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教会传统称约翰福音十三至十七章为「离别之言」（ farewell discourse ）。约翰

福音足足用了五章经文来描写离别之言，占了整本书的四份一的篇幅。 从第十三

章，耶稣为门徒洗脚；十四章，提到差遣圣灵，十五章，葡萄树与枝子；十六章，耶

稣胜过世界，到第十七章的离别前夕的祷告。 

 

我们不禁要问：为甚么约翰福音的作者要花四份一的篇幅来描写「离别之言」呢？原

因是「离别之言」正是耶稣描述历世历代教会面临的处境。就是在耶稣升天离开世

界，与耶稣将来要降临之间，这段时期教会的处境。同时耶稣的离去也宣告，教会就

必须开始上路，被差遣出发往这世界里去。 

 

教会处于「离别」与「同在」之

间 
但是，你可否有留意到，在约翰福音

的「离别之言」当中，教会一直都置

身于耶稣「离别」与耶稣「同在」之

中。一方面，「离别之言」清楚告诉 

我们，耶稣正要告别、出发、离去！ 

十三章 1节已经点出了真相：「逾越

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

候到了。 」十六章 28 节「我从父出

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

那里去。 」整段「离别之言」不断强

调，再强调，耶稣的离别、耶稣将要

出发、耶稣不在这个世界。 

 

不过，「离别之言」却同时弥漫着另

一种力量：耶稣仍然与门徒同在。 约

翰福音十五章是最有力的证据，耶稣

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

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

（1 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

常在你们里面。 」（4 节）「你们若

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

面」（7节）「你们要常在我的爱

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

的爱里」（9 节）很吊诡是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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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离别前夕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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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之言」里面，耶稣却是处处表

达出祂的同在。 

 

历世历代教会正身处这「离别」与

「同在」之间的张力。 一个最简单的

神学问题：「耶稣在哪里？ 」一方面

我们说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坐在全能

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会从那里降临；

一方面我们却说，「主基督与我们同

在」。「耶稣在哪里呢？」。 耶稣的

离别与同在，造成教会的本质，奠定

了教会历世历代的本相，也是我们每

一个基督徒群体的本相。 

 

今日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教会严重强

调耶稣的同在，而同时严重忽略耶稣

的离别。 教会的失败，往往不是因为

低估了耶稣的同在，而是教会低估了

耶稣的离别，以及耶稣的离别对教会

的启示、提醒和教导。  

 

教会单单侧重「耶稣同在」，造成一

种肤浅的属灵文化。 「耶稣同在」成

为了简化的属灵口号和公式。 成为了

机械化属灵安慰。 简化的「耶稣同

在」，造成另一种「廉价恩典」。 甚

至，耶稣同在打造成教会的成功神

学。我这样说， 不是反对「耶稣的同

在」，不是说耶稣没有同在。 而是当

我们只是过份强调耶稣的同在，就会

忽视了耶稣离别，以及祂离别以后留

下来的叮嘱。当我们忽视了基督这个

离别和出发，我们就会忽视了基督的

离别所带来的应许与安慰。 

 

 
 

耶稣的离别 

「离别之言」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的

本质，就是教会注定要一次又一次要

从失败中出发。 从约翰福音十八章开

始，随着耶稣基督的告别，门徒就失

败得一败涂地！ 耶稣被捉拿！ 门徒

就恐慌！ 我们看见，门徒在第十八章

的表现，与耶稣在第十三章到第十七

章的教导落差之大，实在是令人震惊

——刚刚耶稣才教导门徒祂离别以后

的要求，他们就立刻失败了。 

 

耶稣向门徒告别，教会就好像与父母

分离的孤儿一样，软弱地带着上帝的

道出发。 从此，展开了历世历代教会

软弱的历史。 如果你读过教会历史的

话，教会历史随处遍满着教会的失败

与软弱，数之不尽。 

 

只是教会的软弱，也是教会出发的起

点。教会的起步，永远是我们堕落的

地方。 教会发现自己的堕落，才不至

于永远堕落。 我们不再天真地以为教

会没有问题，不再狂妄地认为上帝永

远站在自己的那一边，不再虚伪地以

为只要掩盖这些软弱就是一种荣耀。 

我们不再自己营造耶稣的同在，而

是，真正承认耶稣的离别。 

 

耶稣的离别，是耶稣基督的教导。 它

让我们发现我们的本相，并且，更重

要的是，在这本相下，我们发现耶稣

基督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举一个例

子：我们常常问？ 甚么时候妈妈煮的

菜最好吃？ 你们觉得呢？ 有人说： 

 



肚饿的时候妈妈煮的菜肴最好吃；有

人说：小时候妈妈煮的菜肴才是最好

吃。 其实都不是。 究竟甚么时候妈

妈煮的菜才最好吃？ 答案是：妈妈不

在人世的时候，妈妈煮的菜才最好

吃。 因为她已经不在了，我们才会珍

惜。 我们才知道它的重要。 我们才

懂得紧紧把它捉住。 因此，就好像一

件遗物一样。 如果你还以为一个人仍

然健在的时候，他留下来的东西是对

你毫无意义的。 但是，当你发现他真

正离开的时候，当你发现离别的伤痛

的时候，当你发现离别的无助的时

候，他留给你的东西才会对你有意

义。你才会珍惜。你才会懂得将它紧

紧的捉紧。 

 

这几个星期我还在整理我父亲的遗

物，直到上个星期一总算处理清楚

了。父亲离世已经一段日子了，但我

迟迟还是无法处理好他留下来的东

西。当然是因为手上还有许多放不下

的工作。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无从去

面对遗物，就是应该丢掉什么？应该

留下什么？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的东

西从来我都不在意。但是如今他离开

了，他留下的东西样样都值得我珍

惜，我样样都不舍得丢掉。每次在整

理他的遗物时，心情是沉重的，怀念

的心不能平息，都在想念他，思绪不

断：我自问：父亲为我留下什么？他

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成长里，给我

留下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为我们留下来

的宝贵遗产，不是在「同在」里面我

们可以领悟的，而是在「离别」里面

才一一的发现。 没有软弱，没有离别

的伤痛，我们就无法真正明白耶稣留

下来东西的意义。  

 

我还记姚堂皓弟兄在母亲魏葆茵的追

思礼拜的分享：母亲耳朵很重，每次

灵修唱诗都走音，因为听不见自己的

声音，祷告就更大声，但是隔壁的家

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是的，有谁还会

在意母亲在祷告什么？但是，离别后

母亲的祷告为家人所留下是什么？就

越来越重要了。 

 

我们有谁在乎耶稣离世前的祷告呢？

他祷告什么？他的祷告为我们留下什

么？他的担心挂虑的是什么？他未了

的心愿又是什么？今天教会关心他所

关心的吗？离别后这一切就显得重要

和宝贵了。 

 

我们思想耶稣离别前的祷告，应该从

这个角度切入，我们才会感受到它的

重要性。感受到他对教会今天的呼召

和差遣。 

 

耶稣离世前夕的祷告 
主耶稣即将离去，他特别记挂那些跟

从他的人。 这些人应该在主耶稣里体

会过天父大爱的，但他们仍活在世

上。 活在世上，对门徒而言，是一种

使命，一种挑战，但同时是一危机。

这些是耶稣在离别前夕的祷告内容中

所反映出来的。 

 

作为一种使命，门徒体会到他们被差

派到世上，像天父差派主耶稣到世上

一样，他们需要与天父对话，将天父



的爱实现在人间。但这也是一种挑

战，因为门徒的生命并未能与天父紧

密结合，像天父和主耶稣合而为一一

样。 若未能与天父合一，则我们便不

能将生命、将死亡，视为对他人的礼

物一样向他人奉献出来。 

 

活在世上，对门徒而言，也是一大危

机。 我们会被世界同化，我们会忘记

天父而只顾尘世，我们会忘记天国而

沉溺于地上的安逸，我们会忘记天父

的爱而追逐世上的成败。 

 

主耶稣离世前夕，他为门徒的合一祷

告。今日，我们明白主耶稣的死，领

受他的恩典和大爱，我们又将如何活

下去呢？ 我们对他的未了的心愿持作

怎么样的态度呢？ 

 

教会处于耶稣的「同在」与耶稣的「离

去」，两者的张力之中。 耶稣的「同

在」，耶稣的「离别」是不能分割。 

教会忘记了耶稣的「离别」，教会只会

活在虚幻的平安之中。 教会忘记耶稣

的「同在」，教会就只有绝望。不过，

这不是故事的终结。教会并不是永久停

留在这两个的矛盾之中。 

 

来跟从我！ 
「耶稣的出发」和「我们的出发」形

成一种呼召与跟从的关系。 因为耶稣

基督已经离别，我们就不能停留，我

们只能跟从！ 因为耶稣是我们出发的

道路，耶稣基督的离别，同时是对我

们的呼召！ 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呼

召我们，我们跟从祂！ 

 

约翰福音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如果

你细心留意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

现，约翰福音与其他三卷福音书不

同。 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在一开始的

时候并没有直接正式呼召过彼得。 最

少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耶稣并没

有对彼得作出直接的呼召。 耶稣只是

对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矶法。 」「来，跟从我吧」

这句说话，一直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

出现过，也一直没有对彼得讲过——

直到第廿一章。 直到耶稣真正离别的

时候，直到彼得也将要在软弱中出发

的时候，耶稣才对彼得说：「来啊，

跟从我！ 」你可能会问：为甚么耶稣

要到离开世界的时候才呼召彼得「来

跟从我」？ 为甚么约翰福音的「来跟

从我」不是放在一开始，而是放在最

后？ 为甚么耶稣等出发的时候才对彼

得「来跟从我」？ 答案是：正因为耶

稣将要出发，教会也将要在这离别之

中出发，所以耶稣更要说：「来跟从

我」。 

 

「耶稣的同在」与「耶稣的离别」的

张力，在「来跟从我」这句说话里面

得到解决。在耶稣的同在，耶稣的离

别之间，正正连系于「来跟从我」这

句话。 在「耶稣的离别」与「耶稣的

同在」之间，在我们的失败与基督的

得胜之间，在短暂现实的黑暗与基督

的真光之间，正就是教会的跟从。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况

下在这个世代之中被呼召跟从。 你不

能够停留！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出发

了！ 因为耶稣已经在你的前面了！ 



我们只能够跟从。 我们只能够不断的

跟从。 教会不能再依靠任何停下来的

事物——我们不能再停留于过往教会

的成功。 我们不能再停留于过往事工

模式。 我们不能停留于过去的经验与

判断。 我们不能停留于过往的属灵美

地。 

 

因为，无论这些有多美好，耶稣基督

永远在这一切的前面。 耶稣基督没有

停留在任何一个世间的教会模式、属

灵传统之中。 耶稣不会永远停留在这

里。 耶稣曾经在那里。 真实的与教

会相遇，真实的对教会说话，真实的

使用教会。 但是，耶稣已经不在那

里，耶稣已经出发，耶稣在教会的前

头。 因此，教会只能出发！ 再跟

从！ 再跟从！ 再跟从！ 

 

正因如此，「跟从」同时意味着「离

开」。 离开你的固有的想法，离开你

习以为常的事，离开你持有的经验，

离开过往曾经有效解决问题的答案，

离开自命永恒不变的事工模式，离开

那曾经成功的布道手法，离开那些不

加思索就认为对的事，离开一切上帝

之道以外被人看为必然的事情。 这些

一切都是美善的、真实的、属灵的，

但是，这些一切都是可以过去的。 我

们只能再一次「每天早上都是新的」

的出发跟从，你只能在下一个地方再

次与相遇你的主耶稣！ 耶稣不断呼召

我们去生命到下一个地方，下一个议

题，下一个想法。 基督永远在我们的

前面。 你只能够再出发，再出发。 

 

 

 

总结 
 

让我们重新定义「足印」这个比喻。 一个非常深奥的神学问题：究竟沙滩中

是一双足印还是两双足印呢？ 我会说，沙滩上面，仍然是一双足印。 

 

一双足印，不是因为耶稣抱着你走；这是错误理解耶稣的同在。 

 

一双足印，也不是你一个人孤独无望地走；这是错误理解耶稣的离别。 

 

一双足印，正正因为耶稣基督在你前面走。 你只能紧紧地跟随，按着祂走过

的每一个步伐，踏上祂每一个走过的足迹。 靠着祂留下给你的圣灵，靠着祂

留下赐给你祷告权柄，靠着祂留下来一群彼此相爱的肢体，靠着祂留下来的

平安，出发，走下去。来，跟从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