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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與大家互相學習勉勵的是「饒恕人」，耶穌的門徒彼得來問耶穌：「主

啊，我的兄弟得罪我，我該饒恕他幾次呢？七次夠嗎？」 

 

耶穌說：「不是七次，是七十個七次。」 

 

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難免會有緊張，或互相得罪。要能和平相處，相安無

事，就得互相寬容饒恕。 

 

漢帝國學者劉向的《戰國策》又名〝長短書〞。書中有一則故事： 

 

趙國出兵要去攻打燕國，蘇秦的弟弟蘇代，代替燕國對趙惠王說：「這回我來，

路過易水(在河北省)，蚌正露著肉在日光下曬太陽，有一隻鷸鳥去咬牠的肉，蚌

合攏牠的殼，箝住鳥的嘴巴。鷸鳥說：『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要死蚌

了。』 

 

蚌也說：『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就要死鳥了。』兩樣東西都不肯讓，恰巧

有捉魚的人來，就把牠們一起捉去。現在趙國要攻打燕國，假使燕趙二國相持

不下，疫困了兩國人民，恐怕強猛的秦國，要來做捉魚的人了。但願你大王好

好地考量考量吧！」 

 

趙王道：「好。」就停止攻燕。 

 

另有一個故事：清帝國時，一位福州人在北京做大官，他的兒子在故鄉建大

廈。正如隔鄰也正著手蓋屋，認為牆位被官兒子給侵占了，於是提出抗議。官

兒子不甘示弱，便寫信給北京做官的父親，要他出面以權勢威嚇使隔鄰屈服。

哪知父親接信後，不但沒有接受兒子的要求，反而隔很久才寫了一首詩寄給兒

子： 

 

「隔海來書祇為牆，讓人數尺有何妨； 

  長城萬里今狀在，不見當時秦始皇。」 

 

廖廖二十餘字，乍讀之下，未免失望，但細讀詩中涵義，就是頑石也要點頭。

其子得詩之後感動良深，於是自動將牆退回數尺。鄰人覺得奇怪，俟探知緣由

後，深感那位大官的清白寬大，也深感他兒子的善體親心，不失為大孝之人，



於是也自動退回數尺，以義報德。 

 

這家退了數尺，那家也退了數尺，中間成了一條大巷，一家之讓本於〝孝〞，另

一家之讓出於〝義〞，四鄰之人遂呼曰〝孝義巷〞。從此這兩家因互相寬容而和

睦相處。 

 

信仰屬靈的一部分就是學習寬容饒恕人，因為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會影響我們

與主的關係。在主禱文之後，耶穌說：「你們若饒恕別人的過錯，你們的天父也

饒恕你們。你們若不饒恕別人的過錯，你們的天父也不會饒恕你們的過錯。」

(太 6:14-15) 

 

現在提出三點來互相學習勉勵： 

 

1. 饒恕人(寬容人)─這是家上帝饒恕的條件 

 

今天的經文彼得對耶穌提出一個問題：「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該饒恕他幾

次呢？七次夠嗎？」 

 

耶穌說：「不是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然後耶穌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僕人

欠了主人好幾萬金幣，這個人沒錢還債，他在主人面前跪下來哀求：「請寬容我

吧！」主人動了慈心，免了他的債。 

 

另有一位同是僕人的人，欠了這位被主人免了鉅債的僕人，只欠他幾塊金，同

伴也跪下來哀求他說：「請寬容我吧！我必還清的！」那位蒙恩的僕人竟然作了

一個不義的抉擇，不赦免他的同伴，反而將他告到官裡，下在監獄裡。 

 

主耶穌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你不該寬容你的同伴，像我寬容你一樣嗎？」 

 

主耶穌勉勵我們一個貫串於整本新約聖經的真理：我們要蒙上帝憐憫寬恕，就

必要學會饒恕人寬容人。耶穌在論八福中，祂說：「憐恤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必

蒙憐恤。(和合本)」 

(現代中文譯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麼有福啊，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們。)(太

5:7) 

 

論饒恕、寬容談何容易。戰國時代宋國莊周的《莊子》書中一則故事：莊周有

一次與學生渡河，忽然上流一條船駛來，順水順風，急如流失。仔細一看是一

艘無人空船。 

「當心！躲開它。」乘客大叫。〝澎〞終於撞上了，兩艘船在水面打著旋轉。眾



人指責船主：「船家，你怎麼這樣粗心大意？人命要緊啊！」 

 

擾攘中，又是一艘順流而下，船上有個人似乎在打瞌睡，仍是對著船駛來，

「喂！那隻船上的人注意啊！」眾人齊聲吶喊。「你耳朵聾了嗎？」「哎呀！又

撞上了，跳過去打死那個瞎眼的傢伙。」眾人其勢汹汹。 

 

莊子冷眼旁觀，問他的弟子們：「同是被船撞上了，剛才責己，現在責人，為什

麼？」 

 

「剛才是空船，船上無人，現在有人在上面。」 

 

「是了，人只要謙卑，不指責別人，饒恕、寬容人，誰會欺侮我們呢？」莊子

說。 

 

通常人會吵架相罵，都會指責對方的錯，夫妻間會〝一日罵三遍，三日一次世

界大戰〞，也都是認為對方錯。不管誰對誰錯，假如學會饒恕，也就相安無事。

所以耶穌說：「不是饒恕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意思是不用計較，要無條件

饒恕，不要同時生氣。 

 

唐帝國名將郭子儀平定安祿山之亂，被唐明皇(李隆基)封為之分陽王，並把第四

女兒昇平公主嫁給子儀之子郭曖。夫妻倆婚後像其他所有夫妻，難免有爭吵時

候，有一次又吵架互不爭讓把老子也給搬了出來：公主譏諷丈夫，你父親的官

雖大，還不是我父親封賞的〝無什麼可臭槍〞。郭曖則口不擇言反譏，我父親不

想當皇帝，你父親才有皇帝做的！ 

 

公主卻把這氣話當真，回宮向父親投訴。郭子儀眼看事情鬧大了，把郭曖押解

上殿，自請處分。皇帝笑著安慰他：「不癡不聾，不做家翁，小倆口的家務事又

何必認真呢！」 

 

2. 祈求上帝饒恕 

 

耶穌說：「如果你們各人不肯從心裡饒恕人，我的天父也不饒恕你們。」(太

18:35) 

 

在主耶穌所講的故事裡，原先的僕人在主人面前跪著哀求「請寬恕我吧！」主

人動了慈心，免了他的債。可是這僕人遇見一個欠他幾塊錢的同伴，也跪著向

他哀求「請寬恕我吧！我一定會還清的。」但他反而把他告到官裏，下在監

獄。因而引起其他同伴悲憤，向主人報告。所以沒有憐憫同情心的人，會引起



眾人公憤。所以主耶穌說：「如果你們各人不肯從心裡饒恕人，我的天父也不會

饒恕你們。」我們饒恕人，才能蒙上帝饒恕。 

 

在主禱文中主耶穌教導我們向上帝祈禱說：「饒恕我們對祢的虧負，正如我們饒

恕了虧負我們的人。」(太 6:12) 

 

主耶穌在主禱文中所說的〝虧負(債)〞，不只是指我們所犯的錯誤，更積極的是

指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道義責任，人與人之間應做而未做的。基督徒大多數是不

做壞事的好人。然而在人與人之間應做而未做，也不能討上帝喜悅。 

 

在猶太拉比教導中有一則故事：一位老人家走在往聖殿獻祭人潮中，他幾次想

回頭轉回，但人群擁擠的把他推向前，推向聖殿的階梯，入了聖殿的門口。許

多人急著找到祭司，好將手中祭物交給祭司，請祭司將祭物獻給上帝。 

 

老人家被人群推擠到一位祭司面前，祭司問他說：「老先生你有什麼祭物，讓我

為你獻上。」老人家看著祭司說：「我本預備一隻斑鳩。但昨天隔壁一位寡婦與

幼小的小孩相依為命，她說已兩天沒吃東西，向我借一點東西，我就將那對斑

鳩送給她。」祭司說：「那你有沒有其他東西。」 

 

老人說：「我原先不想來，但我聽聖殿詩班唱說〝祢本不愛祭物，若喜愛我就

獻，幡祭你也不喜悅，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上帝啊，憂傷痛悔的

心，祢必不輕看〞(詩 51:16-17)，現在請你將我憂傷痛悔的心獻給上帝吧！」 

 

這故事流傳在猶太拉比的教導中，要大家記得在上帝面前自省，常存痛悔的

心，是上帝所喜悅。 

 

3. 以德報怨(用好卡贏惡) 

 

彼得問耶穌：「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該饒恕，他幾次呢？七次夠嗎？」 

 

耶穌說：「不是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意思是無限次的饒恕。也就是〝以德

報怨〞(用好卡贏)。 

 

我常說，相爭，不要爭一時，要爭千秋。例如吵架、相罵、冤家，就算我們贏

了，又得到什麼？炒輸的一方一定呣顧，那麼這個仇就結定了。尤其是夫妻吵

架，所帶來的是家庭失和冷戰，所以〝才要同時生氣〞。 

 

史丹頓(Stantan)後來成為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非常嚴厲侮辱林肯。



他叫林肯為〝低級狡猾小丑〞也給林肯取綽號〝原始大猩猩〞。還說假如有人想

到非洲獵大猩猩真是大傻瓜，在伊利諾州的春田市就可逮到一隻。但林肯什麼

話都沒說，他讓史丹頓作軍事參謀，而對他很有禮貌。 

 

後來林肯被暗殺，那天晚上，在林肯屍體停放的小房間，同樣的史丹頓站在那

裏，俯視林肯安詳而多皺紋的臉，流著淚說「這裡躺著一位人類有史以來最偉

大的領袖。」 

 

愛的忍耐終於勝利了。所以有人曾批評林肯，說他待敵人太寬大了，他偉大的

回答：「如果我已經把敵人當成朋友，我不是已經消滅他了嗎？」 

 

願〝饒恕〞帶給我們的家庭、教會、及社會平安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