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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在敘述耶穌的眾多言行活動時，很精簡的附加歸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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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也提到，「每天晚上，耶穌出城去。」（可十一19）。

我們很自然的認為，耶穌白天工作繁重，在聖殿教訓百姓（路二一

38），甚至無暇吃飯（可三20-21，六31-32），晚上出城返山，充分

的睡眠休息，為次日的工作作準備，也是極為合理之事。沒錯，帶著

肉體的人子耶穌，需要飲食、需要休息，正如你我一般。但是，漫漫

長夜，耶穌整晚都在睡覺嗎？荒郊野外，氣溫陡降的山上，無安枕之

地的祂（太八20），到底如何運用這一大段時間呢？

福音書確實記載耶穌在晚上的幾種活動。首先，耶穌在白天的工

作量極大，尤以祂憐憫眾人、來者不拒的為病患醫病趕鬼，似乎是無

止盡的聖工（太八16；可一32）。另外，耶穌每逢關鍵大事時，例如

選召十二門徒（路六12-13）和變貌與摩西、以利亞論終末受難之事

（路九28-31），祂是在山上徹夜禱告。這些都是動態、延續白天的

工作，或者有目的性的特殊禱告。但是，一般例行性的夜晚，耶穌到

底是在做什麼呢？我們讀到耶穌遊走各地，「在會堂裡教訓人，傳天

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太四23，九35），一方面知道祂

在白天的行誼內容，另一方面也會為祂愛人不盡、堅苦卓絕的精神所

感動。這樣的持續動力由何而來？我認為這與祂晚上的固定靈修應該

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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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相當清楚工作與靈修彼此相輔相成，因此每逢工作結束時，總是獨自退

隱，在幽靜之地禱告。福音書敘述耶穌在行完變餅餵飽五千人的大神蹟之後，「就

往山上去禱告」（太十四22-23；可六46），並且持續直到晚上。行神蹟彰顯人子

的能力，證明祂就是神，這是熱鬧、風光、吸引人的工作，但是耶穌知道神蹟能解

決人肉體一時之需，卻不是救贖工作的終極目的。許多人跟隨祂，只是為短暫的今

生利益，在此一層次上，得餅吃飽，仍然會餓，懷此動機尋找祂，而不為永生食物

著想者，完全扭曲了祂的福音，也誤解了祂的身分（約六24-27）。

耶穌知道要拒絕現世的誘惑，不迷失於眾人的掌聲，唯有訴諸智慧與勇氣，

在急流中抽身勇退，返回山上靈修禱告才是正途（約六15）。在這裡，祂選擇孤寂

和寧靜，為自己開闢一個神聖的時間和空間與神交通。在這裡，祂單獨面對神，進

入靈裡深處，了悟整體救贖經綸。在這裡，表面上是寂靜無為，實質上是豐富而充

實，是維持祂白天熱情投入的活泉源頭。祂因此了解神的旨意，有能力超越世俗慾

望、有能力行神蹟、有能力為救人犧牲到底。

耶穌因為每夜與神靈交，祂在白天方能從容應對每一個挑戰。例如當拉撒路病

危，眾人焦急尋找耶穌前來醫治，耶穌卻不慌不忙，一直到前者死了四天後方抵達

現場。但是，耶穌在施行復活的神蹟，舉目向神禱告時，胸有成竹，知道拉撒路必

定復活。在此時祂展現晚上禱告的成果，得知天父已經垂聽祂，因此「為周圍站著

的眾人」，祂的禱告不是祈求，而是感謝。祂預知結果的感謝得自平常的靈修，在

靈裡深處，祂與天父溝通無礙。祂恪遵天父的旨意，而天父常聽祂的禱告，任何的

神蹟，包括使死人復活在內，即因平常累積的靈交互動得以完成（約十一41-42）。

耶穌自謂「心裡柔和謙卑」，絕對是其來有自，如果不是經常禱告靈修，

特別是在遠離眾人、孤山獨處的夜裡與神交通，何來這種超絕的屬靈品質？祂

進一步要我們「負祂的軛，學祂的樣式」，即是勉勵我們以祂為典範，同走靈

修成聖的道路，而祂緊接宣布如能這樣行，「心裡就必得享安息」的應許，則

是為在俗世迷失或行道乏力的我們，提出最吸引人的獎賞和保證（約太十一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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