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各書 1:12-25 

 雅各書在 12-18節再進一步探討「考驗和試探」的主題。目的是要信徒明白，不能
因自己在試驗中軟弱或不能堅持而怪罪於神。作者以三個角度去論述： 

1. 基督徒面對試煉時應堅持不懈，因為有終極的盼望，就是生命的冠冕。這獎賞是神
應許給那些不屈不撓的信徒。因此，信徒對主忠誠堅忍，是顯明對主的愛。 

2. 神不是試探的源頭，認為神有這種惡意的想法才是真正的邪惡。相反，向試探讓步，
要負責的是信徒自己才對，因為我們隨從了在我們裏面的私慾，一條引向罪與死亡
的道路。 

3. 神是宇宙美善的最終源頭，祂從不改變。祂已揀選我們與祂自己和祂的旨意聯合。
神要我們選擇祂，就是選擇生命，可惜我們常常故意裝作無知，拒絕神而選擇死亡。 

 

試探可以出於撒旦，亦可以出於信徒的私慾，但一定不是出於神。雅各書採用了一 

種漸進的過程來形容慾念：「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這慾望是經過時間的培育，罪也需要時間才轉化為行動。我們要問的是：這慾念及罪
的培育過程中，我們與主的關係如何 ? 聖靈有否提醒我們，我們有否消滅聖靈的感動。
如果聖靈有提醒，我們又抗拒神的提醒，又豈能怪神呢 ? 因此，信徒要承擔責任的。 

 

 19至 25節是另一個主題：「聽道和行道」。新漢語譯本將 19節的「快快地聽，慢
慢地說，慢慢地動怒」譯為「敏銳地聽，不輕易說話，不輕易動怒」。能夠敏銳神話語
的核心或重點，比「快快地聽」更能掌握經文的原意。而不輕易發怒是因為從怒氣而
出的行為都含有污穢和惡毒，這些行為並不符合神所要求的公義生活。 

 

 信徒不單要聽道，還要行道。行道必然涉及實踐的行為，透過踐行，屬靈生命才會
成長。作者以照鏡作為比喻，照鏡後就離開，很快就會忘記。惟有按著神的心意實踐
出來，就必然蒙福。這種蒙福的生命就是屬靈生命成長的福氣。 

 

 兩個主題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今天，當我們遭遇患難時，我們有否埋怨神，埋怨
神不愛我們，或是埋怨神為何不為我們挪開這些困難。前者是我們對神的不認識，因
為神愛我們愛到一個地步，就是為我們死。後者是我們不明白苦難亦是一種助燃劑，
可讓我們更依靠主，亦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與主的關係。當我們不能跨越這功課時，
這功課就經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直至我們可以跨過為止。 

 

 今天信徒大都聽道而不行道，究其原因有多種：懶是最常見的，不想付代價的比例
亦很高，有踐行而不能堅持亦是常態。如何解決 ? 重溫十架七言是我的祕訣，讓我再
一次與主在十字架上相遇，我就知道這救恩是重價的恩典，是我不配有的。以至在踐
行上能夠有所堅持，因為我所付出的，與主耶穌相比，實在微不足道。而且踐行必會
帶來屬靈的果子，不單造就自己，亦讓神得榮耀，豈不樂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