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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嗎哪-2021年 3月 14日           神的僕人 

 

讀經：哥林多後書 6章 1-13節 

6:1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6:2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

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6:3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 

6:4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困苦、 

6:5鞭打、監禁、擾亂、勤勞、儆醒、不食、 

6:6廉潔、知識、恆忍、恩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 

6:7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 

6:8榮耀羞辱，惡名美名；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 

6:9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致喪

命的； 

6:10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

樣都有的。 

6:11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 

6:12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 

6:13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金句：希伯來書 1章 7節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燄為僕役。」 

 

今天我們思想《神的僕人》這個題目。 

 

美國佈道家查爾斯‧芬尼說：「你如果希望在你自己的生命裡，在你教會和你的城市裡，

有一次對真道的大覺醒，你要讓自己作“燃料”，復興之火才會燃燒起來。」復興的「代價」

是很高的。「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要先被主復興，讓自己對罪、對老我死去，甘心成為神的火炬，才能迎來大復興。保羅

何以能夠為以弗所城帶來屬靈的大復興？何以能讓主的道理在那裡「大大興旺而且得勝」？  

 

首先，保羅要在各樣的事上，表明他是「神的用人」。哥林多後書 6章 4-7節保羅提到，

「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困苦、鞭打、監禁、擾亂、勤勞、儆醒、不食、廉潔、

知識、恆忍、恩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仁義的兵器在左在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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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要哥林多的信徒知道，他為愛他們所付出的代價。第一輪他所受的苦，是「一般性」

的苦難，包括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困苦，這些保羅都捱過去了。保羅為哥林多人忍受

各種試煉，在壓力之下沒有放棄。這些苦或許一般人也會遇到。 

 

第二輪的苦，是來自於「抵擋福音的勢力」，是別人加給他的。包括鞭打、監禁和擾亂。 

 

第三輪的苦，是保羅自願作出的犧牲，他提到了勤勞、儆醒和不食。因為保羅深愛基督

和祂的教會，甘願工作到極度疲累。想像他曾經為「作主工」渡過無數個不眠的夜晚，不能

像別人那樣準時安睡。他為了神國的事工經常禁食、禱告。靠著聖靈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

求。 

 

宋尚節說，「中國聖徒的命，是橄欖命，越壓越出油。」橄欖若要成油，葡萄若要成酒，

就要壓。主把我們帶到各人的「客西馬尼」，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身上。用祂的

方法來煉淨我們，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哥林多後書 11章 22-28節，保羅拿自己和那些假使徒相比。說，「他們是希伯來人麼？

我也是。他們是以色列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麼？我也是。他們是基督的僕

人麼？（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

次有的；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

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裡。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

外邦人的危險、城裡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勞碌，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

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 

 

第四輪的苦，是保羅自我要求，他致力培育的德行，包括廉潔、知識、恆忍、恩慈。他

知道「傳福音」不獨在乎言語，因為人們也會從他的「行為」來檢視他所說的。 

 

保羅看重自己在眾人面前怎樣為人，他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哥林多後書 4章 1-2節，

保羅提到，「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

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傳道人的「行為」與「生活」，比「傳道」更要緊。今天教會不復興，因為沒有「如同

明光照耀」的，把生命之道表明出來。宋尚節說，「教會要復興，徹底認罪，除去教會及個人

一切罪惡，乃是靈工之根本。」罪惡不出去，活水就不進來。活水不進來，我們就沒有靈力。

沒有靈力，事奉就沒有能力。 

 

神藉著患難造就祂的工人，使用大患難當中得勝的信徒，成為福音的種子。大患難經常

帶來「大復興」，因為神藉著火一般的試煉來潔淨祂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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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難以應付的人，保羅用「恆忍」和「恩慈」來對應。「神的道」和與這道相稱的「佳

美見證」，就成為保羅「爭戰的兵器」，在左在右，進可攻，退可守。 

 

沒有一個人信主是出於勉強，都是心中受感動，被感化，甘心領受這道，被神的道所建

立。保羅贏得人的靈魂是透過「傳講神真實的道理」。靠著神的大能，用真誠、純潔、無偽的

愛心講。聖靈在聽的人心裡動工，反預定得永生的就都信了。 

 

保羅就是這樣，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許多

事情好像會讓保羅陷入憂愁，但保羅卻靠主常常喜樂。他對於外邦人一無所取，親手作工，

兩隻手經常供給自己和同人的需用。似乎一無所有，卻是使許多人富足。 

 

神是無所不能的，祂會以奇妙的方式作成祂自己的工。倚靠主，就能像保羅那樣，發出

聖潔、關懷和愛的熱力，使尋找溫暖的人們甘願就近。 

 

不要怕自己本身沒有能力，就怕「不願接近能力的源頭」──神。靠著「凡火」服事是

不行的，只能倚靠聖靈的火。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使神從天上降火顯應。藉著天火，證明

耶和華是真神，巴力不是。 

 

今天世界仍在等候同樣的證明，看出「那降火顯應的神，就是神。」這能力是從禱告出

來的。 

 

保羅之所以能受這麼多的苦，因為他不看重自我。一個人越是以自我中心，就越感到「受

苦」。不會感念「不配得的恩典」，只想逃避「不想負的重擔」。 

 

當你看「服事自己」比「服事別人」更重要，放不下自己，你的生命就不能與人分享。

你體貼自己，隨從自己的情慾，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保羅不是這樣，他從永恆的眼光看自己所受的不過是「至暫至輕」的苦楚。他說，「我

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當他的思想集中於那「等候要顯於他的榮耀」，那一點點的「苦」在他看來就算不得什

麼了。 

 

你若不能像保羅這樣，從「自憐」中得釋放，就不能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你心裡會常常

帶著「不甘願」。你要知道不是你從所做的工得著了什麼，「主用你」就是榮耀。萬王之王欣

賞你，看重你，使用你，派你做這件事，本身就是榮耀。 

 

不是用頭銜襯托，不是一定要有職稱、頭銜才能做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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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俄巴底亞書是舊約裡最短的一卷書，只有短短的一章。作者俄巴底亞，完全沒有交

待他的背景，只知道他是猶大人，其他一無所知。對自己他只提到，「俄巴底亞得了耶和華的

默示。」 

 

「俄巴底亞」這個名字的意思是「敬拜耶和華的人」、「耶和華的僕人」。作為「耶和華

的僕人」，得了「耶和華的默示」，有這兩樣就夠了。 

 

作神的僕人何等尊貴，照神的旨意事奉萬王之王，講出祂要我們講的「對這個時代的信

息」，比什麼都重要。 

 

撒母耳記上 3章 1節提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當那些日子，耶和華

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 

 

以利是「耶和華的祭司」，但神不常對他說話，因為他縱容兩個兒子行惡。知道兒子作

孽，自招咒詛，卻不禁止他們。尊重兩個兒子過於尊重神，行事不討神的喜悅。他不是神的

忠僕，因此「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榮耀離開他。 

 

保羅不是這樣，他看重神的榮耀。哥林多後書 11章 28節，保羅提到，「除了這外面的

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 

 

他說「還有」，「還有」為主所愛的教會掛心的事。 

 

主看重的不僅是我們「盡本分」，更是我們真心「愛祂」。有句話說，「愛會讓我做得更

多。」本份以外的愛的行為是主所欣賞，主所寶貴的。因為你愛祂勝過世界。 

 

保羅不但為眾教會掛心，並且為了使人得救，他願意多走一里路，向什麼樣的人，就作

什麼樣的人，好使人得救。 

 

凡他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今天你為主的緣故做事「講究」，還是降低標準，凡事「將就」，為圖方便，凡事「牽就」？

是否覺得能少做就少做，「壓力」越少越好？要知道能顯出一個人愛心的是「第二里路」。在

神眼中看為有價值的，就是在本份以外的愛的行為。 

 

保羅讓「壓力」天天「壓」在他身上。而他也透露自己如何在「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的情況下經歷主復活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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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中在一本靈修書上讀到一句話，「除非你能一無所怨的、甘心的、快樂的、滿有愛

心的擔起“天天為教會掛心，壓在心頭的重擔”，你才能算是主真正的僕人。」 

 

主甘心像祭牲被人拴住，牽到壇角那裡。我們事奉祂是否甘心？服事主最難的往往不是

「不能」，而是「不肯捨己」。邁爾博士說，「生命經過死亡之後，才是真正的生命。」 

 

保羅服事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就帶下屬靈的復興。他不是考量自己的利

益得失決定「做」，或「不做」，而是因為愛主，把主擺在主配得的地位上，用敬畏的心，勇

敢的迎向挑戰。 

 

你要作神真正的僕人嗎？與主同心，靠著主的靈，仰望主的應許，超越自我，戰勝自我，

順從主的感動，跟從主的腳蹤，走主所走過的路，將來你在見主面的時候，才能對主說，「主

啊，我沒有徒受你的恩典！」而你也必得主的賞賜。 

 

請我們一起禱告： 

 

「主啊，我們服事的力量是你加給我們的。在你呼召我們的時候，早已為我們每項需要

做了萬全準備。時候到了，你又賜給我們智慧，指示我們當行的路。你會教導我們的手做工，

我們只要順服。不是我們憑自己能做什麼，我們乃是與你同工的。當你呼召我們為一個比自

己更大的目標而活的時候，幫助我們明白，你是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幫助我們的服

事如風、如火，整個生命投入，願你堅固我們這樣的心志，你的靈自由運行在我們中間，不

叫我們軟弱退縮，而是剛強壯膽。因你說，凡你所作的事，信你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

更大的事，因為你往父那裡去。我們奉你的名求，父為了你的名的榮耀，必會給我們成全。

你是我們的主，我們恭敬將自己交託在你手中，願你憐憫，賜福。禱告祈求奉耶穌基督的聖

名。阿們。」 

 

 

《靈交何甘美》天韻 

1. 靈交何甘美 喜樂何豐盈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福祉何全備 平安何恢宏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2. 世途多艱險 靠主就安全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越走越光明 如日在中天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3. 我不懼危險 亦不畏艱難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救主常同在 我有大平安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副歌： 

安息 安息 平安穩妥危險遠離 

安息 安息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6

《奉獻一生》 

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不容再耽誤莫再蹉跎 

把握主使命福音傳播  讓真理種子心靈中結果 

我奉獻這一生唱出愛的見證 

我奉獻這一生傳揚不朽救恩 

忘記背後要努力往前  重新開始回應主恩典 

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憐  靠主的靈勝過所有 試煉 

 

浮沉罪海無助失落  十架的犧牲換來永生的抉擇 

留下永恒的愛歌  愛的歌 

 

我奉獻這一生唱出愛的見證 

我奉獻這一生傳揚不朽救恩 

忘記背後要努力往前   重新開始回應主恩典 

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憐   靠主的靈勝過所有 

 

《靈修短文》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6章 4-9節提到，「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

耐、患難、窮乏、困苦、鞭打、監禁、擾亂、勤勞、儆醒、不食、廉潔、知識、恆忍、恩慈、

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榮耀羞辱，惡名

美名；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卻是

活著的；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致喪命的。」 

 

保羅經歷事奉的艱難困苦，例如監禁，那是我們沒有經驗過的，但經文中有些我們就很熟悉。

正是在這種考驗性的境遇中，可以看出一個人是否為主真正的僕人。 

 

我們的忍耐怎樣？一個真的僕人不怨天、不尤人。在艱難困苦中，我們所表現的是什麼態度

呢？我們也對「勤勞」很熟悉，勤勞就是辛苦吃力的工作。在辛勤的工作之中，我們是否表

現自己是一個快樂的僕人呢？論到「儆醒」，我們又怎樣呢？那不眠不休的夜晚，當他人酣睡

之時，主可能需要我們工作，我們也要將夜晚獻給我們的主。「榮耀」就是我們享有聲望，在

此情況之下，我們是否表現出自己是主的一個真僕人？「羞辱」就是他人厭惡、毀謗我們，

要破壞我們名譽。世人是否可以在這一些情況下看出我們是一個謙卑、甘心受苦的僕人？ 

 

保羅說：「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要帶出屬靈的復興，就要不怕吃苦。 

 

（摘自《歇一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