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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他又告訴他們：「要留心你們所聽的！你們用甚麼量器來量，上帝也要用

同樣的量器來量給你們，甚至要多給你們。 

 

今天要與大家互相勉勵學習的是「給人與收成」。 

 

主耶穌說：「你們用甚麼量器來量，上帝也要用同樣的量器來量給你

們。」(可 4:24)這段經文假如對照馬太福音就比較詳細我們也會比較明白

其中的意義。馬太這樣記載：「你們怎樣評斷人，上帝也要照樣審新你

們。〝你們用甚麼量器來量，上帝也要用同樣的量器給你們。〞你為甚麼

只看見兄弟眼中的木屑(小過失)，卻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樑(大過錯)。…所以

你們要別人怎樣待你們，就得怎樣待別人。」(太 7:1-12) 

 

這段經文耶穌勉勵我們，我們給人甚麼，就收成甚麼。 

 

在彰化縣誌或研究台灣歷史的人都知道彰化有一位偉大愛人也像眾人

所愛的醫生叫賴和(1894-1943)(蘭大衛醫生和梅鑑霧牧師來彰化是 1896-

1936)所以賴和醫生和蘭大衛醫生是同年代。在彰化成立〝賴和文教基金

會〞 

 

賴和是一位仁心仁術的醫生，待人仁慈，遇有貧困病患，常自動拿錢

給患者，叫他多吃水果及富有營養的東西。有時病人太虛弱，也會拿錢叫

他坐車回家，以節省體力。富人看病拿錢，窮人看病可記帳，但帳單每隔

一段時間沒來還錢就撕掉，從不向人討帳，所以他雖是一位醫生，但家境



並不富裕。 

 

以前醫生都會外出往診而坐人力車。拒他的人力車夫透露，有一年過

舊曆年，他的夫人愁容滿面，雖貴為醫生，實在沒錢過年。突然想到有一

些帳單尚未撕掉，於是拿了去要帳，買了魚肉過年貨，到了吃年夜飯，賴

和看到桌上豐富的年菜，於是問夫人「家裡那來這些錢買這麼豐富？」 

 

夫人據實回答：「是拿那些未撕單的帳單去要的。」賴和醫生聽了就

說：「你們怎可以這樣，人家也要蒸年糕買魚買肉過年，我們吃好吃壞也

是在過年。」他就是這麼仁慈待人。 

 

賴和醫生很愛台灣，很有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愛鄉土，因此日本殖民

地時期被日本政府警戒性的捉進牢裡關了好幾次，時間都不長。後來國民

黨來了，知道賴和這個人，也被捉去關了好長一段時間，比日本人關了好

幾次都長。 

 

這麼一位愛台灣又仁慈的好醫生，可惜只活了 50歲，可是他留下了仁

慈的典範。出葬那一天，彰化縣民自動排設路祭，人數超過一千人。 

 

賴和的一生愛人、助人，而眾人也對敬愛有加。 

 

今天主耶穌勉勵我們，祂說：「你們用甚麼量器來量，上帝也要用同樣

的量器來量給你們。」(可 4:24)而馬太福音說：「你們要別人怎樣對待

你，就得怎樣對待別人。」(太 7:12) 

 

現在舉出二點來互相勉勵學習： 

 

1. 「恁用甚麼量來量，亦欲按呢量互恁。」(可 4:24) 

 



馬太福音：「莫得批評人，才免抵著批評，因為恁用甚麼批評來批評，

亦欲按呢受批評，〝恁用甚麼來量，亦欲按呢量互恁〞。」(太 7:1-2) 

 

人的舌頭有酸甜苦辣等味覺，而接吻時的觸覺甜蜜又消魂幸福。但舌

頭也最喜歡說長道短(講東講西)。在《猶太五千年的智慧》這本書有一則

故事： 

 

有一位拉比(老師、教授)吩咐僕人到市場去買最美味又好吃的東西。

僕人買了舌頭回來。兩天後，拉比要僕人去買最便宜最粗俗的東西，僕人

又買了舌頭。 

 

於是拉比就問：「我告訴你買美味、好吃又高貴的東西，你買了舌頭。

今天要你買最便宜最賤的東西，你又買了舌頭，到底是為甚麼呢？」 

 

僕人回答說：「舌頭這東西，說它好，沒有比它更好的，說它壞，也沒

有比舌頭更壞的東西。」 

 

舌頭是很高貴高尚的器官，它能說出好聽悅耳的話，感恩、讚美、鼓勵、

安慰、振奮人心的話。然而舌頭也會罵人、三字經、攻擊、批評、惡毒等語

言暴力、語言霸凌。也會〝弄狗相咬〞使人互相殘殺，說謊欺騙。 

 

耶蘇針對一項人人都容易陷入的弱點就是〝論斷、批評〞，要我們要避

免〝批評人〞，不要說人家是非。 

 

英國首相邱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是一位偉大的政

治家，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一書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邱吉爾也

是一位業餘畫家，大多畫風景畫。有一回有人問他：「為甚麼只畫風景畫呢？」 

 

邱吉爾這樣回答：「因為花草樹木和人類不同，即使畫得不像實物，它



們也不會抗議，也不致招來批評。」 

 

馬太福音 7:3 耶穌更進一步指出，通常人只看見別人眼中的木屑(小過

失)卻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樑(大過失)。然而有些人偏偏喜歡〝雞蛋裡挑骨頭〞。 

 

有一則故事談到：一位小心翼翼的妻子盡心盡力地要讓丈夫歡心，但總

是不能成功。吃飯時，如果上來的是炒蛋，丈夫偏偏要吃煮蛋，如果是煮蛋，

他又要吃煎蛋。 

 

一天早晨，妻子想出一個聰明辦法，她煮了一個蛋又炒了一個蛋，心想

先生必定無話可說了，也許還會說：「太太妳好聰明喔！」想不到丈夫兩眼

瞪視著桌上的蛋，從鼻子裡哼出聲，說：「妳這個女人啊，甚麼時候〝代誌

才做會好〞？妳看，這顆蛋該煮的，妳偏用炒的，而這顆妳該用煎的，妳反

而用煮的！」 

 

通常人常會用一種標準，尤其是用高標準來評斷別人，卻不用這標準來

要求自己。所以主耶穌告訴我們：「我們怎樣評斷人，上帝也要照樣審斷我

們。〝我們用甚麼量器來量，〞上帝也要用同樣的量器量給我們。〞」(太 7:2、

可 4:24) 

 

我們對別人多肯定、多鼓勵、多讚美，就會更有人緣。 

 

2. 人際關係的平衡 

 

同樣的經文馬太福音多了一句話，主耶穌說：「所以，你們要別人怎樣

待你們，就得怎樣待別人。」(太 7:12) 

 

在人際關係上的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在別人身上，看我們自己待別人

的反照。我們用甚麼態度對待別人，別人也會以同樣的態度對我們。這是行



事為人的金律。 

 

五千年歷史的宋帝國詩人邵雍，平日喜歡小酌兩三杯，微醺就止，已達

喝酒美妙意境，故從不誤事。 

 

邵雍的為人也高風亮節，可是對人不論所遇貧富貴賤都一視同仁親切待

人，絕不看高不看低，朝廷要他做官，都不為所動。 

 

他自稱「安樂先生」，住處就叫〝安樂窩〞。平生也以自作的兩句詩自勉：

「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 

 

「你們要別人怎樣待你們，就得怎樣待人。」走在路上，遇到陌生人，

向他點頭，對方也會點頭，向他笑一笑，他也會向你笑，說〝早安〞，〝妳好〞，

對方也會說〝早安〞。可是假如我們向對方瞪眼，對方會兇狠的說〝看甚麼，

甚而動手打人。〞 

 

滿清帝國乾隆皇帝時一位清官紀曉嵐大學士，為人風趣，學問好，很得

皇帝寵信。因而招來許多太監吃醋眼紅，時常藉故找麻煩。 

 

一天，一群太監在宮內路上遇到紀曉嵐，就把他團團圍住，不讓他過去，

說：「紀大學士，說個故事來聽一聽，才放你走。」 

 

紀曉嵐說：「要聽故事？好吧！聽了，從前有一群太監、一群太監、一

群太監、…(跳針)。」 

 

這群太監催著說：「怎麼一直說一群太監、一群太監，下面呢？」 

 

紀曉嵐笑著說：「太監沒有下面啦！」 

 



這群太監氣得牙癢癢的，思想報復。一次又遇到紀曉嵐，再把他圍住，

不給他過去，說：「紀大學士，我們來對聯，輸的人要受罰，好，我們先說：

「三才，天、地、人。」 

 

紀曉嵐接著說：「四季，夏、秋、冬。」太監說：「你錯了，四季怎麼沒

有春呢？」紀曉嵐笑著說：「太監本來就沒有春。」又把這群太監氣到〝佛

佛跳〞。 

 

喜歡作弄人，必會受人作弄。 

我們若想別人待我好，那麼我們必須先去愛護別人。我們必須先對人伸

出友誼的手，才會有真正的朋友。 

 

馬太福音記載主耶穌特別強調，要遵守這樣的福音真理，不是簡單的事，

很難遵守，這條道路不好走，門也是窄的，是一條窄門窄路，所以耶穌勉勵

我們。 

 

祂說：「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為那通向滅亡的門是寬的，路是好走的，

朝著這方向的人很多。那通向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多麼難走，找到的人也

很少。」(太 7: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