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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 息 與 拯 救 
 

苦罪懸謎之（二） 
 

引言、信仰有三「體」 
 

1、請永遠不要忘記「立體」 
 

昨天在網上看到一則令人心酸的新聞，觸發我在這篇講章的最前部分，加上這段引言。該

新聞很簡單，就是說一個少婦抱著她三個月大的孩子，被一輛貨車撞倒，孩子被捲進車底

拖行，發出哭聲，但最後，卻連屍骸都找不見......我不忍心重覆細節，太慘了！ 

 

苦啊！──那小孩子，那年青母親，還有她們的家人，甚至，那相信是無心殺人

的司機，哪一個更加痛苦？ 

 

罪啊！──是誰帶來這極大的痛苦？是那母親大意？是那司機疏忽？還是那孩子

命該如此？或者，更根本是天地不仁？ 

 

真的，我理論滔滔，都無法解釋其中的苦、其中的罪。我必須承認，此中，必定有未可告

人，或至少是我們今生無以參透的奧秘──真正的「苦罪懸謎」。所以，我懇請大家一定

記得要「立體」，即是不要將任何一個真理以及俄網上的演繹，將它「一體拉平」，隨便

應用到任何一個處境或「個案」上面去。記得，再了不起的神學，在對應真實的苦罪人生

上面，都必有它無能為力，行人止步之處。我無法想像若我在意外現場，我會怎樣，我相

當疑心，我只可以默然無語，更不會對任何人理論滔滔地說今天的講章。 

 

不過，要「立體」的還有另一面，就是不要因著這些「案例」而否認我們的基督信仰對苦

罪人生還是有極大的「發言權」的。不錯，聖經對嬰孩的夭折問題、嚴重殘疾或弱智的人

士的得救問題，對於成長於極端環境（譬如一出世就活在所多瑪等罪惡滔天的城市裡）的

人的滅亡的「責任」問題，都著墨不多，或者語焉不詳。這一類的「苦罪懸謎」，容我們

交給上帝，也相信上帝。我一生之中，不知被這類苦罪問題困擾過多少次，而聖經給我的

不是巨細無遺的「死因和責任報告書」，而是喚起我信心的安慰說話： 

 

上帝斷不致行惡；全能者斷不致作孽！ （約伯記 34:10） 

 

聖經沒有給我們具細無遺的「解釋」來安撫我們，但卻用上帝自身的「信用」來保證，而

祂的「信用」，體現在祂創天造地的恩典與權能，更體現在祂獻上在十字架上的獨生愛子

的身上。我們不可能在孤立的每件苦罪事件中找到「解釋」，但可轉眼仰望上帝自己，相

信祂的「信用」就是最佳的解釋。總之，基督信仰裡的苦罪觀，在一個層次上，不能夠解

釋每一件苦罪事件，但在另一個層次上，又解釋了一切苦罪。這就叫信得「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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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永遠不要忘記「主體」 
 

我相信，所有「關心」苦罪問題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多少都會涉獵過《約伯記》。詳細

我會有機會再說，今天只會順帶一提，就是我們「看」苦罪必不可架空「主體」，即是將

苦罪問題純「學理化」或「概念化」地處理。 

 

約伯三友為上帝的「辯護」，句句都是「超級正統」的「神學」，而約伯在氣極之時，倒

說了不少「離經叛道」的負氣話。然而，上帝最終給他們的「評分」竟是： 

 

耶和華對約伯說話以後，就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

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現在你們要取七隻公牛，七隻公羊，到

我僕人約伯那裏去，為自己獻上燔祭，我的僕人約伯就為你們祈禱。我因悅納他，

就不按你們的愚妄辦你們。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約伯記 42:7-8） 

 

這是因為約伯三友架空了約伯這個「受苦的主體」的掙扎與困惑，純「學理化」或「概念

化」地處理約伯的個案。表面上，是維護了「上帝的尊嚴」和所謂「正統的教義」，實質

上卻是將同樣作為「主體」的上帝都架空──變成了「自然神論」裡那個目無表情，只會

按自然法規運轉世界的所謂「至高神」。簡單說，他們的過失不只是對約伯沒有足夠的同

情心，更嚴重的，是他們「假定」上帝與他們一樣，都是一個沒有同情心的上帝。這是對

上帝非常嚴重的詆毀，是很大的罪。 

 

弟兄姊妹，記得，思想苦罪問題的時候，必要有同情心，代入當事人的主體，但是，更重

要是代入上帝的主體。否則你對上帝的任何議論，包括所謂「護教」，都可以成為罪。 

 

 3、請永遠不要忘記「具體」 
 

今天講道的焦點，會放在這個第三點之上：請永遠不要忘記「具體」。 

 

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抽象」是信心的頭號大敵。【最近（4/2010）在網誌上說了許

多這方面的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因為「抽象」使人慣於活在「虛擬」之中：以虛擬

的自己用虛擬的方式來敬拜虛擬的上帝。可怕的是，這種「虛擬行為」，原來就是我們慣

常的所謂「宗教」，甚至是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所謂「基督教」。 

 

常識宗教告訴我們，宗教是用來處理「苦」和「罪」的問題的，包括如何讓神明保祐你得

福免苦和趨吉避凶，又如何得著或者成為「聖潔無罪」的狀態，好可以上天堂免得下地獄

之類。簡單一句，宗教的作用就是用來「消解苦罪問題」的。我相當疑心，百分之九十九

的基督徒其實都是這麼想、這麼說、這麼信的。我們卻不知道，令人滅亡的不是苦罪本身，

而是我們對苦罪的「無知」。宗教（包括偽基督教）之所以可怕，是它們叫人在那些「虛

擬行為」中相信他們的苦罪問題已經得到處理或正在處理，卻不知道事實上連邊都未沾得

上。真正的基督信仰卻力排眾議，它不急於「解決」所謂苦罪問題，卻咄咄迫人，迫使我

們「成為具體」──要我們先充份體會自己是個「苦人」和「罪人」，好得著真正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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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王恨．志士哀──苦罪讓存在具體化 
 

我在上一篇講章中一再強調，我們的上帝已經說過話了，所以，我們的苦罪觀就斷不可能

仍如「常識」一般，彷彿上帝從來沒有說過話似的。 

 

聖經絕對不容許我們泛泛地討論苦罪，然後，又泛泛地講述拯救，結果，低三下四地將基

督信仰降格為常識宗教。聖經論述苦罪問題的透徹程度是無與倫比的。講苦最透徹的，是

所羅門王： 

 
傳 2:4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5修造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

樹；
6
挖造水池，用以澆灌嫩小的樹木。

7
我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婢；又有

許多牛群羊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有的。
8
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

寶，並各省的財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
9
這樣，我

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10凡我眼所求的，

我沒有留下不給它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

碌的快樂，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
11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

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14
智慧人

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裏行。我卻看明有一件事，這兩等人都必遇見。
15
我就

心裏說：「愚昧人所遇見的，我也必遇見，我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裏說，這也

是虛空。
16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遠無人記念，因為日後都被忘記；可歎智慧人

死亡，與愚昧人無異。
17
我所以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

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18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

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
19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勞碌所得

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這也是虛空。
20
故此，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

所勞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絕望。 

 

常識宗教告訴我們，「苦」是由於種種的「得不著」而來的──我得不著財富、美人、榮

譽、成就、權力，智慧、學問......所以，我就「苦」了。但貴為一國之君的所羅門卻告訴我

們，「苦」是由於終極的「抓不住、留不下」而來的──我得著過財富、美人、榮譽、成

就、權力，智慧、學問......但我卻知道，我沒有一樣可以「抓得住、留得下」。得失苦樂的

「零頭差別」，在人人終必一死，終必被遺忘這個「大數」面前，等同無有。這是基督信

仰極之出類拔萃的「苦觀」，上帝已經透過祂的僕人所羅門講了話，所以基督徒談論苦就

必須要從「這裡」開始。 

 

說到罪，亦沒有一個人比保羅講得更加透徹： 

 
羅 7:1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15
因為我所

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恨惡的，我倒去做。
16
若我所

做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
17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做的，乃是

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18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

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

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20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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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的罪做的。
21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22
因為按

著我裏面的意思，我是喜歡上帝的律；
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

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24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

的身體呢？  

 

不過，我疑又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的基督徒都誤解，或說用常識來錯解了這段經文。保羅的

痛苦絕不是他犯了想做Ａ而做了Ｂ，或他不想做Ｃ而幹了Ｃ之類的罪。他曾經誇口律法上

的義他是無可指摘的（腓 3:6），事實也是如此，所以，保羅斷不是因為「守不到律法」而

有這一番痛苦呻吟。保羅的真正痛苦，是在於他知道人內裡竟然有這麼的一種深不可測的

罪惡根性，就是「守著律法來反律法」──表面上好像對神必恭必敬虔誠火熱，但是骨子

裡，卻是想自我炫耀向神示威求取「自己的義」，架空上帝作為一個主體的恩典作為，從

根本上踐踏「上帝的義」。這是基督信仰極之出類拔萃的「罪觀」，上帝已經透過祂的僕

人保羅講了話，所以基督徒談論罪，就必須要從「這裡」開始。 

 

泛泛的苦罪觀只可能引領我們去到泛泛的宗教裡，去敬拜泛泛的假神偶像，只有基督信仰

獨一無二非比尋常的苦罪觀，才足以引領我們去到真正的基督信仰裡，去敬拜耶穌基督我

們獨一的主和我們獨一的父神。因為，所有異教的苦罪觀實質都是「抽象」的，意思是它

們都沒有觸及人存在的終極真相──苦罪不是人偶然的際遇，而是人必然的本質。常識宗

教的錯謬正正在於它誤導人以為自己去「做一點甚麼」就可以處理他們的苦罪問題。基督

信仰卻釜底抽薪，一下子否決這個可能，宣告人無論做甚麼半點都不能解決他們的苦罪問

題。用宗教或者投身宗教來解決苦罪，是徹徹底底的一場「自欺運動」。 

 

所羅門的苦觀與保羅的罪觀，將苦罪推到人力根本無法處理，甚至不可能透過自欺的宗教

手段來處理的地步，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們「成為具體」，就是成為一個真真實實的「罪

人」，赤祼祼地面對自己的無能為力，放棄一切自救的妄想，包括用各種虛擬的宗教努力

來自我拯救的幻想與企圖，最終，就向會兩度從天而降的主耶穌基督的救恩打開信心之門

──將罪的解救交託於祂的第一次降臨，又將苦的解救交託於祂的第二次降臨。 

 

二、慈父情．浪子心──苦罪讓關係具體化 
 

浪子的故事，是我講過許多遍，大家也一定聽過許多遍的故事。但我仍要強調，這不是故

事，也不是比喻，而是極其真實地反映了在上帝與人的那父子關系裡，充滿「互動性」的

真相的真理。 

 

想想，那慈祥的父親為甚麼要容讓小兒子離家出走，以致小兒子在外面犯罪跌倒並要受到

許多心靈和肉身之苦？即是，那父親的做法，可以說，是促成小兒子的「罪」與「苦」的

某種原因。按常識宗教裡面念念不忘「解決苦罪」的邏輯，這是十分費解的，不過，按著

基督信仰以關係為本的倫理邏輯，這卻是天經地義的。 

 

當知道，小兒子在外面所犯的罪與所受的苦，本身完全是不會「致命」的──他的苦並沒

有「苦」到令他就死在外面的世界回不了家，他的罪也沒有「罪」到導致父親不容許他回

家去。事實上，是他在外面犯的罪與受的苦「拯救」了他，因為他陷身苦罪的現實，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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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第一次驚覺到「他不應該離開父家」這個「驚天大發現」，這是他在家裡時絕對不會

想到的，也是這個「驚天大發現」引導他回家，並最終永遠不再離家。 

 

原來，甚麼是家？甚麼是父親？甚麼是兒子？這些「概念」對仍在家中的小兒子來說，統

統都是「抽象」的，他或者也會說，但不會有真實動心的感受。卻是流落到家外，陷溺於

苦罪之中，他才第一次明白領會何謂家、何謂父親和何謂兒子。家，是兒子不應該離開的

地方；父親，是兒子不能離開，也是不能離開兒子的人；至於兒子，則是永永遠遠都不應

該離開家和父親的人。 

 

小兒子遭遇的苦罪，就讓父、子、家這些關係的「稱喟」，第一次在他的心目中，被賦上

有血有肉的意義。可憐天下父母心──天父上帝讓我們陷身於苦罪，與這位父親容讓他的

小兒子陷身苦罪，當中的用心與悲情，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 

 

三、嘆三聲．望永恆──苦罪讓信心具體化 
 

上帝要人陷身在終極的苦罪中連連「嘆息」，飽嘗無能自救的真實痛苦，為的是讓我們的

信心具體化，即是，要將「抽象」的假信心排除，喚起對天父，對天家的真信心。我們慈

悲全智的天父，為著引導我們順利返回天家得著永遠的兒子名份，不可思議地用了「三重

嘆息」的奇妙方法： 

 
羅 8: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19
受造之物切望

等候上帝的眾子顯出來。【即我們作為神的兒子的名份顯出來】
20
因為受造之物服

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

壞的轄制，得享上帝兒女自由的榮耀。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

直到如今。 

 

第一重的「嘆息」，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此中反映的，正正

就是所羅門所說的，那種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會消滅、都會過去、都會被人間遺忘的終極

之苦。不只如此：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

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第二重的「嘆息」，是就是信了主的基督徒（「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今生現世，就算

我們多努力，也不可能完全脫離苦罪，某意義講，是有了「神的兒女」的名銜，但未能完

全享受到作為「神的兒女」的實際。不過，還有第三重更奇特的「嘆息」： 

 
24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25
但我們

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

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27 鑒察人心的，曉得

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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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的「嘆息」竟然不是人的嘆息，而是神（聖靈）的嘆息：「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

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真是不可思議。 

 

若說第一重「嘆息」是人在「苦」中無力自救的嘆息，第二重「嘆息」是人在「罪」中無

法自拔的嘆息，而這兩重「嘆息」的「作用」，是要喚醒和具體化我們對天家和天父的想

望和信心，終而達到上帝要拯救我們的目的，哪麼，第三重「嘆息」（聖靈的嘆息）又是

甚麼意思呢？它與拯救又有甚麼關係呢？ 

 

大家放下一切「神學」，動心動情，倫理一點地想想：「嘆息」與「拯救」究竟有甚麼關

係呢？ 

 

如上所說，人類在苦罪沉淪之中的「嘆息」能夠喚醒和具體化我們對天家和天父的想望和

信心，大大有助於我們悔改回轉和得救。不過，就像一個乞丐，無論他怎樣「嘆息」，怎

樣清楚確認自己需要憐惜救助，但是，路過的人也不一定會憐惜他、幫助他。即是，我們

的「嘆息」不僅要喚起自己的對於需要救助的「信心」，同時，更加要喚起對方會動意憐

惜幫助我們的「同情心」。你願意他幫你，他也想幫你，這才成事啊！ 

 

但大家知否？人類的真正大悲哀與大罪過，不是陷身苦罪，而是陷身苦罪而不自知，不是

在苦罪中連連「嘆息」，而是根本不知「嘆息」為何物。死到臨頭，我們還是吃喝嫁娶若

無其事；罪惡滔天，我們還大搖大擺以為降禍的日子還遠；甚至搞些低三下四、不三不四

的「虛擬宗教小動作」，就以為自己「平安了，得救了」。我說過了，令人滅亡的不是苦

罪本身，而是在苦罪中的無知──麻木不仁、無動於中，連「嘆息」都不曉得。然而，在

另一方面，上帝的真正大慈悲與大仁義也是在此：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意思是，在我們還在無知自義到不曉得用「嘆息」來哀求上帝的時候，聖靈，或說上帝自

己，卻已經用祂自己的「嘆息」來「替我們禱告」了！ 

 

原來，我們的天父上帝永遠是一位主動的、能動的上帝，就正如一切慈母慈父一樣，總不

會要等到孩子向他們苦苦哀求，才給他們食物的。父母總是在孩子未開口以先，就已經為

他們預備了一切，甚至，倒過來「求」他們吃飯。 

 

想想，若是要等到我們主動地發出「嘆息」，去「求」祂，祂才會來拯救我們，那麼，你

與我以至全人類都死定了，都必定無一生還。感謝天父，祂實在何等仁慈，為逼使我們真

正認識自己是一個「兒子」，好悔改回家，不惜要讓我們陷身於苦罪之中，好叫我們「嘆

息」，從而甘心領受救恩；甚至，在我們連「嘆息」都未曉得的時候，祂已按著祂本性裡

面「按捺不主」的大慈悲，主動地為我們「嘆息」，自己向自己代我們求情。至於甚麼是

「自己向自己代別人求情」呢？記得我做老師的日子，開口說要罰學生的是我，但心裡不

斷為他求情的也是我。真正的父母心腸、老師心腸、牧者心腸，統統都是如此，我們的天

父，更是如此。容我說句忿激的話：把上帝描繪為「法官」或「閻羅王」的那些人，真應

該落地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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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嘆息上路 

 

弟兄姊妹，終此一生，我們都不應該停止「嘆息」，因為「嘆息」是最能夠堅定我們回家

的信心和決心，不至於半途而廢的力量。事實上，只要我們不要「抽象」，我們的生命的

不濟、別人的苦難，世界的罪惡，哪一樣不足以叫我們「嘆息」不斷呢？ 

 

最要防備的是那些「抽象宗教」，他們用各種泛泛的善行（譬如開甚麼「賬災祈福」大會）

來「壓制」我們內裡的「嘆息」聲音，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根本沒有平安。我再

提醒一次，最要妨備、小心的，是那些抽象的假宗教。 

 

記得，基督信仰不是用來「消滅苦罪」的，它倒像放大鏡一般「放大苦罪」，要我們知道

我們不僅有苦有罪，而且永遠無力自救，於是能決心相信。我們不必「消滅苦罪」，因為

苦罪，從某個意義講，其實是上帝「設計」出來引導我們回家的嚮導，一旦成功引導我們

回家，它們就會功成身退，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所以說： 

 
啟 21:4

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弟兄姊妹，上帝用「苦罪」來叫我們「嘆息」，又用「嘆息」

來「拯救」我們，這個真理真是奇妙到幾乎無法用言語來表

達，而只能用心靈與良心來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