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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和釋經

一一-代序

你自幼便通曉了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憑著那在基督耶穌內的信德，

獲得得救的智慧。(弟後三 15 ) 

公元一世紀末， →位隱名的作者寫了一封信，這一封信後來

被稱做弟茂德後書。上面清楚寫著這一句話。對當時的人來說(包

括作者和讀者) ，這句話的意義一目了然，所謂「聖經 J (原文

是「神聖的寫作 J ) ，指的是當日的猶太人經典，即今日基督徒

的「舊約」。這些經典被認為是「默感」的作品，因而當日的基

督徒都希望可以從這些經典中找尋到生活、訓導、與信仰的泉源

(弟後三 16 ) 

至於「新約 J '不僅並未進入神聖寫作之列;作為一本完成

的文集，新約事實上還未出現。或者，說得準確一點，雖然大部

分的新約文獻，早已「個別地」書寫完成，不過它們還未「集

結 J '因而還未以一個整體文集的形式出現，更末以「新約」的

稱呼來命名。新約的完成，還有一段很長的歷史。

因而，做為基督徒的經典，新約，也和舊約一樣，屬於「傳

統下的結集」。它慢慢長成、慢慢得到確認，最後得到「經」的

地位。這是猶太教、基督宗教，這兩個同屬「經典宗教」的共通

點:經典的書寫，和與經典相關聯的事件(如基督事件、西乃山

事件)之間，在時間上有一段差距。而雖屬於同一經典，個別經

本的寫作時間(還有地點、團體)亦有差距，職是之故，它們對

於那一件基本事件的體認，自然也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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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後來的讀經者，在閱讀聖經的時候，常常有意無意地

忽略這個差距。傳統上把十四封「保祿書信」歸於宗徒保祿便是

一個例子。以上面的弟茂德後書為例，現在聖經研究說它是公元

一世紀末二世紀初的作品，應該不是死於六十年代的宗徒保祿所

作。與弟茂德後書同樣「托名」保祿的書信可能還有幾封。事實

上，在現代聖經研究中，其宗徒創作權未被質疑的保祿書信只剩

下七封而已(羅馬書、格林多前後書、迦拉達書、斐理伯書、得

撒洛尼前書、費肋孟書)

近代聖經研究和傳統的看法居然相差這麼遠，很多人不免有

何去何從的感嘆。另一個例子是傳統把四本福音歸給耶穌的門徒

(瑪寶，若望) ，或是門徒的弟子(馬爾谷/伯多祿，路加/保

祿)的做法，現在也受到質疑。下意識地，傳統的做法可能是希

望以時間上的接近、或是以宗徒性( apostolicity )來保障經典的可

靠性。這個問題也是近代經典研究的關鍵，它關連著:我們對所謂

「默感」的體認。如果是「神的默感 J 這個默感其實與時間沒

有必然的關聯。也就是說，時間的靠近不能作為「真實」的保証，

而時間的隔離也不一定代表「不真實 J (指「宗教真理」上的真

實與否) ，因為天主可以在時間內一點一滴地默感基督徒團體，

以致於後來的團體可以經由他們在歷史中的生活與體驗，慢慢地

體認出基督事件對世界、對人生、以及對他們的意義來。

* * * * 
上面所說，讓大家稍為看到傳統和近代釋經學的差異。所謂

近代釋輕學，我是指在啟蒙運動之後，從歐美等西方基督徒國家

開始發展出來的一些科學研經方法，基本上把聖經視為一種古代

的文獻作品，因而也把各種研究古文學的方法，如版本學、文獻

學、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等都挪用到聖經的研究上。開始

之初，的確很有成績，也提出一些新的觀念:如馬爾谷的優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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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源論、福音的對觀關係、福音編者非作者等等。這些觀念，一

直到今天，雖然不敢說沒有敵手，卻仍然居於釋經學的主流，也

就是:大部分聖經學者都採取這樣的看法。

這些新的研究方法，中文翻譯習慣稱它們為「批判 J ( criti

cism) ，這個名字一方面譯自英文名稱，另一方面也相當符合這

些方法對傳統的批判精神。例如確立對觀福音關係的源流批判

( source criticism ) ，從經文的類型為出發點深入早期教會生活的

類型批判 (form c此icism) ，專門發掘各本福音的神學動機的編輯

批判( redaction criticism) ，以及顛覆一般人對福音歷史真實性的

歷史批判( hist。可 criticism) 等，它們對傳統釋經學以後代的信仰

模式為研經的主軸，而忽略對聖經時代背景的考量，多多少少都

作出 J些批判。

有一個時候，這些批判有很好的名聲。很多人都對它們寄予

厚望，以為有了它們，人類終於可以解開聖經的迷思，可以親眼

看見被傳統信仰遮蔽了十多個世紀的聖經真相了。然而，時至今

天，更清楚的一點是:科學方法並非萬能，它們提出來的批判縱

然合理，自己卻不是這些問題的解答。事實上，每一種理論都有

主觀想象的成分，因而也免不了為自己預設立場。藉著敏銳的觸

覺，這些新的批判學成功地做了個很好的提問人，但是它們卻無

法完全回答自己所提的疑問。天主的啟示終究保留了「啟示」的

奧秘成分，它不是完全透明的。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聖經批判的方法一無是處，也不是說，

傳統的方法比它們更好。傳統的方法看聖經如同看一頁平面的歷

史-樣，於是，不同的聖經傳統之間的歧異因素通通都被抹煞掉，

在勉強燙整平滑之後，它們都被人放進這一頁耶穌的歷史之內。

於是，歷史的耶穌完全一覽無遺，聖經的批判方法始於對這種歷

史觀的不滿，因為它誤把信仰當為歷史。因而聖經批判學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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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實是對人類妄想完全掌握歷史(歷史的耶穌)的一個警告，

只是，它們自己叉掉進了另一個危機之中，企圖用自己的方法重

新建構耶穌的歷史，到希望破滅之後，便乾脆否定一切認識歷史

的可能。

* * * * 
因而，在研讀聖經的時候，如何一方面避免主觀主義( sub

jectivism) ，另 A方面也不掉進文字主義( 1即ralism) 的框架內，

將是最關鍵性的一點。下面提出三點考量的方向:

首先，該考慮宗教語言的特質。宗教語言是屬於詩的語言、

神話的語言、圖像的語言，而不是科學的語言、歷史的語言、或

數學的語言。研讀新約聖經，我們需要進入一世紀的猶太人在描

述他們的宗教經驗時所用的象徵內，這一個象徵，也許不一定能

夠完全轉化為我們今日的共通語。事實上，有學者強調象徵(神

話)不能轉化、不能翻譯、只能直觀地把握的特質。詮釋聖經，

人大抵只能詮釋其整體象徵的週邊因素，讀經人終究要自己進入

聖經的象徵內經驗它的象徵意義，也就是，接受它對自己的詮釋。

其次，該考慮信仰和歷史的關係。讀新約，基本上是透過復

活後基瞥徒對基督所做的見證去接觸他們所見證的耶穌;因而所

謂耶穌的歷史其實是見証的歷史。這裡肯定兩點:其一，新約聖

經是基督徒自述其信仰的作品，不是單純的歷史事件的紀錄;其

二'耶穌的歷史卻是人對他所做的見証的預設。他(耶穌)隱藏

在後面，而且容許自己被人經驗到，條件是:經驗者必須和最早

的見證者採取同樣的視野(復活的信仰) ，反過來說，只有採取

這個視野的人才能傳承到福音所見證的耶穌。這句話的含義是:

一個「中立」的讀經者，可能什麼都得不到，既不能見到歷史的

耶穌，也傳承不到見證者的信仰，因為前者是透過後者表述出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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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該考慮早期教會的生活與信仰層次。無可否認，福音，

既是早期教會的作品，是他們的信仰表達，那未團體的生活及其

信仰的內容勢必倒過頭來影響並形成他們所傳述的福音。閱讀福

音的時候，人所犯最大的錯誤通常是把一些後來的信仰內容(例

如三位一體的信仰、教會的聖福特命、基督在本體上的神聖性等等)

讀到早期的經文去。其實，即使同屬新約的經文，也要分清楚不

同作者的視野，馬爾谷不可與若望混為一談，瑪竇與保祿不可同

日而語。新約聖經記載也反映它們的作者(信仰團體)的信仰經

驗，閱讀聖經容許我們，今日的基督徒，與他們，以及他們的信

仰經驗進行交談，並在交談中認識且增進我們的信仰。

* * * * 
對許多信徒來說，聖經讓他們手足無措。該如何入于呢?也

許，他們需要一本簡單的導航書，引導他們登山涉水，進入聖經

的世界。

這一本導航書，需要的也許不是艱深的聖經理論，也不是巨

細無遣的研經歷史，而是正確的觀念，再加上淺顯的輔讀題材，

平白易懂的表述技巧。它是「導航 J '就好像一位有經驗的導遊

一樣，不是要細述當地的每一件事，而是要告訴外來的遊客最好

看的景點在那裡。

這裡就有一本這樣的導航書。它的作者是法國的沙邦傑( Eti

enne Charpentier )神父，神父多年來為平信徒的讀經運動而努力，

豐富的經驗，累積成這一套新舊約導航書。它的好處，也許不在

它的思想夠深度(與否) ，而在於它的內容淺白，它會引用一些

生活中的例子(就連這裡說的「導航」觀念) ，來解釋複雜的聖

經現象。書中也關注到(並且應用了)新的研經方法和理論，採

取的卻的溫和的批判態度。作者關心耶穌的歷史，也充分體會到

歷史和信仰的辯證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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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的導航書一樣，這本書基本上是按照各經本寫作時間

的先後次序，逐一介紹新約二十七本書。因此之故，保祿書信先

於福音的寫作，而馬爾谷福音叉先於瑪寶路加。另外，在介紹最

早的書信作品之前，還加上一段新約的「史前史」一一復活後的

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和新約世界的背景概述。可以說， I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 J '一部大型的新約論述書，所涵蓋的範園也不過

女I lJlt 。

每一部分部從整體概念開始，介紹一本書的整體結構、特色、

神學等。再來是重要經文選讀。讀者要習慣它所用的問題方式，

往往只有間，沒有答，它不希望自己所做的片是提供一張答案卡，

凶而，發間有時比回答的機率還要多。

每一部分，都介紹該部分的耶穌圖像。讀者細細體察，會訝

然發現新約的耶穌圖像原來這樣多，瑪賣的耶穌，和馬爾谷的並

不-樣。

然而，它畢竟只負責「入門」。有些地方，讀者會有意猶未

盡的感覺。例如，他也許會說，其他書信(所謂「公函 J )說得

太簡單了。這時候，讀者只好自己去翻進階書目了。畢竟，這是

一部為平信徒而寫的研經作品，針對平信徒的需要，因而福音介

紹的比書信多。

本書的譯者劉榮和小姐，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二年級學生。

在文藻語專求學的五年裡'她修習得穩實的語文基礎，譯筆流暢。

這本書還是她的第一本譯作，我覺得能有這樣的水準，已經很不

容易了。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之後，相信也會和筆者，樣，深深感

謝她慷慨的付出，並真誠祝禱，國內聖經研究和翻譯事業，將會

更上層樓。

實懷羽毛謹序於輔大串數學家



聖經入門

路加猜測斐理伯和厄提約丕雅的太監之間曾如此對話，-你

明白所誦讀的嗎? J ，-若沒有人指教我，怎麼能夠? J (宗八

30) 我願意藉著這個簡短的問答明白指出本書寫作的方向:我嘗

試以含蓄的方式幫助大家閱讀聖經。

旅遊指南

我們參觀紀念碑的時候，不論陪伴我們的是導遊或是旅遊指

南，我們都會期待他(她、它)不要太霸道，可以讓我們到處走

走，看看這紀念碑的各種鮮明特色。這本書就是這樣的一個導遊，

它要帶領你們領略新約，並以含蓄的方式協助你們了解新約的內

容。

通常旅遊指南會提供數種選擇，-如果你們只在這裡待幾個

小時，可以看看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如果要待個三天...... J 

這本書同樣如此。我不可能在這麼少的頁數中，含括新約的每一

個面向，因此我得試著把握重點，不但給你們整體的印象，同時

還要討論一些重要的經文章節。假使你們只能騰出一點時間閱讀，

就不能什麼都看，得有所取捨。你們不需要埋首致力於每個細節，

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了解內容。在這次拜訪當中，你們將可以和路

加、若望、保祿及其他人作朋友，而且你們下回還可以再來探望

他們。

第二部分

從第二冊開始閱讀總是非常刺激:你們可以運用想像力，猜

測之前到底在講些什麼。然而，這顯然不是最容易了解文章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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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新約是基督徒聖經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舊約，從舊約開

始會比較好。

假使你們要從這本書〈新約導覽〉開始也是可以，不過先看

過〈舊約導覽〉的話，會更了解這本書的許多內容，因為我常常

會加以引用。

如何使用本指南

你們遊覽一座城市時，可能會看到一些歷經好幾個時代而成

的建築。大教堂、城堡和老房子有部分屬於羅馬或哥德式，再

添加的建築則建於文藝復興或十八世紀......。通常你們先-個個

參觀，後來才得到這個城市富於羅馬氣息的大概印象，或者是這

個城市在文藝復興時期發展的方式。比較有技巧的方式是先四處

看過羅馬時期的建築'再參觀文藝復興時期興建的部分，依此類

推。

這本指南原來就打算讓你們在探索新約時，能夠依照不同計

畫而行。你們可以單獨閱讀，或在團體中一塊學習。這是本書分

為八章的原因。一個月只聚會一次的團體可以在一年內讀完整部

新約。

每章的第一部分介紹新約作者(例如保祿、馬爾谷、若望)

的作品。首先我以一頁的篇幅介紹作者和著作的背景;其次瀏覽

該部著作;再來建議你們研究某些特別的章節;然後(談到四部

福音時)是耶穌的受難史;最後是該著作所描繪出的耶穌形象。

你們可以一次讀完這個部分，再回頭閱讀自己最感興趣的地方。

不過我建議諸位研讀這個記號"所指出的章節。這些章節對該著

作而言舉足輕重，因此特別標記出來。我特別留意藉此讓各位讀

到所有新約最重要的章節。

在每章的第二部分，我們要藉由綜覽新約作品，探討一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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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會關注的主題，好比講道、奇蹟、比喻、祭獻......。

這兩個部分形成一個整體，但你們也可以分別研讀。所以這

本指南有兩種可能的使用方式。

你們可以從頭開始閱讀，這是最簡單的方法。要不然(特別

當你們的團體中有一位經驗豐富的領導者時)你們可以從拜訪初

期教會著手，也就是先研讀每章的第二部分，然後下次再看第一

個部分。

你們讀完前 24 頁的序論，就會更了解這兩種不同的閱讀方

式。不過，不論你們選擇用哪一種方式，首先都必須把頭兩章從

頭到尾讀過。

哪本聖經?

這本書適用於所有版本的聖經。只要你們有一本聖經，就可

以使用這本指南。

假使一本聖經也沒有，最好用的兩個譯本可能是修訂標準譯

本( Revised Stanâαrd 陀rSI仰，本指南引述的聖經章節皆出自該譯

本)或是耶路撒冷聖經 (Jerusalem Bible) ; 耶路撒冷聖經的標準

版也有介紹並註解每本聖經著作，不過價格昂貴。(如果你們已

經有一本舊聖經，不想花錢買一本全新的聖經，那麼你們可以買

一本平裝新約，然後舊約部分使用原來的聖經。)

要開始研讀福音書的時候，你們會發現福音合參 (Synopsis)

很有用(這種書把福音書相互對應的部分平行排放，以方便讀者

對照)。其中最好的一本可能是 B. H. Throckmorton (ed.), Gospel 

Parallels. NeIson. 1967 。

非兄季長才于，愉快

最後祝各位有一趟愉悅的新約之旅。同時我要謝謝所有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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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寫作過程中提供幫助的人:包括我的許多聖經學者朋友 ，

我從他們那裡偷了很多想法和圖片;還有許多人在集會或討論會

的過程中 ，分享閱讀這些文章的心得，讓我獲益良多，其中包含

在沙爾德 ( Chartres) 和沙道盧( Chateauroux )的團體，他們勇氣

十足，願意當小白鼠使用這本指南的影印本。

訴我L
1 ~-.;._:;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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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手抄本殘簡出土於埃及的沙漠，是曼徹斯特市若望利與安圖書館的收

藏品(因此稱為利奧安 Rylands 文件) ; 1935 年公諸於世。上方的圖片分
別是這個殘筒的兩面，上頭的經文是若十八 31~犯罪日若十八 37~況。我

在和手抄本同樣形狀大小的圖形上，寫3這些章節的逐字翻譯，這樣你們

才能對手抄本上的內容有些做念。學者按照手抄本寫作的風格，估計其年

代早於公元 150 年。這是新約中我們擁有年代最早的章節。既然若望在公

元 95-100 年左右寫作若望福苔，那麼這個手抄本顯示出該福音完成後沒多

久就已經流傳到埃及。



旅行前的準備

在出發前往 4個陌生的國度之前，我們通常要先了解這個國

家的風俗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他們思考和交談的方式) ，這樣我

們才不會覺得不知所措，也不會犯太多的錯。我們也要看看地圖，

並了解當地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情況。

雖然我們對新約的某些段落瞭若指掌，新約對我們而言仍然

是一個陌生的國度。因此，我們首先要閱讀宗徒大事錄 (the Acts 

ofthe Apostles) ，從中得知首批基督徒生活的世界。

不過在開始之前，我們還是應該要迅速地提醒自己:新約是

什麼?新約是如何形成的? (你們最好重新閱讀〈舊約導覽》

13-19 頁，複習聖經的形成過程)。這是本課的背景資料，而且可

以說明我選擇在特定地方停留的原因。你們還將明白這本指|南的

兩種用法(參考 24 頁)

這是 F面幾頁的內容:

1 、新約形成的三T固階$.丈

12-16 頁中有一個關於這些階段的圖表和簡單的摘要; 17-29 

頁深入討論這些階段，並且指出其重要性。

2 、福音的文學類型(29-34 頁)

我們很幸運，因為沒有耶穌的「照片」

3 、福音書中的文學類型( 34-39 實)

第一次給你們介紹模式和風格，以後我們還會再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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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約形成的三個階段

納臣肋人耶穌(公元前 6 年至公元 30 年)

耶穌誕生於黑落德 (Herod) 統治時期，出生年代大概較我們

認定的公元元年早 6 年左右。他住在納臣肋(N azareth ) ，是虔誠

的猶太教徒，按照法利塞人( Pharisees )的精神實踐律法。所謂的

法利塞人，就是篤信猶太教的猶太人。

耶穌二十七、八歲時，接受洗者若翰 (John the Baptist) 的洗

禮，從此開始二至三年的公開生活。耶穌挑選自己的門徒，在門

徒的陪伴下，他用言論，更用行動及生活，宣告天國的來臨。耶

穌從來沒有寫下隻字片語。(並不盡然。有一回他確實寫了些字，

在沙地上...... 0 ) 

宗教當局定了耶穌的罪，羅馬人釘他在十字架上。我們幾乎

能確定是在公元 30 年的 4 月 7 日。

團體(約為公元 30 至 70 年間)

耶穌的復活及五旬節( Pentecost )聖神( Spirit) 的降臨，讓

門徒能開始明白耶穌的奧蹟。他們還是猶太教徒，但在猶太教

(Judaism) 中形成一個與眾不同的團體，因為這些門徒是復活耶

穌的見證人。

(下頁圖中灰色區域代表猶太教，是基督宗教的源頭。)

門徒在兩方面尋求忠實:忠於耶穌，又忠於困難重重......的

生活。

為了解決這些難題，他們開始回想記憶中的耶穌。不過他們

是在復活的觀點下回憶。這些回憶主要閻繞著三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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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門徒請道，宣告復活的耶穌:首先向猶太人，然後向外

邦人。我們就有一份初期基督徒的信仰宣告;

門徒在禮儀，特別是感恩禮中紀念復活的主。感恩禮確立了

許多紀念耶穌的形式。

為了教導新領洗者，門徒四想了耶穌的一言一行。

隨後有更多人加入首批門徒的行列:巴爾納伯 (Barnabas)

七位執事(包括斯德望 Stephen 及斐理伯 Philip) ，以及最重要的

4位，保祿 (Paul) 。保祿在公元 36 年左右歸化，並將福音傳到

中東、希臘，直至羅馬。公元 50 年耶路撒冷「會議」決定:從此

以後，外邦人可以不必先成為猶太人就加入教會。

保祿在公元 51 至 53 年寫信給許多團體。

這些年間官方猶太教逐漸開始排斥基督徒。

公元 70 年，羅馬人將耶路撒冷夷為平地。聚集在雅木尼雅

( lamnia) 的法利塞人，使猶太教有了新的生命，且一直延續至

今。(雅木尼雅的希伯來字是labneh '位於現代特拉維夫 Tel Aviv 

的南方。)

著作的編寫或者編輯(公元 70 至 100 年左右)

四位神學家為耶穌作證'將本來根據不同方式編輯而成的傳

述放在一塊兒。

聖馬爾谷 (Mark) 在公元 70 年左右寫下他的福音書，我們幾

乎能確信他根據的是伯多祿 (Peter) 在羅馬的宣講。馬爾谷寫作

的目的，是由耶穌的行為，特別是他行的奇蹟來證明耶穌是基督，

天主于。

聖路加在公元 80 或 90 年間完成福音書的寫作，對象主要是

以前原是外邦人所組成的團體。路加的福音指出，天主怎樣在耶

穌內探訪了祂的于民，且廣施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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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著作的第二部分是宗徒大事錄。內容是宗徒在聖神的引

導下，逐漸傳佈好消息至世界各地的經過。

聖瑪實可能也是在公元 80 或 90 年間寫完的福音，是在歸化

的猶太人團體中完成的。瑪竇反對雅木尼雅的法利塞人，指出耶

穌怎樣滿全了聖經。

為了明白耶穌的奧蹟'瑪質和路加追溯到耶穌的童年， ~W以

耶穌一生和復活的觀點，描述他的童年。

聖若望的福音經過深刻的沈思'視耶穌為天主聖吉 (the Word 

ofGod) 。寫作年代可能在公元 95 至 100 年悶，目的是指出釘死

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依然吊在今日，且將自己的聖神傾注在我們身

t 。這是耶穌顯示出來的記號，我們若要認出這記號，必先相信。

無論默示錄( Revelation )的作者就是若望福音的若望，還是

另有其人，但在默示錄中，作者指出耶穌就是歷史的終點。

間時候若望、怕多祿、雅各伯 (James) 、猶達 (Jude) 及其

他門徒曾給許多團體寫信。

公元 135 年猶太人第二次起義後，羅馬人殺死了大部分的猶

太人，且有好幾百年時間，不准許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而基督

徒已離開耶路撒冷，散居地中海沿岸。

前一頁的圖以非常概要的方式指出新約形成的三個主要階段。

這些概念很重要，所以我們會一再提到。我們會利用圖像和類比，

談到這些觀念。其實這種方式滿冒險的，但會更有趣，而且你們

會知道在那裡加油添醋。

最善於謀殺的女人﹒... .. 

某天我遇到全世界最善於謀殺的女人。我們參觀伊拉克的考

古現場，考古學家的妻子招待我們。稍後我們才知道，她就是那

位寫了許多著名偵探小說的阿嘉莎﹒克莉絲汀 (Agatha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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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 。要是當時已經知道的話，我們一定會多注意她這個人。現

在我們只能憑一些片段記憶，例如她說過的幾句話，她穿的衣服

樣式或是其它，來重建對這個人的印象。

我們都有過類似經驗。

首批門徒也有過這種經驗。只因他們的師傅，也就是洗者若

翰建議他們跟隨耶穌，他們就照著做了。其實他們並不完全知道

耶穌是誰。這些鬥徒仔細聆聽耶穌說的話，就像在聽先知講話 4

般。他們也曾猜測，耶穌可能就是那位名叫默西亞的先知。但-一

直要到聖神降臨後，他們才漸漸明白他們的朋友耶穌，竟然就是

天主 f- !門徒們不口耶穌相處不過短短數年，此時這些回憶有了新

的重要性，因此他們開始努力重建對耶穌的印象。

一年年過去，門徒們益發肯定這種重建工作的重要性。耶穌

離世前，他們開始相信，天國將隨耶穌而來。按照當時的想法，

天國就是世界末H之後的世界。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些們徒

還是不放棄等待世界末日，但在末日前，他們需要組織起來。每

個團體都需有規章，耶穌卻沒留下什麼著作。

耶穌迫害寫過隻宇井語

耶穌沒有寫過隻字片語，只有那麼一次寫些字，而且還是在

沙地上!耶穌說過話，生活過，但僅此而已。這一點很重要。我

們來看看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 (Socrates) 和他的門徒柏拉圖

(Plato) 。蘇格拉底也沒有寫過什麼，但柏拉圖寫下了師傅的教

導。因此就算我們想了解的是蘇格拉底，也得研究柏拉圖的著作。

想了解耶穌更是如此。我們從福音中，從好消息的根源中，

知道有耶穌這麼個人。如果他寫了些書，我們可能只當他是個有

智慧的導師。但他僅只是認認真真地生活過，因此我們不得不設

法多了解他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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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耶穌這個人，和他的一切奧蹟，讓門徒印象深刻。

攝影工作室

耶穌這個人給門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J 0 I 印象」一詞也

用於攝影方面。我們照相時，在底片上有個「印象」。這個影像

保存在底片上，但我們沒法看見。我們得將底片放入裝滿顯像劑

的水槽中，影像才會浮現出來。(法文中用了一個讓人很容易聯

想到的字，他們把這東西叫「顯像器 J 0 )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觀看門徒和耶穌。耶穌生活的方式，

他說的話和做過的事，在在給門徒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那時他

們沒能真正理解，即使聖神降臨後依然如此。必須經過顯像作用，

即門徒在不同團體中生活過，才慢慢看清耶穌留給他們的各種印

象。

我們知道在暗房中沖洗底片很難，因為曝光時間長短或用的

材料不同，都會在照片上產生或多或少的差異。可能改變了顏色，

也可能凸顯了不同的細節。同理，因為在「沖洗」的過程中，各

自經歷不同的團體，面對不同的難題，所以我們得知的耶穌形象

也就各不相同。

於是我們能將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等地的團體，比擬

為一個超大型攝影工作室。聖神降臨後，門徒在這些團體中沖洗

出許多不同的耶穌形象。這許多團體中，有些是由歸化的猶太人

組成，有些是由歸化的外邦人組成，有些是窮人和奴隸，還有些

是商人、工匠及從事其它職業者的團體。

生三舌直口戶E中洗g~井

於是這些團體的日常生活成為顯像器，沖洗出基督的影像。

團體的生活之所以有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了三項重要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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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請

從一開始，門徒就宣告自己對復活耶穌的信仰。他們的方式

是用簡潔的語句，扼要說明好消息。學者用「初傳 J (Kerygma) 

來描述這樣的宣講。「初傳」原為希臘字，意指報信者的呼聲。

門徒這樣說，-你們釘死了耶穌，但天主使耶穌復活，舉揚了他，

使他成為主。我們是這事的見證人。他將聖神傾注在我們身上。

相信這好消息，你們必得救。」

耶穌用來宣告好消息的一些祝福語，也收集在一起，-從現

在起，窮人不再貧窮，因為天主己來建立抽的國」。人們要談論

耶穌的奇蹟，因為祂的奇蹟戰勝邪惡、痛苦、疾病及死亡。

門徒也取用比喻，這是一種講故事的教導方法，用故事簡單

卻適切地表達出耶穌帶來的幸福，以及作抉擇的必要。

2 、慶祝

因為最後晚餐使耶穌的死亡有了意義，所以門徒重演這最後

晚餐。一開始只有首批門徒參與，因此根本不需要交代最後晚餐

的每個細節，這些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每個人還可以告訴你，

他茗、麼理解最後晚餐，並補充些細節。我們可以想像伯多祿談到

他背叛師傅的事，若望說他在十字架下的感受。不過很快就有其

它不曾見過耶穌的信徒加入，必須有人告訴他們，學餅和喝杯中

的酒這些動作的意義何在。可能這就是第一部耶穌受難史很快出

現的原因。

門徒講述事情經過，不過他們不是在講一個已死的人如何痛

苦掙扎，受難而後死去，他們講的是一個仍健在的人如何經歷這

一切。於是整個敘述都不一樣了。假設我們的親朋生病了，或許

住進醫院，徘徊在生死間，假使我們這時談起他，所用的方式與

等他痊癒之後，我們再提到這件事的方式會很不一樣。舉行聖體

禮儀時，耶穌親自來到他的團體之中，於是門徒一方面講述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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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 -- -方面體會到他活生生的臨在。如同其它有關於耶穌的

事蹟，門徒是以復活的觀點來講述耶穌受難的經過。

禮儀中，人們為了更了解最後晚餐的意義，也會想到耶穌的

另一些事蹟，例如耶穌以很少量的麵包和魚，餵飽數量龐大的群

晨，還綽綽有餘。

3 、教導或要理講授

現在新領洗者必須以耶穌門徒的身分生活。他們若想知道怎

麼在間體中生活，他們若想解答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問題，就得不

斷地回到耶穌的生活，他說的話和做的事。門徒沿用並轉化比喻，

以因應不同的處境:他們要留心，保持警醒，成為種于能夠成長

的好地......。門徒在奇蹟中尋求新的教導:成員很少的團體，感

覺白己就像在暴風雨中顛鐘的小船;只因為復活的耶穌回應了教

會的祈求 「主，救救我們吧! J 一一一提身抵擋 f風雨，而讓

他們存活了 F來。頡導者怎麼做呢?他們想起，耶穌要他們「作

眾人的僕人 J '並留給他們兩個準則，即憐憫和寬恕。

不論基督徒團體在什麼地方成立，耶穌的形象都在門徒的回

憶中開展。門徒很快就把這些影像、這些快照組織起來。在我們

了解事情經過情形前，得先回想一件大事:名叫掃祿 (Saul) ，即

保祿的猶太神學家成為基督徒的事件。

科學家課稅

首批門徒，如伯多祿和若望，沒有接受過任何高深的宗教教

育。保祿是個辣彼 (rabbi) 。年輕時都在研讀聖經。在他前往大

馬士革 (Damascus) 的途中，復活的耶穌抓住他這個猶太神學

家，使他成為基督徒神學家;他一輩子仔細思考基督的奧秘，以

及他自己在天主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有 15 年時間，也就是保祿

36 至 50 歲時，他宣講並建立團體。保祿在最後 15 年中，也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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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些團體寫信，其中有些是真正的神學論文。這些書信促使其

他門徒重新理解他們心目中的耶穌。

整王里幻j;萱井

在冬天的夜裡，也許你決定要把夏日假期拍的幻燈片拿出來，

依序放好。我們來看看有那些方法可以完成這件事。

幻燈片

度假時，不論你在海邊、 rLU~或鄉間，都會拍其你感興趣的

畫面:風景、遺跡、家庭活動情況。這些照片在暗房沖洗，現在

成為幻燈片。想要依序放好，就得按照某種順序整理。

順序

這時，或許你停了 F來。要用什麼方式排列保存下來呢?也

許可以按照地點整理: ru土的照片、海邊的照片，依此類推。或

者按照種類，如家庭照，包括在山上和海邊照的照片。又或者，

你只是想按照拍攝順序來保存這些照片，好回顧假期的過程。

不同團體沖洗出的許多耶穌影像，和幻燈片一樣，也得按照

順序重新整理過。比如說，門徒把奇蹟和比喻收集在一起;將耶

穌各別說的一句話，一個個整理排列成講詞。也許葛法翁( Cap

emaum) 或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記得耶穌和他們在一起時說過和

做過的每件事。翻開福音，我們會感到某天耶穌好似對自己說:

「今天我該做些什麼? J 他看看自己的記事簿，是「行奇蹟的一

天」。於是瑪竇讓我們看到，耶穌一連行了十個奇蹟。第二天，

耶穌有不同的計畫，講比喻。很顯然，事情經過不是這樣于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福音作者把以前形成的許多類組(比喻，奇

蹟，講詞) ，放到自己的著作中。另外一個例子，我們在馬爾谷

福音的開頭，找到所謂的「葛法翁的一天 J 耶穌在海邊召叫頭

四個門徒。耶穌和門徒進了葛法翁。耶穌在會堂宣講，並驅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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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邪魔。耶穌治好伯多祿的岳母。晚上整城的人聚在一起，耶穌

行了奇蹟。也在那一晚，耶穌起身到一個荒野祈禱，伯多祿前去

找著耶穌，於是他們再次起身去宣講。馬爾谷把耶穌在葛法翁的

這些形象，全部整理成單一的順序。

於是，你把你的假期照按照各種順序整理妥當了。現在，一

些朋友遠道來訪，你想要放映幻燈片。

放映

你把不同順序的幻燈片放在-起。也許在其中加入一兩張幾

年前照的，或在店裡買的幻燈片(例如很難拍得到的山景)。藉

著這場放映，我們清楚看到你回顧這次假期時的種種感受。若對

同一張幻燈片，父母和小孩各自發表感言，結果會很不一樣。但

不論是什麼情況，這場放映都讓我們知道這個人或其他人，在某

些時刻的感受。

同理，四位門徒(傳統稱他們為瑪寶、馬爾谷、路加和若望)

在不同時間和團體中，著手介紹他們心目中的耶穌。

他們的方式是將已整理過的系列影像放在一起，另外收集些

資料，加入一些場景，然後做成「影片」。四部影片，各自以不

同角度觀看耶穌。這些角度就是作者和他所屬的團體怎麼樣看待、

評價耶穌。所以，福音講述耶穌，同時也告訴我們很多這些團體

阻釀福音時的狀況。舉個例子讓你們更明白些。

南本討論路穗( Luther )的書

假設我們拿到兩本天主教方面討論路德的書。一本寫於公元

1900 年，另一本是公元 1980 年。很遺憾， 1900 年寫的書會是這

樣子的:路德是一個行為不檢，被逐出教會的神父，他勾引了一

個修女。他過於自負，導致歐洲陷於刀光劍影之中......。寫於

1980 年的書，可能會是:路德和我們一樣有性格上的弱點。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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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他是很虔誠的修道人，對天主和對人的拯救都懷有熱

誠。路德看出來教會需要改革，回到聖經。但是教會不顧意如此，

迫使他離開了教會......。我們會從這兩本書中得知路德這個人，

但我們還會發現，天主教在 1900 年和現在對基督徒合一的態度。

這些書告訴我們多少路德的事，也同樣告訴我們多少寫作年代的

情況。

福音也是如此。福音給我們介紹了耶穌，但同樣介紹了這些

團體。舉例來說，我們知道瑪貴的耶穌向法利塞人說話時，用宇

遣詞很激烈。於是我們要間，到底這主要是公元 30 年的耶穌，反

對他那時代的法利塞人，還是公元 800 年間，活在瑪寶團體中復

活的耶穌，反對雅木尼雅的法利塞人?

前面的路

12-16 頁的圖和我給的解釋，大略指出新約形成的三個主要時

期(不要忘了，前面的解釋只是些類比) :耶穌一團體一寫作新

約諸書的人(是編輯者，但不僅只是編輯者)。在學習過程中，

我們怎麼處理這三個時期?有兩種可能的方法:探索 (research)

和解說( exposition ) 

請想像考古學家挖掘一個地方。他的工作是從地表開始往下

挖，慢慢發現此地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文明:他是在回溯歷史。然

而，假使他在發表演講，就會用相反的方法進行:他會按照他的

發現，描繪出從遠古以至今日，不同村落發展的痕跡。

這裡也是如此。也許我可用解說的方式:可以在第一章介紹

我們所能知道的耶穌。然後第三個步驟，我會試著推測在各團體

中形成的不同故事集。最後來閱讀福音和其它經丈。

不過我卻選用了探索的程序。現在我們掌握的是福音和一些書信

一一亦即文獻。我們所閱讀的是個起點。可是，我們在每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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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該試著發掘在較早的年代裡，到底存在些什麼。為了讓大家容

易了解，所以每章有四頁(版面不同) ，介紹其中哥哥順序:奇

蹟、比喻、演說、禮拜等。所以，使用這本書有兩種可能的方式。

你們可以照著本書的順序進行，也就是按照擇索的順序。

你們也可以從最後一章開始(從我們知道的耶穌著手) ，看

一看探討的部分，然後是新約諸書的部分。這樣你們按照的是解

說的順序。

對觀福音間題

禍于i三合參 (synopsis) 是 e種把福音平行排列的書，昂的是

讓人能 A眼看到所有類似的經丈。(福音合參的希臘字義就是:

← 4起看。)前三部福音相當類似，幾乎全能用這種方tt並排，

所以我們稱瑪賢、馬爾谷和路加這三部福音為對觀福音: (synop

tic Gospels) 0 (為了簡便，也稱做「對觀 J 0 ) 

人們因為這種相似性而產生疑問:到底這幾部福音書根據

的是個或數個原己寫好的源流?幾世紀以來，學者想出一個

又一個的解決方法，有些解答很複雜，不過全部都是假設。簡

化至極的解決辦法(就是說免不了有所扭曲) ，有人會說，我

們現在有的福音書，作者似乎運用了兩個資料「源頭」。瑪寶、

馬爾谷和路加運用了其中之一，學者將這源頭稱為三重傳承

( triple tradition) 。只有瑪寶和路加運用了另一個源頭，通常學

者稱為 Q 源流(取自德文 Quelle '泉源之意) 0 Q 源流好像是

言論集(言論一字原是希臘字 logion 的複數形式 logia' 意思是

字句)。我們可以將上面所說的列出一張圖:

dkf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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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難知道，瑪費和路3日是直接使用了第一個「源頭 J

還是因著馬爾谷才得到這些資料。儘管如此，大家同意瑪寶和

路加知道馬爾谷的著作，但瑪寶和路加各自的作品是獨立的。

馬爾谷好像是福音文學類型的首創者，他用這種方式，讓

耶穌的敘述有了地理和時間上的架構。瑪寶和路加沿襲了這種

模式。

瑪寶和路加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他們知道的第二個「源頭」

瑪寶把這些資料整理後，編入他的福音，路加則選擇按他從馬

爾谷得到的框架，分成兩大部分安插進去。

瑪費和路加的福音書中，都各有一些獨-無二的經文，馬

爾谷獨有的經文則少得多。

25 

以下四頁，我們要使用 A個非常簡單的例于，作為熟悉對觀

研究的方法。你們可以現在看，也可以暫且跳過。稍後我們要再

回來看看。

一段經文:治好伯多祿的岳母

三部福音全都記載了這個醫治故事。你在福音合參中找到的

故事，會是這樣子的。

瑪八 谷一 路四

14 29 他一出會堂， 38 他從會堂襄出來，

耶穌來到 就同雅各伯和若望來到了 進了

伯多祿家宴， 西滿和安德肋的家襄。 西滿的家。

看見伯多祿的岳母 3。那時，西滿的岳母 西滿的岳母

躺著發燒， 正躺著發燒; 正發高熟，

有人就向耶穌提起她來， 他們為她祈求耶穌。

的就摸了她的手， 31 耶穌上前去，捏住她的手， 39 耶穌就走到她身邊，

扶起她來， E七退熱症，

熱症就從她身上退了。 熱症遂即離開了她; 熱症就離開了她，

她便起來伺候他。 她就伺候他們。 她立刻起來版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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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要比較這些經丈。簡單的比較方式，是在每個

字下用特別的顏色畫線。自然有三原色:紅、藍、黃;其餘全由

這些顏色混合產生。紅色和藍色產生紫色，紅色和黃色變成橘色，

藍色和黃色成為綠色，紅、藍、黃產生了褐色。既然我們有三部

對觀福音，那麼各自以三原色之一表示。

若是瑪實獨有的字，劃上紅線;馬爾谷，劃藍線;路加，黃

線。

瑪寶和馬爾谷都有的字，劃紫色線;瑪費和路加都有的字，

用橘線;馬爾谷和路加，同樣的字是綠線，若三福音都有該字，

劃上褐色線。

或許你們認為這樣做好像很不實際。不過為了你們自己的益

處，試試看吧!這麼做會讓你們有所發現，但你們得非常仔細閱

讀這些經丈。

這個研讀儘管簡短，卻已經足以讓我們注意到全部經文中的

一、兩個情況。我們清楚的看到，瑪聾的經文最短，馬爾谷最長，

不過這三個故事似乎是一樣的。你們會在極少數的經文上劃褐線

(代表三福音皆有) :來到(進了) ，家(襄) ，岳母，發燒

(熱) ，從她身上退了(離開了她) ，她伺候(服事)。你們會

劃很多紅、藍、黃線，也就是每部福音獨有的字很多。同樣會有

很多綠線，即瑪寶和路加共有的字也很多。我們可能假設:根據

我們現有的資料，這是一個人人皆知的故事，不過經過聖史各自

的寫作。

若我們仔細看過每部福音的內容，那麼這些故事各自的用意

就會變得比較明顯。

馬爾谷的敘述非常詳細明確;我們幾乎可以聽到伯多祿在講

話。馬爾谷獨有的字是否來自於最早的故事?還是擅長敘述的馬

爾谷自行加入的?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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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馬爾谷也是位神學家。馬爾谷福音提到耶穌時，一貫使

用「耶穌和他的門徒J '所以這邊用的是「他們」而不是「他」。

我們幾乎確定「扶起她來」這個敘述，是為了讓人想起耶穌復活

的能力 I扶起來」和「起死回生，復活」在希臘文中用的是同

一個字。而且馬爾谷在奇蹟故事中用了兩次「握住其手 J (谷五

41 ;九 26~27 ) 

路加基於文學的觀點潤飾了經文。他用「立刻」來強調耶穌

的能力。

最重要的修飾，耶穌「口匕退、嚇走」了熱症:這是用來驅逐

魔鬼的字，路加在相當接近的章節中使用了三次(路四 35 ' 39 ' 

41) 。我們會再回來討論這個問題。

瑪畫的奇蹟故事中往往只有兩個人:耶穌和相關的那人。瑪

竇隱瞞所有次要的細節，為的是顯出耶穌其人:他才是主動前往

伯多祿家中，探望生病女人的那個人。

她起來(剛才提過，這個字在希臘文中和「復活」是一樣

的) ，服事耶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把她視為服事主的教會

的象徵。

經文的呈現

我只在這圖中列出經文的題目，你們可以在福音合參中找到，

而且我己克制自己，只列出很少數的章節。透過這些章節你們能

夠看得出來，聖史用怎麼樣不同的方式，表達傳承留給他們的同

樣內容。

欄中的虛線是用來標示，該福音沒有其它福音中出現的那個

情節。由此可知，瑪寶和馬爾谷沒有敘述耶穌來到納臣肋的會堂

( synagogue ) ，但路加在四 16~30 描述了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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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哥寶 馬爾谷 路加

州 12-17耶穌來到!Jr自lJ.仙花 |一 14-15 耶穌來到!J11l五肋~~ J V可 14-15 耶穌來到JJU且即b!L~

16-30納區肋的會雙

16-22 熱烈歡迎

〔十三 53-57) I (六 1-3) I ~直3-30 不相信
18-22 有叫四位門毛主 J 16-20 召叫四位門徒 J J J (五 1-11 ) 

(七 28-29 ) 

(J\ 14-15) 
(J\ 1ι17) 

23-24 摘裂，耶穌的活動

(閱 18-22)

(八 1-4)
()1., 1-8) 

耶穌有力昂的fi語

fi.七JlJIJ哩司11
七 28-29 學宵11的料有命

耶穌有力長輛吉為

八 1-4墉病人(猶太人)
5-的百夫長(外邦人)

14-15 岳母 0'鳴。

16-17 治好許多人

(草依五十三 4)

(寸一 2-16)

(十二.46-50 ) 
(十三 1-53)
(十二 46-50 ) 

18暴風雨的前奏

19-22 兩個人想要跟隨耶

23-27 平息風浪

28-34 革辣擻兩個附酷甘人

九 1-8 攤子
9 召口叫瑪竇

10-13 召叫漁夫

14-17 舊的與新的一禁食

18-26J恩血溺的婦人與
雅依洛的女兒

27-31 兩個瞎子

32-34 附勵啞巴

(十三 53-57)
九 35-.十 40 十二宗徒的使命

十三w喻《﹒- - --ω----_ .. 

〔八 19-22)
十三 54δ8納區勛人不信耶穌

(- 22) 

(一 40-44 ) 

(- 29-31) 

(- 32-34) 

三 31-35 耶穌的真親屬

四 1-3'"比喻
,. (三 31-35 ) 

問 35 義風雨的前奏

3戶-4 1 平息風浪(晚上)
五 1-20 革辣擻附魔人

, (二 1-12)

" (二 13-14)

, (二 18-22 ) 

, 21 -43 恩血漏的婦人與
J 雅依洛的女兒

(四 1-34 ) 

(六 1-6 ) 

31-32 在會堂講道

33-37 治癒附處人

38-39 為岳母驅魔

40-41 治癒病人及附魔人
42-43 耶穌離開葛法翁
44 摘要‘耶穌的活動

立L 1-11 捕魚的奇顧及

有叫四位r'j徒
12-16 治好繡病人

口-26 治好癱于

五 27 -六 19)

r巔，揀選十二門毛主〉

六 20-49 平地聖商11

(Vq 32) 

(五 12-14 ) 
七 1-10百夫長

(四 38-39 ) 

(四 40-41)

七 11-八 3斜先知耶穌，洗者若翰
(八 19-26 ) 

八 4-18 比喻

19四21 耶穌的真親屬

22 暴風雨的前奏

(九 57-62)

22-25 平息1.浪(某天)

26-39 革辣撒附魔人
(五 17-26 ) 
(五 27-28 ) 

(五 33-39 ) 
的-56 屆恤轍甘婦人與

雅依洛的女兒

(四 23-30)

九 1-6 十二宗徒的使命

(八牛18 ) 

九 51f.前往耶路撒冷

57-63 三個人想要跟隨耶穌
(四 2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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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弧中的參照章節，指出該福音有同樣的情節，但放在不同

的主下文。所以召叫四位門徒一事，出現在瑪四 18~22 和谷一

16~20 '且放在葛法翁的一天之前;路加(五 11 )卻將召叫門徒

放在葛法舍之後。相對於路五 1 ~ 11 '瑪寶和馬爾谷欄裡括弧中的

參照章節，讓人知道該情節列於何處。

現在，我們只要注意治好伯多祿岳母這個故事的位置。

馬爾谷寫下了耶穌在葛法翁的一天，作為耶穌活動的摘要(參

考第 14 頁)。奇蹟是摘要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了治好伯多祿的

岳母。

路加治用了葛法翁一天的內容順序，但他把葛法翁的一天編

入一個大得多的單元中，這單元從路四 16 延續到四 44 。於是我們

看到的不只是耶穌的神職摘要，同時也是他得到的待遇摘要:首

先受到熱誠歡迎(四 16~22) ，而後是敵意(四 23~30) 。耶穌

在此綱要講道中(四 16~21) ，宣佈他帶來了解放，不過沒有說

明解放的內容。路加描寫耶穌嚇走熱症，轉化這醫治故事為驅魔

故事，而且和前後的故事相仿。於是這三個驅魔故事表達出的是，

耶穌在魔鬼的勢力下帶來了解放。

聽竇把這醫治故事放入十個奇蹟的單元中，在山中聖訓後頭。

瑪實利用這種敘述方式，表達耶穌在言語和行為兩方面的力量。

2 、福音的文學類型

我們習以為常地談論「福音書 J '殊不知這種文學第一次出

現時是很新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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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與福音書

-開始，人們只有「福音 J (單數形式) ，指的是耶穌宣告

的好消息，也就是天主國的來臨，是給窮人的祝福。保祿用福音

一字時，也是這個意思。

可能是馬爾谷首創了福音這種文學形式，這種形式與其它類

型的文學相當不同。馬爾谷讓福音成為文章，成為故事:耶穌所

作所為的故事。在那之前，耶穌會是宣告好消息的人;現在卻成

為被人們宣告的那位:他本人就是好消息。

然而，馬爾谷講的不是歷史中的耶穌:注意看看他使用過去

式的機率少到什麼程度，會滿有趣的(希臘文的 aorist '大致和英

文的簡單過去式相等) ;他用的是現在式。這不怎麼算是文筆抽

劣，原因出於馬爾谷的神學信念:他的經文描繪出的這位耶穌，

永遠和他的團體同在;特別是活在聖體之中。馬爾谷認為，記得

耶穌就是一方面說他已經不在了(他在世 t的生活已成為過去)

另一方面也說他仍活在相信且紀念著他的團體中，與他們一同生

活下去。歷史的耶穌以言語、文字、宣講的形式繼續存在，也就

是以團體所相信的生活基督型態存在。只有經由教會對基督的信

仰，我們才能夠重新掌握歷史中的耶穌。

也有些民間作者用「福音」一字(希臘原文euangelion '好

消息之意)。通常用來宣告皇帝的勝利或是一生中重要的事件。

在小亞細亞 Priene 發現的一個九世紀碑文，就是用這種方式祝

賀奧古斯都 (Augus仙s) 的出生(也許路加在敘述耶穌的誕生

時，受到這碑文的影響:路三 10-11 ) 

人人都會正確地視這事件為他們生命和存在的發端。

籍著給予我們奧古斯都，神不可思議地摧升了人類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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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增加人類的重要性。......使他成為人類的救星，我

們的救世主，不但是對我們而言，對在我們之後來的也

是如此。於是對整個世界來說，神(奧古斯都)的誕生

日是好消息的開端，因著他好消息才來到。

沒有耶穌的相片

31 

我們都曾在某些時刻，夢想過擁有耶穌的照片或他說話的錄

音.我們覺得擁有這些東西，就可以真正地認識耶穌。但我們所

有的，只是耶穌門徒寫的經文，以及描繪耶穌的「畫像」和「攘

嚴畫」。儘管事實看起來好像很驚人，不過僅僅是運氣問題罷了;

如果我們有的只是耶穌的照片，我們可能對於他什麼都不知道。

假設我在你家裡看到了」張照片，照片中是一個男子用相當奇怪

的眼光看著另-女子。因為這是一張照片，所以我知道其中記錄

了某個特定時刻(除非這是惡作劇照片) ;但我還能說什麼?什

麼都不能!閃光燈亮過以後，這男子是否凝視著天空?還是為了

不想看到那女人而轉移目光(他把氣氛弄糟了) ?他愛她嗎?這

些都得由你來告訴我。於是你說 I嗯，這是在麥克的訂婚宴上

照的。不過只要看他的臉就好了!你不知道他有多高興。想想看

他們共度的那些時光..... 0 J 你說著說著，照片就鮮活了起來:

從他們的面孔裡，我們清楚地看到充滿期待和希望的生活;我能

想像照相那天......。能有這些結果，全是因為你在那裡，看到了

他們的快樂，而且能夠為我解釋這照片。如果我有的只是這張照

片，我不會知道關於這對夫妻的任何事。幸虧有你的解釋，對我

來說這對夫妻才漸漸有其實感，而我能愛他們。

在福音書方面，我們也有這種好運。我們認為福音書提供了

耶穌的照片，事實上福音書帶給我們的卻要更好:了解耶穌的人，



32 新約導覽

也就是他的門徒，告訴我們耶穌是誰，他們怎樣慢慢發現耶穌的

奧蹟;他們的生活叉為了什麼改變。新聞式的報導耶穌，不會告

訴我們多少耶穌的事，給的只是表面印象。門徒的見證表達出耶

穌更深層的一面。

「是這樣沒錯，不過我們如果有一捲他說話的錄音，就會確

切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事情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全都有過下

面這種經驗。一個朋友對我們說了些話，我們聽了但不是很在意。

幾個月後，我們對自己說，-所以他真正的意思是...... 0 J 那麼，

假設你要重述這話，你會想辦法正確按原宇重述當時這位朋友所

說的話嗎?我猜你反而會用自己的方式說出來，表達你在很長一

段時間後才明白的，這人「打算」說的話。

你的複述不會完全一模一樣，卻貼切得多，因為表達出這人

真正打算說的話。

就這方面而言，我們也很幸運能擁有福音書。門徒不是發生

什麼事馬上就寫下來，使福音書撲朔難懂。福音書是經過幾年以

後，門徒寫下來的證詞，告訴我們他們所了解的耶穌奧蹟，以及

他們的生活怎樣使他們能夠明白耶穌的本意。

讓段畫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沒有耶穌的照片，不過倒有些畫像

和鑼骰畫。我們擁有貨真價實的證人所敘述的，耶穌的言語和行

動。

而且耶穌的生平依舊是開放的。假設耶穌留給我們一系列的

規矩和親口說的話語，我們勢必只能複製這一切;我們注定要反

覆背誦。既然門徒是經由他們的生活來了解耶穌，同樣今日我們

的團體生活，永遠會是個理解耶穌的出發點，我們因此更能夠好

好地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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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當我們尊重這些證人，事情才會這樣。假使我們

有四幅鎮最畫，呈現出同一個景致的不同風貌，我們不會說 í這

些鎮最畫多好看，我不願意失去其中的任何申高;應該要把這些

畫拆開來，用我得到的這許多石頭，作成綜合全部四張畫的唯一

一幅鑼最畫....，，".. 0 J 這麼做會很荒謬!四部福音是不同的，所以

我們必須獨立地研讀每部福音，而不是夢想著拆開這些福音，用

其碎片建構出「四合一」的耶穌生平。我們比較這些福音，閱讀

福音合參，我們之所以會這麼做，是為了看到更多的細節，以及

各福音獨特細微之處，如此才能更了解個別聖史心目中的耶穌形象

信仰與聖神

你也許會說 í你說的都很對，不過我還是認為，如果有耶

穌的照片和錄音，我會覺得快樂許多。我能明白你所說的，這些

證詞的重要性，但我怎麼能確定，門徒在詮釋自己的記憶時不會

出差錯? J 

我們會想要有個證明，只不過是天性，因為我們討論的是信

仰者寄託一生的事。無論如何，一方面我們能夠確定，即使不是

信仰者，研究福音書的歷史學家仍找得到可靠的證攘，證明福音

書的歷史性;歷史學家常希望能有同樣多的證據，證明其他古代

的人物(我們讀到最後，會重新看過這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

許感到困惑，是否信仰者尋找證撮，事實上就不設法做聖神與信

仰的工作。

我們知道自己可以為物質之物找到證據，有某某物體存在，

但人際關係是找不到證據的。怎麼證明我愛人，別人也愛我?我

必須有信心;我必須有信仰。跟隨耶穌基督永遠都得有信心，有

信仰。我們相信門徒說出耶穌的言語行動時，受到聖神的默感。

耶穌在最後晚餐那晚，告訴門徒們說 í我將派遣聖神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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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將使你們想起我給你們講過的一切，並引導你們知道一切真

理。 J (若十六 13 ) 

描圖紙

為了重繪一張複雜的圖表(例如工業設計或人體結構) ，我

們有時可能會用了一疊描圖紙。第一張的內容是整體結構(也許

是人類的骨儲) ，我們能在這張紙上，放其它以相同比例畫好的

描圖紙，也許畫了肌肉、各式器官，或是其它種種。如此我們既

可以分開來看每一張園，如果我們願意，也可以把全部圖放在一

起，看看這些圖一張疊上一張的樣子。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看待福音書。門徒在耶穌復活後才漸

漸認出來，一一直與團體同在，生命主的光榮面容，於是他們重疊

了保存在記憶中、納臣肋耶穌的模樣，以及復活耶穌的形象。如

果我們用稍嫌太天真的方式閱讀福音書，每件事好像都清楚明白:

耶穌自己表現出天主子的樣子;伯多祿與百夫長( centurion )明認

耶穌;於是我們對猶太人從來沒有就這樣認出耶穌來，而深感驚

訝。因為我們同時看著所有的圖，所以把每件事看得清清楚楚。

不過對和耶穌同時代的人來說，耶穌主要是一個提出異議和發出

召喚的人。人們若想一窺耶穌奧蹟的寶藏，需要復活光照下的信

仰，以及聖神的啟發。

所以在這本指南中，為了能看得更清楚，我們有時會看全部

的圖，有時會想法子分辨出其中一部分的細節。

3 、福音書中的文學類型

向朋友或向保險公司敘述一次車禍，方式不會一樣:不同情

況下用不同的「文學類型」。對保險公司，我們按照「模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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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相關人士的身分、目擊者、現場情況等等;如果是朋友的

話，我們不會這麼拘束。對朋友可以有不同的「風格」。我們給

保險公司的報告，會非常實事求是;我們卻可以像在描述國難般，

告訴朋友這件事。

我們全得憑經驗分辨「模式」和「風格 J '不過閱讀福音書

時，這種分辨大有幫助。

預定的模式

如果我們想造成特別的效果，那麼可能會用到→些特別的模

型或模式。在這裡我們要大致看看這些模式，閱讀正文時會再看

主要的例子。

奇蹟故事通常有五個特點:

.介紹發生場合的前言;

﹒懇求耶穌介入，藉此顯示要求者或四周人的信仰;

.這人的介入，自他身上產生奇蹟;

.結果;

﹒旁觀者的反應:恐懼，欽佩。

舉例來說 (149 頁) ，我們可以看到馬爾谷用同樣的方式與相

同的字眼，描述耶穌治好附魔人與平息風浪。

教導人的時候使用比喻，因為比喻很容易懂，甚至會在群眾

沒有察覺的情況下，引導他們做決定。

耶穌召叫門徒的故事通常很簡單(有時只瞥了一眼一一召叫

一一回應) ，按照的是舊約召叫故事的模式:如此一來耶穌的召

叫和天主有同樣的權柄!至少有一種形式的談話廣為人知，稱為

臨別贈言( farewell discourse ) :一個重要的人物自知將死，於是

給門徒一些指示。

學者間的爭論或討論是一種類型，是辣彼訓練的一部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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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常看得到這樣的形式:

﹒耶穌的行動或言語引發一部分群眾的錯愕'不過常是佯裝的。

﹒辯論開始，-你不相信...... ? J ，-你沒看到經書上說...... ? J 

.最後爭論的真正問題點出現。人們必須做決定，不過大家常

持不同的意見。

門徒把他們認為重要的言論簡略成格言，放到作為框架的故

事中。不管這個故事是奇蹟、爭論或缺事，都只是為了襯托出這

王三子去A
日面問 U

有些耶穌的言論，門徒雖然記得內容，卻忘了耶穌第一次說

這些話時的前後脈絡，學者喜歡稱它們為流動的言論( floating sa

yings) 。這些言論可能放在任何上下文中，也許是談話，也許是

個故事。

不同的「風j各」

在這裡， ，-風格」代表刻意創造出某種效果的表達形式。重

要的是說話者想造成的印象:為了達到效果，說話者會用能使我

們驚慌失措的某些手續或形像。我們來看看其中幾種風格。

門徒用顯現或神顯的風格(希臘文中 theos 是天主之意，

phainein 或 epiphainein 是顯示的意思) ，證明天主的臨在。門徒

主要從西乃山( Sinai) 的神顯得到靈感，按照出谷紀 (Ex

odus) ，光亮、火與山的震動代表天主在這裡。這一切引起在場

民尿的恐懼。

人們用上述形像或類似的形像時，也是要表示天主臨在;我

們不需要認為，事情發生的情況絕對就像所說的一樣。我們說:

「看到這麼悲慘的景象，讓我好不舒服 J ' ，-不舒服」是我們表

達同情的方式;我們不會給醫生看診或向醫生拿藥。同樣，聖神

降臨的火舌，聖母領報與空墳的天使，也可能是用來表現天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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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形像。於是當瑪利亞與婦女們因為聽到耶穌說話而「害怕」

時，我們會了解，她們感受身處於天主的臨在之中。

世末作品的風格讓人更為驚惶不安。我們已讀過達尼爾書

C (舊約導覽> ， 200 頁)。默示作品創作於歷史中一段苦悶的時

候，一個飽受摧殘的時代，因此作品中帶著痛苦的氣息。默示作

品力圖為痛苦中的心靈表達出一份確信:天主是歷史的主人，祂

在歷史的終結，也就是惡勢力達到極點時，會出面制止。星星墮

落，地面搖動，天空撕裂成兩半...... ，這些都是向我們表達內在

情感的形像，如同我們的表達會是 I我覺得每件東西部碎成 4

片片，連屋頂也落到我頭上...... 0 J 

觀念的「敘述」是種通俗的表達方法，指的就是用說故事的

形式說出想法，而不是用抽象的方式說明。說個滿叫人感傷的故

事，你們會更明白。幾年前，一位住在巴勒斯坦的修士，開吉普

車前往阿加巴 CAkabah) ;在死海 (Dead Sea) 南面輾死了個

貝多因人( Bedouin) 。法院判定是貝多因人的錯，但因為他死

了，所以按照傳統要付「血債」給他的族人。凱拉克( Kerak) 的

教區神父受命協調此事。他用自己的方式向族裡的酋長說明這次

車禍;修士付了錢，和他們友好地分手。離開以後，修士向凱拉

克的教區神父抗議 I你怎麼和他們說的?你知道發生經過不是

這樣! J 神父回答 I事情當然不是這樣子的。 J I那你為什麼

要這麼說? J 神父答道 I聽我說!貝多因人不是有錯嗎? J I是

呀! J I 好啦!我就是這麼告訴他們的。」我們西方人會用抽象

概念，說明貝多因人做錯了;神父卻用他編的故事證明出來。在

場的酋長也知道事情經過不是如此，但他們了解故事想傳達的訊

息。我們覺得很奇怪嗎?我們也這麼做，例如我們對朋友說 I我

在這裡等了好幾個小時了。」我們的朋友不會按照字面來了解這

句話，他知道你的意思只不過是 I你遲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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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讀這些故事時，一定要記住這點，要問自己:這些是

歷史故事，還是為了幫助我們了解特定的概念?

耶穌誕生和童年的故事屬於另外一種「風格J '我們在舊約

的米德辣市( Midrash) 已討論過這種「風格 J (參考〈舊約導

覽} 179-180 頁)。人們參與「研究」經文(這是 midrash 一字的

意思) ，探討經文怎麼樣關係到自己的時代;他們想讓經文趕上

時代。他們能在經文中找到行動的準則，或是富於啟發性的故事。

種特別的米德辣市 (the Pesher) 想告訴我們，讀者當代的事件

或人物，如何滿全 r經書的內容。我們該知道基督徒用這種解釋

法，但做了徹底的改變:基督徒不從聖經開始，而是由耶穌這人

開始，嘗試看出耶穌在經文的的地位，在神聖計畫中的位置。

我們該記住什麼?

你或許覺得一切似乎都太複雜了。別擔心，我們研讀經文時

會看到一些例子，你們會清楚得多。

現在，重要的是集中注意力到這件事上頭:有時候，用字的

含意和字義不同。事實上我們非常明白這件事，因為我們平時說

話差不多就是這樣。如果一個外國人聽到我們說 r貓咬掉你的

舌頭 J ' r 我的心在嘴裡 J ' r 他在她身上塗奶油 J ' r 她有一

個鐵鑄的胃 J '這外國人會很驚訝，以為他到了一個相當怪異的

地方。所有這些句子以及其它這類型的語句都很對，但不是字面

意義，而要看這些句子所要表達的意思。因為這是我們文化的一

部分，我們自然會知道其中意義。

聖經的問題就出在不屬於我們的文化。

不過，愈使用聖經，你愈會覺得容易找到其中意象，以及這

些意象傳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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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你會在《舊約導覽) 27 頁中找到一個工具箱。工具箱告訴

你怎麼樣把經文抽絲剝繭，也就是它會介紹你去問一些在研讀

經文時可以提出的問題。仔細閱讀﹒對你的整個課程都有幫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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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地利找到的羅馬戰車之淺浮雕。



一、首批基督徒的世界

我們現在起程開始探索新

約-。第一步要試著了解首批基督

徒的世界。我們得把宗徒大事錄

當作指南，才不會搞不清楚狀

況。(稍後才要研究宗徒大事錄

的神學。)

"把宗徒大事錄當作遊記唸過

去，你們會看到很多不熟悉的新字彙、制度、團體和習俗:用你

們聖經裡的註解、聖經地圖集或評註( 278-286 頁列出了一些

書) ，想辦法找出其所代表的意義。我們會在以下數頁，更有系

統地重新看這些不熟悉的字彙。

為了幫助你們閱讀宗徒大事錄，下面列出內容的大綱和一些

注意的重點。

宗徒大事錄綱要

宗一~五 在耶路撒冷的團體

宗六 l~十五 35 傳教的活動

﹒希臘化猶太人( Hellenist ) :斯德望和斐理伯(宗六~八〉

鐘聲
以Madaba 鎮散方式呈

現的耶路撒冷(出土於

和旦 Nebo 山附近，公

元六世紀)

在大馬士革保祿的召叫(宗九 1~31 ) 

伯多祿(宗九 32 ~十一 18 ) 

﹒安提約基雅教會(宗十一 19~十五 4)

保祿初次傳教(宗十三~十四)

﹒耶路撒冷「會議 J (宗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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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十五 36~三十八 31 傳教士保祿

﹒第二次傳教，公元 50 至 52 年(宗十五 36~十八 23 ) 

.第三次傳教，公元 52 至 58 年(宗十八 24~三十 38 ) 

﹒監禁在凱撒勒雅，公元 58 至 60 年(宗二十一~二十六)

﹒以囚犯身分前往羅馬，公元 61 至 63 年(宗二十七~二十八)

宗徒大事錄的一些特色

地點:巴勒斯坦在羅馬帝國境內。重要的城市有哪些?耶路撒冷、

羅馬、安提約基雅、塔爾索 (Tarsus) 的人口各有多少?

羅馬帝國:留意提及的制度(皇帝、司令官、法官) ，交通方式，

宗教與社會的局勢(羅馬公民、奴隸) ，以及經濟狀態(工作、

飢荒、阿桂拉與普黎史拉夫婦的動向)

猶太教:其制度(聖殿、公議會 Sanhedrin 、會堂) ，宗教團體

(法利塞、撒杜塞 Sadducees) 。很長一段時間基督徒仍然是猶太

教內的一個派別。

主要人物:這本生動的書中有太多人物了!如果你們有 A本自己

用的聖經，不妨用不同顏色在這些人名下畫線。有神的形象:天

主、復活的耶穌(耶穌當然不在了，卻又處處都在)、聖神，還

有聖言;聖言有時以人的樣子出現(注意字彙如:說話、宣講、

聲音)。書中提到了門徒:有哪些門徒?他們是做什麼的? (留

意平信徒與婦女的角色。)書中也有反對者、猶太人與外邦人。

基督徒團體的生活:目前我們只需要大略看過這種生活的特色;

稍後我們才要深入研究。宣講:讀一讀這訐多的演講(是誰說的，

又是向誰說的?猶太人、外邦人或是門徒? )。禮儀生活:壁餅

(感恩禮)、洗禮和祈禱(在哪些地方? )。教導新領洗者。共

同關懷與共享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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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

在旅途的首站，我們先來看看耶穌和首批門徒故事的場景。

為了和經文密切關迪，我選了宗徒大事錄做為我們的指南。如果

你做了 42 頁建議的功課，你已經得到了好些資料，你用的輔助書

還會補充另外一些。

如果沒有時間作功課，你可以加入「旅遊團 J 在這裡會看

到你需要知道的主要特色，這些特色全為了你的方便放在一起。

然而，我們要設法以一些宗徒大事錄的章節作為開始;你得先讀

過這些章節。

在龐大的羅馬帝國中，巴勒斯坦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行省。

幾世紀以來，羅馬人的勢力在地中海四周擴散。羅馬人稱地中海

為我們的海 (mare nostrum )。羅馬將軍龐培 (Pompey) 在公元

前 63 年征服敘利亞與巴勒斯坦;從此開始了羅馬在巴勒斯坦的軍

事佔領，其高潮是提托 (Titus) 於公元 70 年攻佔耶路撒冷，以及

公元 135 年耶路撒冷的毀滅。著名的 pax Romana '也就是羅馬和

平時期 (Roman peace) ，始於奧古斯都統治時代(公元前 30 年

至公元 14 年)

"在進一步說明之前，你們該讀宗徒大事錄的一些經文，好對羅

馬帝國下的生活型態有所了解:宗十 12 ;十三 6~7; 十四 12 ;十

在德爾斐 (Delphi) 找到關
於加里雍的記獸，讓我們

能夠確定保祿第一次到格

林多傳教的時閱(宗十八

12 ) 

六 16~40 ;十七 6 ' 16 ;十八 1~4 ' 

12 ' 26~28 ;十九 9 ' 24 ;二十- 31 ; 

三十二 25~28 ;二十三刃， 35 ;三十四

22~23 ;三十五 12 ;二十七 1~44 ;二

十八 16 ;路三 1~3 。閱讀的時候，注意

其中的制度、名稱以及局勢。



44 新約導覽

帝國的社會形成

當時羅馬正在組織自己的大帝國，富有而無與倫比。花了三

個世紀在征服，現在羅馬想要統-其屬民。幾個因素促成這個目

標。

帝國西部使用的語言仍是拉丁文(義大利、高盧 Gaul 、西班

牙)。然而東邊通行的語言卻是希臘文(或者是通用希臘話 Ko

ine) ，希臘文取代了大多數其它的方言，在帝國的每個地方都講

得通。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人民還是說阿辣美文 (Aramaic) ，而

希伯來文 (Hebrew) 依舊為禮儀用的語言。

帝國劃分成數個行政區，或多或少緊密地附屬於羅馬。其中

部分由總督( Proconsul )管理(例如色爾爵保祿 Sergius Paulus 和

加里雍 Gallio) ，另-些是使節 (Legate '如季旦尼奧斯 Quirin

ius) ;有些地區託付給司令官或代理人 (procurator '如般雀比拉

多 Pontius Pilate 、斐理斯 Felix 、斐斯托 Festus) ;也有些地區維

持自治區的型態，例如巴勒斯坦就是，由大黑落德( Herod the Gre

at) 及他的子孫治理(參考 287 頁的圖表)

羅馬帝國的交通很有效率。羅馬的道路(以及其上的驛站和

客棧)僅供皇帝的特使、軍隊及少數特權人士使用，因此可以迅

速抵達帝國的任何一個地方。數也數不清的船隻運送貨物及旅客，

航行於各條河流、特別是地中海之上，只要它「開放J '也就是

說可供航行(三月到十一月，參考宗二十七 9) 。在保祿的船上就

有兩百七十六個人(宗三十七 37 ) 

對所有公民，司法是一樣的。每個公民都可以向凱撒上訴，

因此停止其它審判，而被帶到皇帝的法庭(宗二十五 12 ;二十六

32 ) 

所有居民也都要納稅。財產和個人要繳直接稅(參照瑪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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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7) ;稅務官( tax farmer )收間接稅，例如通行費和地方稅。

稅務官先付總額，然後想法藉由代理人( collecting agent) 和稅吏

( publican) 得自這些錢(而且創造利潤)

在當時，人口的流動是很平常的。下面舉個絕佳的實例，即

阿桂拉與普黎史拉夫婦:他們首先從小亞細亞到羅馬定居;公元

四十九至五十年間，因為克勞狄 (Claudius) 皇帝的命令，而被趕

離了羅馬。然後他們到格林多城定居;保祿寄宿在他們家(宗十

八 2) ;三年後，保祿發現他們又回到厄弗所了(宗十八 26)

帝國的城市正在形成

帝國及其大城市的人口很難算得準。據估計，帝國約有五千

萬人口。至於各大城市的數字，羅馬及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

dria) 約有一、兩百萬人，安提約基雅、塔爾索、格林多城及厄弗

所有五十萬。耶路撒冷只有五萬人口(但在重要節慶時有多達三、

四倍的人)

不是所有的居民都有相同的地位。一部分自由人是羅馬公民;

他們能夠擁有這個深受欽羨的頭銜，或是由於權利(義大利)或

是生來就有(舉例來說，羅馬殖民者的後代) ，也有可能是花了

很大代價買來的(例如且息雅 Lysias '宗二十二 28) 。這些人受

到保護，而且免交某些稅(宗十六 37~39 ;二十二 25 )。另一些

自由人是旅者( peregrini ) ，也就是羅馬各城市裡的外國人;他們

可享受的權利比較少。奴隸眾多(在某些大城市裡'三個人中有

兩個是奴隸) ，他們的命運主要取決於其主人的感受以及他們自

身的處境:他們在這個國家受到無情的對待，有時在城市裡情況

會好些，尤其是有專才的奴隸，例如工匠、廚子、醫生之類。主

人可以放他們自由，或者他們要自己花錢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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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深層的精神意義

在羅馬征服的行省中，人們認為國神失敗了，因為沒能保護

于民對抗羅馬。到處瀰漫著「無神主義 J ( atheism ) ;就算人們

遵行官方宗教，宗教也只是文化的約束而己，他們不再真的相信

這些神。人們從其它地方尋求生命中的意義:傾心於哲學思考、

智慧(宗十七 16) ，或是神秘宗教，他們相信這種宗教的啟蒙會

帶來解放。

人們發展出形形色色的小型團體，不只是為了宗教上的緣故，也

是為了逃避羅馬社會引發的非人性化情勢( depersonaliza-

tion) 。

帝國中的猶太人和基督徒

猶太教的重心放在耶路撒冷，以聖殿為主，是官方宗教的中

心，然後擴大到整個「以色列地 J ( land of Israel ) ，也就是當時

稱為猶太的地方(公元 135 年以後，此地才叫做巴勒斯坦或培肋

舍特 land of the Philistines) 。這個區域大約是比利時或威爾斯這

麼大，只有五萬左右的猶太人。

此外還有分散各地的猶太僑民( Diaspora ) ，離散的教會

( Dispersion )。猶太人長久以來定居在猶太以外;充軍後一些人

留在巴比倫 (Babylon) ，另一些人在亞歷山大里亞落戶，猶太人

口在該地佔全人口的五分之一。保祿在他經過的每個城市中，都

見到興盛的猶太團體(譬如宗十三 14 ;十四 1 ;十六 13 ;十七 2;

十八 4) 。估計帝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到十是猶太人，也許有七、八

百萬人。勸人改宗、改變信仰的渴望盛行(宗十九 13 ;參照瑪二

十三 15 ) 

帝國內的猶太人享有特殊地位:免服兵役，可守安息日( 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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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h) ，可向聖殿繳納年稅。於是猶太人受兩種官方力量管轄:皇

帝以及耶路撒冷的公議會。

在開始時，基督信仰只是猶太教內興起的一個教派，與猶太

教享有同樣權利。脫離了猶太教後，按照羅馬法律，基督信仰變

成了「連法宗教 J '是迷信，此後人們可以加以迫害。

已 50 Km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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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

經~ ì;齊

你們可以在 47 頁的地形圖上，看到肥法的平原(依次勒耳

Jezreel 、沙龍 Sharon以及舍弗辣 Shephelah) ，以及加里肋亞和撒

瑪黎雅/猶太的丘陵區，人們在其上的石頭地耕作，有時為了耕

作會把丘陵開墾成梯田。你們還可以看到約旦河河谷 (the Jordan 

valley) 和其中肥誤的綠洲，它的中心是耶且哥。

雨量相當可觀，但只在十月到三月間下雨，因此人們把水小

心地儲存在時水池中。

農業是主要財源。小麥是基本的食糧作物，大麥實際上種得

到處都是。下第-場雨後開始播種:復活節 (Easter) 前收割大

麥，復活節至五旬節間收割小麥。

橄欖樹產油甚豐'外銷至埃及和敘利亞;無花果也外銷出去，

遠至羅馬。

葡萄樹主要種在猶太地區。榨葡萄機建在葡萄園裡，因為如

塔一般，所以人們在上頭守衛，防禦盜賊與狐群。

除了尋常的水果蔬菜，如扁豆、埃及豆和生吃的蔬菜之外，

我們還找得到具異國情調的農產品，這些農作物甚至得到皇帝的

垂愛:耶里哥和加里肋亞運送來的石榴，猶太來的松露，玫瑰(用

來製造香精) ，其中最重要的是猶太香油，其價值好比同等重量

的黃金，是批發生意的一個項目。

此外，當時這個地方林木繁茂......直到山羊來到這裡才改觀!

到處飼養了家畜，綿羊和山羊供應羊肉、羊奶、羊皮和羊毛。因

為有數不清的祭獻，聖殿消耗掉一批數目龐大的牛群。人們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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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有力的驢;在農事和運輸方面，這些驢的用處很大。駱駝用

來載重物。有錢人才用得起馬。

好幾種製造業欣欣向榮。人們在河中，特別是在提庇黎雅湖

( Lake Tiberias )中捕魚，供應整個區域的標魚和魚乾 3

建築物蓋得不錯。公元前 20 年到公元 64 年之間，增加了大

量建築裝點聖殿，因此而雇用了多達一萬八千名的工人。黑落德

安提帕 (Herod Antipas) 修築了提庇黎雅城( Tiberias ) ，並加強

了色佛尼( Sepphoris )和猶里亞 (Julias) 的防禦工事。阿格黎帕

( Agrippa) 築 f耶路撒冷的北牆，般雀比拉多挖掘 f一條新的水

道。

工匠滿足大家日常生活所需:製作衣服(織布、紡線、染色、

漂布) ，容器(陶製品) ，以及珠寶飾物。

聖殿是龐大的「複合營業」。司祭( priest) 與肋末人( Levi

tes) 在此經營事業;石頭切割師傅永遠有工作;每年數以千計的

牛羊在這裡成為祭品;其毛皮(祭司的財產)經過處理後，交易、

外銷出去。聖殿用掉珍貴的木材和香料。朝

慶祝征服猶太的羅馬錢

幣。其中 面刻著提

托，錢幣的另一面提托

的在棕桐樹下.猶太俘

虜在棕絢樹旁哭泣。

聖者擁入耶路撒冷，因為他們必須在這裡花

掉一定比例的年收入，也就是「二次稅」

(second tithe) ，所以確保了食物還有紀念

品的暢銷。十分之一的收入，則在各當地以

實物繳納。

圍內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對外貿易卻

非常多樣。進口的貨物主要是奢侈品:黎巴

嫩的香柏木;阿刺伯的乳香、香料、黃金、

鐵和銅;印度的調味料和布匹。外銷的是食

物(水果、油、酒、魚) ，香料，毛皮以及

死海來的瀝青。出口生意大部分掌握在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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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手中。

上述一切顯示，要不是課稅和財富分配不公的話，巴勒斯坦

可以算是「流奶流蜜」之地。

富人與窮人

少數人過著幾近奢華的生活。這些人中有統治者和他的朝臣，

耶路撒冷可祭身分的貴族，大商賈，稅吏長和大地主(多來自加

里肋亞)

工匠和地方可祭組成中產階級;小規模自耕農通常負了債，

身分幾乎是農工。

工人、按日計酬的傭工，以及失業者的權利被嚴重剝削，他

們常常別無選擇，只能夠行乞。奴隸自然更不必說了。

病人(皮膚病似乎普遍存在，人們稱作「痲瘋病 J )和衰弱

的老人靠攔濟過活;施捨是重要的宗教義務。

強盜和小偷很多，自成一類。

社會團體

現在我該向你們介紹各種社會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團體。事

實上我們不可能清楚區分出這些團體，因為這些團體常常屬性重

疊。

按照富人、中產階級和窮人的分別，我們可以區隔出幾個特

別的團體。

"閱讀宗四 17 ;五 17~42 。注意其中提到的團體:這些團體代

表哪些階層?

聖職人員

耶路撒冷可祭貴族的世界和其它聖職人員迴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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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祭長( high priest) 位於階級制度的頂端。他是法律及聖殿

的最高權威，也是公議會的領袖;他是唯一一個有權每年進入至

聖所 (the Holy ofHolies) 一次的人，也是民眾公認的領袖。大司

祭-度是終生職，不過猶太國王及之後的羅馬人，為了達到自己

的目的而會指派或免除司祭長的職務;所以在職的司祭長會設法

討好民間的勢力。此外，這個職位大大地有利可圖:平分獻物，

售賣祭牲的利潤。而且因為司祭長僅能從四個家族中選出，所以

握有強大的政經實力。

許多在聖殿當權的人都是貴族的一份子，常常來自同一個家

族。所有這些司祭都是撒杜塞人。

/莘~
祭獻

24 個以過為
區分的部長

咽，

聖殿安全
7 個監督者

司，

156 個以日為 4 個

區分的部長 約 7200 個司祭分成
24 個部門

約 9600 個肋未人
分成 24 個部門

聖殿財務
3 個會計

咽，

樂師和歌手 聖殿守衛

地方司祭約有七千名左右。他們和平民百姓來往相當密切，

共享生活、工作與貧乏。這些地方司祭分成三十四個部門或班別，

輪流在聖殿供職，一年輪到一個體拜以及三個朝聖節。因為能獻

香的人選很多，而且要人人都輪流做過以後才能再度抽籤，所以

要把握一輩子難有的機會順利進行(路-5) 。其中博學者是經師

(scribe) ，大部分是法利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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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未人是喪失所有權力的低層神職人員，彷彿神職中的灰姑

娘。幾乎有一萬名這麼多的肋未人，也分成二十四班，每年一次

到聖殿履行次要的職務:準備祭品，收取什一之物 (tithe) ，提供

音樂以及充任聖殿警衛。

長老( elder ) 

長老算是在俗的貴族;他們和其他人之間的區別相當模糊不

清。和司祭的情況 J樣，村落的首領，和在耶路撒冷由富商與富

農組成的小集團間，有很大的差別。耶路撒冷的長老在公議會擁

有一席之地。他們為了緊握住自己的權力，和羅馬的佔領勢力以

及大可祭們都維持著親密的關係。他們似乎是撒杜塞人。

法律的經師議博士

主要是法律上的專才;他們經過長期鑽研，最後大約在四十

歲左右的年紀，得到官方的認可。經師作為官方的釋經者，影響

力舉足輕重，不只規範大家的日常生活，還是合法的法庭法官。

其中有一些是司祭，但大多數是平民及法利塞入。他們在思想上

超越民眾，通常卻和大家一般窮困。這段時期中最著名的經師，

有希肋耳 (Hillel) 和霞瑪依( Sharnrnai ) (公元前) ，加瑪里耳

( Garnaliel ) ，他是備進的老師(宗五 34 ;二十二 3) ，約翰南﹒

本 .ræ加爾(Johanan ben Zakkai ) ，他是公元 70 年以後雅木尼雅

學派的領袖(參考 60-62 頁) ，以及亞基巳 (Akiba) ，他在公元

l35 年被羅馬人處死。

經師用多如「樹籬」般的訓示包圍住法律。在我們看來，他

們好像束縛人們的轍。事實上，他們的作為卻是解放的方法:潔

淨的規矩原先只保留給司祭，經師將其推廣給全體人民，他們容

許每個人接近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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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支

這些收稅的人不是有錢的稅務官，而是稅務官的助手。他們

是猶太人，代表羅馬佔領勢力收稅;他們的名聲很差，被大家視

為公開的罪人，除了上述原因，另一個原由是，他們傾向提高稅

款，以從中獲利。

宗教團體

我們通常稱這些團體為教派，不過我們在這裡這麼稱呼，絕

對沒有蔑視的意思。主要的三個圖體在瑪加伯(Maccabees )時代

形成(參考《舊約導覽> 189-190 頁)

"閱讀宗四 1~ 17 ;五 17~42 ;十八 24~48 ;二十二 2; 二十三

6~9 。其中出現了哪些教派?他們的教導又是什麼?

三去剎辜人

他們的名聲不好:這讓人感到遺憾，而且相當不公平。法利

塞人是聖潔的。他們認為阿斯摩乃家族( Hasmonaeans )違背信

仰，所以把自己和阿斯摩乃分開來( ，-分開隔離」就是「法利塞」

一字的意義) ，他們脫離了罪惡。最重要的是，他們掛念著天主

的神聖，忠實地默想天主的法律。他們知道要不斷地活在神聖天

主的臨在中是很難的，所以用一整套習俗包圍住自己。然而，他

們不是偽君子:當耶穌比喻中的法利塞人(路十八 93 )說，他一

個星期禁食兩天、十分之一的財物施捨給窮人時，他的確是這麼

做的!

法利塞人是對真實信仰以及耶穌的可靠見證，耶穌在他們那

裡受教育'且教導他如何向天主祈禱，因此耶穌自覺和他們相近。

他們唯一犯的錯，是認為自己可以依靠聖德接近天主，他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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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已經因為有功而得進天堂。也許耶穌之所以那麼堅定地反對

法利塞人，是因為耶穌對他們如此濫用自己的聖潔感到失望，而

且法利塞人對欽佩他們的平民文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他們的影響

力來自其聖潔，而不是其數量:大約只有六千名左右的法利塞人。

一些法利塞人對耶穌和門徒態度相當開放(若三;路七 36 ;十三

31 ;宗五 34 ;十五 5 ;二十三 9) 。事實證明這些人是公元 70 年

後猶太教的救星。

子散布土客人

他們是貴族，特別是司祭身分的貴族。沒什麼人記得他們的

教導。撒杜軍人似乎只承認梅瑟五書( Pentateuch )為法律(不包

括先知書) ;他們既不相信復活，也不相信天使(宗二十三 8)

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因此很樂意和羅馬佔領勢力合作，藉以

保住權力。他們相當殘酷嚴厲地對待耶穌和發展中的基督信仰。

撒杜塞人的宗教生命力不夠，沒能撐過公元 70 年的大難，從此在

歷史上消失。

JIT.芭尼人( Essenes ) 

在死海邊過一種修道院式生活的團體。 1947 年谷木蘭抄本出

土，大家才比較了解他們的教導。在稱作正義導師( the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的司祭領導下，厄色尼人和其它猶太人不相往來，

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猶太人太過隨便。厄色尼人過祈禱和默想經文

的生活，積極地準備天主國的來臨。公元 70 年羅馬人摧毀他們的

修道院。

洗禮派運動( The baptist movements ) 

公元前 150 年到公元 300 年之間，巴勒斯坦及其外地區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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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施洗者運動。這種運動的主要特色是看重洗禮，視洗禮為入

會儀式和寬恕的標記，同時對聖殿和祭獻採敵對態度。其中一個

團體排斥任何和血有關的祭獻。洗者若翰領導的運動也屬於這種

趨勢，不過其中沒有任何派系意識﹒施洗者運動向所有人開放，

而且不排斥任何傳統信仰的因素。這個運動似乎在若翰死後仍然

流傳，因為證據顯示，公元 54 年左右，在厄弗所有一個若翰門徒

組成的團體(宗十九 1~7)

「當地土人 J (people of the land ) 

法利塞人用這個合輕蔑意義的字眼，形容黑白法律都不懂的

平民百姓，這些人因為不懂，所以不能夠遵守繁多的規矩，而成

為污穢的人(參照若七 49 ;宗四 13 ) 

子貨主王馬尋得穿藍J、

嚴格說起來不算是-個教派。他們的來源相當錯綜複雜(參

考〈舊約導覽> 97 和 174 頁) ，而且脫離了官方的猶太教。撒瑪

黎雅人和猶太人一樣用梅瑟五書，不過卻在革黎斤山(Mount Geri

zim) 修建自己的聖殿。撒瑪黎雅人和猶太人之間水火不容(參照

路九 52 ;若四 9; 八 48) 。耶穌對待撒瑪黎雅人的態度，驚駭到

當時的人(若四 5~40 ;路十 13 ;十七1O~17) 。基督徒的教會

首先往該地發展(宗-8 ;八 5~25 ;九

31 ;十五 3)

猶太教的外~j3í言龍

對猶太教來說，世界分成兩個部

耶路繳冷聖殿裡焚燒祭品之 分:猶太人(行過割損) ，以及外邦人
祭壇的復原圈。

一或外國人(沒有受割損的人)。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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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可以加入猶太人。

歸依猶太教者 (proselytes '該詞源自希臘文的一個動詞，意

指「拉近 J )是接受完全的猶太法律的外邦人，不只是信仰，同

時包括割損禮( circumcision )等(宗二 11; 六 5 ' 13~~43 ;參

照瑪二十三 15 ) 

敬畏天主的人( Godearers )接受猶太信仰，但沒有行過割

損，所以還是外邦人(宗十 2 ' 22 ;卡三垢，詣， 43 ' 50 ;十六

14 ;↑七 4 ' 17 ;十八 7)

政治團體

面對羅馬的佔領，猶太人開始分裂成合作者及反抗者。

有錢人和資深神職人員很樂

意合作，好維持自己的權力。我

們對黑落德派 (Herodians) 知道

的不多，不過他們很明顯地是黑

落德安提帕斯的擁護者:他們敵

視耶穌(瑪二十二 16 ;谷三 6;

十二 13 ) 

「，......，"~~

區心了刊:
川 2 岡 I '- 殿院:

自士』F
10 10日 11日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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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對法律的「熱誠 J '使最具宗教情操的猶太人抵抗

羅馬統治，法利塞人這邊主張非暴力;自公元前六十六年以後，

叫做熱誠派 (Zealots) 的另一些人則主張暴力方式(一些熱誠派

叫做匕首黨( Sicarii) ，以其小刀( Sica) 為名，這種小刀可以輕

易地藏在衣服中)。最終導致公元 70 年大災難的叛亂，熱誠派是

主要成因。在此之前，有 J些自稱「默西亞」的人領導過幾次早

夫的叛亂(宗五 36 ;二十一 38 ) 

記住這個群情激昂的局勢很重要，如此才能了解，對於耶穌

是默西亞，大家所採取的不同態度(例如若六 15 ) 

制度

"閱讀宗三 1~2 ;六 1~15 ;九 1~2 ;十三 13~ 15 ' 44~52 ; 

十六1l ~15 。

聖殿

黑落德把聖殿完全修種回原先富麗堂皇的樣于。聖殿位於寬

三百公尺，長五百公尺的庭院中心。這是天主降臨的聖地，不過

猶太人嚴密地管制接近天主的人。只有大司祭可以在每年 Yom

Kippur' 即贖罪日時，進入至聖所一次。至聖所曾放有約櫃( ark 

of the covenant) ，後來是個空房間，用聖殿的布幕完全密封起

來。祭壇四周是第一層庭院，保留給祭司。其外是以色列人(男

性)的庭院，不口女人的庭院，這些院子和外邦人的庭院間用欄杆

分隔;因為會被處死，所以沒有一個外邦人會進入欄杆之內。

猶太人在長二十五公尺，高七公尺半的大祭壇上祭獻。早晚

各有一頭羔羊在這祭壇上，獻為「永久的祭品J '同時還有許多

私人祭品。節慶時有更多的祭品;祭司和肋末人忙來忙去，群眾

蜂擁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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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卦羔羊 (paschal lamb) 要在聖殿祭獻過，才能作為全家

的餐點吃掉。聖殿最終毀於公元 70 年，此後猶太人慶祝逾越節時

不吃羔羊。

聖殿不只是宗教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公議會在此聚會)

而由於聖殿所衍生的所有活動，它也是經濟中心。

會堂3干口猶太式最拜

會堂一詞首先指信仰者的聚會。和我們用 I church J 這個字眼

一樣，會堂變為指稱團體聚會的建築。因為聖殿離許多人太遠，

(理論上)人們只能在節日前往，所以會堂相較於聖殿，更是人

們信仰和宗教習俗具體成形的地方。

4天行三次事奉，教導是其中一部分:一篇法律的文章，由

先知書中的文章闡明之，然後是講道。每個信仰者都可以宣講(參

照路四 160 '不過實際上限制只有經師和法利塞人講道，因此經

師和法利塞人的教義，形成普遍的信仰。除了聖詠 (Psalms) 的

吟誦之外，祈禱主要包括了三大讚美誦，這些讚美誦為吟誦舍瑪

( Shema) 提供了框架，舍瑪是以色列信仰的綱要(你可以在

249-251 頁中找到其中一篇禱文，以及一些簡介)。祈禱最後以十

八讚美誦( the Eighteen Benedictions )結束，讚美天主向其子民顯

示的奇事。

慶節

三大朝聖節格外重要;人們為了這些節日而聚集在聖殿四周，

加強其共有的信仰。

逾越節 (passover) 慶祝人們在出谷時代的解放(參考〈舊約

導覽> 50-51 頁)。為了這個緣故，約有三十萬名朝聖者來到耶路

撒冷。「尼散」月 (Nisan) 的十四日黃昏，在聖殿宰殺羔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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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落之後以家庭為單位吃這些羊。慶典持續八天。人們在逾越

節期間非常興奮，因此羅馬當局擔心會有暴動，所以平常住在凱

撒勒雅的總督，也會前往耶路撒冷。

五十天後是五旬節，這個節日本來是收成節，又稱七七節

(Feast ofWeeks '出二十三 16 ;三十四 22 )。公元初期，五旬節

變成天主賜予西乃法律的慶典，是盟約以及更新盟約的節日(方

式差不多和基督徒在巴斯卦節Paschal前夕「更新」他或她的洗禮

誓言相同)

帳棚節 (Feast of Tabemacles) 最為壯觀。為回憶在曠野的日

子，每個家庭在城市邊緯用樹枝搭建小屋(有似現代的陽台或多

餘的房間)。大眾非常喜愛某些儀式，例如司祭隊伍遊行至史羅

亞池 (the fountain of Siloam) ，民眾手持棕擱伴隨在旁(參照若

七 37缸，或如耶穌進耶路撒冷時散鋪在他前方的「樹枝 J ) ，有

四隻燭的燈台的光照亮整個城市(參照若八 12 ) 

贖罪日 (Yom Kippur) ，是懺悔的節日。這是一年中唯一一

次，大司祭進入至聖戶斤，為贖罪獻上犧牲品的血(參考 116 頁，

致希伯來人書)。而新年( Rosh hahanah ) ，即是為了準備過這節

日。至於祝聖節 (the Feast of Hanukkah 即 Dedication) ，紀念公

元前 164 年猶大瑪加伯 (Judas Maccabaeus) 潔淨了聖殿。普陵節

(Purim) 或稱為命運節 (the Feast ofLots) ，紀念艾斯德爾( Es

ther) 解救百姓之事件;這個節日成了狂歡節的同義詞。

安是日

和割損禮相同，守安息日成了最牢固的猶太習俗。在安息日，

除非是特別的活動，不然都得休息，一切都仔仔細細地規定好了，

本意是要民眾能夠停下來不要工作，讚美天主。這卻也可能成為

讓人忍受不了的負擔(參照谷二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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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當皇可會

耶路撒冷的大公議會 (Great Sanhedrin .公議會一詞源於希臘

文，意指坐在一起)由七十一個成員組成:長老，司祭長(撒杜

塞人) .以及，些經師(法利塞人)。大可祭主持會議。公議會

成立的時間可能早耶穌一個世紀左右;公議會在聖殿開會，一星

期兩次。公議會有政治實權:制訂法律，擁有自己的警衛，而且

葛法翁會堂(公元

200 年左右)的復原
圖。

可以判人死刑;不過在耶穌的時

代，公議會已沒有權力執行死刑。

公議會是最高的宗教法庭:決定教

義，制訂禮儀曆，以及管制宗教生

活。公元 70 年公議會不再有政治

權;公議會移至雅木尼雅，在該地

繼續運作其宗教力。巴勒斯坦各地

都有次級的公議會，由三十三人組

成(參照瑪十 17 ) 

雅木尼雅一一公元 70 年後的猶太教

猶太人在公元 66 年起來反抗羅馬人。外斯帕仙 (Vespasian)

皇帝的見于及繼承者提托，在血戰後，公元 70 年佔領耶路撒冷。

羅馬人摧毀了聖殿。數千猶太人被殺害或以奴隸身分出售。這會

是猶太教的結局嗎?

在耶路撒冷最終的毀滅前，一些法利塞人，包括約翰南﹒本

﹒區加爾，聚集於雅木尼雅(今日的 Jabneh' 特拉維夫南方)

他們把新的生命帶給自己的宗教，現代猶太教就是繼承了他們的

成果。因為其它團體(撒杜塞人及厄色尼人)都在戰亂中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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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此猶太教就是法利塞式的。不過此刻猶太教得在兩方面保

護自己。

在猶太教內，必須終止猶太人間的分歧。他們制訂了一個禮

儀曆'統一了會堂的崇拜;最重要的是確立了「經文的正典」

(canon of scripture) 0 ，-經文的正典」列出適於作為信仰準則

(希臘文 kanon) 的書。雖然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知道有用希臘

文寫作及流傳的經書，正典中卻只保留了希伯來文的經書(這個

差異延用到我們這個時代，造成天主教和基督教聖經的不同;參

考〈舊約導覽> 192-193 頁)

猶太教向外面臨基督信仰。基督信仰穩固地立足於巴勒斯坦，

在小亞細亞、希臘和埃及也是如此...... (基督徒在公元 70 年以前

就離開了耶路撒冷，定居在約旦河東面的貝拉 (Pella) ，以及加

里肋亞)。雅木尼雅的猶太人通過議案，禁止基督徒參與猶太祈

禱;在猶太的十八頌揚中再加入一句懇求，以對抗「異教徒，背

教者和自以為是的人 J '也就是基督徒。分裂已然造成。基督信

仰成了一個被猶太教唾棄的猶太教派。

基督徒與雅木尼雅

新約中從未提及雅木尼雅會議。然而其中的一些細節，特別

是在瑪竇福音中，我們很可以解釋為猶太教復興所造成的影響。

瑪竇福音收集了敘利亞一一巴勒斯坦團體的傳承，這些團體和雅

木尼雅的法利塞人接觸密切。瑪竇指出其相似與衝突。

衝突特別明顯。瑪賈福音中，耶穌對法利塞人非常嚴厲(瑪

二十三) ;耶穌比較基督徒與法利塞人的祈禱(瑪六 5~6) ，他

主張的「輒 J '很容易拿來和法利塞人要求的許多習俗相比(瑪

十一 29~30) ;群眾認出耶穌的權威和經師的不同(瑪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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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閱讀瑪竇福音時，我們要不斷地問:這是誰在說話?

是公元 30 年的耶穌，還是公元 80 至 90 年復活的主，在攻擊雅木

尼雅的法利塞人?

瑪實也想、表達出，他對法利塞主義精華部分的深刻認同。山

中聖訓以重要的要理形式寫出，類似於雅木尼雅的教導，同樣根

據猶太教的三個支柱:公義、傳統的善行，以及崇拜。瑪賈福音。

兩次提到耶穌引用了歐六 6 ，也只有這部福音才有這記載(瑪九

13 ;十二7);這段經文實際上也是雅木厄雅創建者約翰南﹒本﹒

回加爾所喜愛的。我們知道有天他的一個門徒在哀悼聖殿的毀滅;

因為再也不能夠祭獻，為罪過求得寬恕。他回答說 í年輕人，

別為此困擾，我們有同等價值的贖罪方式:仁慈的行為。因為按

照經上所說，我喜愛仁慈勝過祭獻。」

首批基督徒

在我們的旅程中，我們該知道首批基督

徒有哪些人，他們叉是如何生活。我們可以

讀宗徒大事錄，收集其中提供的一些詳細資

料。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經文:宗一 13~ 15 ; 

三 41 ' 42~46 ;三 1 ;四 23~31 ' 32~37 ; 

六 1~15 ;九 1~2 ;十四 27 ;十五 1~12 ; 

| 猶太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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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24~28 ;二十 17~38 ;二十一 8~10...... 。試試看，述說這

些初期基督徒的生活。

持棄在外的猶太教派

耶穌的門徒在一開始及其後很長的，段時間內，似乎只是猶

太教的一個教派。耶穌復活後好些年，門徒才在安提約基雅得到

「基督徒」的名稱(宗十一 26 )。伯多祿和若望到聖殿祈禱，保

祿在會堂宣講，還到聖殿還願(宗二十一 26 )。耶穌的首批追隨

者和他們當代的猶太人相比，教義或許不同，習俗卻是一樣的。

當定居在耶路撒冷說希臘文的猶太僑民質疑這些習俗時(特

別是對聖殿的朝拜和其祭獻) ，猶太教開始排斥基督信仰。教會

接受外邦人加入後(在耶路撒冷「會議 J ) ，更加深了這種隔閣。

團體生活

這個教會是聽到天主召叫而聚集合在一起的一群人，他們因耶

穌基督和主之名集合在一塊，受到聖神的默感。

按照路加所說，這教會有三個主要特點:

l.門徒不斷地傳述宗徒的教導。門徒給新領洗者講授要理時，

是在復活基督的光照下闡釋這些經文;他們回憶耶穌的言

語行動，從中尋找生活的準則。如此福音書的內容一點一

滴地收集在一起。

2.門徒一直在相處親密的團體中，藉由財物的共享表達出彼

此間的關懷:因為沒有人聲明自己要擁有個人財產，所以

大家都不匿乏;他們共享一切事物。

3.門徒時常學餅，也就是舉行聖餐，還有祈禱。他們在聖殿，

在自己家裡，也在其它地方祈禱(宗二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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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和教會的神職人員

復活的基督派遣聖神到團體中，使團體得到默感。基督也給

團體立了神職人員( minister ) ，好服事信仰者。各式神職產生，

彼此間的差異愈來愈明顯。

十二門徒和其它神職人員不同。他們是教會的基礎，這一點

從來沒有改變過。

在耶路撒冷，十二宗徒立了長老( elder 或希臘字 presbyter ' 

我們用的「司鐸 J priest一字，即源於此) ，保祿也在他的團體中

追查做。他還指派了其它職位，如監督 (overseers '希臘文為 epis

kopos '因此產生我們用的字「主教 J ' bishop , episcopacy) 。希

臘化猶太人也被任命服務，即執事職( diakonia ) ;稍後他們成為

執事 (deacon) 的前驅(雖然他們本身不那麼像教會內有權柄的

執事)。我們還可以看到有教師，先知及女先知出現(宗二十-

9) 

無論如何，你們不能夠以為已經有聖統制( hierarchy )了，聖

統制要到公元二世紀才得到認可:現在聖統制還在形成當中。

傳教的團體

門徒覺得有責任把他們明白的一切告訴每一個人。伯多祿聲明:

「我們不得不說我們所見所聞的事J (宗四 20 )。在聖神的推動

下，安提約基雅的教會派遣巴爾納伯和保祿出外傳教(宗十三

1~3) ，而阿頗羅 (Apollos) 因著自己對信仰的熱誠，還沒有接

受完整的訓練，就開始給人講道(宗十八 24~28)

合一而多元的團體

這一個教會，也是耶路撒冷的教會，也是安提約基雅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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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厄弗所的教會，也是其它地方的教會。每個團體的經歷，歷

史的和經濟的處境，以及團體過往的影響，塑造出自己團體的特

色;猶太人成為基督徒後組成的團體，和在外邦環境中形成的團

體，他們的感受不會一樣。因此我們研讀福音書時，該明白這些

團體的生活反而豐富了耶穌基督的形象。

於是我們要間，在今日的世界中，我們自己的團體表露出什

麼樣的復活基督形象?



二、復活

我們的舊約之旅開始於出谷紀:事實

上，這個事件及其所引發的一切反省思

考，是以色列信仰的基礎。同理，閱讀新

約諸書前，我們該在基督復活這事件上停

刊亭，因為這是基督信仰的基礎。

這一情古對教義重要，對我們的研讀也

重要。

這→站將使我們確定，基督信仰是以

這個事件為根基，這是個異常豐富的奧

期知名的
蹟'門徒必須試著用各種形象來表達。 基督徒鎮毆畫(梵蒂岡，第

我們也藉此為本書後幾章做準備;事三世紀中葉)。

實上，我們因此可以迅速而仔細地看過新約形成的重要階段。

12-16 頁的圖上有這些階段的摘要;現在我們要仔細研究，人們怎

麼樣寫下這些敘述。

郵票的測驗

某本雜誌曾提供了一則測驗給其讀者:

「拿一張郵票，在其背面寫下自己所相信的一

切。」即使你選了張大郵票，字寫得非常小，

郵票背面的空間還是不夠大，於是你被迫寫重

點!首批基督徒在他們的郵票上寫了些什麼?

這大概就是我們想要發掘出來的。換句話說，

我們要知道，首批基督徒在向新聽眾說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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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時，他們宣告的主要訊息，也就是好消息，會是什麼。

學者稱之為主要訊息，宣言，消息，或初傳。初傳原為希臘

字，指昔日使者的傳報或是在市鎮上宣傳政令者的公告。

我們的課程

我們要分三個部分進行:

1.門徒宣告他們的信仰:初傳。把宗徒大事錄的一些演講當

作基礎，我們要想法子了解門徒的傳報，即初傅，門徒藉著初傳

向非信徒宣告自己的信仰。

2. 門徒慶祝他們的信仰:信條及讚美歌。藉著閱讀保祿引述

的一個信條及一首讚歌，我們看到基督徒聚會時，宣告及唱的是

同一個主要信仰。

3. 門徒述說他們的信仰:敘述。然後我們就可以談到最晚期

的經文，即福音敘述中出現的耶穌復活及升天。我們看到門徒說

的不比初傳、信條及讚美歌多，但是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講說，門

徒用故事的形式談自己的信仰。

在我們開始研讀這部分之前，這裡有一點見練習，你們可以

做做看(如果願意的話)

﹒你聽到「復活」這個字，腦中會想到什麼字、什麼形象或

是什麼類比(譬如春天、光明) ?回答時試著不要想太多。

﹒當你想起基督的復活時(默想中、祈禱中) ，自然而然會

聯想到聖經的那些經文?

﹒對你而言，生活中什麼是重要的?

﹒現在做我提出來的研究，不要再斟酌自己的答案:後來我

們會回頭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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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宣告他們的信仰:初傳

你們閱讀宗徒大事錄時，一定注意到其中有好多好多演講:

伯多祿八次，保祿九次，其他幾個人有七次。我們讀其中幾篇，

試著發掘基督徒宣告的主要訊，息是什麼。

伯多祿的演講一一或者是路加的?

可是產生了 4個問題。我們聽到的是誰的聲音?是伯多祿及

保祿的聲音，還是路加的?顯然宗徒大事錄的作者重寫了這些演

講。這些演講不只是聽者記的筆記或是摘要。如同當時其他的歷

史學家，路加按照寫作真正的簡短演講時的慣例，有起頭，有進

展，有總結。

不過，學者都認為路加沒有虛構所有的這些演講，他用了早

期的材料。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知道某些用在耶穌身上的特定頭

銜(例如伊拉，子女及僕人的希臘字) ，在路加的時代已不再這

麼使用;說基督是天主用大能、奇蹟、徵兆所證明的人，這種敘

述指示出一種還停留在早期的、對耶穌奧蹟的反省。

如此我們可以藉白這些演講，了解首批基督徒怎麼樣宣告自己的

信仰。

京徒大事錄中有一些演講是針對門徒的，比如保祿在厄弗所

給教會領導的臨別贈言(宗二十 17-35) ，不過其中大多數是針

對猶太人和外邦人，為了說服他們皈依。我們就是要在這些演講

中，試圖找出基督徒宣告的主要訊息，即初傳。

"宗徒大事錄演講中的初傳

我們來讀一些給猶太人的演講。伯多祿演講了五次: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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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聖神降臨當天) ;三 12~26 (治好瘤子之後) ;四

9~12 ;五 29~32 (公議會前) ;十 34~43 (在羅馬官員科爾乃

略Cornelius面前) ，而保祿演講過一次:宗十三 16~41 (在丕息

狄雅 Pisidian的安提約基雅會堂中〉。我們可以在這些演講之外，

加上克羅帕 Cleopas與耶穌在往厄瑪烏Emmaus路上的對話(路三

十四 19~27)

你們閱讀這些演講時，會發現其中永遠有三種要素:

耶穌發生的事......演說者回憶取白耶穌一生中的事實。注意

演說者挑選了哪些事實，絕口不提哪些事實，又強調了哪些事實。

...經過經書的詮釋......在許多聖經版本中，哥|自經書的文

句加有引號，或印成斜體字;你們應該能夠一眼看出，這些演講

中有多少引文。引文的目的是要把耶穌的一生放入天主的計畫中，

好能加以理解。同時注意宣講者給耶穌的名字及頭銜;通常是取

自經書。

......對我們的挑戰。這些演講絕對不是老師告訴學生新知識

時，戶斤給的簡單解釋。宣講者對自己的宣言深思熟慮，而且他明

白自己所說的，會強迫聽眾做決定。

如果你們是以小組的方式研讀，這裡有個研究演講的簡單方

法。在黑板或一張紙上畫八個垂直的欄位:一個欄位要大到讓你

可以用縮寫的方式，寫下你的發現，而在其它七欄，留足夠的位

置，記錄與其他演講的參照。然後小組中的每一個人要選個演講，

仔細閱讀過;之後小組聚在一起，一個人要在大欄位中記下其發

現(例如耶穌的奇蹟或他的教導) ;其他人在相關的欄位中記下

自己讀的演講裡'提到這主題的章節。

你們會在的頁找到這表完成時應該看起來的模樣。然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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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要去看;你們自己做會有意義的多。

如果你們完成這工作，思索一下這張表。耶穌一生中的哪些

特色，你在每一個演講中都找得到?在任何一個演講中都沒有出

現過的是哪些?哪些只在部分演講中出現?試著概括出初傅，即

首批基督徒的信仰宣告。比較初傳和你們寫在自己郵票上的一切。

表達耶穌復活的形象

即使只是快速讀過宗徒大事錄的演講，我們還是可以看出，

耶穌復活處於基督信仰的核心。

但門徒是怎麼樣談論這個事件，這個奧秘?關於耶穌復活，

我們已經習慣只用「復活」這個字。門徒也是如此嗎?他們補充

了哪些形象，好表達耶穌復活不同的面向?藉著許多摘要，我們

可以明白。

"再讀一次宗徒大事錄演講中的一些節數:宗二 23~24 ' 

32~33 ;三日，的;五 30~31 ;十 40 。

下面是取自新約其它書中的摘要:

如果你口襄承認耶穌為主，心裡相信天主使他從死者中復

活起來了，你便可獲得救恩(羅十 9) 。

基督死而復生了(羅十四 9)

天主極其舉揚他，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

字(斐二 9)

基督，死者中的首生者(哥- 18) 

就肉身說，他固然被處死了;但就神魂說，他卻復活了(伯

前三 18 )。

你們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路二十四 5)

他們的爭辯，僅是關於他們的宗教及關於一個已死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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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卻說他還活著(崇二十五 19 ) 

宣講者用了什麼意象?我們用的字「復活 J '事實上翻譯了

兩個希臘宇: (從死者中，從「洞穴」中)被舉起， (從死亡的

睡眠中)被喚醒。這只是兩個意象;宣講者用了許多其他的意象。

我們可以把各式各樣的意象，按照兩個主要方向分組。其中

」些意象主要指出，我們重新找到;在死亡中失落的生命;從此一

切照舊。其它意象卻說， --切不只是照舊，還會比以前來得好。

試著挑出這些意象。

其中有→些意象---定會讓你想起舊約經文中的形象:是些

什麼?對你有什麼幫助?

注意相關的形象。

最後，你們也許想回頭看看你們自然而然想起的意象(參考

68 頁)。你們想到的意象，是否屬於我先前提到的兩個主要方

向?或者只是其中之一?如果如此，是其中的哪一個?

R可T固jf~事L

基督徒覺得，他們不能夠用單一的形象，完整表達出復活

節的奧秘，所以他們使用了相當多的形象。為了簡化問題，我

們把這些意象分成主要的兩岸且。

前後的對比，或說「回復生命」

人們認為死去的這些人，就像是掉到一個大洞 (Sheol '或

冥府) :或者像是睡著了。復活就是把他們舉起來或叫起來的

事實。他1l'~死亡以後，又恢復到以前擁有的生命。聖若望寫說:

「拉回祿 (L血紅us) ，出來罷! J 

這種形式的意象，好處在於清楚明白:有歷史上的背景，

對其連續性有清楚的指示:一切照舊。以前認識這人的，能再

認出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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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在於，對重新找到的生命，沒有說明其本質:任何人

可以只說耶穌復活了，如同在說拉臣融復活了(會再死去! ) 

下上的對比，或說「進入光榮」

因為人們本能地認為天主在頭上，在天堂，所以他們說已

死的這人被帶到天主身旁。他被舉揚，被光榮;他上升到天堂。

這種意象絕對受到了反映似人子者的象徵的支持，象徵那些至

死仍對天主充滿信心的殉道者。連尼爾書藉著述說似人子者乘

著雲彩，來到天主面前，說明這種象徵(達七，參考《舊約導

覽} 203 頁〕

這種形式的意象，好處在於清楚述說，我們所談論的不只

是恢復過去的生命;生命比以前還要來得豐富。我們也許會說

拉回祿復活了，卻不會說他被舉揚了或光榮了。

如果單獨使用這種意象會出問題，因為大家可能想像是人

的某」部分(他的精神、他的靈魂)升到天堂，而不是完整的

人得到光榮，包括了身體與靈魂。

復活的基督受到舉揚

門徒認為他們必讀同時用到兩種意象﹒耶穌復活了，所以

現在活著的這位，和他們以前認識的是同→個人:耶穌的朋友

認得出他來。但他也被舉揚，被光榮，升入天堂;所以又不完

全只是重新尋回以前的生命:耶穌進入一個新的生命，天主的

生命。

門徒慶祝他們的信仰:信條及讚美歌

73 

每一個團體都想要藉著宣講，用簡短的口號，讓大家知道他

們的主要信仰。門徒宣講他們的信仰:初傳。

然而，在此同時，不論是怎麼樣的聚會，每一個團體相聚時，

都得重提自己的基本原則。不論是政黨宗旨，俱樂部規則，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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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簡單地說，只要他們聚在一起，門徒就會慶祝他們的信仰。

他們以信條表達自己的信仰，在讚美歌中唱出信仰，以及默想他

們所被教導的一切。

信條:格前十五 1---11

我們很幸運地擁有這些非常古老的信條中的一種;保祿在給

格林多教會的信上引用了這個信條。請開始讀這個經文。

這段經文中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注意風格的改變:我

們在敘述的中間部分看到一些短句(學者注意到這些短句不是保

祿平日的風格)。除此之外，保祿明確地告訴我們，這一段不是

他自己的創作。他用的不是自己的話，而是詳述另外某個人的話。

為了指出這一點，保祿借用了當時辣彼所使用的字彙:門徒從老

師處學得了一些道理，然後一個傳干個地教給自己的徒弟。

我們幾乎確定，保祿是在公元 57 年的復活節期間，寫信給格

林多人。保祿提醒他們，要記得他在公元 51 年建立這個團體時，

所教給他們的一切。所以，大約在耶穌復活後的 20 年，人們已經

有系統地述說這組信條了。

保祿說，這是他所領受的。什麼時候?有沒有可能是在公元

36 年左右，保祿在大馬士革領洗時，阿納尼雅 (Ananias) 告訴他

的(參考宗九 10ff.) ? 

在希臘文中，人們主要用動詞的形式指出特定行動的情況:

用現在式指出持續發生的事，用 aorist (大約算是英文中的簡單過

去式)指出曾經在某一時刻發生過的事;完成式(大約算是英文

中的過去完成式)用來指出過去的行動，在現在產生的結果:曾

經發生過的事件，現在人們感受到其後續影響。於是我們也許會

注意到，這個信條中的所有動詞都是 aorist形式，其中只有一個例

外， í他復活了 J 因此「復活」是曾發生在歷史中的事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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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一直持續了下來。基督永遠活著。

"重新仔細地閱讀這個信條。注意哪些事件曾經發生過。

試著區分歷史中的事件(任何人都可以加以查證) ，和只有

藉著信仰的觀點才可能了解的事件。「第三天」這句話是基於歷

史的訊息，還是信仰的斷定?

人們用了什麼意象表達復活的奧蹟(再看-看 72-73 頁) ? 

把這個信條和我們今日使用的信經相比較。你能夠看出什麼

不同?

經雪后斤言見的第三呆

大家普遍認同，我們在歐六 1-2 中找到的，是「第三天」

這句話的起源。在先知的宣講驅策f' 以色列人及時舉行了懺

悔的儀式。讀這段經文，其中的「二天」、「三天 J 指的都

是不久、馬上。

然而在基督的時代，這句話有了神學的含意。 F面是塔爾

古木 (T，訂gum) 對歐瑟亞這句話的詮釋(參考《舊約導覽》

179-180 頁)

慰籍的日子必要來臨，祂會在那日使我們重生;在祂

讓死者復生的那日，祂必使我們興起，生活在祂的慈

顏下。

針對創二十二 4 ，一份辦役的註釋這麼說:

「第三天」說的是生命歸還給死者的那個日子，如同

歐瑟亞所寫:第三天祂必使我們興起，生活在祂的慈

顏下。

所以在基督的時代，人們談到經書所說的第三天時，不是

指定的時間(後天) ;他們使用了神學性質的論述。這句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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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話來說，就是末日時全部人復活的那日。

按照經書所說，門徒在談論第三天的復活時，並不是指出

日期(人們不知道這件事發生在什麼時候;所有的經丈都說，

婦女們在星期天早上發現墳墓是空的) ;門徒宣告的是他們的

信仰。全部人復活的那日(第三天) ，已和耶穌的復活一同來

到(瑪二十七位-53 以連環畫的方式，告訴了我們這件事)

我們因為耶穌而7解到，在我們死後會有復活。

一首讚歌:斐二 6 ，.....， 11

我們可以在書信中，在福音書中和在默示錄中，找到早期團

體作的讚歌。個七祿在要求斐理伯人為人謙卑，追隨基督的榜樣時，

用其中的一首歌提醒他們。

閱讀聖經中的這段經文。

"人們怎麼樣表達復活事件?有沒有用到「復活」這個意象?用

了哪方面的意象? ( ，-主」是天主賜給耶穌的名字。)所以除了

復活這類詞語，我們還能夠用其它方式表達出這個奧蹟。

其中有哪些主要角色?他們的角色是什麼?

經文中沒有明確的解釋，卻在這個讚美歌中說明了。事實上

這讚美歌以對比為基礎。耶穌的行為不同於想奪取和天主平等地

位的亞當 (Adam' 參考創三 5) :相反地，耶穌的行為如同依撒

意亞五十三章中的僕人(參考《舊約導覽> 147 頁)。把斐二 7

「他使自己空虛」和依五十三 12 相比較;把斐二 9 ，-天主極其舉

揚他」和依五十二 13 相比。這兩句經文怎麼樣讓我們認知到，天

主計畫中的耶穌命運?我們和基督的命運如何因著這兩句經文而

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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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首聖詠的默想、:弗四 7 ，.._， 10

保祿想要說明，天主為了讓教會完成使命，也就是組成基督

的身體，而賜與教會其所需的一切:天主賜給信仰者各種服務的

神恩:京徒，先知，傳福音者，司牧，這些人建立了團體。保祿

針對這←→點所說的話，依據的是當時的人對詠俗， 19 的詮釋(按

照塔爾古木)。首先我們來比較在希伯來經文和塔爾古木中的這

一節。

在希伯來經文中

你上升高天

使俘虜成為俘虜

從眾人手中接受貢品

甚至從叛逆者之于

為有一個住所

上主天主啊

在塔商古木中

你使先知梅瑟、主升於天

使俘虜成為俘虜(=你教導

法律之言)

並把它們交與眾人之手

甚至交與叛逆者之手，只要

他們回心向你，

上主天主神聖臨在之安宅。

在塔爾古木中，不再是天主升到天上，住在天主自己的住所;

而是梅瑟 (Moses) 登上西乃山，在那裡接受了法律，並把法律給

予泉人。

保祿默想這段聖詠。他在其中看到的不再是梅瑟，而是耶穌

一一新梅瑟'在耶穌下降至人間，甚至降入地獄之後，他上升到

了天堂。因此，藉著下降及舉揚這個意象，表達出復活的完整奧

蹟。

(我們該知道，路加用了同樣的聖詠來解釋五旬節。參考 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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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人看見自己

在格前十五裡的信條中，出現了幾次「他顯現」這個動詞，

而且我們也習慣了談論復活基督的顯現。這個字的意義模稜兩

可.可能指一個鬼魂，或者相反地，某種能被拍攝下來的存在

物。

這裡所用的這個希臘動詞形式，有相當不同的含意;其意

義為「他讓人看見自己」。也就是說，這個動詞形式強調了，

耶穌率先向他所願意的人顯現的這個事實。保祿同時代的一位

猶太哲學家准羅 (Philo) 說得好.談到亞巴郎 (Abraham) 直

觀天主，他寫道﹒「不是亞巴郎看到天主，而是天主讓亞巴郎

看到自己。」

在聖經中，這種希臘文形式的使用有其重要性。舊約裡用

在顯聖或一天主的顯現(譬如創卡二 7; 卡七 1 ;民十三 21) .這

種用法大多是為 f強調所交付的使命，而不是可能「看到了」

什麼。這是一種說明不可見者讓人有所感受的方式。

在新約裡，瑪寶、馬爾谷和路加用這個字來說明顯容

( Transfiguration )梅瑟和厄里亞 (Elijah) 讓門徒看見他們

(也許在內心)。路加常用這個字:一個天使讓牧羊人看見自

己(路一 11) .或者耶穌在革責瑪尼 (Gethsemane .路二十三

43) ;在五旬節出現的火舌(宗二 3) ;在大馬士革的路上，耶

穌顯現給保雄(雖然保祿的同伴什麼也沒看見!宗九 17) .或

在夢中(宗十六 9) 等等。一首古老的讚美歌提到耶穌讓眾天使

看到自己(弟前三 16 ) 

主述→切提醒我們要謹慎﹒門徒用這個字時，不是宣告耶

穌以看得見的形式，以可以被拍攝下來的方式顯示給他們。門

徒強調耶穌的率先行動，且保留了顯現主要是內在經驗的這種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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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述說他們的信仰:敘述

我們聆聽了門徒向非信仰者宣告他們的信仰(初傳) ，門徒

在團體中慶祝這個信仰(信條、讚美歌) ;這信仰的中心一直是

這個事實，即人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天主使耶穌復活，光榮

了耶穌，並且把權力交給他。

門徒也用另一種文學類型表達同樣的信仰，也就是用敘述的

形式。如此門徒不是用簡短的慣用語下斷言，而是藉由說故事讓

大家了解。如果一個團體已成形，並且想多知道-個事件的意義;

同時這個團體又有禮儀的經驗，那麼這種文學類型符合其需求。

雖然我們回頭會談到，不過在開始 F一步驟的閱讀前，我很堅持

必讀要強調這個事實。關於這個事件本身，敘述告訴我們的並不

比初傳簡短的宣言來得多;敘述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說明，並

擴展其意義。

四部福音書留給我們的就是這種形式的敘述。我們可以把這

些敘述分成三組，每一組對應團體中的一種需求:

團體在事件發生的正確地點慶祝其信仰:關於空墳的敘述(五眉，

谷，路，若)

在敘述中顯示出，宗徒體驗到復活的耶穌，因此成為官方的

見證:耶穌顯現給十一個門徒的記錄(五唔，路，若)

這些敘述訴諸於禮儀中或教會內的經驗:耶穌在厄瑪烏路上

顯現給門徒(路) ，或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Mary Magdalene ' 

若)

我們要迅速地看過這三種形式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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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來自朝皇者的慶祝的敘述:空墳

信仰者到聖地朝聖時，喜歡在發生各種事件的正確地點上，

進行慶祝活動:舉例來說，他們在聖墓 (Holy Sepulchre) 那見回

憶該事件，默想並且祈禱。

學者依據他們對經文的研究，推測空墳的記錄即由此而來:

首批基督徒到耶穌的墳墓朝聖，那是一個空墳，他們在那裡慶祝

他們的信仰。

由此產生了第一種敘述，每→個福音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寫下

來，表達出其神學。

我們只要讀馬爾谷的記錄。

"空墳:谷十六 1 ,..._, 8 

讀這段經丈。注意其中提及的時間、地點、主要角色、行動

(回頭看〈舊約導覽> 27 頁的「工具箱 J )。試著將這些不同點

寫成兩行，記下彼此不一致、相反的地方。

這段記錄的開頭和結尾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其中提到的時間，暗示著從黑暗到光亮的變化(大清早、太

陽、白天) ，從舊到新，從神聖的、宗教的，猶太式時間(安息

日已過，而不是星期六已過)到宇宙的、世俗的時間(一週的第

一天)

關於地點，為了保護已逝的人而封閉的墳墓，和實際上為生

命打開了的墳墓顯然不同。因此對馬爾谷而言，耶路撒冷是個象

徵'象徵著一些人，不但堅持自己的看法，還殺害和他們意見不

同的人，這一點和外邦人的加里肋亞不同，因為加旦肋亞是通往

世界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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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主要角色，有一人缺席了:耶穌。一個少年人告訴婦女，

耶穌現在以新型態存在:這人穿著白衣(和墳墓的黑暗成對比)

如同光榮的基督般坐在右邊，並且是這人改變了婦女們所要追尋

的。婦女來到墳墓，要傅抹耶穌的身體，換句話說，她們要保存

屍體，但是耶穌已不在那裡了。婦女要來碰觸一具死屁，卻收到

了 4個訊，息。 J且她們和宗徒宣揚耶穌直至加旦肋亞，也就是說，

到世界的盡頭，到歷史的終結時， I要看到」復活的主(參考 141

頁)

b) 顯現的故事，造就了官方見證人

瑪賢，路加和若單以 4個或數個基督顯現的記錄，作為他們

福音書的結束。在這一 A個部分，我們要來看耶穌向十一位宗徒顯

現的記錄。耶穌向其它門徒的顯現，則留到下個部分，因為屬於

不同的形式。

馬爾谷福音的結尾，可能是婦女從墳墓那裡逃跑;谷十六

9~別是後來添加的，只不過是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摘要(看看

這段經文在你自己的聖經中，呈現出的樣子)

聖史企圖用耶穌向十一位宗徒顯現的故事，表現出是耶穌自

己讓宗徒成為他的見證。我們不會讀遍所有的故事，也不會加以

深入探討(雖然稍後我們要回頭來讀其中的一些故事)。現在我

們所要做的，只是確定這些故事，是以其意象繼續初傳的肯定(再

看一看 33-34 頁「將想法化做敘述」的部分)

"朝拜光榮的基督:瑪二十八 16'--"20

請以閱讀這段經文作為起頭。記得門徒用來表達復活節事件

的兩組意象嗎?這裡用了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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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看一次這段經丈。十一位宗徒好像排成一列艘，朝山

上走去，這就是那座耶穌，即新梅瑟，賜給門徒他的新法律的聖

[1) (瑪五 1 )。門徒在耶穌面前俯伏在地:希臘正教 (Creek Or

thodox Church) 的禮儀中，仍然用「俯伏在地」一詞指朝拜的姿

勢。「上前」這句話讓人費解，因為門徒已俯身於耶穌腳下。不

過在聖經中，他 I二前」有時是對神的尊稱。藉著引用達尼爾書

第七章中的句子(參考《舊約導覽> 203 頁) ，耶穌呈顯自己為人

于( the Son of Man ) ，乘著天上的雲彩而來，走向萬古長存的天

主。所以，天主已經舉揚、光榮了耶穌。於是耶穌能夠派遣門徒

到世界各地傳福音。

如此，基督徒以敘述的形式寫出這段經文，試圖表達初傳中

復活的其中 4個意象。這一-段是「舉揚」的模式，即由下往 t:. 0 

只有提到「疑惑」的這←→節( 17 節) ，屬於另一種模式( I復

活」模式) ;不過，這-一節並不完全符合該模式，而且可能是後

來才加上的。

阿格蓋起帕二世的硬幣。其中一面是帶

著冠冕的外斯怕仙皇帝，另 面是拿

著玉米穗和羊角的女神。

"認出復活的主:路二十四 36---53

讀 36~43 節:這段記錄以何種模式寫成?然後讀到~53 節:

這兒是什麼模式?

路加用了復活的意象是無庸置疑的。是耶穌主動讓人看到他。

或許有人懷疑這是集體的幻覺，所以耶穌給他們看，他和以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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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他有身體，而且還能夠進食。人們也可以這樣子敘述拉

回祿(當然有個例外，耶穌不用進門，就立在門徒中間)

然後路3日敘述其中一個他喜愛的主題:我們只有藉著經文的

詮釋，才能夠真正地認識耶穌，而且除非復活的主親自向我們宣

讀，不然我們無法 r解經文( 44~49 節)

然後路加描述了耶穌的升天(就在復活當天晚上! ) ;這是

用敘述的形式，說明耶穌已被舉揚，被光榮的方法。我們讀路加

的宗徒大事錄時，會看到路加寫的另一個升天記錄，至少安排在

耶穌復活的問十天之後。 I司→位作者，針對同一個事件，卻能夠

有兩種記錄，放在不同的地方，這事實警告我們，路加沒有考慮

年代和歷史，他考慮的是神學。

石更幣的商宙

J個硬幣有兩面，不過我們很難同時看到這兩個面;如果

我們想一次看到兩面，就得把硬幣從側邊切割成兩半。類似的

情況，我們不可能同時看到一張面孔的兩邊倒驗﹒畢卡索( Pic

asso) 在他的某些畫作中，把人臉投射出來，好讓我們能同時看

到臨的每個面向。

路加差不多就是這麼做的。他很清楚地知道，表達復活主

要有兩種方法﹒說明耶穌復活了，或是說他被舉揚了。這是同

樣一個奧蹟不可分割的兩面。因為路加認為兩者不可或缺，所

以決定把這兩者放在一塊兒:耶穌復活了一斗也升了天。或許

我們太快認定，復活和升天是歷史上連續的兩個事件(就像我

們會認為有兩個硬幣一股) ，這些事件事實上是同一個奧蹟的

兩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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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徒的經驗:顯現給門徒

若望福音中，耶穌向瑪利亞瑪達肋納顯現的故事，以及路加

福音中，耶穌向往厄瑪烏路上的門徒顯現的故事，這兩個故事情

況特殊。這兩個故事不是為了說明耶穌復活了，也不是說他受到

了舉揚，或他提供 r官方證人。這些故事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

幫助我們來分享門徒的喜悅，因為他們重新找到自己的主，並和

祂恢復了愛的關係;這些故事的用意在於教導我們，今日的我們

也可以擁有同樣的體驗。

我們只要讀厄瑪烏路上的故事(路二十四日~35) ，並比較

這個故事和另一個路加的記載，即厄提約丕雅太監的受洗(宗八

26~40 )。為了方便閱讀，你們可以在下一一頁找到這兩段經文的

譯文，並排放在一起。

如果有時間，藉著「工具箱」的幫忙慢慢來研讀經文;然後

你就會知道「經文」這個標題下列的問題多有用，能協助你了解

經文。

路加試著回答一個問題:今日我們要怎麼樣和主耶穌相遇?

他敘述了三要素的作用:了解耶穌在世上的生活一一經書一一聖

事。閱讀經文，尋找其中的這三個因素，和這些要素所起的作用。

奧斯底雅 (Ost阻，義大利)的鎮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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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帕和他的同伴熟知耶穌的生活:他們正在彼此討論這件

事(實際上，他們是在宣講) ，他們回憶著這一切，他們的演講

就如同伯多祿的演講般完整而詳細。然而，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沒

有意義。要讓耶穌的生活對他們產生意義，就得經過對經書的詮

釋(我們稱之為舊約) ;不過，只有復活的耶穌才能夠解釋經書。

之後，我們就能夠在聖事中認出他來。而且在門徒認出耶穌的那

一刻，他就消失了，這個事實提醒我們，從現在開始，我們是在

聖餐中和生活的基督相遇相知相結合。路加在 30 節中用了過去進

行式，而不是簡單過去式，可能他想要暗示，耶穌在教會的歷史

中 F直不斷地在遞餅。

厄提約丕雅的太監處於另一種情況下。他歸依了猶太教(是

個歸依猶太教者) ，知道有經書，但經書對他沒有意義。必須經

由耶穌的生活闡釋，才能讓他看得懂這些經書。而且也只有復活

的主，才能夠藉由抽的見證人來完成這件事。事實上我們很清楚，

路加如同在敘述耶穌般，介紹了斐理伯:他們的出現和消失都很

神秘，而且都詮釋經書(比較路三十四日~35 和宗八 26~40 ) 

教會從此以後將不再由耶穌來推動;或者該這麼說，耶穌依然推

動著教會，可是他是藉由抽的神職人員來推動，這些人會得到聖

神的默感(宗八 26 ' 29 ' 39) 。至於那個太監，他也在聖洗聖事

中，親自經驗到耶穌和他的相遇。(我把 37 節放在括弧中，因為

不是所有的手稿都有這一節;這一節可能是出自沈禮禮儀中的規

定，後來才融入經文中。)

你在閱讀經文時，也注意一下其中所運用的文字，這些字無

法翻譯成英文:三個同樣字根的動詞慘雜使用(你可以藉著標示

在旁較高的數字，認出這些字來) : ginoskein'是知道/明白， epi

ginoskein2是認出來，而 anaginoskein3 是閱讀。

最重要的，是注意首尾之間情況的變化。一開始，兩個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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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被蒙住了，以致認不出耶穌來( 16 節) :所以耶穌沒有改

變，或裝扮成乞丐;是他的門徒改變了。他們太專注於自己幻滅

的希望，反而讓自己認不出這希望已在耶穌身上實現，只不過實

現的方式和他們所期望的大不相同。同樣地，在若望福音中，瑪

利亞瑪達肋納以特定的方式思考耶穌一一她想像中的耶穌，於是

當耶穌給她介紹自己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卻阻止自己認出耶穌。

學餅時，門徒的眼睛開了:他們的心起了變化，才能認出復活的

主不是由人而來;耶穌為門徒揭露了經書，他們的眼睛就開了。

伯多祿到墳墓時 (24 節) ，並沒有看到耶穌;然而在結尾

時，卻說耶穌顯現給伯多祿( 33 節)。同樣地，在路上門徒沒有

認出耶穌:在壁餅時才認出他來 (31 節) ，而且他們宣稱是耶穌

自己讓他們認出來的 (35 節)。耶穌一直探取主動。

路二十四日~35 往厄瑪烏路上的門徒

(1 3 )就在那一天，他們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莊去，村名

厄瑪烏'離耶路撒冷約六十「斯塔狄 J 0 (14) 他們彼此談論所

發生的一切事。(15 )正談話討論的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

與他們同行。(16) 他們的眼睛卻被阻止住了，以致認不出 2 他

來。

(1 7)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些什麼

事? J 他們就站住，面帶愁容。 (18) 一個名叫克羅帕的，回答

他說，-獨有你在耶路撒冷作客，不知道 l 在那襄這幾天所發生的

事嗎? J (1 9) 耶穌問他們說，-什麼事? J 他們回答說，-就

是有關納匣肋人耶穌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眾百姓前，

行事說話都有權力。 (20)我們的司祭長及首績竟解送了他，判

了他死罪，釘他在十字架土。 (21) 我們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

以色列的。可是一一此外還有:這些事發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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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2) 我們中有幾個婦女驚嚇了我們;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

裹， (23) 沒有看見他的遺體，回來說她們見了天使顯現，天使

說他復活了。 (24 )我們中也有幾個到過墳墓那裹，所遇見的事，

如同婦女們所說的一樣，但是沒有看見他。」

(25 )耶穌於是對他們說 I 唉!無知的人哪!為信先生口們

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 (26) 默西亞不是必須

受這些苦難，繞進入他的光榮嗎? J (27) 他於是從梅瑟及眾先

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他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

(28 )當他們臨近了他們要去的村莊時，耶穌裝作還要前行。

(29 )他們強留他說 I 請同我們一起住下罷!因為快到晚土，

天已垂暮了。」耶穌就進去，同他們住下。 (30 )當耶穌與他們

坐下吃飯的時候，就拿起餅來，祝福了，學間，遞給他們。(3 1 ) 

他們的眼睛閉了，這繞認出 2 耶穌來;但他卻由他們眼前隱沒了。

(32) 他們就彼此說 I 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

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 J (33) 他們遂即動身，返

回耶路撒冷，遇見那十一門徒及同他們在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

(34 )彼此談論說 I 主真復活了，並顯現給西滿( Simon) 

了! J ( 35 )兩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餅時，他們怎樣認出

了耶穌，述說了一遍。

宗八 26 ，.._， 40 厄提約丕雅的太監

(26 )上主的天使向斐理伯說 I 起來，往南行，沿著由耶

路撒冷下到迦薩的路走，即曠野中的那條路。 J (27) 他就起來

去了。

看，有個厄提約丕雅人，是厄提約丕雅女王甘達刻( Cand

ace) 的有權勢的太監，也是她寶庫的總管;他曾來到耶路撒冷朝

聖。 (28)他回去的時候，坐在車上誦讀依撒意亞 Osaiah)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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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29 )聖神就向斐理伯說: í 你上前去，走近這輛車子! J 

(30) 斐理伯就跑過去，聽見他誦讀 3 依撒意亞先知，便說道:

「你明白 l 所誦讀可的嗎? J (3 1) 他答說 í若沒有人指教我，

怎麼能夠? J 於是，請斐理伯上車與他同坐。(32) 他所誦讀 1 的

那段經正是:

他如同被牽去宰殺的羊，

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織;默，

他，也，同半是不閉口。

(33 )在他屈辱之時，無人為他申辯。

誰能描述他的後代呢?

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被奪去了。

(34) 太監向斐理伯發言說 í請你說:先知說這話是指誰

呢?是指自己或是別人? J (35) 斐理伯便開口，從這段經文開

始，給他宣講了耶穌的福音。

(36) 他們沿路前行的時候，來到了一個有水的地方，那太

監就說 í看，這襄有水;還有什麼阻擋我受洗呢? J < (37)

斐理伯答說 í 你若全心相信，便可以。」他答說 í我信耶穌

基督就是天主子。」】 (38) 他就命車停住，斐理伯和太監兩人

下到水中，斐理伯給他付了洗。(39) 當他們從水中上來的時候，

主的神把斐理伯提去，太監就再看不見他了。他就喜喜歡歡地往

前行自己的路。 (40 )斐理伯卻出現在阿左托 (Azotus) ，以後

經過各域，宣講福音，直到凱撒勒雅。

而現在...... ? 

在這個階段，我們主要有兩個目的:確定基督的復活是基督

徒信仰的中心，以及充分明白新約諸書是怎麼樣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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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它的焦點可能會在過程中顯露出來:基督的復活是

怎麼樣發生的?我們的復活會如何發生?顯而易見，這些是重要

的問題，但不在這個課程的範圍中;我只能給你們一些指示，告

訴你們其它的書籍，也訐你們能在其中得到幫助(參考 278 頁)

"如果你們試著敘述要點，會是件不錯的事，你們可以自己進

行，也可以用小組的方式，小組進行會比較妥當。

首批基督徒怎麼樣講述復活節?他們用了許多不同的影像，

這一點為什麼重要?

人們怎麼樣用不同的文學類型表達這個信仰:對非信徒的宣

告，慶祝，故事?實際上，這些故事是否比初傳談論到了更多有

關奧秘的事，或者並不然?

"我也會建議你們試著作一些練習( 68 頁)。現在值得我們回

頭來看看了。

我們運用了形象來談論復活。是什麼形像?它是否主要(或

單單地)表達了「復活」這一面向，也就是d恢復和從前一般的生

命?是否也表達了額外的要素，即舉揚和光榮的形像所企圖喚起

的要素?

經書中有一些我們鐘愛的經文章節，這樣子很好。不過我們

已經看到了，每段經文只告訴我們這個事件的一個面向。我們所

鐘愛的經文表達了什麼樣的面向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在其中

加入別的經文?

「對你而言，生活中什麼是重要的? J 這個問題也許讓你們

感到訝異。不過假如相信復活是基本的話，它不可能和對我們重

要的事情毫無關連。回頭看看你們的回答:你們對復活的信仰和

你們的答案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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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靠的看法

首先，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一些確定的結論，我們

來把這些結論放在一起。

從來沒有人說，他們看到天主使耶穌復活的經過(除了許多

的畫作，從這個觀點來看，這些畫有其危臉，性)。門徒說他們看

到了復活的耶穌。他們按情況而強調這個或另外一個面向，有時

他們同時強調了兩個不同的面向。他們認出了耶穌，所以他就是

門徒在耶穌死前所知道的那個人;無論如何，耶穌並不只是恢復

了生命，而是進入了完全的生命﹒耶穌受到了舉揚，光榮了，升

入天堂，他坐在天主的右邊，成為主。

人們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察覺了解這個事件。我們想要看到復

活主時看不到，不像我們可以在今天見到一個朋友;復活主會在

他想要讓人看見的時候，在他想讓人看見的地方，讓他願意的人

看到自己。所以見證人的經驗非常真實(他們表達了出來，舉例

來說，他們說耶穌能夠吃東西，參考路二十四) ，即使他們是唯

一擁有該經驗的人。因此保祿的同伴看到保祿身上發生了一些事，

但他們沒有看到基督。門徒使用「讓人看見自己」這個表達方法

時，也許指出了一個真實卻全然內在的經驗。

最終我們的信仰留在這個肯定上頭:天主在我們身上做工。

馬爾谷福音沒有任何一個對耶穌外貌的記載。一個年輕人(即天

主)聲稱耶穌復活了:這一點已足以產生信仰。

經書(對我們而言是舊約)是任何信仰以及了解這奧蹟的基

礎。我們在往厄瑪烏路上和厄提約丕雅太監的故事中得知這件事;

我們也能在這個章節中讀到:若望描述伯多祿和其他門徒來到墳

墓(若二十 3~9) :另一個門徒也進去，他看到就相信了;即使

他們還不明白經文，不明白耶穌必須從死者中復活(若二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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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他們了解這段經文，他們事實上不需要看到空墳(用他們的

肉眼)才能相信;他們會相信並看到復活的主(用信仰的雙眼:

若二十 29 ) 

經書使耶穌在世上的生活有了意義，同時這個生命把意義賦

予給經書。

不過，只有復活主自己(路二十四 27 ' 45) 或祂藉著自己的

門徒(宗八 35) ，才能讓經書產生意義。

往厄瑪烏路 t和厄提約丕雅太監這兩段經文，和許多其它的

經文一樣，都給我們指出，公元 82 年和公元 1982 年的信徒，其

處境並不比首批門徒來得差:這些信仰者不但能夠，也必須要有

同樣的、與復活的主相過的經驗，因為復活主也常常臨在現實生

活中，在不認識的兄弟身上，在聖事中，特別是聖體裡。

因此可能會有個問題:今日基督徒的經驗，不口多默 (Tho

mas) 及其他宗徒的經驗，是根本地不同嗎?顯而易見，我們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下面是其中一種。這個經驗基本上

是相同的:如果一個全然不知道基督信仰的非信徒，走進基督徒

正在舉行崇拜的地方，他會從這些人的態度中知道發生了一些事;

假設這個人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會回答說 I主耶穌在我

們中間，他邀請我們到他的餐桌旁，和他一起吃飯，聆聽他，並

且和他說話...... J '而這個回答非常類似於福音書的記載。

然而，這事有一點不同:在這些記錄中提到，門徒認出耶穌。

門徒在耶穌還在世時就認識了他，因此門徒可以檢驗，他們如今

對復活主的經驗是否符合之前和世上的耶穌所有的經驗。而這為

我們而言是不可能的。我們若要檢驗自己的經驗是否真實，必須

和宗徒的經驗相比。經驗本身當然不會根本地不同，但過去可作

為檢驗的參考不同:為宗徒，是耶穌的生活;為我們，是宗徒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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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觀察

我們已經知道，首批基督徒主要用兩種形象，來喚醒復活節的

奧蹟:即復活的形象以及舉揚的形象。我們看過單獨使用每種類型

時的優缺點(參考 72刁3 頁)

雖然這只是一個假定，不過我們或許可以這麼間，我們的某些

困難，是否是因為我們把這兩種類型的影像分開了?

以耶穌為例，我們實際上是把自己局限於復活的用語。於是在

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問復活是如何發生的這類問題:耶穌的身體是

什麼樣子的。他能夠吃東西嗎?舉揚的語言會提醒我們，耶穌的確

是一個真實的人，所以他有身體，同時耶穌受到了舉揚，所以不一

樣了。現在，借用保祿的用語，耶穌有靈性的身體。

對我們來說，常常自己都不自覺就只保留了舉揚的影像:我們

死了以後，身體歸於塵土，不過我們的某些部分會升入天堂，那就

是靈魂;所以我們認為不需要再取回自己的身體。復活的語言會提

醒我們，我們只能夠以肉體的方式存在。

確定

幻想復活怎麼發生，不但毫無用處且不可能。信徒唯一能夠確

定的是他們掌握了兩件事:耶穌復活了，受到了光榮，而且我們會

和他在一起。我們在下一個階段研究保祿時，就能夠來看一看，保

祿使用或創造了和「一起」相關的字眼:一起受苦，一起死亡，一

起復活，一起受到光榮，一起生活......我們會永遠和耶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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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祿和他的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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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時候，保祿嚴格地要求完美;後來成為基督徒，他的個

性依然，他的同事和會眾吃過苦頭後才明白這一點:伯多祿( I我

當面反對了他，因為他有可責的地方 J '迦二 11) ;巴爾納伯，

他想要帶自己年輕的娃子若望馬爾谷出去傳教，不順從保祿的意

願(路加在宗十五 39 這麼寫到， I二人於是起了爭執，以致彼此

分離 J ) ;以及格林多人，保祿打算再次拜訪他們，於是督促他

們行為檢點(格前四 21 ;參考十一 16)。同時保祿是一個完全投

入傳教事業的人;對保祿而言，這麼做全都是為了他對主的愛以

及對團體的服務。這些團體是保祿親愛的孩子，保祿在感情上和

物質上都覺得自己是他們的母親。

在我們看來，做錯信中的許多段落晦

澀難懂(根據伯後三時，人們已經這樣認

為了! )。現在我們不該在這些段落中耗時

間;你們可以稍後再來看。首先我們要試著

發掘保祿神學的主要輪廓，並閱讀其中一些

令人驚嘆的段落。在這些段落中，我們找到
塔爾索絨出土的硬幣。

基督信仰的初期活力，同樣告盡過保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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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夠看到天主的恩寵在人心中所成就的大事。

我們可以把保祿的生平區分成幾乎相等的兩份:有 30 年之

久，他是一個法利塞人(保祿可能生於公元 5 年，他在大馬士革

路上的經驗發生在公元 36 年左右) ;然後有 30 年的時間，他是

一個基督徒(保祿在羅馬殉道，可能是在公元 67 年) ，保祿是一

個不屈不撓的傳教士，他在地中海四周都創建了團體，並寫信給

他所帶領的基督徒。

法利塞人保祿

保祿出生於塔爾索城，塔爾索是小亞細亞的基旦基雅省( Ci

licia) 的首都，是一個大學城，居民大約多於三十萬，因此保祿居

於兩種文明的交會點上。

因為保祿是個猶太人，是個法利塞人，所以他在耶路撒冷求

學，受業於當時最著名的辣彼中的一位，也就是加瑪且耳(參考

宗二十二 3 ;五 37 )。在耶穌活動期間，保祿返回塔爾索城，因

此他似乎並不知道耶穌的活動。保祿也許是在雙親的家中，學會

了編織山羊毛製成的粗糙毛料，這種毛料在法文中稱做cilice '因

基里基亞省而得名。我們幾乎確信保祿是個辣彼，因此他結了婚。

不過，在此同時，保祿從雙親那兒接收了羅馬公民的身分，

因此保祿有時可以驕做地使用他的特權(宗二十二 25~28) 。保

祿可能進過大學，而且藉著大學學術性的途徑學習文學;有時候

保祿也引用詩句(宗十七 28) 。他有兩個名字，掃祿(猶太文)

及保祿(希臘文) ，顯示他隸屬於兩種文明。

身為虔誠的法利塞人，保祿只有一種熱情:藉由周到謹慎地

奉行法律來服事天主。保祿甚至可以說，法律就是他的生命。保

祿三十六歲左右返回耶路撒冷時，驚異於怕多祿和其他人的宣講。

保祿是個神學家，因此他可能看得比伯多祿更清楚，知道宗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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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有著傾覆猶太教的危險:他們把這個耶穌抬高到和天主一般

的位置，而當局判耶穌為褻潰者是正確的。作為為了淨化信仰絕

不妥協的法利塞人，保祿決心和這個新興教派對抗。保祿贊同處

死斯德望，並前往大馬士革追捕避難到那辜的斯德望門徒。

往大馬士革的路上

顯現給街串的榮耀主，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受詛咒的那一位:

在保祿全部的神學中，都包含了這個逆轉。法律定了耶穌的罪，

而宗教當局是法律的守護者;耶穌因天主而受咒罵，天主沒有做

些什麼好解救他，就直到輛軍書所寫的，-凡被懸在樹上者，是(天

主戶斤)咒罵的 J (申二十一 23 ;參照迦三 13 )。現在天主光榮了

這個「受咒罵」的人!意思是天主支持了耶穌。所以定耶穌罪的

法律，反而被天主定了罪。法律到了終結。對保祿而言，他的這

一生四分五裂了......。於是我們能夠明白，保祿怎麼樣度過待在

大馬士革的三天，失明且沮喪，努力讓事情有意義。然後就在那

樣一個痛苦、無底的深淵中，耶穌替代了他。從那時候開始，保

祿會說， ，-我的生命是基督」

我們可以在這時候找到所有保祿神學的胚芽，好像是一份直

覺，讓保祿花了一輩子探索。現在我應該要試著說明其中的一些

主要特色。

因信成義。身為法利塞人，保祿相信忠實地奉行法律，就證

明了自己是正義的;他認為每一件他所做的事、他的努力，以及

他的「工作」一一他是這麼稱呼的一一都讓他在天主面前是正義

的。如今保禱發覺，只有耶穌能讓他成為正義的。問題不是人要

獲得自己的拯救，而是在信仰中，自由地從天主的手中接受拯救。

藉著相信天主，藉著整個人堅定不移地投靠耶穌，藉著對耶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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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信賴，人得到救贖，成為正義的。當然意思不是說，相信就

夠了，然後行為如以往一般。那些相信的人，那些愛人的人，努

力地活得相稱;無論如何，他們的行為，不是為了強行得到其他

人的愛而進行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被愛的。

天主的恩寵在保祿的神學中成為關鍵字。保祿發覺天主自由

且仁慈地愛著自己。天主不是因為我們很好才愛我們，相反地是

因為我們可能成為好的而愛我們。保祿及信仰者的喜悅與安全源

於:他們依賴的不是自己做了什麼，也不是自己是什樣(這些通

常會使人沮喪) ，而是依賴著天主的愛，而天主是忠實的。

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懸在十字架上，受咒罵的那人

被光榮了。保祿努力要了解這是什麼意思。假設天主光榮這人，

是因為他的死是天主計畫的一部分。所以保祿得重新閱讀經書。

特別是第三依撒意亞的僕人歌，給了保祿一個答覆(參考《舊約

導覽> 146 頁)。耶穌不是因著自己的罪過，而讓人定了他的罪，

「他被刺透，是因了我們的悸逆;他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

因他受了創傷，我們便得了痊癒 J (依五十三 4~5) 。從這時開

始，十字架居於保祿神學的中心，永遠以復活來闡釋十字架。

就在釘死在十字架的耶穌腳下，保祿察覺自己是個罪人。然

而，他是個得到寬恕的罪人。深切地思考自己的罪過，只能領人

到沒有結果的懊悔之中;我們在其他人的臉上，在我們對他們做

的惡事中，看到自己的罪過。保祿從在十字架上飽受折磨的那人

身上，看到了這一點。然而，保祿在那兒看到的，主要是寬恕。

從現在起，一旦開始察覺我們的罪惡，就會感謝天主，因為祂藉

著耶穌基督，使我們從罪惡中得到了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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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基督的身體。你為什麼迫害我?耶穌詢問迫害基督徒

的那人。保祿能看到耶穌和門徒間親密地結合:他們形成一個身

體，即教會。從現在起，這一點成為保祿倫理觀的基礎:藉著信

仰和洗禮，基督徒穿上了基督，成為基督的身體，並且相稱地生

活。

耶穌基督的宗徒。宗徒說1"我們不能夠不說話」。如果有

一些人發覺，他們被這樣的一份愛情所愛著，而且成為他們生命

的真正意義，他們必定想要其他的人知道這個事實。為保祿，傳

揚耶穌基督變成攸關生命的必然之事(格前九 16) ，而且為他而

言，向所有的人宣講耶穌基督，是一份愛的工作，所有的人包括

猶太人與非猶太人。

進入一個傳統。保祿擁有成為教派領導者的所有天賦:他聰

明，熱情，且白天主直接揀選。不過，俯在是由阿納尼雅付的洗，

阿納尼雅似乎一點也不傑出，不管是學問還是勇氣(宗九 13 ) 

也訐這是個特別的看法，認為保祿在大馬士革的召叫，帶領保祿

謙卑地進入教會的傳統。而且直到保祿領洗進入教會的時候，他

的眼睛才開了。

認為保祿在大馬士革的路上，領受了一套已成形的神學，而

後只需要寫下來，這是不正確的。天主已經「奪得了保祿 J (斐

三 12) ，或者說，按照我先前敘述的景象(17-18 頁) ，天主已

在保祿身上留下了印象。不過，為了要讓保祿對復活基督的印象

完全地顯現，他需要每日生活的經驗，體驗到與不同團體的接觸，

而這些團體的疑惑，會強迫保祿深入他對基督的理解。我們會發

現有四個主要的階段。在逐一看過之前，讓我們先讀保祿給斐理

伯人的書信，保祿在這封書信中，向我們打開他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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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理伯書( Philippians ) 

保祿的書信常常在偶然的情況下寫成;意思是說，他是在回

答一個團體的問題，或在處理特定的道理和倫理錯誤。保祿給斐

理伯人的這封書信可能經過合併，包含了三封不同的書信。斐理

伯書不同於其它的書信。保祿寫作這封信，似乎只是因為非常喜

歡斐理伯人。斐理伯教會的經濟援助，是保祿唯一願意接受的﹒

保祿對斐理伯人無私的愛相當有信心，知道自己不會因這援助而

受到束縛。在這封信中，保祿向斐理伯人坦露自己的心聲，告訴

他們自己的喜悅及痛苦(保祿身在羅馬獄中，感覺自己虛弱且氣

餒) ;保祿讓斐理伯人知道自己對耶穌的熱愛，以及耶穌賦予他

生命的意義。保祿可能是在公元 57 年左右，在厄弗所寫成這封

"斐理伯書第三章

你們應該要從這一章開始。

保祿是猶太人抨擊的目標，或者更好說是，猶太化基督徒

(Judaizing Christian) 抨擊的對象。猶太化基督徒重新接受了猶太

習俗，他們相信可以藉由這些習俗，為自己在面對天主時求得一

份平安(斐三 1~3 ;斐三 18~19) 。有難以理解的措辭時，參考

聖經或評註中的註解。

保祿有理由對自己充滿自信(斐三 4~6) ;他怎麼樣看待這

樣的自己(斐三 7~13) ?我們怎麼樣才能把第九節轉換成現代的

語言?

注意基督徒的順從(基督做一切的事)和保祿的行為(保祿

必須做的事)這兩者的意義:保祿如何表達這兩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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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注意表達了與基督結合的那些措辭。對保祿而言，信仰的意

義是什麼?

"整封書信

這封信沒有提出任何難題。一個研讀該封信的好方法，就是

把經文 A直唸過去，用不同的顏色在下列各字(或相等的措辭)

下畫線:耶穌(注意與耶穌名字相連的介系詞:為了，與，在其

中) ，福音一喜樂一痛苦。

這封書信閃耀著對主耶穌的溫柔感觸，保祿已為主耶穌所用

(斐三 12) ，並在這時稱耶穌為我的救主(斐三 8) 。我們已看

過主要的讚歌(76-77 頁) ，這讚歌是全部耶穌奧蹟的總結。

基督徒生活是天主的工作(斐-6 ;二 13) ，是在基督內的

生活。這樣的理解(斐三 8) ，使人與基督的痛苦和死亡(留意保

祿、厄帕洛狄托 Epaphroditus 和基督徒，用什麼樣的措辭表達出

這種意思)以及復活，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基督徒生活是基督

的工作;基督在信仰者之內，是他做了一切的事。我們的工作是

徒勞的(斐三 4ff.)

不過，這樣的基督徒生活應該要以行動表現出來:祈禱(斐

四 6) ，在我們身上使基督受光榮(斐-20 ;三 21) ，基督徒之

間的合一(斐三 1-4) ，在某種情況下，我們能夠以喜樂一詞總

結(留意這喜樂的原由)

最後，基督徒的喜樂在於宣講福音，不只是以言語宣講，也

要在生活中，藉著投身於對他人的服務來宣講。為了與耶穌結合，

而使兄弟姊妹結合在一起:留意保祿對基督徒的熱愛。

回T固階段

我們可以把保祿的書信分成四組，標示出保祿思想中的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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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階段。

得撒洛尼前後書( Thessalonians ) (公元 51 年)

保融討論初傳主要的主題:他生活在基督即將來到的希望

中。

格林多前後書( Corinthians ) ，迦拉達書( Galatians ) ，斐理伯

書，羅馬書 (Romans) (公元 56-58 年)

這部分有個中心問題:我們怎麼成義，怎樣得救?我們不

是因為自己做的事(工作，遵守法律) ，而是因著對基督的信

仰，證明了自己的正當。保祿明白了基督的角色，特別是基督

在其教會中的角色。

哥羅森書( Colossians ) ，厄弗所書( Ephesians ) ，費助孟書

( Philemon ) (公元 61-63 年)

因為保祿是在羅馬的獄中寫了這些信，所以我們常稱這些

信為獄函 (Captivity Epistles) ，或是保祿的獄中書信。保祿在

這時候發覺了基督在歷史以及宇宙中的位置。

弟鐸書 (Titus) ，弟茂德前後書 (Timothy)

這些牧函的作者，可能是公元 67 年以前的保祿，或者是一

個門徒，在保祿死了之後繼續他的精神遺產。這些書信只掛念

著一件事:把教會組織起來，並保持信仰的純粹。

得撒洛尼前後書

這些書信是新約中最早期的作品。是保誰在公元 50 至 51 年

間，從格林多城送來的。這些書信給我們介紹了一個非常年輕的

教會，創建於外邦人的環境，是個在約有三十萬人口的大城市中

的小型團體。我們在這個教會中感受到了熱誠，新近獲得的信仰，

混亂的希望，以及熱切的愛;是耶穌基督的宣講引發了這一切。

這襄保祿觸及了末世論( Eschato1ogy )的疑問，或者說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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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時間終末的思考。保祿仍然認為，基督最終地來臨很快就要到

了。一些得撒洛尼人因此問，繼續工作有什麼好處?保祿如同其

他的基督徒般，花了些時間才接受了這個事實:來臨前的延遲一一

教會的時代一一也許會很久(現在還在延遲! )。有些時候這些

經文艱澀難懂(參考聖經中的註釋) ，我們值得從中挑選出一些

重點。「希望」不會使信仰者寸步難移:信仰者必須好像永生就

在自己面前般過生活，同時覺察天主就要來了。詢問終未什麼時

候會到是沒有意義的:知道我們死後會永遠和天主在一起(得前

四 17 )就夠了。為了喚醒基督的來臨，保祿用了得撒洛尼人眾所

周知的影像:皇帝的駕臨( parous悶，希臘字，意思是「來

臨 J ) ，皇帝凱旋進入自己的城市。

我們也在這些書信中，找到了一些早期對宗徒職務的思考。

宗徒職務主要是宣講聖言。這職務需要信心及忠實;人們可以藉

兩種記號認出來，即確實和公正無私。保祿在格林多後書詳細地

討論了這兩個主題。

"基督徒生活

我們可以花些時間在保祿說的基督徒生活上。這生活包括參

與天主從永生前就訂定好、並在耶穌基督身上實現的計劃:在耶

穌之內，我們因聖神而潔淨，好組成教會。

下面是一些你們也許該學習的要點。

天主有個仁愛的目的。留意表達這種召喚(希臘字是

klesis) ，這種選擇或選拔的詞彙。什麼樣的天主提出這種邀請?

天主藉著耶穌基督進行抽的計畫。向人們宣講天主的聖言，就是

給人們挑戰，邀請他們參與這個計劃。注意那在信徒身上產生作

用的聖言的活力( dynamism) 。這聖言的內容是什麼?把這言和

初傳做個比較。宣告這言會迫使聽者做決定:或者是拒絕(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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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會有什麼結果?) ，或者是接受。

接受這言，就會有信仰、希望及愛。這三個美德已放在一起:

怎麼形容這些美德(動詞和形容詞) ? 

信仰就是接受聖言(得前二 13 ;得後三 13 )。聖神在其中起

什麼樣的作用?人起什麼作用呢?想法子描述這個信仰。通常會

提到關於旅途的動詞:問題不在於「有」信仰，而是在於完成這

個旅行，也就是在信仰中前進。而倫理，即基督徒的行為，是這

種信仰的結果。

希望是種期待:期f寺什麼呢?留意其中的兩種特色:忍耐(堅

貞)和警醒。面對沈睡著的死亡時，會有什麼遭遇?

基督徒生活是愛情以及在基督內生活。注意用來指出和基督

結合的這些措辭，不管是現在形式或未來形式都要留意。

是聖神讓人成為神聖並淨化了人。注意提到聖神的段落。聖

神的角色是什麼?

教會( ek-klesia) 是個團體，是回應這個召叫 (klesis) 的人

們所屬的團體。他們不是一群思想相仿的人，而是一群天主所挑

選，並回應天主召叫的人。保祿怎麼樣表達這個意思?為我們今

日的團體而言，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有這一切都是天主恩寵的工作，為了使信仰者有所感恩。

保祿怎麼表達這種想法?保祿怎麼樣說明祈禱?

因此，基督徒生活就是和天主聖三 (Trinity )中的每一位，保

持私人間的關係:三位中每一位和信仰者的關係'叉信者和每一

位的關係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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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書信:格林多書，迦拉達書，羅馬書

公元 53 至 58 年間，保祿在厄弗所城停留了 3 年;他從厄弗

所寫了好幾封書信給格林多人，迦拉達人以及斐理伯人(我們幾

乎可以確定，保祿是在這襄寫信給斐理伯人的)。保祿從格林多

城寫信給羅馬人，他在那裡度過了公元 57 至 58 年的冬天。

當時保祿在思考一個問題。說我們「因耶穌基督而得救」是

什麼意思?保祿對基督在救恩史( history of salvation )及信徒團體

中的角色，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基督藉著聖言、聖事及祭獻，性

的生命而臨在於信徒團體中。

基督在救恩史中

作為一個猶太人，保祿認為自己可以藉著遵守法律而得救。

因為法律是天主賜給人的，所以法律曾經是神聖的，但是如今在

耶穌基督內，法律受到了審判。保祿試著要了解這其中的意義，

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研讀過救恩史。

在梅瑟之前，天主單方面和亞巴郎立約:只由天主單方做了

承諾，沒有強加給人類任何條件(閱讀創十五;參考《舊約導覽》

131 頁)。如果天主是正義的，也就是說，是忠實的，那麼不管亞

巳郎和他的子孫行為如何，天主都必須讓他們快樂。

後來人們行為惡劣。那時候天主賜給他們西乃法律，這是個

雙方面的盟約:天主承諾帶給她的子民快樂，條件是他們必須遵

守抽的誡命(閱讀出十九至二十;參考《舊約導覽} 108 和 131

頁)。因為人犯了罪，所以天主賜給人法律。這是一件緊身的上

衣:一種拘束，一種阻擋:因為人證明了自己無法在愛中順從天

主，所以人們必須藉著法律來順從。天主表現得像一個和孩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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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起的父親;父子之間沒有合約，但父親相信兒子，兒子因著愛

而順從父親。然而，一且終止了這種愛，父親會以鐵腕訓誡他的

兒子，他會強迫他的見子守規矩，直到兒子的心智更為成熟。所

以，天主給人法律，是為了讓人留在天主的愛中。法律是神聖的，

因為是從天主而來。不過，法律事實上使罪惡增加了，因為法律

告訴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卻沒有給我們力量去實踐，以致於因

為有了法律，人們完全意識到自己的罪過。於是天主發現自己陷

入了困境﹒若要對祂和亞巴郎的盟約正義忠實，就必須祝福祂的

子民;若要按照在西乃山定的盟約行正義，就必須棄眾人於死亡

之中，是人們自己的行為導致了這死亡。

於是天主有了這個出於愛的計畫。既然死亡位於那經由法律

所標示的路的盡頭，那麼天主自己只好以子的身分來承受這死亡;

基督的死亡也是所有罪人在基督內的死亡;如此，天主忠於在西

乃山訂立的盟約。然而，天主讓這死亡轉變成通往生命的大道:

在復活的基督內，所有的人都能獲得生命和快樂。天主忠於她對

亞巴郎的承諾。

所以，重要的是讓人在基督之內:藉著信仰和洗禮與基督結

合後，信仰者和基督一起經歷從死亡到生命的轉變;信仰者不因

自己可以做到的工作得到救贖，而是在基督內得到救贖。

所以為信仰者而言，法律走到了盡頭:唯一有用的，是在耶穌基

督內重新塑造，並接受聖神的默感。

T呆幸舞會T言的文網

保祿按照他那個時代的方式寫信(例子在 108-109 頁)

到候辭

書信這樣開始:誰和誰致書給誰和誰，問候。保祿寫上自

己和同事的名字;他寫下與其通信者的名字，並問候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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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過所有的致候辭。基督徒問候的形式是什麼樣子?

祈禱

向天主的簡短禱告。

唸過所有的感恩辭:保持為了什麼感謝天主?

書信的主要部分

保祿的書信通常有兩個部分。

教導 保祿詳細地說明一個教義中的重要觀念，或者是跟

隨他的基督徒所沒有恰當了解的觀念。

勸誡(或者是 parae凹的，有些聖經版本是這麼稱呼的)

骷祿從他剛才提醒讀者注意的教義中，哥|伸出有關實踐的結論。

倫理，即基督徒行為的方式，就立基於這教導。

問候語

保祿在結束時，說明同事的動向，並問候收信的基督徒。他

以簡短形式的祝福作為總結。

格林多前書

107 

格林多是一個繁「亡的港城，是個約有六十萬居民的國際性都

市，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奴隸。這個城市名聲響亮，-活得

像格林多人 J '意思是道德非常放蕩。就是在這宴，保祿和這個

小小的基督徒團體一起「創造了」基督徒倫理。這個團體由窮人

所組成，這些人熱心地走向基督。保祿嘗試在寫給他們的這封書

信中，表達出基督內的信仰和洗禮，如何給每日生活的各種情況，

賦予完全不同的外觀。我們會在 120-125 頁中花較多的篇幅，重

新看過這個觀點。

你至少該讀這書信中的某些段落:愛之歌(格前十三) ;關

於最後晚餐，我們所擁有的最早記錄(格前十一 17~34 )以及我

們研讀過的，早期的信條(格前十五 1 ~ 11 '參考 74 頁)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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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復活，以及相信我們自身的復活(格前十五)

格林多後書

保祿和他的團體之間常常關係混亂;人們質疑保祿的權威，

因此也質疑真實的信仰。保祿在這封書信中為自己辯解，這信中

很大的 4部分關於保祿怎麼看待宗徒職務(格後一 11~七 16 ) 

保祿感覺自己承受了重大的責任:當他給人介紹天主聖言時，他

知道自己在要求聽眾作選擇，要跟隨基督或者要反對基督(格後

二 14~四 44)。保祿在這一個段落證明，幸虧有耶穌，基督徒才

能以新的方式閱讀經書，最後明白了經書真正的意涵。你們也許

認為這段經文相當複雜，不過至少你們會在其中發覺一項很好的

肯定:藉著閃耀在耶穌臉上的天主的光榮，接受基督的基督徒被

徹底改變了，他被天主的光榮所照亮，好能給他的兄弟帶來光明

(格後三 5~四 6)

在耶穌內，天主使我們與祂和好。這位耶穌，他的死，是因

為罪惡，因為他已經等同為罪(格後五 21) ;在基督內，此後我

們是新的受造物。

如果你們想要看看保祿所忍受的痛苦，以及同時賜給他的恩

寵，那麼讀格後十一 16~十二 10 。

最後，你們會在格後十三 14 看到一個祝福，這祝福在現今的

教會中還能聽到:這是三位一體信仰最清楚的證據。

這是一個在羅馬軍團服務的年輕埃及人，給剛到義大利的

父親的信(公元二世紀的蒲草紙文件)

(問候語及禱告) Appion 致書給 Epimachus' 即他的

父親和主人，向他致上衷心的問候。尤其希望您過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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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順利，也希望我的姊妹，她的女兒以及我的兄弟如

走。

感謝主 Serapis '因為我在海上發生危險時，祂救了

我。

(內容)我一到 Misenum '就從凱撒那兒得到我的旅

行津貼:三枚金幣。真是不錯。我懇求您，我的主人父

親，給我寫封短信，首先是關於您的健康狀況，其次關於

我兄弟們的健康，以及第三點，因為您把我健康地撫養長

大，所以我能夠尊敬您的手。這就是為什麼我期待迅速地

升遷，如果諸神仁慈的話。

(最後的問候)許多人問候 Capito '我的兄弟們， Ser

enilla 以及我的朋友們。寄給您我的畫像，是 Euthemon 給

我畫的。我在軍中的名字是 Antonius Maximus '是 Atheno

nkie裡的一個百夫長。希望您身體健康 o Serenus ' Agathos 

Daimon 的兒子，向您問候， Turbo 也問候您，他是 Callo

nios 的兒子。

在紙張背面可以看到致候辭:寄至 Philadelphia '給 Epima

Chl蹈，從他的兒子Appion 0 發自 Juluis Antonius的第一Apamean

分圈，寫給書記官，從 Appion 那見送達給 Epimachus ' Appion 

的父親。

迦拉達書

109 

這些相當愚笨的迦拉達人是高盧人的近親;和高盧人一樣，

他們衝動，吸引人，而且自由地戀愛。迦拉達人熱情地接受保祿

的宣講，把自己交給了基督。然而，其他的宣講者來到這宴，他

們漸漸地 '3酋太化 J '也就是把猶太的習俗加到他們的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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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雖然迦拉達人本來是異教徒，他們服從了猶太法律的輛。

毫無疑問地，他們是出於善意，不過保祿察覺到危險:如果必須

要在基督信仰中加入一些東西(在這里是猶太習俗) ，就表示說

在基督內的信仰不足以保全我們。保祿熱切地施予反擊，用了他

所有的神學，所以相當地複雜!不過，到最後，保祿只向跟隨他

的基督徒問了個問題 I你們記得，經由對耶穌基督的承諾，你

們成了什麼?你們忠於洗禮的承諾嗎? J 

俯正是在敏銳的開場白後，分成三個階段為他宣講的福音辯護。

保祿的福音來自那裡?他在大馬士革的路上，直接由基督而得到

(迦一 11~二 21)

保祿的福音內容是什麼?保祿重新理解天主于民的歷史，說

明法律不過只是領導我們走向基督的護衛。如今我們已走到基督

跟前，於是不再需要法律(迦三~四)。你們讀這些段落，會找

到一些非常好的陳述:關於基督內的信仰(迦二話， 20) ，關於

亞巳郎(迦三 6~ 14) ，關於所有人在耶穌基督內的平等(迦三

26~29) ，還有關於見子的聖神(迦四 6~7) 。保祿的福音領我

們到那裡?自由(迦五~六)。為基督徒而言，不再有戒律;只

有內在的法律、即聖神，聖神在每個信仰者的心中，告訴這個人

他必須做什麼。「在基督內你們是新的受造物;如自由人一般地

生活! J (迦五)

給迦拉達人的信是議論的信。其中有好多曖昧難懂的段落，

但是保祿的熱誠賦予這封信非凡的感受。讀的時候，不要太過於

擔心困難的語句;稍後這些語句會比較易懂一一-也許吧!

幾個月後，保祿在較長篇幅的寫作中繼續同樣的想法，這寫

作是保祿思想的一個顛峰之作: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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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針對給羅馬人的書信，我們有許多不同的分析。也許以下這

個分析有所幫助。

在道理的部分(羅→"-~十一一) ，保持以四種不同的方式說明

同樣的想法。

作為統計學家，保祿觀察到:不管是不是猶太人，所有的人

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羅一 18~五 11 ) 

作為信仰者，保祿開始反省，我們因洗禮而成為了什麼:洗

禮把我們和耶穌結合在→起;耶穌死而復生，是新的亞當，第二

個「第一個人 J (the second first man) 。在耶穌內，我們是新的

受造物(羅五日~七6) 0 (關於原罪，參考《舊約導覽} 88頁)

作為心理學家，保祿讓我們明白人內在善惡之間的拉扯;人

所願意的善，偏不能做，人所不願的惡，反而去做(羅七

7~25) 。聖神使信仰者再度合一;聖神使人和天主，和其他的人

以及和整個宇宙和好，使人稱天主1"阿爸，父啊! J (羅八)

最後，作為歷史學家，保祿重新理解以色列史:他說明了以

色列拒絕認出基督的悲慘;保祿宣佈當所有的人認出基督為默西

亞時，以色列就會獲救(羅九~十一)

在倫理的部分(羅十二~十五) ，保祿結論這信仰對每日生

活的影響(參考 119-120 頁)

你們至少該讀羅六~八，在特定的段落上停留。

圖，洗禮:羅六 1'"-'七 6

保祿想、答覆一個可能是他從前引起的異議:他說明基督徒不

再需要犯罪。如同往常，保祿的倫理聲明立足於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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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為這段經文著色的重要字彙(不幸的是，現在這些字在

我們的聖經中是用老方法翻譯) :施洗(這個字在希臘文中的意

思是浸入水中) ;服事，僕人(或奴隸，羅六 6 ' 19 ;閱讀得前 4

9; 關於由勞役到服事的轉折，參考〈舊約導覽> 65 頁) ;獻身:

在希臘文聖經中，這個詞常常表示在敬禮當中獻身給天主，例如

申十 8; 十七 12 ;十八 5 ， 7; 二十→ 5 '以及在羅六日(兩次)

羅六師， 19 ;羅十二 1 ;順從，羅六 12 ' 16 (三次) ， 19; 這個

動詞有時闡釋了基督徒:羅十 16 ;伯前- 2 , 14 '泣。

留意其中的對比﹒從前/現在;新的/舊的(羅六 4; 羅七

6) ;死亡/生命;報酬/平白得到的禮物(天堂是我們「應得」

的嗎? ) 

注意基督的命運和信仰者的命運之間的比較;特別是標示出

相似處的詞彙:如同，一起，好似......。誰復活了基督(參考羅

六 14 ;八 11 ;哥二 12) ? 

30 。

再看看動詞的時態。哪些是過去式?哪些是未來式?

觀察這一切，洗禮在這段落中有什麼意義?

如果有時間，你們說不定想看看俯正在書信中洗禮的其它意象:

洗，被洗:格前六 11 ;弗五 26 ;鐸三 5 。

和基督一起被埋葬:迦三 27 ;哥三 9 。

被蓋了印，好似標記了所有權:格後一 21f. ;弗- 13; 四

光照:弗五 14 。

--聖神中的生命:羅八

羅馬書第七章說明人分裂了:即使其中的一些段落模糊難，懂

(提到地上天國及法律的部分) ，我們仍能輕易地在這個悲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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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中認出我們自己。有任何希望嗎? (注意備精信中「肉體」

一詞:這個詞不是指性慾，不像我們所說的「肉體的罪惡 J '而

是當人拒絕天主時，他整個的人;舊的人，或稱有罪的自我。)

羅馬書第八章說明聖神怎麼樣使信仰者再度整合。留意聖神

是如何讓信仰者與天主整合，與自身整合，與他人整合，不僅如

此，還是和宇宙的整合。

你們該研讀位於這個部分結尾的天主愛的讚歌(羅八

31~39 ) 

留意我們在這襄找到的一個考驗的前後關連。我們為了要獲

勝，能信賴誰?信賴我們自己?信賴天主?

信仰者終極的保證是什麼?

監獄書信:哥羅森書，厄弗所書，費肋孟書

公元 58 至 63 年間，保祿在監獄待了四年，第一次在凱撒勒

雅，然後在羅馬。保祿有時間默想。而哥羅森人給了保祿機會，

深入思索基督的奧秘。哥羅森人很想把基督定位為許多天上力量

的其中之一，所謂天上的力量，有些人相信存在於天主和人之間。

保祿把基督放在宇宙和教會的中心，順利地整合了自己的思想。

他在給哥羅森人的書信，以及給費肋孟的短畫畫中表達了這個觀點

(也表達在給厄弗所人的書信中，有些人認為厄弗所書和哥羅森

書類似，甚至可能是由一個門徒所寫)

給費肋孟的垣筆是保祿書信中最私人的一封書信;在這短筆

中，保祿表現出完全的生命力。在這兒我們可以按生活的本質，

揣摩一個在異教世界成長的教會。保祿沒有倡導廢除奴隸制度，

讓人們感到訝異。不過，保祿做了更好的事:他建立所有人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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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和奴隸一一的平等，甚至建立所有人的手足之情，從內在推

翻這個制度。

保祿在給哥羅森人的書信中，主要因為他在經書裡發覺了天主

的智慧(參考《舊約導覽> 205-208 頁) ，所以保祿順利地表達了

基督與天主的關係一一一基督是子，神性完全地在其中，以及基督

與世界的關係一一藉著基督，為了基督，所有事物受造。這給了

我們人類生命新的意義:既然沒有什麼不受基督的影響，我們建

立世上城市的同時，很神奇地，我們也建立了天主的圓。從此我

們該活得好像我們已經和基督一起復活了(哥三 1~4)

"世界的主:哥一 15 ---20 

兩段詩歌在一句主要的經節中連在一起:哥- 16d~ 17a概括

了第--_.-段詩歌，哥一 17b~18a 概括了第二段。

開始找尋相應的表達:用過的介係詞(在 in '藉旬，為了

for) ，賦予基督的名號。其中一些名號出自舊約。這些名號有什

麼意義? (關於「肯象 J '參考〈舊約導覽> 208 頁〉

第一段詩歌表達基督在宇宙中的地位和角色:它們是什麼?

第二段表達基督在人類與天主的和好中，在教會中的地位與角色:

一枚公元三世紀的羅馬錢幣

上描繪著厄弗所的阿爾特米

(Artemis) 神廟。

它們又是什麼?

給厄弗所人的書信整合了保祿的思

想。這封書信沒有很大的困難。讀的時

候，你們會找到一些非常好的段落。讓

我把其中一些挑出來:提到天主計畫把

一切歸給子的莊嚴讚歌(弗一

3~14) ;所有生命在耶穌基督內和好

(弗二) ;一個好的禱詞，提到我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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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立基於基督的愛(弗三 14~21) ;教會的組成(弗四 1~16 ' 

我們已經讀過這段經文，在 77 頁) ;在弗五 14 引用的古老讚歌;

教會好像基督的新娘，以及婚姻(弗五 21 ~33) 

兩種教會的形象

保祿用 f兩種互補的形象來表達教會;兩者都是必要的。

教會是身體，而基督是頭，教會從基督那裡取得充滿生命

力的衝勁。這形像的優點在於說明了教會和基督的合一。

教會是基督的新娘。這形像的優點在於說明了基督和教會

仍然是兩個賞體:教會不像基督→樣是神聖的，不過它的愛恆

常地被基督的愛所喚起。

牧函:弟茂德書，弟鐸書

這些書信或者由保祿所寫，或者是保祿死後一個門徒所寫。

不論是何者，這些書信都清楚說明了，保祿在生命結束前所熱中

的事:完整保存在耶穌基督內，並由宗徒戶斤領受的信仰。這時候

的教會似乎已經有了組織，有了不同的職務，監督( episcopate ) 

及執事( diaconate )最為顯著。書信中引述了一些讀歌，我們因

此也分享了早期教會的讚美祈禱:弟前二 5~6; 三 16 ;六

15~ 16 ;弟後二 8~13 。

希伯來人書 (Hebrews) 和公函

雅各伯書 (James)

星期六晚上在鄉下的教堂裡:一個該堂區的婦人頌讀著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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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自雅各伯書中，一個非常美妙的段落，講述的是富人。這些

話說得恰到好處，我們不禁瞬息。作者問道，-你們信嗎? J (寫

於公元 60 至 80 年間) 0 ，-信仰要被看到。給我看你信仰的實際

成果，首先是你對窮人的尊重和愛。否則，你的信仰就不是真的

。」

希伯來人書

這不怎麼像是，封書信，因為這是保祿的一個學生演講的稿

詞，大約在公元 70 年左右，對象是徬徨的基督徒。這些人是猶太

人，曾經熱誠地獻身給基督;然而，他們現在覺得幻滅，懷念起

猶太教的儀式。他們因基督徒的信仰而受過苦，如今新的困境迫

在眉髓。作者責備道，-和你們所相信的一切相比，你們受到的

磨難太多了;去掉小孩子要理問答中的「奶和水」吧;你們必須

使自己的信仰加深。你們因為現在發生的事，因為你們的困境而

迷惑嗎?把你們的目光專注地放在這信仰的領導者，我們的大祭

司基督身上。」

作者以不斷混雜教導和勸勉的方式，默想聖詠第 2 首和 110

首，作者提到了贖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的紀念儀式，這儀

式是讀者們都熟知的。這是一年當中唯一的一天，大司祭可以進

入聖殿最神聖的部分，也就是天主居住的地方;大可祭在那裡'

藉著血，好獲得罪惡的赦免。

這是個形像:假如我們真想進入天主的臨在之中，那麼基督

作為這個大司祭，就必須出現在那裡'帶著他的血，也就是說，

獻出他的生命。猶太司祭必須每年重複做同樣的儀式，而基督一

次卻永遠地進入了天主的臨在，而後必然給予我們通往他的道路。

如今，我們的雙眼專注在基督身上，所以我們必須在信仰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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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前行到預許之地，沒有遲疑。

你們至少該讀這些章節:希五 1~10 '關於基督的人性;希七

20~詣，關於基督是唯一的司祭;希九~十，新的盟約;希十一，

信仰中的旅程。

伯多祿前書( I Peter)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這封書信來自羅馬，寫作年代約為公元 64

年左右。大家不常閱讀此封書信，實在很可惜，因為除了一些不

合時宜的教導外，這書信相當合乎當今這個世代的情況。伯多祿

向離散在希臘的流亡者演講;這些人沒有組成種族或民族的團體，

但在世界各地都保有兄弟之情(伯前五 9) ，因著同樣的信仰和同

樣模式的倫理、社會行為而結合，這一點和當日的人截然不同。

道理的部分(伯前一 1~二 10 )發展了舊約中一些偉大的主

題，從而讓人們能夠過這樣的生活:出谷紀;依撒意亞受苦的僕

人，他為了大展的救贖而獻出自己;建築工人遺棄的石頭，天主

拿來當基石;人民遺棄了耶穌這個人，天主卻舉揚了他，基督徒

就好像活石，藉著耶穌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

這洗禮的要理問答第二部分，從這襄引伸出一些實際的結論:

總結說來就是必須在外教人當中品行良好(參考 121 頁)。而伯

多祿給了「見證」一個宏大的說明(伯前三 15 ) 

天主的新子民從分散的各處走出來;天主從各民族中召叫他

們，這些人一生依舊歸屬各個民族。這是一個「出谷的民族」

它的目標就是經由崇拜和行為，宣揚那由黑暗中召叫他們，進入

他奇妙之光者大能的行動(伯前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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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達書 (Jude)

這封書信有時讓人不知所措，且用了部分當時的猶太經丈。

該書信寫於公元 80 或 90 年，為了保衛基督徒，對抗假學說。

伯多祿後書( 11 Peter) 

雖然這封書信屬名伯多祿，但卻寫於第二世紀初期。該書信

要求基督徒，即使基督的來臨延遲了，也要對他們的使命保有信

心，要輕視假的宣講。你們至少看看其中關於顯容的詮釋(伯後

一 16~18) ，以及關於經文默感的定義(伯後一 20~21 ) 

保祿的基督

在每個階段，我應該試著說明保祿的基督，馬爾谷的基督，

路加的基督等等。

這襄有個危險，因為這麼精簡的描寫必然會是主觀的。不過，

至少這些描寫幫助我們了解，新約給我

們的不是單一的基督圖像:基督的個性

非常豐富，以至於單一的圖像不足以加

以描寫;每個人從他之所是及他所經歷

的一切出發，逐漸發展出自己的看法。

今日的每一個基督徒和每一個團體，都

帶給世界不同的基督面容。所有這些不

同的面向，讓我們能夠更接近我們一直

看不清楚的那一位。

非洲艾﹒默明所作之壁畫

(社亞拉，加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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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的生命分前後期:大馬士革是個分界。之前，保祿是個

法利塞入，並且因著他的信仰而反對耶穌，逮捕耶穌的門徒。之

後，保祿完全地獻身給在路上抓住他的那位。伯多祿、若望和首

批門徒慢慢地察覺他們師傅的個性，並且直到耶穌復活和聖神降

臨以後，他們才開始覺得，他們的朋友是天主子。他們和今日的

一些基督徒相似，這些基督徒從出生就受洗，他們必須由內在去

察覺所領受的信仰的本質。保祿類似皈依者，他們的生命經過劇

烈的轉變，就在一瞬間。

保祿和四福音作者不同，他並沒有寫作一本書，好讓我們從

中找到他最終的想法:保祿寫的是書信，非常受到環境的支配，

所以在這些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保祿明瞭基督的進展。

被詛咒的那人受到了光榮

保祿認為受到天主詛咒的那個人(因為他被宗教當局和法律

定了罪) ;如今卻在天主的榮耀中向他顯現:如我們所見，這是

保祿思想的源頭。保祿把這次顯現和復活主向門徒的顯現，放在

相同的層次;就因為如此，備最也是個宗徒，和他們完全一樣(參

考保祿各類型的演講，他在其中宣稱自己「被召叫成為宗徒」

以及格前十五 9; 格前九 1 ;迦一 1 ) 

保祿必定不認識活在世上的耶穌;從一開始，保祿遇到的耶

穌就是復活了並受到光榮的主。

即將來到的主

保祿把他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驗說為「啟示 J (迦-16)

保祿在其基督徒生涯的第一個階段，烙印著驚人的熱誠，因為他

是被基督所奪得的皈依者。保祿心中完全明白基督的生命，以及

經由洗禮所帶給他的新世界，他只有一個渴望，就是上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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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arousia )應該快一點到來，結束歷史。保祿開始他的傳教生

涯，他要同伴的基督徒活在對主將來的迫切期望之中。

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人帶來了救贖

無論如何，上主的日子遲遲未到。人們必須懸岩下去。尤其重

要的是，對於希臘思想，以及這思想對人類智慧的關注，保祿有了

個更深的體悟(格前一~二)。保祿在雅典城的失敗，毫無疑問

地留給了他很大的影響(宗卡七)。因此保祿對十字架的神學愈來

愈重視，而這神學在一開始時，幾乎不受保祿的青睞:我決定只要

認識你們中的耶穌基督，以及他被釘十字架(格後二 2) 。保祿開

始更敏銳地意識到法律的缺陷:源自法律和我們所做所為的正義，

鳴也不重要;因著恩寵，因我們以信仰和掛禮，對基督無條件的

託付，我們得到了救贖。這個新亞當是一個新世界的第二個「第一

個人」。

保ijj漾在給格林多人、斐理伯人、迦拉達人、羅馬人的每一封書

信中，都以具體的字眼教人明白，與基督同在、在基督內的每日生

活，其本質應該是什麼，也就是藉著十字架得救的意義。

世界和歷史的主

骷T直在監獄四年的反省，佛祿對舊約經書，特別是智慧書( the 

wisdom texts) 的默想，以及和哥羅森人之間的危機，領著保祿把

基督放回宇宙中的真正位置。基督不只是保祿團體的救主，基督是

歷史的主，是不可見天主的形象，是所有受造物的首生者，是宇宙

的創造者，所有事物藉著他、為了他而受造。基督就是那一位，天

主要在他內讓所有一切和好。基督是主，天父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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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醬徒的行為或基督徒倫理

在新約中，我們稱之為倫理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沒有以誡命

和禁令的形式出現。我們在宗徒書信和福音書中，都能看到個

常見的教導:我們因著信仰和洗禮和基督合一，成為新人;因此，

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像新人般活著。因為我們已經成為天父的

子女，所以我們必須模仿祂以及她的兒子，並且允許自己受到聖

神的領導。藉著以這種方式過我們的每H生活，我們給天主獻上

了精神的祭品。

會頁洗的要王里

在很早的時期，洗禮似乎已經伴隨著一個要理問答，它把洗

禮對人每日生活的影響標示出來。事實上，我們在不同的作品中

找到同樣的形式、對同樣主題的討論，並且全都在洗禮的上下文

中。以下是個例于。

"如果有空，閱讀伯前二 1~10 。該文作者把洗禮說成新生(第

2 節) ;新生者形成一個團體，好似築於基督之上的活石。從現在

開始，他們能夠給基督獻上精神的祭品(第 5 節)。然後作者說

明這祭品的一些面向，包括在外教人中品行良好(1 1 節) ;作者

描述人民在當權者前該怎麼做(伯前二日~17) ，僕人該如何對

待主人(伯前三 18~25) ，妻子該如何對待丈夫，丈夫該如何對

待妻子(伯前三 1~7) ，以及基督徒在團體中該怎麼做(伯前三

8~12) 

雅各伯書總結了同樣的教導:新生(雅- 17~18) ;對日常

生活的影響(雅-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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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提醒哥羅森人，洗禮是和基督一起死亡和生活(哥二

20 ;三 1) ，保祿繼續提到:相稱地生活(哥三 5) 。首先保祿以

一般用語說到這教導(哥三 5~17) ，然後討論這教導，好適用於

每一類信仰者(哥三 18~四 1 ) 

作者讓厄弗所人回想起他們的洗禮(弗五 14) ，之後他談到

他們該如何生活(弗五 15) ，並發揮同樣的主題(弗五 21~六

9) 

"假使你們的時間不多，可以只讀伯前二 1~5 和羅十二 1~2 。

在羅馬書第六章中，保祿回憶了自己對洗禮的教導，然後保祿在

羅馬書七~八說明，基督徒的生活怎麼樣受到聖神的默感。在羅

馬書第十二章，保祿說明實質的影響:我們必須獻給天主的真祭

品，就是我們個人的奉獻，日常生活以特定的方式、特定的精神

來過。十二章其餘的部分，描繪出其實基督徒行為的主要輪廓。

基督龍行為的現範

為→個基督徒而言，法律不再適用。他必須只被聖神領導;

他必須活得像一個與基督合一並效法天父的人。

聖神:基督徒的「法律」

耶肋米亞( Jeremiah) 曾經宣稱，天主將會重新訂約，將法律

放在每個信仰者的心頭上(耶三十- 31~34) ，厄則克耳

( Ezekiel) 宣佈了這個法律的名字:聖神(則三十六 26~27 ) 

保祿探討這教導並加以發揮，特別是在他給迦拉達人的書信:基

督己釋放了你們，所以要容許自己被聖神領導(參考迦五，特別

是迦五卜的， 18 '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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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內的生活

基督徒的倫理在於'一旦信仰和洗禮把我們和基督結合在一

起，就得像我們所成為的新人一般過我們的生活。保祿用許多種

方式討論的想法，可以用一一句話作為總結 r成為你之所是」

你們可以在很多很多文章中看到這一點。為了讓事情簡單一點，

我們只要看格林多前書。

某個人也許會說，保祿在寫信給格林多人時，發明了基督徒

倫理。這些外邦人因著熱誠將自己託付給基督。然而，一個人不

可能一夜之間由另→種生活方式(我們可以在唸到格林多城這個

字時以 Soho 或紐約 42 街來代替，或者，譯者主張用比較中國化

的「風月樓 J '這樣我們會對格林多城的氛圍有所了解) ，轉變

成在基督內的生活。所以保祿試著為格林多人解決問題:到底這

個新生活應該如何改變他們的行為?他沒有對他們說 r你必須

這樣做...... ，那是不可以做的。」保祿問他們 r經由你的信仰，

你成為了什麼?其影響是什麼? J 所以保祿的書信是一連串的特

定情況。

盼你們閱讀下列幾段文章時，注意其中特別的爭論點，以及保祿

以什麼作為其倫理的基礎?

細碎的爭鬥(格前一 10~四 21) 。基督徒各依附敵對的領導

者(格前一 11 ~ 12) 。在試圖恢復合一時，保祿提到了什麼?參

考格前一 13; 格前三 16~17 。

一個和其繼母生活在一起、不名譽的基督徒(格前五)。保

祿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參考格前五 7~8 。

訴諸法律的基督徒(格前六 1~ 11) 。保祿怎麼處理這個問

題?參考格前六日。

把自己置於倫理之上的基督徒(格前六 12~20) !為了提醒

他們基督徒對身體的理解，保祿提到了什麼?參考格前六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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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

基督徒注定自成一區嗎(格前八~十) ?在祭偶像的肉這個

奇怪的問題之下，是一個相當時事的疑問: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地

位是什麼?在保祿的時代，聖殿裡獻給偶像的肉，沒有吃掉就到

市場出售;每個基督徒都有買到的危險。如果確定不要這麼做，

那麼他是不吃肉，還是找個基督徒的屠夫?基督徒注定住在一個

區域內，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基督徒制度(從貿易同盟至學校)嗎?

為保祿而言，唯一的原則是愛(格前八 1~3 )。天主所造的樣樣

都好，設若人是以感恩之心加以接受的話(弟前四 4~5) 。所以

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吃肉和依賴市民的制度。然而，愛的價值勝於

他們的權利:假使一個人這麼做，冒著冒犯別人的危險，那麼最

好避免(格前八 9~ 13) 

肖似天父

既然信仰和洗禮把我們和耶穌結合起來，而且聖神使我們成

為天主的子女(羅八 15~16) ，那麼唯一的規定就是要成為聖

的，好似天父是聖的一樣。瑪竇在偉大的要理中強調這一點，而

且他讓山中聖訓的耶穌講出這偉大的要理。

"你們可以閱讀山中聖訓(瑪五~七) ，在所有提到天父的字眼

下畫線。這些字眼賦予所有這些「法律」什麼樣的意義?

閱讀殘酷僕人的比喻(瑪__J_八 23~25 )。門徒怎麼樣以行動

模仿天父(天主) ?他應該要寬恕別人，因為他知道自己受到寬

恕:這是基督徒的基本態度。

屬於是寬

保祿叉說:你們不再屬於法律，而是屬於恩寵(羅六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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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問，-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 J 

這是給首批基督徒的倫理依撮。

這不是做些什麼，不是贏得救援的問題，而是要以感恩的心

接受(再參考 97 頁:因信成義)。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得到無條件

的寵愛(亦即恩寵) ，也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受到寬恕，所以我們

感受到自己需要愛天主作為回報，而且去愛別人，去原諒別人，

把我們自己得到的一切傳遞給別人。我們不因為自己是基督徒而

過倫理生活，而是因為我們是人;我們不是為了得到救援而工作，

而是因為這救援已經無條件地給了我們。我們的工作不是小孩為

了獲准與朋友玩而給媽媽的一束花，而是小孩在母親節給母親的

花，這一束花知道自己受到寵愛而希望把這個事實傳遞出去。基

督徒的倫理面向主要不的令我們所做的，而是我們給出去的感覺:

妻子燙先生的襯衫，她的技術和洗衣店員工不相上下，不過為她

來說，這件襯衫是她先生的。

基督徒在耶穌內得到聖神的默感，他們驚異自己受到這樣的

寵愛和無條件的寬恕，因此希望向似天上的父，並且把基督徒從

天父那裡得到的歡樂傳遞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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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我們將開創福音這種

文學類型的功勞歸給馬爾谷。耶穌傳

報福音，就是天主國經由耶穌而來臨

的好消息。馬爾谷寫了本書介紹這關

於耶穌的好消息。來宣告的耶穌成為

我們宣告的主旨:一直要到這時候，

字架的拱
我們才將耶穌的話語和行動視為好消;心石(十三世紀)。

息/福音來宣告。從第二世紀開始，

人們給這類書取的名字很有意義:由馬爾谷而來的福音，由路加

而來的福音等等。耶穌宣告的是唯一的福音;福音書的作者按照

他們的心得， þj可象親眼見到一樣介紹耶穌的生平;他們在作見證。

當然這本書不是全然出於馬爾谷。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將耶

穌的言行收集在一起，起先是口傳，後來才寫了下來。已經有好

些「集」存在了:主言錄 (logia) ，從耶穌被捕到安葬的受難敘

述，當然還有其它系列(參考 24-25 頁)。作為第一個收集所有

這些資料寫成書的人，馬爾谷為耶穌的生平加上時空的架構，瑪

寶和路加跟著他用這樣的架構(但若望沒有)。這架構很有助益，

封閉墳摹入口的巨石。

但我們該知道這架構是神學性質的，而不

是歷史性質的:馬爾谷並沒有宣稱要如實

陳述各個事件。對於耶穌的使命，馬爾谷

提供了特定的看法，是他和他所代表的團

體所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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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谷的團體

大部分人都承認第一部福音約於公元 70 年在羅馬完成，接受

的是伯多祿的宣講。公元 110 年左右，巴比亞 (Papias) 主教寫下

了這段話 I馬爾谷是伯多祿的通譯員，他仔細地寫下記憶中主

所說所做的事，不過並沒有按照次序。事實上馬爾谷既沒有聆聽

過主說話，也不會追隨他。不過如我所說，後來他追隨了伯多祿。

伯多祿按照當時需要明確地表達耶穌的教訓，不過沒有立意把主

的遺教寫成有次序的著作。」

我們可以在馬爾谷著作中注意到一些完全符合這種傳說的暗

示。馬爾谷的團體是過去的外邦人組成的:馬爾谷負責翻譯阿辣

美文和解釋一些猶太習俗。我們能了解傳福音給外邦人的重要，

否則最好的信仰見證不會出於十字架前的羅馬百夫長之口。

這團體受到被逮捕的威脅。馬爾谷陳述的不是寧靜的信仰:

這信仰面臨反對，而且被迫冒險。這一點符合我們對尼祿治下羅

馬教會的了解。伯多祿在公元 64 年殉道。

因此就如同伯多祿在其書信中提到的，這是一個「散居在外

邦人中間」的團體。

作者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這部福音的作者是宗徒大事錄(十二 12 ) 

提到的年輕人若望馬爾谷。他和伯父巴爾納伯與保祿一同出外傳

教，但是要乘船往小亞細亞時，馬爾谷離開了他們，準備回家探

望母親(宗十三 5 ' 13) !保祿第三次傳教時拒絕帶他同行;這將

是保梅和巴爾納伯分道揚鑼的原因(宗十五詣的。無論如何，

稍後他們和好了，因為我們發現羅馬人拘禁保祿的時候，馬爾谷

在保祿身邊(哥四 10) ，而且伯多祿在信中提到，他和見子馬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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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一起在羅馬(伯前五 13 ) 

福音的整體

太多時候我們只知道福音的片段。因此首先邀請你們參加一

次有導遊的旅行(以馬爾谷來說，大約要花一個小時)。你們絕

對會訝異於自己發覺到的樂趣。

如果你們有充足的時間，拿起馬爾谷福音來，只為了樂趣而

閱讀。到最後清查你們所有的印象:看看什麼使你們愉悅，什麼

使你們驚異，你們發現了什麼。假使有個特色引起你們的注意(人

們給耶穌的名號、人們看待耶穌的方式) ，不妨再讀一次，並特

別注意這個主題。

如果時間有限，而且想直接參與有目標的旅行，以下是一些

有趣之處。

地理

馬爾谷為耶穌的生平加上了

一個非常簡單的架構。耶穌在約

旦河受洗(谷一 1~ 13) ，之後

在加里肋亞宣講(谷一 14~九

50) ，前往耶路撒冷(谷十)

宣講並且死在耶路撒冷(谷十一

1~十六 8) ;宣告耶穌復活的天

使要門徒再一次聚集到加里肋

亞。

然而福音書不是準確無誤的

地圖集;其地理主要具有神學的

湖的兩岸

猶太人~ 外邦人
的湖岸﹒吃力一'的湖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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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只要你們比較在上頁的地圖，就會明白兩者間有多大的差

距。

在馬爾谷捏，加里肋亞和耶路撒冷是對立的。

那時候加里肋亞被稱為泉民族的加里肋亞、外邦人的加里肋

亞，曾數次遭人侵略，因此在宗教當局心目中，那兒的信仰不太

純正。不可能有什麼好事出於加里肋亞，更不用說是先知了(參

照若~46 ;七 52 )。然而依撒意亞(依八 23 )曾宣告，天主有一

天將會在那裡顯現給外邦人，所以加里肋亞也是希望和機會的象

徵。如今耶穌就在加里肋亞成長、生活和宣講，而且群眾熱烈歡

迎他。這個地方是敞開的;耶穌從那裡走向提洛 (Tyre) 和漆冬

( Sidon) 的外邦人(谷七 24 ' 31 ) 

與此相反，耶路撒冷好像一個故步自封的城市，是虔敬者的

庇護所，對自己的信仰確信不疑，不允許任何人反駁。耶穌一開

始其使命，在加里肋亞;以後對他最嚴厲的指控就是來自耶路撒

冷(谷三 22)

提庇黎雅湖不再是中立的:其西岸是猶太人，東岸是外邦人。

耶穌不怕冒風險，時常帶著門徒來到外邦人的土地，好準備他的

門徒面對他們將難以理解的使命。

耶穌的奧蹟

馬爾谷一開始就帶領他的讀者進入這個秘密:耶穌基督、天

主子的福音。兩個伴隨耶穌名字的名號，把耶穌定位為一個人(基

督/默西亞)以及天主子。洗者若翰宣稱自己是默西亞的先驅，

而天父宣告耶穌為其子(谷一 1~13 )。所以讀者清楚事情的真

相。然而從那時起，耶穌須分享門徒對其奧蹟淺薄的認識過程。

這事分為兩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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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個階段(谷一 14-八 26) ，耶穌宣告天主國即將來

臨，並且顯示其徵兆，也就是奇蹟。可是耶穌拒絕說明他的身分，

而且不許魔鬼加以洩露:這是個秘密，所謂「默西亞秘密」。耶

穌用在自己身上唯一的名號是個神秘難解的名稱，-人子」

伯多祿「你是默西亞」的宣告開啟了第二階段(谷八 27-十

六 8) 。我們會覺得耶穌發出慰藉的嘆，息;已經走了第一步:耶穌

的門徒知道了一部分耶穌的奧秘。然而他同時感到不安:必須冒

個險，他們也會對默西亞產生不恰當的聯想，就是將耶穌視為解

放者，要以武力建立以色列王圈。耶穌不允許伯多祿向人說起他

的發現，同時引導門徒走向第二階段:人子將要受苦，並被處死。

在耶路撒冷一連串的爭論之後(谷十一~十三) ，耶穌提出

另一個名稱「達味之子」。這名稱也很危險，只會增強來自宗教

當局的敵意。我們現在處於一齣戲的中心。宗教當局在尋找默西

亞，所以我們會以為一旦默西亞出現，他們最有可能認出他來。

可是，他們對默西亞有非常明確的概念，他們自己的計畫。如今

耶穌介紹自己為默西亞，但是他卻不符合當局的理想。

這兩種觀點之間的對立變得過於強烈，以至於有一方必須退

讓:或是當局打消他們之前存有的念頭，接受這一位意料之外的

默西亞;或者他們堅持自己的想法，那麼耶穌就必須死。耶穌明

白自己已被定罪，不可能再被推舉為俗世的默西亞，所以他在公

議會前受審的戲劇化場面中，明確聲明自己是基督。然後他被判

處死刑。

然而，一個外邦人出場，最終在十字架底下承認耶穌是天主

子。公議會定耶穌的罪，而百夫長藉著死於十字架者的身體，告

訴我們為了承認基督信仰是真實的，這是一個必須經過的旅程。

藉著這齣戲，馬爾谷繼續讓我們發問。耶穌是不合人願的!

為了接受耶穌本來的樣子，你們準備放棄你們以前的觀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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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時候，你們可以在歸給耶穌的各種名號、認出耶穌的人

等等下頭以不同顏色畫線。

一齣人性劇

耶穌不使任何人置身事外。他一出場，就有了各種團體和或

友善或敵意的提問者。耶穌一開始就揀選門徒和他在一起，其中

十二位特別突出。這是第一個團體，這些門徒無法了解耶穌，所

以常常處於緊張的狀態。耶穌的家人很少出場，一旦出場，傾向

於敵視耶穌。永遠都有群是;耶穌愛他們，並要其門徒服侍這些

人。然而這群人心意多變。耶穌的敵人來自耶路撒冷;他們一開

始就出場，一點也不寬厚。

"你們可以給每個團體種顏色，在你們的聖經上作記號，看看

他們怎樣彼此對立，並針鋒相對，也看一看人們能夠如何改變立

場。

若綜覽整部福音，你們可以區分出六個階段。谷一 14~三 6'

各個團體的定位。

谷三 7~六 6' 耶穌與其敵人和親戚問完全地決裂。耶穌將門

徒帶離群眾，私下教導他們(比喻和奇蹟)

谷六 8~八詣，耶穌和門徒產生隔闇:門徒們不了解耶穌和

他們自己的使命。耶穌派遣他們出外傳道，並讓他們知道耶穌的

食物是給所有人的(餵飽許多人) ;耶穌讓門徒服侍群晨，並帶

他們來到外邦人這邊的湖岸。門徒還是既聾叉瞎;兩個奇蹟表現

出這一點。

谷八 27~十 52 '門徒不明白耶穌將領他們經歷的苦難(請看

谷十 32 ) 

谷十一 1~十三 37 '耶穌在耶路撒冷面對其對手(葡萄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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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 ;無花果樹枯萎的故事象徵其敵手的處境。

十四 l~十六 8 ，耶穌要門徒為這齣戲作準備，但是他失敗

了。他孤獨地死去。但是，復活的天使給門徒指出方向;耶穌在

門徒之前到加里肋亞，只要他們到達 1日里肋亞 J (也就是世界

的盡頭，歷史的終結) ，他們就會「看到」復活主。結論(谷十

六 9~20 '你們的聖經會指出)是後來加上的。

馬爾谷的一些特色

馬爾谷用一種通俗的文體寫作;他故意用「和」及「立刻」

來替代其它連接詞，而且他的某些用法不太正確。比如他寫:

「這個瞎子開始看，說到﹒『我看見人，見他們好像樹木在行

走。.lI J (谷八 24)。馬爾谷使用當時人們認為粗鄙的字詞

(谷二 11 可譯為「拿起你的睡袋 J ) ，而且不怕重複。

馬爾谷是個優秀的說故事者。他沒有許多演講。馬爾谷的

故事永遠詳細精確且生動真實，加上取自現實生活的種種感觸。

馬爾谷常用現在時態的動詞，使其敘述非常生動活禮，不過他

也混合使用其它的時態。馬爾谷在許多情況下使用 for一詞，導

向我們不曾預料的邏輯(在復活雅依洛女兒的故事結尾，谷五

42: í原來她已十二歲了 J ) 

馬爾谷影響著我們的情感，他不是靠訴諸我們的感受，而

是直率地陳述事實:這在耶穌受難的敘述中特別明顯。

人們會稱為爾谷的福音為復活節前的福音;這福音經由正

跟隨其師傅走在巴勒斯坦路上的伯多祿，讓我們看到了耶穌。

不過馬爾谷也是一位深奧的神學家，他在復活節的光照下，重

新敘述了耶穌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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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馬爾谷的一些章節

現在我們已經唸過一遍馬爾谷。接下來我們該更仔細地研讀

福音中的一些章節。你們不可能全部讀完，所以挑選吧!

--標題:谷一 1

馬爾谷用一個精簡的句子宣告基督徒的信仰。他也宣佈了門

徒必須經歷的幾個階段(現在還是要經歷這些)。這個標題和若

望福音的開場白、瑪寶和路加福音的童年故事一般，顯示出基督

徒在耶穌復活之後四十年所成就的深奧神學。

開始:耶穌的使命預示了歷史的新頁，一個新的創造( ，-開

始」是創世紀的第一個字)。這是個貫穿我們歷史所有時期的開

始。有個工作要做!

福音: ，-好消息」的意思，這名詞帶我們回到第二依撒意亞

的宣告(參考〈舊約導覽) 146 頁)。比較馬爾谷和耶穌的福音

(谷一 14~15) ;我在 127 頁指出的分別便呈現在我們面前:耶

穌宣告天主國來臨的好消息;馬爾谷宣告關於耶穌的好消息。來

宣告的那人成為被宣告的主題!從這時起，天主國的到來具體表

現在耶穌這個人身上。

耶穌:這簡單的名字喚起其人性的一面，他是個「木匠，瑪

利亞的兒子，雅各伯、若瑟、猶達、西滿的兄弟 J '人們也認識

他的姊妹(谷六 3) 。他是個人，不過卻是個相當不同的人。

基督:耶穌是經書上所宣告的那位默西亞，天主給他傅油，

以便將使命交托給他，並建立起天主的園。我們已經知道馬爾谷

的耶穌怎樣t白白重名號，並且不允許任何人將這名號歸給他( ，-默

西亞秘密 J ) ;伯多祿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宣告此事，耶穌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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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他保持沈默，並預告了他自己的苦難(谷八 29~30)。只有在

耶穌被判刑的時候，他才接受了這個名號(谷十四 61 ~62) 

天主子:在耶穌的時代，這個名號事實上等於「達味之于」。

耶穌復活後，人們逐漸賦予這名號更重大的意義，也就是我們如

今所認知的意義。十字架底下的外邦人負責宣告此事。

圖，耶穌受洗:谷-9，._， 11

馬爾谷用一句話來陳述這個洗禮(瑪寶和路加以比較長的句

子談論此事，若望則完全沒提到)。馬爾谷主要著重於行動和言

語上的神顯(或稱天主的顯示)

「天開了」是一個取自世末文學作品的主題。因為再也沒有

任何先知，所以天「關閉」了;聖神不再降臨指引人們;因此歷

史走入絕境。然而人們等待著時間的終結，那時天會開啟(參考

下頁方塊文字的說明)。馬爾谷用「裂開」一詞，因為他清楚地

將這事件視為一種回答，回應了依六十三~六十四所引起的苦悶;

讀一讀那段經文，特別是依六十三 10~ 凹， 19 。這些經文如何闡

述了這樣子的場面?

「鴿子」的象徵性依舊模糊難懂。歐十一 11 和厄斯德拉卷四

(N Esdras '一部猶太著作，曾短暫地收錄在拉丁聖經)將民眾

比擬為鴿子。於是聖神降臨在耶穌身上就意味著天主的新子民將

要組成。

「聲音」哥!自數段經文。「我的兒子」取自詠 2 ， I 心愛的」

取自創二十二 2 ' 12 ' 16 (獻祭依撒格) ;這是唯一一次在舊約中

出現「愛子」一詞。「我因你而喜悅 J 依六十三 4; 四十二 l

(瑪竇十二 17 加以引述)。在這些經文的光照下，這段話具有什

麼樣的意義?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段經文，似乎是耶穌私底下的經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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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職成為可能注定要成為祭品(如同依撒格)的默西亞。

「天將要開啟，聖神和天父的聲音(如同從亞巴郎到依撒

格聽到的一般)將從光榮的神殿突然臨到他。而且至高者的光

榮將向他說話，理解和聖化的聖神將停留在他身上。 J (肋末

之約十八 6-~)

「一個人將從我的後裔中起來，如同正義的太陽，以溫順

謙和和公義與眾人之子一同行走;在他身上找不到一點罪惡。

天將在他之上開啟，傾洩出聖神，亦即聖父的祝福。而他要將

光榮的聖神傾注給你們，你們將因他而成為真理之子。 J (猶

大之約二十四 1-6)

肋末之約和猶大之約隸屬於一系列的世未作品，這系列作

品稱為卡二宗祖 (Pa甘iarchs) 之約。這些著作當然早於基督

徒，不過基督徒可能會加以修改。

五次爭論:谷二 1 ，_，三 6

耶穌和其對手間的五次討論自成一類，給我們介紹了「爭論」

這種文學形式(參考 34-35 頁)。我們要研讀其中兩個。

"治好癱子:谷二 1 ，_， 12 

注意主要的人物:他們作了什麼?說了什麼?留意其中明顯

的差異:躺著，坐著，站著。

這是個奇特的故事:癱子沒有料到會聽到這麼特殊的話(谷

二 5) 。這個故事是由一個奇蹟故事和一個爭論結合成形:試著去

加以區分。

奇蹟(谷二 3 ' 5a 及 11 ~ 12) 。找出不同的要素(參考 35

頁)。耶穌把一個需要人照顧的臥床病人，變為一個以雙腳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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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照顧自己的人。這樣怎麼能表徵天主國的來臨?群眾的反應是

什麼?在希臘文中，用在「起來」這個動詞和用在復活是一樣的:

對基督徒來說，可以將「使人以雙腳站立」體會成今日了解耶穌

復活的一個方式。

爭論(谷二 5b~lO )。經師們坐著，持官方立場(參考l32

頁7 。他們已經有這樣的念頭:這人褻潰神祇!日後他們要在耶

穌受審那刻大聲喊出來。為猶太人而言， 1"你的罪赦了」這句話

指的一定是他們得到天主的寬恕;無論如何，至少耶穌表現出天

主的寬恕和祂在耶穌身上的行動有密切關係。耶穌說自己是人于，

我們在達七中找到這名詞，天主將所有權力和(按照猶太傳統)

對人的審判交付給他。

組合在一起。這兩個醫治身體和靈魂的故事，對闡釋彼此有

什麼幫助?關於耶穌帶來的救贖，這些故事給我們什麼教訓?這

不就是他所說的話(谷二 2) 嗎?

召叫肋未:谷二 13'"-'17

馬爾谷記錄耶穌教訓群眾。不過此處的教訓也是經由行動來

展現。

爭論的開始是個召叫的故事，這是一種在福音書中隨處可見

的故事。這種故事通常有三要素:耶穌瞥見一一說「跟隨我」一一

順從的回應。

肋未是個稅吏，因此被人視作罪人。肋未設了宴席慶祝他被

召叫:這就是爭論的起點，因為耶穌與罪人一同坐席。

禁食與新郎:谷二 18'"-'22

如同以往，馬爾谷為了達到教訓的目的，用兩個簡短的比喻

來補充這個爭論。馬爾谷說耶穌就好像新郎，亦即盟約中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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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者(參考〈舊約導覽> 101 、 134 頁)。禁食讓位給結婚喜宴

的酒。

安息日的主:谷二 23 ，-.，28

在這個典型的爭論中，耶穌藉著引用經文，提出了一條革命

性的原則:安息日是為人立的，因此所有組織(不論是宗教的或

人為的)都是為人立的。

"在安息日治病:谷三 1 ，.，_ 6

1、耶穌又進了會堂，

在那里有一個人，他的一隻手枯乾了。

2、 他們窺察耶穌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

好去控告他。

3、 耶穌對那有一隻手枯了的人說:

「起來，站在中間! J 

4 、 遂對他們說 í 安息日

許行善呢?或作惡呢?

許救命呢?或害命呢? J 

他們一聲不響。

5、 耶穌遂含怒環視他們，

見他們的心硬而悲傷，

就對那人說 í伸出手來! J 

他一伸，他的手就復了原。

6、法利塞人一出去，立刻便與黑落德黨作

陷害耶穌的商討，為除滅f也。

找出主要的人物:耶穌和其敵人;這個病人只不過給這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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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供了時機。這段經文排印的方式說明其間的類似，注意看看。

會堂是律法所在處;宗教當局正在自家地盤上。一開始耶穌進來;

最後他們出去。

這迎頭痛擊超越法律的重要性:耶穌的反對者被他們的理想

困住(門徒們因為心硬而受到責備:谷六 52 ;八 17 )。對耶穌來

說最重要的不是履行法律，最重要的是人。在對質時，誰處於

優勢?不過「如何除滅他」營造出一股懸疑感，只有經由耶穌的

受難才有答案(至於「控告 J 參考谷十五 3~4) 。天主舉揚耶

穌(導致「復活 J ) ，顯示祂是超越法律的主。

這段經文在今日該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圖，耶里哥的瞎子:谷十 46"-"52

主要的人物是哪些人?他們作了什麼?說了什麼?注意在開

場白和結尾間引起的轉變:一個盲人一坐著在路旁/他看見了

他跟隨耶穌一在路上。這改變是什麼(是同樣的「路」嗎) ? 

是如何引發的?

找出奇蹟故事的普遍特徵(參考 35 頁) ;此處要耶穌介入的

懇求(谷十 47~50 )過長;沒有最後的反應。這故事的用處一定

大於一個簡單的奇蹟故事。

看看作為前引的段落:在谷十 32~34 中，門徒要上耶路撒

冷:他們走的是什麼路?門徒看得到嗎?在谷十 35~45 中，雅各

伯和若望難道不是盲目的嗎?注意這個故事和後續故事間的環節

(在谷十 36 和 51 中出現同樣的問句)

留意接下來發生的事。在谷十一 11ff.中，他們抵達耶路撒冷:

耶穌好似達味之子般受到擁戴(谷十一 10)。馬爾谷在十一~十

三中討論「達味之子」這個名號的意義，但是群眾能夠明白嗎?

這個故事本身可能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在馬爾谷福音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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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呢?

現在我們來到馬爾谷福音的轉折處。耶穌知道自己往耶路撒

冷的旅途會把他帶往何處。他三次警告門徒(谷八 31 ~33 ;九

30~32 ;十 32~34)。然而他們既害怕又盲目。雅各伯和若望顯

然不能理解:他們對默西亞的想法有所偏差。按照馬爾谷，耶穌

試圖以這個奇蹟開啟門徒的雙眼。巴爾提買( Bartimaeus )成為真

正相信者的模範。他「看見 J '不只用肉眼;他跟隨耶穌在「路」

上，這「路」的神學意涵大過地理意涵，是條通往十字架的路。

當他要求「叫我看見」時，耶穌沒有像路加裡的耶穌艘(路十八

42) ，回答「看見吧 J '反而說「去吧」。這冒人的信仰使他能

夠跟隨耶穌。

巴爾提買在這裡做了富人不敢做的事(谷十 17~31 )。他拋

棄所有的東西。他(在肉體上)還是瞎子時，就扔下自己僅有的

外衣，跳起來，走向耶穌(谷十 50 ) 

為大眾來說，耶穌只是個從納區肋來的人(谷十 47) :為這

個瞎子，耶穌是達味之子，不是雅各伯和若望依舊想望的那種人

物，而是如同耶穌自己要介紹的自己:受苦的默西亞。

"空墳:谷十六 1 ----8 

這是這部福音的結語;谷十六 9~20 則是後來加的。

試著將暗示或明示的對比放入兩欄。時間:安息日(宗教時

間)已過/一週的第一天(世俗時間) ;黑暗/光明、早晨......

地點:關閉著/開著;這襄(耶路撒冷)/加里肋亞......行動:

傅抹一具屍體/聽到一段訊息......主要人物:屍體，在黑暗中，

躺著，赤裸的/年輕人，白衣，坐在右邊，穿著衣服。這些對比

給你們什麼樣的聯想?在開場和結尾間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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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成的?

馬爾谷福音以這故事作總結。所以，不需要「看到」耶穌復

活才相信:相信天主就夠了，天主會加以證實。

女人前來傅抹一具屍體;她們帶著一段訊息離開。她們想要

封閉死去的耶穌，她們必須宣告耶穌活著。耶穌不再是一具可觸

碰的身體;他成為了一句需要宣告的話。耶穌奧妙地停留在歷史

中的方法之一就是宣講。年輕人的姿勢好像暗示著，現在耶穌就

坐在天主的右邊。只要門徒抵達加里肋亞(耶穌在他們之前到那

裡，加里肋亞就是世界的盡頭、歷史的終結，參考 129 頁的地

圖) ，他們就會「看見」他。瑪竇會告訴我們，耶穌的復活就是

時間的終結:所有事情都完成了!馬爾谷強調另一個面向﹒所有

事情還是要去做!

如果你們有將這些對比放入兩欄，你們會看到所有屬於舊世

界的事情(黑暗，屍體，安息日和猶太時間，存放死者的墳墓)

現在都過去了。新世界開始:這是新創造的開始(參照谷一 1 ) 

在別處研謂的經文

馬爾谷

-29-31 治好伯多祿的岳母 25 頁

四 35-41 平息風浪 149 頁

十二 1-11 在葡萄園殺人的比喻 209 頁

十四 22-25聖體聖事 238 頁

馬爾谷的耶穌受難史

很早以前，就有了從耶穌被捕到安葬的受難敘述。四部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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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接納，但分別賦予特殊的風格。

馬爾谷是寫給非信徒或信仰薄弱的人

的。他希望引導他們和十字架下的外邦人

一起宣告耶穌真是天主于。

馬爾谷不加修飾地敘述出事實，幾乎

是故意要讓我們感到不安。藉著馬爾谷，

我們更能知道天主計劃的實現為人是多麼

出乎意料。十字架讓人驚，駭。不過天主子

就是在那裡顯示他自己。

貝爾碧革朗( Perpig
nan) 的基督(十四

世紀〕

耶穌受難期間的沈默讓人印象深刻。耶穌知道他的秘密要揭

穿時，民眾會「心硬 J '而甘冒被誤解的危險。在他傳道期間，

耶穌也總是拒絕說他是誰。如今他被判罪，不再有誤解其名號與

權力相關的危險，所以他同意稍微掀起薄紗。從耶穌被捕開始，

不顧一直加諸在他身上的眾問題，他只開口了三次:在司祭長面

前宣告自己是默西亞/基督和人子;在比拉多前，他承認自己是

猶太人的君王;在十字架上，他借用依撒意亞受苦的僕人哀訴:

自己承受的全世界的痛苦和苦悶， ，-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

我? J 

在馬爾谷那裡，耶穌以孤獨面對所有的困境:他被所有人拋

棄，被伯多祿否認，獨自走向十字架的暗夜中。就是因為門徒接

受召叫而追隨耶穌，所以他們能夠宣告耶穌是天主子。

耶穌和司祭長間的衝突因反對耶穌的陰謀(谷十四 1~2) 而

達到頂點:從這時開始，耶穌的命運己定。耶穌知道自己的命運。

在和西滿同席的時候(谷十四 3~9) ，一個女人把香液倒在他頭

上:耶穌視其為自身葬禮的輯歌。所以耶穌對他將面對的苦難完

全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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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饒別宴的故事(谷十四 22~25 )包括說明猶達斯的背叛

(谷十四 17~21 )和怕多祿的否認(谷十四 26~31 )。所以耶穌

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他是支配自己受難的人(谷十四1O~16)

在最後晚餐時，一無所有的耶穌獻出他自己的身體和血，同時明

白他不能期待人們會承認或忠實於他。關於聖體禮，官方的敘述

和馬爾谷的敘述非常近似，是取自巴勒斯坦各教會慶祝儀式的內

容。

在革責瑪尼，耶穌既苦悶叉疲累(谷十四 32~42)。作為全

然的人，他害怕死亡。他向天主呼號時用的名字「阿爸，父啊」

在這悲劇化場面中放射出短暫的光芒。耶穌被捕時，所有人都棄

絕他(谷十四 43~52) ，甚至連試著跟隨他的少年人都赤身露體

地逃走了。赤身露體這個詞引出故事的結尾，並確定其情調。耶

穌鞭策自己赤身露體地走向他的苦難。門徒在路禮時赤身露體地

跳入水池，他們會知道這是自己也要跟隨的方向。

馬爾谷的耶穌只有一次宣稱自己是:默西亞，那應受讚頌者

的兒子，是在猶太人面前的審訊中(谷十四 53~64)。不過，大

家似乎因這斷言而陷入瘋狂:守衛嘲弄他(谷十四 65) ，伯多祿

否認他(谷十四 66~72) 。耶穌依然沈默。

耶穌在羅馬人的審判中(谷十五 1~15) ，聲稱自己是猶太人

的君王，而司祭長要求判他死刑......他們的君王戴著灰冠(谷十

五 16~20) ! 

加爾瓦略 (Calvary )的場景(谷十五 21~41 )接續了這兩次

審判的主題:在兩次耶穌釘在十字架上(谷十五話， 27) 的敘述

之間，我們記起猶太人的君王這個稱號，而可祭長嘲笑耶穌自稱

為基督。然而，正是在眾人背棄的情況下死去，正是連天父也好

似背棄他，正是作為受苦的僕人、受盡人類的痛苦，使耶穌顯示

自己叉是基督叉是君王。那外邦人召喚我們認出他是天主于。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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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在講述中指出基督徒祈禱的時刻(第三時辰，第六時辰，第九

時辰，谷十五筍，刃， 34) ，馬爾谷邀請我們在信仰中讚頌他。

在馬爾谷中，埋葬的敘述很平靜(谷十五 42~47 )。耶穌得

到最後的安頓。而安葬那夜成為一個充滿期盼的夜晚。

馬爾谷的耶穌

是7回人

馬爾谷給我們介紹日常生活中的耶

穌，一個與我們一樣的人。我們會覺得自

己正經由伯多祿的雙眼，日復一日地發現

耶穌這個人。在他們共同生活的兩年間，

怕多祿看過他走在巴勒斯坦的路上，曾招

待耶穌到他在葛法翁的家，伯多祿看過耶

穌吃飯睡覺、說話和祈禱。伯多祿看過耶

穌在會堂或聖殿裡發怒，被一個痲瘋病人

或其門徒激怒，面對群累時充滿同情，因

的嚴的基賢。羅馬石棺

(四世紀〕

納臣肋人不信他而感到詰異。伯多誰見識到耶穌作為一個流浪傳

道者的煩惱生活，他常常連吃飯的機會都沒有;也看過耶穌在猛

烈的暴風雨中倦極而眠。

對耶穌看事物的方式、他的憤怒、他的詢問和愛，伯多祿的

印象深刻;耶穌的秘密激起他的好奇心，例如耶穌待在他家的頭

一個晚上，或當耶穌黎明前就起身獨自到荒野祈禱的時候(谷-

35 ) 

馬爾谷毫不遲疑地報導一些耶穌的特徵'讓習慣將他視為天

主子的讀者目瞪口呆:耶穌並非全知;他不知道自己的門徒在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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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麼，必須詢問他們(谷九 16'33)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時間

將要終結(谷十四 33) ;他害怕死亡(谷十四 33) .並且在絕望

中死去(谷十五 34)。他太出人意料，以至於連他的親人都不相

信他 í他瘋了 J (谷三 21)

是7固害人陪T辛的人一一一是T固孤獨的人

馬爾谷的耶穌主要是和門徒在一起的耶穌。他的第一個行動

是召叫門徒，然後選了十二位與他在一起。他的對手試圖要分裂

這個團體，因此他們在門徒面前抨擊耶穌，在耶穌面前抨擊他的

門徒(谷二 18~27 )。耶穌讓門徒先服侍群眾再休息吃飯(谷六

31 f.) .並引導他們走向外邦人，以便為他們未來的使命作準備。

和這些情況相反，耶穌的孤獨出現時格外引人注目。因為他

無法使自己的同伴明瞭其奧秘，所以他是孤單的;他們的心遲鈍

(谷六 52 ;八 17)、懷疑，在耶穌被捕時離棄他、否認他。

是;.1因是于自市

耶穌一受洗就宣講「天主的國臨近了」。對馬爾谷而言，耶

穌是教訓群眾的人(約有三十次)。耶穌看到跟隨他進入荒野的

群眾沒有食物可吃，就可憐了他們，開始教訓他們，認為這才是

他們最大的饑餓(谷六 34 ) 

現在，吊詭的事實是，在馬爾谷福音中的演說不太多。難道

馬爾谷想要表達耶穌主要以他行動的方式教訓人?與此相稱的是，

奇蹟在馬爾谷福音中佔了很大的篇幅:這些奇蹟以行動表示天主

國的臨近，以及耶穌比邪惡來得有力(谷三 27 ) 

釘在十字架上的默宙亞

耶穌拒絕被人宣告為默西亞或基督，他強迫發現他是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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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一言，不管是被他治癒的那些人還是魔鬼:這就是我們提及

的「默西亞秘密」。許多人期望默西亞將重建以色列的在世王國。

耶穌不想他們對默西亞有錯誤的概念:他是默西亞，但不是那種

意義下的默西亞。只有在他被判死刑的時候，他給自己這個名號，

因為不可能再誤入歧途。他將藉受苦和死亡建立一個精神性的王

圈。而且他試圖引領自己的門徒走這條路(谷八 34~38)

J、弓﹒

在馬爾谷中，耶穌最常用的名號是人子(十四次)。耶穌喜

愛這個名號，也許是因為這名號既揭露同時又遮蔽他的秘密。事

實上這種說法本身的意義就只是「人 J 不過，若參照達七(參

考《舊約導覽> 203 頁)的異象，這名號就強烈地具有屬天的存有

的意義，而天主將審判權委託給他。

天主于
這名號很少見，不過，在馬爾谷試圖帶給其讀者的信仰高峰

上出現了這個名號。馬爾谷在引言中(谷一 1 )使用這個名號，而

百夫長在十字架下的宣告(谷十五 39) ，回應了耶穌受洗及顯聖

容時天父的聲音。

奇蹟和天主國

「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罷! J 

(谷一 15 )耶穌受洗後隨即發出這樣的呼聲，足以暗示其宣講的

風格:藉著他的使命，天主國要來了。

天主的國

在君主政體是普遍的政治制度的時代，以色列自然一定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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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的形象引發人們對其天主權能的想像。為以色列來說，

天主是唯一的王，世間的君王只是其代表。人們經驗到世間王國

的失敗時，發展出這樣的信仰。充軍巴比倫時期，第二依撒意亞

宣稱天主終將顯示祂自己是君王(參考〈舊約導覽} 146 頁)

歷經好幾世紀的默西亞信仰加強了這種期待。人們認為天主

將要藉著白祂而來的默西亞的力量建立祂的國。這默西亞往往具

有達味之于和以色列牧者的特徵(撒下七;則三十四 ;ffi九~十

四;詠 2 ，參閱《舊約導覽} 90-91 ' 145 ' 191 . 192 ' 233-236 

頁)。在達七人子的形象下，默示作品帶來另一種要素:這王國

是普世的，並且是在時閉的終結。

君王承擔兩個主要的職責，因此天主這個君王更是如此。

君王要確保人民的自由:他是士兵的領袖，要消滅他們的敵

人。在基督的時代，這種想法讓一些猶太人團體懷著天主會建立

抽的園，讓以色列從羅馬統治下解放的希望(參照路二十四

21) 。顯然耶穌從來不會採取這種想法。

名符其實的君王也要確保正義行於人民之間;他主要是窮人

和受壓迫者、即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的君王。第二依撒意亞宣告這

個福音、這個好消息: ，-天主將要統治!窮人、病人和受壓迫者

是有福的，因為從今以後他們的苦難結束了。」這也是耶穌宣告

的好消息。他以言以行宣告。我們要在下一部分聽到耶穌的言語，

主要是真福八端。現在我們要注意耶穌的行動:奇蹟。

耶穌軍管天主國

你們可以從洗者若翰(谷-2~8 ;瑪三 1~12 ;路三 1~18)

宣告的好消息(路三 18 )和福音作者總結的耶穌宣講(谷一

14~ 15 ;瑪四 17 ;路四 16~21 )開始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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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者若翰的疑問

若翰宣稱默西亞將建立天主國，淨化祂的百姓，消滅罪人。

而他認為自己在耶穌身上認出默西亞。如今耶穌接納罪人，拒絕

去判斷，並且坐視他的前驅入獄，面臨確定的死亡。我們能理解

若翰的疑惑和問題。閱讀路七 18~23 (等同瑪十一 2~6)

耶穌回答前做了些什麼(路七 21) ?另外閱讀路加安排在該

章節之前的段落，路七 11 ~ 17 。

耶穌用了哪些先知的神諭回答(參考你們聖經中的註解或資

料) ?因此使得耶穌的奇蹟和真福八端之「貧窮的人是有福的」

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對於理解奇蹟特別重要。為我們而言，奇蹟主要是超乎尋

常的事件，於是我們問 r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是真的發生在

歷史上嗎? J 為耶穌以及和他同時代的人，奇蹟是記號:它們述

說某一件事，它們講論某一個人。一定要以這種方式改變我們間

的問題。讓我們舉個無關痛癢的例子。一個自然科學老師給學生

一朵花:問題很明顯是「這是什麼? J 一個男孩給同樣這個女孩

這朵花:那麼問題就是「這有什麼意義? J 在第一種情況下，旨

趣的令作為實體的花;另一種情況下，旨趣的令蘊含其中的訊，息，

至於那是什麼完全是次要的。這一點很重要，我們還要再談。

如果有空，不妨也看看福音書中「天主國」的說法，或是閱

讀瑪十三，看看這些比喻在說些什麼。

我們要研讀一個奇蹟故事:平息風浪。會幫助你們明白這類

型故事的結構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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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咱哥贖故事:平，崑風浪

瑪八 18-27
18 耶穌看見

許多群眾圍著自己，
就吩咐往對岸去。

19 有一位經師前來，

對他說 「師傅，

你不論往那襄去，

我要跟隨你。」
20 耶穌給他說.

「狐狸有穴，天上的

飛烏有巢，但是入子
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21 門徒中有一個對他說

「主，請許我先去埋葬

我的父親。」
22 耶穌對他說 「你

跟隨我罷?任憑死人去

埋葬他們的死人! J 

23 耶穌上了船，他的

門徒跟隨著他。

24 忽然海裹起了大震盪，

以致那船為浪所掩蓋，

耶穌卻睡著了。

25 他們遂前來喚醒他說:

「主!救命啊!我們

要喪亡了。 J

26 耶穌對他們說: r小

信德的人啊!你們
為什麼膽怯。 J

谷四 35-41

站在當天晚上，耶穌對

門徒說﹒「我們渡海到

對岸去罷! J 

36 他們遂離開群眾，

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狀，

帶他走了;

與他一起的還有別的小船。

37 忽然，狂風大作，
波浪打進船內，以致

小船已滿了水。

38 耶穌卻在船尾依枕而睡。

他們叫醒他，給他說:

「師傅!我們

要喪亡了，你不管嗎? J 

路八 22-25

22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
船，對他們說. r我們渡到

渡到湖那邊去。」

(路九 57~58 ) 

(路九 59~60 ) 

他們便開了船。

23 正在航行時，他睡著了。

忽然有狂風降到湖上，進入
船中的水，使他們處於危險

中。

24 門徒們前來叫醒耶穌，

說﹒「老師!老師!我們

要喪亡了! J 

就起來比責風和海 I 39 耶穌醒來，比賣了風， I 他醒起來，比責了狂風和
並向海說: r不要作聲 I 波浪，

平定了罷! J 風就停止了， I 
遂大為平靜。 I 遂大為平靜。 I 風浪就止息平靜了。

的耶穌對他們說: r為什麼 I 25 遂對他們說. r你們的

你們這樣膽怯?你們怎麼還|信德在那襄? J 

沒有信德呢? J I 
27 那些人驚訝說: r這是 I 41 他們非常驚懼，彼此說: I 他們又害怕叉驚奇，彼此說

怎樣的一個人呢?竟連 I r這人到底是誰?連 |﹒「這人到底是誰，

I I 因為他一出命，
風和海也聽從他! J I 風和海也聽從他! J I 風和水也都服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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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閱讀這些章節並加以比較:用不同顏色劃線(參考 26

頁)。看各個福音多了那些章節，少了那些章節;留心馬爾谷怎

樣改變的節;注意字詞的不同用法。

奇蹟故事通常套用一個預設的「模式 J 找出 35 頁所說的五

點。馬爾谷的 40 節是否符合這個模型?

閱讀每一個敘述。為明白其脈絡，翻回 28 頁的福音對照。

馬爾谷:你們能找到 133 頁指出的特色嗎?為什麼耶穌把暴

風雨當作魔鬼般比責?這襄用來表達恐懼的字，在新約中只出現

了四次:在若十四 27 中是個動詞，在弟後一 7 是個名詞，而在默

示錄二十一 8 中是個形容詞。這是什麼樣的恐懼?他們要前往湖

的那一岸(看 129 頁的地圖) ?在所有的三古巴福音書裡'這個故

事都有個什麼樣的插曲?是否解釋了門徒的恐懼和魔鬼的反叛?

馬爾谷為什麼敘述這個奇蹟? 40 節的意義是什麼?沒有 40

節時的意義為何?

路加:他關切的是船還是門徒(注意 23 節的結尾) ?他然後

安排馬上出現什麼樣的插曲?路加用來表達老師的字是他獨有的

(路五 5; 八 45 ;九刃， 49 ;十七 13) 。這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瑪竇:他加入的一些字使意義改變成什麼(追隨， 19 節， 22

節， 23 節;門徒， 21 節) ?瑪竇對誰感興趣(參考 24節結尾) ? 

「震盪 J (24 節)這個字在各福音書中曾用作時間盡頭的記號之

-(._谷十三 8; 瑪二十四 7; 路二十一 11 )。瑪實在三十一 10 ; 

二十七 51 ' 54 ;二十八 2 ， 4 再用了這字眼(或是名詞或是動

詞) :給這敘述賦予了什麼樣的氣氛(參考 160-161 頁) ? ï 主!

救命啊! J ( Kyrie, sozon) 是禮儀中的祈禱。瑪寶把 26 節放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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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的中心:譴責是針對已相信的門徒，因為他們的信仰還不夠。

瑪竇裡的「人 J (27 節)通常是指不信者(瑪四 19 ;五 13 ;十

17 ' 32) 。在這樣的基礎上，你們會給這個敘述加上什麼意義?

哥蹟的意義

我以前就說過，奇蹟是個記號。不過是給誰的?讓我舉個例

子:我在路旁看到一個金屬三角牌，上頭有個 X. 假如我不懂公

路法規，我可能會問「這是什麼? J 假使我懂公路法規，這個記

號告訴我「小心，十字路口」。與此類似，不信者和信者對事件

的反應不同，他們所述的故事也不會相同。

為不信者，這個異於尋常的事實給他們拋下一個疑問，-有

能力做這些事的人是誰? J 

為相信的人(也只有對他)來說，這事件是個奇蹟，換句話

說，是一個訊息，一個他從中發現天主向他說話的事實。

現在看起來，似乎在福音定稿前，初期團體就以兩種方式使

用平息風浪這個故事。

我們來看馬爾谷的敘述。假使漏讀 40 節，我們得到一個和奇

蹟故事模子完全相符的文章。這是向復活節前還沒發覺耶穌奧秘

的門徒說的，也可能是給不信者的;耳!導他們問「他是誰......? J 

加入 40 節，這敘述成為給信仰者的信仰問答:他們知道耶穌

是誰。那麼為什麼要恐懼?他們的信仰何在?

這種要理問答式的用法可以使完整的教訓顯現出來。瑪竇以

這種方式向門徒，亦即在(唯一的)船上跟隨耶穌的人，說話。

小船被大震盪所搖晃，有沈沒的危險(邪惡勢力釋放出來，造成

時間的結束)。在船隻教會中，門徒們祈禱， ，-主!救命啊」

耶穌為他們的恐懼(宗徒恐懼啟航到外邦人的地方)和小信德責

備他們;他們已有信仰，但還不夠。由古至今的不信者要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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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教會何以能夠在邪惡釋放出來時，依然吃立不搖。我們可以從

中得到幾個結論。這奇蹟是個記號。使福音作者的當代人感興趣的

並不是事件本身(他們是很好的聽眾，那時候他們很能接受發生奇

蹟的可能性) ，而是其意義:其意義為何?以誰的名字行那事?是

如耶穌的對于所說(瑪卡二 24) ，以魔王的名字嗎?耶穌回答:

「我仗賴聖神行動，這是天主的國己來到你們中間的記號。 J (瑪

十二 28 ) 

所以重要的不是問「發生了什麼事? J (你們可以這麼間，不

過這是次要的問題，而且就算找不著答案也不要緊) ，而是尋找其

意義。

福音作者發揮這個意義時針對的是信徒:這就是我們最需要發

掘的。

哥蹟51'口主見T弋人

奇蹟使我們感到困擾。從前人們因為奇蹟而相信，現在人們不

顧奇蹟而相信。然而，也許只是因為我們對奇蹟的觀念錯誤。讓我

回顧一、兩個重點。

奇蹟是記號。路旁的道路標誌是真實(金屬製)有形的(圓

的、三角形的) ;實際的標誌可以改變，但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

其中蘊含的訊息，象徵的是彎道還是十字路口。與此類似，奇蹟具

有歷史上的真實性:是一些特殊而使人們注意的事件。不過重點是

其訊息。訊息是什麼?

奇蹟是只給信仰者的記號。因為已經是朋友，所以他們之間互

換的是禮物;大街上陌生人所給的東西不是記號而是疑問。假如我

們要認出一個特殊事件是奇蹟，我們要已經有了信仰。露德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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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斤，由相信的與不信的醫生一起組成，他們所證實的只是某一個

特別的治療乃科學無法解釋之事。只有信仰者視之為奇蹟。要成

為奇蹟'事件必須符合特定的情況;必須以陳述和其他事件相符

應。露德主要是祈禱的地方，這是使治癒有意義的情況。耶穌的

奇蹟總是和他的教訓|相連。

為不信者，奇蹟是疑問，從不曾是「證明」。假如我不明白

道路標誌'路旁的怪東西為我就是個疑問。然而我去加以檢驗也

沒有用:我必須去問明白其意義的人。他告訴我其中意義，而我

就這麼接受。

與此類似，一個不需解釋的事實可以使不信者問這個問題:

「這是什麼? J 而信者可以給他闡釋 I那是由我的天主而來的

記號。」不信者或是成為信者而接受這個詮釋，或是拒絕接受而

尋找其它的說明。奇蹟不是「證明 J 人們不是因為奇蹟而改變

信仰(奇蹟只不過提出了疑問) ，人們是因為信者傳遞的意義而

改變。

奇蹟是與其時代相關連的記號。可能這些事件在某段時期是

超乎尋常的，而在另一段時期卻並非如此。露德的醫療所宣稱一

個特別的治癒案例是現階段科學所無法解釋的。有一天也許可以

加以解釋。這關係不大。假使奇蹟是證明，天主利用我們的無知

擴獲我們就是欺騙，好比一個傳教士藉著按錄音機來證明上帝一

般。假使奇蹟是記號，支持的證據就不那麼重要;我們關心的是

教義，而不是徵兆。也許對今日的我們，一些耶穌的奇蹟是可以

解釋的。

然而，試圖發現「發生什麼事」就走錯了方向。我舉個例，

一個泛靈信仰的土著告訴我「眾神發怒了;他們降火於山上」



154 新約導覽

他以信者的身分給我他的詮釋。不過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假設我

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我會知道有些事正在發生，但我不能說到

底是火山爆發、森林大火還是大風暴。在耶穌的時代，奇蹟在猶

太人中間到處可見，而伴隨著奇蹟的著名希臘聖地，如彼加蒙

CPergamon) 和艾俾道奴斯 C Epidaurus )與還願的奉獻及救濟

院，和露德一般重要。如果耶穌沒有行奇蹟，他不會是他那個時

代裡的宗教人。重要的不是檢視特定奇蹟的歷史性，而是去明白

為我們當代而言，今日什麼才算是奇蹟。

而且超乎尋常的範圍改變了。也許比較不在於肉體的領域(科

學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或將來可以解釋任何事情) ，而是精神

的領域:例如奇蹟可能是寬恕的行動。在一個殘酷兇暴的世界，

在為生命奮鬥中，不計較的態度一一更甚者還有寬恕的態度一一

會顯得很不尋常，而能夠引導不信者問「你為什麼那麼做? J 

聖經中的奇蹟故事不應該引領我們間發生的事，而是要問「今

日我如何能夠是個奇蹟，一個向我周圍的人提間的記號 J ? 

在夫婦之間，每件事都成為愛情的記號。信者閱讀聖經，聖

經引導他發覺整個世界是奇蹟，一個天主溫柔的記號。



五 、 由瑪竇而來的福音

我們從馬爾谷來到瑪質，會覺得自己

來到了不同的地區，就好像我們越過一座

山，發現另一個山谷橫在眼前。與馬爾谷

在一起，我們有時候會誤以為自己正經由

伯多祿的雙眼發掘納臣肋人耶穌。與瑪實

在 J起時，我們很難確定自己是在公元 30

年的提庇黎雅湖旁，還是在公元 80 年基督徒教會舉行的禮儀慶祝

之中。說得更正確些，瑪竇同時把我們放在兩個地方:他故意在

歷史的耶穌上放了一張描圖紙，上面晝的是教會中的主(參考 34

頁)。因此，瑪竇經由教會所朝拜的復活主的光榮容貌，給我們

顯現了納臣肋人耶穌的面容。

「教會的福音」

這是人們給這部福音的稱號，而且這稱號比西方基督宗教裡

梅瑟和律法。杜勒歐洛頗

(Dura-Europos) 會堂(敘

利亞，公元 256 年之前〕

其它的稱號持續得更久。這是唯一使用

「教會」一詞的福音(瑪十六 18 ;十

八 17) ;這部福音關心教會的組織，

提到兄弟姊妹般的生活以及信仰要理，

這信仰要理表現在五個組織嚴密的大演

講中，引人注目。

瑪竇福音帶我們進入一個在禮儀中

紀念主的教會的中心:瑪竇福音將基督

徒朝拜復活主、吟唱「主啊!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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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J (等於「上主，求你垂憐 J )的描圖紙，放在風暴中心的

耶穌門徒身上。這也是個冒著消失危險的教會，而且只有「小信

德 J (瑪八 26 ) 

瑪竇的教會

瑪實在一些團體中宣講，這些團體的處境大大地影響他作的

見證。我們閱讀經文時找到三個主要層面。

這些團體似乎主要是由從猶太教改信的基督徒組成的。他們

很熟悉、經書:我們留意到瑪實在多達一百三十多個段落中引用了

舊約。為他們來說，律法還是生活的準則;耶穌宣稱，-我來不

是為廢除(法律) ，而是為成全 J (瑪五 17) ，為了使法律達到

高峰，到圓滿。他們非常熟悉辣彼詮釋經書的方式，他們的一些

疑問(關於禁食、施捨和離婚)是很猶太式的。耶穌被說成是新

梅瑟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官方猶太教在雅木尼雅重建以後，和這些團體起了衝突(參

考 61-62 頁)。在瑪竇寫作的時候，基督徒已被逐出會堂。因此

異常嚴厲地指責法利塞人的耶穌(瑪二十三)與其說是公元 30 年

的耶穌，不如說是公元 80 年住在其團體中的復活主反對雅木尼雅

的法利塞人。

這些團體開放給外邦人參與。這些成為基督徒的猶太人從耶

穌的言論中，重新體會耶穌派遣門徒到世界各地的用心，這是早

期教會傳教的動力來源。

作者

第二世紀的傳統(無法加以證實)認為瑪竇是葛法翁的稅吏，

十二門徒之一(瑪九 9) ，他以阿辣美文寫下耶穌的言論。

現存福音的作者不知為何許人，可能受到瑪實的啟發。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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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公元 80 至 90 年間，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團體中(很可能

是在安提約基雅)以希臘文寫成。

福音的整體

我們可以像在馬爾谷裡一樣 (129 頁) ，首先唸過一遍瑪竇福

音。以下是導遊帶領你們旅行的一些目的地。

瑪寶的地理

瑪竇治用馬爾谷的綱要，不同處在

於瑪實沒有強調加里肋亞和耶路撒冷的

對立。加里肋亞是重要的地區，具有兩

種特殊的面向。

在耶穌傳道期間，加里肋亞被歸屬

於猶太地區，耶穌幾乎從不越界;當耶

穌朝提洛和漆冬走去，瑪竇描述客納罕

( Canaanite )婦人從這地方出來(瑪

十五 21) 。耶穌只向猶太人宣講，並

且不允許門徒接近外邦人和撒瑪黎雅人

(瑪十 5~6)

耶穌復活之後，加里肋亞如同依撒

軍年按照出埃及的
E各種前往立矣及

意亞的宣告(瑪四 14~ 16) ，成為通往世界的大門。光榮的耶穌

正是在加里肋亞(而不是在耶路撒冷)顯現給他的門徒，並派遣

他們去世界各地宣講(瑪二十八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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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猶太風格的福音書

瑪竇常常提及經書:超過一百三十次，其中四十三次是直

接引用;十一次是應用慣用語「發生這事使上主藉先知之口所

說的將要應驗」。作為一個真正的競役，瑪竇有時候會以複雜

微妙的方式組合幾個段落，改造成為適合他用的引言;因此瑪

竇結合固十一 12 和耶十八 2. 用來解釋猶達斯之死(瑪二十七

9) .或者結合回九 9和依六卜二 11. 用來指出耶穌進入耶路撒

冷的默西亞意義(瑪二十一 1-19)

瑪竇表達的方式是猶太式的。他說天上的國而不是天主的

間，因為猶太人不說神聖者之名。瑪竇喜歡重複( repetition) 

特別喜歡「首尾相應 J (inclusion) .就是在段落的開頭和結尾

重複同樣的敘述(瑪五 3 • 10 ;六 25-34) 。他也運用平行法

(parallelism .瑪十六 25 ;七 24-27) .喜好以數字分組，不

管是具有象徵意義或只是為了幫助記憶、﹒天主經中的七個祈願、

七個比喻、七條麵包和七個籃子、三次誘惑、三項善行(瑪六

lf.) 、三種什一稅(瑪二十三 23) 等等。

天主的國和教會

耶穌開啟天主的國(參考 146 頁)。教會不等於這個天國，

而只是天國顯現在世的特別地方。瑪賣的中心主題包括天主的國

和其實現的開始。

瑪竇如何鋪陳?我們可以從一些特色中加以了解。

童年故事(瑪一~二)事實上是這部福音的神學序幕。

同樣一句結尾詞(瑪七 28 ;十一 1 ;十三日;十九 1 ;二十

六 1 )標示了瑪寶安排的五大演講。這些演講在福音中和六段耶穌

言行的敘述交錯地排列。敘述部分和演講之間的連結是什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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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譯者按:即一段敘述+一段演講)的開頭和結尾重複了同

樣的句子(瑪四 23 ;九 35) ，它指出如下的提示:耶穌在演講中

所談及的主題，他跟著把它付諸實行。我們可以假設其它組有同

樣的情況。

福音開頭(瑪三~四)和中間(瑪十六 13~十七 27 )的兩個

段落也是相似的情形，這兩段是轉折點( transition )。同一個慣用

語(只在這部福音中找得到)引導出耶穌使命的兩個連續階段:

「從那時起，耶穌開始宣講說 IF ......天國臨近了。 21 J (瑪四

17)和「給他的門徒知道他要受苦 J (瑪十六 21) 。兩處都宣告

了耶穌的名號:兒子(天上的聲音)和默西亞(伯多祿) ;兩處

耶穌都受到誘惑，或是撒痺，或是被稱作撒彈的伯多祿。

在這些觀察結果的光照下，我們可以猜想瑪寶是以這種方式

鋪陳其天國和教會的主題。

一開始耶穌向眾人宣告天國的來臨，他以行動開始了天國。

耶穌派遣門徒傳道，好準備他們繼續自己的工作。事實上，耶穌

才是出外傳道的那人!直到耶穌復活以後，他的門徒才真正為他

們的使命準備妥當。

然後耶穌專心訓練他的門徒。伯多祿宣稱耶穌是默西亞，不

過他也誘惑耶穌。耶穌給他的教會一條生活準則。之後他宣佈天

國來臨了，他以自己的死亡和復活開啟了天國，並派遣門徒在世

上宣講天圈。

開場自:敘述耶穌的奧秘(瑪一~二)

第一部分:耶穌向所有的人宣講天主的圖，並為教會作準備(瑪

三~十六)

轉折:天父宣告其子，撒彈誘惑天主子(瑪三~四)

1.天主國來臨了(瑪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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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以言:山中聖司11 (瑪五~七)

以行:十個奇蹟(瑪八~九)

顯示天主國的來臨。

2.耶穌派遣門徒宣講，而他自己敵程宣告天國(瑪十~十二)

派遣門徒的話(瑪十〉

耶穌履行其使命(瑪卡一~十二)

3.天圓的宣告要求作斷然的選擇。馬十三 1~十六 12 ) 

七個比喻組成的講述(瑪十三 1~52)

走向伯多祿的表白(瑪十三 53~十六 12 ) 

第二部分:耶穌為教會在天主國中的角色做準備(瑪十七~二十

;\) 

轉折:教會表白，並誘惑其主(瑪十六日~十七 27 ) 

4.天主國由猶太人轉移到教會(瑪十八~二十三)

演說 I 團體的準則 J (瑪十八)

從加里肋亞到耶路撒冷(瑪十九~二十三)

5.耶穌復活時天主國最終開歐(瑪二十四~二十八)

末世言論:天主國最終臨在於耶穌身上(瑪二十四~二十五)

耶穌的死亡和舉揚最終開啟了天國(瑪二十六~三十八)

教會開始在世上宣講。

日寺間的#冬結

馬爾谷在福音最後說:所有事情還是要去做;我們要到歷史

的終結才見得到復活主。瑪竇則宣稱:國著耶穌，一切事皆已完

成;時間已到了盡頭;勝卷在握;剩下來的是要攻佔這個領土!

我們要在一個重要的細節上稍作著墨。

耶穌在其末世言論中指出一個時間終結時的記號:將要有「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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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J (谷十三 8; 路二十一 11; 瑪二十四 7) 。這不是個歷史事件

(一次地震) ，而是個象徵的形象。

瑪竇在別處六次使用這字的名詞或動詞型態，也只有瑪竇如

此。十字架「震動」時，死者復活了(瑪二十七 51) ，外邦人面

對「震動」的景象而承認耶穌是天主于(瑪二十七 54)。在耶穌

復活的早晨有個「震動 J '耶穌的敵人「嚇得打顫 J '變得好像

死人一樣(瑪二十八 2 ' 4) 。因此耶穌的死亡和榮耀是時間終結

的記號。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這城市受到「震動 J 這是耶穌榮進

天堂的影像(瑪二十一 10 ) 

上述某個記號讓我們能夠認出，時間的終結在耶穌受難和復

活的時候到來。天主國必然因耶穌的受難復活而開啟。不過教會

如同一艘不幸固的小船，受到這震動(瑪八妙，這字常譯成風

暴，參考 198 頁)打擊，自始至終都必須經歷這樣的危機。

主馬賢的一些特色

瑪寶是個老師。他將耶穌的言論重新整理成五大演講，目

的當然是介紹耶穌是新梅瑟。瑪竇強調我們需要理解言論，而

不只是聆聽(瑪十三 19-23 )。瑪竇濃縮奇蹟故事，通常只留

下兩個人物，即耶穌和那相關的人;這些故事不再生動，不過

卻以教訓的方式達到較大的效果。

瑪寶是個精通猶太式解經的經師，他知道如何從其實庫中

取出新的和舊的東西(瑪十三 52)

瑪買的暴督信仰使他視納臣肋人耶穌為受榮耀的主。瑪貫

一開始就宣告耶穌是擁有明顯威嚴和權柄的天主子，此後他好

幾次如此宣告。

整部福音在禮儀的氣氛下進行:透過跟隨耶穌走在巴勒斯

坦路上的門徒，我們看到在團體中崇拜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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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福音被稱作「教會的福音 J 其中心是天圖以及天國

在教會中的實現，因此這福音在西方基督宗教史中留下顯著的

印記。

取自瑪竇的一些章節

"耶穌受誘惑:瑪四 1 ，...._， 11

我們要在這部福音的一個特色上稍作停留:因為經書，耶穌

和我們自己的生活如何具有了意義?

耶穌很有可能是以「避靜」開始他的使命，而且他在避靜期

間受到試探(閱讀谷一 12~ 13) 。無論如何，耶穌一-生受試探，

來自他的對手和伯多祿的試探(譬如瑪十六 23 ;二十七 42 ;若六

15 )。基督徒試圖找出這些誘惑的意義。瑪費和路加取用的傳統

企圖加以闡述。

請閱讀瑪質的經文。曠野、四十和試探使人聯想到什麼?注

意每一個試探的架構。

魔鬼把耶穌置於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經歷過的狀況(瑪四 4 等

於出十六 14 ;瑪四 7 等於出十七 1~7 ;瑪四 10 等於出二十三

20~30 ;三十四 11 ~ 14) 。耶穌重遊他的人民走過的旅程。因為

他們不能妥善處理這些試探，所以他們無法成就進入預許之地的

命運。

耶穌以申命紀的經文回應(參考《舊約導覽) 124-125 、 253

頁)。這樣，耶穌接受並通過了這些試探，他的人民(若要成功

的話)本來也應該這麼做(可惜他們沒有)。猶太人民的歷史由

耶穌接續，並經由耶穌而完成:從這時起，人們能夠進入預訐之

地，而且耶穌宣告: ，-天國臨近了 J (瑪四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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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耶穌不但接受他個人的試探，同時也承受了屬於其于民

的誘惑。(路加在此放置從耶穌回溯至亞當的祖譜，顯然他認定

耶穌也接受了屬於全人類的誘惑。)

保祿提到同樣的這些屬於人民的試探(格前十 1~ 1l) ，顯示

這些誘惑是我們自己的試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乃是我們的

「預像 J (瑪四 6 ' 11) 。這預像不是指範例或模範，而是個模擬

或是樣本(例如衣服的樣本)。這個模擬預示了將要完成之事;

它就是這件事。以色列人民受到的誘惑是我們所受的誘惑的模擬，

耶穌也經歷過這且誘惑。我們需要的主要不是模仿耶穌(這樣做

只是道德主義 moralism 。譯者按:道德主義把耶穌約減為一個可

供模仿的義人) ，而是在他內活出我們的生命(承受我們的誘

惑) ，因為耶穌已經接受並克服了這些誘惑。

"山中聖言11 :瑪五~七

現在我們要來閱讀瑪竇:稍後我們要比較瑪寶和路加的經文

(175 頁)。你們願意的話，可以接著研讀真福八端 (176 頁)

首先仔細閱讀這個聖訓。下一頁的綱要可以協助你們進行。

誰在說話?向誰說話?說話者:當然是耶穌，不過他是怎麼

說的?在哪座山上?借用了什麼舊約的形象?說話的對象:耶穌

正在教訓群展和門徒。這不是意在歸化(外教人)的首次宣講(初

傳) ，而是種信仰問答，對象是已經發現珍珠貴重，準備為擁有

珍珠而放棄一切的人。門徒在場指出這是有可能的:有一些人已

經選擇了跟隨耶穌。

留意重疊句和一再使用的措辭，-你們一向聽說過...... J ，-你

父在暗中看見...... J 。在「父」一字下劃線:這字在瑪賣出現三

十一次，在馬爾谷出現了兩次，在路加中出現五次。這個字也在

若望中至少出現過三次。在山中聖訓中，這個字出現了十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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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些部分?這個字使耶穌的教訓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山中聖訓有一個特色無法以英文再現。聖訓中穿插使用你和

你們。複數形式是應用於任何人任何地方的通則(以「誰」開頭

的句子和其同義語也是如此) :單數用法則是指個別情況;目的

是協助人們發現在自己特殊狀態下履行通則的方法(事實上，耶

穌本人就沒有遵守瑪五 39提到的教訓1; 參考若十六 23 )。在每個

段落中，你們試著找出通則，察看這通則應用的方式，並且尋找

可以適用於今日的例子。

你們可以找到耶穌如何成全梅瑟法律:他沒有廢除梅瑟法律，

反而順從眾先知的方向，將之推至極至。耶穌內化了梅瑟法律:

法律不再是外在的態度而是愛。耶穌使法律成為個人的:是在天

父注視下生活的問題;之所以從那時起成為可能，是因為耶穌是

聖子，他邀請我們進入他和天父擁有的父子關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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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五 3~16
瑪況:3-12 真蝙八端。好消息 (3 . 6 不JJ
11-12 仰起原來的〕
瑪五日-16 基督徒是站起上的鹽和光

l 新正義超越當正義:五 17~48
或者說，在日常生泊中體驗好消息的慈

義為何?
原則

路力11
六 20~26
(24--26) 
十凶 34-35

八 16 ;十-33

瑪質 )，1;;爾干干

)L 50 
內 21

瑪五 17 不足:}Ij豈除法律和先生11 '而完成去世 |二十一位-33 ; 

五 18-19 誕老陸軍除最小的一條誡命

五個特定的應用: r你們一向聽過...

我對你們說... J 五 21~45
瑪亢 21-24 r 不可殺人 J 不要對自

己的兄弟發怒
瑪五 25-26 趕快和你的對頓和解

:!\&ii 27-28 不可姦淨」 迪在你們心中
貪戀別的婦女都不行

瑪五 29-30 位足你的!!J段時話使你犯蚱，

宛'1/if!它來扔掉
瑪:五 31-32 誰若休妾

瑪_T，: 33-37 r 不可發臘哲」 絕不可發哲:

瑪冗 38-42 r以眼還眼J 把另一'1111轉過
來
草!liJi， 43-48 愛你的迫人， tu你的。L人」
愛你們的。L人

11 新正義的內在特性:六 1~18
或者說，當政們成為夫父的子女，主~們要
以什麼攘的精神實踐傳統的苦行。
原則

瑪六 I 做著事時只要考慮夫父
猶太教中傳統的三項善行
喝六 2-4 暗中施拾。「你父在暗中看見」

瑪六 5-6 獨自祈鑄。「你父在暗中看見J
寫六 7-15 '裁們的父… "'_j

瑪/、 16-18 暗中禁食。「你父:(:t暗中
看見 .., J 

寫六 19-21 ' 22-23 真正的財宮 o !iJ良
憶是身體的燈﹒

瑪六 24-34 在天主和錢財中做選擇。
信賴天父。

111 三種警告:七 1~27
或者說，誰是門徒?怎麼樣成為門徒?

瑪七 1-5 不要判斷人@大樑和木屑

務七 6 不要褻潰聖物

海七 7-]] 新詩約功效

草草七 12 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草草七 13-14 導入生命的牢門

瑪七 15-20 假先知:可以憑他們的果實
辨別他們
瑪七 21-27 真正的門徒:不要說「主」
而是承行天父的旨意

瑪七 22-23 只是以他的名字驅煙位差不
夠的

把你的房子建在轉右上
在群眾中產生的效果:七 28~29
「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威的人」

十六 17
二十阿 34-35 I 十三 30-31

十 25
十二 57-59

+八 9 ， 8 !九 47 '的
十六 18 I 十九 7-9 I 十 4-12

六 29~30

六 27~28 ; 
32~36 

十一 2-4

十二 33 f. ;十-

34f. 
十六日，十二
22-31 

(38a) 1+冗 14
六 37~42 I I 四 24
(39-40) I 十 24

十-9-13

六 31
十三 23-24

六 43~45 (45) I 十二 33-35

六 46
十三 26-27

六 47~49

七 1 ;四 32 I I 四 22

注意瑪費增加I的部分是斜體字。路加的平行文(六 20-40) 是黑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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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並追隨耶穌:瑪十六日---28

這三個插曲是瑪竇福音中的轉折(參考 159-160 頁)

比較伯多祿在瑪十六 16 ;谷八 29 ;路九 20 和若六 69 中的回

答。那麼，哪一個才是伯多祿的回答?瑪竇如何藉由放上基督徒

信仰的「描圖紙」來加以解釋?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認伯多祿的角

色在初期團體中很是重要。繼任者是否傳承了這個角色?基督徒

傳統在此處產生歧異。

圖，團體的法則:瑪十八

耶穌用兩個比喻(瑪十八1O~14和 23~25 )說明他提出的兩

組法則。事實上耶穌留給他的教會什麼樣的法則(教會法典 canon

law) ? 

瑪十八 20 強而有力。一位死於公元 135 年的辣彼宣稱 i兩

個人坐下來談論法律峙，天主神聖的臨在 (the Shekinah) 就在他

們中間。」因此瑪費以耶穌取代了法律和天主!

圖，童年故事:瑪一~二

這些敘述和路加裡的故事一樣不是民間傳說，而是神學，如

同谷一 1 和若一 1~ 18 的讚歌一般。有時候一部電影把主冒放在

片頭，當作演員名錄的背景，然後用倒敘的方式把影片最終的影

像放到開頭。瑪實在這襄正是這麼做的，他在開頭安插了福音的

主要角色，告訴我們耶穌，新梅瑟'到底是誰，他叉有什麼樣的

使命。

仔細閱讀這兩章:以整體福音的觀點閱讀 (157 頁) ，嘗試明

白瑪竇怎麼樣立即預料到耶穌一生的特色。

在而且譜之後，我們看到一系列五個插曲，這些插曲分成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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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這兩個部分互相包合，而且每個部分都引用了經典:

l.給若瑟的宣告(瑪-18~25) :依七 14 。

a.賢士(瑪二 1 ~ 12) :米五 1 +撒下五 2 。

2.逃往埃及(瑪二 13~25 )歐十一 1 。

b.殺死嬰兒(瑪二 16~18) :耶三十- 15 , 

3.返回納區肋(瑪二 19~23 )依四十二 6; 四十九 6 也有可能。

第一組( l.2.3.)的中心是上主的天使和若瑟，模式相同:當

時處境，天使的指示和使命，經書，完成使命。第三組 (a.b. )對

比了黑落德和耶穌這兩位君王。

祖譜讓我們知道耶穌的身分:基督，達味之子，新創造的開

始(比較瑪一 l 和創五 1 ) 

給若瑟的宣告讓我們知道耶穌雖是由貞女所生，確是達味之

子。作為一個義人，若瑟不願意把這個奇妙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

子;然而天主要求若瑟給這個孩子起名，並使這孩子成為家族的

一員，得到他的社會身分。

賢士的插曲是經典研究的產品 (a midrash pesher '參考 38

頁)。瑪竇以黑落德血腥行為的回憶起頭寫了一個故事，其基礎

是依六十;六十二和戶三十四 17 的星星(那時候人們將這星視作

默西亞的圖像)。瑪買這麼做，好說明耶穌將受猶太當局和世俗

權力拒絕，不過將由外邦人承認他。

逃往埃及是以象徵的手法表達人們如何在耶穌身上完成出埃

及。通往天國的路終於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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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經書中

J顆星

從雅各伯出來

要成為統治者

新約導覽

F籍紀二十四 17

在巴勒斯坦塔爾木

(譯者按.塔爾木是舊約聖經的

阿辣美語譯本)

那時候強大的君王

出於雅各伯之家

要統治

4個權杖將要興起 而且那時候默西亞，

有力的權柄，

由以色列出來 出於以色列的要被傅油

因此瑪寶的星是真實的，這星是默西亞，剛出生的耶穌，

而外邦人(賢士是代表)走向他的光芒。

在到處研言貴的經文

瑪竇

五 3~12 真福八端 176 頁

六 9~13 「我們的天父」 239 頁

八 14~15 治癒伯多祿的岳母 25 頁

八 18~27 平息風浪 149 頁

-卜三 天國的比喻 210 頁

二十 1~16 葡萄園僱土的比喻 205 頁

二十一 33~44 葡萄園裡兇手的比喻 209 頁

二十六 26~29 聖體聖事 238 頁

二十八 16~20 復活耶穌的顯現 81-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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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的耶穌受難史

瑪竇寫給已有信仰並渴望加深信

仰的基督徒。他努力的目標是揭開基

督死亡意義的面紗。

瑪竇寫給原是猶太人的基督徒:

他說明天主如何在耶穌身上信守祂給

其于民的承諾，以及耶穌如何滿全了

經書。經由它的領導者，猶太民眾拒

絕了耶穌，因此現在這個承諾轉移給

新的于民，亦即教會。無論如何，教

最後晚簣，蘭勃﹒魯塞

( Lam bert Rucky ) 

會必須時時警戒:教會也有可能拒絕追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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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費述說這些事件時，主要想表達出耶穌的能力和權柄。

耶穌是天主子;他知道在自己身上要發生什麼事。他接受了;

的確，因為他預先知道這些事件，所以事件就這麼發生了。

耶穌是凌駕全世界的主。天父將其能力託付給耶穌，耶穌大可以

使出這能力逃避死亡。不過，他的死標誌了時間的終結，並引導

新世界來臨，這新世界是天主的國，我們現在要居於其中。

瑪竇敘述陰謀(瑪二十六 1~5 )的目的是為了回應兩種可能

的難題。天主子怎麼可能遭人處死?瑪寶安排耶穌說出這個陰謀，

好說明耶穌才是指揮事件的人，眾領袖則加以執行(瑪二十六 3'

「那時... ... J )。宗教領袖的職責是找出默西亞，他們怎麼可能

判他刑?這是因為他們是邪惡的人，按照詠 2 的說法，他們聚在

一起反對默西亞( {舊約導覽> 234頁)。顯然從今而後默西亞是

受全世界擁戴的主。耶穌把他在西滿家受傅一事(瑪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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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視作其喪禮的親歌。

瑪竇講述耶穌舉行最後晚餐(瑪二十六 26~29) ，前後分別

宣告了猶達斯的背叛和伯多祿的否認;所以耶穌很清楚他吧白己

的身體和血遞給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他以這種方式滿全了經

書(瑪二卡六 31)

在這裡，耶穌像在祭壇前莊嚴的主禮者慶祝了自己的受難。

瑪竇敘述耶穌在莊園的痛苦(瑪二十六 36~46) ，說明耶穌是全

然的人:瑪竇三次加上這樣的措辭「同他們」、「同我 J (36 

節， 38 節， 40 節)。耶穌和所有受苦的人一樣，覺得自己需要朋

友在場。連這個他也沒有得到;他們睡著了。無論如何，藉著念

誦天主經，耶穌幫助自己去接受天父的旨意，因此重新獲得了力

量;耶穌被捕的時候(瑪二十六 47~56) ，他再次教訓人，並拒

絕使用天父託付給他的能力。

耶穌在猶太人面前受害時(瑪二十六 57~68) ，宣稱此後、

從此( 64 節)他會在天父旁，擁有受舉揚的人子(受擁戴的默西

亞)的能力。瑪竇敘述伯多祿否認耶穌(瑪二十六 69~75 )和猶

達斯的死(瑪二十七 3~10) ，他以悲劇提醒我們，我們也可能拒

絕承認受屈辱的主。最重要的是，瑪竇說明臣加利亞

( Zechariah )神諭要在此完成;那時拒絕天主並加以嘲笑的人，

要付出奴隸的代價( <舊約導覽> 191 頁)。在耶穌身上，是天主

自身被出賣。

在羅馬人審判耶穌的那一幕中(瑪二十七1l ~26) ，瑪竇增

加比拉多妻子干涉的情節:即使是羅馬人也承認耶穌是義人。比

拉多洗自己的手，群眾為耶穌的死負責 í他的血歸在我們身

上」。從此任何人為了得救(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 ，都必

須加入以耶穌的血封印的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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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瑪竇而言，耶穌的死(瑪二十七 32-54 )標誌著舊世界的

結束和新世界的開始。「以這種方式滿全了經書 J '這是瑪賣常

常用的一句話。

耶穌死時顯然受眾人(甚至是天主〉背棄。但他的死亡是復

活:地震/震動是時間盡頭的景象;那時候聖人要使活，進入聖

城耶路撒冷，而且外邦人承認耶穌是天主子。

司祭長封住墳墓並派駐衛兵把守(瑪二十七 55-61) :這麼

做只不過愈加顯得復活耶穌能力的強大。他們自己記得復活的預

言。表面看來一切都結束了。瑪竇警告我們這只不過是個開始，

曙光在墳墓之黑夜中破曉。

瑪竇的耶穌

是活在團體中的主

馬爾谷主要使我們看到耶穌這個人;

瑪實則從一開始就給我們介紹在團體中受

讚頌的光榮主。雖然人只該俯伏朝拜天主

(瑪四 10) ，門徒還是在復活的耶穌前

俯伏朝拜(瑪二十七 17) ，就如同賢士

(瑪三 2 ' 11) 、痲瘋病患、百夫長和風

浪中的門徒所做的一般。

事實是耶穌藉著復活成為和我們在一

起的真天主:耶穌誕生時受告的名字厄瑪

奴耳 (Emmanue1 ，瑪-23) ，直到他復

活之日才名符其實;厄瑪奴耳甚至是這部

福音的最後一句話:我(舊約中天主的同

訓誨人的基督。亞密

安(十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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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詞)同你們在一起(瑪二十八 20)

耶穌是深受寵愛的天主于。馬爾谷不太使用「天主于」這個

稱號，同時他讓我們知道門徒歷經艱辛才承認耶穌是天主子。在

瑪賣中，耶穌介紹自己是天主于(瑪十一 27 ;二十六 63~64 ) 

而且門徒好幾次宣告他是天主子(例如瑪十四 33 ;十六 16 ) 

瑪賣的耶穌也是嚴肅的、大權在握的。瑪竇忽視耶穌的情緒

和無知(比較瑪十三 58 和谷六 5) ，而強調他的能力(瑪四 23 ; 

八 24 ;十五 30)。不過，這樣的主曾有一次顯示出非常人性的一

面，他在痛苦的時候尋求朋友的慰藉。

耶穌是瑪竇團體的救主。奇蹟指出耶穌是依撒意亞之受苦的

僕人，他承受了我們的脆弱(瑪八 17)。為了說明主耶穌在瑪買

那個時代的團體中繼續救世工程，瑪竇組織了各種奇蹟故事，沖

淡耶穌的人性特徵'並把他那時候基督徒的樣貌呈現在伯多祿的

岳母(瑪八 15 )和風暴中的門徒(瑪八 25 )身上。

耶穌是瑪竇團體的主。梅瑟給人民律法;耶穌是新梅瑟'他

在山中聖訓和復活日顯現的山上給了新的法律。這法律願意人是

完美的，因為天父是完美的。耶穌使古老的律法回復至其原先的

純淨狀態，他尋求的是仁愛而非祭獻(瑪九 13 ;十三 7) ，耶穌

留給教會的準則也是仁愛和寬恕(瑪十八 21 ~35) 。耶穌希望門

徒具有理性的信仰，他好幾次要求他們要去理解(例如瑪十三

時， 23 ' 51 ;十五 10 ) 

耶穌是瑪竇團體的模範。耶穌告訴若翰，.我們應當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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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全義 J (瑪三 15) ，而且在一段瑪賣獨有的經文中，瑪竇

介紹耶穌是唯一通往認識天父的道路(瑪十一 27~30 ) 

是以色列的默宣言亞

為瑪買來說，耶穌是以色列在尋找和經書宣告了的默西亞。

作為一位真正的辣彼，瑪實為了顯示耶穌滿全了經書而巧妙地加

以引用。瑪竇常常賦予耶穌官方的稱號，如默西亞(基督)、達

味之子和以色列的君王。一個人是否屬於新以色列，取決於他是

拒絕耶穌還是接受耶穌:外邦的賢士朝拜耶穌，但耶路撒冷拒絕

了他;祭司和經師判耶穌有罪，但羅馬百夫長和他的門徒宣告他

是天主于。天國也將由原先的人手中拿走而給其他的人(葡萄園

兇手的比喻 '21~41) 。以色列的默西亞成為全世界的默西亞。

是人子

在世末文學(參考達七)的傳統裡，人們盼望時間終結時人

子來臨審判。為瑪費而言，耶穌是這個人子;他在公議會前聲稱

自己是人子，並且宣稱人們從此會看到他(瑪二十六 64)。復活

真的是人子來臨的時候，他乘著雲彩(瑪二十六 64 )走向他絕望

的門徒(瑪二十八 18) ，他擁有全能(瑪二十八 18 ;比較達七

14 )。瑪竇是唯一提到人子來臨的人(瑪二十四 3 ' 27 ' 37 ' 

39 )。事實上，為瑪寶來說，人子的來臨意昧著天主國在我們歷

史中出現的時刻。復活就是這個時刻;每當我們遇到人子(人子

神奇地出現在最弱小者身上，他視自己和他們為一體，瑪二十五

31~46) ，天國就會來臨。

耶穌混遣瑞賢的團體

耶穌受人擁戴為人子、最高權力的法官和全世界的主，他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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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最後的勝利。現在他要前進至他的領地，所以派還門徒到世

界各地建立他的勝利。耶穌曾為這個使命準備他們(瑪十) ，不

過，在那時候，只有他自己出去宣講。真正的基督徒傳教始於復

活日(瑪二十八 18~20 ) 

要理講授:演說

群泉聆聽門徒的宣講(初傳) ，並經由信仰和洗禮成為耶穌

基督的門徒之後，他們的教導還未完成。路加寫到，-他們專心

聽取宗徒的訓誨 J (宗二 42) 。我們研讀基督徒的行為時

( 120-125 頁) ，從書信中得知這個要理講授。現在我們要經由福

音中耶穌的演說來了解。

耶穌宜講;這是顯而易見的。但他有像福音中的演說般長篇

大論嗎?有可能。但是無論如何，這些演說大都是團體工作的成

果，他們把耶穌的言論收集在一起成為一種要理的講授。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瑪置的山中聖訓和路加中相對應的平地

聖訓。我們已經研讀過瑪竇的經文 (165 頁)。現在我們要加以比

較。

位置3和重要性

在瑪實中，這聖訓是耶穌預先計畫好的演說，是耶穌第一次

的演講:其中包含一百零七節。在路加中，聖訓只有三十節，而

且路加把規畫好的演講提前放在納回肋的會堂(路四 16~30 ) 

馬爾谷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演講!

軍拭較旱的經文

我們不認為自己能夠回到耶穌的言論，不過我們可以嘗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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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瑪費和路力日是否受到同樣來源的經文的啟發，以及他們如何修

改或補強這份經文。

翻回 165 頁的圖表。你們看看路加那欄，除了六 24~26 和其

它四節 (3缸， 39 ' 40 '的節)外，你們會看到所有路六 20~60

的言論都重複出現在瑪賣的敘述中，只不過有時候順序不同。

法國學者杜邦(J. Dupont) 經過仔細的研究，提出下列的假

設。瑪竇複述其出處的內容，但是加入了一些教訓I (圖表中的斜

體字)。路加複述同樣來源的內容(這內容己加入四節擴充)

不過他把這些內容拆散，把其中一些教導安排在別處。

不管經文的正確位置為何，這個演說的第一個版本就已經是

團體經手過的:它把耶穌的個別言論集合起來;其中一些可能是

耶穌某一個聖訓的總結，其它的可能是以問答形式表達的長篇教

導的摘要。門徒想要以一種要理講授的方式呈現出基督教義的整

體，因此他們以這種方式收集耶穌的言論，好和猶太教的教導做

比較(可能雅木尼雅的法利塞人早已這麼做了，參考 60-62 頁)

王馬賢的皇宮11

瑪竇忠實地轉述這個要理講授。他強調實用的效果，並給我

們可能加以應用的例子。

圖，在先前研讀的啟發下( 162-164 頁) ，我們要試著找出這個要

理講授的主要綱領，也就是完美門徒應有之行為。

控告刀口自勾己實言克

路加的演說短得多，仍然保持福音的特色，即宣告好消息(關

於真福八端，參考 176-179 頁)。我們聆聽這個演說時，感受到

自己需要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路加的要理講授重心在「愛」

圖，比較路六 36 和瑪五 48 :有什麼不同?使基督徒生活具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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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意義?

比較路六 33~35 和瑪五 47 ;有什麼不同?事實上路加是唯一

和伯前一樣使用「行善」和「善行」字眼的福音作者(伯前二

14 ' 15 ' 20 ;三 6 ' 17 ;四 19 ;參考 119-124 頁)。路加給我們什

麼樣景象的基督徒生活?

比較路六 32 '刃， 34 中重複使用的句子和瑪五 46 。有什麼不

同?譯為「宜，報」的字眼(很容易有被誤解為「報酬 J quid pro 

quo' 甚至「補償 J recompense 的危險) ，它的原意是恩寵。我們

因為愛而接受的 quid pro quo 不是報酬，而是恩寵。

在這些提示的啟示下再讀一遍這個演說。試著指出這個要理

講授的主要綱領，亦即知道自己受到天主無條件寵愛之人的行為

舉止。

l真寺m"" 、端

瑪賣的山中聖訓和路加的平地聖訓是以宣告真福八踹為開端。

因此耶穌的訊息主要是要人振作起來的宣告。不過是對誰的宣告?

怎樣宜告?

雖然很遺憾要這麼說，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因為悲慘的錯誤

詮釋，真福八端常常用作安撫窮人痛苦和反抗的麻藥。其福八端

似乎在說: ï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受天主寵愛，所以

一繼續窮下去吧!接受你們的命運，有一天你們會快樂地在天堂

裡頭。」現在我們要知道耶穌宣告的正好相反: ï你們貧窮的是

有福的，因為從此以後你們將不再貧窮，因為天主的國要來了。」

首先比較這八福!瑪費和路加共有的有哪些?瑪寶和路加是

向誰說話(他們還是你們) ?路加指的是什麼樣的貧窮?在瑪竇

裡呢?區分真福八端的這兩個部分:在瑪貫中的前八條(文體相

同，表達方式相同，開頭和結尾都有「天國 J )和第九條真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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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說話的對象都改變了)

瑪費3和路刀口之前的真福J 、端

耶穌毫無疑問曾在不同時刻宣講過真福八端。團體收錄成第

一個版本，學者杜邦重新建構這個版本可能的內容(請看 179 頁

的下方)。在這個階段裡，真福八端可能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為了發掘意義，我們必須把真福八端放回到耶穌關於天國的

教訓之中。再讀一次我在 148 頁談到的真福八端的內容。比較真

福八端中瑪寶和路加相同的部分，以及耶穌對洗者若翰派來傳訊

者的答覆。耶穌回答時引用先知的話，所以他是知道他的行動是

在實現先知們的宣告。再閱讀一些經文:依四十九 9; 五十二 7;

六十 6; 六十一 1 ;三十五 5~6 。先知們在充軍期間或充軍剛結束

的時候，宣告天主要來統治，祂最終要顯示自己本來就是很好的

君王。天主給了哪些記號?難道不正是耶穌所行的記號嗎?因此

耶穌斷言天國在他這個人身上臨近了，從此以後不再有的可窮人;

這就是為什麼說他們會很快樂。

反駁:假如這是耶穌宣言的意義，他就錯了，因為永遠都有

窮人，永遠都有不公義之事。然而，提這個問題等於指出，我們

基督徒很不幸地還沒有做好我們的工作。人們事實上都在等待一

位獨力建立天主圓的默西亞。耶穌來了，他是開啟天國的默西亞，

不過他只能這樣開啟天國:他交給門徒一個責任，要他們去實現

它。首批基督徒非常了解這一點:路加寫到，他們的財產是共有

的，因此他們之中不再有任何窮人(宗四 34 )。一個人不能只宜

告真福八端而不做任何事，不做任何有可能除去所有形式的貧窮、

疾病和不公義的事。

因此真福八端的主要意義是神學性質的;真福八端提到天主

是窮人的天主，祂要藉著默西亞和眾門徒建立公義和愛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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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書中，真福八端成為基督論式的:瑪費和路加用不同的方

式把重心放在基督身上，天國經由基督而來臨。

路刀口所述的真福J 、端

這真福八端是對誰說的?第二人稱複數指向泉門徒。耶穌告

訴這些貧窮的基督徒，他們可憐的處境正是應該期待的:這是他

們忠信於耶穌的結果。不過，在他們去世時，天主會改變這樣的

處境。

王馬膏F斤述的 1具福J 、端

瑪寶不只向基督徒說話，他向所有人說話。瑪寶是唯一賦予

真福八端精神意義的福音作者，他讓真福八端成為心靈的態度。

耶穌要求那些努力讓未來不再有任何窮人的人(就像宗徒大事錄

裡所提到的首批門徒) : í 你們憑什麼感覺行事? J 保祿很了解

這一點，因此他寫道 í我若把我所有的財產全施捨了，但我若

沒有愛，為我毫無益處。 J (格前十三 3) 我們要奮門直到沒有任

何窮人，可是我們必須以謙遜的心這麼做。只有如此感受的人，

才不會在幫助窮人時因憐憫而使他們難受。這樣的態度源自耶穌，

他的心是溫和謙遜的(瑪十一 29) 。只有當我們知道自己已經得

到豐富的恩寵，我們才能把這個好消息傳遞給窮人，好協助他們

離開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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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五 3~12 |叭叫

3 神貧的人是有繭的， 20b 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 24 但是，你們富有的是
有禍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 因為你們已經獲得了
你們的安慰。

4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看 21b) (看 25b)

5 溫良的人是有繭的，
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6 飢渴真義的人是有福的， I 21 你們現今飢餓的是有福的， I 25 你們現今飽飯的人是
有禍的，

因為他們要得飽飲。 因為你們將得飽飲。 因為你們將要飢餓。

你們現今哭泣的是有福的， 你們現今歡笑的是
有禍的，

因為你們將宴歡笑。 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

7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8 心襄潔淨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9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10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 幾時人為了我而 22 幾時，為了人予的原故， |捕時眾人都誇讚你們
辱罵迫害你們， 人惱恨你們，並棄絕你們， 你們是有禍的，

捏造-切壞化毀謗你們， ，111 且以你們的名字為可惡的，
而加以辱罵詛咒，

你們是有福的。 你們績是有福的。

12 你們歡喜踴躍罷!因為 23 在那 天，你們歡喜踴躍罷!
你們在天上的賞報 看，你們的賞報在天上
是豐厚的， 是豐厚的，

因為在你們以前的先知， 因為他們的祖先 因為他們的祖先

人也會這樣迫害過他們。 也同樣對待了先知。 也向樣對待了假先知。

把這段經文較早期的版本重建出來以後，它很可能是這樣的:

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飢餓(和口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飽飯。

幾時為了人子的原故，人惱恨你們，並棄絕你們，並且以

你們的名字為可惡的，而加以辱罵詛咒，你們境是有福的;

你們歡喜踴躍罷!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因為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曾這樣迫害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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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圓的好漪，直

耶穌宣告福音/好消息，主要是天國/天主的統治即將到來。

耶穌藉著自己的行動(奇蹟，以及他對窮人、微不足道的人和被

輕視的人的特殊態度)和言語(演說，其中的真福八端帶出了主

旨)顯示天國即將到來。最重要的是，耶穌是宣告天國並開啟這

個天國的人。

現在我們可以在團體和福音書中看到人們宣告關於耶穌的好

消息。來宣告的那人成為這個宣告的主題。儘管目標轉移了，意

義還是相同的。「死人復活」是天國來臨時令人訝異的記號之- 0 

宣告耶穌復活了，就是證實在他身上天國來臨了。這個人(他藉

由聖神改變形體)是人的象徵，他已經進入了天國。

無論如何，門徒在這樣的啟示下，更了解天國也是藉著耶穌

而來臨。宣告復活的耶穌是另一種更清楚的方法宣告:天國就在

這裡。

真乖~J、端:一-1固政三台的準則

因為耶穌僅僅開啟了這個天國，所以我們可以了解，真福八

端和由此發展出來的所有教導都是留給全體基督徒的，作為他們

在各自獨特的政治、社會、經濟和家庭生活中行動的準則。

真福八端提醒我們，我們行為背後的動機必須是「為他人服

務 J '他人主要是指窮人，如此一來在我們之中不再有窮人。這

個動機永遠不應該是金錢或權力。

真福八端也讓基督徒為他在世的工作找到深層的意義:醫生

在和疾病纏門，工人藉著自己製作的東西讓其他人的生活過得更

人性化，老師幫助年輕人發掘自己......只要是為了使周遭的人生

活快樂、自立自強而工作，我們就可以認為這些人以慎重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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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帶來了天主國。

為什麼耶穌要求這麼多?

你們閱讀真福八端、山中聖訓和耶穌的言論時，會被他提出

的可怕要求嚇倒。你們必須立刻捨棄一切!這怎麼可能?

你們也會留意到瑪賢的重心放在天父。我們要和她一樣完美。

這樣的強調改變了一切。倫理(基督徒的行為)不是要人遵循的

法律準則:倫理是愛的要求。當我們知道自己受到如此寵愛，自

然也會希望和愛我們的那人一樣。因此這要求永無止境，就如同

天主的愛是永無止境一一艘。不過因為這是愛的要求，所以一切事

都成為可能。

耶穌給我們的不是棄絕而是快樂。其福八端中「有福的 J -~

字意思就是"快樂」。寶貝和珍珠的比喻(瑪十三 44~46 )清楚

地提到這一一點:耶穌講話的對象是體驗過這種寵愛的人，是已經

發現天國令人驚嘆的人，以及因此準備好放棄一切為有所獲得的

人。福音的律法可以是絕對的，因為福音邀請我們活得更好、活

得快樂。

已經選擇這一切的人的見證是重要的一部分。耶穌在山上宣

講時，門徒圍繞著他(瑪五 1) :聆聽耶穌召叫的人知道自己可以

加以回應，因為已經有一些人做了選擇。真福八端以兩個比喻做

結尾不是毫無道理的，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界的光」

o屆五日~16) 。這是對教會最好的定義。這個教會不是得救者

的處所( ，教會之外無救恩 J ) ;教會是山上的信號、光亮，顯

示了生命的意義，可以作為「在黑暗中行走的人J (依六十)的

道路，教會展現的光芒不是來自其自身，而是來自照射它的光源。



六、路力口的著作:福音書與宗徒

大事錄

路加的特色是寫了_t-F兩冊的著作:福

白:吾與宗徒大事錄。這兩本書應該放在一起

看。我們已經將宗徒大事錄視作旅遊指南粗

淺地讀過;現在我們要回頭閱讀宗徒大事

錄，把它和 l路加福音放在-起，好明白路加

著作的綱要。

路加末日公牛。沙爾德十

字架的拱心石(十三世

紀〕

看 J 34 頁的比較以後，我們可能會說路加就和立其-他的幅音作

者

大事錄裡，路加就是要給我們教會生活的原貌。

有信仰的歷史學家

路加謙稱自己寫的不是福音而是「敘述所發生之事 J '目的

是為了使信徒鞏固自己的信仰:在序言中路加以那個時代歷史學

者的方式說話(路一 1~4 ) 

不過，路加這位歷史學家還是個信徒:對路加來說，他所敘

一個在凱撒勒雅發現
的石頭，上頭刻有般

雀比拉多的名字。

述的是想要和眾人分享的好消息。路加不斷

告訴他的讀者1"你們不能以旁觀的態度看

待這一切;你們必須選擇跟隨耶穌或反對

他，而且你們必須今天就作決定...... 0 J 因

此路加從來不曾以不關痛癢的語調描述;他

說的永遠都是勸言。路加全心全意在他所關

注之事;他正是那位正在聆聽並被說服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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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所發掘的不可思議世界的人。

路加的團體

我們無法確知路加寫作時所處的團體，不過我們可以輕易地

想像到他的訊息是在什麼型態的教會裡盟釀的:是一些茁壯於外

邦人地區的團體;是希臘的教會，如安提約基雅和斐理伯城教會。

我們閱讀路加著作時可以找到一些這種團體的特徵。

這些基督徒是以前的外邦人。路加自己是個希臘人，他做了

一一些調整以便適合希臘人的心智。路加強調復活的真實性(希臘

人認為這是難以接受的事) ，不過他用的字眼向他們表達得更多:

「耶穌是活著的 (alive) J 。路加的讀者難以理解基督/默西亞，

所以他丹J I救主」這個詞加以解釋。皇帝叫作「主 J '因此路加

謹慎地說耶穌是唯一的主。路加不用「易容」這個詞(希臘文是

metam。中hosis) ，因為已經有許多希臘神祇易容的故事。

這些基督徒知道自己得以和以色列 A起進入天主的盟約，他

們依賴的是恩寵而不是出身。這些基督徒熱中於重新閱讀經書，

好在其中找到天主愛的計畫。

這些基督徒體驗到聖神:他們的教會在耶路撒冷之外成立，

並且是經由天主的言語和聖神成形。他們知道在耶穌內的信仰帶

領他們進入了一個傳統，是宗徒們的傳統(路加仔細地加以檢

驗) ，不過他們知道如何在聖神的特許下活出這個傳統，也就是

這個特恩驅策他們走向他們的外邦同伴。路加的團體和瑪寶的不

同，他們很輕易就接受了普遍的救贖 (universalism '譯者按:普

世主義，意即救恩並不限於猶太人)

作者

從第二世紀開始的傳統視路加為「親愛的醫生 J (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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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陪伴保祿從特洛阿 (Troas) 到斐理伯城( Philippi ) ，公

元 50至 58年左右路加可能就住在斐理伯城。路加在米肋托( Mile

tus) 和保持再度會合，跟隨保祿到凱撒勒雅( Caesarea ) ，然後到

羅馬(根據宗徒大事錄裡以第一人稱寫成的記錄)。也訐路加是

來自安提約基雅，祖先是外邦人(或希臘化猶太人) ?路加受過

教育，他巧妙地使用當時通行的希臘文 (Koine)

六、路加的著作:福音書與余徒大事錄

14 ) 

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錄之整體

就和我們研讀馬爾谷和瑪貫一樣，最好先把福音書和宗徒大

事錄當作小說讀-遍。這樣要費點時間，不過你們會看到成效。

以下是閱讀時引導你們的一些重點。

路加福音:在這本上冊中，耶路撒冷位於中心位置。福音書

的開始以互之結尾都在聖殿(路~5五;

三十四 52~53 )。耶穌童年時1f:t%內臣

肋到白冷( Bethlehem )再回到納臣

肋'最後的高潮在於耶穌到他天父的

家一一聖殿(路二 41 f.) ，而且復活

主只有在耶路撒冷顯現(因此路加必

須更改天使在墳墓裡說的話，路二十

路加的地理

四 6)

耶穌在加里肋亞開始宣講，不過

他是為了能夠回到耶路撒冷:第二部

分安排耶穌上耶路撒冷(路九 51~十

九 28 )。巴斯卦奧蹟 (paschal mys-

:東哩 , 凱撒勒雅

這是 f 斐平伯協

葛j主翁[

læätJ、\1

1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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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 、 ~'l 耳E里哥

路~\
撤~)

全
世
界

2青



186 新約導覽

te可)必須在聖城顯露，因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 J (路

十三 33 )。事實上，耶穌在聖城中心成全了經書宣告的神聖計

畫。然而耶路撒冷卻拒絕耶穌。

宗徒大事錄:下冊告訴我們聖言如何從耶路撒冷傳遞至猶太

和撒瑪黎雅，然後到世界的盡頭(那時世界的中心在羅馬)

救恩史的三個時期

其他的福音作者把救恩史分為兩個時期﹒預許時期以及耶穌

不[[教會的時期。路加寫了 r-F兩冊，因此他叮以更清楚地區分為:

預許時期，耶穌時期以及教會的時期。

1.于頁書F-8寺其月

這是舊約的時代。為路加而言，舊約時代直到納臣肋聖訓的

「今天 J (路四 21) 才結束。洗者若翰受命準備預詐的于民迎接

那 4位末世的先生日，不過若翰自己仍停留在準備的時期(路七

28 )。耶穌也是其中的一員;他去在眾人當中接受若翰的出了直(路

三 21) 。這些人回到荒野，為了重演第一次失敗的出埃及(耶穌

受誘惑的故事) ;耶穌甚至就是全體人類，他是新亞當，最終在

與天主的新關係中找到定位(祖譜追溯至亞當)。從此通往天主

國的窄門向預許的子民以及所有的人類開放:天主的「今天」可

以在我們驚慌失措的耳裡回響(路四 21)

路加常提及經書，不過他的方式和瑪賣不同。路加不打算引

用精確無誤的經文;為他來說，經書就好像地下的泉水，賦予各

種事件生命和意義。耶穌在復活那日開啟門徒的明悟，讓他們理

解經書之前(路二十四 45) ，也非常依賴這泉水。這說明了耶穌

為什麼在眾多場合下使用「必須」這個詞:問題不在於盲目順從

預先準備的計畫，而是以這樣的方式過生活，好使之延續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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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考 260 頁)

2.耶穌的日旁期:路力口福音

路加使用得自傳統的資料:馬爾谷福音(或者是這部福音更

早的版本)以及言論集(路加和瑪竇共用這個言論集，請翻回

到-25 頁)。不過為了讓我們知道他所理解的神聖計畫，路加很有

技巧地加以整理，也就是加入他獨有的傳承。

我們把耶穌誕生的敘述(待會要回頭看這部分)和他的準備

期放在-邊，那麼耶穌的旅程包含三個主要的階段:

耶穌在加里肋亞宣講他的巴斯卦奧蹟(路四 14~九 50 )。納

臣肋聖訓(路四 14f. )就是宣告巴斯卦奧蹟的演講。路加為了讓

我們知道人們如何接受這個宣告而把兩個拜訪放在-起，其中一

次人們廣為接受耶穌，較晚的那次耶穌受人拒絕。路加在這部分

和馬爾谷幾乎完全一致，只不過路加在平地聖訓(參考 176 頁)

和路七 1 到八 2 之間的段落中，把耶穌視為新厄里亞 (Elijah)

一個先知，他是罪人的朋友。

耶穌上耶路撒冷面對他的巴斯卦奧蹟(路九 51~十九 28 ) 

這是路加福音最原創的部分:依撒意亞的僕人上耶路撒冷。

耶穌在耶路撒冷完成了巴斯卦奧蹟(路十九 29~二十四

53 )。他在復活日讓門徒知道他復活了，然後升至天堂。

3.歡會的時期:早龍文事鋒

路加運用了許多資料，其中一些年代久遠，他把這些資料放

在一起或加以改寫:他的主題取自伯多祿、保祿和斯德望

( Stephen) 的宣講(參考 69 頁) ，耶路撒冷和安提約基雅團體的

記錄文件，伯多祿和保祿活動的回憶錄，當然還有路加自己陪伴

保祿時的旅行日記(宗徒大事錄裡以第一人稱寫成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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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的耶穌很清楚地表明宗徒大事錄的目標:鬥徒要在耶路

撒冷、猶太和撒瑪黎雅，並一直到地極為耶穌作證(宗-8) 。這

個過程中主要的人物先是伯多祿，然後是希臘化的猶太僑民，最

後是保祿，不過其中最重要的是聖神和天主聖言。

我們也許可以把這本書的綱要列出如下:

I 從教會的開始到耶路撒冷會議:宗一 1~十五 35

在耶路撒冷的團體:宗一 1~五 42

教會向外邦人開放:宗六 1~十五 35

路加依次敘述希臘化猶太人的傳教活動(宗八 1~九 31)

伯多祿的傳教活動(宗九 32~十一 18 以及卜二 1 ~23) ，和安提

約基雅教會的傳教活動(宗十一 19~十四 28 )。這些活動導致耶

路撒冷會議(宗十五 1~11) ，稍後是雅各伯( James) 主持的集

會(宗十五 12~35 ) 

E 從耶路撒冷到羅馬:保祿，宗十五 36~二十八 31

保祿在傳教途中建立了小亞細亞和歐洲的團體。保祿淪為囚

犯被帶往羅馬，他在該處自信滿滿地宣講福音。

神學性質的序言:路一~二

我們稱作誕生故事或童年故事的敘述，事實上是路加全部著

作(包括福音書和宗徒大事錄)的神學序言。如同瑪竇福音一~

二章(參照 166-167 頁)一樣，它就好像電影的片頭背景一般，

路加在這裡預先安排最重要的主題。我們按照這些重要主題出現

的次序看過去，可能會很有趣。

1耶路撒冷和聖殿:祈禱(路一況)

2耶穌是達味之子，天主之于，熙雍 (Zion) 女子瑪利亞因信

仰而接受了他。聖神的角色(路-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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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人的角色，聖神，祈禱，富有與有權勢的人受到羞辱，低

賤的人受到舉揚(路- 39~56) 

4.若翰名字的意義是「天主是仁慈的 J '天主下訪其于民(路

- 57~80) 

5.給窮人(牧人)的喜訊:一個救世者，主基督。天主的今

天。榮光從這嬰兒照耀在所有人身上。結果是:在世享平安。此

處提到的是宗徒大事錄綱領的主要內容，此外宗徒大事錄的綱領

還包括進入世界傳教者的角色:伯多祿、保祿以及我們自己(路

二 1 ~21 ) 

6 又一一次提到聖殿和聖神，祈禱，照耀外邦的光明。耶穌的重

要性有所爭議，面對這樣的爭議必須要作決定(路二 22~39 ) 

7耶穌童年的高峰:聖殿以及耶穌首次提及天父。耶穌第一次

土耶路撒冷，使我們聯想到他最後 4次到那裡:失蹤了三天，女

人找到他;天父1"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襄 J '因為「基督要受苦

才進入他的光榮」

路刀口的一些特色

路加福音是福音書中最「現代」的。作者受的是希臘教育，

因此注意到要把意義說明白。路加相當優雅地運用當時人們通

用的希臘語言Koine 0 不過路加也能夠模仿希臘文聖經的語言，

閃族風格的措辭使之豐富多彩，例如耶穌的童年故事。

路加刻意在其敘述中穿插簡短的停頓或摘要，藉此總結他

願意讀者記住的人物或行動的過程。因此路加以三個摘要說明

耶路撒冷團體的行動(宗二 42) ;在宗六 7; 十二 24 ;十三

49 ;十九 20提到天主聖言發揚光大1"我們正要上耶路撒冷」

的表達標示出路加福音的中心部分。

作為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路加關心各個事件在歷史中的

定位(路二 1-3 ;三 1-2) ;不過他太不了解巴勒斯坦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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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不知道當地房舍的結構，也不知道當地的氣候，他常常滿足

於年代相當模糊的記載﹒「有一天」。路加的興趣主要在神學。

只要閱讀這部福音書，我們就會對路加描述耶穌、窮人、

女人和漁夫的細膩感、到震驚。但丁 (Dante) 稱他「擁有天主溫

柔的福音作者」是再正確不過的了。

取自路加的一些章節

"耶穌的「規劃 J .路四 14 ，.--A4

在瑪竇那裡'耶穌「規劃性的演說」包括了山中聖訓以及其

後的奇蹟。為路加來說，耶穌在納固自力的演說就達到了這樣的效

果。

首先仔細閱讀這段經文。這些是什麼樣的地方.加里肋亞，

猶太，還有會堂(猶太宗教所在地) ，是在城外嗎?主要人物有

哪些?

找出關鍵詞:聖神，喜訊，貧窮人，今天，厄里亞，走他的

路(上) ，聖言..

把取自依撒意亞的引言放回到那個時代背景之中(參考《舊

約導覽} 170 頁)。在這樣的脈絡 f' 這些詞(如貧窮人和自由)

意指什麼?路加引用依撒意亞到那裡為止?為什麼?

找出標示這個部分的「包括語J (inclusion: 為了呈現一個單

元，作者會把一些相同的事物在段落的頭尾重複出現)。在會堂

教訓或宣講(1 5 ' 19 和 44 節) ;眾人，群眾( 15 和 42 節) ;傳

報喜訊 (18 和 43 節) ;派遣( 18 和 43 節)。這三個奇蹟故事都

用了「比責」這個動詞(35 ' 39 和 41 節) ，這個動詞如何具體實

現耶穌的宣講(參考 27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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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這段敘述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為什麼人們的態度使然

在 22 節改變了?在路加福音裡，耶穌已經在葛法翁行奇蹟了嗎

(23 節) ?看看我放在 27 頁的整理結果。

研讀完這段章節，我們再從整部福音的角度出發。

耶穌是誰?看一看他的稱號(18 ' 34 和 41 節;新厄里亞〉

耶穌的言語具有權威(32 和 36 節) ，稱揚 (15 節;在其它時候

只有天主受到稱揚)

耶穌的使命是什麼 (18~ 19 節) ?耶穌的解救因這三個奇蹟

而顯得明確(參考宗十 38 )。這個使命指向誰:猶太人(耶穌自

己的國家，會堂) ，外邦人(厄里亞和厄里盟 Elisha 的例子) ? 

猶太人怎樣迎接他?

耶穌對自己的使命有什麼樣的自覺?注意動詞「走過去」和

「出去 J (30 和 42 節)

你們認為這個敘述與其福八端有什麼樣的關連?

"教會的「規劃 J .宗一 12---二 47

路加把伯多祿的演講(我們已經在 69-70 頁研讀過了)穿插

在動神降臨的敘述當中，使之成為對幼年教會的「規劃陸演說」

現在我們要看看這整個部分。

首先看看標示出這個單元的包括語:他們，全部(120 人左右

的團體) ，繼續，祈禱(宗- 14; 二 42) ;聚會，合一，一起

(同樣的表達方式在希臘文中罕見:宗一 15 ;二 44 ' 47) 。藉著

這種方式，我們團體原有的 120人「由主增加了三千J (宗三41 ' 

47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教會需要宣講並茁壯。

注意在宗二中重複出現的詞彙(我們的聖經有時以不同的字

翻譯) :舌頭/話(3 , 4 和 11 節) ;方言 (6 和 8 節)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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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6 節，譯為噪音、謠言， 14 節) ;說/講論 (4'5'7'11 和

31 節)

找出相關的主要人物。特別注意天主，耶穌，聖神以及眾門

徒的角色。

聖神降臨代表基督奧蹟已經完成，是基督受舉揚的記號，也

是教會奧蹟的開始。你們會如何表達?

那時候猶太人的逾越節紀念的是天主在西乃山給予律法。你

們能不能從那時對逾越節的描述(參考下面方塊的文字)以及路

加的敘述當中看出彼此的關連?這個猶太節日是新盟約的節日(重

新閱讀耶三十- 31 f. ;則三十六 26) ，而且人們在這個節日唸誦

詠六 68 (參考 77 頁)。聖神是受舉揚的耶穌給予教會的禮物。

天主的聲音曾經出於西乃山;現在卻要出於教會，後者正是

天主在世上的聲音。

猶太人默想出二十 18 :民眾在西乃山看見聲音和打雷。猶

太哲學家准羅(和耶穌同時代〉寫到 I 因為天主沒有嘴，所

以祂決定以奇蹟在空氣中造出不可見的聲音，抽的氣息發出聲

音使空氣變為火焰般的火，天主以這種方式造出聲音，使遠處

的人都能和近處的人一樣聽得清清楚楚﹒.....從天上降下的火中

發出聲音，而且是以聽者的母語說話。 J ( (論十誡) 'De 

Decalogo 9 ' 11) 活躍於公元 90 至 130 年的頭彼約哈南

( Johanan) 宣稱天主的聲音自動分為七十種語言。因為猶太人

認為世界上有七十個外邦民族，所以他這麼說是要說明律法是

給所有人的。

天主子的光榮:路九 28 ，.._， 36

瑪十七 1-9 與谷九 2-10 中也有耶穌顯聖容的敘述，若十二

28和伯後一 16-18也間接提及。這段經文很重要，吸引我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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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現在我只能提出一些看法供你們探討。

放在耶穌的生平中。路加把耶穌顯聖容安排在其使命將於加

旦肋亞結束之時:曾經追隨耶穌的群起現在已離棄了他;猶太領

導者增強了他們的壓迫。耶穌知道自己引發太多騷動;如果持續

下去，他就要冒著死亡的危險。顯然耶穌接受這樣危險的命運，

以堅忍不屈的精神繼續其使命。耶穌上耶路撒冷，對在那襄等待

自己的命運不存幻想，於是他告訴門徒自己的命運。

在這樣的脈絡下，耶穌顯聖容似乎是出於天主的回應，是天

主對耶穌的信德和眾門徒的痛苦的回應。毫無疑問這是三個門徒

體會到的內在精神性經驗，天父讓耶穌知道他上耶路撒冷的結局:

耶穌死後會得到在時間終結時預許給人子的光榮(參考達十)

我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也許會回到清楚體會我們一生使

命的光明時刻，這麼做會使我們忠於光明。與此類似，耶穌和門

徒可以在這個明亮的經驗中找著進入痛苦和苦難的勇氣。因此我

們對於耶穌顯聖容和耶穌在花園感到痛苦這兩個場景間有相似點

也就不覺奇怪了。

耶穌復活之後，門徒知道耶穌的復活是因為天主的榮光。所

以在我們現有的敘述中，耶穌和門徒是在預先得知的復活光照下

走向死亡。主要是瑪寶和馬爾谷保留了這個面相。

路加以比較個人的方式運用這個故事。耶穌上山祈禱。8

節) ;耶穌祈禱時 (29 節) ，一整夜( 32 節) ，他經驗到此事。

以這方式接觸其存有的來源，耶穌看到自他出生以後包圍著他的

榮光，他在心中與舊約兩大神秘主義者梅瑟和厄里亞對話，因此

他能夠平靜地面對自己的出埃及(3 1 師) :他的死亡和升天。

藉著敘述門徒進入雲彩(34 節)和強調祈禱，耶穌提醒我

們，我們也能有類似這樣的經驗;我們可以在祈禱中分享釘於十

字架主的榮光，並且在這信仰的光照下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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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僕人上耶路撒冷:路九 51 ，.._， 62

路加安排這部福音的中心部分(九 51~十九 28 )是上耶路撒

冷。前言指出這種安排對耶穌的重要性以及對門徒具有什麼樣的

意義。

耶穌堅決選擇往耶路撒冷的路，說得文雅一點，耶穌面朝耶

路撒冷而去。藉著影射依五十 7' 路加指出耶穌是受苦的僕人，他

全然自覺地承受自己的死亡一一升天(參考 256 頁)

耶穌是新厄旦亞( 61 節，暗指列王記上十九 19) ，全然獻身

於其使命，聖神指引著他，不過耶穌並不是猶太傳統中的厄里亞，

不會降天譴給敵人( 55 節)

耶穌警告門徒，要追隨他就要完全地獻身，使命的需求凌駕

一切(路九 57~62 ;瑪竇把這些經節放在平息風浪的開頭:參考

149 頁)

"十個癥病人:路十七 11 ，.._， 19 

你們讀這段經文時，可以只注意蘊含於其中的路加著作重要

主題，特別是路加所發展的「上耶路撒冷」。

「上去」這個動詞出現在這段經文的頭尾:耶穌去的時候;

起來 (11 ' 19節;同時參考9 ' 51 '兒， 57節;路十 1 ;十三泣，

33 )。這告訴我們耶穌怎麼樣看待自己與門徒的生活?

耶穌，師傅，可憐我們罷!這十個痛病人的信仰很是奇妙。

他們喊耶穌的名字，就和十字架上的凶犯一樣(路二十三 42)

凶犯如此稱呼耶穌也是為了獲得救，粵、。師傅:路加是唯一以這個

名號稱呼耶穌的福音作者，這個名號暗示著力量(路五 5; 八 24 ; 

九刃， 49) 0 r憐憫」訴諸的是天主最顯著的特質一一溫柔和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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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如何形容這個痛病人?他是十個中的一個，是一個撒瑪

黎雅人，一個陌生人 (18 節)。我們可以在此察覺路加的普世

性:撒瑪黎雅人(參照宗八)和外邦人比猶太人更聽得懂這個訊

息。

耶穌是天主子:這個痛病人俯伏於耶穌面前感謝他(希臘文

是「舉行感恩禮 J ) ;通常這個姿勢只用於天主。

從現在起，救恩向所有人開放，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只要

藉著在耶穌內的信仰就可以得救。

神學序言:路一~二

這兩章是路加全部著作(福音書和宗徒大事錄)的序言，內

容非常豐富。以下是閱讀時的一些建議。

請看看大綱。把各個事件的名稱分別寫在兩欄;這樣你們會

.得到若翰洗者和耶穌童年生活的比較，兩者因聖母的拜訪而產生

關連。

研讀這個禱文:瑪利亞的謝主曲 (the Magnificat) ，因加利

亞的讚主曲 (the Benedictus) ，西默盎的頌詞 (the Nunc Dimit

tis) 。你們在看自己聖經中的註解時，注意基督徒的禱文如何運

用舊約，從而賦與新的意義。

找出路加在其著作中發揮的主題(參考 187 頁)

現在你們可以研讀天使報喜的故事(參考 258 頁)

"耶穌的誕生:路二 1 ---20 

發生的事(l ~7 節) :即使把所有裝飾用的民間傳說去除

掉，耶穌的誕生本身還是很奇妙的，就和所有的誕生一樣不平凡。

因為房子中的主要房間是全家公用的，它不能用做生孩子的地方，

所以一個農村的母親只好退入全家唯一安靜溫暖的地方: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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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隱而不顯的一面 (8~20 節) :天使和牧人輪流宣告耶穌

的誕生，那時天主的榮光環照著他們阱， 14 和 20 節)

天主宣告好消息(喜訊) :這個字在宗徒大事錄中出現不只

十二次，概括了基督徒傳道者的活動(宗五 42 ;八 4 ' 12 ' 25) 

比較 12 節和宗二 36 ;五 42 ;十一 20 ;十三 33~36 ;費三 20 。

牧人:在下一欄中用這個字面的譯文，在重覆出現的字以及

他們出現的位置下劃線:牧人做了什麼?聽到的兩組人做了什麼

(18 節，凡是; 19 節，瑪利亞) ?他們的態度如何?

說:這個動詞在宗徒大事錄襄很常見，指的是基督徒傳道者

的宣講。牧人來不是為了崇拜，而是宣講聖訓!

讓人知道:這個動詞幾乎一直用來表達天主或耶穌給門徒的

啟示，這個啟示再由門徒傳給所有人一一譬如若十五 15 ;格前十

五 1 ;格後八 1 ;弗-9 ;三 3 , 5 ;六 19 。

所以基督徒傳道者是路加描寫之牧人的範本。他們也因此成

為每一個基督徒在世該如何行為的典範。

有兩組聆聽的人:這是耶穌以及其門徒將要遭遇的兩種態度。

所有人(所有聽到耶穌或歷代教會訊息的人)感到驚訝:在路加

裡，這種態度指的是短暫不固定的熱誠(參考路四 22 ;八 13 ) 

相反地，瑪利亞的形象是聆聽聖言並在心中結果實的人。

留意「言語」這個詞意義上的改變(希臘文是rhema) :牧人聽到

宣告的事(17 節) ，他們前去看所發生的事:一個嬰兒(15

節)。聖言已經成為血肉!

二 15 眾天使離開他們往天上去了以後，

牧人們就彼此說 í 我們且往白冷去，

看看上主報告給我們所發生的事 (rhema) 0 J 

二 16 他們，急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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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

並那躺在馬槽中的嬰兒。

二 17 他們看見以後，

197 

就把天使對他們論這小孩的事 (rhema) ，傳揚開了，

二 18 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人向他們說的事。

二 19 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 (rhema) 默存在自己心中，

反覆思想。

在別處研謂的經文

E各加

~ 26-38 天使報喜 258 頁

四 38-39 治癒伯多祿的岳母 25 頁

六 20-40 平地聖訓 176 頁

六 20-26 真福八端 176頁

八 22-25 平息、風浪 149 頁

十一 2-4 天主經 239 頁

十四 15-24 宴席的比喻 208 頁

二十 9-18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209 頁

三十四日-35 往厄瑪烏路上的門徒 86 頁

二十四 36-53 復活耶穌的容貌 82 頁

宗徒大事錄 演說 69 頁

八 26-40 斐理伯和厄提約丕雅的太監 87 頁

路加的耶穌受難史

為了進入路加的敘述，你們不能只是讀，必須要加以默想，

就像往厄瑪烏路上的兩個門徒做的一樣;在耶穌向他們解釋經書

的時候，耶穌的言語和存在使他們的心燃燒。在這條苦路上(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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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orosa) ，耶穌和我們在一起，即使我們的雙眼仍然被遮蔽，無

法認出他來。

路加所有的敘述充滿著對主耶穌的關懷和柔情。他無法報導

一些令人痛苦的細節:路加沒有說耶穌受到鞭打;猶達斯沒有口

親耶穌，只不過「走近」來出賣耶穌。

然而，路加意識到耶穌和邪惡勢力之間可怕爭鬥的重要性。

耶穌的受難是最後決定性的一戰。耶穌在此役中得勝，因為他有

耐性。耐性無法表達希臘原文hypomone的意思(這個希臘字指的

是信徒得到天主的支持，而在受害時忍受災難的態度，參考路八

16 ) 

苦難完全成為內在的。決定性的爭鬥發生在革責瑪尼﹒是在

這次內心的爭鬥中，耶穌感受到痛苦，血從他身上流出來。天主

安慰了他，就如同厄里亞也曾這麼受安慰(列上十九 5f) ，耶穌

成為勝利者，他現在平靜地

在天主的擁抱中，因此他能

夠忘記自身的痛苦，把關懷

完全投注在別人身上。耶穌

和善地迎接猶達斯，治療僕

人的耳朵，他瞥見伯多祿，

使怕多祿重新拾回信心(路

三十二 61) ，耶穌向悲嘆他

命運的女人說話，原諒處決

他的人和咒罵他的人。比拉

多三次稱他無辜，女人，民

眾，十字架上的小偷以及百

夫長亦如是。

耶穌可以平靜地死去。

十二世紀的基督。聖默赫聖堂

(Chapelle St-Michel) ，肋貝
于( Le P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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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十字架上發出的喊叫不再是面對死亡時人痛苦的呼聲;而是

每個猶太人都知道的晚禱 í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然

而，耶穌以一個代表自己和天主無比親密的字眼為開頭 í父

H阿」

路加以這種方式邀請我們和耶穌一同進入他的苦難:我們和

伯多祿，起承認自己的軟弱，親自感受我們的主寬恕的眼神;在

耶穌身後揹著十字架，好像基勒乃人西滿;並和耶穌一起棄絕自

己投入天主的懷抱。

最後晚餐(路二卡;三 14~38 )主要是饒別宴，耶穌在這時候

表達自己對天主的信賴，並交代門徒最後的話。這也是個先知，性

的行動，耶穌藉此表達自己殉道死亡的意義:新盟約的開始。

耶穌被捕(路二十二 39~53 )之後的痛苦，是耶穌戰勝邪惡

勢力的決定性時刻。他是得到天主強化的新厄里亞，平靜地走向

受難的夜晚，全然服從天父的冒意。路加以伯多祿否認耶穌作為

猶太人審判耶穌(路二十二 54~71 )的開頭。路加用這種方式告

訴我們 I如果你們無法作聖人追隨耶穌受難，你們總是可以作

被寬恕的罪人追隨受難。耶穌的目光永遠都能夠在你們之內引發

新的生命。」

路加讓司祭長重覆他的問題。這樣耶穌明確地宣稱自己是基

督以及天主子。

在羅馬人的審判中(路三十三 1~25) ，比拉多三次聲言耶穌

是無辜的。路加敘述耶穌在黑落德面前的場景，毫無疑問是要指

出人不能只對耶穌抱持著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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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骷髏地 (Calv哼，路二十三 26~49) 向悲痛的婦人宣

告自己的清白，並且安慰她們。耶穌請求天父寬恕行刑的人。耶

穌向滿懷信賴，以耶穌之名稱呼他的凶犯開放天堂，然後在天父

懷中平靜地死去。

耶穌的安葬是婦女悉心準備的(路二十三 50~57) 。然而， • 

所有這些香料都是為了保持耶穌死亡的狀態。她們還不知道安息

日的曙光已現( 54 節) ，更好說是復活的光照已現。

路加以同樣的模式處理眾門徒的苦難，你們應該一個個讀過。

斯德望的受難是耶穌受難的再現(宗四 23~31) ;斯德望被人以

同樣的名義定罪;他死時原諒了他的敵人，他的雙眼凝視著復活

的耶穌(宗六 8~ 15 ' 54~60) 。保祿和他的師傅一樣上耶路撒

冷，他在那真作見證(宗二十 22 ;二十一 11 ) 

路加的耶穌

路加本人不認識耶穌。所以路加發掘的耶穌主要不是加里肋

亞的巡迴先知，而是在往大馬士革路上向保祿顯現的光榮主。路

加在一個類似斐理伯城教會的團體中清楚看到這主的面容，耶穌

愛的力量在這個團體裡非常強大，因此如里狄雅( Lydia) 這樣偉

大的女士能夠和港口的碼頭工並肩生活在同一個團體之中。路加

也從他訪問的見證人的記憶中，得到這個耶穌的若干特色。

主耶穌

路加是唯一談論耶穌時稱呼他為「主」的福音作者。耶穌復

活時的榮光反射回他在世的生活。這個榮光從耶穌出生開始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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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路二 9 和 32 )。耶穌，顯聖

容與其說是復活榮光的預演(瑪

貫一一馬爾谷) ，不如說是從耶

穌在胎中時就具有的榮光的顯

現，因為他是由聖神所生(路九

32) 。讓耶穌顯現為人子的榮光

是他與生俱來的(路九詣，比較

瑪十六 27 ;谷八 26 )。雖然天主

是唯一應受頌揚的，眾人卻都稱

揭耶穌(路四 15 ) 

耶穌是君王(這一點也許對

希臘讀者比較清楚) ;路加是唯

善牧。羅馬藝術。

一這麼說的福音作者，而且他說了六次(路~32~33 ;十九 12f'

28f; 二十二 28f' 的f; 二十三 40日

路加知道只有復活才是使耶穌好像主和基督一般行動的原因

(宗二 36) ;然而耶穌之所以能夠復活，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主及

基督，如同路加在童年敘述中所斷言的。天主子這個稱號不僅僅

承認耶穌的角色(和達味之子同義) ，還肯定了耶穌的天性(路

~35 ;二十二 70)

耳F魚禾白勾幸申

這樣的表達在新約裡只出現了兩次(宗十六 7; 費 1~19 ;基

督的神在羅九 2; 伯前一 11 )。天主的神已經進入耶穌，因此人

們可以說這是耶穌/基督的神。耶穌因聖神的能力而成胎(路-

35) ;在耶穌受洗時聖神顯現(路三 22) ，並引導耶穌進入荒野

(路四 1) ;天主賦與耶穌聖神，為的是使耶穌成為喜訊的傳遞者

(路四 14 ' 18) 。耶穌是在聖神內而歡欣(路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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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藉著受頌揚接受從天父而來的聖神;如果我們求耶穌(路

十一 13 ;比較瑪七 11) ，他要將這聖神賜予我們(宗二 38 )。宗

徒大事錄好似聖神的福音，在聖神降臨之後賦與團體生命，如同

聖神賦與耶穌和首批見證人生命(路一 15 ' 41 '的;二

25~26) 

耶穌是負責顯露天主的先知(路七 16 ' 39 ;二十四 19 ;宗三

22~23) ，他的死是先知的死亡(路十三 33 ;宗七 52 )。路加刻

意把耶穌塑造成新厄里亞(參考《舊約導覽} 100 頁)

耶穌顯露出的天主，主要是天父對所有人溫柔的-面。路加

把耶穌塑造成先知的主要段落(路七 11~50) ，是以耶穌寬恕罪

婦為結尾。耶穌自己(路七 13 )表現出激發天主憐憫心的愛情

(路十五 20) ，而且門徒也必須要這麼做(路十 33 ) 

耶穌的到來是天主的下訪。在路加福音中，先知宣告的審判

成為得救的喜訊，恩慈之年(路四 19 ;參照路- 68 ' 78 ;七 16 ; 

十九 44)。耶穌以自己的態度讓人看見天父的愛:他是稅吏和罪

人的朋友(路七 34)。耶穌是救主，他釋放被撤且奴役的人心，

以及被邪惡苦惱的人身。耶穌是罪人的朋友，因為罪人需要天主，

就像有病的人需要醫生一樣(路五 31) ，尤其是因為天主需要罪

人，藉以表達天主的寬恕(路十五)。路加很重視女人，通常是

一些當時遭人輕視的女人(瑪利亞，依撒伯爾 Elizabeth' 亞納

Anne' 瑪利亞瑪達肋納，瑪爾大和瑪利亞，陪伴耶穌的婦女)

其中一些繼續在教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宗一 14 ;十二 12 ;十六

14 ;二十 -9)

天主宙前自勾人

耶穌不僅只是主及基督，他還是個全然的人。耶穌完全按照

自己宣講的一切生活，他是完美的人的表率，他因聖神而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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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天主的懷中:耶穌說的第一句話提到天主，他最後一句話亦

如是(路二 49 ;二十三 46) 。耶穌時常活在天主的面前，他的禱

文就是證明:耶穌在祈禱的時候得到重要的啟示(洗禮和顯聖

容) ;耶穌徹夜祈禱(路五 16 ;六 12 ;九 28) ，他的門徒印象非

常深刻，因此願意耶穌給他們介紹他與天主關係的奧秘(天主經，

路二卡一 1 ) 

於是耶穌這個人處於路加福音的中心。我們面對耶穌時要做

選擇。因為這位充滿柔情的人也是個要求很高的人:人們今日就

要選擇他，只是因為他之所是。獲得救恩的全然信仰是照耀這部

福音並改變門徒的喜樂的來源。

比喻

比喻本質上是以故事的型式發展出的比較。比喻的目的主要

不是教導，而是要聆聽的人反省他們的行為，也就是要他們判斷

他們自身，因而引導他們改變他們的行為。因為我們不善於自我

批判，所以比喻引導我們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自我批判。舉例來說，

達味王犯了罪，他勾引烏黎雅 (Uriah) 的妻子，還要烏黎雅死在

戰場。先知納堂 (Nathan) 要讓達味王明白他所犯的罪行。這真

是件棘手的事!所以納堂告訴達味王一個合理的故事(為了讓達

味王接受，這個故事必須是合理的) ，關於富有的地主偷了窮人

唯一一頭母羊的故事。達味王大喊，-那個人真該死 J '於是在

他不自覺的情況下，達味王對自己做了評斷。納堂可以結論道:

「你就是那個人。 J (撒下十二 1~15 ) 

因此比喻是簡單的比較。故事的細節只不過是為了更加逼真。

所以我們要試著以兩句話總結一個比喻，-就如同...... ，因此

。 J ，-就如同這個人取走窮人的母羊是罪行，所以你達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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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J 

重要的是仔細分別比喻和另一種極為類似的文學類型:寓言。

寓言也具有故事的型式，不過寓言的目的是教導。寓言是特

別安排的故事，目的是要幫助我們明白一些事，因此其中的細節

指涉特定的對象。所以耶穌說 I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幹

。」

重要的是仔細區分這兩種文學類型，並且抗拒把比喻當作寓

言-樣詮釋的誘惑(雖然人們常常這麼做)。因此慈善的撒瑪黎

雅人的比喻邀請我們去做一種特別的行為: I就如同撒瑪黎雅人

是傷者的鄰人，和他的宗教或意見無闕，因此你們要做每個人的

鄰人" J 教父把比喻轉換為寓言一一好是好，可惜離實際狀況甚

遠:傷者是遭魔鬼攻擊的人類，撒瑪黎雅人是耶穌，客店是教會

等等。

然而，我們不需要排斥耶穌可能在比喻中加入寓言特色的可

能性。一些對我們可能無足輕重的特徵，對猶太人來說卻會自然

而然地喚起經書中的某些內容;因此，按照依五，葡萄樹暗指以

色列。

重新聞言賈比嘯

耶穌把比喻告訴猶太人。現在這些比喻在團體中告訴基督徒。

聽定的改變常常導致意義的改變，這些改變在新的結論中表達出

來。

在耶穌復活的啟示之下，人們傾向於從神學的詮釋轉變為基

督論式的詮釋:耶穌的比喻談論天主和天主國;眾門徒關切的是

耶穌，因為耶穌開啟了這個天國。

人們還傾向於把原先不在一起的比喻放在一塊:其中一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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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的意義就會影響到另一個。

有時候福音作者安排給比喻的前後文會影響到比喻的意義。

這也是比較長的比喻集的情況。馬爾谷和路加都把比喻這一章放

在耶穌在加里肋亞宣講的開頭:比喻主要是說明天國的簡單方法。

瑪寶把比喻放在這個宣講快結束、群眾已經離去的時候。比喻似

乎主要是耶穌給人們最後的警告:假如你們拒絕我的訊息，到將

來收割的時候，就是把你們區分出來的時候(參考 27-29 頁)

一些實用的準貝IJ

把比喻濃縮成簡單的句子(就如同.....因此) ，要確定這

個句子合乎歷史事實。

把結論中沒有再次出現的歷史細節去掉。

要懷疑明顯不合歷史事賞的結論。

聽眾﹒耶穌要告訴誰這個比喻?門徒要跟誰說。聽衷的改

變是否導致意義的改變。

比喻上下文的不同是否會改變其意義?

選出可能的寓言特色﹒這些特色是否重新詮釋了比喻?

比喻談論的是誰?天主?還是耶穌?

"葡萄園的權工:王馬二十 1"-'16

閱讀這個比喻及其脈絡(瑪十九 27~30 )。你們可以藉著上

面這頁那些準則的幫助，試著區分出不同的結論以及其內容:為

什麼人們重新閱讀這個比喻?人們以什麼方式重讀?

你們這麼做以後才可以讀這一頁剩下的部分。

這段經文是比喻被重新閱讀的好例子。我們來看看瑪賣給我

們的三個連續的結論。

「因為被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 J (16b) 從「因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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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個句子顯然是一個結論。這個結論使人聯想到下述的比較:

「就如同主人召叫了許多工人，只有一些人來，囡此a 0.... 0 J 這

個結論和故事不搭調，因為所有被召叫的人都真的來了!所以這

只是一個假結論。有些聖經的譯文刪去了這句話，因為不是每個

抄本都有:這句話可能從瑪三十二 14 而來，因為這句話在該處比

較合適。

「這樣，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最先的將成為最後的。」

(16a) 這個結論是否較適合這個故事?最先來的工人之所以抗

議，不是因為他們在其它人之後得到工資，而是因為他們得到同

樣的錢。所以這也是假結論。

í ......因為我好...... J (15 節)。此處不關心先後;其所以

有先後之別，只是為了使故事更加逼真。這句話導向這樣的比較:

「就如同主人給最先和最後的人同樣的錢不是不公義的，因為工

資的標準不是所做的工作，而是主人的善良，因此天主向所有人

(甚至是罪人)開放天國不是不公義的，因為祂不計算我們的功

勞，祂這麼做是因為她自身的善意。」

你們可以嘗試找出符合這些結論的先後情況。

耶穌向猶太人說話，更正確地說，他是和宗教精英法利塞人

說話，他們因為看到耶穌歡迎罪人而憤慨。法利塞人為了守律法

而倍感辛苦，其中一些人認為如果他們沒有因自己的美德而得到

更多的回饋是不公義的(參考下頁方塊中辣彼的比喻)。耶穌回

答他們:賞報不是由人的美德，而是由天主的仁慈而定。

在團體中，這個比喻的聽眾有了改變:比喻不再是向猶太人

說的，而是對門徒說的。基本的意義對基督徒還是有效，於是保

留了下來(只要想一想仍舊會引起的反應就能明白了 í這樣就

不需要為了贏得天堂而趕走別人! J )然而，這段經文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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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一旦被視作寓言，這比喻就變成一個教導。那時候，外邦人

在猶太人之前進入教會，而猶太人多半如同民眾一樣加以拒絕。

歷史成為對猶太人的警告。假使你們拒絕這個訊息，外邦人要在

你們之前進入天圈。

加入取自瑪二十二 14的 l品，這個恐嚇更厲害了些:耶穌說，

我召叫你們所有人進入天國，不過事實上很少人接受。

瑪竇把這個比喻放在伯多祿的疑問之後(瑪十九 27) ;如此

一來，這個比喻就好像是耶穌回答的例證:雖然天主先召叫猶太

人領導者，十二門徒卻要領先他們。

教父及後來的宣講者在這個比喻裡加入次要的細節，使之成

為寓言。依肋內 (Irenaeus) 認為這好像是天主對五個人類時代的

召叫:亞當，諾厄Noah' 亞巴郎，梅瑟以及所有經由耶穌基督的

人。對奧力振 (Origen) 與額我略 (Gregory )來說，天主在我們

人生的五個時期不斷地召叫我們:出生，童年，青春期，成年和

老年。這是真的，不過和比喻相差甚遠!

生活在公元 300 年左右的辣彼臣厄拉 (Za' era) ，說了一個

比喻以解釋一個年輕辣彼死亡的不幸意外。

辣彼布恩 (Bun) 的死讓我們想起什麼?我們想到一

個僱了許多工人為他工作的國玉。其中一個人顯的比其

它工人更熱心工作。國王看到了會怎麼做?他把這個工

人帶到身邊，陪著他走來走去。那一晚工人來拿工資，

國玉給那個陪他走路的人全天份的工資。其它工人看到

就抱怨說 í 我們整天工作疲憊不堪;那個人只工作了

兩個小時，卻和我們拿同樣的錢。」國王反駁說 í 不

過他在兩個小時中所做的比你們一天做的還要多。」

因此辣彼布恩雖然只讀法律到廿八歲;他知道的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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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個專心念…歲的人還要多

我們要在這唸兩個比喻，以印證我們在 203-205 頁所讀的。

你們可以獨自開始研讀。假使你們有對觀福音就要用。

.ø J帝的比嘯J..':)，、弓之婚辜的比喻:路十四 15~24 ;瑪二

十二 1~14

這個比喻在瑪質和路加中都有，只要把次要的細節放在一邊，

這個比喻其實很簡單。法利塞人認為他們因為遵守律法所以有功

勞，理當進入天國;罪人無權進入天國，那麼耶穌幹嘛接受他們?

耶穌承認宴席是為義人準備的，不過因為他們排斥耶穌給他們的

最後決定性的召叫，所以這些「義人」要看到他們的位置成為別

人的。

路加把這個比喻當作是給基督徒的勸告。他在 18~20 節中敘

述的主要理由(主要關心世俗之事) ，都是阻礙基督徒在團體中

全然回應天主召叫的理由。讀一讀其前引文:路十四 1~14021b

和 12~14 節之間的聯繫很明確:人們對新加入團體者的功勞不感

興趣，他們感興趣的主要是天主不願使祂的計畫落空。

瑪貴重新編排兩個比喻。

瑪實在婚宴的比喻裡加入一些寓言的元素，讓人可以把這個

比喻視作以色列歷史來讀:有一個國王(就像天主是以色列的君

王)舉行婚宴，婚宴象徵著默西亞時代。國王派遣僕人以及僕人

受到的惡劣對待，暗示著眾先知的命運以及耶路撒冷的焚毀(耶

路撒冷在公元 70 年毀滅)

婚宴的比喻獨立來看有意義，不過和後面的比喻放在一塊似

乎就沒有道理:怎麼能夠譴責被迫赴宴的乞丐穿得不好?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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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徒的警告:天主把他們帶進教會，不管他們是否具有德行;

不過天主不保證會讓他們進入宴席。基督徒也要接受神的審判;

教會是好人和壞人(參照 10 節)混雜在一起等待最後審判的時代

(參考瑪十三 24~30 '麥子和旁子的比喻)

"葡萄園兇手的比嘴:瑪二十一 33 "'-'44 ;谷+二

1 "'-' 11 ;路二十 9 "'-' 18 

三部對觀福音都收錄了這個比喻，因此這個比喻很重要;這

個比喻比其它的比喻更明確地表達耶穌對自己的看法:在他和猶

太人當局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天主引他到耶路撒冷，這是耶穌給

他們最後的警訊。

你們應該用福音對照仔細研讀所有的三段經文。下面的圖表

讓我們能夠明白這個比喻經由團體傳承的時候，其意義在耶穌的

時代和福音作者的時代之間如何演變。把這個比喻的結論分別寫

在三個欄位中是你們值得做的練習:瑪二十一 42~45 ;谷十二

1O~ 12 ;路二十 1的~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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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

關心天國的成果。
審判的比喻宣告了懲罰。

團體

關心耶穌的命運。

基督命運的寓言。

福音作者

關心天國的成果
以及基督的宿命。

救恩史在天主派遣

許多先生日之後達到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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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圓的比嘴:王馬十三

大部分的比喻都是關於天主園，以及人們面對即將到來的天

主國時應該有的行為。瑪十三把訐多這樣子的比喻收集在一起。

你們可以用 212 頁的一覽表幫助閱讀。

耶穌向群眾說這些比喻，並且向他的門徒解釋其中的一些。

這七個比喻很好地摘要了天主圓的不同面向。耶穌宣稱天國因他

的宣講而開啟;只要他的聽眾是好土地就會結果(撒種的比喻)

某些人對天國以如此謙卑的方式開始而感到驚訝，耶穌反駁道:

天國的種子在各種不利的情勢下終究會長成大樹;天國是會讓全

人類成長的酵母(芥子和酵母的比喻)。天國很是奇妙，人一旦

發現就會想放棄一切為得到天國(寶貝和珍珠的比喻)。種子生

長的時候也是教會的時候，那時好人和壞人混雜:這是等待和開

恩的時候，不過在時間終結時，天主將要審判(麥子和芳子的比

喻，撒網的比喻)

我們可以從中分出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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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國是世末性的實體，天國屬於時間的盡頭，那時只有義

人得享天圓。不過，從現在開始天國已經開啟了，並在世上運作。

﹒基督的國或人子的國將要從耶穌復活延伸至末曰:天國涵蓋

整個世界。聖人和罪人依舊混雜在天國中。到時間盡頭時，基督

要把天國交還給天父(格前十五 24 ) 

﹒教會既不等同於天主國(一直要到時間終結時我們才會了解

天國) ，也不等於基督的國(基督的國延伸至所有人，包括信徒

和非信徒)。教會是天主國中的特殊地方，天國在其中完全(或

至少，應該完全)發揮作用。教會通常是基督釋放其力量並擴展

基督的國在世上的地方。

t匕嗎古自勻目自勾

既然耶穌用這樣簡單、他的聽眾都非常明白的語言，很明顯

他是為了讓人聽J懂。他怎麼可能強調相反的事(瑪十三 13~ 15 ; 

谷四 12 ;路八 10) ?我們要知道對耶穌以及他所引用的依撒意亞

而言，這是種詮釋:事實上人們不聽也不了解這個宣講，而且事

實上他的聽眾也沒有改變。不管這樣的詮釋出於耶穌或是團體，

目的都是要把人們的拒絕放在天主計畫的脈絡之中(參考《舊約

導覽> 137 頁，那裡有個非常類似的詮釋「天主會懲罰你們J ) 

在路加福音中朋於言行舉止的比喻

路加比其他福音書作者更把比喻用在表達門徒應該如何做人

處世上頭。他們會誤信金錢並關注物質生活，這些很可能阻礙他

們的精神生活(拉臣祿，路十六 19~31 ;富人，路十二 16~21 ; 

宴會，路十四 16~24 )。他們必須不懈怠地祈禱(討厭的朋友，

路十一 5~8 ;寡婦和判官，路十八 1~8 ;法利塞入和稅吏，路十

八 9~14) 。他們必須不顧國籍或宗教而成為每個人的鄰人(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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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撒瑪黎雅人，路十 30-37 )。總而言之，他們必須以天父為自

己舉止的模範，而天父無條件地愛人並樂於寬恕(亡羊的比喻，

失錢的比喻，父親與兩子的比喻，路十五;兩個債主的比喻，路

七 41-43 ) 

撒種的比喻對群眾說:天主國已開啟，如果接受了必能進入。

對門徒說:給群眾說比喻的目的。解釋這個比喻

(在團體中? ) 

麥子和菁于對群眾說:現在好人和壞人共處，不過天主要在時

的比喻 間終結時把他們分開。

對門徒說:給群眾說比喻的目的。這個比喻的解釋

(在團體中? ) 

撒網的比喻對群眾說:與麥子和葬子的比喻同義。

對門徒說:耶穌不需要加以解釋，因為他們已經懂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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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福音是一部奇特的書。其中的字詞

非常簡單，都是日常用字，可是學者還是無

法完全理解其中奧妙。孩子讀若望福音時感

到輕鬆自在，神秘主義者視其為睡前讀物。

若望福音和對觀福音→樣敘述耶穌的生平，

不過若望福音敘述的方式和對觀福音很不

樣。

靈性的福音

若望與老鷹。沙爾德十

字架的拱心石(十三世

紀)

大家稱若望福音為靈性的福音。事實上，這是一個人和一個

團體的見證，在他們經過長久默想以後，聖神把他們引近一切真

理(若十六 13 )。所以我們首先應該看一些影響這個團體的因

素。這些因素中唯一真正不可或缺的是人們在禮儀中體驗到復活

主的臨在。聖事(洗禮和聖體)的舉行在這部福音中經常浮現。

在世耶穌的言行在聖事中終於產生了意義。

公元 150 年之前的

手抄本(參考第 10
頁)

若望的團體

學者一般認為若望的團體位於厄弗戶斤。這個

團體在該處受到許多不同的影響。

希臘哲學:就如同我們可能在自己也不自覺

的情況下受思想家影響，因為他們的理念瀰漫在

我們呼吸的空氣之中，因此希臘人「呼吸」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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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希臘主義就是受哲學家如蘇格拉底，埃比克德都斯 (Epict

etus) 與斯多噶學派 (Stoics) 影響的文化。

在亞歷山大旦亞，准羅試圖把希臘哲學與自己的猶太信仰綜

合在一起。若望的團體顯然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們可以從若

望討論的一些主題及他稱耶穌為聖言( Logos) 的現象中得知。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 :這種潮流很難加以定義，因為諾

斯底主義具有多種型態。其基本要素是臣服於這股趨勢的人認為

自己可以因知識(知識在希臘文中就是 gnosis) 而得救，而且救

恩只保留給加入的人。 1946 年在埃及發現的多瑪斯福音( Gospel 

ofThomas) 就是一個例子。若望必須在團體中對抗諾斯底主義化

的傾向，所以他當然首先要把基督描述為顯露天主奧秘的人。

猶太教:若望主要依賴的是猶太教信仰。他消化吸收了眾先

知和智慧者的偉大主題。出埃及、巴斯卦羔羊、瑪納( manna) 

水和酒為若望說明基督都有幫助。耶穌是牧人，光明，尤其他還

是「我是 J (雅威的同義語) ，這些都是專屬天主的形象和稱號。

自從谷木蘭抄本在 1947 年出土，我們對厄色尼人知道得更多

了。我們有必要注意若望學研口厄色尼學說之間相互引響的地方;

聖神引導人進入真理，兩個實體之間的對立，亦即二元論，如光

明和黑暗，真理和欺騙。無論如何，這些主要顯示了若望和厄色

尼人使用同樣的舊約經文。

作者

若望福音的源頭可能是若望宗徒這個人。不過他的作品歷經

數個階段才在公元 95 至 100 年間定稿。我們不妨以「若望學派」

(lohannine school) 之名稱呼，指的是默想宗徒的教導並使之更

加深奧的一群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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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整體

首先直接閱讀若望福音;你們可能會覺得以 F的註解有幫助。

若望的地理

對觀福音的地理都很簡單，而且主要是神學性質的。若望福

音的地理基本上卻是地理性質的!作者很了解這個地方，因此若

望福音和其它福音在歷史問題上分歧的時候(例如耶穌受難的時

間過程) ，現在的學者傾向於相信若望福音的說法。考古學揭露

其中 4些細節的準確性，例如在聖殿北方的確有一個五個門柱的

水池。

對觀福音裡的耶穌在加且肋亞宣講，然後為了過逾越節上耶

路撒冷:他的公開生活總計可能不超過幾個月。對若望來說，耶

穌的公開生活持續了兩年以主:事實上耶穌至少三次上耶路撒冷

過逾越節，若二日; (五 1 ?) ;六 4; 十一衍。若望描述耶穌

例行性從加里肋亞旅行至猶太，他必然在猶太待很長一段時間，

特別是在耶路撒冷(若- 19~51 ;二日~三 36 ;五 1~47 ;七

14~三十 31)

一些主題

我們首先應該找到一些主題，然後我們才

能得到這個福音整個內容的關鍵。

「時刻/時辰」這個詞常常出現，不過其

中九次似乎另有含意:耶穌或是若翰宣稱我的

耶路撒冷有五個門柱時刻還沒有到(若二 4; 七 30 ;八 20) 。與此
的水池之重建圈。

相反，耶穌在棕擱主日心神煩亂，因為時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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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若十二 23 ' 27) 。十三章的開頭很嚴肅'......耶穌知道他

離此世歸父的時辰已到.. .... J (若十三 1) ;基督向門徒斷言此事

(若十六 32) ，他向天父祈禱時再次提到(若十七 1 ) 

因此在若望福音的一整個段落中，耶穌走向他的時刻，這個

時刻就在最後晚餐的晚上。這是耶穌回歸天父的時刻。於是給我

們指向另一一個主題。

上方與下方之間的對比。上頭有一個宇宙，是天主的宇宙，

這個宇宙是聖神、愛、自由與光明，下頭也有一個「世界 J 這

個世界是肉體、奴性、恨意與黑暗。

耶穌永遠屬於上方的宇宙。他是天主聖言，降生到這個世界

為將天主啟示給我們，並給我們真正的知識 (gnosis) 。耶穌的逾

越節是他回歸天主的時刻。

耶穌整個生平以兩大讚美歌為框架:聖言從天堂降生為人的

讚美歌(若一 1~18) ，以及降生的聖言返回聖父那裡的祭司禱文

(若十七)。然而聖言孤單地來到世上，卻讓所有信賴他的人和

他一同上升至天堂(若十四 3)

相信:最後若望清楚表達他的目的，......這些所記錄的，

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

名獲得生命。 J (若二十 30~31 )因此若望願意引發人的信仰:

這個信仰在於承認耶穌是默西亞和天主子。這個信仰是生命的契

約，是愛心的別名。信賴就有從天主子而來的生命;拒絕相信就

是選擇了死亡。

生命，死亡和愛:這三個關鍵詞(或同義的表達)以一種重

要的方式散佈在整部福音中: I生命」這個主題有四分之三在若

一至六， I死亡」的主題多在若七至十二，而「愛」的主題是在

若十三至二十。

這幾個特色讓我們認為就算若望沒有計畫，至少有-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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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福音程的「猶太人」恥「世界」

我們必須非常留意若望福音裡「猶太人」這個詞的意義。

有時這個詞是原來的意義，也就是指該地區的居民有時候意

義相當特殊，是指沒有接納基督訊息的人。在這種意義下，生

為猶太人的若望就不是猶太人而是外邦人，他拒絕接受耶穌可

以被形容為猶太人。這兩種意義之間渾淆不清，即使若望不顧

意，很不幸還是相當程度助長了反閃族的情結。

與此類似 I世界」這個詞指的是人類，天主因為很寵愛

人而給了抽的兒子(若三 6) ，不過這個詞通常是基督敵人的同

義詞(若十二 31 :卜五 18ff)

記號與時刻

217 

若望福音分成兩個主要部分，即記號的時刻(若一~十二)

與耶穌的時刻(若十三~三十)

若望著迷於這「耶穌的時刻 J '他把耶穌的時刻視為一體:

耶穌的死亡同時也是他的躍升。基督懸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坐在光

榮的王位;他從那裡將聖神傾注於這個世界。這是愛的表現。

無論如何，這個奧秘太過於豐富，而且很快就過去了。按照

若望的說法，耶穌非常明白自己的門徒有誤解的危險。此外，有

兩年時間耶穌預先以記號聖事化這個意義:所謂記號是指奇蹟，

不過更廣泛的說，也指耶穌的作為(言行) ，後者顯示了他的「工

干呈」 。

耶穌的行為在看見的人當中引發兩種不同的反應:一些人相

信，於是走向生命;其他人拒絕而選擇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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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記號之會(若一~十二)

A. 記號宣告天主賦與的生命(若一~六)

是門徒作見證:團體(若一 1~18) ，洗者若翰(若一

19~44) ，首批門徒(若- 35~51) 

一連串的事件宣告這個生命的禮物:加納( Cana) 的記號顯

示耶穌的光榮(若二 1 ~ 12) ;耶穌把商人趕出聖殿也是個記號:

真正的聖殿是耶穌的身體(若二日~25) ;耶穌向尼苛德摩 (Ni

codemus) 講論信仰就是新生(若三 1 ~21) ;而洗者若翰(新郎

的朋友)做了他最後的見證(若三 22~36 ) 

和撒瑪黎雅婦人在心起時，耶穌以生命之水的象~徵開始(若

jJ_L] 1~42) 

然後有一整段談論賦與生命的聖言(若凹的~五 47)

生命之餅佔了很多篇幅(若六)。這段經文的結語是後面兩

段的序言:一些門徒拒絕相信，因此他們成為耶穌敵人的一份子，

耶穌要在下一段落中面對他們。伯多祿宣告團體的信仰依舊熱誠

(與對觀福音中凱撒黎雅斐理伯的宣言具有相同的意義) ;這個

信仰的團體現在消失在背景中，留下耶穌一個人面對他的敵人;

這個信仰團體主要在最後才再度出現。

B. 耶穌和希望耶穌死的人(若七~十二)

在這個段落中耶穌獨自面對敵人，若望告訴我們在這個爭鬥

中最重要的關鍵:這些人要耶穌死;然而他們拒絕耶穌就是選擇

了自己的喪亡。

我們可以從帳棚節時的嚴重對立明白這點，那時耶穌宣告他

是光明以及聖神的源頭(若七 l~八 2) 。耶穌治好胎生瞎子顯示

他們已然分道揚鏘(若九)

然後耶穌強調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賦與羊群的牧人(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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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他是天主子(若十 22~42) ，是復活以及生命(拉匣

祿，若十一 1~45)

最後的插曲把我們帶到這個時刻的門口(若十一 46~十二

50 )。然後團體才能夠結束這部分:其信仰的本質(若十二

37~50 ) 

2.耶穌的暐到(若十三~二十)

若望主要把最後晚餐當作臨別贈言，基督在此時不口門徒道再

見並告訴他們他的命令:從此他們的手足之愛將是使耶穌留在世

上的方法。

耶穌受審是個很好的示範'證實戲劇化的為什麼。耶穌被判

死刑;事實上他才是審判世界的人。他的死成為生命的泉源;從

他身側留出一股清泉，是則四七 2 和[巨卡三 l 宣告的清泉，也就

是洗禮和聖神的象徵。

若望的一些特色

若望喜歡大篇幅統一的結構;我們找不到任何對觀福音裡

看到的簡短的奇蹟敘述，若望反而選了七個奇蹟成為長篇的敘

述(其中四個是若望獨有的) ，通常伴隨著演說，於是成為耶

穌的教導。

若望的思想是螺麗狀進行的。我們發覺每個部分的想法都

各自獨立，不過和下一段一起看時，若望引導我們更深入地了

解。

若望故意從具體的東西開始:水，餅，新生;不過他說明

這些事物如何能使我們到更高的境界。對若望來說，這些日常

事物都具有象徵:我們能藉著這些事物瞥見天主的世界，甚至

讓我們和天主間產生聯繫(這是「象徵」這個詞的意義，這個

字原先指的是合一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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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若望的一些章節

圖，若望著作的目的

若望寫這些是為叫我們相信耶穌是基督天主子;並使我們

相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若二十 31) 。

我給你們這些信天主名字的人，寫了這些事，是為叫你們

相信:你們已獲有永遠的生命(若壹五 13)

比較這兩個結論。在其中類似的主題下劃線。這些著作各具

有什麼目的?人們曾經稱若望一書為基督徒經驗之書。你們以為

如f可?

"信徒

若望比較不喜歡以抽象的方式處理一個主題，如談論信仰，

他比較喜歡敘述一個相信了的男人或女人因此成為信徒的典範。

你們不需要太深入細節，就可以讀到很多為你們而寫的章節，是

一系列信徒的形象。

見諸產生信仰:若- 35~51 

注意每個人是怎麼經由他人的手引至基督。

知識或是重生?若三 1~21

尼苛德摩是個學者，一個辣彼，他能夠和耶穌以同樣的語言

討論。信仰對他而言的意義是什麼?

信賴默西巨，世界的救主:若四 1~42

你們閱讀耶穌過到撒瑪黎雅婦人的敘述，注意耶穌如何以明

確的細節開始:水以及婦人的愛情生活。這些細節如何幫助我們

發掘耶穌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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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耶穌的話:若四 43~54

注意「相信」這個動詞在兩個事件之間的進展:在 50 節，王

臣相信耶穌說的話，因此他將看到奇蹟(還是在自然的領域)

在 53 節王臣看到奇蹟並且相信了。仔細留意這個過程:看見(用

肉眼)並相信了一為了看見(用內在的眼睛)所以相信。這種事

在若望福音中常常發生。

真正盲目的人:若九 1~41

這個對此在於冒人看到重要之事，明眼人卻看不到。你們試

著找出耶穌慢慢引導冒人發掘耶穌身分的步，驟。

看見好叫人相信:若二十 1~ 10 

看看「其他門徒」的信仰模式:門徒看見並相信了，因為他

們還不了解經書。換句話說，一且復活的基督開啟他們(或我們)

的心智了解經書，就不再需要看見才相信。經書就足以告訴我們

耶穌是誰。

相信好叫人看見:若二十 24~29

這裡的多默 (Thomas) 是懷疑者的典型。耶穌願意引我們得到什

麼樣的信德(請看伯多祿在若六仰的回答) ? 

餅的記號:若六 1---71

這一章很重要，也是若望福音裡最長的一章。若望把這一章

置於耶穌在加里肋亞宣講的末端，總結了耶穌使命的重要特色。

第五章說的是耶路撒冷不信的猶太人。第六章說的是加里肋亞不

信的群眾。除了十二門徒這麼少的人以外(甚至其中一個還要背

叛他， 71 節) ，整個以色列都拒絕相信耶穌。

增餅的奇蹟(若六 1 ~ 15) 與出現在對觀福音裡其它五個敘述

類似。若望和對觀福音作者一樣視耶穌感謝並學餅的行動為最後

晚餐的預演。不過，若望特別把這個奇蹟視為默西亞的盛宴，這



222 新約導覽

是默西亞舉行的宴會，是人們在時間終結時的期待。若望強調耶

穌的首位(耶穌是做一切事並壁餅的人) ;群眾認出耶穌是先知

並願意擁他為王。

步行水面(若六 16~21 )強調的是耶穌這個人。這是耶穌在

光榮中君王式「我是J (天主)的巡行。敘述者說明耶穌的神力，

藉此讓眾門徒準備好接受生命之糧的訊息。

群眾尋找耶穌以及關於工作的對話之後(若六 22~29) ，耶穌談

到生命之糧。

圖，生命之糧

在不斷出現的字詞下劃線，並把這些字在經文中的位置標示

出來(我們的聖經把兩個不同的希臘字翻譯成「吃 J 在 54 ' 

而， 57 和 58b 節中用的動詞事實上的意思是很寫實的「出聲咀

嚼 J )。看看是否有些表達方式形成包括語。

留意 30 節， 40~41 節和 52 節的反對聲浪:若望刻意以這種

方式開始一個爭端。

你們會注意到經文中重要的字全都出現在 31 節的引言中。這

個演說也許是講道(而且耶穌是在會堂裡宜講的， 59 節) ，按照

的是猶太宣講的法則。一開始是取自經書的引言，通常取自梅瑟

五書( Pentateuch) ;然後其中的每一個字都拿來應用在當代，說

明這一切對聽眾而言如何有用。在解釋經文的過程中出現第三個

引言，通常取自先知書(此處的 45 節濃縮白依五四 13) 。若望刻

意使用對比「並不是......而是......因為 J '例如 32~33 節，

46~47 節。

31 節的引言和 32 節的對比之後，一個「包括語」標示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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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結束: 35 節， 48節。從 49節開始( 49節重複 31a的內容)

是第二部分。 58 節是整段經文的結論。

耶穌在 35~48 節中說到的是什麼樣的食糧?注意「信」這個

字和其同義字「發生」時常出現。我們都知道這樣的主題，就是

人要在信仰中得到天主的話，而天主的話使人飽飯;請看這個例

子， ，-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發生的一切言語

生活 J (申八 3) ，又比如智十六 26 ;則三 1ff 。

耶穌在 49~58 節中說到的是什麼樣的食糧?比較「我的肉是

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和「我的身體是為你們而捨棄的 J (路

二十二 19 ) 

這段經文的形成過程眾說紛耘。有人認為耶穌說自己就像降

生成人的聖言，聆聽的人「吃 J '也就是藉著信仰接受。耶穌復

活之後，眾門徒理解到耶穌在最後晚餐那晚以另一種方式交出自

己:他把自己(肉和血)給我們當食物。稍後若望要以聖體的觀

點重述這整個演說。

這些如何幫助你們了解語言，聖體，信仰和生命之間的關連?

"若望的「宗徒大事錄J .若十三~十七

簡單地說，在最後晚餐之後的演說中，若望把路加在宗徒大

事錄裡所說的教會生命的要素安排在基督口中。這整個部分事實

上是由兩個稍有重疊的演說構成的。

你們閱讀這些經文時，看看若望是怎麼說天主/天父和耶穌

的，耶穌出於天父並要回到天父那裡;耶穌復活以後要以新的精

神臨在走向他的門徒;耶穌把他們引向天父。還要注意若望是怎

麼說聖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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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發現一個特定團體的處境和困難一一若望的團體和你們

自己的團體。

第一T固演說:若+三 31~+回到

首先看看連接的地方:從若十三 33 到十四 28 的概括語句，

「我去......我還要回來 J 從若十四 1 到十四 27 。

在重複的字下面劃線:相信，以及與此相關的表達方式:知

道，做事業，結果實;愛，以及與此相關的表達方式:遵守誡命，

話，住戶斤。若十四 1~14 的中心是信仰，若十四 15~24 是愛。注

意其中的許多介系詞:在......之內，與......在一起等等。

這段經文如何表達耶穌升天的奧蹟(耶穌的榮耀)以及聖神

降臨(耶穌經由聖神重新存在)的基本要素?

第二T固演說:若+五~+t

你們可以注意這個演說如何鋪陳同樣的主題，並在特定章節

上稍做停留。

葡萄樹的比喻(若十五 1~17) :若望如何以寓言的型式，表

達教會是基督身體的教義?

聖神和團體一起面對世界(若十五 18~十六 15 )。注意聖神

的各種角色:使人了解天父和耶穌，保衛信徒的信仰，並且讓信

徒知道基督是勝利者。

團體受託把基督帶到世上(若十六 16~33 )。為了更了解

21~22 節，你們要重讀依二十六 17 ' 20 ;六十六 7 ' 14 '另外還

有默十三 4~6 '稍後我們要回來看這段經文。若望把耶穌的苦難

視作團體的痛苦，因為團體要在歷史中帶領基督進入世界。

基督經由他的苦難，復活以及他在教會中的生活祈禱(若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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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若一 1 ，.._， 18

這宏大的讚美詩很難懂。若望以非常簡單的文字，濃縮了長

期的神學反省。

第一步你們可以試著找出其中結構，看看若望如何在經書的

基礎上思考。

要E結構方面，首先你們要找出重複的字以及互相呼應的段落。

這個讚美詩的結構似乎是圓形的，按照的是當時一種普遍的形式

(我們時常在聖經中看到)

1~5 節

6~8 節

9~11 節

與天主同在的聖言

洗者若翰

聖言的到來

12~13 節

16~ 18 節

的節

14 節

所以我們在經文中心( 12~ 13 節)看到賦予信徒作天主的子

女。其它成對的句子不僅僅是重複而已。 9~11 節好像在說明聖言

來到世上，在他的猶太人民中間(耶穌自己的人民) ; 14 節慶祝

耶穌降生成人。 1~5 節說聖言是永恆不變的以及聖言的創造行

動; 16~ 18 節強調啟示經由耶穌基督實現。

在這個序言思想的經典起源方面，參考註釋書或是你們聖經

的註解和參照。以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起初:若望福音的開頭和創世紀一樣。耶穌的到來是世界

新的開始(參考與此類似的谷一 11)

指稱基督是智慧(話) ，就是把他放在舊約的傳統中:天主

藉著聖言(創一;依四十 26 ;詠三十三 6) 或是智慧(智七 22)

創造，天主在創造萬事萬物前先造了聖言/智慧，聖言/智慧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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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天主(第八 23~36 ;智七 22~30)。這個智慧(也就是智慧

的天主)已經來住在人們中間(德二十四 1~22) ，有時候人們視

智慧等同於法律，也就是臨在人民中間的天主(參考《舊約導讀〉

183-184 ' 195 ' 206-207 頁)。不過稱耶穌為智慧，也就是把他放

在斯多噶學派的脈絡之中，因為對斯多噶學派來說，這個智慧是

維繫世界凝聚的原理。

他寄住在我們中問:字面意義是他在我們中間搭帳棚(參考

德二十四 7~8) 0 Skene 這個希臘字(意為帳棚)似乎包含著對

Shekinah 的暗示，也就是天主真正臨在於人民之中。耶穌是真正

的聖殿，天主的榮光從該處放射向我們。

若望壹書

這個團體正遭遇困境:他們分裂了(若壹四 3) ，基督徒沒有

彼此相愛(若壹二 9; 四 20) ，他們認為自己是無罪的(若一

10) ，或者受到諾斯底派的引誘;他們宣稱只要藉著知識就能達

到天主，和他們生活的方式無關(若壹二 4) ;還有一些人離開團

體並否認了基督(若壹三凹， 22) 

若望為了回應這樣的處境，訴諸於一種雙重經驗:

若望做為見證的經驗(若壹~ 1~4) :閱讀這些章節。若望

沒有說自己看見或聽見聖言，而是他看到關於聖言者(作為人的

語言行為)允許他在信仰內進入這個人奧拉、的中心，也就是承認

他是天主子。

基督徒的體驗(若壹五 13) :若望訴諸的是基督徒在洗禮時

接受的信理，以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此的體驗。他們在信仰內

發現天主聖言己種在他們心中了(若壹三 14 ;三 19) ，由於聖

神，他們已深受聖言的影響如同為油所浸透一般(若壹二 20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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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交響樂般不斷重複的基本主題是「你們和天主是相通

的」。不過這個奧秘的基礎是:與天主的相通必然顯示在其所產

生的結果上。

要給這封書信找出綱要很難，不過我們在默想時需要大綱嗎?

看看這封書信如何與我們個人的經驗吻合更為重要。

你們閱讀時可以特別注意某些地方。

主要人物:天父，耶穌，聖神，作者與其團體，信徒，誤入

歧途者。若望如何介紹他們?他們的角色是什麼?他們和哪些主

題有關?

主題:注意重複出現的詞彙和表達方式;試著重新組合這些

形影不離的詞彙，留意這些關係對理解基本的詞彙有什麼幫助，

例如:愛，知道，相通，存留，罪過，魔鬼，世界，惡者，假基

督，光/黑暗，生命/死亡，正義等等。

若望的耶穌受難史

若望在耶穌受難之後訐久默想

發生的這些事，他是在聖神的光

照，教會的生活，特別是聖事的紀

念下默想。

若望的敘述與對觀福音相當近

似，不過他選擇敘述比較重要的事

件。若望把受難視作耶穌通往天父

的勝利之路。耶穌知道他要死了;

他知道這會是什麼樣的死亡而自願

赴死 r誰也不能從我這裡奪去我

當卜、

/主\

從十字架上卸下。羅浮宮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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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而是我心甘情願捨掉它 J (參照若十 18 )。受難的種種

細節不只滿全了經書，而且滿全了耶穌對此的宣告。

若望強調受苦的天主子的威嚴。耶穌被捕時，不像瑪竇裡的

耶穌一樣提到天使的軍團可以拯救他:耶穌說「我就是」就足以

使他的敵人退跌在地。耶穌像是君王一樣被釘死:比拉多在審判

座上承認這一點(若十九 13) ，十字架上的牌子以數種語言宣告

耶穌是君王(若十九 19~20 ) 

若望沒有把死亡和躍升分開。耶穌懸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耶穌

升天進入天主的光榮，他要在此派遣聖神來到世上(若十九

30) 0 í 至於我，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

我。 J (若十二 32 )十字架成為光榮的冠冕，耶穌由十字架建立

了教會:從他的肋膀流出水和血，亦即洗禮和聖體這兩件聖事。

耶穌在山團被捕(若+....、 1 ~ 12) 

若望沒有描述耶穌的痛苦(不過他把其中的要素運用在棕擱

主日的插曲，若十二 23 和 27) ，也沒有描述眾門徒逃跑的事。若

望僅僅表現出耶穌的威嚴。「我就是」重複了兩次 (5 和 8 節)

這是經書中天主自己的名字。

猶太客釗(若+....、 13~27 ) 

若望沒有描述在公會議前的場面，而且他是唯一報導耶穌在

亞納斯 (Annas) 面前受審的福音作者。耶穌表現自己是完全顯露

天主的人: í我講」這個動詞出現了五次， í我施教」使用了一

次。有個悲劇性的對比:耶穌在作最後見證的同時，伯多錄否認

了他。雖然蓋法( Caiaph抽)沒有想到，他卻告訴我們耶穌受難的

重要性:耶穌是為所有人而死的(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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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害釗(若+.1 、 28~+九 16 ) 

這是若望的耶穌受難史的主要場景。比拉多進進出出，從屋

裡的耶穌到屋外的猶太人，因此把這個事件分成七個對等的場景，

耶穌戴莉冠在其中心。這是耶穌和猶太人之間重要的法律行動。

耶穌雖是被告，事實上他卻是法官。耶穌是君王，不過他統治的

是聆聽他話語的人。這一幕的中心是耶穌戴灰冠，所有的細節都

除去了(刺，跪拜) ，因此強調了君王這個稱號。這一幕的結尾

是拉比多敬耶穌若神:他讓耶穌坐在他的法庭，宣告耶穌是君王

( 13 節)

費古費嬰士也(若+九 17~37 )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還是像個君王:十字架上的牌子加以

證實。猶太人也再次拒絕了耶穌。耶穌穿的無縫長衣沒有被撕開

(希臘文為 schizo '因此在我們的話是分裂，即 schism) 。若望

而見之為教會合一的象徵:耶穌赴死是為了把四散的天主子女聚集

歸一(若十- 52) 

若望是唯一讓十字架下的瑪利亞具有重要性的福音作者。若

望好像藉著稱呼瑪利亞為「女人」並讓門徒作他的見子，暗示瑪

利亞在教會中的特殊角色。

耶穌交付了靈魂(30 節)。若望用這個奇怪的句子(在希臘

文中比在英文譯文中來的更古怪)描寫耶穌，好似耶穌正派遣聖

神到世上。

最後的場景只出現在若望福音，顯示出基督之死對我們的意

義。耶穌是新盟約的巴卦卦羔羊。耶穌甚至是被刺透的天主本身，

就如同區十二 10f所預告的(參考〈舊約導讀> 192 頁)。耶穌是

神居住的真聖殿，因此則四十七 1~12 所見到的從聖殿右邊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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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是聖神的象徵。於是水和血成為教會內洗禮和聖體這兩件聖

事的象徵。

哥哥葬耶穌(若十九 38~42 ) 

兩個有身分的人安葬了耶穌，其中之一是畏怯的門徒若瑟

(Joseph' 38 節) ，另一個是曾在夜裡造訪耶穌的尼苛德摩。他

們把耶穌安葬在一個園子(只有若望提到這點，他說了兩次)

生命就在這地方萌芽。

若望的耶穌

「談到那從起初就有的生命的聖言，就是我們聽見過，我們

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 0 J 

(若-} )這種信賴很足以概括若望

的經驗。在保祿的生命中有之前和

之後:耶穌從一個騙子變為保祿的

主。若望不曾經驗過這種變化。他

有很多年的時間是一個人(一個先

知)的朋友，他逐漸認出這個人是

基督。耶穌受難那晚以後，他很驚

訝地發現自己的朋友竟是天主子，

耶穌的的確確是天主子。這是若望

的耶穌具有的矛盾之處:他絕對是

一個人，別人可以看到、摸到;不

過在他之內用信仰的雙眼看，並經

由聖神啟發，我們可以覺察聖言/

天主子的奇妙奧蹟。

耶穌顯聖容。東正教聖緣。

安德﹒魯柏萊夫( 1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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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1回人

若望的耶穌非常人性:他擁有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心理狀態。

疲倦的耶穌走到井旁想要解渴，他向一名陌生女子討水喝(若四

5ff) ;耶穌有住處，人們可以在那和他一塊過夜(若- 38; 三

2) ;他有朋友拉匣祿以及女性朋友瑪爾大和瑪利亞(若十一~十

二) ;耶穌知道為朋友拉臣鵑傷心哭泣(若十一刃， 35) ;他參

與婚宴(若二 lff) ;耶穌能發怒，翻倒商人沈重的桌于(若二

耶穌是個不尋常的心理學家，他認識人心(若二 25 )。因為

耶穌非常尊重別人，所以他可以提醒撒瑪黎雅婦人她混亂的性生

活，而不會讓她覺得被判斷，更不是被判刑，犯姦淫時被捉住的

婦人也是如此。耶穌是個能夠顯露人們內在最好一面的人，即使

這些人是罪人。

是天主的人

這裡有個有趣的個性測驗，你們試試看!不管人們問耶穌什

麼，他只有一個答案:天父。你從那裡來?天父那裡。你在做什

麼?天父的工作，祂的冒意。你說了什麼?沒有一句話出於我的

意思，都是我從天父那裡學得的。在聖三這樣不只是抽象討論的

問題上，若望的經文給我們介紹神聖奧秘的中心。耶穌一直都是

完全自由的，完全屬於他自己的，不過他同時全然與天父有關，

與天主同在(若一 1 ) 

是顯露天主的人

耶穌是永遠與天主同在的天主聖言/智慧，他知道天主的奧

秘，而且他要來讓人知道。若望的基督最主要是給我們顯露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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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耶穌經由他的言語顯露天主;也許主要經由他的記號，他的

奇蹟，他的行動和生活方式，-斐理伯......誰看見了我，就是看

見父 J (若十四的。耶穌藉著派遣聖神給我們再次顯露了天主，

這聖神從他穿透的右邊流出(若七 38 ;十九 30 ' 34) ，其任務就

是要把我們引入一切真理(若十六 13 ) 

是人子

我們驚訝於審判的場面突然跳進這麼一部神秘主義的著作之

中。法律詞彙常常出現.證人，法官，原告，確信，護慰者( par

aclete '也就是辯護人，律師)。這是因為耶穌是人子，人子是取

自達尼爾書 (Daniel) 的形象，人們預期人子在時間終結的時候進

行審判。耶穌向尼苛德摩說他是唯一白天降下的(若三

1l ~13) ;他不願意作定罪的法官，只想作拯救的人子;然而因

為耶穌是光明，他強迫與他一同說話的人顯露自己，要作選擇:

耶穌引發審判。不過他在信徒身邊做信徒的律師。

這場審判會持續至世界的終結，耶穌還會派遣另一位護慰者

(若十四 16) ，也就是在信者心中保護他的聖神。

是天主子

最後，耶穌之所以能夠顯露天主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天主子。

「我是」公式在對觀福音中很罕見，卻常常出現在若望的耶穌口

中，甚至有四次用作斷言(若八 24 '詣， 58 ;十三 19) 0 ，-我

是」和雅威(這是天主自己的名字)的名字相呼應(出三 6'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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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言龍的生命

耶穌只是為了信徒而進入我們的肉身;他是為朋友捨棄生命的牧

人;耶穌是光明，他是復活及生命。

敬禮一一活於感恩禮的生命

為今日的基督徒而言，敬禮( Worship) 這個詞指的似乎是禮

節方面的事 (ceremony) 。為初期首批基督徒還有猶太人而言，

這個詞指的主要是日常生活。敬禮和服侍神只是在過日常生活，

並賦予日常生活特殊的意義。特定行為表達出這個意義，這些行

為是嚴格的聖禮 (cultic) 。我來舉個例:夫婦和單身者的行為並

無不同，不過通常他們的愛豐富了他們全部的生命;他們表現這

個愛的行動就是表達全部生活的方式，而且這有助於使他們的生

命具有意義。與此類似，敬禮的行動(聖敬的行為)表達活在感

恩禮中的生命，並且讓生命本身成為一種感恩禮。

請再次讀羅十二 1~2 ;伯前二 5 (以及我在 121 頁講的一

切) :基督徒的祭獻就是他們自己，他們自己活出對信仰的順從

(羅- 5; 十六 26 ;費二 17 ;伯前一 2 ' 14 ' 22) 。至於「順

從 J '請看〈舊約導讀> 226 頁。

舊約中的精神敬禮

眾先知要求的真正祭獻是對鄰人的正義與公義(亞五 21 ;依

五十八) ;是愛而不是祭獻(歐六 6 ，按照瑪竇福音，耶穌會加以

百間;歐九 13; 十三 7) 。請重新閱讀米六 8 壯觀的摘要( <舊

約導讀> 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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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教中的言贊頌

讚頌構成猶太人生活的基本元素。

一天散佈著會堂的祈禱:在早晨，在中午以及晚上;長時間

的感恩祈禱伴隨著讀經和聖詠。

每一個行為都由近百種頌辭之一聖化，這些頌辭是以同樣模

式形成的簡短句子 I 願讚頌歸於你，宇宙的君王，你...... 0 J 

例如起床時說 I你把靈魂賜與塵世的身體 J 洗淨時說 I你

以誠律聖化我們，你命令我們該洗自己的手 J 穿衣時說你

讓赤裸的人穿衣 J 如廁時說 I你以智慧形成人，並且造了途

徑...... J 

因此日常生活全都活在感恩之中，連其中最基本的方面都是。

保祿回應那些拒絕特定食物甚至婚姻的基督徒時，這正是他提到

的重點 I 因為天主所造的樣樣都好，如以感恩的心領受，沒有

一樣是可辦棄的;因為樣樣都是藉天主的話和祈禱祝聖了的。」

(弟前四 4~5)

三餐(特別是節日的)是宗教行為。一個家庭的父親或是家

長作讚頌，拿起餅來分開。讚頌不是祝福餅，而是將之放回由天

主而來的生命之流:天主是生命，人藉著祝福得到這個生命。於

是餅充滿神聖的生命，一起吃飯的人分享並分開這餅，他們吃了

就進入神聖生命的之流中。

對這種祝福、讚頌天主生命的禮物的回應是感恩禮(人的謝

恩) :人在愉悅和驚喜中，體認從出生開始的每個禮物都來白天

主。

基督龍的敬禮

基督宗教出於猶太教，因此承接了這種態度和習俗。只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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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賦與了新的色彩，因為基督徒知道我們有的全都出於耶穌，

而且每次感恩禮都是經由耶穌到天父。

我們閱讀默示錄 (the Book ofRevelation) 時，會看到基督徒

的禮儀取自猶太人的敬禮 (249頁)。基督徒也在基督的啟示下重

新閱讀聖詠:請看默四 23~31 描述的美妙禮儀。

我們要看基督徒如何寫屬於他們的祈禱文，我們要研讀的是

天主經。

此處，我們姑且停留在基督徒感恩禮的中心和高峰上:耶穌

的最後晚餐。若望的描述非常豐富，一兩頁的篇幅不足以完全研

讀，所以我們只要注意一個特別的觀點。我們看過福音書提供的

兩種詮釋後，會更明白日常生活和敬禮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經

由耶穌本人的奉獻以及愛慕他的基督徒團體的奉獻，耶穌臨在於

我們之中。

"感恩禮( the cucharist) 的制定

R展和各

最早寫成的記錄之一是耶穌的受難。從耶穌被捕一直描述到

耶穌的安葬，因此描述的是受難的外在過程。門徒隨即覺得應該

要有兩個敘述作前言，才有可能了解這些事件的內在意義。耶穌

基督徒的象徵物，餅

和魚(羅馬賈理篤

Callixtus 的地下墓
穴，公元二世紀)

在山盟臨終痛苦的敘述顯示耶穌是全然的

人，他痛苦萬分地接受即將來臨的死亡，

並重建其意義:正是經由失敗，他完成了

奉獻。最後晚餐的敘述顯示耶穌如何提前

慶祝自己的受難。最後晚餐，臨終痛苦以

及十字架苦路:這是耶穌受難的三種表

達，每一種都述說一切，不過是從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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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經文

對照福音提供我們現有的四個最後晚餐的敘述。若望缺席了，

不過他也有提到感恩禮。

請讀谷十四 23~鈞。你們是否覺得這段敘述直接了當?看看

23 和 24節的結尾;杯中物( I這個 J ， 24 節)指的是否就是「葡

萄汁 J (25 節) ?閱讀這段經文，略過 24b 不看( I 這是......為

大眾流出來的 J )這是什麼樣的食物?閱讀包括 24b 的經丈:

這是什麼樣的食物?

請讀路二十二 15~ 18加上 21~咒，然後是路二十二 19~20 。

你們能不能看出是兩個不同的餐宴?

人們以兩種方式詮釋耶穌最後晚餐的記憶:作為錢別宴，耶

穌對他的門徒說出最後的叮嚀，或者是禮儀的餐宴，藉著它耶穌

以先知性的行動舉行紀念自己死亡的禮儀。讓我個比方:有一晚

兩個兒子回到老父親的家;老父親趁著吃飯的時候，把自己的財

產分給他們;兒子們離開以後，父親很快就過世了。很可能這兩

個見子會以不同的方式描述這頓飯局:其中一個特別記得這是他

和父親共度的最後一頓飯;父親和他們說話，要他們在一起相親

相愛;另一個見子比較實際，他只記得共享的遺產。

蝕~~事

臨別演說是舊約和猶太文學中眾所周知的一種文學類型(請

看如創四十九;列上二;多四;十四)。知道自己將死的人把孩

子或門徒聚集在一起:他勸誡他們要有德行，特別要表現手足之

情;他通常會把自己過去的生活當作模範，並且預言未來。有時

候臨別演說是在吃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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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一次路二十二 15~18 和 21~38 ;谷十四 25 ;瑪二十六

29 ;若十三~十七。在這些經文中，人們把最後晚餐當作耶穌的

錢別宴追憶;耶穌命令他們 I藉著這個記號世人知道你們是我

的門徒:你們要彼此相愛...... J 耶穌預言自己的未來:他肯定

自己對天主的信賴。他死後必要進入天主國;他給團體宣告他們

的未來:他的門徒要合一直到天國最終來到。耶穌留在世上的方

式是經由分享耶穌的餅和按照這方式生活的團體。

禮儀的聲宴或先知性的行動

眾先知已經讓我們知道，他們的行動不止於提供訊息，還提

前實現他們所表達的一切( (舊約導讀> 93 頁)

耶穌學餅，遞出去和倒酒的動作，提前實現耶穌身體和血的

禮物。就是因為這是吃飯的舉動，也就是說是人可以再有的東西，

例如人可以吃東西;所以藉著重演這頓飯，我們可以像似耶穌之

所以是耶穌:即他交付給死亡又再度復活。

瑪費，馬爾谷和路加把最後晚餐安排為猶太人的巴斯卦晚餐

(在該年的受難日前一晚加以慶祝) ，不過他們所理解的意義不

同。

瑪竇一馬爾谷:請讀出二十四 4~8 。耶穌的死主要實現了定

盟約的獻祭。

路加一保祿:請讀耶三十- 31~34 以及依四十二 6; 四十九

8; 五十三 12 。耶穌的死主要是先知自己殉道的禮物。多虧了他，

新的盟約終於建立了。

在這篇研讀的啟示下，最後晚餐為今日的我們能具有什麼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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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二十六 26-29 I 谷十四 22-25 路二十二 15-20 格前十一 23-26

15 耶穌對他們說「我

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難

以前，同你們吃這一次

逾越晚餐; 16 我告訴

你們，非等到它在天主

的國真成全了，我決不

再吃它。」

17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

了說: f 你們把這杯拿去，

彼此分著喝罷! 18 我

告訴你們﹒從今以後，

非等到天主的國來臨了，

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 J

叫正吃帕 |叫正吃吋 19 耶穌拿起餅來， 23 主耶穌在他被交

時候，耶穌拿起餅來， 耶穌拿起餅來， 付的那夜，拿起餅

來。

祝福 T' 祝福了， 祝謝了， 24 祝謝了，

掌關 學闕， 擎闕， 學闕，

還給門徒 遞給他們 遞給他們 說

說「你們拿去吃罷! 說 :f 你們拿去吃 說 ;f 這是我的身體， 「這是我的身體，為

這是我的身體。 J 罷!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而捨棄的。你們 你們而捨的，你們應

應行此禮，為紀念我。」 這樣行，為紀念我。」

27 然後，又拿起杯來， 23 又拿起杯來， 1:蜘後附樣 25 晚餐後，又同樣

祝宮對了， 祝謝了， 拿杯來， 拿起杯來

遞給他們 遞給他們，

說「你們都由其中 他們都從杯中喝了。

喝罷 1 24 耶穌對他們說， 說， 說 .f 這杯是用

28 因為這是我的血， 「這是我的血， 「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 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 

新約的血，為大眾 新約的血，為大眾 的血而立的新約。」 你們每次喝，應這樣

傾流，以赦免罪過。 流出來的。 行，為紀念我。」

29 我告訴你們從今 25 我實在告訴你們 i 泌的嗨，直到主再來，

以後，我不再喝這 我決不再喝這葡萄 你們每次吃這餅，

葡蔔rt r ' 直到在 汁了，直到我在 喝這杯，你們就是

我父的國襄那天， 天主的國襄 宣告主的死亡。

與你們同喝新酒。」 喝新酒的那天。



天主經

基督龍的祈禱文

瑪六 9- }3

9 我們在天的父!

願林的名被尊為聖，

10 願你的國來臨，

七、若望著作:福音書和書信

結合兩者的禮儀譯文

我們的天父，

願千絲甘名受顯揚，

顧椅喲國來臨，

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 I 願tlJ;é甘旨意奉行在地上，

如在天上一樣! I 如何在天上。

路+-2-4

2 父啊!

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願?絢守國來臨!

11 我們的日用糧 I 求你今天賞給我們臼用的食糧. I 3 我們的日用糧，
求你今天賜給我們 I I 求妳天天賜給我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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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寬免我們的罪債 I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 I 寬免我們的罪過，因為我們

猶如我們也澆免得罪我們的人: I 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I 自己也寬免所有虧負我們的人;

13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不要叫我們陷於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

這禱詞的經文有的地方難懂:我們翻譯為「每天」的字事實

上在希臘文學中僅見於此，其正確含意也有所爭論;關於誘惑的

句子語意不清。瑪寶和路加的經文有出入:對門徒來說，忠於耶

穌的思想似乎比正確複述他的話來得重要。

把這兩段經文互相比較，然後再和綜合過的禮儀經文比較。

注意其中的相同和相異點。

我們在天的父:使用第一人稱複數(我們)暗示了什麼?把

熟悉之物(我們的父)和超越(在天)相連暗示著什麼?父親一

詞毫無疑問取自「阿爸 J .這樣親暱的詞塑造了耶穌和初期基督

徒的態度(谷十四 36 ;羅八 15 ;迦四 6)

我們如何將天主「尊為聖 J ?參考則二十 41 ;三十六 20f 。

天國來臨:我們要求的是什麼?請再看看 146-148 頁。

天主的旨意是什麼?請看如瑪十八 14 ;弗~ 9~10; 弟前二

4; 若六 3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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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願望的一般意義是什麼(顯然路加覺得這些願望相當

於一個) ? 

餅 I每日」這個字可能有不同的意義，請看你們聖經中的

註解，註釋書或是字典。這餅是什麼?只是世上的食物嗎?或者

也是天國的餅?

寬恕:這是猶太人和基督徒共有的主要特徵﹒因為天主赦免

了我們，所以我們自己也要赦免別人。

誘惑:我們不是要求天主免去我們的考驗，既然祂考驗了亞

巳郎(創二十二 1 )和其于民(申八 2) ，而是天主不會讓我們陷

入對我們太過於強烈的誘惑。

看一看其脈絡。為什麼瑪寶和路治區忍為耶穌教我們這個禱文?

接著在瑪六 14~15 和路十一- 5~13 中發展了什麼樣的主題?

其它祈禱文

新約中保存了大量的祈禱丈。你們可以閱讀這些禱丈並研

讀其中一些。以下是一覽表。

瑪利亞的謝主曲:路~46-白。

區加利亞的讚主曲﹒路~ 68-79 。

西默盎的頌詞:路二 29-泣。

宗徒大事錄裡團體的禱丈:宗四 23-31 。

保祿寫成或收集的讚歌:斐三 6-11 ;哥一 12-20 ;弗-

3-9 ;三4-21 ;弟前四 16 ;六 15-16 ;弟後二 8 ;三 11-13 ; 

希十三 20-21 。

怕多祿前書中的讀歌:伯前~3-9 。

默示錄裡有許多禮儀的讀詞。



八、若望默示錄:啟示之書

啟示之書若望默示錄是以火和血描述我

們世界的形象的 4本書，它使我們迷惘。其

中的每件事似乎都很奇怪:包括風格，意象

與邏輯。不過面對」幅不是肖像的畫作時，

我們不應該問 í這幅畫描繪的是什麼? J 

過每!
戚嚴的基督。沙爾德

的皇宮大門(十三世

紀〉

而是要問 í這幅畫給我們什麼樣的印象? J 默示作品也是如此。

無論如何，我們應該知道有一些鑰匙關鍵能夠幫助我們找到進入

默示作品的方法。

一部默示錄

這本書和達尼爾書是聖經裡僅有的描述末世的作品，不過當

時這類作品是猶太教裡相當常見的文學類型。至於默示作品確切

的特質，請參考〈舊約導覽> 200 頁。以下是其要質特徵的摘要。

為了在危機中維繫信徒的信仰與希望，默示錄作者嘗試顯露

歷史終結的真面目，把掩蓋時間終結的面紗 (veil) 除去(拉丁文

是re-velare '希臘文是 apo-kaluptein) 。這個啟示既對現在感到悲

觀(我們的世界無可救藥地被邪惡掌握著) ，又對未來感到樂觀

(最後天主要得勝，並改造這個世界)

作者運用了長距離跳躍的技巧一一先退後幾

步再向前衝一一他回到過去，假裝是那時的名

人:如此他可以「宣告 J (在他假定生活過的年
密封的書信。厄助

者廷草紙文件(埃代和他現存的年代之間)即將來臨的未來以及終
及，公元前 400 年
左右〕。 極的未來。他對終極未來所知不多，因此被迫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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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模糊不清的意象!正因他自己先假裝退後到過去，才有可能發

現天主通常用來引導歷史的方法，並能從中獲得基本的準則，進

而在想像未來時加以運用。或者用另一個比方，作者是在研究行

星軌道 (t吋凹的/)一一看過去行星運行，而預言它將來怎樣運

行。

若望默示錄的作者可能是在公元 95 至 100 年間寫作，卻假裝

他是在公元 60 年左右寫的。

一本先知書

因為這是基督徒的默示錄，所以其文學類型大致上有了改變。

基督徒認出耶穌是默西亞:因此歷史的終結同他一起來到。耶穌

是詮釋這個世界的關鍵。這本書運用了默示的手法，它主要也是

一本先知書。

作者沒有隱藏在假名以下;他稱自己若望，住在帕特摩( Pat

mos) 。他說自己只不過是生活的基督的見證人。

看來他對現在感到悲觀，並衷心期待在時間終結時我們這個

舊世界的新創造。然而，一個基督徒卸不能不樂觀:他知道基督

是勝利者，而且基督已經在世上工作。因此這個作者試圖說明現

在的歷史並發掘其中隱蔽的意義，就和眾先知一樣。

一本禮儀書

禮儀是從今而後我們和主相通的地方，他還要在時間盡頭時

與我們相過。此後聖事讓主臨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禮儀宣告和

慶祝這讓人歡悅的確實性。我們要看到作者借用了猶太禮儀表達

他的希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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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這是寫第四部福音的那個人嗎?回答這個問題能說是也能說

不是，每個答案都理由充足(風格，思想)。我們可以保留傳統

所認為的二書作者是同一人，不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次要的。

整部默示錄

何不開始即直接閱讀默示錄?其中有許多段落似乎很模糊，

不過沒有關係。如果你們進入羅亞爾省 (Loire) 的 (Angers) 博

物館，那裡正展示盧卡 (Lurcat) 的織錦畫「世界的歌唱 J (Le 

Chant du Monde ) ，你們會感到迷惑和驚異:你們可能無法了解許

多細節的意義，不過你們是生活地投入默示錄中了。

以下還是一些可能會有用的指標。其中一些很確定，例如默

示錄區分成三個主要部分。其它的就不那麼確定了，比如主要部

分的名稱和結構。如果這些指示有幫助就用，不要覺得你們必須

完全接受。

就目前這本書呈現的樣于來看，默示錄乃是一則對教會的默

想:教會的生命取決於天主，祂是歷史的主;取決於耶穌，他是

忠實的見證人;也取決於在都會內祈禱的聖神。

降生的教會:默一~三

在幾句序言之後(默一 1~3) ，若望談到亞細亞的七個教

會。「七」這個數字象徵完整。因此若望說的是整個教會，而且

是在各地群眾中具有缺陷罪日美德的降生教會。這不是我們期望的

理想教會，而是我們知道的非常人性的教會，是由我們的恐懼、

罪惡以及不願意服侍主的欲望構成的教會。



244 新約導覽

人子的異象(默- 9~20) 清楚指出教會的生命在光榮基督的

臨在下展閱(默-20)

這三章相當容易理解也很重要:默示錄其它部分之所以不再

那麼抽象並能使我們了解，一部分要歸功於這三章。

獻身的教會:默四~二十

這是默示錄正式開始之處一我們的困難也是!

我們知道教會與當時以及 4直以來的困難對抗掙扎。困難有

兩種:教會與猶太教的關係(默四~十一) ，以及教會和極權政

治勢力之間的對抗(默十二~二十)

( a )教會3和以色列:默四"'+一

教會覺得自己是「新以色列 J '天主真正的于民，這個教會

和加以反對的猶太教之間關係如何?若望回答:教會的確是以色

列的「遺民 J ( remnant ) ，教會是那些同時忠於天主並信賴耶穌

的人，不過這個人民是開放給所有民族的。

天上的禮儀:默囚~五

這部分的開頭是天主及聖神崇高的描繪，祂是歷史的主，統

治宇宙的中心(默四)。羔羊是成為祭獻叉活過來的基督，他擁

有開啟舊約七個書卷的能力，這些書卷都以印密封(默五)

從「天上」看到的事件:默六 l~八 l

七個印的異象告訴我們，那些下面要敘述的事件的隱藏意義

及它們屬天的含意。

你們可以在時間終結時天主子民的異象上花些時間。這些選

民從兩個不同的方向而來。

其中一些來自猶太教(默七 1~8) 。有十四萬四千，也就是

說，不以荒謬的方法限制數日，如同某些教派所認為的，而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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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相反，它們的意思是數不盡的多數人。十二是給以色列的數字

(因為有十二支派) ，而選民是十二的平方 (12x I2) 乘以一千。

其他選民來自外邦世界(默七 9~17) 。這襄若望放棄用暗語

而直接說他們是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數清。

中古的「神秘劇」

中世紀在教堂外上演的神秘、劇幾乎都不換場景:人們同時

看到兩種場景，一邊是發生在世上的事，另一邊是天上的法庭

正在審判這些事件。

若望似乎已經運用了這種方式。他在異象中說明一件事，

然後是這個事件為信仰而言不可見的意義。因此這些事件以開

啟七個印引起(默六~七) ，而後是七個號角連續響起所引發

的事情(默八~十一)。這些事不是另外的，而是同樣事件的

兩面 可見與不可見的。

在世經驗的事件:默八 6~11 ' 19 

七個號角的響聲宣告即將來到的災難，這不是前面場景的續

幕: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事情在世的一面。耶路撒冷在公元 70 年毀

滅這樣的大災難是從以色列移轉為教會的記號:以色列已經交出，

而且外邦人要加以踐踏(默十一 1~2) 。然而在舊約兩個卓越的

見證人梅瑟與厄里亞之後(默十-6) ，特別是在耶穌之後(默十

一 7~12) ，教會要把這個訊息帶到現世的盡頭。此處吞小書的插

曲(默十)預告了十四章要繼續之事。

( b )教會與極權勢力:默十二~三十

女人與龍的異象(默十二 1~6) 標示出轉折點。這異象說明

即將發生的重要事情:教會孕育了骷髏地的默西亞;耶穌受到光

榮，撒彈敗北。撒彈試圖危害教會，不過天主保護了教會。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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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異象發展了這個全面性的觀點。

牽涉的力量:默十二 7~+四 5

這裡也是如此，我們首先看到爭鬥隱藏的一面:在「天上 J ' 

彌額爾 (Michael) 和龍爭戰，換言之天主戰勝了邪惡(默十二

7~18) 

這個爭鬥在世上的詮釋很特別:這是受撒彈鼓舞的力量與忠

實於羔羊之人間的戰鬥。邪惡勢力以兩隻獸代表.從海裡上來的

獸(默十三 1 ~ 10) 是極權帝國的象徵(當時是羅馬) ，由地下上

來的獸開始執勤(默十三1l ~18) ，這獸象徵為極權帝國服務的

各種意識型態。羔羊和追隨他的人面對這兩隻獸(默十四

1~5 ) 

宣告審判:默十四 6~十九 10

審判的宣告有四個階段:

﹒首先宣告審判的福音(默十四 6~13 )。這個段落接續第十章

提到的小書(福音)。這個審判使巴比倫毀滅，換言之是羅

馬以及所有極權帝 國的毀滅，有信仰者則得到安息。

﹒然而，有信仰者勝利的另一面是苦難:殉教者是在酒池中受

到踐踏的一串葡萄(默十四 14~20 )。不過勝利己定，已經

可以加以慶祝(默十五)

﹒極權帝國的衰落(默十六~十七) ，偉大的巴比倫是其代表。

﹒以兩首頌歌慶祝結果:哀悼巴比倫(默十八)以及選民的勝

利之歌(默十九 1~10)

默西亞最終的勝利:默+九 ll~二+ 15 

這個部分也分成兩個階段說明:

﹒基督在「天上」出現，他的長衣染著血，這血不是來自其敵

人而是他自己的(參考〈舊約導覽> 238 頁， ，-表達詛咒的聖

詠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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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上，教會的歷史有「千年」之久。

聖化的教會:默二十一~二十二

在這些火和血的章節之後，終場把我們導入天堂的和平(創

世紀的天堂) ，就好像讚美詩最終的和聲把我們引入喜悅。無論

如何，若望告訴我們這不是對逝去的黃金年代的鄉愁，而是放在

我們面前的希望。

這個教會從天而降。這表示教會既是我們居住的現世教會，

同時也是經由天主完全重造的教會。教會承受了聖經開啟的偉大

異象，這個經由天主重新創造的教會真正地成為天主圈，這是天

主和羔羊一起定居的地方，萬民在這個宇宙國度中感到自在，天

主在此無所不在。

無論如何，這還只是一個「異象 J 這是今日教會已經模糊

經驗到的異象，也是教會旅程的目的地，而且這個旅程必更接近

這個異象 I啊，是的!你來吧，主耶穌! J 

數字的象故意義

七是完美的數字，象徵完整。

三個半(七的一半)表示不完整，痛苦，是審判和行刑的

時刻。要小心!三個半可能以許多形式表現出來，不過其象徵

的意義都是一樣:所以三個半，一段時期、兩段時期和半段時

期(也許是1+1+1 /2) ，以及 3 年半這樣的表達方式，意義

和 3 天半， 42 個月以及 1260 天的意義是相同的。

十三表示以色列(因為以色列有十三個支派)

四代表世界(指南針有四個方向〉

一千是數不盡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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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默示錄的一些章節

"致眾教會的書信:默一~三

這些書信都是按照同樣的方式建構的:

.書信的致候辭(教會的名稱)

﹒以取自開場異象(默一- 9~20) 的形象指出這是基督寄的信;

.平衡列舉各教會的優劣，召叫他們轉變;

﹒每封書信皆以同一句話結尾 I 聽聖神向各教會說的話 J ' 

並訐給克服惡習的人一個恩賜，這恩賜會在最後的異象中再次提

到(默二十一~二十二)

你們閱讀這些書信時，試著找出其架構。然後你們可以詳細

地研讀其中 A封書信，或者你們可以全部都看，特別注意兩個特

色:

一個教會特別的處境就是這個教會活出信仰之處。事實上每

封書信中的考察常暗示該城的特殊之處(例如在勞狄刻雅 Laodi

cea' 那裡有個著名產眼藥的醫學院) ，或者是用一個事件指出來

(例如撒爾德城 Sardis 數次被「像盜賊一樣來」的敵人佔據)

看一看你們聖經中的註解或者是一本註釋書。因此特定的處境毋

，車IOY"喧:nJI~何必E
'1?_;..~主干;毛主

宙斯 (Zeus) 在( Perga
mum) 的祭壇之重建圖

(公元前三世紀)。默

二 13 提到的「撒旦的王

位」也許在暗示這個地

方。

寧說是時代的記號，團體必須加以解讀。

基督在禮儀中來到。重新閱讀賦予勝利

者的不同恩賜(在每封書信的信末)。如果

你們把這些恩賜放回到當時猶太人和基督徒

寫作的脈絡中，你們就會知道其中大部分暗

示著聖事。白衣(默三 5) ，華冠/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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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三 10 ;三 11) 以及新名號(默二 17 )暗示洗禮;而瑪納(默

二 17) ，生命樹的果實(默二 7) 以及宴席(默三 20) 暗示的是

聖體。

你們也可以看看這些恩賜之間的關連，以及默示錄結尾二十

一~二卡二章中對這些恩賜的摘要。你們會在那裡看到相似點，

不過也有不同之處:這些書信面對的是團體中例行的禮儀慶祝，

而默二十二面對的主要是最後晚餐/最後的復活，那時基督要最

終地前來做判官和救主。無論如何，我們己經在禮儀中被邀至主

的桌旁，祂要在那裡把自己交付給我們。

"大感恩禮:默四~五

仔細閱讀這段經文;這是這篇聖經著作最好的段落之一。主

要人物有誰?他們在做什麼?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我們找到什

麼位置?

你們聖經或註釋書裡對舊約的參照，會幫助你們理解某些形

象的意義。以下是主要的形象。長老(或老人)在天主于民中握

有權威，因此形成問繞天主的一種長老職，也讓我們想起在禮儀

中圍繞著主教的長老。四個活物(或稱動物)代表受造界的四個

範圍:它們成為天主的王座。七個火炬指的可能是聖神。書是舊

約，依然密封著，人無法理解，一直到耶穌將之開啟。

注意讚揚歌。他們讚揚的是誰?為什麼?注意很好地表達了

基督奧蹟的矛盾:所宣告的是獅子，出現的卻是好像被宰殺過的

羔羊(默四 5~6)

天上和地下之間的關連是什麼?天主一一羔羊一一聖神和宇

宙一一人類之間的關連是什麼?

此處我們似乎處於猶太禮儀和基督徒感恩祭典的祈禱之問。

猶太禮儀中的早課包括三個重要的祝福，這些祝福是唸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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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Shema) 的骨架，這些等於我們信經的部分。首先紀念創造的

天主，團體和天使的讚美詩一起唱頌「聖!聖!聖! J (參考下

一頁方塊中的摘錄)。其次感謝天主，因為她對其于民的愛而給

他們律法(參考《舊約導覽> 227 頁中的摘錄)。吟頌舍瑪之後

(參考《舊約導覽> 124 頁) ，第三次讚頌天主，因為祂在出埃及

時曾經完成救贖，祂還要實現對這救贖的承諾。

默四~五的禮儀延續同樣的模式。你們試著發現其中的要素:

讚頌造物主，讚頌開啟法律書讓我們能夠理解的基督，以及讚頌

出埃及的羔羊，他實現了最後的出埃及，讓其于民成為祭司的國

度，獻上全世界的讚頌。

看一看教堂中所用的感恩祭典禱文.你們能夠在其中找到同

樣的特色嗎?

"頭戴星星的女人:默十二 1----6

事實上十二章是整部書的摘要。適當地了解主要人物很重要。

.龍是誰?請看默十二 9 。

﹒孩子是誰? 5 節的引文對你們會有幫助。新約為了耶穌生平

中的什麼事而引用詠 2 (參考《舊約導覽> 233 頁) ? 

﹒女人是誰?在回答之前，想一想你們剛才對這個孩子的了解。

然後重新閱讀依五十四 1 ;六十六 7; 若十六 21 ' 21 (參考

224 頁以及《舊約導覽> 133 頁， r熙雍女子 J ) 

.這個女人的命運是什麼? (默十二日~14) ?曠野暗示著什

麼(至於數字的象徵意義，請看 247 頁) ? 

此處我們有的好像是逾越節奧蹟以及教會處境(牽涉直到時

間盡頭的出埃及)的摘要。你們能夠讓這一點更明確嗎?這賦予

基督徒生活什麼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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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受祝福的，主，我們的天主，宇宙之玉，你形成了光並

創造了黑暗，林建構了秩序，創造了一切。林仁慈地給地上光

明，給居住在那裡的人光明，林仁慈地每天持續不斷地重新創

造。主!林的工作實在繁多。你在智慧中做這一切......。主，我

們的主，你在天上和地上都是受祝福的。你是受祝福的，我們的

擊石，我們的君王和拯救者，神聖的創造者，願你的名永遠受

讚頌;你是諸職掌之神明的創造者，他們全站在宇宙的高處，

敬畏地大聲宣佈生活的天主和不朽的君王的言語。他們都為你

所愛，純潔而強壯;他們都在恐懼和敬畏中行其主人的旨意;

他們都感謝並讚美，光榮並崇敬......神聖君王的名號......在靈

魂的平靜喜悅中，以純粹的語言和神聖的旋律，他們齊聲回答，

在敬畏中喊叫 í 萬軍的上主是聖的，聖的，聖的:你的光漿

充滿大地。」奧法寧(Ophanim) 和神聖物在突來的吵鬧中，站

起來面向色辣芬( Seraphuim) ，因此他們在對面讚頌並說:

「從天主而來的光榮是受祝福的。」

取自猶太禮儀中的祝福 Yozer

固，轉換容貌的教會:默二十一~二十二

251 

這兩章很是宏偉。何不只是為了樂趣而閱讀，玩味其中的詩

意和宗教的奧妙?

更進一步，你們必須注意這兩章如何說明，舊約所有的期待

有一天都要滿足，而且現在已經在實現的過程當中。這個過程經

由聖經達到終點，同時這可能足以測試你們獲得的是什麼樣的聖

經知識!你們的聖經有那麼多的註釋參照，可能會使你們氣餒，

所以要先看某些主題。

第二次創造類似第一次，不過是去除蛇和罪惡。你們閱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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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注意用了什麼，推翻了什麼(創二 9; 三 9) ? 
這實現了充軍時眾先知對新創造的宣告:請看依六十五

17~19; 六十六泣。在這新創造中再也沒有死亡、哀H豪和眼淚。

從創世紀以來的詛咒被廢除了:請看依二十五 8; 三十五 10 ;四

卡 2; 創三 2 。海是邪惡勢力之所在，它的消失也表達出這一點。

聖城是現世教會耶路撒冷以及宇宙的延續，不過他們完全經

過重新創造(從天上降下)。這是天主在人中間的住戶斤，是撒下

七 14 ;依七 17 ;則三十七 27 ;肋二十六1l ~12 所期待的。這是

放射光芒的基督新娘:依五十二 1 ;六十;六卡一 10 。依撒意亞

形容這城的基石(依五十四 11) ，厄則克耳重建其聖殿(則四

十)。不過在這有十二道門的城裡(每個宗徒是一道門，因為宗

徒都是教會的基礎，不過教會真正的基礎只有基督，格前三 11 ) 

不再有聖殿，因為天主就是」切。

這個新天堂就在我們面前，它是要去完成的任務，也是要從

天主那裡接受的恩賜。生命之水的河流從被宰殺的羔羊身側流出，

灌溉了這個新天堂，這河流有個名字:聖神。請參考則四十七

1~12 ; [巨十三 1~3 ;若十九 34 (224 頁)

經由教會和聖神的祈禱，這一切已經臨在，而且已經在聖事

中給予那些爭取勝利的人。

默示錄的基督

下一頁文章的背景是沙爾德( Chartres) 大教堂的拱門:默示

錄全部都在上面。石刻的聖者帶著狂喜的微笑，拱形圓頂沈默地

往上伸展，頂上是唱著歌的天使與長老，這一切都把我們引向一

個重點:威嚴的基督坐在四個活物的宇宙上，形成山牆上的十字

形。只有基督有形象，因為他有人類的面孔。聖父和聖神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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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地臨在。

書ïí固J、. ..... 
天開了，若望看見一個寶座。在寶座上是勝利者...... ，祂沒

有名字。-個沒有主詞的分詞。因為天主不能被人命名。不過祂

是唯一可以坐在宇宙之上的，因為祂是創造者。宇宙在祂面前向

厄則克爾的四個視野伸展，並且為了頌揚祂而轉變為依撒意亞的

頌揚者色辣芬天使。祂甚至是出谷的天主:那今在，昔在及將來

永在者(默-4) 。人們曾經期待這句話在「將來在」結束。「將

來在」把祂導入歷史。祂就是經書提到的，和我們一起經歷種種

事情的那位。最後祂在子內向我們走來。

基督

一隻好像被宰殺過的羔羊......。這幾乎算是耶穌最貼切的專

名，總結了他的整個奧蹟。羔羊就是這個人，納區肋人耶穌，他

一直背負著十字架(現在是他戰鬥的光榮記號) ，穿著染過他流

出的血的衣服(默十九 13) 。不過他是站著的，因為他復活了，

他在天主的心中受光榮，並分享天主的王權。聖神與七個火炬(天

主生命的光芒)成為賦予耶穌內在觀點的光照，而七隻眼讓他能

夠在天主的啟示下明白一切(默五 6) 。聖三中的第二位是一個將

全部人類帶進他的光榮的人(從以色列選民到外邦世界的所有

人) ，因此宇宙閃耀著他的光芒。

他是巴斯卦羔羊，他在出埃及時成為祭獻，為給百姓帶來救

贖，這羔羊的血是盟約的承諾。我們從依撒意亞讚頌新出谷的影

射中，知道這羔羊是依五十三的受苦僕人，他好像祭品一樣受苦

而死，成為全人類的光明和盟約。在他之內，人類終能成為賦予

整個世界意義的司祭于民，他們在這世上讚頌拯救世界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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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弔詭的是，這隻羔羊成為了牧人，他是厄則克耳的牧人

(則三十四 23) ，他和天主-樣是以愛放牧他的羊群(默七

16~ 17) 

人子:這是若望在第一個神視中看到的耶穌(默-

12~20 )。這是達七所宣告的神秘人物，他等候時問的終結:耶

穌伺時是穿白袍的可祭和配戴金帶的君王;他的白髮暗示永恆的

青春，他的聲音強而有力，沒有一件事逃過他的眼睛，因為燃燒

的火焰看穿人內心深處。在他口中，天主聖言是 A把銳利的劍，

把好壞分開。

他和天主一樣是原始和終末，是阿耳法 (alpha) 與放默加

( omega) 。他的復活是通往真正生命的大門。從此他擁有陰府

(Hades) 的鑰匙:強行打開死者住所的門，因此基督徒的生活成

為對真正生命的等待。

我們可以如同第二依撒意亞一股視耶穌為忠實的見證人，因

為耶穌已經進入神聖的奧蹟。在他之內，我們認識了不可見的天

主。我們所無法了解的天主取了人的面孔，因此從今而後他的美

閃耀在所有人類的面孔上，因為門徒必須在他之後為他在世上作

證。對第二依撒意亞來說，與其說殉道者以死亡作證，倒不如說

是以他自己的言語作見證。

耶穌是我們忠實的陪伴，他敲我們的門，親自邀請我們和他

一同赴宴，因此他能夠邀請我們和他一起坐在他的王坐上(默三

14 ' 21 ) 

里神

聖神是在天主形象前不斷燃燒的七支火炬，也是基督凝視的

七隻眼，聖神尤其是向我們訴說基督言語的那一位，-聽聖神說

的話 J (默一~三)。聖神就像母親一樣邀請我們安歇(默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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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最重要的是，聖神使教會忠於基督;這是新娘在心中之愛

情的低語，她必須要說 I啊，是的!主耶穌，你來吧! J 

「按照經書所說的」

我們閱讀新約的過程中往往會引經據典，這經典為我們而言

是舊約。我在《舊約導覽》結尾所說的話，現在為你們而言應該

更清楚了(你們值得重新閱讀〈舊約導覽} 248-254 頁) :經書形

成首批基督徒的文化和宗教環境，也同樣形成猶太人的文化與宗

教環境。經書讓我們多少能夠進入他們的象徵世界，從中發覺乍

看之下無足輕重的表達方式，其實能使他們有所聯想，好比「第

三天 J '或是日常生活的人事物，如牧人和葡萄酒。

更重要的是，經書是天主的訐諾與人的期待的表達，這表達

方式會一直持續下去。為眾門徒以及為我們來說，只有在這個許

諾的脈絡下，耶穌回應我們的期待才有意義。

為了讓我們自己更確信這一點(如果有此需要) ，就要回顧

我們已經研讀過的一些經文，並且再讀另外的一篇。

充滿意義的言語

我們都有一些話是別人無法一聽就明白的，因為其中包含我

們的教育、閱讀以及某些事件給我們帶來的重要意義，不曾經歷

同樣經驗的人自然不能明白。

猶太人和首批門徒都很熟悉經書，這代表有一些字為他們而

言意義深遠，我們會發覺自己很難加以理解，特別是因為我們的

譯文往往不能傳達那個字的每一個面向。以下是兩個例子。

路加敘述耶穌上耶路撒冷，開頭是這樣的 I耶穌被接升天

的日期，就快要來到，他遂決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 J (路九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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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聖經)。這段譯文讀起來無疑讓人聯想到耶穌的決心和勇氣，

因此這是把我們引向心理狀態的譯文。這就是為什麼像這樣表面

看來生動吸引人的譯文，實際上卻有缺陷。幸好的V多半直譯，

讓我們至少能夠瞥見更多。 RSV 以「仰起臉」取代「決意 J '事

實上這個奇怪的表達方式會出現在依撒意亞的一首僕人詩中。這

個僕人受到迫害，人們在他臉上吐口水並拉扯他的鬍鬚，儘管如

此，他仍然仰起臉不屈服，因為上主來幫助他。因此這一段經交

關心的主要不是喜訊聖經所暗示的心理狀態，而是神學性質的。

路加對心理狀況不感興趣，反之，他所表達的是他對耶穌是依撒

意亞僕人的信念，也就是耶穌知道自己要對使命負責，即使受苦

也不會軟弱，因為上主會來幫助他。

瑪實在耶穌受難敘述的導言中，讓耶穌自己宣告他即將死亡。

然後瑪竇繼續說到 I那時，司祭長和民間長老，都聚集在名叫

蓋法的大可祭的庭院內。 J (瑪三十六 3) 我們的印象是這裡的敘

述很簡單。然而，耶路撒冷聖經在頁緣提供了四個參照。首先是

若十一 47~兒，這個參照讓我們回頭看到若望福音比較詳細的敘

述。其它三個參照比較奇怪些:詠二 1~2 ;宗四 25~27 ;詠三十

一 14 。我們在這三個章節中都找到同樣的動詞:聚集/群集。我們

可能也注意到，其他福音作者在敘述受難時沒有用過這個動詞(除

了路二十三 66 '這個動詞在這裡用作單數) ，然而瑪竇再度在瑪

二十六 57 ;三十七 62 ;二十八 12 中描述司祭長聚集起來對付耶

穌。而且我們在宗四 25~27 叉看到這個動詞，這一次是引自詠二

的引言。因此我們得到這樣的想法:瑪竇選擇這個動詞，目的也

是要暗指向一篇聖詠。果真如此的話，這個動詞闡釋了耶穌受難

的全部意義。

當瑪竇開始敘述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難題:他想要敘述基

督的受難，不過要怎麼樣讓他的讀者聽懂?猶太當局是天主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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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在默西亞來時認出他來，如果耶穌真是默西亞，他怎

麼可能被這樣的猶太當局排斥?瑪竇敘述他們聚集在一起，就好

像是詠二裡反抗天主和默西亞的對手，瑪竇藉此聲明:如果他們

拒絕耶穌，那是因為他們是這篇聖詠(以及詠三十→)提到的邪

惡者。所以耶穌就是這位默西亞。假使耶穌現在正處於這個聖詠

的第」個場景(敵人聚集在一起反對他) ，那麼我們可以確定其

它的場景也會實現:天主會介入，使祂的默西亞耶穌像上主一般

統治全世界。

元5筒，電義的人事物

為了表達我們今日經驗到之事的某些方面，我們可能使過去

的人事物充滿意義。我們可能會說一個小孩「像極他的父親」

或者在另一種情況下說 I她在此滑鐵盧(遭遇失敗) J 

與此相似，猶太人和首批基督徒從他們過去的歷史人物(梅

瑟、達味及厄里亞)與事件(出埃及、充軍歸國)中，體會到可

以加諸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意義。然而，這事發生的過程比我們生

活中的例子來得更加難懂與複雜。為我們來說，人和事件是例于，

只是形象。為他們來說，這些人事物真的其有意義，是他們的希

望:他們以某些方式表達出來或是提前活出來的，是在時間終結

或是在耶穌基督內一定會真實出現的事。這些人事物不只是範例:

它們是預像(參考〈舊約導覽> 252 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通常

稱這種運用經書的方法為預像論 (typology )。

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可惜我不能在此說得更多。我們研讀向

瑪利亞報喜的經文時，應該會舉一個這樣的例于:路加介紹瑪利

亞是熙雍的女兒，耶穌是達味之子。即使如此，你們應該要注意

到(或者提醒自己)耶穌被介紹為新亞當(羅五 12宜;路三咒，

參考 186 頁) ，新梅瑟(參考 164 ' 172 頁) ，新厄里亞(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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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頁) ，棄而不用的石頭成為屋角的基石(詠 118 '參考 209

頁) ，聖殿以及人子。

圖，天使報喜:路- 26---38 

報喜的敘述

閱讀這個章節，注意組成這段經文的不同部分。然後閱讀給

臣加利亞( Zechariah )的報喜(路- 5~25) 與給基德紅

( Gideon) 的報喜(民六 11 ~24) 。你們會在那裡找到相同的模

式，相同的特徵以及相同的問題。因此路加在這裡運用的是著名

的文學類型，而這個文學類型是具有詮釋意義的:人們用這種文

學型式的時候，用意不在於強調提到之人的美德或是心理狀況，

而是在強調交付給天主于民的使命。

如果這是共通的模式，天使與瑪利亞的對話可能是路加原創

的嗎?把他們的對話與舊約的經文相比較(舊約經文在下頁的方

格之中) :路加把這些話放在天使口中，目的是要說明瑪利亞和

耶穌在神聖計畫中的角色。

畫古書各11口5長言兒，主馬;f'1j互E君主言聳?

她是熙雍女子。天使說的話取自索福尼亞( Zephaniah )的神

諭'或者是其它相當近似的經文，如約二 21 ~27 ; ffi二 14~ 17 ; 

九 9~10 。如果路加介紹瑪利亞為熙雍女子，那麼在時間盡頭時，

他分配給瑪利亞的是什麼樣的使命?她的使命如何與我們每個人

產生關連(參考《舊約導覽> 133 頁) ? 

瑪利亞得到的新名字是從一個動詞而來，這個動詞在新約其

它地方只出現過一次:弗-6 '是用在時間盡頭時的教會。因此要

如何闡釋瑪利亞的角色是一個教會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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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厄瑪奴耳的母親:依七 14 。

她是信仰者中的首位，她開始新的選民，就好像亞巳郎經由

他的信仰成為首位一樣(創十八 14 ) 

因此路加感興趣的主要不是瑪利亞的心理狀況或是她的特權，

而是她在天主于民/在教會中的使命。請你們試著讓這個使命更

為明確。

重莘莘各刀口*-言兒，耳F頭系主主言聳?

他是達味之予以及至高者的見子。他是依七 14 的厄瑪奴耳，

因為他是達味之子，亦即撒下七的君王( <舊約導覽> 91 頁)

所以他更是天主于。

因此，耶穌滿全了以色列的期待。然而路加以人所無法想像

的方式繼續說 F去。事實上耶穌是:

天主子。庇廳( overshadow )這個動詞(希伯來文是shakan)

只有在少數舊約經文中出現，其含意相當強烈:天主來住在人內

的聖殿。這個動詞演變為 Shekinah' 這個字表示天主真正地臨在

於其子民中間(請看 166 頁探討瑪十八的部分)。於是從今而後

唯一的真聖殿是瑪利亞的于宮，而且天主子這個名字(35 節)與

至高者的兒子(32 節)含意相當不同。

在這段研讀的最後，請你們試著更明確地說出:路加使用經

書的方式如何表達了他在復活的啟示下理解的信仰，並且讓我們

知道這個旅程也和我們有關。

「診治5頁...... J 

有些經丈可能讓我們以為耶穌不自由，因為他的人生已經預

先寫在經書之中，他只能加以理解，.人子必須被交付 J ，.經文

必須應驗 J (路二十四 7; 宗一 16)。這無關乎責任，而是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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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介紹詰場景以及相闊的人物

26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俾領銜春

天主差遠，往加里1lJfiJ:!-fi[.名叫納

區勸他城去，

27到一位童貞女都宴，她已與全E妹

家J&巾的-fJ摺名IL日若瑟的!JJ于訂了

姆，童貞女的名字111/.路科豆豆﹒

(2) 天便的請安

28天使進去向她說: '萬聶星;f! 禿溺

j怨說i者，上主與你fi11在 I _) 

(3) 瑪利亞的反應

29她紛倒i孟話驚位不安，直1!溢血泣

攘的識女'ljff~麼意益。

(4) 天使的訊息

30天使對她說. ，瑪干Iji搓，不贅，需

怕，閃'F.$你在天主直在獲符 f寵幸-

31 右 ， ffF終懷孕生于，並豆豆給他起

名叫耶穌(天主所保護的) 0 

32 他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

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登咪

的領座賜給他﹒

33 他要為主統治雅各伯家 ， l直到永

遠:他的玉樣沒有終結﹒ J

(5) 瑪利亞的問題導出新的訊息

34瑪利亞便向天使說 :τ這事怎能

戒毒草?因為主足不認識男人﹒」

35天使答覆她說: '聖靈申要臨於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立主黨做;因此，那

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

(6) 給一個徵兆

36且看，你的親戚依撤伯訝，她壘直

在老生芋，卻傻了男胎，本丹已六個

月了﹒她竄是素聶哥不生育的，

37因處在天主直在沒有不能的事﹒

38瑪利亞說: '看!上主的辦女，

籲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

(7) 天使敞開

天使便難關她去了﹒

新約導覽

這恩寵是他在L'J 索三 14-16

已的愛子內賜給 熙雍女子，你應歡樂!以色列

我們的 你應歡呼卜..上主在你LÞ rIU'"

弗-6

依七 14 熙雍，你不用害怕...上上你

有位貞女主E懷孕生 的天主，在你巾間......

手，要給他起竿'，U叫 他是一位施救的勇士...

厄瑪奴lJ

撒下七
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

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

我要鞏固他的王位。

你的家室和玉權，在談函前永遠存在，你的

玉位也永遠堅定不移﹒

出四十 35

戶九 18' 22 

雲彩停在上面，上主的榮耀充滿了帳棚。

創十八 14

上主對亞巴郎說: r為上主豈有難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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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想像一個人大聲說，-這事必須要發生! J 他的意思不是:

「那是命運，任何人都無能為力 J '他的意思應該是，-這是事

物的邏輯，是一連串較早的態度或事件的結果。」為了理解這個

事件，她藉著回到過去來加以詮釋，如今(也只有現在)事情顯

然不可能有別的結局。

基督徒為了明白如今被視作默西亞和天主于的這位，怎麼可

能被他的人民拒絕，最後被判死刑，所以他們把耶穌的死安排在

他的一生之中，也就是，在耶穌為了天主和窮人的原故而對抗既

有的勢力時所採取的態度和立場中，這是基督死亡的脈絡。而且

基督徒必須承認這個默西亞的訊息，與人們所期待的很不樣。

雖然如此，他們往回走得更遠，他們深入經書，並用舊約天主對

窮人的態度來解釋耶穌的生命和死亡。我們研讀天主國時

( 146-147 ' 239 頁) ，知道天主不是中立的，祂站在受壓迫者這

一邊，因此祂也被抽的于民排斥。所以聖詠中遭處決的聖人以及

依撒意亞受苦的僕人的命運，啟發基督徒詮釋耶穌的命運。這就

是天主的個性，這也是耶穌的個性，因而，他一定會遭到拒絕而

死亡。

很可能門徒只是繼續從耶穌開始的詮釋。有時候人們會賦予

一件事情意義，而這件事他其實並不希望發生。

耶穌開始他的使命時，多半認為自己可以快樂地完成使命，

而猶太會接受他的訊息。之後，他必須考慮事實:他使太多人感

到不舒服;事情會變糟(請再看 193 頁)。耶穌並不想死(他甚

至為了躲避死亡而逃走，若十- 54) 。然而為了忠於自己的使

命，耶穌必須面對死亡，因此他必須預先賦予這死亡意義。耶穌

是在默想經書時找到這個意義:他有如依撒意亞的受苦僕人般上

耶路撒冷(參考 255 頁) ，並且將自己的死亡定位在是先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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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中(葡萄園兇手的比喻， 209 頁)

經雪還是耶穌?

初期革督徒像猶太人一樣殷勤地重讀經書，從中尋找他們生

活的意義。他們詮釋的方法相同，不過其它一切都不一樣。

對猶太人來說，經書第一:猶太人是經書的公僕'為了找到

付諸實行的特定方法，猶太人將經書與當代連結起來。保祿可以

說，-律法是我的生命」。對基督徒來說，此後復活的耶穌才是

中心，是→切的關鍵。為了更了解耶穌的奧秘和使命，基督徒把

一切置於經書的脈絡中，這麼做也是為了侍奉基督，-基督是我

的生命。」

我們可以看到某些基督徒犯了護教學的錯誤，他們根據的理

由是預言。人們也許會說，耶穌滿全了預言證明他就是天主。他

們從經書開始達到耶穌。首批基督徒從耶穌開始回到經書。這裡

有個例子。按照瑪二十六 15 '猶達斯得到三十塊銀錢;這滿全了

回十一 12 的「預言」。馬爾谷和路加只有寫「他們同意給他

錢」。瑪竇則試圖加以解釋:他看到耶穌被他的于民拒絕，就好

像天主自己曾經被排斥一樣。瑪竇引用匣加利亞使經文更明確，

他不打算給我們歷史訊息(我們不知道猶達斯收了多少錢) ，而

是神學性質的教導:耶穌就是天主自身，被其子民排斥。

門徒這種作法給我們開啟了一條路:使自己的生命具有意義，

就是侍奉基督，為此我們也應該把一切放在經書的脈絡中。

我們以這種方式再度加入著名的默示運動。藉著研讀單已章(參

考 241-242 頁) ，默示錄邀請我們發掘我們過去的根源，這是天

主子民的過去，也是耶穌基督子民的過去，默示錄還邀請我們明

白這個軌道，這是我們今日必須以自己的生命擴展的軌道，我們

必須在聖神的自由下忠於自己的歷史。



福音的開始

「開始...... J 為結語而言，這是個多麼奇特的標題!這個

標題有兩層含意，因此幫助我們從兩個方向完成新約的課程。「開

始」事實上意味著一個出發點以及一扇通往未來的門。

福音的起點顯然是納區肋人耶穌。藉由新約經文，我們能夠

真正了解耶穌的哪些方面?

耶穌為福音創造未來:福音就是這些新約經典以及三千年來

基督徒的生活。福音結束了嗎?我們能夠在今日繼續寫下去嗎?

1.耶穌，福音的開始

回頭看看我們剛唸過的課程。也許一開始的想法是福音書會

讓我們與耶穌直接接觸(雖然我們實際上沒有這麼說) :我們認

為翻開福音書就會聽到耶穌的話，就會看見耶穌，好像他的話錄

在錄音帶中，或是看到他的照片一樣。在課程結束的時候，事情

顯然並不這麼簡單:我們既沒有耶穌的錄音帶，也沒有他的照片。

我們因此喪失一切嗎?我很確定你們會發覺正好相反，我們

得到了一切。我們沒有耶穌的話或照片，這些東西很準確，但是

仍然無法使我們了解，因為我們抓不住其中涵意:可靠的證人把

耶穌的言行傳遞給我們，同時還加以詮釋。因此新約給我們介紹

一個生活的團體，我們和這個團體一起受邀與主耶穌相過。

即使如此，很可能另一個疑惑就產生了:經由這些詮釋，我

們真能夠回到納臣肋人耶穌這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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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不是一座銅牆鐵壁

幸好這段時期已經過去一我所想的大約是公元 1920 至 1950

年左右的時間一那時學者重新發現基督徒團體以及他們詮釋工作

的重要性，學者因此感到震驚，宣稱耶穌的復活是我們無法越過

的牆。這些學者認為既然新約給我們許多門徒相信復活基督的敘

述，那麼我們就不再能夠知道歷史的耶穌。

幾十年以後，學者回復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立場。耶穌的復活

不是牆而是稜鏡，這面稜鏡顯露了耶穌奧秘的光輝。經由這面稜

鏡，我們可以真正地重新認識納西肋人耶穌。

我只是要讓你們恢復信心(如果有必要的話) ，並儘我所能

地鼓勵你們看一些學術性的詮釋書，因此我要列出一些原則，這

是學者為了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可靠的耶穌言行的產物。我們要在

學者已有的成果上花一點時間。

我們如何認識納區肋人耶穌?

學者特別使用了兩種原則，這兩種原則必須同時運用:獨創

性與相似性。

獨創性必須與前後文一起考量。假如耶穌在一部福音書中宣

稱天主是我們的天父，就該文與猶太信仰的關連而言不是原創。

對此舊約已經說得很多了，因此耶穌可能也會這麼說;不過，這

個句子也有可能是何才會給耶穌的，因為這種說法在當時相當普遍。

另一方面，假如耶穌稱天主為「阿爸 J '他用了一個非常親暱，

幾乎等於「爹地」的詞彙，那麼這種親近就是原創的:一個猶太

人絕不敢如此杜撰。

在耶穌復活之後，人們認出他是基督、主、天主子。多默在

耶穌復活那晚說，-我主，我的天主 J '我們可以將之解讀為教



福音的開始 265 

會的信仰:與耶穌復活前門徒所相信的比較之下，這些話並沒有

新意。另一方面，假如耶穌宣稱1"即使是天主子也不知道審判

的時刻 J '我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好像在反駁教會信仰的句子:

如果耶穌是天主，他應該無所不知。這句話是原創的，門徒會想

隱滿這句話而不是加以創造。與此相似，教會不敢捏造耶穌在革

責瑪尼痛苦的場景，這場景使人們可以看到如今被視作天主子的

這一位在該處哀哭，害怕著死亡。教會也不敢虛構耶穌前去接受

若望洗禮的場面，因為這洗禮是為給罪人的游禮。

相似性也有兩個原則。耶穌所說的話與當時的人所知之間必

須有一定的連買。如果一篇近代的文章告訴我們，拿破崙 (Nap

oleon) 在他的軍隊行經艾菲爾鐵塔時閱兵，我們知道這是小說。

當耶穌說1"不要進入他們的會堂 J '我們知道這句話是在基督

徒和猶太教分裂之後編輯的:事實上耶穌說的應該是「會堂 J ' 

就好像我們會說進教堂一樣:說「我們到他們的教堂 J '就暗示

著我們和那些定期前往的人之間有所區隔。

耶穌的話和他的態度之間也必須要有一定的關連。多默福音

(GospelofThomas '二世紀的一份諾斯底派的記錄)以這段對話

為結尾:西滿伯多祿說1"讓瑪利亞(瑪達肋納)從我們中走聞，

因為女人不適宜生活。」耶穌說1"我會讓她成為男性，這樣她

就要像你們男人一樣是生活的靈魂;每一個成為男性的女人要進

入天主的國。」如果按照我們所知的耶穌來看，這樣的句子發出

奇怪的聲響:這句子絕對不可靠。叉或者如阿拉伯的耶穌童年福

音(一部七世紀的著作) ，這部福音告訴我們小耶穌當場把撞到

他並使他跌倒的朋友殺死，我們知道這種行為完全與耶穌行奇蹟

和愛所有人的作風不相稱。

學者還運用其它的原則:上述這些是最主要的。無論如何我

們都應該注意這個研究的結果:學者成功地肯定某些言語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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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耶穌。即使如此，這種肯定絕不代表其它無法以同樣方式證

實的言論和行動不出於耶穌。這個研究可以肯定某些部分:卻完

全沒有否定那些不能以這種方式斷定的經文。

耶穌生平的重要階段

我們不用進入耶穌行為和態度的細節，就能夠確知其生平的

主要特色。

耶穌以出禮開始他的使命，這個洗禮是從若翰之手接受的。

也許有一陣子他是若翰的門徒，然後和他分道揚撫。

在加里肋亞，耶穌宣講天主國即將到來。群眾熱誠地追隨他，

認定他是先知，也許還是默西亞。然而因為他們的盼望太有野心，

充滿著愛國主義的希望，所以耶穌離開了他們。慢慢地這些群眾

也離棄了他。來自其對手的壓力越來越強。耶穌猜測繼續下去(他

正是這麼做的)會把自己引向暴力的結局。

接著他上耶路撒冷一一一有好幾次，如果我們相信若望的話。

耶穌對宗教體制的攻擊，包括他對宗教的中心「聖殿」的攻擊，

引起其對手越來越多的敵意。耶穌對待罪人(也就是沒有遵守律

法的人)與婦人的方式，以及他非常自由地以權威詮釋律法，使

律法恢復到原先純淨的方式(例如安息日的律法) ，都使人們排

斥他。

宗教當局在人民中間(不是全部人)判他死刑。他們成功地

使耶路撒冷民眾支持他們。他們為了處決耶穌而把他送交世俗權

力。比拉多設法釋放他，與其說是為了正義，倒不如說是急著想

和當局的願望相左。最後比拉多屈服了。耶穌死於公元 30 年 4 月

7 日(或者按照另外一種算法是公元 33 年 4 月 3 日)



福音的開始 267 

γ 真天主和真人J

「耶穌對他自己以及他的使命有什麼樣的自覺? J '這樣的

問題可能招致令人驚異的回答。既然他是天主，他知道一切事。

然而，有些經文的確會讓我們這麼問;例如有一段經文是耶穌宣

稱他不知道審判之日(谷十三 32 ) 

我們在此面對的是一個奧秘;我們在這裡只能夠堅定地握住

線的兩端，而不知道這繭，端是如何牽在一起的:耶穌是全然的天

主，耶穌也是全然的人。

我們面對奧秘時，總會很想忽略其中一面或至少偏愛另一面。

而且我們開始的方式必然引導我們去強調某個方面。好幾百年來，

神學審慎地架構在「從上往下」的術語:因此表達了天主子成為

人的奧秘;所以我們從肯定耶穌是天主開始，目的要表現他也是

全然的人。當代的神學比較傾向於「從下往上 J 這種神學承認

耶穌是全然的人，並且在福音書中尋找某些特色，這些耶穌言行

的特色表現出他與天主特殊而獨特的關係，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他

的神性。

首批基督徒主要強調耶穌神性的一面。對認識耶穌並與他一

同生活的人來說，耶穌很明顯是不口他們一樣的人。所以他們必須

顯示這人是天主。

往後在教會歷史中以及最近的基督徒教育中，所給予信徒的

起點是:耶穌是天主。因此最近的反應是:有很多人非常強調耶

穌是個人。這樣可能導致一些過度偏激的主張，好比稱作「天主

之死」的神學，或者某些流行的主張，認為耶穌只是一個英雄，

革命份子或是一位親近的朋友。無論如何，避免走到一個極端也

不應該引我們走向另一個極端。

因此基督徒以新約和全部傳統小心地斷言，耶穌從成胎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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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起就是天主子。我們問耶穌可能有什麼樣的自覺，並不是要懷

疑這個信仰:只是試圖找出這個全然的人在成長中的定位。

我們一向知道耶穌會成長，他會餓會冷，會感到痛苦，他要

學習談話和祈禱。不過身為人(這是我們今日特別察覺的)也意

味著自由，能作抉擇，找尋自己的方向，把握自己的機會。如果

耶穌是全然的人，他有和我們一樣的心理狀態一一自由。

我們前面( 261 頁)看到，耶穌可能首先認為自己只需要宣講

就能達成使命;耶穌遇到反對，那時他必然想過自己可能會暴死，

因此他賦予這個死亡意義。耶穌憂悶的在山園中提到自己的受難

時，並不是在演一齣喜劇;他相信天主會當時辰終結的第三天使

他復活，耶穌依賴的是他與法利塞人共享的信仰。這襄以人類作

比較也許會幫助我們。我們知道新生兒是一個「人 J '不過他/她

要慢慢才會察覺這個事實;在我們一生中，各種事件和反省讓我

們更明白自己是誰，自己的任務是什麼。我們可以想像耶穌也是

如此。耶穌從成胎起就是全然的天主子，藉著天主賜給他的重要

經驗，比如洗禮和顯聖容，以及他發現自己具有的治療身體以及

改變心靈的能力，耶穌慢慢察覺自己是天主子的事實。

我們肯定耶穌經歷過我們人類的情況，-在所有事裡只是沒

有罪過 J '這樣做，我們不是要滅低他的神性，而是要更清楚成

為人的天主(全然的人)的謙遜，為使我們能成為天主。

有周耳F穌自勾司長T言龍文獻

我們經由福音書認識耶穌。很少有俗世的文獻提到耶穌。這

一點也不叫人吃驚:那時沒有報導者或記者，而且悲哀的是，在

羅馬帝國某個昏暗的角落死了一個猶太人是太過於尋常的事情。

世俗的作者開始對此感到興趣是在耶穌興起的運動展現實力，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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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要使這個帝國陷於危險的時候(參考〈舊約導覽> 66 頁， I什

麼是歷史事件 J )。以下是相關的主要文件。

公元 110 年左右，小亞細亞的總督小普立尼 (Pliny the Youn

ger) 寫信給他的朋友特辣雅諾( Trajan) 皇帝，告訴他自己如何

對待基督徒。基督徒人數增加得如此多，以至於異教神廟遭到遺

棄。小普立尼沒有到處尋找基督徒，不過一旦有人被舉發，這些

人又堅持自己的信仰時，他就會處以死刑。

有一些人解釋自己已經不是基督徒了......他們堅持自己所有

的過失或過錯就是:他們在固定日子的黎明前聚會，輪流向基督

(如同向一位神)背誦一些經文;而且他們發誓，不偷不搶不行

邪淫，不違背諾言，當有人要求的時候不否認自己有存款。做完

這一切後，他們就習慣地離去，直到下次聚會再接受食物，都是

些普通且無害的食物......。

我發現這只不過是荒謬的迷信而已。

公元 115 年左右，羅馬歷史學家達其篤 (Tacitus) 描述公元

64 年羅馬大火之後，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

基督(這個名字由他而來)在提庇留 (Tiberius) 皇帝執政期

間，在我們的一個代理總督般雀比拉多手中受到極刑，因此使一

種致命的迷信短暫抑制住，但又再度興起，不只是在猶太(這邪

惡的首要出處) ，且在羅馬，世界各處所有可憎與可恥之事也彙

集並流行起來......。

公元 120 年左右，另一位羅馬歷史學家蘇哀東( Suetonius ) 

在他的著作《克勞狄的生平〉中寫到:

因為猶太人不斷地在基督徒的煽動下製造紛爭，因此他(克

勞狄)把他們逐出羅馬。

所以他把基督徒與猶太人混為一談了，並認為基督是他們中

間的煽動者(把這段記錄與宗+八 2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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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哀東在〈尼祿的生平〉中再度簡短提及:

基督徒受到處罰，他們是一群致力於一種新的邪惡迷信的人。

約瑟夫 (Flavius Josephus) 是一位猶太歷史學家，他首先與

羅馬人打仗，後來為羅馬人服務。約瑟夫在公元 98 年左右死於羅

馬，他寫過幾本給羅馬人介紹猶太教的書。

〈猶太古史》中有 4段提到耶穌。這段記錄以不同的形式流

傳給我們，關於基督徒這部分顯然是原本的記錄。我在這裡用的

版本有可能是其中最早的一種;這段記錄可以在〈普世歷史》中

找到，這本書是于世紀希黎波里( Hierapolis )的主教亞加彼烏

(Agapius) 以阿拉伯文編輯的。

約在這時候出現了耶穌，他是一位智者，耶穌行善而且他的

德行眾所皆知。許多猶太人和其它民族的人成為他的門徒。比拉

多判他釘十字架而死。然而，那些成為其門徒的人宣講他的教義。

他們說耶穌死在十字架的三天後顯現給他們，他們說耶穌復活了。

很可能耶穌是眾先知預言的默西亞。

亞歷克沙梅諾崇拜他的天主。

塗寫在羅馬牆上的反基督徒諷刺畫

(公元二世紀末葉或是在公元三世紀

初)。這幅圖中有個人在釘在十字架

上的人面前祈禱，這個十字架上的人

有個鐘子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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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們可以在今日寫福音嗎?

福音書/新約是封閉的嗎?我們能不能在今日繼續寫下去?這

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何謂正典( canon) 以及正典是如何形成

的-。

新約的正典

「正典」和「約」都是奇怪的詞彙，驅使我們更進一步仔細

研究。

「正典」源自希臘字:準則，意昧著訐多經典中理想的範本。

公元前五世紀一位希臘雕刻家寫「在標準( canon) 之上 J 標準

也就是人體正確的比例。古代哲學家所謂的「德性的標準」暗示

人要如何過倫理生活。「教會法規」是天主教徒的準則。「聖經

正典」是教會承認為信仰準則的一系列聖經著作。

你們不應該把一本書的正典↑生(包含在正典中的事實)與真

實性混淆在一起。一部真實的書是由該書掛名的作者所寫的作品。

馬爾谷的結論(谷十六 9~20) 不是真的(這 A段不是該福音作者

所寫，而是後來加上的) ;然而馬爾谷福音是正典。

希臘文聖經將希伯來文中表示「盟約」的字翻譯為 diatheke ' 

意指兩方之間的協議。三世紀初戴爾杜良( Tertullian )將 diatheke

翻譯成拉丁文的testamentum '由這個字轉化為英文的「約J (尉，

tament) 

新約的正典是在嘗試和錯誤中緩慢形成的;某些著作為正典

認可，其它著作則遭排除。

更早的時候必然已經有各種系列的作品:首先有保祿書信集

(伯後三 15 已經指出) ，然後可能是一系列的福音書與公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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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伯書，伯多祿前書和伯多祿後書，若望一書，二書和三書，猶

達書)

公元三世紀時正典的輪廓加速成形，這是兩種異端衝擊的結

果:諾斯底派寫了許多福音書(例如在埃及納格﹒哈馬麥提 Nag

Hammadi 發現的數本福音書，其中包括多默福音)以及假的宗徒

書信。另一個極端是馬西翁 (Marcion) ，公元 150 年左右馬西雍

在羅馬拒絕接受舊約以及-部分新約。

我們目前的正典在公元 150 年至 300 年間幾乎已經定型。這

段時期中的證據包括姆拉多利正典 (Muratorian Canon '其名取白

發現該正典的姆拉多利 Muratori) ，一部八世紀的手抄本，上頭

列著羅馬在公元一百八十年左右接受的-系列著作，依肋內(Ir

enae肘，死於公元 202 年左右)的著作，戴爾杜良(死於公元 220

年) ，格來孟( Clement of Alexandria '公元 215 年之前過世)以

及奧力振 (Origen '死於公元 254 年)

這些書目和今日的正典幾乎完全一致:偶爾有爭議的是希伯

來人書、雅各伯書以及伯多祿前、後書。另一方面，其它著作偶

爾包括在其中，如十二宗徒訓誨錄 (Didache) 、牧者何而馬 (the

shepherd of Hermas )以及伯多祿福音。正典在四世紀時定型，因

為教會不同而有一些小更動。

在希臘教會中，凱撒肋雅的安瑟伯 (Eusebius ofCaesarea '死

於公元 340 年)承認默示錄以外的今日正典。無論如何，亞大納

削 (Athanasius) 在公元 367 年決定新舊約的正典，成為今日我們

所有的正典。

在敘利亞教會裡，官方版本培熹托本聖經 (Peshitto) 沒有伯

多祿後書，若望二書和三書，猶達書以及默示錄。

在拉丁教會中，公元 384 年至 395 間翻譯拉丁文聖經 (Vul

gate) 的熱羅尼莫( ]erome) 採納了亞大納削的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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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正典的基礎是什麼?

有幾個原則在承認或拒絕這些著作中發揮作用:這些著作必

須源自宗徒，而且是大公的和普遍的，換言之就是所有教會都加

以接受。這些原則固然發揮作用，不過還不足以構成正典的基礎:

有~些那時認為是宗徒寫的著作，其實是在更晚的時代由他們的

門徒寫成。

因為教會是由聖神所推動，所以最根本的原則是教會認為某

些作品能夠「鞏固」、強健教會，而認為另一些沒有這種功能。

認出正典全是建立信仰的默感經書一一而這個認出行動本身也是

一個在聖神內帶領教會的行動。正典現在關閉了:啟示已經完成。

然而，我們再也不需要為我們這個時代寫部福音了嗎?

~斤約的經文

「我們是否擁有福音書或是新約原本的經文?我們聖經的經

文基礎為何? J 這些是人們常常在問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古代遺留下來的原本文章。很少數

的例外有西滿巴科巴( Simon bar Cochba )寫的一封書信，他是公

元 135 年猶太叛亂的領導者(參考 277 頁)。通常我們只有副本。

因此拉丁詩人威吉利 (Virgil) 的著作最早的手抄本是在他死後四

百年以後;柏拉圖的著作和手抄本間相隔十三個世紀，而希臘詩

人區且庇得斯( Euripides )則相隔高達十六個世紀。

新約的情況好得多。我們有數以千計的古代手抄本，其中一

些非常古老。

這些手抄本是寫在蒲草 (papyrus '一種植物的纖維)或者是

羊皮卷 (parchment '綿羊、山羊或小牛的皮)上頭。這些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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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捲軸，更常是冊簡的形式(像我們現在的書一樣把書頁縫

在一起)。一直到九世紀，經文都是以大寫字母寫成( majuscules/ 

uncials) ，字和字之間沒有問隔;九世紀以後也有以小寫字母寫

成的經文。

以下是新約經交流傳的幾個重要時期。

2元四世紀以前

即使在二世紀末葉，人們就已經因為手抄本之間的不同而感

到不安。亞歷山大里亞的學者進行-項整合，也就是試圖從不同

的于抄本中，確認他們認為最接近原著的經文。這「亞歷山大里

亞修正版」傳遍羅馬帝國。

希臘文新約被譯為拉丁文(公元 160 至 180 年間義大利的古

拉丁文) ，敘利亞文和科普替文 (coptic) 。

我們還有這個時期的殘簡:

黎藍得草紙抄卷 (Rylands papyrus) (參考第 11 頁)

鮑得麥爾草紙抄卷二 (Bod-

mer papyrus II) ，公元 200 年左

右，出於埃及:若望福音十四章

(下方的方塊中是若望福音的開

頭)

三個柴土得﹒彼提草紙抄卷

(Chester Bea口y papyri) ，公元

250 年左右:其中包括福音書、

保祿以及默示錄的段落。

從四世紀到六世紀

新約著名的數個完整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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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這個時期，寫在羊皮紙上:

梵蒂岡抄本 (Vatican肘，四世紀中葉)

西乃抄本( Sinaitic肘，四世紀中葉)

亞歷山大亞抄本 (Alexandrinus '五世紀初f])

厄弗稜抄本( Codex Ephraem '五世紀)

275 

貝臣抄本 (Codex Bez肘，五世紀) ，這個手抄本只有福音書

和宗徒大事錄。宗徒大事錄的經文和平常的經文不知何故不太一

樣;

弗黎爾抄卷( Freer Codex '五世紀) ，只有福音書。

五世紀初人們在拜占庭( Byzantium )重新加以修訂。這個修

訂版是在完全說希臘語的教會中常見的通用希臘文版本(即 the

Koine) 。

不同版本的譯文之統合:公元 382 年聖熱羅尼莫推出拉丁文

聖經。培熹托譯本(敘利亞文〉和亞美尼亞( the Armenian )版本

出版於五世紀。

從六世系己至U文學種與

修道院製作出許多精良的抄本。

文藝複興:十五世紀三和十六世紀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在公元 1453 年陷落以後，希臘

文抄本流入西方。

亞爾加多語對照版 (Alcala Polyglot) 是西曼乃斯樞機( Car

dinal Ximenes )這位認真學者編輯的，他從公元 1502 年開始編輯

直至公元 1522 年付印。為了封殺這個版本(即使在那個時候，競

爭已經很激烈了) ，公元 1516 年艾拉斯莫斯 (Erasmus) 用六個

月時間，只根據六種手抄本推出一種版本。印刷商羅伯﹒艾斯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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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Robert Estienne )以亞爾加的版本為基礎修改斯拉斯莫斯的經

文。貝札 (Theodore of Beza )使用艾斯弟埃的第四版;這個版本

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標準版，一直用到十九世紀末。

從十九世紀中葉臥龍

公元 1859 年弟森道爾夫( Tischendorf)發現西乃抄本，並且

發行了梵蒂岡抄本。這兩個抄本是我們今日聖經經文的基礎。

這些手抄本之間的差異僅僅只是細節問題。所以即使我們沒

有原版經文，我們還是可以信賴我們擁有的複本。

在今日寫福音?

經過這些課程之後，我們可能必須放棄一些相當天真的想法，

比如:宗徒們傾聽耶穌，寫下耶穌的言行，並在聖神降臨之後開

始走向世界傳教，他們的手臂抱著幾本福音書......。耶穌把門徒

聚集在一起建立他的教會，在福音書之前就已經有這個教會，然

後是這個教會使福音書成形......。

我們之所以按照這樣的課程順序，是因為這個順序與我們認

為發生的事相近。無論如何，我們的這種方法對今日的我們的確

有重大的影響。

假使我們擁有耶穌的照片和錄音帶，我們注定要不斷重複，

視這些照片和錄音帶為重演的模範。

假使新約給我們介紹的耶穌是基督徒團體緩慢理解到的耶穌，

是經由基督徒的生活和反省理解的耶穌，那麼我們的未來是海闊

天空的。我們的團體必須在今日繼續經由生活和疑惑來理解耶穌

的工作。今日我們教會的生命(亦即復活的基督顯示給世界的面

容)就是我們今日書寫的福音書。

給厄弗所人的書信中有一段經文(我們在 77 頁曾加以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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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它經文類似，都在提醒我們基督徒團體的工作:建立基督的

身體，直到完美為止。這是光榮的主要教會這麼做的，而且她需

要這樣的教會:聖神以及各種職務是抽賦予的禮物。基督徒必須

把基督「生」到這個世上(默十二 1-6 ;若十六 21-22 ;參考

250頁)。基督徒的生活，透過數不清的著作，個人或團體禮儀的

祈禱，及無數的見證呈現出來的，便是二十世紀的福音。

然而我們製造出的這些「福音書」和新約的著作之間有個基

本的差異。我們視新約的著作為天主的話:因此新約成為基督徒

在所有時空的信仰準則。啟示在這些著作中結束:天主在抽的于

中說盡 4切。我們的「福音書」不能說的更多;只不過表現原先

的訊息在這個世界的特定地方和特定世紀中如何回響;因此這些

「福音書」不是普遍的。此外，它們只有在和首批著作發出同樣

的聲音時才是有根據的，因此它們給首批著作提供今日的和聲。

所以基督徒不是注定消極地重演一個模式:他們受邀將基督

生到這個世界，並且在信仰中體會首次的訊息，亦即復活基督對

我們世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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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默盎﹒巴爾﹒高契巴的親

筆信，他是公元 135 年猶太

人第二次叛亂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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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們想知道得更多﹒. . . . . 

我刻意盡量不在這本書中引用其它著作;你們只要有一本好

的聖經，很可以單獨使用這本書。然而，假使你們想要更進一步

做研究，你們會發現下列書籍很有幫助。

學弘司音書?

你們可以在這兩本辭典中找到許多關於聖經內容的資料: Ja

mes Hastin軒， Dictionary ofthe Bible, T. & T. Clark '以及五冊附有

圖解的 l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the Bib胎， Abingdon Press 。使用方

便的兩本地圖集是 Lucas Grollenberg, Short Atlas ofthe Bible, Pen

guin Books '以及 H. G. May 編輯的 the 0.苑ford Bible Atla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這兩本書都有解釋的文章和地圖。至於註釋的叢

書也非常多樣，其中每部聖經作品(新約某些較短的作品則是一

組著作)都各自成冊。最好用的三個新約註釋叢書是: the New 

Clarendon Bib俗，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該書附有圖解;英國 A.

& C. Black 出版的 the Black'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 在美

國則是 Harper and Row 出版的 Harpe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以及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 the Cam

bridge Bible Commentaries 0 The Pelican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eries 現在由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出版，這套叢書並

不完整，不過其中包含一些重要的註釋書。一本大部頭的註釋書

主要關切的當然是舊約，因為舊約的份量這麼多;這種註釋書也

包括關於一股主題的文章。你們可以從這三本優良的註釋書中選

擇一本: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凹的吵，是由 R. E. Brown, J. A. 

Fitzmyer 和 R. E. Mu中hy 編輯， Geof企ey Chapman and Pren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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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 The New Cαtholic Commentary on Holy Scripture 是由 R. C. 

Fuller, Leonard Johnston和 Conleth Kearns編輯， Nelson ;以及Pea

ke's Comm凹的ry on the Bib缸，由 M. Black 和 H. H. Rowley 編輯，

Nelson 。對觀福音書很重要，你們必須要有一本;其中最好用的

一本是Burton Throckmorton ' Gospel Parallels ' Nelson 。索引會幫

助你們探索字詞的用法，並且找出一些你們不確定的章節的位置;

最新的」本是 Clinton D. Morrison, An Anα仰ical Concordance to the 

Revised Standard 始rsion New Testame肘， Westminster Press and SCM 

Press 。

背罪于資料

C. K. Barrett, ed. , The New Testαment Bαckground: Selected Docu

ments, SPCK 

這本書包括新約時代種類繁多的各種作品之譯文，使我們對

當時的思想和風俗有→些概念。

Joachim Jeremias, Jerusalem in the Time 01 Jes帥， SCM Press and For

tress Press 

經典之作，從猶太人的資料重建耶路撒冷曾經有過的樣貌。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Penguin Books 

這是最易讀的一個譯文，翻譯的是一位猶太史家的著作，他

因為加入羅馬人那邊而得救，他寫下一連串導致耶路撒冷陷落的

事件的歷史。

Eduard Lohse, The New Tes的ment Environment, SCM Press and Ab

ingdon Press 

Bo Reicke, The New Testament Era, A.&C. Black and Fortress Press 

兩份包羅萬象的記錄，內容是新約的歷史背景以及宗教思想。

Samuel Sandmel, The First Century in Judaism and Christiani紗， 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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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 University Press 

Samuel Sandmel , Judαism αnd Christiαn Beginnings, Oxford Univer

sity Press 

這位猶太學者提供他對基督宗教創始時期的看法，並對許多

我們不加以批評就輕易接受的想法進行重要的勘誤。

Geza Vermes, The DeαdSeα Scrolls in English , Penguin Books 

死海文獻這個最為重要的發現的譯文兼註解。

Geza Vermes, The DeαdSeα Scrolls ， SCM Press and F ortress Press 

說明死海文獻的內容以及該文獻對聖經研究的幾個最為重要

的影響。

一-級性質的著作

T. G. A. Baker, What is the New Testament? SCM Press 

對正確性( ? )等問題進行探討的一本介紹性質的小冊。

Alan T. Dale, New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本基礎的、有圖解的入門書。

W. D. Davies, Invita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SPCK and Doubleday 

這本書是寫給作者的十幾歲女見的。

Floyd V. Filson, A New Testament History, Westminster Press and SCM 

Press 

從瑪加伯時代一直到教會初期的簡明歷史。

R. M. Gra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Fount 

Books and Simon and Schuster 

這是一本很好的非專門研究的書，其中的資料豐富，而且寫

得明白易懂。

A. M. Hunter, Introducing the New Test，αment， SCM Press and Westmin

ste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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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年代、作者與新約著作之內容的基礎入門書。

C. F. D. Moule, The Birth of the New Testament, A. & C. Black and 

Harper& Row 

這本書說明影響新約成形的環境。

Stephen Neill, The Interp月的tion ofthe New Testament 1861-1961 ,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這本書記錄了新約批判的興起。

Norman Perri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肘， Harcourt, Brace 

按照新方法寫成的教科書。

R. Spivey and D. Moody Smith, Anatomy ofthe New Testame肘， Col

lier- Macmillan 

新約經文的綜合分析的研究。

Robert C. Walton(ed.), A B的ic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SCM Press and John Knox Press (American title: Bible study 

Source Book: New Testament) 

耳F穌複三舌

R. E. Brown, The Vzrginal Conception and the Bodily Resurrection of 

Jesus , Geoffrey Chapman and Paulist Press 

運用聖經批判的方法討論耶穌復活的證據。

C. F. Evans, Resurrection and the New Testament, SCM Press 

完整地討論復活的概念以及復活在整部新約中的意義。

Willi Marxsen,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of Nazα陀的， Fortress Press 

這是一個相當引人爭議卻叉使人極端鼓舞的進路。

Norman Perrin, The Resurrection Narratives: A New Approach, For

tress Press 

瑪寶、馬爾谷和路加的故事中的神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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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Wilckens, Resurrection, St Andrew Press and John Knox Press 

聖經中對復活的證詞:審查與解釋。

保稅忍其書T言

William Barclay, The Mind 01 St Pa叫， Fount Books and Harper and 

Row 

從保祿的書信描繪保禱這個人。

Gunther Bomkamm , Pα叫， Hodder & Stoughton and Harper & Row 

對保祿的神學和傳記進行全面而詳細的研究。

F. F. Bruc皂 ， Pαul: Apostle 01 the Free Spirit, Patemoster Press and 

Eerdmans (American titles: Paul: Apostle ofthe Heart Set Free) 

審視保祿思想的主要重點。

W. D. Davies, Paul and Rαbbinic Judaism , SPCK and Fortress Press 

這本著作率先研究了保祿思想、與我們所知的當時猶太教之間

的關連。

Lucas Grollenberg, Pα叫，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這是一本相當吸引人的著作，也許是最好的一本入門書。

A. M. Hunte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Pα叫， SCM Press and West

minster Press 

保祿的神學以及保祿神學在今日的意義。

John A. T. Robinson，所estling with Romαns ， SCM Press and Westmin

ster Press 

深入仔細研讀保祿一封菩信。

Krister Stendahl, Pαul among Jews and Gentiles , SCM Press and For

tress Press 

這本書主張我們不要以錯誤的標準判斷保祿。



如果你們想知道得更多

鳥蔚谷與哥蹟

C. F. Evans, The Beginning ofthe Gospel, SPCK 

介紹該福音的宗旨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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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 Martin, Mark, Evangelist and 刃leologian ， Patemoster Press and 

Zondervan 

這本書告訴我們馬爾谷的思想如何與保祿的思想有關。

D. E. Nineham, Saint Mark, Penguin Books 

這是所有語hljJ最好的一本新約註釋書，是一本理想的入門

書。

R. H. Fuller, Inte中reting the Miracles ,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這本書特別關注奇蹟的神學意義。

Emst and Marie-Luise Keller, Miracles in Dispu紹， SCM Press and For

tress Press 

理解奇蹟的歷史。

瑪看r~事山中星自11

W. D. Davies,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分析山中聖訓的內容。

H. Benedict Green, The Gospel of Matthe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這本書也許是該福音最好用的一部註釋書。

E. Schweizer, Good News according to Matthew , SPCK and John Knox 

Press 

另外一本註釋書形式的入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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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各11口J&書上匕嗤古

John Drury, Tradition αnd Design in Luke's Gospel,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這是一本提出異議的作品。

E. Haenchen, The Acts ofthe Apostles, Blackwell and Westminster Pre-

ss 

這是本大部頭的書，不過如果你們挑著看卻出乎意料地容易

理解，而且非常具有啟發性。

1. H. Marshall, Luke, Historian and Theologi仰， Patemoster Press and 

Zondervan 

這是一本研究路加的思想與路加如何寫歷史的著作。

Neil Richardson, The Pαnorama of Luke, Epworth Press 

也許這是最好的路加福音與宗徒大事錄的入門書;其中的解

釋清晰明瞭。

A. M. Hunter,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一本優良且受歡迎的書。

Joachim Jeremias, Rediscovering the Parables , SCM Press and 

Scribner 

所有關於這個主題的著作中最出名的一本，這是最受歡迎的

版本。

對觀福音書

有一些很有用的著作包含了所有三部對觀福音(有時候也包

括若望福音) ，這些書是: William Barclay, The Gospels and Acts,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 F. W. Beare, The Earliest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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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Jesus , Blackwell (a companion to Gospel Parallels) ; A. E. Harv句，

Companion to the Gospel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ith Nickle, 

The Synoptic Gospels, SC此1 Press and John Knox Press 。

若望與敬禮

各種若望福音的註釋書事實上比聖經中任何古巴著作的註釋

書都來得多;現代的作者詮釋若望福音似乎做得最好。這些註釋

書並不必然簡單，不過你們花在上頭的時間和精力會得到更多的

回韻。幾個具有特色的作者是R. E. Brown, E. C. Hosky肘， Bamabas

Lindars and Johm Marsh :他們會給你們指出另外的一些作者。比

較通俗的書是: A. M. Hunter, According to John ,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O. Cullmann, The Johannine Circle , SCM Press 

Emst Kasemann, The Testament of Jesus , Fortress Press 以及 C.H.

Dodd, The Interpretation ofthe Fourth Gosp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至於若望書信，特別要看 J. L. Houlden在the Black New Tes

tament series 中的註解。動禮是個很大的題目，即使只是新約時代

的敬禮也是如此，所以我不可能在此給你們相關於敬禮的書目;

一個很好的起點是 J. D. G. Dunn，的i砂 α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

tament,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默示錄的註釋書在這裡

也有幫助:參考前面提到的幾套叢書。

福音的周始.. • 

這裡是所有之中最困難的!你們至少應該看:

C. H. Dodd, The Founder ofChristiαni紗， Fount Books 

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新約學者所寫的。

Lucas Grollenberg, Jesus ,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這是一個具有特色的荷蘭道明會土寫的書，這本著作生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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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Geza Vermes, Jesus the Jew , Fount Books and Fortress Press 

這本著作是一個出名的猶太學者在猶太背景下寫成的。

這些書都不難讀。你們相當值得把每-本書都唸過，並且將

這些作者的描述加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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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 太 加里肋亞 依突勒雅
羅馬帝國 撒瑪黎雅

iB勒雅 特辣蜀尼
司祭 耶穌和基督徒團體 保祿生平 保祿書信 其他著作

依#士默雅

大黑落德
37-4 

阿爾赫勞 黑落德 黑落德

安提帕 斐理伯二世

奧古斯都

6 充軍高盧 6 ?6 耶穌誕生

8 苛頗尼帝也
離婚再娶黑落狄雅 娶撒羅美，即安彼成章也 10 亞納斯 公元。至 10年之間

12 妥魯斯
，即黑落德斐理伯 黑落德斐理伯 生於1苔爾索
一世之妻 與黑落狄雅之

14 
魯富

女 公元的至20年之間，在耶路撒冷
1 弓 15 

受業於加瑪里耳門下Jß肋阿臣爾

瓦來里烏斯
18 

格拉托 .(~翰j先者

提庇留 26 葦法 耶穌受洗

般雀比拉多
..... 忱亡和復活

34 死時，無子女

36 36 36'1 J昕德望殉道 蒙召 在阿拉伯宣講

瑪爾切羅 約納堂 耶路撒冷

37 37 37 塔爾索

110里古拉 39 充軍至里昂
德放斐羅

41 41 41 42 1世各伯逝
巴爾納伯主塔爾索訪壽保祿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 息孟康特辣

i!'J多祿被囚
43 

44 44 44 在耶女J路是約基雅服務. i皆同巴爾納伯

D日斯布羅斯法多 瑪弟亞 去 撒冷作「饑凳J 訪問

的提庇留亞歷山大 46 
45-48 首次傳教:塞浦路斯與德爾貝j區里約乃

路勞狄 48 雇瑪諾 48 保祿參加「會議J

52 斐1型斯娶得魯怠拉 4'1句。
50-52 第二次傳教 安提約基雅至雅典

即貝勒尼切之妹 阿納尼雅
耶路撒冷會議

逗留在格林多
51 得撒洛尼前後書

54 58 53-58 第三次傳教:厄弗所( 2-3年) 57? 斐1里伯書
的斐斯托

依市瑪耳 馬其頓、格林多( 57-58冬〕 格林多前後書 雅各伯書

尼祿
黑落德阿格黎帕二世不日

若瑟
58-60 凱撒勒雅坐監(斐理斯一斐斯托〉 迦拉達書、羅馬書

伯至5祿前書
其「妹妹」貝勒尼切

62 阿爾彼諾 亞納斯二世
的一日在羅馬坐監，去西班牙中 的哥羅森書

6的4 夫猶諾太羅戰斯爭 耳目叔亞 65 馬其頓 厄弗所書
耶叔亞 66-67 囚居羅馬，殉道 費助孟書

68 加耳巴 瑪弟亞 弟茂德前後書
希伯來書

的教托 提托攻陷耶路總冷
法納斯 第鋒書 馬爾谷福音

70 威特里約

外斯巴仙 !路歷尊重里做書事錯
79 

'壹一參提托
月內

81 

書

96 多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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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各卷名稱及簡稱對照表

舊 約

天主教( 46 卷) 簡稱 基督教( 39 卷) 簡稱

創世紀( 50 章) 宜。 創世記 宜。 Gn 

出谷紀 (40 ) 出 出埃及記 出 Ex 

肋末紀 (27) 肋 利未記 利 Lv 

戶籍紀(36) 戶 民數記 民 Nb Nm 

申命紀 (34 ) 申 申命記 申 Dt 

若書)區書 (24 ) 穌 約書亞記 書 Jos 

民長紀 (21) 民 士師記 上 Jg Jgs 

盧德傳 (4) 盧 路德記 得 Rt Ru 

撒慕爾紀上(3 1 ) 撒;仁 撒母爾記仁 撒 l~ 1S 1Sm 

撒慕爾紀f (24) 撒下 撒母爾記 F 撒 f 2S 2Sm 

列王紀上 (22 ) 列上 列王記上 王上 1K 1Kg 

列王紀下 (25 ) 列下 列王記下 王下 2K 2Kg 

編年紀上 (29 ) 編上 歷代志上 代上 1Ch 1 Chr 

編年紀下(36) 編下 歷代志下 代下 2Ch 2Chr 

厄斯德拉上 (10) 厄上 以斯拉書 拉 Ezr 

厄斯德拉下(13 ) 厄下 希米記

尼 Ne Neh 

多俾亞傅(14 ) 多 X × Tb 

友弟德傳(16 ) 友 × × Jdt 

艾斯德爾傳 (10) 主ι 以斯帖記 斯 Est 

瑪加伯上( 16) 2日]二 X × i 此4 1Mc 

瑪加伯下(15 ) 加下 × × 2M 2Mc 

約伯傳 (42 ) 約 約伯記 伯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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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集 (150)

竄言 (31) Prv 

Eccl 

Pr 

Qo 傳

歌

傳道書

雅歌

竄

iiliI 書!i道篇(12)

雅歌 (8) Song 

Wis 

Sir 

Jer 

Sg 

Ws 

Jr 

Si 

× 

賽
耶
哀

X 

× 

以賽亞書

耶律米書

耶利米哀歌

× 

~~t 

智

德
依
耶
哀

智慧篇(19)

德訓篇 (51)

依撒意亞 (66 ) 

耶肋米亞( 52) 

哀歌 (5) Lam 

Bar 

Lm 

Ba X 

Ez Ezk 結

Dn 但

Hos 

Joel 

Ho 

Jl 

何

耳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何西阿書

約耳書

阿摩司書

× 巴巴路克 (6)

厄則克耳 (48 ) 川
H
H
J

口
口
川

達達尼爾(1 8)

歐

岳

歐瑟亞( 14) 

岳厄爾 (4)

亞毛斯 (9) Am 

Jon 

Ob 

Mi 

Na 

摩
俄
拿

彌

鴻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亞

米

鴻

納

::!t 亞北底亞(1)

約納 (4)

米該亞 (7)

納鴻(3)

哈巴谷 (3 ) Hk Hab 哈

番

哈

Zep 

Zep 

Mal 

Zp 

Hg 

Zc 

Ml 

該

亞

瑪

哈該書

撒加利亞書

瑪拉基書

索

蓋

匣

拉

索福尼亞(3)

哈蓋 (2)

區加利亞(14 ) 

瑪拉基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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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天主教( 27 卷) 簡稱 基督教( 27 卷) 簡稱

瑪賈福音 (28 ) 瑪 太福音 太 Mt 

馬爾谷福音(16 ) 谷 馬可福音 可 Mk 

路加福音 (24 ) 路 路加福音 路 Lk 

若望福音 (21) 若 約翰福音 約 Jn 

宗徒大事錄 (28 ) 主刀主可, 使徒行傳 徒 Ac Acts 

羅馬書(16 ) 羅 羅馬人書 羅 Rm Rom 

格林多人前書( 16) 格前 哥林多前書 林前 lCo 

格林多人後書( 13) 格後 哥林多後書 林後 2Co

迦拉達書 (6) 迦 加拉太書 3日 Ga Gal 

厄弗所書 (6) 弗 以弗所書 弗 Ep Eph 

斐理伯書 (4) 斐 排立比書 排 Ph Phi 

哥羅森書 (4) 哥 哥羅西書 西 Col 

得撒洛尼前書 (5) 得前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前 lTh lThes 

得撒洛尼後書 (3) 得後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帖後 2Th 2Thes 

弟茂德前書 (6) 弟前 提摩太前書 提前 lTm 

弟茂德後書 (4) 弟後 提摩太後書 題後 2Tm

弟鐸書 (3) 鐸 提多書 多 Tt Ti 

費肋孟書(1) 費 排利門書 門 Phm Phlm 

希伯來書(13 ) 希 希伯來書 來 Heb 

雅各伯書 (5) 雅 雅各書 雅 Jm Jas 

伯多祿前書 (5) 伯前 彼得前書 彼前 lP lPt 

伯多祿後書(3) 伯後 彼得後書 彼後 2P 2Pt 

若望一書 (5) 若一 約翰一書 約 lJn 

若望二書(1) 若三 約翰二書 約二 2Jn

若望三書(1) 若三 約翰三書 約三 3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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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達書(1)

默世錄 (22)

猶

默

新約導覽

猶大書

啟示錄

猶 Jude

啟 Rv



新約導讀叢書

101039a i 新約導論

10103ge i 宗徒大事錄

101039f 1 保祿書信導論

1010399 l 迦拉達書及羅馬書

01039; l 斐理伯書、厄弗所書、
:哥羅森書、費肋孟書

叩1039; 1 弟茂德前書、弟鐸書、
~ 1 弟茂德後書

101039k [希伯來書

010391 1 雅各伯書、猶達書、
:伯多祿前後書

101039m [若望福音及書信

101046d [聖經神學辭典(精)

101052 

101059 

101061 

101063 

:瑪竇、瑪爾谷、路加
;三部福音合觀

j 宗徒書信主題介紹

:天國選民

:主內相聚

馬坎錫著，蔣梅譯

伏拉根著，張雪珠譯

伏法特著 ì富麗澤譯

艾亨薯，楊世雄譯

蘇利文薯，陳真譯

西班乃著，陳永禹譯

要柯乃茗，吳終源譯

梅萊著，吳終源譯

布閉著，肅立明、陳永萬合譯

聖經神學辭典編譯委員會編譯

司密特著，永泉教義中心編

穆宏志著

閔裙茲著，黃美基譯

閔裙茲薯，黃美墓譯



新約導言實叢書
個問.，......_......................._.........H..............

1010曰:一視同仁 閏穆茲薯，黃葉基譚

101066 ;十字架下的新人
一一厄弗所書:導論和默想

黃憤秋著

且唔.........““

若望著作導論上冊 穆宏志著

101067-2i 若望著作導論下冊 穆宏志著

“‘‘. 

101069 i 新約導覽 沙邦傑薯，劉榮和譯

101074 i 對觀福音導論 穆宏志著

‘‘ .‘ 

101078 i耶穌的好消息 恩理科﹒葛比亞提主編

常祈天、陳德馨譯

“‘ 

101079 1 一一現代圖文宗徒大事錄及宗 恩理科﹒葛比亞提主編

徒著作
陳芝音譯

直直壘

102049 i 認識基督上冊 劉溝撞著

圖“‘直，直'直，直'直， 可.

102050 i 言昂昂基督下冊 劉鴻撞著

107046 l 耶穌基督史實與宣道 齊墨曼著，樂英祺譯

107048 i 保祿使徒的生活、書信及神學 房志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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