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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主題 

今年（2021），按農曆歲次為辛丑年，生肖屬牛，稱為牛年。自秦始

皇統一中國（主前 221 年）至今年，是第 187 個牛年。中國以農立國，對

牛有特別看待；所謂三牲就是牛、羊、豬，牛居首位，所以「犧牲」二

字從牛。 

舊約聖經，摩西律法中的律例有五祭，其中燔祭，平安祭，贖罪祭，

主要的祭牲就是牛，獻給耶和華神為「馨香的火祭」。到新約恩典時

代，不必再獻祭，因主耶穌一次獻上，「成了永遠贖罪的事」（來九

12）。凡信靠主耶穌的人，罪得赦免，得蒙救贖，這是恩典。但蒙恩的

人，使徒保羅用神的慈悲勸勉「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十二 1）。信徒蒙

恩，不只是享受這白白的恩典。既蒙恩就當知恩，感恩而謝恩，更要報

恩，就要有所獻上。主耶穌為我們獻上身體為贖罪祭，我們也當獻上身

體為活祭。這身體指的是靈、魂、體全人，獻上為活的祭物，過事奉神

的生活，這是神所喜悅的，也是理所當然的。具有牛的形像。 

從《聖經》所瞭解的耶穌是「神的羔羊」，未提及耶穌是「牛」。不

錯，耶穌的先鋒施洗約翰最初也一而再的介紹：「看哪！神的羔羊」，

「這是神的羔羊」。耶穌也自我介紹：「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

命」，將人也比喻作羊（約一 29，36，十 11），完全沒有牛的形像。然

而在獻祭的事也提及「山羊和牛犢的血」，而耶穌「乃是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聖所，成為永遠贖罪的事」（來九 11-12）。主耶穌在十字架

上流血捨身，就是成就贖罪的功效，是舊約牛羊的血所預表的，耶穌不

只是羊，也是牛。牛是作僕人的工作。 

耶穌是神，但祂順服父神的心意，不以自己是神的本位自居，卻甘願

降卑為人，甚至取了奴僕的形像。在新約用四本福音記錄耶穌的事蹟；

《馬太福音》以獅子顯示耶穌為君王。《馬可福音》則以牛犢顯示耶穌

 福 音 康錫慶  
 真知道神   

        康錫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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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僕人。《路加福音》以人臉顯示耶穌為人子。《約翰福音》以飛鷹顯

示耶穌為神子。從四方面描述耶穌在世的四種形像；祂是神子也是人

子。是君王也是僕人。 

《約翰福音》與《馬可福音》都沒有記載耶穌的家譜，約翰著重耶穌

為神子，太 初之道，「無 父、無母、無 族譜，無生 之始，無命 之終」

（來七 3），神子何來家譜。至於馬可著重耶穌為僕人，無人為僕人寫家

譜。是的，耶穌生長於木匠之家，在猶太社會木匠是屬於低層階級。雖

屬大衛家，卻生活在窮鄉僻壤的拿撒勒，過的是勞工日子，以致「無佳

形美容」，人看見祂沒有美貌令人羨慕。當祂約三十歲出來傳道，人看

祂將近五十歲（賽五十三 2，約八 57），這是為僕人留下的形像。主曾

自我介紹：「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人，並且要捨命

作多人的贖價」（可十 45）。耶穌自居僕人的地位，是牛的形像。 

看！主耶穌在世守最後一次逾越節，在筵席中突然離席，脫了外衣，

拿條毛巾，倒一盆水，「就洗門徒對腳」，替人洗腳原是僕人的工作，

耶穌竟作在門徒身上。洗完後就席，向門徒說：「我是你們的主，你們

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這番話的真意並不是

倒一盆水，大家彼此洗腳（有些教會真是這樣作）。耶穌隨後有解釋是

「僕人不能大於主人」。耶穌原為主人，現在反成為僕人，教導門徒：

不要看自己比人高，要卑下「彼此洗腳」，甘願作僕人互相服事（約十

三 3-5，12-17）。主耶穌以身作則，留下作僕人的榜樣，有牛的形像。 

基督徒都會認定自己是主的羊。享受好牧人的餵養。在牧人的杖與竿

的看管引導之下，有青草地的安息，有溪水邊的供應，可享受無憂無慮

的生活，從沒有想到自己是牛，為主人服勞。這證明我們對神的認識不

夠。聽主的聲音：「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這是恩典。再說：「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

子是輕省的。」這是使命。恩典使命並存。恩典是羊，使命是牛。恩典

只有「得安息」，使命就有「享安息」。感謝神，奇妙的作為，祂在主

耶穌基督裏所賜的是「兒女的權柄」，「不是奴僕的心」（約一 12，羅

八 14-16），意思是兒女的地位，可是有奴僕的職責。有如兒女們有父母

的生命，從小得父母的撫養，這是恩典，是權利。兒女長大後要盡孝道

牛年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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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父母，這是責任，是義務。 

神創造人，也救贖人，都具備權利與義務。神造人之後，安置在伊甸

樂園，供應所需：「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

的果子好作食物。」也交託責任：「使他修理看守」（創二 9，15）。同

樣，神救贖人，賜人聖靈住在人心裏，隨意將諸般的恩賜賞賜給人，為

的是事奉神，服事人，使徒們都有同樣的心態：作「基督的僕人」，是

「與神同工的」（羅一 1，腓一 1，雅一 1，彼後一 1，猶 1，啟一 1，林

後六 1）。使徒保羅也勸勉信徒要「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

事主」（羅十二 11）。這都在指示一件事，更多的知道神，學主的樣

式，柔和謙卑地「負主的軛，擔主的擔子」，這是牛的形像。 

 

一 負軛 

        軛是套在牛頸項上的重擔，農村養牛，主要

的目的是為耕田效勞。每年播種前必須將農田犁

鬆，以便播種。就是用牛套上軛，拖着農夫扶着

的犁，不偏左右地將泥土翻鬆。主耶穌也曾提及

「手 扶着 犁向 後 看的，不 配進 神的 國」（路九

62）。意思是牛拖着犁向前走，扶犁的農夫也要

專心望前，使犁道整齊。對於有些農村養不起

牛，每逢耕田，以人力代牛，軛是套在拉犁的人肩頭上，軛雖沉重，可

是責任在身，也得勉力而行，以完成任務。雖是辛勞，也享受完成責任

的樂趣。 

基督徒負的軛是主的軛，不是「勞苦重擔」的軛，那是人生四大問

題——衣、食、住、行帶來外體的勞苦，內心的重擔，是生活的擔子。

耶穌說：來就近祂，依靠祂，祂有夠用的恩典，如詩人的感恩：「你是

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主耶穌也清楚告訴：「不要為明天憂

慮」，天父知道我們一切所需用的，只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

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詩十六 2，太六 31-34）。而主耶穌加給我們的

軛，是為神而活，事奉神，為人而活，服事人的任務。主耶穌升天前頒

下大使命是：「你們要去」，交託任務。 

牛年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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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的掃羅蒙恩得救之後，主立時將任務交託：「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且要為主的名「受許多的苦難」（徒

九 15-16）。被聖靈充滿的掃羅，立即「就在各會堂裏宣揚耶穌，說：他

是神的兒子」，證明「耶穌是基督」（徒九 20，22）。改名為保羅之

後，就披上戰衣，面對屬靈戰爭，將福音從亞洲傳到歐洲。雖然擔子沉

重，但知道主加的軛，是「主的軛」。在他為僕的經歷中，不是羊的

「得安息」，而是牛的「享安息」。不錯，他受的是百般的苦楚；向哥

林多教會的聖徒傾訴：受苦比人多，受監禁、鞭打、冒死、海難、各種

危險、勞碌、困苦、不得睡、不得食、不得喝、受寒冷、赤身露體，這

只是外在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天天壓在他身上（林後十一 23-

28）。可憐的保羅比牛還不如，但他不是訴苦，乃是為主的緣故，甘心

負主的軛。最後還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曾三次求主移去，只聽見主

說：「我的恩典夠你用，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想不到保羅並不因此灰心而埋怨、懷恨、放棄，反而更堅強「我便喜歡

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知道神多而又多，才能認

為：「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

樂的，因為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十一 23-28，十二

7-10）。主耶穌的呼召應許在保羅身上。主耶穌說：「我的軛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其實主的軛並不容易，主的擔子並不輕省，而是主

加的力量足夠抵消而能「享安息」。這是保羅學了主的樣式，具備柔和

謙卑的心態。為此他也勸導聖徒們：「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

樣」（林前十一 1）。 

保羅自認：「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正說明神的兒女都有軟弱，

保羅並非超人，神對每個屬祂的人都有同樣的託付，都有主交給的軛和

擔子。保羅負了軛，挑了擔子，也勸勉他屬靈的兒子提摩太：「凡事謹

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提後四 5）。同時也提醒

眾聖徒「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羅十二 11）。 

保羅樂意作牛，負主的軛，他認清有真正的安息擺在前面，視這辛勞

只是「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他不著

眼所處的現實，而是注目在永恆的福分（林後四 16-18）。當他走近人生

的終點，高唱凱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牛年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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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

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這凱歌的尾聲，也帶給凡樂意負主

的軛，挑主擔，忠心事主的人同樣的福分：「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

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 7-8），那是享受永遠的安息。 

 

二 順服 

牛是力強性馴的家畜，任憑主人使

喚，這正是神的兒女應有的心性。以色

列 人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神 特 選 的 民

族，成為「選民」，曾淪落在埃及，被

奴役四百三十年，神垂憐差遣摩西帶他

們出埃及，為他們頒布律法，領他們進

入神的應許安息之地，就是流奶與蜜的

美地，要他們遵守律法，聽從神的話。

想不到，進入迦南地之後，漸而受到當地的假神所迷惑，離棄神，時常

悖逆，以致神藉先知以賽亞呼天喚地的指責他們：「天哪，要聽，地

啊，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悖逆

我。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卻不認識，我的民卻不留

意」（賽一 2-3），神的兒女連牛驢都不如。 

為此，舊約每個時代，神都呼召揀選先知們作祂的僕人，他們任勞任

怨地順服神的召命，作成神所交託的，克盡使命，如牛順服主人；耶利

米先知是神將他造在母腹，在母胎已分別他為聖，要他作列國的先知，

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作建立、栽植。他沒有違背從神

來的召命，在悖逆的百姓中所經歷的是悲痛，「眼為淚的泉源」，「晝

夜哭泣」，甚至遭牢獄之苦，如羊「被牽到宰殺之地」（耶一 4-10，九 1

-2，十一 19，三十八 6）。從他所寫的《耶利米哀歌》可聽到他的心聲：

「聽見我嘆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卻無人」感嘆到「我的眼淚，總不止

息」，以致「眼淚汪汪」（哀一 16，21，三 49），因此被稱為「流淚的

先知」，是神加在他身上的軛，這擔子的確很重，但他順服至死。 

阿摩司先知豈不也如牛，原是南國猶大一個自由自在的牧人、農夫，

牛年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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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竟選召他離開羊群，差遣他到北國以色列傳神的信息，結果被當地的

祭司誣告他到北國是來圖謀背叛而下逐客令，他卻順命到底，完成神託

付的使命（摩七 10-15）。 

惟獨看到那違命的先知約拿，神呼召他「去」，他竟起來「逃」，雖

然神仍為他預備一條大魚作他的避難所，使他順命完成任務。可是至終

仍然向神發怒求死。《約拿書》成為一卷沒有結論的先知書，留給神僕

人們一個反省的機會。主所加的軛固然難負，加的擔子雖然難擔，但主

有說不盡的恩賜，格外的恩典，能忍受得住。如以利亞喝基立溪的水，

吃烏鴉叼來的餅，投靠西頓撒勒法寡婦作的一小餅（王上十七 1-16）。

牛的生活是不好過，神卻是最好的主人。主耶穌留下最好的榜樣。祂要

屬神的兒女學祂的樣式，就「必得享安息」。 

舊約的聖民，新約的聖徒，皆知都是神的兒女，得寵如羊，也是神的

僕人當順服如牛。看「牛」保羅，真知道神，自甘負主的軛，擔主的

擔，當他被困於羅馬監獄時，寫給以弗所教會的信，為他們「信從主耶

穌，親愛眾聖徒」而感謝神。同時也為他們禱告：求神藉著住在他們裏

面的聖靈，賜給他們智慧與啟示，使他們能「真知道」神。開他們心裏

的眼睛，看明「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不錯，教

會是神的家，我們是神的兒女，可盡情的享受天父的恩眷，也該知道教

會是基督的身體，我們是身體上不同的肢體，每肢體有不同的功用。有

聖靈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恩賜；「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

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

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

先 知，又 叫 一 人 能 辨 別 諸 靈，又 叫 一 人 能 說 方 言。又 叫 一 人 能 繙 方

言。」（林前十二 4-11）。不錯，這許多職事，不是叫人為此誇耀，乃

是在各人的職分上盡自己所領受的盡忠職守。這是主交託給每個蒙恩的

人，不是只坐享其恩，而是起來事奉，各盡各職，彼此搭配，連於元首

基督，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 11-16）。 

「負軛」與「順服」是牛的本像，在這牛年，追求「真知道神」，乃

要被聖靈充滿，得啟示，就能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作

神無愧的工人，順命的僕人。◆ 

牛年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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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六 36-46;路十一 5-13 

 

傅士德在他所著《禱告真諦〉一書的序言中說:「很久以來我就想寫

有關禱告的題目。不過，這樣做會犯了冒失的罪。我還未預備好，我還

有許許多多的東西要學習,要經歷。有許多題目可以讓人自由發揮而無傷

大雅，但禱告則不然。禱告招引我們進人至聖所，在那兒我們在信仰的

最深奥秘前俯伏,不敢觸摸那約櫃。……」 

的確，聖經裡面有關禱告資料極其豐富。單是主耶稣有關禱告的教

訓就並非一篇講章所能總括的。在這篇講章中我所著重的只是禱告時應

有的心態,就是對上帝要存順服和信靠的心 

 

順服 

主耶稣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可作信徒禱告時當存順服的心的最佳

典範。福音書記載,耶稣曾經再三向祂的門徒預告祂將受苦受死(参太十

六 21,十七 22-23，二十 17-19)。不過，當祂面臨死的威脅時,作為完完

全全的人，祂對死仍然不免心存恐懼。因此在客西馬尼園中，祂向父上

帝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

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廿六 39;廿六 42-44)在此我們清楚看到，

我們的主耶稣一方面向父上帝坦率表達自己的心意,另方面又誠懇表示一

顆順服的心。結果，經過三次禱告以後，祂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便甘

心樂意喝這十字架的苦杯；而父上帝也差遣天使前來，加添祂的力量，

使祂滿有勇氣和能力去奔走這十字架的道路(路廿二 43)。 

禱告的一個作用是,藉著禱告去尋求上帝的旨意，並且藉著禱告從上

帝那裡支取力量去遵行祂的旨意。不過,假如我們想要清楚明白上帝的旨

意,便必須先存一顆順服的心，像主耶稣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願意順服上

帝的旨意一樣。主耶稣在約翰福音七章 17 節也說:「人若立志遵著他(上

帝)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耶穌的教訓)或是岀於上帝，或是我憑著

自己說的。」這句話清楚顯明，樂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乃是明瞭上帝旨

意的先決條件。 

順服丶信靠與禱告      
    周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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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聽一位前輩講道時提及他一次在印尼領會時一個經歷。他發

覺，當地教會一位長老有兩個太太。起初這位前輩猜想,那位長老可能在

未信主前已有兩位太太，因為印尼是回教國家，准許多妻。可是後來再

想，即或如此，教會也不會選立他為長老，因為這明顯與聖經的教訓相

違(參提前三 2;多一 5-6)。於是找機會向那位長老詢問究竟。 

「請問長老,是不是信主前已有兩位太太?」 

「不是,是做了長老以後才娶了第二位太太。」 

「你不知道聖經的教訓嗎?」 

「知道,但這是上帝特准的。」 

「你怎麼知道這是上帝特准的呢?」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我的第二位太太從前是我在公司裡的私人秘

書。她長得既漂亮,又能幹。我們兩人一起工作,日久情生，彼此都深覺不

能缺少對方。終於在一天晚上我下了決心，向上帝禱告說:「主阿，我如

繼續活著，無論如何都要娶這女子做我的第二位太太。你若不准，求你

今晚收取我的靈魂;你若不收，就表示你特准我了。……」 

請間，這是上帝特准的嗎? 

事實是，人若不存順服的心,即使禱告,也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舊約

的巴蘭先知本已清楚明瞭上帝不容許他答應摩押王巴勒的邀請，前去咒

詛以色列人。可是當巴勒第二次邀請他去的時候，他顯然因為捨不得財

富尊榮的誘惑，以致請巴勒的使者住下，再次求告耶和華,看祂「還要對

我說甚麽」(民廿二 19)，結果險些丟了性命!懇求聖靈提醒我們，在禱告

時存真誠順服的心。 

 

信靠 

基督徒在禱告時除了必須存順服的心以外,也必須有一顆信靠上帝的

心，相信祂的智慧高過我們的智慧，相信祂確實愛我們,必然會將最好的

東西賜給我們。 

主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5-13 節所講的比喻中顯明，那位半夜到朋

友家中借糧招待客人的人，對他的朋友滿有信心,相信他的朋友能夠幫助

他，也順意幫助他,因此才敢「情詞迫切的直求」，結果得償所願。主耶

穌在那個比喻中也藉用父親對兒女的愛去顯明,人間的父母雖不完全,「尚

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最好的東西)給求他的人

麽? 

希伯來書的作者也告訴我們:「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因為到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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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十-6) 

記得自己還小的時候，一次聖誕節前，一位瑞士宣教士的師母問我，

聖誕節時想她送點甚麽禮物給我。我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說:「我想要一把

瑞士小刀!」可是到了聖誕節,打開禮物一看，有別的精美禮物，唯獨缺少

一把瑞士小刀!我雖然也對師母說聲「謝謝!」但心中十分失望。第二年

聖誕節師母沒有問我要甚麼,但意外地竟送我一把瑞士小刀!我連連從心底

裡向師母道謝，並且忍不住問師母,為甚麽去年不送今年送? 她告訴我，

去年她曾考慮過，但她覺得我還太年幼，鋒利的小刀對我太危險，所以

不敢送!……這使我想起，上帝有時不按我們所求的賜給我們,並非因祂不

愛我們;反而正是由於祂太愛我們的緣故。正如魯益師(C.S. Lewis)所說

的:「假如上帝垂聽我們每一次的禱告,我們早已落到不堪設想的地步

了!」 

猶大王希西家一次「病得要死」(王下廿 1),上帝吩咐先知以賽亞進

宮告知王要預備後事,因為他這次的病不會好了。希西家聽了這消息以

後，流淚禱告，不願意死，結果上帝特別延長他的壽命十五年(王下廿

6)。然而希西家病癒以後竟做了傻事，向前來道賀的客人，包括巴比倫

王的特使，展示他的府庫和兵庫，種下了亡國的禍根。十五年後希西家

逝世,他的兒子瑪拿西登基作猶大人的王。聖經說:「瑪拿西登基的時候年

十二歲」(王下廿一 1)。瑪拿西明顯是希西家病癒以後所生的兒子。瑪拿

西是個敗江山的王，帶領猶大人敬拜邪神偶像，惹耶和華震怒，加速國

家的滅亡。 

上帝為甚麽特准希西家的禱告,給他增添壽數十五年呢? 明顯是要給

後人作鑑戒，不要自作聰明，向神強求;反而應該相信上帝的智慧和慈

愛，深信祂必將最好的東西賜給祂所愛的兒女。 

一位母親作見證說，上帝常以奇妙的方法應允祂兒女的禱告。一天晚

上她與她四歲的孩子作睡前禱告。她的兒子告訴她,下午與鄰居的孩子玩

「打波子」(玻璃珠)遊戲的時候,一粒最美麗的玻璃珠子不見了，求主耶

穌明天幫他找回來。當天晚上作母親的因為記掛這件事，整晚睡不好，

擔心明天如果找不到那粒玻璃珠子，可能損害了兒子對耶稣的信心。次

日上午兒子出去玩的時候，母親繼續懇切為這件事濤告。近午時分兒子

回來，若無其事。母親忍不住問兒子:「玻璃珠子找回來了嗎?」兒子說:

「媽媽對不起!忘了告訴你，當我出去找的時候，耶穌在我心中告訴我，

不必找了，叫媽媽另買一粒更漂亮的!」懸在媽媽心頭一塊石掉了下來!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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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責任 

當然,對上帝的信靠並不排除人本身當盡的責任。中國內地會創辦人

戴德生牧師來中國前，在英國常為病人禱告。一次他應邀到一位礦工家

中為礦工病重的妻子禱告。當戴德生抵達礦工家中時,看見除了病人以外

還有幾個面黃肌瘦的小孩。戴德生為病人祈禱，也求神眷顧這家的小

孩。在禱告時戴德生感受到聖靈在他心中催促他，要把他口袋裡的幾英

鎊拿出來，幫助這家人;上帝就是要使用他口袋裡面的錢去應允他為礦工

一家的禱告。戴德生幾經掙扎，討價還價，終於順服聖靈的感動,把口袋

裡的錢全部拿出來,交給礦工。 

求主幫助我們在禱告時,對主常存順服和信靠的心,也不忘自己當盡的

責任。◆ 

 

 

特 稿 

 

從前有一位亞拉伯人，孤身住在一座帳幕裡，忽然在帳幕的褶處，看

見一隻駱駝的鼻子伸進來，便喝牠：快滾出去。那駱駝卻一點也不動，

仰起頭來說道：外面很冷，讓我的鼻子在你的帳幕裡暖一暖吧！那亞拉

伯人卻容讓牠，只是不准再進前了。哪知一會兒，駱駝的頭也伸進來

了，再過一會兒，牠的前腳和肩膀塞進來了，這時趕牠也不走，後來竟

不客氣全身擠進帳幕裡去，反把那亞拉伯人擠出去。這人才後悔的說：

為甚麼我先前讓牠的鼻子鑽進來呢！這是我自己的錯，應該「寸步不

留」才是的。基督徒生活當中我們也常會犯同樣的錯誤，叫我們靈性吃

虧很大。 

 寸步 

 不留 曾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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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步，在普通人看來是不關重要；但賽跑家就認為是勝敗的因素，棋

師就看為是終局的得失，軍事家就視為勝敗關頭。 

魔鬼引誘試探信徒，要信徒離開主，失去起初的愛心，失去傳福音的

熱誠，漸漸屬世，愛世，最後就向牠投降了。我們應當儆醒謹慎，並要

勝過魔鬼。但怎樣才能勝過魔鬼呢？ 

 

一 寸步不留給魔鬼（弗四 27） 

    猶大給魔鬼留了地步，聖經說將賣主的意思放進裡面，叫他看見三

十兩銀子可愛，猶大中了計，結果身敗名裂，永遠沉淪。我們當效法約

瑟的剛毅，寸步不留給魔鬼，才可保守自己站立得穩（帖前五 22）。 

     彼得以吼叫的獅子來形容我們的仇敵魔鬼。吼叫的獅子是飢餓的

獅子，飢餓的獅子是可怕的，獅子是獸中之王，非常兇猛，所向無敵，

如果牠飢餓了，牠必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東西。 

各位，我們的仇敵魔鬼比吼叫的獅子更可怕。因為牠是如蛇之險惡，

還會裝作光明的天使，叫人防不勝防，易入圈套，受其迷惑，成為他的

掠物。 

對付魔鬼不用客氣。不與魔鬼握手，不順從牠的引誘，不接受牠的試

探，不給魔鬼留地步，不與罪惡妥協，不讓犯罪的環境包圍我們，不迷

戀罪中之樂，不貪愛世俗的娛樂，魔鬼叩門，絕不給牠開門，對撒旦總

說「不」。 

憑信心抵擋牠「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我們」「你們要以堅固

的信心抵擋牠。」（弗六 11-13）必可得勝。必需以神的話來抵擋牠，信

心的根據是神的話就是聖經的真理。主耶穌在曠野受魔鬼的試探時，就

是以申命記的話抵擋牠，並且勝過牠。我們平時應該多讀聖經，多背聖

經，多活出聖經的真理。越認識聖經，也就越堅固信心。 

撒但是神的仇敵，也是人類最兇惡的勁敵，多方面企圖吞滅我們。牠

不會留下一個人不攻擊，也不會留下一點時間不進侵我們。魔鬼真是一

個厲害的傢伙，魔鬼進襲我們主要的路線有兩個，一個是專門分裂破壞

人與神的正常關係，他想使所有的信徒遠離神，而藉著肉體去犯罪；另

一個是藉著世界盡量吸引和迷惑人，叫人敗壞跌倒。設一套惡毒和狡猾

的陰謀，使我們墮入牠的網羅裏。 

使徒保羅勸我們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我

們不單抗拒牠，並要擊敗牠。然而，打屬靈的仗，萬不能憑我們的聰

明，才智和經驗，因撒但具有很大的智慧和勢力，是我們敵不過的，感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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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神，我們靠著愛我們的主，就能戰勝撒但了，「弟兄勝過他，是因羔

羊的血」。（啟十二 11）所以我們必須靠主，時時靠主，步步靠主，事

事靠主，有主耶穌所在的地方，是撒但所退訂地方。魔鬼有時也用患

難、困苦、逼迫、飢餓、疾病、刀劍等來威脅我們，但我們不用怕，保

羅說：「因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八

37） 

 

二 寸步不留給罪惡（羅六 12-14） 

罪惡就像榕樹子，它已伏在我們的門口，隨時等候機會進到我們的

空處，該隱說：罪伏在門前，他必戀慕你（創四 7）因此要謹慎，不要

容罪在你身上作王，也不能作客，就是說一點小罪都不要讓它有機會，

仇敵就無法攻擊我們了。罪惡是一種污穢，其包括的範圍很廣，行動、

思想和言語等等，無所不包。 

約伯知道他所行的，每一步神都查看，所以，他雖然身受痛苦，慘

遭災禍，仍堅守主道，誓不犯罪。因他知道每一種罪，有其應得的報應

（伯三十一 5-33，39）。 

請看小銀鼠怎樣肯付價，保持牠們的皮毛清潔：當銀鼠被獵犬追逐

而逃到洞口時，牠若看見有污物攔阻了去路，就寧願轉回身來，面對瘋

狂的獵犬；牠們寧願流血，不顧性命，卻不容身體被玷污。小銀鼠的動

作向我們挑戰，審判了我們。多少時候，因著一些屬世的歡樂，貪婪和

私慾，我們就出賣了肉體！清潔失去，一切都失去了。「你當離惡行

善，就可永遠安居。」（詩三十七 27） 

有一個印第安人，拿著從鋪子裡買到的一包東西，回到家裡，當他

把包裹拆開，裏面發現夾在衣物中竟然有一個金元。他立刻把金元送回

店主人。那店主人十分詫異。他想，人都是貪心的，尤其那些沒有文化

的印第安人，何以這一個例外忠實，其中恐怕有別的原因，因此問印第

安人為甚麼他這樣做。印第安人很坦率地對店主人說：「我心裡本有一

個好人，一個壞人。那好人對我說：「把金元拿回去罷，因為它並不是

你的。」可是那壞人說：「沒有人會知道的呀！」那好人卻說：「這樣

是不誠實，是等於偷東西。」壞人跟著說：「何必怕，不要管他！」因

此我就打算睡一會兒。不料那好人和那壞人不肯停止，繼續說下去，你

一句，我一句，精神虐待，我那裏睡得著！請你收回這金元，我好把那

壞人趕走，然後再睡我的覺。」 

在學校讀書，必定有考試。考試時要測驗一個學生學習的所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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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的多少，是否能合格。一個基督徒也是如此。他有機會聽道，接受

主耶穌的教訓，但同時他也會接受考試，每每遇到測驗。他是否一個合

格的基督徒，就要看他能否實行主耶穌的教訓。 

瑞美在主日學的一個禮拜天要背誦金句：「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

以善勝惡。」（羅十二 21）她熟讀這金句，直至可以隨便背誦出來。但

是她能否實行主耶穌的教訓，不為惡所勝，反以善勝惡呢？她受到測驗

了。事情就在第二天上課的時候發生的。那是算術課。老師叫同學做黑

板上的六題。瑞美很快做好了。不料她放在書桌上的卷忽然被風吹到地

上去，落在宗禮的腳旁。宗禮竟然惡意的一舉足，把骯髒的皮鞋踏在那

雪白的紙上。瑞美當然氣急了。她遇到惡了。她怎樣應付呢？她一伸

手，抓了宗禮桌子上的卷，擦的一聲，撕作兩片。 

「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這是神的教訓。瑞美上了這一

課。口裏可以響亮說出來。但很可惜，瑞美沒有以善勝惡，反而為惡所

勝。她受不起試驗。她是否一個合格的基督徒呢？「保留那美善的，棄

絕一切邪惡」（帖前五 21-22） 

張李二位均嗜酒，乃成友好，一次李姓者往漢口經營商事，約一月

才返。一到上海，將行李安置妥當，即往酒樓飲酒，命侍役持條請張君

小酌，不料侍役回來，條上批明「喝酒的張某已經死了！」頓時大吃一

驚，心想分別才及一月，好友已死，成為永別，乃無意再飲，遂雇車往

張某家，一路上心神傷感，至則雙扉緊閉，乃上前叩門，門啟時，則對

面而立者赫然張某也，驚見鬼，轉身就跑，張某乃趕上握其頸領，吃吃

笑不止！ 

「我是你好友，生未負你，你何害.....害.....害我？」李先生嚇得渾身

發抖的說著。 

「不要怕，我未曾死。」張先生好言安慰他。 

「那回條明明批著：喝酒的張先生死了」說著雙手捧著紙條，恭恭

敬敬的呈在他面前，因仍怕受鬼害。 

「我因悔改信了救主耶穌，已與酒樽告別，從此再不飲酒。故此喝

酒的張某如同已死，而信主的張某卻復生了！」張先生言明其所以然。

「哦，原來如此，」李先生才恍然。 

有一次有位上級司令請客，費思克將軍也被請赴席，首席上共坐四

位，當那位司令吩咐人拿四瓶威士忌酒來的時候，費思克將軍立時就

說：「司令！三瓶夠了！請原諒我不飲酒！」「不要客氣！不妨與我同

領一杯！」司令解說著。「假若我現在飲酒，那麼這是生平第一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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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我想你也不要我開始飲酒吧。」費將軍很堅決地說。「不敢」司令

即忙回答：「但願上帝祝福你，使你終身涓滴不飲」 

 

三 寸步不留給世界（雅四 4） 

世人不明世界的真諦，反以世界為榮。他們心目中的世界，包括物慾

和名利，以巧取豪奪，追逐財利為「撈世界」，自命「世界仔」。不少人

因財失義，為財喪命。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

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十六 26） 

 

（一）人應不屬世界：就世人的見解，認為人活在這世界上，當然屬

於世界。人人都要取得世界的國籍。但就屬靈生命而言，我們不屬於世

界。耶穌說：「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

恨你們。」（約十五 19）我們在世界只是客旅寄居，我們更美的家鄉在

天上（來十一 13-16），我們的國也在天上，可說是「天民」；因為我們

是主的子民。 

 

（二）不要效法世界：這世界只是「罪惡世間」，不該效法。「因為

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

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上帝

旨意的，是永遠長存。」保羅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

2） 

 

（三）不可貪愛世界：世人在世貪愛名利物質（加六 14）出於私慾，

保羅說：「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腓二 3），又說：「貪財是萬惡之

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開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前六 10） 

獵人先將葫蘆挖空，並在側面鑽一個洞口，那個洞口剛好可讓猴子張

開的手掌伸進去， 

接著把堅果塞滿葫蘆，並綁在樹上。好奇的猴子被堅果的香味吸引而

來，並將手伸進葫蘆裡抓取堅果。不過葫蘆的洞口太小，使得猴子緊緊抓

滿堅果的拳頭無法抽出來。由於猴子不願鬆手放棄手中的美味，失去警覺

的猴子便輕易地被獵人捕獲，猴子不願意放開拳頭，其實是自投羅網。 

世界也適用類似的方法來誘惑我們，他引誘我們不斷追求更多物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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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以為這樣可以帶給我們安全感。當我們緊抓著這些不放，就會成

為物質的奴隸。 

 

四 寸步不留給自己 

自己亦稱老我，亦是最不易戰勝的，乃是我自己的邪情私慾。 

自己也是一個大仇敵。人總是自私的，自我就常生出很多屬肉體的慾

念、驕傲、愛己、生氣、說謊等，我們常被這些戰勝。掃羅曾為自己留

下美好的牛羊（撒上十五）基哈西曾為自己留下美麗的衣服。亞拿尼亞

與撒非拉為自己留下幾分銀子。他們都是給「自己」留下了敗壞的地

步，被自己罪惡所害。 

每個人都有其美好的前途，但往往被其敵人所破壞。這敵人並非別

人，而是每個人自己的內心。因為思想由你自己主宰為善為惡，也是由

你轉瞬間一念之事。 

個人的，敵人的名字：欺騙、自私、仇恨、兇殘、悲傷、苦悶、頹

廢、猶豫、懦弱、失望、驕傲、發怒、憎恨、虛榮、畏難等列舉出來，

讓人們常常加以防範警惕！靠主驅除內心的敵人。 

基督徒的死敵就是自己，亞歷山大帝，可以征服歐、亞、非三大洲，

但不能征服他自己。我們可以征服他人，但不能征服自己，我們可以教

導人，但不能教導自己，和不能擺脫自己的惡習，多少人甚至不能克服

這短短一截不過三寸長的香煙。這個「自己」真是可怕。保羅說：「我

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他也有靈與肉的爭戰的經

歷，不能治死老我，如果我們能認清我們的大對頭往往就是自己，我們

便要以敵人的眼光剖視自己，以敵人態度來對付自己。充滿自己，就是

屬靈失敗的原因。後來保羅學會只有一個秘訣，就是處死老我，他在

（林前九 27）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們應當靠主將自己的情慾

粉碎，看已死，向主活，如保羅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

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這樣寸步不留給自己，

不愛惜自己的肉體，便能將「己」打敗了，讓我們跟保羅同說得勝的

話，「感謝神，靠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羅七 25） 

基督徒在這世上要戰勝這四大敵人雖不容易，但我們靠主必得勝之。

不是靠自己得勝，保羅說：「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才能

得勝（羅八 25）。我們靠主得救，也靠主得勝！讓我們做一個得勝的基

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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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6:1–18 

More than once, I have heard people say that Christianity is a reli-

gion of self-interest. For Christians seek rewards from God in this world 

and in the world to come. According to their point of view, the reward 

motive should have no place in the Christian life. We must be good for the 

sake of being good, as it has been said that “virtue is its own reward.” 

There is a story about a medieval saint who used to say that he would 

wish to quench all the fire of hell with water, and to burn up all the joys of 

heaven with fire, in order that men might seek goodness for nothing but 

goodness’ sake, and in order that the idea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might be totally eliminated from life. 

At first glance, that point of view seems to be very fine and noble. 

But if you pause and think about it, you will soon discover that it is neither 

noble nor practical. We cannot separate love for God from a desire to find 

our own happiness in God. This is inseparable from our personality. More-

over, it is an obvious rule of life that any action which achieves nothing is 

futile and meaningless. A goodness which achieves no end would be a 

meaningless goodness. As has been very truly said, “Unless a thing is good 

for something, it is good for nothing.” Unless the Christian life has an aim 

and a goal which is a joy to obtain, it becomes largely without meaning. If 

we are to eliminate all reward and punishments from the idea of religion, 

it would mean that the end of the good man and the end of the bad man 

are one and the same. If this should be the case, then there is no point in 

being good, and no special reason why a man should live one kind of life 

instead of another. It would also mean that in God there would be neither 

justice nor love, for He would not care whether men were good or not, 

and He would not reward the good nor would he punish the evil. This is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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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ly unbelievable and is contradictory to our sense of justic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sense of life.  

 Our Lord Jesus does not disparage the seeking after a reward. 

What he discourages man to do is to seek it in the wrong place, and what 

he encourages man to do is to seek it in the right place, that is, from God. 

In the scripture passage of Matthew 6:1–18, Jesus speaks about reward 

three times. The right kind of almsgiving, the right kind of prayer, and the 

right kind of fasting will all have their rewards from God. He says to his 

disciples, when you give also, do not sound a trumpet before you, as the 

hypocrites do, so that men may praise them. They have their reward. No, 

when you give alms, do not so much as let your left hand know what is in 

your right hand to give. Keep your almsgiving secret, and God who sees 

what is done in secret will give you your reward. Again, when you say your 

prayers, don’t do it at the street corners, as the hypocrites do in order 

that men may see them at their devotions. They have their reward. You go 

into your room and shut the door, where man will not hear you. But God 

will hear you, and you shall have your reward from Him. Finally, when you 

fast, don’t look miserable like the hypocrites who go so far as to disfigure 

their faces, so that men may notice they are fasting. It is enough that God 

knows it. He will see to your reward.  

 “They have their reward,” says Jesus in all three cases. That is to 

say, they have got what they wanted, what they set out to get. When the 

hypocrite paraded the streets, distributing his alms and trumpeting his 

progress as he went, it was not really the poor he was thinking of but his 

own reputation as a benefactor. When he said his prayers, he was seeking 

not so much a response from God as a response from men. What he 

wanted was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devout and a religious person. And 

again, when he fasted, it was for the sake of making a good impression. 

Well, says Jesus, no doubt he did make a good impression. No doubt he 

did gain wide repute and respect as a devout person and as a philanthro-

pist. In all three cases, he got what he wanted. His account is settled. It is 

paid in full. And nothing more is coming to him.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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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we see two important truths. First, we see that very often in 

life, the finest things are done from the wrong motives. To the Jews, alms-

giving, prayer, and fasting were three great cardinal work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hey were the three great pillars on which the good life was based. 

Jesus would not for a moment have disputed that; what troubled him was 

that so often these three good things were done from the wrong motives. 

It is good to give alms. But if a man gives alms, not really to help the per-

son to whom he gives, but simply to demonstrate his own generosity, and 

to bask in the warmth of someone’s gratitude and all men’s praise, it loses 

much of its value. It is good to pray. But if in prayer a man is seeking not so 

much a response from God as a response from men, if in prayer he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his exceptional piety before men, it also loses 

much of its value. It is good to discipline oneself in some way for a season, 

such as fasting. But if in fasting, a man’s desire is not really to humble him-

self in the sight of God, nor for the good of his own soul, but simply to 

show the world what a splendidly self-disciplined character he is, it lose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its value. The value of good things depends 

much on the good and right motive by which the good things are done. 

Wrong motives can and will do a great deal of damage to the value of 

good things, and even nullify their value completely! 

 Second, we see that if a man seeks a reward from men, from the 

world in which he lives, he might well get what he wants, what he sets out 

to get, but that’s all he will get; nothing more will come to him. “They have 

their reward,” says Jesus in all three cases—almsgiving, prayer and fasting. 

Greek scholars tell us that the word Jesus uses here (ἀπέχω) was the word 

commonly used in New Testament times on forms of receipt. It is as if 

these men were made to sign a receipt saying: “Paid in full. I have received 

all that is due to me. My account is settled.” There is nothing more coming 

to them. In other words, what Jesus is saying is this: “If you give alms to 

demonstrate your own generosity, you will get the admiration of men—

but that is all you will ever get. That is your payment in full. If you pray in 

such a way as to show off your piety in the face of men, you will gain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n extremely devout man—but that is all you will ever 

get. That is your payment in full. If you fast in such a way that all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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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that you are fasting, you will make a good impression among men—

but that is all you will ever get. That is your payment in full.” A similar pic-

ture can be seen in our present-day life. Many people have wanted money 

before everything else, and, just because they have given their whole 

minds to it, have amassed a fortune! Others have wanted only power, and 

have succeeded in securing a position to rule. Still others have concentrat-

ed on being well spoken of, and people have indeed spoken well of them.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large numbers of men and women in the world 

today who seem to get nothi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set their 

hearts on them. Nevertheles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succeed in the 

things into which they have really thrown their energy is still very impres-

sive. And yet, the word which our Lord Jesus speaks about them is still a 

terribly tragic one. “They have their reward!” They sought their reward 

from men, from the world in which they lived. They have found what they 

sought. But that’s all that they got. And nothing more will ever come to 

them! They have grasped the rewards of time, and let the rewards of eter-

nity go. The doors at which they knocked have opened up before them, 

but the doors at which they have not knocked remain eternally closed! 

 It might be that the picture of the hypocrite painted by Jesus has 

been somewhat overdrawn. The men who gave alms, the men who prayed 

at the street corners, the men who disfigured their faces while they were 

fasting might have had mixed motives. They might have had some real 

concern for the poor, but they wanted reputation too. They might have 

had some real desire to communicate with God, but they wanted people 

to notice their piety also. They might have been sincere in their fasting, 

but they also wanted people to speak well of them about their self-

disciplined character. At any rate, it is safe to say that most people’s mo-

tives are mixed. The philanthropist has some real concern for the poor but 

he wants the reputation too. Many people go to church both in order to 

satisfy public opinion, or perhaps as an example to their children, and in 

order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better things. Even so, our Lord’s warning 

might still stand; that is, our getting will be according to our seeking. If we 

only half want to draw near to God, we cannot expect to get very close to 

Him. If we only half want His peace in our hearts, we cannot exp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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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much of it. Moreover,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when the 

worldly motive is present, it has a terribly corrupting influence upon the 

heavenly one. More often than not, it is the worldly motive alone that re-

ally prevails. You remember the young man who came to Jesus seeking the 

heavenly treasure but went away sorrowful when Jesus told him how to 

attain it? “Sell what you possess, and give it to the poor; and come, follow 

me,” said Jesus. But “when the young man heard this, he went away sor-

rowful. For he had great possessions.” No doubt, this young man had 

mixed motives. He had a real desire to seek heavenly treasure. But he also 

wanted to keep his worldly possessions. Eventually it was the worldly mo-

tive alone that really prevailed. Jesus said, “No man can serve two mas-

ters…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Let us ask ourselves honestly: 

What is my real desire? What is my heart’s secret dream? What is the 

guiding thread through all my thoughts? Do I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or do I, while not altogether indifferent to 

these nobler rewards, give the first place to something else? Here in this 

passage Jesus does not mention specifically what reward God will give to 

those who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but he 

does repeat three times “Your Father who sees what happens in secret 

will give you your reward in full” (4,6,18). And from his teaching elsewhere 

we know that what God prepares for those who render Him faithful ser-

vice is far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that men and this material world can 

offer, and is also far beyond what they really deserve. May the Lord help 

us to put our trust in Him, to beware of the danger of attempting to serve 

two masters! May the Lord help us to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so that our Father who sees what happens in secret will 

give us our reward in full and beyond our expectation! 

 

The Word Preached  

Editor’s Note: This article is reprinted here permission by the au-

thor’s permiss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your own 

copies of his book, please Mr. Timothy Chow 

(tchow@alum.mit.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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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

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

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怒氣的權

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

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 90: 9-12 － 

 

今年是特別的一年，全世界都努力對抗共同敵人新冠病毒。何時疫情

平息？無人知曉。 

前瞻未來，無論如何艱難，有主與我們同行；我們信靠神，有活潑的

盼望。但對於(自己)已過的日子，我們需要反省、評估，從其中得智慧，

來過明年的日子。 

詩篇九十篇是摩西的禱告，求神「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數算，不是計算已經有多少日子過去，還有多少日子可活，而是數點、

計算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歲末年終，回顧過去這一年，無論是艱難辛

苦，是差強人意，還是順利，總是有神的眷顧、保守；數算數算，有多

少可以感恩的事？  

數算，也含有「評估」「衡量」的意思：我所度過日子，是充實、有

意義、有價值，還是虛度光陰、浪費生命？我們可以從回顧過去，從數

算已過的年日，汲取教訓，得著智慧，幫助我們未來的日子，過得更充

實滿足。也許是過去的成功成就(如：不怕疫情嚴峻，靠主恩典，該聚會

時就聚會…)，也許是過去的失敗挫折(如：怕受病毒感染，過分擔驚受

怕，失去對主的信靠？)，也許是平安喜樂(沒有受感染、收入也不減)，也

許是憂傷痛苦(因疫情失去親人、或失業生活艱難)。無論何經歷，求主指

教我們怎樣數算，使我們對於已過的日子有正確的評估。如此，警誡我

靈修分享 

 數算 

   自己的日子 胡至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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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分享 

 們善用今天，提醒我們明智規劃未來。 

數算日子，得著智慧，就會認知：唯有敬畏神，尊主為大，生活以

神為中心，才有真正的平安、喜樂、滿足、充實。「我們度盡的年歲﹐

好像一聲歎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

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不認識

神，心中沒有神的人生，就是這樣的結果：人生苦短。口裡說信靠神，

卻不把自己的生命當作活祭獻給神，生活不以神為中心的，也是如此：

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 

人生、生活以神為中心，就立志，凡事對得起主，凡事討神喜悅。

自己評估：神給我的恩典，賜給我的時間、金錢、健康、才幹等，我怎

麼使用？有多少是用在追求我自己的快樂上面？用在滿足自己的情慾上

面？有多少是用在神喜悅的事情上面？用在事奉神上面？用在屬靈的追

求上面？當我作決定的時候，行動的時候，是以甚麼作為最優先考量？

我自己的喜好、滿足第一，我家人的快樂幸福第一；還是神的心滿足，

神喜悅第一？人所喜悅的就是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今生的驕傲；

很快都要過去，沒有永恆價值。神所喜悅的就是：我們靈命長進，更豐

滿顯出耶穌基督的美好；忠心完成主所託付的工作(大使命)。其實，只要

我們立志，凡事要使神的心滿足，要得神的喜悅，神也必不忽略我們與

家人的需要，必充足供應、賜福，因神有豐盛的慈愛與恩典。 

壽命長短，是神所定，各人不同，但有一點相同：一年過去，我們

與主見面的日子，就又更近了一年；今天過去，我們與主見面的日子，

就又更近了一天。見主面，是大喜樂的事，也是需要儆醒的事。因為見

主面時，「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

的，或善或惡受報。」(哥林多後書 5:10)。 

那日我們都得向主交賬，今日須要儆醒預備。想想，到如今，我已

度過的日子，有什麼可以拿來向主交賬的？查核一下：我的靈命有沒有

成長，事奉有沒有長進？除了為兒女教育積蓄、為自己退休籌畫之外，

有沒有積儹財寶在天上？(參馬太福音 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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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丶既然蒙召丶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

事謙虛丶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丶竭力保守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 1-3) 

 

主的僕人衛斯理·約翰，有一天夢中來到天國門外，天使在門前接待

他，他問天使：浸信會的弟兄姊妹進入天國的有多少？天使說：沒有浸

信會的信徒。他又問：信義會有多少進入天國的？天使答：沒有信義會

的信徒。神召會的呢？天使說：沒有，……最後，他再問天使：我們衛

理會有沒有？天使仍然說沒有，他很疑惑的看著天使，天使說：甚麼

會，甚麼會，那都是世界的東西，世界的分別，天國裏都是蒙恩的基督

徒。 

衛斯理牧師的這與天使的對話，天使說的不錯，天國裏沒有屬地的東

西，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屬主屬神的，沒有甚麼會，甚麼會的區別，

正如(西三 11)所說:已重生的基督徒沒有種族上、宗派上、文化上與社會

階級的區別，他們外面在世界裏雖有所不同，但得救重生後都被基督同

化了，每人都有基督的生命內住，外面都披戴了基督，也就是都是被基

督潔淨、更新成為小基督了，那還有甚麼會甚麼會呢? 

在聖經(弗四 1-6)更說得清楚，在這六節經文中，使徒分四方面說明

信徒在聖靈的保守中合一的意義: 

 

(一)神從世人中把我們選召出來，我們也順服神的選召，使我們屬於

祂，並得到一個特殊的屬神子民的身分，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行事

為人要把神及神的恩典活出來，活的像神。 

 

(二)信徒在活出基督的實際裏，那就是彼此謙虛、溫柔丶忍耐，在愛

中互相寬容，以平安彼此聯絡。 

 

十二籃零碎   一個身體 

 

           

 
王敬 

十二籃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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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在我們每一個信徒的裏面，我們必須努

力持守。 

 

(四)信徒彼此合一的基本因素有七個： 

(1)身體是一個(信徒都在身

體裏，彼此互為肢體，

不管你是那一種肢體，

但 都 屬 於 這 個 身 體

內。)(也就是在以基督

是頭的教會中，不管是

甚麼宗派，在身體內都

沒有了) 

(2)聖靈是一個，三位一體

真神的一位，祂乃是身

體(教會)的成因在內， 

 所以,身體是一個，無法

分開的。 

(3)指望是相同的一個，當

我們蒙召時，就有聖靈

作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直等到我們得贖進入榮

耀中。 

(4)同有一位主耶穌基督，祂不但是我們的救主，祂也是我們生命之

主，和一切生活，工作的主。 

(5)同樣的一個信仰，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祂為世人的罪被釘在

十字架上，死了，葬了，第三日復活，升天後坐在父神右邊，仍

然為我們中保，也為我們禱告。 

(6)同受一個水禮，信徒都是奉父子聖靈的名受浸，而歸於基督的名 

 下。 

(7)同有一位神，這位神是居在高天之上統領管一切的神(父)。這位神

也是在我們中間看顧丶引導、救援的神(子)。這位神也是住在我們

裡面感動丶運行，光照加力的神(靈)。有了以上的七個合一的基本

因素，再沒有甚麼差異，影響我們合一了。◆ 

十二籃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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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右旋律   不會再有死亡 

                                                     黎翰飛            

座右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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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為台北市西區最重要且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消費商圈，以年

輕族群為主要的消費對象，其特色包含台北市第一條指標性的「行人徒

步區」、象徵青少年的流行次文化，以及見證電影院歷史的電影街。 

入口大門，是座大牌坊，其上有匾額，書「西門町」，且高掛著日

式紅燈籠，有台北「原宿」之稱號。穿過牌坊，既是徒步區，也就輕鬆

行。數不清的商店，各種賣品，應有盡有。因是「商圈」，分有數塊小

區，如「愛的廣場」……等等，行至此區，所見多是年輕人，有街

頭藝人，佇街而唱，散發著青春氣息。 

中午，走進「美觀園」日式餐廳。此餐廳是在日據時代就有的餐

廳，在西門町小有名氣。五十年前曾在此餐廳呷生啤、吃快餐，還外加

一串兩隻燒烤小鳥（禾花麻雀，現在菜單已無此項）。點了一份招牌快

餐，五十年不變，原樣原味，吃的是回憶。 

「老天錄」是一家老字號正宗專賣滷味店，超過七十年歷史，遠近

馳名。其滷味菜單推薦必點的：有鴨翅、鴨舌、鳳爪，其次豆乾、海

帶、脆 腸、鐵 蛋，滷 香 四 溢 ； 而 甜 點 類，如 鳳 梨 酥、綠 豆 糕、花 生

糖……等等，亦甘甜可口。不必思索，滿包足袋而歸。 

西門町五十年前已很熱鬧，如今盛況猶勝往昔。負笈來美四十載，

時光荏苒，不勝唏噓！聖經言：「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

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各書：四 14 下半）要珍惜時間與生

命！ 

 

 西門町正門                                                   老天祿滷味店 

        

旅行足跡 

 台北西門町   

                         李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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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生長於祭司家族，是在母腹中神已認識他，未出母胎，神已將

他分別為聖，並揀選他要作列國的先知，這都是耶利米的自我介紹。直

至他長大，是生活在國難的時期。他是猶大第十五位王約西亞執政的第

十三年（約西亞在位 31 年）蒙召為先知，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只作王三

個月，由他的兄弟約雅敬接位，那時國際動亂，亞述稱雄於世，卻在衰

落的途中，埃及也在爭取霸權，但受到巴比倫的牽制，出現三強爭奪的

現實情況。巴比倫藉亞述與埃及之爭，坐享其利，最後在幼發拉底河區

的爭奪戰中，尼布甲尼撒剷除埃及尼哥的軍力，進而臣服亞述而稱霸。

猶大國也處於國際的新形勢，受到巴比倫進侵，就將一部分人擄到巴比

倫，其時但以理也在被擄的人中，約雅敬在位十一年，最後也被擄到巴

比倫，立其子約雅斤接王位，只在位三個月，也被擄巴比倫，立他的叔

叔西底家作王，在位十一年，猶大國終於在他手中被巴比倫所滅（代下

三十六 11-21）。耶利米正是在這風雨飄搖的時代中作先知，經歷猶大國

五位王，直到國亡家散，自己也下到埃及，繼續在那裏傳信息（四十三 5

-7，四十四 1-2）。傳說也殉道於埃及。 

先知耶利米蒙揀選有如雅各，在母腹中就被神指定，神也造就他成為

神合用的器皿，神賜他有美好的靈性，培養他有女性的溫柔，男性的剛

毅，謙虛、敦厚，甘願捨己，富有同情心，接受聖靈的感動，順服神的

指示，每逢傳達信息，多提及「神如此說」，無加添，也無減少，誠誠

實實地傳達神的話，雖然人不願聽，甚至受到壓力或殺身之禍，仍不懼

怕，不妥協，不退縮。惟神是賴。先知有愛民愛國的柔心，常為頑梗的

同胞和在上的執政掌權者不行神的道而傷心流淚，所以有「流淚的先

知」之稱。雖然表面看來是多愁善感的內向人，對工作的態度卻極其嚴

肅，所以神交託他的「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

植」的工作。他不違背從上頭來的指示，廢寢忘餐，殷勤作工。先知生

活在神面前，凡事尋求神的心意，有美好靈性的屬靈人，不慕虛名，尊

神為大。隱藏自己，以神為榮。有人戲稱他沒有以賽亞的才華，也沒有

以利亞的能力，更沒有以西結的風度，但他是神忠心的僕人。 

 

耶利米書              
（一）    

         康錫慶 
晨聲 

晨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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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一   神預備合用器皿 
出身於祭司家的耶利米，蒙神選召為先知；是未成胎之前，神就曉得

他，未出母胎之前已分別他為聖，在年幼之時，就差遣他，所要傳的信

息是神為他按手，直接傳授給他的。毫無自主地作神忠心的僕人，神手

中合用的器皿。神先後藉兩個異象向他指明當日處境，是面臨國難的危

機，神卻要他去面對現實，一而再地叫他「不要驚惶」，神應允與他同

在，使他「成為堅城、鐵柱、銅牆。」作「拔出、拆毀、毀壞、傾覆，

又要建立栽植。」會遭君王首領，甚至祭司和眾民的反對攻擊，神安慰

他必勝利在握，是神站在他一邊施行拯救。神選用的器皿，不一定是

金、是銀等貴重的，而是謙卑順服合乎神用。耶利米是耶和華至高者或

主設立的意思。 
 

耶二   聖民作兩件惡事 
神差遣先知到民中向蒙愛的百姓傳達的信息：「因為我們的百姓作了

兩件惡事。」其嚴重性無以復加。 

第一惡事：「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神提醒這些百姓從幼年蒙愛，

有如婚姻的愛情，如何從埃及為奴之地，經過曠野荒蕪之地，帶進流奶

與蜜肥美之地，享美福，有如活水的泉源，湧流不息。可是卻不滿足而

離棄疼愛他們的真活神，換了那不是真神的偶像，就是 

第二惡事：「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這是悖逆

背道的惡事，神連續問了六次「為何」？為何在各高崗上，各青翠樹下

向假神「屈身行淫」？竟「向木頭說：你是我的父親，向石頭說，你是

生我的。」信奉的假神與他們城的數目相等。既是這樣，神的怒氣向他

們發作，棄絕他們。原為神的百姓竟然自我放棄活水的泉源，換求破裂

的池子而自招神怒。在此提醒神兒子們棄真從假，棄善擇惡，必惹神

怒。 
 

耶三   回歸必蒙神接納 
神不永遠懷怒，相對是神接納凡願回歸的百姓。神三次呼喚「回來

吧」！「背道 的以 色列 啊，回來 吧！」「背 道的 兒 女啊，回來吧！」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指原是神揀選的以色列家，神所疼

愛的兒女，甚至如愛惜的妻子。幾重的關係，可惜竟然離棄神投靠那在

高山上，青翠樹下，石頭、木頭的偶像，玷污了自己。他們像兒女背棄

父親，「真像妻子行詭詐離開他的丈夫一樣。」神痛心地呼喚「回來

吧！」 

你我聽見沒有，這是愛我們的神慈聲呼喚，不要再留戀這暫時如花草

的世事，慈愛天父伸開雙手，等候你「回來吧！」 

 

晨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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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四   誤認神欺哄百姓 
神原召百姓回來歸向神，勸百姓悔改，「要開墾荒地」，除掉心裏污

穢，免得因他們的惡行而燃起神的怒火。可是神竟從北方招來強敵如獅

子出密林，大行毀滅，使地荒涼，城邑變成荒場。為此，百姓向神哀

嘆：「主耶和華阿，你真是大大的欺哄這百姓和耶路撒冷，說：你們必

得平安、其實刀劍害及性命了。」沒有想到是因為他們背叛神，他們的

行動作為招惹禍患，「有智慧行惡，沒有知識行善。」是他們罪惡的結

果，反而怪神欺哄他們。不錯，神是說，叫他們歸向神，開墾荒地，只

是神也定意懲罰那背棄祂的人。神所言與神定意「必不後悔，也不轉意

不作。」神的信實是我們信心的基石，信而順服信實的神，祂永不誤

事。 
 

耶五   福因罪惡而喪失 
神是賜福的神，敬畏祂的，祂必按時賜下秋雨與春雨，使地出產豐

收，定下收割的節令。只因百姓的背叛忤逆的心，使他們背叛神而去，

神也轉離他們，使他們「不能得福」，反使國中有驚駭，可憎的事。百

姓還在問：「耶和華我們的神，為甚麼向我們行這一切的事呢？」唯一

的答案是你們「怎樣離棄耶和華，在你們的地上事奉外邦神，也必照樣

在不屬你們的地上，事奉外邦人。」就是神使一國的民從遠方來攻擊他

們。神說：「我怎能赦免你呢？」聖潔公義的神是輕慢不得的。祂的眼

目是看顧誠實，那些不曉得神法則和作為的人，神再說：「我豈不因這

些事討罪呢？豈不報復這樣的國民呢？」神是賜福的神，也是忌邪的

神。敬畏神者必蒙福，背棄神者必遭禍。 
 

耶六   訪問善道得安息 
誰不願得安息？安息是來自賜平安的神。可惜他們與神生疏，以神的

話為羞辱。後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貪婪，行事可憎，不知羞恥，盡是

虛謊，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為此，神要他們「站在

路上察看，訪問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間。這樣，你們心裏必得安

息。」這是神指示到達安息的善道。然而人總是背道而行，竟說：「我

們不行在其間」，「我們不聽」，甚至厭棄。神只好把絆腳石放在他們

面前，就是興起殘忍的大國來攻擊，帶來的是驚嚇、悲傷、痛哭、哀

號。得不到安息，是自作自受。主耶穌帶給人的是安息，祂說：「凡勞

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來到主面前，

聽從祂的話，作成祂的工，就得享安息。不只得，更能享。 
 

耶七   神為何不聽祈禱 
神吩咐「不要為這百姓祈禱，不要為他們呼求禱告，也不要向我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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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祈求，因我不聽允你。」何故？神是聽禱告的神，為何吩咐不為這百

姓禱告？神連續三次說明「這是耶和華的殿」神的殿是禱告的殿，也是

敬拜的殿，而他們竟一面進入耶和華的殿，又一面倚靠虛謊無益的話，

偷盜、殺害、姦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隨從素不認識的別神。這些

可憎的舉動，等於將稱為神名下的殿看為賊窩。所以神再說：「不要為

這百姓祈禱，不要為他們呼求禱告，也不要向我為他們祈求。因為我不

聽允你。」認為這是不受教的國民，神明言：他們「將可憎之物設立在

稱為我名下的殿中，污穢這殿。」這種口是心非的「行動作為」，神無

法容忍，除非改正行動作為，才能蒙神悅納。神不聽禱告，是有原因

的。 
 

耶八   恆久背道為惡族 
這屬神為聖潔的國度，竟被神稱為惡族，多麼可惜又可憐。是因恆久

背道所致；跌倒不再起來。離去不再轉回。守住詭詐，不肯回頭。不行

正直，不改惡行。從最小到至大的一味貪婪。為此神使他們「全然滅

絕」。他們得罪神，指望平安，得不著好處。指望痊癒，卻受驚惶。先

知生活在他們中間也受到連累，因為百姓不聽先知警告，以致先知也感

嘆：「因我百姓的損傷，我也受了損傷。我哀痛，驚惶將我抓住。」先

知愛國愛民，因為百姓恆久背道，掩耳不聽先知傳達神的信息。既然如

此，神也向他們掩耳，才叫先知不要為這「惡族」祈禱。不錯，我們也

會有跌倒的時候，但要靠主站起來。我們也會有偏行己路的時候，但要

接受聖靈的感動回頭，神隨時等候接納我們。 
 

耶九   自誇無益惟靠神 
神明示：「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誇口，

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自誇是無益的。因為擁有這一切都是短

暫。要誇口應指著神誇口，認識神才是真智慧，有聰明。真知道神，神

在此短暫的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那是蒙福的根源。可是

神的百姓自以為有智慧，我行我素，成為「行詭詐的一黨」，彎起舌頭

如毒箭，不說真話，滿口謊言、讒謗鄰舍，在弟兄中盡行欺騙，所行所

作惡上加惡，在國中增長勢力。因此神指着這作孽的人：「看哪！我要

將他們融化熬煉。」又說：「看哪！我必將茵陳給這百姓吃，又將苦膽

水給他們喝」「也要使刀劍追殺他們，直到將他們滅盡。」令人絕望。

當趁神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倚靠祂。祂是我們唯一的盼望，可指着神

誇口，除祂以外，別無倚靠。 
 

耶十   真神至大無可比 
先知在呼喚：認清我們的神本為大，有大能大力，創造大地，建立世

界，鋪張穹蒼，宇宙萬物從祂而來，是造作萬有的主，「萬軍之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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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名」，祂是真神，是活神，是永遠的王，有最高權柄，統管萬

有。相對的偶像：它們是從樹木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樹，匠人用手工造成

的。「用金銀妝飾它，用釘子和錘子釘穩，使它不動搖。它好像棕樹，

是鏇成的，不能說話，不能行走，必須有人抬着。」不過是木頭，毫無

氣息，「都是虛無的」。然而竟有人被迷惑去叩拜它。拜它的與它一樣

的無知。細聽衷心的禱告：「耶和華啊！我曉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

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耶和華啊！求你從寬懲治我，不要在你的

怒中懲治我，恐怕使我歸於無有。」能及時悔悟，認知惟獨造物者是至

大的主宰，是真神、是活神，是我們所倚靠的。 
 

耶十一   背約遭受的災禍 
全章提及五次「約」，指的是當時神差遣摩西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

「鐵爐」的日子所立的約；使他們聽神的話，作神的子民，堅定將流奶

與蜜之地賜給他們為產業。當時他們的列祖都應聲：「耶和華啊，阿

們！」可是直到今日，他們卻不聽從，不側耳而聽，「竟隨從自己頑梗

的惡心去行。」不聽神的話，反而去求告供奉當地的神明。離棄救他們

獨一的真神，去哀求那數目與他們城的數目相等的神明，為那可恥的巴

力築燒香的壇，與耶路撒冷城街道的數目相等。如此背約，惹神發怒，

降災攻擊他們，是「自作自受」。為此神告訴先知：「不要為這百姓祈

禱，不要為他們呼求禱告；因為他們遭難向我哀求的時候，我必不應

允。」這是第二次提到「不要為這百姓祈禱」（七 16）。聽禱告的神竟

然吩咐不要為這百姓祈禱，神掩耳不聽，眾神明也無法救助。只有謙卑

回到神面前，守約施慈愛的神，憐恤敬畏祂的人。 
 

耶十二   與神理論顯無知 
先知與神爭辯時，神顯為義，無從爭辯。但有件事與神理論；為何惡

人的道路反而亨通，行詭詐的反得安逸；為他們紮根使他們長大，而且

結果。這些人口與神相近，心卻遠離神，而神反好待他們，的確難以明

白。神沒有正面回答；只用一比喻開導他：「你若與步行的人同跑，尚

且覺累，怎能與馬賽跑呢？你在平安之地，雖然安穩，在約但河邊的叢

林要怎樣行呢？」意思是：你認為惡者不一定是惡，你認為善的並不一

定是善。神開導他：「連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詐待你。」他們實際上

是至親，是可靠的人，表面向你說好話與你親密，背後把你撕毀，你知

道嗎？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先知與神理論的背景是因神興起外族來對

付自己的百姓，有點抱不平的心態，但神的眼睛是明亮的。神知此知

彼，絕不任意而行。求神開我們的心眼，照亮我們的內心，有屬靈的眼

光，分辨善惡好歹，不要作無知的人。」 
 

耶十三   習慣行惡難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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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藉個比喻說明此理：「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豹豈能改變斑點

呢？若能，你們這習慣行惡的便能行善了。」這是指着神的百姓說的，

原是聖潔的子民，卻不聽神的話，一味作惡成了習慣，隨著頑梗的心

「隨從別神」。神稱他們是罪孽甚多的「惡民」，行可憎惡的事，神

說：「我都看見了」，為此禍患臨到。神興起北方的敵人擄掠他們，痛

苦抓住他們。愛國的先知耶利米因此為國為民暗地哭泣說：「我眼必痛

哭流淚，因為耶和華的群眾被擄去了。」的確，習慣行惡的人無能改

善。帶有罪性的世人，何來有行善的能力？雖然有點義，也只是污穢的

衣服，又像枯乾的樹葉，至終只有招禍（賽六十四 6）。是神設立的救

法，藉主耶穌十字架上捨身流血的救贖，使人心意更新而變化，棄惡從

善。 
 

耶十四   等候神所立的約 
降災與消災，主權都在神手中。百姓都知道，為此向神坦誠：「我們

的罪孽雖然作見證告我們，還求你為你名的緣故行事。我們本是多次背

道，得罪了你。」承認在患難中，只有神作他們的救主，知道盼望在於

神，因此求神不要離開他們。然而，神看他們並非出於真誠，反看他們

「喜愛妄行，不禁腳步。」故此追討他們的罪惡。第三次吩咐先知：

「不要為這百姓祈禱求好處」，就是他們禁食，神說：「我不聽他們的

呼求；他們獻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悅納」。到了這種地步，面對絕境。

雖然有假先知出來說安慰的話，說平安了，反而得不著好處。最後，只

有誠心地求告主名，追念神與他們所立的約，但願守約施慈愛的神再施

憐憫，耐心等候，盼望從神而來。不是嗎？忍耐等候罷！「惟有忍耐到

底的，必然得救」（太二十四 13）。 
 

耶十五   一人過危害全民 
神的話令人受警惕，因瑪拿西一王的緣故，致使國家「在天下萬國中

拋來拋去」。瑪拿西為南國猶大第十三位王，治國五十五年，在聖殿兩

院中為天上的萬象築祭偶像的壇等等罪行，可說是猶大最悖逆的王，把

國家陷在萬劫不復的地步（王下二十一 1-18）。神說：「雖有摩西和撒

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顧惜這百姓。」就是神重用的僕人代

求，神也無法饒恕，何等嚴重。神已定案，都無法挽回。 

先知耶利米，不敢為國家禱告，只為自己在神面前傾心吐意；求神記

念他。他將神的話當作食物吃下，心中充滿喜樂。神要他將寶貴的和下

賤的分別，可以作神的口，在百姓中成為堅固的銅牆，無人可勝過。 

不要渺視一人的影響力，一人的惡行可能傾國，一人的善行可以救

國。保羅看：「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林前五 6）。一人可興邦，

一人可喪邦。求主保守你和我，使人得福不遭禍，穿起平安福音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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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到之處帶給人平安。 

 
 

耶十六   信心代禱的成效 
神的怒氣令人失望，但神絕不輕易發怒，百姓問先知：為何神從我

們中間奪去平安、慈愛和憐憫，而降大災禍攻擊我們？「我們有甚麼罪

孽呢？我們向耶和華我們的神犯了甚麼罪呢？」百姓犯罪仍不自知。神

在此提示他們：「你們的列祖離棄我，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不遵守我

的律法，而且你們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因為各人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

行事，甚至不聽從我，所以我必將你們從這地趕出。」神的怒氣是他們

不聽從神的話所惹起的。 

先知愛國的心被激動，憑信心向神祈禱：「耶和華啊！你是我的力

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又說：「我們列祖所承

受的，不過是虛假，是虛空無益之物。」有為國民認罪的心態，神聽他

僕人的禱告，顯出慈心說：「我使他們知道，就是這一次使他們知道我

的手和我的能力。他們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華了。」就是救贖主，因此

「日子將到」，「我要領他們再入我從前賜給他們列祖之地。」公義的

神對那不聽從祂話的人發怒。慈悲的神卻垂聽向祂出於信心的禱告施憐

憫。 
 

耶十七   神鑒察試驗人心 
神鑒察到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神試驗人的肺腑，壞到極處，無人能

識透。但神知人知面也知心，神也照人所行所作的報應人。凡靠賴自己

血肉膀臂而離棄神者必遭禍，因為離棄神這活水的泉源。惟獨倚靠神者

必蒙福，像樹栽在水旁，在河邊紮根，葉子青翠，多結果子。神在此提

醒他們當謹慎嚴守安息日，像他們的列祖一樣，尊安息日為聖，任何工

都不做，只可帶着「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並感謝祭」來到聖

殿，不可空手朝見神。這是神在西乃山頒佈十條誡的第四條：「當記念

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

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

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並強調「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

日」（出二十 8-11）。神極重視這安息之日，是賜福之日，是祂兒女蒙

福之日。是新約時代的主日，主耶穌也要信祂的人敬拜神：「要用心靈

和誠實拜祂」（約四 23）。因為神是靈，祂也是鑒察人心的神。 
 

耶十八   神有最高的主權 
神藉陶匠的造作說話：陶匠如何轉輪做器皿；他用泥做的器皿，做

壞了，又用這泥另做別的器皿，陶匠看怎樣好，就怎樣做。神對以色列

家也是如此；神因他們犯罪，就施行拔出、拆毀、毀壞。若他們轉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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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惡道，神就後悔不將此禍臨到他們。反之，神所賜福，要建立栽植，

若他們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不聽從神的話，神也就後悔不將福分賜給

他們。神就透過先知向祂的百姓說話，可是他們卻硬着嘴：「我們要照

自己的計謀去行。」既然如此，神只好以背向他們，使他們落在敵人手

中，如被風吹散一樣。先知也因百姓不聽他傳達神的話，並要加害於

他，他只有到神面前，述說心中的苦情，並求神記念他，救他脫離這以

惡報善的百姓，暗設網羅陷害他。甚至求神「不要赦免他們的罪孽。」

這是出於極度悲痛的禱告，但沒有下文。你我又如何？當壓力壓到喘不

過氣時，是否也會向神喊冤？但別忘，神有最高的主權。讓神行事，神

絕不會掩面不顧。 
 

耶十九   打碎瓦瓶傳信息 
先知禱告之後，蒙神差遣帶百姓中的長老，祭司長到窯匠的地方，

向窯匠買個瓦瓶，在那裏宣告神的話，就是有關他們列祖和在上執政者

都離棄神，向素不認識的別神燒香，流無辜人的血，建巴力丘壇，並在

火中焚燒自己的兒子為燔祭獻給巴力。為此種種，神定意使他們在仇敵

面前倒在刀下。甚至在窘迫之下，「各人吃自己兒女的肉和朋友的

肉。」而後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對他們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

說：我要照樣打碎這民和這城，正如人打碎窯匠的瓦器。」瓦瓶打碎無

法收拾，說明人死後「無處可葬」。神就這樣宣明：「我必向這地方和

其中的居民如此行。」藉實物說預言，確證神的話說了不收回。百姓既

然硬着頸項不聽神的話，神就讓他們看，事必這樣成就。神要我們作個

聽話順命的兒女，不但蒙愛，也蒙喜悅。 
 

耶二十   接受勸導神同在 
  先知傳達神的話，常受到悖逆者的反

對，連在聖殿事奉的祭司也對付他，甚至將

他囚禁，雖然次日就釋放他，先知仍然用神

的話警告他：要使他和朋友都覺得恐怖，因

為要看見有人死在敵人的刀劍下，將猶大人

交給巴比倫王統治，被擄到巴比倫，連祭司

都不能免，要全家被擄到巴比倫。先知靠神威武不能屈，卻在神面前傾

心投訴，呼求神：「耶和華啊，你曾勸導我，我也聽了你的勸導，你比

我有力量，且勝了我。」可是「我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先

知每逢講論神的信息，總是招惹藐視，連知己的朋友也都等著看我身敗

名裂。倘若不傳，神的話在心中如火焚燒，真是進退兩難，這是先知的

矛盾。擔子太重，以致先知竟然咒詛自己的生日：「願我生的那日受咒

詛。」最後感嘆：「我為何出胎見勞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滅

呢？」誰能了解先知的感受？神知道，神同在才能使他重新得力。◆ 

晨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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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守望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週五）上午十時，通過網絡，弟兄姊妹踴躍參

加元旦守望禱告會，由王兆宗弟兄帶領，先有詩歌敬拜。康牧師以「新

年蒙福」分享：平安就是福。最不平凡的一年成為過去，天父眷佑保守

各人各家安度每一天，讓我們在這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誠心獻上感恩，也

將新的一年交給看顧我們的神，真知道神是我們惟一的指望。大衛王的

禱告：「主阿！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詩三十九 7）。是

的，我們的指望在於神，就讓我們更多的認識在神裏面才有滿足的指

望，「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是拋在

天上神的寶座（來六 11，19），是施恩的寶座，「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

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

16）。在新年的第一天，我們都來到神的施恩寶座前，同心合意的禱告，

是美好的開始。 

感謝神，是日參加的弟兄姊妹眾多。用分組方法，讓每個人都有禱告

的機會，願禱告的生活隨著各人過每一天。 

 

△真知道神 

二十一世紀跨過十九年代，二十年代於始，希望擾亂全球的疫情早日

清除，可是一年之始反而變本加厲，雖然疫苗已啟用，變種新冠病毒又

出現。神的兒女都在問：到底神的旨意如何？這的確令人詫異之處。為

此教會今年特定「真知道神」為主題。這是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

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弗一 17）。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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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教會都取用「時代」為主題。知道在沒有指望的時代，

神是世界唯一的指望。只是世人不認識真神，所以沒有指望。為此去年

的「時代的守望」帶給信徒們有哈巴谷先知的心態，不了解神「為何看

著奸惡而不理呢？」才使他「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要知道

神在說甚麼？這守望的職責不宜放鬆，最切實的使命，不但自己要追求

真知道神，也呼喚世人要真知道神，願神的旨意顯明。保羅禱告是：

「照明心中的眼睛」，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指望在於神

的恩召。哈巴谷先知將於在守望所得到寶貴的信息是「義人因信得

生」。是信神帶來的指望，多為世界現況禱告，求憐憫人的神施憐憫。

每週二下午七時（美東時間）的禱告會，希望踴躍參加，同心合意向神

祈禱。 

 

△靈修讀經 

隨着「真知道神」的主題，帶來的必修課，是聖靈作啟示賜智慧的

工作。《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執筆者隨聖靈的感動說出神的話，

要真知道神不是憑理智去研究，揣摩，乃是從聖靈所默示的《聖經》，

信徒要更充分的知道神是透過每日的靈修生活，帶着《聖經》藉著禱

告，在神面前領受神的話語；靜默、思索。同時也可參閱如「荒漠甘

泉」等類的靈修小品，增加屬靈的維他命，促進靈命增長。另一功課也

不可忽略的是「讀經生活」。《聖經》舊新兩約六十六卷，從《創世

記》到《啟示錄》共 1189 章（舊約 929 章，新約 360 章），平均每日讀

舊約三章，新約一章，就可以年讀一遍，這樣週而復始，有心得可記

下，當寫日記。有難題也可存案，有機會可利用主日學，團契聚會，或

每逢第五主日的「問題探討」提出討論。因為《聖經》是真知道神的指

引。教會文字部為慶祝「教會五十週年」特再版康牧師編著的《聖書縱

覽》，可人手一冊（向圖書室索取）作為參考書。要「真知道神」沒有

捷徑可走，必須有愛慕神話語，付上時間的代價。 

  現在因疫情的影響，教會全體已被分為若干「關懷小組」，就可利

用小組成為讀經小組，在彼此關懷中一起讀經，也是一種享受，且可增

進主裏的親情。 

 

△五十 582 

這不只是一串數字，也是屬於恩典。教會是二零一九年歡度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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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待人，溜過就抓不回來，但時間留下來的痕跡是可回顧的。感謝

神全能的手在牽引着。教會的月刊《靈風》不知不覺出版到這期是第五

十卷，第 582 期，過去的四十九卷已彙集的文稿也出版二十本書，計有

《涼 水 集》三 集，《高 山 仰 止》再 版 改 名《向 山 舉 目》，《上 主 垂

問》，《耶 穌 問》，《國 度 真 理》，《預 備 迎 見 主》，《恩 賜 與 事

奉》，《教會模式》，《恩座前呼聲》，《耶穌的神蹟》，《耶穌的比

喻》，《使徒信經淺釋》，《心禱》，《如此確信》，《有福的人》，

《真 理 鬥 士》，《聖 書 縱 覽》為《聖 經 課 本》的 修 訂 本。大 部 分 已 絕

版，這些書均以贈閱的方式為原則，只接受讀者的奉獻。感謝神奇妙帶

領，感動主內多位屬靈長者成為本刊的長期作者，使這月刊能維持過去

的四十九年五百八十一期，蒙讀者愛戴帶來的鼓勵。目前已有不少讀者

改 用 電 子 版，一 來 快 捷，二 來 可 節 省 郵 資，歡 迎 介 紹。聯 絡

cfcnyc@cfc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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