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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圣经辅导 

第 3 讲：基督徒的身分（上）我们会如何定义我们自己？ 
 
 

导论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

“圣经辅导”。在第 1 讲，我们讲到说圣经辅导是一个用神的话教导和帮助别人的计划，也

是把神的话送到别人生命中的机会。在第二课，我们讲到说心是我们辅导的主要对象。今

天，我们需要思考探讨圣经中关于人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基督徒的身分。什么是“身分”

呢？“身分”是对“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 

 

关于我们身分的争战 

 

腓立比书 3:4-11：“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

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

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

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

复活。” 

 

在 4-6 节中，我们看到保罗本来可以按着世界的法则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自己的“肉体”上，

什么是他的“肉体”呢？就是靠着他过去的行为和成就──他受过割礼、他逼迫过教会等

等，也可以靠着他的身分──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等等。这些都是

可以定义他身分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曾经与他有益，也就是说世界因此给他不少好处。7-11

节则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过去对保罗来说是有益的，现在他看为是有损的、看为是粪土和

垃圾，因为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就是保罗的身分宣告。在每个人的生活

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张力：世界说我们是谁对比神的话说我们是谁。当我们问“我是

谁”这个问题、或者“什么最能决定我的身分”的时候，这一张力就在我们的心中显现。所

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作为基督徒，你要做出怎样的改变：从世界对你身分的定义转向

圣经对你身分的定义，也就是让基督成为你的首要身分定位。 

 

我们会如何定义我们自己？ 

 

我们会用很多种方式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们接下去所列出的这些方式并不包括所

有的答案，我们只是举了四个例子，但这四个例子却是世界所教给我们的最常用的、对我们

影响最大的自我认知方式，我们称之为“身分的竞争者”。 

 

1. 别人怎么看我？ 

 

别人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常常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对自己的身分认知不是基于

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而是基于别人对他们的认识。例如，当夫妻俩争吵的时候，他们常常会

说一些愚蠢的、伤害人的话，他们自己也常常为此后悔。有很多人承认说他们在夫妻争吵中

说过类似于“你太懒了”、“你不但太胖而且超重。”或者更糟糕，他们还说过“我多么后

悔跟你结婚啊！”、“我们的婚姻根本就是个错误。”等等恶劣的话。当你的配偶对你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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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话的时候，这些话对你可能就会产生影响，你对自己的认识就会被这些话所影响。在一个

糟糕的婚姻关系里，在本身灵性就不健康的情况下，人很容易被配偶对自己的认识所定义，

而不是被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实身分所定义。也就是说我们会如何定义我们自己呢？我们会

根据别人怎么看我来定义自己。 

 

2. 我们的工作 

 

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我们接受过的培训塑造我们的思考方式。例如，工程专业毕业的人会比文

学专业毕业的人在思想上更加结构化、更加精于分析和更加追求逻辑，而后者的思路则会更

加哲学性和发散性。因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我们的工作上，所以工作会在很大程

度上定义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和身分。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就会像什么人。很遗憾的

是，我们的自我认知也常常被我们的工作所定义。例如，文化告诉我们，上班工作的女性比

在家照顾孩子的女性创造更多价值，也更有价值。但圣经却告诉我们，在家照顾孩子比在办

公室上班创造更大、更有永恒意义的价值。因为作为孩子的专职母亲和主要抚育孩子的人，

她有机会在每天的工作中塑造孩子的品格，所结出的果子是影响更深远，甚至影响到另一个

生命在永恒中的地位。除此以外，我们甚至会给工作画上高低贵贱之分，工作的种类也会定

义自己的身分，做一份更体面的工作看上去好像更有价值，在工作岗位上，承担更高的职

份，好像更有价值，总之，我们会如何定义我们自己呢？我们会根据工作来定义自己。根据

是否参与工作，根据工作的种类以及在工作中的职份等等。 

 

3. 自我对话 

 

你会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保罗·区普这样总结：“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人比你自

己对你更有影响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对你所说的话会超过你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话。每一个人

都在无休无止地对自己说话，你会不断地解释周边的事物、组织你的思路，并且分析周围的

环境。每个人都在进行一个里面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极大地影响了你所做的决定、所说的话

和所做的事。”对自己说话不好吗？这得取决于你对自己说什么。当你对自己说话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很有影响力的，你的自我对话塑造了你对自己的认识和你的自

我形象。例如，我们被这个世界对于减肥减肥的喜好所深深影响，如果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太

重了，她会不断地对自己说，“我超重了，我需要减重。”但是她们为什么认为自己太胖

了、超重了，需要减肥呢？其实在很多人的眼光看来，她们可能一点都不胖，但是她们被文

化所传递的价值观所影响和塑造，所以她们会对自己说，“我超重了。”“我再减轻 10 公

斤，就会有更多人注意我。”但事实上，她们的体重已经够轻了，她们没有任何问题。为什

么她们认为自己过重了呢？因为她们首先相信了世界所传递给她们的错误价值观，然后她们

持续地用这样的价值观对自己讲道、说服自己接受了一整套的谎言。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

活和生命当中，你常常会和自己说什么呢？你会和自己进行怎样的对话呢？你和自己的对话

内容取决于你接收到的信息，也决定了你相信什么，你的思考方式以及你对世界的认识，你

对自己的认识。 

 

4. 心理学标签 

 

在今天的文化中，心理学标签变得极为流行，例如：多动症、创伤后压力综合症、抑郁症、

双相障碍症、精神分裂症，甚至拖延症、密集恐惧症等等。这些词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来自

一本叫做《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书，这本书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圣经”，

刚开始的时候（1952 年），他们编制这本手册为要让精神病和心理医生能够在术语的使用

上一致，他们不至于对同一个病人做出不同的诊断，渐渐地这本手册就被全世界的心理和精

神病医生社区所采用，来对病人做出诊断。从圣经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这些名词是数千



 

3 

个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医生根据他们的病例所总结出来的诊断标签，这些诊断标签描述不同

的、但又是典型的行为模式。所以，这些心理学标签是对行为模式所进行的归纳总结，它们

本身并不是错误的。危险在于哪里呢？危险在于，我们会把心理学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给

予自己身分定位。特别是如果一个人被医生或者周边的人诊断为某种标签（例如，抑郁症、

强迫症、拖延症……），他就会把这样的标签作为自己的真实身分，他的其他行为、言语和

思想都会被这一标签辖制。例如，一些明明在工作上懒惰，或者在属灵上不追求的人会用拖

延症为自己来找借口，又或者，一个人会说，“我心情不好，因为我有抑郁症。”一个对妻

子的家务百般要求的人可能会说，“这不怪我，我有强迫症。”这些心理学标签给了我们很

好的借口，让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或者罪的倾向寻找额外的借口。别忘了，同性恋者也是

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所以我们会如何定义自己呢？我们会根据心理学的标签来定义自己。 

 

亲爱的朋友，关于身分的争战一直持续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直试图弄清楚我们到

底是谁。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走了大量的路，用了太多世界的方式在认识自己。盼望你能认

识到这是这个世界的谎言，这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给我们的方式，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

拥有真实而又宝贵的新身分，愿这个新身分也带给你新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