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啊!教導我們禱告 

 
馬太福音 6:7-15 

 
莊祖鯤牧師 

 

前 言 
 
 在所有的宗教裏,禱告都是極其重要的儀式.但耶穌基督對禱告,卻有

獨到的見解.而這段通稱為”主禱文”的禱告,其實更正確的說法,應該稱之

為”主耶穌的禱告範例”. 
 

I.  禱告的正確心態(6:7-8) 
 

1. 不要將禱告變成徒具形式的儀式 
 

      - 不要誤以為冗長而空洞的禱告,或反覆嘮叨的祈求,才是「好」的

禱告. 
 

   2. 要認識神乃是全知,全能的神 
 

  - 因為神已經知道,所以不必”提醒”神;因為神知道甚麼東西或景況

對我們最有益,所以不要”教導”神;因為神也知道何時才是最恰當

的時機,所以不應該”催促”神趕快行動. 
 

II.  禱告的範例(6:9-13) 
 

1. 禱告的對象: 「我們在天上的父」(6:9b) 
 

 (1)「父」 
 

- 這”父”原文是”Abba”,是亞蘭文中對父親的暱稱,相當於法文 

  的”Papa”,或台語的”阿爸”.當信徒因信被算為義人之後,我們就 

  得到一個特權,能稱神為”阿爸,父”(羅馬書8:15). 
 

     (2)「我們」的父 

 

 

     (3)我們「在天上」的父 

    

2. 禱告的內容(6:9c-13): 
 

(1)為神所關心的事禱告(v.9c-10): 
 

a. 神的「名」- 被世人尊為聖 

 

b. 神的「國」- 被世人衷心接納 

 

c. 神的「旨意」- 被世人所認識並遵從 

 

(2)為我們的需要禱告(v.11-13b) 
 

a. 我們的「飲食」- 肉體的需要 

 

b. 我們的「債」(罪)- 靈性的需要 

 

c. 我們的「試探」- 道德的需要 

 

(3)頌榮(v.13c) 

 

III. 最後的提醒(6:14-15) 
 

不是我們先饒恕人,神才肯饒恕我們.而是說我們若不饒恕人(或拒

絕與人和好),就表示我們沒有真誠地悔改,因此我們的禱告也就歸於徒然. 

 

結 論 
 
 若我們的禱告是出於誠心,又有實意;既正確地認識神,也確知自己的

地位;先顧念神所關心的事,才求我們的需要.我們的禱告,就必蒙神所悅納. 

 

 

討論問題: 
(1)在禱告上, 你是否也會不知不覺地犯下一些上述常見的錯誤?請自我省

察,然後彼此分享. 
(2)你禱告的時候,覺得和神很親近嗎?或者你覺得神是遙不可及的?請分享. 
(3)你禱告的時候,你所祈求的,主要是甚麼呢?你覺得耶穌有關禱告內容的
教  
  導,給你最大的提醒是甚麼?你準備如何改進? 



正確的人生觀 
 

馬太福音 6:19-24 
 

莊祖鯤牧師 
 

前 言 

 
 從馬太福音第六章開始，耶穌提出一連串的警告，6:1-18是針對宗教上

「假冒為善」的罪，6:19-34則針對物質主義及價值觀的問題。在後者，耶

穌提出兩個很重要的正確「透視」(perspective)： 
  (1) 6:19-24 正確的價值觀及「優先次序」 
  (2) 6:25-34 對神毫不懷疑的信賴 
 

I. 真正的「價值」 (6:19-21) 
 
 1. 不要為「自己」積儹「地上」的財寶 
     

• 因為這些地上的財富都會「被蟲咬」，「鏽壞」(希臘文是「吃  
掉」)，或「被偷」。 

 

• 因此這些「地上的財寶」係泛指一切會變質或貶值的任何事物，這

也是《傳道書》的作者所指的「日光之下」的事物，如財富、才

智、名譽、學問、能力、善行等等，因為這些都不能存留到永遠，

最後都成了「虛空」和「捕風」。 
 

• 神沒有看財富為邪惡，也沒有禁止我們為將來的需要而儲蓄。耶穌

所禁止的，乃是出於自私與貪婪的心意為「自己」累積財富。這是

一種錯誤的價值觀，誤以為這些「財寶」可以存留到永遠。 
 

 2. 要積儹「天上」的財寶 
    

• 「天上的財寶」是指能存留在永恆裡的事物，如「信望愛」、傳福

音的果子、對神的認識等。 
 

3. 這個態度的理由:「財寶在哪裡，心也在哪裡。」 
 

• 我們所珍惜、所看重的事物，就會佔據我們的心靈，消耗我們的心

力和時間。所以基督徒應該心無旁騖，「思念」天上的事(西

3:2)，作一個「清心追求主」的人(提後2:22)。 

II. 正確的「眼光」（6:22-23） 
 

1. 「眼睛」和全身的比喻:     
          

• 聖經中的「眼睛」與「心」常常是同義詞(如箴言4:23-25)。 
 
• 「好」(瞭亮)的眼睛是指正直的、不分心的、清澈的眼光；

「壞」(昏花)的眼睛則指貪婪(箴言28:22)、自私(申15:9)。 
 

 2. 比喻的意義--我們裡面的價值觀對我們生命的影響    
 

• 一個專心跟隨主的人乃是「清心」(singleness of mind)的人，

這樣的人才能有屬靈的透視力，對神的啟示以及異象，才能了

然於胸。 
 
• 一個「心懷二意」的人，凡事沒有定見(雅各1:8)，同時他們也是

「扶著犁向後看」的人，將不能進神的國(路加9:62)。 
 

III. 唯一的「主人」(6:24) 
 

• 這裡的「主人」不是雇主，而是奴隸的主人。一個人可以為兩個

雇主工作，卻不能屬於兩個「奴隸之主」。 

 

• 在中東語言中，「愛」與「恨」是表示「依從」與「不依從」，

或「重」與「輕」的差別。 

 

• 「瑪門」在亞蘭文或希伯來文都是指「可靠的東西」，因此通常

泛指金錢與財富。 

 

 

 

 

討論問題： 
 

1. 我們的價值觀, 以何為中心？以今生看得見的任何事物？或有永恆價值

的事物？請分享。 

2. 在以神為中心的原則下, 如何看待和運用神所賜與我們的財富？ 

3. 我們要如何保持我們在神面前的「清心」？你可以感受到世俗的世界

如何分散我們的注意力嗎？如何面對？請分享。 



不要為生活憂慮 

 
馬太福音 6:25-34 

 
        莊祖鯤牧師       

 

前 言 

 

 會吸引我們的眼睛,使我們不能專一地跟隨主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

是追求財富,另一個是為生活憂慮.因此耶穌先談財寶的問題(6:19-24),然

後在此段(6:25-34)才討論憂慮的問題.前者主要是針對家境較優裕的人,後

者則針對貧窮的人.耶穌對前者的口氣較嚴厲,對後者則較寬容. 

 

I. 我們不要憂慮自己物質上的需要(6:25-32) 
 

1. 通則:神既是創造的神,也是供應的神(v.25) 
 

- 耶穌用對比的方式,提醒我們:”神既是賜生命的神,祂豈不同時賜予  

  維持生命所需要的衣食嗎?” 
 

2. 對比:野地的鳥與野地的花 (v.26-30) 
 

(1)我們比花鳥貴重得多,因此,神既看顧花鳥,神豈不看顧我們的需要? 

 

(2)耶穌不是要我們學習花鳥不種,不收藏,不勞苦.相反地,聖經教導

我們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弗4:28).因此耶穌是用反比的方法

來說的,意思是:”你們看這些花鳥,它們不懂得種,不需要勞苦,尚

且可以生存.而你們又會種,又會收,何必再憂慮呢?” 
 

3. 結論:憂慮與基督徒的信仰有矛盾(v.31-32) 
 

(1)憂慮顯示我們對神沒有信心. 

 

(2)我們若只追求物質的需要,就表明我們的價值觀,與不信主的”外邦

人”沒有兩樣. 

II. 我們要關心神的國度與神的義(6:33) 
 

1.基督徒要將神的事列為最優先. 
 
 
 

2.若我們按神的旨意去事奉神,我們生活所需,神自然會供應. 
 
 
 

3.憂慮會使我們分心,以至於不能專一地跟隨主. 
 
 
 

結 論(6:34) 
 
(1) 我們不必為明天憂慮.因為我們可能是白操心(問題根本沒有發生);

也可能是多操心(問題並沒有因為事先的憂慮而自動消失). 

 
(2) 我們要未雨綢繆,所以需要為明天計劃;但不必為明天憂慮. 

 
(3) 神未曾應許明天沒有困難,但是祂應許每日賜下新的能力去面對它. 

 
(4)基督徒的人生觀應該是樂觀進取,無憂無懼,專一為主的. 

 

 

 

 

 

討論問題: 
 
(1)你是否常有憂慮?你的個性是屬於憂鬱型的嗎?你最常掛心的是那些事?

失業?兒女的事?身體的健康?請分享. 
(2)耶穌有關”不要憂慮”的教訓,那一點最打動你的心?為甚麼?你準備怎麼

辦,好讓你自己能不再憂慮? 
(3)耶穌要我們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對你有何提醒?有甚麼是你覺得應該

立刻去做的事? 



耶穌論待人之道 

 

馬太福音 7:1-6 
 

        莊祖鯤牧師    
 

前 言 
 

 在論及基督徒的品格,義,價值觀等問題之後,耶穌轉向待人處世的問

題. 耶穌教導我們對人的態度要平衡:一方面不要”論斷人”(v.1),不要專門

找碴(v.3-5);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聖物給狗”(v.6).既不要過份苛責人,

也不要不識好歹. 

 

I. 對朋友的態度(7:1-5) 
 

1. 不要論斷人(7:1-2) 
 

(1)主不是不要我們慎思明辨,而是禁止我們坐在審判者的寶座上,擅作

定罪的宣告.我們更不該對人遽下”蓋棺論定”式的判決. 

 

 

(2)我們不要論斷人,因為我們常常並不知道事實的全貌.我們也不可能

有絕對準確公正的評判. 

 

 

2. 不要假冒為善,要先自我省察(7:3-5) 
 

(1)愛批評的人,自己往往有更大的毛病(樑木).只是這樣的人往往沒有

自知之明,以致於對自己的問題茫然不知,卻只會對人過份的挑剔. 

 

 

(2)耶穌要我們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樑木,不是為了要我們將別人眼中的刺

看得更清楚,而是為了要我們知道如何除去別人眼中之刺. 

 

 

(3)沒有一件事比好批評更不敬虔(提後3:2-5);也沒有一件事比布散分

爭更惹神憎惡(箴6:19). 

II. 對愚頑人的態度(7:6) 

 

 在特殊情況下,我們也必須運用我們的理性,做一些適當的判斷.對有

些人,我們得採取不同的態度去面對他們. 

 

1. 誰是”狗”和”豬”? 
 

(1)這裡用”狗”和”豬”來比方那些”愚頑人”(詩14:1).他們知道真理,卻

以嘲諷,挑釁,謾罵的態度來抗拒真理. 

 

(2)他們不一定僅指頑拒福音的人,有許多時候是指假冒為善的假信徒

(腓  

   3:2),甚至假師傅(彼後2:22). 

 

2. 我們該怎麼樣做? 
 

(1)耶穌教導我們對這一類的人要分辨,以免糟蹋我們的資源(時間,精力,

金錢等). 

 

(2)有時我們不會妄費心力,與這種人分享福音.(馬太10:14;徒13:45-46) 

 

(3)有時我們甚至要躲開他們,不要與他們做無意義的爭辯(提後3:5). 

 

結 論 

 

 在對人方面,耶穌教導我們要平衡:不要過度挑剔,但是也不要沒有判

斷力.待人要寬厚,但是不要做濫好人.我們要如何平衡?只有藉著禱告,求主

以祂的智慧來引導我們. 

 

討論問題: 
 

(1) 你曾遭人論斷嗎?你的感受如何? 你是否有誤解別人,事後又懊悔不已
的經驗?請分享你自己親身的經歷. 

(2) 你是否也很容易太快對人下評斷?我們要如何避免論斷人?有何方法可
以幫助我們?請分享. 

(3) 我們容易看見自己眼中有樑木嗎?我們要如何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 



金律-登山寶訓之巔峰 

 

馬太福音 7:7-12 
 

        莊祖鯤牧師    
 

前 言 
 

 緊接著前一段論及為人之道後,耶穌又轉向禱告的問題.因為無論在

品格上,義行上,在為人處事上,我們都無法依賴自己完全做到耶穌所教導的,

而必須依靠聖靈的幫助.因此我們需要禱告,而且是恆切地禱告. 

 

I. 耶穌論禱告(7:7-11) 
 

1. 我們必須持續不斷的禱告(7:7-8) 
 

(1)原文的動詞”祈求”,”尋求”及”叩門”三字,都是現在命令式,表示是一

種持續不斷的動作.換句話說,禱告必須堅持,永不灰心.因為這是誠

意的試驗. 

 

(2)為什麼我們必須透過禱告才能得著?不是因為神不知道我們要甚麼,

而是我們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該要甚麼;不是神不想給我們,而

是我們自己可能還沒有預備好去接受它. 

 

 (3)更重要的是:我們若要得著天國子民的美德,除非藉著持續地懇切祈

求,否則不能得到.但是我們若不斷地虛心禱告,我們的禱告必蒙垂聽. 

 

 

2. 我們必須信賴神的恩慈與智慧(7:9-11) 
 

(1)神對我們的愛超過人間的父親,因此祂必然回應我們的祈求.但是神

並不是有求必應的.然而祂應許賜給我們”好東西”,也就是屬靈的福

氣. 

 

(2)神是滿有恩慈的神,因此祂會賜予我們”好東西”;祂也是全然智慧的

神,因此只有祂知道甚麼東西是”上好的”.所以神總是按自己的方式,

以祂的時間表,應允我們的禱告. 

II. 耶穌的金律(7:12) 

 

 馬太福音5:17與7:12都提到”律法和先知”,因此這是登山寶訓核心教

訓的頭與尾.表明整個登山寶訓,乃是關乎神的國如何實現了律法和先知的

教訓. 

同時這句話被稱為是耶穌的”金律”(Golden Rule),因為它不但是登山寶訓的

巔峰,也是聖經倫理的主軸.這是一個新的教訓,代表對生命與其責任的新觀

點. 

 

(1)耶穌的正面積極性金律是獨一無二的,但類似的負面消極性金律則

有很多,例如: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蘇格拉底說:”不要將會使自己激怒的事,加在別人身上.” 
 

猶太拉比希列說:”不要將你所厭惡的,加諸你的鄰舍.” 
 

(2)負面的消極性金律(譬如不害人)只是道德常識,不難做到.這是所

有法律的基礎.但它並不一定會導致任何正面的良善(譬如愛人如

己). 

 

(3)正面的金律不僅涵蓋了負面的消極性金律,也帶出更積極的行動.

但是同時這是非常難做到的標準. 

 

(4)要遵行積極性金律,卻必須有被聖靈重生之後的新生命.因為,只有

成為新人,才能活出新的生命來. 

 

結 論 
 

 

討論問題: 
 

(1) 你在禱告上容易持之以恆嗎?有甚麼具體的方法可以加強我們的禱告
生活嗎?請列舉. 

 (2)你有甚麼禱告得應允的經歷可以分享嗎? 
 (3)在實行耶穌的金律時,你有甚麼個人的經歷可以分享嗎? 



生死之擇 
 

馬太福音 7:13-27 
 

       莊劉真光師母       
 

引 言 
 

 這一段經文是登山寶訓末了的警告和勸勉,包括四方面: 

1. 警告兩種門與路 

2. 警告假先知 

3. 警告假門徒 

4. 警告兩種建造的人 
 

I. 寬門與窄門 
 

1. `寬’與`大’的意義 

 

 

2. `窄’與`小’ 的意義 

 

 

3. 兩種結局 

 

 

II. 真假先知 
 

1. 防備假先知的原因 

 

 

2. 假先知的本質 

 

 

3. 如何分辨真假先知 

 

III. 真假門徒 
 

1. 進天國的必要條件 

 

 

2. 假門徒的錯誤 

 

 

3. 假門徒的結局 

 

 

IV. 聰明與無知的建造者 
 

1. 聰明的建造者 

 

 

2. 無知的建造者 

 

 

3. 他們的工程將受考驗 

 

 

結 論 
 

 登山寶訓以審判的威脅為結束,目的在於引起人心中的敬畏,喚起人向

神懇求施恩. 
 

 

討論問題: 
 
(1)當你發現大多數人與你所走的路不同時,你會不會懷疑自己走錯了?你如 
   何分辨?你如何堅持走正確的路?請討論. 
(2)請自我省察是否真門徒,並分享. 
(3)請討論如何才能切實地去遵行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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