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称绅士“gentle-
man”淑 女“Gentlewom-
en”？意思是对在下的人溫
和有礼。

但现在作领袖的人，常
是一副凶霸霸的面孔，仿佛
世界都在他腳下，叫人厌
恶；即使不得已而屈服，为
了得些好处，心里终不舒
服。美国在世界作了那么
多好事，现在当政者所给人
的印象，十足“丑恶的美国
人”，最不得人的尊敬，是多
么可惜的事。

如果你不满意下人，一
个解決办法是斫下他的头
颅，那么你就失去了下人，
也失去了你之为在上的人
的身分：沒有下人哪还是甚
上人呢？否则你同他爭执，
to get even，证明你是跟他

一样；那不是聪明的办法。
如果谁经常使用这种驭下
之法，满足自己的权威，他
就成为“独夫”，结果是別人
起来斫下其独夫的头颅，再
也作头不得。

古罗马有个哲学家，卻
身为奴隶。他的主人並不
是最讲理的人。他尽力服
事主人，但主人卻苦待他。
有一次，主人用力扭他的
腿；他沒有求饶，卻说：“不
行，不能再扭了，再扭就要
断了！”主人不肯听，继续扭
转；结果腿断了。他说：“我
不是早就告诉你了？现在
果然断了吧！”断了腿的奴
隶，当然不能再为主人跑
腿，但又不能丟掉他，损失
财产，怎说也是不合算的
事。不是最愚昧的主人，在

此会学到功课。当然，我们
不能忘记，从人道的立场来
说，虐待奴隶是错误的，因
为奴隶也是人。

主耶稣在世，就是罗马
时代，注重权威，不谈人道，
更以为溫柔就是软弱的表
现。神的儿子主耶稣道成
肉身降世，创造並管理万有
的神，说掌握全世界，不是
夸张，而是俯就；祂最不需
要的就是谦卑溫柔。祂在
当时是拉比的身分；拉比可
以要门徒服任何的劳役，施
洗约翰更说：“我给祂解鞋
带也不配。”（约翰福音 1:
27）但出人意外，主耶稣竟
然说：“父啊，天地的主，我
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
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
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
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
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
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
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凡
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
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
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
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
福音11:25-30）

耶稣在世事奉的经验
中，讲道大有能力，但並不
是所有的人都悔改。祂特

地提到三个城市，是祂腳蹤
常到的地方；其中迦百农还
似乎是祂的第二故乡，祂的
总部一度设在那里。人想
找耶稣，就到迦百农去找；
连收稅的人，也把那里当作
祂的永久地址。（马太福音
4:13，17:24；约翰福音6:24）
不幸，那些地方的人，多数
不肯悔改信祂；所以耶稣责
备 他 们 。（马 太 福 音 11:
20-24）

就在那时，耶稣说了一
段话，不是说教的话，是重
要的话。

蒙恩的原则
这段话，不是讲道，是

感谢。
一般人该是工作成功，

得意的感恩。耶稣是在工
作不顺利的时候，也能感谢
父。父神是天地的主，祂统
管一切，有至高的权柄。神
使人蒙恩的原则，是阻挡骄
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大城市的人，以为自己在天
上了，是通达了，什么都知
道；但卻是婴孩属灵的眼睛
开了，得到主的启示和恩
典。

蒙福的条件
这段话，不是讲道，是

说明。
有些浅薄的人，稍有成

就，就归荣耀给自己，说是
如何辛勤，应该得奖；有什
么发现和发明，更自以为了

不起。耶稣卻说，那都是出
於神：如果不是神“交付”
的，沒有谁能夠有什么；如
果不是神“指示”的，沒有谁
能夠知道什么，包括不能知
道神，而得享有一切恩典。

蒙召的应许
这段话，不是讲道，是

呼召。
在结束的时候，耶稣呼

召说：“到我这里来！”显然
的，单是知道了不夠，还要
“来”到主面前，是不可缺少
的。耶稣说：“你们查考圣
经，因你们以为內中有永
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
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
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5:
39,40）主耶稣说，你知道了
圣经见证的耶稣，还必须
“来”接受祂。

耶稣说：“负我的轭”，
是服事的意思。这在农业
文化中，很容易了解；负谁
的轭，就是属於谁，作谁的
工作（参提摩太前书 6:1）。
不过，耶稣不是一个残忍的
主人，祂是最好的领袖，並
不奴役人作苦工，自己骑在
別人头顶上；祂又说：“学我
的样式”：祂给门徒留下榜
样，可以跟从祂的腳蹤行。
（彼得前书2:21-25）羊群是
很容易迷路的，必须跟着牧
人的腳蹤。这是作领袖的
根本条件，不是辖制羊群，
残暴的用鞭赶他们；是要作

榜样。
年老的彼得，写信给教

会的领袖说：“我这作长老，
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
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
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
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
们；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
於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於乐意；也不是辖制
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
的榜样。”（彼得前书5:1-3）

你要作领袖吗？自己作
榜样，效法耶稣的样式。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於2006年六月十九日，刊载
了一篇政论家戈根（David
Gergen）的特稿：“霸者的噩
耗 ”（Bad News for Bul-
lies）。文中说，美国人五人
中有四人，有服事“暴君”型
老板的不愉快经验。结果
工作变更频繁，雇员与公司
沒有良好关系；导致工作效
率減低，生产成本增高。这
是 企 业 家 不 愿 见 到 的 现
象。除非为谋暴利，谁愿意
服事暴君呢？

领袖们觉醒了。他们知
道，最大的资产，是人与人
之间的了解；对下属颐指气
使，強调权威的作风，显然
是过时了。该文並插入文
艺复兴时期画家约陶（Giot-
to di Bondone, 1267-1337）
名作基督为门徒洗腳图，表
示“在后的将要在前”的意
义。领袖需要改变。

求主兴起真正的属灵领
袖。阿们。 来源：翼报

谦卑的领袖谦卑的领袖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参路
加福音18:9-14）

法利赛人——一个犹
太人宗派，曾在耶稣的时代
很流行，但过于强调摩西律
法的细节而不注重真理。
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一个突
出的宗派，有些人（包括转
变之前的使徒保罗）反对耶
稣基督的福音信息。他们
夸大了对摩西律法的敬重，
要 求 所 有 的 人 都 完 全 遵
守。他们在守法的问题上
顶撞耶稣，特别是守安息
日。

犹太税吏——是为罗
马政府服务的，这类人被他
们的犹太同胞所憎恶，不但
因为他们与罗马当局勾结，
更因为他们做事欺诈不实，
常 利 用 职 权 之 便 讹 诈 百
姓。犹太人不肖与税吏坐
席的。

法利赛人和税吏在圣殿
祷告的比喻，是大家非常熟
悉的故事。这比喻遣词用
句简明精练，人物描写得又

非常传神逼真。洞察人心
的主借着这比喻来揭露人
內心的世界。很多时侯，我
们不能充份了解我们里面
的“自我”。只有神的灵的
光照、神的话语的亮光渗透
入內心之后，才能看清楚自
己的本相。我们的眼睛可
以眼看四面八方，就是不能
看见自己这张脸。神是造
我们眼睛的神，祂比我们看
得更清楚；神是造人耳朵的
神，祂比我们听得更清晰；
祂是造了人心的神，祂比我
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内心。

这比喻的内容：1.比喻
的主题，9 节；2.法利赛人
的自言自语，10-11 节；3.
税吏的祷告，12-13 节；4.
比喻的结论，14节

法利赛人是彻底为自
己的宗教献身的一群。法
利赛人无论在人前，还是在
个人私生活方面，都是非常
严谨的。正因为如此，也因
为他们注重律法知识，他们
受到当时犹太人社会的普
遍尊敬。

税吏是收税的人，税吏

不是公务员。他的职务是
需要投标谋取的。他们要
用钱来疏通罗马官员才能
获得这个职位。他们用尽
方法搜刮民脂民膏，为谋私
利，无所不为。收税是一门
生意，既然掏出这么多本
钱，就要尽其所能捞回更多
利息。这些收税的人所作
所为皆是勒索等等不义的
勾当；生活腐败，在社会
上，他们属于最低阶层，被
人遗弃。

只要是犹太人都有资
格进入圣所祷告。法利赛
人穿着衣繸写满经文的长
袍，走进圣殿的最前面，站
立在众人的前方大声祷告，
唯恐人们不注意他。税吏
却羞愧地远远站着。当时
犹太人的祷告方式是站着
的，不像我们今天的祷告方
式或坐或跪。他们祷告时
站直身子，眼睛睁着，双手
向上举起，这是法利赛人以
及其他敬虔祷告的人常用
的方式。

那法利赛人根本不是在
祈祷，他没有向神求什么，

而他的感谢也只是一个形式
而已！耶稣说：“他是在向
‘自我’说话”他虽然抬头向
神，但却想着自己。他为自
己是什么而不是神是什么而
感谢神。（11节），“神啊，我
感谢祢！”一句感谢的话，其
实不是感谢神而是开始他的
朗诵，是为着里面的“自我”
表功的开场白。

骄傲与自满是人的本
性，也是一种罪。一些经常
行为不端，自私自利的人，
也会将行为更坏的人拿来
与自己作比较，以维护自我
感觉良好的心态。法利赛
人就是这样。从比喻中看
到，他一开口就说，“我不
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
也 不 像 这 个 税 吏 ”（11
节）。法利赛人把自己放在
最高最义的地位上，一连串
的表功，一连串的抬高自
己，夸大自己。恪守教规是
重要的，但这并不能代替爱
心与谦卑。

法利赛人绝非如我们
想象的是披着宗教外衣来
觅 食 的 肤 浅 虚 伪 之 宗 教

徒。事实上，他感谢神的两
件事，即禁食和奉献都是真
实的，而且这两件事在当时
人们的价值标准来看都是
值得钦佩的。

这样看来，法利赛人应
该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法
利赛人错在那里？他是正
面人物的代表，为什么不被
悦纳呢？而那税吏收括民
脂民膏、勒索、奸淫，是个
反面人物，为什么神倒算他
为义呢？关键所在仍是主
耶稣点出这比喻的主题：9
节，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
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
喻。法利赛人被拒绝，绝对
不是他的好行为，而是他仗
着这些“义行”自高自大，
看不起别人，以至眼中没有

神。虽然他行善，但是他里
面的“自我”没有死透。在
他的自言自语里面有 4 个
“我”。神啊，“我”感谢祢，
“我”不像别人，“我”一个
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
得的……。

这个税吏，神倒算他为
义。不是说神不看人的道
德原则，不看人的价值标
准，不管他的生活腐败，也
不是税吏被人藐视太可怜
之故。他确实是罪有应得，
所以他甘愿受指责，当法利
赛人指向他说：“我不㑰这
个税吏约时候”，他没有申
辩，因为如此如此，我才这
样那样。为自己找理由、找
借口是人犯罪堕落后常有
的光景。

法利赛人和税吏法利赛人和税吏 ◎陈庆云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
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
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
外面，被人践踏了。”（马太
福音五:13）

据说在黎巴嫩南部的
西顿，有一个商人在他的
几十个仓库里囤盐。他将
盐堆积在完全没有任何铺
底的地上。多年过去后，
仓 库 里 储 存 的 盐 都 损 坏
了。空气的潮湿已将钠与
氯化物分离，因而导致盐
失了味。这件事表明原来
盐是有可能变得无味的，

不再给人带来任何好处和
用处。

在西顿的这个故事教
导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不
可制止行善。主耶稣将我
们 与 盐 相 提 并 论 。 祂 知
道，就如盐带来好处一样，
我们是上帝计划的个体，
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的
“命运”是要藉着行善为今
生添枝加叶。然而，如果

经常将善行锁在自私自利
的心态中就会被毁了。

当自私自利的欲望如
此强烈时，我们就会有拒
绝他人的倾向。我们制止
了祝福他人的善行。我们
与他人拉开距离，渐渐地，
他们就会远离我们。

奇怪的是，我们有一天
反而会觉得被别人遗弃、
被忽略、被漠视和被无视

的人。那时我们便会觉得
像是失了味的盐一样，不
再有用处，不过被丢在外
面和被路人践踏了。

让我们反省自己的心
态并立即行动！千万别再
制止向别人行善。

千万不要拒绝成为祝
福周围人的盐！

（请阅读：马太福音五:
42；马可福音九:50；路加
福音十四:34～35；以弗所
书二:10）

小牧人辑
～译自印尼文网络～

不可制止行善不可制止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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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的道德日渐沦
丧、贪污事件增多时，基
督徒仍然不发一声，岂不
是 赞 同 纵 容 他 人 犯 罪 ？

当教会的信仰崩溃、贪爱
罪乐形成潮流时，我们却
沉默不言，便等于赞同走
“巴兰的歧路”。快吹响

真理的号角，作一个时代
的守望人，挽救失丧的灵
魂！决不徇人情面，像以
西结的英勇，向沉沦中的

犹太同胞呐喊，警戒他们
回头是岸！（结 3:17）；这
才算我们“无罪”呀！

沉默等于是赞同？！

真正爱主的信徒，很
自然把时间+金钱奉献给
主。奉献的量多或少，并
不一定能断定他爱主的

水准；但它可反映他灵命
的深浅。一个从来不肯
奉献时间或金钱给主的
人，很难说他是真正的信

徒。因为时间和金钱，都
是神赐给人代管的礼物，
我们岂可自私地占有它
们？倘若能像“穷寡妇的

奉献”，虽少犹多，蒙主悦
纳。强过财主们“余剩的
捐 献 ”更 多 倍 ！（路
21:1-4）

时间+金钱献给恩主！

◎◎于中旻于中旻

（（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