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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5 章 16~18 節。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凡事謝恩，在我們基督徒中間已經變成一句習慣的用語，或者說已成為

口頭禪了。不論你對他說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總會習慣的對你說，感謝

主。難道經上的教訓真是如此嗎？ 

在西方有個笑話，當我們在學英文會話的時候，會問候對方說，How 
are you？接著也教導我們怎麼回答，可以說 fine，I'm good。然後等對

方回答了，我們再次的說 Good。這是一種預期性的反應，這個笑話發

生在兩個朋友問候當中，見面時彼此寒暄，How are you?對方回答，I 
just beat my mother in law。而對方的反應說 good！因為他根本就沒有

聽人家在說什麼，而是照著自己的習慣回應。 

凡事謝恩，首先你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這樣的謝恩有對象才會產生意

義。絕對不是催眠式的自言自語。耶穌教導我們，與哀傷的人同悲，與

歡樂的人同笑，因為祂能貼近人心，體會人的歡樂與哀痛，我們信靠神

所產生的喜樂與謝恩，就是發生在我們的喜怒哀樂中間，而不是因「目

中无人」導致忽略人們产生喜怒哀樂的事物. 

傳道書第 3 章裡面談到凡事皆有定時，也是對生命透視的另一種感恩。 

我們吃飯時謝飯，英文叫 say grace，意思是感恩，同樣的，如果我們生

病去看醫生，有醫生可以減輕我們的痛苦，我們要感恩，醫生開了藥給

你，當我們服藥的時候，當然也要感謝神的恩典，因為他借著藥物讓身

體得到醫治，如果你說這是世俗的事情，我們回頭看一下耶穌在迦拿行

的神蹟，他為什麼不乾脆就讓所有的客人產生品嚐美酒的滿足感，而要

大費周章的，用水變成酒再讓他們去喝才滿足？這豈不也是世俗嗎？ 



如果在我們的環境裡面沒有醫生可以求助，沒有藥物可以服用，神也會

直接醫治，就像保羅在海島上被毒蛇咬了，卻不被傷害，但像其他的事

情，天冷了他們要烤火取暖，肚子餓了，也要吃島主預備的食物，被醫

治，我們要感恩，有火可以烤，有食物可以吃，是不是也要感恩？ 

神不是慈愛的嗎？為什麼，祂允許我們生病受苦，因事情不順利受苦？ 

生活在舒適環境中的孩子們，很少有物質的缺乏，父母照顧周到，因此

常養成自我為中心的性格，挑食，浪費，凡事都認為理所當然，在他們

進入高中的時候，許多父母就把他們送去參加落後的地區的短宣活動，

在活動當中讓他們透過當地的生活，去體會食物的短缺，生活的不便，

甚至心理的挫折，等這些孩子再次回到家中的時候，會變得更成熟懂事，

也能體諒別人。 

父母平時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避免將耒孩子因不成熟而吃苦，現在送

他們去吃苦，難道父母不愛他們嗎？ 

神允許我們透過疾病患難，的經驗，去瞭解別人的痛苦，就像他自己道

成肉身，在世間受苦一樣 ，作為耶穌的跟隨者，如果不能體會神的心意，

我們怎麼可能明白衪的教訓呢？ 

所以下次如果我們還有人問說,生病了可不可以看醫生呢？這答案就很

明顯了。 

現代社會的另外一個危機，剛好相反，人們過分依賴科技與物質文明，

宣教依賴大眾媒體，籌款有專門的抽成籌款公司運作，聚會透過心理学

手段營造氣氛，講道信息透過電腦技術收集整合，每一環節精心設計安

排，只有人工專業，看不到人與聖靈的同工，把一切安排好了，確定無

誤，再說感謝神（因為達到自己的期望？）。他心中真的是順服神做了

這一切嗎？ 

喜樂在哀傷中由盼望而生，謝恩不因缺乏困窘而停止，只因凡事皆出於

祂，我們必如煉淨的白銀，終將映照出祂的容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