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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用比喻的形式教导

了“常常祷告”的道理。似乎对于这个

道理，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非常了

解，但是，耶稣所要表达对祷告的真正

教训常常被人误解。特别是这个比喻的

教训。因为很多信徒认为主耶稣是在教

导信徒在祷告方面要狂热地纠缠不休，

这就是祷告的美德。还有一个错误的认

识就是这不义的官就是上帝，如果我们

喋喋不休地祷告，上帝也会改变祂的旨

意。我自己从小也被教导我们要迫切地

纠缠上帝垂听回应我们的祷告。其实这

根本不是耶稣的意思。 

 

不义的官和恒切的寡妇的比喻不是一

个类比，不是将神比作那个不义的

官。这个比喻乃是一个对比：将祷告

与灰心做对比；将信徒和寡妇做对

比；将天父与不义的官做对比。上帝

不像那个官，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我

们不是寡妇，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

的。所以，纠缠不休的祷告是一个信

心不足的祷告。 

 

我们在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必须联系

上文，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

教导，主告诉门徒，当他再来的时候，

这个世代要象挪亚的日子（路 17：

26），也要像罗得的日子（路 17：

28），挪亚的时代“世界在上帝面前败

坏，地上满了强暴。”（创 6:11）罗

得的时代“所多玛人 

 

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创

13:13）主耶稣提醒我们，基督徒若是

身处于在这样邪恶的世代中，这么艰辛

的困境里，必须要恒切祈祷，否则的

话，极其容易灰心。耶稣知道他的跟从

者们会面临困难和不确定的日子。他走

向十字架和他在耶路撒冷痛苦的死亡将

把他们带到他们情感的最低谷。即使在

他胜利复活之后，他的人民仍然会面对

困难和失望。毕竟，作为上帝的国度生

活在邪恶的统治中并不容易。因此，耶

稣鼓励他们祷告不可灰心。首先，我们

先来了解比喻中的对比是什么？我们先

从切求的寡妇开始： 
 

1．切求的寡妇 
比喻中的寡妇是我们要留意的。寡妇在当

时是属于非常低下层次的人物。那时的以

色列人非常重男轻女，妇女的地位已经够

低的了，甚至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妇女是

不计算在内的。而寡妇身份就更低了。因

为男人干体力活，所以受人尊敬，男人也

是家庭的农田、畜牧业和打鱼的收入来

源。所以当一个家庭失去了男主人的时

候，家庭就断绝了生活的来源，妻子既成

为寡妇，就很难独立生活，常常需要他人

接济。 



当这个寡妇来求这个官的时候，说到了她

“有一个对头”。“对头”这是一个很古

老的说法。如我们常说“死对头”。“对

头”就是“仇人”的意思。一个寡妇怎么

可能有仇人呢？对于一个软弱无能的寡

妇，她所需要的是别人的救济，也不可能

主动与什么人成为仇人；但是在社会上强

者欺负弱者的现象却时常出现。所以解经

家认为她的对头是一个经常欺负她的一个

坏人。而她自己又没有能力来对付这样一

个坏人，所以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来

求这个官，求这个官替她伸冤。虽然不义

的官起初置之不理，可是寡妇没有因着不

义的官不给伸冤而灰心，而是常来求不义

的官给伸冤，一次不准来第二次，二次不

准来第三次……。只要不义的的官一天不

给伸冤，寡妇就不罢休。寡妇的执着终于

让不义的官感到烦扰，就给她伸冤了，免

得她常来缠磨他。 
 

2．不义的官 
耶稣在第 2 节说，“某城里有一个官，

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显然，

这个官不是以色列人的官，因为以色列

人都要敬拜上帝的，而不惧怕上帝的

人，不会被以色列人选作法官。当时，

罗马帝国确实曾在以色列人中间设立一

些傀儡官员。从耶稣对他的描述来看，

这个官不敬畏上帝，也不善待老百姓。

当这个寡妇鸣冤叫屈，向他求助的时

候，他自然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了，或

者他早已经从对方收受了贿赂。 

 

这里第 5节形容不义的官被寡妇「烦

扰」他，「常来缠磨」他。有“麻

烦”或“耗费精力”的意思：「缠

磨」的原文直译是“打在眼睛底下”

或“打人造成他黑眼”，也可译作

「使我脸黑」或有「使我名声不好」

之意。在这里因为寡妇的行动，带给

这不义的法官两项后果：“耗费精

力”与“使他名声不好”；这两个后

果使他什为心烦！因她持续的恳求和

唠叨，她终于得到回报――――法官

的裁决对她有利。那么，我们可以从

比喻的两个人物学习到什么呢？ 
 

(1)对神的正确认知：神是公义慈爱的

天父 

主耶稣说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意思，就

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官虽然不义，尚

且会为寡妇伸冤，何况我们的天父，

祂是公义圣洁的，当然垂听祂所爱的

儿女的祷告。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个

比喻所说的重点，我们的祷告要像那

位寡妇那样死缠烂打，拼了命地去恳

求，才得到神无可奈何的回应。不

是！不是这样！主耶稣不是要表达这

样的意思！相反的，主耶稣要告诉我

们神随时等候要听我们的祷告，成就

我们向祂所求的。 

 

这段经文第 7 节说：“你们听不义之

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

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

给他们伸冤了。”我们看见两个对

比：我们看见寡妇因为不义之官迟迟

不理她，所以切切地求。但是相对

的，神却要快快地给祂的选民伸冤。

我们刚才说过，不义之官和神之间有

很大的不同。不义之官即不怕神也不

尊重人。他答应给寡妇伸冤的唯一理

由，是他不愿意被骚扰。相反的，神

是爱我们的天父。所以，祂对我们的

关爱不是反应性的，而是主动性。今

天，我们看到很多家长教育方式都是

反应性。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就快快

请补习老师。要做一个主动性和积极

的家长不容易。但是所发挥的功效会

是长远性解决问题。神有权柄的，神

不需要人费口舌来说服祂，也不要人

担忧。法官没有爱心、邪恶，不礼



貌，无情，不公正。但上帝是慈爱

的，善良的，仁慈的，公正的。此

外，无论上帝是什么，他都是无限

的。他是无限慈爱，无限亲切，无限

仁慈，无限公正。马太 7:7-11“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

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

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

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

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

西给女儿、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

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 

我们的主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叩

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

见。凡祈求的、就得着。我们需要记

住，神始终是那位乐意施恩惠、施怜

悯、满有慈爱的阿爸父。我们的神不

能被贿赂或操纵。祂什么都不需要，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服他做

我们想做的事。他知道我们的心，所

以试图改造上帝的心是没有用的，此

外，神是有智慧的和有主权，所以他

不会放弃他的旨意来服事我们。因

此，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不是操纵的练

习，而是与祂建立关系的必要部分。

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就能更体谅

上帝为慈父的心。当我们阅读路加福

音第 15 章浪子回头的故事时，我们也

许会想起自己曾经不听从父母、忽略

他们的爱、执意选择自己想走的路的

经历。就像那位浪子的父亲一样，我

们的父亲也深爱着我们，默默地付

出，不计回报。神是一个渴望个人互

动的关系存在。不义的官的动机是自

私的，要摆脱麻烦和要求方便。但是

神从来都不会，也不用因为我们感到

磨累。祂发自都是牺牲的爱，完全是

关爱我们的需要。 
 

(2)对我们身份正确的认识：我们是

“选民”，是神所爱的。 

主耶稣这个比喻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如

果一个贫穷无依的寡妇因着不断的祈

求，尚且得到一个冷漠不义的官替她伸

冤，更何况你们慈爱的天父，岂不垂听

答应祂所亲爱的儿女们和 v7 提到我们

是选民的呼求吗？ 

  

这个贫穷寡妇手中所拥有的资源实在是

有限得很，我们不妨将这个寡妇与今日

的信徒做一个对比。这个穷寡妇对这个

不义的官来说是个陌生人，但我们却因

信耶稣基督得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女，神

顾念我们。“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

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

女。”（约 1:12）“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

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祂的人

吗？”（太 7:11）  

 

这个寡妇不能随时接近这个不义的

官，但我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天父的宝

座前求怜悯和帮助。“所以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

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来 4:16） 

 

这个寡妇没有亲人或朋友帮助她，但

我们有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主耶稣在

神面前替我们祈求。这个寡妇求官长

伸冤是基于律法，我们向天父祈求是

基于祂无尽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基

于天父的恩典，不是拿我们的善行与

神作交换。 

 

这位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尚且不断地

祈求，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岂不更

当常常感恩、祈求吗？ 

 



（3）对祷告正确的认识：信靠主不灰

心 

耶稣用这个比喻中的对比来讲明祷告

的正确心态就是：“要常常祷告，不

可灰心”（路十八：1）。比喻的要点

是，“祷告要恒切”（18：1）。我们

不要屈服于绝望，以为因为上帝迟迟

不给我们完全履行他的承诺，最终他

会忘记我们。不，他告诉我们要继续

祷告，信靠上帝，不要放弃。 

 

祷告的重点不是祈祷本身，而是上

帝。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以技术和

科技为导向的社会，我们喜欢使用工

具和科技来完成我们的目的和工作。

但是，所有工具都有自身的特定目

的。例如，我们有登山靴和绳索，这

些是用于爬山。如果重点放错的话，

我们只是专注在工具和技巧，而不是

终极的目的，我们所做的也是形式和

习惯。祷告的重点就是能够与神沟

通，能够与神有接触，否则你祷告五

个小时也没有用。我们祈祷不只是享

受祈祷的经验，不单是安静片刻，最

重要是与神沟通，顺服他，爱他，服

侍他。祈祷，就像爬山一样，是一个

挑战，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挑战，而是

我们要到山的巅峰。祷告是神对我们

的关注和他对我们的爱的回应。祷告

就是意识到神的灵就活在我们里面。

通过祈祷，我们就能探索与上帝更深

入、更亲密的关系。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绝不能热切

地祷告？一点也不。比喻的教导是，

我们必须继续祈祷，即使似乎没有答

案，因为上帝不像不义的法官，是有

爱，善良，慷慨的神。我们坚持祷

告，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引起神的注

意，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并深信他关心

和会听见我们的祷告。有时，当悲

剧，灾难发生或关键决定在手时，就

存在重要的祈祷时间。但是我们知

道，上帝在问之前知道我们需要什

么，我们知道他听见我们，我们知道

他会回复。 

 

在我生命的这些年来，我为许多事祷

告。我的工作、我的服事、我的伴

侣、我的经济需要、我们健康、我的

孩子。我的欲望清单可以继续下去。

然而，我也为朋友、家人和会友祷

告。从生命、家变、疾病中治愈、癌

症进入缓解、成功的手术、安全旅

行，这些列表也可以继续。 

 

上帝的答案并不总是“是”。有时是

“不是”，有时是“不是现在”。有

时我在想，如果我能向上帝请求一些

事，他总是很快地回答肯定的，那岂

不是很好的见证吗？ 

 

渐渐地，我学习到我此刻得到我想要的

一切并不是一件好事。它可能导致我忘

恩负义，我会觉得其实我不需要祷告。

另一方面，当我面对祷告而被垂听，遇

到考验的时候，唯有祷告帮助我成长和

学习，考验我的信心和毅力。未回答的

祈祷使我们与神建立更牢固的关系。上

帝希望我要和他团契，甚至比我要求的

还要。当我祈祷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

我听到一个是，一个也许，一个不是现

在，或一个不。我祷告的最重要方面应

该是当我呼救神时，我会听到神说：

“是的，我在这里”(以赛亚书 58：

9a)。”无论他对我的祷告回答是什

么，上帝都支持我。他会和我一起走，

跟我说话。他会与我同行。 

 

在毫无公义和怜悯的世代，上帝选民

不住向上帝呼求，难道上帝没有听到

吗？特别今天，我们看到在香港的社



会动荡、在日本的台风灾难，难道神

置之不理吗？不是的！主耶稣指出，

那是上帝还在忍耐，他是在为“他

们”—— 就是上帝的选民—— 忍

耐，上帝的忍耐是为了他子民的益

处，培养他们坚韧的品格，直等到基

督再来。让我们操练本著顽强信心的

祷告，使我们的信心经过祷告而更加

坚固。 

 

“然而人子来到时候，遇得见世上有

信德吗？”（路 18：8）这句话是很难

解释的不是意味着在末了的世代，人

的信心会丧失殆尽吗？或者说，真正

能坚持信心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一

些人呢？我对这句话不敢下断言去解

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当祈求

主，不要叫我们失去信心，让我们在

任何环境和境遇中，都能坚持祈祷，

坚固我们的信仰。神要我们在信心中

生活、成长，所以祂不会按着我们的

时间表做工，而是在祂看为最美的时

候成就祂的旨意。 
 

结论 
耶稣鼓励跟随祂的人，要“常常祷

告，不可灰心”。在这个毫无希望的

世界，耶稣应许要为属祂的人辨护，

使他们有盼望。神学家加尔文 Jean 

Calvin 1509 – 1564 说：祷告是我们

信心得到操练的主要方式。这实在是

千真万确的！而信心则是祷告不可或

缺的要素。主耶稣要我们学习以信心

恒久祈求，特别在等待主再来信徒灵

性越来越冷淡的日子中，信徒更要有

坚忍的信心祷告，儆醒等候。信徒要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以坚忍的信心大

胆向神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