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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上课，要唸新生
活守则，其中最喜欢的一条
是：“助人为快乐之本”。
渐渐地才体会到快乐之道，
並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一
般来说，人人的快乐标准都
不同，有时且会引起冲突；
帮了別人的忙，卻是吃力不
讨好。

快乐的最高峰，以中国
的“ 福 ”字 形 容 ，较 为 深
刻。悲伤的遭遇，虽无快乐
可言，但能夠有“福”的成
分，转危为安。

书经五福，曰“寿，富，
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是

中国人昼夜梦寐的美好世
界。可惜在“善终”以后，
沒有下文，人和上帝的关
系，始终沒有建立。这好梦
还是一场到后来“必散”的
筵席。

这种观念，使福气成了
可看见的王国。我们遇到
一个胖子，要称讚他有福
相。以“亚福”为名的人，
则被目为一个癡呆享受的
典型。近代金圣叹和林语
堂的快乐观，不过是把矛盾
的人生嘲笑一番，希望引出
一些真理来。

耶稣在加利利的山麓

间，看见人群还是紧紧地跟
着祂。他们从耶路撒冷，犹
太，约但河外一带跋涉而
来，要听祂说些使他们满足
的话。他们都是一些穷人
和患病的，在当时的社会，
是被摈棄了的一群。

耶稣向他们说了天国
的八种福分，就是虛心，哀
恸，溫柔，飢渴慕义，怜恤，
清心，使人和陆，为义受迫
害（马太福音5:3-10）：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
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承受地土。
飢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
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八福”，是那一次山上
训诲中的一章，是二千年来
使人感动最深的一段，也是
有史以来最为人喜诵的。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批评
这些福分是“奴隶的道德”，不
足为训。然而耶稣的确沉痛
地目击到世上一切因自私
而生的不公平与卑鄙；祂不
是豪门专养的法律顾问，祂
是无依阶级的密友。祂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

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
安息。”（马太福音11:28）

祂也洞悉了历史上多
少人利用穷苦人家起革命，
一旦自己当了家，便去剝削
別人。所以祂的“八福”，
並不包含庄稼财富，卻是一
些近乎抽象的应许，直到那
些品格成为实践的人的生
命一部分，既不鏽坏，又不
怕偷窃；那种拥有也不能转
让，卻在人心中滋长，开花
到万年。

八福之对今天，价值不
变，因为说这番话的人，如
马禧弼博士说：“祂並未以
道德宗师自居，而是以‘道
成了肉身’的人类救主资格
来教训人们。” 来源：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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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古斯德（John
Augutus），是美国一位年

老的修鞋匠，每天早
晨都在波士顿（Bos-

ton）法院大门外的街边摆
摊干活，勤恳地替过路人
补鞋维生。他没有读过多
少书，心地却很忠厚善良，

所 以 许 多 顾
客 都 跟 他 交
上 朋 友 。 他
用 劳 力 赚 的
钱，帮助了最
少 200 多 位
“法庭中的穷
困 人 ”，让 他
（她）们 渡 过
难关，并重新
做 个 好 公
民。因此，大

家都昵称他为“好心的约
翰”（Kind-hearted John）！

有一天早晨，老鞋匠
约翰照常在“法院”大街

旁边摆摊子。他看见一位
衣衫不整，满面愁容的年
轻人被警察带进法院。凭
着他多年观察的累积经
验，猜测他可能是个“公
共场所酗酒闹事者”。在
当 年 波 士 顿 的 法 律 中 ，
“酗酒闹事”不过是一种
“比较轻微”的罪行；只需
有“担保人”代缴一定数
目的“罚款”，并保证：当
事人今后三星期内不再
“酗酒滋事”，便可以“保
释”回家反省，加上一天
的“劳动义工”将功赎罪，
便 可 判 为“ 无 罪 释 放 ”

了 。 倘 若 没 人 作“ 保 证
人”，并代缴赎金的话，这
个年轻人肯定是要坐牢，
常常铁窗的苦味啦。约翰
决定要帮助这个年轻人渡
过难关！

老约翰从陈旧的“钱
盒”里，毅然拿出 100 美
元 ，跟 着 年 轻 人 进 了 法
院，以“担保人”的身份，
代缴了“保释金 100 元”给
法官，当坊签名作证，当
天 就“ 保 释 ”这 个 年 轻
人。两人互相拥抱，喜极
而泣不停；庭上的观众和
警察，大家起立鼓掌，表

示对“好心的约翰”一种
无声的“敬仰”。

那日以后的 17 年里，
修鞋匠约翰不停地用自己
赚得的钱，替最少 200 多
位“穷苦的囚犯”作“担保
人”，并代缴“保释金”，受
惠的犯人无不感动，而愿
意“改过自新”，从此变为
美国“好公民”中的一员。

“修鞋匠变成了慈善
家！”虽然，老约翰并不是
一位“百万富翁”。

圣经说：“施必受更为
有福！”（使徒行传 20:
35）

44 2021 年 4月 24日（星期六）属灵园地属灵园地

为道勇敢为道勇敢

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
章4至12节（圣经新译本）

信徒在世上生活，在不
同的境遇中，都要为道勇
敢。无论是信主多年还是
刚信主的人，常面对的其中
一个考验就是，不敢在不信
主的人面前好好的低头谢
饭祷告，怕有人盯住我们，
怕有人私下议论我们。如
果在这么小的事上我们也
觉得难以为主的缘故好好
去作，那我们又怎能在更特
别的场合中，面对更大的挑
战时，为道勇敢呢？

耶稣对门徒说：“我的
朋友，我告诉你们，那杀身
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
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
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身体
以后，有权把人投入地狱里

的；我告诉你们，应当怕
祂。”（路一二：4-5）这里有
一个字重复出现，就是怕。
怕，使我们不敢好好谢饭祷
告；怕，是我们为道勇敢时
所碰到的困难。但主说不
要怕。

当主耶稣说这段话时，
祂是称呼门徒为“我的朋
友”，这“朋友”有深远的意
义。主曾说：“人为朋友舍
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
大的了。你们若行我所吩
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
了。…我已经称你们为朋
友了，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
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
了。”（约一五：13-15）所以，
当主耶稣在这里称门徒为
“我的朋友”时，祂是以一个
为对方舍命的真情，以一个

完全信任对方的真心，来说
这话的。主耶稣知道，门徒
日后会面对许多逼迫，要面
对信仰上的挑战；祂从心底
中说出肺腑之言，说：我的
朋友，不要怕。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4
至 5节主所说的话中，有一
个对比，指出哪个真正的权
势才是我们当怕的。主耶
稣告诉我们，不要怕那最多
只能杀害身体的权势；当知
道有一个权柄是惟独神才
拥有的，那就是可以把人投
在地狱里的权柄。

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常
常面对一个抉择：监狱还是
地狱？圣徒们能够为道勇
敢，是因为他们敬畏那能将
灵魂投到地狱的神，而不惧
怕那只能将他们送进监狱
的权势。我们对信仰执着
吗？对神敬畏吗？怕神还
是怕人？耶稣已清楚说明
不要怕和应当怕的对象了。

耶稣不单让我们看见真
正的权势在哪里，祂更告诉
我们：“五只麻雀，不是卖两
个大钱吗？但在神面前，一
只也不被忘记。甚至你们
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不
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
得多呢。”（路一二：6-7）

这句话令人深受感动。
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两只
麻雀卖一个大钱（太一○：
29）；而这里是五只麻雀卖
两个大钱，即是买四送一。
连那只送的，神也记得，何
况我们比麻雀更加贵重！
甚至我们的头发都一一数
过了，若少了一根，祂也知
道，而且不会不管的。主看
我们是多么的尊贵！我们
要有信心，要知道主把我们
看为最尊贵的；如果没有祂
的允许，任何权势都没有办
法伤害我们一根头发，何况
我们的身体？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曾
经面对很大的挑战。当时
的尼布甲尼撒王对他们说，
如果不向他所造的像下拜，
就必立刻将他们

扔在烈火的窰中。当
时，他们三人坚决不拜，就
等于选择了进入火窰中。
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如
果神不允许他们受伤，他们
进到火窰中是不会受到伤
害的；即或不然，纵使真的
受害，他们也不怕，还是愿
意为道勇敢。结果他们三
人在火窰中，神保护了他
们，连衣服也没有烧焦。（但
三：1-30）

今日我们也需要这种
“即或不然”的勇气。当我们
面对敌对神的权势的时候，
要记得耶稣连我们的头发都
数过了；如果祂允许我们的
身体受到伤害，祂必定有特
别的安排。今日有许多人为
神国的缘故，到被关闭的地
方，不自由的地方，回教的地
方，政权专制的地方去；他们
去，都是为道勇敢，因为他们
愿意顺服神，因为他们不怕。

当然，到真正遇到困难
和逼迫的时候，实在是会慌
张的；主鼓励我们要承认祂
（8节），并且对我们说：“人
把你们拉到会堂，官长和当
权者的面前，你们不要思虑
怎样申辩或说什么话。到了
时候，圣灵必把当说的话教
导你们。”（11-12节）

所以，我们必须在主的
话语上好好建立信仰。当耶
稣基督被抓被拷问的时候，
基本上祂只说真理和神的
话；别的事情，无论人怎样
问，祂都不回应。同样地，到
时候，圣灵就会将当说的话
告诉我们，让我们晓得去讲；
我们只管讲述真理，其他的
话不需多讲，不用惊慌，不用
怕。许多人不能为主作见
证，是因为在还没有面对这
些事之前，就已经怕了。主
耶稣说不用怕，因为他们最
多只能杀害身体；而且如果
没有主的允许，我们连一根

头发也不能受损，所有事情
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我们要勇敢，因为真正
的权柄是在主的手中。主要
赦免谁，就赦免谁；主要审判
谁，就审判谁；主要将谁投到
地狱火湖里，就将谁投进
去。当我们认识这真理的时
候，我们就不是靠自己，而是
根据神的话，靠着主的同在，
为道勇敢。无论是在自由或
不自由的社会中，我们都要
勇敢为主作见证，在任何人
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承
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赐平安的主是与我们同在
的；当门徒将自己关在屋里，
怕得不敢出去的时候，主就
显现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约二○：
19）赐平安的主既与我们同
在，我们就不用怕。

主耶稣是我们最好最亲
密的朋友，祂为我们舍命，也
将祂的心意告诉我们了。既
然主把我们看为朋友，我们
又是否把祂看为朋友，愿意
作祂所吩咐的，甚至为祂舍
命？但愿我们遵行神的话，
回应祂的爱，为道勇敢。祂
是全能的主，也是爱我们的
主，把我们看为尊贵，若不是
祂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
会受到损伤。愿主把这样
的信心赐给我们，被祂的话
语建立，不再惧怕，能为道
勇敢。 来源：金灯台

周大新，著名作家、小
说家，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得主，他写了一本《天黑得
很慢》，书写生命与死亡，
爱与疼惜。这本书写出了
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
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
也写出了老年人精神上刻
骨的孤单，同时更写出了
人间自有真情在。

《天黑得很慢》的灵感
来源于自己和周围人在衰
老问题上的经历和体会。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老
年生活过得更温暖、更有
意义，读了这篇文章，或能
助你面对老境。

人从 60 岁进入老境，
到天完全黑下来，这段时
间里有些景象是你应该要
好好记住，记住了，就会心
中有数，不慌张。

第一种景象是：陪伴在
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父辈、祖辈的亲人大都
已离你而去；同辈的多已

自顾不暇；晚辈的都有自
己的事情忙碌，即便是妻
子或丈夫也有可能提前撤
走，陪伴你的，只有空荡
荡的日子。你必须学会独
自 生 活 和 品 尝 、面 对 孤
单。

第二种景象是：社会
对你的关注会越来越小。

不管你以前事业怎样
辉煌，如何有名气，衰老都
会让你变成普通老头子或
老太太，聚光灯不再照着，
你 得 学 会 安 静 地 待 在 一
角，去欣赏后来者的热闹
和风光，而不能再任由忌
妒和抱怨作祟。

第三种景象是：前行路
上险情不断。

骨折、心脑血管堵塞、
脑萎缩、癌症等，都可能来
拜访你，想不接待都不行。

你 得 学 会 与 疾 病 共

处，带病生活，视病如友，
不要再幻想身无疾病的安
稳日子。保持良好心态，
适当的运动是你的任务，
你得勉励自己不断努力。

第四种景象是：准备
到床上生活，重新返回幼
年状态。

母亲最初把我们带到
世间是在床上；经过一生
艰难曲折的奋斗，最终还
要回到人生原点 --- 床，
去接受别人的照料。

即便有亲人，有的也
不 如 母 亲 。 更 多 的 可 能
是：面带微笑，心里却厌
烦 的 无 亲 无 故 的 护 理 人
员 。 你 得 低 调 ，甚 至 感
恩。

第五种景象是：沿途
的骗子很多。

很多骗子都知道，老
年 人 多 半 口 袋 里 有 些 积

蓄，于是想尽办法把钱骗
走，打电话、发短信、来邮
件，试吃、试用、试听，快
富法、延寿品…。总之，一
心想把钱掏空。对此得提
高警惕，捂紧钱包，别轻易
上当，把钱花在刀刃上。

天黑之前，人生最后
一段路途的光线会逐渐变
暗且越来越暗，自然增加
了难走的程度。

老去是我们终将面对
的问题，因此 60 岁以后，
要做好面对衰老的心理准
备，勇敢承认老去，积极
面对现实，看透人生，尽
情珍惜、享受人生，不要
再去包揽社会、子孙的琐
事，更要理解、看淡这最
后的日子，顺其自然，处
之泰然！

“主啊，祢世世代代作
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

出 ，地 与 世 界 祢 未 曾 造
成，从亘古到永远，祢是
神！祢使人归于尘土，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祢叫
我们如水冲去，我们如睡
一觉。我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
枯干，我们度尽的年岁好
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
年日是 70 岁，若是强壮可
到 80 岁；但其中所矜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
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
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
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
慧的心。”（诗篇九十:1～
3，5～6，9 下～10，12）

（请 参 阅 ：诗 篇 卅 九:
4～7；七 十 一:9，18 又 九
十二:12～15；以赛亚书四
十三:4 又四十六:3～4）

小牧人辑
～摘自网络～

修鞋匠变成了慈善家！

◎◎黄朱伦黄朱伦

变老变老，，并非可悲的事并非可悲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