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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与咒诅 

于中旻 

  

  人类的犯罪堕落，是由初祖的背约开始。蒙神恩典

被拣选与主立约的子民，基本责任是守信践约，也就是

听从神的话。  

 听命者蒙福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祂的一切

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祂必使你超乎天下万

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

随你，临到你身上。（申 28:1-2）  

  蒙福由于听命。神赐的福，简直是福杯满溢。“你

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农牧社会的生活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晨出去田间，黄昏回城里安

息。在城里在田间出入蒙恩，这真是有福分追随。仁慈

慷慨的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祂

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

84:11）。  

  这表示神所赐的福不胜枚举，“尽在不言中”，其

中最大的福，是让人作祂的子民。“耶和华使你超乎天

下万民之上”（申 28:1），真正的意义，是守神的诫命

律例，有道德上的绝对超越性，而不是霸权主义，欺凌

别人。以色列得称为“大国”，是因有神的旨意而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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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

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申 4:8）因为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 14:34）。  

 违命的咒诅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祂的一切诫

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

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申 28:15）  

  不听命的咒诅，与听命的福分相反。所有的咒诅，

都是人性和尊严的降低。人性降低的极限，是只求得食

物，以维持生命，以至相残相食。北国以色列，在撒玛

利亚被围困的时候，人吃人的事，确实发生过（王下

6:26-30）；犹大国耶路撒冷陷落时也曾如此（哀

4:10）。这些可怕咒诅的应验（申 28:53-57），是因违背

神的话而沦落至此低卑可悲的境况。可怜，犹大的末代

君王，图谋通过外交结帮手段，作垂死挣扎，苟延国

脉，终归灭亡。  

  因此，当铭记撒母耳先知的智慧话：“听命胜于献

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忘恩违命致祸 

  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思想一切都是从主来的，在富有

的时候就高傲起来：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事奉耶和华你的

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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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将铁轭加在你颈

项上，直到将你灭绝。（申 28:47-48）  

  人在自由的时候，不甘心负主轻易的轭；神使用仇

敌作为刑罚的杖，使他们经历困苦缺乏，并被掳到外

邦，受仇敌欺压，负其加于他们的沉重铁轭至死。  

  犹太人忘记神所赐的福，却记得冷酷的咒诅。亡国

之后，他们失去完全统治权，没有杀人的权柄（约

18:31）；但晚至中世纪，犹太人社会仍然执行“剪除”

（ex-communication），与那些他们认为当受咒诅的人断

绝来往，按照律法宣告咒诅（申 28:15-46）。身受者感觉

如死刑，是冷峻纪律的极端。“剪除”的宗教意义，就

是完全断绝，如同其人不继续存在。因此，咒诅的语词

非常严峻可怕，表明神是轻慢不得的。但对于团体生

活，如此警戒是必要的。  

  基督耶稣到世上来，向门徒宣示葡萄树的比喻。神

虽然“剪去”不结果子的枝子，修理干净，却是为了结

果子更多（约 15:2）。哥林多有淫乱的恶名。其中“有

人收了他的继母”，涉及当受咒诅的罪行（申 28:20）；

其处分是“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的肉体，使

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林前 5:1-5）。这

是教会纪律的意义，顾念其人在永世的存在。  

  基督徒因基督的救赎，脱离律法的咒诅，得主“立

你作为自己的圣民”（申 28:9）；那就更应该在圣灵引

导之下过成圣的生活，蒙神赐福。阿们。  

作者于中旻博士为文宣士；圣经网 AboutBible.net 著者 

https://aboutbib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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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来的稗子？ 

陈梓宜 

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 24 至 30 节，36 至 43 节 

  

 “天国就像一个人把好种子撒在自己的田里。众人

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稗子散布在麦子中间，然

后走了。麦子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露出来。田

主的仆人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把好种子撒在

田里吗？这些稗子是哪里来的呢？’”（太 13:24-

27）  

  在马太福音中，这“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紧接“撒

种的比喻”（太 13:1-23）之后。两个比喻虽然同样使用

撒种的事例，但种子和土地在两个比喻中所指的并不相

同。在撒种的比喻中，种子是天国的道，落入四种土

地，带来不同的结果。而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是同

一块田地里有两种种子，代表两种人。这比喻指出这世

上有人是天国之子，有人是那恶者之子；主耶稣使我们

明白世上有“稗子”，也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稗

子”。  

 一．要认清楚世上有“稗子” 

  哪来的“稗子”？在这段经文中，译作“稗子”的

希腊文 ζιζάνιον 是指 Lolium temulentum（注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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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麦子的有害杂草，混在麦苗之中生长；有译本将之

译为“杂草”，有的将之译为“毒麦”。“稗”往往是

指 Echinochloa crus-galli，是稻田里的杂草；“稗”，

“禾别也”（《说文解字》），似禾却是草，吸走田地

养分，打击谷物收成。有趣的是，“稗”与“败”同

音，一读到“稗子”还真容易想起它们就是那些败坏人

们的恶人恶事。  

  主耶稣解释，“稗子”是那恶者之子，那撒“稗

子”的仇敌是魔鬼；田地是指这世界；那个撒好种子的

是人子，而好种子是天国之子（太 13:37-39）。主耶稣来

到世上传福音，呼召人们成为天国之子。与此同时，仇

敌魔鬼在世上不断危害天国之子。比喻中那个趁着人睡

觉时鬼鬼祟祟来散布“稗子”的仇敌是那恶者魔鬼，而

“稗子”就是世上一切跟随魔鬼的人。那恶者的工作，

就是散布毒草来危害麦子的成长。恶者之子制造诸般诱

惑，叫天国之子追求世界的享乐，不愿意付代价跟随

主。恶者之子使人生活艰难，叫天国之子为生计而忧虑

烦恼，不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恶者之子引诱天国之

子离开真理；他们偷偷地贴近信徒，甚至披着羊皮混入

羊群之中，吞吃羊群。从启示录七教会的情况可见，有

异端和假教师出现在教会中，引诱信徒去敬拜偶像，贪

爱钱财，过淫乱的生活。这些“稗子”危害信徒的生

命，打击教会的成长，自第一世纪直到如今。  

  既然明白世上有“稗子”，知道那恶者一直在搞破

坏，天国子民就要警醒，不但不被“稗子”影响信仰生

命，反而更努力作工来帮助麦子成长。另一方面，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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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教导我们要忍耐等候，直等到将来审判之时，神就会

消灭这些“稗子”。  

 二．要耐心等待“收割的时候” 

 “仆人说：‘那么，你要我们去把稗子拔出来

吗？’他［田主］说：‘不用了，恐怕你们拔稗子的

时候，把麦子也连根拔出来。让它们一齐生长，等到

收割的时候吧。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工人说：

先把稗子拔出来，捆成捆子，好拿去烧掉，而麦子却

要收进仓库里。’”（太 13:28-29）  

  虽然出现了“稗子”，但当麦子仍然生长时，不宜

把这些毒草拔出。因为它们与麦子一起生长，根部彼此

缠绕；拔走毒草，就同时将麦子连根拔起。所以麦子需

要与毒草共存，直到收割的时候才彼此分开。  

  如同麦子需要与“稗子”共存，天国之子在世上也

要忍受恶者之子的侵害，直到“收割的时候”：  

“正如稗子要被拔出来用火焚烧，这时代的终结也要

这样。人子要差遣祂的众天使，把一切使人绊倒的事

和作恶的人，都从祂的国里挑出来，丢进火炉里。他

们在那里要痛哭切齿。那时候，义人在他们父的国

里，要像太阳一样发出光芒。”（太 13:40-43）  

  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万民的时候，一切使人绊倒的事

和作恶的人，将会被挑出来丢进火炉里；相反，“麦

子”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哀哭和痛苦。我们要忍耐等

候，直到主耶稣再来。在等待的期间，信徒有艰难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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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因为“稗子”仍在危害我们；但稗子终必失败，麦

子却得保存。这是我们的盼望。  

  “丢进火炉里”使人想起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

理书第三章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巨大金

像，命令所有人民，每逢听到有乐器奏响，必须向金像

俯伏敬拜；凡不俯伏敬拜者就要被丢进火炉。但以理的

三个朋友，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因为坚拒俯伏敬

拜金像，就被尼布甲尼撒王下令丢进火炉。沙得拉他们

的遭遇，正好说明神的子民在世上需要面对那恶者之

子。国家立了恶法，要求人民敬拜偶像来向国王效忠；

但沙得拉他们不受恶人威胁，不向恶法低头，他们坚拒

敬拜偶像，坚信神能够拯救他们。结果，神出手相救，

他们三人在邪恶的世代中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世上有“稗子”；在世上，天国之子需要与那恶者

之子共存。不过，最终在火炉里被焚烧的，是稗子。主

耶稣是那位在天上掌权的荣耀之主，我们要坚定信靠

祂，在邪恶的世代中坚持跟随祂，到了收割的时候，我

们就会在天父的国里与主耶稣同享永远的荣耀。  

（注一） ‘ζιζάνιον’,  A Greek-English Lexicon ,  H. G. Liddell  ,  R. Scott,  and 

H. S. Jones, eds.,  (Oxford: Clarendon, 1940). 

  

作者陈梓宜传道为金灯台出版社总干事兼总编辑。 

本文所引之经文取自《新汉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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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败中跟随基督 

戴永富 

  

 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了。…愿主

我们的神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愿你为我们的缘故，

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诗 90:10、17）  

  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最好操练之一是“给失败留空

间”，就是承认一个事实：人生并不是“完全成功”

的，而神有主权和美意使用我们的失败来造就我们。  

  我们本能地怕失败，然而，“当天父藉着耶稣的人

生来到我们中间，祂给我们彰显的不是如何成功…祂毕

竟在彻底失败中来到我们中间”（McCabe 2016, 140）。  

  在这堕落而充满自欺的世界上，人难免以幻想维持

生命，其中一个很有力的幻想是自己可以享有并确保永

久的成功。所以在工作中，人想尽办法也倾注全力避免

失败，把失败的兆头消灭于萌芽状态中。为了保持稳定

的人生，人有意无意地依赖诸如“我不会失败”、“我

不是失败者”等未必经得起现实考验的信念。必胜心态

也令许多信徒和教会领袖逐渐失去属天的平安和温柔，

取而代之的是烦恼、急躁、精神疲乏、易怒等使自己远

离神和他人的消极状态。工作的顺利与成功迟早成为生

活的主宰或决定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晴雨表（若成功就赞

美主，若失败就对主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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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正常的信徒生活应该避免失败，但如果对失败

过度关注，就会妨碍我们明白十字架在人生中的颠覆性

工作。信徒舍己背起十字架，有时是离不开要清醒地接

受或有信心地看待人生中的失败。由于神在当今世上的

工作会使用现实中的不稳定性或不理想状态，所以信徒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要对功名无贪欲，对失败亦不必过

分忧惧。只要新天地尚未实现，信徒仍然要清醒地承

认，自己所经历的失败是自然且难免的；只要基督还没

再来，人生总是有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能解答的疑

问和无法完成的工作。所以，力图在今世解决所有问

题，或要求在今世就实现人生的全面成功，不但不现

实，也与神的计画相悖。但信徒无需垂头丧气；神之所

以有意先不实现全面的胜利，是因为失败和苦难是十字

架用以转化信徒的生命的好材料。作为信徒，我们要学

习在各样的失败中信靠和顺服神，而这种学习本来就是

舍己背起十字架的过程。因为在不理想的状态中信靠顺

服，不是信徒很自然愿意做到的；但舍己背起十字架是

享受基督之灵带来转化的同在，也就是说信徒藉舍己背

十架而“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林后 3:18）。如

此，今世各样不理想的状态虽然还没有被神除掉，但都

已经被十字架赎回，人生也变得很有意义了。  

  实际上，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不论我们准备得或做

得如何，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失败总是伴随我们；我

们的一切成功或多或少都有失败的成分，这是无法避免

的事实。世上根本没有圆满得令所有人都完全满足的成

就；恒久不变或不受破坏的成功是不存在的。再者，人

实现成功的动机没有一个是完全纯洁或完全符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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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鉴于这些，世上所实现的大部分成功都已经孕育着

它自我毁灭的因子。此外，残酷无情的自然定律早晚会

损坏并消灭日光之下的一切成就。信徒要清醒承认这事

实。惟有神是完美而永恒的，人在世上的成功犹如稍纵

即逝的朝露。  

  然而，信徒一方面明白世上没有完美的成就，另一

方面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和人。这两种态度的张力只能

通过有信靠的舍己得到缓和，别无他法。若要靠自己解

决张力，信徒会被迫两者挑一：要么太悲观而不肯进

取，要么太乐观而被成功欲冲昏头脑。保持平衡很不简

单，只有来自舍己的信靠顺服方能让我们保持平衡而安

息于神的慈爱。承认耶稣是主也是等于拥抱基督的十字

架，而这意味着信徒要活出十字架的逻辑：生命和胜利

是通过死亡与失败实现的。换言之，在教会里高举基督

的至高和充足性是等于承认“十字架的胜利只能通过十

字架的方式来获取的”（Wright 2018, 366）。很多基督

教组织和教会领袖，虽口头上传讲的是十字架的信息或

福音，但所信奉的事奉哲学是抵挡十字架的。他们为了

所谓扩展神的国度，热心找有权有势者当后盾、耍小聪

明、只高举自己团队或宗派的旗帜。但人生的所有失败

和苦痛都互相效力，条件是我们要化它们为背起十架

（即在逆境中信靠顺服）的时机。十架精神是以效法基

督为目标，故信徒在失败中仍不气馁，因知道，最要紧

的不是成就，乃是自己是否体现出基督的样式。我最近

与一位在穷乡僻壤事奉的宣教士见面，他分享到那地方

宣教事工的困难：长期事奉但果子特少，只有一个信徒

真正经历生命的改变；很多宣教士在那里也经历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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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这位宣教士说，从事宣教是要根据神特殊预备的

课程学习，而这课程的性质之一是要让自己被主雕琢，

在各样失败和不顺中效法基督。  

  虽然失败和苦难与信徒有益（诗 119:71），但这不

是说信徒要回避成功。世上的一切不能让我们完全满

意，但其不满之处可以被十字架补满。如此，虽然信徒

无法在失败中不忧愁，但还可以保持沉静，胸怀坦荡。

这不是说信徒不可以愁烦或不能失望，但信徒的愁烦或

失望都被十字架的目标（效法基督）所带来的恬静冲淡

了。加尔文告诉我们：信徒在舍己的时候，不能也不该

压制感情，因为怕失败是人之常情。但信徒因为信靠神

的智慧与旨意，所以他们的悲伤是适度且有节制的。即

使在悲伤中，对神的信靠会产生感恩，而感恩会产生喜

乐，喜乐会冲淡痛苦（Calvin, Inst. III, viii, 9-11）。  

  无论如何，神会保留我们在祂里面做的善工。与死

而复活的基督合一的我们明知，自己为主作工的劳苦决

不枉然（林前 15:58）。所以，耶稣战胜死亡的大工实际

上是对诗篇第九十篇这一祈求的答案：“我们的年日转

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了…愿主我们的神的恩慈临到

我们身上；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

（诗 90:10、17）。有意义的是：神回答诗篇第九十篇不

是通过让信徒马上变成没有痛苦的成功人士，而是透过

叫信徒体验诗篇里面的愁苦。这是为了让信徒发现，与

否认人的脆弱的堕落生活相反的是，人透过承认人生的

脆弱而信靠主才会经历到他的人生（包括工作）的救

赎。此外，信徒藉着痛苦也可以更体贴那些未认识主、

没有盼望之人的痛苦。如此，信徒能在基督里执行其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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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职分，即更晓得为有同样遭遇的未信者祷告，也更有

效地向他们传福音。  

  若无复活，耶稣以十字架“告终”的工作可以说是

最失败的工作。所以，与我们同甘共苦的圣子也了解诗

篇第九十篇的内容。耶稣的复活证明，祂在世上以复活

为好结局的所有工作（含受难）是世上最成功的工作。

因此，感到很失败的信徒要效法基督的顺服，要像基督

一样愿意在苦难中成长，为的是以后可以造就其他受苦

之人。信徒的工作藉此则与基督那“失败”而终于圆满

成功的大工合而为一。十字架是通往真正的“成功”

（即“被神肯定”）的惟一渠道。圣经说：“各人的工

程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

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各人的工程是怎样的”（林

前 3:13）。“火”在此代表神的审判，而只有经得起神

的考验的工作才得以保留。经得起考验的工作并非金碧

辉煌的教堂或座无虚席的教会，也不是叫顽石点头的口

才，而是建基于耶稣的十字架的工作（Hays 2011, 55-

56）。用十字架检验我们的心是让我们以这问题扪心自

问：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工作的成败？是事关自己的荣耀

和羞辱，还是为了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上成形？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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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attl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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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ght, N.T.  The Day the Revolution Began .  NY: 

HarperCollins, 2018.  

  

作者戴永富博士目前任教于美国创欣神学院。本文的经文录自《圣经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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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主的手 

黄志伦 

经文：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  

仆人的眼睛怎样望着主人的手，婢女的眼睛怎样望着

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上

帝，直到祂向我们施恩。  

耶和华啊！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向我们施恩；因为

我们饱受藐视，到了极点。  

我们饱受那些安逸的人的嘲笑，和骄傲的人的藐视，

到了极点。（诗 123:1-4）  

  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跟之前几篇上行之诗不一样的

是，本诗描写诗人已进到圣殿里敬拜。在上行之诗第一

篇（诗篇 120），诗人表达了上行的渴望；他渴慕离开外

族之地米设和基达，寻找真平安。第二篇（诗篇 121）描

写诗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离远看见了耶路撒冷，“我

要向群山举目”（诗 121:1），回想这旅途一路走来，

“白天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害你”（诗 121:6）；他

深深感受到，自己可以走到现在，是上帝无与伦比的帮

助和保护。第三篇（诗篇 122）描写上行的诗人听到有人

说“我们一起上耶和华的殿”，他“就欢喜”（诗

122:1）。结伴同行，彼此扶持，一起进入上帝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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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美的事。来到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诗人进到了上

帝的圣殿。他第一句表达的是：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诗 123:1）  

  进到上帝的圣殿，第一件事，就是向上帝举目！上

行的时候，诗人是从远处向群山举目（诗 121:1），如今

是进到这位造群山造天地之主的殿中，向着这位坐在天

上的主举目。当然，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这位无所

不在的上帝拣选了耶路撒冷，把祂的名立在那里，建造

圣殿（代下 6:6）。先知哈巴谷说：“耶和华在祂的圣殿

里，全地当在祂面前肃静”（哈 2:20）。我们每个主日

来到圣殿，有像诗人一样向主举目吗？当我们进到圣殿

的时候，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心灵深处朝见主，

向主举目。上行的诗人进到圣殿中向主举目；他特别描

写他们好像仆人望着主人的手般望着上帝。  

 一．望着我主的手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仆人的眼睛怎样望

着主人的手，婢女的眼睛怎样望着主母的手，我们的

眼睛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直到祂向我们施

恩。（诗 123:1-2）  

  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不是到

那里旅游，不是在那里社交，而是要在圣殿中向上帝举

目，望着他们的主。诗人描写他们好像仆人定睛望着主

人的手，好像婢女定睛望着主母的手一样，直到主向他

们施恩。“直到”表达他们带着很深的期待和渴望，这



第 231 期（2024.5） 
 

https://chs.goldenlampstand.org/glb/read.php?GLID=23104 

是受造者在创造主面前的一种期待，是无助者在全能者

面前的一种渴望。这是敬拜。  

  主人的手带着能力和权威，主母的手带着慈祥和温

柔。对仆人和婢女来说，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地位和能力

来决定自己的生活；他们只有希望可以遇到一户好人

家，遇到好的主人。好的主人，好的主母，是会善待仆

人和婢女的。望主的手，是一种带着渴望信靠的表达：

仆人渴望信靠他的好主人，婢女渴望信靠她的好主母。  

  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满有能力和权

威，同时又是如此慈祥和温柔。以色列人来到这样的一

位上帝面前敬拜祂，渴望把心中的一切忧虑和悲愤都卸

在祂的面前。他们望着主，让主抚摸他们，安慰他们，

建立他们。  

  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在被掳到外邦之时，或是被掳

归回的时候所写的诗歌。在那段日子，以色列人基本上

是处在受欺负，被打压，受羞辱的境况中：  

 我们饱受藐视，到了极点。我们饱受那些安逸的人

的嘲笑和骄傲的人的藐视，到了极点。（诗 123:3-

4）  

  诗人两次重复说，所受到的那种藐视和嘲笑是到了

极点，也就是受不了了。这些嘲笑来了一次又来，来了

一次又来，重复又重复。但他们仍然带着盼望，始终对

上帝坚信不移。不是遇到不如意就放弃，就埋怨；反

之，环境越是恶劣，就越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可以离开上

帝。他们一年三次上到耶路撒冷，进到圣殿仰望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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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像仆人望着主人的手，像婢女望着主母的手一样，

仰望上帝，信靠上帝。这是敬拜。  

  敬拜不是来做做礼仪而已。我们敬拜主，是知道自

己心灵深处的需要，愿意把全人的需要交托给主，像仆

人和婢女望着主人主母的手一样，前来投靠上帝。我们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环境。世界的诱惑和人内心的贪

婪是我们靠自己无法胜过的；世界的苦难和生活的打击

也是我们靠自己无法胜过的。面对这一切，我们就像以

色列人落入受嘲笑和羞辱的环境一样，甚至到了极点。

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进到圣殿，将一

切因着嘲笑和藐视而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羞辱，都带到上

帝的面前，望主的手。圣殿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上行的

诗人知道，在敌人面前，他要显得刚强，不然就会被人

嘲笑和藐视；但是在圣殿里就可以安心地向上帝坦承软

弱，倾心吐意，因为上帝不会嘲笑我们。祂要用祂的双

手抚摸我们，安慰我们，拥抱我们，释放我们。在受嘲

笑和羞辱的环境中，以色列人没有放弃来到圣殿敬拜，

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手是施恩的手。  

 二．主的手是施恩的手 

 仆人的眼睛怎样望着主人的手，婢女的眼睛怎样望

着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上

帝，直到祂向我们施恩。耶和华啊！求你向我们施

恩，求你向我们施恩。（诗 1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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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节中，诗人写了三次“望着”，也写了三次

“施恩”。望主的手，是因为诗人知道，主的手是施恩

的手。  

  上文提及，这群上行的以色列人基本上是一群生活

不平顺的人，受藐视到了极点。不过，即使生活再痛苦

再艰难，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进到圣殿。因为他们知道创

造群山的主也是掌管全地的主，更是那位施恩予祂的子

民的主。  

  信仰的经历就是这么奇妙：当我们愿意向主敞开心

怀，主就会在那一刻施恩给我们；当我们愿意将心归向

主，我们的心那一刻就会被主所充满。何时愿意放下心

中的筹算，何时就会经历到上帝在前面为我们开路。还

记得耶稣的门徒多马吗？他固执，不相信身边的人说耶

稣已经复活了，甚至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

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

旁，我决不相信。”（约 20:25）几天以后，复活的主耶

稣来到多马面前，两人面对面，主耶稣说：“把你的指

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

肋旁！”（约 20:27）多马看见了，根本不必伸手探入钉

痕，就立刻回应说：“我的主，我的上帝！”（约

20:28）当多马在望着主的手的那一刻，他的固执消失

了！  

  弟兄姐妹，不要作多马，以为自己是对的，以为自

己可以决定人生。耶稣来到要叫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

得释放，受欺压的得自由。祂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祂

来，就是要与你我同在，住在你我的生命里。只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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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愿意向主敞开，仰望祂，祂的恩典就在那一刻临到

我们身上。  

  让我们每次来到主的殿中，围绕在圣餐桌前的时

候，望着主钉痕的手。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祂还有

什么好处会留下不给我们呢？每个主日进到圣殿，让我

们记得一件事，就是要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将

全人的需要、将心中一切的恐惧和怨恨，都带到主的面

前来仰望祂，让祂伸出祂大能的手、温柔的手、拯救的

手，施加恩典于我们身上。主的双手要拥抱我们，安慰

抚摸我们。在敬拜中，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望着主的

手，如同仆人望着主人的手、婢女望着主母的手一样，

把心中一切的需要告诉主。祂必施恩。  

  

作者黄志伦牧师为新加坡长老会恩泽堂主理牧师。本文是作者的讲章摘录。 

本文的经文录自《圣经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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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神家的女先知亚拿 

郑盛光 

经文：路加福音二章 36 至 38 节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力的女儿，

年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

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八十四岁，并不离开圣殿，禁

食祈求，昼夜事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

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路 2:36-38）  

  圣经仅用三节经文介绍亚拿；但短短的介绍反映她

是个属灵生命丰盛又忠心事奉神的人。  

一．心系神家 

  亚拿从作童女出嫁以后，与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

了。在当时男性为主的社会中，失去丈夫就等于失去了

生活的供应，也失去了婚姻的甜蜜。但亚拿没有因为丈

夫离世而怨天尤人，消极度日。她时刻亲近神，以神为

伴，与神同行。  

  亚拿是个女先知，作神的代言人，事奉神数十年如

一日。八十四岁的她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绝对可

以留在家里颐养天年。然而，她“不离开圣殿”，心系

神家，以神的事为念。对亚拿来说，年纪老迈并不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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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她的事奉，因为她的心境使她胜过这一切。正如保罗

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

似一天。”（林后 4:16）  

  在耶稣的时代，圣殿外表美轮美奂，高大宏伟，人

们的属灵生命却是荒凉的。主耶稣曾把牛羊赶出圣殿，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警告他们

“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门徒就想起经

上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 2:14-

17）。虽然如此，在这圣殿荒凉的背后，有人以敬虔的

心度日，至晚年仍然忠心事奉。八十四岁的亚拿心系神

家，并不离开神的殿，昼夜事奉神，蒙神喜悦。但愿我

们都像亚拿，直到晚年仍然活出敬虔爱神的生命。  

  过去几年教会经历了一段由现场敬拜改为线上敬拜

的日子。在这段日子中，我们的心有否时时思想神的

家，以神的事为念？我们的心是否保持火热，抑或是渐

渐冷淡？是否仍然关心教会事工，挂念教会经济上的需

要？不管环境如何变动，但愿我们仍然渴慕朝见神，坚

定地倚靠神，心系神家。  

二．心系肢体 

  八十四岁的亚拿，在圣殿里不是每天没事打发日

子，而是禁食祈求，昼夜事奉神。主耶稣教导我们常常

祷告，不可灰心（路 18:1）。不住的祷告，是神在基督

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帖前 5:17-18）。所谓“不住祷

告”（pray without ceasing），就是不停止、不间断、不

放弃地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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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是一位不住祷告的先知。他对以色列民说：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

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撒上 12:23）主耶稣也是不

停止为我们祷告：“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

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来

7:25）。  

  祷告，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人可

以藉着祷告把所需要的告诉神（腓 4:6），在神的施恩宝

座前随时得到祂的帮助（来 4:16）。祷告的服事，别人

未必看见，但神必在暗中察看。  

  我曾听过李振群博士所讲述的一段经历：“我过去

曾带领教会的青年团契由本来的四十人增长到四百人。

当时我有个错觉，以为那是我和同工们努力的结果。有

一次，牧师要求我们去探访一位老姐妹，她正好在庆祝

一百零一岁的生日。我问起她日子过得怎样？她讲述了

一番话，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她说她年纪大了，行动不

方便，因此就请朋友帮她拿教会的周报。她每天总是按

着周报所载的事项祷告，尤其是青年团契，从不间断。

我听后觉悟到，原来青年团契办得成功，不单单是因为

我们的功劳，也是因为背后有这位老姐妹在祷告中扶

持。”  

三．心系救主 

  亚拿住在殿里，期盼弥赛亚早日到来，这种渴望不

因岁月而消逝。从幼年直到晚年，亚拿没有放弃，一直

盼望着、等待着。直到这天，约瑟和马利亚按照摩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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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

孩子献与神。亚拿进前来，看着自己素来所盼望的弥赛

亚终于出现在眼前，心中充满喜乐，一面欢喜地称谢

神，一面将孩子的事向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

说。弥赛亚降生了，亚拿亲眼见到了，就赶快向别人讲

说，成为了传讲福音的人。一生事奉神的她，能够在晚

年亲眼见到圣经所预言的救主来到，这种欢喜岂是言语

所能表达的，这种满足他人又怎能体会。  

  但愿我们心系救主，一生传扬基督，见证基督，以

基督为我们的至宝（腓 3:8）。巴刻在《荣耀神的夕阳》

一书中与年老的信徒互勉：“虽然身体渐渐软弱，却仍

维持对上帝的热情，是我们年长基督徒蒙召的特殊操

练…身体的损耗迟早会压垮我们，精力的程度会逐渐降

低。然而，热忱应当是每一天、全天候、全时间都不屈

不挠的。”  

  亚拿终其一生对神忠心不二，对信仰坚定不移，在

平凡中过着不平凡的人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典范。愿

神赐福每一个年长的信徒，让夕阳的生命发出光辉来照

耀大地！   

  

作者郑盛光传道为金灯台马来西亚区联络人； 

西马福音堂以马忤斯资源培训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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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前言和结语的信息 

林增声 

  

  士师记的人物如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等的

事迹我们都耳熟能详。假若我们能从以下两方面细看士

师记，就能发掘本书更多的属灵教导。  

一．“士师”的意义 

  “士师”（ judges）的希伯来文为 ים  טִ פְ 是一个分，שֹׁ

词（participle）作名词之用，这名词用法在士师记出现于

二章 16 至 19 节，泛指耶和华所兴起的“士师”。其

实，本书作者特意将“士师”定义为被神兴起的领袖，

其功能是拯救百姓，脱离敌人之手；因此，他们被称为

百姓的“拯救者”（deliverer，例如：俄陀聂，3:9-10；

以笏，3:15）。此外，作者也以动词 ，”作士师“）שפט 

可译为“治理”）来描述这些拯救者治理以色列人

（10:2-3；12:7-9）。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士师身上，他们

就能完成拯救的工作。  

 二．士师记的脉络 

  表面看来，士师记是由不同士师的事迹结集成书，

但若留意本书结构，便可见作者刻意加入前言

（prologue）和结语（ epilogue），并且各有两部分：  

• 前言 I 1:1—2:5 以色列人未能赶出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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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II 2:6—3:6 以色列人未能事奉耶和华  

• 主体  3:7—16 章  六位大士师、六位小士师的事迹  

• 结语 I 17—18 章  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信仰背道  

• 结语 II 19—21 章  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道德背道  

1. 两个前言（1:1—3:6） 

  这两个前言有相似的结构，例如，两个前言都以约

书亚为开始，并以违命的结果为结束；两个前言都追述

以色列人昔日曾遵命，但其后却违命，最后耶和华宣

告，因百姓违命，祂会将他们交在仇敌手里。此后神虽

然兴起士师，以色列人仍然趋向败落，因为他们“不听

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

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2:17）。  

  在第一前言中，有三个正面人物：迦勒、押撒和俄

陀聂。迦勒不但夺取希伯仑，还鼓励勇士攻取底壁

（1:11-15），结果俄陀聂回应呼召，夺取了底壁，并且

得到迦勒女儿押撒为妻。可惜正面的例子只属少数。例

如，虽然犹大攻取耶路撒冷城（1:8），但其后的便雅悯

支派却未能赶出城内的耶布斯人（1:21）。虽然犹大能够

夺取迦萨，但因平原的非利士人有铁车，所以未能将他

们赶出（1:19）。此外，玛拿西、以法莲等支派，采取共

融政策，没有将迦南人赶出（1:27-33），导致日后以色

列人跟随迦南人拜偶像，迦南人就成为他们“肋下的荆

棘”和“网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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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讽刺的有两件事，就是当约瑟家要攻打路斯城

（伯特利），他们与城中一人立约，要他指示进城之

道，结果城虽被攻破，可是这人却建立另一座路斯城

（1:22-26），换言之，迦南人的路斯城仍在，只不过搬

到别处而已；这表示以色列人没有按神的吩咐将迦南人

全然赶出。另一事是当上一代长老离世后，新一代却不

认识耶和华，甚至去叩拜迦南诸神明（2:11），这反映以

色列人的信仰传承完全失败。  

 2. 两个结语（17:1—21:25） 

  士师记有两个结语，分别是十七至十八章和十九至

二十一章。第一结语论到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利未人

（17:7），为了生活，在以法莲山地的米迦家里当祭司，

后来找到机会，变成但族的祭司。第二结语也论到一个

利未人（19:1），但他的住处刚巧与第一结语所记的利未

人相反。这第二结语所记的利未人住在以法莲山地，却

往犹大伯利恒娶妾，后来这妾返回父家，这利未人就前

往伯利恒寻找他的妾。这利未人在回家途中，在基比亚

城险遭侮辱，他为求自保，把妾交出被当地人强暴。他

为了报仇，就将妾斩成十二份，传送以色列全境；然后

隐瞒事实，将矛头指向基比亚人（20:4-7），结果由于便

雅悯人包庇基比亚人，导致便雅悯全族几乎被以色列人

灭绝。  

  总体来说，两个前言和两个结语都显示以色列人离

弃耶和华，敬拜偶像。虽然起初三位好士师拯救百姓脱

离仇敌，但后来以色列人一直走下坡，最终演变成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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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作者在本书最后一节总结：“那时，以色列中没

有王，各人任意而行。”（21:25）这整句或上半句也重

复出现在书中（17:6; 18:1; 19:1）。  

  究竟作者是否认为百姓任意而行，是因为“以色列

中没有王”？综观以色列历史，他们虽然被神拣选，但

却一直离弃神；日后他们虽然立国立王，但国家却亡于

亚述（主前 722 年）和巴比伦手中（主前 586 年）。历

史让以色列人知道，惟有当众人尊神为王，才能扭转各

人任意而行的歪风。所以神不断透过先知预言弥赛亚的

降临。及至弥赛亚的应许实现，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世

人的终极拯救者。盼望我们汲取士师记的教训，不要像

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却要以基督耶稣为王和救主，行神

眼中看为正的事，忠心事主，等候祂的再来。  

  

作者林增声传道目前于美国三一神学院进修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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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讲道大纲 

不能隔绝的爱 

黄彼得 

经文：罗马书八章 31 至 39 节 

  

引言： 

  爱是理性的，是不变的、牢固的、神圣的。这爱是

我们爱主的动力，就是约翰壹书所说的“爱”（约壹

4:19）。这是不能分开、不能隔绝的爱。  

 一．有什么事物导致我们不爱主？ 

1.  仇敌的抵挡（罗 8:31）。就是患难、困苦、逼迫

（罗 8:35）。门徒在主耶稣受难时不能爱主，就是

一个例子。撒但常用患难和逼迫来叫我们离开主、

不爱主。  

2.  生活的贫困缺乏（罗 8:32）。即饥饿、赤身露体

（罗 8:35）。因贫困就变节离开主。底马是一个例

子（提后 4:10）。  

3.  仇敌的控告（罗 8:33），无故被定罪（罗 8:34）。恶

意的控告，捏造事实来陷害，是危险刀剑（参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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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假见证的控告是会叫人气死的；有时含

冤，就不再爱主了。  

4.  神秘的力量。天使、掌权的、有能力的（罗

8:38）。有一莫名的力量叫我们不爱主，而爱其次

的东西，爱权柄，爱异能，而不爱主。  

5.  有宇宙方面的事叫我们不爱主。时间方面：有现在

的事、将来的事，时间的漫长叫人暂不爱主（罗

8:38）。空间方面：有高处、低处、自傲、自卑，

都叫我们难爱主（罗 8:39）。别的受造物：多数人

认为是指撒但，叫我们不爱主（罗 8:39）。  

二．我们对主的爱怎能不被隔绝？ 

1.  神帮助我们继续爱祂（罗 8:31）。神帮助我们爱祂

自己，差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5），

叫我们能爱祂。  

2.  神把祂儿子和万有都赐给我们（罗 8:32）。我们得

了基督，就得了一切（西 2:9-10）。世上万物是常

变的，只有主是不变的。我们要永远不变地爱主，

因主是永远不变地爱我们。  

3.  神称我们为义（罗 8:33）。神选了我们，又把我们

放在与祂自己的关系最适当的地位上，就是在义的

地位上，在基督里，所以无人能控告了。神称我们

为义，这爱是不能隔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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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主完全的救赎，无人能定我们的罪（罗 8:34）。

主受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主复活给我们生命胜过现

今生活的罪；主升天为我们代求，天天洁净我们。

主拯救我们到底，是永远的救命恩人，我们对祂的

爱是不能隔绝的。  

5.  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与主的爱不能隔绝，因为我

们在主里。  

三．怎样爱主？ 

1.  与祂亲近相交。爱主就将心放在主里，喜爱亲近

主。  

2.  遵行听从主的旨意和启示。祂要我们作什么，立刻

听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3.  寻求主所喜欢的事，与主同心。祂喜欢作的事，我

们也去作。  

4.  完全奉献给祂，不再存留什么在自己身上，如生

命、金钱、时间、才干等一切。  

结论： 

  分享个人完全奉献给主的见证。   

黄彼得牧师为东南亚圣道神学院荣誉院长。 

本文选自《基督教简明查经讲章大纲》，全部大纲共约二千三百篇，已在金灯台网站

goldenlampstand.org 发布。欢迎浏览或下载，费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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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活页 

你的人生能否重来？ 

  

  有句电视节目中推销化妆品的广告词：“你的人生

不能重来，但你的美丽可以重来。”人的美丽能够重来

吗？未必吧。多少人误用了有害的化妆品，反而毁了

容，只好去兴讼。虽可得到一些赔偿，但毁掉的容貌却

再也回不来了。其实，人何必将自己的美丽仅聚焦于青

春，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美：儿童稚嫩的憨态

极美；少年少女的青春如绽放的鲜花很美；人在壮年有

成熟之美；老时银发飞霜也很美；日落崦嵫的晚霞最

美。  

  人无法将“美丽”局限于青春时期，因人在各个年

龄阶段皆有其特定的美，而这些美态，也仅指人的身体

与外貌，并非人的灵魂。人不仅具有形体，人本为万物

之灵。人之异于其他动物者，是因为人除外体还有灵

魂，而灵魂之美丑并非由外表看出来的。  

  圣经记载，有一个热心寻道的以色列人，名叫尼哥

底母，向耶稣基督请教人生问题。耶稣告诉他，人必须

重生才可以见到上帝的天国。对于耶稣提示的重生，尼

哥底母感到迷茫与困惑，于是问耶稣：“人能再进母腹

生出来吗？”他显然想到的还是人的形体，并未想到人

的灵魂。耶稣便进一步告诉他，人的肉身与灵魂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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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件事，人的形体是可以看见的，但人的灵魂却是肉

眼无法看到的；接着说了一个比方：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

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意思

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

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 3:5-

8）  

  此言使我想起英国诗人罗赛蒂（Christina Rossetil, 

1830-1894）的一首诗“Who Has Seen the Wind?”：  

有谁见过风？你我都没有；  

当树叶颤动，知风拂树头。  

有谁见过风？你我都未见；  

当树梢低垂，知风过树偃。  

  这位诗人所描写的，如同基督比喻所说的：风虽是

看不见的，但人可以知其存在。  

  基督耶稣要启示这位以色列慕道者的，就是人必须

要经过圣灵与悔改的洗礼，才可得到永生。  

  人生可以重来吗？当然可以。人生不但可以重来，

而且还能得到更重要的重生，亦即天国的永生。  

  朋友们，您曾否想过自己的“人生”？我所说的人

生，当然并非人肉体的生命，而为人用肉眼看不到的，

好像风似的另一种“人生”。它不是以岁月与时间来计

算的人生，而是超然于身体与物质之外的永恒生命，也

就是每一个人最后都必须要面对的永恒。你的人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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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来：接受基督耶稣这位救主，便可以进入永生。（殷

颖）   

 欢迎活用“福音活页”：转贴、转寄、打印等，以广传福音。注明出处和作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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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活页 

迷信风水与跟随真神 

 

 

  迷信风水，不但在华人当中大行其道，近年甚至在

洋人当中也非常流行。什么是迷信风水？例如房子不要

建筑在大街口，床头要向北，大门上要挂一个八卦用来

驱邪。到底风水讲什么？  

  原来中国的风水学起源于易经，是古代的一种学

问。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图腾经典之一，使用卦爻符号

图像，没有文字。一直到了三千年前，学者们才开始用

文字来解释易经。最初的风水学是研究风与水，和人居

住的环境与祖坟的互相关系。风指空气；水指水流。

“易”就是“转变”的意思。当空气流动，水流奔腾的

时候，大地就会受影响，环境就会转变，古代风水学就

是研究这种转变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影响。这与迷信无

关，和今日迷信风水的人所讲的完全不同。  

  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发明罗盘，对这项学问有很

大的贡献。黄帝让尧，尧让舜，舜让禹。这些明君仰天

爱民，相信先有风调雨顺，才有国泰民安。可惜大禹以

后，世袭劣风兴起。大禹之子启，因为无才无德，就将

自己神化，使用愚民政策来控制百姓。从此迷信恶习泛

滥，巫师四起，利用易经欺骗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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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经里可找到有关风水的记载吗？答案是：没有

明显的记载。不过，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叙事

中，我们看到这位学尽埃及人一切学问的领袖，可能熟

知古代风水学。圣经记载，假先知巴兰受摩押王所托咒

诅以色列人。当他来到以色列人的阵地，看见摩西所摆

设的阵营时，竟然祝福以色列人：“雅各啊，你的帐棚

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

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

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

处。”（民数记 24:5-7）原来摩西所摆设的阵营，纵横不

乱，上下贯通，井井有条，无法破坏，反映摩西是一位

精通古代风水学的军事家。  

  然而，摩西并没有讲论风水学；他只传扬神的话。

因为他知道人间所有的学问都非常有限，只有神的话语

才有无限的大能。他的使命是带领以色列人伏在神的引

导之下，出埃及，经旷野，前往迦南。  

  亲爱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相信那为我们的罪被

钉十字架，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就是接受

祂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意思。这样，神就赐我们权柄作祂

的儿女。既为神的儿女，就必得到神的眷佑和引导。昔

日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神在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

带领他们经过死亡的旷野；今天祂也会用祂奇妙的作

为，来带领你行走完今世的旅途。那位一度倚靠金钱、

势力和人智而最后感到一切都是虚空的所罗门王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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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劝君早日相信主耶稣，一生跟随真神的引导。

（刘广华）  

  

（本文原刊于《金灯台》第 111 期） 

欢迎活用“福音活页”：转贴、转寄、打印等，以广传福音。注明出处和作者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