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所要的敬拜上帝所要的敬拜
论到基督徒敬拜神，

我 们 很 容 易 会 想 到 的 经
文就是“神是个灵，所以
拜 祂 的 必 须 用 心 灵 和 诚
实拜祂。”（约 4:24）让我
们 来 细 读 诗 篇 第 九 十 五
篇，看当中给我们在敬拜
神中有何提醒。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
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
石 欢 呼 。 我 们 要 来 感 谢
祂，用诗歌向祂欢呼。因
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
超 乎 万 神 之 上 。 地 的 深
处在祂手中，山的高峰也
属 祂 。 海 洋 属 祂 。 是 祂
造的，旱地也是祂手造成
的。（诗 95:1-5）

来啊！我们要屈身敬
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
前 跪 下 。 因 为 祂 是 我 们
的 神 ，我 们 是 祂 草 场 的
羊，是祂手下的民。惟愿
你 们 今 天 听 祂 的 话 。 你
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

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
撒 。 那 时 你 们 的 祖 宗 试
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
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
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
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
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
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
我的安息！”（诗 95:6-11）

诗中有两个“来啊”，
似 乎 诗 人 以 此 作 为 诗 中
两 个 鲜 明 的 分 段 。 第 一
个段落（1-5 节），诗中充
满欢欣雀跃的敬拜，当中
并 提 及 耶 和 华 上 帝 的 超
越 与 创 造 ，显 然 在 反 映
出，当我们敬拜上帝时，
对 神 的 认 识 是 至 关 重 要
的。若我们一面敬拜祂，
但 原 来 我 们 对 祂 十 分 陌
生，敬拜不过是一种人云
亦云的活动，那就很没意
思了。

当我们读到第二个段
落（6-11 节）时，又会发现

内 容 很 大 的 不 同 。 第 一
个“来啊”（1 节），是呼吁
人向耶和华歌唱；而第二
个“来啊”（6节），呼吁向神
屈身敬拜，是一种比前述更
庄严的敬拜。可以说，在第
一段中，诗人是以展现耶和
华是谁作重点，来带出我们

敬拜耶和华大能之神的欢
乐。而第二段则说明如何
敬拜耶和华才为合宜，当中
除了屈身敬拜和跪下之外，
更以几近全篇诗之一半的
篇 幅 带 出“ 今 天 听 祂 的
话”，可见这是本诗一个不
能轻忽的要点。不但如此，

这诗起初叫人感到欢呼之
情，但结尾“所以我在怒中
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
我的安息”（11 节）读来就
像戛然而止，是那么叫人心
情沈重。

由此可见，若不郑重
聆听神的话，不明白祂的
心意，不好好按祂的旨意
而行，一切敬拜中的欢呼
赞美，甚至敬拜时如何全
情 投 入 和 屈 身 敬 拜 也 是
枉 然 。 笔 者 不 是 在 说 今
天 我 们 教 会 不 用 追 求 有
更好的唱诗赞美；一个有
一定水平的诗班，或善于
颂唱的会众，往往能大大
提 升 主 日 敬 拜 的 气 氛 。
可是，练唱比较容易，而
在 生 命 中 追 求 好 好 聆 听
神的话语，明白圣经，转
化 成 我 们 内 在 生 命 的 价
值观，就困难得多了。看
看 主 耶 稣 在 旷 野 面 对 魔
鬼三招厉害的试探时，如

何凭圣经真理作护卫：无
论 是 应 对 饥 肠 辘 辘 时 的
食物引诱、殿顶跳下的保
护奇迹、垂手可得的世界
荣华，主都以神的道作护
卫得胜了。

诗篇第九十五篇旨在
叫我们敬拜的群体，不要
对神的话语硬心，于神的
作为糊涂，惹神厌烦；倒
要 好 好 汲 取 过 往 失 败 经
历 的 教 训 — 既 知 道 人 的
不可恃，就更要从谨守神
的 话 语 作 开 始 ，全 人 投
入，身体力行，以遵从神
的 旨 意 生 活 作 为 敬 拜 。
使 我 们 失 去 主 所 赐 之 安
息的，往往不是因为我们
缺少有形的敬拜（魔鬼也
不 怕 我 们 徒 具 外 表 的 敬
拜），而是我们对神硬心，
对 神 所 说 的 置 若 罔 闻 。
作为属神的群体，若是这
样，那就太可惜了。

来源：金灯台

约 翰 著 作 中 记 载 的
“道(Logos)共計 65 次：约
翰福音 40 次，约翰书信 8
次，启示录 18 次。约翰
著 作 中 所 说 的“ 话 ”
(Rheema) 共 计 12 次 ：全
部都在约翰福音：3:34；
5:47； 6:63,68； 8:20,47；
10:21；12:47-48；14:10；
15:7；17:8。

研 究 约 翰 著 作 中 的
“ 道 ”(Logos)，我 们 可 以
得到以下的结论：

1. 所 有 的“ 道 ”(Lo-

gos)，皆以耶稣基督的生
命为本源，是指有系统的
圣 言 (Logic)，约 17:17 称
说“祢的道就是真理”。

2. 描 写 连 贯 性 或 关
联性的“道”，就是“生命
之道”，“生活之道”( 或
称“经历之道”), 还有“得
胜之道”。

3. 信 道 或 接 待 道 者
就成为神的儿女，一生活
在 神 的 恩 典 中 ，领 受 神
道，必明白神的旨意。

研 究 约 翰 著 作 中 有

关“神的话”(Rheema), 我
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1. 不 领 受 主 说 的
“ 话 ” (Rheemata “ 复
数 ”)，末 日 要 受 这“ 道 ”
(Logos) 的 审 判 ( 约 12:
47-48；启 19:13)。 约 翰
福 音 七 次 记 载 遵 守 这
“道”(“Logos”)，约 8:31,
51,52； 14:23,24； 15:20；
17:6, 以 上 单 数 的“ 道 ”
(Logos)都是指主自己。

2. 约壹 2:5,14 要遵守
“主道”，并且也因有“神
道”住在心里, 就胜了那
恶者！这是历代历世圣
徒 得 胜 魔 鬼 唯 一 的 途
径 ：”弟 兄 胜 过 牠 ，是 因
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
的 道 (Logos)；他 们 虽 致
死 ，也 不 爱 惜 自 己 的 生
命。“(启 12:11)

3. 非 拉 铁 非 教 会 最
大的特点便是遵守主的”
道”(Logos)，成为得胜得
冠 冕 的 教 会 ( 启 3:8,

10-11)。
当 约 翰 的 著 作 将 ”

道 ” (Logos) 与“ 话 ”
(Rheema) 互 相 应 用 时 ，
使我们从中得着无限的
鼓舞与激励：

1.“道”(Logos) 是“记
载的道”，是“神的道”，
是 ”第 一 次 的 道 ”；但
“ 话 ”(Rheema) 是“ 正 在
说 的 话 ”，是 从 神 口 中
“说出的话”，是“第二次
的 话 ，是 从 ”道 ”(Logos)
说 出 来 的 话 ”(Rheema),
是从圣灵的感动说出来
的话，是有能力的话。

2. 信 徒 当 养 成 阅 读
圣经“神的道”(Logos) 的
习 惯 ，也 当 聆 听 、默 想 、
遵 行 神 有 能 力 的 话 ，因
为这话 (Rheema) 是 源自
於 这“ 道 ”(Logos) ( 路 1:
37)。

4. 约 15:7：“ 你 们 若
常 在 我 里 面 ，我 的 话
(Rheema) 也 常在你们里

面 ，凡 所 愿 意 的 祈 求 就
给你们成就”( 约 14:14；
约壹 5:14-15)。

当 主 向 许 多 人 讲 道
说 到“ 生 命 的 粮 ”的 时
候 ，跟 从 主 的 门 徒 中 多
许 多 人 退 去 的 ，不 再 与
主 同 行 ，与 主 永 别 ！ 究
其 原 因 ，是 因 为 他 们 不
领受主的“道”(Logos),也
不领受主的“话”(Rhee-
ma), 最终的结局就是沉
沦灭亡，与神永远隔绝！

当 我 们 将 使 徒 约 翰
著作的神学架构加以研
究 ，我 们 不 难 看 出 这 三
重阶段:

第一，约翰福音强调
信仰的“起点”——看见
神 国 必 须 要 重 生 ( 约 3：
3,5)；

第二，约翰书信强调
信仰的“过程”——迈向
神 国 ，必 须 要 悔 改 及 更
新(约叁 3)；

第三，启示录强调信

仰的“结局”——进入神
国 ，务 必 以 圣 徒 的 荣 耀
身份进入神荣耀的国度
(启 22：5)。

约 翰 的 著 作 虽 然 是
大 篇 幅 ，看 起 来 极 其 复
杂 ，其 实 内 里 很 有 系 统
地 表 达 神 国 的 三 个 阶
段 ，藉 着 使 徒 约 翰 的 著
作使系统神学和圣经神
学得到极奇妙而又完美
的“ 结 合 体 ”。 因 此 ，我
们可以说使徒约翰的作
品 如 同 长 江 的 主 流 ，将
旧 新 约 圣 经 ，经 上 、中 、
下 游 ，进 入 神 国 的 大 海
洋里，正是“海纳百川”。

不仅如此，使徒约翰
的 著 作 是 神 真 理 的 核
心，“神道”是树根，“神
的话”是树木，我们得以
明 白 真 理 后 ，为 生 命 和
生活建造人生的“灵宫”
(Spiritual Tempel), 迈 向永
恒 的 家 园 ，直 到 见 主 的
荣面。诚心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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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著作中的约翰著作中的““道道””与与““话话””

◎罗锦庭

冬至过了，日子开始
由短变长，人们复又多经
验着溫暖和光明，渐渐进
入了新生和成长。圣诞节
又到了。

圣诞节与圣诞
问起：到圣诞节还有

几天？许多人以为自然是
指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似
乎是一件人所共知的肯定
事实。但如果你知道有其
他答案也是对的，就不会
那么肯定了。原来在圣诞
节后十二天，还有另一个
圣诞节。

圣 诞 节 （Cristes
Maesse）是在 336 年 於罗
马开始的，定为十二月二
十 五 日 。 但 在 非 洲 及 中
亚，採用不同的日子。希
腊东正教即採一月六日，
到现在的埃及教会，亚米
尼亚教会，和俄国教会，仍
然守那日子。

圣诞节是传统纪念主
耶稣降生的日子，只成为
文化上的节庆。圣诞是主
耶稣降生的事实，神的儿
子道成肉身。圣诞节既然
难肯定而统於一，圣诞自
然就无从确定了。

不过，更重要的认识
是，主耶稣绝不同一般所
谓的神只，是人给定个生
日出来。早在祂降生七百
多年以前，先知弥迦被神
的圣灵感动，就预言说：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
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
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 以 色 列 中 为 我 作 掌 权
的：祂的根源从亙古，从太
初就有。（弥迦书 5:2）

这有多么奇妙！主耶
稣降生的地点，那么早就
有预言了。更与任何人超
然不同的，是“祂的根源从

亙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主
在世的时候，自己见证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
沒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约 翰 福 音 8:58）祂 也 曾
“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
1:2）。祂是永存的，先存
的；只是时候到了，才向世
人显现（见彼得前书 1:20;
希 伯 来 书 9:26）。 因“ 从
来，沒有人看见神；只有在
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
明 出 来 ”（约 翰 福 音 1:
18）。

圣诞的意义
世人都犯了罪。罪使

人与神隔绝。因为神是圣
洁公义的，犯罪的必然受
审判，离开神的面和祂的
荣光，就是永远灭亡。

但慈爱的神，不愿意
人沉沦灭亡。圣经说：“神
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
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
的 ，不 至 灭 亡 ，反 得 永
生。”（约翰福音 3:16）

显然的，这里有两个
矛盾：一是必死的罪人不
能得永生，不该得永生；但
另一个更大的矛盾是，永
生 的 神 不 能 死 ，更 不 该
死。人不生就不能死。

为了爱世人，要救世
人免死，神差祂的儿子道
成肉身到世上来，就是主
耶 稣 基 督 。 祂 降 世 的 目
的，就是为世人代死，叫信
祂的人可以得生。这就是
福音。

基督照圣经所说，为
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
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

复活了。…成了叫人活的
灵…我们将来也必有属天
的形状。（哥林多前书 15:
3-4,45,49）

我们认罪悔改，相信
接 受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代
死，就可以得救，作永生神
的儿女。

这奇妙的事：祂的生，
祂的死，祂的复活，祂的再
来，迎接信祂的人，复活永
远与祂同在，都早已记载
在圣经上面。

因此，主耶稣降生的
时候，有天使向牧羊的人
宣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
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
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
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因此，有大队的天兵，同那
天使讚美神说：在至高之
处荣耀归於神，在地上平
安归於祂所喜悅的人。（路
加福音 2:10-14）

主耶稣降生，是为了
在十字架上受死，代人赎
罪。生在马槽里的主，是
为了走向十字架。这就是
使人得救的福音信息。因
此，使徒保罗定了志向，传
扬“耶稣基督並祂钉十字
架。”（哥林多前书 2:2）这
是神的大能。是主耶稣在
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歌
罗西书 1:20）。信祂的人，
借着祂的血得与神和好，
得蒙神喜悅，神就得了荣
耀。

圣诞的经历
在 主 耶 稣 诞 生 的 时

候，在世界上的人虽多，但
只有少数人亲身涉及。同

样的，今天世上庆祝圣诞
节的人中，也只有极少数
与 主 有 关 。 这 些 蒙 福 的
人，有他们的原因：谦卑。
首 先 得 到 这 大 喜 的 信 息
的，不是有地位的大人物，
而 是 伯 利 恆 野 地 里 的 牧
人，因为他们谦卑。（见路
加福音 2:8-15）

寻求。东方的博士，
得以看见神应许的新生婴
孩王，因为他们遙远的来
追寻，顺从明星的引导。
（见马太福音 2:1-6）

奉 献 。 他 们 见 了 圣
婴，就俯伏下拜，献上宝贵
的礼物。凡认识主的人，
必然虔恭下拜奉献。（见马
太福音 2:9-11）

传扬。牧羊人听受了
天使的信息，见了圣婴，不
隐藏奇妙的好信息，自然
成了传好信息的使者。（见
路加福音 2:17）信服。当
然，还有蒙大恩的女子马
利亚，她情愿神旨意成就，

不计代价，甘心背十字架，
信而顺服。（见路加福音 1:
26-38）

英 国 诗 人 高 道 奋
（Sidney Godolphin）写 道 ：
哲士们来俯伏在主祭坛之
前，主悅纳他们把学问奉
献。牧人的敬畏，不是涌
流的眼淚，发出微弱的讚
叹，非显然可见，卻胜於雄
辩。…想到自己的缺乏贫
穷使我们忧伤沮丧，在悲
痛中抬头仰望承认自己悲
惨的景況：感谢和祈祷升
达天上，我们爱，虽然不能
知详。

圣诞节是文化生活中
的一部分。但对於基督徒
来说，是有儿子的灵进入
心里，基督成形在里面。
（见加拉太书 4:6,19）

司理修（Angelus Sile-
sius, 1624-1677）说得好：
虽然基督有千次在伯利恆
诞降，若祂不曾生在你里
面，你的灵魂依然无望。

基督徒用不着去随众
宴乐狂欢，但我们也不能
禁除。最重要的是经历圣
诞在心里，才会有永远的
喜乐。

圣诞贺卡
第一份圣诞及新年贺

卡 ，於 1843 年 在 伦 敦 问
世 。 印 着 ：“A Merry
Christmas & A Happy New
Year to You.”

圣诞树
依古时中国与埃及的

风俗，都把长青的松柏作
生命象征。欧洲的異教徒
归主之后，有的仍保留着
围 树 聚 集 的 习 俗 。 在 德
国，相沿把苹果挂在松树
上，代表亚当和夏娃在乐
园中。有人以为马丁路德
是圣诞树的倡始者。

1840 年，德国的亚尔
伯特王子，与英国维多利
亚女王结婚，把圣诞树带
到英国，后又传到美国。

来源：翼报

◎于中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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