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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是管家月。管家，是管好自己才能夠管理別人。基督徒管家要素包括： 不
貪財、愛惜光陰、勤奮進取、信靠上帝。今天分享第一點。財務管理，必須正視內

心可能的貪念；聖經講，「貪財是萬惡之根。」  人常因為貪，為得不到所要的，

落在苦惱和不滿足之中。 聖經講財務管理是心的管理。耶穌說，你們的財寶在哪

裏，你們的心也在哪裏。 
 
當時有一些假教師，保羅很直接說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今天，成功神

學提倡： 操練敬虔能得到很多好處和福氣； 但保羅年代的信徒不以為然。 因為知

道他們的敬虔可能帶來災難或更大的逼迫。而敬虔反而令他們在迫害當中至死忠心。 
 
保羅在 6:5 和 6:6 作一對比。第五節假教師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之後，而第六節保

羅又說，敬虔可以得大利。 他用同一個希臘文的詞語 （prismos) , 這個詞在聖經

只有出現兩次，都被提摩太前書六章 5-6 節包辦了。Prismos 意思是得利的方法或

途徑。 我問大家： 第五節所得的和第六節所得的利是否相同？ 另一問題是，兩節

是否用同一種方法獲取利益？  
 
假教師用欺騙或出賣誠信的方法；最終因為他們的犯罪行為招致身敗名裂的後果。

我們看見韓國、星加坡、美國有很多明星級的宗教人士 (不同界別宗教人士)，最後

因犯法而坐牢。他們曾有錢到一個地步，甚至開私人飛機。 
 
貪財和知足是兩樣不同的事。貪是想要更多；知足是拒絕擁有更多。若果我們說兩

者是不同的方法，不如說兩者是不同的心態。保羅認為錢財的危險性不在於其本身，

而是在使用的人身上。當我們有錢時容易叫人心花怒放， 若不好好管束自己， 放
縱情慾，就落在萬劫不復的地步。兩者得到的結果不同： 「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這種利益，是生活上的好處。但當保羅說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時，這種「獲利」

是指對上帝的體會，或者更加在屬靈上察知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想法， 好像

孩子明白父母的心情一樣。我們對永恆的計劃會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所獲得的肯

定不是小利，而是大利，是對屬靈生命大有益處的事。 
 
我們要拒絕貪念。但有沒有想過，貪是如何培養出來的？ 保羅的年代認為，擁有

財富的多寡代表個人的身份地位。 有的更多，地位越高。今天也一樣。 有人想躋

身致富雜誌頭 500 名之中， 他們所得到的錢財幾世代都用不完；子子孫孫都繼續

享用。 正因為財富代表身份，他們就停不下來。不知足地去追求擁有一切我們想



要的東西，因為我們的慾望是無窮盡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絕不能以滿足物質需

求為中心。  
 
聖經如何教信徒學會知足？ 提前 6:6-10 提出三種方法：1) 從創造觀點來看。保羅

處理很多複雜的課題都回到創造觀點，例如：婚姻關係，男女有別，男權女權等等，

都從上帝創造第一對人類夫婦開始來看。 第一對夫婦被創造，以後世代以生育傳

承。出生時我們不能帶着什麼來到世界上，離開時我們也不能帶什麼走。所謂陪葬

品，就是人把你心愛的東西放在你旁邊；但你永遠不能抓住。聖經中約伯也看透世

情， 就算面對苦難的時候，仍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

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我們把眼光放在造物主之

中， 仰賴祂的供應。2) 第二種培養知足的方法，是學會分辨需要和想要。在身體

方面，需要是維持生命的要素；想要是滿足口感，最終是增加脂肪，使自己變成胖

子。 吃豬肝，可能因為你享受它帶給你的口感；吃鵝肝，可能因為你享受它帶給

你的身份象徵。衣食在需求層次中，是人基本的需要。或許有人以名牌衣著為身份

的象徵。3) 第三種方法，是從別人的事例中作為借鏡。 很多人想發財，卻因為求

不得，心裡發愁。為想賺大錢而鋌而走險。本來要讓知足的心態約束自己。反而變

成用賭博的心態，把生命作賭注搏一搏，結果很多人因此而傾家蕩產。私慾就好像

網羅叫人無法自拔，被捆綁在錢財當中，成為賺錢機器。箴言有句話叫我們學會知

足：「我 求 你 兩 件 事 ， 在 我 未 死 之 先 ， 不 要 不 賜 給 我 ：求 你 使 虛 假 
和 謊 言 遠 離 我 ； 使 我 也 不 貧 窮 也 不 富 足 ； 賜 給 我 需 用 的 飲 食 ， 恐 
怕 我 飽 足 不 認 你 ， 說 ： 耶 和 華 是 誰 呢 ？ 又 恐 怕 我 貧 窮 就 偷 竊 ， 以 
致 褻 瀆 我 神 的 名 。」（箴言 30:7-9） 

顏色分類中，可能有主要顏色，並由此衍生出不同顏色來。 罪惡也是一樣。由根

源的罪帶出各樣的罪行來。貪、色、恨 三樣，像主要顏色一樣； 而聖經說貪財是

萬惡之根。因為貪念，我們就被勾住，不能自拔。上帝叫我們要分辨清楚，在錢財

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 

保羅在後段吩咐有錢人如何自省：1) 不要自高， 即不要驕傲自滿。經歷一些事後，

你就發覺財富不一定是最重要。例如：當你病過以後，你覺得健康比財富更重要，

家庭破裂以後，你覺得家庭比事業更重要，惡鬥以後，你響往和諧比辦公室裡的政

治和內鬥更寶貴。2) 你要分辨依靠錢財和依靠上帝是兩回事。「不要依靠無定的

錢財。只要依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6:17)  當你把依靠錢財相等於

依靠上帝的時候，你就聽見耶穌所講不要又事奉主又事奉瑪門。3) 把錢財成為祝

福人的媒介。愈多錢財不如愈多行善。錢財應是我們拿來發展上帝的國度，施行善

事與助人的工具，如此才有價值。並且學會「甘心樂意」、「知足常樂」！ 

財務管理是心的管理，讓我們將心給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