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間的訪客 羅煜寰

經文：約 3:1-10
基督第一次的講論，重要的聽眾，

重要的真理。

一、救恩之尋（1-2）:尼哥底母
從北方加利利來了一位年輕教

師，聽說名叫耶穌，日前竟敢在聖殿
院子裡把販賣牛羊鴿子的攤位給掀
翻了，還說那是他父親的殿。這樣突
兀的義憤吸引住了一個人－尼哥底
母，他在一個夜晚來找耶穌。

 背景：尼哥底母不僅是法利賽
人，還是公會的成員。法利賽人宣誓
畢生遵行誡律典章、為民表率；耶路
撒冷公會成員七十人，有權裁決全國
宗教事務。尼哥底母擁有傲人的名聲
與頭銜。

 起因：或許是耶穌潔淨聖殿之
舉，或許是祂不要人為祂作見證
(2:24-25)，這些都有違常理。身為全
國宗教領袖，尼哥底母必須將這個人
調查清楚。

 時機：夜探旅店是尼哥底母自己
的主意，否則公會調查團應該不只一
人(1:19)。或諷刺尼哥底母夜行怕人
知道，其實以他的身份大可不必理會
一個剛出道的傳道人，此行反而證明
尼哥底母虛心求道。

 開場：尼哥底母極度恭敬地稱耶
穌是從神而來作師傅的，這可算是對
人最高的讚許吧？他進一步說耶穌
的神蹟證明有神的同在。可惜這些
“高尚”的形容詞完全配不上我們
的主！因為祂是道成肉身的獨一真
神。

二、救恩之道（3-4）:必須重生

 破題：耶穌不想和尼哥底母客
套，祂直接點出了他的問題：「人若
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這位深受
眾人羨慕的尼哥底母，在神的面前卻
是個困倦可憐的老人。今天信徒也不
要被教會領袖的光環所迷惑，要為他
們能清楚真理而代禱。

 重生：這個關鍵詞的意思不僅是
重新活過，更重要的是從上頭而生。
信仰的基礎是靈性的更新，而不是理
性的更新。生命本質的改變勝過生活
內容的改變。“見神的國”指的是認
識、體會神國的事，這必須先擁有屬
靈的生命。

 震驚：尼哥底母頗感訝異，耶穌
的意思是連宗教領袖都不保證能夠
看見神的國，真是太出乎意料了。他
用習慣性的屬地思想推論，因此擱淺
在“重回母腹”的難題上。

三、救恩之門（5-9）:從水和聖靈生

 闡釋：既然尼哥底母不明白，耶
穌就進一步解釋。重生是通往救恩的
唯一道路，水和聖靈則是必經之門。
“水”指的是神活潑常存的道（彼前
1:23），一個人從神的道（話）和神
的靈而生，他就是天國的子民了。相
反地，一個人就算真的回母腹重生，
他仍然是屬肉身的，仍然不能進神的
國。

重生乃是從上頭領受一個新的生
命，不是用方法改變現有的生命。前
者被動，後者主動。前者從靈而生，
後者從肉身而生。並且就像我們第一
次出生（誕生）時承襲了自己父母的
性情，我們第二次出生(重生)時必然
會承襲神的性情。

 比喻：耶穌用日常生活的實例來

解釋抽象的重生。“風”的希臘文與
“聖靈”相同，這個比喻真可謂神來
之筆。耶穌要尼哥底母從風的現象來
揣摩由聖靈重生的意涵。根據耶穌的
描述，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關於風的
屬性，從這當中來思想屬靈的教訓：

－測不準：風隨著意思吹，傳道者說
「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的婦人
胎中如何成長，你尚且不得知道，
這樣，行萬事之神的作為，你更不
得知道。」（傳 11:5）聖靈隨己意
施行恩典，人的重生無法靠自己製
造出來。

－看不見：你聽見風的響聲，只聞其
聲、不見其形。大地之上，只要風
吹過之處，就會產生改變，我們只
能從這些效應反證風的存在。聖靈
亦然，凡是由聖靈重生之人，生命
一定會有改變。雖然我們看不見聖
靈，但是從重生者的生命改變可以
反證，一定有聖靈的存在與工作，
因為這世界上的事物不可能讓人
產生生命本質的改變。

－想不透：不曉得風從那裡來、往那
裡去。其實我們對於日常生活中絕
大部份的事物都是“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例如我們可以知道自
己活著，但卻不知道靠甚麼原理活
著？我們可以曉得眼前有一朵
花，但卻不明白那朵花的影像如何
映入我們的眼簾然後被大腦辨識
出來？同樣地，一個信徒可以深信
自己已經重生，但卻無法解釋重生
的詳細過程與原理。

－少不了：這個地球上如果沒有風，
我想不只是晒衣服很難乾，恐怕整
個生物鏈都會產生巨大變化。在屬
靈的層面上亦然，一個人的生命裡

如果少了聖靈，這個人就彷彿是死
人一般；雖然活在世上，卻是了無
生趣，因為他無法體會屬靈事物的
美妙之處。

 錯愕：尼哥底母並非不瞭解風的
種種現象，但是耶穌把進神國的條件
歸納為“從聖靈重生”，然後又說聖
靈就像是風…，這樣說來，我們宗教
領袖們的苦修豈不是毫無用處？原
來人們信主的最大障礙就是放棄自
己原先所持守的觀念，因為那等於否
定自己過去所引以為傲的。尼哥底母
不能倚靠他公會成員的身份進入神
的國，你我在蒙恩的事上也是毫無功
勞可誇。因為救贖的代價如此昂貴，
神決定自己概括承受。

耶穌與尼哥底母
十九世紀 Edward von Steinle作品
（尼哥底母表現出內心的掙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