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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到挪亚的家谱

第十代挪亚
（2）挪亚处在两个时

代的转折点。
在创世纪五章的家谱

中并没有记录挪亚的生
平和所享受的寿数。这
表明了神将要通过挪亚
展开新的拯救工作的圣
洁旨意（创 5:32）。要通
过挪亚结束原历史，还有
通过挪亚承接洪水审判
后新的历史，并要迎来亚
伯 拉 罕 的 出 生（创 12:
1-3）。挪亚与亚伯拉罕
共世五十八年。

计算>2006 挪亚死亡
的年份– 1948 年（亚伯
拉罕出生的年份）= 58 年

挪亚在洪水审判前的
十代族长中，见到了除三

个人（亚当、塞特、以诺）
之外的所有族长。他在
亚当后的前十代族长中
是第三个长寿的人物，活
到洪水审判后亚伯拉罕
的时代，共活了九百五十
岁（创 9:28-29）。由此看
来，他与包括自己在内的
十七代族长共世。

从中可以发现与挪亚
的出生相关的几个事实。

① 从亚当的死到挪
亚的出生，有一百二十六
年的时间。

计算>诺亚出生的年
份（亚当后 1056）– 亚当
死亡的年份（930）= 126年

② 从以诺升天到挪
亚出生，有六十九年的时
间。

计算>诺亚出生的年
份（亚当后 1056）– 以诺
升天的年份（987）= 69 年

③ 从塞特的死到挪
亚的出生，有十四年的时
间。

计算>诺亚出生的年
份（亚当后 1056）– 塞特
死亡的年份（1042）= 14年

（3）自第六代孙雅列
死亡到闪出生之前的一
百三十六年时间里，在塞
特谱系中只有玛土撒拉、
拉 麦 、挪 亚 三 个 人 在 作
工，其他人都已经死亡。

计算>闪出生的年份
（亚当后 1558）– 雅列死
亡 的 年 份（1422）= 136
年。

塞特谱系中的众族长
都死了，只剩下三个人作
工，直到一百三十六年后，
也就是挪亚五百零二岁时
“闪”出生了。之后又生了
含 和 雅 弗（创 5:32，6:
10）。等三个儿子都娶了
妻子之后，神向挪亚显现，
将方舟的具体样式启示给

了他（创6:14-18），开始预
备洪水审判。

（4）挪亚生活的洪水
审判前的世界是完全败
坏的世界。

创世记 6:2 说：“神的
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
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
妻”。这意味着敬虔的塞
特后裔（创 5 章）与堕落
的该隐后裔通婚，离开神
而成了属乎血气的人（创
6:3）。 于 是 神 宣 布 说 ：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
里面”（创 6:3）。

随后，这世界在神面
前迅速败坏，地上满了强
暴（创 6:5）。“满盈”是指
“罪恶充满，无处不在”。
“世界罪恶满盈”，是指罪
恶已侵入到了人类的心
灵深处，以至于成熟，满
溢出来。人终日所思想
和所谋略的尽都是出于
不信（创 6:5），因恶而起，
由恶而终。完全抵制神
的统治，不愿接受任何的
干涉。

创 世 记 6:11 指 着 挪
亚时代说：“世界在神面
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败坏”是指“粉碎、
倒塌”。“强暴”是指“顽
硬、残暴、蛮横、暴烈”。
因此，“世界败坏，满了强
暴“是意味着欺诈、掠夺、
杀人、抢劫、强奸、暴力等
横 行 肆 虐 。 于 是 神 说 ：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
前”（创 6:13），并宣告洪
水之前的世界已是罪大
恶极，审判已不可避免。

如上所述，挪亚生活
的洪水前夕的堕落状态，
达到了甚至让神心中忧
伤 、后 悔（创 6:6）的 程
度。这的确是令人震惊
的宣言。“洪水审判”无疑
是对那心中无神、放荡无
度之世代的可怕的惩罚。

然而，在如此堕落成
性的时代中，惟有挪亚蒙
了神的恩（创 6:8）。创世
记 6:9 又说：“挪亚是个义
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
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如今我
们 生 活 的
世 代 与 挪
亚的世代一样，一步步地
走向堕落的深渊，罪恶满
盈的世界已在神面前败
坏，地上也满了强暴。耶
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
子降临也要怎样（太 24:
37，路 17:26）。惟有挪亚
蒙了神的恩（创 6:8），遵
着神的命令建造了方舟，
凡所吩咐的都照样行了
（创 6:22，7:5）。 于 是 神
就认定他说：“在这世代
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
人”（创 7:1）。

我们也要像挪亚一样
得蒙神的恩典。彼得前
书 1:13 说：“所以要约束
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
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
时 候 所 带 来 给 你 们 的
恩”。蒙了恩典才能预备
好信心的方舟（来 11:7），
当末世神用烈火审判世
界 时（彼 后 3:7，12），才
能站在得救的班次上。

（12）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箴言 22:24）
人生，就是一步一步走，一点一点扔，走出来的是路，扔掉的是包袱。这样，路就会越走越长，心就会

越走越静，才能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学着莫生气，就是人生的另一个境界。学着少生气，这是一种成熟，更是

一种智慧。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 12:21）
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区区小人，本不足挂齿。可若与之较劲，便等于将自己

拉低到和小人相同的层次。
真正有格局的人，遇到烂人会及时绕路，遇到烂事能及时止损。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

看耶稣所看的
经文：马可福音6:30-38
有两个从未写过书信或

文章的大人物，然而却是几
个世纪以来最多写到的：第
一，苏格拉底；第二，耶稣基
督 。 苏 格 拉 底（ 主 前
470-399）是古希腊哲学家，
他是一位教师和学者，可以
说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
虽然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却
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
是在与任何人的对话时喜欢
提出问题，以致被称为“苏
格拉底式提问”方式。有趣
的是，这位著名的哲学家甚
至承认:“我不能教任何人任
何东西，我只能叫他们思
考”。

与苏格拉底一样，耶稣
基督经常使用对话的方式或
讲一个充满引发人们思考的
问题。在四福音书中祂问了
307 个问题，而只回答了 8
个问题。当今的教师和这位
伟大的夫子最显著的区别
是：大多数教师提出问题是
为了获取信息，但耶稣却是
为了转化。当今的老师的问
题是要得到答案，然而弥赛
亚是要打开听众们的洞察力
和眼睛。当今的教师倾向于
针对有限的学习材料提出问
题，但基督却是引导听众们
要思考甚至反省，直到他们
能够看到看不见的事物。

在这段经文中，祂问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你们
有多少饼？”（38 节）。耶稣
本来是要门徒们歇一歇（31
节），却因为加利利人一直
的跟着他们，以致耶稣怜悯
他们，然后“开口教训他们
许多道理”（34下节）。

耶稣的教导似乎持续到
晚上，因为门徒们提议说:
“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
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
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
吃”（35-36 节）。他们考虑
的足够现实，因为聚在一起
的人有 5000 男人（44 节），
若加上女人和孩子，大约有
一万五到两万人。当时管财
务是吝啬又贪污的加略人犹
大，他哪里要付出巨款去买
食物给加利利的 10 个村庄

的人吃呢？
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

你吃吧！”（37 节）。他们的
反应仍在合理的范围内，因
为突然要供应一个村子居民
的食物，确实是个大难题。
但主耶稣在 38 节问:“你们
有多少饼？”。主耶稣为什
么问这个问题呢？至少有两
点是祂要教导的。

1.主耶稣有意引导我们
学习将困难视为机会

根据门徒们的理解力，
要喂饱如此拥挤的人群是不
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浪费:
“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
的 饼 给 他 们 吃 吗 ？”（37
节）。我们大多数的人不也
经常处于和门徒们相似的心
态吗，就是将每一个情况或
挑战视为难处或问题？大多
数的人都习惯于直线或常规
的思维，以固定或编程的思
想方式，所有的问题都必须
按照逻辑、理性、正常、标
准、实用、实际的结构进行
过滤，且不给其他可能性留
空间。

因此，门徒们的的直线
模式中出现的解决方案或出
路 是:“ 叫 众 人 散 去 ”（36
节）。在疫情期间，岂非有
很多基督徒，甚至教会执委
或基督教机构，也同样有着
直线式的思维，结果就不想
更进一步的传福音，执行差
传计划，帮助困难、生病和
哀伤的人。

主耶稣的思维方式显然
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直线模
式；他的思想是启发性的，
同时也是转化性的。启发性
——对门徒们来说是一种崭
新的、陌生的、不寻常的，也
许是奇怪的启发，特别是当
他们从一个孩童取得的五饼
二鱼时:“这么一点要分给这
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约
翰福音6:9）。这是正规的常
识逻辑，且也没错，然而却
表明他们的思维模式仍然是
传统性和怀疑性的。

转化性——是改变门徒
们的思维框架，转向一个打
开思想视野的异象，特别是
当耶稣叫众人一排一排地坐

下。可能门徒中有开始怀疑
的，认为每个人最多只能得
到一丁点的面包和鱼。但门
徒们还是顺从耶稣的命令将
饼和鱼分给众人（41 节）。
这时，神迹出现了，大约一
万五百人都吃饱，剩下的饼
和 鱼 还 装 满 十 二 个 篮 子
（42-43节）。弥赛亚的大工
岂不是非常的神奇吗？

因此，即使我们在这两
年多的长期疫情中还是面对
着相当困难的情况，让我们
都学习从主耶稣的角度看情
况。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
将眼前的困难视为机会，能
够看见上帝的奇妙大工？

作为上帝的儿女，都要
学习看见上帝借着新的机
会，所要向我们揭示的一切
可能。主耶稣可能在重复这
个问题:“你们有多少饼？”这
一次是特别针对我们问的，
是要我们思想，扩张视野，
并带领我们发现远远超出我
们惯常所发现的？祂正在引
导我们走向服事的创新，并
意识到困难是一扇敞开的
门，引向一个又一个的机
会。我们是否能够看见并朝
着这种可能性迈进？

2.上帝有意激励我们学
习以怜悯为服事的动机

马可福音6:30的情况是
门徒们刚完成了宣教的服
事，且可能相当疲劳。当时
耶稣提议他们稍微放松，同
时有“自己的时间”。但事
实上，他们无法短暂的休
息，因为加利利整村的人一
直跟着他们。

但耶稣的反应又如何
呢？当时主耶稣“看见有许
多的人，就怜悯他们”（6:
34）。这句“耶稣就怜悯他
们”在旧约圣经中反复地使
用，而一部分是与主耶稣的
心态有关。这个词的字面意
思与“内心”有关，也可以意
味着“心灵深处受感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突
出的是，主耶稣的情感和心
灵正在燃烧和受感动，祂要
供应这许多人的需要，尤其
是要减少或消除他们的困难
甚至痛苦的动机。

这一点表明耶稣不仅看
到了众人所经历的困难；祂
仿佛也感同身受。祂的心被
怜悯的动机所驱使，以致祂
看见众人的需要。就是这怜
悯的动机使五饼二鱼在祂的
手中成为神迹。将少数又微
不足道的事变成了出奇的
大、奇妙，并为众人带来祝
福。

当耶稣问:“你们有多少
饼？”，祂问的是他们所拥有
的，而不是他们所没有的。
正如门徒们一样，我们的一
般常识只专注于直线的思
想，认为财力资源就是一
切，甚至成为决定一项事工
是否能进行的因素。确实，
金钱、资金或财务的支持是
很重要，但在事奉中却不是
最重要的。

我们必须拥有的唯一服
事关键：有必要寻见同时有
能力像主耶稣一样地实践怜
悯的动机，特别是在这段疫
情肆虐期间。有太多的人需
要我们伸出手，但太少有人
蒙召去关心仍在基督之外的
灵魂，或向我们周围处在困
境和痛苦中的人伸出援手。

五饼二鱼的神迹，实际
上是主耶稣传达一个重要信
息的方式，祂要我们从上帝
的角度去看。祂要我们不可
过于拘泥于线性、普通、传
统、常规、标准和实用的事，
而是要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
视角或眼界，就是看见上帝
借着神迹所动的奇妙大工。
上帝要向我们传达的是什么
信息或嘱咐？祂是否在我们
心里增添了某些负担或服事
的理念，好让我们心里火
热，愿意为上帝工作？

东南亚圣道神学院的创
办人计志文牧师博士，就是
一个能看见主耶稣所见的主
仆。尽管计志文牧师在中国
和亚洲的华人教会中是很受
欢迎的传道人（还有宋尚节
牧师博士），他却并不存线
性思维，更不用说自我满足
了，他依旧到海外服事，包
括到美国、菲力宾、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他探访的每个国家，除

了讲道传福音，还创办孤儿
院、基督教学校和神学院；
其中之一就是东南亚圣道神
学院。他一生中已创办375
教会、在7国家创办7学校，
以及2神学院。东南亚圣道
神学院的存在，实际上只是
一部分计志文牧师鼓舞人心
和转化式的服事。

计志文牧师在服事中的
重要经文就是约翰福音 4:
35。他基于异象和使命的
座右铭就是“服事的禾场就
是世界”。他在一切的简陋
和不足中，能够看见服事的
禾场是何等的广泛。而我们
活在可以到达世界各地的技
术和媒体的21世纪中，大多
数人的心却似乎已经变得太
冷漠了，并且过于执着一切
线性的、狭隘的、基本的、官
僚的、常规的，完全不是宣
教性的。

计志文牧师到各国服事
和创办的资本是什么？这位
成立神学院的主仆说:“我双
手 空 空 来 到 印 度 尼 西
亚！”。他并不是依赖任何
的资金，包括存款、金银和
来自各地的资金支持，正如
当今许多教堂和机构中很常
见的。

当今到处困扰世人的主
要趋势有两个：忧郁和不确
定。各阶层的组织中将会有
很多变化、改组或重新安
排，重大的职业变化，要求
每个人都要做到最好和最出
色的。他们很可能注重的是
技能而不是学历（学位）。
我们这些在教堂和其他基督

教机构服事的人又如何？我
们是否已准备好面对许多的
变化？或准备好改变我们自
己和我们的事工以求作到最
好？

我作为神学院的讲师，
倘若我只是教导和遵循服事
的程序流程，完全没有像主
耶稣那样看见和思考更大更
广的异象和使命，不是很可
惜吗？如果作为牧师、大会
主席、基金会主席、基督教
机构领袖，仅仅是直线性、
规律性，基本性的服事，并
且只考虑如何保留职位和津
贴，完全没有从宣教的角度
看我们的存在，不是很可惜
吗？

如果每个人只作教会
叫他们作的事或议程上的
事，完全不定睛仰望作为禾
场主人的基督，不是很可惜
吗？对于长老们、执事、团
契执委、或教会的同工，倘
若仅仅是定期和惯例地在
团契中、教会的行政或财务
部服事，完全不看服事与现
状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可惜
吗？

我们要成为有异象的属
灵领袖，像主耶稣一样，因
为祂在当今困难的时期对我
们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
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
翰福音4:35下）。疫情确实
为难我们，让我们将当今的
大困难视为上帝的一部分计
划，同时也是一个为基督工
作的大好机会。庄稼已经熟
了！但若不是现在收割，要
等到什么时候呢？

◎卢国强牧师

宋尚节牧师博士（左一）；计志文牧师博士（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