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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持守知足 

棒 
 

边说 边做（请找一位同性伙伴一起做） 

内心空洞神填补 

 
 
代表信徒的学员坐在椅子上； 
代表神的学员左手按在信徒的 
右肩上（表示关心和亲切）， 
右手按在信徒的心上 
（代表填补信徒内心的空洞）。 

主供需用给保障 

 
 
“信徒”仍旧坐在椅子上；  
“神”站在他身后， 
左手叉腰，  
右手像拿着权杖 
（代表神有能力供应和 
保护信徒） 

谨记百物神赐予 

 
 

 
 
 
 
 

生活简朴乐捐输 

 
 
“信徒”双手像接过东西， 
然后向左前方送出去 
（代表乐意把从神所得的 
转送有需要的人）。 
 

 
 
 
 
 
 

（代表神）（代表信徒）

（代表神）
（代表信徒）

“神”挥动双手由上而下画一个大圈（代表百物），然后
双手像捧着东西递给“信徒”，“信徒”伸出双手来接。 

背诵经文 

来13:5~6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

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

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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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人 羡慕的是什么人？是财主吗？他们住别墅，开奔驰轿车，

好像很富足。如果你有很多钱，你会知足吗？我们许多人——包括

不少传道人之所以要背井离乡去城市工作，为的就是想多赚一点钱。

可是财富真的能使人满足吗？耶稣说不能。他讲了一个无知的财

主的比喻，那人从来没感到满足，因此，他打算扩建粮仓来

贮存更多的粮食，以供应日后多年的需用，到那时就可以吃

喝玩乐。但神称他为“无知的人”，在当天晚上就取去他的灵

魂（参路 12:16~21）。 
税吏撒该所作的跟这个财主正好相反。他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

人，知足喜乐地跟随耶稣（参路 19:1~9）。我们像哪一个呢？是那

个无知的财主？还是税吏撒该？ 

知足的意义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出 20:17）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 6:6） 

知足表示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不追求拥有更多。小孩子信任父母会供给他的

需要，同样，我们应信任天父，学习知足。敬虔的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知足（提前

6:6），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神的事情，而不是财产、地位和权力。由于圣经所提到的

知足通常跟钱财有关，在这一课，我们会专注讨论如何满足于目前的财政状况。（你

若想学习如何满足于当前的生活以及自己在教会里的位置，请参考附录五《生活知

足》。）神用了约两千节经文来讨论金钱这个题目，比其他题目都要多，因他知道我

们很容易因钱而感到不满足，进而被钱控制。在他看来，知足重要到一个地步，以至

他把不可贪心的诫命列入十诫当中（出 20:13~17）。1 耶稣所讲的教训中，关于钱财

的教导占了百分之十五，比天堂与地狱的教导还要多。2 事实上，属灵的丰富所带给我

们的满足感是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相比的，求神教导我们知足。 
人类面对的第一个试探就是不知足。神供给亚当与夏娃的，远远超过他们所需要

的。可是撒但试探他们，叫他们 疑神的慈爱与美善，他们顿时感到不知足（参

创 3:1~7）。当撒但在旷野试探耶稣时，它采用同样的诡计，试图诱使耶稣因缺乏食

物而感到不满，并且诱惑他贪恋权位（太 4:3~11）。事实上，撒但起初就是因为不知

足——不满意自己作为天使的位分，结果堕落（参赛 14:13~15）。由此可见，不知足

其实是一宗非常邪恶的罪，沾上它，就会跟撒但一样违抗神。3 
请查考以下的经节，找出不知足和贪财的后果。〖 教学提示：可把经文分给不同

的学员，请他们找出答案。〗你觉得哪个后果 严重？你曾尝过哪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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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7:20~25  弗 5:3  
王下 5:20~27  弗 5:5  
箴 11:28  提前 6:9  
徒 5:1~5  雅 5:1~2  
林前 5:11  约壹 2:15  

 

一、内心空洞神填补 

（一） 钱财不能满足我们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 （传 5:10 上） 

在现今的中国，一般人的生活条件都比以前好了，可是物质生活并不能满足人心

灵的需要。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是当时全世界 有钱的人，可是他体会到财富不能叫

人感到满足。人内心的空虚，就好像填不满的无底坑那样，多少钱也不能带来完全的

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好像有一个洞，只有全然丰盛、全能、全智和全爱的神

能填满这个洞。你正尝试以钱来填满你内心的洞吗？结果如何？  

（二） 让神来满足我们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

心切慕你。……3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5、6……我的心

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诗 63:1、3、5~6 下）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来 13:5） 

有个姊妹，家里什么都没有，非常贫穷，可是别人每天都听到她说：“感谢主！

哈利路亚！”她常常赞美神。人们问她说：“你家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你会这么喜

乐？”她回答说：“你看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样样都有。因为我爸爸是掌管天地万

物的。” 
希伯来书 13 章 5 节指出：若想保守自己不贪爱钱财，就要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知

足，也要信赖神的慈爱以及他的看顾，明白到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事实上，只有他

的同在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大卫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心灵饥渴，所以他切切

地寻求神，因而发现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就感到心满意足，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一样（诗 63:1~6）。但愿我们跟大卫一样，渴慕享受在神里面的丰富。 
请听一位学生的见证：“我必须承认自己常在追求好些神以外的东西，例如：物

质、别人的赞许、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可是，有一次，我默想时明白到：若我要逐

一的放下我所拥有或渴望得到的东西，只留下一件给自己， 终我会选择留下神给自

己。”若你要选择留下一样东西给自己，你会选择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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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供需用给保障 4 

（一） 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2~33） 

忧虑如同害虫，会蚕蚀知足的心。那么，我们应如何对付忧

虑呢？耶稣说，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也能供给我们所需要的一

切，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求他的国，把天父的事情放在 优先的

地位，至于我们需用的一切，天父必会加给我们。有些商店喜欢

搞促销活动，例如：买一个空调，就送一个豆浆机。你买了空调

后，就不用再买个豆浆机，因为那是送给你的，是免费的。 
鸟儿因为得到天父的供应而天天歌唱（参太 6:26），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比小鸟更贵重，天父当然会供应我们

的需用。因此，我们不必因金钱忧虑，反而要因已拥有的

知足。 
 

 生命实践活动：“相信神供给需用”，见第151页  
 

（二） 能给我们安全感的不是钱，而是神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箴 23:5）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

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提前 6:17） 

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有些人尝试将安全感建立在财富上，以为银行的存款能保

障他们将来生活一帆风顺。然而，财富不能给人安全感，因为钱财会用尽、会贬值，

就好像能长出翅膀，终必如鹰飞去（箴 23:5）。钱财亦如同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它假

装能帮助我们除掉烦忧；可是它不但不能保护我们，而且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烦忧的对

象。那些将安全感建立在钱财上的人， 终只会感到更愁烦、更不安。保罗教导我们

不应该把安全感建立在靠不住的钱财上；相反，我们要在神里面找安全感，因只有他

能“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提前 6:17）。若想横跨太平洋，你会坐小船还是巨轮？

我们常有经济危机，钱财就好像是容易翻沉的小船，而神却像一艘能让我们安稳的巨

轮。 
有人说，你买得了保险，但是你买不了保证；你买得了药物，但是你买不到健康；

你买得到血，但是你买不得生命。钱不能给你真正的保障。能给我们安全感的，不是

钱，而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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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谨记百物神赐予 
 

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

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申 8:18） 

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

恩赐。（传 5:19） 

我们必须谨记，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从神而来，而且我们赚取财富的能力，也是

耶和华赐给我们的（申 8:18），这样，我们就能学会知足。所罗门指出财富产业是神

赐的礼物（传 5:19）；约伯也明白他所有的都是来自神，因此，他称颂神，表示“赏

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参伯 1:21）。当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

恩典的礼物，并且为之感恩时，我们就不会暗自思量要得到更丰富的物质享受。你相

信你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吗？常存感恩的心，你就会发现知足在你心里会如泉水般

涌流出来。 
有一个财主，因为年纪老了，又没有孩子，很想做一些善事，就宣布把财产分给

有需要的人。很多人来试试看。这个说“我要十斤大米”，那个说“我要一套家具”，

谁说要什么，他都给了。后来有一个孩子说：“我向你求一件事。”“你说吧，你要

什么？”“我要你做我的爸爸。”老人说：“好。”然后就对其他人说：“对不起，

我的东西再不能给你们了。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追求的是神，那么他的一切都是你的了。如果

你向神求的，只是一点点，求一件物质、一个东西，你得到的永远是那么一点点。我

们要知道，他本身拥有这一切。只要我们寻求那拥有一切的神，那我们就得到神的所

有。基督徒是属灵的百万富翁，神一切的福气都要赐给我们。 
 

四、生活简朴乐捐输 

（一） 生活简朴 5 

1. 积攒财物的危险 

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12 劳碌的人，不

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13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

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传 5:11~13）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路 12:15） 

今天，金钱已成为社会大众敬拜的偶像，人人都在追求物质享受，以为只要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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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宽敞的房子、更漂亮的衣服、更大的电视机，就会满足。可是，我们越是追求物

质，就越感到不满足，越想得到更多。所罗门说财物增加不但没什么益处，甚至会带

来坏处，因为财富会令财主彻夜难眠（传 5:11~13）。耶稣警告我们

要远离一切的贪念，因我们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 12:15）。

卡车超载是很危险的，同样，我们生命的卡车超载也是很危险的。

戴德生曾说：“大家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只顾积攒东西，却不愿

意帮助别人，结果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积存自己所不需要的

东西，只会失去神的赐福。如果教会的全部资源都运用

得恰当，我们应该可以完成更多的事奉，接触到更多未

曾接触过福音的人，会有更多的穷人可以吃得饱，有更

多本来赤身露体的人可以穿得暖！”  

2. 简朴生活的喜乐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徒 2:45）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

公用。（徒 4:32）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8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9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

在败坏和灭亡中。（提前 6:7~9） 

圣经不光教导我们不要积攒财宝，更教导我们过简朴的生活。简朴生活的意思是，

我们不会只为满足自己，或追求个人的快乐而花钱。简朴生活是一种对主常存感恩和

信靠的生活，因此拒绝追求任何叫人偏离这种以信靠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简朴生活

能使人从毫无节制、贪得无厌的生活方式中释放出来，让我们更接近神。简朴生活是

“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腓 3:8）。为了跑得更

快，参加赛跑的运动员都会穿着轻便的衣服，同样，我们也要为了能快跑跟随主而穿

上“轻便的衣服”——过简朴的生活。简朴生活是平衡的生活，它能给人带来自由、

喜乐。 
初期教会也明白简朴生活的力量，信徒都乐意与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参徒 2:45，

4:32）。保罗说由于我们不能带任何东西到天上去，我们应该满足于现在有衣有食的

生活。他警告那些想要发财的人，他们 终会沉沦（提前 6:7~9）。“知足常乐”的

度把我们从物欲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得着生活的力量。你能满足于简朴生活吗？还

是一直想要得到更多呢？有个渔民坐在海边休息，欣赏风景。有钱的商人问他为什么

不出去捕鱼，渔民回答：“我今天够了。”商人问为什么不再出去多捕一些鱼，渔民

回答：“捕那么多鱼干什么？”“你可以卖掉它们赚钱，买大船，再多捕鱼，再多赚

钱。”渔民说：“然后呢？”商人说：“到时候可以多休息享受了。”渔民说：“你

认为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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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朴生活不等于贫穷生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 23:1） 

我们操练简朴生活，要慎防堕进律法主义的陷阱里，以个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别人

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么。此外，我们也不要误以为简朴生活等同禁欲生活，以

为苦行僧般的生活就是 好的生活。苦行僧不能接受神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参出 3:8），
他们要放弃所有财物，甚至家人。但圣经从不鼓励信徒过这种生活。圣经教导我们，简

朴生活是以恰当的 度来看待和享受所拥有的——为神慷慨的供给而心存感恩，并且乐

意与人分享；相信神是牧者，生活不会有缺乏（诗 23:1）。钱财本身不是坏事，因圣经

从来没说钱财是恶的，但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参提前 6:10；来 13:5）。钱财好

像砖头一样，你可使用它盖大教堂，也可以用它打死人。你怎样看金钱呢？7 你认为它

是坏东西？还是你认为神给我们财富，是要我们享受和与人分享呢？ 
简朴生活是一条正确的路，让我们既可避免踏进贪恋财物的沼泽，亦不会堕进禁

欲苦修的深谷。简朴生活能让我们真正享受所拥有的，却不致被它操控。   

4. 过简朴生活的原则 

避免分心：我们很容易分心，把注意力从神的国转到其他看来也不错的目标上，

比方工作、地位、家人、朋友、学问、嗜好等等。不要让其他事物占据我们全部的精

力时间，反要常常把注意力转向神和他的国。“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

里。”（太 6:21） 
拒绝会使我们上瘾的东西：上瘾的意思是我们无法控制某样癖好，反而被它控制。

除神以外，我们要拒绝成为任何事物的奴仆。因为“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

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太 6:24）比

方如果钱财捆绑着我们的心，那就要多捐一点钱，让内心得到释放；如果我们对看电

视上了瘾，就要把电视机扔掉。如果发现自己依恋某一件东西，可以考虑把它送给有

需要的人。你可以想一想：你没有这件东西，还能继续过日子吗？是它拥有你？还是

你拥有它？  
让杂乱的生活变得简单有序：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太 6:19）。积攒不需要的东西会使生

活变得复杂，倒不如把长期不需用的东西（例如衣物、自行车或电器等）送给别人。 
买东西是因为它实用，而不是因为它能显示地位：例如只买需要且耐穿的衣服，

不要追求名贵品牌，或买新奇的服装。“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前 6:8） 
借贷要极其谨慎：保罗鼓励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参罗 13:8），

因此，不要随便向别人借贷。事实上，简仆的生活可以让我们从不必要的借贷中释放

出来。 
学习享受而无需拥有：例如逛公园、到海边或山上走一走。也要学习欣赏神所创

造的大自然，听鸟叫，闻花香，看星星，等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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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提前 6:6~7）。 
你可以建议其他的原则吗？  

（二） 慷慨捐输 8 

1. 慷慨能医治贪心，也能培育知足的心 
 

……“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

还要来跟从我。”23 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路 18:22~23） 
 

贪心是慷慨的敌人，因为贪心的人不会知足。耶稣知道贪婪能蚕蚀心灵，所以他

说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参路 12:15）。要对付贪心， 有效的方法就

是捐助别人。耶稣吩咐那个年轻富有的官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是期望他能摆脱对

钱财的贪恋（路 18:22~23）；耶稣的话也提醒我们，捐赠给有需要的人，能使我们远

离物质的引诱。当我们以慷慨大方的 度来生活，就会把注意力从自己的需要转到别

人的需要上。把所拥有跟人分享能叫我们感到知足；慷慨是知足的妹妹。  

2. 捐助他人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 

见人发财、家室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17 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诗 49:16~17）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20 只要

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21 因为你的

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太 6:19~21）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33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

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路 12:32~33） 

耶稣教导我们要把钱分给穷人，为自己积存财宝在天上（路 12:32~33）；不要为

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的财宝是短暂的，而天上的是永存的（太 6:19~21）。

我们离世时什么都带不走（诗 49:16~17；参提前 6:8）。有个笑话说，一个财主快要

死了，他把所有的钱放在阁楼上，等上天堂时可以顺手抓着带走。他死了之后，妻子

到阁楼看，发现钱还在。“我丈夫真笨，他该把钱放在地下室，下地狱时就能抓着。”

这对夫妇很愚昧，因他们不懂，人死后带不走钱。 
既然如此，何不透过捐助的方法，把地上的财宝兑换成永存的财宝呢？如果有人

给你选择：今天可以拿走一枚价值一千块的钻石，但若等一年，则可以得到价值一亿

块的钻石，你会选择哪个？愿神帮助我们选择天堂那枚值“一亿块的钻石”。有一个

喻道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富有的商人上了天堂，看到别墅就很兴奋。天使却带他到自

己的房子，只是个茅草棚。“我为什么得住在茅草棚，不住别墅？”天使回答：“这

是因为你在地上预备的建筑材料，送到天堂上来，只能盖成茅草棚。”我们不要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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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财主。但愿我们都乐意捐助穷人，把好的建筑材料送到天堂。 

你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好像是一个点，而天上的生活好像是一条没有终点、不断向

前伸展的线。你应该把钱投资在地上这个短暂的点，还是把它投资在天上的永恒呢？

有位为主殉道的宣教士曾说：“一个人若把他不能保留的施舍出去，好得到他不能失

去的，这个人一点也不愚笨。”旅游人士的行装都是很轻便的，同样，我们在地上寄

居，应该把地上的财宝托运到天上去，那我们就会感到很轻省。  

3. 我们只是财物的管家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 

14 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

你而得的献给你。15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

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代上 29:3、14~15）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帐。（太 25:19） 

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

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15 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

有缺。”（林后 8:14~15） 

由于大卫了解他所有的都属于神，且他给神的都是来自神（代上 29:14），因此，

他慷慨地奉献自己的财富来建圣殿（代上 29:3）。他明白在这地上，他只是个寄居的

客旅，因此他不依恋地上的事（代上 29:14~15）。约翰卫斯理明白这个原则。一天，

有人说他的房子烧光了，他就回答说：“是主的房子烧光了，我又少了一个责任！”

虽然卫斯理写了很多书，也展开了教会运动，他死时什么钱也没有，因他把钱都捐出

去。如果人生是一个店铺，那神就是老板，而我们只是店务员，一切进来的钱和货物

都是属于老板的。神赐我们财富，为的是要我们以它来荣耀神。 
耶稣曾表示：正如主人会回来跟仆人算账那样，有一天神会问我们如何使用他所

交给我们管理的“银子”：我们是为自己积存，还是用来建立他的国度（太 25:19）？

神给一些人财富，为的是要他们补别人的不足（林后 8:14~15）。财富越多，责任就

越大，有钱的人要加倍留心。 
我们应该思量的问题不是“我应该拿多少给神？”而是“我应该留下多少神的钱

给自己？”早期教会的教导是：“你不吃的面包是饥饿的人的面包；你挂在衣柜里的

衣服是赤身露体之人的衣服；你不穿的鞋子是赤脚的人的鞋子；你锁起来的钱财是那

些贫穷人的钱财。”戴德生也作同样的见证：“当我越是少花一点在自己身上，多送

一点给他人，我的心灵就会越感到快乐与幸福；从早到晚，我经历到说不出来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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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会供给我们的需用 

……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

他们乐捐的厚恩。3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

地捐助……7……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9……主耶稣基督的恩

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林后 8:2~9）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

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19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

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8~19） 

……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18 又要嘱咐他们……甘心施舍，乐意供

给人， 19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提前 6:17~19） 

保罗教导在慈善的事上要显出慷慨（林后 8:7 的“慈惠”可以译作“慈善”），

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就是耶稣本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林后 8:9）。基

督的付出说明了捐助的意义，也感动我们去付出。我们捐助的时候，就是 像神的时

候。马其顿教会树立了慷慨的典范，虽然他们极其穷困，但还是甘心情愿，甚至不断

地恳求供给圣徒（林后 8:2~4）。当腓立比人给保罗礼物时，神应许满足他们一切的

需要（腓 4:18~19）。由于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我们也应慷慨供给人，为自

己的永恒积存“财富”（提前 6:17~19）。在捐输的事上，我们的 度是否跟马其顿

与腓立比教会一样？但愿我们明白神真的是慈爱的天父，他会供给我们的需用，以致

我们可以乐意捐输。有个老师把十分之一奉献的真理教导学生，教完后有学生对老师

说他的经济负担太重，不可能十一奉献。老师回答：“尝试用一年十一奉献，如果有

经济问题，你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忙。”过了一年，学生给老师报告，他十一奉献完

成了，因他知道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请老师来补充。老师回答：“为什么你对我的信任

比你对神的信任更大，如果你真正相信神是随时的帮助，你一辈子也会十一奉献。” 

5. 要奉献多少？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

你们 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路 6:38）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8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11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林后 9: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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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期望旧约的子民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参

利 27:30），正如亚伯拉罕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给麦

基洗德（参创 14:20）。在新约，神期望我们奉献

更多，要求我们把整个人当作活祭奉献给他（参罗

12:1）。自古以来，十一奉献是神把我们放在奉献

道路上的方法，它不是奉献的 高极限，而是奉献

的基本起点，我们的标准不应比旧约的低。只要我

们多加操练，就能作得更好，像马其顿教会那样，

作出“过了力量”的奉献（参林后 8:3）。农民撒

种时，会预期收成丰富，同样，当我们奉献时，我们应相信神会赏赐我们（参玛 3:10）。
我们应该甘心乐意捐出我们自己所决定要捐的，因为神会叫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

多行各样善事”（林后 9:6~11）。十一奉献可用来支持传道人，让他们不用离开事奉

去赚钱养活家人，这样就可以减少教会出现缺乏传道人的危机（参林前 9:4~14；提前

5:18）。有个信徒把 10%的收入捐给教会，10%捐给社会福利机构，10%捐给需要的

朋友。她虽然死时钱很少，但神一直满足她所有的需要。另有一个有钱的商人只用收

入的 10%过日子，把 90%捐出去。百分之几不是 重要的，而是慷慨的心。 
 

 生命实践活动：“十一奉献与捐助他人”，见第151页  
 

6. 要省钱供养家人 

蚂蚁没有元帅……8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箴 6:7~8） 

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9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亵渎我神的名。（箴 30:8~9）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

是如此。（提前 5:8） 

奉献的真理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省钱，要把所有的钱送出去呢？对于大部分的

人来说，答案是“不！”保罗教导我们要供养家人（提前 5:8；参可 7:9~13）。所罗

门说要向蚂蚁学习，它在夏天储备食物（箴 6:7~8）。因此，我们要省吃俭用，而省

下来的钱就可以应付将来的支出以及不时之需，比方说孩子的教育或医疗开支，那就

可以避免日后向人借贷。但愿我们学习亚古珥的 度——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富足

（箴 30:8~9），既享受神给我们的，亦同时对别人慷慨。 
 

生命实践 

在圣经里，人对所拥有的不知足，因而生贪念的例子随处可见。约书亚记的亚干

贪爱财物导致全军失败， 终他被石头打死（参书 7:21~25）；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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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取了乃缦的银子，因而患了麻风病（参王下 5:20~27）。9 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贪

心与不知足的例子，广告引诱我们买先进的产品，电视叫我们羡慕过财主般的生活。

然而，圣经也有对生活知足的例子，那些人在神里面找到满足，因而愿意与人分享财

物。诗人亚萨在世上 爱慕的就是神，他看神为他的力量、福分，单单以神为他的满

足（参诗 73:25~26）；巴拿巴变卖他的土地，把得到的钱捐给教会，过着简朴的生活

（参徒 4:37）。神呼召你过亚萨与巴拿巴那样的生活——一种知足的生活，并且相信

神能供应你一切需用。你愿意放弃贪恋财物的心，求神给你知足的心吗？今天就向他

祈求，他肯定会成就。 

 

（一） 彼此学习 

分成两三个人一组，讨论以下问题。如果时间许可，可请各组轮流向全班报告讨

论结果。 
1． “神会供应你一切需用”，这个应许如何使你知足？钱财是否能给我们安全

感？你对神的信靠为何能给你安全感？ 

2． 你的钱财与所拥有的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记得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能

叫你知足？为何感谢他赐你财物能叫你感到满足？ 

3． 简朴生活有什么益处？这一课如何解释简朴生活？你会如何形容它？在本课

所教导的简朴生活原则中，哪一个是圣灵呼召你要留心和实践的？你还能想

到其他的原则吗？ 

4． 慷慨如何可以令人知足？本课提出哪些真理来激励我们捐助他人，哪一个

能感动你？ 

（二） 生命实践活动 

 祈求知足： 
只有圣灵能作深刻以及有长期果效的改变工作，所以你要定期为知足的品德

作诚恳的祷告。〖 教学提示：带领学员一起祷告（可参考以下范例），或请学员

用自己的话祷告。〗 

教学提示：以下这两个部分非常重要，务须在课堂上安排充足的时间来做；通

过分组讨论和活动，让学员把所学习的真理应用到自己的生命中，并且清楚掌握所

教导的内容，回家后能继续进行操练。请灵活运用这些讨论和活动材料。例如：进

行分组讨论之前，可把问题写在黑板上；或者带领学员复习一些内容要点，然后引

导他们去作讨论。至于生命实践活动，既可安排在讲完课之后的一段时间做，也可

以配合前面教导的内容随即带领学员做。此外，如果时间充裕，可从附录一《补

充活动》中选取更多的补充问题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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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们转眼

不看虚假，又叫我们在你的道中生活（参诗 119:36~37）。主耶稣，我们愿意

摆脱世上财宝的辖制，单单在你里面找寻内心的满足。请给我们信心去完全

倚靠你的供应。我们承认一切所有都是从你而来，因此，我们为自己所拥有

的感谢你。请你掌管我们的欲望和财物，帮助我们过简朴的生活，好叫我们

有知足的心，愿意更多的付出。求你教导我借着捐助他人，积攒财宝在天上。

帮助我们做好管家，好好地管理你给我们的一切。“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诗 63:3）奉你的名求，阿们！ 

 除掉不知足：评估你的生活，求圣灵揭开你内心不知足的地方。把你的领受

记下来，然后交托给神。 

 相信神供给需用：如果你老是担心将来的事，你就不可能知足。请把你的忧

虑写在你的笔记本上，并且想象神用他的大能来满足你这些需要。 

 十一奉献与捐助他人：为了好好预算每个星期的十一奉献，请把你去年大概

的收入写在下面，把数字除以十（ 容易除以十的方法是删除 后的一位数），

再除以 52（一年有 52 个星期），这就是每星期十一奉献的数目。下定决心把

这数目的钱奉献给教会和主的事工。除了十一奉献以外，神是否还呼召你拿

出一些钱捐助别人呢？ 

去年收入：     ÷10（或删除后一位数）=      ÷52=      每星期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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