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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憲章（一）登山八福  

【前言】 

加利利北岸、迦百農附近有許多小山坡，山坡上平緩的地方適合登高向群眾講道。主耶穌「上了

山」，在這些山坡上教導「登山寶訓」，向門徒講解天國的實際內容。「登山寶訓」並不是人可

以靠自己的努力所能達到的道德標準，也不是在地上可以建立的理想社會，其中大部分教導根本

不能在地上的國度行得通。主耶穌是在教導祂的門徒怎樣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靠著裡面神的生命

在人面前活，這是對天國子民的根本要求，是天國子民的生活規範，也就是「天國的憲章」。

「登山寶訓」有一部分內容記載於路加福音的「平原寶訓」（路六 20-49），也散記在不同的章

節裡，因此「登山寶訓」很可能不是一篇單獨的講道，而是綜合了主耶穌多次關於「怎樣作門

徒」的教導。 

（一） 教訓的對象 (五 1~2)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祂跟前來，祂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這許多的人」除了門徒之外的一般群眾；他們跟隨主的動機不一，有的是為了好奇想看神蹟，

或為要得醫治(路六 17~19)，或為要吃餅得飽(約六 24~26)，而來擁擠主耶穌(可五 31)。這群人

要爬山，須付代價，主耶穌或許藉此以淘汰那些不是存心要聽祂教訓的人。 

問答題（一）：耶穌教訓的對象是誰？耶穌為什麼要向這些人傳講天國的道理？ 

（二）「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五 3） 

「虛心」的原意是「靈裡貧窮」，就是知道自己靈裡貧窮，心靈深處覺得虛空，今生的一切無何

能滿足自己，因而轉向，追求神和屬神事物的人。 

「有福了」的原意是快樂，歡躍，指自內心湧出的歡樂，覺得自己多麼幸福與快樂。 

「天國是他們的」此處動詞的『是』為現在式，指他們因拋棄俗世的虛空，轉而追求屬天的事物，

所以現在就可以活在天國的領域裏，經歷天國的實際。 

當一個人認識到自己在神面前真的是一無所有，他的所有、所能、所做在神眼中並沒有價值的時

候，他就「有福了」，因為他們將轉向神、信靠神、追求屬天的事物，成為天國的子民，經歷天

國的實際。天國本身就是最大的「福」；一個靈裏感到貧窮的人，就會覺得有渴求，他們會尋求

神、親近神。得著天國就是得著了一切，因此他們不再有任何在地上佔有的欲望，他們不驕傲也

不自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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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心的人有福了」文意的衍生、解釋與應用： 

1. 不是『自以為有』的可進天國，乃是『自以為無』的才可進去；神賜恩給謙卑的人，阻擋

驕傲的人(彼前五 5)。 

2.  在天國裏面，是神作主，不是我們作主；因此，不是我們有甚麼可以給神，乃是我們從神

接受甚麼。一個最具有天然才幹的人，可能是一個被神對付最多的基督徒；因為有才幹的

人，他所想的可能是要為主作甚麼，而不是讓主作甚麼。神是揀選一個知道自己貧窮、一

無所有、一無所能的人，神不能用一個「自以為是」的基督徒。事奉神的人是以神為中心，

不是以『己』為中心；是我要站在神的一邊，而不是要神來站在我的一邊。 

3. 那些擁有天國的有福之人，乃是把一切身外之物都捨棄，又把心中佔有慾的根統統拔掉的

人，他們就是『靈裏貧窮的人』。真正『靈裏貧窮的人』，再也不受外物的轄制，他們已

經折斷那個暴君 ─『物』─所加在他們身上的軛。 

4.  我們的屬靈成就無論到何種程度，仍應該像保羅那樣不自以為已經得著了，乃是竭力的不

斷向前追求(腓三 12~13)。惟有肯時時倒空自己的人，才會有靈裏虛空的感覺；我們應當

將已往所得的觀念、知識、意見常常詢問聖靈，要對準神國價值觀，來調整自己。信徒天

天需要與聖靈合作，讓聖靈光照我們，挖去我們心中的石頭(罪惡)，使它成為謙卑痛悔的

虛心 (路八 13)。這樣，神的種子種到你心裏後，才能給種子充分發展，長出天國的樣式。 

問答題（二）：什麼是虛心？虛心的人在天國的福是什麼？為什麼？ 

問答題（三）：從「虛心」的解釋與應用中，我們如何擁有「虛心」的生命？ 

（三）「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五 4） 

「哀慟」是極其傷心的哭泣，包括：對於自己的犯罪失敗，對所愛之人的生離死別，對於聖徒的

冷淡退後，對於教會的分裂荒涼，對於世界的邪惡敗壞，對於世人的剛硬不信，在在都覺得憂傷

哀痛。耶穌來要安慰他的百姓，這也是天國之王彌賽亞工作的一部分（賽六十一 2）。 

 「他們必得安慰」：神是「賜各樣安慰的神」（林後一 3），得著神，就能經歷神的各樣安

慰。只有經歷神親自的安慰，才能體會「聖靈中的喜樂」（羅十四 17）。神的安慰不單是言

語，而且是實際的，惟有經歷過的人才能領略。不曾哀慟的人，不知道怎麼進入「同理心」，能

與哀哭的人一起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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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傳道的過程中，遭遇過大小的患難，但他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

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 3），不但如此，他還能「靠主喜

樂」(腓三 1)，這是多麼豐富的生命。將來神要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那時，就不再有悲哀哭號

(啟廿一 4)。另外，聖靈在人心裏作工時，有光照、審判和責備的作用；信徒為罪憂傷痛悔，這

就給聖靈一個深入作工的機會，救我們脫離神所定罪的事。 

問答題（四）：這裡所說的「哀慟」是什麼？「哀慟」和耶穌說的「你們在世上有苦難」（約十

六 33）有關嗎？保羅對提摩太說「你要和我同受苦難」，苦難與哀慟有關係嗎？ 

問答題（五）耶穌給哀慟的人什麼應許？這種應許背後的福，有什麼的能力與品格？ 

【結論】 

在「登山寶訓」裡，主多次使用「你們……的父」，再三提醒我們注意自己的身份，站穩做兒子

的地位，專一地遵行神的話，叫神的旨意成全在我們身上，就是把我們模成神兒子的模樣，活出

神兒子的實際，讓神得著祂所要得著的人，成為天國子民。  

3-10 節稱為「天國八福」，清楚指出追求天國的人將遭遇到的各種景況，也宣告天國子民所應有

的應對態度，結果都是「有福了」。主耶穌要我們明白神是人蒙福的源頭，蒙福或受禍，全是看

在人用什麼態度去對待神和祂的心意。除八福外，用的都是將來式，表示那最好的獎賞要等到天

國最終建立的時候。頭尾兩福（3 和 10 節）則用現在式，表明在天國子民的實踐中，就能得著

神不斷的獎賞。與主在屬天的境界裏有親密的交通，得著主的話語乃是天國子民答應屬天要求的

原動力。只為著神蹟奇事而跟隨主的人，主不將祂自己交託他們，因祂知道人心裏所存的(約二

24~25)。聖經說我「們親近神 (到祂跟前來)，神就必親近我們.」(雅四 8)。信徒與主在屬天的境

界裏有親密的交通，乃是天國子民得著屬天能力的原動力；只為著神蹟奇事而跟隨主的人，主必

不將祂自己交託他們，因祂知道人心裏所存的(約二 24~25)。聖經說我「我們親近神 (到祂跟前

來)，神就必親近我們.」(雅四 8)。作主的門徒，不要太安逸度日，惟有天天親近主，遵行主的

道，跟隨聖靈帶領，才能讓屬天豐富的福氣時時相隨。 

【生活應用】 

1. 我們什麼時候會虛心？認識主之後，你對虛心的認識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2. 誰可安慰哀慟的人？在你生命曾有的哀慟中，你有無經歷神的安慰？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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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的特色： 

    （一）本書為符類福音中最多引用舊約的一卷。 

    （二）作者多方找尋聖經的預言在耶穌身上的應驗，使用應驗套語來指明耶穌生 

         平的事件如何應驗了舊約聖經的預言。 

    （三）本書多記載耶穌的言論。 

    （四）本書多注重數字的結構。 

    （五）福音書中僅馬太福音出現「教會」太 16:17-18  18:15-20，表示寫作當 

          時「教會」已經存在，而第一讀者已經由會堂中出來而加入教會，馬太福 

          音對教會的組織與任務特別有興趣。 

    （六）特有的五段落結構（敘述與言論交錯），可能跟摩西五經有關。 

    （七）作者雖以希臘文寫作，卻顯然熟悉希伯來文與亞蘭文。馬太福音獨有的舊 

         約引用，常常是作者直接由希伯來原文翻譯過來，而非引用七十士譯本。 

    （八）使用「基督」做耶穌頭銜的次數很多，顯示作者對這個意義等同於是君王 

          的頭銜的重視。 

    （九）馬太福音是早期教會被誦讀最多的福音書，被稱為「教會的福音書」。 

    （十）馬太福音幾乎收錄整本馬可福音，且順序與馬可福音一致。 

    （十一）馬太福音以「天國」取代其他福音書中的「神的國」。     

    （十二）作者強調耶穌君王的身份，指出祂是猶太人期待已久的彌賽亞。 

    （十三）耶穌時代的拉比習慣用「夫子式解經法」來用舊約經文印證自己所要表 

           達的思想。保羅在加拉太書為了反駁這些拉比的思想，也使用了這種解 

           經法。馬太福音的作者要寫信給猶太文化下的基督徒，顯然也必須藉助 

           於這種當時猶太人熟知的解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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