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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我們見到不同的豪客。有人流連賭場，一擇千金，結果是傾家收場。又有人把

他的家產盡都放在基金會之中，用作慈善用途。你喜歡哪一種豪客？大豪客與數字可以有

一定的關連。今主日讀的經文，讓我們學如何成為屬靈的豪客。 
 
出埃及記 36:1-7  
這經文中，上帝使那些有智慧的人「受感」前來做主工。有智慧不但指明白神的心意，也

從領受技藝來服事神。「受感」是心被神提起來的意思。百姓也甘心樂意獻上的禮物 ： 
當你心甘情願時，你拿來的就好像禮物，結果是大家開心。把禮物改變成獻與神的祭物，

變成榮耀神的工具 （聖殿的擺設，會眾敬拜用的物件等）。禮物是百姓帶來的原材料，卻

做成不同的加工品，成為祝福人，榮耀神的項目。「豪」可以是有餘的意思。百姓豪情地

把禮物獻來，甚至多到一個地步，摩西要叫停他們的捐獻。 其實今天也是一樣，不知道怎

樣用，就不如不要。把你的禮物送到別的地方，祝福更多需要的人。 
 
馬太福音 25:14-30 
天國「好比」，因此這是一個比喻，一個故事，用來提醒我們。在屬靈上我們應如何看待

上帝給我們的資源。比喻中，主人按着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這裡提醒你我，我們的

天資是上天所賦予的。天生我才必有用。「19 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

算賬。」神要我們重視甚麼態度和運用甚麼方式來管理祂給我們恩賜，才幹，甚至金錢。

我們不是擁有所有的，在地上我們好像是所有財產的持有人 (持份者)，但在上帝眼光中，

我們是管家，我們有一天好像主人回來，要向他交賬。前面兩位僕人都得到主人的稱讚。

唯獨是那領 一千的僕人。他卻把財富埋在地裡。甚麼也不作。主人不喜歡這種甚麼都不作

的態度。上帝也不喜歡。但這僕人反而控訴主人是殘酷，給他太大的壓力。主人責備他之

際，卻給他可以使這一千 加倍的建議。 我們要知道幾件事： 1） 不應懶惰： 懶惰一直是

聖經所責備的事。箴言的作者曾叫我們看看螞蟻來看勤力是人生重要的操守。基本上，當

你勤力時，你就不會加給家人，和社會太大的壓力。很可惜，今天的社會，愈來愈多不想

工作，只取救濟的社會人士。使政府和社會受了很大的壓力。聖經中，上帝透過保羅來責

備那種不勞而獲，不願供獻的態度。保羅說：「不作工，不可吃飯」(中國人也有句： 無
功者，飯菜也不留。) 每個人有能力時，我們要承擔自己責任，照顧自己，善待自己。 
有些人面對更大的矛盾是： 你不想做事，得過且過，但你卻仍想得到更多。結果，你卻是

把壓力加在別人身上。甚至會不擇手段，害己害人。我們要小心，我們要在主耶穌裡悔改，

求饒恕，並改正不應該有的態度。耶穌願意赦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2） 恩賜

不用，就會失去。原來我們不用的恩賜和才能，就可能失去了。才幹技能會失效，錢會貶

值。我們為神作工，服事神到甚麼時候完結？我們的奉獻到甚麼時候才告終？只要發揮所

能 ，使別人快樂，你也有安慰。這種安慰和滿足會伴隨你的一生，到人生終點為止。每時



每刻，我們要自己抉擇，你選擇用這種方式榮神益人嗎？因此年老也不應忽略自己也能對

上帝，為教會，為別人所能作出的貢獻。3） 愛和創意都是上帝賦予。能使我們不斷在改

變。人是可以創意無限。 
從屬靈豪客的角度，如何看待這比喻？ 
首先，要知道懼怕心態不能成為屬靈豪客，只是一個守財奴。5000， 2000， 1000 只是

一個比喻。這個比喻本身不在數字，而是在態度。其次，屬靈豪客要有投資眼光。在神的

眼光中，我們要永遠以投資的眼光看待上帝給我們的資源。當你用你的資源好好照顧家人

時 ，你是履行神給你們作父母的天職。而當你用你資源給教會用作照顧更多人的需要時，

你是為神作美好見證。弟兄姊妹，教會不是一大光燈，而是眾多燈泡組成的大光。你的貢

獻如小小的光，教會集合大家的貢獻滙聚成大光，照亮社區，照亮身邊有需要的人。 
 
哥林多後書 9:1-7  
這經文再次提及樂意的心； 但也叫我們 不要拖延。熱心可以激動許多人，而拖延可以使

熱心冷卻。「出於樂意，不是出於勉強。」「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7 節)  
我們前一週講過馬其頓教會，保羅提馬其頓教會的榜樣，的確吸引一些弟兄姊妹，其他教

會曾相仿效。哥林多教會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很有熱心參與供給聖徒的事情。這令保羅很

開心，很多人都誇奬他們。但若他們開始很熱心做，但沒有足夠的熱心完成，就會叫人失

望。「叫誇奬的話落了空」「羞愧」。甚麼是「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 (6 節)？意思

是 多有多付出，小有小付出。教會的責任不是把你們的錢存在我們這裡；叫你們的儲蓄，

成為我們的儲備 ，而是把大家的奉獻用在適當的地方 。否則這不是屬靈的豪客，而是鐵

公雞，一毛不拔。我們問你是一位怎樣的消費者呢？1） 即興式消費：把所有的立刻用完； 
2） 報復式消費：覺得自己沒有，反而大吃大喝，早早用光來洩憤。3） 解悶式消費 (以消

費來解悶)： 常覺得苦悶。不停消費購物。但物件不是真正需要，而是內心的孤單寂寞。4） 
計劃消費和慷慨消費： 我們身邊有不同的需要，對家人（子女教育等）為晚年預算，適當

的消遣娛樂； 這些計劃是重要，而我們需要好好計劃。對上帝和對捐助有需要的人會不會

也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成就美好的慷慨幫助別人和榮耀神，都不是即興式來達成，，反而

是計劃式消費方式才能走得更遠，做得更出色。有一位很有名的牧者叫 John Wesley。他

有一句名言是： 「努力賺錢，努力存錢，努力捐錢。」因此，你要計劃你的時間，金錢，

才幹如何使用，或者問： 「如何被神使用。」我們社會上很多廣告教我們如何消費，但我

們應知道如何存錢，使我們能消費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我看見教會的少年人，我們都可

以教他們如何做。從小到大，到一群年老的。我們都不一定是純粹消費者，我們也可以把

手中有餘的，與人分享。例如： 買少一些零食，飲用 ( 例如： 珍珠奶茶)，可以節省來幫

助有需要的人。教會小錢奉獻 ( Mite Box)  的概念是這樣來的。我們要有計劃把要做的和

資助的分成類別。這樣，我們可以操練自己屬靈生命的豪情，來祝福別人，榮耀上帝。 
 
總結：  
讓我們反省上面的經文，總結為四點：  

a) 神給我們的豐盛，可以成為屬靈的豪客 
b) 神給我們的愛，可以感受別人的需要 
c) 神給我們教會，可以集合力量，轉化資源，給別人更大的幸福。 
d) 神給我們捐獻，不是為功德，而是報恩，和還願。願我們能榮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