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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過鐵路平交道的時候，都會看到一個標語，就是「停看聽」，目的就是要減少或是避免

發生意外，藉此來保障人身的安全。而我們的生命過程當中，也常常需要「停看聽」，其目

的就是要讓我們的生命可以來做個思想，可以來調整，進而豐富我們的生命。 

 

因此我就用這三句話，來做為彼此的分享：「停」，就是「停的價值」；「看」，就是「看的方

向」；「聽」，就是「聽的智慧」。 

 

一、「停」的價值 

「停」，一般給人的感覺，停就是「輸」！因為你停下來什麼都不做，好像「停」一點價值

也沒有。世人常說不能夠「輸在起跑點上」，所以孩子還沒有上幼稚園，就趕快送到安親班

去學才藝，因為不能輸在起跑點上，你如果停，就是輸了！其實，停有停的價值，但一般

人覺得停就沒有價值，因為你一停下來感覺就好像輸了，當你停下來的時候，別人還是一

直在往前走，而「停」似乎什麼都沒有做……。 

 

現代人最大的弊病，就是「停不下來」。所以我們常說一句話─「忙、盲、茫」，就是非常

的忙碌。到底在忙什麼？不知道，但大家就是很「忙」，再來就變成「盲目」，大家一窩蜂

都做這樣的事，然後全部的人就跟著這樣做，到最後就非常的「茫然」，到底這些事有什麼

意義？有什麼價值？我們要洞悉，這個世界的王就是要讓人停不下來，人如果停不下來，

人就沒有辦法做完整的思考。所以這個世界的王，就是要讓世人沒有辦法停下來，不管是

透過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流行，這些娛樂物質就是要讓人不斷地去追求，讓人在這當中停

不下來。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為什麼我們需要「停」？為什麼「停」有它停的價值？ 

�

因為聖經教導我們要「停。」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

地上也被尊崇。(詩四十六 10)�

 

聖經說：「你們要休息」，休息就是停止；就是靜止不動。更重要的原因是：「要知道我是

神」。一個停得下來的人，他就是知道有神！這個「知道」就是「承認」與「尊重」，亦即

表示我承認神的主權、我尊重神的主權，所以我停得下來。相對而言，為什麼我們會停不

下來？ 

饗宴：生活 



就是不尊重神、不承認神的主權和神的旨意，所以用自己的思想和觀念，來達到自己心中

所要達到的目的。當我們停止下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神的作為。很多時候我們看不

到神的作為，所以就會抱怨：「神哪！祢為什麼都不出手？」此時，神如果要說話，祂會

說：「你們都沒有機會讓我出手。」是啊！我們都沒有給神出手的機會，因為我們從來都沒

有停下來過。當我們停下來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神的作為，因此神的名就被尊崇。不是

人厲害，是神厲害！我們知道人是有限的，我們也知道要順服神的主權，因此我們要尊重

神的主權。 

 

安靜信靠就是你的力量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

們竟自不肯。」(賽卅 15)�

 

這段經文我們非常熟悉，甚至會寫在卡片上送人，但我們都只背前面那兩句而已，後面那

一句「你們竟自不肯」沒有背進去。這個「安息」跟「平靜」都是「停止」的意思，也就

是說，我們要停下來，我們要歸回安息，要到神的面前。「得力在乎平靜安穩」，這句英文

的翻譯本翻成：「安靜信靠就是你的力量」。安靜下來，才有辦法信靠；信靠了，你就有力

量！為什麼我們都沒有辦法得到生命的力量？我們有歸回安息嗎？我們有平靜安穩嗎？ 

所以我們要停下來，停有停的價值。特別是面對一個變化這麼大的世代，我們更要「以靜

制動」。我們停不下來，這個世界脈動我們就看不清楚，許多似是而非的事情，我們就無法

分辨，因為它在動，我們也在動，我們就無法看清楚真相。 

 

過去我在南亞塑膠服務的時候，我負責印刷部，記得那時候還是七版印刷，共有七個版，

每一版有一個圓筒，一版疊著一版，從淺一直到深。有一次，師傅告訴我說這個版已經跑

掉了，可是我怎麼看都看不出來。後來師傅才教我，你的眼睛不能跟著它跑，你的眼睛要

定睛注視某一點，這樣你就會發現這個版跑掉了，不然這個花紋有沒有跑掉，你怎麼看都

看不出來。同理可證，我們要看動態的東西，我們就不能夠跟著動。如果我們靜不下來，

就看不清這個世界，我們就跟著這個世界一樣忙、盲、茫。到最後，我們也停不下來，停

不下來就沒有辦法信靠；沒有信靠，我們就沒有力量。因此要安靜下來，一定要停止。 

 

現在的青少年往往都停不下來，常聽到青少年在說：「好無聊喔！」他們有時間，卻覺得很

無聊，因為靜不下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個世界的脈動就是如此，要讓人停不下來、

坐不住，所以就沒有辦法想清楚，很多事情沒有想清楚就會做錯。 

 

上好的福分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裏。她有

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進



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耶

穌回答說：「馬大！馬大！妳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

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十 38-42)�

 

這裡我們看到馬大為事情忙亂，以及馬利亞選擇那上好的福分，為什麼呢？ 

這時候的馬利亞她靜下來，靜下來才有辦法坐在耶穌腳前，與主耶穌建立親密的關係。 

 

耶穌到馬大的家裡，馬大非常熱忱地接待耶穌，結果她看到她妹妹，竟然靜靜的坐在耶穌

腳前聽他講道理，這畫面放映出來，就可以看到馬大在廚房忙碌，她圍著圍兜，手裡拿著

鍋鏟說：「耶穌啊！祢看，我妹妹放我一個人在忙碌，祢怎麼不叫妹妹來幫助我呢？」「耶

穌啊！祢不在意嗎？」由此可見，馬大非常的在意，她用自己的想法來服事耶穌，所以她

非常的在意耶穌來我們家，我們就應該要熱忱的接待啊！然而我們試想：耶穌到他們家，

祂在意的是什麼？ 

 

我們在做服事的時候，我們都很在意「我們的想法」，就好像馬大一樣。「咦？我做了這麼

多，忙進又忙出，奇怪？怎麼有些人像馬利亞一樣什麼都不做，只坐在那裏聽耶穌講道

理。」所以心裡很不舒服，心中很在意。那到底耶穌在意什麼呢？既然馬大要服事耶穌，

這很好啊！耶穌並不是說馬大的服事不好，祂是點出馬大為了服事而生氣，她用自己所在

意的來做服事。那耶穌在意的是什麼？這才是關鍵。我們不可用「自己在意」的那個想法

來服事神，以為這就是「神在意的」，神真的在意這些事嗎？以這事件來說，馬大這樣子的

接待是主耶穌所在意的嗎？答案：並不是。 

 

主耶穌在意的是「與祂建立親密的關係」。有親密的關係，自然會知道主所在意的是什麼？ 

跟主這麼親近，就會知道主的旨意是什麼？所以主耶穌在這裡說：馬大，馬大，妳為許多

事情思慮煩擾，妳就停不來，雖然做了非常多……。主耶穌沒有否認馬大做了很多，但是她

被這麼多事煩擾就亂掉了，然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做了對的選擇，而且那

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那就是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 

 

因此，這一段經文教導我們要「安靜靈修」，再加上「熱心的服事」。不是只有熱心服事而

已，還要有安靜的靈修。要服事之前，要先靈修；要能夠靈修，就是要能夠把心停下來、

安靜下來。但是我們通常會把這不可少的事犧牲掉。想想看！當我們的時間不夠時，我們

會犧牲什麼？「今晚我不要去聚會好了」或是「今晚不要禱告了」。我們不會把別的事情省

略，但是我們卻會把屬靈的這一項省略，然而主耶穌說不可少的就是這一件，就是與主建

立親密的關係，這就是「停」的價值。 

 

 



二、「看」的方向 

我們不能用世界的標準，或是用自己喜愛的標準去看事情，應該要用「真理的立場」來

看，這樣看才會看得清楚、看得正確。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

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創三 6) 

 

「夏娃的看」她是用自己的喜愛去看，這也是一般世人判定的一個標準。夏娃怎麼看？

「好作食物」。我可以吃嗎？這個好吃嗎？過去曾經吃過嗎？我們可以用這個來當作選擇的

標準嗎？神說：「不可以吃」。但是這「也悅人的眼目」，越看會越喜歡看，難怪她回答蛇

說：神是說不可吃，也不可以摸。神有說不可以摸嗎？由此可揣摩夏娃的心：我連看都不

行嗎？但我就是喜歡看啊！看了就會死嗎？很多父母都會告訴孩子：「有些網站你不應該去

看」，有的孩子不服，就會說：「看了會死嗎？」「看」當然不會死，但看到最後，會死！ 

夏娃就是這樣啊！看到最後就把它摘下來吃，神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這樣她不就是

「看到死」嗎？ 

 

大衛也是「看到死」。 

有一天他睡到太陽下山，在王宮的平頂上散步，不小心看到拔示巴在洗澡。他不是故意偷

窺，而是無意中看到的，然而他的反應不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後趕快轉身

離開，他反而是繼續看！為什麼繼續看？因為看到這個婦人容貌很美。他怎麼知道人家的

容貌很美？當然是因為「一直看」，結果看到最後慾火攻心，就叫人把她叫來，然後就和她

犯罪了。所以大衛也是從「看」，看到出問題。 

 

由此可知，看是不會死，但是看到最後會死！你不能說：「我就是喜歡看！」，雖然這「悅

人眼目」，而且也是「可喜愛的」，你很喜歡看，但是這個你是不應該看的。所謂非禮勿

視，就是不合道理、不合規範的不要去看。很多人都這麼說：「哎呀！看一次不會死啦！我

只看一次，不會再看第二次。」然而我們要思想，這種喜歡到底對不對呢？若是不對的，

就不應該去喜歡。 

 

再來，可以「使人有智慧」，這就是今生的驕傲。如：做這件事，可以讓人的知識地位提

高。夏娃就是用自己喜愛的標準去看，用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標準去看，所以看到最後她

就去做行動了。 

 

用真理的立場來看 

要用什麼樣的立場和角度去看事情呢？ 

 



如「羅得的看」和「亞伯蘭的看」(創十三 10-17)。 

羅得是站在自己私慾的立場來看。 

他舉目觀看，看到這個約旦河全平原一直到瑣珥，好像耶和華的園子。 

但那是一個罪惡的地方，他卻說好像是耶和華的園子。 

相對的，亞伯蘭怎麼看？ 

神告訴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他所住的地方就是神所應許的迦南地。 

如果我們站在神應許的立場來看，從真理來看，就不一樣了。 

因此，一樣的「看」，但看的結果就不一樣，為什麼？ 

因為立場和角度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在真理、應許裡面來看才對。 

從表面上看，是亞伯蘭他放棄了選擇，但事實上是神為他做選擇。 

神說：「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

遠。」 

所以我們要看得清楚、看得正確，不能用自己喜愛的標準去看。 

當然，停得下來，就看得清楚，這是有連貫的。 

停得下來，才看得清楚；看得清楚，選擇才會正確。 

 

看自己要合乎中道 

我們看自己要合乎中道。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

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羅十二 3)�

 

保羅勉勵我們，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過卑賤。 

看得太高就是說：捨我其誰？除了我以外，還有誰可以？ 

看自己很卑賤就是說：沒有我也沒關係，這都是不對的，過與不及都不好。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也就是按照神賜給我們的恩賜，看得合

乎中道。 

有的人說我沒有恩賜，別人才有恩賜。其實神賜給每個人不一樣的恩賜，聖經上說多給

誰，就向誰多要。所以要看得合乎中道。 

 

看別人不可以有偏見 

此外，我們看別人第一項就是不可以有偏見。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樑木，怎能對你

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然後

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太七 3-5)�

 

奇怪？別人眼中的一根刺，你也看得出來，還要把它挑出來！ 

但你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樑木」和「刺」可是天壤之別啊！ 

為什麼會這樣？這就是「偏見」。 

如果對人有偏見，不管這個人做什麼，你都對他抱持反對的態度，為反對而反對。 

就如同國內政治，有句話說「不問政治，只問顏色」，那就是偏見。 

有時候我們就會犯了這個毛病，好像戴上了有色眼鏡，因此聖經上說：假冒為善的人！先

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再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看別人比自己強 

看別人第二項就是要看別人比自己強。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三 2) 

 

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可見在別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要發掘他人的長

處，而別人的缺點也可成為我們的鑑戒，凡事用心觀察。 

萬物靜觀皆自得，如此看在眼裡、學在心裡，便可使我們成長，也可避免驕傲。 

 

看神所安排的環境 

再來，我們要看神所安排的環境。有時候我們真的要憑著信心，不憑眼見！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於我，我的腳幾乎失閃；我的腳險些滑跌。我見惡

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他們的力氣卻也壯實。他們不

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項上；強暴像衣裳遮住他

們的身體。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凸出；他們所得的，過於心裏所想的。(詩七十三 1-7 節)�

 

神哪！祢要怎麼跟我解釋呢？我眼睛所看到的就是這樣！不是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

是不報，時候未到嗎？但我卻看行義的人反而遭難；作惡的人倒享亨通。 

 

所以作詩的人說：我差點跌倒、我差點要離開神，為什麼？因為他看到惡人都享平安，你

看他們死的時候，也沒有什麼疼痛，而且還壽終正寢！他們並沒有像別人一樣受苦，反而

吃得好、穿得好。第 6節說這「驕傲」好像鏈子戴在他們的頸項上，走路都有風。 

「強暴」好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體。他們吃得非常好，因為身體肥胖，眼睛好像快要凸出

來一樣，為什麼？因為他們所得的過於心裏所想的。 



看哪！這就是惡人；他們既是常享安逸，財寶便加增。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徒然

洗手表明無辜。因為，我終日遭災難；每早晨受懲治。我若說，我要這樣講，這就是以

奸詐待你的眾子。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詩七十三 12-16) 

 

我們現在的環境難道不是這樣嗎？那要怎麼處理呢？ 

要靜下來才看得清楚，不然，就會如同作詩者說：眼看實係為難哪！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祢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沉淪之中。�

(詩七十三 17-18)�

我這樣愚昧無知，在祢面前如畜類一般。(詩七十三 22)�

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祢一切的作為。�

(詩七十三 28)�

 

最後他能夠清楚明白，因為他安靜下來，回歸真理，回歸到神的面前。經上說他進了神的

聖所，在那個地方思想他們的結局。我們要用進入永恆來看現在，如果用現在來看永恆是

看不到的，而且看不清楚真相。所以他說：過去他只是看到表面，沒有看到真相。其實神

是把惡人他們安置在滑地，什麼叫滑地？就是隨時會滑倒的地，就算現在沒有滑倒，最後

也會落到沉淪之中。因此他就表達他非常難過，他前面說了不該說的話，真是愚昧，好像

畜類一樣。所以我們要安靜下來，才會看得清楚，要進入聖所回歸真理、回歸聖經來看，

而不是以事情的表面來看；不是以人家說怎樣，我們就怎樣來看。看，要看得清楚、要看

得正確。  

 

三、「聽」的智慧 

我們要少言多聽。 

一樣是聽，要聽出智慧，不要聽到出事，有人聽到會惹事情。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惟智慧人肯聽人的勸教。(箴十二章 15)�

這裡說智慧人聽出智慧，他能夠聽人的勸教。 

 

多聽少說 

神賜我們一個嘴巴、兩個耳朵，而不是兩張嘴，一個耳朵，就是要我們少說一點、多聽一

點，這非常的奇妙。如果我們現在沒有講話，嘴巴都是閉著的，要說話時嘴巴才會打開。 

但是我們的耳朵在平常時卻都是打開的，不會說等我們需要聽的時候，還必須先打開耳朵

才能聽，所以，一個嘴巴、兩個耳朵就是要我們少說多聽。 

 

 



再來，耳朵是左邊一個，右邊一個，這告訴我們什麼？就是左右兩邊都要聽，我們聽話不

能只聽單方面，不可以只聽一邊，不能人家說怎樣就怎樣，另一方你也要聽，所以兩邊都

要聽才會客觀。人都是軟弱的，往往都會為自己辯護，因此兩邊的話我們都要聽，這樣才

會聽得客觀，聽得客觀，才會知道問題點在哪裡。例如在網路上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千

萬不要道聽塗說或只聽片面之詞就下結論，因為網路是虛擬的世界，很多是不實的言論。 

 

要有受教者的耳朵 

聖經教導我們智慧的人肯聽人的勸教。當別人在規勸我們的時候，我們應當抱持著「有則

改之，無則嘉勉」的態度，這樣我們就會成長，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受教者」的耳朵。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

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

退後。(賽五十 4-5)�

�

這裡是先知的祈求，他求神賜給他受教者的舌頭，以便教導百姓，但他有個清楚的觀念就

是：我要講給別人聽之前，要先聽別人講，而不是只說不聽，這樣就會不客觀。所謂「忠

言逆耳」、「良藥苦口」通常我們很喜歡聽的話，往往不是我們需要的話；我們需要聽的

話，通常是我們不喜歡聽的。 

 

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地的愛情。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

(箴廿七 5-6)� �

膏油與香料使人心喜悅；朋友誠實的勸教也是如此甘美。(箴廿七 9)�

 

這裡就講到忠言逆耳。真正的朋友會做什麼？會當面的責備。當面的責備不是當著眾人的

面前責備你，而是當著你的面，私底下告訴你這樣的觀念不對、你這樣的做法有誤，不合

道理，神不喜悅。當然，你聽了會非常難過，但是朋友加的傷痕是出於忠誠。或許你因這

番話而感覺很受傷，但是你的朋友是故意要傷你的嗎？此時你不要生氣說：「你是我的朋

友，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別人都肯定我，鼓掌叫好……。」事實上他們沒有說實話，真的

把你當朋友的，真的愛你的才會說老實話，也因為如此我們往往感到傷我們最深的人，竟

是最親密的人，但其實他不是故意要傷害你，他是愛你。 

 

聽出智慧 

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箴十八 8)�

愚蒙人是話都信；通達人步步謹慎。(箴十四 15)�

 

 



老實說，要聽出智慧是不簡單的。我們不要去聽一些八卦流言，這些不實在的話，就如同

美食一樣，深入人的心腹。人很喜歡聽第一手消息，「我告訴你哦！這第一手消息我只告訴

你，你不可以告訴別人，我都只告訴我的知己……。」結果到最後全世界都知道，因為每個

人都告訴自己的知己。如果你問某人說：「你怎麼知道？」他回答說：「我聽人家說的。」

而那個人又是怎麼知道的呢？結果他也是聽人家講的，原來大家都是聽別人說的，也沒有

去求證、沒有去證實，就一直去傳。有句話說「飯可以多吃，但話不可以亂說」飯吃多

了，頂多吃壞肚子，不會傷害別人，但是話如果多說就會傷害別人，這可不是一句道歉就

可以把話收回來的，因為說出去的話，好像是潑出去的水一樣。因此我們聽話要把握三個

原則： 

 

第一、這話是不是真實。 

第二、這話重不重要。 

第三、這話有沒有造就性。 

 

如果這話不真實，不用聽。再來，衡量一下，這話重不重要，倘若不重要也不需要聽，也

不用再講；既然不造就人，還要說什麼呢？ 

愚蒙人是話都信；通達人步步謹慎。(箴十四 15)�

 

當我們聽別人述說一件事情的時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有時候我們需要去求證，如

果我們沒有去求證，我們就不要胡亂說，所以聽話非常的重要。 

 

結論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側耳聽我的話語，都不可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心中。因為

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譯：你

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 20-23) 

 

我們要留心聽神的話語，若是如此，就能夠得到生命，又能得到醫全體的良藥。 

生命當中的停、看、聽； 

停，有停的價值； 

看，有看的方向，要看得清楚、看得正確； 

聽，要聽出智慧，以上做我們彼此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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