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表与真相 	
	
介绍 	
午安，这是从香港发出的问候。	
	
今次我想与大家探讨外表与真相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这差异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这讯息不只对基督徒重要，对正在寻求主，以及未认识主的人同样重要。	
	
你曾否见过一些外表很漂亮、看上去质量极佳的苹果，店员把它们弄得很有光泽，

但当你把它们带回家并切开，才发现它们又干又烂，甚至有虫蛀？	
	
这些经验有效地帮助我们明白肉眼所见不一定反映真相。同样地我们在世界中获

得的经验也不一定反映真实的情况，甚至可以比以下我分享的事件更险恶丑陋。

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可以看上去很吸引，但最终，尤其如果你是基督徒，这个人

可以令你的生命变得一团糟，而其实他是由敌人—撒旦所派来要拆毁你的生命。

至此你应该明白我想透过此讲道分享甚么讯息了。	
	
外表与真相—相关性 	
	
那么，为甚么外表与真相之间的差异与我们所有人有关，不论我们是否基督徒？

让我们一起看看从基督徒的角度出发的例子，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第一个例子是一位正经历困难苦楚，人生中各方面不如意—但他拥有内心的平安。

他感到平安喜乐，不似正在经历这么多挑战。	
	
第二个例子是一位看上去很严肃、难以接近，但当你真正认识他，会发现他其实

对他人很关心、尽所能贡献自己的人。同时，我们也许也认识一些西方文化中形

容为热情如火的人，恒常展现又善良又关心他人的美好形象，但当我们真正认识

他，他的性情却不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记着，有些人初时未必能给我们好印象，

却可能是好人。同样地，一些起初认识十分善良的人，却未必表里一致。	
	
塞缪尔记第十六章七节（新译本）提醒我们神是如何看事物的，强调了基于外表

去判断一个人是错误的。第七节这样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

耶和华是看内心。」	
	
现在我们需要平衡一下。我不想当你进入教会遇到很和善的人，就觉得这个人可

能表里不一致、十恶不赦，因为这既不公道又无稽。引用许多时候，像我们刚才

谈到的第一个例子，如果你买到漂亮的苹果，它们的质量多数都不俗。但当然我



们需要记着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所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所以要判断一个人，不是凭外表，而是凭他的言行。	
	
第三个例子，同样地很大可能发生于基督徒身上。我们可能身处很困难的境况并

且被击倒。然而，这些经历对你来说可以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代表正面的事将

会发生。当事情不似如期，我们很大可能将此事定性为负面的，但让我告诉你，

神并不会透过只有顺利的人生去建立基督徒的品格。有时候，为了建立基督徒的

品格，神会刻意松开对撒旦的箝制，容许它搅扰我们的生活。雅各布书第一章二

至四节正说出此道理：「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

原文作“有完全的功效”），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所以作为基督徒，当不如意的事发生，我们不应聚焦于这些事上，而是主耶稣在

做甚么，祂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甚么？祂正在建立我们的属灵品格，让我们变得

更像祂。	
	
现在我会进深讨论外表与真相，尤其于属灵层面上。有一样东西叫做「客观事实」

—客观事实与神如何看事情是一致的。神是真理之神，祂完全掌握世事万物。所

以神如何看事物反映客观事实。所以我们需要以神的角度，去判断甚么是真相，

而不是建基于主观感觉和表面的状况。	
	
那么，甚么是神所指的真相？保罗于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已清楚阐述神如何看

待真相：「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	
	
我们需要持守这十分重要而又基本的真理，否则我们只会持续地被撒旦愚弄，让

我们无法过完全圣洁的基督徒生活，未能活出基督给我们的潜能，或者未能于别

人想寻求主的时候阻碍我们给予及时适切的帮助。	
	
一九四零、五零年代一位很著名的基督徒作家陶恕（有些人更认为他是近代先知），

在他的著作《转战时刻》中这样说（虽然他是以美国作背景，却适用于世上任何

地方）：	
	
「我们的先辈看世界如战场，而非游乐场。然而，现代的人却认为我们是来享乐，

而非争战的。」	
	
其实陶恕的话肯定了保罗的看法：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灵战场！	
十九世纪一位名为詹姆斯·史密斯的传道者曾写过一些发人深省的字句，我想借



用这些字句去强调表面与真相的差异。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都太在意外面，以致我们无法看穿应该关注的表面以下的东西。名衔、高

档次的服装、好的名声、大物业、奢华的房子，或者受人注目都吸引我们的关注，

令我们羡慕，甚至妒忌！然而我们不该这样。许多在地上有名的人，在天堂被嫌

弃。许多在地上驾名车的人，在死时就直驶到地狱去。许多赤足行走崎岖道路的，

却一路走进了天堂。许多被世人称许的，却被造物主责备。许多在地上拥有巨额

财富的，却未能获得真正的富足。许多在地上住在奢华房屋中的人，在天堂却没

有为他预备的地方。许多身穿罗衣的人，将来在主面前会赤身露体。并且许多在

地上被拥戴的人，在永恒之中却被批评和责备。让我们不凭外表判断别人，而按

真理去做正确的判断。」	
	
以上讯息想引领我们思考甚么？ 	
	
究竟以上讯息想引领我们思考甚么？其实无论是否基督徒，我们都有凭表面去判

断人或事的倾向。这是一个严重影响每一个人的软弱，并且需要我们，尤其是基

督徒去正视。为甚么呢？	
	
其实，首先，人有基于感官刺激—眼见的，以及明显的事，去作出相应行为的倾

向。结果导致不准确的结论，以及作出完全错误的回应，加上掌管这个世界的幽

暗力量撒旦的攻击，事情可以变得更差。	
	
黑暗的力量企图迷惑我们，模糊我们的焦点，并阻碍我们获知真相，令我们陷入

惘罗。这是自创世以来就有的事。只要对撒旦如何迷惑亚当和夏娃稍加分析，就

知道牠迷惑人的手段至今天仍然持续。	
	
让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三章四至六节的一些摘要：「蛇对女人说：“你们决不会死；

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 神一样，能

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

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	
	
我们可以看到撒旦成功地动摇了夏娃对上帝的话的信心，令她怀疑上帝对她和亚

当的爱。夏娃如何被迷惑的经历值得我们引以为鉴。请留意经文所说，夏娃「见」、

「好作食物、」、「悦人眼目」。这些都与外表相关，并致使夏娃对情况作出错误的

回应。	
	
撒旦，那恶者，对夏娃以及我们强调外在的情况，希望令我们凭外在情况去行事。

牠会把许多事情加以包装，内在的败坏却会拆毁我们的生命。这就是透过外表去



迷惑人心。最重要的是，这提醒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去判断是非。夏娃没有专

注寻求上帝，去让她以正确的角度去看事情。	
	
让我们探讨第二个问题。这个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极具影响力，除非我们以属灵

的角度去判别是非。那恶者游行全地，致力鼓励人专注于短暂、属肉体的生活取

向。大众只会专注于戏院有甚么电影上映、电视、招牌、广告等，你应该完全明

白我在说甚么。如果我们不留神，身边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取向会影响我们，最终

令我们变得忤逆，并且不能以正确的角度去看事情。	
	
第三，活于这个充满影像和声音的世界，我们倾向不去留意属灵世界及属灵事物，

因为它们不明显。加上我们许多人缺乏属灵上的判断的能力和正确态度，即是能

够明白事情真相的能力，尤其是属灵层面。属灵上的判断能力，是一个应该靠容

许圣灵工作和增加对属灵争战的认识，以培育的素质。新约圣经中超过八十处指

出撒旦、恶魔，和牠的计谋，可想而知属灵判断的素质对我们有多重要。	
	
另外一点，对属灵事物有准确的认知，是在主内持续成长和侍奉主的核心。如果

我们不能够以正确的角度去看事情，我们会不断被敌人像足球般踢来踢去，这样

又怎能够有效地成长和侍奉主？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角度去看事情，主就会向

我们分享和彰显更多、更大地使用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以主的角度去看事情，祂

会知道我们能够活出祂的旨意、对祂忠诚。	
	
最后，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被撒旦不断迷惑，牠就变成了我们的主。神是忌邪

的神，我们必须紧记。	
	
总结 	
	
希望刚才我们一起探讨的事，可以帮助我们以正确的角度去看事情，并且明白我

们身处一场属灵战争之中。如果我们专注于神的真相，代表我们有属灵判断的能

力，有助于我们改善明白真相的准确度，这有助我们变得更像主；作为基督徒，

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和对抗敌人的攻击；作为非基督徒，可以帮助我们免受迷惑，

获得救赎。	
	
我现在会交时间给大家在 Little	Church	World团契中讨论以下问题。愿主祝福你，
下星期再见！	
	
讨论问题 	
	
1. 例子一是有关判断一个人。圣经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吗？	



2. 例子二是有关承受苦难。神让苦难进入世界有甚么目的？	
	

3. 雅各布书第一章二至四节所说的「喜乐」代表甚么？「我的弟兄们，你们遭

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

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原文作“有完全的功效”），使你们

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4. 我们活于这个注重感官认知的世界中，看似我们难以理解属灵战场的真相。
但人们对于超自然的事，例如超人、吸血鬼、殭尸等又非常感兴趣，为甚么

会这样？	
	

5.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这样说：「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

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保罗所说的

正反映真实存在的事。这对于我们应如何面对「挣扎」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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