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柔，有無偽、謙卑、忍耐三種涵義。主耶穌在馬太福音所說的「我心裏柔和謙卑」

(十一 29)，可以作為溫柔的解釋。溫柔是主耶穌性情之一，因為祂溫柔，就能做到「祂被

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祂也是這樣不開口……」(賽五三 7) – 這段聖經是預言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情景，也給我

們看到，只有溫柔的人才能順服。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罪人死，完全是順服神的旨意，然

而也是主耶穌溫柔的表現。當祂在客西馬尼園比拘拿的時候，彼得拔刀將大祭司的僕人馬

勒古的耳朵削了，在世人看來，必定誇讚彼得的勇敢，但主耶穌卻說:「收刀入鞘罷，凡

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彼得認為自己的老師是一個好人，是有正當職業的好公民，在家

中是一位好兒子和兄長，言行舉止，都為人所稱許，又那會把祂當為大罪犯一樣捉拿，彼

得為要保護老師而拔刀相助，豈料卻為主耶穌所斥責。耶穌不願以刀劍戰爭求取和平，而

要以溫柔勝過暴力，祂並說:「你想我不能求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天使來麼?」(太廿

六 51-53) 主耶穌見危不懼，臨危不避，真是馴 (溫柔) 如羔羊，任由宰殺。在這個時候，

可能許多在旁邊看噎鬧的人，不明白耶穌這樣不抵抗，不逃避。門徒們卻明白了，很自然

的記起施洗約翰介紹主耶穌的話:「看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約一 29-36)。羔

羊是溫柔的象徵，我再說: 唯有溫柔如羔羊的人，才能順服，才能成就神的旨意。在登山

寶訓裏，主耶穌宣告溫柔的人有福，也是要求我們「溫柔」。 

       基督徒在這個世代中與世人相處，常會碰到性情暴燥、火氣猛盛的人；水滸傳有人

叫「霹靂火」的，我們怎樣應付呢? 請聽所羅門的箴言: 「回答柔和，使怒氣消退，言語

暴戾，觸動怒氣」(箴十五 1)。所謂靜以制動，柔以制剛。「柔和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

(箴廿五 15)。這就是成語「齒剛常折，舌柔常存」的道理。如果我們身為基督徒的，也和

世人一樣，常逞一時怒氣，互相強梁，火鬥火，鐵打鐵，那只有兩敗俱傷，固談不到得到

對方的心悅誠服，更不能把福音傳給他們了，所以對付世人唯一的武器是溫柔。主耶穌差

遣門徒出去，囑咐他們應付世人的秘訣:「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原因「我差你們出

去，如同羊入狼羣」(太十 16)。馴良就是溫柔，能溫柔，羊入狼羣也不必懼怕了。 

       另外有一種人，在禮拜堂常常遇到他們。他們很熟識聖經和教會的禮儀，他們像基

督徒，其實不是，他們常常反對神，反對主耶穌，我們對着這種人，又用甚麼方法去應付

他們呢? 可以請教使徒保羅吧: 保羅說: 「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牠的網羅」(提後三 25)。



這種人比上一種「世人」還難應付，當然他們也是世人一類，不過，他們卻聽過許多道理

的。保羅也主張用「溫柔」去勸戒他們，不必和他們辯論和硬碰 (當然真理是要持守的)，

日子久了，聖靈會作工，他們會有悔改的一天。你不見河邊的大岩石嗎，被水充擊，日久

也會把岩石撞碎或磨滑。不要忘記，水是很柔和的呀! 

       在此，要說到對付主內的弟兄姊妹了，當碰到主內肢體臨於失敗跌倒邊緣，我們不

能坐視不救的，但又不能操之過急，責之過苛，也只有照保羅的教訓:「弟兄們，若有人

偶然為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加六 1)。「若一個

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得快樂」(林

前十二 26)。這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吧! 那麼? 就應該像保羅「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林後十一 29)? 只是焦急不夠，還要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  

       在家庭中也是一樣，記得:「慢慢的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雅一

18-19)。不要把自己製造成為一個「希特勒」-- 大獨裁者。不過，父嚴母慈是應該，所

謂嚴，乃是有一定的規矩，有一定的方針，為父親的，要以身作則，不可以為扳起鐵一般

的面孔，才是「嚴」的表現。 

       總之，溫柔可以得人，可以服人，可以勝人，可以安慰人，可以造就人。但不是靠

自己，乃是靠聖靈，因為「 溫柔」乃是聖靈的果子。 

       最後，要看看天國的王所宣告的福:「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有三種解釋:  

        1. 在新天新地中有份； 

        2. 在彌賽亞國裏作國民，享有一切權利和產業； 

        3. 承受萬王之王分給的地。-- 和祂在千禧年中作王一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