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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登山宝训” 介绍 
 

亲爱的朋友们，我很荣幸与你们介绍圣经中称为“八福”的教导，

它包含在“山上宝训”之中。我们祈求这教导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并

带给我们祝福。 
 

每一个房地产经纪人都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销售原则，这个原则

就是：房屋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对房产的价值有着巨大影响。这一原则

同样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经文的价值，上下文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经文的

内容。经文脱离上下文、仅看单独的经文本身，就像是检查一根手指，

只看单独的手指，不关心与之相连的部位一样。相反，我们确定手指

的价值，是通过观察整只手及其与肌肉、神经、肌腱、手臂、肩膀和

整个身体的关系。在我们仔细查看“八福”之前，也就是在《马太福

音》第 5 章 3-12 节中出现的以“有福了”结束的九句话，我们需要首

先鸟瞰这些内容的背景，这里的大背景是《马太福音》，而“山上宝

训”的上下文则是第五章至第七章。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马太福音》的背景：《马太福音》主要

是写给犹太人的。新约教会最初主要是犹太人。估计五旬节后不久，

耶路撒冷大约有两万名犹太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经历了来自犹太同胞

的第一次迫害，指控他们的人是家庭成员或是其他犹太邻居。他们被

指控对旧约圣经或对先祖的教导不忠。马太被呼召写信给这些犹太基

督徒，并鼓励他们，向他们表明这样的指控是虚假的。他们没有对旧

约圣经不忠。马太把耶稣基督和祂的教导描述为弥赛亚君王和祂的国

度，是对旧约中关于弥赛亚预言的应验。当你仔细阅读《马太福音》，

你会发现马太大约引用了六十五处旧约经文。这比其他任何福音书作

者马可、路加或约翰都要多。在《马太福音》中，你会发现他着重强

调了耶稣的话。马太记录了耶稣的六篇福音讲道，你容易注意并且也

会辨别出这些讲道，因为它们每一篇都以一个类似于《马太福音》第 7

章 28 节的句子来结束，“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然后是另一句结尾，

但这句话标志着讲道的结束。在马太所记载耶稣的讲道中，有一个共

同的主题——天国或者上帝国度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事工的责

任。马太在第 4 章 23 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传天国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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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它和“八福”也密切相关。在第 5 章 3

节就能看到这一点。第一福与天国有关。在“八福”中，耶稣指明耶

稣基督属灵国度真正百姓或国民的样子。这差不多就是《马太福音》

的背景。 
 

请仔细查看“山上宝训”的上下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

六、七章。这次讲道以一个对历史的描述开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

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说……（5:1-2）”接着就是这篇精湛的讲道，威廉·珀金斯称之为整

本《圣经》的钥匙。因为在这篇讲道中，耶稣基督开创了对新、旧约

的总结，并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节课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想与你分享关于“山上宝训”的五

条总体评述，我认为它们将有助于向你展示这部分圣经是多么地宏伟，

以及与“八福”其它部分的关系，我们将一起查看。这一讲道非常重

要，原因有五点。 
 

首先，在这篇讲道中，耶稣基督显明祂自己，专注于祂自己，既

是天国的主也是救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遵行祂

父的旨意。祂父的旨意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祂父旨意的一个目的是

摧毁魔鬼的国度。《约翰一书》第 3 章 8 节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显

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的这些作为就像是一个国度，

在仇恨、邪恶、痛苦、暴力、自私和毁灭中运转。这与耶稣的国度、

以及平安与喜乐的重建是相反的。耶稣的事工是建立祂的国度，不是

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家。这是超越国界的。这是一个位于世界万国中的

国度。当你读完这篇讲道，以及耶稣其余的事工时，你会注意到，祂

强调“国度”。耶稣谈到“国”超过一百次，谈到“教会”却只有两

次。这值得我们注意。耶稣谈到“国”是什么意思？当祂谈到上帝的

国时，祂在传达什么信息呢？祂是在关心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从心里

开始。因为国度是在心中的，继而显露于我们的行为，表现在我们的

生活中。我们的态度变成了行动。再次，《马太福音》第 4 章 17 节说，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要进入这个国度就必须有对罪的悔改。因为这个国度，朋友们，是一

种生活方式，一种从此时开始并将延续到未来新天新地的生活方式，

在那里所有的百姓都是祂光荣国度的国民，生活并居住在完全的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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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第 5 章 3 节已经指出这一点，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

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么教会在这一切当中起什么作用呢？教会是枢轴，是中心。有

人说，每周的教会聚会就是救恩的元首召集祂王国的士兵一起教导他

们的时候。在这些聚会中，祂鼓励他们战斗。祂纠正他们的错误。祂

会激励他们重新开始争战，或者祂也会在他们经历失败的时候安慰他

们。那就是教会，每周聚会，研读《圣经》，并且彼此相交。藉此，

圣灵滋养，坚固，并扩张这个国度。在听过这话之后，祂期望祂所有

的跟随者都去做天国的工作，在我们所处的任何地方活出天国的生活，

成为祂在天国里的工人。当我们思想这国度的生活时，我们存在的方

方面面都包括在内。它始于你如何思考，心意的更新，你如何看待上

帝，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如何看待他人，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国

度就是你怎样使用你的时间，你的口、你的金钱，你怎样管理你的家

庭、婚姻、教会家庭、你的邻舍，甚至你的敌人。这和世界的价值观

如此地不一样，在这个国度里要爱你的敌人。你怎样对待那些让你失

望的人，那些冒犯你的人，或者那些想要利用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

国度生活的一部分，这许多方面都在“山上宝训”中出现。因此，

“山上宝训”有时会被称为上帝国度的宪章。 
 

其次，耶稣教导我们要成为祂国度的一员，就要与祂建立个人的

关系。“山上宝训”有一个惊人的结尾，我想首先提醒你注意这一点，

如果你自己读的话，请从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三节。祂描绘了

人与上帝的相遇，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一种

知道某些事情就足够了的生活，而是活出与祂自己的关系。耶稣非常

清楚地表明，没有人是仅仅通过做基督徒相关的事情，背诵基督教的

真理，或者传讲基督教的信息就成为基督徒。只有当我们藉着信心这

圣灵作工的果子与耶稣基督联合，并且开始从我们的内心到我们与他

人的日常交往中反映出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

为了强调这个重要性，回到讲道的开头，耶稣以“八福”开始这次的

讲道。在我看来，没有哪一处的经文，能比“山上宝训”开篇的表述

更开宗明义地定义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上帝统治

的主权与恩典的权能时，这个教导会改变我们，成为像“八福”中的

性情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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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耶稣通过“八福”的开头教导我们，正如它在其它部分被

详细讲述的那样，重生是成为祂国度一员的绝对必要条件。“人若不

重生，”祂在《约翰福音》第 3 章 3 节对尼哥底母说，“你就不能进，

不能看见，也不会享受上帝的国。”虽然在“山上宝训”的任何地方

都找不到“重生”这个词，但祂在“八福”中定义了祂国度里的重生

的百姓。因此，请把耶稣的这篇讲道看作是对旧约错误教导的一次重

要纠正。你们常听到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太

5:21）”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时期的犹太人时代，成为一个真正得救

的人意味着要达到正确的标准，他们是严格的，方法是列出各种行为

准则清单，然后通过遵守它们来赚取来到上帝面前的道路。而在基督

的国度里，内心先于行为居于首位，主向我们表明，我们不是通过做

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赚取我们的救恩之路。祂的国度教导是关于基督的，

以及祂的工作替我们赚得了来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所有对内心，对与

主由心发出的关系以及对我们是谁的强调都并非新事。《撒母耳记上》

第 16 章 7 节写到，“……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

看内心。”今天，上帝仍然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看待自己，查看内

心。这一部分所做的就是这个。对耶稣来说，基督徒的生活首先是内

心思想正确，然后是做正确的事，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为义以

及行义”确实都是对圣经关键词“义”的美好而简单的定义。 
 

第四，耶稣在这篇讲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当今的基督徒和耶稣

时代的犹太人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表面性或者表面信仰的问题，耶

稣称之为“粉饰的坟墓式信仰”，有些人看起来敬虔，正统，传统并

且严格，但实际上，他们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祂说傲慢、

自私、虚伪、伪善的态度表示什么意思，这些都是为了权力、地位和

自己的荣耀，那就是死人的骨头。这种表面性在犹太文化中被大肆宣

扬，当时他们对上帝的敬虔程度降低到了符合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设定

的一系列外在标准。当然，如果你查看圣经经文，就会发现有各种各

样上帝也想让我们持守的外在标准，但祂不断提醒我们在一段关系中，

内心比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更加重要。 
 

请想一想你的婚姻。你的婚姻关系不是由你们所遵守的规则，你

们所坚持的标准，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来定义的。而是一颗心与另一

颗心在爱的承诺中融为一体。这一关系的健康以及核心质量当然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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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这一关系的标准——高标准，来维持。但可以这样说首先是内心，

然后才是规则制度，使它得到保护。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也是如此。做为一个基督徒，首要的是与耶稣

基督建立关系，祂使你从你属灵的死亡中复活。“属灵的死亡”这个

词描述了我们与上帝属灵的分开，或者我们与上帝属灵的分离，这可

以追溯到《创世记》第 3 章 6 节，当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

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与始祖一起。如果这种属灵的关系没有得到

恢复，那么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只是一个被我们采纳去努力活出来的

信条而已。但是如果这是一种关系的恢复和一颗心的更新，那么信徒

就藉着信仰变成了一个被收养的儿子或女儿，将一生奉献给上帝，是

祂把他们从可怕的生命困境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所追求的。 
 

耶稣时代的错误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犹太人做过的事，我们

今天也在重复做。这对基督教信仰来说是毁灭性的：当我们简单地持

有基督教信仰，或者通过按照特定的信条生活，按照特定的标准生活，

或者持有特定的传统来定义它的时候。不，朋友们，真正的基督教信

仰，根据这国度之王的说法，是将生活奉献给上帝和我们的邻舍，与

此同时我们相信，这位王以及祂作为救主的工作是我们被上帝接纳的

唯一理由。耶稣祂自己在《约翰福音》第 13 章 34-35 节中确实地强调

了这一点。请听祂的话，经文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

们彼此相爱。”这原是一条旧约诫命，这诫命的新颖之处在于“我怎

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山上宝训”的这一方面，

使得它永不过时并且发人深省，甚至挑战着谁在这国度里，谁得救了，

谁是真信徒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不在于你们是否符合某种外在的标准，

不在于你们是否看起来像个基督徒，不在于你们是否拥有一个好的信

条，不在于你们是否忠信，是否成功，或者是否虔诚。不，它在于你

们是否符合主所描述的国度里百姓的样子，正如祂在“八福”中所写，

所描述的那样。七福是内心的问题，是内在的态度，所有这七福都是

圣灵明确无误的指印。所有这些对表面性问题的探寻，在耶稣的话中

达到了惊人的高潮，毫无疑问，《马太福音》第 5 章 20 节中最初的听

众会感到何等震惊。想象一下这些人都站在那里。这些人生来都被培

养得敬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极端虔诚的例子；他们是当时的

属灵伟人。他们是教会领袖，人人都尊敬他们，耶稣在第二十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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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必定像一记重锤，“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

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再次提到了天国。若不胜过，我们就

不能进天国。“胜过”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你们在彼此之上添加更多层

次的内容。那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做的。不，“胜过”意味着要更

深入，深入到内心深处。耶稣在“山上宝训”和“八福”中的一贯教

导，以及在这篇讲道中所做的严格的律法教导，你能看出和当时的信

仰传统是冲突的，但却是有益的吗？这些不会增加基督徒的人数，但

在上帝的祝福下，它一定会提高基督教信仰的质量，还可能会成为传

福音的工具。 
 

最后一点观察是，耶稣在“八福”中给了我们一个无与伦比的典

范：通过它可以检验什么是真基督徒的经历。真基督徒的经历有很多

种，就像森林的多样性一样，都是不同的树木，却是一片森林。凡是

认识基督和祂教导的荣耀，并且从非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基督徒

的生活方式的人，都不会与另一个人相似。 
 

请看一些对比，马太，利未是他在圣经描述中的名字，把他是怎

样被主呼召的与大数的扫罗是怎样被主呼召的相比较，扫罗成为了保

罗，他是众多书信的作者。以施洗约翰为例，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就

有了新生命的证据，把他与十字架上的小偷相比较，就是那个在他来

到基督那里之前就几乎要死了的人。请想一想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她

可以说是一位慈爱的母亲，然后还有一个被鬼附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也

被带进了这国度里。我还看到了认真的拿但业坐在无花果树下，我也

看到了来到基督面前的狂热的哥林多人和以弗所人。现在我们倾向于

强调一种戏剧性的转变是更真实的。但这并不符合圣经。上帝的权能

不仅仅在于一座火山的爆发。上帝的力量还可见于一朵小花甚至一片

小草，两者都是惊人而有力的。 
 

回到这次的“八福”和“山上宝训”，上帝作为的独特性就是：

无论上帝拯救你们的方式如何，或者无论你们为了认识上帝的恩典和

耶稣基督经历了什么样的境遇，每一个重生的灵魂都能够在“八福”

中认出他/她自己。如果你们的心没有在这七个完全的福中被描绘或者

勾勒出来，那么你们就缺失了成为上帝国度一员所必需的属灵品格。

因此，当耶稣在山上开始祂的讲道时，有意描绘出这个国度百姓的样

子，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被更新的品性位于基督徒的任务之前。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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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谁，其次才是你们是什么，是盐和光。行为随着心意变化而出

现。 
 

在对“山上宝训”进行了概述之后，我们准备更仔细地查看“八

福”。愿上帝祝福这次的教导，并使我们众人都能以我们目前所学到

的成为他人的祝福。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