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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的祈禱 
──太 6、20、代上 4 

 

引言：「重複話」與「主禱文」 
 

在太 6:7-8 中，主耶穌教我們禱告，說：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

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言下之意，是「蒙垂聽」的禱告應該盡量簡潔，或者要如俗語所謂「一句起，兩句止」，理

由是「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我們不必再嚕嚕囌囌向上帝申訴陳明我們究

竟想求甚麼。但是，如此一來，祈禱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甚麼呢？簡潔歸簡潔，就算「最

短的祈禱」也要有一些必要的原素吧！換句話說，又簡短、又「有力」的祈禱應該是怎樣的

呢？¡¡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說的信息。 

 

要回答這個問題，有些人很快就會來一個「以經解經」，說下文主耶穌提出的「主禱文」（太

5:9-13）不正是最佳答案麼？那裡耶穌說：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諷刺的是，這個「主禱文」，後來竟然變成了一段最多人「重複的話」，整天掛在許多基督

徒的嘴巴上，原因呢？大概就是如主所說，「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吧！此中矛盾，就好像

某些「反戰分子」卻常常使用暴力手段來示威抗議一樣。 

 

其實，「主禱文」是完全吻合「最短的祈禱」的規格的，因為所謂「短」的標準不是字數要

少，而是「洽到好處」和「見好就收」。以下，我將會用聖經兩個典型的禱告的對比，一個

是坊間被捧到上天的所謂「雅比斯的禱告」，一個是主耶穌路過耶利哥城時遇見的「瞎子的

禱告」，來說明「最短的祈禱」的特色與精神，最後，再借此說明主禱文的精神所在。 

 

一、背叛禱告精神的「雅比斯的祈禱」 
 

我已經多次講論過，用所謂「雅比斯的祈禱」作為禱告典範，在翻譯、解釋和應用上，都有

嚴重的問題。不過，為了幫助大家明白「最短的祈禱」以及「主禱文」的精神，這裡有需要

再概括它的錯謬所在，好作為一個「反面教材」。 

 

所謂「雅比斯的祈禱」，說得天花亂墜，原來是出自對以下兩節經文的謬解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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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 4:9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生他甚

是痛苦。」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

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首先、按上述的譯法，第 9 節在邏輯上已經講不過去，因為我們無法理解「更尊貴」如何可

以與下文的「甚是痛苦」連起來。想像一下，假若你媽媽因「生你甚是痛苦」，痛苦得要替

你起個名字叫「雅比斯」（原文即意為「痛苦」），你怎會「比你眾弟兄更尊貴」呢？ 

 

當然，某些人會「強為之說」，用第 10 節的所謂「祈禱」來解答上述疑難，就是雅比斯用

這個「祈禱」突破了他的痛苦，於是因禍得福，變得「更尊貴」云云──真是牽強曲折得可

以，不過卻違反了解釋事物的時候，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解釋一件事實也好，解說一段聖經也好，一個很基本的原則就是「簡潔自然」。意思是這個

解釋要盡量一目了然，不須要不斷加上「解釋的解釋」，或沒有不必要地附會上許多原文沒

有明示的字眼或暗示的推論。（當然，有需要的時候，補上一些原文沒有的字眼或推論是可

以的，否則我們這些傳道人便無所事事了！但仍須以盡量簡潔為原則。） 

 

言歸正傳，上述經文其實可以解得更加簡明直接的，問題卻是出在「尊貴」這個詞的翻譯上

面。原來，原文中「尊貴」這詞最少有三種意思相關但「情調」迥異的用法： 

 

1、中性用法：表示「重」（重量的重）。 

 

哀 3:7 他用籬笆圍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銅鍊沉重。 

 

2、正面用法：表示「尊貴」（身份或地位上有很重的份量，值得尊重） 

 

創 34:19 那少年人做這事並不遲延...他在他父親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 

 

3、負面用法：表示「沉重」（生活或心理上的擔子或壓力很重，也喻指罪孽深重） 

 

出 5:9 你們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在這些人身上，叫他們勞碌，不聽虛謊的言語。 

賽 24:20 地要東倒西歪...罪過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復起。 

 

若依一般的譯法譯作「尊貴」，解釋上便要十分曲曲折折；但若改譯為「擔子沉重」或「壓

力很大」等字眼，全節的意思便清楚直接得多了： 

 

代上 4:9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活得更沉重，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生

他甚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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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來，我們就不必「跳到」第 10 節去尋找第 9 節上半節中「更尊貴」的解釋，因為雅

比斯不是「更尊貴」，而是「活得更沉重」，這可以在緊貼其下的第 9 節下半節中找到非常

合理和直接了當的解釋： 

 

因著某種原因（例如難產、懷孕或生產期間夫妻離異、丈夫身故或家道中落等），雅

比斯的母親「生他甚是痛苦」，甚至痛得要「給他起名叫雅比斯（喻意痛苦）」，大

家說，若你是雅比斯，也一定會「比眾弟兄活得更沉重」吧！ 

 

婦女懷孕或生產期間遇到沉重打擊，然後「遷怒」或「歸咎」該名子女，使他們身心受創，

活得非常沉重。這些「心理個案」，相信你也耳聞目睹不少吧？這個「雅比斯」就是其中一

個了。可以想像，這些可憐的孩子，一直都活在母親的「陰影」底下。至於「雅比斯」這個

喻意「痛苦」的名字，就簡直像一個「魔咒」一般，要一直套在雅比斯的頭上，告訴他：你

是個如何如何的「不祥物」，是「生」你負累我的... 

 

同情地說，若我是雅比斯，也一定會用盡方法、甚或求神拜佛來解脫這個使我一生沉重痛苦

的「魔咒」。甚麼「雅比斯的禱告」，其實，就是在這一顆沉重苦澀的心靈裡併發出來的¡¡  

 

代上 4: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

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這個禱告，一望而知，是個百分百要「自我保護」的禱告。甚麼「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

常與我同在」統統都是手段，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而已。其

實「艱苦」云云，原文正與上文的「痛苦」的字根相同，可見雅比斯所求的，只是擺脫他母

親留給他個人的「咒詛」而已！（非常抱歉，這個禱告與甚麼靈性操練、委身事奉、福音遍

傳、教會發展等等「偉大口號」全不著邊！）至於「神就應允他所求的」的解釋，我已經說

過，原文中並無「應允」一詞，有的只是「領進」或「導入」，意思是你若是但求「自保」，

安全無事地過一生，上帝或會如你所願，給你一個庸庸碌碌的人生。如此而已。 

 

不過，話要說回來，我們也不應該自命「神聖」，以至於不近人情。將心比心，好像雅比斯

那樣，在痛苦絕望中祈求上帝「救命」，難道也是錯的麼？我們不能同意他的「祈禱」，但

也應有相當的同情和諒解。原來，雅比斯的禱告的錯，正正在於他根本不是在「求」，結果

也就「救」不了他的「命」。我們且先來看一個標準、有力的最短的禱告應該是怎樣的。 

 

二、符合禱告精神的「瞎子的祈禱」 
 

1、「短禱告」的典範 
 

太 20:29 他們出耶利哥的時候，有極多的人跟隨他。30 有兩個瞎子坐在路旁，聽說

是耶穌經過，就喊著說：「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31 眾人責備他們，

不許他們作聲。他們卻越發喊著說：「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32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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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站住，叫他們來，說：「要我為你們作甚麼？」33 他們說：「主啊，要我們的眼

睛能看見！」34 耶穌就動了慈心，把他們的眼睛一摸，他們立刻看見，就跟從了耶

穌。 

 

這段經文，講述一個「祈求蒙應允」的故事，驟眼看，頗像雅比斯的禱告。雅比斯的遭遇很

痛苦，這兩個瞎子的遭遇也很痛苦；雅比斯向耶和華禱告，提出請求，這兩個瞎子也向主耶

穌禱告，提出請求；最後，耶和華似乎應允了雅比斯所求的，而主耶穌也應允了瞎子們所求

的。不過，細看之下，便知道兩種禱告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2、「短祈禱」的結構 
 

我們回看太 20:29-34，發現瞎子們的禱告非常簡單，其實就是這麼一句： 

 

     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 

 

關於「大衛的子孫」牽涉較特殊的猶太人背景，用以認定耶穌基督的彌賽亞身份，於此，我

只想概括講論禱告及禱告中的神人關係，這方面就放輕一些，將這句禱告再簡化縮短為： 

 

     主啊，可憐我！ 

 

按文法結構分析，就成了： 

 

     主（主詞） + 可憐 （動詞）+ 我（受詞） 

 

我們發現，與「雅比斯的禱告」極不相同的，是瞎子們這個最簡短的禱告，所在意的不是「求

甚麼」，而是「求誰」和「誰在求」，換言之，就是主體重於客體。 

 

在瞎子的禱告中，「主啊」這個字眼告訴我們所求的是誰，是主；而「我」這個字眼告訴我

們在祈求的又是誰，是我。至於「可憐」這個詞，則是扣連起主與我的關係的紐帶，確認需

要可憐的是「我」，能憐恤我的是「主」。 

 

3、「短祈禱」的精神 
 

表面，瞎子所求的似乎是「能看見」，但他們沒有一開始就求「能看見」，而是主耶穌主動

問他們，他們才回答的： 

 

32 耶穌就站住，叫他們來，說：「要我為你們作甚麼？」33 他們說：「主啊，要我

們的眼睛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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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最根本「需要」是得著「主」的「可憐」。假若沒有「主」的「可

憐」，他們求甚麼也沒用。他們意識到禱告的結果不是繫於我求甚麼或怎麼求，而是「主」

是否「可憐」我們。結果，他們也真的「求」到了： 

 

     34 耶穌就動了慈心，把他們的眼睛一摸，他們立刻看見，就跟從了耶穌。 

 

他們的祈求，求到主的「動了慈心」。原來，關鍵不在「醫眼」，而在「動心」，所以不必

向主嘮嘮叨叨你要求甚麼，更不必「開清單」似的祈求，簡單的禱告──主啊，可憐我──

反而最能使主動心。 

 

為甚麼瞎子這種簡單的祈禱最能使主動心，可憐我們，應允我們的禱告呢？答案好直接，就

是這兩個禱告的人「夠可憐」──某種「主觀性的可憐」。 

 

故事中的瞎子，客觀性的遭遇當然可憐，但能使主動心的，還是主觀性的可憐。所謂主觀性

的可憐有兩方面的意思：1、是瞎子認定自己必需可憐。2、是基督認定瞎子們值得可憐。 

 

大家必定要搞清楚，不是每個到上帝面前「求」的人都能認定自己「必需可憐」。甚麼是認

定自己的必需可憐呢？就是認定除了基督（或天父上帝）無條件的憐憫之外，他自己決無生

路。我們看瞎子的禱告是怎麼樣的「鍥而不捨」： 

 

太 20:30 有兩個瞎子坐在路旁，聽說是耶穌經過，就喊著說：「主啊，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吧！」31 眾人責備他們，不許他們作聲。他們卻越發喊著說：「主啊，大

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 

 

他們如此堅持不捨地禱告呼求，「眾人責備他們，不許他們作聲。他們卻越發喊著」，不是

由於甚麼「信心操練」的原則或理論，而是出自他們對於自己「無能為力」的深度認知。那

些人「責備他們，不許他們作聲」，因為這些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人必須具備某種特

殊的「資格」，或在某種特定「場合」，才配與主耶穌講話（或禱告），卻不知道，禱告以

至於禱告蒙允的最決定性的「條件」，是人知道並且認定自己可憐──不能自救，必須完全

仰賴上帝無條件的可憐。 

 

雅比斯不可憐麼？客觀上，他沒有做錯甚麼，一出世就落在母親的「魔咒」裡，本來很值得

同情，十分可憐。問題卻在於在主觀上，他沒有真正認定自己是「可憐」的。請大家再比較

雅比斯與瞎子的祈禱： 

 

     雅比斯：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瞎 子：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主啊，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 

 

人窮則呼天，未可厚非，雅比斯與瞎子都遇上難以負荷的痛苦，於是呼求上帝（基督）解救

他們脫離痛苦，都合於人情常理。不過，二者的禱告卻有一個決定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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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雖也有某個祈禱的目的（要眼睛能看見），但沒有指明要主如何達到這目的；雅

比斯卻不但列明目的（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連達到目的的方式和路線也向

上帝清楚列明（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這就好比一個「病人」指

示「醫生」要如何醫他一樣。 

 

雅比斯這種這做法哪裡是「禱告」？簡直是在向上帝「訓令」。一個真正明白、認定自己可

憐的人必定不會這樣向上帝訓令，他或會提出自己的想望，不過，卻低下頭來，默默等候上

帝「按衪的旨意」來施恩憐憫。這種最能感動上帝慈心的「內裡謙卑」，瞎子們的最短的禱

告──主啊，可憐我──就完全做到了。 

 

所謂雅比斯的禱告，既沒有認定自己是必須仰賴可憐的人，亦沒有認定上帝是唯一能憐憫我

們的主，自始至終，都只著眼於所求的事物與如何應驗之上，沒有真正看到自己和上帝，更

沒有借此建立起他與上帝的生命關係。這種「事件中心」和「目標導向」的所謂禱告，祈一

輩子也不能使人多親近上帝一步，因為求得到，他就轉而求下一個「目標」，求不到，他就

轉而向另一個「上帝」（假神）求了。 

 

反之，瞎子的心靈並不是「目標導向」的。他們當然也希望「眼睛能看見」，但他們在意的

焦點卻先是「主的憐憫」（呼叫「主啊，可憐我們」），然後是「憐憫的主」──得著醫治

以後，令他們心裡感動的，不僅是眼睛開了，而是眼前這位主耶穌基督，竟是這樣的可憐和

在乎他們，於是，這兩個瞎子不是「醫好就走」，而是「追隨基督」： 

 

     34 耶穌就動了慈心，把他們的眼睛一摸，他們立刻看見，就跟從了耶穌。 

 

好一個「就跟從了耶穌」──我們清楚看到，瞎子們的禱告，自始至終都帶著濃厚的「主體

意識」，因此，他們蒙主應允賜下的，就不僅是得到一個「問題的解決」，而是得到「基督

的憐憫」，以至於「憐憫的基督」。 

 

結語：主禱文的精神──注意那個注意你的上帝 
 

原來，天父要我們禱告，為的只是得著我們的心，好讓我們得著天父自己。 

 

雅比斯的禱告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如果說他母親對他的論斷與命名是對他的「咒詛」，那麼

他對上帝的所謂祈禱就是「反咒詛」。不過，這個「反咒詛」的祈禱根本不可能使他脫離母

親的陰影，弄巧成拙的是，反而使他更加念念不忘自己是活在母親的陰影底下，一生也無法

自拔。（這也是我反對那些教人過度注意自己的心理輔導方式的主要原因。） 

 

與雅比斯的禱告相反，以瞎子的禱告為典範的祈禱，卻可以幫助我們先注意自己的徹底無

能，然後很快將目光移離自己，專注在上帝的大能與慈愛之上，於是心靈謙卑開放，終而能

大大領受上帝的恩典，以至得著上帝自己。「最短的禱告」而能夠蒙允，奧秘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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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主耶穌設立「主禱文」的精神亦正正在此¡¡ 引導、幫助我們注意那個注意我們的上

帝。（記住，天父一直都在注意我們，只是我們常常不注意衪！）主禱文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主禱文的第一句，就呼喚我們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天父身上，注

意衪的大能、恩義以及衪與我們的「父子關係」，而不是求甚麼和怎麼求。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禱

文的第二部份，呼喚我們全心在意上帝的事情，先求衪的國和衪的義。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

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主禱文的第三部份，卻不是叫我們將目光移離上帝，移到

自己身上，求完一樣又一樣。不是這樣！所求的雖關係我們自己，但目光卻始終不可

離開上帝──將今生來世的一切身心需用，都交付上帝的憐憫手上。 

 

可以這麼說，「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等句，是幫助我們在「上帝的事情」上注視上帝，「我

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等句，是幫助我們連在「自己的事情」上也注視上帝。總之

是念念不忘「我們在天上的父」。 

 

在禱告中，注意到自己的徹底可憐，無力自救，然後全心仰望唯一能可憐救助

我們的天父上帝，無論就「上帝的事」或「自己的事」，都完全專注在衪身上，

最後，藉此重新連結起上帝與我們的「父子關係」──這個就是「主禱文」的

真正精神和目的所在，與瞎子的禱告──主啊，可憐我──完全一致和吻合。 

 

希望大家都學會「活用」（不是重重複複啊！）這種「最短的祈禱」──主啊，

可憐我──認定自己的可憐，也認定天父的憐憫，好得著你從來意想不到，甚

至沒想過可以「求」得到的美好福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