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1 2：24）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桑
普顿城的古坟场，让我们凭
吊一下大卫·勃雷奈特的坟
墓，在他的旁边，葬着他的
爱人耶路霞·爱得华小姐，
他死得太早，生前未及和她
完婚。

这位年轻的传教士的
遗骸，把多少希望和对于基
督事业的雄心带进了坟墓，
他的工作如今只留下了不
少珍贵的回忆，和几十个浅
黑色的印第安信徒。但在
当年，那位年高望重的清教
圣徒约那坦·爱德华，曾希
望以大卫为东床快婿，在大
卫死后，他曾把他一生事迹
收集起来，写成一本小册，
这本书插翅飞越大洋，降落
在一位剑桥大学学生亨利·
玛泰的桌上。

可怜的玛泰，他就丢弃
了学业，天才和一切机会，
到东方去传教。当他从“印
度的珊瑚滩”转回家乡时，

他带着病体向北跋涉到黑
海边缘。象托卡特的寂寞
王一样，他以马鞍堆叠起
来，遮蔽身体，躺在地下，贴
着泥土以减轻他的高烧，终
于在那里孤独地死去。他
成就了些什么？

这种牺牲有些什么后
果？从勃雷奈特的坟墓和
远在黑海滨的玛泰的孤冢
中，已兴起了一队一队可敬
的现代传教士，这就是他们
的后果。

将一粒麦子埋在寒冷
黑暗的土里，如果我们耐心
观察观察，迟早会有绿芽冒
出头来，长成叶片，形成一
颗植物，然后结出带穗的梗
子。最终成熟发出金黄色
的光彩；就到了收获的季
节。然而，我们是否就此看
透 了 那 粒 麦 子 呢 ？ 还 没
呢。我们要反复地把那金
色穗子里的每一粒麦子都
种在土里。最后，当我们站
在一片广阔无际成熟的麦
田旁边，看它们随风摇出波
纹，在阳光下金光闪亮，我
们才能说真正见识到那粒

麦子。我们这时才看到它
所有的可能性；完全展开，
让肉眼清楚得见。这就是
主耶稣的意思。除非他上
十字架，否则世人不可能看
见他事工和他生命的完整
成果。

「一粒麦子」指主耶稣
自己，「落在地里死了」指祂

的 肉 身 被 钉 死 在 十 字 架
上。主耶稣若不被钉死在
十字架上，祂里面的生命就
不能被释放、繁殖。十字架
的意义不只是受苦，十字架
最 终 的 目 的 是 生 命 的 释
放。十字架是死而复活，借
着死结束旧造，借着复活显
明新造。

一粒麦子能“结出许多
子粒来”，就必须是出死入
生。老的麦种生命死了，新
生命麦苗才能生根、成长、
开花结果。在死的代价上
完成新生命的“生”。在发
芽成苗的过程中完成种子
的使命。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但它若
甘愿死亡，便反而能结出许
多的子粒来。这是麦子作
为一种普通农作物的普通
的生长规律。一粒麦子，就
其本身来说，无论有多么饱
满都必须经由死亡，才能淋
漓尽致地体现出它那生命
的活力。它的皮必须破裂，
且在泥土中腐烂，必须容让
泥土侵入它的内部，使这颗
麦粒与整片埋葬它的土壤
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以便
让麦粒能在这个过程中从
泥土中充分地汲取养料，积
蓄能量，再厚积薄发，破土
而出！与此同时，主耶稣也
是在告诉跟随他的人，必须
像他那样坚定地背起自己
的十字架，才会有美好的事

在生命中发生。基督徒的
生命也往往是在舍己的过
程中绽放出炫丽的光泽。
面对绝境，人们很容易灰心
绝望，认为自己已经死路一
条。但对于耶稣基督及那
些忠心跟随主的基督徒来
说，绝境恰恰就是他们的食
物。因为绝望能使他们更
加专心地仰赖救主的恩典，
使他们能彻底地向世界死，
向救主活！

林婉容所著的一首诗
歌歌词：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
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
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
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
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
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主，我愿
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
里，失丧生命必反得生命。

主，我愿意；主，我愿
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
利，在我身上成就祢旨意。

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
等渺小；定睛标竿直跑，必
见神的荣耀（4X）

一粒麦子一粒麦子
◎陈庆云

施舍是内心的问题施舍是内心的问题，，而不是环境的问题而不是环境的问题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

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
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
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
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
廿:35）

“有福”一词与“施舍”
一词的联系显示主耶稣仿
佛要说:“藉着施舍，你就
有福。藉着施舍，你就蒙
福”。当然，这里的意思并
不是指接受的人不是有福

的人，因为接受的人必定
欢喜并感到已经蒙福。

施舍是内心的问题。
使徒保罗说马其顿的教会
虽 然 贫 穷 ，但 却 满 心 慈
悲。他激励哥林多教会要
捐助陷入困境的耶路撒冷
教会。

在施舍时，马其顿教
会是处在贫穷且受苦的情
况中，然而他们所施舍的
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马其

顿教会与哥林多教会的状
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
个 穷 苦 ，另 一 个 财 富 满
溢。讽刺的是，一个慷慨
慈悲的人可能是一个穷苦
的人，而不是一个富有的
人。

当你为上帝的事工施
舍时，当要谨记，施舍是内
心的问题，而不是环境的
问题。施舍是一种特权，
而不是负担。施舍是心态

的问题，而不是数目的问
题。

“主耶稣啊，求祢教导
我向祢感恩，并乐意和欢
喜地施舍钱财。阿们。”

（请 参 阅 ：马 太 福 音
五:7；马可福音十二:41～
44；罗 马 书 十 二:1，8；哥
林 多 后 书 八:1～5 又 九:
7～12）

小牧人辑
～译自印尼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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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东升，晨星的任
务告成，便静静地隐退：
它 并 非 从 宇 宙 间 消 失 ，
它 依 然 存 在 ，只 是 暂 时

休 息 ，等 待 另 一 次 黎 明
前再现。它的锋芒不毕
露 ，反 叫 人 缅 念 不 止 。
施洗约翰作为主耶稣的

先 锋 ，深 明 本 身 的“ 晨
星”任务，是把主角耶稣
引 登 上 台 ，自 己 必 须 隐
退，便谦虚地说：“祂（耶

稣 ）必 兴 旺 ！ 我 必 衰
微。”（约 3:30）。知进知
退，能进能退，才是真正
的伟大！

晨星为什么这般可爱晨星为什么这般可爱？？

君子般的莲花君子般的莲花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洒脱洁白，被誉为“君子
花”。“淤泥”也可预表本
身 的 传 统 文 化 。“ 不 染 ”

却 表 明 莲 花 的“ 超 脱 ”，
正描绘出信徒的高尚品
格。主耶稣为信徒向父
神祷告说：“不叫他们离

开 世 界（离 俗），只 求 祢
保 守 脱 离 那 惡 者（ 超
俗）”（约 17:15），正如莲
花具有“入世而又超世”

的 品 质 ，才 令 人 折 服 。
不 作“ 墙 上 草 ”，随 风 飘
摇 ；乃 作 莲 花 ，守 身
如玉！

中 国 古 语 有 云 ：“ 一
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
在于晨。”新年新展望，新
年立新志，但愿今日信徒
都 好 像 使 徒 保 罗 立 定 心
志：向着标竿直跑！腓立
比 书 第 三 章 十 二 至 十 七
节说明了保罗的志向：
一．一个志愿（腓三：

12-14）
保 罗 在 这 章 经 文 的

上 文 曾 向 腓 立 比 信 徒 表
示 ，他 怎 样 为 要 得 着 基
督，甘愿为祂丢弃万事。
而 保 罗 亦 深 知 并 不 因 着
自己付了很多代价，费了
很多心血，就可以完全地
认 识 耶 稣 基 督 。 故 此 在
这段的起首，他很郑重地
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
着 了 ，已 经 完 全 了 …。”
（12 节）保罗坦率表明自
己 还 未 完 全 地 认 识 耶 稣
基 督 。 留 意 保 罗 在 此 并
非讨论得救问题，而是基
督徒成圣的生活。

保罗在 12 节提出一
个 很 重 要 的 观 念 ─ ─ 信
徒不能靠着任何经历，就
可以达到这个“绝对的完
全 ”（ABSOLUTE PER-
FECTION）。它是指对主
耶稣基督有完全的认识，
与 主 有 完 全 无 阻 的 交 通
和 完 全 地 学 习 像 主 的 模
样 。 固 然 使 徒 在 认 识 主
耶稣的真理，和学习主的
样式上，都比信徒长进得
多，但保罗却知道自己并
未 达 到 这 个“ 绝 对 的 完
全”。虽然如此，但他却
不因此而灰心，相反地他
因 此 而 得 着 鼓 励 。 因 此
保 罗 更 立 志 竭 力 追 求 认

识主。
保罗不是消极地承认

自己还未达到绝对完全的
地步，而相反地他却积极
地立志追求。在保罗的志
向里，他只有一个志愿：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的 ，向 着 标 竿 直 跑 …。”
（13-14 节）这个志愿包括
消极及积极两部分。

消极方面，保罗立志
“忘记背后”，意即：“忘记
在背后的事情”。在这段
经文可指两方面的事情：

（1）保罗未信主以前
的事。七至八节保罗描述
自己未信主以前那些以为
与他有益的事，现在都因
基督当作有损的。故此，
保罗定意将这些以前的事
忘记，免得它们成为自己
追 求 认 识 主 的 难 阻 。 今
日，我们有没有一些未信
主以前的事情或经历，直
接 影 响 我 们 灵 性 的 长 进
呢？

（2）保罗信主以后的
事情。当保罗信主后曾为
主南征北讨，建立了不少
教会。这些成就很容易使
保罗生发骄傲的心。因此
保罗决意把它们忘记，而
对于失败或挫折他也把它
们遗忘。今日，对我们来
说亦要把过去的得，失，
成，败加以遗忘，免得它们
成 为 我 们 追 求 长 进 的 负
累。

“忘记”这词指“不再
将自己的思想放在这些过
去的事上”，我们切不要被
这些过去的事，影响我们
现今灵性光景和行为。

“ 忘 记 背 后 ”固 然 重

要 ，“ 努 力 面 前 ”更 加 要
紧 。 保 罗 深 深 领 悟 主 耶
稣的话：“手扶着犁向后
看 的 ，不 配 进 神 的 国 。”
（路九：62）“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竿直跑”指出一幅
赛 跑 场 上 的 比 赛 时 的 图
画 。 我 们 追 求 认 识 主 的
态 度 也 要 好 像 运 动 员 一
样，全力以赴地去竞赛，
向着夺锦标的标竿直跑，
不东张西望，单单注目在
标 竿 上 ！ 原 因 很 简 单 而
清楚：“要得神在基督耶
稣 里 从 上 面 召 我 来 得 的
奖赏。”（14 节下）
二．一个存心（腓三：14

下-15）
保 罗 在 第 十 五 节 勉

励信徒说：“所以我们中
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
样 的 心 …。”保 罗 在 此 节
所说的“存这样的心”是
指 什 么 呢 ？ 当 然 是 指 上
文 所 提 及 的 。 故 此 保 罗
勉 励 我 们 中 间 凡 是 完 全
人，都要存心向着标竿直
跑 。 究 竟 保 罗 有 否 自 相
矛 盾 呢 ？ 保 罗 在 上 文 强
调 他 尚 未 达 到 完 全 的 地
步，为什么在此又说“我
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呢？
细 读 经 文 可 发 现 保 罗 在
这两处地方所提及的“完
全”，是不同的字眼。第
十二节所指的是“绝对的
完全”。而第十五节所提
出 的 是“ 相 对 的 完 全 ”。
“绝对的完全”亦可解作

“道德上完全”；而“相对
的完全”重点是指“原则
上或身分上的完全”。信
徒 因 属 于 神 故 在 身 分 上
是因信称义，在身分上是
完全的。当然，这身分上
的 完 全 并 不 表 示 信 徒 不
需要去追求“绝对的或道
德上完全”。而事实上这
更 表 明 信 徒 要 竭 力 去 追
求 与 身 分 相 称 的 生 活 。
所以，我们这些靠主恩站
在“相对完全”的地步的
人，必须存心去追求更多
认识主，向着标竿直跑。

保罗指出信徒应抱有
这个存心：“要得神在基督
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奖赏。”（14 节下）当然这
奖赏是因为信徒已立定一
个志愿──向着标竿直跑
──所得的结果。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
至二十七节也指出在场上
比赛的人，都抱着一个存
心去得奖赏，这个并非不
怀好意的存心。故此，信
徒要有这个存心，就是要
得主的称赞和奖赏，如果
这存心是正的，必得主的
奖赏。

保 罗 在 这 里 提 出 一
个很重要的真理──“要
得 神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从 上
面召我来得的奖赏。”（14
节）原来这个奖赏与我们
的 呼 召 有 关 。 这 节 中 文
和 合 本 的 翻 译 会 引 起 误
会，原文直译乃：“向着标

竿直跑，为要得着神在基
督 耶 稣 里 的 天 上 呼 召 之
奖 赏 。”从 此 可 见“ 得 奖
赏 ”与“ 信 徒 的 呼 召 ”有
关 。 自 从 保 罗 在 大 马 色
路上得到主的呼召后，他
一直在追求认识主，他曾
在 亚 基 帕 王 面 前 作 见 证
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
从天上来的异象。”（徒二
六：19）而保罗在另一处
又勉励信徒说：“因此，我
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
的 神 看 你 们 配 得 过 所 蒙
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
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
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帖
后一：11）

虽 然 保 罗 在 此 并 没
有提及这奖赏是什么，但
据上文下理可以推测，这
个奖赏可能是：完全地认
识 基 督 和 完 全 地 得 着
祂 。 主 自 己 成 为 信 徒 向
着 标 竿 直 跑 所 得 的 奖
赏。在其他处经文，保罗

更 清 楚 地 指 出 这 奖 赏 可
能是“公义的冠冕。”（提
后四：8）
三．一种行动（腓三：

16-17）
使徒又说：“然而我们

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
什么地步行。”（16 节）这
话的重点表明信徒要具备
一个开明的头脑和受教的
心，在未有更清楚的指引
前，必须依从现今所知道
的去做。故此保罗勉励信
徒要有一种行动，就是应
有同一的步伐向着标竿直
跑，应对现今所知道的，以
真诚的心去依从。这种行
动 不 单 停 留 在 现 有 的 光
境，“到了什么地步，照着
什么地步行”，而更积极地
去效法保罗和那些学习保
罗的心志向着标竿直跑的
人（17 节）。

唯 愿 信 徒 都 立 志 向
着标竿直跑，为要得着主
的奖赏。 来源：金灯台

向着标竿直跑向着标竿直跑
◎潘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