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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自己告訴我們： 

[可 7:21] 

[21]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發出惡念、苟合、 

[22]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

。 

 

保羅說： 

[加 5:19-:26] 

[19]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20]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 

[21]嫉妒（註：有古卷在此有“兇殺”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國。 

[22]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23]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24]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25]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26]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基督教對罪的態度 

 

基督教認為凡人都有罪。作為基督徒首先的條件是承認你是罪人，這樣耶穌基

督才能與你樹立關係。講四律首先要對未信的人說他是一個罪人。一般人對罪

的看法是作姦犯科，犯法的行為，違背法律的行為。大部份的人都不是這種人

。他們對基督教的世人都是罪人的論說都不能認同。但從耶穌基督所指出犯了

不能承受神國的罪行，在今社會的所謂法律中實在沒有幾項是違法的行為。 

 

 

在我離開香港前，Victor的爸爸黄家燦先生把他所翻譯剛出版英國倫敦聖保羅神

學院院長Graham Tomlin所作的 The Seven Deadly 

Sins送給我。在詳讀之後，有很多的得着。今日願意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從中

所得的感受。 

 

何謂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 

 

大約四世紀時希臘修道神學家Evagrious of 

Pontus訂下了八種所謂壞習慣。約２００年後，教宗Pope Gregory The 

Great將之歸納為七種： 

 

驕傲，嫉妒，憤怒，饕餮，貪婪，情慾，懶散。 

 

 

但這所謂的「七宗罪」在今日現代人的生活和道德意識也可以認為這都不是甚

麼大不了的罪只不過是生活中的一些必然的反應.當我們談到罪的時候，總會想



到一般違犯法律的行為，與這裡所列出的七宗罪沒有關係。向今日很多人對罪

的這此所謂罪已變得很輕鬆。在今日流行的社會道德面前，可以變成以下的： 

 

 

驕傲是：對自已成就的自我肯定滿意和認同； 

嫉妒是：羨慕別人的所有而希望自己也能得到的事物； 

憤怒是：是被不當地挑舋的正常反應； 

饕餮是：為自己勞力的慰勞； 

貪婪是：推動經濟的動力； 

情慾是；代表健康正常的情况下的性慾望； 

懶散是：對名利無所求而自以為樂。 

 

但當我們細心去看，這七宗罪實在是令今日這世界陷入現有的境況的源頭。 

 

驕傲和嫉妒是由强烈的自我中心而引起。驕傲使一個人感到他在其他人之上而

不能與人共處。嫉妒使我們不滿別人的得着而驅使我們去爭取不屬於自已的財

物和地位，希特拉就是讓這種心態所控制去令這世界帶來一次史無前例的浩劫

；人類最初的一對兄弟也是因為驕傲和嫉妒導致第一宗的人類倫常惨劇。而人

類首先犯的罪也因為自傲和妒忌他的創造者比他更有能力而起。 

 

憤怒是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放在我們身上的一種情感。憤怒很多時是對不公正

的事物時激起的反應，也是對受壓逼的回應。當我們被人攻擊時，受創虐待。

不公平對侍或不必要傷害時作出恰當的反應。。但憤怒不應是發泄個人怒氣的

工具。保罹明白到人的軟弱而會有憤怒的時刻，所以在以弗所書４章２６－２

７節寫下了「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失

去控制的憤怒令人失去了理性的思考，憤怒沒有寬恕和諒解會作出了傷害別人

和自已的事和發出對惡毒的言話而招來無可挽救的後果； 

 

饕餮(滔鐵)也就暴飲暴食。上帝預備食物若單只為維持生命所需，那嗎哪就足

够了；衪何須為我們預備不同種類的食品和賜給我們有烹飪美食的智慧；享受

美食不是罪過，但過度專注飲食看飲食高於一切，那就將飲食或為我們的上帝

，那飲食就成為拉我們離開我們的創造者的力量。在英國每年有三萬宗由過肥

而引發的死亡個案全國百分之２３人口過肥，百分５２人口則是超重：美國超

過百分３０人口過肥，百分３５超重。諷刺的是超過一半３０億的人是活在飢

餓線上，每年有１７０萬兒童死於與飢餓有關的疾病；２００６年全世界超重

人口超過１０億，但營養不足人口亦超過８億。這些數字令我們很容易看到暴

飲暴食是一宗罪。  

 

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Adam Smith在他的 The Wealth of 

Nations富國論中常被人引用對貪婪立了這樣的定義；真正為社會帶來利益其寶

是「利己主義」而不是「利他主義」。在史密夫設想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是為自

已和家庭拼命工作因而提高了產量而增加財富，他認為能使社會正常運作和進

步的其實是出於人們的貪婪。其寶「利己」和「貪婪」是有界線的。當個人為

利已達到目的後而繼續不停去謀取暴利而進取到了超過了個人的需要時那就跨



越過利已和貪婪的界線、貪婪並沒有止境的，貪污並限於衣食無憂的人。社會

上富有的人都不會覺得他的財富己經充足了。 

 

情慾並不等同性慾。性慾是創造者放在我們為着人類的延續而賜下的歡娛，是

美好和健康的。情慾却是一種失調的慾望，是渴求佔有，擁有和征服。耶穌基

督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看見就動淫念」

的分別是非常微小的。欣賞一個人的美貌跟整天記掛着那種咨態而致逐漸想要

擁有和侵佔對方。這两者的分別是顯而易見的。性愛牽涉到另一個人，性愛是

有氶担的。當把它視為一種純粹肉體的行為，當性愛被降致為情慾時，那就與

野獸無異了。也因此今日的社會把情慾視為平常事。情慾的引誘無處不在，成

人雜誌，電視，電腦上都充着些這題材。基督教教導性慾是需要嚴緊規限的，

就是規限在一生一世的婚約之中。結婚証書不是一紙婚書，是公開愛的委身，

两個人對對方的委身。 

 

把懶散放在七宗罪中的最後可能是因為很難把它定罪。有人認為懶散不過是不

重要的行為缺點。 

但懶散基本上是對人生抱放棄態度，這樣的人對人生找不到任何樂趣，整個人

無精打采，死氣沉沉，每早在床上總覺得沒有爬起來的價值。英國小說家Dorot

hy 

Sawyers這樣形容：「不單是身體的怠惰或心靈的閒散，它徹底毒害我們的慐志

，對事物漠不關心，抱着甚麼都不在乎的心態，」懶散是一種對生命不負責任

的態度，所謂闊佬懶理，將上帝創造人數的心意花費掉。 

 

我特意用這麼長的吋間去形容這七宗罪和作對這犯上這些罪的後果的論述不是

因為這七宗罪是滔天大罪而是因為人類把創造的神給我們安排的本性因着我們

的胡作妄為而成為犯罪的工具。將本來是創造的神所預備的美好天性成為了敗

壞的生活模式，破壞我們的家庭、友誼、幸福、心靈的平安、把我們從生來帶

來的純真弄成了邪惡；讓愛人的心成為僧恨。强扯我們脫離在這世界中和人群

中恰當的位分，把整個世界弄得支離破碎，扭曲了我們和神的關係。羅馬書一

章１８至３１節保羅將這些行為形容得淋漓盡至。最後聖經更作這樣的論定：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單自已去行，還喜歡

別人去行。 

 

這就是當我們脫籬了與神的關係後的情景。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

榮耀。當人不再為榮耀神，他的存在不再有甚麼價值，一切的罪惡行為就佔有

了你。作為基督徒對這些罪行也不能免疫。它無時無刻無處的存在。一些表面

上看來無傷大雅的歡樂行為，或者一些可讓我們覺得死而無憾的經歴，寶際上

是罪在僈僈地蠶食着我，令我們越來越離開神越遠。一些今日的所謂開明前衛

的基督徒會以社會已經更開放作議題，來批評教會守舊閉建，認同一些地上法

律容許的行為不算是罪。曲解聖經對罪嚴厲的批判。容許甚致皷勵這些行為。

這裡所提到七宗致命的罪是極具破壞性的七種習慣。假若我們讓這些習慣成為

生活模式，它就會控制我們，把我們從神領受的心中所有的美善毀掉。所以基

督徒對它們是沒有妥協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