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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一個健忘之人，當時常回想他人對自己的好，

也要留意神在生活中任何可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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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總是容易忘記

以色列百姓在曠野飄蕩近四十年的歲月

後，在神的旨意及引領下，終於行至約但

河東，腳踏距盼望許久的迦南美地僅一河之

隔的摩押平原上。在他們渡河，此時已知

不得同進迦南的摩西（民二十12；申三23-

29），招聚百姓聚集，特地將神的律法重申

一次，此即申命記的背景。在申命記的結尾

部分，神吩咐摩西上到尼波山去觀看迦南地

（申三二49-50）；這山一登上後，摩西就

再沒有下山了。因此，申命記被部分的人稱

為「摩西的遺書」，在舊約聖經中佔有極重

要的地位；因它詳載了神頒予選民的律法內

容，同時也是一代神人在臨終前向百姓「呼

天喚地」的深切呼籲（申四26，三十19）。

摩西將禍福陳明（申三十15、19），

告誡百姓在進入迦南地後，倘若繼續謹守神

的誡命、律例、典章，必得神賜福，且福

氣將延及子孫後代（申四40，五29，十二

28），反之則禍患將至。他期盼選民應當

「記得」――神如何用祂救贖的膀臂領他

們出埃及（申五15，七18，十五15，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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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二四18-22）、神在四十年曠野之路

的引導（申八2）、他們曾如何悖逆以致惹

神發怒（申九7），並且「不可忘記」與選

民立約的真神（申四9、23、31、39，六

12，八11-18）。

然而，端看以色列民進入迦南地後的歷

史記載，他們果然還是速速地忘記了真神與

祂奇妙的作為，轉去行惡，事奉巴力（士二

10-13，三7）。摩西屢次鄭重呼籲下，「輕

忽生你的磐石，忘記產你的神」（申三二

18）的情況還是終究發生了，導向了士師時

代數百年「棄神、受苦、呼求、得救」的惡

性循環，也證明了即便是親身深刻經歷、領

受神百般恩典的選民，仍會健忘。

二、忘記的原因

關於「忘記」，筆者從聖經歸納以下幾

個可能之原因。其一者，是「因不重視而

隨時間忘卻」。摩西曾向百姓斷言，在迦南

地久住以後，若不繼續重視與神所立守誡命

的約，不再將過去親眼所見之事放在心上記

念，那麼，他們的子孫終將忘記與神立的

約及先祖經歷的恩典，更會將神給忘了，

以致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惹祂發怒（申四

9-25）。因此，摩西要百姓將他所吩咐的話

務必都要「記在心上」，且殷勤教訓兒女；

無論是坐在家裡或行在路上、躺下或起來，

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

為經文；又要寫在房屋的門框並城門上（申

六6-9），這些都是因為重視而表現出的行

動。雖然時間可能讓人忘記，但如果重視的

話，就會常常想起、時常記念，也不會如此

輕易地隨時間而遺忘，不論所領受的恩典或

接受人的幫助。

第二種情況，是「因處境改變而忘

記」。摩西提醒將要進去的迦南與曠野大大

不同，是一無所缺的豐盛之地，人可在那吃

得飽足，盡情享受神賜的福。然而，百姓不

可因生活飽足、建造美房，又得牛羊與金銀

增多而心高氣傲，忘記「得貨財的力量是也

是神所賜」。過去在曠野無需勞碌耕種，神

仍照應百姓衣食無缺；這四十年來，他們衣

服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腫、鞋也沒有穿壞。

進到迦南後，他們忘記過去在曠野得活非單

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八

3），也忘記如今擁有的一切，雖是手所勞

碌得來，但勞碌的力量仍是神所賞賜的（申

八7-18）。出獄後的酒政忘記了與約瑟的約

定，也應屬因處境改變而忘記之例。

第三種情況並非人真的忘記了，而是

「刻意不記念」。猶大王約阿施年幼時經歷

躲藏在聖殿的生活，由其擔任祭司的姑丈耶

何耶大與姑母扶養，並於七歲時登基。在耶

何耶大的輔佐及引導下，約阿施起初行神眼

中看為正的事（王下十二2），也重修了聖

殿。他本來可以是神器重的君主，卻在耶何

耶大去世後，隨意聽從臣宰的建言，離棄神

與聖殿，轉去事奉假神。雖有來自先知的警

戒，約阿施仍不聽勸。耶何耶大的兒子撒迦

利亞在神靈的感動下，責其干犯神的誡命。

聽完撒迦利亞的警戒之言後，約阿施不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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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耶何耶大對自己有救命、養育之恩，竟

下令滅之，使撒迦利亞冤死在殿的院內。這

種「故意忘記」的情況，神也看在眼裡。而

後，神藉著亞蘭軍兵懲罰約阿施離棄神之

罪，使一小隊的亞蘭軍將約阿施的大隊軍兵

擊潰。最後，約阿施患上了重病，臣僕趁機

背叛他，弒之於病榻上，報了祭司撒迦利亞

流血之仇（代下二四17-25）。

三、被忘記時當如何

從申命記的角度來看，選民的各種忘記

都讓神不喜悅，特別是忘記敬拜真神以及不

記念祂豐盛的恩典。人既然是健忘的，會因

各種因素忘記神賜與的恩典，那麼人們會忘

記別人的幫助與恩惠，自然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似乎也不時經歷

著「被人忘記」的時刻。或許我們曾經對人

有恩，卻不曾得到任何相應的回饋；這樣被

人忘記的經驗有可能造成我們心裡的不快與

不解；倘若未加以警覺的話就易積存在心，

日子久了又未得紓解，就容易變成對人的怨

憤。若是如此，當我們遇到被人忘記的情況

時，又當如何自處呢？聖經中約瑟的例子，

足以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

「酒政卻不記念約瑟，竟忘了他」（創

四十23）。被冤枉下監的約瑟在獄中為酒政

及膳長解夢，並預言酒政將在三日內出監復

職。約瑟期望他出獄後仍記得自己，為他在

法老前提說冤情，救他出監；但酒政在處境

改變後，卻忘記了他與約瑟之間的約定。兩

年後，法老做了異夢卻不得其解，這時酒政

才想起為他在獄中解夢的約瑟。往後的故事

我們都很熟悉——約瑟出獄為法老解夢，得

法老重用，被提拔為埃及的宰相。

約瑟在酒政出獄後，或許每天在獄中期

盼從獄外傳來好消息，得見獄外的陽光；但

隨著時間的遞嬗，這股期盼也可能在每日不

見天日的等待中逐漸減低。在人之常情下，

約瑟可能感受到被忘記，開始懷疑酒政是否

仍記得約定，各種情緒與想法可能在此時開

始湧現。酒政確實也忘了他與約瑟的約定，

他說：「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來」（創四一

9），此為他的不應該。於是出獄後的約

瑟，有合理的原因可以對酒政心懷不滿，也

有充分的動機，以宰相的身分與權力向健忘

的酒政報復，但是約瑟卻都沒有這麼做。約

瑟一定記得他與酒政的約定，但酒政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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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他則選擇了不記念。他「忘記別人的忘記，也不記念自己不被記念」，連對出

賣陷害他的眾兄長的惡都不記念了，怎會因酒政將他忘記而懷恨於心呢？

其實，若從長遠的結果來看，約瑟在獄中這兩年的等待，對他而言也可能是一種

「操練」。他不被可能的負面情緒影響他持守正直的心，且靜默等待神的時候。從他

後來與其兄長的對話中看到，他的目光始終關注在神在他生命中的安排，以及神要

藉他手行的事情，一切都是為了成就神的旨意（創四五8，五十20）。如保羅所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13）。若能

轉換到與約瑟同樣的眼光，從神的角度看我們手所行的善，就能了解到原來我們不過

只是神的一個器皿，所行的善不是出於自己，乃出於神。向人行善的能力也是神所賞

賜，而我們向需要的人行善，則是神的感動，為要成就神的美意。這樣看來，真正向

人施恩惠的是感動我、藉著我們的手行出美事的神，而非我們自己本身，那麼我們就

不會再執著於行善是否被人所記得了。

從約瑟不被酒政記念一事中，筆者也可學習當個「忘記的約瑟」，忘記酒政的不

記得，也不記念自己手所作的；因知道人雖不記念，但所行之善已被神所記念。倘若

心中仍感到不快，願能祈求聖靈幫助，化解在被人忘記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情

緒，不致讓不滿繼續積存而行惡。

四、結語

行善本就不一定會得到回應或回饋，更多的時候是被人忘記的，更甚者可能還被

誤解別有用心，或遭不知恩圖報之人以惡報善。但無論如何，愛心總是要繼續堅持，

因要成就神的美意，而神也喜悅我們這樣行（加六9-10）。最後，也提醒我們自己，

不當一個健忘之人，當時常回想他人對自己的好，也要留意神在生活中任何可能的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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