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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論末世 

耶穌基督再來第一階段的七年，在空中完成教會的審判而後與教會成

親，基督帶着新婦教會來到地上，準備在地上建立基督榮耀的國度，就

是地上的天國，稱為「聖子神的國度」。那時地上已經過了七年大災

難，作清理的工作，讓神的選民以色列人從列國回歸，並合而為一全家

得救，承擔新世代的祭司。經過一場普世性的大戰，對惡勢力作徹底地

消除，而後將普世萬民分別出來，再將迷惑者魔鬼捆綁扔在無底坑，使

牠不再迷惑普世萬民。這樣地上的天國一千年成為平安年，稱為千禧

年，結束末了的世代。神子基督耶穌道成肉身，降世為人開始的「末

世」，在地上建立教會「聖靈神的國度」。直到耶穌基督再來，結束了

「末世」，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聖子神的國度」。千年後，神子基督

耶穌「把國交與父神」，那是新天新地「聖父神的國度」（林前十五

24），直到永永遠遠。 

 

一  新國度的中心（結四十至四十八章） 
神在異象中引以西結先知從被擄之地巴比倫回到以色列地，使他看到

將來基督再臨在地上所要建立的國度中心現況；吩咐他：「人子啊，凡

我所指示你的，你要用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上。我帶你到這裏

來，特為要指示你，凡你所見的，你要告訴以色列家。」為此，先知用

九章經文記錄所見所聞。 

（一）有關聖城 

     聖城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

的所在。」城的中心是聖殿，聖殿的中心是至聖所，是神與人相會的地

方。內外結構裝飾都很詳細記明；為方便祭司的事奉獻祭，殿的周圍有

房屋稱為聖屋，為祭司專用。也有關敬拜的條例；進入聖殿敬拜要直往

前行，從北門進，必須從南門出，不可從入的門而出，表示只有向前，

不可回頭。聖城每邊有三道門，分別以十二支派命名；北有流便門、猶

大門、利未門。東有約瑟門、便雅憫門、但門。南有西緬門、以薩迦

門、西布倫門。西有迦得門、亞設門、拿弗他利門。這是將來的新耶路

 福 音 康錫慶  
柒 新世代來臨   
        康錫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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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啟二十一 10-13）。 

（二）關聖供地 

在聖城之外的聖地，中間留一段「聖供地」為利未支派。全地南北分

別由十二支派所得為業；北部分屬但、亞設、拿弗他利、瑪拿西、以法

連、流便、猶大等七支派。南部分屬便雅憫、西緬、以薩迦、西布倫、

迦得等五支派。到主耶穌再來，降臨地上，以色列全家已從列國分別回

歸，神賜他們永遠為業的應許地，再沒有以色列人留在列國之地。是神

最初與亞伯拉罕立的永約，最後神必親自成就這約。「主耶和華如此

說：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歸回，要憐憫以色列全家，又為我的聖名發熱

心。」又說：「是我將他們從萬民中領回。」神說：「我是耶和華他們

的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邦」（結三十九 25-29）。其實那時再也

沒有「外邦」之稱，因為「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

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亞十四 9）。全家回國統一，才能全

家得救，同擔聖職。 

 

二  大衛寶座重建（摩九 11-15） 
大衛寶座是以色列王國史的起源，雖然掃羅王是將以色列家帶進以色

列國的第一位王，但他只有立國，卻沒有建國，神說：「我在怒中將王

賜給你，又在怒中將王廢去」（何十三 10-11）。神才「尋着一個合他心

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就是耶西的兒子大衛（撒上十三 14，十六

13）。大衛終於成為以色列全國的王，攻取耶路撒冷立為京城，名叫

「大衛城」，在那裏建立「大衛帳幕」，設立「大衛寶座」（撒下五 6-

10，六 17，詩一二二 5）。大衛寶座由他兒子所羅門繼承，可惜所羅門

王之後國家分裂南北兩國，南國稱猶大，雖然只留下兩支派，卻仍保留

大衛的寶座，經三百九十三年多，先後十九王均為大衛的後裔，是因大

衛的緣故「在耶路撒冷有燈光」（王上二 10-11，十一 9-13，十五 4）。 

可惜，最後三位王，不行大衛之道，「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終於主前 586 年，猶大被滅於巴比倫手中；神的殿被拆毀，耶路撒冷城

被火燒，大衛寶座終於倒塌（代下三十六 5，9，12，17-20）。從此之

後，大衛的寶座再未重建。要直到大衛的苗裔主耶穌基督再來的第二階

段，在地上復興以色列成為「祭司的國度」，才重修大衛倒塌的帳幕，

恢復大衛寶座，再也不倒塌。當初期教會召開的第一次大會時，大會主

席雅各也引用先知阿摩司這段預言：「此後我要回來，重新修造大衛倒

塌的帳幕，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起來，」並說：「這話從創世以來，

聖經論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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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明這事的主說」（徒十五 16-18）。神的話永不落空，是經得起時間的

考驗。 

 

三  主基督掌王權（賽九 6-7） 
先知以賽亞得清楚的默示，那是主前七百多年的事：只用兩節經文，

預言基督耶穌第一次道成肉身降世，從嬰孩開始，到主基督第二次降世

坐大衛寶座為王，堪稱為《聖經》獨特的預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

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的名稱為奇妙，策

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

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

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神的美旨於七百多年後，成就前階段；那是天使帶來的佳音：「因今

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

孩，抱着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路二 11-12）。那「記號」

更重要的不是包着布，也不是所臥的馬槽，乃是七百多年前先知所預言

的「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應驗在眼前。 

前階段已應驗，後階段也必應驗，那是使徒約翰所得的啟示；將實現

於主基督第二次降臨地上；「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那是基督的新婦教會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

年」（啟十一 15，二十 4-6）。所指的是地上的天國，也就是千禧年。聖

子神的國度。 

 

四  國度裏的百姓（太二十五 34） 
當主再來的第二階段，從空中帶着新婦教會降臨地上，就在「榮耀的

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

別綿羊山羊一般」。這萬民必定是哈米吉多頓大戰之後留在地上的人，

榮耀的主根據他們的行為把他們分別出來，行善的為綿羊，無善行的為

山羊。結果山羊「往永刑裏去」，喪失了。綿羊被稱為「義人」，指的

是因行為稱義，「往永生裏去」。指的是一段長的時間，就是承受那創

世以來為他們所「預備的國」，這國也就是主基督在地上所建立的天

國。與信主蒙恩得救的基督信徒，是「因信稱義」，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有分別。基督信徒的整體是教會，已成為基督的新婦，與基督同掌王

權，而這在地上的義人，成為千禧年國的國民，他們要享受一千年的平

聖經論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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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活，因為一千年那迷惑人犯罪的魔鬼被關閉在無底坑，不再迷惑

人，人可歡喜快樂地過日子，「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

聲音。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歲

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賽六十五 19-20）。這是千

禧年國的生活狀況。 

 

五  選民擔任祭司（出十九 4-6） 
以色列民是神從普世人中特選的民族，是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永約，

使地上萬族因他及他的後裔得福（創十二 2-3，十七 4-7）。 

雖然有四百三十年在埃及淪為奴役，神終也把他們帶回應許之地。神

很清楚地告訴他們：「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

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我的話，遵守

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

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是要摩西告訴以色列人的。神揀

選亞伯拉罕是要他的後裔成為祂的見證人（賽四十三 10-12），在神與人

中間擔當中保的責任。祭司的任務是將人帶到神面前，惟一的條件就是

聽神的話，遵守神所立的約。 

可惜歷年來他們偏行己路，遠離神，敬拜外邦偶像，終於落在列邦人

手中，先是國家分裂，再是國破家亡，「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申

二十八 25，耶二十四 9，三十四 17）。但神與亞伯拉罕立的永約是不廢

的，神起誓的應許是不更改的「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

十一 29），神是憐憫，終必成就。 

當主耶穌再來顯現在地上，以色列全家親眼看見被他們祖宗所棄絕的

耶穌，原來就是他們久久盼望的彌賽亞，他們被聖靈澆灌而認罪悔改，

全家「大大的悲哀」，接受耶穌為基督彌賽亞，為他們「開一個泉源，

洗除罪惡與污穢」（亞十二 10-十三 1），全家得救，就在主耶穌在地上

建立的千禧年國中擔任祭司的職責。引導人認識神，使「認識耶和華的

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賽十一 9）。 

一千年的平安年，普世萬民都一心一意尊神為大，過着歡欣稱頌神的

日子，耶和華神成為他們的詩歌和力量，求告神的名，何等的美好。甚

至「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拉住一個猶大人的

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們同在了」（賽

十二 1-6，亞八 20-23）。他們將神見證在百姓面前，使人跟隨他們親近

神，盡了祭司的職責。 

聖經論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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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萬物復興景象（徒三 20-21） 
聖靈默示使徒彼得，在他使一個瘸腿得痊癒後，向群眾為耶穌作見

證，並勸人「悔改歸正」信靠主耶穌，必享「安舒的日子」，就豫言到

主耶穌必再來，是「萬物復興的時候」。所指的是主耶穌再來在地上建

立的千禧年國，恢復伊甸園的時代。 

起初，神重修大地，用六天創造萬物，先是植物各從其類。再是水中

活物與天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後是地上的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

類。最後按自己的形像樣式造男造女，就選擇伊甸園為生活環境，「一

切所造的都甚好」。神引所造的活物到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

怎樣叫各種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創二 19）。 

現在萬物復興的景象，正是恢復當初的情形：是何西阿先知所得的默

示：「當那日我必為我的民，與田野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地上的

昆蟲立約。又必在國中折斷弓刀，止息爭戰，使他們安然躺臥」（何二

18）。也是保羅論及「將來要顯給我們的榮耀」時，提到受造之物指望

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八 18-21）。如今，都應驗

了：「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的獅子，與牛

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

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喫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

孩 必 按 手 在 毒 蛇 的 穴 上。在 我 聖 山 的 遍 處，這 一 切 都 不 傷 人，不 害

物。」（賽十一 6-9，六十五 25）。人與人與物，物與物都能和睦相處，

一片昇平的景象。是人類的始祖被趕出伊甸樂園之後所沒有的現象。這

是世界的王魔鬼被關在無底坑之後，主基督作王的一千年帶來的佳境。

萬物復興享神的榮耀。這是末世之後，帶進的新世代。 

 

七  聖經論末世的總結 
「聖經論末世」與一般的「末世論」不能相提並論；「末世論」較偏

重於學術性，雖然也根據聖經，但不同的專家加上不同的解經法，產生

不同的派別。比方論信徒被提有「災前被提」、「災中被提」與「災後

被提」，有「一次被提」與「分批被提」等。關「千禧年」有「前千禧

年」，「後千禧年」與「無千禧年」。關「得救」，有「一次得救永遠

得救」或「一次得救不能永遠得救」等。都是神學家、解經家彼此的爭

論。不可否認，他們都說有《聖經》根據。但也不可否認，專家們也加

上自己的觀點與解經法，往往著重在「點」上面，這裏一點，那裏一

聖經論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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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但神默示的《聖經》是全面性的，在點與點要連成線，由線組成

面。為此「以經解經」是正確的方法。真理是全面性，也是系統性的。 

為此，有關「末世」的真理，回歸《聖經》，是明確的：「神既古時

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曉諭列祖。」「古時」指是舊約世代，神在每個

時代興起眾先知為代言人，傳達神的信息。「就在這末世，藉着他的兒

子曉諭我們。」「末世」指的是新約世代，只有藉着神子基督傳達神的

信息，祂是「太初之道」，神的話。可知神子基督降世為人子耶穌，開

始這新約的末了世代。「末世」是基督耶穌「道成肉身」帶進了，至今

經歷了二千多年，等候主耶穌再來結束「末世」，引進千禧年國度，乃

聖子神的國度。 

 

「聖經論末世」乃是根據《聖經》的默示所領受的，藉教會月刊「靈

風」逐期與眾分享，企望主裏的長者加以指正。  ◆ 

  看風、望雲與使命 
     周天和 

特 稿 

經文：傳十一 1-6;太廿五 14-30;提後四 1-5 
 

不同的解釋 

傳道書十一章 1-6 節這段經文有好幾種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這

是描述古代海運通商的情形，意思是,經過長程的冒險航運以後,商人可以

獲得豐富的利潤。又有人認為,這是指當埃及的尼羅河一年一度氾濫,洪水

漸漸減退時,人們便在水面上撒種,種子留在洪水所帶來的肥沃污泥中,迅

速生長,時候到了,便有豐富的收穫。而猶太人傳統的見解則認為,這段經

文是鼓勵人樂善好施，或遲或早,必有出乎意料之報償。此外還有人認

為，這是指世事無常，即使看來是最愚笨的行動(把糧食撒在水面上)，

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良好收穫。不管如何，其中一個共通的要點是，必

須有冒險的精神。若無冒險精神，商人不會從事海運通商;若無冒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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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神,埃及人也不會在水面上撒種;若無冒險精神，人們也未必肯樂善好施；

若無冒險精神，人們也不會做看來毫無結果的事。 
 

過分謹慎一事無成 

前些日子我在報上讀到一篇短文，描述一位嫻靜丶溫文而秀麗的女

子，由於過分謹慎,以致不敢認真地交男朋友。以前父母在世時，她先後

有過好幾位頗合心意的男朋友,可是由於父母認為「不對眼」，因此都一

一放棄了。如今父母先後去世，她仍舊習慣地拿不定主意，不敢放膽去

愛。幾個月以前，認識了一個四十多歲的獨身男子,彼此都有愛慕之意,但

當她徵詢三叔的意見時，三叔警告她要小心，因為一個四十多歲從來沒有

結過婚的男子,可能在心理上,甚至生理上都有問題:也可能是個事業狂的男

子，結婚以後多半會冷落嬌妻。.....這個女子思前想後，頓生戒心,也就把

對方疏遠了。不久以後，她又有一個理想的追求者，只是那人離過婚。她

的另一位親戚聽見這事，又警告她說:「當心! 他是離過婚的!你調查過他

離婚的原因嗎? 是否因為他為人花心，有過婚外情? 抑或他有虐待狂,時

常打老婆?.....」那女子認真考慮以後,終於嘆息說:「還是沒有男朋友比較

安心!」 

的確，謹慎行事是應該的，但過分謹慎,則常會一事無成。一個人如果

要等到事情有了絕對把握才有所行動,那麼只好永遠等待。因為理想的條

件和絕對的把握可能永遠不會來臨。這也就是為甚麽孔子聽了季文子「三

思而後行」以後,說「再,斯可矣」的原因。 

主耶稣在「按才幹受責任」的比喻中所以責備那個把銀子埋在地裡的

僕人，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因為他缺少冒險的精神,甚至把銀子放在銀

行生息也不敢,更遑論利用資金,冒險經商。我有時在想,假如那兩個領了五

千和二千銀子的僕人投資失敗,血本無歸,主人對他們的態度會如何呢? 在

比喻中主耶稣沒有說到這—點。不過,從主人對兩個僕人所說的話，我們

可以相信假如他們忠心盡責，即使沒有賺錢，甚至血本無歸,主人最多也

只會怪他們智慧不足,而不會嚴詞譴責，更不會把他們「丢在外面黑暗

裡」。因為主人所關心的，主要不是他們賺了多少(聖經說:主人對那賺了

五千和兩千的僕人的讚詞完全一樣),而是他們是否「良善」和「忠心」

(太廿五 21，23)。 
 

傳福音要冒險 

耶穌所說的這個比喻似及傳道書十一章 1-6 節那段經文所顯示的原則,

也可以應用到宣揚基督救世福音、擴展天國事工方面。意思是，在傳福音

的事上，我們必須有冒險的精神,要大膽作冒險的嘗試。假如我們時常察

看外面的環境，要等到有了理想的條件和絕對的把握才有所行動,那麼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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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陷於傳道書所說的情形:「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傳十一

4)。我們也會像耶穌所說「按才幹受責任」的比喻中那個領了一千銀子

的僕人那樣，本想保留原銀不失,但到頭來,連那一千銀子也失去了(太廿

五 28)。 

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更清楚說明這方面的真理。他勉勵提摩太: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

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四 2)他又進一步勉勵提摩太，無

論客觀的環境如何，無論聽眾喜歡或不喜歡，都要隨時準備妥當，盡自

己的職分，作傳道的工夫，宣揚基督的福音(提後四 3-5)。 
 

冒險不等於不計劃 

當然，冒險精神之惕勵並不表示完全不看客觀的環境，完全不觀天上

的氣色,完全不作周詳的計劃。主耶穌曾經責備猶太人的部分宗教領袖,雖

然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卻不曉得分辨時代的徵兆(太十六 1-3;路十二 54-

56)。他也提醒想要跟從他的人要先計算代價，不要像一個打算蓋樓的

人，安了地基，不能成功,惹人笑話(路十四 28-29)。他還訓勉門徒，在

傳福音的事上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十 16)甚至對一個面臨

失業厄運的不義管家丶積極為前途打算的作風也加以讚揚(路十六 8)。在

被釘十字架前夕，他也訓勉門徒:「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沒有刀的，

要賣衣服買刀。」(路廿二 36)這一切都表明，留心分辨時代的徴兆，運

用智慧計劃行事丶未雨綢繆,不作無謂的犧牲，也是合乎神旨意的行為，

而且是應該做的事。不過,由於基督徒深信,上帝是掌管歷史的主宰,因而不

應該完全根據我們的眼光去看客觀的環境而行事，也不應該因為風雲險

惡而失去冒險的精神;倒要求主賜予智慧，能夠分辨時代的徵兆，憑著信

心，在上帝所託付的使命上勇往直前，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因為

我們所當懼怕的不是「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而是那位「能把身體

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但又能夠使人從死裡復活的上帝。 
 

勇於作大膽的嘗試 

馬丁路德在他所著《士兵也可以得救嗎?》那本書中說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寡婦站在暴君面前，誠心為他禱告，求上帝賜他長壽。暴君聽

了很希奇，因為他曾經多次傷害這婦人，而她卻如此為他禱告。他問這

婦人為何這樣做?那婦人回答說:「當你祖父在位時我有十頭牛,他奪去其

中兩頭,我便禱告,求他快死去，讓你的父親登位。事情果然應驗了,但你父

親卻奪去我的三頭牛。我再禱告上帝求他快死去,讓你可以做王,但如今你

奪去我的四頭牛。因為我懼怕你的繼位人會奪去我僅有的一頭牛，所以

我現在為你禱告求長壽。」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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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馬丁路德說這個故事的原意是想表明，轉換一個政權是件容易的

事,但要建立一個更好的政府卻是件難事；不過，這故事也可反映人們不

願冒險的心理,因為改變並不保證改善。華人教會一般的說都比較保守，

許多時候，為了擔心改變未必便會改善,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因此喜歡墨

守成規,不敢冒險作新的嘗試,結果也更難有進步和發展。誠然,改變並不保

證改善；但是，改變也不一定不會改善! 除非我們勇於嘗試，否則我們

不僅不會有進步,而且可能變得越來越保守。主耶稣在離世前夕曾經應許

門徒要作「更大的事」(約十四 12)。那麼，我們為甚廢不敢依憑信心，

靠著聖靈的能力，冒險去作新的嘗試呢? 

傳道者說:「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但他接著勉勵讀

者:「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

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傳十一 6)使徒保羅也勉勵提

摩太:「務要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但願我們從這些經文

中得著提醒和鼓勵，在傳福音和擴展天國的事工上,勇於作大膽的嘗試。

◆ 

特 稿 

  屬神的人得勝三要  
     曾玉興 

經文：提前六 11-12 
 

保羅說:「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提前一 2)所以

保羅諄諄教導，盼望他能成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能作他的接棒人。便

勸勉鼓勵說:「你這屬靈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

愛心、忍耐、温柔。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在這兩節經文裏，特

別提到「屬神的人」。保羅看出提摩太，真正的重生得救了，有神的生

命在裏面,實在是個屬神的人。剛才讀的聖經中，告訴我們怎樣做個屬神

的人，其中說到逃避、追求丶打仗、這三件事可說是屬神的人，得勝生

活不可缺少的條件。現在分述於下： 
 

一、屬神的人要逃避惡事(Flee） 
「逃避」二字有離開之意，保羅說:「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

事」，就是說要離開這些事，究竟要離開甚麽事呢? 沒有下文，我們不

能知道；若是看前面一段經文，就可知道有人傳異教，保羅警告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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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

己經有人自己稱有這學間，就偏離真道」(提前六 9:20-21)。其次就是貪

財之事,保羅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是的,有許多人想要發財，陷在迷感中,落在

網羅裏，那是很可怕的。 

田納西州沙雲那市警察揭露一宗令人搖首歎息的窃案新聞。據稱該市

一家新開張的藥房，被一窃賊潛入，除獲大批鈔票外，他見藥房中可以

過癮的毒品頗多，一時起貪念，大服此類毒品圖刺激享受，孰料引起他

心臟病發作，結果一命鳴呼。警方稱，他死時身體蜷屈，雙手到死抓住

一束鈔票不放。人為財死。 

美國新澤西州一名醫生貪婪透頂，他雖然獲中六合彩頭獎，可得獎金

一千二百萬美元，但是卻仍未滿足，繼續欺騙保險公司，又瞞著妻子喊

窮，向當局宣告破產；當他的情婦獲知他中獎時，希望分一杯羹，他卻

大發雷霆，搗毁她的住所，並手持利刀聲稱要宰了她。結果，他難逃法

網，現在成了階下囚。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第三章一節)裏，提到許多罪惡之事，叫提摩太躲

開那些人，以免沾染那些罪惡之事。基督徒的生活是聖潔的,必須遠離惡

事才能討神的喜悅。 

約瑟在埃及法老王的內臣，護衛長波提乏家為奴時，因耶和華與他同

在，他就百事順利，於是他主人派他管理家務，因約瑟秀雅俊美。他主

人妻向他以目送情，並要與他同寢，約瑟逃避此事，他知道他是屬神的

人,不能作這惡事，得罪上帝。(看創世記第三十九章)。 

我們要逃避淫行。不要以為你站得住，受得了試探;信主多年了，靈

程很高了，決不會越軌。保羅說逃避,你就要逃避。聖經說：你們要抵擋

魔鬼，卻没有叫你抵擋淫行,因為淫行是魔鬼的引誘加上我們自己的私慾

而成的。他連衣裳都丟掉，跑出去。(卅九 12)當時的埃及人,衣裳不過是

披纏在身上的一大幅布,所以約瑟可能是赤著身子逃走的。意思說,要不顧

一切,没命的逃跑。歷史上政客、英雄、總統都難過美人關，我們看見多

少偉大的人物在這件事上跌倒! 我們豈能不急急逃避? 

参孫沉迷於美色。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性慾，摧毁了自己的前途，他喪

生於異教廟宇倒塌的殘垣下，他的沉迷成為他被毀滅的原因。色字頭上

把刀。 

約瑟是個英俊不凡的年青人，且自個兒身處異鄉，若他有心要玩弄有

夫之婦，家人決不會發現。老實說,對任何離鄉背井的一般少年人來說，

面對著飄亮而富挑逗性的女性,確是人生最嚴峻的考驗之一。 

約瑟如何應付他面對的試探? 首先，他斷然拒絕,他不容讓誘惑的思

想在腦中盤旋,也拒絕與波提乏的妻子調情作樂。他亳不猶疑斬釘截鐵地

說:「不!」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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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約瑟堅持不斷地拒絕。起初還能拒絕，但最後還是敵不過引

誘。然而,約瑟並不一樣。 

第三，約瑟選擇逃避。有些試探可以面對面的與它硬碰,但有些卻只

能用逃避的方法來表示拒絕。逃避並不是懦弱的行為，相反,卻可以是真

正勇氣的表現! 

我們都不是應付試探的專家。我們都有可能跌倒和失敗，我們若要學

習怎樣對付試探，約瑟就是最佳的範例。 

我們基督徒都是神的兒女，天國的國民，都是屬神的人，應討神的喜

悅。凡罪惡之事，不能榮耀神之事，不能造就人之事,都要逃避不作才好,

以免得罪神。 

約瑟的女主人設盡千方百計引誘的約瑟,約瑟也用千方百計逃避誘

惑。為甚麽他能這般堅定? 秘訣是他的心對準神，不要得罪神。…我怎

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創卅九 9) 

談到情慾的試探，聖經的忠告是:「逃避」(提後二 22)。約瑟的絕招

也是逃避。身為基督徒,我們逃脫的路永遠是向上去尋求主,而非滑下去犯

罪或自憐。 
 

屬神的人要追求美德(Follow) 
屬神的人要追求:「追求」與生命有關係,甚麼生命追求甚麽事,甚麼生

命就能作出甚麽事來。人也是如此，非基督徒只有屬世的生命，所追求

的也只是屬世的事情，追求名利,追求物質；為著肉體享受,不擇手段，不

顧生命，損人利己，作奸犯科,甚麼事都敢作。正如保羅所說：他們結局

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

上的事為念(腓三 18-19)，而基督徒是屬神的人,有屬神的生命,也就是屬

靈的生命，屬天的生命,當然要追求屬靈的事，也就是上面的事，保羅說:

「你們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

邊」（西三 1)。 

所以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生命不同,追求的目標也不同，保羅特別提醒

提摩太,叫他知道屬神的「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這

六樣美德，是基督徒應追求的：若不追求這些事,屬靈的生命就有問題，

也就不一定是屬靈的人;若是生命不同,追求的目標不同,其結局也不同。

聖經告訴我們說:「恆心為義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惡的,必致死亡」(箴

十一 19)。又說:「你要追求至公至義,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華你上帝所

賜你的地」(申十六 20)。 

我們基督徒要追求甚麼？追求公義抑或抑邪惡? 但是一個人不能事奉

兩個主，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有些人存著矛盾的心理，企圖一手

抓住世界，一手抓住上帝，那是不可能的。俗語 說:「針尖不能兩頭

用」。所以屬神的人應追求屬靈的事，才能得到屬靈的福氣。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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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神的人要打屬靈的仗(Fight) 
「打仗」(戰争)是令人可怕的一件事，甚麼是打仗呢? 當兩軍對敵

時，相互攻擊，或人與人互毆都叫做打仗。保羅所說的打仗不是以槍砲

武器作戰，乃是屬靈的争戰，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每個基督徒都是神

所選召的，都是基督的精兵，都是真理的戰士,都要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

裝，從事屬靈的戰争,為主打那美好的仗。這個仗不是向人打，乃是向空

中掌權的魔鬼争戰，我們有基督為元帥，得勝必操左券，因為耶穌基督

在加略山上已經得勝了。保羅以打仗為喻，他本身有此經驗,他說「那美

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他自己作了基督的精兵，他在傳道聖工上已得勝

有餘了。 

我們基督徒打仗,不是以武器作戰! 完全靠神的帶領,例如以色列人出

埃及進入迦南，經過數次戰争,都靠神得勝了。大衛打死巨人哥利亞，大

衛會說:「你來攻擊我是用刀槍劍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

名」(撒上十七 41- 49) 。 

我們基督徒是為真道打仗,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神的大能，怎

樣得到神賜能力呢? 就是要依靠神，仰望神，求神引導與帶領,行在神的

旨意中,神必會看顧保守。 

今天的經文教訓了當時的提摩太，同時也教訓了我們今天的信徒,但

願神的話落在我們心中,能有屬靈的智慧，知道逃避邪惡，追求美德,為主

打那美好的勝仗,堅持到底才能得獎賞，作個真正屬神的人。◆ 

 

 

特 稿 

（箴九 10，約壹四 8） 

 

以上兩處聖經，經文中都是講述有關認識上帝的真理。上帝是我們

基督徒信仰的對象，其本質主耶穌告訴我們，祂是個「靈」。上帝既是

個靈，便無形無像，看也看不見，摸也摸不著，所以經上記著說：「從

來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約一 8）那麼，我們人怎能認識上帝呢？我們怎

會相信宇宙中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呢？上帝究竟是怎樣的一位上帝

呢？《聖經》是上帝將自己啟示給世人認識的一本屬靈書。聖經中記著

認識上帝的愛                   
蘇國文 

 



 

靈風 第五百九十一期                    13         Spirit Wind   October 2021  

 

特 稿 

說：「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約壹四 8）這裡

清楚地告訴我們「上帝就是愛」。我們現在所相信的，就是一位愛的上

帝，我們今天所事奉所敬拜的也就是這位愛的上帝。 

整本聖經中提到上帝有許多屬性，但當今世界上絕大部分神學家均一

致認為「愛」是上帝第一屬性。 

人間有許多的愛，如：父子天倫之愛，夫妻情侶之愛，朋友知己之

愛，嫡系親情之愛等等。這些愛雖然都是美好之愛，但這些愛都有美中

不足之處，因為都受到時間、環境和條件的限制，到頭來都會改變，會

終止，而上帝的愛是超越人間一切的愛。祂的愛至少有四個特點，現簡

單分述如下： 

 

上帝的愛是永遠的愛 

上帝的愛，不受時間限制，祂過去愛我們，現在愛我們，將來仍然愛

我們。祂的愛不是虎頭蛇尾的愛，也不是一種中途間斷的愛，而是一種

愛到底的愛（約十三 1）他的愛是一種持之以恆的愛。 

舊約詩篇 136 篇，是一篇歌頌上帝愛之永存的詩，全篇共有 26 節，

每一節經文結尾都有這麼一句話：「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這是詩人

喜樂經歷的寫照。 

而且上帝的愛，還是永不改變的愛。先知以賽亞這樣歌頌：「大山可

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神的慈愛必不離開你」（賽五十四 10）這是

上帝對一切信靠祂的人寶貴的應許。 

舊約中的上帝，即是新約的耶穌。我們信上帝就是信耶穌。有一首短

歌，歌頌主愛永不改變，歌詞是這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耶穌不改

變，父母兄弟都能分離，耶穌不改變，耶穌不改變，天地萬物都能廢

壞，耶穌不改變。」他的慈愛直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祂的應許

絕不落空，句句都必成全。 

古時候，上帝向人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

你」（耶三十一 3）。 

各位啊，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參加聚會，就是上帝愛的吸引。有一首詩

歌題目是「相聚在愛裏」歌詞是這樣：「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愛使我

們相聚在一起，上帝聖靈，使我們心靈合一，愛使我們相聚一起。讓我

們一起歌唱，靠主愛彼此連繫，我們手拉手，讓世人知道，愛使我們相

聚一起」。各位啊，上帝今天以祂永遠的愛愛我們，我們這些被上帝的

永遠之愛所愛，真是好命，我們要異口同聲，感謝上帝，讚美上帝，乃

是理所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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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愛是廣博的愛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節經文開頭就說，上帝

愛世人這「世人」即指世界上所有的人。祂愛男人，也愛女人；祂愛大

人，也愛孩子；祂愛富人，也愛窮人；祂愛好人，也愛歹人；祂愛義

人，也愛罪人；祂愛知識分子，也愛文盲；祂愛猶太人，也愛各國人；

祂愛信靠祂的「人，也愛尚未相信祂的人.....我們可以說，全世界每一個

人都是祂愛的對象，這就是上帝廣博之愛。 

上帝的愛若對照世人的愛，真是相差很遠很遠。我們仔細想想，人的

愛真是很有限度。有的人只愛自己，不愛別人；有的人只愛自己喜歡的

人，不喜歡的人就不愛；有的人只愛教會中的弟兄姊妹，教會外的人就

不愛，你看，我們人的愛心範圍是多麼狹窄呢！可是上帝的愛心是多麼

廣博，祂把一切世上的人都包括在祂的愛裏。只要你肯接受上帝的愛，

你便成為一個蒙愛的人。我們今天真是被上帝的愛所包圍，所吸引，所

激動，所征服，使我們能在祂的偉大的愛中過生活。所以我們這些今天

已蒙愛的人，怎不高聲唱哈利路亞稱頌上帝呢！ 

 

上帝的愛是奇妙的愛 

我們再來看一看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

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裡讓我們看

到，上帝愛世人，愛到一個地步，甚至不惜自己懷中的獨生愛子，將他

賜給了世人，此愛實在奇妙。 

平時間，人們向對方饋送禮物，有輕有重，禮物的輕重表明該人愛之

程度的流露。這件事大家可想而知。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氣

魄越來越大，向親朋戚友送禮不是西洋參、紅參、別的高檔營養品，就

是價值幾千元，幾萬元的電腦、攝影機等高檔東西，但我們從未聽說

過，哪有人捨得將自己的獨生愛子當禮物送給別人。 

我有一個親戚，在計劃生育期間，已有四個女兒，只是還沒有一個兒

子。他想要一個兒子，再生當時是不許可。他只好夫妻二人跟著別人到

外面去放養蜜蜂。（當時政策，放養蜜蜂的人可以帶著蜜蜂到全國各地

放養，採蜜，國家支持）。在外面可以偷著生育。有一次他們到安徽，

他妻子生第五胎，指望生一個男兒，哪曉得生下來又是個女孩，他們既

怨惜又失望，後來還是忍痛割愛，把這個小女兒白送給當地一戶人家。

第二年其妻又懷孕，第六太終於生了一個男孩。這孩子日長夜大，天真

活潑，滿有聰明智慧，學習成績優良，後來考取了北京清華大學，畢業

後分配到杭州國家重點單位工作，前途無量。這孩子是他父母唯一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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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真是金枝玉葉，掌上明珠，他們能捨得把他送給別人嗎？我想一定

不捨得。再說他們把第五個小女兒送給安徽那戶人家，時刻惦記在心，

時隔十一年後，結果還是以五千元現金把這個小女兒從這戶人家手中贖

回來。 

各位啊，他們有五個女兒，也捨不得送給人家一個，豈不值得大家深

思嗎？但上帝只有一個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祂為愛世人，竟將他賜給世

人，你說奇妙不奇妙？實在太奇妙了。再說我們在亞當裡面的人，本來

是注定滅亡的，但現在只要信耶穌，接受耶穌作你的救主，不需付絲毫

代價，就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真是上帝奇妙的愛臨到我們的結果。

我們心被恩感，只有讚美上帝愛的奇妙。 

 

上帝的愛是神聖的愛 

上帝的愛之所以非同人間一切都愛，因為上帝的愛是神聖的純愛。

「神聖純愛，越乎萬愛，天上歡樂降人間」（詩歌詞），上帝的神聖純

愛集中表現在耶穌基督，為人類贖罪而捨身流血在十字架上。聖經中這

樣記載：「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

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

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五 6-8） 若是一個品

德高尚的人，受了冤屈，判處死刑，很少有人願意替他死，要是有一個

人對社會有特殊的貢獻，大眾少不了他，也許有人敢出面替他死，這種

為挽救他人無價生命，或者有恩於他的人而作出的犧牲，這也是人間罕

見的無私愛的表現，但和上帝的愛對比，那還是差很遠。因為上帝讓祂

的兒子為有罪的人類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為他們的罪，將自己的身體

獻上當作挽回祭。要知道，基督耶穌為我們死的時候，我們既非義人，

又非好人，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罪人。我們這些罪人竟蒙了上帝的聖

愛，豈非何等的榮幸呢！ 

上帝的愛，從時間上來說，是永遠的愛。祂過去愛我們，現在愛我

們，將來仍然愛我們；從範圍來說，是廣博的愛，全世界人類都是祂愛

的對象。祂願人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提後二 4，彼後三 9）從賜獨

生子來說，是奇妙的愛。祂為了愛世人，不惜一切代價；從為人類贖罪

而捨身流血在十字架上來說，是神聖的愛。 

上帝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祂值得我們事奉，值得我們敬拜。今天我

把這位愛的上帝向大家介紹，有耳可聽的應當聽，更希望慕道的朋友們

趕快來相信，只要你肯相信，接受這位愛的上帝作為你信仰的對象，你

就能成為蒙恩得救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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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Daniel T.W. Chow     

Matthew 5:5 

 

Two weeks ago, in my sermon on the Beatitudes, I mentioned 

that the Beatitudes are greatly in contrast to the ideals of the average 

modern man. It is the common belief of the modern man that if a per-

son is to “get on,” if he wants to be somebody, if he wants happiness, 

then he must grab all the money he can get, he must avoid pain and 

suffering, he must not be too concerned about the feelings of the peo-

ple who get in his way, and he must assert himself and stand up for his 

rights. To him, there is something inhuman in the Beatitudes, weak, 

unworthy of red-blooded men.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ith regard to the 

third Beatitude,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Meekness is considered by the modern man as equivalent to 

weakness. How can weakness be regarded as a virtue? How can a man 

who submits to a stronger person’s will be congratulated? No. This is 

not what the modern man wants, nor would he admire any person 

who is a spineless coward. What he wants is a strong man: a man who 

would assert himself, a man who would say “No one provokes me with 

impunity.” 

However, the meekness that Jesus was talking about was not 

weakness or cowardice. These are, in fact, counterfeits of meekness. 

Meekness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lying down before injustice because 

we have not the courage or the spirit to do anything else. It is not tame 

resignation or moral indifference. It is mastery over our nature of self-

concern and self-interest. The truly meek man denies himself. His main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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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concern is not for his own interests or welfare but the interests and 

welfare of his neighbor and the Kingdom of God. 

William Barclay, a famous New Testament scholar, gives a very 

fine and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meaning of meekness from its origi-

nal Greek word “praotes.”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ive meanings of the 

word “praotes.” First, it means something between too much and too 

little anger. The man who is meek is the man who is always angry at 

the right time, and never angry at the wrong time. He would not be 

angry for any insult or injury done to himself, but will be angry at inju-

ries done to other people. Second, “praotes” means an animal which 

has been domesticated, which has been trained to obey the word of 

command of his master. The man who is meek is the man who has 

every instinct, every impulse, every passion under control of his Mas-

ter, the Lord God. And third, the word “praotes” means the fine quali-

ty of humility which banishes all pride. The man who is meek is the 

man who has the humility to know his own ignorance, his own weak-

ness, and his own need, and therefore, humbles himself before God to 

accept His instructions, His forgiveness, and His help. We may para-

phrase the third Beatitude in this way: “Blessed is the man who is al-

ways angry at the right time and never angry at the wrong time, who 

has every instinct, and impulse, and passion under control because he 

himself is God-controlled, who has the humility to realize his own ig-

norance and his own weakness, for such a man is a king among men!” 

Jesus called Himself “meek and lowly of heart” (Matt. 11:29), 

and Paul speaks of the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of Christ” (II Cor. 

10:1). If we look at the life of Jesus, we shall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what “meekness” really means. Jesus was gentle enough to attract 

children to come to him. Those sinners and outcasts found him ap-

proachable and attractive. When the Samaritans would not receive 

him and his disciples to have an overnight stay in their territory, his 

disciples were angry, but Jesus was not. When he was tempted by Sa-

tan in the wilderness, his main concern was not his own need and rep-

utation, but the interests of God’s Kingdom and His sovereignty. His 

prayers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clearly showed that he wa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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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 to submit himself to the control of the will of God. And yet, on 

many occasions Jesus did show his anger. When the Pharisees and 

scribes objected to his healing the man with the withered hand on the 

Sabbath, “He looked round about on them with anger, being grieved 

for the hardness of their hearts.” He was “moved with indignation” 

when the disciples tried to prevent the children from coming to him. 

His anger drove him to cleanse the Temple of those whose covetous-

ness profaned the house of prayer and interfered with the worship of 

the Gentiles. Think also how stern were his words of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made children and simple and innocent people generally, to 

stumble (Matt. 18:6ff.); and for Peter when he tried to tempt him away 

from the path to the Cross (Matt. 16:21–23). 

So, if we look at the life of Jesus, we shall realize that meek-

ness is the opposite of vindictiveness. The meek man does not make 

selfish demands on life, but is ruled by love for God and his neighbor. 

His purpose will not be his own advancement or profit. But he may be 

a man of strong words and deeds and inflexible determination. He will 

not get angry for any insult or injury done to him. But will be angry at 

injuries done to other people or at things which would impair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Book of Numbers, we read these words about Moses: 

“Now the man Moses was very meek, above all men which were up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12:3). On what occasion were these words spo-

ken about Moses? It wa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marriage to an Ethiopi-

an woman, possibly a black woman, when he was criticized by his sister 

Miriam and his brother Aaron. On this occasion, Moses did not say a 

thing, but let God be his judge and vindicator, and when God showed 

His anger towards Miriam and Aaron, Moses prayed for them. But Mo-

ses was no milk and water character; he was no spineless creature. He 

could be very angry. But he was a man whose anger was on a leash, 

only to be released when the time was right. You remember the occa-

sion when Moses was extremely angry. It was at the time when he 

came down from Mt. Sinai and saw the people of Israel worshiping a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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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alf, and he threw the tablets out of his hands and broke them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Exod. 32:19). So, again, in the life of Mo-

ses we see the true meaning of being meek. 

Abraham Lincoln also gave a good illustration of meekness in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address: “I know there is a God and that He hates 

injustice and slavery. I see the storm coming and I know His hand is in 

it. If He has a place and work for me, and I believe he has, I am ready. I 

am nothing, but truth is everything.” Indeed, meekness is not weak-

ness or cowardice; neither is it moral indifference. It is mastery over 

our nature. It is surrendering every instinct and impulse and passion to 

the control of God. Lincoln could be terrible, but not to defend himself. 

He was terrible when he saw injustice and injuries done to other peo-

ple. 

Yet how shall the meek “inherit the earth”? If Jesus had said, 

“The meek shall inherit heaven,” it would be easier to understand. But 

to inherit the earth is scarcely the case. Meekness may be worthy of all 

admiration, but in outward possession, the world belongs to the strong 

and grasping. Only those who assert themselves and stand up for their 

rights usually take possession of the material world. 

Some people suggest that “the earth” of this Beatitude is a 

symbolic expression of the totality of Divine blessing and of Messianic 

happiness. When Jesus said that the meek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he 

was speaking of it in a figurative sense. In other words, what Jesus 

meant here is that the man who is ruled by love for God and his neigh-

bor, the man who seeks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enjoy all the Di-

vine blessings and the messianic happiness; he will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which is the Promised Land of the New Covenant. 

This might well be true, but I believe that more can be said. For 

even in this world, in the daily lives of individuals and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lasting heritage of the earth falls upon the 

meek, upon the one whose main concern is not for his own interests or 

welfare but the interests and welfare of his neighbor and the Kingdom 

of God. The experience of life tells us that real lasting power is not in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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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ands of the angry and resentful, but in the hands of the self-

controlled, the loving, the Meek. The ill-tempered, the self-assertive, 

may get their immediate way in the home or the business, but their 

influence departs as soon as they go next door. When they die, their 

power dies with them. But the influence of the noble character of 

Abraham Lincoln, of Moses, and most of all, of Jesus Christ lasts long 

and spreads wide. They are truly heirs of the earth. 

Dr. Hugh Martin, in his excellent little book The Beatitudes, 

asks: “Do any of us really inherit the earth in this generation? Wars 

and preparations for war impoverish the world. Natural resources are 

ill applied or destroyed. Many people go undernourished. The nations 

keep suspicious watch on one another and spend their money for that 

which is not bread and their labor for that which satisfies not.” And he 

goes on to point out that unless we learn to be meek, unless we join in 

fellowship in mutual service, unless we work together with a team 

spirit, and not the spirit of the rich fool, mankind will never inherit the 

earth.But i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China and the Soviet bloc togeth-

er would follow 

the way of Christ, 

then the earth 

would yield her 

increase, and the 

earth with all its 

treasures would 

be ours to inherit. 

May the Lord grant us the wisdom to see the true meaning of 

meekness! May the Lord grant us the grace to be numbered among 

the meek! 

 

Editor’s Note: This article is reprinted here by permi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purchase Rev. Chow’s book, please contact Mr. Tim-
othy Chow via email [tchow@alum.mit.edu].  

講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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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分享 

  以神為樂 胡至誼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實為糧，4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5 當將你的

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詩篇 37:3-5 

 

一般給人祝福，喜歡說：「祝你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或夢想成

真，能否實現呢？往往只是一句討人喜歡的空話。但，聖經的確有神的

應許，真的可以「心想事成」。 

詩篇卅七篇是一首「訓誨詩」。詩人以自己的經歷及見識，勸勉人不

要因惡人順利亨通而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卻要耐性等候神彰顯公義。

「以神為樂，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這是詩人自己親身的體

驗；也是詩人所見，諸多敬畏神之人的經歷；更是神的聖靈感動詩人寫

出的勸勉。敬畏神，專心仰賴、耐心等候神的人，必能經歷「心想事

成」。 

「心裡所求的」，原文是「心裡所喜愛的(或所想要的)」。英文新國

際版聖經翻作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 (NIV)。心裡有一個願望，甚至還沒

有開口向神「求」，神就賜給你了。這是神的應許，給我們很大的安

慰、鼓勵、盼望。這裡不是說，心裡所想所要的東西，需要有足夠的

錢，還要碰到機會抓住機會，然後才可以得到。沒有。詩人(大衛)只說三

點，一、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善，就是神看為美好的事)；意思就是靠

主恩典，行事為人遵行神的旨意。二、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實為糧。就是

說天天相信神是信實的，神應許一定實現，神許諾一定兌現。三、又要

以耶和華為樂。喜歡親近神，神就是我的最愛，神的事就是我的首選，

我的最優先，這叫以神為樂。只要這樣(不必苦苦去追求，去尋找)，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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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多美好，多奇妙的福分！ 

以神為樂，表明人和神之間親近的關係。就像最好的朋友、最親密的

朋友、最喜歡的朋友，以和神交往為我的喜樂。詩人的經驗是︰以神為

樂，有這樣親密的關係，如至好的朋友，神就會把我們心裡所想望的，

賜給我們。 

就如好朋友知道你的需要，買禮物送你的時候，買中你的心意。如亞

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當神要去毀滅所多瑪的時候，就說，豈可瞞著亞

伯拉罕？(參創世記 18:17)。神並非作任何事都告訴亞伯拉罕，為何滅所

多瑪就要先告知他？因為羅得住在所多瑪，神知道亞伯拉罕心裡掛念侄

兒羅得。又如，大衛年幼受膏作王，一直仰望神、倚靠神，按神的心意

行事。國家安定之後，把約櫃迎進首都耶路撒冷，又起意為神建造聖

殿。這是以神為樂。神就主動與大衛立約，保守他王位長久、國家興

盛、人民安樂(參撒母耳記下 7:1-29)。 

「以神為樂」，不是說，我們想辦法討好神，神就賜幅給我們；好像

貪官奸臣諂媚皇帝，就得皇帝的恩寵。不是！我們不能諂媚神，也不能

賄賂神。我們不能和神辦交易、做生意。我們的神是公義聖潔的神。不

能用不義的手段，還希望神賜福。以神為樂，就常常親近神，受神「潛

移默化」。我心所想所愛的，逐漸與神的旨意相合；反之，不合神旨意

的，我亦不想、不愛。如此，順裡成章，「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

你」。這就近乎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何等有福！ 

「以耶和華為樂」的「樂」不是「娛樂」，不是在繁忙的生活中抽個

空來放鬆一下，從參加聚會或唱詩得到一點樂趣。以神為樂，就是說，

喜歡親近神、敬拜神、讚美神、事奉神、遵行神的

旨意、讀神的話語(聖經)、和神交通對話(禱告)、和

弟兄姊妹一起敬拜團契(參加主日崇拜、參加教會聚

會、事奉)...這一切「關乎神的事」帶給我最大的喜

樂。歸結起來，神本身就是我的喜樂。你的最愛、

最樂是甚麼？是誰？以神為樂，表明我們與神關係

的親密，神就樂意把我們心裡所想的，賜給我們。

◆ 

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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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心得 

（約翰福音三 3） 

 

聖人孟老夫子曾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在齊國的東方，有一座牛山，蒼

松萃綠極其美麗。但因人天天放逐牛羊於山上，隨意伐木於林中，結果

美麗的山川被破壞得千瘡百孔，醜陋不堪。孟子說: 難道這是牛山本來的

樣貌嗎? 不是的，乃因人天天傷害它的緣故。聖人因此告訴我們，人原有

的美善本性，一樣地經不起天天的傷害，逐漸醜陋，所以我們該將失去

的善良本性恢復過來，或尋找回來。所以那篇文章的標題叫『求放心』

（就是將放逐的心找回來）。 

人原本照著神的形像所造的屬靈生命，當然是美好良善的。但人在撒

旦誘惑和邪惡慾望的傷害之下，逐漸遠離了屬靈生命的源頭(就是上帝自

己)。所以失去美善的屬靈生命，就等於失去了與上帝的關係。 

當尼哥底母肯定耶穌是從上帝那裡來的，就充滿好奇的想要從祂那裡

知道有關上帝所在之處(就是天國)的奧秘。耶穌的回答非常直接:『人若不

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耶穌告訴我們，「天國」，或「人與上帝

的關係」，跟「時間」「空間」沒有關係，但人須俱有與上帝相似的屬

靈生命，卻有必然的關係。 

「重生」是「再一次從上面生」，同孟子所說的「求放心」(就是要

把原來美善的生命尋找回來)有類似的意義。但耶穌卻更進一步，很清楚

的告訴我們，是從何處，將失去的美善生命找回來，並用怎樣的方法去

找。 

這正是耶穌親自來的目的。藉著祂的死，使凡接受祂救贖的人，得以

恢復與上帝(屬靈生命源頭)的關係，因而能再得到屬上帝的生命。使人原

來被造生命的意義與目的。得到恢復。又因著屬靈生命的成長，使我們

在世上能勝過一切艱難考驗，在度過短暫的世界之後，我們就得以進

入，永遠與上帝同在之境。◆ 

  人必須要重生 

            孟渝昭 



 

靈風 第五百九十一期                    24         Spirit Wind   October 2021  

 

十二籃零碎 被人藐视 

               在你心裡 
   王敬 

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因為他勞

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樣。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只要送他平安前

行，叫他到我這裏來，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林前十六 10-11) 

宋朝包拯有包青天之譽，性峭直，務敦厚，故也有包閻羅之稱，十六

歲任定遠縣知縣，不但一些官員看不起他，連轎夫下人也不把他放在眼

裡，一天，包拯出門巡訪，轎夫們不僅七言八語說些諷刺話給他聽，還

故意將轎子向左右搖晃，使他在轎中坐不穩，但他並不在意，過一會，

轎子不但左右搖晃，還一會前高後低，一會兒前低後高，包拯叫轎夫停

下，問轎夫:「怎麼回事，為什麽搖晃不穩，又前高後低?」轎夫說:「大

老爺，一是山路不平，二是因你年幼體輕，壓不住轎。」他心中明白，

不是山路難走，更不是我體輕，而是你們根本瞧不起我這個新任的縣

官，於是，他對轎夫說：「重則穩，輕則飄，好吧! 我給你們銀子，速去

買盤石磨壓在轎中，我坐在石磨上試試看，如果再晃，我出錢再買，直

到不晃為止，速去速回，誤了公事要挨重打。」轎夫聽後暗自叫苦，卻

又不敢違令，只得到城裹買了盤最薄的石磨，也足有百斤多，他們將石

磨放在轎中，包拯放在腳下，轎夫們抬不多一會，就累得滿頭大汗，難

以走動，包拯在轎中問:「是否還要再買，這裏還有銀子。」眾轎夫聽

了，急忙跪地求饒說:「請大老爺恕罪，千萬別再買了，今後保證按大老

爺吩咐辦事，不敢再胡鬧了。」從此以後包拯無論甚麼時間，甚麼情況

外巡，再沒有人敢為難他了。 

在世俗裏有所謂人微言輕被人藐視的情事，在聖經中記載主基督將要

被人藐視的事，(賽五十三 3)說：「祂被人藐視，被人厭棄，常經憂患，

祂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樣，我們也不尊重祂。」連主的肉身弟弟

也不信他，(約七 3-5)使徒保羅曾自述在哥林多教會被反對他的人藐視，

(林前四 9-13)所以，使徒派遣提摩太代表他前往哥林多教會時，因提摩太

年輕，生性內向懦弱，所以寫信告訴哥林多教會，善待他，不要為難

他，因為他和我一樣，是個為主勞苦作工的好同工，無論是誰都不可藐

視他，使徒希望哥林多教會改變和善的態度，幫助提摩太同其他的弟

兄，平安地來我這裡。(林前十六 10-11)由這一段經文中可以看到使徒保

羅如何關心教會的事工，和作工的態度，以及對年輕同工的愛護與培植

的心意，實在使後世教會所當效法的。◆ 

十二籃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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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右旋律   我願你來 

                                                     黎翰飛            

座右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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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之塔 李國維  

  

旅行墨西哥，參觀兩種造型的塔：一是拉丁美洲塔，另一是日月金字

塔。 

◎ 拉丁美洲塔（Latin America Tower），此塔古老又雄偉的外觀，集

電台、辦公、觀光於一身，塔高 181 公尺，1956 年完工。乘電梯快速而

上至塔頂，全覽墨西哥市。此層有餐廳、禮品店，買一小型紀念杯，以

作留念。 

◎ 日月金字塔 ：太陽金字塔（Pyramid  of  the Sun  ）和月亮金字塔

（Pyramid of  the Moon），1987 年，其塔名列《世界遺產名錄》。 

＊太陽金字塔，約建於公元二世紀，是世界第三大金字塔。此塔有 5

層塔身，共高 63 公尺。這座體積達 100 萬立方公尺的龐大建築，除雕刻

著絢爛圖案的火山石外壁之外，整個主體以 250 萬公噸泥土和砂石堆

砌。拾階而上至塔頂，雖未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但仰觀天空、

俯視大地，心胸也為之寬廣。憶起曾去埃及胡夫金字塔（Pyramid  of  

Khufu 高 146 公尺），只能在塔底周邊照幾張照片。走下至平地，遇一小

販兜售一隻身貼數種寶石片的黑曜石烏龜，見其美麗，買作收藏。 

＊月亮金字塔，建造時間約晚於太陽金字塔 200 年。月亮金字塔雖規

模較小，但建造精巧，其 200 多級台階每級傾斜角度皆不相同。 

聖經中提到巴別塔，未知其高度，但一定不矮。當時人們心高氣傲，

要宣揚自己的名，以致被神變亂口音，流散各地，可見此事件重點不在

於塔之高度而是人心。聖經多次教導「謙卑為懷」，甚是！ 

         附註：印第安人的金字塔不同於埃及金字塔

的陵墓用，而

是祭祀或占卜

用。現代世界

最高塔是杜拜

的 哈 里 發 塔

（Burj Khalifa 

Tower），高

828 公尺。◆ 

旅行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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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書 
               
   康錫慶 晨聲 

哥林多書簡介 
哥林多是希臘的商業城，亞該亞的首府，羅馬帝國最富有的城市之

一。使徒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來到哥林多，在所建立的教會那裏住了一

年半（徒十八 1-11）。第三次旅行佈道，來到以弗所，從革來氏家人得

知哥林多教會一些紛爭的事故，引起保羅先後寫這兩封信，約在主後 55

年。目的在指摘他們結黨紛爭，同時糾正他們在信仰上的偏差，排除不

合真理的生活方式，嚴厲地警告那不守規則的人，連外邦人都不如，甚

至下逐客令趕出教會。另一方面，提示他們單有知識和恩賜，可能只停

留在屬靈的嬰孩地步。勸導要追求靈命的長進才合「聖徒」的體統。此

外，對教會體制與禮儀，純正信仰的規範也略加指引，是顯牧人的心

態。 

 

保羅寫了前書後，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其屬靈情況並未見好轉，甚至

受到一些假師傅的滲透，否定保羅使徒的職分，及他個人的品格，認為

保羅籌款幫助耶路撒冷貧苦的信徒是中飽私囊。才在約一年之後，寫這

被稱為「憂傷之信」，為自己的操守與使徒的職分辯解。全書著重於個

人與信徒的關係，缺少系統的教導。其中歷述為傳福音，外在飽受諸般

的患難，內在為眾教會掛心，這種內外交逼。使他自感軟弱，還有身體

的毛病，如刺加身，苦難當，但能靠主剛強。難得的一件事使他引以為

榮的，就是被提到「第三層天」，在樂園「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

說的。」他得到最大的默示，卻不以此為誇口。是在寫《加拉太書》才

表達出來（加一 11-12）。後書帶出保羅許多實際的經歷，成為信徒屬靈

功課的資源。 

 

林前一   在主裏彼此合一 

金句：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一 10） 
 

保羅是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

晨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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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基督耶穌裏蒙召的聖徒，其實也是給各處求告主名的人。今日我們

讀這信的人也有分。信中有感謝，也有指責。 

感謝：當時哥林多教會可以說是個富足的教會，信徒中擠滿人才，有

高等知識，口才伶俐，恩賜具備，原可作個模範的教會。可惜這些外表

的成就引來內部的分裂，使徒保羅不得不加以施教。 

指責：一個表面完美的教會出現黨派之爭；有保羅派；教會的創始

者。亞波羅派；聖經學者。磯法派；彼得是大使徒。基督派；教會的元

首。保羅為他們難過，不得不指點他們；「基督是分開嗎？」人算甚

麼？都是蒙恩的罪人無可誇。為此，保羅藉着主耶穌基督的名勸告：

「你們中間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人意引起紛爭，主

耶穌的禱告中向神求：「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

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主整篇禱告中，五次提及「合而為一」

（約十七 11，21，22，23）。可見主耶穌何等重視「合而為一」之道。 

 

林前二   立定主意傳基督 

金句：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二 2） 
 

使徒保羅原是大有學問的教法師，但向這有世上知識的人宣講神的

道，不用華麗的言辭和高深的學問，因為這些不能表達神救人之道。所

以他立定主意，只靠聖靈的大能，傳講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這是神

救恩的奧祕，只有從神來的靈啟示才能知曉。保羅表示自己是軟弱，恐

懼戰兢，但在聖靈的幫助教導之下，用屬靈的智慧講解屬靈的事。屬血

氣的人不能領會，反把這真理當為愚拙，但神卻用這人看為愚拙的道拯

救相信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高人一等，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要救

一切相信的人。你我是否真心接受主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 

 

林前三   有火要試驗各人 

金句：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

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三 13） 
 

屬世任何事物都不能成就屬靈的事，哥林多信徒有屬世的條件，保羅

仍看他們只是屬靈的嬰孩，只能喝奶不能喫飯。 

保羅看屬神的兒女是田地，神的僕人只是栽種、耕耘，使之生長的是

神。也是房屋，神的僕人只是下根基，建造的材料各人不同；有人取用

金，銀，寶石。也有人取用草木，禾稭。 

材料不同，建造的功夫一樣，表面看不出異樣。只是將來面對基督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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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臺前時，有火試驗各人的工程，金銀寶石者存得住，得賞賜。草木禾

稭者被焚燒，受虧損。火燒的是工程非根基。所以，工程被焚燒不等於

不得救，是得救，卻得不到賞賜。忠告蒙恩的信徒；重生得救，有新生

命，聖靈內住，身體成為聖靈的殿，將全人獻上為活祭，為主而活，用

神的方法，熱心事奉主，那是金銀寶石。若只憑屬世的眼光，按自己的

意願，隨自己的感動，用自己的方法，雖然也殷勤工作，建的如高樓大

廈，只是草木禾稭，經不起火的試驗，悔之莫及，趁還有今日，調整方

向，讓聖靈引領。 

 

林前四   判斷人的乃是主 

金句：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中的意念。那時，

各人要從神那裏得着稱讚（四 5） 
 

保羅是受到哥林多信徒閒言閒語，不能不加以澄清；他自稱是基督的

執事，神奧祕事的管家，向主忠心，也如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儘自己的本分。雖刻苦耐勞，親手作工，忍受居無定所、飢餓，還被人

毀謗、咒罵，甚至逼迫、鞭打、被人看為是世上的渣滓。 

保羅在此並非訴冤，而是以主使徒的權柄，不只是如教師教導學生，

而是以父親教訓兒女的心態警戒他們，要效法他，並提醒他們，記念他

在基督裏所付的代價，為他們受生產之苦，用福音生了他們，怎能自高

自大？是是非非，只有鑒察人心的主最明瞭，祂必再來，當祂來的日

子，要鮮明真象，讓我們謙卑受教。 

 

林前五   除淨舊酵成新團 

金句：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

（五 7） 
 

哥 林 多 教 會 最

大 的 問 題，出 在 有

淫 亂 的 事，這 連 外

邦 人 都 沒 有 的，竟

有人收他的繼母，

犯 的 是 亂 倫 的 行

為。連 最 基 本 的 道

德 都 被 忽 略，保 羅

不能不運用他使徒的權柄，吩咐將這樣的人趕出教會，因為教會是基督

的身體，父神的家，聖靈的殿，是至聖的，不能容讓這樣的罪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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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聲 

中，他既然是信徒，只能把他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身體——犯罪的器

皿。靈魂卻得救。這帶出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真理。至於教會當保持聖

潔，不讓任何的罪行污穢聖殿。難怪主耶穌在世最後一主日騎驢駒到耶

路撒冷，進入聖殿作潔淨的工作：「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兌

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引經教訓他們：「我的殿

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太二十一 12-13）。保羅在此

表露主耶穌的心腸。信徒的身體也是神的殿有聖靈內住，也當持守聖潔

（林前三 16-17）。 

 

林前六   凡事都為榮耀神 

金句：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是我都可行，但無那一

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六 12） 
 

教會肢體間難免有相爭的事，這是家中事，不宜對薄公堂，訴之外

人，應由家中的智慧人作公平判斷，才為合理，該知神賜給信徒有審判

權，甚至審判天使呢，難道弟兄姊妹間不能彼此體諒嗎？ 

在主裏面的人都成為「基督的肢體」，也彼此為肢體，有聖靈住在

各人裏面，能靈裏相通，就不可彼此對敵，且行事為人都要榮耀神，務

必遠離諸罪，茲如淫亂、拜偶像、姦淫、孌童、親男色、偷竊、貪婪、

醉酒、辱罵、勒索等。信徒既因信主耶穌稱義，義人就當遠避這些不義

的事，因這些罪行都「不能承受神的國」。信徒是神用重價買贖回來

的，就要在生活上榮耀神。 

 

林前七   有關教會的體制 

金句：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

會都是這樣（七 17） 
 

使徒保羅接到哥林多教會的信，問起有關男女嫁娶，割禮，為奴，

及童身等問題，對這位守獨身的保羅在聖靈感動之下，有原則性的回

覆，要緊的是照主所分給各人的行，避免隨已意行事。 

對已成家的男女；夫妻要同心，既然二人成為一體，就當彼此守

節，和睦相處，彼此尊重，作兒女的好榜樣。若有不信主的丈夫或妻

子，也不要求分離，希望信主的一半能感化另一半歸信主，萬一不信的

一半求離棄，也不必勉強，因為神要夫妻能彼此和諧。對沒有嫁娶的和

寡婦，能守獨身是好，不被世務纏身，得以「殷勤服事主，沒有分身的

事」。若有機會嫁娶並不錯，但必須是信主的，因為信與不信的不相

配，「不能同負一軛」（林後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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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身分問題，各人信主時是甚麼身分，就守住原來的身分；割禮也

好，未受割禮也好。為奴的也好，自主的也好。不必因信主而改變，只

要照主所吩咐的行，凡事討主的喜悅為首要。 

 

林前八   真神是獨一無二 

金句：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八 3） 
 

論到神只有一位是萬物的創造者，也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與

人類都是藉着祂而有。但人自以為聰明，在真神之外，製造許多偶像，

是眼可見，手可摸，稱之為神，並為它們建造廟宇，向它們膜拜，獻

祭，喫祭偶像之物，自己以為聰明，人可造神，其實那不是神，只是神

明而已，聖經稱為「眾神」。詩人形容這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

人手所造的；「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不能聽，口中沒

有氣息。」並說：「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詩一三

五 15-18）。而這些拜偶像，喫祭偶像之物的還自以為聰明，虔誠叩拜。

其實按他們當知道的仍是不知道。惟獨愛獨一真神的人，這人乃是神所

知道的。信徒應當謹慎，不要受迷惑，逢場作戲，與他們共歡，喫他們

祭偶像之物而絆跌弟兄姊妹。 

 

林前九   甘心居僕人地位 

金句：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

絕了（九 27） 
 

使徒保羅為傳福音受到無理的批評，不得不分訴，三次提「難道」；

說明他也有合理的權利，如結婚成家，接受工作的酬報，享受自由的生

活，而為甚麼放棄這些權利？孤身隻影，東奔西跑。為的是甘心作主的

僕人，將福音傳給人，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就向甚麼人作甚麼人；向猶

太人作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作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作沒

有律法的人，向軟弱的人作軟弱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保羅在這裏不是為訴苦，只是表達他的心意。其實這些批評他的人，

也是他工作的果效。他以使徒的身分，甚至親自見過主耶穌的經歷向他

們陳明：「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

我便有禍了。」更切實地說：「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

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因此放棄我的自由。最後，用賽跑與打拳

為例，目的是為得獎賞。在主裏面也應有同樣的心態。要認真地對準目

標，跑當跑的路，打當打的仗，爭取不能壞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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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   引歷史警戒末世 

金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十 23） 
 

使徒保羅稱當時為末世，引以色列人在曠野的生活，警戒當世的基

督徒；提出五個「不要」，都是以色列人在曠野所犯的，以致「一天就

倒斃了二萬三千人」。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要站立得穩，要謹慎

「免得跌倒」。帶出教會的生活，有關聖徒守聖餐不能與外邦人祭鬼所

獻的祭相比；「不能喫主的筵席，又喫鬼的筵席。」無論甚麼人，作甚

麼 事，都 不 要 求 自 己 的 益 處，要 求 眾 人 的 益 處，更 要「為 榮 耀 神 而

行」，這是基督徒生活的準則。保羅不只在教導別的人，對人有所要

求，而是成為人的榜樣，如燈照在人前。為此在下一章的第一句話：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作為他前面教導的總結，惟有

基督是我最高的榜樣。 

 

林前十一   讓主凡事居首位 

金句：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

基督的頭（十一 3） 
 

為使徒的保羅對多問題的哥林多教會多有指責，這裏一開始就「我

稱讚你們」，這種為父的心腸，對孩子們也是一種鼓勵，這裏的稱讚是

因為他們「凡事記念我，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其實接下來是正面

的施教；有關尊重權柄，及肢體的團契生活，更重要是對聖餐記念主的

真理，這些可能都是他們平時所忽略的。 

論權柄是針對男女間應守的規則，提及女性「蒙頭」的問題，這對

現代的教會似乎不合時代。不錯，表面的形式上不相宜，但保羅提及這

問題有其社會的文化背景，也牽涉到神的創造過程。但主要在真理的教

導上，是尊重權柄，因「頭」指權柄，雖然男女有別，「然而照主的安

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事實，神造人時，女人是從男人

而出，可是男人也是從女人而出，「但萬有都是出乎神」，神才是最高

的權柄。為此，這裏是教導神的兒女們對神要絕對的順服。 

有關教會的團契生活，有點混亂，他們將愛筵與聖餐分不清，愛筵

是肢體間的團契，各人自備食物，其中出現富有的人帶來美食，貧困者

帶來簞食，就有分門別類。而聖餐是信徒與主的團契，不能混為一談。

保 羅表 明是「從 主 領 受的」，為 的 是 記念 主 耶 穌十 字 架救 贖 大功。

「餅」代表耶穌的身體。「杯」代表耶穌的寶血「所立的新約」——因

信稱義。要記念直到主再來。愛筵可有可無，聖餐不能停止。且每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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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要尊為「聖」，就當先省察自己，免得「自己取罪」。神為至聖，

聖徒務要聖潔，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尊主為大為聖。 

 

林前十二   談論屬靈的恩賜 

金句：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十二 11） 
 

主的僕人保羅在此以身體論教會，以肢體論聖徒。身體是一個，肢

體有許多，各肢體有不同的功用；腳為走路，手為作事，耳為聽聞，眼

為觀看，功用各有不同，同屬一個身體，雖然有的居上，有的居下，有

的顯著，有的隱藏，但都彼此相屬，互相配搭，使身體正常運作，成為

一個健全又健康的身體。 

教會正是這樣，所以神賜聖靈內住，也隨己意將不同的恩賜分給每

一個蒙恩得救的聖徒，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沒有一個毫無所得，也沒

有一個獲得全部。無論多少大小都當作所託付，盡自己的本分。各人所

表現的都被記錄在各人的冊子

上，當 主再 來時，都 要出 現在

基督臺前接受審判，來斷定是

否 又 善 良 又 忠 心 的 僕 人 得 賞

賜，或是又惡又懶惰僕人受虧

損。讓 我 們 自 勉，善 用 機 會，

作 主 喜 悅 的 兒 女，忠 心 的 僕

人。自己得益，神得榮。 

 

林前十三   最大恩賜就是愛 

金句：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十三 13） 
 

上一章最後保羅勸聖徒們「要切切的追求那更大的恩賜」，就將最

妙的道指示他們。接下來專論「愛」。原來愛就是更大的恩賜，也是最

妙的道；勝過有天使的話語，有先知講道之能，通曉各樣奧祕，且備各

樣的知識，甚至有全備的信，或將所有的賙濟窮人，捨己身這些優越的

條件，若沒有愛，這些都無濟於事，因此這些都是短暫的終歸無有。 

但愛；指的是聖靈澆灌神的愛是恆久的；有恩慈，不嫉妒、不自

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

的惡，不喜歡不義，八種消極的「不」。積極方面；要喜歡真理；就是

凡事要包容、相信、盼望、忍耐，這些是長久的，要恆心。等到「那完

全的來到」，指愛我們的主耶穌必再來，那是要面對面，不再需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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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也不需要盼望，惟獨考驗出於愛所結的果子。那不是人性有限的

愛，是「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五 5），彰顯出神的愛。 

 

林前十四   凡事都當按次序 

金句：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十四 40） 
 

這是教會生活的原則，尤其有關聚會的規矩，如何運用屬靈的恩

賜。集中在兩種恩賜——方言與講道；都為造就信徒的靈性。 

方言：所指的靈語。不是地區性的方言，像那最初等候聖靈降臨 120

人所領受的「鄉談」就是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二

4，11）。本章所論的屬靈言語的「方言」，是恩賜之一，個人與神的靈

交，「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為的是造就自己。在聚會時，若用

方言，必須有翻方言恩賜的翻譯，否則不適宜，因為人聽不懂，就不能

造就人。 

至於作先知講道的恩賜就不同，那是直接講解神的話，教導、勸勉

眾信徒，是「造就教會的恩賜」。保羅表明：「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

多。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方言。」

為此，他鼓勵：「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

道。」但也「不要禁止說方言」。恩賜不是強求來的，讓聖靈隨己意分

給各人。 

 

林前十五   死與復活的概論 

金句：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 

  （十五 22） 
 

死與復活是人生大事，但神造人「將永生（永遠）安置在世人心

裏」（傳三 11），沒有死存在。這裏說：「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說

明死是從亞當來的，又說：「死的毒鈎就是罪」，可是這死不是指身體

的死，以後神才提到身體的死，指出「本於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創

二 17，三 19）。 

本章據這論點，有兩種「死」與「復活」。先提靈的死，「在亞當

裏眾人都死了」，指的是亞當犯罪，靈命與賜生命的神隔絕之意，並非

滅絕。「在基督裏眾人也都復活」，指的是接受主耶穌十字架救贖之

功，罪得赦免，重生得救，與賜生命的神恢復正常的關係。「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約三 16）。 

全章集中在身體的死與復活，有人問及「死人怎樣復活，帶着甚麼

身體來呢？」很實際的問題，保羅得正確的默示，以事實印證；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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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後三天復活說起；耶穌「成為睡（死）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指人的身體死了都

會復活，只是按次序；先是耶穌的復活為初熟的果子。「以後在他來的

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就是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

先復活。」接受「基督臺」前的審判（帖前四 16，林後五 10）。再後末

期到了，所有的死人都要復活；「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

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那就是「白色大寶座」

的審判（啟二十 11-13）。 

但問題是死人復活，「帶着甚麼身體來呢？」保羅詳細地藉着植物

的種和收解釋：種下的一顆種子，在地裏死了，結出的是許多籽粒，但

形 體 就 不 同。人 死 了，將 來 復 活，是「神 隨 自 己 的 意 思 給 他 一 個 形

體」，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那是永存的靈體，正

是神當初造人時所安置的「永遠」。為此，生命是永存的。只是終點不

同，是天堂樂境，或硫磺火湖。 

最後保羅又向教會宣示一件奧祕，「我們不是都要睡覺（死），乃

是都要改變。」就是主耶穌再來，「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

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而後「一同被提到雲

裏，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四 16-17），是教會接受審判的時候（彼前

四 17，林後五 10）。為此，保羅勸告信徒「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

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林前十六   聖徒所作憑愛心 

金句：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十六 14） 
 

這封信是使徒保羅親筆寫的。最後是論到聖徒金錢奉獻的事；是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也是主日的奉獻，其實這也是敬拜的一部分，

「不可空手朝見」神（申十六，16-17）。其中也問及慈惠和樂捐，為的

是幫助主內貧困的肢體。保羅也關心耶路撒冷有不少貧窮的弟兄姊妹，

願有力的伸出援救的手幫助缺乏的，這是出於愛心的行動。 

末了，告知他的行程，及主裏彼此問安，鼓勵眾聖徒：「務要驚

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

愛心而作。」並提醒：「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是的，主必要來，且快來。我們都要見主面，是否可坦然無懼，讓我們

共同勉勵：「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林前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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