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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旻于中旻
何必避世方为高

中兴汉室的光武帝，
有个好友严光，字子陵；
功成后，避世不仕，隐居
富春江神钓鱼，因成地名
“严陵濑”，记念其高风亮
节，为世人景仰。后人行
舟江上，感而有诗：

君为功名隐，我为功
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
过钓台。

据 说 ，诗 为 范 仲 淹
作 ，又 有 人 说 是 王 阳 明
作，近见记载，为清代温
训的“过严陵濑”诗，只是
句为“羞见君子面”。

功臣避世，以范蠡最
为有名，相传他挈西施隐
迹江湖，也许是逃避疑忌
狭隘的勾践残害；仕而优
则商，拥美人与资财，过
颇为人羡慕的生活。为
刘邦建立汉王朝功劳最
高的张良(子房)，为了保
全性命，离开残虐的汉高
祖，也是可以谅解的。光
武帝对待功臣的纪录较
好，严光(子陵)被烹杀的
机会不多，士各有志，不
愿作官是他自己对利禄
没有兴趣，说他嫌洛阳鱼
不够多都可以，不会是假
清高。晋代以后的人物，
以不涉政治为清高，是受
佛道思想的影响。“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范仲淹，和倡
“知行合一”的王阳明，都
抱持儒家用世的精神，像

孔子一样，大官小官都肯
干 ，以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目
的，付出极大的代价，以
至不惜殉身，彰显其浩然
正气。我看范王二位先
生对人类的贡献，都不见
得逊于严光。

南宋名将岳飞，传世
的诗词不多。其最为人
传诵的“满江红”，有“三
十功名尘与土”句，证明
其并不避讳“功名”。另
一阕“小重山”，更明显的
说：“白首为功名，旧山松
竹老，阻归程。知音少，
弦断有谁听？”全没有以
“功名”为耻的意思，合于
“立功，立德，立言”三不
朽的儒家传统。如果不
贪赃枉法，卖国虐民，就
没有愧见君子的理由。

初期的基督教会，忍
受持续的迫害，有时得知
机逃避，栖身墓穴山洞，是
不得已的，非出于消极避
世。沙漠教父们，及以后
的隐修运动，多由于基督
教成为罗马官家机构，教
职成为可羡慕的职业，高
层教阀，更挟上帝以自重，
倡造迷信圣物崇拜和善
功，趋于腐败，贪婪安逸，
远离信仰；引致圣徒的反
应，以隐修安贫受苦为高。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
觉悟圣徒皆为祭司，人各
有从神来的呼召，并没有
贵贱之分，不是“圣工”与

“俗务”的二分世界，也就
没有圣职人员和平信徒
的等级，要在尽忠诚实。
圣经说：“我们没有一个
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
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
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
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
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
人。因此，基督死了，又
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
的主。”(罗一四:7-9)事奉
或有差别，都是要成就主
的旨意。正如荷兰改革
宗神学家凯柏所说：所有
得救赎归主的人，“我们
身上的每一吋，祂都有完
全的主权。”

现在的人，纷纷讲论
“仆人”哲学，正是基于这
圣经的教训，各人“总要
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作
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
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
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
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
督。”(西三:22-24)

西 方 基 督 教 世 界 传
统，给教职人员有尊敬的
荣 衔 “Reverend” ， 或
“Venerable”之类，对于政
府官署，也称“Your Hon-
our”，就是基于同样的认
识。在另一方面，教会受
任的人员，是“神的仆人”，
历来罗马教宗，更称“众仆
之仆”；服务政府的人，称

为“公仆”，都是可称扬的
观念，本于圣经教训。

仆人心态，不仅是说
说唱唱的口号，必须成为
真 正 的 信 仰 ，见 之 于 行
动。

旧约先知中，摩西是
以色列的拯救者，兼最高
领袖；大卫是受膏的合法
君王；但以理，尼希米，身
任高级行政长官，政绩卓
著；但他们都是神忠心的
仆人典范。新约中，路加
福音的收信人，提阿非罗
大人 (见路一:1)，显然是
罗马政府高干；腓利宣道
的果子，是埃提阿伯的财
政部长 (见徒八:26 -40)；
首先归信的外邦人哥尼
流，是义大利营的百夫长
(见徒一 0:1)。连福音的
先锋施洗约翰，在税吏和
军人悔改之后，也只要他
们改变行为，并不曾要求
谁 改 变 职 业 ( 路 三:
10-14)，除非是不道德的
职业。我们不能怀疑这
些人真实的信主，但他们
并没有立即辞官，归隐田
园。所知的结果，是埃提
阿伯 ( 今以索俄比亚) 成
为多数人归信的非洲基
督教国家，福音在欧洲也
迅速传开。这样的结果，
当然不仅是宣教士传道
的成绩。

不少人说，政治是肮
脏的。确实不错。因为

政治是众人的事；我们不
能抱怨，未曾悔改归正的
“众人”，怎能不肮脏？但
基督教该是清洁的，有基
督 徒 参 与 ，情 形 该 会 改
善 ；有 众 多 的 基 督 徒 参
与 ，情 况 会 有 极 大 的 改
善 。 十 六 世 纪 ，加 尔 文
(John Calvin,1509-1564)
在日内瓦邦，使那里成为
“造在山上的城”，使当时
到访的人，亲历那位宗教
改革家领导下的影响，誉
为地上天国，是清教徒参
政的果子。

宗教的狂热，一时气
势腾腾，不久蒸发无痕。
真 正 的 复 兴 ，深 及 于 文
化，如涟漪扩展不息。耶
路撒冷教会的执事腓利，
在撒玛利亚工作，有圣灵
同在，“在那城里就大有
欢喜”(徒八:8)。虽然并
没有建大教堂，没有立纪
功碑，功效历久不衰。保
罗在以弗所事奉，“有宽

大又有功效的门，为 [他]
开 了 ，并 且 反 对 的 人 也
多”(林前一六:9)。教会
不仅高唱哈利路亚，更见
行邪术的焚书悔改归正，
使著名偶像文化受到威
胁，“主的道大大兴旺而
且得胜，就是这样。”(徒
一九:20) 深入群众，震动
撒但国度，是圣灵大复兴
的印记，无疑的，必须有
圣徒的积极参与。

诚然，教会必须迫切
祷 告 ，求 主 复 兴 祂 的 作
为。但一味的寂静避世，
不涉人间世，违反复活主
的大使命：“你们要去！”

总要记得那位道成肉
身的主所说的话：“你们
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
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
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
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
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
照在人前。”(太五:14-16)

起来，为主发光！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
良善。（帖撒罗尼迦前书 5:15）

一个人真正的善良，不过是心里装着他人。当你站在自己的角度，只会看见自
己的不满。当你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能体谅他人的无奈。所有易怒的脾气，不
过是因为缺少对他人的关心和体恤。

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箴言 29:11）
一个人的脾气里，藏着他最真实的人品。因为动怒是本能，忍怒却是一种善

良 。 有 时 ，心 若 宽 一 分 ，就 能 容 下 他 人 的 错 。 有 时 ，气 若 缓 一 分 ，也 就 能 装 下 他
人的过。

经文：腓立比书三章 5
至 11 节

上文谈论了基督徒在
基督里享受美好人生的第
一个因素，即虚己之爱。
本文续论第二个因素，即
神与人的同在。

如前文所述，所爱之人
的同在可以淡化苦难，就更
别说那爱我们到底之神的
同在了。被耶稣的故事吸
引还很不够，因我们做不到
耶稣所能做到的事。罪人
无法向天父和他人虚己到
底，故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
耶稣的榜样，更是祂的灵的
帮助，否则只能望耶稣的漂
亮故事而兴叹。我们所需
要的帮助不只是能力（毅
力、智力等等），乃是耶稣
自己的同在；或更确切的说
法是：主自己的同在会形成
我 们 所 急 需 的 能 力 和 帮
助。当教会说人需要恩典
才能过蒙神喜悦的生活，这
恩典是指神自己的同在，因
最大的能力就是神的同在
所直接赐给人的爱。以马
内利（神与人同在）是信徒
最大的福分，也是信徒故事
的主要内涵。面对在圣洁
生活上很有压力而几近气
馁之人，耶稣说了这安慰的
话：“到我这里来吧！我必
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
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
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
着 心 灵 的 安 息 ”（太 11:
28-29）。这里并无降低神
的要求的意思；耶稣所说的
轻省之轭，是指祂的柔和与
人向祂学习的亲密方式，也
就是说：人学习主的样式的
方式是离不开主与人的亲

密同在。由此可见，正如耶
稣向天父学习的方式是通
过天父与祂的亲密同在及
祂对天父的旨意的直接感
受一样，信徒向基督学习的
方式是透过基督的灵和他
们的亲密交通及信徒对耶
稣的感受的直接体会。这
也是做基督的门徒的意思：
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因我
们像十二位门徒一样可以
让耶稣亲自教导我们。门
徒的学习方式是通过时时
直接与师傅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基督徒可
以活得像耶稣一样（即活
出虚己而被充满的美好故
事），这最主要并不是关于
纪律和毅力（虽离不开这
些），而是基督自己与信徒
的直接同在。这种亲密的
同在使信徒能感受到基督
自己的感受，能以基督的
思维思考问题，能用基督
自己的心情和精神体会神
的旨意。故为了能效法基
督的虚己，我们要进入基
督的内心世界并感受到祂
向天父和他人的大爱。对
基督徒来说，做门徒（即亲
自 领 受 耶 稣 的 教 导 和 同
在）的内涵就是与基督合
一，而这是成功效法耶稣
而在世上活出祂的故事的
秘诀。我们由此重演了使
徒们的经历，也即复活的
主耶稣借着他们作工的经
历。耶稣已复活这真理也
渐渐在我们的意识和生活
中拂晓，祂变成我们一生
中的活同在（注二）。复活
的耶稣现在不只是一个概
念或一个神学真理，而是
活生生的事实；或借用赖

特（N. T. Wright）的话：耶
稣成为了与我们同时代并
和我们同在之人了。

与主同行是保罗所说
的认识基督的含义：在圣
经中，“认识”不只是理性
上的事，更是一种亲密的
交通。像保罗一样为了认
识基督把万事都抛弃，可
以说是等于立志撰写新的
自传：“我的主与我”，是
等于以“这人与主同行”作
为自己的墓志铭。但与主
同 行 不 只 是 一 种 生 活 方
式，也是我们进入主耶稣
的故事的表现。让自己的
故事与耶稣的故事合而为
一是等于让耶稣进到自己
的心而感动自己的一切心
思和行动，从而使自身的
人生变成基督自己的生命
在世上的延伸。与主同行
之 人 的 生 命 是 耶 稣 所 赐
的，也是与基督的生命紧
密相连的新生命。两个生
命的合而为一，这就是两
个故事的汇合。正如神谦
卑地将祂自己的故事和卑
微之人的故事紧紧地联系
起来，信徒也就拒绝编写
个人主义式故事而把自己
的故事献给神，让耶稣的
故事包容着信徒的人生。
正如神虚己成为人而进入
人的故事里，人也就放弃
自己的成见和舒适而进入
神在基督里的故事里。

与 人 自 私 的 故 事 相
反，基督徒的漂亮故事是
关系到神与人进入彼此的
故事里。由此可见，基督
与我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
居住的关系了：我住在基
督的心间，基督住在我心

里。相互占据彼此之心，
这岂不就是相爱的内涵？
而相爱本身岂不就是彼此
认识的巅峰？这样便可得
知保罗为何以认识基督为
至宝。在漂亮的故事中，
更要紧的不是得失成败，
而是灵魂之间的关系（其
实，每个人也知道了，世上
最美好的故事还是与爱有
关的故事，而不是歌颂成
功的故事）。人的自我与
故事，只有在人与神的同
在中方能完全，因自我只
能与他者在一起方能丰富
多彩，而最可爱和荣耀的
他者就是神自己。

如此，信徒与主在故
事上的联合并不意味着在
两个生命的汇合中，主与
信徒的地位是平等的。反
之，耶稣的故事成为了信
徒活出并解释自己的人生
的大故事。我们每个人的
坏故事已在十字架上被终
结了，现在有的是耶稣的
故 事 在 我 们 身 上 的 体 现
（加 2:20）。保罗写“得以
在祂里面”（腓 3:9）这词语
是用被动式，因保罗觉得
他 不 是 自 己 故 事 的 主 角
了。因此，虽信徒还有自
己的理想、使命和各种渴
望，但这一切主要是耶稣
在借着人的各样理想或各
种使命彰显自己对天父和
他人的爱的管道。不过，
信徒没有失去个性，因透
过进入耶稣的故事，信徒
的人性和自由反而得到增
强和完善了，因基督是真
正、完美和自由之人的标
准。因此，耶稣的故事也
是所有好故事的范式。

虽然信耶稣没有立即
消除人生中的困难，但这
些困难都会带来益处，因
最可怕的灾难，也就是人
因罪给自己带来的诅咒，
已被耶稣承担了。此外，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信徒得
益处；之所以如此，原因是
信徒已经借着信心以基督
的故事作为自己的故事，
所以信徒最终会分享基督
的胜利。明白了这点，我
们就会发现：认识主之前，
我的故事再好也无法完全
遮蔽我的丑恶，也无法使
我避免故事的坏结局；但
认识主之后，我的故事再
坏也无法完全遮蔽我在基
督里的美好体验，也无法
拦 阻 故 事 的 好 结 局 的 到
来。总之，基督与我们的
同在既能赎回过去（给过
去予以新的意义了，如：过
去的失败和痛苦使我亲近
主），也能使我们瞻望未
来。不但如此，若我们故
事 的 成 全 是 靠 耶 稣 的 故
事，那么宇宙的故事的成
全则靠我们的故事。人的
故事是一个伟大故事的一
部分（即神救赎祂的创造
的故事），而在这故事中，

宇宙万物的更新是要等待
在基督里的信徒的荣耀复
活（罗 8:19）。

但很有意义的是：在
基督徒的故事里，痛苦和
挣扎这表面上是削弱盼望
的东西居然能增强我们对
美好结局的盼望。这是因
为信徒虽然好像还会受痛
苦的操弄，但他们其实是
以耶稣的方法挫败苦难，
而 他 们 的 武 器 是 虚 己 顺
服。信徒通过受苦彰显出
自己在耶稣的故事里的参
与，而这实质上就是信徒
与基督一同经历死而复活
的 故 事 。“ 人 有 悲 欢 离
合”，基督徒有死而复活。
死而复活成为了被解放之
人的故事的新情节，“靠神
得胜”或“借着基督与神联
合”成为了信徒故事的新
基调。因我们已经变成了
神 的 救 赎 性 故 事 的 一 部
分，我们能明白我们的痛
苦的意义了（注三）。因
此，信徒要不断提醒自己
已有新的故事，以及留意
这新故事背后的大故事，
这样他们就可以抵挡气馁
和忧惧的攻击。

来源：金灯台

使受苦人生变为美好的关键因素——神的同在 ◎戴永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