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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 论断和舌头的罪 

（阅读版） 

 

第十七章:论断  

 

论断之罪在高尚的罪里最微妙，因为论断常在热心正义的幌子下大行其道。

显而易见，我们保守福音派对天下事观点纷繁，从神学到行为，从生活方式到政

治，都是如此。不只观点如云，我们还常常臆断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就是论

断的缘起，我们把一己之见等同于真理。 

当然，论断不局限于保守福音派，还渗透整个社会，发生于文化分界 的两端。

动物权利保护者烧毁医学研究中心，极端环境保护人士破坏 滑雪场地，他们的

行为都是出于论断。有人说“耶稣不开越野车”，这 就是论断——不是因为耶

稣会开越野车(这不是重点)，而是此人仅 凭个人观点，就做出教条性或论断性

的评述。 我成长于 20 世纪中叶，人们去教堂都穿着庄重。男士穿夹克戴领带 

(常常是西装领带)，女士穿套裙。70年代，男士开始穿着便裤和开 又衬衫去教

堂，女士穿长裤。好几年来，我一直论断他们:难道他们 不敬畏神吗?如果去听

总统演讲，他们也这样随便吗?我觉得这种说 法很有说服力。  

不过，我错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去教堂应当穿什么。盛装会见总统 本是

华府文化，如果总统在自己的农场度假时约见你，大概穿牛仔服 就可以了。我

最后的结论是:敬畏神无关服饰，它关乎人心。耶稣 说，真正的敬拜者以心灵和

诚实敬拜父(见约 4:23)。的确，便服也 许反应了对神的随便态度，但我无法辨

识，因此也应该避免仅因为人 穿着随便，就贴上不敬神的标签。  

我也生长于宏伟古典颂歌伴之以钢琴、管风琴音乐的时代。诗乐相应，博大

壮丽。对我来说，这就是对神虔诚的敬拜了。现在很多教会中宏大的古典颂歌被

现代音乐取代，钢琴、管风琴没落，吉他、鼓乐 盛行。我就再次论断了:“怎能

用这些乐器敬拜神呢?”但新约时代的教会没有钢琴，没有管风琴，他们就设法

用诗、小调、灵歌敬拜神 (见西 3:16)。我依然比较喜欢年少时教会里唱的音乐，

但这只是偏 好，不是基于圣经的信念。的确，很多现代音乐肤浅，以人为中心。

但也有很多像古典颂诗一样纪念神、敬拜神。所以，我们就不要论断了。  

我们把一些问题提升到圣经真理的高度。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的最终结论

是，圣经在多数情况下教导的是节欲，而不是禁欲。我必须想通这个问题，因为

当看到基督徒在饭店里喝酒时，我发现自己又在论断了。在写了节欲的事后，我

收到一位女士礼貌而坚定的来信，她严厉地斥责我。她深信我在出卖基督教的道

德基石。我理解她的考量，但她没有给我任何圣经证据，这仅仅是她的个人信念。

请不要误解，我认为现今社会上普遍酗酒，实行禁酒有很多好处。在其他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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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基于那些考量为禁酒做强势辩论。但本章讲的是论断，有些问题圣经没有

谈论，或即使谈论了，也不如我们想要知道的那样清楚。我不过是说，在我亲历

的一些事情上，变得论断是多么容易。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 14章迎头碰到了这个问题。显然有两件事情估计 会在

罗马教会里滋生论断:一是素食主义对抗“想吃就吃”的心态，二 是守某些日子

为圣日的问题。保罗的原话是:“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

样”(罗 14:5)。  

只吃蔬菜的人论断什么都吃的人(大概是肉)，而那些什么都吃的人 可能带

着鄙夷，藐视只吃蔬菜的人(见第 3 节)。双方互相论断。素食 主义者以为自己

脚踏道德高地，就高扬虔诚的宗教鼻子，俯视什么都 吃的人。另一边认为他们

有优越的知识，他们“知道”如果感恩地进 食，对于神来讲吃什么并没有差别

(见提前 4:4)。所以，他们都在论 断，只是方式不同。  

今日也有相似的心态，现代音乐的拥护者也许贬损喜欢古典音乐的 人，说

他们老土，和时代格格不入。一位年轻牧师对我说:“靠着我们 的音乐，我们会

赢得你教会里所有年轻人。”他们可能像支持古典颂歌 的人一样充满论断，只

不过是以相反的方式进行。节欲还是禁欲的问 题也是如此。我知道，一些人认

为喝酒是基督徒的自由，就藐视禁酒的人。  

我的观点是:我们支持哪一方并不重要，他人的观点若和我们的不一致，就

太容易变得论断了。而且，我们还将论断藏于基督信念的披风之下。 

保罗对罗马的状况有这样的回应:“不论你的立场如何，都不要论断 了。”

他接着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 倒，自有他的主人

在。而且他也必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 14:4)。保罗基本上是说:“不要

企图在主内信徒中扮演神，神是审判 官，你不是。”  

当我们论断那些在偏好、做法上与我们不同的人时，就是狂妄地僭越 神仅

为祂自己预留的角色。这或许也是耶稣在讲著名的马太福音 7:1-5 时所想

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呢?”眼中的梁木会

不会是论断的梁木，僭越神角色的梁木?  

为了表达清楚，耶稣再次使用夸张的手法。从生理上说，人眼里不可能有梁

木，但就像在不饶恕人的仆人那个比喻里，一千万银子代表我们对神犯罪的真实

程度，眼里的梁木也就代表神对论断之罪的判决。我若没看错，我论断之罪的严

重，不在于我论断弟兄，而是因为我在论断弟兄的时候僭越了神的角色。 

行文至此，我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能判断他人的行为和信念。某人的生活方

式或行为若明显违背圣经教导，我们说他犯罪就是对的，圣经 里也有公然谴责

的情况。请看保罗在罗马书 1:24-32 所描述的道德滑 坡，直至彻底堕落。或看

看他对“情欲之事”的描述(见加 5:19-21)，或“末世”的特征(见提后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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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明显是罪恶的，若判断为 罪恶，我们只不过是同意神的话语，是圣经

在判断，而不是我们。  

说到这里，虽然是按照圣经判断，我们依然可能犯罪。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源

于自义，或我们判断得太严酷，或我们判断的时候怀有吹毛求疵的心态，我们就

犯罪了。如果我们谴责他人昭彰明显的罪，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依然是个

罪人，我们也是犯罪。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帮助我们停止这样做。 

 

教义上的论断  

 

我们易于陷入论断的另一领域是教义上的差异。今天在很多福音派人士看来

教义不是问题，因为教义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还记得那时我 反对开放神论—

—这种神论认为，神既不知道未来，也不能知道未来。一位朋友对我说:“为何

烦扰于此呢?我们就不能单单爱耶稣，彼 此和谐相处吗?”  

然而，我们很多人知道教义很重要;亦由于我们相信这一点，就易于 陷入论

断的罪。例如，神为我们代赎的教义和与之互补的因信称义的 教义，对我来说

都是关键教义。可以这么说，我会在这种教义上划出 明显的界限:“无论如何，

绝不妥协，不用多说!”但有些作家、老师 自认是福音派，却否认基督的代赎。

他们认为基督没有为我们的罪付 上工价，代替我们死。相反，祂上十字架，仅

仅是为了成为我们遭受 苦难时的榜样。又有人贬低基督在十架上的死，说不应

该关注基督的 十架，而应当注重祂的生平，跟从祂生时的榜样。我在布道或讲

话 时，只要可以于此发挥，就反驳这些人的观点。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 的，但

需要坦白，我有时会陷入论断的罪。我强烈反对他们的教导， 有时甚至把他们

妖魔化。我也认为不只我一个人犯这样的罪，在福音 派圈子里我也观察到其他

人的论断。因为我们如此坚信纯正教义的重 要性，我们就容易对持异议的人吹

毛求疵。分歧应该表达出来，但表 达的时候不能沦为人身攻击。 

  

批判心态  

 

大多数人时不时陷入论断之罪，但还有一些人会不停地论断，这些人有(我

称为)批判心态。他们在所有事上、在一切人中寻找和发现不足。不论谈论的话

题是什么，比如人、教会、一件事情、任何事情，他们都以毁谤结尾。我写的不

是理论上才有的人，我曾经和这样的人 

相处，与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喜乐。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提到过某些可接纳的罪，比如自私、急躁、愤怒，我们在

家里往往会比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基督教的公开场合)更自由、更随意地表达出

来，论断的罪也是如此。有时配偶(不论是丈夫 还是妻子)可能不厌其烦地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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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或孩子的过失，被这样不断地批 评之后，被批评的人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

做不好。朋友告诉我，一位 女士在中上层基督徒家庭长大，父亲极为挑剔，特

别是对她这个排行第二的女儿。她渐渐成了一个“什么都做不好”的人，至少我

们听到她 被父亲训斥的时候会这样觉得。但是，父亲越是批评她姿态不正，她 

的腰板就越弯;越是说她没有眼目交流，她的目光就越呆滞下视。如 果这位父亲

是为了“她的益处”反复贬损她，后果只有一种，那就是他 的预言会成为现实。

她觉得父亲的批评模式是一种拒绝，她就把自己 看成废物。成年后，她的第一

需要、第一目的就是寻找可以接纳她的 人，她的“朋友”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

用她盼望被接纳的需要。这位父 亲死的时候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他因为自己的

批判心态，泪流满面地 向女儿悔改。但一切都晚了:她已经悄悄地成了荡妇和瘾

君子。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从批判心态、论断心态所出话语的毁灭性。 我们

周围有很多证据述说着这种罪的罪恶。常言道:“好话十句，不解 坏话一行。”

那么，让我们检查自己，或者最好请别人检查我们:我们 有批判心态吗?我们是

否不断地寻找他人的缺陷，特别是自己家人或 教会成员的缺陷?  

最后，我猜想一些朋友也许不同意我在这一章里所说的事情。也许有人认为

去教会穿什么衣服或我们唱什么颂歌不是偏好问题，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信念。

我尊重他们的想法，也根本不想改变他们的信念。 

我希望像保罗那样，他在罗马纷争的事上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保罗没 有试

图改变任何人的信念。相反，他说:“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 14:5)。这样的

说法使很多人不舒服。我们不喜欢在有关基督徒行为 的问题上模糊不清。我们

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某人的观点和我们不 同，却都为神所接纳。但这的确是保

罗在罗马书第 14 章所讲的。如果 认真地看待保罗的话，怀着谦卑的心持守信

念，就可以免于论断的罪。  

 

第十九章:舌头上的罪  

 

在忙于此书的日子里，我经常在社交场合被人们问道:“你现在忙什么 呢?”

当提到我们所纵容的高尚的或可接纳的的罪时，总有人会眼珠一 动，说:“你是

指说闲话吗?”很明显，说到信徒的罪，这是我们最先 想到的。也就是说，闲话

在我们之间非常普遍，是我们在生活里一直 纵容的。  

即使闲话如此普遍，它也不是仅有的舌头上的罪。在此范畴里必须加上撒谎、

诽谤、侮辱、嘲讽、讥笑、粗暴的话语、挑剔的言论(即使说的是事实)。事实上

我们必须这样说:任何诋毁他人的话，无论是对他人所讲的，还是讲论第三者，

都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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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充满了对舌头上的罪的警告，单在箴言中就有六十处。耶稣也曾 警戒

我们，要对每一句无心的话负责(太 12:36)。而且，著名的雅各 书第 3 章也谈

到舌头的罪恶果效，雅各把这果效比作使森林陷入火海的 星星之火，一个肢体

污秽了整个身体。  

对付舌头上的罪，给我帮助最大的经文是以弗所书 4:29:“污秽的言 语，

一句不可出又，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这节经文是保罗在以弗所书 4:22-24 所立“脱下穿上”原则的应用。这原 

则要我们脱去旧我的罪恶特征，殷勤地穿上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华美品格。查考

以弗所书 4:29 就知道，我们不许说败坏的话。败坏的话不限于不 雅、肮脏的言

论，还包括我之前提到过的各样消极言论。请记住，保 罗绝对禁止这种言论。

“不许”有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又。就是“不 许”造谣、“不许”嘲讽、

“不许”有挑剔的言论、“不许”有粗暴的话语。所有败坏别人的罪恶话语都必

须在我们的言论之外。想一想，我们若都遵守保罗的忠告，耶稣基督的教会会是

什么样呢? 

思考舌头上的罪，就从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开始吧。说闲话是散播对他 人不

利的信息，即使这信息是真的，仍是闲话。而且，闲话常起于谣 言，罪就更大

了。沉溺于闲言碎语会喂养罪恶的自我，特别是当所传 是负面信息时，更是如

此。与人相比，我们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有时我们还会包装闲话:“我想和

你分享这件事，你可以为此祷告。” 的确，若知道某人的坏消息，我们应当为

他祷告，却绝不该到处散播。  

以弗所书 4:29 不仅告诉我们何种言语不应当出又，还说了我们应当讲 的

话。也就是那些建造人、给人益处的话。因此，当我们想说闲话的 时候，就该

问问自己:“将出品的话是会败坏那人，还是可以造就他?”  

和闲话紧密相连的是诽谤的罪。诽谤是对他人失实的评说、曲解，以达到诋

毁他人声誉的目的。比如，政治竞选因为诽谤对手而臭名昭著。竞选双方断章取

义或根据数年前发生的孤立事件，将对手错误地置于不利之地。断章取义的目的

肯定在于制造虚假、卑鄙的印象。 

但基督徒诽谤吗?是的，我们也诽谤。我们测不透他人的内心，也不 晓得他人的

特别情况，就认定他人有不良动机，这就是诽谤。因为某 个信徒没有做我们所

做的属灵操练，没有参加我们参加的教会活动， 我们就说他“不热心”，这就

是在诽谤。我们没有事先查考某人的立场 如何，就误解他人的立场，这就是在

诽谤。我们夸大他人的罪恶，使 别人看起来更加罪恶，这就是在诽谤。  

诽谤背后的动机常是要以某种方式胜过他人。商界称之为“暗箭伤 人”，

“踏着他人的后背攀登事业高梯”。但我们基督徒有时也这样做， 在基督教机

构或教会里，我们也会为了胜过他人而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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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就是撒谎。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撒谎。我们常常以为撒谎就是 进行

虚假陈述，多数人大概会避免这样的言论。但我们也易于撒谎， 如夸大、不讲

全部事实、纵容“善意的谎言”(以为不会造成什么后果 的谎言)。不论形式如

何，谎言就是有意的欺骗。若要检测自己的言 论，我们可以自问:“这话是真的

吗?” 挑剔的言论是对某人负面的评述，这评述也许是真的，但没有必要说 出

来。例如:“他看电视太多了”，“他不是个好学生”。有关这等评 述，我们应

当自问:“这话仁慈吗?有必要吗?”第二个问题指的是: 是不是真的必须说出来?  

论说别人的时候可能犯罪，跟别人说话时也可能犯罪。这些罪包括刻 薄的

话语、嘲讽、侮辱、讥笑。所有消极的言论都有共同点，就是都 会贬损、羞辱、

伤害对方，这种言论常源于急躁、愤怒的态度。耶稣 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

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 满的，又里就说出来”(太 12:34)。

也就是说，所说的话虽然是舌头 上的罪，真正的问题却在内心。所有闲话、诽

谤、侮辱、嘲讽、挑剔 言论的背后，都是罪恶的心灵。舌头不过是管道，心内

泉源为何，就 自然涌流出来。  

好几年来我试着将以弗所书 4:29的真理应用在言语上。我失败了很多 次，

但至少这真理成了我的基准、我的目标、我生生不息的追求。一 天晚上，我和

妻子说起以前同事的一些负面事情。就在那一刻，我想 到了以弗所书 4:29，就

“闭嘴了”。那天晚上我对自己的自制很满意， 但第二天早晨灵修的时候，我

想到前一晚的事情，这样的想法出现 了:“你确实想了那些负面的事，不是吗?”

我突然顿住，认识到我不 仅要保守自己的嘴，更重要的是保守自己的心。  

大卫这样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

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 19:14)。大卫思虑的不只是他的言语，还有他心

里的意念。我也学会了这样祷告，我的准则依然是以弗所书 4:29，但现在我把这

准则也用在意念上。我希望我的心灵泉源 没有败坏的意念，如果说出来，就会

造就听到的人。  

如果你我真的要穿上以神的形象创造的新我，满有公义圣洁，以弗所书 4:29

就必须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  

花一点时间回味这一章的内容，想想你说话的方式。你说三道四吗?你苛刻

挑剔吗?你向令你急躁、愤怒的人说恶毒的话，侮辱、伤害他吗?最好问问你的朋

友。若你结婚了，问问你的配偶、孩子。请记住，我们谈论的都是真实的罪。这

一章所讲述的这样的言论，我们也许觉得可以接受，但神绝对不接受，它的确是

真实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