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福臨門》（一）                        李穎怡傳道 
太 5：1—12 
 
昔日摩西在西乃山領受律法，現在耶穌在迦伯農附近的山上教
導「八福」（太 5：3—10）。「福」使我們聯想到幸福快
樂，「八福」容易被理解為格言、美好人生秘笈，做到要求便
帶來賞賜。 
農曆新年期間我們看到揮春寫上「五福臨門」，到底「五福」
是什麼呢？「五福」出自《書經》，第一福是「長壽」，第二
福是「富貴」，第三福是「康寧」，第四福是「好德」，第五
福是「善終」。五福要合起來才能構成幸福美滿的人生。 
但「八福」所描述的正正相反，誰想要貧窮、哀痛、飢渴、迫
逼等等呢？耶穌講論的對象是一群經歷過祂醫治大能並跟隨祂
的人。耶穌並非在教人做好人，而是告訴門徒什麼是跟隨主，
跟隨主就是走耶穌和歷代先知走過的路 （太 5：12）。「八
福」描述人生不同的處境，也是耶穌生平的縮影。「八福」並
不是合理化苦難，把所有寄望放在死後的生命。太 5：3，10
中天國的存在是現在式，在這大前題下，門徒在今生實踐顛覆
世界的天國價值，過以耶穌為中心導向的人生。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3）當中
「虛心」英文譯作“poor in spirit”，“poor”的希臘文π
τωχός 有「赤貧」、「乞丐」的含意。貧窮人再不能生存
下去，衹有求蒼天憐憫；靈裡貧窮的人知道自己沒有神不能活
下去，他們可以是富裕、高學歷的人，但他們知道神是生命裡
唯一的倚靠，財富、地位、學問、人脈等都不能取代神！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 5：4）當中
的「哀慟」在林前 5：2譯作「哀痛」及林後 12：21譯作
「憂愁」，都是指對自己或別人犯罪的反應，神不輕看為人的
罪惡而流出的眼淚（參詩 51：17）。為自己的罪哀慟的人仰
望神的恩典和憐憫，又如得了疫苗，防止自己再跌入罪的網
羅。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 5：5）這
話源自詩 37：11上「 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詩篇 37篇形
容謙卑人不因惡人得勢而心懷不平或嫉妒，而跟從他們的路。
謙卑人止住怒氣，凡事交託耶和華。這正正就是耶穌基督自
己，「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
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前 2：23）基督留下榜樣，叫我們跟
隨祂的腳蹤。（彼前 2：21）此外，太 5：5中「溫柔」的希
臘文πραΰς 本來形容英勇的戰馬，克制自己的能力，順服
在主人面前，可見溫柔不等於懦弱。耶穌也以此（太 11：29
「柔和」πραΰς）形容自己，祂滿有能力，卻願克己順服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