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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参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

章三至十二节中所赐之“天国八福”接下来的研习。今天我们将思想

第五福：“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愿我们都像马

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倾听祂在这一福里要对我们说的话。在

山上宝训的结尾，耶稣陈述了一个简单但却给人深刻印象的真理，我

想以此来开始。祂稍后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至十八节中说，凭

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这不仅适用于树木，通常也适用于人，还适

用于耶稣基督国度里的信徒。你们的行为举止，不仅是在公共场合的

行为举止，还是通常私下的行为举止，都揭示了你们真实的样子。雅

各，以耶稣基督这一原则为基础，将其应用于《雅各书》第二章十七

中的信心。他在那里写道：“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为什么我在开始对第五福研习的时候，要

让你们注意到信心的果子？这是因为在第五福中，主耶稣稍微改变了

祂描述新人，即祂国度中人的重点。在前四种描述中——灵里贫穷的

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还有第四福中的，饥渴的人——耶稣是在

强调内在的操练和内心的态度。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单单声称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但在内心却从

未经历信仰的内容，就像仅仅因为你拥有一架钢琴就声称自己是音乐

家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在最后三福中，主把注意力放在圣洁

的外在果子上。这些外在的果子，当然，不能与内在的根，内在的态

度分开，但这最后三福必定有一个更为外在的维度。换句话说，因为

一个人是怜恤人的，所以他行事有怜恤。心是怜恤人的；因此果子是

怜恤。因此，声称经历了圣灵更新心灵的事工，然而在我们的行事和

言语中却没有流露出我们心的转变，这圣洁生活的证据，那么这就是

毫无根据的。因此，让我在这节课的开始，强调一个藉着耶稣基督做

成之救赎之工的最基本的教义，这个教义就是耶稣基督与信徒的联合。 
 

新约中有超过一百次强调这两者的联合。可能对此最清晰，最简

单的描述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中的葡萄树和枝子。重生就像一根

枯萎不结果子的树枝被嫁接到活的葡萄树上，即耶稣基督。上帝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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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新生命的开始。这是一种有主权的行动。这是一位有权能之上帝

恩典的行动。这是我们几乎不能控制的一些事，就像我们自己的受孕

出生一样。与基督联合的果子是，我们都改变了，而这改变就是我们

将开始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看待事物，去行事，去说话，还有更

深地去思考。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提到我前几天读到的一则传教士的故事。这

是一则关于一个传教士在非洲土著中传教的故事。当这位传教士正在

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非洲土著们兴奋地回应说：“我们认识祂，我

们认识祂！”这使得这位传教士感到困惑。“你们为什么认识祂呢？

你们是怎样认识祂的呢？”在询问他们是怎样认识祂的之后，他们这

样答到：“当你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想起了那位在我们中间工

作了多年的医生。他非常符合你对耶稣基督做出的描述。”这就是问

题的关键，与基督联合会改变我们。这个改变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这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终身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基督会藉

着祂的灵，使祂自己的工作达致完全，因为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有福

之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而且祂所开始的，祂也

必会完全地做成。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大书》最后几节（24-25 节）中

的赞美非常令人安慰。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

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愿荣耀，

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为什么这一点如此令人安慰呢？这是因

为每一个属于这八福的人，在他们自己看来，如果你们问他们，他们

会觉得，在圣洁或者效法基督的生活和行事中，几乎没有开端。但如

果有一个开端，那么这开端是什么呢？接下来的三福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耶稣已经选择了三个标志来说明生命之改变的开端。所以在这第

五福中，我们将以略微不同于其它福的方式再次聚焦——首先，聚焦

于怜恤之心，然后聚焦于怜恤之手，第三，聚焦于对怜恤人之人的应

许。 
 

首先，让我们思想怜恤之心，“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在《路加

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中，耶稣指示祂的门徒这个吩咐：“你们要慈

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句话中所隐含的意思是天父是怜恤人

的。怜恤是上帝内心爱之本质的启示。朋友们，上帝本质上是爱，祂

不只是可爱的。祂就是爱，这就是祂的本质，上帝的这一荣耀是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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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一个主要主题。圣经专家告诉我们，在圣经经文中找到的“爱”

这个词有上千种不同的形式或者短语，比如爱（love），当然了，还有

可爱（ loving），慈爱（ lovingkindness），恩典（ grace），怜恤

（mercy），恩慈（goodness），慈爱（kindness），这些都是与这种

爱相关联的词语。如果你们听一听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

节中的话语，即祂在世时最后的话语，（就会发现）祂在这段话里使

用了三十三次“爱”这个词。 
 

当你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圣经》的作者们是怎样被圣

灵感动，把最美好的形容词添加到上帝身上那可爱的爱之属性上。其

中一些是伟大的（great），或是丰盛的（plenteous），或是丰富的

（tender），或是充充足足的（abundant），或是从亘古的，或是说不

尽的爱，或是无法测度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强调上帝之爱的荣耀。

现在，我们经常交替使用“怜恤（mercy）”和“恩典（grace）”，但

这是不对的。有一个区别。虽然两者都是上帝之爱的启示，但“怜恤”

和“恩典”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恩典和怜恤从我们

的角度来说都是完全不配得的，无法赚取的，但它们也有所不同。上

帝的恩典是祂对那些有罪之人的恩慈，恩典对应有罪的。上帝的怜恤

是祂对那些悲惨，贫穷之人的恩慈。这就是区别。它们都是恩慈，但

有不同的对象——一个是给予有罪之人的恩典，另一个是给予悲惨之

人和贫穷之人的怜恤。因此，《圣经》中的怜恤通常更为正确地与怜

悯（compassion）、慈爱（kindness）、温柔（ tenderness）和顾惜

（pity）相联系。例如，以《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五至七节中关于上

帝特性的一段重要的经文为例。这是上帝给摩西的一个回答，摩西恳

求上帝说，请“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上帝回答说，不是用看的，

而是用听的。祂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次讲道。 
 

请注意，在这段上帝自己的话语中，在对上帝之荣耀的极好的描

述中，首先说的是什么。上帝以怜恤的属性开始祂的讲道。《出埃及

记》中有这样的话：“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然后祂以祂自己所有其他的荣耀的属

性来继续，例如祂的怜恤和祂的圣洁。让我们陪耶稣一起走过祂生命

的最后几个星期，陪祂走在去钉十字架的路上。当祂看到祂周围悲惨

的人和贫穷的人时，请留意祂对怜恤（mercy）和怜悯（compassion）

的强调。祂表现出这一怜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祂看到耶路撒冷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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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祂开始哭泣，祂看到这座城眼看要经历深重的苦难就哭了。救

主动了慈心。然后，在去钉十字架的路上，当祂背着那个十字架的时

候，祂看见那些妇女们哭泣，为祂哭泣，祂就停了下来，祂对她们说：

“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祂对他人动了慈心。当

他们最终把祂钉在十字架上，并把他举到那个痛苦的十字架上时，请

听祂的怜恤因祂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

晓得。”（路 23:34）祂的怜恤（mercy）、怜悯（compassion）和慈

爱（kindness），也是如此；请务必留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祂对那

些怀有敌意的人，或者正在伤害祂或者伤害他们自己的人也动了慈怜

之心。现在所有这些都引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正如汤姆·华森

（Thomas Watson）在他著作中的某处所说，“怜恤是上帝可爱的属

性”，或者是最贴近其内心的属性。那么会发生什么？当我们与耶稣

基督联合，在枝条被嫁接到葡萄树上，或者重生的过程中，会发生什

么？上帝的灵开始在我们里面内住。作为这事的结果，我们变得具有

神圣的本性。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天父的样子，祂心中充满怜悯和怜

恤，而现在我们也会在自己的心中拥有这些性情。朋友们，救赎性的

恩典总是改变人的，它改变我们的性情。它会使我们充满对他人的怜

恤、怜悯的柔情；那是救恩可以看见的，可以感觉到的，可以触及到

的一面。这就是怜恤之心。 
 

现在让我们思想一下怜恤之手。耶稣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祂不仅仅是在呼吁对我们怜恤之心的关注。祂在这里所论及的是怜悯

的行为或者怜悯之手。“怜恤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开始在他们日常

生活中他们的说话行事上，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表现出这种怜恤。你们

越是思想上帝是怎样俯就我们可怜、贫穷的情况；我们越是思想上帝

不爱惜祂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那不可思议的，不可估量的死亡从而为

我们打开了向我们显现和施行怜悯的道路；你越是思想祂怎样藉着祂

公义的规定赐给你们信心的礼物，你们就越发会问这个问题：“主啊，

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来回报？我能拿什么来回报你所显给我的

恩惠呢？我能为你做什么呢？”现在上帝的回答与我们里面发热的内

在设计完全吻合。祂说：“你们要怜恤人。”你们不仅要在心里有怜

悯之情，而且也要在你们的手中、在你们的行为上、在作为上怜恤，

就像你的天父怜恤人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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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使用几个这种怜恤或者怜悯之福起作用的例子，那么你们

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我再次想到了摩西，

就是穿越旷野的那位伟大的以色列领袖。他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

章三十一节中动了慈心。那时刻的背景令人难以置信。以色列人做了

什么？——他们在蜜月期犯了奸淫。西奈山上传来的声音还未消散，

他们就围着一只金牛犊跳舞，并且用它来代替对他们说话并把他们带

出埃及的那位上帝。合乎情理地，上帝发怒了。上帝对摩西说：“摩

西，我要把这些人从这地上抹去。”摩西没有说，“好的，主，我同

意，”摩西反而跪倒在地，尽管他因人们所做的事而对他们感到愤怒，

但他却向上帝提出了这个惊人的请求。这就是，他说：“这百姓犯了

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他停顿了

一下。“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一个显著的

怜恤的例子。摩西对以色列人悲惨的未来动了慈心，他愿意承受一切，

只要这个民族能被赦免。“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让我再给你们举一个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中所找到的耶稣怜恤

之手的事工的例子。耶稣正在与一位极力为自己辩白的律师打交道，

他最后又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来为自己辩护“谁是我的邻舍呢？”这

就是问题所在，你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中读到这个。耶稣接

着给出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祂把注意力引到了犹太人最受鄙视的

邻舍之一，撒马利亚人的身上。在这个故事中，祂讲到祭司、利未人

——教会的领袖们——路过一个受伤的旅人，他因伤而垂危。祂讲到

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停了下来，冒着生命危险，牺牲他的时间和金钱来

向一个陌生人施怜恤。这就是怜恤。 
 

怜恤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执事司提反。当他因犹太人的敌视而被石

头打死的时候，他恳求上帝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徒

7:60）。虽然他的衣服上显出的，那扔到他身上的石头所留下的血迹越

来越多，但他死时他内心的态度却越来越怜恤。这就是怜恤。耶稣说：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这些人就是愿意与家人、朋友、邻舍和同事

分享福音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自己破碎的人生中经历过上帝的

怜恤，而他们想要分享这一点。为什么怜恤人的人这样做呢？为什么

他们想和别人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呢？让汤姆·华森来回答我们，

他优美地论到：“上帝的救恩在我们里面生出了柔软，然后它使人心

在一种向着上帝的敬虔的哀恸中溶化，也使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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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他人的怜悯的感情和欲望中溶化。”因此，自称为基督徒，自称

为属耶稣基督的有福之男女，然而对那些过着悲惨、贫穷和不公的可

怜生活的人没有怜悯，那么就都是徒劳的。如果我们像利未人和祭司

做的那样从他们身边走过，那么我们就并不认识上帝。约翰在《约翰

一书》第三章十七节中写到，这正是灵性的试金石。“凡有世上财物

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

呢？” 
 

第三，我们来看一看怜恤的应许。“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蒙怜恤。”主耶稣在这里绝不是在教导救恩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

在怜恤他人的基础之上，（仿佛）你们是怜恤人的，因此你们必蒙怜

恤。这种想法与恩典福音的整个信息完全矛盾。听一听《以弗所书》

第二章八节，保罗在那里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

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不但信心，而且得到救恩的恩

典都是上帝所赐的，而不是赚得的。所以即使是我们最大的怜恤行为，

如果上帝通过祂完全的标准来查看它们，那它们也不是完全的。它们

并非纯粹出于罪恶的动机或者骄傲的反思。根据上帝圣洁的标准，即

使我们最大的怜恤也达不到标准，因此也永远不能成为获得怜恤或者

恩典的基础。这与整个福音信息相矛盾。主耶稣所教导的是上帝国度

里的一个美好原则。它就是《诗篇》第十九篇十一节所表达的那个原

则：“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耶稣应许那些以无条件的爱，在牺牲的

爱中，或在非审判的爱中表现怜恤的人，他们将得到怜恤。这是简单

的圣经原则——你们所种下的，就是你们所收获的。例如《箴言》第

十一章二十五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节，也强调了这个原则，就是我们种什么，

就会收获什么。保罗在那里写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

是真的。”再一次，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七至八节中对加拉太

人写到，“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

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

灵收永生。”朋友们，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联系。如果我不怜恤人，

那么我会收获什么呢？我将收获疏远，我将收获冷漠，我将收获怨恨。

但是如果我怜恤人，那么通过我的行动我将收获这些，我将收获喜乐、

和平、和睦以及友情。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看一看“怜恤人的人有福

了”，因为他们种下怜恤，所以他们得到了怜恤作为回报。“他们必

蒙怜恤”，不仅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还在于他们将获得与上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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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同行和交通上的怜恤，因为遵守上帝的命令，有着极大的赏赐。最

重要的赏赐之一是圣灵的临在与安慰，活出上帝的荣耀并且显给人们

看。再一次，请容我引用汤姆·华森的话，他说，“你会得到超额的

报酬；因为你舍弃的那块金子，必有一份荣耀的分量。”他说：“因

为一杯凉水，你必得着上帝喜悦的江河，这江河永远流淌在上帝的右

手边。”你可能会说，那么为什么耶稣没有说他们必被赏赐怜恤呢？

相反，祂说：“他们必蒙怜恤。”祂在这一福中没有使用赏赐这个词。

那是为要向祂的百姓确保并安慰他们祂应许中的恩典。当祂的百姓思

想他们自己的怜恤行为时，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失败，他们会看到自己

的短处，因为谁又能施怜恤行完全呢？谁能做到完全真实和纯洁呢？

谁能在践行怜恤时完全聚焦于上帝呢？因此，也是为了安慰祂的跟随

者们和祂的门徒们，即使他们面对了他们在践行怜恤时，在他们所做

一切事上伴随着不完全，耶稣仍向他们保证，“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即使这并不完全——“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这就是为什么伟大

的清教徒汤姆·华森，我在这篇讲稿中已经多次引用他的话，说这话

如此正确的原因：“那些认为自己最不配获得最大怜恤的人，是准备

最充分的人。”“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愿上帝保守这些教训，并且用祂满有恩典的爱来安慰我们。非常

感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