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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见 更 是 朋 友 
 

──约翰福章第十六章 

引言、圣经不是「通胜」 
 

我曾经在许多地方说过，解经不是「查字典」，意思是叫大家不要撇下经文本身，却去迷头

迷脑查甚么字典，譬如「圣经原文字典」、「圣经背景辞典」或「犹太文明辞典」等，然后

将查回来的字典解释强行套在经文之上，到头来，就在有意无间使得「字典」变成了真正的

信仰权威，反而把圣经独一无二和凌驾性的权威打压下去。 

 

不过，再后来，我却发现许多人的问题不是过分依赖「查字典」的方法来解经，而是他们的

读经和解经行为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查字典」的心态，常常拿圣经来做「字典」，希望

从中「查」到他们心中的各种疑难的「现成答案」以至具细无遗的「指引」。换言之，他们

实质上把圣经读成某种「通胜」，将圣经当做一本专事教人「趋吉避凶」的天书。 

 

    
 

以这种「读经态度」读经的人表面上好象非常「重视」圣经，甚至咬文嚼字地执着里面的片

言只语，但是，他们真正甚至唯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吉凶」，圣经只不过是他们用

以「趋吉避凶」的一种手段而已。事实上，这类人将圣经本身就当做「字典」的做法，其低

贬圣经权威的程度，与用「字典」来打压圣经的人干出来的，并无本质上的分别。 

 

人无论是用「字典解经法」来解经，或直接就把圣经读成「字典」（通胜），实质上都是架

空和无视上帝透过圣经作者表达给我们知道的真正关怀。即是，他们只是带着自己的关怀来

读经解经，然后将圣经压缩、扭曲、稀释来「附和」自己的关怀，满足自己的旨意、期待和

计划，却不是从圣经中发现上帝的关怀，进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去「靠拢」上帝的旨意、期待

和计划，到头来，读一辈子都不会读出些甚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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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基督徒口口声声说读圣经是为了「寻找上帝的旨意」，骨子里却不过是想找一条「趋吉

避凶」万无一失的「秘密信道」而已，因为他们总是按人类的「宗教常识」，假设上帝既然

是无所不知的，就推论祂一定是最「识路」的，而「识路」云云，自然是指祂最懂得那条是

最「平安大吉」的所谓「正路」，故此所谓「寻找上帝的旨意」，根本就完全等于「寻找一

条平安大吉的路」。如此一来，读圣经与读通胜自然就大同小异了。 

 

弟兄姊妹，请彻底丢下这些「宗教常识」，回到圣经，回到约翰福音，回到主离门我们前给

我们的「遗嘱」，我们就一定可以发现，圣经不但不是「宗教常识」，更是极端地打倒了绝

大多数的宗教常识，指出一条完全另类的「路」。不错，我们的上帝是「识路」的，主耶稣

更清楚指出「我就是道路」，但这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却不是任何宗教常识可以类推出

来的。自限于你自己的关怀，以查字典甚至读通胜求「趋吉避凶」的心态来读经解经，肯定

是一辈子都不能「读」出这条「路」，因为它是一条必需「先死而后生」之路，即是说，你

要「趋吉（得到最后的祝福平安）」，却必需先去「就凶（接近暂时的苦难危险）」，这是

人类的宗教常识永远无法想象出来的。 

 

今天，我要讲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也是主耶稣的「遗嘱」的第三部分。这部分的重心

信息，正是要指明这条必需「先死而后生」的永生之路到底是一条怎样的路。与之同时，本

章亦进一步指明了上一章提到的主耶稣又要离开我们，又要我们与他保持连结的这个「矛盾」

和「张力」的关键所在。 

 

一、关于「这些事」与「我们的罪」 

 

为方便大家理解，我请大家先「大而化之」，明白在这一章里头，主耶稣噜噜苏苏，讲来讲

去其实都离不开这个中心信息：「不用多久，我就会离开你们，你们就要暂时受苦，但又不

用多久，我就会再回来，你们就可以永远得福。」抓紧这条信息主线，大而化之，其实以下

的经文是几乎统统「不解自明」的。 

 

1「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2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

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上帝。3 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

我。4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 

 

首先，主耶稣提到的「这些事」肯定不是「好东西」，下一句说「不至于跌到」，正正从侧

面反映「这些事」一定是很可以叫门徒「跌倒」的事，否则祂就不会这样说了。究竟是甚么

事呢？自然就是上文讲到的「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和下文提到的「人要把你们

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上帝」那些事了。 

 

大家当心，不要随口乱解以致丧失经文的精髓。留意这些会叫门徒「跌倒」的事不是泛泛的

逼迫与苦难，而是来自某种「自己人」加诸于门徒身上的逼迫与苦难，并附带住完全荒谬的

罪名──被控告亵渎上帝或不信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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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逼迫基督徒的是犹太人（原本是基督徒的「弟兄同胞」），他们加诸于基督徒身上的罪

名是「亵渎上帝」，后来逼迫基督徒的「主力」换成了为罗马人，但他们加诸于基督徒身上

的罪名竟也大同小异，就是「不信神明」──罗马人见到基督徒不拜偶像，竟以为基督徒是

「无神论者」，并因为他们「不信神明（指异邦神）」就招来了罗马众神的愤怒，为罗马帝

国带来各种天灾人祸。 

 

基督徒受逼迫苦难当然已不容易受，但毕竟「心中有底」，因为知道自己是为主（神）而受

的，倒也可以坚忍过去；但被冠以一个「不敬神」的罪名，这就很难受了。但更难受的，是

犹太人也好，罗马人也好，都是初期基督徒切切地向他们传福音和实践爱心的对象啊，换言

之，逼迫他们的，竟是他们所爱的人啊，这是多么难受，多么容易叫人跌倒呢？想想，你忠

于上帝的托付，努力向犹太同胞传福音，向罗马国民传福音，但他们不但不信你，反以「不

敬虔」的罪名控告和逼迫你，就正如本来已经移居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爱国的原因而

重回祖国参与建设，却被打为「外国间谍」，控以「叛国」的罪名，是多么的叫人受不了！ 

 

不过，你若心清眼利，就应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走过一条同样的痛苦和屈辱的路。主这番

话要告诉门徒的，正是：你们若要得生命和荣耀，必先要像我一样，走上一样的痛苦和屈辱

的路。我事先告诉了你们（事实上，我也亲身「示范」了一次），所以，到「这些事」真的

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跌倒」啊！ 

 

总之，本章一开头，主耶稣就一锤定音，告诉我们要「趋吉」的秘诀不是先「避凶」，而是

先「就凶」──预备好将要走进入一条痛苦屈辱的路。 

 

二、关于「这事」与「主的离去」 
 

4......「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5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

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6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

就满心忧愁。 

 

讲完肯定不是「好东西」的「这些事」之后，主又提起甚么「这事」。骤看，「这事」与「这

些事」指向不同的东西，不是指「主离开后门徒将要受苦受辱」的事，而是指「主离开」这

件事本身──「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 

 

回到当晚的情境，我们就会发现，当下最令门徒困扰的，肯定不是「主离开后门徒将要受苦

受辱」这类事情，因为门徒当时仍在「发梦」，对这些事仍然「无知无觉」。当下最令门徒

困扰的，肯定是主为甚么要「离去」及那些没完没了的「我要离去──我要死、我要走、你

们要「生性」等等」的明示与暗示。 

 

扣连起上一段，困惑就更强烈了，就是：「你明知你离去后我们要受苦受辱，却为甚么要离

去丢下我们呢？」换言之，受苦受辱的困惑不是最大，更大的困惑是你「丢下我们」！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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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一旦苦难和屈辱临到我们身上，最会令到我们跌到的原因不是苦辱本身，而是我们由

之推论出来的「被主遗弃」这个极不堪的感觉──这感觉最足以引诱我们「离弃」基督，因

为「你不仁，我不义」，你都不管我们了，我们还信你干吗？ 

 

接下来，主就针对这个大疑惑作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三、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7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

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8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

自己。9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10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11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本篇信息的题目叫做「再见更是朋友」，「灵感」主要是来自这一段。 

 

我们一直的疑惑、经文一直的张力，是主为甚么来了又要走，走了又要回来？又切断最直接

的连结丢下我们在人间受苦受辱，又要我们与祂保持曲曲折折的连结？奥秘原来就在于这里

──「再见更是朋友」。浅白一点说，就是经过某种「藕断丝连」的互动过程后，我们与主

耶稣的关系才会完满而永不失落。 

 

但是，这个互动过程又是如何运作的呢？答案是「透过圣灵（保惠师）」，不过与灵恩派胡

说八道的讲法断然不同。 

 

8 他（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9 为罪，是

因他们不信我；10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11 为审判，是因这

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首先，我们必要想通以下两个问题：（一）这些圣灵来了会做的事情，是主耶稣或天父上帝

做不来的吗？为甚么一定要「圣灵」出手多重手续？（二）这些圣灵会做的事情，是主耶稣

仍然留在世上的时候做不到的吗？为甚么一定要「一个走了一个才来」这么麻烦？ 

 

大家不要胡思乱想，细看以上经文，就应发现这里提到的圣灵的工作，确是要主耶稣走后才

可以进行的，因为，它们都是指向人因终于发现「主不在了」然后产生的强烈罪咎感──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罪咎，是我们竟然如此可恶，有眼无珠，「不相信」这位

道成肉身，如此爱我们要救我们的主，因而自己责备自己。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罪咎，是我们竟然「错失」了这位我

们口口声声说在「等祂」的恩义之主，因而自己责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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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罪咎，是我们竟然这样「不带眼人识」，宁愿

选择「这世界的王」而弃绝这位创天造地的「万王之王」，因而自己责备自己。 

 

记得，「主在」的时候，犹太人不相信祂、犹太人领袖更要谋害祂、群众拥护祂也只是想利

用祂的「法力」，就算门徒也是信得不三不四，最后连彼得都不认祂。到了「主不在」的时

候，却通过「失去主」的经历，门徒与部分犹太人，一旦「重遇基督」，倒能在「自己责备

自己」之中，更加深刻和真实地经验到自己的软弱和罪恶，更加知道主耶稣是多么可爱和宝

贵，与主更加亲近，对主的信心更加坚稳，故曰：「再见更是朋友」。 

 

请大家记住，圣灵不是虚无飘渺的「灵体」，专干些虚无飘渺的事。圣灵的工作，都必然奠

基在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上面，不同的，是圣灵多加了一重「内化」的工

夫。就正如本段所说到的，透过「主的不在」与「人的自责」，圣灵将主耶稣的恩义、作为

与话语，更深地内化到信徒的灵命里头，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与主的关系。 

 

以下一段，其实只是这方面的补充。 

 

四、关于「好些事」与「圣灵的来」 
 

12「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

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4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15 凡父

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要待主离去后才「运作」，原理与上文提到的一样，就是透过某种「距离感」，使我们

与主耶稣的关系反而进一步拉近、进一步巩固。 

 

其实，这并不是很「深奥」的道理，大家只要不太过「肤浅」，就总会有一些经历，就是有

些人、有些物，失去了、离开了，但你透过「回忆」、「想念」和「盼望」，却更能够牢牢

地握着他们，更经历到他们的珍贵和价值，将彼此的关系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当然，话说回来，就是你必需真的要有实实在在的「回忆」、「想念」和「盼望」才能得着

上述的奇妙经历。圣灵的工作绝不是「抽象」的，这些工作必需以你与主耶稣具体的「相交

历史」为根据──想想，你总不能「回忆」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吧！所以，要圣灵在你的

生命里工作，不是去打坐冥想或胡思乱想，而是老老实实读经和遵行主耶稣的话。架空基督

来讲圣灵，一定会沦为异端甚至邪术，切忌。 

 

五、等不多时...... 
 

以上提到圣灵的两段，主给了我们很大，不过也很曲折的安慰，指出祂的离开其实是「与我

们有益的」。不过，这个「有益」的代价却仍然是相当的沉重的，受苦受辱始终不是闹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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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记得吗？到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主已经离开六十年了，多么「有益」都好，主

耶稣也应该是时候回来了吧！？ 

 

面对着主耶稣的「迟迟未到」，许多信徒的满心疑惑，甚至叛离信仰的蠢蠢欲动，老约翰写

成了约翰福音，于此，他更反复重提主耶稣「等不多时」的说法来勉励信徒： 

 

16「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17 有几个门徒就

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甚么意思呢？」18 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

时』到底是甚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19 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

「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

此相问吗？20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

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21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

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22 你们现在也

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23 到那日，

你们甚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甚么，他必因我的名

赐给你们。24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甚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

乐可以满足。」 

 

这长长的一段，重点都在于第一句：「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

见我。」细节不必多解，重心只有一个，就是无论如何，总是「等不多时」。老约翰想藉此

勉励信徒无论要再忍耐等候多久，记得，相对于主将来给我们永恒无限的幸福，都是「等不

多时」。至于「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在这个脉络下讲，一定是「求仁得仁」（求杀身

成仁）的意思。这几点我在前几篇的讲章都讲过了，就不再重复。 

 

六、时候将到...... 
 

25「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

明明地告诉你们。26 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

求父。27 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28 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上文「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指向两个时候，第一个

是主离开我们而我们「大折堕」开始受苦受辱的时候，第二个是主再回来而我们「大翻身」

得永远福乐的时候，但这段里的「时候将到」却是指哪一个时候呢？考之下文，我们知道应

该是指前者──「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所指向的时候。 

 

原来，盼望安慰与警告提醒的信息的交错出现和强调，是整本圣经的重要特色，也是动态读

经的基本前设。主给了我们安慰，遥遥指向「最后就会好」，以及基督徒受苦只是「等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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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期很短暂）的盼望后，却「回到目前」、「返回现实」，指明受苦受辱的「时候将

到」，基督徒仍要实实在在背起他的十字架，随主脚步迎向苦难之路。 

 

记得喇，盼望是不会「取消」苦难的！所以，你若用「趋吉避凶」的「读通胜」的心态来读

经，注定是会大失所望的，因为它指出的，总是「先凶后吉」的路。 

 

当然，到这地步，我想大家仍必有一个大疑惑，就是：「最后的盼望」我不是不信，但是远

了一些吧？你老是说「等不多时」，但几十年、几百年、二千年都过去了，于我们来说，这

个「不多时」是太长了一些吧！怎么还得「等」下去呢？怕只怕未到「最后」，我已经「跌

倒」到无影无踪了！ 

 

但感谢主，因为祂给了我们最大的安慰，正是祂老早就「预了」我们的失败...... 

 

七、你们撇下我，我不撇下你们 
 

29 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30 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

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31 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32 看哪，

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

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当门徒仍然像我们一样，不知死活胡里胡涂自作聪明的时候，主就洞悉一切，一盆冷水照头

淋下去：「现在你们（真的）信吗？」 

 

主一再应许「祂绝不会撇下我们」，但感谢主，因为祂并没有以「我们不撇下祂」为必要的

条件，祂早就料到「我们会（暂时）撇下祂」：「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

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但主耶稣不怨天不尤人，因为祂知道「其实

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祂的「孤独」既是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那么，最

起码会有天父「与他同在」。 

 

主预言门徒「会（暂时）撇下祂」，与预言彼得「会（暂时）不认主」一样，绝对不是要否

定我们信主的「资格」，而是要给我们极大、极大的安慰和信心，就是祂的恩义与拣选，竟

然不会因我们的弱软而收回。 

 

当然，我想多疑的你又会问：假如我「终归」软弱、「临尾」跌到，还不是白费一场？我告

诉过你多少遍不要这样「读」经？动态些，不要老问些「死问题」，譬如我远离主到哪个距

离就一定不可回头了？主会给我多少次犯罪悔改的「配额」？我怎么知道？难道我说「一次

都不可」，你就像犹大般「出去吊死」吗？我说「七十七个七次」，你就去「犯够」它才满

意吗？总之，发现自己走远了、偏离了，像枝子快要离开葡萄树了，马上贴紧主就是了。其

实，主耶稣说了这么多都不外乎一个保证：「救得的祂一定救！」体察这份慷慨悲悯的心肠，

做得一点得一点，不要再问长问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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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信心的保证、保证的信心 
 

最后，主给我们一个更彻底的保证： 

 

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

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一节里的「这些事」，概括了上文提到的所有事：「不用多久，我就会离开你们，你们就

要暂时受苦，但又不用多久，我就会再回来，你们就可以永远得福。」 

 

不过，大家一定要留心，就是这个保证里头的「逻辑」是空前绝后的，「你们有苦难」是未

发生的，「我胜了世界」却是已完成的。所以，要抓紧这个保证和它给我们的鼓励，就不可

能通过分析推理、经验判断和表面上的利益筹算，而只能通过信心。换言之，一方面，这个

保证强化我们的信心，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保证又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把握。问题是，究竟是

保证产生信心，还是信心产生保证？ 

 

我前面已经讲过，人的「宗教常识」总是惯性地趋吉避凶的，但是主耶稣说过的话，不只是

上面这一句，而是整篇十六章、整份「遗嘱」，整卷约翰福音、甚至祂一生的所有言行，都

是「大吉利是」的，一个「自己惨死的人叫你随祂走一条惨死的路」，这算甚么「救恩」啊？ 

 

惊人的是，主耶稣这些「大吉利是」的言行，竟然对第一代的使徒有震撼的作用，使他们彻

底信服，愿意为它而生为它而死，原因在哪里呢？个中奥秘，请先参考这一句经文： 

 

14:29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主预言了许多关系自己（譬如被杀受辱）、关系使徒和关系后来的信徒的许多「不吉利」的

话，而这些话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若「不吉利」的话（总结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会应

验，那么，「吉利」的话（总结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自然也一定会应验呀！ 

 

今天，那些肤浅不堪的「成功神学」和「发达福音」，千方百计回避基督徒必需受苦和受辱

的事实，结果使不少信徒无从经验到主耶稣那些「不吉利」的话如何准确应验的震撼，因此

也无法产生足够的信心和需要信的处境去相信主那些「吉利」的话终有一天也会全数应验。

至于甚么是「需要信的处境」呢？记得，屈辱患难只会使人更加盼望主的应许是真的，即对

主的话产生有力的信心，只有「饱食无忧」才是信心的天敌！ 

 

弟兄姊妹，彻底丢下肤浅的趋吉避凶的宗教常识，摆脱那些害人不浅的成功神学和发达福音，

回到圣经本身，你就能像第一代使徒一般经历他们经历过的大震撼，经历主耶稣「不论好丑

言无不中」的伟大权能，以至受苦不但不会成为所谓不信的理由，倒是强化信心的奇妙力量，

因而产生对主的话更彻底的信心，使你的信心最终能够开花结果──坚信到底，直到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