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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金钱（财物）是神儿女属灵生活的重要环节，不但表示对神恩典衷心感

谢，也表示对神工作直接的参预。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下，在那里学习事奉神，也学习怎样把

财物奉献出来;在建造会幕，或者献祭，他们都甘心乐意，不落人后，叫神的 
家富富有余，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新约教会对金钱的需要，比旧约更多更广泛。 除了教会一般的需用外，他们还

需要「敬奉」教牧的生活用度，叫他们没有缺少（提前五 17）;馈赠那奉主名周游

传道的人，叫他们能够没有缺乏，把福音遍传各处（腓四 15-16）。 安提阿教会差

派布道队外出布道，无疑地安提阿教会一定支持这差传的工作。 另外还有慈善的

工作，对于天灾受害的人（徒十一 28-30），或者家境贫困的人（提前五 16）。 
凡此种种，在在需财，所以新约信徒更应当学习奉献金钱，为主而用。  
可是奉献金钱，并不容易，他们辛辛苦苦把钱赚来，所谓「血汗钱」，要他们献

出，痛如割肉。 中国字捐与「损」只差二笔，在某些人目中看来，捐献就招来损

失。 少捐少损，多捐多损，最好是不捐不损。 
我在南洋某地，曾遇见一位千万富翁，他有事找我。 他告诉我，数十年前从故乡

来南洋时，两手空空，经过数十年的经营积蓄，现在拥资大约有美金一千万元以

上。 说时面有喜色。 我问他上帝如此赐福给你，你怎样报答祂？ 
    他说：我知道上帝的恩典，每礼拜三晚到医院向病人传福音，来报答上帝的恩

典。 
     我问他，金钱呢？ 
他聽了支支吾吾，顧而言他。 
       香港人有一句俗语：「讲到钱便伤感情」，对人如此，对上帝也如此。 就如这

位富翁他知道神恩浩大，可是舍不得把钱奉献，为着麻痹良心，每礼拜找一个晚上

到医院向病人传福音作抵。 向病人传福音是重要，但对这位富翁来说，上帝交托

他千万金银，他奉献金银更是重要。 照我所知，这位富翁在教会是以吝啬著名。  
 

 

（一） 奉献金钱的基本观念 
 
       奉献金钱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培养正确观念，才能踊跃捐献。 
1. 管家观念-- 信徒必须清楚认识，我们赤身而来，赤身而去。 一切财物，是神托

付我们，要我们忠心代管。  
       有人存着错误思想，以为金钱是他努力赚来的，是他聪明本事赚来的。 因此骄

矜自恃，自以为了不起，抓紧不放。 
      我们承认他实在十分努力，也十分聪明本事。 但十分努力，十分聪明本事，就

能发财么？ 在社会上有不少人比他更努力、更聪明、更本事，可是却始终不能致

富，有的不过是平庸过日，有的甚且不是很餐不继。 这就说明了努力、聪明、本

事，是致富的重要因素，却还不是决定的因素。   



       传道书说：「快跑的未必能嬴，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

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传九

11） 
       数年前黄金涨价，有人看定到圣诞节时，一定冲破千元（美元）大关，岂知忽

然狂跌，跌至三百左右。 世界各国好些富豪，莫不跌下眼镜，焦头烂额，甚至破

产。 数年前美国有位白银大王宣告破产。 试想一个人要多少努力，多少才干，多

少机会，才能爬得上大王的宝座。 谁想到从前叫他发达的「努力，才干」，最终

却叫他失败，破产。 传道书说，那叫人得胜，叫人发财的，乃是机会。 机会才是

决定的因素。 俗语所谓小富由勤，大富由天，也是说明这个道理。 
      你赤身而来，可是你的机会比别人好，因为你生长在有钱人家。 承袭祖宗的余

荫，有大把本钱;可以发展你的才能。 你赤身而来，可是你的机会比别人好，你自

幼就受良好教育，叫你有更丰富的学识;你有美好的家庭;你有许多十分能干，十分

忠心的助手，与你一同发展事业;你有健康的身体，灵活的头脑;坚属不屈的意志;加
上你遇见了很多机会，你也晓得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就因此你飞黄腾达了。 
       什么叫机会？ 世人说是运气。 基督徒说是神的恩典。 
       我想借用一个小比喻，来说明机会的意思。 
    当你踏上拥挤的巴士（公共汽车）时，很想找个位子坐。 你推测前面某乘客可

能中途下车，因此站在他旁边鹄待。 谁想到他和你一样，都是坐到终站，因此一

路空等。 另外一个乘客上车，刚好他旁边的乘客下一站就下车，他不必等待就坐

着他的座位。 这就是机会。 他的机会比你好。 
       基督徒如果肯好好細想，誰給我健康，聰明，才幹？ 谁给我大好本钱 --教育、

家庭、祖宗的余荫？ 谁给我美好的机会，让我点石成金，逢凶化吉？ 我们不能不

承认这是神的恩典。 
       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是偏待我，溺爱我，让我在世可以享美福，过豪华的生

活呢？ 抑还是有祂的目的和计划？ 经上说：「......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路十二 48） 
     原来神把一切恩赐，财富托付我们，乃是要我们作祂忠心的管家，代祂经管一

切，有一天主人回来，祂要审判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是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马太廿五章那仆人的比喻，清楚教训我们，我们各人恩赐不同，有人五千，有

人二千，有人一千;可是我们受托的身份却是一样，都是仆人;受托的目的也是一

样，要忠心主人所托，好好去经营。 将来站在审判台前，受审的光景也是一样，

每个人要坦坦白白把账目交清。 受審的結局卻不一樣，有人得尊貴、榮耀、稱讚;
有人卻被定罪，被趕逐，在黑暗裏哀哭切齒。 
      就因此，我们今天要小心，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 用今天大家容易晓得的话

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位经理。 有人在大公司做大经理，有人在小公司做小经理，

那董事长乃是上帝。 上帝赐给我们才干、财富、机会，我们要体会上帝的心意，

忠心主所托付。 
 
2.培养「财主意识」  --  许多有钱人，我们惯称他们为「财主」，其实他们少数是

财主，多数是「财奴」，连基督徒财主也如此。  



       财主与财奴的分别是：财主是金钱的主人，善赚钱善用钱，控制钱而不被金钱

所控制。 财奴是金钱的奴隶，被金钱所奴役，拜玛门为神明，一生栖栖皇皇，卜

昼卜夜，唯利是图。 有人还财迷心窍，人为财亡。 
       基督徒必须培养财主意识。 上帝给我有能力赚钱，我应当善用金钱去事奉上

帝，发展天国事工。 否则掘地藏金，难逃罪责。 
       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财主，听说卫生约翰最会讲道，他闻名已久，有一天

特别前往听道。 那日刚好卫斯理讲基督徒与钱财。 衞斯理講第一點，基督徒應該

努力賺錢，這財主聽了不住點頭，稱讚他講得好，正中下懷。 衞斯理講第二點，

應該盡力節儉，不可奢侈浪費，這財主聽了十分高興，心中說衞斯理真是名不虛

傳，講得太好了。 衞斯理講第三點，基督徒應該把金錢奉獻給上帝，盡力用在上

帝的工作上。 这财主听了不住摇头，说好好一篇讲章，就给后面这一段破坏了。 
     赚钱，积钱，而不懂得用钱，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财主共有的失败。 有人只肯

把钱用在自己的身上，奢华宴乐，沽名钓誉，有人只肯把钱用在儿女身上，一掷千

金，毫不吝啬。 有多少人肯把钱用在神国的事工上呢？  
 
3.认清永恒与暂时 -- 人有一个失败，就是被今生的繁华所蒙蔽。 镜花水月，误为

永恒的福气;夸父逐日，不但得不到，连生命也虚掷。 基督徒必须在今生与永生，

世福与永福，必朽与永存，睁眼看，细心比较，然后考虑怎样投资。    
       有一件事，上帝所给予各人的待遇十分公平。 无论贫富贵贱，都是空手而来，

空手而去。 就算你千万富豪，也不能带着一点点回去。  「今生如借」，一切是借

给你，让你运用，等到三寸气断，所有一切都要放下，死不能带去，一生劳苦徒自

惆怅。  
       还有一件事，上帝也给予各人十分公平，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为「将来」投

资。 主耶稣所说的「积财在天」，与及千万人「积财在地」，甚至「掘地藏

金」，都是一种投资的方式。 你可以自已选择，自己决定，向哪里投资。 
      今天你把钱财积存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将来也要到哪里。 不过你向永恒

投资，将来要得着金银宝石的报赏;如果向今生资，在永世里那些不过是草木禾在

那里，在审判的洪炉里面，只化作一堆灰烬而已。 
       某小城有一位财主，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使对他说，今天晚上这城里

一位最有钱的人要回天家。 他吓然醒来，想一想，这碱里不是我最有钱么？ 难道

我今夜要死么？ 他越想越难过，「我不能死！ 」「我一定不能死！ 」他最怕想到

死後的事，他辗转不能睡，直到天明，看看自己没有死，这才松了一大口气。 
      他觉得这梦太蹊跷，他吩咐用人给他打听，昨夜这城里有没有人死去，打听结

果，城里有一位生活穷困的老太婆昨夜死去。 这老太婆虽然生活穷困，但她热心

事奉上帝，热心奉献，热心帮助穷苦人。 
这富翁想来想去想通了，这老太婆在人的眼中她是一位穷人，但在天使的眼中，她

是一位最富有的人，因为她积蓄财富在天上。 最后这财主悔這，他决心趁着在世

的日子，为着那永恒的，在天上的投资。 
     我们要求主医治我们的眼睛，不要近视，只看眼前;医治我们只会弯入不会拿出

的枯干手;叫我们能够在钱囊里，把钱拿出来放在神的仓库里;医治我们的心，不要

只贪恋地上的繁华，乃要追求天上的永福。 



 

4. 建立爱主心志-- 还有一件最紧要的，是建立爱主的心。  
      我们要记得，金钱算不得什么，宝贵的乃是金钱后面那颗热烈的爱。 
    一个青年带着一束玫瑰花，送给他的爱人。 玫瑰誠然美麗，但更美麗、更可愛

的乃是玫瑰後面那純潔的愛情。 如果没有爱，虽然那玫瑰十分美丽，十分馨香，

充其量只值一元几角钱而已，那后面的爱才是无价宝。 
       奉献跟爱是连在一起的。 耶穌基督為什麼肯把祂的生命為我們擺上祭壇？ 就
因為祂愛我們的大愛，叫祂視死如歸，一無顧惜。 
       当我们每一次想起基督爱我们的大爱，我们的心被溶化，被吸引、我们也乐意

把自已摆上祭坛，报答祂的爱。 如果我们的生命，身体，都愿意为主摆上，何况

世上这些财物，还有什么舍不得？  
     穷寡妇把她养生的二个小钱，都投上了。 下一餐说不定就要饿肚子，「爱」叫

她甘心受饥忍饿。 
       马利亚为着报答主的「爱」，她把一玉瓶最贵的真哪达香膏带到主脚前，把玉

瓶打破，把香膏献上。 这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为着「爱」甘心乐意献上。 
（可十四 3-9，約十二 3） 
     就是爱，叫她把玉瓶打破，把香膏浇上; 
     就是爱，叫她把生命中真宝贵的为主完全倾倒： 
     没有保留，没有吝啬; 
     只要她的主得荣耀，得满足。 
       她樂意把少女的尊貴，俯伏在祂腳前，把頭髮給祂擦腳，讓屋裏滿了芬香的氣

息。 
      马利亚给我们留下榜样;如果一个蒙恩的人，学习马利亚的模式，试问还有什么

玉瓶不能打破？ 什么香膏舍不得为主献上？ 什么宝贝不肯放在主脚前？ 还有什么

事叫你矜持，不肯向主俯伏？ 什么荣耀不肯抛弃在主脚前？  
       我们要建立一个爱主的心志，爱叫人甘心乐意的为主献上一切。  
 
（二）奉献金钱的实践 
 
1.决心 -- 奉献金钱要明白道理还不难，最难乃在实践，非具大决心不易成功。       
       有位吝啬财主，平日爱财如命，入不肯出。 有次他幡然悔悟，觉得应该改变态

度，施舍贫穷。 第二天，有一位穷人向他求乞，他说对了，今天我一定要拿一只

火腿送给他，让他分享我的爱心。  
当他这样说时，魔鬼来对他说，你这决定错了，这穷汉怎懂得欣赏火腿的味道，只

给他一元八角，他已心满意足，何必如此浪费。  
     他说，不！ 今天我一定要送给他一只火腿。    
       当他要拿火腿时，只见挂着的大大小小有几十只。 他想我应该拿最大的一只。 
这时魔鬼又来在他耳边对他说话：何必？ 何必！ 一定要送火腿，就拿那最小，色

泽最差的一只，他已经喜出望外，何必把最大的给他呢？  



      这财主觉醒过来了，他说，魔鬼我吩咐你不要开口，你如果再啰唆，我就要把

架上挂着的火腿大大小小都拿出去送给他 
       这时魔鬼再不开声了！ 决心是实行奉献的必需条件。 倘无决心，三心二意，

讨价还价，包管临阵退缩，奉献不成功。 
       我认识一位弟兄。 當他受感動時，他向主許願，一生所得要十一奉獻。 后来

他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却看不见他把钱拿出来。 有一天，我责问他。 他说我再

三考虑，把十一款交给教会，一用就完，实在不合算，现在由我保管，代经营，希

望利上加利，越滚越多，将来成为一大笔钱，岂不更佳。 那时正是抗战时候，很

多教会面临困难，很多传道人生活不够，我责备他在教会最需要的时候，不把当献

的献上，要等什么时候才献上。 
       他不肯听劝。 简单说一句，因他舍不得把十分之一拿出来，我对他说，你现在

不肯拿出来，将来钱积得更大更多，你更拿不出来。 
     不久，抗战胜利，我没有听说他把十一款拿出来。 再不久河山变色，他以富人

身份给共产党清算，一夕之间成为赤贫。 再不久，我听说他被抓劳动改造。 以后

怎样我不知道。 我想有一天，如果他站在审判台前，他把上帝的钱「掘地藏

金」，这罪一定叫他在黑暗裏哀哭切齿。 
     他一念之差，就在没有决心，踌躇不前，徘徊歧路，终至失败。 
 

2. 学习举步-- 奉献金钱，不要一开口就说我要完全奉献。 你有此心，但不知「完

全奉献」究竟是什么味道，等到把钱囊拿出来，真的要把钱拿出来，那时候内心有

很大的争战，有许多人临时缩手了。  
   有的人存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不顾一切，倾囊摆上，但事后所受的压力--两

手空空的压力，或者家人的反对，渐渐软下去。 
     其实所谓「完全奉献」，并不是「倾囊倒出」的意思。 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

四、五节，第四章卅二至 35 节的「大锅饭主义」失败了，失败是方法错误，并不

是原则错误。 「有无相通」，「有福共享，有苦同当」，「多收无余，少收无

缺」，是信徒间生活的基本原则。 可是如何实行，并不是把财产变卖了，拿来大

家吃光用光就算。 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办得十分好。 工人失业可以领百分之七

十五的失业救济金。 可是渐渐发觉有弊病了，有的人不工作，闲坐终日，每月坐

领百分之七十五的干薪，生活过得更写意。 原则对还要方法对，否则一法立，百

弊生，未得其利，先蒙其害。 
   圣经所谓「完全奉献」，正确的意义乃是完全给主管理。 过去怎样用钱，由你

自作主张，现在奉献给主，由主管理。 用在什么地方，怎样使用，不敢自作主

张，求主亲自管理，我不过是一个管家，要听主吩咐。 
     话虽如此，可是对一个初信的信徒，在实行起来时，就发觉有困难。 因此笔者

主张在这事上要学习举步。 完全奉献是我们的原则，可是举步时可以先根据旧约

的「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即把所有的收入献上十分之一。 
   圣经最初提及十一奉献，是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的献礼。 麦基洗德是撒冷王，

也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创十四 17-24）。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是配受一切的赞

美和敬拜，上帝的祭司也是配受一切的歌颂和敬奉。 



   圣经第二次提及十一奉献，乃是雅各在伯特利旷野的许愿（创廿八 20-22）。 
  圣经正式规定十一奉献的明文，乃是给以色列人遵守的。 上帝吩咐以色列人，

计有三个"十一奉献"： 
一、 是以色列人归耶和华为圣的奉献。  

       以色列人要把每年所收入的，无论土地的出产，或者牲畜所生的，都要十一奉

献。 这些奉献全都归与利未人，作为他们在圣殿代替以色列人事奉神的酬劳（利

廿七 30-33，民十八 21-24）。  
   利未人所收入的，要将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作为举祭。 这献给上帝最好

的十分之一，要归给祭司亚伦的子孙（民十八 25-29） 
二、 是以色列人到圣殿敬拜的用费。 

      上帝规定以色列人只准一个圣殿，一个祭坛。 以色列人散居全国各地，每年要

主次到圣殿敬拜神，免得日久玩生，离弃上帝;也所以教导儿孙，使他们存敬畏的

心事奉神。 这三次乃是逾越节、五旬节以及住棚节（出廿三 14-17，申十六

16）。  
    可是从住居地到耶路撒冷，一路的食宿用费，加上到圣殿献祭，以及捐项礼物，

在在需款，所以上帝吩咐他们要从一切收成取出十分之一，作为上列一切的用费

（申十四 23-26，，十二 5-7））。  
三、是以色列人社会福利的用费。  
三年一次，献上土产的十分之一。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 
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

足......」（申十四 28-29，廿六 12）。  
     还有第四个十分之一，那是政治的税收，与事奉神无关，在此不赘（撒上八 10-
17）。 
    这三个「十一」都是自愿的，出于感恩的心，甘心乐意的献上，没有行政命令强

迫。 其中最重要的乃是第一个十一。 如果以色列人不奉献，或者多收少献，利未

人无以为生，他们被生活所迫回老家耕田，圣殿无人负责，圣事势将荒废。 宗教

生活荒凉，等于心理战线动摇，国家民族前途势将面临危机。 
     细心查考圣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是否遵照摩西律法书的规定，献上

三个十一呢？ 
     照着历代志下卅一章四至十节的记载，可以约略看见以色列人早已没有将「第

一个十一」奉献。 所以当希西家用行政的命令，吩咐以色列人要将「第一个十

一」，将祭司和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献上，这时连大祭司亚撒利雅都惊讶所得的太过

丰盛。 
       因为奉献太多，堆积成垒，任由日晒雨打，还要希西家下命令，在圣殿里预备

仓库，来堆积这些供物。 从这种种，给我们看见十一奉献早已被忽略，不绝如

缕。 
       至于第二个十一，根据历代志下 35 章 17 至 19 节的记载，约西亚王 18 年举行

的逾越节，是从塞缪尔以来，还没有过这么隆重盛大的记念（参代下 321-26）。 
     逾越节如此，其他五旬节、住棚节更无论矣。 



     以色列人没有热烈上耶路撒冷守节，「第二个十一」就不用奉献。 至于第三个

十一，为着社会福利，更不必谈。 
       「爱钱如命」，恐怕是各人共有的天性。 人對人如此，人對上帝也如比。 当
希西家用行政命令时，大家就捐献。 等到尼希米时，利未人当得的份，无人供

应，只好离弃圣工，回乡耕田，要尼希米发怒斥责，大家才肯解开悭囊（尼十三

10-12）。 
       尼希米过去了，各人旧态复萌，直到玛拉基时候，他大声斥责以色列人偷窃上

帝的供物，不行十一奉献（玛三 8-12）。 大声疾呼，要扭转以色列人的霸占心

理。 
       当主耶稣的日子，法利赛人以献捐十分之一自炫（路十八 12），可以窥见那时

候的犹太人，并不是个个能够恪守十一奉献，否则法利赛人也不会拿这些来自夸自

耀。 
不过无论「第一个十一」也好，或者「三个十一」也好，这些究竟是上帝吩咐以色

列人的条例，与新约基督徒无关。 全部新约并没有吩咐基督徒要献上「十分之

一」（注一）。 基督徒所应该献上的乃是「完全奉献」。 
       我們是主耶穌救赎回來的，一切皆屬乎主。 我们应当将身体当作活祭奉献给主

（罗十二 1）。 身体献上了，属于我的一切，都连带献上给主。 活为主活，死为

主死，我生我死，一切为主，这是奉献的最高原则。  
     这道理很多人都知道，可是碰到奉献金钱的实际行动时，有多少人能够认真

的，没有保留的把一切都献上为主呢？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路十六 14），其实何止法利赛人如此，今天多少属灵

人，满口属灵，内心却也比比皆是（结卅三 31）。 拿得入未必拿得出。 就因此我

主张基督徒在奉献金钱的事上，学习举步，先奉献十分之一，让你经历了奉献的快

乐和祝福，进一步就奉献十分之二。 一步步操练自己的信心和爱心，一步步向着

「完全奉献」的目标前进。 要紧紧记住，我们一切所有，皆属乎主;我们不过是把

从主而来的还献与主，我们要忠心主所托付。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把"十一奉献"归到何处呢？ 
     有人主张应当归给各人所属的教会。 有的教会强调十一奉献应当全数归给各人

所属的教会，倘若要奉献给其他教会或者其他布道工作，就应当从十一以外另行奉

献。 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布道机构，你如果从十一款内面奉献，他会原数璧回，叫

你把十一款全数归给你的教会，如果你对他们的工作有心奉献，他要你从十一款以

外献上。 
       但也有人主张十一款为主而用，只要用在主的工作上，不论你所属的教会，或

者别的教会都可以。 
       大家各执一词，辩论不休。 
       我认为十一款奉献给主，为主而用，应该不拘任何教会。 以色列人把所得的奉

献给利未人，利未人会统筹统办，叫一切的利未人利益均沾，大家分享。 玛拉基

书第三章十节的仓库，家，应该是神的全家，这仓库应该是供应全所有的利未人。 
不过无论如何，你所属的教会，应该被优先考虑！ 因为神的原则乃是「从耶路撒

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近到远，从亲及疏（徒一 8，参提前五

4，8）。 



今天有一些大教会，城巿教会，有钱会友多，收入也多，但他们忽略属灵工作，铺

张扬厉，把钱浪费了。 但有些忠信的小羣，他们忠心为主，默默无声，堵住破

口，被人忽略，被人忘记，他们正需要你的支持。 
       今天还有很多教会变了质，有的甚至把教会的钱用在世界，最利害的是普世基

督教协进会 WCC，他们把钱去支持左派的游击队。 如果你奉献的钱被放在左派游

击队的口袋里，你岂不是跟他们有份麽？ 
     因此我认为应该做神的好管家，有忠心、有见识，在奉献的事上讨神喜悦。 
 
（三）奉献与施济完全不同 
 
       很多牧师讲道，常常把奉献与施济混淆不清。 我看见若干教会，甚且培灵会大

门口摆着大捐箱，写着「多种多收，少种少收」的大字，真是大错特错。 
    奉献财物是蒙恩信徒对上帝最敬虔最神圣的敬拜行动;施济是信徒对于穷苦信徒

或落难肢体的实际行动。 一是对神，出于敬拜，乃是知恩报恩;一是对人，出于同

情，需要鼓励。 
       大家最容易错用的圣经，为下列各处。 马太第六章一至四节，明文说是行善

事，是施舍。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一至三节，明文说是为圣徒捐钱。 哥林多後书第八章到第

九章十分清楚，指出是「供给圣徒」（八 4，九 1），「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

补他们的不足」（八 14），「把所应许的捐亦是馀，预备妥当」（九 5），「叫你

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九 11），「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

乏...... 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与上帝（九 12-13）。  
    原来当革老丢时，各处有大饥荒，教会发动救济，要各人照自己的力量捐钱，供

给肢体的需要（徒十一 27-30）。 哥林多教会着手办理这事已经一年了（林后八

10，九 2）。 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时，就十分详细教导他们每逢七日的第一

日聚会时，要把捐款抽出来留着，不要日后临时现凑。 写哥林多后书时，特别用

马其顿人的热心，与及主耶稣自甘贫穷的榜样，再三鼓励哥林多教会在爱心的事

上，千万不可落在人后。 这几章圣经是这么清楚论到施舍救济的事，想不到教会

竟然长年累月总是断章摘句，把它用在奉献上帝，甚至用在十一奉献的事上，牛头

不对马嘴，怎不叫人惊讶！ 
 
（四）奉献金钱的不同类型 
 
       有人问：上帝能叫无变为有，为什么不点石成金，叫教会丰丰富富，却要我们

捐献？ 
     这话问得好。 记得一次有一位弟兄来找我，他问我可以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他想奉献一些钱在我的工作上？ 这弟兄奉献的态度叫我大受感动，他认为奉献乃

是一种机会，他只怕我不接受，失去了机会。 他的态度是正确的。 今天神要我们

奉献，乃是给我们机会 -- 一个表示爱主的机会，一个蒙福的机会，一个积财于天

的机会，一个忠心主工的机会。 许多人只想抓紧钱囊，等到有一天钱囊留在地



上，回到天上的时候，才觉悟到他一生的日子，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在地上也

许他积了不少财富，但在天上可能是贫穷、赤身、一无所有，那时后悔不及。                     
      圣地有二个海，一个是加利利海，有入有出，所以风景美丽，渔获物丰富，造

福别人，也丰富了自己。  
     另一个是死海，有入无出，虽然海里矿藏亿万，但没有生物，名副其实是"死"
的。  
       一口水井，越汲取泉涌越多，井水越甘美，如果不汲取，积水将会成为污水，

失去作用。  
有人比喻金钱奉献有三类型。 一为蜂房型，自己滴下蜂蜜，味道甘美。 一为海棉

型，要用手拧，不拧不滴，拧得越紧，滴下越多。 一为石头型，拧不出，要用铁

锤打，但打下时也只会火花四溅，大家面红耳赤，打不出东西来。     
       在金钱奉献上，你属于哪类型？  
 
（五）奉献百态 
      
     信徒对于金钱奉献，有各式各样，甚至奇形怪状也不少。 有人在教会大声叫大

声嚷，大家以为他一定努力捐献，岂知并不是。  「会吠的狗不会咬」，空雷无

雨，正是这等人。 有的人声音大，实际行动却很少很少，他每年奉献可能是倒算

第一，这叫做雷声大，雨点小。 有的人在教会高叫「凭信心」，他要别人凭信

心，努力奉献;但自已最没有信心。 有的人最反对教会把奉献的名字公开，他说奉

献要隐藏，不可公开，他最喜欢用马太六章一至四节来攻击那些公开名字的人。 
其实马太六章那段经文是指着那些利用行善沽名钓誉的人。 关于奉献方面，民数

记第七章，代上廿九 2-7，以斯拉记六章 16-17，八章 24-28，都写明名字，列明捐

项礼物（注二）。 他们所以反对，是因他们不奉献，怕给人知道，所以想利用最

属灵的名词，来隐藏他们最卑鄙的存心而已。 （那奉献的人，自己不愿人知道，

这是宝贵的，教会应当尊重他的心愿，为他们隐名）还有的人，动用教会的公款最

慷慨，利用教会的钱做人情，他最出力，可是要他出钱呢？ 他就退缩落后了。                                     
       还有的人奉献，是讲人情，这位牧师与我有交情，我就乐意奉献;没有交情我

就不奉献。 有的还利用金钱来教会搞风波，这位牧师，我不高兴，如果不把他赶

走，我就不奉献。 某地有一位财主，要挟教会把现任牧师赶走，否则他不奉献，

可是大家觉得这牧师实在不错，不听他的话。 他眞是不奉獻了。 想不到就在那一

年，他的生意失败，大家认为是上帝给他刑罚，他太骄傲了，以后纵想奉献，也无

可能。  
       从前有三个人，谈论他们奉献的方式。 第一个人说，他划地为圈，把银元向圈

里滚去，如果在圈子内就属上帝，如果滚出圈外，就属他自己。 不过每次银元都

是滚出圈外，因此他不必奉献给上帝。  
第二个人说，他把银元向上轻轻一掷，落地时正面归给上帝，反面时属于自己。 
每次总是银面朝下。  
第三个人说，我把每一块银元向上面一掷，我祈祷说，上帝阿，这银元飞上天就是

你的，落下地的是我的，每次银元总是落下地的。 说明上帝不要我的银子。  



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连面对上帝，奉献金钱，许多时候还是弄诡诈、用手段。 让
我们记住，金钱算不得什么，但上帝却借着它来试验我们的爱心，考验我们的忠

心，测验我们是不是凡事以主为第一。 
 

 
注一：新约基督徒应献"十一"吗？  
       有人引用马太廿三章廿三节的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

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

义、怜悯憫、信实，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的是你们所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  
       他们强调主耶稣既然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足见十分之一的奉献，也是主

耶稣的吩咐，并且是新约基督徒所当行。 
       他们说这话完全错误了。 
       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的奉献乃是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创十四 20）。 雅各向上

帝的许愿，乃是全收入的十分之一（创廿八 22）。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过着

农耕畜牧的生活，他们要把每年农牧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利廿七 30-
33，民十八 21-24）。 可是马太廿三章廿三节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奉献的并

不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只不过是「薄荷、茴香、芹菜的十分之一」，与旧约所规

定的「收入的十分之一」相差太远。 倘若一个作牧师的，每礼拜每月只看见信徒

拿着「薄荷、茴菜、芹菜的十分之一」来奉献，同时口里念念有词说：「我是照足

马太廿三章的吩咐」，我想那个做牧师的不但啼笑皆非，也非勒紧裤带不可呵！ 
     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拿薄荷、茴香、芹菜的十分之一来奉献呢？ 我想这些文

士和法利赛人大概没有耕种、没有畜牧，因此他们钻法律罅说，照着摩西律法的规

定，我没有农地收入，我不必奉献，现在我把家中一些调味的东西拿来奉献，我已

算热心有余了。 
       主耶稣在奉献的事上没有责备他们，只责他们假冒为善，这是诛心之 论。 主
耶稣说他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不可不行」，第一，因为主耶稣

站着的是圣殿，面对的是旧约律法下的子孙，对他们来说，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应当

的;但这话并不是对新约信徒说， 
 
注二：信徒奉献金钱可不可以具名呢？ 
       这是各人的心愿。 中国人总喜欢用"无名氏"，"隐名氏"，"蒙恩人"...... 等等，

来隐藏自己的名字。 如果他存心不愿人知，这是宝贵的。 可是奉献具名，他的存

心若不是为着炫耀自己，那与沽名钓誉无关。 就如大卫为着建殿奉献，因为他的

尽力，说出来给众族长众首领大大 的鼓励（代上廿九 2-9）。 具名奉献很多时

候，能给某些信徒带来激励，叫他们学习。 保罗在救济的事上，不是提及马其顿

人的热心来激励哥林多教会吗（林后八 1-5）？ 
       照我所知，今天教会里面最反对具名奉献的信徒，常常是那些不肯奉献的人，

他们利用「奉献不给人知」最属灵最美丽的名词，来隐藏自己的卑鄙和吝啬。 



       还有，有一些人不具名，等到报税时却要教会给他捐款的收据，向政府扣税，

这样做岂非矛盾。 
       总之，对神的「收入奉献」，乃是神圣敬虔的敬拜，我们应当照着圣经的吩

咐，不好名，不矫情，凡事讨神喜悦。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