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屬靈國度

聖經中的章節，沒有一處比約1: 10-11更悲涼的。「祂（耶穌）
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祂造的，世界卻不認識祂。祂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

猶太人一直在尋找一個人，能協助他們恢復政治地位，重獲

大衛王在位時的輝煌。他們希望所等待的彌賽亞能拯救他們脫離羅

馬人的統治。在他們的腦海中，「神的國」是一個外在的政治性國

度，包含軍事及物質上的成就。許多人之所以聽不懂，也聽不進耶

穌的話，原因即在於此。

耶穌來到世上，宣告「天國近了」（太4:17）。然而，這個
天國卻與猶太人所期望的不符。耶穌以三種方式提及天國或神的

國：「天國近了」─因為祂已經來到世上，要救贖罪人；「神

的國就在你們的心裏」─因祂來到世間為了要改變人們內在的

生命；「神的國快要顯出來」─當神的統治達到完全、確實的

那一天，這應許就實現了。

登山寶訓告訴我們，建立天國的一些基本法則。賜這些法則

的神是一位「了解人性的神」，因此，耶穌沒有說：「你要如此生

活，才能變成基督徒」，而是告訴我們「因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

該如此生活」。要想了解耶穌這項偉大的教訓，我們就必須強調這

一點，因為耶穌知道我們需要靠一種超越我們自己的能力，才能活

出這些真理。這能力就是活在我們裏面那個神的生命。如果仔細地

研讀登山寶訓，我們就會發現，它正是「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

的神，並且愛人如己」的最詳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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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的對象是誰？這段教訓是對耶穌的跟隨者，也就是祂

的門徒講的（太5: 1）。
我們為什麼要研讀它呢？第一，因為它是耶穌所頒發的基督徒

生活指南。主耶穌基督死，為的就是要幫助我們活出這些原則（參

多2: 14）。
第二，登山寶訓讓我們知道自己極需一位救主。有些人一心

想進天國，他們大言不慚地說：「我只要根據登山寶訓過活就行�

了」，這表示出他們從未真正研讀過這些教訓，也不曾真正了解它

的意義何在。當耶穌的教訓刺透我們的心時，我們才看到自己是多

麼無助，多麼需要屬靈上重生的經歷。請記住：祂是一位了解人性

的神！惟有聖靈─那個活在我們裏面神的生命─能幫助我們

將登山寶訓活出來。我們無法靠自己活出那樣的生命。但登山寶訓

能驅策我們到主面前求幫助。

第三，將這些教訓活出來，能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福祉，因它說

「……的人有福了」。生活在這個以感官經驗為取向的文化中，我

們必須再次省察真正的喜樂從何而來。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得飽足！

登山寶訓常是人們評論、研討的對象，有些人甚至花很多時間

爭論其中某段經文，卻不肯服從它整篇的教訓。其實登山寶訓並不

僅是倫理的經典，它更描述出一個與神建立關係的生命所應具備的

品質。有人說，這段教訓應該是跪著讀的，這真是智者之言！

研讀登山寶訓的原則，是要從整段經文的含義去了解每一個細

節，這也是一般研經該用的方法：切不可斷章取義或以偏概全。每

一段經文都必須從整體經文所持的立場去了解。許多人因為斷章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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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致錯解經文（例如：有人就以「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

過來由他打」，提倡反戰主義）。

本書的內容以八福開始，這是了解整個登山寶訓的基礎，也是

天國入口的指標。天國是基督作王之處，在研讀這些教訓時，我們

也要自問：我屬於這個國度嗎？基督是我的主嗎？我是否每天活出

這些天國的特質來？我真是有福（或快樂）的人嗎？我滿足嗎？不

管答案如何，研讀登山寶訓能使我們對基督徒生活有更寬廣、更清

楚的認識。

如何研讀登山寶訓

登山寶訓是基督教的核心，耶穌將新舊約的教訓都濃縮於此。

讀使徒書信時，也請留意，他們如何將耶穌這篇大有能力的信息，

加以發揚光大。

本書每一課都包含許多參考經文，看到整卷聖經都是耶穌登山

寶訓的延伸時，我們會十分興奮。書中提到的相關經文，我們都詳

細列在文中，以避免紊亂，況且在同一段落讀到所有的經節，也有

利於觀察及銜接。經文能互相印證，彼此解釋，而看到經文奇妙地

前後呼應，的確令人欣悅而滿足。書中也會提及一些單一的經節，

大家應一起把它找出。

有人因為耶穌沒有在此處提到十字架而忽略登山寶訓的重要

性，那真是他們自己的虧損。這篇教訓是在耶穌傳道早期傳講的，

你可以想像到那些聚集在山坡上，專心聆聽的門徒多麼渴望那樣的

生命，他們的心是何等熱切！不久之後，他們將經驗到耶穌的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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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也會真正學習到有關饒恕及重生的新真理。

然而，今天我們卻可以透過十字架的意義來研讀登山寶訓。也

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全盤了解耶穌來到世上，宣稱「天國近了」

的真正含義。事實上，整卷新約正是耶穌受死真義的延伸；我們也

可以從新約聖經中看到，登山寶訓所描述的生命品質的確有實現的

可能。

我個人在研讀登山寶訓時，十分受惠於鍾馬田醫生（D. 
Martyn Lloyd-Jones）的解經力作《登山寶訓研讀》（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本書中許多討論問題都是由於細讀他的作
品，獲得靈感而想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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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基礎
馬太福音5章1至5節

1

八福的順序並不是隨便安排的，在觀念的演進上有它非常重要

的屬靈邏輯。第一福是基督徒生命的起點，凡是來到神面前的人，

都會承認自己靈裏的貧乏，所以「虛心的人有福了」！讀八福時，

請特別留意每一種福氣是如何建立在前一種福氣的基礎上。

誦讀太5: 1-5

太5: 3　虛心的人有福了

一、�一個想進天國的人，為何必須承認自己是靈裏貧乏的人？第一

福教導我們，成為基督徒的第一步是什麼？為什麼對許多人

來說，要承認自己不夠良善，不能靠著自己在天國取得一席之

地，是一件艱難的事？

註：�（在討論中若出現以下問題，才有必要花時間回答）。小組中可能會

有人提到路加對這段教訓的記載（路6: 20），那裏說：「你們貧窮的

人有福了」，文中並沒提到屬靈方面的貧窮，這看起來好像是在讚賞

貧窮。其實，聖經中從來沒有講到貧窮本身是件好事。窮人和富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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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性的神2

入天國的途徑是一模一樣的。從路加這段記載看來，他所謂的窮人是

那些不依靠財富的人。貧窮本身並非祝福，只有認為「我的希望並不

在於世上財富」的心態，才值得鼓勵。

二、�按太5: 3，人對自己該存什麼態度？這點與非基督徒強調的自
我有何不同？討論一下現今以「自」開頭的一些字眼，如「自

信」等。虛心（靈裏貧窮）是意味著一個人沒有自尊嗎？一個

人面對神和面對人的態度有什麼不同？兩者之間會如何互相影

響？

三、�靈裏貧窮（虛心）和靈性貧乏有何不同？一個人要有怎樣的自

我意識，才有資格被稱作「靈裏貧窮」（虛心）？

註：�一個「虛心」（靈裏貧窮）的人並不向世界宣告他的謙卑，也不壓抑

自己天然的性情和能力。「虛心」的要素是在於他對神的態度。他認

清，若想以自己的功德蒙神接納，他就成了在神面前一貧如洗的人！

有了這樣的認知，驕傲自大必消弭無形，同時也證明他是一個依靠神

的人。

四、下面這些經節對理解太5: 3有何幫助？
　　賽6: 1-5：「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
上。祂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

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彼此

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祂的榮光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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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基礎 3

全地。』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

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賽57: 15：「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
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

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

五、太5: 3的摘要。
沒有一個自滿的人肯來到（或能夠來到）神面前，進入天

國；只有那些承認自己靈裏貧乏的人才能如此。第一福不僅描

述一個人如何成為基督徒，它也是基督徒生活的祕訣──學習

如何完全依靠神。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我們如何能遏制自己

天生想要偏行己路，對神說：「神啊！拜託！讓我自己來。」

這種傾向呢？

太5: 4　哀慟的人有福了

六、�對「哀慟」一詞，你最初的反應是什麼？這節經文與世界的哲

學有多大的差異？它所指的是哪一種哀慟？（請記住：耶穌所

指的是屬靈的國度。）請描述一下「哀慟」不是什麼（如：假

冒的虔誠、怏怏不樂……等）。現在總結一下，哪一種哀慟能

被稱為「有福的」？它如何與屬靈的貧窮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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