪罪于其它的因素！這就是保羅將這整個極大的“奧秘”的啓示，告訴衆地方教

會的頭一層涵義。這封書信還有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性質和特點，其中之一就是使徒保羅用文法裏

的最高級所形容的，“他的能力向着我們這信的人，照他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他從死人中復活”（一 19）。雖然“你們原是死在過犯并罪之中”

（二 1），然而在地方上所顯出的教會應該成爲“祂復活大能”的見證及其具體表現。這不應該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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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道理上，教會更應該在歷史和現今的經歷上，都宣告基督是復活的那一位。 

  我們給人主要的印象應該是“活的”，我們的見證應該是：雖然來的時候内心冷淡、疲乏、疲

倦，以至于無法往前，灰心喪氣，身心靈都被消磨殆盡，離開的時候卻是更新、復甦、加力、蓬

勃，神聖生命的運行使我們的靈高昂。注意這裏所說的是“神聖生命的運行”，而不是“人類生命

的活動”。在基督教和許多所謂的“教會”裏面，有一個錯覺或是誤解，以爲外在的活動基本上就

是屬靈的生命，因此他們就有許多的花招，表演，節目，“特别工作”，以及永無止境的“特别活

動”。這些常給人一種生命的感覺，甚至叫人覺得産生“生命”，或是激發“生命”。然而，這可

能是“工作的生命”，卻不是“生命的工作”；生命會工作，但是工作不一定就是生命。這就是以

弗所教會的判決，“我知道你的行爲（工作），然而”（啓二 2）。神聖的生命是自發的，不是操縱

出來的，屬靈上死亡的人是要得着復活，而不是靠人工的辦法蒙拯救。教會的主是復活的主，他的

見證就是復活的生命。因此“他復活的大能”應該是真正新約教會的印記證明。我們經常引用主自

己的話，幾乎像是應用公式一樣，“因爲無論在哪裏，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裏，那裏就有我

在他們中間”。而在同時，聚會的空氣卻是沉重、毫無靈感，缺乏神聖生命的供應，這樣的情形怎

麽是有復活的主同在其中？ 

  我們再往前來看這封書信的涵義。如果地方教會是宇宙教會真實的縮影，那麽根據這封書信，

地方教會就應該，也能夠有豐富的、健康的、預備要來建造的食物。許多世紀以來，這封信喂養并

啓發了許多的信徒，它作爲食物的價值是無窮盡的。一個真正基督身體的地方彰顯，應該有滿了膏

油的話語職事，因此不應該有饑餓的靈魂得不着食物，那裏所釋放的話語不應該隻是一篇篇經過研

讀、研究的演講或文章，而是從天上來的信息，叫人能說，“今天我們真是得着飽足了”。主的百

姓能得着喂養，在屬靈的身量、度量和擔負上有長大；他們不僅在頭腦中有知識道理的增加，更對

主有真正的認識。一個教會的價值，就在于各個肢體之中基督度量的多寡。這不僅是一種理想，乃

是聖靈在任何一地所形成的真正教會的正常情況。保羅在這卷書中用到“豐富”這個詞，就指出神

百姓的聚集在屬靈上應當是十分的豐富。 

[地方教會的屬靈特質]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這卷書作者的屬靈經歷和他的信息是相符合的，現在我們要再來說明，

宇宙和地方教會的歷史，在許多方面也應該跟随使徒屬靈的經歷。 

  一、所有的地方教會都應該是從天所生的，是從上頭所生的信徒的集合，或者說是他們團體的

交通。因此任何在個别信徒身上是真實的事物，在團體基督徒身上也應該是真的。我們現在來到

“教會”這個觀念的根源，我們最好在這裏把它弄清楚。在聖經裏，任何一個團體若不是從上頭生

的，就沒有權利被稱爲——基督的教會。因此我們可以不用理會許多虛有其名卻沒有實際的團體。

基督教國或是基督教已經變成一個龐然大物，成爲飛鳥栖宿的窩巢，想把他們聯合起來，不過是這

個擁有“天上飛鳥”的人所耍的把戲。他們當中自然是有好有壞，但無論好壞，他們都不是重生

的，或是從上頭生的（約三 5-13）。這就說出信徒在各地的聚集，必須是聖靈主宰工作的起頭，教

會必須取質于她的“頭”，也就是那位“首生者”、“房角的頭塊石頭”和“根基”；教會在每一

面的彰顯，都必須是屬天的源頭以及屬天生命的具體表現。因此任何人爲的組織都應該被排除，教

會不是一個“機構”，而是生命的産物。所以任何地方教會，或者說在任何地方顯出的教會，都可

以稱之爲“神的工作”。我要提醒你們，我們現在是要來探討這個問題的根基：到底什麽是教會，

以及什麽不是教會。我們所關心的是何爲真正的教會，當我們來研讀福音書，看主耶稣如何說到他

自己以及一般的人，就能找到教會真正所是的鑰匙。 

  二、接下來，我們要來看關于“地方教會”的問題。教會若是由聖靈所生的，那麽就是由神的

兒子的産難所生，這個産難的原則必須存在于任何真實教會的起源之中。在新約裏，宇宙教會和地



方教會都是由真實的産難所産生。因着基督所經歷的産難、憂患、痛苦，就在五旬節産生了教會。

他們中間的核心人物被浸到耶稣的苦痛之中，當他死的時候，他們忍受了魂破裂的痛苦；因此當主

復活時，他們真是陷入了狂喜。約翰福音十六章二一至二二節所記載的，就是這樣的經歷，我們不

需要再詳加細說。至于教會又如何呢？在新約裏，有哪一個教會不是由苦難所生，并且也是被生到

苦難的裏面？一個教會一産生，馬上爲着她生死存亡的争戰就開始了。那些要作爲基督團體彰顯的

代表者，就經歷到被石頭打，監禁，鞭打，追趕，陰謀陷害，毀謗，以及各樣的迫害。教會是由血

和淚産生的，必須有人付上這樣的代價。或許教會因着輕忽，愚昧，争競，紛争，形式主義，失去

真理的價值感，或是其它的理由，因而失去了能力，唯一恢復的方法，就是重新再浸入苦難，悔

恨，眼淚，以及産難之中。這就是對于哥林多前書之後的哥林多後書正确的詮釋，也是啓示錄二、

三章中衆教會的情形，對于老底嘉教會尤其是如此。一個沒有經過患難所産生的教會，無論是就着

自然律或恩典律來說，一定是個軟弱，沒有果效的教會。 

  三、我們再從保羅和教會的歷史來探讨，我們必須說，在地方顯出的教會，以及教會中所有的

成員，都必須是在基督裏遇見神的果子。任何一個團體或是個人的職事，要像保羅一樣有豐富的果

子，即使不及他那樣的程度，開頭都必須這樣來遇見神。基督的十架和復活必須是教會的核心分子

所具備的。十架會使人毀壞、離棄所有人的自滿、自恃、自信、驕傲、野心以及妄爲；復活可以進

到人的裏面，并取代人原有的生命。我們特别可以從這個核心的代表——西門彼得的身上清楚的看

到，他是一個被十架破碎毀壞過的人，藉着復活又重新建造在另一個根基之上。保羅在大馬色的路

上遇見主，他被擊打，又存活下來的經歷，使他得着基督和他的身體——教會，這個極大隐藏奧秘

的啓示。或早或晚，這樣遇見主的經歷，無論是個人的或是團體的，都必須是這個真正團體生命的

根基。許多的教會以及主的僕人，或是在一開頭，或是在較晚的時間，或是在失敗之後的恢復時

期，因着遇見主，他們的歷史就改寫了。在此之前，他們的盡職是平凡的，有限的，相較之下沒有

能力的；在此之後，卻是釋放的，擴大的，有屬靈果效的職事。有一本芝加哥慕迪出版社出版的小

書，“着名基督徒一生經歷的危機”（Crises Experiences in the Lives of Noted 

Christians），裏面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 

  四、如果宇宙的教會是超越屬地區别的，那麽地方教會就應該在靈裏，在交通裏，以及在擴展

上是超國際，超宗派，也是超越宗派之間（inter-denominational）的。我們常說，基督不可能爲

世上任何事物所局限，所歸類，他的性情遠超一切，他的國籍、他的時間、他的教訓、他的爲人能

符合所有人類的需要，然而他又不是單屬于任何一種人的。我們看過許多藝術家試着描繪啓示錄五

章中，“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這樣的情景，畫家以世俗的好意，畫了各種國籍、膚色、體格、

服裝、年紀、身材的人。我們已經說過，也許他們是出于善意，但是誰能描繪出復活的身體？這個

身體是“同形于他榮耀的身體”（腓三 21），“復活的是屬靈的身體”（林前十五 44），我們相信所

有因着人類堕落所産生的隔離和差異，將會永遠的消失。 

  如果教會的組成是基督，以及借着聖靈成爲屬基督的一切事物，那麽我們的聚集、我們的交

通、我們擘餅的立場，也必須是基于所有信徒裏面的基督，就是所有真基督徒裏面基本的生命。當

我們談到做主的工時，可能有些事情是我們彼此不能接受的，但是我們仍然持有一個生命的立場，

這就是主餅杯的真實意義。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只看到一個教會，雖然他知道還有許多其它的教會

存在。在這世上，或許有千萬個餅和杯在真正的基督徒當中，然而主看到的隻有一個餅和一個杯。

即使在一個地方，一個餅被擘開了，“大家分着（吃）”，主還是隻看到一個餅。基督可以被分

享，卻是不能分開的。在“千千萬萬”同有他生命的信徒中，基督仍是一位。有時主在我們中間動

工，改變了我們心思以往的持守，我們很容易就落到一種試誘和争戰裏，想在靈裏和那些還沒有改

變的信徒分别開來，這種特别的局面或是經歷就産生了一種難以矯正的傾向，想要産生出一個“宗



派”來。當然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是有其真實和鮮活的價值，我們極其盼望其它的人能知道，也能

經歷到，但是我們不能叫我們的經歷成爲我們和其它神真正的兒女之間的一道牆。惟一有盼望的方

法就是閉上我們的眼睛，不去看那些冒犯我們屬靈感覺的事物，（這指的不是有罪的事物），并且繼

續借着神的恩典，盡量維系在基督裏的交通，總要避免在態度和談話上，叫人感覺我們在屬靈上高

人一等。因着無知、偏見，或是缺少理解所産生的誤會是免不了的，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把心關

閉，只作自我的反省。新耶路撒冷的城牆的角是區隔出基督之内和基督以外的事物，但是我們也要

記得，這座城每一面都有“一萬二千斯泰底亞”，這象征了基督的浩大，也預表他的教會的廣大。 

  當保羅寫第一封書信給哥林多人時，他知道他要對付分門别類的靈，因此在信的開頭，他就說

到基督徒交通的真實立場和範圍，“在基督耶稣裏被聖别，蒙召的聖徒，同着所有在各處呼求我們

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在這同樣的範圍内，他用這段話，“願恩典與

一切在不朽壞之中，愛我們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來結束以弗所這卷書。 

  五、我們以上說到保羅個人的歷史，具體呈現了他是“神奧秘的管家”這個啓示的原則，如果

這點是真的，那麽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歷史所顯示的另一個在地方教會中的特質：教會完全是被基督

所取得的。腓立比書三章十二節說到，“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取得”這個字是一個很強的

說法，意思是被“拘捕”、“征服”、“取用”，或是“在掌握之中”。這個字也用在約翰福音一

章五節，說到光和暗，“黑暗不能勝過光”，這個字也用在污鬼“附着”人身上。因着這樣“取

得”的結果，保羅總是說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基督耶稣的奴仆”，或是“身上帶着耶

稣的印記”。因着這樣取得的經歷，意味着保羅從此失去了他的獨立，他不再有自己的方向，自我

的管理，世界向着他也失去能力，基督對他有絕對的主權。他是一個完全爲着基督耶稣而活的人，

不只是爲着祂做這做那，而是完全爲着“祂”這個人。他遇見主的時候，第一問題是：“主啊，祢

是誰？”他向主降服之後，又問：“主啊，我當做什麽？”主在他身上的主權不是一個道理，而是

完全的主宰。這是何等切身的經歷！就像之前許多人遇見主，主重復的呼喚他們，“亞伯拉罕，亞

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馬大，馬大”，“西門，

西門”，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位，就是“掃羅，掃羅”。這樣一個帶着目的的真實呼召，必須

存在于任何一個真正地方教會的組成之中，一旦教會失去這樣活的使命感、目的和命定，就會失去

動力，只不過存留在那裏，卻沒有任何的衝擊力。（譯自史百克所着“奧秘的管家”第九章） 

https://www.aishen360.com/read/shibaikewenji/6670766.html 

默想: 

- 從神的角度來看教會是什麼? 

- 教會在地上應該彰顯哪些特質? 

心得筆記: 

 

 

 

 

禱告: 

 

https://www.aishen360.com/read/shibaikewenji/667076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