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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第五章 

 作者在最後一章作出了總結，對富足的人再次提出警告，主必審判。對在苦難的信
徒提出忍耐的勸勉。對肢體之間的受苦、患病，需要禱告或抹油代求，而犯罪的，就
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最後，也是作者牧者的心腸，對迷失的信徒，希望他們能夠
回轉，雖然對犯罪的人提出了審判的警告，但最終也是希望他們能夠回轉歸回神的。 

 

 作者對富人的控訴不單是因為他們積財，更是他們對工人剋扣工資，從中獲取更大
的利，變成貪得無厭。經文第 6節：「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沒有抵抗你們」，
指明受害的人是義人，並且沒有抵抗。與 4:2：「你們貪戀，得不著就殺人」，所殺的人
是與他們有爭執的，不是沒有抵抗的。反映這些被指控的人相當兇殘，無論是義人，
抑或是爭執的對手，都毫不猶疑地殺害。這些罪行比積聚財富或剋扣工資的惡更大。
作者對他們的結語就是：「等候宰殺的日子」。 

 

 從第 7節到 11節，4節經文內，「忍耐」一字總共出現了 5次。信徒面對苦難需要
百般的忍耐，而忍耐的盼望就是主再來，因此「直到主來」、「主來的日子近了」、「審
判的主站在門口了」不斷出現去安慰信徒。第一章時，作者還要信徒以「喜樂」的心
去面對苦難，因為有生命的冠冕作為獎賞。但到第五章，就以「忍耐」作為安慰，以
主再來作為盼望，反映當時信徒面對苦難所承受的壓力是相當之大。 

 

 作者用以利亞作為例子，他祈求「不下雨」或「下雨」，神都應允，他的禱告大有
功效。因此，作者期望信徒可以學效以利亞那大有功效的禱告，讓受苦的、患病的、
有罪的，都能得到醫治及罪得赦免。以利亞的禱告固然大有功效，然而，我們應該效
法的，不是禱告的技巧，而是以利亞與神的關係，是以利亞與神有親密的關係，從這
關係中領受神的心意，這種以神的心意為基礎的禱告，才會大有功效。 

 

今天，我們過的是安舒的生活，香港不是地震帶，沒有地震。不是環海地帶，沒有
海嘯。沒有鄰國的武力威脅，無需服兵役。過去沒有大型的天災人禍出現過，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物質富庶。貧窮人起碼有公援的資助，未有餓死人的情況發生，一切都
看似無缺了。然而，我們會否就是雅各所指的富人，喜歡積財，卻冷待別人，喜歡與
人爭競，不願愛我們的鄰舍。舌頭不是說出讚美的話，而是「是非」、「論斷」。而且，
我們最缺乏的，就是「忍耐」的心。 

 

今天，我們所遇到的苦難還未到要殉道的階段，最多都是疾病、分離等情況，連為
了信仰而受迫害的地步也未到。我們需要問：我們承受苦難的程度可以去得幾盡 ? 如
果我們需要「忍耐」的時間，是要等到主再來時才會結束，我們能否堅持到底，抑或
早早便會放棄。更具體地說，我們在那一方面願意為主受苦呢 ? 抑或我們的信仰是沒
有受苦這部分呢 ? 或許當真正的苦難來到時，我們就會好像啟示錄最末一句的描述一
樣呼求：「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