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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耶穌環視左右的門徒，對他們說：「有錢人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是多麼難

哪！」 

10:24 門徒對他這話感到驚奇；但是耶穌又說：「孩子們哪，要成為上帝國的子

民是多麼難哪！ 

10:25 有錢人要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10:26 這時候，門徒更為驚訝，彼此對問：「這樣說來，有誰能得救呢？」 

10:27 耶穌定睛看他們，說：「人是不能，上帝則不然；因為在上帝，事事都能。」 

 

首先來分享一個故事，宋帝國周煇的《清波別志》(因居浙江松州之清波門，故

以書名)。宋徽宗時的一位高官王黼，黨同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童貫等

諂事宋徽宗。群小弄權，貪贓枉法、倖致高位，當時人號稱六賊。王黼當政

時，生活腐化，窮奢極侈，錦衣玉食還不算，自己又監製一張象牙床，變鑲珠

寶，夜間閃閃生光。挺臥在上面，週遭傍滿小床，選擇最美的姬妾十餘人每夜

圍著他睡覺，自己稱做「擁帳」。 

 

後來擅自和金人輕啟戰端，不幸失敗。皇帝本來降旨將他充軍，已經起解走到

〝輔固村〞的一個小客棧休息。忽有數十名官兵騎馬趕來，驗明王黼正身，宣

讀聖旨，立時賜死回報。 

 

王黼聽完聖旨，神色大變。稍停一會，很平靜的說：「我王黼一生行事，罪該萬

死。不過請轉奏聖上，我死後有一要求：請次我一具有窗棺材，成殮時，兩隻

手伸出棺外，並把五指攤開，不要拳屈。」 

 

「這是甚麼意思？」 

「讓世人知道，我那些財產一點點也未能帶到陰間去。」 

 

俗語說：「雙腳若合齊，田園某子攏人的。」 

 

上主日，可 10:17-22 記述一位富有猶太人年青的官問耶穌：「我該做什麼才能夠

得到永恆的生命？」耶穌告訴他：「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竊、不可作假

証、不可詐欺、要孝敬父母。」這些不必付出，也不必犧牲的誡命，他告訴耶

穌：「我從小都遵守了。」可是當耶穌進一步告訴他，要賣掉產業，把錢分給窮

人，這富有的年青人一聽，變了臉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產業很多。 



 

耶穌和門徒的眼睛不住的望著他，直到他的影子消失後，耶穌轉過頭來，望著

自己的門徒，歎息說：「唉！有錢的人進上帝國，是何等的難哪！」 

 

在這段經文可 10:23-27 告訴我們： 

 

1. 財富造成人們一種虛幻、虛假的依靠 

 

〝虛幻〞的意思是空幻而不實。虛假是不真實。 

 

啟示錄 3:14-22 記述老底嘉教會事一所非常富有的教會。而老底嘉城市是小亞細

亞最富庶的城市，是當時的金融中心，城市富可抵國。 

 

主後六十年老底嘉受到地震破壞，但他們拒絕羅馬政府重建，他們說自己有足

顧的金錢來解決自己的困難。而老底嘉的教會也誇口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

財，一樣都不缺。」(啟示錄 3:17) 

 

就是因為他們富裕，什麼都不缺，所以信仰馬虎，不冷不熱。(啟 3:15)他們不熱

心，真心信靠上帝，因此耶穌警告說：「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3:16) 

 

主耶穌不是說財主、富人不可能進天國，耶穌也沒有把富人關在天國門外，富

有不是罪惡但俱有危險性。一個人有了許多財富，常會對金錢產生虛幻的依

靠，自認為自己什麼都不缺〝有錢能使鬼推磨〞 

 

物質財富很容易使人的心專注在這個物質的世界，而把大部份的精力、興趣和

時間集中在它上面。所以耶穌說：「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路 12:34) 

 

財富把人束縛在這個地面上，而造成人們虛幻(空幻而不實)的倚靠。所謂〝虛

幻〞意思空空無實在。 

 

例如裕隆汽車的董事長嚴凱泰，累積好幾百億的資產，然五十幾歲就因食道癌

而過世。這幾百億的財富，並不能夠救回他寶貴的生命。 

 

又如台灣第一首富郭台銘(鴻海集團的總裁董事長)資產上千億，可是他的第一

任妻子患乳癌，郭台銘的弟弟也是癌症，他花了大把大把的鈔票，把他(她)們

送到中國大陸尋求中醫治療，最後來是無挽回他們的生命。 

 



主後 1889 年的夏天，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一位農人叫莫特(J.R Mote)在一個山洞

發現一塊重約二十磅的棕色石頭。舊金山評論報導，「當莫特把石頭上的粘土清

除後，發現那是一隻握緊拳頭的手化石，這隻手是從手腕部份折斷的。」 

 

不久，驚奇的事發生了，莫特家的一個小孩，正好到了歡喜打碎東西的年紀，

她很好奇的想要把那化石的手打開，當那化石手被打破時，莫特驚訝地看到十

一顆透明的石子滾出來，他把這些透明的石子拿去給珠寶店老闆看，經鑑定是

真正無瑕地鑽石，確為美麗的鑽石。 

 

從這篇報導，我們好像看到這手握十一顆鑽石的古人，在他最後一口氣的時

候，仍緊緊地抓住這世上的珍寶，那是他一生最珍貴，也是至死不放手的東

西。這化石正描繪出人的心態。 

 

彰基前故院長吳震春院長，在某一週間禮拜很感慨的報告一件事，他說，一次

去參加一個有關醫學的會，遇到沙鹿某綜合大醫院的醫師。 

 

吳院長問：「我們彰基有兩位名醫到貴院，現在怎麼樣？」 

「已經離開了。」  「為什麼？」 

「我們的院長對他二位說，我一個月聘你們那麼多錢，而你們才給我賺這些而

已。」 

吳震春院長說：「這二位醫生以前在我們彰基時，他們說，我一個月為彰基賺這

麼多錢，而醫院一個月才聘我這些錢！」 

 

倘若人的真正興趣、目的、在乎金錢的話，便會以〝價錢〞來衡量人生，而不

以〝價值〞來衡量了。(價錢：我一個月的薪水多少？〝價值〞：我醫治救了多

少生命。) 

 

2. 財富對人性的考驗 

 

對這位富有又年青的猶太人的官，耶穌對人的財富指出財富對人性的考驗。空

中的飛鳥從不會築第二個鳥巢，一般的老百姓能有〝一間厝可住〞就感到幸福

滿足了，可是有一些人卻想盡辦法，兩三千萬甚至五六千萬的豪宅一間間的

買，並且是不擇手段向銀行貸款、非法貸款(例如：2019 年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

選人韓國瑜、李佳芬夫妻。) 

 

古希臘地國的哲學家戴奧真尼斯(Diogenes BC404-323)與柏拉圖(Plato BC427-347)

同時代。 

 



他一向視簡樸、無欲、自由自在的生活為最高理想，從不為穿衣或房子而苦

惱，夜晚睡在大木桶裡，遂有「木桶中的哲學家」之稱。 

 

當亞歷山大爭福希臘，一些政治家和學者紛紛參見他，以博大帝歡心。唯有戴

奧真尼斯不想向大帝表示敬慕之意。亞歷山大對這頑固的他非常感興趣，於便

屈駕前往戴奧真尼斯的住處。這時，他正躺著身子在曬太陽取暖。 

 

「我是亞歷山大帝！」大帝用充滿威嚴的聲音說。 

「我乃是木桶中的哲學家！」戴奧真尼斯躺著回答。 

亞歷山大帝非常佩服他的大膽，於是說道：「你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 

 

戴奧真尼斯舉起一隻手把大帝推開，說道：「請你退到旁邊一點，因為你擋住陽

光了。」 

 

像戴奧真尼斯這樣，生活上簡樸、無欲，再多的財富也不會引起他的貪念。 

 

有一種四合院的房屋，在正堂門上會掛著一個匾額，其上寫著「四知堂」。 

 

你知道這家人姓什麼嗎？百分之百必定姓〝楊〞，典故是： 

 

漢帝國楊震為東萊太守，曾受他舉荐而任縣令的王密。一次趁著楊震上京洽公，

路過昌邑時，深夜帶著一斤黃金要酬謝，楊震不受，說：「我不解你，推薦你當

縣令，你應該了解我才是，何必送禮呢？」 

 

王密說：「反正是深夜，沒有人知道。」 

 

楊震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哪會沒人知道！」王密知趣而退。 

 

凡有心胸宏闊和康慨的人，才能經得起財富的考驗，並且才知道如何善處自己的

財富。 

 

3. 人對財富的責任 

 

耶穌對年青又富有的官說：「去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你就會有財

富積存在天上。」(可 10:21) 

 

我們可以用兩個標準來衡量一個人：「他如何取得自己的財富？」「他如何運用

自己的財富？」人的財富多，責任就大。 



 

五千歷史的春秋時代(約主前 500 年左右)晏嬰的《晏子》： 

 

齊景公當政時，齊國大風雪，三日不停，京城雪深數尺，寒風凜冽，斷指裂

膚，齊景公身穿價值千金的狐白皮裘，在殿堂台階上賞雪。宰相晏嬰入見。 

 

景公說：「今年天氣好怪，這樣的大風雪，一點也不覺得寒冷。」 

 

晏子說：「天氣果真一點也不寒冷嗎？」景公無可奈何的笑笑。 

 

晏子說：「我聽說古代賢明的國君，都很關心臣民。飽食時，想到別人的飢餓。

溫暖時，想到別人的衣單。安逸時，想到別人的勞苦。現在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已經不再多見。」 

 

景公說：「先生，寡人知罪了。」於是出裘發栗，賑濟飢寒。 

 

「飽食時，想到別人的飢餓。溫暖時想到別人的衣單，安逸時想到別人的勞

苦。」這是人對財富的責任。 

 

我們辛苦賺來的錢，用來提昇生活品質，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不要揮霍無度的

浪費，好好地善用財富，是我們對財富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