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员：邓福祥                                                 回回回回应应应应：：：：陈陈陈陈廷廷廷廷忠忠忠忠牧牧牧牧师师师师   “爱爱爱爱的的的的伤伤伤伤口口口口”和和和和圣圣圣圣洁洁洁洁的的的的追追追追求求求求 

                                                                         —Frances Young软软软软弱弱弱弱世世世世界界界界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灵灵灵灵性性性性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重重重重点点点点：：：：          
        陈廷忠牧师的论文开宗明义的让读者知道，此论文主要是从卫理公会神学家 Frances Young 教授

的生命经历和著作，作为探讨和研究本题《“爱的伤口”和圣洁的追求》的资源。 
 
       作者文章中提到 Frances Young 教授之所以对苦难和圣洁有深刻的神学反思，乃源于她有一个患
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儿子，对于孩子自身的残缺，她曾一度非常绝望，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然

而，这事实却逼使她不得不面对受苦、邪恶和慈爱的上帝之间，究竟如何协调？人面对苦难的意义

又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受苦的人又如何可以在苦难中得胜，并继续过圣洁的生活呢？从文章中，

作者告诉我们，Frances Young 教授的圣洁的追求乃奠基于圣经的灵性观，而圣经的观点使人类正确
了解自己状况和神恩典所带来的转变，这种认知最终带给人盼望。 
 
        在圣洁的追求过程中，Frances Young 教授简略的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旷野之旅，这是
一个透过试炼和试探而认识自己的路程。第二个阶段是与神相遇之旅，这是一个透过受苦而认识神

的路程。第三个阶段是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并以基督的眼光看世界。第四个阶段是认识人是客

旅，是寄居的，这样我们能接受别人的异样，也不会想要在这世界占有什么。第五个阶段是对圣洁

的渴慕而得到满足，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其他方面寻找满足感和成就，因为那最终会令人失望。 
 
          回回回回应应应应交交交交流流流流：：：：       
         人之所以会有痛苦，不外乎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想拥有的，不能拥有，所以痛苦；
第二个原因，不想失去的，却失去了，所以痛苦；第三个原因，有些事不愿意发生的，却发生了，

所以痛苦；第四个原因，有些事希望发生的，却没有发生，所以也痛苦。 
 
       Frances Young 教授的痛苦来源也是如此，她的痛苦来源于拥有一位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这样的
孩子对她而言是意料之外，也非她所期望的。笔者深信，天下父母心，其实不只是 Young 教授，每
一个做父母的，正常而言，爱孩子的心都是一样的。我们期望有孩子，而且期望有一个健康活泼聪

明，甚至对基督徒父母来说，有美好灵性的孩子。当这些期望都不出现的时候，痛苦就出现了。

Young教授期望的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她渴望分享母爱，和孩子建立母子关系，但事与愿违。这就是
她苦难的开始。然而，她能在这苦难中坚持不放弃信仰，最终在苦难中继续圣洁的追求，如何做到

呢？她的信仰始终奠基与圣经的灵性观，这有异与世界一般的观念，就是千方百计逃避苦难，因为

苦难对他们而言是咒诅，而且没有意义，但圣经的观点，苦难对于基督徒却有正面和积极的价值，

所以我们能拥抱苦难。于是，Frances Young教授所提出的五个阶段值得我们再三思考。 
 
        在陈廷忠牧师的文章中，有关 Frances Young 教授的五个阶段，让人看见在人面对苦难中可行的
出路。在此笔者针对 Frances Young的五个阶段从几方面来回应。 
 
          （一）圣圣圣圣经经经经中中中中的的的的“正正正正常常常常”         
         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重点是认识人和认识神。约翰卫斯理认为：“真正基督教信仰的起点

就是虚心”（《活出心灵的信仰-卫斯理的属灵气质》Gregory S.Clapper 著，姚锦燊译，22 页）Frances 



 

 

Young教授也认为认识自己是一个起点。在认识人方面，文章中提到“我们要接受‘多样化’是正常”，而
且要认识“人性本是脆弱的、有限的，和容易发生意外的”，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才能把那
些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说不完全、不正常的人，视为正常。 

 
       至于认识神方面，FrancesYoung 教授提醒我们，与神相遇的过程不都是充满喜乐平安，更多的时
候是充满了生命的挣扎、惨痛和与神摔跤的经历，这也是正常的。 
 
        或许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智慧文学，特别是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明白 Frances Young 所表达的
神学观念。箴言所表达的智慧，一份耕耘，就一份收获；敬畏神的，就有富有和尊荣，行恶的，就

收灾祸，这是人生“平常”的一面。可是，约伯记所描述的，却是一位义人受苦的过程，这是“反常”的
一面。传道书则表达人生的“无常”。因此，一个有圣经智慧的人，他必然能够接受这世界人、事、物
皆是“多样化”，若只能接受单一方面才是“正常”，一定活得很痛苦。 
 
           （二）以以以以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眼眼眼眼光光光光看看看看世世世世界界界界，，，，主主主主动动动动向向向向下下下下的的的的爱爱爱爱 
        Frances Young 教授所提的第三个阶段是效法基督道倒空自己服侍人的爱，这份爱导致祂为罪人

的缘故愿意“向下的移动”，成为人的样式。然而，我们效法基督的爱，必须先有基督的眼光，看每一
个人都是完整的人，于是才能倾全力爱他们。 

 

        笔者把基督爱的行动看为是主动的受苦，就像人无法认识接触神，主耶稣却主动来到人中间，接

着受苦，拯救人。基督主动向下的爱，是主动的受苦，是甘心情愿，所以容易胜过苦难；因为是完

全的倒空自己，不求回报，这样的爱也能经得起痛苦的考验。 

 

      此外，笔者认为唯有以基督的眼光看世界，爱才有力量，因为正如面对残缺的人，我们很容易流

于同情，然而同情不是爱，同情是一种高对底的感情，而真正的爱是平等的感情，同情难以使人倾

全力，但爱的力量可以使人全力以赴。 

 

          （（（（三三三三））））接接接接受受受受不不不不一一一一样样样样，，，，不不不不再再再再占占占占有有有有 

         Frances Young 教授提到的第四个阶段的追求，是有关认识每一个人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按

笔者有限的了解，Frances Young 教授所要表达的是，认识他人为客旅，我们便能接受和忍受他的“不

一样”，我们能服侍他人如同接待客人一样，再不好的客人，我们都能服侍，因为知道这只是短暂

的。 

 

      另外，我们认识自己是寄居的，只是客旅，于是我们知道在世上不再是要占有什么，而是学习如

何放手。若人生的苦难正如笔者前面所言，是来自于想拥有的，却不能拥有，这样，想拥有的私欲

越少，痛苦也就越少。 

      
            （四）从从从从神神神神得得得得到到到到神神神神圣圣圣圣的的的的满满满满足足足足 
        在第五个阶段中，Frances Young 教授认为唯有追求圣洁，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人之所以痛
苦，是因为要在这不完美的世界里寻找完美，结果是失望。若我们追求是是那位圣洁的主，那么即

使失去世界的一切，或世界的一切都不如我意，我也不会感觉极度的痛苦，因为基督就是我的一



 

 

切，祂是我的标杆。 
 
       这种的追求，与约翰卫斯理的神学吻合。卫斯理认为，“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首要的是爱

上帝。这种爱要全心的专注，倾倒所有的恋慕，充满整个心灵，这样爱上帝的人，他的灵性经常会

以活在主里为乐。”（《卫斯理讲道集》，约翰卫斯理著，胡簪云译，18页） 
 
           结结结结语语语语： 
  
        感谢陈廷忠牧师的文章，从探讨 Frances Young 教授的生命和著作中，给予笔者关于面对苦难和
追求圣洁方面，有新的启发。笔者认为，若文章可以回到约翰卫斯理如何面对痛苦的挣扎，如何从
苦难中追求圣洁，或许会帮助我们更全面了解苦难和圣洁。像 Frances Young 教授所面对的痛苦，是
属于少数的特别个案，并非所有人都会面对这样的痛苦。然后，她面对苦难的挣扎和神学反思，却
能帮助我们如何预备为主受苦。所谓预备受苦，关键在于追求的方向要改变，从这破碎的世界转向
追求圣洁，逐渐让主提升到你生命的首位，因为世界会让人失望和痛苦，你越爱世界，痛苦就越

深，失望也越大，但神不会，因为祂永不改变，祂永不会让人失望，因为祂对人的爱没有转动的影

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