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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課 提防污染 aphorizo(分別) 
 

和合本：哥林多後書六 14-七 1 

「14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15 基督和彼列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

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17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

納你們。18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1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

得以成聖。」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七 1 說：「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

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聖經很清楚的吩咐我們，我們務要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一定要聖

潔。然而，今日我們處在一個大染缸中，充滿了色、錢、權的引誘，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真是談

何容易，尤其今日傳播發達，資訊爆炸，色情事業隨而大增，你只要看看網上的色情影片、照片，

比比皆是，再加上現代人的價值觀並不保守，以為這無傷大雅，類似的引誘也越來越嚴重了！究竟

我們怎樣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中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呢！  

 

或許我們未看這段經文之前，我們要看看這段聖經的前文後理。在前一段，保羅提到「為父之

道」，作為一個牧者，他的行為取向、價值觀、人生觀是怎樣呢？他用一連串的吊詭性真理來闡明

「為牧之道」: 榮耀 vs 羞辱、美名 vs 惡名，似乎是誘惑人的 vs 卻是誠實的，似乎不為人所知的 vs

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 vs 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 vs 卻是不致喪命的，似乎憂愁 vs 卻是常快

樂，似乎貧窮 vs 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 vs 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六 11-13）隨後，他對哥

林多說：「我向你們，口是張開，心是寬宏。」他亦呼籲哥林多人也當如此。 

 

但到了六 14-七 1，他卻忽然轉口談論聖潔的問題，並且叫哥林多人分別為聖，似乎來得有點突

然和古怪。隨後七 2-4他又繼續談論他為牧之樂。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有點不倫不類，所以有些聖

經學者以為這一段聖經是錯誤地放在這裏。 

 

然而，我們不必這樣解讀，保羅指出哥林多人的問題在於他們「心腸狹窄」，意思是指哥林多

人不是坦蕩蕩、不開放、不真誠，而其深層次的問題便是他們不聖潔。換言之，他們主要的問題，

不但是道德的問題，更是屬靈的問題，他們沒有從這大染缸分別出來，也不自潔，所以保羅便在這

一段提到聖潔的問題。 

 

保羅在 v.17 提到「過聖潔生活」的幾個先決條件，首先「我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

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分別」一字希臘文是 aphorizo，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 9 次，這個

字的意思是「分別出來」「拒絕來往」，不沾染、同流而不合污。基督教有一個吊詭性的真理，一方

面它是一個相當入世的信仰，主耶穌稱信徒是光是鹽，「光」與「鹽」有滲透的作用，鹽滲透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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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才可以調味，光滲透到黑暗中才產生作用，同樣基督徒要在這個世界中作光作鹽，要同流但不

合污。另一方面，聖經又稱我們為聖徒，希臘文 hagios 一字與 apphorizo 有點相似，都是解作「分

別出來」，神從罪人中把我們分別出來，過聖潔的生活，並且像明燈一樣照亮這個黑暗世界。這是

神給我們的召命！   

 

默想 

(1) 在諸引誘中，你以為你自己最易受引誘的是什麼呢？你會如何避免自己墮入這陷阱中？ 

(2) 什麼是「聖潔」？你以為在這個時代談「聖潔」是否太離地，太不實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