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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祷告与劝勉 
棒 

 

边说 边做 

个人处境下的祷告 

说“个人处境下”时，两

手食指砌一个“人”字。 

说“的祷告”时，合上

双手，做祷告的动作。 

肢体团契中的祷告 

说“肢体团契中”时，两

手除拇指外，其他四指砌

四个“人”字。 

说“的祷告”时，合上

双手，做祷告的动作。 

挽回失迷者的劝勉 

说“挽回失迷者”时，左手垂

下（代表失迷者），右手把左

手拉回胸前（代表挽回）。 

说“的劝勉”时，左手

按住自己的心脏，右手

食指指着嘴巴（代表用

爱心说劝勉的话）。 

人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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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雅 5:13~20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14 你

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

告。15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所

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17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

个月不下在地上。18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19我的弟兄们，你

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20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正如我们在第一课所说的，雅各书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信徒（参雅 1:1）。他

们有些是因遭遇逼迫而离开巴勒斯坦地，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有些则是早已离开巴勒

斯坦地，散居各地谋生的犹太人。本书开始时，雅各劝勉他们要忍受试炼和逼迫，到

第 5 章结尾，雅各再次回到这个主题，劝勉那些在苦难与逼迫中的信徒要刚强，要祷

告，还要挽回失迷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关于祷告与劝勉的三个方面： 

1.  个人处境下的祷告； 

2.  肢体团契中的祷告； 

3.  挽回失迷者的劝勉。 

 

个人处境下的祷告 

一、经文 

 雅 5:13~15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14 你

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

告。15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二、解释、例证 

这段经文比较具有争议性。它经常被不同的团体引用来支持他们各自在祷告治病

方面的立场或理念。例如，罗马天主教会引用这段圣经作为他们的“病人傅油圣事”

的依据；实行信心医治的教会引用这段经文来强调，生病的信徒必须借着教会牧者的

抹油和祷告，才能得到医治；有些教会则引用这段圣经指出教会牧者应当为生病的信

徒抹油祷告。 

其实，雅各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用什么方形式来祷告，而是祷告要有信心。 

经文说“你们中间有……的，他就该……”，意思是：在信徒中，如果有个别的肢

体，身处下面所说的特殊情况中，他就该这样做。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线索是“有……

就”，例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原因是“受苦”，结果是“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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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在这里提到在三种特殊处境下的基督徒：（1）在苦境中的；（2）在喜乐境况

里的；（3）在病患中的。经文指出无论他们是在什么处境中，都要有信心地祷告神。 

 在受苦中要祷告 

“受苦”的意思是遭遇苦难或不幸的事，包括被人恶待和逼迫而感受痛苦。雅各

勉励身处苦境的信徒要祷告。雅各在第 1 章，劝勉受苦的肢体要忍耐，到了第 5 章的

结尾，雅各则劝勉受苦的肢体要祷告。 

实际上，忍耐和祷告是互补的。遭受逼迫或被恶待要忍耐，这是被动地承受；在

困苦中祷告，却是用积极的态度，主动地面对现实的处境，是倚靠主战胜苦痛的遭遇。

这种苦难中的祷告，许多时不是求神把我们从苦难解脱出来，而是求神加我们力量，

使我们可以忍耐到底、学习功课。 

因此，即使我们被苦难围困，看似没有出路，然而我们还是有出路的，因为我们

有一条向上的出路——向神祷告。受苦不祷告，会令人就看不见出路，只看见自己所受

的苦。祷告让我们重拾信心，让我们在苦难的迷雾中，找到方向。想想我们的主，他

面对十字架前一个晚上，因这苦杯，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太 26:38）。

主怎样面对呢？他前往客西马尼园，俯伏在地，向父祷告。 
 

 罗 12:12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祷告是基督徒战胜苦难的有力武器，在这节罗马书的经文中，保罗同样教导信徒

面对苦难的两个方面：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惟有祷

告，从神那里得着力量，才能胜过苦难。 

就好像赞美诗《耶稣恩友歌》所写的，不论我们是在软弱中，还是在艰难处境下，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带到耶稣面前求。因为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只管坦

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蒙怜恤得恩惠，让他作我们随时的帮助。 

【教学提示：教师可以请学员一同唱《耶稣恩友歌》，一同得着鼓励。】 
 

《耶稣恩友歌》 

1.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 

何等权利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2.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 

何等权利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3. 是否烦恼压着心头，是否遇事连隐忧， 

我们切莫灰心失望，快到主恩座前求。 

何处得此忠心朋友，担当一切苦与忧， 

我们弱点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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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喜乐中要祷告 

“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喜乐”是形容心灵幸福、快乐的状态，说明灵里

的状况良好。“歌颂”在原文是诗篇的动词格式，所以，心里喜乐的，他就该唱一首诗

篇赞美神。赞美和祷告有密切关系，因为赞美是一种祷告的形式。 

诗篇中就有许多祷告诗，诗人在神面前，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心声。在受苦的境况

中，基督徒仍然可以心情愉快，仍然可以唱诗歌颂神，因为基督徒的喜乐往往是超越

外在环境的，因心里有指望，所以即使环境艰难，仍然可以喜乐。保罗和西拉在腓立

比，被当地官长打了许多棍，然后被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可是在半夜，却祷

告、唱诗赞美神（参徒 16:23~25）。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8 章 2 节上半节说：“就是他们

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可见信徒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可以喜

乐，仍然可以通过赞美歌颂的形式，在神面前表达心里的喜乐。 

弟兄姐妹，人生并非全都是苦难。在困苦中，盼望我们不单看见神，也看见苦难

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在天路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喜乐和歌颂的。我们很多时都

不晓得活在当下，却为将来忧虑，忘了：此时此刻，神爱我们，不管环境怎么样，我

们都活在他的爱中。过去的已经过去，将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何不享受今天的快

乐，为今天的快乐歌颂神，同时也把快乐带给别人呢？ 

 在病患中要祷告 

 雅 5:14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

他，为他祷告。15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

蒙赦免。 

“病”这个字在原文是指任何类型的软弱，包括身体、心灵上的软弱。这个字在

新约圣经出现过 36 次，其中有 15 次译作“软弱”，例如：使徒行传 20 章 35 节、罗马

书 8 章 3 节、哥林多前书 8 章 12 节、哥林多后书 12 章 10 节；有 21 次译作“患病”、

“病人”或“病了”等，例如：约翰福音 4 章 46 节、使徒行传 9 章 37 节、使徒行传

19 章 12 节、腓立比书 2 章 26 节。所以这个字可以解作“身体患病”或“心灵软弱”。 

基本上，所有中文圣经译本，包括《和合本》、《和修本》、《新译本》、《汉语圣经

译本》都把这个字译作“病了”或“患病”。而且根据上下文，指的更应是重病，因为

病人不能自己到长老那里，接受抹油祷告，而是要请长老来，并且，经文说“主必叫

他起来”，可见病人是病得卧在床上，无法起来。 

另外，有人认为这个“病了”也可以指：信徒在艰难的环境下，失败和跌倒，心

灵变得软弱。例如《麦克阿瑟新约注释系列：雅各书》就认为把“病了”译作“软弱”

比较合适。36 然而，如果是灵性上的软弱，为什么要抹油呢？可见，病者实在是身体

患病，当然我们不排除病者可能同时也有心灵上的软弱。 

                                                                 

36 麦克阿瑟著，林淑真译：《麦克阿瑟新约注：雅各书》，台北：天恩出版社，2010 年，第

39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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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经文有三个动词：“请”、“抺油”和“祷告”。这三个

动作带来两个结果：“主必叫他起来”和“必蒙赦免”（第 15 节）。 

这里的“抹油”并不是指旧约时代承接君王、祭司、先知

等圣职时的膏抺仪式。例如：亚伦承接祭司职任时，摩西按照

神的吩咐，取点膏油和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

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们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参出 29:21）；

撒母耳用油膏抺大卫作以色列的王（参撒上 16:13）。 

新约圣经也有抹油的例子，例如：耶稣用油抺了许多病人，

治好他们（参可 6:13）。另外，耶稣在

比喻中提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却被强盗

打伤，路过的好撒玛利亚人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并为他

包扎伤处（参路 10:34）。这里的抹油是为了治病，属医疗性

的抹油。在近东的风俗文化中，油有医药性的作用，如果身

体受伤，会用油抺在伤患之处作为治疗。所以我们不应忽略

医药方面的治疗；主耶稣也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但有病

得人却用得着（参太 9:12）；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你胃口不

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提前

5:23）。 

然而，从上下文看，第 14 和 15 节的焦点似乎不是抹油，而是信心，以及这信心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教会的长老“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经文把“奉主的名”放

在“用油抹他”之前，用意很清楚。因为第 15 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这信心肯定

不是对油有的信心。而由于“奉主的名”出现在“用油抹他”之前，可见“奉主的名”

才是建立这信心的基础。为什么有很多人误解这段圣经？原因就是他们把焦点放在“抹

油”上，而不是放在“信心”上。我们要留意经文没提及抹油所产生的医治功效，却

强调出于信心的祈祷是有功效的：身体患病的得医治，灵性跌倒犯罪的得赦免。而且，

从上下文和雅各写雅各书的目的，可见患病的信徒缺乏的实在就是信心。所以，雅各

鼓励他们要对主要有信心。 

雅各所着重的是信心的祷告，而非抹油的仪式。另外，经文提到“他就该请教会

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请教会的长老来为病人祈祷，并

非说作长老的就一定有医治恩赐或治病的能力，而是长老有牧养、照管群羊，以及作

群羊榜样的职分，因此长老有责任为病患者祈祷，服侍他们（参彼前 5:1~3）。 

“必蒙赦免”的前提是“他若犯了罪”。这个应许显然是针对这个患病信徒灵性方

面的需要的，因为经文提到犯罪。然而，雅各书并没有指出这个信徒患病是百分之百

与犯罪有关。这里有一个“若”字，表示有可能犯了罪，也有可能没有，并不确定。

可是，这个“若”字却起了一个提醒的作用。提醒身处这种处境的肢体，疾病可能是

出于主的管教，所以要反省自己患病情况，是否跟自己犯罪有关系。如果是由于我们

犯了罪，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另外，如果我们是犯罪得罪了人，我们就要向

当事人认罪。 

图片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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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弟兄，年纪老迈，瘫痪在床。当他病危时，他很长时间不能进食，但也

不断气。他年轻时身材高大魁梧，但患病后身体一直萎缩消瘦到一米多点的样子，

看上去很是可怜。他的家人很伤心，也很无奈，他本人也很痛苦。 

有一天，他要他的家人，把他以前去聚会的教会的领袖请过来，领袖接到消息，

就带了一位同工去看望他。这个患病的老弟兄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教会的领袖说：“我

犯奸淫的罪。”领袖很惊讶，因为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于是领袖就带领他在神面前认

罪，并为他祷告，过了两天他就去世了。 

最后，我们要留意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犯罪引致的，所以我们不要看见弟兄姐

妹患病，就认为他或她一定是犯了罪，受到神的管教。 

三、应用 

我们在一些艰难的处境下，常常会无力去祷告，然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身边的弟兄姐妹或教会的牧者，请他们来为我们

代求。 

【教学提示：教师可以问问学员你有否这样的经历，然后邀请他们分享一下。】 

 

肢体团契中的祷告 

一、经文 

 雅 5:16~18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

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17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18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二、解释、例证 

“所以你们要”是一个命令式的要求，也把这段经文从上文个人处境下的祷告，

转向了教会群体中，肢体团契要有的祷告生活。而第一点就是要求他们彼此认罪。 

 彼此认罪 

经文中的“彼此认罪”显然是指在教会群体中做的事。第 15 节说的是信徒个人患

病的情况，而第 16 节则转到教会群体的情况，谈到处理信徒间关系的问题。“所以你

们要彼此认罪”说明当时有些信徒个人的情况，已经影响到教会的属灵状况，影响到

教会的团契生活。 

这节经文所说的情况是公开进行的。经文所说的“彼此认罪”，并不是指所有人都

要在一起，把自己在心思意念上所犯的罪，在众人面前一一陈明；这里所说的“罪”

是指在信徒之间所发生的彼此伤害，或得罪别人的罪。雅各书 4 章 11 节说：“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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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可彼此批评。”5 章 9 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从这两句经文可见，

当时信徒间有彼此批评、彼此埋怨的事。看来，雅各是因为这些情况，提醒信徒要为

曾经彼此批评、彼此埋怨的事，彼此认罪。这样的事情若不处理，必然会破坏和伤害

教会，甚至比身体患病更为糟糕，而处理的方法就是彼此认罪。 

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门徒，马太福音 5 章 23 至 24 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

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

物。”马可福音 11 章 25 至 26 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

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

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冲突矛盾或彼此伤害的事情，如果没有

得到妥善处理，就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

这节经文先说：要彼此认罪，然后才说：互相代求。 

 互相代求。 

“互相代求”在原文有为对方求益处，求好处的意思。这也是一个命令。“彼此认

罪”是大家都向对方认错，寻求接纳，寻求原谅，寻求复和。“互相代求”则是主动积

极地为对方求益处，为对方的益处着想，为对方的益处努力；也就是在神面前为他们

祷告，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教会的肢体放在心上。 

许多时，我们祷告时，在神面前提到人和事，都

是我们比较在意，比较看重的。这样看来，经文要求

我们要互相代求，就是要我们看重教会里的肢体，把

他们放在我们的心上，而我们能够真正为他们带来

益处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福他

们的生命和生活。 

经文接下来提到的是一个应许：“使你们可以得

医治”。经文所指的显然也是群体性的医治，意思是整个教会都健康和得到复兴。因为

“使你们”是一个复数代名词，是指一个群体，说明这是全体教会得着复兴和康复的

应许。 
 

有一个弟兄很小的时候，父亲跟母亲就离了婚。这对他的成长带来很大伤害。

他失去安全感，差点令他误入歧途。后来，他的同学向他传福音，他就信了耶稣。

此后，他的生命有很大改变。但他一直放不下他对父亲的怨恨，放不下他父亲给他

母亲和他带来的伤害。他的牧者劝勉他要为他父亲能够认识主耶稣祷告。于是他就

尝试为他父亲祷告。这样持守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他心里对他父亲的怨恨消失了，

反而，对他父亲出现一种接纳、理解和爱。他明白他父亲是因不认识神，所以做了

那些事，他看见父亲很需要耶稣，所以他更迫切的为他父亲祷告。后来，他父亲终

于悔改信了耶稣，与他在同一个教会里聚会。这个见证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在神面

前为一个人求益处，就会带来自己和别人生命的复兴。 

 

图片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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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人祷告的功效 

雅各书 5 章 16 节上半节的经文是给信徒的命令和要求，下半节的经文是给信徒

的鼓励和肯定。然后，在第 17 节，雅各引用旧约先知以利亚的见证，指出祷告大有力

量和功效。 

雅各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的祷告肯定是义人的祷告，肯

定会大有功效。从雅各书 5 章 16 节上半节可见，收信的信徒们属灵生命的状况并不是

很好，所以雅各劝勉他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可是，在下半节，雅各就肯定他们

的祷告是义人的祷告，勉励他们不要小瞧自己的祷告，因为他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这是否很矛盾呢？ 

这并没有矛盾，每个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在神面前都有全新的身份和地位，都

被称为义了。而且向神祷告也是神赐给每个基督徒的权柄。以利亚是犹太人最为熟悉

的先知，都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也经历过软弱，但他恳切祷告，蒙神垂

听。同样，神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时，整个以色列都拜巴力，远离神。通国上下

追杀逼迫神的先知，惹动神的怒气。以利亚预言旱灾会临到以色列地，以利亚对亚哈

王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王上 17:1）“过了许久，到第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王上 18:1）

在迦密山上，以利亚一个人面对四百五十个巴力的先知；巴力的先知却不能让巴力的

祭坛有火燃起；但以利亚在神面前祷告，神就降下火来烧尽耶和华祭坛上的燔祭和木

柴，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叫百姓的心向神回转。“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王上 18:39） 

这事以后，以利亚屈身在地，把脸伏在两膝之中，

祷告神，神就降大雨。这些神迹带来以色列民信仰上

的复兴。所以，雅书各的焦点不在于以利亚祷告所带

来的神迹，而在于之后所带来的信仰上的复兴。雅各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鼓励信徒祷告，指出信徒的祷告

会使教会全体

在信仰上经历

复兴，叫信徒不要小看自己的祷告。为教会的

祷告是教会复兴的一个前提，有人称教会的祷

告会是教会的发电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应该

重视和推动祷告的事工，因为“义人祈祷所发

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三、应用 

在生活和事奉中，我们少不免会跟别人产生矛盾，如果这些矛盾没有妥善处理好，

就会产生更深的嫌隙，以致有些人甚至会在背后做一些故意伤害对方的事情。这样，

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令自己的属灵生命出现破口，而这也是教会的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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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当跟与我们关系不好的肢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神的名在我

们身上得荣耀。 

 见证分享 

请教师安排学员分组讨论，然后找一两组给全班分享一下他们感人见证： 

你教会中有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见证吗？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挽回失迷者的劝勉 

一、经文 

 雅 5:19~20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20 这人该知

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二、解释、例证 

雅各书提到三种人：受苦的信徒、软弱的信徒和失迷的人。 

雅各书 5 章 19 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说明这个失迷真道的人是在

教会中间的，但他对真理却理解错误，偏离了正路，走迷了，并未真正得救。也就是

说这是一个在信徒中间，但还未真正得救的人，因此，雅各说劝他回归真道就是救一

个灵魂不死。37  

 能救灵魂不死 

“失迷的人”跟“受苦的信徒”和“在受苦中软弱的信徒”在本质上有区别。从

这两节经文用“失迷”、“回转”、“救一个灵魂不死”等字词，可见“失迷真道的”是

指当时教会中的挂名基督徒，有别于那些在艰难环境中软弱的、跌倒的基督徒。这些

失迷的人，还未真正重生得救，但混杂在真信徒的群体中。雅各说，如果教会里有这

样的人，信徒就要凭着爱心和信心挽回这些失迷的人。这样的服事是有价值的，因为

这样服事能救这些人的灵魂不死，挽回失迷真道的人，使他们成为真正重生得救的基

督徒，不再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灵魂就不用面对灭亡的审判，也就是经文所说的

“不死”的意思。 

 能遮盖许多罪。 

“遮盖……罪”意思就是“罪得赦免”，一方面是遮盖这人自身的罪，另一方面指

出这人因着圣灵的内住，重生得救，不再作罪的工具，正如罗马书 6 章 13 节所说：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

                                                                 

37 麦克阿瑟著，林淑真译：《麦克阿瑟新约注：雅各书》，台北：天恩出版社，2010 年，第

406~4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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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另外，通过诗篇 85 篇 2 节：“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和诗篇 32 篇 1 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

的。”我们明白罪得着遮盖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就

是救他离开罪恶，明白真理，归向耶稣基督，靠着神过得胜的生活，蒙神赐福。 
 

某个教会，有一个李阿姨和她的丈夫都是基督徒。可是李阿姨的丈夫是个挂名

基督徒，生意做得很成功，赚了很多钱，就在外面找了小三，经常不回家。李阿姨

独自一个人在家里照顾两个十几岁的儿子，遭受如此打击她心里很痛苦。 

刚开始的时候，李阿姨显得比较软弱。她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也为她的丈夫

祷告，她明白惟有靠着主的爱才能挽回她的丈夫。为了挽回这个家，当他的丈夫把

小三带回家时，她给他们做饭，还给小三洗衣服。这在邻居看来是无法理解，甚至

无法认同的作法，但李阿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知道她如果要靠着主的爱挽回她

的丈夫，就得默默地忍耐，承受这一切。后来，她的丈夫做生意的钱都被这个小三

给败光了，生意也丢了。经历这样的苦难，她丈夫终于醒悟过来，认识到对不住自

己的妻子，他的所作所为伤害了妻子，妻子却用主的爱接纳他，妻子的爱感化了他，

然后他真心的悔改，回到教会参加聚会。现在，李阿姨的丈夫和儿子都很敬重她，

因主的爱，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幸福。李阿姨救了一个灵魂不死，而且又遮盖许多的

罪，在教会内外都有美好的见证。 

三、应用 

教会中常常有些软弱跌倒的人，有些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知道他们情况时

候，我们不要嫌弃他们，应该多多包容接纳他们，也要凭着爱心服事他们，并为他们

祷告。有时候，我们也要指出他们的罪，但是我们要审慎行事，要用最适当的方式和

态度来做，要求主给自己智慧，帮助对方回到神面前，得着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