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麗堂牧者心聲                 2023.03.19 

題目：雙面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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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月的「牧者心聲」，讓我們一起來思想：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要處理一個信仰的難

題。在信主後，我們蒙上帝「賜給我們的聖靈」，並有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五

5)。那麼，有神的愛所充滿信徒，又有聖靈的內住，罪和死的問題是否已完全解決呢？

罪又會不會仍然影響基督徒的生活行為呢？「罪」這個字在羅馬書出現過大約 26 次，

單單在第七章，就有 10 次，而「死」亦出現了 13 次之多。 

 

羅馬書第七章被認為是整本書信中最難解的一章。當保羅描述罪、律法和死對他的影響

時，究竟他是描述信主前非基督徒的光景呢？還是信主後，基督徒仍然落在知行不合一

的矛盾中？保羅刻意用了「我」的第一人稱：1-4 章用了 13 次，而 5-8 章，卻用了 48

次之多。而令讀者感到困惑的是，在 1-12 節，他是用過去式，而 14-25 節卻用了現在

式。他描述過去的生命，是有「各樣的貪心在我裏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的…

我就死了」(七 8-10)，尤有甚者，他更指出「罪趁著機會，藉著誡命誘惑我，並且藉著

誡命殺了我」(七 11)。保羅擔心讀者誤解律法和誡命的本質和功用，他馬上補充：「這

樣看來，律法是聖的，誡命也是聖的、義的、善的」(七 12)。 

 

若 1-13 節用過去式來表達信主前的生命，這是能了解的。可是，他卻用了現在式來形

容他的困境，他這樣說：「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恨

惡的，我反而去做」(七 15)。保羅是經驗分裂嗎？抑或他真實地將內在的衝突剖白出來？

在七 18-19，他坦言他內心的掙扎：「我肉體之中，沒有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

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反而去做」。 

 

由於人是有罪性的，在我們信主後，罪並沒有死去。雖然如此，但我們卻因耶穌基督的

救贖「脫離了罪」(六 7)及「從罪裏得了釋放」(六 18、22)。所以，作為蒙恩得救的罪

人，雖然不再被罪所轄制，但是仍受罪惡所影響。因此之故，保羅指出在他內心有兩個

敵對勢力，就是在「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內心的律交戰」(七 23)。這兩個律不單是指「意

志」和「行動」的衝突，更加是「神的律」(七 22)和「罪的律」(七 23)間的拉扯。 

 

保羅的信仰經歷是真實的，正如你我的信仰一樣真實。保羅並沒有隱藏他在信仰上的掙

扎。他曾呼喊說：「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必死的身體呢？」(七 24) 雖然在這樣的

困局中，但保羅沒有放棄信仰，他見證說：「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   

(七 25) 

 

願保羅對信仰的堅持，成為我們的勉勵和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