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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備的禱告：從路德對主禱文的詮釋認識禱告的本質 

林盈沼 

前言：最偉大的禱告 

路德說：「主禱文以稱頌、感恩及承認上帝為父開始，並以兒女的敬愛及對

父親恩慈的認定，向他誠摯傾訴。就祈求而言，這個禱告是無與倫比的。因此，

它可以說是世上最莊嚴宏偉的禱告」。1

禱告是人與神互動最直接的方式，耶穌透過「主禱文」教導他的門徒如何禱

告，所以這個禱文成為歷史歷代基督徒最常使用的禱文。為了幫助信徒清楚信仰

的內容，建立正確、親密的人神關係，不致輕忽或誤用這個最為信徒熟知的禱文，

路德對主禱文作了精闢的詮釋。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路德會如此重

視對主禱文的教導與詮釋；並將其內容放進他的大小問答中，和十誡、使徒信經

等內容並列，作為信徒必讀的信仰須知及實踐依據。 

 
在桌邊談論到大小問答時，路德曾表示：「主禱文是禱告中的禱告，是所有

禱告中最偉大的禱告。它是最偉大的導師對我們的教導，內容包含了所有屬靈及

身體的祝福，亦是人在一切試煉、試探、苦難中，甚至臨終前，最卓越的安慰」。2

從這裡可以看出主禱文在路德心目中的地位。因為主禱文是主親自教導的禱告，

他教導我們如何禱告，以及禱告之內容。可以說是神親自主動將適當的禱文、及

禱告方式放進我們口中，使我們對「禱告能蒙祂喜悅及垂聽」堅定不疑。3

 
 

在路德的講道或寫作中，只要論及禱告的本質，他就會不厭其煩地回溯到主

禱文。4此外，許多路德自己的禱告皆是以他對主禱文的理解作為基礎發展而成

的。5

                                                 
1 Martin Luther, “Sermon for the Fourth Sunday in Advent, Philippians 4:4-7” in 

路德殷切期望主禱文可以作為信徒操練禱告的最佳指引，因為這個禱告同

John Nicholas 
Lenker, ed., The Sermons of Martin Luther, vol. 6(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3, reprint), 
107. 另參《小問答》，〈主禱文〉，2，於李天德譯（修訂版譯者：曾森、李志傑、古志薇），協同
書—基督教信義宗教會信條（香港：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1 年修訂初版），296 頁。（以下簡稱
協同書）。 

 
2 Martin Luther, “Of the Catechism, 267,” in Martin Luther’s Table Talk,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Hazlitt Esq. (UK: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Ltd, 2003 republished), 212. 
 

3 馬丁路德，基督徒大問答，鄧肇明譯（香港：道聲，2004 年三版），85-86 頁。 
 
4 參路德的 Sermons on the Gospel of St. John Chapters 14-16《約翰福音 14-16 章的講章》，

Martin Luther, Luther’s Works, vol. 24, ed. Jaroslav Pelikan and Helmut T. Lehmann, (Philadelphia and 
St. Louis: Fortress and Concordia, 1968), 以下簡稱 LW。尤其是 382-395 頁，針對約 16:23 的講解。

並參本文註 1。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ref=ntt_athr_dp_sr_1?%5Fencoding=UTF8&search-type=ss&index=books&field-author=John%20Nicholas%20%28edited%20by%29%20Lenker�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ref=ntt_athr_dp_sr_1?%5Fencoding=UTF8&search-type=ss&index=books&field-author=John%20Nicholas%20%28edited%20by%29%20Le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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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涵蓋了人全方位的需要。路德就曾在 1522 年寫的「個人禱告書（Personal Prayer 
Book）」中表示：「當一個基督徒在任何時候正確地以主禱文禱告，或使用主禱

文的任何一部份，他的禱告已是游刃有餘（more than adequate）」。6

 

因此他力勸

所有信徒們習慣以這個平易近人的禱文來禱告。 

路德對主禱文的理解使我們洞悉禱告的本質，他認為所有聖經的教師皆總

結：禱告就是「將心思或意念舉向神（the lifting up of heart or mind to God）」。7因

為他看出禱告如同神與人的交談，是出於一種信任與愛的關係而生發出的互動。

禱告不是一種儀式化的行為，或是想藉著外表的形式、或我們的努力與熱心，賺

取神的祝福看顧，甚至操控神給人想要的。8此外，禱告是父子間的對話，是我

們個人親自、直接地沈浸於神的恩典中，且藉著信心使得神的應許成為我們的祝

福。9在大問答中，路德就表示我們受到鼓舞來禱告，是由於神的命令及應許，

因那是不會失敗，也不會欺騙人的。10

 
 

在路德的詮釋下，主禱文將禱告的本質明白呈現出來，我們就從以下六點的

歸納整理，瞭解何以路德將之視為一個全備的禱告：一個重視神的榮耀，並兼顧

信徒身心靈需要的全方位禱告。 
 
一、主禱文指出：基督徒當禱告是神的命令 
     

耶穌在教導門徒禱告時，是用命令式吩咐為開始。11路德在他的大問答中論

主禱文時，就相當強調禱告是神的命令，也是我們的本分。12其神學基礎就是基

於十誡的第二誡「不可妄稱上帝的名」。路德從反面解釋這誡命，他認為如果某

節經文禁止某事，就意味著神允許與其相反的事。13

                                                                                                                                            
5 Friedemann Hebart, “The Role of Lord’s Prayer in Luther’s Theology of Prayer,” Lutheran 

Theological Journal, Vol. 18, No. 1(May, 1984), 6-17. 

而這條誡命乃是要我們「敬

 
6 LW 43:12 in “Personal Prayer Book, 1522.” 
 
7 LW 42:25 in “An Exposition of the Lord’s Prayer for Simple Layman, 1519.” 
 
8 Robert Kolb, “Martin Luther on Prayer,” Martin Luther Theology Seminar,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Hsin Chu, Taiwan (June 15-16, 2008). 
 
9 Hebart, “The Role of Lord’s Prayer,” Lutheran Theological Journal , 6-17. 
 
10 《大問答》，〈第三部分主禱文〉，21，協同書，379 頁。 

 
11 希臘文 proseu,cesqe (you should pray, 你們要禱告) 為命令語氣現在式第二人稱複數

的動詞。 
 

12 《大問答》，〈主禱文〉，9，協同書，377 頁。 
 
13 關於路德如何從經文反面作詮釋，特別是對第二誡的解釋，詳細分析請參 Timothy J. 

Wengert, “Luther on Prayer in the Large Catechism,” in The Pastoral Luther: Essays on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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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親愛上帝……在一切患難中求告祂的名，禱告、頌讚和感謝」。14因此路德

視禱告如同其他誡命一樣，是神「嚴格且認真地命令的」。所以這條誡命要求我

們頌讚神的聖名，在一切患難中禱告呼求祂的名。15路德認為對基督徒而言，禱

告不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而是一個必要的義務與責任。16路德說：「禱告時，我

們當說什麼，及應為何求告，我們當認為是上帝要求的，且出於對他順服」。17

 
 

這種基於對神的順服是路德心目中的第一優先，不在乎我們看自己是罪人或

義人、配或不配。路德還特別警告，如果我們對此命令視同兒戲、不去遵行，神

就要發怒施刑，後果相當嚴重。18

 
 

    路德之所以要強調禱告是神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看見人性本惡的特

質，這特質會使人「時常逃避神，認為他不須也不顧我們的禱告，因為我們是罪

人，只配得怒氣」。19所以他要求信徒尊重、順服這誡命，並且當思想：「因我自

己，這禱告便算不了什麼；但重要的是因神曾這樣吩咐」。他認為神要藉此誡命，

顯明祂不會丟棄或驅逐信徒。即使我們是罪人，神仍願意吸引我們到他面前，求

祂施恩。20因此，在本質上，路德要求信徒順服神的命令就是順服神的話，只是

神的話以命令方式呈現，而神的命令是信徒能夠依靠信賴的基礎（on this I can 
rely and depend）。21

 
 

不過神的命令並非神蠻橫的獨裁表現，而是出於恩典的旨意，是一種親子摯

愛的呼籲，目的是要信徒得著最大的益處。因此命令的目的是為了應許。這一點

在小問答中表露無遺。路德在小問答主禱文的啟言中指出，禱告的基礎是上帝以

溫柔的邀請，讓我們相信我們是祂的真兒女，「為要」我們放膽無疑地向這位親

                                                                                                                                            
Luther's Practical Theology, ed. Timothy J. Wenger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9), 171-197. 

 
14 《小問答》，〈十條誡〉，4，協同書，291 頁。 
 
15 《大問答》，〈主禱文〉，5，協同書，377 頁。 

 
16 《大問答》，〈主禱文〉，8，協同書，377 頁。 
 
17 《大問答》，〈主禱文〉，13，協同書，378 頁。 

 
18 路德，基督徒大問答，85 頁。 
 
19 《大問答》，〈主禱文〉，11，協同書，377 頁。 
 
20 同上，377-378 頁。 

 
21 Wengert, “Luther on Prayer,” 190. Cf. Martin Luther, LC, Lord’s Prayer, 13, in The Book of 

Concord: The Confessions of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edited by Robert Kolb and Timothy J. 
Wengert, translated by Charles Arand…[et a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0), 442. 以下 Large 
Catechism 簡稱為 LC，The Book of Concord 簡稱為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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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父親祈求。22

 
 

二、主禱文顯出上帝垂聽禱告的確據 
 

路德論禱告是基於神的命令（人要禱告），以及神的應許（聽人禱告）。命令

及應許常是交織為一體的。不論是命令或應許，都為同一個目的效力，亦即確定

天父必垂聽我們的祈求。路德提到禱告時，常會強調上帝的慷慨厚恩。上帝渴望

施予，不需要人提醒，路德曾在他的講章提過：「你不需要以冗言說服上帝，或

給予詳細指示，因為他已預先知道我們的需要，更甚於我們對自己的瞭解…。因

此，一旦他垂聽禱告，他所賜的常超過我們所求所想」。23此外他也在桌邊談說

神總是賜下過於我們所求，如果我們祈求一片麵包，上帝會給我們一片禾場。24

 
神的恩典慈愛就是命令的根基。主禱文就是顯出神豐厚之愛的特別記號。 

因為禱告是建立在神恩惠的命令及應許之上，所以當然會被垂聽。儘管人生

充滿許多疑問及試探，路德認為神基於祂的寬厚慷慨，已應許垂聽我們的禱告。 
「上帝垂聽禱告並非看人的身份，乃因他的道及人對道的順服。…他不允許我們

的禱告徒然落空，因為他若不聽你，他不會叫你禱告，並制訂此嚴厲的命令」。25

路德提醒信徒，不要懷疑神的應許；神不但垂聽我們的禱告，而且會按祂的時間

及方式成就。26

 
 

有鑑於禱告的基礎是神的命令與應許，路德因此能為所有軟弱甚至懷疑自己

是否配向神禱告的信徒，提供一個有福的確據。禱告時，我們個人的堅強或軟弱

不是關鍵，神以祂的命令及應許支持禱告，這個客觀因素才是關鍵。所以禱告，

也就是神必然垂聽禱告，是基於祂的主動性。因為主禱文顯明是神主動將適當的

言語放在祂的愛子的口中，27另一方面又是放在我們口中。而且由此看出神多麼

認真地關切我們的需要。路德要我們絕不懷疑我們的禱告能取悅神，且必蒙垂

聽。28

                                                 
 

 

22 《小問答》，〈主禱文〉，2，協同書，296 頁。粗體部分為筆者自行所加。 
 
23 LW 21:144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Chapter Six.” 

 
24 Cf. LW 54:369 in “Table Talk” No. 4885 (Our Lord always gives more than we ask for. If we 

ask properly for a piece of bread he gives us a whole acre.) 這是路德在 1540 年五月所說的話。當年

一月底他的妻子 Katherine 罹患重病，路德曾迫切為她禱告。 
 

25 《大問答》，〈主禱文〉，18，協同書，379 頁。 
 
26 Martin Luther, “Of the Catechism, 328,” in Martin Luther’s Table Talk,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Hazlitt Esq. (UK: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Ltd, 2003 republished), 243. 
 

27 LW 21:146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Chapter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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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最後一點在路德解釋主禱文的「阿們」時，表達得尤其清楚。路德說在

禱告之後加上「阿們」，就是「要我們確實知道這些禱告必蒙天父接納垂聽，因

為他親自命令我們這樣禱告，並應許要傾聽我們」。29路德解釋「阿們」直譯的

意思就是「是的，必要如此成就」。30因此我們可以瞭解主禱文中「阿們」對路

德的意義極重要性，因為「這個字表達出我們在作每一個祈求時應有的信心」。31

 

 

路德肯定表示：「因為神藉著他的道證明我們的禱告是他十分喜愛的，必蒙

應允，所以我們不應輕視、或不確定地禱告」。所以基於此確據，路德認為我們

可以放膽對神說：「親愛的天父啊！現我祈求，不是出於己意或因自己配得，乃

因你的吩咐與應許不會失效，也不會欺騙我」。32

 
 

三、主禱文賜給我們作為「禱告中的禱告」，因為它含括一切需要 
 
    路德之所以認為主禱文在所有的禱告中能夠居首位，是因為它含括了一切需

要。路德在他的登山寶訓註釋（1530-1532）中，就讚揚這個禱告。因為「它涵

蓋了所有激發我們去禱告的各種需要，及可以日日提醒我們的禱告短詞」。33

 

路

德由此發展出一個不凡的洞見，常出現在他對主禱文的詮釋中。亦即他認為主禱

文成為一個禱告模式，不僅因它詳列我們的需要，更因它對我們的真正需要開啟

視野。主禱文不僅向神交託我們所有的需要，也使我們察覺這些需要，因此提醒

我們在信心中不住禱告。 

不過路德也指出，禱告不僅僅是向神陳述我們的需要，而是提醒我們看見我

們自己的需要以及神賜給我們的種種恩福。早在他的「給一般信徒的主禱文解經

（1519）」中，他表示這些祈求是「七個提醒，叫我們知道身在悲慘貧窮中的光

景，且因此瞭解人在世上是何等艱難痛苦」；34而其目的是「使我們不致藉詞不

禱告」。35

                                                                                                                                            
28 《大問答》，〈主禱文〉，22，協同書，379 頁。 

難道禱告的終極目的只是自我反省嗎？路德在他的馬太福音註釋中這

 
29 Martin Luther, Small Catechism, Lord’s Prayer, 13, in BC. 以下 Small Catechism 簡稱 SC. 

 
30 馬丁路德，馬丁路德小問答附解，李永楨譯（香港：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3 年修訂版

再版），183 頁。 
 

31 《大問答》，〈主禱文〉，119，協同書，392 頁 
 

32 《大問答》，〈主禱文〉，20-21，協同書，379 頁。 
 

33 LW 21:145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Chapter Six.” 
 

34 LW 42:27 in “An Exposition of the Lord’s Prayer for Simple Layman, 1519.” 
 

35 《大問答》，〈主禱文〉，119，協同書，3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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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回答：「我們禱告不是要去指揮神，而是因著世上險惡，我們才發覺何為所缺

及為何禱告。禱告毋寧說是教導我、指出我的匱乏之處，且力勸我向神呼喊。由

於我的呼求，神藉此機會向我施憐憫；因為人若不先覺察自己的痛苦並呼求神，

神不會施憐憫」。36

 
 

    路德歸納主禱文前三個有關神的名、神的國及神的旨意的祈求，含括了何等

偉大、遍及諸天的事項，其深度無人能測透。第四項祈求包括現實生活一切體制

及生活、身體所需；第五至七項則是與我們的邪情私慾抗爭，並對抗纏擾良心的

罪性及罪行。只有神的智慧才能設計這樣的禱告。37

 
 

    因此，主禱文是神所賜，教導我們何為過犯、何為所需，並驅動我們呼求神。

它顯明我在神面前的迫切需求及對神的依賴。它是信仰最深層的表達，因為它向

神仰望每一個好處。路德在解釋太 6:8 曾表示，由於神比我們更瞭解我們所需，

我們沒有必要去說服他。這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禱告？路德的答覆是：「禱告『使

我們回轉』去承認神：當我的心轉向他且因此甦醒，我就會頌讚他、感謝他，在

遭難之時藏身主裡，且期望得主幫助。這麼作的結果就是，我越來越知道去認定

祂是何等的神（I learn more and more to acknowledge what kind of God He is.）」。38

 
 

    路德強調主禱文教導我們：上帝希望我們向祂訴苦，表達需要缺乏，並非因

祂不知道我們的需求，而是為了要鼓舞我們作更大更高的祈求，敞開大衣領受大

量的祝福。39至終，禱告是使我們深知自己所需，以致我們懇求能將神和祂所擁

有的好處歸給我們。所以主禱文顯明神的兩種工作，一方面以命令威脅我們一定

要禱告；另一方面則是強迫我們得其應許及恩典。40

 
 

    主禱文的祈求既被神用來提醒我們何為所需，也就成為神給我們的話語；繼

而成為我們對神表達看法的媒介。路德清楚地洞視主禱文中的七項祈求所含括的

廣泛度，可以說是總和我們一切所需。由此觀之，路德在大小問答或其他作品中

對主禱文的詮釋，絕非教義性的教導或有關主禱文內容資訊的報導，41

                                                 
 

而是如何

36 譯自 Hebart, “The Role of Lord’s Prayer,” Lutheran Theological Journal , 9. 該英譯翻自路德

作品威瑪版（Weimarer Ausgabe）WA38:464。 
 

37 Cf. Luther, “Of Prayer, 329,” in Martin Luther’s Table Talk, 244. 
 

38 LW 21:144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Chapter Six.” 
 

39 《大問答》，〈主禱文〉，27，協同書，380 頁。 
 

40 Charles P. Arand, “The Battle Cry of Faith: The Catechisms’ Exposition of the Lord’s Prayer,” 
Concordia Journal. Volume 21 (January 1995), 42-65. 
 

41 Hebart, “The Role of Lord’s Prayer,” Lutheran Theological Journ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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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心中實踐禱告的教導。主禱文自然就成為所有禱告的範本。 
 
四、主禱文是信徒支取神的恩典，及表達信心與順服的最佳媒介 
 
    路德既視禱告為信心的實踐，所以一個人禱告不帶信心，就不是在禱告。誠

如他一再強調的：「禱告的正確不在乎其長度、敬虔、甜美，或者訴求今生或永

生的財貨。被垂聽的禱告是因其散發出對神的保證與應許有堅定的信心與信靠

（不論禱告本身多麼微小及不配）」。42所以，不是我們的熱心，而是神的道與應

許使我們的禱告合神心意。路德認為，人若將禱告當作表面功夫，不管上帝有無

在聽，這種不信的行為，只是將禱告當作賭運氣（stake prayer on luck），無目的

的嘮叨，此種禱告則毫無價值可言。43

 

這種心態視信實的神為口是心非、反覆無

常者，不能也不願信守應許，當然也無法經歷真實恩典。 

    路德也從主禱文中，看見神的良善與寬厚，因此按主禱文禱告，即為對神有

信心的流露。這種信心就是相信未祈求以先，神已賜下厚恩。根據路德在大小問

答對主禱文的解釋，禱告並不能造出禱告的標的。我們的禱告不會創造出神聖潔

的名，不會使神的國降臨，也不能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路德慣用「本身（in 
itself）」、「用不著我們祈禱（without our prayer）」。44正如他在小問答一再提及：

神的名本身已為聖；祂的國確是自己降臨；神聖善宏恩的旨意成就，並不在乎我

們的禱告。神供應日用的飲食，甚至也賜給一切惡人，並不在乎我們祈求。但透

過禱告，我們可以意識到這些恩賜的存在，我們更祈求這一切已經存在的恩典，

可以在「我們中間」成就，亦即可以歸給我們（as our own）。45

 
 

禱告使我們的信心在體認神是賞賜者上面，不斷的增長。路德指出，當我們

禱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時，並非為著食物禱告，因為神已經供

應所需食物。而是祈求神將食物作為禮物賜下，且我們在接受時承認祂是主。46

主禱文中的禱告就是我們在信心中，支取神已經賜下的恩典。例如當我們祈求「赦

免我們的罪，如同我們赦免人的罪」，並非要用我們對人的赦免，去換取神對我

們的赦免。而是我們藉著赦免別人的罪，去經歷神「已經赦免」我們的罪。正如

路德所說，「赦免人的罪」成為我們的罪已被神赦免的「記號」（sign）。47

                                                 
42 LW 42:77 in “An Exposition of the Lord’s Prayer for Simple Layman, 1519.” 

 

 
43 LC III:14; cf. LW 42:76-77. 
 
44 James Arne Nestingen, “The Lord’s Prayer in Luther’s Catechism,” Word & World. Volume 22, 

Number 1 (Winter 2002), 36-48. 
 
45 《小問答》，〈主禱文〉，1-21，協同書，296-299 頁。 
 
46 Paul. W. Robinson, “Luther's Explanation of Daily Bread in Light of Medieval Preaching,” 

Lutheran Quarterly, Volume XIII (1999), 43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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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可以說，路德對主禱文的詮釋，是以「唯獨恩典」、「唯獨信心」

的基礎來進行：藉著神兒子基督的恩典我們領受神所賜，在信心中我們認定祂是

萬有的主。48以此觀之，主禱文就是福音的媒介。49事實上，路德表示，我們只

能求神已賜的恩福。這些恩福會歸給我們，正因我們在禱告時運用了信心，並順

服祂的話而行。50

 
 

    主禱文之所以能在眾禱告中出類拔萃，是因它是父神藉著聖靈在聖子裡的實

際行動與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靈魂體全面需求之間的橋樑。這一個藉著信心與順

服表達的禱告，不但使信徒充分支取所有神的恩典，也使信徒取悅這位應許我們

祈求的神。51

 
 

五、主禱文是信徒面對爭戰時，得勝的利器 
 
    就路德對主禱文的瞭解，基督徒藉著信心在基督裡已成為生死相爭之戰場。   
基督徒的救恩雖已確定，但人生在世，仍會遭遇接二連三的攻擊、試煉與試探。52

若要完全脫離罪惡與死亡的權勢，仍有待基督的再來才會實現。因此路德說基督

徒的一生，都要不斷與三個最大的敵人（世界、撒旦、我們的肉體）爭戰。53

 

爭

戰成為貫穿主禱文的一個重要主軸。在這樣的環境中，禱告就是得勝的武器。 

    路德相當瞭解此點，所以在主禱文的序言中，就點出信仰的爭戰得勝關鍵在

於禱告：「須知道，我們一切的安全與保障只在乎禱告。因為我們要面對魔鬼及

其權力，並它全體的僕役……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拿起基督徒所當裝備的武器，

俾可在與魔鬼爭戰中兀立不屈」。54

                                                                                                                                            
47 《大問答》，〈主禱文〉，96-97，協同書，389 頁。粗體部分為筆者自行所加。 

魔鬼千方百計地想引誘信徒，使之跌倒不信，

 
48 Douglas D. Fusselman, “Pray Like Th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ord’s Prayer in Luther’s 

Catechism,” Concordia Journal, April (1992), 132-152. 
 

49 《大問答》，〈主禱文〉，88，協同書，388 頁。 
 
50 Nestingen, “The Lord’s Prayer in Luther’s Catechism,” Word & World. 36-48. 

 
51 Martin Luther, 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Dillenberger (NY: Anchor Books, 1962), 215-228. 
 

52 在路德的禱告神學中，禱告和Anfechtung（temptation, 試探）是緊密相繫的。這個字在路

德的禱告及路德神學中的角色請分別參David P. Scaer, “Luther on Prayer,” Concordia Theological 
Quarterly, Volume 47, Number 4 (Oct. 1983), 305-315. 及 “The Concept of Anfechtung in Luther's 
Thought” Concordia Theological Quarterly, Volume 47, Number 1 (Jan. 1983), 15-30. 
 

53 《大問答》，〈主禱文〉，2，協同書，376 頁。 
 

54 路德，基督徒大問答，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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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阻止信徒支取神的賜恩。所以主禱文就成為信徒面對爭戰時，能勝過這些惡

勢力的利器。 
 

路德表示，得勝的原因在於主禱文教導我們如何禱告與禱告什麼：「雖然有

人已開始相信，但仍無人能完全遵守十誡。又由於魔鬼和世界及我們自己的情慾

都竭盡所能來反對我們的努力，所以最重要的無過於不斷地向上帝陳明，向他呼

籲懇求，望他賜給、保存和加添我們信心，履行十誡，並清除攔阻及制止我們有

以致之的一切。然而為了使我們知道當禱告什麼，及如何禱告，主基督就親自教

導我們禱告的方式及字句」。55基於此，路德常在他的講道及寫作中，提及主禱

文。他視主禱文為信仰的房角石之一。56

 

從他在大小問答中的解釋可看出，他認

為主在教導信徒如何禱告的同時，也在告訴他們，在每日生活的嚴酷考驗中，該

尋求冀望什麼。 

路德表示，生活之所以艱苦，是因為人心內正是兩種勢力爭戰之處。一為今

世之勢—魔鬼、世界、及罪身—的活躍，另一為新時代的聖靈，藉耶穌的受死與

復活而賜下。因此，對路德來說，主禱文是一種在十架神學中持續不斷的成長歷

程。所以，路德對主禱文的詮釋重點，不在於建立所謂「正確的教義」。這篇禱

文對路德而言，是一種從日常生活的嚴峻考驗中擠出的呼求；更是一種在十架記

號下，存復活盼望的生活形態的闡述。57

 
 

許多著名的路德學者，均發現路德對主禱文的解釋，有濃厚的在十架神學下

爭戰的意涵。58不過，對路德來說，十架神學的重點，不在於探討神學命題，而

是作一個十架神學家。59其實這正意味著信徒要作一個與基督同死於每日的艱辛

考驗，又在十架記號下與主同復活的神學家。因此，主禱文帶領信徒，因經歷主

復活得勝所帶來的應許，而能在撒旦與上帝衝突的戰場中靠主得勝。易言之，主

禱文勝過撒旦，就如同水能將火澆滅一樣。60

 
 

                                                 
55 路德，基督徒大問答，82 頁。 
 
56 Arand, “The Battle Cry of Faith,” Concordia Journal, 42-65. 
 
57 Nestingen, “The Lord’s Prayer in Luther’s Catechism,” Word & World, 36-48. 

 
58 Martin Marty說路德大小問答中的主禱文是基督徒生活的「爭戰聖詩」(battle hymn)；見

Martin E. Marty, The Hidden Discipline (St. Louis: Concordia, 1962), 108. Johannes Meyer表示，路德

解釋主禱文時，視信徒是在過十架之下的生活，亦即時時遭受撒旦及其試探之攻擊的生活；見

Robert Kolb, Teaching God's Children God's Teaching (Hutchinson, MN: Crown Publishing, 1992), 
5-4。 
 

59 Gerhard O. Forde, 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 Reflections on Luther's Heidelberg 
Disputations, 1518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7), 11. 

 
60 Scaer, “Luther on Prayer,” Concordia Theological Quarterly, 30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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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禱文提供一個禱告模式，是所有基督徒禱告的範本 
 
    在路德對禱告的看法中，路德傾向避免固定的形式，因為會產生以機械式的

重複來打動神的企圖的危險。61不過，信徒對神的命令的順服、對祂應許的信靠、

以及信徒生命及生活全方位的需求都含括在主禱文中，這些事實賦予主禱文成為

具有帶頭示範性質的禱告。不過，路德以主禱文作為禱告模式之論證，重點在於

主禱文各項祈求背後的「思想與觀點」（thoughts and ideas），而非照本宣科、不

明其意。62

 
 

    路德力倡以主禱文取代一切傳統的禱告，因為那些中世紀傳統的禱告迷惑、

欺哄基督徒，而且產生無數的錯誤觀念。63路德認為無論是在禱告的形式、或是

內容上，主禱文都堪稱是個人私禱或團體公禱的楷模。64主禱文將禱告的項目及

優先順序指示我們，就如同路德在解釋約 16:23 時所說：「神自己已在主禱文設

立了禱告次序，並標出三個永遠置於首位的目標：他的名被稱為聖、祂的國度及

旨意；然後才是我們日用的飲食、脫離試探與兇惡等等。神的名及神的國必然是

在優先地位。如果這點作到了，我們的利益當然跟著會出現」。使徒約翰在約一

5:14 所述的重點「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也成為路德舉證論

點的根據。65

 
 

    路德也認為主禱文的後四項與今世生活有關的禱告，當然也包括在神的旨意

裡；只是前三項禱告有神特別設立的優先性。因此主禱文彰顯了神全備的旨意。

路德覺得除了主禱文的觀點，神心中對我們沒有其他想法。一旦我們以主禱文模

式禱告，在求祂旨意成全的前提下，我們的禱告必蒙垂聽。66

 
 

    主禱文的結構顯示「你的…」禱告項目（前三項）先於「我們的…」禱告項

目（後四項）。也就是神的聖名、國度、旨意的成就，要優先於我們的切身或特

殊需要。路德表示所有我們的個人需求，都應該根據前三個關鍵性的祈求來瞭

解。67

                                                 
61 Kolb, “Martin Luther on Prayer,” Martin Luther Theology Seminar, CLS (June 15-16, 2008). 

路德指出，當我們在危難或困苦中，當然可以求主救助；不過，應該照主

所教導的禱告。易言之，如果我們的處境是主名被稱為聖，以及主旨意成全的媒

 
62 Fusselman, “Pray Like This,”132-152. 
 
63 LW43:11. 

 
64 LW53:78. 
 
65 LW24:391. 

 
66 同上。 
 
67 Hebart, “The Role of Lord’s Prayer,” Lutheran Theological Journal,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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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則應祈求其成就；如果不是，也應求主以祂認為最好的方式行事。路德就作

了一個禱告的示範：「慈愛的父，賜我們日用的飲食、好天氣、健康，並保守我

們脫離瘟疫、戰爭、飢荒等等。但若你有意試煉我，而不會立即應允我的祈求，

願你旨意成就。如果時候已到，求你救我脫離兇惡；若是不然，也求你賜我力量

及耐心」。68

 
 

    路德提醒信徒，不要懷疑神的應許；神不但垂聽我們的禱告，而且會按他的

時間及方式成就。69

 
 

結論：全備的禱告 
 
    我們從路德對主禱文的詮釋可以發現，路德深刻瞭解人的軟弱、神的恩典、

以及撒旦的邪惡。主禱文就是主親自教導軟弱的門徒，如何在生命、生活、事奉

中，去經歷神的厚恩，抵抗兇惡的撒旦，仍能得勝有餘。70主禱文教導信徒走出

人想要以自己的作為贏得神的喜悅，或是以公式賺取神的祝福的念頭。主禱文也

讓信徒發現，人不能以禱告去操控神，來獲得自己想要的好處；而是要以神的本

質及榮耀為中心，去檢視自己的人生。換言之，路德的解釋，使我們清楚主禱文

的兩個面向：神在基督裡的豐盛恩典，及我們在禱告中對神的誡命及應許的回

應。71

 
 

    主禱文雖然短，卻涵蓋信徒屬靈及生活中一切的層面。它是一個全備的禱

告，是神眷顧他兒女身心靈全人的啟示。路德強調禱告是父子間親密的對話交

談，更是一種信心的表達。72

 

當我們以「阿們」作結束時，我們相信神必定垂聽

我們的禱告，且會按著祂的時候和方式，成就祂所喜悅的事，這正是信徒蒙福的

保證！ 

因為當信徒順服神禱告的命令，就經歷神應許的祝福，藉著沿用祂所教導我

們的話不停禱告，神敞開我們的心去接受祂的厚恩。唯獨在禱告中我們找到蔭庇

之所。這一切的基礎，正如路德所說：「天父是因他兒子的緣故，才聽我們的禱

告」。73

                                                 
68 LW24:392. 

 

 
69 路德，基督徒大問答，85 頁。 

 
70 Arand, “The Battle Cry of Faith,” Concordia Journal, 42-65. 

 
71 Hebart, “The Role of Lord’s Prayer,” Lutheran Theological Journal, 6-17. 

 
72 Mark G. Vitalis Hoffman, “Learning to ‘Pray This Way’: Teaching the Lord’s Prayer,” 

Word & World. Volume 22, Number 1 (Winter 2002), 71-77. 
 

73 Luther, “Of Prayer, 334,” in Martin Luther’s Table Talk, 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