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课 离开与连合 33 

 
 

第三课 离开与连合 

经文： 
 创 2:24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太 19:4~6 上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5 并且说：‘因

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6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问题： 

1. 人为什么要离开父母？ （创 2:24） 
2. 这段经文怎样描述夫妻关系？ （太 19:4~6 上） 
3. 结婚，是人生大事，标志着一个人踏上了生命的另一个重要阶段。从未婚到已

婚，建立另一个家，是一个过程。你能从上述经文中找出两个最能代表这个过
程的重要词语吗？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 2 章 24 节用一

句简单的话，说出了婚姻中殊不简单的深刻内容。结婚，标志着人生阶段的转变，表

示一个人已经长大成人，有足够的成熟程度，可以建立自己的家。经文中有两个重要

的词语，就是“离开”与“连合”。从“离开”到“连合”，以至“成为一体”，是

一个过程，更是美满婚姻的要素。为什么首先要提到“离开”呢？分离总是叫人难

过，而结婚是喜事，为何圣经的教导偏偏吩咐人要离开父母呢？我们应怎样去理解

“离开父母”呢？“离开父母”与中国人的孝亲观念有没有冲突呢？在这一课，我们

会从圣经的真理，去认识“离开父母”和“与妻子（或丈夫）连合”的意义。同时，

我们会探讨当中的难处。有些什么原因造成“离开”的困难？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我

们当如何理解与实践“连合”、“一体”的生活？盼望借着这一课，帮助大家对什么

是成熟的婚姻有进一步的认识。 

本课的棒： 

离开父母为自立 
关系纠缠得解开 
夫妻连合成一体 
有你有我有我们 

〖 这一课的棒有动作配合，详情载于附录十二《棒和教学提纲》，第 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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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开父母为自立 

（一） “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 
 

“离开父母”的吩咐，使一些人困

惑，因为他们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意

思不是要抛弃父母或与他们断绝关系，这

绝对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正如提摩太前

书 5 章 8 节所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

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

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事实上，圣

经这个吩咐的重点，是要结婚的男女双

方，结束过去对父母的依恋和依赖，转而

对自己的配偶依恋，并负起责任。要离开

父母，建立自己的家室，而父母也结束了照顾儿女的责任。同时，离开父母，是脱离

父母的管束，过独立自主的生活。 

1. “离开”一词在圣经中的含义 

在圣经原文里，“离开”一词包含松开、分开或完全分离的意思： 
（1）松开。一个人原来被束缚，作孩童的时候在家受到管束，现在长大了，做

父母的就得放开缰绳；以前把儿女周密看管，到了成人阶段，就要让他们离开家族，

过自己的生活。父母不要再控制儿女，不能像从前那样，当儿女外出时，就规定他

说，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记得他已经有一个新家，他不在你的权下，也不

是在公司工作，要向老板申请。 
（2）分开或完全的分离。与父母分离，那是一种痛苦的事，对父母来讲更是痛

苦，从母腹开始获得营养，从小用手捧大，孩子成了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有极密切

的感情关系，现在却要离开自己。事实上随着时间过去，父母是尽了抚养的责任，是

一事工的结束。父母若一直留儿女在家，即使年龄过大还不放手，事实是给儿女带来

更多的痛苦，不能让他们独立。父母是不能保护他们一辈子的，结果只会带给他们更

多的麻烦、伤害，甚至痛苦。因此，要让儿女站当站的位置，要让他们走开。走多远

呢？完全走开。 

2. 离开与成长 

一个人的“离开”，是脱离依赖、受管束的生活，重新过一种独立的生活，因为

这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每个人大概都会经过这样几个阶段：（1）从儿童

过渡到成人；（2）从成人过渡到丈夫或妻子；（3）从丈夫或妻子过渡到父亲或母

亲；（4）从父母过渡到祖父母。从独立到养家，从养家到成全孩子，以后也是让自

己的孩子“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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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代表一个人在人生旅程中，结束前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离开

是成长历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若不能离开，或离开得不够彻底，就会阻碍成长。 
 

（二） 在生活上体现“离开” 

有一位弟兄，结婚后与父母同住，生活在一起，两代家庭的经济、工作等各方面

都共同分担。后来弟兄的妻子和他的妈妈产生了冲突，彼此有争执，心里有成见，关

系紧张，甚至互不理睬。同时，夫妻也常有争执，因为两人刚结婚，弟兄与妻子的关

系没那么亲密，相处的日子不及与父母相处的年日那么长，有些观念跟妻子的观念不

一样，反而会赞同自己爸妈的一些观点、一些决定。又不容许妻子讲妈妈爸爸不好，

所以很容易引起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就回娘家去了。后来教会同工帮助调解。妻子提出要求说，

如果要回去的话，以后要分家，生活要分开，分开吃，分开住，工作也要分开；要独

立，要自己管理这个新家。弟兄是个独生子，也因着传统的观念，觉得分开不好，感

到非常为难，但事情已闹到不可不分开的地步。在教会同工的调解下，双方经过商

议， 后决定分家，包括经济上的管理、工作上的主权等，各自管理。分开之后，弟

兄的妈妈跟他妻子的关系也就改善了，而且越来越好。后来更达到彼此体恤、彼此相

爱、互相尊重，双方都得益处，神也得着荣耀。 
从以上例子我们看见，这个弟兄与妻子的关系出现问题，与他不能离开父母有

关。离开父母有三方面的含义，分别是身体上、经济上和感情上的离开。上述弟兄的

情况是：他三方面都离不开。在下面，我们会逐一讨论每一个层面的离开。 

1. 身体上的离开 

对父母来说，是让儿女从自己身边走开，不要一直回想这个家，而是必须学会独

立。这是一种地域性的分离，是一个 明显的表征，为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单位。

若是忽略这一方面，往往会带来家庭中的危机。教导儿女与另一半好好过生活，不要

让他（或她）常回这个家而造成以这个家为中心的生活。 
在儿女方面，当知道离开是与另一半过新的家庭生活，结束对父母的依赖，以己

家为中心。这不是说，婚后就不要回家探望父母了，当然，子女关 父母是应当的，

回家探望父母也是好的，但是要知道你已经脱离了父母的家，在那里你是客人，因为

你已经有自己的新家庭，不能再依恋着父母。 
对于新婚夫妇来说，如果婚后能与父母分开居住，会比较容易真正“离开”父

母，过独立生活。可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例如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或者是为

了要照顾父母，不一定可以分开居住。然而，要达到真正的离开，经济上和感情上的

离开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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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1. 〔已婚者〕你是否与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在你目前的情况下（与上一

代同居或分开居住），你遇到些什么生活上的难题？这样的生活情况又有些什
么优点？ 

2. 〔未婚者〕你将来结婚之后，会否与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你对于两代
同居或分开居住有什么看法？ 

3. 讨论两代同居的优点与问题。〖 教学提示：可以先请学员提出他们的看法，然

后把要点写在黑板上。老师可用下表作参考，引导学员。〗 
 

两代同居的优点 两代同居的问题 
1. 有频繁的沟通和彼此了解的机

会。 
2. 彼此便于照顾和分享。 
3. 节约物资消费资源。 
4. 因彼此分工和合作而节约人力资

源。 

1. 频繁沟通并不能保证建立美好

关系。 
2. 同住并不能保证能获得平衡的

经济效益。 
3. 已婚子女较难建立独立的新家

庭。 

2. 经济上的离开 

一个人不能一面立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却仰赖父母在经济上的供应。父

母也要明白，不要给儿女帮太多的忙。例如给他们买车，给他们一大笔的钱买电器、

家具之类。应该让他们两人共同奋斗，共创美好明天。 
经济上离开的背后精神是，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能够照顾自己的家庭，不存心依

赖，不因为父母有经济资源，就可以懒惰，要愿意为自己的家庭付出努力，为生活勤

奋工作。另一方面，要善用金钱，避免胡乱花费，使自己经济拮据，而得向父母求

助。可是，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遇到经济困难，需要向父母借钱，就必须以负责

任的 度，保证偿还，例如要说明什么时候还。 

应用： 

1. 你是否仍然倚靠父母供应生活所需？ 
2. 你曾否向父母借钱？ 
3. 倘若这是你的情况——你虽然已经结婚了，但在经济上仍然要依靠父母，要

“离开父母”的实际困难在哪里？ 

3. 感情上的离开 

“可怜天下父母心”，常常是父母放不下儿女，感情上的亲密，导致对儿女家庭

啥事都管，导致家庭问题。在一个婚礼上，一位牧师请新娘新郎的父母出来，对他们

说：“请跟你的儿女道别。”是的，这时父母是送走了他（她）。让他和她有一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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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家。这时有流泪，这时也是一种喜悦。不要告诉你的儿女“出了事就回家”。他

们已有家，而不是你现在所指的家。 
离开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一种美好现象。离开表明了一个人独立、自由、健

康、成熟的内涵，是一种积极的表现。不能离开（无力、无法、不愿、不许离开），

对亲子双方而言，是软弱、缺乏、不健康和不成熟的表现。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一个小女孩看见一只蝴蝶要从一

个茧里挣扎出来，见它挣扎得那么辛苦，心里

难过，就拿来一把剪刀，把茧剪开，让蝴蝶可以

出来，可是蝴蝶的翅膀软弱无力，飞不起来。事实

上，蝴蝶在茧里挣扎的过程能锻炼它的翅膀，使它

有力量，但女孩的帮助反而伤害了它。 
同样道理，做父母的，也必须放手，让已婚的子女过独立的生活。他们起初可能

会辛苦，但你们要让他们受一点儿磨炼，因为这样是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在挣

扎的过程中学习，为了建立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去解决婚姻关系上的问题。 
另一方面，结婚后，夫妻在相处上，其实有很多地方需要适应、学习，有些问题

不一定是两个人自己可以解决的，所以，有外来的资源和帮助也是好的，例如，有需

要时，可以向属灵长者请教，请他提供意见，给以辅导。另一方面，同伴的关系也很

重要，可以与其他有相同心志的基督徒夫妇，彼此交通、分享、分担、代祷，也很有

帮助。遇到问题时，有别人的忠告、提醒，客观的意见，旁观者的分析，过来人的经

验分享，对当事人也会有帮助。因此，离开父母的意思，是不让父母控制，但父母仍

可担当辅导者、朋友的角色。 

个案讨论： 
这一天，在办公室里，伟强因为工作程序上的小错误，被老板骂了一顿，下班

后，带着沮丧的心情，拖着疲累的身躯回家。回到家后，他如往常一样，坐在电视

前，翻开报纸在看，只想放松一下，好忘记日间的烦恼。 
同一天，太太小惠整天在家里忙着，为孩子和家务操劳，心情烦躁，期望丈夫回

来可分担一点儿责任，例如教孩子做功课，又或听她倾诉等。可是，他依然固我，反

应冷漠，推也推不动；像平日一样，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报纸，完全不理会她有多累

多苦。这一天，她真是忍无可忍了！ 
小惠非常愤怒地对伟强说：“你怎可以这样对我？你不知我有多累多辛苦吗？叫

你做什么都没有反应！我真是嫁错你了！你这人真是又自私又懒惰！” 
伟强心里很不是味儿，一声不响，走出家门，回到了母亲的家。 
伟强找母亲评理。他对母亲说：“她不知我每天在外面工作，又辛苦又受气，不

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这个家吗？回到家，总希望可以放松一下，有点安宁，她怎么常常

为小事情哭哭闹闹？妈，我小时候，你不也是整天在家里忙吗？我从来就不听你发过

脾气。怎么她就是不懂得做人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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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你赞同伟强回家找母亲评理吗？ 
2. 假如你是伟强的母亲，你会给伟强什么意见？ 

（三） “离开”和“孝敬” 

有人会问：一个人若是离开了父母，那又怎能孝敬父母呢？有父母会说：儿女离

开了，还会来孝敬吗？事实上，圣经有明确的教导：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

的诫命（弗 6:1~3）。这是一条诫命，孝敬父母不会在儿女成家时失去。孝敬父母是

向父母致以敬意，承认父母养育之恩永难回报。离开父母是脱离与父母以往的那种关

系，负起对配偶的责任。与亲人断绝交往，不尊重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不关

年迈父母或祖父母的生活所需，这些都是与神的话背道而驰的（参提前 5:8）。 
耶稣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 10:37 ；另参

路 14:26）。这句话告诉我们要爱耶稣胜过爱一切，是不是说不要爱父母了？当然不

是！事实上，这是关乎优先次序的问题：我们要以主耶稣为人生一切的优先，以跟随

耶稣、听从他的吩咐为 重要。这个教导绝对没有不爱父母的意思，相反，爱耶稣必

爱他的话，必听他的话，也必行他的话。他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爱耶稣的人是

更孝敬父母的，这也是这句话的其中一个含义。 
 
离开父母，就是开始走向成熟。只有当一个人在生理、心智、社交、感情、灵性

各方面都发展成熟，才有能力照顾自己，也有能力照顾家庭。一个人能够离开，更表

示他或她已发展出一个独立稳健的人格。另一方面，一个迈向成熟的人，是一个能够

为自己做决定的人，他越来越少受别人（父母）所支配，而是越来越受个人内在的价

值取向所推动。 

应用： 

1. 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后，当如何孝敬父母？以前觉得矛盾吗？  
2. 如果父母不能放手，已婚的子女如何应付？有什么实际的方法可以让父母理

解？ 
3. 谁可以举出生活例子，或分享见证，以表明如何离开父母又能孝敬父母？ 
 

二、关系纠缠得解开 
 

说到这里，我们都明白“离开”的真正含义了。我们都明白为何圣经这样教导，

也知道这对于我们生命成长的重要。道理是明白了，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可不是说

要离开，就能立刻成功离开。对一些人来说，如果在成长阶段中有健康的发展，而父

母又能放手，到结婚的时候，已相当成熟，离开父母是比较容易和自然的事。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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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少人来说，“离开”可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可能是非常痛苦的。有时候，家庭成

员间的人际互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情结，会造成两代关系的纠缠不清，以致做

儿女的不能真正“离开”父母。 
让我们看看以下的例子。 
例一 
宝儿是个独生子，深受母亲宠爱，从小就习

惯了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操心，一定有人来为他

安排、为他做。父亲经常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

都交给母亲处理。自从宝儿出生以后，母亲就把

全副精神都放在孩子身上，把照顾儿子看为她人

生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由于父亲是个沉默寡言

的人，又经常不在家，夫妻俩的感情早已变得平淡

乏味。母亲因为孩子需要她照顾，使她的生活有

意义；她情感上的空虚，无形中就让孩子来填补。

因此，不知不觉间，母子俩建立了一种互相依赖的

关系，儿子依赖母亲在生活各方面的照顾，母亲依赖

儿子来满足他情感上的需要。 
到宝儿结婚之后，仍然与父母同住，因为妈妈一定要经常见到儿子，而且她认为

她 清楚儿子需要怎样的照顾。结果，不久之后就出现婆媳不和的问题。婆婆对媳妇

诸多批评、挑剔。媳妇觉得很委屈，常常在丈夫面前抱怨，说婆婆太霸道，家里凡事

都要由她做主，自己没有地位。宝儿感到夹在两个女人中间，两面不讨好，非常为

难。 

问题： 
1. 宝儿婚后不能离开母亲，背后有什么原因？  
2. 宝儿的母亲为什么不让儿子离开？ 
3. 在你所认识的家庭中，婆媳问题普遍吗？ 
 
再看另一个例子。 
例二 
李太太整天怀疑丈夫有外遇，常常暗地里翻他的东西，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秘密，

又不时借故打电话去他工作的地方查探，以致他的工作常被打扰。有女性打电话来，

她就特别留意听他们在讲什么。在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下，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恶

劣。 后这位太太得了个忧郁症。后来她去看心理医生，才发现原来因为她自己的父

亲曾经有外遇，对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以致她心里留下阴影。她把心中的不安全

感和恐惧，都转移到自己的丈夫身上，以致对他非常的不信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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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李太太不信任丈夫，背后有什么原因？ 
2. 她这种怀疑有事实根据吗？ 
3. 可记得在第一课我们提过，家庭问题往往代代相传？这个例子正反映出上一代

的问题对下一代婚姻造成的负面影响。你能想出其他生活例子，或圣经例子
吗？ 

（一） 不能离开的原因 

难于离开，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 错误的认识 

有人会坚持说：“那是我父母的家，也就是我的家。”其实离开了，那不再是你

的家，你已另有一个新家了。 

2. 不健康的依赖 

例如情感上、经济上仍依赖父母的支援。例一的宝儿就是养成了这种不健康的依

赖。 

3. 父母不肯让儿女离开 

父母不想让你离开，希望你一周内三五天住回来。因

为父母的爱有一种失落感。父母常会对儿女说：“你

们成家了，很好。但以后有事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帮

助你的。”正因为这样，有人在夫妻关系出现问题

时，就回父母家了，或遇到事情就请父母出头，这样的

人没有离开家，没有离开父母，他的生活常常掌握在父母

手中，甚至有时被控制。 
一些家庭出现婆媳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母亲不放儿

子，不让儿子独立、与妻子连合，甚至有人觉得媳妇抢走

了儿子，坚持仍要在家庭中执掌大权。例一就是个典

型的例子。 

4. 情感上的转移 

婚前对父母的情感需要，婚后转移到配偶身上。例如在父母身上得不到的爱，希

望从配偶身上得到补偿；有些人会期望在配偶身上寻回失去的理想父母形象。对父母

的负面情绪，例如怨恨、内疚、恐惧等，也会带进婚姻中，影响夫妻关系和与下一代

的关系。因此，这些人即使不再与父母同住，但仍然活在父母的阴影下，可以说是还

没有离开父母。例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第三课 离开与连合 41 

 
 

（二） 给子女的忠告 

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能塑造出健康、成熟、独立自主的人格。可是，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我们的上一代都各有自己的困难，也不一定懂得用 好的方法来教导儿

女。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成长的历程中总免不了有遗憾、伤痛的地方。作为子女

的，我们首先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使自己不能“离开父母”，积极面对这些困难。发现

原因之后，也不能推说：“啊！都是妈妈不好！是她不让我独立！现在我的性格就是

这样，不能改了！”不要给自己借口，也不要把责任全推到父母身上。要知道，你现

在是成年人了，你可以自己选择过怎样的生活。你可以选择踏出信心的第一步，不再

依赖父母。你可以选择饶恕别人对你的伤害，不再活在过去的阴影下。你可以选择更

多倚靠神，靠着圣灵更新的大能，你是可以改变，可以成长的。同时要明白改变是一

个过程，不一定马上就能做到，所以要有耐心，坚持下去。 
建议步骤： 
1. 求神给你亮光，找出难于离开的原因。 
2. 针对问题，勇于面对。 
3. 求神给你智慧去克服。 
4. 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因为成长需要时间。 
〖 教学提示：这部分要处理的是生命里一些深层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同。附录三

《第三课应用》中有一个补充练习（第 199 页），有较详细的引导，帮助我们用圣经真理

去面对并克服不能离开的困难。老师请先自己反省及消化其中的内容。然后按着学员的情

况，加以运用。〗 

（三） 给父母的忠告 

作为父母的，要认识到让儿女离开，就是让儿女成长，是成全儿女，让他们学会

独立，日后作父母，也懂得成全儿女；这样，做父母的就是成全儿女的家庭，让他们

的家庭有真正的合一和满足。 
要放下惧怕，遵行圣经的话，不干预新家庭的生活。可以给予意见，但不是替他

们作主。圣经中提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产业”的意思不是拥有物，而是神所赐

的恩典。一位作者这样说，孩子“是神恩典的礼物，是神交托给我们爱护、珍惜、养

育以及为神的荣耀而塑造的遗产。”2 因此，作父母的，无权主宰儿女的命运，因为

儿女的真正主人是神。同时，父母要明白，你人生 大的满足，要从神那里支取。你

感情的 大依靠，也必须从神那里得到。这样，你就能放手，让儿女有独立的自由。 
 

三、夫妻连合成一体 

（一） “连合”的意义 

圣经中说到人要离开父母后，又接着说“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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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这是神创造人的一个旨意，是一个完美的安排，因为“那人独居不好”，人

需要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夫妻关系是人类关系中至亲密的一种；一段理想的婚

姻，就是夫妻二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连合，成为一体。 
先有离开，后有连合。那么连合又是什么意思？ 
“连合”的主要意义，就是保持亲密。我们常看见金属焊接或锻接成一块，但焊

接处比其他地方更牢固，这种连合是紧密的，没有缝隙的。 
主耶稣也提到“连合”的事。根

据马太福音 19 章 4 至 6 节，耶稣引

述旧约经文，非常清楚地指出，夫妻

二人要成为一体。这种连合是多方面

的：地域上的连合、物质生活的连

合、心理和精神生活的连合、工作生

活（家务养育）的连合、性生活的连

合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是生命

的连合。真正的结合是夫妻间的合

一，结婚后当清楚明白这一方面。在

家中你和谁连合？父母吗？儿女吗？

错了，是你的配偶。所以不要让任何

关系影响到夫妻之间的这种连合，要

有正确的认识，并要致力达到真正彻

底的“离开”。 

（二） 如何保持连合？ 

1. 彻底的“离开” 

彻底地“离开”其他人，让夫妻两个连合，不受他人的影响和加入。“离开”有

多少，合一有多少；“离开”70%，合一也只有 70%。没有父母的加入，不受孩子的

影响；这些他人是会影响二人的合一的。在前面，我们已谈论过离开父母的问题。至

于如何不受孩子影响呢？这是要刻意安排的，例如有时可请亲戚或朋友暂时代为照顾

孩子，让夫妻俩有单独相处的时刻。不可忽略的是，许多时候，孩子变成了整个家庭

生活的中心；夫妻俩如果没有花时间去培养感情，到孩子长大、离开父母後，夫妻之

间就再没有沟通的话题了。在管教孩子方面，父母必须设定清楚的界线，不要让孩子

操控着你的生活。 
如何避免家庭生活完全受孩子支配，以致夫妻不能培养亲密的关系？请分享。 

2. 彼此委身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可见婚姻的永久性。连合是一生一世的，故当长久相

爱。有人说：“首先他必须选择他所爱的，然后他必须爱他的选择”。选择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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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了要相爱，相爱到永远。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他 50 岁的婚庆上说：“在婚姻

中，夫妻的相爱就像制造汽车一样，要坚守一个型号。配偶当彼此忠诚，遵守诺言，

委身于对方，学习爱的生活。”（参林前 13:4~8） 

3. 保持亲密 

首先，要致力于婚姻的幸福快乐。连合的生活是把幸福带给对方，申命记 24 章

5 节说明了这个道理：“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

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婚姻是让对方快乐，圣经也提到夫妻当用

“合宜之分”彼此相待；个人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对方，不可彼此亏负。

（参林前 7:3~5）马丁路德说：“让妻子使丈夫欢喜回家，让丈夫使妻子舍不得他离

开。”爱是一种付出。 
另一个保持亲密的要诀，是彼此体谅，彼此饶恕。体谅和饶恕能带来医治与和

好。事实上，经济问题和婚外情不是家庭破碎的主要原因。根源往往在于不能饶恕而

产生苦毒，以致苦毒在里面生根、发芽、长大，渐渐筑成了夫妻之间的高墙。到了一

天，会把对方所有的事情搬出来指控：“×月×日你伤害了我”“×月×日你作了什

么”。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太 18:22），也就是说，要完全的饶恕。 

4. 共同的价值观 

夫妇二人应以圣经原则为依据，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在生活上，要满足于现状；

按己所有的，不是按己所无的。正如保罗所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

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

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 4:11~12）“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

足。”（提前 6:8） 
要存感恩的心，满足于神所赐给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去跟别人比较，不受父母或

社会上的风气所左右。例如，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心 ：父母拥有的房子我也想拥有，

父母拥有的车子我也想拥有，父母拥有的那些……这样，你的生活会受影响，同时也

表示你没有真正“离开”父母。另外，有人爱追随潮流，受虚荣控制，因为社会上其

他人也是这样；这反映出这个人的生命尚未成熟，仍受世俗环境所辖制。 
前面讲过，一个迈向成熟的人，是越来越受个人内在的价值取向所推动的。要保

持连合，两人都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心 。  

5. 共同的兴趣 

对于热恋中的男女或在结婚初期的夫妇来说，可能不会介意是否有共同兴趣，因

为互相吸引，爱意浓烈，只要在一起，那感觉总是甜蜜的。但是，日子久了，当起初

的热情渐变平淡，如果缺乏共同兴趣——两人都喜欢的东西、可以一起参与又大家都

感到愉快的活动等，两人的感情生活就会在不知不觉间产生变化。所以，培养共同兴

趣是维系感情的要素，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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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同的主人 

要同心爱主、事奉主，并在婚姻中荣耀神。要以神为我们婚姻的中心。要知道，

两人的结合，有神参与在其中，神早已命定，人不可随意解除这神圣的婚约。正如马

太福音 19 章 6 节所载：“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

可分开。”若有问题，就必须回到那造我们也能解决我们问题的神面前。这就好像出

了问题的电视机、空调，要找厂家，因为是他们制造的，他们懂得修理。婚姻的紧密

关系也在于亲近神。以下的图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复习·默想 
请在你的笔记本上，写出上述如何保持连合的六项要点。然后按着以下的思想问

题，评估你与配偶的“连合”状况。如果你未婚，你可以思想一下如何为未来的婚姻

生活预备自己。把你的回应写下来。 
1. 我是否已经“离开”父母？我准备“离开”父母、过独立的生活吗？ 
2. 我是否致力与配偶保持连合？ 
3. 我渴望与配偶保持亲密吗？ 
4. 我与配偶的价值观是否一致？如果不同，我们是否努力寻求共识？ 
5. 我与配偶有些什么共同兴趣？我如何与配偶一起培养共同兴趣？ 
6. 我们都爱主吗？ 

 

四、有你有我有我们 
 

志明和静文结婚差不多一年了， 近两人经常为了小事吵架。这一天，教会的传

道人李弟兄来探访他们，静文就利用这个机会，倾诉心中的不快。 
李说：“你们已经结婚一年了，婚姻生活都适应了吧！” 
静文说：“起初是蛮不错的。可是，不瞒你说，我们近来经常吵架。” 
李说：“是吗？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吗？” 
静文说：“我觉得他变了，没有以前那么爱我了！以前，尤其是结婚之前，他经

常想着我，很渴望跟我在一起。我想去哪儿，他就陪我去。我喜欢什么，他都表示喜

神 

人 人

越离神，越疏远

神 

人 人

越近神，越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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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他说，只要我高兴，他就高兴；如果我不快乐，他也不会快乐。那时候，他很在

意我，对我很体贴。在他心中，我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现在啦，他对我满不在乎

的，有很多事情，都跟我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而且，整天在外面忙，不是说要

加班，就是约了朋友，很少时间陪我。在家的时候，又不跟我讲话，不是看报纸，就

是看电视。跟他多说两句话，他已经心不在焉了！结婚有什么意思，还是那样的孤

单！圣经不是说：“二人成为一体．．吗”？” 
志明说：“哎，我在外面这么辛劳，也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可知道我每天回到

家，身心都疲乏，只想休息一下，你怎么不能理解？李弟兄，我觉得结婚之后，好像

失去了自由。我也需要有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朋友吧！结婚就是二人捆绑．．在一起

吗？这一点我可想不通！” 

问题： 
1. 你能从静文的一段话中，发现她对婚姻有什么期望吗？ 
2. 按静文的理解，“二人一体”包含什么意思？ 
3. 志明对婚姻生活的看法跟静文有什么不同？你能体会志明的困扰吗？ 
4. 你自己或在你所认识的朋友中，有类似上述的经历吗？ 

（一） 彼此依赖与个别独立的平衡 

在上述例子中，静文和志明所面对的难题，不少

夫妇也经历过。对静文来说，婚姻生活应该是两人常

在一起，相依相伴，形影不离，不分你我。在各方

面都要一致，有同样的兴趣，相通的感觉，相同

的看法，一样的意见。彼此相属，互相依附，

全情投入，两人融合在一起。这是她所理解

的“二人成为一体”，因为既然是一体，就

不再是两个人了。对志明来说，静文的过分

依赖，使他透不过气来；要满足静文那些期

望，就等于失去自由，因为这使他失去了个人的

独立自主性。在他看来，结婚之后仍然应该有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朋友，否则婚姻

生活就变成束缚。 
二人成为一体，是否意味着两个人要变成一模一样，如同一个人呢？“连合”是

否表示要完全放弃个人的独立身份？离开父母，是否纯粹把对父母的倚赖转移到配偶

身上呢？ 
前面提过，离开父母，是为了自立，也就是要成为一个独立、成熟，能够为自己

的生活作决定的人。一个过分倚赖的人是不成熟的。另一方面，如果婚後仍然过着跟

未婚时一样的独立生活，以致忽略了配偶的需要，那也不是成熟的表现。因为结婚之

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不能只顾自己；必须愿意放下自己，满足对方的需要，甚

至有时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成全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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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生活中，当然少不了彼此相伴、互相扶持、互补不足的成分，而共同的兴

趣、价值观等等，更是培养感情，保持连合的要素。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依赖，

既能增添生活情趣，也是为了应付实际生活的需要。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神所创造

的，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喜好，如

果一味迁就对方，或过分要求凡事都一致，长久下去，难免产生问题。一般来说，女

性重情感，倾向依赖，男性以事业为重，喜欢独立；在婚姻生活中，这往往是矛盾的

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成熟的婚姻，是能够在彼此依赖与个别独立之间取得平衡

的。 

（二） 婚姻中三个成长历程 

有婚姻专家用三个不同的阶段来描述男女从婚前交往，到结婚，以至婚后，在关

系上的发展历程。第一个时期，是从婚前交往到结婚初期，两人卿卿我我，形影不

离，不分你我；心理学家称这个阶段为“共生时期”。到蜜月结束后，再过一段日

子，激情渐渐冷却，彼此的真性情开始浮现；个人的不同特性会显露出来，这个称为

“个体化期”。这是夫妻关系面临 大考验的时期。 后，夫妻经过各种磨炼，互相

适应与调整，关系迈向成熟，朝一个和好的方向前进；这个阶段称为“整合期”。这

三个阶段几乎每对夫妻都经历过。 
上述三个历程，跟一个人婴孩时期与母亲的关系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刚出生的

婴孩与母亲关系非常密切，婴孩紧紧依附着母亲，母亲离开半步，

他就会大哭，在他心目中，自己与母亲是同一体的，一看不到

母亲，就好像失去自己的一部分；这是“共生时期”。到七

至八个月后，婴孩学习独立，开始想与母亲分开，不再完全

依赖母亲；这是“个体化期”。孩子渐渐了解到自己与母亲

是不同的个体。若能成功地与母亲分离，孩子日后就能健

康地成长，培养出独立的性格。3 
成熟的婚姻关系，是能够接纳彼此之间的不同。虽然夫

妻一体，但能接纳对方的独特个性与习惯，不强求对方要和自

己一样，愿意让对方有个人的自由与空间。既可以享受两人

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容让对方有单独个人的时间。能尊重对

方，不坚持一定要跟随自己的意见。4 

（三） 三位一体与二人一体 

我们可以从三位一体的教义来进一步了解夫妻二人一体的

奥妙。神有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圣

父、圣子、圣灵是独立而个别存在的三个位格。“一而三”

“三而一”的神观虽然不是人的理性可以明白，但它具有深远

的含意。神是合一的，圣父、圣子、圣灵分别担当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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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却有密切的关系，彼此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神虽是一体，却是三位同时存

在，且个别同等。 
同样，在婚姻中，两个不同的个体，能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主里连成一体。另一

方面，夫妻虽是一体，却是个别存在，各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正因为

有“你”，有“我”，才可以有真实的关系，才可以有“我们”。 

应用： 
1. 〔已婚者〕前面提到婚姻中三个成长历程，你能认同吗？你的婚姻曾否经历这

些成长阶段？你与配偶目前处于哪一阶段？ 
2. 婚姻关系中，要在彼此依赖与个别独立之间取得平衡，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

教会弟兄姊妹遇到这方面的难题（例如好像志明和静文的例子），你如何帮助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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