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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聽過約伯的忍耐，也看見主賜給他的結局...」 — 雅各書五章 11 節 

 

約伯的忍耐！ 

熟悉約伯記第一、二章的序幕，及最後第四十二章第七節以下「結尾」的讀者，一定深受

約伯面對苦難，仍堅持不變，忍耐信仰而感動。換言之，書中散文敍述的部分，約伯的敬

虔確實為猶太教「義人」的典範。然而，若開始讀第三章接下來詩的部份，朋友們和約伯

的辯論、論證時，不難發現他是一位「性情中人」，看到哀嘆、怨恨、反抗、異端、不盡

完美（ imperfection) 。簡單舉例，聽約伯親口所說的話 ：「上帝啊，你使我家破人

亡...你抓住我...敵對我...我只剩下皮包骨；我的朋友們責備我；我希望有人為我向上

帝抗辯...我的日子飛逝...我的希望在那裡？希望會跟我一道下陰間去嗎 ？」「上帝從

四面八方攻擊我；他連根拔掉了我的希望 ...」「我已經沒有希望，即使上帝殺了我又怎

樣？」 雖然又補上一句；”though He kill me, yet I will trust in him.”以上經

文，我們看到他甚至褻瀆上帝。按猶太人的解釋，認為約伯在歷史中，一方面是敬虔的代

表；另一方面也是判逆的，褻瀆的、異端的另類傳統；依照先知的宣告，以色列人不是往

往以硬頸項、頑强、心硬如石的選民嗎？甚至古代拉比文獻記載：「上帝曾斥責約伯如此

缺乏耐性！看看當時摩西因為没有完全遵守上主的旨音，在最後一刻被禁止進入應許之地

而毫無怨言(and yet he murmured not) 。 

這會是站邊式讀法的結果嗎？若是專採用序言與後段的故事，而加以解讀時；甚至，以這

眼光去了解辯論的詩的部分時，約伯成了宗教信仰的敬虔的標準人物，甚至被當作天上地

上所公認的義人；有關這方面的作品，以在兩約之間的「約伯的信仰宣告」一書為代表。 

但是，在耶穌的時代，兩約之間，雅各十二支派的後裔處於民族宗教頹廢、民族精神頹

喪、國破家亡、流浪苟且偷生。約伯是保持耶和華的信仰，忍耐堅毅的品格的代表，延續

到初代教會。 

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兩極化的解讀？除了受「約伯的信仰宣告」一書的影響外，還反應了當

時的文化宗教。尤其處在時代動亂的社會現狀，這種 patience endurance 是否有消極、

出世的傾向？ 



當時的文化裡蕴藏深厚的傳統，古代信仰的價值，有諸多理想的信念中，堅毅忍耐表達了

「不變的（steadfastness）、堅定不移 （standing fast）」的美德 。雅各書中提到約

伯作為此美德的典範，讓我們知道培養這樣的品德的重要性。哲學上而言，是指當時那些

為抗拒獨裁暴君而堅定不屈，甚至受酷刑迫害仍不妥恊的人士；在宗教信仰而言，是指當

時那些猶太教徒及初代基督徒堅毅不屈的信奉上帝，甚至處在極大束縛歧視和艱困的環境

中（雅各書 1:3-4；羅馬人書 5:3-4）。其實，在主前第一至第三世紀這段期間，猶太教

徒受盡折磨迫害，同時因受迫害而群起反抗，攻擊外來統治者；猶太教徒一日三反時時發

生；他們珍惜信仰傳統而堅持，加上對暴政的反擊，遭受更多的壓迫。因此，一般來說，

處於這種歴史狀態，只有堅忍「好好地活下去的希望」作為對上帝的信仰。（有關這方

面，參考馬加比書 Maccabees) ; 初代教會繼續保持這種「髙尚的信仰情懆」, 新約聖經

的書信中，常常以運動選手受訓的方式來表達這極限的忍耐及毅力的能力，所以為了得勝

的目標，這忍耐堅持是主動的品格，是合成堅忍精神 -像約伯忍耐到底沒有向上帝口出怨

言，苦難中的約伯，他的信仰境界更加提升 a higher vision, 這是他蒙福的來源- 在患

難中，信靠上帝的有蒙福的應允（持此信仰態度，有如主前一世紀的作品 Wisdom of 

Solomon 等等）。 

使徒保羅在歌林多後書 4:14-18 節 ：「 ... 因為我們短暫輕微的患難，是要為我們成

就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我們所顧念的，不是看得見的，而是看不見的；因為看得見的

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是永遠的。」接着又說：「弟兄們，我們在亞西亞遭受的患難，我們

很想讓你們知道。那時我們受到了過於我們所能忍受的壓力，甚至活下去的希望都沒有

了，⋯⋯這正是要我們不倚靠自己，只倚靠那叫死人復活的 神」（哥林多後書 1:8-

11）。 

耶穌，保羅及其他聖經的作者，都具有類似的信仰前輩義人的 God-given 眼光，能看出来

别人無法看到的，無法明白。一心一意只想得到將来的冠冕，看着「上帝的應許永遠的榮

耀」。 

希伯來人書 12:1-3 用耶穌受難的典範來勉勵讀者：「 ... 以堅忍的心奔跑那擺在我們

面前的賽程；專一注視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他因為那擺在面前的喜

樂，就忍受了十字架，輕看了羞辱，現在就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堅忍的心

（hypomone) 奔跑...忍受十字架上的羞辱，期待耶穌永遠生命，是耐忍及忍受各種試練



和敌对者的動力 。甚至「因為他自己既然經過試探，受了苦，就能夠幫助那些被試探的

人。（2:18）；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不是不能同情我們的軟弱，他像我們一樣，也曾在各

方面受過試探，只是他沒有犯罪（4:15）。保羅書信中也以耶穌因為順服上帝 his 

obedience to God . 而忍受苦難。腓立比人書二章：「既然有人的樣子，就自甘卑微，

順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2:8）」 ； 在羅馬人書中，「這樣看來，因一次的過

犯，全人類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全人類都被稱義得生命了。」( 5:18-19）

因一個人的不順服 disobedience 眾生受罪；現在，因一個人的順服 obedience 眾生得稱

為合宜的 righteous；在其他的经節中，雖用「耶稣基督的信心」（ 3:22，26；加拉太

書 2:16 ；3:22）。耶穌的信心 faith 實在是指耶穌的信實，忠誠順服至死。 

無論如何，強調順服 obedience 如保羅所說，或是強調堅毅的意志 perseverance 如希伯

來書作者所指，二種不同的語言，但都是指向耶穌深信上帝使他（死人）復活的應許，而

能够堅持順服，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馬太、馬可、路加福音書的作者，都同樣記述耶穌在嚝野中受試探，受考驗時，他不屈不

撓的堅忍。馬太、馬可、路加福音清楚指出面對撒旦的試探，耶穌以聖經的話語-申命記

中有關以色列百姓在曠野中對抗並始終忍耐到底而得勝；約翰福音雖然說沒有寫曠野四十

日試探的故事，但全書充滿試探（有人會封他為王的）挑戰；耶穌堅忍毅力在所有福音書

中常見（endured temptation and trials)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試探都發生在耶穌受

洗之後，又都是被「聖靈」所驅使- 是上帝所應許的；如：馬可福音用「趕出」魔鬼的

(ekballein)字眼，表示耶穌被聖靈趕去曠野受探，表示聖靈的强烈驅使的動作，正如約

伯記，上帝確信約伯的正直忠實，堪称義人，才容許撒旦的試探約伯；馬可福音書中，上

帝允許撒旦試探耶稣，他的忍耐堅持將勝過，「這是我喜愛的兒子」的稱呼 。不但是敵

對者或罪的試探，們徒也插上一脚，他們並不確切認識上帝，心靈缺乏相應的語言，耶穌

盡力提醒教導他們，但是他們始终無法理解上帝的奥秘。一直停留在作「局外人」，如彼

得一直下不了决心，甚至阻止耶稣的意志- 背十字架的路 。一直到耶穌死後復活以後才

清醒過來 。 

客西馬尼園祈禱的情景的描述是馬可福音的獨特手筆，可說是耶稣所有人生路上最嚴酷的

試鍊，面臨最痛苦的决定時刻的一幕；這决斷的過程中，突顯出了耶穌的「真實血肉之

驅」，心情複雜，心神蕩漾不安，幾乎要喪失意志，十字架的恐懼令人躇躊遅疑，心神摇



晃，汗水濕透，心力交戰掙扎...。「心靈雖然願意，肉體郤是軟弱的」的疼痛 ；在祷禱

告中，他順服：「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作，求你叫這杯離開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旨意。」；在禱告中，耶稣超越了人生價值的曖昧 ；耶稣在祷告的過程裡勝

過了這瞹眛，對門徒們說 ：「起來，我們走吧！出賣我的人來了。」（ 14:41）。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哀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使人想起约伯的心境：「我

不再禁止我的口，我要說出靈裡的憂愁，傾訴心中的痛苦。」（7:11）但是约伯從不詛咒

上帝”never cursed God”，堅忍持守信仰；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掙扎，耶穌體驗到上帝離

棄的苦痛，他祈禱：「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誠如約伯的苦惱悲苦的心靈，但是堅

持忍耐到底 stance of patience ; 耶穌的禱告；「我的上帝！」 是堅持信靠、顺服到

底的決心！誠如詩篇廿二篇的悲嘆，在體驗上帝離棄 alienation 那片刻的哀嚎；最终，

上帝聽到了我们最真摰依靠的哀嚎，- 詩人、约伯及耶穌蒙福承受新生命 rewarded with 

“ new Life “ 。和约伯一樣，耶穌堅守走在主的道路上，奉獻一切而蒙受更美好的一

切。 

在傳道生涯過程中，任何嚴峻的抗拒、挑戰、誹謗、攻擊，甚至在遭受苦難中，像耶穌雖

在最艱苦的客西馬尼園中、在十字架上，祂始終坚堅持顺服到底 , 上帝接受耶稣「奉献

自己」 ，如黄金經過火燒的純真，經得起考驗，堅硬而不變質；上帝以耶穌的順服為

傲，贏得了上帝自豪及對祂的稱許說：不愧為「我所愛的兒子！」。 

因此，上帝將聖殿的幔子（veil ）從上到下撕挒成兩半（可 15:38) 。表徵聖殿獻祭儀

式的終結。從此，信徒可由耶穌所興起的新的聖殿中敬拜上帝，信仰團體也將取代「萬國

禱告的殿（house of prayer)” ( 11:17) . 

耶稣在客西馬利園受試探的祈祷中，若是可以不必承擔的話，求上帝將他的「杯」移開； 

随著又祈祷，「 願照祢的旨意」 。這二層的禱告，使耶穌專注、堅强地忍受以後一切的

試錬；從客西馬尼的禱告起，直到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耶穌全神投入上帝為他所預備的

道路。 

作者馬可勉勵耶穌的們徒，以祈禱來學習全神貫注渡過試鍊和難關浩刧，能夠忍耐不放

棄；耶穌二個層次的禱告，是以後信徒們的力量和支柱，是學習的榜樣 。專務一意的禱

告的信心，是耶穌對門徒和信徒的要求，不容忽視。。 

耶穌生前的傳道生涯中，曾經努力使門徒們看清這點，但是，直到他忍耐堅持到底，死在



十字架以後，門徒們才恍然大悟（希 2:10)，大大改變 。罪的引誘不斷逼人，耶穌的

死，從罪的勢力中將人贖回；祂復活後與曾經失去的一群又再回歸的門徒相聚；門徒曾經

盲目，而今復明看見了 。馬可福音書告訴我們，耶穌改變了門徒，從失敗的深淵中，成

為以後的教會的支柱，是信徒们共同享的權柄和恩典。 

在患難中堅持到底的人不多，絕非易事；心靈雖願意，但肉體軟弱，我們常常在選擇過程

中，遇見挫折，难免受挫而退；如果我們祈求上帝，賜予我們力量來堅持上帝的道

God’s way , 上帝必聽我們的禱告，賜予我們足够的、所需的資源。希伯來書告訴我

們，耶穌在我們軟弱的時候，體贴我們，和我們同在，因此我們能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

座前，在各種境遇情况中，領受憐憫，得到恩惠，作為及時的幫助（希 4:16-26) . 

對今天的讀者而言，約伯的堅忍到底或是逆來順受的態度和方式，無異是避重就輕、鴕鳥

式的作為，容忍罪惡，無辜受苦 。但是聖經的教導，並不是在鼓勵我們盲目的順從、屈

服强權；而是教導我們有關堅持忍耐，不是教我們避免苦難或是逃避問题，而是在新約中

的社會環境中 ，上帝賜予我們所需的力量，來承受抵擋，上帝應許，堅忍的性格必蒙受

好的結果；暫時的困難是為那賜給我們的更好的、永遠的榮耀作预備；因為，目前所有的

表象都是難以理解，而暫時無法了解它永恒的意義（ 2Cor 4:17-18)。福音書中說的順服

到底 obedience，及書信中說的堅忍到底 patient endurance，兩者都是信徒面對嚴峻環

境時，所產生的「美德」，見證明亮的光！ 

  

約伯記中，約伯經歷残酷的考驗，他信實堅强的意志赢得了天上人間的肯定；「這人完

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罪惡。」成了後世信仰者的楷模之一 。很諷刺的事，上帝相

信約伯的人格完整，也對約伯的信仰人格的肯定，這反而為約伯招來殘酷的考驗。從約伯

的結果來看，上帝會因無辜的義人遭受無情殘酷的打擊，而心痛而後悔嗎？上帝與撒旦打

賭，這是不是一種無奈的心情呢？上主為什麼向撒旦吐槽说：「你為什麼煽動刺激我，讓

我無緣無故地打撃他呢！」（2:3 ）- incited me to against him , to destroy him 

for no good reason . 上主似乎發現了，這場䐗博玩的太過火了！上主被睹注卡住了，

直到終場-第三十八章-以審判官的身份再出現，宣判，還约伯清白無辜。為什麼這段期間

上主退隱了，令約伯受盡折磨苦惱？一心一意只想尋求一個真正能為他辯白、申訴的公正

人士或辨護者（19:25）？最後，當上主出現為約伯討回公道後，上主恢復他的前景...他



們（朋友親戚）對他表示同情，他從上主那裏所受到的一切災難（ for all the evil 

committed against him 42:11 )  。這是替上主說的話嗎？是上主告白內心深處的秘

密、無奈和惋惜嗎？我們實在不得而知，只知道約伯接下來的日子，活得很愜意，親眼看

到子孫後代眾多，長壽而終，Job died old and full of days (42:16) ; 我們只知道，

神的兒子，耶穌受苦受難，為眾生而死 died for the sake of all ，在基督裡,，上帝

繼續接下了約伯的掙扎 job’s struggle ；只知道約伯給予家業均分給三女兒，並且給

予命名，新的名- 香新，美貴，遠景 - 新的里程碑，新的信仰團體 ；只知耶穌十字架上

的掙扎，新的愛的信仰家庭形成了，新的生命誕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