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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量 

《聖經》中最扼要的介紹耶穌，可以說是使徒保羅從羅馬監牢寫信給

腓立比教會所舉薦的：「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

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 6-8）。耶穌本

是神，卻降卑成為人，甚至成為奴僕，竟生在馬槽裏，還在嬰孩時，就

逃難到埃及。 

回國後生活在加利利省一個窮鄉僻壤的拿撒勒，故被「稱為拿撒勒

人」（太二 23），因此曾被戲稱：「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約

一 46）。耶穌肉身的父親約瑟是位正直的「義人」（太一 19）。母親馬

利亞是位「心尊主為大，靈以神為樂」（路一 46，47）的賢淑村女。下

有四個弟弟，約二個妹妹，父親以木匠為業（太十三 55-56）；一家約九

口，生活的擔子落在身為長兄的耶穌身上，因此耶穌從小是學作木匠，

分擔父親約瑟的擔子。曾有一幅圖畫；畫面是耶穌鋸木到疲倦時，站起

來伸腰，雙手左右展開，窗外陽光普照，將耶穌的身影投射在地上，出

現一個十字架的影兒。正說明「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

苦.....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是祂「背負世人

罪孽的」，「死在十字架上」（賽五十三 4，5，約一 39，腓二 8）。 

耶穌自取卑微，雖是君王的身分，卻是柔和謙卑作個勞工，甚至奴僕

的地位。年輕力壯時在家中挑起全家的生活擔子，當他約三十歲時出來

傳道，人看祂像五十歲的半老人（路三 23，約八 57）。因為祂「無佳形

美容」，使人看見祂也無美貌使人羨慕祂。為此「他被藐視，被人厭

棄」，得不到人的尊重（賽五十三 2，3）。這是耶穌謙和的本質，連祂

弟弟們都不把祂看在眼內，諷刺祂：「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事

的，你如果行這些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因為連他的弟兄們說

這話，是因為不信他」（約七 4-5）。 

直到耶穌從死裏復活之後，特向弟弟雅各顯現（林前十五 7），改變

了雅各，還有弟弟猶大；以後都成了「主耶穌基督僕人」，各寫了《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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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書》與《猶大書》，被列在《聖經》中，為主耶穌作了美好有力的見

證。雅各還成為初期教會第一次教會議會的主席，安慰外邦信徒不必按

摩西的律法受割禮才得救，得救只因信主耶穌救贖之恩。此外只要他們

「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些是蒙恩得救的

人，當「禁戒不犯」，過聖潔的生活（徒十五 1-29）。復活的主耶穌改

變了祂原來不信的弟弟們，在祂的家裏興起兩位忠心的僕人，影響世世

代代。這位「柔和謙卑」的主耶穌要我們學祂的樣式作謙和之子。 

 

一 謙和的素質——由耶穌表彰 

「耶穌」是基督降世為人的名，有「救主」之意；「他要將自己的百

姓從罪惡裏救出來」（太一 21）。是「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

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他們

得着兒子的名分」（加四 4）。「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世人」（提前

一 15）。是「兒女（世人）既同有血肉之體，他（基督）也照樣親自成

了血肉之體（耶穌），特要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

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世人）」（來二 14-15）。 

這一連串的經文只道出這位「太初之道」，萬物的創造者，竟被生為

血肉之體的人，降臨塵世，就是藉祂所造的世界，世人卻不認識祂。是

因為祂的謙和，甘願從造物者降卑到被造的世人中，自稱為「人子」，

且成為僕人，正如祂所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 28）。這一切是出於祂那測

不透的大愛，使祂的富足甘願為世人成為貧窮。當祂出來工作時連走獸

飛鳥都不如；狐狸都有洞可躺臥，飛鳥都有窩可棲息，祂連枕頭的地方

都沒有（林後八 9，路九 58）。祂是生命之主，竟然順服神的旨意，接

受最殘酷的刑具死在十字架上，連埋葬的墳墓都是借來的（太二十六

39，二十七 57-60）。 

耶穌是如此卑微地度過一生嗎？不！祂在世最後的一程，卻是最榮耀

的一程，是以王的身分進京，那是祂降生之前約 520 年，神藉着先知撒

迦利亞豫言的：「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

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

和的騎着驢的駒子」（亞九 9）。全景應驗在耶穌在世最後一主日，從伯

大尼騎驢駒來到耶路撒冷，以君王的身分，接受前行後隨的群眾高呼：

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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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

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可十一 1-10）。這是耶穌以王的身

分進入京都，卻是謙和的心態進京。祂騎的是匹小驢駒，並非騎駿馬直

抵羅馬官府，彼拉多衙門，對抗羅馬政權，而是進入神的殿，目睹神

「禱告的殿」變成賊窩似的，滿是作買賣的；有兌換銀錢的，賣鴿子

的，由於祂的義怒，作清除的工作。雖然激怒當時的祭司長和文士們，

甚至動了殺機，但見殿中的孩子們都歡呼稱頌「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

孫。」也無可奈何。耶穌這位謙謙和和的君王卻發威地將所有作買賣的

趕出神的殿，徹底作清理的工作（太二十一 12-17）。 

這位謙和的君王耶穌並沒有失去祂為王的權威，公然發揮王的權柄。

其實，就是在耶穌傳道的日子，每逢教訓人，也被人感受到祂的權威

性；一次在山上教訓人，充分地講論真理要道，被稱為「登山寶訓」，

列為「天國憲法」，聽眾大受感動，被評為「他的教訓他們，正像有權

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太七 28-29）。耶穌處處顯出祂謙和的素

質，卻運用祂的權能行神蹟，奇事，連污鬼都服了祂，稱祂為「神的聖

者」，耶穌下令驅逐牠，只有順命，片刻不敢逗留地離開（可一 23-

26）。 

耶穌一生，無論在家約三十年，出來傳道三年多，周流四方，總是柔

和謙卑地面對群眾，多以「人子」自稱，但不失「與天父原為一」的本

像，所言所行所為都表明不是出於祂自己，申明「我雖然為自己作見

證，我的見證還是真的，因我知道我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因為不是我

獨自在這裏，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我是為自己作見證，還有差我

來的父，也是為我作見證.....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自己作的，我說這

些話，乃是照着父所教訓我的。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

我獨自在這裏，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裏看

見的.....我將在神那裏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約八 14，16，18，

28-29，38，40）。 

主耶穌是謙和的王，為世人開天國的門，凡信祂的人得以進入，成為

天國之子，要效法祂做謙和之子。 

 

二 作謙和之子——學耶穌樣式 

耶穌傳道的生涯，往往藉着神蹟，奇事，異能表達生命之道，叫人信

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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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福，引人出死入生，可是許多人看見還是不信，心裏剛硬，「終不

悔改」，此等人只有招禍。是罪的重擔把他們壓傷。為此，耶穌發出一

個嚴正的宣告：「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

安息。」並申明：「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太十一 28-30）。 

這三節熟悉的經文，常被用在勉勵一般信徒；有重擔親近主，主為我

們挑重擔，就從主而來的安息，是很好的安息信息。但耶穌說這段話是

在他向神禱告之後：耶穌向父神祈禱：「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神公義的作為）像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向嬰兒

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

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

人知道父。」然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是指

示世人一條活路。有重擔嗎？尤其是罪的重擔，奪去內心的安息。正如

耶利米先知所指點的「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耶十七 9）智慧者也示明「人心憂慮，屈而不申。」「惟有耶和華衡量

人心」（箴十二 25，二十一 2）。世人自以為聰明，用自己的方法解

除，都無濟於事，惟有一條出路，像無知的嬰兒，來到耶穌面前，投靠

祂，祂有赦罪之恩，脫棄罪的重擔，而賜下從神來的安息。一首古老的

詩歌出自 John H. Stockton（1813-1877） 

被罪壓傷的人，快來接受恩主愛憐， 

祂要救你，安你心懷，只要信祂恩言。 

耶穌就是道路，真理，領你進入安息。 

快信靠祂勿再遲延，必得永生福分。 

這是救恩的第一步，進一步；當得到救恩之後。耶穌再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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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釋：「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指明

一個人蒙恩得救進入安息——「得安息」之後，進一步是享受安息——

「享安息」。耶穌是位謙和的人子，要我們學祂的樣式，作個謙和之

子。謙和之子應有的實質。 

（一）謙讓 

謙虛辭讓的意思，俗語說「虛懷若谷」形容胸懷像山谷一樣的寬敞。

從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懿行可學到這門功課，他是順從神的呼召，離開

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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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本族，父家，往陌生的迦南地，時年七十五歲，身邊除了愛妻撒

萊之外，就是兄弟哈蘭之子羅得，因哈蘭早逝，所以帶侄子同行，在那

舉目無親的新環境中又遇大飢荒，全家遷居埃及，竟在埃及「得了許多

牛羊，駱駝，公驢，母驢，僕婢。」後因他妻子撒萊的緣故，無法在埃

及久居。是被埃及法老「送走」的。帶着所得的群畜回迦南地。神賜福

給他們叔侄，各擁有自己的牛群、羊群。由於爭牧場水草，兩家牧人常

起糾紛。這時亞伯拉罕（原名亞伯蘭），體驗叔侄骨肉至親，客居異

地，「不可相爭」。關鍵在此，亞伯蘭沒有想到自己是年邁的長輩，適

應新環境不易，而侄兒年輕有活力，就叫他擇地而居，反而建議侄兒羅

得：「遍地不都在你眼前麼？請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

右，我就向左。」這個年青小子，沒有尊長的心，應讓老叔叔先選，反

而「舉目看見約但河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

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這是侄兒羅

得看中的，一點都不尊重叔叔，毫無異議地離開叔叔亞伯蘭而遷往如神

園子的美地。 

整個故事，看到一件事，甚麼是「謙讓」？亞伯蘭沒有認為我是長

輩，應有優先權。不，他不爭，只有讓。亞伯蘭心中有神，與世無爭，

單仰望神，福分從神而來。果然，當羅得面向所選擇約但河的「全平

原」，神的話臨到他，亞伯蘭：「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

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又

說：「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創十三 14-

17）。羅得爭的是約但河全平原而已，而亞伯蘭的讓，從神所得的是眼

所見的——東西南北，腳所踏的是縱橫遍地。不是爭取來的，是從神所

領受的。 

謙和的人子耶穌，要凡信靠祂的人學祂的樣式，作個謙和之子，有謙

讓的心態，與世無爭 

（二）謙遜 

謙卑引退之意，體貼寬容，不加給人重擔。回想約瑟的一生，具有謙

遜的形像；從他的四件衣表露他的整個人生。 

彩衣：是他居家十七年，蒙父親寵愛的記號，祂是雅各寵妻拉結所

出，上有十個哥哥都是同父異母。只是一個弟弟便雅憫是他母親難產所

生。兩兄弟手足情深。十個哥哥們外出牧羊，約瑟兩兄弟多居家陪伴父

親。有時也隨哥哥們一同放羊，常見哥哥們行為不撿，會禀告父親，目

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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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搬弄是非，而是讓父親施教，免敗家風，卻得不到同情。約瑟也

常作夢，往往將夢境坦誠相告，因此被哥哥們稱他是「作夢的」。加上

得寵於父，故為他製件彩衣，有別於其他兄弟。反引起哥哥們恨他。 

很不幸，有天父親雅各差他去看望在外牧羊的哥哥們，他以愛報恨；

順父命，束裝外出，尋找哥哥們隨水草各處放羊，哥哥一見這作夢的弟

弟竟穿着彩衣一人孤行，認為是出氣的機會。原想殺人滅口，好得三哥

猶大留情：「我們殺我們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甚麼益處呢？」剛好

有過境的以實瑪利商人，建議：「我們不如將他賣給以實瑪利人，不可

下手害他，因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骨肉。」得兄弟們同意，終於成

交。但如何向父親雅各交代，只好將約瑟的彩衣染了血，打發人送給他

父親報兇訊；約瑟被惡獸撕碎了，引來雅各一場大悲哀，「不肯受安

慰」。十七年的父子情斷送似的，彩衣成了血衣。 

褐衣：約瑟被賣到埃及，在奴隸市場被法老的一位護衛長波提乏收買

為家奴。從一位父家的寵兒，穿的是尊貴的彩衣，突變成為主人家中的

奴僕，穿的是卑賤的褐衣。但一個心中有神的少年，「耶和華與他同

在，他就百事順利」（創三十九 2）。約瑟不因過慣了公子少爺的生活而

偷閒了事，乃是忠心所交託的，得主人信任，就派他管理家務，把一切

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裏，不再是奴僕的身分，而是管家的地位。然而他不

因高升而目中無人，因他有神同在，仍甘居卑下，忠心耿耿討神的喜

悅，也得人心，連他的主母也看中他，甚至引誘他。約瑟謹慎行事，他

心中有神，除了忠於職守，行事為人也不越軌，他敬畏神，也尊重人。

可是他的主母屢次引誘他犯罪，他明示；在主人家裏「沒有比我大的，

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只留下了你，因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

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創三十九 7-9）。然而主母得寸進尺；一天，

家中無人，主母強人所難，拉着約瑟的衣裳勉強他作非禮之事，未想到

約瑟竟棄衣外逃。主母見情勢不佳，反在主人面前誣告約瑟帶一希伯來

人進入家裏來戲弄她。主人只聽一面之詞，約瑟毫無辯護，聽憑主人處

理。終於主人「把約瑟下在監裏」（創三十九 19-20）。此段故事，見出

約瑟因敬畏神，表現出謙遜的心。 

囚衣：約瑟被下在監裏，從管家成為囚犯，「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

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獄的眼前蒙恩。」人會做錯事，神永不誤事。沒想

到在獄中竟得司獄的信任，將所有的囚犯交約瑟管理，他忠於所託，有

如在主人家裏一樣，他不仗勢欺人，反而關心獄友的苦情。一日見同坐

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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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法老王的酒政和膳長都悶悶不樂，問個究竟，才知他們各作一夢，不

知何解，約瑟有從神而來的智慧，替他們解夢。果然都實現了。約瑟那

謙遜的心，也顯露在獄友面前，這也是神為約瑟開的一條通達的路。過

了兩年，法老也連續作了兩個夢，埃及所有的術士和博士都無法圓解，

這時，那復職的酒政才想起當日在獄中替他解夢的約瑟。引起法老下令

召約瑟出監，讓他代圓解所作的兩個夢。約瑟覲見法老王，謙遜地申明

解夢：「這不在乎我，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創四十一 16），法

老將夢境述說一遍，約瑟也一一解說，並提出應變。法老見約瑟「有神

的靈在他裏頭，我們豈能找得着呢？」就轉向約瑟「神既將這事都指示

你，可見沒有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

聽從你的話，惟獨在寶座上我比你大....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那年約

瑟三十歲，十三年間從家僕到囚犯，從囚犯一躍成為埃及的宰相。失去

彩衣換上褐衣，丟去褐衣穿上囚衣。如今登上治理埃及全地的宰相，一

人之下，眾民之上。 

錦衣：錦衣是極華美的衣服。法老賜給約瑟的是法老手上打印的戒

指，穿上細麻衣，戴在頸項上的是金鏈，坐在法老的副車上，令喝道的

在前呼叫人跪下。這樣，法老立約瑟為埃及的宰相。這個被哥哥們販賣

到埃及作奴隸的十七歲小子，竟在短短十三年躍上埃及宰相。誰能想得

到？非勢力非才能，乃是出於神，他心中有神，處處活出神的樣式，在

他治理埃及的十四年間，帶領埃及歡度七年豐年，有智慧地積蓄五穀，

應付接下的七個荒年，不致鬧飢荒，使各地的人同度難關。他哥哥們也

專程到埃及買糧食，約瑟意外的認出是哥哥們，只是不見弟弟便雅憫隨

行。哥哥卻不認識他，只知道是有權有勢的埃及宰相。約瑟就近他們用

許多話查問，故意定他們來意不善，引出他們告知家的背景。這樣經過

一而再的交流，顯出約瑟的神與他同在，賜他智慧，使他在處理大小事

上表現他那顆謙遜的心。 

在整個過程中，約瑟終於與哥哥們相認，且全家超過七十人來到埃及

團圓。時雅各一百三十歲。約瑟歷盡孝心，奉養老父十七年，直到一百

四十七歲雅各壽終於埃及。約瑟報答父親養育他十七年（創三十七 2，四

十七 9，28） 

這漫長的歷史長廊，就是在說明這位有神同在的約瑟那顆謙遜的心；

對父親沒有可指摘之處，對兄弟沒有埋怨的心。當父親走完世途，哥哥

們想到：「或者約瑟懷恨我們，照着我們從前待他一切的惡，足足的報

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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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我們。」約瑟知情「就哭了」，對他的哥哥們說：「不要害怕，我豈

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

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

你們的婦人，孩子。」（創五十 15，17，19-21）。約瑟語重心長地安慰

他們，毫無計較舊事，這是主耶穌的禱告：「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太

十一 26）。智慧者所言：「謙遜人卻有智慧」。又說：「心裏謙遜的，

必得尊榮」（箴十一 2，二十九 23）約瑟帶出這美好的見證。 

（三）謙虛 

謙虛有虛心謙讓不自滿之意，這是辭淵的解釋。使徒保羅寫信給以弗

所教會勸告信徒：「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在凡

事上首先提及的就是「謙虛」，然後提到溫柔，忍耐，寬容，聯絡，合

而為一（弗四 1-3）。對歌羅西信徒也有同樣的教導，神的選民既是蒙愛

的人，就要有憐憫，恩慈的心，而後提及「謙虛」，再提溫柔，忍耐，

包容，饒恕等等（西三 12-13）。這些模式都在摩西身上表達出來。 

摩西一生是一百二十歲，四十年在埃及過宮室生活，「學了埃及一切

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徒七 21-23）。又四十年在米甸，過牧人

生活（出二 15-22，三 1）。最後四十年，應神呼召，下埃及領以色列民

出埃及，過曠野生活。《聖經》用四卷書記載有關摩西的一生，寫出他

有耶穌那柔和謙卑的形像；當神在異象中呼召他，要將重任交託他，他

的第一反應是：「主阿，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說明自己「我本是拙

口笨舌的」（出四 10），到底這是他推諉召命還是他的實質？他年輕的

四十年豈不是在埃及學了一切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真是拙口笨舌

嗎？可是從神向他「發怒」，且說：「我必賜你口才」，說明摩西向神

坦誠，承認自己的不足。神同情摩西的不足才安排他哥哥亞倫與他同負

一軛，還有他姐姐米利暗，三人同行。一家三兄妹，哥哥後被膏為大祭

司，姐姐為女先知，摩西重任在身。曠野四十年，任重道遠，摩西鞠躬

盡瘁，卻引來兄姐的妒忌而毀謗他，認為「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

不也與我們說話麼？」摩西知情，卻閉口不言。而神卻聽進去了，並為

他作見證：「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這是神對人極高

度的評論，摩西敬畏神，也尊重人，是神所知道。神為他行件大事，向

他兄姐發怒，且使米利暗「長了大痲瘋」。摩西的謙和不但不因此而拍

手稱慶，反而為姐姐哀求耶和華：「神啊，求你醫治她」神垂聽禱告，

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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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也要擔當她毀謗的罪債，七天之久嚐惡果（民十二 1-16）。 

摩西四十年的曠野生活，經歷千斤重擔，甚至在神面前求死：「管理

這百姓的責任太重了，我獨自擔當不起，你這樣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

恩，求你立時將我殺了，不叫我見自己的苦情」（民十一 14-15）。摩西

認識自己的有限，神也體貼他挑的擔子，負的軛，就特選七十個人與他

一同站立，「同當這管理百姓的重擔，免得你獨自擔當」（民十一 16-

17）。這裏看見主耶穌的影兒；耶穌豈不是說：「我心裏柔和謙卑，你

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

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摩西活出耶穌的樣式，神見證他有

耶穌的謙和，是「勝過世上的眾人」。他不但「得安息」且是「享安

息」；一百二十年走完世途，「眼目沒有昏花，精神沒有衰敗。」更獨

特的是神親自為他安葬（申三十四 6，7）。摩西生之始到命之終，一生

都是神全能聖手牽引着，活出耶穌基督的身量，神給他最高的評價：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作謙和之子，重溫亞伯拉罕，約瑟，摩西的人生，可歷歷在目，從他

們身上看見在他們以後來的耶穌基督的身影。從《聖經》的豫表看，他

們都在豫表耶穌的人生。我們在耶穌基督裏，當效法他們的謙讓，謙

遜，謙虛的模樣。作謙和之子，活出謙和的人子耶穌的樣式。 

十六世紀基督信仰的改革家

馬丁路德，曾有一段對他令人驚

訝的評語：「路德是位非常謙和

的人，他經常說他寧願躲在自己

的角落，他希望別人能取代他的

改革工作，他承認自己沒有力量

往前行，他亦承認自己沒有野

心。他常說：「自我肯定是撒但

的引誘。」他很怕在人前露面，唯恐他人的讚賞使他跌倒。他很清楚自

己只不過是神的工具，而且是不配的工具，一無所足，一無所值。惟有

基督才是我的主人。（引自《靈修神學發展史》P.68）一個大有成就的

人，是個最謙和的人，是以基督的心為心，基督的心是「柔和謙卑」，

要我們效法祂，就是「披戴主耶穌基督」（羅十三 14）。基督的身量，

長成為謙和之子的模樣。◆ 

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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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十

一 1） 

 

摩西 
他是大有信心，且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我們可從十一個方面看出並學

習他的榜樣。 

1. 他因着信，不願享受罪中之樂：「摩西因着信，長大了就不肯稱

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

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

的賞賜。」（來十一 24-26）摩西這個名字是法老的女兒起的，從小

在宮中享受着極優越的待遇，威權僅在法老女兒之下。四十年中，他

學習了埃及一切的學問，說話作事都有大能。但是他不願享受罪中之

樂，因他知道自己是神的選民，有責任盡力幫助拯救在苦難中的同胞

以色列人。摩西的志願是為神選召他，使用他的原因。 

2. 他因着信，接受曠野的磨練：「他因着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

怒；因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來十一 27）

儘管他逃往西乃山，人跡稀少的荒野，他那拯救同胞於水火的意志沒

有消沈。40 年磨一劍，磨去了他的高傲，急躁和自私，成為一個虛

心，謙卑，恒心忍耐，能關心體貼人，而且敬畏神的人。 

40 年漫長的曠野訓練結束時，神以荊棘被火焚燒，卻不能燒毀的神

蹟，使他至少應有兩個重要認識： 

1) 儘管以色列人在埃及，卑微如荊棘在烈火中，被虐待，被焚燒，但

有神的保守，不能被燒毀。 

2) 他憑己力有如荊棘一樣，是毫無辦法，去拯救以色列人；只有倚靠

神，順服神的命令，作神順命的工具，才能為神所使用。 

3. 他因着信，遵守逾越節：「他因着信，就守逾越節，行灑血的

禮，免得那滅長子的臨到以色列人。」（來十一 28）通過遵神的

命，在埃及施行了十大災難，他深刻的認識法老心中的狡猾，自私，

狠毒的罪惡；因此遵守神的命令，躲在門上灑了羔羊的血的屋內，等

特 稿 

   信心的榜樣（三） 
     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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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神的拯救。神藉着逾越節把祂兒子作為神的羔羊的血，拯救罪人的

救恩預表出來。「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別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徒四 12） 

4. 他們因着信，出了埃及：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單 20 歲

以上，能打仗的就超過 60 萬，（民一 46）如果連老人，婦女，孩子

呢，至少有 200 萬人吧？這樣龐大的隊伍，扶老攜幼，帶着鍋盆食

物，趕着牛羊牲畜，漫長的隊伍，首尾根本無法見面，無法相顧，若

不靠着神行嗎？但是。他們因着信，正滿 430 年的那一天，他帶領在

埃及受苦同胞，準確的按照神的預言日期離開埃及（出十二 40-

41）；神把白天的雲柱，夜間的火柱顯現出來；說明是祂親自率領他

們順序前行。 

5. 他們因着信，過紅海：「他們因着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

着要過去，就被吞滅了。」（來十一 29）紅海到了，後面埃及的追

兵的呼喊聲，也越來越清晰了，怎麽辦？只好呼求耶和華，這是他們

唯一的辦法。白天的雲柱轉到他們的後面，夜間的火柱也是這樣，把

追兵擋住，呵！有神的幫助，還怕甚麼？他們一夜安睡，有人還未睜

開睡眼，就被轟轟隆隆的巨大滾水聲驚醒，只見海水兩面分開成墻，

海的中間成為乾地，以色列人因着信，都大聲呼喊讚美神，安全過去

了；雲柱也跟着轉到他們的前面。埃及的馬兵，駕着飛奔的戰車也試

着想過去，卻被無情的海水吞滅了。（注：這段文字，經沒有詳細記

載，我是根據電視劇，回憶描述的；只幫助理解，不作為依據。） 

6. 他們因着信，在西乃山下與神立約：「神說：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出二十 2）是的，他們

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由於 430 年在埃及為奴，只能從父輩口中聽到，

他們是神的選民，現在直接聽到神向他們說話，卻恐懼發顫起來。神

親自向他們說話，和他們立約，堅定他們的信心，作他們的神。 

7. 他們因着信，建造了會幕，敬拜神：「帳幕，就是會幕，一切的

工就這樣完成了；凡耶和華所吩附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樣作了。」

（出三十九 32,43）摩西遵照神的吩附，建成了會幕，成為以色列民

信仰的中心，敬拜的中心，這是他們作為神的選民；遵行神的旨意的

重要實踐。我們蒙主的救贖，成為神的兒女，是不是也必須如此？ 

8. 他們因着信，得到神各方面的供應： 40 年如一日，神從各方面

供給這 200 多萬人的需要。他們渴了，神讓磐石出水，讓苦水變甜。

（出十五 22-26 ；出十七 1-7 ；民二十 2-13）；他們餓了，神使天降

嗎哪供給他們每日的需要，長達 40 年之久，沒有缺乏。（出十六 4-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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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5,書五 12）他們希望有肉吃，神以鵪鶉，大大滿足他們的欲

望。（出十六 13-15）長達 40 年之久，他們在曠野中，在沙漠中行

走；可是他們的衣服沒有穿破，鞋子沒有穿壞；這難道不是奇蹟嗎？

（申二十九 5） 

9. 他們因着信，每次與敵爭戰，都取得勝利：「摩西對百姓說：不

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出十

四 13）以色列人在曠野三次與敵人爭戰，均靠着信心，仰望神，取

得勝利。第一次是與亞瑪力人爭戰，那時以色列人還是烏合之眾，沒

有打仗的經歷。摩西亞倫和戶珥在山上禱告，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在

山下打仗。摩西何時舉手禱告，以色列人就得勝；結果打敗了亞瑪力

人，得到了勝利。（出十七 8-16）第二次與亞摩利王西宏，第三次與

巴珊王噩打仗，都靠信心取得勝利。（民二十一 21-35）今日我們面

對仇敵撒但，要取得勝利，應靠着甚麼呢？ 

10. 摩西亞倫因着信，止住瘟疫：當十個探子回報惡信，埋怨摩西領

他們出埃及時，「耶和華說：我要以瘟疫擊殺他們....…耶和華說：我

照着你的話，赦免了他們。」（民十四 12,20）但是會眾不買賬，聚

眾攻擊摩西和亞倫，結果「因為有憤怒從耶和華那裏出來，瘟疫已經

發作了，......遭瘟疫死的有一萬四千七百人。」（民十六 41-50）「亞

倫照着摩西所說的，拿着香爐，跑到會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經發

作了。他就加上香，為百姓贖罪。......亞倫回到會幕門口，到摩西那

裏，瘟疫已經止住了。」（民十六 45-50） 

11. 摩西因着信，他有信心不會遭受瘟疫的侵害：「他站在活人死人

中間，瘟疫就止住了」（民十六 48）當一萬多人，一個一個的倒

下，立即死亡或與死亡掙紮的時候，摩西差派亞倫跑去，拿着香爐，

站在死人活人中間，向神禱告；瘟疫就止住了。他們敢這樣做，證明

他們對神有多麽大的信心。他「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

毒病。雖有千人撲倒在你旁邊，萬人撲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

你。」（詩九十一 6-7）這種對神完全的信心，我們有嗎？或可以沒

有嗎？ 

 

「你們要謹慎免得在你們中間，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

棄了」（來三 12）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衪的人。」（來十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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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約八 32，林前六 12 

 

身在福中不知福 

許久以前，我在讀者文摘中讀過幾則反映當年蘇聯國家與西方民主國

家人民所享自由之比較的故事，如今且憑記憶，引述其中兩則： 

一位蘇聯人對美國人說：「我們蘇聯人民享有與你們美國人同等程度

的自由：你們可以站在白宮門前批評指摘美國總統，我們也可以站在克林

母宮門前批評指摘美國總統！」 

一位生活在蘇聯的人被政府懷疑思想有問題，於是奉命接受審訊。審

訊人問他許多問題，他的回答總是這樣的一句：「我同意你們的看法。」

最後，審訊人極不耐煩，大聲說：「難道 

你從來沒有你自己的意見嗎？」回答說；「啊，是的，我當然有我自

己的意見！不過，我從來都不同意我自己的意見！」 

記得在一九六三年冬天，美國總統甘迪遇刺斃命以後，在香港的南華

早報刊登了一幀照片，裏面有一位美國人在自宮前面遊行，慶祝甘迪總統

被刺斃命！他手上高舉一塊木牌，上面 

寫着：「I warned JFK and God punished him」。 

兩相比較，對照多麼鮮明啊！ 

生活在香港的我們所享的個人自由也比美國人不遑多讓！可是我們是

否能夠珍惜和善用這些自由呢？我們又是否「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自由之誤解與誤用 

你們也許會問：為甚麼西方民主國家對個人的自由那麼重視呢？因為

按照聖經所提示的真理，每一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意思是，每

一個人在上帝面前都有他個人的尊嚴，都受上帝的重視，都有特別的價

值，因此也便應該賦予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可惜的是，西方國家越來越多

人忘記了自由的根源。他們甚至假信仰自由的名義，設法禁止在公立學校

讀誦講解聖經，甚至對航天員在太空上面誦讀一段聖經也提出抗議，說是

  真自由 

    周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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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了個人信仰自由的權利！這種「忘本」的行為，是多麼愚蠢、多麼

可憐！基督耶穌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提到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上

帝、也不尊重世人」。這意味着，假如一個人對上帝缺乏敬畏的心，結

果對人也便不會尊重。的確，自由的根源乃是聖經真理。假如截斷了這

根源，也便難望結出自由的佳果。 

十多年前我在美國賓州匹茲堡念書時有一首流行曲，反映了好些青年

對自由的看法。其中有幾句話是：「Whether I'm right, or whether I'm wrong, 

I've got to be me, I've got to be free。」的確，許多青年人都認為，自由的意

思是，不受羈束，不受限制，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和自然本能的沖動而

行。用現代流行的一句口號是：「想做就去做！」完全不用考慮傳統的

道德規範，也不必顧忌輿論的批評。他們覺得，「我已經成長了我應該

有絕對的自由！傳統的道德規範早已不合時宜！輿論的批評也只是個人

自由的桎梏！」其實，只要我們稍微冷靜地思想，便會發覺，這完全是

對自由的誤解。這樣的自由所帶來的結果是毀滅與死亡。它好象一部不

顧交通規則，橫沖直撞的汽車；它也像決堤以後四處泛濫的洪流或者越

出樊籠的雄獅和猛虎。這種自由所帶來的禍害，實在難以道裡計！ 

 

自由的真諦 

那麼，按照聖經真理，甚麼才是真自由呢？ 

第一，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為的自由，乃是能做當做之事的自由。

前面說過，現代流行的一句口號是：「想做就去做！」本來，這句話本

身並非完全不好，只因為人的本性已經敗壞， 

失去了向善的自由，只剩下作惡的自由，所以這句話才產生問題。正

如俗語所說：「學好三年，學壞三天！」其實，學好不止三年，學壞也

無需三天！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提到了他身上有兩個律彼此交戰。

一個是願意為善，願意遵行上帝旨意的律；另一個則是犯罪作惡的律。

他 慨 嘆 說 ：「我 所 願 意 的 善，我 反 不 作 ； 我 所 不 願 意 的 惡，我 倒 去

作！」假如「想做就去做」是指做有益於身心和社會人群的好事而言，

那麼自然無可厚非，倒要加以鼓勵。可惜的是，人們心目中所謂「想做

就去做」只是指順從內心自然本能的沖動去做損人利己的勾當！用聖經

的話是，誤把自由「當作放縱情欲的機會」（加五 13）。這樣做的結

果，自然會令人搖頭嘆息不已！其實，聖經所倡導的自由，不是任意妄

為的自由，乃是有力量去做當做之事的自由。只有這樣的自由，才是真

自由。 

第二，真正的自由不是凡事都要按自己的心意成就才覺快樂的自由，

乃是為了別人利益的緣故，即使事情沒有按照自己的心意成就，仍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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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讓步，甘心放棄自己本來可以享受的權利之自由。我有一位加拿大籍

同學，在神學院讀書期間從來不交女朋友。我有點奇怪，問他是甚麼緣

故？他解釋說，由於他決意在神學院畢業以後，單身到某地作傳教士幾

年，因此覺得在肄業期間最好不交女朋友。然而他仍是一個十分快樂的

人。在「屬靈操練禮讚」一書中，作者傅士德指出：「今天人類社會最

大的束縛之一是一種欲望，就是要求一切都要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思而

行。人們會一連幾個禮拜，幾個月，甚至幾年，滿懷憤怒，郁郁不樂，

只因為一件小小的事沒有按照他們的意思成就。」聖經所倡導的自由就

是解脫這種束縛的自由，意思是，即使事情沒有按照自己的心意成就，

只要能夠有益於社會人群或天國事工，自己仍有自由讓步，仍能保持內

心的喜樂。 

第三，真正的自由不是隨波逐流的自由，乃是有勇氣與不合聖經真理

的文化潮流相抗衡的自由，今天的青年人一方面強調個人的自由，別方

面又時常身不由主地守流行的文化潮流所支配、所影響。比方：當大家

都喜歡披頭士的髮型 時，自己則不敢剪短髮；大 家都喜歡穿「迷 你

裙」，自己則不敢穿長裙；同學們都懂得跳「的士高」，自己便不敢落

後，免得被人說老土！諸如此類的事都表明，時下青年，絕大多數都只

有隨波逐流的自由，而沒有我行我素的自自！雖然流行的文化和時尚不

一定完全不對，因此我們也不一定時常要跟文化潮流作對，走相反的方

向，可是，假如本乎自已良心的體驗，深覺流行的文化潮流確實與聖經

真理相抵觸時，我們則應該有勇氣與文化潮流相抗衡，這才算是真自

由。 

第四，真正的自由不是作事物的奴僕，倒是作事物之主人的自由。有

人說過：「金錢是最好的僕人，也是最壞的主人！」這句話誠然發人猛

省！假如我們不善於使用金錢，便會成為金 

錢的奴隸！使徒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中也訓勉基督徒：「凡

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林前六 12）。不久

之前香港一間電視台一連好些日子，從深夜到凌晨都轉播世界杯是球

賽。有好些人，包括許多青年學生都因看「世界杯」，而在白天精神不

繼，昏昏欲睡！這正是受電視廣播束縛，成為事物（世界杯）奴隸的極

好例子。聖經所倡導的自由就是解脫給事物末縛的自由，叫我們能夠不

受事物的奴役，倒能夠作事物的主人。 

 

如何獲得真自由 

然而，我們怎能獲得上述的自由呢？ 

第一，不故意犯罪；若偶然被過犯所勝，則立即認罪悔改。主耶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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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八章裏面說：「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八 43）；又

說：「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八 32）。可見，喪 

失自由的基本原因乃是犯罪；獲得自由的基本條件乃是歸向「真

理」，也就是歸向基督耶穌自己（約八 36 ；十四 6）。中國人有句俗語

說：「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詩人大衛也說：「我閉口

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詩三十二 3）。這兩句話都表

明，犯罪與失喪自由有密切的關聯。惟一重獲自由的途徑乃是順從真

理，認罪悔改，歸向基督。的確，當我們胸懷坦蕩時則自由不驚；若犯

了罪，有把柄落在別人手中，則極容易喪失自由，身不由主。這是大家

都可以體會得到的。 

第二，必須把自己獻上，作義的奴僕。除了在消極方面避免犯罪以及

願意認罪悔改以外，在積極方面，還要把自己獻上作義的奴僕。換句話

說，要迎接公義之主在我們心中居首位掌王權，這樣才能保持在基督裏

的真自由。主耶穌曾設一個比喻，說到一個污鬼離了人身，在無水之地

過來過去，找不著安歇之處，便轉回來，看見原先的屋子打掃乾凈，修

飾好了，便去另外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裏。耶穌

說：「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路十一 24-26）。 

的確，一個人心中不能無主。不是犯罪作罪的奴僕，便要獻上自已、

作義的奴僕，這樣才能保持真自由（羅六 17-18)。這正如火車必須依循鐵

軌而活動，才能自由奔馳；也好象一條琴弦，必須緊緊地縛在琴上，才

能發出美妙的音樂來。 

蘇格蘭有一位盲人牧師(George Matheson)曾經寫了一首詩，充份表達

了自由的真諦。這首詩編入了「普天頌讚」裏面，其中有一節這樣寫

着：「但願做主的囚，因此得真自由；但願放下手中的劍，因此戰功能

收；當我自仗英豪，一生常聞警報；當我被囚於主臂間，反得堅強倚

靠。」我深願各位都細心去咀嚼體會這首詩所啟發的不同凡響的真理！ 

第三，要殷勤操練。任何技藝若想要得心應手，運用自如。必須勤加

操練才可。古希臘有一位著名演講家（Demosthenes）曾經口銜小圓石，

面對海浪的咆哮，練習演講，終於成名。不久之前來香港表演球藝的美

國哈林黑人籃球隊，他們的隊員把一只籃球，像玩魔術一樣，活潑靈巧

地玩弄於股掌之間，簡直是出神入化，這豈是一朝一夕所能達到的造

詣？照樣，假如我們要保持在基督裏的真自由，也要順從聖靈的指引，

在敬虔上殷勤操練才可（提前四 7、8 ；林前九 24-27）。加果我們越多

操練，我們也便會越發自然地對罪惡的引誘加以抗拒，在行善的能力上

也便會越發堅強，終於達到類似使徒保羅的經歷：「靠着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作」（腓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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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猶 20-21 節 
 

二零二二年我們教會主題是「持守真道」，並引用猶大書 20-21 節聖

經作為我們追求方針與標竿。主的弟兄猶大被神默示記下了這兩節聖

經。經文中讓我們發現四句極其重要生命訓誨，教導信徒，要作到四

要：一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二要在聖靈裏禱告；三要持守自己

常在神愛中；四要仰望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如果我們能遵照神

寶訓，切實地實行四要，持守真道就有把握了。今天我要與大家分享題

目是「實行四要，持守真道」。讓我們一起來共同學習，彼此勸勉。懇

求神賜下智慧與啟示的靈，是我們能在祂的話語中看到了亮光，得到了

啟發，受到了教益。現將這四要分述如下： 

 

一 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這裡的「至聖的真道」既是指着聖經的話，也就是神對我們的教訓。

神的話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真道。聖經是一面屬靈的鏡子，是神

向世人所啟示的一部叫人的生命的書，是我們基督徒信、生活、行事為

人的準則。我們讀經、聽道最要緊的一點是要留心對照自己。這樣做，

我們的目的是要藉着神的話語——至聖的真道來造就自己。這至聖的真

道，也就是「真理」，正如主耶穌當日為門徒禱告說：求神用真理使門

徒成聖一樣（約十七 17）。使徒保羅教導我們要用真理當腰帶來束腰

（弗六 14），意思就是叫我們在生活中，行事上要受真理的管理，不要

隨己意而行。當我們想憑自己行事時而受到真理的約束，我們的生命就

必得到造就。就不會因罪惡的試探，私慾的牽引受損害，反而因順服真

理而得到了造就。因此基督徒必須用神的話來約束自己，管理自己，不

然的話就放肆自己，隨已意行事而走向失敗。 

上帝創造了亞當以後對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

喫，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創二 16-17）結果亞當和夏娃因魔鬼藉着蛇的引誘，還是喫了這分別善

實行四要， 

持守真道 
      蘇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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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樹上的果子，演出了失樂園的悲劇，導致人類犯罪，墮落，死亡。這

件嚴重的事，從表面上看只是喫了一個不該喫的禁果，而從可實際來看

是亞當不信神的話，不遵守神的旨意，沒有以神的話來約束自己，來管

理自己，這就是犯罪。「犯罪」這個詞，希臘原文是「逾越」之意，就

比如火車在軌道上奔馳 時出了軌一樣。另外還有 一個意思是「射 不

中」。如同軍人練習打靶，射不中靶中紅心一樣。這紅心，這目標即是

神的教訓。你的行事為人若偏離了神的教訓，就是射不中，就是犯罪。

因此一個人如果沒有神的話來約束自己，就會做出許多不應該做的事

情，你若想以自己的意思和方法來控制自己，來約束自己，都是徒勞無

益的。 

有一個福音故事，講述了一個小偷剛信了耶穌時，他知道不能再偷

了，開始他三天沒有偷，到了第四天，他還是想偷，因為他從前偷慣

了，不偷熬不住，在街上餓肚子了，就順手偷了幾個饅頭吃了，結果沒

想到回家那天晚上就是睡不著覺，心中十分難過。第二天他去找牧師把

情況告訴了牧師，牧師問他說：「你以前怎樣？」他說：「我以前偷得

越多，心中越快樂，睡得越香甜。」牧師高興地告訴他說，「小兄弟，

你現在信耶穌了，已蒙恩得就了，有神的話在你心中約束你，不能再偷

了。」 

所以我們要學會每天靈修，默想神的話，祂的話就是我們事奉路上腳

前燈，路上光。（詩篇一一九 105）我們要以神的話來對照自己，約束自

己，管理自己，造就自己，才滿足神的心願。詩人大衛親身生命經歷寫

詩說：「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詩一一九 11） 

 

二 要在聖靈裏禱告 

讀經、禱告是基督徒靈性生活兩大要素。基督徒的讀經、禱告如同一

個人的吃飯和呼吸，可見兩者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聖經中教導我們禱

告，要常常禱告（路十八 1，二十一 36），不住禱告（帖前五 17），凡

事禱告（腓四 6），儆醒禱告（太二十六 34），定時禱告（徒三 1）等

等，而這裡教導我們要「在聖靈裏禱告」，甚麼叫做在聖靈禱告呢？根

據聖經啟示至少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要隨著聖靈感禱告，不要照

著自己的意思求。經上記着說：「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的嘆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

心的，曉得聖靈意思，因為聖靈照着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八 26-

27）有時我們為一件事禱告許久，沒有功效。關鍵是我們的禱告到底是

按着我自己的意思，還是按着主的旨意。我們的禱告若是按着自己意思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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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那神是不會聽的。聖經中有幾個例子：如以利亞被耶洗別的人追趕

的時候，他在羅騰樹下向神禱告，是向神求死的禱告，當然不合神旨

意，豈能聽他嗎？又例如：有一次門徒跟隨耶穌到了一個村子，那裡的

人不接待他們，門徒便禱告說：「主阿，求你從天降下火來把他們燒

死」（路九 51-56）這樣禱告顯然不合神旨意，神是絕不會應允的。聖經

中也記載着一個女人名叫哈拿，她為了孩子的事禱告，在神面前傾心吐

意，流淚祈求，求神賜給她一個孩子，願意將他終身奉獻給神作拿細耳

人，他的禱告是符合神的旨意，神便通過老祭司以利應允了她的祈求，

後來她就生了撒母耳，成為以色列民族史上一位偉大人物，他既是士師

又是先知。在這裡讓我看到，在聖靈裏禱告，就是將自己的主權交給

神，照著神的旨意求，謙卑在神前，知道自己是主的人，主必為我負責

到底。 

在聖靈裏禱告第二個意思，禱告的動力是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

「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六 18）我們需要靠着聖靈，深入的禱告。甚麼是多方禱告呢？舉個例

子；主禱文大家都很熟悉，裡面有這樣幾句：「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不叫我

們 遇 見 試 探」，「救 我 們 脫 離 兇 惡」。請 大 家 注 意 這 裡 面 只 用「我

們」，不是用「我」，這就是「多方」禱告。在聖靈裏的禱告不是天天

只看我的需要和我的問題，而應該是一個更寬廣的禱告，想到更多的

人，更多的事情。這樣的禱告就是在聖靈裏禱告，這樣的禱告才能得蒙

神的應允。 

 

三 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聖經上告訴我們「神就是愛」（約壹四 8），神愛是廣博的，無限

的，奇妙的。「神愛世人」就是說，神愛世界上所有的。只要你肯接受

神的愛，你便成為一個蒙神所愛的人。神對我們雖然是這樣的愛，但神

也要求我們「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這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要我們做

一個討主喜悅，蒙神所愛的人。如果不討主喜悅，不親近神，能得到神

的愛嗎？所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意思要我們時常親近主，討神

喜悅，並聽神的話，遵守神的命令。正如主耶穌有一次以相同的教訓勸

勉我們說：「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約十五 9-10）所以提到了耶穌的命令要遵守，主耶穌也曾教導我們

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祂那

裡去，與祂同住，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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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約十四 23-24） 

有一位老先生到教堂來找牧師，他告訴牧師說，我小時候就接受了嬰

兒洗禮，後來又在教會學校中讀書，也參加了教會中的唱詩班事奉，可

是後來離開了主，也不讀經，也不禱告，也不到教會裡聚會，這樣一直

30 年之久，他覺得自己心中沒有平安和快樂。現在他說自己有七十多歲

了，他覺得自己十分虧欠主，現在想重新回到主面前。他問牧師：「牧

師，上帝還愛我嗎？上帝還要我嗎？」牧師回答他說：「上帝還愛你，

祂的愛是永遠長存，永不改變的。只要你肯回頭，像浪子一樣，懊悔以

往，醒悟過來，父神仍然愛你。只要你今後持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就

能滿足神的心願。 

 

四 要仰望主耶穌的憐憫直到永生 
基督徒在世遇到難處是免不了的，怎麼辦呢？我們要仰望耶穌，依靠

耶穌，要將自己的難處藉着禱告，祈求主的幫助。但我們常有一個通

病，許多時候遇到困難就只依靠自己，不肯依靠神。我們要知道沒有一

個人可以自誇，可以依靠自己的經驗。因為我們在神面前永遠是一個小

孩子。自己的經驗、才能、本事、聰明許多時候往往是靠不住的。使徒

彼得有一次和幾個同伴下海捕魚，依靠自己的經驗，撒網一整夜，也沒

有打到一條魚。天亮的時候，耶穌站在他們旁邊，對他們說：「把網撒

在右邊」。他們就依主的話把網撒下，沒想到這一網竟收穫 153 條大

魚。這就告訴我們，人的才能經驗是有限的，《荒漠甘泉》中有一句

話：「只要我們真正的仰望神，神就工作」。 

我們在奔跑屬靈道路是，經常會遇到難處，千萬不要灰心喪志，一定

要仰望神。我們的神是坐在天上的主，祂是我們仰望的對象，我們要像

使女仰望主母的手，僕人仰望主人的手一樣地來仰望祂，直到祂憐憫我

們。很多人看過《天路歷程》這本書。書中提到那位基督徒在行走天山

路時，到了一處，遠遠看見路旁有兩隻獅子，他很驚慌，不敢前進，當

他感到進退兩難的時候，忽然想起傳道人的話來，遇到困難，要跪下禱

告，仰望神。於是他就跪下禱告。禱告後站起來他的心就平安了，他就

有了勇氣和膽量，就不再怕獅子了，便繼續往前走過去。所以我不論遭

受甚麼患難，遇到甚麼問題，要凡事藉着禱告，仰望主，依靠神，神必

賜給我們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穌基督裏，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以上我們共同學習過的四要，是極其重要的真理。我們不但要牢記在

心，而且要遵照神的教訓，切實地去實行，這樣我們才能成為神所喜悅

的兒女。願主賜福祂的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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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哥林多後書五 17-23 
 

我們常常都會提到「和氣致祥」這四個字。真的，一家人如果和和氣

氣，雖然粗茶淡飯，也有快樂平安。反之，如果彼此間不和睦，對答粗

聲粗氣，那麽，即使吃山珍海味，也不見得快樂。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戰

爭，沒有爭端，太平無事，那麽，自然會繁榮強盛起來。反過來說，如

果地方不平靜，各級領袖又爭權奪利的話，即使一時強盛，很快便會衰

弱下來。教會的情況也是一樣。 

 

基督教的中心信息是復和的信息 
我們讀林後五 17，便知道我們在基督裡，舊人變成了新人。舊人是

不尊敬神的，是與神為敵的。他不會，也不可能向神求和。例如，創世

記第三章所記，亞當和夏娃違背了神的命令，犯了罪以後，便很懼怕，

不敢見神的面，反而躲藏起來。但神親自來尋找他們，要他們面對現

實，承認過錯。可惜他們都將責任推卸給他人。神在宣布祂的刑罰以

後，也給他們留下一條生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從亞當夏娃的生

命中承受了原罪是舊人。但在耶穌基督裡面得着了新的生命，成為新造

的人。神因着耶穌基督的順從和代贖，使我們得以與祂復和。 

舊人遇有沖突的時候，既是不安，又是驕傲，也是自我辯護。他不願

意先踏出第一步。他不肯先向人伸出手來表示和好。但基督教的中心信

息是：神采取主動，為人類鋪好復和的道路。 

 

神差遣祂的獨生子作和平的使者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借着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林後五 18

上） 

神為甚麽要差遣祂的愛子耶穌作和平的使者呢？因為神是公義的，聖

潔的。犯罪的人必須受罪的刑罰。罪的代價就是死。人沒有能力付出贖

價，只有耶穌基督是完全的。他沒有犯過罪。但他願意順從父神的旨意

擔當罪的刑罰，為人類代死。人若相信他，接納他的代贖，歸在他的名

下，神便悅納他的代贖，免了我們的罪債。使我們借着耶穌基督與神和

好。 

我們得救贖以後，神又將和平使者的職份賜給我們（林後五 1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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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這節經文內「賜給」兩個字。表明神看重我們，悅納我們。將

這尊貴的職份賜給我們。和平使者有如封建君主制度時代的欽差大臣。

又像現代國家的外交部長或大使。他的身份是代表君王，代表國家。是

國家當局委托的一種特權，是受其它國家尊重的一種職份。 

五 19 下半句說：「將這和的道理托付了我們。」請注意「托付」這

兩個字。表示對受托者的信任。當我們要交托人辦一件事的時候，都會

選擇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即使是一件小事也會如此行。例如托人寄一封

信，或托人帶一件禮物給親友，都會拜托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可靠的

人。 

神既然這樣看重我們，將這尊貴的職份賜給我們，又將如此重要的責

任托付我們，我們豈不是應該懷着感激的心，忠實的心去履行嗎？ 

 

基督耶穌是和平使者的模範 
神將這麽榮耀和重大的責任交托給我們以後，並非不理會我們是不是

辦得到，也不是任憑我們自己隨隨便便去做。神早已安排了祂的兒子，

我們的耶穌基督做我們的榜樣，做我們的模範。叫我們可以照着祂的樣

式做，跟隨祂的腳蹤行。 

腓立比書二 5 說：「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主耶穌的心是怎

樣的呢？從這一節上下文看，在這裡所提到基督的形象最明顯的是謙卑

和順服。基督本是與父同等同榮的。但他不逞強，不執著，不爭鬧。他

對父神所存的心態是謙卑順服。成為人的樣式，取了奴僕的形象。盡他

中保的職責，為世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們身為基督的門徒，作為

和平的使者，或自已與人有了衝突和紛爭，需要與人復和時，肯付出甚

麽代價呢？我們是不是堅持己意，維護自己的面子和身份，而不肯謙卑

呢？ 

馬太福音十一 29，主耶穌除了要門徒學祂柔和謙卑的樣式以外，也

應當負祂的軛。軛是放下自己的自由，準備工作。軛也是沈重的。但主

耶穌說，祂的軛是輕省的。軛怎可能是輕省的呢？據說主耶穌是一個技

藝很精巧的木匠。祂所造的軛有如度身訂造的，很合適；配套起來輕省

自然。如果不合適，便會覺得不自然不舒服。例如牙醫替人做一副假

牙，或部份假牙若做得適合；戴起來便舒服，吃東西會有力.但如果有任

何一點不對，太松或太緊都會使人覺得很不舒服，反而很礙事，總是想

把它除下來，必須多次回去牙醫那裏，請他修補。 

十字架原是沈重的，像牛負軛一樣。但如果是主加給我們的，祂不會

把過於難當，過於沈重的擔子加在我們身上（太十一 30）。 

 

基督徒作為和平使者的自省 
基督徒作為一個和平使者，最少有下面三個基本條件需要常常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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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己與神的關係和諧嗎？ 

作為和平的使者，自己必須先領受上帝復和的恩典。神與人和好是

人作和平使者的先決條件。以弗所書二 14「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

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墻。」我們與神之間的墻已經靠着基督替

我們拆毀了。但我們有沒有因為自己的罪再與神隔絶呢？（詩六十六

18，賽五十九 2）神是恩典的泉源，是能力的出口。我們與神之間相交

的管子必須常常保持清潔和暢通，才能夠將神的平安與喜樂流出去。 

2.我們本身的心態和諧嗎？ 

我們的為人，所想所行是不是蒙神悅納呢？箴十六 7 說「人所行

的，若蒙耶和華喜悅，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我們本人若心

平氣和，行為蒙神悅納，才能夠做和平的使者。自己若心理不正常，心

情常常憂悶掛慮，或者自卑，自大，嫉妒等，都不適宜做和平使者。工

作太忙，工作壓力太大，身心疲勞，容易發脾氣，也不適宜做和平的使

者。 

一個人主觀太強，成見太深也不能好好擔任和平使者的責任。例

如，約拿先知，神要他到尼尼微城去傳福音。但因為他自己成見太深，

對尼尼微城的人沒有好感，不願意將神和好的信息傳給他們，以致令他

自己吃盡苦頭。 

這樣看來，我們應該多多在靈性、德性上追求，對和平使者的工作

才會勝任愉快。 

3.我們與別人之間的關係和諧嗎？ 

馬太福音五 23 說：「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

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人與人

之間有和諧的關係是神的心意。正如在家庭中，弟兄姊妹間如果關係不

好，常常爭鬧吵架，即使對父母好，父母也不會開心。反之，如果弟兄

姊妹之間關係融洽，相親相愛，和和氣氣。那

麽，在父母看來，便勝過貴重的禮物或金錢的回

饋。正如俗語所說：「和氣值千金。」 

現在，請默默地思想一下：你在家人親戚之

間，或同事朋友之間，甚至主內的弟兄姊妹之

間，有沒有與哪一位仍心存芥蒂的呢？如果有，

你願不願意先表態，樂意與對方和好呢？不要再

拖延等待了！現在便鼓起勇氣來，或寫信，或打

電話，或走過去伸出手來，打個招呼，求主給你

當說的話，求主賜你復和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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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13:1–9, 18–23 

Some years ago a famous minister, Dr. Alexander Maclaren, heard 

someone commenting on his sermon saying: “Oh! He has nothing 

original to say. We have heard it all before.” Dr. Maclaren replied: 

“Yes, your ears have heard it. But have you heard it?” What he meant 

was that many times we hear different ministers preaching the same 

basic message, yet unless the message strikes us personally, we cannot 

claim that we have really heard the message. For example, “Jesus 

Christ died for us”—we have been told that ever since we were little 

children. But the repetition of it has little power over us; unless one 

day we personally realize that “Jesus Christ died for me,” and accept 

Jesus Christ as our personal Savior, we cannot really claim that we 

have heard that message. 

Rev. John Clawson loves to tell a story about a young minister 

who was invited to preach at a church as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pas-

tor. The congregation liked his sermon. So, he was invited to come to 

preach again on next Sunday. He preached the same sermon.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board thought that he might have forgotten that 

he preached the sermon before. So, they gave him another chance. But, 

surprisingly, he preached the same sermon again. Then, they could not 

help but ask him why. The young minister answered: “Yes, I do have 

many sermons. But unless you put my first sermon into practice, what 

is the use to preach my second one?” 

講壇信息 

Rev. Daniel T.W.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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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I don’t know how many times you have read and heard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Perhaps you have read and heard it more times 

than I have. Yet, this morning as we meditate on it together, I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make it fresh to us, so that the truth of this 

parable will get through the crust of familiarity, and touch our hearts 

in a new and personal way.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ground mentioned in this parable: 

First, the hard ground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second, the rocky 

ground; third, the ground that was full of thorns; and fourth, the good, 

clean, deep soil in which the seed might flourish. In order to have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parable, we must first consider the farm-

ing situation and the custom of Jesus’ days in Palestine. As we all 

know, there were no farming machines in those days to help the farm-

ers. Everything was done with manpower or with the help of animal 

power. The seeds were usually sown by the sower scattering them 

broadcast as he walked up and down the field. It is quite natural that 

some of the seeds would scatter into places other than the good soil. 

Especially if the wind was blowing, some of the seeds would be 

caught by the wind and blown into all kinds of places out of the origi-

nal field that was intende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this was actually 

happening. 

A sower was sowing and the wind was blowing. When Jesus 

spoke this parable, some of the seeds fell upon the wayside, some on 

the rocky ground, some on the thorny ground, but the majority fell 

upon the good soil.  

The fields in Palestine were in the form of long narrow strips; 

these strips were divided by little grass paths; these paths were rights 

of way. They were used as common paths, and therefore they were 

beaten as hard as a pavement by the feet of countless passersby. The 

seeds that fell upon it had no chance to grow; they would soon be gob-

bled up by the birds. The stony or rocky ground was not ground that 

was filled with stones; it was a thin skin of earth on the top of an un-

derlying shelf of limestone rock. The earth might be only a very few 

inches deep before the rock was reached. On such ground the seed 

would certainly germinate; and it would germinate quickly, because 

such ground grew speedily warm with the heat of the sun, but there 

was no depth of earth and when it sent down its roots in searc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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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rishment and moisture, it would meet only the rock, and would be 

starved to death, and quite unable to withstand the heat of the sun. The 

thorny ground was the ground that looked clean, but underneath there 

were lots of the fibrous roots of the couch grass and the bishop weed 

which were very common in Palestine. In due time the grass and 

weeds grew out together with the good seed. But as we all know, 

weeds and grass grow with a speed and a strength that few good seeds 

can equal.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weeds were so strong that they 

choked the life out of the seed, and it died, while the weeds flourished. 

Only those seeds that fell on the good ground and were cultivated dili-

gently could grow into maturity and bring forth grain, some a hundred-

fold, some sixty and some thirty. 

What does this parable mean? It has a double meaning: It 

serves as a warning to the hearers of the word, and it also serves as an 

encouragement to those who preach the word. 

First, it serves as a warning to the hearers of the word.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ground mentioned in this parable, which mean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accepting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fruit 

which it produces depends on the heart of him who accepts it. There 

are people into whose minds the word has no more chance of gaining 

an entry than the seed has of settling into the ground that has been 

beaten hard by many feet. Its failure to find an entry is due to the hear-

ers’ lack of interest; and the lack of interest comes from a failure to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 Christian truth is. They may not be hostile to 

the Christian truth. But they think that it is irrelevant to life and that 

they can get along well enough without it. But the fact is that life does 

not always go as smoothly as we would like it to. There comes to eve-

ry person a time in life when he or she needs a power not his or her 

own. Moreover, life does not end when life in this world ends. Some-

how we have to prepare for eternity. It is the tragedy of life that so 

many people discover this truth too late. Others become insensitive to 

the Christian truth because their consciences have been hardened by 

their frequent sin. As I mentioned before, one of the effects of sin is 

that the more we sin, the more insensitive our consciences become. 

Eventually we come to the point of losing the sensitivity of our con-

sciences all together. Like the seeds being gobbled up by the birds, the 

sensitivity of our consciences will be snatched away by the devil. And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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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d of God will rebound from us like a rubber ball from a wall, 

or run off us like water from a wall, or run off us like water from the 

sea-bird’s feathers. 

The second kind of hearer is the hearer with a mind like the 

shallow ground. He is the man who fails to think things out and to 

think them through. They take a thing up quickly, and just as quickly 

drop it. They do not count the cost when they decide to follow Jesus. 

They fail to see that the Christian offer is not only a privilege; it is also 

a responsibility. So, when things do not go the way they expect, they 

soon turn their back on Jesus and his church. A famous evangelist 

once said: “We have learned that it takes about five percent effort to 

win a man to Christ, and ninety-five percent to keep him in Christ, and 

growing into maturity in the Church.” This observation is indeed very 

true. 

The third kind of hearer is the person whom James calls “a 

double-minded man.” He is trying to grow both corn and thorn on the 

same soil. He has some religion, but not enough to make thorough 

work of it. He is endeavoring to ride on two horses at once. Christiani-

ty says “either/or”; he is trying “both/and.” The human heart has only 

a limited amount of love and trust to give, and Christ must have it all. 

It has enough for one—that is, for Jesus; but not enough for two—that 

is, for Jesus and the world.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at the things he loves 

are altogether bad, but when they take the place of his first priority, 

namely Jesus Christ, they become thorns which choke up the life of 

the good seed. A person may become so interested in many things in 

life that certain things, and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get crowd-

ed out. He may not deliberately banish prayer and the Bible and the 

Church from his life; it may be that he often thinks of them, and wish-

es he had time for them, and intends to make time for them, but some-

how in his crowded fast-moving world, he never gets round to it. In-

deed, in this ever increasingly crowded and ever increasingly fast- 

moving world, we must be very careful to see that Christ is not shoul-

dered out of the topmost position in life. 

The fourth kind of hearer is the one who hears the word and 

understands it, which means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it, to receive it 

whole-heartedly, to cultivate it diligently and to put it into practice.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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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kind of hearer will surely bring forth fruit of a hundredfold, or 

sixty, or thirt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ough there is variety in the degree of 

fruitfulness, the sower receives all of them gladly. He does not demand 

uniform fertility. He is glad when he gets a hundredfold, but he ac-

cepts sixty, and does not refuse thirty. The result of our service to the 

Lord may be different; but if we have done our best, we shall be equal-

ly praised by the Lord and be invited into His Kingdom saying,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s…enter into the joy of your master.”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e path, the rocks and the thorns 

cannot change themselves, but men can plough up the trodden paths, 

and blast away the rock, and root out the thorns, and with God’s help, 

can open the door of their hearts, that the sower and His seed may en-

ter in. So, w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nature of the soil of our hearts. 

That’s why Jesus warned us, “He who has ears, let him hear.” 

Second, the parable is not only a warning to the hearers of the 

word; it also serves as an encouragement to those who preach the 

word. In fact, many scholars think that this i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Jesus’ telling this parable. The disciples of Jesus were discouraged by 

the fact that humanly speaking, Jesus had very little success. The doors 

of the synagogue were shutting against him. The leaders of the ortho-

dox religion were his bitterest critics and were obviously out to destroy 

him. True, the crowds came to hear him, but there were so few who 

were really changed, and there were so many who came to Jesus only 

for what they could get, and when they had received the benefit of Je-

sus’ healing power, went away and forgo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disciples were deeply discouraged and dis-

appointed. But Jesus told them this parable to encourage them. True, 

some seeds may fall by the wayside and be snatched away by the 

birds; some seeds may fall on the shallow ground and never come to 

maturity; some seeds may fall among the thorns and be choked to 

death; but in spite of all that the harvest does come, the harvest is sure. 

No farmer ever expects every single seed he sows to germinate and 

bring forth fruit; he knows quite well that some will be blown away by 

the wind, and some will fall in places where they cannot grow; but that 

does not stop him sowing, and that does not make him give up hope of 

the harvest. He sows in the confidence that, even if some of the seeds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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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wasted, nonetheless the harvest will certainly come. So must we 

who sow the Word of God, who preach the Gospel, who serve His 

church in different capacities. Let us be patient! Let us do our work, 

sow the seed, and leave the rest to God. For the harvest is sure! 

In conclusion,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by H. L. Gee. In the 

church where Mr. Gee worshipped there was a lonely old man, named 

Thomas. Thomas had outlived all his friends and hardly anyone knew 

him. Thomas died. H. L. Gee had the feeling that there would be no 

one to go to the funeral, so he decided to go so that someone might 

follow old Thomas to his last resting place. There was no one, and it 

was a wild, wet day. The funeral reached the cemetery; it wa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t the gate there was a soldier waiting. He 

was an officer, but on his raincoat there were no military insignia. The 

soldier came to the graveside for the ceremony; when it was over he 

stepped forward and stood by the open grave. He swept his hand to a 

salute that might have been given to a king or a president. H. L. Gee 

walked away with this soldier, and as they walked the wind blew the 

soldier’s raincoat open. Then H. L. Gee saw his epaulette; the soldier 

was nothing less than a brigadier general. The general said to H. L. 

Gee: “You are perhaps wondering what I am doing here. Years ago, 

Thomas was my Sunday school teacher; I was a wild kid and a sore 

trial to him. He never knew what he did for me, but I owe everything I 

am or will be to old Thomas. Today I had to come to salute him at the 

end.” Thomas did not know what the result of his service as a faithful 

Sunday school teacher would be. 

No servant of God ever does. It is our task to sow the seed faithfully 

and to leave the rest to God with the confidence that our labor in the 

Lord will not be in vain. The harvest is sure!  

 

 
 
Editor’s Note: This article is reprinted here by permi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purchase Rev. Chow’s book, please contact Mr. Timothy 

Chow and he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tchow@alum.mit.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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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甚麼？近代有不同的說法：法西斯認為家庭是製造國民的

工廠；民主國家認為家庭是個人享受的樂園；共產黨認為家庭是實施黨

治的障礙。社會學以家庭為社團組織，是親屬所結合營共同生活的團

體。 

中國傳統觀念：家是包括居所和親屬。說文：「家，居也。」易，家

人釋文：「人所居稱家。」這是指居所而言，即英文 House。周禮註：

「有夫有婦，然後為家。」這是指親屬的結合，即英文的 Family。歐美的

家庭，只包括兩代親屬，如夫婦子女，成為基本家庭（The Basic Fami-

ly）。中國的家庭，大都包括兩代以上的親屬，稱為大家庭（The Greater 

Family）。中國人所謂家庭，常將居所和親屬混在一起，所以中國人注重

祖居和族系。現在工商業社會，不似農業社會的安土重遷，許多家庭一

月數遷，所以現在的家庭偏重親屬的結合。 

家庭向被重視，家庭教育比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對兒童的影響更大，

易，蒙卦：「蒙以養正，聖功也。」就是說兒童時便當教以正道。聖經

也注重家庭教育。「教育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

離。」（箴二十二 6）中國從前沒有社會保險制度和救濟制度。「養兒防

老」相當於現在的保險制度。約瑟在埃及當宰相，蒙法老推恩，便迎養

父親雅各，使他得享埃及全地的美物。聖經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就是

「要孝敬父母」。「家族扶助」，相當於現在的救濟制度，迦南飢荒，

雅各遣子往埃及糴糧，約瑟便吩咐人把糧食裝滿給他們的器具，使回家

救荒。聖經重視家族救濟：「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

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穿得暖吃

得飽，卻不給他們的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雅二 15-16）

可見家庭給人安全感，浪子離開家庭，遭遇很大的缺乏和困難，便醒悟

過 來，就 說 ：「我 父 親 有 多 少 的 僱 工，口 糧 有 餘，我 倒 在 這 裏 餓 死

麼？」正是「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結果便起來回家去。 

基督徒 

家庭觀 
        莫子奮 

基督徒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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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對家庭的看法，認為家庭是榮耀上帝的地方。從地上的家便聯

想到天上的家，地上的家給人安全的感受，天上的家給人安息的歸宿，

所以我們要由地上的家引進天上的家。對家庭當有屬靈的認識： 

 

一 家庭是恩賜的見證 

家庭應以夫婦結合為基礎。易序掛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可見先有婚姻然後有家庭，而婚姻有是神所命定。始祖

亞當獨居，還未成立家庭，神說那人獨居不好，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

他。神造男也造女，使男人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婚姻之

始，都是出於神的恩典。家庭之中，父母妻子兒女，都足以見證神給人

不同的恩賜。父嚴母慈，從父性使我們體會神的公義。「父」字表示執

仗管教。「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

屬靈之父，我們豈不更應當順服他得生麼？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

我們，惟有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

有分。」（來十二 9-10）從母性使我們體會神的慈愛，「母」字表示懷

胎哺乳。保羅說：「我們做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

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

子。」（帖前二 6-7）主耶穌說：「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9）至於妻賢

子孝，更是神的恩賜：「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惟有賢惠的妻，

是耶和華所賜的。」（箴十九 14）馬丁路德說：「上帝賜給人最高貴的

禮物及恩惠，是一個忠順、溫柔、聖潔及善於治家的太太」，「兒女是

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詩一二七 3） 

 

二 家庭是救恩的對象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們相信接受耶穌為個人的救主，是個人

與主發生直接的關係。但是，主耶穌的救恩，常以家庭為對象。耶穌經

過耶利哥，撒該爬上桑樹觀看。主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

在你家裏。」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耶穌說：「今天救

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

人。」（路十九 9-10）可見主不但拯救我們個人，更要拯救我們的家

人。保羅西拉被打下監，半夜禱告唱詩讚美上帝，忽然地大震動，監門

全開，禁卒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保羅大聲呼叫說：「不

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裏。」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

的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

基督徒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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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救？」他們說：「當心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們就

把主的道，將給他們和他全家的人聽。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

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於是禁卒領他們

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信了上帝，都很喜樂。

（徒十六 28-34）從上舉事例，可見救恩以家庭為對象，基督徒自己蒙恩

得就，必須帶領全家皈主。務必做到「一人得救恩，全家走天路。」我

們個人信主要使全家都信。耶穌到了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個大臣，他的

兒子在迦百農患病，快要死了。因他信耶穌所說的話。兒子活了，他自

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三 家庭是事奉的單位 

教會的事奉必須以信徒的家庭為單位，這樣教會的基礎才穩固： 

1.家長的信心給兒女留下深刻的印象，比牧師傳道的說教更具影響力

量。保羅想到提摩太心裏無偽的信，便說：「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

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長

大的，不但自小明白真道，在教會也能熱心事奉。 

2. 家庭的成員各有不同的恩賜，正好用在教會裡不同的事奉。最常見

的例子：父母作執事，兒女司琴，或參加詩班，或教主日學，各盡所

能，同心協力，興旺福音。正如耶穌進到伯大尼的家庭，姊妹馬大侍候

的事多，馬利亞在主腳前聽道，拉撒路為主復活大能作見證，一家之

中，姊妹三人作出不同的事奉。 

倘若教會只以信徒個人為單位，這樣教會的基礎便脆弱： 

1.只有個人歸主，而家人不歸主，信的人反被家裡不信的人所影響。

如果家中不信的人多，盛世壯大，冷嘲熱諷，此唱彼和，結果，信的反

而屈服，被拖回世界去。 

2. 教會若只以個人為單位，信徒的信仰不能在家庭中傳代，結果只有

老祖父的一代信主，後繼無人。兒孫輩的青年人都不信主，轉眼幾十

年，教會變成了祖父祖母的教會，再過些年日，老的離開世界，教會便

斷種絕代。為了鞏固教會的基礎，必須以家庭為事奉的單位。約書亞勸

喻以色列人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的事奉他。並說：「至於我，和我

家，必定事奉耶和華。」（書二十四 15） 

 

四 家庭是教會的縮影 

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曾說：「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

基督徒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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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提前三 15）保羅將家和

教會並稱，基督徒在地上有兩個家，一是屬世的家，就是家庭，一是屬

靈的家，就是教會。聖經是闡釋家庭關係的書，上帝是父，主耶穌是兄

長，信徒是弟兄姊妹，世人是離家的浪子，聖靈是保姆，教會是神的

家。家庭是體驗神，見證神的地方，也是教會的縮影。基督為教會的元

首，家庭也當以基督為一家之主。教會中信徒對主的關係，也正是家庭

中夫妻的關係。保羅說：「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

服主，因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

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你們作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弗五 22-25）中國

人重視家庭觀念，本來是傳統美德，但孫中山說：「中國人好像一盤散

沙，因為中國人只知愛家庭而不知愛國。」中國人注重孝道，慎終追

遠。如果，探本窮源，只有天上的父才是萬有之始。基督徒應該以愛家

庭之心去愛教會，還要先教會而後家庭，使神的名得榮耀。主耶穌十二

歲時留在聖殿，當父母回頭來找他，他對父母說：

「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耶穌說：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

於 愛 我 的，不 配 作 我 的 門 徒。」（太 十 37）又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上帝的國，撇下房

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沒有在今世不

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路十八 29-30）

◆ 

  種與收 
          胡至誼      

靈修分享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

永生。 

加拉太書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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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提醒我們「分類」的原則；和我

們中國人說「種豆得豆，種瓜得瓜」意思一樣。鍛鍊身體，就得屬肉體

的結果 -- 身體健康；操練靈性，就得屬靈的結果 -- 靈命興盛。 

農夫有許多種子可選，我們只有兩個選擇；或者撒屬情慾的種子，或

撒屬聖靈的種子。「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

的，必從聖靈收永生」。沒有第三條路。不是順著情慾撒種，就是順著

聖靈撒種。「情慾」原文直譯是「肉體」(英文聖經 NASB 譯 flesh)；包含

的意思很廣。不只是說到不好的慾望，比方淫亂、貪心、嫉妒等等(如

NIV 就翻譯成 sinful nature「罪性」)。其實也包括人身體一般性的需求和

慾望，如衣食住行的需求，過好日子的慾望等。「情慾」「肉體」，在

這裡可以說是今生的慾望、今生的需求。 

這一些追求，不管目前對我們是好是壞，最終都是「敗壞」。這些都

會朽壞，都會過去，都不長久；沒有永恆的價值，甚至使自己受重大虧

損。順著情慾撒種，就是只顧追求肉體的享受，就會把精神、力量、時

間、金錢，都花費在追求今生的享樂上。事實上，此處聖經原文還有

「自己」兩字，中文聖經沒有放上去。「順著自己情慾撒種的，必從情

慾收敗壞」。提醒我們：人的本性常常只顧自己。照顧自己，理所當

然；問題是，我們往往過分看重自己的享受，不顧別人的需要，更忽視

神的旨意，任意妄為。這樣，不必等來世報應，今生就從情慾收敗壞。

就如：哥林多教會有一些信徒，在聚會時，不敬畏神，混亂聖餐；不體

恤弟兄，只顧自己吃飽，不管別人挨餓。這是順著情慾撒種。結果從情

慾收敗壞 -- 身體軟弱、生病，死的也不少(參哥林多前書 11:17-34)。 

順著肉體情慾撒種，意思是說：一切以自我為中心。這樣去打算，去

努力，去追求，或許這一生可以享樂，但最終都是「敗壞」，都會過

去，不能存到永遠；最終是虧損，得不償失。有一傳道人打比方，如果

我們的生活、工作、休閒、娛樂、活動、運動，一切的努力、追求，都

只集中在今生的需要與享樂上面，就好像把一大卡車馬鈴薯存在家裡；

十年後，可以得什麼利潤？都敗壞了！智慧的做法，是把馬鈴薯換成金

錢，存到銀行，才有「連本帶利」的收穫。所以，耶穌勸勉我們「要積

攢財寶在天上」(參馬太福音 6:19-20)。我們應該想想：今天所作的、所追

求的，有多少是在「積攢財寶在天上」？ 

順著聖靈撒種，不是等聖靈告訴我們作什麼事。遵行聖經教導，就是

順著聖靈。這裡提醒我們把時間用在追求屬靈的事，把精神力量金錢，

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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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分享 

投資在屬靈的事上。屬靈的事：有永恆價值的事，屬神的事。這樣，必

定「收永生」。收永生，不只是講將來得救、得獎賞，也包括今生我們

可以收的：從神而來的平安、喜樂、滿足；活出豐盛的生命；作主美好

的見證；生活榮神益人。 

做父母的，按照主的教訓(聖經的原則)養育兒女，常常為兒女禱告…

這是撒種。兒女信主，行事為人遵行聖經；知道倚靠神，懂得孝敬父

母；工作生活蒙神賜福。作父母的不必操心掛慮，安心滿足。這是在今

生可以收穫的美好果實。 

與弟兄姊妹相處，多關心多代禱，少埋怨少批評；多在當面勸勉，少

在背後論斷；這是順著聖靈撒種。我們就會收到別人的關心代禱；更會

收到聖靈所結的果子：喜樂、平安。 

當然，收永生，最重要的是神在將來永世裡，為我們所預備的，豐豐

富富的福分；這是我們最大的盼望。得救，是因信白白得的。但是，享

受永生的豐富及獎賞，卻需要我們付代價，努力追求。使徒彼得也是這

樣提醒、勸勉我們：要殷勤追求，分外殷勤，更加殷勤…才能豐豐富富

的，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參彼得後書 1:5-11)。 

撒種的原則提醒我們，今生神給我們許多恩典。有屬靈的，如：聰明

才智、屬靈恩賜；有屬物質的，如身體健康、金錢財富等等。怎麼運

用、花費、投資，要有智慧；要慎重考慮，好好計劃。有的用在我們今

生肉體的需求上；有的用在靈命的追求、神的事工上。無論怎樣使用，

不要順著情慾撒種，乃要順著聖靈撒種 – 遵行聖經給我們的指示，順服

聖靈在我們心裡的引導。 

順著肉體情慾撒種，也許可以馬上享受快樂。順著聖靈撒種，往往要

長久忍受艱難。因為這是永生的事業。最大的收成，是在將來見主面的

時候。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聚會、在聖靈裡團契，彼此代求，互相勉

勵；才有力量恆久堅持，耐心等候神的賞賜。 

一方面，屬靈的收成似乎在遙遠的將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

今生短暫，轉眼就過去。今天我們還可以讀經禱告，聚會團契，操練敬

虔；還可以傳福音，作主見證；還可以在教會服事，參與差傳事工…。

現在，還是撒種、勞力工作的時候。日子過去一天，我們就少一天撒種

的機會。我們要愛惜光陰，把握機會，竭力多作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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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羅馬膏四 17-22 

 

當亞伯拉罕說，他所信的這位神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時，這不是從別人學來的知識。而是他自己對所信之神的經歷。 

我們若稍熟悉聖經中對他的記載就知道，他的兒子是在全無可能之

下出生的；這難道不是「使無變為有」嗎？當神吩附他將自己的獨子獻

給神時，按當時的瞭解，就是要將孩子像牛羊一樣焚燒給神，但神卻為

他預備了一隻羊，代替了他的兒子，對他而言「死而復得」的兒子，難

道不是「死人復活」嗎？我們若想要同亞伯拉罕辯論這事，必全然無

效，因這就是他自己的經歷。正如每個人都有自己許多獨特的經驗，若

別人偏要否定，我們只會覺得這人無聊。 

關於亞伯拉罕「信神」，他所信的「內容」是：「滿心相信神所應

許的，必能作成」。他在信靠神時；絕不是按自己的欲望，或按自己所

想的，要神來滿足自己。因他親身經歷過，但凡神曾向他應許的，就必

能作成，因此他學會了「神如何應許，他便如何信」。亞伯拉罕因此累

積了一生極其豐富與神相交往的經歷，以致他的子子孫孫尊他為「信心

之父」。這位「信心之父」為後代千萬屬神之人，立下了極美的榜樣。 

今天，每一位屬神的人，你對所信靠的神到底經歷過多少？若你經

歷得越多，就必然對神有越多的認識，或許你不能有亞伯拉罕那樣偉大

的瞭解，但你必有一份，是照著自己曾對神有過的經歷，而產生的認

識，是沒有人可以同你辯駁的。 

若你的問題是：怎樣才能經歷神？「信心之父」給我們最好的建

議，就是照着天父的應許去行，就必能經歷祂。聖經中記載了數千個有

關神的應許。足夠我們去尋找，去照着遵行，就必能不斷的經歷神。◆ 

靈修心得 

  你經歷過神嗎？ 

 

            孟渝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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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籃零碎     蜘蛛網的故事 

 
王敬 

十二籃零碎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一二七 1） 

 

古時，有一個國王，擁有五十座城，城邑堅固廣大，作為他國防的倚

靠，整日吃喝宴樂忘記了神，有一天，鄰國的大軍來攻，勢如破竹的將

他五十座城統統攻陷，他倉皇逃到一座小山上躲避，卻被敵軍包圍搜

索，這時他才想起神——耶和華是他的避難所，是山寨的經文，於是迫

切禱告，伸開了他的眼睛，叫他看見山林中有一個洞，讓他躲到洞裡痛

悔認罪。 

這時，外面敵人的搜索越來越近，他緊張萬分，神便興起一隻蜘蛛在

洞口織了一面大網，封住洞口，那搜索的哨兵跑到洞口，對其他的兵士

說：『這個山洞一定有人躲藏』要衝進去，一個長官攔住他說：『你這

麼笨，蜘蛛網在洞口，怎會有人在裡面呢？』於是敵兵掉頭離開了，國

王就藉着這一面蜘蛛網逃過了敵人的手。以後，他回到國內，重新悔

改，把敬拜真神作為第一要務，並要全國虔誠敬拜真神，他到處向人作

見證說：『感謝神的救贖，如果沒有神的憐憫與大恩，使我脫離敵人的

手，五十座堅城，還不如一面蜘蛛網呢？』 

聖經詩篇一百二十七篇一節說：『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

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這節經

文中所指的『房屋』，不單指房屋，而也包括家庭、房產和人口，而神

為大衛所建造的家室，乃是永久的王位，也包括主耶穌永遠的王權，凡

被聖靈重生，被建造在主靈宮裡的活石，都在神的家中有份了。不管是

家庭、城池，都有神的同在與保守，人生的福氣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

神的賞賜，否則，不管你如何努力、儆醒，就如前面所說的那個國王，

五十座城堅城都不如一張蜘蛛網，使他醒悟，忘記神的人，也就失去神

的保守和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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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右旋律   百般試煉 

                                                     黎翰飛            

座右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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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足跡 

 ＊世界新第八大奇觀－朱美拉棕櫚島（Palm Jumeirah ） 

2007 年 10 月，朱美拉棕櫚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島。2020 年 10

月，朱美拉棕櫚島上全球最大的音樂噴泉建成。 

遠觀如一把中國竹枝圓紙扇（其實設計是以棕櫚樹為藍圖），上高樓

觀景台，一看才驚知此島之宏偉壯闊。該地帶擁有一系列島嶼住宅、豪

華五星級度假酒店、新潮餐廳和時尚海灘俱樂部，洋溢著輝煌的都市風

采。 

＊世界最亮眼酒店－帆船酒店（Tower of  the Arabs） 

七星級帆船酒店的外觀，似海上白帆，美麗非常，1999 年對外開放。

酒店高 321 公尺，矗立於離沙灘岸邊 280 公尺遠的波斯灣內之人工島上，

頂部設有一個懸臂樑結構的停機坪（現已改為高空網球場）。走進大

廳，仰觀而視線直通其頂，原來此建築內部，有如正三角型瘦長中空金

字塔。 

旅遊若只是光看景點而未嚐當地美食，總覺得偏心視覺而忽略了味

覺。此酒店餐廳，不虛其名，品嚐了美饌佳餚。 

＊世界最大花園－ 奇蹟花園（Dubai Miracle Garden）       

此花園，種植了 450 萬株鮮花，明豔的花朵裝飾著一周長長的圍牆以

及長達 4000 公尺的小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花園。 

目光所及之處，色彩繽紛耀眼，有著超大的各樣造型：馬、孔雀、時

鐘、飛機、少女等，有如童話世界一般。 

杜拜這另外三處，給人深刻的印象，就是兩字：「奇、美」！誠然，

杜拜之世界第一，不勝枚舉。杜拜，原本是漁村之地、沙漠之土，卻另

闢蹊徑，走的是一條現代化金融、建築和旅遊的康莊大道，其成功典

範，可為他國之借鏡！ 

 

               朱美拉棕櫚島                                   帆船酒店                                     

   杜拜之最（二） 

   李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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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風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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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風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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