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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放下水罐」為「跨越安全信仰的界線」

的象徵神學之意義（約 4：27-30） 

Kapi‧Ching（秦明盛）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本院新約學副教授  

 

如果我們從 4：5-26 故事中的對話內容與情節之角度來試解 4：27-30 中撒瑪

利亞婦女不同凡響的回應時，不難發現在撒瑪利亞婦女的身上發生了一件前所未

聞的奇妙事。即正午時段婦女在她祖先雅各所留下的水井旁與耶穌深談之後，就

立刻放下手中的「水灌」，空手回城裡去，並在城內主動向眾人傳揚耶穌的奇妙話

語（29-30 節）。  

顯然的就傳統的「父權制度」和「宗教歷史」的信仰認知和價值而言，這位

撒瑪利亞婦女最不願意面對的和最不可能冒險作的兩件事就是「曝光個人的身分」

（婚姻生活）和「放下水罐」（把水罐留在雅各井），但是奇怪的是，當她與耶穌

對話之後不僅快速地將水罐放下留在水井旁；而不顧家人任何的負面反應，同時

也快速地面對她過去所不敢面對的大眾，甚至主動地向他們分享耶穌基督如何解

析他的婚姻生活。  

為什麼這位婦女可以在「與耶穌對話」之後產生極大的勇氣和信心，面對她

過去所不願公開讓眾百姓知道的醜陋私事，或面對自己城裡那些對她有偏見和刻

板印象的有色眼光的族人？或說，為什麼城裡的同胞在這位婦女與耶穌對話之後

就能相信這位婦女所作的見證並完全接受她所傳的福音（29 節後段）？其中到底

有什麼樣的力道可以在瞬間內改變這種歷久不易改變的事實？  

也許經文中有不同的跡象可任由讀者解釋的理由依據，例如穆宏志發現撒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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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亞婦女曾幾度被耶穌的對話內容所驚訝與說服，因為耶穌透過諷喻、象徵、雙

關語和誤解，不斷將對話的意義提升，不但逐漸進深觸動婦人的心，同時也啟迪

了婦人對耶穌身份的認知。 1 

但是若依據「對話故事」中所陳述的婦女情節（漸進的認出耶穌為彌賽亞）

來看，似乎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撒瑪利亞婦女之所以敢面對自己和自己城裡的同

胞，也許基於她學會了拿單業的信仰取向（走出無花果樹底下的信仰觀）而被耶

穌稱為「真正的以色列人」（約 1：47），也許因為她親眼看見了向她要水喝的這位

耶穌（猶太人），自己走出猶太傳統信仰的安全界限（不可喝撒瑪利亞人的水）。

她知道眼前的耶穌做出這樣的舉動（向她撒瑪利亞婦人要水喝），顯然是公開違

法，踩猶太宗教信仰的紅線，這絕對會引起猶太宗教領袖對耶穌的憤怒與攻擊。

因此她立即以「放下了水罐」（αφηκεν ούν τήν ύδρίαν）表示她也走出了自以為安全

信仰的界線。  

的確，若從前一段所論及有關耶穌的「介入」，走出安全感的信仰界線（約翰

3：16-17），來看這位婦女的放下水罐之含意，除了 Brown 有其特殊的眼見外（當

作改變自己的信仰認知和價值的表象），似乎其餘學者們的見解就顯得傳統、保

守、狹隘，不夠寬廣。其實，因為耶穌採取先主動接近她，想透過最基本需要的

「水」之話題，與她漸進式地往生命的活水對話。隨後她發現耶穌就是生命的活

水，正在更新、導正猶太與撒瑪利亞之間的雙方歷史、宗教和文化的錯誤解釋和

教導，並癒合族人之間的傷痛，使雙方的信仰走出舊宗教文化的知識和價值。因

而她毫不猶疑地以「放下水罐」當作她回饋耶穌所彰顯和所落實的公義、真理和

愛的代價。  

更進一步的說，由於猶太人耶穌先跨越了其傳統信仰的安全界線，主動伸手向

撒瑪利亞婦女要水喝。就撒瑪利亞婦女而言，耶穌這種勇於挑戰自己猶太人所不可

碰撞的禁令：與婦女深談，會遭來禍患，2教導婦女律法的知識等同於縱慾，3更不

可接受撒瑪利亞婦女的水， 4卻又不顧自己回到族人之後，可能遭受強烈的批判、

                                                 
1 穆宏志，《若望著作導論》（台北：光啟社，1997），69-70。 
2 C. K. Barre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8), 240. 
3 Barre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40. 
4 撒瑪利亞人的潔淨儀禮不是純潔的，在主後 65-66 年猶太人公告：任何從撒瑪利亞婦女身上接受水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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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與破壞；反而認同她、肯定她、接納她，並恢復她的尊嚴和社會行為，甚至

提升她的信仰觀，當然在此情況下，她唯一可以走的一條路就是以相同的跨界方

式回應耶穌。即她立即放下水罐，乃是她回應或參與耶穌的具體見證。  

 從婦女「放下水罐」之後，她所展開的新面貌和新行為，即她不僅勇敢地面

對她過去的軟弱與無知，同時也在傳揚耶穌的福音上更強烈的信心。特別令她無

法想像的是，她原本不敢面對的族人同胞，如今徹底改變對她過去的壞印象，甚

至不再計較她過去在「婚姻失敗」的生活。為什麼？這似乎可以讓我們看見另一

方面的象徵意義。即「放下水罐」之象徵意義是，指出了兩點非常重要的新生活

的具體意義：第一、放棄了她之前那狹隘的服務範圍，而如今要寬廣她服務範圍

之信仰觀。第二、放棄她之前所靠賴的「現實主義的生活」，而如今要轉換成「全

靠信心生活」。  

一、放棄她以前狹隘的服務範圍，而如今要寬廣她的服務範圍 

事實上從對話的過程中，撒瑪利亞婦女所表達的內容可以充分顯示其傳統信

仰的認知和價值，但也直接可以獲得撒瑪利亞婦女放下水罐背後的兩個具體的見

證氛圍。  

（一）她過去的服務範圍是狹隘的 

如上述所言，透過對話（婦女的回答內容與肢體回應），讓我們讀者看見撒瑪

利亞婦女她過去的服務對象及範圍是狹隘的、有限的。為甚麼？因為她受限於自

己的傳統文化和信仰的認知及社會階層的價值觀之影響；也受限於自己的偏心與

自私自利。  

1.受限於自己的傳統文化和信仰的認知及社會階層的價值觀之影響（9, 12 節） 

撒瑪利亞婦女在第 9 節對耶穌的回答內容（你是猶太人，而我是撒瑪利亞女

                                                                                                                                           
儀都不能算為潔淨，何況是要喝的水。參見 R.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XII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7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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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為甚麼向我要水喝呢？）中，可以間接地告訴我們，她過去的服務範圍之

所以非常狹小，只限於自己的家人，偶爾親戚或朋友，乃基於她的服事範圍受限

於自己的傳統文化，即不會跨越文化和地域。 5 

的確，她的服侍範圍和對像完全受限於傳統文化和信仰的認知及父權制度的

價值觀。因為她從小就在傳統的規範下不知不覺地受制於自己的宗教文化的信仰

認知、感情與價值。也在不平衡和不成熟的信仰規範下，知道自己的身分是長期

被猶太人鄙視的。使她的反應也自然地拒絕服侍猶太人，甚至對猶太人產生強烈

的排他意識。難怪耶穌對她說：「要是你知道上帝的恩賜和現在向你要水喝的是

誰，你就會求他，而他會把活水給你。」（9 節）  

就宗教文化意識而言，中心化的猶太宗教之下，當然這一位宗教邊緣人撒瑪

利亞婦女不可避免的被視同為嬰孩程度的信仰、不熟悉宗教信仰的局外人、也不

被耶路撒冷聖殿歡迎的人。甚至在推動絕對化的猶太傳統宗教之規範下，撒瑪利

亞婦女也被視為頭腦簡單、知識水準不足的人、骯髒不潔淨的雜種人、污穢及破

壞聖殿的野蠻人。 6因此，猶太人絕對不能與撒瑪利亞人共用一個吃或喝的器皿，

包括取水的水罐子。7甚至連這位眼前已經被耶穌認同的婦女所留下的水罐子也都

被視為不潔的。最重要的是，因為猶太人早已認定撒瑪利亞人的水是污染的，若

猶太人一旦喝了撒瑪利亞人的水，不管透過任何宗教潔淨的儀禮來洗滌，終究無

法洗淨或恢復會堂的名分的。  

除此之外，由於猶太人眼中所認為不潔淨的，8或所厭惡的撒瑪利亞人，9甚至

被猶太人視為不能參與永生國度的撒瑪利亞人，絕不可能成為實踐最大誡律的範

例和見證人，更不能成為上帝國宣教的器皿。10更何況像這樣一文不值的撒瑪利亞

婦女絕對不能成為或當作接觸與對話的對象，否則減損自己的身分或遭來自貶人

                                                 
5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XII , 177. 
6  參秦明盛，＜新約中的故事神學＞，《不同學科領域中的神學》，陳南州編（台南：人光，1999），39-40。 
7  詹正義編，《新約希臘文解經：卷三約翰福音》，154。 
8  在 Mishnah 的 Shebiith 8:10 宣告說：吃了撒瑪利亞人的麵包，就如吃了猪的鮮肉。參 Kenneth E. Bailey, 

Poet & Peasant and Through Peasant Eye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2), 48. 
9  Jeremiah, The Parables of Jesus, 204. 
10 連在猶太人的禱告詞中，也提到撒瑪利亞人是不能享有永生。參 W. O. Desterley, The Gospel Parables in 

the Light of Their Jewish Background (London: S.P.C.K., 191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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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因素。  

同樣的，撒瑪利亞婦女在 12 節裡回答耶穌的要求，她說：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這一句反諷詞或質疑的話，似乎也顯示了這位婦女不僅對耶穌的認識不深，同時

也顯示了她的服務對象和意向是，受到傳統父權制度下的服務倫理之價值和限制

深遠的一位婦女，她沒有其她服務的自由選項，只能選擇向族群耆老和社會高階

層人士服務。因此她對耶穌的回答（難道你比他還大嗎？）是平常的服侍準則，

也是處事待人的信仰原則。其直接的意義為：耶穌，你若比雅各還大，你就是我

服務的對象。由此兩點看來，確實這位婦女她過去的服務範圍是受限於傳統文化

和信仰的認知與價值。  

2.受限於自己的偏見和自私自利（15 節）  

撒瑪利亞婦女的另一個自我設限的危機因素，顯示在第 15 節對耶穌的回答內

容，她說：「賜給我、好叫我不渴、也不讓我來這麼遠取水。」 11這個回答內容很

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位婦女確實沒有抓住耶穌要求（他將給你活水）的主要用意

（活水是恩典），她卻以律法的功用去理解活水。 12這反而顯示了婦人最軟弱的部

分，即她原來的服事用意，不是建構在信仰的視野和責任；而是自己的自私自利。 

的確，這位婦人的回答內容，確實可以反映在她個人的小天地裡沒有其他人

可以與她共享生命。一旦發現耶穌可以提供活水，順間她所想出來的觀點就是活

水可以保護她自己，避免與社區族人或外人接觸，也避開社區婦女們閒雜聲及八

卦消息。在聽完耶穌的活水之功用（誰喝了我所賜的水，誰就永遠不再渴）之後，

她的腦海裡只剩下她一個人遠到取水，沒有其他婦女像她一樣必須走了一段路程

之後才能取水。  

因此，當耶穌在她的面前宣告他所賜的活水可以在人的內心中湧流不停時，

她很快地就想把耶穌所賜的活水當作私有化，不願讓它成為公眾化的恩典。這如

同聖殿中的大祭司已經把祭物買賣當作私有化經營一樣。甚至她不願意別人與她

共享這份生命的活水。從她的自私自利的想法和作法，便可查出這位婦女過去的

                                                 
11 婦女是穿街過巷的來到雅各井，她每天都得這樣走過一兩趟，她顯得感到困惑。參見詹正義編，《新約

希臘文解經：卷三約翰福音》，158。 
12 這律法的功用是自私自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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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和對像確實是，非常有限和狹隘的，她只能服務自己或與她有利益關係

的人。  

（二）她現在的服務範圍是寬廣的 

就當時婦女留下水罐的原由（她所展開的新面貌和新行為，即她不僅勇敢地

面對她過去的軟弱與無知，同時也在傳揚耶穌的福音上更強烈的信心）來說，為

要回應耶穌的跨越安全信仰的界線，她必須以放下水罐象徵她的服侍範圍已經加

寬，甚至直接向路過水井旁的人提供水喝。  

1.放下水罐之後的服務範圍已加寬  

她放下水罐之後，到底誰會受惠？或誰成為第一優先的受惠者？經文雖然沒

告訴我們，誰是優先喝到了從婦女手上留下的水罐裡的水？但是就我們可以想像當

她一放下手中的水罐，往城裡去時，當然第一順位的受惠者也許就是耶穌基督。13也

就是說，一旦這位婦女以放下她手中的水罐，即時回應了耶穌為了真理（跨越猶

太信仰的安全界線）所付出的代價，也回應了耶穌因為公義和愛而尊重、珍惜及

重視她的生命和水資源，當然她必須學習跨出一小步，試圖將她的服侍範圍加寬，

並超越族群和宗教信仰的眼光。換句話說，放下水罐的象徵意義是，其背後的意

義不僅指出耶穌的生命已經成全了水罐的價值，同時取代了生命的活水。  

的確，這個曾經被婦女私有化的水罐，一但被放下留在水井旁，成為公眾化

和普世化的器皿之後，就能立即加寬它的服侍範圍，也能徹底服侍那些真正口渴

的路人。耶穌正是一位口渴的路人，等待婦女發現她手中的水罐所留下的水罐之

服侍，喝下水罐裡頭的水。14即便那位婦女已經不在現場（水井旁）直接服侍耶穌，

但耶穌並不在乎這點，因為她已經把信仰上最貴重的一點（耶穌是彌賽亞）帶給

她城裡的同胞。  

2.向不分社會階層的路人提供水的服務  

同樣的，經文故事雖無具體陳述婦女所留下的水罐可以代表它的服侍範圍和

                                                 
13 Barre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40. 
14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XII,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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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社會階層）的路人，但是被她放下的水罐子，當然不再受制於她的價值觀

的喜好和取向所擺布和限制。它已經不屬任何人的專利品，它可以自由自在地服

務任何族群包括猶太人耶穌，也可以服務所有經過水井旁的路人（不分社會階層

的路人）。  

是的，就耶穌水變酒或潔淨聖殿的象徵意義而言，我們可以公開的如此想像，

當耶穌基督接受水罐之後，就表明它已經不再是舊有的水罐子，而是已被耶穌所

認同和所贖回的器皿。不論他 /她是誰、並無族群之分別、也無上下階級之分，都

同樣地受到水罐子的服務。  

二、放棄她以前所倚賴的現實主義，而如今要靠信心生活 

（一）她過去的生活是現實的 

我們如何知道這位婦女她過去的生活是現實的？從耶穌與這位婦女的對話內

容來看（11 節），同樣的也可以知道這位婦女的價值判斷是建基於下列兩個現實

主義的因素：  

1.相信自己的眼見、知識及經驗的判斷（11 節）  

對話故事中婦女回答耶穌的話（11 節）這樣說：先生你沒有打水的器具，井

又深，你那裡去取活水呢？這一整句的回話，聽起來似乎沒有任何疑問，耶穌本

來就沒有打水的器具。但是如果我們稍微留意她回話的內容時，卻顯然是，她不

僅誤解了耶穌的話（而我會把活水給你），同時也以律法的角度和功能來回應耶穌

的恩典之話。也就是說，若沒有眼前取水的工具和人的努力，怎能會有白喝的活

水出現呢？因此對她而言，只相信目前自己的眼見、經驗的分析和判斷，及自己

的努力。  

若以不雅的理解來說，這位婦女的回話已經間接地否定現況中耶穌的言行；

反而強調現況中只有我這位婦女的水灌和取水的能力才是最貴重，因為連耶穌自

己想要喝還會在渴的水井裡的水也都要向我伸手求助。是的，這位婦女在那個時

段確實把自己的眼見、知識、經驗和服務行動看得比任何事還要貴重。也因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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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她眼中的水灌成為她生命中不可缺少的一樣東西。有了水灌，這位婦女才有

安全感與信心過日子。但是一旦擁有了水灌，她就變得自私自利，自以為是，絕

不站在他人的意見行事。  

2.婚姻生活的失敗（17-18 節）  

對話故事中，第 17-18 節裡耶穌向婦女這樣回答說：「你說你沒有丈夫，並沒

有錯。你曾經有五個丈夫，現在跟你一起的不是你的丈夫。」為什麼耶穌在此時

此刻提出婦女最敏感和最不願意公開討論的私事？是為了表示自己擁有拉比和先

知的角色嗎？其中心理由何在？  

雖然對話故事中耶穌沒有提起任何原因和理由，聖經註釋書的作者們也多半

站在可能性（possibility）的立場解釋，或以假設性的角度解釋這擁有五個丈夫的

原由。對此，Barrett 認為她之所以曾擁有五位丈夫乃基於摩西的律法， 15而不是

根據傳統拉比（Rabbi）的規範。 16另有些學者以不同的角度思維來解釋婦女擁有

五位丈夫的象徵意義。也就是說這位撒瑪利亞婦女因為自己的族人曾被若干外人

統治與居住過，因而「曾經有五個丈夫」的婦女，代表曾經拜過五位外族人所引

進來的神明的她（王下 17: 24），最終還是離棄牠們。 17甚至有些學者視婦女擁有

「五個丈夫」當作她擁有摩西五經的象徵意義。 18 

基本上，筆者尊重每一個學者的看法與論述，即便其中的論證有瑕疵，19但是

若站在一位現實主義（只相信目前自己的眼見、經驗的分析和判斷，及自己的努

力）的撒瑪利亞婦女來說，曾有五位丈夫，並非希奇的一件事。因為現實者的心

志和態度是，對人、事、物的解釋和做法都是以利己為中心當作行事為人的標準

和依據。更可怕的是，現實者的抉擇行動絕非根據他人的判準，而是自己的利益。

也就是說，昨日相處是因為可以從對方得到利益，如今卻因對方沒有被利用的價

值，可以分道揚鑣。即可明白她在婚姻上的失敗。 20 

                                                 
15 可能她的丈夫過世或根據摩西的律法，她被丈夫休書。參見 Barre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35. 
16 拉比只能保證或同意婦女三次結婚與離婚的合法性。參見 Barre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35. 
17 參見 Barre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35. 
18 Barre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35. 
19 撒瑪利亞人應該曾拜過七個神明（王下 17:30-41）。 
20 根據拉比的教訓，一個女人可以結婚兩次，最多三次；但撒瑪利亞婦女已結婚五次，現在又與另一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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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她現在的生活是信心的表現 

雖然經文沒有詳述「放下水罐」之後的撒瑪利亞婦女的生活實況，但是我們

可以藉著「跨越安全的信仰界線」提出二個現象：她的生活應該是「依靠主耶穌

勝於依靠水罐的水」；及「為了城裡的人能獲得救恩，犧牲自己家人一天的生存利

益。」  

1.依靠主耶穌勝於依靠水罐的水  

其實對原本是個現實的撒瑪利亞婦人而言，放下水罐確實是一件不容易的

事，因為長期習慣手中掌握了水罐的水，也就等於幾乎可以使自己擁有家庭中的

教導權、解釋權和決定權。也就是說，如果撒瑪利亞婦女可以使家人免於口渴與

饑餓，這不但使她在家中有發言的權力，和表決事務的權利，同時也保障了她的

婚姻關係。但是當她看見耶穌因著她的生命得到拯救，或甘願失去他在會堂的名

份和權利時，她也毅然決然地為了自己族人的生命得到盼望，也甘願放下水罐將

耶穌的信息傳開。  

這種放下水罐的行為更是表明了這位撒瑪利亞婦女，願意決定學習跨越安全

信仰的界線之生活。因為放下水罐等於是放棄了她每日生活中所仰賴的動力和權

利來源。即在沒有水的生活條件下，她學習信靠著耶穌，並經驗上帝在耶穌裡的

奇妙作為。這種信心的表現是，不再依附那看得見的水；而是看不見的永生的活

水。  

2.為了城裡的人能獲得救恩，犧牲自己家人一天的生存利益  

幸好當她面對自己同胞的生命問題時，她就已經不把水罐當作她生命中的第

一優先，而輕易地把它留在水井旁，以示去掉了自己的自私自利。即為了自己同

胞的生命意義和盼望，心甘情願地將自己最寶貴的水灌放下，拋在後頭。即便她

知道如此做，會使她和自己的家人因為水灌不在家，過著一天沒有水喝而口渴的

痛苦經驗，但是她也樂觀其成。  

雖然我們與這位婦女有相同的信仰告白（25 節），因我們現在認識基督，也

期待他的再來。但是擁有這些條件並不能保障你我的信仰會被外界的人所接受或

                                                                                                                                           
人同居。這表示婦人的婚姻生活是極不道德的。參見詹正義編，《新約希臘文解經：卷三約翰福音》，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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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傳的福音被外界所相信。除非你我現在肯在主的面前把手中無形的水灌（就

是上帝所賜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恩賜）從狹隘的服務範圍及現實主義的限制釋放下

來。  

目前你我手中的水罐（恩賜）是什麼？也許你我的水罐（恩賜）並不像撒瑪

利亞婦女那樣的貴重，值得讓耶穌伸手求助的東西。但耶穌並不在乎你我的水罐

（恩賜）值不值錢，也不在乎你我的水罐（恩賜）的大小，他所在乎的是，要因

著耶穌基督的使命（貧窮人得到福音）甘願將恩賜的服務範圍擴大；並因著百姓

的生命有盼望的記號，甘願放下利己的恩賜。既學習為眾百姓的生命盼望而口渴

或饑餓一天如同撒瑪利亞的婦女。  

是的，目前唯一可以讓我們每一個人能夠勇敢地走出去傳福音，眾百姓也有

信心接受我們所傳的福音，就看你我是否可以因著主耶穌的使命與救恩，能夠徹

底的將自己的水罐（恩賜）從狹隘的服務範圍和對象以及從現實主義的限制釋放

下來。  

三、結論 

為什麼撒瑪利亞婦女也可以立即「放下了水罐」（αφηκεν ούν τήν ύδρίαν）？對她

而言，放下了水罐確是一件罕見的事，也許是史無前例吧！雖然照她過去的生活

價值所呈現的生活樣式，她不可能會做出這樣的行動，不顧家人（因她的放下水

罐而遭致一天口渴和饑餓）的苦難。但她與耶穌對話之後，確實放下了不曾放下

的水罐。就約翰中的耶穌而言，「放下了水罐」其背後重要的神學意圖是，見證耶

穌的彌賽亞身分，也顯示她贏得了自己和城裡失落的靈魂。  

有些學者認為，這婦人滿懷興奮與困窘，將水罐留在那裡，因水罐太大了，

妨礙了走路的速度（2：6），而且這水罐子不能盛載耶穌所說的活水，21R. E. Brown

也認為，「水罐」是象徵着 Torah(律法 )，它可以使婦女取得「雅各井裡中的生命

之水」，但遇見及接受耶穌的生命話語之後，它就不被視為她生命中的第一優先

                                                 
21 Gail R. O’Day, “The Gospel of John”,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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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即可以放下了。22是的，對一位原本就是信仰追求者的婦女，一旦發現自己是

漸進式的成長之後，就會把次等的價直（水罐子）從自己的身上放下，不能成為

她的包袱。23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她可能已經得到了活水，她不再渴了所以不需

要它了。24甚至 Brownv 更進一步地認為撒瑪利亞婦女以「放下水罐」當作改變自

己的信仰認知和價值的表象。  

 

                                                 
22 R.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XII , 174. 
23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XII , 176. 
24 詹正義編，《新約希臘文解經：卷三約翰福音》，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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