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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命的活水  約翰福音四章 

 

耶穌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不但引起了施洗約翰的門徒心生不滿，在一旁的法利賽人更

是虎視眈眈，耶穌因此離開了猶太地，在返回耶路撒冷的路途中，耶穌這一行人必須經過

撒瑪利亞，他們來到一座叫做敘加的城，就在附近稍作停留（約四：1-6）。 

      在雅各井旁，耶穌打破了種族、宗教和性別的界限，向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要水喝，

耶穌從解渴的水切入了活水的主題，人喝了水會再渴，然而耶穌賜下的活水，就是那豐盛

的、永遠的生命會使人內心的飢渴得到永遠的滿足（約四：7-15）；當耶穌將話題轉向婦

人的私生活時，婦人卻轉移話題到有關敬拜地點的爭執，耶穌立時做出了一個創新的宣

告，「那時候」已經來到了，敬拜的地點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真正的敬拜，那樣的敬拜是

藉著所賜的聖靈、在耶穌所啟示的真理中敬拜上帝（約四：16-26）。 

      當這個婦人意識到她所面對的這一位很可能就是她的族人所等候的他賀伯（撒瑪利亞

人的彌賽亞）時，她急匆匆地回到敘加城裏，向她的族人宣揚這件奇事，許多人前來見耶

穌，並且相信了耶穌是世界的救主（約四：27-30、39-42）；耶穌趁機教導門徒，以食物

切入傳福音的主題，使人真正滿足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話，在此時此刻遵行神的話就是開

始收割莊稼，耶穌呼籲門徒舉目向田觀看。撒瑪利亞人正是第一批收成（約四：31-38）。 

      耶穌又回到了之前變水為酒的迦拿，在責備加利利人求神蹟的錯誤之際，耶穌仍然出

於憐憫，醫治了一個大臣的兒子（約四：43-54）。約二：1 至四：54 自成一個自迦拿至迦

拿、首尾呼應的單元，至此告一段落，在這個單元中陸續發生的事件貫穿成一個共同的主

題，就是「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因為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世界上，耶穌會賜下

生命的活水給凡是相信祂的人。 

 

主題：耶穌賜給人的新生命超越所有宗教，它能滿足人一切需要，並持續到永遠。 

 

約四：1-26  耶穌向撒瑪利亞婦人宣告生命的活水和真正的敬拜 

 

一、耶穌離開猶太的原因是甚麼？為什麼作者說祂「必須」經過撒瑪利亞？他們來到了那

裏？那時發生了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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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穌從那裏切入和撒瑪利亞婦人的談道？他們的對話環繞著水，然而他們思想中的水

有什麼不一樣？耶穌向婦人提供的活水有什麼特質？它指的是什麼？只有誰能賜下這樣的

活水？婦人理解耶穌的話嗎？ 

   

 

三、V.16-19 耶穌為什麼將話題轉到婦人的私生活？它可能在婦人心中引起什麼反應？你

認為這個婦人心中真正的乾渴是什麼？她理解自己的需要嗎？然而婦人將話題轉移到那

裏？你認為她為什麼會轉移話題？ 

 

 

四、V.21-24 耶穌如何答覆這個婦人的話？「時候」指的是甚麼時候？當時候來到的那

時，敬拜的地點會有甚麼改變？敬拜的性質會有甚麼不一樣？耶穌認為，為什麼在神學的

爭論上，猶太人會比撒瑪利亞人占優勢？  

 

 

五、V.25-26 婦人理解耶穌對於敬拜的創新的解釋嗎？耶穌為什麼會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

坦言祂真正的身份？ 

    

 

六、從 V.7-26 這段經文的描述中，你對撒瑪利亞婦人有什麼認識？她和尼哥底母有什麼鮮

明的對比？他們又有什麼共同點呢？據你的觀察，耶穌如何識透他們的內心而對症下藥？ 

      

 

註：V.1 句首原文有一個 oun（因此、所以），中文譯本未譯出，此處可連結於可三：25-

26，說明耶穌離開猶太的原因是因為祂的影響力已引起法利賽人的注意和敵意。 

V.4 從猶太往北到加利利，最便捷的路線是經過撒瑪利亞，否則要往東繞道約旦河外的路

線，由於歷史和宗教的因素，撒瑪利亞人為猶太人所鄙視，故有些猶太人寧可繞道而行，

耶穌走的是捷徑，然而此處的「必須」可能神學因素大過地理因素，因為希臘文「必須」

這個字在約翰福音中常用來表達上帝的計劃（三：7、30，九：4，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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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9「沒有來往」的希臘文雖可譯作「與…交往」，但更普遍的用法是「與…共用」，此

處也可能是指猶太人不和撒瑪利亞人共用餐具。 

V.13 耶穌使用「水」或「活水」這個字有其舊約的背景（參耶二：13，亞十四：8，賽

一：16-18，結三十六：25-27）。此處的「水」指的是只有耶穌能賜下、令人不再饑渴的

永生。 

V.20 猶太人傳統的敬拜中心是在耶路撒冷，但撒瑪利亞人不接受這個傳統，他們以摩西五

經為依據，選擇在基利心山上建立聖殿、作為敬拜之地。 

V.23-24 和合本譯作「心靈和誠實」，更直接的譯法是「靈和真理」，真正的敬拜是藉著

所賜的聖靈，在耶穌基督所啟示的真理中敬拜上帝，這樣真實的敬拜的時期已經出現了。

約翰福音中的「時候」往往是指耶穌被釘十字架、復活和得高舉。 

反思和應用：耶穌打破種族、宗教、性別的界線，進入異文化「宣教」，這件事對我們最

大的提醒是什麼？如何應用在我們個人和教會中？當我們今天在為不同的敬拜方式而爭論

的時候？耶穌的教導是什麼？在你的人生中，你最大的渴望是什麼？耶穌所賜生命的活水

是否使你得到滿足？請分享你所經歷到的活水？  

 

約四：27-30、39-42  撒瑪利亞人接受耶穌是世界的救主 

 

七、門徒見到耶穌和撒瑪利亞的一個婦人說話有甚麼反應？這個婦人在接受耶穌之後，她

立刻做了什麼事？ 

     

 

八、這個婦人如何為耶穌作見證？她的見證在城裏造成了甚麼影響？撒瑪利亞人相信耶穌

真正的原因是甚麼？他們的信心和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有什麼不同嗎（參約二：23）？ 

    

 

反思和應用：這個微不足道的婦人信了耶穌以後立刻作見證，而她簡單的見證竟然引領了

許多人歸向耶穌，這個婦人有甚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約四：31-38 耶穌以收割莊稼的比喻提醒門徒傳揚神國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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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門徒和耶穌的對話中，門徒有什麼誤會？耶穌所說的「食物」是什麼？它和下文收

割莊稼有甚麼關係？ 

     

 

十、耶穌以收割莊稼比喻甚麼？祂在這個時間點說了這個比喻有什麼特別的用意？「莊

稼」包括那些人？從那裏可看出「莊稼已經熟了」？ 

         

 

十一、為什麼撒種的和收割的能一同快樂？V.38 門徒享受的是誰的勞苦？我們今天若帶領

一個人信主，我們享受的可能是那些人的勞苦？然而真正動工的是誰呢（參林前三：6-

7）？ 

      

 

註：V.34 耶穌引用申八：3 將門徒的思想導向另一個層次，最讓耶穌感到滿足的就是遵行

父的旨意，祂此刻正在做這件事，就是引導撒瑪利亞婦人認識真神。 

V.35「收割」在聖經中具有末世性的象徵意義（參賽二十七：12，太十三：24-30），耶穌

可能是在說，在祂的事奉中，末世的時代已經來到了。 

反思和應用：你曾否因為向某人傳福音多年不見果效，而感到灰心？「那人撒種，這人收

割」這句話對你有什麼鼓勵？當你「不勞而獲」時，你該記念誰的辛勞？歸榮耀給誰？ 

 

約四：43-54  耶穌施行神蹟醫治了大臣的兒子 

 

十二、V.44 耶穌說的這句話出現在這裏是甚麼意思？「本地」可能是指那裏？加利利人為

什麼歡迎耶穌？耶穌對他們的反應有什麼評價（參約二：23-24，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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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這個醫治的神蹟發生在那裏？這個大臣來見耶穌是出於信心嗎？耶穌為什麼答應了

他的懇求？這個事件的結局如何？ 

     

 

十四、V.48 耶穌責備的是那些人？從這節經文看出加利利人的信心停留在甚麼程度？依靠

神蹟的信心為什麼會受到耶穌責備？神蹟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參約二十：31）？ 

       

十五、從第四章的經文中找出你對耶穌的認識，祂的身份？祂的使命？祂對世界的影響？

祂對個人的關愛？ 

 

 

註：V.44「本地」（希臘文 patris）這個字在對觀福音中通常是指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根據

上文，這個字在此處有和外邦的撒瑪利亞作一對比的意思，因此較合適的解釋可指猶太和

加利利地區。加利利人對耶穌的歡迎是基於神蹟，他們對耶穌並沒有真的認識和尊敬。 

V.48 耶穌在此是對整體加利利人的責備，所以用的是負數的「你們」，大臣所表現出來的

是整體加利利人的錯誤。 

反思和應用：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嘗試從理性和經驗兩個層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