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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因此經常在問──真的有上帝嗎，或慈愛的上帝在哪裡？
■ 神學家約翰．史托得（John Stott）：「苦難的存在對基督徒的信仰是⼀個最⼤的挑戰。」
■ 如果我們⾃認有⼀套完整的答案，是很危險的，因為導致苦難的因素很多；但上帝的⼈們因此經常在問
──真的有上帝嗎，或慈愛的上帝在哪裡？

■ 神學家約翰．史托得（John Stott）：「苦難的存在對基督徒的信仰是⼀個最⼤的挑戰。」
■ 如果我們⾃認有⼀套完整的答案，是很危險的，因為導致苦難的因素很多；但上帝的確給我們⼀些答
案，讓我們有信⼼接受邪惡及苦難的現象。

■ 確給我們⼀些答案，讓我們有信⼼接受邪惡及苦難的現象。

⼀.邪惡、罪惡與苦難的來源
1. 上帝對邪惡負責任嗎？

■ 如果上帝有最⾼的主權，對邪惡祂要負責嗎？
■ 不。當上帝完成創造世界之⼯，祂看每⼀件創造物都是好的。

• 創世記1:31 神看著⼀切所造的都甚好。
■ 邪惡不是來⾃上帝，⽽是來⾃被創造卻墮落的受造物（魔⿁或天使）—因為牠想和上帝同等。
■ 災禍可以來⾃上帝作為懲罰的⼯具。

2. 上帝降下災禍，但⾮邪惡製造者
■ （以賽亞書45:7）7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切的是我─耶和華。
■ （阿摩司書3:6）6 城中若吹⾓，百姓豈不驚恐呢﹖災禍若臨到⼀城，豈⾮耶和華所降的嗎﹖
■ （耶利⽶書18:11）11 現在你要對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說：耶和華如此說：我造出災禍攻擊你
們，定意刑罰你們。你們各⼈當回頭離開所⾏的惡道，改正你們的⾏動作為。

⼆.為什麼世界有苦難？好⼈會受苦？
與葛培理同⼯的前佈道家坦布林頓(Charles Templeton 1915-2001)因在《⽣活畫報》上看到⼀張抱著死嬰之
⾮洲婦⼥的照⽚, 開始懷疑世上有⼀位慈愛的上帝. 他最終放棄基督信仰, 
在他所著的《告別上帝Walking Away from Faith》⼀書裡, 列舉了⼀系列古今歷史上的悲劇, 然後宣佈: “⼀位
慈愛的上帝不可能是我們剛剛描述的這些恐怖事件之主宰 — 這樣的恐怖事件天天發⽣, ⾃古以來不斷發⽣, 
將來也要不斷發⽣. 這是⼀個難以理解的苦難和死亡故事. 由於故事是事實 — 實際上就是世界史 — 顯然就
不可能有位慈愛的上帝.”
舊約但以理的時代，許多猶太⼈被擄到巴⽐倫去。其中有三位敬虔的青年：沙得拉、⽶煞、亞伯尼歌，他
們曾⾯對極⼤的考驗。尼布甲尼撒王要他們跪拜⾦像,若不順從，要放在⽕窯中處死。由於他們認識神，因
此，酷刑並無法動搖他們的信仰。他們堅定地對王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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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3:18）
1. 苦罪的存在無法否定神
罪惡和苦難的存在可以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是反對神的存在，⼀是⽀持神的存在。



類似坦布林頓的憤慨、激怒反應，必然先有⼀個預設，就是良善的標準──否則怎可稱某些⾏為或情況
是「惡的」？就如考試，⽼師必須先設定100分的標準，才有評分的依據。

2. 聖經的神容許世上有苦罪
不少⼈認為，苦難無法和聖經的神兼容並存。哲學家羅素就曾從這個⾓度犀利地批判傳統有神論，以為
它在邏輯上無法⾃圓其說。
基督教相信五件事：神存在、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神是全善的、罪惡存在。
反對者以為，這五件事不可能同時為真。假如神是全能的，罪惡存在的事實便意味神不是全善的，因祂
沒有把罪消滅。⽽假如神是全善的，罪惡的存在就表明祂無⼒把罪剷除，故祂不是全能的。
1) 神是全能的
■ 「神是全能的」，並⾮意味神什麼都能做。
■ 因為這位神也是真理的源頭，故祂不能說謊，也不會犯錯；祂不會做任何違背祂意旨的事。
■ 祂不會使⼆加⼆變成五，或創造出既是圓又是⽅的東西。
■ 祂不會製造⼀個祂拿不起來的⽯頭
■ 當神決定要造⼈，並賦與他們⾃由意志時，就蘊含⼈可能會犯罪。
• ⼈有⾃由意志，但同時又絕不會犯罪，這在邏輯上是不成⽴的。
• ⾃由意志即包含犯罪的可能；換⾔之，⼈因為有⾃由意志，就可使「罪惡的潛在性
（potentiality）」變成「實際 （actuality）」，⽽⼈的苦難也隨之⽽來。

■ 神當然可以造出「無⾃由意志」的受造者，但這樣的世界就沒有「道德」可⾔。
• 因為道德就必須預設「⾃由意志」；任何⼈類的美德都奠基於此。
• 有⾃由意志，才可能有愛、良善、犧牲等⾼貴的德性。
• 不然就成為機器⼈。

2) 神是全知的
■ 聖經表明，神不僅知道現在，也通曉未來，因此，祂對苦難的態度和我們不同。
神有可能容忍⼀些恐怖的事，像飢荒或洪⽔,因為祂預先知道，經過這些苦難，⼈可以在未來得
到更多的賜福。
創世記中有關約瑟的故事是最佳的註腳。神容許饑荒臨到，卻讓這苦難使約瑟登上宰相的⾼位；
他藉著神所給予的智慧，最終令無數⼈得到拯救。 
耶穌在⼗字架上被釘死之事是最⼤苦難
• ⼗字架的悲劇是⼈類歷史上最⼤的「惡」。全然無罪的耶穌竟被處以最嚴酷的刑罰。
• 然⽽，透過這最⼤的悲劇，⼈類卻得到最奇妙的賜福與恩典。
• 福⾳書描寫，撒但利⽤猶⼤、希律、彼拉多、猶太教公會和羅⾺兵丁等，讓牠的計謀得逞，
得以殺死耶穌。可是，耶穌在⼗字架上的犧牲，卻是神最偉⼤的計劃。等到耶穌從死裡復
活，撒但才發現，牠上當了。

3) 神是全善的
⼈與動物對「甚麼是良善」的理解，必定⼗分不同；既然⼈與神的差距⽐⼈與動物要⼤得多，故⼈
對良善的理解必然也與神的看法有相當⼤的區別。當神容許⼀些患難臨到時，我們能否定神的良善
嗎？其實不能！



聖經說，耶穌曾因苦難學習順服（希伯來書5:8），神的獨⽣⼦既需要這經歷，我們豈不更需要藉著
苦難學習功課，使⽣命可以成⾧？所以，保羅強調：「患難⽣忍耐，忍耐⽣⽼練，⽼練⽣盼望，盼
望不⾄於羞恥。」（羅⾺書5:4-5）

4) 苦難喚醒世⼈回轉
■ 這世界不公平的事層出不窮；惡⼈製造巨⼤的苦難,卻逍遙法外，灑脫⾃在
■ 其實聖經明⾔，公義縱然會延遲，但並⾮不到。在神選定的審判之⽇，所有⼈都會得到該有的報
應。

■ 倘若我們批評神，指責祂現在不制裁惡⼈，這猶如⼩說只讀到⼀半，就批評作者沒有把劇情搞
定。對於世上無數的⼈，神總是寬容，希望他們能及早悔改；審判的耽延，無疑是因著祂的愛與
憐憫。

5) 苦難中神恩夠⽤
■ 奧古斯丁曾說：「神既然是最⾼的美善，祂絕對不會容許任何的惡存在於祂的創造之中，除⾮
祂的全能和良善可以從邪惡中產⽣出美善來。」
• 邪惡與受苦必然包含著良善的可能性。
• 由於⼈有⾃由意志，所以⼈在⾯臨苦難時，必須⾃⼰作出選擇，使苦難能產⽣善的結果來
舊約聖經中的約瑟是最佳的詮釋。因著他對於苦難有正確的反應，結果，苦難帶給他⽣命意
想不到的賜福。

6) 神與我們⼀起受苦
■ 究竟基督徒對苦難的答案是甚麼呢？苦難既不是抽象的問題，⽽是活⽣⽣⾎淚的遭遇，所以要回
答苦難，也必須以⽣命作回應。

■ 最終的答案，是耶穌基督⾃⼰。耶穌常經憂患，多受痛苦，祂能深刻體會世上⼀切的苦難。對於
⼈間無盡的橫逆與坎坷，聖經是以整全的基督論去釋疑。

7) ⽐答案更好
■ 我們渴望得到所有的答案，然⽽上帝卻以祂⾃⼰來取代。
• 這已⾜夠了。只要我們知道祂是可靠的，那我們就不再需要完整的解釋了。
• 只要我們知道所受的苦不是沒有意義的，上帝仍然掌管著宇宙萬物，並且祂真是愛我們每⼀
個⼈，這⼀切也就⾜夠了。

8) 結論
■ 透過苦難，神被⼈看⾒
• 宣教⼠殉難
• 受苦者藉著幫助別⼈⽽傳福⾳（杏林⼦等）
• 癌症患者在病床上傳福⾳
• 透過你我的難處，榮耀神
• 透過苦難我們可以幫助別⼈

三.受苦的上帝⼦民
1. 神的⼦民特有的苦難：管教
■ 根據聖經，在上帝⼦民特有的苦難中，絕⼤多數都是出於神⾃⼰所派定的管教。這個主題在新舊約
中表現得都很強烈.



■ 其中最顯著的經⽂是在希伯來書12:5-12(部分引述箴⾔3:11-12：「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
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因為主所愛的他必菅教，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焉有兒⼦不被⽗親菅
教的呢？。。。
從經⽂脈絡來看，作者⼼⽬中的管教是⽤來幫助基督徒打擊罪惡的。
管教的⽬的是為⿎勵那些真⼼想討天⽗喜悅的⼈。
這個管教乃是為了我們的好處：「惟有萬靈的⽗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
有分。」(來12:10)，並且「⾮聖潔沒有⼈能⾒主。」(來12:14)

2. 神⼦民特有的苦難：反對與逼迫
■ 出⾃管教的苦難，與出⾃反對與逼迫的苦難，兩者並不⼀定能，或⼀定要分個⼀清⼆楚。
■ 所指的反對與逼迫，是針對神的⼦民，因為他們的⾝分、他們的信⼼與⾏為⽽遭致的苦難。
■ 從個⼈層次⽅⾯來說，我們看到許多證據，那些屬神的⼈是怎樣承受壓迫感，怎樣⾯對逼迫者所加
諸的惡事。
基督徒惟有在受苦中才能學到「得勝有餘」的含義。得勝並不表⽰⼀種「更⾼級的基督徒⽣命」，
彷佛是⼀種基督信仰的優良招牌，可以凱旋⾼歌地勝過諸如懷疑、失望、失敗或沮喪等令⼈厭煩的
瑣事。不是的，它乃表⽰基督徒會受攻擊。（羅⾺書8:35-37）

3. 神⼦民的領袖特有的苦難
■ 屬神的⼦民的領袖常是受召受苦最多的⼈。因為我們所事奉的乃是那位被釘⼗架的彌賽亞。
在基督徒領導⼒與受苦之間有⼀神學性的關係。事實上我們⾄少可辨識出三種關聯性。
新舊約皆有。受苦使信徒得到鍛鏈，是神的管教。摩西被放逐在曠野四⼗年，保羅勸勉提摩太忍受
艱難作耶穌基督的精兵，其假設都是相同的：如果神管教他所有的⼦⼥，那麼這些⼦⼥的領袖必不
能期望少受⼀些管教，反⽽需要預期受更多的管教。
在敵意世界中⼤⼒作⾒證所帶來的壓⼒，特別會降在帶領教會如此作⾒證的領袖⾝上。在獨裁專制
的政權下，牧師與傳福⾳者最常下監獄或被殺害。耶穌11⾨徒都受苦難。
最成熟的基督徒領袖會願意多汲取苦難，好讓他們的⽺群得以因⽽免受⼀些痛苦。他們如此⾏，乃
是效法基督。（歌羅西書1:24）

4. 罪惡、疾病、死亡
■ 所有苦難，當然包含疾病與死亡，都與始祖最初犯罪及之後的原罪有關。
•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必定死！（創2:17 ）

■ 如果沒有罪惡，也就不會有死亡和疾病，這可說是死亡的序曲，但其中的關聯必須更確切地解說。
「義⼈死亡，無⼈放在⼼上；虔誠⼈被收去，無⼈思念。這義⼈被收去是免了將來的禍患；他們得
享（原⽂是進⼊）平安。素⾏正直的，各⼈在墳裡（原⽂是床上）安歇。（賽57:1-2）

5. 終點展望
■ 基督徒應該都記得耶穌⾒證啟⽰錄的內容，應許說：「是了，我必快來。」並且教會回應：「阿
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啟22:20)

■ 基督徒乃是在終點的光照下⽣活。許多我們所相信的，許多我們預備承受的苦難，其意義都得⾃對
復活。對其理闡釋的展望。沒有此展望，沒有此⼀展望所期待的實際結果，基督信仰便沒什麼意義
了，並且此⼀信仰對罪惡與苦難觀點的主要經⽂，也是徒然的了。「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有指
望，就算⽐眾⼈更可憐。」(林前⼗五19)



四.受難變成賜福

五.我們如何幫助別⼈度過苦難
幫助別⼈是帶有冒險性的。例如當我們伸出援⼿時未必會受到別⼈的歡迎；在幫助別⼈時，我們有時也會
說錯話。即使如此我們仍應盡⼒去幫助別⼈。耶穌所說好撒瑪利亞⼈的⽐喻（路加福⾳10章25-37節）提醍
我們，去照顧受傷的⼈是我們的責任。這裡有些實際的建議： 
不要等待別⼈，⾃⼰要率先採取⾏動。 
若可以的話，最好親⾝與同性的當事⼈坐在⼀起；握住對⽅的⼿或適當地擁抱他們。 
把注意⼒放在他們的需要上，不要因為⾃⼰不能給予完整的答案⽽不安。 
容許他們表達感受，不要論斷他們的感覺或情緒。 
瞭解他們的問題。
別假裝⾃⼰從未有過掙扎。 
⾔語要簡短。 
避免說：“你不應該那麼想”或“你應該知道怎麼做”。 
向他們保證你為他們代禱。 
禱告！求上帝幫助你和他們。 
保持聯絡。 
幫助他們除去不正確的罪惡感，向他們說明苦難與罪不是絕對有關連的。
如果確實是因罪引起的，或者在經過反省後發現有隱藏的罪時，要幫助他們尋求基督饒恕。 
⿎勵他們回想過去曾體驗過上帝信實的經歷。 
思考基督的榜樣和尋求祂的幫助。 
提醒他們上帝是愛我們和照顧我們的，並且祂掌管⼀切。 
⿎勵他們逐步來⾯對問題。
⿎勵他們也向其它⼈（朋友、親屬、牧師）尋求幫助。 
説明他們明⽩克服困難是需要時間的。 
提醒他們上帝是我們的牧者（詩篇23篇）。 
提醒他們上帝是宇宙的主宰，無論⼤⼩的事都在祂的掌管之中。 
“與喜樂的⼈要同樂；與哀哭的⼈要同哭。”──羅⾺書12章15節  
不要忽視他們的問題。 
不要虛偽地逗他們開⼼，要真誠，對待他們就如你在他們⾯對苦難前對待他們⼀樣。 
設想你在他們的處境時，你希望別⼈怎樣對待你，便以那樣的愛去對待他們。 
做個好的聆聽者。 
認同他們所受的傷害。 
讓他們有時間痊癒，不要操之過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