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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福氣 

我們該明白真正相信聖經的基督信仰是極端的予盾。我們作基督徒

的看見所看不見的、相信所不可能的、明白所不能理解的。我們軟弱，

反變剛強；我們抛棄，反卻得著；我們越多死去，反越多活著。 

為了要強調這原則，聖靈引導使徒行傳的作者記下了福音書所沒有

記錄基督所說的一句話，這話再次說出基督信仰的一個很大的予盾：「又

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廿 35）。試想想，「施」

比「受」還要快樂。 

跟世界的智慧絶大相反！這跟我們週遭追求物質的文化大大不同。

在 2007 年的一個調查中，其中 18 至 25 歲之間受調查的人中，有百分

之六十四說他們第一個目標是要成為富有。 

要明白「施」怎樣比「受」更為有福，我們需要深入思想基督信仰

的相對直覺原則，緊記「世上的智慧」與「 神的智慧」是絶然不同的。

只有真正歸正又有聖靈內住的人方能進入「施的福氣」的屬靈意念。 

「施」的本質 

 「施」比「受」更為有福，因為「施」反映基督無私的精神，基督

為我們付出一切(林後八 9)。但「施」的本質活像模仿一個無私的 神。

接受禮物的人自然地感到受愛、欣賞和祝福。可是，存清潔的動機，又

不求回報的「施」能體驗更大的喜樂，這是從內裏認識，知道所作的是

屬 神的樣式，超越心中肉體自私的行徑，活在永恒價值的優越中。 

 當我們「施」或「給」時，我們知道我們在真正重要的事上作了投

資，為賜給我們一切的主智慧地運用我們所擁有的。因為對己的迷戀至

終帶來空虛和痛苦；反過來，想及他人又常給他人的，如主所說的，當

然會得著福氣，也是古人所云「為 神的恩典所豐富」。 

「施」的效果 

 「施」比「受」更為有福是因為它的效果。人有所得的在天上沒有

得著財富，可是施予的人卻有財寶在天上（太六 10-20）。 神從不虧欠

人。每次施予的行動都帶來獎賞，主也應許要實際地回報施予的人！主

大可向我們頒佈一項專制的命令叫我們嚴守，像一項直接的誡命，像一

個責任。反之，祂恩惠地邀請我們來得著獎賞（當然動機是因愛祂，而

不是要得獎賞）：「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

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裏。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

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路六 38）。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箴十一 25）。「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

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

得賞賜。」（太十 42） 

「信福音，得利益」的人將這些經文扭曲了，還告訴信眾「撒種子」

來期望得財富，錯謬地「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提前六 5）。然而，聖

經給施予的人所應許的賞賜並不單指物質的賞賜。無論如何，即使主以

財富祝福施予的人，這樣的賞賜也是要他能更多的奉獻給祂。當腓立比

信徒供給保羅時，保羅向他們保證主必供給他們所有的需要，並不指他

自己的需要（腓四 19）。聖經所說「施予得賞賜」的重點是兩方面的：

今生的喜樂和福氣，並來生的回報和獎賞。舉例，對不能回報的人給予

款待，主應許說：「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

你要得著報答。」（路十四 14）。保羅在得到腓立比信徒財政上的供給時，

他寫著說：「我並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

在你們的賬上。」（腓四 17）。多麼的崇高！保羅收到餽送時，他想到餽

送的人在審判台前將要得到的回報，過於他享受收到餽送的福氣。他知

道腓立比信徒的慷慨將要得到的賞賜比他對他們感激之情還大得多。  

總括來說，施予的福氣可以以兩句話來總結：今生的喜樂，來生的



報酬。保羅提說到這兩方面時，特別指明給施予的人，在今世「持定永

生」（提前六 19），同時也為將來積累財寶、富餘在天上。 

不信嗎？問問那將獻上所有的寡婦，聖經永遠記載著她。問問那獻

上貴重香膏的婦人，她在世上被遍傳。問問那不記名的小男孩，他的午

餐為基督所用來餵飽羣眾。又問問任何信徒，那一個曾經支持福音工作、

財政上支持福音帳棚和福音堂、印刷單張、派送聖經、給主的工人預備

居所，而後來會感到後悔的沒有。他們都知道因他們所給的，靈魂得拯

救和主工得推廣，其中的喜樂是無可比擬的。 

節譯自：“The Blessedness of Giving” by Penfold,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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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向你陳明我的心意，必

要警醒。」（詩五 3） 

雖然詩篇有時描述人在失望時的深谷，但詩篇也時常描述經過失望

遭遇的人起來所發讚美的高峰。此等詩篇生命力的關鍵就在深谷與高峰

間所施的壓力。當人看自己的環境時，他深感失望，但當他看 神的拯

救時，他生發讚美，所不同的是他看得見 神。 

當挪亞得吩咐建造外觀奇異的方舟時，他蒙 神指示在整艘方舟中

只開一個窗，此窗開在方舟頂部（創六 16）。挪亞在方舟內要望出方舟

外，便只有一個向上望的方法。方舟內的窗口實際就是一個向天堂望的

天窗。 

詩篇第五篇中的大衛學了 神教挪亞的一課。他宣示「耶和華啊，

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向你陳明我的心意，必要警醒。」（詩五 3） 

本節有兩點要注意。第一，大衛禱告的意識形態是「早晨我向你陳

明我的心意」。詩人在此句的動詞是軍事的用語，意指每早晨，他像在

戰場上排列軍隊般排列他的禱告。他禱告的生活不是隨意的，是貫徹始

終、意志堅定的。對詩人來說，向 神祈禱，有若出謀抗敵般重要。 

第二，注意詩人禱告後所行的。在他完成向 神排列禱告後，他承

諾會「儆醒」－向上望。今次用字也是軍事用語。當大衛將他的禱告像

軍隊般排列整齊後，他定意向外望，向 神望去，期望他禱告得蒙應允。 

這是信心重要的一課。若我們不期望 神會答允我們的禱告，祈禱

是無用的。若你不信，那為何要祈禱？既然你相信，那又為甚麼不期望 

神會答允你？當你不期望 神會答允你，你是放棄了對 神的信心。清

教徒作家多馬布斯曾說：「若人禱告又禱告，但禱告後卻從不仰望的話，

他可是一個蠢人或是一個狂人，他或是非常軟弱，或是非常醜惡。他向

天堂射出很多箭，但卻不理會他的箭落在何方。」 

信心祈禱生活的秘訣不是頻頻焦急地望著圍繞我們船旁的風浪，但

雖知風浪的存在，卻將我們的船交托給管理海洋的主。風浪的嚴峻並不

要緊，要緊的卻是主的大能。我們要學習的功課是要繼續注目仰望耶穌，

過諸於環顧我們四周的試煉。 

雖然我們還在這罪惡憂愁的亂世洪流中漂浮，作信徒的我們是在

「救恩的方舟」內，我們受訓要往上望，叫我們的心不致被四周的環境

所壓倒。信心以盼望充滿靈魂，故此我們不單要向 神禱告，但也存禱

告蒙允的期望來仰望祂。有祈禱的期望，使我們在 神應許的存款上得

著兌現。 

當你存「天窗」的希望來生活，你會發現禱告蒙應允是你生命中快

樂的習慣。不要讓一天不帶著你向 神的禱告和仰望祂的應允而過去。

早上如此行，你一天就都充滿希望。 

譯自：“Window to Heaven” by W.H. Kro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