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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处处境境境境探探探探讨讨讨讨 
******************************************************************** 

 

谁谁谁谁是是是是门门门门徒徒徒徒？？？？ 
 

 
 

陈陈陈陈 淳淳淳淳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中中中中华神学华神学华神学华神学院院院院神学神学神学神学生生生生) 

 

谁是门徒？ 

基于弟兄姊妹惯常对“门徒”观念的两种误解：首先有很多基督徒，终其一生不知

道“门徒”与“信徒”的分别，他们认为“门徒”是“信徒”、“基督徒”的另一个 称

呼，他们认为每一个“未信者”经过“认罪”、“归信”之后就自动成为“门徒”了，

所以教会实践“大使命”的方针、策略大部份都着眼于“布道”“传福音” 的工作；而

另一种误解是基于对第一种误解的清楚认识：他们知道教会里有“信徒”与“门徒”这

两个类别长期存在，前者只是停留在认识信仰的初阶，而后者甘于 付出、实践、委身信

仰而生活，由于教会牧者认为自己有责任拣选有潜质者（FAT –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教导、训练他们从“信徒”走向“门徒”，这种针对性策略本是好事，但

却令大部份没有被牧者慧眼拣择的“信徒”因而产生误解，甚至安于现状继续过他们平

面、单有理性认知基督信仰的生活；实在令人扼腕婉惜不已。 

但是话说回头，若果我们以为大部份“信徒”没有成为“门徒”，只是单单因为欠

缺、或得到片面知识，而产生、或导致被误解的结果，那未免不了解当中属灵争战中 的

复杂性，纵使门徒训练时常强调“参与者”要对信仰委身，舍弃属世生活、甘于牺牲、

付出，但事实上这不单涉及“作门徒者”回应信仰的热诚、取舍与能力，也 涉及属灵争

战中“正面动力”与“负面动力”的影响。本文一方面尝试从中指出“信徒”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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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过程中的种种“被动性”及“主动性”，同时亦让我们明白耶稣 已向普世发出“作

祂门徒”的邀请，非此即彼，没有旁观的信徒，也没有手扶着犁的门徒，每一个接受耶

稣基督救赎宏恩、重新得救的信徒都应该是主的门徒。 

  

主的呼召：使万民作门徒 

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使万民作我（耶稣）的门徒”是如斯直接了当地道出祂的

要求，不是使万民作“信徒”，而是作“门徒”。“门徒”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

269 次，而“基督徒”只出现 3 次，“信徒”只出现 2 次。“门徒”一词意指“初学者

或学生”，那不单是指某人对信仰的认识，更包括在心态上、生活上愿意接受师傅（耶

稣基督）教导的初学者，包括接纳师傅的观点和愿意在生活上实践，其中当然需要学习

者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明确的弃绝、坚决的服从。[1] 所以若果教会误以为单单广传

福音就等于回应了“使万民作门徒”的大使命，那是天大的误会、误解。 

  

主的宣示：作门徒的标准 

广传福音只能让更多人知道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广传福音很多时在传讲的是那种

成功者的福音，在这样场合下接受福音的人，多少人能真的明白耶稣要人跟从祂的心意

呢？当日有许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约 2:23~24）……耶稣向一群跟随祂、拥戴的人发出这样的呼吁：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 9:23）。耶稣对门

徒清晰地点明祂的要求，：“门徒的价值观是以主为中心，生命的目标是由主而不由

己”（路 14:26~27）。这是对每一个跟从祂的人的要求，说得毫不含糊、没有中间路

线，所以后来跟随祂的人中间多有退去的（约 6:66），因为他们自己明白自己是以怎样

的 心 态 跟 随 主 ， 而 事实 上 ， 耶 稣 早 知 跟 随祂 的 人 中 间 既 有 绵 羊、 也 有 山 羊 （ 太

25:31~46）、有麦子、也有稗子（太 13:24~30），所以祂再三教导人要从果子认出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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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素质（太 13:33~37），这也就是保罗所谓人脱离卑贱的事，方能作贵重的器皿

（提后 2:21）。这经文不单是指出人能否成为被神选用器皿的原则，更直接道出神对人

的要求：每一个愿意悔改、归回、信靠基督的人，都必须学习如何在生活中全心全意地

归向神、顺服主，这种学习的模式既是当日十二门徒的生活模式，也是今天跟从主之人

的生活模式。 

这是每一跟随主之人自己要作的个人决定，但是这种决定只是个人对神拣选的积极

回应而已，当日耶稣为了避免十二门徒误会，因此亲自告诉他们：“不是你们拣选了

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主的容许：负动力在拉扯 

我们所熟知的十二门徒之一：彼得，他并没有因为神的拣选而免除所有的困难，立

即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事实上他还要经历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那是他人生中最失败

的时候：一夜间三次不认主。所以作门徒的人难免遇到考验，拉扯其不能战胜的固然是

其个人的软弱，也可以可能是来自那恶者的引诱攻击。 

仍记得上文提及跟随耶稣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约 6:66）的吗？这些人为什么退去

呢？要解释这一点，首先需要回到六章开始所记载的五饼二鱼、耶稣履海的神迹，前者

行在人前，后者只有门徒知道，在这二段经文之后，约翰刻意地记载了耶稣对闻风而至

的那些跟随者的指责：“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

因吃饼得饱。’”因此祂清楚表明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不是来满足他们肉身的需要，难

怪门徒中人议论纷纷：“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约 6:60）？ “肉身需要”成为负动

力拉扯的工具。千万不要轻视这种顾念“肉身需要”的负面源头，约翰指出这是那恶者

诱人犯罪的“三度板斧”：“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 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

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

的”（约一 2:16）。约翰笔下的“世界”根本就是背叛神的整个世俗化体系──罪恶和

试探根源的代名词，[2]  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正是它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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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板斧”，当日夏娃被诱的过程就是如此：“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

人的眼目（眼目的 情欲）、且是可喜爱的（肉体的情欲）、能使人有智慧（企图得着神

的智慧岂不是因着今生的骄傲吗？）、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创 3:6） 

我们可以举另一个旧约事件说明拉扯的负动力无处不在：约书亚攻艾城之败，其中

罪魁祸首应该是“亚干”，让我们看一看亚干的堕落过程，就会明白这一切全是出于那

恶者在幕后的拉扯：“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美好（眼目的情欲）……我就贪爱这

些物件、便拿去了（肉体的情欲）”（书 7:21）。而且无独有偶的是艾城之败的另一个

原因是以色列人因胜生骄：“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

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书 1:4）。这不是“今生的骄傲”是什么？正如

约伯记中那恶者的自述，它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伯 1:7），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 5:8），它乃是要世人将来在炼狱中与它作伴，它不甘心让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

中，所以它千方百计诱惑人留在它的身旁。 

事实上，这种作门徒的巨大负面动力，保罗早就向信徒提出了警告：“那时，你们

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

行的邪灵”（弗 2:2）。 要知道我们在信主前可能从家族、生活环境中沾染了属灵的破

口而没有适当的处理，这就构成潜在的干扰，当我们热心回应信仰的时候，干扰就产生

影响力。如果我 们用一些现代信徒面对的社会现象、处境，就会明白那些破口是怎样无

处不在：家庭夫妻、父母的离异，工作需要时常出差，停止聚会，感情不专一，婚外情

关系危机，家庭破碎的儿女心理健康情况，情感受伤者心底带着的苦涩，不能饶恕自

己、他人的无助者。事实上，这种种人生常态，皆可以被那恶者作为干扰、迷惑的工 

具，要知道人的理智可以拒绝撒但，但潜意思却可能被它所攻击。保罗再三叮咛我们对

手是何等狡猾：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幽

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弗 6:12）。 

可是，无论是个人软弱还是那恶者的拉扯，都是得到主容许才会发生的事情，正如

耶稣早就知道跟随祂的人当中有山羊、有稗子，但祂并没有早早剔除他们，今日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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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徒是否每一个都是神所拣选的门徒呢？若果我们以之询问耶稣，我相信祂会与一

如当日回答彼得般：“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罢”（约 21:22~23）。 

所以，负面拉扯的动力不是作为衡量、定夺谁失败、谁定胜的工具，它一方面提醒

我们、要我 们自省：若果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成为门徒，那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栽

培者的责任。让我们抚心自问：是否有足够、正面、积极的教导给予所牧养的羊群？对

他 们的属灵生命是否有足够的喂养？是否有教导、协助他们善用神的恩赐？这并不代表

人可以代替神的工作，而是尽上能力实践主颁布的大使命，若果教会中牧者没有 好好教

导他们处理好生命的问题，那无数的“亚干”仍会继续连累以色列人、拖累“约书亚”

的事件仍会不断重复地发生。 

与此同时，负面动力的拉扯，同时也带着试炼门徒的作用，千万不要误会，这拉扯

的试炼不是出于主衡量、评估、审判的需要，那一位知道万人、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主

（约 2:24~25）， 并不需要试验我们，就已经能够知晓我们的忠贞程度。试炼其实是门

徒成长的途径，是自我量度、追求成长时的量度尺、温度计，目的是确保我们走在祂最

终赐福的 途径上，正如彼得这个曾经在试炼场中败过再站起来的过来人说：“叫你们的

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 

时候，得著称赞、荣耀、尊贵”（彼前 1:7）。 

  

主的应许：正动力是确据 

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恐惧那恶者拉扯的负面动力，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叫劳苦担重担

的在祂里面得安息，祂的轭是容易负的，祂的担子是轻省的（太 11:26~30）；是我们抵

受得住的（林前 10:13）。更何况主在颁下大使命的同时也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太 28:17）。这就是信徒胜过世界的确据，我们所信靠的主是拥有天上地

下所有权柄的主，不单祂胜过世界，连我们这些爱祂、信靠祂的人，也得以胜过世界

（约一 5:1~5）。这就是信徒得着正动力的确据，这是出于祂的宣告，也是出于祂的应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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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我们是与那管辖这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2），但我们并不

怕它，说到底它早在二千年前败于基督的十架救赎、复活大能之下，所以尽管它今天咆

哮依旧，也只是日落西山的无牙老虎而己，约翰早就向我们保证：“小子们哪，你们是

属  神 的 ， 并 且 胜 了他 们 ， 因 为 那 在 你 们里 面 的 ， 比 那 在 世 界上 的 更 大 （ 约 一

4:4）。” 所以尽管那恶者各种欺骗、说谎、引诱人堕入私欲的手段层出不穷，为要人

与它一同堕落灭亡的火狱之中。但圣灵透过保罗向信徒宣告：“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 

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

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你们的大爱，当你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你 们与基督

一同活过来。（弗 2:3~5）”这就是正面动力与保证，我们能作门徒不是基于个人怎样

努力、思想怎样无暇、行为怎样无污，而是因为神的大爱，我们能作门徒是因为神大能

的拯救；神的灵乃是印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 8:16）。如果神的

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罗 8:9）。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 5:25）。这意味着得救者要与

圣灵合作，顺从圣灵行事。所以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写下了千古以来所有信徒的禁戒：

顺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 6:8）。所以

作门徒的成功失败不在自己个人的能力与努力，关键全系于个人与神关系，没有一个人

能依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跟随主、亲近而成为门徒，这其实是同出

一辄的道理。 

  

同作门徒：关系产生信心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

为，免得有人自夸（弗 2:8~9）。 这是一段现代信徒都能倒背如流的经文，让我们知道

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是怎样因信而蒙神称义，但是因此也就更容易令大部份信徒产生了误

解，以为信心有其功能 性，人因为有了信心就能要求（驱使）神为他成就一切，仿佛要

求神能力的帮助与自己的信心大小成正比例一般，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所描述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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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不在乎其功能性，着重的其实是关系性，因着信心而与神建立紧密的关系，甚

至反过来说，因为与神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对神有充分的信心，这就像一般孩童皆对 其

父母有充足的信心，是关系产生信心，而不是信心产生关系，这样显浅的道理，三岁孩

童皆能明白，但偏偏当我们将信心放进信仰范畴中就糊涂了。 

情人间的甜蜜不因礼物轻重而有所改变，此所谓物轻情义重，首要者是关系，而不

是物件之贵贱；但今天多少人将属灵追求、分别为圣的工夫却放在技巧、功能各项改 善

的细磨工夫之中，这固然有其功效，但却是本末倒置之兼。每一个信徒惟有经历生命被

神的改变，才能被神所用，这是没有丝毫投机取巧的剩地，主权在神的手 中，不由人的

主观愿望所控制，正如拉撒路经历过主的大能得以复活，他的生命就是一份见证，因而

几乎招来杀身之祸（约 12:10）。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人传讲的时候本来无所增添，但

若果传讲者有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他传讲的时候就能更传神、更有说服力。这又是关系

影响果效的另一明证。事实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罗 8:31）？这样每一

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信徒岂不都能成为主的门徒吗？这正是神工+人责=属灵胜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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