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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百姓的品格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今天要一起來看的經文是我們都很熟悉的八福。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我們習慣稱他為山上寶訓，因為他是耶穌在山上所宣

講的教訓。不知道大家聽到耶穌在山上宣講他的教訓的時候，有沒有連結到另外一個舊約的場景？這個場景我們也都很熟悉，就是摩西在

西乃山上宣布上帝的律法的情景。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畫面，因為馬太福音就是用這樣子的對比來讓我們看到兩件事情，一是象徵耶穌

是新的摩西，代表耶穌就是摩西之約中所提到的那個像摩西的先知，代表耶穌就是那個所盼望的基督。二是舊約時代摩西在西乃山上宣布

上帝的律法，這就是上帝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同樣象徵新摩西的耶穌在山上宣布的這些教訓就是新的約。而且如同摩西之約是在紀念以

色列人出埃及得自由，耶穌的新約也是在紀念我們出罪惡的束縛進入光明的自由。 

        如同耶穌是新的摩西，闡明了律法的真義，賜下了新的盟約，是猶太人過去從來沒有想過的。我們也必須要來思考，在過去我們從來

沒有想過這個世界會因著疫情而產生這麼大的變化，教會會因為這個疫情而開始了新的聚會型態與宣教旅程，我們與人的關係和生活會因

為疫情而有這麼多的不同。就像我們的教會，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的線上直播會因為這個疫情而開始，或許未來我們還會有更多不同以

往的禮拜型態與方式。在這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我們真的要一起好好來思考，好好來到上帝面前，好好地求問上帝，聖靈在這個疫情

中，在這新的一年到底要做什麼樣新的工作，我們自己要如何明白並跟隨聖靈在這新的時代行動，在這個新的處境中，若我們還是一樣活

在過去的舊樣，還是活在我們過去的認知與價值裡面，我們就沒辦法面對上帝新的開啟。然而，我們在面對聖靈所帶來的新的變化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好好回到上帝面前，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真實的面對上帝，要真實的面對上帝我們就要從生命真實的面對上帝的話語

開始。 

        山上寶訓就是讓我們從耶穌自己的教導中，幫助我們真實的面對上帝，就像十誡界定了以色列人作為上帝選民的恩典與當行的義，這

段耶穌的教訓也同樣界定了基督徒的恩典，以及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性情、品格、要活什麼樣的生命、要遵行什麼樣的義、要表現出什麼樣

的敬虔和委身。我們今天要一起來思考的就是上帝子民應該有什麼樣的性情跟品格，以及基督徒的生命應該如何。 

        經文跟我們說，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這些跟隨耶穌的學生與群眾，跟

著耶穌上山，用行動去追求耶穌的教訓。而當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我們也同樣要去思考我們所追求的是什麼？有些人是在追求恩賜，有

些人是在追求恩膏或能力，有些人追求的是祝福，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我們的追求，十個人裡面可能就有十種不同的追求。但是我們追求如

果只是這些東西，這些我們所追求的東西就可能會讓我們迷失。 

        若是在我們的追求中，我們沒有真實的見到耶穌基督自己，我們沒有真實的經驗到這位真活上帝的愛，我們沒有真實的被這位聖靈保

惠師給觸摸，若我們沒有真實的明白十字架上救恩的全貌，那我們來到教會坐在這裡就只是不斷的求討，等待上帝給我們所想要的，我們

可能坐在這裡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都不一定會等到我們所想要的。因為從創世紀到啟示錄，我們都看到上帝希望人參與在他

救恩的計畫裡面，希望我們參與在跟上帝自己關係的修復與建立裡面，我們上禮拜所說的約瑟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我們的敬拜、讀經

跟禱告就是一個關係的建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去學習，我們要怎麼樣去觸摸到天父的心，我們到底要如何走進這位愛我們的主的心，

我們要如何去滿足聖靈對我們的渴望。藉著敬拜，藉著我們對他的讚美和回應，藉著我們對他話語的詳細思考，專心領受，藉著我們帶著

禱告實際去行動的時候，我們就走進了上帝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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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定要全心投入在每一次的敬拜中，不管是敬拜讚美或是聖詩，不管這個敬拜是不是你所喜歡的，我們必須清

楚敬拜不是給我們的，是給上帝的，我們必須清楚當我們在選擇要不要投入敬拜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表示我們才是上帝，我們才是接受敬

拜的那一位，也是在表達我們可以憑自己的喜好來決定要不要把上帝當成上帝，如果是這樣，上帝也可以憑自己的喜好決定要不要對我們

收回他的恩典。也請每一個弟兄姊妹，每個人都一定要有固定的靈修生活，這也是上帝給我們每天的功課，如果我們對公司交代的業務就

算再晚都會完成，如果我們對主管交代的工作再困難都會努力，不敢怠慢與拖延，那為什麼我們對這位掌管宇宙的上帝，對這位愛我們為

我們犧牲一切的主所交代的是如此的輕忽。我們為什麼不是將該給上帝的先給上帝，然後才將該給人的給人，如果我們的一切都是上帝的

恩典與賞賜，為什麼我們不是每天先來到上帝面前尋求祂？我也要在這裡挑戰我們大家去試試看，當我們將上帝放在第一位，先將該給上

帝的歸給他的時候，我們的生活會有什麼改變？我們每天起床是否先獻上感謝，我們是否在靈修完才開始一天的工作，做決定前是否先禱

告尋求上帝，是否有記得安息日守它為聖，若我們將要給上帝的先分別出來，先看重上帝的心意，我相信上帝絕對不會虧待我們，因為我

自己就是這樣經歷的。 

        耶穌的學生為了就近耶穌，聽他的教訓，要跟著耶穌上山，代表跟隨耶穌是要付代價的，代表上帝的話語是要我們用實踐去行出來

的。耶穌要我們實踐什麼？耶穌要我們用他的教訓去塑造合上帝心意的生命，並用這樣的生命去生活，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八福。為什麼

我們前面要說，我們要從上帝的話語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為什麼要先跟大家說上帝很重要的心意就是關係的建立，因為八福的前四福在講

的是我們跟上帝的關係，後四福說的是我們跟人的關係，剛好對應了十誡前面四誡與上帝的關係，後面六誡談跟人的關係，主禱文的三個

願望，四個祈求，新的誡命的愛上帝與愛人。 

        第一福，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靈裡貧窮的人，是在說知道自己靈性貧乏，在上帝面前無法站立的人。靈裡貧窮的

人，因為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沒有什麼可以依靠的，因此只能仰賴上帝的恩典，這樣的人上帝要把天國的福份給他們，而且天國是他們

的，若照希臘文原文更多是在說，天國現在就是他們的。 

        靈裡貧窮的人，其實就是簡單來說就是謙卑，他們明白到沒有甚麼貢獻可以拿來換取天國，所以他們以無助的罪人身份來到王前，沒

有驕傲、沒有自義、也沒有自高，所以他們就會謙卑讓上帝進入他們的生命。 

        這裡讓我們看到，如果要進天國，就必須靈裡貧窮。因為天國的信息是讓人悔改，我們必須在上帝前謙卑下來，並承認我們的權勢、

財富或能力不能替我們換得進入天國的資格，只有那些真正謙卑，知道除了主之外，我們沒有什麼可誇口的人才跟天國有關係。 

        奧古斯丁曾說，靈裡貧窮是一切改變的起點，他的老師安波羅修甚至認為其他七個福氣都是從靈裡貧窮而來。當我們若謙卑完全依靠

上帝，我們就會完全以上帝的心意成為我們生命與生活的方向，就是完全讓上帝掌權、運行、帶領和彰顯在我們身上。當上帝旨意行在我

們身上跟行在天上一樣的時候，這就是上帝國臨到我們，這就是天國現在是他們的。 

        而這同時也是給這個世界的福音，因為窮人並不因為他們的貧窮而被排拒，富人亦不會因他們的富有而被接納。不論是富或貧，都必

須在上帝的面前謙卑，不然天國就跟他們沒有干涉。 

        第二福，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哀慟的人指的是，為罪惡悲傷的人，而這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指為自己的罪，

以及自己生命中的苦楚與傷痛來哀慟，二是指為這世界因為罪惡所產生的苦難與不公義來哀慟。在這樣的哀慟中，主應許他們要受安慰，

而照希臘文原文，這是未來的盼望。也就是為自己的罪和生命中的苦楚、傷痛哀慟的人，主應許在上帝國顯明的時候，他們的罪必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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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赦免，主會親自擦去他們的淚水，他們的傷痛與苦楚必會得到醫治與恢復。這個世界的罪惡會被完全的遮蓋，一切的苦難與不公義

必然會得到復原與公義的補償。      

        所以哀慟的人，他們雖在哀傷中，但仍然有未來的盼望，這些哭泣、苦難、和哀傷與不義不會永遠存在，他們知道主有一日會把這些

都挪去，並擦去他們的眼淚，這就是哀慟的人的安慰。 

        第三福，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這裡的溫柔的人，指的是對上帝順服，對人謙和。這種人為自己一無所求的心，知

道沒有什麼是自己應該擁有的。在耶穌的時代，因為羅馬帝國崇尚武力，所以他們強調企圖心跟野心，而溫柔謙和的人不僅被視為軟弱的

代表，更會在生活中受到剝削、欺負，失去產業與土地，然而耶穌說，他們必承接土地，意思就是主應許他們，要按公義將土地與產業分

給這些因溫柔謙和而受到損失的人。他們可能會暫時因為世上的強權而一無所有，但是當上帝的國來臨時，他們必將承受永恆的地土為

業。 

        除此之外，溫柔謙和的人其實與第一福有點類似，都是仰望上帝的人，因為他們的順服和謙和，能夠讓上帝國的種子在他們的心中發

芽，因為他們肯讓上帝使自己的心成為好土，當上帝國的種子在他們的心田發芽的時候，他們的心就成為上帝國的土地，他們就承接了那

個應許給他們的土地。 

        我們在這裡可能都會有一個問題，我們要怎樣成為溫柔謙和的人呢？如果我們原本就不溫柔怎麼辦呢？答案可以在加拉太書五章找

到。溫柔和良善都是聖靈的果子，是聖靈在我們的心中所結的果子。我們若是要培養在主裡的溫柔和謙和，便是在聖靈的指引下而活，將

生命交給聖靈來帶領，以致基督的特質能在我們的心中長成。 

        第四福，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這裡的飢渴，在猶太教的傳統中常用飢餓或口渴來類比對上帝的渴望，如同詩篇

42 篇裡面詩人欣慕上帝，就如同鹿切切欣慕溪水一樣，而按照馬太福音的義，就是遵行上帝的心意，所以飢渴慕義的人指的是渴望遵行

上帝心意的人，也就是在生活上追求活出合乎上帝心意的行為表現。在這裡，義就會產生一個延伸的意思，一是肯定是在個人生活中，強

烈地渴望蒙上帝喜悅，按上帝的旨意去行，將上帝的旨意在生活中行出來，二是因為渴望將上帝的旨意實行在生活中，就會希望在這個世

界上有公義，在一個不公義、欠缺公平的世界渴望公義出現。所以一個渴望實行上帝旨意的人，除了希望自己能被稱義、行為合於義之

外，更希望上帝的公義能彰顯於世界。而他們的這種真實的信仰，主應許他們要得到飽，意思就是，上帝必不使他們落空，一定會讓他們

這種渴慕遵行上帝心意的心得到滿足，也一定會讓他們追求合乎上帝心意的行為都得到成就，他們對世界公義期待，上帝也必然做成，因

為上帝的旨意的確不空空。 

        在這裡我們同樣會問要如何才能有渴望遵行上帝旨意，追求上帝旨意實現的心？這是從屬靈生命的成長而來。保羅教導一個屬靈的人

會將身體各部份交出來作義的工具。故此，這從委身遵行上帝的旨意開始，接著就是由聖靈帶領走屬靈的路。當一個人愈親近主，他對上

帝心意的渴望就會越強烈，對不義和罪惡的事就愈敏銳，他們生活的一切行動就會合於上帝的義。 

        這四個福讓我們看到，我們跟上帝的關係是從靈裡貧窮，也就是用謙卑開始建立，在謙卑中我們懂的為罪惡哀慟，為這個世界的苦難

憂傷，在哀慟中我們學會用溫柔與謙和讓我們的心成為栽種上帝國種子的好土，然後產生渴望上帝旨意實現的心志，並追求遵行上帝心意

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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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記得前面問大家的問題嗎？我們要如何走進上帝的心裡？我們要如何觸摸上帝的心？透過耶穌的教導我們更明白，要走進上帝

心裡，觸摸上帝的心，就必須先跟上帝有美好的關係，要先參與在與上帝的關係裡，而八福的前四福就是主教導我們與上帝建立關係最好

的引導與原則，願我們都能聽趁主的教導，謙卑地來到上帝面前，渴慕上帝旨意實現在我們身上，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