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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金錢--箴言 

從《 箴言 》簡介看金錢 

（自由討論）誰會嫌錢腥？ 
 

------ 

 

 

 

 

 

 

瑪門的崇拜 

描繪財富被當成崇拜對象和貪婪追求的景象。 

 

 

 

 

 

 

收集嗎哪（出 16 章） 

描繪以色列人每天在曠野收集嗎哪的景象。 

 

耶和華吩咐他們，除了第六天可收集足夠 2 日分

量的食物外（因翌日要守安息日，任何勞動的工

都不可做），每天只可收集足夠當天分量的食

物，不可以把所收的留到翌日早晨，否則食物會

生蟲發臭。 
 

從《 箴言 》簡介看金錢 

 

認識財富的正確價值（參箴 30：7-9；11：4）  

經文叫我們向上帝祈求，不使我們過於窮困，也不過於富有，而是「賜給我需用（needs）的

飲食」，不至於危及性命，或引起過大的慾望，剛剛好就好了。所羅門知道人並無力對抗過份

的貧窮與富足的景況，如經文指出「飽足了，就不認你（主）」、「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

上帝的名。」，唯有祈求耶和華使我們不致陷入如此困景。 

 

 

愚昧的行為導致貧乏 （參箴 6：6-11；10：4-5；21：17；26：13-15） 

經文指出懶惰和愛宴樂的人必使自己變得貧乏。 

 

The Worship of Mammon by De Morgan, Evelyn (1909) 

The Gathering of the Manna by James Tissot (1902)  



「懶惰」與「愛宴樂」，兩者皆是與「慾望」、「渴望」有關的愚昧行為。「懶惰」因心靈缺

乏對行動的期望，或渴望能不勞而獲，而失去行動的動力，以致「把手埋入盤裏，就是送進口

中也覺得累」（箴 26:15）；「愛宴樂」則為了滿足自己的心靈「慾望」，貪愛「酒」與

「油」等貴重之物（奢侈品，亦類比人的酗酒暴食、沒有節制）。（參箴 21:17；23:21） 

 

若我們在應當工作或裝備自己時，選擇懶惰；我們在應當儲備時，選擇揮霍一切，當「缺乏」

來臨時，我們便無力招架。因此所羅門以夏天螞蟻儲存糧食作比喻，勉勵我們常作準備。 

 

以財物尊榮神，當知道祝福從神而來（參箴 3：9-10；10：22；14：24） 

所羅門藉經文表達，上帝將錢財賜給我們，不是要我們將錢財全留為己用，而是要我們僅記我

們所得的祝福（包括錢財），都是從神而來，並叫我們「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崇耶和

華」（箴 3:9）。 

 

但在舊約時期的觀念中，猶太人普遍認為一個人富有，便是蒙神祝福。相反，受苦窮困的人，

就是得罪了神（可參考〈考起牧師第二期：苦難—約伯記〉）。這神學觀念漸漸偏離了原意，

使猶太人變得重視財富，富有的人備受重視、忘記窮乏人的需要（從耶利米書、以西結書、阿

摩司書均可見）。財富被當時的猶太人扭曲成衡量上帝祝福的度量衡。 

 

智慧勝過財富（參箴 15：16；16：8 & 16；22：1） 

經文以對比的方式，指出人的真正滿足來自敬畏耶和華、行事公平公正，心靈得平穩安靜。常

為錢財牽掛，想着增添各種利益，反倒使人心緒不寧，難以安眠。「得智慧勝過得金子， 

選聰明強如選銀子。」（箴 16:16）又指出縱然財富重要，但是智慧比財富更重要。 

 

慷慨施贈（參箴 3：27-28；11：24；28：27；29：7） 

「你的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箴 3：27 上）、「有施捨的，錢財增添；吝惜過

度，反致窮乏。」（箴 11：24），叫我們要顧念他人，亦說明了上帝將錢財賜給我們，是叫

我們用所得的分享、祝福他人，「要施與那應得的人」（箴 3：27 下）。 

 

總結： 

聖經並非叫我們選擇貧窮、不去賺錢、無動力去生活和工作，而是要我們以努力去賺錢，努力

去「洗錢」（施捨）。18 世紀著名的佈道家約翰衛斯理曾說過： 

盡力去賺（Earn all you can）， 

盡量儲起（Save all you can）， 

盡量施予（Give all you can）1， 

就是這個道理。錢財是神賜給我們使用，使我們能維持生活；給我們有服侍他人等能力，使我

們能榮耀上帝。 

 

新約中，主吩咐我們要警醒，成為一個好管家，忠心、精明地管理上帝所交給我們的所有的財

產。神「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 12：48下） 



（自由討論）誰會嫌錢腥？ 

 
 
 
 
 
 
 

 

 

 

 

 

 

 

 

l 當人失去財富或收入來源，甚至面對財政緊絀（特別是原本收入穩定或有較高的收入）

時，心靈確實容易會有所震盪。 

 

l 「…不要為明天憂慮…」出自馬太福音 6：34。在希臘文的馬太福音 6：25-34 中，「憂

慮」一詞出現了 5 次（vv. 25, 27, 28, 31, 34x2）, 人心多會因生活各種事情或不可控的未

來而憂慮。然而主耶穌教導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前都用上「所以」2 字（vv. 31, 

34）, 應用時必須整個段落來看： 

 

你需要的一切，上帝都會供應： 

1. 「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生命和身體最寶貴，飲食只為了維持生命、衣裳保護我們的身體，飲食和衣裳只需

滿足我們基本需要，不應奪去我們生活的焦點。 

2.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我們在神眼中看為貴重。 

 3. 「你們哪一個能藉著憂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憂慮無用。 

4. 「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上帝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上帝有供應。 

 

經常說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我們需要的主都一定會供給

我們。所以不需要特別投資，更加不應該買六合彩。但是

在現今樓價高企的情況下，單靠積蓄根本無可能買樓。而

小妹其實渴望寧靜的生活（屋企無法提供😮 💨），如為了

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投資，又是否真的不合宜呢？ 

 

 

 

投資與賭錢分別不大，一樣有賺有蝕。

點解賭錢唔得，但投資又得？ 從小教會

教導不可賭錢，但又容許人投資，這使

我感到困惑。 

 金錢投放在哪裡，你的心就在那裡。 

 錢帶俾我快樂、動力。 

 
 金錢觀受家庭影響。 

 
將錢財分配合宜，預留足夠的奉

獻，投資也不大問題吧！ 
 

教會只叫人不可賭錢，但甚少教

導我們正確的理財觀念和方法。 
 金錢關乎生活。 

 

 
聖經也有關於投資的比喻（太 25:14-30）：

財主叫僕人管理他的財富，獎勵賺錢的僕

人，嚴厲懲罰什麼也沒做的僕人。 

 
會將投資賺到的金錢，投放到教會/ 

神學生身上。 



l 不要為明天憂慮的起始點在於「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

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瑪門。」（太 6:24）我們的焦點不能同時放在

兩端上。生命中的憂慮、期望、慾望，全都受到我們生活的核心所影響。所以，我們要問

自己：我們生命的焦點，是否朝向神、服侍神呢？ 

 

l 人的生命中，都有「服侍」這個向度。在「服侍」當中，我們找到自己的價值。當我們憂

慮時，會產生擔心；擔心時，會變得小信。為了減低憂慮、增加安全感，我們會「服侍」

「那一個對象」。但那一個對象是上帝，抑或是瑪門呢？ 

 

l 論滿足我們的需要：經文指出我們需要的一切，神都會加給我們。但我們容易扭曲了經文

的意思，以為「這一切東西」就是我們的渴想。經文上半段提及的「需要」：飲食、衣

裳、生長，都與基本需要有關。所以，經文中的「需要」，是指基本的生活需要。 

 

至於如何加給我們？就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分享加給我們。上帝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施捨、

憐憫，猶太人會將自己有餘的物品，分給較貧乏的人。上帝期望跟隨衪的人能甘於施捨、

憐憫貧乏的人。我們可將他人捨予的東西，比喻成上帝賜下的嗎哪。 

 

「需要」有三個層次： 

1. 必要 (Essential) –– 生存必需品，與保存性命攸關。 

2. 需要 (Need) –– 可使生活便利，但有其他東西可取代的事物。 

3. 想要 (Want) –– 可滿足自己的事物。 

 

l 投資、投機、賭博最大的分別：心態。 

投資前先問：你的心想念什麼？ 是否有技巧、做足功課就可以？賺來的錢，我會如何使

用？整個過程與「先求衪的國和義」有什麼關係？當中有沒有衝突之處？ 

 

當我們抱住以小博大、不勞而獲的心態去投資，已演變成了投機和賭博。另外，投資會否

把我們整副心思奪走（如長期盯住股市）、影響日常生活（如食唔安瞓唔落、牽動情

緒）、使我們忽略要先求衪的國和義呢？若影響到我們的心思意念和與上帝的關係，則要

特別小心；至於投機和賭博，以小博大，費盡心思獲利，明顯不是神的心意，生命的焦點

不是聚歛財富以獲取成就和滿足。信徒祈求神賜下投機的「眼光」更可能是在試探上帝。 

 

l 聖經裡大約三分之一的經文與錢財、財富有關。從舊約到新約都教導我們應如何管理上帝

所賜下的產業，當中也包括金錢。 

 

l 理財 SOS ： Spending 支出 

Offering 奉獻/捐獻 

Saving 儲蓄 



總結 

《從聖經看錢財》2  

「不應貪愛錢財，應愛主你的上帝。 

不應以為錢財能夠耐久，只有屬乎神才長久。 

不應以為錢能拯救你，只有神才是唯一拯救。 

不應事奉錢財，應服待主。 

不應羨慕富有的人，應為你所擁有的知足。 

不應積聚錢財，應僅記神必有供應。 

不應用錢財作愚蠢的事，應有智慧地使用錢財。 

不應以為錢財可補償你的煩膩，應在神裏面尋求平安。 

不應依賴錢財，應依賴主。 

不應以為錢財應換取神的祝福，要為永生的神而活才能換取祝福。 

不應以錢財行欺詐的事，應以錢財清償還你欠的債。 

不應欺壓他人求財，應以工作賺取錢財。 

不應盗取錢財，要公義地運用錢財。 

不應別人富有就對其敬重有加，應施贈給有需要的人。 

不應使用錢財作不誠實的事，應可靠地理財。 

不應利用錢財作惡，應在錢財的運用上尊榮上帝。 

不應勒索錢財，應賺取錢財。 

不應貪得無厭，應有計劃地捐輸。 

不應為錢財憂慮，應知道神必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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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以聚會錄音為藍本，再經中心同工編修審訂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