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表與真相 	
	
介紹 	
午安，這是從香港發出的問候。	
	
今次我想與大家探討外表與真相之間存在的差異，以及這差異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這訊息不只對基督徒重要，對正在尋求主，以及未認識主的人同樣重要。	
	
你曾否見過一些外表很漂亮、看上去品質極佳的蘋果，店員把它們弄得很有光澤，

但當你把它們帶回家並切開，才發現它們又乾又爛，甚至有蟲蛀？	
	
這些經驗有效地幫助我們明白肉眼所見不一定反映真相。同樣地我們在世界中獲

得的經驗也不一定反映真實的情況，甚至可以比以下我分享的事件更險惡醜陋。

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可以看上去很吸引，但最終，尤其如果你是基督徒，這個人

可以令你的生命變得一團糟，而其實他是由敵人—撒旦所派來要拆毀你的生命。

至此你應該明白我想透過此講道分享甚麼訊息了。	
	
外表與真相—相關性 	
	
那麼，為甚麼外表與真相之間的差異與我們所有人有關，不論我們是否基督徒？

讓我們一起看看從基督徒的角度出發的例子，以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第一個例子是一位正經歷困難苦楚，人生中各方面不如意—但他擁有內心的平安。

他感到平安喜樂，不似正在經歷這麼多挑戰。	
	
第二個例子是一位看上去很嚴肅、難以接近，但當你真正認識他，會發現他其實

對他人很關心、盡所能貢獻自己的人。同時，我們也許也認識一些西方文化中形

容為熱情如火的人，恆常展現又善良又關心他人的美好形象，但當我們真正認識

他，他的性情卻不是如此。所以我們需要記著，有些人初時未必能給我們好印象，

卻可能是好人。同樣地，一些起初認識十分善良的人，卻未必表裡一致。	
	
撒母耳記第十六章七節（新譯本）提醒我們神是如何看事物的，強調了基於外表

去判斷一個人是錯誤的。第七節這樣說：「耶和華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

耶和華是看內心。」	
	
現在我們需要平衡一下。我不想當你進入教會遇到很和善的人，就覺得這個人可

能表裡不一致、十惡不赦，因為這既不公道又無稽。引用許多時候，像我們剛才

談到的第一個例子，如果你買到漂亮的蘋果，它們的品質多數都不俗。但當然我



們需要記著如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節所說：「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所以要判斷一個人，不是憑外表，而是憑他的言行。	
	
第三個例子，同樣地很大可能發生於基督徒身上。我們可能身處很困難的境況並

且被擊倒。然而，這些經歷對你來說可以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這代表正面的事將

會發生。當事情不似如期，我們很大可能將此事定性為負面的，但讓我告訴你，

神並不會透過只有順利的人生去建立基督徒的品格。有時候，為了建立基督徒的

品格，神會刻意鬆開對撒旦的箝制，容許它攪擾我們的生活。雅各書第一章二至

四節正說出此道理：「我的弟兄們，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看為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產生忍耐。但忍耐要堅持到底（“堅持到底”

原文作“有完全的功效”），使你們可以完全，毫無缺乏。」	
	
所以作為基督徒，當不如意的事發生，我們不應聚焦於這些事上，而是主耶穌在

做甚麼，祂正在我們的生命中做甚麼？祂正在建立我們的屬靈品格，讓我們變得

更像祂。	
	
現在我會進深討論外表與真相，尤其於屬靈層面上。有一樣東西叫做「客觀事

實」—客觀事實與神如何看事情是一致的。神是真理之神，祂完全掌握世事萬物。

所以神如何看事物反映客觀事實。所以我們需要以神的角度，去判斷甚麼是真相，

而不是建基於主觀感覺和表面的狀況。	
	
那麼，甚麼是神所指的真相？保羅於以弗所書第六章十二節已清楚闡述神如何看

待真相：「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靈。」	
	
我們需要持守這十分重要而又基本的真理，否則我們只會持續地被撒旦愚弄，讓

我們無法過完全聖潔的基督徒生活，未能活出基督給我們的潛能，或者未能於別

人想尋求主的時候阻礙我們給予及時適切的幫助。	
	
一九四零、五零年代一位很著名的基督徒作家陶恕（有些人更認為他是近代先知），

在他的著作《轉戰時刻》中這樣說（雖然他是以美國作背景，卻適用於世上任何

地方）：	
	
「我們的先輩看世界如戰場，而非遊樂場。然而，現代的人卻認為我們是來享樂，

而非爭戰的。」	
	
其實陶恕的話肯定了保羅的看法：這個世界是一個屬靈戰場！	
十九世紀一位名為詹姆斯·史密斯的傳道者曾寫過一些發人深省的字句，我想借



用這些字句去強調表面與真相的差異。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都太在意外面，以致我們無法看穿應該關注的表面以下的東西。名銜、高

檔次的服裝、好的名聲、大物業、奢華的房子，或者受人注目都吸引我們的關注，

令我們羨慕，甚至妒忌！然而我們不該這樣。許多在地上有名的人，在天堂被嫌

棄。許多在地上駕名車的人，在死時就直駛到地獄去。許多赤足行走崎嶇道路的，

卻一路走進了天堂。許多被世人稱許的，卻被造物主責備。許多在地上擁有巨額

財富的，卻未能獲得真正的富足。許多在地上住在奢華房屋中的人，在天堂卻沒

有為他預備的地方。許多身穿羅衣的人，將來在主面前會赤身露體。並且許多在

地上被擁戴的人，在永恆之中卻被批評和責備。讓我們不憑外表判斷別人，而按

真理去做正確的判斷。」	
	
以上訊息想引領我們思考甚麼？ 	
	
究竟以上訊息想引領我們思考甚麼？其實無論是否基督徒，我們都有憑表面去判

斷人或事的傾向。這是一個嚴重影響每一個人的軟弱，並且需要我們，尤其是基

督徒去正視。為甚麼呢？	
	
其實，首先，人有基於感官刺激—眼見的，以及明顯的事，去作出相應行為的傾

向。結果導致不準確的結論，以及作出完全錯誤的回應，加上掌管這個世界的幽

暗力量撒旦的攻擊，事情可以變得更差。	
	
黑暗的力量企圖迷惑我們，模糊我們的焦點，並阻礙我們獲知真相，令我們陷入

惘羅。這是自創世以來就有的事。只要對撒旦如何迷惑亞當和夏娃稍加分析，就

知道牠迷惑人的手段至今天仍然持續。	
	
讓我們看看創世紀第三章四至六節的一些摘要：「蛇對女人說：“你們決不會死；

因為 神知道你們吃那果子的時候，你們的眼睛就開了；你們會像 神一樣，能

知道善惡。”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悅人的眼目，而且討人喜

愛，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	
	
我們可以看到撒旦成功地動搖了夏娃對上帝的話的信心，令她懷疑上帝對她和亞

當的愛。夏娃如何被迷惑的經歷值得我們引以為鑑。請留意經文所說，夏娃「見」、

「好作食物、」、「悅人眼目」。這些都與外表相關，並致使夏娃對情況作出錯誤

的回應。	
	
撒旦，那惡者，對夏娃以及我們強調外在的情況，希望令我們憑外在情況去行事。

牠會把許多事情加以包裝，內在的敗壞卻會拆毀我們的生命。這就是透過外表去



迷惑人心。最重要的是，這提醒我們需要有屬靈的智慧去判斷是非。夏娃沒有專

注尋求上帝，去讓她以正確的角度去看事情。	
	
讓我們探討第二個問題。這個世界的看法和價值觀極具影響力，除非我們以屬靈

的角度去判別是非。那惡者遊行全地，致力鼓勵人專注於短暫、屬肉體的生活取

向。大眾只會專注於戲院有甚麼電影上映、電視、招牌、廣告等，你應該完全明

白我在說甚麼。如果我們不留神，身邊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取向會影響我們，最終

令我們變得忤逆，並且不能以正確的角度去看事情。	
	
第三，活於這個充滿影像和聲音的世界，我們傾向不去留意屬靈世界及屬靈事物，

因為它們不明顯。加上我們許多人缺乏屬靈上的判斷的能力和正確態度，即是能

夠明白事情真相的能力，尤其是屬靈層面。屬靈上的判斷能力，是一個應該靠容

許聖靈工作和增加對屬靈爭戰的認識，以培育的素質。新約聖經中超過八十處指

出撒旦、惡魔，和牠的計謀，可想而知屬靈判斷的素質對我們有多重要。	
	
另外一點，對屬靈事物有準確的認知，是在主內持續成長和侍奉主的核心。如果

我們不能夠以正確的角度去看事情，我們會不斷被敵人像足球般踢來踢去，這樣

又怎能夠有效地成長和侍奉主？如果我們能夠以正確的角度去看事情，主就會向

我們分享和彰顯更多、更大地使用我們。如果我們能夠以主的角度去看事情，祂

會知道我們能夠活出祂的旨意、對祂忠誠。	
	
最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被撒旦不斷迷惑，牠就變成了我們的主。神是忌邪

的神，我們必須緊記。	
	
總結 	
	
希望剛才我們一起探討的事，可以幫助我們以正確的角度去看事情，並且明白我

們身處一場屬靈戰爭之中。如果我們專注於神的真相，代表我們有屬靈判斷的能

力，有助於我們改善明白真相的準確度，這有助我們變得更像主；作為基督徒，

可以幫助我們分辨和對抗敵人的攻擊；作為非基督徒，可以幫助我們免受迷惑，

獲得救贖。	
	
我現在會交時間給大家在Little	Church	World團契中討論以下問題。願主祝福你，
下星期再見！	
	
討論問題 	
	
1. 例子一是有關判斷一個人。聖經不是教導我們不要去論斷人嗎？	



2. 例子二是有關承受苦難。神讓苦難進入世界有甚麼目的？	
	

3. 雅各書第一章二至四節所說的「喜樂」代表甚麼？「我的弟兄們，你們遭遇

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看為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產生忍

耐。但忍耐要堅持到底（“堅持到底”原文作“有完全的功效”），使你們

可以完全，毫無缺乏。」	
	

4. 我們活於這個注重感官認知的世界中，看似我們難以理解屬靈戰場的真相。
但人們對於超自然的事，例如超人、吸血鬼、殭屍等又非常感興趣，為甚麼

會這樣？	
	

5. 以弗所書第六章十二節這樣說：「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

人，而是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靈。」保羅所說的

正反映真實存在的事。這對於我們應如何面對「掙扎」有何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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