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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山 顯 聖 頌 （註 解） 
 
 

七日翻成萬世功 靈山暗上露聖容 

衣明臉白昭天外 雲合聲開驚九重 

二聖存忠曾守道 三賢領命作後從 

山下崎嶇君猶記 盼主榮歸遇半空 

引 言 
本文的寫作目的有兩方面：第一、在第四十九期主題頁《兵法之神》的末段，我曾以

上述七言律詩來作結，但由於該期篇幅太長了，我沒有進一步解釋，恐怕大家看了卻

不太明白，於是，就寫下本文來略作疏解。第二、筆者耳聞目睹今天（所謂）基督教

界對聖經語言的解釋、演繹與運用，一是流於死板硬套食古不化，一是流於隨意篡改

歪曲本意，就想以本文，告知大家如何可以同時忠於聖經語言，又活用聖經語言。 
 
善用聖經言語，第一，是要懂得善解和善用聖經典故。典故，近似我們日常所說的成

語，例如守株待兔、指鹿為馬等，它們最早出現於某些古典文獻或流傳很久的故事裡

面，意思、用字以至基本用法都相當「凝固」，都有大致公認的準則，不可以隨意增

刪。聖經中同樣有許多這樣的典故，例如挪亞洪水、天火焚城（所多瑪）等，它們的

意思、用字以至基本用法一樣相當「凝固」，不可隨便以「創作」為借口篡改。 
 
不過，除了「電腦語言」或「數理（邏輯）語言」之外，任何人類實際應用到的語言

都容許一定「彈性」 ，都不至於要絕對地墨守成規。事實上，典故（成語）的精采

與奧妙之處，正在於它們絕大多數以「故事」而不是「教條」的面貌出現，而「故事」

總比「教絛」有更加豐富和立體的面相，讓人有忖摩、推敲和細意演繹的空間。當然

話說回來，如何的忖摩、推敲和演繹，總得有個限度，始終不能流為隨意篡改。 
 
又有些自以為是的「基要主義者」，以為一字一句地死守聖經「明白講明」的規章教

義就好了，何必談甚麼忖摩、推敲和演繹呢？這些人卻並不明白「明白」到底是甚麼

意思。他們以為死背甚麼「三位一體」、「神人二性」、「因信稱義」就是「明白」了聖

經真理，他們只是「背對」答案，與真正「明白」聖經真理是兩碼子事。我敢說，未

經你苦心努力去忖摩、推敲和細意演繹過，從而「發現」的聖經真理，永遠不會是你

真正明白的。上帝啟示的聖經之所以寫成故事而不是教條，原因正在於此。 
 
至於如何整合忠於原著及合情合理的創作二者，實在是個說不清的道理。於是，我就

不說「道理」了，以下，就來個「示範」，大家且去忖摩、推敲和細意演繹吧。 
 
筆者這首《登山顯聖頌》運用了不少聖經典故，大家先看以下這三段經文，都與主耶

穌「登山變像」的故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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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7:1-23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們

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

話。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

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

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耶

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下山的時

候，耶穌吩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門徒問耶穌說：

「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萬事；只是我告

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門徒這

才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著施洗的約翰。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說：

「主啊，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屢次跌在水裏。我帶他到你門徒那

裏，他們卻不能醫治他。」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

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吧！」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愈了。

門徒暗暗地到耶穌跟前，說：「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那鬼呢？」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

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

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或

譯：不能趕他出來〕。」他們還住在加利利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他

們要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門徒就大大地憂愁。 
 

可 9:1-9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神

的國大有能力臨到。」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

了形象，衣服放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忽然，有以利亞同摩西向他

們顯現，並且和耶穌說話。彼得對耶穌說：「拉比〔就是夫子〕，我們在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彼得不知道說甚麼才好，因為他們甚是懼怕。有一朵

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門徒忽然周圍

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裏。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

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路 9:27-36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神的國。」說了這話

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衣

服潔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他們在榮光裏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並同他

站著的那兩個人。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在這裏真好！可以

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他卻不知道所說的是甚麼。說這話的時候，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他們進入雲彩裏就懼怕。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揀選的〔有古卷：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聲音住了，只見耶穌一人在那裏。當那

些日子，門徒不提所看見的事，一樣也不告訴人。 

 

以下就是我對全詩的疏解。 

 

 

七日翻成萬世功 靈山暗上露聖容 
詩的首聯（第一、二句），明顯是用了「耶穌登山變像」的典故，馬太、馬可、路加

福音都有記載，已見於上述經文。 
 
七日──馬太和馬可都說「過了六天」，意思即是主耶穌於「第七天」帶三個門徒上

山見祂改變形像，這就是我的詩中「七日」的出處了。 
 
你或會問：「七日？這有甚麼打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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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緊得很呢？第一、觀乎聖經，至少是全部福音書，這樣清楚講明「過了幾多天」的

寫法很少見，一般只是用「過了幾天」或「後來」等籠統字眼交代就算了，不會特意

講明相隔的日數。第二、是典故之後有典故，「七日」這個概念，綜觀聖經，是「非

同小可」的重要字眼。（詳見下文） 
 
你或又會反駁說：「七日？但路加卻說『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啊？」 
 
我上面說過，理解或應用典故不可以墨守成規就是這個意思。「約有八天」與「七日」

所差無幾，再者，古人慣用「虛數」，即計頭計尾的約數，例如某皇帝年底登基年頭

就駕崩了，計頭計尾卻仍算是在位「兩年」。請參看下表，就知道三卷福音書只是說

法不同而已，實際所指是一樣的：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馬太／馬可的說法  過了六天  

路 加 的 說 法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 

事 實 說這話

的一天 
      登山變

像那天 
 
馬太和馬可不計頭尾，就說「過了六日」，而路加計頭計尾，就說「約有八天」，實際

卻是一樣，是指「說這話的一天」之後的「第七日」。事實上，我們不應在乎那小小

字眼上的差異，倒應注意他們的共通處，就是對耶穌登山變像一事的「時間性」那個

並不尋常的重視程度。 
 
七日翻成萬世功──「七日」或「第七日」，在聖經中是個非常重要的典故，每

每包含著「七日功成」，即上帝的工作會以「七日」來完成，或「第七日」必定會大

功告成的屬靈深意。例子多得很：上帝用七天創造天地萬物、祂教約書亞繞耶利哥城

七天將城攻陷、律法中有七年一個安息年及七個安息年有一個禧年的規定、主耶穌最

後入耶路撒冷到復活完成救贖大功相隔也是七天、還有啟示錄那用三個七（七印、七

號、七碗）來終結和完成一切的「末日框架」。到「第七日」就大功告成，這是聖經

中極頻繁出現的「隱喻」。宏觀釋經一定要在意這些「大框架」。 
 
靈山暗上露聖容──事實上，經文上下文亦多處明示、暗示登山變像事件有極

重要的「末世含意」。首先，馬可與路加都有相近的經文：「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所

謂「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很自然使我們聯想到末世，而緊接這句話後，聖經

記載的就是主耶穌登山變像一事。其次，耶穌山上顯露的「聖容」，亦與在以末日之

事為中心信息的啟示錄中，祂向約翰顯現的形像非常相近。（見下文） 

 

衣明臉白昭天外 雲合聲開驚九重 
這是詩的頷聯（第三、四句），寫的是「耶穌登山變像」中的形象，包括主耶穌自顯

的榮耀形象，以及祂受到天父認可的崇高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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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明臉白昭天外──耶穌登山改變的像貌，三卷福音書記載都是一樣：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

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 

 

這形貌，與啟示錄中祂向約翰顯現的形像十分相近： 

 

啟 1:12-14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

臺。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他的頭與

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換言之，主耶穌帶門徒上山所見的，是祂末日榮耀歸來的形象，也告知門徒，祂就是

必要回來得國為業永掌王權的真命天子。上帝的創造與救贖大功，必定會在「第七

日」，由祂的兒子榮耀再來終結一切並且大功告成。 

 

雲合聲開驚九重──但主的身分不是靠「外表」夠「嚇人」就可以確認的。記

得，連魔鬼也可以身穿白衣，裝成「光明的天使」（林後 11:14），單看「形象」是靠

不住的。所以，在登山變像的同時，還必須要有從天上來的天父的聲音的認可：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

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人的說話是不算數的，只有上帝認可才是權威。耶穌自身的威榮，配以天父聲音的肯

定，才可以確認基督是真命天子，是上帝的唯一合法代表。使徒的權威，也在於他們

見過山上的基督的真象，也聽過天父的聲音確認，明白「子與父原為一」。 

 

九重──毫無問疑，聖經並沒有「九重天」的說法，而只有「諸天」、「天上之天」

或「第三層天」的講法。 

 

申 10:14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屬耶和華──你的神。 

詩 19:1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林後 12:2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

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所謂「九重天」是「中國化」的講法，從某意義講是我「創作」加上去的。 

 

那你或會說：「啊！你死啦！你改了聖經！」 

 

但我會反問你：「請問，你見到我『改』了甚麼呢？」 

 

第一、究竟有「幾多重天」，這個從來都不是真正重要的神學，只是中世紀那些無聊

的「經院神學家」弄出來的「聖經難題」。第二、九重也好、三重也好，其實我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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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仍不外是「諸天」，為要凸顯上帝的無比威榮。第三、這是一首詩作，不是神學

論文，不是要用來建講甚麼神學立場，你這麼認真幹嗎？第四、我既是中國人，用中

國心靈思考感應，用中國詩歌體裁創作，賦上一點「中國風」，何必大驚小怪？ 

 

如果有誰（包括那些超級「基要主義者」）讀完這詩，死咬住這個「九重」不放，甚

至說我宣揚異端異教，就由他去吧！我早就決意不跟這種人再說一句話！ 

 

二聖存忠曾守道 三賢領命作後從 
這是詩的頸聯（第五、六句），寫的是「耶穌登山變像」時在場的幾個「配角」，包括

代表舊約的「二聖」──摩西和以利亞，以及代表新約的「三賢」──彼得、雅各和

約翰三位使徒。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

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

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這五個「配角」，其實都是「典故」，即不僅指他們五個人，亦代表歷世歷代，古往今

來，甚至包括我們，一切忠心追隨基督的信徒。他們的事蹟，記載在聖經之中，也成

了我們共同的典故，是我們學習追隨基督的最佳典範。 
 
在登山變像事件中，摩西和以利亞的出現，是為要鼓舞後繼的彼得、雅各和約翰，要

他們效法先聖前賢，至死忠心。如今，對於我們，這五個人都成了先聖前賢，都是我

們效法的榜樣。信，就應要信得像他們一樣！ 
 

山下崎嶇君猶記 盼主榮歸遇半空 
這是詩的尾聯（第七、八句），寫的是「耶穌登山變像」之後，即「下山」之後，主

耶穌自己、門徒以至我們，仍必要「面對現實」，忠心守道至死，直到主榮耀再來與

祂「重遇」為止的事實。 
 
山下崎嶇君猶記──山上，彼得自以為是，陶醉於當下的榮耀輝煌之中： 
 

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一

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但山上所見的，原來是一段「預告片」。下得山來，我們卻必要記得，前路，仍然是

非常崎嶇難走的。 
 

門徒問耶穌說：「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

來，並要復興萬事；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

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門徒這才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著施洗的約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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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們的先聖前賢，遠的有亞哈王年代的先知以利亞，近的有另一個以利亞（施

洗約翰），都曾經為守道而付上沉重代價，甚至生命。 
 

他們還住在加利利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他們要殺

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門徒就大大地憂愁。 
 
第二、主耶穌自己，也要面對痛苦的十字架苦難。祂山上榮耀的形象，對世人仍然是

大大隱藏著的，祂仍必須受苦受辱，直到末世的日子。 
 

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說：「主啊，憐憫我的兒

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屢次跌在水裏。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裏，

他們卻不能醫治他。」 
 
第三、門徒（包括我們）仍要受極多的考驗和試煉，有時，連為個小孩趕出隻「啞巴

鬼」都不容易，都會搞得手忙腳亂，滿頭大汗。 
 
山上的輝煌是可貴的，真實的，但是要等到將來才會完全實現。眼下，記得，我們仍

必要「下山」，忠心走完山下的路。 
 
盼主榮歸遇半空──我們「山下的路」絕不好走，但「山上所見」的，卻給我

們極大的信心保證──主必榮耀再來，我們必與祂再相逢，並相逢到永永遠遠： 
 

帖前 4:16-18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

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

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

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這段是保羅的話，叫我們「彼此勸慰」。我也願以《登山顯聖頌》這首帶點中國化卻

完全忠於聖經真理的詩作，與大家「彼此勸慰」──堅信「七日功成」，上帝從未失

手，主必榮耀再來，天國輝煌終必普照大地；但眼下的路仍是艱難，所以，我們要學

效先聖前賢，不惜艱苦，忠心地相信到底，直到主來。 

 

七日翻成萬世功 靈山暗上露聖容 

衣明臉白昭天外 雲合聲開驚九重 

二聖存忠曾守道 三賢領命作後從 

山下崎嶇君猶記 盼主榮歸遇半空 

 

我的「信法」就是這樣，我的解經也是這樣「圓融一體」，既忠於原著又

充滿創意，若是知音，必明白此中的深情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