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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的祈祷 
──太 6、20、代上 4 

 

引言：「重复话」与「主祷文」 
 

在太 6:7-8 中，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

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言下之意，是「蒙垂听」的祷告应该尽量简洁，或者要如俗语所谓「一句起，两句止」，理

由是「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不必再噜噜苏苏向上帝申诉陈明我们究

竟想求甚么。但是，如此一来，祈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甚么呢？简洁归简洁，就算「最

短的祈祷」也要有一些必要的原素吧！换句话说，又简短、又「有力」的祈祷应该是怎样的

呢？¡¡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信息。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很快就会来一个「以经解经」，说下文主耶稣提出的「主祷文」（太

5:9-13）不正是最佳答案么？那里耶稣说：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讽刺的是，这个「主祷文」，后来竟然变成了一段最多人「重复的话」，整天挂在许多基督

徒的嘴巴上，原因呢？大概就是如主所说，「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吧！此中矛盾，就好象

某些「反战分子」却常常使用暴力手段来示威抗议一样。 

 

其实，「主祷文」是完全吻合「最短的祈祷」的规格的，因为所谓「短」的标准不是字数要

少，而是「洽到好处」和「见好就收」。以下，我将会用圣经两个典型的祷告的对比，一个

是坊间被捧到上天的所谓「雅比斯的祷告」，一个是主耶稣路过耶利哥城时遇见的「瞎子的

祷告」，来说明「最短的祈祷」的特色与精神，最后，再借此说明主祷文的精神所在。 

 

一、背叛祷告精神的「雅比斯的祈祷」 
 

我已经多次讲论过，用所谓「雅比斯的祈祷」作为祷告典范，在翻译、解释和应用上，都有

严重的问题。不过，为了帮助大家明白「最短的祈祷」以及「主祷文」的精神，这里有需要

再概括它的错谬所在，好作为一个「反面教材」。 

 

所谓「雅比斯的祈祷」，说得天花乱坠，原来是出自对以下两节经文的谬解误用： 



 2

 

代上 4:9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

是痛苦。」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

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首先、按上述的译法，第 9 节在逻辑上已经讲不过去，因为我们无法理解「更尊贵」如何可

以与下文的「甚是痛苦」连起来。想象一下，假若你妈妈因「生你甚是痛苦」，痛苦得要替

你起个名字叫「雅比斯」（原文即意为「痛苦」），你怎会「比你众弟兄更尊贵」呢？ 

 

当然，某些人会「强为之说」，用第 10 节的所谓「祈祷」来解答上述疑难，就是雅比斯用

这个「祈祷」突破了他的痛苦，于是因祸得福，变得「更尊贵」云云──真是牵强曲折得可

以，不过却违反了解释事物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解释一件事实也好，解说一段圣经也好，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简洁自然」。意思是这个

解释要尽量一目了然，不须要不断加上「解释的解释」，或没有不必要地附会上许多原文没

有明示的字眼或暗示的推论。（当然，有需要的时候，补上一些原文没有的字眼或推论是可

以的，否则我们这些传道人便无所事事了！但仍须以尽量简洁为原则。） 

 

言归正传，上述经文其实可以解得更加简明直接的，问题却是出在「尊贵」这个词的翻译上

面。原来，原文中「尊贵」这词最少有三种意思相关但「情调」迥异的用法： 

 

1、中性用法：表示「重」（重量的重）。 

 

哀 3:7 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炼沉重。 

 

2、正面用法：表示「尊贵」（身份或地位上有很重的份量，值得尊重） 

 

创 34:19 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 

 

3、负面用法：表示「沉重」（生活或心理上的担子或压力很重，也喻指罪孽深重） 

 

出 5:9 你们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赛 24:20 地要东倒西歪...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 

 

若依一般的译法译作「尊贵」，解释上便要十分曲曲折折；但若改译为「担子沉重」或「压

力很大」等字眼，全节的意思便清楚直接得多了： 

 

代上 4:9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活得更沉重，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

他甚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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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必「跳到」第 10 节去寻找第 9 节上半节中「更尊贵」的解释，因为雅

比斯不是「更尊贵」，而是「活得更沉重」，这可以在紧贴其下的第 9 节下半节中找到非常

合理和直接了当的解释： 

 

因着某种原因（例如难产、怀孕或生产期间夫妻离异、丈夫身故或家道中落等），雅

比斯的母亲「生他甚是痛苦」，甚至痛得要「给他起名叫雅比斯（喻意痛苦）」，大

家说，若你是雅比斯，也一定会「比众弟兄活得更沉重」吧！ 

 

妇女怀孕或生产期间遇到沉重打击，然后「迁怒」或「归咎」该名子女，使他们身心受创，

活得非常沉重。这些「心理个案」，相信你也耳闻目睹不少吧？这个「雅比斯」就是其中一

个了。可以想象，这些可怜的孩子，一直都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至于「雅比斯」这个

喻意「痛苦」的名字，就简直像一个「魔咒」一般，要一直套在雅比斯的头上，告诉他：你

是个如何如何的「不祥物」，是「生」你负累我的... 

 

同情地说，若我是雅比斯，也一定会用尽方法、甚或求神拜佛来解脱这个使我一生沉重痛苦

的「魔咒」。甚么「雅比斯的祷告」，其实，就是在这一颗沉重苦涩的心灵里并发出来的¡¡  

 

代上 4: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

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这个祷告，一望而知，是个百分百要「自我保护」的祷告。甚么「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统统都是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而已。其

实「艰苦」云云，原文正与上文的「痛苦」的字根相同，可见雅比斯所求的，只是摆脱他母

亲留给他个人的「咒诅」而已！（非常抱歉，这个祷告与甚么灵性操练、委身事奉、福音遍

传、教会发展等等「伟大口号」全不着边！）至于「神就应允他所求的」的解释，我已经说

过，原文中并无「应允」一词，有的只是「领进」或「导入」，意思是你若是但求「自保」，

安全无事地过一生，上帝或会如你所愿，给你一个庸庸碌碌的人生。如此而已。 

 

不过，话要说回来，我们也不应该自命「神圣」，以至于不近人情。将心比心，好象雅比斯

那样，在痛苦绝望中祈求上帝「救命」，难道也是错的么？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祈祷」，但

也应有相当的同情和谅解。原来，雅比斯的祷告的错，正正在于他根本不是在「求」，结果

也就「救」不了他的「命」。我们且先来看一个标准、有力的最短的祷告应该是怎样的。 

 

二、符合祷告精神的「瞎子的祈祷」 
 

1、「短祷告」的典范 
 

太 20:29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30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

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31 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32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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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作甚么？」33 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

睛能看见！」34 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

稣。 

 

这段经文，讲述一个「祈求蒙应允」的故事，骤眼看，颇像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的遭遇很

痛苦，这两个瞎子的遭遇也很痛苦；雅比斯向耶和华祷告，提出请求，这两个瞎子也向主耶

稣祷告，提出请求；最后，耶和华似乎应允了雅比斯所求的，而主耶稣也应允了瞎子们所求

的。不过，细看之下，便知道两种祷告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2、「短祈祷」的结构 
 

我们回看太 20:29-34，发现瞎子们的祷告非常简单，其实就是这么一句：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关于「大卫的子孙」牵涉较特殊的犹太人背景，用以认定耶稣基督的弥赛亚身份，于此，我

只想概括讲论祷告及祷告中的神人关系，这方面就放轻一些，将这句祷告再简化缩短为： 

 

     主啊，可怜我！ 

 

按文法结构分析，就成了： 

 

     主（主词） + 可怜 （动词）+ 我（受词） 

 

我们发现，与「雅比斯的祷告」极不相同的，是瞎子们这个最简短的祷告，所在意的不是「求

甚么」，而是「求谁」和「谁在求」，换言之，就是主体重于客体。 

 

在瞎子的祷告中，「主啊」这个字眼告诉我们所求的是谁，是主；而「我」这个字眼告诉我

们在祈求的又是谁，是我。至于「可怜」这个词，则是扣连起主与我的关系的纽带，确认需

要可怜的是「我」，能怜恤我的是「主」。 

 

3、「短祈祷」的精神 
 

表面，瞎子所求的似乎是「能看见」，但他们没有一开始就求「能看见」，而是主耶稣主动

问他们，他们才回答的： 

 

32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作甚么？」33 他们说：「主啊，要我

们的眼睛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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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最根本「需要」是得着「主」的「可怜」。假若没有「主」的「可

怜」，他们求甚么也没用。他们意识到祷告的结果不是系于我求甚么或怎么求，而是「主」

是否「可怜」我们。结果，他们也真的「求」到了： 

 

     34 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他们的祈求，求到主的「动了慈心」。原来，关键不在「医眼」，而在「动心」，所以不必

向主唠唠叨叨你要求甚么，更不必「开清单」似的祈求，简单的祷告──主啊，可怜我──

反而最能使主动心。 

 

为甚么瞎子这种简单的祈祷最能使主动心，可怜我们，应允我们的祷告呢？答案好直接，就

是这两个祷告的人「够可怜」──某种「主观性的可怜」。 

 

故事中的瞎子，客观性的遭遇当然可怜，但能使主动心的，还是主观性的可怜。所谓主观性

的可怜有两方面的意思：1、是瞎子认定自己必需可怜。2、是基督认定瞎子们值得可怜。 

 

大家必定要搞清楚，不是每个到上帝面前「求」的人都能认定自己「必需可怜」。甚么是认

定自己的必需可怜呢？就是认定除了基督（或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怜悯之外，他自己决无生

路。我们看瞎子的祷告是怎么样的「锲而不舍」： 

 

太 20:30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31 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

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他们如此坚持不舍地祷告呼求，「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不是

由于甚么「信心操练」的原则或理论，而是出自他们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深度认知。那

些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因为这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人必须具备某种特

殊的「资格」，或在某种特定「场合」，才配与主耶稣讲话（或祷告），却不知道，祷告以

至于祷告蒙允的最决定性的「条件」，是人知道并且认定自己可怜──不能自救，必须完全

仰赖上帝无条件的可怜。 

 

雅比斯不可怜么？客观上，他没有做错甚么，一出世就落在母亲的「魔咒」里，本来很值得

同情，十分可怜。问题却在于在主观上，他没有真正认定自己是「可怜」的。请大家再比较

雅比斯与瞎子的祈祷： 

 

     雅比斯：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瞎 子：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人穷则呼天，未可厚非，雅比斯与瞎子都遇上难以负荷的痛苦，于是呼求上帝（基督）解救

他们脱离痛苦，都合于人情常理。不过，二者的祷告却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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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虽也有某个祈祷的目的（要眼睛能看见），但没有指明要主如何达到这目的；雅

比斯却不但列明目的（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连达到目的的方式和路线也向

上帝清楚列明（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这就好比一个「病人」指

示「医生」要如何医他一样。 

 

雅比斯这种这做法哪里是「祷告」？简直是在向上帝「训令」。一个真正明白、认定自己可

怜的人必定不会这样向上帝训令，他或会提出自己的想望，不过，却低下头来，默默等候上

帝「按衪的旨意」来施恩怜悯。这种最能感动上帝慈心的「内里谦卑」，瞎子们的最短的祷

告──主啊，可怜我──就完全做到了。 

 

所谓雅比斯的祷告，既没有认定自己是必须仰赖可怜的人，亦没有认定上帝是唯一能怜悯我

们的主，自始至终，都只着眼于所求的事物与如何应验之上，没有真正看到自己和上帝，更

没有借此建立起他与上帝的生命关系。这种「事件中心」和「目标导向」的所谓祷告，祈一

辈子也不能使人多亲近上帝一步，因为求得到，他就转而求下一个「目标」，求不到，他就

转而向另一个「上帝」（假神）求了。 

 

反之，瞎子的心灵并不是「目标导向」的。他们当然也希望「眼睛能看见」，但他们在意的

焦点却先是「主的怜悯」（呼叫「主啊，可怜我们」），然后是「怜悯的主」──得着医治

以后，令他们心里感动的，不仅是眼睛开了，而是眼前这位主耶稣基督，竟是这样的可怜和

在乎他们，于是，这两个瞎子不是「医好就走」，而是「追随基督」： 

 

     34 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好一个「就跟从了耶稣」──我们清楚看到，瞎子们的祷告，自始至终都带着浓厚的「主体

意识」，因此，他们蒙主应允赐下的，就不仅是得到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是得到「基督

的怜悯」，以至于「怜悯的基督」。 

 

结语：主祷文的精神──注意那个注意你的上帝 
 

原来，天父要我们祷告，为的只是得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得着天父自己。 

 

雅比斯的祷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说他母亲对他的论断与命名是对他的「咒诅」，那么

他对上帝的所谓祈祷就是「反咒诅」。不过，这个「反咒诅」的祈祷根本不可能使他脱离母

亲的阴影，弄巧成拙的是，反而使他更加念念不忘自己是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一生也无法

自拔。（这也是我反对那些教人过度注意自己的心理辅导方式的主要原因。） 

 

与雅比斯的祷告相反，以瞎子的祷告为典范的祈祷，却可以帮助我们先注意自己的彻底无能，

然后很快将目光移离自己，专注在上帝的大能与慈爱之上，于是心灵谦卑开放，终而能大大

领受上帝的恩典，以至得着上帝自己。「最短的祷告」而能够蒙允，奥秘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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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耶稣设立「主祷文」的精神亦正正在此¡¡ 引导、帮助我们注意那个注意我们的上

帝。（记住，天父一直都在注意我们，只是我们常常不注意衪！）主祷文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祷文的第一句，就呼唤我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天父身上，注

意衪的大能、恩义以及衪与我们的「父子关系」，而不是求甚么和怎么求。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祷

文的第二部份，呼唤我们全心在意上帝的事情，先求衪的国和衪的义。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

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祷文的第三部份，却不是叫我们将目光移离上帝，移到

自己身上，求完一样又一样。不是这样！所求的虽关系我们自己，但目光却始终不可

离开上帝──将今生来世的一切身心需用，都交付上帝的怜悯手上。 

 

可以这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等句，是帮助我们在「上帝的事情」上注视上帝，「我

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等句，是帮助我们连在「自己的事情」上也注视上帝。总之

是念念不忘「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祷告中，注意到自己的彻底可怜，无力自救，然后全心仰望唯一能可怜救助

我们的天父上帝，无论就「上帝的事」或「自己的事」，都完全专注在衪身上，

最后，藉此重新连结起上帝与我们的「父子关系」──这个就是「主祷文」的

真正精神和目的所在，与瞎子的祷告──主啊，可怜我──完全一致和吻合。 

 

希望大家都学会「活用」（不是重重复复啊！）这种「最短的祈祷」──主啊，

可怜我──认定自己的可怜，也认定天父的怜悯，好得着你从来意想不到，甚

至没想过可以「求」得到的美好福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