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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可以安慰的人 

──约 4:1-45 

I. 常识宗教──寻找可以安慰我的神 

弟兄姊妹，若要你分享一段最能安慰你的圣经，你会想起哪段？为甚么？ 

 

 

 

 

 

 

人类的「宗教常识」和「宗教感觉」，会引导我们在各种我们自己判断为苦难逆境的境

遇之中，去寻找一个「安慰我们的神」，希望这位「神明」会替我们消灾解难，或者最

起码，对我们讲一些「正面的」、「积极的」、「柔和的」安慰说话──就算「事实」上不

能安慰我们，起码也在「感觉」上安慰我们，安抚我们受创的心灵。 

 

不过，福音书启示的上帝──耶稣基督，却并不尽如人意。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

稣在撒玛利亚井旁遇见一个「改嫁五次」的「苦命妇人」，并最终使她的生命得到极大

的改变和释放。但奇怪的是，主耶稣对这个妇人，没有说过一句象样的「安慰话」，态

度并不怎么温和友善。主究竟怎样「安慰」这妇人，或有没有「安慰」这妇人呢？ 

 

II. 叫你的丈夫来──不「安慰」人的基督 

以下，我们将看到一个「苦命妇人」（我们一般称她为「撒码利亚妇人」）如何不断回避

进入「正题」，而主耶稣基督，又如何「咄咄逼人」，逼她进入「正题」？但是「咄咄逼

人」的语气态度，怎可能安慰别人的痛苦？怎可以安抚她受创的心灵呢？ 

 

我会先由第 5节开始讲解，最后，我会回头解说第 1至 4节里埋藏的伏笔与暗示。 

 

4:5于是（耶稣）到了撒马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

块地。6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7有一

个撒马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故事开始，是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路过撒玛利亚城的城郊，「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

旁」。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第 8 节），就只余下耶稣一人。这时，正是正午时分，烈日

当空，却有孤伶伶的一个妇人，从城里走到这偏远的城郊打水。主耶稣不知何故，「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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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寡女」，不避嫌疑地与这女人「搭讪」起来── 

 

4:7...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8（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9撒马利亚

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马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

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没有来往。 

 

对方有打水器具，自己又口渴，那么求杯水喝，似乎是个没甚么大不了，也合情合理的

要求。但这妇人却忽而顾左右而言他，拉扯到双方的「种族」和「身分」上面去，说主

耶稣不应该向一个「妇人」，并且是一个「撒马利亚亚妇」求水喝。原来，就当时的文

化和政治环境来看，这反应其实是一样合情合理的──第一、孤男寡女授受不亲，素不

相识的异性在公众地方搭讪，成何体统？第二、可能从主耶稣的口音装束，这妇人知道

他来自犹太，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没有来往」的，尤其是犹太人一向视

撒玛利亚人为种族上、宗教上的「杂种」，看不起他们，所以是不应该有求于对方的。 

 

从这些对答之中，我们看到这妇人很重视某些「成规」，看重各种「身分」（例如性别和

种族）的制约规范，不过，讽刺的是，下文告诉我们，她竟是个「巳经有五个丈夫，现

在有的并不是她的丈夫」的妇人，她这种「一嫁再嫁」并「做别人情妇」的行事，与她

表面重视「成规」，看重各种「身分」制约的表现，却刚刚背道而驰。她一方面很明白

各种严苛的「伦理规范」，却又不能自已地触犯这些规范，我们可以想象，她一定经常

陷在极严重的自我挣扎里面。事实上，我们看她在「正午」烈日当空，「一个人」孤伶

伶地来到这地方打水，就知道，她要刻意避开其它人对她的的鄙视目光。 

 

背负着充满苦罪的个人历史，她切切期待着安慰和接纳，但面对着一个「不友善」的世

界，触目所见的只是各种严苛的「伦理规范」，她早就判定，不可能会有人接纳她这种

妇人。于是，她唯有千方百计将自己隐藏起来，直到老、直到死。但是主的出现，与她

面对面，却为她彻底打破这个痛苦无奈的死局。怎么打破呢？ 

 

4:10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

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当这妇人强调彼此「身分」的差异的时候，主打蛇随棍上，进一步强调：「你若知道神

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言下之

意是：「不错，你和我的身分的确不同，但不同的重点，不是男女之别，也不是种族之

差，而是有个一个更根本的不同──你知道我是谁吗？」一下子，主耶稣将话题焦点一

再转换，由「水」转到「一般的身分」（男女种族），再转到「特殊的身分」（你知我是

谁吗？）换言之，是主意图转移这妇人看事物的焦点，由外界事物（水）到「自己」再

到「主」（就是上帝）本身之上。我们看这妇人如何应对这个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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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12我们的祖

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

吗？」 

 

这妇人并没有一下子明白「主是谁」，她仍是围绕着「水」来探究对方的身分，从技术

及历史层次，反问耶稣究竟是谁。技术上，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

活水呢？」历史上，「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

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我们看到，这妇人的心思，仍被众多的「成规」和「传

统」所限制，无法从更高的层次了解「主是谁」。于是，主再进一步说── 

 

4:13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14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

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主看见这个妇人仍然离不开「一般的水」这思路，便特意强调「永生的水」（非一般的

水），亦间接突显祂自己非比「一般」的身分。可惜，这妇人能掌握到的「非一般」，原

来只是「一般」的强化版本而已，就是一种字面上喝一次就不再渴的物质的水── 

 

4:15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至此，我们看到双方对话，但仍是各说各的，言不及义。这位「不安慰人」的主，眼前

的是一位苦命妇人，但至今，祂仍没有说过一句稍为直接的「安慰话」，仍在「水前水

后」东拉西扯。总之，妇人在左闪右避，主耶稣在东拉西扯，话题焦点一转再转，最后

突然又转一次，且转到离天万丈，却又终于触到这妇人的「一生最痛」── 

 

4:16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这究竟是进一步「离题」？还是真正开始「入题」？ 

 

III.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祂──真正「安慰」人的基督 

对于这样的一个「苦命人」，「有五个丈夫」是她的一生中的「最痛」，也是她的一生「忌

讳」，正是「磞口人忌磞口碗」，无论怎么说，「去叫你丈夫来」这些话，是万万说不得

的，更遑论用来「安慰」当事人！任何人被挖到这些「最痛」，都一定矢口否认── 

 

4:17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当然，不是「没有」，而是「不要提了」。可恨是这位「不安慰人」的主耶稣，仍然不知

分寸，还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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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18 你巳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

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有五个丈夫，即有五次失婚「经验」，已经够伤了，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等说话的讽刺意味，就更加伤人，叫人难堪，无地自容，难怪这妇人马

上转换话题── 

 

4:19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20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妇人言下之意，是不要说「我」了，倒不如说说「你」（你是先知吗？）或者其它相关

的「事」（应在哪里敬拜神呢？）吧！终于「入题」了，但这妇人却刻意回避，但主耶

稣却不容她有逃避的余地── 

 

4:21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

路撒冷。22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

太人出来的。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2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主耶稣表示，上帝要她用「真实的自己」来敬拜上帝，倒过来说，亦暗示她一直隐藏自

己，不但拒绝与人，也拒绝与上帝真实相交。──此刻，这妇人隐约感应到，眼前的这

耶稣基督，不单只知道她已有五个丈夫的「事实」，更知道她为此而遗憾、挣扎、羞耻

的痛苦「心灵」，超过「一般先知」所能知道的，于是── 

 

4:25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

都告诉我们。」 

 

她感到主知道很多，连她的「心」也知道，她心想「这是谁呢？会否就是弥赛亚呢？」

而主耶稣的回答是惊天动地的── 

 

4:26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妇人因着这个惊天动地的「主体相遇」（人与上帝的真实相遇），而不是空洞的「安慰

说话」，她的生命得到根本改变（详见下文），没有这主体相遇的，当然大感希奇── 

 

4:27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甚么？」

或说：「你为甚么和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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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的反应，一如最初妇人的反应，受制于各种「传统」与「规范」，觉得主耶稣不应

该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只是也受制于「师徒名分」，而不敢多问。但这个与

主耶稣真实相遇的妇人，却忽然好象忘记了这些成规，甚至忘了一切── 

 

28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29「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

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这个苦命妇人，竟然忽然忘记了「打水」（留下水罐子），忘记了「逃避众人」（往城里

去，对众人说），更忘记了她曾为此遗憾、挣扎、羞耻一半生的「痛史」（有一个人将我

素来所行的¡ 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了）。可以说，她浑然忘我，只因为遇见了基督（莫

非这就是基督吗？）。这个惊人的改变，使城里的众人都大大希奇，于是── 

 

30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主耶稣没有对这妇人讲过一句「正面的」、「积极的」、「柔和的」安慰说话，例如： 

 

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人生不如意事确十常八九！ 

人生的苦乐不一定由婚姻决定，独身也可以很幸福呀！ 

别人的眼光不用太介意，总之上帝爱你嘛！¡  

 

主挖了她「改嫁五次，做人情妇」的疮疤，却没有为此安慰过她一句话，奇怪的是，这

个妇人却突破了她「自我封锁」的生命困境，究竟，主是怎样「安慰」这妇人呢？ 

 

IV. 只此两句，安慰无穷 

今天，坊间的心理学、辅导学与通俗的所谓「基督教」，讲一大堆说话，却不能真真正

正地安慰人。我们的主，却只消两句关键的说话，不但能安慰故事中的妇人，也足以安

慰一切的人。这两句话分别是── 

 

4:16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4:26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第一句「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意思是，「做回你自己」。许多时候，我们的安慰

话不过是教人自欺人，明明「痛」，却叫自己相信自己「并不痛」，明明「有事」，却说

其实不算一回「事」。这苦命妇人逃避别人（正午独自来打水），甚至逃避自己（说我没

有丈夫），为的，正是要「自我安慰」，用自欺的方式，去忘记自己其实不可能忘记的痛

史。主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真意是「不要自欺了，你怎么放得下、忘

得了？──做回你自己吧，你要¡心灵诚实¡面对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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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人要得着真正的安慰，首先，她要诚实面对自己，「巳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

并不是自己的丈夫」是她的真相，逃避真相，只能自欺，不会得着安慰。 

 

但面对着各种严苛的「传统」和「规范」，这妇人怎能面对别人，面对自己？其实，她

彻法避免见别人，因为她判定别人亦不想见她。她心想：「像我这种妇人，连自己也看

不起自己，别人怎可能接纳我呢？」她更加推论判定，上帝就必更、更、更加不可能接

纳、亲近她这种又苦命、又有罪的妇人，「逻辑」是十分简单的── 

 

若上帝爱我，我怎会这样苦命，一再婚姻失败？ 

我一婚再婚，又作人情妇，连世俗伦理都不容，上帝怎会爱我？ 

 

人在「苦」里判定上帝已经离开我，人在「罪」里判定上帝一定不会爱我。于是，她的

所谓信仰、敬拜，亦只能「载着假面」，以各种虚有其表的形式来敬拜，事实上，她从

来不肯与上帝「埋身」，亦不相信上帝会与她这种人「埋身」。今天一样，许多人「返教

会」返了一辈子，也可能从未有与上帝真正亲近过。 

 

分析到这里，如果，大家明白、体会这妇人的「心灵状况」，我们就会明白，她真正需

要的安慰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感觉」，或一堆轻飘飘的所谓安慰「说话」，而

主以下的这句说话，为甚么能彻底改变这妇人── 

 

4:26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是哪一个「他」？就是弥赛亚、基督、救主──上帝的全权代表。 

 

原来，一切社会、伦理、宗教的「成规」都告诉这妇人：「你是没希望的！

上帝不会爱你！」但主耶稣临在她跟前的「事实」却告诉她：「你是有希望

的！上帝仍然爱你！」「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不是一句只在情绪上、感

觉上安慰「说话」，反映的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安慰人的「事实」： 
 

你是苦命么？是！（你先不要自欺）你是有罪么？也是！（你也不能自

欺）但上帝仍然爱你！证据？我就是！──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不用虚假粉饰的说话来安慰人的主，却用「事实」来安慰一切陷于苦罪之

中的心灵。事实上，真正的基督信仰，最能安慰一切心灵的，都是建基于

这两个「事实」之上：主耶稣的十架受难与祂的荣耀归来。只有上帝亲自

临在的「爱的事实」可以安慰我们，基督钉十字架与荣耀归来，就是两次

决定性的「临在事实」，可以永远安慰一切苦罪心灵。这就是基督教──基

督教以事实安慰人，不是以感觉安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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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基督真理──寻找可以安慰的人 

我说过，通俗宗教教我们「寻找可以安慰我们的神」，但基督真理却告诉我们，真相是

「上帝寻找可以安慰的人」。这个「主耶稣与撒玛利亚井旁妇人谈道」的故事，基督教

圈子一直津津乐道，视为「独立」的传道故事。我们却忽略经文的上文下理，没有看出

这故事其实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反讽意味」──就是人本着他们的「宗教感觉」或「宗

教常识」，常常以为是「我们去寻找可以安慰我们的神」，但基督真理的事实却告诉我们，

是「上帝（基督）四出奔波为要寻找可以安慰（可以被祂安慰）的人」。不信？请回头

与我一起再看这章的开首几节── 

 

4:1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2（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

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3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主为何「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单看这三节经文有点费解，若参看以下两节，就

清楚得多了── 

 

4:43 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44 因为耶稣自己作过见证说：

「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 

 

第 43 节中的「那地方」按上文好象指「撒玛利亚」，但小心下一节的「先知在本地是没

有人尊敬的」中的「本地」却不是指「撒玛利亚」，而是指「犹太」，因为回看 4:3「他

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原因是犹太地（即耶路撒冷一带）的「法利赛人听见他

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就生出了妒忌之心。主为暂时避锋头，就离开本地（犹

太，也指先知应该供职的地方），往比较偏远的加利利去。结果，那里的人果然更肯接

受耶稣基督── 

 

4:45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

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撒路撒冷这个所谓「圣城」，那里的人，尤其是那群所谓「宗教领袖」，却是最不能接受

耶稣基督的，结果主返而要长途跋涉去到「外省」的加利利传道，而那边的人反肯「接

待他」，不是很讽刺么？再看约 4:4，就更有讽刺意味了── 

 

4:4必须经过撒马利亚¡  

 

甚么是「必须经过」呢？我们要倒过来想，原来，地理上，由犹太往加利利，途经撒玛

利亚是最直接快捷的，但基于历史原因，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世代成仇（犹太人歧视他

们为「杂种」），故此，犹太人往加利利，宁走曲折，绕道约旦河东迂回北上。明白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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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恩仇，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必须经过」是饶有深意的。那就是主耶稣「故意」打破

成规（与妇人的想法相反），抗拒犹太人歧视外族的偏见，非常特意地「经过」撒玛利

亚，要将福音传给犹太人轻视的异族。结果是非常的好── 

 

4:39 那城里有好些撒马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

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40 于是撒马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41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42 便对妇人说：「现在

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圣经描述主在撒玛利亚大受欢迎，其实也是一个「侧笔」，呼应「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

尊敬的」的说话。 

 

够讽刺吗？耶路撒冷──所谓宗教圣地，法利赛人──所谓宗教领袖，竟然是最不肯接

待基督，接受基督恩典的地与人，而加利利──偏远的村镇，撒玛利亚──被犹人太歧

视的异族的聚居地，基督的教训和恩典，反而在那里广受欢迎。 

 

原来，自古至今，上帝都预备好向人施恩，给我们事实上的安慰和拯救，可惜，并没有

多少人预备好接受祂的恩典、祂的安慰和拯救。仁慈的天父，千百年来，都在等待、寻

找「可以安慰的人」──就是那些「预备」好自己接受安慰的人。明白这真相，我们看

同一段经文的这几句话，必有极不相同的领会── 

 

4:35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巳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前后文都提说「主离开犹太」，因为那里的「庄稼未熟，未可以收割」，但祂却远道往加

利利去，又故意经过撒玛利亚，因为这些地方的「庄稼巳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们

已经是预备好接受安慰的人，可以向他们传述上帝爱人的福音了。 

 

VI. 谁是已预备好接受安慰的人 

究竟，谁是「已预备好接受安慰的人」呢？约翰福音第四章重点描述的这个「撒玛利亚

妇人」，就是一个「巳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的经典范例。她是怎样的典范？ 

 

1. 她已经饱受苦罪的痛苦煎熬；（俗语说：她受够了！） 

2. 她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甚至对虚假的宗教都全然绝望；（她已经不相信

这一切可以安慰她。） 

3. 她唯一的期待，就是上帝以祂的亲自临在来安慰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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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个人的苦罪经历不太深，但能够怀着深厚的同情心感应别人的苦罪，你也能满足条

件１（用心想想这几天国内地震的灾民，你能不动心么？）；若你不自欺，亦不受骗于

虚假、伪善、表面、肤浅的宗教或伦理，而苦苦寻找与上帝、与基督的真正相遇，你就

能满足条件２。有了１与２，其实３就已在其中了──你必天天切慕、等待耶稣基督的

临在，等待这个真正能安慰你的事实。放心，新旧约圣经都应许我们── 

 

耶 29:13 （耶和华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路 11:9 （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

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仁慈的天父，千万年来，都寻找、等待「可以安慰的人」，我们见主耶稣长

途跋涉，四出奔波，去到加利利，去到撒玛利亚，甚至千方百计与这个井

旁妇人谈话，为的，都是要寻找、得着这些「可以安慰的人」。 
 

弟兄姊妹，祂可能已经寻找、等待你很久很久了，所差的，就只是你是不

是一个「可以安慰的人」？你「预备」好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