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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忍耐”到底是什么意思
爱是许多人最喜欢的字眼，也是不少人最容易
误解的字眼。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
4-7 节，记载了一段不少人都知道，甚至会背
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
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这一段经文，不仅是告诉我们一些与“爱”有
关的道理而已。实际上，它为我们揭开了一个
以往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真相：爱是一种巨大的
能量，而且具有很大的实用操作性，只要人懂
得其中的规律，就可以把之运用到实际的生活
工作之中，发挥人们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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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让我们简单明了地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首先，您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排在这段经文
最前面的的短语，里面的关键词是“忍耐”二
字。这两个字是整一段经文提纲挈领的重中之
重。
“忍”的意思并非如常人所想，是“心”上插
了一把刀，其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难怪人一
想到“忍”，没有一个不皱眉头。
实际上，照《汉典大全》的解释，“忍”的意思
是“能”。而“能”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它是
指传说中一种像熊一样的动物。虽然“能”看
不见，但从熊毫不费力地践踏一切的雄劲，您
可以想象到“能”的模样，无非就是当前人们
常说的“能量”之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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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今天的人类已经进入了量子力学的时
代，一提到由“能量”而来的东西，不假思索
就可以为您列出不胜枚举的产品。由此而来，
您就可以意识到，爱实际上是一种巨大而恒久
的能量，人类若掌握了它，还有什么磁性快车
过不去的水，爬不了的山？
而“耐”字的意思呢？它是指古代的一种轻度
的刑法，即受罚者脸颊上的胡须，在两年之久
的时间里要被剔得精光。其用意无非要让人反
省思改，想一想，每当受罚者摸一摸自己光滑
的脸蛋；或看到路人向自己投过来一丝会意的
眼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改恶迁善的念
头不就油然而生吗？
可见，这就是“忍耐”二字合在一起的的真正
内涵了：人必须随时随保持生命的正能量；而
一旦失去了正常的能量时，则必须及时反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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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赶快把之纠正过来才行
得通。明白了这一点，您才能领悟如何把神无
条件的爱，有错必改地落实到盼望活出神之大
爱的人身上，从而得到人生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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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这段爱的经文对应“祂、我、你”
一个人活在人世间，归纳起来必须面对的不外
是造物主及受造者：一是祂——神，二是我
——自己，三是你——他、她、它。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中与爱有关的这段经文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
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
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凡事忍耐。”
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整理一下的话，可以发现
它正是按着“祂、我、你”的架构排列而成：一
是祂——神；二是我——自己；三是你——他、
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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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它
所对应的是祂——神。
第二部分包括“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
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
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
真理”。它所对应的是我——自己；
第三部分包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它所对应的是你——他、她、
它。
在这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指出神是一切的源头
人若离开了源头什么事情都会失真，一旦落进
了迷惑或虚假之中，还有什么所谓的前途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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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认识神的过程中，抓住祂是“恩慈”这一
点极为重要。
如果您对神的良善和慈爱一直抱着不踏实的感
觉，最后必定落在半信半疑，迷惑不清之中出
不来。所以，通过对第一部分经文的认识，简
单扼要而彻底弄明白有关神的定义，绝对是进
入真理之中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
处于整段经文中心的第二部分，是以“我”为
中心的，它指出若想解决人类中的任何难题，
都必须从“我”入手，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您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在第二部分的里面，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
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
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其中
一共有八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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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告诉我们，一般而言，“嫉妒、自夸、张狂、
作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
的恶， 喜欢不义”等等，是出自人的本性而容
易患的毛病。正是这些从堕落人性而发的行为
让历世历代的人类，都落在“耐”的刑罚之中
——每个人的面颊几乎没有一个，不尝受被剔
得光光的结局。
倘若人在受了“耐”刑之后，能够认真地反省、
思过、自新，那就相当于对每一种不当的行为
说“不”。这就是现在许多觉醒的人，热衷于
进行所谓反向思考的原因。
值得 一 提 的 是 ， 汉 字 的 “ 我 ” 的部首 出 自
“戈”，带有大动干戈的争战味道。这意味着
要对“我”说“不”，乃是一场改变人的旧三
观，脱胎换骨的灵魂大战，不要把之看得太轻
松。但也不必气馁，坚持到底，必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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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部分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它所对应的是你——他、她、
它。当人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了之后，不管
面对的是任何的一个的“他、她、它”，所有属
于“你”的问题都必将迎刃而解。
所以，我只要首先管住自己，其它任何人的问
题，本着凡事包容的态度，相信把所有的问题
交到神的手上去处理是最好的，盼望对方得到
神最大的祝福，行在神爱之律的“能耐”运作
之中，就什么都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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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只喜欢真理”，弄懂这句话，
就真的得自由了

上面我们谈到，在第二部分的里面，“爱是不
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其中一共有八个
“不”字。唯有最后的一句“只喜欢真理”是
个例外，因为里面没有“不”字。
“真理”的反义词是“虚假、谬论、幻想”等等。
如此一来，若我们用“不”字重新“改装”一
下“只喜欢真理”这句话，它就成了“不喜欢
虚假”。
换句话说，“不喜欢真理”或“喜欢虚假”乃
是人的本性。唯有当人改变成“不喜欢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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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只喜欢真理”。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
下，人们被虚假的事物或信息蒙蔽的现象比比
皆是，要找到真理或弄清楚事实的真相谈何容
易？所以即使喜欢真理也无法与之接轨，这才
是现代人之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圣经原文里，“真理”这两个字，是与“诚
实、实情、真相”相等的。由此一来，我们便看
到活在当前信息时代的许多人，问题大都出在
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一直活在虚假的幻想之中
结果就会感觉到左右为难，活得越来越累。
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一把钥匙，让人
得以打开自由的大门，从虚假或幻想中走出来
获得心灵和身体的彻底解放。
一般而言，如果我们把真相或实情当“白”，
把虚假或幻想当“黑”去理解的话，人无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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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自 由 的原因不外两 个 ： 一 是 以 “黑”挡
“白”，用看不到自己错误的“黑”，去抵挡
事实真相的“白”，结果即使在死胡同里把头
皮都撞破了，仍然无济于事。通常动不动就发
火，与怒气、怨气、恨气纠结在一起的人，大都
以为自己是深受伤害的无辜者，而不觉察到问
题的症结，恰恰就出在自己的身上。
二是以“黑”当“白”，也就是把虚假的幻想
当真相，当问题还没有正式发展成为事实时，
就杞人忧天为自己先勾画了一幅消极、负面的
图画。结果所谓的“乌鸦嘴”就常常借着自己
的口，让各式各样的悲哀、事故在现实生活中
兑现。
这是许多带有惧怕、恐慌情绪的人，特别是忧
郁症患者的通病。若无法排除看不开，放不下
头脑里总是沸腾着种种莫须有的想法，就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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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反向思考的道路，彻底地破除和收拾以假
乱真的混沌局面。
当人不仅仅是在道理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也
活出了“只喜欢真理”经历，也就是喜欢活在
真相之中时，那就是真正得自由的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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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爱之十律的解读
下面，我们进一步讲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
章中，与爱有关的这一段经文的更深一层的含
义。
为了方便解释，我们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第 4-6 节的经文，简称为“爱之十律”，也就
是说，每一个爱之律是对着一个短语而言。
爱之第一律是“又有恩慈”。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当谈到圣经上的“神”
时，祂是有不同内涵的。圣经《创世记》第一章
所提到的“神”，就是这里所说的“又有恩
慈”的那位独一真神。祂永永远远都是慈爱良
善的，绝无例外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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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圣经《创世纪》第二章所出现的“神”，祂
是以“耶和华”的名字而出现的，实际上指的
是第一章的神所掌控天地万物的运作之律，带
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收种味道，两者
并不一样。
因此，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耶和华时而怜悯
时而发怒的记载，这一些都是对神之律的具体
运作的描述。倘若我们混淆了“神”在这两种
定义之间的差别，就难免张冠李戴，时不时就
会落在似是而非的迷惑之中。
这就是前面所提过的以“黑”挡“白”，或以
“黑”当“白”所带来的后果，不论是运用到
什么样的人、事、物身上，如此错误的认识必定
导致混沌局面的出现。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神对人都是仁慈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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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祂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绝对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的。然而，人类面对耶和华爱之律的运
行，最后收“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
另外完全不一样的事。
因此，在认识神这件事上，没有什么比这一点
更重要的了。
您若坚定不移地相信神永永远远都是慈爱良善
的，那么，一旦人落在种种的痛苦和挣扎之中
肯定不是祂的错，而是人这边出了问题。
当人有了过错落在耶和华的收种之律里面，唯
有经常摸摸被“耐”刑剔光胡须的脸颊，反省
改错，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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