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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這段經文解釋一個人在信主前同信主後，佢地嘅行事為人有甚麼的分別。保
羅認為一個未認識主耶穌的人，是活在虛妄之中，這種虛妄使他們「心地昏昧，因自
己無知，心裏剛硬而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活在虛妄的最大傷害是他們與神所賜
的生命隔絕，即是他們的生活是與神無關的，並不在神的創造心意之中。一種沒有神
創造心意的生命，即是沒有了神的豐盛、真善美，以及永恆性的生命。保羅形容這種
虛妄生命是「已經麻木，就放縱情慾，貪婪地行種種污穢的事。」當對一切真理都麻
木的時候，就不再介意犯罪了，所以能夠放縱地、貪婪地去作出種種神所厭惡的事。 

  

 當人類沒有道德的規範時，就會以個人的心意為標準，而個人的心意就造成放縱，
或者個人的無知為自己種下惡果。中國人有儒家思想作規範，以個人的修為，限制自
己不去行惡，所依靠的是個人的自身努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確能夠讓
個人的道德提升，可以成為一個君子。基督信仰認為律法只能叫人知罪，規限了人犯
罪的可能性，可以稍微讓人不犯那麼多的罪，但卻不能赦罪，而赦罪不能夠靠自身的
力量，人不能自己赦免自己而需要依靠神。因此，當人不認識神，就只會活在罪中而
不會有赦罪的恩典。 

 

 保羅形容一個信了主的人是「新我」，這新我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從真理來的
公義和聖潔。人的被造本來就有神的形象和樣式，只是因罪而失落了，當人一旦與神
復和，就回復到人被創造的原初起點了，神的形象與樣式又能在「新我」中找到了，
既有神的形象與樣式，那麼公義與聖潔自然亦隨之而有了。「舊我」沒有聖靈的引領，
自然不會明白神的心意，因而會放縱而行，「新我」有聖靈的提醒，明白神的心意，但
是否願意順服聖靈的引領，行出神喜悅的生活，還需「新我」願意改變，並棄絕以往
的惡行。然而，罪中之樂仍會成為「新我」的絆腳石，仍然會使「新我」流連於舊有
的生活習慣之中，不願意離開。 

  

 保羅提出了信徒的一些生活守則：「即使生氣也不要犯罪……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
只要隨著需要說造就人的好話，讓聽見的人得益處……不要使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
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救贖的日子來到。」信徒總是有情緒的，會發怒的，但不要讓
正常的發洩成為了罪行。更大的學習就是要讓別人得益處，為別人的緣故學習說合宜
的話，甚至閉口不語，因為我們生命是否長進，聖靈是會擔憂的。聖靈內住在信徒心
裡，是要與信徒一起等候終末的到來，讓信徒能夠得到這永恆的福祉。 

 

 今天，我們已經成為一個「新造的人」，享受著一切神所賜予的恩典，在等候主耶
穌所應許那終末的來臨，在這等候期間，我們的屬靈光景如何呢 ? 我們還在掙扎於脫
離那些罪中之樂 ? 我們已擺脫那「舊人」，完全穿上了「新人」的衣服 ? 抑或我們已
穿起全副軍裝，準備為主打美好的仗，直至我們生命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