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耶稣讲述完《登山宝训》中「八福」后，现在来到5章13节。

这节经文乃是与八福相连的。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

动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而正是这些人，主

对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门徒是天国的见证人，他们是被嘱咐要去遵行天国的标准。

但这是要怎样去成就的？我们要知道，遵行天国的标准，

是不可能隐藏在没有人看见的生活中。门徒的行为是在一

个有罪的世界中殷勤地操练出来的。更具挑战性的是，这

个世界是与天国的标准背道而驰的。在此，耶稣以生动的

隐喻：「盐 」与「光」来勾画出门徒要通过他们生命的见

证，藉着在地上的生活，发挥对世界的影响。

盐是内在的素养。所强调的是它不能失了咸味，一旦失了

咸味，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了。而光是外在的表现，基

督徒的光照在人前，他们是不能被隐藏的。这个与孔子有

言「内圣外王」的意思是不谋而合。“内圣”指的是内心

修养；“外王”指的是外在事功。但是二者有着密切的联

系。内心修养的实现离不开外在事功的展开，而外在事功

的展开，也离不开内心修养的实践。



门徒为盐

在耶稣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目中，盐具有三种明显的作用：

一、保持纯洁的作用。 盐与纯洁有关。当然由于它呈白色的光彩，无疑地使人有这样的联想。 罗马人说：盐是万物中

最洁净的，因它是从最纯净的两种东西─太阳与海水而来。盐的确是首先奉献给上帝的祭物，犹太人在一日的末了献盐

为祭。 因此基督徒若要作世上的盐，他必须是纯洁的榜样。

二、盐有防腐的作用。 古代的世界，盐是最普通的防腐剂，用以保存东西免致腐坏，排除腐烂与朽坏。肉就是死去的身

体，如果顺其自然，它一定会归于腐朽；但盐好像一个新的灵魂介入一个死去的身体一般，保持了它的新鲜，使之免于

腐坏。基督徒要作世上的盐，也就必须对自己生命有防腐性的作用，才有能发挥对别人的影响力。

三、盐有调味的作用。盐最广大最明显的特质，就是可以调味。 没有盐的食物就没有滋味，甚至成了令人生厌的东西。

盐的主要用途是调味和防腐。

门徒如果真正回应了耶稣的召唤，就能将世界变得更为纯洁、美好。 可是，若不能保存他们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们还能

做什么呢？这是耶稣对门徒作天国的见证的最大的关怀。门徒能不能见证天国，门徒能不能发挥影响力。关键集中在他

对门徒讲的那一句警告的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咸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

踏了。”你能作什么呢？完全无能为力。它已经没有用了，不能用在田里，不能用作肥料，也不能放在粪堆里。毫无用

处，做什么呢？只好扔到街上，被人践踏。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5节警告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一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就是盐失了味的画面。

看上去依旧是盐—白色颗粒，粉状。尝一口，才发现它已经失了味，不再咸了。它依旧有盐的外表，但已经失去了能力、无效、

无盐的本质。

几年前社区关怀机构“传神”曾举行一个预防爱之病的讲座，这个讲座一共邀请三位本地知名人士，一位是新传媒艺人郭亮先生；

一位是当时官委议员张齐娥女士，最后一位是当时圣公会大主教周贤正博士。他们的言论重点我迄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郭先生认为像今天性开放的时代，说要向在校学生灌输道德的教育，不如教导他们如何做好预防感染爱之病的措施。张女士基本

上默认性开放的事实，她以自己朋友为例，说道有位女性朋友每当丈夫出国公干，她都会不经意的为丈夫预备安全套。这妻子对

丈夫的放纵行为已经是一种默许，男人出轨干那些事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所关怀的只是安全的问题，为丈夫预备安全套也就是

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作为一位宗教人士，周主教提出社会渐渐性开放，若我们不再坚持应该有的道德标准，提出正确的伦理价值

的话，那么家庭与社会的伦理标准不是越来越低落了。会不会来到一种情况我们已经没有本钱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我们是否允许我们自己的社会来到不可以转弯，执迷不悟的地步。

我们承认现今社会特征，就是标准低落：人格的标准：诚实的标准，工作勤奋的标准，正直的标准，道德的标准，都在

走下坡；基督徒必须维持崇高的标准，在言语上、行为上，甚至思想上，保持绝对的纯洁。

门徒为光

耶稣说基督徒要作世上的光，这句话是甚么意思呢？

光最主要的是被人看见。灯光原来的功用是给人看见。有人说得好：「不可能有秘密门徒的身分存在。」基督徒信仰应

该给所有的人看得见。



有个盲人也点灯，旁边的人实在不解，问道：「你既然看不见，为何要点灯呢？」他回答：「 因为我要让人看见，使人

不会撞倒！」基督徒是光，我们要问：我所言所行的，会否令自己，别人跌倒，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呢？

我们怎样对待身边的人，怎样在饭店里点菜，怎样对待我们的雇工或服侍我们的雇主，怎样驾驶汽车，我们日常所说的

言语及所念的书籍；基督徒无论在办公室、商店、学校、厨房、运动场，都要好像在教堂一样。 耶稣并没有说：「你们

是教堂的光......」祂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人生存在世界上一天，他的信仰就应当向所有的人证实出来。

光其实就是一种指引。 在任何海港，我们都可以看见有一列灯光在水道上作记号，使船只得以安全的驶入，即使在城市

的街道上，若没有灯光，我们都知道将会遭遇多大的困难。 光可以使路途清晰。光也是时常可以当作警戒的记号。 当

前面有危险的时候，它警告我们停止。

从这方面来看，基督徒是有责任把必需的警戒带给他的同胞。 这常是很困难的，要做到使对方得益处而不给他少许的伤

害，尤其不容易。 可是人生中最惨痛的悲剧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青年人，来对我们说：「如果及时劝阻，我决不会落

到今日的地步。 」能够使人看得见的光，警戒人的光，引导人的光，就是基督徒所必须作的光。

为上帝发光（五 16 ）就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荣耀上帝。这里有两方面的意义。让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好』是指

一件东西有良好的质地。不单是一件东西好，而且也美丽迷人，引人入胜。 基督徒的善行，不仅是良善而已，它们必须

要吸引人。



在我们的时代，这一点德兰修女可以说是代表人物，她把大半生放在服事印度最穷困，患绝症的人。有次遇上一位非常

有钱的人。 那人为表示对德修的欣赏，对她说：「你就算给我一百万，我也不会做你的工作。 」德兰响应说：「我若

为一百万也不会做这样的工作。 」德兰修女一生致力让人身上看见的，不是自己而是基督的光。

更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好行为所引人注意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穆迪（ D. L. Moody）参加一次聚会，有几位对

信仰十分认真的青年人，也来参加聚会。 一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通宵的祷告会，第二天早上，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

遇见了穆迪。 他问他们在作甚么？他们说明原委之后，接下去说：「穆迪先生，请看我们的脸是多么光亮。 」穆迪很

有礼貌的回答说：「摩西并不知道他的脸在发光。 」自己感觉到的良善，把注意力集中在本身的良善，这不是基督徒的

良善。人总爱别人留意他的光，他对社会的贡献，他光芒。

前几天观赏YouTube《心灵列车》19岁年轻尼姑19句话，非常有意思。她说：「长得那么美那么帅气，自己却不知道，这

就是气质；那么有钱那么有才华，别人却不知道，这就是修养。」哈哈！同样的理由，把注意力关注在自己的善，为的

是在炫耀自己的善，是最土气的人，这就是法利赛人的义吧！

至于作光的责任，耶稣宣布了光的双重影响──城与灯。

一、「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基督徒的地位如同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城，是显明在世人眼前的，所以是不能隐藏的。「城」是由许多建筑物集合而成的，

故它象征教会集体的见证，表明教会惟有建造在一起，才能大大地发挥光的功能。祂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

「城造在山上」，是指教会作为光，去产生影响力。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单独造成这种影响。 一个人可能成为山顶的火

炬，但不能成为一座城。 要集合在国度里的一群人，才能照亮广阔无边的原野。



一个座落在山上的城，人们从遥远的山谷，就能望见它，它所发出的光辉，远近都能看到。 这幅图画描写了教会的影响

力，但今日教会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影响力。

二、 光的另一层影响是灯。

耶稣从一座城转而论到一所房屋。 「照亮一家的人。 」倘若城的比喻，是说到那照亮广大穹苍之光，那么灯的比喻自

然是说到在个人生活中所发的光。

一个人虽然不能作造在山上的城，却可以作照亮一家人的灯。 这是光另一层的影响。 一个家若有一个基督徒，全家就

都得着亮光，因为在这家中有一盏为耶稣发光的灯。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不要忘记这里所说，别放灯在斗底下的话。没有人点了

灯就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但是倘若有人要把灯放在斗底下，结果将如何呢？只有两个可能：若不是斗将灯熄

灭，就是灯使斗起火焚毁。

「放在斗底下，」斗是木造的量器，用以量取粮食，故它象征生活的挂虑；灯放在斗底下，意思是信徒被生活的问题所

扣住，以致遮蔽了亮光。信徒被自己的焦虑，忧心，惧怕所累，会失去光茫！

「是放在灯台上，」灯台是放置灯的正当器物，它象征见证主的生活。英国作家拉斯金（ John Ruskin ），与一位弟兄

在一起，谈：「怎样做个基督徒？ 」坐在家里，望见窗外远处，有位点灯的人，手拿着火把，在山坡上点灯。 当时天

色昏暗，看不见点灯的人本身，但从那些灯火可知他的存在。拉斯金突然有感说：「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你可能看

不见他，但从他的好行为，知道他的存在。 因为在他所经过的地方，都点着发灯，都发了光。 」



门徒天国的见证往往与世界是背道而驰的。盐失了味是世界的败坏对基督徒的渗透和影响，所谓近墨者黑；也是门徒对

世俗的妥协。今天世界高举个人私生活不应该受到干涉。认为一个人外在事功的展开，与个人私生活是无关的。强调这

两者的分割是给予自己放纵情欲的藉口，为自己开了一个腐化生命的大门。世界的道德观不断的下降，信徒若不觉醒，

也会不知不觉的放松自己的标准，还以为福音带来的自由是一种没有规范的自由。

我们需要一条界线。律法就是我们道德的界线。

门徒守律法

我们常常听见有人对绝对道德的抗拒。我要如何走在山崖边却不会有危险。答案是：为什么你要走在危险的山崖上呢？

你让自己越过界线就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人做好自己，人靠自己，人由心发出，便行了！人不需要规范，人不要律法，诫命，可以吗？自古到今都有人提出这个

见解。我们做好自己，一切由心发出，人能够做好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规矩与律例。

耶稣说：「不行！ 人需要律法，耶稣来，不是废除律法而是成全律法！ 」

有一位弟兄在一家公司上班，公司老板宣布过去一年公司业绩表现很好，宣布今晚要大肆庆祝。员工们可以尽情吃喝，

过后去卡拉OK，再来就是“直落。”什么意思？“直落”。全公司的男职员都知道什么叫做“直落。”这位弟兄是一位

基督徒，他知道这个明显已经超越自己的界线。最后他拒绝参加当晚的庆祝。你有自己道德的界线吗？门徒要确保盐不

会失了味，就必须自己不要让自己陷入情欲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了盐与光的隐喻后就紧接着讲道律法与先知。

天国的见证不能离开律法，自由中必须要有规范，没有规范的自由，我们就会不知不觉中走向堕落。



「我不是来摒弃旧约，而是来成全旧约所指示的。 旧约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摒弃，都要成全。」显然耶稣这时特意要将确

保门徒的純洁和能持久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挂勾起来。

耶稣对于律法，作何解释？ 祂说祂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它。这是说祂来是要使律法真正的意义清楚表现出来。

律法真正的意义又是甚么呢？

十诫是一切律法的基础和本质，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它整个的意义能够总括在一个字里面──『尊重』，或者更进一步

的『敬畏』。

『敬畏』与『尊重』

敬畏上帝和上帝的名，敬畏上帝的日子，尊重父母，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尊重真理与别人的好名声，尊重

自己，使我们不会被错误的欲望所控制── 这就是十诫的基本原则。

耶稣来成全的就是这种敬畏和尊重，祂在实际的生活中指示人敬畏上帝，并尊重所有的人。敬畏与尊重并不在于遵守一

大堆琐碎的规则与条例，并不在于祭祀，却在于怜悯；并不在于律法，却在于爱心；并不是在禁令中强迫人不做一些甚

么事情，而是在诫命中告诉他们，将他们的生命模塑成主动的、爱人的生命。

敬畏和尊重是十诫的基础，是永远也不能废去的，它们是维护人与上帝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永远的要素。

5章20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基于「敬畏」、「尊

重」、和「爱」不独做到，且是走多一步，做得更好。



结语：

有一位老牧师分享说：「教会不是没有我就不可以，

只是有我会更好！ 」我大概还不敢说这句话。然

而，如果我是盐的话，我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有没有因为我的存在，变得好？」

「我的家庭，有没有因为我的存在，变得好？」

「我的工作地方，有没有因为我的存在，变得好？」

「我的社区，甚至社会、国家，有没有因为我的存

在，变得好？」

如果我是盐和光，我的存在，我活着便不是可有可

无。耶稣教导我们要成为盐和光，需守律法，并胜

过律法的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