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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字的神，與福，看神在創世時為人類預留的真福 

 

剛過了西曆的新年，立刻又迎來農曆的春節。尤其這次，這兩個新

年的距離又特別短，讓還沒有在前一個新年向神勵志的人，很快就被提

醒，多了一個除舊佈新的機會來向新年邁進。 

記得幼時，爸爸曾在過年時，把一張寫有大大「福」字的紅紙，倒

過來貼在家門上。我們小孩就會再三的提醒爸爸，「那個福字貼倒了！貼

倒了！」爸爸就很開心地回答，「不錯！福到了！就是福到了！」我這才

明白，原來他是故意把福字倒過來貼的，希望福到我家。 

然後，我又注意到有人在大門上貼了「迎神納福」的紅紙。於是我

又想，原來這「福」是與神有關的。（我猜想，華人每遇喜事，就用紅色，

是不是從以色列人出埃及記時，神約定給他們紅色的拯救記號，流傳下

來的傳統，也未可知。） 

稍微長大了以後，我又發現一首讚美詩說：「全能真神，萬福之源！」

我就納悶，究竟漢字的「神」，和「福」是作甚麼解釋的？而神又怎麼是

萬福之源呢？從此，我就開始好奇地從各種古籍，大辭典，和聖經去找

解答。 

在我查詢古籍、詞典時就發現，「神」字的部首是「示」。而「示」

的古字指的就是神祇。進一步發現，幾乎以「示」為部首的字，若非與

神有關，也多半是從部首「示」，延伸出來的關聯字、或關聯詞。可見在

「神」這個字裡，隱藏了許多被人忽略的真理。 

那麼剛才我已經解釋了，「示」是代表神祇的部首、或字塊。「示」

字右手邊的字塊，是「申」。古詞典說，「申」就是「明白也」；「以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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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也是「以事告人也」。那不就和聖經說的「啟示」嗎？神的啟示，

就是把有關祂的事，都寫在書上告訴人；要人認識祂，和明白祂的旨意。  

既然「示」和「申」的兩個字塊合成了「神」字，那麼「神」的意

思就應該包含了其中的意思了。「辭海」解釋說，「神者天地萬物之主宰

也」；「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以及「天地生萬物，物有主之者也」。意

思就是說，神不但創造了天地萬物，祂也是萬物的主宰。 

然而古詞典解釋了神，卻沒有告訴人，究竟神「以書告明」，「以事

告人」的書，究竟是什麼書？原來神「以事告人」；「以書告明」，的書，

就是神的啟示。它的書名就是聖經。而且世界上也只有一本神的啟示。 

聖經開宗明義的第一句就簡單，乾脆地宣告說：『 起初，神創造天

地。』神「以書告明」，是祂在起初就創造了天地。 

「漢語國學」解釋說：「起初」的意思，就是最最早的時候。英文

說「At first」。也就是說，神在起初，開始創造天地萬物時，時間和空

間才開始有了存在。 

從古書對「神」的解釋，證明了華人的老祖宗並不是無神論者。他

們是深信有神的。因為他們相信，神是一位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所以

才能從生活的體驗，造出內涵那麼豐富的「神」字。  

那麼，我們再看看古書是怎麼解釋這「福」字的？這個「福」字是

以四個字塊構成的。福字的右手邊，就是個代表神祇的「示」字。這說

明「福」必定是和「神」有關的。所謂無「示」不成「福」，無「神」就

無福，就是這個道理。 

除了福字左手邊的「示」字以外，在它右手邊的三個字塊，從上到

下，依序是一「橫」，然後是一個「口」字，和「口」下面的「田」字。 

所謂「一」，為天之表。左傳說；「一之謂甚，豈可再乎？」。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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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這「一」從太初就已經存在。「一」是世上沒有任何可與比擬的。

左傳又說：「一」乃「至高」，「至聖」，「至大」，「至尊」者也。這樣的解

釋，說明了「一」不只是一個數學的符號，「一」更是一位有位格的存在

者。 

我再綜合「漢典」對「一」的解釋：「一」「乃太初」。「乃天地未分，

混沌未開之前。無始之始的一種，無體，無聲，無嗅，無味的存在」。「一」

也是構成萬事萬物的根本力量。  

「辭海」說：「一」是毫無瑕疵,「惟精惟一」的「純也」，無所不包

的「皆也」，完美整合的「統也」，和諧一致的「同也」，唯我獨尊的「專

也」；無可比擬的「獨也」，無可言喻至極的「猶乃也」，也是無以復加的

「誠也」，等等很多類似的意思。 

「說文解字」也印證了以上的說法。它說：「一」乃「惟初太始，

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意思是說：這「一」，是在太初之時

就已存在的道。道把混沌未化的宇宙，分出了天和地，造成了萬物。 

古籍對「一」的詮釋，正符合了神在約翰福音 1：1-2 的啟示，說：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就與神同在。萬物是藉

祂造的。」剛才我提到，神在起初，藉著創造了天地萬物，開始了時間

和空間。現在，這段經文又告訴我們，神是在「太初」就已經存在了。

這「太初」的意思就是「無始之始」。是比「起初」還更早，在宇宙和萬

物還未存在之前，神就已經存在了。 

在英文裡，「一」是個數字，很難表達中文「一」的博大精深觀念。

因此有些英文書籍在解釋中國哲學的「一」字時，就用「The Line of  

the Heavens」、或「The Stroke of the Heavens」，意思就是，這「一」

是個屬天的一橫，或屬天的一劃；是專們用來代表神的「一」。 

可見，「一」為天之表，所指的不僅是宇宙大自然，更是在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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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完美存在者。這存在者在華人的心目裡，一直就是「老天爺」，「天

神」，「昊天上帝」。那不就正是聖經啟示給我們的創造者「神」嗎？ 

以弗所書 4：6-7 說：「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

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

恩。」這經文說明了，神不僅是創造天地的主宰，祂也是賜恩給人的神。 

再來說說「一」下面的「口」字。「一」之下有「口」；表明人在一

神之下。「辭海」說「口乃進食，發聲之器」。意思就是口不但是用來進

食的，而且是用來說話和與人溝通的。 

亞當是神造的第一個。起初他說話的對象只有神而已。可見，神賜

亞當發聲之器，就是希望他能跟神溝通，並且能明白神的啟示。 

「辭海」又說：古字的「口」另有一用法，就是環繞；貫乎；置事

物於其中。凡以此「口」為部首之字，如團，圍，圈，等的意思都是。

這又符合聖經新約裡多次有關合一的啟示。特別是以弗所書 4 章裡說的

「…. 一 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

人之內。」 

「辭海」又解釋「田」。「田」表「樹轂」，「耕作」，「狩獵」等。那

都是人賴以養生之地。同時也間接的呼應聖經的話，人要負起神的託管

之責。並靠田養生續命，傳宗接代。 

這些構成「福」的四個字塊：有神的啟示為邊，有至高的主宰「一」，

在字頭上，有人的「口」在中間。最後有「田」在人之下。這充份顯示

了一個莫辯的真理。真正的「福」是從神而來的。真正的「福」是人在

一神之下，接受他安排的秩序，被授權去享受神藉著「田，賜給人的福

氣。  

最後，中國古籍「禮祭統」說：「福者備也，備者無所不順者也。」

真是奇妙。這種「無所不順」的福，豈不就是神要讓人享受的真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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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字啟示了我們「無示不成福」，「無神就非福」的真理。沒有

神就不可能有「真福」。沒有神的福，也不是「真福」。 

古籍對「神」和「福」的分析和解釋，幾乎完全呼應了神在聖經創

世記頭兩章,有關祂創造世界的啟示。 

自我深入理解這兩個漢字，讓我對神的創造也有了新的認識。原來

神的創造，是為了最後被造的世人之「福」，所做的準備。這就如一對父

母為即將出生的嬰孩，預備嬰兒的房間，嬰兒床，和一切的需用一樣。 

神首先祂用了二天，先為世人設計和創造了一個能夠保護他們生存

的全備環境。 

接著在第三天，神為大地創造了綠意盎然，又可供人類食用的植被。 

第四天，神為所有受造的生命，安排了日夜和季節為作息的時序。

因此我作詩說：「開天闢地萬物新，周而復始起歲序」。 

 唐代詩人韋應物曾賦詩「觀田家」：「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田

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 

第五天，神創造了各種活物，讓世界充滿生命氣息，和活力。也讓

人類享受各種肉食。美麗的世界都鋪陳完畢，神準備迎接人類的誕生了。 

最後，神就在第六天造了第一個人類亞當。把和自己相似的尊貴賜

給他。後來神又為他造了一個配偶來幫助他，且把管理受造之物的責任，

授權給他們。神造了人以後，看著祂所造的一切 ，就非常滿意地說，他

所造的一切「都甚好！」 

於是到了第七天，神創造天地萬物的目的告成！神就安息了。 

漢字「神」和「福」的真意，充分地在創造的歷史裡顯明。人類是

唯一有神尊貴的地位的受造者。人類也是唯一享有管理神所造一切的權

利，和享受一切受造物的福氣。那就是神在創世之時為人類預備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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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讓我們用詩篇第 8 篇，來讚美創造，並賜福給我們的神：「耶和華

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你因敵人

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你

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

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耶

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最後，在這篇詩篇裡有些難明的奧秘。等以後有機會時，再跟您分

享其中的奧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