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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第三講：天國的本質(一) ：生命的特徵 

 
在人類沒有犯罪之前，神原初造亞當、夏娃的時候，祂所盼望的人類應該怎樣活，

沒人知道。從第五、六、七這三章，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知道人本來應該是什

麽樣子。這三章在講天國的本質，這是主耶穌第一次向人類啟示一個歷史上，從來

不曾出現過的嶄新的國度，這個國，叫作天國。 
 

這三章聖經，記載著，耶穌的登山寶訓，我把它分成四個段落。 

第一段：第五章 1—16 節講到這個天國生命的特徵。 

第二段：從 17—48 節是講倫理是什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如何。 

第三段：第六章 1—18 節講人與神的關係是什麽？是義的行爲。 

第四段：從 19 節到七章結束，講到門徒的聰明智慧。 

 

生命的特徵 
第五章第一節：耶穌看見這許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

開口教訓他們。他的聽衆很多，對象是誰？門徒，對不對？只有這些門徒，就是跟

隨耶穌的人，能夠讓耶穌在他們身上掌權的人，他們才能明白耶穌在講什麽。 

登山寶訓裏有八福，但是實際上你去算一下，會發現不是僅僅八福，一共有九

福。我把它分成兩類：頭七福是一類；後面兩個福又是一類。前面七個福是講到

我們內在生命的特徵，是有福的生命。後面兩個福是這種生命在這個世界裏頭的經

驗，又叫有福的經驗。第一段的最後５：13，14 講到，基督徒是鹽，是光。 
 
 第一個福：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虛心，英文翻譯是 poor in 
spirit ， 說也就是 ”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 
腓立比書第二章 6 節：“祂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爲強奪的。凡倒虛

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爲人的樣式。”在這個地方你就看到，這是虛心的定義，

這是靈裏貧窮的定義。靈裏貧窮並不是說一無所有。靈裏貧窮是祂本與神同等，但

是祂不以同等爲強奪，反倒虛己。撒但就不一樣，它雖然滿有智慧、全然美麗、神

給它一切的好處，可是它不滿足，它要與神同等。它不以自己有的爲滿足，還要更

高、更大。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剛好對起來：一個生命是追求自己的滿足、自己的

地位、自己的得失；另一個呢，反而把自己完全倒空。這個倒空是虛己的意思。英

文說 emptied  himself，像一杯裝滿的水一樣，把它倒空了。 

世界是這樣的，你不爭你就沒有了，所以大家打破頭。可是在天國裏頭，不用爭。

你越有，你就越倒。越倒空，就越有，因為他們有了天國。 
另外舉個反面的例子，啓示錄，七個教會裏頭，有一個教會叫老底嘉，他說他自

己；我已經富足、我樣樣都有，一樣都不缺。神卻說什麽？你們是貧窮、瞎眼、赤

身。當一個教會自以爲不錯，自以爲什麽都有的時候，其實已經墮落了。在天國的

範疇裏面，真正的有，是願意沒有的。自以爲有，反而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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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安慰。 
馬太福音第九章 15 節：“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

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這個哀慟是

跟新郎有關係。這個哀慟是從愛的裏面發出來的，如果你愛這個新郎，你自然而然

會因爲新郎不在而哀傷。 
聖經還有一個地方講到哀慟。哥林多前書第五章第 2 節，講到的哀痛是為罪的哀

慟。哥林多教會什麽恩賜都不缺，樣樣人才都有，可是他們中間犯了一個很可怕的

罪，有人與他的繼母行淫，這個教會好像沒事一樣。保羅責備他們應該爲這事情哀

痛。如果教會有肢體犯罪，應該到神的面前，有一個哀痛的感覺。 
哀慟的人與主有親蜜的關係，如果愛他，就有哀痛的感覺；哀慟的人為罪哀慟，我

們知道有肢體還在罪中的時候，我們要爲這肢體哀痛。 
 
第三，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馬太福音 21：5 講到一幅很美的圖畫，”耶穌騎著小驢駒子進耶路撒冷”。聖經

說：”看哪！你們的王到你這裏，是溫柔的，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 

全世界的王都是騎高頭大馬，騎在上面，然後前呼後擁，還有部隊，還有俘虜，這

樣聲勢浩大的凱旋進城。耶穌那天進耶路撒冷，只騎著一個小驢駒，他跟世界的君

王完全不同。 

我聽到了一個見證。有一個養魚的，有一天他讀到這段聖經，他就相信了耶穌。因

爲他說；沒有一個人可以騎小驢駒的，沒有一個人。因爲小驢像野馬一樣。如果你

沒有把小驢馴服的話，沒有人騎得上去。他說今天有一個人騎在小驢上，讓小驢乖

乖帶著祂走，不是神，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讀了這節聖經，就信了耶穌。 

祂的溫柔，英文翻成 meek，也就是謙遜，柔和，順服，的意思。在另一節經文，

也看到了溫柔的意思；馬太 11：28，29“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你們要學我的樣式。”負神的軛，因爲神的心裏柔和謙卑，。”這句話說到這個王

的心是柔和的，他是平易近人，而不是趾高氣揚，高高在上。我們要學耶穌的柔和

謙卑，就必能承受天國的地土。 
 
第四，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飽足。 

天國裏面的人，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義如饑似渴。 

羅馬書和加拉太書告訴我們因信稱義，這是真理，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是我們如果

忘了雅各書第二章 17 節所說的：“信心若沒有行爲就是死的。” 你信神只有一

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兢。魔鬼沒有好行為，它是死的。再看 21
節：“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行爲稱義麽？”可

見信心是與行爲是並行的，而且信心因著行爲才得成全。 

信心和行為，如同小鳥的左右兩個翅膀，少了任何一個就飛不起來。行義如同飛

行，需要信心和行為。保羅在這個點上有很深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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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三章 9 節強調因信稱義，他說：“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

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 第 10，11 節，他繼

續說，”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他竭力追求，向著標竿直跑。 

饑渴慕義就是要竭力追求，就必得飽足。到了第五章下半章的時候，就講到行義的

問題。 

 

第五,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希伯來書第二章 14 節說明了；耶穌來救我們的時候，不是坐在寶座上，打發個天

使來到地上救我們。耶穌救我們的方法是他離開他的寶座，離開他的天堂，來到最

痛苦的世界，跟我們一樣，有血肉之軀，經歷人生的憂傷與痛苦，所以祂能體恤人

的軟弱。 

我們在這富裕的環境中，是沒有辦法充分體會到的，因爲我們的經驗太局限，我們

的生活太舒適。 

 

第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必得見神。 
什麽叫清心？耶穌死時，尼哥底母用細麻布把祂包起來，細麻布這個字，就是清心

的意思。那塊布是純麻的，沒有任何其他的 fiber 摻在一起。所以清心這個字，

它的重點就是沒有摻雜，人的心裏面只有一個追求，只有一個愛慕。沒有其他的東

西。如同保羅一樣，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杆直跑。 

當神問我們，你要什麽？如同當年耶穌碰到門徒時(約翰福音第一章) ，問他們，

你們要什麽？ 你如何回答就決定了你的一生。你是不是以祂為唯一的目標，以他

爲唯一的追求，你是這樣的一位清心的人嗎？ 
 

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稱爲神的兒子。 

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把人帶回到神面前，使人得以跟神和睦。人有了神的生命，

除了，能在一個身體裏，互為肢體，互相連絡外，更能使人和睦。人與人能夠和好

是因爲人跟神先和好。次序一定要這樣才會對，否則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教會遇到許多的人，有家庭的問題、有父母、兒女、妻子、丈夫、婆婆、媳婦或

者你與你的同事等等等等，跟別人的關係有裂痕。解決的方法，叫他們和好的方

法，永遠不能背離先要跟神和好這個原則。人若不與神先和好，與其他人的關係是

不會好的。 

 

以下兩福講到這個生命出現在這個世界的時候，會有什麽樣外在的經驗。 

第八，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 

如果你在世上要堅守真理的原則，人家就要逼迫你。你看主耶穌就是這樣，主耶穌

在講真理時，法利賽人，文士、祭司長都要起來反對他。耶穌說，如果有人因爲義

而逼迫你，你不要怕，天國是你們的。 

 

第九，人若因我辱駡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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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發現，常常有人編造許多莫須有的故事，往基督徒的身上栽贓。耶穌說，你不

要傷心，爲什麽？有福了。12 節：“應當歡喜快樂，因爲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

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介紹一些在過去五十年在中國大陸一些基督徒的見證。你去看他

們的見證，他們死的死，無期徒刑的無期徒刑。你去問他們爲什麽，都是爲了信耶

穌，爲耶穌做見證。你如果信耶穌不吭氣，不講話，那沒事，如果要做見證，要堅

守一個原則，那你糟糕了，迫害就跟著來了。但是耶穌說，你們就是我的見證。所

以我們是不能不說，一定要有見証的。 

 

我們當如何見証耶穌？ 

我們是光，我們是鹽。光不能夠藏在斗底下，不能放在床底下，它一定要放在

高的地方，放在燈臺上，讓人看得見，讓人能接觸得到。 

很多的時候我們聽到；要做光、做鹽。一字之差，差太遠了。”做”是你要想辦

法，靠著你的力量來做光、做鹽。但如果你的生命裏有光，有鹽，就用不著

‘做’。耶穌說，你們本身就是光，就是鹽。因爲生命決定了，你是什麼，這個是

無法隱藏的。我們當勇敢地爲耶穌作見證，活出天國的生命，像鹽一樣，增添食物

的味道，像光一樣的照亮，叫世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爲，就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

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