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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赦免的功課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馬太福音 18章，這章經文是馬太福音五個講論的第四個，整本馬太福音有五個耶穌很重要的講論，對應摩西五經的形式，所以耶穌也

被稱為新的摩西。 

        我們今天的經文是 18章的最後一個主題，就是愛與赦免，也是我們處理一切問題的態度與原則。這裏我們看到彼得問耶穌說： 

18:21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

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 

時彼得 來 伊講，主 ，我 兄弟得罪我，我赦免伊

幾 ？ 七  ？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赦免阮 辜負，親像阮亦有赦免辜負阮 人。 

表面看來，彼得說赦免他 7次夠嗎？似乎這是很慷慨的心懷，可是耶穌卻說七十個七次，就是無限量的赦免，其實這個就是告訴我們，為

了愛的緣故，赦免再多次都是應該的，因為上帝就是這樣赦免我們的。接著，耶穌就用了一個比喻來教導赦免的真理。這個比喻其實就是

耶穌談論教會生活的神學基礎。憐憫人的心在一切之上，一個蒙憐憫的人必須要以憐憫人的心來對待弟兄，一個罪蒙赦免的人也當赦免得

罪他的人。這是馬太福音 5:43-48所說愛仇敵的一種實際的展現，也是在主禱文的第三個懇求所說：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因為 若赦免人 過失，  天父亦 赦免 。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若無赦免人 過失，  父亦無 赦免  過失。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因為 若赦免人 過失，  天父亦 赦免 。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若無赦免人 過失，  父亦無 赦免  過失。 

在主禱文結束之後，耶穌又再一次提醒： 

        耶穌的這些提醒，就是要引出從 23節開始的比喻。這個比喻裡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天國好像（天國比並），這是耶穌常講的話，用

來形容天國的內涵。在這段講到赦免的經文裏面，這句話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天國是一個充滿愛與憐憫的國度。再進一步來說，

我們若赦免一個人，其實也是上帝的國臨到他，因為我們赦免人的過失，就是我們讓耶穌的愛透過我們臨到他，既然耶穌的愛臨到他，就

代表上帝國已經在耶穌基督的愛裡面向他顯明。這也是耶穌來到這世界的目的，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所以我們這樣做就

是在遵行耶穌的心意，就是在和耶穌同工，讓被我們赦免的人有機會經驗上帝的同在。但是我們必須要先知道自己是經歷過被赦免的人，

因此我們也應當這樣去赦免別人。      

        這裡會讓我們再看到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先知道自己是經歷過被赦免的人，這是什麼意思？代表我們自己必須先經驗過上帝的救

恩，我們必須要先體會過到什麼是罪得赦免的恩典。我們可以問問自己，我們當基督徒這麼久，接受洗禮這麼久，我們是否真的知道，是

否真的體驗過上帝對我們的赦免嗎？我們是否真的確認，不管我們的景況如何，當我們誠心來到上帝面前向他認罪，我們就能經驗罪被赦

免，重擔被消除的恩典？我們是否有體認，只要我們回轉，過去都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被提起？還是我們只是把救恩當成是我們可以不斷

犯罪的藉口？真正的救恩是要我們向自己死，我們是否有每天都感覺到因為上帝的憐憫，所以我們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我們是否有感覺到

因為基督的救贖，所以我們每天都能經歷自己的改變？ 

        我們要先經驗過被上帝赦免，還有一個部分我們要注意，就是我們的信仰是真實可以經歷的信仰，我們的上帝也是真的能夠被感受的

上帝。我們若沒有真的經驗過，沒有真的經歷過，我們該如何信，又該如何赦免？我們真的可以在靈修、禱告的過程去經驗到上帝對我們

說話，但是我們必須付上安靜等候，注神思考與領受的代價，也就是我們必須花時間安靜在上帝面前，等候他的話語在意念中臨到。 

        在這裡我們大約講一下上帝怎麼對我們說話，當然上帝可以對我們說話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們大約歸納一下： 

一、透過經文對我們說話 

        我們在讀經跟靈修的過程，上帝會讓我們有某句話或某段經文特別吸引我們，或是我們在面對某種環境的時候忽然浮現一句經文，這

些我們都要特別注意，要特別好好去思考這些經文的目的與意義。因為這可能就是上帝要給我們的話。同樣的，也許不只是經文，也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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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詩歌。但是這裡有一個重點是要多讀聖經並且跟上帝有親密的關係。我們常會覺得我們記不住，但是只要我們常讀，上帝的話會存在

我們的記憶裡面，有需要的時候上帝自然就能用它來對我們說話，或是成為我們的幫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推動讀經跟靈修，只有

讀經和靈修能讓我們在上帝對我們說話的時候有正確地理解和回應。 

二、透過人或環境對我們說話 

        上帝有時會透過人或環境來解答我們某時候的問題或疑惑，也許是透過弟兄姊妹的分享，透過父母的教導，孩子或夫妻的鼓勵與提

醒，像師母就常常會提醒我不足的地方，也許是透過講道，有時候是透過人不經意的一句話，甚至也可能是感動某人特地對我們說話，包

含先知預言。但是這邊我們必須要注意分辨，必須要回到聖經看看是不是有違反聖經的教導或原則，所以再次強調讀經和靈修非常的重

要，這樣我們才能去分辨這些話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 

三、上帝自己跟我們說話（聖靈的感動） 

        上帝也會自己對我們說話，有時候像靈光乍現一樣，上帝的話語直接進入我們的心，或是直接出現在我們心中的意念，有時候也會有

上帝就像在我們耳邊輕聲的說話，也有時候會特別讓我們的心受到感動，但是我們必須要安靜去領受那個感動、意念、話語，注神去聆聽

上帝那個微小的聲音，同時我們也必須很注意去分辨，同樣要回到聖經，因為上帝絕對不會違背他自己在聖經裡面的原則。 

四、禱告中的異象 

        在專心禱告的過程中，上帝有時也會給我們異象，每個人都不一樣，有些是畫面，有些是經文，有些是圖像，但是這些我們都必須要

再繼續禱告、思考並且持續地領受，最後還是要印證，特別是跟聖經。 

        只有我們自己去經歷過，這個信仰才是真實的，才會對我們產生意義，我們也才能去赦免別人，去跟人分享，才能更好的活出屬上帝

的生命。 

103:10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

我們。 伊無照咱 罪過款待咱，亦無照咱 罪惡報應咱。 

103:11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

大！ 

因為天離開地 - 高，伊 慈愛對敬畏伊 人亦是 -

大。 

103:12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東離開西有 遠，伊 咱 罪過離開咱亦是 遠。 

        我們再回到這個比喻，耶穌用了兩個僕人的對比來凸顯赦免的必要性。第一個僕人欠了主人一千萬銀子，並且獲得主人的赦免。一千

萬銀子就是一萬他連得的銀子，大家知道這個數字有多龐大嗎？不是我們現在欠一千萬這麼簡單，一他連得是 34公斤，一萬他連得銀子就

是 34萬公斤的銀。這用現在的銀價來算大概是 565萬美元，合台幣大概是一億八千萬。在當時，一個他連得等於一個勞工二十年的工資，

因此一萬他連得是一個天文數字。耶穌藉著這個龐大的數目來凸顯一個人欠祂的罪債是憑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償還的。如此，這裏也讓我

們看到上帝至大的恩典，如詩篇一○三篇 10至 12節： 

        所以僕人哀求主人著寬容我，意思是要主人給他多一點時間，他有能力就必償還。雖然他沒有求主人免了他的債，主人卻是憐憫來放

伊，不但釋放了他，而且也免了他的債。      

        其實我們每個人也是這樣，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償還我們欠基督的債，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坐在這裡，完全是因為上帝的恩典與憐憫，

所以這個比喻帶出了兩個重點：第一，我們的無能，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償還所欠的債；第二，上帝無條件、無限量的赦免。這個比喻讓我

們看到，耶穌充分展示出人的無能和上帝赦罪的恩典，也讓我們看到上帝的氣力是在人的軟弱來成。 

7:41 
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

子，一個欠五兩銀子； 
伊就講，某個債主有兩人欠伊 債，一个欠伊五百 銀 ，一个欠伊五

十。 

7:42 
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

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 
既然無 還，債主就赦免 兩人。 - ，就 -

一个 疼債主 ？ 

7:43 
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說：「你斷

的不錯。」 

西門應講，我 算是 -  伊赦免   。耶穌

伊講，你所斷 是 。 



主後 2020/01/19 主日講道 

主題：愛與赦免的功課， 

聖經：馬太福音 18:21-35，聖詩：47、520、397，啟應：60。 

主講：李昱宏傳道 

 

 3/3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僕人遇到欠他 100個銀子的同伴，就揪著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在這裡我們看到，這個

僕人對主人的赦免根本沒有感恩之心。這種行為剛好跟路加福音 7:41-43所說的相反，因為得到赦免比較多的那個人並沒有存更多的愛與感

謝，這也是主不喜悅的。 

18: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 伊 主人召伊來， 伊講，  奴僕 ，因

為你對我求，我就將你所欠  赦免。 

        所以，在接下來的經文說： 

惡的奴僕啊！這個奴僕之所以惡，是因為他沒有以王對他的憐憫來對待他的同伴。所以耶穌點出了最後一句，也是整個比喻的中心，如果

我們不赦免別人，天父也一樣不赦免我們。正如我們前面所說，上帝的赦免是出於祂的恩典和憐憫。一個真正領受赦罪恩典的人，必然也

會主動赦免曾經得罪他的人。因為我們若不能赦免別人，就顯示出我們並沒有真正接納和感受到基督赦罪恩典的偉大，所以我們也不會得

到上帝的赦免。因為上帝是充滿慈悲和憐憫的神，祂是不能接受那些毫無憐憫之心的人。 

        所以在這裡讓我們看到，若非我們先被赦免，若非基督的愛先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就完全沒有赦免的能力。在這裡我們要注意一件事

情，赦免是生命的果子，而赦免的果子是由憐憫的樹所結出來的，這棵憐憫的樹是要種在謙卑的土壤中。我們必須要謙卑地在主的面前看

到自己的無能、軟弱與欠缺，願意先讓基督的救恩充滿我們，聖神的能力改變我們，我們只有先經歷被赦免的快樂，才能成為那個赦免別

人的人。另外，還有一點，其實赦免就是在顯明上帝的公義，因為耶穌基督透過赦免，將不公義放在自己的身上，讓別人看到公義，這個

就是愛，而且是極致的愛。十字架就是最好的例子，基督在十字架上，透過受到不公義的對待，成就上帝的公義，讓我們能在上帝面前成

為公義，也成為那個愛的記號。 

        其實我們一生都在學習愛與赦免的功課，盼望我們透過這些操練使我們的生命展現出基督的樣式。最後用賈愛梅的一句話與大家分

享：若我不以主所給我的恩慈來體諒別人，憐憫別人，若我對別人的得罪，仍然計較，並讓這些記憶影響我對這個人的看法，我就是絲毫

不懂基督十字架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