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1 日 不要論斷人 作者：潘仕楷  馬太福音七 1-12 

  論斷人是每個人都會容易犯的錯，我們看到問題在別人身上，就沒有太

多壓力要反省自己的問題。 

  耶穌基督對論斷的教導也很簡單，說明我們為什麼不要論斷別人。第二

節先指出主要原因：我們如何對人，別人也會照樣對我們。在這之後，耶

穌用了幾個比喻更清楚地解釋這道理。 

  第一個比喻是自己眼中的梁木。我們時常主觀地認為自己可以看得清楚，

其實卻不明白自己擁有很多糾纏不清、先入為主的思想。這些連自己都不

能弄清楚，但又總是覺得理所當然的價值觀，是人與人關係之中最危險的

元素。耶穌基督不是要我們放棄自己的意見，而是要我們除去那些使我們

看不清楚的障礙。 

  第二個比喻很難理解，一般都將這與不論斷的命令作為對比，指出雖然

我們不應論斷，但我們需要有智慧地分辨是非。有的甚至將這比喻應用在

聖餐禮儀之中，作為否定一些人參與聖餐的根據。這些理解均忽略了這個

比喻的重點，就是若我們將聖物給狗，我們是會被反擊的。在上下文之中，

第一和第三個比喻都是使用諷刺的方式表達的，因此有理由相信這裡不一

定是直接命令，而是帶著諷刺地說出，若我們以論斷的心態行事，將自己

的東西看為聖物、珍珠，卻將對方看為豬、狗，我們就會受到反擊。 

  第三個比喻，也是用諷刺的方式，指出上帝對我們恩典的豐富，暗示我

們沒有需要不公平地對待別人，靠著論斷別人而使自己可以得到更大的利

益。上帝既然將最好的東西給我們，甚至是超過我們所求，我們就應該更

以恩慈待人。 

  思想：我們需要承認，特別是在現代非常撕裂的社會，會有哪些與我們

持不同意見的人。我們需要求神保守，以致可以對這些持不同意見的人互

相尊重，將上帝的恩典活出來。  

 

  



9 月 12 日 異端的挑戰 作者：潘仕楷  馬太福音七 13-27 

教會常常面對不同異端的入侵，面對著這些挑戰，最重要是我們自己對福

音信仰有好的掌握，這正是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最後教導。 

  馬太七 13-27 是登山寶訓的結語，回應著引言之中的九福宣告，以三個

比喻帶出對我們的挑戰。在這三個比喻之中，第二個比喻中的兩種樹(15-

23)似乎是指出外在的異端挑戰。但第一個和第三個比喻，兩種門路(13-

14)和兩種根基(24-27)都應該是指對讀者本身的提醒。因此，整段的應用

方向是要信徒在外在異端挑戰的情況之下，能夠選擇合適的信仰生活方向，

並且在此事上實際地行出來，以致有穩固的根基。 

  我們首先要選擇進窄的門。窄門在性質上代表著這路是要求個人的選擇。

在闊的門，我們可能是跟著別人，因為群眾的壓力或影響而走上，但窄的

門是一個一個地進入的。因此，我們的信仰，必須經得起個人化的考驗。

當沒有人和你一起時，你是否仍然能夠持守對神的依靠與委身？ 

  第二方面，我們要能夠分辨出真、假、正、邪的信仰。這段信息可以從

兩個不同的角度看：一種角度比較直接，是從自己看別人，特別是那些要

領導我們的人；另一種角度，是看自己，提醒自己需要持守和實行對耶穌

基督的信仰。因此，我們要小心，不要單單將著眼點放在別人身上，因為

論斷人的，也同樣會被論斷。我們要小心自己，要因著我們所信的，結出

美好的果子。 

  最後，耶穌基督以兩種根基來總結和重申上兩個比喻的教導。 

  思想：耶穌所傳天國的信息，是要我們作出選擇，而且不單是頭腦上的

選擇，而是要實在地行在其中，以致結出合乎這福音信仰的果子。因為這

樣，我們的信仰才可以經得起考驗，無論是異端暗中的入侵，或是世俗文

化的公開挑戰，都不能使我們動搖。  

 

 

  



9 月 13 日 大的信心 作者：潘仕楷  馬太福音八 5-13  

  馬太福音第八至十章清楚地分成兩部份：八至九章記載耶穌生平的一些

小故事，顯出祂的能力和權柄，證明彌賽亞的身份。第十章則記載祂差遣

門徒去傳道。 

  第八至九章由九個神蹟故事和四個關乎門徒意義的故事組成，這些故事

在馬可和路加福音中是分別記載在不同的地方，可見將這些事蹟編在一起

是馬太的安排，一方面承接著登山寶訓關於耶穌權柄的主題，另一方面要

引入耶穌（與及門徒）的使命。 

  今日的靈修的重點，是這段之中的第二個神蹟故事，思想耶穌基督的能

力與及對祂的信心的意義。故事的焦點是那位百夫長與耶穌基督的對話，

在百夫長的回答之中，他強調他相信耶穌基督的屬靈權柄。在他自己的經

驗之中，他可以行使權柄，使別人為他成就他所吩咐的事；但他所要求耶

穌的，就只是一句說話，而不是要他差派一個手下去完成工作。他不但相

信耶穌基督有能力，更相信祂有最終的權柄。 

  我們會比較容易相信能力，我們渴望有形的恩賜，實質的事工，因為這

些都是在人的經驗之中可以比較容易掌握的；但我們更應該著重上帝的說

話，並祂在聖經之中所啟示的應許與教導。神藉著使徒和先知，將祂對我

們的心意表明，我們是否願意服在祂話語的權柄之下呢？ 

  馬太記載耶穌對百夫長的回應，反映著馬太福音的最終目標，是要讀者

認識到，福音要傳到外邦人之中。因為無論什麼人，只要他們對上帝的拯

救存著信心與盼望，就可以在天國之中坐席。百夫長是當時羅馬統治者派

駐在當地的管治勢力，對當地人民來說是敵對勢力的代表，但耶穌基督的

福音是超越民族界限的，甚至是超越政治上的敵我界線的。 

  思想：我們是否相信福音，與及福音使命的普世性？我們是否願意因著

福音的緣故，接納與我們有很大差異的人在我們的教會或團契之中？ 

 

 

  



9 月 14 日 跟從耶穌   作者：潘仕楷  馬太福音八 18-22 

  在昨日的靈修之中，我們看了耶穌基督的一個神蹟故事。今日的靈修經

文，主要著重八至九章之中的第一及第二個門徒的故事，思想作門徒跟從

耶穌的意義。 

  在敘述設計上，這兩個門徒故事是一組的。八 18 指出耶穌要渡到另一邊，

至八 23 耶穌上船，而且門徒也跟著祂。因此這個段落的開始和結束，將

門徒跟從耶穌，與主一同執行祂要來成就的使命，清楚地成為這段落的主

題，中間則記載了兩個不知名的小角色與耶穌的對話。聖經沒有交代這兩

個人是誰，也沒有敘述他們的回應，焦點完全集中在耶穌與他們的對話中。

這兩段簡短的對話，清楚地表達出跟從耶穌的挑戰。 

  在第一段之中，那文士基本上說出他跟從耶穌的目標方向，指出無論耶

穌往哪裡，他都願意跟從。但耶穌基督的回應，卻是著重過程，指出祂自

己的缺乏，甚至連最基本的需要也沒有。因此跟從者也需要有充分的心理

預備，面對物質上的缺乏。作門徒雖然不一定會貧窮，但卻一定要有經歷

貧窮與缺乏的心志。 

  第二段指出關係的優次選擇。有人會認為耶穌對這門徒的要求有點不近

人情，其實耶穌的回應，不但與文化習慣上的重要價值相違背，甚至也違

反了聖經高舉孝敬父母的價值。耶穌的回應說明了跟從祂的重要性和逼切

性，祂並不是要說埋葬父親不重要，而是要表明跟從祂比任何最有價值的

任務還更重要。特別在耶穌的時代，跟從耶穌的機會是非常有限的，祂也

清楚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時間短暫，因此更是不能等待。 

  我們雖然不知道我們自己是否只有短暫的時間，但也需要好好把握那可

能隨時失去的機會，從而跟從耶穌，完成祂的使命。 

  思想：跟從耶穌是一個優先次序的選擇。我們以什麼態度對待我們的信

仰呢？信仰在我們心中佔什麼位置呢？福音的使命在我們生活的選擇上又

佔什麼位置呢？  

 

 

  



9 月 15 日 小信的人 作者：潘仕楷  馬太福音八 23-27 

  這段經文是八至九章之中的第四個神蹟故事，也是馬太福音之中的第一

個平靜風和海的故事。 

  這故事的上半部沒有什麼特別，馬太只是簡單地敘述了門徒跟隨耶穌上

船，在海上遇上風暴，以致他們在害怕之中叫醒耶穌救他們。當然，若我

們記得門徒之中有幾個本身是漁夫時，就知道他們當時所遇到的，並不是

一般的風暴，甚至可能是他們從未見過，且是特別大的風暴。耶穌基督被

叫醒後，首先斥責門徒，然後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在耶穌基督斥責之後就

平靜了，而且是誇張地大大平靜了。相比之下，門徒卻是希奇，心情上未

能平復。 

  在這簡單的敘述之中，有兩點值得留意： 

  首先，耶穌基督稱呼門徒是「小信的人」，這字在新約之中只出現過五

次，其中四次是在馬太福音之中，而且對象都是門徒，這反映馬太福音對

門徒角色的描繪重點。門徒雖然願意跟隨耶穌，相信祂是那要來的基督，

但他們仍是小信的，會膽怯的，沒有能力自己去面對各樣的挑戰。他們雖

是小信的人，但因為耶穌與他們同在，他們就可以經歷使人震撼的事，甚

至可以成就震撼世界的福音使命。 

  第二方面，眾人在這事結束時，在希奇之中發出關於耶穌身份的問題：

耶穌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也聽從祂?這反映耶穌基督全面性的權柄，在

他們的經驗之中，風和海是最難掌握，不能預測的，卻仍然要服在耶穌的

吩咐之下。經文之中沒有解答他們的問題，也是要讀者思想，這位我們所

相信的耶穌基督，究竟是怎樣的人? 

  思想：我們都是小信的人，可能會因為小信而膽怯、憂慮、疑惑，但我

們需要認定，我們所倚靠的，並不是我們自己的信心大小，而是我們所信

的上帝。  

 

 

  



9 月 16 日 不信的人 作者：潘仕楷  馬太福音八 28-34  

  在上一段之中，我們看到門徒的小信，但相比著這段之中的加大拉人，

卻是好得多了。 

  在馬太福音的描述之中，作者將重點放在耶穌基督與加大拉人之中。比

較明顯的，是馬太沒有提到門徒的參與，他們是上一段的主角，與耶穌基

督一同渡海到這個地方。但當他們到步時，馬太只是說耶穌既渡到那邊，

而將門徒推到背景之中。另一方面，那兩個被鬼附的雖然有一定的戲份，

但馬太都只是交代出故事的情節，不像馬可那樣對於被鬼附者的處境與經

歷有深刻的描述。 

  污鬼的說話，指出時候還沒有到，這可能是指污鬼最終被滅的時候，因

此他們要求另一個暫時寄存的空間，而耶穌也只是簡單地命令他們去，經

文也沒有交代這些鬼與豬群一同淹死後去了哪裡。經文的重點不是鬼的去

向，而是耶穌基督的權柄，與及祂對人的拯救。 

  在馬可福音的記載之中，放豬的人向城中報告後，他們就出來看，特別

是看到那原本被鬼附的人的狀況。但在馬太福音之中，他們出來，見到耶

穌，就央求祂離開。馬太沒有交代過程，而是直接地將結果帶出來，他們

對耶穌基督的拒絕，是立即、全面的。 

  在這短短的敘述之中，馬太兩次使用了「央求」一詞。第一次是鬼央求

耶穌批准他們進入豬群，另一次就是城中的人央求耶穌基督離開他們。這

可能反映著馬太想讀者更緊密地將這城的人的行動，與污鬼的行動連結起

來。耶穌來，是要捆綁魔鬼，使人得到釋放，但若人拒絕接受耶穌基督的

工作，就好像被鬼附的，只是從一個困境進到另一個困境之中。 

  思想：我們是否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的工作呢？我們雖然相信了福音，但

是否同樣地接受耶穌基督的福音使命呢？  

 

 

  



9 月 17 日 赦罪的權柄 作者：潘仕楷  馬太福音九 1-8 

  這段經文又有一個場景的轉換。上一段明顯是外邦人的地區，而在這一

段之中，耶穌則回到自己的城裡。馬太沒有用迦百農，而是以一個描述性

的稱呼，使讀者特別注意到這是耶穌基督所居住的地方。在這裡發生了兩

件馬太要讀者留意的事，分別是第二節中有人抬癱子來，與及在第三節中

文士的想法。這個重點在大部份譯本都沒有表達出來，只有聖經當代譯本

保存了原文之中兩個平衡的「看啊」。從這個表達，馬太指出這不但是一

個神蹟醫治的故事，更是關於耶穌的身份與權柄的爭議。 

  這個爭議的焦點，是人是否可以有赦罪的權柄。在馬太福音之中，人是

可以赦罪的，甚至是應該赦罪的，這道理在主禱文之中很清楚地表達了。

但在這裡，文士心中的議論，是指耶穌說僭妄的話，表示他們認為耶穌在

這裡所宣告的赦罪，是在神面前最終的判斷。 

  耶穌基督以一個問題回答這些文士，但這條問題本身卻沒有簡單的答案。

從一個角度，我們可以說宣告赦罪是容易的，因為只是說話，並沒有明顯

的效果可以證明這說話的是或非。從另一角度，叫癱子起來行走也可以是

比較簡單的，因為只是處理了他表面上的問題，而未必真正解決他生命之

中的終極需要。可能在這裡，耶穌就是利用這問題的複雜性，與及文士對

上帝權柄的重視，將祂醫治的行動，與祂所擁有的赦罪權柄，更緊密地結

連起來。 

  我們可以從這段中的文士與上一段的加大拉人作比較。在上一段，加大

拉人在一個屬靈的事件中，看重物質上的損失。在這段中，面對一個肉體

上的問題，耶穌卻引導文士將焦點放在屬靈的層次上。兩個故事放在一起，

提醒我們需要兩者兼顧。 

  思想：當我們遇到社會和生活上的問題時，是否能夠一方面處理在地的

需要，而同時不忽略背後屬靈的需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