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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可以安慰的人 

──約 4:1-45 

I. 常識宗教──尋找可以安慰我的神 

弟兄姊妹，若要你分享一段最能安慰你的聖經，你會想起哪段？為甚麼？ 

 

 

 

 

 

 

人類的「宗教常識」和「宗教感覺」，會引導我們在各種我們自己判斷為苦難逆境的境

遇之中，去尋找一個「安慰我們的神」，希望這位「神明」會替我們消災解難，或者最

起碼，對我們講一些「正面的」、「積極的」、「柔和的」安慰說話──就算「事實」上不

能安慰我們，起碼也在「感覺」上安慰我們，安撫我們受創的心靈。 

 

不過，福音書啟示的上帝──耶穌基督，卻並不盡如人意。根據約翰福音第四章，主耶

穌在撒瑪利亞井旁遇見一個「改嫁五次」的「苦命婦人」，並最終使她的生命得到極大

的改變和釋放。但奇怪的是，主耶穌對這個婦人，沒有說過一句像樣的「安慰話」，態

度並不怎麼溫和友善。主究竟怎樣「安慰」這婦人，或有沒有「安慰」這婦人呢？ 

 

II. 叫你的丈夫來──不「安慰」人的基督 

以下，我們將看到一個「苦命婦人」（我們一般稱她為「撒碼利亞婦人」）如何不斷迴避

進入「正題」，而主耶穌基督，又如何「咄咄逼人」，逼她進入「正題」？但是「咄咄逼

人」的語氣態度，怎可能安慰別人的痛苦？怎可以安撫她受創的心靈呢？ 

 

我會先由第 5節開始講解，最後，我會回頭解說第 1至 4節裡埋藏的伏筆與暗示。 

 

4:5於是（耶穌）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

塊地。6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7有一

個撒馬利亞的婦人來打水。... 

 

故事開始，是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路過撒瑪利亞城的城郊，「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

旁」。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第 8 節），就只餘下耶穌一人。這時，正是正午時分，烈日

當空，卻有孤伶伶的一個婦人，從城裡走到這偏遠的城郊打水。主耶穌不知何故，「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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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寡女」，不避嫌疑地與這女人「搭訕」起來── 

 

4:7...耶穌對她說：「請你給我水喝。」8（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9撒馬利

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馬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

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沒有來往。 

 

對方有打水器具，自己又口渴，那麼求杯水喝，似乎是個沒甚麼大不了，也合情合理的

要求。但這婦人卻忽而顧左右而言他，拉扯到雙方的「種族」和「身分」上面去，說主

耶穌不應該向一個「婦人」，並且是一個「撒馬利亞亞婦」求水喝。原來，就當時的文

化和政治環境來看，這反應其實是一樣合情合理的──第一、孤男寡女授受不親，素不

相識的異性在公眾地方搭訕，成何體統？第二、可能從主耶穌的口音裝束，這婦人知道

他來自猶太，是猶太人，而「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沒有來往」的，尤其是猶太人一向視

撒瑪利亞人為種族上、宗教上的「雜種」，看不起他們，所以是不應該有求於對方的。 

 

從這些對答之中，我們看到這婦人很重視某些「成規」，看重各種「身分」（例如性別和

種族）的制約規範，不過，諷刺的是，下文告訴我們，她竟是個「巳經有五個丈夫，現

在有的並不是她的丈夫」的婦人，她這種「一嫁再嫁」並「做別人情婦」的行事，與她

表面重視「成規」，看重各種「身分」制約的表現，卻剛剛背道而馳。她一方面很明白

各種嚴苛的「倫理規範」，卻又不能自已地觸犯這些規範，我們可以想像，她一定經常

陷在極嚴重的自我掙扎裡面。事實上，我們看她在「正午」烈日當空，「一個人」孤伶

伶地來到這地方打水，就知道，她要刻意避開其他人對她的的鄙視目光。 

 

背負著充滿苦罪的個人歷史，她切切期待著安慰和接納，但面對著一個「不友善」的世

界，觸目所見的只是各種嚴苛的「倫理規範」，她早就判定，不可能會有人接納她這種

婦人。於是，她唯有千方百計將自己隱藏起來，直到老、直到死。但是主的出現，與她

面對面，卻為她徹底打破這個痛苦無奈的死局。怎麼打破呢？ 

 

4:10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

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當這婦人強調彼此「身分」的差異的時候，主打蛇隨棍上，進一步強調：「你若知道神

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言下之

意是：「不錯，你和我的身分的確不同，但不同的重點，不是男女之別，也不是種族之

差，而是有個一個更根本的不同──你知道我是誰嗎？」一下子，主耶穌將話題焦點一

再轉換，由「水」轉到「一般的身分」（男女種族），再轉到「特殊的身分」（你知我是

誰嗎？）換言之，是主意圖轉移這婦人看事物的焦點，由外界事物（水）到「自己」再

到「主」（就是上帝）本身之上。我們看這婦人如何應對這個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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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裏得活水呢？12我們的祖

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

嗎？」 

 

這婦人並沒有一下子明白「主是誰」，她仍是圍繞著「水」來探究對方的身分，從技術

及歷史層次，反問耶穌究竟是誰。技術上，你「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裏得

活水呢？」歷史上，「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

井裏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我們看到，這婦人的心思，仍被眾多的「成規」和「傳

統」所限制，無法從更高的層次了解「主是誰」。於是，主再進一步說── 

 

4:13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14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

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主看見這個婦人仍然離不開「一般的水」這思路，便特意強調「永生的水」（非一般的

水），亦間接突顯祂自己非比「一般」的身分。可惜，這婦人能掌握到的「非一般」，原

來只是「一般」的強化版本而已，就是一種字面上喝一次就不再渴的物質的水── 

 

4:15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至此，我們看到雙方對話，但仍是各說各的，言不及義。這位「不安慰人」的主，眼前

的是一位苦命婦人，但至今，祂仍沒有說過一句稍為直接的「安慰話」，仍在「水前水

後」東拉西扯。總之，婦人在左閃右避，主耶穌在東拉西扯，話題焦點一轉再轉，最後

突然又轉一次，且轉到離天萬丈，卻又終於觸到這婦人的「一生最痛」── 

 

4:16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 

 

這究竟是進一步「離題」？還是真正開始「入題」？ 

 

III. 這和你說話的就是祂──真正「安慰」人的基督 

對於這樣的一個「苦命人」，「有五個丈夫」是她的一生中的「最痛」，也是她的一生「忌

諱」，正是「磞口人忌磞口碗」，無論怎麼說，「去叫你丈夫來」這些話，是萬萬說不得

的，更遑論用來「安慰」當事人！任何人被挖到這些「最痛」，都一定矢口否認── 

 

4:17婦人說：「我沒有丈夫。」 

 

當然，不是「沒有」，而是「不要提了」。可恨是這位「不安慰人」的主耶穌，仍然不知

分寸，還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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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18 你巳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

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 

 

有五個丈夫，即有五次失婚「經驗」，已經夠傷了，而「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

你這話是真的」等說話的諷刺意味，就更加傷人，叫人難堪，無地自容，難怪這婦人馬

上轉換話題── 

 

4:19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20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

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婦人言下之意，是不要說「我」了，倒不如說說「你」（你是先知嗎？）或者其他相關

的「事」（應在哪裡敬拜神呢？）吧！終於「入題」了，但這婦人卻刻意迴避，但主耶

穌卻不容她有逃避的餘地── 

 

4:21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

路撒冷。22 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

太人出來的。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24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主耶穌表示，上帝要她用「真實的自己」來敬拜上帝，倒過來說，亦暗示她一直隱藏自

己，不但拒絕與人，也拒絕與上帝真實相交。──此刻，這婦人隱約感應到，眼前的這

耶穌基督，不單只知道她已有五個丈夫的「事實」，更知道她為此而遺憾、掙扎、羞恥

的痛苦「心靈」，超過「一般先知」所能知道的，於是── 

 

4:25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

都告訴我們。」 

 

她感到主知道很多，連她的「心」也知道，她心想「這是誰呢？會否就是彌賽亞呢？」

而主耶穌的回答是驚天動地的── 

 

4:26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這婦人因著這個驚天動地的「主體相遇」（人與上帝的真實相遇），而不是空洞的「安慰

說話」，她的生命得到根本改變（詳見下文），沒有這主體相遇的，當然大感希奇── 

 

4:27當下門徒回來，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只是沒有人說：「你是要甚麼？」

或說：「你為甚麼和她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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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反應，一如最初婦人的反應，受制於各種「傳統」與「規範」，覺得主耶穌不應

該與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談話，只是也受制於「師徒名分」，而不敢多問。但這個與

主耶穌真實相遇的婦人，卻忽然好像忘記了這些成規，甚至忘了一切── 

 

28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29「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

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了，莫非這就是基督嗎？」 

 

這個苦命婦人，竟然忽然忘記了「打水」（留下水罐子），忘記了「逃避眾人」（往城裏

去，對眾人說），更忘記了她曾為此遺憾、掙扎、羞恥一半生的「痛史」（有一個人將我

素來所行的¡ 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了）。可以說，她渾然忘我，只因為遇見了基督（莫

非這就是基督嗎？）。這個驚人的改變，使城裡的眾人都大大希奇，於是── 

 

30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裏去。 

 

主耶穌沒有對這婦人講過一句「正面的」、「積極的」、「柔和的」安慰說話，例如： 

 

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人生不如意事確十常八九！ 

人生的苦樂不一定由婚姻決定，獨身也可以很幸福呀！ 

別人的眼光不用太介意，總之上帝愛你嘛！¡  

 

主挖了她「改嫁五次，做人情婦」的瘡疤，卻沒有為此安慰過她一句話，奇怪的是，這

個婦人卻突破了她「自我封鎖」的生命困境，究竟，主是怎樣「安慰」這婦人呢？ 

 

IV. 只此兩句，安慰無窮 

今天，坊間的心理學、輔導學與通俗的所謂「基督教」，講一大堆說話，卻不能真真正

正地安慰人。我們的主，卻只消兩句關鍵的說話，不但能安慰故事中的婦人，也足以安

慰一切的人。這兩句話分別是── 

 

4:16 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 

4:26 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第一句「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意思是，「做回你自己」。許多時候，我們的安慰

話不過是教人自欺人，明明「痛」，卻叫自己相信自己「並不痛」，明明「有事」，卻說

其實不算一回「事」。這苦命婦人逃避別人（正午獨自來打水），甚至逃避自己（說我沒

有丈夫），為的，正是要「自我安慰」，用自欺的方式，去忘記自己其實不可能忘記的痛

史。主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真意是「不要自欺了，你怎麼放得下、忘

得了？──做回你自己吧，你要¡心靈誠實¡面對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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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人要得著真正的安慰，首先，她要誠實面對自己，「巳經有五個丈夫，現在有的

並不是自己的丈夫」是她的真相，逃避真相，只能自欺，不會得著安慰。 

 

但面對著各種嚴苛的「傳統」和「規範」，這婦人怎能面對別人，面對自己？其實，她

徹法避免見別人，因為她判定別人亦不想見她。她心想：「像我這種婦人，連自己也看

不起自己，別人怎可能接納我呢？」她更加推論判定，上帝就必更、更、更加不可能接

納、親近她這種又苦命、又有罪的婦人，「邏輯」是十分簡單的── 

 

若上帝愛我，我怎會這樣苦命，一再婚姻失敗？ 

我一婚再婚，又作人情婦，連世俗倫理都不容，上帝怎會愛我？ 

 

人在「苦」裡判定上帝已經離開我，人在「罪」裡判定上帝一定不會愛我。於是，她的

所謂信仰、敬拜，亦只能「載著假面」，以各種虛有其表的形式來敬拜，事實上，她從

來不肯與上帝「埋身」，亦不相信上帝會與她這種人「埋身」。今天一樣，許多人「返教

會」返了一輩子，也可能從未有與上帝真正親近過。 

 

分析到這裡，如果，大家明白、體會這婦人的「心靈狀況」，我們就會明白，她真正需

要的安慰是一個「事實」，而不是一個「感覺」，或一堆輕飄飄的所謂安慰「說話」，而

主以下的這句說話，為甚麼能徹底改變這婦人── 

 

4:26 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是哪一個「他」？就是彌賽亞、基督、救主──上帝的全權代表。 

 

原來，一切社會、倫理、宗教的「成規」都告訴這婦人：「你是沒希望的！

上帝不會愛你！」但主耶穌臨在她跟前的「事實」卻告訴她：「你是有希望

的！上帝仍然愛你！」「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這不是一句只在情緒上、

感覺上安慰「說話」，反映的卻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安慰人的「事實」： 
 

你是苦命麼？是！（你先不要自欺）你是有罪麼？也是！（你也不能

自欺）但上帝仍然愛你！證據？我就是！──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不用虛假粉飾的說話來安慰人的主，卻用「事實」來安慰一切陷於苦罪之

中的心靈。事實上，真正的基督信仰，最能安慰一切心靈的，都是建基於

這兩個「事實」之上：主耶穌的十架受難與祂的榮耀歸來。只有上帝親自

臨在的「愛的事實」可以安慰我們，基督釘十字架與榮耀歸來，就是兩次

決定性的「臨在事實」，可以永遠安慰一切苦罪心靈。這就是基督教──基

督教以事實安慰人，不是以感覺安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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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基督真理──尋找可以安慰的人 

我說過，通俗宗教教我們「尋找可以安慰我們的神」，但基督真理卻告訴我們，真相是

「上帝尋找可以安慰的人」。這個「主耶穌與撒瑪利亞井旁婦人談道」的故事，基督教

圈子一直津津樂道，視為「獨立」的傳道故事。我們卻忽略經文的上文下理，沒有看出

這故事其實隱藏著極為深刻的「反諷意味」──就是人本著他們的「宗教感覺」或「宗

教常識」，常常以為是「我們去尋找可以安慰我們的神」，但基督真理的事實卻告訴我們，

是「上帝（基督）四出奔波為要尋找可以安慰（可以被祂安慰）的人」。不信？請回頭

與我一起再看這章的開首幾節── 

 

4:1 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2（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

洗，乃是他的門徒施洗，）3他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 

 

主為何「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單看這三節經文有點費解，若參看以下兩節，就

清楚得多了── 

 

4:43 過了那兩天，耶穌離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44 因為耶穌自己作過見證說：

「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尊敬的。」 

 

第 43 節中的「那地方」按上文好像指「撒瑪利亞」，但小心下一節的「先知在本地是沒

有人尊敬的」中的「本地」卻不是指「撒瑪利亞」，而是指「猶太」，因為回看 4:3「他

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原因是猶太地（即耶路撒冷一帶）的「法利賽人聽見他

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就生出了妒忌之心。主為暫時避鋒頭，就離開本地（猶

太，也指先知應該供職的地方），往比較偏遠的加利利去。結果，那裡的人果然更肯接

受耶穌基督── 

 

4:45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見他在耶路撒冷過節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

因為他們也是上去過節。 

 

撒路撒冷這個所謂「聖城」，那裡的人，尤其是那群所謂「宗教領袖」，卻是最不能接受

耶穌基督的，結果主返而要長途跋涉去到「外省」的加利利傳道，而那邊的人反肯「接

待他」，不是很諷刺麼？再看約 4:4，就更有諷刺意味了── 

 

4:4必須經過撒馬利亞¡  

 

甚麼是「必須經過」呢？我們要倒過來想，原來，地理上，由猶太往加利利，途經撒瑪

利亞是最直接快捷的，但基於歷史原因，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世代成仇（猶太人歧視他

們為「雜種」），故此，猶太人往加利利，寧走曲折，繞道約旦河東迂迴北上。明白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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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恩仇，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必須經過」是饒有深意的。那就是主耶穌「故意」打破

成規（與婦人的想法相反），抗拒猶太人歧視外族的偏見，非常特意地「經過」撒瑪利

亞，要將福音傳給猶太人輕視的異族。結果是非常的好── 

 

4:39 那城裏有好些撒馬利亞人信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他將我素來所行

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40 於是撒馬利亞人來見耶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

他便在那裏住了兩天。41 因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42 便對婦人說：「現在

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聖經描述主在撒瑪利亞大受歡迎，其實也是一個「側筆」，呼應「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

尊敬的」的說話。 

 

夠諷刺嗎？耶路撒冷──所謂宗教聖地，法利賽人──所謂宗教領袖，竟然是最不肯接

待基督，接受基督恩典的地與人，而加利利──偏遠的村鎮，撒瑪利亞──被猶人太歧

視的異族的聚居地，基督的教訓和恩典，反而在那裡廣受歡迎。 

 

原來，自古至今，上帝都預備好向人施恩，給我們事實上的安慰和拯救，可惜，並沒有

多少人預備好接受祂的恩典、祂的安慰和拯救。仁慈的天父，千百年來，都在等待、尋

找「可以安慰的人」──就是那些「預備」好自己接受安慰的人。明白這真相，我們看

同一段經文的這幾句話，必有極不相同的領會── 

 

4:35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巳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前後文都提說「主離開猶太」，因為那裡的「莊稼未熟，未可以收割」，但祂卻遠道往加

利利去，又故意經過撒瑪利亞，因為這些地方的「莊稼巳經熟了，可以收割了」，他們

已經是預備好接受安慰的人，可以向他們傳述上帝愛人的福音了。 

 

VI. 誰是已預備好接受安慰的人 

究竟，誰是「已預備好接受安慰的人」呢？約翰福音第四章重點描述的這個「撒瑪利亞

婦人」，就是一個「巳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的經典範例。她是怎樣的典範？ 

 

1. 她已經飽受苦罪的痛苦煎熬；（俗語說：她受夠了！） 

2. 她對自己、對別人、對世界、甚至對虛假的宗教都全然絕望；（她已經不相信

這一切可以安慰她。） 

3. 她唯一的期待，就是上帝以祂的親自臨在來安慰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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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個人的苦罪經歷不太深，但能夠懷著深厚的同情心感應別人的苦罪，你也能滿足條

件１（用心想想這幾天國內地震的災民，你能不動心麼？）；若你不自欺，亦不受騙於

虛假、偽善、表面、膚淺的宗教或倫理，而苦苦尋找與上帝、與基督的真正相遇，你就

能滿足條件２。有了１與２，其實３就已在其中了──你必天天切慕、等待耶穌基督的

臨在，等待這個真正能安慰你的事實。放心，新舊約聖經都應許我們── 

 

耶 29:13 （耶和華說）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路 11:9 （主耶穌說）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

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仁慈的天父，千萬年來，都尋找、等待「可以安慰的人」，我們見主耶穌長

途跋涉，四出奔波，去到加利利，去到撒瑪利亞，甚至千方百計與這個井

旁婦人談話，為的，都是要尋找、得著這些「可以安慰的人」。 
 

弟兄姊妹，祂可能已經尋找、等待你很久很久了，所差的，就只是你是不

是一個「可以安慰的人」？你「預備」好了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