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道學刊 1 (1994): 109-113 

有爲有所不爲（但一3-16) 

張永信 

建道神學院 

3 王盼附太監長亞施B比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責青中帶進幾個人來。 

4 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足能侍立 

在宮的，要教他們御勒底的文字語。 

5 王派定將自己所用的腊和所飲的酒，每日賜他們一分，養他們三年•滿 

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 

6 他們中間有猶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来沙利，亞撒利雅• 

7 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稱米沙 

利為来煞‘稱亞撒利雅為亞伯尼歌。 

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站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站 

污自己。 

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 

10 太監長對但以理説：「我懼怕我主我王，他已經派定你們的飲食，倘若他 

見你們的面貌比你們同歲的少年人肌痩，怎麼好呢？這樣，你們就使我 

的頭在王那裡難保。」 

11 但以理對太監長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的委辦 

説 ： 

12 「求你試試僕人們十天，給我們素菜吃，白水喝， 

13 然後看看我們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僕人 

吧 °」 

14 委辦便允准他們這件事，試看他們十天• 

15 過了十天，見他們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16 於是委辦撤去派他們用的膳，飲的酒，給他們素菜吃。 

引言 

美 國 總 統 克 林 頓 上 任 不 久 ， 便 提 出 了 容 許 同 性 戀 者 從 軍 的 議 案 ， 

令 軍 界 人 士 群 起 反 對 ， 反 映 出 同 性 戀 在 美 國 的 確 是 一 個 甚 爲 使 人 困 擾 

的 問 題 。 事 實 上 ， 甚 至 在 敎 會 內 亦 有 對 同 性 戀 者 表 示 反 對 或 接 納 的 不 

同 態 度 ， 其 他 的 問 題 如 婦 女 解 放 、 墮 胎 合 法 化 、 人 工 受 孕 等 問 題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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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引起了萬丈波濤。究竟，基督徒應該順應朝流、切合時宜，還是要 

逆流而上，「堅持有爲亦有不爲的原則」呢？且看以下但以理等人所 

面對的考驗： 

一.考驗的背境 

巴比倫以雷霆萬鈞之勢征服了猶大國，乍看之下，巴比倫的神比 

以色列人的神有能力。然而，但以理書卻要指出以色列人的神並沒有 

因著選民的敗亡而醋然失色，祂仍可以藉著對祂忠心的「餘民」，即 

但以理及其三友，將自己的名顯耀於外邦。 

尼布甲尼撒王驍勇善戰，他於主前605年，打敗了亞述及埃及兩個 

宿敵後(參耶四十六2)，便回師進襲與埃及聯盟的猶大國，他本可把耶 

路撒冷城一舉攻陷(一 1)，但因爲其父在京之駕崩，他趕忙回朝繼位， 

於是便迫不及待地祗把猶大王、一些宗室貴胄及聖殿的貴重器皿帶 

走。 

尼布甲尼撒王似乎是這裡的主角，他主宰著猶大國民的命運，而 

第三節更指出他開始了一系列的懷柔政策，一方面是廣攬人才，納爲 

己用，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因害怕先王的遺臣會對他存有敵 

意，或怕他們不會以敬重先王的態度去敬重他。是以他必須要建立另 

一股勢力，去鉗制朝中的老臣子。在這形勢下，他便轉向被擄的一 

群，從中挑選精英分子，嚴格操練考核，叫他們能夠「侍立在王宮 

裡」（一4)。 

要能入選，首先必須有美好的個人素質，如要「年少」，即由十 

四至十八歲之間的俊彥靑年。因爲年靑的小伙子是上好的質料，可作 

長期培訓，使之對王忠心耿耿；「沒有殘疾，相貌俊美」，即不但要 

五官端正，還要體格健碩；再者，外表需要配以內涵，故此，「通達 

各樣學問、知識聰明倶備」，即學庫五車，姿質卓越者，才能當選。 

可幸但以理及其三友均入了圍。對他們來說，此乃千載難逢的良機， 

可以晉身官場，由亡國奴一變而成爲朝中的天之廳子。 

我們記得，在猶太人的歷史中，約瑟亦曾效力埃及的法老，後來 

的以斯帖及尼希米等，均有服侍外邦君王的記錄。因此，但以理等人 

沒有拒絕這從政的機會。當然，活在外邦的制度之下，作爲神的選 

民，要持守自己的信仰是不容易的，所以，當但以理等人要融入這個 

巴比倫的官場之時，亦必經歷不少的衝擊。首先，他們要學習「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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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文字言語」。此乃巴比倫的官方語言。如果他們要立足於巴比 

倫，學習其語言是順理成章的事。繼而，他們的名字，亦要改成巴比 

倫的名字，如但以理要被改名爲伯提沙撒。作爲巴比倫朝中的臣僕， 

他們的身份應與巴比倫人看齊，故改名一舉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不 

要忘記，被擄後的猶太人不少也自行改用巴比倫名字，知名者如所羅 

巴伯。無論如何，學習當地的言語及改用當地人的名字，雖然可能服 

膺於尼布甲尼撒王之同化政策，但這是可以接受的。 

二.考驗的內容 

然而，有一件事卻是「不可爲」的，此亦成爲了但以理等人一個 

嚴峻的考驗，那便是要接受「王派定將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飮的酒， 

每日賜他們一分，養他們三年」，這一點但以理卻不能苟同。本來， 

王的原意，是要給他們最好的營養，使他們在生理上有最完善的成 

長，然而，「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飮的酒，站汚自己」 

(一8)，此處沒有提及他的三友，主要是顯出但以理爲代表人。經文本 

身亦沒有說明何以吃了王的膳食會站汚自己，但我們可以推測，主因 

是這些御用的食物，祭過巴比倫的神，如果但以理等人吃了，便是與 

這些巴比倫的神建立關係，與拜偶像無異，此乃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不 

容。此外，還可能有三個環境的因素，促使但以理等人不去飮用王的 

食物。第一，猶太人之所以亡國，是因爲他們忽視律法書的敎誨，他 

們有獻祭的諸禮，但卻沒有敬虔的實意。但亡國後的猶太人在懊悔中 

醒悟過來，故堅守律法及在誡命上聖潔自守，是他們所强調的；第 

二，這些美食佳釀，很容易使他們樂不思蜀，甚至把其信仰置諸腦 

後；第三，但以理等人是當時難胞中的精英分子，他們一舉手，一投 

足都影響深遠，在此事上妥協，可以促使其他猶太人爭相效尤，後果 

便堪虞了。 

今曰敎會，有如活在巴比倫國中，因爲世上再沒有一個眞正的基 

督敎國家了 ；敎會所處身的，全是異敎徒的文化。任何的文化，均可 

以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其內容是與基督敎相符的，如中國人的 

忠孝思想等，可以爲信徒所接受及採用。第二部份是一些中性的內 

容，如電視、新聞刊物等，這些事物是要看我們如何運用，故仍可考 

慮採用。第三部分則與基督敎的信仰背道而馳，如色情、賭博及酗酒 

等，不爲信徒接受，故必須要將之拼棄在信徒生活之外，否則便會 

「站汚自己」。按此了解，基督徒應是「有爲有不爲」的，而不是順 

應民意，投其所好的。他先要淸楚自己信仰的立場，然後以自己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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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去作爲參照點，藉此界定那些是有利、那些是有害還是中性的文化 

活動，然後將他們分別開來，進一步將之吸納或拼棄。因此，我們要 

避免走向極端。完全從社會撤退，或是無條件地接受社會的一切產品 

均不合理，我們要有「品質管制系統」，有爲，也有所不爲。 

究竟但以理如此堅拒巴比倫王的要求，會否引來殺身之禍？敬虔 

者是否一定要成爲狗道者？答案便是神自己巴比倫，因爲「神使但以 

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一9)，「憐憫」一字爲複數字，是 

一種强調的措辭，即深切的同情。事實上，但以理與太監長及委辦這 

些管轄他們的長官，均維持良好的關係，於是，神便藉著這個關係， 

在太監長心中作工，使他對但以理等人的遭遇深表同情。無奈君令如 

山，如果因著在飮食上失職，以致但以理等人體格不及其他的人時， 

王一旦追討，必定會怪罪於他，他便會被砍下頭顱(一 10)。太監長並沒 

有但以理等人的信心，相信神會救他脫離窘境，故他表示愛莫難助， 

爲己命求自保亦是人之常情。然而但以理等人並沒有就此認命，他們 

既然得著上司的同情，於是便向上司之下的一名「委辦」，意即「監 

護人」求助。這一次，但以理等人心中有數，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 

案，便是祗要求吃素十天，作爲一個測試(一 12)。但以理等人要求吃 

素，主要是因爲巴比倫人不會拿素食及淸水祭神，這樣，便可以保持 

自身的潔淨了。畢竟，「十天」是一個不太長的時間，但亦足以顯出 

吃素後的影響，過了十天，如果「監護人」發覺有甚麼問題，便可以 

終止但以理等人的要求，這樣，亦不致有嚴重的後果。這實在是一個 

合乎情理的提議，無怪「監護人」允准他們的要求(一 14)。 

信靠神並不表示在面對困局時坐以待繁，乃是運用神所給予我們 

的聰明智慧，去尋求出路，面對社會上各種不道德及不公義的事。作 

爲社會上「小數群體」的敎會，更不應自暴自棄，採取被動的態度， 

反倒要運用自己的資源，力求突破，衝出個人的限線，甚至以「不可 

爲而爲之」的態度，悉力以赴，這樣，反而能夠成爲神工作的渠道， 

劣勢才能有被扭轉過來的希望，坐以待繁是自封門路，更是把敎會作 

爲世上的驢和光這天職引入死胡同中做法。 

三.考驗的結果 

不出所料，十天限期瞬即過去，但以理等人的面貌體格，猶勝同 

儕，這群猶太英雄，終於能得嘗所願，維持他們既簡樸，又不會在信 

仰上站汚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實，在政治上叱托風雲的尼布甲尼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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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此章的主角，故事的主角是但以理及其三友。因爲他們不是亡 

國奴，卻是神的用人，在巴比倫的深宮中爲主作見證。因此，每一位 

願意靠主而活的人都成爲神救贖計劃中的主角，演出生命的見證。但 

以理及其三友，實在是每一位願意爲主所用的人的美好措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