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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基督教作為世界上龐大的宗教之一，大家

應該都會想了解他們多一點吧？基督教的經典

刊物——《聖經》是一本很厚的書，大家未必

有精神去逐頁閱讀。不過，如果大家因為《聖

經》太厚而不看，使得大家失去接觸《聖經》

內容的機會，那就太可惜了。

有見及此，本人嘗試把《馬太福音》第五

至七章和第十三至二十五章的部分內容，加上

本人的一些看法，編寫出一些短篇散文，並且

匯合成一份作品錄，讓大家觀賞。本作品分為

兩個部分。

關於第一部分，本人引言《馬太福音》

第五至七章的內容，訴說一些人生道理。關於

第二部分，本人引言《馬太福音》第十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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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章的內容，透過耶穌講述的故事而作出

一些反思。我務求做到能夠為大家帶來認識

《聖經》和基督教教義的機會。

本人認為這份作品屬於談論人生哲理的成

分較多，而不是一個只是純宣教的作品，大家

可以安心閱讀。本人更加不會認為，大家閱讀

完我的散文之後，突然之間對基督教有很大的

興趣。也即是說，本人創作這份作品的動機，

只是看到社會大眾較少談及人生哲理，因而我

想提高大家對於心靈上安寧的追求，才創作這

份作品。

當然，《聖經》的內容和道理怎會只有《馬

太福音》講述的那麼少。只是，尋找屬於自己

的人生哲理是長遠的過程，大家不用操之過

急。再者，以閱讀《聖經》內容作為尋找自己

人生哲理的第一步，也未嘗不可，對不對？



學會一些人生道理
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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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太福音》第五章的內容中，耶穌

講述了很多人生道理。本人就引述其中九個道

理，並且分為 CH1.1 和 CH1.2 來論述。

在 CH1.1 中，本人講述幸福、鹽和光、法

律和憤怒這四個事情。在 CH1.2 中，本人講述

通姦、婚姻、發誓、報復和愛敵人這五個事情。

在《馬太福音》第六章的內容中，耶穌講

述了兩個人生道理，分別為「陽善」及「金錢

與富足」。本人將在 CH1.3 論述。

在 CH1.4 的章節中，本人引用《馬太福

音》第七章的內容，談及評論別人、因果關係

和言行一致的三個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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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1

幸 福 、 鹽 和 光 、 法 律 和 憤 怒

1 . 1 . 1 �幸福

首先，大家有沒有想過，人生要怎樣才算

幸福呢？

有些人認為家財萬貫才算幸福；有些人認

為要周圍遊覽不同國家，學習不同民族的風土

民情才算有意義；有些人認為找一個合適的伴

侶才算是一個美滿的人生。

其實，幸福可以很簡單。那就是對生活

的一些事情感恩就可以做到了。參考《馬太福

音》第五章第三節至第十一節的內容，我們可

以發現上帝會常常賜福給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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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宗教的觀點來看，大家有沒有發現一

些義工經常幫助別人，而他們沒有擁有太多金

錢，卻能夠時常保持開心的狀態？這些人普遍

都有心靈純潔、懂得憐憫別人和締造和平的特

質。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心靈上的富足

有上帝的眷戀，而且這些心靈上的富足遠超過

物質上的富足所帶來的喜悅。

假如大家想自己的人生過得幸福一點的

話，不妨多做一些善事、懂得感恩和善待身邊

的人。

1 . 1 . 2 �鹽和光

關於《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至十六

節，耶穌有講述鹽和光這兩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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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擴闊一點來看的話，鹽是調味料

的一種。假如我們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比喻為

烹調料理，我們就要成為鹽，使別人的人生得

到更好的味道，豐富別人的人生。

在《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節，內容

有說到人的善行也該如明光照耀，讓別人都看

見。不過，有一點要補充的是，我們不單止是

在行為上行善，也要在心靈上行善。也即是

說，假若我們行善的時候，沒有心存善心的

話，那是不夠的。相比於刻意去行善，心靈上

的純潔更為重要。

1 . 1 . 3 �法律

參考《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節的內

容，你可以發現以下的道理：你如果忽略律法

中最微小的一條誡命，又教導別人這樣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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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國裏就要被稱為最小的。但凡是遵行上帝

的律法，又教導別人去遵行的，在天國裏要被

稱為大。

我們先不討論人死後會否上天堂。以上的

《聖經》內容說到二個重點。第一個是人對律

法的態度，第二個是有沒有教導別人去遵守律

法。

嚴格來說，犯罪就是犯罪，不同罪行之間

的嚴重性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我們不要輕

視罪行的嚴重性，而疏於防範，使自己犯罪。

至於教導別人方面，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是漫

長的事情，教導別人的時候切忌操之過急，而

要用循循善誘的方式去引導。

有時候，當你努力過後，很多人仍然沒有

悔改。那麼，請你不要氣餒，你可以選擇轉換

一下心情，休息過後才繼續教導的工作。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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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值得提及的是，縱使別人決心不悔改，你都

不應該用敵意的態度來對待他，最多是遠離這

位朋友，切勿做一些激進的行為，因為每個人

有選擇的權利。

說到律法這件事情，本人會想起法家和道

家這兩個教派。

法家提出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去治理國家。

不過，再完善的國家制度都不能解決社會的所

有問題，而過於嚴厲的律法更會適得其反。另

一方面，道家提出無為而治，順其自然去治理

世界。然而，犯罪的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處，

會引起部分人士的不滿。

故此，本人認為律法這件事情，能夠遵

守固然是最好，但是面對一些犯規的人士，我

們也不要過分排斥他們，儘量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引導壞人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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