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到底算什麼，神竟然如此眷顧他！但上帝的眷顧

只在我人生的數十寒暑嗎？在我困頓、面臨生命

終結之後，祂仍然眷顧嗎？祂會眷顧我們到永遠

嗎？在生命的盡頭，我們所經歷的是「死去的過程」，只

要我們還活著，就無法經歷到本身的死。我們若對死亡有

所經歷，常常是別人的，特別是我們親愛的人，他們的生

命在我們眼前一點一滴流逝，一直到最後氣息沒有的時候。

許多人想到至親離開的那段時間，尤其是在疾病的折磨下

死去，還活著的人的記憶常常相當痛苦。雖然因著醫學進

步，我們的壽命拉長了，很多人說不怕死，但其實沒有一

個人真正知道「死」到底是怎麼回事，但因看到別人死去

的過程，很怕不能夠好死。

死亡 絕望

現在的文化常常會美化死亡，因不敢面對死亡，許多告

復活盼望的凱歌 講員◎李建儒博士     整理◎莊恩慈

別式和追思禮拜甚至取消瞻仰遺容的程序。那個過程本是

讓我們嚴肅面對生命的終結，與死者做最後的道別。基本

上，現代的社會多半幫助我們不去參與、面對，而交給專

業的人。可是這種經歷「死」的過程，卻是每個人刻骨銘

心的事；也有人其實在生命的歷程中，已經歷過死亡的意

義，就是絕望，感受到盼望正一點一滴流逝的經歷。盼望

流逝，一切都徒然，也不再有了；那種永遠失喪、椎心刺

骨的痛，卻是人生常會有的經歷。

我們在美國的第一個聖誕節，得到一個精美的禮物，是

聖誕樹上一個非常漂亮的玻璃燈飾，從未使用過。直到從

德國回到台灣後，才從包裝它的布盒子拿出來，給我們學

齡前的女兒，她很喜歡它，並想起在德國時，鄰居爺爺奶

奶家過聖誕節，也掛這這種燈飾。我提醒她這個東西非常

脆弱，要小心拿。離開她的房間沒有幾分鐘，就聽到玻璃

破碎的聲音，因從床墊滑落，然後她就開始哭，我帶著掃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35-58 節：「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

就不能生。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即如

麥子，或是別樣的穀。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並叫各

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凡肉體各有不同……我們既有屬土的形

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

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我如今把一件奧

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死啊！

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死的毒鉤就是

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勝。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

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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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走進去，說：「我要把它的屍體掃起來。」她要我把它

黏起來，我說沒辦法，當我掃著碎片，她就開始大哭，邊

哭邊說：「我沒有了！」然後繼續用盡全身力量哭泣。我

突然意識到，她正在經歷死亡！珍愛的東西在她眼前消逝，

她不再擁有它了！那個可能性已經完全終結了，她知道什

麼叫絕望。

聽到年輕人自盡時，總是讓我們非常感慨。生命好像一

場豐盛的筵席，還在青春年華的歲月，筵席才吃不到一半，

突然起身說不吃了，好像生命的主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將

死亡的時間提早，自己選擇離開世界的時間。但這更加肯

定死亡在我們生命中的權勢鋪天蓋地而來，無法逃避；自

殺只不過更肯定了死亡的權勢，自殺是放棄盼望，因為在

自殺之前，已經歷死亡的意義—絕望。死亡好像終結一

切，摧毀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一切，也使我們珍愛的一切

都徒然，留下的只是折磨我們的記憶。在我們的生命中，

有沒有死亡不能奪走的盼望？唯有當我們凝視死亡、沉思

死亡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知道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生死的奧秘

孔子很有名的話：「未知生，焉知死？」告訴我們生命

這麼的珍貴豐盛，如果連生命的奧祕都不瞭解，去探索生

命結束後的死亡境界，是不切實際的；唯有好好活著，活

出人的天命，成為一個君子，才能面對死亡，也才有意義。

可是，死亡並不是我們生命中的某一件事而已，死亡是我

們生命當中的「那一件事」！如果我們不瞭解死亡，事實

上也就不真的瞭解什麼是生命，我們必須這麼說：「未知死，

焉知生？」當我們詢問死亡、凝視死亡、正視死亡的事實，

並探索它的意義時，是因為我們珍重生命，不願意放棄盼

望。凝視死亡提醒我們，生命不能夠任由我們一直揮霍，

生與死的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嗎？生命氣息到底是由誰

賞賜？凝視死亡不會使我們轉移對今生的注意，凝視死亡

使我們不再對生命心不在焉，促使我們全神貫注於我們的

生命。

如果死亡使我們的盼望終結，所珍惜的也都被摧毀，今

生今世的努力和奮鬥還有什麼意義？或者死亡是一個新的

開端，跨過死亡這個門檻，我們還有死亡不能夠奪去的盼

望？使徒保羅在十五章提醒哥林多信徒：如果基督沒有復

活，那麼我們所傳的都是徒然，所信的也是徒然，如果我

們的盼望和世人一樣，只有在今生今世，就比他們更加可

悲。哥林多人在問：怎麼會有死人復活的事情？死人復活

帶著什麼樣的身體來呢？身體不是已經腐朽在塵土裡頭了

嗎？當時因為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關注重點在於靈魂不

朽，甚至在我們穿上肉身之前，靈魂就存在上帝那裡、存

在一個觀念的世界，當靈魂進入肉身，就像進入監牢一樣。

在這種觀念下，只有靈魂不朽，身體可以拋棄，這樣的想

法到最後其實就會歡迎死亡，因為死亡變成人解脫、回到

那個觀念世界的一個門檻。使徒保羅說這是無知的觀念，

並責備哥林多人一點都不瞭解上帝的大能。

上帝創造的動植物和整個宇宙的星體，一個榖物的小種

子毫不起眼，可是當它被種下去，並不是滅亡，是變成和

它原來的樣子完全不同，更豐盛的生命。如果復活只是今

世腐朽生命的延續，再活一次和我們現在一樣，許多人會

不願意這個惡夢再來一次，特別是生來就重度殘疾，從小

就生活在非常扭曲環境的受虐兒童，或那些經歷許多人際

關係破碎，或長年疾病的折磨等等，如果這樣的生命再來

一次，如同一個咒詛。

保羅提到復活是一個改變，它和原來的種子之間有一個

延續性，在這個改變中充滿生命的大能，改變形體，有其

非延續性，但又有其延續性，它不是另外一個我們自己都

不認識，完全不同的個體。我們的身體是看得見的部分，

靈魂是看不見的那一部分，很奇妙地融合成一個完整的人。

我們是透過身體，在世上跟別人交往，有身體的一個獨特

而完整的存在，我們這個生命在復活的時候，仍然是一個

特定而完整的人，這當中有延續性，絕不會到復活之後彼

此不認識，連我們自己都不認識，如果是那樣的話，那個

復活對我們有什麼意義？更是反對那時流行的一種泛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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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就是人死亡時，喪失了我們自己的本體，好像一

滴水回歸到海洋，完全消融。

復活的盼望

復活的延續性肯定了我們今生今世存在的價值，反對了

靈魂跟身體的二元對立，及身體是邪惡的思想。復活是基

於我們今生今世這個個體，如同種子種在土裡，死的時候

看起來軟弱、醜陋、朽壞；可是復活的時候，卻是美好、

剛強、榮耀的。死的時候的確是血肉之軀，可是復活卻是

一個靈性的身體，其間有延續性，並不是另外一個完全不

同的個體。耶穌基督復活後不是沒有身體的飄泊靈魂，門

徒還認出是祂來，不過祂的身體已經不一樣了。

在基督耶穌裡，信徒的復活是上帝所賞賜給我們永恆的

盼望。復活是改變成榮耀無比、靈性的身體。保羅提到老

亞當和新亞當的觀念，首先的亞當是一個有生命的人，可

是末後的亞當耶穌基督，卻是使人活的靈。信徒的死亡好

像種下去的種子，「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

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

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

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

體。」( 林前十五 42-44) 我們現在有這個屬血氣的身體，

可是我們將來也必定會有一個屬靈的身體，這個盼望於耶

穌基督再來時實現。

使徒保羅提到一個奧祕—我們不是都要睡覺 ( 死亡 )，

乃是我們都要改變。會有一群蒙福的聖徒，他們活著時耶

穌再來，不用經過死亡；可是當耶穌基督再來，在主裡死

的人會復活，信徒都要改變，那時死就被得勝吞滅。上帝

應許給信徒的是一個全新，完全不同的性質，不再腐朽、

不再被罪惡摧殘，永不衰殘，一個榮耀的

形體。人類古往今來所有的人，只有耶

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祂進入一個不再受死

亡轄制的境界，其他所謂復活都只是死屍

復甦，因為不過是靈魂和氣息回到身體，

過的仍是和以前一樣性質的生命，將來仍

舊會死。可是耶穌的死裡復活獨一無二，

祂是初熟的果子，是上帝所賞賜我們的盼

望，當耶穌再來時，所有的聖徒都會改

變，這是復活的盼望。

正視死亡

使徒保羅提醒哥林多人，要帶著這個

復活的盼望對死亡與罪惡高唱凱歌，不管

我們是活著時主再來或者經過死亡，我們

現在已經有使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聖靈大

能。有一天我們必定會像祂一樣，然而現

在就要學習像主。這就是保羅之後所提到

復活的意義—死亡不單單被征服，而且會被徹底地毀滅。

死亡在現在看起來好像吞噬生命，可是有一天，死亡會

被復活的生命所吞噬。死亡是人類最大也是最後的敵人，

在神的國度裡，沒有死亡這回事，再沒有死亡吞噬上帝所

創造的生命。死亡滅亡了！這是我們榮耀的盼望，可是不

單單等到末後，我們現在就能經歷復活得勝的生命。保羅

不只勸勉哥林多信徒，也在腓立比書講到，效法祂的死，

曉得並經歷祂復活的大能，這才是復活盼望的凱歌。

用「睡覺」表明在主裡去世的人，死亡的性質和沒有在

基督耶穌裡的人不同。死亡是人犯罪之後，上帝審判刑罰

的結果，這是屬靈的悲劇，也成了人的命定。我們習慣這

個命定到一個地步，認為死亡如同春夏秋冬、花開花謝那

麼自然而然，可是事實上死亡的性質是屬靈的悲劇，與上

帝隔絕、關係斷裂，所以即使還有生命氣息，卻有如活著

的死人，也就是靈性死亡。

有一天生命氣息終結時，死亡是上帝對所有不在基督耶

穌裡，一個公平的審判，是罪的後果。可是對信徒而言，

它不再是刑罰，而是帶我們進入榮耀的那一扇門。因此，

聖徒在主裡是睡覺而不是終結，真正的生命是活在神面前，

一直與神有關係，連死亡都不會斷絕我們與神的關係。

使徒保羅要哥林多人擁有復活的盼望，才能夠認識今生

今世要怎麼活。當時流行的希臘哲學伊壁鳩魯派是縱慾主

義，主張既然明天就要死，趕快用盡生命中所有的機會歡

樂、縱慾。然而濫交是敗壞善行，保羅希望他們遠離罪惡，

現今就奏起復活盼望的凱歌，直接面對罪惡和死亡。所以

他大聲說：「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你像蛇蠍那樣的刺入，

其他的生物就會死亡。然而你的毒鉤在哪裡？你勝利的權

勢在哪裡？你的得勝在什麼地方，你已經被拔掉了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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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信徒而言，死亡已經失去它刑罰的意義。罪有它的工價，

但是耶穌基督把這一切帳單，都替我們付了。

罪的權勢就是律法，這就是罪最可怕的地方。罪透過上

帝所賞賜給人，得以反映上帝榮美形像和聖潔的律法，殺

死了我們。我們遵行律法，也不能夠拯救自己，或得著永

恆的生命，所以使徒保羅直接面對罪、死亡、律法，奏得

勝凱歌，宣告死亡雖可以限制我們的今生今世，摧毀我們

的夢想，但不能夠定義我的生命，能定義我們生命的，只

有那一位賞賜生命氣息的上帝，祂不僅創造天地萬物，也

賞賜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捨了生命，將我們從罪惡

與死亡的刑罰中拯救出來，又賜給我們現今就能經歷的復

活生命，這是上帝偉大的救恩，使我們可以在罪與死面前

高唱凱歌。

對信徒而言，死亡這扇門一推開，就走進了榮耀的大光

中，而那個榮耀的大光現今就在我們裡面照耀，使我們不

再害怕死亡。我們能有這個榮耀復活的盼望，因為上帝眷

顧我們，不是只有數十寒暑，而是直到永遠。使徒保羅在

腓立比書提到：「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

無比的。」( 腓一 23) 我死了是一個贏得，絕對不是喪失，

死亡使我們告別今世的流浪，回歸我們真正的家鄉。死亡

使我長久渴望，終於能親睹祂的容顏，與神同在一起永遠

不分離。

使徒保羅勸勉我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

做主工」，要有非常清楚的盼望，知道今生今世到底在做

什麼，現在就投注精力在上帝所指引的人生路，抓住最重

要、可以存到永遠的。即使遭遇患難，像之前講的天天冒

死，以及包括哥林多信徒對他的攻擊，這一切都不會讓他

的記憶充滿傷痕，他不斷地被醫治，成為一個非常健康的

人，今生已經歷到一個復活的生命，這其中需要饒恕、勝

過、直接面對。

在今生這個會朽壞的肉身中，還會在罪惡的漩渦裡，但

今生今世是個美好的機會，不要逃避，而是緊緊抓住並跟

隨上帝，在主裡竭力多做主工，因為這一切在主裡的勞苦

絕不會徒然。那些世人覺得受折磨的一切與記憶，在我們

目前活著時，都已經在今生今世靠著主的愛和聖靈的大能

勝過，意義全部改變。

讓這個復活的盼望在我們今生今世的道路上，每天、每

時、每刻唱它的凱歌。基督徒是一群無可救藥樂觀的人，

連死亡都不能威脅，因我們靠著主已勝過了，別人所懼怕

的苦難，基督徒不是不會怕，而是深知，死亡這人類最大、

最後的敵人，根本沒有資格定義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上

帝所定義，我是祂所愛的兒女，在基督耶穌裡已經接納我。

我們要堅定不移地緊緊抓住這個盼望，在世上竭力多做主

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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