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豈不是應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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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常常會說：「早知道……，我就……。」但是，若

我們真的「早知道」了，我們也因應這個早知道，提早有了

對應的作為，是否就可以照我們的期望來成就每一件事？或

是，若我們今天有預知的能力，我們是否就可以操縱未來？

對於這些關於未來因果關係的疑惑，不禁令人想起主耶穌說

過的一段話：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

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祂的

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路二四25-26）。

主耶穌擁有許多世人所稱羨的「預知」能力，但是祂是

如何來面對祂的預知？這段話是在主後約三十年左右，主耶

穌復活升天前，向正在離開耶路撒冷、走向以馬忤斯村莊路

上的兩個門徒顯現時所說的話。這兩位門徒，對於主耶穌被

釘死在十字架這樣的「結果」無法接受，覺得不該是這樣，

言談間還面帶愁容。當主耶穌以「陌生人」的形態出現在這

兩位門徒中間，與他們談話，慢慢地引導他們明白這些事原

來都是「必須有的」。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中記載，當這

兩位門徒明白過來之後，火熱的心甚至使他們願意起身、回

頭，走回耶路撒冷，與使徒們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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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的這句「豈不是應當的嗎？」言

下之意就是在指「這本來就是已經安排好

的」，照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既然是

這樣，為什麼要嘆息？為什麼要愁容滿面？

「早就安排好的」，不是活在習慣機率充斥

環境中的世人所能接受。神的旨意是沒有機

率問題的！在神只有一是、沒有似是而非

的。但是，人對於未來的結果，常常會作過

度的猜測，最好結果能照所想要的來成就，

總希望事事都心想事成。

舉個例子來說：2024年1月在臺灣的總

統大選中，三組候選人各有優勢，選前結果

難有精準的預測。如今大選落幕了，結果已

抵定，免不了幾家歡樂、幾家愁，因為你的

期待、不見得是我的期待，但是結果卻只能

有一個，勢必有人可以照所期望的實現，有

人的期待則會落空。從聖經的真理來思考，

可知「選舉結果早已決定」。有人或說，那

我投不投票，不就都是不必要的？甚至

有人會說，既然一切結果早已決定，

會不會事前的努力也是不必要了？

讓我們再回到「以馬忤斯的

經歷」（路二十四章），來思考神

的兒女，在面對這一切已安排好

的未來當有的態度。依照聖經，

創世之前救恩的計畫早已決定，

主耶穌為拯救世人，必須要成為

肉身、被世人判死刑，釘死在十

字架上，也依照計畫，三天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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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復活。另外，神所預定要揀選的人在創世

之前也早已預定好，且命定他們得救（弗一

4-6）。主耶穌必然深知這一切的安排，但

祂在世上留下的榜樣是：雖知這一切是安排

好的，仍要「盡本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好比祂遵照神的旨意，要接受施洗約翰

的洗禮，這對施洗約翰而言是不能理解的

事，因為施洗約翰知道主耶穌是神，並沒有

一般世人一出生就背負的罪，在他的理解

中，耶穌是不用接受悔改的洗禮的。但是主

Whereas you do not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For what is your life? 
 It is even a vapor that appears for a little time and then vanishes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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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卻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

樣盡諸般的義」（太三15），言下之意就

是：這是必須要做的，也就是創世之前就已

經安排好的，即使不合乎你的邏輯，但卻是

必須要做的事，也就是去盡諸般的義。

另外，有一次主耶穌和猶太人辯論時，

祂也知道眼前這些猶太人最後一定不會相

信，但是卻沒有因為這樣，就完全不跟他們

說明真理。在辯論中主耶穌曾說：我已經告

訴你們，你們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

事可以為我作見證。只是你們不信，因為

你們不是我的羊。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

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我又賜給他

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

裡把他們奪去（約十25-28）。

主耶穌明說眼前的猶太人「不是我的

羊」，意思是說這群猶太人不信是必然的結

果，但是祂並沒有因為這樣就放棄跟去他們

說明真裡。而且儘管這些不信的猶太人如此

硬心不相信，主耶穌也沒有「變通」一下，

去改變講道的內容來討好他們，或想辦法不

要激怒這些不信的猶太人。祂所留下的榜樣

就是：雖知道計畫、知道未來，卻完全沒有

使用自己的「創意」，去違背神的旨意，改

變天父要祂做的事，乃是完全遵照天父的旨

意去行。

再來，主耶穌即使知道在祂身邊的猶大

要出賣祂，祂也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對待，

雖然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猶大，卻也沒有突發

奇想地用什麼輔導策略，或是大聲斥責、委

曲求全地去改變事實。特別是當主耶穌要開

始踏上祂傳福音的路程前，聖經說祂為選出

這十二個使徒「徹夜禱告」，然而這名單

中卻有加略人猶大：那時，耶穌出去上山

禱告，整夜禱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門

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

們為使徒。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

他起名叫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又有

雅各和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馬太和多

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奮銳黨的西門，

雅各的兒子猶大，和賣主的加略人猶大

（路六12-16）。

相信主耶穌是知道的，雖然我們無法猜

測主耶穌有預知的能力，何需徹夜禱告？祂

不是天上真神的本體嗎？不是祂說的就算

嗎？為何還要大費周章？而且這徹夜禱告出

來的名單，看起來也沒什麼驚人之處，因為

其中有好幾位是被當時眾人認為不識幾個字

的漁夫，還有令人討厭的稅吏，另外還有異

議分子「奮銳黨」。看來看去，看不到有像

「保羅」這種等級的知識分子，但這就是天

父給的名單，主耶穌留下的榜樣：順服並完

全接受。

關於賣主的猶大，主耶穌曾講過一句耐

人尋味的話：「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

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

生在世上倒好。」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

「拉比，是我嗎？」耶穌說：「你說的是」

（太二六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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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必要去世」就是指神旨意的必然結果。今天有許多人喜歡猜測，若當時猶

大不出賣耶穌，是不是救恩就不會成就？真的是過度猜測了！我們只能說，這一切早

就安排好了。但是猶大不就很可憐？其實，也不能這麼說，因為他的惡念是他自己產

生的，且他也願意持續姑息這樣的惡念以至於犯罪，但是神的旨意是不會被任何因素

影響的，救恩必然要成就。

當我們熟讀對觀福音書與約翰福音之後，就會知道主耶穌一次次地預告祂要怎麼

死，也交代門徒要在祂死裡復活後，到加利利去等候祂（太二六32），接下來還要在

耶路撒冷等候聖靈賜下（徒一4），顯見這一切都是計畫中的事，難怪當主耶穌在以

馬忤斯的路上，對於還在用自己邏輯思維來思考救贖計畫的兩位門徒，輕輕地責備了

他們一下，因為從舊約先知書裡，早已多處預言彌賽亞要來、要為世人受死、要完成

救恩，聖經寫得這麼明白還看不懂？所以責備這兩位門徒「信得太遲鈍」了。

今天，我們站在救贖計畫的盡末端，得以看見更多以前使徒與眾先知憑信心相信

卻看不到的救恩成就，實在是有福！但是，我們這些信主的人，也難免對個人、世界

未來的未知產生猜測，如一般世人一樣。當然世人猜測未來，一方面想要趨吉避凶，

一方面也想要「像神一樣」能夠預知未來。然而，神有要我們去預知未來嗎？

其實面對未知之事，主耶穌已告訴我們一個好方法：不要為明天憂慮（太六

34），因為昨天、今天、明天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祂已經以祂廣大的慈愛憐憫為基礎

規劃好了，所以我們不需要憂慮。那要怎麼面對？主說，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又

如聖經所說：「萬事互相效力，要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八28），也就是說，只要

我們成為真正愛神的人，愛神的人會完全遵照祂的命令去行（約十四23），這時我們

就必是那走在神計畫中「得益處」的人，既然神必賜福，我又有何憂慮和擔心？

今天我們在面對往後的未知，又知道主已預備了這一切的情況下，可以回想在

「以馬忤斯的經歷」中，主耶穌對於這兩位憂愁的門徒，使他們回轉所採取的方法就

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二四

27）。因此，我們若要超越未來未知的恐懼，就是要每日認真讀懂聖經神的話，不要

「信得太遲鈍」，並且藉著聖靈的引導，明白神的旨意（路二四44-45）；知道神就是

愛，也知道什麼是神要我們做的事，然後切實去遵行，成為「愛神的人」。這樣，關

於萬事互相效力的「未來」，就必使我們「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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