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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憲章（二）登山八福  

【前言】 

今天查看天國子民擁有三種的福氣：溫柔的人得地土、飢渴慕義的人得飽足、憐恤人的人

必蒙憐恤。這三種天上屬靈的福，是我們在地上的生命所可以經歷的，但要經過聖靈的磨

練才能擁有。耶穌的話，字字珠璣，句句帶著能力。我們若能常常邀請聖靈來光照我們，

看到自己裡面真實的光景，就不敢靠自己誇耀；而耶穌的聖潔、美麗，溫柔、體恤更是吸

引我們來學習像祂。 

（一）成為溫柔的人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五 5） 

「溫柔」原文是 πραΰς （pra-us），形容溫和、謙卑、細心之意；是指「成人的溫柔」，

亦即內心剛強，但外表以溫柔示人的「溫柔」，亦可說是有訓練而成熟的「溫柔」。聖靈

所結的果子有一種「溫柔」，也是這個成熟的溫柔。 

「地土」原文 γη（ge）意指土地、神所應許的產業（比喻），亦暗指「天國」。 

「溫柔的人」是為自己一無所求的心，他們知道沒有什麼是自己應該擁有的，且對神柔

順、對人謙和。這樣的人，能因著「神的恩寵」而控制自身憤怒和其他情緒，也有勇氣在

面對不公義時挺身而出。溫柔的行動就是「謙卑」。所以：「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

盛的平安為樂。」（詩篇三七 11）、「蒙耶和華賜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詛的必被剪

除。」（詩三七 22）願意等候神、讓神來掌權的人，「地土」是賞賜給他們的。 

溫柔並不意味著一味退讓，不少人他們不瞭解何謂「溫柔」。許多人以爲這個詞的意思是

“柔弱、溫馴或勇氣不足”。聖經描寫摩西是世上最謙卑（溫柔）人（民十二 3），但他

卻帶領以色列人抵抗法老，出埃及。耶穌雖是「柔和謙卑」（太十一 28-29）但他卻在潔

淨聖殿時，表現強而有力的行動力（可十一 15-16）。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

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加六 1）若有弟兄姊妹跌倒時，保羅教導我們應該用溫柔的

心把他挽回過來。我們之所以用溫柔的心是因為我們也曾軟弱跌倒過，那時，我們希望周

圍的弟兄姊妹能用理解溫柔的心來幫助我們，好讓我們重新站立起來。而主也正是用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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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挽回我們。對於非信徒，我們更應用溫柔的心靠近他們，將他們低沉沮喪的心挽回過

來，撫平他們內心的害怕與創傷。我們沒信主以前，也都是被世界的黑暗、不公平、邪惡

等壓傷，我們都是“壓傷的蘆葦”，但我們的主沒有“折斷”我們，而是以他的溫柔和愛

治癒了我們，挽回我們剛硬的心。如今，主希望藉著我們的溫柔，那些被世界所壓傷又反

過來去傷害別人的人，將他們挽回過來。 

問題（一）聖經中「溫柔」的含意是什麼？這種生命的特質在生活中會有什麼樣顯露？ 

問題（二）溫柔就是不與人爭議任何事嗎？耶穌在聖殿前趕出牛羊，是否與溫柔的形象不

符呢？我們該如何解釋？ 

（二）成為飢渴慕義的人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五:6） 

「義」原文δικαιοσύνη（dik-aio-su-ne），這名詞有公義、合乎神的旨意、性格、標準

之意。「飢渴慕義的人」就是如飢似渴地羨慕自己的行事為人能合乎神公義的要求，渴望

實行神旨意的人。飢渴慕義的行動就是追求公義，即屬於天國的價值觀，如聖潔、寬恕、

仁慈……等。嚴格地說，這世界上並沒有人能達到神公義的要求，只有主耶穌才是真正的

義者 (約壹二 1)；所以正確的『飢渴慕義』，乃是追求主自己作我們的義。 

我們也要小心自己一些心態，自義的人是主所定罪的(路十八 9~14)，所以不要自以為已

經得著了義，而要「飢渴慕義」。所有屬靈的長進，都是在乎我們的「飢渴」；不覺得飢

渴的人，不能從神得飽美食(路一 53)。人對義的認識，越過越深；昨日以為是義的事，今

日可能覺得不該再作了。「飢渴慕義」的人，必然有好的屬靈胃口；人若有了這種屬靈的

胃口，就會因著神的賞賜，一再得到飽足(得二 12)。 

神給予這種人的賞賜，就是在「信仰生命」及「服事主的過程中」滿足他們的渴望。實際

上，當我們全心渴慕神時，神就用聖靈充滿我們，使我們得以飽足。 

問題（三）什麼是飢渴慕義？這與「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六 33）這節經文有什麼

類似或不同之處？ 

問題（四）飢渴慕義的人會得到神什麼獎賞？這獎賞是在靈裡或物質上的，或兩者兼具？ 

（三）成為憐恤人的人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五 7）           

「憐恤的」原文 ἐλεήμων （elee-mon），形容慈悲的、憐憫的意思。「憐恤人的人」

是以仁慈待人的人，也是那些領受了神的仁慈之後，願與他人分享的人。憐恤人的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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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體諒別人，樂意給別人所不該得的；而憐恤的行動就是給予。神給予這種人的回報，就

是「以仁慈待他」。「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With the 

merciful you show yourself merciful; with the blameless man you show yourself 

blameless;」（詩 18：25） 

「必蒙憐恤」即蒙神的同情和體恤，將我們所不該得的給我們。當你看見他人需要，而願

意憐恤、給予人的時候，神一定也關心「你的需要」，祂等著要憐恤、施恩給你。我們對

待自己應該嚴苛，對待別人卻要寬大、憐憫。 我們若能記得自己對神的虧欠有多少，蒙

神的憐憫有多大，就不該在意別人對我們的虧欠，也不會那麼斤斤計較彼此的對等了。我

們願意人怎樣待我們，我們也要怎樣待人(太七 12)。我們與弟兄相處，要以恩慈相待，

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弗四 32)，這樣，就必蒙神憐恤。今天我們若能超過公義而憐憫

別人，到那一天也要蒙神超過公義而憐憫我們。 

問答題（五）「憐恤、憐憫」是神的性情之一，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問答題（六）如何解釋聖經中「憐恤」的意思？這與「同情」有什麼差別？為何憐恤別人

的人必蒙憐恤？ 

【結論】 

「溫柔的人」不堅持自己，不為地上的一切與人相爭，甘心接受和依靠神量給他們的份。

他們從外面看是吃虧的、可欺的，但在裡面卻是最富有的、剛強的，因為神應許他們「必

承受地土」（詩三十七 11），得著神永遠的產業。肯背十字架的天國子民才有真溫柔，

才能滿足於神的安排，不但對別人無所求，對自己也無所求，這樣的人不只勝過別人，也

勝過自己。 

「飢渴慕義」指如飢似渴地追求順服神、得著神，使自己的行事為人合乎神公義的要求

（詩四十二 1-2，賽五十五 1-2）。世界上沒有一個義人，只有主耶穌才是真正的義，得

著主，我們的「飢渴」就必得「飽足」。我們的生命是否能長進，在乎我們是否「飢

渴」，靈裡不覺得「飢渴」的人，永遠不能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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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恤人的人」體貼同情別人，不計較自己的損失而去憐恤人，這是 神性情的表達。天

國子民若以公義對待自己，以憐恤對待別人，神就會超過公義而憐憫我們。天國子民若常

常記得自己對神的虧欠有多少，蒙神的憐恤有多大，就不會斤斤較自己的得失了。 

【生活應用】 

1. 我們什麼時候會有「飢渴慕義」、「溫柔」、「憐恤」的渴望？ 

2. 我們怎樣讓「飢渴慕義」、「溫柔」、「憐恤」的心，更多生長在我們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