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該負的責任─對別人的責任 

羅馬書 13:8 

周鴻鐘牧師 

 

今天的題目是「該負的債─對別人的責任。」 

今天的經文羅馬書 13:8 

「千萬不要負債！只要彼此相愛是你們該負的債。 

那愛別人，就成全了律法。」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BC)有一次弟子們慫恿他去熱鬧的市集逛一

逛。「那兒的日用品非常多，食衣住行樣樣都有，保證會讓你滿載而歸！」學生

們七嘴八舌地說。 

 

第二天，蘇格拉底一進課堂，學生們為了上來，爭相要他談談此行的收穫。 

 

「此行我有一個很大的收穫，我發現，原來我並不需要這麼多東西。」 

 

有一位富家千金嫁給一位牧師，仍然喜歡逛百貨公司，一天買了一件高貴又漂

亮的洋裝。回家後穿給牧師欣賞，當牧師的丈夫看了說：「太太，真的很漂亮，

但是現在我們的經濟實在買不起這麼昂貴的衣服！」 

 

牧師娘說：「我也不想買，是魔鬼慫恿我買的。」 

 

「你可以對魔鬼說，退到我後面去！」牧師說。 

 

「有啊，我說了，但魔鬼在我後面說：『小姐，這件衣服，後面看也很漂亮

喔！』所以我就買了。」 

 

《可能》這本書的作者舒樂博士(Robert H Schuller)也是一位牧師，神學院剛畢業

被派到一間新教會當牧師，月薪是 200 美元(依當時幣值約 NT14000 元，我剛畢

業時月薪 NT600 元)。 

 



冬天來了，夫婦倆要買煤炭取暖，就到煤店訂貨，「老闆，照你看，我們倆口

子，一個冬天要用多少煤呢？」 

 

「大概五噸吧！」 

「那要多少錢？可以掛帳嗎？」 

「75 元，對不起，不能掛帳，牧師，我們這行是小本生意，不能欠帳，你可以

到銀行借貸。」老闆抱歉說。 

 

舒樂就到銀行借錢，銀行經理對他說的話，讓他終生難忘：「牧師，這次可以借

你 75 元來買煤，但下不為例。你知道嗎？你借錢來買煤，要真的欠債了。因為

你是借錢來燒，煤燒光，你用什麼來還債呢？所以當你借錢來買煤，買食物，

繳水電，你借來的錢一去不復返，那就是負債。但是如果你借錢來買生財工

具，那不是欠債，你是在投資，投資絕不是負債。」 

 

羅馬書 13:8 勉勵我們：「千萬不要欠債。」〝千萬〞就是絕對不可以舉債，向人

借錢。 

 

有一個秘訣很值得我們參考：如果我們賺 1000 元，最多只能花 999 元，或花更

少，我們就永遠有餘。如果賺 1000 元，而花了 1001 元，就會永遠舉債了。聖

經勉勵我們〝千萬不要負這種債〞。因為負這種債，人生永遠窮困。 

 

然而聖經也告訴我們，人生有一種永遠無清償的債，一生一世都會背負這種

債，「只有彼此相愛是我們該負的債。」(13:8b) 

 

現在舉三點來互相學習： 

 

1. 對別人的責任 

 

「只有彼此相愛是你們該負的債。」(台語聖經…「勿會得欠人什麼，只有相疼猶

是欠人。」)(羅馬書 13:8) 

 

〝欠債〞必還，這是一種責任。「彼此相愛」上帝說這是我們一生欠人的債，我

們要有責任償還。 

 



偉大的宣教士彭蒙惠(Dr. Doris Brougham)今年(2022)已 95 歲。21 歲領受上帝呼

召，很捨不得的(呣甘)拜別故鄉、父母、親人…當一名福音宣教士，來到台灣

創辦〝救世傳播協會〞〝天韻詩班〞〝空中英語雜誌〞，她是上帝賜給台灣人的祝

福。 

 

她說了一句名言，她說：「人不能只想到自己，應當把別人的需要視為是自己的

責任。」 

 

「把別人的需要視為是自己的責任。」 

 

被稱為〝非洲之父〞史懷哲(Albert Schwitzer 1875-1965)是法國神學家、醫學家、

哲學家、音樂家。 

 

在他三十歲的時候，已擁有哲學博士，在學術界出人頭地，並且拿到神學博

士，是德國史特萊斯堡神學院的院長。薪金優厚，居屋華麗，大有成為偉大神

學家的餐爛前程。 

 

又，他在巴黎隨著音樂大師偉多爾研習管風琴，是巴哈音樂的出色權威。可是

在他的傳記裡，他說：「一天清晨，我醒來的時候，突然想到，我不應該把目前

所擁有的幸福，當作是我應得的東西，我應當獻出自己，這是我的責任。」 

 

「別人的需要是我的責任」於是史偉哲毅然(堅決勇敢的)走上非洲藍巴倫的道

路，負起他對人生要負的責任。 

 

2. 充分的準備(自我充實) 

 

五千年歷史周帝國的學者列禦寇的《列子》書中一則記事： 

 

孔子來到楚國，路過一處大道，兩旁綠柳成蔭，見一駝背老人，在柳中黏秋蟬

(知了)。只見他手持長竿，對準目標，輕輕一觸，即獲一隻，比探囊取物還容

易。孔子頗為稀奇，上前問道：「你的技術真高明，有甚麼道理，能不能說說

呢？」 

 

「噢！先生，這沒什麼，先說說我練習捕蟬：我在五六月，蟬尚未出世，便把



泥巴搓成一顆顆丸子，拿在竿頭上，用手疊起來，若能兩顆重疊不墜，捕蟬時

便很少失手，三顆重疊不墜，便萬無一失了，這是我練習穩定的功夫。 

 

再說我捕蟬時的專心，我在對準目標時，身子真好像一根木樁，手臂便是上面

的樹枝。這時，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我的兩腿只見蟬翅，其他一無所知。 

 

列禦寇的這故事叫〝捕蟬之道〞，他的穩定工夫─搓土丸，對準目標的專心等都

是一種準備。 

 

前面說過史偉哲擁有哲學博士、神學博士及音樂權威，可是當他想到要負起人

生的債來愛人，他決定接受六年的醫科訓練，拿到醫學博士，成為他後來前往

非洲藍巴倫終身工作的準備。 

 

偉大的使徒保羅，前半生是一位學者型的律法主義的法利賽人。歸信耶穌後，

他知道今後將要走在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上帝明確告訴他，將託付重任(行傳

9:15)所以保羅獨自退到阿拉伯沙漠去思考，去作充分的準備，以便服事上帝、

服事人群作充分準備。 

 

一個人的工作愈少，表示他的訓練愈不足。我們要盡一切的可能充實自己，準

備自己，這是一種抱負。 

 

這樣我們才能對上帝、對人…做更好的服事。 

 

人生除了幸福，還有責任。然而我們當知道〝人生除了責任，還有幸福〞，我們

要擔負起讓自己幸福的責任，也擔負別人幸福的責任。 

 

3. 基督的愛改變我們 

 

耶穌的愛改變了耶利哥城的稅務長撒該，使一個人欺詐人的撒該對耶穌說：「主

啊，我願意把我的財產的一半分給窮人，如果我欺詐過誰，就還給他四倍。」

(路 19:8) 

 

非洲之父史偉哲在他的傳記中說：「耶穌的愛能夠改變一個人走向人生的新道

路。」 



 

耶穌的愛改變馬雅各醫生父子(台南新樓基督教醫院的創辦人)… 

改變了巴克禮博士…。 

改變了馬偕博士父子…。 

也改變了蘭大衛醫生父子及梅鑑霧牧師…。 

 

有一位青年喜歡踢足球，一不小心，球飛進了某教堂，撞破了教堂大門的一面

大玻璃，此事非同小可，青年那有可能賠償。牧師聽到響聲出來查看，沒有責

備，反倒關心地問他有沒有受傷，知道他安然無恙，便說：「玻璃破了沒關係，

人沒受傷就好，你可以放心地回去。」 

 

十幾年後，這間教會來了一位傳道人，第一主日禮拜他說：「十幾年前，一位年

青人打破了教會玻璃，他現在就站在你們面前，因為你們用耶穌的愛原諒他，

使他受到愛的激勵，進而認識耶穌，最後獻身。 

 

生命的價值不在於我們得到什麼，得到多少，乃在於我們付出多少？信仰的價

值在於我們是否能體貼別人的軟弱，關懷別人的困境。這就是我們償付〝人生

的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