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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路五33-39；太九14-17；可二18-22。

重要經訓：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五17）。

因著愛，主耶穌彰顯神的大能，醫治許多病人，名聲不斷傳揚出去，有許多

人前來要聽主耶穌講道，當然他們也觀察主耶穌和門徒的一些作為，對照他們自

身的傳統觀念和信仰表達方式，也和另一位神的工人的行為比較，就向主提出一

個問題：「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祈禱，法利賽人的門徒也是這樣。惟獨你的門徒

又吃又喝。」（路五33）。主耶穌除了回答他們的問題，也談了一個比喻，藉此

使我們真正明白，主耶穌所賜給我們的是什麼樣的信仰。誠如經云：「若有人在

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17）

文／謝溪海  圖／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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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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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與舊難合？

當時人用動物的皮製成袋子，新的時候

較有彈性，用來裝新釀成的酒，這新酒尚在

發酵，新皮袋可以承受其張力，而皮袋用久

了，彈性沒了，就不再適合裝入新酒，免得

皮袋破了，酒也漏掉了。當時的布料也是一

樣，新的經過水洗之後，就會縮水和褪色，

所以新布不適合補在舊衣服上，免得顏色不

搭配，有時也會因縮水的拉力使舊的衣服受

更大的損傷（可二21），當然更不會有人

從一件新的衣服剪下一片，去補在舊的衣服

上，因這是極愚蠢的作法。當時有些人，聽

到、看到主耶穌的福音和作為，希奇的說：

「這是什麼事？是個新道理啊！」（可一

27），這是因他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神能

力的彰顯，已經很久無法體會祖先所傳給他

們的諸多見證，現在重新體驗到信仰的活

力，那些單純的人，一面驚奇也知道歸榮耀

給神（路五26）。但那些自義的文士、法利

賽人、祭司階層的人，卻認為這與傳統不一

樣，違背他們所認知的律法，大肆批評、攻

擊主耶穌「說了僭妄的話」（路五21）、

「做違反安息日的事」（路六2、7）。這

些人看見如此明顯的神蹟，為什麼不能明白

主所傳的，同樣是出於他們和祖先所敬拜的

神的信息呢？因他們猶如皮袋、衣服已經舊

了。為什麼會舊了呢？因他們在信仰上，已

產生了錯誤的觀念：

1.不明白事奉的真義

有人觀察跟在主耶穌身邊門徒的行徑，

問說：「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祈禱，法利

賽人的門徒也是這樣；惟獨你的門徒又吃又

喝。」（路五33）。他們看到一些虔誠的

法利賽人，尤其是施洗約翰的門徒，常依照

傳統，以禁食禱告的方式，或靈修自己，或

表達對神的敬畏，那耶穌的門徒呢？當然主

耶穌也肯定那些虔誠人的禁食，但主卻又清

楚指明：「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豈

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

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路五

34-35）；這新郎是指主耶穌。也就是說，

一切的事奉，一定是以真理為依歸，以追求

靈性的成長為目標，最後在所行所做的一切

事上，均能蒙真神的悅納，並把榮耀歸給

神。絕不單是傳統是這樣、別人也都這樣，

就跟著去做而已；也不可以個人的理想、喜

好、個性，做為選擇的依據；更不可以短暫

肉體的利益、觀念，來評估事奉的意義與價

值。如在當時，有一些人雖看見主耶穌彰顯

許多神的作為，因受物質、外表觀念的影

響，無法真正明白主的教訓、應許，最後

還是沒把握機會，領受救恩（約六66，七

12）；而門徒卻堅持說：「主啊，你有永生

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約六68），這

是我們今日當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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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貪求虛浮的榮耀

尼哥底母對主耶穌說：「拉比，我們知

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

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約

三2）。看見那麼明顯的印證，人若心存謙

虛，細細思想，哪會放棄追求的機會？但卻

是有許多人拒絕相信，為什麼？因有的是以

外表來評斷主的工作（太十三55-58），有

的只看重肉體的好處、榮耀（約九22，十二

42-43），更有的本就不是誠心事奉神，只

想藉以追求虛浮的榮耀，甚至是以敬虔為得

利的門路，當然不願意接受主耶穌的勸勉，

無法明白、認識主耶穌的身分與所將完成的

救恩。

3.不願真心悔改

有的雖看到神蹟，誠如主說的：「沒有

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

（路五39）。以酒而言，確實保存良好的陳

酒，比剛製成的新酒更是醇香、好喝，但舊

的事物，未必都是好的、對的，人不應被成

見，甚至是偏好所限制。主耶穌藉此提醒：

以整體而言，不可因是歷史悠久的傳統，或

是大家都是這樣的作法，我們就跟著去做，

而是要以真理去分辨，使所做的顯出正確

的意義；若一發現有了錯誤，不可以為已經

那麼久遠了，以前的人都不想改善，何必由

我費力去改變呢？以個人而言，若看到「老

我」的諸多缺點，不可因想到要改變，必須

付出代價，就退縮不前了。沒有真正、徹底

追求正確信仰的決心，如一些法利賽人，雖

明白主的警告，不但不願悔改，反硬心想方

法要傷害主耶穌（路二十19），是無法把握

機會，領受主所賜的救恩。

二.真理本是合一

誠如保羅蒙主光照揀選後，才徹底明

白，並勇敢在官府面前作見證說：「我向你

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

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

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徒二四14）。主

耶穌所傳的福音，對猶太人而言，並不是異

於他們從原本認識的真神所領受的訊息，所

以主耶穌常慎重表明：「莫想我來要廢掉律

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

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太五17-18），就是要把神以前所啟示的

律法、教訓的精意真正顯明出來，希望選民

不可再延續一些誤解律法的錯誤觀念、作

法，如祂曾指責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

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以後你們就

不容他再奉養父母。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

廢了神的道。你們還做許多這樣的事。」

（可七11-13）

在神裡面，真理本是合一的、永恆不變

的。因此主耶穌所傳的福音，彰顯出真理的

重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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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延續的

無論是摩西所傳給百姓的律法，或是神

在不同的年代，差遣不同背景、個性的先

知，針對百姓不同的需求，傳述不同的教

訓、警戒、預言，這些都是出於天上真神的

啟示，所以不但不會產生衝突，且是要不斷

延續神的旨意，當時候一到，就如經云：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

祖，就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又

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祂創造

諸世界。」（來一1-2）。主耶穌來到這世

界，把所有的訊息連結起來，使我們可以認

明、接受神為人類所預備偉大的救恩。如主

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在一次向門徒顯現的

時候，為了使他們不再有所疑惑，「於是從

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

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二四27）。我

們今日研讀聖經，藉新、舊約的對照，更看

明神的旨意。因是延續的，使我們對神的應

許，充滿信心。

2.是有印證的

如主耶穌體貼人的軟弱，說：「若不

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不信。」（約四

48），又說：「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

證就不真。」（約五31）；因此，主耶穌

提及：天上真神為祂所顯的見證，尤其是在

祂受洗的時候（太三16-17），又有施洗約

翰為祂所作的見證（約一29），更常見的是

主自己行出許多的神蹟奇事（約三1-2），

且又以神所賜給以色列百姓的啟示，說：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約五39），這

一切都要印證主耶穌，就是神所應許的彌賽

亞。所以主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

了。」（路四21），後來保羅說：「如今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

先知為證。」（羅三21）。藉這些清楚的

印證，使我們深信：一切的罪，不再成為人

與神之間的阻礙，因著主的寶血，得以完全

潔淨，使我們歡歡喜喜的在神面前，敬拜、

事奉；且我們一生的事，都可以交託在主面

前，祂的愛與能力，成為最大的倚靠（腓四

6-7）；主更賜下聖靈，成為我們的力量，

並堅定永生的盼望（弗一13-14），因此，

當持守自己，永在神的愛中。

3.是完成的

人類本是神按照祂的形像、樣式創造

的，是神所愛、看重的，而始祖的犯罪，成

為神與人最大的阻隔，因此神計畫救恩，先

揀選以色列人，賜給他們律法、神奇妙作為

的體驗，雖然他們有許多的失敗，但神的聖

言得以保存（羅三1-2），當主耶穌一來，

成全了一切的應許。包括：使謙卑接受主的

福音的人，能如經云：「我要將我的律法放

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來八10）；

也藉著主耶穌的寶血，完全潔淨人的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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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成就百姓獻祭的真正目的和意涵，如經

云：「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

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

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並且不用

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

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來九11-

12）；更因救恩的成就，肯定了古時候所有

存真實的心敬畏神的聖徒。因此，我們當效

法他們美好的精神，也藉由他們的經歷，堅

定信心，對神所應許的天國的福氣，雖仍須

忍耐等候，但深信將來定會成就。

三.更新的信仰

神的真理從亙古就彰顯、啟示，且是永

存不變、永遠常新的，如使徒約翰說：「從

起初領受的舊命令，也是一條新命令」（約

壹二7-8）。主耶穌的福音，是要使人領受

一個完全真正、永恆、更新的生命，彰顯神

所預備的揀選計畫，如保羅說：「就如神從

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

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弗一

4），因此，人絕不能以自以為是的觀念、

傳統，甚至是錯誤的信仰觀念，來領受這救

恩，那就會如想以舊皮袋裝新酒，必定破

裂；也不可只想接受其中某些部分就好，就

會如剪下新衣中的一塊布，要補在舊衣上，

兩件衣服就都不堪使用了。主耶穌賜給我們

全新的生命（約十10），使我們得享全新的

改變，展現：

1.新的價值觀

有一些法利賽人無法接受主耶穌的教

導，是因他們看重錢財，所以主提醒說：

「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路

十六15），又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

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

豐富。」（路十二15），可見人在神面前

的價值，不在乎人外在的學識、地位、財

富、成就，而是人追求能與神建立更親近的

心志，如保羅表明：「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

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

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

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

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三

7-8）。我們當看重永生和靈性的價值與成

長，倚靠聖靈的幫助，除去貪愛虛榮的人性

弱點，遠離因物質引起的各種嫉妒、紛爭、

干擾，持守純正的信仰到底。

2.新的目標

當人尚未認識耶穌以前，也許有許多自

以為是的目標，如所羅門王，以雄心大志

說：「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

葡萄園……。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

財寶，並各省的財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

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這樣，我就

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

（傳二4-9），但後來用心去想一想，這些

世上人以為美的目標，最後都將成為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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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二11）。今在主恩典中的人，不可再重

蹈覆轍，雖須活在物質的需求、限制中，但

應深刻明白：主所賜的永生天國盼望，才是

真正的目標，不可再讓各種人為的因素，阻

擋向這全新的目標前進。

3.新的力量

在現實環境中，人都要面臨各種工作、

家庭、健康、意外的挑戰，身、心、靈都要

承受不同的壓力，有時人自以為有力量，可

以承擔，但更多時候，常是覺得無力感，尤

其是遇到疾病、意外災害、生老病死，有時

更要面對道德的挑戰，如保羅所說：「我真

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羅七24）。主耶穌是全能的神，賜給信靠

祂的人：「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

勝了世界。」（約十六33），所以我們不再

是只能靠人的力量，去改變、承擔一切，而

是可以全心全意信靠主的寶血，遠離各樣物

質、罪惡的誘惑、轄制，且領受聖靈，有力

量堅持信仰，並彰顯美好行為的見證，使神

的名得著更多的榮耀。

4.新的準則

如經云：「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

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

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弗二2）。可見屬世的人，不知自己是被

罪所控制，以為隨心中所好的去作，就是自

由；以為追隨眾人放縱的潮流，就是合群、

進步。他們無法體會神的心意。今我們既領

受主的救恩，雖尚活在世界，但經云：「不

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

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羅十二2），人按照主的教訓去

做，才能使自己和別人，得到最美好的造

就。讓神的真理成為行事為人的最高原則，

成為是非曲直判斷的最高標準，不再是以個

人的喜好、看法、個性、傳統去判斷。求聖

靈引導我們，明白更多神的真理（約十六

13），把主所賜的新生命，完全展現出來。

結語

「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裡。」（路五

38）。一種完美的組合，在我們的一生中，

享有更多新的、美妙的體驗，活出更新、常

存的價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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