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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待人之道 

日期：2019年 3月 31日 

經文：馬太福音七：1-12                          楊康雯神學生 

   

【引言】 

我剛開始就讀神學院的時候，我們需在自我介紹，我們會介紹自己就讀什麼學

科，需要讀幾年，哪一年畢業等等，其中有一位介紹說，我在神學院 20 多年了，而

且我永遠都不會畢業，他其實是我們的老師。我們讀書當然會有畢業的一天，但我們

在世上做主的門徒， 是不會畢業的，我們的一生都是一直都處在學習的狀態。 

    當我們決定跟隨主，我們就是主的門徒，主耶穌對祂的門徒是有要求的，我

們需要以終生學習的心態，朝著學習的目標前進。換句話說，今天我們的處境是處在

「已然..未然」的階段，也就是主耶穌已經把天國帶來了，但天國還未完全的實現，

要等基督再來的時候才會完全實現，所以這是一個過渡時期，我們在八福裡也看到還

有苦難、逼迫，而且天國比喻也告訴我們麥子稗子一齊增長等候收割的日子等等，我

們就是處在這個過程當中，操練自己成為天國子民，我們對自己要有正確的定位，不

然我們會因標準太高而放棄，我們要知道自己是一個學習者的身份。 

今天我們已經接近登山寶訓的尾聲，我們看到耶穌之前教導有關天國裡的福分、

天國裡的生活方式，包括屬靈生活和日常生活，讓我們認識天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今天的經文談到我們要如何對待人，這是有關社交層面的規範。聖經非常強調群體生

活，神的心意也是要我們活在群體當中，因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我們需要去重視的

部分。我們各人的特質都不同，有些人比較內向，喜歡安靜，有些人比較外向，喜歡

跟人互動，但沒有一個人是不需要跟人互動的。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弟兄姐妹互為肢體，大家更是一種分不開的關係，所以今天

我們要來看耶穌教導門徒如何對待人。 

【本論】 

一、不代替神審判人（v1~2） 

 不做惡意的批評（v1）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七 1）這是一個命令式的語氣，是從消

極的角度，禁止我們去做的事。「論斷」的意思包括判斷、審判、定罪的意思。聖經

有清楚教導我們要分辨是非、判斷對錯，比如分辨異端「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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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太七 15）、指責罪惡「倘若你

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

便得了你的弟兄；」（太十八 15），所以這裡說的不要論斷不是指不分辨是非或不判斷

對錯，而是要我們不要代替神來定人的罪。 

這是一項有關言語的道德規範，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環境都強調言論的自由，大

家都有發言權，所以任何人或任何的行為都可以被質疑、被批評、被推翻，當然原本

的目的是為要維護正義，但很可惜，我們也同時看到不少人們濫用這樣的自由，變成

暴力、故意扭曲事實、冤枉無辜、惡意批評、彼此傷害等等。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 不

要論斷人」，在我們運用自己的言論自由的時候，我們該如何避免不論斷人呢？經文

提醒我們不要把自己擺在審判官的角色上來定人的罪，或說來判他的刑，這樣做一方

面顯出我們把自己放在一個絕對的標準，另外也是指我們可能做出的是自惡意的批

評，這不是真正的維護正義，我們接下來看耶穌指出論斷人會有什麼結果，以及叫我

們不要論斷人的原因。 

 判斷人的結果 v2 

第 2節說：「 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

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在這裡的「被論斷」，是指我們在什麼標準上定人的罪，

也要在什麼標準上被神定罪，我們可以從聖經中找到幾個地方，神確實會用我們待人

的標準來對待我們，比如主禱文裡面：「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太十八

23-35不饒恕人的債主的比喻，另外，保羅也有類似的教導：「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

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

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2 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他。」（羅二

1~2）如果我們自己並不能接受用我們對待別人的標準來被對待，那我們需要把審判

的權柄歸給神，因為唯有神才是絕對的標準。 

為什麼耶穌要禁止我們論斷人，我們不是應該代替祂來管理世上的秩序嗎？我們

不是世上耶穌的代表嗎？接下來的經文告訴我們理由。 

二、幫助別人之前先省察自己（v3~6） 

 每個人都持有自己的偏見（v3-4） 

「3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4 你自己眼中有梁

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請問眼中有刺的人，和眼中有梁

木的人，哪個看得更清楚呢？其實都看不清楚，我們剛才看到聖經叫我們不要論斷

人，不是不要我們去幫助人改正錯誤，而是我們需要知道自己本身是有問題的。我們

有自己的偏見，或說是盲點，導致我們無法看清楚事實的真相，沒有辦法客觀，因此

我們訂出來的標準都帶著自己的偏見。今天的國家法律有偏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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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上映的一部影片叫做《幸福綠皮書》，講述美國 60年代一個白人司機帶

著一個黑人鋼琴家到美國深南部巡演的故事。那一本小小的綠皮書，是旅遊指南，告

訴他們哪裡是黑人可以去的旅館或餐廳，電影表達出當時種族歧視問題是多麼的嚴

重，表達出人性的黑暗面，人都帶著有色的眼光來看待與自己不同的人。 

我們對待別人，特別是不同的人，我們也會有刻板的印象，然後我們就用自己的

偏見去判斷對方，所以我們的判斷很容易是偏差的，所以在判斷人之前，我們要給予

別人尊重，特別是給不同的人尊重。 

 先處理自己的問題再去幫助人 v5 

第 5節聖經教導我們如何面對自己的偏見，我們需要先處理自己的問題，然後再

去幫助人，第 5 節：「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

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假冒偽善」在這裡是唯一一次用來指門徒的，其他地

方都是用來責備文士法利賽人，意思是表裡不一，能說不能做的人，在這裡暗示那論

斷人的人，他的問題是「假冒偽善」，所以他對人做出的判斷或表示要幫助人的動機，

其實並非真的關心對方。登山寶訓非常重視人心裡面的動機，聖經教導我們的倫理道

德，是需要從心發出的。所以省察自己、反省自己是一個必要的步驟，也是一個優先

的步驟，「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梁木比刺大得多，也在告訴我們，我們要嚴以待

己，寬以待人。 

 分辨什麼人是可以幫助的 v6 

第 6 節讀起來有點難理解，「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

恐怕牠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這句話是一個隱喻，我們從上下文很難找到相

對應的名詞，「聖物」和「珍珠」是指什麼呢？如果我們從其他地方的經文來找線索

的話，我們可以推論「聖物」和「珍珠」是指天國或福音，他們是貴重的、是神聖的，

而「狗」和「豬」聽起來像罵人的話，是指什麼呢？按照當時人對狗和豬的印象，應

該是要表達出喜歡骯髒，不懂得珍珠或聖物的可貴，不領情還會傷害對他好的人。這

節經文剛好證實了，我們雖然不代替神來審判人，我們要幫助弟兄處理他的刺，但我

們卻要有智慧分辨，什麼人可以幫助，什麼人想幫也幫不了，箴言提到說：「不要責

備褻慢人，恐怕他恨你； 要責備智慧人，他必愛你。 」（箴九 8）所謂忠言逆耳，【例

證】就如耶穌讓門徒去傳福音時，也不是每一家都進的，也需要看哪一家願意接待。 

在我們分辨不值得幫助的人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確認自己是一個值得被幫助的

人，我們是否承受得起別人的善意建議？我們會珍惜嗎？ 

接下來我們看到經文把我們的眼光從人的身上，轉到神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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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父如何對待我們（v7~11） 

 天父必定回應我們的禱告（v7~8） 

     第 7-8節這樣說：「7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

們開門。8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這裡

突然插入一段有關禱告的講論，如果我們有跟著馬太福音的系列講道的話，我們應該

記得第六章有很完整的有關禱告的教導，包括主禱文、進入內屋，還有禁食等，很詳

盡的教導，所以想必這裡不是以教導如何禱告為重點了，而應該是有關待人接物的精

神，這一節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神是如何對待我們的。經文讓我們把焦點轉到神身上，

使我們看到神是回應禱告的神，「祈求、尋找、叩門」三個漸進的動作，一個比一個

迫切，一個比一個也更加親切，我們不會去敲陌生人的門，而每個動作神都有回應，

而且這節經文好玩的地方是，你求就得著，為什麼呢？因為你求。我們知道神不是有

求必應，不是我們要什麼都給，但神也可以說是有求必應，因為祂以祂的方式回應。

有人這樣解釋神如何回應禱告，有時是「好，給你」，有時是「好，等一下」，有時是

「好，但換一個」，在你自己的禱告生活中如何經歷神的回應呢？ 

 地上的父親對比天上的父親（v9-11） 

天父如何回應我們的禱告呢？這裡用了一個父親對兒女的比喻，9-11 節：「9 你

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10 求魚，反給他蛇呢？11 你們雖然不好，尚

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兒

女向父親求餅、求魚，這是指基本飲食，必需品，注意不是奢求或妄求，而正常的父

親也肯定會供應兒女日常飲食的需求，而天父比我們地上的父親更完全，祂知道什麼

對我們最好，在路加福音有這樣記載：「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路十一 13）好東西是天父的標準，不

是我們的標準，這也許不是我們喜歡的答案，但我們如果信得過這位完全的天父，我

們的禱告就可以放心交給祂。等候祂，也順服祂的安排，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 

這一段讓我們對天父有足夠的信心以外，也讓我們知道天父對我們的好，我們的

好處不在祂以外，我們也該效法天父的榜樣，學習為他人的好處著想。 

四、待人處事的黃金律（v12） 

 以待自己的標準來待人 

第 12 節為這一段講論做了一個總結：「12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這裡用「所以」，說明

之前是論證，現在把總結的原則指出來，就是「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待人」，這一個原則是如何對待人的黃金律，也可以作為我們待人的座右銘。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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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積極主動的態度，以待自己的標準來待人，對比不要論斷，那種嚴以待人、寬以

待己的錯誤方式，現在這個原則指出我們該如何正確的對待人，就是讓我們主動對人

好，按照我們希望別人對待我們的方式一樣。這個原則，不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而是讓我們做一個先把好處給別人的人。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耶穌說這個原則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指的是舊約全書，耶穌在太五

17提到祂來是要成全律法，要來把舊約律法按神的旨意實現出來，對比猶太拉比用自

己的方式解讀律法，並墨守成規，沒有成全神在舊約的心意。如今耶穌用「你們願意

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個原則來總結舊約的律法。舊約的律法包括對

神的部分和對待人的部分，在太二十二 37~40 「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

盡意，愛主你的神。38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39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

人如己。40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顯然的在這裡的待人之

道，就是指愛人如己。。 

【結論】 

因此，耶穌吩咐門徒不要論斷人，不要代替神來做審判定罪的工作，因為我們自

己也有自己的軟弱、自己的偏見和盲點，我們需要先反省自己，先改正自己的錯誤，

好讓我們可以更正確的去幫助別人，就如天父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我們也學習用對

待自己的標準去回應人，我們願意人怎樣待我們，我們也要怎樣待人，這個主動積極

的對待人的方式，是帶著溫度的，是一種愛的表現，讓我們把這個原則好好記在心裡，

去操練實踐在我們的生活中。而且我們也知道我們怎樣待人，天父也會怎樣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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