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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百读不厌，可爱的诗篇，读的时候叫人心灵舒畅，读后火气平息，发人

深思。人与人的相处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相会容易相处难，人的本性就在相处的

过程里表露无遗，面目真相也就在同居的时候隐藏不住，烙印人心，难于去除。  

 

  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朝圣时路上唱的，也有人说，是当他们到了耶

路撒冷，上圣殿的台阶时唱的；总之是一群同蒙天召，有同样信仰的同路人，一同的

歌唱。可能大卫从他王宫往外看到这一群他的子民经过长途跋涉，从不同的地方聚

集，来到耶路撒冷朝圣时的那盛大融和景象，有了感触而写的。的确是神子民融和的

最高境界景象。  

 

 一、融和的因由    

  融和不可能没有因由，一般来说世界的融和若不是交易型就是互惠性的融和，都

是不谈因由，只谈目的的融和。这种融和维续不能太久。一旦利益好处没了，就再也

没有必要融和，常会恢复以往你争我夺的相咬相吞现象。利益性的融和结合本就是如

此，如同昙花一现。  

 

    然而，在此所述的融和是弟兄之间的融和，是生命本出一源，同有一父的融和。曹



操二子之争只有在觉悟「本为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情中才稍得化解。其实，人

类本就出于一源，都是神所创造、所眷爱、护卫的，天下万物都是休戚相关、生命相

联的并生和共生体。生态学的发现给了人类一种不能抗拒的启发，让人觉悟：原来，

“无人是座孤鸟，总体而论，我们只是大陆的一部份……任何人的死亡是我的损失，因

为我畢竟是人类的一小部分，勿问丧钟为谁而响，它是为您而响。”  这真是给我们极

大的儆愓，切不能忽视小子里的一个。  

 

  从这首诗文脉的体会中，我们看到，这班朝圣者都是背井离乡的同路人。人一旦

离了家，也就再无自我意识固执，只能有称兄道弟的关系，过着彼此照顾，祸福共享

的群居生活。神为他的子民设立节期，正是让他们可以回顾出埃及时，奔往迦南地时

的景象。这首诗中他们之间彼此称为弟兄，乃是因为他们同有一位真神、同事一位真

神、同在恩约里。也共同承受一个应许、一个产业。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下他们不能不

合而为一，这正是信仰使命的作用，是超越世界、宗教和文化的使命作用。对基督徒

来说，是让人放弃自我，以基督的心为心，正如保罗所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林前

一 13）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罗十二 5）  

 

 二、融和的指标和规范  

  这里所说的融和，不是一般的融和，诗篇特用“同居”来形容。诗人说的是“弟兄和

睦同居”。同居当然不单指生活一起，乃是心灵和生命的融合，诚如前文所述，是相交

而相处的真实体现。“同居”有两方面含蕴要诀：  

 

a/内在生命的结联 

  借用白居易《长恨歌》中所写，犹如：连理枝”、“比翼鸟”的亲密。这是一种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融汇；不是一种不得已的混合，乃是一种决然中的必然，是生

命的共存、并生和同长。  

 

b/外在生命的表彰 

  人间爱请的缺点若不是口是心非，就是深存于心、不显于形的爱在心头，不以言



喻。古今中外，多少悲剧，就此而生，其中最叫人伤感的，莫不是那些真心的切切之

爱，因未及时吐出，而造成多少无谓的误会和悔恨悲剧。但愿有爱有情的人都会乘机

将心头中的话说出来。免得想说的时候，已是百年身、空悲切的悲伤终剧。正为这缘

故，我们应当趁着现在，与弟兄同居，不但应有生命内里的彼此委身，更当有外在生

活的交付和体现，珍惜现在能同路同居！  

 

三、融和的优美和全备   

  诗人用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来形容和睦同居的情境。许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常是善

者不美，美者不善的残缺和遗憾。其实，从本体上来说，善与美本应是相同相关的。

善是美的根，而美应是善的果，无善的美非美，无美的善非善。正为这缘故，雅各

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

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祂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变的影儿。」（雅一 16-17）

美善的本源是神，美善的结合是全备，在弟兄和睦同居的真实中，我们看到了美和善

的全备和融汇：见证了神的恩赐和赏赐的真实。天下雪花，树上青叶看来相似，何尝

曾有相同？但个个皆为神所赐予，各尽其职成为美好，显明神的完美，见证神的全

备。弟兄之间，个性相别，却都可在同居中显为美善完全，叫人感赞。  

 

四、融和的象征含蕴  

  诗人用膏油和甘露来形容弟兄和睦同居的状态，思考一下其中意义。  

 

a/膏油的启发。  

贵重的膏油，绝不会是自然形成。虽然香膏的原料出于神的创造，但它是得

经过多人的采摘、研磨、加工，和渗染、调和，最后才可成为称人意、任人用的

香膏。  

 

   在此讲的香膏是指职位性膏抹用的香膏。在某种意义上，诚然指着香膏制作

的目的是为了事奉神。也正为这缘故，在制作的过程中，只得兢兢业业细心别致

的精而求精制成香膏。这就说明了弟兄和睦同居原有的含蕴和目的，不是为自我



的成全的陶醉和群体团结的促成；相反的，乃是负有高尚的目的，是要肯定神所

赐的职分，作成神的工。为此，在其制作过程中，得竭尽心智，尽当尽的本份。  

 

b/甘露的启示 

  如果说膏油是人奋力制作的成果，那么甘露的形成就是神的独特、奇妙作

为。甘露不是人所造，乃是神的作为和恩赐。其实，甘露和香膏一样是由各种不

同原料形成的，甘露里的水分子，来处不同，但都因神的意旨，在所定的时刻

中，整合成形，惠赐于人，叫人得福。  

 

     从膏油和甘露这二个物件的形成，我们所得着的教训乃是融和的生命本就是

出于神，有神所派定的目的。  

 

     但是实际融和的生活竟然还得是人的本份和作为。当我们尽了当尽的本份，

作了当作的努力，肯放弃自己，彼此学习融合时，神的福份和荣耀就必成全我

们，不但让我们承受福份，更让我们享受神的荣耀作成祂的工。简单的说，和睦

同居是如同甘露，是神的作为，但亦如香膏是人的努力和效劳。  

 

 五、福份和恩泽  

  这里又讲到两件事：a/ 浇下的膏油和降下的甘露 b/ 神所应许永远的福份  

 

a/浇下的膏油和降下的甘露  

       没有浇下的膏油和没有降下的甘露，都是徒然无益的一种存在。融和的生

命和生活不是单为着好看而存在，乃是未完成其主要和必须的使命：职份的确定

和成全，以及万象的生长和粮食的丰硕。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浇下和降下正给了我们更深一层的启示，说明

了融和的实际效能是离不了卑和微事奉的体现，要效法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 6－8）肯降下，能浇下，

才配称为主的仆人。  

 

b/神所应许的福和永远的生命   

  诗人在此用了两件事来形容融和生活的善美和果效。“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1)      神的命定： 

这说明了神的原定谕旨，神愿意人过着融和的生活。不融和是罪的后

果，但神竟有更高尚更大的原意和作为：人可以在祂里面享受真实的和

平。平和与康泰是神的命定，为此人应竭力保守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荣神益人。（弗四 2-3）  

 

      2)      神的托付：  

神的命定亦包含了神的托付，神要人作祂的工，他为人预备了作成事工

所需要的一切。在神的眷顾和供应中，祂让我们一无挂虑而丰富有余。

为此，我们可以谦和温顺，彼此推让，彼此成全，去作神的工。  

 

3)      神所命定的福：  

 神的福份不单是神的赐予，而是有神同在的生命经历。这里特别指出就

是永远的生命。 

      生命的永恒若没有神的同在，那是一个不可承担的灾祸。是一种无可适

从和失迷的永恒。对活在罪恶中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恐怖中的无奈和威

胁。没有神的永恒是无着的将来，是不可想象的可怕。    

 

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将永恒放在人里面。（传三 10），为着那永恒，人不惜

一切，尽力寻找生存的意义。因为没有意义的存在是何等的枯燥、无味、无奈、

可怕。  

 



       就当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和睦同居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弟兄、找到了自己，

又就在那时，看到了神向我们显明的爱，「因为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

个更大的了。」（约十五 13）  

 

六、结束的话  

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和善，若没有神的存在和保障，若没有神所赐永远的福，那只

是以人为本的交易和虚妄，它会给人带来一时的畅快与和平的气氛，但终必在人自我

的意识的识辨中消灭了。和睦同居的融和只有在“弟兄”的识辨中可以得着肯定，也只

有在同居中得着体现，这一切在并生和共生的存在和使命的成全中得神的祝福。让我

们觉悟我们本都是出于一本一源，我们原都是由祂而生（徒十七 26）更让我们本着神

永恒不变的应许活出，享受那永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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