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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七）：救我們脫離兇惡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其實這禮拜的經文跟上禮拜一樣，都有一些翻譯上的困難，台語聖經翻成，救阮脫離彼個歹的，華語和合本翻譯為，救我們脫離兇

惡。兇惡我們會想到什麼？大概我們都會想到「惡」、「惡行」，或是「罪惡」。但是希臘文原文的「兇惡」這字前面加了冠詞，所以也

有人認為應該是指「惡者」，就是指「撒但」或「魔鬼」。這樣到底哪個才是對的？其實兩者都對，兩者都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今天的經文提到惡，惡跟罪有何關係？惡都是罪嗎？講到惡，我們通常會聯想到邪惡或魔鬼，並且對象總是指向別人。這問題在教會

歷史、哲學、神學上一直都是爭辯的議題。一位全然美好、良善的上帝，如果是他創造一切，為什麼世界會有惡產生呢？惡是怎麼來的？

這問題一直有不同的答案，在十幾年前有一個很有名的短片，有人用一個學生與教授對話的方式來討論惡的本質，這個影片大家應該都有

看過。大概是這樣說的。 

教授說：我可以證明給你們看，如果上帝存在，他就是邪惡的。上帝是否創造一切的存在呢？上帝如果創造一切，他就創造了邪惡，所以

上帝是邪惡的。 

學生說：對不起，教授，寒冷存在嗎？ 

教授說：這是什麼問題？寒冷當然存在。你難道從來沒有冷過嗎？ 

學生說：事實上，先生，寒冷並不存在。根據物理學定律，我們所認為的寒冷，實際上是沒有熱度的情況。 

學生說：教授，黑暗存在嗎？ 

教授說：黑暗當然存在。 

學生說：先生，你錯了。黑暗也不存在。事實上，黑暗是沒有亮光的情況。亮光我們可以研究，黑暗就無法研究。所以邪惡並不存在。邪

惡只是像黑暗與寒冷一樣。上帝並沒有創造邪惡。邪惡是一種會發生的情況，當一個人沒有上帝的愛存在他心裡的時候。 

        這個對話很有意思，就是到底惡的存在是怎樣的本質？上帝若創造萬物，那上帝就是惡的，因為惡也是他造的，而惡是不好的。但是

惡真的能這樣區分嗎？惡的問題其實是比罪更複雜。 

        我們在用幾個例子來了解。我們接近火時，皮膚會感到熱，當火熄滅時，我們就會感到冷，所以冷本身並不存在，冷只是因沒有熱

量，我們把它叫作「寒冷」。同樣當一個人用手電筒照射時，眼睛就看見光，所以光是存在的，但當手電筒關掉時，我們會說變暗了，暗

是因沒有光，我們把它叫作「黑暗」，我們沒有辦法研究黑暗，卻可以研究光。當喇叭有聲響，耳朵就聽得到聲音，若喇叭沒有聲響時，

我們說這裡很「安靜」，實際上安靜只是沒有聲音而已。所以寒冷、黑暗、安靜本身是不存在的，它是在沒有熱量、光線、聲音時，我們

用來描述它的一個詞。那什麼叫作「惡」呢？當一個人的內心有上帝的愛時，看起來就很可愛，我們稱它「良善」；當一個人心中上帝的

愛不見時，看起來就很可怕，我們把它叫作「邪惡」。所以「惡」本身並不存在，它只是良善消失時的結果，所以惡不需要上帝創造它，

上帝創造的都是好的。其實這個回答就是奧古斯丁的神學，奧古斯丁說，邪惡就是良善缺了一角，就是良善不存在的結果。我們上禮拜開

始上教會史，教會史重要嗎？ 很重要啊，因為這些都是在教會史裡面的討論。 

        我們要再進一步來看罪與惡，罪與惡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惡不一定是罪，我們常說「罪惡、罪惡」，但罪是罪、惡是惡，兩者是不同

的。我們在之前說過，罪是箭沒射中靶心，即過（過犯）和不及（虧欠）。 

        這樣惡呢？惡和罪不同，惡的範疇較大，罪的範疇較小，惡就是不好，是好的相反，好是快樂、高興、和諧等等；當我們感到痛苦、

挫折時，就覺得不好，但不一定是罪，可能是天災人禍引起、但自己不一定有罪；罪一定不對，惡不見得不對所以不好不一定不對，惡本

身雖然是不好，但不好不代表一定是罪。  

            惡又可以分為兩種： 

一、自然的惡即災病 

        這是一種是在自然律裡面發生，讓人受苦，比如天災、地震、疾病，這些會使人受苦的自然律我們都覺得不好，但它不是罪，因為不

牽涉到罪的問題。這就像我們感冒或發燒，是因為細菌跑進體內，讓我們的身體不舒服，這是疾病，疾病是一個自然惡，但它不是罪。大

水、颱風、地震這些災難我們覺得不好，但這和罪沒有關係，因為是自然律在運行，使我們受到傷害，是外界自然的惡，是一種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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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的惡即罪惡 

        這是撒但利用人的私慾做出不好的事，是由人的惡心產生，這就是罪。這也是在主禱文中，耶穌要我們注意的重點。 

        而道德的惡又可以分成兩種： 

一、個人的惡 

        上禮拜的經文說不要叫我們陷入罪惡，這是我們裡面惡心的問題，馬太福音 15:19說：「因為從心裡發出來的，有惡念、凶殺、姦淫、

苟合、偷盜、妄證、謗讟。」這種從我們的心所發出來的惡念就是罪。 

二、結構性的惡（群體的惡）  

        這一種是集體的惡，像希特勒時期的大肆屠殺，像中國對香港的壓制與對新疆的迫害，或是我們自己的政策與法律有壓迫或排除弱勢

或特定群體的，或是為了讓特定群體得到利益，而造成其他人的傷害，這些都是結構性的惡。 

        救我們脫離那個惡的，在但以理書 6 章，但以理被丟入獅穴，這是我們都很熟的故事。聖經說：「因這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所以顯

然超乎其餘的總長和總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國。」我們看到但以理他有好的性情，代表在他心中沒有惡的念頭，代表他沒有讓個人的惡

來勝過，反而是以上帝的善勝過個人的惡。在那個時候，王有頒布一個禁令，就是在三十日內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

麼，必被扔在獅子坑中。可是但以理仍然一天三次跪在他的上帝面前禱告，和平常一樣。但以理並沒有屈服在惡的底下，所以上帝救他脫

離這個惡，更是改變了這個結構的惡，讓上帝的名受到高舉和榮光。 

        在但以理書第三章，這也是我們很熟的故事，但以理的三個朋友的故事。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個金像，高六十肘，寬六肘，立在

巴比倫省杜拉平原，要所有人拜這個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 

        但是但以理的三個朋友，完全不理會王的命令，王就叫人把這三個人帶來他面前，跟他們說：「你們若是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

所立的金像，就要即時扔你們進炎熱的火爐，有什麼上帝要救你們脫離我的手啊？」 

        結果這三個朋友就跟王說：「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

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在這裡，我們也是同樣看到，但以理的三個朋友在面對惡的時候，他們保守了自己的心，所以上帝一樣救他們脫離惡，最後還讓王謙

卑在上帝面前，讓上帝得到榮光。所以當我們保守我們的心，上帝就會就我們脫離那些惡。 

        但是，我們常常沒有辦法像但以理或是他的三個朋友，靠主去保守我們的心來勝過道德上的惡，因為我們人常常要陷入惡中，才願意

相信那是惡。就像亞當和夏娃，上帝特別交代他們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絕對不能吃，吃了會死。所以夏娃不用吃也知道吃了會死，因為上

帝早就告訴他們這是不好的。但是蛇跟她說，妳要真的吃了才知道會不會死，也就是說，你原是知道惡的，但為什麼一定要進入惡中才知

道那個是惡嗎？結果夏娃和亞當被蛇騙了，真的陷入惡中。他們這樣做的意思是，上帝說的不算，要自己作的決定才算，於是我們就不依

靠上帝，而是依靠自己作最終的實驗者和判斷者，這是亞當夏娃墮落的理由，也常常是我們陷入惡的原因。 

        因為上帝是要救我們脫離惡，所以在我們陷入惡的時候，上帝就會管教我們。在我們出現道德的惡的時候，上帝為了要教導我們，常

常用自然惡來管教我們，你若是學到教訓、悔改後，你的道德惡會因遭遇自然惡而變好，這是管教的目的。 

        在聖經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上帝常常用災病管教以色列人，因為以色列人常常做了跟亞當夏娃一樣的事情。就像在民數記 20:8-12，摩

西做了上帝沒有說的事情，就是擊打磐石出水，上帝對他說：「因為你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

進我所賜給他們的地去。」 

        由於摩西沒能進入迦南地，所以他在約旦河東的摩押平原特別跟以色列人交代，要他們注意進入迦南地之後，若是作惡，上帝會用各

樣的自然惡來管教你們的道德惡，那時你們要趕快悔改，因為還有機會。在申命記 28:59說：「這書上所寫律法的一切話是叫你敬畏耶和華

─你 神可榮可畏的名。你若不謹守遵行，耶和華就必將奇災，就是至大至長的災，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後裔的身上。」 

        摩西這句話就把自然惡和道德惡講得很清楚。天災和疾病是自然惡，是不好的事情，但為了讓我們變好，上帝能夠用這些我們認為不

好的事情。因為我們的道德已經變壞，所以上帝用自然惡來讓我們悔改、學習，教導我們不再犯罪。管教的過程我們認為不好，但上帝的

目的是好的，希伯來書 12:11說：「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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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教的目的是為了道德的善，但所經歷的可能是自然的惡。這也是上帝救我們脫離那個惡、脫離罪惡。就像我們今天的金句：「白

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這裏所說的就是，上帝會保守我

們，免受一切的災害，包括受傷、不幸的事，以及幫助我們遠離道德上的邪惡。 

        在猶太人的傳統經典他勒目，有人翻成塔木德，也有這樣的禱告文：「求上帝救我脫離壞人，一群壞的朋友，身體上的傷害和傾向邪

惡的心，以及撒但那破壞者。」簡單來說就是，求神救人脫離罪、傷害、引誘人犯罪的壞朋友和撒但。 

        若是綜合我們前面所說的，這句經文其實是一種包含生命內外全方位的懇求，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禱吿：「主呀！幫助我們行出你的

旨意，不離開你的道路。使我們遠離內心的邪惡，從邪惡的勢力中保守我們，免致遇上患難和傷害。」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帝的旨意就是拯救，這也是聖經的中心主題，因為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從罪中救拔出來。惡有三個

來源：一個是屬世的，一個是屬情慾的，一個是屬魔鬼的，這是雅各書 3:15 給我們的提醒。 

        因為魔鬼會用網羅來擄掠我們，我們要留意牠的詭計，提摩太後書 2:26 對我們說：「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

離他的網羅。」 

        邪惡的世界則會影響、污染我們，所以我們要竭力認識耶穌基督，才能夠脫離這世界邪惡的影響，彼得後書 2:20 告訴我們：「他們因

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 

        此外，我們的內心也會有作惡的慾望，情慾會造成敗壞，我們若愈來愈有主耶穌基督的性情，就能夠脫離這樣的敗壞，彼得後書 1:4

說：「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 

        所以我們要在魔鬼、世界、情慾這三個對象上留意，不然就會陷入罪惡中，並且竭力認識耶穌基督，與上帝的性情有分 ，我們就能脫

離這個惡者。 

        我們應該很清楚，救我們脫離那個歹的，有著「救我們不陷入罪惡」和「救我們脫離惡者」兩個層面的意義。若是更進一步來說，就

是我們祈求上帝不要使我們成為邪惡的受害者，也不要使我們成為惡的加害者。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像我們的鄰舍有時犯罪作惡得罪我們，讓我們遇到痛苦災禍，這就是對方的道德惡變成你的自然惡，我們成為邪

惡的受害者，這時候我們就需要饒恕對方。或有時候情況剛好相反，是我們得罪了鄰舍，讓我們道德的惡成為他們的自然惡，這就是我們

成為惡的加害者，若有這樣，我們就要悔改並尋求對方的饒恕，且盡力與他們和好。 

        其實耶穌自己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從罪惡中救出來，就是在回應我們「救我們脫離惡」的禱告。所以我們也必須活出這個禱

告，就是我們以基督為中心，用禱告跟上帝連結；以聖經為信仰根基；與信徒有美好的團契；有榮耀上帝的生活見證，讓我們活出脫離

惡，充滿基督樣式的生命。並且進一步積極與神同工除去結構性的惡，讓上帝國在地裡，如同在天裡。 

        最後，我們再一次用主的祈禱文同心來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