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上帝相會之處 

出埃及記 25:8-9 

 

最近這週新眼光的讀經進度進展到：出埃及記 20～25章，是耶和華頒布十

誡後，列出的許多延伸條例。通常我們都會很快地讀過去，認為那些條例比較符

合當時的時空背景，跟現代的我們沒甚麼關係。然而，到了 25章，耶和華吩咐

摩西要為他造帳幕，而當中的各種擺設：約櫃、供桌、燈台……等。耶和華對這

些器具的款式都有明確的規定。接著，從 25～31章，都是關於造會幕的準則，

我們可能一樣覺得，這和現在我們所聚會的禮拜堂已經很不一樣了，所以對這些

經節也不太在意，也會很快地讀過。不過，同樣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同樣是與神

相會之處，當然息息相關。 

在會幕設立前，天地就是敬拜的地方。我們看到亞伯拉罕在受感動之處築壇

敬拜。而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期，耶和華要摩西上到西奈山與他相見、交通。

上帝還要摩西在山的周圍劃定界限，不讓一般的百姓隨便進入，甚至連山的邊界

都不能摸，免得被擊殺（出 19:12）。但之後，耶和華卻跟摩西說：「他們要為我

造聖所，使我住在他們中間。」其中「住」的希伯來原文就是「定居」的意思，

很明確地，耶和華要來到人們所生活的世界定居，祂打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與祂

的百姓同在，讓以色列人過著敬拜的信仰生活。好讓他們在出埃及後有個心靈上

共同聚集的地方，以此來取代那些在埃及所學習到的神廟祭祀生活。更加鞏固、

建立他們對神的忠心。而且會幕是可以移動的，除了因應他們在邁向應許之地之

前，走過沙漠、曠野，沒有一個固定的居所。更重要的是，耶和華要讓這群被揀

選之民知道，無論他們身處何處，祂都與他們同行。直到所羅門王建造了第一座

聖殿之前（歷下 3～5章），猶太人都還是透過會幕來敬拜上帝。我們也知道，不

論是會幕還是聖殿，一般民眾只能待在殿外，只有祭司才能進入殿內的聖所，只

有大祭司才能通過幔子進到至聖所向上帝獻祭。因著人的罪，上帝不讓人們直接

進入至聖所，避免人們在聖潔的神面前無法站立得住、被擊殺。其實，不論是耶

和華要摩西所劃定的「界限」還是「幔子」，對人來說並不是一種拒絕、隔離，

而是一種「保護」。畢竟對舊約的人們來說，「與上帝相會」是極其危險的事！ 

到了新約，上帝使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約 1:14a）一樣又出現「住」這個動詞，一樣也是上帝主動地來到人們當中，

要和人們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而且，耶穌道成肉身最重要的目的是「獻了一

次永遠的贖罪祭」（希 10:12）。耶穌被釘十字架，祂的寶血一次性地洗淨了全人



類的罪，使聖殿的幔子裂開，這裂開的幔子不再是人們的「保護」，而是成了人

們的「道路」，讓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走到上帝面前與祂相會。因著耶穌基督，

現在的我們，不再懷著懼怕的心。因著上帝主動的施恩，現在的我們，不需躲避

上帝的榮光。這樣的救贖，是完全的恩典，不是我們配得的，也不是我們自己所

爭取來的。所以我們才更要直接來到上帝面前敬拜祂，因為上帝在我們與祂的這

段關係中，一直都是主動的！ 

今天的我們，能進到教會敬拜祂，其實就是在「回應」上帝的主動。因為我

們知道、我們確信，「禮拜」的主體就是上帝。既然如此，禮拜中最重要的就不

在於我們喜歡什麼，而是上帝喜歡甚麼。在約翰福音 4:23，耶穌對撒馬利亞婦人

這樣教導說：「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上帝不要我們再獻上贖罪祭、燒化祭；祂喜歡的，是

人們「心靈與誠實」的敬拜。我曾在新人歡迎會跟大家分享過，我剛升上大學，

離家讀書的一開始，並沒有穩定的禮拜生活。除了一個月一次，回到母會作禮拜

之外，其他留在學校的時間，我都會「選擇性」的睡過頭。一方面是因為，無法

克服心中的障礙，走進一個大家都不認識我的教會；另一方面，我從小到大，作

禮拜這件事完全不是我的選擇，而是我的必須。因此，當人生第一次可以「選擇」

要不要去作禮拜時，我當然選擇不去！然而，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大學第一年

的復活節，那一週可能是學校有事，所以我留在宿舍，沒有返家。理所當然地，

隔天的主日禮拜我又「選擇」在宿舍休息。殊不知，那一整天，我心中都有一個

莫名的失落感。這應該是我人生有印象以來，第一次沒拿到復活節的紅蛋，這種

失落感也可能是上帝對我溫柔的提醒。所以我重新檢視自己的信仰狀態，並意識

到「禮拜」對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原來，走進一間陌生的教會，完全人認識我

完全不需要害怕，至少上帝認識我啊！之後透過團契學姊的邀請，我開始去她的

教會聚會，我終於找到在異鄉的敬拜場域。很開心的不是我第二年、第三年在異

鄉的復活節都能拿到紅蛋，而是我開始對自己的信仰負責。上帝一直以來都是主

動的，所以當我發自內心的選擇出門作禮拜時，這成了我對上帝的回應。有這樣

一來一往的關係，我們「必定」相遇。 

另外，在神學院教靈修神學的老師–馬約翰牧師，他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

醒：上帝在禮拜中給我們新的眼光。從週一到週六，我們所處的社會都在決定我

們的身份，你薪水多少？你是哪所學校畢業的？你開哪種車？社會以這些標準來

評斷一個人的價值，為此，人們只能更努力地工作，甚至超時工作，犧牲了跟家

人相處的時間。從週一到週六，我們聽到這些試圖定義我麼的聲音，這就像聽了

一週的「謊言」。然而，到了禮拜天，我們到教會作禮拜，與上帝相遇，聆聽真

理，就是揭穿這些謊言的時刻！馬約翰牧師也舉了一個例子，一位美國的牧師有

一次到黑人的教會參加主日崇拜，但他沒想到的是，他們作一場的禮拜竟然需要

三個小時！結束後，他跟那裏的牧師一起用餐，詢問他為甚麼一場禮拜需要用到



三小時的時間，結果牧師回答他：「從週一到週六，社會都試圖告訴我的會友『他

們不重要』，因為他們沒有錢、沒有良好的教育、沒有人人稱羨的工作。因此，

我需要花三個小時，讓上帝來提醒他們，讓他們想起自己是『神的兒女』，幫助

他們看見自己在上帝的國度中是有地位、有價值的！」。在一場禮拜中，是人們

與上帝相遇的時刻，而上帝也主動臨到我們當中，祂要給我們全新的眼光，透過

祂的話語、詩歌、禱告，要讓真理直達每個人的心。我們回到日常生活中，才有

辦法去抵擋、分辨並拆穿社會要試圖定義我們的「謊言」。 

從耶和華要以色列人為祂造聖所，要住在他們當中，與他們同在；到耶穌道

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上帝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不再有隔閡，不再有攔阻。上

帝對人類的愛已經成了實質的「關係」，我們也能以實質的行動來回應這份愛。

所以說，包括禮拜在內，讀經、禱告、參與信仰群體與教會的服事，這些全部都

是回應這份愛的信仰行動。這些行動或許看似基督徒成聖的必修科目，但它們並

不是規範，而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若我們願意以自由的心來領受這些禮物，並

善加利用，我們就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上帝實質的臨在。不過，我知道大

家應該都會遇到一種情況，就是當你真的分別出自己的時間與空間，也已經預備

好與神相遇了，但最後還是感受不到神的臨在，怎麼辦？這種情況說明了一件事

實：「上帝臨在或缺席的感受，意味著這段關係的活絡與真實。」這句話來自〈禱

告第一課〉這本書，作者表示，如果人們能機械式的把上帝硬生生地拉來，強迫

祂此時此刻就要以我所期待的方式對我說話。那麼，我們跟上帝之間就沒有什麼

「關係」或「相遇」可言了。若一切都是人可以控制的話，這位神就不是「真」

的神了。所以，「相信」這段關係的存在，比自己主觀的感受還要重要，不只在

一場「禮拜」中，在我們日常的靈修、禱告生活也是同樣的道理。要擁有即或不

然的信心，上帝對我的敬拜、對我的禱告有照著我所期待的方式回應我也好，沒

有也沒關係，因為耶穌說過，心靈和誠實的敬拜就是天父所喜悅的。我們堅信，

只要是發自內心、以心靈和誠實的敬拜就能直達天庭。我們的心意上帝全都悅納。 

從舊約到新約，敬拜的方式有著不同的演進，從會慕到聖殿；從大祭司例行

的獻祭到耶穌成為那個羔羊，為著全人類的罪來獻祭。到了現代，基督教信仰群

體所形成的「禮拜」文化，目的已不再是贖罪，而是與神交通。禮拜是人們對於

神的信心所表現出來的行動。一場禮拜內容吸不吸引人沒關係，禮拜本身就是服

事與事奉上帝的行動，親近上帝、體會上帝同在的時刻。不管我們今天是帶著什

麼樣的心情進到禮拜堂；出於主動還是被動；是自己的選擇還是他人的要求？當

我們透過今天的信息再次意識到此處就是與上帝相會之處時，希望大家都能重新

審視自己的信仰狀態，並在 2024年–教會的裝備年，不只在神的話語中被塑造，

還要在與神相會之處與祂親近，因為我們要裝備的，不只是我們的知識，還有我

們的全人和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