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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內住的同在》 
林志彬牧師 4/17/2015 

 

幼童撒母耳在就寢時,聽到神微小的聲音, 三次呼叫他. 以利亞是在極為安靜時聽到神微

小的聲音. 我們平靜安穩, 就是放下心中攔阻神的心思意念. 勞倫斯弟兄說,與神同在, 就

是將自己的靈放在神的靈裡面.在此時, 不靠自己的努力, 唯一要做的就是全然安靜在神

面前. 蓋恩夫人說: 要與神聯合, 需要做的就是安靜. 當安靜時, 完全讓這位自有永有的神, 

自在永在的神在我們當中工作. 

吟唱詩歌：靜候上主 

靜候上主，等候上主，微聲呼喚，細心傾聽。 

 

主帶著祂的豐富和愛, 與我們同在, 因著祂愛和祂的本性, 我們不再是我, 如同枝子連結

於葡萄樹, 我們所支取的養分, 就是神本性一切豐盛的榮耀. 因為耶穌已經替代了我們自

己. 當我們安息在主腳前時,就是選擇了這不可取代的上好福分. 這福份是神一切的豐富

與榮耀, 是祂自己, 是主耶穌. 祂是源頭的源頭, 是一切首先的, 也是末後的, 是阿拉法, 是

俄梅加, 當我們進入到這樣的位置,  就是將自己放在一個祝福, 恩典充滿的位置.  

在安靜中回憶神的同在, 就是放下，單純的來到耶穌腳前, 如瑪麗亞安靜在主腳前, 那麼

的安靜, 那麼享受主的同在, 這時, 我們就是與主同在了.在這樣同在的情境, 需要有與主

同在的信心, 更要相信神在這裡, 神也在我們裡面, 敞開我們的心, 讓這三位一體的神, 耶

穌與我們的生命結合在一起. 讓我們的苦毒,心靈的疼痛, 羞辱, 都不在了, 因為耶穌來替

代了. 祂是我們的牧者, 讓我們在生命裡面, 不再缺乏,  因為祂的無限的豐盛, 替代了我們

的有限.  

在祂面前,萬事萬物無可迴避. 詩 139:11-12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

成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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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我們要歡喜來到主前,不再隱藏, 是如此坦然活在愛裡面, 祂在我們靈的深處, 祂

在我們裡面, 比世界的都還要大. 因此, 我們不再有任何的恐懼, 因為我們的生命已經與

神同了. 縱使我們心靈的眼認不出祂來, 看不出祂就是我們的主, 但主卻知道我們. 我們

會記起明白祂是我們的主, 乃是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 耶穌都參與在其中.在這過程

中, 有許多耶穌的恩典, 憑著對主恩典的記憶與熟悉, 我們就知道神與我們同在了. 祂領

我們到躺臥的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溪水邊. 在安靜中,從新得力, 得智慧.  

林牧師的為大家的禱告: 在這安靜時間, 每分每秒都是屬於你的, 每分鐘的安靜, 祢不停

的對我們工作，都是你在建造我們的內在生命, 你的恩典不住的在加添我們的身量, 感

謝主,奉主的名禱告, 阿們. 

在安靜中, 雖好像沒有特別的神蹟、奇事發生, 但我們並沒有浪費一分一秒, 因為這些時

間是給主的, 都是屬於耶穌基督的, 要很真實的面對. 生命的成長與所信的道同身量,是需

要年日, 需要在每天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的被主建造. 所以每天花時間與神同在, 與神親

近,  沒有一點是浪費的.   

彼得生命的轉換: 在耶穌復活後, 祂向門徒顯現, 向五百人顯現, 主不住地表達一個心意, 

就是祂沒有撇下我們成為孤兒, 祂仍然與我們同在.祂在鼓勵安慰那些沮喪灰心絕望的門

徒, 挑起和拾回他們的信心, 也讓他們回憶到祂所說的話. 主的話一一地浮現在他們的心

中,回到他們的心思意念.  當主升天賜下聖靈來時,那內住的聖靈在彼得裡面, 彼得講道時, 

三千人信主, 然而, 這關鍵是彼得的生命不一樣了. 在他生命中三次否認主的過程,他的內

心非常煎熬, 當時門徒四散, 約翰陪伴著瑪麗亞,彼得不敢離開主,他一路跟隨到大祭司的

院子.  當彼得否認耶穌, 耶穌轉過來看他,  每次想到這幕, 想到彼得, 想到耶穌, 心裏是難

過害怕, 因為我們也因為自私害怕, 而否認我們的老師.  當他們四目交接時, 我相信彼得

看到的是耶穌充滿不是憤怒、責備的眼光，而是不捨的眼光. 耶穌捨不得他這位優秀的

門徒. 為了彼得, 主耶穌要被釘死,彼得的心是多麼煎熬, 痛苦, 又看到主耶穌的眼充滿包

容接納與不捨.這一幕對彼得的生命有多麼大的影響. 當讀使徒傳, 知道在這之後, 他不怕

大祭司, 不怕有權有勢的人, 他站起來大聲傳講信息, 這時, 看到彼得的生命, 是一個與神

同在的生命, 一個老自己,個性, 脾氣漸漸消退了, 不再是做事衝動的彼得,是生命被改變

的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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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師在年輕時, 替人作保, 房子拍賣, 不敢面對自己所犯的這錯誤, 不敢和家人說誠實

話,到最後如此. 這是我們的生命,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如此的生命. 是因為我們不夠相信

和連結在耶穌裏. 我們連結在自己害怕的裏面. 碰到事情, 沒有勇氣去面對它.  

神的同在是持續不斷的. 我們現在是活在聖靈充滿的世代, 約翰福音14:16 ( 經文) . 這位

保惠師在我們當中, 祂與我們同在, 祂是聖靈, 也是真理,在我們的裡面. 耶穌說他不撇下

我們, 他必到我們這裡來. 在聖靈裏與我們同在. 祂是三位一體, 我們通過聖靈, 與耶穌, 

上帝有一個團契的生活. 在創世紀說神照我們的樣式造人,所以神不是一位, 是三位一體.

我們的樣式包括父子聖靈. 在這裡, 我們知道一件事, 耶穌不撇棄我們為孤兒, 祂要經過

聖靈與我們同在. 耶穌復活升上高天, 但神與我們這樣密契的關係, 並沒有隔絕. 有人說

這是恩典的時代, 也可說是聖靈充滿的時代. 一切所有的事, 都是通過聖靈, 我們的讀經,

禱告,唱詩歌的感動, 都是聖靈, 在讀經時,  有時同樣的經文, 讀了一遍, 兩遍, 三遍, 有一

天,當你在生活中經歷了一些事, 或許那不明白的經文, 再讀之後恍然大悟, 心中滿了無限

的感恩,生命得勝,那是聖靈的工作.  

我們要持續不斷的被聖靈充滿, 要敞開我們的心靈時時不住地遇見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 

我們要如何敞開心呢? 當彼得三次否認耶穌時, 他有沒有將心敞開呢? 他沒有. 那是一個

逃避的生命, 在我們生命中有很多是沒有勝過的, 逃避的. 有人羞辱我, 有人說了幾句話

讓我們很難過, 晚上睡覺時想到心裏覺得扎心痛苦, 這就是我們的心沒有對神敞開, 是對

自己的個性, 性情, 感覺敞開. 焦慮的,心裏覺得焦慮, 這心就是一個關鎖的生命, 將內住的

聖靈關在一個地方, 將空間留給我們的情緒, 感覺, 仇恨, 一件小事, 如滾雪球一樣, 越滾

越大, 越滾越恐慌. 那都是我們的心沒有對準耶穌基督敞開,沒有來到祂面前, 沒有進入到

祂的平安,沒有進入祂的同在,  沒有將自己放在蒙恩蒙福平靜安穩的位置. 

我們與神建立特別的, 真實的, 親密的關係, 我們的生命就寬宏寬大. 大到一個地步, 可以

容下宇宙間神所造的. 都能成為一種融合. 我們與人不能融合, 與自己不能融合, 就是與

神之間的關係不夠. 當我們離開了神, 甚麼都不能做. 唯有枝子連接到葡萄樹, 才結果子. 

我們所結的果子, 不一定是人數成長的果子, 更重要的是內在生命被建造的果子.  這果子

是屬靈的果子, 聖靈的果子.  聖靈的果子是使人的品性更豐富更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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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將自己置在與神同在的氛圍,就須時時刻刻去體會與感動神的同在, 如同操練內在

生活一樣. 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操練成為生活習慣後, 就不覺的拘束,會覺得自然, 就呈現

出耶穌的馨香之氣.因為工作的忙碌與情緒上的衝擊,一剎那就忽略掉主住在我們裡面.  

如同勞倫斯弟兄說的: 只要稍不留意, 就離開神了. 當離開神時, 天然人的個性就跑出來

了. 所以, 與神同在, 需要不住的學習與操練.  

安靜時, 不用努力想去做些甚麼, 將心靈的眼睛定睛在耶穌基督. 可以從聖經經文裏得著

幫助, 如主禱文, 詩篇二十三篇, 當我們心思飄開時, 有時就是聖經的一句話, 讓心思回來, 

不住的觀看耶穌. 聖經的話是彩色的. 是立體的,三度空間, 四度空間的.  是豐富的, 當我

們進入這空間時, 才會體會到與神同在. 唱詩也如此, 倪柝聲弟兄說帶詩歌者要在靈裡面

唱,不是用魂帶詩歌. 詩歌的詞句是詩人經過與神同在的經歷而琢磨所寫出的詩句,這裡

面就有很多立體與色彩, 在吟唱時, 就會身歷其境,  在那裏, 和神的關係是連結在一起 

神的同在從未停止.直到回天家的那天.仍然持續著.  因為聖靈是很獨特的, 聖靈的原文是

" 氣" 氣是可進入任何空間的. 不只是在空間, 在非空間充都滿了神的同在. 身上的每一細

胞都充滿神. 與神同在是進入到祂的愛. 神就是愛, 祂是愛的本身. 在愛裡就沒有懼怕, 怨

恨, 不滿. 進入到祂的同在就是進入到祂的愛裏.   讓耶穌基督的愛佔有我們的生命. 與神

同在的人沒有忌妒. 不會欺負人. 我們對神同在的回應, 就是看我們是否對神敞開心, 如

此, 表示對神有單純的信心, 相信祂與我們在一起. 因信稱義, 因信得生, 信有神. 如果不

相信神的同在, 我們的生命很難被打開. 而信心的考驗, 特別是在困難時. 遇到難處, 躲在

耶穌的翅膀下, 就是與主同在, 這位神是如此豐富,向祂支取一點祂的恩典就足夠使用.  

神乎召的人會經歷需多苦難, 神是得勝的, 所以, 抓緊神, 經歷神. 讓神調整. 讓神煉淨我

們生命.  

吟唱詩歌：我心渴慕祢 

我心切慕祢，我心渴想祢，求祢陪伴我身旁。 

我心切慕祢，我心渴想祢，我願陪伴你身旁。<詩四二：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