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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以馬太福音 15:21-28用一個比較特殊的題目「樹乳糖的信心」來互相學習勉

勵。 

 

據說，新加坡政府禁止咀嚼〝口香糖〞，違背者會被罰打屁股，所以要到新加坡旅

遊，導遊都會特別交待。 

 

有一位無聊的小笑話，小女兒騎在爸爸的肩膀上，爸爸：「妹妹，妳不要一直拔爸

爸頭髮。」「告訴妳不要一直拔爸爸頭髮。」不聽，把女兒放下來，糟糕！女兒嚼

的〝樹奶糖〞黏在爸爸的頭髮上了。 

 

分享一個歷史故事：詩仙李白被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以翰林學士之名召在宮中，

寫過著名的詩篇《清平調》。李白曾經遭人誣陷被流放到夜郎(今貴州西部)，行至白

帝城時突然獲得赦免，在歸途中寫下一首千古名詩《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我在早上離開彩雲繚繞的白帝城， 

千里江陵一日還：一千多里到江陵的路程在一天內已到達。 

兩岸猿聲啼不住：江河兩岸的猿猴不斷啼叫， 

輕舟已過萬重山：輕快的船已經過了許多層層疊疊，萬重的山。 

 

這是一首歷盡磨難，飽經滄桑後，駕馭自己命運，歡欣愉悅的人生交響曲，把兩岸

的猿叫啼聲拋在腦後，瀟灑飄撇的經過萬重山。(瀟灑：高雅、灑脫、不受居受) 

 

其實，李白在年輕時喜歡在外面吃喝玩樂，不求上進。一天，他在外面玩樂時，無

意中在路上看到一位老婦人，頭髮蒼白，面孔滿佈皺紋，手上拿著一根鐵杵，低著

頭，弓著腰，專心在一塊大石上認真磨著，李白望著她，好奇地問： 

「老婆婆，你磨這支鐵杵做什麼用？」老婦人抬起頭，見是一位年青人，就說：

「我要把這支鐵杵磨成針。」 

 

「什麼，你要把這樣粗的鐵杵磨成針？！」李白失聲地笑了笑，「阿婆，你這是在

開玩笑。」 

 

「這有什麼值得你大驚小怪呢！」老婦人看著李白，以一種肯定的語氣說：「只要



肯下功夫，哪怕鐵杵不成針。」 

 

李白聽了，大受感動，從此以後，立志發奮努力，過然成為偉大詩人，被譽為詩

仙。 

 

這故事叫〝鐵杵磨成繡花針〞，出自《潛確類書》。 

 

故事中的李白發奮努力，終成詩仙，老婦人耐性的把鐵杵磨成針，這對我們的信

心，都是很好的鼓勵…。 

 

太 25:21-28記述，有一天，耶穌來到外國地區的泰爾和西頓，有一位外國女人來見

祂，要求醫治她的女兒，喊著說：「主啊，可憐我吧，我的女兒被鬼附著，痛苦不

堪。」首先，耶穌一句話也不回答。再來門徒對耶穌說：「請叫她走開！她跟著我

們，一路叫喊呢(餓飽吵)！ 

 

可是這女人一直纏著，甚至下拜說：「主啊，請幫助我！」 

 

耶穌回絕說：「拿兒女的食物給小狗吃是不對的。」 

 

這女人接著說：「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來的碎屑呢！」於是耶

穌說：「婦人，你的信心好大呀！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吧！」 

 

這女人就像〝樹奶糖〞死纏著耶穌，不達目的，絕不干休。 

 

1. 她不肯接受〝不(拒絕)〞的答覆 

 

在人生的戰場上，不肯接受〝不(拒絕或失敗)〞的答覆，絕不氣餒的人，終必會成

功。這位迦南女人，是因為不肯接受〝不〞的答覆，她的女兒才得到主耶穌的醫

治。 

 

晉帝國皇埔謐的《高士傳》一則故事：戰國時代，楚國的屈原(BC278)，楚懷王時任

三閭大夫。因同僚(同時做官的夥伴)離間(弄狗相咬)，遭受免職，家居無聊作《離

騷》，盼能感悟楚王。反而被仇家所陷而被放逐江南。 

 

之後，屈原在汨羅江踽踽獨行，唉聲嘆氣，口中念念有詞，像似吟詩，又像哭泣。

心血來潮便仰天長嘯，大家都認為是外地來了一位瘋子。 

 

一天，一位漁翁看見屈原，大聲招呼：「你不是三閭大夫嗎？為何流落在這裡？」 



屈原沒答腔，繼續行吟：「舉世皆濁我獨清 眾人皆醉我獨醒」 

 

漁翁聽了生氣說：「這是哪一門聖賢行為？舉世混濁，你要使他澄清哪，眾人皆

醉，便要使他們覺醒哪。你這樣獨善其身是自私，還探什麼氣？」 

「啊！漁翁…」屈原頭上好像被人潑了一瓢冷水。 

 

「清涼的清水，我可以洗頭，清涼的水混濁，也可洗腳。」漁翁一路高歌順流而

去。不久屈原就投江自殺了。 

 

可是滿清帝國一位大學是紀曉嵐，說話幽默，又有見識，很得皇帝信任。 

一天，乾隆皇帝飲酒過量，紀曉嵐勸阻，皇帝很火大，賜死「你去給我跳水。」 

 

不久，紀曉嵐折返回來，皇帝生氣說：「叫你去死，你回來做什麼。？」 

 

紀曉嵐說：「我挑水的時候遇到一個人，問我一個問題，我不知怎麼回答，所以回

來請示皇上。」「是誰？」 

 

「我跳水前見到屈原，他說，他跳水是因為服侍的是昏君，難道現今的皇帝不是明

君，也是昏君？所以請問皇上，你是昏君，或是明君？」 

 

以上的二位，屈原，楚懷王他流放到江，他志不得伸而自殺，他遇到挫折，有勇氣

自殺，而沒有勇氣活下去。課本教導我們說他是愛國詩人。 

 

然而，紀曉嵐，皇帝要他跳水賜死，他幽默，勇敢活下來。他不肯接受〝不(No)〞

的答案。 

 

美國黑人教育家布克‧華盛頓，是一位不肯接受〝不(no)〞的人，他要進大學及受

教育，打聽到有一所大學肯收黑人學生，於是步行到百英里去到那間學校，抵達時

名額已滿。他不接受 no，他哀求，結果准許他一份苦工、掃地、刷地板、清潔窗

戶…等，因工作認真，後來准許他註冊就讀，終於成為黑人教育家。 

 

這位外國女人，她不肯接受耶穌 no的答案，像〝橡皮糖〞死纏著耶穌，耶穌終於

說：「婦人，你的信心好大呀！」女兒因而得救。 

 

2. 她知道樂觀回答的價值(說話像口香糖) 

 

這位迦南女人，她不只是〝橡皮糖〞，不灰心死纏耶穌，她也像〝口香糖〞。〝口香

糖〞給我們說話口氣清香不〝口臭〞。 



 

〝口香糖〞是又香又甜又有黏性。這位迦南女人雖然門徒要趕走她。而耶穌也一再

拒絕她，甚至耶穌對她說：「拿孩子的食物給小狗吃是不對的。」 

 

但是她樂觀的說：「是的，先生，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來的碎屑呢！」 

 

最後耶穌不得不稱讚說：「婦人，你的信心好大呀！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吧！」 

 

漢帝國劉向編著的《說苑》書中一則故事叫〝睦鄰之道〞： 

 

一對斑鳩，在雨後新清的樹林裡「鴣----鴣」的叫著，凡是聽到的人們，都會有一

種詩情畫意的美感。 

 

在月黑風高的午夜，貓頭鷹的嘯聲，令人有陰森的感覺。 

在一處村莊的外國老樹上，斑鳩夫婦和牠們的孩子們正在安享家室之樂，貓頭鷹行

色匆匆單獨飛過巢邊，「再見了，斑鳩！」 

 

「夜這麼深，你要飛到哪裡去啊！」 

 

「我在這裡，不受人們歡迎，大家都說我說話難聽，有時也拿石子投擲我，我想換

環境，遷到別的村莊去，也許跟那裡的人，能夠相處好些。」 

 

斑鳩說：「我看不必吧！假使你自己不能把話說得好聽些，無論搬到哪裡去，又能

居住得多久呢？」 

 

劉向的這故事叫〝睦鄰之道〞，說話柔和好聽會有人緣。 

 

〝橡皮糖〞又叫〝口香糖〞，這是我們的信心和為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