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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以「哭聲」開啟他的生命旅程，

俗語說：「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所以人來到世間就是為了受苦嗎？一直以來

各領域探討許多，終究人還是無法脫離這困

境，尤其基督徒有一位大有慈愛、無所不能

的神，為何還是讓我們無法跳脫這苦難呢？

這一連串的疑問值得我們再次的深思。

一、何謂苦難？

苦難應該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自

身想要卻達不到的內心煎熬。其次是外在環

境與事務的重壓，而引起自身內心的情緒與

思考的變化。因此，苦難來自於人自身無法

盡如己意，以及外來事務的重壓，導致的心

靈憂傷、肉體痛楚。故這是人的宿命，無法

解決嗎？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僅能心裡抱

怨「神在哪裡？」「神為何不垂聽我的禱

告？」「神出來與我對話」嗎……？還是如

約伯的妻子人性真實的反應：「你仍然持守

你的純正嗎？你棄掉神，死了吧！」（伯二

9），還是如約伯與三位摯友對話後，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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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解答時的哀訴：「願人得與神辯白，如

同人與朋友辯白一樣」（伯十六21）。或許

我們得先了解被造之物――「人」的本質，

以及面對苦難時該有的態度。

二、人的有限性本質

人既是被造，不是自有永有的存在；被

造時，我們就被受限在空間與時間中，帶著

肉體時永遠無法跳脫此時空的限制。尤其在

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園後，這有限性更加的顯

著，我們必須認清這是人命定的「有限性」

（創一至三章）。

這有限性造成的現象，首先是無法預

知，所以事件未明朗之前，我們會陷入渾沌

不解的矛盾中，如天使對馬利亞說：「蒙大

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與你同在了！馬利

亞因這話就很驚慌……」（路一28-29），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

事呢？」（路一34）。其次是後知後覺，回

首才能明白。

約瑟17歲被至親兄弟賣掉，從父親的愛

子淪為奴隸（創三十七章）。看似在波提乏

家中盡都順利、有好的轉機時，卻受主母的

陷害，景況更加悽慘，由奴隸變成了罪犯

（創三十九章）；在獄中期盼酒政可以幫忙

脫離這罪犯的身分，卻被遺忘了兩年（創

四十章），也因為遺忘，才帶來由罪犯一躍

成宰相的機會，這一連串大約13年的苦難看

似結束，但神的計畫與恩典不僅於此，而是

救了以色列（雅各）全家。約瑟的結語是：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

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創五十20）。

因此，在人的有限性的本質下生活，我

們如何好好善用這本質去面對苦難時的無

奈情緒，轉換成積極的生活態度去面對苦難

呢？

三、面對苦難的認知與態度

人活著既無法脫離有限的軀體，身為被

耶穌寶血救贖重生的我們，更應該在耶穌

裡有活潑的盼望（彼前一3）。保羅勉勵信

徒，要堅固所信的道，免得有人被諸般的患

難搖動。因為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受患難原是

命定的（帖前三3）。聖經中有許多的見證

人及勉勵，提供了我們面對苦難不解時的不

同態度，以下提出幾點供大家參考：

1.存在心裡反覆思想

馬利亞面對天使告知要懷孕生子的極大

恥辱（處女生子）、極大榮耀（生彌賽亞）

不解時，或許沒有得到滿意（能理解）的

答案，表現出反覆思想（路一29；二19、

51）、沒有怨言，並等待明白的一天。

2.人的努力一路前行，回首見神

A.亞伯拉罕蒙召遵命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來十一

8）。在迦南地示劍摩利橡樹那裡，神告

訴他要把這地賜給他，亞伯拉罕築壇獻祭

馬利亞面對天使告知要懷孕生子的極大恥辱（處女生子）、極大榮耀（生彌
賽亞）不解時，表現出反覆思想、沒有怨言，並等待明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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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繼續南行到埃及，經歷失去妻子的煎

熬，卻蒙神恩待得到許多屬世財富，回到

伯特利先前築壇求告神之名的地（創十二

8，十三3-4）。

B.雅各經歷喪子之痛以及飢荒的煎熬，在

得知約瑟尚健在而下埃及時，不忘偕主同

行（創四六1-4）；以及見法老時，回答

法老說：「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歲，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創四七

9）。他在晚年十七年的歲月中，享受神

所賞賜無虞的物質享樂及快樂無比的天倫

之樂。

C.約瑟十三年的苦難歲月，因著神的旨

意，也藉著自己的努力，卻迎來每況愈下

的身分（愛子→奴僕→罪犯）與環境，但

是約瑟努力做好自己該做的，沒有離棄

神，終究得到神的賞賜，成為宰相並回

復及享受愛子的身分（創三十七至五十

章）。

3. 風聞（理性）到親眼見神（感性）

約伯是聖經中苦難的代表人物，在撒但

的攻擊、神的允許之下，家裡瞬間產生巨

變，完全不解苦難的來源。而約伯的妻子人

性真實的表現，凸顯出現代人普遍對苦難的

禍福思維（伯二9），但當時約伯還堅持對

神保有理性的信念，即得福也會受禍（伯二

10）。

隨著與三個朋友的辯證，三位朋友苦難

的論述主軸是「罪惡的代價」――福祉善惡

因果論（伯四至三十一章），約伯辯駁強調

自己要與神直接對話（伯十三3、13-15、

22，十四14-15，十六21）；接著年輕人以

利戶強調苦難由神而來是神的作為，神透

過管教使人免於死亡（伯三十三至三十四

章）、神的審判彰顯公義（伯三四10-11、

21-25）、神的試驗使人稱讚神的作為（伯

三四36至三五3，三六8、15-16），最主要

是承認人的卑微（伯三七14-24）。

這一連串的「理性」辯駁後，神從旋風

中以自然現象（伯三十八章）、禽畜生態（伯

三十九章）、水中萬物（伯四十6至四十一

章）的詰問約伯，約伯無言（伯四十3-4），

承認自己的卑微（伯四二1-6），付出行

動：懊悔（伯四二6）、為朋友代求（伯

四二10）、接受愛心（伯四二11）的「感

性」親眼見神行動，終究從困境中轉回，蒙

神再次賞賜福氣與恩典。

4. 人犯錯的代價

大衛殺人並奪人之妻（撒下十一27），

神甚不喜悅，因此藉由拿單先知告知大衛必

須付出代價（撒下十二13-14）。大衛因此

禁食懇求神，並不蒙神垂聽，大衛得知後

「……從地上起來、沐浴、抹膏、換了衣

裳，進神的殿敬拜……」（撒下十二18、

20）。祈求是神給我們最大的恩典，但是犯

錯付出代價是公義的彰顯，故我們記得「賞

These things I have spoken to you, that in Me you may have peace.



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一21），也學

習大衛的行為過程真心的祈求（撒下十二22），接受神的結局（撒下十二23）。

5. 為義受逼迫

耶穌是為義受逼迫者的最完美典範，無罪的神為了我們人類的罪惡，虛己取了

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忍受世間的苦難、羞辱，在十字架上為了救贖我們而

犧牲自己的生命（腓二6-8），讓我們經驗苦難軟弱時可以得著隨時的幫助（來四

14-16）。因此我們在經歷非自己犯罪導致的苦難之時，也應該謹記耶穌的模範，以

及彼得的勉勵：「親愛的弟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倒要歡

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所

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主」（彼前四

12-14、19）。

6. 神的訓練

保羅勉勵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

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受患難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

救……」（林後一4-11）。深入其境感同身受、設身處地為人著想，我們愛，因為神

先愛我們（約壹四19），讓我的苦難充滿神極大的愛與恩典。

「苦難」絕對不是一件理性的信仰認知事件，也不只是感性下麻醉自己的信仰歷

程而已，而是有盼望、有應許實質把握的信仰經歷。那如何讓我們在患難中可以歡歡

喜喜、充滿盼望，而且我們的盼望不至於羞愧呢？就是藉著神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1-5）。願陷在苦難中之神的愛子們，不要忘了藉著保

惠師聖靈（訓慰師）的澆灌，我們有祈求與神對話的權利與恩典，以及神永遠與我

們同在的應許（約十五16）。回想我太太最終在病床上告訴我：「雖不明白，但我

接受」的這句話。這不是信仰的迷思與麻醉自我，而是一生中對信仰的盼望沒有羞

愧，與對神應許的把握的總結。                                                                                    

「苦難」絕對不是一件理性的信仰認知事件，也不只是感性下麻醉自己的
信仰歷程而已，而是有盼望、有應許實質把握的信仰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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