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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愛（三）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上次有大略介紹過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今天我們還要再更深入的來思想跟歸納這一句經文，首

先，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部分，愛是恆久忍耐。既然愛是恆久忍耐，這樣到底什麼叫作恆久？什麼叫作忍耐？為什麼這個會跟愛有關係？它

代表的又是什麼呢？ 

        恆久忍耐的英文叫作長久的受苦，忍耐和受苦，又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忍耐？什麼時候我們需要忍耐？通常都是我們感覺到不

舒服才要忍耐，甚至是痛苦我們才需要忍耐，我們歡喜快樂的時候不需要忍耐，是我們心裡有情緒，生氣、悲傷、受傷、痛苦的時候，我

們才需要忍耐。意思就是在我們心裡痛苦、生氣、受傷的時候，仍然去愛，不管是我們所愛，或是不愛的人。 

        忍耐，在新約希臘文原文裡面有兩個字可以表達，一個指的是對難擔當的事情，或對艱難的環境的耐力，這個部分就是 13:7 所說的

凡事忍耐，我們到那時候會再說。另外一個，指的是面對讓我們難過的人，我們經過很久的時間才發怒，簡單來說就是忍受。 

        我們從這兩種忍耐中可以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忍耐的重點在等候，雖然重點都在等候，但是這兩種忍耐的等候的動力是不一樣的。

我們今天要談的忍耐，它等候的動力在於恩慈，這個恩慈就是我們以後會講的那個慈悲。你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報復對方，但是因為我們心

裡面的慈悲，所以我們願意咬牙忍住，不報仇，這就是忍耐。這也是我們上次所說的，寬容，是指一種持續不斷的對人的態度。就是當我

們受到別人的克虧，有能力報復，卻不選擇報復；並且是長時間持續不斷的用寬容來等候，這是忍耐的消極意思。但是忍耐的積極意思是

什麼？我們剛才說忍耐就是不報復，但忍耐的目的是什麼？忍耐是為了用慈悲來對待對方，是為了讓愛能夠顯明出來，所以我們忍耐的目

的，是為了不讓惡所勝，讓我們有空間去顯出慈悲，有空間用愛勝過惡。 

        我們都知道愛沒有那麼容易，因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常常有讓我們愛不下去的人，如果那個讓我們愛不下去的人又剛好是我們的親

人，這個時候我們就應該非常能體會這句經文的意思。因為只要我們報復，整個關係都會被破壞，可是不報復，我們就必須讓他繼續這樣

惡待，這時我們就開始面對愛的功課，所以愛跟惡相爭，愛要如何勝過惡，這是忍耐所要表達的積極意思。 

        有時我們會覺得愛是一種軟弱，因為我們面對傷害卻沒有任何反應只能忍耐，或者讓忍耐變成我們逃避惡的理由，甚至用忍耐來掩飾

我們對惡的膽怯與恐懼。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當我們在面對家庭或人際關係的問題時，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態度在忍耐？我們的忍耐是否有

變成無奈、消極、受害的心態？ 

        我們上次有說過，在這裡的每一項愛的內涵都指向耶穌基督，如果那個恆久忍耐的主體是耶穌基督，我們也很清楚主對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恆久忍耐，因為祂有一個期待，就是要挽回我們。我們的主讓我們看見什麼是真正的恆久忍耐，就是要把我們這些有罪的人挽回過

來，這就是真實的忍耐。 

        若主的愛是真實的忍耐，這樣我們就需要來看我們的主如何忍耐。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主耶穌在用愛挽回我們的時候，祂首先要面對

我們的惡，是面對不是審判，然後給我們恩典能面對自己的惡，接著用愛等候我們醒悟回轉。 

        所以當愛遇到惡發生的時候，我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面對那個惡，我們若是沒有先面對，就不會有後面真實的愛與忍耐，因為

如果沒有面對，我們就會把逃避當作是愛，將鴕鳥心態當作忍耐。但是要怎麼去面對呢？就如同路加福音 19 章裡面的撒該，耶穌要挽回

他，就是先面對他的惡，所以耶穌抬頭看他，對撒該說今天要住在他家，再來給他恩典，與撒該一起吃飯，並且為撒該承受了別人的指責

與不諒解，讓撒該得以轉回。 

        另外，耶穌在馬太福音 18:15 也讓我們看見這樣的原則，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

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雖然要指出、要面對弟兄對我們的得罪，這是不容易的，但這也是面對惡的方式，如果沒有面對或理解，我們的忍耐就只是逃避，只

是一種無奈的表達。 

        再來恩典在哪裡？耶穌說，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才指明他的錯誤，這就是恩典，不要讓對方的錯誤暴露在不需要的別人面

前，但是又能指出他的錯，面對這些惡，接下來，就是用愛等候對方的回轉。 

        用愛等候對方回轉，這是另一個忍耐的功課。在路加福音 15 章裡面，我們都很熟悉的浪子的故事，從這個故事裡面可以看到父親的

三樣忍耐。 

一、對浪子的忍耐：等候回轉/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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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兒子向父親要財產，然後到外面浪費揮霍，最後窮困潦倒。這中間不論是他離開家的時候、是他花天酒地浪費的時候，或是他

餓到去吃豬食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這個父親似乎什麼事情都沒做。為什麼他什麼事都沒做？因為他在等候，等候這個浪子的

醒悟，這個父親讓這個孩子自己在他的決定中去學習，在路加福音 15:17 說，他醒悟過來，這個孩子醒悟過來了，這個父親的等候終於看

見結果。 

        不知道若是我們，我們會怎麼選擇？有時候我們看見孩子做錯了，我們是會趕快告訴他這樣錯了，還是跟這個父親一樣，讓他自己發

現他是錯的？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就是忍耐，等待對方醒悟，這是不容易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父親從孩子離家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他要回來的路上等候他，一直到他醒悟過來。我相信，這位父親的心裡比浪

子更加痛苦，而這樣的忍耐與等候就是這個父親對孩子的愛，因為愛是讓犯錯的人有醒悟與回轉的時間與空間。 

        路加福音 15:17 說，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裡餓死嗎？在這個等候醒悟的過程中，不只是

孩子受了醒悟的苦，那個父親也付上了那個痛的代價，他內心中的著急、擔心與難過，就是恆久忍耐的代價。 

二、對長子的忍耐：忍受無理的怒氣 

        路加福音 15:28-29 說，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他。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

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長子，非常不客氣的在數落他的父親，但是他的父親並沒有對他所說的動怒，他不但聽長子抱怨完，然後還勸他一

起進入家中，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看到，當這個大兒子因為一點事情就對父親發脾氣，完全無視父親對他的愛的時候，這個父親並沒有選擇用他作為一家之主的權

力來處罰這個大兒子，我們要知道在當時的社會，一家之主有權力用任何的方式來讓家庭成員順服，這個父親選擇不破壞這個關係，在他

有權力與能力可以處理的時候，卻反而控制自己的情緒，選擇放下、忍耐下來，用肯定的話來引導他，等待他自己發現問題。如同希伯來

書 12:3 說：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這是浪子的父親所表現出來的第二種忍耐。 

三、用愛挽回過犯：關係復和 

        最後，當這個浪子要回家的時候，他已經先想好要怎麼對父親承認錯誤，求父親原諒。但是聖經的描述卻是，在這個孩子什麼都還沒

有說出口的時候，父親就將他抱起來，又親他，然後給他衣服、鞋子、戒指等，這是多大的寬容和慈悲。 

        在這裡我們有兩件事需要思考，首先是這個父親在浪子要分家產之前，給他的愛多到讓這個孩子有信心，他的父親不會將他趕出家

門，他有把握自己回來時會被爸爸接受，我們可以想想，這個父親平常是用多少的寬容與慈悲來抓住孩子的心？ 

        第二個是，這個父親用溫柔來挽回，讓這個已經被破壞的關係，有復和的機會，如同加拉太書 6:1 說，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

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 

溫柔挽回的過程，是極深的忍耐，而且常常需要更長的時間、更多愛心的付出，如同我們的主用愛挽回我們一樣。 

        接下來，我們要再來談忍耐的範圍，忍耐到底有沒有界線？恆久忍耐到底要做到怎樣？首先，我們先來看恆久，中文說恆久，白話字

沒有翻出這個時間，但是不管怎麼樣，都一定不會是太短的時間，不然忍耐就不會是一個持續的狀態，但是這個恆久會是持續到永遠的

嗎？ 

        我覺得應該不是。我們如果將恆久忍耐放在上帝的身上來看的話，上帝對罪人一直忍耐，希望他們能夠悔改，祂幫我們預備了救恩，

在那邊等待。可是上帝有沒有永遠的忍耐下去，沒有。啟示錄就告訴我們，有一天救恩的門會關上，上帝的審判要臨到，在那一天，上帝

要所有不願意接受恩典的人，自己面對他作為的責任與選擇的後果。 

        所以恆久不是永遠，而是有一個時限的，而這個時限到底是多久？這個問題我們真的不知道，就像我們也不知道上帝會忍耐這個世界

多久？但是這個世界的結局一定會臨到，最後的審判一定會來，所以忍耐是會有一個結束的。 

        再來，到底忍耐有沒有邊界或範圍？我們要清楚的是，我們是忍耐而不是任憑。忍耐和任憑不同，任憑是我隨便你去，任憑所顯出的

是一種放棄的態度，是消極逃避的心態，根本沒有想要積極的把這件事情解決，或跟這個人重新有復和的關係。 

        另外，我們還會有一種誤解是，既然愛就是恆久忍耐，所以我們就是好好忍耐，但這樣的忍耐一樣是任憑。我們剛才說過，忍耐是願

意為了挽回對方，所以我們放下報復的權利，但是放下報復的權利，不等於任憑對方去做，否則愛是恆久忍耐，就會造成更多的苦難，而

不是解決問題。 

        接下來，我們要一起來看忍耐的榜樣： 

一、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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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2:22-23 說，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這

是一個最大的忍耐，祂可以求上帝差遣十二營的天使來救祂，但是祂為了救我們，甘願為我們上十字架，對我們這些害祂的罪人，祂還愛

我們，為我們禱告，目的不是受苦，目的是為了挽回，而我們在主的忍耐中所看見的是溫柔謙遜的樣式，如同馬太 11:29 說，我心裡柔和

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二、使徒保羅 

        保羅在提摩太前書 1:16 這樣說，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

榜樣。主自己所顯明的忍耐，讓保羅也學到這個忍耐，並活出忍耐的榜樣，如同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4:12-13 自己所說的，被人咒罵，我們

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這是保羅所活出的忍耐，為的是將耶穌愛的救恩傳給更多的人，為基督挽回更

多的人。 

        此外，帖撒羅尼迦前書 5:14 說，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保羅在

這裡提醒我們一件重要的事，我們要在忍耐中看見不同的需要，並在他人的需要中積極的行動，所以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4:2 的教導是這

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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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讓我們看到，忍耐是為那個錯誤的對方，創造一個救贖的時間和空間，不僅讓他能回轉，也讓我們有挽回他的機會。 

        今天是聖樂主日，我們聽見聖歌隊帶給我們美好的詩歌，讓我們在和諧的音韻中享受與上帝的相遇，聖歌隊要唱出這麼美的歌聲，要

經過許多認真的練習，同樣的我們的生命也是一首詩歌，我們也需要唱出和諧的音韻，要唱出和諧的樂聲，我們也需要有許多的學習，而

愛是恆久忍耐就是我們第一件要學習的功課，最後用帖撒羅尼迦後書 3:5 與大家一起勉勵，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上帝，並學基督

的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