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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作襄福天路客 

李耀全 

建道神學院 

香港長洲山頂道二十二號 

經文：詩篇八十四篇 

可拉後裔的詩，交與怜長，用避特樂器 

1 萬軍之耶和華啊’ 

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2 我羡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 

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籲。 

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啊， 

在你祭壇那裡’麻雀為自己找著房屋 

燕子為自己找著范雛之窝°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 

他們仍要讚美你。（細拉） 

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 

這人便為有福！ 

6 他們經過「流淚谷」 

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 

並有秋雨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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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滿了全谷。 

7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 

各人到錫安朝見神 ° 

8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你聽我的禱告 

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聽！（細拉） 

9 神啊，你是我們的盾牌； 

求你垂顧觀看你受膏者的面！ 

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 

勝似在別處住千曰； 

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 

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 

11 因為耶和華——神是曰頭’是盾牌’ 

要賜下恩惠和榮耀。 

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 

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12 萬軍之耶和華啊， 

倚靠你的人便為有福！ 

引言 

近年來，敬拜的更新已得到華人教會的關注，這是可喜的現象，因 

為神學（ t h e o l o g y )至終的目標就是敬拜神、頌讚神（ d o x o l o g y )。所 

以我們若重視敬拜，也就是回到聖經及神學的基礎上了。然而’今曰敬 

拜更新的重點，卻只集中在崇拜儀式的革新或修改上面。不少教會在集 

體敬拜的開始加入短詩時間，會眾拍掌歡唱，氣氛令人興奮。可惜短詩 

一完了，崇拜很快就故態復萌，給人枯燥的感覺。這不是說崇拜方式及 

內容的更新不重要，乃是說敬拜的更新不能只停在形式上。無論是以悠 

久傳統禮儀為敬拜模式的大公教會，還是著重「自由」敬拜的教會，敬 

拜更新的關鍵就是敬拜者得著更新。今日，我們需要培養信徒每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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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在日常生活上有了敬虔的心，信徒才能在集體敬拜中得到難忘的 

親近神的經歷。 

詩篇八十四篇就是描述這種心態與經歷的作品。詩人以天路客的角 

度刻劃出渴慕神、親近神蒙福之旅。讓我們與詩人一起再踏上天路歷 

程，去朝見神，使我們的敬拜得著更新。 

一，渴慕朝見神的人有福了（1-4) 

一般聖經學者把這首詩列為「錫安之歌」（Song of Z i o n咸是「朝聖 

詩」。這一首用歌謠格式寫成的詩，很能寫出昔日以色列人秋季住棚節 

的情況，是為了歌頌耶和華、為「受膏者」代求而用的’與詩篇四十二 

及四十三篇相似。詩人道出他非常渴望朝見神的心情 °他全人整體的每 

一個層面（我〔的魂，（’0印）my s o u l ] 、我的心腸、我的肉體）都渴 

慕親近主——永生神（2) ’全然敬拜祂。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詩人讚賞聖所，是因為神住在其中，他羨慕主 

的 居 所 ， 主 的 院 宇 ’ 是 因 為 他 敬 仰 「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 （ l a , 3a, 

8 a , 1 2 a ) 。 祂 是 帶 領 以 色 列 軍 隊 的 神 （ 撒 上 十 七 4 5 ) ’更是率領 

天軍的全能神、永不背約的主。詩人稱祂為主「耶和華」（2 a )，「永生 

神」（2b)，「我的王’我的神」（3a)，他對耶和華神的敬畏由此可見°敬 

拜神的心從認識祂的位格開始。認識神是誰，我們才能知道如何敬拜 

祂 ° 

詩人在第三節為我們給畫了一幅非常可愛的圖畫，表達他非常盼望 

能常與神親近。他羨慕麻雀能在神的家找到棲身之地’更妒忌燕子可以 

在祭壇附近的地方安置幼雛的窝巢。詩人用這種生動的手法，說出了他 

自己渴慕朝見神的心情 °古時近東一帶’聖殿箱雛之燕常被視為神聖’ 

因此是受保護的。故此這也是一幅滿有安全感的圖畫。難怪詩人用同一 

個字（n;g)來形容麻雀的「房屋」（3)及主的「殿」（4，10)，因為神的殿 

正是那個既安全而人又可以在裡頭親近神的地方。詩人十分渴望能與住 

在 聖 殿 中 的 聖 職 人 員 一 同 讚 美 神 ( 4 ) ， 甚 至 在 神 殿 中 當 看 門 的 他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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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10)。這是因為他知道渴慕朝見神的人有福了 (4)�試問今日信徒 

渴慕朝見神的心又如何？ 

二，心常親近主的人有福了（5-9) 

以色列人是在特別節期才到聖殿朝聖的’所以這些經歷是他們每一 

年宗教生活的高峰。在節期與節期之間，有經驗的朝聖者不但會期待下 

一次朝聖’也會在心裡重溫過往朝聖的經歷，回味路上的艱辛、抵達時 

的興奮及敬拜時的喜樂。試從一個往耶路撒冷敬拜神的希伯來人的角度 

來看。他可能經過塵埃滿地的沙漠，在烈日當空的炙熱下行走。當他終 

於抵達聖殿的時候，他那歡天喜地的心情實是難以形容。但這很可能只 

是他一年一度僅有朝聖的經歷。 

難道敬拜神只限於每年一度的高峰經歷嗎？當然不是。故此我相信 

以色列人可以每日通過這首詩來重溫及回顧敬拜神的滋味。另一方面， 

這首「錫安之歌」所描述的朝聖過程，也可以作為當時的人的日常生活 

寫照，或聖徒生命之旅的縮影。每一個天路客的願望，就如第五節所 

說：「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J 

首先，詩歌告訴我們，靠主的人有力量。大衛在詩篇二十七篇也表 

達了同樣的情懷：「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 

和華的殿中……因為我遭遇患難，祂必暗暗的保守我J (詩二十七 

4,5 )是的’親近神、依靠祂便是力量，因為祂是我們的避難所（refuge ) » 
原文（Tir)在和合本譯作「力量」，以另外一個字根為據，亦可譯作 

「避難所」（refuge )，正符合以上的解釋° 

「心中想往錫安大道」（5)是這一段 關鍵性的話。在希伯來原文聖 

經這裡沒有「錫安」二字，這很可能是和合本譯者依據下文（第七節） 

補上的°原文（nfpp?；!)指「大道J (highway，參賽三十五8) ’介詞是？ 

「在裡面J，而受詞是：！；!*?「心」。全句可直譯作「大道在於心J，也就 

是心中常常「朝見神J (set their hearts on pilgrimage, NIV)的意思。在七十 

士譯本（nVppp)翻譯成(h/aPaaeLS (a going up),亦支持「向上朝聖j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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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按以上的分析，第五節可譯作： 

「在主蔭下得力的人有福了，他們的心是朝聖的大道。」 

這條天路是要經過流淚谷 (Va l l ey of Baca, 6a)的° "Baca “很可能是一 

個 地 名 ， 但 原 文 也 可 解 作 「 乾 旱 」 的 意 思 。 這 解 釋 是 將 原 文 讀 為 

"Baca"，即是香油樹(Balsam T r e e ) ，是在「乾旱」之地生。另一•， 

g^im「哭泣」，故此在和合本是「流淚」。我們能想像當時朝聖者在烈 

曰下走到唇乾舌裂，欲哭無淚，但這谷竟然變為泉源之地，沙漠中的綠 

洲，且有秋雨帶來甘霖，顯示神恩雨沛降，滋潤大地。誰沒有經過生活 

中的曠野，沒在生命中的幽谷徘徊過？若我們走向神’祂就能將我們一 

切的困倦艱辛化為恩雨的泉源。 

當我們常在心中與主同行，我們就像每年朝聖的旅客一般’ 一再得 

力， 後每人都在錫安（即神的居所）會見神（ 7 )，並且為君王「受膏 

者」祈求（ 8 - 9 )。第九節的「盾牌」是指下文的「受膏者」’因為「盾 

牌」及「受膏者」是同義平行 (Synonymous paral lel ism)的’在第九節兩個 

詩句同是受詞。和合本「盾牌」當作主詞是因為要與第十一節耶和華的 

稱號保持一致。故此第九節可譯作： 

「神啊求你觀看我們的盾牌，求你垂顧觀看你的受膏者。」 

朝聖者常以神的事為念，心中只有受膏者（彌賽亞） ° 

神是靈’我們當以心靈和誠實敬拜驰 °讓我們學習在心裡敬拜主’ 

因為心常親近主的人有福了。除了主日崇拜外，我們是否常在心裡敬拜 

主呢？我們是否常常「心裡尊基督為聖’以他為主」（參彼前三 1 5 ’新 

譯本）？ 

三，靠主走天路的人有福了（10-12) 

著名的男低音George B. Shea，歷年來在葛培理佈道大會中 喜歡唱 

的詩歌就是「我寧願有耶穌」。以下是這首歌的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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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寧願有耶穌，勝得金錢， 

我寧屬耶穌，勝得財富無邊；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華宇， 

願主釘痕手，引導我前途。勝過做君王， 

雖統治萬方，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世界榮華、富貴、聲望。 

這首詩與詩篇第八十四篇第十節相似，肯定與神相會、與祂同行這 

福分，勝過一切。朝聖者雖然長途践涉，飽受艱辛，才到達聖殿，但他 

一點不後悔。他覺得一切的期望終於得到滿足。他寧願在神的殿裡守 

門，作一個卑微的僕人，也不願住在屬世繁華的地方。因此真正嘗過敬 

拜神，與神靈交的天路客，除了有永遠願意與神同行的心懷外，他也是 

一位甘心樂意事奉神的人。對教會的事工，他永遠不分貴賤高低，因為 

他認為親近神、事奉祂是莫大的福氣、無比的喜樂。他十分珍惜與神同 

處的每一刻。 

接著詩人更清楚道出他堅決選擇親近神、與祂同行的兩個原因。首 

先，神要賜下恩惠（我們不配的恩典）和榮耀（神的大能與威嚴），這 

完全出於神自己的位格。第十一節上半節特別指出神是日頭（太陽）， 

是盾牌，這都是神的榮耀的暗喻，表示祂有能力，也會保護走天路的 

人。為此我們應當讚美祂。 

其次，神是賞善的主，「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 

人」 a i b ) 。換言之，是值得我們不單讚美歌頌神的位格，祂的作為也是 

配得我們常常感恩。只要我們「行」動正直，像「行」在朝聖之旅的 

「天路客」，全心追求敬拜事奉主，神必傾福於我們。 

總而言之，倚靠神的人，便為有福（12>這裡所論的「倚靠」不單是 

對神表面的態度，而是整首詩所描述的全人投入追求敬拜神的天路歷 

程，指的是在恩主身上找到永遠的歸屬感與安全感。靠主走天路的人有 

福了。願我們終生都與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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糸吉P吾 

若把這首詩應用在今日敬拜的更新上，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1 敬拜需要全人投入，包括我們的理性與感性，有時需要嚴肅等候， 

安靜敬拜；有時卻要盡情投入，不必過分拘朿。 

2 敬拜的寶貴不在於建築物的華美，而在於有神同在。 

3 敬拜的基礎 /起始點是對神的認識。我們愈認識神，便愈熱愛他， 

愈渴慕親近他。 

4 敬拜神就是在主裡找到棲身之所（ 3 ) 、 避難之處（ 7 ) , 就如經上所 

說 ： 「 得 救 在 乎 歸 ！ ^ 息 ， 得 I K 穩 」 （ 賽 三 1 ^ 1 5 ) 。 

5 敬拜是心中的天路歷程(Pi lgr image in the heart)，是不論何時何地都可 

以經歷到的。 

6 敬拜有如朝聖之旅與天路歷程，當中的艱辛就像生命中的幽谷，祈 

求與頌讚就如生命的高峰。這正如詩人大衛所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 

幽谷，也不怕遭害……」（詩篇二十三 4 ) 。 

7 敬拜神，事奉他勝過世上一切榮華富貴。 

敬拜的更新應該基於敬拜者的更新。信徒應渴慕到禮拜堂與眾聖徒集體 

敬拜，但教會崇拜的果效，卻視乎敬拜者日常渴望親近神的心有多熱 

切。再者，敬拜神的親密經歷應該能夠進一步鼓勵我們與神同行。渴慕 

朝見神，心常親近主，靠祂走天路的人有福了。我願作蒙福天路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