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艱難中蒙恩得救 
劉少銘牧師 (主任牧師) 

11/7/2021 講章摘要 
 
選用經文：但 12:1–3 來 10:11–25 可 13:1–13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或許正在數算生命中遇上的艱難！計算艱艱雖然叫我們 
失望， 但在主裡仍有盼望的光。艱難不會叫我們絕望，因為我主耶穌為我們留下盼望 
火種，就在前頭。我們的罪和我們的患難會把我們推到黑暗的角落，當我們沒辦法找到出路時，我們來尋求主的

幫助。罪和災害是我們遇見艱難的兩大可能。當我讀但以理書和福音書時，看見患難中的出路，而希伯來書給我

們反轉罪的困境，帶來新的應許。我稱之為艱難的轉機和罪的釋放。今摘要集中在第一部份，艱難中有轉機。全

篇信息請聽講道錄音。 
 
艱難中有轉機 
但以理書 12:1-3 帶出前所未有的大患難。聖經說：「自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 (12:1) 猶大國滅亡後，

淪落到受不同的君王統治。統治國從巴比倫，到瑪代波斯，到希臘，後來亞歷山大大帝之後，他的將領把他的帝

國一分為四。開展不同的王朝。在內部有激烈的權鬥，也有對神的百姓敵對的態度。後來有羅馬帝國。我們知道

在前一章提到，有「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但 11:31) 。原來，我們不只看 2000 多年後我們的今天要發生甚麼

事情，而是在但以理書後 300 年間已有初步應驗。當希臘文化的君主對猶大人的文化和信仰起了很大的沖突時，

猶太人起來護衛信仰和價值觀。其中最著名是猶太人的馬加比戰爭 （約在主前 150 年左右發生）。歷史記載，

四大王朝中安提阿古四世和多利買六世，就是但以理書 11:27 中的二王。安提阿古在主前 168 年為希臘異教之

神丟斯 Deus 設立祭壇，竟然把不潔淨的豬作為祭牲，在耶路撒冷聖殿裡頭向外邦神明獻祭，這做法徹底褻瀆猶

太人的聖殿。做成猶太人的重大戰役叫馬加比戰役。猶太人為此遭遇前所未有的災難。另一方面，耶穌基督在福

音書中，也提到大災難。而這災難也不在今天才應驗。至少在耶穌之後的幾十年後，就得到初步的應驗。主後七

十年，聖殿被毀，應驗耶穌所說，一塊石頭也不在上面； 這表示是徹底的破壞。歷史上，因為猶太人的叛亂，

在一場猶太戰爭中，羅馬軍隊攻破耶路撒冷，結果是聖殿被毀了，猶太人從此四處漂流。兩場戰爭過去了； 患
難的洪流卻愈滾愈激烈。今天我們也遭遇大患難。而遭遇的艱難愈來愈趨向全球化。這正好是朝向世界末日的軌

跡進發。人心和彼此關係前所未有的隔離； 我們也愈來愈不認識所處的環境和社會。聖殿被毀的預兆也正好是

世界末日預兆一種進程。 也是為甚麼我們不將在主後七十的應驗作為過去式。但以理書的預言也是這樣。聖殿

被毀預兆將成的事包括下面幾件事：1） 有人冒祂的名來迷惑人； 2） 打仗的風聲，這是災難的起頭； 並有地

震和饑荒； 3） 受迫害，離道和反道出現； 4） 信徒在艱難中作見證 。他們雖「為我的名被眾人憎恨」，但其

見證感動人心。患難是互相影響的，不會因為你做好事免於患難。我們可能因別人受的患難中帶來影響和痛苦。

但不要埋怨神，反而要看清楚這是末世時刻； 我們心中要有末世的圖畫。 
 
患難中有盼望 
艱艱中的轉機或應許要成為我們的大盼望。但以理提到四類的人。反映出不同的形勢和不同境況。首先是本國的

民，即名冊有記錄的，必得拯救。今天我們憑恩典立根在神的國中，我們的生命不像浮萍。其次，是睡在塵埃中

的，即死人，他們有一天要復活。 當主耶穌再來時，活着的人不會遇見死亡； 生命改變，享受永生的福份； 而
死去的人，在災難中也好； 或面對生命完結的死去也好，他們要復活過來。死人復活是主的應許；也是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 15 章重要的教訓； 給我們莫大的鼓勵。第三類是智慧的人和使多人歸義的 (即好人)必發光，成為永

遠的光輝。艱難雖叫人暗淡，但上帝給我們的堅定持守寄予很清楚的肯定。因此，不要在患難中失望，自暴自棄。

上帝仍看顧我們； 仍在觀察我們。我們作為光明兒女，最終會反映上帝的光輝。馬可福音應許甚麼？ 就是八字

真言： 「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聖經中，「得救」可以是救贖生命，免離危難。也可以是使我們得解脫，免

去痛苦。只有在天家沒有痛苦，疾病和眼淚。 上帝應許說：「祂是救我，現在救我； 將來還要救我 」。直到我

們達到出死入生時，主耶穌的拯救才得完滿。 
 
艱難有轉機，罪裡得釋放； 就算禍患如何臨到我們，我們也不會失去心志； 也不會對神失望。在患難中上帝仍

應許我們蒙恩得救，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