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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國留種（三） 
 

引言、拯救的真義 
 

在進入今天的信息前，我想再一次講明基督信仰講的「拯救」是怎麼一回事： 

 

拯救絕對不是拯救這個世界（準確應叫世代）不致於滅亡，而是在這個必要滅亡的

世界（或世代）中，拯救一些人出來，作為將來永恆不滅的天國的「種子」，所以

這種拯救行動，即我們慣常所稱的傳福音，真正的目的和意義是「為天國留種」。 

 

這個「留種」的觀念絕不排斥「量」，上帝肯定也希望將來的天國裡熱熱鬧鬧，甚至齊齊

整整不少一個。不過，在不能兼顧兩者的時候，「質」總比「量」更重要。因為拯救絕對

不是「隨便」將一些人由這個必亡的世界「轉移」入另一個不滅的天國就成事，上帝必要

確保將來進入天國的種子不會將現在這個世界的「病毒」帶進那裡去，否則就極可能「舊

病復發」，重蹈覆轍，以致白「救」一場。 

 

總之，上帝的拯救，必須「救」到可以確保天國裡永不會重演這個世界的罪惡與悲劇，故

此，對於進入天國的每一個人，即每一顆「天國種子」，都必須先經過極度嚴格的「過濾」

和「消毒」。因著有這個深切的關懷，傳福音的真正意義和運作方式，就遠比我們想像中

曲折和複雜得多。 

 

我再強調一遍，若果拯救只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救全世界」，或是同樣「不分青紅皂

白」地隨便揀一些人進入天國，對上帝來說都根本不存在難度，難卻難在如何確保入選天

國者的「質素」。換個說法，是要有怎樣的「過濾機制」才可以確保將來進入天國的都會

是肯定不會「叛國」或「禍國殃民」的「天國良民」？ 

 

不過，這樣一來，拯救就成為了一個非常消極、負面、被動的行動，它的核心動作似乎不

是努力盡辦法去「救人」，而是千方百計去「防人」──防範各種不良份子滲入天國。雖

然就理論上講，為了天國的「保安」而去小心排除「不良種子」混進去，也無可厚非，但

這種關切焦點總讓人覺得不近人情，不是滋味，彷彿宇宙人生的一切努力，都好像在「救

爛市」一樣，救到救不到都使人雀躍不起來。 

 

說到這裡，我想先總結一下，就是針對拯救的目的，即為天國留種，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

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天國良民必須包含甚麼特質？第二、我們如何能夠在芸芸眾生中辨

認和分別出他們來？第三、我們能否比較積極、正面和主動地去栽培具備天國良民特質的

人，而不僅是冷酷的篩選過濾？在今天的信息裡，我將會逐一回答這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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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可以進天國？（天國良民必須包含甚麼特質？） 
 

人間的「常識宗教」要回答這個問題是毫無難度的，就是進得天國這樣「神聖幸福」的境

界的，自必然是「好人」或「聖人」！當然，他們亦會稍稍延伸「好人」或「聖人」的定

義，指出肯謙卑認罪、冼心革面的罪人也算是「好人」的了，所以都可以進天國去。 

 

不過，這種簡單直接而帶「道德主義」的看法，姑勿論是否合乎聖經信仰，但始終無法保

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重要的不是這些「獲選者」今世是不是所謂「好人」，而是他

將來在天國裡能否永永遠遠都繼續做「好人」。憑著一個人有限的今生的行為表現，我們

並不能夠就此「推論」出他將來而且是永遠的行為表現。 

 

當然，我們可以有一個合理的假設，就是將來的天國是一個完美純潔的新天新地，不會再

有任何引誘人犯罪的事物，所以到那時候任何人都不會再犯罪了。可惜這個假設只是說對

了一半，就是天國裡應該不會再有任何誘發人犯罪的事物，例如賭場、毒品、紅燈區、黑

社會之類，但這卻不足以保證在天國裡的人一定永遠不會犯罪，因為除了殺人放火、姦淫

擄掠、偷呃拐騙之類的「誘發性」的罪外，還有一種更為根本，也更加可怕的罪，我稱之

為「原發性」的罪。 

 

回想當初，伊甸園裡面肯定沒有賭場、毒品、紅燈區、黑社會之類足以誘使人犯罪的事物，

但是，卻先後有撒旦（魔鬼／蛇）和始祖亞當夏娃的犯罪墮落在那裡發生。他們所犯的正

是「原發性」的罪。事實上，基督信仰異於一切異教及人間的倫理哲學，最根本的分別正

在於世人在意的是如何處理、消滅「誘發性」的罪，獨有基督信仰的核心教義，由基督論

到救贖論到末世論，都以處理、消滅「原發性」的罪為根本關懷。 

 

原來，「原發性」的罪惡之可怕與詭異之處，乃在於它竟然是由兩樣「至善」（最完美善

良）的事物的相會中「產生」出來的。這兩樣「至善」是甚麼呢？第一是上帝本身，包括

衪的無限完美、榮耀與權抦；第二是按照至善的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性本身，包括內裡對

「完美」的不懈追求。說起來好像難以想像，匪夷所思，但其實是非常順理成章的，就是

當這兩樣「至善」相遇的時候，就是當渴求「完美」的人性遇見已然「完美」的上帝，人

心裡就很可能生出一種慾望，就是想「與神同等」甚至「取而代之」，結果，最可怕也是

最根本的大罪──反叛上帝，就是這樣極其吊詭地在兩個「至善」的相遇中產生出來。 

 

這種「原發性」的罪（反叛）嚴格而言也有「誘發」它的原因，但它的「誘因」卻絕不是

任何其他的罪，而竟然是兩個「至善」──上帝與人性（指未犯罪墮落前的人性）。簡單

來說，「誘發性」的罪是「由罪生罪」，但「原發性」的罪竟然是「由善生罪」，正是這

個「結構性」的差異，使「原發性」的罪（反叛）的本質全然不同於任何其他的罪，故此

處理、消滅這種「原發性」的罪的方法，亦不可能在任何已知道的「滅罪方法」，例如道

德修養、靈性操練、法律制裁、教育薰陶中引申和推論出來。 

 

再想想將來的天國裡面，所有現世會引人犯罪的事物都沒有了，但上帝本身及衪的無限完

美、榮耀與權抦必定存在，而按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性及其對完美的追求亦必然存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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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當初引發出「原發性」的罪──反叛的兩個原因都仍然「健在」，這麼一來，豈不

暗示「原發性」的罪仍然有一再發生的可能麼？！如何是好？！講來講去，我要強調的其

實正是：基督信仰談論拯救，一定不可以只處理一般「誘發性」的罪，而必須徹底處理「原

發性」的罪這個最根本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渴望完美的人性如何可能在遇見已然完美

的上帝時，肯甘心拜服，並且永遠不會想到要脫離、超越和反叛上帝？（留意，上帝既是

全宇宙的主宰，那麼所謂脫離或超越上帝，字眼似較「輕」，但實質等同反叛上帝。） 

 

回到這一節裡的提問，就是有「資格」進入天國的天國良民所必須有的特質，正正就是當

他遇見已然完美的上帝時，肯甘心拜服，永遠不思反叛的這種生命特質。換言之，可以進

入天國的不是任何「道德意義下的好人」或「宗教意義下的聖人」，而是基督信仰獨具慧

眼所要求的「信仰意義下的義人」──一種有「信」的人，即對上帝的超然和偉大「信而

順服」的人。按聖經用語，這些得救的人就是因信稱義的「義人」。請大家務必記著： 

 

因信稱義並不是因為你信對了「教義 ABC」而稱義，而是你有「信」──對上帝信

而順服的氣質品性而被算為義，以致可以進入天國。 

 

 

二、怎樣發現和分別出這些「義人」來？ 
 

回答了第一問，即既然已經有了天國良民的標準，就理應不難找出這些「義人」來加以拯

救。事實上卻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第一、我剛才說得如此曲曲折折，大家又聽得似明非明，據此就知道基督信仰的標準是多

麼離奇曲折。大家可以想像，常識信仰與世俗宗教是多麼的容易摻雜入基督信仰之中，弄

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偽基督教」來。連教會、教義都可以是假冒的或不合格的，則個別

信徒良莠不齊、真假難辨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主耶穌一早說過，「今世之子」（即俗語說的「世界仔」）比光明之子聰明，很懂

得投機取巧，更深明「一腳踏兩船」的好處。這些人可以又捐錢又事奉，對教會非常熱心

投入，還可能身居要職。他們甚至也頗懂得神學，連因信稱義的道理也講得瑯瑯上口頭頭

是道。若是單憑「表面證據」判斷誰可以進入天國的話，我肯定這類「世界仔」是最有資

格的。例子嗎？多得很。 

 

1、不動聲色的加略人猶大 
 

大家都習慣了「馬後炮」，既知道猶大賣主肯定不是好人，就以為此君一定蛇頭鼠目、賊

眉賊眼、形跡可疑。卻不想想猶大是幫大夥兒看管銀錢的人，大家會把錢交給一個一眼看

去就蛇頭鼠目、賊眉賊眼、形跡可疑的人看管麼？還有是在福音書裡面，三大使徒──彼

得、雅各、約翰都是講多錯多的，猶大，大家看到他講錯過甚麼麼？我們有理由肯定，猶

大是十二使徒之中當時「形象」最好的一個。（稍後有機會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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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風轉舵的以色列眾民 
 

大家再看迦密山上面的群眾── 

 

亞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眾人和先知都上迦密山。以利亞前來對眾民說：「你們心

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

眾民一言不答。（王上 18:20-21） 

 

以利亞要這些「腳踏兩船」的百姓在信仰上明白「表態」，他們卻「一言不答」，意思是

要「觀望」一下，看情況如何再「隨機」轉向。到了上帝降火顯靈，他們果然二話不說就

馬上轉舵、鞠躬下拜，還對以利亞言聽計從，盡殺在場的巴力先知，彷彿決心悔改── 

 

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裏的水。眾民看

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以利亞對他們說：「拿住巴

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脫！」眾人就拿住他們。以利亞帶他們到基順河邊，在那裏

殺了他們。（王上 18:38-40） 

 

不過，到發覺到耶洗別仍然大權在握、紋風未動，這群「悔改了」的百姓又再一次看風轉

舵，又再「巴力是神！巴力是神！」了。由此可知，要分別出真假信徒就絕對不能夠倚靠

「表面證據」，否則最有「資格」進天國的不是好人或聖人，更加不是義人，而是好像猶

大和這群百姓那種最善於裝點門面、隱藏禍心、假仁假義、見風轉舵、投機取巧的「世界

之子」。若是這樣，所謂天國將比現在這個世界更加邪惡、更加可怕。所以，要準確無誤

分別出真假信徒，就必須「放長線」，即耐心地引他們將「底牌」露出來。至於所謂「放

長線」，其實不外是四句話：「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真情；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就好像暫且姑息耶洗別及假先知，上帝會容許惡人風光好一陣子，這個「利誘之計」就能

試出哪些是投機好利之徒；又好像暫時叫以利亞等真先知受苦，上帝又會容讓義人受難，

這下「威迫之計」就可以試出哪些是不忠變節之徒。經過這樣的威迫利誘的考驗而始終對

上帝忠誠不二的，或至少是雖然一時跌倒，但始終有愧於心而常想著悔改的，才是真真正

正有「信」（忠誠）之人，也就是天國良種。 

 

請大家務必記著，絕不是任何道德或宗教「善行」使這些人終於得救，而是他們對上帝的

信──即是「忠誠」使他們得以被選進天國。原來，任何道德或宗教意義下的善行都不足

以保證你將來不會反叛上帝，只有你今生對上帝的「忠誠」可以，因為忠誠所反映的不僅

是一種「善良的行為」，更是一種「善意的關係」，這是唯一能夠對應並且消滅「反叛」

這個「原發性」的罪的「解藥」。因此，上帝就要千方百計，在這世界中試驗出對祂忠誠

的人，找出他們來作為天國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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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國「義種」可以培養嗎？ 
 

前面一直強調上帝如何千方百計「為天國留種」，講法似乎都傾向於消極和負面，就是與

其說「揀出」合格的「天國良種」，不如說是「排除」不合格的「不良種子」。 

 

我絕不反對或輕看任何消極的講法，如果聖經真理要求我們消極，我們就消極吧，千萬不

要中了甚麼「可能思想」、「積極思想」的迷惑，以為事無大小都要「積極」一番。當然，

若聖經確有某些積極進取的信息，我也絕不吝嗇於告訴大家。事實是在「為天國留種」的

完整版本中，確有比較積極的一面，就是原來天國的種子也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栽培」出

來，而不只是一直只是任由生長，不加理會，到最後牧割時才加以分別，一刀兩斷。還請

大家記住，天國裡絕對沒有「名額上限」，我們慈悲的天父更加不會「志在人少」，於是

設下重重關卡考驗，最終只容許極少的人能進入天國。絕對不會！！ 

 

不錯，最終能進天國的人不多，這是事實的一面，也無可奈何。但卻不要以為這是上帝的

「過濾機制」太嚴格的後果。聖經其實一再肯定，上帝如果「法不容情」，全人類恐怕沒

有一個合格。可以肯定，上帝必在某些地方，佈下了一些「非常措施」，使尚有¡ 些人能

夠合格過關。我的意思是衪會主動地為天國培植一些種子，為他們設計各種「課程」給他

們「惡補」，而不僅僅是被動地揀選過濾。這就是恩典之外有恩典。 

 

究竟如何培植呢？首先，我們要把「種」的概念擴大一些，就是「種」不一定指一顆一顆

的「種子」，也可以理解為「幼苗」。有過種植經驗的人都應該知道，所謂「播種」不是

隨手將種子撒在田地裡，然後澆水施肥，待它們在「原地」生長，直到收成或收割的日子。

農夫往往會先進行一個「育苗」過程，就是將「種子」放在特定的培植土或液體裡一段時

間，等它們發芽生根成為「幼苗」，然後才將它們「移植」到外面的田地裡來種植。被初

步培植出來的「幼苗」其實才算是田裡的「種」，而不是最初未經「處理」的那顆種子。 

 

按這比喻類推，「天國的種子」也不是完全未經「處理」的「種子」，而是在今生現世的

土壤中已經過了一定「處理」的「幼苗」。換言之，上帝不是被動、碰巧地在這世界上揀

一些「好種子」然後放進天國，而是在這世界上很用心、著意地培育一些「好幼苗」，讓

他們成為日後的天國良種。 

 

上帝究竟是如何培植「幼苗」的呢？而這個「培植幼苗」與「篩選種子」的關係又是怎樣

的呢？記往，為確保天國不會重蹈人間覆轍，進入天國的「門檻」，即「過濾機制」是不

能降低的，上帝的慈悲不是姑息，衪絕不能因一時間心慈手軟而危及天國的永遠安危。結

果衪唯一可以做的，是盡可能培植好衪的「幼苗」，等它們可以熬得過進入天國前的眾多

考驗和試煉。正如一個真正愛學生的老師不能但求人人合格個個開心，就大幅降低升級試

的要求，他可以做的，是盡量教導、訓練及提醒他們，讓他們有足夠實力來通過升級試。 

 

正是為了「為天國留種」，我們的天父自古至今都非常費心努力，從未停工安息過一天。

舊約，衪費盡苦心栽培以色列人；新約，衪同樣費盡苦心建立教會、建立信徒。而了到末

世，就是臨近天國降臨的大日子，衪更會用許多的大迷惑和大逼迫來「過濾」出不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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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的假信徒，為天國篩選出優良種子。但我們不要忘記，這不是「突擊考試」，事實

是在這個「期終大考」之前，天父已經不知多少次用聖經、聖靈、歷史、前輩、教會、弟

兄姊妹以至我們自己的經歷來教導、訓練、提醒我們，去努力預備迎見這場「末世大考」。 

 

原諒我再嚕囌一次，就是世俗道德意義下的好人與宗教意義下的聖人，都不能保證他們不

會反叛上帝。事實是恐怕剛剛相反，這些人，就像聖經裡道貌岸然的法利賽人，他們骨子

裡看不起其他人，甚至連上帝也不放在眼內，因為他們自覺上帝的律法要求不外如是，他

們有本事全部「達標」。這些表面上的好人或聖人，心底裡並不存在對上帝真正的敬畏和

順服之心，換言之，他們的「反叛」傾向其實非常嚴重。至於哪些人才是真正敬畏和順服

上帝的義人呢？這些義人又是如何「栽培」出來的呢？ 

  

原來，在上帝給我們的「栽培」中最為關鍵的是我們「靈性上的慘敗經歷」。哪些是靈性

上的慘敗者呢？想想這些前輩──在何烈山上得悉上帝全盤計劃後啞口無言的以利亞、在

旋風中被上帝反問問到無言以對的約伯、在先知拿單面前被罵得抬不起頭的大衛、在蓖麻

之下被上帝反問下問心有愧的約拿、在上帝的榮光之下自慚形穢的以賽亞、還有在三次不

認主後無地自容的彼得，和在大馬色路上遇見基督才知道自己完全「搞錯」的保羅...... 

 

這些都是徹底的靈性失敗者，卻正正就在他們的失敗經驗之中，他們確切知道上帝的超然

偉大與「實至名歸」，以及人作為人的軟弱與無知，因而甘心樂意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

上帝，今生來世都心服口服，永遠不再有脫離、超越或反叛上帝的「非分之想」。這些人

並不是放棄對完美的追求，而是他們這個渴求已經在上帝身上得是滿足了。換個講法，是

他們安心於欣賞、享受上帝的完美，而不妄求使自己成為完美。至此，兩樣「至善」又再

相遇，卻是永不會再生出反叛來，這就是拯救的終極目的。 

 

 

結語、種子也有責任 
 

我們既然知道上帝作為「農夫」，不是靜態地、被動地「揀種子」，而是盡心竭力地培植

幼苖，我們這些「種子」也就應當也盡力來配合。 

 

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差遣使者去警戒

他們。（代下 36:15） 

 

上帝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耶穌基督）

曉諭我們；（來 1:1-2） 

 

看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天父為天國留種，是何等盡心努力，甚至用心良苦，有時還要為了

逼使我們認識祂的偉大和人的軟弱而要「出重手」，更被我們冤枉誤會！你也願意為天國

出一分力，自己先成為一棵「發育良好」的幼苗，再扶身邊三三兩兩弟兄姊妹一把，讓他

們都一起成為天國良種──好的幼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