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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這是登山寶訓八福中的第五福。 

       「憐恤人」，有三種意思，分別來看看: 

        (一) 憐恤人的人 -- 憐恤人也可以譯為憐憫人。憐恤人或憐憫人，是第一種意思。要

解釋什麼叫做憐恤人，最好引用耶穌所說的比喻，(太十八 23-35) 主人憐恤那個欠一千萬

銀子的僕人，而那個僕人卻不憐恤欠他十兩銀子的同伴，主耶穌用主人的口吻來結束這比

喻:「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最後又說:「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

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這比喻中心說饒恕，原來饒恕與憐恤是互為因果的。 

能饒恕人的人，才能憐恤人，饒恕人和憐恤人同樣也難學的功課，但我們必定要做得到的。 

       看看我們旁邊有許許多多需要我們憐恤的人，不論他是我們的弟兄姊妹，或是親戚

朋友，又或是全無關係的陌生人，主耶穌故意安排他們在我們旁邊，要我去實踐憐恤人的

義行。世人都喜歡錦上添花，我沒有反對錦上添花的作法，但我更主張基督徒要去雪中送

炭，我不甚喜歡引述雅各的話:「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

用的，這有什麼益處呢?」雅各還判斷這種人說:「這樣，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二

14-17)。在這段聖經之前，雅各早就說出:「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13)。可知，神審判基督徒，不論是將來的審判或今生的審判；也

不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審判，神是要考核我們是否憐憫人而定。當然還有許多審判的 

條件，但憐憫人必定是其中一項呀! 詩人說:「眷顧貧窮的有福了，他遭難的日子，耶和華

必搭救他」(詩四一 2)。箴言作者也說:「憐憫貧窮的，這人有福了」(十四 21)。 

        (二) 以仁慈待人的人 -- 仁慈也是慈悲、恩慈。是第二種意思。基督教是改變人心的

宗教，許多宗教是主張修行就得成正果，但基督教卻主張先信 -- 心裏相信，然後到行。

人心如何改變，就是 (結十 19) 所說「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

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一個不把石心換為肉心的人，無論如何，他

不會有仁慈的心腸，即使是如何矯揉造作，或許可以掩人眼目一時，終必在人前露真面目， 

因為他肉體之中無良善，怎能作出仁慈待人的善行來? 主耶穌要求我們仁慈待人，那麼，



我們就要檢查自己的心!  -- 是石心還肉心。話又說回來，我們都是因信稱義的基督徒了，

我們的心，早就由石的改為肉的了，為什麼又做不到仁慈待人呢? 原因有三: 

        1. 自私自利心太重;  

        2. 愛心太少;  

        3. 未能愛人如已。  

       因此，就沒有辦法做到以仁慈待人。路加記載主耶穌登山寶訓有說:「你們要慈悲，

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路六 36)。這是主的要求，大衛說:「以仁愛慈悲為你的冠冕」(詩

一零三 4)。神也以仁愛慈悲為我們的冠冕，如果基督徒行不出仁愛慈悲的事來，那就沒

有冠冕 -- 見證了。「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潔的人，

你以清潔待他!」(詩十八 25-26)。這是命定的。 

        (三) 解除人痛苦的人 -- 這是第三種意思，比較憐恤人，以仁慈待人又更深入更確切

的一層。古語「人飢己飢，人溺已溺」，也許這只是同情人而已。我們不只同情人，更要

做到「解衣推食」、「援之以手」。基督教是出世而又入世的，所以我們不能學某些宗教

只是消極的出世便算，更要入世 -- 像羊入狼羣的去積極救人。基督教不談理論，因主耶

穌不重理論，而是真正上十字架犧牲自己去替人贖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 死」(羅五 8)。祂是悲天憫人，背負世人的罪惡，担當我們的憂患和痛苦，為我們

罪惡壓傷，而叫我們平安和得醫治，因此，我們的痛苦解除了，祂也這樣向我們要求。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以仁慈待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仁慈相待。  

       解除人痛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解除痛苦。  

       這是登山寶訓第五福，是天國的王宣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