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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哥林多後書，學作主工人(4)：學習僕人事奉 

柴子高老師 

 

「我們原不是傳⾃⼰，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 

並且⾃⼰因耶穌作你們的僕⼈。」（林後 4:5） 

 

    憑良心來說，服事主比較容易，因為主是完全、榮耀和美麗的。可是服事

教會不容易，因為教會裡面有不少罪人。從保羅書信中所見的哥林多教會，並

不是一間可愛的教會。他們好比較，看誰的恩賜大。哥林多教會裡面有不少不

合真理之處，但卻不服管教，甚至懷疑保羅是否有權來定他們的罪。我想，今

天多數的神學院畢業生，都不會想去哥林多教會牧會。雖然哥林多教會不可

愛，但保羅表現出慈父的愛，像對自己年幼的孩子殷殷教誨，字裡行間滿是情

感與淚水，令人動容。 

耶穌的榜樣 

    不論任何時代，僕人的角色總是低人一等。我們不喜歡做其他人的僕人，

被人呼來喚去、頤指氣使，不會是一件令人心曠神怡的事。然而，保羅為了更

高的使命，甘願作哥林多人的僕人：「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

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林後 4:5）為著主耶穌的緣故而作，又

有何代價是太高的呢？因為主耶穌也為了我們成了僕人。保羅在腓立比書寫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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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對保羅來說，「道成肉身」並不是抽象的神學名詞，而是一種生命，一種

選擇「向下服事，成為奴僕」的生活方式。在哥林多後書中，保羅用「交換」

的概念來說這件事。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祂本來富足，卻為你

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林後 8:9）今天這個世

界，有誰肯為著他人的好處，犧牲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呢？  

毛巾與臉盆 

    保羅效法耶穌的典範，他以教會的需要為優先考量，能不計榮辱，放下自

己。當時一些假使徒在財務上對於哥林多教會予取予求，保羅雖有權利能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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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養生，但他選擇用織帳篷的方式在哥林多教會服事。「…因我所求的是你

們，不是你們的財物。兒女不該為父母積財，父母該為兒女積財。我也甘心樂

意為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林後 12:14)  

    今日教會裡，常見的現象是，服事者好像教會聘來講道與服事的 CEO（專

業經理人），以對價關係來服事。似乎缺少一種歡喜作、甘願受的愛與情誼。

好像只要管理方法對，就能有效地服事教會。然而，主耶穌親自為門徒洗腳的

榜樣，仍然是歷久不變的領導原則。我們需要謹記，「無論我們的管理工具多

麼強而有力，終究不能取代毛巾與臉盆的力量。」1 耶穌的工具並不新奇，卻

是有效。對筆者而言，那些曾經影響我的輔導與牧者，講道不見得出色，也不

一定很有恩賜，但僕人的身影卻常留回憶中。願以此文與今年的畢業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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