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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靈
修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
去。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

抬來，放在殿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

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他看見彼得、

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彼得、約

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那

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什麼。彼得

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

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

來行走！」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

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就跳起

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

著，跳著，讚美神。百姓都看見他行走，

讚美神；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

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

驚訝（徒三1-10）。

瘸腿的求人賙濟，指望得著的是一種

滿足自己肉體的需求，乞討所得的金銀可

以吃、穿，但彼得並沒有給他肉體表象的

需求，而是奉耶穌的名，叫瘸腿的人起來行

走！滿足瘸腿的肉體上真正的需求，當手腳

正常後，就可以賺錢養活自己，以後無需再

以乞討度日。而在屬靈層面，藉由滿足他肉

體上真正的需求，彼得使瘸腿的知道讓他痊

癒的是神，不是人，而來讚美神。得到靈命

上的救贖，得到人真正的需求，更超乎他期

盼肉體上的需求。因著這個神蹟，不但這個

瘸腿的人在屬靈及屬世上都蒙拯救，也吸引

聚集許多百姓，彼得也趁機佈道，且效果奇

佳，聽了而信的人男丁就有五千（徒四4）。

人們表面上了解自己的需求，馬斯

洛（Maslow）用需求層次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來解釋人們一般化

（generalized）的需求，包括了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被人尊重需求和自我

實現需求五種，後來晚年增加了心靈與美學

滿足人真正的需求
以耶穌為至寶，加上有聖靈的幫助，

就不會因屬世的一切來發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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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馬斯洛認為人們滿足在底層需求

後，才會進一步追求上一層的需求。這個理

論以屬世的眼光來看，有些道理，所以廣為

引用。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人雖是萬物之靈，但基本上還是有

血有肉的動物，所以有生理的需要；渴了想

喝水，餓了想吃飯。當主耶穌復活，向門徒

顯現，也是先關心他們的民生問題，對他們

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說：

「沒有」。原來門徒那一夜並沒有打著什

麼魚。門徒照耶穌的話撒網，果然得到153

條大魚。耶穌又為他們準備早餐（約二一

4-14）。

但在這個理論提出前，早就有人說：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其實人之所以為人，自有其

與禽獸不同的地方，這種置底層需求於不

顧，直接訴諸更上層需求，就不是馬斯洛需

求層次理論所能解釋，馬斯洛後來也承認人

類有此現象。

在更早以前，中國古代的聖賢有更崇高

的信念：「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孟子•告子上），也就是孟子認為在兩難

之間時，人應該捨生命而取仁義。本來求生

存是生物最基本的本能，中國古代聖賢雖不

認識神，卻本於良知，可以在仁義與生命之

間選擇仁義而放棄生命。

人是以神的形象所造，成為神的子女。

認識神、相信神的人，藉著信仰的力量，從

神而來的幫助，更要能比中國古代聖賢能跳

脫生理上的束縛。古聖徒給我們留下許多美

好的典範：但以理三個朋友寧願被丟入火爐

也不跪拜偶像（但三）；司提反被石頭扔死

之前，還大聲呼求神赦免那些拿石頭扔死他

的人（徒七57-60）；摩西寧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也不願享受埃及皇宮的富裕生活

（來十一24-26）。

神給我們現在的考驗或許少有攸關生死

關頭，但如摩西般生活上的考驗。在物質享

受日益提高，工作日益忙碌，生活壓力越來

越大的今天，追求名利以滿足自己感官肉體

享受，及社會環境加諸人的考驗等的生理束

縛，是比前的人更加嚴重。我們平日該如何

靈修才能脫離肉體需求羈絆、看清人真正的

需求是在屬靈層面，進而為滿足人真正的需

求來努力呢？以下提出幾點做為參考：

一.聽神的話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

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買了吃；不

用銀錢，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你們為

何花錢買那不足為食物的？用勞碌得來的買

那不使人飽足的呢？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

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你們當

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

（賽五五1-3）、「我就是生命的糧。你們

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這是從

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約

六48-50）。留意聽神的話、就近神、側耳

而聽就能吃那屬靈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

樂，就必得活並且可以永遠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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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就在聖經中，所以保羅說聖經能

使我們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15）。我們生

活上也會遇到一些困難，但這些無非是神在

考驗我們，其目的也是讓我們透過神的話語

而更加認識神、倚靠神：「祂苦煉你，任你

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

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

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八3）

哈巴谷先知在質疑神的公義後，神的回

答使他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只

能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哈三16）。但也

藉由神的話語，使他即使在此絕望無助中，

仍能歡喜快樂：「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

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

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

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哈

三17-18）。所以我們當勤讀聖經，熱心聚

會，從其中領受神的話語，才能飽食靈糧，

有力量面對屬世的一切考驗。

二.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

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

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太六31-33）。「先」字，

表示看重屬靈的事過於屬世的需要，這並不

是說基督徒不需要工作，也不是說信耶穌的

人不再有生理需求，而是在強調基督徒憑著

信心，相信天父真神會看顧自己的兒女，只

要他們能夠照著天父的旨意去行，也就是先

求神國神義。神會將屬靈的福氣與屬世的需

要一併加給我們。

這些是唱高調嗎？三餐都有問題還能奢

談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嗎？但有人可以做到：

寡婦奉獻兩個小錢，那是她養生所有，她

得到耶穌的稱讚（可十二41-44）。眾人在

野地渴慕真道，聆聽耶穌的教訓，滿足他

們靈性的需求，主也將他們所沒有求的晚

餐賜給他們，一次使五千人吃飽（太十四

13-21），一次使四千人吃飽（太十五32-

38）。當然神沒有保證天色常藍，也不保證

我們衣食無缺。神要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出

埃及時，雖使以色列人不愁吃（降嗎哪）、

穿（衣服穿不破）（申八4），但常缺水。

以色列人在缺水時就頻發怨言，這就不算先

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也因此屢次惹神憤怒。

感謝神，在耶穌為我們釘死在十架，復

活升天降下聖靈後，我們有比當時以色列人

所沒有的優勢，因為耶穌說：「凡喝這水的

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

永生。」（約四13-14）。保羅的親身經驗

是：「……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

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

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

四11-13）。雖然神與保羅同在，在他而

言，做到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也無庸置疑，

但他也常缺食忍餓。他不像以色列人常發怨

言，且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而這個

祕訣是他學習來的，就是靠著神加給他的力

量，也就是聖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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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也提供一個觀念來幫助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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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三8）。若能

將萬事看作糞土，以耶穌為至寶，加上有聖

靈的幫助，就不會因屬世的一切來發怨言，

自然而然就能行出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了。

三.為主做工

有一次，耶穌和門徒到了撒瑪利亞，在

那裡有口井，耶穌走路困乏也餓了，就坐石

井旁，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有一個撒瑪利

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向她傳福音，那婦人

知道耶穌是基督救主，就趕快往城裡去，對

眾人作見證，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

這期間，門徒從城裡也買食物回來，耶穌卻

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

做成祂的工。」（約四1-34），從這段故

事，我們知道雖然那時耶穌疲乏飢餓，仍然

把握機會做神的工，並認為做神的工就是他

所需要的食物。

處在現今工商繁忙的今天，我們或為了

追求享受，或為了有更好的成就，努力在社

會打拚，常常忽略了要做神的工。我們也許

想說等到退休後或事業有成後，才好好為神

做工。但這裡耶穌告訴我們，做神的工就是

他日常所需而不可或缺的食物。肚子餓了，

我們的身體會告訴我們要去找食物來吃，但

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做神的工才是我們

真正需要的食物。但往往欠了做神的工所引

起的飢餓，是我們常常無法察覺或刻意忽略

掉的，甚至不做工久了，靈命餓死都不自

覺。所以耶穌在按才幹受責任的比喻中，嘉

獎那領五千及領兩千的，因為他們另外又賺

了五千及領兩千。但領一千的什麼都沒做，

就被丟在黑暗裡哀哭切齒了（太二五14-

30）。

耶穌復活向門徒顯現，先關心解決門徒

吃的問題。門徒都吃完了早飯，耶穌就連續

三次對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

比這些更深嗎？」並要求彼得：「你餵養我

的小羊」（約二一15-17）。我們在吃喝之

餘，更當明白體察神的旨意，多做神的工，

使屬肉體的生命及靈命都得以健全發展。

結語

人類作為一種生物，就會有生存需求；

作為一種社群動物，就會有關係需求、成長

需求。這些需求原本都是自然、中性、不帶

有價值判斷的。但是在這種自然律的驅動底

下所產生的行為，若與神的律違背時，以神

的形象所造、為神子女的人類所要考慮的，

不能只在生物底層，必須滿足靈性上真正的

需求。我們當知道屬世的一切很快就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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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屬靈的生命才是永遠的。當我們還活著

的時候，雖然會有肉體上的需求與羈絆，但

我們不可本末倒置，因肉體的需求而危害了

屬靈的生命。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

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

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

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四

17-18），「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

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

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

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

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

耀裡。」（西三1-4）。這兩段經文保羅再

三強調要我們要把眼光放在那看不見的上

面，雖然或許在看得見的屬世生活，我們的

肉體會有一些考驗、挫折，或有一些吸引我

們的肉體享受，但若要在末後與主一同顯現

在榮耀裡，我們就要看重並滿足靈性上的需

求，這才是人真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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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帶著一切所有的，起身來到別是
巴，就獻祭給他父親以撒的神。……神

說：「我是神，就是你父親的神。你下埃

及去不要害怕，因為我必使你在那裡成為

大族。……雅各把他的兒子、孫子、女

兒、孫女，並他的子子孫孫，一同帶到埃

及。」（創四六1-7）

雅各得知約瑟活著的消息時，雖然心裡

急切地渴望見到所愛的兒子，同時也沒忘

記先獻祭給神，詢問神的意思後才行動。

這是一種尊重神、愛神的行為；人往往在

要做決定的當下，會忽略了詢問神，而秉

持著人的意念而行，最後卻沒得到令自己

滿意的結果。神所賜給人美好的應許，是

每個人都可以領受的，前提是――放下自

己的私慾，全心的交託並且傾聽神的話

語。

另一方面，雅各攜家帶眷遷移的畫

面，讓我心裡著實震撼！以現在的生活型

態來說，家庭的成員已愈趨簡單，而隨著

創四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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