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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課 什麼是「現實」?(Tharroo) 
 

和合本：哥林多後書五 5-8 

「5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6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

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7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8我們坦然無懼，是

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在第廿四課時，我們提到我們是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是有形的世界，是眼可見，耳

可聽，手可摸的一個有形世界。我們活在這世界裏，要努力賺錢養家，撫養我們下一代，擔心他

們的前途，又擔心經濟困難，遇上失敗。這是一個有得有失，有成有敗，有苦有樂，有風有雨的

有形世界，我們往往就在這個有形的世界打滾；成了它的網中人，我們稱之為「現實」。 

 

然而，我們又感受到在這個有形的世界外，還有一個看不到、捉不到、撫不到的世界。它好

像很虛渺、很抽象、很不實在。但不知怎的，心中又感覺到它的存在，尤其當你失意的時候，你

會感受到這所謂有形的現實世界，又好似很不實在，很虛渺似的，一切都好像肥皂泡，空空如也。

相反的，那個看不到，聽不到的世界卻又好像很實在，只不過這不是憑眼見、憑手摸，而是憑信

心，在人生失意之際，或是感到灰心喪志的時候，卻感受到一些安慰和盼望，是多麼的寧靜、安

祥、實在。不過，我們只能憑信心才體會到這個屬靈世界的實在！ 

 

或許不少人都以為這說法太虛渺、太抽象、太不切實際，我們又怎樣脫離這個現實世界，視

之如無物？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五 5-8 給了我們一個非常精彩的答案，也指示我們如何經歷這個無

形的世界，保羅在此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希臘文字 Thorreo，中文譯作「坦然無懼」在古典希臘文

中，這是一個常見的字(Tharseo)，是形容一個人的勇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毫無懼色。

為什麼保羅可以有如此的勇氣，不怕人間疾苦，四面而來的壓力，甚至是無理的欺壓和虐待？保

羅說：「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信心，不是憑眼見。」簡言之，保羅對「現實」的看法與世人截然不

同，世人的「現實觀」是憑眼見，而保羅的「現實觀」，是「憑信心」。什麼是「信心」?希伯來書

的作者告訴我們：「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在此我們看到有關「信心」的

二大特點： 

 是「將來」或是「未見」之事，既是「將來」，或是「未見」，從人的角度看，就有一程

度的「不確切元素」(element of uncertainty)。比方來說，下一屆的美國總統是誰，我們

就無從可知，我們只能說，特朗普很有可能再任，但這仍是不確切的，又如我的女兒在

羅省居住，她現在應該是在醫院工作，但我沒有看到，也沒有與她通過電話，我就不能

肯定她現在仍是醫院工作。這因為這是不確切的事宜，我們才需要「信心」，我不用信

心相信我是一個人，也不用運用我的信心相信我現在正寫一篇文章，因為這不是「將來」

或「未見」之事，沒有「不確切的元素」在其中。 

 然而，「信」一方面是有「不確切的元素」，但希伯來書的作者卻說「信是所望之事之實

底，是未見之事確據，是「實底」，是「確據」。這樣看來似乎是矛盾，既說不肯定，又

說是極肯定，這豈非不合邏輯？這是因為我們信得過神的應許。祂既有此應許，我們就

信這是實底和確據了！這就好像我的子女，當他們年幼的時候，我帶著他們到聖地牙哥

旅行，他們從不問我有關那兒的境況，是否安全可靠，他們就毫不猶疑跟著我去，因為

他們相信我和我的話。同樣，我們行事為人，也不是憑眼見，而是憑信心，信得過神會

一直帶領著我們。 

 

或許你會問道：「說是容易，做起來真非常困難！」我是絕對同意這看法，按著我們的本性，

我們的現實觀都是「憑眼見」， 英語有云：「seeing is believing」。未見過，又怎會相信呢！所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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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說：「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正如在第七課時提到憑據這個字，

希臘文 arrabon，這個字是指交易時所交付的訂金、或首期，意思是一個保證，保證日後會兌現所

作的承諾。神承諾我們將來有「天上永存的房屋」，但這不只是將來，我們如今也可以經歷到這「天

上永存的房屋」，這是因為神已經給了我們「首期」，讓我們就是在現在也可以經歷到這無形的世

界(天上永存的房屋)，這就是聖靈在我們心中，叫我們可以體驗到和享受到這無形的世界。 

 

不過，這個「信心」是要「培植」的，透過靈修、默想、讀經、敬拜、團契、培植我們的信

心，我們就可以經歷到這無形的屬靈世界了！ 

 

默想 

(1) 你是怎樣看「現實」呢？ 

(2) 你有沒有經歷過這無形的世界？ 

(3)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培植我們對神的「敏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