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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主话（25） 
 
2020 年 6 月 2 日 
经文：马太福音五章 7 节 
主题：憐憫別人的必得著憐憫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马太福

音五章 7 节) 

 

 

思想 

 

第五福跟前面所说的福气有点不同，因为它所谈不仅是

心态，更是行动，是面对有需要的人的行动。 怜悯是

旧约圣经提到神的时候经常出现的言词——神常常怜悯

有需要的人。 而这个怜悯的性情，在耶稣的生命里面

表现得最为真切。 例如马太福九章 36 节说：耶稣看见

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

羊一样。 路加福音七章 13 节说耶稣在拿因城看见一名

寡妇失去了儿子而怜悯她，使她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明朝的中国善会特别多，有些是以宗亲乡里为施善的对

象，也有一些是面向没有血缘关系却有需要的人。 无

论是那一类，都会称施善者为「善长仁翁」;这个称呼

大概是认为施善的人德高望重，堪作百姓的表率，是接

受施善的人所要景仰和学效的对象。 这个观点催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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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善者身处较高的道德地位的想法。 中国这种施善文

化，跟基督教的慈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 

 
基督教看施善是蒙恩的人的自然表现，因为他们都是先

蒙上帝的恩惠怜悯，才能向别人施善。 因此，施善者

不是高人一等，因为他们都只是蒙恩的人而已。 这可

能就是第 7 节所说的—「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必得怜悯」——的意思。  

 
基督教也看接受者向施善的人提供了机会，使施善的人

可以效法神的怜悯。 因此，施善的人要感谢接受者给

了他们蒙怜悯，并且可以完成学习施善的机会。 这种

对施善的看法，可能与马太福音的一个比喻有关。 在

马太福音十八章 21-35 节的「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

中，耶稣透过那不愿意怜恤别人的仆人的故事，指出天

国的子民应该因为接受了神的怜悯，也要同样去怜悯别

人，甚至是那些开罪了自己的人。  

 
 
怜悯涉及内心的感情和外在的行动。 感情上的认同只

是怜悯别人的第一步，惟有付诸实行才能成就真实的怜

悯。 有些人可能天生感情丰富，因感受到不幸的人的

苦境而洒泪并不困难，况且感情不会因为付出同情而减

损。 但是，若要从内心的感受发展成为行动，这可能

会引来个人所得的减少。 当我们面对资源有限，但需

求无穷时，会否因而堵塞了怜悯的实践？ 倒过来说，

没有余力的人，是否就不用施怜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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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是否真正认识自己是蒙神怜悯的人呢？ 是

否愿意效法神去向有需要的人施怜悯呢？ 有什么怜悯

的行动是我们可以实践的呢？ 

 
 
祷告 

 
怜悯人的神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得蒙您的恩惠怜悯。 

求您激励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向别人施怜悯。 

求您帮助我们，不要塞住了怜悯人的心肠，给我们智慧

懂得如何实践。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