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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
励行善。（希伯来书 10:24）

世事如棋。不善弈者，一步一
落子；善弈者，也不过多谋几步。

无论谁再运筹帷幄，也难以一
览全局。人有小算盘，天有大算
盘。处事待人时，少点精明、少点
算计、少点计较，也许活得更加舒
服。

在 你 一 生 虚 空 的 年 日 、就 是
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
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
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
所得的分。（传道书 9:9）

有 些 东 西 ，你 努 力 就 唾 手 可
得，但有些东西，你穷尽一生却触
碰不到。譬如感情，爱你的人，你
什么都不做也爱你；不爱你的，你

付出了一切也徒劳。
有人说，人生怎会这般无奈？

其实人生本就如此，充满了变数，
充满了危机，充满了得到的惊喜和
失去的仿徨。这才是人生最充实
的样子。

因为人生无法安排，因为感情
不被安排，所以我们活得才能足够
精彩。

 








创世记的家谱（2）

3. 谢 培 尔 托 列 都
（家谱书）

创 世 记 记 录 的 十 段
家 谱 都 是 以 希 伯 来 语
“ 托 列 都 ”为 开 头 。“ 托
列都”可翻译为“概述、
家 谱 、事 迹 、后 代 、记
略 ”等 。 但 惟 有 在 创 世
记 5:1 的“ 托 列 都 ”前 面
加 了“ 谢 培 尔 ”一 词 。
“谢培尔”是指“书籍”，
这 里 使 用 的 是 合 成 词
“谢培尔 托列都”。

创 世 记 51“ 亚 当 的

后代记在下面。”
上述“家谱”一词的

意 思 是“ 记 录 从 祖 先 开
始 的 世 系 和 家 史 的 书
籍 ，是 系 统 地 记 录 人 的
血 缘 关 系 或 学 问 、思 想
派 别 、辈 分 序 列 等 的 书
籍”。“家谱”原文是“谢
培 尔 托 列 都 ”。“ 谢 培
尔”相当于中文的“谱”
字 ，是 指“ 文 章 、书 信 、
书卷、书籍”。其他的家
谱只使用了“托列都”，
惟 独 创 世 记 5:1 中 使 用

了“谢培尔 托列都”。
这里有什么含义呢？
这 是 在 强 调 创 世 记

五章亚当的家谱不是单
纯 罗 列 人 名 的 家 谱 ，而
是一部内容极其博大的
“书籍”。这段家谱本身
就是一段非常完整的历
史记录。而且从救赎史
的角度上这段家谱就像
具有法律效力的神的契
约文书一样。

第 一 人 亚 当 的 家 谱
中使用的“谢培尔 托列
都”（创 5:1），再一次出
现是在新约马太福音一
章的第二人亚当耶稣基
督 的 家 谱 中（林 前 15:
45-47）。

马 太 福 音 1:1“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大 卫 的 子
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 创 5:1“ 后 代 ” –
“谢培尔 托列都”

* 太 1:1“ 家 谱 ” –
“ 比 伯 罗 斯 吉 尼 谢 吾
斯”

不是简单的“托列都
（家 谱）”，而 是“ 谢 培
尔 托列都（家谱书）”。
也 不 是 简 单 的“ 吉 尼 谢
吾斯”（家谱），而是“比
伯 罗 斯 吉 尼 谢 吾 斯 ”
（家谱书）。

记录第一人（创 5:1）
与 第 二 人 的 家 谱（太 1:
1）时，同样使用了修饰
词“ 希 伯 来 语 的 谢 培 尔
和 希 腊 语 的 比 伯 罗
斯”。这就意味着，马太
福音一章的家谱也同样
是意本蕴含着博大内容
的完整的“书籍”。

我 们 应 当 铭 记 家 谱

是压缩了最为重要内容
的“书籍”。家谱中的每
个人物在他所处的世代
中都担负了与残酷世俗
争 战 的 伟 大 使 命 ，但 他
们的事迹无法都一一详
细地记录，所以，就用家
谱的形式代替了其博大
的 内 容 （ 诗 40:5，71:
15-16，139:16-18，来 11:
32）。

约 翰 福 音 21:25“ 耶
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 是 一 一 的 都 写 出 来 ，
我 想 ，所 写 的 书 就 是 世
界也容不下去了。”

家 谱 中 的 人 物 分 别
代 表 着 每 个 世 代 ，他 们
共 同 传 扬 的 信 息 事 什
么 呢 ？ 他 们 如 此 孤 军
奋 战 ，仍 然 能 够 坚 持 忍
耐 的 原 因 又 是 什 么

呢 ？ 是 永 生 神 所 应 许
给 人 类 的 救 恩 。 在 塞
特 谱 系 和 闪 的 谱 系 中 ，
我 们 看 到 敬 虔 的 后 裔
为 了 这 一 救 恩 而 经 历
着 被 人 厌 弃 的 痛 苦 ，流
泪 叹 息 ，孤 独 无 靠 ，却
依 然 秉 承 使 命 ，努 力 奔
跑，尽忠尽职。

因此，越加仔细地研
究 创 世 记 的 家 谱 ，就 越
能感受到神为了拯救人
类 所 倾 注 的 无 限 的 爱 ，
也能深切体会到神的浩
恩 仿 佛 深 渊 不 可 测 度 。
家谱中充满着敬虔的后
裔 承 受 使 命 ，打 美 好 仗
的 痕 迹 ，直 到 应 许 的 后
裔来到。神如此的热心
终于通过耶稣基督道成
肉 身 ，且 在 十 字 架 上 代
赎，成就了人类的拯救。

◎王武聪祭祖问题之再思－何处往生？
祭祖的问题一直是许

多慕道友的心结，也是踏进
福音之阻碍。为何台湾人
与海外华人看重死后的祭
拜远超过生前的孝顺呢？
传统的祭祖有哪些值得肯
定，哪些值得再思呢？

我在美国休士顿牧会
时，曾见一美国人在复活节
时，到墓园向过世的亲人献
花致敬，刚好那时正是清明
节，有一台湾人按台湾习俗
也前往墓园扫墓，并在墓前
摆了一大桌山珍海味祭拜
亡人。这美国人想不通又
非常好奇，于是问台湾人
说：“你的祖先真的会起来
吃吗？”台湾人非常生气，并
很快的反应：“如果你的祖
先会起来闻你献的花，我的
祖先就会起来吃。”

美国人当然不认为祖
先会起来闻花，献花只是表
达对死者的敬意与追念。
而当台湾人回答这句话时，
他潜意识里也不见得认为
死者会真的起来吃，因为如
果祭祖时，祖先真的起来
吃，那不是吓死人吗？如果
祖先真的需要吃，那他岂不
被饿死？（因一年才吃这一，
两次）更何况，如果死后的
灵魂真的需要吃，那么理应
全世界的灵魂都需要吃，为
何唯独台湾人的祖先需要
吃，否则就变成饿鬼，而美
国人的祖先不需要吃，却没
有饿鬼呢？祭祖的目的何
在？孝道一定要用祭祖的
方式来表达吗？

一.为何祭祖？
传统民间的祭祖习俗

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亦有
必须再思考的地方。

民间的祭祖一般来讲，
有四种用意：

1.生命性：传统认为祭
祖有延续祖先生命的象征，
达成与祖先连结，有薪火相
传的意义。

2.文化性：祭祖也是传
统儒家孝道，慎终追远的
表达。孔子说：“生，事之
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
以礼。”

3.家族性：祭祖亦含有
非常浓厚的家庭观念，也是
凝聚家族力量，团结宗亲的
表现。

4. 宗教性：祭祖的行

为有很强“亡灵崇拜”的
成份，人害怕自己的祖先
沦为饿鬼孤魂，影响家道
繁荣，家庭平安，因此非
拜祖先不可。

由以上四种祭祖的用
意与意义看来，台湾百姓对
祭祖不仅存有使命感，责任
感，更有强烈的恐惧感，因
此他们不仅不敢不祭祖，也
害怕死后没有人祭拜他们。

我们肯定祭祖的生命
性，文化性，家族性的意
义，但我们无法茍同与接
受将祖先当作亡灵祭拜，
况且生命性，文化性，家
族性的意义，也不见得一
定要用“祭”来表达。综
观 ，今 天 台 湾 百 姓 的 祭
祖，凭心而论，为自己着
想的成分远超过为祖先
设想的成分。许多人祭
祖的真正原因是怕背上
不孝的罪名，害怕祖先来
搅扰，而且有求于祖先的
保 佑 。 试 想 ，因 惧 怕 祖
先，又有求于祖先而祭拜
祖先，这怎能称得上“孝”
呢？更何况有些子女生
前不见得孝顺父母，父母
死后却抢着拜，这又是那
一门的孝道呢？

二.祖先在哪里？
祭祖的观念是将死人

的世界看成活人世界的延
续，所以才会认为死人也需
要吃喝玩乐，并试图满足他
们的需求，既是如此，在祭
祖之前，祭祖的人必须先调
查知道祖先现在在哪里？
在什么样的世界？才能针
对他们的需要来供应，一般
来讲，台湾民间认为人死后
有三个去处：

1. 阴间
人死后在阴间等候家

人的超渡，然后转生轮回。
在阴间一切食衣住行育乐
都须由阳间子孙借着祭物，
焚烧纸钱，纸屋，纸汽车，纸
信用卡，纸大哥大…来供
应。并且还可搭乘阴府列
车“观落阴”探访过世亲人，
与他交谈，向他请教问题。
这种观念和作法有许多令
人不解的地方。试想，过世
祖先需要子孙供应才得温
饱，他们都自身难保，怎能
保佑和赐福子孙呢？祖先
若一直在阴间需要我们的

祭物，那岂不表示所做的超
渡，法会，功德都无效吗？

因此道士招魂上来的，
绝对是“假货”，不是“真
人”。还有历世历代那么多
的祖先，没拜到的祖先一定
比拜到的多，若没有拜到的
都轮流向你要，你能满足他
们全部的需求，受得了他们
的骚扰吗？

2. 轮回
过世祖先有幸被超渡

成功轮回去了，那么根本就
不需要再“祭祖”了，不是吗
？事实上，祭祖与轮回是冲
突矛盾的，祖先若轮回转
世，那么不管他轮为人或动
物牲畜，他已重回阳间，有
他的新家，有他的生活领域
和觅食糊口的本能，哪需要
我们的祭物，冥钱？我们当
中有谁收到“前世子孙”的
祭物，汽车，别墅呢？用鸡
鸭鱼肉来祭祖，而这些动物
也是亡灵转世投胎的，那岂
不是用“祖先”祭“祖先”吗
？这太野蛮，太可怕啦！还
有祖先不知轮为那一种族
的人或那一种动物，你一律
用中餐给他们吃，他们会习
惯，喜欢吗？如果轮为美国
人，是不是用麦当劳的汉堡
饱来祭拜较合适，如果轮为
动物牲畜，用饲料，青草来
祭拜一定比山珍海味更受
欢迎，不是吗？

3. 神主牌
祭祖的人往往视神主

牌为祖先的化身，祖先就在
神主牌里，将神主牌视为祖
先祭拜，事实上这又与轮回
矛盾，若祖先已经投胎转
世，势必改名换姓，轮回成
为别人的祖先，那么他怎么
会在神主里呢？神主牌若
当纪念物来思念还说得过
去，若当成祖先来拜，这祖
先在轮回已是别人的再生
祖先，早已不在这里了，你
拜他有什么意思呢？

三.你希望死后去哪里？
每个人都期待死后有

永生，人若没有永生，我们
为死者所做的一切追念仪
式都失去意义。然而很遗
憾，除了基督教的信仰，没
有一个宗教很明确的提供
人永生的应许。

我曾问许多长辈，当你
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你知

道自己要去哪里吗？你有
把握一定会去那里吗？你
拜了一辈子的神明有没有
为你预备住处呢？很遗憾，
除了基督徒，没有人能肯定
回答这些问题。

若说死后是下阴间或
上西天，却还需要阳间子孙
供应食衣住行育乐，否则就
饥寒交迫难渡日，很明显，
这绝对不是一个令人向往，
值 得 我 们 去 的“ 极 乐 世
界”。这就像出国旅行，旅
行社为你安排的大饭店，不
但需要你自己预备交通工
具，家具，寝具，游乐器材，
餐食水果…，而且还要子女
不断空运给你，你会去住这
种饭店吗？

若说死后是进入轮回，
那也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
反而是更痛苦无奈的事，根
据佛教的说法，人死后进入
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牲，
饿鬼，地狱等六道轮回。在
这六道中，只有“天道”比
“人道”更“好命”，换句话
说，只有六分之一的机会可
以活得比现在更好。留在
“人道”的人也不见得会比
现在更好，其余六分之四则
是更凄惨。而进入“天道”
的人也不保证从此就过着
快乐幸福的日子，因他有一
天还是要结束“天人”的生
活，再进入六道轮回，如此
过惯神仙的日子再回到凡
间世界，岂不更悲哀？更何
况，不管你在那一道，都要
不断面对死亡的恐惧，死后
的惶恐，以及永无止境的苦
修。如果你有幸达到佛教
的最高境界，脱离轮回，进
入涅槃，那更没有所谓的
“极乐”可言，因进入“涅槃”
是指进入成空化无的境界，
灵魂从宇宙中消失，因此就
不必再进入轮回了，显然，
这是一种灵魂永远的死
亡，与亲朋好友永远诀别，
如此，何乐可言呢？这完
全没有永生的盼望，反而
是永不超生。总之，轮回
是无奈的，必须不断面对
死亡，死惧，它更打碎我们
将来与过世所爱亲人相聚
的期待与美梦。因在无限
多的生命数中，要轮在同
一年代，同一家庭的机会
实在微乎其微。

在所有宗教信仰中，
唯有基督教给我们明确永
生的应许，这“永生”不是
指今世的长生不死或旧有
败坏生命的延续，也不是
带着罪永无止境的轮回，
更不是在阴间要烦恼吃穿
问题，担心子孙是否有祭
拜。主耶稣应许我们“信
的人有永生”（约六：47），
这“永生”是指今生罪得赦
免，重生得救，与上帝恢复
父子的关系，死后灵魂得
救，回到阿爸父神为我们
所预备的天家，享受永生
的福乐。上帝所应许将来
的永生至少有三种恩典。

1. 耶稣预备住处
耶稣说：“你们心里不

要忧愁…在我父家里有许
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
预备地方。”（约一四：1-2）
没有一个神明为我们死后
预备住处，唯有耶稣为我们
预备住处，使我们免入轮
回，不受风寒，不愁吃穿，不
必担心子孙祭拜与否，因有
爱我们的父神供应我们一
切的需要。

2. 耶稣引路回家
耶稣说：“我若去为你

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
你们到我那里去。”（约一
四：3）台湾民间习俗，人死
后，马上请和尚，尼姑，道士
前来为死人招魂引路。但
他们未曾死过，更没有走过
阴间或西天的路，如何能为
人招魂引路？唯有耶稣基
督被父神差来，祂经历死
亡，并且死而复活；祂走过
那条路，因此只有祂能带领
我们回到父家。

3. 耶稣应许团圆
耶稣说：“我在哪里，叫

你们也在哪里。”（约一四：
3）台湾百姓对亲人过世常
哭得死去活来，不舍之情表
露无遗，多么盼望将来还能
在一起再作夫妻，父子，母
女…只是，在轮回的观念
里，这种轮为一家人的机率
根本就是零。然而，主耶稣
应许我们，将来我们不仅永
远与主同在，我们同信的人
也将团圆在一起。

以上三种应许，符合
国人的期待，又能满足我
们的需要，我们还有其他
的选择吗？

亲爱的朋友，你要成为
怎样的祖先呢？你只在意
子孙死后对你的祭拜，而不
在乎他们生前的孝顺吗？
有些孩子在你生前都不见
得听你，你有把握根本不认
识你的后代子孙一定会祭
拜你吗？将自己死后的命
运，幸福，安息的决定权交
在子女，甚至不认识的子孙
手中，取决于他们是否祭
拜，供养，这样明智吗？如
果不幸没有后代，怎么办？
为何自己不在生前就做好
死后的预备？为何不在生
前自己来决定死后的命运
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
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一
四：6）经由耶稣的道路，我
们可以认识真理，得到永恒
的生命，回到父家永享安
息。如此，我们可以免入轮
回，免沦为饿鬼，免得打扰
子孙，惹人害怕讨厌。这样
不仅为自己着想，让自己蒙
福，更为子孙设想，让子孙
高兴，并且彻底解决祭祖的
困扰，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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