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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尋 記 
 

因子之名之（八／總結） 

引言、從一條「棄狗」說起...... 
 

我本來對養寵物毫無興趣，更沒心得，但不久前在電視上看到一側新聞，是關於一條被兩

度遺棄的狗的，卻出奇地令我感動，甚至觸發我寫成這篇講章。 

 

出現在新聞片段中的，是這條「棄狗」的第三「任」主人。這位主人說，這條「棄狗」因

為有曾被主人遺棄過兩次的「陰影」，所以時常有一些「不安」的表現，譬如上街時不肯

入狗袋，又或搭長途車時會表現得「心緒不寧」等，言下之意，是上兩次被遺棄的「負面

經驗」令牠對入狗袋或搭長途車有抗拒和不安的感覺。 

 

我忽然想到，一條狗，一條狗而已，對於「被遺棄」都有這麼大的反應，何況是人呢？換

句話說，「人之所以為人」，必定更應該有一種「氣質」，就是他總會渴想得到真實、長

久，一生一世，甚至永永遠遠的關係。倒過來說，假如一個「類似人的物體」，但他並不

渴想得到真實、長久，一生一世，甚至永永遠遠的關係，他極有可能根本不是「人」，或

說，連「禽獸」都不如。 

 

在這個系列──因子之名──的講章裡頭，我一再強調，基督信仰的本質，或說氣質，是

倫理導向的，是關係本位的，所有最核心、最決定性的信仰內涵，包括犯罪與稱義、創造

與救贖，以至上帝的三位一體和主耶穌的神人二性等，都必需放在一個「倫理框架」，特

別是「父與子的關係」裡面來理解和演繹。 

 

我再強調，我絕不是為標新立異才高度凸顯這個論點，而是基督信仰的本質，或說氣質的

確如此，離開了情義相關的「倫理框架」（父子關係）來理解演繹信仰，最後，一是變成

諾斯底主義式的異端邪說，一是變成法利賽人式的教條主義。不過，後果更不止於此，就

是離開了情義相關的「倫理框架」，被「異化」（扭曲）的不只是基督信仰，也包括你這

個「人」──你很可能因此而變得「人不似人」，故而無法相信，因為本質上極其倫理本

位的基督信仰，呼喚一個切切想家和想念爸爸的「兒子的心」，而只有這樣的心靈才會呼

喚「父」，呼喚一份永恆的關係，並聽到天父上帝「喊你回家吃飯」的呼聲。 

 

容我說得刻薄一點，假如你連一條「狗」那樣「渴想關係」的「靈性」都沒有，你怎能相

信呢？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只關心你所相信的「教義」或「教規」對不對，你更應該關心

的是你這個「人」對不對──你究竟有沒有使你能信的那種「兒子氣質」，若沒有，你或

者仍可以理論滔滔地「談論信仰」（甚至做「學者」），或者忙忙碌碌地「投身事奉」（甚

至成為「牧師」），但你根本不能真正相信，因為你沒有「兒子的心」。今天的信息，是

「因子之名」系列的最後一篇，而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大家必需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尋

回久已失落的「兒子的心」，好對應真真正正的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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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在找，祂也在找！  
 

這篇講章之所以怪怪的叫做「雙尋記」，是因為「尋找」原來是一個「雙向」的活動。這

就正如好些「寵物」當然希望找到一個可以一生一世、不會把牠們中途遺棄的「主人」，

我相信好些「主人」同樣希望能夠找到一頭可以一生一世、不會「有奶就是主人」而把他

們中途「遺棄」的「寵物」。事實上，聖經就是一本《雙尋記》，演繹了上帝（父親）尋

找人（兒子），而人（兒子）又尋找上帝（父親）的雙向和動人的故事。 

 

也許你會有疑問，就是我們去尋找上帝，這易理解，因為上帝在「暗」我們在「明」，祂

總是神神秘秘高不可攀，又完全聖潔活人勿近的，我們自然要去「尋找」祂，不但要尋找

祂的所在，還要尋找誰是上帝，甚至要尋找「接近」祂的門路和法子──事實上，人類千

秋萬代的所謂「宗教」，大概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不過，上帝來尋找我們，驟聽好

像沒有甚麼（教會從來都是這樣說的），但細想起來，卻是非常不合「邏輯」的。大家試

想，上帝在「暗」，但我們在「明」呀，祂更且是無所不知的，連我們心裡信不信，或終

歸會不會信都知道，那麼，按祂的「先見」選出來就可以了，何用「尋找」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要正確理解基督信仰必不可缺的是甚麼嗎？對，就是「倫理框架」！當

你幾時「想不通」的時候，就十之八九是你又忘記了這個「倫理框架」，而想用一些硬繃

繃的死邏輯或常識神學來「解經」的時候。 

 

記得，上帝與人要「尋找」的不是一個「客體的關係」，譬如甚麼「造物主」與「被造物」

的關係，而是一個「主體的關係」，就是「父」與「子」的關係。但是上帝與我們的「父

子關係」又不同於聖父與聖子的「父子關係」，因為祂們之間的關係是「內置」的，是本

源的，是「自有永有」的，但上帝與我們的「父子關係」，卻是「外加」的，是「延伸性」

的，即是必要得到雙方共同「確認」才能生效或成立的。 

 

所有的曲折原來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一方面，上帝與人有所謂「造物主」與「被造物」的

關係，這是客觀的和既定的，但欠缺情味，甚至隱隱然包含著某種緊張的「對抗性」，而

「罪」的根本正正就是人類想反抗這個「既成事實」（客觀關係）；而另一方面，上帝要

與人建立其樂融融的「父」與「子」的關係，這是極之親切動人的，但是，卻又欠缺必然

的客觀性。結論就是，如何將一個「非必然」的「主觀（主體）關係」打造成一個永恆穩

固的「客觀關係」，基督信仰所有的「精采」與「複雜」，可以說，都在這裡！ 

 

簡單說，上帝要造出一個「被造物」，毫無難度，但要造出一個「兒子」（關係），就難

比登天。因為所有主體關係若要「成立」，都必定要有一個條件，就是「你情我願」，所

以，基督教的救贖論就必需奠基於一個「雙向的尋找」之上，就是，上帝要來尋找你，你

也要去尋找祂，這樣，雙方最終始能「碰頭」。 

 

也許你還是很有疑問，就是就算祂來尋找我，我也去尋找祂，但是，「人海茫茫」，「神

海」更是「茫茫」，怎能保證一定可以找到對方呢？更難的，是如何保證所找到的那一位

就是自己所要尋找的對象呢？ 下文，我將告訴你當中的「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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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們的名字，都是「天長地久」！ 
 

聖經裡有一段經文，我們大概讀過不下幾十次了，卻可能從未留意到，它要告訴我們的正

正就是這個讓上帝與人能「父子確認」的「密技」： 

 
出 3:13

摩西對上帝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裏，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上帝打發我到

你們這裏來。』他們若問我說：『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
14
上

帝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

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
15
上帝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

華──你們祖宗的上帝，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打發我

到你們這裏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 

 

大家想想，摩西無端端問起上帝的「名字」來幹嗎？（他口說是「代」百姓問的，但若他

自己沒有這個疑問，又怎會想到「代」百姓問呢？）而上帝回答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

關甚麼事呢？（「我是自有永有的」原文是「我是我所是〔I am who I am〕」，大意是「我

就是我啦」的意思，其實十分古怪。） 

 

第一、無論你叫甚麼「寶號」，都無法保證你是神，更不能確認你是哪一個神。第二、不

管你叫「自有永有」還是「天下無敵」，我都不一定要以你為「我的神」。第三、「我是

我所是」聽起來是個非常「冰冷」（好 cool）和拒人千里的名字，倒好像對我們說：「我

就是這個樣子的，怎樣？」你叫人怎麼親近（相信）你呢？ 

 

我在網誌上的「背景論」中曾一再強調，聖經作者的「主體背景」（心靈世界）是我們絕

對不可以忽略的，否則，我們就一定會嚴重曲解經文。甚麼是「自有永有」或「我是我所

是」，落在那些「沒有表情」的「神學家」或「解經家」手上，會變成一堆同樣「沒有表

情」的甚麼上帝的「屬性」──祂有怎麼樣的永恆性、自存性，無限性，諸如此類。但是

在摩西心裡、在摩西耳中，「我是自有永有的」所意味的，卻完完全全是另一回事。沒有

心肝的人聽到的，是「自有永有」，但摩西聽到的，卻是「天長地久」！ 

 

上 帝 的 名 字 ，是 天 長 地 久 ！ 
 

因為摩西關心在意的，不是上帝的「寶號」，也不是上帝的「屬性」，而是祂與苦難深重

的以色列民族的關係。那個曾經遇見他們的列祖列宗，更應許他們的子孫萬代要成為大族

大國的那位上帝，究竟還在不在？亞伯拉罕領受那應許，已經過了八百年了，百姓在埃及

受痛苦奴役，也四百年了，甚至摩西自己在米甸流亡度日，也足足四十年了。上帝──當

日的那一個上帝，還在嗎？或者，祂已經「不在」了，又或者，祂雖然還在，但已經「改

變」了。摩西並不「好奇」，他並不想知道上帝叫甚麼「名字」。 

 

摩西只想知道：「你還是祂嗎？」上帝回答說：「我是自有永有的！」意思正是：「我還

是祂！──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永遠都是！──耶和華（自有永有）是我的名，直到永

遠；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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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上帝絕對不只宣告了祂的「名字」，更宣告了祂那最美麗動人的性情，和一份與以

色列民永恆的關係。摩西也是藉此確認祂就是「上帝」、「那個上帝」、「那個唯一的上

帝」，因為在摩西的心中眼裡，只有「天長地久」才配稱為上帝，配稱為他們的天父。 

 

至於摩西，其實上帝也早已確認了他是祂的「兒子」，因為他看得出摩西的「名字」也是

叫「天長地久」──看！他在埃及皇宮享盡榮華，卻是片刻不能忘懷揀選他列祖列宗的那

位上帝，不能忘記那個永恆的應許，也不能放下他在苦難呻吟中的骨肉同胞，他的信、他

的望、他的愛，統統都刻寫著「天長地久」這個「名字」。 

 

最近，我又從網上看到一則新聞，說到發現了一座「疑似」的曹操的墓，有專家為了確認

這個墓的主人的身份，就想到找一些姓「曹」的人來做遺傳基因的比對，看看這個墓的主

人的遺骨是否真的是曹操的。 

 

真想不到，上帝與人「父子確認」的「密技」原來也差之不遠：作為兒子的摩西「名」為

「天長地久」，而眼前的這位上帝，不多不少，也是名為「天長地久」，雙方竟然是「同

名同姓」的，於是，父子相認了。（自然，具體的「相認過程」還會有一點曲折，但是這

個相同的「名字」確是雙方互相確認的根本依據。） 

 

 

三、拿「證據」來！──上帝日記、安妮日記與你的日記 
 

當然，能讓上帝與我們彼此確認的「證據」，自然不是表面上掛在嘴邊的「名字」，而是

真實地以具體的生命表現反映出來的「名字」。上帝與摩西都叫做「天長地久」，因為他

們的生命表現都能夠充份地反映出這種「天長地久」的生命氣質來。不過，怎麼樣的「生

命表現」最足以反映這種「天長地久」的生命氣質呢？或說，怎麼樣的「生命表現」最足

以反映（證明）祂是我的「父」和我是祂的「子」呢？答案是非常簡單的，就是「來尋找

兒子的就是父親」，「去尋找父親的就是兒子」。上帝不能說「我是天長地久」祂就是「天

長地久」，摩西能夠確認這名字，是因為「祂來尋找人」── 

 
出 3:7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

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8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

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

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 

 

上帝「尋找人」的事實，體現在以色列人綿長的歷史裡，更體現在主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以至末日再來之上。「祂來尋找人」就是「祂是我們的父」的「證據」。事實上，整本聖

經都可以說是我們的天父上帝的「日記」，是祂苦苦尋找人的最確鑿的證據。 

 

最近看了一本書，名為《安妮日記》，令我心裡為之一沉。這本「日記」的主角是一個生

於德國的猶太裔少女，內容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在歐洲受到納粹德國的逼

迫的悲慘遭遇。這些猶太人的境況，本來很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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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打開這本「日記」，只讀完第一頁，就已經令我十分沮喪，甚至因而「改觀」，不

得不收起我的「同情心」： 

 

 
 

這位猶太少女，對許多事物都有「興趣」，特別是「希臘羅馬神話」，但是，對於猶太人

的聖經（舊約）及耶和華上帝，在這本「日記」裡，卻幾乎隻字不提。 

 

我們經常一天到晚埋怨上帝「忘記」我們，但請想清楚，究竟是誰忘記了誰？在兩吋厚的

聖經（天父日記）裡，清楚記載了天父上帝「尋找我們」的努力與辛酸，充份證明祂是我

們的父；但是，在我們的「日記」裡，卻滿是「希臘羅馬神話」或別的不干相的東西，至

於「尋找天父」的痕跡，就幾乎連影都看不見。 

 

弟兄姊妹，請記得，天國是屬於「兒子」的。上帝從來沒有要你成為聖人、超人、神人或

完人，才可以進天國，祂只要求你成為「兒子」，而作為「兒子」的最起碼證據是「尋找

父親」，就正如作為「父親」的最起碼證據是「尋找兒子」一樣。該隱離開伊甸家門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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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也不回一去不返，證明他「不是兒子」；寧錄要在人間建城起塔自立門戶千秋萬代，也

證明他「不是兒子」。「兒子」也會犯罪、也會跌倒，但他們起碼會「想家」，多少會在

他們的「日記」裡反映出嘗試過「尋找爸爸」的努力的痕跡。 

 

天國是屬於「兒子」的，所以，你不必成為聖人、超人、神人或完人，但是你必要證明你

是「兒子」，一個終其一生都在「尋找爸爸」的人。總之，我們因著上帝來尋找我們的事

實而確認祂是我們的天父，而上帝也因著我們尋找祂的事實而確認我們是祂的兒子。這就

是本篇的講題《雙尋記》的寓意所在。 

 

 

總結、尋找的，就必尋見！ 
 

至此，或者你又心生疑惑，就是我去「尋找爸爸（天父）」就一定「尋得見」嗎？聖經的

回答非常簡潔有力，就是「尋找，就尋見」，非常肯定： 

 
太 7:7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8
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9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

石頭呢？
10
求魚，反給他蛇呢？

11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

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 

 

這段經文落在一樣沒有表情的「牧師」手上，就會變成一則俗不可耐的「祈禱術」，講怎

樣「祈禱」才最有「果效」云云。主耶穌完全不是這個意思。祂要我們定睛一事，就是上

帝是我們的父。而且，大家若明白這段經文的「典故」的出處，就更應知道，「祈求，就

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指涉的不是任何泛泛的「好東西」，而是

父──上帝自己： 

 
申 4:23

你們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們上帝與你們所立的約，為自己雕刻偶像，

就是耶和華──你上帝所禁止你做的偶像；
24
因為耶和華──你的上帝乃是烈火，

是忌邪的上帝。25 你們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孫，就雕刻偶像，彷彿甚麼形像，敗

壞自己，行耶和華──你上帝眼中看為惡的事，惹他發怒。
26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

們作見證，你們必在過約旦河得為業的地上速速滅盡！你們不能在那地上長久，必

盡行除滅。
27
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裏，你們剩下

的人數稀少。
28
在那裏，你們必事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

能聽、不能吃、不能聞的神。
29
但你們在那裏必尋求耶和華──你的上帝。你盡心

盡性尋求他的時候，就必尋見。
30
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的時候，你必歸回耶和華──

你的上帝，聽從他的話。
31
耶和華──你上帝原是有憐憫的上帝；他總不撇下你，

不滅絕你，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 

 
耶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12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13你們尋求我，若

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14
耶和華說：我必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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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將你們從各國中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了來，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

掠離開的地方。這是耶和華說的。 

 

看到嗎？馬太七章講的不是泛泛的「祈禱術」，而是天父上帝與我們的關係的問題。就是

你只要稍稍願意尋找天父，天父必要被你尋見。因為祂是父，必要把「最好的東西」賜給

求他的人，而「最好的東西」，自然就是父──上帝自己。當然，倒過來說，若你完全不

願意尋找天父，那麼，即是無所不能的上帝，也不能讓你尋見。 

 

事實上，上帝尋找人的事跡還少麼？兩吋厚的聖經，是你擺在那裡不去看而已，是你不去

找祂，而不是祂不來找你，是你用一生的「日記」證明你根本不在乎天父天家，不是祂嚴

苛不許你進入天國。 

 

當然，你也會說：「我也常常讀經祈禱呀？」不過，你「讀經祈禱」時，關心的是你自己

的感覺和需要，還是天父上帝的感覺和需要？你在乎上帝可以幫你解決「問題」，還是更

在乎上帝自己？不錯，你可能常常「讀經祈禱」，甚至「上教堂禮拜」，甚至背著一身的

「事奉」崗位，但是，你很可能只是在「尋找自己」，譬如，努力去成為一個有「屬靈成

就」的人，或是利用「宗教教養」來美化你的人生，變相地在人間繼續沉溺流連（典型是

那個「少年財主」），而並不是真的想「尋找上帝」。 

 

得救的關鍵，也就是能確認天父上帝的關鍵，是你裡頭有相應的「兒子的心」。我已經說

過了，「兒子」就是會「尋找父親」的那些人。不過，一個人活在世上，為甚麼不能夠「活

在當下」就算數，而想到要找爸爸，找天家呢？言下之意，是人「會」尋找爸爸，必定源

出於他心裡頭有這個「需要」。問題是，這個「需要」又從何而來呢？ 

 

答案是不可思議的，就是天父上帝為喚醒我們的「子性」（兒子想念爸爸的本性），用了

兩件最詭異的「工具」──苦與罪，用苦與罪來使我們無法安心地「活在當下」，因而想

起爸爸，想到要回家。（典型就是「浪子的故事」）至善的上帝用最「惡」的東西來成就

最大的恩典，這就是基督信仰裡最妙不可言的「苦罪懸謎」，更是諾斯底主義者發夢都想

象不到的真正「奧秘」。詳細大家請留意下一個系列的講章──「苦罪懸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