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 11:1-13 (丙年) 聖靈降臨期 7月 24日至 7月 30日之主日 

1. 路加福音是眾多福音書中最常提到「禱告」的事(詳見上主日經文釋義)，本

主日就出現一幕門徒這樣求問耶穌：「主啊，求你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 

他的門徒一樣。」(1 節)這句話反映一個事實：當時稱為老師的，都會教導

學生怎樣禱告。作為上帝的選民，以色列人都視祈禱為每天該做的事，所以

門徒求耶穌教他們禱告，不是因為他們不曉得怎樣禱告，而是希望從耶穌那 

裏認識那種禱告方式(patterns of prayer)最能表達祈禱的精神。 

2. 門徒問了一個「怎樣」的問題(how-question)，而耶穌不僅教導他們怎樣禱告， 

還要教曉他們禱告時應該持守甚麼態度： 

一、以色列人一向認為禱告從來就不是表達個人敬虔的行為，縱使有時候會

用上「我」這個字，其實也代表著「我們」的意思，是整個民族的集體個性

(corporate personality)。耶穌在主禱文用上「我們」，因為所祈求的，都關乎

整個信仰群體，「我們」所做的，都與整個群體的人息息相關。利未記 4:3就

舉出一個例子：「或是受膏的祭司犯了罪，使百姓陷在罪裏，他就當為自己所 

犯的罪，把沒有殘疾的公牛犢獻給耶和華為贖罪祭。」這裏說明了一點：祭

司一人犯罪，本屬他個人的事，卻關係了整個民族。現代人看來實在有點不

可思議，但當時以色列人就是這樣理解。雖然是「我」一人犯罪，但也會有

意地或無意間促成別人跟着自己犯罪，因此他們不會只祈求上帝赦免「我」

的罪，而是「我們」的罪。耶穌也這樣教導門徒：「赦免我們的罪」，而不是

「我」的罪，因為向上帝求寬恕從來就不是個人的事，難怪耶穌跟著說：「因 

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4節)。 

其實早在耶穌以前已出現這樣的話，《次經》便西拉智訓 28:2 就這樣寫著：

「你當饒恕你的鄰舍所行的不義，這樣當你祈求時你的罪得赦免。」還值得

注意的是耶穌這裏用上現在時態(present tense)說出這句話，表達了上帝既然

願意赦免人的罪，人也應「常常」願意赦免凡虧欠他們的人。 

二、祈禱必須有對象，他就是「我們在天上的父」，是整個信仰群眾崇拜的中

心。以色列人普遍稱呼上帝為「主」。他們認為直呼上帝的名字──耶和華

(YHWH/Yahweh)有褻瀆之嫌，恐犯上十誡的第三誡：不可妄稱耶和華──你

上帝的名(出埃及記 20:7)。當他們誦讀聖經，唸到「耶和華」這個名字時，

必會改讀成「主啊」(Adonai)，以免觸犯律法。耶穌教導門徒稱上帝為「父」，

一般以色列人對這個稱謂會感到有點困擾，相信門徒也會感到難為。其實上 

帝有著「父」的角色，在舊約先知書是常見的，以賽亞就曾這樣說過：「耶和

華啊，你是我們的父。」(以賽亞書 63:16；另參：撒母耳記下 7:14；耶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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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3:19；瑪拉基書 2:10)所以耶穌稱上帝為「父」並無不妥，還特別強調上

帝是「天上的父」。 

人與上帝的關係雖然親密，但也有距離，叫人在上帝面前不可輕率，漠視他 的

主權(sovereignty)，因此耶穌說：「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2節)這是主禱文

第一個的禱詞(petition)，可見耶穌相當重視天父的聖「名」，因為「名」所指

的不僅是上帝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表達出上帝的本性和作為。我們認識上帝

是藉著他的作為──他的創造和道成肉身，就是他主動參與人類的歷史，從

而了解他的旨意，知道自己有從上帝而來的使命，要在地上實踐主的國度。

這一切都不是空談，而是可實現的(2節)，從而顯出上帝的「名」為聖。 

耶穌用比喻說到一個人因為沒有食物接待一位在半夜才到他家裏的朋友，便 

向鄰舍借三個餅。鄰舍原要拒絕他的，因為不想弄醒熟睡中的家人，但耶穌

說到「因他不顧面子地直求，起來照他所需要的給他。」(5-8 節) 「不顧面

子」原文 anaideian 解作不知羞恥(shamelessness)，在故事中所指的不僅僅是 

那個人，也涉及那人的鄰居。以色列人向來好用一份嚴格和認真的態度去看

接待的事(hospitality)；一個拒絕接待客旅的人，不僅自己和家人蒙羞，整條

村落也會因此而感到羞愧，用中國人的說話，就是面子盡失。這位鄰居雖然

心不情願，但最後也起來幫忙，為的是害怕自己和村民的名聲受辱。 

耶穌對上帝的聖名如此緊張，不無他的道理，以西結書 36:23這樣寫著：「我 

(上帝)要使我至大的名顯為聖；這名在列國中已遭褻瀆，是你們在他們中間

褻瀆的。我在他們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因此，作為上帝的子民，就有責任保存上帝的「名」不受辱罵，不遭褻瀆，

要在信心和行為上顯揚上帝的聖名，尊他的名為聖，叫人知道他是上帝。 

三、上帝所以應他子民的祈禱，是為了自己免得落到「不顧面子」的境地，

毀損自己的聖名。然而上帝不是有求必應，我們也不是為此而禱告。「我們日 

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3 節) 這句禱詞其實表示人對上帝要有完全的

信靠，深信他必為人預備生命所需的一切，叫人不需憂慮，可安心地作好上 帝

的工。談到試探的事，耶穌教導門徒祈求上帝：「不叫我們陷入試探」(也有

譯作「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其實沒有人能逃避試探，耶穌也曾面對過， 所

以在最後晚餐上，耶穌為門徒禱告時就求天父，說：「我不求你把他們從世 上

接走，只求你保全他們，使他們脫離那惡者。」(約翰福音 17:15) 這是重 要

的一句話：我們雖然不能避免試探，但要相信上帝必「不叫我們陷入試探」 (4 

節) 這是上帝的應許，因此耶穌說：「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找到；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10 節) 上帝必要成就他的話，他還要給人最好的，

就是將聖靈賜給求他的人(13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