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事謝恩 

                                 以賽亞書十二章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8 

    以賽亞書十二章是一首感恩的詩歌。聖經舊約前幾卷，沒有「感恩、感謝」 

的用語和觀念，所以，通常對「感恩」這觀念學者們就譯為「頌讚」一詞來代 

替，用來表達感恩的觀念。特別，從舊約摩西五經的律法書幾乎沒有感恩這觀念。 

出埃及記之後，以色列人這種不知感恩的心態膨脹到最極點；不單沒有為著得到 

上帝的拯救和在曠野中得到上帝從天降下食物的供應而感恩，反而一次又一次的 

抱怨、懷恨上帝的恩典。獻感恩祭是獻祭制度中的一種平安祭，目的是要為耶和 

華上帝所施行的拯救或慈愛所表示的感恩。如，詩篇 107：17-22「愚妄人因自己 

的過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們心裏厭惡各樣的食物，就臨近死門。於是， 

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拯救他們。他發命醫治他們，救他 

們脫離死亡。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願他們以

感謝為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 

    論到以色列百姓不獻祭或不感恩，到了後期智慧文學--詩篇、箴言仍勸勉以

色列百姓要為著得到上帝的供應來稱頌上帝。所以感恩在詩篇中大約有 20 篇，

命令或邀請以色列人當歌唱稱頌上帝；所以，只有貪婪的愚昧人才不知感恩。詩

篇 106；118；136「祢們要稱謝耶和華上帝，因祂本為善。」感恩與上帝所施的

慈愛和人對上帝的敬拜相連起來，勸敬拜者當以感謝來榮耀上帝、進入祂的門、

邀請群體的頌讚、呼求。 

    儘管舊約較少用到感恩，但是大衛王及先知書都提到感恩，非常重要的啟示，

重視著在上帝的殿宇，在聖殿中向上帝獻祭和歌唱。大衛還安排利未人每日早晚

在聖殿中稱謝讚美。到大衛一生將近臨終時仍感謝上帝，又勸百姓及所羅門將要

建的聖殿與他一起向上帝感恩。 

    感恩，一詞就是生命與上帝立約的基礎。律法書就是建基於對上帝救贖恩典

的感謝。正如摩西對以色列百姓說：「我是耶和華祢門的上帝，曾將祢們從埃及

為奴之家領出來。」被上帝拯救之後，便成為祂君尊的祭司、聖潔國度的子民，

是耶和華上帝珍貴的產業。 

    在新約用以表達感恩的字句就不斷的增多，而且更豐富。所以能有感謝的心

不單是信徒生活和品性的動力，還是能面對順境或逆境時應有的態度，是禱告的

重要元素，以及享用物質時有正確敬虔的態度。特別福音書中帶出感謝上帝藉著

耶穌基督所行的拯救恩典來感謝。福音書中的感恩包括醫治、贖罪、飽足、潔淨、

為義。 

    為著上帝恩典帶領我們出死入生，我們必須將自己身體獻給上帝做義的器皿。

信徒得著上帝的憐憫，知道自己是重價贖回的罪人，就當獻上身體為活祭給上帝，

更重要的要以聖潔的身體來榮耀上帝，以感恩、頌讚、敬拜上帝，用信心來到上

帝的殿宇。所以保羅傳福音時，一再強調、吩咐眾教會、眾信徒要「凡事感恩」。 

(以弗所五：20.；帖前五：18.；腓立比四：6-7)等。特別在禱告的事上要獻上感恩

的禱告，為教會得著屬靈恩賜的能力獻上感恩。 



1620 年在英國有一群「分離派」的清教徒；他們見到當時英國教會因宗教改

革，脫離了天主教的管轄，成立英國國教。在國家、國王、教會政教不分之下，

開始走向腐敗，因而這群人為了躲避被迫害，從英國移居到荷蘭，又為了追求信

仰自由，能過一種合乎聖經的聖潔生活，後來決定前往海洋的另邊美洲新大陸。

這群清教徒搭乘一艘「五月花」輪船，前往新大陸北美洲。航行中面對著風浪起

伏衝擊，當抵達陸地又面臨著鹽罕的冬天。102 名清教徒中有 47 人因為飢寒、疾

病而死亡。曾有學者描述清教徒們挖掘的墳墓比建造自己的小屋多。在缺乏糧食、

飢寒交迫中得到在地的印地安人協助幫忙，教導他們種植、養殖。度過了寒冬。

在第二年 1621 年的入秋豐收後，在當地舉行感恩的盛宴。此後每當入秋之際清

教徒們與當地的印地安人彼此互相送禮宴請感恩。直到 1941 年，小羅斯福總統

正式將感恩節的日期，訂為 11 月的第四個禮拜四。 

樹林教會為著與基督教會年曆聖誕周期的待降節期串聯起來；我們的年曆就

以待降節期第一主日的前一禮拜就是今天為感恩主日。慶祝感恩的節期，我們可

以找理由來感恩，不但是每年一次節日，更應該是基督徒每月、每周、每天、時

時刻刻要遵循、享受、滿足的一種生活方式。 

    本禮拜的金句，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8「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

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凡事謝恩是基督徒過感恩生活的關鍵。讓我們記住祝

福真正的來源，學習為現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獻上感恩。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我

們都是在天路旅途中的朝聖者，一直在邁向那永恆屬靈的國度，用感恩向前邁進。 

    凡事謝恩！感恩生活的關鍵是在各種處境中都看見上帝的同在。感恩不只是

一種節日、活動，或屬靈的操練；感恩是一種心中充滿上帝的美善，並在生活的

各種景況中都看見上帝。令人非常驚奇，日本語的「感謝」ali-kado 叫作「有難」。

無論發生在我們身上任何的事物，特別是困難、挫敗、被攻擊，我們都要向上帝

獻上感謝，如此我們在世上的一切事物--凡事都看見上帝的能力。往往我們容易

在好事、得意、順境時看見上帝，來感謝上帝；而在困境、不利、壞事、間難的

時刻，只見魔鬼、撒但，卻不見上帝。 

    伯特.法理亞斯說：「我們必須成長，體認到即時生活和環境遇到危機、發生

變化時，上帝都與我們同在，祂是無所不在，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當我們信

心成長到這樣的程度，就能夠體認到上帝永遠同在，即時是困難時刻，「即或不

然」，我仍相信祂是與我們同在的上帝。  

         為何要在感恩節獻上感恩？從節日的由來與希伯來書作者提醒我們這群正

行走天路之旅的聖徒們，當心繫更美的家鄉。我們都是天路客，不屬這世界。在這

聖誕周期，我們參與四十天的 120 餐連鎖「禁食禱告」，是勉勵信徒自己禁戒肉體

的私慾，因為人的私慾與靈魂在爭戰，常會阻礙屬靈生命的進步。回朔感恩節就

是來自於一群「天路客」，所謂「朝聖者」的清教徒走向新大陸，我們也和他們一

樣是一群天路客，走向更美的未來，讓時時感恩、凡事謝恩成為生命歷程中的一

件信仰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