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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論「口舌之罪」 
 

雅各書第 3 章 

引言、從一般的道理到得救的道理 
 

平心而論，雅各書以至整本聖經都沒有否定或輕看「一般」的做人處世的「道理」，譬如人

倫道德和公民責任等等。但既說是「一般」的道理，那麼，宣講和教導的職責，就應該歸之

於「一般」的機構或人士，譬如政府、教育當局、學者、學校、老師、家長以至傳媒等等。 

 

當見到這些機構或人物在這方面失職的時候，教會的責任絕對不是去「取而代之」，不是做

「好心人」一力頂上他們所有丟失的職責；最多是指出他們的過失，要他們自己負責，再不

是就警告他們終必招致上帝的重罰。這就正如聖經中的先知們，當見到君王失職時，會去極

力指責、勸導和警誡他們，卻從不會發動群眾「圍城倒扁」或發動政變「取而代之」。 

 

總之，教會的職事不是對社會不聞不問，但也決不能自我降格為一個「社會團體」。這是因

為教會的本份不是宣講和教導「一般的道理」，而是宣講和教導「得救的道理」。教會自作好

心地頂上別人不肯做或做不好的「一般責任」，自己變成個「超級打雜」，這不是盡責，而是

失職──且是極嚴重的失職，最終會誤己誤人。 

 

回到雅各書，要好好解好它，第一個要訣，就是要知道並且嚴嚴謹守這條底線，就是雅各要

說的絕對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得救的道理」，不要將聖經真理講成泛泛的道理。否則

就「唔解好過解」，因為這樣做，就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傳出一個「假福音」來誤導別人，使

人以為按照這些「一般的道理」來行事為人，就等於「信耶穌」，就等於「得救」了，結果

是「信」了一輩子卻終歸「無效」，比從來沒信過的人更加可憐！ 

 

來到雅各書第三章，表面看，是說關於「舌頭」（言語）的道理。許多人又是老例，沒有「快

快的聽」，就「快快的說」，以為雅各講的不外又是「一般的道理」，教大家不要犯「污言穢

語」、「淫詞妄語」、「粗聲粗氣」、「惡言謾罵」、「胡亂批評」等等「言語罪行」，彼此要「好

言相向」，要「和和氣氣」，多講些「正面說話」等等。 

 

這些「一般的道理」，雅各不會反對，我也不反對，全本聖經都不反對，但這些道理，稍稍

正常的倫理哲學和宗教戒律都會講到，雅各何必多此一舉呢？更甚的是，這些泛泛的道理與

基督信仰和真正的「得救」何干？難道犯上任何這些「言語罪行」就會落地獄嗎？又或者雅

各是要我們做個「舌頭乾乾淨淨」的人嗎？但如何才算是「乾淨」呢？若稍一「不淨」，後

果又如何呢？又落地獄嗎？──這樣，因信稱義的真理就不知從何說起了...... 

 

胡里胡塗，歸根究柢，都是因為我們不明白雅各的本心、聖經的本心、基督信仰的本心。今

天，我會與大家一起細看雅各書第三章，告知大家甚麼是關係「舌頭」（言語）同時關乎「得

救」的基督信仰的獨一無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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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師傅與慎言的關係 
 

3:1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本章一開始，我們就看到雅各要我們「慎言」所指涉的，肯定不是泛泛的言語過失，譬如

污言穢語、惡言謾罵之類，因為他所針對的並不是那些很容易犯這類言語過失的「市井流

氓」，而是差不多相反，就是地位崇高，特別受到大眾尊重，甚至連講句說話都份外「得體」

的「師傅」階級。我們可以肯定雅各斷不是叫你們作「師傅」的講話要斯文得體一些。 

 

雅各說的是「（你們）不要多人作師傅」，當心，他的意思不是「如何作個好師傅」，而是壓

根兒「避免作師傅」。當然，雅各的意思也不是說你們當中不可以有人作師傅，而是「不要

多人」，即不可以隨隨便便就充當別人的師傅。 

 

好了，「作師傅」與「言語」甚至「言語犯罪」又有甚麼關係？或如何關連起來呢？ 

 

原來，「師傅」云云，實質就是「講話教訓人」的人，再扣緊雅各的關懷──就是指「在信

仰層面講話教訓人的人」，再進一步扣緊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指「在關乎得救的道理上

講話教訓別人的人」，整個定義，必需一絲不苟。【我再提一遍，雅各自己講的既是得救的

道理，那麼他所針對的，自然也是講得救的道理的「師傅」。事實上，雅各自己就是這樣的

一個「信仰師傅」；而他最擔心的，就是「弟兄」中有些「好作師傅」的人，將一些泛泛的

道理當作得救的道理教訓人，最終誤己害人。】 

 

雅各警誡我們不要隨便做別人的「信仰師傅」，原因是「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留意雅各

用「我們」，言下之意，是他也承認自己是作信仰師傅的。但他並不因此而自驕自傲，而是

更加警醒，因為「曉得我們（自己）要受更重的判斷」。 

 

作師傅的要受到更重的「判斷」，扣緊上下文，重心在他們的「信心行為」，即上帝會依他

們宣稱甚至教訓別人的「信心」來評斷他們的「行為」，看他們到底是否「真信」。講得簡單

一些，就是若你在信仰上講得頭頭是道，能夠做「師傅」評斷別人，就得份外小心，因為上

帝評斷你時採用的標準，就會因應你評斷別人的標準相應提高。所以謙卑一點，沒必要就不

要「好為人師」，反而是更加「安全」一點。 

 

這裡請大家先抓住其中的「邏輯」，就是雅各在這裡提醒你的，不是你「要做」

甚麼，而是你「做不到」甚麼，然後才去「做」一些別的甚麼，以至可以在得

救上面更加「安全」。 

 

還不清楚？好古怪？不要緊，下文會為大家解說這個「信仰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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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各沒有叫我們做「完全人」  
 

3:2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

住自己的全身。 

 

我們讀雅各書，若不人云亦云，就必看得出雅各書絲毫沒有叫你做個「道德完人」或「宗

教聖人」的意思，我們倒見到雅各一而再地提醒我們：「你做不到！」事實上，基督信仰的

基礎，正正是人始終無法守到「全律法」的事實。 

 

在這一節裡，雅各只是「描述性」地講「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的事

實，並沒有說過要我們做一個「在話語上（完全）沒有過失」的「完全人」。洽洽相反，正

正因為我們實在「做不到」，雅各才叫我們「不要多人作師傅」，免得「自投羅網」，用自己

的口（教訓）來定自己的罪。 

 

不過，大家細心的話，就知這這裡出現一個「兩難局」，就是人皆有罪（尤其是言語之罪），

按理即沒有誰有真正的資格作師傅，但總又要有一些人作師傅傳述真理（雅各自己就是一個

了），然而作師傅又難免「講多錯多」，難免有被上帝審判的「痛腳」，但如此一來，「教導別

人」豈不變成「自取滅亡」的愚不可及的陷阱？那樣，誰還肯／敢教訓別人呢？但沒有教訓

人的（師傅），真理又如何傳達給別人和下一代呢？ 

  

我上文已經講過，雅各絕對沒有全盤否定「師傅」的角色、需要和重要性，他更不是叫我們

「斬腳趾避沙蟲」，因為怕「言語犯罪」或怕無意中「提高上帝對自己的審判標準」就徹徹

底底永遠「封口」一句教訓別人的話都不講。──怎麼可能呢？教會怎麼可能沒有教訓、沒

有師傅，特別是信仰上的、關乎得救的道理上的師傅呢？雅各自己在這裡滔滔不絕，豈不就

是作我們的師傅麼？ 

 

解決信仰疑難的關鍵，我說過了，就是要看得「立體」，曉得「多層次」。記得，教訓別人不

要多「說話」的人，他自己就正在「說話」；責備別人不要「論斷」人的，他自己就正在「論

斷」人。靠「查字典拗字眼」是肯定沒有出路的，甚至會錯到離天萬丈。回到聖經，回到經

文本身的脈絡，看雅各對這些用語的「動態定義」，我們就能明白其中奧秘。 

 

以下幾點是關鍵性的，我們將看到雅各會扣緊基督信仰的獨一無二的特點，為

我們重新定義「舌頭犯罪」的真正意思： 

 

──這種「舌頭犯罪」的後果究竟有多可怕？ 

──這種「舌頭犯罪」究竟「罪」在哪裡？  

──這種「舌頭犯罪」最終可以如何等到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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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舌頭犯罪的可怕後果 

 

3:3 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裏，叫牠順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4 看哪，船隻雖然甚大，

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5 這樣，舌頭在百體裏也是最

小的，卻能說大話。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

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裏點著的。

7 各類的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來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了；8 惟獨舌頭

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這段經文，雅各為我們重新「定義」所謂言語犯罪的可怕後果究竟在甚麼地方。 

 

常識告訴我們，一般的言語犯罪，譬如粗言穢語、惡言咒罵等等，「傷害」的多是對方（聽

的一方），譬如使他心靈受創，諸如此類。自己（講的一方）呢，也會受些「傷害」，譬如貶

底了自己的人格，影響自己斯文的形象，或破壞人際關係，諸如此類。但說來說去，其實都

沒甚麼大不了，更與信仰上的「得救」或「滅亡」扯不上任何直接關係。 

 

不過，雅各卻說得異常嚴重，甚至看上去有點誇張。 

 

3: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

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裏點著的。...... 8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

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看到嗎？這個由「舌頭」所啟動的罪惡世界，可以徹底「污穢」你整個人生整個生命，最

後還會「害死」你。當心，我說的「你」肯定不是指對方（聽的一方），而是指你自己（講

的一方）。你總不可能用你的說話就害得對方落地獄的呀！但上帝卻會因你這種「言語犯

罪」，把你判下地獄！ 

 

你或會問：「我講錯甚麼？要下地獄這麼嚴重呢？」   

 

很不情願大家糾纏在這幾節裡那些「形象化」的比喻性的字眼裡，迷頭迷腦「查

字典」，拿著甚麼「嚼環」、「船舵」、「生命的輪子」、「地獄之火」、「不止息的

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等字眼「研究」一通，講得玄而又玄。其實，這

些都只是文學性的「藝術加工」，志在用具體的形象凸出「效果」和強化「氣

氛」，總意不外是「很利害呀」，「好可怕呀」，就是了。 

 

真正的意思，看看下文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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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舌頭犯罪的罪之所在 

 

3:9 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上帝形像被造的人。10 頌讚

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11 泉源從一個眼裏能發出甜苦

兩樣的水嗎？12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鹹水裏也

不能發出甜水來。 

 

這種舌頭犯罪會招致「地獄之火」──永遠滅亡，是因為你「咒詛人」。「咒詛人」意味你從

未真正相信過基督，沒有真正領受過十架恩典。因為領受過恩典的人不可能這樣狂妄「咒詛

人」。咒詛人不單顯得你目中無人，也目中無神，因為人是屬於上帝的，只有上帝有資格判

決他的生死，你決不能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咒詛人──判人死罪。 

 

犯下這種「咒詛人」的言語罪惡的人，結果，上帝就會依他「咒詛人」的標準加諸他身，用

來「咒詛」他自己──這樣，等著他的，就是地獄的火了。 

 

記得，表面上「頌讚上帝」，偽裝對上帝的虔誠是比我們想象中容易的，因為上帝是「看不

見」的，你大可以「虛構」一個合乎自己「心水」的出來，煞有介事地「敬拜」和「頌讚」

一番；但人是「看得見」，沒有給你「虛構」的餘地，所以，要真正愛人就遠比我們想象中

困難得多了。不過，這倒成了我們的真正信仰的最準確的「測試劑」。 

 

至此，大家看到嗎？雅各非常鄭重針對的「語言犯罪」，或說「足以致死」、足以「否決」你

的得救的唯一的一種「語言犯罪」，就是「咒詛人」，而不是甚麼「污言穢語」等泛泛的言語

過失，甚至不是泛泛的對別人的批評和指責，而是──私自站在上帝的審判高位上面判人以

死罪！【請記住這個精確定義】 

 

大家記得這些「法利賽人式」的說話嗎？ 

 

路 18:11-12 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上帝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

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約 7:45-49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裏。他們對差役說：「你們為甚麼沒有帶他來

呢？」差役回答說：「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法利賽人說：「你們也受了迷惑嗎？

官長或是法利賽人豈有信他的呢？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 

 

原來，「自以為義」地說話才是雅各千叮萬囑，叫我們不要犯的舌頭犯罪。大家

還要當心會意，就是會犯下這種致死的語言罪行的，會說出「我不像別人勒索、

不義、姦淫，」、「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之類的話的人，一定不

是大家想當然的那些言語粗鄙的市井流氓。在耶穌基督的年代，說這些話的某

些祭司和文士，「換算」為今天的，大概就是某些「牧師」和「學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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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舌頭犯罪的解救之道 

 

3: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14 你

們心裏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15 這樣的智

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16 在何處有嫉妒、紛爭，就

在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

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18 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

種的義果。 

 

這一段似乎入了一個新話題，講到「謙卑和平」與「嫉妒紛爭」的問題，這個主題可以連到

下一章才詳細講解。不過，這其實也很是自然地承接了上文「舌頭犯罪」的話題，更加證明

雅各所指的「舌頭犯罪」是與人驕傲自大的罪大有關連的。 

 

根據上文，我們知道雅各真正針對的語言犯罪是指「咒詛人」。不過，「咒詛人」仍是外在的

表現，必需有諸內才會形諸外。所以，進深一層發掘，這一段就告訴我們，這種語言犯罪指

向的，其實是人類內心深處的一種「宗教上的傲謾」，緣自我們內心好爭好鬥的情慾。 

 

於是，對應於上述的語言犯罪，解救之道就不是叫你接受三個月的「談吐訓練」，又或者徹

底一言不發以求「不講不錯」，而是用心細意在基督真理，特別是十架真理上面尋求「真智

慧」，那種教我們「謙卑不爭」的大智慧。 

 

在十架真理的面前，自覺到我們都是罪人，都是無力自救的可憐罪人，我們就

能對上帝謙卑、對別人寬容。不過，這是否表示從此就要「謙卑」到不教訓人、

不責備人，永遠做好好先生嗎？當然不是，而是你的生命從此有「底」，若真有

需要教訓人、責備人，也都能夠動心動情，絕不會只為炫耀架勢，或惡意詛罵

──到了這「境界」，你大概可以作別人的師傅，而不用怕「自投羅網」了。 

 

你若讀通聖經，就一定知道上帝要訓練一個人做「師傅」而不想害他，就一定

會先徹底「打沉」他！ 
 

 

結語、這是誰的《雅各書》？ 

 

第三章都完了，若你認真在聽，大概對雅各書的觀感應有個接近一百八十度的

轉變了。一直以來，雅各書是牧師與學者們對付「閒懶」或「行為不檢」的會

眾的「武器」，細看之下，你卻發現它可能是會眾對付偽善的矯情的牧師與學者

們的「武器」。不過，聖經始終是上帝的聖經，是祂幫助我們對付自己的「兩刄

的劍」──要我們少管別人，做好自己，我想，才是雅各，也是上帝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