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
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
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20:21）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所寻求的最重要的是什
么？金钱？地位？权力？
都不是：是平安。

主耶稣对门徒说：“愿
你们平安。”当时门徒肉
身、精神和灵性三方面都不
平安。他们当时的处境十
分危险，肉身没有平安。而
祭司长贿赂兵丁说门徒偷
了尸首，门徒受冤，惶恐，

精神方面没有平安。他们
在灵性方面也不平安，因为
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
四散躲藏；他们亏欠了主，
感到惭愧。就在这种情形
下，耶稣向他们显现说：
“愿你们平安。”这句话使
他们肉身、精神、灵性三方
面都平安了。这平安非金
钱所能买到，也非权力地位
所能换取。

谁能给人平安？
谁有这权力说“愿你平

安”，又真能给人平安呢？
感谢主，这句话是平安的王

基督说的。有些人到菩萨
面前求平安，可惜那平安是
假的。唯独主说“愿你们平
安”时，便真正的平安了；
因为主所说的话便是能力
（路1:37），祂的话是一定能
够实行的。复活的主向门
徒显现，是要向他们证明他
们所信所跟从的的确是神
的儿子。虽然门徒一直都
相信耶稣是“基督”，但他
们观念中的基督是在地上
成立政权的领袖，因此在耶
稣快将受死时，门徒还在彼
此争大，可见他们对基督的
观念是错误的。耶稣却死
而复活并向门徒显现，使他
们对基督有一个新的观念：
这死而复活的基督真的是
神的儿子，祂是那位要来世
上完成救赎任务的基督，而
不是他们想像中要推翻罗
马政府而建立地上政权的
领袖。他们对主耶稣有了
一个新的认识。

谁得到这平安？
在惊恐无助困惑中的

门徒，得到了这平安。当时
耶稣的尸首不见了；门徒既
没偷尸，就必推想是当时犹
太的宗教领袖和罗马官长
正在编造不利于他们的谣
言。他们当中甚至可能有
人懊悔：主耶稣竟然死了！
过去几年撇下一切跟随主
是否走错了？正当他们信
心和灵性非常软弱，不知如
何是好的时候，耶稣来到，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得到的不单是平安，更
是难以形容的喜乐啊！

注意：门徒是在两种情
形下得到主所赐的平安。
第一，他们仍都信靠主。虽
然他们的信心非常软弱，但
在软弱当中他们仍然信靠
主。第二，他们聚集在一
起，都是属主的人；就在聚
集的时候，他们领受了“平
安”。今天神照样在这两种

情形下将平安赐给我们。
第一，当我们用信心拣选祂
的时候，纵使我们的信心软
弱，祂仍会扶持我们。在圣
经中我们可以看见甚至有
些信心伟人，在一而再的信
心软弱中，神仍将他扶起
来，因为他选择要跟从主。
第二，当我们认真遵从圣经
所说“不可停止聚会”时
（来 10:25），主的平安就要
临到我们，因为主耶稣就是
在门徒聚会时赐下这福。
将平安的福音带给别人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

也照样差遣你们。”（约 20:
21）接受主所赐平安的人，
是要将平安的福音带给别
人。对当时的门徒来说，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这
样为主摆上，舍弃一切，到
底有什么价值？”主耶稣的
显现，坚固了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知道他们撇下一切
跟从耶稣是对的，是完全

值得的，这使他们内心大
有平安，且成为伟大的福
音使者。

主耶稣同样差遣我们
在这时代作福音的使者。
让我们反省：我们内心有没
有平安？有否因为与主隔
断所以没有平安？有否对
自己所信的有怀疑而没有
平安？有否渐渐与主疏远，
减少聚会而没有平安？若
我们自己没有平安，又怎样
成为一个平安福音的使者
呢？圣经教导我们“要叫基
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作主”
（西 3:15）。基督的平安怎
样在我们心作主？当我们
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乎
神的旨意时，基督的平安便
会在我们面；当我们偏行己
路，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
便失去基督的平安。我们
要在凡事上让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心作主。让我们在
哪跌倒，便在那起来；从哪
开始冷淡，便从那再次开始
火热，好叫我们能把这平安
的 福 音 带 给 所 有 需 要 的
人。 来源：金灯台

◎陈终道

当你心情不好时当你心情不好时，，想想这段劝勉想想这段劝勉

避免过犹不及的节制，
得享完全的满足

“节制”是圣灵所结的
果子之一，它虽列数最末，
但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
功效（加 5:22）。节制可以
生出忍耐的美德，可以历
练出温柔不轻易动怒的品
性，也可以训练出追求良
善远离情欲的生命特质，
更是可以帮助基督徒过得
胜自由的生活。

可能有人会问：“节制”
看起来是“自由”的对立
面，又怎么会帮助我们自由
地生活呢？在此之前的经
文中，保罗提到作为基督徒
真正的自由，这自由不是放
纵情欲，而是顺着圣灵而行
的自由。节制的对立面并
不是自由，而是放纵，所放
纵的都是情欲的事（加 5:
19-21），或者我们用更通
俗的话来形容，就是“为了
满足一时之快而得罪神的
事”。而靠着圣灵节制，便
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肉体的
情绪，从而得到不受情欲之
事辖制的自由。

苦修沦为自虐
教会历史中有不乏操

练节制生活的先辈们，其
中先驱当属被誉为“沙漠
教父”的圣安东尼（约西元

后 251-356）。他应该是名
副其实的“富二代”，但受
感与福音书中少年财主的
故事（见马太 19:16-30），
便放下万贯财产，起身去
到埃及的沙漠，过起了苦
修的生活。所谓“苦修”，
就是刻苦己身，简化生活
方式，节制自身的欲望，而
一心专注在灵魂之上。慢
慢地，追随圣安东尼的人
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团
体 式 ，有 规 模 的 苦 修 运
动。他们通常远离人群，
自给自足，有自己的规章
制度，信徒每日的生活是
少言安静，专心修道。这
种模式经过不断发展和完
善，便形成了修道院。在
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修道
院对政治，经济以及教育
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

当然，修道主义和修道
院也有自身的问题。有一
些极端修道者甚至以虐待
自身来达到一种高深的属
灵境界，例如坐柱者西门，
为了苦修，竟在一根柱子
上住了三十年，还有一些
人通过反复鞭打自己，让
自己不断遭受不必要的折
磨（长期挨饿或者受冻），
以此证明自己比他人意志
力更强，或是自己比他人

更加圣洁。这种本以操练
节制为缘由的运动，竟然
到最后走向了不节制的极
端自虐行为，全都是因为
动机的不纯。可见，过度
的苦修，并不一定会带来
美好的结果，反而会进入
另外一种不自由，以为只
要身体受苦，灵性就能提
升的捆绑。不仅如此，还
出现了对修道院的迷信崇
拜，认为只要进入修道院，
就能自我赎罪甚至帮助他
人减轻罪恶。例如一些皇
宫贵族，都有意让家中某
个成员常年加入修道院，
借 此 来 补 赎 家 族 中 的 罪
恶；甚至 16 世纪改教家马
丁路德，也曾试图靠着在
修道院修道来减轻罪恶。
显然，圣安东尼当初苦修
的初衷变得功利和扭曲。

“修道”原本意为通过
节制操练灵性，并不是一
件坏事，特别是今天充满
物欲的世界，适当的操练
是有益的。操练节制，其
目的是让我们不受情欲的
辖制，得到真正的自由，使
我们有能力胜过罪，免得
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操练
节制，是为了得着基督，让
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每个角
落掌权作主，以致我们所

想所说所做都能讨神的喜
悦。操练节制，最终是为
了荣耀基督，让我们的自
我衰微，而基督的形象不
断兴旺。就如本笃修道会
的会规所写“爱基督在万
有之上”，操练节制的动
力，皆是因为爱基督胜于
爱万物。

“好事”也成捆绑
除了远离情欲之事，节

制还有另一层含义：从持续
不断的状态中离开，得到休
息。而这个持续不断的状
态很可能是人们眼中的“好
事”，这也是我们常说的
“过犹不及”的道理。举个
例子，享受美食是一件好
事，让人身体得到营养，心
情也得以快乐满足，可是暴
饮暴食就势必是不节制的
表现，这会让我们的身体承
载超额的营养，使身体不能
休息。同样，社交也是一件
好事，让人有机会结识朋
友，建立关系，可以满足人
精神层面的依赖感和被认
可感，可是过度社交，势必
让人觉得疲倦，无法静下心
来享受独处的时间。再者，
购物也可算是一件好事，用
自己工作所赚得的钱来购
买心仪的物品，这不仅是经
济得以流通的必要方式，也

是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方
法之一，然而不受控制的购
物，对自己以及社会未必是
一件好事。这不仅助长浪
费的风气，更是让人误入歧
途，因为肉眼可见的物质并
不能满足灵魂的空虚。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
工作、健身、睡觉、娱乐，等
等看起来的“好事”，却因
为人无法在其中保持节制，
也可以变成伤害人身体和
心灵，让人丧志，甚至让人
被捆绑，失去自由。我们若
不愿被圣灵管束，就很容易
在这些“好事”中迷失方
向，让这些事显示占据我们
心头，慢慢成为我们生活的
重中之重，再渐渐地，基督
在我们心里的地位自然而
然地被这些“好事”代替，
这些“好事”就成为我们生
活的导航，追随的方向，禁

锢的锁链。
节制享有自由
如此可见，无论是情欲

之事还是所谓的“好事”，
节制都是帮助我们不要被
这些事辖制而失去自由。
这其中蕴含着一个令人惊
叹的道理：节制，看似是让
我们常常身处受限制的状
态，但却可以让我们享受真
正的自由和灵里的满足。
极端的修道并不能帮助我
们享受节制带来的自由，但
毫无修道生活的基督徒更
不可能结出节制的果子出
来，唯有“爱基督在万有之
上”的动机才会帮助基督徒
操练合乎圣经的修道生活，
以至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完
全掌权。世上事，眼看看不
饱，耳听听不足，唯有基
督，才可以成为我们唯一的
满足。 来源：飞扬

从修道主义看节制从修道主义看节制 ◎语焉详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仔细想一想，已经走过

多少路，人生还剩多少年？
过去的抓不住，现在的

在眼前，何必愁眉苦脸地
度过剩下的时间？

当你消极难过的时候，

告诉自己，没有样样都
如愿的事，酸甜苦辣是必
尝的，困难艰辛是必有的。

只有经历过才能成长；
只有面对过才能坚强。

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
想一想，时间有多宝

贵，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
浪费！

与其胡思乱想、郁郁
寡欢，不如找点事做，转
移情绪。

当你生气愤怒的时候，
问问自己：为了不值得

的人气坏了身体，为了不
要紧的事委屈了自己，是
傻瓜才做的事。

与其生气愤怒，不如开
心地过下去。

当你流泪哭泣的时候，
看一看镜子里的你，是

不是哭肿了眼睛，是不死
弄花了妆容？泪水在你脸
上，没有人会心疼，哭久了
徒增难受。

当你唉声叹气的时候，

看一看身边的人，有的
人生活贫困，有的人失去
健康，再想想自己，衣食不
缺，身体硬朗，还有什么能
让你不满意的呢？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要闷在屋子里，你当

默念主爱，数算主恩，引吭
高歌赞美祂！

不要一个人哭泣，你当
向主祷告，倾吐你一切的
苦情，陈述一切的难处！

珍惜自己，能影响你心
情的都不是好的。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
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

别让自己老的太快、明
白的太迟！

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

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管

理好自己的心情。
做你喜欢的事，成为简

单快乐的自己。
人这辈子，有个健康的

身体，有个和睦相爱的家
庭，有个愉悦的心情，便是
最大的幸福！

人生一条路，走好自己
的路；人生两个好，身体
好、心情好。

好好珍惜每一天，活好
当下就是最大的福分，活
到老是为了养个好身体。

能吃能喝，活出好心
情；有说有笑，有份好感
情，就当知足。

经上说:“然而敬虔加

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
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 要 有 衣 有 食 ，就 当 知
足。”（提摩太前书六:6～
8）

（请 参 阅 ：诗 篇 卅 七:
1～2，7～8；卅 九:4～7；
六十六:19～20；九十:12；
一百十六:1～2 又一百四
十二:2；箴言十九:23；传道
书五:15；以弗所书四:26～
27；腓立比书四:6～7，11；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五:16～
18；提摩太前书六:9～10；
希伯来书十三:5；彼得前书
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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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 说 ：“ 打 是 疼 你
骂 是 爱 ！”，作 过 父 母 的
人 都 会 明 白 ，鞭 打 儿 女
只 是 在“ 管 教 ”，绝 不 是

出于“恨恶”他们。鞭打
是 发 自“ 爱 心 ”：期 望 儿
女能“改过向善”。父母
的 鞭 打 是 ：“ 打 在 肉 上 ，

痛在心上”。所以，常见
到父母“一边流着眼泪，
一 边 鞭 打 儿 女 ”的 场
景。神疼爱“重价救赎”

的儿女，极像父母心：鞭
打 我 们 决 会 过 重 ，而 是
大有益处。（何 11:4）

神的神的‘‘爱鞭爱鞭’’会太重吗会太重吗？？

人在山谷里，心常是
沉 闷 ，缺 少 山 顶 的 柔 风
朝阳。我们必须飞向属
天 的 高 原 ，靠 近 上 主 的

胸膛，聆听祂的心跳，才
会 明 白 祂“ 最 高 的 旨
意 ”。 愿 我 的 心 靠 近 蓝
天：天人融成一体，不再

受 山 谷 的 物 资 所 烦 扰 。
人 到 无 求 品 自 高 ，所 谓
“ 登 泰 山 而 小 天 下 ”，倚
靠 上 主 的 大 能 ，我 们 可

以“ 超 越 ”世 俗 的 视 野 。
时 常“ 向 山 举 目 ”，必 得
神的帮助！（诗 121:1）

心灵常在山岭上心灵常在山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