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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5 第 3 課 上帝是自主、自由的上帝 

經文：耶利米書 18：1～12；啟示錄 4：11 

參考經文：以賽亞書 45：9～13；腓立比書 2：5～11 

金句：「你（上帝）創造了萬物；萬物被造、得以生存，全憑你的旨意。」 

（啟示錄 4：11b） 

經文研究：耶利米書 18：1～12；啟示錄 4：11 

耶利米書 

18：1～2 上主對我說： 「你到那陶匠的家去；在那裏我有話交代你。」 

上主講話的對象是耶利米。耶利米是猶大國末期的先知，出身於祭司家庭，他忠

心、懇切地傳遞上帝要人們悔改的信息，只是猶大國上下都不願意接受，以至於

他充滿痛苦，被後世稱為「流眼淚的先知」。 

陶業是以色列地區相當普遍的產業。陶匠的家或工場通常在有黏土供應和有水源

的地方，以便陶器的製作。 

18：3 於是我到陶匠家去。我看見他正在轉動輪盤，製造陶器。 

當時的製陶器具是長這樣的：有根直立的軸，兩端各有一塊圓形的石頭作為輪盤，

陶土放 

置在上面的輪盤，陶匠用腳轉動下面的輪盤時，上面的輪盤也會隨之轉動，陶匠

則同時用 

手捏塑陶土。 

18：4～6 每當手裏所捏的黏土不完美，他就用那塊黏土做成別的器皿。後來，

上主又對我說： 「難道我不能按照陶匠處理黏土的方法來處理你們以色列人嗎？

你們在我手中就像黏土在陶匠手中。 

上帝將自己比擬為陶匠，藉著陶匠製作陶器的過程，讓耶利米了解以色列人與上

帝的關係就好比陶土與陶匠，上帝對人有絕對、不受其他勢力左右的主權，能夠

自主、自由地決定人的前途；但是，上帝會基於耐心、愛心、恩典及自由，來塑

造人的生命，即便人犯罪、不完美、沒有順從上帝的心意來榮耀上帝，但是上帝

不會因而放棄，而是會一再地藉由管教等方式，塑造人的生命。和合本聖經在第

4節尚有一句話：「陶匠看怎樣好，就怎樣做。」（和修版譯為「照他看為好的

去做」）。陶匠可憑其意識、喜好、能力，來決定眼前的陶土要被塑造成什麼樣

的陶器。上帝對人、對這世界，也是如此。 

18：7～10無論甚麼時候，我宣佈要剷除，破壞，或摧毀一個國家， 如果那國家

離棄罪惡，我就回心轉意，不降災難。 無論甚麼時候我宣佈要栽培，建立一個

國家，如果那國家不服從我，專做壞事，我就改變心意，取消我原先的計劃。 

上帝雖然能自主、自由地做出選擇，決定人的前途和命運，不過，上帝並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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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原則、好惡搖擺不定、全憑感覺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上帝會依據人的作為是

否符合公義、犯罪還是離棄罪惡，來做出判斷。換句話說，人是決定自身未來的

關鍵之一，不全然像個木偶般被上帝操控。 

回心轉意是個擬人化的字詞（和合本翻譯為後悔；和修版則譯為改變心意），這

並非意指上帝的想法和心意會轉變。上帝的心意始終不變，他總是希望真正的平

安、喜樂、公義臨到他所創造、所愛的世界，為了實現這個不變的心意，上帝必

須因應人類的行為變化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因著上帝是自主、自由的，所以沒

有任何事物能阻止、改變上帝對這世界的心意。 

18：11 所以，你要這樣告訴猶大和耶路撒冷人民：我計劃打擊他們，準備懲罰

他們。你要勸他們停止作惡，改變他們的所作所為。 

這裡的猶大應指猶大國。公元前922年所羅門王死後，以色列王國分裂為二，猶

大支派與便雅憫支派組成了猶大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公元前587年被巴比倫

帝國所滅。 

「耶路撒冷」：古名耶布斯，位於迦南地的山區。大衛攻取此地後，以此地為以

色列王國的首都，取名為大衛城或錫安（參撒母耳記下5：6～10，列王紀上8：1）。 

上帝懲罰人的目的，是要讓人不再犯罪、犯錯，並願意悔改，改變心意及行動。 

18：12 他們要回答：「不！我們何必改過？我們要隨心所欲，順著自己頑固的

本性作惡。」 

即使上帝以耐心、愛心呼籲猶大人民悔改，也透過耶利米告訴猶大人民，不悔改

將招來災禍，但猶大人民依然心硬，不願順從上帝的心意，依然故我。 

 

啟示錄 

4：11我們的主，我們的上帝！你配接受榮耀、尊貴，和權能。你創造了萬物；

萬物被造、得以生存，全憑你的旨意。 

「啟示錄」：作者可能是使徒約翰，成書時間約在第一世紀末。該書信運用大量

的象徵筆法，鼓勵當時的教會在各樣患難、引誘等考驗中，依然堅守基督信仰，

相信並等候上帝完全得勝、新天新地降臨的時刻。 

這是一篇短詩。啟示錄作者約翰在異象中，看到24位長老稱頌上帝，他們以此詩

歌肯定所有的生命是因著上帝創造的大能與意識而得以存在，而不是出於其他的

勢力、或是萬物自己的力量。而上帝創造萬物，也顯明上帝有著至高無上、配得

榮耀的主權、能力和自由。 

羅馬帝國時期，群眾對於戰爭凱旋歸來的皇帝會歡呼說：「你是配得……的」；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則是羅馬皇帝多米田建立的皇帝崇拜中，對皇帝的稱謂。

換言之，24位長老以當時羅馬帝國對皇帝的稱頌來榮耀、形容上帝，指出上帝才

是真正至高的君王和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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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上帝是自主、自由的上帝 

什麼是自由？ 

    今天的主題是「上帝是自主、自由的上帝」。在講故事前，老師要先帶領大

家進行一個跟「自由」有關的小活動。（請老師事先在上課處，用繩子或有色膠

帶在地板上列出一條線，然後請學生站在線上）。老師等一下會出幾個狀況題，

如果你認為你有自由可以做這件事，就往右邊跳；如果你沒有自由做這件事，便

往左手邊跳。（過程中，老師可以簡單問學生做決定的原因，了解學生的想法） 

   狀況題如下： 

   1. 吃想吃的東西。 

   2. 買想玩的玩具。 

   3. 家人要你幫忙打掃家裡。 

   4. 一直打電動或看電視。 

   5. 關心需要被幫助的人。 

   6. 欺負、排擠班上令你討厭的同學。 

   7. 專心上課。 

   8. 拿石頭丟野貓野狗。 

    大多數人認為「自由」的意思是「不受限制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顧慮

別人的感受及需要」，因此有些人以為自由是人能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包括

別人不喜歡、覺得不舒服的事以及做壞事，例如剛才狀況題提到的欺負同學或小

動物。 

    如果自由真是這個意思，那麼「上帝是自主、自由的」這句話，意思是說上

帝想怎樣就怎樣，他無須在乎這世界的狀況，也不用理睬我們的需要，更不用考

慮他的決定是否有按照原則或是他公義憐憫的本性囉？ 

是這樣嗎？老師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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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匠與陶器的故事 

    公元前六百多年、也就是大約兩千六百年前時，當時的猶大國，從君王到百

姓，很多人不信靠上帝，不但如此，他們還犯罪，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歡的事情，

例如：不但不幫助貧窮的孤兒和寡婦，還欺負他們，把他們逼得快活不下去；商

人用欺騙的方式賺錢；法官和政府官員沒有公平正義地對待人民。 

    面對這可怕的情形，上帝希望人們停止犯罪，不然將引來戰爭、饑荒、瘟疫

等嚴重可怕的災難，人們將因而受苦。於是，上帝派一位對上帝非常忠心的先知，

名叫耶利米，要他向人們表明上帝的心意，要求人們認罪悔改，專心聽從上帝的

教導。 

    （出示彩圖 a）這一天，上帝交代耶利米去做一件事，上帝說：「耶利米，

我要你去製做陶器的陶匠家，在那裡，我要告訴你重要的訊息。」 

    如果上帝有話要對耶利米講，為什麼不在這時候講，還要他去到陶匠家之後

才要說呢？這情況似乎有點奇怪。不過，對上帝忠心耿耿的耶利米一聽到上帝的

命令後，沒有多問上帝原因，便馬上出發去陶匠家。 

    （出示彩圖 b）耶利米來到陶匠的家，看見陶匠正在製作陶器。陶匠用腳轉

動著輪盤，讓陶土可以跟著輪盤轉動，同時陶匠用雙手捏著陶土，把陶土捏成他

想要的樣子。看著陶匠專心的樣子以及手腳如此靈巧，耶利米打從心底佩服陶匠。 

這時，陶匠突然停止工作，並且嘆了口氣。「是工作累了嗎？」耶利米正這麼猜

想的時候，（出示彩圖 c）陶匠忽然把眼前的半成品毀掉，搗打成一開始陶土的

模樣！ 

    好不容易就要完成一件陶器了耶！為什麼陶匠要突然重頭開始？原來是因

為陶匠不滿意作品，認為它不夠完美，不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的模樣，於是陶匠決

定把這陶土「毀掉重練」。接著，陶匠再次轉動著轉盤，比之前更專注地捏著陶

土。過了一段時間，（出示彩圖 d）陶匠兩手捧著新做好的陶器，認真地反覆觀

看，接著，他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看來他很喜歡這個新作品。而那天，陶匠完

成了幾件陶器，有的一次搞定，有的則是重新製作後才完成，甚至有一兩塊陶土，

陶匠可是反反覆覆地捏了又捏好幾遍，才感到滿意。 

    耶利米觀看完陶匠製作陶器的過程後，上帝對耶利米說話了：「我之所以要

你來到陶匠的家，是要你從製作陶器當中了解一件事—我就像陶匠，你們以色列

人則是陶土，我創造了你們，並且有自由及能力，能夠自主地決定你們的未來，

沒有任何人以及其他勢力能夠打亂我的判斷及行動。」 

    上帝繼續說：「現在的以色列人，做了許多違背我公義及憐憫本性的壞事，

傷害了許多無辜的人，讓我很不開心。為此，我可以讓你們的國家遭受災難，甚

至被消滅來懲罰你們，好讓罪惡不再擴散，無辜的人不再繼續受害。但是，只要

你們願意認罪悔改，不再犯罪、不再做壞事，並且順從我上帝的命令，我便會回

心轉意，不但不懲罰你們，還會保護、建立你們的國家。」 

「耶利米，你去勸告以色列人：停止做壞事，認罪悔改。不然我就要打擊、懲罰

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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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自主與自由 

    在這故事中，我們看見上帝的一些本性。上帝是自主的，他對事物好壞有自

己的主見，上帝有自己的意志，有自由按著自己的主權和意志行事，沒有人能夠

限制上帝的決定和行動，因為他是創造世界萬物的主宰，所有人的能力及地位都

遠比不上他。所以，上帝用「陶匠與陶土」作比喻，說明自己與人的關係，因為

陶土不可能向陶匠說：「嘿！我不想被你做成碗，我要當水瓶！」又或者說：「我

不覺得我這樣哪裡不好看，所以，不准你重新捏製我！」然後誓死抵抗陶匠的雙

手，這樣的關係正好說明了上帝是自主、自由的，誰都無法限制他。 

    但是，上帝不會隨便使用他的自由。從剛才的故事中，我們看見上帝之所以

懲罰以色列人，不是因為上帝無聊沒事做，而是因為以色列人做了傷害別人，讓

上帝不喜悅的壞事。這些壞事違背了上帝公義憐憫的本性，上帝為了讓他所創造

的世界維持公義和平，憐憫、保護那些受欺負的無辜者，於是透過耶利米警告以

色列人：不要再犯罪、做壞事，不然將遭受懲罰。 

    這同時也顯明上帝的自主性不是隨便、任性，上帝那不受他者限制的主權和

意志是美善的―也就是公義、慈愛、憐憫等。上帝懲罰以色列人，不是發洩情緒，

而是管教他們，因為以色列人是上帝出於愛而選擇和創造的子民，如今以色列人

不聽話、做壞事，上帝也必須負責任地管教他們，好讓他們可以變得更好，真正

成為這世界的幫助及祝福。 

    換句話說，上帝是基於愛和公義，來運用他的自主和自由，做出決定和行動。

也因此，上帝為了愛世上所有的人，讓罪惡遠離他所造、所愛的世界，讓人們得

到救恩，於是差遣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以僕人的樣式，關心、服事身體和心靈受

苦的人們，並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好讓人們領受新生命。這是上帝「積極的」

運用自主、自由而有的決定及行動。不過要小心：當人遭受災難、意外等不順遂

的狀況時，我們不應該推斷「他一定是因為做了壞事，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懲

罰他，叫他認罪悔改。」這位自主、自由的上帝，有時會以人難以理解的原因及

方式，讓人遭遇到困境，不見得都是因為這人做錯了什麼。我們往往很難了解原

因，但在這時候，我們要更加相信：上帝既然是公義憐憫的，他一定會看顧、陪

伴、幫助正在困境中的人。 

真正的自主和自由 

    回到一開始老師問大家的狀況題。真正的自主和自由，其實不是自己想做什

麼就做什麼。我們可以效法上帝，以愛和公義為出發點來思考，做出對人們、對

生命有益處的判斷，然後甘心樂意地去行動。因此，做很少人喜歡、上帝也不喜

悅的壞事，甚至還不願意負起責任並不是真正的自主和自由；相反的，按照上帝

的教導，去關心需要被幫助的人，以喜樂的心盡自己的責任，這才是真正的自主

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