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八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它被定位于“登山宝训”的前言。而“登

山宝训”要教导的是天国的道理。天国是什么？耶稣基督不断的提到天

国。耶稣使用“国”这个字，比我们一般所说的“国”相去甚远。事实

上，你从没有听过耶稣对人说：「接受我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你

只听到祂说：「你要认罪悔改，进入天国。」

在约翰福音第3章，耶稣谈到重生。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

生。」为什么祂对尼哥底母说他必须重生呢？其实重生并不是最终的目

的。你必须重生，是为了使你可以进入天国。事实上，耶稣说了两次：

「你必须重生才可看见神的国。」「你必须重生才可进入神的国。」

天国是什么呢？如果重生是为了进入天国，那么天国到底是什么呢？要

明白神的国，最好的方法就是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当政掌权的时候会发

生什么事情。当一个新总统、新省长、新市长或新总裁掌权，他的权力

是由新的管治而来的。新的管治是一套新的优先次序、新的政策和新的

策略。如果那是明智的政策、明智的优先次序和策略，如果它们能够满

足人们的需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般来说，“它会提升生活素质。”

这实在是很美好的事。



耶稣基督是王。当祂掌权的时候，祂的权力是透过一个新的政体来显明出来，那就是天国。即有一套新的优先次序、新的权力核心、

新的策略，以及它所带来的果效，就是人们所谓生活质素的提升。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掌权，当祂在我们的生命、家庭、团体或机

构中掌权，我们生命的每一方面都会全然改变过来。所带来的是更全面、更彻底的果效，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因此，登山宝训是要向我们显明这种改变是何等深远，而且我们只能够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八福。”今天让我们从八福之外的一个

更广阔的背景开始，然后我们再回来探讨八福中的每一项祝福。

《马太福音》的结构凸显耶稣生命的整体性

请注意《马太福音》4章23节。这一节可说是对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总结：「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

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换句话说，即：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就是向人传讲天国近了的消息、教导人天国之道，并通过医治病人彰显天国

的旨意与全能。教训人、传福音和医治病人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事工。

我们又来看《马太福音》九章35节。我们可以看到字面上几乎和23节一样的总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

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那么，在耶稣事工的这两项总结之间是些什么内容呢？我们看到两个主要部分：5到7章主要是关于耶稣的教导，称为登山宝训；8章

和9章主要是关于耶稣医治病人的事。马太在这里展现给我们的是：首先是耶稣对天国之道的教导；其次是耶稣用医病和神迹来展现

天国的大能。



认识这一点的价值在于，它能提醒我们不可把这段话的任何小节独立分开。因为耶稣的所言、所行是他生命的启示，而这两者有着彼

此启引的作用。马太是本书的作者，他是受圣灵默示的使徒，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所有的资料组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应该留意这

种方式，因为马太藉此表达出特别的含义。

谢大立牧师这次来访给我讲了一个亲身的经验。不久前他家有办丧事，邻居不是信徒，但是很好意主动的表示愿意前来帮助服务，但

都被谢绝了。一次、两次再来提出愿意帮忙。直到第三次再要求又被谢绝了。这位邻居忍不住的说道：「难道你不能给我一个可以积

功德的机会吗？」我们的善行表面看来都是好的，但是背后却可以是不同的出发点，发自不一样的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

教导人和医治人的主耶稣

我们可以马上这样说，若没有耶稣医治麻风病人和百夫长的仆人、平静风浪以及赶鬼的神迹，你就无法理解耶稣的登山宝训。作者提

到耶稣的教导，自然会提到耶稣行的神迹。现今有些人会霸道地说，他们尊崇这位道德楷模耶稣的登山宝训，但不想和一个能平息风

浪和赶鬼的神灵有什么关系。

另一些人可能会陷入另一种试探。他们可能对耶稣行的神迹非常痴迷， 至于耶稣的教训，如“不可称弟兄傻瓜、不可放荡、不可起誓、

不可以恶报恶，要爱你的仇敌”－如果让他们接受这类“干涉他们个人生活方式”的教训，他们就对耶稣没什么兴趣了，他们喜欢的

是那位能医治他们疾病的神奇术士。

马太的观点是：教导登山宝训的主以呼召我们在生活中跟随祂，并依靠祂能力的那位主，是同一位。祂的权能和作为与祂的教导是不

可分割的。



群众和门徒都来领受耶稣的道

《马太福音》5章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观众很可能围坐成里外两圈：除了里面坐着门徒，还有外围坐着的群众 。5章1节说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但接着我们看到《马太福音》

7章28节，这篇讲道的结尾处写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

士。”

很明显群众在听耶稣的教导，虽然讲道主要是为门徒预备的，但耶稣也想让群众听。我在此也想提醒大家，我们的主日讲道也是如

此。神的道主要是为喂养、坚固、激励神子民的生命。但我们要祷告祈求，愿越来越多对基督教信仰好奇、观望、怀疑和探寻的人

也能来到我们教会，就像那些上山坐在门徒外围听耶稣讲道的群众一样。我们相信，尽管讲道主要是针对信徒的，但充满圣灵恩膏

和权柄之神的话语是具有唤醒人心的大能，神的话能使失丧者转向基督并一心寻求他的荣美的人。 我鼓励你们放心地邀请未信主的

朋友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正是要唤醒人心中归向耶稣的渴望。

耶稣如何开始讲道？

主耶稣怎么开始讲呢？他一开始就宣告有一种人是有福的。 “福”在拉丁文中是快乐、有福的意思 ，因此我们称这些宣告为“八

福”。现在我们来了解这八福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八福一体

5章3-8节的八个祝福的描述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在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第11节似乎可被视作第九福，但实际上它是第10节“为义

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的延展。第11节中的辱骂是第10节中逼迫的具体例子。



当你注意第一福和第八福时，你可以看出第3-10节的八福是一

个整体。注意第3节第一福应许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

天国是他们的。” 再看一下第10节第八福的应许：“为义受

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二者有相同的应许

――“天国是他们的。”

但在两福之间的其他六福是完全不同的。第4节说：「因为他

们必得安慰。」第5节说：「他们必承受地土。」第6节说：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7节说：「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第8节说：「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9节说：「因为他们必称

为神的儿子。」

将来的应许包含在现今的保证中

请注意这些都是将来的应许。「他们必受安慰……他们必承受

地土……他们必得饱足……」等。但第3节和第10节中的第一和

最后一福是关乎现在的：门徒得到确据――“天国是他们的”。

这种前后两福加上中间六福的表述方式有什么含义呢？我认为

至少有两点含义。



首先，在开头和结尾的“天国是他们的”这两个保证中间是六个应许，我认为耶稣是要告诉我们这六个应许是天国的祝福。换句话说，

当你成为神国一份子时，你就可以获得这六福。随天国而来的是：拥有安慰、地土、公义 、怜悯、神的异象，和神儿子的尊贵地位。

你无需在这些应许中挑这个选哪个，因为它们都属于天国。（圣地八福堂的建筑将八福的一体性表达无疑）这是我看见的第一个含义，

耶稣以 “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保证开始，并以同样的保证结束，这二者之间夹着六个天国的应许。

这一表述形式还有另一含义。这从句子时态的不同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保证是现在时态，而它们之间的六福是将来时态，

3节和10节中“天国是他们的”是现在式，而4-9节“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承受地土……”是将来式。我认为耶稣是以这种方式宣

告，门徒现在已在天国之中，（“天国是他们的”）但天国的所有祝福必须等到将来才能完全实现。（“他们必承受地土。”）

我们也可以说，耶稣靠着自己王者的全能和与人的联合，已经把天国带到地上。并且，我们可以在地上预尝天国的滋味；但天国生活

的全部经历必须等到将来才可体会到。

在八福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层含义。

受安慰

举几个例子。第4节说，那些哀恸的人有一天将会得到安慰。正如《启示录》21章4节所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但是请看第11至12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

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换句话说，就算末后安慰的赏赐存留在天上，我们

现在仍可在苦难中欢喜。这欢喜不正是因我们预尝了所应许的安慰吗？



蒙怜恤

现在来思想第7节：这一节的应许是，“他们必蒙怜恤。”但在18章23-35节那个仆人不愿饶恕他人的比喻中，国王对这个恶仆人

说，「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换言之，耶稣教导我们不必等到永生才得到怜恤，我们已经因耶稣得蒙怜恤。我

们在罪得赦免和今生无数的祝福中已被怜恤。

被称作神的儿子

再思想第9节。它的应许是，“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正如《罗马书》8章23节所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

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作为神子女的所有待遇要等到复活的那天才能完

全实现。但第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已经是我

们的父！我们已成为他的儿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预先享受到儿子的名分。

这三个例子的关键是天国是现在和将来都存在。我们已预先体验了神的统治，但将来会经历到神更大的权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第3节和第10节应许我们“天国是他们的”，但第4至9节应许将来还有天国的祝福，祝福包括现在和将来。

如果你已经听了天国的福音（4:23; 24:14），就是说，你已经知道天国近了，且耶稣现在正像拖网一样在召聚天国的子民

(13:47-50)；如果你知道天国的大能存在于现在和将来，那么，你会明白使我们成为怜恤人(就是现在！)的人是神伟大怜悯的工

作，这就是18章33节的关键――“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神先怜恤我们，为要我们学习怜恤别人。天国大能的

怜恤靠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大能已来到。



试着理解这一点，使之成为你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圣经一再教导我们，只要我们现在行在神所定的道路上，将来神必会施恩怜悯

我们。另外也有许多经节告诉我们，神已经向我们施怜悯，引导我们行在他的道路当中。这并不矛盾，这是井然有序的合乎圣经

的生活。靠着神的怜悯我们重生也成圣了。当我们来到神审判的宝座前时，他会说，「你是一个罪人，但我在你的生命中看到我

爱子丰盛怜悯的果实。你对别人的怜悯正是耶稣对你怜悯的凭证。因他的缘故，我现在要再施怜悯给你。来，承受在创世之初早

已为你预备的国吧。」

看见八福的本质

除非你看出八福是天国生活的重要部分，否则，你无法理解它的本质。已经拥有这些祝福的人是多么有福气，八福是一种蒙福的

宣告，是天国的大能。你可能说：「有福!有福！有福的人是有天国能力运行在他里面，因为他将承受天国无限的欢乐，直到永

永远远。」八福是一种宣告：那些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清心、和平和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拥有极大的福气。

仅如此，八福也在温和地邀请你成为这种蒙祝福的人。门徒坐在耶稣的脚边，听他的教导好像是在听贺词一样，「你们是多么有

福阿，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被神拣选是多么有福，你们的眼睛被打开，能够来到救主面前，成为灵里虚心、哀恸、温柔、饥渴、

怜恤、清心以及和平的人！欢喜快乐吧！向神感恩，我所爱的门徒们，你就是这样的人，但这不是你们自己的作为！而是神在你

们生命中的工作！」所以，门徒听到的八福就像在颂赞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

八福在我们生命中的定位是一种宣告，也是一个贺词

每逢我们参加弟兄姐妹结婚的喜宴时，来到举杯道贺的时刻，大家喊“饮胜”。一共是三杯。第一杯祝贺：白头皆老。第二杯祝贺：

永结同心。第三杯祝贺：早生贵子。



这个祝贺是在已经结为夫妇的地位上，我们恭贺他们未来在婚姻关系上得享的福气。这就是八福的精神所在。我们在已经在“天国

是他们的”地位上，祝贺门徒未来必会得着其他六个福气。

所以，八福是给门徒的贺词――他们是已被永生在今生力量所唤醒的一群人。八福也是对那些群众的邀请――那些出于宗教传统、

好奇心或是对信仰的质疑而来主日聚会的人。对有些人来说，八福是他们靠着神的大能和怜悯转变人生观念的良言。

结论

今天是新年初二，我们见面都彼此祝贺。华人拜年就可以看到华人对未来寄予厚望，这些都表现在祝贺的好话里。新年的好话是

虚无的吗？有一些动听的话却是虚假不实的，这个我们也都知道。例如：青春永驻，财源广进…。但是新年讲好话，背后的精神

却是对的，就是为要彼此鼓励大家向上、求进步。八福是天国生命的宣告，也是对门徒的贺词。从已经有了天国的保证，迈向入

未来的福气。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迈向成熟，不断梳理自己符合天国的秩序，迎向未来的丰盛。

最后，我恭祝大家：新年蒙恩，八福临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