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上今天》我爱背金句 

太 11:29 
 

 

本周金句：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太

11:29） 

 

背景： 

 

1. 耶稣的传道之途 

a. 马太在太 8、9 章中以十项神迹介绍了弥撒亚的大能作为，太 10 章耶稣拣选了十二

使徒，并差遣他们去从事初期的工作之后，祂自己仍继续往各城传道。耶稣的传道

途径满布新的困难，仇敌的敌挡态度明显，太 11 章中清晰可见。 

b. 太 11 章是一个概略的综览，耶稣继续传道、服事的工作时，所遭遇到的各种不同

拦阻。祂必须对付的各种不同心理态度，这些心理态度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些态

度迄今未变，如今，门徒在服事中也同样需要对付那些态度。 

c. 太 11 章中，耶稣在传道上为众圣徒树立了榜样：用教训去感动人；用见证去感动

人；用责备去感动人；用恩言去感动人。 

 

2. 太 11 章的具体结构 

a. 往各城传道教训人（1 节） 

b. 遭施洗约翰质疑： 

i. 施洗约翰打发门徒去问主（2-3 节） 

ii. 对施洗约翰的回答（4-6 节） 

iii. 背后称赞施洗约翰（7-15 节） 

c. 遭人批评、弃绝： 

i. 被这世代所轻忽（16-17 节） 

ii. 被人所讥讽毁谤（18-19 节） 

iii. 被诸城所弃绝（20-24 节） 

d. 安息的榜样与呼召： 

i. 对所遭遇的事感谢父神（25 节） 

ii. 因父神的美意而得安息（26-27 节） 

iii. 呼召人来得安息（28-30 节） 

 

3. 本周经句出自本章末后几节（第四部分） 

这部分紧接前几节：责备诸城“终不悔改”后，耶稣立即向神发出赞美，并作了一个关

乎自己的宣告。随后，祂立刻向众人发出诚恳邀请，应允领他们进入与父的联合的关系

中，“得享安息”，显出慈爱与怜悯。 



 

留意耶稣呼召中的条件：“来”是头一个条件，“当负我的轭”是第二个，“学我的样

式”是第三个。借这三件事，门徒可以得着安息。 

 

思考：从经文中，你留意到耶稣说话做事的先后次序了吗？有什么启发？ 

 

经文解释： 

 

1. 柔和谦卑 

“柔和”：温柔，文雅。“谦卑”：低下，卑下。 

“心里柔和谦卑”：不仅是耶稣的性格，更指祂顺服神的态度表现，祂是： 

a. 以赛亚所描绘的仆人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

灯火，他不吹灭。”（赛 42:2-3）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使我们注视他，也无

美貌使我们仰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

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赛 53:2-3） 

b. 撒迦利亚的弥赛亚 

“锡安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

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亚 9:9） 

c. 保罗的基督 

“因为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凭着神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

垒。”（林后 10:4） 

耶稣有这些品质，祂也要求门徒具有，并帮助他们建立（太 5 章）。 

“心里柔和谦卑”是主能安息的理由，也是我们得安息的条件。 

 

2. 轭 

原指：一块木条，放在牛颈上，让牛可以拉车或拉其他东西。 

旧约里，“轭”有两种象征意义： 

大多象征沉重的压迫，比喻被奴役、臣服（赛 9:4；耶 27-28 章）； 

也有褒扬之意，指服事神的意思（耶 2:20；哀 3:27）。 

 

3. 负轭 

负，背起；负轭，背起沉重的负担。 

耶稣以当时拉比使用的“律法之轭”与自己的“轭”比较。 

a. “律法之轭”：在犹太人文献里，常用“负轭”来表示对律法的顺服。 

“律法之轭”是每个犹太人都引以为豪的，往往成为人负不起的重担。 

“轭”本是为了省力而做，不该沉重。由于“法利赛人教条主义，任意规定的各种

要求”，已成了重担，需要一个新轭来减轻它重压的份量。 

b. “耶稣的轭”：“是容易的”（30 节）。“容易”，即良善的，负得起的。 

不是说耶稣对人的要求比犹太拉比低，所以担子轻、容易背。 



 

事实上，耶稣的要求更严格（太 5:17-20），但祂的轭是为我们量身定造的，祂的担

子最切合个人的情况和需要，“十分适合背负的人”。同时，祂也给人提供了负轭的

方法。 

c. “当负我的轭”：指顺服神的意旨，让祂掌管我们的生命。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

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1-2） 

d. 凡神所分派给的负担，是人的轭，也是主的轭，与担子一同临到的是祂的恩慈与怜

悯。 

 

思考：人给的的轭和耶稣给的轭有什么区别？我们该怎样负起神给的轭？ 

 

4. 安息 

原文，可作提神或安歇（太 12:43；启 14:13）之意。 

此处，指因转向主而找到心灵上安息。 

思高译本：“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 

当对神对人都能谦卑，不再争大，甘心事奉基督，便会经历这属天的安息。 

有注释家说，这里是双重“安息”：找到父的安息；顺从父的安息”。 

真安息，乃是内心的平静安稳，与客观的环境无关，也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5.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是神要给跟随者的，耶稣以自己的名发出了这份邀请。 

马太有意使耶稣讲论安息的话，与下一段太 12:1-14 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规定作对比。

强调：神是喜爱怜恤的，与神建立关系，能使充满愁烦的生命变成有方向、有属灵果效

的生命。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边察看，寻访古老的路，哪里是完善的道路，就行走在

其上；这样，你们自己必找到安息……”（耶 6:16） 

 

6. “得享安息”的条件 

“这样”——即“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新汉语译本翻译为“向我学习”。 

a. 学习主对待“轭”的态度。 

耶稣在世生活的最主要的担子： 

“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约

4:34） 

“差我来的那位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一直行他所喜悦的事。

差我来的那位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一直行他所喜悦的事。”

（约 8:29） 

耶稣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乐意接受各种限制，唯独遵行神旨意。 

b. 学习负主的轭，幷与主同负一轭。 



 

轭，是为了减轻背负重担的痛楚，也象征着顺服及承担责任。 

主的轭： 

i. 实实在在能救赎人。 

ii. 是良善的、正确的。 

iii. 幷非独自负轭,与耶稣同负一轭,所以是轻省的,也能给我们带来安息。 

所以，耶稣发出诚恳的邀请──到我这里来，负我的轭── 

负主的轭： 

i. 学习做主的门徒，接受属天的权柄，像主接受父的权柄一样； 

ii. 顺服、服事主，接受主给我们一切的托付、工作、事奉； 

iii. 主怎样走，我们就怎样走，祂走向哪里，我们也走向那里。 

 

思考：耶稣提到了什么应许？我们怎样才能使得心灵达到完全安息？ 

 

总结与应用： 

 

1. 总结内容 

太 11 章末几节是主耶稣向全人类发出的伟大邀请：凡陷在失望、苦痛与恐惧中的人，

只要来到祂面前，负起作门徒的轭，与主联合，学习祂是柔和与谦卑，所付的代价就

“容易轻省”，却可以得到那伟大的祝福──就是人人渴求却极难得到的心灵的平静与

安息──有了这份心灵的安息，人就可以承受得起世上各种困苦、压力的重担。 

 

2. “心灵得安息”不等同无作为的内在满足 

a. 耶稣所应许的“安息”是指与神的爱、医治和平安同在，并不是指人要停止一切劳

动。 

b. “心灵得安息”是在动态中的体验。 

正如旧约先知信息的指示：人只能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中得到心灵的安息。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边察看，寻访古老的路，哪里是完善的道路，就行

走在其上；这样，你们自己必找到安息。”（耶 6:16） 

 

3. 主的轭是容易的？ 

a. 如果我们感到不容易、不轻省、不安息，就不是出于主的，或没有与主联合，而是

偏行己意，错了方向与方法。 

b. 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不等于不会遇到困难、试炼、劳苦、伤心的事。困难会有，只

不过我们不是独自面对，而是与神一同负轭，而祂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施予足够

恩典的神。 

i. 负轭，是双方一同背负担子，分担颈上的不适。 

ii. 信徒致命的错误是企图独自挑起生命的担子，而神从没让人套上重担。 

iii. 生命得胜和得享安息的秘诀在于脱下“己”的项圈，接受主轻省的“轭”，并

与祂一同负轭前行。 

iv. 主是渴望分担我们的劳苦，承受我们所经历的伤痕。 



 

 

4. 与主同负一轭？ 

a. 需要我们调整自己的脚步，与主同行，亦步亦趋，不前不后，不离左右。 

b. 当我们真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就会觉得生活中的“轭”都不难；所难的，唯有内

里并没有完全降服。 

c. 认为顺服神、讨神喜悦很艰难，是错误的观念。 

我们可以向祂祷告：“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聆听、遵行──这是生命里

最崇高，最简单的法则，其中藏着“安息”。 

 

5. 小结 

当你觉得是在背负十字架时，就会觉得非常沉重；当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与祂同

行，就会觉得轻省。 

 

思考：困难和重担往往是生活的常态，怎样才能与主同负一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