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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重整－疫災中的反思（1）：保持距離 

 
這段日子每天都聽到或看到的一個詞就是 “social distancing” （保持距離）。保持多少距

離？至少 6呎吧（噴涕和咳嗽的射程？）！跟誰保持距離？應該是任何人吧（除了最親又

沒病的家人？）！反正有點含糊，不過這個觀念還是很重要的，值得我們反思。有些人是

該保持距離時不保持距離（不怕自己對別人有不好的影響），更多人是不該保持距離時卻

保持距離（只怕別人對自己有不好的影響）。雖然在疫災時保持距離是重要而且必要的，

為了彼此的安全，但這不是一個新的觀念或做法。其實人類早就在這麼做了，彼此保持距

離，而且跟疫災毫無關係；直至耶穌來到，這種不應當有的“保持距離ȹ才開始得以突破

更新。 

 

•歷史淵源 

 

據說中文的「禮」這字原有「離」的含意，即儒家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等等的觀念；因此

一般庶民不能太接近君王尊長，需要保持距離，以示敬重。在猶太人的傳統裡也有類似而

且極為重要的規矩，但這是和信仰直接有關： 

 

「使你們可以將聖的，俗的，潔淨的，不潔淨的，分別出來。」利未記 10：10 
 

這是耶和華神吩咐祭司亞倫的話，是以色列人的一個核心信仰。簡單講，“聖ȹ的是可以

較為接近神的（分別為聖的祭司、利未人）；“俗ȹ的是一般百姓，不能自行接近神；這

些百姓又分兩類：“潔淨ȹ的（獻祭贖罪等）；“不潔淨ȹ的（沾染污穢等）。這些“保

持距離ȹ的規矩，主要是基於神的屬性和人的本性的根本分別：神是榮耀聖潔的，人卻是

有罪污穢的；因此人若擅自接近神，就必死亡。這樣看來，“保持距離ȹ不但保住了人的

生命，也保住了神與人的關係－這是神的恩典！然而神的心意不是就這麼一直靠這些規矩

來維繫神與人的關係；這些規矩只是象徵預表那將要來的真正的祭物（羔羊）、祭司（救

主），以及完全的救贖－這就是耶穌基督降世、受死、復活的意義和目的，實現神與人永

遠同在的應許。到那時，也就不再需要“保持距離ȹ了（包括人與神、人與人的距離）！ 

 

•兩種潔淨觀 

 

當時的“潔淨ȹ包括兩方面：生命道德的潔淨（內在）以及宗教儀式的潔淨（外在）。新

約聖經時期的猶太宗教領袖一個普遍的盲點，就是看重宗教儀式的潔淨過於生命道德的潔

淨，正好和耶穌的觀點相反，也因此成為他們與耶穌爭議的焦點。 

 

•不再隔離！ 

 

那時有一種人需要跟別人保持距離甚至被隔離的（至少七天），就是“痲瘋病人ȹ（皮膚

病患）。如果有人不知道，走近他們時，他們會喊著：「不潔淨了！不潔淨了！」以免感

染。現代人大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身體上的不潔淨和感染（細菌病毒等），但當時的人所

擔心的卻是宗教上的不潔淨和感染（影響他們與神的關係）。有一次，一個長大痲瘋的人

來求耶穌潔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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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求耶穌，向祂跪下說，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耶穌動了慈 
  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大痲瘋既時離開他，他就潔淨了。」 
                                                          馬可福音 1：40－42 
這裡有幾個重點：“潔淨ȹ與否是針對宗教信仰方面的，這痲瘋病人的“不潔淨ȹ使他與

神和人隔離；但耶穌潔淨他之後，要他去見祭司（不是見醫生！），讓祭司察看，證實他

已潔淨（身體上），並且獻上祭物，對衆人作證據，表明他已潔淨（宗教上），蒙神悅

納。換句話說，他恢復了與神和人的正常關係，不再需要隔離！因為耶穌來到，開始實現

神與人同在的應許，末世神國已臨到，救主彌賽亞已顯現，祂是真正的大祭司，能潔淨赦

免罪人（當時的祭司只能察看人，不能潔淨人）。不但如此，耶穌並非站得遠遠的宣告這

人得潔淨（以免被感染），而是充滿愛和憐憫的接近他、醫治他。耶穌用了至少五個感官

和行動：他當然是先見到（眼）這人並且聽到（耳）他的懇求，以致動了慈“心ȹ，伸

“手ȹ摸他，然後對他說（口）。耶穌以他的“全人ȹ來醫治這痲瘋病者的全人，使他完

全潔淨，包括身、心、靈。這就是神在耶穌裡所表明的愛，使我們因著耶穌，不再需要與

神隔離，也不再需要跟別人保持距離。 

 

•洗手吃飯？ 

 

可惜當時宗教領袖偏差的潔淨觀已根深蒂固，因此十分看不慣耶穌和他門徒的作風。有一

次他們看見耶穌的門徒沒洗手（即“俗手ȹ，指宗教儀式上的不潔）就吃飯，就來質問耶

穌（馬可福音 7：1－23）。這些領袖拘守傳統，以為外在形式上的潔淨或隔離，能使他

們成為潔淨，拉近與神的距離。然而耶穌卻一針見血的點破他們的盲點，引用以賽亞書

（29：13）指責他們：「⋯『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
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馬可福音 7：6－7）。耶穌所要強調的是內在的

潔淨或污穢遠比外在的潔淨或污穢重要：「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惟有從裡面出來
的，乃能污穢人」，但這點連他的門徒也還不明白，所以耶穌進一步解釋說，從外面進來

的（食物）不會污穢人，惟有從裡面出來的（心中各種的惡念惡行）才會污穢人。 
 

•跟誰吃飯？ 

 

猶太宗教領袖不但看重要洗手吃飯，他們更在乎跟誰一起吃。在他們眼中，一般老百姓因

為不懂律法，犯了很多規矩，沾染了很多污穢，所以必須跟他們保持距離，尤其不能跟他

們一起吃飯。有一天耶穌呼召利未（＝馬太）來跟從他（作門徒）；利未原是稅吏，是替

羅馬帝國向猶太人收稅的，因此是人所不齒的一類。而耶穌卻毫無顧忌的接納他、呼召

他，令他萬分感激，立刻為耶穌大擺筵席，邀請同道好友一起吃飯，聽耶穌講話。結果被

宗教領袖看見了（當時這種筵席是開放的，外人可以旁聽主客的對話），他們就批評耶穌

為何跟稅吏和罪人一同吃喝（當時一同坐席吃飯表示完全的接納）？耶穌一針見血的點破

他們的盲點：「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
人」（馬可福音 2：17）。他們只見別人是病人是罪人，需要隔離，卻不見自己在神眼前

更是病人和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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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的鄰舍？ 

 

在宗教領袖的眼中，除了一般百姓之外，他們最顧忌的罪人是外邦人，尤其是跟猶太人有

世仇而且是“混種ȹ的撒瑪利亞人。有一位猶太律法老師來跟耶穌對話，他很清楚律法的

核心，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愛神，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他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

呢？」心想他該守的律法都守了，該愛的鄰舍都愛了。這次，耶穌用一個比喻（也可說是

事實）來點破這位律法老師的盲點（路加福音 10：25－37）：有一個人在郊外路上被強

盜搶劫，並打個半死，倒在路上。後來陸續有三個人經過，頭兩位是同一類的：祭司和利

未人，所謂的聖職人士，按理說是最守律法的。奇怪的是這兩位聖職人士的反應都一樣：

看見那個躺在路上的人，不但不去幫他，卻從路的另一邊走過去了，似乎生怕碰到他！為

什麼會這樣呢？他們不是知道要愛鄰舍如己嗎？這個舉動反映了他們對“鄰舍ȹ的狹窄觀

念：只包括“自己人ȹ（種族、信仰、身份、道德跟自己同等或相似的人）。所以他們一

方面不確定那個人是否“自己人ȹ，另一方面又怕自己被“感染ȹ，影響他們“神聖的事

奉ȹ。更嚴重的是，如果那個人已經死了怎麼辦？死是最不潔淨的（新約之後的拉比猶太

教傳統有說要離死屍 4肘，即 6呎！），要冒的險太大了！最後，終於有第三個人經過

（這時律法老師大概在猜肯定是像他一樣的律法專家），居然是一位撒瑪利亞人！惟有他

動了慈心，以實際的行動幫助傷者，並且給予周全妥善的照應。這是律法老師作夢都想不

到的，故事的英雄竟然是他最看不起的人！耶穌指出這位撒瑪利亞人是真正做到了“愛鄰

舍如己ȹ，並且要律法老師去照著做。換句話說，耶穌把原來的問題：「誰是我的鄰
舍？」改成：「我是誰的鄰舍？」。意即不要再分門別類，我們都是彼此的鄰舍，只要有

需要，我們就當伸手相助。 

 

•分門別類 

 

這“好撒瑪利亞人ȹ的故事，道出了這世界一個根本的問題：分門別類，對那些不屬於自

己“鄰舍ȹ範圍的人，就以各種方式來排斥、歧視、控制、逼迫，甚至殺害！在宗教信仰
方面：基督教（十字軍）對伊斯蘭教、猶太教、東正教；天主教對更正教；更正教對天主

教；穆斯林對基督徒；基督徒對穆斯林。在種族文化方面：極為普遍，比較明顯的有帝國

主義的殖民政策；多數民族對少數民族；德國政權對猶太人；以色列政權對巴勒斯坦人；

美國的黑奴制度；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在性別方面：男性對女性；異性戀者對非異性戀

者等等。以上這些例子已經夠了，但我們自己呢？我們怎麼對那些跟我們“不一樣ȹ的

人？就算我們不去傷害他們，我們是否會對他們冷漠、歧視、排斥？跟他們保持距離？ 

 

•生命的對話 

 

有一次，耶穌到了撒瑪利亞的敘加城，又累又渴，就在一個井旁休息。耶穌是從南方的猶

太走向北方的加利利，經過中間的撒瑪利亞。當時很可能有些保守的猶太人寧願繞道而行

也不要靠近撒瑪利亞人，免得被感染。但耶穌完全不在乎，而且還跟一位道德有問題的撒

瑪利亞婦女對話，連他的門徒都感到驚訝（約翰福音 4：1－30）！這裡我們需要稍為了

解當時的背景：在當時的社會（其實今天也一樣），沒有人人平等這回事。約翰福音第三

章的尼哥底母和第四章的撒瑪利亞婦人，代表了當時社會階層的兩極。種族：一個是猶太
人，一個是撒瑪利亞人；性別：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信仰（根據猶太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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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正統，一個是異端；道德：一個是高尚，一個是墮落；身份：一個是高官，一個是

賤民。明白了這個背景，就能想像耶穌的舉動帶給這位婦人和門徒何等的驚訝與震撼！婦

人：「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

沒有來往。）」（4：9）。門徒：「當下門徒回來，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
（4：27）。 
 
總而言之，耶穌這次的舉動同時突破了當時好幾方面重要的傳統界線：種族、性別、信

仰、道德、身份。他完全除去了當時 “隔離政策ȹ 的作風和“保持距離ȹ的規矩。然而

他也同時完全得著了這位婦人的心，以致她後來不但自己信從了耶穌，也帶動了她村裡很

多的人相信耶穌！當然，耶穌並非偏心，只關懷“低層人士ȹ，雖然這些人最喜歡跟耶穌

在一起，並且對耶穌的教導最有回應。耶穌也同樣關懷“高層人士ȹ，花時間與尼哥底母

單獨對話，以致他後來也信從了耶穌（約翰福音 7：50－51；19：39－40）。關鍵在耶穌

是從神的觀點來看這些人：他們都是神所造、神所愛、需要神的人。我們怎麼看人呢？尤

其那些跟我們“不一樣ȹ的人？我們會因著種族、性別、信仰、道德、身份或其他因素跟

他們“保持距離ȹ嗎？ 

 
•從隔離到同在 

 

自從亞當和夏娃因罪被趕出伊甸園之後，人類就與神隔離（創世記第 3章），並且彼此不

和（創世記第 4－11 章）。後來神呼召亞伯拉罕（創世記第 12 章），要藉著他和他的後

裔使萬民得福，使人有機會重新回到神的身邊，永遠與神同在。因此使我們與神隔離、與

人不和的癥結就是自我中心的罪，這是真正的“病毒ȹ！耶穌基督降世為人（聖誕節），

為我們的罪受死（受難節），又從死裡復活（復活節），就是要除去我們的罪，使我們不

再需要與神隔離，也不再需要跟人“保持距離ȹ，因為在耶穌裡我們能與神和好、與人和

睦，實現神與人永遠同在的應許；這就是耶穌十架福音的大能，是神對我們的大愛：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 
  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指猶太人和外邦人】合而為一，拆毀 
  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 
  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 
  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以弗所書 2：13－16 
 

•疫災中的反思 

 

這段居家隔離、保持距離的日子，是我們與神交流、體會神心意的機會。想想我們跟神的

關係，是親近渴慕還是遠離生疏？想想我們跟人的關係，是尊重接納還是分門別類？等這

段防疫的日子過了之後，我們是否願意真正的不再跟別人“保持距離ȹ？ 

 

求主幫助我們定睛在耶穌的十字架和復活上，讓聖靈將神的愛充滿我們的心，叫我們過一 

個比以前更有意義的受難節和復活節，靠主活出這與神和好、與人和睦的福音！ 

 

林立元  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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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重整－疫災中的反思（1）：保持距離 

 
這段日子每天都聽到或看到的一個詞就是 “social distancing” （保持距離）。保持多少距

離？至少 6呎吧（噴涕和咳嗽的射程？）！跟誰保持距離？應該是任何人吧（除了最親又

沒病的家人？）！反正有點含糊，不過這個觀念還是很重要的，值得我們反思。有些人是

該保持距離時不保持距離（不怕自己對別人有不好的影響），更多人是不該保持距離時卻

保持距離（只怕別人對自己有不好的影響）。雖然在疫災時保持距離是重要而且必要的，

為了彼此的安全，但這不是一個新的觀念或做法。其實人類早就在這麼做了，彼此保持距

離，而且跟疫災毫無關係；直至耶穌來到，這種不應當有的“保持距離ȹ才開始得以突破

更新。 

 

•歷史淵源 

 

據說中文的「禮」這字原有「離」的含意，即儒家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等等的觀念；因此

一般庶民不能太接近君王尊長，需要保持距離，以示敬重。在猶太人的傳統裡也有類似而

且極為重要的規矩，但這是和信仰直接有關： 

 

「使你們可以將聖的，俗的，潔淨的，不潔淨的，分別出來。」利未記 10：10 
 

這是耶和華神吩咐祭司亞倫的話，是以色列人的一個核心信仰。簡單講，“聖ȹ的是可以

較為接近神的（分別為聖的祭司、利未人）；“俗ȹ的是一般百姓，不能自行接近神；這

些百姓又分兩類：“潔淨ȹ的（獻祭贖罪等）；“不潔淨ȹ的（沾染污穢等）。這些“保

持距離ȹ的規矩，主要是基於神的屬性和人的本性的根本分別：神是榮耀聖潔的，人卻是

有罪污穢的；因此人若擅自接近神，就必死亡。這樣看來，“保持距離ȹ不但保住了人的

生命，也保住了神與人的關係－這是神的恩典！然而神的心意不是就這麼一直靠這些規矩

來維繫神與人的關係；這些規矩只是象徵預表那將要來的真正的祭物（羔羊）、祭司（救

主），以及完全的救贖－這就是耶穌基督降世、受死、復活的意義和目的，實現神與人永

遠同在的應許。到那時，也就不再需要“保持距離ȹ了（包括人與神、人與人的距離）！ 

 

•兩種潔淨觀 

 

當時的“潔淨ȹ包括兩方面：生命道德的潔淨（內在）以及宗教儀式的潔淨（外在）。新

約聖經時期的猶太宗教領袖一個普遍的盲點，就是看重宗教儀式的潔淨過於生命道德的潔

淨，正好和耶穌的觀點相反，也因此成為他們與耶穌爭議的焦點。 

 

•不再隔離！ 

 

那時有一種人需要跟別人保持距離甚至被隔離的（至少七天），就是“痲瘋病人ȹ（皮膚

病患）。如果有人不知道，走近他們時，他們會喊著：「不潔淨了！不潔淨了！」以免感

染。現代人大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身體上的不潔淨和感染（細菌病毒等），但當時的人所

擔心的卻是宗教上的不潔淨和感染（影響他們與神的關係）。有一次，一個長大痲瘋的人

來求耶穌潔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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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求耶穌，向祂跪下說，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耶穌動了慈 
  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大痲瘋既時離開他，他就潔淨了。」 
                                                          馬可福音 1：40－42 
這裡有幾個重點：“潔淨ȹ與否是針對宗教信仰方面的，這痲瘋病人的“不潔淨ȹ使他與

神和人隔離；但耶穌潔淨他之後，要他去見祭司（不是見醫生！），讓祭司察看，證實他

已潔淨（身體上），並且獻上祭物，對衆人作證據，表明他已潔淨（宗教上），蒙神悅

納。換句話說，他恢復了與神和人的正常關係，不再需要隔離！因為耶穌來到，開始實現

神與人同在的應許，末世神國已臨到，救主彌賽亞已顯現，祂是真正的大祭司，能潔淨赦

免罪人（當時的祭司只能察看人，不能潔淨人）。不但如此，耶穌並非站得遠遠的宣告這

人得潔淨（以免被感染），而是充滿愛和憐憫的接近他、醫治他。耶穌用了至少五個感官

和行動：他當然是先見到（眼）這人並且聽到（耳）他的懇求，以致動了慈“心ȹ，伸

“手ȹ摸他，然後對他說（口）。耶穌以他的“全人ȹ來醫治這痲瘋病者的全人，使他完

全潔淨，包括身、心、靈。這就是神在耶穌裡所表明的愛，使我們因著耶穌，不再需要與

神隔離，也不再需要跟別人保持距離。 

 

•洗手吃飯？ 

 

可惜當時宗教領袖偏差的潔淨觀已根深蒂固，因此十分看不慣耶穌和他門徒的作風。有一

次他們看見耶穌的門徒沒洗手（即“俗手ȹ，指宗教儀式上的不潔）就吃飯，就來質問耶

穌（馬可福音 7：1－23）。這些領袖拘守傳統，以為外在形式上的潔淨或隔離，能使他

們成為潔淨，拉近與神的距離。然而耶穌卻一針見血的點破他們的盲點，引用以賽亞書

（29：13）指責他們：「⋯『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
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馬可福音 7：6－7）。耶穌所要強調的是內在的

潔淨或污穢遠比外在的潔淨或污穢重要：「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惟有從裡面出來
的，乃能污穢人」，但這點連他的門徒也還不明白，所以耶穌進一步解釋說，從外面進來

的（食物）不會污穢人，惟有從裡面出來的（心中各種的惡念惡行）才會污穢人。 
 

•跟誰吃飯？ 

 

猶太宗教領袖不但看重要洗手吃飯，他們更在乎跟誰一起吃。在他們眼中，一般老百姓因

為不懂律法，犯了很多規矩，沾染了很多污穢，所以必須跟他們保持距離，尤其不能跟他

們一起吃飯。有一天耶穌呼召利未（＝馬太）來跟從他（作門徒）；利未原是稅吏，是替

羅馬帝國向猶太人收稅的，因此是人所不齒的一類。而耶穌卻毫無顧忌的接納他、呼召

他，令他萬分感激，立刻為耶穌大擺筵席，邀請同道好友一起吃飯，聽耶穌講話。結果被

宗教領袖看見了（當時這種筵席是開放的，外人可以旁聽主客的對話），他們就批評耶穌

為何跟稅吏和罪人一同吃喝（當時一同坐席吃飯表示完全的接納）？耶穌一針見血的點破

他們的盲點：「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
人」（馬可福音 2：17）。他們只見別人是病人是罪人，需要隔離，卻不見自己在神眼前

更是病人和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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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的鄰舍？ 

 

在宗教領袖的眼中，除了一般百姓之外，他們最顧忌的罪人是外邦人，尤其是跟猶太人有

世仇而且是“混種ȹ的撒瑪利亞人。有一位猶太律法老師來跟耶穌對話，他很清楚律法的

核心，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愛神，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他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

呢？」心想他該守的律法都守了，該愛的鄰舍都愛了。這次，耶穌用一個比喻（也可說是

事實）來點破這位律法老師的盲點（路加福音 10：25－37）：有一個人在郊外路上被強

盜搶劫，並打個半死，倒在路上。後來陸續有三個人經過，頭兩位是同一類的：祭司和利

未人，所謂的聖職人士，按理說是最守律法的。奇怪的是這兩位聖職人士的反應都一樣：

看見那個躺在路上的人，不但不去幫他，卻從路的另一邊走過去了，似乎生怕碰到他！為

什麼會這樣呢？他們不是知道要愛鄰舍如己嗎？這個舉動反映了他們對“鄰舍ȹ的狹窄觀

念：只包括“自己人ȹ（種族、信仰、身份、道德跟自己同等或相似的人）。所以他們一

方面不確定那個人是否“自己人ȹ，另一方面又怕自己被“感染ȹ，影響他們“神聖的事

奉ȹ。更嚴重的是，如果那個人已經死了怎麼辦？死是最不潔淨的（新約之後的拉比猶太

教傳統有說要離死屍 4肘，即 6呎！），要冒的險太大了！最後，終於有第三個人經過

（這時律法老師大概在猜肯定是像他一樣的律法專家），居然是一位撒瑪利亞人！惟有他

動了慈心，以實際的行動幫助傷者，並且給予周全妥善的照應。這是律法老師作夢都想不

到的，故事的英雄竟然是他最看不起的人！耶穌指出這位撒瑪利亞人是真正做到了“愛鄰

舍如己ȹ，並且要律法老師去照著做。換句話說，耶穌把原來的問題：「誰是我的鄰
舍？」改成：「我是誰的鄰舍？」。意即不要再分門別類，我們都是彼此的鄰舍，只要有

需要，我們就當伸手相助。 

 

•分門別類 

 

這“好撒瑪利亞人ȹ的故事，道出了這世界一個根本的問題：分門別類，對那些不屬於自

己“鄰舍ȹ範圍的人，就以各種方式來排斥、歧視、控制、逼迫，甚至殺害！在宗教信仰
方面：基督教（十字軍）對伊斯蘭教、猶太教、東正教；天主教對更正教；更正教對天主

教；穆斯林對基督徒；基督徒對穆斯林。在種族文化方面：極為普遍，比較明顯的有帝國

主義的殖民政策；多數民族對少數民族；德國政權對猶太人；以色列政權對巴勒斯坦人；

美國的黑奴制度；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在性別方面：男性對女性；異性戀者對非異性戀

者等等。以上這些例子已經夠了，但我們自己呢？我們怎麼對那些跟我們“不一樣ȹ的

人？就算我們不去傷害他們，我們是否會對他們冷漠、歧視、排斥？跟他們保持距離？ 

 

•生命的對話 

 

有一次，耶穌到了撒瑪利亞的敘加城，又累又渴，就在一個井旁休息。耶穌是從南方的猶

太走向北方的加利利，經過中間的撒瑪利亞。當時很可能有些保守的猶太人寧願繞道而行

也不要靠近撒瑪利亞人，免得被感染。但耶穌完全不在乎，而且還跟一位道德有問題的撒

瑪利亞婦女對話，連他的門徒都感到驚訝（約翰福音 4：1－30）！這裡我們需要稍為了

解當時的背景：在當時的社會（其實今天也一樣），沒有人人平等這回事。約翰福音第三

章的尼哥底母和第四章的撒瑪利亞婦人，代表了當時社會階層的兩極。種族：一個是猶太
人，一個是撒瑪利亞人；性別：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信仰（根據猶太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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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正統，一個是異端；道德：一個是高尚，一個是墮落；身份：一個是高官，一個是

賤民。明白了這個背景，就能想像耶穌的舉動帶給這位婦人和門徒何等的驚訝與震撼！婦

人：「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

沒有來往。）」（4：9）。門徒：「當下門徒回來，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
（4：27）。 
 
總而言之，耶穌這次的舉動同時突破了當時好幾方面重要的傳統界線：種族、性別、信

仰、道德、身份。他完全除去了當時 “隔離政策ȹ 的作風和“保持距離ȹ的規矩。然而

他也同時完全得著了這位婦人的心，以致她後來不但自己信從了耶穌，也帶動了她村裡很

多的人相信耶穌！當然，耶穌並非偏心，只關懷“低層人士ȹ，雖然這些人最喜歡跟耶穌

在一起，並且對耶穌的教導最有回應。耶穌也同樣關懷“高層人士ȹ，花時間與尼哥底母

單獨對話，以致他後來也信從了耶穌（約翰福音 7：50－51；19：39－40）。關鍵在耶穌

是從神的觀點來看這些人：他們都是神所造、神所愛、需要神的人。我們怎麼看人呢？尤

其那些跟我們“不一樣ȹ的人？我們會因著種族、性別、信仰、道德、身份或其他因素跟

他們“保持距離ȹ嗎？ 

 
•從隔離到同在 

 

自從亞當和夏娃因罪被趕出伊甸園之後，人類就與神隔離（創世記第 3章），並且彼此不

和（創世記第 4－11 章）。後來神呼召亞伯拉罕（創世記第 12 章），要藉著他和他的後

裔使萬民得福，使人有機會重新回到神的身邊，永遠與神同在。因此使我們與神隔離、與

人不和的癥結就是自我中心的罪，這是真正的“病毒ȹ！耶穌基督降世為人（聖誕節），

為我們的罪受死（受難節），又從死裡復活（復活節），就是要除去我們的罪，使我們不

再需要與神隔離，也不再需要跟人“保持距離ȹ，因為在耶穌裡我們能與神和好、與人和

睦，實現神與人永遠同在的應許；這就是耶穌十架福音的大能，是神對我們的大愛：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 
  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指猶太人和外邦人】合而為一，拆毀 
  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 
  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 
  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以弗所書 2：13－16 
 

•疫災中的反思 

 

這段居家隔離、保持距離的日子，是我們與神交流、體會神心意的機會。想想我們跟神的

關係，是親近渴慕還是遠離生疏？想想我們跟人的關係，是尊重接納還是分門別類？等這

段防疫的日子過了之後，我們是否願意真正的不再跟別人“保持距離ȹ？ 

 

求主幫助我們定睛在耶穌的十字架和復活上，讓聖靈將神的愛充滿我們的心，叫我們過一 

個比以前更有意義的受難節和復活節，靠主活出這與神和好、與人和睦的福音！ 

 

林立元  4－5－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