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八篇 羅馬五至八章裡的生命與死亡

我們可稱羅馬五至八章為聖經的核仁，其中有兩個關鍵辭重複使用，就是生命與死亡。在創世記二章，
生命由生命樹代表，死亡由善惡知識樹代表。（9。）善惡知識樹的結果，實際上不是知識，乃是死
亡。所以，我們可稱這兩棵樹為生命樹與死亡樹。

善、惡、知識

死亡樹非常狡猾。雖然牠帶來死亡，但牠不稱為死亡樹，乃稱為善惡知識樹。與這棵樹有關的有三件
事：善、惡、知識。我們都寶貴善和知識，但不喜歡惡。我們認為善與惡是兩個不同類別的東西。然
而，聖經裡對善與惡的觀念不是這樣；聖經將善與惡放在同一類。這指明我們該注意生命，不該注意善
或惡。照著創世記二章，善和知識與惡相題並論。牠們屬於一個家庭，乃是一同作工以帶進死亡的三
『姊妹』；死亡當然與生命相對。

生命線與死亡線

有些基督徒說，我們不該再關切創世記二章所說的生命樹與知識樹。但見於創世記的項目，多半是在聖
經別處得著發展的屬靈真理的種子，我們不該忽略牠們。創世記二章有生命的種子與死亡的種子。但在
啟示錄末了，我們看見這些種子的終極完成。死，最後的仇敵，被扔在火湖裡。（二十14。）生命在新
耶路撒冷裡洋溢，因為在那裡我們看見生命水的河，有生命樹長在其中。（二二1～2。）新耶路撒冷從
中心到圓周是生命的城。撒在聖經開頭的生命的種子，終極完成於生命的收成；而死亡的種子終極完成
於死亡的收成。因為生命與死亡的種子在全本聖經裡生長，我們就能在聖經裡追溯生命線與死亡線。在
本篇信息中，我們要來看在羅馬五至八章裡出現的這兩條線。

創世記二章有一個三角關係，牽涉到神、人和撒但。在這章裡，人面臨兩個源頭：神這生命的源頭，與
撒但這死亡的源頭。羅馬五至八章有這三角關係的繼續。至終，這三角關係會有兩個終極的結果。消極
的事物要隨著死亡被掃進火湖裡，但積極的事物要隨著那些蒙了救贖的人流進活水的城裡。今天我們都
朝著這終極總結前進，信徒向著新耶路撒冷，不信者向著火湖。許多基督徒在每天的經歷中，一腳在生
命線上，另一腳在死亡線上。另有的基督徒則在二者之間游移不定。可能昨天你在死亡線上，但今天因
著主的憐憫和恩典，你又在生命線上。

生命作王與死亡作王

現在讓我們從羅馬五至八章追溯這兩條線。五章十二節說，『這就如罪是藉著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藉
著罪來的，於是死就遍及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這裡我們看見罪和死的進入。十四節說，『從亞
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在這兩節裡，我們看見死亡線。在十七節我們看見生命線：『若因一人的過
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
中作王了。』在二十一節保羅宣告：『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著義作王，叫人藉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命。』罪帶進了死，但恩典藉著義帶進生命。所以，在五章裡我們看見死作王，
以及生命帶著恩典作王。

生命的新樣

六章四節說，『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我們不該留在死的作王之下，乃要在生命的新樣
中生活行動，並留在生命線上。下一節說，『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祂復活的
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我們在祂死的樣式裡，就是四節所題的浸裡，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祂復活
的樣式裡，就是四節所題生命的新樣中，與祂聯合生長。在基督復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就是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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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新樣中。然後十一節告訴我們，在基督耶穌裡，向罪當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卻當算自己是活的。這
些經文指明，六章也有生命線與死亡線。

『這死』

現在我們來到七章，這是許多基督徒不甚喜歡的一章。這裡我們看不見生命，只看見殺害與死。十一節
說，『因為罪藉著誡命得著機會，誘騙了我，並且藉著誡命殺了我。』罪是用律法作武器來殺我們的殺
人者。這該警告我們不要轉向律法。我們若轉向律法，罪會起來，好像說，『真好，你轉向了律法！你
正好給我絕佳的機會用律法殺你。』保羅是一個曾經這樣被殺的人，他在二十四節呼喊：『我是個苦惱
的人！誰要救我脫離那屬這死的身體？』『這死』指罪藉著律法的武器所導致的死。

四重生命

我們從七章往前到八章時，發現在八章裡，主要的是生命，不是死亡。八章二節說，『因為生命之靈的
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為著生命之靈的律，阿利路亞！十節繼續
說，『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照著六節，我們的心思若置於
靈，我們的心思也要成為生命。不但如此，賜生命的靈若住在我們裡面，就是安家在我們裡面，祂甚至
會將神的生命分賜到我們必死的身體裡。（11。）所以，不但我們的靈和心思是生命，甚至我們必死的
身體也能活過來。照著羅馬八章，我們這人的三部分，靈、魂、體，都能接受生命。我們的靈是生命，
因為耶穌基督已進到我們的靈裡。我們的心思能成為生命，因為內住的基督正從我們的靈擴展到我們的
心思裡。不但如此，神生命的擴展甚至會達到我們必死的身體，叫牠活過來。為著羅馬八章的生命讚美
主！

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這章裡有四重生命：在神聖之靈裡的生命，在我們人靈裡的生命，在我們心思裡的
生命，以及在我們必死身體裡的生命。雖然羅馬八章有這樣的四重生命，死卻還在。乃是到了啟示錄二
十章，纔只有生命，沒有死。那時，死，最後的仇敵，要從人間被扔在火湖裡。所以，在新耶路撒冷裡
將只有生命的元素，沒有死亡的元素。然而，今天我們裡面有生命的元素，也有死亡的元素。

在意生命

所有已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丈夫應當愛自己的妻子，妻子應當服從自己的丈夫。然而，在創世記二
章，我們沒有讀到丈夫愛妻子，或妻子服從丈夫。不過，這樣的事乃是包括在十七節的『善』裡。丈夫
愛妻子，或妻子服從丈夫，就是為善。反之，丈夫恨妻子，或妻子背叛丈夫，就是作惡。在聖經末了，
我們又看見『生命』與『死亡』這些辭，而沒有看見『愛』與『服從』這些辭。所以，聖經的開頭和末
了，創世記和啟示錄，都有生命與死亡。羅馬五至八章也是一樣。在這幾章裡，保羅沒有說到丈夫愛妻
子，或妻子服從丈夫。他在別處說到這些事，但不在這裡。反之，在這幾章裡，他非常強調生命與死
亡；他似乎不在意愛或恨，服從或背叛。

人可能非常愛人或服從，卻是死的。神在祂的經綸裡所在意的，主要不是我們的善或惡，服從或背叛；
祂只在意我們是活的或死的。每個死了並埋葬在墳墓裡的妻子都是服從的；她絕不發表自己的意見。但
神不要死的服從；祂渴望我們都是活的。這是在羅馬五至八章裡，保羅沒有說到服從或背叛，乃說到生
命與死亡的原因。羅馬八章六節不是說，心思置於靈，就是服從；心思置於肉體，乃是背叛。保羅寫這
段話，完全在神的靈裡，並在神的經綸裡；他不在意善或惡，只在意生命與死亡。

善與惡屬於知識樹，就是死亡樹。對與錯也屬於這棵樹。因此，我們不該關切對與錯，而該關切生命與
死亡。在神的經綸裡，僅僅是善的並不彀。我們也許是善的，卻仍是死的。神的經綸需要我們在生命
裡。我們可能對了，卻是死的；也可能錯了，卻是活的。幼稚園充滿吵鬧的男孩和女孩，但這些孩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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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雖然幼稚園的孩子也許很吵鬧，有時候很頑皮，但我喜歡他們的情形過於墳墓的安靜和秩序。所
有埋在墳墓裡的人都是合法且很有規律的，但他們是死的。你喜歡活的錯還是死的對？我寧願是活的。

我們靈裡的生命與我們肉體裡的死亡

從死亡遷到生命，或從生命遷到死亡，是很容易的。換句話說，不從一個範圍遷到另一個，是很困難
的。例如，我們很容易就能打開電燈，正如我們很容易就能關上電燈一樣。死亡與生命也是一樣。我們
能打開靈的開關而在生命裡，也能關上開關而在死亡裡。

電是生命之靈的絕佳例證。電是看不見的，人也無法徹底明白電。生命之靈也是一樣。我們要應用電，
就必須先把電安裝在我們家裡，然後我們需要使用開關。感謝主，神聖的靈這屬天的電已安裝到我們的
靈裡。無論我們感覺如何，那靈，就是神聖的電，以及開關，都在我們的靈裡。

生命在我們的靈裡，死亡在我們的肉體裡。亞當在園子裡的時候，生命樹與知識樹都在他外面。但今天
這兩棵樹在我們裡面－生命樹在我們的靈裡，死亡樹在我們的肉體裡。在聖經裡，『肉體』這辭不但指
我們敗壞的身體，也指我們整個墮落的人。為這緣故，聖經稱墮落的人為肉體。（羅三20。） 

將我們的心思置於靈

羅馬八章六節說，『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將我們的心思置於我
們的所是，就是將牠置於肉體。將我們的心思置於肉體，意思不僅是將牠置於我們的身體；這意思是將
牠置於我們這人，我們的己。例如，有人也許覺得自己已往很壞，現在他也許竭力為善。這是將心思置
於肉體，置於無望的己。有些基督徒以為，他們若將心思置於屬世的娛樂，就是思念肉體。當然將心思
置於這樣的事，就是將牠置於肉體。但這不是思念肉體惟一的路。甚至你定意愛妻子，這也是狡猾的將
心思置於肉體。當我們受試探，要定意為善時，我們需要禱告：『主耶穌，憐憫我。離了你，我就不能
作甚麼。』我們這樣禱告，就將我們的心思置於靈，不是置於我們可憐的己。

不但如此，我們不該將我們的心思置於將來可能發生的事。讓我們把將來交給主。假定亞伯拉罕蒙神呼
召以後，求主告訴他第二天該往那裡去；主可能說，『亞伯拉罕，平平安安的享受我。將明天交給
我。』今天安息在主裡，並將明天交給祂，就是將心思置於靈。

因為許多基督徒沒有看見這點，他們常常勸戒別人或勸告別人該作甚麼。這是鼓勵人將心思置於肉體，
結果就是死。在我早期的職事中，我不但勸告別人，也勸戒自己。結果，我被殺死，別人也被殺死。

養成新的習慣

讚美主，生命的神在我們的靈裡！雖然我們也許知道這點，但我們仍需要學習如何憑著內住賜生命的靈
而活。重要的不是我們有多少知識，乃是我們有多少憑著基督而活。

讓我告訴你一個有助於說明這點的故事。我年幼的時候，家鄉的人多半仍用油燈；那時沒有電。我作孩
子的時候，常常清理燈，裝上油，然後點燈。甚至我們家裡安裝了電以後，我仍習慣用油燈。有時候我
開始點燈，別人就笑我，然後題醒我只要使用開關。雖然新東西，電，安裝好了，我還不習慣使用牠。

在基督徒的生活裡，原則也是一樣。我們受培育、受訓練，要憑著自己而活。這是我們的習慣。甚至主
耶穌安裝在我們裡面以後，我們依然習慣憑自己而活。然而，我們需要養成新的習慣，憑基督而活的習
慣。因為許多得救的人沒有這新的習慣，所以羅馬七章是必需的。我們需要看見異象，基督這生命活在
我們的靈裡。因為祂活在我們裡面，我們不但必須放下罪惡的事，也必須放下我們老舊的生活方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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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需要從憑自己而活轉到憑基督而活。這需要我們留在靈裡，並照著靈而行。

我們一失去與靈的接觸，就與生命隔絕，並且立刻在死亡裡；不需要等死亡進來。例如，我們一關上房
間裡的燈，就在黑暗裡；不需要等黑暗進來。關上燈，就把我們擺在黑暗裡；照樣，與靈分開，就把我
們帶到死亡裡。甚至薄薄一片絕緣體，也能切斷電流；同樣，甚至很小的事，也能使我們與靈裡的生命
隔絕。因為我們在三角關係裡，牽涉到神在我們的靈裡是生命，以及撒但在我們的肉體裡是死亡，我們
就需要養成留在靈裡的習慣。我們不該定意為善，我們只該轉向我們的靈，並且同那活著的一位留在那
裡。這習慣不容易養成，但這習慣是可以養成的。

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

羅馬六章十一節告訴我們，向罪當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當算自己是活的。然而，這事的經歷是在羅馬八
章的靈裡。我們在靈裡與主同在，就自然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你若不在靈裡，而試著這樣算，就
會發現你越算，就越在死裡。

我們看過，與靈隔絕就是在死裡。例如，你發脾氣，原因是在你與你的靈之間已經有某個絕緣體。不是
你發脾氣，然後與靈隔絕；乃是你與靈隔絕，所以發脾氣。你的靈周圍若沒有絕緣體，就沒有消極的事
物能勝過你。反之，在你靈裡神的生命會吞滅一切死亡。我們的經歷證實這點。當我們在靈裡，裡面神
的生命就吞滅每樣消極的事物。但我們一絕了緣，因而與靈隔絕，我們就在死裡，甚至最小的問題也無
法處理。

宇宙的戰爭

神的經綸不是善或惡、對或錯的事。不僅如此，神的經綸不是倫常的事。照著倫常的標準，我們該為
善，不該作惡。然而，神的經綸全然是生命或死亡的事。在生命裡就是活出神，在死亡裡就是活出撒
但。我們乃是戰場，神與撒但之間的宇宙戰爭，就在我們裡面猛烈進行。這戰爭的結果，乃斷定於我們
將心思置於何處。我們若將心思置於己，因而與靈隔絕，撒但就得著地位。但我們若留在靈裡，並將心
思置於靈，神就得著勝利。

這正是八章十三節裡所描繪的，那裡保羅說，『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著那靈治
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著。』我們必須靠著內住的靈，治死舊人的行為。這樣作就是活著。讓我們為這
點禱告，實行這點，並養成留在靈裡的習慣。我們越養成這習慣，就越要活著，且會離死亡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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