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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时候，老师最爱教导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勉励我们要珍惜时间，不要浪费生命。那时候，知道这是一句很重要的提醒，稍稍懂事

后也愿意努力去实施。只是越长越大时，有一天突然发现，无论你如何努力想抓住时间，想

珍惜生命中每一个时刻，时间都像大河一样不管不顾地疾流而去，让人望而生叹。到了一定

的年龄，想想孔子的那句名言——“逝者如斯夫”，就会明白，这句话中，其实包含着何

等深切的无奈和感伤啊。

在时间的长河中，个人的生命简直短暂到如一滴水在大海里一样，让人不能不珍惜，

却又不知道如何珍惜。

许多年里，一直都在努力做一个珍惜时间、珍爱生命的人，惟恐浪费了光阴，落得“

老大徒伤悲”的下场。每天都在紧张匆促中度过，希望利用每一时刻读书、学习、工作、生活，

甚至不敢娱乐，害怕是在浪费时间。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却越来越感觉到困惑和空虚。究

竟为什么要如此紧张忙碌呢？

如果说是为了珍惜生命，使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有意义，那么谁又能知道究竟做什么

才是最有意义、最对得起生命的？我们如何能肯定用在弹钢琴上的时间就一定比用在看焰火

上的时间更值得珍惜？用在喜悦上的时间就一定比用在悲伤中的时间更有价值？

如果说是为了珍惜生命，为了让今天的努力成为明天的财富，那么谁又知道明天是否

真的像自己以为的那样一定会到来呢？当那些熟识的和陌生的面孔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消

失的时候，谁又敢抱有如此乐观和坚定的信心，认为惟有他人才会蹈入死地，而自己将是

那个幸运脱逃的人？

那么，我们对时间和生命的珍惜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又是为了获得什么意义呢？或者，

从更为极端的角度说，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珍惜生命和浪费生命又有什么不同呢？

无论是功高盖世还是默默无闻，无论是才华横溢还是能力平庸，无论是美貌绝伦还是媸陋

无双，所有人最终的结局看起来都一样。那么，对于这短暂而宝贵的一生来说，究竟如何度

过才算是不枉此生呢？

《穿越荣耀之门》中，五位深入丛林向原始部落传道的宣教士离开人世时的平均年龄不

超过 30岁，他们曾经是优秀的运动员、出色的演讲家、未来的大学讲师、前程远大的律师和
飞行专家……按照世界的标准，他们中的每个人凭借自身的勤奋、聪慧和努力，都完全可以

在各自的专业舞台上大显身手，大展鸿图。但他们却纷纷选择了放弃世俗的名誉与地位，毫

不犹豫地投入到宣教事业中来。而这项事业刚刚开始不久，五位宣教士就被一群他们准备善

意接待的蛮族奥卡人恶意杀害，年轻的生命瞬间消失。尽管三年之后，奥卡族部落全体接受

了基督信仰，但 1956年初发生的这幕悲剧着实令人费解——年轻的宣教士们何必付出如此
巨大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在浪费生命吗？

是的，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像是在浪费生命，但读过书中宣教士们的日记片断和谈话记

录后，我们却无法对这件事进行如此简单的评判。尤其当我们知道，他们在投入这项事业时

已经做好了献身的准备时，我们更是无法轻率地下结论说这种生活是不值得的。

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凡为我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

着生命。”（太 10：39）这是与世界的标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命观。它清楚地表明，我们
属世的生命必然要失去，但若这种失去是为着那位给予生命的主，那么失去的必朽生命将



被一种更为丰盈、充实的生命所代替，并且能够永不朽坏，从根本上超越时间的侵蚀和束缚。

这种永恒的生命本来惟有那位生命之主才拥有，而他愿意与信他的人共同分享。这就是属天

的生命观。

我们未必人人都会被呼召去成为宣教士，但当我们和生命之主相遇的时候，我们不能

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此世究竟应该如何度过才算是对生命最好的珍惜。无论你是否情愿，

此世的时间都会像刀锋一样毫不留情地切割、剔剪你的生命，我们每一天都走在通向最终的

道路上。惟一的差别只在于，如果你拥有不同的生命观，那条路的终点就会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