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摘要由人工智慧 (AI) 生成，並經教會同工審閱，僅供弟兄姊妹參考與複習用。  

如有任何疑問，請隨時向教會長老或傳道人反映。 

看似貧窮、卻是富足 

日期: 2025 年 6 月 16 日       講員: ：李清志 弟兄 

經文：：哥林多後書第六章 10 節 

引言：貧窮的教宗方濟各 

今年四月，享年八十八歲的教宗方濟各過世，儘管他是世界上最具權勢的人之一，

卻只留下了 100 美元。他沒有房產、投資，也沒有任何銀行存款。他的生活方式與人們想

像中擁有巨大權勢與財富的形象完全相反。教宗方濟各這種刻意選擇貧窮的生活方式，並

非出於經濟困難或不得已，而是出於一種深層次的信念與價值選擇。他拒絕領取教廷提供

的豐厚薪資，不住豪華住所，不穿華麗服裝，也沒有私人司機或僕人。他平日穿著簡單的

白袍，出入乘坐公車或捷運。他這樣的生活實踐，完全體現了哥林多後書第六章 10 節所

描述的：「似乎貧窮，卻叫許多人富足。」 

 

一、選擇貧窮 

選擇貧窮並非迫不得已，而是一種刻意且深刻的決定，體現了一種截然不同於世俗

的價值觀與生命態度。一般人一生都在追求財富、名利與物質享受，認為金錢和財物可以

帶來安全感、滿足感與快樂。他們期望透過財富累積，達到心靈的安定與人生的成功。然

而，這種追求往往伴隨著焦慮、恐懼與不安全感，甚至讓人陷入無止盡的追逐之中。 

相較之下，基督的信仰鼓勵人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看待財富與物質享受。主耶穌

基督就是這種選擇貧窮最深刻且明確的典範。正如哥林多後書第八章 9節所描述的：「祂

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基督的降世選擇了最

卑微與貧窮的方式：出生在不起眼的馬槽裡，長大後成為一名普通的木匠，過著極度樸素

且簡單的生活，沒有任何榮華富貴可言，甚至最後以極其羞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這種完全背離當時人們對彌賽亞想像的貧窮選擇，不僅震撼了當時的社會，至

今仍不斷挑戰現代人對財富與成功的理解。他的生活清楚地展現一個深刻的真理：真正的

富足不在於擁有多少財富、地位或享受，而是在於對生命本質與意義的理解和實踐。這種

內在的富足超越了物質上的貧窮或富裕，真正讓生命變得有深度、有價值、有永恆的意

義。 

二、真正的富足是什麼？ 

真正的富足是內在心靈的豐富與滿足，而非外在物質的累積。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

第四章 12 至 13 節中提到：「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



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這

種內在的滿足，來自於對上帝主權的深切認識與信靠。 

真正富足的人無論處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保持內心的安穩，即使在一無所有時，也

不感到失望或絕望。相反，他們能從心底感受到平安與喜樂。此外，真正富足的人還能在

困難與缺乏的情況下，仍然感恩與慷慨施予，這樣的態度正是物質豐富卻內心貧乏的人所

無法擁有的。 

 

三、如何成為真正富足的人？ 

成為真正富足的人，首先必須認識並擁有耶穌基督。只有耶穌能真正滿足我們內心

的渴望，祂給予我們超越物質與金錢的真正生命滿足。這種滿足不僅僅是心靈上的平安與

喜樂，更是生命本質上的改變。 

其次，真正富足的人不僅自己享有這份豐盛，也樂於與人分享。內心富足的人懂得

付出，知道如何去愛、如何去給予。正如使徒保羅所說：「似乎貧窮，卻叫許多人富

足。」保羅不僅自己經歷了內心的滿足，也透過傳福音、教導真理，使周圍的人也得著這

樣的富足。 

富足的生命還表現在願意為別人付出，願意幫助身邊的人經歷同樣的祝福。這種付

出不在於財富的多寡，而是在於對生命價值的深刻認識與實踐。 

 

結論： 

教宗方濟各與使徒保羅的生命，都是看似貧窮、實則富足的絕佳例證。在現今世

代，大多數人竭力追求物質財富，卻忽略內心真正的滿足與生命意義。然而，真正的富足

永遠不是來自物質的擁有，而是來自與耶穌基督建立深厚的生命關係。 

基督徒的生命當有不同的目標與價值觀，我們應該選擇以基督為至寶，讓祂滿足我

們內心的需要，使我們在各樣環境中都得以滿足與安穩。更進一步，我們也應當將這種真

正的富足分享給周圍的人，透過施予與愛，使更多人得著內心的豐盛與滿足，從而真正實

現「似乎貧窮，卻是富足」的生命意涵。 

 

 
林南 LINE@帳號 

講道影片/摘要檔案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耶穌「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這句話對我有什麼

意義？ 在我生命中，有哪些地方是我願意效法耶穌，選擇

捨棄而不是抓住？  

 

2.我生活中的安全感是來自物質，還是來自上帝？ 我可以因

為信靠上帝而放下這些物質嗎？  

 

3.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常被教導要「追求更多」。 作為基督

徒，我如何看待「選擇少一點」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