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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祢脚踪》第十单元：门徒 

第 39 讲：仰望耶稣 

 

 

要义：金句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

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 12:2） 

 

精义：撮要 

仰望耶稣，必不羞愧。 

 

引子：例子／故事／新闻／见证／人物等 

 

传播焦点 

1. 不从今世风俗 

《为甚么不可跟风？》 

http://www.grateful-heart.org/WonderfulGrace/content.php?article=3194 

“现今许多信徒在衣饰、交友、应酬、饮食、宴会、婚事丧事仪式上，一味随从今世的

风俗，不求神的荣耀。基督徒应该照着神的旨意、由圣灵的引导而生活……”讲台上牧

者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不要跟风”，台下有人却心中反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风俗及

潮流，大部份人都会按着这风气而行，没有甚么不妥，难道信耶稣就要避世不成？” 

跟风者是罪恶的 

圣经并不是叫基督徒“避世”，乃是说不应当“随从今世的风俗”而行，“那时，你们在

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

行的邪灵。”（弗 2:2）因为“随从”是一种任由别人带领、没有主见的生活，而没有反

抗能力，不得不屈服于世俗虚浮的罪恶势力下。 

也不是说社会上每一个风俗潮流都有问题，但圣经既将“随从今世的风俗”与“顺服空

中掌权者的首领”放在一起，那么今世不少的风俗，必然与魔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

要以为所有风俗潮流只是社会文化，就疏于防范。 

爱世界是情欲的 

“随从今世的风俗”中的“今世”，就是“属于今世”的意思，原文“今世的”又可译

为“这世界的”或“这时代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

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壹 1:15-16） 

若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世俗化”，便很容易失去分别为圣的见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2） 

看不见是永远的 

可能有人会说：“今世风俗中的物质享受，不都是神赐的吗？我们不是有权享用神的恩

典吗？”不错，神赐许多属地的恩典给我们享受，但祂从没有吩咐我们竭力追求这些恩

典。相反地，主对门徒说：“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http://www.grateful-heart.org/WonderfulGrace/content.php?article=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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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6:33）地上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但价值始终是暂时的，最重要还是属灵的福气。 

圣经清楚指出属灵的恩典比属地的恩典更有价值，“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

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 4:18）；“你们要思念上

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 3:2）；“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

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约 6:27）。若我们仔细地看圣经，必能清楚看见神

要我们追求属天永远的福气，过于属地暂时的福气，这是非常明显的。 

2. 单一注视耶稣 

眼睛乃是身上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单一，全身就明亮；但你的眼睛若不专，全身就黑

暗。所以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太 6:22-23）主耶稣在这里说到国

度子民在财物上眼睛要单一注视主，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而不为地上的钱财打岔，

这样我们的全身就明亮。但同时也让我们思想人生的意向在那？是今世风俗的吸引，又

或是主自己才是我们的吸引。 

静心聆听：佳偶的歌（https://www.hymnal.net/en/hymn/ts/343） 

你的爱和你美丽自己，吸引我快跑跟随你。 

我重生进你内室，蒙你餧养到永世。 

良人阿！我只属于你。 

佳偶阿！你何等美丽。 

你我生命、性情是一，爱里联结永不分离。 

因你，我得有圣别性情，我美丽来自你生命。 

得更新顺从听命，同良人蹿山越岭。 

单一里注视你如良鸽，荆棘中信靠如百合。 

被变化，得你建造，成为你安息、喜乐。 

在田间随你往前脚踪，愿一生爱你而同工。 

作王女，满你情衷，更巴望被提得荣。 

请将我铭刻你心上，因你爱如死之坚强。 

朝思暮想，良人，我王，愿你快来，香草山上！ 

3. 基督是至宝 

《认识主为至宝》，黄彼得牧师 Rev. Peter Wongso，经文：腓 3:7-16 

http://www.goldenlampstand.org/lib/ws/read.php?id=1967-001 

认识基督，似乎是对未信的人说的，使他认识基督后，可以相信基督。但保罗在年老

时，在监牢里时却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并为认识基督而丢弃万事。这有宝贵重要的

真理在其中，许多人在半途离开主，就是不认识主为至宝。 

 为何以认识基督是至宝 

“至宝”有的译本为“卓越的价值”，有的译为“无比的价值”。 

a. 对基督的认识是越久越美。 

b. 基督的认识是越久越可爱。 

c. 对基督的认识是越久越亲切。 

d. 对基督的认识是越久越实际。 

e. 对基督的认识是越久越可靠。 

f. 对基督的认识是越久越纯贞。 

https://www.hymnal.net/en/hymn/ts/343
http://www.goldenlampstand.org/lib/ws/read.php?id=196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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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对基督的认识是越久越无可比拟。 

这表明对基督的认识不是单从外来的知识，乃是这些知识加上自己的经验，如彼后

1:5 所说，先信心，后知识。这表明信心是未经自己的体验，但经过德行后，就是

有经验的知识。保罗越老越经验主的可爱和无可比拟，所以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认识基督为至宝的拦阻 

世上的万事是认识基督为至宝的拦阻。今日人以万事当至宝，所以不能以基督为至

宝。这是撒但的作为，牠一直以万事为至宝，以世界万国为荣华（太 4:8），世界的

万国即世界的万事。其实世上万事都是虚空的，在传道书里谈到天下无新事，万事

乃虚空，不过今日人的眼睛被撒但所蒙蔽，看不出世上万事的虚空，所以竭力追

求，为名利争斗，失大义，忘了基督是至宝，却一直在争一些虚空的粪土。所以我

们必须参透万事，要靠圣灵的能力和智慧来参透万事（林前 2:10），这样就可以除

去那些拦阻我们认识基督为至宝的事了。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的目的 

是赚得基督。中文译为要“得着”基督，这字如对财物来说是赚得，如对战争来说

是得胜，保罗在他的经验的认识中，知道基督为至宝，是有卓越的价值。因此当他

在比较一切的时候，就单要得基督了。在他的体验中，除基督以外，其他的毫无价

值，无论是名誉，地位，财富，世上的爱情，在基督荣美的比较下，都逊色了。就

是一切的伟人，神圣的礼节，堂皇的建筑物，与基督相比之下，就暗淡无光了。这

就是希伯来书里所论的真理。既然这一切是虚空的，无价值的，那么当然要努力去

得着基督。赚是要付代价和努力，得胜是要苦斗和克服一切的困难。 

 赚得基督为至宝应有的态度 

a. 晓得（腓 3:10）。这是经验的，有把握的，完全知道的，而非一知半解。 

i. 晓得复活的大能，即生命的权柄──经验了复活的生命。 

ii. 晓得参与祂的苦难和祂的死，中文译为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这也是指

有经验的意思，在他许多的苦难上都有经验，在死的事上也有经验。这次

序似乎颠倒，应先死，后复活，主是先死，后复活，但保罗在这里是指他

自己和信徒说的，信徒本来死在罪过中，要先经验基督复活的大能，即重

生，后才能用基督的生命去与祂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b. 竭力追求（腓 3:12）。 

竭力追求的动力，是未完全得着。既知基督这么宝贵，当然要完全得着，但还

没有完全得着，那就当完全去得着。“竭力追求,”有译“只顾向前力追”，就

是不管别的，也不分心的意思。我们今日许多人不是竭力追求基督，乃是竭力

追求粪土。让我们竭力追求基督！“只有一件事”指专心的意思，英译为“我

只作这件事”，有译“我只顾一件事”。除了基督以外，为了得着基督以外，别

无其他的工作；或者说一切的工作都是为得着基督而作的。我们是否经验基

督，很有把握地说我晓得？我们是否专心？求主帮助我们能有这样的态度。 

 得着基督的容量 

是完全的，是主召我来所要我得着的。就生命说，不但有生命，更要有丰盛的生命

（约 10:10）；就工作说，不但忠心，乃是至死忠心（启 2:10）；就生活说，不但有

主的样式（弗 4:24），乃是活着就是基督（腓 1:21）；就神旨说，不但知道祂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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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乃是满心知道祂的美意（西 1:9）。基督的容量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

的居住在祂里面（西 2:9，1:19）；我们的主也盼望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让

我们大大张口，好让祂充满我们（诗 81:10）。 

4. 门徒价值观基督是至宝 

保罗形容自己估主后的人生目标：“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并且鼓励信徒“当以

基督的心为心”。 

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基督欤应该怎样看人生、自我形象、

苦难、成功、失败、工作、性爱？明白门徒应有的价值观，是活出丰盛生命重要的一

步。 

 

生活应用 

我们的价值观信主后，到底有多少改变？ 

 

反思默想 

如何每天都操练仰望耶稣？是安静？是祷告？ 

 

听众回馈 

你正在仰望耶稣吗？仰望祂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