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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靈
修

前言

《四福音書》記載了耶穌的降生、傳

道、受難、復活，描繪耶穌基督如何犧牲自

己，完成天父所交託的救贖大功。每一位福

音書作者在聖靈的感動下，根據自己所聽、

所看、所憶，凸顯耶穌所帶來的神國真理的

某些重要面向，他們的目的，正如約翰所強

調的，是要叫聽聞者能「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

的名得生命。」（約二十31）。不但是與福

音書同時代的人，就是我們今天閱讀《四福

音書》，也感覺耶穌基督躍然紙上，祂的言

談舉止或所作所為，彷彿對每一位願意敞開

心靈的人，具有直接的、深刻的感染力。確

實，《四福音書》中的耶穌，不是一個刻板

人物，而是一位生動活潑、有血有肉的「人

子」。祂有各種情緒表現，貼近世人的喜、

怒、哀、樂，流露了人性的一面，也為我們

立下效法的典範。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動態

的與情感的表達面著手，思索祂如何可以

「活畫在我們眼前」（加三1），也思考如

何細緻的將祂「彩繪」出來，呈現在尚未認

識祂的人面前。

一.成長的耶穌

基督徒心中的耶穌形象，大抵是一位高

瘦、堅毅的青年人模樣，偶而提及耶穌的

降生，則轉換成馬槽中甫出生的襁褓嬰兒，

卻很少注意到道成肉身的耶穌，祂的三十幾

歲人生，其實是經歷階段性的成長，由小至

大，步步趨向成熟。

《路加福音》特別刻畫孩童耶穌，敘述

祂「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

的恩在祂身上」（路二40），為證明所言有

據，於是舉一令人難以忘懷的例子，就是耶

穌十二歲時與父母和同村的人上耶路撒冷

守節，回程中父母驚覺祂未同行，因而匆匆

返回聖城尋找，三天後才發現孩童耶穌「在

殿裡，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路

二46）。青少年耶穌諸如此類的神奇事例應

該還有不少，只是路加無法一一贅述，僅用

一句話總結：「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

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路二52）

彩繪人子耶穌
靈修、工作、再靈修的過程，為耶穌在重大事件

或聖工轉折中，帶來莫大的力量。

文／蔡彥仁 圖／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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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要強調的是，耶穌縱然秉賦神的形

象和特質，但其「基督身量」（弗四13）

不是一蹴即成。祂的成長與一般人無異，也

是經歷漫漫的學習過程，在聽、聞、問、答

中累積知識與智慧。祂有高度的使命自覺，

以「父的事為念」（路二49），有了明確的

人生標的，加上不斷地精進向前，結果不但

是身體的逐漸成長，祂的屬靈智慧也日益增

添，贏得人的稱許，也獲得天父的喜愛。耶

穌就是如此身、心、靈、智多方面成長，當

面臨「出道」前的最後一關嚴峻考驗時，難

怪有能力以智慧的言語與堅決的態度，一一

回應魔鬼的挑戰，駁倒各種誘惑，「滿有聖

靈的能力」勝利還鄉，再次整裝待發為福音

出征（參：路四14）。

使徒保羅自我惕勵，同時也勉勵基督徒

要「效法基督」（林前十一1），希望所有

的基督徒各按恩賜、各盡其職的參與聖工，

展現成長的基督身量（弗四11-13）。他的

勸勉即是基於對耶穌成長過程的深刻認知，

認為耶穌既然在肉體上持續成長，屬靈生命

也由稚嫩進至成熟老練，基督徒同理也需不

斷成長，從吃奶到吃乾糧，變成「心竅習練

通達，能分辨好歹」的成人（來五14）。

二.忘我的耶穌

《馬可福音》刻畫耶穌時，一開始即跳

過祂的孩童階段諸軼事，直接將成人耶穌呈

現在讀者面前。不但如此，馬可所記載的耶

穌更是一位能力高強、與污鬼搏鬥的戰士。

在《馬可福音》第一章，我們看到耶穌在宣

傳「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

信福音」之後（可一15），緊接展現一連

串的神蹟大能，包括在迦百農的會堂趕走污

鬼、醫治西門的岳母、潔淨一位痲瘋病患

等，以行動印證神國降臨、真神為王、污鬼

潰散的景況。

耶穌的能力彰顯之後，名聲四方遠播，

有病痛、罹鬼患者蜂擁而至，期待藉由耶

穌的手得到終究的解決。馬可「彩繪」的耶

穌不但擁有極大的神力，更是充滿悲憫之

情，視世人「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可六

34），於是來者不拒，有求必應。由於工

作量大，祂還選立十二位門徒，賦予他們權

柄，差遣他們兩人一組，外出各地醫病趕鬼

（可三14-15，六7）。讓人印象深刻的是，

耶穌投入聖工幾乎接近狂熱，「連飯也顧不

得吃」（可三20），以致於不解神意的眾親

友誤以為祂癲狂了（可三21）。耶穌當然不

是癲狂，祂的意識十分清醒，很清楚自己的

救贖聖工以及當完成的使命。祂的積極投入

聖工，目的在爭取時間，對於身、心、靈受

創者，幾乎不假思索的伸出援手，及時的給

予醫治與釋放，祂的渾然忘我，即是在不忍

人之心下所發揮的愛心表現。

耶穌這種「忘我」或「癲狂」的典範，

後來的保羅如實的體會和效法。保羅自己

坦誠作見證，為了教會的弟兄，他「辛苦勞

碌，晝夜做工，傳神的福音」（帖前二9）。

因為主愛的激勵，他忘卻自己，不再為自己

活，而是為主而活，在外人看來似乎是「癲

狂」，但實際上卻是基督裡「新造的人」

（林後五12-17）。「忘我的耶穌」所傳遞

的，因此是一種悲憫、能力與救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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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歡樂感謝的耶穌

我們在《四福音書》很少看到歡樂的耶

穌，似乎要描繪一位笑容可掬的耶穌畫像

有點困難。但是，這並不表示耶穌從未高興

過，或者從未分享眾人的喜樂。《約翰福

音》特別記載耶穌所行的十個神蹟，其中第

一個「迦拿變水為酒」的神蹟，即是在喜宴

歡樂的場合施行出來的（約二1-10）。《聖

經》在這裡並未描寫祂的表情，不過可以想

見祂、純係額外恩典型的奇蹟在《四福音

書》中絕無僅有。

耶穌的歡樂大都是在特殊的場合，在相

當的屬靈高度上表達出來。《路加福音》描

寫耶穌差遣七十個人外出傳道，囑咐他們一

面醫治病人，一面宣傳神國已經降臨（路十

9）。他們在完成任務後，「歡歡喜喜的回

來」（路十17），秉告耶穌傳道的經過，

特別提到因為耶穌的名戰勝惡鬼的成就感。

耶穌瞭解這是神國進入人間的初步勝利，因

此在肯定門徒們的聖工成果時，頓時目睹天

啟異象，看到「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

樣。」（路十18），緊接著「耶穌被聖靈

感動就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

祢。」（路十21）。祂深知天父的旨意，明

白神救贖的奧祕，也清楚在靈界的爭戰中，

當下的聖工進程以及祂所扮演的角色。祂感

謝神的安排，也因為能參與救贖聖工而歡

樂，同時傳達這分喜悅給門徒同工，向他們

明確表示：「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有

福了。」（路十23）

耶穌另外一個向神感謝的場合，發生在

一個令人費解的喪家上。《約翰福音》記載

有人轉告耶穌，祂的青年好友拉撒路病危，

請祂速往醫治解救。耶穌因為聖工繁忙而耽

誤行程（應是有主美好的旨意），等到抵

達目的地時，拉撒路已經亡故四天了。耶穌

被當時眾人哀哭的氣氛所感染，一度也難掩

悲傷之情，但是當一行人到達墳墓時，祂的

心情反而轉換成樂觀、希望與自信。約翰如

此描寫耶穌：「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我

感謝祢，因為祢已經聽我。我也知道祢常聽

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著的眾人，

叫他們信是祢差了我來。」（約十一41-

42）。耶穌在哀戚的墓園裡表達樂觀和感謝

確實有違常情，但祂的感恩之情並非情緒的

錯亂，而是建立在祂與天父平時交通、深刻

相知的基礎上。耶穌在拉撒路尚未從死裡復

活前，已經知悉這件復活的神蹟必然發生，

因此祂預先感謝，將榮耀歸給父神。耶穌這

種喜樂和感謝超越人的認知範圍，也超越人

的情感表達，但卻展示祂平時的靈修工夫以

及與父神的親密關係。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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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徒會因為病得醫治或逢凶化吉而

感謝神，也知道在豐衣足食的太平日子需

要感恩，但這與耶穌歡樂感謝的性質仍有差

距。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談到三個

「失而復得」的比喻，強調罪人如果能夠及

時悔改，天上、人間的喜樂莫大於此。這種

喜樂超越身體和物質層次，而提升至屬靈境

界。另一方面，保羅在《腓立比書》多處提

及基督徒應當喜樂（腓一25-26，二2，四

4），他的重點在勉勵信徒陷於患難逼迫時

需要喜樂，並為同心堅守主道而感恩喜樂，

這些都是針對信仰的深度或根本面向加以闡

明，值得我們思索比較。

四.嘆息的耶穌

《四福音書》中多處提到耶穌嘆息，

《馬可福音》又描繪的最多、最生動。前文

提到耶穌周遊各地醫病趕鬼，對於前來央求

拯救者可說來者不拒，由此凸顯耶穌的愛和

憐憫。《馬可福音》第七章記載，當耶穌回

到加利利海地區，遇到了一位可憐的聾啞人

士求醫，祂領他離開眾人，再用「指頭探他

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頭」（可七33），

然後「望天嘆息，對他說：『以法大！』，

就是說：『開了吧！』」，這位聾啞病患立

刻得著醫治（可七34-35）。耶穌在此不但

彰顯祂的能力，也流露出深沉的感觸，祂對

於人肉體的脆弱，經常籠罩在病痛折磨下而

感傷，另一方面，也必然對神國降臨，急需

導引世人進入這個新國度以達最終的救贖而

發出慨嘆吧。

相似的例子接續發生在《馬可福音》第

九章。在此我們讀到耶穌的門徒和文士，正

圍著一個被啞巴鬼欺凌折磨的小孩，熱烈辯

論受苦的原因和責任歸屬問題。當眾人看到

耶穌到臨，小孩的父親急切的上前請求耶穌

協助，除了描述自己兒子的受苦慘狀，也對

門徒們的無能為力深表無奈。耶穌的直接反

應是：「噯！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裡

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

帶到我這裡來吧。」（可九19），隨即斥責

污鬼，將牠從小孩的身上趕出，解決這位年

輕生命長久的精神與肉體之苦。耶穌此處是

為「不信的世代」嘆息，就是為不知真心靠

神、不懂同心合意禱告、被鬼轄制而手足無

措的信眾深覺遺憾，但也何嘗不是為愛心缺

乏、光辯論卻缺乏實際行動、事不關己的冷

漠世代深深感嘆呢！

有關神蹟方面，耶穌也為當時的人的態

度嘆息。對於身、心、靈受害者來說，耶

穌的神蹟即刻而有效的解決他們的痛苦。但

是，對於目睹神蹟卻無法明瞭神國已經到臨

的旁觀者而言，神蹟僅是魔術般的驚奇把

戲，反成為進入信仰世界的障礙。法利賽人

已經看到耶穌行出多種神蹟，包括憑幾個餅

和幾條小魚，分別讓五千人和四千人吃飽，

但是他們仍繼續要求耶穌再顯更多神蹟。

耶穌的反應是「心裡深深地嘆息」（可八

12），對於這種心存懷疑、以試探為樂的自

義者，祂只有搖頭攤手的離開。

耶穌雖然面對如此敵意的外在環境，仍

然堅持向耶路撒冷勇往直前（路十三33），

明知為解決病患身心痛苦而行的神蹟僅是短

暫效果，祂依然把握現在，趕緊「今天、明

天趕鬼治病」（路十三32）。祂的深沉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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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乃針對不但拒絕祂的愛心召喚、反而無

情迫害祂的「耶路撒冷」。祂先知式的感傷

之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

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

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

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

意。」（路十三34），正是代表神的救恩意

在廣被眾人，差耶穌為世人捨命，但卻遭受

拒絕後的最大悲嘆。

這種「召喚――拒絕――嘆息」的描

述，很戲劇性的表達在耶穌所說的「街道孩

童的比喻」（太十一16-19；路七31-35）。

耶穌來到世上，懇切的呼召宛如街道的孩童

彼此邀約進行遊戲，或扮演喜慶婚宴式的吹

笛跳舞，或喬裝成喪禮式的舉哀啼哭。可惜

孩童群隊無法交通，相互間只能彼此猜測，

難產生心靈共鳴，也就無法協調角色，同台

合演劇碼。施洗約翰和耶穌先後宣傳天國已

近的福音，但是接受者少，批評訕笑者多，

難怪耶穌深深嘆息，期待聽到福音的世人，

能具備屬靈的智慧，「都以智慧為是」（路

七35），體會和接受其中的救贖真理。確

實，今天聖靈以「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們

禱告（羅八26），即是在消解我們心中的猜

疑，軟化我們的心田，誠心接受神的話語和

救恩。

五.退隱的耶穌

《四福音書》所描繪的耶穌形象大都

是積極、入世，或行動的一面，尤其在白

天，耶穌不是在聖殿裡教訓人，就是在群眾

中間醫病趕鬼（太四23，九35；路二一37-

38）。但是，《四福音書》也描寫一位喜愛

僻靜、獨自退隱、整夜禱告的耶穌，恰好和

白天的動態形象構成了強烈的對比。

《路加福音》裡的耶穌是一位禱告的楷

模，祂接受洗禮、準備從事聖工時，即從禱

告開始（路三21）。祂聲名遠播，各方求道

者與求醫者絡繹不絕聚集而來時，「耶穌卻

退到曠野去禱告」（路五16）。對祂而言，

退隱即是要禱告，而禱告即需事先闢出一個

不受干擾的時間和空間，方有可能進行，因

此退隱和禱告，其實是一體兩面。耶穌繼而

挑選十二位門徒作為貼身同工，為此祂異常

的審慎，根據路加的描述所強調，「那時，

耶穌出去山上禱告，整夜禱告神」（路六

12）。為了神國大業，耶穌花費整晚與父神

交通，在沉澱、幽靜、內斂的氛圍中與主商

討，依聖靈的指示最後選出十二個人為「使

徒」（路六13），合力開展往後三年多的傳

道事工。

耶穌在工作後經常獨自引退，或在山上

禱告（太十四23），或在海邊獨自沉思（可

六47），祂深知唯有先平靜安穩才能重新

得力，藉由聖靈不斷的灌注充滿，方有力量

進行神國大業。這種先靜後動，先禱告後工

作，先獨處再入群眾的模式，幾乎成了耶穌

在世的生活寫照。《路加福音》總結耶穌的

生活形態，告訴讀者「耶穌每日在殿裡教訓

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住宿」

（路二一37），即是藉由山與殿、黑夜與白

天、引退與投入的相互對比，暗示耶穌完成

救恩的祕訣。

如此的靈修、工作、再靈修過程，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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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展露了人性，表現出人的各種真性情，

這在《四福音書》中描繪得淋漓盡致。但

是，耶穌也是神，祂的神性導引了人性，因

此祂的情感表現不是激發自世俗的煩惱或

喜樂，而是根植於對人的愛與憐憫，也是為

達成救恩下的誠摯流露。以上所舉的記載案

例僅是耶穌情感的部分表達，其他的不同

面貌依然可清晰分辨，例如發義怒的耶穌

（可三5）、哭泣的耶穌（約十一35）、高

聲呼喊的耶穌（約七37）、悲喜之情交織

的耶穌（太二七45-46；約十九30）等。我

們仔細閱讀品味，一方面感受耶穌與我們是

如此的貼近，另一方面則對祂由「人子」

開通至「神子」的榜樣，越發增強了信靠

與效法之心（來二18，四14-16，五7-9）。 

（註：本篇為文宣營總會班寫作組講題）         

為耶穌在重大事件或聖工轉折關鍵，帶來莫

大的力量。《約翰福音》提到，當眾人因為

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無不興奮激昂，希望

擁立祂為王，期待藉由祂恢復以色列王朝，

但就在此時，耶穌「就獨自退到山上去了」

（約六15）。人若不是平時累積深厚的靈

修工夫，很容易在掌聲中迷失，而耶穌知所

進退，在急流中穩住方向，向著標竿穩健邁

進。另外，施洗約翰因為批評希律王而被處

決，消息傳來，「耶穌聽見了，就上船從那

裡獨自退到野地裡去」（太十四13）。一

位屬靈同工突然斲喪生命，這是何等大的打

擊，但耶穌卻能臨危不亂，重新回到安靜的

屬靈世界，一面與父神交通，一面則調整神

國聖工進展的腳步，如此以退為進，重整後

再出發。

耶穌自況「心裡柔和謙卑」（太十一

29），並非突兀或虛詞，乃是得自平時的退

隱靈修工夫而來。不過最重要者在於，祂鼓

勵我們要負祂的軛、學祂的樣式，結果「必

得享安息」。我們不免納悶，為何學耶穌、

同樣負聖工的軛即能享安息？如此豈非更加的

勞苦擔重擔嗎？（太十一28）。其實不然，這

關鍵在於耶穌經常退隱靈修，具備了柔和謙卑

的屬靈品質，之後自然感受「軛是容易的，擔

子是輕省的」（太十一30）。的確，將勞苦重

擔卸給耶穌，在祂懷裡享受安息，唯有深刻

體悟退隱的真實含意者才能達成。

結語

耶穌是神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希望我們能夠「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

理」（約一14）。既然降生為凡人，祂十

▼人若不是平時累積深厚的靈修工夫，很容易在

掌聲中迷失，而耶穌知所進退，在急流中穩住

方向，向著標竿穩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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