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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講章】 

 

緊緊抓住上帝 

（經文：路得記 1:6-22） 

 

作者：林宣 

 

 

前言 

    面對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我們都持續的轉換身分，適應不同的環境與生活。這個社會也不

斷地催促我們去思考自己的身分、責任與位置。 

    一個講道者預備講章的時候往往需要想像自己的聽眾，當我試著理解現今教會的青年與社

青的處境與需要時，我回想七年前剛進入社會的自己。那時自己感受到，基督徒這個身分需要

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有來自他人的期待，有來自內心的使命感，也有聖靈的感動。但是就

在意識到有這麼多需要，也參與在其中的時候，卻同時感受到一種孤單、無助，被眾多需要吞

噬的感覺。當人越是想要抓住一些東西，卻反而好像抓錯或者抓不住，在許多的不確定當中，

這種感覺容易讓人失去方向。 

    或許，以利米勒與拿俄米也是在社會的混亂與不穩定中感受到不確定性，因此投靠異鄉。

路得記的開始就告訴讀者，路得的故事是發生在士師的年代。從摩西五經到士師記，這幾卷書

不只描寫耶和華帶領以色列出埃及地到進入迦南，耶和華更是與以色列人立下許多繁複的規

矩，為要使以色列可以在諸神信仰中知道要分別為聖。但走過漫長的以色列歷史，混亂的狀況

並無好轉，進入邪惡的士師年代，以色列整個民族看起來好像已經無藥可救。社會所呈現的畫

面，不再有公正、謙和，而是支派各自為政，家族、群體的尊榮超過上帝的尊榮，耶和華被迦

南諸神取代，以色列離棄耶和華。但是就在士師治理的時代中，路得的故事被記錄下來。在混

亂的社會中，路得記讀起來讓人鬆一口氣。黑暗中出現了路得這樣一位女性，以色列的歷史似

乎終於露出一道曙光的感覺。或許從現代讀者的角度看這卷書，自然而然會覺得這是一個圓滿

的故事，但是若深入經文，或許我們就不會覺得公主與王子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是很自然

的結果！ 

 

人的困境與拿俄米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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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色列政治腐敗，道德衰退，宗教混亂，導致地土也連帶受累，猶大地遭遇饑荒、民

不聊生，住在伯利恆的以利米勒，一家四口舉家搬遷到摩押地。原本只是寄居，或許時間久了

他們就順其自然住了下來。以利米勒與拿俄米也在摩押地為兒子娶了兩位媳婦，俄珥巴與路

得。殊不知，以利米勒與拿俄米原本是一對美滿的夫妻，丈夫名字的意思是「我神是我王」妻

子則是「甜美」，竟然生了「平淡」與「憔悴生病」的兩個兒子，瑪倫與基連。讀者們有沒有

覺得，拿俄米的先生與兩個兒子接連在異地過世不是本來就是該死嗎？誰叫他們去摩押躲避機

荒竟然就這樣住了下來，從寄居變成居住，這不是活該嗎？或許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本來

只是心裡暗算暫時離開這個信仰、離開自己所屬的教會，沒想到真的因為生活每況愈下，心中

不禁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受到上帝的報應！或者看見身邊朋友離開團契後，生活真的亂成一

團，我們心想：誰叫你要背叛這個信仰！ 

    在異鄉沒了丈夫也沒有兒子，一個老寡婦帶著兩個外年輕寡婦居住在外地，拿俄米心中思

念自己的故鄉。當他正為自己渺茫的未來感到很憂愁時，聽到家鄉伯利恆傳來好消息，因為耶

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所以賜糧食給他們，看不見未來的拿俄米似乎沒有太多的選擇，所以決

定回到故鄉猶大的伯利恆。1:7經文說：「他就與兩個兒婦起身」，更正確的翻譯應該是「拿

俄米起身走了，她兩個媳婦就跟著她」。明顯地，拿俄米一點都不希望媳婦們跟著她。或許是

顧慮自己帶著摩押媳婦回到伯利恆會被親友指指點點，也有可能拿俄米真的不願意拖累媳婦，

因此要他們另尋新的夫家；經文留下一個空間給讀者想像！無論如何，拿俄米堅持不讓媳婦跟

著她，她告訴媳婦：「你們各自回去吧！願耶和華恩帶你們像你們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樣，願耶

和華使你們在新的丈夫家中得歸宿…」。接著在彼此拉扯中，拿俄米開始一吐心中的怨氣，說

自己老了沒用，不再能擁有丈夫、兒子，不能再生兒子給兩個媳婦。就在咒罵的最高潮，她終

於說出自己內心最深的憤怒：「我比你們更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擊打我」。原文其實沒有「擊

打」這個字，經文只說：「因為耶和華對我伸出手」。但拿俄米把一切的愁苦全歸咎於耶和華，

對拿俄米而言，耶和華眷顧了自己的百姓，耶和華卻將他們一家排除在眷顧之外，甚至伸手擊

打她。拿俄米的愁苦也是現代讀者的愁苦嗎？面對充滿未知與挑戰的明天，我們肯定自在上帝

的眷顧中嗎？或者比起上帝的眷顧，我們更加認為自己是在上帝的眷顧之外。 

    「上帝你在哪裡？」、「上帝你真的存在嗎？」、「你真的是豐盛應許的上帝嗎？」、「上

帝你為什麼讓我受苦？」，基督徒都曾經這樣嘶吼過吧！每當人回顧自己的信仰歷程，我們都

必須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信仰光景總是時高時低、或者多數時候都是不冷不熱，而且幾乎沒

有人能夠維持在信仰的高峰。人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屈就現實，面對生活的需要，有時候信

仰似乎不是優先考量。好不容易撐過低迷，生活趨於平坦時，信仰可能只剩下花瓶的腳色。有

時候不是自身的問題，而是我們所在的教會就像個鬧饑荒的地方。人因為得不到滿足、看不見

改善的可能性，因此想要出走去寄居一下。面對這麼多的困難，我們也會對上帝提出這樣的疑

問：上帝與基督信仰對我而言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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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使用路得回應拿俄米的絕望 

    耶和華對拿俄米而言是供應生活的神。生育與食物在當時的社會中是必須且重要的，生育

與食物關係著家庭、民族的延續，在這樣的環境中，拿俄米自然會認為耶和華的全能應該體現

在百姓具體的需求上，耶和華恩待女人就是為女人預備丈夫並得到歸宿。拿俄米這樣的期待並

非是膚淺、物質化的。她沒了兒子、也老了不再有能力生育；對一個身在完全父權社會得女性

而言，拿俄米的處境跟死是沒有兩樣的。一個活著只是行屍走肉的女人，絕望已經吞滅所有的

可能性。換一個時空背景來看今日的我們。作為一個信仰團體，面對教會的不完美，這個不完

美可能是來自人的問題或者體制上的迂腐，在這樣的教會中，我們認為上帝如何是一位眷顧教

會的神？從個人的角度來看，面對敗壞、充滿不信任的社會，我們對上帝的慈愛與看顧還有期

待嗎？ 

    在極度的絕望中，拿俄米仍為了尋找機會起程回到故鄉。路得記第一章以飢荒開始，從自

然環境來看，飢荒、農作物沒有收成，表示一種社會「空空」的狀態；接著空間轉移到以利米

勒的家，一家之主與繼承人相繼死去，只剩下孤苦無依的寡婦，家庭的破碎表示一種家庭「空

空」的狀態；接著拿俄米說她不能生育、不像兩個年輕力壯的媳婦，老了不能生育後代也暗示

著另一種「空空」的狀態。所以20-21節可以說是拿俄米對他家庭的故事的總結，從一家四口

剩下一個沒有生育力的老寡婦，難怪拿俄米會說：「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瑪拉，我滿滿的

出去，耶和華使我空空的回來，因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從經文我們會發現，路得記的開

始是伯利恆，22節的結束是回到伯利恆；故事的開始是因為伯利恆的飢荒，結束卻是伯利恆

大麥豐收；故事的開始是一家人的離家，結束卻是歸回故鄉。豐收的情景中，拿俄米更顯得悲

情、落寞，這樣的悲情與落寞也凸顯了外在環境使人無所適從。 

 

上帝使用挑戰社會價值觀的路得恩待祂的百姓 

    但拿俄米並非真的是空空地回到家鄉，雖少了至親但她身邊卻多了一位路得。在當時的社

會，丈夫死亡並不表示路得、俄珥巴與夫家的關係得以終止，媳婦跟著婆婆是理所當然的，但

是很奇怪的是，路得竟然為了跟著婆婆而許下一個強烈的承諾。經文告訴讀者，路得捨不得拿

俄米（1:4），捨不得這個動詞其實是緊緊黏住的意思，常用在形容男女的結合。路得說：「你

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

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這是整卷書中極為動人的一段經文，從希伯來文體來看是一個美麗

的許願詩，類似一種婚姻的誓言，而且帶有逼婚意思，但其中又隱含一種自我詛咒。路得如同

妻子般真誠地委身於孤苦無依的婆婆，這個承諾不只正式更是無條件的跟隨。身為現代讀者的

我們，很容易先入為主認為路得的委身是神聖的，路得信心的層次比拿俄米更高。但對一個嫁

到猶大家庭的摩押女人而言，路得與這個家庭的關係是非常不穩定的，她的身分不被認同，加

上死了丈夫她更是處於一個劣勢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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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一個極父權的社會中，路得尋求身份認同的首要目標竟然不是一個

男性，而是如死人般的老女人拿俄米。路得不能代替以利米勒成為拿俄米的丈夫，但是她為了

尋求身份的認同而委身婆婆，這個主動的建立親密關係的行動正好回應了拿俄米的「空」。路

得委身的行動，使耶和華的眷顧在毫無盼望的黑暗中展現出來！上帝藉著路得的委身大大施慈

愛拯救以利米勒的家庭。耶和華透過一個外邦女子，一個被猶大瞧不起、甚至厭惡唾棄的摩押

人路得，讓我們看見耶和華是如此地恩待他悖逆的百姓。 

  

上帝也同樣回應現代讀者的困境 

 面對現實的殘酷，我們的選擇會是甚麼，會願意與絕望共處並願意相信在絕望中上帝依然

眷顧嗎？願意在絕望中尋求生活的意義嗎？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人認識並願意接受基督信

仰，背後一定有一個屬於自己與上帝的故事。我們為什麼來到教會？我們曾經為了甚麼原因開

始想要認識這一為上帝？而又是為了甚麼緣故好像慢慢與這一位主疏離？是因為我們看見世

界的敗壞，人的敗壞，而對上帝失望了嗎？或者是因為教會不再是教會，我們失望以至於不捨

的離開？還是我們做錯了一些事，使我們與上帝隔絕，我們害怕面對上帝、面對原本的信仰群

體？或者我們不認為上帝是一為眷顧人的神？我們來到教會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一位上帝，我們

想要親近祂、認識祂，但是會不會很多時候拿俄米其實反應我們的信仰狀態。我們固化上帝、

我們扁平化信仰，以至於我們只從自我經驗去認識上帝，而不是從他人身上看見上帝的慈愛與

眷顧。 

    來神學院念書前，我曾擔任新藥開發的法規人員，當時為了要接手一個臨床試驗一期走了

將近快10年的診斷藥物才到了這個位置。一個臨床案涉及非常多的利益與投資的考量，任何

的決定都會影響整體的利益。我跟我的主管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牧師的孩子，我們對於這個藥

物的發展有不同的看法。身邊的同事們也都知道我們有基督徒這個共同身分；面對許多困難，

我經常被同事問說：「你們基督徒會怎麼決定」。後來當拿到受試者的病歷表，我決定讓這個

案子停下來，這並不表示我的主管信仰不好，只是考量的基準點不同。過去10年有太多優秀

的同事因為這個案子離開，我清楚知道讓臨床案停下來的機會極度渺茫，但我跟上帝禱告，如

果這個決定是對的，上帝你自己開路。因為壓力的關係，我有整整半年壓力大到半夜嚇醒，身

體也出現許多疼痛。剛好這一年也是我信仰的黑暗期。教會內部的不和諧與彼此傷害讓我迷失

在恐懼與痛苦中，我找不到上帝，害怕上帝最終只是一個假像與想像。這段日子我只能如演員

般的繼續在教會侍奉、服事。邊服事邊等待，等待再次經歷上帝的時刻，一邊工作一邊為自己

教會的弟兄姐妹禱告，心中等待和解的日子能夠真實發生。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臨床案終於

正式停止，上帝也讓我在教會中經歷和解，再一次看見上帝的帶領。 

 

上帝以絕望顛覆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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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的開發為人帶來了希望與安慰，上帝給予人知識與能力去緩解身體上的痛苦。科學、

醫學、教育、知識、能力是上帝眷顧人的具體方式，但這些絕對不是上帝全部或者唯一眷顧人

的方式。再厲害再頂尖的知識與能力都不足以在死亡的絕望中為人帶來生命。準備這篇講章

時，拿俄米與路得的處境讓我想起去年自己被安排去馬偕癌症整合中心探訪、陪伴。我沒想到

這麼快又再次面對這疾病所帶來的痛苦與絕望，而且還是直接面對癌末、不再有盼望、充滿淚

水與悔恨的病患與家屬。進入病房重新面對「癌症」，這些病人再次提醒我，痛苦不會消失、

絕望也不會離開，每個人努力活下去的理由都不一樣。他人的絕望撼動了我的信仰以及自以為

的傳福音。在絕望中福音不再是告訴他人：「不要害怕，上帝已經成為你生命的救主」。福音

是：陪他流淚、聽他述說、用禱告帶領他尋求他所需要的上帝形象。就在傾聽、觀察的過程中，

我一次又一次經驗上帝也是這樣陪我經歷福音。道成肉身的耶穌陪我流淚、聽我述說。生命帶

來生命、絕望與死亡也譨夠帶來生命。上帝不就是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死顛覆人的絕望與對死

亡的恐懼嗎？ 

 

結語 

    從路得記我們看見，耶和華在許多爭議中調轉了人的想法。在最後一章，作者告訴讀者，

摩押人媳婦使耶和華的名被稱頌，擁有摩押媳婦比七個兒子更好。「七」有完全的意思，「男

性」更是在社會扮演要角；但是一個「摩押」「女性」卻比「完全」更加好。路得記挑戰著當

時的父權社會與婚姻價值觀、挑戰著以色列人的民族優越感，更挑戰著他們對上帝作為的看

法。從路得記我們知道，信仰不是私人化的，也不屬於特定群體，對耶和華而言種族、性別、

財富並非首要，而是人是否願意在絕望中仍然不放棄任何可能性。就在不放棄中上帝使用人去

展現祂對人無止境的慈愛。 

 今日的我們是否已經預備好要面對世界的敗壞與絕望？我們願意在絕望中仍相信上帝伸

出手是要使用你我來施慈愛與恩惠嗎？委身於絕望不是屈就、不是放棄，更不是厭世；委身於

絕望是要挑戰既有的利益、權力關係與社會價值觀。願上帝幫助我們抓住祂的手、幫助我們緊

緊黏著祂，我們如此緊跟隨祂、深信祂，委身的行動才能真的為世界帶來轉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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