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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凡本书引用旧约章节目寸，皆按本会所出版者。

(二〉凡本书引用新约章节时(除福音外) ，大致按萧译新经全集。

(三)凡有关考证经文的注释，以60分别之。

(四〉凡译文右旁有虚线者，皆为原文所元，增于译文内，以求文义

更为畅达明晰。

(五)凡经文在此[ ]括号内者，经学家大抵认为是后人所加。

(六)凡经文在此‘ '括号内者，皆为所引之旧约经文。

(七)在注释中有时引用希腊最主要的古抄卷:如 s= 西乃抄卷， B= 

盔盖因抄卷， A= 亚历山大里亚抄卷， C、 D……@等抄卷。

‘咱



111 

福音序

首先我们应衷心感激赐予光明的天父，使我们赖在天中国之后

的转达，在已开始的工作上继续前进，能将本福音书献给旅"此涕

泣之谷"的中华同胞们。并且恳求无站的圣母，丰厚地祝福一切以

神形恩惠扶助我们的恩人，尤其班国的恩人。

如果敖黎革讷称全部圣经为"成书的圣言"的名句，造合于各

部正经典籍，那么我们敢大胆地说:这名句更造合于毅绞全虫，尤

其四部福音，因其中正是记述"那虔敬伟大的奥迹"，即天主圣言降

生成人的事迹与其"实行于地"的救赎大业，这伟大的奥迹便是本

学会向来工作的动机。我们由于爱基督与其教会的心情开始了这项

工作，也愿以同样的心情继续下去，瞻望着彰显圣父光耀的基督圣

容，再接再励地将"救世的福音"译成中文，并加以注释与辩护。

为达到这项目标一一-当然离这目标尚远一一一所采用的几项原则，我

们觉得有向读者报道的必要，一方面固然可使读者由此对本卷的内

容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要求读者多多提供各人宝贵

的意见，使我们能以改正所有的错误，弥补所有的缺漏。

为了希望我们所翻译的福音经文，尽可能与校勘修订的经文相

合，因此我们采用了著名学者默尔克 (P. A . Merk) 所校勘的新约

金去第七版，只有很少几处选用了其他著名学者的修正，如峰索登

(Von Soden) 、迫塑堂皇 (N臼tle) 、鱼主主塑 (Vogels) 、鱼盛盔

(.&>ver) 等。

关于经文修订，本书注释中，除了涉及有关教义的重要异文外，

很少提及。此外，在注释方面，各家的意见也多略而不提;只愿在

圣教会不能错误的指导下，将天主圣言的真谛，简明、清楚、确切

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也愿把目前公教解经学的趋势介绍给读者，

因此，凡有关福音诠解的种种问题，都简短地加以讨论与说明。所

以我们在是注里，讨论了道童的起源，理宣与最初教理讲授的关系，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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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狸望重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这问题所有的解决方法与其缺点，和

最近对这难题的剖解等等，都介绍给研究圣经的读者。此外，尚

有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如山中圣训，譬喻的文体与其意义，天

主"圣言"的奥义，基督的苦难史等等。都需要一些比较详细的

讲解，并且在注释里又找不到造当的位置，因此又特写了几篇要

义和附注。如众所周知，为使福音得正确的讲解，基督生平的年

代史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按照最著名的学者拉冈热所撰著

的对观福音，简略地列了一个"耶稣生平年表"。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譬如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的情形、宗教

与政治的关系等等，换言之，亦即所谓的新约时代的历史背景，这

并不是在福音总论里，或者引言里或注释里所能充分讨论的，对这

问题我们曾一度犹豫不决，是否应附加一篇新约时代的历史背景。

不过，一想到中国公教文坛上有关这种资料的著作过于贫乏，并且

又念及我们在旧约史书和先知书向来所取的步骤，在各卷卷首，都

将当时的历史背景扼要地叙述一下，使读者更容易认清明了当时

选民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宗教情形，因此我们决定特附加一篇毅约

哎盆里去是注。我们在是组去上中下三册已简略地写过里莲、旦

比伦、波斯和希腊等帝国的史事，如今在本福音卷首只写罗马帝

国和巴力斯坦历史梗概，由阿斯摩乃朝起直到巴尔苛刻巴反叛

〈公元一三五年) ，并附带谈及一些当时犹太民族中的宗教团体，

如公议会、各党派、大司祭和会堂等等。这虽加重了本卷的分量，

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为读者明了福音具有莫大的梅益。

甚或有人以为对宗教混合主义，以及当时最主要的哲学思想和

神秘宗教等，也应附加一篇短的介绍，但这些问题因与圣堡盎很有

关系，并与憨至2美写作时代的光景相合，为此留到下卷再加讨论。

当然本书不免有许多人为的错误和缺陷，但我们总希望对有意

精心研究圣经的司锋们和信友们有所贡献，藉以巩固战胜世界的信

德。虽然在目前的逆境中，有无数的教胞遭受无辜的迫害，不得由

福音的源泉中汲取"永生的活水"，但这不足以令人失望，反而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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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自己的信心，因为救主的苦难重演于生垦的天主教会，正是复

活临近的征兆，必然胜利的左券。

希望无原罪圣母q:t oo之后，使这部垣宣圣典，为光荣的中华教

会的子女有如传报和平的使者，一一这和平是天父与基督赐与善意

的人们的，一一为遭难的人们获得安慰，为寻求天主的人们获得激

励，为基督的战士获得勇力，好为基督的王国一-圣教会奋勇作战，

为基督的圣名挣扎至死。主!耶稣!请来罢!

一九五六年圣诞节思高圣经学会谨识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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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籍简字表

ASB: Atlante Storico della Bibbia CLemaire-Baldi) 

Bi. : Biblica 

Bi. -Le. : Bibel-Lexicon CHaag) 

CBQ: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DB: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 CVigouroux) 

DB Supp. : Supplément au DB CPirot)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et Definitionum 

DTC: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EB: Encyclopedia Biblica CCheyne) 

Enchi. -Bi. : Enchiridion Biblicum 

ELS: Enchiridion Locorum Sanctorum CBaldi) 

Hastings: 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PG: Migne , Patrologia Graeca 

PL: 必1igne ， Patrologia Latina 

RB: Révue Biblique 

Ri. -Bi. , Rivista Biblica 

Strack-Bille. : Strack HL und Billeberck P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aus Talmud und Midrasch 

TWNT , 

VD , 

Theologisches Woerterbuch zu N . T. CKittel) 

Verbum Do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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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约时代历史总论

新约时代历史总论

导

关于旧约时代的历史背景，选民生活环境，我们己扼要地记述

在已出版的旧约先知书内 C一)先知书上册依撒意亚引言第一章，

简述公元前八世纪，自七四0到七00年的事 C二〉先知书中册历

史总论及下册历史总论简述公元前七0一年至一三五年的事。如今

我们续将新约的时代背景，选民所处的历史环境，分别择要叙述。

我们厘定新约的时代，是从公元前一三五年即阿斯摩乃王朝元

年为始，迄公元后一三五年，即罗马皇帝哈德良再度蹂躏圣城耶路

撒冷为止。这一历史时期的厘定，我们将略加说明。因为新约的时

代，通常是从公元前三七年，即大黑落德登极之年为始，迄公元后

约-00年圣若望逝世时为止。我们不采这样的区分，只是为了使

历史内容能将新约衔接于旧约的记载。

全篇共分四章:首章简叙罗马帝国历史;第二章论述巴力斯坦

的政治状况;第三章论当时犹太人的宗教制度及教内的派别。第四

章论犹太人会堂的由来、管理、敬礼与关系等。使读者能了然于罗

马帝国的崛起，它和巴力斯坦的关系，巴力斯坦的政况，因之更容

易领会新约内的若干问题。

本篇的取材着重历史的直接资料，以当时拉丁、希腊及犹太的

史学家，如堕直{È CTacitus) ，羞墨主 CJosephus Flavius) 等作品为

主要史料;以有关旧约的著述，旧约伪经，盐主经师所著攫主菱蟹，

米市纳等书，以及教父们的作品，作为参考资料。

由于本篇讨论题材过于广泛，虽将重要问题，一一分别简叙，

亦难免挂一漏万。为使读者对新约时代的历史背景能作进一步的研

究起见，兹将有关本问题的作家罗列于下:秀勒尔 CSchürer) 、拉冈

垫 CLagrange) 、盟皇笙主 CBonsirven) 、壁主垦茧 CMornigliano) 、

昂次麦斯;武 CHolzmeister) 、仆萤斐尔 CPfeif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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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罗马帝国简史

本章论述墅皇帝国的崛起，发展过程，皇帝统治情形，政体和

政治纠纷以及检讨政权迫害教会的经过。

一罗马共和国

里主共和国的形成公元前五百年间，正当波斯帝国极盛时代，

犹太人由旦些企充军回来，在圣城耶路撒冷，大兴土木，重建圣殿;

在圣殿荫庇之下，度着他们虔诚的宗教生活。就在这时候，意大利

中部的一座小城，废弃了君主制度，改为共和国，此即后来成为西

洋史上的文明古都一一罗马。

罗马共和国的发展 罗马自改为共和国后，三百年间渐渐统一

了全意大利各小民族，经过三次苦战，将当时的唯一劲敌一一位于

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一一击败。迦太基原是排尼基一殖民地，但因

商业发达，经常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各地有贸易往来，继而竟将以

上各地，局部占为己有。所以罗马人与迦太基交战时，或直接进攻

她的本土，或间接设计使她的盟国与她脱离关系，终于公元前二O

二年于匣玛(Zama) 一役，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为罗马大将西庇阿所

败，迦太基从此一颇不振。

罗马自战胜迦太基后，将迦太基所占的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各地，

据为己有。然后出师东征，先后占领了希腊、依里黎雅、培尔基摩、

盘型亚等地，已形成了后日里旦大帝国的雏形。公元前三世纪东方

有识之士，早已见到这新兴的罗马共和国，势力日渐强大，且盛赞

皇垦的政治精明，兵将挠勇(参阅却上 8:1-17) 。而且整堕作者中也

不乏极端钦佩里圣的有识之士，如盟呈篮丝 (Polybius) 、塑韭塾篮

(Strabo) 、厄里乌阿黎斯提德 (Aelius Aristid臼〉和狄翁加削等

(Dion Cassius) 。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罗马的胜利，尤其在占据迦太基与希腊后，

使自己的固有文化与宗教，遭了退落的厄运，即是自己本有的文化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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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为希腊文化所同化。 再者由于军事胜利，国富民强，骄奢淫逸和争

权夺利等恶风，应时而生。 因此芝主名将直应固 C Scipio Nasica) 当罗

马与塑主基作战时，曾提出不应完全消灭塑主基的主张，因为他认

为，如果将迦太基完全消灭，罗马外无强敌，则将不自奋勉，势必

趋于披靡。对西氏的见解圣奥斯定也非常赞同，在他的名著"论天

主城" CDe Civitate Dei) 一书内，多次引用西氏的话，而予以好评z

对罗马文化受希腊文化同化事有大诗人贺拉西 CHoratius) 的名言为

证，他说"被征的希腊，却征服了那粗暴的胜利者一一罗马"

C 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aepit) 。 这两位名人的确高瞻远瞩。后

来直主、路息塔尼雅、亘盟圭和ww里的叛变，以及史家所谓"奴隶

战争"，"社会战争"，主翠星与蛊应盟的兄弟阅墙，皇韭 CSylla) 和主

签约 CMarius) ，庭主 CPompeius) 和盘盘 CCaesar) 的互相争斗，

直接间接无不造因于此。

罗马势力侵人小亚细亚 罗马共和国内部，虽然叛乱濒生，仍

未能阻止她向外发展的野心。 公元前二百年，大安提约古为王时，

罗马人己在向东进军，一九0年大败安提约古的大军于马讷息雅

〈见先知书下总论二九页) 。 但罗马人后来之所以能统一全小亚细亚

各地，不能不归功于培尔要摩王阿塔路三世 CAttalus 皿)。他于公元

一三三年逝世前，竟立遗嘱，将本国托于罗马人管辖。 这样不啻正

式邀请罗马人参预小亚细亚的内政，野心勃勃的罗马人当然不肯坐

失良机，遂迅速占领，并以该地为侵占亚洲的基地。

不过星主人虽占有主笙垦摩 CPergamum) ，但豆豆H其他诸国，

如本都 CPontum) ，亚美尼亚 CArmenia) 等对罗马人的蛮横与贪得

无庆，深为痛恨。 所以当本都王米特黎达成六世 CMithridates) 于公

元前八八年下令杀戮意大利人时，在小亚细亚各地以及附近的各海

岛上，一天之内，被杀死的主主型人竟有八万之多。 星圣人对这样

的奇耻大辱，自不能干休;虽然当时国家内乱未己，但因他们对国

家观念甚深，一旦国家遭受外侮，仍能合力抵御。 遂于八六年派遣

大将皇韭领兵东征，大败本都和希腊联军于主遥望回 C Cheronæa) , 

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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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罗马人于坐立组里的势力更形巩固。虽然在八一及七八年上签

壁垒室主主六世又相继两次兴师反抗星旦，但都为芝圣人所败:八一

年败于蛊星堕重 CLucullus) ，七八年败于应篮。六九至六六年座茧

又挥军东进，先后击败了米特黎达;武和他的同盟国里主星里。应:l:ff

于平定亚差屋里和企里塑立以后，再进攻盘型里，席卷鱼莹莹朝代

的天下，而划盘到里为芝主一行省。时在公元前六三年。就在同年，

庞培率军进攻巴力斯坦，直逼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陷落后，庞培

只身擅入圣殿，曾闯进至圣所内。他取消了犹太王国，缩小了犹太

的地域，如j归叙利亚行省，受叙利亚行省督导使节制。

独裁者凯撒 当庞培东征胜利不数年后，足智多谋的大野心家

凯撒，领兵西征，先后攻占西班牙、高卢，然后在不列颠登陆。当

渡过莱因河时，日耳曼民族大为震惊。凯撒在西方的成功毫无逊于

庞培在东方的胜利。当时在罗马执政者为客辣索 CCrassus) 。客氏与

凯撒和庞培三人的合作，史家谓之为"三人政团" CPrior TriUI丑Vlra

tus) 。客氏死后，凯撒与庞培的关系逐渐趋于分离。庞培利用自己的

地位企图解除盟主塞在直E的兵权，而盟盘则更企图一人专政，遂于

四九年决定与庞培干戈相见。庞培败北，出走东方。次年凯撒又整

军追击，于法尔撒路 CPharsalum) 一战将庞培击溃，庞培逃往埃及，

不久通刺而死。三人政团，只留凯撒一人。当时罗马虽仍设有国会

议院，实则大权全掌握于凯撒一人之手，形成罗马帝国的前奏。但

是凯撒，不仅激怒了他的仇敌，也同时使他的朋友为之震惊，因为

他们惧怕他的野心和权力，因而在庞培死后三年，即公元前四四年

上凯撒也为人刺杀顾命。

敖塔威雅诺称帝 抱有称帝野心的凯撒死后，罗马仍未能马上

得享太平，相反地内乱愈演愈烈。首先，凯撒的党徒与共和党为敌，

虽于二年后(公元前四二年)共和党在主主盟的主理组城为盘盘党

击败，但凯撒党又为了凯撒的继承人大起纷争。按当时掌握实权，

能左右国会的是直盘部下一高级将宫，狡猾的主盔釜主垒星 (Mar

cus Antonius) ，但凯撒在遗嘱上，却立他的义子(他姊姊的孙子)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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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盛垂直(Octavianus) 为他的继承人。起初圭主旦因主主氏年岁尚幼

(那时仅十八岁)不足与谋大事，故对他非常轻视;可是敖塔威雅诺

并非像主主里所想的那样庸碌无才，他首先与国会的民主党取得联

络。 所以得任为将军，继而获得军权，之后，仿效他的义父凯撒与

安多尼，肋圣杜 (M. Lepidus) 再度组成"三人政团"，分治罗马共

和国。肋圣杜统治非洲，安多尼统治东方，他自己身居罗马兼管西

班牙与高卢等地。不久肋圣杜辞职而非洲也为敖氏所得"三人政

团"遂只剩有两人。敖氏早知安多尼尾大不掉，遂在公元前三一年

上，正当安多尼作着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美梦，向罗马请兵出征波

斯的时候，敖氏不惟不派兵助战，反而乘机袭击安氏，在希腊半岛

的亚克兴海战上，安氏全军覆没。安氏与其爱姬刻委帕特辣出走埃

及，在埃及两人互相自尽。三人政团中只剩敖威塔雅诺一人了 。 敖

氏知道人民久已庆战而渴望和平，遂班师回国，宣告和平，励精图

治，在他获得全国军民一致拥护后，从参议院元首 (Princeps) 的地

位，一跃而为"皇帝" CAugustus) 0 "奥古斯都"犹言"蒙神明福佑

之人"，既是蒙神明福佑的人，自然应当为人民所崇拜，所以希腊文

称为 aeßaστ击，即含有"可崇拜者"的意义。史家共认犁氏称帝，在

公元前二七年，因而以是年为罗马帝国元年。

我国旧时称帝王为"至尊"其意义颇与此字相合。"奥古斯都"

一名后来也成了普通名词，指在位的帝王。参议院给敖塔威雅诺所

奉赠的这名号，足以概括他对罗马古宗教所怀的热忱，和他赖国家

神明的助佑所建立的平安。实在，自从他开始独揽政权，直到公元

三世纪末，芝皇帝国除在边疆发生过微小战事外，其他各处人民都

能获享所谓的"罗马平安" CPax Romana)。因这平安自不列颠到撒

堕韭沙漠，自路息塔尼雅到蓝蓝星些 (Pannonia) ，所有的居民的生

命财产都获得了芝主法律的保障。大诗人如味吉尔和贺拉西等都歌

颂这升平时代为人类新纪元的开始，并倡导亚细亚的国家和民族都

该尊敬皇帝和星旦为神抵 Capotheosis) 。

敖塔威雅诺原是一富有理想善于组织的人，自正式称帝后，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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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展他固有的天才。首先，他为获得人心，减轻了赋税，尤其使

多年受苛捐杂税重压的立塑里人民，得以喘息，因而人民对他感激

不尽。就在登极那一年上，他把帝国分为二十五省，以便于统治管

理。二十五省中有直属皇帝权下者，谓之"皇帝省" C provinciæ 

imperiales) ，有直属参议院权下者，请之"议院省" C provinciæ 

senatoriæ) 。属于皇帝权下者，多半是些处于边疆的行省和新近归并

帝国的领土。久属于复旦的领域，概划归参议院管理。惟埃及例外，

有自己特别行政机构，称为"埃及监督区" CPraefectura Aegyptus) 。

此外还有一些小国或城市，事实上不属于罗马帝国，有自己的君王

和政府，名义上固然是独立的，但对内对外的政策，却不能不依赖

星呈。像这样的国家或城市，星旦人称之为"星主民族的联邦"

C foederati populi romani)。实际上这些"联邦"所享的自由也很有

限。她们当然有时不甘心，但有时为了要沾"罗马平安"的利益，

也甘心牺牲自己的一些自由。巴力斯坦白公元前六三年至公元后一

三五年所发生的许多政治和行政上的变动，都是由罗马的这种行政

政策所引起的。

雄才大略的奥古斯都，既要经营他的国家就不能不统计他全国

所有的人口和财产。他自己本性又喜爱地理，善画地图。据大普林

里 CPlinius Major) 所记，当时最完善的室主型图，就是他作的，且

在他所遗留的宣屡去绸 CBreviari um Imperii) 和在主雯塾 CAncyra)

及其他城市内所立的纪念碑上，三次记载"我统计了人民" (cen

sum populi egi)。参见臭豆塑鼓雯雯 CRes gestae divi Augusti)。知道

了这些历史后，我们读新约内所有的一些记载，就知道是根据当时

的历史的，如路加圣史在他的福音内记载说"那时凯撒奥古斯都出

了一道上谕叫天下的人都当登记。这是在季黎诺做叙利亚总督时初

次登记。 于是众人各去本城登记，……" C蹬 2: 1-5) 。当时旦主星星

实是一"罗马民族的联邦"，有她自己的政府。监坦在 3: 1-3 详细描

写当时执政的首长说"凯撒墨庄暨执政第十五年，盘釜些立垄做选

主总督，墨蓬壁做生E里旦旦分封侯，他的兄弟主理组做篮窒塾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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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塾垦星地方分封侯，旦盘里整做堕篮血迫分封侯，亚纳斯和盖法

做大司祭时……"监坦在这两处所用的这些话的意义和目的，详见

注释，此处不另赘述。

公元后十四年阳历八月十九日，望直塑塾在主主型南部主E至整

斯省诺拉 CNola) 城逝世。那时耶稣尚是一个青年，在纳臣肋跟他

的鞠养之父若瑟学做木匠。

统观以上所述，罗马共和国自消灭迦太基后，国势日见强盛，

虽屡经内战，仍然能蔚然成为一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其所以能

如此的原因，不但是因为四邻的民族衰弱无能，而且也因为罗马人

富有爱国心和宗教信仰的热诚:富有爱国心，所以一遇有外患，就

共同御侮;富有宗教信仰的热诚，所以他们坚信他们所敬奉的神抵

必福佑他们的国家，不但要使他们的国家兴盛，而且还要协助他们

联合全人类，使天下万民成为一个大家庭。他们深信这是他们所敬

奉的神抵所委托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全力以赴，务必要实现这

神圣的使命。 罗马历来的著作家，尤其是史学家和诗人，在他们的

作品里，到处表现这种伟大的理想;即连许多希腊的史学家和哲学

家也不乏这种伟大的理想。

如今我们要考察一下:何以罗马从公元前二世纪起，就屡次干

涉小亚细亚和中东的事。 这其中必有一个原因 。 日渐强盛的罗马人

见希腊联邦逐渐衰微，怕帕提雅 CParthia) 和亚美尼亚等民族来侵

略或毁灭希腊的文化，就以保护希腊文化为己任，出而干涉小亚细

亚和中东的政事，就如前不久大亚历山大为保护希腊文化，出而干

涉小亚细亚各地的政事一样。 这种理想尤其在凯撒的政策上可以见

到 。 他不但有意要实现亚历山大大帝的美梦，而且企图造就超过他

的成就，使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融汇交流，联合两大民族及两大民

族文化下所育孕的民族，形成一空前绝后的罗马大帝国 。

自然，里垦的政治家和执政人员也有只图私利而别怀野心的，

尤其是公元前最后一世纪在里组里等地执政的人员，更是贪污成性。

但是，里旦人是具有远大的政策的，保护希腊文化也是其政策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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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政策使芝圣人有心建立一庞大的帝国。教父认为这全是出于

上主的安排。 上主准备，甚或可说造就了这继遮塑叠堕二帝国而起

的罗马帝国 ， 全是为了他的圣子，叫他的圣子降生在这庞大的帝国

内，利用其时的政治和社会的环境，建立他的教会，传布他的福音 。

圣奥斯定、圣盎堕芝盟、圣壁主盈盈和整整堂里等都屡次言及此事。

但丁在他的搜理内也作这种主张。 现代不少有信仰的历史哲学家也

都认以为然 。

二罗马帝国

奥古斯都死后，虽然政府人员都愿对他的义子提庇留矢志尽忠，

拥他称帝，但他不愿立即登极，等到九月十七日全参议院承认他的

合法地位后，他才正式继位。 由他这种举动就可看出他的政策:是

固守奥古斯都的政策:以参议院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势力，来统治

帝国。在他当国初期的九年内，可谓政通人和，但从公元二十三年

始，为他的待卫队队长鱼壁盘塑 (S母anus) 所愚弄和蒙蔽，使芝旦

陷人恐怖。 色氏手段毒辣，先设法使皇帝与贵族疏远，然后渐渐怂

恿他无端残杀一些功高德望的重臣和贵族。 到了二十七年上，一一

耶稣开始传教的那一年，他竟劝诱皇帝离开罗马，到那不勒斯附近

的组企整 (Capri)小岛上暂时退避，自己仍在复旦励行他的恐怖政

策。大历史家塔西信，在他所著的史记内，以他生动有力的笔墨，

详细叙述了这四年期内的恐怖现象。他特地指出色氏所以如此行事

的目的，是想篡夺帝位。他为达到这个目的:一面尽力提高增加侍

卫队的势力，一面设法使自己成为皇室的人，就勾结了一位盘盘家

族中的闺秀，与他结为夫妻，可是在三十一年上，他的阴谋终于为

提庇留所识破。 提庇留和参议院就定了他的死罪。 他的两个儿子和

年幼的女儿也与父连坐，同遭杀身之祸 。 盖应置在位最后六年，常

闷闷不乐，善愁多疑，虽然色雅奴斯的党羽，或己处死，或己人狱，

皇帝仍然不解其忧。 他的忠臣亘茎渣 (Macro) 和太医坦整主血尽力

劝解，仍无法消其愁，终于在三十七年三月十六日，郁死在离理/F

勒斯不远的米色诺城 (Miseno) 中路雇罗行宫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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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耶稣开始宣讲福音，是在量应望为帝时〈路 3 : 1), 

同样耶稣死时，也是在蛊氏在位时。 些芷垄宣判耶稣死刑即是以提

座堕皇帝的名义宣判的。 圣盈盈JÈ曾说:监立主曾将宣判耶稣死刑

的文件，上呈罗马参议院(参见 PG 6 , cc. 383 , 399 , 755 , 756) 。但

如果这文件不是指比拉多事录 (Acta Pilati) 伪经，则这文件就早已

失传了。按些鼓乏雯雯现仍见于思主集度提竞伪经内 。 这部伪经前

半所记，即是比拉多事录。 为此提庇留是否曾听到耶稣在巴力斯坦

的行动和他被判钉死的事，至今可说尚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不过我

们就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他大概没有听到 。

组里直韭皇帝 (Caius Julius Caligula) 蛊庄堕死后，元老翌茎

洛遂向参议院推荐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加里古拉继承皇位，因为加

里古拉出身垦直盟主E皇家，又为人民所尊崇 。 按当时星圣人对盘盘

奥古斯都皇家都怀有一种无上的景仰，参议院便欣然接纳玛氏的建

议，宣布加里古拉为提庇留的继承人，为罗马帝国皇帝。但是他在

位不久(仅八个月)突患怪症，虽经名医调治，身体方面虽康复如

初，而他的脾气却变的异常暴庚乖僻。他这疯狂的怪癖，由以下三

事，可以看出:一、虐待贵族，剥夺他们的财产;二、视自己为神

明，要人民崇拜他犹如崇拜犹圣，武、阿颇罗等神一样;三、自许为

常胜将军，常率兵远征，为此组成了一庞大的军队，要前去征服不

列颠，可是只到了法国北岸，尚未渡海，就班师回国，大幅三军，

算为他征服不列颠的胜利品 。 原先推荐他为帝皇的忠臣玛客洛，由

于直言正谏而不讳，皇帝竟命他与妻子一同自主益。 因而提庇留在位

晚年时的恐怖时代，又复出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公元四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加里古拉为一名叫卡勒敖的侍卫所杀。 当时他尚未

满三十岁 。

关于组里主盐和盐主人，尤其与墨蓬堡堕整整跑一世的关系，

下章另有详论。 这里只说阻鱼塞曲原是组里直茸的好友 。 因氏因曾

预言组里直韭将为帝王 ， 因而为蛊庄重所忌，将他投在狱中 。 以后，

组里直韭果然被立为皇帝，自然不能忘掉他的好友 。 阿氏出狱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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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当然不在话下。他之能成为盐主君王，也全赖坦里直主对他的

友情。此外当坦里直韭为帝时，亚历山大里亚城曾发生了一次反选

太人的暴动，该城的总督为主立墨 C Flaαus) ，著名的盐主哲学家韭

罗 CPhilo) 曾为自己的民族辩护写了一本书，名"对主立星的抗议"

C Contra Flaccum) 。数十年后犹太史家若瑟夫另写了一本"对阿圣敖

的抗议" CCωon时tr臼a Apio∞n阳1

族的热忱。

喀劳狄皇帝加里古拉逝世后，继承帝位的仍是奥古斯都家族

中的一人，即喀劳狄一世 C Claudius 1) 。他登极时，已年过五十，

在位凡十四年，他原是一位历史家，也是罗马最出名的史学家李维

的好友。可惜他的著作皆已散失，他登极后，他的企图是愿仿效奥

古斯都。他曾出师征服了不列颠南部，并平息特辣克雅和日耳曼民

族的叛乱。在罗马帝国内，对交通方面大有贡献，开辟许多新路，

尤其是他在罗马城内所建筑的石渠水槽，工程浩大，遗迹至今犹为

游人所称许。

总之，喀劳狄虽元奥古斯都的天才，但仍不失为一贤明的皇帝。

在喀劳狄为帝第二年，按一般学者的意见(如哈尔纳克，斯坦曼，

古特 Gut 等) ，圣伯多禄来到了罗马。当时，在罗马不少的外教人和

犹太人由于圣伯多禄的来临都信从了基督，因而激起了其他犹太人，

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顽固分子的仇恨，对基督徒大施攻击。堕主盐对

他们的宗教问题，自然不甚了解，但为平安起见，下令将大部分主盆E 
太人逐出意大利境。史家壁巫韭星 (ωSu时etω:onn

于盐主人为了基塾塑查 X牛p伊r6击E 而骚乱，遂把他们由芝主赶走。"卖

18:1 、 2。也记载"这事以后保禄离开整些来到堕韭垒，去见→个籍

贯属本都名叫阿柱拉的犹太人。他同他的妻子董翠窒立新近由主主

到来，因堕至2生曾命所有的盐主人都离开复旦"这段记述，对堡氏

的话可资左证，而且由塔西估至到德都良有许多地方"基利斯督徒"

C christiani) 也称"基勒斯督徒" Cchrestiani)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

壁里主屋所说的"基勒斯督" (斗伊夜)S) 不是基型盘查 CX;严町ós)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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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主3生为帝时，亚历山大里亚城，曾再度为了选主人发生了暴动。

喀劳狄为平息该城的暴动，曾给该城的选主人出了→道禁令，这文

件至今仍然尚存，不过对此文件的内容，学者的意见不-。该禁令

的原文大致如下"严禁选主人从盘型里或垦l:Æ其他各地，迁移他们

的同胞，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城。 违者严惩。不然他们犹如瘟疫将祸

及全世。"有些学者认为被禁的犹太人暗示基督信徒，赖纳黑 CRe

inach) 、肋市 CLösch) ，主里主主 CJülicher) 更认为禁令中的盐主

人，是指宗徒和他们的门徒。 所谓瘟疫，即他们宣传的福音。 不过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指犹太人过激的狭隘的国家主义。 我们也认为后

一说，似更近乎事实。

喀劳狄在位凡十四年，公元五四年逝世，享年六十有四 。

尼禄皇帝关于尼禄皇帝，因为对教会历史关系特深，可说他

是第一个正式迫害教会的人，所以我们也愿详细叙述他一生重要

事迹。

喀劳狄死后，接他位的即那著名的迫害教会的暴君尼禄。 他生

于公元三七年。 他之所以得继承帝位，也即由于他出身奥古斯都家

族。 关于尼禄皇帝，史家大都将他比作加里古拉。 这两位青年帝王

残虐狂暴，视人命如草芥，不但个人身败名裂，而且也污辱了罗马

帝国。但是近来某些史学家却极力为这两位残酷的暴君辩护，说他

们一切作错了则可，但不可说他们是作恶的帝王。因为他们二人对

帝王所有的观念，是东方集权式的:以为随已所好，从心所欲，乃

是贵为帝王的特权，参议院和罗马传统的政治体制，不能约束帝王

的行动 。 堕直盒，壁里盘里和旧日的罗马历史家未鉴及此，所以只

按复旦遗传的精神和思想，来批评这两位年轻的帝王 。 为此他们的

批评，未免圄于成见，而有失公允。 近来史学家的这种意见，也许

有它的理由，但至少该承认这两位皇帝元政治的才能，在位所行的，

尤其在位末年所行的，实在残忍不仁，暴虐无道。

星盘继位第二年，即公元五五年，杀了他的胞兄普黎堂尼苛，

五九年又杀了他改嫁给堕主盐的生母阿格黎圣纳，六二年更杀了他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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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妻塾堕盛壁和他的忠臣芝渣，且逼迫他的教师，当时名震星皇

帝国的哲人圭星坦自杀。六十四年七月十八日里垦的大火，起因出

于有意或无意，到现在尚不能确定，可是当时的老百姓却把这次大

火的起因，归罪于在位的皇帝。皇帝为平息民怨，卸却责任，就归

罪于基督徒，于是"一大批基督徒" (塔西倍的话)就作了元辜的牺

牲，为星盔所残杀了。由以上所述，足以看出星莹的心是如何的残

暴毒辣。以下我们要述说几件他的疯狂行为。

五十九年，他在罗马设立了一些希腊式的纵情娱乐场所，常出

没于这些娱乐场所。六十三年至六十四年，常自谓是下凡的犹圣;武、

阿颇罗、厄里敖(太阳神)、赫雇肋斯和厄斯雇拉圣约(药神)。六

十六年，尼禄赴格林多参加全希腊的奥林比亚大会，自以为是举世

无双的天才诗人，当众朗诵他所做的诗篇。尼禄之为人，可说没有

一点规律，不讲伦理，只求享乐，即便他自充为下凡的神仙，也不

能不守一点规律。对于尼禄放荡的生活，除塔西f岂有所著述外，我

们尚有培特洛尼敖所作的迦到蟹 (Satyricon) ，描写得非常生动，诙

谐有趣。

尼禄虽生活淫靡，无恶不作，但是军队却拥护他，其原因不外:

尼禄想如东方的专制君王一样，靠军队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势力，

所以他格外优待士兵。军队士气的好坏，常归功于元帅;他们在外

的武功也常归于他们的元帅。罗马皇帝就是罗马军队最高的统帅。

在尼禄治下，罗马军队平定了不列颠的叛乱，征服了本都，与帕提

雅 (Parthia) 几次交战，六十年上虽然战胜了，六十二年上却败于

帕提雅人。这些都算是尼禄的功绩。出外远征的军队，不问京截内

的事，只求帝国的拓展与繁荣，所以对皇帝常常保持忠信，为此反

对星莹的贵族、议员与里至堕学派的人，虽屡次想推翻星盏，都没

有成功。最后他们拿定主意，买通待卫，要他们乘机刺杀皇帝。里

禄知道有人暗算他，要向他行刺。一日知人前来行刺，自知大势已

去，难于脱身，就在刺客未来到以前，拔剑指向自己的喉咙，不断

叹息说:我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死了实在可情!因他没有勇气自杀，



l3 新约时代历史总论

他的-个仆人前来助他一臂，就拿剑自刷了。他的爱妾阿;武 CAtte)

把他埋在自己的祖坟内，时在六十八年六月八日，其时尼禄年只三

十有半 。

由于尼禄是第一个迫害教会的君王，对于他迫害教会的前因后

果，我们愿多为申说几句。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六十四年七月十八

日罗马起了大火，接连烧了九天，烧去了全城的三分之一。这时尼

禄正在安齐乌别墅远眺火景，弹琴作歌，哀罗马城，就如荷马赋诗

哀火烧特洛阿城一样。这些出于传奇的记载，正合乎尼禄的性格，

也许他当时在别墅曾说出这样的话:罗马既然烧了，也没有什么可

惜，反倒可喜，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实践我重建罗马的计划，我要建

造一座伟大如巴比伦，庄丽如雅典的都城。但他平日生活荒诞，大

言不惭，尚不能够证明是他故意放的火。因为他曾从别墅迅速赶回

来，设法抚慰、救济并安插灾民，为他们购买衣服食粮。……然而

老百姓仍然要追究罪魁，想想尼禄以前的生活和作为，总以为这场

火灾的幕后人只能是他，不是别人。尼禄怕失掉了民心，就决意要

找一些老百姓素来痛恨的人，来充这次火灾的主凶，以平息民怨。

火灾是在犹太人所住的区域内烧起来的，犹太人又是罗马人素来所

痛恨所厌恶的人，所以他首先说是犹太人放的火。但他的第二个最

得宠的妻子应茧整是个选主教的"门内归依者" CProselytha portae。

见先知书下总论二乙 C) 便为犹太人辩护。就在床头枕边给她的丈

夫提出了基督徒是这次火灾的主凶 。 于是尼禄为平息民怨就大杀基

督徒。关于这次火灾和残杀基督徒的事，塔西伯记载说"不论皇帝

怎样尽力救济灾民，不论人民怎样举行赎罪的礼仪，火灾是出于有

意引起的谣言，仍然无法消除。为绝灭这谣言起见，尼禄寻找替代

自己的犯人，一寻获了，就处以极残酷的刑罚 。 这些因恶事被恼恨

的犯人，即是百姓所称呼的‘基督徒'。他们的创立人是基督。 在提

座望当国时，监室坐立三军总督判定了他的死罪 。 这可恶的迷信，虽

这样受抑制，仍然蔓延滋长，势不可遏，不但在这邪恶的发源地犹

主，即在芝主也是如此。一一任何残忍可耻之事，都由各处汇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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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来滋荣繁盛。于是首先凡自认的都受到了酷刑，此后依照由他

们得来的线索，又捉来了一大批‘基督徒科以刑罚。他们之所以

受罚，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放火的罪， 而实在是因为他们是人类恨

恼的对象。此外，还给这些待死的犯人，百般加以凌辱:有的给他

们穿上野兽皮，让他们被狗咬死;有的或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或把

他们焚烧;其中也有一些到了夜间，被烧燃当作路灯的。尼禄把自

己的花园献出为举行这种奇观，在那里游戏玩耍，自己或穿着驾车

者的衣服夹在人民中，或坐在车上往来飞驰。受罪的虽然是些犯人，

是该受严重惩罚的犯人，但他们之死，却不像是为公众的利益，而

只为了一人的残忍，人民就对他们表示同情" C Historiæ 丑r , 44) 。

塔西伯在他自己所编的年鉴 CAnnales 万， 67) 内，也有与此相类似

的记载。 此外，稣厄托尼 CSuetonius: Nero 16) 、普林尼 CPlinius:

Nat. Hist. m , 1) 、路加尼约 CLucanius: 1 Silv. 哑， 61)和圣克

肋孟 CS. Clcmens: ad Corinthios 6) 等对这事都有所记载。辛尼加

在他给路齐略所写的第十四封书信内所说的，也许是指基督徒在六

十四年上所受的残酷的死刑。圣教会关于这事还保有一件出于当时

最宝贵的文件，就是圣伯多禄从罗马所写的书信。在这封书信内，

圣伯多禄把罗马比做巴比伦，把信徒所受的迫害称作"焚烧"

(币内ms) 。参见{自前 1 :3-12; 2: 13 、 17; 4:12-18 、 19; 5:7-10 、 12 、 13 0

为此有不少的学者以为伯多禄写这封书信时，想起了他在尼禄的花

园内所看见的事。

圣伯多禄和保禄二位宗徒，似乎是在公元六十七年为主捐躯致

命。组室主主因为是个无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被钉于十字架上，堡

盘因为是星主公民，只受斩首的刑罚。关于组至盘堡盘二位宗徒的

事，我们在二位宗徒书信的引言内将有详细的讨论，此处从略。

此外，尚有一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出来讨论:星壁究竟依据什

么法律来惩罚基督徒，如果查考属实，是他们放火烧了星旦城，杀

了在罗马的基督徒也就够了。为什么在芝旦京城以外的基督徒也要

遭受迫害，丧掉自己的性命呢?再者，里主被焚烧的案件结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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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还有一些基督徒被人杀害?为此我们要问:在罗马法典内是

否有一条法律，星主主可拿来作为迫害基督徒的根据?对于这问题，

学者的答复不一。 但就特辣雅诺给小普林尼 CPlinius Minor) 所回

的谕示 CRescriptum Trajani) ，圣组至整及圣教初兴二三世纪护教学

者的著作，似乎可以断定:尼禄曾出了一道"绝对禁止基督徒生存"

的谕令。根据一些最负盛名的学者，如德洛息 CDe Rossi)、阿拉尔

CAllard) 、玛鲁基 CMarucchi) 、阿尔默里尼 CArmellini) 和斯式温

松 C S tevenson) 等的意见，这道谕令很简短，很严厉，也许只是这

么一句话"不许基督徒存在" C Christianos esse non licet) 。

若望的憨丢雯内所记圣教会遭受的迫害，不是如塾堕等学者所

说的，是指星瑟的迫害，而是指主主组(八十一一九十六)所兴起

的教难。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默示录字里行间也充满对尼禄

迫害的回忆。 事实上也不能不如此，因为自尼禄直到狄敖克肋仙，

迫害教会的皇帝，无一不是依据尼禄皇帝所出的这项禁令(按德都

良所说，即 Institutum Ncronianum) 。

外斯帕仙皇帝 CFlavius Vespasianus) 外斯帕仙本为尼禄皇帝

的大将，公元六六年，尼禄正在格林多时，犹太人又起了叛变，且

将叙利亚总督夫罗洛打败。尼禄遂派遣外斯帕仙去平犹太人之乱

(关于这次罗马兵和犹太人之战，下章另有专论〉 。 平乱后，外氏即

驻扎在叙利亚。

尼禄自杀后，三位大将，即主主耳巴 CGalba) 、敖托 COtho) 和

盛盈里组 CVitellius) 互相争雄，图夺取帝位。 但是三人，先后都死

于战场，因而使驻于东方的大将外斯帕仙，毫不费力得称为罗马皇

帝。 外斯帕仙登极后，以奥古斯都为模范，励精图治，对宗教问题，

不闻不问，因而直到乏主组(公元九三年) ，教会得享平安。 对于军

队，由于他身为军人，对其中的利弊，完全了解，大加改组。 对行

政，则尽量与参议院合作，因而获得参议院以及全国人民的一致拥

护与爱戴，公元七九年死在盘篮塑自己故乡的别墅。 死时不愿躺下，

因为他说:一位皇帝应当站着死去。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外斯帕仙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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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抱负。他去世后，史家称他为"帝国中兴之主" (Restaurator 

Imperii) ，也可说名符其实。

提托皇帝 处塑且组死后他的长子蛊;Ji (Flavius Titus) 继父称

帝。他曾与他父亲在盐主督战，父亲由盐主回里主后，即接了父亲

统帅的大权，继父牧平了选主的叛乱(蛊;Ji与盐主的战事，详见下

章)。他将选主人制服以后，凯旋归国，七一年回到芝旦，同他父亲

一起隆重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提托死后，罗马人为感念他， 给他所

建立的凯旋牌坊，至今仍直立于所请"罗马市场" (Forum Roma

num) 中，即当时罗马都市的中心。提托之为人，挠勇而温良。他

的政治策略，一如他父亲，和参议院密切合作，所以深得全国上下

一致的爱戴，以致人都称他为"人类的喜乐"。不幸短命而亡，在位

仅仅三年。

多米仙皇帝 提托逝世后，由其胞弟多米仙 (F. Domitianus) 

继位。但米多仙之为人却正与其父兄相反，野心勃勃，性好疑忌，

常想和尼禄一样做专制的君王。因此在位不久，便效尤尼禄，首先

名门贵族，继而议院元老，最后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成了发泄他暴

虐性的对象，成了他刀镜下的牺牲。从圣若望的默示录上可以看出，

他如何迫害了圣教会。 此外考古学及其他历史文件，都足以证明他

如何残忍，杀人元数。德都良说:他的狂暴完全相似尼禄。当时为

教会殉难的人中，不但有贵族中人，如阿齐略 (Acilius Glabio) 而

且也有皇族中人，如克肋孟 (Flavius Clemens) 、多米提拉( Flavia 

Domitilla) 等。对于他的疑忌'性，赫杰息颇 (Heg臼ippus) 写说:当

他听说尚有犹太王达味的后裔存在时，遂出命将他们从犹太带到罗

马来，但当他一见圣犹达达陡的侄子们都是手脚足服的农人，毫无

帝王贵人的气概，遂又将他们平安放走，并且因此停止迫害教会

(IIist. Eccl. Ill, 20 , 5) 。 由于他生性好疑，人皆苦于不能与他平安

相处，终于在九六年九月十八日为人刺杀。

讷尔瓦皇帝 多米仙遇刺后，由议院元老讷尔瓦 (Nerva G.) 

继位。由于讷尔瓦是元老之一，所以非常重视议院的权利，且如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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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盟主E、外塑担f山、量主E等皇帝，特提高议院的权利 。 据堡塾皇所

载，他曾把以前帝王所立的法律， 一概废除。 但是仍保留尼禄所出

的"不许基督徒存在"的禁令，因而勒南谓这项禁令是"常生效的

迫害" 。 的确，第二世纪罗马皇帝对教会所有的迫害，都是根据尼禄

所出的这项禁令。 不过讷尔瓦在位仅两年，因己年老力衰，竟一病

不起，遂与世长辞。

特辣雅诺 CTrajanus C. U.) 皇帝 讷尔瓦死后，继他称帝的

是特辣雅诺，无疑地，他是一位公正，有毅力，贤明的帝王，但是

他始终如哈德良 CHadrianus) 、安多尼诺 CAntoninus) 及马尔谷奥

勒略 CMarcus Aurelius) 一样将基督徒视为邪说异端之徒 CMolitores

rerum novarum) ，为非法分子，虽然他们没有出命逮捕，但是依尼

禄的禁令，如有人告发，则仍应加以处罚，甚或处以死刑 。 他写给

小普林尼 CPlinius) 的回示，即是他这政策的一个极清楚的说明 。

他在那回示上说"不必搜寻，但如被告发，则应予以处罚" Ccon

quirendi non su时， puniendi sunt) 。 但这种作法实在不合逻辑，而且

这种作法竟成了后来狄敖克肋仙迫害教会的常法。

在特辣雅诺为帝时，耶稣的爱徒圣若望宗徒去世了 。 在特辣雅

诺为帝时，致命者中最著名的，当推安提约基雅城的主教依纳爵

CIgnatius Martyr) 。 圣人从安提约基雅城奉召至星旦，在斗兽场中为

证道而死。 特辣雅诺于一一七年上逝世，给人民留下了一个善良帝

王的印象。 所以从他以后，每次新帝王登极时，议员和人民一起恭

贺新帝王说"愿睡下比奥古斯都更幸福，比特辣雅诺更善良 。"由

此可见特辣雅诺是如何为人民所爱戴了 。

哈德良皇帝 继特氏为帝的为哈德良 C Hadrianus) 。 他的政策，

谨守先帝的成规，使芝皇帝国更形巩固 。 当垃篮皇为帝时，教会内

兴起了一种新动向，即产生了不少辩护学者，如阿黎斯提德 CAris

tid臼〉、歪歪塾主 CQuadratus) 等;此外所谓"致圭皇韭书" CEp卧

tola ad Diogneturn) 也都是这时的作品。这些辩护著作说明两件事:

第一，堕篮皇一如壁塾韭直不愿无故迫害教会，流无辜者的血，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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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民以自辩的机会。因此辩护学者阿;武纳哥辣 CAthenagoras) 、圣ðft;

斯定等，敢将他们的辩护书，上呈皇帝。第二，星盘的禁令仍旧有

效;这也即是辩护学者所以常提出"政府惩罚教民，只是因基督徒

的名义，并非因他们有任何非法行动"的理由。至于辩护学者的作

品对监篮直是否发生了影响，并影响到何等程度，却不易断定。可

以断言的:是他闲暇时必也浏览他们的作品，因为堕篮皇爱好知识，

深究哲理，但因他是个叠堕主义的崇拜者，思想方面，是个半塑垄

噶派和半怀疑派的人，对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道理自然不感兴趣。

但他既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对于谁是滋事造乱的主因，必有所了

解。滋事造乱的不是基督徒，而是犹太人中狭隘的国家主义者，也

即是为提托所征服，特辣雅诺时再起反抗，在他本人当国时，又在

一名叫巴尔苛刻巴 CBar Kokeba) 的领导下造反作乱的犹太人。最

可情的是他仍未能将尼禄的禁令撤消，而他对教徒的作风，仍如特

辣雅诺一样。他给米奴角 CMinucius Fundanus) 所下的谕示即是一

极好的说明。因为他给主盘盘所下的谕示，完全和赞翠整直给小董

林尼所写的回示一样。对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即"不必搜寻，但如

果有人告发，则应予以处罚。"

第二章 新约时代巴力斯坦的政治状况

前章我们多间接地提及有关巴力斯坦的历史，在本章则直接探

讨巴力斯坦当时所有的政况。

一阿斯摩乃朝

在是组:自下册及翌且绝吏引言内，已说过，旦左星星从公元前

二00至一三五年六十余年间，属鱼莹莹王朝管辖〈组组吏下二七

页)。但自一六七年虔诚的司祭玛塔提雅因不堪圭望望直恶王对选主

教的压迫，率领他的五个儿子，组成一队民兵，开始反抗鱼堂主王

国。一四OC一三九)年，息孟大司祭终于被选为政治、宗教、军

事的首领，可说革命已成功，有犹太人刻于铜版上的铭文为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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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七十二年，‘厄路耳P 月十八日，大司祭息孟三年……犹太人和司

祭们都喜欢皇孟当作他们的领袖和大司祭，直到有一位忠实的先知

兴起为止" (j]D上 14:27-41)。五年后，即一三五年鱼莹莹王朝也正

式承认息孟的政权地位，因而一三五年可说是阿斯摩乃王朝元年。

称为阿斯摩乃王朝，因为这一朝代的创立人，是玛加伯的家族。据

若瑟夫说:玛塔提雅原是一名叫息孟之子，而息孟之父名叫阿斯摩

乃，所以玛塔提雅即是阿斯摩乃的孙子(Ant. Jud. 12 , 6 , 1)。至于

若瑟夫的话有元根据，则是另一问题，不过自古迄今，历史凡提及

这一时期，全沿用"阿斯摩乃朝"这一名称。

上面说过"息孟被选为政治、宗教、军事的领袖"并且铜版

上所刻的铭文也明说"直到有一位忠实的先知兴起为止。"犹太人

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按法律，大司祭只属亚郎的后裔(见户 16 、 17;

希 5:1-10; 7:1-17 等处) ，但玛加伯家族却不是亚郎的后裔(加上 2:

1)。至于君王的地位，当属于达味家族(撒下 7: 12-16 等处) ，而玛

加伯却也不属达昧家族;所以息孟实际上虽兼有政教领袖的实权，

但名义上，人民只称他为大司祭，而不称他为"君王"。息孟本人和

他的儿子若望依尔卡诺，乃至他的孙子阿黎斯托步罗也都未敢以君

王自称，而只称为富有意义的"阿撒辣默耳"即"天主的人民的领

袖"。这样，一方面避免叙利亚王朝的反感，另一方面等候天主的措

置。所以在铭文中刻有"直到有一位忠实的先知兴起为止。"

阿斯摩乃朝代的历史可分为两大段:前段是自公元前一四0年

至六三年，因在六三年上庞培攻陷了耶路撒冷;后段是自公元前六

三年至大黑落德被封为王之年，即公元前三七年。下面所要略述的，

即是前一段时期的历史。

息孟掌握政权后不久，不幸于一三四年上为一奸诈的阿步波在

堕整垦所杀(见却上 16: 11-16) 。回芝篮杀掉阜孟，原企图自己为主主

主王，但皇主被杀后，他却为皇孟之子羞望所杀，因而羞望于一三

四年继他父亲为大司祭并为人民的领袖。历史上称之谓若望依尔卡

诺一世。

………一--

咽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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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望见垦星与组型里王朝日趋衰落，便遣使到里旦，与星圣人

重新立约，结为盟邦。在旦主星星本土，东边拒组旦壁民族于羞~

当河东，北边先后占领了盘里整整、盒窒塾壁和主旦旦旦旦。在占据

盘里整整后，将革黎斤山上的圣殿拆毁;并且每到一处，必将该地

居民选主化，即给他们施行割损礼，令他们遵守盐主教规。

羞望篮经主主壁执政之初，革型塞党人全力予以支持与拥护，但

后来见他的作为，不像一个主壁的继承人，而类似外教人的君王，

因而逐渐背离了他。篮经主蓝遂倒向盘盘皇军党。从此茧型塞党与撒

杜塞党结下了不解之仇，以致六十余年间阿斯摩乃朝内的纷争不睦，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党的彼此忌恨。他在位三十一年，死后他的

儿子阿黎斯托步罗继位执政。

他的儿子执政虽仅一年 (-0囚一-0三) ，但他的残虐无道尽

露无遗。他不但将他的长兄安提哥诺杀掉，将其他的弟兄囚在监里，

而且连他的母亲也逃不了他的毒手，痕死狱中。史家若瑟夫称他为

"希腊文化的朋友"这等于说:他的政治作风一如他父亲，依赖撒

杜塞党的支持，尽力模仿当时外邦君王的作风。在加里肋亚和依突

勒雅，也如他父亲，强迫各地民族犹太化。阿氏死后，他的妻子撒

罗默亚历山大辣，先将阿氏所囚的三兄弟释放，以后自愿嫁给那年

较长的亚历山大雅讷乌斯为妻，使他继自己前夫执政，要人民奉他

为君王。原来自息孟至阿黎斯托步罗，都只称为人民的领袖(理由

见前) ，但雅讷乌斯执政后已不再顾及一切，于公元前-0三年，即

他执政初年，就令人民称他为君王。他的残忍暴虐较阿氏尤甚。由

于法利塞人对他的作风，有所不满，他就越发压迫该党，法利塞人

迫不得已，向叙利亚王朝求兵相助，但雅讷乌斯胜利后，对他们的

报复，更是惨绝人寰，竟将他们中八百人钉在十字架上，又在他们

的眼前，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杀得干干净净，他本人却同他的宠姬爱

妾，在旁饮酒作乐，观看这幕悲剧。

当他临终时，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不应当如此虐待亟型

塞人，并劝他妻子撒罗默在他死后，要改变作风，远离盘韭塞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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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利塞人为友 。

整氏死后，他的妻子埋芝壁亚历山大辣，于公元前七六年继位

为王，称为亚历山大辣女王 。 她执政后完全遵从她丈夫逝世的遗嘱，

一方面与盘盘塞人疏远，另一方面与选型塞人接近，并且替法利塞

人对盘盘塞人施以报复，因而大得革主Ij~主人的欢心，以致法利塞人

都以她与主壁和塾芝遭王相媲美。 当她执政时，立她的长子依尔卡

重二世为大司祭，次子阿黎斯托步罗二世管理篮窒塾墅区域。 国内

除了莲、撒两党互相争斗外，可谓平安无事 。 但当她临终去世时，

对向她请愿的撒杜塞党代表说出了一句伤心话，她说"我已不能再

管国事了 。"她的这句话不但说出她本人命在旦夕，再无气力治理国

事，而且也指出阿斯摩乃朝也行将灭亡。因为她见到南方有崛起的

组旦笠人，北面又有不可抵御的星旦人，而国内更有法撒两党的不

睦，这一切都预示将有一场不可抵御的暴风雨来侵袭犹太。 不久，

她就逝世，在位九年(七六一六七) 。

她逝世后，她的长子篮笙主茧，原为大司祭，现在也兼为君王 。

但他怯弱无能，为王仅三月，他的弟弟阿黎斯托步罗便把他推翻，

也夺取了篮笙主重大司祭的权位。 篮经主革由于怯弱无能，也就甘

心居于回氏之下，如无主蛊且~(主墨蓬壁之父) ，国内还能相安无

事。 可是奸诈的主蛊且茧，见篮笙主革如此怯懦，心想若能使他获

得王位，而自己以辅粥自任，将来可能取而代之。 所以在尚未使依

笙主查获得王位之先，主皇且~就已怀篡夺之心。 如此我们就容易

明了. .何以军氏不辞辛苦，竭力鼓动篮笙主宣由他弟弟手中夺回王

位;并且为使盒笙主查获得王位，不情与纳巴特王阿勒塔三世联盟

(Aretas m) ，围攻Jt~堕壁垒 。 可是阿黎斯托步罗在耶京未陷落之前，

迅速与t&氏谈和，请求星旦大将庞培代为裁判 。 庞培这次受理了阿

黎斯托步罗的案件，使他仍继续为王。 但是两年后(即公元六五

年) ，人民一致要求庭主取消君王制度(此事可能有安提帕;武在暗中

推动) ，对这一建议，庭主十分赞同，遂宣布阿黎斯托步罗退位。 阿

氏自不甘心，并以武力抗拒，但因氏的兵怎能与望旦大军抗衡?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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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罗马大军极容易地攻陷了圣京，庭主本人竟人了圣殿的至圣所内 。

塔西伯曾记载说:当星旦大军进入圣殿时，见殿内萧然四壁，空元

一物，不像星圭和主墨人的庙宇，神像遍立，就很惊奇。 盐主人伪

经理芝攫美些差的作者，都把座蛊后来为盘盘战败，被人刺杀，未

能终其天年的事，归之于他擅进圣殿，是天主惩罚他沾污圣殿之罪。

庞培于六三年将巴力斯坦沿海地区，划入叙利亚罗马行省内，

并立依尔卡诺为大司祭和犹太人的领袖 。 但是阿氏的两个儿子亚历

山大和安提苛诺，仍不甘心，一心图谋夺得犹太王位，以致在犹太

连年战争，而这一切幕后的发动者仍是安提帕;武。 而且可说阿斯摩

乃王朝的灭亡，实亡在安提帕;武父子手中。因为当庞培立依尔卡诺

为大司祭，为犹太人的领袖时，同时立安氏为依尔卡诺的执事人

({:;前porros ) 。 这样可说圭氏多年来的计谋筹划，终算达到了他初步的

目的 。 名义上他虽没有君王或领袖的头衔，但实际上，大权却操在

他一人手里。 所以他马上任命他的两个儿子， 一个一一发撒厄耳

(Phasael) 一一管理耶路撒冷，另一个一一大黑落德一一管理加里肋

亚，以作下一步篡夺的准备。 公元前四十年，亦即凯撒被杀之后第

四年，大黑落德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封为犹太王。 至此阿斯摩乃朝

遂告灭亡，代之而起的是依杜默雅人黑落德王朝 。

二黑落德王朝

前边业己提过，公元前六三年，罗马大将庞培领兵占据了耶路

撒冷，废了阿黎斯托步罗王，而立依尔卡诺为犹太的领袖。从这年

起，犹太和全巴力斯坦可说正式成了罗马帝国的属国，所以犹太国

和全巴力斯坦的一切有关行政措施，元一不以罗马帝国的决策为取

舍。 安提帕;武的儿子黑落德，对这点完全明了，他既一心想实践作

国王的美梦，就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地在罗马人前，极尽奴颜姆膝之

能事，以期达到自己作犹太王的目的。 罗马当时内乱方兴未艾(见

前章) ， 黑落德也就只看势利而不重道义。 起先拥护安多尼，后又拥

护成功的敖塔威雅诺，这与他的父亲先拥护座茧，后见庭主失败，

遂转而支持盘盘，先后如出一辙。 公元前四0年，垦直盟主F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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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敖塔威雅诺) ，终于委任他为盐主王，可谓踌躇满志。 不过如前

所述，旦主星星既是星旦的一个属国，墨蓬篮虽已称王，但并非一

绝对独立的君王，他虽有立法、司法、行政、征税、免税、组织军

队等权，但为表示犹太是罗马的藩属，在钱币上仍不能铸黑落德的

像，而必须铸罗马皇帝的像(参阅玛 20: 20 、 21) 。 此外没有罗马皇

帝的许可不能任意处决人的死刑 。 自公元前十五年后，他亦不能任

意与其他国家交战。 所以在公元前九年上，由于没有罗马的许可，

竟和阿剌伯人作战，而受到奥古斯都的谴责。 因而他对罗马皇帝，

常是小心翼翼。 所以当奥古斯都下令清查天下人口时(参见路 2:1) ，

黑氏连想反抗都不敢，反更迅速照罗马皇帝的谕旨，执行调查登记

工作，以求博得皇帝的欢心 。 的确，黑落德的用心没有白费，由于

他曲意奉承，历年扩充了不少的疆域。 公元前三十年，他获得了刻

委帕特辣女王在耶黎昂的地产，二三年又得到巴塔讷阿、特辣昂尼、

豪郎，二十年，又获得乌拉塔和帕讷阿斯等地。 因而他王国的版图，

开拓的很广。

对宗教一方面，他为博得犹太人的欢心，重修撒落满王所建的

圣殿，并尽力满全人民对宗教义务所应行的一切礼仪。 但他对宗教

仅是外表的虚伪行为，甚至可说他根本没有宗教观念。 他之所以重

修圣殿等，只是为安抚人民，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 他一旦离

开犹太，便毫不顾及犹太教的教规，在撒玛黎雅，凯撒勒雅等城，

建造了一些大规模的神庙，树立奥古斯都，犹圣;武以及罗马女神的

塑像。 甚至在罗马时也曾到犹圣;武神像前去进香膜拜。 此外一如色

委苛王朝历代的君王，崇拜希腊文化，到处建造体育场、游乐场、

戏院、游泳池等，这都和犹太教的精神大相径庭 。 由此可见黑落德

对宗教所有的态度是怎样的了 。

就墨蓬堡的个性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个野心极大的人，但同

时也是个阴险奸诈，残酷自私的人。 如果他对某人不满，这人绝逃

不出他的毒手。 他为王第三年，即公元前三七年，便杀死了四十五

名公议会的议员，并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二年后〈三五年〉 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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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妻旦翠圭盟第一的弟弟大司祭阿黎斯托步罗第三在里垒垦以游

泳为名，淹死池中 。 三四年杀掉他父亲的兄弟若瑟。 二九年，又将

他的爱妻玛黎安讷第一处死。过了一年，又将他的岳母，即玛黎安

讷第一之母亚历山大辣处以死刑。二七年杀了他的姐夫苛斯巴尔。

公元前七年，将他两个儿子，即由玛黎安讷第一所生的亚历山大和

阿黎斯托步罗杀死。 公元前六年，一次杀戮了六千法利塞人。 公元

前四年三月底或四月初，死前五天，还杀死他另一个儿子安提帕;武，

只是为了安提帕;武高兴他父亲死后，可以继他的位而作王的原故。

最后他还留下遗嘱，当他死后，要将耶黎昂所囚的一切犯人全部为

他殉葬。不过他死后，他的妹妹撒罗默却没有遵从他这次的命令。

关于黑落德残杀白冷婴孩的事(玛 2: 16 、 1肘，按一些文献所载，连

奥古斯都皇帝也听说了。玛客洛彼伍 CMacrobius. Saturn. 11. 的

写道"奥古斯都听说黑落德残杀白冷婴儿后，曾说:作黑落德的猪

比作他的儿子还好。"也许奥古斯都这话是针对黑落德所杀的两个儿

子，即亚历山大和阿黎斯托步罗，而不是指白冷被杀的婴儿。 但是

黑氏的残忍刻毒，连奥古斯都也全知道，但奥古斯都仍使他为王，

未革除他，因奥古斯都也有他的政策。他知道，像黑落德这样的

人，才更容易统治那易于叛变的犹太民族。 犹太史家若瑟夫虽未

提及黑落德残杀白冷婴孩的事，但由以上所述的看来，杀些人家

的婴孩，为这空前绝后的暴君黑落德又算得什么 。 参见玛 2 章十

一注 。

黑落德在位三十七年，活了七十岁 。 史家羞翠玉称他为主墨蓬

篷，为别于其他的一些同名的壁蓬堡。 至于后世称他为杰出的墨蓬

德，固然是指他曾做了一些大事业，但尤其是指他的阴险奸诈手段

特别毒辣而言。

黑落德死后，按他的遗嘱，他愿使他的儿子分治他的国土。 长

子匮笙盘查为王，统治亟盘盘墅、达二主和盘里整整三地区。 次子圭

蛊咀治理组旦旦旦和主盟主些;幼子主里组则治理塞堕、童翠垦星、

高蓝、巴塔讷阿、帕讷阿斯，按路 3:1 尚有依突勒雅。 但他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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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经罗马皇帝批准，然后才能生效。 所以三人，在他父亲去世

后，必须静候罗马方面的谕旨 。

当大黑落德去世时，阿尔赫劳只是十八岁的青年，自幼在罗马

受教，因此在罗马有不少有权势的朋友。 他父亲既留下遗嘱立他为

王，他毫不疑惑罗马皇帝会批准他父亲的遗嘱 。 为实现他为王的目

的，就决意亲自进京去翻见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但是起身以前，耶

路撒冷在法利塞人倡导之下，发生了大暴动。阿尔赫劳为平定这暴

动，竟一怒而杀了三千人。 随后，他委派他的兄弟斐理伯代他摄政，

自己便动身往罗马去了 。 在他动身以后，他的弟弟安提帕和由人民

所推选举的一个代表团，也跟着赶到罗马，在奥古斯都前控告他残

忍无道，请求将他革职，另立新王。(蹬 19: 12-27 耶稣所设的比喻，

很可能是影射这段史事 。)奥古斯都没有完全接受安提帕和代表团的

请求，仍要阿尔赫劳治理他父亲遗留给他的土地，只不过取消了他

"君王" C闯σtλêÚS) 的荣衔，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同为"分封侯"

(市间。χ'fJS) 。

在阿尔赫劳执政时，出现了不少自称为默西亚的假先知，到处

煽惑民众，引起暴动，扰乱治安。 阿氏无力平定，叙利亚总督季黎

诺瓦洛 CQuirinus Varus) 就亲率大军南下镇压。 瓦洛来到加里肋

亚，为彻底肃清暴动分子，并为杀一警百计，将两千犹太人钉在十

字架上，从色佛黎直到厄斯得隆平原，沿途都是十字架林，惨不忍

睹。 罗马人的残暴元情和犹太的顽强反抗，由此可以想见。 此事约

发生在公元八年，那时耶稣至少已有十二岁了 。 厄斯得隆平原原是

在纳臣肋所居的山下，想耶稣昔日定然亲眼看到自己的同胞被人残

杀的这一幕悲剧，他日后讲道劝人要恒心背自己的十字架(玛 10:

38) 来跟随他，也许是想起了他幼年时代，在自己的家乡所见的这

-幕悲剧 。

两年以后，盘里整整人再度在垦直塑塾前控告阿尔赫劳虐待人

民 。 这次里直噩噩却接受了塾里整整人的请求，不但革去了阿尔赫

莹的职权，还要他到运里壶组城 CVienna) 去充军，把他所管的地

啕啕



, 
新约时代历史总论 26 

方划归盘型亚省，直属盘型亚总督 。 公元十八年，匹笙盘查死于1=ß

纳城流徙之地。

分封侯斐理伯 受封统治依突勒雅、特辣昂尼、巴尼雅斯等地

的黑落德斐理伯，比他的父亲和兄弟良善公正，在他所辖治的地区

内，可说没有发生过什么乱事，为此他能从容专注在建设的事上。

首先他在巴尼雅斯建造了他的都城，为尊敬罗马皇帝特称该城为凯

撒勒雅，但为别于海滨的凯撒勒雅，称之为斐理伯凯撒勒雅。 伯多

禄明认耶稣为默西亚，为天主子即在该城附近(玛 16: 13; 谷 8:

27) 。 以后又在靠近若尔当河人革讷撒勒湖口处，修建了另一座城，

名叫旦壁塞兰，后为纪念垦直塑盖的女儿，改名选里整 CJulias) 。他

在位三十八年，公元三十四年逝世。 没有子嗣，提庇留就将他的辖

境并人叙利亚省，归叙利亚总督管辖。

黑落德安提帕 黑落德安提帕亦简称为黑落德。 他是加里肋亚

和培勒雅的分封侯，建都在革讷撒勒湖西岸，为尊敬他的好友提庇

留，特命他所居的都城为提庇黎雅，后因这城，革讷撒勒湖也名之

为提庇黎雅湖(若 6: 1 、 23; 21: 1) 。 耶稣的家乡纳臣肋即在他所辖的

地区内，但耶稣除在受难日与他会过一次面外，从未与他相见。 耶

稣称他为"狐狸" C路 13:32) ，可见他为人如何奸诈狡猾。 此外安提

帕又是个荒淫无度，放荡不羁的人，离弃自己的正妻阿勒塔第四的

女儿，而与他兄弟斐理伯的妻子黑落狄雅拼居。 黑落狄雅原是他们

兄弟二人的另一同父不同母的兄弟阿黎斯托步罗的女儿，所以也是

他们二人的侄女。 人民对他这乱伦的婚姻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耶稣

的前驱洗者若翰，本着他大元畏的精神，当面责斥他说"不许你占

有这女人，"黑落德便把他下在狱里。 在他生日上，竟砍下了圣人的

头，来酬谢他情妇黑落狄雅所生的女儿当场献技的盛意。 参见Eð 14: 

1-12; 釜 6 : 17-29 。 纳巴特王阿勒塔第四见安提帕无故休了自己的女

儿，大为不满，决意要替自己的女儿报仇雪耻。 遂于公元三六年调

兵北上，声讨安提帕，主皇且不能抵御，乃向盘型里总督求援。 盈

利亚总督威式里约 CVitellius) 对安提帕之为人也素为不满，就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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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不加援助 。 元如刁猾的主皇血，在复旦时曾与皇帝提庇留有

一面之交，他以为有皇帝作他的靠山，就无所畏惧了 。 果然提庇留

命叙利亚总督出兵相助。 威;武里约奉命出兵，却不急行，兵尚在路

上，提庇留突告驾崩，威，武里约就按兵不动，致使安提帕大败于纳

巴特王。威;武里约之所以不愿出兵援助安提帕，以及比拉多也与他

没有好感的理由，是因为安提帕常在提庇留前控告他们 。 最后比拉

多因安提帕对耶稣的案情与他的意见相同，竟又成了朋友 。 不数年，

两人都被加里古拉皇帝充军到法国:安提帕到里昂 (Lion) ，比拉多到

伟纳 (Vienna) ，二人都死于充军之地。 安提帕之所以被充军，还是

为了他的情妇黑落狄雅贪虚荣的野心。 他的侄儿黑落德阿格黎帕

(后称为阿格黎帕一世) ，起初潦倒时，曾一度受过他的接济援助。

后来加里古拉做了皇帝，愿一心提拔他少年时的好友阿格黎帕，何

况阿格黎帕曾预言他必要做皇帝。 就敷封阿格黎帕为犹太王。 黑落

狄雅见自己的"丈夫"所曾扶持的阿格黎帕居然被封为王，自己的

"丈夫"却仍然为分封侯，就劝他亲赴罗马，请求加里古拉也封他

为王。不料，阿格黎帕在加氏前控告他曾一度援助过罗马的劲敌

帕提雅人。因此加里古拉不但没有照准他的请求，反将他充军到

法国里昂，将他所辖的地区，划归阿格黎帕 。 这样，安提帕求荣

不成，反而招来充军之祸 。 此为公元三九年至四0年之事 。 由此

可见，犹太人的生命和幸福，连他们最高的长官如分封侯，也操

在罗马人手里 。

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 阿格黎帕一世，如他的祖父大黑落德一

样，也称为黑落德王。 他的一生由亨通而坎坷，由潦倒而腾达，实

富有传奇性。 今略述于后 。

阿格黎帕一世原是阿黎斯托步罗的儿子，黑落狄雅的弟弟 。 阿

黎斯托步罗是大黑落德最爱的妻子玛黎安讷第一所生的儿子，公元

前七年为其父所杀。 堕整整且自幼亦如他家中其他的男儿，曾就读

于星旦，因生性挥霍，浪交无度，因而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多次

起意自尽，终于逃之夭夭，返回东方。 起初圭量且同情他，供养他，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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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住在自己的府第内 。 后来他转赴盘型里，在总督府内谋得一职，

所得仍不敷所出 。 公元三六年，他又回到罗马，旧日的债主知道他

又来到了罗马，就向他追索。 幸赖昔日同学加里古拉的祖母解囊相

助，才将债还清。 从此他与加里古拉常形影相随，亲密胜于手足。

一日他对加里古拉说:老兄!来日你必尊为罗马帝王。 这话为多疑

的提庇留昕到了，就下令将阿格黎帕囚于狱中 。 待提庇留去世后，

加里古拉继位称帝，才将他由狱中释放，事后封他为犹太王，时在

公元囚一年。 加里古拉先将斐理伯和吕撒尼亚所管的地区交与阿格

黎帕，后又将撤职充军的安提帕的辖地也划归他管理。 加里古拉被

刺后，喀劳狄继位称帝，因阿格黎帕有助于喀劳狄称帝，喀氏为酬

谢他，再度承认他的王位，并将依杜默雅、犹太和撒玛黎雅，罗马

总督所管的地方，也划归他治理。 这样，阿格黎帕一世为犹太王所

管的地方竟如他的祖父大黑落德一样，所以人也以称他祖父的称呼

来称呼他为黑落德王 。

阿格黎帕一世对宗教生活，可说连一点内在的热诚也没有，在

国内为了情面， 一切只求敷衍;但一置身国外，就无异一异教徒。

他为博得人民的欢心，在国内时，尤其暂住在耶路撒冷时，对遵守

宗教条例及梅瑟法律丝毫不苟，并且出资修理圣殿，因此大得法利

塞人的拥护。 他为使人民对他有好感，竟不惜迫害新兴的基督教会，

杀了雅各伯宗徒，又将宗徒之长伯多禄囚在狱里，有意在逾越节后

召集民众将他处决，幸赖天主派遣天使将他由狱中救出，得免于难。

事见宗 12:1-19 0

阿氏为使耶路撒冷更形巩固，曾着手修筑另一道城墙，但不知

为什么缘故竟半途而废。 在耶路撒冷有四道城墙遗址，那一道城墙

是阿氏所修建的，考古学者意见甚不一致。 不过近来大部分的学者，

都以第三道城墙为阿氏曾着手修建的城墙。

回整整且一世在位四年(囚一一四四) ，公元四四年，他在盘盘

塾整参加盛会时， 突然暴病身亡。 按袤 12: 19-23 ，他的猝死是天主

对他的显罚，因为他没有归光荣于天主，没有拒绝人民称他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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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时年仅五十四岁。

墨蓬至重阻整整且二世 且整整~ËI一世死后，他的儿子因蛊塞曲

其时寄居在罗马皇家内受教育，年纪只有十七岁，喀劳狄皇帝没有

立他继承父位，要他仍留在罗马，命叙利亚总督管理其地。 公元五

十年，喀劳狄因阿格黎帕二世的伯父卡尔齐德己去世，就立阿格黎

帕继他伯父位管理他伯父所辖的地区，并获得监督圣殿行政，和立

大司祭的权柄。公元五三年，喀劳狄又任他管理斐理伯和吕撒尼雅

所管理的领土，这比他先所管的他伯父的地区就更大了，并立他为

王。公元五五年尼禄皇帝又将在加里肋亚的提庇黎雅和塔黎切阿

(Tarichea) 城，以及在培勒雅的犹里雅城和其所属的地区，划归阿

格黎帕二世管理。这样，阿格黎帕二世所辖地区，虽不及他的父亲，

却也不算小了。

他的政策，可说是一面倒的政治，完全迎合罗马人的心意，甚

至在公元六六年至七十年罗马人大军压境，进攻耶路撒冷时，他曾

与罗马人合作，援助罗马人攻击自己的同胞。他的宗教生活，可说

没有;他的私生活，更不是一个"淫"字可以道尽的。一次他到凯

撒勒雅去拜见罗马总督斐斯托 (Porcius Festus) 。斐氏为尊敬他，请

他到公堂听保禄为自己辩护。保禄见有他在，感慨陈辞，致使斐斯

托中途打断了他的话。阿格黎帕见保禄有意给他说教，就不关痛痒

答复保禄说"你想不费力就能劝服我成一个基督徒。"言外是说:

叫我成个基督徒可是不容易啊!参见宗 26: 1-29 0 像他这样的人，岂

只不容易，实在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荒唐到这种程度，竟娶

了他的胞妹贝勒尼切为妻。贝勒尼切原先曾嫁给他的亲伯父卡尔齐

堡为妻。主笙主堡死后，回来与自己的哥哥堕堕塞曲同居，后为避

免或减轻外面的非议，嫁与基里基些王盟血孟 (Polcmon) 为妻，后

与盟盟主离异，又回来与E整整且同居，后又与在延主督战的处塑

咀鱼和蛊jt父子二人相勾搭，几乎做了罗马的皇后。这一对原为兄

妹的夫妇，真禽兽不如，连当时淫乱的星旦人，也为之心寒不齿

(Martialis: Sat. VI , 156 ,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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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落德王朝世系表 注意:附铃者见于新约内。

犹里约安提帕;武

(公前四三年卒)

安提帕;武

一上一
若瑟(公前卅四年卒〉

发撤厄耳 势大黑落德 撒罗默 斐洛辣 若瑟

(由依杜默雅

人多黎斯生)

安提帕;武

(公前四年卒)

(由阿斯摩乃人(由亚历山大里 (由撒玛黎雅人

玛黎安讷生) 亚人玛黎安讷生〉玛耳塔刻生〉

斐理伯一撤
亚历 阿黎托 罗默〈妻幡黑 ‘ 阿尔 普黑落
山大斯非罗落狄雅 赫劳 德安

| 提帕

(由耶路撒冷人

克性?生)

铃斐理 小黑

伯(分落德

封侯)

黑落德
卡尔齐德

骨黑落狄雅 善黑落德 阿黎斯托步罗

阿格黎帕一世

L • 
精黑落德 得鲁索 铸贝勒尼切 玛黎安讷 势得鲁息拉

阿格黎帕二世 (其夫眷斐理斯)

(公前九三年卒)

公元六六年，犹太人决心要推翻罗马人，阿格黎帕二世明知这

一举动必使自己的民族趋于灭亡，就竭力挽回犹太人与罗马人作战

的决心。无奈犹太人愿作孤注一掷，与罗马人抗战到底，结果七十

年上提托将军攻陷耶路撒冷，将犹太国彻底消灭，从此犹太人国破

家亡，漂流在外。阿格黎帕因曾与罗马人并肩作战，且负伤，因而

仍保持了他的王位和地盘。战后他力促若瑟夫和另一位历史家提庇

整整人狂塑主 (Justus Tiberiensis) 把这次战事记录出来。他本人约

于公元九二年或九三年去世。阿格黎帕二世可说是黑落德王朝中最

后-个戴王冕，而与玛加伯宗族有血统关系的人。

三 罗马驻犹太的总督

公元后六年，奥古斯都皇帝依照延主人的请求，将堕经盘查分

封侯革职充军后，把阻空盘莹的辖地篮芷整整、选主和盘里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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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划归盘型亚省 。 但是选主人迭起叛乱，垦直塑暨也熟知这个民族

不易管理，遂特派一总督( Procurator ) ，在豆豆驻纽主旦旦督导使

(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 的监督下，专责统治这一地区 。 史学

家多将芝主总督与芝主督导使相混，认为他们所有的权限相等，但

究其实，督导使在总督之上，第一有监督总督的权利和义务，其次

督导使握有兵权，若巴力斯坦发生叛乱，总督必须向督导使请援，

此外在若干重大事宜上，督导使也有权干涉总督。 按巴力斯坦隶属

罗马派的总督下，前后两次，首次:从公元六年至四一年，历任总

督共七人。 囚一年上全巴力斯坦属阿格黎帕王国 。 追至四四年，阿

氏逝世，巴力斯坦直到六六年，再度由罗马派的总督统辖。 历任总

督亦共七人。今将各总督分述如后:

(A) 公元六年至四一年历任的总督

罗马派驻巴力斯坦的总督，大抵说，像色委苛王朝时代一样，

总督有征收赋税，罢免与任命大司祭等权。 此外，死刑也操在总督

手内 。 总督平常驻在傍海的凯撒勒雅城，但屡次，尤其是在犹太人

举行庆节时，就往耶路撒冷去，驻在圣殿以北的安多尼堡垒。三十

年之久，大司祭举行祭献所穿的礼服，存于该堡垒内，只在大庆典

时拿出来使用 。 关于选主人的祖传风俗，尤其关于宗教仪礼等，罗

马皇帝下命保护，不得干扰，而且奥古斯都皇帝，也曾为每日的祭

献奉上献仪。

但另一方面，里主总督在旦主星星，虽然不干涉犹太人的宗教，

可是他们的自由毕竟受到限制，而且总督既有征收赋税之权，其中

不免有些贪财好货者横征暴敛，因此使犹太人对罗马的专制极力反

抗。 反对星圣的组织一天天的扩大，且获得人民的一致支持。 这个

组织被称为"热诚派" (Zelotae) ，不时滋事作乱，其中最激烈的，

称为 " 匕首党" (Sicarii 按立王文 (Sica) 含有"匕首"之意) ，因他

们常身怀匕首，图谋行刺。 可是不能否认匕首党中，固然大部分是

热诚的爱国分子，但是鱼目混珠，乘火打劫的恶棍也为数不少。 当

然他们的目的已不是为国家报仇雪耻，而是为了报私仇，抢掠财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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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无罪而死在他们刀下的，不知有多少。 若没有总督镇压，旦主

塑里不知要混乱到什么程度，从这方面说，旦主星星确实分享到历

史上所谓的"罗马平安" (Pax Romana) 。

公元六年奥古斯都将阿尔赫劳革职充军后，即派苛颇尼约

(Coponius)为犹太首任总督，犹太既是罗马领土之一，自然也得服

从罗马皇帝清查天下户口的命令。 所以当苛颇尼约到任不久，就得

到叙利亚督导使季黎诺的命令，清查全犹太的户口，犹太人自以为

是天主的选民，自然不愿受人的统计。 大司祭约哈匣尔曾多次请求

免除统计户口的事，但苛颇尼约受命于上，不能不奉令而行，因此

人口统计一事，决意照办。 因而激起了"热诚派"的愤恨。 前边所说

的"匕首党"遂在加里肋亚人犹大领导之下，群起与罗马人为敌。 苛

颇尼约就以武力平息骚动，杀了不少的犹太人。 夏玛里耳在三十年后，

对此事记忆犹新(宗 5:37) 。

苛颇尼约三年满任后(公元六一九年) ，他的继任人为安彼威约

( M. Ambivius vel Ambibu\us 公元九一十二年) ，和鲁富(Annius

Rufus 公元十二一十五年〉 。 关于这两位总督，仅知其名，其事则无

从稽考。

公元十四年奥古斯都去世，提庇留称帝后，就派格辣托 (Vale

ri us Gra tus) 去犹太任总督。 他任总督共十一年(公元一五一二六

年) ，到任之初，与当时的大司祭亚纳斯不合，将他革职，另立依协

玛赫耳(Ismael)为大司祭，但不久也与依氏不合。 从亚纳斯起，四

年内，连换四次大司祭。 第三次所换的是息孟 (Simon) 。 最后改由

盖法作大司祭，在公议会中，判耶稣死刑的就是他。

公元二六年，提庇留皇帝另派一位新总督接替格辣托。 这新总

督，即定耶稣死刑的般雀些韭垄 (Pontius Pilatus) 。 按些盐奎是室主

型人，生于何时何地，无法考定。 不过从他的姓盘笙 (Pontius) ，可

推知他是盘主星2塞草 (ωSam盯rnnl

圣省人 (ωAbru山1归zzi)ο〉 。 再由他的名字"比拉多" (Pilatus) 来推测，他

可能是骑士家族出身，因为 Pilatus 原由 pilum (标枪〉而来，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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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是当时骑士所用的武器。

关于且直至除毅约里(四福音和泰、爱前等处〉有所记述外，

当时的史家主茎主 CAnt. Jud. 18 , 2-6; 可 II ， 9 , 2-4)，和塔西伯

CAnn. 万， 44) 以及盐主哲人韭~ CLeg. ad Caium 38) 也都有所

记载。而有关比拉多所写的伪经，却元历史价值可言。从各种历史

文件上，可以看出比拉多为人刚懂自用，喜怒无常，而无固定的信

仰。若瑟夫所载关于比拉多的固执和残暴，与四福音有关耶稣受难

惨死的记述，以及路 13: 1 、 2 关于比拉多所有的记载，完全吻合。按

昔日罗马各地使节长官，不准携带家眷，但奥古斯都继位称帝以后，

将这条禁令取消了，因此玛 27: 19 所载，比拉多在耶京有妻室一事，

与罗马的法令并不抵触。据伪经所载，比拉多的妻子名叫仆洛雇拉

C Claudia Procula) 。相传她在耶稣复活升天后，归依了圣教，不过仅

是传说而已。由于耶路撒冷消耗水量很大，圣殿也需要用水，比拉

多决意兴建一条水道，把白冷东南大量的存水(今称撒罗满水塘) , 

引到圣城耶路撒冷。这事的本身固应称道，可是他是外教人，竟指

定动用圣殿宝库里献给天主的一部分银钱。按犹太人的观念，这是

一个亵圣的大罪，因而犹太人对他甚为不满，但也只限于敢怒而不

敢言
仨习。

公元三六年，撒玛黎雅人在革黎斤山下集合，举行宗教礼仪时，

且韭垒'怕他们乘机造反，曾派兵残杀了许多撒玛黎雅人。因此撒玛

整整人就在驻纽型里的督导使盛巫里鱼前控告了比拉多。威氏遂撤

掉了些韭垒，命他到复旦皇帝前陈述理由，当他到达罗马时，提庇

蛊已经去世，继位的是组里直盒。组氏遂将他充军到法国。也可能

按当时的习惯，罚他自杀(参看欧色彼 H. E. II , 7; PG 20 , 

c. 155) 。这位效忠于皇帝〈图做盟盘朋友的，见袤 19: 12) 判定耶稣

死刑的监立垒，终于被罚充军，葬身异地。

继主主韭垄为注主总督的，尚有两位:一是玛尔切罗 CMarcellus

公元三六一?) ，一是亘宣星 CMarullus? 一囚一〉。可是关于这两位

总督的事迹，所知道的不多。仅知道，他们两人是在组里直主皇帝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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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职的，也知道，在坦里直芷皇帝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城，掀起

了反犹太人的剧烈运动。 原来坦里直主疯狂后，要人民把他奉为神

明 。 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作省长的为主立屋。 主氏给居于旦旦且主

里亚城的外教人以绝对的自由，叫他们迫害不敬礼加里古拉皇帝为

神的犹太人。 而且他也将皇上的肖像供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又判许

多犹太人在公众场所受鞭打，且将一些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 幸有

阿格黎帕在皇帝前求情，才没有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犹太人灭绝。

由于阿格黎帕王在皇帝面前控告夫拉雇，皇帝才将夫拉雇革职充军，

在圭鱼盗墓~ CAndros) 岛上把他处以死刑 。 里笙盟~和主盒里既是

加里古拉疯狂时在巴力斯坦任总督，自然免不了有迫害犹太人的事。

我们知道，罗马人起初在雅木尼雅立了加里古拉的像，但不久为该

地的犹太人捣毁，加里古拉闻知后，不但出命要在该地重立他的像，

而且还下命在耶路撒冷圣殿内也立他的像。 幸当时驻叙利亚的督导

使培特洛尼约 CPetronius P. )，为人明智，办事谨慎，所以对加里古

拉的命令，只是表面应承，及至加里古拉被刺，他尚未动工。 因他深

知，如果将皇帝的像置于圣殿内，将要引起大乱，屠杀一些作乱的人。

这样以他的明智挽救了一场大流血的惨案。 当犹太人闻知加里古拉为

人刺杀，莫不欢喜若狂，遂定该日为庆日，不准禁食斋戒。

从公元四一年至四四年，巴力斯坦几乎全归黑落德阿格黎帕权

下，因而公元四一年，也是罗马驻巴力斯坦总督第一期结束的一年。

CB) 公元，四四年至六六年历任的总督

公元四四年，阿格黎帕一世逝世后，巴力斯坦又恢复了总督制 。

称为第二期 。 在这一期为总督的也有七位，今略述于后:

阿格黎帕一世逝世后，第一位在旦主星星任总督的名叫莹奎

CCuspius Fadus 公元四四一?) ，是堕至2生皇帝所委任的 。 他是且整整

帕一世的好友，因而对犹太人一向表示同情，尽力避免作开罪犹太

人的事，尤其在宗教方面让他们绝对自由 。 所以在他到任之初，很

公正地平定了因阿格黎帕逝世在凯撒勒雅发生的变乱。 但自且整整

帕一世死后，巴力斯坦的局势， 一天天地混乱恶化，好像又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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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前望组组兄弟宗教民族主义的精神，有这精神的人自称为"热

诚派"其中最急进的分子即上文所说的"匕首党"。他们有严密的组

织，俨然在里主总督治下另成立了一个政府。他们的领袖自称为默西

亚。 当法多在任时，有夏玛里耳提及的一位;武乌达斯CTheudas) ，是位

假先知，自称默西亚，他向他的党徒许下，要同羞羞里一样神奇地

渡过若尔当河，在西岸准备建立他的默西亚王国。这样法多就不得

不通缉他，把他逮捕杀掉，同时也杀死了他的不少党徒。

二年后，代法多另派来了一位新总督即提庇留亚历山大CTibeius

Alexander 公元? 四八〉。他原是犹太著名哲学家非罗的侄子，因

极度崇拜希腊文化，竟背弃了他祖先所传下的宗教，犹太人自然对

他不满，乘机叛变。他遂把做他们领袖的雅各伯和息孟兄弟二人捕

杀。他们兄弟二人原是"匕首党"的创始人，即著名的加里肋亚人

犹达斯的儿子。

当他为巴力斯坦总督时，发生了大饥荒。亦即宗 11:27 、 30 所记

载的那一次。罗马史家塔西位和稣厄托尼，关于这次大饥荒也有所

记载。在这次大饥荒中，安提约基雅的教友曾设法募捐，为周济居

于耶路撒冷的弟兄。同样，在这次饥荒中，阿狄雅贝讷的皇后赫肋

塑 CRegina Adiabenes) ，已归依了盐主教，她除从垦互及基企盗岛运

来大批的食粮外，还亲自到耶路撒冷，救济当时的灾民。提庇留亚历

山大总督，原是犹太人，却不知道如何救济他遭难的同胞。十五年后

外斯帕仙元帅围攻耶路撒冷时，他是罗马大军的总司令部的部长。

继提庇留亚历山大为巴力斯坦总督的名叫雇玛诺 Cv. Cumanus 

公元四八一五二)。雇氏虽是一位英勇的将军，却不通政治。 当他为

总督时，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动乱，即撒玛黎雅人与犹太人彼此攻击，

几乎酿成旦左星星内战。这次乱事造因于盘里整整人击杀了从坦旦

旦旦往堕堕堕透朝圣的盐主人。星氏如能公平处断，可能大事化小，

无如墨氏偏袒盘里整整人，将不少犹太人处以死刑。犹太人自不能

忍受，遂控告阜氏于盘型里督导使篮主盐鱼前。佳氏先将双方当事

人叫到纽到里，加以查询，然后罢免屋里茧，并令他和他的千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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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盟整以及选主和盘里整整双方代表多人齐到里主听皇帝堕麦盐的

裁判 。 但因当时堕整整且二世也在复旦，他在堕主盐前为盐主人辩

护，因而犹太人大获胜利，除将不少的撒玛黎雅人定死刑外，连雇

玛诺也被判充军，甚至史无前例的竟判决将雇氏的千夫长切肋勒带

至耶路撒冷，当众犹太人前，将他惩罚 。

代屋里直为旦左塑望作总督的是主理塑 CAntonius Felix 公元五

二一六0) 。 他原是奴隶，很得堕至2生的皇后，即星盘皇帝母亲阻整

整至塑的宠幸，由奴隶而成了一个自由人。 他之所以被任为巴力斯

坦总督，是由当时大司祭纽塑堂向芝主政府请求的。 但罗马贵族以

他当总督元不认为是帝国的一种羞耻。 塔西伯批评他的政风说"斐

理斯依恃他兄弟的势力，无所不为……以奴隶的心，而任君王之

职。"当时"热诚派"和"匕首党"到处兴风作浪，胡作妄为。 斐氏

虽将他们的首领厄肋哈臣尔以及他的左右侍从，捕获斩首，可是他

为了贪财好货，不愿将"热诚派"与"匕首党"完全消灭，只要他

们肯向他施贿，他即任凭他们胡作妄为，甚至连凯撒勒雅城内也被

他们弄的骚动不安。

就在他为总督时，宗 21:38 所提及的一个埃及人曾带有四千"匕

首党"人滋事造乱。 罗马千夫长几乎将圣保禄当了那作乱的埃及人。

他纳了阿格黎帕王二世的妹妹得鲁息拉为妾。 按得鲁息拉，原已

嫁给厄默撒王阿齐左，阿齐左为娶她，先行了割损礼，但是不久以后

得鲁息拉像她姐姐贝勒尼切一样又嫁给外教人。按袤 24:22-27 记载保

禄给斐理斯和得鲁息拉夫妇两人讲论正义、贞洁和未来的审判时，他

们夫妇二人对大宗徒的话，自然不感到兴趣。 圣路加也记载斐理斯将

保禄押在狱中两年之久，目的是希望保禄给他行贿(袤 24:26) 。 他如

何贪财好色，由此可见。 他为总督共八年，继他位的是主盟主。

主盟主 C Porcius Fcstus) 总督是尼禄皇帝所任命的 。 辈氏是位

精明的政治家，且为人公正 。 所以当他就任后，竟能使多乱的巴力

星星渐趋安定。 从他对圣保禄宗徒案件的处置(参见袤 24: 27-26: 

32) ，充分表现他为人的公正，和做事的果断。 可惜辈氏仅为总督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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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元六O一六二) ，即卒于任所。 他的死的确是旦主星星的不

幸，若他作总督能多几年，史家所说的公元七十年的"盐主战争"

可能不会发生;他的死为当时堕蛊盘盒的教友也是一大不幸，因为

他一死后，大司祭亚纳斯第二 ， 一一他是当年提议杀死耶稣的亚纳

斯大司祭的儿子， 遂乘机将耶路撒冷的主教，次雅各伯一一他

原是主的兄弟之一(见玛 12 章附注"主的兄弟")杀死，因他恪遵

梅瑟法律，丝毫不爽，因而人都称他为"义人"。 所以他被杀后，人

民甚为不满，新总督阿耳彼诺 CLuccesius Albinus) 尚在亚历山大里

亚，人民已在他跟前控告大司祭亚纳斯第二擅杀义人之罪 。 新总督

遂即先给他去了一信，严责他杀人之非，且所杀者又为义人，并授

意阿格黎帕王二世立即罢免亚纳斯第二，另立新人。 阿格黎帕遂立

达木乃之子耶秀亚代亚纳斯第二为大司祭。

阿耳彼诺到任后，他不管治安，不理政事，惟搜括民财。 当时

热诚派和匕首党，以及土匪强盗，只要施以贿赂，便可任意行动，

胡作妄为 。

二年后(公元六二一六四) ，当他获知已被调往他处，在新总督

未来临前，他把囚犯，除了少数罪大恶极，或元钱自赎者外，全部

予以释放，这自然又获得了一笔相当大的款子。 这就是他作总督最

后的杰作。

阿耳彼诺虽如此令人痛恨，但后继者比他更坏，因此塔西伯曾

感叹说"犹太人的容忍竟能忍到杰息敖夫罗洛。"

公元六四年杰息敖夫罗洛 CGcsius Florus) 代阿耳彼诺为巴力斯

望总督。 可是主芝堕来到选主，不是为治理，只是为剥削 。 他全不

像-个长官而像一个凶残的刽子手。 前任阿耳彼诺虽贪污枉法，却

不敢明目张胆地去行，而主星盗竟毫无忌'障，公开地横征暴敛。 对

向他施贿的强盗匪党更任凭他们胡为。 人民稍有不称他心意的， 一

概杀戮，因而人心惶惶，无不恨之入骨，然而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甚至也不敢到纽型里督导使前控告他。 盘主1里督导使组里堡豆豆

CCestius Ga llus) 似乎已多少风闻选主的这种情形，遂在公元六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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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过逾越节的名义，亲到耶路撒冷视察。 犹太人在他面前控诉夫罗

渣的种种罪恶，墓~遂当众许给人民要规劝惩治他。亘罗 回纽主旦旦

以后，主豆渣知道自己难逃皇帝的处罚，遂更变本加厉，激怒犹太

人叛变，反抗星圣人，如此，可掩自己的罪迹:这是史家羞翠玉明

明记载的 。 的确，旦主星星在他统治下，形成了一火药库，随时有

一触即发的危险。夫罗洛即是七十年犹太战争的近因。

这火药库终于爆炸了 。 公元六六年，一个外教人在凯撒勒雅沾

污了盐主人的会堂，遂激起了选主人的叛变。 具有远见的人看到事

情不妙，遂要求夫氏乘乱事尚未扩大，急速予以镇压。但战事对于

夫氏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哪肯将它平定?更何况，此案犹太人在

尼禄皇帝前败诉，他们的公民权亦被剥夺，为此该城的外教人迫

害犹太人更是肆无忌惮。热诚派遂如二百年前玛加伯弟兄们一样，

组成了游击队，到处袭击罗马人 。 "匕首党"也纷纷响应，并且到

处游说，叫人民支持热诚派反对罗马人，将他们逐出圣地以外。

自从耶稣死后，不时出现一些假先知假基督，但自公元六二年起，

假基督与假先知，更如雨后春笋，到处煽动民众，说默西亚就要

来临，将要使他们战胜罗马人，并为自己的民族建立默西亚和平

的强国 。

史家若瑟夫记述了两件十分奇异的事。 他说:由公元六二至六

七年，有一个安纳诺之子，名叫耶稣的，从帐棚节开始喊说"有声

自东方来，有声自西方来，有声自四方来，是关于耶路撒冷和圣殿，

关于丈夫和妻子，关于全民族的声音。 祸哉，祸哉，耶路撒冷!"这

个狂人白天黑夜走遍耶京大街小巷，狂喊不已 。 人民把他拿住责打，

甚至阿耳彼诺总督将他打的皮破血流，但他仍是不停地狂喊"祸

哉，祸哉，耶路撒冷!"七年之久，他不断地喊出这可怖的哀声。 人

给他食物，他也不道谢;人责打他，他也不怨恨。当罗马大军围困

圣京时， 一天，他高声喊说"祸哉， 圣城!祸哉，圣殿!祸哉，全

民族!"正在狂喊时，被罗马兵向城内所投的大石，打在他身上，他

大喊说"祸哉，亦归于我!"就死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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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年的逾越节，一天早上有一奇异的大光，围绕着圣殿和祭

坛。 到了夜间，圣殿的东门，原是铜制的，既高且厚，非二十人，

不能推开，但忽然自动敞开，好像让敌人自由出人。 在同年五旬节

的夜间，当司祭进入圣殿献祭时，昕见一个声音，仿佛是一大群天

使在说"我们离开这里罢!"

若瑟夫既这样生动地记述了这些事，所以我们虽不能说发生的

事全如若瑟夫所记述的一般，但我们却没有理由，否认这类事情的

可能性。 圣教历史的鼻祖欧色彼也以若瑟夫所述为然 。 所以圣教初

兴时的文献内也载有这类事迹。

犹太战争要爆发时，假先知，假基督到处煽惑人民造反，因此

罗马人到处杀害犹太人。 此时人心恐惶，无不预觉大难即将来临，

耶稣所说的"将有假默西亚，假先知兴起，行大奇迹，和大奇事，

以致如果可能，连选民也要被骗"的话(玛 24:24) ，逐字逐句地都

应验了 。 在大战之前，阿格黎帕王二世，虽竭力再三劝说犹太人不

要和罗马人为敌，因为他知道，以犹太革尔小国与罗马帝国为敌，

不啻以卵击石。 元如犹太人在假先知假基督鼓动之下，执迷不悟，

终于掀起了大战，即史家所称"选主战争" CBel1um Judaicum) 。 因

这次战争耶稣所说"你们的房屋必成为一片荒凉，给你们留下"

(玛 23:38) 的话，也完全应验了 。

罗马驻犹太的总督一览表 (Procuratores Romani J udeæ) 

第一期 (公元六年一四十一年〉

-|苛颇尼约(Coponω |公元六年一九年

二 |安彼威约 (M. Ambivω |九年→十二年

三 |鲁富 (A. Ruω |十二年一十五年(以上为奥古斯都所委任)
四|格辣托 (V. Gra时 |十五年一二十六年
五刮I t比盹忆恤拉多扛(Pontius川川P趴川1川l
六|玛尔切罗 (M町叫叫llusωω 卅六年一?
七 | 玛鲁鲁-罗 (Ma盯川ru山1

咽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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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公元四十四年一六十六年)

法多 (C. Cωpius Fadus) 公元四十四年-?

提庇留亚历山大 (Tib. J. A1=der) 公元?一四十八年

一
雇玛诺 (Ventidius Cwnanus) 公元四十八年一五十二年

四 斐理斯 (Antoni山 Felix)
公元五十二年一六十年。(以上为喀劳

狄所委任)

五 斐斯托 (Porcius Festus) 公元六十年一六十二年

/-i、- 阿耳彼诺 (Lucceius Albinus) 公元六十二年一六十四年

七 夫罗洛 (Gessius Florus) 
公元六十四年一六十六年。(以上为尼

禄所委任)

四犹太战争

公元六六年四月中旬，夫罗洛从凯撒勒雅到耶路撒冷，想以武力

镇压耶路撒冷的叛变。但不意竟被革命军包围于安多尼堡垒中。不得

已，他便将一部分兵留在耶路撒冷，另一部分护送自己返回凯撒勒雅。

此时热诚派和匕首党人希望战争爆发，在各地招兵袜马，声势

日强，占据了玛撒达和其它一些险要的据点，将投降的罗马兵，一

概杀掉，最后迫使在安多尼堡垒的罗马军队投降，并保证他们的性

命安全，但罗马兵技降后，除了一个归依犹太教受过割损的兵丁外，

其余全予斩杀。从六六年五月十七日，耶路撒冷正式停止为皇帝献

祭，这不啻是向罗马皇帝宣战。正当此时，巳力斯坦及其附近各城

市，犹太人与外邦人时常发生斗殴杀伤之事，如在达默协克、亚历

且主旦旦、盘盘整整等城外邦人势力较强，遂大杀组主人;在韭韭

德非雅、培拉、某托颇里、撒玛黎雅、仆托肋买、阿协刻隆等城，

选主人的势力较强，遂大杀外邦人。全旦主星星既如此混乱，组型

主督导使莫罗 C Cestius Gallus)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遂亲率三万大

军(其中主力军为六千人) ，直捣If~堕盘盒。可是他这次低估了选主

革命军的力量，他满以为兵到即胜，谁知在革命军顽抗之下，而自

己又缺乏攻城的战车，夏罗对之竟束手无策，遂下令撤兵，有意返

回叙利亚，再调大军，卷土重来。但撤退时，行至旦笠垦主 C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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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on) ，安提帕特两处山谷时，遇上犹太人的伏军，在两面夹攻之

下，杀得罗马兵抱头鼠窜 。 罗马兵丁死亡约五千余人，所失辅重更

不知其数。 犹太人因了这次意外的大胜利，革命军的气焰更盛，使

一般主和的人无可答辩。 可是不少明哲之士，却不因这胜利而喜欢，

他们预知罗马大军，必不肯如此罢休，定要卷土重来，因而不少的

人，尤其当时耶京的信友，念及耶稣所说的预言"那时在犹太的，

要逃往山中" (蹬 21: 20-22) ，纷纷弃城逃往山中 。 信友们大部分逃

到十城区的培拉。 其他政要虽平时主和，当时也不得不作准备，委

派若瑟夫一一后日的史家一一防守加里肋亚，急进派的首领厄肋哈

臣尔防守依杜默雅，雇黎翁的儿子若瑟和作过大司祭的亚纳斯坐镇

耶路撒冷圣京。

当亘罗大败于贝特昂龙和安提帕特时，尼禄皇帝正在阿哈雅省宴

饮玩乐，巴力斯坦的失利，减少了他宴乐的兴致。 他便特派当时最负

盛名的大将外斯帕仙率领大军远征犹太，以雪大帝国战败之耻。 在外

斯帕仙任征犹太的大元帅的第二年，即公元六七年，大战才算开始。

战争的第二年大致情形如下:外斯帕仙统率六万大军，由仆托

肋买登陆后，直捣加里肋亚省城色佛黎。 若瑟夫的军队毫无作战能

力， 一战即被罗马军占领省会。 若瑟夫率领残军退守约塔帕塔，此

处位居天险，易守难攻，若瑟夫竟能坚守四十七天。 但最后亦为罗

马人攻占，若瑟夫被俘。 至此加里肋亚已全为罗马人所占领。 罗马

兵由此南下，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了提庇黎雅、塔黎革雅、夏玛拉

及基斯哈拉(按此地是圣保禄的父母和热诚派领袖息孟的出生地) 。

从此再南下，准备进攻撒玛黎雅。

从犹太人方面说:加里肋亚，培勒雅一部分巳相继失陷，撒玛

整整己受到威胁。 他们自应团结一致御敌。 其实不然，当时耶路撒

透城中三个首领，即热诚派的首领皇主，大司祭厄肋哈臣尔，和热

诚派中另一系的首领基塑蓝蓝的差望，仍彼此争权夺利，自相残杀，

甚而焚毁了不少仓库，杀死了三个大司祭。 他们自相残杀，自然是

星圣人求之不得的事，因而坐星血组竟缓步进攻，坐待敌人自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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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

战争第三年，即公元六七与六八年间，外斯帕仙占据全培勒雅

省以后，同时沿地中海岸南下，先后占据了里达，雅木尼雅等城，

并攻下了旦旦皇。继而从盒芷盐韭绕过盐二支而占领了里整垦 。 这样

堕蛊盘透已被里主军队围在中心。 虽然选主人的军队仍占据着亘1j'i

盔、墨蓬堡盒和里盘主等处的堡垒，但他们除了游击式地袭击复旦

兵外，已无法接济耶路撒冷的军队。

正当外斯帕仙准备围攻耶路撒冷时，忽传尼禄皇帝自杀的事。

尼禄死后，由于皇帝继承人未能立刻选出，因而战事几乎一年之久，

即六八与六九年之间，止于停顿状态 。

这一年的时光，犹太人大可整军，重新装备，不料仍是内证

不已。

公元六九年夏天，继尼禄位的威;武里约皇帝为人所杀，驻埃及

与叙利亚的罗马军人遂一致拥护他们的元帅外斯帕仙为皇帝。 外斯

帕仙称帝后，派他的儿子提托继他为大元帅，他本人则首途意大利，

在罗马继尼禄为罗马皇帝。提托大将自受命为元帅后，重新部署，

除了他父亲所留下的三军外，即第五军(Macedonica) ，第十军

(Fretcnsi纱，第十五军 (Apollinaris) ，又加上第十二军 (Fu1minata) ，于

公元七十年三月间，正式开始攻域。

他第一个攻击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北边的第三道城墙。 这时第十

军的阵地是从城北的斯苛普斯山直至城东的阿里瓦山，其他三军则

分别围困城西与城南，将圣城团团围住。经过十五天的苦战后，城

北的第三道城墙为罗马兵攻破。犹太军退守安多尼堡垒。这时罗马

军遂再向前挺进，进攻安多尼堡垒。起初提托作了四个高大的云梯，

以便居高临下，探察堡垒的情形，易于攻破，但这四个云梯都为羞

望和皇主的军队所焚毁。攻此堡垒，经过一个月，仍未攻下，蛊主

遂变更战略，加紧围城，即在城周围建了一道围墙，高二、三公尺，

长七公里半， 三天内把墙筑起。 在这围墙上，另建有三座守望台，

防止犹太人由城中潜逃。 这样罗马兵迫使犹太人投降，不然必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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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提托元帅每夜必亲自巡视，日间则派其军长轮流巡逻。这时

犹太人才感到了极度的恐惶。耶稣对耶路撒冷域的预言"的确，日

子将临于你，你的仇敌在你四周，筑起壁垒，包围你，四面窘困你"

(路 19:43) ，这时全应验了。若瑟夫对当时城内的饥饿情形，曾记载

了一桩骇人听闻的事，即生母烹食亲生子的悲剧。

到了七月中旬，提托知城内的士兵，己疲惫不堪，遂下总攻击

令，先进攻安多尼堡垒，七月二十四日攻破了该堡垒。革命军领袖

基斯哈拉的若望，仍不投降，率领残军退守圣殿，以圣殿的围墙为

防线。七月中旬，每日当行的祭献，遂告停止了。从那时起，直至

今日再未恢复。八月六日，圣殿的围墙也被攻破。提托原有意保全

圣殿，但由于兵士痛恨犹太人，对提托的命令己充耳不闻，到处放

火焚烧。这样犹太人修建不久的圣殿，为罗马兵所焚毁。九月八日，

全城陷落。从开始攻城(七十年三月) ，至全城陷落(七十年九月) , 

前后为时共计六个月。热诚派和革命军的领袖息孟与基斯哈拉的若

望，都成了罗马人的阶下囚。后来二人被押往罗马，当公元七一年，

外斯帕仙皇帝和他的儿子提托在罗马举行盛大的凯旋礼时，他们二

人被系在外斯帕仙的御车后，任人轻谩。末后被斩于突里雅诺狱中。

战后，罗马人将巴力斯坦由叙利亚分开，而另划为-独立行省，直属

罗马，不称巴力斯坦而只称犹太省。并命犹太人将苦日捐献于圣殿之

钱，改献于芝主人在主至主里所敬的盐至至3神 CJovis Capitolinus) 。

五圣京耶路撒冷毁灭之后

巴力斯坦自公元七0年划为罗马的一行省后，直至一三五年止，

在任的督导使共计十一位(其姓名及任期见犹太省督导使一览表〉。

他们几乎都是军人出身;最后的一位督导使鱼处渣 CJu1ius Severus) , 

尤为当时里主帝国中最负盛名的大将。这新选主省六十年的历史，

约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自公元七三年起，迄一一七年止;后期自

一一七年起，迄一三五年止。 兹将此期内经过事迹略述于后:

CA) 犹太人的默西亚观与叛乱

旦主星星改为盐主省后，秩序逐渐恢复。这时犹太人，因耶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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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蹂躏，圣殿悉遭焚毁，精神上当然感到十分痛苦。 所幸自处塑

且f山在旦主星星时，盐主经师们，已在滨海的整主星整城创办了一

所经学院， 专门研究和讲解圣经和盐主教的传统规律。 这时候，经

学院便在无形中成为选主人的精神堡垒。 院内的学者向人民宣讲说:

"我们有形的圣殿虽被焚毁，可是每一个虔诚者的心灵，都变成了元

形的圣殿。 只要人奉公守法，诚心钻研真理，天主必不会遗忘选民。

他预定的时刻一到，定会派遣他的默西亚来拯救伊民，建立神国 。 这

神国远比达昧和撒罗满和雅讷乌斯等人的国土更大更有光彩·… "

仰望默西亚复兴伊撒尔民族的心理，逐渐形成当时犹太人想摆

脱罗马人统治的具体企图 。 所以只要有机可乘，立刻便会发生反抗

的行动。 一一五年，特辣雅诺皇帝时，罗马人在小亚细亚东部和帕

提雅人 (Parthi) 发生冲突，引起从亚历山大里亚至叙利亚各城市的

一切犹太人， 一齐起来与罗马人为敌。 在基仆洛岛上的撒拉米纳一

战，据说犹太人杀戮外教人达两万四千余人。 事后该岛居民严禁犹

太人登陆，犹太人即在船翻时，亦不能登陆此岛 。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厄德撒、尼息彼、色委基雅等地，也有同样

的叛乱情形发生。 于是特辣雅诺皇帝特命桂厄托(L. Quietus) 和

突尔波 (Turbo) 两大将收平犹太人的叛乱。 叛乱终于平息，但双方

损失已十分惨重。 这便是巴力斯坦改为犹太省前期内所发生的战事。

细考犹太人这种普遍反抗罗马人行动，固肇端于罗马人与帕提

雅的冲突，但犹太人心内的"默西亚观"，显然占有相当重要的

成分。

(B) 巴尔苛刻巴的叛乱

特辣雅诺皇帝于公元一一七年逝世，监盈皇 (Hadrianus 117-

138) 继位。 对哈德良的为人，犹太人认识的不太清楚，只知他是喜

爱文学， 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建筑家，因他到处修桥辟路，兴建城池

殿宇，热心公共事业。 盐主人因此寄望于堕堡皇能准他们重建堕盛塾

透的圣殿。这种对于哈氏的殷望， 可从当时女巫阜篮芷 CSybilla) 所

说的话上看出来。 她说"哈德良头戴银帽，无事不晓;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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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海而得名" C即里望里亚海 Mare Adriaticum) 。的确，哈德良是

一位希腊文化的崇拜者，又是天才的艺术家;他所到之处，都遗留

下他天才艺术的作品。公元一三0年，他到达巴力斯坦，决定为耶

路撒冷重建圣城和圣殿。可是他原为外教人，又是一个希腊文化崇

拜者，致建筑的设计全是希腊式的，未建"雅威"的圣殿，却建了

卡巫托里犹圣;武神庙。不仅如此，他将耶路撒冷改为厄里雅卡圣托

里纳 CAelia Capitolina) ，以纪念他是改建者。于是犹太人当初对他

的希望就完全消失了。

但激起犹太群众的忿怒以致再度与罗马作战的原因，是因为在

哈德良将把神庙修建完成的时候，竟发出一道命令，禁止犹太人行

割损礼。这显然直接干涉犹太人的宗教礼仪。因此犹太人忍无可忍，

只有一方面集合群力，与罗马人一战，以求从罗马人的辄下挣脱出

来;另一方面，人力显然不够，惟赖天主神威的协助，和祈望默西

亚的来临，以争取战事的胜利。故这一战争，犹太人称之为圣战。

当时有一个名叫息孟巴尔苛刻巴 (Bar Cocheba) 的人，自称为

默西亚。犹太人信以为真，都随和了他;连闻名当时的经师阿基巴

(Rabbi Akiba) 也以为他真是默西亚。何以呢?因"巴尔，苛刻巴"

原意即"星的儿子"。这显然是一个美妙的名词，充满民族意识和默

西亚的意味(参阅户 24: 17) 。犹太人于是在巴氏指挥之下，与罗马

人作战达三年之久。犹太人在圣战号召之下，人人挠勇非常，占领

圣城，逐出罗马人;原驻犹太的督导使鲁富，虽邀请叙利亚督导使

垦盔盟芝来合力勘乱，但仍未能击败犹太人。最后直篮皇皇帝将最

负盛名的战将鱼5'~盏，从圣至1里调至巴力斯坦，历经苦战，才克复

已失的城镇。一三五年，阜孟旦盔主主旦被迫放弃理京，逃往城西

南十二公里的一小村，名旦巫~ (Bether 即今之彼提尔 Bithir) ，终

为复旦人所杀。夏主虽终取得胜利，可是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这在

监堡皇皇帝给元老院的信上可以看出来。他在信尾未写"皇帝与军

队安好"等语，由此可知，皇帝虽健在，而军队则已伤亡泰半了。

前后作战凡五十余次，双方伤亡约五十余万人。对此次的战争并无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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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不像公元七0年的战争有差翠玉的史书，但学者相信此

次战争比七0年上的战争，更为惨烈 。

复旦人杀死了旦笠主组旦后，将其余的选主俘虏集中于垦盐塾

地方 CMambre，见到 18: 1) 。 我们可以想到，盐主人的先祖里旦旦E

曾在该处领受天主祝福和赐给民族子孙昌隆，可是星圣人却把这地

方权作了人贩市场，将盐主人售给其他民族作奴隶。同时，圣城耶

路撒冷也改名为厄里雅卡圣托里纳，犹太人进城的权利从此也被剥

夺了!至此，耶稣对耶路撒冷的预言，完全应验。耶稣说"他们要

倒在锋刃之下，要被掳往列国，耶路撒冷要受异民蹂躏，直到异民

的时期满限" C蹬 21:24) 。 从此以后约两千年间，虽在旦主塑望还有

少数犹太人，但大部分流亡世界各地，成为无国籍的难民。

犹太人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在联合国协助下，又组成了

伊撒尔国 。 但迄今九年来，元时元日不在与四邻搏斗。她的前途如

何，我们未敢逆料。但按圣保禄致罗马人的书信仰 :3~11:21)上

面说"犹太人终有一天要获得天主的救恩……"云云，则伊民的前

途乐观，似可断言。

犹太省督导使一览表(Legati Provinciæ Judeæ 公元七十年一一三五年)

切黎阿肋 (Sex . Vettulenus Cerialis) 公元七十年一七十三年

巴索 (Lucilius Bassω〉 公元七十四年(?) 一八十年

撒威德诺 (M. Salvidenus) 公元八十年一?

四 息耳瓦(Flavius Silva) 公元八十一年一?

五 隆基诺 (Cn. Pompeius Longinus) 公元? 一八十六年

t、- 阿提苛 (Atticus) 公元?一一0七年

七 法耳苛 (Q. Pompeius Falcus) 公元一0七年一一一四年

JI、 提庇黎雅诺 CTiberianus) 公元一一四年一一一六年

丸 桂厄托 C Lucius Quietus) 公元一一七年一?

十 鲁富 (Tinæω Ruf，ω) 公元?一一三二年

十一 色外洛 (Julius Severus) 公元一三二年一一三五年

最后，我们还提几句，当时在犹太的基督徒，对于这次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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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什么态度。他们对这次战争所抱的态度，和在六七年上一样，

未曾参加，并且也不能参加，因为旦~直至1旦自称为默西亚，犹太

民族也信他是天主打发来替他们复兴国家的默西亚。这为在犹太的

教友是不可能的事。默西亚早已降来人世，创立了他的天国一一圣

教会，受难复活，离世升天去了。这默西亚是谁，就是纳臣肋的耶

稣。巴尔苛刻巴知道信仰耶稣的犹太基督徒，不承认他是默西亚，

不与他合作，于是他对在盐主的基督徒百般迫害。盈盈主 CApol.

I ， 31)和欧色彼 CChronicon) 都曾提及此事。现在这两位史家的

论证，有了铁一般的一个旁证，即巴尔苛刻巴亲手所写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一九五二年二月在慕辣巴特山谷的洞中发现的，是苛刻巴

写给一名叫堕查里圣墓主查韭C]eshua Ben Gilgola) 的人的，警告

他不要与加里肋亚人一一指基督徒一一有来往，不然他就对他不客

气。信上说"息孟巴尔苛色巴(塔耳慕得改作苛刻巴)向耶秀亚本

基耳哥拉及他(你)的党友遥祝平安。我指上天警告你，如果你仍

与你所保全的加里肋亚人不断绝来往，我必给你带上脚镣，如我曾

对本哈非路耳所行的一样。息孟本苛色巴，伊撒尔的领袖。"从这封

信里，便可推知苛刻巴当时对在犹太的基督徒的态度了。

第三章 新约时代犹太人的教会制度及教会内的派别

本章把新约时代犹太人的宗教制度，圣殿内的负责人，权职的

区分，以及当时教会内诸党派，分别叙述如后:

一司祭与大司祭

天主既把惟一的真宗教启示给了他的选民，随后给他们立了法

律，设立了司祭，并指定堕蛊盘些圣殿为唯一敬礼天主的地方，于

是天主的宗教，始终保持了它的惟一性。但在神职人员的名义和职

权方面，难免不随历史和人事的变易而有所更张。

约在公元前二三百年间，在司祭职外，又产生了一种名叫"经

师"的人。他们把讲解圣经一事，成为他们的专职，司祭不得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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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也解释法律。因之司祭和法律逐渐疏远。 公元七0年间，

圣殿被毁，司祭一职也随之消灭。 但经师一职依然存留，在各地会

堂里讲解圣经和法律。 关于这问题在本章三有较详细的叙述。

大司祭的职分，按堕~法律的规定，应管理所辖的司祭，主持

古时的会幕 即后来的圣殿一一的礼仪。 每年七月十日、大司祭

要进入圣所，举行赎罪礼，代人民取洁(助 16:29 、 30) 。可知大司

祭当比司祭和常人更为圣洁。 所以在(肋 20: 1 0-15) 特为大司祭制

定了规则，甚至他们的服装式样也另有规定(参见出 39 章〉 。

伊民充军巴比伦后，既然没有了国王，大司祭的权限便逐渐扩

张，教权而外兼有政权。犹太人在波斯与希腊统治的时期，大司祭

俨然成为民族的领袖，人民的首长。虽在后期的埃及、叙利亚及罗

马帝国的统治下，大司祭的权柄屡次受到压制，但他仍是民间的首

脑人物。 这是充军以前所未有的现象。

大司祭的权限虽在政治方面有所伸张，但在宗教方面却削弱了。

当巴比伦王拿步高破坏了撤罗满王所建的圣殿后，约柜"乌陵"和

"突明"都失掉了(乌陵，突明指示何物?参见出 28 注二，撒上 14:

18); 大司祭再不成为启示的中间人。并且在这次战乱中，连"圣

油" (出 29: 7) 也失掉。 因此大司祭不再受傅油之礼，只接受祭衣

礼，保持司祭的职分而已 。 可知从这时起，大司祭便失去了做天主

启示的正常"中介人"的确当意义。

根据玛加伯书上所载，大司祭开始丧失在宗教上的尊严是这样

的:约在公元前一七五一一六三年间，正当安提约古第五世时，大

司祭一职，竟可为权势之徒以金钱购买，安提约古根据付款最多者，

委以大司祭职位。

玛加伯家族，从希腊文化主义威胁之下，挽救了鱼盘JF 民自己

的宗教文化，遂由平民身份一跃而充任大司祭的高位。 因为主组组

族原非亚郎族的后裔，所以他们虽得充任大司祭，仍附有保留条

件一一直到天主所差遣的先知到来，另行安排〈加上 14:3日 。 这显

然是人民自己所行的事，毕竟不敢擅自决定。可惜自那时起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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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过大先知，而且里直固自家族逐渐失去了当初的宗教热忱，一代一

代冷落下去，把大司祭一职竟变成像世俗的君王职务。因此大司祭

的尊位反而受到了站辱。

不仅如此，由于人类的利欲熏心，大司祭一职竟成为众所角逐

的对象。公元前六五年间，罗马势力侵入了巴力斯坦，阿黎斯托步

罗第二和依尔卡诺第二为争夺大司祭职位，竟投奔庞培(见前章

一) ，求其代为抉择。这无异将任免大司祭之权授予外教人。后期的

大黑落德(他一心想消灭阿斯摩乃王族)及罗马驻犹太的总督等，

更是任意侵犯神权，擅自任免大司祭的职位。

从此可知，新约时代的大司祭职位，早已不属于亚郎家族，而

成了当时非雅彼、波厄突、亚纳斯和加米突四大家族的争夺对象。

即当时的总税务司，圣殿警官等职位，也视为利益所在，被各族瓜

分了。因而人民对于大司祭已没有好感。

"司祭长"并非职位名，乃是一种称呼。凡曾做过大司祭而被免

职的人，通称为"司祭长"四大家族中任大司祭的也可称为"司祭

长" C宗 4:5 、 6; 路 3:2) 。按梅瑟的法律，大司祭下面有司祭和肋未

人。从达味时起，司祭在圣殿服务分作二十四班，每班设班长一人，

每班在殿内服务一周(编 24: 3-19; 路 1: 5、的。到了新约时代，司

祭中另设"圣殿警官" CστpατηγÓsτOU tE:ρOU) 及其助手(监组也这样

称呼他们)，参见编上 9:11; 编下 31: 13; 加下 3:4; 宗 4:2; 5:24 、 26;

路 22:4、 52 0 "圣殿警官"的势力很大，可说仅次于大司祭。在圣殿警

官中，另举一人管理圣殿里的献仪，俗称司库官 CThesaurarius) 。

肋未人的职责，是在圣殿内辅佐司祭举行礼仪的;歌唱圣咏，

亦属于他们分内的事。尤以犹太人充军巴比伦回来后，特别感到歌

咏的兴趣，若瑟夫曾称肋未人为"歌咏团"。公元前三九九年，波斯

王因堕暨直斯曾经颁令将上述大司祭、司祭和肋未人的田赋捐税，

一律豁免(庭上 7:24) 。此后，除里至蓝盟王压迫犹太人的时期外，

鉴lÆ、组型里及星主政权，仍一本选塑王的规定，未曾向他们征收

赋税。肋未人这种辅佐工作，当然不算重要，所以在新约内，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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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三次(蹬 10:32; 袤 1:19; 去 4:36) 。

二犹太人的公议会

新约时代犹太人的最高法庭，便是由七0人组成的公议会。 考

这一组织，决非出自犹太经师的主张，而完全是符合梅瑟立法的原

意，因此可以这样说，梅瑟创设了公议会。 户口: 16 说"上主向梅

瑟说，你要由伊撒尔长老中给我选拔七十人……你领他们走进会

幕……"这是天主叫梅瑟在旷野所行的 。 但在伊民进了许地后，在民

长时期，以及在列王时代，没有遗留下由"七十人组织的团体"的

痕迹。 所以公议会这组织，是充军以后才创设的。 玛加伯书(加上

11 : 23; 12: 6; 14: 28; 加下 1: 10; 4:44; 11 :27) 和若瑟夫(Ant.

Jud . 盟， 3 , 3) 都曾提及了这一组织，因此可以推断玛加伯时代已

经有了公议会，其时约在公元前三世纪。 倘把这一组织和许多希腊

城市的"议院"γEpowk 相比，可知它们颇有类似的地方，但后者

却系希腊文化的产品 。

公议会的议员为七十人，再加主席一人，共七十一人。 七十议

员的数目，原是按照梅瑟立七十长老为判官的先例。 在位的大司祭

即为公议会的当然主席 。 在亚历山大辣女王以前(公元前七六 六

七年) ，议员由民间长老和司祭充任 。 但亚历山大辣女王为削弱撒杜

塞党的势力，议员除上述两等人外，又加上属法利塞党的经师(见

前章二) 。 公议会中，长老代表平民，司祭代表神职界，经师代表知

识分子。 就以上三等人来说，长老或司祭可能也是经师;按党派来

说，经师多属法利塞党，而司祭则多属撒杜塞党;至于长老，他们

既是人民的代表，大都拥护法利塞党。 (因为法利塞人在人民前处处

表现是恪守法律的人。〉为此在议会时，长老常与法和j塞党的经师一

起反对撒杜塞党的司祭。

史家若瑟夫关于公议会的组织和权柄，以及对公议会内的明争

暗斗所写的，与新约所写的，若合符节，足证新约所记的信而有征。

参阅要 27:41; 釜 11:27; 蹬 20:1; 若 12:10; 18:35; 19:6 、 15 、 21;

宗 4: 23; 23: 14; 25 : 15; 5: 24; 9: 14 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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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议会的地点问题，若瑟夫和类更缆 CMishna) 所说的，并不

一致。据近代学者的考证，认为各书所说的，都是指圣殿西南隅的

"方砖砌的厅堂" C Liskat-haggazi th) 。我们从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耶

稣受审不在公议会议厅而在盖童大司祭府第，因为那时是在夜间，

圣殿早已关闭了。

公议会的职权问题，可以分为民事案件和宗教案件两方面来述

说。就民事案件说，在黑落德王时期，公议会对于民事案件几乎无

权过问。但在罗马总督治下，有全权处理人民的案件，只不准直接

执行死刑。所谓不准直接执行死刑，是说公议会可以按自己的法律

判决某人死罪，但非经芝主总督核准不得执行(见第二章三及聂 18:

3 注) ;所谓全权处理人民案件，亦有地区上的限制，即只限于犹太

地区。udæa Procuratoria) 。选主人居住于其他各地区者，公议会无

权过间。

就宗教案件说，公议会的权力便不限于犹太地区，连居住在其他

各地的犹太人，都在其权力范围以内。如圣保禄在他没有回头奉教以

前，曾从耶路撒冷获得往叙利亚捕捉基督信徒的权柄(宗 9: 1 、 2) 。

此外，在巴力斯坦各地，还有类似公议会的所谓小公议会。它

是由二十三人组成，其权限当远不及耶路撒冷的公议会，只能解决

当地较小的民事或宗教案件(玛 10:17) 。

罗马人毁灭圣城圣殿以后，这由长老和司祭长七十人所组成的

公议会便随之解体。只有经师一等人，留存至今，真是难能可贵。

按外斯帕仙在犹太时，经师们获准在雅木尼雅创设一所"圣经学

院"以后又在提庇黎雅、达默协克和巴比伦等地设立了分院，专为

研究圣经和法律。由于他们的不断努力，经师竟成为犹太民族精神

上元形的凝结力，使两千年后的今日，犹太人仍能保留他们固有的

民族传统精神。作品方面如类更缆、援主菱费等，都是那些老经师

们不朽的巨著。

三犹太经师

"经师"，我们从字意上已不难明了，他们是以专门研究圣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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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的人。 他们的起源应追溯到盐主人的充军时期 。 那时他们在流

离颠沛中，到处搜集失散的经书，加以整理和注释。 厄斯德拉便是

当时最杰出，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经师。 经师的地位可说是相

当重要的 。 在新约时代，经师已得参加公议会成为正式议员 。 他们

的宗教精神是倾向法利塞党的，而当时的法利塞人在民间是最有声

望的人;因此公议会的长老，为讨好人民，便格外尊重经师，甚至

将经师的意见作为自己的意见。 这样我们可以明了，为什么经师在

民间有相当大的势力 。

经师的养成，却不是一件易事。 人们想把子弟造就到经师的地

位，必须叫孩子自幼随从某些著名经师研究经典;约四十岁学成后，

经师要在隆重的典礼中，覆手在他们头上，正式宣布授以经师的名

位。 于是他们才能登台执教或招收弟子。 他们在随师学习的时期，

原没有一定的教本，只要留心听讲，牢记心头，谁能记得最多最仔

细，便是一位成功的高才生。 但是，当时经师们的态度和修养是有

瑕疵的。 他们由于自认为圣经和法律专家，人民的精神领袖，因此

养成了一种狂傲孤僻的态度 。 这种态度自然令人难堪生厌。 对于这

一点，犹太人的传授和福音的记述完全吻合(参阅路 18:9-14; 玛 23

章) 。 其次，他们由于只重形式而不问法律的精神所在，因而偏向呆

板的形式主义(Forrna 1ismus) 。 这样便始终无法领悟耶稣的博爱精

神和万民得救的道理。 甚而视耶稣为一危险性的宗教革命家，极力

设法要铲除他，以保存他们的宗教形式主义。

经师和法利塞党人的区别应先予以说明:经师和法利塞人究竟

是否是同一团体，在新约上往往将他们相提并论(玛 5: 20; 12: 38; 

15: 7; 23: 2 等处) ，好像是无分彼此似的 。 但我们倘加仔细研究，并

参考谷 2 : 16; 路 5:30; 宗 23: 5-16 等处，便可见到他们原是有区别

的。 经师是以研究圣经和法律为职责的人，己如上面所述;莹型塞

党人则是指那些墨守法律和传统的顽固分子。 所以一位经师虽可能

是盖到塞党人，但决非一切些血塞党人都是经师。 譬如像圣堡整宗

徒，他原是经师又是法利塞党人，但他的父亲，只是盖型塞党人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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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经师。关于法利塞党人的性质和势力，在下节里再加分述。

最后，我们要一述经师的派别:新约时代的经师，约分为两派:

一派名重旦1&派，一一-由他们的领袖 Sharnmai 而得名;这派主张以

狭义而严肃的态度来解释法律;另一派为叠盟主 (Hillel)派 。 他们

和前派相反，主张用广义而宽大的态度来解释法律。皇旦旦旦一一

圣保禄的老师一一便属于这派。那本讲解法律的专书类更绩，大约

也是出于这派学者的手笔。这两派的经师都是法利塞党人。

此外，新约时代的著名经师有:依协玛赫耳 (Ismaei ben Elisha) 

和阿基巴 (Rabbi Akiba) ，一一他们在巴尔苛刻巴作乱时殉教，

理直盐主 (Rabban Juda Nashi)、皇旦旦旦的儿子皇主 (Simeon ben 

Gamaliel II) 和曾与圣犹斯定辩论过的特黎丰 (Trypho = ben Tar

phon) 等。

四法利塞党

无疑地，法利塞党是犹太教内最有势力的一党。今天我们所认

识的犹太民族性，便是由这一党所造成的。犹太人在国破家亡之后，

流亡世界各地垂二千年，但终未被其他民族所同化，实归功于当时

法利塞党的潜在力。

关于法利塞党的历史，除新约外，有若瑟夫的著作，撒罗满圣

咏集(伪经)以及米市纳和塔耳慕得等书。由这些文献中，对于法

利塞党的起源、势力以及党员的生活等，不难得一比较深刻的认识。

"法利塞"这名称原是叠盘文 </>aptσãws 的译音。 倘按叠f且基文

Perushim 或 Perushiya 来译音，应为"培鲁兴"，含有"分离"或

"隔离"的意义。在各史书上均用希腊化的"法利塞"一名。

这命名是由于人们有鉴于这批人好标奇立异，与众不同的怪作

风，于是给他们起了这含有讥刺性质的绰号。 可知这一名称不是他

们自己起的。但他们对自己本党的人彼此称呼"盟友" (Hab町) ，一

如今天信友彼此称呼"兄弟"或"神昆"。 人们称他们为"法利塞"

人，是由于他们的怪作风，尤其是他们对梅瑟法律予以咬文嚼字的

解释，譬如"守安息日"，"守清洁" "措献什一"等法律，他们一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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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硬照字面，不按经义去遵守。 如此，他们自以为完全遵守了梅瑟

的法律，自以为是圣者，不与俗同，于是鄙视一般老百姓，对税吏

和娼妓更认为是罪不容诛的大罪人。 对于他们的这种态度，不仅福

音中，连类更绩和攫芝攫柔搜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虽型塞党的渊源是出于望且组时代的"阿息待"人;因皇耸人

可说是盖型塞人精神上的先祖。 阻皇查人原是拥护玛加伯家族的，

和这家族的人并肩作战，保卫了自己的宗教(见加上 2:42; 7: 13; 

却下 14: 16) 。 但在后期，也许由于阿息待人不赞同玛家伯族兼任大

司祭一职，而和他们分离了 。 这一思想，在依尔卡诺一世时(一三

五一-0四年)显得更为明显。依尔卡诺王和他的儿子雅讷乌斯都

曾极残酷地迫害阿息待人，直至亚历山大辣女王登极后，改变了对

待他们的态度，他们才得参与公议会;他们的意见，才得到当局的

尊重。 从此法利塞人的势力便一天天地扩大，也一天天地巩固，形

成了犹太民族文化的基础 。 犹太人虽被罗马灭亡(公元后七十年) , 

但其民族的传统精神，续存不替，实由于法利塞党人顽强和保存的

性格。

他们顽固怪诞的性格，劣点和恶行，曾受到吾主耶稣严厉的斥

责。 如新约所载关于他们的骄矜自恃，假善欺人，渴慕虚荣，在大

街通衡喜欢被称为师傅，在会堂里喜占首席座位，注重法律条文上

的一字一句，而忽视立法的内在精神，甚而岸傲不群，轻视他人等

都是显然的恶行。 在米市纳、塔耳慕得、梅瑟升天书、撒罗满圣咏

集和若瑟夫的著述中，都有同样的记载。 斯特辣克和朋息尔汪等的

著述，对上述各端，也考究得很详尽。 他们那种愚顽假善的原因，

是由于他们背弃了先知的精神，拘泥于法律的字句，误解宗教内在

的真谛，终于陷于异端旁门，黑暗愈深愈不能自拔。 耶稣斥责他们

说"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你们也不让愿意

进去的人进去" C玛 23: 13) 。 当然，法利塞党人中也有虔诚和善良的

人，不过只是少数谦下的人 CHanawim) ，但法利塞党中另有些称为

"热诚者" (Zelotae) 的积极分子，却完全背离了先知和法律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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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

五撤杜塞党

盘芷塞党是当时仅次于革型塞党的第二大党。 毅约内曾多次提

及。 撒杜塞党的起源，已不可考。 我们只知这党名原是币多克大司

祭的名字 。 撒罗满王将厄贝雅塔尔革职后，便立币多克继承厄氏为

大司祭 。 从那时起，直到玛加伯时代，币多克家族一向承袭大司祭

的职务。 这一家族曾被厄则克耳先知确认有传承大司祭职位的正当

资格(则 40:46; 44:15; 48:11); 德训篇的作者也赞同此说(参阅德

51: 12 及希伯来文本或本会出版的智慧书，德 51 章注二) 。 古时的解

经者，曾把"撒杜塞" 一词解作"义人"这似乎远不如适才所说的

更合乎事实。

公元前一五三年，叙利亚王德默特琉立约纳堂为大司祭兼伊民

首长，币多克的后裔便失掉了祖传的大司祭的荣位。 当然，他们心

理上十分不满，但在强有力的德默特琉王控制之下，只有敢怒而不

敢言。 但不多久，若望依尔卡诺(一三五一-0四)执政，他们的

时机终于到来。 因为法利塞人讥讽依尔卡诺是私生子，依氏受此侮

辱便图报复，残杀法利塞人，同时并维护撤杜塞人，甚至采用他们

的计谋来迫害法利塞人。

可是好景不长，撒杜塞人的气焰瞬息消逝。 公元前七六一六七

年，整盟主监逝世，亚历山大辣后继位后，遵夫君遗嘱， 一反前王

政策，信任莲型塞人以迫害盘芷塞人，后者的势力于是一落千丈。

追主墨蓬堡为王时，对这两党人，同样不感兴趣，同样加以迫害。

主墨蓬堡去世后，盖型塞党人的势力迅即扩大，撒杜塞人只充任耶

堕盟主金的司祭，司祭长和大司祭，只在其家族中，有其地位。 他们

的势力便日渐缩小了 。

在耶稣时代，盘盘塞人的作风，和在玛加伯时代崇拜希腊文化

的司祭很相似。 他们在政治方面，采取妥协态度，并极力反对热诚

党的刺杀行为 。 公元六六年，选主人开始和里主作战时，他们也极

力反对，并千方百计谋求和平解决。 他们在宗教问题上，和法利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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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有显著的差异。 盖型塞人主张要严守梅瑟的法律，同时也应恪

遵传统;倘二者不克兼顾时，宁将天主的法律抛弃，而遵照祖先的

传统。 撒杜塞人的态度，则站在另一面，他们确认应当遵守梅瑟的

法律，但没有遵守传统的义务 (Ant. Jud . xm , 10 , 6) 。 他们在信仰

上，好像是唯理派的人。 按袤 23:8 所载，盘芷塞人竟否认复活和天

使的实有(釜 12:18; 蹬 20:27; 另 22:23) ，甚而否认灵魂不灭 。 身

居司祭，大司祭等要职的撒杜塞党人，在信仰上竟荒谬至此，能不

令人惊异!反之，法利塞倒全信无疑，无怪乎对于人民领导地位和

影响力量全落在法利塞人的掌中去了，撒杜塞人只是享有司祭的职

位，搜括民财罢了 。 至于在宗教仪式上，如庆祝五旬节，逾越节，

赎罪节及奉献初熟麦子等，他们两党也有区别，此处不必细述。又

据若瑟夫说"在审断案件时，撒杜塞人主张从严，法利塞人主张从

宽" (Ant . Jud. xx , 9. 1) 。 这是他们在司法上的不同之点 。

在福音里，记载撒杜塞人的地方似不及记载法利塞人的次数多，

但我们必得注意，每当提及司祭长，大司祭时，大都是指撒杜塞党

人。 虽然记载不多，但耶稣没有轻易放过撒杜塞人。 耶稣一再地嘱

咐宗徒们要防备两党的酵母(毒素) :撒杜塞人的酵母是指缺乏信仰

和物欲熏心;法利塞人的酵母是指骄傲自恃和假善欺人。

耶稣把商人自圣殿逐出，这自然给予他们一个严重的打击。 撒

杜塞人竟联合自己的仇党法利塞人责问耶稣，凭什么权柄行这样的

事(谷 11: 28)? 他们依仗罗马政府寻隙控告耶稣(路 20:22) ，并假

设有妇人曾转嫁兄弟七人的比喻，向耶稣问难，使他在这难解决的

问题上，否认复活的道理。 耶稣立即予以斥责，使他们闭口无言

(玛 22 : 23-33) 。 结果，这些异端分子，在公议会内力主耶稣应受死

刑 ， 而且亚纳斯和盖法以大司祭的资格，公议会主席的地位，竟判

决耶稣应死(若 11: 45-56) 。 由此可见耶稣的死，撒杜塞党人应负大

部分责任。

我们从宗 4 : 1; 5 : 17 、 23 等处，看到他们对于这初兴教会的迫

害，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以达到他们灭绝这教会的苗芽的企图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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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七0年，撒杜塞党人，因圣殿的毁灭也随之消灭。

六厄色尼派和谷木兰团体

(一)厄色尼派

厄色尼派的人物及事迹，圣经里从未提及，但为使读者易于了

解毅约的时代背景起见，我们有在本章内附带略述的必要。一些研

究宗教学的人，以为厄色尼派人，转变而成为基督教徒;据若瑟夫

说，在新约时代，除法利塞、撒杜塞两党外，厄色尼派对当时社会

的影响至大。自一九四七年，厄色尼派人的史迹和文件，曾不断在

犹大旷野发现，颇引起史学家的重视。 这也是我们在本章内附加本

节的理由。

"厄色尼" Eσσ和Ol ， Eaaa tOt有什么意义呢?至今还没有人敢下确

切的答案。按照字面解释，有说是"守静默者"另说是与"哈息

丁" (hasidim 希伯来语)义同，即"热诚者"。故厄色尼派，可称为

"热诚派"。

研究厄色尼派之起源和历史的主要史料，只有仰求于若瑟夫、

韭~和盖盘里等作品;其次则为叠盟里韭 (Hypolythus) 、里至盒里

(Epiphani us) 、医鱼篮 (Eusebius) 等教父的遗著。统观这些作家的

记述，厄色尼派人，原始于玛加伯时代;他们为逃避叙利亚王对犹

太教的压迫，散于巴力斯坦各地，尤其在旷野一带。他们在新约时

代约有四千人，散居在死海西岸;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普通的

盐主人，亦不同于自称恪遵蛊茎法律的童型塞人。从实际上观察，

他们的生活类似今日修会的生活(一)他们多半不婚，没有私有财

产，将所有一切交托团体的主持人统理(二)自食其力，不用奴

仆(三〉穿着一式的服装一一-白色麻布料的长衫(四〉最重清沽，

日必沐浴多次(五)生活严肃，静默，就食时全体共餐。此外，他

们必守安息日，且较莹型墨人尤严;每晨要朝太阳祈祷，但不到耶

堕盘透朝圣，亦不献牺牲;他们自以为这种圣善的生活，为承欢天

主的最好办法。

参加里鱼星派的团体生活亦属不易 。 要求参加的人必先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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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学期， 二年的实习期;这样经历三年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厄色

尼人。 团体内设议会，由会员百人组成，以处理团体内所发生的一

切事宜;另设主任一人，管理所属会员，对犯规者即按团体的规则

予以处罚 。

厄色尼派的宗教信仰与犹太人一样，信一个真神，即天主;他

们特别敬重梅瑟，一如回教人的推崇穆罕默德，倘有人侮辱梅瑟，

他们便要处之死刑 。 对天使的道理，与默示录体的伪经，如厄诺客、

搜菱主主等书内所有相类似。 对于人的灵魂不灭问题，他们的理论

颇和坦韭里学派相似，认为灵魂先有其存在，当人的肉体形成时，

灵魂便进入肉身而成为人的有机体。 这样，肉躯似为监狱，灵魂盼

望迅速脱离监狱的拘禁而复归原处一一天乡 。 但天乡惟有善灵魂才

能进入，恶灵魂在人死后必落人地狱。 他们对肉身复活的事却只字

不提。

他们对于这一问题，尤其是关于天堂的真福，是否专注于瞻仰

天主的圣容呢?我们还无法得知 。 关于他们的神秘学，是否是他们

没有，或者由于若瑟夫不知道(按本处所述，大都根据若瑟夫) ，我

们可说，是因为若瑟夫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若瑟夫虽曾为厄色尼的

初学生，但未必能得知他们神秘学的传授，因为厄色尼从不给他们

的初学讲授神秘的奥义。 总观以上所述，厄色尼人信奉的是犹太教。

再进一步说，他们原先是法利塞人一一属于所谓热诚派的"哈息丁"

人，但比法利塞人更为激进，前者虽岸傲不群，但后者更甚，连对

法利塞人亦不与合流，故索居旷野，度其隔绝尘寰的生活。

我们再探讨一下，厄色尼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受了其他民族和

团体的影响而形成的 。 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受了波斯宗教的影响，

因波斯宗教主二元论，和厄色尼人的神学理论相似。 又有些学者认

为受了佛教的影响，因厄色尼人的团体生活方式，和佛教僧侣的生

活相似;更有人说是受了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 。 以上诸说，以

第三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因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上有此可能性;盈盈

教的影响说也有其可能性;但佛教的影响说，似无确当的根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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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拉冈热曾说过"里鱼星人必定写了不少作品，不过都已失

传，但他们的信仰和道理完全由旧约的法律脱胎而来，并且他们的

精神，由末世论的道理熏陶而成，也许将来由地下会发现他们的遗

物或文件，由此可以了解盐主教的这一谜底。"这真不失为至理名

言。 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在盔盘西岸，发现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

很多，虽不能说藉之而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但至少可说，我们已

得了开启这一难题的钥匙。

(2) 谷木兰的团体

近十年来， JE重西岸选主的旷野里，先后在辈m [l金 (Ain

Feslω ，米尔得 (Khirbct Mird) ，釜主二 (Khirbet Qumran) 和基塾

巴待 (Wadi Murabbat) 。四处有不少手抄文件、陶器、货币等出土。

这些文件古物对于了解新约时代的历史背景有莫大的帮助。

从一九四七年到现在，整整十年内，有关这类遗物的考证和论

述已不下二千多种。由于大部分的资料还在整理研究中，包揽全部

的综合性报导尚没有发表。在己公布的手抄文件中，小部分是有关

个人的契约和两封巴尔苛刻巴的亲笔书信(见前章五) ;大部分则是

宗教文件，还有不少可贵的旦约手抄卷。抄卷中较完整的为您攫窦

立吏(一九五0年影印〉。残卷中有虫釜组、盟主~ê.、左建组、型企

组、皮锺货、王些集、乏理里f室等;圣经注解方面，有览旦空去~

圭连接;此外宗教的重要文件为组歪歪理 (Mannuale Disciplinae) , 

圣战的规律 (Regula Belli Sacω ，里乏亘王医豆豆(Documentum 

Dam肌enum ， seu Programma Filiorum S山c) ，组迦贾 (Hymni Eu

charistici seu Hodayoth) 等。最末这五种文件，对研究釜主兰团体的

生活、规矩、来历及道理，并与里鱼星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

但为考定这些文件所属的年代，迄今尚未有一致的意见。 综合

各专家研究的结果(一〉在谷木兰发现的文件，属于公元前三世纪

至公元后一世纪(二〕在慕辣巴特所发现的文件，最早的约在公元

前八世纪，最迟的约在公元后三世纪。本处所论的谷木兰的文件，

恰好属于我们所要了解的新约时代，所以特别有它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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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谷木兰发现的文件里，我们能确定在谷木兰有一团体存在。

兹分成九点来说明(一)釜主兰地方确曾有这样一个社团(二〉

这社团确是由伊撒尔民所组成，并且可说，社团分子真正是选民的

继承者。 (三)他们的目的是藉恪遵"梅瑟的法律和天主的仆人一一

诸先知一一所指示的一切，寻求天主。 " (四)谷木兰团体组织坚强，

团体内的分子，采公共生活方式;设监督一人，各人原有的私产，

由监督统理;监督有权惩处任何团员 。 (五)参加这团体的人，即有

义务遵守天主和伊民所立的盟约，因此责任重大;他们除少数外，

多过着独身生活。 (六)他们有清洁的规矩，但不特别重视。 (七 )

他们期待中的默西亚有两位: 一位属伊撒尔民，另一位属亚郎族后

裔。 (八)凡加入这团体者，方得享有天主与伊民所立之盟约的权

利;顺从善神，必能得救;他们认为凡在盟约以外者，会受恶神的

迷惑，以至丧亡。 (九〉他们坚信灵魂不灭，但未提及肉身复活

(但不能因此断言他们否认复活的真理〉 。 上列丸项大都采自他们

的纪律手册。 在他们咏唱的圣咏，颂谢诗文里，更表现了他们那

种自谦自卑的态度和依恃天主的信心 。 因此也使我们容易联想到

圣母、臣加利亚和老西默盎等所吟咏的歌词(路 1 ，刀，因为有许

多相类似的诗句 。

其次，已发现的文献里，曾多次提及"正义之师"和"谊骗

者"。 这两名词可能是影射两位彼此为敌的历史人物，但所指为谁，

亦颇有研究的价值。少数的学者认"正义之师"即指谷木兰社团的

创建人。 大多数的学者却以为是指圣善的大司祭敖尼雅第三 "谊骗

者"系指出卖敖氏的人，即是他自己的弟弟雅松，和帮助雅松为恶

的默纳劳等人(参阅加下 3 : 4-4 :38; 15:12-16 及注运 9:26) 。 这些学

者的推测，在全部文献未公布前，尚不能确切断定。 但从已有的资

料看来"正义之师"决不是指默西亚。 上面原己说过，他们还在等

候两位默西亚来临呢!

我们既对谷木兰团体有了相当的认识，再进一步探讨他们与上

边所说的厄色尼人的关系 。 按学者的研究，他们彼此确有许多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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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一八九六年间，在开罗发现的达默协克文献和后来在谷木

兰发现的币多克子民宣言、纪律手册，完全属于-类;并且币多克

子民宣言又名达默协克币多克人论。 由此推测，达默协克团体和谷

木兰团体当同出于一源。

据委尔默斯 (Vcrmcs) 和波豆角 (Boccaccio) 等的见解，认为

有这样一种可能的情况:当敖尼雅大司祭被废弃后(公元前一七0

年) ，许多热心的司祭相率逃亡叙利亚首都达默协克的附近;他们原

是币多克的后裔，便自认为真正伊民的后裔，自比如依撒意亚书上

所说的"伊撒尔的遗民"，天主将藉他们复兴伊撤尔 。 在他们所编篡

的币多克宣言和哈巴谷注释里，充分地流露出流亡之苦，同时对期

待默西亚的热忱也充分地发挥出来。 造庞培大元帅占领了巴力斯坦，

他们便重返祖国， 卡居于死海西岸的谷木兰地方;在这里，四周的

厄色尼人，可能有些参加了他们的团体，而成为若瑟夫所称的厄色

尼人。 这便是一种当时的可能情况，成为达默协克和谷木兰两团体

的关联处。 可能在公元一世纪初，他们受了新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 。

也许若瑟夫论他们所写的，不免有渲染之处。

造公元六六一七0年间，犹太人和罗马人作战时，谷木兰团体

当然不甘屈服。 在大敌压境之时，当也要预作准备，尤其是圣经及

重要图书，当妥装缸内，分别埋藏在所凿的山洞内 。 致事隔两千年

的今日，在偶然的机会下竟发现这一地下的宝藏。 审察谷木兰一地

所得的文献里，全无公元七0年后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他们

可能在七0年犹太战争时，全部牺牲了;或者竟在那时发生大地震

而至全院覆没了 。 釜主兰地方所发现的，除上述文件外，还有该院

院址，院内的经堂、饭厅、写字室、浴池和他们的墓地等。

最后，我们要探讨耶稣时代的圣教会和厄色尼派，或谷木兰团

体曾经有过多少关联。 换句话说，耶稣和他们是否有过往来? 初兴

的教会是否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

耶稣和釜主兰人虽没有直接的关系 。 可能间接与他们发生关系 。 因

为按一些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耶稣的前驱洗者主整和里鱼里或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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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团体至少有过直接的关系，因此耶稣经若翰的中介对于他们亦

有所认识。 第二个问题:关于初兴教会是否受到影响，我们可以说，

就外在的生活方式而论，可能有较小的影响，但绝非如一般狂妄的

学者们所说的那样。远在十七世纪时，他们己说过，基督教原是由

厄色尼派演变而来。 自一九四七年在谷木兰发现了大批文献后，他

们便变本加厉地认为这些文献正证明了基督教是由厄色尼派蝉变而

成。 我们以为，像这种说法，元异是说基督降生前便已有了基督

教。一一这显然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但是，这并不是完全否认圣

教会和厄色尼派在某些观点上有相类似的地方;而是我们更深一层

看出基督教和厄色尼人间确有重大的区别在。

我们念了在谷木兰出土的各种文件，觉得这些文件 (a) 为了

解释新约的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帮助 (b) 除了明白法利塞和撒杜

塞二党外，更明白了犹太小百姓在宗教上的热诚 (c) 为明白新约

中的术语、文句和思想， 不必借助于希腊罗马的泪合宗教、诺斯士

派的思想和赫默斯主义 (Hermctismtω 的书籍 (d) 洗者若翰与谷

木兰团体似乎有关系，但这关系到什么程度，却不易说明 (c) 谷

木兰团体是与世隔绝的一个宗派，与基督的博爱有天渊之别(。

谷木兰团体的教义，虽仅是旧约的，但无疑地是新约的准备，给基

督的降生开辟了道路 (g) 这团体的礼仪、组织等事可能影响初兴

的基督教会;二者实际上虽有些表面上的类似，但内在的精神却完

全两样。关于谷木兰文件出土的始末及其他问题，可参阅一九五六

年十二月份恒毅月刊"巴勒斯坦之死海畔出土的手抄"一文，其他

参考书开列如下。

VERMES G. Lcs Manuscripts du Désert dc Juda. Paris , 1953 . 

WILSON E . Die Schriftrollen vom Toten Meer. Muenchen , 

1956 . 

GRAYSTONE G.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Originality of 

Christ. London , 1956. 

BURROWS M . Thc Dead Sea Scrolls. London ,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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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大司祭一览表

自主墨盈盈至lf~监盘坠毁灭(公元前二十七年一公元七十年〉

哈纳讷耳(Ananael) 初次任职

阿黎斯托步罗(Aristobolus) 
约在公元前三十五年任职，在

位一年

哈纳讷耳 (Ananacl) 二次任职

! 四 耶秀亚 CJ岱山法贝特之子)

五 息孟 (Simon 波厄突之子〉 自公元前二十四年至四年

t、- 玛提雅( Matthias 德敖斐罗之子〉

七 约l喻匣尔 CJoazar 波厄突之子〉 自公元前四年至公元六年

J\、 厄肋哈臣尔 (Eleaz盯波厄突之子)

九 耶秀亚 (Jesus 息耶之子)

十 亚纳斯 (Annas 色特之子) 自公元七年至十四年

十一 依协玛赫耳(Ismael 非雅彼之子)

十二 厄肋哈臣尔 (Eleazar 亚纳斯之子)

十三 息孟 (Simon 加米突之子)

十四 盖法 (Caiphas 亚纳斯之女婿) 自公元十八年至三十六年

十五 约纳堂 (Jonathan 亚纳斯之子〉 公元三十六年

十六 德敖斐罗 (Th∞philus 亚纳斯之子) 公元三 1-七年

十七 息孟康成辣 (Simon Cantheras 波厄突之子)

十八 码提雅 (Matthias 亚纳斯之子)

十九 厄略乃 (Elionai 康;武辣之子)

二十 若瑟 CJosephus 加米杜之子〕

廿- 阿纳尼雅(Ananias 讷德贝之子〉

廿二 依协玛赫耳(Ismael 非雅彼之子) 约在五十九年上任

廿三 若瑟加彼 (Josephus Cabi 大司祭息孟之子〉

廿四 亚纳斯(Annas 大司祭亚纳斯之子) 公元六十二年，在位只三月

廿五 耶秀亚C]es山达木乃之子〉

廿六 耶秀亚 (Jesus 亘玛里耳之子〉

廿七 玛提雅 (Matthias 大司祭德敖斐罗之子〉 约在公元六十四年上任

廿八 番尼雅 (Phannias 撒慕尔之子〉 战时被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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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犹太人的会堂

新约时代的会堂，即是指犹太人集会之所。凡犹太人昕诵圣经，

析祷和公私事务的处理，都是在会堂内举行，所以圣经上常常提到

它。 "会堂"二字，叠堕文为 σUVαYω吟，意即"集会"或"聚会"之

谓。 在七十贤士本，非罗和若瑟夫等著作里，多用"集会"以显其

原意;可是在新约里，除两三处外，习用"会堂"二字指犹太人集

会的地方。

一会堂的由来

犹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会堂为集会之所?我们从旧约史书

和先知书等记载里，得知犹太人在充军于巴比伦时，开始建立会堂。

他们当时充军异地，远离了宗教精神所依的圣殿，内心上的苦闷，

不言可喻;他们为弥补这种缺陷，保持宗教的虔诚和对于祖国的爱

护以及精神的安慰和团结，于是建立房屋作为大家聚会之所。他们

自巴比伦回来，虽在公元前五二O一五一六年间，重建圣殿于圣城

耶路撒冷，但建立会堂集会的风习，不但没有遗弃，且在各地反为

增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民自巴比伦回来，言语方面，曾受留

居巴比伦的影响，通说阿辣美语，对本国的希伯来文，亦即圣经的

语言，反而生疏了。这样，会堂便成为译释圣经的地方，经师们负

起了这一责任，使人民能领略圣经的道理。又因为会堂既成为译释

圣经的地方，也便渐渐成人民析祷的地方，所以也有"经堂"

(πpoσEUχ斗 i . e. Oratori山ω之称(袤 2:4; 10:4 等处) ，这当然是名符

其实的称号，因而在会堂聚会的风气也愈加增强。

所以新约的时候，犹太人足迹所到之处，便有他们的会堂;会

堂的数量依当地犹太人民的多寡及其需要而定。 按考古学家的考察，

当时罗马一地竟有会堂十三座之多;在耶路撒冷当然不止一座(参

阅宗 6) ;考古学家己在巴力斯坦各地发掘出会堂遗址二十多处。按

秀勒尔 (Schuerer) 统计，新约时代全罗马帝国内的会堂，当不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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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余所。

二会堂的构造

会堂的构造样式通常是一长方形的厅堂，面向耶路撒冷(达 6:

10) 。堂内最宝贵的东西是"藏经柜"，其次为讲经台和台上的七叉

灯，一座或两座。此外则肃然四壁，全堂空如，即天花板上也毫无

装饰品。但从第一世纪时起，会堂内墙壁上有了绘画和雕刻，普通

是人物，鸟兽和花木，如石榴、葡萄等。这从葛法翁和杜辣 (Dura

Europas) 所发掘出来的会堂遗址上可以看出来。会堂的附近，通常

有小学一所，有时也有客找一所，视会堂的环境和经济力量而定。

三会堂管理人

管理会堂的负责人，在巴力斯坦，是由当地的首脑人物担任，

如乡长村长之类;负责人会堂长一名(ÓpXEC1U吨γωγOS) ;视当地居民

的多寡，另设若干助理员，协助会堂长襄理一切堂务。在巴力斯坦

以外的地区，会堂的负责人往往至少有两人，由当地犹太团体选任

之。但在公元七0年前，大司祭制度尚存在时，在一切宗教事务上

都昕从大司祭和耶京公议会的指示(参考宗 9: 1 、 2) 。此外设会堂服

役员二人:担任会堂清洁，礼仪秩序，执行鞭打犯人事(通常不超

过三十九下，参阅要 10 : 17; 20: 19; 24: 34) ;服役员还负责保管藏经

柜;念诵或讲解圣经的人，须随时向他取书，用毕归还;会堂附有

小学者，服役员还要兼任教师职。另一服役员担任收受教民的捐献，

故又名收款员;捐款用来救济贫民。

四会堂里的融礼

每当庆节、禁食和安息日，犹太人便要到会堂里去，因为会堂

既为他们立的，为他们集会、昕经和祈祷的地方，他们去参加已被

认作一种应尽的义务。但在平常日子，教民去或不去，并无硬性的

规定;不过比较热诚的人，至少每周到会堂二三次，甚至也有每天

必到会堂祈祷的人。

在圣殿被毁以前，旦主星星的成年选主人，每年至少一次到耶

堕盘透去朝拜天主，或在逾越节，或在五旬节或帐棚节。可是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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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被毁以后，侨居各地的犹太人，既没法回到祖国，只有到当地的

会堂去敬礼或祈祷，于是会堂便像圣殿一样，成为犹太人宗教生活

的中心 。

研究新约时代犹太会堂内的敬礼，我们应首先指出，现在犹太

人所用的乱组去已不重要，因为它们大都是五世纪的作品 。 我们必

须依据诸重要经籍，和一些较古的作品，如毅约各书，类更坦里有

关古时的论著(如 Taanith ， Megilla , Pesahim , etc.) ，以及非罗和若

瑟夫的著作。综其要点可分六端，概述如下:

(一〉先念诵"协玛"经文，教民要同声齐诵 。 此经文系由申 6:

4-9; 11:13-21; p 15:37-41 等节编篡而成，意义十分重要，一如我

们公教的"信经"和"天主经" "协玛"念毕，续念他们的"十八

端祝福祝文"。 这是敬礼的第一阶段。

(二)诵读梅瑟五书和先知书各一段。 犹太人早已根据传统规

定，把梅瑟五书分为一百五十四段，他们称为一百五十四个"培辣

苟特" C Perachoth) ;每年要诵读五十四个"培辣苟特"如是则三年

内便可把全书通读一遍，故每次涌读梅瑟五书的一段，要按照次序，

不可任意挑选。 先知书的分段，原应和法律的段数相同 。 可是在耶

稣时代，尚未如法律一样确切厘定了段数;故可任选先知书一段诵

读(参阅路 4: 17) 。 这便是会堂敬礼的第二阶段。

(三)再次便是讲解圣经。 这是十分必要的 。 因犹太人充军回来

后，仅说阿辣美语，对希伯来原文已不了解;所以诵读圣经原文后，

必再用阿辣美语来解释那节的意义。 并把权威的解释〈阿辣美语谓

"塔尔古木勺，汇集成书，即通常所说的"塔尔古木集" CTarg山丑，

Targumin) 。

(四)在讲解圣经以后，继以宣讲一篇劝善戒恶的道理(袤 13:

15) 。 这篇道理，不是经常地由某些人负责宣讲，即外宾亦可临时聘

来任讲道员，这便是敬礼的第四阶段。

(五) 第五阶段系再念一段经文。

(六〉最后，由司祭向大众念里壁的那段"祝福经" CP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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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果没有司祭，教民便同声自念这段经文，惟把原文内"你

们"改作"我们"以符合自念的意义。 念毕，敬礼即告完成。

从上面六端，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敬礼的内容:他们不准在会

堂内献祭，因为献祭只准在耶路撒冷圣殿内举行。在会堂内特别注

重的是祈祷和讲经。

五会堂和新约福音的关系

由上所述，会堂之于犹太人，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它保存

了犹太人的制度和文物;另一方面，它成为犹太民族精神的具体象

征。 总而言之，会堂便是犹太人的精神堡垒。

初兴的基督教会便以此作为传布福音的基地，我们看袤廷主雯

录，圣保禄宗徒，每到一处，莫不先到当地会堂宣讲福音;只有在

犹太人拒受福音的情形下，才把福音授给教外人(参见 9:20; 14:1; 

16:13; 17:1; 18:4 、 20; 19: 8) 。

其次，犹太人的会堂实是新约时代圣堂内敬礼的雏型 。 因为基

督教会的圣堂也散布于全世界上。但圣堂内所举行的，却是旧约祭

献所预表的祭献一一弥撒大祭。 今日弥撒中读经祈祷的一些礼仪即

导源于会堂的礼仪。 但新约礼拜的本质已不在读经、析祷、讲道，

而是在于重行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的祭献一一弥撒，亦即教父所称

的"吾主圣死的奥迹" CMystcrium Mortis Domini) 。

这样完全应验了先知玛拉基亚的预言"因为自日出到日落，我

的名在异民中大受显扬，在各处给我的名焚香献祭，且献纯洁的祭

品，因为我的名在异民中大受显扬" C拉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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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全书概论

新约全书及其由来

新约全书是由宗徒，或宗徒的弟子，因天主圣神的默感与引导

而写成的，并由圣教会所认可的二十七部书而构成的 。

这二十七部书自第二世纪即称为新约书，或简称新约。 因为其

中所讲论的，是基督以自己的圣血与圣死，在天主与人之间，所建

立的新约。这新约即是恩宠的约。

新约全书的分类大体与旧约全书相似，可分为三大类(一〉历

史书，如福音与宗徒大事录(二)智慧书，如保禄书信与教会公

函(三〉先知书，如默示录。

这些书的写成并不是为讨论新约的神学，或新约的历史与教义，

而是为了一些初兴教会团体的需要与环境，藉着天主圣神的默感而

写成的一些因地制宜的著作。

基督并没有亲自给我们写下什么著作，因为按当时犹太经师教

导门生的风气，是"述而不作"的，用口授的方式，代代相传。 同

样，基督也采用了这一方式，将一切道理，口授给自己的门徒，要

他们也代代相传(参阅路 9:2-6) ，并且在升天前给自己的门徒下了

应到普天下去宣传福音的命令(玛 28: 19; 宗 1: 别 。 所以宗徒与门

徒们的使命就是要作基督的生死与复活的证人，并作福音的宣讲者

(参阅宗 1:21 、 22; 10:39-42; 另 10:27; 若 15:27) ，使人类因着自

己的宣讲信奉基督(倪后 1: 1 6-18; 袤一 1: 1 -5) 。 他们领受圣神后，

便由堕监盘透出发，到全盘主和盘里整整，然后到全世界去，宣讲

基督的福音(袤 1:8，参阅宗 1-10) 。 所以起初的宣讲员都是为真道

服役的人(路 1: 2) 。

圣堡主主宗徒，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作，但他特别把自己看

作"外邦人的宣讲者与导师" (晏后 1: 11) ，并把"宣讲福音"视为

自己应尽的职务(格前 9: 16) 。 这正实践了他自己所说"信德是由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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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听" C!9' 10: 17) 的那句名言。为此他时常劝勉自己的徒弟羞垦蟹，

要不遗余力地善尽宣道者的职责(晏后 4: 1-5; 爱前 6:纱，并要他训

练其他可靠的人员，以继承宣道的工作(袤后 2:2) 。

因此圣教初兴时，基督与宗徒们都没有考虑到要给我们留下什

么著作。当初他们宣道时，为证明基督的教义，所引用的著之于书

的经典，也不过只是一部旦致全:贯，而大都是主土庭主连委。但基

督去世升天后，又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因了各地的需要与各方

面的利益，才出现了最初的几部著作。 如圣保禄宗徒第一次到亚细

亚传教回到安提约基雅后，昕说迦拉达的新教友面临着信德动摇的

最大危险(迦 1:6 ， 3: 1)，因为他不能立刻到他们那里去，所以有感

到写信劝告他们恒心信仰基督的必要，因此才不得不动笔，写了一

封致迦拉达人书;为了同样的情形，又写了致得撤洛尼前后二书，

格林多前后二书;伯多禄也在这种情形下写了两封书信。 有时纵然

没有这种迫切的需要，但传布福音者，为了各地教会的利益，也感

到有动笔的需要;因为这样，更容易妥善保存基督的教义(参阅路

1: 1-3) ;甚或各地的新教友也要求他们把基督的事迹和道理，笔之于

书，于是便产生了新约全书。参阅各书引言。

由上面所述的看来，新约中每部书，虽然都讲述基督所完成的

救赎人类大业的喜讯，但决不能包括耶稣的一生史事与一切言行。

因为每一部书，都是由于某种需要，照某一目的，在圣神默感下写

成的 。 决不像一般博学的作家层次罗列要写的资料。 因此最后的福

音作者，在写作临结束时，曾声明自己著作的不足与缺漏说"耶稣

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假使要将它们一一写出来，我想所要写的

书，连这世界也容不下" C若 21:25 ，参阅若 20:30 、 31)。所以在圣

教会，最初的口传常与圣经著作并重，宗徒们将此口传留与圣教会，

作为圣教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但这些因某事由和各种需要，在圣神的光照与默感下而写成的

书籍，按天主的圣意是要形成一部巨著。 这部巨著就是向普世人类

宣布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大业的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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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纪末叶，毅纽全吏已被全教会视为圣经和正经。虽然有

几部书，当时在一些地方还有疑问。关于这问题留在每书的引言中

讨论。 由第三世纪，毅约与旦约同称为 Bibl山即"圣经"之意。

因为耶稣基督是毅约金:自所讨论的中心和对象一一-他亲自说过: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着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 (若

14:6) ，因此基督的品位，基督的圣死，基督的言行，便成了新约全

莹的重要因素，而毅纽全45所有的作者也都趋于一个目的，就是叫

整个人类信奉耶稣基督，并藉着自己的著作给人类指出走向永生的

大道。

四部道宣即是毅纽全莹的主要和基本部分，以不同的观点给我

们讲述基督的圣死言行，并证明耶稣即是默西亚，天主子，全世界

的拯救者。

去建主雯雯是记述基督工作的奇异发展，记述基督在世上所建

立的天国，藉圣神领导的德能，发展到全罗马帝国的情形。

圣堡壁的变萤与致教会的全勇更清楚地陈述了信仰基督与他救

赎的大业，劝导信友善度与此信仰相称的生活;同时并讨论基督在

世上所建的天国一一一圣教会等等问题。

憨柔柔是基督的启示，即有关基督与其工作的最后启示。基督

时常扶助自己的信友与恶魔的势力奋斗，并引导他们获得最后胜利。

这胜利虽因基督的死亡已经开始，但要在基督第二次的光荣来临时，

才有最后与全部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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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总论

(一) "福音"一名的意义

72 

"福音" (ê阳γyé;..wν) 原为希腊语，意谓"好消息"或"喜讯"，

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使人昕了兴奋和快乐的信息。

这个名词在希腊古典文学上多用于复数，很少指示消息的内容，

多指报信者所得的酬金。同时，这同一名词也用以指示为了好消息

感谢神明所献的祭祀。此名词大抵是指得胜的捷报。

在这里我们更应当注意的是:此名词在"希腊文化时期"内所

有的含意。在此时期中只表示"喜讯"的意义。当时在小亚细亚，

而后在罗马帝国，对凯撒与皇帝的敬礼特别盛行。人民都视皇帝有

如神明，称皇帝为"世界的救星"或直称为"神"和我国从前称

皇帝为"天子"的意义不相上下。他操有超人的替天行道的大权。

因此当时一位皇太子诞生了，全帝国的人们都以为是一位神明化身

降世，于是帝国内便宣布这项"好消息"。这项"好消息"便称为

"êuayyÉÀwν"，即"喜讯"或"福音"之意;同样，宣布新皇登极也

称之为"喜讯"甚至连皇帝驾崩也称为"喜讯"，因为人都以为皇

帝又归回到众神那里去了。此外，皇帝所颁布的法律与命令也被视

为"喜讯"因这是为人民的福利与安全所制定的。如果我们明白了

当时"希腊文化时期"的社会状况与宗教情形，更容易懂得为什么

当时民间产生了这种思想。因为当时遭受过长期战争蹂躏的老百姓，

几经暴君统治下的人民，元一不切望期待永久的和平与安定，但这

种希望唯有寄望于新生的君王身上。并且更因为当时道德沦丧，沉

重的罪恶压抑着人们的心灵，人人都期望着内心的平安与真正的解

放。由于上述的双重关系，我们更容易明了:为什么有关基督的喜

讯，天主降生救世的喜讯，很迅速地传遍了当时的教外国家。天主

上智的措施，早已准备好了时代的环境与人民的心灵，来接受基督

的福音(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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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愿意明了"福音" Ce:uαyyD.wν) 这字的真意义与其在宗

教上的奥义，必须求助于旧约希腊译本。 因为这字的本意是由旧约来

的 。 在七十贤士译本内，此字除了只有一次用作名词，指示报信者所

得的酬金外(攫下 4: 10) ，大都使用此字的动词 "EvaYYe:)'[~i，σδαt" ，其

意义为"传报喜讯"。 这动词特见于依撒意亚先知的安慰书中，在该

书内特别具有宗教的真正意义。 因为在这部书内，依撒意亚大先知

负着上主的特殊使命，向选民预告上主将战胜压迫选民的仇敌，并

将在世上建立自己的国度，救赎整个的世界。这喜讯的大旨包括在

几句话内，如"你的天主作了君王" C依 52:7); "请看你们的天主!

请看!吾主上主带着威能降临" C依 40:9 、 10) 。

所以在依撤意亚先知书和旧约其他书内，喜讯的内容即是天主

的国在世上建立的事(参阅咏 96:2 、 10; 鸿 2: 1)。但这天主国的建

立，为受天主重罚在异地受压迫的百姓是一种拯救、解放的表示，

也就是与天主和好得享恩宠的意思。这位从前时常向百姓预告惩罚

即将来临的先知一一依撒意亚，如今变成了安慰百姓的使者"吾主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敷了油 。 他派遣我去向贫苦者

传报喜讯，安抚破碎了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解放狱中的囚徒，

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揭示我们天主复仇的日期，安慰所有的忧苦

者，医治熙雍的遭难者，给他们一顶冠冕来代替灰尘，以欢愉之油

来代替哭涕，以可称赞的外衣代替沮丧的神气" C依 61: 1-3) 。 这篇

预言明显地是报告默西亚来临施救的时期 。 基督不但在若翰的门徒

面前声明这篇预言已应验在自己身上(玛 11: 5 、 6; 路 7:22) ，而且

在纳臣肋的会堂里也隆重地将这段经文贴在自己的身上说"今天这

段经文在你们耳中应验了" C蹬车 18-2 1) 。 期待与恩许的时期，到若

塾为止，己宣告结束;由此应开始传扬天主之国的喜讯(路 16:16) ，

换句话说:即应宣告天主的国在世上业已建立"时期已满，天主的

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并相信福音罢!" C釜 1:1日所以耶稣来世的

使命，在于"传报天主国的喜讯" C蹬车 43) 。 这一句话包括了基督

传教生活中的整个活动(路 8:1; 玛 4: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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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也给了自己的宗徒和门徒同样的使命，派遣他们先到犹太

各城(路 9:6) ，然后到普天下去"传报天主国的喜讯" (谷 13:10;

14:9; 16: 15) 。

因为基督降生，是为在世上建立天主的国，又因为他本身就是

世人的拯救者，所以天使们把他的诞生当做"喜讯"报告说"看，

我给你们报告一件关于全民族的大喜讯，因为今天在达味城里给你

们降生了一位救主，他是主基督" (路 2: 10 、 1 1)。因此"喜讯"一

词不久以后即有基督为救主的意义(谷 8:3日，指基督救赎人类的喜

讯(玛 26: 13; 罗 1: 1-3; 迦 1:16; 宗 5:42 等) ，最后终于用来指所

有关于基督的生死与言行的宣讲(谷 1: 1 ;罗 11 :28; 弗 3:6; 格后

8: 18; 斐 1: 12 等) 。

因此，基督论天主国所宣讲的喜讯，便是论基督本身的喜讯

(罗 1:刀，因为就是他将天主的国带到世上并建立在世上的。所以

"福音" 二字专指基督以自己的降生成人、死亡、复活、升天，所赐

与全世界的一切"不可测量的宝藏" (弗 3: 肘 。

"福音" 一名在新约中有许多不同的用法:

(1)按它的本源来讲，有时称为"天主的福音" (谷 1:14; 罗 1 : 

1; 15:16 等) ，因为福音的最后来源是出自天主。 有时称为"耶稣的

福音"或"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福音中所讲论的就是他的言行。

宗徒，或宗徒的弟子们有时把福音称为"我的福音"或"我们的福

音" (罗 2:16; 弟后 2:8; 格后 4:3; 得后 2:14) ，因为他们是被立为

传扬基督的"服役者" (得前 3:2) 。

(2) 按它的内容来讲，有时称为"天主国的福音"，或"论耶稣

基督天主子的福音" (罗 1: 2); 有时称为"真福天主荣耀的福音"

(弟前 1:1 1)， "基督荣耀的福音" (格后 4:4) 。

(3)按它的效果来讲，有时称为"天主恩宠的福音" (袤 20:

24) , '‘平安的福音" (费 6: 1日"得救的福音" (费 1: 13) ，因为福

音中有"天主的德能，使众信者得到救恩" (芝 1:16，参阅攒前 15:

1)，并赐予众信者以不朽的生命(爱后 1:10; 攒前 4: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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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唯一的福音外，再不能有别的福音存在(迦 1: 6-7) 。 因

为只有它是"真理之言" (哥 1: 日，是为万世万代的人民永远有效的

天主的圣言，所以这福音又称为"永远的福音" (默 14:6; 伯前 1 : 

25; 谷 13:3 1) 。

从上述几点看来"福音"在新约中大都指示有关默西亚施救的

喜讯。 但我们还应当注意一点:在宗徒们的著作内，尤其在圣保禄

的著作中"福音"这名词已用为宣讲基督的一种方式，按这方式向

普世宣传基督的道理(参阅罗 1 : 16;2:16; 弟后 2:8 等) ，或指示基

督所立的宗教(迦 1:6 、 7; 弗 3:6) 。 但在新约全书中这名词决没有

直接指示书籍的用法。

到了第二世纪的后半叶，这名词才渐渐地指示保存宗徒宣讲的

书籍。 这些为宗徒们或宗徒的弟子们所写成的书籍，时常在教友们

的会所中诵读，但这所写下的与口头所传下的，根本上完全一致，

没有什么区别 。 固此圣犹斯定 (S . Justim山 Apol. 1 , 66; Dial. cum 

Tryph. 10 , 2) 和圣盒里F.J (S . Irenæus: Adv. haer. 2 , 27 , 2) 称这

些书籍为"福音"并且起初，这名词包括新约全书，以与旧约全书

相对。 这样全圣经只分为"先知书"与"福音"。 后来圣依肋乃为这

四圣史的著作定了一个固有名词，特称为 "Qωdriforme Eva吨elium"

"四型福音" (Adv . haer. 3 , 11 ，的 。

(二)福音的数目

虽然教父都认为"福音"只有一个，但由前面所引的依肋乃的

话上看来，这"一个福音"却有四种形式。 虽然按路 1:1 的记载，

在宗徒们时代，己出现了许多有关耶稣言行的记录与著作，但为古

圣教所承认源于宗徒的著作，只有这四部:即玛窦福音、马尔谷福

童、鼓却遭童和查莫道寰。 这样宗徒时代的教父们，如圣篮组暨、

盟里主E查、星垦的主盟主等，都只以这四部福音为正经。 塔齐雅诺

曾在公元-七0年左右集了一部"福音合编" ".ócατEσd户。u"，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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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这四部福音。圣依肋乃在一八0年左右论及这四部福音时曾郑

重地声明说"再不能比这数目再多，也不能再少……这是圣教会的

耐柱与根基"(Adv . hacr. 3 , 11 , 8; PG7 , 885) 。敖黎革讷引证全圣

教会的一致传授说"在天主的全教会内只有这四部福音" (In 

Matth. Tom. 1; Homi l. 1 in Lc. ; PG 13 , 829; 1803) 。 同一作者又证

明这四部福音的"一致"说"福音虽是四人所记的，但却是一个"

(In Jo. Tom. 5 , 7; PG 14 , 193) 。

圣依肋乃时代 (Adv. haer. 3 , 11 , 8; PG 7 , 886-888) ，己将厄

则克耳先知在神视中所见的在天主威严前的四个活物作为四大圣史

的象征(则 1: 5-13) 。这四个象征，或更好说，像四个活体的四位革

鲁滨，是象征天主的四种美德:明智、威严、勇敢和迅速。犹如厄

则克耳先知在神视中所见四位革鲁滨表现了天主的光荣;同样，四

位圣史也向全世界传布了天主与基督的光荣。教父们对这四个象征

的运用不甚一致，但从圣盎博罗削 (Expos . in Lc. prol.; PL 15 , 

1532) 和圣热罗尼莫(Comm. inMt. prol.; PL26 , 19) 以后，常以

"人"来象征玛窦，以"狮"来象征马尔谷，以"牛"来象征路加，

以"鹰"来象征若望。 从那时起就产生了许多的雕刻与画像，以这

四种形像来表示我们的四部福音 。

(三)福音的题名

圣教会从起头就坚持"福音只有一个"的思想(参阅迦 1: 6-时，

就如只有一个基督一样。这"唯一性"从每部"福音"的题名上可

看得出来。希腊本的题名，只有阳τlÌ Ma88ai:oli , /Ca世…..拉丁通行本

的题名作 "Evangclium secundum Matthæum. . . . . . "。但可情的是

中文译本的题名，很难看出这"福音"的唯一性来。因为若按字面

翻译希腊本或主王通行本的题名，应当译作"按翌窒福音，按主笙

谷福音等等。"如这样译法，不但表达不出原来题名的本义，反而失

却了原义。因为题名的本义是指示福音只有一个，只是写福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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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罢了 。 我们经过一番熟思考虑之后，决定仍沿用我国所习用的

题名，即玛窦福音、圣经釜道主等等，意即按"玛窦"所记的

"福音" 。

希腊本所有的题名早在第二世纪中叶公开习用了 。 这由最古老

的文献可以证明，如慕辣托黎书目 (Canon Muratori，即罗马教会书

目，为慕辣托黎(卒于一七五0) 所发现，是一八0年左右的文

献) ，圣依肋乃 (Adv. ha町. 1, 26 , 2; PG 7 , 687) ，亚历山大里亚城

的克肋孟 (Strom. 1 , 21 , 145; PG 8 , 884) ，和德都良 (Adv. Mar

cion 4 , 2; PL 2 , 363s) 等的著作内，都这样称呼这四部福音。

(囚)四部福音的编次

在古代圣教会中，福音排列先后的次序并不一致。 有时玛与若

在前，谷与路在后，因为前二圣史是宗徒，后二圣史是宗徒的弟子;

有时玛与路在前，因为他们记载了基督的族谱和诞生。 此外，各地

也有不同的排列次序，因为最初四部福音都是写在不同的卷册上，

所以很容易调换彼此间的位置与次序。

但到了编撰慕辣托黎书目与圣依肋乃和敖黎革讷时，这四部福

音的前后次序便有了一种定型，亦即今日全圣教会所保持的次序:

即玛、谷、路、若。圣教会保持这个次序，似乎是把这个次序视为

四福音写作的早晚先后 。

{五)正经福音与伪经福音

由蹬 1:1 我们知道:在宗徒之长伯多禄未死之前，已有了许多

有关耶稣生平言行的记述。 但圣教会从起头，就只将这四部视作

"福音"并录于正经目录内。受权于天主的圣教会所以录取这四部

福音的原因，看来是根据下列三个条件:

(1)第一个条件，也是最主要的一项:这四部福音都出自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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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尔谷与路加不是宗徒，而是宗徒的弟子，但他们的记述都是

宗徒们的宣讲，无疑的也是经过宗徒们鉴定的 。

(2) 第二个条件似乎是这四部福音，在礼仪上，为全体教会公

用的经文。

(3)只有这四部福音录于正经书目中，因为它们真正与口传完

全吻合，丝毫没有疑问 。

由第二世纪起，教父们已注意到这四部正经福音被此间的区别:

前三部元论在取材或结构上，彼此有许多相同之处，唯独第四部，以

神学的深奥观点来讲论基督的生平与言行。 因此，亚历山大里亚城的

主盟主就己见到其中的区别，称前三部为 "Tà awματ"cá waYYÉÀ' :O" 

(人性的福音) ，因为多叙述关于基督人性的事迹;称第四部为

"To' πν'wμα口/CÒν E:Uαγ托Aω" (神性的福音〉 。 参阅 Euseb . Hist. Eccl 

6 , 14 , 7; PG 20 , 552 。 由十八世纪起，前三部被称为 Evangelia Syn

optica (对观福音这名称为 J. ] . Griesbach 一七七四年所起) ，是因为

这三部福音可以一并参照对读的原故。

正经福音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伪经福音。 这些书在最初大都是

犹太教友执笔写的，但后来，因受希腊化文学的影响，大多是异教

徒或诺斯士派学者 (Gnostici) 写成的 。 这里我们只提出比较著名的

几部:第一世纪末叶的"希伯来人福音"或"组旦旦A贯宣"第二

世纪初叶的"厄彼翁派福音"，或称"十二宗徒福音"第二世纪中

叶的"线及在道音"第二世纪末叶的"但乏竞道室"其后，第三

世纪又有许多以不同宗徒的名义而问世的福音。 这些福音大都遗失

殆尽，只剩下一些断编残简，传到我们的手中 。 在所有的伪经福音

中，经文保存得最完整而又最著名的，是第二世纪中叶的"搜查组

原始福音" (Protoevangelium Jacobi) 。 这一部记述了许多有关基督童

年与玛利亚的事迹。 它对圣教会的礼仪(指立定几个瞻礼而言) ，另

外对中世纪的圣教会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

此外，尚有许多耶稣的言论，因为没有录在正经福音中，因此

这些言论称之为 "'áypa仰" (未录主言〉 。 这些未记录的言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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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教父的著作里(如敖黎革讷，圣热罗尼莫等人的著作中) ，有的

见于一些希腊抄卷中(如路 6:4 校勘栏里的 D卷内) ，有的散见于所

发现的纸草纸上(另外在一八九七年与一九O三年在埃及所发现的

Papyri Oxyrhynchi 上)。此外，尚有耶稣的一句话保留在正经的经文

内，即宗 20:35 0 元疑地，这句话实在是吾主耶稣的圣言。至于纸草

纸上所载的耶稣的话似乎不多，且大部分是不可凭信的。

(六)福音的结构

读前三福音的人，会立刻发现这三部编著的结构大致相同。如

果除去玛窦和路加有关耶稣诞生与童年的叙述的特殊史料，三圣史

都以若翰宣讲(玛 3:1; 谷 1: 1 ;路 3: 1)，耶稣受洗，旷野中受魔诱

为起点，以耶稣在加里肋亚及其附近传教的事迹与所施的教训，以

及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所行所言为主干，最后以耶稣受难受死复

活和显现作结。

关于第四部福音，即若望福音，它的开始和结尾与前三部在结

构上也完全一致，但中间的一段若望记述了耶稣多次由加里肋亚到

耶路撒冷去的事迹。

这种共同的结构与编著的现象是由何处来的呢?要答复这问题，

就不得不归根究底地探讨一下福音的由来。

(七)福音的由来:福音由口传而至写作过程的探讨

由上所述，很明显地在本章内，我们仍特别着重讨论前三部福

音的由来。关于第四部福音，因为有其独创的风格，并有其一定的

神学观念;又因为它所写的不是按照一般的口传方式，而是在表现

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所以关于第四部福音的来源与写作问题，在

它的引言内，详加讨论。

关于前三部福音的由来，我们敢断定，都是根据最初的口传，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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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宗徒们所传授的教理(见格前 15: 1-日 。 这些教理称为 "Catechesis

教理讲授" (这名词出自路 1 : 4; 宗 18:25; 迦 6:5) 。 但这"教理讲

授"怎样演成目前所有的福音呢?这便是我们如今所要讨论的问题。

在讨论这问题之前，我们不得不先提出誓反教学派对此问题所

持的意见。 因为天主教会从不忘记口传对福音的写成而有的重要性。

但较早的誓反教学者，自从宗教改革时期起，为了字句默感的狭义

观念，完全忽视了口传的重要性。 福音在他们的眼目中，只被视为

默感的书籍，与最初的宗徒口传和教会的道理并与作者本人，丝毫

没有关系 。 后来由于唯理主义的影响，誓反教的大部分解经学者完

全摒弃了圣神的默感，并把新约全书视为普通书籍。根据这些唯理

派学者，或文体评论派学者的意见，我们的福音只是由各种记载耶

稣(其人〉的生平与言行的零星记载集合而成的。对耶稣是默西亚

和天主子的信仰，在基督徒集团中是承袭了犹太民族对默西亚期待

的观念，再受了外教神话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 按照这一学派的

意见，福音是在第二世纪写成的。

但在第一世纪已有许多有关福音来源的明确证据驳斥了誓反教

学者的极端评论，证明了福音是第一世纪的产物。因此近代，即在

一九二0年前后，誓反教中产生了一个新学派，名叫"文体形式演

变学派" (Schola Historico-Formalis) 。 这个学派是以文体形式的方法

来探讨由口传而至于福音写成的演变。 市米特 (K. L. Schmidt) 、狄

贝琉 (M. Dibelius) 、贝特兰(G. Bertram) 和步耳特曼 (R. Bult

mann) 都是极力研究这一种学说的人。 按照这派学者的意见，前三

部福音并不是圣史们的真正作品，而是在基督徒集团中，即在耶路

撒冷的犹太基督徒集团中或安提约基雅的希腊化基督徒集团中所形

成的 。 主张这学说的学者以为福音形成的要素有三(1)口传的宣

讲， (2) 各教派之间的争论， (3)初期基督徒集团中的礼仪。 他们

愿意把福音如此形成的显著证据置于马尔谷福音中。照他们的意见，

在马尔谷福音以前，已经有关于吾主言论的集子和吾主行实的集子，

分别流传于世。 马尔谷的功迹只是将这些集子汇合起来，加上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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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论，中间略变换次第，遂编成一部书。 玛和路二道章，也是这

样形成的 。

福音的前身只是一些文体形式不同的小卷册，如耶稣的语录，

譬喻集，奇迹记述，史事或传奇的记述等等。这些小册子以前都是

各不相属的，其中只有耶稣受苦受难的事迹，记述的比较详细和齐

全。 但是这些在各基督徒集团中渐渐流传形成的记述，后来由于护

教与教导的目的，或是由于其他原因，略有变换与更改，甚或插入

一些外教与凡俗文学的记述。 最后圣史们将这些记述编篡起来，再

加上时间与地点的指定，便成了今日的福音 。

根据这种学说，显然我们的福音丝毫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了;而所有

的只是由于基督徒集团的信仰与崇拜基督所产生的理想记录。所以这

学派的学者，把耶稣分成历史中的耶稣，与信仰中的耶稣，如要认清

历史的真理，就必须排除其中的传奇与神话成分 CDemithologisatio) 。

这种学说当然是我们所摸弃的，因为这分明反对公教的教义，

尤其反对圣经的默感、无误性与由宗徒以来历代相传的口传。 但这

种学说也有它的贡献:一方面使人特别注意到由基督死后直至福音

写成期间的口传;另一方面使人更留心观察福音中所使用的文体形

式。这也是"圣神默感"通牒劝告公教解经学者所不可忽视的一点 。

如果我们按圣教会的准则探讨福音形式的过程，虽然我们不能

指出一定的途径，因为缺少足以考证的文献，但至少我们能够寻出

由耶稣死后直到福音完成期间的口传演变的线索。

基督的道理与其言行都是以口授的方式相传下来的。这种口授

的教理，保禄宗徒称之为 "Catechesis 教理讲授" C参阅迦 6:6; 宗

18:25; 蹬 1 :4) 。 因为按当时盐主经师教诲门生的风气与方式，都是

以口授代代相传的 。 对此我们在毅约金吏挺盆中已有所谈论。 耶稣

既被称为"辣彼"即达主经师，当然也按照当时盐主经师的方式来

教导自己的徒弟 。 徒弟再以同样的方法传给下一代的人。 这种方法

是教师不断地重复口授，使教材深入弟子的记忆里，弟子再三重复

所受的教材，直到完全记住，能够背涌为止(援主菱蟹和米得辣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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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经过许多世纪的口授才笔之于书的) 。

事实上，宗徒们起初也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天天在圣殿里，

在家中，不停地教训人，传扬耶稣基督" (宗 5:42) 。 宗徒们或他们

的弟子所宣讲的道理与所传授的教训，起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说

教，即教诲望教者;一种是护教，即驳斥各种异端邪说。这种最初

宣讲的雏型，仍见于宗徒大事录，即宗 2: 22-36; 10: 34-43 所记载的

伯多禄在圣神降临之日和在给百夫长科尔讷略全家付洗时所讲的道

理。 这些讲辞的主题，简而言之，即是"耶稣所行所言的一切" (宗

1: 1)，换句话说，即是"主的道路"或"一切有关耶稣的事" (宗

18:25;路 21:19; 宗 28:31): 如耶稣的使命，他的生平、言行、受

难、复活和升天，最后以劝勉昕众回心转意，信奉耶稣基督等语为

结。但是因为犹太人方面，尤其由法利塞党和经师方面来的反对力

异常猛烈，所以须清楚指出先知们的预言怎样应验在耶稣身上，以

及耶稣为维护自己的道理，如何驳斥了犹太学士的谬误等事迹(宗

13: 1 6-41; 玛 1 、 2 、 5 ， 23 等章) 。

由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敢假定:宗徒们和其他"亲眼见

过的证人" (路 1: 2，参阅宗 1 : 21; 若一 1: 1)，为最初的宣讲拟定了

一种纲要，在这纲要内包括有关耶稣"从若翰施洗起直到被接升天

的日子为止" (宗 1: 21)的一切事迹。 这种纲要大约是在耶路撒冷完

成的，因而我们可以明了福音的记载何以特别着重耶稣在加里肋亚

所行的事迹，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省内所行的事迹，尚为人所

共知，没有编人这种纲要之内的必要。 当然，这种最初的固定形式

只是宣讲福音的撮要。 无可置疑的，宗徒之长圣伯多禄大都依照这

方式讲道，又如在宗徒大事录一书中尤其在第一部分内，常看出他

是首领，代表教会发言。

现在如果我们拿马尔谷福音与伯多禄在直笙迫监百夫长家中所

讲的道理两相比较一下(宗 10:34-43) ，立即看出圣经釜谩寰的轮廓

与这次宣讲的纲要是如何的相吻合。 根据这次宣讲圣经釜提章可以

分为四段(1)若翰宣讲与耶稣受洗(袤 10:37); (2) 耶稣传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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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肋亚(宗 10: 38); (3)耶稣传教于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宗

10:39a); ( 4) 耶稣受难、受死、复活与显现(宗 10: 39l:r42) 。 玛和

路大体上也遵循这同一的方式，只是中间插入了一些耶稣的言论。

耶稣的言论(如山中圣训iI ) ，在当时是极宝贵的资料，为免于遗

忘，用了一定的结构方式口传下来:或者把一些类似的材料集于一

处(如禁食、祈祷、安息日等) ，或者用一些有节律的方式，使人易

于背涌(如玛 5: 17-48; 6: 1-34) ，或者以联想的方式，把类似的言

语，或同音的字句聚集在一起(如玛 5:1 4-16; 谷 9: 48-50 论光与光

明等例) 。 这样的记忆术，是为帮助人忠信保存基督的教训 。

此外，还有一件口传的事实，我们不能放过不谈。就是由圣教

会最初的文献中也可以证明:基督徒从起初，另外在每周的星期日

聚集在一起开会(参阅格前 16:2; 宗 20:7) ，在这集会中通常举行

"吾主的晚餐"即现今所称的弥撒大祭(格前门 :20) 。 因为耶稣在

晚餐厅建立圣体圣事的时候，曾嘱咐门徒说"你们应当举行此礼，

以记念我" (路 22: 19; 格前 11: 25) 。 建立圣体圣事既是为了永恒纪

念主的死亡，所以在当时教友们的集会中，举行此礼时，必要追念

基督的死亡。 因此我们敢断定:在这集会礼仪上必要叙述一段有关

基督受难受死的事迹 。 因此，关于基督受难受死的事迹，比福音中

其他部分先有了一种固定的形式。

再者，在最初的教友集团中，尤其在新归化的犹太教友的集团

中，不时地发生了许多争执，譬如:耶稣实在是默西亚吗?默西亚

如何能受苦受死呢?为什么耶稣立了一个新的集团一一圣教会?为

什么废除了会堂〈犹太教)?宗徒们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 基督的教

训与旧约法律有什么关系?为答复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要在耶稣

的言论中与旧约中寻找确切的证据。 由此，我们可以明了为什么在

里轰道章中编辑了一些耶稣关于此类问题的言论。

所以，宣讲的普通方式是由最初的"教理讲授"渐渐才固定了

的，同时在其他的口传中，还保存着许多耶稣的言论，日后这些也

渐渐插入定型的"教理讲授"里去，成了现有福音的雏型 。

咱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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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口传大都是阿辣美语，但有许多新归正的犹太散民不懂

得阿辣美语(参阅宗 2:7-12 、 3ι42; 6: 1 、 9) ，所以必须使用希腊语。

故此很可能从起初即有了希腊语的口传，或者至少在用阿辣美语宣

讲时，应需要一位希腊语的翻译者。 关于这问题，我们留到马尔谷

福音的引言去讨论。

关于这些口传笔之于书的时间，我们不敢断定。但由路 1: 1-4 我

们确实知道，有关耶稣的言行，已有许多人写成记录。把口传笔之

于书的最大原因有二(1)亲见亲闻的证人逐渐老去。若望的哥哥

雅各伯已在四十二或四十四年为黑落德所杀(宗 12:2) ，其余的宗徒

大都年已老迈，并且觉得口传不容易长期的保留下去，甚或又有当

时教友们的请求，所以那些目见耳闻的证人决定把口传笔之于书。

(2) 圣教会已逐渐传遍地中海沿岸诸国，并且还要传布于全世界，

所以为使道理始终一致，就不得不笔之于书。由路 1:1 更可看出，

在路加准备动笔之际，已有许多人执笔，将耶稣的言行，按照一定

的次序:或按史事的时间次序，或按道理的逻辑次序，编写成书，

路加也抱着同一目的，愿意将这二三十年来口传的道理记录下来，

以保存它的完整与忠实(路 1 :的。

在这最初的教会文献中，留传给我们的，只有这三部对观福音。

玛窦是以阿辣美文写的福音。 伯多禄的徒弟与翻译员马尔谷，在罗

马以希腊文写了伯多禄的宣讲。马尔谷把耶稣的言行只记述了一个

概要，以基督所行的奇迹来证明他真是天主子。 马尔谷福音更好说

是耶稣的行传，因为他不多注意耶稣的言论。 但玛窦和路加不仅记

载了耶稣所行的，也记载了他所讲的。玛窦用了一种精心的结构，

将耶稣的言行按内容性质编辑了，为证明耶稣是先知们所预言的默

西亚。 这位默西亚虽未能满足犹太民族国家观念的欲望，但在世上

为万民建立了超性的天主之国 。 尤其外邦宗徒的弟子，教外出身的

路加(哥 4:14) ，更指出了基督使命的普遍性，并证明了基督是万民

的救主，是患病者，遭难者，与罪人的救主。

这三对观福音虽然各有其特点，但其来源却出于同一口传。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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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之于书的口传所叙述的一切来分析，可分为三大系别(1)记

事:即谷内所记载的史料，玛与路大体上也与谷相合。 (2) 基督的

言论:即玛与路所共同记载的，形式上虽有所不同，但都无关大体。

(3)特殊的史料:即玛或路各人所独有的资料:其中一部分包含基

督的生平史事，一部分包含基督的言论。这三对观福音虽然有许多

不同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著作。

(八)福音的文体

为明了福音的真谛，首先必须认识圣史记述基督的生平与言行

所用的文体，因为为完全明了，或者为注释某一部书，非先探求某

书作者的用意何在不可。他所写的是一部史书，或是一部小说?是

一部演义，或是一部咏史诗?因为，为注释一部狭义的史书所使用

的原则并不适于一部咏史诗;同样，为注释一部咏史诗所使用的原

则也不适于一部民间传奇。 这些各自不同的文体，并不只限于凡俗

文学的作者使用，圣经的作者也可以任意应用。所以如今我们要问:

福音究竟属于那一种文体?

解经学家虽然都一致承认福音的记述具有历史的特征，但对观福

章是一部狭义的史书，或是一部广义的史书的问题，则莫衷一是。如

今我们先介绍学者的不同意见，然后再说出公教学者所应有的主张。

甲:各种不同的意见

(1)有些学者主张福音是按希腊文学的文体写成的。其中:

ω 有些学者，如赞 CTh. Zahn) 、委斯 (Wciss) 等，以为福音

属于"回忆录"一类的体裁。福音中所记载的都是"宗徒回忆录"。

事实上，圣盆里Æ CS.]ustinus ca. 140) 曾竟多次称福音为"宗徒回

忆录"。这是因为选星星当时见了许多名人的回忆录，其中都是记载

某名人的言行(按当时最著名的回忆录，为鱼重皇 CXcnophon) 所

写的轰援慧泉段怪:美 Mcmoriæ Socratis) 。 他见福音的记述与这种体

裁异常类似，是以称福音为"宗徒回忆录"。 但是回忆录与福音毕竟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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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不同之处，因为"回忆录"只是记载→些没有系统的言论与事

实，而福音则是有系统地讲述基督的生平与言行。

(b) 另有些学者以为福音属于"传记"的一类。 因为当时有许

多大哲学家的传记产生，如盈盈主盟主笙暨 (Diogen臼 Laertius) 所

写的空运置:J1l聂璧 (Pythagoras) ;盟笙韭置 (Porphirius ) 所写的损

拉图传 (Plato) ;稣厄托尼( Suetonius) 所写的凯撒传 (Vitac xrr 
Caesarum) 等等 。

但福音不能称为一部"传记"因为在福音里没有特意刻画耶稣

的性格与特征，也没有写出耶稣的整个生平事迹(参阅若 20: 30 、

31)，更没有遵守历史的严格编次。 事实上，明显地可以看出福音的

作者决没有写一部"传记"的意思。

(2) 另有些解经学者则主张福音是依循闪族文学的文体写成的 。

他们特别将福音比作闪族文学中最著名的传奇故事，如智者阿希哈

尔(见多傅亚传引言) ，或比作著名经师的言论集(委耳豪森，格勒

斯曼，狄贝疏等都有此主张〉 。 但二者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福音不

但记述了耶稣的言论，而且也记载了耶稣生平的事迹，并且福音的

整个记述是一部有系统的著作。

(3)按文体形式演变学派的学者 (Schola Historic任Formalis) 的

意见:福音不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水准以下的一部民

间著作，且是专为宗教敬礼而写成的 。 这些民间作品虽然有其历史

价值，因为这些作品是根据口传的史事而构成的，但这种口传在民

间逐渐广传，元形中把许多民间对某人或某事所有的传奇与神话插

了进去，于是这些有历史根据的传说产生了许多事外的枝节。 因此

按这学派的意见:福音的作者并不是真正的作者，只是民间故事的

搜集者，因此福音也就是一些无名氏的作品 。 除了较长的受难史外，

其余的事实只是毗连并列，既没有指明时间与地点，又没有仔细把

人物的特性写出 。 按这学派的主张:我们的福音应与皇互人的古代

隐士的传奇，或讲述圣主查查事迹的二理尘1t一类的书相比。

但是我们细读每部福音，圣史们事实上并不只是搜集者也是真



87 福音总论

正的编篡者。 因为他们的作品并不在于许多史事的毗连并列，而是

照着每位作者一定的目的，循着固定的纲领所写成的真正个人的作

品 。 所以福音中所叙述的一切是前后相顾，上下一贯的 。

乙:应坚持的主张

我们承认上面所例举的各种意见中不无某种真理存在，但并不

完备，因为福音的文体是一种完全新颖的文体，是在全人类文学中

独一无二的新文体，所以不能将已有的文学体裁牵强地贴于福音的

新文学上。 因为福音书是要传布那唯一的"喜讯" 。 这"喜讯"已是

经过多年传下来的，而圣史们就是愿意用这些书把这"喜讯"传扬

到各地和各级人民那里，为劝导众人相信传下来的这个"喜讯"。 所

以圣史们的目的，显然是带有训诲与宗教色彩的(路 1: 4; 若 20 : 

31)。并且圣史原无意写著一部文学作品，只不过愿以自己的著作协

助人类了解耶稣为救赎人类所作的牺牲。 他们也没有意思写一部真

正的史书，只是愿意就事论事，使人易于信服。 他们亦无意在读者

前详细描绘基督的人格与生平，只是愿意讲明基督救赎人类的使命，

和如何完成了这项使命。 所以他们并不注意所叙述的事迹是否完整，

也不注意时间与空间的次序，也不亟欲自己所记述的耶稣的言论正

如耶稣当时所说的，只将那已成定型的口传直截了当地记录下来，

不加修饰，不厌重复 。 他们的目的是在于给真的史事作证，因此福

音虽不能称为狭义的史书，但应称为历史的著作。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的福音是介乎文学作品与民间作品之间的 。

各福音的不同处，仅在于有的多近乎文学，有的多近乎民间纪事，

就如蹬(见蹬 1: 5 、 21;3: 1)就多近于文学一类的作品 ， 而釜则多偏

于民间一类的作品 。 各福音虽在外表上有所不同，但其目的则一 :

即是要指引人类相信基督为真正的救世主。

显然，这写成的福音是为供给基督徒集团的使用，以帮助宣讲

教义;说是"帮助"因为在基督徒集团中，口传常是占首要地位。

所以福音的写成，只是为了协助宣道员把信仰传于教外人，或为辩

护基督教的教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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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福音的历史价值

福音(特指前三部对观福音〉虽然与狭义的史书有所不同，但

所记述的却是历史的真正事实。 所以福音是有其真正的历史价值的。

由信实性的观点来说，世上没有一部史书可与福音书相比。

甲:福音的信实性

(1)内在的证据

一、最主要的证据是:福音出自目击者的亲口传授。 福音的作

者在下笔写福音时，完全依据那些亲历其事的证人的口述。 圣伯多

禄和圣保禄都以目击耳闻的证据证明自己所传授的道理(宗 2:32;

10:37-41 ;格前 11:23; 15:3 、 11) 。 在选攫新宗徒以代犹达斯的职位

时，也以目击耶稣生平史事的人作为缺之不可的条件〈宗 1: 15-26) 。

因此，福音的最初宣讲完全基于亲历其事者的证据。 同样，当福音

笔之于书时，圣史们也采用了同一的方法(见路 1:1-4) 。

二、福音与史源的接近:今日的解经学家几乎都一致主张前三

部福音在基督死后三四十年内就已完成。 这时，基督的门徒一一-目

睹亲闻的活证人尚在人世，基督的生平事迹尚为人所共知 。 圣史们

在写福音时，很容易搜集到所需要的确实资料。

三、前三部福音的一致:前三部福音是这样的一致，以致一眼

可以看到三部所记的事实。 尽管福音的作者各有不同的目的和方法，

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具有的和谐，实在令人惊奇。 由此可以证明福

音出于一源，出于一种口传;并且更可证明圣史们对最初的口传怎

样的忠实与敬重 。

四、闪族语言的色彩:在希腊文的福音中，闪族语风极为浓厚，

随处可见，连蹬也是如此;虽然蛊坦是安提约基雅人，擅长叠1m语

言文学，但他的作品也不能称为纯然的主堕作品 。 这是因为圣史们

对于口传特别忠信，惟恐有失，所以在记事上宁愿就合原意，处处

保留闪族语风，而不愿用纯然的希腊文，失掉口传的原意和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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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叙事的态度:福音所叙述的一切，丝毫没有渲染与夸张之

处，决没有使耶稣的生平理想化，因为圣史也将耶稣的疲乏，饥饿，

痛苦，以及山园中如何出流血汗，忧闷至死，如何析求圣父免去苦

爵的事实，一一记录出来。对于宗徒们的缺陷也一点不加掩饰。就

如宗徒之长但至整的三次背主，羞望贪图高位的事实，也都无情地

予以披露。此外，在福音中所叙述的当时犹太民族的历史背景，与

经外史书所记述的耶京毁灭前的情形完全一致。连在耶稣奇迹的记

述上，也没有把奇迹奇特化，只是就事述事，简单地描写出来。由

此可见福音的信实性。

(2) 外在的证据

宗徒时代的教父和第一世纪的主要公教作家，都以福音为可信

可靠的书籍，并视之有无上的权威。在十二宗徒训言中(约写于公

元九十年)和罗马的克肋孟的致格林多书中 (-00年前〉已引用

了玛，大概也引用了路。圣依纳爵在死前不久写的书信中 (-0七

年〉屡次引用了玛和若，大概还引用了路。在巴尔纳伯书信中，引

用玛 22: 14 时，便用了与引用旧约时所用的称呼"如经上记载说"

(Ep. Barn. 4.14; PG 2 , 733s) 。公元一-0到一三0年间，小亚细

亚耶辣颇里的主教帕巫雅更给我们留下了极著名的证据，见各书引

言(参阅 s. Iren. , Adv. haer. 5 , 33 , 4; Euseb. Hist. Eccl. 3 , 36 , 2; 

3 , 39ss; PG 7 , 1214; 20 , 288 , 296-300) 。

教外的伟大史家如若瑟夫、稣厄托尼、塔西信、普林尼，以及

公教的敌对者切耳索 (Celsus) 和颇尔非留，也都承认福音的信实性

有其历史的价值。

另一方面第二世纪产生的许多模仿福音的伪经，也证明了福音

记述的真理。这些伪经将史事记成了传奇，把基督所行的奇迹，都

写成了奇绝的事，这种描述完全与福音书的纯朴大异其趣。勒南说:

"把这些烦絮粗俗的东西，与马尔谷、路加、玛窦的杰作放在一起，

简直就是污辱基督教的文学。 伪经福音的写作，就如在一幅已有图

案的嫌上刺绣，这是老岖的烦琐空谈，是粗俗的奶妈使女文学。"由

啕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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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福音如何高尚，与事实和口传又如何相吻合。

乙:历史信实性的范围

我们如谈到福音的历史信实性，便必须把现代的狭义历史学的

观念抛诸脑后，因为现代的历史编著者的目的与圣史们编著福音的

目的迥然不同 。 福音的编著是带有训诲与宗教目的的，绝不能与狭

义的史书相提并论。 所以为更清楚明了福音历史信实性的观念，我

们应在此简短地讨论一下:看看福音的作者如何记录了基督的言论，

如何写了基督的生平事迹。

(1)对基督言论的信实性

按照圣史编著福音的目的，并不必要逐字逐句地记录基督的言

论;圣史显然也无意这样作。 再者，耶稣预许给宗徒们来日将有圣

神的默导、助佑和启迪，但这并不是说，圣神要帮助他们把耶稣的

言论都逐字逐句地传下来，而是说，圣神要开导他们，使他们明了

基督教训的真义，把这教训忠实地传给后人(参阅若 14:16) 。

如果我们把圣史们所记的耶稣的言论拿来比较一下，立刻便可

看出其中有许多字句上的差别。 就是教友们最重视的天主经，也有

许多文字上的差别(见玛 6:9-13; 路 11 :2-4);连在耶稣建立圣体时

所说的话，三圣史所记述的，也有文字上的差别(见玛 26: 2ι28; 

谷 14 : 22-24; 路 22: 19 、 20; 格前 11 : 24-26) 。 圣奥斯定关于这问题

曾答复说"所应寻求或接受的不是文字的语义而是事实的真理"

(De Consensu Ev. 2 , 12 , 28; PL 34 , 1091) 0 "不要寻求别的，单应

寻求那说话的人愿意说的是什么" (PL 34 , 1092) 。 所以圣史们所关

心的并不是字句的传授，而是其中的内容与含义。 我们在此试举几

个例子:玛 3:11 记载若翰的话说"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而谷 1 : 

7 却记载说"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二圣史的语句虽不同，

但其所表达的意义则一。二圣史都说出若翰在基督前的极度谦恭。

再如:当基督派遣自己的门徒出外传教时，按要 10: 10 的记载，禁

止他们带鞋和棍杖 (参阅路 9:3; 10:4; 22 : 35 ) ，但按釜 6:8 、 9 的记

载，却准许他们带鞋与棍杖。 表面上看来，两者正相抵触，但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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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则完全一致:即是耶稣在此所要求的是要他们完全脱离世物，一

心依靠天主上智的措置(详见玛 10: 10 注) 。 圣盎博罗削对此解释

说"基督徒不应寻求世物的资助，应完全献身于信仰 。 对世物的贪

恋愈少，则对获得资助的盼望也愈大" CExpos. Ev . scc. Lc. 6 , 65; 

PL 15 , 1771) 。 字句上诸如此类的差别，不但不能抹煞了福音的历史

信实性，反而更加强了我们的信念。 因为一来可以避免福音彼此抄

袭的嫌疑，二来更可使我们深入经文，更明了其中所蕴藏的真意。

根据以上所述，圣史们的心意既然志在忠实传授基督言论的意

义，他们在编篡时当然享有相当的自由;尽管一些话，是耶稣在不

同的时间和地点所发表的，但圣史们却按照内容或形式的相似之处，

都编篡在一起，就如谷 9: 48-50 便把有关火和盐的言论放在一处，玛

5-7 把耶稣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所发表有关天国的言论都集在一处，

作为天国的政纲与基本要理。 又如耶稣在山中圣训时谈到了祈祷，

圣玛窦顺便就把最著名的天主经插入，作为祈祷的最高规范(玛 6:9

等节) ;其实，按路 11 : 1 的记载，天主经是耶稣在别的一个时机上

教给自己的门徒的 。 再如玛 13，趁耶稣在海边上教训众人的机会，

便把论及天国的七个譬喻编在一处。 因为这七个譬喻的性质都很相

似，都是论及天国的本质与特性的 。

此外，圣史们为了适应时代的环境与变迁，或者为了适应自己

的对象一一读者的环境，有时略去一些字句，或增加一些注释，就

如路 6:17-49 所记载的山中圣训，就把耶稣针对犹太民族，尤其针对

盖型塞人和经师们所发表的言论略去;但同一圣史，却在圣城毁灭

的预言中，加添了一些战争的描写，因为这是自己的读者所共知的

事(见路 21:20; 19:43 、 44) 。 玛 19:9 C参阅路 16: 18) 在记载耶稣

有关写休书的言论时，只记载了耶稣论及男方不可休妻的话;但圣

主笙釜在此处加一句说"若妻子离弃了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

奸淫" (釜 10:12) 。 妻子休丈夫的事，在犹太民族中是闻所未闻的

事，但按釜的读者一一芝主人的风俗，妻子是可以休丈夫的，于是

圣史便加上了这一句 。 此外尚有许多类似的例子，这里不便一-列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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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福音的历史信实性，应求之于圣史写福音的目的 。 圣史写

福音的目的既在于传授耶稣教训的真义，便不应斤斤较量，逐字逐

句记述耶稣所说过的话，只要忠实地把耶稣教训的真意义留传下来，

便已算满全了写福音的使命。

(2) 对耶稣生平事迹的信实性

既然圣史们并无意写作一部耶稣的传记，或生平史，而是要写

一部福音，将耶稣救赎人类的喜讯报告给普世的人类，为此在记述

耶稣生平的事迹上，无须将每一事迹都写出来，依年代安置于适当

的地方，只要将其中最主要的，能够表达出基督教训的真意义与基

督生平的重要性写出来，便算满了写福音的目的。

前面已经说过:前三部福音是取材于最初的口传大纲 。 这口传

大纲也只包括基督生平的梗概:耶稣传教前的准备，传教于加里肋

亚，赴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事迹，受难，受死和复活 。 至于耶

稣生平中其他事迹，即宗徒们亲见亲闻，或由亲历其境的证人口中

所访得的事迹，圣史们随意，或有系统地编篡在这口传的大纲内。

如今为清楚起见，我们试举几个例子，看看圣史们如何编篡了耶稣

的一生事迹 。

有时圣史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环境清楚地指出，这是因

为那件事很深刻地印在证人，如伯多禄等人的记忆里。 但有时证人

们忘却了事件发生的时间与景况，圣史们便按照当时发生的情形简

约地记录下来。 就如圣史们记录伯多禄三次背主的那段事，按玛 26:

71: 伯多禄第二次背主是在"另一个使女"面前;但按谷 14:69: 则

是"同一使女"，即第一次询问值奎莹的那个使女。 组主主主虽是当事

的主角，但因当时心情的激动与恐惧，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是同

一使女，还是另一个使女。

福音的作者，为了叙事便利，或为了使记录简明，或为了更能

引起读者的注意，屡次将所记的事稍微变更，只记述主要的光景与

情形:比如按路 7 : 2-4 的记载:百夫长派了别人到耶稣那里为他的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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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求救;但按玛 8:5 等节却记载百夫长本人到了耶稣跟前。 事实上，

最主要的是百夫长求耶稣医治自己的仆人。 玛不注意派人的事，将

一切事都直接归于百夫长一人。 再如按谷 5:23; 路 8:42: 雅依洛求

耶稣医治自己病重垂危的女儿;但按玛 9: 18 等节，则记载雅依洛到

耶稣眼前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死了 。 玛在此又是单愿意记述最主

要的事情;因为事实上，耶稣到雅依洛家时，女儿已经死了 。 玛只

注意死者复活的事。再如:按谷 9:33 等节和路 9:46 等节:耶稣的

门徒们彼此争辩谁为大的事是发生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后来耶稣

亲自问及此事;但玛 18:1 却记载"就在那时刻门徒来到耶稣眼前

说: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玛在此又缩短了此事的叙述。

并且在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上，为了编辑上的便利，有时也多少

予以变更。就如:按玛 8: 1 等节:耶稣在葛法翁医治癫病人的事是发

生在山中圣训之后;但谷 1 :40 等节和路 5: 12 等节却记载癫病人已在

山中圣训之前被治好了，并且是耶稣在另一个环境中治好的。 无疑地，

玛在此又是为了编辑的关系，在山中圣训之后， 一连记载了九个圣迹，

用以证明基督的道理和教训 。 在这九个圣迹中第一个便记治好癫病人

的圣迹，这大概是因为玛听到耶稣在山中圣训中讲论怎样守法律的话，

便愿意以这圣迹来说明耶稣如何满全了法律，又如何超越在法律之上。

在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形上，那些作为引子的语句如"看明~"，

"那时" "随后"，显然不是为指明时间，而只是为叙事开头或转换

话头的语句。

路加圣史虽然在自己的序言里说明在编撰上要设法依循历史的

次序(路 1: 1-的，并愿意使福音的史事与世界史并列 。 但写了最初

的几章后(1 :5; 2:1 、 2; 3: 1)，便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来就合那已

成定型的口传与史料，因为在许多事件上他不能再按照时间上的次

序写下去。这更适合于路加所独有的那一大段，即耶稣在赴耶路撒

坠的路上所行的事迹 (9:51-19:48 或 18: 14) 。 由这一段所有的一切

事迹上看，好似都发生在耶稣赴堕蛊盘透一次的路上，但实际上，

耶稣上堕堕盘透并不只一次，这由袤可以看得出来，但由堕坦的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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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也可以看出耶稣去堕蛊盘透不只一次。因为按蹬 10: 30-38 的记

载，耶稣似乎由耶黎昂到了贝塔尼雅，一定也进了圣城。但后来，

13:22 又记载耶稣在圣城附近各处讲道， 13 :31 记载耶稣又到了黑落

德的辖地。再按 13: 34 、 35 所记载的，又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说的话

(见另 23:37 等节) ;但是后来耶稣又到各处传教，甚至按 17: 11 的

记载，耶稣又到了撒玛黎雅和加里肋亚边界，最后按路 18: 35-19: 

11 、 28 的记载，耶稣终于经过耶黎岛上了耶路撒冷，进了圣城。路

型之所以这样记录，目的是在指出耶稣去理堕盘透完成救赎大业的

坚决意志(参阅 9:5 1)。

所以，福音的忠实性并不应在各事发生的时间程序上去寻求，

而应求之于福音作者所抱的目的与宗旨。

由以上所述，显然可以看出，从福音的记述中，想要编成一部

现今所称的基督生平史，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圣史们并无意写

一部基督生平史，而只愿意把基督的一生所给予人类的喜讯留传给

后世，使后世的人，赖福音的传布，认识信仰耶稣是照世的真光，

是真理的道路，是生命的泉源，是人类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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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观福音问题

导

在前三部福音每部福音前，我们都有一篇引言，讨论每部福音

本有的问题。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乃是一个最繁杂的问题，即是所

谓的"对观福音问题"。 称之为"对观福音问题"是因为所讨论的

是一些涉及前三部福音的问题。 前三部福音既称为"对观福音" C见

福音总论五) ，所以凡涉及前三部福音的问题，概称之为"对观福音

问题" Cquæstio synoptica) 。

本文所讨论的实是一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文学问题。 前三福音在

取材结构和词汇上，有许多相似，甚或完全相同的地方;同时也有

许多不相似，甚或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 如今我们要问:何以有这

些相同与不相同之处?换句话说，这三部福音是如何产生的? 彼此

之间在文学上又有什么关系?对这繁杂的问题，我们应该找出一个

解决的方案。

教父们和古时的神学家，除圣奥斯定外，都未曾注意到这问题。

自从十八世纪以来，这问题便成了经学家一一包括公教学者和非公

教学者一一所最争论的一个问题。 直到今天尚未能找出一个完善及

决定性的答案 。 不过在学者中，尤其公教学者中，虽然对于某些题

材，仍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较重要的几点上，可以说大体上己趋

-致。

此处我们必须附带说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丝毫不影响我们

对福音的默感和历史真实性的信仰，因为在这里只研究圣史编篡福

音时取材的来源，和他们如何在圣神默感下编篡了福音。

为了清楚起见，将本文分为四点来讨论: 一、阐明问题的症结;

二、 学者提出的解答方案; 三、解决问题的内在与外在的要素:即

传授、教会的训诲和福音本身所有对解答本问题的材料;四、在现

有经学情况下较完善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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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阎明问题的症结

三对观福音(玛窦，马尔谷，路加〉文学上的难题，如上面所

说的，是由于三部福音的相似之处和不相似之处而引起的 。 这些相

似与不相似，见于取材记事的次第和记事的方式。

甲 三对观福音相似之处

(1)取材:圣若望圣史写说"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

假使要将它们一一都写出来，我想要写的书，连这世界也容不下"

(21 : 2日 。 所以每位圣史所记录的，都只记录了耶稣的一部分言行。

前三福音所叙述的，又几乎都是同样的事迹:洗者若翰施行洗礼，

耶稣在加里肋亚传教，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难受死，死后第

三 日复活 。 但由若望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多次到过耶路撒冷，在

那里行过许多奇迹，但这些奇迹，在对观福音内，几乎只字

未提 。

为能对记事的相似之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我们不妨将

三部福音所有的材料，分作一百段，看看每位圣史到底有多少独有

的材料。 四段是马尔谷所独有的:共六十八节，即他全部福音的十

分之一;十三段是玛窦所独有的，共三百三十节，约占他全部福音

的十分之三 ; 三十段是路加所独有的，共五百四十一节，约占他全

部福音的十分之五。 其余相似的材料，竟在一半以上。 这是怎么

来的?

(2) 记事的次第:前三福音的编者，不但对取材方面相似，而且

对记事前后的次第多次也完全一样:洗者若翰宣讲悔改，宣布"默

西亚"不久就要来临;耶稣受若翰的洗，然后退人旷野禁食，受魔

鬼的试探。 继而述耶稣回到加里肋亚，召收第一批门徒，在墓盖盒

城公开传教(要 3: 1-4 : 25 =釜 1 : 1-22 =蹬 3: 1-4: 22) 。 但由查，我们

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参见若 1 :35-2: 12) 。

另外路述事的次第几乎常常与釜述事的次序相同:釜 1:2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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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31-6:18; 谷 4: 1-9:41 =路 8:4-9:50; 谷 10: 3-13: 27 二路 18:

15-21:35 0 吾主耶稣受难受死和复活的记事，前三福音也几乎完全

相同:玛 26:3-28:9 =谷 14: 1-16: 8 =路 22: 1-24: 8。这又如何解释

呢?因按若的记述，许多事件发生的次第，与前三圣史所述迥然

不同。

(3)记事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前三福音更是一致。在许多类似

的地方，往往连所用的话也完全一样，如玛 16: 24 、 25; 谷 8:34 、

35; 路 9:23 、 24 三处所载耶稣的话完全一样。像这样的地方很多，

参看玛 3:7-10; 路 3:7-9。这种一致，不能说是圣史记述的正是耶稣

所说的话，因为耶稣说的是阿辣美语，而福音却是用希腊文写的。

这种完全的相同，又是怎样来的?此外，在述事上，也往往如此。

如玛 8: 1-4 之于谷 1 :40-44; 路 5: 12-14; 玛 9:14-17 之于谷 2:18-22;

路 5:33-39; 玛 21: 23-27 之于谷 11: 27-33; 路 20: 1-8 。

还有一点应当注意:有时所用的是罕见的话，或是特殊的句法，

但他们仍完全一样。对这一点，我们只提出人所共知的治好瘫子的

记述做一个例子。参阅玛 9: 2-7; 谷 2: 5-12; 路 5: 20-24 (连其中的

一句插语"对瘫子说"也完全一样，玛 9:6; 谷 2:10; 路 5:24) 。

还有一件极重要的事，不能不提，就是三对观福音引用旧约，

大多不根据玛索辣经文(虽然耶稣说的或最初的教理讲授都是阿辣

美语) ，而是依循七十贤士译本(尽管玛的最初经文是阿辣美语写

的) ，如玛 21 :42 =谷 12: 10 =路 20: 17。有些地方，他们的引证，不

与曼雯赛经文相合，也不与主土庭主雯雯相合，但是三福音之间却

完全相同，如玛 3:3; 谷 1:3; 路 3:4 (所引为依 40:3); 又如玛 11:

10; 谷 1 :马路 7:27 (所引为拉 3: 1)。

为这些在述事与引证上所用言词的相同点，应该参照用希腊文

写的福音原文，在这原文内三福音的一致，比在任何其他译文内，

更为清楚。在我们的译文中，大致也能看出三福音之间的相同之处。

今为使读者对"对观福音"所有同样的辞汇，有一个较明晰的

概念，将前三福音彼此相同的地方，用百分比例法列表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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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百分之三

~百分之十五

这又怎样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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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百分之四

釜百分之十四

蹬百分之一

蹬百分之三十

(1)取材:如上所述，尽管三 "对观福音"在取材方面非常相

近，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有许多差别 。

我们先看每部福音独有的材料~和路都记述了耶稣的童年史

和他的族谱(玛 1 、 2; 路 1 、 2 、 3: 23-38) ，但他们二人的记述，却不

相同，而釜又完全不提。 此外路在福音的中间，几乎占有十章篇幅

独有的记述 (9:51-18:14) ，玛只将路所记述的记录了几点，且散见

于他全部福音内，而谷也只提了几点 。 可是玛记录相当长的"山中

圣训" (5:1-7 : 28) ，路在他的福音内，只记录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且也散见于他全部福音不同的地方 (6: 20-49; 11 : 2-4 等处) ，而谷又

几乎一点没有记载。 路所编著的福音，虽然较为完整，但其中仍有

一些遗漏，如玛与谷所记述的耶稣在巴力斯坦北部所行的事(玛 14:

22-16: 12; 谷 6:45-8:26) ，就不见于路。

如果再比较前三福音每段中所有的记述，更可找出许多不同之

点。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段相对的记录，其中不含有差异之点的 。

就如叙述洗者若翰的死，路只略加暗示。 :19 、 20) ，玛的叙述甚为

简短(14:3-12) ，谷却详加描述 (6: 17-29) 。 这些不同之点是从那里

来的?

(2) 记事的次第:虽然，我们知道前三福音，尤其谷与路叙

事的次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仍然有一些不同之处 。 如召选

宗徒一事，谷几乎一开始就记述了这件事C1: 16-20) ，而蹬比较

晚 (5:1-1 1);相反的，耶稣在本乡纳臣肋不受人欢迎的事，在

路 4 : 16-30 已经述及，但谷却叙述得较晚 (6: 1-6) 。 此外，在次

序上尚有一些较小的颠倒，如路先述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然后

才记述耶稣说出了有人要出卖他的事 (22: 15-23) ，而釜则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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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耶稣揭露有人要出卖他，然后才记述耶稣建立圣体圣事 (14:

18-25) 。

玛记述耶稣传教事项的次第(3-25) ，虽有几处与其他二位圣史

相同，但与他们的次第有极大的区别，如要把耶稣对门徒出外传教

的训言 (9:36-10:42) 放在耶稣譬喻言论 (13: 1 -53) 之先，谷与路

却正相反:他们先记述耶稣的譬喻言论(釜 4:1-34; 路 8: 4-21) ，然

后才记述耶稣对门徒出外传教的训言(谷 6: 6-11; 路 9:1-5) 。此外，

玛连续叙述了十个奇迹(7 :28-9: 3日和耶稣在加里肋亚所遭遇的反

对 (11-12) ，谷与路虽然也记述了这些事，但散见于福音不同的

地方。

这些次第上的差异又怎样解释呢?

(3)记事的方式:照我们上面所说的看来，三对观福音，有许多

字句上的类似，实属奇特。可是另一方面，在记事的方式上却有更

多的差异，只要把三对观福音相对之处，比较一下，即可看出;甚

或有些地方，我们原以为应该相同的，反而不相同:如"天主经"

(玛 6:9-11; 路 11:2-4) ，成圣体的经文(玛 26:2ι29; 谷 14: 22-25; 

路 22:15-20) 和十字架上的罪状牌(玛 27:37; 谷 15:26; 路 23:38)

等。甚至有些不同处，有时竟然互相矛盾，虽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矛

盾:比如洗者若翰对就要来的"默西亚"作证的话，玛 3: 11 节作:

"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谷 1: 7 与路 3: 16 却就"就是解他的鞋带，

我也不配。"又玛 10: 10 与路 9:3 命令宗徒出外传教，什么也不要

带"连棍杖也不要带 。"但釜 6:8 却说"除了一根棍杖外"其余

什么都不许带 。

这一切差异之点，自然需要解释，然而怎样解释呢?关于上面

提到的出人，参阅所引之处的注解 。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作结

论说:在前三福音内，有许多相同与不相同的地方，而且这些相同

与不相同处，是绝对不能解释的，除非承认三部福音彼此间有文件

上的密切关系，因为这决不能是偶然的事。 但这种关系究竟是怎样

的一种关系，我们在下面将详加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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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者提出的解答方案

自十八世纪以来，一些精于校勘经文的专门学者为解释三对观

福音间所有的异同，发明了无数的学说。我们在这里只把这些学说

归纳为三种"单纯学说" CSystema purum): 口传说、互凭说和文件

说来讨论。

这三种单纯学说，就本身说，都各有其几分真的成分，但三者

中没有一说可以单独解决一切问题。为此近来学者大都主张"混合

学说" C Systcma mixtum) ，即采取各说之所长，以不同的比例，根

据个人的判断所构成的学说。

在我们未讨论批判三种单纯学说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在

这问题上，因学者的意见太不一致，为此不该看某一学者的权威大

小，而该看他提出的理由有何价值。有了这个原则，就不致眼花缭

乱。千万不要受某一些声望特大的学者的欺骗。声望高的学者，有

时也不免陷于错误，尤其他们抱有成见时，更容易自误误人。所以

我们应有胆量，自己来审断他人所提出的理由有无价值，或有无可

取之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三种单纯学说。

甲口传说 {Hypothesis Traditionis Oralis} 

这学说如果就时间方面不是第一个，就简单方面一定是第一个。

这学说的主要代表人是德国誓反教学者基色肋 C C. L. Giesel町)。

他在一八一八年，对这学说曾详加讨论，极力拥护。 他主张玛、谷

和路三圣史所撰写的是宗徒的"教理讲授"。 这"教理讲授"是教会

初期几十年内宗徒和传道员所传授的教材。 为形成这定型的"宗徒

教理讲授"，宗徒之长组垄莹的影响特大，如他在犁笙盟堕家所讲的

道理，就是一个绝对的例子(参见宗 10:3 士-43) 。但后来时过境迁，

为就合昕众的心理与环境，有些地方不免有所增损。这样，费编撰

了在耶路撒冷所传的"宗徒教理讲授"釜则编撰了在星旦所传的

"教理讲授"而路编撰了在安提约基雅所传的"教理讲授"。基鱼盟



103 对观福音问题

就根据这一理由来讲解及狸贯宣中的相同与不相同之点。

这学说既这样简单，不少的学者都表赞同。在公教学者中，有

主笙迪里 CCornely) 、塑主鱼~ CKnabenbauer) 、堂皇军 C Fillion) 、

富阿尔 CFouard) 、斐耳腾 (Felten) 、慕黎罗 CMurillo) 等。近代学

者有儒色。ousse) 等。在誓反教学者中，有奎盟主莹 (Westcott) 、

德委;武 C L. de Wette) 、歌德 (Godet) 等。但今日的誓反教学者中，

已没人再支持这个学说。这些学者除承认口传教理讲授外，也承认

有一小部分的笔录文件，为圣史们的依据。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

口头的教理讲授足够解释取材方面的相同(第一章甲(1)所论的) , 

或几乎所有的不同点，但决不能解释次第方面的相同和一致(为这

些相同之点，必须求助于笔录的文件) ，也不能解释路 9: 52-18: 14 单

独所记录的那许多事迹，为什么以前不见于耶路撒冷和罗马所传的

教理讲授内。 如果说，东方人的记忆力分外强，能将某一事丝毫不

变地一代一代相传下去，这就未免过于夸张。试看三圣史传于我们

的成圣体的简短经文，就各不相同，其余可以想见了。为此口传说，

单独不能解决对观福音问题。不过这学说也给了我们一个解决这问

题的基本要素。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

乙互凭说 (Hypothesis Mutuæ Dependentiæ) 

互凭说，就历史言是最初想出来解决这对观福音问题的学说。

远在四世纪末，圣垦星星在其控垣童自二要 C De Concordia Evange

lior山口〉一书中，己承认谷是以玛为根据的。圣人说"谷步步紧随

旦，而缩短了玛的叙述。"圣史互为依据的意见，是根据现有圣经目

录的次序(玛、谷、路〉。这意见经过整个中世纪，一点也没有改

变。但到了一六八九年，格洛漆乌(Grotius) 把玛分为两种:一为

釜所参照过的阿辣美文玛，一为希腊文玛。这希腊文本曾参照过谷。

-六八丸年黎加多息孟 (Richardus Simon) 否认谷是玛的缩本，因

为在-些事上，谷所记的比玛还多。

自校勘学发达后，这学说在誓反教学者中或在公教学者中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圣史彼此依据的方式，多得几乎令人不可置信。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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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放弃了自古传下来的福音编篡次第，各自任意假想、三福音互为

依据的程序。这样格黎斯巴黑 CGriesbach) 主张先有耍，其次为蹬，

最后为釜;犁莹 CKoppe) 则主张最初为釜，其次为耍，最后为蹬;

斯托尔 CSωrr) 则主张最初为谷，其次为路，最后为玛;罗克东

CLοcktom) 则更主张最初为路，其次为谷，最后为玛。

为那些尊重历代有关三部福音编撰的传统说法的公教学者，只

有两种可能的说法:即先是要，其次是釜，最后是蹬;或者，先是

因塾主文耍，其次为釜，再次为叠膛文雯，最后为蹬。如果叠堕文

玛在谷以后译成，对谷和路就不能有影响，却能受到在它以前写成

的福音的影响 。 支持这样解决问题的近代公教学者，有帕特黎斋

C Patrizi) 、加耳默斯 C Calmes) 、波纳苛息 C Bonaccorsi )、丰克

CFonck) 、坦整整主 C Camerlynck) 、拉冈热、息孟 C Simon-Prado) 、

赫仆夫耳 CHöpf1)、鲁飞尼 CRuffini) 和岳斯式 CVosté) 等人。近

代的誓反教学者中，主张玛在谷以先的，有著名的学者赞 CZahn) 。

但应该注意，这些学者，除承认三福音互为依据外，还承认其

他原因成分，如共同口传的教理讲授，各圣史所独有的文献，及各

圣史所有的笔法和目的等。这是极合乎情理的，因为互凭说，不拘

怎样讲解，就本身说，只能把相同之点解释得很好，但决不能解释

取材和布局的不同，和有时看似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怎样解释玛

和蹬有关耶稣童年的记述何以如此大不一样?为什么蹬把理 15: 21-

28 和谷 7: 24-30 所述客纳罕妇人的事轻轻放过?又怎样解释耶稣族

谱内先人的不同?另外，路所独有且几乎占福音三分之一篇幅的材

料，是从那里来的?

所以我们该说，这学说的确有许多可取的地方，如蹬依据釜，

谷依据阿辣美文的玛，现有希腊文的玛又依据釜等。这些互为依据

的事，都是我们在寻求较为可靠的答案时，所要采用的材料;但是

这个学说本身单独地是不能解决整个问题的。

丙文件说 (Hypothesis Documentorum) 

校勘家在解释对观福音所有的差异上，尤其在解释各圣史所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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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材料上，感到了困难，而且这困难决不是"互凭说"所能解决

的 。 为此必须另寻新解决的方案，就是说要在对观福音以外研究彼

此异同的来源，于是便有了"文件说"。 主张"文件说"的学者，意

见又各不相同 。 有的主张"一源说" CUnus fons) ，即谓三对观福音

是出于一个来源，即所谓"原始福音" CEvangclium primitivum); 

有的则以为一个来源不够，而主张"二源说" CDuo fontcs); 更有一

些学者还主张"多源说" C Plurcs fontes) 。 最后竟有学者，以为对观

福音的渊源，是一些残缺的文件，因而主张"残卷说" (Hypothesis 

fragmentorum) 。这样"文件说"在所有的学说中成了最复杂的学

说，今一一详论如后 。

(一)原始福音说

这个学说，一七七八年创于墓图。 创立人名血翠 (Lessing) ，但

十六年后，经德国学者爱昂尔 CEichorn) 加以修正和补充。 爱氏承

认我们现有的三对观福音，出于一个先有的共同渊源，即所谓"原

始福音"。 现今三对观福音所有的内容，都已包含在这"原始福音"

内。这个文件(原始福音〉是以希伯来文或阿辣美文写的，后来译

成了希腊文。 由于地方或读者的不同，这文件不得不有所增删，因

而便也有了不同的样本。 玛、谷、路就各自用了这些不同的样本编

写了他们的福音。这样，据他们说，就可以解释三对观福音问所有

的异同。这学说与原始的教理讲授极相类似，所不同的是，这原始

福音不是出于口传，而是出于笔录。 所可惜的，是这样宝贵的文件，

在教会传授上，没有任何凭证。 此外对谷依照伯多禄的宣讲，路依

照堡邃的宣讲编篡了自己的福音的传说，又怎样解释呢?

最近又有些学者，如勒市 CResch) (一八九三一一八九七〉和

主盈盈呈 (Vannutelli) C一九二三一一九三九)把这学说略加修正，

以为这"原始福音"即是望所写的堕塾差文理寰。 以后的福音编篡

者，在编写福音时，自由采用了其中的言词，变更了其中的次序，

并由其他渊源，如i直至整或堡莹的宣讲等，任意加添补充。 根据汪

氏，蛊编写福音时也依据了谷。 这样说来，这个学说固不与历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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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相冲突，可是这已不是一种"单纯学说"而已成了一种"混合

学说"了 。 今日的公教学者，大都偏重这"棍合学说"其详见后 。

(二)二源说

这学说为德国学者市雷玛赫 C Schleiermacher) 于一八三二年所

创立，后经过许多学者，如厄瓦耳得 CEwald) 、昂兹曼 C Holtz

mann) 、芝且阜 CLoisy) 、室里'fi CWciss) 、歪鱼 CWeisω 、哈尔纳克

CHarnack) 、巴尔特肋 CBartlet) 与委耳豪森 CWellhausen) 等的修

改，因而对这学说有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这学说在誓反教学派中，

无疑地是最受欢迎的 。 但自从"历史形式说" CTheoria historiæ for

marum) 兴起后，也不如苦日那样为人所重视了 。 关于"历史形式

说"参见福音总论八 3 。

二源说是依据两件文件来解释对观福音内所有的异同 。 所谓

"二源" 一是主主集 C Logia) ，通常以 Q 字代表，取自德语

CQuellc) C泉源)之首字; 二是原始马尔谷福音 CProto-Marcus) , 

甚或根据许多学者，亦即现有的谷。 谷多记事，而言论集多记言。

现有玛和路福音即由这两个渊源而来。 据他们说:帕圣雅所提及的

宣金壁，能够归于玛，但现有的玛却决不能说是玛的著作，因为其

中所有的，几乎全是谷的。

这学说，这样讲法，显然反对教会历代的一致传授。 根据历来

的传授，玛在谷以前用阿辣美文编写了一部福音，与现有的玛大体

上完全相同 。 另一方面，拉冈热评论说:如果玛和路的福音同出于

这两个渊源，那么又怎样解释二福音间的不同之点呢?再者，由这

学说的辩护者所创立而勘定的渊源 CQueIle) ，仿佛是个怪物，既没

有次序，又没有联系，而我们现有的玛的作者，居然能由这个怪物

给我们编著了一部这样完美，前后一贯，而富有闪族文学风味的福

音，这未免太滑稽了罢!宜乎宗座圣经委员会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廿

六日将这学说列入禁条。 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位学者，为解释我

们现有的玛与路彼此相同而与谷不相同的地方，承认玛和路曾用了

较为可靠的共同文献，就违犯了这条禁令，只要他承认玛曾写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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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阿辣美文理章，而这部阿辣美文理宜与现有的玛大体相同 。 可是

这样，这学说又成了"混合学说"了 。

(三)多源说

一九二四年斯特勒;武 C Streeter) 在英国首创了另一种"文件

说"，即所谓"四源说" 。 英国誓反教学者中，拥护这一学说者不少。

所谓"四源"即釜，以 "Q" 来代替的"言论集" CLogia) ，原始玛

寒垣宣 CProto-Matthæus) 和原始股坦道主 CProto-Lucas) 。 这学说

显然是由"二源说"蜕变而成的，只不过在"二源说"之外，在中

间又加上了其他两个来源 。 就这学说的本质来说，与二源说没有什

么差别，所以在公教方面，如"二源说"一样被列入禁条。

(四)残卷说

最后还有一种"文件说"即所谓的"残卷说"。一八一七年市

雷玛赫首次提出了这种说法，不过其时他没有把这说法视为一种有

系统的学说 C Systema) ，只把它当作一种解释福音来源的理论

CTheoria) 。 市氏认为在我们现有的福音以前，已有许多"文件"按

蹬 1:1 称这些文件为"传记" Cδ'l~YrplS ) 。 我们现有的福音就是从这

些文件出来的 。 因此圣经上的一切相同之点，是由于二或三位圣史

偶然所用的文件相同，不相同之点是由于圣史所用的残卷文件不同 。

但是这个"理论"没有成功，最后也为创立这理论的人自己所摒弃。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市氏后来又创立了"二源说" 0 )但是过了几乎

-世纪"历史形式学派"又把它发掘出来，改头换面介绍给世人。

这学说既不以解决对观福音的异同为目的，所以我们在此不愿加以

讨论。

对上述四种"文件说"可以说每一说都有其可取之点，就是说

为解决对观福音问题，必须承认在我们现有的福音前，已有一些文

件，然而这只是解决问题的要素之一，而且必须不与教会传授相抵

触，这就是说必须承认福音编篡的次序为:玛写了第一部福音(阿

理主语) ，釜与蹬分别依据组至整和堡莹的宣讲写了他们的福音，现
有的另与堕塾主文的理大体相同，方可接受;此外还必须寻求这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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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说内所元的其他要素，即口传，和圣史彼此间从属的关系 。 因

此照我们前面所说的，为解决这复杂繁难对观福音问题的实际方案，

决不是某一单纯学说( "口传说" "互凭说" "文件说")所能胜任

的，而必须求之于一兼收各学说之长，不与"教会传授" (Traditio 

Ecclessiæ) 和"教会训诲" (Magisterium Eccl臼iæ) 相抵触的"混合

学说"。

第三章解决问题的内在与外在的要素:即传授"教会

训诲"和福音本身所有对解答本问题的材料

由前面我们所简略介绍与批判的许多方案中，可以看出这问题

是如何复杂而不易解决。 同时在这许多方案中，尚未找到一个能完

全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 至今非公教学者仍如坐在迷宫中，对这问

题漫无头绪。 可是为公教学者，有一脉相传的传授为火炬，有"教

会训诲"为向导。 在火炬光照和向导引领之下，来研讨福音内在的

考证，是不会走入歧途的 。 今就以上三点，略论如后:

甲 传授传给我们的材料

对观福音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

寻求历史论证。 我们现有的福音是谁写的，几时写的和怎样写的?

这些问题只能"由传授" (Ex traditionc) 中可以知道。 关于这一点，

在每部福音的引言内，我们多少提过;这里我们不妨再次提出，看

看从教会的传授中，能否寻得一个帮助我们解决对观福音问题的适

当论证。 历代教父对福音来源的证言，为我们宛如一个解决对观福

音问题的永恒回音 。

(1)且至整 (Papias) 是羞望圣史的门徒，约在公元一一七至一

三八年间写说"马尔谷，这位伯多禄的翻译员，就记忆所及，谨慎

记录了基督说过的或作过的事，但不依照次序……他跟随着鱼垒盏，

组主盘经常按照昕众的需要，施行训诲……至于亘窒用主组基文编

写了，‘主的言论， CLogia divina) ，人人就己所能翻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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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依肋乃，他是若望圣史的门徒颇里加普的弟子，于公元

一八0至一八九年间写说"这样，玛窦在希伯来人中，用他们的言

语编写了福音书……马尔谷，伯多禄的门徒兼翻译员，也把伯多禄

所讲述的写下来传给我们 。 而保禄的随员路加，把保禄所宣讲的福

音，也笔之于书。最后还有若望…

(3)慕辣托黎书目，大约公元一七0至一八0年间编成的，起

首己残缺不全，但由尚存的书目可以推知，起首所讲的一定是讲的

玛和谷的由来，因为论路有这样的话说"第三部福音是路加所编著

的。路加原是医生，基督升天以后，保禄见他好像热心法律，就常

带他同行，他以自己的名义顺序编撰了福音……"然后接着"福音

中第四部是若望...

(4) 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肋孟(一五O一二O二) ，提及他由一

些比较年高的老者所得关于福音书的次第说"有人说，福音中最先

写的是那载有主的族谱的福音。谷的福音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的:

伯多禄在罗马公开宣讲福音时，许多人劝勉马尔谷，以为他既然追

随伯多禄很久，记得他的话，就要求他把伯多禄所讲过的事写出来，

因此谷就编撰了一部福音。……但圣史中最后的一位，若望……"。

(5) 敖黎革讷是上述亚历山大里亚城克肋孟的门徒，他在三世

纪初写说"如我由传授所得来的……第一部福音是玛所写的，用的

是查组主文。第二部……釜的理室，他笔录了组乏主塞给他讲述的

事。……第三部是为保禄所推荐的路加的福音。……最后是若望的

福音。"

(6) 壁塾皇(一六O→二二二)断言我们的福音或是由宗徒(玛

与羞) ，或是由"宗徒时代"的人(谷与路〉写的 。 论及"宗徒时

代"的人他说"如说，‘宗徒时代'的人，不只指他们自己，连宗

徒也-同在内。"

(7)盘盘塾壁城人亟鱼篮〈二六五?←三四O?) 圣教历史的鼻

祖，他这样写说"雪用本国语言编撰了他的福音……后来，在谷与

蹬各自编撰了自己的福音以后，人说若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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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圣热罗尼莫，译注圣经最大的经师，在三九八年上写说:

"众圣史中第一个是玛窦……他在犹太用希伯来文编著了一部福

音……第二个是伯多禄宗徒的翻译员马尔谷……他更着重事实的逼

真，不着重次序，将从他的老师伯多禄昕来的记述出来 。 第三个是

路加医生，……他是保禄宗徒的门徒，……编写了一部福音，其中

一些事迹记述得更为详细彻底，追溯史源，但如他自己在序言中所

说的，他所写的，大都是昕来的，而不是亲眼见过的 。 最后一个即

是宗徒兼圣史的若望...

(9) 教会圣师中绝顶聪明的圣奥斯定，在公元第四世纪写说:

"四位圣史中，实在，只有玛用希伯来文写了福音，其余用的是希腊

文。"随后他说出自己的意见，以为谷的福音是依据玛的福音写的，

只不过把它缩短而已......

综合以上所述，显然可以看出这个普遍的(因为这些证人属于

教会不同的地区)，宗徒时代的(因为往上直溯至宗徒的门弟〉传授

是永恒不变的 。 至于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不外下列数点:

(a) 玛、谷、路他们每人确实写了一部真正的福音。

(b) 三部福音先后脱稿的次第是:最先是玛，其次是谷，最后

是路。

(c) 皇室宗徒是用本国话(即当时所用的阿辣美语〉写了道宜。

虽然如此，我们现有的希腊文码，一致被认为属于同一宗徒。 至于

谷与路两位"宗徒时代"的人，却用希腊话编写了他们的理宜。 前

者是依照伯多禄的宣讲，后者是依照保禄的宣讲。 以上各点，是我

们所应坚持的，不容人怀疑的确凿的事实。

乙 "教会训诲"所给与我们的指示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当批评学者正在激烈讨论道寰的由来

和对现福音问题时， 一些公教学者，也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

开始赞同"唯理派"的意见，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竟将教父对

传授作证的价值，一部分弃之不顾。 宗座圣经委员会为此颁布了三

项决议:第一项讨论有关耍的问题;第二项讨论有关釜与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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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讨论"交班费童问题"。

这三项决议，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将这三项决议的原文节

译如下:

A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九日有关玛所颁布的决议:

(1)一定能而且该说基督的宗徒玛窦，实在是归他名下的福音

(玛窦福音)的作者。这由圣教会最初几世纪普遍永恒而一致的同意

可以看出 (a) 历代教父的证言， (b) 福音抄本的题名， (c) 福音

最古老的译本， (d) 历来教父和教会学者，以及教宗和公议会所修

编的书目， (e) 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礼仪上的引用，都充分给我们

证明，玛是玛窦宗徒所编篡的。

(2) 主张四圣史中，玛在其他圣史之先编篡了福音，用本国语

言，即当时巴力斯坦犹太人所说的话，给他们写了这第一部福音的

意见，应视为充分有历史传说为依据的定论。

(3)玛原本编撰的时期，不能迟至耶路撒冷城灭亡以后，也不

能说其中所有论耶路撒冷灭亡的预言，是在事后写的。此外常被人

引用的依肋乃的证言 (Adv. haer.皿， Cap. 1 , o. 刀，因其意义不甚

明显，学者的解释也不一致，故不足以拿来推翻其他学者以本福音

在圣保禄尚未来到罗马以前就已编竣，与传说甚相吻合的主张。

(4) 有些现代学者，以为玛并未编篡一部像给我们所传下来的

狭意的福音，他只不过辑录了一些基督的言论，另一位无名氏作者，

以他所辑录的言论为渊源编篡了一部福音。所以这位无名氏才是玛

的编辑者。这意见不能予以支持，也不能视为一种纯属可能的学说。

(5) 确实可以证明现有的希腊文的玛窦福音，大体与玛用本国

语言所写的福音相同。因为所有的教父及教会作者(那些传说玛用

本国语言写了福音的人也不例外) ，以及教会自身从初兴以来都一致

以现有属于玛窦名下的希腊文福音为一部正经。

(6) 不能因为 (a) 第一部道童的作者，特别着重教理和辩护的

目的(给选主人证明耶稣是先知所预言及生于达味后裔的默西亚) , 

Cb) 和在记言述事的布局上，不常依照、编年的体制这两件事，就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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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他所记载的不正确，不能为人所接受。同样，无论如何也不能说，

玛内所有关于耶稣言行的记载，由于旦约预言和已发达的教会的影

响，而有所改变和修正，因此与历史的事实不相吻合。

(7)另外还有些学者，他们怀疑玛内 (a) 叙述耶稣的族谱和童

年史的前两章， (b) 和玛窦所特别着重的一些有关教理神学的记载:

如论及伯多禄的元首职权 06:17-19) ，授洗方式，宗徒往训万民的

使命 (28: 19 、 20) ，宗徒承认基督是天主 04: 33) 等处的历史真实

性。 他们这种怀疑，理应视为缺乏确实的根据。

B 一九一二年六月廿六日有关谷和路颁布的决议:

(1)伯多禄的弟子和翻译员马尔谷，与保禄的助于和旅伴路加

医生，实在是归他们名下的福音的编篡者。这是圣教会有史以来一

致的传授，及其他许多有力的论证迫使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事。其

证如下:

(a) 历代教父和教会的作者明确的证言，

(b) 他们著作中所有的引证和暗示，

(c) I日日异教徒的引用，

(d) 新约的译本，

(e) 几乎所有最古的抄本，

([)以及由新约所得的内证等。

(2) 一些校勘学者为攻击谷末章最后十二节 06: 9-20) 所提出

的理由，不足以令人承认这几节不是在默感下写的或不属于正经;

也不能确切指明谷不是这几节的作者。

(3)同样不许人对路有关耶稣童年 0-2) ，天使显现慰勉耶稣，

和耶稣曾出流血汗的记载 (22:43 、 44) 的"默感性"和"正经性"

有所怀疑。不能指明，至少不能以确实的理由指明，这些记载不属

于路的原著福音，如古时一些异教人所乐道，和近来一些批评学者

所提倡的 。

(4) 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该，因为有很少几部奇特的文件将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歌，不归于童贞圣母主型里，而归于圣妇盒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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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就反对几乎所有的主堕原文和译文的抄卷一致的论证，及依

据 (a) 上下文， (b) 圣母玛利亚本人的心理， (c) 和教会历来一脉

相传的传授所作的解释。

(5) 关于道童问世的先后，不应放弃釜为第二，蛊为第三，就是

在最初以本国语言编写垣寰的皇室以后的定论。这定论是有最古和

一致不变的传授为依据的。但是那以第二第三福音写于第一福音译

为希腊文以前的意见，不应视为与这定论有所抵触。

(6) 不应将谷和路二圣史编撰福音的时间延迟到耶路撒冷城毁

灭之时。也不能因为路内，主耶稣关于圣城毁灭的预言，较为具体

清晰，就认为他编撰福音时，耶路撒冷至少已开始被围。

(7) 应该承认路是在宗徒大事录以前编就的(宗 1:1 、 2); 并且

因为宗的作者同是路，且在保禄被囚于罗马的未期就已结束(宗 28:

30 、 31)，为此就该承认，这部福音编写的时期，不得在这时期以后。

(8) 主张谷依据伯多禄的宣讲，路依据保禄的宣讲各编篡了自

己的福音，且在编篡时，还引用了其他足以凭信的口头和书面史料

的这个意见，人不能任意怀疑，因为这个关于二圣史编写福音时曾

使用来源的意见，是以传统的证言和福音内在论证作根据的。

(9) 谷依照伯多禄的宣讲精密描述的言行，和路从那些亲眼看

见及身为传道员的最信实的证人中探得，据实写出的言行(路 1: 2 、

3) ，有理由使人视为信史，一如圣教会历代所信的。

为此二位圣史所述的圣迹与言论，绝不能如一些学者所说的，

因为他们不是亲历其境的证人，在他们的福音内，缺乏事情先后的

次第或有时彼此不相同，或者因为他们离耶稣时代稍远，不免要写

些与耶稣和宗徒的思想不相符的观念，或者因为他们免不了要记述

-些多多少少为民众幻想所渲染的事迹，甚或因为他们为了各自的

目的而盲从了一些教理神学观念上的成见，就全部或部分失去了所

述事迹或言论的历史真实性。

C 一九一二年，同日，即六月二十六日，有关"对观福音问

题"所颁布的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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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解释"对观福音"间的异同，除依据上述绝对该遵守的规

定 (尤其关于前三福音的确实性，与完整性希腊文玛窦福音与其原

本的大体相同，以及前三福音先后写出的次序所有的各项规定)外，

经学家对学者间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可以自由辩论，也可以自由引

用书面或口头的传授或互为依据的假设。

(2) 至于那些不依据任何传授证言，也不依据历史证据而轻易

拥护通常所说的"二源说" (即以希腊文玛及路完全依据谷，和所谓

"主的言论集"而编成)的人，绝对不应以他们遵守了上条所有的规

定。为此不能任意拥护这种学说。

丙 福音和新约其他经书内在考证上所能供给的材料

在福音和新约其他经书内，对于对现福音形成的过程显然的说

明实在不多，正因为不多，所以才格外宝贵。 如果将三对观福音彼

此对照，虽不能寻出一些决定性的资料，但至少可以找出一些近乎

决定性的材料。 今将新约书内在考证上所能提供的资料，开列如后:

(1)路的序言(1 :1-4):由这简短的序言中，可以考得两点重要

的说明:口传的教理讲授，和一些笔录的福音叙述。 这两种传播基

督生活与基督道理的方式，路明说在他编撰福音以前已经有了 。 从

路的这几句话上，是否可以证明在他以前，已有了谷和玛?对谷，

大概可以说是一定，因为多数的学者都以为路编篡他的福音时，曾

参照过谷(详见后〉 。 但路的这几句话，是否也暗示玛的原本或译

本，就不能这么肯定了 。 因为路在这简短的序言内，似乎有请求读

者原谅他的意思 。 因为他没有亲眼看见耶稣，而竟敢动手编篡福音。

为此在他所请的"许多人"中(1 : 2 ) ，如暗示谷，这为他有利，如

暗示玛宗徒，反倒为他不利了 。

总之，由序言内的"许多人"这一句话，可以断言，蹬承认在

他以前，除玛与谷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从事过这项工作:于是就

有了讨论福音以前的著作的问题。 这些著作的确实数目，无从得知，

就内容的完整和充实来说也不一律。 但如果有人承认这类著作数量

很多，或者除谷与玛外，尚有其他狭义的福音，那他就大错了 。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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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已有了一些像"主耶稣的言行录" "耶稣童年轶事" "基督受

难复活始末"，或"旧约中有关默西亚的证言"等，这些多是些分量

较小的著作，但绝对没有其他真正狭义的理童 。

路在序言里曾表示愿意用他从口传或从书面证据中得来的史料，

重新编写一部更有系统，更完整的"传记" (δ'l~Yrpl S ) 。 由他所编篡

的福音看来，他真正这样作了 。

(2) 宗徒大事录:关于现有福音的来源，在宗内，没有任何迹象

可寻，但是间接由圣伯多禄宣讲福音的体系，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最

初宗徒的教理讲授，就是后来福音的蓝本。

由宗看来，伯多禄是基督的主要证人，在他所讲的道理上，遗

留下耶稣公开生活的轮廓:

(a) 准备开始传教，在犹太受若翰的洗;

(b) 传教加里肋亚;

(c) 从加里肋亚上耶路撒冷去;

(d) 留居耶路撒冷:受难、受死、复活、显现(宗 1:21 、 22; 2: 

22-24; 10:37-43) 。

这种分成四部分的编次，在现有的三对观福音内都可以完全找

到 。 为此似乎可以断定对观福音在编撰时， 一定受了这以伯多禄的

宣讲为主的教理讲授的影响 。 至于影响到何种程度，我们无法决定。

为此关于对观福音的纲要，述事先后的次第，以及对基督一些特别

重要的言论，所有的许多相同之点，都可以说是受了这口头传授的

影响 。

(3)圣保禄的书信:保禄在他的书信内，也证明福音写成书以

前，已有了口传的福音 。 他的一些书信(如得前得后，格前格后，

边与~)都是写在我们现有的四部福音以前;并且在这些书信中的

一些地方，显然认为他的读者已认识耶稣平生的重要事迹(格前 1 : 

13 、 23; 2:2; 5:7; 11:23-29; 15:4-8; 迦 3: 1 、 16; 4:4; 芝 1: 3 、 4;

8:34; 9:4 、 5; 15: 纱，和耶稣的道理(续前 5: 1-6; 赞前 6:7; 7:10 、

11; 9:14) 。 甚至有时他记起他先前关于特殊之点，所讲过的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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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前11 :2 、 23-25; 15:1的 。 最后他明明说，他所讲授的是由传授中

得来的(格前 11:23; 15:3) 。

由此我们可以完全假定，福音的编者也是如此。 他们所记录的，

不是全部，至少一部分，是他们由口传得来的 。 这为谷与路的福音

毫无疑问，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历来的传授对此都有明确的指证。

(4) 对观福音间的内证: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对观福音的异

同，不但证明对观福音问题的存在，而且也给了我们一些解决问题

的材料:

(a) 下列三件事(1)谷所有的材料，几乎全见于玛和路 (2)

分段的次第，尤其谷与路几乎完全相同，玛从 14 章起，以后的次

第，也与其他二对观福音相同(3)在相同的地方，两位或三位圣

史所用的话，也往往相同，这不能出于偶然，这不能出于口传，也

不能出于正经书目以外其他的"原始福音" (因为对这"原始福音"

史籍与传授，一概不提) 。 为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对观福音彼此间有

互为依据的关系 。 这由第三章首段内所引的历史传授可以证明 。 并

且依据历史的传授，只有谷依据玛，路依据谷或者也依据玛。 但这

里所说的玛，是指阿辣美文的玛窦原本，不是指我们现有的希腊文

的玛窦福音。

(b) 另一方面， 一些叙述方式的不同，次第先后的不同(尤其

路依照谷的布局而插入的一些部分) ，以及在记述某些特殊事宜上的

不同，表面上的矛盾，甚至每位圣史所独有的部分，都迫使我们承

认，每位圣史各自依据了一些不同的口传或笔录的史料，至少路是

如此(参见本节(丙) 1) 。

(c) 现有的玛与路在记录耶稣的言论，或在一些叙事上所共有的

异同，不见于谷，甚或有时与谷所记似相抵触。 此外在现有的玛和

蹬内，有些重复的地方 (Duplicata) ，在釜内绝对没有。 因此似乎应

当假定，现有的玛和路曾各不相属引用了一共同，而却不尽然相同

的文献。

再者，福音的内证，也证实了历来谓釜依据i直至整的宣讲，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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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保禄的宣讲各自编写了理宜的传说。 釜的记载如此生动，暗示

他所记述的事，是得自目击者的口传，并且有某些迹象使人假定是

得自伯多禄。 至于路所记述的是保禄的宣讲，只要把他的福音和保

壁的吏第一比，就不难看出 。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结论说:在对观福音问题上，固然仍

有一些难处和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尚不能给一个清楚确切的解答，

但由最古和普遍的传授，或由"教会训诲"的权威，或由毅约的经

书内却能考得许多适当的原理，虽然这些原理的正确程度不同，但

为解决问题亦足够使我们去尝试的了 。 尝试得来的解答虽还不能说

是确定的，但至少顾全了正确考证学的原则 。 这就是我们在下章内

所要讨论的。

第四章 在现有经学情况下较完善的解答

前三章内，我们提纲辈领评论了对三对观福音的渊源引起的烦

难问题所应注意的几点 : 如校勘学者所提出的方案，教父的证言，

"宗座圣经委员会"所公布的决议和对观福音的内证等，如今愿将我

们认为比较令人满意的意见，略论于后 。

首先，我们对于三对观福音的出处和彼此间的关系，作一个福

音来源一览表如后(见下页) 。

由表上看来，答案岂不太复杂?然而事实是如此，问题复杂，

答案自然不能简单。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简单的答案，决不能解决这复杂的问题。

"单纯学说"不能解决这难题，而必须求助于"混合学说"。 不顾传

授论据的非公教学者，通常所提出的答案，比较上够简单了，然而

不能说简单的答案，就是真正的答案。 公教学者在解答这复杂的问

题上，是不能与历代传授分离的 。

我们不说孜理道莹的渊源，实在就如我们所列的一览表，事实

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式。 如果有人发现了堕的阻塞主文理寰的古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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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的"宗徒教理讲授"

为外教人 为主组圭入

为主量组差辈人 为里主人 为叠堕化的 为在旦主星星的

(堡蛊本)组主望本) (主监语) (ilÜJ盟主语〉

现就奥 | 其他著作 | i • 
听到口授)1 -(蹬 1: 1) 血差语蟆黯←血步骤黯

或其他现有福音以前记载耶稣言行的著作，那么我们或者应该变更

所列的一览表。 但在现有圣经学的情况下，根据我们的判断，我们

认为上面所列的图表，虽不能说事实真正如此，但至少是有盖然性

和真理成分的 。

答案的解释:

(1)关于共同的教理讲授和其他口传渊源:我们总不能忘记，

三对观福音有它们的史前史的，即耶稣升天以后的约二五一三0年

(公元三O一五五或六0年)。在这一段时期内，福音只赖口传传播。

如前所说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从起初就有了"宗徒教理讲

授" (Catechesis Apostolica) 。 这教理讲授最初一定是堕塾羞语，给旦

力斯坦归化的犹太人写的 。 他们中虽有一部人能懂当时流行的差堕

语 (1C0t咛) ，但一般人还是以理塾主语为他们的国语。由去我们知

道，在堕堕盘透和旦主星星有许多外国归来的盐主侨民，已经完全

希腊化了 。 他们不懂阿辣美语只讲希腊语。 他们中有许多人接受了

基督的信仰，为这些人自然需要希腊文的教理讲授。后来，教会传

到巴力斯坦以外，到处有希腊化的犹太人，归依圣教。 这种需要更

为迫切 。 这两种教理讲授，正是为适应犹太人灵性上的需要。教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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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的形成，无疑地大部分是以i直至整的宣讲为主干。

自从教会的门户给外教人开放以后，这教理讲授为适应各地不

同民族的需要，不得不有所修正 。 这种修正的教理讲授的中心地，

似乎是伯多禄开教的罗马，和保禄宣讲福音的安提约基雅。

三对观福音，不管是如何产生的，在编辑时，不能脱离基本上

一致的宗徒教理讲授。 但为了适应各地读者的需要而有的修正，多

少与教理讲授不完全相同 。

此外，福音的编撰，也不能脱离口传的来源。 如玛关于他没有

看见没有听见的事，他可以询问其他宗徒。 谷一定多次昕见伯多禄

或其他亲历其境的证人讲论过耶稣的事。 路也一定从保禄、雅各伯、

若望和其他许多人的口里，听到了关于耶稣和圣母的事。 关于这一

点，我们可以说是不容置疑的 。 不然，就不能解释何以历代的传授

不断记述谷依据伯多禄的宣讲，路依据保禄的宣讲，各自编撰了他

们的福音。

(2) 关于阿辣美文的玛窦福音:可情的是现在没有，假如有这

部阿辣美文的福音，许多难题早就解决了 。 宗座圣经委员会依据历

来的传授(见前) ，训"示现有的玛与已失的玛的阿辣美文福音大体相

同 。 为此玛的阿辣美文福音，和我们现有的玛，就主旨言，不会相

差太远。 但是否也该承认现有的玛只是阿辣美文玛窦福音的忠信译

本?关于这一问题，容后讨论，如今我们单说，不只是一个直译的

译本。

阿辣美文的玛窦福音，不但记有耶稣的言论，而且也记述了他

的事迹。 这是无可怀疑的 。 玛编写这部福音时， 一定用了当时的教

理讲授，又用了他本人的经验，很可能也用了其他由口头传授得来

的材料。 对于材料的编排、结构与选择，无疑地，发挥了他著作的

才能，有他自己的目的和笔法，一如其他真正的作家一样。 这与

"默感" CInspiratio) 神恩，丝毫不相抵触。

这部匹理主文的曳柔道章，是否在问世以后不久，即有了希腊

译本?似乎是如此。 因为咀至整作证说"玛用希伯来文编写了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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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人人就己所能翻译讲解" C见第三章甲(1) 。 这句话，看来不

但指口头的翻译，而且也指一些全或不全的书面译本(许多公教学

者，如汪奴;武里和瓦亘奈，都这样主张，他们并提出一些内在的论

据，加以证明)，如上所述，这也很合乎当时希腊化的犹太信徒的

需要。

根据我们的见解(见上表) ，这些正经以外的阿辣美文的玛窦福

宣译本，不但我们现有叠盘文要的编者曾参照过，而且连釜和蹬在

编篡他们的福音时，也曾参照过。

(3)关于马尔谷福音:谷的福音，为一般人实是一个小谜。主张

"二源说"的学者，绝对把谷的福音视为一部最初的，原始的著作，

丝毫不与其他著作发生关系(拉冈热也坚持谷的福音具有原始性〉。

但主张"互凭说"的学者，和其他的学者则主张谷依据玛(阿辣美

文玛窦福音，或正经以外而正经以先任何一种阿辣美文的玛福音译

本) 。 如圣奥斯定就称谷为"玛的缩本"。

对这部福音的传授，只说它是依据伯多禄的宣讲而编撰的 。 我

们也承认这是确切的。 所以谷给我们笔述了伯多禄在罗马所讲的教

理讲授。 伯多禄是亲历其境的见证人，非常细心，注意一切细小节

目 。 谷在忠实笔录伯多禄这个宣讲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生动逼真，

原委细密的记述。 为此他的福音富有原始性的色彩。

虽然如此，是否应该承认谷多少也受了玛的影响?这确是个问

题。 对这问题的答案，我们认为该是肯定的 。 不过话应该分开来说:

按照我们的意见，谷绝对没有受到现有玛的影响，因为(除了我们

在讨论现有玛时，所提出的论证外)，最明显的论据，是现有的玛，

在文学方面，较谷更为进步。 所以只能说谷是依据阿辣美文的玛，

或更好说，依据其他正经以外的玛的译本。 这是我们在慎审考究许

多公教校勘学者所提出的论证以后，所下的论断。 公教学者，如波

组主皇 CBonaccorsi) 、坦整整五 CCame向nck) 主张釜受了堕盟主

文毁的影响;汪盈盈皇、息耿贝革尔 CSickenbcrger) ，鱼空道 CCer

faux) 和瓦莫奈却主张谷受了希腊文玛的影响 。 近代的誓反教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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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帕尔刻 (Park町)也这样主张。如果承认这一点，许多问题就不难

解释了:比如谷自 6: 14 起，与玛的次序何以几乎完全相同，一些地

方用字何以完全一样。也知道一些段落显然有缩短的迹象，一些段

落曾予省略(谷 3: 19 与 20 两节之间略去"山中圣训11勺，因此前后

读起来，经义不甚相连接。如果只承认谷受了阿辣美语玛，而不受

希腊语译本的影响(此处不指现有的希腊文玛，而是指正经以外的

一种希腊译本，因为后面我们要说明现有的希腊文玛依据了谷) ，我

们不以为这人错得太远，因为事实能够是这样，虽然照我们的看法，

这种主张不容易解释。

(4) 关于路加福音:我们为路所提出的答案最为复杂，但这个

答案却是解决整个问题的钥匙。为此我们必须在此一一详加讨论，

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证明。

ω 我们承认路依据了共同的教理讲授，且是为适合安提约基雅

的外教人而编修的教理讲授(即保禄本)。根据历代的传授，路依据

保禄的宣讲写了自己的福音，这从路的内证，亦可证明 。 因此我们

在此无须多说。

(b) 我们承认路曾依据了谷，只要将两部福音互相对照，即可

知道:路全部福音叙事的次序，除了某些部分的省略和少许无关重

要的变更外，几乎完全与谷相同;路内有许多成分，看来是得自谷，

如叙事生动逼真，注意细节等(因为路几时记述谷内所元的事体，

普通就不这样生动逼真〉。再者，事实上，路许多次同谷在一起住

过，所以他不能不知道谷的福音是根据伯多禄的宣讲写的，那么精

通史学的路，不能不拿谷来作为参考;更何况，路根据谷写福音的

事，几乎是教内外的校勘学者所公认的，为此我们此处不多讨论。

(c) 我们也承认路曾依据了阿辣美语玛正经以外的一种希腊译

本。 为什么呢?难道承认蹬间接由釜依据了另(如上面所说釜依据

了另) ，还不够吗?看来不够。首先我们难以承认这位从起头就仔细

访查了这一切的蹬，不知道且至m所说的多种耍的译文。 堕如果没

有见到茧的原本，至少见到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译本。 如果他知道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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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竟把包括许多谷所无的宝贵史料弃之不用，就未免不合情

理了 。 更何况釜毕竟只是宗徒的一个弟子，而望原是一位宗徒，耶

稣的人室门徒。 此外，就路本身来说，也可看出路曾经用过玛的福

章，因为在结构、取材，乃至用字方面有时异于谷，但与玛却相同 。

这除非承认他们二史之间有文字上的关系，是无法解释的。 或者有

人要说，这些类似点，可以翻过来讲，即我们现有的玛曾依据了路。

不过依我们看来，这似乎不可能，至于不可能的理由，容后再谈。

(d) 最感困难的一点，是我们承认路曾依据了许多其他的来源，

尤其依据了载有"主的言论"的著作。 这著作是路和现有玛的编译

者用过的 。 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这些来源。 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路

在序言内 1 :1-4 曾声言:在自己以前已有许多人着手编篡了福音。这

些文件中，有的专记耶稣的事迹，有的专载耶稣的言论，有的专述

他的奇迹，或他所讲的比喻。 元疑地，对这些文件路必然先对它们

的历史性加以审查，或者也作了一番选择，以后才用作编篡自己福

音的史料。 这样，至少一部分可以解释路所独有的宝藏:路中间

9 : 51-18 : 14 那一大段和在他处插入的一小段 (6:2ι8:3) ，大都是从

这些著作中节录来的 。 又如耶稣显现给往厄玛乌去的两位门徒的长

篇记载 (24: 13-3日，定然也是从二徒的一位口中昕来的 。 至于耶稣

童年史，下面另有专论。

路加除了这他所独有的宝藏外，在他的福音内，也有一些材料

(尤其耶稣的言论〉与玛所有相同 。 这些材料不但谷没有，而且有时

竟和谷所有的似乎相异。 瓦莫奈将这样的材料集成两类(大抵都很

短:或一二节，或三四节，很少超过五节) :第一类包含三十三分，

只为现有的玛和路所有;第二类包含二十二分，造成现有玛和路所

有的重复处。 这都是谷所没有的。

这将怎样解释呢? 不能出自谷，因为谷没有;不能出自阿辣美

文的玛，因为在依据它的谷内，连一点这类记述的痕迹都没有;也

不能出自"口传"因为语句很短，而且用的字平常也很相同;似乎

也不能说是由于些曾依据了现有的玛，或现有的要曾依据了蹬(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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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见后〉。为此只有承认他们间该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路与现有的玛

的编译者，即由这共同的来源采集了他们的材料。路更完善地给我

们保全了这来源的次序(这一点另外在他独有的耶稣赴圣京的一大

段记述内，可以看出〉。相反地，现有玛的编译者，却把这些成分散

记在玛的全部福音内讨论同样材料的地方。不过玛的编译者却更完

善地给我们保留了它原有的形式:如路 11: 2-4所载的"天主经"比

玛 6:9-13 所载的较短而且经文也有出人。但玛所记的经文更为完全，

而谷则全没有记载。此外尚有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形，只因篇幅有限，

不便一一列举。不过有一点我们不能不声明，免得有人误解了我们

的立场。我们所说的这渊源(在范围和内容上) ，与"二源说"学者

所主张的大有分别。但与公教学者瓦莫奈，伟根豪色 (Wikenhauser) , 

誓反教学者帕尔刻所说相近。至于由这假设对原有的和现有的玛大

体相同所引起的困难，我们下面将有所解释。

(e) 路所用的另一渊源，很可能是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载有

耶稣的童年史。所载的耶稣童年史，与玛所述的，不全相同。因路

曾两次注明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记在心，反复思想。: 19-51)，所

以我们能够假定这叙述的来源，是圣母玛利亚自己。的确，路所述

的耶稣童年史，具有闪族语风，风格也极与其他部分不同，如与童

年史以前的序言相比，立刻就可看出它们间所有不同的文笔。

最后，我们应当承认，路还用了其他许多口传的材料，有他本

人写作的才能、目的和笔法等，如我们已在路的引言内所说的一样。

注理望重作者中，蹬是最会利用由口传文件所得来的材料的作者。

他把所搜集的材料，融会贯通，变作自己的材料，实是一位不可多

得的忠实的史学家。

(5) 关于现有的翌柔道宣:现有的希腊文玛不完全与阿辣美文

娶一样，这为一切依据传授承认玛用阿辣美文编撰了自己的福音的

学者所公认的。宗座圣经委员会在所颁布的决议内(见第三章乙

A日，教人承认"大体相同" (Identitas substantialis) 。这明明暗示，

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 。 为此我们有理由说阿辣美文的玛(以及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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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以外的任何一种希腊译本) ，与我们现有的玛有区别 。 前面我们说

到谷与路曾依据过玛，常是指阿辣美文的玛(或由它译出的正经以

外的任何一种希腊译本〉而言，并不是指现有的玛。 若问:现有的

玛是怎样产生的，与阿辣美文的玛究有什么(不关大体的)区别?

答案如下:

(a) 我们不知道现有的玛是怎样产生的 。 传说也完全不提，只告

诉我们玛用阿辣美文写了一部福音。 虽然如此，但视现有的希腊文

要为望重宗徒的原著，并不管是谁，或怎样翻译了这部著作。我们

知道，堕的回塾主文攫寰完全遗失了，如今只有赖这三部现存的及

观福音来推敲考证;只能由这考证中多少推知那些章节应属于玛原

本的经文。 因为这是内在的考证，往往受到主观的影响，所以言人

人殊，就如俗语所说"各人各见" (Quot capita , tot sententiæ) 。我

们应当小心谨慎，免生错误。

在我们所提出的见解中，绝对保持了两者之间"大体相同"的

特点，因为我们承认现有的玛首先是直接由阿辣美文的玛译出来的。

编译者(不管是谁，如果不是玛窦自己，至少该是一位"宗徒时代"

的人) ，为翻译曾用了玛的原本。 我们只能这样假定，绝对不能证

明 。 如果说这位编译者用了一种或一种以上阿辣美文玛较古的译本，

这比较更近乎事实，因为这样，更容易解释现有的玛与谷和路间一

些字句上相同的地方(他们二人，如上面所说的，也用了这些正经

以外的译本〉 。 虽然如此，但仍不能说这位编译者是完全逐字直译

的，因为他的希腊文，相当的好，以致读起现有的玛来，不如读谷

和路原用希腊文写的福音更感到希伯来文的风味。 我们似乎是应该

承认，编译者在编译时，也相当的自由，对次第结构，略加变更，

将不关重要的事体，予以省略，这原是不照字直译常有的现象。 如

七十贤士译本，有些地方就不是照字面直译的 。 此外引用旦约，大

都不依据希伯来文，而是依据七十贤士译本;有时也依据其他民间

的传说， 甚或有时也自由引用 。

(b) 此外，我们应该承认现有的玛，因受了谷的影响，有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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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插入了一些新的记述，在次第方面，有所变更。 因为我们这位编

译者，似乎曾读过谷。 这是许多学者所公认的，不但"二源说"的

非公教学者如此，就是许多公教学者，如拉冈热、加默林克、岳斯

;武、色尔福和瓦豆奈等，也都这样主张。 有许多迹象显示编译者将

谷的文笔改善，并将谷的一些细节，和一些特征插入玛内(参照玛

17:15b 和谷 9:22a) ，也有时插入一些不合宜的细节，而使玛的上下

文不相连贯，因为玛原没有记述这些细节，如耶稣在葛法翁治好一

个瘫子的记述内，玛原没记述"有四人抬他"但仍然如谷一样的

说"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 (参见要 9: 2; 谷

2 : 1-5) 。 不过这些增添毕竟不多，而且也很短。

(c) 至于一些稍微重要的增添，看来该是出于一些正经以外的文

献。首先我们一一如上所述一一以为有一种共同的文献是玛与路所

共用的 。 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一些地方玛与路相合，而与谷不相合。

举例来说:相合的地方，尽管有一些小出人，就如我们前所指出的

"天主经"。 此外还有所谓的"重复处"。

在玛独有的材料内，也有一些短的增补(1)一些对旧约的引

证，就形式方面说，或与玛其他各处的引证不同，或与谷和路所引

用的不同。这些引证前通常有这样的话"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

验上主藉先知所说的……" (玛 1:22 、 23; 2: 15 、 17 、 18 、 23; 4: 14-

16; 8:17; 12:17-21; 13:35; 21:4 、 5; 27: 9 、 10) ，散见于全部福音

内 。 (2) 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历史内，一些特殊的记载，如犹达斯的

下场，派兵把守坟基，耶稣在加里肋亚显现给十一位门徒，和其他

一些较小的增添。 如果这些记述原见于阿辣美文玛内，则很难解释

何以在釜与蹬的道室内，丝毫不提。 看来这一切是编译者得自其他

口传或文献，而补人玛中的 。

最后，在福音中心部分，另外是在比喻的言论 (玛 13: 1-52) 和

对宗徒出外传教简章内(要 9:3ι10:42) ，编译者似乎将某一些原有

的次序予以变更，并加进一些他本人的注解，如曼 1 0 :2: "十二宗徒

的名称就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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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耶稣的童年史，应如何解释? 因为这段历史，与福音的其

他部分，与福音作者有意证明耶稣即是所预言的默西亚，亚巴郎的

后裔，达味之子的目的如此相联系，我们认为这段历史是阿辣美文

玛原有的史料。 然而何以谷却予以省略? 这或者因为这段史事不属

于伯多禄的宣讲纲目，或者因为一一-如我们上面所说的，谷没有依

据四壁差文耍，而是依据它的另→种译本。一一在谷所用的阿辣美

文耍的译本内，没有这段耶稣童年史。 这样也可以说明何以路在他

的理室内记述了另一种耶稣童年史和另一种族谱。 原来路用了其他

的文献，在这些文献内丝毫不暗示玛所述不同的事。

还有两个疑难，必须加以解答(1)为什么不承认路曾依据了

现有的耍，或现有耍的编译者曾依据了路?有许多学者，尤其在公

教学者中承认这一点 。 为此他们以为不需要承认路与现有的玛另有

一个共同的渊源。 但是，我们以为如果路曾依据了现有的玛，就不

能解释何以路对玛内所载的耶稣童年史，只字不提?再者，假如路

见了现有的玛，也不易解释，何以他所记载的"天主经"与玛所记

述的有如许的差别;其次也不能解释那些重复的地方，和路所省略

的各点，如耶稣在加里肋亚显现与十一位宗徒，和耶稣受难史内玛

所独有的各项事迹 。 如果以为现有的玛的编译者，曾依据了路，对

以下各点，也无法解释:何以这位编译者不采用路所述耶稣童年史

里的资料，何以不采用路所述十八个比喻中的几个比喻，何以路所

独有的材料，如耶稣显现与厄玛乌二徒，以及耶稣升天等记述，玛

的编译者竟然轻轻放过?

依我们看来，应当承认现有的玛和路没有互为依据的关系 。 我

们并以为现有的玛是在路以后编译的，它的编译者并没有见过路。

为什么不能说是在路以前编译的?因为如果承认这福音是在路以前

编译的，就不易解释何以专门搜求史料的路，竟不知道归玛宗徒名

下的这部福音 。 如果他知道有这部福音，则更难解释，何以路没有

应用 。

(2) 如果承认在阿辣美文的玛和现有的玛之间有这么多这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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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如何能说二者大体相同呢?是的，这彼此间"大体相同"

仍然是存在的 。 现有的要给我们保存了玛窦宗徒全部原来的著作。

根据我们的见解，这位编译者的增添，只能说是些附带的节目，不

影响原著的本质和大体。原著的原有结构，体裁，内容和目的，仍

丝毫没有改变。 他固然插入了一些材料(约有原著的五分之一) ，但

是原有福音的纲要，大体上没有变更。所以说译本与原本，大体上

仍是相同的 。

× × × × 

宗座圣经委员会公布有关对观福音的决议以后，许多公教学者，

坚持现有的希腊文玛内的编译者所加添的成分，甚至比我们所坚持

的还多。当代学者中就有伟根豪色(一九五三年)和瓦亘奈。除非

圣教会另有新意见发表，我们认为我们的见解，绝对没有越过"宗

座圣经委员会"决议的旨意与范围。为此我们可以坦然坚持这个

主张。

总观以上所述，可以简单断定说:前三部福音中所有的异同，

对这三部福音的渊源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文学问题。校勘家所提

出的解答方案，尤其那些出于"单纯学说"的方案，不但不能解决

这问题，而且有时还与历代传授相抵触，因而屡次流为错误的学说。

我们在详加考究历代传授的论证，教会的训诲，福音自身与新约其

他经书的内证以后，在圣经学对此问题的现有趋势下，提出了以上

我们认为比较可靠的解答方案。希望经学家在不停的研究中，赖天

主的助佑，将来有一天能有一些新的文件出现，给我们带来解决这

端烦难问题的新光明，使我们能获得一个更完善更确切解决这"对

观福音"异同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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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窦福音百|言

玛窦福音引言

前言

新约正经书目中居第一位的是玛窦福音。 按极大多数的新约古

抄卷，玛也常是列在第一位，并且敖黎革讷在当时(约二三0年) , 

就己声明全圣教会历来常以玛为四部福音中的第一部 CEusebius ，

Hist. Eccl. 6 , 25 , 4; PG 20) 。圣教会将这部福音列为第一部，无

疑地，是因为这福音在年代上是最先出世的。至于这部福音的作者，

至少自第二世纪中叶以来，全圣教会就公认是曾做过税吏的玛窦

宗徒。

在讨论有关这部福音的每个问题以前，我们不妨先把这部福音

的内容、分析与结构，介绍给读者:

第一章 内容、分析与结构

由及理垣童自囊中，我们知道:要是依据教会最初教义的口传

而写下的，其线索与谷与路相同 。 但就本书而言，明显的是经过了

一番编篡的工夫，因而具有一种颇有系统的形式(详见本引言第三

章) 。 本书除了记有耶稣的童年史 C 1 : 18-2: 23) ，权作小引，耶稣的

受难复活史，权作结论外，可分为五卷，每卷又分为两部:上部记

述事迹，下部记载言论。 今为读者检阅便利起见，特列表于下:

绪言:耶稣的族谱(1 :1-17)

耶稣的童年史(1 :1 8-2:23)

耶稣圣诞

贤士来朝

圣家逃亡埃及

元罪婴孩遭屠杀

圣家回国

1: 18-25 

2:1-12 

2:13-15 

2: 16-18 

2: 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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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传教生活史(3 :1-26:2)

卷一:宣布天国的福音。 :1-7:29)

叙事部分(3: 1-4: 25) 

若翰讲道施洗 3: 1-10 

若翰预告默西亚来临 3:11-12 

耶稣受洗 3:13-17 

耶稣禁食、三退魔诱 4:1-11 

耶稣在加里肋亚开始传道 4: 12-17 

召收首批门徒 4: 18-22 

耶稣周游加里肋亚 4: 23-25 

言论部分:山中圣训 (5: 1-7: 29) 

真福八端 5: 3-12 

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 5: 13-16 

耶稣成全法律 5: 17-20 

有关杀人和愤怒的言论 5: 21-26 

严绝邪淫 5: 27-30 

废除休妻的风俗 5:31-32 

不可发誓 5 :33-37 

废除报复律 5 :38-42 

爱仇 5 :43-48 

施舍、祈祷的真精神 6: 1-6 

"天主经" 6: 7-15 

禁食的真精神 6:16 -18 

真实的财宝 6:19-21 

纯洁的心 6: 22-23 

不能兼事二主 6:24 

依恃天主的照顾 6: 25-34 

不要判断人 7: 1-5 

不要亵渎圣物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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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的奇效 7: 7-11 

爱德的金科玉律 7: 12 

应走进生命的窄路 7: 13-14 

谨防假先知 7:15-20 

行善的重要 7: 21-23 

结论 7:24-29 

卷二:宣传天国 (8:1-11:1

叙事部分:十大灵迹 (8: 1-9:34 

治好癫病人 8: 1-4 

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8: 5-13 

治好伯多禄的岳母 8:14-15 

治好许多病人 8:16-17 

跟随耶稣的条件 8: 18-22 

平息风浪 8: 23-27 

医好革辣撒两个附魔人 8:28-34 

治好瘫子 9: 1-8 

玛窦被召为徒 9: 9-13 

禁食问题的冲突 9: 14-17 

治好患血漏的妇人，复活雅依洛的女儿 9: 18-26 

两个瞎子复明 9:27-31 

治好附魔的哑巴 9:32-34 

言论部分:论传教事业(10:1-11: 1)

序言:耶稣派遣十二徒下乡传教的动机 9:35-38 

十二宗徒名单 10: 1-4 

耶稣派遣宗徒宣讲天国 10:5-8 

宗徒传教简章 10:9-15 

预言宗徒将受迫害 10: 16-18 

预许圣神辅助 10: 19-20 

及时逃亡 10:21-2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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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应有的态度 10:24-33 

信徒与非信徒的分裂 10:34-38 

宗徒与援助宗徒者的赏报 10: 39-42 

师傅与门徒各去宣道 11:1 

卷三:天国的奥秘 01 : 2-13 : 53) 

叙事部分 01:2-12:50)

若翰遣徒访问耶稣

耶稣称赞若翰

耶稣斥责同代的人

耶稣申斥湖边三城

耶稣启示自己的天主性

耶稣召人背负他的辄

安息日门徒掐食麦穗

安息日治愈枯手

群众涌向耶稣

耶稣驱魔

识别善恶

约纳的征兆

魔去复来

耶稣的真亲属

言论部分:天国的譬喻 (13:1-52)

小引 03: 1-3a) 

撒种的比喻

耶稣讲比喻的用意

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

秀子的比喻

芥子和酵母的比喻

耶稣只用比喻教训人

耶稣解释芳子的比喻

11:2-6 

11:7-15 

11:16-19 

11: 20-24 

11: 25-27 

11: 28-30 

12: 1-8 

12:9-14 

12: 15-21 

12: 22-32 

12:33-37 

12: 38-42 

12 :43-45 

12:46-50 

13:3b-9 

13: 10-17 

13: 18-23 

13:24-30 

13:31-33 

13: 34-35 

13:36-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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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和珍珠的比喻 13:44-46 

往海里撒网的比喻与其含义 13: 47-52 

结论 13:53 

卷四:天国的建立一圣教会 (13: 54-19: 2) 

叙事部分 (13: 54-17: 27) 

耶稣不见容于家乡 13: 54-58 

黑落德与若翰 14: 1-5 

若翰致命 14:6-12 

耶稣第一次增饼 14: 13-21 

耶稣步行水面 14:22-27 

伯多禄步行水面 14:28-33 

耶稣治愈病人 14:34-36 

清洁的争辩 15: 1-20 

客纳罕妇人的信德 15:21-28 

耶稣治好百病 15: 29-31 

耶稣第二次增饼 15 :32-39 

耶稣拒绝显天上的征兆 16: 1-4 

提防法利塞人的酵母 16:5-12 

伯多禄认主为默西亚 16: 13-20 

首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16: 21-23 

眼随耶稣背十字架的道理 16:24-28 

耶稣显圣容 17: 1-8 

厄里亚再来的问题 17:9-13 

治好附魔的儿童 17:14-21 

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17:22-23 

耶稣纳殿税 17:24-27 

言论部分:论教会 08:1-19:2)

天国中谁最大 18: 1-4 

戒立恶表 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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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喻 18: 12-14 

规劝兄弟之道和教会的权柄 18: 15-20 

论宽恕之道，恶仆的比喻 18:21-35 

结论 19:1-2 

卷五:天国来临 (19: 3-26: 2) 

叙事部分(19: 3-23: 39) 

离婚问题 19:3-12 

耶稣祝福孩童 19: 13-15 

耶稣与富少年 19:16-22 

财富的危险 19:23-26 

跟随耶稣获得百倍的赏报 19: 27-30 

雇工的比喻 20: 1-16 

一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20:17-19 

载伯德二子母亲的要求 20:20-24 

耶稣讲谦逊 20: 25-28 

治好耶黎昂的瞎子 20:29-34 

默西亚荣进耶路撒冷 21:1-11 

驱逐殿内商人 21: 12-13 

耶稣治好瞎子瘸子，儿童高呼 21:14-17 

诅咒无花果树 21: 18-22 

质问耶稣权柄的由来 21 :23-27 

二子的比喻 21: 28-32 

园户的比喻 21: 33-44 

恶党立意除灭耶稣 21 :45-46 

婚宴的比喻 22: 1-14 

给凯撒纳税的问题 22: 15-22 

复活问题 22:23-33 

最大的诫命 22:34-40 

默西亚为达味之子的问题 22:41-46 



指摘经师与法利塞人

七个"祸哉"

耶稣哀耶路撒冷

7 

言论部分:末世言论 (24: 1-26: 2) 

耶稣答复门徒的问题

迫害与背主之事

在犹太所要发生的事

人子降临

基督要忽然出现

世界末日人子来临的先兆

无花果树的比喻

醒悟的重要

应该准备便当

仆人等待主人的比喻

十童女的比喻

"塔冷通"的比喻

最后的审判

末世论结束，预言受难已到

耶稣受难复活史 (26: 3-28: 20) 

受难史 (26: 3-27: 66) 

公议会的阴谋

耶稣在贝塔尼雅受敷香液

犹达斯通敌卖主

预备最后晚餐

最后晚餐，耶稣揭露叛徒

建立圣体圣事

预言宗徒逃散和伯多禄背主

耶稣山园祈祷

耶稣被捕，宗徒逃散

玛窦福音引言

23: 1-12 

23: 13-36 

23: 37-39 

24: 1-8 

24:9-14 

24: 15-20 

24: 21-25 

24:26-28 

24: 29-31 

24:32-35 

24:36-41 

24:42-44 

24: 45-51 

25: 1-13 

25: 14-30 

25: 31-46 

26: 1-2 

26:3-5 

26:6-13 

26:14-16 

26:17-19 

26:20-25 

26:26-30 

26:31-35 

26:36-46 

26: 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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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盖署初审耶稣

伯多禄三次背主

耶稣被解送到比拉多前

犹达斯的结局

比拉多审问耶稣

开释囚犯巴辣巴

耶稣受鞭挝

耶稣头戴茨冠受人戏弄

耶稣上山受钉

耶稣悬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死和死后的异像

卸下圣尸，葬于墓中

派兵把守坟墓

复活史 (28: 1-20) 

天使报告耶稣复活

耶稣显现给妇女

司祭长编造谎言

8 

耶稣显现给十一门徒，派他们往训万民

26: 57-68 

26:69-75 

27: 1-2 

27: 3- 10 

27:11-14 

27: 15-23 

27:24-26 

27:27-30 

27: 31-38 

27:39-49 

27: 50-56 

27: 57-61 

27:62-66 

28: 1-8 

28: 9-10 

28:11-15 

28: 16 -20 

本书的结构如此一致，各部分的材料如此有系统;思想层次递

进，有条不紊，首尾兼顾，实在可以证明本书出于一个作者的手笔。

第二章 语言与体裁

现有的玛是以希腊文写的，文辞相当优美，没有什么文法上的

错误;也不像谷屡次用阿辣美和拉丁语。 在修辞方面，玛实在不亚

于路，但在用字上却不如路熟练，也没有路那样较长与复杂的文句 。

全福音多是希伯来或阿辣美的文体。 在文体上既与犹太人的著

作相似，遂有人以为作者是一位归正的犹太经师。 现在举出一些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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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来证明:

句子如同查组墨人行文的格式，往往只是顺序排列，以并行体

的句法来代替合句 。 少用连接词(如 mf重复的地方，参阅 4:23; 5: 

2; 8: 1 4-16) 。 述事的句子多次仅并行排列，句首只冠以"那时"

"看" "且看" "在那时"等字样。 多见并行体的句子，如 5: 3-12;

16:25 ，或者一段与另一段相对，如 6:2-4 、 5-6 、 1ι18; 7:24-27，为

此常重复同样的句子，如 5:21 、 22 、 27 、 28 、 31-34 、 38 、 39 、 43 、 44 。

有时若干首 (stropha) 自成一组，如 5: 3-6 、 7-10; 7:24-27; 11:21-

24 0 问答式时常变更，如 11: 7-9; 12: 3-5 。 此外把耶稣的言行，多依

照一定的数目编排，通常用"三"，也用"七"数字，如耶稣三次受

试探 (4:1-1 1)，基督徒全德的三个例子 (6: 1-18) ，三戒 (6:19-7:

6) ，三次预言受难 06:21; 17 : 21; 20:18 、 19) ，山园三次祈祷 (26:

39斗的， 三次记述耶稣所行的奇迹，每次三个 (8 、 9 二章) 。 全书内

几乎常是以"三"的数字来编次;此外，还有"七"的数目编次，

如论天国的七个比喻 (13: 3-50) ，痛责法利塞人和经师的七个"祸

哉" (23: 13-36) 。 此处再特别提出耶稣族谱。这族谱共分三组，每

组十四代。 "十四"即是七乘二。 参见 1:1-11 。

有许多神学上的术语是采取犹太人所用过的，如代"天主的

国"而用"天国"又如"天上的父" "应验圣经" "伊撒尔家"

"圣城"等。

由全书所有的文体看来，显然作者眼前有一部希伯来或阿辣美

文的福音书，依据它把福音译成了希腊文。

第三章编撰的条例

第→部福音确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整个结构及每一部分都

有-个目标。 事实上，在古代教会中，要是最为人所诵读，所讲习

的→部书 。 但是它不是一部主堕文艺的作品，而是一部闪族人或犹

主人的文学作品 。 前三部福音中，要算玛更保存了闪族人行文的色

‘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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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这由以下所述的，可以清楚看出 。

本福音的作者记述耶稣的言行，只限于一些重要的资料。依据

盈主经师所习用的通例，叙述史事只是为更能证明或更清楚解释耶

稣的道理。为此述事非常简短，甚至有时连最紧要的情况也为作者

略去，以致如不拿釜或蹬所记述的来与之比较，就无法完全明了:

比如疗愈百夫长仆人的记载，把码 8: 5-13 所记与路 7: 1-10 相比较，

就显出亘窒所记的非常简略。 要 8: 16 记述"到了傍晚"，耶稣在组

垒墨家里，有人给他带来一些附魔的和病人。 为什么到了傍晚，才

给他带来这些人?这也只能由釜 1 : 21 、 32 的记载知道那天正是安息

日，日落以后才可行动 。 另 9: 2-8 所述疗愈一个瘫子的事，也很简

略。 2 节"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一句，如不参照谷 2: 1-12 所述，

是元法明了的。玛绝少提及人名，比如谷与路清清楚楚提出会堂长

的名字是雅依洛;玛 9: 18 却略去不提。 又谷 10:4ι52 叙述上耶路撒

冷时，在耶黎昂治好的那个瞎子名叫巴尔提买，玛却概括地说治好

了两个瞎子 (20: 29-34) 。 有时述事如此简略，以致仅存大意而已:

如叙述雅依洛女儿的复活(玛 9: 18-26 =谷 5: 21-43) 与诅咒无花

果树(玛 21: 18-22; 谷 11:12-24) ，都只仅存大意。 总之，由以上

所述看来，作者显然不太着重事实，而只着重耶稣在这些环境中

所传授的道理 。 玛的作者不仅是一个述事的人，而更是一位学者

和教师 。

但是作者记述耶稣的言辞，非常忠实细致。 这一点应当注意，

因为作者在述事时，非常自由。作者记述耶稣的言辞，往往逐字逐

句与谷及路二圣史所记相合(参阅玛 4:1-11= 路 4:1-13; 玛 8 : 1-4 , 

9 : 14-17 , 11: 2-19 =路 7: 1 8-35 等处) 。 有时玛记述耶稣的言辞似乎比

其他二位圣史更为仔细详尽，如玛 6: 9-13 与路 11: 2-4 所记的"天主

经"。 玛因为另外有意记录耶稣的言辞，所以在福音内特地记载了五

篇冗长的言论。 每篇之末，都用"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一句作结

c7 : 28; 11: 1; 13: 53; 19: 1; 26: 1) 。 此外 23 章还有一篇专门对盖到

塞人和经师的言论。 蹬 11: 39-52 虽有所记载，但远不如毁所记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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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细致。

因族人行文的特点在本书内特别显著，如叙事依照一定数目

(另外是"三"或"七"已见上) ，或依照相似的材料(如 8:1-15 ，

先接连叙述了三个治好疾病的奇迹，然后以依撒意亚的预言 8: 17 作

结;又如 13 : 1-52 接连叙述了七个关于天国的譬喻)，或依照联想

(如 6: 12-15 中的"宽免"， 10: 10 、 13 内的"堪当勺，编排了耶稣的

言行。

根据以上所述看来:玛并不是一部现代人所谓的史书 。 因为所

述的固然是确实的史事，但是作者所以选择这些史事的目的，纯是

为了教训 。 本书大体上固然依照编年的体例，但并不是每一部分。

作者不断用不定时间的副词，如"那时"或"以后" (原文为币τE , 

用了九十次) ，或"在那一天" (13:1; 22:23) , "在那时候" (1 1: 25-

12:1; 14: 1) 。 由此可知，作者不着重史事的时间 。 同样，对于史事

发生的地点，作者也概不介意，即使指出(如 2:1-12 的白冷， 2:22 、

23 的埃及和纳臣肋， 4: 13-16 的葛法翁、则步隆和纳斐塔里) ，也不

过是为证明应验旧约对这些地方所有的预言。

全书的结构，也如同每部分的结构，多是依据史事所包含的道

理编排，而不完全依据史事发生的时间与地点 。 这在记录耶稣的言

论和奇迹的篇幅内，尤其可以看得出来 (8 、 9 两章) 。 如果拿玛同谷

和路二福音相比较，即可发现玛所记录的言论，有许多是在不同的

时机内宣讲的，而另却置于一处。 所述的奇迹，也有许多不是在同

一时期行的，而也放在一起。 此点，由玛本书内似乎又可以证明，

即如:耶稣直接向门徒所讲的"山中圣训" (5: 1-3 、 13-15) ，放在耶

稣公开活动的伊始，似乎是不可能，因为那时耶稣只有极少数的门

徒 (4: 1 8-20) 。 此外，山中圣训中的一些教训，在耶稣后来的宣讲

里又重新提到 (5:29 、 30; 18: 8 、 9; 7: 16-20; 12:33-3日 。 这一切都

足以证明作者没有意思编述历史，或写一部编年史，而只愿意训诲

世人。 为此第一部福音可称为一部教授要理的书，是教育信徒或传

授基督道理的课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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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福音的目的

由全书的结构和特点，已经多少可以看出作者编撰这本书时，

所怀的目的和意向。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看出作者怀

有两种目的:一是训悔教理的目的，二是护教的目的 。

一训诲教理的目的

上面已经说过，作者有意撰写一部教育信徒的课本，他的作品

是一部教授要理的书 。 我们今把全书所包括的道理，归纳成三点来

研究讨论:

(a) 耶稣实在是选民历来所期待，众先知所预言的"默西亚"。

这个观念，始终作了本书的中心 。 因此，主要的论据多取自旧约。

由此可见，作者认为由旧约所引的证据，为本书的读者有很大的力

量。所引证的有依撒意亚、耶肋米亚、达尼尔、米该亚、欧色亚及

达昧的预言，指出这些预言全在耶稣身上和他的言行上应验了。为

此他常重复"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这一类话(1 :22; 2: 5 、 15 、 17 、

23; 3:3; 4:1 4-16 等处〉 。 玛引证旧约的经文凡七十次，而二十一次，

明明指出这预言是在耶稣身上应验了 。 不但这些预言应验了，而且

旧约中许多事迹也视为耶稣生平事迹的预像或前奏:如选民留居埃

及和返回福地 (2: 14 、 20) ，是耶稣逃往埃及及返回故乡的预像;梅

瑟及厄里亚在旷野守严斋 (4:1 、 2) 与耶稣在旷野守严斋相对;耶稣

宣讲"真福八端"的山 (5: 1-3) ，显圣容的山 (17:1) 以及在复活

后最后显现给宗徒的山 (28:16) ，与旧约西乃山相对;新立法者耶

稣与古立法者梅瑟相对。 "达味之子"作为"默西亚"的称号，已见

于本书开始族谱的题目中，证明耶稣是达昧的后代，也证明他有君

王的尊位，此后作者在书中七次把这个称号归于耶稣 (9:27; 12 : 23; 

15 : 22; 20: 30 、 31; 21:9 、 15 ，参阅 22:41-46) 。 耶稣所行的奇迹也视

为先知所预言的"默西亚"的作为 (参阅 8:17; 11:5; 12:18) 。 耶稣

声明自己有远胜约纳及撒罗满所有的威权(12 : 41-42) ;承认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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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的王权 (21:5; 24:30; 25:31; 27:11) 。耶稣把伯多禄明认他为

"默西亚"的话，也加以认可 (16:16 、 17) ，以后他在公议会前受审

时，也直言不讳地明认自己为"默西亚" (26:63 、 64) 。

(b) 耶稣是天主子:耶稣曾两次被天父指明为他的儿子。 :17;

17:5) ，一次为鱼至整所明认 06: 16 、 17) ，对这明认，耶稣也加以

认可。若翰也默认耶稣是天主子。 :11 、 12 、 14) ，罗马百夫长公然

承认他是天主子 (27:43) ，甚至连魔鬼也公然承认 (8:29) 。耶稣以

自己的无上神权颁布新法 (5 : 21-48; 19: 3-12) ，以自己元上的权能

施行奇迹(8-9) ，在这些灵迹上运用他对自然界、死亡及魔鬼所有

的主权。耶稣承认他的父是天主 (17:24-27; 21:33-46; 22:1-7; 22: 

41-46) ，显示自己与父是平等的 01 : 25-27) ，并将审判万民的威权

归于自己 (26:64，参阅 7 : 21-23; 16: 27; 19: 28; 24: 27 、 29-31; 25: 

39-46) 。为了这种无上的威权与地位，他要求自己的信徒要为他的

缘故牺牲一切 00:34-39; 16:24-26; 19:2的。耶稣死后的异象，尤

其他死后的复活，确定了他对自己天主性所作的证言 (27: 51-54; 

28) 。在加里肋亚最后一次的显现，证明了耶稣是至圣圣三中的一位

(28: 1 8-20) 。

(c) 耶稣以元上的权威一一"默西亚"及天主的权威，建立了新

的天国一一圣教会。羞塾出来宣讲以后(3:刀，耶稣也亲自开始宣

讲，报告世人"天国临近了" (4: 17) 。在"山中圣训"中，以新立

法者的身份给这个神国颁布了新法 (5-7) ，同时这新法又是集古法

的大成。"山中圣训"以外还有四篇大言论讨论这个神国 10 章的言

论，说明天国的臣仆一一宗徒所应负的使命 13 章的譬喻解释神国

的性质、起源和扩张 18 章指出神国的国民应尽的义务 24 、 25 两

章论未来的审判，并预言今世的天国因基督的来临，而行将终结。

耶稣所建立的天国，是普遍的国 (21:43; 22:9; 24:10; 28:18-

20) 。天国的性质是灵性的，是超性的:这从耶稣所设的譬喻中，尤

可看出 (13 ，参阅 19:13-15; 24:14; 5:3-12) 。 凡是承行天父旨意的

人，都是属于这神国的国民(12:4ι50) 。 这灵性的国是一个有形可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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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社团，她在世上是一个有系统的组织，首领即是在宗徒之中名

列首位的伯多禄(10:匀，他享有最高的神权(16:18) 。其他的宗徒

也是最高的臣仆，与伯多禄一同执行职权(18: 18) 。耶稣所创立的

这超性的国，不管仇敌怎样迫害，她必安如泰山，永远存在(16 : 

18) 。这个神国即是耶稣以元上神权所创立的教会 (28:18) 。应当注

意，在圣史中只有玛窦公然称呼这集团为"教会" 06:18; 18:17) , 

他比其他圣史更清楚地指出耶稣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在这个

教会中完全满了旧约的整个期望。

二护教的目的

本福音同时也是一部攻击犹太人或犹太主义的辩护书。( "犹太

人"一词，若屡次用来指称耶稣的敌人，而玛只在 28: 15 才首次用

来含有这个意义。)它的目的是为辩护耶稣的"默西亚品位"并证

明由信徒所形成的团体一一教会是万民的教会。圣史显然致力驳斥

犹太人所散布的谬理及诽谤。

(A) 为辩护耶稣的"默西亚品位"由宗徒大事录(参阅 5:23;

17:5-7; 18:5-7 等处) ，明明可以看出:在基督的门徒与犹太人之间，

对耶稣的"默西亚品位"发生了很激烈的辩论。玛窦圣史遂致力驳

斥当时犹太人所散布的一些诽谤，其中之一己清清楚楚地记在福音

内，即诽谤门徒从坟墓里盗去耶稣的尸体，诈称耶稣复活的事 (28:

11-13 参阅 27:64) 。此外还似乎指出了另外一个犹太人对耶稣的侮

辱，以他为"私生子"，为此玛清清楚楚根据旧约证明"默西亚"应

由处女成胎，由处女诞生于世(1: 18-20) 。犹太人的异议，最主要

的，似乎不外以下数点:

(a) 犹太人期待的"默西亚"是应救自己的人民脱离罗马人的

羁绊，而玛却指出"默西亚"是来救自己的人民脱离罪恶(1: 21)。

关于赦免罪恶及驱逐恶魔的神迹，圣史在 8: 17 特引用了依 53:4 的

预言，来证明"默西亚"降来人世的目的。

(b) 人民，尤其人民的宗教领袖，应该承认耶稣为灵性的"默

西亚"。然而人民，尤其他们的领袖，为什么没有认他为"默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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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里窒指出了一些理由:即假善。 :7-10; 5:20; 6:2 , 5 , 

16 等处) ，外表的假仁假义 (23= 1-3) ，违抗天主的旨意 02:31-45;

21: 18 、 19) 。首领自然另外有罪，但全体人民也不能推卸罪过，因为

"这个民族只以嘴唇"尊敬天主"他们的心却离天主很远" 05:8 , 

参阅依 29: 13) 。 他们拒绝了耶稣迫切的邀请和一切的企图"我多少

次愿意……而你不愿意" (23:37) 。瞎眼的民族被盲目的首领引入了

灭亡 (15:14) 。

(c) 另一个对"默西亚品位"较大的异议，无疑地，是因为耶稣

如同一个"可咒骂的" (暨 21:23) 死在十字架上，而整个民族所期

待的却是一位荣耀的"默西亚"。 圣史却证明耶稣之死应归罪于那些

判决了义人及无辜者的人 (27: 17-25) ，同时又清楚证明耶稣的苦难

及死亡，如何依照天主的旨意实现了，并证明这一切在旧约的神谕

中早就明明预言了 06:21; 17:12 、 22; 26:2 、 24 、 42 、 54 、 56; 27:3-

10，参阅玛 8: 17 匣 11:13-1日。

(d) 此外他们还有一个难题，是耶稣废除了古法。玛窦则答说:

耶稣明明教训人:法律应当遵守，连法律中的一笔一画也不可废除

(5) ，并且劝门徒及民众遵行经师的指教 (23: 纱，也劝门徒遵守法

律要比法利塞人和经师，更为严格 (5: 20-22) ，因为法利塞人和经

师并不诚心遵守法律 (23: 23) 。耶稣以身作则，谨守了法律 (17 : 

24-26) ，也训11令门徒遵守法律的成规 (5:23 、 24; 6: 1ι18 、 24 、 20) 。

(因为证明耶稣所立的教会是万民的教会"默西亚国"首先该

传给犹太人，但是耶稣现在却派遣自己的门徒去教训万民 。 福音的

作者清楚指出耶稣曾把自己的使命只限于犹太人，限于"伊撒尔家

迷失了的羊"限于身为"国的子女的人" (8: 12; 15: 24) 。 首先他也

只派遣自己的门徒到犹太人那里去传扬福音 00:5 、 6) ，但是因为犹

主人不愿接受他的邀请 (22:1-3; 23:37) ，所以他才派遣他的门徒往

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 (21:43; 22:9; 24:10) 。这天主的国转移

到万民的理由，耶稣也亲自说出来了 。 他说"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

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 (21: 48) 。为此，耶稣最后训令宗徒

喝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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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们去训诲万民" (28:18) 。

第五章 写作的对象

从全书的结构、语言、体裁、文体，以及作者立论的目的可以

看出，这部福音显然是为达主人写的;为此作者对犹太人的习惯风

俗， 一点也不详加解释(参见 15:1 与釜7= 1-4; 26: 17 与釜 14:12) 。

如今我们要问:这部福音究竟是为盐主人，或是为反对犹太人

写的?关于这个问题，即在公教学者中也分为两派:客拉德尔

(Cladder) 、整兰壁垒~ (Grandmaison) 、革黑式尔 (Gacchter) 等学

者，主张这部福音是为攻击盐主人写的 。 但是较为可取而更普通的

意见，却主张这部福音是为归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写的 。 作者另外有

意教训这些人基督的道理。 为此，在所记录的五篇长言论中，大都

是些关于天主的国、宗徒、天国的国民和天国性质的教训，尤其是

那些譬喻，更显得是为这些人编撰的。 并且作者把这部福音放在信

仰基督的选主人手里，作为辩护的工具，以抵抗犹太人的谬说和诽

谤;同时也希望这福音能引导一些不信的犹太人，信耶稣是"默西

亚"而进入圣教会。 这意见我们以为是对的，因为新约内所有的经

典，都是格外为基督徒写的 。

第六章编著的时代

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以阿辣美语写成的福音的编著时代。

至于希腊译本，后边附带略加讨论。首先我们要看，从福音本身能

获得什么内证。

根据批评学家的意见，首先写成的福音，该是谷。因为他们以

为要中的道理已经过一番演进，才写出来的。他们也以为这番演进

是必须在耶稣死后很久才能形成的，尤其是关于信仰耶稣是"默西

亚"及"天主子"以及他的教会该是万民的教会的道理。 此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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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28: 19 以天主圣三之名授洗的方式，由来更晚。过激的批评论

虽已为人所遗弃，但今日在誓反教学者中尚有人主张玛的著作时代

是在公元八十年至一百年之间的。对于这主张，他们另外提出玛 22:

7 讲论耶路撒冷灭亡的预言为证。在这预言内说:耶京要被人焚毁，

居民要遭屠杀，这些话，分明是事后所写的。他们所提出的这些论

证毫无价值。圣保禄书信内，关于"默西亚"及圣教会的道理，已

有详细的讨论。这些书信元疑地远在玛以前就已写就。但丝毫不能

证明玛窦依据了圣保禄的道理。以天主圣三之名授洗的方式，没有

立即用来为施行圣洗，但在宗徒时代已开始使用;不少的誓反教学

者如鱼旦经整 (R. Sccberg) 、塑窒主~ (E. Stauffer) 、主盟主

(Feine-Behm) 等，都承认这一点。玛 22: 7 的话能说是耶稣亲口所

说的预言，因为那时被攻破的城池，时常遭受这样的命运，尤其是

为耶路撒冷，在不断反叛罗马人之后，她的结局更为悲惨。 此外如

拿玛 22:7 的话语与犹太史家若瑟夫事后对圣城被攻陷所记录的两相

比较，显然有天大的区别。如果玛是在耶路撒冷毁灭以后写了理宜、

决不能只用这两三句来描述这件重大的事;他也不至于分不清，那

些事是关于圣城的灭亡，那些事是关于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但是现

在由这部福音所记的看来，显然作者在他写这部福音时，对于这两

件事，还是一点也分不清楚。为此我们可以断定阿辣美文的福音是

在公元七十年以前写成的。

由福音本身看来，编著的年代似乎还应往上推，因为作者编著

这部福音时，在犹太地的情形，几乎完全与耶稣时代一样，还有犹

太人自己的法庭 (5:21 、 22); 可是这些法庭在公元六十八、六十九

年间，外斯帕仙占据犹太后，已不复存在。书中对犹太人与罗马人

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改变，不然，作者就不会记录耶稣关于给凯撒

纳税的话 (22: 21) 。 罗马兵受司祭的赂贿在民间散布的谣言，其时

尚流传在民间 (28:11-1日。这样的记述，在公元六十二年以后，几

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罗马两个总督阿耳彼诺 (Albinus) 及夫罗洛

(Gcssius Florus) 极度虐待犹太人之后，自公元六十二年，犹太人对

啕



...... 

玛窦福音引言 18 

罗马人的关系更趋恶化，不容有这样的记载。由耶稣向门徒所说直

接有关在祭坛上献礼的规劝 (5:23 、 24) ，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写福音

时，祭献、祭坛及圣殿依然存在(参阅 9:13; 12:7) 。由上所述，我

们可以推断这部福音是在公元六十二年以前写成的。

但是另一方面，由福音的本身看来，似乎它的著作时期不能在

公元四十五年以前，因为作者重复了两次"直到今日"的文句 (27:

8; 28: 1日，这已假定耶稣死后已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同时玛

全书是依照教义和护教的目的写成的，是一部精心结构;由书中也

可看出当时的教会已在外邦人中传开了。为此我们可以推断著作的

时代不能在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所召开的耶路撒冷会议以前。那么，

本书的著作时代该是在五十至六十二年之间。这是我们由福音本身，

所能考定的较为正确的时期。

圣教会历来的传授，一致公认玛是第一部写出的福音。在所有

的古抄卷中，除了 K 号抄卷外，玛在三对观福音中常居首位。传授

中显然的证明，有袤理是雯冕堂吏旦、圣篮盟Jj、亚历山大里亚的

克肋孟以及敖黎革讷都一致证明玛是第一部写出的福音。但是现在，

路是公元六十年后不久已经写就(理由见后) ，玛既在路和谷以前已

写成了，那么一定不能写在六十年以后。依据圣教会历来传授的证

明，玛的著作时期该在六十年以前。统观以上所述，比较可取的解

答，莫过于玛著于五十年至六十年之间的主张。

此外，关于欧色彼和圣依肋乃两人根据传授所写的话，因为语

意不明，不能视为有力的证据。今特引论如下:

欧色彼写说"玛窦先给犹太人宣讲了福音，以后要往外邦人中

去，遂以本国话著述了他的福音书， (这样〉把所写的，留给他要离

别的人，以补他本人不在的缺陷" (Hist. Eccl. 3 , 24 , 5-6; PG20 , 

265) 。 但是玛窦几时离开了巴力斯坦，却没有说。虽然第二世纪许

多伪经记载宗徒们在黑落德阿格黎帕迫害教会时，于公元四十二年

多离开了巴力斯坦。 但这传说不能拿来当作证据，因为宗徒(至少

一部分)在四十八至四十九年间还参加了堕蛊盘透的会议(参阅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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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迦 2: 1-10) 。

圣盒里JJ说"旦室在主组主人中以他们的语言编撰了福音书，

当时伯多禄及保禄在罗马传播福音，并建立教会" (Adv. haer. 3 , 

1 , 1; PG 7 , 844) 。但是现在我们根据传授，完全不知道伯多禄和保

禄同到罗马，并一起在那里工作的事。圣依肋乃的这些话只愿指出:

玛编辑时，那时在罗马建立了教会。这教会的建立，圣依肋乃在其

他的著述中，归于伯多禄及保禄二位宗徒。所以圣依肋乃在这里只

有意记述罗马教会建立的事;对于二者之间的时期并没有加以细辨。

究竟两事是否同时，圣依肋乃未加说明;为此"宗座圣经委员会"

也以圣依肋乃的证言为"不确，有商榷的余地"。所以从他的这几句

话里不能有所断定。(参阅"宗座圣经委员会"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九

日的决议。〉

第七章本福音的作者

现今所有的福音发行问世时，没有一部标出作者的名字。前面

已经说过:圣史只愿作基督福音的传报者，并无心于著述。后来约

在第二世纪初，圣教会才给各部福音加上书名，指出编者是谁。圣

教会依据传授，把第一部福音归于玛窦宗徒名下，以他为本福音的

作者。

虽然玛窦在福音书中，没有明白表示他自己是本书的作者，但

是我们却愿意知道，是否能从本书中考得一些有关作者的材料。

(一)本书中有关作者的内证

由以上我们对于本书的体裁、特征、结构及目的所说的，已经

可以证明作者应是一个犹太人。他在福音中常引用旧约，由此可见

他对旦约非常熟悉。论到达主人的事，他一点也不加解释，这也足

以证明作者本人是生活在巴力斯坦的人。巴力斯坦既是他的家乡，

所以他非常熟悉旦主星星的地理，清楚明了当地的政治、宗教及社

会的情形，更通晓选主人的习俗。再者，全书的文笔和结构也显出

啕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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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学者，有写作的能力。玛窦既身为税吏，自然比其他作渔

夫的宗徒受的教育更高，善于写作。

在另内也有一些迹象，暗示玛窦宗徒就是本书的作者。釜 3:18;

蹬 6:15 所载宗徒名单上，只记录亘窒宗徒的名字。但在第一部福音

中，除玛窦的名字外，还加上了"税吏"的头衔 00:纱，这头衔是犹

太人所最庆恶的，因此其他圣史都省略了。又谷 2: 13-17; 路 5: 27-32 

记述税吏蒙召，只提出"肋未"这个名号，但是第一部福音的作者却

直称他为玛窦 (9:9) 。宗徒名单内"玛窦"的名字，在谷及路中列于

第七位，但在第一部福音中"玛窦"一名却是第八位，列于多默之后。

福音中另有一个事实，似乎可以证明历来的传授。本福音的作

者论及钱的次数比其他圣史为多(共计十二次) ，采用了许多当时在

财政、税务及商业上习用的术语。关于钱及货币的名称也比其他圣

史分别的清楚。只有玛(17: 24-27)言及耶稣为圣殿缴纳了一个

"狄达玛" (didrachma) ，记述了财宝及珍珠 (13: 44-46) 和塔冷通的

比喻 (18:23-25; 20:1-3; 25:1 4-16) 。只有他写下了犹达斯为三十块

银钱出卖了耶稣 (26: 15; 27:3-10) 。

此外还有一点应当注意:没有一个圣史论及法利塞人，他们的

假仁假义和鄙视税吏和罪人，如同第一位圣史那样清楚的。假使玛

窦是本书的作者就不难明了了:身为税吏的玛窦，亲身经历过法利

塞人是如何待人接物的。

(二)历来传授的证明

对于本书的作者，在本书内虽寻不出一个确切的证据，但是圣

教会历来的传授，始终坚持玛窦宗徒是本书的作者。这传授具有极

大的价值，因为本来没有什么理由要把这部福音归于这位宗徒，他

在道章中或去延哀雯雯内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威望。

传授中最古最显明的证据，是弗黎基雅1l~塾盟皇城的主教且至

整 (Papias) 的证明。他作证的话现在还保存在坠鱼篮所编的圣致旦

内 (Hist. Eccl. 3 , 39; PG 20 , 296s) 。帕圣雅，根据圣篮盟主所说

的 Adv. haer , 5 , 33 , 4; PG 7 , 1214): 他是"昕过羞望讲道的，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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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坦查的同伴，年事已高的人"这由下面所述的，更为清楚"他

是羞望宗徒的弟子，与羞望的另一个知名的弟子题里组盖有很好的

交情。"他的证言有很大的价值，因为他是属于圣教会的最古的见证

人之一。 帕圣雅至少在公元一三0年以前，甚或在一-0年间己写

了一部题名为"主言详解五卷"的书 (Explanatíoncs scrmonum Do

mini libri quinque) 。 可惜他的作品业已失传，仅有"序言"内的一

小部分原文，尚保留在坠鱼篮的著作内 。 在那"序言"中且至整说:

"玛窦用希伯来文编撰了"主的言论" (logia) ，人人就己所能翻译讲

解" (Hist. Eccl . 3 , 39 , 16; PG 20 , 300) 。 这证言极有价值和重要

性，因为如帕圣雅自己所说的，他曾尽心竭力从见过耶稣的见证人

和宗徒及门徒的口中，搜集了关于主耶稣所传授的事 。 他既有意著

述，当时尚有两个见证人活着，即若望"长老"与阿黎斯提翁，他

也可以去访问他们。论到马尔谷和玛窦的事，他明明说是那位若望

"长老"告诉自己的。 这位若望不能是别人，只能是若望宗徒。 当时

的人，因为他年高德前，都称他为"长老"。 他也自称"长老" (参

阅若二 1 节若三 1 节〉 。 关于这一点，参见若望福音引言一。 从帕圣

雅所传述的若望的话中可以看出玛窦编撰了"主的言论"。 如果要

问:这"言论"究竟指的什么? "言论"一语，固然只能表示"言

语"或"谈话'气大多数的非公教经学家都以为此处所用的"言论"

一语，只能就字面解释。 根据他们的意见:玛窦只编著了一部主耶

稣的"言论集"。 这部"言论集"与我们现有的并记载耶稣事迹的第

-部福音不同 。 固然这个字的本身有这狭义的意思，但就上下文和

监至整自己的用法上看，似乎意义更为广泛。 帕圣雅关于谷说:马

笙釜编著了堕壁"所言"和"所行"的一切;不久以后，就用"主

的言论" (logia Domini)这一句来包括一切 。 帕圣雅把自己所编篡

的题为"主言详解"但是其中不仅记述了耶稣的言论，也记述了他

的行事。 为此"言论" 一词不能完全按狭义解释。 帕巫雅之所以选

用"言论" 一词来称茧，是因为旦窒在书内，特别注重耶稣所讲的

道理，记述言论几乎占了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 我们又该指出誓反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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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者的这狭义解说，是来自先入为主的成见。 他们以为第一部编

著的福音该是谷 。 他们为卫护这先入为主的成见，就不能不把帕圣

雅的证言这样解释说:玛窦只编著了一部"言论集"，由这部"言论

集"及谷编篡了现有的希腊文玛。 我们毫不怀疑帕巫雅所说的是当时

人所共知的，亦即现有的第一部福音。 帕圣雅原想说的是玛窦固然用

的是希伯来语，即当时所说的阿辣美语，但是后来因为大部分的信徒

不懂得这种语言，迫于不得己，各人就己所能，把阿辣美文译为希腊

文，但这已是过去的事。 从帕圣雅的话上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了一部流

行的希腊译本，而这译本当时的人又都认为是玛窦所写的福音。 古代

的教父，尤其圣依肋乃及欧色彼都这样解释了帕圣雅的话，并且以全

教会共同的传授来证实他所说的不误。 参见对观福音问题四、 (5) 。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教父，如德都良(约死在公元二二0年) ，潘

;武奴斯(约死在公元二00年)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死在公元

二一五年〉等，他们都没有读过帕圣雅的著作，因此他们提供的教

会的传授一点也不受帕圣雅的影响，但所说的，却完全相同 。 我们

在此无须提出所有的证言，只说关于第一部福音的作者问题，全圣

教会的意见是一致的，如罗马、法国、非洲、亚历山大里亚、巴力斯

坦、安提约基雅及小亚细亚的教会都始终一致地将第一部福音归于玛

窦宗徒。 除非事实上玛窦真是这部福音的作者，这种一致的意见是无

法理解的。 此外所有的古抄卷，最古的译本，教会所编的正经书目，

以及礼仪上应用的经书，没有不把第一部福音归之于玛窦的。

为此"宗座圣经委员会"依据上述的种种理由，即所有的内证

和外证，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丸日所颁发的两决议内，声明玛窦宗

徒是第一部福音的作者，帕圣雅论"主的言论集"所说的话，也是

指玛窦的福音而言。

第八章玛窦的生平

关于玛窦的生平，我们从福音书中知道得很少，至于其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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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中，有关玛窦的记述，始终不很正确。

"玛窦" CMatthacus) 一名，是由叠鱼基文的 "lahweh" 名词和

"Natan" 动词合成的，即主f且圣的 Mattai C主圣Jj，Jê:上 10: 33) , 

或 "Mattanjah" (皇室ìl*J~辈，绩上 9: 15) 叠堕化的名字。这名字含

有"上主的恩赐"的意思。如拿釜 2: 13 、 14; 蹬 5:27 、 28 与理 9:9 、

10 相对照，便知玛窦又名盟主。按边主人的习惯，一个人常有两个

名字，如伯多禄又名西满，旦笙组组又名羞墨，主笙釜又名查望，

保禄又名扫禄。这与我国人之有名有号颇相似。三及理道宣内记述

一税吏被召的事(另 8:9-13; 釜 2:13-17; 蹬 5: 27-32) ，就上下文看

来，绝对是指同一人，毫无问题。

谷 2: 13 记载玛窦的父亲名叫堕主辈。主室的职业是个税吏，即

在黑落德安提帕王所辖的墓盖盒城内，充任收税员。他的职务，或

是为黑落德王收税，或是管理墓盖盒城的税务。他一定不是芝主人

的一个职员。玛窦既尽这个职务，就应善于书写，除通晓阻盟主语

外，一定也会叠1m-话。他被召后曾设宴款待耶稣(蹬 5:29) ，足见他

亦相当富有。犹太人，尤其是茧型墨人不但恨税吏如蛇蝠，即税吏

手下人员，以及吃关税饭的，他们都恨之入骨，有如肉中刺，眼中

钉。这或者是因为税吏与异民经营贸易，或者是因为他们渎职贪污，

因而犹太人一律将他们当作罪人看待(另 9: 10 、 11) 。

当玛窦坐在税务局内时，耶稣从那里路过，遂召叫他说"跟随

我罢"，他便毫不犹豫，立即起来，跟随了耶稣。在他被召的那一

天，耶稣曾训斥窃窃私议的盖型塞人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

(9: 13 ，参阅 12:7; 欧 6:6) 。这句话似乎给予他深刻的印象。由于天

主的这种仁爱，玛窦得了耶稣的召叫。他始终衷心怀念天主的仁爱，

为此在记述十二宗徒的名称时，在自己堕莹的名字后，特意加上为

犹太人表示罪人的称呼"税吏" (9:10 、 11 、 13; 10:3) 。

关于玛窦其他事迹，传说中所传的甚少，且多不可靠。欧色彼

记载玛窦先在巴力斯坦向犹太人宣讲福音，在动身往外邦传教之前，

给他们留下了一部用本国语言写的福音 CHist. Eccl. 3 , 24 , 6; 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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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2655) 。 至于玛窦到了那一个外邦民族那里去传扬福音，欧色彼

没有提及。 以后的教会作者，有的说他在爱提约圣雅传教，有的说

他在波斯或叙利亚或马其顿传教。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死在什么地

方，怎样死的，亦无从考知 。 圣教会每年九月二十一 日记念这位为

主致命的宗徒。 他的遗骸现尚存于意国撒肋尔诺城 C Salerno) ，供信

友瞻仰敬拜。

第九章原文与希腊译文

(一)原文

历来的教父及圣教会的作者，一致认为第一部福音是玛窦用希

伯来文写的。这传授最古的证人是帕圣雅、圣依肋乃及欧色彼。 上

面我们关于本书的体裁及特征所述的，似乎也证实这个意见。 此外

还有一点该注意:绝对不能有任何理由说古代的作者捏造了这种意

见。 因为新约其他的经典都是用希腊文写的，他们能有什么理由来

捏造玛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呢?

至于玛窦是用古希伯来语还是用当时的阿辣美语写了福音，学

者间的意见不很一致。 在公教学者中分为两派:协格 CSchegg) 、贝

耳色耳 CBcl5cr) 及客拉德尔 CCladder) 等人主张是用古希伯来文写

的 。 纳本包尔、默尔克、拉冈热、息耿贝革尔 C Sickenberger) 以及

近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主张是以阿辣美语写的 。 后一说似乎更为

可取，因为从充军以后，在巴力斯坦巳普遍使用阿辣美语。 耶稣说

的也是这语言，这由福音中尚保留耶稣所说的一些阿辣美话可以证

明 。 此外，上面我们已经说了玛窦既为犹太人写了福音，就该用阿

辣美话，不然，只有犹太学者才能懂得他所写的 。

但是在巴力斯坦的教会屡遭外来的迫害和内部的骚乱，遂使这

部原文，不久就遗失了 。 犹太人的信友集团在此种情形下日渐衰微，

甚至濒于绝迹;而希腊化的信友集团反日见兴盛，为他们自然需要

福音的希腊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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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大师圣垫墅里墓曾时常引用"主组基人福音"。圣人起初似乎

以为这部福音即是玛窦所写的原文(De viris il l. 2s; PL 23 , 611 , 613) 。

后来圣人好像更改了自己的意见(Comm. in Mt. 12 , 13; PL 26 , 78) 。

这部"希伯来人福音"，大概是犹太人根据玛窦的原本福音，参照其

他的来源，补上伪经的许多记述，而从新改编的一部书。

(二)希腊译文

教会历代普遍的传授，可以证明我们现有的这部希腊文正经福

音，是古阿辣美语福音的译本。这部译本，人人都以为是忠信的译

本，否则，圣教会决不会将这部译本视为圣经。同时我们由帕圣雅

的证言，知道当时玛有许多不同的译本，而圣教会只选用这部译本，

足见它忠实可靠，与众不同。谁翻译了这书，已不可考。但是译者

定然是一位精通希腊语的人。既然信徒在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

己普遍使用这部译本(有十二宗徒训言，圣克肋孟，巴尔纳伯及圣

依纳爵等人的引用为证)，足见这部译本至少在第一世纪末就已问

世。由帕圣雅自己所说得自若望宗徒的证言，我们可以断定这部译

著很早就已完成，大约是在公元七0年至九0年间。但是决不能在

公元六十年以前，因为希腊译者依据了谷的记述，详见对观福音问

题四、 (5) b。

这部译本被圣教会列入"正经"中，从起初就被认为阿辣美原

文福音的忠实译本;为此，这译本从第二世纪初，便有"玛窦福音"

的题名。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部正经的希腊文玛，是玛

窦用阿辣美语所写的那部福音，但是教父及公教作者一致的意见，

即可视为一种证据。所有的教父和学者，连那些已知道玛窦用阿辣

羞语写了一部垣宜的，都以这盘盘译本，如同盟窒的原著。圣教会

从最古的时候引用盘盘译文，就如引用玛窦的真正经文一样。综合

以上的论据，我们可以断定"希腊文玛与同一宗徒(玛窦〉用本国

语言所写的那部福音大体上是相同的 。 " (见宗座圣经委员会一九一

一年六月十九日的决议:第五项。〉

为反对圣教会的这种主张所提出的证据，不能有所证明(一〉

、



玛窦福音号|言 26 

如说叠堕文道童的语言如此优美，作者玩弄的一些字眼都是希腊语

固有的特色 (6:7 、 16; 21 :41 等处〉 。 这也只能证明上面所说的译者

是对希腊文造诣很深的人罢了 。 同时上面也已指出第一部福音的体

裁与特征，较其他福音更呈现希伯来的风格 。 (二)引证多半采自七

十贤士译本。 这也不过只能证明希腊译者没有逐字翻译原文，行文

自由而已 。 (三)说希腊文要一定依据了谷。 这点我们也承认，详见

对观福音问题四、 (5) b 。 但是这种依据若说希腊译文与原文"大体"

相同，并没有什么妨碍。

说"大体"相同，足以证明圣教会并没有把希腊文玛与原文视

为完全一样的译文。 希腊译者在翻译原文上，似乎相当自由:有所

增补，如对阿辣美语的一些解释 (1 :23; 27:33 , 46 甚或 22:7) ，使

旧约的一部分引证更适合七十贤士本的译文;似乎也依据谷对一些

地方有所增添，使现有的玛内出现了一些重复之处，有时也许他变

换了原文的次序 。

此外，对于原文或许有所删改(参阅 1: 11 注解) ，有时也许他

没有弄清原文，甚或对原文有所误解(参 6: 1 ; 23: 35; 27: 9 、 34 的注

解〉 。 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推测而已 。

(三)希腊译文的默感问题

现今在正经中的玛，是译文而不是原文。 如果问:希腊经文，

因为它是译文，是否是一部受默感的书?因为默感的神恩是赋予圣

经作者的。 一部默感的书，该是出于直接受默感的人。 圣经的译文，

因为是译文(译文仅是传达原文)，不能算是默感的，除非因特殊情

形，译者也有了默感的神恩。 (古时，非罗及许多教父就以为七十贤

士译希腊经文时，得了这种默感的神恩。〉是否能说:毁的译者也得

了这特殊的神恩。 这固然可以相信，但这神恩绝对不必要。 只要差

膛译者忠信翻译了原文就够了 。 有了这忠信(这由上面所述圣教会

历来-致的意见可以证明) ，译文本身就分沾了原文的默感神恩，因

为默感赋予原文的作者，并不是为了作者用了那样的语言，而是为

了语言中所包含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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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实上，译者作了一些重要的增添或删改，那么为了这一

些，也该认为译者有了默感的神恩，因为译者对这些部分是真正的

作者，在编撰这书上有了份，他不但是译者也是编者了 。 为编撰一

部正经书及其中一部分，该认为编者是受默感的 。 "盎暨文耍的编译

有点与授菱至二贯的编撰相似 。 圣教会承认授菱王:自有后来增补删改

的地方。 但是圣教会却也断定这些增删是受默感的作者所行的。"

(见宗座圣经委员会一九O六年六月二十七 日 的决议。)为此，许多

公教学者，如立囚垫、至盗、查玉星等人都主张男主盘文的译者有

特殊默感的神恩。 因为不能证明译者是否对原文作了一些较大的变

更，所以我们对这问题也不能有所决断。

第十章玛窦福音的完整

唯理派学者直到今日，仍然极力攻击本福音的一贯性，他们认

为以下各点是增补于原文中的(一) 1 、 2 两章所记耶稣孩童时的

历史(二) 14一17 章关于伯多禄的一些特殊记载(三)耶稣受

难与复活(尤其是 28: 11 -20 一段)的一些记载。 唯理派学者尤其

排斥圣母玛利亚怀孕生子而身仍为童贞的历史性 (1: 16 、 18-25) , 

圣教会的建立，伯多禄的元首职权 ( 1 6:17-19) ，耶稣派宗徒到普

天下去授徒赋洗的命令以及付洗时该呼天主圣三之名的经文方式

(28 : 19-20) 。

关于唯理派学者的这些谬误，只简单地答说:整个作品的结构

是如此紧凑，不容有后加的注释或增补。 为唯理派学者所攻击的经

文，由上面关于本书的特征与目的所说的看来，是与福音的中心思

想密切相连的 。 如果将这些唯理派学者所攻击的经文由福音中取去，

全部追查就失去了它的结构，成了支离破碎的 。 因为讲论"默西亚"

及教会的中心思想，使所有的部分及每一部分，事实上构成一部互

相连系，而有系统的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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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玛窦福音29 

玛窦福音

第一章

基督的族谱(路 3: 23-38) 

1 亚巴郎之子，达味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 02亚巴郎

生篮盘盘 ， 8篮盘盘生壁垒鱼，整查组生达二兰和他的兄弟

1ìJ; 83犹大由草亘~生且勤盔和组塾墨，。且塾豆豆生雄主

龙，雄主主生阻兰 4阻兰生哈米纳达布，哈米纳达布生组

搓搓，组搓搓生盘主孟 5盟主孟由理坠~生遮监盒，遮堕

这由?t要生垦旦壶，垦旦堂生亟重篮，6篮重1&生主些王。@

主些由皇整整的妻子生盘里菌， 07盘里遇生勒哈贝罕，塾

哈贝罕生阿彼雅，阿彼雅生阿撤，8阿撒生约霞法特，约霞

法特生约兰，组兰生盟主壁 9盟主整生组堂，组主生阻监

兹，阿哈兹生希则克雅， 10希则克雅生默纳协，默纳协生

阻孟，阻孟生组窒壁 11 鱼窒2直在旦些企流徙期中生盟主

尼雅和他的兄弟们。 012流徙巴比伦以后，耶苛尼雅生霞

耳提耳，霞耳提耳生则鲁巴贝耳 ， (;)13则鲁巴贝耳生阿彼

胡得， 0阿彼胡得生厄肋雅金，厄肋雅金生阿左尔。 14阿左

尔生币多克，市多克生阿散，阿散生厄里乌得 15厄里乌

缉生厄肋哈臣尔，厄肋哈臣尔生旦掌，旦掌生壁垒鱼， 16

整鱼组生羞茎，旦到里的丈夫， E15fIJ里生坚壁，他称为基

查。Ui)17所以从旦旦旦E到蓝蓝共十四代，从达味到流徙巴

些企共十四代，从流徙巴比伦到基督共十四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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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圣诞

18血壁基置的诞生原是这样 tÐ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

于羞羞后，在同居前，她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 @

19她的丈夫若瑟，因是义人，不愿公开羞辱她，有意暗暗

地休退她。 æ20 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看 ! 在梦中上主的天

使显现于他说 "主壁之子羞萃，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

亚，因为那在她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 æ21 她要生一个儿

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坚壁，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

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 æ22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

藉先知所说的话 23 "看哪 ! 一位贞女，将怀孕生子，人将

称他的名字为厄玛奴耳。"意谓:天主与我们同在。 @

24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办了，娶

了他的妻子， æ25他虽然没有认识她，她就生了一个儿子， (0

若瑟遂给他起名叫耶稣。 @

@ 玛写福音与谷略同，可说是开门见山，提笔即人正题，不像路

和若二圣史先冠以序言。 玛最先列出耶稣的族谱，他以为最有

关系的是这个族谱。如果不能直接证明耶稣为默西亚，但至少

已先假定了他是默西亚，因为他的身世已具备了默西亚的先决

条件。 "亚巴郎之子"直接是说达味为亚巴郎的后裔，而间接指

耶稣亦为亚巴郎的后裔(迦 3: 16) 。 因为亚巴郎蒙天主召叫，领

受了恩许(创 12: 3; 18: 18; 22: 18) ;这些神恩都要在基督身上

实现。"达味之子"此处与福音其他各处一样，是指默西亚的一

个别名，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常用这别名来指示默西亚 (21:9

等〉 。 这个称呼是根据旧约来的(撒下 7:12-17; 依 11 等) ，因

依照旦约的预言，默西亚应当出于主些家族。 堕壁基查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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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圣教会，尤其在圣堡盘书信上，时常连在一起。 好像成

了吾主堕壁基查的一个固有名字。 "耶稣"是降生救主的本名，

是天主授意羞墨和旦到里给要诞生的默西亚所起的名字C1: 21; 

路 1 :31) 。 这名字含有"救主"的意思 。 "基督"或"基利斯督"

是由希伯来语译出的希腊语，意即"用油傅的"或"受傅者"

(对受傅者的意义参见先知书上册九一页) 。 第一节只是 2-17 节

的标题，并不是全书的题目 。

8 2-6 节为族谱的第一组，可称为列祖组，虽然止于创立王朝的达

味。 第一组共计十四代，与路 3: 32-35 所列的名单相同，似乎都

取自编上 1:27-2:15 0 "生"字在圣经中不必指示直接的父子关系;

事实上，玛窦下边所列的族谱，有几代已经略去，而上下仍用

"生"字。 "生"字本身亦指法律上的承袭，但在玛窦似乎常指父

子之间的承袭。 对第一组人名的异同，参阅编上 1:27-2:15 。

@ 此处圣史除提及犹大外，又提出了他的兄弟们，即雅各伯的十

二个儿子，由这十二列祖产生了十二支派，从而暗示了基督救

恩的普遍性，不仅为犹大支派，也为其他十一支派，即全伊撒

尔民族。

@ 此处提出犹大由塔玛尔所生的孪生子，是为了他们奇特的诞生

(创 38: 27-30) 。 玛又出乎犹太人的习惯，在族谱中举出了四个

女人:在第一组中有三个女人(塔玛尔、辣哈布、卢德) ;第二

组有一个女人，即"乌黎雅的妻子巴特协巴黑" c1 :6) 。 这四个

女人全是外邦人。 除卢德(卢 1: 4) 外，又都是罪妇(塔玛尔，

见创 38: 12-19; 辣哈布，见苏 2:1; 巴特协巴黑，见撒下 11 : 2-

6) 。 圣史的目的似乎是愿意证明耶稣之来是为拯救所有的人:

男的女的，义人罪人，希伯来人和外教人，都包括在内 。

@ 圣史于"达味"后加一 "王"字，是有意指出基督的"王"位。

@ 自 6b-11 节为族谱的第二组，或十四君王组，即由撒罗满直到

充军时代选主国的十四位君王(蹬对此组所列与玛不同，他是

依据另一种谱牒写的，即由达昧的另一个儿子纳堂写起〉。 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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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的都是著名的君王，事迹都见于列上下和编下。 但在此组

中玛略去了约兰和胡齐雅中间的三位君王，即阿哈则雅，约阿

市和阿玛责雅，也略去了约蕉雅和耶苛讷雅中间的约雅金。 玛

所列的君王世系表与编下 3: 1 0-16 所列的(史书上册四六九 四

七五页列出了详细的犹大王表〉略有出人，这不能算是错误，

如本章注二所说的"生"字不必指父子的关系，也可指祖父和

孙子的关系 。

@ 第二组末尾说"约嘉雅在巴比伦流徙期中生耶苛尼雅和他的兄

弟们 。"所提的流徙是指伊民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即充军巴

比伦及因充军所发生的一切凄惨的事。 本节的另一个困难，即

是我们已经说过的，约嘉雅不是耶苛尼雅的父亲而是祖父。 耶

苛尼雅的兄弟是那些人呢?按列下 23:30-34 和编上 3: 15 约襄雅

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三个相继都登过王位:即约阿哈次、约雅

金(耶苛尼雅之父) ，和漆德克雅(在耶苛尼雅以后为王〉 。 但

另一方面，按编上 3: 16 耶苛尼雅只有一个儿子，叫漆德克雅，

他没有登过王位(参阅列下 24: 17) 。 所以此处的"兄弟"一词

或许应按闪族语广泛的意思来解释，即指耶苛尼雅的叔父约阿

哈次，另外是指漆德克雅，但这不过是推测之词，究竟兄弟指

哪些人，不得而知。

@ 自 12-16 节为族谱的第三组，即自犹大王被废后到基督的族

谱。 关于第三组的世代数目，见注十一 。 关于第三组的名字与

路 3: 27-27 所列的有极大的区别，其中仅有三个人名相同:即

霞耳提耳、则鲁巴贝耳和若瑟。对霞耳提耳和则鲁巴贝耳，参

阅编上3:17-19;厄上 3:28 。 但应当知道绩上的则鲁巴贝耳是重

达雅的儿子，而不是重主量主的儿子。对此疑难，参阅绩上 3

注四 。

@ 阿彼胡得以下的名字，不见于旧约。明显地，玛是从另一种谱

牒里抄录了这些名字。这谱牒或保存在适应后代的家中，或保

存在专门掌故的犹太人手中，人都容易去查询。至于堕篮望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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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没有列在则鲁巴贝耳的儿子和后代中(编上 3: 19 、

20) ，这没有什么难解的地方，因为这个名单根本不能说是完整

的名单。

@ 玛写到若瑟，特意避过了"若瑟生耶稣"的句法，但说"若瑟，

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他称为基督"。 那么，父子的世

系从此便中断了 。 耶稣仅是若瑟法律上的儿子，因为若瑟与玛

利亚结了真正而终身贞洁的婚姻，在这婚姻持续期中，耶稣诞

生了 。 这已经足以取得法律上的父子关系和一切权利的承嗣 。

所以耶稣在法律上是达味的后代子孙，这也是圣史所愿意证明

的一点 。 既然玛利亚生了耶稣，圣史为什么不写玛利亚本家的

族谱呢?因为写女方的族谱，在犹太人中，是闻所未闻的怪事:

族谱常是以男子为主，从不以女子为主。 不过玛利亚也应当被

列人达昧的后代，因为犹太人是同一支派的人才能结婚，这一

点由圣保禄所说耶稣"按血肉出于达昧后裔"的话(罗 1 :4) 可

以证明，并且按路 1 :32 天使报告基督要生于玛利亚时，并未提

及若瑟;论及玛利亚的儿子，只说他以达味为祖先(参阅路 1

注十一及 3:23 注十一) 。

4D 17 节指出作者对世系数字的有系统及人为的组成，每组十四代，

共三组。 注六己说明:在族谱的第二组中，圣史为适合十四的

数字略去了几代。 在第三组中有十三代呢?还是十四代呢?看

来似乎只有十三代，因为耶苛尼雅己归第二组。 圣奥斯定 (PL

34 , 1076) 为解决这个难题将耶苛尼雅列入第三组，因为圣人

说:耶苛尼雅以君王的身份被列入第二组，但他被虏至巴比伦

已贬为平民，因而又被列入第三组。 但芝主 CBuzy) 却以为圣

母玛利亚的名字由于她的天主之母的地位应当算在第三组中，

成为十四代的一个单位。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玛用

"十四"而不用"七"希伯来人惯用的这个成数?大概"十四"

这个数字。 x 7) 为第一组，己见于圣经中，因此在第二和第

三组中为易于记忆，也用了同样的数字。 还有人以为玛用"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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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个数字是由"达昧"的名字来的;因按"达味"的希伯

圣字母，可分析作三个数目的代宇，即四加六加四 (DVD) 。 对

于望和蹬二圣史的族谱所有的异同，及怎样调和，参阅路 3 十

一，十二两注。

@ 只有望窒c1 : 18-2: 23) 和监2日(1 : 5-2: 52) 二圣史给我们传下

了耶稣的孩提史事。 这两种记述虽然彼此不相从属，甚至彼此

毫无共同之处，但对它们的历史性却不容丝毫怀疑。二者之间

不但没有相反之处，而且还可以说这两种记述，互补缺漏，且

能把这两个记述形成一篇上下一贯的记述(至于如何把两个记

述按照编年穿插在一起，可参阅耶稣生平年表 6-17 并见路 2 注

十六〉 。 此处仅注释曼的经文，但如果愿意得到一个完整的记

述，必须也参看蹬的正文。 旦在 1:18-25 这第一段中，说明圣母

处女受孕的奥迹，同时也解释 16 节为什么变更族谱中的用语，

为什么只说耶稣生于玛利亚而不说生于若瑟的理由 。 "诞生"一

词指耶稣的"降孕"也指耶稣的"诞生" (2日 。 关于玛利亚处

女受孕的时间及地点，路 1 :26-38 有详细的记述。

@ 此处论的是订婚，订过婚的男女在犹太人的习俗上已取得夫妇

的一切权利，因此未婚妻己可称未婚夫为"丈夫" (19 节) 0 "在

同居前"一句是指尚未举行结婚的外面仪式，如隆重的迎娶新

娘到新郎家中等仪式。 对圣母有孕的事，必是若瑟最先由她的

举止上觉察出来的。 时间大概是在圣母往见依撒伯尔回来以后

(路 1:56) ，或在更以后。 圣史写此事是如何慎重小心，惟恐引

起读者的一些误解，遂立刻说是"因圣神"受孕的 。 但此事圣

若瑟还不知道。

@ 圣史称若瑟为"义人"这是极口称赞耶稣的鞠养之父圣若瑟的

话，同时也有这称赞中所含蓄的意义。 所论的是若瑟的什么义

德呢? 一定不是指遵守一切法律的纯外表的义德，而是指内在

的真正义德，尤其是指他关于圣母在思想与判断上所修的义德。

圣圣墨对于未婚妻怀孕的事，极其焦虑，不知该怎么处置。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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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订婚时期所生的子女也算是合法的子女，但是若瑟既是

"义人"又确知胎中之子不是自己的，不愿把那不知来历的儿

子归于自己名下 。 第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写休书休退自己的未婚

妻(史 24: 1) 。 但是这种办法立即为羞翠所弃，认为这种办法为

里型里是一种侮辱，也太不公平，因为他深知里型里有超绝的

德性。 查;毫不愿"公开羞辱她"，即谓不愿公然揭发她的不贞，

不愿公然退婚。 因为如果公然退婚，里型里必然被人目为罪妇

而须受法律上的裁判，于她不仅要受名誉上的污辱，而且还要

按法律受刑，而丧失生命。 圣墨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一个"暗

暗地休退她"的办法，大概想在两个守秘密的证人前，解除婚

约 。 但是天主却没有让他这个最后的办法实现。

@ 天主在主茎睡梦中派一位天使(大概是坦坦盈1F)代天主给若

塞说明圣母处女受孕的事。 至于天主藉梦作为显示的媒介的事

(2: 12 、 13 、 19 、 22) ，不应当引为奇异，因为天主能选择任何媒

介。 在梦中显示己多次见于旦约中，并且天主也许下要在梦中

显现的事(左 12:向纽约 :15; 是 3:1) 0 "主壁之子羞羞"这

个称呼在羞萃的明悟中应该立刻引起有关"默西亚"的思想 。

"不要怕娶你的妻子望型里"，即行隆重结婚仪式或迎娶玛利亚

到自己家中之意。 "因为那在她内所受生的是出于圣神"此句

揭穿了最大的奥迹，即基督的降孕是天主的工程，圣言降孕成

人，是天主"向外"的工程，这向外的工程原是"三位"共同

的，可是归于圣神(蹬 1:3日，因为这是天主至爱的工程，而圣

神是天主本体的爱(圣乏亘2辈革主主雯卷三，问 三十二 ，
答一) 。

@ 天使接着说"她要生一个儿子"里型里是处女怀了孕，也要
以处女的身份产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藉天使

说的这句话，说明了羞茎对圣母所生的儿子有作父亲的真实权
柄，因为按照圣经的习惯给孩子起名字是父亲或母亲的权利
〈蹬 1 :31 、 62) 0 "他要把自己的……"天主己确定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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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原来意义(雅威是拯救)，但也说明了是怎样的拯救:即灵

性的拯救"由罪恶中"拯救，就是制胜及除灭罪恶的拯救。先

知在旦约中己多次讨论过"默西亚"所施的拯救是属灵性的，

但是在耶稣时代这种思想大抵己模糊不清，而变为拯救犹太民

族摆脱外国管辖和复兴犹大国的思想。 天使在此说出了拯救的

真正意义。

4D 22-23 节似乎是圣史自己的议论，因为"这一切事的发生……"

的语法，圣史在自己的福音中用过九次 (2:15 、 23; 4: 14; 12: 

17……) ，在其他福音书也用过一次(若 12:38) 。 此处所引的是

依撒意亚先知最著名的"厄玛奴耳书"对此经文的解释参阅依

7: 14 注九。此处应当注意的是玛引自七十贤士译文，对贞女之

叠堕文 "πα阱bos" 有极确定的意义，即谓照篮盟主主所预言

的:耶稣的母亲怀孕时为贞女，生了耶稣仍是贞女。耶稣实在

是"厄玛奴耳" ( "天主与我们同在"一句译文，似乎是玛窦福

音的希腊译者译阿辣美文的玛窦福音时所加的)，因为他是"天

主子"是永远的天主，他也真是玛利亚的儿子，他在预定的时

间取了我们的人性(若 1:14; 斐 2:6 、 7) 。

@圣史在援引先知的话之后，继续叙述若瑟醒后，即刻(大概当

天〉照天使的吩咐举行了结婚仪式，迎娶玛利亚到自己家中。

若瑟在天主的指引下，藉着这种行为保护了圣母和圣子的声誉。

若瑟忻悦地接受了作耶稣的"鞠养之父"的责任。

@圣史着重说明圣母处女怀孕耶稣的事，又见于 25 节。圣史说:

"他虽然没有认识她，她就生了一个儿子。 " "认识"一词是圣经

习用的术语，指夫妇同房的意思(创 4: 1; 撒上 1: 19; 蹬 1 : 

34) 0 25 节前半节，如直译应作"他并没有认识她，直到她生

了一个儿子"。 这纯粹是希伯来语风，而决不是指以后若瑟认识

过她，同样的语法亦见于撒下 6:23，那里说"从此盘皇主的女

儿米加耳，直到她死的日子，再没有生养儿女"。 即谓主主旦旦

"总没有生子"的意思 。 至于圣母始终为童贞女一事，从各福音

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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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圣教会的口传里都可以证明。(对耶稣的兄弟" 一事，参阅

另 12 附注。) "她生了一个儿子" 一语后，有些主监抄卷和韭王

译本加"首生子" 一词，按"首生子" 一词大概非出原文，而

是由蹬 2:7 窜入的 。 古主Jmi善本古卷和其他古译本皆无。 对

"首生子" 一词的解释，见路 2 注三。

w "给他起名叫耶稣"此句的主语为若瑟，因为他是合法的父亲，
他有起名的权柄 (21 节〉 。 由蹬 2:21 我们知道起名的事是在第

八日耶稣受割损时举行的 。

第二章

贤士来朝

1 当墨蓬篮为王时，理壁诞生在延去的且透;看 ! 有

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2说"诞生了的犹太人的君王

在那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特来朝拜他。" 83黑

蓬篮王一昕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

慌。 84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仔细考问他

们，整直里应当生在那里。5他们对他说"在犹大的白冷;

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 6 ，你盐主地直透阿!你在犹大的郡

邑中，决不是最小的，因为由你将出一位领袖，他将牧养

我的百姓壁盘盆。 '" 07于是墨蓬堡暗暗把贤士叫来，仔细

询问他们那星出现的时间 。 8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几时你们找到了，给我报信，好

让我也去朝拜他。 " 09他们昕了王的话，就走了 。 看!他

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

的地方，就停在上面。 1。他们一见到那星，极其高兴欢喜。 。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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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他们进到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堕主l里，遂俯伏朝

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

香和没药。 012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落德那

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 @

圣家逃往埃及

13他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说"起

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鉴互去，住在那里，直到我

告诉你;因为黑落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

14他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

了。 15留在那里，直到黑落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藉先

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 æ 
无罪婴孩遭屠杀

16那时黑落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忿

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杀死在自冷及其

周围境内所有由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CJ)17于是应验了

耶肋米亚先知所说的话 18 "在辣玛昕到了声音，痛哭哀

号不止;辣黑耳痛哭她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

们不在了。" CÐ 

圣家回国(参阅路 2:39)

19墨蓬篮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鉴及托梦显于羞

羞，20说"起来，带孩子和他的母亲，往盘盘盔地去，因

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都死了。"21 他便起来，带了孩子

和他的母亲，进了伊撒尔地域Q)22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

继他父亲墨蓬篮作了选主王，就怕到那里去;梦中得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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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便退避到加里肋亚境内去了。 æ23来到后，就住在一

座名叫组里盟的城内，这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

为纳臣肋人。" æ 

o 1-12 节为耶稣童年史的第二段:叙述贤士来朝拜耶稣的事。路

对此事不置一词。按此事发生的时间，当在献耶稣于主堂以后

(路 2: 22-38) ，且按以下的叙述，大概是在耶稣满了一岁的时

候。"当黑落德为王时"一句，所指的时间颇为广泛。黑落德即

大黑落德王，关于他的历史见废袅i良淦第二章。按大黑落德卒

于建罗马城七五0年，即公元前四年，因此耶稣诞生应在此年

之前，大约在公元前六年(按公元之纪年法，以耶稣的生年为

元年，这说明狄约尼削 CDionisius Exignus) 在制定纪元上计算

错误了) 0 "耶稣诞生在犹大的自冷"玛在此第一次指出诞生的

地名，这为他的目的十分重要，因为按米 5: 1-3 的预言，默西亚

应当生于白冷。白冷城在耶路撒冷南约九公里，因为是"达味

城"所以相当著名(路 2:的。达昧生在那里，也在那里被傅为

王(撒上 16: 13) 。圣史所以称白冷为"犹大地白冷"，以别于加

里肋亚的白冷(苏 19: 15 亦译为贝特肋恒〉。关于"自冷"历来

所记的文献，参阅 ELS nn. 89-158。有关耶稣诞生在白冷的其

他记述，见路 2 :1-20 0 "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看"字仅是圣史令读者注意之词，而不是指下边发生的事。

"贤士" !v.IÍ'γos 一词，在古波斯指特殊的一等人物，即保存宗教

的传授并专务天文星象学的人。但 M正γos 一词，后来在其他国

家含意较为广泛，不仅指读书求学的人，而且也指巫术之士

(如去 8:9 之西满巫士〉。但此处由上下文中 A必yos 一词仅指贤

哲之士、虔诚者及观察星象的一等人。玛虽没有称他们为"王

子"但由他们所献的礼品，可以看出他们相当富有，在社会上

地位也很高，权威也很大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的贤士有几位，

唱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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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上没有提及，古代传说也不一致。大概贤士"三位"的数

字，是来自所献的三种礼物 01 节) 0 "从东方"一语，也相当

广泛，不能决定是波斯或美索不达米亚，或阿刺伯 。 从他们所

献的礼物上来推测，大概他们是来自阿剌伯 。

@ 贤士们进了耶路撒冷京城，便坦白地询问他们先遇见的市民说:

"诞生了的犹太人的君王在那里?"他们想这位君王诞生的大事，

一定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没有人知道此事。

他们遂又附带说"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特来朝拜他。 "

他们所见的星，按叠堕原文是指单独的一个星 AE巾，决不是指

"星团"或"行星"但按上下文的描述，似乎是指天主所造的

一个光体。"在东方" 即在贤士所来的地方的天空(按"在东

方"一词的原文，亦可译作" (星〉出现的时候勺。那颗星一

出现，贤士如何能知道是"犹太人的君王"的星呢?经文没有

明言。他们能有这样的智识，大概是由于看到了旧约经书的原

故。 因为他们是研究星象的学者，能知道彼肋罕所预言的那颗

星出现的意义。他们一看见了那颗异星，即能判断这是那位要

来的君王的表记。但是无可否认的，其中也有一种超自然的光

明，开导了他们的明悟，引他们迈向耶路撒冷的路;但在他们

的行程中，那颗异星并没有走在他们的前面。 "特来朝拜他" 一

句，说出了他们来的目的是属于宗教的 01 节)。

@ 关于贤士的来到和他们的目的怎样传到黑落德前，以及这残虐

而多疑的暴君昕说后怎样惊惶，可想而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

一起惊慌"耶路撒冷的居民恐慌，大概是怕黑落德不久又要起

来压迫人民 。

。 黑落德召集司祭长和经师，不是举行盐主人的"公议会"

σVvi~fXω 。 他召集百姓的宗教首领和熟知圣经的人来，是为查

询"默西亚应当生在那里?"他们回答他说"在延二兰的皇垒

(见注一)。他们大概向这厄东人黑落德指明了圣经上预言默西

亚该诞生的地方，征引的经文是类 5:1。圣史引此'经文，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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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变更，但意思相同〈对此经文的注释，参阅米 5 注二) 。

@ 墨蓬堡昕了这预言，心中自有他的主张，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信

这预言，而是他想这预言无论真假，必须立刻除灭这可能与自

己争衡的人。 因此第一件重要的事是要知道这孩子诞生的时候，

遂暗暗召叫贤士们来，假装满怀好意，仔细询问一切，惟恐他

这个未来的牺牲品漏网。他本来能打发刺客与贤士们同去，但

恐引起贤士们的怀疑。 他大概看出这些外方人朴实可欺，遂用

甘言来欺骗他们，要求他们回来向他报告一切"好让我也去朝

拜他"。 这个阴险的伪君子，他不是去朝拜那婴孩，而是去

杀害 。

@ 贤士们出了耶路撒冷"看……那星走在他们前面"。 我们可以

想像，他们是如何喜欢。 由星自北指向南方的运行看来，这里

所说的星大概不是一个星，也不是彗星，尤其是由它来到婴孩

所在地就"停在上面"的光景看来，这必是出现于附近地带的

一个光体。 参阅注二。

@ 按此处贤士所进的是"房屋"，圣家大概在耶稣诞生后不久，就

找着了比耶稣诞生时较好的一个住处(路 2: 7) 。 但是为一个诞

生的王子住在这样的一所房子内，一定出乎贤士们的意料之外。

不过有一种天上的光照耀他们的明悟，将这君王的真正特性默

示了给他们。 此处圣史又细致提出"婴儿和他母亲玛利亚"对

圣羞茎只字未提。贤士们"俯伏朝拜他"，"他"即是圣婴，打

开宝盒给他献上了三样札品:黄金、乳香、没药。 黄金，承认

基督是君王;乳香，承认他是天主;没药，承认他是有死的人

(这是天主教的诗人边主崖C]uvencus) 著名的讲解) 。 贤士们的

礼物是东方人所独有，而且也是十分宝贵的。 除黄金外还献了

乳香 C{:& 60:6) ，乳香也是在敬神时所焚烧的香料。 没药是一种

珍贵的树脂，搀和上其他香液，用以涂抹尸体(若 19:39) 。 乳

香和没药，同见于憨 3:6，都是极珍贵的香料。

@ 贤士们对选主人的新生君王，要做的都做完了以后，快要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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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回黑落德那里，他们在梦中忽得天主指示，不要再回到他那

里去。 看天主怎样玩弄了暴君的阴谋奸计"由另一条路"大

概他们是由死海南边的路，返回了本国 。 关于这些贤士，新约

的其他地方再没有提及。 由传说中所得知的，也不完全可靠。

不过圣教会恭敬这些贤士为圣人，在"主显节" (即三王来朝占

礼〉纪念他们是异民朝拜救世主耶稣的先驱。

o 13-15 节记述圣家逃难埃及，此事亦不见于路。 天主不断照顾自

己的爱子，就如在 1:20 所行的，又派天使(大概是在贤士走后

的同一夜间)托梦显于若瑟说"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

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告诉你。"然后又提出理由说"因为黑

落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这里应当注意"婴孩和

他的母亲"这句话 (20 、 21 二节同) ，是圣史再次暗示圣母处女

怀孕和始终童贞的事 。 "逃往埃及去"，这个命令看来难以顺从，

并含有屈辱的成分。 万能的天主怎样应该而且立刻在夜间逃走!

但是圣善的夫妇，毫不迟疑地顺从了这个命令。 往埃及的路程

遥远难走，要行许多时日 。 圣家大概是经过赫贝龙、贝尔协巴

黑和西乃半岛旷野。 这条路更是难走。 埃及为希伯来人是历来

被迫害时所逃往的地方(列上 11: 40; 列下 25: 26) ，在耶稣时

代是罗马的皇帝直属的地方 (Praefectura Romana) ，那里犹太侨

民很多，尤其在亚历山大里亚和赫里约颇里等城。 我们不知道

圣家留居何处，圣史的记述非常简略。 传说是在今之开罗附近

(Matariye) 。 伪福音所记载的一切奇异事迹，亦不足凭信。 圣家

的路费和在埃及的暂时费用，大概就全靠贤士们所献的礼物。

(Jj) "留在那里，直到黑落德死去。"因此至少要到公元前四年才能

回国 。 关于圣家在埃及避难所住的年月，参阅本章注十三。 本

节所引先知的话是出于男生 11: 1 ，对此经文的注释见憨 11 注一。

蓝茎王先知本是论伊民说的，圣史适用在耶稣身上;由此可知

曾住在埃及，又被天主召回到巴力斯坦的伊民，是真天主子基

督逃亡垦JJZ的预像。 按天主吩咐壁墨领壁民出垦互时，曾称壁



43 玛窦福音第二章

民为"我的儿子" (虫 4:22 、 23) 。

@ 圣史记载了圣家逃难以后，由 1ι18 节又记载在臼冷发生的另

一件惨绝人寰的事，就是无辜的婴儿全被残杀;堕对此事又是

只字未提。黑落德焦急地在等候贤士们回来报告那婴儿是谁，

并住在那里的消息 。 因为他们没有返回，大概就派人到臼冷去

察考贤士们的下落;及至知道他们已从别的路上走了，黑落德

便"大发忿怒"。他发忿怒有两种原因:一是因为贤士玩弄了

他，二是没有获得有关那婴孩的确实消息。这位暴君便在愤怒

之下，决定派人杀掉"在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

下的婴儿"。他以为这样，若是那婴孩也在的话，一定不能逃过

一死。按当时白冷和其四周的情形，大约有两千人口，每年约

生三十个男孩(二年即六十个) ，其中一定也有许多生下不久即

死了的;因此这次被屠杀的婴儿，照以上的估计大约三四十个。

"两岁"，是黑落德"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所决定的，

他以为如此更可以万无一失 。 被杀的无罪婴儿，圣教会恭敬他

们为殉道者，每年十二月廿八日是纪念他们的殉道节，即"诸

圣婴孩致命"节。

@ 此节是引自耶 31:15 (详见该处的注释) 。 圣史在这里把耶肋米

亚先知在想像中所咏述辣黑耳哀哭自己的子孙在辣玛集合，被

虏往巴比伦的悲惨命运的痛苦，贴在白冷的母亲们哀悼自己的

婴儿被屠杀的痛苦上。 至论此处圣史所征引的事含有预象意义

呢，还是含有纯适合意义?为能说是预象意义，那预象必须实

有其事。但是辣黑耳的痛哭哀号，并非实有的事实，因为辣黑

耳痛哭哀号只是诗体的描写，也就是说辣黑耳是伊民祖母之一，

而且她的坟基又是在辣玛(耶路撒冷北八公里〉 。 因此，这里所

论的只含有适合意义，除非说百姓的痛哭(以辣黑耳为代表)

是自透母亲的痛哭的预象。应当知道圣史引此经文也是受了辣

墨主坟基所在地的另一种传说(似乎根据刽 35 : 19; 48: 7) 的影

响。现今在自主全北不远有一座坟基，称为"辣黑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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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19-23 节所记是耶稣童年史事的最未-段，叙述圣家由埃及归来

及定居组旦旦的事。 蹬虽没有叙述逃往垦垦的事，但在叙述圣

母献耶稣于主堂以后，立即记述了返回纳臣肋的事(路 2:39) 。

玛在 15 节已经说过圣家避难埃及"直到黑落德死去"。 此处再

说到"黑落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现于若瑟说:起

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伊撒尔地去，"即往巴力斯坦去，

"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都死了 。"原来谋杀耶稣的只有黑

蓬堡，又指他一个人已经死了，本节所说的是多数，大概圣史

想起了虫 4: 19 同样的句子，就用在这里 。 圣若瑟就应命带着圣

母和耶稣回到了巴力斯坦。 此次大概不是经过沙漠旷野，而是

由海岸的大路先到哈臣，由此处似乎有意上白冷去。 一一由 15 、

19 、 20 等节的话推断，圣家在埃及住的时间并不太长(从屠杀

婴孩至黑落德死后-段时期) ，大约是一年，或者还不到一年。

按历史记载黑落德死前，至少六个月患了很严重的怪病，贤士

们来访以及屠杀自冷婴孩的时候，似乎还没有病，因为由福音

中看不出他患病的事。 耶稣回到了巴力斯坦的时候，黑落德的

一个儿子名叫阿尔赫劳的已经"作了犹太王"。 天使夜间报告给

圣若瑟时，似乎罗马皇帝还没有批准阿尔赫劳继位。 按历史所

载:阿尔赫劳为王六个月以后，才得到罗马的批准，把"王"

的荣衔，改作"民长"或"酋长"的名衔 (cthnarcha) ，参见历

史总论第二章。

@圣若瑟原想定居在耶稣诞生之地白冷，但是阿尔赫劳在犹太为

王的消息，以及他一继位便施行大屠杀的消息一起传来，这使

圣若瑟异常惊骇。 若瑟在梦中蒙天主启示之后"便退避到加里

肋亚境内去了"。 加里肋亚是大黑落德的另一个儿子黑落德安提

咀 (Herodes Antipa) 所管理的地方，他似乎比阻笙盘查性情较

为温和，没有他兄弟那般凶暴。

@ 耶稣时代的塑旦旦，不是一座城，只是一个乡村，在旦绕中未

曾提及它。 这地方似乎为人所鄙视(差 1 :46) 。 塑ffiJlb位于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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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E主平原之北，皇应整整湖西三十公里，在主旦旦旦旦群山中，

风景最为优美。 按蹬 1: 26; 2: 24 圣母和圣查墨在耶稣诞生前已

经住在那里。望提及这个村庄，还是初次。按圣史的意见，耶

稣被带到塑旦旦生去居住，以后被称为塑旦旦人，是为应验先知

们的预言。 圣史这话非常神妙，不易解释，按旦约没有提及默

西亚要称为纳臣肋人的话。 但如圣热罗尼莫所指出的，依 11 : 1 

论到默西亚说"由依霞依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由它的根

上，将发生一个幼芽" "幼芽"按希伯来原文为 "Nezer" (讷

则尔) ，可能玛看见 "Nezcr" 一词与"纳臣肋人" 一词有声近

的关系，便引用于此。 但是另有些经学者以为圣史所看到的关

系是鄙阻无名的纳臣肋城，和先知预言的受鄙视受苦并蒙耻而

死的默西亚(依 53; 咏 22) ，所有的相同之点 。 他们说:这样

更容易解释玛所以用"先知们" (多数〉的理由 。 对"纳臣肋

人"一名称含有鄙视的意义，看看悬在十字架上"纳臣肋人耶

稣，犹太人的君王"的罪状牌便可以知道(若 19:69) 。 关于耶

稣童年所有的其他事迹，见路 2: 40-52 0 

第三章

若翰讲道施洗 (谷 1 : 2-8; 路 3:3-18)

1那时洗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2说"你们悔改

罢!因为天国临近了 。 " 83这人便是那藉依撒意亚先知所

预言的 "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预备上主

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 ! " 84这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

腰间束着皮带，他的食物是煌虫和野蜜。 05那时耶路撒

盗、全选主以及全圣经当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

去， 6承认自己的罪过，在若尔当河里受他的洗。 07他见到

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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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

蛇的种子!谁指教你们逃避即将来临的忿怒? 08那么，就

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罢 ， 9你们不要自己思念说:我们有亚

巴郎为父。 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巳郎兴起

子孙来。 010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 " ø 

若翰预告默西亚来临〈釜 1 :可;蹬 3: 15-18 参阅莹 1 : 25-28) 

11 "我固然用水洗你们，为使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

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

神及火洗你们。 012他的簸宾已在他手中，他要扬净自己的

场，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糠批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 " 4D> 

耶稣受洗(谷 1: 8-11; 路 3:21 、 22)

13那时耶稣由加里肋亚来到若尔当河若翰那里，为受

他的洗。 4D 14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 "我本来需要受你的

洗，你反来就我吗?"15坚壁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罢!因

为我们应当这样完成全义。"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 ~16耶

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

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 17又有声音由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 

@ 圣史记述了耶稣的童年史以后，又按照宗徒宣讲的纲要(袤 10:

37-43) ，开始写耶稣传教生活的历史;由耶稣居住纳臣肋起到

羞塾在旷野宣讲为止，大约有三十年。 玛与谷对耶稣这一时期

的事迹一点也没有记述，只有路略有所记载 (2: 41-52) 。 玛将

耶稣公开生活的历史分为五卷。-7 ，8-10 ， 11-13 ， 14-1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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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每卷都具有一定的格式，各分为二:先是记载所有的事

迹，以后记载所讲的道理。 3 、 4 两章便是第一卷的叙事部分，

所论的内容是 : 羞整的任务，耶稣受洗、禁食和受试探;继而

论到耶稣在组里盟主开始传道，选立宗徒，最后以耶稣在加里

盟主的初步活动作结。 在第一卷所记述的事迹，大致是依照历

史的前后次第，即自公元二七年末后几个月到二八年的中间;

但仍有许多在此时期所发生的事，玛没有置于第一卷，而却置

于第二或第三卷中(见经袤 18-50) 0 0 "那时"或直译作"在

那些日子"是文章中另起一段的一种笔调，没有什么意义。 但

蹬 3:1 、 2 未用"那时"而指出了确切的时间。由此可知此处所

说的"那时"是指公元后二七年末后数月(见路 3 注一)。路 1

对羞整的预报、诞生和童年，叙述得相当详细;由这些叙述看

来，羞整与耶稣有亲戚关系，大概二人为姨表兄弟 。 然而玛此

处没有记述羞整的身世，便突然称羞整为"洗者"。 称他为"洗

者"，是因为他宣讲了悔改的洗礼(釜 1:3 、 4; 路 3:3) 。 按若

1 :6 的记载，他是天主派来，作耶稣前驱的人。 他宣讲的地方是

选主旷野。 所谓"旷野"或"荒野"即指山区或干旱之地，是

由 IJ~监盘盗、皇f金和基盘里以东到若尔当河流域和死海一带地

方。蹬 3:3 更详细地指明主塾是在"圣笙当河一带地方"宣讲，

可知他特别是在圣笙当河一带。从近年在釜主兰 CQumran) 所

发现的古卷，我们知道在那-带地方曾有些厄色尼派人所建的

广大院落，这些院落的繁盛时代，据考古家的考定，正当耶稣

的时代。 羞整是否与这一派人有关系，不得而知，但由他的生

活方式和讲道的态度，似乎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很可能他也认

识他们 。 但似乎不能说他也是，或一时加人过厄色尼派(见历

袅袅主第三章六， 1 、 2) 。

f) "你们悔改罢!因为天国临近了 。"圣史这简短的一句话，便是

圣羞整所有宣讲的课题。 羞整首先着重的是"悔改"μET&νOta ，

即回心转意，这是为领受天主恩典一-天国的先决条件(天国

电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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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伯来文的一种说法，与谷和路的"天主的国"相同〉 。 这国

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默西亚国，现在快要藉默西亚而得以实现。

@ 圣史称若翰是旷野中呼号者的"声音"，是把依撒意亚 (40: 3-

5) 的预言贴在若翰身上了 。 按依的预言本来是指示上主由巴比

伦充军地方领伊民回国的事。 先知劝人在旷野中给上主预备道

路。 是因为上主要由这道路领导自己的百姓回来。 "修直他的途

径"是为容易行走 。 由充军地返回是耶稣救人类摆脱撒赠的奴

役的预像和先声。 若翰就是这纪元的"报导者"即圣史所称的

"三主主二世二 "
l' 曰 。

。 前驱的服装和食物(谷 1: 4 与此同) ，是极其简单的 。 这位被派

来的新先知，不仅有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路 1: 1 7) ，即连服装

也与厄里亚一样。 他穿的是骆驼毛制成的十分粗陋笨重的衣服，

腰间束的是皮带，吃的是"煌虫与野蜜"。 关于煌虫，按法律有

几种是可吃的(肋 11 : 22) 。 现今住在荒野的游牧民族还吃晒干

或烤过的煌虫 。 至于野蜜，是黄蜂或土蜂在山洞或老树穴中所

做的，滋味甘美 。 若翰在吃食上的严肃，并不在于他吃的是什

么东西，而在于他赖以生活的食物是偶尔寻到的，这足以激起

人民的惊奇。

@ 玛谷二圣史对百姓云集在若翰前的情形，都加重语气地描绘说:

耶路撒冷、全犹太、全若尔当河地带的人都奔赴他前。按若 1 : 

38-42，还有从加里肋亚赶来听他宣讲的人，因为在若翰的门徒

中，至少有一些人后来作了耶稣的门徒 。 按若翰所施的洗礼，

是浸入河水中:这已经不是法律(肋 14: 8-10) 所规定的取洁

礼，也不是耶稣时代犹太人收外邦人人犹太教所用的礼仪;因

为这两种礼仪是有关法律的取洁，然而若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

礼，为得罪之赦" (谷 1 :4; 路 3: 刀，目的是使人回心转意之后，

给默西亚准备道路。 这洗礼不赋给"事效" (ex opere operato)的圣

宠(因这洗礼不是圣事)，而是准备人领受圣宠和加入快要来临

的天国 。 "承认罪过"为犹太人是一件熟知而曾行过的事(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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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 5:7; J[上 9:6 、 7) 。 此处所述的"承认罪过"是自由

的，自发的，可能是众人共同行的，也可能是私人自行的，全

看个人的热诚高低而定，但这种认罪也没有"事效"的作用，

应当与耶稣后来所立告解圣事分别清楚。

@ 到若翰跟前来的人群中，也有许多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对这

两党的来历和性质见历史总论第三章，四、五) ;他们之来似乎

不怀好意，因为若翰一看见他们，便严峻地责斥他们，称他们

为"毒蛇的种子" 。 按路 3:7 所说的这咒骂的话，直接是对群众

说的，而按玛此处是对杂在人群中的法利塞和撒杜塞两党的人

说的。所谓"毒蛇的种子"，即是蛇所生的 。 "谁指教你们逃避

即将来临的忿怒?"是说:你们无法逃避，因为没有人能指导你

们逃避行将临于你们身上的愤怒，除非你们悔改，摆脱你们邪

僻的道路。

f) "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罢!"换句话说:你们的假仁假义，元济

于事。为表示你们真心悔改，必须诚心诚意行善立功。 此外你

们又夸耀你们是亚巴郎的后裔(若 8:33 、 39) ，但这血统的关系

是不够的，因为血统关系在天主前并没有什么价值。 你们也不

该坚持说:天主曾向亚巴郎和他的后裔许下了恩佑(创 17: 7; 

18: 18; 22: 17) ，因为"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

来，"就是说天主能从卑陋的物质，比方从石头生出亚巴郎的后

代来;言外是说:天主也能叫不属亚巴郎血统的外邦人，成为

亚巴郎超性的继承人。

@ 羞塾用了一句成语结束他谴责的言辞说"斧子已放在树根上

了"意思是:裁判已经迫在眉睫，再没有推托和迟疑的时间

了。羞塾又取喻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7:19 与此处

同) ，这是对革型塞和盘盘塞人的一种警告:他们如再不回头改

过，必要像树一样，被砍倒，被投在火中 。

@ 蹬记述了上边羞垫谴责的话以后，又继续记述若翰特别向各阶

层的人所发的劝告(路 3:10-14) 。 玛没有提及这些劝言。 11 、 12

嗖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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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节的言辞已不是对法利塞和撒杜塞人说的，而是对群众，且

是在另一时机上说的。 这些话是若翰有关耶稣所说的第一个证

言，三对观福音都有所记载，直接记在耶稣受洗之前。(按若 1 : 

25-28 所记，有与此处相似的证言，写在耶稣受洗之后 。 ) "在我

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或"那位要来的" (Vcnturus) ，在当时是

默西亚的另一名称。他"比我更强"若翰愿意藉这声明(若 1 : 

15) 来消除人们对自己的使命和对基督更高的使命而有的任何

怀疑。若翰不是默西亚， 他的洗礼仅是"水洗"即是纯外面的

洗涤，为鼓励人回心转意。 然而默西亚的洗礼，是"以圣神及

火"也是赋与圣神的洗礼(宗 12: 15 、 16) 。 圣神好像火，烧灭

灵魂的一切污秽，同时也净化、光照、炽热她。 若翰在此处大

概不只论及耶稣所要立的圣洗圣事，且也论及众先知所预言的

倾注圣神的事(依 44:3; 则 39:29; 岳 3: 1 、 2; 匣 12:10) 。这

些预言应验在五旬节日，圣神首次隆重发现出来，降在众宗徒

们的身上〈宗 1: 5; 2: 3、的。若翰为证明自己对耶稣所有的卑贱

地位，又加上一句说"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 (按谷和路作

"解鞋带勺。按当时犹太、希腊、罗马的风俗，提鞋或结或解鞋

带等，都是奴仆所行的事。

@ 为更进一步证明默西亚的伟大，若翰把默西亚描写成一位"最

高的审判者"。用了农人在场上扬净麦子的比喻论默西亚说:

"他的簸冀……"是说默西亚以不能上诉及不可挽回的判决，分

开善恶两等人，就像农人用簸冀簸去糠批，留下麦粒一样。 默

西亚要把善人聚集在天上的仓康内，把恶人投到永远不灭的火

中(参见 1 3: 12 、 50; 25 :46) 。

(þ 13-17 节记述若翰给耶稣付洗的事。 这是若翰活动的最高峰，也

是他引为最荣幸的事。 这个事迹日后形成了宗徒宣讲教理的首

章(宗 1:22; 10:37-43) ，三对观福音对此事都有详细的记载

(若 1:33 虽未明言，却假定了此事) 0 "那时耶稣由组旦旦旦来

到羞笙当河。 " "那时" 一词与谷 1: 9 "在那日子"同，不是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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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日，只是另起一段的转折语。 蹬 3: 21 对时日也未确定，

但按各圣史，另外按若 2: 13 对以下记载(如四十日禁食，去加

里肋亚的行程，逾越节前不久回圣城等事〉的情形来推敲，受

洗的事似乎是在公元二十八年元月 。 受洗的确实地点，也无从

考定 。 但看历代可靠的传说是在若尔当河西岸，死海北八公里

处。 谷 1: 9 更详细的记载耶稣是来自纳臣肋，那里是他长大的

地方(玛 2:23; 路 2: 5 1) 。 在耶稣隐居大约三十年以后，圣父

所定的时刻一到，就离开圣母玛利亚。(此时若瑟几乎可以确定

说，已经去世了，因为按福音所记载的推测，他已不在人世。 )

耶稣大概同一伙人来到若尔当河流域，到若翰面前"为受他的

洗" 。 耶稣杂在人群中(路 3:21) ，好像一个罪人。 无罪的耶稣

杂在罪人之中，请求自己的前驱给他付洗，就如同他需要涤罪

一样 。 嗦!这是何等的谦虚。 这是史无前例的谦逊。

4f) "若翰想要阻止他"是说若翰与耶稣争辩，想拒绝给耶稣付洗。

若翰至少在此时认清耶稣是默西亚，也深知自己的低微，想谢

绝付洗的事，并且声言自己应当受他的洗。(按若 1:31-33 所载:

若翰说在圣神藉鸽子的形像没有降在耶稣身上以前，并不认识

他。 关于若与本处所发生的困难怎样解决，参阅若该处的注

释。〉若翰的谦逊一定使耶稣忻悦喜欢，遂说"你暂且容许罢!

因为我们应当这样完成全义。 " "完成全义"就是满全天主的旨

意。 耶稣愿意受洗于若翰，因为这是天主的旨意，若翰也应当

服从天主的这个旨意。 众教父都曾推断出耶稣为什么受洗的另

一种理由:耶稣受洗是祝圣水，作为自己建立圣洗圣事的预告。

"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即谓若翰从命给耶稣付了洗。

@ 耶稣是浸没在水中受的洗。 后由水中上来，正祈祷时"忽然，

天为他开了" (按釜作"裂开勺 。 说天开了，仅是就外观的一种

说法，是说天好像开了或裂开了 。 此处大概论的是从天上忽然

射来一道光，这光如同把天分开，使鸽子下降。 这鸽子一定不

是真鸽子，只是鸽子的形像，而实际上是圣神藉鸽子的形像降

专2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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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上面 。 "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的 。"这声音是天父的声音，父说的话听来好像是一种巨响

(ccho) (咏 2:7; 依 42:1 ，但按依不称"儿子"而称"仆人勺 。

按谷和路，父的话是直向耶稣，用第二人称"你是我的儿

子……"但按玛却是第三人称，大概玛所说"这是我的爱子"

(耶稣显圣容时对观福音所记者与此同) ，是愿意指明这声音是

为在场的众人，尤其是为若翰说的 。 若问天主的这整个显现是

为谁呢?玛和谷既明说耶稣看见了圣神降来，所以自然含蓄地

说明耶稣也昕见了天父的声音 。 再者按若 1:34 所载:若翰自己

也说"我既看见了"。 因此看见和听见的人至少有耶稣和若翰

两个人。 但群众是否也看见，也昕见?大概他们也看见，也听

见了，因为天主的显现也是为了群众，为叫耶稣"自显于伊撒

尔" (若 1: 3 1) 。 教父们说:此时天主三位都显现出来了:父以

声音，子以人身，圣神以鸽子 (S. Aug. in Jo. , PL 35 , 1427) 。

父宣布了自己的独子耶稣与自己的父子关系，这位独生子又是

父整个喜悦的对象。 圣神降来停在耶稣上面，表示他是默西亚

(宗 10:38) 。 耶稣一定不是从这时才充满圣神，犹如说耶稣不是

从这时才是天主子，因为耶稣是人，早就充满了圣神，从降孕

之初，即是默西亚和天主子(参阅 1: 21; 路 1: 3日 。 在这次的

天主显现中，不过只是以可觉察的方式显示给人们罢了(依 61:

1 、马路 4: 18-21) 。

第四章

耶稣禁食，三退魔诱(谷 1 : 12 、 13; 路 4:1-13)

1 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为受魔鬼试探。 02他四

十天四十夜禁食，后来就饿了 。 83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罢 ! "4他答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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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

言语。 '" 85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殿顶上，6对

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经上记载:‘他为你

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于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

石头上。， "7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 ‘你不可试探上

主，你的天主! '" 08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指

给他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 9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

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 。 "10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罢!

撒赠!因经上记载: ‘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独事

奉他。'" 011 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 @

耶稣在加里肋亚开始传道(谷 1:14 、 15:21 、 22; 路 4: 14 、 15:

31 、 32 参阅若 4: 1-4;玛 7:28 、 29)

12耳目稣听到若翰被解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肋亚去

了 。 813后又离开纳臣肋，来住在海边的葛法翁，即在则

步隆和纳斐塔里境内。 (;)14这应验了依撤意亚先知所说的

话 15"则步隆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大路，若尔当河东，

外方人的加里肋亚， 16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

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兴起了光明。" 017从

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 "你们悔改罢!因为天国临

近了 。 "æ

召收首批门徒(谷 1: 1 6--20; 路 5:1-1 1)

18坚壁沿加里肋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称为

组垒莹的噩噩，和他的兄弟主盒里，在海里撒网，因为他

们原是渔夫。 19他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

一一一一一一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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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渔人的渔夫。 "20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 æ21他从那

里再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载伯德的儿子雅各伯

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载伯德修理他们的

网，就召叫了他们。22他们也立刻舍下网和自己的父亲，

跟随了他。@

耶稣周游加里肋亚(谷 1 : 25-39; 3: 7-10 ;路 4:42-44; 6: 17-19 参

阅玛 12:1日

23耶稣走遍了全加里肋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

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CE)24他的

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人就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种疾病

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癫痛的，瘫痪的，都给他送来，他

都治好了他们。 æ25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里肋亚、 "十城

区"、耶路撒冷、犹太和若尔当河东岸来跟随了他。@

@ 三对观福音记载了天主显现的事以后，接着叙述的就是耶稣到

旷野禁食和受试探的事;因此可知耶稣受洗后不久，就退入了

旷野。耶稣禁食和受试探的事，最初教会是怎样知道的呢?我

们可说: 一定是宗徒得自耶稣的口述。在耶稣受洗后曾显现过

的圣神，如今又感动耶稣退人旷野。圣史们虽没有明说耶稣所

去的是那个旷野，但可以相信所论的旷野是若翰所住过的犹太

旷野(参见 3 注一) 。 耶稣在那寂静的地方祈祷，禁食，准备自

己将来的任务。 "受魔鬼试探"一句，按上文是圣神领耶稣去受

"试探"意思是说:受试探也是在天主的计划之中。但天主子

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圣保禄曾解释这奥秘说"基督在一切事

上，当相似自己的兄弟们，只是没有罪，为叫他受我们所有的

弱点" (霆 2: 7; 4: 1日。"魔鬼"gt郁。λOS 一词(按叠堕文即"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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谤者" "诬告者"的意思) ，道主中初见于此处(玛蹬同) ，谷

在与此相对之处用"撤蝉" (Satan) 一词，为希伯来语，意即

"敌对者" "仇人"特指诉讼中的对头。这两个名词实际上相

同，即指人类的死仇，他在地堂中已经诱骗了厄娃(创 3:1日。

@ 耶稣在旷野中"四十天四十夜"即一连四十天的工夫禁食，就

如梅瑟(出 34:28) 和厄里亚所行的(列下 19:8) 。并且按路所

记，耶稣完全禁食"在那些日期什么也没吃"若不是奇迹，

决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在那些日期内，按谷所记，耶稣多次

受了魔鬼的试探;但玛和路只记载了最后的三个试探;谷对这

三个试探一元所载。耶稣即是"天主的圣者" (谷 1:24) ，没有

罪的勾引和欲火，仅能受外表的试探。他的灵魂既是至圣的，

没有跌倒或离开天主旨意的可能性。但他为什么还受魔鬼试探

呢?教父也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圣多玛斯举出了以下的理由:

(一)为赐给我们抵抗试探的力量和扶助(二〉为教训我们醒

悟祈祷的重要，因为没有人能免受试探，圣人也在所不免;

(三〉为在我们眼前放一个怎样退试探的善表(四)为感发我

们依恃耶稣的心情 (Sumrna Theol. 3 , 41 , 1)。

@ 在经学家中，即是在公教学者中，对耶稣所受的是那样的试探，

意见不很一致。他们的意见可分为二:有些主张魔鬼用了一种

暗示的方法，在耶稣的心中掀起那些诱惑，而外面却不见什么

形迹;另有些主张魔鬼实在以外形显现给耶稣，并同他说话，

领他……。后述这种主张似较可取。事实上，公教的经学家大

都如此解释。但这并不是说在所有试探的各点中，一点也没有

纯内在的幻想，这在第三个试探中可以看出，见注五。此外，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关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魔鬼是否知道耶

稣是默西亚，是天主子?若是他知道一一也许他知道一一还试

探做什么?是否他愿意试验一下:耶稣实在是真天主子?对这

永远恼恨天主并与人类为死仇的撒蝉所想的，的确难以推知。

通常魔鬼施试探的目的，似乎是为破坏天主的计划，就像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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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笙和其他的人一般(约 1: 6-2:8) 。 他引人行恶，愿意叫人背

弃天主，并叫人永远堕落，再不爱天主。 但魔鬼试探耶稣是否

也能有这种希望?似乎不能，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天主子，决不

能有这种妄想 。 但他知道默西亚虽是天主子，却也是人;若是

能叫耶稣在人性方面抛弃天主的计划，这是多大的胜利!魔鬼

十分知道天主的计划，尤其由先知书可以知道:默西亚要藉着

谦卑、痛苦并赎罪的死，救赎人类，破除撒蝉的国，复兴宠爱

的国 。 魔鬼为希望耶稣抛弃这样的计划，所以便以对默西亚的

试探来试探耶稣:这是现今经学家共有的意见。 在本章的注释

内，便以此说为根据 CSpadafora ， Temi di 臼egesi ， p.285-319) 。

03 ， 4 二节〈路 4:3 、 4) 述耶稣受的第一个试探与第一次胜利。

至论第一次试探的地方，圣史们未提。 似乎仍是在耶稣禁食的

地方。 按可溯至第四世纪的口传，并起于第七世纪的文献记载:

受试探的地方是在古耶黎蜀，即今之苏耳坦墟 CTell-es-Sultan)

西边的一座山上。 这山今阿剌伯人称为杰贝耳卡兰塔耳 CGebel

QarantaD 即"四旬山"之意，为纪念耶稣四旬禁食的事。 关于

吾主受试探之地历来的文献，参阅 ELS 202-227 0 "试探者"，即

魔鬼或撒蝉，大概藉人形来到耶稣前说"你若是天主子…·

对耶稣真是天主子，魔鬼并没有怀疑，至少没有表示过他的怀

疑。 因为"你若是天主子"一句，按希腊原文可能与"既然你

是天主子"的说法相同，并且此处大概是这种说法，即是说:

既然你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罢!"最狡猾的魔鬼乘

耶稣饿的时候，来引诱他以奇迹变石为饼，以便充饥。 若问:

这是否是贪食的试探? 决不是，因为四十天后，吃饼充饥决不

是贪食，并且是很需要的，所以魔鬼的引诱必有另一种动机:

即是要叫耶稣施展自己天主的权柄来充饥。 所以魔鬼的目的是

叫耶稣抛弃天主愿意默西亚谦逊忍耐的计划 。 耶稣日后传教时

曾显过增饼的奇迹(14:19; 15:36) ，但这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

而是为了怜悯群众。 耶稣为退魔鬼这个引诱，引了圣经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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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的话出于史 8:3 。 这话的本意原是堕墨说天主养活在旷野的

伊民， 不必只拿饼来，因为天主为达到这个目的给他们降下了

玛纳 。 耶稣引证这话能有两个意义(一)物质的意义:天主不

缺少方法使我充饥。 我完全依靠天主，天主只要愿意， 一定给

我做。 (二)超性的意义:人除了需要物质的食品外，还需要别

的一种食品，即超性的，就是经上说的"而是靠天主口中所发

的一切言语"就是说人必须遵守天主的诫命。 耶稣引用这话的

用意，大概是指的超性的意义(若 4:34) 。

@ 由 5-7 节述耶稣第二次受试探与所获的胜利 。 路把玛的第二个

试探作为第三个，玛的第三个，路作为第二个。 玛记述的次序

似乎更合事实 。 第二次试探的地点，不是再在旷野中，而是在

耶路撒冷"圣城" (厄下 11 : 1) 。 耶稣怎样到了那里，圣史说:

"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殿顶上。"大概耶稣情愿让魔鬼

领自己往圣城并上到殿顶上。 所说殿顶大概是圣殿整个建筑最

高的部分(不是圣所的顶) ，是在克德龙溪上一个最高的塔上，

这塔到山溪底大约有四十公尺，位于圣殿的东南角，靠近"王

廊"。 有的学者以为魔鬼实在携带耶稣到了那里。 "你若是天主

子，就跳下去……"魔鬼又提议，叫耶稣行冒险而令人看了喝

彩的事 。 魔鬼由于第一次的经验更加狡猾了，为巩固自己的引

诱，擅敢征引圣经，并曲解了圣经的本意，所征引的圣经是咏

90:11 、 12 。 这本不是一首默西亚圣咏，而是指任何义人说的 。

"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一语，并不是说天主把护佑许

给那贸然闯人危险的人，而是许给那不是因自己的过失而陷入

危险的人。 若按魔鬼向耶稣所暗示的去行， 一定算是怒意妄行 ，

是明显地试探天主(出 17:2 、 7) ，也是与天主愿意默西亚谦逊

而不显虚荣的措施相背 。 因此耶稣拒绝魔鬼的引诱也引证圣经

说"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 1" ( 申 6: 16) 耶稣所引证的却

是圣经的本意。

o 8-10 节述耶稣第三次受试探与所获的胜利 。 此次试探的地方是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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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极高的山上"，也许是耶稣初次受试探的卡兰塔耳山 。

有些学者以为是圣笙当河东的迫篮山，或主堕~山(17: 1)，或

若尔当河发源地赫尔孟山。关于耶稣怎样被引到那山上，参阅

前注。 魔鬼虽二次打败，仍是恬不无耻，愿孤注一掷，作最后

的尝试。 他遂以幻影术的方法，把世间一切国度和其光荣的情

形表现出来(或在空中，或在耶稣的想像中) ，叫耶稣看那些荣

华富贵，歌舞欢乐，并所有的美丽城池以及耀武扬威的军队等，

且自夸为这一切荣华的主宰( "因为全交给我了，我愿意把他给

谁，就给谁。"路 4:6，参阅若 12: 31; 14: 30) ，并说"若你俯

伏朝拜我，我必将这一切交给你。"的确，按咏 2:8; 72:8-11 已

经预许给默西亚一个王国，魔鬼就向耶稣建议一个得国最简单

的方法:他仅向耶稣要一个敬礼邪神，朝拜撒蝉的条件;但是

这条件与天主要耶稣应当受苦钉死然后进入光荣(路 24:26) 的

条件完全相反。 耶稣不但对魔鬼这荒诞邪僻的建议加以呵责，

而且也把魔鬼吨退，引证伊民唯一神论的最大原理说"你要朝

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独事奉他!" (申 6: 13) 耶稣绝对要走天

父所计划的路线，进入自己的国内。再说:他的国不是属于这

世界上的(若 18:36) 。

@ 撒赠被耶稣完全打败;虽然有人以为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是要

探知耶稣是否真为天主子，即是连这个目的也完全没有达到，

因为耶稣怯退了一切试探，总没显露出自己的天主性。 骄傲的

撒蝉再无计可施，只得离开耶稣自行退去;按路 4: 13 又加了

"再等时机"一句，此句大概是指等耶稣受难的时机(路 22:53;

若 14:30)0 "就有天使前来"即以看得见的形像显出来"伺候

他" "伺候"按原文有"侍候进食"的意思 (8: 15; 25: 44 亦

有此意〉。蹬略去"天使伺候"的事，釜 1: 13 有此记载，但釜

所论的"伺候"，似乎是在耶稣于旷野中四十日禁食中所有的任

何服侍;而最末的服侍是对进食说的 。

@ 在耶稣受试探和若翰被囚之间的这个时期内，还有许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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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理道童未曾提及，而记载于袤 1: 19-3: 36: 即若翰论耶稣的

另一证言，耶稣召门徒，耶稣去坦旦旦旦，组组初显奇迹，去

墓盖盒，逾越节到里蛊盘盒，驱逐商人出圣殿，与星主堡墅的

谈话，羞塾论耶稣说的最后证言(见经袤 22-30) 。以后羞整才

被囚禁(蹬 3:19) ，至于主整被囚的原因，要和釜都记载在他殉

难的事迹内，见~ 14:3-5; 釜 6: 17-20。对囚禁若翰的事莹型塞

人大概不是全没有分，因为由"被解送"一语上可以推知，也

许他们把若翰解送给黑落德安提帕 。 此时耶稣还在犹太，他的

门徒施洗，比若翰的门徒施洗的数目尤多，法利塞人也注意了

这一点，此时很有逮捕耶稣的危险，就像不久以前对若翰所行

的一样，把耶稣交付给黑落德(若 4: 1-3) 。耶稣听说了这一切，

并因圣神的感动(路 4: 14) ，离开犹太，往坦旦旦旦去了。致记

这一点的目的，是证明天国的工程怎样往前进行:前驱已经去

了，让耶稣来开始自己的任务，并由加里肋亚开始 。

@ 耶稣往加里肋亚去的时候(公元廿八年五月) ，在路上还发生了

许多别的事，玛未曾记载，而见于若 4: 4-54，即经过撒玛黎雅，

与撒玛黎雅妇人谈话，在加纳治好一个王臣的儿子，以后来到

纳臣肋(路 4: 1 6-22) ，又"离开纳臣肋"常住在沿海的葛法翁

城。这座城不见于旧约，即今之;武耳胡木 CTell Hum) ，位于

"海"即加里肋亚湖的西北岸。今日此城只余一片废墟，但在耶

稣时代，却是一座相当宽大，繁华，人烟稠密，商业繁盛的城

市，因为此城正当则步隆和纳斐塔里二支派地域交界处，有通

往各城的大道，另外是"通海大路"的必经之地(对"通海大

路"见下注) ，又是加里肋亚湖上船只密集的港口 。

@ 耶稣拣选葛法翁为加里肋亚传教的中心，实在合乎理想 。 玛以

耶稣在这里传教也是为应验依 8: 23-9: 1 的预言(参见该处的注

释〉 。 的确，所引的经文是指默西亚要拯救那为亚述人〈公元前

七三四年〉所灭亡的北巴力斯坦地方而说的 。 "则步隆与纳斐塔

里地"一语，即指位于加里肋亚低地的则步隆和高地的纳斐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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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通海大路"即是由美索不达米亚通往垦星的大路。这路由

达默协克下来，经过加里肋亚，沿葛法翁通过，再由提庇黎雅

湖西行至地中海，由海路，或沿海岸通往埃及。 "若尔当河东"

即指河东和加里肋亚湖东边的地方。 "外方人的加里肋亚"是加

里肋亚北部的一个区域(希伯来语称为革里耳 Ghelil) ，是自古

以来，尤其在公元前七三四年充军后，多为外邦人所居住的地

方。 因此称那些人为"坐在黑暗中的百姓" "在黑暗中"即是

指在可怜状况中 。 在这状况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 "浩光"

或作"大光"是指默西亚宣讲的光照。 那光明出现是为光照

"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 "阴影之地"就如死亡元生命的

地方。 默西亚来光照他们，使他们获得生命。 关于葛法翁历来

的文献，参见 ELS nn. 432-458 。

@耶稣开始宣传"天国"来临所用的话，虽与若翰的大致相同

(3:刀，但按谷 1:15 的记载，耶稣所宣讲的好像是论及天国业已

实现(按谷 1:15 作"时期己满") ;这宣讲具有元上的权威，正

如玛以后所记的耶稣"以权威" C7: 28 、 29) 所宣讲的"山中圣

训"一样 (5-7 三章) 。

@圣史愿意在耶稣公开生活之初，立刻就介绍耶稣第一批门人，

于是便把初召门徒之前，耶稣在葛法翁己行的一些奇事，如治

好附魔的人，和伯多禄的岳母及许多别的病人的事(路 4: 32-

44; 谷 1: 23-39) 都移到后面。 这次召第一批门徒的记述，路与

谷记得较为详细。 。耶稣沿海行走(那里定离葛法翁不远) ，看

见兄弟二人"往海里撒网"，兄弟二人即称为伯多禄的西满(若

1 :42; 玛 16:18) 和安德肋 。 耶稣向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

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按路 5: 10 这类似的话是耶稣上了伯

多禄的船捕了很多鱼以后才说的 。 耶稣对渔夫的说话好似是用

了玩弄字眼的句法，但其意义却十分高超(耶 16: 16) :就是要

召请伯多禄安德肋并以后其余的宗徒:把象征的网，撒往人类

的大海汪洋中，为获得人类，拯救他们以得到永生。 伯多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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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堡WJ便"立刻"顺从了召请"舍了网"跟随了耶稣。

@ 耶稣以后又从那里往前进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即载伯德

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修理他

们的网 。"此处雅各伯称"载伯德的儿子"是别于十二宗徒中

另一个雅各伯(10: 2-的 。 若望即以后的宗徒，第四福音的作

者。 他们兄弟二人也立刻昕从了耶稣的召叫"舍了网和自己的

父亲"，随从了耶稣。 这四个渔夫如此爽快服从，如何解释呢?

按玛的记述，似乎很微妙，但若看一下若 1: 35-42 ， 一切就明白

了:因为这四个渔夫早在若翰宣讲时，就跟随了耶稣，不过他

们有时还回家仍操旧业，此次的召叫却是决定性的。

æ 23-25 三节是从召门徒(18-22 节〉到"山中圣切iI" (5-7 章) 一

段时间内，耶稣一切传教生活的提要。 玛喜纪事的体例而不喜

编年的体例，譬如有许多事迹，定是在这时期发生的，但他却

在以后叙述(见年表 38-49) 0 "耶稣走遍了全加里肋亚，在他们

的会堂内施教。"由此可知耶稣还在葛法翁以外的会堂中教训过

人，而且是走遍了全加里肋亚(谷 1: 36-39; 路 4:42-44 记载的

较为详细) 。 至于"会堂"是什么，见总论第四章。 "宣讲天国

的福音"耶稣宣讲的本质和特性是默西亚性的，就是说宣讲即

将来临的"天国"的喜讯(参见 17 节) 0 "治好……各种疾病，

各种灾殃"。这些奇异治病的事，是默西亚和默西亚时代的记号

与特征 (11: 4 、 5) 。 以后耶稣把显奇迹的能力也给了十二宗徒

(1 0: 1 、 7-8) 。 按本节又见于 9:35 0 9:35 与 23 节字句相同 。

@ 耶稣奇异治病的名声也传到了巴力斯坦境外"传遍了整个叙利

亚"就是不仅传到了赫尔孟以南的非犹太人区域，而且也传到

了达默协克和当时是罗马省的叙利亚各城市(步齐) 。 人抬来元

数患各种疾病的人求耶稣治疗，有附魔的，有患癫痛的(或作

月疯病 lunaticus，古人以为此症受月亮的影响，按期发作) ，和

瘫痪的 。 耶稣以自己的神能，都奇异地治好了他们 。

@从旦主星星也有许多群众蜂拥到耶稣跟前:即"从加里肋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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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区" "十城区" (Decapolis) 即受叠堕文化影响，联盟自治

的十座城;这些城除窒主盟皇城外 (Scythopolis: cfr. Schürer , 

Geschichte vol. n , p. 148-150) ，都在羞笙当河东，居民大多数

是外教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和若尔当河东岸" "若尔当河

东岸"直译应作"若尔当河彼岸"。按"若尔当河彼岸"之地也

称为培勒雅 (Fer臼即彼岸之意)。由"十城区"往南沿河东直

到死海东的玛革洛城 (Macherous) 一带地方，通称培勒雅。对

此次人群云集到耶稣前的事，亦见于谷 3: 7-10; 路 6: 17-19。二

圣史还添了一句说:从"提洛和漆冬海边来的"即从排尼基

来的。

第五至第七章 山中圣训

要义 今日经学家大都承认玛 5-7 章记述的"山中圣训"与路

6:20-49 极简短的记述相同(谷与若没有记载这篇圣训)。所谓"山

中圣训"，是因为按玛此篇圣训是在加里肋亚一座山上宣讲的。虽然

按路 6:17 说是"在一块平地上"讲的，但彼此并不矛盾(详见下)。

有许多理由说二圣史的这篇圣训是相同的(一〉同样的昕众(二)

都是"以真福论"开始(三)道理的本质相同(四〉结论相同。

这篇圣训，的确堪称为基督教会的"大宪章"。在解释这篇圣训

之前，为明了它的价值，有几点必须先提出来讨论:即宣讲的时间

与地点，圣训的范围，总旨与分析。

(一)时间与地点一一按大致以编年记事的路， 此圣训是在拣选

十二宗徒以后讲的(路 6:12-16 ，参阅谷 3:13-19) 。按一般学者的意

见，此篇圣训应该是讲于公元二十八年六月(参阅年表 49 等〉 。 玛

记述拣选宗徒是在以后，即在 10 章开始。这种差异，也不算得是什

么难题，因为码是以纪事为主，编年为次。

对地点问题应当知道(一)一定在加里肋亚，而且是在离葛法

盒不远的地方，这由上述的事(另外由釜 2: 1 、 13; 3: 17) ，和圣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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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发生的事，可以证实(参见蹬 7:1; 要 8: 5) 0 (二〉按要 5: 1; 8: 

1 是在一座山上，按蹬 6: 17 是在一块平地上。 二圣史的说法，有无

矛盾之处? 绝对没有 。 不但没有矛盾，而且二者的说法完全可以调

和。 圣垦塑Æ C De conscnsu Evangelistarum , PL 34 , 1100) 解释的很

好。 他说:耶稣很可能是在一个山坡的平地上讲道，那平地能容纳

很多的人。 至于是什么山，或这块平地叫什么名字，圣史没有提及，

历来对这地方的传说也不一致。 在这许多传说中有两个意见比较可

靠:一说是在现今的因监星 CQarn Ha ttin) ，即在由组旦血至蛊座整

雅城途中(离葛法翁约十五公里) 。 另一说(似乎更为可靠) ，是在

临近的塔彼哈 CTabyha) ，此地主直庭时代名为整直皇室 CHeptape

gon 即七泉之意)的山冈上。 此山冈在墓盖盒北仅二三公里。在这山

冈上曾发现一座拜占庭时代的小堂，此小堂大概即为纪念"真福八

端"而建立的 。 关于山中圣训地点的历代文献，参阅 ELS 40也431 。

(二)圣训的范围一一耶稣此次在山中所讲的，可以说一定不是

玛窦福音中现有的形式。 圣史日后追述这篇道理时，一定自不免有

所遗漏，缩短和倒置之处，甚至把耶稣在别的时间所讲的也插入此

处。 这些插人的部分，若拿来同路所记述的互相对照，即可证明路

在别处记的，玛记在此处。 有许多事显然是耶稣在其他环境中所讲

的:如"天主经"，按玛 6: 9-13 是在此时讲的，而路 11: 1-11 所记，

按时间和地方与玛不同(见年表 123) 。 按拉冈热的意见:玛 5: 13-

16 、 18 、 19 、 25 、 26; 6:7-15 、 19-34; 7: 7-11 、 22 、 23 似乎都是插入的

部分。但是圣史如何能随意插入? 这是否违犯历史的真实性?圣史

如此做，决不违犯历史性，因为这是属于圣史"纪事"的体例 。 那

些似乎是插人的部分 C一)的确也是耶稣所讲过的，虽然是在其他

光景中讲的。 (二〉绝对没有歪曲了"山中圣训"的意义，而且有时

使"山中圣训"的意义更为明显。 (三〉使耶稣有关他的国所讲的总

纲要目，意义更为完全。

圣史所插人的部分，也是在默感的引导下写成的，因而，所有

的经义也是圣神所愿有的经义。 在本篇圣训的注释上完全依循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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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的，加以解释，在圣训的不同段落上，不作任何割裂。

(三) 总旨一一在这篇"山中圣训iI"中，可以说，我们有了耶稣

全部宣讲的精华。 但是我们不应当言过其实，因为这篇圣训中没有

包括耶稣所讲的一切;我们也不应当说这篇圣训是耶稣全部道理的

总纲，比方在这里没有讲到救赎、圣事、教会的组织等问题;又比

如此处应当遵守的诫命和劝人可行的劝谕，就不如福音其他部分辨

别的那样清楚。 然而这篇圣训，如圣奥斯定所说的 (De s阳e盯rm盯mo∞n

Christi in monte , PL 34 , 1229-1230): 凡热心默想玛窦所记的这篇圣

训的，会获得有关良好风化，及教友生活的典型;因此，这篇圣训

可以说是基督主义的大宪章，因为基督教会的许多应信应守的事，

都是依据这篇圣训中的大原则 。 所以这篇圣训的总旨是:耶稣来是

为在世上建立天主的神国 。 这"神"国正与"肉"国相冲突(若 6:

63) 。 耶稣所立的这个国具有一种新精神，这种新精神专为反对世俗

的和法利塞人的精神 。 如此说来，基督的精神是相反旧约的法律了?

不 。 因为耶稣不是来废除法律，而是来成全法律，使法律因这新精

神成为有生命的法律。 这新精神要人善良、大量、忠直、纯朴，尤

其诚实、明智和积极的博爱。 一切都要建立在爱的观点上:天主是

极爱人的父，为子女的也应当效法天主所有的爱。 天主在旧约中藉

先知向百姓所耍的，比现在藉圣子所要的轻而且少 (St. Augustinus , 

PL 34 , 123 1)。

(四)结构与分析一一对于这篇圣训的结构，不容易看出;对它

的分析，学者也不一致。 依据最近对此问题极有研究的夏罗的分析

(St . Gallo , cfr. VD 1949 , p . 257-269): 这篇圣训分为小引(真福八

端 5 : 1-16) ，主题(分为四个各有其中心思想的部分 5: 17-37; 5: 

38-6 :34; 7:1-11; 7:12-23) ，结论C7: 24-29) 。 这完全像是层次分明

的演讲应有的分析。 但是依我们的观察，这分析未免矫揉造作。 真福

八端虽然是在讲演的开始，但似乎不能说是讲演的绪言;相反的，而

是这篇讲演的"中心思想"。 在这全篇讲演中，似乎不能理出一个段落

分明的分析，因为有些部分彼此不相从属，好像是各自独立。 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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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有联络和一贯，但不能说一切都是上下紧凑，天衣无缝的。

全部讲演的系统似乎应当有以下的分析 : 一开首即是真福八端

(5 :3-1 2) ，从这些真福中即可看出耶稣的新精神与选主人的精神有

天渊之别。一一真福八端之后有一小段，与上下不很紧凑，是论基

督的门徒与世界的关系 (5: 13-16) 。 随后论新精神完成旧法律的各

种例子 (5 : 17-48) 。 以后论反对外表和伪善的那种新精神:即(一)

在施舍上的新精神 (6:1-4); (二)在祈祷上的新精神 (6:5-13; "天

主经"和以下的话 (6: 9-15) ，似乎是插入的，因为断了以下的联

络) ; (三〉 在禁食上的新精神 (6 : 1 6-- 18) 。 这以后有一段插曲，论

耶稣新精神的要求:要人善用自己的财物并依恃天主的照顾 (6: 19-

34) 。 然后论应戒避的所讲的几个劝言(7 :2-6; 7 :7-11 "论祈祷应有

依靠" 一段，似乎与上下文脱节) ，及论实际生活应守的警戒(7:

12-23) 。 最末以比喻作结(7 :24 -27) 。 对此篇讲演的每段与细目，参

见 5-7 章所有的注释。

第五章

小引 (路 6 : 20a) 

1 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后，他的门徒上他

跟前来 2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 。

真福八端 (路 6 : 20b-26)

3"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

4哀'助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 @

5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 。

6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饭。 @

7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 。 @

8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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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 @

10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 @

11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

你们，你们是有福的。 12你们欢喜踊跃罢!因为你们在天

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

迫害过他们。" æ 
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谷 9:50; 路 14:34 、 35; 8:16; 11:33) 

13 "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昧，可用什么使它再

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 。 @

14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 。 15人点

灯，并不把它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

有的人。 16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

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 " 4D 

耶稣成全法律(参阅路 16: 17) 

17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

为废除，而是为成全。 æ18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到天地过

去了，一撇或一画也决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

19所以谁若废除了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

训iI人，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

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 æ2。我告诉你们:除

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塞人的义德，你们决进不了

天国 。 " æ 
有关杀人和忿怒的言论(参阅路 12: 58-59) 

21 "你们一向昕过给古人说: ‘不可杀人! '谁若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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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受裁判 。 22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

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

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 。 æ23所以，若你

在祭台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

你的事 24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台前，先去与

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4>>25 当你和你的对

头还在路上，赶快与他和解，免得对头把你交与判官，判

官交给差役，把你技在狱里。 26我实在告诉你:非到你还

了最后的一文，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4D 

严绝邪淫

27 "你们一向听过说: ‘不可奸淫! ， 28我却对你们说:

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他已在心里奸淫了她。 @

29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刷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

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

30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

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技入地狱里，为你更好。 " w 
废除休妻的风俗(参阅路 16:18)

31 "又说过: ‘谁若休妻，就该给她休书，32我却给你

们说:除了拼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她受奸

污;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 。 " ~ 

不可发誓

33"你们又一向昕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要向上

主偿还你的誓愿! ， 34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不

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35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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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因为她是大王的城。36也不可

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 37你

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

出于邪恶。" 0 

废除报复律(路 6:29 、 30)

38"你们一向昕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我却给

你们说:不要抵抗恶行;且若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把另

一面也转给他。40那愿与你争讼，拿你的内衣的，你连外衣

也让给他。41若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两千步。42

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 @) 

爱仇(路 6:27 、 28 、 32-36)

43"你们一向昕过说: ‘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

人! ， 44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

们的人祈祷， ~5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

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

给不义的人。46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

报呢?税吏不也这样作吗?47 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

你们作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也这样作吗?~48所以

你们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 ~ 

01 、 2 两节是"山中圣训"的小引 。 对讲演的时间和地点参阅本

章前要义(一 ) 。 圣史在这篇冗长的讲演以前，只简略地说:

"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 谷与路也论及此次上山的事，但

他们说耶稣上山是过夜析祷，第二天清早由门徒中拣选了十二

位宗徒(路 6: 12 、 13) ，以后与才选的宗徒下到半山的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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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门徒和大批群众就上来昕他讲道(蹬 6: 17 参见~ 7:28) 。

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说" "开口"二字是对这篇长讲演，加重

语气的说法。 "他们"二字，特别指示宗徒和门徒，因为这篇圣

训主要的还是向他们讲的(路 6: 20a) 。

@ 天主耶稣一开头就直截了当的宣布了"真福八端"。 这"真福八

端"，也有学者主张为"真福九端"，不过普通合计为八端，因

为 11 节的"真福"仅是上-端的引申(10 节) 。 按路仅有"真

福四端"，与四端真祸相对。关于二圣史对真福的区别，参见路

6 注七 。 耶稣所说的"有福的"一词，在旧约中是有其根据的

(咏 112:1; 119:1; 箴 3: 13; 8 :34; 德 14: 1) 。 耶稣连续宣布的

八端"真福"，的确是为他建立的天国所定下的新政纲 。 这八端

崇高的论说完全反对世界上的精神。首先占有天国的是"神贫

的人"即心中贫穷的人。耶稣所论的这等人实在是没有世财世

物，一贫如洗的人(与路 6:24 所说的富人相对)。但是一贫如

洗还不够，还应甘心情愿作贫穷人，才是耶稣所说的"有福的

人"。若是富人不贪恋钱财，又按天主的旨意善用钱财归济贫

困，这样的富人也可以列在这等有福的人内。

@第二端真福按少数古抄卷和拉丁通行本，把第三端作为第二

端，但按大多数古抄卷是今中文译本所有的次序。 o "哀'胁的

人"是那些确实有理由哭泣的人，他们是那些能忍受一切世

苦，而不怨天尤人的人。"他们要受安慰 。"看!耶稣怎样解决

了世界上的痛苦问题。 他的观点是来世，那时他们的忧苦要变

为喜乐(若 16:20) 。 相反地，那些今世欢笑的，要哀'助哭泣

(路 6:2日 。

。"温良的人是有福的!"所说"温良的人"是那些顺从天主安排，

忍受一切困难，对人温和、宽恕、和悦，并谦逊的人。 耶稣即

是温良的最高典型 (1 1:29)0 "要承受地土" (咏 37:11) ，圣经

的这个用语，本指占有许地，即巴力斯坦。 这许地是默西亚国

的预像，因此"占有地土"即是参与默西亚国 。 此端真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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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元。

o "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路元"义"字，仅说"你们现今饥
饿的人是有福的!"又就其相对方面说"你们现今饱饭的是有

祸的!" (路 6:2日。因此，这里所论的是肉身的饥饿，玛用

"义"字，旨在表示单单受饥渴本不是获得真福的充分条件，就

是说，谁若不知道或者轻视精神的食粮(若 4: 14 、 34) ，不能算

为有福的人。所以，最重要的是房全顺从天主的圣意，贪慕随

从天主的圣意，才应是我们的真饥渴。"他们要得饱妖"是说

在天国一切都是富余的，一元所缺，他们的渴望完全可以得到

满足。

o "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怜悯人的人，大抵是那些对陷于各种
苦难者表示同情的人，譬如:救助各种不幸者，宽恕罪人，施

安慰，行施舍，朋济贫乏等等，包括神形一切哀矜。"他们要受

怜悯"，就是天主要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罪，把天国赐给他们

(25 :34-36) 。本端与以下二端真福蹬无。

o "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此处是论那些保持灵魂洁净，不受
罪恶、偏情和肉欲沾污的人。这种心灵的洁净，决不是法利塞

人所注重的外表和法律的洁净 (23: 23-28) 0 "他们要看见天

主"就是说:或在现世因认识和热爱而得见天主，或者另外在

来世享福时，要面见天主(咏 11 : 7; 17: 15; 24: 3 、 4; 格前 13:

12; 若- 3:2) 。

G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即那些推动、增进、传播、散布和
平的人，并不正是指那些平息争端的和事老，而是指那心中具

有和平，并因他和平的性格成为兄弟间和睦平安连系的人。

"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一句，按希伯来文的语法，即谓:

他们要是，或要成为天主的子女 。 的确，他们堪当这样的称呼，

因为他们所效法的天主是和平的天主(攒后 13: 11; 理后 3:

16); 所效法的基督，是来给世界送和平的基督(蹬 24:36; 袤

1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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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义"一词，在此指真美善，并

一般的德性和宗教。 为了这样的原因受迫害的人，才是有福的。

世人迫害基督的信徒〈晏后 3: 12) ，迫害宗徒，有如迫害了基督

(若 15:18) 一般，正如古时加音迫害了亚伯尔(创 4:8) 。 这是

为什么?就是为了"义"因为义人的行为就是恶人行为的判决

(若- 3:12) 0 "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用这句话开始了他的真福

八端，现今又用这句话来煞尾。 默西亚国不是为迫害人的，而

是为受迫害的人建立的 。

æ 11 、 12 两节是真福末端的引申，路 6:22 、 23 也有类似的话。 玛

所记的这些话也是耶稣直接对宗徒和门徒们说的(因为用的是

第二人称): "你们是有福的!"耶稣向他们预言了各种迫害:他

们要受人辱骂，毁谤，憎恶，被逐出会堂，被视为无赖及异教

徒，他们受这一切迫害是"为了人子的原故" (路 6:22) 。 虽然

他们身受迫害，但是正为了受迫害，他们才该"欢喜踊跃" (宗

5:41) 。 耶稣给他们说了两个应当欢喜的动机(一〉因着这样

的迫害要相似旧约的先知c10 : 41; 13= 17; 23: 34) ，因为他们都

受了迫害(希 11 :4-40); (二)因为他们在天上要受丰厚的赏报

(罗8: 18) 。路 6:26 却记载:那些受世人诏媚的人，正与此相反 。

@ 玛记"真福八端"以后，由 13一16 节按闪族行文的体例，又并

列了耶稣有关宗徒和门徒所说的两段话。 按路 14:34 、 35; 11: 

33 ，这两段话是在其他两个机会上说的(见年表 103 和 130) 。

o "你们是地上的盐"这一句是隐喻，但以下的话，立刻便转
为比喻。 盐本是调昧与防腐的东西，因此谷 9:50 说"盐原是

好的"。 但"盐失了味" (这是很可能的事，特别是盐，若制的

不纯，会因潮湿而失了威昧)，不能使它再威，或恢复它调昧的

本来力量，因而成了完全元用的东西。 按路 14:35 说它对土壤

和粪料也全元益处。 人只有像抛别的废物一样，抛在路上任来

往的人践踏〈近东的人常是如此〉 。 耶稣说的这个隐喻和比喻是

说明门徒应用善言善表，教导感化别人，免为恶习所腐化。 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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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警戒门徒，不要自己腐化;否则，不但自己成了无用之人，

而且还要受人的轻视，并遭受永罚 。

fD 14-16 三节，耶稣又说了另一隐喻和所转成的比喻。 "你们是世

界的光" (隐喻) ，因为你们就像"建立在山上的城"。 按巴力斯

坦的城市村庄多建立在山顶上。 又说他们像点着的灯。 点灯不

是为放在地害里(路 11: 33 ) ，也不是为放在斗底下 (按"斗"

是当时罗马的干粮器名，此处只是指任何遮盖器) ，而是放在高

处"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 (按巴力斯坦平民的房

屋大抵只有一间 。〉这隐喻和比喻的意思是说明门徒应当藉善行

的榜样，光照别人，好信仰真道。 如此"他们要光荣你们在天

之父。"玛初次记耶稣称天主为我们的父，以后耶稣多次用了这

甘美的称呼，尤其他在"天主经"内 (6:的曾教导我们以这甘

美的称呼来祈求天主。

æ 17-48 节，圣史描述耶稣有如一位成全旧法律的立法者。 耶稣

在发言之前，先定了一个基本原则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

为废除法律或先知 。 " "法律"和"先知"此处是代表全部旧约

和旧约的一切诫命与礼仪。 "法律"即是希伯来文的"托辣"

(Thora) ，亦即梅瑟五书。 "先知"即希伯来文的"讷彼因"

(nebiim) ，此处是指所有其他的旧约经书 。 耶稣身为默西亚，

不是来废除旧约，而是来成全，使旧约臻至完美成全的地步。

旧约的法律包括教条部分，教规部分，教礼部分。 耶稣藉着以

后的启示补充了教条部分;藉着法律的真正解说及新诫命，补

充了教规部分;最后他以圣事代替预像，补充了教礼部分 (罗

10:4; 迦 3:24; 哥 2: 17; 希 10 : 1 ) 。 以下所列的六个例子，都

是属于教规部分的 。

æ 18 、 19 节虽然可能是耶稣在另一种光景上说的(参见蹬 16: 17; 

与年表 160) ，但玛置于此处十分适当 。 "我实在告诉你们，""实

在" 二字， 福音中常见于发言的起头，而且是单单出于耶稣口

中( "实在"按若常作"实实在在勺 。 "实在" 二字仿佛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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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神圣的套语，暗含着起誓的意思 。 "即使到天地过去了"，即

是几时有世界 (24:3日"一撇或一画也决不会从法律上过去"，

是说:法律既然是来自天主，连最细小的一节也决不会失效。

凡法律上所载的必须一一遵守(按蹬该处的语法虽不同，意义

则一)。按"一撇" (yod) ，为希伯来文最小的一个字母，相当

拉丁的 "i" 字母"一画"是区别一字母与另一字母所有的钩，

或撇等记号。所说"废除了"是说:忽略不守，或废除了"这

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最小的一条"暗示上节说的一撇或一

画γ‘也这样教训人"就是教人也同样做去。"在天国里他将称

为最小的"按此句为希伯来语风，等于说这种人虽不被拒默西

亚国之外，但他要成为最小的一个，丝毫没有价值。相反地，

那恪守不渝，并教训人也守这些小诫条的人，要在默西亚国成

为大的(如圣女婴孩耶稣德肋撒)。

@ 关于经师和法利塞人对法律的曲解，尤其关于他们纯外表守法

律的事，耶稣隆重声明说"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就

是说你们除非更真诚更完备地恪守法律，你们的义德不会是内

在的，因此也就不能进入默西亚国。关于经师是怎样的人物，

参阅历史总论第三章三。

@ 耶稣由本节开始举出旧法律需要补充，而当由基督加以成全的

例子。耶稣每举例以前，常用类似的话说"你们一向听过给古

人说……我却对你们说。" "一向昕过"是指在会堂内所听过的

法律的讲解。"古人"，是指最先接受法律的古伊撒尔人。第一

个例子"不可杀人! " (出 20: 13; 申 5:17) 违犯这法律的人，

"该处以死刑" (虫 21: 12; 肋 24: 17) 。 判处死刑，必须经过法

庭，或经过犹太人的议会，或其他地方法庭的裁判(参见历史

是空第三章二) 0 "我却给你们说"或译"我告诉你们"是说

耶稣是真正的及新的立法者。 旧法律用外面的刑罚仅能约束人

外面的行为，但是新法律却约束人的内在行为，它的刑罚是灵

性的。 这个真理在本节内按照希伯来语风，以三句并行而渐进



玛窦福音第五章 74 

的句子表达出来(一〉向一个人"发怒"已经是走向"杀人"

的第一步(若-3:1日"要受裁判"就是要到天主的审判台前

去受审。(二) "谁若对自己的弟兄说傻子" (按"傻子"原文作

"Raca" ，即"糊涂" "无头脑"的意思〉。谁若在争吵时骂这样

的话，是重重地得罪人，因此"要受议会的裁判"即受比上边

更严厉的裁判。(三) "谁若说疯子" (这骂话大概是希伯来文的

"Nabal" 即"坏蛋" "元神派"的意思〉。谁若说这样的骂话，

得罪人尤甚，因此"要受火狱的罚" "狱"原文作 "gehenna" , 

本是堕坚壁透城西南的一山谷名，叠组主文作 "Ghe-Hinnon" , 

旧约中常称本希农(列下 23 : 10; 耶 19:6) 或称希农山谷(厄

下 11:30) ，是古来向摩肋客神行祭献，行人祭的地方(列下

23: 10) 。在那里抛弃被杀凶犯的尸体，或死了的禽兽，并在那里

焚烧城中的垃圾，因此犹太人把这地方看作可怖和可诅咒的地

方，为此把这山谷名转借为"地狱"的意思 08: 9) 。

4D 23-26 节耶稣为反对"发怒"加了两个劝言:第一个劝言强调

同仇人和好的责任。耶稣如此重视对人的爱德，以致他把对人

的爱看得比祭献还重要"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再来奉献"。

@ 第二个劝言(见路 12:58 、 59，按路是在另一种光景说的。见年

表 140): 教训我们对争讼应当和解。这对于我们的灵魂也有莫

大的禅益，是人得罪天主后所应取的待人的态度 (6: 14 、 15; 谷

11:25 、 26) 。 耶稣讲这些劝言，的确就像一个闪族人，喜欢藉用

日常生活习见的比方，生动具体地刻划出来:若是你同一个人

走路，在路上同他发生了争吵(多是为了钱的问题) ;还在路

上，你要设法同他和解，不要等到他把你解送到官府，因为很

可能为了他的控告把你下在狱里，迫使你还钱，直等你交还了

最后的一文。按"一文"原文作 "quadrans" ，是星旦时代钱币

单位中最小的铜钱名。参阅附录三:币制表。在这个比方中有

"判官" "差役"，"狱"是法庭所用的名词，本来是指受审过

堂的事，这里不过只是广义地贴在人死后所受的审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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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例子"不可奸淫!"见虫 20: 14; 更 5: 17 、 18 。 此处所引

的旧法律仅禁止奸淫的外面行为，但虫 20: 17 也曾禁止人心里

存不洁的欲望。 但是日后关于不洁欲望的禁令渐渐淡忘，不以

之为坏。 耶稣时代的运组塞人只把奸淫的罪限于交孀已遂的行

为，耶稣在这里又把这诫命恢复它原有的纯全，说"我却对你

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就是说:愿意由她得邪乐

的，已在他心中犯了奸淫 。 此处虽论男人说的，女人不用说，

自然也应当遵守。

W 29 、 30 两节耶稣提出克制及谨守五官作为戒避不贞洁的罪恶和

贪愿的方法。 耶稣所用的言词虽然十分严格，但不应照字面去

懂，该看他的用意。 "倘若你的右眼……右手使你跌倒"就是

若引诱你犯罪"别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耶稣说这话， 一定

不是命人割去自己的肢体，而是藉"眼"和"手"来指示我们所

珍爱的东西，教训我们为保存永远有价值的事物，宁愿丧失我们

所珍爱的东西:因为丧失一个肢体比带着那个肢体下地狱更好。

对这两个比方，耶稣在别的光景上又讲过一次(18:8 、 9) 。

@ 第三个例子"谁若休妻，就该给她休书。"见史 24: 1-4 。 为减

少由离婚所生的恶果，梅瑟曾规定休妻的人"该给她休书"。

为了被休人的利益，休书上应写明休妻的原因。耶稣的时代，

霞玛依派 CSchola Shammai) 讲解这项法律相当严格，他们坚

持只能在妻子犯奸淫的事上才可写休书 。 但是叠盟主派 CSchola

Hille\) 则比较宽弛，主张以任何理由皆可以休妻(如妻子做饭

时放盐过多，又如只要丈夫见到另一个比妻子更美的妇人等

等〕 。 然而新的立法者耶稣在这里完全否定了任何休妻的事。 他

说"凡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的，即是犯奸淫 。 " C蹬 16:18) "便

是叫她受奸污" (32 节) 。 为什么呢?因为婚约决不可解除，因

此丈夫若是另娶，就是犯奸淫，同时也是使前妻犯奸的原故。

这端道理在新约中不但清楚，而且非常明白(谷 10:1 0-12; 蹬

16:18; 格前 7: 10 、 11 等〉 。 但是此处不能不谈一谈 32 节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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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拼居外" (1 9:9 作"除非因为拼居")这句话在解释上所引起

的大难题。 按"拼居"盘盘文为 πoρνEτα 普通译作"邪淫"或

"奸淫"的意思。这个插句有什么意义呢?按一些学者的意见:

耶稣在婚姻不可解除的事上，实在准许了一个例外，就是妻子

犯了奸淫，丈夫可以休她。这一说决不能成立。 有些学者把耶

稣的话(另外对 19: 的分开来说:耶稣恢复了婚姻原始的不可

解除性，但对于给休书一事，只是在妻子犯奸的原故上暂时许

可离异。他们这一说与霞玛依派所主张的相似(费尔南德即如

此主张) 。 若以耶稣在此处是新的立法者，这一说看来就不能成

立。圣热罗尼莫另外有一种解释，他说:耶稣宣布了婚约的不

远解除正豆玉果妻子与人通奸，却准丈夫与她"分居" C In 

Math. PL 26 , 135) 。 圣热罗尼莫的见解几乎是公教解经学者普

通的主张(纳本包尔、黎角提等) 。 然而这见解至少我们以为与

上下经文不合，另外原文的"休"字(或译作"解除勺，在一

个情形上，决不能有"离婚"和"分居"两种意义。 现今朋息

经主 CBonsirven) 主张 πopEtd一词在此处为法律名词，与狂主

经师所用的 "Zenut" 意义相同，即"私娼"或"拼居"之意，

指假的、无效、违法、不规矩的婚姻;换句话说:就是本处所

说的"拼居" Cconcubinatus , cfr. Bonsirven , Le divorce dans lc 

NT , Paris , 1948) 。所以耶稣对婚姻的不可解除性，在这里并没

有定下一个例外，只不过用"除了拼居外"的插句(玛 19: 9 

"除非因为拼居勺，提到了不法的结合(这种结合就外表上看，

许多人以为是婚姻) 。 如有这种情形，不但能，而且应当分离

(因此，不能说是离婚，因为实在不是婚姻) 。 现今已有很多人，

如瓦加黎、斯帕达岳辣、贝诺阿 CBenoit) 等都接受了这种意

见，因而我们也从此说。

@ 第四个例子"不可发虚誓" C肋 19:12) ， "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

愿" (户 30:3; 申 23: 22) 。 旧法律禁止发虚誓，命令人严守向

天主所发的愿。 这法律一定很好，但犹太人为规避这两条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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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誓及誓愿上故意避去天主的名字，用受造物的名字来代替

(如天、地、1l~监盘盒、我的头)。耶稣斥责他们这个习惯，遂

教训自己的门徒"总不可发誓"，也不要用那些受造物的名字，

并说出不要用那些名字的理由:因为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用

那些名字发誓，等于实在发了誓。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

(依 66: 1); "地"是天主的"脚凳" (全上) ;耶路撒冷是"大王

的城"即天主或默西亚的城(咏 48:3; 臣 9:的"你的头"是

天主造的，属于他(对你的头，你没有什么权柄)。应当知道，

此处耶稣并不禁止人应用发誓，而是禁止人滥用发誓;如有充

足及重要的理由，仍是准许发誓的(罗 1 :9; 格后 1:23; 默 10:

6 等)。耶稣为叫人避免发虚誓的危险，劝人说话要简单诚实:

"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 (亦见雅 5:12) ，就是

照实情承认或否认。"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按"邪恶"

亦可译作"恶者"，即说谎的始祖魔鬼，因为他教训人，引诱人

说谎话。 所以我们人应当学着不说谎言，这样，便没有发誓的

必要了。

@ 第五个例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出 21:24; 肋 24:20; 申

19: 21) 。 这条旧法律是对报复加以限制:就是说人由报复可以

加于对方的害，不得越过他本人所受的害(这法律称为"报复

律"，夏圣人称为 "jus talionis"，详见攫爱军圭三五六页)。耶

稣为反对这条严厉的古法律，提出一个"宽恕"的新原则 。 圣

保禄在他致罗马人的书信中，把这新原则解释得非常好。 他说:

"你不可为恶所胜，却要以善胜恶!" (罗 12: 21)不过应知道此

处所论的是加于我们个人的害;耶稣并不禁止人对抗无理的侵

犯，也不禁止人攻击社会人群的仇敌，尤其对于保E天主、教

会和真理的权利时。 因此耶稣这条新原则应当特别审慎运用 。

耶稣此处举出五种受害人的例子(路 6: 29 、 30 仅举了四个) : 

(-)论那被打了右颊的人(二〉论那被夺去内衣的人(路作

外衣); (三〉论那受胁迫或被强制(玛 27:32) 走一千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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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被兵强征去服役的人，路无此例); (四)论那被强索财物

的人(五〉论那借出而难得到偿还的人〈路论讨债所有的困

难) 。 耶稣在每一个例子上所说应行的事，并不是严格的诫命，

而是为得灵性更齐全的劝言。可是不准复仇这个原则仍是一条

诫命;不过，如果我们能宁愿再受侵害，而不愿加害于人，这

为我们当然更有禅益 。 路在此段未加"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

们，你们就应怎样待人!" (6:31) 作此段的结论。 这结论正

是基督徒爱德的金科玉律，玛将此结论置于"山中圣训"之末

C7: 12) 。

@第六个例子"你应爱你的近人! " (肋 19: 18) 。 本节的后半句

"恨你的仇人"虽不见于旧约书中，但由经师们日后为避免犹太

民族染受敬拜邪神的恶习，所规定的对待外邦人的规律上，很

容易演绎出来(申 20:13-17; 23:4-7; 25:17-19) 。 按"近人"一

词，为犹太民族仅指本国人民而言。 此外，应当知道"恨你的

仇人"一句，大概并不是指真正的恼恨，而是指爱的程度很淡，

或者指没有义务去爱的意思(见 10:37; 路 14:26) 。 不论怎样，

耶稣目前颁布了博爱的"新诫命" (若 13: 34; 15: 12) ，说"你

们要爱你们的仇人。"这个爱应当是真实的，赤诚的，且应及于

迫害自己的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按路 6:27 、 28 还有

"应当善待恼恨你们的" "为欺负你们的祈祷" 二句 。 路此二句

后窜入拉丁通行本的玛窦福音中，大多数的希腊抄卷无此二

句 。 ) "祝福咒诅你们的!" (路 6: 28) 看!基督徒的真爱即在

于此。

@ 耶稣举了三个爱仇人的动机(一) "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

父的子女"父用太阳及雨露，不分善恶，照顾所有的人。 (二)

好使我们在天上获得赏报，因为只爱友人，有时只是自然的爱，

多次是为了个人的利害"税吏(路作"罪人勺不也这样作

吗?" (三〉好使我们因更高超的齐全与外邦人(路作"罪人")

有分别，因为外邦人平常也问候友人。 我们应当作些超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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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必须把我们的爱及于我们的仇人。

@ 本节耶稣给我们指出修成全的一个理想，作为本段的结论。 "效

法天父的成全"，这理想实在是崇高，是元界限的 。 我们固然永

远不能达到父所有的成全(父的成全是他必然有，且自永远有

的) ，但是我们应当竭尽我们的能力向往这个理想，时常勉力接

近这个理想"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

样。" (参见腹 11:44; 更 18:13 0 ) "成全"此处用了两次，按蹬

6:36 全作"慈悲"但"成全" 一词，意义更为完美。

第六章

施舍析祷的真精神

1"你们应当留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

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赏报了 。 。

2所以当你施舍时，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如同假善人在会

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为受人们的称誉;我实在告诉你

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83当你施舍时，别叫你的

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 4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你父在

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 05当你祈祷时，不要如同假善人

-样，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为显示给人;我实

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06 当你祈祷时，

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你的父在

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 0 

天主经(路 11: 2-4) 

7"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

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 08你们不要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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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

什么 。9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

在天我们的父 o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10愿你的国来1恼，

愿你的旨意承行于地，

如在天上一样。@

11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节宽免我们的罪债，

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

13别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14因为你们若宽免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

们的。 15但你们若不宽免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

的过犯。" 4D> 

禁食的真精神

16"几时你们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

因为他们苦丧着脸，是为叫人看出他们禁食来。我实在告

诉你们:他们获得了他们的赏报。4D17但你禁食时，要用油

抹你的头，洗你的脸， 18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但叫你那

在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 CD 

真实的财宝

19 "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那里有虫蛙，

有锈蚀，那里也有贼挖洞偷窃。20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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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宝，那里没有虫姓，没有锈蚀，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

窃。21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 æ 
纯洁的心(蹬 11: 34-36) 

22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纯洁，你

的全身就都光明。23但是，如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

就都黑暗;那么，你身上的光如果成了黑暗，那该是多么

黑暗!" æ 
不能兼事二主(路 16:13)

24"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

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事奉天

主而又事奉钱财。" æ 
侬恃天主的照顾

25 "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

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

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 CD26你们仰观天

空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仓里囤积，你

们的天父还养活它们;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 Cfþ27你们

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肘呢? æ28关于衣

服，你们又忧虑什么?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

长，它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 ;29可是我告诉你们:连撤罗

道在他极盛的荣华时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

朵。30 田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炉中，天主尚

且这样装饰，信德薄弱的人哪，何况你们呢?

G)31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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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W32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

得你们需要这一切。 ~33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它的义

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 @34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 。 " ~ 

@新的立法者用上边的六个例子证明法律的精神应当是怎样的。

耶稣不满意我们纯表面化的行为，但他要求内心的正真义德。

本处的话，好像是对 5:20 的注释。 耶稣首先在我们行为上要求

纯正的意向，连在我们宗教的行为上也不应当有任何外表的浮

夸。 耶稣为证明这道理，用了犹太人宗教生活上最习见的三个

例子(多 12: 8): 施舍(鸟的，祈祷 (5 、 6) 和禁食 (1 6-18);

所举的这些例子仅见于玛。 O第一节是下一段的总则"你们应

当留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们看见。 " "仁义"

一词当作"善工"解(人行善工不但可使天主喜悦，也可因此

立下功劳) 。 我们应当小心，不但不该在人前，即在公共场所

(5: 16) 行善工，而且行这些善工也不应当为叫人看见，显示于

外，寻找人的赞扬 。 为此应当逃避一切外面的夸张。 因为夸张

已从根本上研伤了善工，因为这已不是为天主，而是为人行善

工了 。 在天主前既无功勋可言，便得不到什么赏报了 。

@第一个例子论施舍一一耶稣先用消极的说法，讲论怎样的施舍

不应当做:不应当像假善人，即法利塞人所行的一样(见 15:7;

22 : 18; 23: 13-15) 。 他们在施舍时，喜欢"在会堂及街市上"

即在公共地方施舍"为受人们的称誉"为叫人说他们是仁人

善士。 "吹号"是假借之辞，是故意把善工显示给人看的意思 。

"我实在告诉你们" (5:1时"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是说

他们既愿意得别人的赞美，现在实在得了，所以在天主前再没

有什么赏报可言了 。

@ 耶稣随后又用积极的说法，论施舍应当怎样作 。 "当你施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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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言:施舍当然是该施舍，但不要显示于外。 "别叫你的左手知

道你右手所行的"，是说要极其隐秘，甚至尽可能的对自己也要

瞒过去。 那时"你父在暗中看见" (为父没有隐秘的事)， "必

要报答你"必要在天国赏报你，因为你施舍不是为人，而是为

了天主。

@第二个例子论析祷一一先论祈祷时不应行的 。 耶稣说析祷时，

不要效法假善人:他们祈祷，只为叫人看见，说他们是热心虔

诚的人。 他们喜欢故意在明显的地方，如"在会堂和十字街头

立着祈祷"他们如此作是贪图人的赞美，也得了所贪图的赞

美。 他们既已获得赏报，再不能从天主那里得到什么了 。

@本节论应当怎样析祷。 "当你祈祷时"，即言:祈祷是应当的，

但不可有外观的铺张，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祈祷。"

是说:不要故意找公共场所，为叫人看见赞美你。 "你的父在暗

中看见，必要报答你。"本节与第 3 节一样，是言过其实的语

法。 耶稣不是严责在公共地方所行的析祷，而是严责人祈祷时

外面的铺张。

@ 在 7-15 节，圣史由析祷也联想到耶稣所教的"天主经"，因而将

此经置于此处。 但按路 11:1-4 ， "天主经"不是在"山中圣训11 " 

中所教的，而是在另一种光景上教的 。 根据许多经学者，甚至

公教学者(如拉刚热、步齐等) :路的编次最为妥善〈参见年表

13) 。的确，我们也以为玛所加人的这一段，隔断了耶稣论务外

表所说的三个例子。 因此本段是圣史所插入的 。 但是我们不能

否认此段与上边论祈祷的一段十分连接。 。一切民族，而且每

一个怀着宗教精神的人，都有他们自己析祷的方式。 在旧约中

已有许多析祷的好榜样。 耶稣的前驱洗者若翰，也教过自己的

门徒应怎样析祷(路 11: 1) 。 但耶稣在此没有意思提出外教人所

行的祈祷，只是愿意自己的门徒谨慎避免外教人，尤其东方人

祈祷的冗长而空洞的方式。 他们以为这些方式具有一种魔力，

这方式越微妙难明越好。 〈在埃及有许多写在纸草纸上的这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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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出土。 我国道家的符咒也与此等经文类似。)耶稣要求我们

在祈祷中应有内在的准备:我们向天主祈祷，要用简单平常的

话，要有恭敬、收敛的心神，要以谦逊和悖恃之心 。 "因为你们

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这不是说我们

不应当作长久的祈祷(路 1: 1)，也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多次重复

同样的经文 (26:44) ，只要我们的祈祷不是机械式的，这种重

复祈祷的方式是可以行的(如现今念玫瑰经的方式〉 。 这样做，

不是为叫天主允我们所求，而是为保持我们的心神收敛。

@ 析祷最完美的方式是"天主经"。 至于耶稣何时何地把这段卓绝

的祷文传授给宗徒和门徒的，参阅路 11:1 。 但是对这析祷的经

文，大多数的经学者，尤其公教学者都以玛所记的更为完美，

教会礼仪上也用玛所有的经文。 路所记的经文似乎只是撮要。

按希腊教父和经学者"天主经"分为六个析求(前三个祈求是

关于天主的光荣，后三个祈求是关于我们的急需) ;然而按拉丁

教父，在后一段中普通分为四个祈求，就是将"别让我们陷入

诱惑"与"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分为两个祈求;这种分法似乎

并不必要 。 o "在天我们的父" 一句，是天主经的引子。 耶稣

教训我们称天主为"我们的父"。 天主实在以父爱爱我们，为

此，我们为子女的，理当用这甜美的"父"字来称呼天主。 且

还用"我们的"三个字，来表示天主是普世万民的父。 说"我

们的父"是因为我们在天父前同为兄弟姊妹，即以全人类的名

义祈祷。 按路只有"父"字无"我们的"加词，但意义相同 。

"在天"一语，是提醒我们仰望天父所住的天堂。 天父现今所住

的，将来也是我们去住的地方。

。 在呼号之后，即直接向父祈求。 前三个析求，是子女祈求天父

的外在的光荣。 第一析求"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此句原文有

两个希伯来文的语风"你的名"即天主的名字，就是指天主

的本体，换句话说，是指天主自己 。 "被尊为圣"是要普世界

都认识天主的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其意是希望众人都认识并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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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真教。 第二祈求"愿你的国来临!"这是第一祈求的效果。

我们求的是先知所预言，为耶稣所兴建的默西亚国，即圣教会。

愿她传到普世万国万人中 。 第三析求"愿你的旨意承行!"这

个析求说明实现前两个析求的方法。 神学家将把天主的旨意分

为先有的与后有的旨意 (Voluntas Dei antecedens et conse

quens) :先有的旨意:就是天主愿意一切受造物有幸福;后有

的旨意:天主好像被迫要罚那些滥用自由的恶人。 我们应当希

望并钦崇天主常愿意我们得幸福的这两样旨意。 随着第三个祈

求的是"于地，如在天上一样"一句，是第三析求的引申和解

释，就是渴望天主的旨意在地上完全承行，就如天使和圣人在

天上奉行天主的旨意一样。 按路无第三析求和由它引申出来的

末一句。

@ 耶稣在"天主经"第二段中，教训我们也为我们的急需析求天

父。 这段中也有三个析求:第一个是为现今，第二个是为过去，

第三个是为将来。 把这三个析求和前三个析求合起来，共计六

个析求。 第四个析求"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我们的肉身也有它的需要，首先是食物。 按"粮"一词，希伯

来人多次以此字表示一切养生之物(如创 3: 19 之译作"食勺，

由此一定可以引申指一切日用品，如衣服，燃料等。 "日用" 一

词，原文作切oboν(路亦酌，拉丁译作 cotidianurn 也作 su

persubstantialem 。 此字在全圣经仅见于二圣史此处的经文，经

外文献中只在一张纸草纸上见到一次。关于它的意义不明，它

的字源也无从考定。 学者审慎研究之后，以为这里所论的，好

像是本日的食粮，即"今日的"或"日用的"意思。 换句话

说:耶稣教训我们为当日的急需品祈祷:希望天主今天赏赐我

们当天的用品 。 这个解释与耶稣在 6:34 教训我们完全依恃天主

照顾的道理很相谐和 。 第五个析求"宽免我们的罪债!"按

( "罪债"蹬作"罪过" 0 ) 我们都是罪人，好像欠了天主的

"债" 。 我们求父宽免我们的债(18: 23 、 26 ) ，天主一定要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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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愿意我们赦免负我们债的人，这是说我们应当宽免我们

的兄弟加于我们的任何凌辱或伤害。 天主宽免我们罪债的尺度，

将以我们宽免我们兄弟的尺度为依凭:这就是经文所说"犹如

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所有的意义(对于第五析求的这个

引申，玛 18: 32-35 和德 28:2 是此处最好的注释) 。 第六析求:

"别让我们陷入诱惑"，天主绝对不诱惑人(雅 1: 13) ，但他准许

在世上有诱惑，为叫我们立退诱惑的功劳。 这一祈求是恳求天

主赖他的智慧和仁慈叫我们摆脱那些诱惑。因为那些诱惑，或

者由于环境的复杂，或者由于我们的懦弱，为我们实在是犯罪

的机会，有时难以抵抗。"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一句，是第六祈

求的引申和解释。按"凶恶"一词，原文不明，有人以为是指

"恶人"或"诱惑者魔鬼"但也有人以为是指"恶事"，指惟一

的凶恶一一罪过。今中文按后一说，译作"凶恶"。 在一些古抄

本中，因这段经文时常在礼仪上应用，在"天主经"后，加了

下面这一句"国度、权能和光荣，永远归于你。 阿们。" (参见

编上 29: 11) 。 拉丁本也由于礼仪上的影响，加有"阿们"二字。

4ID 14 、 15 两节(谷 11: 25 、 26) 以反证并行体的语法，对 12 节

"天主经"第五析求再加以解释，使人注意。 大意是说:天主要

宽免那些宽免人的人，不宽免那些不宽免人的人。

@ 在"天主经"的插话之后，玛又继续记耶稣有关行善工应避免

夸耀的道理。第三个例子论禁食。先论禁食时不应有的举动:

"几时你们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 "假善人"

还是 2 、 5 等节所提的那些人。 他们时常喜欢在人前显出热心的

样子，严守自己规定的禁食;禁食时，每每垢衣乱发，囚首丧

面，在街市上行路不向人打招呼或问安。 耶稣痛斥这些故意引

人赞扬的矫饰动作，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获得了他们的

赏报。"他们由天主那里再得不到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为天主

禁食。

@ 耶稣痛斥假善人禁食求荣的行为以后，接着论应如何禁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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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禁食时……" 禁食是应行的:#1"民守过禁食的法律 (毁

16 :29 ) ，梅瑟、厄里亚、耶稣、羞整的门徒也都禁过食。 时日

一到，连耶稣的宗徒和门徒也要禁食。: 1日 。 但是禁食不应当

故意显示禁食的模样，并且还"要用油抹你的头，洗你的脸。"

耶稣说的这话，不应当照字面解释，意思是说:不应当叫人知

道你在禁食;相反的，你要隐瞒你的禁食，要显出欢乐的样子。

因为你禁食不是为人，而是为天主"你的父"他"在暗中"看

见你禁食，那洞鉴一切的父"必要报答你"禁食的功劳。

æ 19-34 节记载了耶稣的许多劝言，这些劝言散见于蹬各章。 19-

21 节为第一个劝言:论不应当积蓄世上的财宝(路 12 : 32-34 年

表 136) 。 耶稣先由反面来证明积蓄世财世物的昏愚，因为世上

的财宝能够被虫咬坏，被锈侵蚀，也能被盗贼偷去。 按巴力斯

坦的房舍，大抵是用泥和土砖修盖的，盗贼很容易挖洞进去偷

衣服、地毡、财宝等物。 因此，人真正的智慧是在于把财宝积

蓄"在天上"，那里没有毁坏那财宝的东西。 我们现今行善立功

(路说"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勺"我们就有宝藏在天上"

这是最好不过的事 。 耶稣最后用一句格言作结论说"因为你的

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若是我们把我们的财宝放在

天上，那么我们的一切思想、挂虑和希望都是为天上;相反的，

若是把财宝放在地上，我们的一切思念全是为现世;那么，就

有丧失永生的危险。

@我们的灵魂需要正确的烛照和指引 。 耶稣拿身体上的好眼睛作

比方，讲明了这端道理 (6:22 、 23; 路 11: 34-36 年表 130) :就

如我们的身体，虽然不是透明体，只要眼睛没有毛病，全身就

会因着眼而有了光明(眼是身躯的灯) 。 若眼睛有了毛病，不但

不是身体的"光明"，反而成了黑暗，暗上加暗，全身会成为极

其黑暗的 。 我们的灵魂也是如此:灵魂必须受理智烛照，不然，

她不会判断;不过理智必须健全，不为情欲所惑;不然，理智

为灵魂不能是光明，反而是黑暗:如此暗上加暗，灵魂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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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也必是昏愚悖谬(参阅攒前 2: 14 、 15) 。 按本处的上下文，

22 、 23 两节与上下两段的经义都相衔接:正确的判断力，不论

在辨别真假的财宝上，或在真主与财神的拣选上，都是十分重

要的。

@ 本节是论一人不能兼事二主(蹬 16: 13 空去 158) 。 耶稣用比较

法教训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犹如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

不能妥协的主人。这个仆人必须表示或反对这一个，或拥护那

一个(原文的"恨"或"爱"为叠鱼基语风，意义是"反对"

或"拥护勺，或至少应照顾这一个，而疏远那一个(即依附及

轻忽之意) ;同样"你们不能"同时"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钱财"

(按"钱财"原文作 mammona，为阿辣美语，指财产金钱等，

此处拟人化了，即指"财神勺，天主与财神彼此是不能相容的 。

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必须在爱慕事奉天主与爱

慕事奉财神之间，选择一条路线，因为天主和财神都要求人整

个献身于自己 。

@ 由上边的话，圣史转到耶稣论对急需应依靠天主所有的劝言

(25-34 节， 参见蹬 12: 22-31 笙袤 135) 0 "为此我告诉你们"耶

稣用这承上起下的句子，隆重地说:你们不要对养生的日用品

过于操劳，常挂虑你们"吃什么"，"穿什么" 。 饮食和衣服，固

然是最需要的东西(晏前 6:3) : 饮食可以养生，衣服可以蔽体，

但是切不可过于忧虑。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

们有性命，有身体:这些是谁赐与的?不是天主吗?若是天主

给了我们那高尚的(性命身体) ，那次要的(饮食衣服) ，也自

会给我们。

@ 本节是另一个对饮食的论证:我们仰观"天空的飞鸟" (路作

"乌鸦勺。这些飞禽是比人类更为低贱的受造物，但它们"不播

种，也不收获，也不在仓里囤积"但谁养活它们呢?不是天主

吗?若是天主养活它们，自然更要养活我们。

@ 本节似乎是离题的一个插话，但为说明我们人的忧虑，无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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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却是十分恰当的 。 人的寿数完全系于天主(按"寿数"拉

丁通行本译作"身量" (statura) ，按原文亦有此意，但此处译为

"年纪"或"寿数"意义更觉切当) 。 没有一个人能延长自己的

寿数，到了他该死的时候，连一会儿的工夫也不能延长(按

"一肘"等于四公寸半，但此处是指"一会儿的工夫"。 参照些

39:6) 。 我们可以焦思急虑，但在人的寿数上，我们却一元所

能。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挂虑怎样养生呢?天主必要照顾!

æ 28-30 节是对穿戴的论证。 我们应当留心观察"田间的百合花"。

植物学者潜心研究过本处的百合花，但也不能断定是那一种花。

大概此处所论的是泛指花卉，就如上边泛论飞鸟一样。 这些植

物不但微小，而且寿命也极短促(今天有，明天就投入炉中

了) 。 它们"不劳作，也不纺织"谁装饰它们呢?不是天主吗?

他给它们穿戴的十分华丽，即连撒罗满在极荣华时所穿戴的，

也不及它们中一个所穿戴的 。 天主既如此照管那些小花卉，不

是更要照管我们的穿戴吗?我们不是更该有信德吗?所说盘~

渣的"荣华"即指他的荣华富贵(参阅到上 10) 。

@ 本节又重提本段起头所说的话 (25 节) ，虽然是一种重述，但为

阐明本段的道理，却非常有力;所以我们对饮食衣服，决不可

过于忧虑。

@ 本节是对"外邦人"的论证。 你们要观察一下"外邦人"，他们

一定忧虑这一切;那些人的确可怜，他们对天父没有依恃心，

也不知道天主的照顾。 但是我们比他们更该齐全，不应当过于

忧虑，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样

的信心足使我们放心 。

o 33 节为本段道理的中心，耶稣隆重地结论说"你们先该寻求天

主的国 。 " ( "天主的" 一词，梵蒂冈和西乃二古卷元。)这国已

在你们中间 i蹬 17:21) ，你们是蒙召进这国的 。 为此应当勉力

使这国在你们中间实现。 "它的义德" (路元) ，即是这国所固有

的义德，这义德基于完全无缺的善工 (5 : 20; 6: 1) 0 "这一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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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给你们" "这一切"即饮食衣服，若同我们先要寻求的相

比较，这一切自然都是次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先寻求了那首要

的，那次要的天主自会加给我们 。

@ 最末一节(蹬无〉 有两句断语，似乎是两句格言:即"明天有

明天的忧虑"与"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 二句 。 玛将这两

句同上文联在一起作为全段的结论。 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为将

来挂心(按原文"明天" 一词，即是"将来"的意思〉 。 我们该

每天劳作度日，但不必忧虑。 今天，天主既然照顾了我们，明

天，他还要照顾。 不要焦思急虑，自寻苦恼。 每天有每天的苦，

今天的苦已足够我们受的了 。

第七章

不要判断人(路 6:37-42)

1"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2 因为你们用什

么判断人，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衡量，

也要用什么尺度衡量你们。 03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兄弟眼中

的木屑，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4或者，你怎能

对你的兄弟说: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而你眼中却

有一根大梁呢?5假善人哪!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然后你

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8 

不要亵渎圣物

6"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

前，怕它们用脚践踏了珠宝，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 " ø 

祈祷的奇效 (路 11 : 9-13 )

7"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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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必要给你们开。8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

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 09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

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10 或者求鱼，反而给他

蛇呢? 11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与求他的人?" 0 

爱德的金科玉律(蹬 6:31)

12 "所以，凡你们愿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应照样给

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0 

应走生命的窄门(路 13: 24) 

13 "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导人丧亡;

但从那里进去的人多。 14那导人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

多么狭啊!找到的人并不多。" 0 

谨防假先知(路 7: 43-45) 

15 "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这里，外披羊皮，内

里却是凶残的纺狼。 16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 o荆

棘上岂能收到葡萄?或者羡菜上岂能收到无花果?17这样，

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都结坏果子。 18好树不能结

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019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必要砍倒，技人火中。 4@20所以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

他们。" m 
行善的重要(路 6:46)

21"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

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得进入天国。4Ð22到那一

天许多人要向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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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事

吗?23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

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罢!" æ 
结论(路 6: 47-49) 

24"所以凡昕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

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 25雨淋，水冲，风吹，袭击

那座房屋，它并不明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 41126凡

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

房屋建在沙土上 27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

就明塌了，且明塌的很惨。" (1)28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

都惊奇他的教训，29 因为他教训他们，好像有权威似的，

不像他们的经师。@

@ 本章还是继续"山中圣训11" 的道理。在本章内耶稣说出了许多

诫命和规矩。但是在圣史所传给我们的经文中，这些诫命多彼

此不相连贯。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圣史一定不会以为

自己所写的与耶稣山中所讲的一切有同样的内容，有同样的次

第，他只不过给后人记叙了比较重要的道理。 01-6 节耶稣首先

给我们讲了两条消极的诫命(第二条，路无)。这两条诫命实在

是在山中所讲的(路 6: 37-42) 。第一条诫命"你们不要判断

人，免得你们受判断。"此处所论的一定是指人通常心内对人的

言行，甚至对人的意向所下的冒失而冷酷的批评。这样的批评

是不应该的，因为没有人立定我们作人的裁判者。若是我们不

严厉批评别人，在审判时，天主也不会严厉待我们(按"免得

你们受判断"一句，是希伯来语风，即指免受严厉的审判〉 。 因

为天主要用我们衡量别人的尺度，来衡量我们:我们良善，天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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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也良善;我们严厉，天主也严厉。

8 3-5 节耶稣说出了另一个不应当判断别人的理由。大概耶稣引证

了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语〈在墅里菱费也有相同的词句) ，不过耶

稣给这俗语加上了一种新的意义。我们在心理上好像观察别人

像"木屑"那么小的短处，却觉察不到我们自己像大梁那么大

的毛病。 这借喻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适于判断别人。多次我们

在外表上好像出于爱德，但实际上却是出于伪善。往往会向人

说"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这是多么愚昧!我们先该

把我们眼中的大梁取出，然后才可以怀着爱德帮助人取出他眼

中的木屑 (18:15 、 16) 。

8 6 节是耶稣讲的第二条消极的诫命(这一条不易解释) :首先应

当知道此处是希伯来文的对偶体，且是垒义的对偶体，上句对

下句"圣物"对"珠宝" "狗"对"猪"。这诫命的大意是说:

你们不可把默西亚国的奥秘讲给不堪领受的人(不把圣物给狗，

不把珠宝给猪的意思)。圣教初兴的时候，实际上把这原理贴在

不把圣体送给未受洗者的问题上(见十二宗徒训言 Didaché 9: 

日，但这个诫命一定也用于其他教理的普通原理上 05: 26) 。

给人传授圣教会的道理，应当明智，以避免亵读的危险"怕它

们践踏了"也是为避免教会受迫害的危险"又转过来咬伤你

们 。"也许有人要问:这借喻的理由何在?人怎么能把珠宝放在

猪前呢?狗或猪为什么要伤害对它们行这事的人呢?这都是些

无益的问题，因为耶稣在此所用的借喻，只是具有教诲的目的，

就是叫听众思维他所讲的，沉思之后，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容易记住。

。 7-11 节论析祷的效验。此段似乎与上下文脱节，也许出于错简

(见 5 章前的要义(四川。按路见于 11:9-13 (参见年表 124) 。

O圣里王军 ( S. Alphonsus M. de Ligorio) 有过这样的奇谈:

"祈祷是人的优点，天主的弱点。"耶稣对析祷曾再三强调说:

"你们求"‘6找" "敲" 。 若我们恒心析祷，我们必有所获;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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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着耶稣所教给我们念"天主经"的精神祈祷 (6: 9-13) , 

天主一定会应允(若 16:23) ，给我们开放恩宠的泉源。

@对天父的元限圣善有所怀疑，就是对他的爱情有所侮蔑。 耶稣

为讲明这道理，比喻说:在世上没有一个做父亲的，儿子向他

求"饼"，他却拿"石头"当饼欺骗儿子的;或者求"鱼"而

拿"蛇"当鱼的(按路多"求鸡蛋，而给他蝠子的"一句)。

世上做父亲的尚且如此，何况全善的天主呢!世上做父亲的，

虽然极不成全，还知道给自己的儿子"好东西飞天上元限美善

而齐全的父，如果我们求他，不更将"好的"赏给我们么(按

"好的"路 11: 13 作"圣神") ?

@ 本节是爱德的金科玉律，路亦将此句记于"山中圣训" (6:31), 

但异于玛的次第，大概以路的次第为佳(见玛 5 注三二)。旧约

中老多傅亚敦劝自己的儿子说"你所庆恶的，不可向别人去

行。 " (多 4: 1日孔子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以上

这两种消极的说法，终不及耶稣说的来得积极，广大有力:你

喜欢人给你快慰、热爱、同情，你先该使人快慰，给人以热爱

与同情。"凡你们愿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应照样给人做。"耶

稣这种积极的说法，比了前者，岂不是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吗?

我们待人接物，该照耶稣所定的这个标准去行，就是说:我们

要把自己所喜爱的，行于别人(纵然别人对我们不这样行〉 。 我

们这种行事的态度，一定该当出于爱天主的超性动机 (22: 37-

39) 0 "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路元) ，这话也应当照以上的经

意来解释。 全部圣经的诫命都总归在这个"爱德"上。 "爱"就

是成全法律 (22:40; 罗 13:9 、 10; 迦 5: 14) 。

f) 13-23 节耶稣给了门徒几种有关实际生活的训诫。 这些训诫经常

称为"辨别神类"的规则 (Discretio spirituum) 0 13 、 14 两节为

第一个训诫(路 13:24): 留心两个门 。 耶稣没有减轻基督徒生

活的困难，但向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去，""那导人

生命的……路是多么狭!"耶稣用了"阔门大路导人丧亡" "窄



95 玛窦福音第七章

门狭路导人生命"的两个比喻，来催迫我们走道德生活的狭路，

警戒我们不可走自私自利的顺便宽路。 我们宁愿同少数的人走

救灵魂的路，而不愿同许多人走丧失灵魂的路。 耶稣此处没有

论及灵魂获救的多寡问题。 天主的仁慈固然是无限的，但是天

主的仁慈是以"有元事实"为依据。 空谈是于事无补的，实行

才有价值。 因此耶稣说"你们竭力由窄门进去，因为将来有很

多人要求进去而不得人" (蹬 13 : 24) ，因为"找到"这窄门"的

人并不多" 。 我们知道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差前 2:的，但

是我们这方面，必须尽心竭力走基督徒所固有的道德的

"狭路"。

(i) 15-20 节为第二个训诫"提防假先知" (蹬 6: 43-45) 。 所谓假先

知是指那些说话行事散布谬理的学士，他们为达到白己的目的，

时常欺骗百姓。 他们"外披羊皮"装做诚实无邪的导师，但是

骨子里"却是凶残的材狼"。 这是说他们藉传布自己的邪说，使

百姓作牺牲品 。 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小心;首先我们要分辨他

们的好坏。 耶稣在这里又改换了比喻，以前用了"羊皮"和

"树狼"的借喻，如今又用"树"和"果实"的借喻。 由果实可

以辨别树的好坏:树好，结的果子也好;树坏，结的果子也坏。

为辨别人的好坏，由他的思言行为即可辨别出来。

。 16b-18 节，耶稣用了几个比方说明以上的真理"荆棘"决不能

结"葡萄飞"菜寨"也决不能生"无花果" (按蹬"荆棘"与

"无花果" "茨藤"与"葡萄"相对) 。 那些假先知因为骨子里

坏，也决不会行出善工来。 我们应细心观察他们的言行，早晚

会看出他们的真相 。

CID 19 节一句，蹬没有置于"山中圣训"中 。 这句类似的话按毁蹬

所记，也曾出于若翰之口(玛 3: 10 与路 3: 的 。 "凡不结好果子

的树，必要砍倒，投入火中 。"是说这些假先知将与洼型塞人和

撒杜塞人遭受同一命运。 顽固的异教人和他们的异端必要从基

督的国中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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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20 节是对"提防假先知"一段所下的结论，与本段开始同(见

16 节) 。 此节虽不见于路，但路 6:45 是本节的最好注释。

4Ð 21 节为第三个训诫:应当行善(路 6: 46) 。善工不但是辨别真

假先知的准绳，而且也是辨别真假基督徒的准绳。 因为只说

"主啊，主啊"，是不够的 (25:11 所记的五个糊涂童女，也曾有

过这亲热的重复称呼) 。 只是言辞，纵然悦耳，也不能叫我们进

入默西亚国 。 绝对重要的是"承行天父的旨意"即实地去遵守

天主的诫命。 此处应当注意:耶稣在教我们念"天主经"时，

说"在天我们的父"但当耶稣自己称父时，不称"我们的

父"而只称"我在天之父"。 这是为区别我们与天父的父子关

系纯是"承继的"，而耶稣与天父的父子关系是本性的。

æ 22 、 23 两节所述，见于路 13: 23-28，为此这两节的话似乎是耶

稣在另一种环境中说的(参见年表 146) ，但玛置于此处，与上

文也十分相合。 0 "到那一天"，即公审判之日，尊称为"吾主

耶稣基督的日子" (格前 1 :的。在那一天，有许多人对耶稣说:

"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 他们说这些话是想向耶

稣指明自己所行的奇迹，像是有进入天国的权利。但相反的，

因基督的权柄讲道，驱魔，行奇迹等行为的本身，并不给人进

天国的权利，给人进天国权利的只是那些因爱德而行的善工

(格前 13: 1-3) 。 所以耶稣在那一天要给这等人说"我从来不认

识你们" "离开我"往地狱里去 (25:41) !因为你们是"作恶

的人" (咏 6:9; 路 13:27 、 28): 这是最高裁判主耶稣的不可挽

回的定辙。

æ 24-27 节是耶稣用比喻给"山中圣训"所下的结论(路 6: 47-49 

同) 。 这是福音中初次记耶稣所讲的第一个较长的比喻。 按耶稣

教训人的作风，比喻是在数月之后才开始的(年表 62-70) 。

0耶稣把这比喻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 24 、 25 两节为第一部

分(蹬 6:47 、 48) ，耶稣所说那把房屋建立在磐石上的人，是

比做那听了耶稣的话而去实行的人 。 耶稣称这样的人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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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样的人知道把听来的道理实行出来 。 他所修盖的房屋，

因为有坚固的基础， 一定屹然不动，不会胡塌，就如建立在磐

石上的房屋，虽经风吹雨打，山水的冲击也不会倒塌的 。 在巴

力斯坦，冬季的确是风雨莫测的季节，暴风雨所造成的山水十

分揣急，往往酿成巨灾 。 不过比喻中这些陪衬的枝节，不像寓

言一样都有伦理意义，而只作为陪衬，使比喻的重点生动活现

而已。

æ 26 、 27 两节是比喻的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完全对立。 那把

房屋修建在沙土上的人，是比做那些听了耶稣的话而不去实行

的人。耶稣称这样的人为"愚昧人" 。 这种人不知道把昕来的

道理付诸实行 。 他所修盖的房屋，因为不坚固，早晚要明塌

的"且明塌的很惨"就如修盖在沙地上的房屋，一经雨淋，

水冲，风吹，便即刻倾倒了 。 这整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只信基

督的话还不够。一个人为要进天国，必须言行与所信仰的相符

(雅 2: 1 4-17) 。

@ 最末两节是圣史描写耶稣讲述"山中圣训11"所发生的效果。 路

虽未提及，但对群众惊奇耶稣的道理的记述，路与谷另有记载

(年表 37) 。玛在"山中圣训11 " 末尾，记述群众惊讶的事，十分

适宜。 0"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路 7:1) ，即"山中圣训"后

(玛常把这类似的句法置于耶稣每篇重要演讲之后，见 11 : 1 ; 

13: 53; 19: 1; 26: 1) , "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11 " 。 耶稣的道理给予

百姓的印象一定极其深刻 。 惊奇的原故是因为耶稣"教训他们，

好像有权威似的，不像他们的经师。"群众已经昕惯了经师的讲

法。他们平常讲解法律，常是袭取前人的言论(或引证圣经，

或依据著名经师的讲法)。然而耶稣教训人，好像是新的立法

者，明确的讲师，不依据任何权威，只依据自己的权威(谷 1 : 

22; 蹬 4:32) 。 群众以前从没有昕过这样的讲论。 按少数古抄卷

和立王通行本"经师" 一词后增"和法利塞人"。 这是加添，

定非原文。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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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治好愤病人(谷 1: 40-45; 路 5:12-16)

1 耶稣从山上下来，有许多群众跟随他。 02看，有一

个癫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说 "主啊!若你愿意，就能洁净

我。 "3耶稣就伸手抚摩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罢!"他

的癫病立刻就洁净了。 84耶稣对他说 "小心，不要对任

何人说 o但去叫司祭检验你，献上梅瑟所规定的礼物，

给他们当做证据。"。

治好百夫长的仆人(路 7:1-10; 参见路 13:28 、 29)

5耶稣进了葛法翁，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跟前，求他@

6说"主!我的仆人瘫痪了，躺在家里，疼痛得很厉

害。 "7耶稣对他说"我去治好他。"8百夫长答说"主!我

不堪让你到我舍下，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

的。 09因为我也是属人权下的人，但是我也有士兵属我权

下;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你来，他

就来;对我的奴仆说:你作这个，他就作。" .10耶稣昕了

非常诧异，就对跟随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伊撒

尔中我从未遇见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fi)11 我给你们说:

将有许多人要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巴郎、依撤格和雅各

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 ;12本国的子民，反要被驱逐到外边

黑暗里;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 013耶稣遂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罢 1" 仆人就在那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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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愈了 。 @

治好伯多禄的岳母 (釜 1:29-31; 蹬 4:38 、 39)

1 4里壁来到值~:f.墨家里，看见i直至盔的岳母躺着发

烧 15就摸了她的手，热症就从她身上退了。她便起来伺

候他。@

治好许多病人(谷 1 : 32-34; 3: 11 、 12; 路 4:40 、 41)

1 6到了晚上，人们给他送来了许多附魔的人，他一句

话就驱逐了恶神;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17这样，就应

验了那藉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他承受我们的脆弱，

担荷了我们的疾病。 " æ 
跟随耶稣的条件 (路 9: 57-62) 

1 8耶稣看见许多群众围着自己，就吩咐往对岸去。 @

19有一位经师前来，对他说"老师，你不论往哪里去，我

要跟随你 。 "20耶稣给他说"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

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 æ21 又有门徒中有一个对他

说 "主，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 "22耶稣给他说"你

跟随我罢!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CD 

平息风浪(谷 4:35-41; 路 8: 22-25) 

23堕壁上了船，他的门徒跟随着他。 24忽然海里起了大

震荡，以致那船为浪所掩盖，坚壁却睡着了 。 025他们遂

前来唤醒他说 "主!救命啊!我们要丧亡了 。 "26耶稣对他

们说 "小信德的人啊!你们为什么胆怯7" 就起来比责风

和海，遂大为平静了 。 CIi)27那些人惊讶说"这是怎样的一

个人呢?竟连风和海也昕从他。 " 4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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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好革辣撒两个附魔的人 (釜 5:1-20; 蹬 8: 26-39) 

28耶稣来到对岸革辣撒人的地方，有两个附魔的人从

坟墓里走出，迎上他来;他们异常凶猛，以致没有人能从

那条路上经过。 W29他们喊说 "天主子，我们与你有什么

相干?时期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7" m30离他

们很远，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 31魔鬼恳求耶稣说"你若

驱逐我们，就赶我们进入猪群罢! "32耶稣对他们说"去

罢!" ~魔鬼就出来进入猪内;忽然全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入

海内，死在水里。 ~33放猪的便逃走了，来到城里，把一

切事和附魔的人的事都报告了 。 ~34全城的人就出来迎见

耶稣;一见了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

@ 玛写完"山中圣训"便结束了有关耶稣传教的第一卷记载。由

8-10 章为第二卷。 在第二卷内，圣史不再给我们记述耶稣是新

的立法者，而给我们记述耶稣是一位显奇迹的人。对耶稣这个

新的看法，为玛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先知己预言默西亚要多显

奇迹(依 35:5 、 6) 。 所以玛在此卷的第一部分给我们记述了一

连串的奇迹 (8 章五个， 9 章五个) ，并不管奇迹发生的时间和

次第;在第二部分中 (9:35-11: 1)，给我们记述了耶稣对宗徒

们讲的另一篇冗长的训话。。本章第一节是承上启下的文句。

耶稣从讲道的山上下来以后"有许多群众跟随他气跟随耶稣

的这些群众，似乎不是以前在山上跟随他的那些人，而是泛指

看见耶稣显了奇迹的群众。 下面接着记述耶稣治好嫩病人的奇

迹，那时这些群众大概尚不在场。

@第一个奇迹:治好一个癫病人 (2-4 节) 。 按谷 1: 40-45; 蹬 5:

12-16，这个奇迹不是耶稣在"山中圣训"以后行的，而是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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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见空去 43) 。对于地点无从考定。蹬也只含混的说"在一

座城"。按上下文，这地点一定是在坦里血里，又似乎是在城外

(谷 1 :43 、 45) 0 "有一个癫病人前来叩拜耶稣"关于嫩病是什

么病，和癫病人应守的规诫，参阅肋 13。按路:这病人是"遍

体长癫"的，即是非常可怜无法医治的一个癫病人。但他怎么

敢出现在人居住的地方呢?大概他深信耶稣的全能，无病不愈，

无病不治，希望耶稣立即治好他，对别人毫无沾染不洁的危险，

因此才不顾一切前来求治。他跪下求耶稣说"主啊!若你愿

意，就能洁净我。"他称耶稣为"主"，不怀疑他的大能，却有

意打动耶稣行奇迹的心。耶稣见他有这样的信德，大为感动，

"就伸手抚摩他"一一这举动对于这为社会所遗弃的人是最大仁

慈怜悯的表示一一说"我愿意，你洁净了罢!" .经耶稣一摸，

那癫病人立刻就洁净了，完全痊愈了。

@ 以后耶稣叫他离去，并切切(谷 1: 43) 嘱咐他说"小心，不要

对任何人说!"耶稣不愿意这个奇迹和其他奇迹传扬开去的缘故

(9 : 20; 16: 20; 17: 9) :一来是为避免激起百姓无益而且危险的

骚动;二来是为避免加深百姓对光耀的默西亚的错误观点。根

据这观念，要来的那位默西亚必须救犹太民族摆脱外国的统治，

恢复本国的独立自由，如同达昧和撒罗满时代一样(关于"默

西亚的秘密"参阅谷 1 注十一)。

。"去叫司祭检验你。"按梅瑟所立的法律(肋 14:1-3): 若是一个

癫病人痊愈了，必叫司祭检验他的身体，为证明他的病实在好

了。以后病愈的人该照自己的力量献祭(肋 14:4-32)0 "给他们

当做证据"此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不过下边的解释似乎与上

下文更为切合:你要照法律定的一切去行，为得到你病愈的书

面证件。你有了这个证件，便可以再与社会交接往来。从谷 1 : 

"得知这好了的癫病人，一出去，就把他痊愈的事到处传扬开

了。谁又能阻止他表现自己的喜乐和对恩主知恩的心呢?

@ 第二个奇迹: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5-13 节路 7:1-10) 。玛和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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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奇迹置于"山中圣训"以后，即耶稣下了山进葛法翁时

(年表 55) 。二圣史的叙述上，虽有不同，但没有矛盾之处。玛

所记简略，蹬较为详尽。 O在葛法翁城有百人一队的士兵驻防，

大概属于黑落德安提帕管辖。这百人一队的士兵是为保护城市

和港口，归一个队长(百夫长)带领。这个百夫长一定是外邦

人(路 7:9) ，也许是罗马人。

@ 路 7:3-5 记述那百夫长怎样久闻耶稣的大名;当他喜爱的一个

仆人病重垂危之际，他又怎样派了几位本域的长老，代自己去

请求耶稣来治好自己的仆人。那些长老去请求了耶稣，向耶稣

极口称许那位百夫长。耶稣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愿与他们往百

夫长家中去。上述的事，在玛只简略的一提。按玛的记述，好

像那百夫长亲自来到耶稣跟前说"主!我的仆人瘫痪了，躺在

家里，疼痛得很厉害。"这里所说的"瘫痪"，大概不是今日所

称的瘫痪。 paralysis 一词古时也指别种病症，尤其指骨头痛和脊

骨痛 。 这种病痛有时是难以忍受的。"我去治好他"。上边我们

说过耶稣已在路上，所以这话一定是向长老说的，不过也可说

是向百夫长说的。百夫长在家中昕说，或看见耶稣来了;大概

此时他想自己是外邦人，不堪当耶稣到自己家里来，遂打发几

个朋友，代表自己前去劝阻，因为只须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

人就会好了 。 在玛这些话是出于百夫长的口"主!我不堪让你

到我舍下，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是多么谦恭

的话，多大信心的表现!圣教会为推崇这百夫长的谦逊，就把

他当时向耶稣说的这话，叫司祭和信友在领圣体前涌念。

@ 百夫长打发自己的朋友走了以后，接着他也亲自出来迎接耶稣，

及见了耶稣，就谦恭地向耶稣说明自己的理由:我身为百夫长，

"是属人权下的人"是说:我也有我的长官，但是也有兵士或

奴仆属我权下，昕我的吩咐;何况你，你是人类的主宰，无论

病人离你多远，你都能治，且只须一命，我仆人的病，即刻就

会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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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一听百夫长的话，十分惊奇他有这样大的信心。圣复旦塑

解释说:耶稣，至于他是天主，在他面前没有能隐瞒的事;但

至于他是人，他能够惊奇，因为能有新奇的事，是他的人性所

未曾经历过的，就如此处所述的 (Summa Theol. 3: 15; 8 ad. 

1)0 "跟随的人"即宗徒和群众。"我实在告诉你们"一句，已

见 5 注十四。"在伊撒尔中，我从未遇见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

心。"伊撒尔人对耶稣已表示了信心 (4:24) ，但是这百夫长对

耶稣能由远处治病的信心，却使耶稣惊奇，备加称许。

@ 外方人有这样大的信心，使圣史记起耶稣大概在另一种环境上

所说的一句话，而加在此处。因按路没有把这句话放在此处，

而放在 13:28 、 29 (见年表 146)0 0 "将有许多人要从东方和西

方来"即从世界四面八方，有许多人来"同亚巴郎、盘盘暨和

整查组在天国里一起坐席"。耶稣多次用宴席的比喻 (22:1; 蹬

14 、 15 等，参见默 19: 9; 依 25: 6) 预言召叫外邦人代替犹太

人。外邦人要在天国里同圣祖分享天福，而"本国的子民"即

原先被召，做为自然承嗣恩许的犹太人"反要被驱逐到外边黑

暗里"。犹太人的宴席通常是在夜晚，在华灯高照的厅堂内举

行。逐出厅堂外即指赶到黑暗中，而黑暗是指地狱。 "那里要有

哀号和切齿"即表示被选者将有的失望、愤怒和嫉妒。

@ 耶稣为报答百夫长的信心，就答应百夫长所恳求的那事说"你

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罢!"这话一出口，奇迹遂即出

现了"仆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百夫长和他所派来的人(路

7:10) ，能立刻知道所发现的奇迹，因为他的家就在附近。

@第三个奇迹:治好伯多禄的岳母和其他许多病人(14-17) 。 由

路 4:3也41 一段，我们知道这些奇迹也是发生在葛法翁城，但时

间略早，大概还在玛窦在本章开始所述的治好嫩病人以前(年

去 39、 40) 。组奎莹的岳母和其他许多病人是耶稣在同一天上治

好的，因而在圣史的心中算做一件事。 。按谷和路的记述，耶

稣出了葛法翁会堂，同西满、安德肋、雅各伯、若望四个门徒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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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 1 :29) ，来到组至整家里 。 按组主望和圭堡血二人本是旦整

整圣人(袤 1:44) ，但为了捕鱼的职业，在墓盖盒也置有房屋。

伯多禄是结过婚的，他的岳母卧病发烧。 明显的，耶稣在家人

请求之下，就到床前，摸了她的手。 因这一摸，她的热症立刻

就退了(按路:耶稣"吨责热症") 。 所以她能立刻起来。 为表

示她完全痊愈了，遂"伺候他"，给耶稣和门徒们预备饭菜(谷

和路) 。

@ 当天晚上，即太阳落后(见谷和路)，人给耶稣把患各种疾病的

人，连附魔的，都送到伯多禄家门前(谷 1 :33) ，耶稣都治好了

他们。玛清楚记载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魔鬼驱走了，而谷和路

却记载耶稣曾禁止魔鬼说话，因为魔鬼喊说"你是天主子"。

耶稣禁止他们的理由是:一来耶稣不要魔鬼的承认，二来不愿

意他们把默西亚的奥秘张扬出来(见本章注三) 。

æ 17 节是圣史行文的惯例:他在耶稣治好各种病人的事上，看见

先知预言的应验〈依 53:的。大意是引自希伯来原文，但词句稍

异。 关于预言的意义，参阅依 53 注四 。 。这里应当注意:圣史

在此不是说:耶稣承受了他所治好的疾病(至少没有承受附魔

的事) ，而是愿意说:耶稣承受了所要赎的我们的罪，就如依撒

意亚所论的"上主的仆人"，他承受了能以担荷人肉身疾苦一一

罪的后果一一-的能力 。

æ 1 8-22 节记叙两个被召而心志不坚的人。 至于这事发生的时间，

按此处的记载，是发生在加里肋亚湖西岸，平息风浪之前(见

下) ，但按路 9: 57-60 似乎此事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 然而

若注意玛叙事的原则，尤其如果以 18 节为平息风浪的伏笔，就

没有这么困难了 。 所以我们能够主张 19-22 节一段的事，发生较

晚，并且不在加里肋亚，大概如路所记，是在派遣七十二徒传

教以前，即约在公元廿九年十一月，发生在达二主或皇塾整 (斐

袤 115L 0 "耶稣看见许多群众围着自己，就吩咐往对岸去。"

即乘船到提庇黎雅湖东岸去 〈见 23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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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有一位经师"，蹬清楚记述这经师来到耶稣前，是耶稣正同宗
徒行路的时候，对正确的地点，我们无从考得。 "老师，你不论

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这经师似乎居心纯正。 耶稣也没有拒

绝他，只给他讲明准备做基督的真门徒所应弃绝的一切 。 "狐狸

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是说连漂流无定的飞禽走兽，也有它

们自己安息的地方。"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情愿

选择了很不舒适的生活，从一处旅行到另一处，没有自己的家。

那时准备做他门徒的，如果真愿跟他到任何地方去，也必须度

这样的生活。 至于这个经师是跟随了耶稣，还是离开了耶稣走

了?圣史没有记载。一一但我们在这里应当研究一下"人子"

这一个称呼。 "人子"一词在本书尚属初次。 这称呼己见于袤 3:

13 、 14 耶稣同尼苛德摩谈话中 。 这称呼为耶稣同时代的人好像

是一句隐语(袤 12:34) ，但是耶稣常用这称呼来指自己:这是

各圣史不断记载的(另三十一次，釜十四次，蹬二十五次，轰

十二次) 0 "人子"一词原来就是"人"的意思(约 25:6; 剧 2 : 1 、

3 、 8; 3: 1 、 3 、 4; 1& 51: 12; 56: 刀，但按去 7: 13 、 14 这称呼除指

"人"外，还含有深意(详注 7 注十) 。 耶稣用这种称呼，一定含

有深意，因为"人子"一词不仅表示他默西亚的尊位，而且也

表示他谦逊隐没的特征。 在听众，尤其在门徒耳中，耶稣自称

"人子"一定比称"我"更觉谦虚，并且更有神妙的意味。

@ 另一个与耶稣谈话的是他门徒中的一位，他已经在那一次行程

中跟随了耶稣〈按蹬 9:57 像是才被召跟随耶稣的)，但他现今

由于骨肉的私情，请求耶稣在他决定跟随耶稣以前，迟缓一个

时期 。 大概他的父亲已到了风烛残年，为此那弟子请求耶稣允

许他父亲死后才来跟随。 耶稣的答复是决断的 。 在这句奇异言

辞中包含着完全弃家离俗的大道理(10:37): "任凭死人去埋葬

他们的死人，"就是说任凭那些没有被召行伟大事，那些不度灵

性生活的人(前一个"死人"为借喻)， "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此"死人"为字本意) 0 "你来跟随我罢!"几时天主召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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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切都应当置于天主的召叫之后(路 9:60 "你当去宣扬天主

的国勺 。 按蹬在此句以后，又有第三个人求耶稣许他暂缓跟随

耶稣，耶稣也给了他一个适宜的答复(路 9:61 、 62) 。

@第四个奇迹:平息风浪 (23-27)。对于这个和下一个奇迹的时

间，由谷和路得知是在耶稣用比喻讲了天国的道理(玛 13) 之

后，就是约在公元廿八年的十二月〈年表 71 、 72) 。 至于行第四

个奇迹的地点，一定是在提庇黎雅湖里，而且是坐船由湖西岸

到东岸革辣撒人地方去的时候。。耶稣站在伯多禄的船上向群

众用比喻讲完天国的道理之后(玛 13:2; 谷 4: 1)，已到了晚上

(釜 4:35) ，就吩咐宗徒预备船只渡到湖对岸去(玛 8: 18) 。 当

时耶稣大概还下了船遣散群众，以后又上了船，宗徒在船尾上

给耶稣准备了躺卧的地方，并放上枕头(谷 4:38) 。然后宗徒们

就开了船，同时还有别的船只随行(谷 4:36) 。 船一开行，耶稣

因一天讲道，十分疲倦，如今得了休息的机会，趁着在夜间便

依枕睡了 。 当船到了湖中心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震荡" (即指

暴风〉。按如今在这湖中还时有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宗徒们就

奋力摇桨，与风浪挣扎，但是徒然，船颠簸得几乎要沉下去。

各圣史都记载耶稣"睡着了" (继续睡下或沉睡的意思〉。

@ 宗徒在万分危急中，只有求助于自己的师傅，做为最后的依赖，

遂唤醒他说"主!救命啊!我们要丧亡了。" (谷作"我们要

丧亡了，你不管吗?")耶稣便温和地责斥他们缺乏信德:如果

耶稣同他们在一起，他们如何能丧亡呢?耶稣使宗徒们的心平

静以后，就起来比责了风浪。(谷"比责了风，并向海说:不

要作声，平静了罢!")耶稣这一命，风和海就立刻顺命"遂大

为平静了。"

@ 三位圣史都记载:同耶稣在船上的人对这奇迹都十分惊奇(谷

和蹬井有"害怕"一词) 0 "那些人"一定是指宗徒们 。 他们惊

奇说"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路作"这人到底是谁")?竟连风

和海也听从他。"这是感动深切的言词。宗徒们已见过耶稣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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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奇迹，但这次显的奇迹却十分特殊，而且是制伏了他们所经

历的自然界的狂暴现象。现今宗徒们大概是初次才想到"这人

是谁?他实在是天主吗"等问题。或者是天主同我们在一起罢!

若如此，谁不惊讶害怕呢?一一应当知道对平息风浪的奇迹，

古时的教父们(如德都良 De Bapt. PL 1 , 1323) 己认为是预指

圣教会〈伯多禄的船)在迫害中(风浪)的状况，因耶稣常在

教会中 (28:20) ，所以她常胜利。

@第五个奇迹:治好两个附魔的人 (28-34) 。关于行这奇迹的时

间毫无疑问，三圣史都记载在前一个奇迹之后。关于地点一定

是在湖东岸，且按三圣史的记述，大概是如今名叫摩毫阿拉

(Moga adla) 附近的地方，在五旦壁垒笙皇 (Kirbet Kursi) 南

边不远。这个地方有很好的牧场，在摩毫阿拉还有些洞穴，也

许是古时的坟基。玛对此事的记述非常简短，路比较冗长，而

谷比较更长。玛所记述的是两个附魔的，而谷和路仅记述了一

个，但三圣史所记述的重要点则完全相同。。耶稣同宗徒几乎

整夜是在湖上过的;风浪平息后，天一亮就到了东岸"毫达辣

人的地方" "要达辣"一名的经文按各古卷完全一致(仅古拉

丁与通行本，和莹莹墅的盘盘查译本(Copta sahidica) 作"革

辣撒勺。毫达辣是"十城区"希腊化的城市之一，位于基讷勒

特湖东南。耶稣一定没有进那座城，只到了属这城管辖的地方。

谷和路的"革辣撒人的地方"的经文，按各古卷所写的，也是

正确的。似乎谷和路所指的地方更为详细。革辣撒应是属毫达

辣的一个村镇。因此三圣史对地名并不矛盾。基达辣大概是上

边说的克贝特谷尔息。"有两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走出，迎上他

来" (关于"附魔的人"见本章后所加的附注)。谷和路只记了

一个附魔的，似乎与此处相反。若是承认当时实在有两个附魔

的人，就易于解决这难题。釜和蹬仅记了日后在"十城区"负

有宣传天国的使命的那一位(釜 5:1 8-20; 路 8:38 、 39) 。玛描

写这两个人的悲惨命运，不如谷和路详尽。附魔的人，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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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住在墓穴中，他们几时出来，那地方的人都战兢害怕"他

们异常凶猛，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 附魔的喊说"天主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魔鬼清楚知道

耶稣是天主子(见 4 注三〉 。 他来是要战胜魔鬼，魔鬼自知必

败，却想再苟延残喘。 他们好像藉着所附的人的口说:你不要

管我们，时期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魔鬼直到公

审判以前，由天主的许可，在世界享有相当做恶的自由。到公

审判日才，他们就要完全被击败，永远关在地狱里。按谷和路:

耶稣还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是"军旅" CLegio，按罗

马一军旅有五千至六千人) 。 路又记载他们恳求耶稣不要罚他们

到地狱里去。

~ "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 C按谷和路:猪群是"在

山上勺 。 由谷 5: 13 我们知道那群猪大约有两千。 当时"十城

区"的居民大多数为外邦人，因此他们能养猪，也能吃猪肉:

这为犹太人是禁止的。 这样大的猪群在当时也是常有的 。 养猪

的人普遍雇用放猪的工人牧放，有时许多小猪群并成一大群，

一起牧放。 养猪的主人住在附近的城内(今之克贝特谷尔息的

废墟大概即是此城的旧址〉 。 魔鬼恳求说"赶我们进人猪群

罢!"魔鬼宁愿附在猪身上，也不愿到地狱里去。耶稣准许说:

"去罢!"耶稣一定知道这一声"去罢"对猪群有什么效果;但

耶稣如此行:一来是为显示自己有天主的能力;二来大概也是

为惩罚那外邦城的居民所犯的罪恶。

@魔鬼就进入猪内"全群"的猪着了魔，就猛冲到湖内淹死了 。

附过魔的人却脱了大难，健全元恙。 普通魔鬼从附魔的人身上

被驱逐时，往往藉破坏一种东西显示他的狂怒 ， 以做报复 。

~ 33 、 34 两节是本段的结尾。 "放猪的便逃走了"，到附近的城内，

向猪的主人和城里的人报告了所发生的事。 那些人一方面受了

损失，因为猪都死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喜欢，因为附魔的人好

了，那一方再没有什么可令人惊恐担心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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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城的人就出来迎见耶稣"。他们一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就

看见以前附过魔的人，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坐在耶稣足前

(谷和路) ，他们完全摆脱了魔鬼，成了和善的人。受了损失并

怀着敬畏的人，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就同意离开

那里。与此相反的是撒玛黎雅人竟要求耶稣住在他们中间(若

4:40) 。按谷和路:耶稣上了船，两个附过魔的人中一个来求耶

稣收他为门徒。耶稣却叫他回家，在自己的家乡中传扬天主赐

给他的大恩;后来的确他也照耶稣所吩咐的做了。

附注论附魔的人

新约中，尤其在三对观福音里，多次提到一些附魔的人。 这些

人即是为魔鬼所占有的人。所谓"占有"即言一个，或者多个魔鬼

占据人身，通常连人身各肢体的能力与自主之权也给侵夺了去。

圣史们虽然有时将附魔的人与纯粹患病的人分别的清清楚楚

(玛 4:24; 8: 16; 谷 1:34; 路 6:18) ，但屡次有许多附魔的人患有其

他不同的病症，如:聋哑(玛 9:32 、 33; 路 11:14) 、聋哑眼瞎(玛

12:22) 、癫瘸(玛 17: 14 、 20) 、疯狂与各种苦痛等等(玛 8: 28-34 及

其相对处)。像这类的病症，通常魔鬼被赶走后，也就随即痊愈了。

但是在谷 9: 14-27 和其他相对之处都载了一个复杂的实例。对这实例，

极难断定是出于旧病，还是出于恶魔的缠绕。有时附魔的人在外表上

好像没有患什么病症(谷 1 :23-28; 路 4:33-37; 玛 15: 21-28 =谷 7:24-

30) ，虽然有时为恶魔纠缠得很厉害(如玛利亚玛达肋纳身上曾附过

七个魔鬼) ，但在外表上却没有什么病症(见路 8:2; 谷 16:功 。

这种缠绕人身的魔鬼，在新约中， 二十三次称为"污魔"或

"不洁之魔" (玛 10: 1; 谷 1:23; 路 4:33 、 36; 宗 5: 16 等) ，有时称

为"恶魔" (路7: 21 ;宗 19: 12 等) 。 所谓"恶"与"不洁"是就道

德方面而言，因恶魔常强使人违犯天主的法令，作恶犯罪。

附魔的人多次在耶稣前振振有词，这些话当然是魔鬼藉己所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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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口说的，如"纳臣肋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竟来

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是天主的圣者" (釜 1: 24; 参见蹬 4:

34); "你是天主子" (谷 3: 11; 参见路 4:41)尸‘至高天主之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因着天主誓求你，不要苦害我!" (谷 5:7) 可

是耶稣在这一切情形上不愿接受魔鬼的证言，反而责令他们缄默并

从速出离人身;恶魔在耶稣的命令之下，当然更是忿恨万分，怒号

咆哮，加倍苦害自己手中的牺牲，但最后却不得不屈服在基督的权

威之下，服从耶稣的命令。就如谷 9:26: 一个附魔的人，当魔鬼离

开他时，被魔鬼难为得有如死去了一般。此外，福音上还记载一个

附魔的人，附在他身上的魔鬼竟自谓是"军旅"。他们要求耶稣准许

他们进入猪群。耶稣准许了之后(玛 8:31 、 32 及其相对处) ，他们便

把两千只猪溺毙海中，以发泄他们心中的忿恨。

或问:为什么耶稣时代有这么多附魔的事，而旧约时代竟没有

这种现象呢?因为在基督降世以前，撒弹横行天下，犹如极权的主

宰，居于自己的阵地，无人与之为敌(玛 12: 25-29); 但基督一来，

魔鬼明知将因他而势必惨败，就竭尽心力，设法挽救自己的主权免

于崩溃灭亡。可是事实上魔鬼的主权终于被基督的死亡所粉碎(若

12:31; 希 2: 14) 。

因此，教父们常说:因基督的死亡，撒掰已被捆住，他的能力

也受到了限制，附魔的事遂逐渐稀少。耶稣的宗徒和门徒，在耶稣

传教的时候，已由耶稣领受了驱魔的权柄(玛 10: 1 、时，且也使用

了这权柄〈谷 6: 13; 路 10: 17 、 18) 。耶稣在自己复活以后，又重新

加强了这种权柄，把这权柄交给了圣教会(谷 16:17) ，由此圣教会

从来不断执行这种权柄(宗 5:16; 8:7; 16:16; 19:12) 。

圣教会由最初特立了一级神品，专为驱魔(即今之三品)。今 日

圣教会的主教神父都有这种神权，于必要时执行驱魔，因为撤蝉的

主权彻底毁灭，还有待于世界末日(默 20: 1-10) 。参见 Smit J. , 

De Daemoniacis in Historia Evangelica. Romac , 1913; Haag , Bibel

Lexicon , sub Teuf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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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耶稣治好瘫子(釜 2:1-12; 蹬 5: 17-26) 

1 耶稣上船过海，来到了自己的城。 02看!有人给他送

来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

说 "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3经师中有几个人心里

说"这人说了亵渎的话。"f)4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5什么比较容易呢?是说:你

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行走罢? 86为叫你们知道，人子

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一一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

床，回家去罢 !" 07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 08群众见了，

就都害怕，遂归光荣于那赐人这样权柄的天主。。

玛窦被召为徒(谷 2:13-17; 路 5:27-32)

9耶稣从那里前行，看见一个人在税关那里坐着，名

叫玛窦， 0对他说"跟随我 1" 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10当耶稣在屋里坐席时，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

他的门徒一起坐席。 011法利塞人看见，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12耶稣昕

见了，就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

13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F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 Q) 

禁食问题的冲突〈谷 2:他22; 路 5: 33-39) 

14那时羞整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为什么我们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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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塞人〔多次〕禁食，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 4Ð 15坚壁

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吗?

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那时他们就

要禁食了。 (1) 16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作补丁，补在旧衣服

上的，因为补上的必扯裂了旧衣，破绽就更加坏了 。 @

17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的;不然，皮囊一破裂，

酒也流了，皮囊也坏了;而是应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

样就都得保全。" æ 
治好患血漏的妇人，复活雅依洛的女儿 (谷 5:2各43; 路 8:41-56)

18坚壁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位首长前来朝拜他

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你的手覆在她

身上，她必会活。 "19耶稣起来跟了他去，他的门徒也跟了

去。 æ20看，有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从后面走近，

摸了他的衣服缝头，21 因为她心里说"只要我一摸他的衣

服，我就会好了。" 022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她说 "女儿，

放心罢!你的信德救了你。"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

23耶稣来到首长家里，看见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24就

说"你们走开罢!因为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

们都讥笑他。Cl)25把群众赶出去以后，耶稣就进去，拿起

她的手来，小女孩就起来了。 W26这名声传遍了那整个

地区。@

两瞎子复明

27坚壁从那里前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说"主壁

之子!可怜我们罢!" ~28他一来到家，瞎子便走到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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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吗?"他们对他

说"是，主! "29于是坚壁摸他们的眼说"照你们的信德，

给你们成就罢! "30他们的眼便开了 。 @里堡严厉警戒他们

说"你们当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31但他们出去，就在

那整个地区把他传扬开了 。 @

治好附魔的哑巴

32他们出去后，看，有人给里皇军送来一个附魔的哑

巴 。 ~33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了。@群众惊奇

说"在2盘$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34但迭IfIJ塞人们

却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 " 0 

耶稣派遣十二徒下乡传教(釜 6:6b-13; 蹬 9 : 1-6) 

35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

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 @)36他一见到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同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

羊 。 @)37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固多，工人却少。38所

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 ~ 

@ 第六个奇迹:治好瘫子 (1-8) 。 本章前半由 1-17 节所述的三件

事迹，与釜 2:1-12; 蹬 5: 17-39 的次第相同，即(一〉治好瘫

子(二)召叫皇室(三)禁食问题:这的确是原有的次第。

对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由要看不出来，由歧和釜得知大约是

在公元廿八年五月，即在治好癫病人几天以后 (8:1-4) ，选十

二位宗徒以前(经袤 44 、 45) 。 地点元疑的是在墓主盒(釜 2 :

1) 0 。本章 1 节是为记述下面在墓盖盒所发生的事情的引子。

在上一段说耶稣离开了湖东岸，现今又指出"耶稣上船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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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了自己的城。"有两座城被圣史称为耶稣的城:即纳臣肋

(13: 54) 和葛法翁;此处-定是说的葛法翁。圣史称此地为

"自己的城"因为耶稣拣选了此城为传教加里肋亚的中心(见

4: 13 注〉。

f) "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玛的记述十分简略，

釜 2: 1-12; 路 5:17-26 还记有许多细节:首先耶稣是在一人家屋

里(大概是伯多禄的家，见上章注十一) ，有很多人聚集在耶稣

跟前，其中也有从巴力斯坦各地和耶路撒冷来的法利塞人和法

学士〈路) ，因为人多，许多人不能进去，只得站在门前。此时

有人抬来了一个瘫子，愿意送到耶稣跟前;但因为人多抬不进

去，他们就由房外的石梯上了房顶，拆去一些砖瓦，拆穿之后，

连人带床用绳索系下，放在耶稣跟前。"吁耳耶E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即瘫子和抬他的人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你放心!你的

罪赦了。"耶稣治好一个人，先治好他的灵魂，然后治好他的肉

身。按当时人的一般思想(若 9:2): 肉身的疾病和痛苦是个人

罪恶的后果。现今耶稣一说这样的话，在场的经师(和法利塞

人，见路〉心里就想"这人说了亵渎的话"，即说了侮辱天主

的话，因为惟独天主能赦人罪。

@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思念，就用辩论法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

里思念恶事"反对我，好像我说了凌辱天主，或含有异端的空

话?我问你们"什么比较容易，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

起来行走罢?"至少从表面上看，说第一句自然比说第二句容

易;但是，说第一句，事实上不能证实罪是否实在赦了;至于

说第二句，如果奇迹不应声实现，人人都能看出只是一套空话。

那些经师和法利塞人面对这进退两难的问题，显然想说"你的

罪赦了"一句比较容易;但在这行奇迹的人跟前，倘若他说出

第二句来，且话一出口，而立即见效，这为他们是多大的羞辱，

所以最好闭口不言，免招羞辱。

@ 耶稣实在说出了第二句，并以这句话来证实他所说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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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万分真确的，遂说"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

柄( "人子" 一词，见上章注十五) ，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

你的床回家去罢!"

@ 耶稣的话一出口，立刻生效:瘫子遂即"起来"。 他原先由于疾

病不能走动，必须有人抬着，现今实在自己"拿着他躺过的小

床" (谷和路)， "回家去了 。 " 一一神学家以这奇迹，不但证明

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并且也证明了他是天主。 的确，赦罪只是

天主的事。 若是耶稣不是天主，没有这个权柄，一定也不能显

这个奇迹来证明 。

@ 圣史在这一段结尾处，指出奇迹对群众所发生的效果:群众见

了这奇迹，都怀着敬畏的心，喊出狂热的欢呼(谷"我们从未

见过这样的事'气路"我们今天看见了出奇的事勺，赞扬天主

"赐人这样权柄" 。 群众亲眼看见耶稣治好了瘫子，也亲耳听见

耶稣给这人赦了罪，他们为这两件事赞扬天主。 圣史写最后这

一句，大概有意说:教会中基督的仆役们由他得了赦罪的权柄

〈若 20:22 、 23) 。 赦罪一定是天主的事，但在教会中是藉着人，

以基督的权柄，基督的名字赦罪。 对这样的大恩，我们应当颂

谢天主。 一一圣史们此处虽然都没有提及经师和法利塞人对此

奇迹有什么表示，但我们可以推知，他们一定是恼羞成怒，不

但没有信从耶稣，而且似乎更加激烈反对耶稣。

@ 由 9-13 节记述召叫玛窦的事。 元疑地，玛窦是宗徒名单上称为

"税吏"的那一位 00:3): 即本福音的作者。 谷和路都称他为

肋未，谷旦有"阿耳斐的儿子" 一句 。 谷和路用不同的名字来

称呼玛窦，是由于他们对玛窦宗徒的尊敬。 因为谷路本应称他

为"税吏"，但却用了人少知道的名字称呼他。 至于玛窦本人却

坦白承认自己是什么人。 此处他用了人所共知的名字称呼了自

己 。 在宗徒名单上，也毫无避讳地在自己的名字后写自己为

"税吏"。 税吏因为是给罗马人的朋友安提帕做事，犹太人由于

宗教及民族思想的关系，不但恨税吏如蛇蝠，而且恨之如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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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眼中钉，甚至称他们为罪人。。对于这件事迹发生的时间

与地点，谷 2: 13 、 14 记的较为详细 。 这事发生在葛法翁，靠近

海边，即在有玛窦的"税关"的大道旁。 这税关大概是一间房

子或是一张桌子，在那里征收来往商人的税。 玛记载耶稣召叫

自己的事是在治好瘫子以后，这两件事大概只隔几天。 清楚知

道自己被召时间的玛窦，好像依循编年的次第，把被召的事插

人一连串记述的奇迹之中(步齐却以为玛窦把自己被召归化的

事，也视做一个奇迹〉 。 他指明这时间，为我们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玛窦自此以后，已不仅是一个记述者，而且对他所记的也

成了亲见的证人。

@ 耶稣有许多人眼着，沿着海边走，一看见玛窦在税关那里坐着，

就给他说"跟随我!"耶稣对这个被人视为罪人的税吏是多么

高看，耶稣竟召他做自己的门徒。 玛窦对耶稣一定不是陌生的，

耶稣在此城内行过许多奇迹，他纵然没有见过，一定也听人家

谈过。 耶稣现今突然来访，直接对他谈话。 耶稣的话对玛窦是

十分重要的。耶稣的恩宠一到他心中，立刻变化了他，他也立

即"起来"，"舍弃一切"，眼随了耶稣〈见路 5:28) 。

@ 新徒弟为表示报答师傅的恩义，便设宴款待耶稣。 同时玛窦也

请了自己的朋友、同僚和耶稣的门徒一同在自己家中坐席 。 耶

稣就与法利塞人认为罪人的税吏一同进食。

@ 法利塞人和经师一定不同他们坐席;大概他们按当时的风俗站

在门口观看批评。 他们等待宴席完毕后，因为不敢直接干涉耶

稣(他们清楚记得耶稣是怎样有辩论的口才)，遂向门徒们说:

"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应当知道:

与罪人同席，法律并不禁止，而是经师的规矩禁止。 洞察人心

的耶稣 (9: 的，虽是对低声远处说的话，他一样能听到 。 他没

有等门徒答应，立即出面干涉，用格言答说"不是健康的人需

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意思是说:你们不应怪异这事，医生

医治病人，是极自然的事;我来是为救罪人，同他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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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极自然的事。

@ 耶稣说完这话，就直接攻斥他们说"你们去研究-下"，这是

犹太经师十分惯用的一句话，是说:你们去涌读圣经，去理解

其中的意思罢!关于耶稣所引的欧 6:6 "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

一句的意义参阅该处注解 。 天主藉先知已经说过，他喜欢人内

心的真诚和仁慈胜过纯外表的行为，纵然这些外表的行为是按

法律的一字一句行的 。 然而经师和法利塞人完全着重外表取洁

的规矩，因此他们避免同税吏和罪人接触。 为此耶稣提醒他们，

叫他们知道他们远离了旧约明示的真理 02: 7) 。 以后又用讽刺

的口吻向他们说"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 (路多

"悔改" 一语) 。 这句希伯来语风的说法，是说:我的主要使命

是先召罪人，以后才召义人( "义人"是指法利塞型的义人，因

他们自以为义人，参阅路 18: 列。

4Ð 1 4-17 节是禁食问题。 耶稣同税吏及罪人一起吃饭，正是法利塞

人和若翰的门徒禁食的那一天(谷 2:18) 。 为了语责耶稣同税吏

罪人一起吃饭，而被耶稣驳倒了的法利塞人，仍不甘示弱，遂

又怂恿几」个人向耶稣问难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塞人【多次】

禁食，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按此处的记载，此事是由若翰

的门徒询问的(因为法利塞人不敢出头，虽然按路加的记载，

是法利塞人直接问的〉 。 这种问话是闪族说话的方式，意思是

说:我们与法利塞人禁食的时候，怎么你的门徒偏不禁食呢?

法利塞人和若翰的门徒的这种禁食，不是法律所定的，而是出

于他们自己的热心(路 18 : 12 ) 。 若翰的门徒禁食大概是为准备

默西亚的来临 。

@ 耶稣在答话中用了一个婚宴的比喻，来辩护自己门徒的行为 。

依照希伯来人的婚礼，新郎的"伴郎" (原文本作"婚姻礼堂之

子勺，在八天的婚宴中，常伴随着新郎招待宾客，与新郎同乐

(扭上 9: 39) 。 那几天即使过到禁食之日，也不必禁食。 耶稣的

门徒现今是在婚宴中，因为他们有耶稣与他们在一起。 耶稣接

专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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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又说"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 (清楚暗

示自己要被惨杀)， "他们那时就要禁食了"。所以耶稣并没有废

除禁食。事实上，宗徒和基督徒在耶稣死后都禁过食〈宗 13:3;

格后 6:5) 。日后圣教会也定了教友应当禁食的规矩。一一现今

新郎(耶稣)还同门徒在一起，为耶稣门徒的禁食，不合时宜，

也与同新郎在一起喜乐的礼貌不合。

@ 耶稣接着又用了两个类似的比喻，说明两种对峙的精神:一是

当时犹太教曲解旧约法律的精神;一是耶稣所恢复的新法律的

精神。在耶稣的心目中，这种对峙已超出禁食的单纯问题，而

扩展到法利塞人所倡导的纯外面义德的全套诡辩。 16 节为第一

个比喻(谷 2:21; 路 5:36) 。就如拿新布补旧衣，不但不是办

法，而且有损于旧衣，因为补上的新布"会扯裂旧衣，破绽就

更加坏了。" (按路:由新衣上撕下一块布补旧衣，新布与旧衣

不相衬，而新衣也撕破了。)这比喻的意思是说:要使耶稣的新

精神随合犹太教的精神，不但元益，而且还有害。

49 17 节为第二个比喻(谷 2:22; 路 5:37 、 38) ，所指与前一个比

喻相同。把新酒装人旧皮囊里，不但不相宜，而且还有双重的

损失:因为新酒由于发酵会涨破了旧皮囊;皮囊破裂了，酒也

流了。这比喻的意思是说:将耶稣的新精神装在犹太教的精神

内，也不相宜，最好是将这新精神赋予"新人" (关于"新人"

的意义，参阅弗 4:24; 哥 3: 10) 。为能体味这种新精神，必须

离弃旧精神(路 5:39) 。 关于耶稣的新精神，己在"山中圣训"

中记述得非常详尽 (5-7 章)。

@ 第七个与第八个奇迹:治好患血漏的女人并复活雅依洛的女儿

08-26) 。这两个奇迹必须连在一起叙述(谷 5: 22-43; 路 8:41-

56 都相同，)因为事实是如此发生的:雅依洛来求耶稣去治好

自己的女儿，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患血漏的女人前来摸了耶

稣的衣裳，她的血漏立刻停止了 。 以后耶稣到了雅依洛的家才

复活了他的女儿。关于这两个奇迹的地点，圣史们虽没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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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定是在湖西岸，而且是在墓盖盒，或墓盖盒附近。 关于时

间，由釜和蹬的记述上，可以知道是在治好主翠盘地方附魔人

回来以后 。 所以若是Eð按这事的时间来记述，应当把这两个奇

迹置于本章 1 节以后，因为 1 节说耶稣从革辣撒地方乘船回到

了"自己的城"，即葛法翁(年表 73L 0 "耶稣向他们说这话

的时候"一句，纯是承上启下的话，与"那时候"的句子相类

似。 应当知道:关于对这两个奇迹的记述，Eð相当简略(就如

8: 5-13 治好百夫长的仆人的记述一样) ，而谷和路却记了许多细

节。为注释本段的事，我们可以将其他二圣史所记的来补充玛

省略的:耶稣乘船来到葛法翁的湖岸时，有许多人已等在那里，

欢迎耶稣。 耶稣同宗徒下船以后"会堂长中的一个" (谷〉由

群众中出来。本节的"首长"即是会堂长。当时在葛法翁应有

几座会堂，每一座都有一个首长。 按路的记载，葛法翁好像只

有一座会堂，也只有一个会堂长。 来求耶稣的那个会堂长按谷

和路名叫雅依洛。 他跪伏在耶稣眼前说:主!我的女儿病重要

死，请你到我家，把手放在她身上，治好她(谷和路) 。 这是一

个独生女，已十二岁了(谷 5:42; 路 8:42) 。 玛记说"我的女

儿刚才死了" 。 因为玛记述简略，已把谷和路以后记述的提前说

出 。 耶稣对这泪流满面的父亲和他恳求时所表现的信德，不能

加以拒绝;遂动身跟着那人去了，宗徒和群众也都尾随在后 。

@ 往前走了一段路，耶稣突然止步，转身说"谁摸了我?"即谁

摸了我的衣服?按路记载:伯多禄回答耶稣说:老师，群众从

各方拥挤你，你怎么还说"谁摸了我呢?"但是耶稣感觉有一

种能力或神力，由他身上出来(谷和路)，必定有一个原因 。 原

来有一个妇女，患血漏已经十二年了(大概是经期外的流血

病〉。 她来到耶稣身后，就摸了摸他外鳖的一个缝头(按"缝

头"，希伯来文叫 zizit，是用自羊毛线结的，外鳖上共有四个，

目的是叫伊民一看见这缝头，想起天主的一切诫命，好依照遵

行(参见户 15:38; 申 22 : 12) 。她心里说"只要我一摸他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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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我必会好了。"她的信德多么大啊!她为延医治病把自己的

家产都花光了，结果不但不见什么效验，病反而更加重了。医

生十二年来所不能行的，如今她却坚信，只要一摸耶稣的衣服，

就必定痊愈。她上前偷偷地一摸，果然立刻痊愈了(谷和路) , 

耶稣也觉出来了。

@ 那得了痊愈的妇女一听耶稣的质问和伯多禄的解释，就害了怕，

好像罪犯一样战战兢兢地跪伏在耶稣脚前，把自己所做的都说

明了(谷和路)。耶稣遂向他说"女儿，放心"不必惊慌害

怕"你的信德救了你" (三圣史同)， "平安去罢!你的病好了"

(釜) ，即是说你的病这次好了，永不再发作了。玛所说"从那

时刻起，那女人就痊愈了。"也该是这个意思。

@ 上述的事一完，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

烦劳师傅了" (釜和蹬)。这消息并没有难住耶稣:他能治好活

人的病，如今也能复活死去的人。因此他向那为父的说"不必

害怕，只管信，她必得救。"说完这话，就叫了伯多禄、雅各伯

和若望三个爱徒同女孩子的父母进了那一家(谷和路)。他们一

进去，看见吹笛的和嘈杂的群众(玛)。按当时的风俗，人死

后，就开始奏哀乐表示哀痛。嘈杂的人群中，大概有不少"伴

哭的人"。耶稣不愿人们在这里吵闹，就说"你们走开罢!因

为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我们可以想像群众一定把耶稣

的话视作疯话"讥笑他"。但耶稣把死亡说成睡眠，是因为他

要去把女孩子从睡眠中叫醒一一使他复活(若 11:11 、 14 、 15) 。

@ 耶稣叫群众退出后，就同五个证人，即三位宗徒和女孩子的父

母进了死者的房里(谷)，拿起女孩子的手说"小女，起来

罢! " (谷把这话的阿辣美原文 Thalita Kum，也留传给后世。)

女孩子立刻就应声"起来了"谷并记载"且能行走"。耶稣吩

咐人给他吃的(谷和路) ，这一切都证明她实在复活了。我们可

以设想在场的人见了，是怎样的感动和惊讶;女孩子的父母和

女孩子是怎样感激称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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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Þ 26 节是雪在记述完奇迹以后常用的句子 01 节) ，说明奇迹在

民间所有的效果。本节的"地区"一词，一定是指加里肋亚。

@第九个奇迹:治好两个瞎子 (27-31)。关于行这个奇迹和下一

个奇迹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不能确定;行这两个奇迹的时间和

地点彼此相连(见 32 节) ，若是下一个奇迹与路 11:14 、 15 所记

为同一奇迹，这两个奇迹就行在重建节以前(见年表 125) ，不

是在加里肋亚而是在犹太地方行的。 0"耶稣从那里前行"此

语似乎是指耶稣复活雅依洛的女儿后，从那里走到耶稣所住的

家中去。但对这话的意思不可求之于上文，只当作引起下文的

句子而已。"两个瞎子"在一起彼此扶助，这是在巴力斯坦常见

的事 (20:30) 。他们喊说的"达味之子，可怜我们罢!"与耶

黎昂的两个瞎子所喊的相同 (20: 31) 0 "达味之子"是对默西

亚的称呼(1:1)。耶稣己显了这样多的奇迹，他们承认耶稣为

默西亚，是很自然的;为此他们求耶稣叫他们复明。

@ 耶稣在路上没有立刻应允他们，怕有激动民众的危险(参阅 8

注三 z 有关默西亚的秘密〉。直到他们来到耶稣住的家中，耶稣

为使他们的眼复明，同时也为救他们的灵魂，先试探他们是否

有信德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吗?"他们答说"是。"耶稣遂

抚摸他们的眼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罢!"耶稣一摸，

话一出口，立刻发显了奇迹"他们的眼便开了。"

@ 耶稣再三劝告复明的人要保守默西亚的秘密，就像对好了的癫

病人所说的一样 (8: 的。但是枉然，他们一出去，就"在那整

个地区"把这奇事传开了。

@第十个奇迹:治好附魔的哑巴 02-34) 。耶稣治好了的那两个

瞎子从屋里出去之后，又有人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这个人的

哑，大概是因为魔鬼附着的缘故。 本章二十二注已说过:这里

所记的奇迹与蹬 11:14 、 15 所记的附魔的哑巴是一件事，但~

12:22 又记了一个附魔的哑巴而又是瞎子的事。 因为玛有两个略

同的记事(此处和 12:22) ，为此学者们对于这事是一事重提或



玛窦福音第九章 122 

是两次所记是两件事的问题，争论不休。 公教经学者如拉刚热、

瓦莫奈等以为是一事重提，但有些学者反对此说。 一事重提的

主张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因为玛一事重提的地方，不仅此处

(参见及理贯宣问题〉。福音有重复的地方并不妨碍天主的默示，

因为圣经写作者只要写天主所要写的，就够了。对于文字、体

裁、编排等事，写作者有完全的自由。此外在全部圣经中有许

多重复的地方。

@ 这人不能说话的原故是由于魔鬼的控制，为此耶稣把魔鬼赶出，

他便能言语。 魔鬼走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了" (玛 12:22: "以

致哑巴说出话来，也看见了勺 。

@ 圣史此处又指出这个奇迹对群众和法利塞人所产生的不同的印

像与反应:群众是善良诚实的，便惊奇说"在伊撤尔中从未出

现过这样的事。 " (玛 12: 23: "这人莫非是达味之子?")然而法

利塞人却对耶稣说了极端侮辱的话。关于他们的这种侮辱的话

和耶稣的反驳，玛 12: 24-30 记的比较详细，参阅该章注六注七。

@) 35-38 节或者是以上十个奇迹的结论，或者是以下耶稣论宗徒的

使命的言论的引子。 后一说似乎更为妥切(年表 7日 。 因为圣史

经常有系统地记述耶稣的言行，就如 4:23 所用的类似的话，先

把耶稣的传道活动综合地提出，然后用耶稣讲过的话来证明在

主的园地中工作人员是多么需要。。耳目稣周游加里肋亚"各城

各村" (亦见谷 6:6) 的传教活动有双重的目的(一)宣讲天国

的喜讯，另外"在他们的会堂"宣讲(二〉治好各种疾苦。 因

为百姓神形的疾苦很多，工作异常繁重 。

@ 耶稣对群众，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就像困乏

无力，倒卧在地的羊群，没有牧人照顾的一样。 这都是比喻之

辞，意思是指他们的精神没有寄托，没有以善言善表管理百姓

的神牧。 对于伊民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的比喻，已多次见于旧

约中 (P27:17; 到上 22: 17; 袤 11:19; 剔 34:5) 。

@ 耶稣此处又变更了比喻:就是由牧场的比喻变为农场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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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固多，工人却少。"意义与上边相同，就是需要牧人，需要工

人，换句话说:需要宗徒和传教士。耶稣藉降孕的奥迹取了人性本

有的一切限制 。 耶稣人性的这个限制也是天父所愿意的，为此耶稣

说"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 (蹬 10:

2) 。 天主愿意拯救所有的人，但为这拯救的工作愿意我们协力合作:

即愿意"以人救人"。 耶稣由自己方面也愿意我们向他的父恳求派遣

工人来。 若是我们恳求，天主自会照顾。一一一自耶稣说了这话，直

到现今已快两千年了，这话的现实性至今还在延续，而且要延续到

世界穷尽。

第十章

十二宗徒名单(釜 3:13-19; 蹬 6: 12-16) 

1 耶稣把他的十二门徒叫来，授给他们制伏邪魔的权

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病症，各种疾苦。 02这是十

二宗徒的名字:第一个是称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

篮血;量组堡的儿子壁垒组和他的弟弟羞望 ， 83主理鱼和

巴尔多禄茂，多默和税吏玛窦、阿耳斐的儿子雅各伯和达

睦 ， 84热诚者直温和负卖堕壁的选主WT依斯加略。 。

耶稣派遣宗徒宣讲天国(参阅谷 6:7; 路 9: 1 、 2)

5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

们不要走;撒玛黎雅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产你们宁可往伊

盘~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 07你们走路时应宣讲说:天国

临近了 。 08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癫病

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分施。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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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传教简则(釜 6 : 8-11; 蹬 9: 3-5)

9"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 10路上不要带

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棍杖，

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i)11 你们不论进了那一城或那

一村，查问其中谁是当得起的，就住在那里，直到你们离

去。 012你们进那一家时，要向它请安。 13倘若这一家是堪

当的，你们的平安就必要来到这一家;倘若是不堪当的，

你们的平安仍回到你们身上。(Jj)14谁若不接待你们，也不

昕你们的话，当你们从那一家或那一城出来时，把尘土由

你们的脚上拂去。 15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

多玛和哈摩辣地所受的比那座城所受的还要轻。" 4D 

预言宗徒将受迫害 (谷 13:9 、 10; 路 21: 12 、 13 参见玛 24:9-14)

16"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所以你们要

机警如同蛇，纯朴如同鸽子。 017你们要提防世人，因为

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议会，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

们 ;18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对

他们和外邦人作证。" æ 
耶稣应许圣神辅助(谷 13 : 11; 路 12: 11 、 12)

19 "当人把你们交出时，你们不要思虑:怎么说，或说

什么;因为在那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应说什么。20 因为说

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 æ 
及时逃亡(谷 13:12 ， 13; 路 21:1ι19)

21"兄弟要将兄弟，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儿女也

要起来反对父母，要将他们害死。22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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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众人所恼恨。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 G)23但是，

几时人们在这城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往另→城去;我实在

告诉你们:直到人子来到时，你们还未走完鱼盘盔的

城邑。"(@

传教应有的态度(蹬 6:40; 12:2-9) 

24"没有徒弟胜过师傅的，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

的。25徒弟能如他的师傅一样，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

也就够了。若人们称家主为"贝耳则步"，对他的家人更

该怎样呢? 026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他们;因为没有遮掩的

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

的。27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

们耳中所昕到的，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Q;)28你们不要害

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但更要害怕那能使灵魂

和肉身陷于地狱中的。(ID29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

但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它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

上。30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31 所以你们不要

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 @)32凡在人前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产但若谁在人前否认我，

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 m 
信徒与非信徒的分裂(蹬 12 : 49-53; 14: 25-27) 

34"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把和平带到地上;我来

不是为带和平，而是带刀剑。 @)35 因为我来，是为叫人脱

离自己的父亲，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儿媳脱离自己的婆

母 ;36所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 @)37谁爱父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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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超过我，他就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

他就不配是我的。 ~38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他

就不配是我的 。 " ~ 

宗徒和援助宗徒者的赏报(谷 9:41; 路 17:33; 10:16) 

39"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

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 W40谁接纳你们，

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 。 041 谁

接纳一位先知，因他是先知，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

一位义人，因他是义人，将领受义人的赏报。 ~2谁若只

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他是门徒，我实在告

诉你们，他决失不了他的赏报。 " fl) 

@ 本章是耶稣的第二篇冗长训言，在打发宗徒到加里肋亚各地传

教以前，给他们讲的传教训言。 按谷 6:6b-13 和路 9: 1-6 也有这

训言，但仅载了本章的首段(由 5-15 节) 。 由 1ι42 节一段，其

他二圣史，却记于别处。 玛窦在此似乎搜集了耶稣在不同的时

间对宗徒所讲的训言，为了使各时代的传教士便于阅读，编成

了一篇训言，就如他在 5-7 章"山中圣训"所作的一样。 若问

耶稣何时何地初次打发宗徒出去传教?这问题是极难解答的;

不过照谷和路的记述，大概是在耶稣治好患血漏的妇女和复活

雅依洛的女儿以后 (9: 18-26) ，若翰死以前(14:ι12) 。 按谷的

记载，此篇传教训言之前，记载了耶稣去纳臣肋讲道的事。 由

此可以推知，初次派遣宗徒的事，似乎是在公元廿九年三月左

右，地点大概离纳臣肋不远 〈参阅年表 75 ) 0 01 节说耶稣叫了

"十二门徒"来，所说的"门徒"大约就是在八个月以前，讲

"山中圣训"以先，由门徒中所选的那十二位宗徒。 参阅 5 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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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义(一)。耶稣赐给了他们驱魔和医治各种疾病的权柄。按

路 9:2 这两个权柄以外，还有宣讲天主国的权柄。

@ 耶稣为什么叫了"十二门徒"以及"宗徒"有什么意思，参阅

路 6 注囚。玛以前没有提选立宗徒的事，此处列出宗徒的名单，

十分恰当。我们若愿意对十二位宗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

把此处的名单与谷 3: 1ι19; 路 6: 1 3-16; 宗 1: 13 所有宗徒的名

单对照一下。除了宗 1: 13 所列的缺少犹达斯外，各名单都是十

二位宗徒，而且都分为三组。关于次序，应当说明:西满伯多

禄常居首位，也为第一组之首，斐理伯居第五位，为第二组之

首。阿耳斐的雅各伯居第九位，为第三组之首。犹达斯依斯加

略常居末位。每组中其他的名字，三圣史略有不同，路与宗虽

为同一作者所著，但也不相同。为什么次序上有这样的区别，

不得而知。关于名字方面，也有几个彼此不同之处。这是因为

宗徒们实在有几个不同的名字。按谷 6:7 耶稣派遣宗徒两个两

个的去传教。很可能玛是按着分派传教的次序，列了宗徒的名

单:西满伯多禄和安德肋(兄弟二人) ;雅各伯和若望(兄弟二

人) ;斐理伯和巴尔多禄茂;多默和玛窦;阿耳斐的雅各伯和达

陡(兄弟二人，大概为叔表兄弟) ;热诚者西满和犹达斯依斯加

略。今按玛所列的次序将三组列出〈将其他圣史所列名单的异

同，置于括号内) ，并加以解说。。第一组:一、西满伯多禄，

二、安德肋，三、雅各伯，四、若望(路与玛同;谷为一、三、

四、二;宗为一、四、三、二。〉此处说"第一个是称伯多禄

的西满"所说"第一个"，一定不是因为他在名单上是第一个

(因为很明显，不必说) ，也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被召选的(因

按若 1:40 、 41 伯多禄在安德肋以后被召)。所说"第一个"是

指他为宗徒之长，为首席 06:17-19)0 "他的兄弟安德肋"，为

组主聋的亲兄弟，二人是贝特赛达人(袤 1: 47) ，是渔夫 (4:

14) 0 (长)雅各伯和若望是亲兄弟，为载伯德的儿子，也是渔

夫 (4:21) 。二人因性情激烈，耶稣称他们为波讷尔革，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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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之子" (釜) 。

@ 第二组:五、裴理伯，六、巴尔多禄茂，七 、 多默，八、玛窦

(谷与路为五、六、八、七;宗为五、七、六、八) 。 斐理伯是

贝特赛达人(若 1 : 45) 。 巴尔多禄茂，极可能就是纳塔讷耳(若

1: 45-5 1) 。 若他就是纳塔讷耳，那么他是加里肋亚加纳人，或

许也是一个渔夫(若 21:2 、 3) 。 多默，按若 11 : 16; 20: 24; 21: 2 

也叫狄狄摩 。 这名号大概是多默一名的希腊意译，即"孪生子"

的意思。 玛窦也叫肋未，曾为葛法翁的税吏，参阅 9 注七 。

。 第三组:九、雅各伯，十、达陡，十一、西满，十二、犹达斯

依斯加略(谷与上同，路为九，十一，十，十二;宗与路同，

但缺最末的一位〉 。 雅各伯(按谷 15:40 作"次雅各伯勺，加上

他的父亲阿耳斐的名字，以别于若望的兄弟"长雅各伯"。他的

母亲名叫玛利亚，她也是一个名叫若瑟者的母亲 (27: 56; 谷

15 : 40) 。 这个玛利亚大概是童贞圣母的叔表姊妹。 雅各伯、若

瑟、西满和犹达斯，按 13 : 55 同称为"主的兄弟"，即叔表兄

弟 。 达陡， (有古卷作肋巴约 Lebbaeus) ，按路和宗称他为雅各

伯的犹达斯，以别于犹达斯依斯加略。 称为雅各伯的犹达斯，

因为他是次雅各伯的兄弟(大概为叔表弟兄〉 。 西满称为"热诚

者" (按码原文作 Cananaeus，路作 Zelotes，一为阿辣美文，一

为希腊文，意义相同 ) 0 "热诚者"大概是热诚守法律的意思，

似乎不是指当时的"热诚党人"参阅总论第三章囚 。 他与犹达

斯达陡大概是"主的兄弟"，即叔表兄弟 (13 : 5日 。 最末为犹达

斯依斯加略(四圣史都把他置于末位〉 。 按若 6 : 71; 13: 26 说他

的父亲是西满依斯加略。 依斯加略(Iscariotes) 有人以为是指

他出生的地方，即犹大支派的一个名叫克黎约特的村庄(苏 15:

2日 。 Is-cariotes 即克黎约特人的意思。 然而有人根据在帕耳米

塑 (Palmyra) 出土的一块陶片上的文字，以为"依斯加略"有

另外一个意思 。 按那陶片上的文字"依斯加略"即"赤红"的

意思，或指皮肤赤红或指土壤赤红(见 VD 1954 , p. 299)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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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釜在选主塑亟盟主E堕名字后，还加上一句说"那负卖耶稣

的" (蹬作"他就是负卖者勺。关于他出卖耶稣的事，见 26:

47-49 0 在去 1:15-26 记载:圣神降临以前选了望羞里代替犹达

斯做宗徒，补足了十二位宗徒的数目。

o 5-15 节为此章训言的第一段，是耶稣初次打发宗徒传教以前给

他们的训言，亦见于谷和路。参阅第一注。 O耶稣首先限定他

们应去的地域，先以否定的口气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

走;撒玛黎雅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宗徒不应当给外邦人和撒

玛黎雅人讲道，因为还不到给他们宣讲的时候。耶稣升天前才

下了给万民宣讲的命令 (28:19; 谷 16: 1日。现今单"往伊撒尔

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完全像耶稣所行的一样 (15:24) 。喜讯

是应先报给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恩许之子" (罗 1:16) 。犹太

人是"迷失了的羊"这耶稣以前已经说过。: 36) 0 "伊撒尔

家"即"伊撒尔民"是圣经上的惯用语。至于撒玛黎雅人，他

们虽住在巴力斯坦的中部，却不算作犹太人，见若 4:9 、 22 及其

注释。

o "天国临近了"这是宗徒们应当宣讲的主题，也是若翰(3: 2) 

和耶稣所讲的主题 (4: 17) 。

@ 宗徒对分施天主所赐的异能，必须宽宏大量，并且要白白地分

施。关于所赐的异能，参阅 1 节，本节又加上"复活死人"的

异能。

(!) 9-15 节是旅程中应守的简则:宗徒们在"腰带"中不应当带有

"金银铜钱" (按"金银铜钱"是指交易上所用的各种货币)。

当时的旅客们都是把钱缠在腰带里。他们也不应该带装食物的

口袋(路 10:的，也不要带"内衣"因为只要身上有穿的，就

够了;也不要"穿鞋"按聂所说的鞋，大概指包裹全脚的长

靴，而按谷 6:9 说"要穿上鞋"即准许穿不全包裹脚的鞋;也

不要带"棍枝" (与蹬 9:3 同) ，但按谷 6:8 可以带"棍杖"行

路。这样的差异，大概可以如此解释:也许二圣史论的棍杖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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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者至少对棍杖的用途不同 。 若用棍杖为担荷行囊，或为

自卫，对这样的用途，耶稣禁止宗徒用棍杖。 如用棍杖帮助行

路，是可以用的 (Bib. ， 1923 , pp. 241-266); 但无论怎样，字

句虽有差异，但用意却是相同的，即是说:应当清贫如洗，完

全依靠天主的照顾。这解释自玛耳多纳托 (Maldonatus) 首创

之后，各经学家几乎都如此主张。"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

(亦见路 10: 7) 是说:天主必要照顾为他工作的人，使他们一无

所缺。

@ 本节论宗徒应当怎样寻找客居之所:首先要查问谁是"当得起

的"即有德行好客的人。"就住在那里"是说不要常想更换地

方，也就是路 10:7 所说的:不要由一家搬到另一家去住，不可

由这一城移到另一城，也不可由一村移到另一村，为寻找舒适

和方便的住处。

@ 宗徒每到一家，要向那家的人请安。 按拉丁通行本有"说:愿

这一家平安"一句，并非原文，是由蹬 10:5 窜入的 。 叠组主人

和如今的闪族人见面问安时常说"祝你平安" (或"祝你们平

安勺 。 这请安的话，意思是:祝颂现世和天上的一切祝福。 宗

徒不必怕这样的祝福会降在不配得的人身上，因为这样的祝福

只能降在配得的人身上(搂作"平安之子勺 。 若是遇有不堪当

的人，那祝福仍"回到"宗徒自己身上。 宗徒们若是被人诅咒

也不会受什么损害，因为只有恶人才堪受诅咒。 注意此处耶稣

将"平安"人格化了，可以"来"，也可以"回"。

@ 此处耶稣劝告宗徒，若是不被收留，就应当离开"那一家" 或

"那一城"且把尘土由自己的脚上打拂干净。 按犹太人每经过

外邦地方的时候，必须将脚上的土打拂干净，这是为表示同那

些敬奉邪教的人避免发生什么关系 。 宗徒对那些拒受福音的人，

即便是犹太人，也应拿他们当作外邦人看待 (宗 13: 5 1) 。 此外

耶稣还说"在审判的日子"，为那些不领受福音的居民所有的

命运，比索多玛和哈摩辣人所有的还悲惨(创 19:24 、 25)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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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拒绝福音大恩的罪过，比窒室里和监墨壁的淫乱罪恶还

重，因为拒绝福音是反对光明的罪过(12:32) 。

@1ι23 节是传教训言的第二段，所有的劝戒，含义十分广泛，至

少是 17 、 18 、 21-23 各节的劝戒是这样。 这些劝言似乎是耶稣受

难前不久在世末预言中讲给宗徒们的(空去 200) 0 0 "我派遣
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 (蹬 10:3) 。耶稣把宗徒和基督徒比做

羊，把他们的仇敌比做狼;因此劝自己的门徒要有蛇的机警和

明智(按创 3: 1 说:蛇是最狡猾的，很会躲避危险)，但这样的

机警明智，不应太过，要以鸽子的纯朴来调节(鸽子是有益无

害，胆小老实的动物〉 。 宗徒时代和圣教初兴时代，罗马迫害教

会的时候，教友格外表现了他们的机智和纯朴。

Q) 17 、 18 两节耶稣预言宗徒弟子要受迫害(亦见谷 13 :9 、 10; 路

21: 12 、 13; 参阅玛 24 注四) ，并预许保护他们免受人的欺骗。

"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议会"所说"公议会"为复数，即指耶

路撒冷的和耶路撒冷以外的其他小公议会(见总论第三章二) 。

"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 (参见宗 4:7; 5: 27; 格后 11:

24 的例证) :以上是说在犹太人中所受的迫害 。 18 节说宗徒也

要受外邦人的迫害:你们被带到"总督"，即罗马的长官前;

"和君王前"即通言巴力斯坦以外的国君。 又说"对他们和外

邦人作证"即指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前证明耶稣为普世的救主。

@宗徒和基督徒在迫害者前不必惊慌害怕 。 他们虽是不学无术，

头脑简单的人，但在诡计多端的迫害者前应当大胆地对答，因

为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们不是孤独元援的:圣神要藉他们的口

说话(谷 13 : 11; 路 12: 11 、 12) 。 按路耶稣这劝言似乎是在别的

一个光景上说的(年表 133) 。 我们若读了宗，和初世纪以及现

代的殉道烈士对答迫害者的言辞，我们很能看出天主圣神实在

藉他们的唇舌说了话。

@ 迫害不但来自外人，而且也来自至近的亲属(谷 13: 12 、 13; 路

21:16-19): "兄弟要将兄弟，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你们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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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的名字，要为众人所恼恨。"这样的迫害是由于宗教的动

机，因为基督教相反所有的外教和迫害者的行为和企图。事实

上，迫害者纵然有其他动机，但所有的迫害都是由于恼恨基督

教而来的 。 但这为受迫害的人却是一个喜欢的原因 (5:11 、 12) 。

不过只在起初忍受还不够，必须还要坚忍到死 (24: 13) 。

@ 宗徒和基督徒由一城逃到另一城时，也应当有这样的坚忍恒心。

除了职务和爱德的责任外，逃难并不是违法的。耶稣多次逃避

仇人的阴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宗徒们也多次该当逃亡

(宗 8:4; 1 3= 51 等〉 。 耶稣隆重地加上一句宽慰的话说"我实在

告诉你们" (5 注十四): "直到人子来到时，你们还未走完伊撤

尔的城邑 。"耶稣此处清楚地说明:他自己即"人子" (8 注五

末) ，不但在世界穷尽，即在耶路撒冷毁灭时也要显现(参阅

16:28; 24:34 并注解) ，那时宗徒还没有走完伊撒尔各城:公元

七十年因耶路撒冷的毁灭，元信的犹太人民被槟弃，他们的教

会也随之解体。

4fj 24-42 节是本章训言的第三段，包含耶稣适应各时代的不同劝

言。这些劝言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 (24-33) 的劝言，是对

教难时期的宣讲福音者而发的。圣史将这些劝言与上段连在一

起，十分切当，虽然这些劝言大概是在几个月以前，即公元廿

九年十一月重建节前讲给门徒的 。 参阅路 12: 1-9 及年表 132 。

O基督的门徒该当准备忍受一切:人若迫害了"师傅"和"主

人"即基督，自然更加迫害"门徒"和"奴仆"。 耶稣论这件

事，用了两个譬喻，先用了一个消极的譬喻说"没有徒弟胜过

师傅的，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的" (路 6:40) 。 徒弟和仆人的

最大光荣，就是在于人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师傅和自己的主人。

然后耶稣用积极的譬喻说"若是他们称家主(即我〉为旦旦旦1

步" (亦见 12: 24-27) ，或称为"魔王" (9: 34) ，你们作我家人

的 (21:33) ，更要被他们辱骂 。 被人称为贝耳则步或"魔王"，

是极度的侮辱和亵渎。至于耶稣怎样称自己为主人和师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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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若 13:13 、 1 4 0

@做基督门徒的不应当害怕，要高声宣讲由耶稣听来的福音。 为

说明这道理，耶稣用了两句不同而意思相同的格言(一) "没

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

道的 。 " (二) "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

你们耳中所听到的，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按巴力斯坦地方的

屋顶都是平的，并且房屋大都只有一层，屋外有一石级可上

〈参阅 9 注一) 。 由屋顶上可以向民众讲道。 上边这两句格言，

似乎是说:耶稣自己必须在暗中和隐密处向门徒宣讲福音，因

为其他的昕众还不能理解他是神性的默西亚，尤其因为这一切

只有因他的苦难、死亡、复活才能使众人明白 。 但他的门徒该

当清楚明明地宣讲由自己的师傅所听来的一切，虽然他们如今

在暗中和隐密处听到的，还不甚了然;可是耶稣死后，对耶稣

为真默西亚的道理，再没有错解的危险了 。 按路 12:2 、 3 与此处

的话，文词上多相同，但用意不同 。 参阅路该处的注解。

@ 基督徒若是为给基督作证，不应当害怕肉身的死亡。 虽然人们

能杀肉身，但是灵魂是不死的;他们杀了肉身"而后不能更有

所为" (路 12: 的 。 只有天主一个是应怕的 。 若是背弃天主，也

只有天主"能使灵魂肉身陷于地狱中 。"魔鬼是不该怕的，因为

他只能行天主所许可的 。 参阅约 4:7 。

@若是基督徒为天父操作，为什么还要害怕?若是天父照管那些

细小的事，更该怎样照管基督徒!比方麻雀是最不值钱的，两

只仅值一个铜钱(铜钱 as 是罗马最小的货币，见附录三:新约

币制表〉 。 头发似乎是人身上多余的东西;然而没有天父的许

可，就是一只麻雀，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 耶稣说"你们比许

多麻雀还贵重呢!"为此，基督徒该一心依靠天主 (6:26 ) ，尤

其在迫害中，更该依靠天主。

@ 耶稣最后拿赏报忠于自己的人，和惩罚背叛自己的人的事，结

束了本段。 所说赏报或惩罚是指公审判时耶稣的承认或否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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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25 : 34 、 41):基督要在天父前(蹬作"在天主的天使前")

承认那在人前明认自己的人为他的门徒，却也要在天父前不承

认那在人前否认过自己的人。 由此可知，人若愿意得基督的赞

许，必须常常明认自己信奉耶稣所立的教会。

~ 34-38 为第二段劝言，是论那跟随耶稣的人与其余的人中间免不

了的抵触。要跟随耶稣，人必须割断私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按路这同样的劝言，在不同的光景上，耶稣曾说过两次(路 12:

49-53; 14 : 25-27) ，似乎是在公元廿九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分别讲

过(年表 139 、 151) 0 。宗徒和基督徒不该想自己已有了和平，

且应当时常希望迫害(弟后 3:1匀，因为耶稣来不是给世上的人

送"和平" 。 所说的"和平"此处是指征服一切仇人的和平的

默西亚主义，这是犹太人所常渴望的 。 但耶稣带来的是另一种

和平，是真正的和平，是人与天主和好的超性的和平(路 2 : 14;

若 14: 27; 20: 21 、 26) 。在人与人之间与其说耶稣带来了和平，

不如说带来了一把刀剑(路作"不和勺 。 这不是说耶稣愿意争

端和迫害，而是说因耶稣的新道理，他要"成为反对的记号"

(路 2:34) ，人们要分为两个阵线:一是信仰他的阵线，一是仇

恨他的阵线。假若世人都接受耶稣的福音和道理，世上便再没

有战争了 。

@ 耶稣带来"刀剑"的结果，也发生在家庭中(亦见路 12:52):

儿子脱离父亲，女儿脱离母亲;总而言之"人的仇敌就是自己

的家人。"这些话见于米 7:6，是先知形容撒玛黎雅黑暗时代的

情形(见米该处注释) 。 耶稣把这话贴于将来。 我们由过去的历

史和现今的经历知道耶稣的话是多么真确!

@ 若是一个人堪作基督的人(路 14:26 作基督的"门徒勺，该当

割断家庭的私情，爽快跟随耶稣。 所说割断家庭的私情，即是

不该爱父母胜过爱基督(按路仍保存"恼恨" 一词的希伯来语

风，但玛却变换了) 。 基督所要求的是多么伟大!基督若不是天

主，决不能有此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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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例子，即如果一个人愿堪作基督的人(蹬 12:27 仍作

基督的"门徒勺，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亦见

16:24) 。耶稣说这话时，宗徒们一定不完全理解这话的意义。

因为还不知耶稣要背十字架登加尔瓦略山，死在十字架上的事;

不过，若是他们见过一一似乎可能一一在加里肋亚两千人被钉

在十字架上的凄惨状况(见若瑟夫的记载，并旦旦i良茧第二

章) ，他们已多少明白其中的意思了。

(3 39-42 节为第三段劝言，论那些为主致命，和那些为爱主扶助宗

徒和传教士的人，由天主所获得的赏报。这些话是耶稣在什么

光景上讲的，不易断定，蹬与釜也记载了，但散见于各处(雯

表 166 、 116 、 101)0 039 节是耶稣所说似乎矛盾而实含至深真

理的话(路 17:33 ，并参见玛 16:25 和对观福音各处〉。先该想

人的性命有两级:一级在世上，一级在天上。按原文之"性命"

一词本作"灵魂" "获得"本作"找到"。这全句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若在世上背弃基督，获得了现世的性命，就要丧失天上

永远的性命。相反地，一个人若为了基督丧失了现世的性命，

必要获得永远的性命，必要获得常生。宗徒、传教士、基督徒

等，不应当害怕为基督丧失自己性命，因为这种丧失不是丧失，

而是获得(斐 1 :21)。

o 40 节是为那些接待基督的宗徒和传教士的人所定的普通原理

(路 10:16) 。因着基督奥身的原故，一切人无论是宗徒或传教

士，无论是平常教友都与他们的"头" 基督合为一体，因

此耶稣说"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 (路作"昕你们的，

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 "谁接纳我，就是接纳

那派遣我来的" (按路为消极的说法)。宗徙受基督派遣与他受

父派遣相同。接纳基督的宗徒和传教士，是怎样的光荣!但是

这样的接纳，不当只想是包含款待和扶助，也包含完全昕信基

督的道理。

@现在把上边的道理贴在实际的情形上，说明那些接纳基督派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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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应获得的赏报。"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他是先知，将领受先

知的赏报。"此处称宗徒和传教士为"先知"，所说"先知"是

有"代言人一一即代天主发言"的原来意义。又说"谁接纳一

位义人，因他是义人，将领受义人的赏报。"所说"义人"当作

普通教友解。天主赐给"接纳"人的赏报与"被接纳的人"所

有的赏报相同。这是为什么?因为所有爱基督的动机都是一样

的。那接纳者接纳人，是为了被接纳的是基督所派来的，或是

基督的信徒，而不是为了人的动机。

@ 不拘什么恩惠，即便是最微小的，像给人"一杯凉水"。若是施与

基督徒，因他是基督徒，不能不得报酬。:41)。至于基督徒被人

称为"小子"，毫元关系;对这"小子"人施恩惠，若是出于超

性的动机，一一耶稣隆重的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见 23

节〉一一"他决失不了他的赏报。"按玛所记，用这话结束了耶

稣对宗徒的训言。宗徒们遂遵从耶稣所吩咐的，出去作传教的

初次尝试;他们出外传教，都有了圆满的收获(见下章 1 节) 。

第十一章

师傅与门徒各去宣道(谷 6:6b 路 9:6)

1堕壁嘱咐完了他的十二门徒，就从那里走了，为在

他们的城里施教宣讲。。

若翰遣徒访问耶稣(路 7 : 18-23) 

2若翰在狱中昕到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的门徒

去，3对他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

一位?" f)4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

报告给若翰 5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癫病人得了洁净，聋

子昕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 86凡不因我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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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有福的 1" 。

耶稣称赞若翰 (路 7 : 24-28; 16:16) 

7他们走后，里堡就对群众论羞整说"你们出去到荒

野里，是为看什么呢?风摇曳的芦苇吗?8你们出去到底是

为看什么?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穿细软衣服的

人是在王宫里 。9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为看一位先知吗?

是的!我给你们说:而且他比先知还大。 10关于这人，经上

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

预备你的道路。 ， 0 11 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所生者中，

没有兴起一位比洗者羞鳖更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

比他大。 012 由洗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国是以猛力

夺取，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它。 013 因为众先知和

法律讲说预言，直到若翰为止。 14若是你们愿意接受，他

就是那位要来的厄里亚。 15有耳的，听罢!" 0 

耶稣斥责同代的人(路 7:31-35)

16"我可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它像坐在大街上的儿

童，向其他的孩子喊叫 17说:我们给你们吹了笛，你们却

不跳舞;我们唱了哀歌，你们却不捶胸。 18若翰来了，也不

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 19人子来了，也吃也

喝，他们却说:看哪!一个贪吃嗜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

朋友!但智慧必藉自己的作为彰显自己的正义 。"。

耶稣申斥湖边三城 (路 10 : 13-15) 

20那时耶稣就开始谴责他曾在那里行过许多异能的城

邑，因为她们没有悔改 21 "苛辣臣因，你是有祸的!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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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

在墨盗和邃垒，她们早已披上苦衣，头上撒灰做补赎

了。22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洛和漆冬所受

的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23还有你，葛法翁!莫非你要被

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下到阴府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

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她必会存留到今天。24但是我

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也要比你们容

易忍受。" 4D> 

耶稣启示自己的天主性(路 10 :21 、 22)

25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

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而启示

给小孩子。26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27我父将一切

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

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 CD 

耶稣召人背负他的辄

28"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

你们安息。29你们背起我的钮，跟我学罢!因为我是良善

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30 因为我的

辄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快的。" 4Ð 

。 11-13 三章为本书的第三卷。按圣史一贯的作风，本卷亦分为

二 11 、 12 两章叙述吾主的事迹 13 记述耶稣所讲的道理。只

着重纪事而不着重编年的玛窦，在本卷中，把一切有关默西亚

神国和这神国奥义的资料，不管时间与空间有无距离，都搜集

在一起，使读者更容易对默西亚神国有所认识。关于本章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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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述所发生的时间，参阅空去 76 、 57 、 107 ， 118 0 。本章 1 节

是要所惯用的一种承上启下的句法:上半节是记耶稣的长篇言

论后所用的结束语(参看 7 : 28; 13: 53; 19: 1; 26: 1) ，下半节是

开始一段新的记述。按此处所记，是耶稣打发宗徒出外传教以

后，自己也出外宣讲施教的事。"在他们的城里"一语，是泛指

犹太人的城邑和村庄，即加里肋亚和其附近地区。虽然有些学

者认为"他们"二字是指宗徒，但我们不表赞同。

@ 天国确是一个神秘的国，连羞堕对耶稣建国的态度也不甚了解。

若翰虽在狱中，但黑落德对他还存着一点敬畏之心(釜 6:20 、

26) ，所以也很优待他，准许他的门徒不时来探望他。这些来探

望他的门徒，固然时常向自己的师傅报告耶稣以慈心所显的圣

迹，但是若翰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宣布自己是默西亚;反之，耶

稣还严厉斥责公然宣布他这个名衔的人们，并禁止受恩的人去

张扬他们所受的恩惠。像这样的作风，如何能与他先前有关默

西亚来时具有尊严权能的言论相合(3: 11 、 12)? 若翰对这态度

颇为不解，于是便差遣自己的门徒去访问耶稣。 02 节"若翰在

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一句，说出了若翰被囚在监中已有了

相当的时期，这正与玛 4: 12 所记若翰就捕之事相配合。但玛在

此并未提出若翰被囚的原因，在 14:3-12 记述若翰殉道时才加以

说明。"派遣他的门徒"，玛在此处并未说出若翰派遣了几位门

徒，但由路 7: 18 我们知道，他曾派了两位。 3 节"要来的那

位"，即指默西亚:这可由耶稣同时的犹太经师对咏 40: 8; 118: 

26 的讲解可以证明。

@ 耶稣的回答出乎若翰的意料，耶稣不说"不是"，因为那不能

够;但也没有清楚答复若翰所期待的那个"是"字，只拿事实

来表现他是否是"要来的那位"。按路 7:21 、 22 的记载:若翰的

门徒来访耶稣时，耶稣正治好了许多患病有疾苦的并附魔的人，

又使许多瞎子看见。他便答复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

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按这些圣迹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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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先知预言默西亚来临时要行的(见续 26: 19; 29: 18; 35: 5; 

61 : 1) 。 耶稣既然在事实上实现了先知们论默西亚所讲的预言，

那么，耶稣对若翰的答复，虽未明言，然较诸明言更为有力 。

。"凡不因我绊倒的，是有福的 。"按"绊倒" 一词，是由希腊文

动词 "σJCalió'aÀ[1;.ω" 直译的 。 这动词是由名词 "σmlió'aÀoν" 而来

的，原义是指路上的绊脚石，以后引申为人对某人、某地、某

事，心中见怪，而引起反感，甚或陷于罪过，犹如在行路时碰

到绊脚石，跌倒一样。 如今耶稣在这里说"凡不因我绊倒的，

是有福的 。"即是说:凡不以我为绊脚石的 (16:23) ，或者:我

为某人不是一块绊脚石，就是他不为了我而受到灵魂损害的，

是有福的 。 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有超空间超时间的普遍性的，

不是向若翰发的，而是向万世万国世世代代的人说的 。 犹太人

以耶稣为绊脚石，因为他们见耶稣的行止与他们所梦想的默西

亚完全不合;外邦人以耶稣为绊脚石，因为他们不了解天主即

是爱德〈格前 1:22 、 23) 。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耶稣说这话并不

是向若翰说的;那么我们要问:若翰为什么差遣自己的徒弟去

访问耶稣?对这问题，学者们的意见莫衷一是。 今就主要的意

见可分为三派(一)若翰之所以遣徒访问耶稣，是因为若翰对

耶稣的信心有所动摇。 对这一个答案的讲解，又分为两派:唯

理派学者主张若翰之派人访问耶稣，是由于若翰不知耶稣是否

是默西亚。 有些公教解经学者则认为若翰知道耶稣是默西亚，

不过只是在信德上受到了一次严重的考验，犹如人在圣德道路

上，难免没有"黑暗之夜" (Nox obscura) 的时候。 当时若翰身

在狱中，见自己当前驱的竟被囚在狱中，而骄傲蛮横的人却踌

躇满志，是以对耶稣是否有意建立天国的信念起了动摇，因而

便派遣自己的门徒去访问耶稣。 对这一讲解，就公教教义方面

来讲，固然无可厚非，但与圣经经文却不相符。 因为圣经明说:

若翰派人访问耶稣的话是"你就是要来的那位，或是我们还要

等候另-位?"并不是"你是否有意要建立天国?"或者"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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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建立天国……?"至于唯理派学者的讲解，则更与圣经他处的

记载不符，因按莹 1:15 、 27 、 29; 另 3: 11 、 15 等处的记载，明

言洗者羞整早已知道耶稣即是默西亚一一那位要来的救世者。

是以教父们(堡蛊皇除外〉和近代泰半的公教解经学家都不以

此说为是。 (二)若翰之所以派人访问耶稣是为自己的门徒着

想。 若翰被囚在监里己久，念及自己的末日也许就要临头，为

了要根除自己的门徒对耶稣所起的反感与错误观念(若 3: 22-

26; 玛 9: 14) ，遂派遣他们到耶稣那里去，使他们对默西亚问

题，由耶稣口中得到一个彻底的答复。这一见解可说是教父一

致的主张。 (三)若翰之所以派人访问耶稣，是为耶稣着想。 若

翰派人访问耶稣，并不是因为他对耶稣的信仰有所动摇，而是

要给耶稣一个机会，使耶稣郑重声明自己的身份。 若翰是耶稣

的前驱，毕生努力引人认识耶稣即是那位要来的默西亚;如今

久在狱中，自觉死期已近，仍不见耶稣宣布自己为默西亚，所

以为了至死要执行自己作前驱的使命，遂派自己的门徒，去询

问耶稣是否是那要来的默西亚，使耶稣亲自宣布自己的身份。

在另一方面，也可使自己的门徒由认识耶稣，进而信从耶稣。

这一答案与前一答案不但没有什么不合的地方，而且更可作前

一答案的补充。 所以近代的公教学者多主张此说。不过，按圣

若翰狱中的心理来看:一方面固然他确信耶稣为默西亚，但另

一方面，他对耶稣迟迟不发表自己为默西亚的作风与他行事的

态度，大惑不解。 他先前所宣布默西亚来临时威风凛凛的气概

。 :7-12) ，直到今日仍未见到基督显为审判者的端倪，于是便

在迫不及待的心情下，派遣自己的门徒去访问耶稣。 若翰这一

举动与初期教会对"主，耶稣，请来罢!"的渴望等待两相辉映

(见注二与路 7 注九) 。

o 7-15 一段，记载耶稣一面称赞若翰的德行，一面说出若翰的伟

大使命;然后以旧约与新约相比，而道出新约的可贵。 07 节

"他们走后"即若翰的门徒回去之后"耶稣就对群众论若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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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飞耶稣在这时刻称赞自己的前驱若翰是最适当不过的，

因为耶稣对若翰的称赞，可使民众看出若翰之所以派人来访问

耶稣，并不是因为若翰对他起了疑心，而只是因为没有完全了

解默西亚的使命罢了。耶稣为称赞若翰先用了两个否定式的问

句，说明若翰并不是一个弱者，也不是一个随风倒的宣讲员，

犹如耶肋米亚和厄则克耳时代的假先知一样;更不是一个穿着

华美衣服安享快乐的人;相反地，他是一个严肃的修行者，是

一个威武不能屈的人。他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黑落德的淫

威，毫无所惧，虽身陷囹圄，亦在所不辞。这又怎能比之于

"风摇曳的芦苇"?若翰身穿骆驼毛衣，腰束皮带，以煌虫与野

蜜为食(3 :4) ;又怎能比之于"穿细软衣服"，生活奢侈，任性

纵欲而不知吃苦为何事的王家子弟?前后两相比较，便显出了

若翰的伟大处。并且耶稣在 9 、 10 两节中，更以肯定的方式道出

了若翰的伟大:他不仅是一位先知，并且超过了旧约时所有的

先知。耶稣为证实这一点，援引了拉 3:1 的话，说明若翰即为

那在默西亚前开道的使者(详见拉 3:1 注和引言三 C)。因此若

翰之所以伟大，不但是因为他具有不屈不挠，意志坚强的人格，

而更是因为他担当一项不凡的任务一一作默西亚的前驱。

@ 正因了他是默西亚的前驱，所以耶稣接着又说"在妇女所生者

中，没有兴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这样的赞词，为若翰可

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了 。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若翰地位

之尊高，只不过是就过去之旧约而言;但如果就新约而论，那

他的地位又远逊得多了。所以耶稣又说"但在天国最小的，也

比他还大。"这里所说的天国即指耶稣所立的圣教会。"在天国

里最小的"，指属于圣教会的人，都比若翰大。因为若翰虽然介

乎旧新约之间，但他仍不能算为新约的人，因为救主的工程尚

未告成。在此要注意:此处所论的"大"或"小"，决不是就圣

德而言，而只就历史先后和所处的环境不同而言。参阅路 7:28

注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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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2 节"洗者羞塑的日子"，并不是指由羞塾诞生起，而是指由羞

翰开始宣讲天国，给人施洗的时日起，因为那些日子正是若翰

一生最辉煌的日子。 耶稣说这话时，若翰已被囚在狱中，另一

个新世纪业已由耶稣开始:这是福音的时代，新约的时代 。 在

这新约时代中"天国是以猛力夺取"。 按"夺取" 一词，希腊

文作:βá~o，μα， ，原意为"以力冲撞"。这动词在本节内用为受动

词，所以直译应作"天国受到猛力的冲击"或"对天国施压

力" 。 对天国施压力可能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恶意的攻击，如

法利塞人等竭力反对耶稣，不许人们进入基督所立的天国 (23:

13) ;另一种是善意的冲击，即竭尽全力以挤进天国 。 若就下文

来看，再与路 16: 16 相比，第二种意义较为合乎经义。"以猛力

夺取的人就攫取了它"谁是以猛力夺取而攫得天国的人呢?虽

然耶稣在此没有明说，但由路 7:29 及玛 21:32 可以推知，即是

民众、税吏和娼妓。 他们一听到了若翰所宣讲的悔改道理，尤

其昕到耶稣所讲的天国福音，便竭力地去攫取，好像惟恐抢不

到所发现的宝石一般 (13: 44-46) 。 这为那般骄矜自夸的法利塞

人，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

(i} 13 节更清楚地说出若翰是一个分划旧约与新约的人物。"众先知

和法律"即"旧约"的代称"到若翰为止"，所以若翰可说是

旧约中的最后代表人，由此新约便藉耶稣开始了 。 所以说若翰

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真是名副其实。 耶稣在 14 节，又将若翰

比作经上所记载的那位要来的厄里亚。按厄里亚要来的观念，

原出于拉 3:23 ，该处说"看哪!在上主伟大和可怕的日子来临

前，我要派遣厄里亚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但那"伟大可怕的日

子"是什么日子?按该处的注释与引言三 E 的讲解，这"伟大

可怕的日子"即是默西亚来临的日子。 耶稣在这里也对民众说:

"若是你们愿意接受，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厄里亚" (参见 17: 10-

12) 。 所以那"伟大和可怕的日子"，即是耶稣 默西亚来临

的时期。 "那位要来的厄里亚，当然就是耶稣的前驱若翰了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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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若翰就是真厄里亚的化身;耶稣所以称若翰为厄里

亚，不过是说约翰在自己前，刚毅果断，以大无畏的精神，为

自己开路，犹如古时的大先知厄里亚那般的刚毅果断，为上主

证道，对君王及假先知的迫害，毫不畏缩，一无所惧。关于 15

节，见谷 4 注二 。

01ι19 一段，虽然不知是耶稣何时讲的，但圣史插在此处非常适

合，因为这段话与"天国的奥义"颇有关系。天国原是天主最

大的恩赐，但世人也应当以赤子之心去领受。可是，不幸的，

在耶稣时代，却有许多人不愿接受这天国。于是耶稣伤感地以

疑问的口吻说"我可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遂后由日常的生

活中取了一个顽童的比喻来形容这一世代。"这一代"当然是指

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不过按路 7:30 的记载，这里所指的尤其

是那些骄矜自夸的法利塞人和经师。耶稣把他们比作大街上的

顽童，是说他们无理的取闹与执拗和大街上的顽童没有两样。

顽童们别扭起来，无论怎样，与别的儿童们是玩不到一起的。

请他们欢乐跳舞，他们不愿昕从;请他们捶胸哀哭，他们也不

理不睬;但是为了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法利塞人和经

师对天主的计划也是如此。默西亚的前驱若翰来了，禁食刻苦，

不吃不喝，与常人不同，他们则说"他附了魔"。默西亚自己

来了，也吃也喝，与常人无异，他们却说"看哪!一个贪吃嗜

酒的人"。吃喝不是，不吃不喝也不是，究竟怎样才是呢?连法

利塞人自己也不能解答。所以耶稣把他们比作无理取闹的顽童，

实在恰当。任凭法利塞人和经师怎样无理执拗，任凭他们怎样

骄矜自负，不愿别人成功，但耶稣必然会使自己的事业成功，

因为"智慧必藉自己的作为彰显自己的正义"。按"作为"一

词，拉丁通行本作"子女"，但按拉刚热等学者的意见"子女"

一词可能是受了路 7:35 的影响。为了保存闪族语的首尾相应法

Cinclusio) ，使本节与 2 节遥遥相对，我们认为原文当作"作

为"。这句话的意义，即是:不管法利塞人和经师怎样无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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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不管他们对天主救世的计划怎样执迷不悟，加以反击，但

天主救世的计划已由耶稣所行的一切，亦即天父要耶稣所行的

一切(袤 4:34) ，获得证明是正义的，是合理的，是理当如此

的。智 5: 1-8 正可作本节的注脚。参阅路 7:33-35 各注。

æ 20-24 节一段说明:凡不肯接受"天国"的人，必要遭受不可避

免的灾祸。由路 10: 13-15 ，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耶稣在派遣自

己的门徒出外传教的时机上讲的。参见年表 107 。 玛把这段话记

在这里，是因为玛不着重时间的次序，但着重纪事。耶稣在前

一段内把同代的人比作大街上的顽童，因为他们不肯昕从若翰

和耶稣所宣讲的道理;在本段内，耶稣更具体地说出，那些受

惠最多，见过耶稣奇迹最多的城邑内的人，也不肯信从他;所

以耶稣便定了他们的罪案，说出他们将来应受的审判，更为严

重。按苛辣臣因、贝特赛达和葛法翁三城，是耶稣在加里肋亚

传教时受惠最多的城邑 。 但是其中的人们，却没有因耶稣所显

的奇能，所讲的道理而衷心悔改，致使至仁至慈的耶稣也不得

不向他们宣告他们所要受的审判，甚至把他们放在古时以骄奢

淫侠闻名的提洛、漆冬、索多玛等城之下;明言在审判之日，

提洛、漆冬、索多玛诸城所要受的审判，也比他们所要受的轻。

因为耶稣谴责三城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经学家们不庆其详地

考究上述诸城的所在地。葛法翁城据学者们的一致意见，即今

日提庇黎雅湖西北靠近湖边的;武耳胡木 (Tell-H山口，见 4: 13 

注〉。苛辣臣因即今位于;武耳胡木北面偏西约三公里处的刻辣则

村 (Kirbet K町aze切。贝特赛达位于何处，学者们的意见至今

不一，有说在湖东，有说在湖西。 按近代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皆以提庇黎雅湖北若尔当河东岸约二公里的厄耳阿辣基 (El

Aradj) ，为昔日里笠墅莹的所在地(参阅 ASB p. 231) 。 由蹬 9:

10 得知:在宗徒传教回来之后，耶稣曾把他们带到贝特赛达，

在那里以五饼二鱼饱饭了五千余人;不过，如果贝特塞达的所

在地即今日的厄耳阿辣基，为釜 6:45 颇有困难，详见该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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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耶稣将苛辣臣因和贝特赛达比诸提洛和漆冬，并且等而下

之，是因为这两座城都是外方人的城市 。 按提洛与漆冬原是古

胖尼基先后建都的所在地，位于地中海东岸，当时以商业闻名

(则 26-28) 。 既善于经商，国运自然富强，因而骄奢淫侠之风在

所难免。 但耶稣却说"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洛

和漆冬，她们早已披上苦衣，头上撒灰，作补赎了 。"按"苦

衣"原是一种用粗毛线所织成的袋形衣服，古时小亚细亚各地

人民，惯在居丧时佩带(撒下 13= 19) ，为表示心内极端的痛苦。

同样，人在极端痛苦时，往往坐在地上，将灰撒在头上(纳 3:

6) 。 所以圣经上多次有穿苦衣和头上撒灰的用语，以表示痛心

悔改。因此，苦衣与灰土便成了诚心悔改的表记(列上 21:27;

依 3: 24; 15 :3; 哀 2: 10; 岳 1: 13; 路 10:13) 。 耶稣斥责了苛辣

臣因和贝特赛达之后，更严厉地斥责了葛法翁城，将葛法翁比

作索多玛 。 虽然索多玛城在圣经上是恶贯满盈的代名词(参阅

创 13 : 13; 18: 20) ;但她在审判之日所要受的审判比葛法翁所受

的还要轻。 这是因为葛法翁的罪恶是天主所最恼恨的罪恶一一

骄矜自夸。 "天上"与"阴间"是两个极端相反的顶点，言明自

高者必被贬黯，自抑者必被举扬:这正是天主对人类的一贯

作风。

m 25-27 一段被称为"若望启示中的宝石"，实在是应当的，因为
不但就它的言词来说，与若颇同，而且就它的内容来讲，也颇

与耶稣在第四部福音中关于自己与父间的关系，所发表的那些

珍贵的言论相似。 就它的内容来讲:这三节乃是耶稣圣心因感

于圣神在欣悦中向父所吐露的称谢词。 玛将这篇珍贵的言辞插

在这里，虽然不合于历史的次序一一因为由路 10:21 、 22 我们知

道:这段言辞是在门徒出外传教归来后，耶稣为圣神所感动而

发的，但很适合于他纪事的次序。 因为前面耶稣说出了什么样

的人不肯接受天国，如今又说出什么样的人要欣然接受天国 。

耶稣之所以称谢父，是因为父将救世的计划瞒住了那些骄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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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自命不凡的智者，而显示给具有赤子之心的人。父启示的

中心点，即是叫人认识圣子并藉圣子而认识圣父。具有赤子之

心的人群，虽然由天父获得了这种认识，但这种认识仍是一种

有限度的认识，因为谁也不能完全认识天父和圣子，只有天父

完全认识自己的圣子，也只有圣子能完全认识自己的父。宗徒

们所见所闻的历史上的耶稣，即是永远圣父的永远圣子，所以

耶稣说"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即言父把天主的本性和默西

亚的尊位与权柄都交给了我。由此看来:耶稣与父只是一个，

谁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若 10:30; 14:7-10) 。

@ 最末一段 (28-30) 与理 5:5; 褒 40: 1; 51: 31 等处颇为相似，但

这不过只是外表上的相似而已。因为耶稣用这段话，一方面是

为召请天国的子民，另一方面也是为教训世人，应怀着怎样的

心情才能进入天国。耶稣所召请的是"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即

那些身受生活与罪恶压迫的人群，亦即那些为经师和法利塞人

所轻视的"老百姓"ωm ha'arez) ，他们因生活的贫苦与罪恶的

压榨，得不到真正的安息。可是一进入了天国，天国的君王耶

稣便赐给他们现世与来世的永久和平。进入天国，作天国的一

分子，就等于追随耶稣，努力认识他，爱慕他，甚至为他舍生。

所以基督的宗教并不是基于书本，或者基于思想上的宗教，而

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体验，是一种超性生活的实现，是一种出自

爱德的勇敢行动。凡因爱而去眼从耶稣的，当然会觉得他的

"辄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快的" "辄"和"担子"是指

吾主的诫命和法律。换言之:即是他神国一一圣教会一一的国

法。可是这些诫命和法律并不是-部死的法典，而是一种具有

吸引力的典型，供人学习与效法。耶稣的门徒要始终努力学习

他们师傅的典型和榜样。如果我们因人性的软弱而失足，不可

失望，因为我们的师傅并不像那些严厉的法利塞人一样，把不

可负担的担子加在人的肩上 (23: 13 等) ;他是"良善心谦的"

只要我们真心悔改，他便忘却了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犹如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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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圣伯多禄、撒玛黎雅妇人、玛达肋纳，和福音上所记的

其他罪人悔改的事迹，都可作吾主这段话的左证。

第十二章

安息日门徒掏食麦穗(谷 2:23-28; 路 6: 1-5) 

1丑阳才，堕壁在安息日由麦田中经过;他的门徒饿了，

开始掏麦穗吃。2选主l塞人一见，便对他说"看，你的门

徒作安息日不许作的事。"3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念

过:主些与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饥饿时，作了什么?4他

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不准他吃，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

人吃，而只准司祭吃的陈列饼?5或者你们在法律上没有念

过: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犯了安息日，也不算为罪过

吗?6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7假如你们了解

‘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 F 是什么，你们就决不会判断元罪

的人了。8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

安息日治愈枯手，恶党首次集会商议陷害耶稣 (谷 3: 1-6; 

路 6:ι1 1)

9耶稣就离开那里，进了他们的会堂。 10看，那里有一

个人有只手干枯了，他们问耶稣说"安息日许不许治

病?"为的是要控告他。 11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谁有一只

羊，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12人

比羊贵重得多了!所以安息日是许行善的 。 "13于是给那人

说"伸出你的手来 1" 那人一伸出来，手就完好如初，同

另一只-样。 814法利塞人出去，就作陷害耶稣的商讨，

『嘀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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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除灭他。 @

群众涌向耶稣(釜 3:7-10; 蹬 6:17-19)

15堕壁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随他，他都

治好了他们 。 816且警告他们不要将他传扬出去 17这是为

应验那藉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 18 "看，我的仆人，他是

我拣选的，我钟爱的，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我要使我的

神住在他身上，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 19他不争辩，也

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20 已压破的芦苇，

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心，他不吹灭，直到他使真道胜

利。21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 " 0 

耶稣驱魔(谷 3: 22-30; 路 11: 14-23; 12: 10) 

22那时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耶稣治

好了他，以致这哑巴能说话，也能看见。23群众都惊奇说:

"莫非这人是达味之子吗?"24法利塞人听了，说"这人驱

魔，元非是仗赖魔王贝耳则步。 " 025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

念，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凡一城

或一家自相纷争，必不得存立。 26如果撒殆驱逐撤赠，是

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27如果我仗赖贝耳

剧芝驱魔，你们的子弟是仗赖谁驱魔?为此他们将是你们

的裁判者。 28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己

来到你们中间了 。 29或者，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

家，抢他的家具? 除非先把壮士捆住，然后才抢他的家。

30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 @

31 为此我告诉你们: 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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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 32凡出言干犯人子的，

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决不得

赦免。 " 。

由果实识别善恶 (路 6:45 )

33 "你们或者说树好，它的果子也好;或者说树坏，它

的果子也坏;因为由果子可认出树来。34 毒蛇的种子哪 !

你们既是恶的，怎能说出善来?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

就说什么 。 35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取

出恶来。 36但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

日，都要交账。 37 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也凭你的

话，要定你为罪人。 " 。

约纳的征兆(路 11: 29-32) 

38那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塞人对耶稣说"师傅，我

们愿意由你看一个征兆。"拍他回答他们说"邪恶淫乱的

世代要求征兆，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必不给它征

兆。ω有如约纳曾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同样，人子也要

在地里三天三夜 。41 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

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

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 !42南方的女王，在审判

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而定他们的罪;因为她从地极

来，昕撒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 <<i> 

魔去复来 (路 1 1 : 24-26) 

43 "邪魔由人身上出来以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

个安息之所，却没有寻着严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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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那屋里去。他来到后，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

整齐，喝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

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处境就比以前的更坏了。对这邪恶的

世代也必是这样。" æ 
耶稣的真亲属(釜 3:31-35; 蹬 8: 19-21) 

46耶稣还同群众说话时，看，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

站在外边，想要同他说话。47有人告诉他说"看!你的母

亲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想要同你说话。"咄他却回答那

告诉他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49遂伸出

他的手，指着自己的门徒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兄

弟 !50不拘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

姊妹和母亲。" 4Ð 

@在本章内，耶稣给世人逐步显示了他默西亚的尊位，暗示了他

的天主性。通篇所记的事项，虽有五六端之多，但其中心思想

却只有一个，即耶稣是天主派遣来的那位为篮盘室里所称赞的

"上主的仆人"。要知本章所载各事发生的时间，请参阅空去 46 、

47 、 48 、 50 、 126 、 53 、 129 、 127 、 61 0 01-8 节讨论的是"安息日

问题"。按安息日原是天主给犹太人定的圣日(虫 16: 23 、 26;

34: 21; 35: 5; 左 15:32) 。在这一日内，达主人除了敬礼天主

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许作(虫 20: 10) 。旦约里明文规定的禁

条，如安息日不可拾柴(，p 15: 32) ，不可点火(虫 35:3) ，已

经相当严厉了。法利塞人依照他们的祖传，还加上无数毫无意

义的细规，甚至安息日连解结，拍手，拂去衣服上的尘土等，

也在禁止之例。安息日禁止的事，多得令人惊骇。 公元三世纪

时西满本塔圭市 (Simon Ben Taguisch: cfr. Simon Prado: 

4 



...-

玛窦福音第十二章 152 

p. 233 ) 曾统计过，竟有一千五百二十一条。盖主1塞人责难耶稣

的事有二:一是宗徒手掏麦穗， 一是手搓麦穗。 在他们看来，

前者等于收获庄稼，后者等于场中打麦，所以都是违犯禁例的。

至于对耶稣安息日行路一事，则未加批评，因为耶稣没有超过

一公里路程的限度。 对这责难，耶稣没有直接答复他们，只用

他天主性的上智，援引圣经上的史事，来使他们自问自答;这

样，他们纵然对耶稣的理论，不心悦诚服，但至少也觉得自己

理屈词穷，无话可说。 耶稣首先提出他们素所景仰的一位人

物一一达味圣王，他是天主所拣选的人，默西亚将出自他的后

裔，对他当然他们不敢任意妄加批评。 那么，人都知道达味在

急需时吃了只许司祭吃的陈设饼(撒上 21: 1-6) 。耶稣用达味这

个实例，宣布了"在急需时法律失效" (necessitas non habet le

gem) 的著名格言。 耶稣又举出了一个理由"或者你们在法律

上没有念过: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犯了安息日，也不算为

罪过吗?"当然法律上没有明说:司祭在殿内犯了安息、日也不算

为罪，但既有明文规定，安息日司祭也应当献全;盾祭(户 28 : 

10) 。 既要献全孀祭，就得用刀宰牛，杀羊，举火焚烧;这些动

作，如果都成了违犯安息日的行为，司祭怎能献全孀祭呢?要

人遵行法律，遵行了又不免犯禁，这是法律的用意所在吗?原

来某一行为是否违犯安息日，不在某一行为的本身，而在于立

法者的用意:这是耶稣由上述的理由所推出来的道理。 圣殿是

天主的住所，因之犹太人以它为自己生命的救星(耶 7:4) 。 现

在耶稣却说"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暗示他就是默西亚，更

属于天主范围，不然他怎敢说出"他比圣殿更大的"话? "人子

是安息日的主"一句，更显示他的天主性，因为他是安息日的

创立者，是天主 。 宗徒搓食麦穗的事，既是在耶稣面前作的，

必有耶稣的许可;既有安息日之主的许可，还有什么违犯安息

日的地方?耶稣为了更进一步抑压法利塞人的骄矜和谬误，便

提起憨 (6:6) 先知那句声明法律地位和精神的名言"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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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胜过祭献"即是说，人对人行慈善爱德的事，比向天主献

祭更叫天主喜欢。 耶稣在这里警告人不要您意判断人，伤害爱

人的德行。 假使那些尊己轻人的盖到塞人了解圣经的真谛，对

因饥饿而吃些许麦粒的门徒，一定不敢妄加指摘。可知旧约的

精神在乎"仁慈"，新约一一耶稣所立的天国更系于仁慈。

fj 9-13 一段所载的奇迹，是在另一个安息日发生的 。 对这事的记

述，玛约略简短，谷特别生动，路则指明时间 。 若将三福音对

照阅读，对这奇迹的认识相得益彰，也更圆满清晰。 耶稣"进

了他们的会堂"我们由路 6: 12 推知，耶稣当时还在加里肋亚

省，极可能是在葛法翁城的会堂里。 法利塞人所问的"安息日

许不许治病" "为的是要控告他"。 路和谷也都同样明明记载

说"为寻隙控告他"。 耶稣仍和前次一样，没有直接回答他们，

却用比喻来反问他们，弄得他们张口结舌，无言可对。 根据谷

路，耶稣在问他们以前，先叫手枯的人站在中间，然后对他们

说"你们中谁一一直接针对经师和法利塞人一一有一只羊，假

如在安息日掉在坑里，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按申 22:4 命

人彼此帮助，凡见邻人的牛驴跌倒，要帮他把牛驴拉起来，不

过没有说明安息日是否也许这样作;法利塞人认为可以，因为

这对那牛驴有生命的危险。 因此耶稣更进一步问他们:安息日

是许行善呢，还是行恶呢〈路 6:9)? 他们本可以对耶稣加以反

语，无奈在耶稣说出"人比羊贵重得多了"这句感叹断语以后，

已来不及思考分析。 吾主这句话不仅强调了人的尊贵，反对奴

役人的兽行，并且把申 22:4 的意义加以阐明:就是要人行善不

分时间，救人比救牲畜更属善事。 所以他们纵然心里有所不服，

但对耶稣所下的结论"所以安息日是许行善的"也不得不首

肯。 于是耶稣就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人一伸出来，手

就完好如初，同另一只一样。"谷还很清楚地写说:当耶稣对这

人说这话时，怒目环视着他们，为了他们的顽梗大为伤心叹息。

圣热罗尼莫在他的攫宣注赘里，对这奇迹，给我们留下了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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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记载"在纳臣肋派和厄彼翁派人所用的福音上，这福

音是最近由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许多人认为这是圣玛窦的

真本理宜，描述那枯手人是个泥瓦匠。 他这样恳求耶稣说:主

耶稣!我原是个泥瓦匠，我是靠手工活命的，求你使我的手复

原罢!别使我以后含羞乞食。"拉冈热说:这段伪经，很可能原

是正经里的经文，但也可能是为形容法利塞人的硬心而加添的。

@ 耶稣治好了那人的手有什么结果呢?不仅没有打动法利塞人的

心，使他们信服自己，反更激起了他们憎恨他的心。 他们就愤

愤退出会堂，商议怎样反对耶稣，怎样杀害耶稣。 谷还特别指

明参加意见谋害耶稣的人中，也有黑落德党人〈关于这党派参

阅谷 3: 1-5 注〉。这是法利塞人第一次显露他们企图杀害耶稣的

心意;从这时起，他们恨耶稣的心，更是与时俱增 。 法利塞人

怎样对待耶稣，历代世人也同样对待他的神国一一圣教会。 在

迫害中耶稣只看父的圣意如何，便勇毅地去承行。

@ 当时他知道父给自己所指定的时刻尚未来到，因此"就离开那

里"，这样可避免同法利塞人再发生严重的冲突 。 且按圣奥斯定

说的，这样可给门徒以身作则，实践他授给他们的劝言"几时

人们在这城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往另一城去" (玛 10:23) 。法利

塞人虽憎恨耶稣，但人民却喜爱信从耶稣，他们几乎都是沾过

耶稣恩惠的人;所以耶稣刚一动身，便"有许多人跟随他"。 人

民爱戴耶稣的热诚和法利塞人憎恨他的毒辣，恰成了一个正比

例。 耶稣对爱戴他的虔诚人民，不能不加以爱护，决不能使他

们失望而归，所以"他都治好了他们"。 这当然是说，把他们由

各种疾病灾殃中救了出来。

@ 耶稣行圣迹，显奇能，只是为了慰恤世人，毫无沽名钓誉的意

思，这与圣父的旨意全然相合。 因此他警告治好了的人"不要

把他传扬出去"。 解经家把他这种态度称为"默西亚的秘密"。

这秘密的目的，在于避免狂热的民众逼迫他作他们现世光荣的

默西亚(若 6: 1日。撒蝉之试探耶稣也是为了要知道这秘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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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注) ，但天父的圣意却不是叫耶稣作现世光荣的默西亚。 玛

为证实这点，遂将依 42: 1-4 关于"上主的仆人"那著名的一段，

引用在这里。 按玛之引用这段经文，非全按希伯来原文，也非

全照七十贤士译本，可能他是按记忆所及写的，也可能是依据

今已失存的阿辣美的译本写的 。 但不管怎样，玛引的这段经文，

把良善谦逊的耶稣圣心，刻画得十分逼真。 现在为使读者对本

文与原文的异同一目了然，特将依 42 : 1-4 节录于下 "1 请看我

的仆人，我必扶持他;我所拣选的，是我心灵所喜爱的，我在

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 2 他不呼喊，不喧

嚷，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3 要破的芦苇，他不折断;将

熄的灯心，他不吹灭:他要忠实传布真道。4 他不沮丧，也不失

望，直到在世上奠定了真道，那时诸海岛都期待他的教诲。"将

本文和原文作一对照，可看出玛将"我必扶持他"改为"拣选

的"将"我所拣选的"改作"我钟爱的"。一听"我钟爱的"

这句话，我们就联想到耶稣在若尔当河受洗的那一幕(3 : 6) , 

天主圣神如何藉着鸽子的形像，降在耶稣身上，同时从天上有

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外

邦人泛指一切非犹太人，所以也就是指万民 。 "真道" 一词，希

堕文为 KFiσ't S ，原为叠鱼塞文 Misphat 一词的译文，本意为审断、

判决、决议;拉丁本作 iudicium，此处是指天主对于有关人类

救援问题所有计划的总汇。 不过玛在本处所以引用依这段预言

的动机，是在以下两节"他不争辩，也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

人昕到他的声音。"在原文上，两个动词是一个意思:即不喊叫

不喧嚷。 但玛今为适合他的目的，说耶稣躲开了法利塞人，正

是不争辩的一个好解释。 "己压破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

灯心，他不吹灭。"当然这些辞句在这里都是譬喻之辞，说耶稣

对一切灵魂肉身遭受重大创伤的人，有如对"已压破的芦苇，

将熄灭的灯心"是怎样慈心爱护，务使病者痊愈，罪人悔改，

重与天主和好，才合他圣心的初衷。 "直到他使真道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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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文"直到在世上奠定了真道"一句，意思相同 。 耶稣在世

上奠定了真道，就等于使真理胜利了;使真理胜利了，当然也

就是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 最后"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

原文是"那时诸海岛都期待他的教诲"这两种译文就经意言，

无多大区别 。 "诸海岛"在旧约里，惯指外邦人;现在玛把这种

抽象的说法具体化了，使教外人读到这里，一读即懂，不必多

费思索。 至于将原文"教诲"改作"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

稣不仅是一位训诲者，使人聆听他的教诲，且还是那位救世者，

藉着他的名字，人类才有得救的希望(参阅宗 4: 12) 。此外这一

节正针对 18 节 。 在 18 节先知说"千也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

在这一节内遂说"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这样前呼后应，

使人更觉一目了然。 当玛写这福音时，见耶稣的福音己广传到

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各地。 写到这句话时，他的心必有一番

不可言喻的愉快。 总之圣史引用旧约，正如圣热罗尼莫说的:

"宁按经意，不照字面;此处如此，他处亦然 。 "

o 16 节耶稣警告群众，别传扬他的名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

人又找到了他所去的地方，且给他领来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

"耶稣治好了他" 。 元疑地，耶稣毫不费难，顷刻之间，就将他

治好了 。 这件事又激起了群众对默西亚的期望，于是都惊奇说:

"莫非这人是达味之子吗?" "达味之子"意即默西亚，因按先知

书，默西亚当出于达昧的后裔(见玛 9:27 注) 。 我们若将本章

22 节和玛 9:32; 路 11:14 相比较，自然要问:这三处福音的记

述是否指同一事? 因按路所载，那个附魔人只是个哑巴，这正

跟玛 9:32 相合;不过在该处玛只写说"法利塞人却说:他是

仗赖魔王驱魔 。"没有明说魔王的名字贝耳则步。 但按路 11:14

所载，正如玛本章 24 节，却明言魔王的名字贝耳则步。 所以究

竟是几回事呢?有的学者如拉冈热认为只是一回事。 即玛两次

记载的是同一事件;路记述的也是同一回事。 玛所以有第二次

的记述，是因为这个奇迹引起了与法利塞人的争辩。 有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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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否认此说。这两派学者究竟谁是谁非，难以定断(参阅 9 注

二十五)。

o 25-30 六节，耶稣一方面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另→方面简单地

指明自己是默西亚。首先耶稣设喻教训他们说"凡是→国自相

纷争，必成废墟;凡是一城……"对这譬喻犹太人是知之甚详

的，因为他们的经师常说"一座房屋如有裂缝，势必倒塌;一

个会堂如有分裂，势必离散;两个受过同一师傅教育的学生，

在同一城里充当法官，若彼此决裂，势难并存" (c f. Strack

Bill. 1 , p. 635) 。现在耶稣以他们所熟知的原则，来反驳他们

对自己所怀的恶意。耶稣的意思是:你们既然说:我驱魔是因

魔王贝耳则步，那便是以魔制魔，也就是撒蝉驱逐撒赠了。"若

撒蝉驱逐撒蝉，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怎能存立呢?"所以你们

所推想的和你们自己的原则不符。耶稣更进一步追问他们说:

"假如我仗赖贝耳则步驱魔，你们的子弟仗赖谁驱魔?"按原文

作"你们的儿子"，不过根据希伯来文的语风"你们的儿子"

意即"你们的子弟"。按犹太人在耶稣时代，已有他们的驱魔

者。他们为驱魔，通常所念的祝文，即那端著名的"协玛"晨

祷(参阅历史总论第四章四(一))，有时也守斋或加行其他的

礼节。耶稣特别将他们子弟的驱魔一事提出来，言外是说:如

果我因魔王驱魔，那么你们的子弟驱魔，当然也是以魔驱魔了。

这种说法法利塞人自然是不接受的。所以耶稣说"为此他

们一一即‘你们的子弟'一一将是你们的裁判者。"换句话说:

连你们的子弟也决不赞成你们这样侮辱我的话。如今再反过来

说"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

了。"此处所说"天主的神"是泛指天主的德能，不必是指天

主第三位圣神。"天主的国"就是默西亚所要建立的国。耶稣多

次辩论时，不明言自己就是默西亚，也不明明以默西亚的名号

自称，却特意将一些只有默西亚所能作的事归于自己，即在本

节仍是如此。所以耶稣的结论是"那么天主的国己来到你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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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了"。 天主的国既是默西亚所要建立的国，那么耶稣自然就是

默西亚了。此外要注意玛第一次用"天主的国"。按玛通常称

"天国"，"天主的国"在全部玛窦福音中只用了四次。后半节为

了与前半节"天主的神"相对称，遂用了"天主的国"一语。

接着耶稣又以壮士的譬喻，晓谕犹太人，他是超越魔鬼的。因

为除非抢掠者比壮士更强，便不敢抢劫壮士家里的东西。现在

耶稣驱魔既然不是仗赖魔王，理由已如上述，当然是凭他那比

魔鬼更强大万倍的权能了。这又在暗示耶稣是默西亚。至于 30

节"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一句，是下文的开始还是

独立的一句?若照玛 31 节所写"为此我告诉你们……"好像

是下文的开端;不过由 31 、 32 两节的内容来看，却又与本节的

意义不甚相符。本节说"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 31 、

32 两节讨论的却是获罪圣神，难获赦免的事。 若再和路 11:23

比较，则更可知明明是在总结前文了。但本节究竟有什么意思?

有的学者解释:耶稣既然驱逐魔鬼，当然是由于魔鬼不借同他。

换句话说:也就是由于魔鬼反对耶稣;魔鬼既反对耶稣，耶稣

又怎能和魔鬼携手呢?但大多数学者，却认为本句是圣史以附

录形式将耶稣的话写在这里，告诉人对耶稣不能采取模棱两可

的中立路线。"不随同我的……"意思是:谁消极地不参加耶稣

的工作，就等于积极地破坏耶稣的工作。耶稣说这句惊人的话，

目的是在坚固昕了他的道理，而信从他的人，使他们虽然遇到

了艰险，也要勇于承受，决不背弃自己的救主。

@ 关于 31 、 32 两节，有的教父认为是圣经中最费解的地方，因为

在以上两节两次提及，谁获罪于圣神，必不得赦;在 32 节且说

在今世及来世，都得不到赦免。 我们首先愿知道的是:此处的

圣神是谁，是天主圣三的第三位吗?关于这个问题，教父与圣

师们莫衷一是。 圣奥斯定和圣多玛斯以为此处的圣神是指天主

第三位;但圣依拉略 (S . Hilarius) 和圣盎博罗削却认为是泛指

天主的神 。 我们要注意，耶稣这里的话仍是针对本章 24-2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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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的。由釜 3:30 可清楚看出，盖型塞人为了侮辱耶稣，遂将

他因天主的神驱魔的事，看成藉魔王旦旦旦芝行的。为此按解

经学的公论，此处的"圣神"似乎是泛指天主的神;具体点说:

即天主显奇迹的大能和天主本性宽仁的真美圣善。准此，则所

谓亵渎圣神的罪，就是故意闭目不看耶稣行的奇迹，怕的是认

识了耶稣，还特意将耶稣因天主的神所行的奇迹，归于魔鬼所

为:这也正是法利塞人所犯的罪。在 31 节的下半节说:这样的

罪"必不获赦"但这并不是说，天主赦人罪的权能有了限制，

或圣教会没有赦免这一种罪的权柄，因为圣教会对赦人罪的权

柄，毫无限制。因此"必不获赦"按金口圣若望的讲法，是

"不易获赦"之谓"必不获赦"不过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说法

(hyperboles) 而已。但我们若再深究一下，便知耶稣的话，并

非像金口圣若望说的解作"不易获赦"，而实在是"必不获赦"

之谓。但不获赦的缘由，不是天主或圣教会元权赦免这罪，而

是由于犯这罪的人不愿获赦。因为为获罪赦的先决条件是"悔

改"，而"亵渎圣神之罪"的意义，正是"估恶不俊"，所以这

种罪过的不获赦免，是由于犯这罪的人缺少获得罪赦的先决条

件。至于出言相反人子的罪，是言人因耶稣人性外面所发显的

谦逊自卑，而起怪异;因此，不认识，也不恭敬耶稣。这种罪

是出于人类的无知，所以能获得赦免。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时，实在也宽有了他的仇人，因他们不知道作的是什么(见路

23:34)。此外，在过去，甚至在今日，仍有不少的学者认为 32

节"在今世及来世，决不能获得赦免"一句，是炼狱实有的明

证。这是对的，因为由吾主耶稣的话，可推知在来世有些罪过，

如同小罪和罪罚，能获得赦免 CDenziger: Enchir. n . 3047) 。

@ 言为心声:昕其言知其人，便是以上数节的总意所指 。 耶稣先

用果与树来设喻。这譬喻在 7: 17 已提过，这里耶稣又重提，似

乎有意将这譬喻贴在自己身上。意思是:由我的作为，尤其由

我所行的神迹上看，你们法利塞人如何能认我是同魔鬼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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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因为人的作为和他的为人，正如果子与果树一样， 是有

连带关系的 。 接着耶稣就归到主题上去:法利塞人亵读他的话，

并不稀奇，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恶人。 为此耶稣称他们为"毒蛇

的种子" 。 耶稣为证明这一说，便引用了一句成语"因为心里

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 。"这与我国人所说的"言为心声"相

吻合。 继而耶稣为使人彻底避免恶言伤人的毛病，说"人所说

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 " "废话"按希腊文意，是

指无效果或无实益的话，即无益处的话。 所以圣热罗尼莫解释

说"废话就是为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无益处的话"。 这与犹太经

师的讲法相同，不过他们多加了些不同字眼来解释。 他们以

"多余的话" "元内容的话"，"轻浮的话"尤其是"虚狂和无

益的话"为"废话"。 总之，耶稣的意思是要人在说话上留神，

因为耶稣说"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也凭你的话，要定你

为罪人。"由我们的言谈上，可以认出我们是善人或是恶人来;

为此天主能从我们的言谈上，定我们为义人或为罪人。

4Ð> 38-42 节论的是:因为法利塞人要求耶稣给一个征兆，耶稣便给

了他们一个他将要死而复活的暗示 。 耶稣这段谈话是在什么时

候说的，无法确定。 不过圣史为了适合自己的目的，遂将这段

经文写在本章内 。 我们若参看谷 8: 11 等节和玛 16:1 ，便知很可

能是在耶稣以五饼二鱼使五千余人饱餐后，有些经师和法利塞

人，愿耶稣再显一个比这更大，来自天上的奇迹，好使众人都

信他是默西亚。 耶稣只以约纳先知的征兆晓示他们 。 他们在问

耶稣时，外面显得一片赤诚，称耶稣为师傅，像是真为关心天

国才发问的。 但这正是他们假善欺人的手法。 耶稣传教一年多

来，显了无数奇迹，还不够证明他是默西亚吗?为什么还给耶

稣说"师傅!我们愿意由你看一个征兆。"所谓"征兆"即一

种奇特的行为，藉以表示耶稣即是天主所差遣来的默西亚。 耶

稣看透了他们的假仁假义，便答应他们说"邪恶淫乱的世代要

求征兆，但除了……"。 耶稣称当时的世代为邪恶淫乱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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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淫乱"是寓意的说法。原来选主人和天主的关系，在

古经上多次比作夫妻(参暨 3:8; 剔 16:3; 欧前三章等) 。 若一

个有夫之妇，撇弃了自己的丈夫而移爱他人，她当然就是淫妇。

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不忠于天主，就如一个妇人别有所恋，为

此耶稣称之为"邪恶淫乱"的世代。 耶稣说"除了约纳先知的

征兆外，必不给它征兆。"约纳先知的史事，载在旧约中，犹太

人自然都很熟悉。 如约纳先知怎样被大鱼吞人腹中，在鱼腹里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后仍能生还"这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

夜" 。 在这里耶稣首次暗示他要死亡，要入地，即被埋在地里，

如约纳先知在鱼腹中之期一样，为时仅三天;三天后，如约纳

先知由鱼腹中生还，同样耶稣也要由死者中复活。 "三天三夜"

一句，按希伯来语气，不是指三整天和三整夜，而是等于"第

三天" 。 耶稣在瞻礼六下午被埋在坟墓里，按犹太人的算法，己

算一天;瞻礼七一整天为第二天，由瞻礼七日落起，即第三天 。

在 41 、 42 两节，忽又提到审判日尼尼微人和南方的女王，要起

来定这一代人的罪，这是一种联想 (associatio id四r山口) 。 因为

40 节己提到约纳先知，而约纳先知是被遣往尼尼微的，便提

及尼尼微人 。 同时犹太人喜用对偶体(如在 11: 20-24 耶稣诅

咒海滨三城一段，苛辣臣因、贝特塞达对提洛、漆冬，葛法翁

对索多玛) ，便在这里用约纳和尼尼微人去对耶稣和当代的人，

又用南方的女王和撒罗满，来对耶稣和耶稣时代的人。 女王远

道而来，为昕撒罗满的智言，尼尼微人信服了约纳的讲劝，

痛改前非;但耶稣时代的人，虽见了耶稣所行的种种奇迹异

能，却仍不信从 。 所以在审判之日连尼尼微人和南方的女

王，也要起来定他们的罪 。 所谓南方，即指犹太东南的阿剌

伯地 。

(D 43-45 三节，耶稣以附魔人所遭受的惨痛情形，来形容当时的犹

太人的景况。 43 节内所说"干旱之地"圣经上多用以指魔所居

之地(参看巴 4:35; 多 8:3; 默 18:2) 0 "没有寻着"安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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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恶魔觉得在干旱之地不如附在人身上舒服，所以说"我要

回到我所出来的那屋里去"。我们知道对一个灵魂有天主圣宠的

人，魔鬼是无能为力的。今耶稣说:魔鬼要返回他出来的屋里

去，是言人又因犯罪，再度陷于魔鬼权下。所以耶稣所说的，

当魔鬼回来后"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整齐"。按敖黎

革讷、圣热罗尼莫、圣盎博罗削、圣多玛斯等人的意见，即是

说灵魂因又陷于罪过，好像再向魔鬼招手，请他再来，当他的

主子一样。为此耶稣在 45 节说"魔鬼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

他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这"七"字，不一定是指

"七个"在圣经上"七"字是形容"多数"的一种说法。魔鬼

既然增多了，自然那被魔附着的人，处境比以前更坏了。好了

复发的病，不但比初次更严重，而且多次还造成了致命伤。"对

这邪恶的时代也必是这样"。耶稣用了一句生动传神的话，将中

心的思想说了出来。耶稣时代的人，因了若翰的讲劝，见到耶

稣所行的奇迹，也多次动过，心，有意悔改，无如终因成见过深，

故态复萌;而无知的民众竟在大司祭和法利塞人的唆使下，在

比拉多衙署前弃掉耶稣，要求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为天主

所弃。二十世纪了，他们仍未能虚心受教，归向天主，认耶稣

为他们的救主默西亚，可见他们是怎样顽梗不化!

@ 本章末后一段的记事 (4ι50) ，按谷路是在别的景况上发生的，

玛将它插于此处，可能是为了本段好像总结前两章的大意，而

给下章埋下伏笔的缘故。 11 、 12 、 13 三章是讨论天国的奥义;耶

稣用所发生的事件和所显的奇迹，使听众明了天国的本意。本

段所含的高尚道德，是吾主说的最后一句"不拘谁遵行我在天

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母亲。"这句话的意思多

么奥妙!天国的子民形成天父的家庭。天国子民的最大义务是

遵守天父的圣旨，全如耶稣一样。吾主这句话不但没有减轻圣

母的身价，反更指明圣母的真正伟大处，在圣母一生只有一个

目的，只怀着一个理想:遵行天父的旨意(路 1:38; 若 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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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耶稣外，圣母是天父家庭中人的唯一模范。 自然当圣母还在

世时，她的尊位像吾主耶稣一样是隐而不显的 。 吾主耶稣对自

己的地位除很少提及并加以暗示外，从不言及;他愿意说的好

像只是天父的圣德和爱情，所以直到圣神降临的那天，连门徒

还不完全了解耶稣的地位;及至圣神给耶稣作证，把全部真理

启迪他们以后，他们的眼目才豁然开朗，了解了一切 。 圣教会

在圣神默导之下，完全明白救主的天上地位，同时也明白了圣

母的地位。 受圣神默感而写新约的作者，早已撒下了基督神学

的种子，同时也撒下了圣母学的种子，因为圣母学只是而且只

能是来自基督神学的一道灿烂的光辉(参阅若 2: 1-12 和注默

12:1;玛 1 :马路 1: 2) 。

附注论"主的兄弟"

"他的母亲和兄弟" (玛 12:46) ，这是在对观福音上首次提及

"主的兄弟"的地方(参照谷 3:31-34; 路 8: 19-21) 。 按若 2: 12 耶稣

开始传教，在加里肋亚的加纳显第一个灵迹以后，即己提及"他的

兄弟" (参阅若 7:3 、 5 、 10) 。 宗 1:14; 格前 9:5; 迦 1:19 等处或作

"他的兄弟"或作"主的兄弟"然而这些经文从未说出"主的兄弟"

到底与耶稣有什么亲戚。 同样，玛 13: 56; 谷 3:32; 6:3 亦提及了

"他的姊妹"不过并未说出她们的名字。

古时的异教徒，如切耳索 (Celsus) 、赫耳威丢(Helvidius) 等

人，以及近代的一些异教徒，尤其誓反教徒，以这些经文为藉

口，而否定圣母玛利亚为卒世童贞的事实，或至少否定圣若瑟的

童贞。为此我们愿意在这里确定"主的兄弟"或"姊妹"究有什

么意义 。

旧约中"兄弟" 一词或"姊妹" 一词，意义颇为广泛:这是无

可置疑的 。 仅就血亲关系来说"兄弟" 一词除指同一父母，或同父

异母，或异父同母所生的兄弟外，也指侄子和侄女，即兄弟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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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创 13: 8; 29 : 1日"堂兄弟" (绩上 23 :21-22; 助 10:4) ，或表

兄弟;间或亦泛指同祖兄弟(到下 10:13L"兄弟"一词所以有如此

多的意思，是因为闪族语言，原没有形容这些不同亲属关系的其他

名词。 因此在形容亲属关系时，必须用其他字来描述:如"父亲兄

弟的儿子"等，这样"兄弟"一词便成了形容亲属关系的专名词。

七十贤士将旧约译成希腊文时，也常将原文的"阿合" (Ah)译成

"阿德耳告斯" (拙λφ宫)即"兄弟" 。

在新约中是否也能如此运用?当然是可以的 。 新约中几时说及

"主的兄弟"或"主的姊妹"根据闪族语风，这两个名词应当以广

义来解释，绝对不能以狭义解为圣母玛利亚的儿女，或其净配若瑟

的儿女:这不但从圣教会一致的传说可以证明，而且也可以从新约

经文中予以证实。

(一)所谓"主的兄弟"或"姊妹"不是圣母玛利亚的子女

(1)因为圣母玛利亚是卒世童贞的，这道理已在路 1 : 34 含蓄肯

定了;玛利亚向天使所发的问语，已显示她矢志守贞的意向 。 圣母

玛利亚的卒世童贞从最古时期(至少从第二世纪) ，已成为圣教会所

公认的道理。 第三世纪初，暨巫篮已用了"卒世童贞" (11ft rraρδ岛05' ) 

这个名词称呼圣母。 潘氏的这种用法，显示"卒世童贞"一词的古

老性。 及至六四九年，这端道理，在拉特郎公议会上定为应信的

教条。

(2) 如果圣母玛利亚还有别的儿女，耶稣在十字架上似乎不会

将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若望宗徒(若 19:2ι27) 。

(3)事实上，耶稣在福音中单单称玛利亚为自己的母亲，而玛

利亚单单称耶稣为自己的儿子。 再者"母亲"的名称，圣史们时常，

且专用来表示玛利亚对耶稣的关系(计有三十八次之多) ，绝对不用

来表示玛利亚对耶稣以外的人的关系 。

(4) 事实上，玛 13:55 (亦见谷 6:3; 迦 1:19) 列有"主的兄弟"

的名字(壁垒鱼、若瑟、西满及犹达) ，其中雅各伯及若瑟二人在要

27:56 及釜 15 : 40 两处明明说是另一个里型里的儿子〈参阅釜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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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路 24: 10 ) 。这另一个旦型里且是豆豆且的妻子〈若 19:2日 。 此

外，壁垒且是"匮笙莹的儿子" (另 10:3) ，而达兰是"整查组的兄

弟" (ðft 1 ， 参阅蹬 6: 16) 。 关于直道，虽然从载台中我们一无所知，

但是整圣皇亟 (Hegesippus) 是一八0年左右的写作家，他曾说:1m

满是圣羞翠的兄弟豆豆血的儿子 (参见坠鱼篮阳st. Eccl. m , 2 , 

1) 。 对于圣经中明明记载的"主的兄弟"，如果能这样说，对"主的

姊妹"，圣母亘型亚和羞茎不是她们的父母，怎么不可以说呢?

(二) "主的兄弟"或"主的姊妹"不是圣若瑟的儿女

这由上述的第四个论据可以证明:因为上述的第四个论据，用

于圣若瑟也是恰当而有力的。但是古时有些学者，如敖黎革讷认为

"主的兄弟"及"主的姊妹"是圣若瑟前妻所生的儿女。 但大体上

说，所有的教父及公教作家，尤其在圣热罗尼莫以后，都坚持圣若

瑟是终身守贞的，除圣母外，没有别的妻子:这是圣教会一致的信

念，虽然尚未定为应信的教条。 此外玛窦及路加二圣史所记的耶稣

童年史中，圣若瑟除了有耶稣圣婴外，从未记载他还有别的孩子。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所谓"主的兄弟"或"主

的姊妹"无非是指耶稣的一切近族的叔表兄弟姊妹;至于他们与耶

稣的亲属关系是远是近，或者他们与耶稣的关系，是来自圣母方面，

还是来自圣若瑟方面，也不易确定。且是"主的兄弟"或"姊妹"，

他们也各有自己的父母(如上面所说的:有两个是克罗帕的妻子玛

型里的儿子;我们也不知道阿耳斐同克罗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

人) 。 我们也不知道犹达是雅各伯的同胞兄弟，还是雅各伯的叔表兄

弟 。 至于"主的姊妹"，我们在此处不愿再作无谓的推测。总之，所

有"主的兄弟"或"姊妹"都与耶稣有血亲关系，这一点已足以使

他们自豪了。最后，提出誓反教徒的两位学者峰索登 (Von Soden , 

In :K川el ， TWNT) 及旦垒塑壁 (Bernard in: Comment. in Joan . ad 

capt 3) 关于"兄弟" "姊妹"二词的见解;他们以为"主的兄弟"

是圣羞羞前妻的儿子，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如我们上面所说的，

这种见解是应当加以排斥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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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要义 13 章是玛卷三的言论部分，叙述耶稣怎样用比喻讲论天

国的奥义。 这时他传教快一年了(参阅年表 62) ，就开始用比喻讲

道。 为明了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在此处先把比喻的意义和解法，以

及耶稣讲比喻的目的略为讨论，就不难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了 。

(一)意义 u比喻"的意义在于把两件事相比较，而衬托出一种

高尚的理论，如平铺直叙，就像是说故事，如细致描写，就像是演

话剧，如同撒种的比喻，将撒种的人和他所撒的种子来与天主圣子

和他所讲的道理相比较，而反映出人昕道理的各种态度 。 "比喻"和

"寓言" (fabula) 是有分别的 。 因为寓言通常所包含的是人情世故的

道理;而比喻所包含的却是一种更高尚的，且属于宗教的道理。 寓

言内所述的事是不可能有的，如树木禽兽互相交谈言笑，作人能作

的事。至于"比喻"就不然，取材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的日常生活，

且所述的事，没有不是可能发生的 。 "比喻"又别于"寓意" (alle

goria) ，因为"寓意"虽然含有高尚的或宗教的道理，但也缺乏可

能性，况且人采用寓意的时候，己离开了自然现象和生活 。 下边举

出三个例子，读者就不难明了以上所述的:民 9: 7-15 约堂所讲的故

事是"寓言" ( fabula) ;整整是"寓意" (a l1 egoria) ;蹬 15: 11-32 

"荡子回头"是"比喻" (paraboba) 0 u比喻"在囚族的文学中是很流

行的文体。 历来的学者没有不承认福音内所有的"比喻"是最优美，

最完善的"比喻"。福音内的"比喻"有时含有"寓意"的成分，

"寓意"有时也含有"比喻"的成分。 关于这一点在各"比喻"的注

解内略加说明，此处不另赘述。

(二)解法:解释一个"比喻"首先该问:为什么讲比喻的人讲

了这个比喻?他用这个比喻，要讲什么道理? 一明白了讲比喻的目

的，就容易决定什么是"比喻"的主要部分，什么是附带的部分。

主要部分是用意所在，附带部分只不过用来做陪衬而已。吾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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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解释了撒种的比喻，使我们知道应如何解释"比喻"。 原则上

虽然如此，但解经家事实上却不尽然遵守:有的过于注重附带部分，

有的过于注重主要部分，而忽略了一些含有意义的细小节目 。 本来，

为全明了比喻内所包含的一切道理， 一些细小节目，也是不可抹杀

的 。 在这一点上，还是应当遵循折中的办法。

(三)耶稣讲比喻的目的:玛 13: 1 0-15; 谷 4: 10; 路 8: 10 说明

了耶稣用比喻讲道的目的。按"对观福音"的记载，耶稣用比喻讲

道的目的，是出于他救赎人类大业的计划 。 他差不多已经一年，宣

讲了天国的道理，行了许多奇迹，证明他是所应许的"默西亚"。 他

的活动已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人民己知道天国来了;但是天国的

本身如何， 他们尚不明了 。 如果耶稣继续直接讲天国的奥义，能够

使一般人错懂了天国的和默西亚的真正的思想。为此，他不得不另

行设法，用比喻来讲授天国的奥义。这样，存心善良的人，听了

"比喻"就不难明了天国奥义的真谛。至于那些存心不正，只等候

一个威镇四海，万邦来朝的天国的人，昕了"比喻"虽仍不了解天

国的性质，不眼随耶稣，但也不至于妨碍他宣传福音的工作。实在

说:耶稣用比喻讲论天国的奥义，与他称自己用那神秘的名字"人

子"的用意相同。"人子"这名称，给善意的人启示耶稣是"上主的

仆人气同时又是新圣民的君王一一默西亚(达 7: 9-14) 。至于为那

些"属于下地的人"，知道他有这称呼，却不知道他用这称呼，来指

示自己是"默西亚"是万世期待的救主。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结论

说:耶稣用比喻讲道，也不只是出于他的公义，好像他要惩罚犹太

人不信的罪 C SS. Augustinus , Hieronymus , Thomas; Fonck , 

Knabcnbauer , Durand , Plummer , Bugge , etc.) ，也不只出于他的仁

慈，使人更容易明了天国的奥义 CS. Chrysostomus , Rose , Batifoll , 

Lagrangc , ctc.)，而是出于他的使命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这措施

当然包含仁慈，也包含公义，如同天主一切向外的工作一样。 耶稣

的这番举动本是为服从父的命令，按天主的命令，他的"时刻"还

没有到;可是他已经一年多讲论"天国己来临"的道理，在正等待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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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时刻"到来之际，他该讲述"天国奥义"的道理。 为避免人

误解这奥义，就只得用比喻来讲;如此"天国的子民"易于明白，

而"属于下地的人"固然不能明白，但也不至于妨碍他的神圣事

业一一荣主救人。 (读者如愿对这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除了参考玛

的注解，和各种圣经辞典外，亦可参阅 Fonck K. L.: Le Parabole 

del Signore , Roma , 1924. Buzy D. : Les Paraboles , Paris , 1932. Vosté 

J. : Parabolae Selectae , Romae , 1933. Pirot L. : Paraboles et Allegories 

Evangeligues , Paris , 1949 , etc.) 

天国的比喻

小引(谷 4: 1 、马路 8:4)

1在那一天，耶稣从屋里出来，坐在海边上 ;2有许多

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

3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说:。

撒种的比喻(谷 4:3-9; 路 8: 5-8) 

"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撤种产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

旁，飞鸟来把它吃了。5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

土;因为所有的土不深，即刻发了芽;6但太阳一出来，就

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7有的落在荆棘中，荆

棘长起来，便把它们捂死了。8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实，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9有耳的听罢!" f) 

耶稣比喻的用意(谷 4: 1 0-12; 路 8:9 、 10; 10:23 、 24)

10门徒们前来对他说"为什么你用比喻对他们讲

话?"11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妙，是给你们知

道，并不是给他们知道 。 12 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

足;但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 13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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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昕

却昕不见，也不了解 ;14这样为他们正应验了依撒意亚的

预言，说: ‘你们昕是昕，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

白。 15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

自己的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

变，我就得医好他们 。， 816但你们的眼睛有福，因为看得

见;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昕得见。 17我实在告诉你们:有

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想昕

你们所昕见的，而没有听到。"

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釜 4: 13-20; 蹬 8: 11-15) 

18"那么，你们昕这撒种者的比喻罢! 19凡昕天国的话，

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那

撒在路旁的。20那撒在石头地里的，即是指人昕了话，立

刻高兴接受 ;21 但他在自己内没有根，只是一时的，一旦

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立刻就跌倒了。22那撒在荆棘

中的，即是指人昕了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

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23那撒在好地里的，即是指那

昕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实，有结一百倍的，有六十

倍的，有三十倍的。"。

奏子的比喻

24耶稣给他们另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

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25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

来，在麦子中间撒上秀子，就走了。26苗长起来，抽出穗的

时候，秀子也显出来了。27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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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不是在你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那里有了秀子

呢?28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办的。仆人对他说:那么，

你愿我们去把它们收集起来吗?29他却说:不，免得你们

收集芳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 30让两样一起长到收获的

时候好了;在收获时，我要对收获的人说:你们先收集秀

子，把它们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 0 

芥子和酵母的比喻(谷 4:3ω2; 路 13 : 18-21) 

31 耶稣给他们另设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子，

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32 它固然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

但当它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

怀飞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 033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

比喻 "天国好像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

部发了酵。" 0 

耶稣只以比喻教训人(谷 4:33 、 34)

34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什么

也不给他们讲;35这样应验了那藉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

口说比喻，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密事。" 。

耶稣解释奏子的比喻

36那时耶稣离开了群众，来到屋里，他的门徒就前来

对他说"请把田间秀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 "37他就

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产田就是世界;好种

子，即是天国的子民，秀子即是邪恶的子民严那撒秀子

的仇人，即是魔鬼;收获时期，即是今世的终结;收获者

即是天使。40就如将秀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在今世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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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时也将是如此 41 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

将一切使人跌倒之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 42扔到火窑

里，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43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

里，发光如同太阳。有耳的昕罢!"。

宝贝和珍珠的比喻

44"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就把它

藏起来，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 æ 
45 "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 ;46他一找到一颗

宝贵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 4D 

往海内撒网的比喻和这比喻含的教训

47 "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48 网一

满了，人就把它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放在器皿里;

坏的，却扔在外面。49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天使要

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因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

里要有哀号和切齿。 CB51 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

说"是的。"52他就对他们说"为此，凡对天国受了教育

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

的东西。" æ臼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从那里走了 。

耶稣不见纳于家乡(谷 6: 1-6; 路 4: 22-30) 

54他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训他们，

以致他们都惊讶说"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

能?55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

他的弟兄不是叫整鱼鱼、羞墨、直温和达主主吗?56他的姊

妹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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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57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耶稣却对他们说"先知除了

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没有不受尊敬的。"回他在那里，因

为他们不信，没有多行奇能 。 @

@ 前一章耶稣谈话的对象，可说是经师和法利塞人，在本章却是

民众。 耶稣一年的传教生活:尤其显灵迹的异能早已吸引了一

般人的注意，使一般人对他起了"这不是达味之子吗" (玛 12:

14) 的猜想 。 本章内记述的是耶稣所讲关于天国的比喻，使怀

善意的人们对天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全章记载了七个比喻，

其中两个，耶稣亲自讲解了其中的意义;且在 1 0-15 节说明了耶

稣所以用比喻的理由 。 若将本章和路相对照，可知这七个比喻

不是耶稣一次所讲的，而是玛照他的一贯作风，把七个比喻，

编篡在一起的(参阅年表 62 、 65-71 、 74)0 0 "在那一天"是玛

所惯用的转笔法，和"那时" "在那时候"意义相同，不确指

一定的时间 。 "从屋里出来"所说的"屋"是指耶稣在葛法翁

的住所 (4:13) 0 "许多群众"当然是说，除葛法翁本城的人

外，尚有来自四周或较远的地方的人。因为人数众多，耶稣便

上到一只小船上去，使站在岸上的群众，都能看到他，昕见他

的讲论。 "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 关于比喻的意义，

见本章要义(一) 0 "讲论了许多事"的确，玛将耶稣论天国性

质的比喻所讲的，都收集在本章内了，不像谷在讨论同一题目

时，只写了三个比喻。

8 4-6 节为第一个比喻，即撤种的比喻。 耶稣的比喻，是取材于人

的日常生活。 巴力斯坦的一般平民都是务农为业，所以在场的

听众，对于怎样播种，播种时种子有什么遭遇，他们都非常熟

悉。 "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时……"耶稣这比喻是

在提庇黎雅湖西北，葛法翁城附近的海滨讲的 。 加里肋亚省东

北一带，大部分是山地，山地不像平原，有很大成块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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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的田地是随着山的形势，高低不平，没有一定的形式;其

中到处有小路，到处有石头，而且到处长着一丛一丛的荆棘和

野草。在这样的田里撒种，自然"有的落在路旁" "有的落在

石头地里" "有的落在荆棘中"。种子既有这样不同的遭遇，所

发生的结果，当然也不能相同。"落在路旁的"不是被人践踏

了(路 8:日，就是被飞鸟吃去。按巴力斯坦，尤其在山地里，

到处见有成群的麻雀;落在路上的种子，既暴露在外，哪有不

被它们吃去之理。"石头地"，是说地里到处是小石头，或是地

面下藏着大石头，只是上面薄薄盖着一层土。落在这样地里的

种子，因为石头容易吸收太阳的热力，所以很快就发出芽来，

但是因为土壤不深，便不能往下生根;为此所发出的芽，一露

出地面，就为太阳晒焦而枯干了。还有落在荆棘里的。按荆棘

原是巴力斯坦很普遍的一种野草，尤其在山地里更是遍地丛生。

庄稼需要深厚的好土，才可生长结实;但是荆棘只要有些许的

土，便会蓬蓬勃勃地长起来。种子落在荆棘丛中，自然不能和

荆棘相抗衡，所以只有被荆棘捂死。那"落在好地里"的，田

中既没有石头，又没有荆棘，便顺利地发芽生根，抽穗结实:

有的结一百粒，有的结六十粒，有的结三十粒。玛写得非常肯

定，但我们若以之与谷相比较，谷比较更为顺序，由少至多:

"有的结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一百倍。"所说的"三十"

"六十"，"一百"三个数字怎样解释?一粒麦子真能结一百粒

吗?创世纪记载:依撒格在革辣尔耕种，竟得了百倍的收获

(26:12)0 武敖弗辣斯托(Theophrastos) 曾说:在巴比伦也有

过类似的事实。但今日一般解经学者认为，纵然过去有类似的

收获，实际上，今日无论是在巴比伦，或在巴力斯坦，就连勤

苦聪明的农夫，如西多苦修会的修士，在靠近阿木瓦斯(Ar口

was) 的肥沃平原中，最好的收成，一穗也没超过十三粒的。所

以对本节的数字，如襄 19:29 所说"凡为我的名舍弃了……他

要获得百倍的赏报……"的"百"字，不能是"一百"的确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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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同样，本节的"三十"、"六十"、"一百"也不是确数，只

是说: 一粒种子要结很丰满的果实。 说"三十"、"六十"、"一

百"，是指不是所有的种子都结一样多的果实 。 6 节"有耳的听

罢!"有人以为耶稣用的是一句成语，但在犹太的典籍中，不见

有用此成语的，应说是耶稣常用来，为激发昕众留神听道的一

句警句 。

@ 门徒什么时候问了为何讲比喻的问题，是在刚讲完撒种的比喻

以后，或是在另一个机会上?按 10 节所述，好像是在讲完撒种

的比喻以后，立刻问的 。 按 1-3 所述，耶稣是在湖上讲的这个比

喻，十二宗徒未必都在船上。 且是耶稣讲这比喻以后，还准备

继续讲，他们此时定然不会发问 。 且按谷 4: 10 所载:是当"耶

稣独在"时。 再按门徒所问的"比喻" 一词，原文为复数，所

以不只是撒种的比喻。 圣史将本段提前写出，是愿读者，在一

读到耶稣讲的比喻时，明了他讲用比喻的理由 。 011 节所谓

"天国的奥妙"即是关于天国的性质、建立和广传普世界的事，

这是宗徒应当知道的，因为他们要做宣传天国的使徒。 对群众

不讲天国的奥妙而只讲比喻的理由，参见本章的要义(三) 0 12 

节为一谚语。 这谚语的本意是说:富人容易赚得财富，而穷人

连仅有的，也易于丧失 。 耶稣用这谚语的意思是说:凡虚心受

教，愿昕耶稣教训的人(如同宗徒) ，要得天主更多的恩宠与光

明，因此，更可明了比喻所指的天国的道理。 但是那骄傲和心

地不正的人(如法利塞人)，既不愿受教，也就听不懂福音的道

理。 为此他们看了耶稣所行的奇迹，却还是不信他是默西亚;

昕了他和若翰的证言，却故意拒绝 。 因此耶稣就只讲比喻，叫

"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耶稣当时的昕众与依撒意

亚先知那时所有的相同，所以就把依 6:9 ， 10 的话贴在他的昕众

身上了 (参阅依该处的注释)。当时的犹太人的确闭上眼不愿

看，堵住耳不愿听，怕天主的道理进到他们的心中 。 但是那些

舍弃一切而跟随了他的人，既是虚心受教，就能明了他们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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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闻的，为此耶稣称他们是有福的，胜过了旧约中的古圣先贤。

ø 1 8-23 节为撒种比喻的解释。 前面在 11 节里耶稣己说过:天国

的奥蕴是给宗徒们知道的;又说:宗徒们的眼和耳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听到了古圣先贤所渴望看渴望昕的 。 18 节紧接着

说"那么你们听这撒种者的比喻罢!"所以这比喻的意义，不

是某一位经师，而是耶稣亲自给我们讲解的 。 种子即天国的道

理，如同种子落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受到四种不同的遭遇;同

样，天国的道理，因了昕众有好有坏，也受到了四种不同的遭

遇 (a) 那落在路旁的，是指一些心硬的昕众，因为他们心硬，

天国的道理，根本就进不到他们心里去;所以恶者，即魔鬼立

刻使他忘掉所听的，正如小鸟把落在路旁的种子吃去一样(详

见路 8:12) 0 (b) 那落在石头地里的，是指那些轻浮无恒的听

众。 他们在昕道时，固然一时高兴，把道理记在心中;但因为

他们轻浮无恒， 一旦为道理遇到了困难或迫害的考验，就背弃

了所听的道理(路 8: 13) ，正如那落在石头地里的种子，因为土

壤不厚，根子不深，太阳一出来，就晒枯了一样。 (c) 那落在

荆棘中的，是指那些迷恋世物的昕众，他们的心思念虑，日夜

在俗事上经营打算，怎样能赚钱发财，怎样能得高官厚禄，这

样，他们的心全为名利所系，天国的道理，在他们心中自然不

能发生什么效果，正如那落在荆棘中的种子，为荆棘所掩蔽，

而不能结出果实来一样(路 8:14) 0 (d) 那落在好地里的，是指

那些心地善良，甘愿受教的昕众。 他们听了天主的话以后 ， 存

在心里，默思回味，同时有天主圣宠的滋润，不能不结圣善的

果实;正如那落在好地里的种子，有了甘霖雨露的灌溉，也没

有不结好果实的(详见蹬 8: 15 及注) 。 但因人受天主的圣宠，

多寡不同，又因人同圣宠的合作，出力不同，所以有的结出百

倍的果实，这当然是上乘;有的六十，也算不错;有的三十，

也算没有使撒种者自辛苦了一场。

o 24-30 节为第二个比喻，即芳子的比喻:这是玛所独有的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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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他们"仍是指在提庇黎雅湖畔的昕众。 "天国好像一个

人……"意思不是天国好像一个人，拿人当天国比喻的对象，而

是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所以连人和人的

行为以及以下数节所记述的，即仆人和家主所谈论的，都是天

国所比的对象。 "在人睡觉的时候"一句，过去教父们，如金口

圣若望、圣热罗尼莫等，以这句的"人"是指家主的仆人们，

所以圣人曾劝教会里的领袖要醒悟，别让异端邪说混进教会来。

但这样的讲解只是为取神益的一种讲解，不能算作经文的字意。

今日几乎所有的经学者，以为"人在睡觉的时候"一句，只是

指"夜间"而言，换句话说:即是夜间人想不到的时候，仇人

来在麦田中撒下秀子，正如耶稣所说的"凡作恶的，都憎恶光

明" (若 3:20) 。 因为若在白天，很容易被人发觉。 至于仇人在

田中撒的是什么草种呢?叠庭文的 (~'Y元tα〉是由主组圣文 zun

一词脱胎而来的 。 圣热罗尼莫向巴力斯坦的农人请教后，写说:

"Zizania 是一种和小麦相似的草，在未吐穗前，仅就茎叶是很

难分辨的" (PL. 26 , 94) 。 我国译经者多将 Zizania 译为"碑

子"也有译作"秀子"的 。 因碑子与稻禾相似，故南方译者多

译作"碑子" "劳子"生于谷田，与谷类似，故北方译者多译

作"秀子"。不过这两种草没一种似麦子的 。 实在说，这两种译

文，都不甚确切。不过依据植物学大辞典"秀子"条(亦即

"狗尾草"条) :芳草，秀而不实，故字从"秀"也即泛指一切

秀而不实的野草。 今将( ~，Yíνtα) 译作"秀子" 25 节说:莞子

是仇人撒上的。 本来莞子这类恶草，不用撤，已到处丛生。 今

耶稣却说:是仇人撒上的 。 是真有其事，还是耶稣自己编造的?

当然耶稣为说明一些真理，可以编造一些故事来述说。 然而按

丰克 (Fonck) 所说:若对近东的人情风俗稍有认识，这类的

事，就不当怀疑。 仇人的这种仇恨行为，不但过去，就是现在，

在近东也不算稀奇的事。 挂暨基 (Trcnch) 说:在堕里，差$

兰也有相类似的事发生，且在古罗马法中有这类似的禁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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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耶稣所取的比喻，可说是依据事实的 。 26 节说:麦子长大吐

穗的时候，秀子也显露出来了 。 前面己说:这类野草，仅就茎

叶是很难和麦子分辨的，所以必须等到吐出穗来，才能分辨麦

子和莞子。 但莞子虽很清楚地显了出来，无奈已不是拔除的时

候了 。 所以主人对那愿意拔除芳子的仆人说"不，免得你们收

集秀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获的时候好

了 。"一一这是说直到世界末日 。 由这比喻可知道在天国一一教

会内常有善人和恶人，同在一起。 整个比喻的意义，详见 37-43

节;此外在本节内又说"把莞子捆成捆"，也是巴力斯坦农人

惯常做的，因巴力斯坦没有煤炭，烧火煮饭，全靠柴草。 无怪

主人命收割庄稼的人，把秀子也要捆成捆，备作燃烧之用 。

o 31 、 32 两节为第三个比喻，即芥子的比喻。 在这两节内耶稣将

天国比作芥子，说"芥子是……种子里最小的 。"耶稣说这话，

不是以植物学家的口吻说:在世上再找不到比芥子更小的种子，

而是按当时一般人的常识说的 。 因犹太人当时为描述一件小东

西，惯常用"小如芥子"的辞句〈参阅 17 : 20; 路 17:6) 。 经学

者认为这里所说的芥子，是指巳力斯坦的一种黑芥菜。 这种芥

菜生长得很快，尤其在水量充足肥沃的地方，如提庇黎雅湖旁，

若尔当河两岸等地，高达四五公尺，且校叶茂盛， 一丛丛的好

像灌木，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竟成了树"的意思 。 当芥子成

熟了的时候，一群群的麻雀和黄金雀，飞来飞去啄食芥子，到

了夜间就在上面栖息。 所以这"栖息"一词，没有作巢之意。

至于耶稣说这比喻的用意，是说他所建立的天国一一教会，在

开始时，微不足道;但过后却要很快地发扬广大，遍传各地，

叫宗徒们不要因教会在开始时微小而丧气，反要为将来教会必

广传各地而兴奋。 此外耶稣以芥子比天国，是在晓谕世人，尤

其当时的听众， 一条天国里基本的定理一一"谦下"。 他的国，

不是如他们所妄想的威耀显赫，使世上一切民族一见生畏，尽

隶属于她的权下。 关于天空的飞鸟，有人以为是表信友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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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是指教会各端道理，所以飞鸟栖息在树枝上，即言有信德

的灵魂深信教会各端道理，因而他的心灵有了寄托，享有一种

无可言传的安宁，正如小鸟隐身于灌木中一样安适。这种见解

虽好，但不能说这是经文的本意，不过只是一种"借意" (Sen-

sus accommodatitius) 而已 。

o 33 节为第四个比喻，即酵母的比喻。这比喻取材于妇女发面的

事。 按巴力斯坦最主要的食物是用发酵的面所烤的饼。 发面烤

饼为妇女所应当行的家常事。耶稣在纳臣肋居家时，必定常见

圣母用酵母发面烤饼，所以在传教时，便以此为比喻，讲说天

国的奥义。 所说的"斗"按原文作 dTOLJ ，即等于希伯来文的

"色阿" (seah) 0 "色阿"是干量器名，究竟容量多少，学者的意

见，尚不一致。 按最普通的意见:一"色阿"约合十五公升

(见附录三度量衡币表〉 。 但耶稣讲这比喻的用意，着重点不在

量的多寡，而在质的"潜在力"这正是这个比喻与前一个的不

同之处。 前一个比喻是就天国的发展性立论，着重她的大小，

说她小时，就像芥子那么小;说她大时，就像树那么大。 至于

这比喻却不同:耶稣虽说"三斗面" (这很可能是一种惯常用的

笼统说法) ，可是并未说用一块极微小的酵母等字样。 所以这比

喻的用意，是在说天国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言天国传到的地方，

不拘私人或团体，甚至整个社会，都能使它彻底变化。巫洛

(Pirot) 说:如以这比喻和前一比喻(即芥子的比喻)有同样的

意义，可以说是一种错误。

(i) 34、 35 两节，是圣史就耶稣所讲的比喻作一结论。 不过在本章

43 节后，尚记述三个比喻，圣史没把这结论的话，放在本章最

末的一比喻之后，却在前四个比喻之后，显然本章所记述的七

个比喻，不是在同一天或同一时机上讲的 。 谷 4:33 所载，意义

与措辞几乎完全和本处相同 。 谷 4:33 显然是耶稣所讲比喻的结

论，因按谷 4:35 耶稣乘船渡海走了 。 为此本章 44-50 等节所记

述的另三个比喻，是圣史依据他纪事的体例，把耶稣所讲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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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都编辑在了一起。此外，由这两节，可以推知圣史有意暗示

给读者，从这时候起，耶稣在他的传教生活上，开始了用比喻

讲道的新阶段(一)可说以前耶稣没有用比喻讲过道，否则，

宗徒们便不致如此惊奇，而追问耶稣所以用比喻讲道的理由

(见 10 节); (二〉在此处说"不用比喻就什么也不给他们讲"

接着又用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此句出于咏 78:2 ，原文

本作"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今圣史侧重

在世间隐而不露的事，所以圣史写作"我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

隐密事。"参阅咏 78 引言并注一。

o 3ι43 节为秀子比喻的讲解。从 36 节得知，耶稣之所以解释这

秀子的比喻，是由于门徒不懂所听的比喻，就向耶稣请教。而

且本节还很清楚地指出:耶稣是在什么地方解释了这个比喻，

即在门徒和耶稣进了屋里以后，私下讲解的。据经学者一致的

意见，这个比喻是含有寓意的一个比喻，一字一句都有深厚的

意义。"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耶稣在此处指出 24 节里所

说的"人"，即是"人子" "人子"即是耶稣的自称(见 8:20

注十五) 0 "种子"， 19 节己提过，是指天主的话，即是一切论天

国的道理。耶稣降世的目的是建立天国一一圣教会;所以他的

时候一到，就开始出外讲天国的道理。"天国的子民"一语为闪

族的语风，意即"天国的人民" 19 节所说的种子，是指没有发

芽的种子 38 节所说的，是指已发芽结实的种子，换句话说:

即由种子所结的果实。果实和种子，在原形质方面，是有相同

之点。为此耶稣以"种子"指"天国的子民"。由上面所述的和

由全比喻中也可以看出"秀子"即指"邪恶的子民" "邪恶的

子民"一语，是希伯来语风，即指恶人，指与"天国的子民"

相对峙的人。"撒秀子的仇人，即是魔鬼。"耶稣曾指着那不信

他的选主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从起初他就是

凶手……撒谎者" (袤 8:44) 。因此，一切的邪恶全是由魔鬼而

来。"收获时期，即是今世的终结。"由这话我们知道，直到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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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末日，在教会内有善人，也有恶人。 而且按耶稣所设的比喻

看来，那仇人是在己撒了好种子的地里，又撒上了芳子，足见

魔鬼在那些己信从耶稣，加入他所立的教会的人中，仍不停地

撒邪恶的种子。 为此，若见教会中有恶人，并且与善人同居共

处，也就不必奇怪了 。 耶稣以此比喻告诉我们，在世界穷尽之

后"天国的子民"与"邪恶的子民"将有什么命运 。 40 节只简

单地说"就如将芳子收集起来……在今世的总结时，也将是如

此。"是说恶人也要如秀子一样用火焚烧。 42 节更具体描写，

"邪恶的子民"所要遭受的命运，他们要被投到"火窑"中 。 按

当时犹太人对恶人身后要去的"火窑"虽不清楚，但从达 3:6

也可知耶稣所说的"火窑"多么可怕了 。 在耶稣当时，对恶人

身后受罚的地方，还有一个与"火窑"相同的名字，即"地狱"

(详见 5:22 注) 0 "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此语耶稣曾多次说

过 (8:12; 13:50; 22:13; 24:51; 25:30) ，说这话的光景不同，

但意义全同 。 耶稣在 8 : 12; 22: 13; 25: 30 等处说"在外面的黑

暗里"有"哀号和切齿"是因为以华灯高照的建席为比喻，

所以说"将他们投在外面的黑暗里";而此处的比喻以秀子比

做恶人，所以说把他们投入"火窑"中 。 两处所受的苦刑既是

相同，那么"外面的黑暗"与"火窑"，也就是同指恶人死后

受罚的地方。至于"哀号和切齿"是象征地狱中的苦刑是极惨

痛的 。 由圣经其他地方得知，地狱是永远受罚的地方;所以受

罚的恶人发出这种失望的哀号，和痛恨难受的切齿(亦见 8 注

九) 。 耶稣说完"邪恶的子民"的命运，遂即提及"天国的子

民"的命运"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 。 "

"光"是喜乐和胜利的象征。 旧约中多次提及义人死后，身发大

光之事，参见达 12:3; 智 3:7 。 新约中，如默也多有相类似的

说法。 光明既是喜乐和胜利的象征，黑暗也就是痛苦哀伤的象

征。 就如光明与黑暗永不能并存;这样，公义审判以后，义人

与恶人也就永远分离，没有再聚首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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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给门徒解释"莞子"的比喻以后，要接着又记了三个比

喻。这三个比喻若按本章上下文看，似乎是耶稣私下和宗徒在

一起时说的，并不是在湖边讲的。但这决不是说:这三个比喻

的内容，只是为了耶稣的门徒弟子，而不是为一般民众。相反

地，若就比喻的内容来说:很可能这三个比喻也是耶稣在其他

环境中讲给民众的，只是玛将它们收集在了一起。 044 节为第

五个比喻，即宝贝的比喻。耶稣将天国比做藏在地里的宝贝。

所说的"宝贝"泛指一切极珍贵的东西，如金银珠玉等。在巴

力斯坦，就像世界各处一样，尤其在战乱的时候，人们将自己

的钱财珍宝，埋藏在地下。但日后因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物

主逝世，埋在地下的宝藏，便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偶有人掘地

发现，或因年长日久，风吹雨打，宝贝显于地面，为人发觉。

按罗马法，这样发现的宝贝，应归地主。因此耶稣说:发现了

那宝物的人，欢欢喜喜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

这样他就得到了宝贝，也未犯偷窃的罪。本节只是耶稣所设的

比喻，他的用意，不是在告知人类，倘若一天发现了宝物，当

照样去行;而是在教训我们当找到天国时，效法那发现宝物的

人所做的。人一旦认识了天国，即耶稣建立的圣教会，就不要

怕牺牲一切，谋求进入。

m 45 、 46 两节为第六个比喻，即珍珠的比喻。耶稣又将天国比做

一个找寻珍珠的商人。这比喻的用意和前一比喻的，大同小异。

前一个比喻的用意，是要人不怕牺牲一切将宝贝弄到手里。但

比喻中说:那人发现宝藏是出于无心，并没有出力劳苦;但在

这个比喻中说:一个找寻珍珠的商人，他为找得一颗有价值的

珍珠，不知走了多少路，经过多少危险，受了多少艰难，才找

得了。比喻的用意是说找到天国后，固然要不怕牺牲一切去得

到，就是为寻找天国也应当下辛苦。前一比喻以"天国好像藏

在地里的宝贝"，是以宝贝比天国。在这个比喻中说"天国好

像→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所以不但将天国比作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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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而且连那人的作为也在取譬之例:这就是这比喻，和前一

比喻不同之点。

4B 47-50 节为第七个比喻，即撒网的比喻。最后耶稣又将天国比作

"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这比喻的意义，可说同

前所述莞子的比喻的意义大同小异。秀子比喻的中心思想，是

说在圣教会内，直到世界终结，常有恶人与善人同居共处，有

如葬子同麦子一起生长一样。 恶人和善人的分离，只在世界终

结时，才要实现。本比喻的中心思想也是如此。"天国好像撒在

海里的网 。"这比喻中的天国，还是指耶稣所设立的教会;她像

往世界里撒的网，网罗各阶层的人，善人和恶人，无所不包。

渔夫的网还在海里的时候，尚不能将坏鱼拣出来，扔在海里。

选择的工作，是把网拉到岸上后，方才开始。 同样把恶人与善

人分开的时候，就如耶稣很清楚地指出，是"在今世的终结

时"。 把网拉到岸上的时候，和芳子比喻里收获的时候，同比作

世界穷尽的时候。 这两比喻除了这中心思想相同以外，其他细

小节目，互有不同。比如芳子是家主的仇人一一魔鬼撒的;这

比喻里的坏鱼，却不能说是有人把鱼弄坏的。这比喻里所谓的

"坏鱼"全由渔夫定夺。通常网上来的鱼，种类虽然不同，却没

有腐臭了的鱼;为此不少的经学者，以为本节所谓的"坏鱼"

是指一种"无鳞的鱼"。这种鱼按梅瑟法律算为不洁的(肋 11:

10) ，不许伊撒尔人吃，所以称为"坏鱼"。所以称为坏鱼，全

出于法律的规定，并不是鱼本身有什么坏处;不如同莞子本身

即是一种毫无用处的野草。此外，这比喻和芳子的比喻还有一

个不同之点，即秀子的比喻里，义人比作麦子，为主人存在仓

廉里;在这比喻里，只说将好鱼收在器皿里，对义人的命运不

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对恶人的命运却说"扔在外面"就如 42

节内所说的，要把恶人投在火窑里。 所以我们说本比喻和莞子

比喻，大同小异，即在于此。

æ 51 、 52 两节是本章所有比喻的结论，但同时又是一个比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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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些经学家称它为第八个比喻;并且说:耶稣是以比喻来结

束本章的"比喻集" 52 节内的"为此"二字颇不易解，不易断

定是和上段相连或是和 51 节相连，按芷匮垫的意见"为此"

一语，是阿辣美语"总之"的意思。所谓"经师"一词，当是

指宗徒而不是指耶稣，因为本节所记的"经师"是受过天国教

育的。由全部圣经上得知，耶稣虽真是人，却也真是天主，所

以他自有无限的知识，根本不需要受教。此外所说的"经师"

也不是犹太人所称的经师，因为耶稣所说的，是受了天国教育

的经师。按"受教育"一词，原文本为"成为徒弟"之意，直

译当作"成了天国的徒弟"，不过"作某人的徒弟"也即是受

某人的教育。一个受过天国教育的经师，比作"一个家主，从

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所说提出新旧东西来，即

是能适应一切不同的环境;一个能从宝库里拿出新旧东西来的

家主，自然是个精明的理家人，对一切环境都能应付裕如 。 这

新型的经师，如我们前所暗示的，专指宗徒而言。宗徒们虽大

都是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渔夫，但蒙耶稣召为门徒，二年之久

受了关于天国的教育。他们当耶稣离世升天以后，分往各地，

讲道化人，引古证今，真不愧为耶稣所赞许的那位能从宝库里

拿出新旧东西来的家主。

æ 53-58 节记述纳臣肋人的无信心。 53 节"就从那里走了"，是玛

所惯用的转笔法(见 7 : 28; 11: 1; 19: 1; 26: 1) 。圣史结束了比

喻的记载以后，接着记述纳臣肋人怎样对耶稣起反感而不信;

所以从 54 节以后得知"他就从那里走了"一语，即是从葛法

翁返回他的本乡纳臣肋去了 。 耶稣一开始传教，就离开了他的

家乡纳臣肋，住在靠湖的葛法翁城 (4:13) ，至今快一年了(参

阅年表 74) 。在这一年内，是否耶稣曾一度回过家乡?若将本章

54-58 和谷 6: 1-6 相对照，耶稣这一次当是首次还乡 。 但若同路

4: 1 6-30 相对照，似乎耶稣在传教开始，曾在自己的家乡纳臣肋

讲过道理。那么耶稣这次还乡，已不是首次了。不过从另一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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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若我们把纳臣肋人论耶稣所说的"这人从那里得了这样的

智识和奇能……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一切话上，仔细

推敲，似乎这话是纳臣助人在第一次听到耶稣讲道，第一次见

到他所行的奇能时而说出的。不过，这次也可能是耶稣第二次

还乡，只是因为他在外传教快有一年，这次重返故里，先后如

出两人，遂使纳臣肋人对他不胜惊讶。若不然，就是圣史把纳

臣肋人初次对耶稣所说的话，在此处重提一次。总之，圣史在

这数节内所以记载这一件事，是愿说明纳臣肋人对耶稣的元信

心。 054 节所说的"奇能"由路 4: 1ι30 看来，是指耶稣在葛

洼盒城所行的奇迹，但就本章 58 节和釜 6: 1-6 也可说是指耶稣

在本乡所行的奇迹，因 58 节说"没有多行奇能，因为他们不

信。"既说没有多行奇能，但决不否认，在那里曾行过奇迹，这

正与贫 6:5 所说的"……除了给少数人覆手治好了他们..

相吻合。 55 节所说的"木匠"按原文本作"匠人"是泛指一

切匠人，可能是铁匠、石匠、木匠、泥瓦匠等。然而按圣教会

历代的传说:大圣羞羞是一个木匠。古盘型亚和茸茸壁 CCopti

ca) 译本，都译作"木匠"为此按教会的传说，今译作"木

匠"。从 55 节也无法推定当时圣若瑟是否尚在人世，因本节只

是笼统的说法。谷 6:3 直接称耶稣为木匠，没特别提出若瑟的

名字，似乎当时大圣若瑟已不在人世。"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

亚?"按原文是"现在时"意思是说当时圣母尚在人间。关于

耶稣的弟兄和姊妹的说法，参见 12 章附注。纳臣肋人很认识耶

稣的家庭的景况，遂对耶稣怀着轻视的心，所以 57 节说"他

们对他起了反感，"所谓"起了反感"的意思，是说纳臣肋人初

听到耶稣有权威性的讲论(7 :29) ，见到他所行的奇能异事，就

像其他的犹太人，以为他就是那位要来的默西亚。可是转念一想，

当默西亚来时，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若 7:27): 这是犹

太人对默西亚普遍所有的观念;但耶稣出生的家庭，人人都知道，

他怎么能是那位要来的默西亚呢?于是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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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他是默西亚。按"起了反感"一语原文作 "σ'/C(1 VÔ'αÀ'SE'ν" ，

即谓"使人绊跌"之意。耶稣的家世为纳臣肋人好像是一绊脚

石，而使他们跌倒，不相信他是默西亚。但耶稣对他们这种态

度，毫不介意(若 7: 日，因为他早知道他们对他没有信心，所

以只用一句成语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没

有不受尊敬的。"这成语，在各民族中都有，在埃及出土的文献

上，也有与此类似的话"先知在自己的本乡不受款待，医生不

会医治亲人的病。"古罗马人辛尼加 (Seneca) 说"自家所有的

不值钱。" (vile habetur quod domi cst) ，和我国民间的谚语:

"远地和尚会念经"意义相同。为此圣史结论说"他在那里，

没有多行奇能，因为他们不信。"

第十四章

黑落德与若翰(谷 6:1 4-20; 路 9: 7-9; 3= 19 、 20)

1那时分封侯墨蓬篮昕到里堡的名声 2就对他的臣仆

说"这是洗者若翰，他由死者中复活了;为此，这些奇

能才在他身上运行。" 03原来墨蓬堡为了他兄弟辈辈组的

妻子黑落狄雅的原故，逮捕了若翰，把他系在狱里。4因为

圣整曾给他说"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 "5墨蓬篮本来愿意

杀他，但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以若翰为先知。@

若翰致命(谷 6:21-29)

6到了黑落德的生日，黑落狄雅的女儿，在席间跳舞，

中悦了墨蓬堡。7为此墨蓬篮发誓许下，凡她所求的，都要

给她。8她受了她母亲的唆使后，就说"请就地把若翰的

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9王十分忧郁，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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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下命给她。 10遂差人在狱里斩了若翰的头 11把头放在

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孩;女孩便拿去给了她母亲。 12若翰的

门徒就来，领了尸身，埋葬了，然后去报告了耶稣。 @

耶稣第一次增饼(谷 6 : 31-44; 路 9 : 1 0-17; 若 6: 1-15) 

13耶稣昕了，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地方;群

众昕说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了他去。 14他一下船，看见

一大伙群众，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

人。 015到了傍晚，门徒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时

候已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罢!叫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

物。" 016耶稣却对他们说 "他们不需要去，你们给他们

吃的罢， "17门徒对他说"这里除了五个饼两条鱼外，我们

什么都没有 。 " 018耶稣说 "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 "19遂又

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望

天祝福了，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 @

20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

十二筐。 21 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子外，约有五千 。 @

耶稣步行海面(谷 6 : 45-52; 若 6:1ι21)

22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在他以先到对岸去;这其

问他遣散了群众。 023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

祈祷去了 。 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人在那里。 4D)24船已离地

好些里了，4JÞ受着波浪的颠簸，因为吹的是逆风。 25夜间四

更时分，耶稣步行海上，朝着他们走来。26 门徒看见他在海

上行走，就惊骇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

27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放心!是我。 不要害怕!" C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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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禄步行水面

28伯多禄回答他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上步

行到你那里罢， "29坚壁说"来罢!"组主主主遂从船上下来，

走在水面上，往里主主那里去。坦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

怕起来，并开始往下沉，遂大叫说"主!救我罢! "31堕壁

立刻伸手拖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哪!你为什么怀

疑?" 41)32他们一上了船，风就停了 。 33船上的人便朝拜他

说"你真是天主子。 " æ 

耶稣治愈病人(釜 6: 53-56) 

34他们渡到对岸，来到革讷撒勒地方。35那地方的人一

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那周围整个地方，把一切患病的

人，都带到里堡跟前 36求里堡让他们只摸摸他的衣边;

凡摸着的，就痊愈了。@

@ 由 13:53 到 19:2 为本书的第四卷。 本卷也与别卷一样，分为两

部分 13: 53-17: 27 为叙事部分 18 章为言论部分(参见型豆

第一章〉。为明了本章事迹所发生的时间，参阅经袤 78 、 31 、 77 、

80 、 81 、 82 0 01 、 2 两节记载黑落德杀若翰以后，听到耶稣的名

声，心中所起的思念。 也许这以前，他己稍微昕到了关于耶稣

的事。 可是在宗徒去传教以后(10 章) ，耶稣的名声已是家喻户

晓了，所以黑落德关于耶稣的事，也昕得更多了 。 而且他的臣

仆也把所见所闻，以及对耶稣的意见，报告给墨蓬望;有的说:

查塾复活了;有的说:是厄利亚先知出现了;还有的说:是古

时的一位大先知复活了(蹬 9: 的 。 但是墨蓬整本人，因为他斩

了羞整的头，心中始终惭愧不己，所以他怀疑是羞整死而复生

(蹬 9:的 。 玛只肯定记载"这是洗者若翰。 他由死者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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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方面是愿指出黑落德本人的心意，另一方面以这一句

作叙述下文的引子。 玛未曾详细分辨黑落德所有的意见是否对，

只将他的意见写出，好引起下文 。 "为此，这些奇能在他身上运

行" 一句，是说他本身行了许多奇迹 。 "为此" 二字，是黑落德

的逻辑:既然他能行许多奇迹，当然他是由死者中复活的，不

然，他怎能行这些奇迹?

f) 3 、 4 两节记述若翰被捕下狱的原因 。 关于黑落德的世家，参阅

历史总论第二章二，此处只简略地提出黑落德和黑落狄雅的关

系 。 黑落德，即黑落德安提帕，是大黑落德的儿子;大黑落德

死后，他被立为分封侯，管辖加里肋亚、培勒雅两省(路 3: 1) 。

斐理伯即黑落德斐理伯，与安提帕是同父异母兄弟，是依突勒

雅和特辣昌尼的分封侯(路 3: 1) 。 斐理伯所娶的妻子黑落狄雅

是大黑落德另一儿子阿黎斯托步罗的女儿，阿黎斯托步罗同安

提帕及斐理伯三人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 黑落狄雅不但是黑落

德安提帕的弟媳，而且还是他的侄女，所以他与黑落狄雅之间

有着婚姻的双重阻碍。 黑落狄雅且是有夫之妇，而安提帕亦是

有妇之夫，他的妻子是阿剌伯人纳巴特王阿勒塔第四的女儿。

黑落德和黑落狄雅的结合，不但是乱伦，而且有伤风化，因为

他们都是先离婚而后拼居。 犹太人见这有妇之夫，娶有夫之妇，

当然蔑视万分，窃窃私议不已 。 但圣若翰对黑落德这种伤风败

俗的淫荡行为，怎能置若罔闻 。 遂挺身而出，公然直谏"你不

可占有这个女人!"圣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机会上，直言纠

正了黑落德，不得而知(大概在被杀前一年，参见年表 3 1) 。

黑落德对于若翰的直谏，也有些畏惧，因为他知道若翰是民众

所信仰的先知，可以号召人民，揭竿起义 。 历史家若瑟夫说黑

落德之所以逮捕若翰是由于政治的原故，他害怕若翰的宣讲，

在民间掀起革命的风潮，遂以煽惑民众的罪名，将他逮捕入

狱 。 不过秀勒尔 (Schürcr) 等学者认为黑落德虽因政治原因逮

捕了若翰，但与圣史本段的记述，不但没有矛盾，而且二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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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彰，促成了若翰的被捕下狱。若翰虽囚在监里，黑落德对

他还存着敬畏的心;虽有意要杀害他，但由于他是民众所敬仰

的先知，所以迟疑了一年之久，不敢逮然下毒手，结果他的

性命。

@ 机会终于到了，即"到了墨蓬堡的生日"。一个王子庆祝生辰，

当然要大事铺张，设廷摆席，欢宴文武百官。正当他们兴高来

烈，酒酣耳热的时候，黑落狄雅的女儿，来到宾客之前婆婆起

舞。这个女儿即黑落狄雅与前夫斐理伯所生的。按若瑟夫的记

载:这女子名叫撒罗默，大约十六七岁。她的舞蹈得了黑落德

的欢心。他在兴高采烈的时候，竟公然应许:她不拘求什么，

他必赐给;且也发了誓。但不久他却为了自己冒失的誓言，后

悔了，因他这个女儿所求的不是什么财宝，而是若翰的头。一

般经学者认为在这次黑落德的生日，如何大事铺张，如何摆席

宴客，女儿如何舞蹈:这一切都是黑落狄雅背后策划的。她要

女儿做钓饵，引那昏君杀掉若翰，除掉那斥责她淫荡求荣的若

翰。沉洒于声色的黑落德，果不出她所料，逐步陷在她所设的

圈套里。黑落德誓言既出，一来不愿女儿不欢，二来不愿当众

改口食言，就打发卫兵往监狱里斩了若翰的头。耶稣的前驱若

翰就这样在一个昏暗的狱中，为捍卫天主的法律，殉道而死。

这正应了苦日他论耶稣所说的话"那位应该强盛，我却应该衰

微" (若 3:30) 。对"王十分忧郁"一句，圣热罗尼莫和一些学

者解释说:他的忧郁只是表面的装腔作势，心里未必如此;由 5

节"本来愿意杀他"一句，似乎证实了上面的见解。但进一步

加以研究，我们也不能否认:黑落德虽是荒淫无道的昏君，但

在事前绝对没有料及有此一着;及至听到那少女说出这样的一

个要求时，心中也不免有点为难。 5 节"他害怕群众"，这说明

墨蓬蟹'忧郁的原因。他的忧郁纵然不是由于同情若翰，但至少

是由于怕失掉民心。若翰的门徒来领去圣人的尸体，埋葬以后，

就去把这事报告给耶稣。他们这样作，似乎是因了若翰己往的



玛窦福音第十四章 190 

宣讲，对耶稣不仅有了友谊关系，而且已有了超出友谊关系;

质言之，他们也以耶稣为他们的导师了。我们相信，从那天起，

有不少若翰的门徒来做了耶稣的门徒。关于若翰被杀的地点，

按羞茎主的记载(Ant. Jud . XVIII , 5 ，刀，是位于盔涯东岸的

玛革洛堡垒。关于圣人的坟墓历来所有的文献，参见 ELS nn. 

297-329 。

。 13-21 节记述首次增饼的大奇迹。我们先说耶稣为什么到荒野地

方去，以后论这荒野地方在哪里。 13 节"耶稣听了，就从那里

上船……"这话好像说耶稣昕了若翰致命的消息，就退往荒野

暂避。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耶稣受苦难的时候还没有到。但

是按路 9: 10; 谷 6:30 、 31 的记述，耶稣和方才传教归来的宗

徒，退居荒野的主要原因，是为使他们在传教忙碌纷扰之后，

得到一个休息的机会。若如此讲， 13 节"耶稣听了"一句，可

能与谷 6:30; 路 6: 10 宗徒们传教回来的报告相连接，而与 12

节的记事没有关系(参见年表 80) 。至于耶稣退居的"荒野地

方"，圣史虽然没有明说，但从本章 22 、 24 两节，我们知道耶稣

和宗徒是在湖西的革讷撒勒地方上船东行，到湖东岸登了陆。

所说的"荒野地方"即在提庇黎雅湖东岸。按路 9: 10 指明那荒

野地方叫贝特赛达。(按即今之阿辣基 (Tell Aradj) 废墟，位于

提庇黎雅湖北，若尔当河之东，参阅 11 注十。) 14 节"他一下

船"本作"他出来"即下船之意。这地方原是荒野地方，怎

么那里已有一大群人在等候耶稣呢?按 13 节，耶稣渡海到贝特

赛达去的消息，不久就传布各处，许多人立刻成群结队，绕过

提庇黎雅湖北岸，到了耶稣去的地方。他们也带着病人，聚集

在若尔当河东岸〈谷 6:33; 路 9: 11)。及至耶稣的船到岸，岸

上已是人头攒动，恭候耶稣来临。耶稣此行原想作暂时的休息。

但仁慈的耶稣，一见群众这样紧相跟随，有如无牧之羊寻觅牧

人，遂大发慈心，先将他们带来的病人一一治好，然后对群众

殷勤训诲，一直讲到太阳快要西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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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节说明了耶稣行奇迹的地方， 15 节则指出了显奇迹的时间，

即在傍晚的时候。 按 15 节"到了傍晚"与 23 节"到了夜晚"

一词，原文相同 。 不过在译文上，必须有所区别 。 因为前者是

指五千余人吃饱之前，而后者则指吃饱之后 。 15 节是指下午四

五点钟左右，而 23 节己是指黑夜的时候了 。 "时候已不早了"

一句，照原文直译，应译作"时候已经过了"。 因此有些学者

把本句解作"吃饭的时候已经过了"但另有些学者，认为本句

是希伯来文语风，即是说:天已不早了，路途遥远，已是群众

该回家的时候了。看来，这也就是宗徒请求耶稣遣散群众"叫

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的理由。

@但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罢!" "这里除了五个饼两

条鱼外，我们什么都没有 。"按若 6:9，这话是安德肋对耶稣说

的;所有的五饼二鱼，是一个童子带来的 。

@ 五个饼两条鱼，为这样多的人可算什么?若有比对观福音较详

细的记述:耶稣先向斐理伯发问，从哪里买饼来，叫这些人

吃。 他说这话是为试探门徒，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做的事。 他

吩咐门徒把五饼二鱼拿到他的跟前，然后吩咐群众坐在草地

上。 由"草地"二字我们可以断定是在春天(见谷 6 注八〉 。 按

若 6:4，此时正将近逾越节;又按历法推算，公元二九年的逾

越节，是四月十九日。按谷 6: 40 和路 9: 14 群众是分伙坐的:

或一百人一伙，或五十人一伙。"然后耶稣拿起饼和鱼来，望

天祝福了"等语，与耶稣建立圣体圣事时所用的话相似 (26 :

26 等〉 。 耶稣的这一切举动及言语，不只是他在建立圣体圣事

前特别行的，而是他饭前惯常行的，因为热心的犹太人饭前按

例先行祈祷。他们的祷词，按食品的种类而变更;但第一句常

是"上主，我们的天主，普世的君王，你是应受赞美的，因

为你叫地产生了这些食物。"耶稣似乎也念了这颂谢词，随后

把饼递给门徒，他们再分给群众。元疑地，饼是在耶稣的手里

增多。 但有些学者以为是在门徒的手里增多的，且不停地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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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本来这对耶稣的全能非但毫无抵触，而且更适合耶稣常藉

门徒施恩于世人的做法。 不过这种说法，从本节内虽不能证

明，但门徒是耶稣与群众的中间人，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教会

之所以敬礼圣人，就是以圣人作我们在天主前的中间人。

@ 众人吃饱后，把剩下的碎屑拾起来，竟装满了十二筐。 按巴力

斯坦的居民出外，尤其到荒野地方去，常随身带着筐子或篮子

把拾的干柴背固，当作燃料。 这次吃饱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

孩子外，约有五千。"如果再算上孩子和妇女究竟有多少，不敢

确定。 不过照普通的情形来说:凡有一件吸引群众的事，妇需

至少占全人数的半数，且通常在半数以上。 如此推测，这次受

耶稣实惠的人，当在万人以上 。 关于耶稣显这奇迹的用意，参

阅若 6:22-71 经文和注释。

@ 群众见耶稣行了这个大奇迹，不能没有表示，对此玛只字未提，

只说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在他以先到对岸去……"。 单就

玛这句话，不能明了耶稣为什么如此作 。 他们来这荒野地方，

是为休息;但到此地方不过几小时，便又催迫他们上船回去。

但若参读若 6: 14 、 15 ，就知道是为什么原故了 。 原来民众一见

耶稣显这奇迹，就热情勃发，以为耶稣定是犹太人所久已渴望

的救主，征服敌人的救国伟人。 有些人竟然大声呐喊，要胁迫

耶稣为王。 门徒们本来与群众的心理一样，见了这种情景，自

然喜形于色，希望从此要在他的国里获得光荣的地位。 岂知这

与天父及耶稣救世的计划却正相反。 耶稣所要立的国是救人灵

魂，赐人永生的神国，而非只营求现世福利的国家。 耶稣为改

正门徒们的思想，使他们明了他是神国的君王，遂不管群众的

热狂，竟然叫宗徒们先上船离开这里 。

@ 宗徒们上船去了，群众也分别散去。 耶稣便独自一人上山去祈

祷。 按圣史们的记载(玛 14:23; 谷 6:46; 路 6:12; 9:18; 22: 

41)，耶稣每在举办一件大事之前，必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彻

夜祈祷，独自和父默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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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船已离地好些里了" 一句，有古卷作"船已经在海的中心"

因此， 一般解经学者认为此句，是按若 6: 19 窜改的 。 关于原文

的 Stadium (里) 一词，参阅本书附录三:度量衡币表。

@ 当四更天时，耶稣步行在海面上，来近宗徒们那里。 "四更"，

即早晨三点到六点 。 按当时罗马人的计时法， 一夜分作十二时

辰。 把十二时辰又分为四更。 从此，可知耶稣是整夜析祷了 。

耶稣来到门徒那里时，宗徒们正在和风浪搏斗 。 他们忽然从远

处看见一个像人的黑影，朝他们走来，他们难免胆战心惊。 因

为这种怪现象，为他们或许是初次。 因此，就用他们自幼听惯

了的话说"妖怪。"耶稣见他们害怕，就叫他们放心，表示是

他来了 。

@ 伯多禄一昕是耶稣的声音(羊认识牧童的声音，参若 10 : 3 、日，

就对耶稣说"主，如果是你……"伯多禄是在请求，而不是在

询问;意思是说:主，既然是你，就许我也步行在水面，走到

你眼前去罢!伯多禄跳在水面上，显示他对耶稣的信心多么坚

固，无情的海水决不能阻止他到耶稣眼前去。 但是他一跳到海

里，还没有走多远，便觉得往下沉;下沉的原因， 30 、 31 两节

说是伯多禄见风势猛烈，就害怕起来，失去了起初的信心 。 耶

稣步行海面，是因自己的能力，他是万物的主宰，万物都服从

他。 而伯多禄能步行水面，却完全是凭自己对耶稣的信心;信

心稍有动摇，身子便开始往下沉了 。

æ 32 节"他们一上了船，风就停了 。 " "他们"是说明吾主耶稣和

i直至壁 。 这又是一个奇迹，因为海上的狂风，平常是不能骤然

止息的 。 耶稣用五饼二鱼饱饭了五千余人，又使伯多禄步行水

面，再使风浪立时平息，这一连串的奇迹，使宗徒都感到耶稣

是-个非凡的人。 所以当耶稣一上了船，门徒们都跪伏在他前

说"你真是天主子。 " 宗徒们称耶稣是 "天主子"使我们联想

到要 16:16 组主望在主理鱼的盘盘塾整认耶稣为"天主子"的

那段记述。 按此段与该处所述的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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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6: 16 耶稣盛赞了伯多禄，本处却没有什么表示 。 古时许多

经学者以为这一次宗徒们是承认耶稣的天主性。 然而现在不少

的著名公教与非公教学者主张"天主子"这称呼在此处，只是

指示耶稣的默西亚尊位。 虽然我们不敢决定孰是孰非，但最后

一说似乎更切合福音中此处所有的情节。

@ 从 34 节，可以看出耶稣以五饼二鱼饱饭五千余人是在提庇黎雅

湖东岸，因为革讷撒勒地方是在湖的西岸 。 那么，他们动身出

发的地方，当然是湖的东岸了 。 按革讷撒勒地方，是湖西偏北

的一块小平原，位于玛格达拉和塔布夏泉 (Ain Tabga) 之间，

长约六公里，宽约三公里。 提庇黎雅湖之所以亦名为革讷撒勒

湖，似乎是因此地而来。 今阿刺伯人称此地为"厄耳谷叶尔"

(El Gui时，即"小盆地"之意。 这一带地方，风景优美，出产

丰富，盛产葡萄、元花果等。 所以塔耳慕得记载一个故事说:

有一位经师曾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耶路撒冷没有革讷撒勒所

产的果品，这是因为怕人到耶路撒冷去只是为贪吃果子，而忽

略敬礼天主的事。 还有一位经师说:如果世上有"怡园"的话，

那必然是革讷撒勒地方了 。 从他们的话上，可知革讷撒勒地方

的富庶美丽。 那地方的人一知道耶稣又来到了，就彼此传报耶

稣来到的消息，也把病人带到耶稣眼前，只求耶稣准许病人摸

他的衣边 。 看，他们对耶稣所有的信心和倚恃，是多么坚固真

诚，元怪乎凡摸到的，无论什么病都全好了 。

第十五章

洁净的争辩(谷 7:1-13; 路 6:39)

1那时有法利塞人和经师，由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

说 02 "你的门徒为什么违犯先人的传授?他们吃饭时竟

不洗手。 " 83耶稣却回答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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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而违犯天主的诫命呢? @4天主原来说: ‘你要孝敬父

亲和母亲。 F 又说: ‘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应处以死刑。 Y

5你们却说: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你的，已

成了献仪卢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或母亲了。你们就因了你

们的传授，废弃了天主的话。 07假善人哪!依撒意亚论你

们预言的真好，他说 8 ‘这民族用嘴唇尊崇我，他们的心

却远离我产他们恭敬我也是虚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

是人的规律。川'10坚壁便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昕，

且要明白 11不是人于口的，污秽人，而是出于口的，才污

秽人。 " 0 12那时门徒前来告诉堕壁说 "你知道选主l墨人

听了这话，起了反感吗?" 13耶稣却答说"一切植物，凡不

是我天父所种植的，必要连根拔除。 14 由他们罢!他们是

瞎子，且是瞎子的领路人:但若瞎子领瞎子，两人必要掉

在坑里。" 015伯多禄遂应声对耶稣说 "请你给我们讲解

这个譬喻罢， "16耶稣说"连你们还不明白吗?17你们不晓

得:凡入于口的，先到肚腹内，然后排泄到厕所里去吗?

18但那从口里出来的，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这些才污秽

人。 19因为由心里发出来的是些恶念、凶杀、奸淫、邪淫、

盗窃、妄证、毁谤。2。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

饭，并不污秽人。" 0 

客纳罕妇人的信德(谷 7:24-30)

21里堡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漆冬一带去了 。 @

22看，有一个客纳罕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达味

之子，可怜我罢!我的女儿被魔缠得好苦啊!" 023耶稣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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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也不回答她。 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打发她走

罢!因为她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 。 " (ID24 耶稣回答说:

"我奉遣只是为了伊撒尔家失迷的羊 。 " 6)25那妇人却前来

叩拜他说"主，援助我罢!咐耶稣回答说"拿儿女的饼

扔给小狗，是不对的。"27但她说"是啊!主，可是小狗也

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 。 " m28耶稣就回答她说 "啊!

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罢!"

从那时刻起，她的女儿就痊愈了 。 @

耶稣治好百病(谷 7:31-37)

29耶稣离开了那里，来到加里肋亚海沿岸，上了山就

坐在那里 。 30于是有许多群众，带着瘸子、残废、瞎子、哑

巴，和许多其他的病人来到耶稣跟前，把他们放在他的足

前，他便治好了他们 ;31 致使群众见到哑巴说话，残废康

复，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都大为惊奇，颂扬伊撒尔的

天主 。@

耶稣第二次增饼(谷 8:1-10)

3哩耶稣将自己的门徒召来说"我很怜悯这群众，因

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也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不愿

遣散他们空着肚子回去，怕他们在路上晕倒 。"招门徒就对

他说"在荒野里我们从哪里得这样多的饼，使这样多的

群众吃饱呢?"34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

"七个，还有几条小鱼。 "35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36拿

起那七个饼和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

给群众。37众人都吃了，也都饱了，把剩下的碎块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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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七篮子。38吃的人数，除妇女和孩子外， c约〕有四千

人。 æ39坚壁遣散了群众，就上船，来到亘墓ft境内 。 @

@关于本章的历史次序，参阅空去 85-88 0 "那时有些组塞人和经

师，由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 一句，若以之与釜 7: 1 比较，

便可知道:只有经师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选主1塞人只是本地的

法利塞人。 当时耶稣是在提庇黎雅湖的西岸，革讷撒勒地带;

按若 6 : 21 ，耶稣己到了葛法翁，所以这里所说的法利塞人，当

然是葛法翁的法利塞人。 如果再注意一下玛 12:9-14 的记载，这

种说法更可证实，因为该处记载法利塞人在与耶稣讨论安息日

问题后，曾恼羞成怒，退去便举行会议，要把他除灭。 很可能

这些法利塞人在举行会议后，特派人到耶路撒冷，把情形报告

给耶路撒冷的最高当局 。 最高当局愿明了耶稣的行径，或更好

说，愿从耶稣的作为上找到破绽，好定他的罪，因而派出一批

经师来与耶稣寻衅为难。 关于法利塞人和经师，参阅历史总论

第二章三，四 。

@ 法利塞人和经师给耶稣所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门徒竟敢

不洗手就吃饭?理由是"违犯先人的传授"。 按"先人的传授"

即是梅瑟法律以外的法律，亦即是梅瑟以后，历代经师和法学

士等所传下来的劝语或法律的注释，日积月累，竟成了一部法

律书米市纳 CMishna) ，算为第二部法律;而后，又有解释米市

绩的塔尔慕得 CTalmud) 一书问世。 这两部书专为记录先人的

传授。 他们对这传授的重视，竟与梅瑟法律相等，甚至日后竟

超过梅瑟法律。 有经师的名言为证"托辣(即梅瑟法律〉淡如

水，传授醇如酒。"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违犯法律的人，罪可得

赦，但谁若不遵守传授，则罪在不赦。 本节法利塞人所提出的

问题，即是违犯先人的传授一一-不洗手就吃饭。 按吃饭前应洗

手-事，堕墨法律根本无所记载;但法利塞人却无中生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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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许许多多的条款。不但吃饭前后应当洗手，即在用饭中间，

另吃一样东西时，也应洗手。"饭前不洗手，等于奸淫;饭后不

洗手，就等于杀人。"这也是经师们的另一箴言。这种严厉而毫

无法律根据的传授，耶稣根本就想彻底铲除，自然不去遵守。

门徒因为看了师傅吃饭不洗手，自己吃饭前后也都不注意洗手

的事 。 法利塞人正欲寻事生非，现在见到耶稣与他的门徒违犯

了他们认为是杀人奸淫之罪的传统，如何能容忍呢?不过他们

一本他们伪君子的作风，外面表现的对耶稣还有敬重的心，不

敢直犯耶稣，所以说"为什么你的门徒"虽然表面上是从

耶稣的门徒身上说起(见 12:2) ，但骨子里所指责的，当然是为

人师的耶稣。 耶稣也并不推读他为师的责任，遂反问他们"你

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而违犯天主的诫命呢?"

@ 本节的问法是耶稣所惯用的反问法(参阅 12:11; 21:25; 22: 

42) ，往往问得法利塞人张口结舌，元话可说。

o "天主原来说: ‘你要孝敬父母'……"这是十诫中的第四诫，

原载于梅瑟法律(见出 20 : 12; 21: 17; 肋 20:9) ，谁也不能否

认。 但奸诈的法利塞人却异想天开地用一种巧辩的讲解，使天

主的话归于无效。 他们说"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

你的，已成了献仪;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或母亲了。"所谓"成

了献仪"即指人因誓愿将某物捐献于圣殿。 这样，所献的东

西，即成了圣物，若俗人使用，即犯亵圣的大罪。 在耶稣时代，

"已成了献仪"这句话，成了一句口头禅;只要儿子说出这句

话，父母就再不能享用所应得的供养。 这是何等的奸诈!是如

何相反天主命人孝敬父母的天职，而法利塞人却赞同这种诡辩

的讲解，因为这是他们祖先给他们所传下来的遗教。 所以耶稣

斥责他们说"假善人哪! .. 

@ 圣史在此所引的依 29: 13 并不完全合于原文和七十贤士译本，

只取其大意而已 。 O耶稣把依撒意亚先知指摘同时代的犹太人

的言辞贴在法利塞人身上，只有不及，而无过之，因法利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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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伪善远超过篮盘室里时代的选主人。 然后耶稣又转向群众说:

"你们听，且要明白:不是人于口的，污秽人……"当然耶稣对

群众就这问题说了不少的话，但圣史只简单地把纲要给我们写

了下来。 从耶稣的这句话，我们可得到两个结论(一)真正的

不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灵魂上的不洁(二〉这样的不洁，

不是由外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 。 不过，这里我们要注意:吃

饭前后应当洗手，是法利塞人的传授;但对吃某种食物之洁与

不洁，却是载在梅瑟法律上的(见肋 11 全章) 。 是否耶稣说这

话也有意废除梅瑟的法律?不少的经学者以为是。 耶稣的语气，

可能是如"山中圣训11"所说的"你们听过对古人说:不

可……，但我却给你们说……" (5:21 、 27 、 33 等) 。 本节的语气

可能是"你们曾听过对古人说:某种东西是不洁的，你们不可

吃……但我却给你们说:不是人于口的污秽人……"因此可说，

这是新法律的公布，旧法律的成全。 但这新法律的生效，则须

等到新教会正式成立之后 。 从保禄宗徒在论食物的问题上指摘

伯多禄宗徒那回事上看来，伯多禄之所以不敢吃某些东西的缘

故，一定是因为他见到主耶稣恪守梅瑟法律，对梅瑟法律所禁

吃的某些东西，从不沾唇(迦 2:11-14; 宗 10:15 、 28) 。 虽然如

此，但法利塞人对耶稣的言论却大为不满，口出怨言，说他破

坏先人的传授。所以门徒听到了，便转告耶稣说"你知道法利

塞人昕了这话，起了反感吗?"

@ 耶稣昕了门徒们的报告，就对他们说"一切植物，凡不是我天

父所种植的，必要连根拔除。"耶稣的这句话，很容易使人联想

到"劳子的比喻" (13: 24-30) :如同秀子不是家主(天父)而

是仇人(魔鬼)所撒的，所以终不免要被拔除;同样，法利塞

人顽抗天主的圣意，曲解圣经，不信耶稣为天父所派来的默西

亚，耶稣就将他们比作不是天父种植的植物，实在得当;那么

他们的下场，只有被铲除。 然后耶稣说他们是瞎子，是瞎了眼

的领路人。 "但若瞎子领瞎子，两人必要掉在坑里。 " 14 节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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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比喻的意义相同 13 节说法利塞人的悲惨结局(即"必被拔

除勺， 14 节则说他们必"掉在坑里"所不同的，是连无罪的老

百姓，也连带在内 。 因为老百姓不能熟读圣经，犹如瞎子，看

不见应走的路，但负责领导人民的经师和法利塞等人，不但不

明白圣经的真谛，反而任意曲解，元怪他们将有悲惨的下场。

fj 15 节"伯多禄遂应声对耶稣说:请你给我们讲解这个比喻罢 ! "

按文法来说，伯多禄的要求应与前文紧接，也就是问:不是天

父种植的植物，必被拔除;或者，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在坑里:

两个比喻作何解释。 可是从 17-20 节耶稣的答话上来看，仍是讨

论食物的沾污人的理由 。 所以中间可能还有其他的话，为圣史

所省略。 尤其由谷 7: 17 的记载，我们知道:伯多禄是在他们

"离开了群众，进了屋里后"才发问的 。 由此可以明了为什么耶

稣的答话仍是在论食物的问题上。 耶稣回答他们说"连你们还

不明白吗?"意即:道理是这样浅显，而你们又追随我一年多

了，还不懂我的语意吗? 然后给他们说明为什么人口里的，不

会沾污人。 因为真正的不洁，只是人灵魂上的不洁;使人灵魂

不洁的，只有罪恶，而罪恶则先由心中生出 。 所以耶稣最后的

结论，是吃饭前后洗手与不洗手，对人之洁与不洁毫无关系 。

看，耶稣所用的心理教授法是多么奥妙!

<<;) "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漆冬一带去了 。"提洛和漆冬是

古时地中海东岸排尼基国的首都名城(见 11 十注) ，在加里肋

亚之北。 耶稣这次出外的目的，玛虽未明言，但由谷 7:24 可以

推知:耶稣这次出外的目的，至少有上次去贝特赛达而没有达

到的目的，即使他的门徒稍事休息，藉此在这幽静的环境中，

对他们加以特别的训练。 此外我们以为也许是为了暂时躲避法

利塞人和黑落德党人的阴谋暗算。 一方面，也是为躲避人民热

烈拥护他为王的心情。 最后使外教人也有得沾救恩的机会(见

下注〉。

o "看，有一个客纳罕妇人……"玛称这妇人为客纳罕人，因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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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音是写给选主人的，所以特用了选主人对此地所用的名称

(见创 10: 15 等) ，釜则以当时差堕壁旦人的称呼，称她为盘型

座星基人。可奇怪的是:怎么一个茎塑雪妇人(釜 7:26 称她为

外邦人) ，能称耶稣为"主~之子"?这名称，无疑地，她是由

犹太人昕来的。可能她的邻舍内有盐主人居住，听他们说，将

来有一位默西亚，即"适应之子"来救援壁盘笙民。再者耶稣

传教已一年多了;在耶稣一开始传教的时候，耶稣行奇迹的大

名，就已传到蛊盗、邃垒一带了(见 4:24); 之后又有不少的

人来自量盗、邃垒一带为听耶稣的道理(釜 3: 的，所以当她

一昕到那位耶稣，即伊撒尔人的救世者默西亚来了，便本着一

片赤诚的心，跟在耶稣与宗徒后面，喊说"主，适应之子，

可怜我罢!

@ 从 22 、 23 两节看来，这妇人是在路上便跟在耶稣与宗徒后面喊

叫，但谷 7:24 却记载"耶稣进了一家"那妇人是在那一家

里，向耶稣求恩的。不过这和玛全元冲突的地方，因毁本节记

载: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她"，是说耶稣在路上，完全不理睬

她，直到来到人家里，才和她谈话。在路上时，宗徒们耐不住

她在后面的喊叫声，就求耶稣可怜她，打发她走;宗徒们为世

人与耶稣间的中间人，这又是一明证(前次见要 14:19) 。

4D "我奉遣……"这一句话，揭晓了耶稣一路不理睬那妇女叫喊的
理由，因为耶稣奉命而来，是为先救天主的选民一一伊撒尔。

耶稣在打发宗徒出外传教时，曾命令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

们不要走，撒玛黎雅的城，你们也不要进" (10:5) 。不过"只

是"二字是希伯来语风，言其首要的任务是救伊撒尔人，但决

不是对其他民族毫不关心的意思。从下面耶稣赐给那妇女所求

的恩惠一点来看，即可以证实。这妇人当听到耶稣已在开始说

话，她内心已获得了一线希望，遂大胆前来叩拜耶稣说"主!

援助我罢!"

@ 但耶稣愿更进一步试探她的信心，就对她说"拿儿女的饼扔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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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是不对的 。"这句话我们乍听，似乎不应出诸至仁慈的耶

稣的口，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一方面，耶稣是在试探她;另一

方面，这句话是犹太人对外邦人所惯用的，好像已成了一句俗

语。 犹太人所以称呼外邦人为"狗"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真主，

敬拜邪神偶像，行为方面多不合伦理道德。 今耶稣为试探那妇

人的信德，遂以犹太人对外邦人通常所用的称呼称她。 再者，

耶稣在"狗"字上面特加一"小"字，已将伤人的口气和缓了

不少。 照字面来讲，犹太人中，若但用"狗"字，是指郊外的

野狗;若加一"小"字，则指家畜。既是家畜，自然有权利获

享家主的优待。想那妇人一定也明了这句话的意思，从她的答

话上也可以证明，因她立时就对耶稣说"是啊!主，可是小狗

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 。"所以耶稣称她"小狗"，并不

如我们所想象的，使那妇人难堪。

@ 耶稣一昕那妇人这样谦逊而充满倚恃的话，他仁慈的圣心再也

不能忍受了，不但使那妇人获得所求一一女儿痊愈，而且还特

别赞扬了她的信德。这里应注意的是:耶稣多次感叹人的没信

心，至于称赞人的信德，则不多见，除了对这客纳罕妇人外，

玛 8: 13 耶稣还称赞过葛法翁城百夫长的信德。 那位百夫长也是

外邦人。 既然呗国的子民"一一犹太人一一不愿信奉耶稣的

教义，天主叫那善心的外邦人， (3 :9) ，不但成了亚巴郎的子

孙，而且也成了天主的义子。

@ 耶稣在提洛、漆冬一带住了多少时候，我们不能确实知道。 不

过我们可肯定的说:由本章至 18 章内所记述的事迹，都是发生

在二十九年六月中旬至同年十月中旬四个月内的事，见军袤 85-

106 0 0耶稣离开提洛、漆冬后，按 29 节所载，又来到了加里

肋亚海沿岸 。 但这记载未免过于笼统，若但凭本节所记，连耶

稣是在湖东或是湖西，都不得而知 。 所幸谷 7:31 给我们记了一

个较为详细的记述，告诉我们耶稣所走的路线是由提洛出发，

往北先到漆冬，然后才折往东南，经过里巴嫩，赫尔孟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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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十城区域，然后由十城区来到了坦里血里海滨，即湖之东岸。

按十城区的居民，当时除了少数猛主人外，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耶稣在该处，因前面 24 节所说的理由，没有宣讲天国的福音。

但因过去他曾在那一带治好了两个附魔的人(另 8:28) ，人们早

已知道他行奇迹的大能，所以一听说耶稣来了，便给他送来了

一大批残废，如瘸子、瞎子、哑巴和患其他病症的人。至于 30

节所说的"残废"是指手上有毛病的人，如玛 12: 10 所记述的

那人。耶稣一一治好了他们。至于耶稣怎样治好了他们，要只

字未提。谷对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有一段特别详细的记述(谷

7:32-35) 。他们见耶稣治好了所有的病人，就都惊讶耶稣的大

能"颂扬伊撒尔的天主"。从这句话上，一般的学者认为本节

所述颂扬天主的人，更好说是外邦人，因为他们颂扬"伊撒尔"

的天主。按犹太人通常不这样称呼天主，不另外标出"伊撒尔"

这个名称。

æ 32-38 节一段，记述耶稣另一次增饼的奇迹，但因和 14: 13-21 

所载，有不少类似的情形，竟有些学者以为两处所记述的只是

一回事的两次记载。不过他们所依据的理由，远不如主张耶稣

两次增饼的意见的理由充足圆满(一)这两段记述的本身，除

有几处相同外，不同之处却更明显。 C二)耶稣增饼如果只一

次，那就无法解释，何以同一圣史要两次记述同一事件。(三)

要 16:9-10; 釜 8: 19-20 也明言两次增饼的事。由于上述三点，

耶稣曾两次增饼，断无疑问。 O其次我们要问:耶稣这次增饼

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由前注可以知道，这次增饼是在加里肋亚

海东岸的十城区内。但是我们无法确知是在海东岸的东南或东

北。有些学者以为是在前次增饼的地方，但也有些学者以为是

在偏东南处，即今之叠盟 CHyppos) 地方。这大神迹自然又是

由耶稣的慈心发出来的。他先给门徒们说"我很怜悯这群

众……"这群众当然就是十城区的居民;他们见了耶稣所显的神

迹，便跟随耶稣，昕耶稣的道理。他们虽已三天的工夫兴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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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耶稣，食物早已断绝，但仍不觉饥饿。 可是仁慈的耶稣，

因了他们这片赤诚，慈心大动，便向宗徒们说"他们同我在一

起，已经三天，也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不愿遣散他们空着肚子

回去，怕他们在路上晕倒 。"宗徒们却仍和前次一样老实地对耶

稣说"在荒野里我们从哪里得这样多的饼，使这样多的群众吃

饱呢?"我们决不能因宗徒们已经验过一次耶稣增饼的事，来谴

责宗徒们无信心，因为这增饼的奇事，毕竟是大奇迹，是不寻

常的事;宗徒们自不能因为见过一次不寻常的事，就时常要求

耶稣作不寻常的事;正如宗徒们不能因见耶稣和伯多禄步行水

面，就把他们的小船抛掉一样。 所以宗徒们据实回答耶稣，实

在合情合理。 耶稣便向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答说:

有"七个"和"几条小鱼"。 想来，这七个饼和那几条小鱼，仍

和前次一样，是偶然在群众中找到的，而不是宗徒们自己带来

的 00:9 、 16) 。 由 35 节"坐在地上"一语，和前次"坐在草地

上" (1 4:19) 一语来作比较，可知这次增饼的时间已不是春天

了(参见 14 章注七) 0 36 节所记"祝谢"，"掰开"等举动和前

次增饼奇迹完全相同 。 关于这些举动的意义， 14 注七已提过，

是犹太人用饭时的普通礼仪。 众人吃饱后，仍和前次一样，耶

稣命人把剩余的碎屑收集起来。 所不同的，是上次所有为收拾

碎屑的用具，是筐子 ("òq:x. liOS) ， 这次则是篮子 (σwρfS) 0 两种

用具本没有什么另外的分别，不过后者较前者为大而已。因宗

9:25记载，圣保禄宗徒是坐在篮子里由达默协克城墙上系下逃

走了的，所以这篮子能容纳一个成年人，容量当然不算小。 此

外所记的吃饼的人数与吃饱饭后所收集的筐数亦有所不同 。 前

次吃饼的人约有五千，今次则有四千;前次收集了十二筐，这

次收集了七篮。 由以上各节看来，耶稣这次增饼饱饭群众的事，

实是另一回事，殆无可疑。

4D "耶稣遣散了群众，就上船，来到玛豆丹境内 。"玛里丹位于何

处，至今仍是一个谜，虽然考古学者，在多年考究以后，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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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人一个圆满的答复 。 有些学者以为是在重组塾塾湖的南边，

羞笙当河的东岸;另有些学者却以为是在湖的西岸，即旦蓝蓝

拉地方。 按后一学说:亘皇五即里整室主的别名 。 我们若参看

谷 8: 10，问题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令人无所适从。 因釜 8: 10 

的起述，又用了另一名称:达玛奴塔。 因而我们不能指定玛亘

丹究竟在何处，但愿随大多数经学者的意见，以玛亘丹是在湖

的西岸，因为在下章第一节 (16: 1)圣史即刻记载法利塞人和

撒杜塞人重来纠缠耶稣，湖东岸的居民，大部分是外邦人，所

以不会有有权势的法利塞人。 并且在 16:5 又记载:耶稣和门徒

又往对岸去了，随后 13 节便记载:耶稣来到了斐理伯的凯撒勒

雅。 按斐理伯的凯撒勒雅位于湖的东北。 那么他们的出发地，

便在湖的西岸;由此可以推出，玛亘丹应在湖的西岸 。

第十六章

耶稣拒绝显天上的征兆 (谷 8 : 11-13 )

1 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为试探耶稣，前来求他给他

们显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 02耶稣回答他们说 "到了晚

上，你们说:天色发红，必要放晴。3早上，天色又红又

黑，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辨别天象，却不

能辨别时期的征兆。4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但除

了组组先知的征兆外，必不给它征兆。"耶稣遂离开他们

走了 。 @

提防法利塞人的酵母 (谷 8 : 1午21; 路 12: 1 b) 

5 门徒往对岸去的时候，忘了带饼 ;6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谨慎防备盖到塞人和盘盘塞人的酵母。 "7他们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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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议论说"因为我们没有带饼罢! "8耶稣知道了就说:

"小信德的人哪!为什么你们竟彼此议论，你们没有带饼

呢?9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

们收拾了几筐?10 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又收拾了几

篮?11 怎么你们不明白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呢?你们

应当防备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酵母!"。他们这才明白耶

稣不是说防备饼的酵母，而是说防备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

的教训。@

伯多禄认主为默西亚(谷 8: 27-30; 路 9:18-21)

13耶稣来到了斐理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自己的

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14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

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肋米亚，或先知中的

一位。 " 015巫堡对他们说 "你们却说我是谁?"16直遍值

多禄回答说"你是默西亚，永生天主子。" 017耶稣回答

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

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 018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

禄〈磐石) ，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必

不能战胜她。 19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束

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

也要被释放。 " 02。他遂即严禁门徒们，不要对任何人论及

他是默西亚 。 。

首次预言受难和复活(釜 8 : 31-33; 蹬 9:22)

21从那时起坚壁就开始向他的门徒说明:他必须上里

路撒冷去，要受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的许多痛苦，并将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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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第三天他必要复活。22组乏主主便拉里堡到一边，谏

责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 "23坚壁

转身对组垄盘说"撤赠，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

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æ 
跟随耶稣背十字架(釜 8:34; 9: 1; 蹬 9: 23-27) 

24于是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

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25 因为谁若愿意

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原故丧失自

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26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

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或者，人还能给什么

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27 因为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

同他的天使降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

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些人在未尝到

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 4D 

@本章可以说是本福音的中心点，因为本福音的目的，如在引言

里所指出的:是在证明耶稣是默西亚，是真天主子，并以他至

上的权威建立了教会;这教会即是永存不灭普及全世的天国。

原来天主的意思是要藉旧约的选民来准备这普及全世的天国，

因此耶稣在他传教的第一阶段，尽力归化选民;可是事实上，

选民虽听到了耶稣的道理，见到了耶稣所行的奇迹，但始终不

承认他为那要来的默西亚，尤其人民的领袖，固执于恶，不肯

信从耶稣。耶稣终于不得不放弃这无信的民族(1-4)，并劝勉

宗徒要尽力躲避和民众的领袖来往 (5-12) ;并为使宗徒更深切

明了他的意思，就以一种带有象征性的行为，把宗徒由伊撒尔

境内领到外教人的地方主理组盘盘整整 (13) 。在该处既和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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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隔绝，耶稣便愿考验一下他经过这样长时期所训练的宗

徒的信德。伯多禄就在那里以众宗徒之名，明认耶稣即是默西

亚，即是天主子 (1日 。 这样在选民中至少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

团体信从了耶稣。耶稣遂从这个小团体中兴建了他的教会，立

了伯多禄为这教会的元首和领袖 。 福音的记述至此，可说是到

了一个转折点 。 伊撤尔子民将自己的默西亚槟弃于外，也就是

将自己置于天国之外。虽然犹太民族不肯信从耶稣，但耶稣却

藉他们中极少数的几个信者，建立了他的神国，扩展到全世界

06:9 见 18 : 18; 28: 19) 。由此可见耶稣将来所要受的遭遇，以

及由他一手所创立的教会所要遭受的命运，是怎样的了。殊死

战就要开始:选民的中心一一耶路撒冷将是耶稣被他的民族领

袖判处死刑的地方 (21)。师傅所有的遭遇，徒弟自然不能避

免，可是只有受苦受死才能获得天国的真生命。关于本章所记

各事的时间次序，参阅年表 89 、 90 、 92 、 93 、 94 0 。本节所说的

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当是玛亘丹地的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

见前章末注 。 以前与耶稣为难的，只有法利塞人和经师(见玛

12: 38-15 : 1) ，这次却与撒杜塞人联合来与耶稣为难。关于撒杜

塞人，见 3:7 和总论第三章五。他们向耶稣所提出的要求，已

见于 12:38-40，不过这次所要求的是"来自天上的"征兆。这

"来自天上"一句，按阿辣美语，亦可译作"天上的"。天上的

征兆，如若苏厄使太阳月亮停止运行(苏 10:12) ，或基德红以

羊毛求证等奇迹(民 6: 36-40) 。总之，他们是要耶稣行一个特

大的奇迹，以证明他即是天主所遣来的默西亚。若就事而论，

法利塞人的要求，也不能说是不对，因为他们是民众的领袖，

有权要求那自称默西亚的人证明自己的职位。 可是他们要求征

兆，并不是为求证据，而是如本节所说的"为试探耶稣"。 耶

稣三年来所作所为，和耶稣答复若翰门徒的话〈玛 11 : 3-5) 以

及荒野里增饼的奇迹(玛 14: 13-21) ，已足以证明他就是那要来

的默西亚了 。 但法利塞人竟一再要求耶稣显一个征兆，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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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他们的居心如何，可想而知 。

f) 2 、 3 两节"到了晚上，你们说:天色发红……却不能辨别时期

的征兆"一段，有些古抄卷缺;不过今日的解经学者几乎都认

为属于原文。 因为那些没有记载 2 ， 3 两节的抄卷，或者是愿使

本节和要 12: 38-40 相同，或者是因为本节所述与某些地方，如

埃及的自然现象不符，因而删去。 不过，若本节为原文所元，

则 7 与 4 两节所记与 12: 38-40 完全相同，那么我们也就不易明

了，圣史何以将同样的事记述两次。。至于本节的经意，正如

我国北部农人的谚语"早霞有雨、晚霞晴"相同 。 耶稣以他们

能观察天象而预知天气之阴晴，来责斥他们不能以他所行的奇

迹而认出他是默西亚来。 老实说:他们并非不能，而是不愿，

所以耶稣对他们的硬心不胜悲伤，为此称他们为"邪恶淫乱"

的时代。 关于耶稣所许的征兆仍和 12: 38-40 所记的一样，即

"约纳先知的征兆"。 参阅 12 注十 。

@ 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对耶稣的训言有什么感想，圣史没有记述，

而只说耶稣急忙带着他的门徒到提庇黎雅湖东岸去了 。 宗徒们

因为动身仓猝，忘了带饼，船上只有一个饼(谷 8: 14) ，也许还

是上次从湖东岸来时带来而未用完的饼。 耶稣对他的门徒，常

是见机施训。这次特别利用他们忘记带饼的事，教训他们说:

"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塞人和撤杜塞人的酵母。 " "酵母"由玛

13 : 33 可以明了是含有渗透和发作的力量的 。 本节说"法利塞

人和撒杜塞人的酵母"谷 8: 15 则说"法利塞人和黑落德的酵

母"。 从这两个不同的记载，不应将黑落德党人和撒杜塞人混为

→谈。 耶稣在船上也许曾提出三党人的名字，圣史们记载的不

同，因为各有不同的观点 。 玛所以提撒杜塞人，因为刚才在玛

皇盘，洼型塞人联合盘芷塞人向耶稣要求天上的征兆。釜在

8 : 11则未提及撒杜塞人，而在 3:6 早已提过法利塞人联合黑落

堡党人商讨如何除掉耶稣的事，所以在 8: 15 仍根据他的观点记

下了墨蓬篮党人，而未提及盘盘塞党人。 按蹬 12:1: 法利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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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酵母，即是伪诈:表面上一本正经，假装期待天国的来临，

而骨子里却愿从耶稣的答复上，找一置耶稣于死地的罪由 。 撒

杜塞人，法利塞人和黑落德党人平时虽各不相容，但在陷害耶

稣的事上， 三党常密切合作(见 22: 16) 0 "防备他们的酵母"

不外是说提防他们的伪装伪善，小心他们似是而非的理论，别

陷于他们所设的圈套。 宗徒们一听到"酵母"便即刻想到物质

的饼上。 耶稣早已料到了，于是便乘机接连提出了四个问题。

耶稣说出了这四个问题后，宗徒们这才明了耶稣所说的酵母，

并不是指物质的饼，而是指法利塞人的教训" 。

。 13-20 节，可说是本福音的最高峰。 本处记述(一)耶稣询问

门徒:他们和民众对他有什么看法，说他是谁(二)门徒们的

答复(三)耶稣许给伯多禄元首职权。 关于前两点的记述，谷

8: 27-30; 路 9: 1 8-21 也有所记载。 但是关于第三点记述，即伯

多禄在明认耶稣为默西亚，天主子后，耶稣立他为教会元首的

事，谷与路只字未提〈见下) ，玛在 17-19 三节中却记得非常详

尽。 因本段经文对耶稣所立的教会的特性一一-有系统组织而属

于一元首权下的教会，极关重要，所以留在八、九两注内详加

解释。 这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本福音也有很清楚的记载:

时间:是在耶稣显圣容前六天 (17: 1)，大约在公元二九年七月

底〈年表 92); 地点:即在巴力斯坦最北部斐理伯的凯撒勒雅附

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耶稣领着门徒由贝特赛达一一此城位

于提庇黎雅湖东北一一出发，往北走了约四十多公里，就来到

了斐理伯的凯撒勒雅城附近。 这城位于若尔当河发源地赫尔孟

山下。 现在该地名叫旦旦整塑 (Baniyas) ，古时名叫坦坦堕塑

(Pan臼s) 。 古人之所以称该地为帕讷阿斯，是因为该地居民特别

敬礼的半人半羊的牧神名叫涝 (Pan) 的缘故 。 这名称直到分封

侯斐理伯的时代 。 当分封侯斐理伯统治该地时， (即耶稣的幼年

时代) ，将旧帕讷阿斯大事修建，并为尊崇罗马皇帝，将该城改

称为凯撒勒雅(意即皇城) ，为别于另一座位于地中海滨的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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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雅，通常称之为主理鱼的边盘塾墅。

@ 耶稣明白启示宗徒他默西亚使命的真谛的重要时刻到了，于是

就在"独自祈祷后" (蹬，按釜:在路上) ，问自己的门徒说:

"人们说人子是谁?"耶稣向门徒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因为耶

稣不知道，也不是因为耶稣对民众论他所有的意见有所关心;

他之所以发问，是要激发宗徒表明他们对耶稣所有的信仰 。 理

所记的"人们说人子是谁" 一句，与谷"人们"，与路"民众

说‘我'是谁"?意义相同 。 宗徒们答说"有人说是洗者若

翰，"犹言由死者中复活起来的若翰，黑落德安提帕也有这种想

法(见 14:2); "有人说是厄里亚 。"按拉 3:23 、 24，厄里亚应在

默西亚来临前先来"也有人说是耶肋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 "

"耶肋米亚"只见于玛，路只记"古先知中的一位" 。 这也许是

犹太人依据伪经厄四 2: 18 的记载，希望默西亚来临时，有古时

的一位大先知要来协助默西亚，复兴伊撒尔国(关于耶肋米亚，

参阅加下 15: 13-16) 。 奇怪的是:宗徒们对人以"耶稣为默西

亚"的这种意见(见 12:23) ，却未提及，也许因为他们以为怀

这种意见的人数过少，不足以代表民众的意见，也未可知 。

@ 耶稣之所以向宗徒们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另有用意。 所以耶

稣对民众有关他的各种意见，丝毫未加批评，遂转向宗徒们，

郑重地问他们说"你们却说我是谁?"西满伯多禄一听这话，

立即决然代表全体宗徒答说"你是默西亚，永生天主子" (谷

为"你是默西亚。"路为"天主的默西亚勺 。 凡信仰耶稣的

人，听到伯多禄认耶稣为默西亚天主子的话以后，心中不能不

受感动，不能不对宗徒有所感激。 他竟以这样简单而意味深长

的话，首次向耶稣表明万世万代对耶稣所有的信仰 。 我们说:

"首次"因为以前耶稣平息风浪时，宗徒们虽也称耶稣为"天

主子" (见 14:33) ，但不如这次的明认更为完满 。 因为上次只

说"你真是天主子"但没有说"默西亚"。 再者，在 14:33 按

原文并无冠词 (Articulus) ，在本处除有冠词外，在"天主"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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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前，尚隆重地加有"永生" 二字。 伯多禄以这句话郑重明认

惟独耶稣是真天主子，是本义而非借义的"天主子"，因为他有

天主的本性和天主的一切德能，因此和天主一样，是永生的

(见若 6:57) ，自有的，全能的造物主， 一切生命的根原与源泉

〈申 5:23; 咏 42:3; 列下 19:4; 玛 26:63) 。

@ 伯多禄这次的隆重表示，无疑地获得了其他宗徒们的赞同，但

更博得了天主的欢心，因而耶稣直接向伯多禄说"约纳的儿子

西满，你是有福的!"从耶稣这句话上，可知耶稣不但赞同伯多

禄的话，且更称他有福 。 耶稣之所以称他有福，是因他顺从了

天主的启示。 他之所以能顺从天主的启示，必是因耶稣先为他

析祷过(路 9: 18; 参见路 22:32) 。 耶稣接着说"因为不是肉

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 "肉和血"是希伯来文语法，即

言"人"，且多着重于人之软弱无能，尤其本节内在与全能永生

天主对比之下，人之无能，更加显著(格前 15: 50; 迦 1 : 16; 

弗 6: 12) 。 那么耶稣这话的意思，是说:伯多禄明认他为默西

亚，为天主子，不是出于他本人有限的智力，而是直接出于天

父的启示，出于在天之父所赐与伯多禄的超性之光。 "在天之

父"一语，是耶稣所喜用的(见 6:9; 7:11 、 21 等) 。

@ 伯多禄对耶稣"我是谁"的问题的答复，使耶稣甚为满意。 耶

稣为赏报他这一答复，便以一种庄重而带有音律的话，以三个

象征说出伯多禄将是怎样的人。 如今将这三个象征详解如下:

(a) 第一个象征即是"磐石" "你是伯多禄(磐石) ，在这磐石

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必不能战胜她。"首应注意的

是:在希腊原文，尤其在阿辣美文，本句含有一种一字两用的

玩弄字眼法，这是很难完全译出的 。 按伯多禄一名和"磐石"

一词，阿辣美语全为"刻法"所以若按阿辣美语直译，本句应

作"你是‘刻法， (磐石) ，在这‘刻法， (磐石〉上，我要建

立我的教会。"耶稣之所以称西满为伯多禄(见若 1: 42; 谷 3:

16) ，即是要在"伯多禄" (磐石〉上建立他的教会。 磐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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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相当清楚:为建立一座高楼大厦，最紧要的是要有一个

坚深稳固的根基。耶稣在譬喻中讲过那建立在磐石上的房屋，

虽遭遇大水的冲撞，但因建在磐石上故能屹立不动 (7:24) 。耶稣

自比为建筑师，要在世上建立他的教会，遂以宗徒之长伯多禄为

这教会的坚固基石。(按"教会"一词，叠堕文为 (b"cÀrp(α) , 

等于希伯来文的"kahal" 或 "edah"，即"会众"之意，见户

16:3; 20:4; 申 23:2 、 3; 咏 22:23 、 26; 35:18 等处，指多人聚

集在一处，尤其指因宗教信仰而聚集在一处的社团。)这教会既

建在伯多禄(磐石)上，自然不会倒明(参见 7:24 、 25) ，要屹

立不动直到世界末日。为此耶稣说"阴间的门必不能战胜她。"

"她"即指耶稣所立的教会。按"门"字，是修辞学上之举隅

法，以部分来代全部的说法。本节"阴间的门"，即指全"阴

间" ("阴间"按希伯来文为 "Sheol" ，即指死亡黑暗的王国，

亦即"地狱" 0 )耶稣说这话，己预见撒蝉的恶势力与他所立的

教会要时常不停地斗争。撒蝉的恶势无论怎样攻击耶稣的教会，

但决不能制胜她，因为她是建在磐石上的。 (b) 第二个象征是:

"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象征虽然变换了，但其主要的思

想却仍未变更。按圣经上的用法(见依 22: 22; 默 3: 7; 9: 1; 

20: 1)，将钥匙交给某人，就是将某家，尤其是皇宫的管理权和

监察权都交给了某人。 基督是默西亚神国的君王，将天国的钥

匙，即他所建立的圣教会的钥匙交给了伯多禄，也即是将伯多

建立为自己天国的掌钥者，司阁者;换句话说:亦即是将管理

教会的权柄交给了伯多禄。 (c) 最后耶稣又说出第三个象征说:

"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

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这象征与前两象征紧相连系，且使前

两象征的意义更加充实圆满，使i自室主主所有的特权也更形圆满。

"束缚"与"释放"二语，按犹太经师的用法:即言对某事加以

许可，或加以禁止;宣布某事为合法，或为非法;准许某人加

人教会，或加以拒绝(见羞于 34) 。不过依据本节的上下文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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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束缚"与"释放"比经师所讲的含意更为宽广 。

因为耶稣说"凡你……束缚……凡你……释放…… 。 " "凡"

字包括了一切权柄，所以可说耶稣用这一象征把诸凡圣教会的

一切权柄，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伯多禄(见 18:18) 。 总之，耶

稣用上述的三种象征，将全圣教会的"元首职权" (Primatus) 

赐给了伯多禄宗徒，间接地也赐给了世世代代继伯多禄位的罗

马教宗。这"元首职权"不仅是荣誉或名衔，而是具有真正的

实权。 这是圣教会历代的口传、教父、圣师、历史家、考古学

者，以及全世信友的一般公论，经公会议所定为当信的信条。

以根基(磐石〉的象征，许给了伯多禄及其继位人统制权和训

诲权。 教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既是社团，就必须有一个首

长;凡进入这社团的，就应当服从他;既是一个社团，就必须

有一个指导者，负责讲解并审断一切有关信条和道德的问题。

这教会的首长和指导者，就是为基督选作教会根基的伯多禄。

以"钥匙"的象征，许给了伯多禄(当然伯多禄的继位者也在

内) ，不但有召收或拒绝人进入教会之权，而且更有照顾料理一

切有关教会利害事务之权，好使教会内一切都合乎正规。 伯多

禄的这一职权，不是静止的，死的，被动的一一如"磐石"象

征所表显的，而是活的，主动的，负责的。 以"束缚"与"释

放"的象征，许给了伯多禄作基督在世的代表，享有基督管理

教会的全权，所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都握在他手中 。 他有

权收人人教，也有权拒人人教;能赦免人罪，也能保留人罪

(若 20:23) 。 总之，他能行一切为教会有益的事;凡他"在地

上"所行的，必为基督"在天上"所认可。 这就是 17-19 三节所

含有的真正意义。 但这段福音的真正意义却不为与教会分离的

弟兄们所乐意接受，因为本段福音正指出了他们脱离教会乃是

一种狂妄的行为，是违反耶稣的意愿，因此他们尽其所能攻击

本段的记述。 其中有些学者根本否认本段福音为玛的原文，认

为是罗马教会日后所加添的 。 他们所举的理由是因为其他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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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对此事都一字未提。不过这一理由，有违犯批评学与解经

学的原则。因为本段经文见于各古抄卷，各古译本，又为古时

及历代的教父所引用，尤其本段经文中所含的阿辣美文语风:

"你是‘刻法'……在这‘刻法'上我要……"决不能是罗马信

友所能想出来的。至于其他三部道主对此事只字未提，也决不

是足以否定本段经文的正经性的理由，因为釜是按组乏莹的宣

讲写成的。伯多禄因过于谦逊，凡对自己稍有光荣的事，一概

不提;相反地，凡对自己有羞辱的事，却大谈而特谈(见谷 8:

33; 14:6~72) 。 路大部分都紧随谷的记载，谷所不谈的，路也

绝口不提，但在 22:32 的语句中，可能暗示此事。若对这一幕

虽未记载，但他却记载了提庇黎雅湖边的另一幕，即耶稣付与

伯多禄教会元首职权的事(参看若 21: 15-18 及其注释〉。如没有

玛 16: 13-20 的记载，若 21: 15-18 的记述便不易明了。由于以上

的明证，现代的誓反教学者，对本段的确实性和正经性也大都

一致俯首承认。但仍有些学者不肯罢休，设法在经义上来曲解

本段经文的真正意义(一)有些学者说:当耶稣对伯多禄说:

"你是伯多禄(磐石)"时，同时以手势指向自己说"在这磐石

上……"，即在"我自己"身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像这样

的曲解简直令人发笑。因为假若如此，耶稣又何必向伯多禄说:

"你是伯多禄(磐石)"。再者:如果本节第二句内的"磐石"是

指耶稣，不是指伯多禄，则与文法和逻辑皆不相合。按文法与

逻辑来讲"在这磐石上我要"一句中的"磐石"，必是前一句

"你是磐石"的那一"磐石"，不然就无法使人明了。(二〉另有

些学者以"磐石"解作伯多禄或一切宗徒们的信德。可是这也

与本节的上下文不合，因为本节明说"你是伯多禄"当然是指

鱼奎盏本人，并不是指伯多禄的一种德行。并且在下节耶稣又

接着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束缚的……凡

你在地上释放的……"这几句话清清楚楚是指伯多禄本人，不

可能是指伯多禄的信德。所以这种见解实在太曲解经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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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些学者攻击教会对本段福音的讲解:圣保禄宗徒曾在

格前 3 : 11 说"因为安放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

没有人能安放别的根基。"对这一设难，我们只消看同一保禄的

另一书信，即弗 2:20，这一设难也就不攻自破了 。 圣保禄当然

不会自己反对自己的 。 他在格前 3: 11 说:只有基督是教会的根

基;但在弗 2:20 却称宗徒和先知们同是根基，同时将基督比作

房角石。 由此可知保禄应用"根基"一词具有不同的观点;前

者着重于基督的妙身，当然基督应为根基;后者着重于历史方

面，当然在圣教初兴时宗徒与先知都是重要人物。 所以保禄书

信与此处毫无矛盾和抵触。 实际上，基督在建立自己的教会时

所选的磐石即是伯多禄，这磐石的力量全来自基督，所以这磐

石是最巩固，最稳当的 。 其他的宗徒只有与耶稣所立的元首伯

多禄联合，方可称为圣教会的根基，因为只有伯多禄是耶稣的

全权代表，是全圣教会的元首。 关于本段经文所写的著述多不

胜数，我们只提出 A. Médebielle , D. B. Suppl. pp. 54ι586 

以供读者参考。

@ 本段最后一节，耶稣特嘱咐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讲他即是默西亚，

因为耶稣知道民众对默西亚所有的观念是错误的，怕他们因此

而兴起充满政治意味的叛乱，所以严禁门徒对任何人谈及此事

(见 8 章 3 注) 。 关于耶稣的另一特性一一-天主子，耶稣却未加

禁止，因为耶稣知道这个称呼，不会有使民众掀起暴动的危险。

@ 耶稣既见宗徒己认出他是默西亚来，如今便向他们说明，他将

怎样完成默西亚的使命。 21 节说"从那时起，耶稣就开

始……"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直到现在，即二十九年七月，

耶稣从未给宗徒讲论过他将怎样完成他默西亚的使命。 耶稣过

去没有向他们说明的理由，是因宗徒们尚不能承担，因为他们

和其他大部分犹太人一样， 一心期望着一位威风凛凛的默西亚，

来重建伊撒尔国，制服他们四周的一切仇敌，首先赶走当时占

据巴力斯坦的罗马人。 默西亚要受苦受死，对他们简直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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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事。这从下边 22 节i直至整谏责耶稣的事上，可以充

分看得出来。可是耶稣必须受苦受死的事，终有一天要来到。

为避免事情突如其来，宗徒们毫无准备，所以耶稣便不得不事

先逐渐启发他们。 21 节说"他必须上堕蛊整盒去……"意思是

说:天主圣父早已决定要他受苦受死(参阅聂 4:34; 蹬 22:42;

码 26:42) ，他必须遵照天父的旨意行事。"长老、司祭长和经师

们"三等人物，即是选主人当时执政教的最高机构。这最高机

构通常称为"公议会" (Synedrium) ，公议会即是由以上三种不

同阶级的人所组成的(见总论第三章二)。耶稣即要受这最高机

构一一公议会的裁判，要受许多苦楚，最后要被判处死刑，但

"第三天他必要复活"。最后这一句是耶稣每次预言受难后所必

加的:一方面，说明他之必复活，其必然性正如他必要受苦受

死一样;另一方面，藉此也可安慰宗徒们的心，使他们不致绝

望。可是宗徒们只昕见耶稣所说的前几句，对最后一句好像未

曾听见一样。尤其伯多禄仍一本他那纯朴刚直的天性，如 16 节

所述，以宗徒代表的资格，出而干涉耶稣，把耶稣拉到一边，

谏责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决不会临到你身上 (22) 。按

"千万不可"一句，直译应作"愿天主垂佑你!"不过该句的用

意，正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千万不可!"所以我们照本句的用意

译作"千万不可。"伯多禄给耶稣说这话，无疑地是出于他爱耶

稣的赤诚;不过他所说的话，却是违反天主的旨意，正与天主

作对，无怪乎受到耶稣这样严厉的责斥"撤赠!退到我后面

去，……"这一节正是前段 17 节的对照。在 17 节耶稣赞美伯

奎壁说"西满约纳之子，你是有福的 。"在本节却称伯多禄为

"撒蝉"。在 17 节赞美伯多禄，不是血肉启示了他，而是在天之

父;在本节却说"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耶稣称伯多禄为"撒蝉"和 4:5-10 称那试探者所用的是同一名

词。按"撒男单"即"对头"之意。伯多禄愿阻止耶稣服从天主

圣父的命令，出言相反天主的意旨，正是和天主作对，所以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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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称他为"撒蝉" 18 节耶稣称伯多禄为"磐石"本节却说:

"你是我的绊脚石 。"短短不到数十分钟内，伯多禄竟由"磐石"

一变而为"绊脚石"足证人除非有天主的光照助佑，纵然地位

崇高，如伯多禄身为宗徒之长的，仍不能明了天主的事理，仍

不免失足跌倒 。 他误解默西亚的意义，竟如"撒蝉"一般，出

言违反天主的旨意，实在该受耶稣的严厉斥责。 不过圣方济各

撒肋爵有句话说:圣经上所载的圣人的缺点和过错，是为作信友

的借镜;比如身为宗徒之长的伯多禄，未曾明了天主的旨意这回

事，足以警告我们信众，尤其当信众的上司的主教神父，要常以

堡彗宗徒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克制我的肉身，叫他当奴

才，怕的是我给别人传了道，我自己反被弃绝" (格前 9:27) 。

m 24-28 节一段，主要的意思，在训诲我们克制自己，要效法为人
类作牺牲的一一上主的仆人，救主耶稣。 本段的话，很可能是

耶稣在差遣门徒出外传教时说的 00: 34 、 39) 。 玛写在本章内，

与历史次序虽不相符，但就上下文的经意，却很适当 。 在前段

耶稣向门徒说他必须赴耶路撒冷受苦受死，本段则接着说:作

耶稣门徒的也应该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只有背十字架，才算真

实地跟随耶稣。 关于"背十字架"， "丧失性命" "获得性命"

等观念，参见 10: 34-39 各注 。 此处圣史另加一句说"人纵然赚

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对他有什么益处……"这

一句话说出了，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理由 。 因为灵魂

太宝贵了，连整个世界合在一起，也不够作一个灵魂的代价。

灵魂既如此宝贵，就不得不在诸事之先，以救灵为第一要务。

然而为救灵魂的惟一途径，是跟随耶稣，作耶稣的门徒(见若

14:6) 。 耶稣为加强门徒背负十字架的决心，遂接着说"将来

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即言耶

稣在公审判时，要在万众面前，赏报每人。 那时每人所背过的

十字架，和耶稣所要赐与他的光荣将成正比。 为了再度加强门

徒背十字架的勇气和决心，又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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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中，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味之前，必要看见人子来到

自己的国内 。"本节的意义，经过千数百年的经学者苦思穷究

后，可说已获得了一个近乎本句经意的讲解:即指在场的人中，

有些人要看见血监盘透圣城的毁灭(见 10: 23 注 24:34 注〉 。 因

耶路撒冷毁灭时，圣殿也被焚毁;由此古教算完全结束，代古

教而兴起的乃是耶稣所立的新教。从堕监盘1金毁灭起，可说是

开始了另一新纪元;换句话说:天国一一默西亚的神国得了胜

利 。 再者，耶稣在末世言论上，就已指出耶路撒冷的毁灭，是世

界终穷的预像(见 24: 7-28): 这就是今日学者以Jt~监理透毁灭一

事，作为"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一句解释的所以然。 圣城毁于

公元七十年上;这样耶稣的听众中二十至三十岁左右的人，自然

有些会见到罗马大军在提托元帅指挥下，围攻耶路撒冷的事。

第十七章

耶稣显圣容(谷 9:2-8; 路 9: 28-39) 

1 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

望，单独领着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02在他们面前变了容

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3忽然梅

墨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 f)4伯多禄就

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若你愿意，我

就在这里搭三个帐棚: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

旦旦。" @)5他还正说话时，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

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6 门徒们听了，就伏倒在地，非常害怕。

7耶稣遂前来，抚摩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8他们举

A 



玛窦福音第十七章 220 

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

厄里亚再来的问题 (谷 9:9-13)

9他们从山上下来时，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由

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010 门徒便

问耶稣说 "那么，为什么经师说:厄里亚该先来呢?"11 耶

稣回答说"厄里亚固然要来，且要重整一切。 12但我告诉

你们: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了

他;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 " 13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

给他们所说的，是指的洗者若翰。@

治好附魔的儿童(谷 9: 14-29; 路 9:37-43; 17:5 、 6)

14当他们来到群众那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跪

下， 15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罢!他患癫瘸病很苦，屡

次跌在火中，屡次跌在水里。 16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跟前，

他们却不能治好他。 " 17耶稣回答说"哎!元信败坏的世

代，我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

呢?把他给我带到这里来， "18耶稣遂比责魔鬼，魔鬼就从

孩子身上出去了;从那时刻孩子就好了。 19 以后门徒前来

私下对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20耶稣

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缺少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假如

你们有信德，像芥子那么大，你们向这座山说:从这边移

到那边去!它必会移过去的;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

21 C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J" 8 

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谷 9: 30--32; 路 9:43b-45)

22当耶稣同门徒在加里肋亚周游时，耶稣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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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 。 23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必要

复活 。"门徒就非常忧郁。 @

耶稣纳殿税

24他们来到墓盖盒时，收殿税的人来到鱼垒盔跟前

说"你们的师傅不纳殿税吗?"25 1直至整说"自然纳的 。 "

他一进到屋里，坚壁就先对他说"直遗!你以为怎样?

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呢?向自己的儿子，或是

向外人?"26组垒盈说"向外人。"堕壁对他说"所以儿子

是免税的了 。27但是为避免使他们疑怪，你往海边去垂钓，

拿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打开它的口，就会找到一块‘斯塔

，武' 。 拿去交给他们，当我和你的殿税。" 0 

@ 本章所记述的事件，都是照时序编排的，见年表 95-98 。 除应注

意所述的史事外，也当注意玛在本章所记的有关圣教会奥义的

道理。 由于耶稣显了圣容，信友们知道了他们的唯一之路，即

是信从耶稣，跟随耶稣，因为法律及先知(即旦约)都在耶稣

身上应验了 。 依靠耶稣，可以制胜魔鬼的一切侵袭。 对这一点，

只要信徒以祈祷及苦行师法甘受苦难的救主，是没有任何困难

的 。 信徒只要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上，在许多异端邪教中，始终

服从伯多禄，便可以找得耶稣的真教会，因为"伯多禄在那里，

真教会便在那里" (Ubi Petrus ibi Ecclesia! S. Ambros . ) 0 0 1-9 

节，记述耶稣显圣容的事。 本段一开始，圣史便先将时间、地

点与人物说出 。 (一)时间"六天以后"即指伯多禄于斐理伯

的凯撒勒雅，明认耶稣为默西亚，为天主子以后的第六天。 路

说"大约八天后"不过这只是表面的差异。 玛所记述的，是

两事件中间相隔的六天，而蹬则连事件的首尾两天也算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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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点"一座高山飞可惜，三位圣史都没有将山名写出 。

惟其如此，才更显出福音的真实性，否则像伪经一样， 一定要

捏造或假托一个山名，来迎合读者的好奇心 。 另一方面，第四

世纪，教会内即有了一个传说(这传说当然源于四世纪以前) , 

说耶稣显圣容的山是大博尔山 。 有些学者拿大博尔山或赫尔孟

山当作显圣容的地处，都是由于咏 89: 13 节"大博尔及赫尔孟

山，都因你的名而欢跃"一句而来的。事情乍看来好似是可能

的，但这两座山，那一座实在是耶稣显圣容的山呢?现代不少

的学者以为是赫尔孟山 。 但我们依从传说和大多数近代学者的

意见，以为是大博尔山 。 赫尔孟山在黎巴嫩与巴力斯坦的交界

处;大博尔山则位于加里肋亚省，是厄斯得隆平原中一座孤立

突起的山，海拔五六二公尺，高出地面三二0公尺。 从本段上

下文看来，大博尔山更合乎情理。 因为 (a) 从斐理伯的凯撒

勒雅到大博尔山巅，六天的时间是极容易到达的 。 但是去赫尔

孟山巅，六天的工夫，则感不足。 (b) 耶稣下山后，在那里已

有一大群人等着他;人群中还有一个附魔的人，要求耶稣救治 。

从耶稣责斥他们的话上，可知那些人是犹太人。 但赫尔孟山下

的居民，几乎都是外教人。 由于这两个理由，直到今天，大多

数学者仍沿四世纪的传说，以大博尔山为耶稣显圣容的地点 。

关于大博尔山的历代文献，参阅 ELS 490-529 0 (三)人物:除

耶稣外，有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 耶稣所以使这三位宗徒看

到他原有的光荣，无可否认的，与三位门徒将在革责玛尼山园

见到耶稣的苦痛欲绝的光景有关。 可能是因为他们三人将来要

在山园见到耶稣的悲惨苦痛，今日耶稣特使他们看见自己原有

的光荣，使他们来日不致失足背信;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说，因

为耶稣特别宠爱这三位门徒。 的确，除了上述两次外，耶稣在

复活雅依洛的女儿时，也只准许了这三位门徒在场(参阅谷 5:

37; 蹬 8:51) 。

@ 圣史将时间、地点及人物道出后，接着记述耶稣变圣容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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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耶稣与三个门徒到达山顶时，天

已晚了 。 耶稣兴工析祷，同父密谈，同时也叫他们三人析祷。

但他们大概走得乏了，长久的析祷，未尝习惯，不多时便深入

了睡乡(路 9:29 、 32) 。他们正在熟睡，耶稣改变了容貌，显露

了他和神性结合的人性的光荣。那时宗徒们惊醒了，睁眼一看，

眼前的景物完全改变了"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

白如光。"按"光"字，三部福音的拉丁通行本皆作"雪"。 把

"光"改作"雪"的理由，是因为当时的西方教友，不了解近东

各地白天的日光如何光辉夺目，遂用"雪"字来形容。 "雪"在

巴力斯坦人的心目中是极陌生的，因为数十年也不一定能下一

两次雪。所以巴力斯坦人形容"白"常用"光"来代替。 谷依

据圣伯多禄的讲述，给我们记载说"连世上漂布的也不能漂的

那样白。"正当他们惊骇奇异之际，天空又出现了两个人，即梅

瑟和厄里亚。他们二人是旧约中的伟人，是法律，与先知的代

表人。至于三位宗徒如何认出他们是梅瑟和厄里亚来，圣史没

有说明。可能由他们与耶稣所谈论的内容认出他们来。 他们与

耶稣谈论的又是什么呢?玛不置一词，只说"正在同耶稣谈

论。"从路 9:31 可以知道，他们所谈论的，是耶稣应在耶路撒

冷受苦受死的事。 他们所谈论的，是何等神圣!

@ 伯多禄由梦中醒来(路 9:32) ，一见这样的美景，带着一片天真

纯朴的心情，信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谷路

写说"他一一伯多禄原来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一个未脱俗见

的渔夫，忽然见到这样的美景，一时也实在不知所云 。 可是伯

主主主这句简短的话，完全表明了他的心愿。 他不愿再离开这个

地方，更不愿听到恩师受苦受死的事情，遂说"若你愿意，我

就在这里搭三个帐棚……"这句话，决不是像有些人所解释的，

说鱼至整说这句话是因为当时是在夜间，有在该处度夜的意思 。

其实在山顶上过一两夜，元须搭帐棚;再者，伯多禄也知道，

耶稣常在露天过夜，从未搭过帐棚。 由此可见，伯多禄是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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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在这美景中住下去。

。 但是好景不长，伯多禄的美梦破灭了 。 "他还正说话时，忽有

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 。 " "他们"不是指伯多禄和其他两位

门徒，而是指耶稣、梅瑟和厄里亚三人。 由"云中有声音

说……"一句，可知耶稣当时用了在我们以为极微妙，而在他却

是最自然的方法，沉入父的怀中 。 父如以前在耶稣受洗时一样，

亲自为他的爱子作证。: 17) 。 不过，这次天父多说了"你们要

听从他"一句，这话显然有意影射申 18:15 ，说耶稣即是梅瑟所

预言的大先知。三位门徒一听见这突然的声音，顿时战栗惊惧，

伏倒在地，因为他们已觉得这是天主亲自显示 。 由旧约中我们

知道，在犹太人中有一种普通的观念:即人不能看见天主，如

果见了，必要死亡(见创 32:31; 出 33:22; 申 5:25 、 26; 民 6:

22) 。三位门徒因昕见从云中来的声音，即刻知道天主无限尊威

降格在此，故此畏惧不已 。 "耶稣遂前来抚摩他们说:起来，不

要害怕!"耶稣显圣容，是为叫门徒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进而

更坚决信任他，不是为使他们害怕，所以耶稣立时走近他们，

"抚摩他们"，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 。"他们抬头一看，只见

耶稣，梅瑟和厄里亚都不见了 。

" 9 节记述耶稣和三位门徒下山时在路上的谈话。 耶稣在路上嘱

咐他们严守秘密，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切勿将山上所见所

闻宣传出去 。 耶稣之所以叫三位门徒严守秘密，是因为耶稣这

次显圣容，无疑是为坚固三位门徒的信德，使他们对所见所闻

的在脑海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但另一方面，耶稣这次显圣

容和厄里亚及梅瑟的出现，按圣热罗尼莫的讲解，正是法利塞

等人向耶稣所求的来自天上的征兆。 但是耶稣宁愿显示给虔诚

笃信的爱徒，不愿显示给骄矜自夸的法利塞人。 这正是耶稣要

三位门徒严守秘密的原因。三位门徒固然信耶稣为默西亚，但

这次又从天父在云中发出的声音得知耶稣为默西亚，是天主子，

所以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更加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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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门徒下山时，不敢询问耶稣受难的事情，却想起了里旦旦

再来做默西亚前驱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山上曾见里里亚来过，

但他来了又去了 。 遂想起洼型塞人和经师的意见:旦旦旦先来

预备默西亚的降临，因此宗徒便问耶稣说"那么，为什么经师

说:里里亚该先来呢?" 9 、 10 两节读起来， 10 节的"那么"二

字似乎前后不接。 9 节既然没有大小前题，又如何忽然有了"那

么，为什么……"一句? 9 、 10 两节之间，圣史似乎略去了一段

话。 按谷 9 、 10 所载，他们所议论的是"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

意思?"这当然又是耶稣要他们严守秘密，直到"人子由死者中

复活"的话激起了他们的愁虑。 耶稣在山上大显光荣，而受难

的计划，仍丝毫未改;他虽要复活，但他先要受难受死。 默西

亚怎么会死呢? 六天以前伯多禄因拦阻耶稣受难而受斥责的事，

尚在他们的记忆中，所以这次他们不敢再劝阻耶稣受难受死了 。

这次耶稣预言受难，提起三件大事:耶稣要隐藏他的权能，自

愿交付仇人手中，任凭他们虐待侮辱。 仇人要谋害他，非杀死

他，决不罢休;但他终要获得胜利，死后第三 日复活 。 谷路详

细记载:他们仍然不明了受难的预言;但耶稣说的既如此坚决，

事情必要实现。 宗徒既不敢询问耶稣受难的事，遂拿厄里亚再

来做默西亚前驱的问题，问说"那么，为什么……"这样， 10 

节的"那么"就与前节相接了 。 耶稣答复他们的问题说"厄

里亚固然要来，且要重整一切……"所谓"重整一切"当然是

指伦理、宗教、道义的复兴(见路 1:17 及注) 。 这一切若翰早

已讲过了。: 2-12; 谷 1: 2-8; 路 3: 3-18) ，且明明给耶稣做过

证，证明他即是默西亚(若 1:2ι34) 。 而且耶稣在 11 : 14 早已

说过若翰就是那要来的厄里亚;若翰己为黑落德所杀，耶稣今

次又对三位门徒说"厄里亚已经来了" 三位门徒也便明白他

所说的厄里亚是指的洗者若翰了 。 11 章注内已经说过若翰所以

称为里里里，是因为羞望有旦旦旦的精神，在耶稣一一默西亚

前，预备了道路，给世人介绍了默西亚一一耶稣。 至于 12 节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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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所说"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一句，是否是说:耶

稣也要被黑落德杀害?否则，耶稣如何能说"照样，人子也受

他们……"?所说"他们"，不是指杀若翰的人，也要杀耶稣，

而是泛指所有与天主作对的人。

o 1 4-21 节一段记述耶稣治好一个附魔的孩童。 关于本段，玛记述

的较为简略，谷路较为详尽。 14 节玛只说"当他们来到群众

那里，"路则清楚说"第二天，下了山后"谷 9: 15 则说:山

下的群众一见耶稣，便一起跑到他跟前，向他问安。 耶稣一见

这样多的人，群众中并且还有经师(谷 9:14) ，便知道他们中发

生了什么事;所以按谷的记载，耶稣先对他们发问说"你们和

他们辩论什么?"就在耶稣发问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

前跪下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罢!他患癫痛病很苦……"是

一个慈父为自己的儿子求恩。 路还说"这是他的独子。"关于

癫痛病是什么病，参阅 4:24 注十四 。 关于这孩子患病的原因，

15 节虽未明言P 但由 18 节可以知道他的病是来自魔鬼。 谷 9:

"、 17 直接说:这孩子是一个附魔的。 17 节耶稣感叹的话，与

其说是感叹宗徒们的元信，倒不如说是感叹在场群众的无信。

如上所述，群众中尚有经师，且在和宗徒辩论。 宗徒们这次的

信心不足以驱魔的原因，可能是因了经师们的似是而非的理论，

即关于驱魔的权柄与能力的问题〈见 11:刀，致使宗徒的信德受

了影响，而不合显奇迹的条件一一笃信，遂未能如愿，将魔鬼

驱逐。 18 节"耶稣遂比责魔鬼，魔鬼就…… 。"这证明了耶稣

真是默西亚。 恶魔在别人前，还可顽抗，但在耶稣前，却无能

为力，因为耶稣对他有绝对的统治权。 耶稣的话一出口，魔鬼

就无法抗拒，不得不即时离开那可怜的孩子。 这正是玛写本段

福音的用意一一证明耶稣是默西亚。 宗徒未能驱此恶魔，致受

经师的嘲弄，群众的讥i肖，自然不免心生羞愧，此时见耶稣治

好了那孩子，就来请教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驱逐这魔鬼呢?"

耶稣很简单地告诉他们，是由于他们缺乏信心。 接着耶稣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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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们有信德，像芥子那么大，你们向这座山说:从这边移

到那边去!它必会移过去的 。"本处是说芥子的量，不是说芥子

的质(13 :32) 。 耶稣说的这话，原是一句成语;犹太人形容东

西微小，常用芥子来形容。 为此 20 节用山作芥子的对比。 信德

虽小如芥子，却能移动大山，是说为一个有信德的人，没有不

可能的事。 人或者问:是否有人真的移过山，这样的问题是不

必要的 。 圣奥斯定，圣热罗尼莫等曾说:实际上，叫一个死人

复活，比移山的奇迹还大。 耶稣既然多次使死人复活，对移山

还有什么困难? 21 节"但这类魔鬼非用析祷和禁食，是不能赶

出去的 。"此句按 S 及 B 卷缺;此句，按谷 9:29 是答复宗徒们

说的，为此，玛此句，经学家认为是录自谷。 可是几乎所有的

古译本，乃至拉丁通行本都有此句 。 至于本节的经意，不外是

说:有时天主愿意人用言行(祈祷和禁食)来表示他们的信心 。

祈祷和禁食，可说是信心的标记，所以与耶稣在 20 节内所说的

话，毫无抵触。

(;) 22 、 23 两节记述耶稣再次预言受难和复活的事。 22 节"当耶稣

同门徒在加里肋亚周游时" "周游"按谷作"经过" 。 玛所以用

"周游" 一词， 一方面是说明耶稣是在加里肋亚省，另一方面是

说明耶稣是在不停地到处讲道。 按上下文看来:耶稣是从大博

尔山来，往葛法翁去，所以必须经过加里肋亚省北部。 所以耶

稣这次预言他受苦受死，是在往葛法翁城去的路上说的 。 耶稣

所说的话和 16 : 21 所说的，大致相同 。 前次耶稣清楚说出他要

受长老、司祭长及经师的许多难为，本节只简略说"人子将被

交于人们手中"。 本节的"人们"自然是指长老、司祭长及经师

等人。 耶稣这次如上次一样，最后仍加说"第三天他必要复

活 。"按釜 9:32 和蹬 9:45 所载:宗徒们"却不明白这话，又怕

询问他。"与其说他们不敢问，毋宁说他们不愿问，因为他们怕

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从另一方面，他们虽不明白这预言的真意

义，但他们却感到这话是一句不吉祥的话;所以他们在昕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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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显得非常忧郁。

o 24-27 一段，记述耶稣如何为自己及伯多禄缴纳殿税。 按"殿

税"一词，原文作"狄达玛" (Didrachma，即"两个达玛")。

按犹太人的成年男子，除司祭外，都该为圣殿的费用出钱。 这

条法律原载于出 30: 13 0 不过该处用的是犹太钱名，即"半个协

刻耳" 。 讷赫米雅(厄下 10:33 ) 由充军地巴比伦归国以后，为

了重建圣殿，特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捐献一个"协刻耳"的三分

之二。不知在什么时代，这税率又定为半个"协刻耳"。 耶稣时

代，半个"协克耳"正等于希腊钱的两个"达玛"为此"狄达

玛"便成了犹太成年男子每年应纳税的代名词。今为读者易于

明白，将"狄达玛"译作"殿税"又因为是犹太人每个成年人

应纳的，也有人译作"丁税"。关于"狄达玛"的价值，参阅度

量衡币表(附录三)0 0收税的人为什么在殿税上对耶稣发生了

疑问呢?又为什么不直接问耶稣而问伯多禄呢?大概是因为耶

稣讲道行奇迹，轰动了全巴力斯坦，甚至有人说他是默西亚。

收税的人想:如果耶稣真是默西亚，就可以免税了，因为司祭

免除捐税;默西亚既是天主所派来的，自然更该免除。 可是他

们对耶稣是否是默西亚，却还怀疑。 他们不敢直接问耶稣，遂

在伯多禄跟前打听。直爽的伯多禄仓猝被人语问，竟不加思索

地答说"自然纳的。"伯多禄答复的这样爽快，可能因为耶稣

如同一般犹太人常纳了殿税;这次也不会例外。可是当伯多禄

一来到屋内，还没有向耶稣说明，耶稣就先开口问他说"西满

你以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向谁征税……"伯多禄一定没想到耶

稣要问他这事，就毫不迟疑地说"向外人。"耶稣遂下结论说:

"所以儿子是免税的了 。"换句话说:如此，儿子是元须纳税了 。

耶稣用"儿子"一词，一定有意提醒伯多禄想起了十多天前在

斐理伯凯撒勒雅，明认自己是"默西亚"是"天主子"的话。

耶稣是天主子，原无须为天主的圣殿纳税。 伯多禄答复税吏的

话，未免欠妥。 但耶稣为免人疑怪，就命伯多禄"往海里去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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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 27 节所述的，自然是个奇迹;但这奇迹不在于那鱼口

中怎样有了那个"斯塔;武"而在于耶稣预知之明 。 据多年在壁

应整整湖捕鱼为业的渔夫说:在该湖中有一种鱼(今称圣组至

禄鱼) ，口里常喜欢衔一种东西，通常是小石块。 这次组垒盘钓

上来的第一条鱼，口中正衔着要纳税的钱，耶稣的预言应验了 。

鱼口中衔的钱为一个"斯塔式"。按一个"斯塔式"合两个"狄

达玛" ( ElP 四个达玛) ，正是一个"协刻耳"正好是为两个人的

殿税钱。 耶稣不但为自己，也为伯多禄纳了税。 耶稣如此做，

无疑地，是特爱伯多禄的表示，也或者因为耶稣要在这磐石

(伯多禄〉上建立他的教会，才为他纳税。 关于"斯塔;武"参

阅度量衡币表(附录三〉 。

第十八章

天国中谁最大(釜 9:33-37; 蹬 9:4ι48)

1 就在那时刻，门徒来到里壁跟前说"在天国里究竟

谁是最大的7" 02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中

间，3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

你们决不能进天国。4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

这人即是天国中最大的。" f) 

戒立恶表(谷 9:42-48; 路 17: 1 、 2)

5"元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了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

留我 。6但无论谁使信我的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

拿-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在海的深处更好。7世

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但恶表由

他而来的那人是有祸的 。8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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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或残或瘸进

入生命，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技入永火中更好。9倘若你的

眼使你跌倒，如j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一只眼进入

生命，比有双眼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 ø10你们小心，别

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

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 11 C因为人子来是为救那丧亡

了的 。J" 。

亡羊喻(路 15 : 3-7)

12 "你们以为如何?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

只迷失了路，他岂不把那九十九只留在山上，而去寻找那

只迷失了路的吗?13如果他幸运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只比为那九十九只没有迷失路的，更觉欢喜;14 同

样，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遭丧亡，也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

意愿。 " 0 

兄弟规劝之道和教会的权柄

15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

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 16

但他如果不昕，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好叫无论什么

事，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 17若是他仍

不昕从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昕从，你

就拿他当作外教人或税吏。 18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

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

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019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

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为无论什么事祈祷，我那在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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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必要给他们成就。20 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

的名字聚在一起，在那里我就在他们中间。" 0 

论宽恕之道，恶仆的比喻(蹬 17:3 、 4)

21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

罪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直到七次吗?"22坚壁对他说:

"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823为此天

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24他开始算账的时

候，给他送来了一个欠他一万‘塔冷通'的，25因他没有可

还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

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26那仆人就伏在地上叩拜他说:

主啊!容忍我罢!一切我都要还给你。27那仆人的主人就

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免了他的债。28但那仆人正出去

时，遇见了自己的一个同伴，欠他一百‘德纳他就抓

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所欠的来! 29他的同伴就伏

在地上哀求他说:容忍我罢!我必还给你。30可是他不愿

意，且去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31 他的同

伴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悲伤，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

诉了他们的主人。32他们的主人遂把他叫来对他说:恶

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免了你那一切的债 ;33难道你不

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34他的主人大

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35如果你

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

待你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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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为玛卷四的言论部分，其中所讲论的是些有关基督徒生活

的高尚道理。 玛按照他纪事的体例，把这些道理都收集在一起

(参见年表 99 、 101 、 102 ， 154 、 104 、 10日 。 。一开端，就叙述宗

徒给耶稣所提出的问题"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 为什么

宗徒提出了这个问题?这里没有说出;但若参看谷 9:33 、 34 所

记载的，就知道门徒们对这个问题曾在路上有所争论。因此他

们来到葛法翁，进到屋里以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

谈论些什么?当然耶稣之所以问他们，正因为他知道门徒所谈

论的，因而有意教训他们一番。 路只简单地说"耶稣知道他们

心里的意念……" 。 宗徒们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因耶稣再三追

问他们，他们觉得不好开口，就问他在"天国里究竟谁最大"。

所以玛记述了事的后半，而谷则记述了事的前半，为此不能说

三对观福音，对此事有矛盾的地方。 宗徒们为什么争论这个问

题?玛记述这事，紧与耶稣代伯多禄完殿税的事相连，也许就

是因为这一件事，其他十一位门徒，就彼此争论，在天国里谁

是最大的 。 这里所谓的"天国"是指默西亚所要立的神国;在

这荣华的国里，宗徒们都企图获得高位。

@ 耶稣为使门徒对他所提出的问题"天国里谁最大"有一正确的

认识和深刻的印象，就以儿童的榜样来开导他们"叫一个小孩

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然后郑重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 所谓"小孩"，当然不

是就年龄来说。 "变成"是要人实地重新做"小孩"过天真元

邪的生活。 这里耶稣所说的"变成"和若 3:3 对尼苛德摩所说

的"重生"，有同样的意义，肯定人非如此不可。 所以谁若不

"变成"小孩，或更好说，谁若没有小孩生性所有的美德一一天

真无邪，不但在天国里不能成为最大的，而且连进也进不去。

反之，人如能自谦自卑如同一个小孩，他不但能进，而且是天

国中最大的 。 "自谦自卑"依原文本有"成为小的"的意思，

所以是以"小"来与"大"相对:愿成为大的，就要先成为小



-----
233 玛窦福音第十八章

的 。 小孩，一切依赖父母;在天主前"成为小孩"不外是说要

在一切事上倚赖天主，而不依靠自己。这样的人自然为天主所

喜爱。人越认己元能，天主越重视他，叫他做出惊人的事业。

为此耶稣说"这人即是天国中最大的"。圣教会历来的大圣大

贤，如圣五伤主查查等，没有不努力使自己"变成"像"小孩"

一样谦逊诚实的。五十年前逝世的圣女小德肋撒，她一生奋勉

阐明倡导的"神婴小路"，就是教人如何"变成"小孩。

o 5-11 一段，耶稣特别咒诅恶表。不过因为本段与前段所述的似

乎不很相连，为此经学家对本章的分法，各不相同:有的将 5

节划归前段，以 ι11 为另一段;有的以 1-6 为一段，而 7-11 为

另一段。 01-4 节既论及小孩，所以 5 节说"无论谁因我的名

字收留了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本节的经意，已不再

谈论"谦德"了，而是在讲论"爱德" "因我的名字气是一闪

族语风;以"名字"代表人，因某人的名，即是为了某人，为

了对于他的交情，为了对于他的爱情(参阅 6 注八)。所以先积

极地说:谁为了爱他的缘故，收留一个小孩，就是收留他自己;

然后以同样理由，从消极方面说:谁若以恶表引诱一个信他的

小孩跌倒犯罪，自然是开罪他自己。为此对恶表，耶稣不能不

深恶痛绝。 6 节"倒不如把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在

海的深处更好。"按以磨石系在人的颈上，沉在海里，是古时中

东一带，处治罪大恶极的犯人所用的一种极其羞辱的刑罚。犯

人系着一块磨石沉在海底，再没有浮上来的希望;不但叫他死，

且叫他不能获享死后的哀荣一一殡葬的礼仪。所谓"驴拉的磨

石"以别于人可推动的磨石。按巴力斯坦民间，有一种小形的

磨，可用手推动，通常是女人行的事。玛 24: 41 所说，即指这

种小磨。但本处却说"驴拉的磨石"好像女人手推的磨石，还

嫌太轻，而必须以驴拉的，系在他颈上，把他沉在大海里，叫

他再没有浮起的希望。人既染了原罪，不能全然把恶表革除，

所以耶稣说"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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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恶表由他而来的那人是有祸的。 " 8 、 9 两节的意义，甚为明

显，教人宁愿牺牲一个肢体，不愿因那股体犯罪，而丧失天国 。

这两节和"山中圣训" 5:29 、 30 两节的意思和句法，几乎完全

相同，只不过在本节多"进入生命"一句而已 。 "生命"本是若

望圣史所喜用的一个字眼，也指天主本性的生命，也指天主赐

与人的"永生"也指天堂;所以"进入生命"即是分享天主

固有的生命，在今世蒙受他的宠爱，在来世要享受天堂的永生。

这即是圣教会所常说的"超性的生命"。此外，关于这两节实在

的意义，参见 5:29 、 30 注二十 。

。 在前一段，耶稣痛责恶表之为害，在这一节里，耶稣特别教训

人，尤其是教会中的首长，要关照人灵。 10 节"你们小心，别

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在 14 节"使

这些小子中的一个遭丧亡"，也不是天父的意愿，才是从积极方

面说的;意谓，你们一一宗徒及后世接宗徒位的教会神长，要

关照他们，不使他们中的一个遭丧亡，因为他们的天使在天上

"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 (关于天使的道理，参阅本章后的附

注。)由于天主给每一个人派了一位护守天使，可见天主如何爱

护世人。 正因天主如此爱人，才不愿他们中任何一个遭丧亡。

为此 11 节说"因为人子来是为救那丧亡了的。"此节按经意

说，在本处是非常适当的 。 但有不少古抄卷和译本缺这一节，

因此现今一般经学者认为是由路 19 : 10 转抄而加在本处的。

o 12 、 13 两节，以亡羊的比喻，来说明天主对人之爱如何深切卓

绝。 这比喻也见于路 15: 3-7; 如两相比较，玛的语句更简短。

此外，本处玛说羊是"迷失了路"的，路 15:4 却说羊是"失掉

了的"。 不过这点区别是由于玛所取的背景是山地，而路的则是

荒野。 玛有"如果他找着了"，路则为"直到找着它"。除了

这些细小区别外，两圣史的结论是相同的:牧人因找到了那只

亡羊所感到的喜乐，比那九十九只未曾失掉的羊给他的喜乐更

大。 关于这比喻的实际可能性，我们只得说，这比喻不过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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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而已。对于一个比喻，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取比喻的用意，

而不应太注重比喻中所说的，实际上是否可能发生。对于这个

比喻，就实际上说，如果牧羊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是否能抛下

九十九只，而去寻找那一只失迷了的羊，实是一个问题。因为，

他去寻找失迷了的那只羊时，怕那九十九只羊中又会丢掉了几

只。这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在天主前，却没有什

么不可能的事;况且耶稣说这比喻的用意，在说明天主爱人之

深，绝不愿任何人丧亡。至于比喻的结论所说:为了这一只失

掉了的羊，牧童感到的喜乐，比为那没有失掉了的九十九只羊

所感到的更大;这绝不是说:那么世人就该先犯罪，然后再悔

改，叫天主格外喜乐;而是说，一个罪人回头时，天主另外喜

欢，这种喜欢不是九十九个义人所能给他的;就如一个母亲，

见到自己的一个儿子，由垂危的大病中忽然痊愈，所感到的喜

乐，自然比对其他没有患病的儿子，所感到的喜乐更大。但这

绝对不是说，那位母亲对其他没有患病的儿子就不喜爱，甚或

希望他们也都一一染得重病。

o 12-14 节论述在上的对在下的当尽的义务。 15-18 节是说明在上

的所享的权利， 15 、 16 两节却先说明兄弟彼此间应有的态度。

15 节可说是论及教会在上的对在下的所有权利的引言:如果教

会里的人，不幸有了不是，当怎样处置。 15 节"如果你的弟兄

得罪了你"一句，最后的"你"字，在很有价值的古抄卷内，

如 S 和 B卷就没有。那么本节之"你"字，不少的学者以为是

由路 17:3 窜入的。如将本节的"你"字去掉，则当译作"如果

你的兄弟犯了罪"，意思是说，要我们本着爱德，规劝犯罪的弟

兄。如今依据许多古抄卷和考订家的意见，仍然保留"你"字。

o "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或"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
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目的只是为了他的好处;所

以接着说"如果他昕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 "当你和

他独处的时候"一句，是叫人不要只顾目的而不择手段;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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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规劝他人时，要注意爱德，只在你和他两人独处时，

不要在第三人前，免得把事传扬开去，有伤恕道。"但是如果他

不听"在这种情形下"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好叫无论

什么事，凭……得以成立。"这经文，是引自申 19:15; 意思是:

一人可以歪曲事实:为证明一事，要用一个或两个人当作见证，

这样方可避免歪曲事实。所以这第二步骤，仍是出于爱，仍是

兄弟私下的商讨:一方面只使一二人知道，仍不将他的罪过公

诸大众;他方面，不直接把他送交教会，先尽可能在法律权威

外，设法使他悔改;三方面，有了两三人的口供，可证明事实，

证明在实行第三步骤，即将交与教会之前，已尽了最大努力，

叫他悔改。 但最后"若是他仍不昕从他们"即他仍执迷不悟，

或仍固执于恶，有证人可以作证，那只有"你要告诉教会"了。

这里所说的教会，当与 16: 18 耶稣将在伯多禄磐石上所要建的

教会相同，所以即是耶稣所立的圣教会，而不是犹太人的会堂:

这由 18 节更可以看出。为此这里所说的教会，一方面可说是指

地方教会，另一方面，也可说是指全教会。因为地方教会只是

圣而公教会的一部分，和所谓全教会，根本没有分别。"如果他

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拿他当作外教人和税吏。" "外教人和税

吏"一语，当然是一比喻之辞，意思是说:把他当作当时由会

堂里逐出来的人(若 9:34) 一样看待。在耶稣立的教会内"税

吏气就征收税务本身说，已不能算是坏人;耶稣所以说"外教

人和税吏"，完全是就合宗徒们的理解力。当时犹太人藐视外教

人，轻看税吏，宗徒们自幼耳濡目染，对这态度，非常清楚。

今耶稣要宗徒们将不服从教会命令的人，比作外教人和税吏，

宗徒们自然马上领悟耶稣的用意，即不要以不服从教会命令的

人为弟兄，为信友。为此，从本节圣经可知，教会对违犯规诫

而不悔改的教会人士，有把他们开除教籍的权柄。 18 节"我

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的经意，与玛

16: 19 节完全相同(参看 16: 13-20 经文和注〉。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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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 的话，是耶稣给伯多禄一人说的"凡你在地上……"

这里却是对宗徒团体说的"凡你们在地上……"为此，宗徒

们在世上，所有的束缚释放的权柄和i直至望一样 。 可是因为

16: 19 的话，只是向伯多禄一人说的，为此教父及圣师们推

论，宗徒们的权柄是在伯多禄之下，要服从首长的指示;而伯

多禄的权柄，只是在耶稣以下，并且辖制耶稣的全部羊群 。 伯

多禄这种全权传给了他的继承人一一教宗。至于其他宗徒既是

同伯多禄一起得到了耶稣赐与的权柄，他们本人生时，同伯多

禄一起在圣教会内享有全权;但在他们死后，他们的继承

人一一主教，只对于地方教会有权柄，对全教会，必须全体主

教在一起，才有权柄;换句话说，主教团全体和罗马教宗一

起，对有关信德和道德的问题，才会不能差错:这即是本节和

16: 19 不同之点 。

o 19 、 20 两节，论共同祈祷。 在玛 6:5 ， 6 耶稣教训人析祷时，要

人进到内室，关上门，在暗处祈祷;在本节却说"若你们中二

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必要给你们成就。"两处的经义， 丝毫

不相矛盾。 在 6:5 ， 6 耶稣所说的，是针对法利塞假善人说的 。

他们之所以祈祷，只图叫人看见，那不是真正的祈祷。 所以耶

稣特别指出，真正的祈祷，是在和天主密谈。 天主既是无所不

在，所以虽然人在暗处祈祷，天父也必会听到，赐给人们所祈

求的 。 在这里耶稣是要说明，教会是一种社团的组织，有意训

诲信从他的和加入他所立的教会的人，彼此间应有的态度 。 本

章的主要宗旨，在训诲人要有爱德，所以说"若你们中二人，

同心合意……"，既说"同心合意"就决不能彼此不睦，甚或

有怨恨他人的心情，正与 6: 12 "天主经"里耶稣所教给我们当

念的一句"宽免我们的罪债，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

的意义相吻合。 此外从这两节也可隐约看出圣教会即为基督的

妙身，因为耶稣说"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

-起，在那里我就在他们中间。" "因耶稣的名字"即是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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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身份。几时两个或三个人，以基督徒的名义和身份，聚

在一起，已够为一代表教会的团体，所以耶稣，就如灵魂在肉

身各部分中一样，在他们中间 。 教会既同耶稣合成一体，那么

教友的祈祷，也就是耶稣的祈祷;既是耶稣的祈祷，天父自然

俯听，成就所祈求的。所以 19 节耶稣说"我那在天之父，必

要给他们成就。"这样的效果，固然是出于他们彼此间所有的

爱德，但同时也实在是因为有耶稣为我们代求，且同我们析求

的缘故。

(l) 21 、 22 两节记述伯多禄问耶稣宽恕人当宽恕到多少次?路 17:3 、

4 将恕人之道，记在戒立恶表之后;路的逻辑当是:立恶表当然

是伤爱德的行为，继而由立恶表的这种伤爱德的行为，论及其

他伤爱德的行为，而且更进一步具体地说"得罪了你"并说，

在一日之间，只要他悔改，纵然七次，你也要宽恕他。玛却将

本段和公众祈祷连在一起，也很合逻辑。 照上边所说的，公众

祈祷，可说是爱德的表现。为了妥善实行公众祈祷必须有爱德，

也即必须宽恕他人，所以玛在记述了公众祈祷后，紧接着就记

述恕人之道。。首先伯多禄问耶稣，要多少次宽恕得罪自己的

人"直到七次吗?"七次为犹太人是个"圣数"，含义很广，不

只是指狭义的"七"，而有许多次的意义。由耶稣给伯多禄的答

语和路 17:4 相比较，即可得知。在路 17:4 耶稣说"如果他一

天七次得罪了你，而又七次转向你说:我后悔了，你也得宽恕

他。"也许伯多禄仍记得上次耶稣的话，所以这次对他说"直

到七次吗?"伯多禄心中满以为七次已太多了;因按犹太人经

师的讲法:宽恕人三次已够了，第四次则不当再宽恕 。 可是耶

稣见伯多禄对他所说的"七次"有了误解，遂对他说"我不

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那么七十个七次，

等于四百九十次了 。 这虽然仍是个确定的数字，但实际上哪一

个人能每天四百多次开罪于人呢? 所以圣热罗尼莫注释本节

说"要这样多的次数宽免得罪你的人，直到他不能再得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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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22. 132) 。金口圣若望更直截了当地说"要常常宽

恕人。"

@ 耶稣在 23-34 一段内取了一个比喻来阐明人对人的宽恕之道。

这比喻通常称为"恶仆的比喻'气圣史用了三个意境来描绘这个

譬喻(一)君王向恶仆算账(二〉恶仆的刻薄(三)恶仆的

结局。(一)开门见山就说出这仆人欠他的君王一万"塔冷通"

(24) (塔冷通的价值，参见书末所附的度量衡币表)。这是一笔

很大的款子，约合我国六千万银圆。这仆人没有可还的，君王

下令叫他卖掉一切，甚至要他自卖为奴来还债。那仆人就伏在

地上叩拜君王，向他哀求说"主啊!容忍我罢! 一切我都要还

给你。"君王竟动了慈心，全免了他的债。这君王如此大方，恐

怕人世间不容易找到罢(二〉这恶仆为人的刻薄。他在受了他

主人这样大的恩赐后，刚一出门，就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德

纳"的伙伴。一百"德纳"是一个很小的数目，约合我国一百

块钱。简直无法与数千万银圆相比，而他竟"抓住他，扼住他

的喉咙"，迫他交出他所欠的来。虽然他的同伴也跪在地上，

恳求他，一如他曾在他的主人前一样。但这恶仆却置之不理，

硬把他下到监里。他的刻薄残酷，和他主人的慷慨大方，恰成

反比。(三)恶仆的结局。其他的同伴见他这样毫元恩情，自

然看不过眼，遂在君王面前把他告发了。君王自然不能不生气

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

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这是任何人都

要向他说的一句话。当然他无话可说。所以主人把他交给刑

役，把他下到狱里，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 35 节"如果你

们不各自……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全说出了这比喻

的意义:即要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弟兄，不但口头上，也要从

心里，彻底宽恕他们;否则我们的结局也将和这比喻里的恶仆

一样，天主要把我们下到苦狱里，直到我们完全还清了我们的

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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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新约有关天使的记载

毁约里比旦约中提到天使的地方更多，所谓"天使" CAnge

lus) ，即是天主所造的高超的受造物，是无形无像的纯神，犹如天主

与人间的居间者。因天使的本质属于纯神，所以圣经上多次称之为

"神" C Spiri tus) ，因此我国教会往往译作"天神"。这"天神"二字

不但说出他们的本质，而且也说出他们的所在处一一天上。所以至

今中国的圣教会仍沿用此名称:如总领天神，护守天神等等。

这些高超的受造物，虽然尊贵，但在天主前，却是天主的臣仆，

天主往往派遣他们到人间来，执行天主的旨意，因此圣经也多次称

他们为"使者" CAngelus) ，因而今日我国教会内外人士也多用"天

使"二字。在圣经上，这两种名称，多次混用，但在中文方面，我

们认为更好常用"天使"，因为"天神"二字容易引起教外人士的误

解，以为天主教是多神主义者。

耶稣时代，除撒杜塞党人外(宗 23:8) ，民间对天使实有的信念

都坚定不移，连耶稣自己也多次提到天使的名称，因此我们愿在此，

就新约所能贡献的范围，对"天使"的本性，他们的职责和他们的

数目与等级略谈一二。

(一)天便的本性:

天便是一种纯神体的受造物，不但实际上没有物质的形体，而

且也没有与物质结合的趋向(路 20:36); 所以不分性别，无需生育

(玛 22:30) ，但是永存不灭(路 20:36>0 C本段所述，也适于魔鬼，

因为魔鬼原是堕落了的天使，见默 12:7 0 ) 如果天使显现与人时，必

须藉一形体，通常都是藉着人形(见谷 16:5; 宗 1:10; 10:31) ，虽

充满光辉，这只不过是暂时的(路 2:9; 玛 28:3) 。

(二)天使的职责:天使的职责可分三种:

Ca) 对天主:天使或在天上(憨 7: 11 、 12) ，或在地下(蹬 2:

13 、 14) ，应当不停赞美钦崇天主。他们常有享见天主的幸福(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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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10) ，并时时奉行天主的旨意(玛 6: 10) 。

(b) 对基督:天使属于基督权下(荤 1 、刀，因为他们是他所造

的 (聂 1: 15-1 7) 。 他们曾向亘主IJ~报告过基督要降生成人的奥迹

(路 1 : 26--38) ，曾向白冷的牧童报告基督的诞生(蹬 2:9-15); 在旷

野里曾伺候过守斋后的基督(要 4: 11; 釜 1: 13) ，在主室里里山园

安慰过忧苦中的基督(蹬 22:43) 。 基督受难前夕，有十二军天使等

候耶稣调遣，来卫护基督(晏 26: 53); 基督复活后，天使曾打开了

坟墓，并报告了基督的复活(另 28:2-7); 基督升天时，有天使报告

门徒基督业已升天(宗 1:1 0- 1 1)，并拥护着基督一同升了天(玛 16:

27): 他们在天上常属于基督权下(伯前 3:22); 在审判之日，他们

将是基督的臣仆(玛 13 : 39-41; 24:31) ，随同基督再次降临(玛 25:

3 1; 路 9:26) ，此后赞颂他于元穷之世(默 5:11-13) 。

(c) 对人类:天使是人的护守者〈玛 18:10) ，助人获得永生

(希 1:14) ，因义人的善功和罪人悔改而喜乐(路 15:10) ，将义人的

祈祷献于天主台前〈默 8:2-4) ，将人灵送登天国(路 16:22); 他们

也关照人类肉身的健康〈若 5: 的 。 据四福音所载:天使曾显示与圣

母玛利亚(路 1:1ι38) 、圣若瑟 (1 : 20; 2: 19) 、臣加里亚(路 1 : 

11-20) 、白冷的牧童(路 2:8-11) 和热心的妇女们(玛 28: 5-7) 。据

宗所载:天使曾显示与宗徒们(1 :10-11)、斐理伯六品 (8:26) 、百

夫长苛尔讷略(10:3 、 31)、伯多禄(12: 7-11) 和保禄 (27:23) 。 此

外，圣若望宗徒在帕特摩岛上所见的神视，也是由天使所传示，予

以详解(默 1:1; 22:6 、 9) 。

(三)天便的数目和等级:

由新约中我们知道天使是无数的(见路 2: 13; 希 12:22; 犹 14;

憨 5: 11)，但彼此并不完全相等，故有等级的区别:圣伯多禄曾提到

三等，即:使者、掌权者和大能者(伯前 3: 22); 圣保禄又加了四

等，即:率领者、宰制者(弗 1: 21; 3: 10) 、上座者(哥 1 : 16) 和

总领天使(馒前 4:16) 0 (在旦约中只见有革鲁滨和色辣芬。〉总领天

使中卓卓有名者，有重塑$ (达 9; 憨 12:7) ，坦理盈$(蹬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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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辣法额尔 。 加侮额尔在圣经上虽然只称为天使，但圣教会却以他

为总领天使。 同样，辣法额尔的名字在新约中根本未见，但圣教会

也以他为总领天使。 见多 12:15 0

第十九章

耶稣往若尔当河东去(釜 10: 1; 蹬 9:51; 袤 10:40-42)

1 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就离开了加里肋亚，来到若

尔当对岸的犹太境内 。2有许多群众跟随他，他就在那里医

好了他们 。 。

离婚的问题(谷 10:2-12)

3有些法利塞人来到他跟前，试探他说"许不许人为

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 84他回答说 "你们没有念

过: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户且说:为此，

‘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身'

的话吗?6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身了 。 为此，凡天

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 " 87他们对他说 "那么，为什

么梅瑟还吩咐人给休书休妻呢?"8耶稣对他们说"梅瑟为

了你们心硬，准许了你们休你们的妻;但起初并不是这

样。 09如今我对你们说:无论谁休自己的妻子，除非因为

拼居，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

犯奸淫 。 " 010门徒对他说 "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

样，倒不如不娶的好。 " 11 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

所能领受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受。 12 因为

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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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 。 能领受的，就

领受罢!" 0 

堕壁祝福孩童 (釜 10: 13-16; 蹬 18:15-17)

13那时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要他给他们覆手

祈祷!门徒却斥责他们。 14里壁说"你们让小孩子来罢!

不要阻止他们到我跟前来，因为天国正属于这样的人。 "

15耶稣给他们覆了手，就从那里走了。 @

耶稣与富少年(釜 10:17-22; 蹬 18: 18-23) 

16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师傅!我该行什么

‘善' 为得永生?" fj) 17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

‘善 '?善的只有一个。 如果你愿进入生命，就该遵守诫

命。 " 1 8他对耶稣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即是不可杀

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19应孝敬父母，

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 020 那少年人对耶稣说:

"这→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21 耶稣对他说"你若

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

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 。 " 4D)22少年人一昕这话，就忧

闷的走了，因为他拥有许多产业。 @

财富的为害(谷 10: 23-27; 路 18: 24-27) 

23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富人

难进天国 。 24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

国还容易 。 " 4FJ25门徒们昕了，就非常惊异说"这样，谁

还能得救呢?"26坚壁注视他们说"在人这是不可能的;但

在天主切都是可能的。" 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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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的赏报(谷 10:28-31 ;路 18: 28-30) 

27于是伯多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

随了你;那么，将来我们可得到什么呢?" 41)28耶稣对他们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

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

宝座上，审判伊撤尔十二支派。 6)29并且，凡为我的名，

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妻

子，或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

生。 æ30但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

先的。 " <<Þ 

@ 由这章到 25 章为本福音的第五卷;本卷所论，大意不外是:

"天国快来了!"参阅引言第一章。 01 、 2 两节，如在 7: 28; 

11: 1; 13: 53 及 26 : 1 ，以他习用的笔法，总结上文而起下文，叙

述耶稣最后一次离开他的本乡一一加里肋亚去耶路撒冷， f1J受

难前所发生的事。 在耶稣未进耶黎昂以前所发生的事，玛与谷

所记大抵相同;惟独路所述的，多不见于前二福音内(路 9: 51-

21 : 38) 。 耶稣这次去耶路撒冷，本有意经过撒玛黎雅，但那里

的人见他是去耶路撒冷的，就不愿收留他(路 9: 52-56) 。 他只

得折回，再取加里肋亚人去耶路撒冷惯常所走的道路，即由提

庇黎雅湖以南，渡过若尔当河，沿河东岸，下到培勒雅。 在培

勒雅，再渡若尔当河到耶黎蜀，由那里直上耶路撒冷。 由 17:24

可知，耶稣是由葛法翁出发的 。 2 节说:有许多群众跟随耶稣，

他就治好了他们的疾病;谷 10:1 却说:群众聚集到耶稣眼前，

他就照旧给他们讲道。 这是一事的两种看法:耶稣沿途行来，

也讲道也治病;谷着重他的训诲，玛却着重他的治疗疾病。 至

于本章记事的历史次序，参阅年表 145 、 169 、 170 、 171 、 1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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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除最后三节外，大抵与釜 10:2-12 所述相似;然而二圣史

立论的出发点，却不相同:要是依据选主教义，专对盐主人讨

论离婚的问题;而釜却附带涉及了当时妇女所享有的离婚权利，

所以在 10: 12 节内，他特别标出"如果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另

嫁他人，她也是犯奸淫。"。耶稣来到堕塾墅，就遇见了一些洼

利塞人，他们原来仇恨耶稣，所以每次与他相见，总提出一些

问难的话，想找个藉口来陷害他。 这次，他们就向他提出这有

关离婚的事。要是直接以选型塞人的话发问，且所问的并不是

许不许离婚，而是许不许任意离婚。 釜 10:2，就没有说得如此

清楚。 依堕墨法律，丈夫可以休自己的妻子(见史 24: 1-7) 。 法

律指出休妻的理由，是"妻在丈夫的眼里不见宠，因为丈夫在

她的身上发现了什么难堪的事 。"究竟什么事，才算是"难堪的

事"?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 于是后世经师关于此点，意见很

不一致，大概可分为两派:希肋耳派与霞玛依派(详见 5 章注

二十一〉 。 希肋耳派谓法律上所说的"难堪的事"是指妻子身

上任何不见悦于丈夫的事。 霞玛依派却说是只指妻失节与人有

私的事 。 法利塞人大概是属于霞玛依派的 。 民间对于离婚，多

随从希肋耳派的主张 。 法利塞人对此有所不满，就问耶稣，是

否可以任意离婚，知道他原是反对离婚的 (5:31 、 32) ，看他这

次怎样答应。 如果他偏袒霞玛依派，就不免得罪拥护希肋耳派

的人;如果他绝对否认离婚，就是破坏梅瑟的法律，他们就有

借口来控告他了 。 耶稣不愿被牵入他们的纷争;在他们提出这

问题以后，耶稣反问他们，梅瑟对此有何吩咐，他们引经据典

答复了耶稣。

@ 耶稣也引经据典驳斥他们，指出原始的婚姻法律，是不容男女

分离的 。 梅瑟的婚姻法只是一时的权宜办法并不是永久的法律，

也不是创造男女者的本意。 谷与玛所述虽相同，但前后次序却

有差异:玛的叙述，虽是一问一答，却是辩论体;而谷的叙述，

只不过是问答体。 5 节所引是在刽 2:24，剑内这些话原是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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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厄娃以后，所说的话;但此处引来，却作为天主所说的话，

因为亚当是代表天主立言，所以也算是天主的话。 "为此" 二

字，承上启下，说明人与父母，及人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是有

区别的:父子之间有彼此，夫妻之间是没有彼此的，因为他们

二人已成了一身，这是"天作之合"任何人没有权柄使他们分

离的 。 耶稣这一句话，恢复了原始的婚姻制度，而奠定了家庭

的基础，使男女在婚姻上绝对平等。 惟有一夫一妻制，才能维

持男女婚姻权利的平等;惟有一夫一妻制，才能使家庭的基础，

永不动摇。 法利塞人问"纳税" (22: 15-22) ，耶稣就乘机给世

人划清了神权与政权的界限。 这回他们问"离婚"耶稣又给世

人渣清了男女间的关系 。

。 他们明白了耶稣反对休妻，于是说:梅瑟为什么命我们给休书

休妻呢?他们提出的异议，是相当有力的 。 梅瑟的法律，是天

主的法律。 梅瑟准许人离婚，亦即天主准许人离婚;所以耶稣

说"梅瑟准许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的心硬。 " "心硬" 二字，

说尽了伊民对天主和对梅瑟的态度 。 梅瑟并没有命人离婚，换

句话说:他不愿人离婚;如果要离婚，就该写休书，交给被休

的妻子，使她恢复自身的自由(申 24:3、的 。 梅瑟所命的，是

该给休书 (5:31) ，并不是以此取消自创世以来，上主所原定的

婚姻法。就如圣保禄宗徒所提倡的一种婚姻特权(格前 7: 12-

17) ，也是一时权宜的办法，并不因此就推翻耶稣所颁定的婚

姻法。

o 9 节为这篇议论的中心 。 梅瑟只是藉上主的名义，颁定法律，耶

稣却以自己的名义，立定法律;足见他享有与天主同等的立法

权。 耶稣说"无论谁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凡

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 (谷 10:1 1) 。 玛此处，却附有"除非因

为拼居"的条件，这是为答复法利塞人所问，是否准许为了任

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的问题。 玛 5: 32 也附有这条件。 这句经

文，见于大多数的古抄卷，似应属于原文。 "拼居" 一词，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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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奸淫"，它的意义，直到近代，仍没有弄清楚。 所以普通

解作:妻子一时失节，与人通奸的行为 。 可是按现代的一些著

名言语学家，解作"拼居"详见 5 章注二十一。 与人拼居，没

有夫妻的关系，自然就应该分离 。 吾主耶稣的意思，是绝对不

许离婚，决不可拼居。 玛 10 、 11 、 12 三节，是耶稣单独与门徒

间的对话，可能是法利塞人败退以后，耶稣对门徒们重申他对

法利塞人所发表的言论，门徒们才向他说:如果人同妻子的关

系是这样，就不如不娶。 9 节"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虽不

见于谷，但与谷 10: 12 节的意义相同 。 依犹太法律，妻元权要

求离婚;谷编撰福音，既然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外邦民族，

那么，他只有依据当时各地遵行的罗马法律，没有把9 节最后一

句，贴在男人身上，而只贴在女人身上。

o 1 0-12 三节，上面己说了是玛所独有的， 10 节是承上启下的关

键，门徒在旁细听他答复法利塞人的话，不禁败兴，说出"不

如不娶的好"的话来。 耶稣见他们明白了自己的话，就不再加

分说，只根据他们的议论，给他们讲了终身不娶不嫁的"童贞

生活"的道理。 他既以婚姻为天主所立的制度，就应以天主的

本意为婚姻的原则;但他并没有说人人非结婚不可。 门徒既说

出"倒不如不娶的好"的话，耶稣就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

人所能领受的" "这话"一语，严格地说来，也不是指 10 节门

徒所间的话，也不是指 12 节耶稣所要说的话，而是指夫妻间的

关系，或男女间的事。 "领受"依原文，不只是指一种理性的动

作，而且也是指一种意志的动作。 "这话"或说"这事"不是人

人所能领悟实践的，惟有那些得到上天援助的人，才可以领悟

实践。 为什么? 12 节就说出他的理由 。 实在， 一个人如果不明

了耶稣所讲的婚姻的道理，他如何能明了他所讲的贞洁的道理?

耶稣遂用易于明了的隐语，暗示从此已有人为了天国而终身不

娶的人，就如生来的阉人 (指生来元性能力的人) ，和已去势的

太监，终生不能再改变他们身体的状态;同样那"为天国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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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的人，也终生不可改变他们自身的生活状态 。 "为了天国"

而终生守贞的目的，不外是更容易进入天国(路 13: 24) ，或更

容易为天国而奋斗工作(格前 7: 32-34) 。 圣教会历代的一切男

女隐修士所追求的，就是前一个目的;男女传教士所寻求的，

就是后一个目的;圣教会之所以历久不衰，就在于她能维持婚

姻的神圣与不可分离性，由于对基督的爱情，产生了多少童贞

的英雄。 像这样高尚卓绝的理想与生活，如元上天的启迪与协

助，人是无法明了与实践的 。 为此耶稣总结说"能领受的，就

领受罢!"这是一句鼓励的话。圣热罗尼莫解释这句话说"他

要每人考虑，看看自己有没有力量实践耶稣的贞洁劝谕……他

在规劝激励自己的勇士，争取贞洁的锦标……那能战的勇士，

愿他力战，得胜，凯旋!"

@ 这一段谷与路极相似，玛与谷亦大致相同;但谷 10:15; 路 18:

17 ，己见于玛 18:3 节内，故此处从略。 13 节说:有人给耶稣带

来一些小孩子，要耶稣给他们覆手祈祷。 谷与路却说，是要耶

稣抚摩，因他们曾见耶稣伸手摩人，可疗病驱魔，就争先恐后

把自己的小孩子都带来，叫耶稣抚摩，免受病魔的侵害。 慈祥

可亲的耶稣，对于儿童原有一种莫可名言的吸引力，为父母的

又愿自己的儿童得福免祸;所以耶稣每到一处，总不免有儿童

前来亲近他;次数多了，门徒们就讨庆，声色俱厉地恐吓他们。

耶稣见门徒如此恐吓天真无邪的儿童，阻止他们到自己跟前来，

反而愤愤不平，斥责门徒(谷 10: 14) ，遂下令说:快让儿童到

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看!一面是一群粗暴的渔夫，一面

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围绕着一位慈蔼可亲的师傅:这真是

一幅天国的写照，即使耶稣不开口，由此情此景中，我们也能

体味到他的心意。 但他毕竟开口了，又乘机教训门徒一番。 耶

稣并没有说:天国是儿童的，而是像儿童的人的，所以人不像

儿童，就不能入天国(格前 14: 20) 。所谓像儿童的，即是说人

当有相似儿童的诚实无邪，坦白谦逊，虚心受教等美德。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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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要人天国的人的典型，耶稣怎能不爱他们?釜 10: 16 还说:

耶稣覆手祝福时，竟将他们抱在怀里。看!降生为人的天主耶

稣，怎样喜爱儿童，你还敢轻视他们，甚至还引他们犯罪吗

(1 8:5 , 6)? "他就从那里走了"这是玛述事收尾，另起一段的

笔法。

@这一段同见于前三福音内;但如把釜与蹬所记载的两相比较，

更现出理有他自己的特点，并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费是依

据谷而稍有所增损。玛是平铺直叙，谷却以生动的文笔，描写

这少年一腔热忧，跑来跪在耶稣脚前。这少年是怀着好意来求

耶稣的指教，耶稣也一一答复他所问的，并且叫他来跟随

自己。

o 16 、 17 两节，与釜蹬所有的经文不同，釜与蹬几乎完全相同。

谷 10: 17 、 18 作"善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善?除

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玛却作"师傅!我应行什么

‘善为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善

的只有一个。"谷与路以"善"为形容词，来形容耶稣是善师。

玛却作名词，问为得常生当行的"善"。玛的经文按古抄卷，与

教父的引证，都证明一定为原文，决不是由谷与路的窜改而来;

因为谷与路的经文，较为明了易读，决无改易就难之理。。这

段对话的着重点，在"善的只有一个"。为说明"善的只有一

个"玛以少年为出发点，谷以耶稣为出发点。所以码以耶稣答

复少年之所问，而归结到"善的只有一个"因为一切美善，都

来自惟一的天主。这少年人为什么要前来请教耶稣?因为他见

耶稣为人良善，讲的道理也好，为此他前来，向他特别请教，

希望耶稣能给他指示一个格外获得常生的稳妥门路。耶稣的答

复，不外是说:若你说我好，但我所做的，都是看我父怎样做，

我才怎样做(若 5:19) 。若你说我的道理好，我的道理不是我

的，而是那打发我来者的(紊 7: 16 、 17) 。 一句话:一切美善都

是天主的(赘 1: 17) ，所以只有他好。 耶稣的答复，原是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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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目的是在要这少年明了，惟独天主是美善的 。 要得常生，

就是要获得这惟一美善的天主;要得到这惟一美善的天主，就

得向他走去;那向他走去的道路，就是他的意旨，他的诫命

(7 :21 ;若 12:50) 。 所以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愿进入生命，就该

遵守诫命。"那少年反问说"什么诫命?"少年人这样发间，是

愿说话有权威 (7:28 、 29) ，宣讲天国福音的耶稣 (4: 23-25) , 

给他指明那进入生命，特别见效的诫命;所以在他说出"这一

切我都遵守了"以后，他还问，还缺少什么 。 耶稣向他提出的，

是人要人天国，该守的基本诫命:天主十诫(出 20: 1-17; 申 5:

ι18) 。 耶稣不提前三诫，而只提后七诫，最后又把他所提的诫

命总归于"爱人如己" (肋 19:1时，这是因为他在世所讲的新诫

命(若 13:34) ，就建立在这"爱人如己"的诫命上;如不爱他

所看见的人，如何能爱他所看不见的天主(若- 4: 19-21)? 

@这少年人，进入天国的基本条件是有了，但他还愿出乎寻常，

所以他问:还缺少什么?还有什么更"善"的事可做?天国虽

只有一个，但到天国的路，却有远近难易的区别，在天国内的

等级，也有高低前后的区别(若 14:2 、 3; 格前 15: 41)。进入

天国，使人在天国获得崇高品位，轻便快捷的道路，就是福音

内耶稣所指给人的三种劝谕 (a) 绝色，终生守贞(19:12);

(b) 绝财，不要私产(19:21); (c) 绝意，不自作主张(19 : 

21; 16: 24) 。 既是劝谕，就不是诫命。 诫命是人人应该遵守的，

劝谕不然，守不守，全在人自愿与否;为此耶稣说:你若愿意

是成全的，去，变卖……(19:21); "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

国，而自阉的" 09:12); 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自

己的十字架 09 : 21; 16: 24 ) 。 玛在 20 节内才指出那问耶稣的

是一个少年人，谷与路未曾说出他是否是一个少年。 玛与路都

未言及耶稣对这少年的感觉;谷循其常例，还用了一句话，来

描写耶稣当时对这少年的情怀说:耶稣定睛一看，就喜爱他

(釜 10:2 1) 0 "还缺少什么"这句话，在要是出于少年的口，说



251 玛窦福音第十九章

出他求成全的心愿。 谷 10 : 21 节却作"你还缺少一样。"是出

于耶稣之口，是耶稣对这少年的一番劝谕和鼓励。

@那少年败兴的走了，因为他没有勇气，随从耶稣给他的劝谕。

这就是我们平素所说的"失落了天主的圣召 。"像这样的人，

难救自己的灵魂;为此有许多教父说:这少年得救与否，很成

问题。 耶稣没有吩咐他把自己的财产转让，或卖给自己的亲

友;也没有要求他，只卖去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而是要他把自

己的全部家业卖掉，施舍给穷人，然后来追求天上的财宝;因

为这样，才配跟随贫穷的耶稣 (8:19 、 20) ，才能以天国为自

己的产业 (5: 刀 。 玛"少年人一听这话，就忧闷的走了" 。 耶

稣在他心中所撒的圣召种子，竟为爱财的心所窒死，多么可惜

(13: 22) ! 

4Ð 23-26 四节是上述之事的结论。 这段话，虽见于前三福音内，但

谷比玛叙述较详，路较为简短。 谷 10:24 不见于玛，亦不见于

路。 玛是继续前事立论 ， 所以说"富人难进天国 。"而谷与路

却泛指天下所有的富人，所以作"有钱财的人……"。耶稣见

这少年忧闷的走了，就对门徒们说"富人难进天国 。"难到什

么程度?他就具体解释说: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 如此说来:

贫穷的劝谕，竟成了贫穷的诫命了么?如果不是为人人如此，

至少为一般富人该如此。 其实不然，劝谕毕竟是劝谕，并没有

变为诫命。 人天国的都应是穷人，因为天国是穷人的天国 (5:3;

蹬 6:20) ，穷人如心不穷，仍难进天国 。 富人如心穷，仍能进天

国 。 耶稣在这里，也只说富人"难"进天国，并没有说，富人

"不能"进天国 。 "钱财"本身并没有好坏，好坏全在于人使用，

全在于人对它的态度 。 人如赚得了世界，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

于他有什么好处 (16: 26) ? 这少年竟为了钱财，而放弃了耶稣

指给他的进天国的捷径。 宗徒们因为没有钱财，耶稣一召，就

应声而去。 耶稣有鉴于此，就对在场的门徒说"富人难进天

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 这譬喻常见于犹太人的文献，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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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些学者， 以"骆驼"为"船索"之误，因原文二词，形声

都极近似。另有一些学者，愿把"针孔"译为"最窄小的城

门"这也是不必要的。耶稣的这譬喻，比得有趣，正是要提起

听众的注意。

@ 门徒一昕这话，就发问说:如此谁还能得救!门徒怎么竟说出

这样的话?耶稣并没有说"不能"而只说"难'气论理他们应

该说:如此我们算是得救了:一来我们是穷人，二来我们抛弃

了一切，跟随了你。他们却说:如此谁还能得救?他们既说出

这话，就该有他们的理由。我们该知道:他们是属旧时代的人，

依旧约的教义:贫穷人固然是天主特别眷顾爱护的人，但是财

富尊荣也是天主赏赐他忠信的仆人，奉公守法的报酬。 怎么这

样一个自小善守诫命的少年，因不变卖自己的产业，就难进天

国?甚至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呢?所以他们说"谁还能得救?"

按路 18:16，说这话的不是门徒，而是在旁听讲的人;这些人，

也许是富人【。如果这句话，是出于一些富人之口，就不难解释

了。"耶稣注视他们"这一注视，表示惊异，也表示爱怜:惊

异他们到现在尚不了解他所宣讲的天国的道理;爱怜他们，因

为他们抛弃了一切，来跟随了他;于是对他们说"在人这是

不可能的;但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 。"对于天主，没有不

可能的事;人如依靠天主，也没有不可能的事(若 15: 5; 斐

4 : 12 、 13) 。

@ 前一段是耶稣答复门徒们的话，这一段是耶稣答复伯多禄的话。

三圣史都有所记载，但彼此之间却不尽同。谷与路所述的，只

是伯多禄对耶稣给少年所说的话，所引起的感想。玛除此以外，

还有他对耶稣所发的一个实际问题。 为此在耶稣的答话里，也

有一番话是专对十二宗徒说的;路却以这番话，是耶稣在晚餐

中对十二宗徒说的(路 22:30) 0 0伯多禄听见耶稣曾许给那少

年天上的宝藏，又听见他在这少年败兴走了以后，所说"富人

难进天国"的言论，就往自己和自己同僚身上一想，遂开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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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来眼随了你;那么，将来我们

可得到什么?"率直的但至茧，坦里盟主海边的-个渔夫，所抛

弃的，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一船一网。他不说我不打鱼了，而

说"我们舍弃了一切"所谓"一切"是指他"已有"和日后

"可有"的一切，即是抛弃了一切占有的欲望。抛弃了这一切的

目的，是为"跟随你" "跟随你"实行那天父的旨意"眼随

你"在世建立天国。世上历来有不少遁迹深山的隐士，或超然

物外的豪杰，抛弃了世财世物;但他们是有求于己，而行己之

所好，不若门徒之舍弃了一切，跟随耶稣，乃是为牺牲自我，

而求成全天父的旨意:这是二者之间，所有不同之处。"将来我

们可得到什么呢?"显然与 21 节，所有"你必有宝藏在天上"

一句相对。

@ 耶稣以"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也指天下后世，一切步宗徒后

尘，来跟随他的人。"重生"π品tγγE四σ问，就是所谓"再生"

最初只用为人。古代有些民族，相信人死后，肉躯还要过一种

新生命。后来凡是时代的更新，或一民族的复兴，也称之为

"重生"。希腊作者用此词，常带有末世的意味，指世界最大的

转变。犹太人也有新天新地的思想(依 65:15; 66:22) ，但他们

却始终不以人能"再生"。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中除撒杜塞人

外，大概都相信肉身的复活;但对于人要"再生"他们是没有

这种思想的(若 3:3、的。玛此处所谓的"重生"，是指世界末

日要出现的新秩序:其时己死的要复活，尚活的也要一同被攫

去，为听耶稣的审判(得前 4: 13-18) 。如此说来，就如一些学

者说的:把一切事，都笼罩在耶稣快要来临之下，不如同谷与

蹬分现世和来世了;或者，如另有一些学者所说的:~爱以

"末世论"来论事，所以在他所节录的谷 10: 28-31 一段内，也带

上了"末世论"的色彩。其实并不是这样，三圣史在此都是讨

论得"常生"之道;但是这"常生"在现世就已开始(若 6:

40; 10:27 、 28) 。这问题本来与"末世论"有关，参阅先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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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第六章第二节与第三节。 "光荣的宝座"按犹太人的观

念，是指天主施行审判时，所坐的荣耀的宝座(达 7:9 、 10; 玛

25: 31) 0 "十二"宝座"十二"支派，都是成数，含有象征的

意义，不然，圣保禄就没有宝座可坐;肋未支派，也就不会受

审判 。 所谓"十二宝座"，是指宗徒集团，所谓"十二支派"是

指"新伊撒尔"全圣教会(迦 6: 16) 。 全圣教会，亦即全世界

的人类，因为天父赐给圣子审判人类的全权(若 5:22 、 23) 。 宗

徒们是耶稣在世建立，并扩展天国的伴侣，为此当耶稣再来审

判世人时，他们也要与他陪坐，一同审判世界 (28: 1 8-20; 路

22: 28-30): 这是耶稣给宗徒们所许的特殊权利 。 后世凡继宗徒

位，代表耶稣统治在世的天国一一圣教会的人，也要分享耶稣

在此处所许给宗徒们的权利(智 3:8; 格前 6: 2-4 ) 。 为此路 22:

30 只说"要你们坐在宝座上，审判伊撒尔十二支派"，并

未提及十二个宝座的话。

4D 29 、 30 两节，是耶稣给宗徒与后世，为他的名牺牲效劳的人，

所许的报酬 。 "为我的名"，谷 10: 29 作"为了我，并为了福

音" 。 路 18:29 作"为了天主的国"三者意义相同;不过，玛

更富于闪族语的意味。 29 节内所述的人物，前后的次序与种类

的多寡，三圣史虽不相同，但含义却相同 。 。玛虽未如谷与路

分现世和来世，但在他的笔下，百倍之赏与永生，显然也是两

件事。 所谓"百倍"有些学者，以为是请跟随耶稣者，所得的

超性的圣宠神恩，其价值百倍超过现世的福乐 。 但另有一些学

者，以为不只指超性的恩宠，也指现世的福利 。 为了基督而放

弃一切的人，天父必慷慨大方百倍赐给他现世的急需〈路 22 : 

3日 。 所谓"百倍"却并不是说:从此就再也不感到生活上的

困难(谷 10 : 30) 。 人原是为天国而放弃了一切，为天国而奋斗，

遭受困难，是求仁而得仁，又何奇之有。 如若放弃了一切，而

只急于"百倍"之报，这不是纯粹的自私吗? 看圣保禄在格后

6:10 与斐 4 : 11-13 所说的，就知道人应如何为天国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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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þ 30 节的意义，是劝人要善始善终，警告为天国而舍弃世上一切

的人，不要自负懈怠;但应如在运动场上竞赛的人，务必要夺

得锦标 (攫前 9: 24-27) ，因为天国是要用力争取的，所以在前

跑的，不敢保证自己常是在前;在后的，也不一定常是在后，

何况天主的圣宠，更不是人力可赚取的(芝 9:1 8-23) 。 下章的

譬喻，就是解释这句话的意义，为此仍以这句话，作为譬喻的

结论 (20: 16) 。 釜虽有这句话，也在这个地方;但不容易解释，

因为不能由上下文指出它的意义。 路却把它放在 13:30，意义也

不甚明显;惟独玛把它放在这里，甚为适合。

第二十章

雇工的譬喻

1"因为天国好像一个当家主的人，清晨出去为自己的

葡萄园雇工人。 02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就派

他们到自己的葡萄园里去了。 83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

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 4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

的葡萄园里去罢!凡照公道该给的，我必给你们。5他们就

去了。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他又出去，也照样作了。6约

在第十一时辰，他又出去，看见另有些人站着，就对他们

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7他们对他说:因为没

有人雇我们。他给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里去罢 88到

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上工人来，

分给他们工价，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9那些约在第十
-时辰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德纳"。 10那些最先雇的前

来，心想自己必要多领;但连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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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11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 12说:这些最后雇的人，

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

热的，同等看待。 13他回答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不亏

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14拿了你的走

罢!我愿意给这最后雇的和给你的一样。 015难道不许我

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

眼红吗?16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会成为

最后的。" 0 

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谷 10: 32-34; 路 18: 31-34) 

17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暗暗把十二个〔门徒〕带到

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 018 "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于司祭长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 19并且

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死，但第三天，他要

复活。" 8 

载伯德二子母亲的要求(谷 10 :35-41)

20那时载伯德的儿子的母亲同自己的儿子来到耶稣跟

前叩拜，向他请求一件事。(i)21 耶稣对她说"你要什么?"

她对他说"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在你王国内，一个坐

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22耶稣回答说"你们不

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爵吗?"他

们对他说"我们能。 " 023耶稣对他们说 "我的爵你们固

然要饮，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我

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 CD)24那十个昕了，就恼怒他们两

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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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主谦逊(釜 10:42-45 ;蹬 22:24-27)

25耶稣叫过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

他们，有大臣们管辖他们。26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谁若愿

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27谁若愿意在

你们中为首，就当作你们的奴仆。28就如人子不是来受服

事，而是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 4D 

耶黎昌的瞎子(釜 10:4ι52; 蹬 18:35-43)

29他们由耶黎蜀出来时，有许多群众跟随耶稣。拥有两

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坚壁路过，就喊叫说"主，适应

之子，可怜我们罢!" 4D31 民众斥责他们，叫他们不要作

声;他们反而更喊叫说 "主，主壁之子，可怜我们罢!"

32耶稣就站住，叫过他们来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作什

么?"33他们对他说"主叫我们的眼睛开开罢， "34耶稣动了

慈心，摸了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立刻看见了，也跟着他

去了。@

@ 关于本章所述的时间次序，参阅年表 173 、 177 、 178 、 179。这个

譬喻只见于玛，就其思想与结构来说，是圣经中最好的譬喻之

一，意义甚为明了。有些学者，斤斤于钻研每字每句的意义，

以为有几点不与寻常事实相符，就说无法解释。譬喻本是假设

的一个有寓意的故事。说譬喻的人，为叫故事活泼动人，自不

免加一些修辞上的陪衬。这些陪衬，并不尽然含有深意，如果

-一硬求解释，就不免有伤譬喻的大意。要明了一个譬喻的意

义，必须明了取譬者的用意;用意所在，亦即譬喻意义的所在。

所以我们在这个譬喻内不必追求:为什么这位家主不照常例，

→次雇够工人，却要分开去雇?为什么不派经理去办，却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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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去办?为什么只雇人做一天，而不照例做一星期?这都是些

元谓的问题。凡事必有例外，习惯也不必完全相同。这譬喻是

为解释前章，最后一句的意义，为此起首就用了"因为"一词。

@ 这里所比的，如 13:45; 18:23 一样，是把天国的情况来与园主

的情况相比，并不是把天国，比作身为园主的人。在巴力斯坦

各地，常可见到葡萄园，葡萄在地上蔓生，到了春季，就得请

人修剪，掘地施肥。耶稣此时逗留在培勒雅与犹太境内，当时

正是春天，便就地取材教训门徒和民众。按现在在耶路撒冷和

较大的市镇内，常见有三五成群的人，站在路口或坐卧在道旁，

等人雇用。平常雇用工人是为一星期;头一天早上，商定每天

的工价;到了最后一天日落散工时，就发给工资。此处为就合

譬喻的用意，一切都在一天之内。"德纳"本为罗马银币名，原

来只值十"阿色"因而得名:因"德纳"即是"十"的意思;

但自公元前二一七年后，一"德纳"竟值十六个"阿色"。一个

"德纳"的重量，昔日本为四·六公分，后为三·九公分。一个

"德纳"为当时工人一天的工价，参阅货币表。

@ 雇用工人，在田间工作，计算时辰，以日出为起点，以日人为

终点，大约为十二小时。所以此处所谓的清晨，即早上六点钟

前后;以此类推，三时即是早上九时;六时即是正午;九时即

是下午三点;十一时即是下午五点。依犹太人的计算，约在日

落以前一小时。 3 、 4 、 5 三节，不过是陪衬;所以 5 节把第六第

九两时辰雇工人的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6 、 7 两节，却是

譬喻的关键，到了快要日落西山的时候，他仍然出去雇人，足

见这主人另有用意。

。 日落了，该散工了;主人就命他的管事人，召集工人，分发工

钱。按法律，该在当天内，给人工价(申 24:1日。他特地吩咐

要由最后的开始，由这一句话，引起了下面一大段文章。照例

先来的工人，该先领工钱;因为以后陆续雇来的工人，都禾曾

正式议定过工价;所以先来的，也愿后来的先领，看他们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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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多少。园主有意表示自己的大方，就叫后来的先领，并且一

律给了他们一天的工资。 先来的见园主如此慷慨，就欣然前来，

想自己的工价总该比他们的多一点 。 谁知竟和他们一样，也是

一个"德纳"。 他们拿了，就抱怨园主不公平;园主就向提出抗

议的代表说:朋友，我对你们没有不公平，我们原议定了一天

的工价，为一个"德纳"。 对于后来的人我愿多给，也是拿我的

给了他们，于你们并没有什么亏损;你们不能因为我大方，就

生嫉妒 。

@按"眼红"一语，直译应作"眼坏"，为闪族语风，意指"嫉

妒"有如我国"眼红"或"眼热"。这个譬喻，曲折述来，

无非是为说明天国内，天主对人的态度，就如这位园主对待工

人的态度:以后来的居先，以先来的居后 。 对最先来的他保持

了公义，对最后来的他施展了他的仁慈。 耶稣知道自己快要离

世复归父怀(若 1:18; 13:1; 16:28) ，愿自己的门徒和来听他讲

道的人，清楚明了天国对人的关系，就给他们讲了这个雇工的

譬喻。 天主分施他的神恩圣宠，迟早无定时，多少元定规。 在

少年时被天主召选的人，不一定比在壮年时，或老年时得天主

眷顾的人所得的圣宠，又大又多。 犹太民族先被召选，反而在

外邦人以后进入天国 (8:11 、 12; 21:31 、 32) 。 卖耶稣的犹达斯，

虽身为宗徒，尚不如与耶稣同被钉作奸犯科，死前回头的右盗。

所以得到天主圣宠的，不应自负(若 3:27; 格前 4:7) ，更不应

不知足;因为我们所得的，全是出于天主的仁慈(罗 3:24; 格

前 15:10) ; 既出于天主的仁慈，就不应贪多嫌少。 总之，天主

对自己的恩宠，施与与否，有他绝对的自由 (罗 9: 14-23) 。 人

得了天主的恩宠，只应知恩报爱;对知恩报爱的人，天主决不

会吝惜自己的恩宠 。 拉丁通行本，和其他一些古译本， 16 节尚

有"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 一句 。 此句因为一些较古和较

重要的古抄卷都没有，为此学者，大都不以为原文，而视为由

22 : 14 窜入的旁注，藉以说明，何以最后的，反而在先，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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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而在后 。 依上下文看，这一句话似乎更适合 22: 1-14 所有

的譬喻，参见该处的经文与注解。

@ 耶稣决然离开了加里肋亚以后，即大约在公元二十九年十月到

三十年四月逾越节间，按若的记载，耶稣已两次去过耶路撒冷

(若 7:2; 10:22) ，这次已是第三次。 前两次对观福音没有记载。

关于其他往圣城的次数，详见 21 注一。 他这次上耶路撒冷是为

过逾越节。 就在这次过节的预备日，为救赎人罪，自作牺牲，

死于十字架上。 这以前，耶稣曾两次预言过自己将要受难:一

次是在凯撒勒雅，伯多禄认他为永生天主子后 06: 21-24); 一

次是在加里肋亚境内，显圣容以后 07: 22 、 23) 。 两次都是在

他受到光荣以后;这一次，他知道快要受更大的光荣了(若 17:

1-日，所以他不在事后，而在事前，预言自己快要受难，愿意

他的门徒明了:默西亚是应先受苦，而后才人享光荣的(路 24:

25-27) 。 这一回预言受难，大概是在三十年二月，见年表 171 。

前三圣史都记载了这预言，玛与谷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谷

多用了几句话，描写门徒当时所怀的情绪。 19 节的"钉死"

谷作"杀死"。 路所有的似另有所据，不与玛和谷全然相同 。 参

见路 18:31-34 的经文与注解。

@ 耶稣三次说自己受难的预言，以这一次最为详尽;因为他知道

大难快要临头，不必再避讳了，也不管门徒是否难过，就全告

诉了他们，等到事情照他的预言应验了时，他们不至于疑惑他

死后必要复活 。 当时民间流行着一种思想，以为默西亚是要征

服全世界，恢复伊撒尔旧有的光荣，使他们的版图拓展到天涯

海角(路 17:20; 谷 11:10); 宗徒们也是些满怀这样思想的人

(宗 1: 6) 。 耶稣为矫正他们的这种思想，就对他们说:人子要被

长老(只见于第一次预言内) ，司祭长和经师，交给外邦人。 他

们要戏弄，鞭打，钉死他 00:38; 16:24; 若 3:14; 12:32 ， 33) 。

耶稣说得这样明白，他们仍然不懂(路 18:3的 。 他们虽不明白，

却不如在第一次一样 (16:22 、 23) ，有人起来加以劝告。 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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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见耶稣己言之再三，且如此恳切，他们已没有勇气 ，

起来抗议;或者因为他们还记得那次耶稣，对劝告他的直遗值

多禄所加的斥责，不敢再次进言，触怒耶稣。

@ 这一段所述，包含两项:一是塾组蟹的妻子，为自己早已跟随

耶稣的两个儿子，向耶稣求爵位;二是耶稣乘这个机会，说明

在他的王国内，统治者所应有的态度。蹬对于第一项没有记载，

对于第二项记录在晚餐厅的训言内 (22: 24-28); 背景既不相

同，话语自有差异 。 玛与谷背景完全一样，述事的次序也完全

相同;独前半的布局，二圣史略有出人:玛是藉母亲发言请求，

她的儿子根本没有开口;谷是他的儿子直接请求，未曾提及他

们的母亲 。 按谷的记载:耶稣向他们发问的时候，不但提到自

己所要饮的爵，也提到了自己所要受的洗;及至谈到坐在右边

或左边时，他只说"给谁预备了，就给谁"并未言及父;后

半段几乎完全一样。 0"载伯德的儿子的母亲"是一种对女人

的称呼法:东方人在谈话时，若论一位女人，不直接说出她的

名字，而常以某某人的母亲来称呼 (27:56) 。 如果是一位未出

阁的女子，就用某某人的女儿来称呼。由谷 15: 40 与玛 27: 56 

两处看来，她的名字，似乎该是"撒罗默"。 有些学者，推想她

是圣母的姊妹;所以她还是依仗亲属关系，来请求耶稣呢!载

伯德的两个儿子，即是十二宗徒中的雅各伯和若望(谷 10:35) 。

他们二人在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就跟随了耶稣 (4:21 、 22; 若

1 : 35-40) 。 门徒在没有领受天主圣神以前，个个都怀有野心，

彼此争论高低C18: 1; 路 22:24) ，贪求虚荣(若 7:3 、 4; 宗 1 : 

6) 。 伯多禄居然曾直言不讳，要求耶稣答复:弃绝了一切而来

跟随他的人，将得什么报答 。 耶稣答复说:他们要与自己同坐

在宝座上审判万民 。 耶稣的这番话，原是为鼓励他们相信自己

决不会亏负他们为自己所作的牺牲;他们反误解了耶稣的心意，

因此更急于谋求高位。 不但盐1自堡的两个儿子如此，其余十人

又何尝不是如此。 载伯德的两个儿子，因为胆大性急(谷 3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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蹬 9:54) ，加以查望又知道耶稣特别宠爱他(袤 21:20) ，未免

有些年轻恃宠，就直接说出了。玛另有根据，说他们是与母亲

同来，要母亲代为恳求。年老的母亲，总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一

旦富贵，好分享他们的光荣。

@ 耶稣了解慈母爱子之心，见她与自己的儿子一同前来，便知道

他们有所请求;在得知他们的来意以后，就只向她的两个儿子

发问。耶稣向他们两兄弟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言外

是说:如果知道，就不会求;他们原来不知道他所要立的王国

(谷 10:30 作"光荣勺的性质，是"以辱为荣，以苦为乐"这

是天父的旨意，是耶稣在世所要完成的使命 (26: 39-42; 若 4:

34; 18: 11) 。所以耶稣见他们求光荣，就问他们能不能喝自己所

要喝的苦爵。关于"爵"的意思，见 26:36 注十九。他们明白

了耶稣的话，就答说:能。至于他们明白耶稣的话到何种程度，

我们无法决定。自然在未领受圣神以前，他们尚不会彻底明了

天国的奥秘;但他们既要求高位，就该立番功劳，所以问他们，

能不能与自己共甘苦;他们自然该答应:能。

@ 耶稣断然预言他们必为自己要吃一番苦;但坐在他的右边或左

边，却不归他分派。事实上，雅各伯于公元四十四年左右在耶

路撒冷为黑落德所杀，捐躯致命(宗 12:2) 。圣教会在七月二十

五日，过他的瞻礼。他的弟弟若望，在耶路撒冷为主作证，曾

受人陷害(宗 4: 1-3; 5:40 、 41)。后在多米仙 (Domitianus 公元

八一一九六〉所掀起的第二次大教难中，曾被人投入油锅;后

又流徙至帕特摩岛(默 1:9) ，终于回到厄弗所城，在特辣雅诺

治下(公元九七一一一七) ，平安去世。如此他们两兄弟是十二

宗徒中最先与最后为主牺牲性命的。何以他们饮了苦爵，而不

能坐在他的左右?因为天国里的爵位，是由天父分派，人子来

只是为承行天父的旨意(若 4:34; 6:38) 。所以圣经上凡关于统

治世界之事，常归之于圣父 (24:36; 宗 1: 7) ，这也只是就耶稣

的人性而言;若就他的天主性，他完全与圣父平等，没有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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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的分别(袤 10 : 30; 14: 10 、 11; 16:2日。立王通行本，在

"不是我可以给"后，增"他们"二字，原文缺。

@ 其余十人听了，却异常气恼;耶稣知道这是他们的老毛病，就

乘机给他们解说明白，愿他们彻底明了他所要建立的王国，与

现世所有的国截然不同:世上的国家，有权有势的，就作威作

福，愿在万人之上而不愿在一人之下;在耶稣建立的国内，却

不是这样:谁愿意做大人，就该服事自己的属下;谁愿意是第

一个，就该是众人的奴仆，在万人之下而不愿在一人之上。为

此，在他的国内，那继他位替天父执行统治权的，是代天父行

事;他该求天父的光荣，为天父的臣民效劳，并不是藉此来营

求自己的荣誉，满足自己的野心，一句话"好牧童必为自己的

羊群牺牲自己的性命" (若 10: 7-17) 。历来教宗爱用的"天主奴

仆的奴仆"的头衔，其由来即出于此。耶稣的这番话，自不免

又要引起门徒的惊异;他为制止他们的惊异，就以身作则说:

"就如人子不是来受服事……"他服事人到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是为争取自己的光荣，而是为做大众的赎

价。所谓"大众"并不是说耶稣的救赎，只能救许多人，而不

能救一切的人。的确，人人都是耶稣所救赎的(弟前 2:3 、 4; 罗

8:32; 若 9:11-1日，但有许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就如圣

奥斯定所说的"耶稣一次流尽了自己的血，是为一切人流的 。

耶稣的血，若你愿意要，就是你的赎价;若你不愿意，就是你

的定案。"既说是"赎价"就证明人曾是奴隶，罪恶的奴隶

(若8:34; 芝 3: 23; 5: 12) ，魔鬼的奴隶(若-3: 肘。但耶稣却

以牺牲自己的性命，使我们恢复了己失去了的自由，再成为天

国的子民(罗 6:11-23; 迦 4:31; 若 8:36) 。

@ 前三圣史都记载了这件事。另叙事多注重意义，谷多注重情感，

所以釜的叙述常比较男生动。此外三圣史叙述这事，尚有数点，

彼此不相同~与釜说耶稣在出城时，行了这圣迹，蹬却说是

在进城时。要说是两个瞎子;釜与蹬却说是一个，并且釜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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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他的名字。 玛说:耶稣疗愈他时，还用手摩了摩他的眼睛;

谷与路却说:耶稣只看他对自己有信心，就医好了他。为解释

这些不同之点，学者想出了一些讲法:本是两个瞎子，谷与路

只提及一个，大概那一个瞎子，是在当时为一般人所认识的，

故圣史连他的名字也说出来。有的学者，以谷 8: 22-26 所述耶稣

曾在贝特赛达，以手摩治好了一个瞎子的事不见于玛，就以为

玛将两件事混为一谈，这似乎不可能;因为玛在 9:27-31 也曾述

说有两个瞎子求治的事，与此甚相仿佛;他没有将两事混为一

谈的必要。至于是在进城时，或在出城时，这倒不容易解释:

如说这两个瞎子，一个是在进城时，一个是在出城时;或者仅

是一个瞎子，一路叫喊，跟着耶稣进了城，直到出城时，才把

他治好:这两说似乎都不合乎经文的上下文。何况路明明依据

谷，而他仍然说来近耶黎蜀，足见他是另有所据的。近来有人

依据耶黎蜀，其时既有相隔二公里的新旧二城，所以就有出新

城人旧城，或出旧城入新城的说法。圣史所用的，即是这种相

对的称法。当时耶稣是由厄弗辣因城下来的，经过旧城入新城;

在新城内，医好了这两个瞎子:这是最近比较可取的讲法，其

实这都是些不关重要的问题，圣史所注重的是事迹，并不着重

它发生的地方，和发生时所有的一些细节，就如他们述事不注

重事情发生的先后一样;所以此处，不必在这些不关轻重的问

题上，多费解释。 O也许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黎昂去耶路

撒冷;其时离逾越节不远，沿途满了上耶路撒冷朝圣过节的人。

耶稣传教己二年了，他的名声己传遍各处，所以每到一处就有

大群人跟着。 耶黎昂是圣经中常提到的一座有名的古城(户 22:

1; 26:3; 申 34: 1 、 3; 苏 2: 1; 13:32) 。 耶黎岛一名的意义，或释

为"芳香"或释为"月亮"，在耶路撒冷东北约二十八公里，

位于若尔当河平原内，为当时由加里肋亚来朝圣京的旅客必经

的要道，由于地势是在海拔下三百公尺，气候非常闷热;附近

有几个水泉，水量丰富，引为灌溉，一片葱绿，的确是沙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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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洲。这两个瞎子坐在道旁求乞，听见人声嘈杂，就问有什

么事;一昕说是耶稣要从那里经过，就高声喊叫"主，达味之

子，可怜我们罢!"他们如在葛法翁的那两个瞎子一样 (9: 27-

31)，称耶稣为达味之子，即是当时用以指称默西亚的称呼(详

9:27-31 注二十二) ;在圣经上初次用这名字称呼耶稣的，是 9

章内所述的那两个瞎子。 耶稣那时不愿意人用这个称呼称呼他，

因为这是属于默西亚的秘密;另一面，这名称在当时的犹太人

心目中，颇含有政治的意味。1: 9; 1日 。 但这一次，耶稣却不

加可否，因为他不久就要公开表明自己是默西亚 (21 : 1-17; 22: 

41-46) 。

@ 人们越不叫他们喊叫，他们越发喊叫;因为他们深信耶稣是默

西亚，能使自己复明 。 耶稣见他们的信德如此坚强，心为之大

动，就站住叫他们前来;问了他们以后，就动手摸了摸他们的

眼睛，他们立时就看见了，遂在人群中跟着耶稣去了 。 他们之

所以能够复明，全在于他们的信德坚强，所以耶稣说"你的信

德救了你" (谷 10:52) 。

第二十一章

默西亚荣进耶路撒冷(谷 11:1-11; 路 19: 28--38; 若 12 : 12-19) 

1 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来到靠近阿里瓦山的贝特法

革时，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02对他们说 "你们往在你

们对面的村庄里去，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和跟它在

-起的驴驹，解开，给我牵来。3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们，他就会立刻放它们来。" 84这事

. 发生，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 5 "你们应向熙雍的女子说:

看!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温和的骑在一匹驴上，一匹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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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的小驴驹上 。 "6 门徒就去了，也照堕壁所吩咐他们的作

了 。7他们牵了母驴和驴驹来，把外衣搭在它们的身上，扶

耶稣坐在上面。 ~8很多群众，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还

有些人从树上砍下树枝来，撒在路上。9前行后随的群众，

喊说"贺三纳于达味之子，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

颂!贺三纳于高天!" 610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全城哄

动，说 "这人是谁?"11 群众说"这是加里肋亚纳臣肋的

先知耶稣。 " 0 

驱逐殿内商人(釜 11 : 15-17; 蹬 19 : 45 、 46; 若 2:13-16)

12耶稣进了圣殿，把一切在圣殿内的卖者与买者赶出

去，把换钱者的桌子和卖鸽子者的凳子推翻， 013给他们

说 "经上记载:‘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 '你们竟

把它做成了贼窝 。 " ø 

耶稣治好瞎子瘸子，儿童高呼喝彩

14在圣殿内的瞎子和瘸子来到他跟前，他都治好了他

们 。 (!)15司祭长及经师见了他所行的奇事和在圣殿内喊说:

"贺三纳于达味之子"的孩童，就大发忿怒， 16对耶稣说:

"你昕见他们所说的吗?"耶稣对他们说"是的，你们从

未读过:‘你由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备受赞美。 F 这句话

吗?"17于是便离开他们走出城外，到贝塔尼雅去，在那里

过夜。

咒诅无花果树(谷 11: 12-14 、 20-23 )

18早晨他回城里来时，饿了 019见路旁有棵元花果

树，就走到跟前，在上面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找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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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说"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 1" 那无花果树立即枯干

了 。 æ20 门徒一见，就惊异说 "怎么这无花果树立即枯干

了?" æ2 1坚壁答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

有信德，不疑惑，不但能作无花果树所遭遇的事，即使

你们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中;也必要实现。 22不论你

们在祈求中恳求什么，只要信，就必获得。 " 4f) 

质问耶稣权柄的由来(釜 11: 27-33; 蹬 20: 1-8) 

23他进了圣殿，正教训人时，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来

到他跟前说"你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谁给了你这权

柄?" æ24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

答复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25若翰

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

呢?" 他们心中思量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

必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26如果我们说:是从人

来的，我们害怕民众，因为众人都以若翰是一位先知 。

27他们便回答暨堡说"我们不知道。"坚壁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 " æ 
二子的譬喻

28 "你们以为怎样?从前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给

第→个说:儿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罢!29他回答

说:主，我去 。 他却没有去。 30他来给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

话，第二个却答应说:我不愿意。 但后来悔悟过来，就去

了 。31 这两个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他们说"后一

个" 。 理壁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在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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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先进了天国 32 因为若翰照正义的路，来到你们这里，

你们见了，仍然还是不悔悟去相信他。" æ 
园户的譬喻(谷 12 :1-11; 路 20:9-1 8)

33"你们再昕一个譬喻罢 æ从前有一个当家主的人，

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

池，筑了一个守望台，把它租给了园户，就离开了本国。 @

34快到收果子的时节，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35园户拿住了仆人，将一个鞭打了，将一个杀了，将另一

个用石头砸死了。36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

多;园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37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

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问但园户一看见

是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继人:来!我们杀掉他，我们

就能得有他的产业。39 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推到园外，

杀了。40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他要怎样处置那些

园户呢?"41他们对他说"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把

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 。 " 4D42耶稣对他们

说 "‘匠人所槟弃的石头，竟成了屋角的基石;这是由上

主成就的，在我们眼中，殊为神妙 F 的这句经文，你们没

有读过吗? 4Ð43为此我对你们说: 天主的国，必由你们夺

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44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

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他压碎。" w 
恶党再立意除灭耶稣 (谷 12: 12; 若 20: 19) 

45司祭长和法利塞人昕了他的这些譬喻，觉出他是指

着他们说的。46他们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众，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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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堕望重为一位先知 。 @

o 21-25 章，记述耶稣在ll~监盘透被捕受难前，所有的事迹(参

阅年表 183-204) 。 依据前三圣史所撰述的福音，耶稣自公开传

教以来，只一次上过堕蛊盘盒，即本章所述的这一次。但按轰

望垣章，耶稣在传教期内，曾五次上过里蛊盘空(袤 2: 13; 

5 : 1; 7:2 、 10; 10: 22; 12: 12-19) ;对轰所述的前四次，前三圣

史都没有记载，惟独详细记载了袤 12: 12-19 所记述的最后一次。

码与路虽记载耶稣只一次去过里堕塾坠，但由他们所述耶稣对

座座盘透所有的哀怨看来(另 23:37; 蹬 13 :34) ，耶稣决不只一

次去过耶路撒冷。 耶稣降来人世，如他自己亲口所说的，是为

献出自己的性命作为大众的赎价 (20:28) 。 他一生的心思念虑，

言行举止，无不以此为出发点，为中心，为目的〈蹬 12: 50; 

22:15);这就是他在世时所常谈的"他的时辰"的意义(袤 2 : 4;

12:23 、 27; 13 : 1; 17: 1 ;谷 14:35) 。 既然是"他的时辰"，所以

四位圣史都不厌其详，用大部分篇幅来记述在"他的时辰"内

所发生的事一一人子的牺牲，人类的救赎。 现在"他的时辰"

到了，死亡已向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袤 11 : 53; 另 26:1-5) ，

但他一无所惧，迎上前去，因为他知道死亡于他一无所能〈轰

10:17 、 18; 14:30 、 3 1) 。 如今他快要征服这世界的首领，要公开

被人认为是那位要来的"默西亚"所以在他以自己的死亡，战

胜死亡以前，要凯旋进入他的首都显蛊盘盒，以应验经上对他

所有的记载(路 18 : 31; 24: 44) ，完成圣父所授予他的使命(轰

6:38; 19:30) 。

@ 按轰 12:1 ，耶稣在逾越节前六日，晚上在里篮里整赴宴，前不

久他曾在这里使死了四日腐烂发臭的主旦盘复活 。 这一奇迹轰

动了全犹太，尤其是相去不远的京城耶路撒冷。 盖主1塞人、司

祭和长老开会一致表决，务必要消灭耶稣。 耶稣知道自己在世

上尚有几天居留，就暂时避居在ll~蓝盘透西北，离旦丘:IÇ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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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里望望国城内;在那里稍待数日以后，即取道堕翌垦往里堕

盘透去 。 在堕整垦时，他治好了两个瞎子。 大约于阳历三月 卅

一日晚上，来到了贝塔尼雅;因第二天是安息日，不能远行，

大概就在他的好友拉臣禄的家里住下了 。 安息日晚上在癫病人

西满的家里吃晚饭，拉臣禄与他的门徒都在座 。 从犹太各地集

合在耶京过节的民众，知道他在那里，就都赶来，不但是为看

看耶稣，而且也是要瞧瞧他由死者中所复活的拉臣禄。 人都知

道他快要来，就准备盛大欢迎;耶稣也愿意接受他们诚意的欢

迎。 所以第二天，即今之星期日一--公教所谓之主日，早上，

耶稣就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借了一匹驴，骑着进入圣京，为

应验先知关于他所说的预言。 玛此处并未提贝塔尼雅，谷 11 : 1 

却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和靠近阿里瓦山的贝特法革与贝塔

尼雅时……"。 由贝塔尼雅翻过阿里瓦山，即到了耶路撒冷。 但

由贝塔尼雅到阿里瓦山顶，必须经过贝特法革。 苦日取道耶黎

昂往圣京朝圣的人，必须经过贝塔尼雅，其地离耶路撒冷约十

五个"斯塔狄" (见若 11:18 注六) ，尚不到三公里;参阅附录

三、度量衡币表。 o "贝特法革"意谓"未成熟的无花果家"

其地究在何处，无法决定。 依据传说，贝特法革位于阿里瓦山

东坡转弯处，由阿里瓦山顶，步行约五分钟可到;其下即是位

于东麓的贝塔尼雅。谷 11: 1 与路 19:29 把贝特法革放在贝塔尼

雅以前，所以有些学者，以为耶稣是由贝特法革去贝塔尼雅 。

对面的村庄，是指贝塔尼雅，而不是贝特法革。 但是有一点我

们该注意，路 19:29 述语是单数指耶稣，也许耶稣从山上祈祷

下来，在贝特法革附近，与来自贝塔尼雅的门徒相遇，而对他

们有了这番吩咐。 阿里瓦山在耶路撒冷东面，因山上满是阿里

瓦树而得名，海拔为八一八公尺，比在其上建有圣殿的摩黎雅

山(七四四公尺) ，高出七十四公尺 。 由山顶可以俯瞰里监盘透

全城。 Jf~蛊理透城与旦旦亘山之间，即是主堡主谷，有主篮主

溪流(袤 18: 1)横贯其中 。 关于旦篮里韭、旦笠盖墓、理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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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历代的文献，可参考 ELS 00. 571-655 。 在巴力斯坦，人都用

驴子代步或负重。 每家门前或庭院内，总拴有一两匹驴子。 出

外工作也骑驴往还，工作时，或任它在田间觅食，或拴在树下

让它休息。 两个门徒去了，果然有匹母驴拴在那里，旁边尚有

一匹小驴 。 其他三位圣史只提小驴，未言及母驴 。 "他就会立刻

放它们来。"有些学者译作"他立刻会把它们送回 。"这是依据

谷 11:3 以动词的主词，不是驴的主人，而是耶稣自己 。 但按玛

所有的文气看来，动词的主词，却是驴的主人。 谷着重心理，

以为驴的主人知道，只借用一时，就会让他们牵来;玛注重理

论，以为那人一知道主要用，就会让他们牵来。 这驴的主人，

大概认识这两位门徒，因为他们和耶稣常从那里经过。 如果不

认识他们，至少该认识耶稣;对于耶稣，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

内，他不能不有所闻(若 7:11-13; 10:19-21; 11 : 45 、 46) ，所以

门徒说"主要用它们 。"他马上就答应了 。

6) 5 、 6 两节，是圣史引经据典来证明耶稣这次的行动，应验了先

知所说的预言。 所引的是臣 9:9，但圣史在前半，未随臣 9:9 ，

而随依 62:11 作"你们应向熙雍的女儿说。"臣 9:9 作"熙雍

女子，你应该极其喜乐;耶路撒冷女子，你应该欢呼。"玛所引

的臣 9:9 也不全按原文，也不全按七十贤士译本;但是最后一

句，似乎有意使之更近于原文;原文作"骑在一匹驴上， 一匹

母驴的小驴驹上。"臣 9:9 显然只提及一匹驴，且标明是一匹驴

驹，是一匹母驴所生的驹子。 玛是懂得臣 9 : 9 节的经义的，否

则，他不会引来作证。 他之所以把母驴一并提出，是因为当时

实有一匹母驴在旁，且一同牵来供耶稣使用，并不是他以为臣

9:9所说的是一匹母驴。 其他三圣史不提母驴，因为没有提及的

必要。 玛没有明说出来，耶稣所骑的是一匹驴驹，因为他引证

了臣加利亚的话，就不必再说它是匹驴驹了;谷 11:2 节说这匹

小驴，从没有人骑过。 驴的主人因为它初次离开母驴，怕它在

路上不受使唤，就让母驴也一同跟来。 7 节玛说: 二位门徒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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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牵来，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它们身上，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

究竟要骑哪一匹。 "耶稣坐在上面"直译应作"耳目稣坐在它们

上面"是指坐在衣服上面，并不是坐在母驹和驴驹的上面，理

由很明显，耶稣决不能同时坐在母驴上，又坐在驴驹上。 谷与

路明说这匹驴驹是拴着的;玛只说母驴是拴着的，但有一匹驴

驹同母驴在一起，也可说是同母驴拴在一起;玛既说母驴拴着，

就不必再说驴驹也是拴着的了 。 总之，玛与谷所记述的是有些

不同;其不同之点，却互相补充，使我们更明了经文的意义。

。 耶稣骑驴进域的那一天，正是阳历四月二日，离逾越节只不过

有五天了 。 当时由耶黎昂至耶路撒冷的这条路上，来京朝圣过

节的人，络绎不绝;其中自然有不少是来自加里肋亚的人，他

们很希望耶稣发显自己的威能，给他们增光，自然乐意随同他

一起进城;同时耶路撒冷的居民，知道他快要进城来过节，就

准备欢迎他(若 11:55 、 56; 12: 11 、 17 、 18) 。 既然公元三十年四

月二日，是安息日以后的第一天，人们可以远行了，耶稣就准

备进城;他一上道自然就有许多人跟他同去。 及至见他骑在驴

上，门徒两旁护送向前进行时，他们久抑在心中的热忱，再也

不能抑制，就乘这机会发泄出来，欢呼若狂，在前的脱下自己

的外衣，铺在路上(列下 9: 12 、 13) 。 其余的人或伸手，或上树

砍下树枝，撒在地上(加上 13:51 ;加下 10:7) ，齐声喊说"贺

三纳于达味之子。"这一片喊声响彻了阿里瓦山，弥漫了整个克

德龙谷，震撼了全耶路撒冷城。 城中的人听见就出来观望，知

道是耶稣要进城来了，就前去迎接，夹道欢呼。 耶稣这样被夹

在前呼后拥的人群中，簇拥着浩浩荡荡进入了耶路撒冷，显然

像一位奏凯的君主。 的确，他是一位君王，先知早就预言了，

他是一位君王。 然而他所骑的，不是一匹高大的白马，而是一

匹没有金管雕鞍的小驴;拥护在他前后的，不是持枪荷剑的勇

士，而是手握棕相枝〈若 12 :13) ，为他慈样所吸引的善良的老

百姓，和天真无邪的孩童。 他之所以荣进耶路撒冷，是为受难，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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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自己的死亡战胜死亡。 "贺三纳"意谓"请你施救" "请你

开恩"，后来竟变为欢呼祝贺时的口语，如我们向人欢呼时所说

的"万岁" 。 但就"贺三纳于高天"一句看来，另此处所用的

"贺三纳"，尚保有原意。 "主庄之子"是当时百姓称呼"默西

亚"所习用的名称;民众所欢呼的这一句话，见于咏 118: 26 。

这篇圣咏是所谓"默西亚的圣咏"犹太人吃逾越节晚餐时，应

当涌念。 民众所欢呼的话的意思是说:愿你，上主，施惠于达

味之子。 那因上主之名而来，负有神圣使命的应受赞美。 居于

至高天上的上主，请你施惠 。

@ 釜叙述耶稣进了显堕盘透以后，就到圣殿里去了(釜 11:1 1)，

玛与路还述说了在耶稣未进城以前，路上所发生的事(参阅路

19 : 39-44) 0 0 10 、 11 两节，是玛所独有的。 他说当耶稣进入耶

路撒冷时，全城哄动，说"这人是谁?" 一般经学家以为问这

话的人，是些来自国外的犹太散民 。 如果是这样，玛就似乎不

必说"全城哄动。 " 2:3 内也有与此类似的说法。 彼处所说的

"全耶路撒冷"，是指政府和司祭界的人物;此处所说的，恐怕

也是指的这些当权的人，因为只有他们足以代表全城。 这些人

昕见了这番热闹，就出来观察，知道又是那纳臣肋人在作怪。

他们不敢触怒百姓 (21 :46; 26:5; 路 22:刀，只得直接勒令耶稣

自动制止(路 19:39 、 40) 。耶稣一句话回复得他们无话可说。

直至耶稣进了城，他们就装腔作势问说:这人是谁?竟值得你

们这样去欢迎他!百姓回说:这人就是加里肋亚纳臣肋的先知

耶稣。 耶稣的敌人不愿人提这个加里肋亚的纳匣肋人 (2: 23; 

26:69;若 7 : 40-52; 18:4、日，民众却直言不讳，说他就是那一

位要来的先知 (21:46; 路 7: 16; 若 6: 19; 9: 17) 。

@ 前三圣史都叙述耶稣当日进了圣殿;但谷只说耶稣在圣殿内巡

行了一周，因天色已晚， 就与十二门徒出城，到贝塔尼雅去了 。

由上下文看来，他与自己的门徒一定寄居在那里，因为第二天

他与门徒是从那里再进了堕监盘透城(釜 11: 11 、 12) 0 0玛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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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天耶稣还驱逐了殿内的商人，治好了殿内所有的瞎子和瘸

子。 司祭与经师见耶稣在殿内大显奇迹，孩童在殿内奔走欢呼，

便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 驱逐商贾的事，由谷 11:12 、 15 两节看

来，明明在荣进圣城的次日;路此处虽依据谷，但就他的记载

看来，似乎也是当天的事(路 19:4日 。 若 2: 13-16 也载有耶稣

由殿内驱逐商贾的事，不过不是在这时候，而是在耶稣开始传

教，初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 情形与这次相仿佛，于是有

人问:前三圣史所述与圣若望所述，是同一回事或是两回事?

对于这问题，只能有三个答案(1)是两回 (2) 是一田，是在

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3)或在耶稣受难前不久; 三说都有人主

张， 三说都有它的理由 。 主张是两回的理由不外是:像这样的

陋习，决不是一次可以扫除的 。 耶稣开始传教，就公开表明了

他的立场:追求天父的光荣，不容人使他圣父的殿宇，成为营

利的市场(若 2: 16 、 17) ;从此他就与经师和司祭，结下了不可

解的怨仇。 如今他自知快要受难，见殿内仍然和先前一样，甚

或比前尤甚;故此又一次清理圣殿，于情于理，未尝不可 。 不

能以为若望圣史所述，与前三圣史相同就该认为是一件事，因

为同是驱逐在殿内的商贾，叙述起来，自然免不了有许多相同

的地方。 主张只有一次的理由不外是:前三圣史只记载耶稣曾

经去过耶路撒冷一次，即受难前的一次;所以只得把原发生在

耶稣开始传教时，驱逐殿内商贾的事，安插在这里，藉以说明

司祭和经师何以决定要除灭耶稣。 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他们

决定谋杀耶稣并不是因这个原故，或至少不只是因这个原故

(路 19:47 、 48; 22:2; 若 10:38 、 39; 11: 53; 12: 10 、 1 1) 。 司祭原

应保持圣殿的神圣，如果他们因此而要杀害耶稣，于他们反而

名不正言不顺了 。 否则，我们不明白何以若望在自己的记载内，

一点也没有暗示当时司祭对耶稣己怀杀意。 如果那时司祭对他

已怀杀意，决不会让他活到现在;为此有些主张只有一次的学

者，把耶稣驱逐殿内商贾的事，放在耶稣受难以前。 但何以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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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把它放在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却不易解释。总之，三说都

有著名的学者拥护，势难决定谁是谁非。关于圣殿的构造，参

见本书附图三。在外邦人可人的庭院(简称外院)的东面和南

面，建有石柱成行而壮丽的走廊;在东面的，称为"撒罗满

廊"。耶稣与自己的门徒，常在那里徘徊，给人施训讲道(轰

10:23);后竟成了初兴圣教会的摇篮(宗 5: 12-16) 。在南面的，

称为"王廊"。这些买卖人，即群集在这两个走廊内做生意，卖

的都是些与祭祀有关的东西，如牛、羊、斑坞、雏鸽、香料等。

又因圣殿内只许奉献犹太的银钱，所以归国朝圣的犹太人，必

须兑换银钱，作为献仪。逾越节是犹太人所过的最大的节庆，

凡满了一定年龄的男人，都应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每

逢"逾越节"，耶路撒冷的人口，也增加数倍。商人就趁机做生

意，司祭也暗中与他们勾结，分沾红利。日积月累，弊端百出;

神圣的析祷殿宇，由于司祭的失职，竟成了剥削人民的商场。

虔诚的犹太人，早已看不过眼，只是不敢触怒蛮横的司祭。耶

稣开始传教，就以他的神权，来矫正司祭界的这种积年的流弊，

恢复圣殿内所应有的圣洁;如果在死前不久，他再来一次清除

圣殿的话，足见他如何痛恨这已成习惯的亵圣之罪。耶稣驱逐

殿内的商贾，商贾中没有一人起来反抗:一来因为他们自知有

罪，二来因为他们见到耶稣凛然可畏的怒容，也不敢起来反对;

但包庇他们的司祭，竟敢出来，质问耶稣，凭何权柄执行这事。

耶稣答复的名正言顺，使他们无话可说(见 23-27 节)。

Q 13 节前半引自依 56:7，后半引自耶 7:11 。前半完全依照七十贤

士译文，却省去了"万民"二字，路 19: 46 也省去了"万民"

二字;谷 11: 17 却没有省去;若 2: 1 3-16 没有直接引用这两句

话，只不过暗示而已。 O由耶稣所引用的这句话看来，他竟把

商人比做"贼"。实在他们是"贼"不但诈取平民的钱，并且

也偷窃天主的光荣，作践天主的圣殿，阻碍人们恭敬天主。

(i) 14 节是要所独有的。他说耶稣这一天进了圣殿，还治好了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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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瞎子和瘸子。 逾越节已近，这些可怜人来到圣殿庭院内，

求人施舍援助 。 在群众的欢迎声中，自然也夹有这些人哀号求

救的呼声。玛撰述耶稣言行的目的，是以预言和奇迹来证明他

是所预言的默西亚，所以在此处，一如在 19:1 、 2，以这一节总

括耶稣当时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圣迹。

o 15 、 16 两节也是玛所独有的 。 耶稣平生酷爱儿童，因为天国正

属于他们这样的人 08 : 1-6; 19: 13-15) 。 他这次荣进耶路撒冷，

自然也有许多孩童成群结队，在他左右前后欢呼，并且也跟他

进入了圣殿。 司祭和经师见他在圣殿内所做的事，已气得冒火，

今又见这些孩童在殿内奔走呐喊，更是怒不可遏，便对耶稣说:

你没有听见这些无知的孩童在殿内乱叫乱嚷吗?耶稣答应他们

的话，显然表示自己就是默西亚，并且引经据典来替孩童辩护 。

16 节所引的是咏 8:3; 依据的是七十贤士译文，只引了前半节，

下半节"使你的仇敌和报仇者，缄口无言"却没有说出;虽

没有说出，但怀恨他，向他提出抗议的司祭与经师，自不难体

味到他不全说出这句话的用意和意义。 玛与谷都说耶稣当天晚

上离开了耶路撒冷，到贝塔尼雅去寄宿。 耶稣这一天晚上，大

概寄宿在他的好友拉臣禄的家里。 其余几天的晚上，或许与他

的门徒在外露宿(路 21:37; 若 8: 1)，因为他已知道犹太人，对

拉臣禄也不怀好意(若 12:10 、 1 1)，不便常寄居在他的家里。

在阿里瓦山麓，靠近革责玛尼园附近，有些山洞，可以寄宿。

耶稣这几天正公开指摘那些痛恨他，蓄意要杀害他的司祭和经

师，他知道夜间不能留在城内，就与他的门徒到城外寄居，次

日早晨，再进城讲道训人。 不到他父亲所预定的时期，决不把

自己交在恶人的手里 (26 : 45; 路 22:53) 。

@ 按谷 11: 12-14，无花果树受罚之事，是在耶稣进圣殿驱逐商人

以前;无花果干枯的事，是在第二天门徒同耶稣回城时，才发

觉的(谷 11: 20-23) 。 这是因为玛述事，多注意记事，不大注意

事情发生的先后 。 。耳目稣饿了 。 他怎么饿了 。 圣经上却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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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以为动身很早，没有吃早饭。他既饿了，见路旁有一

棵无花果树，就上前去找无花果吃。谁知到了跟前，只见满树

叶子，不见一个无花果;就对树说: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那

树立即干枯了。按堕墨法律，旅行的人如遇饥渴，可以摘道旁

的瓜果充饥解渴($ 23:25 , 26 参阅费 12: 1-8) 。无花果树是圣

经中常提的树木之一，为落叶灌木，多产于盘里堕沿岸。在旦

力斯坦者，四月初即己绿叶成荫，六月底果实即已成熟，呈紫

色，酸甜可口。此树与"阿里瓦"同为旦主星星有名的农产。

耶稣寻果子吃的那一天，正是阳历四月三日，树上自然只有叶

子，所以谷 11:13 节说"因为不是无花果的时节。"耶稣也知

道尚不是时候，为什么他偏要上前去找果子吃呢?对于这一点，

学者的解释不一:有的说:耶稣上前去，实在是"找元花果

吃"，不管它熟了没有:有的说:他明知还不是时候，却要乘这

个机会，教训门徒一番，就如一些古先知，为引起人民注意，

曾做出一些"象征行为" (actio symbolica {:& 20: 1-6) 一样 。 两

说比较起来，似乎后说较为可取。耶稣斥责这棵无花果树，并

不是因为它有什么过失，只是愿藉此显示天主的光荣，要门徒

认识他的全能，对他坚信不疑。有些学者，把这棵无花果树，

比做有名无实的义人，或象征得了天主多少恩惠，只顾讲究外

面，而不注重内心的圣善与正义的犹太民族(蹬 12: 6-9) 。

@无花果树经耶稣一骂，遂应声枯干了。门徒见无花果树无罪受

罚，自然惊讶。按谷 11:20 、 21 ，伯多禄第二天一看见无花果树

干枯了，便想起昨日的事，就对耶稣说"师傅!你咒骂的无花

果树干枯了。"在要是门徒发言，在釜却是值至整;同时值至整

只不过提醒耶稣，昨天他咒骂的树干枯了，门徒却是问的耶稣，

为什么无花果树枯干了。两圣史所述的并不互相矛盾，只不过

立论不同而已。

4Ð 21 、 22 两节，是耶稣答复门徒的话;耶稣没有直接答复他们的

问话，只就他们的惊异，解释信德和祈祷的关系与力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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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的信德，不但能使这无花果树枯干，且能使这座山，

即阿里瓦山起来，投入海中。怀着信德祈祷，是有求必应的。

有些学者以为 22 节与上文不符，因为耶稣在 22 节并没有教人

析祷;殊不知信德的表现，就是祈祷，信德与祈祷是不可分离

的;为此 22 节与 21 节，也是一气相连的，缺少 22 节， 21 节的

意义，就不完整。

@ 三圣史叙述耶稣当时在圣殿内的情形，也不完全相同:玛和路

(20: 1)说耶稣那时在教训人;谷 (11:27) 却说那时他在殿内

徘徊。也许他当时，一面讲，一面走，并没有坐下。前来质问

耶稣的人，依贫与攒包括组成公议会(Synedrium) 的三种议

员:司祭，经师和长老;玛在此没有提及经师 (26 : 47; 27: 1 、

12 等处也是如此)。玛窦的福音，多闪语的语气，惯用旧约中的

文笔和词汇，所以称"长老"为"民间的长老" (出 19:7; 户 11:

"、 26; 依 3: 14; 耶 19:1; 加上 7:33; 12:6) 。 耶路撒冷的"公

议会"为盐主民族最高的"神政法院" (suprem山n tribunal 

theocraticum) 。法律的行施与宗教和政治重大事项的取舍，全

由"公议会"定夺(参阅历史总论第三章一)。这事和以下直至

25 章末所有的言论，依玛的行文看来，似乎是发生在荣进耶路

撒冷以后的第二天，即四月三日;但依谷三日那天，耶稣驱逐了

殿内的商贾，至四日再进城在殿内徘徊时，司祭长、经师及长老

才乘机向耶稣提出了这个质问(谷 11:20 、 27) 。按时间上的次序

来说，谷所记的似更可靠。 因此我们以为由本段起直至 25 章末

所有的言论，是发生在四月四日，见年表 190-204 0 。司祭长和

长老质问耶稣两件事 (a)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b) "谁

给了你这权柄?" "这些事"是指的什么事，学者的解释不一:

主张耶稣两次驱逐买卖人的学者，自然除耶稣在殿内往来施教

外，尤其是指他前几天，干预圣殿的内政，驱逐买卖人的事。

主张耶稣只在传教开始一次驱逐商人的学者，则以为"这些

事"是指他近来在If~蛊盘登所行的各种的事，如荣进堕蛊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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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扰乱殿内的治安等等。第一个意见，似乎更合乎事实。

@他们一来，耶稣就知道他们不怀好意，因为耶稣晓得他们知道

自己是谁(袤 7: 25-29) ，但他们仍然要问。耶稣本来能如同答

复若翰的门徒，用依撤意亚先知的话，来答复他们 01: 2-6) 。

但从母胎生来的瞎子复明，死了四日已臭的拉臣禄复活等奇迹，

还不能打动他们的心，依撒意亚的预言，又有什么用?因而耶

稣就给他们当头一棒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耶稣提出的

问题的巧妙处，就在于叫他们自解自答:解答了耶稣的问题，

也就解答了他们向耶稣所提出的问题。这问题使他们进退两难，

又不能不答复;怎样答复，就看他们居心如何了。由他们心中

思量的话上，就知道他们没有诚意。他们明知若翰是先知，却

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若翰对

自己和对耶稣所作的见证(若 1: 19-34) 。为此他们更不会接受

耶稣对自己所作的见证。他们的不答复，是对于真理和光明的

畏缩(若 1 :ι16) 。耶稣的不答复，是对他们的不答复，一个有

力的答复。耶稣不答复他们，就等于答复他们说:你们既不知

道若翰的洗礼，是从那里来的，就不必问我，凭什么权柄及谁

给了我这权柄做这启事了。

@这个譬喻是玛独有的。在写注解以前，须说明这段经文，另有

一些有价值的古抄本和译文，有与我们的译文相反的经文。那

些古卷作 "28……他来给第一个说:儿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

去工作罢 29 他回答说:我不愿意。但后来悔悟过来，就去了。

30 他来给第二个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却答应说:主，我去。

他却没有去。 31 这两个中那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他们说:

前→个。耶稣对他们说……"就校勘学来说，是这一种经文较

为确切;但就上下文的意义来说，我们所取的经文更为适合，

因为有上下文为依据，故此比较容易解释。现有的拉丁通行本

的经文，如注中之译文。 O耶稣见他们不离去，就给他们讲了

这个譬喻。 18: 12 用的也是这种笔法，开口就问他们，引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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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他们本不愿答复耶稣所问的，耶稣却用这个譬喻，叫他

们自己说出答案来。 这譬喻的要点，即是 31 节耶稣所问的，他

们答的和最后耶稣所说的。前三节的用意，是为推出 31 节的意

思，如果他们答说"后一个"自然是后一个说不去，而其实去

了 。 如果他们答说"前一个"自然是头一个说不去，而后竟去

了 。 那实在去了的，就代表税吏和娼妓。 至于是第一个或是第

二个，于譬喻的大意并无多大影响 。 由取譬者的用意看来，父

亲的意思，正是要对他的两个儿子出同样的命令，否则，不能

看出是哪一个听了父亲的话。 但就 31 、 32 两节，对议员说出的

话看来，似乎该是代表议员 司祭长、经师及长老的第一个

答应了去，而实在没有去。 因为他们是些读书明理，社会上有

地位的人，是有义务以身作则，实践天主的意愿的人。 依理而

论，他们该在别人以先进入天国 。 但为什么他们反在税吏和娼

妓以后了呢? 这是因为他们空有义人的名，而无义人之实，务

外而不务内，就如那说去，而实在不去的第一个儿子。 税吏和

娼妓，他们的生活，本来邪恶，明明的违反天主的圣意，就如

拒绝父亲命令的第二个儿子;但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认罪悔

过，接受天主的规劝，从新做人，成了天主国内的国民。耶稣

并没有说法利塞人被弃于天国之外，而只说税吏和娼妓，在他

们以先进入了天主的国;他们尚能进入天主的国，只要他们改

变自己的行为 。 32 节是为说明 31 节未尽之意。 税吏和娼妓所以

在法利塞人和司祭以先进入了天主的国，是因为他们信了若翰

的讲劝，洗心革面，悔改补赎。 经师和司祭虽然明知若翰是一

位大德的先知，亲眼看见这些罪人，听了他的讲劝而悔改受洗

了，自己仍然自命不凡，不愿悔改，不愿去信他;因此没有踏

上正道，不得进入天主的国 。 参见 3:7; 路 7:29 、 30 0 耶稣的这

一席话，又把来问的议员的心意，全揭露出来了 。 他们不答复

耶稣的问题，怕的就是这一点 ( 25 节) 。 如今耶稣用了一个譬

喻，叫他们自下判断，羞得他们无地自容 。 "照正义的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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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语的语法，意谓以一个极端守法的人，出现在人们跟前。 他

是一位盛德感人的人，而你们竟然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却信了

他。 查堕是旷野中的呼声。 :3; 若 1: 23) ，耶稣是天主的圣言

(若 1: 1)，不接受旷野中的呼声，自然不会接受天主的圣言;由

旷野的呼声，才可听到天主的圣言。 :2) 。 革型塞人一一经师和

撒杜塞人一一司祭，没有昕从旷野的声音，所以不认识天主圣

言，仍留在黑暗中，不能进入天国(若 1:&-11; 5:24 、 37 、 38) 。

@ 这个譬喻与前一个譬喻，紧紧相连，为此耶稣说"你们再昕一

个譬喻罢!"二子的譬喻，说明犹太人如何固执，不愿接受若翰

的规劝，不肯悔改做补赎，进入天国 。 园户的譬喻，描写犹太

人如何残忍，忘恩负义，谋害先知斌杀天父的儿子。 玛将这两

个譬喻置于一处，意思前后甚为连贯。 谷与路所述，因为其间

缺少二子譬喻，意义前后，就不大相连。 这个园户譬喻， 三圣

史都有所记述，但其中有许多细目，不完全相同，只要把译文

一比，就可以看出 。 。这个譬喻，是个寓意的譬喻，所以在解

释上，不应只注重譬喻和譬喻所指的事物两者之间类似的地方，

还应注重取譬者所指的寓意，否则，就有些地方讲不通。 但譬

喻的意义，应求之于取譬者的用意。这譬喻的意义，甚为明显:

家主是天主圣父;样样齐备的葡萄园是伊撒尔民;园户是负责代

表天主管理伊撤尔民的司祭、经师和长老;前后所派遣的仆人，

是历代给伊民所派遣的先知和圣贤;最后家主所派遣的独生子，

是耶稣自己 。 其他各节，虽有意义，也不过用来作陪衬而已 。

@ 新旧约好用葡萄树或葡萄园来说教立论，因为巴力斯坦出产葡

萄，到处是葡萄园;故圣经的作者，或更好说先知与耶稣，常

用以来晓喻事理。 依 5: 1-7 就把伊民比做一个葡萄园 。 先知描

写天主，如何修建裁植自己的葡萄园，是要葡萄树结葡萄 。 这

里耶稣却说:这个家主把自己的葡萄园准备好了，为租给园户，

要他们去工作，自己每年到时收租。 巴力斯坦一带的葡萄园的

藩篱，因其地多石，大半都是用石块堆成的，高约一公尺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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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约数公寸，其上铺有一层荆棘，以防外人擅人。今日的巴力

斯坦葡萄园中，已不多见有榨酒池;旧日的葡萄园内，常筑有

榨酒池，多是建在园内的一角，且是在严石上凿成的，分上下

两层:上层为榨葡萄，下层为盛葡萄汁。葡萄汁由上层特制的

沟内流人下层的池内。近日考古学家所发掘的古村镇，常见有

这样的榨酒池或榨油池。所说的"守望台"也是用乱石堆成

的;先用石块铺成一个比地面较高，或方或圆的平台，周围有

石块垒成的石级，绕至台顶;上面四周，再用石垒成矮墙，墙

四面有洞，可以往外晾望，台顶多没有什么遮盖，到了冬天雨

季时节，就用席盖上，席上铺以干草，以免雨打水淋。今在巴

力斯坦郊外田野间，尚可以随处见到这样的"守望台"，其用途

是为防守庄田，不受盗贼或野兽的侵害。家主如此修建自己的

葡萄园，显然是为出租与人。出租的条例，譬喻中并没有明说。

平常的通例，是出租的人分享几成出产，多少则看各地的风俗

而定。

4D 34-41 节为这譬喻的纲要。但三圣史所述，各有不同。今就其各

不相同之点，分述于下 (a) 按玛，似乎是征收全部的出产;

按谷与路，却是一部分的出产 (b) 按玛，前后所派遣的仆人，

共为两批，都遭园户杀害;按谷，家主派遣仆人共四次:前三

次都只派了一人，第四次才派去一批;前两次所派的仆人，只

受了虐待，并未遭园户的毒手;第三次所派遣的仆人，被他们

杀了;最后所派的一批仆人有遭他们虐待的，也有遭他们杀害

的。按路，家主三次派遣仆人去，每次只派一人，三次三人，

都只受虐待鞭打，并未被杀害;惟独最后派去的独生子，遭了

他们的毒手。 (c) 按玛与路，园户先把家主的儿子推到园外，

然后把他杀了;按谷，先把他杀了，然后丢在园外。 (d) 按谷

与路，耶稣自己说出园户该受的惩罚，并且由路 20: 16 看来，

他们似乎明白了耶稣所讲的譬喻。但按玛，却是他们说出了园

户该受的罚，他们似乎尚未明了这譬喻的含义。由上所述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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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多少是依据釜的记载;另却有他自己的体系 。 仆人既是代表

天主所派遣的先知，所以他们都受过伊民的虐待或杀害 (23 : 

34-37) 。 玛谓家主前后两次派遣了两批仆人，也许他有意暗示前

期和后期的先知 。 他述事层次分明，有条不紊，说第二次所派

遣的，比第一次还多;但他不多费笔墨，再描写他们的遭遇，

只用"同样待他们"一句， 一点即过。 园户对于仆人连次的虐

待与杀害，固然说明了他们的凶恶残忍，却也反映出家主的坚

忍与期待。 家主不愿对他们施行武力，是希望他们终有一天，

为自己的宽仁所感化。 他之所以派遣自己的儿子，其目的也在

于此。 元奈，丧尽天良的园户，竟估恶不梭，见了家主的嗣子，

居然动了杀机，意图霸占他的产业。 也许有人要说:耶稣所设

的这个譬喻，太不近人情了罢!世上哪有这么一个糊涂的家主，

接二连三派遣自己的仆人，徒手去送死。 更没有一个有钱有势

的家主，见自己所派遣的仆人，几次都遭人杀害，仍然还要自

己的惟一爱子，去冒'性命的危险;心想杀害他仆人的人，会敬

爱他的儿子。 依人情看来不可能的事，天主竟对没有人情的人

做出来了 。 他这样爱世人，以致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若 3:16;

罗 8:32) 。 如此，我们怎能依照人情，来判断天主的事理?也许

还有人要说:园户的想法，实在有些不合事实，因为人平常不

会有这样愚妄的打算;但盖法在公议会所提出的建议(若 11 : 

47-50) ，岂不是这样的打算?他们商议除灭耶稣，免得国家民

族沦亡。 事实上为钉杀耶稣，反而出卖了自己的祖国(若 19 : 

12 、 1日，招致了民族的灭亡(蹬 19:43 、 44) ;就如这些园户谋

杀嗣子，意图霸占他的产业，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失去了葡

萄园。家主把葡萄园另租给人，是说租给异民 (43 节) 。 耶稣死

了，人类得了救赎，成了天主的义子，与耶稣共同继承天国的

产业 (~8:17) 。 望在 39 节内，说园户把家主的儿子，先推到

园外，然后杀了，显然有意暗示耶稣在城外被钉，受难而死的

事(雯 13: 12) 。 家主的仆人和他惟一的儿子，都被谋杀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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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该亲自出来问罪了 。 耶稣没有说出家主究要怎样行动，只

问他来时，要怎样对付这些丧尽天良的园户 。 依要是他们自己

答复耶稣所问，说出这家主该怎样对待这些残忍的园户;釜和

路却说耶稣自己说出了这家主要怎样对待这些园户。如今要问:

这话究竟出于何人之口?公教学者大抵随金口圣若望说这话是

出于犹太人之口。耶稣认定他们所说的对，自己又再重复了一

遍 (43 节〉。为此 41 节不见于谷与路。 起初这些来质问耶稣的

人，想他所说的是指蹂躏伊民的罗马人，所以他们说:该不留

情地消灭这些败类。 但耶稣重复了一遍以后，他们明白了是指

的自己，就说万不可这样(路 20: 16) 。

@ 有些学者，以 42-44 三节为一个寓意的譬喻，与前一个譬喻紧

紧相连，可视为前一譬喻的附录，补述家主的儿子被谋杀以后

的际遇。 42 节似乎是耶稣引来叫他们更明了他所讲的譬喻的要

点:家主的儿子被谋杀以后，所发生的结果;为此似乎不能自

成一个独立的譬喻。 42 节引自咏 118: 22 、 23 (拉丁通行本

117) ，参见依 23: 16; 约 38:6。咏 118 这两节，原是伊民感谢天

主拯救他们所唱的谢词(参见咏 118 的章旨与注解) 。 此处耶稣

却引来贴在自己身上，请自己是伊民所抛弃的石头，天主却用

他来作为建立圣教会的角石(宗 4: 11 、 12; 伯前 2: 4-8; 罗 9:

32 、 33; 弗2: 19-22) 。

W 43 、 44 两节是结论 43 节总结上述寓意的譬喻 44 节归结 45

节所提角石的意义。 有些古抄卷缺 44 节，为此有些学者，以为

这一节是由路 20: 18 窜入的 。 043 节结天国果子的民族，就是

替代伊民，而成为天主子民的天下万邦一一一圣而公教会。 44 节

说:这块角石不但是建筑的基础，且也是建筑的防御;敢与它

为敌的，没有不被粉碎的(宗 9: 4-6) 。 它跌在谁身上，自然会

把他压得粉碎:这是说耶稣如要惩罚他的敌人，他的敌人是受

不了的 。

@ 耶稣说到这里，在旁听的司祭和法利塞人，觉悟了他是在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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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想拿住他，但因为怕民众，因为民众尊敬他为一位先知，

就不敢动手 (26:3-5 ) 。 他们早有意要拿耶稣 (12 : 1-14) ，也曾

派人去拿他 (若 7 : 32 ) ; 但事情没有成功，在他们一面是怕民众

(若 ]: 44-49) ，在耶稣一面，是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若

7 : 33) 。 在解释了这个譬喻以后，我们不难看出，这譬喻是旧约

历史的缩型，是新约历史的写照，无怪乎哲人塑壁J[ (Bossuct) 

以为在这从未有如此简明的譬喻内，见到了圣教会全部的历史。

第二十二章

婚宴的譬喻 (路 14: 15-24) 

1 耶稣又开口用譬喻对他们说 2 "天国好比一个当国

王的人，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 。 03打发仆人去请被请的人

来赴婚宴，他们却不愿意来。4又派其他的仆人去，说:你

们对被请的人说:看，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午宴，我的公

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你们来赴婚宴罢 ! 5他

们却不理，走了: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有的作自己的

生意去了产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凌辱后杀死了 。7 国王

于是动了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焚毁

了他们的城市。 88然后对自己的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

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9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

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 。 10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

凡遇到的，元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满了坐

席的人。 Ø11 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在那里有-个

没穿婚宴礼服的人 12便对他说 : 朋友，怎么你进这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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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穿婚宴礼服?那人默然元语。 13 国王遂对仆役说:你们

捆起他的脚和手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要有

哀号和切齿。 Ø14因为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 " (;) 

纳税的问题(谷 12:13-17; 路 20: 20-26) 

15法利塞人走了，就议定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

套。 016他们派自己的门徒，和黑落德党人到他跟前说:

"师傅，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

不顾及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 17如今请你告诉我

们:你以为如何?给凯撒纳税，可不可以7" 818耶稣看破

他们的恶意，就说 "假善人，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1 19拿

一个税币给我看看 1" 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 20耶稣对

他们说"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7" 821他们对他说 "凯撒

的。"耶稣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

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022他们昕了大为惊异，遂离开他

走了。@

复活的问题(谷 12: 1 8-27; 路 20: 27-40) 

23在那一天，说没有复活的撒杜塞人，来到他跟前，

问他24说"师傅，梅瑟说:谁若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弟弟

就应娶他的女人为妻，给他哥哥立嗣 。 25在我们中曾有兄

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子嗣就死了，遗下了妻子给他

的弟弟 ;26连第二个与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 27最

后那妇人也死了。28那么，在复活的时候，她是七人中哪

一个的妻子?因为都曾娶过她。 " 4Jþ29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错了，不明了经书，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 。30 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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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天主的天使一

样。 $31关于死人复活，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

32 ‘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

的话吗?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 "33 民众昕了不胜

惊讶他的道理。 @

最大的诫命(釜 12: 28-34; 蹬 10:25羽)

34法利塞人听说耶稣使撒杜塞人闭口元言，就聚集在

一起;35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发问说 36 "师傅，法

律中哪条诫命最大7" æ37耶稣对他说 "‘你应当以你的全

心 ， 你的全灵，你的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现这是最大也

是第一条诫命。39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

你自己。40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 æ 

默西亚为这昧之子(谷 12:35-37问路 20:41-44)

41 法利塞人聚集在一起时，耶稣问他们CD42说"关于

默西亚你们以为如何?他是谁的儿子?"他们对他说"达

壁的。"ω堕壁对他们说"怎么主壁，因着圣神称他为主

说:伺‘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

在你的脚下? ，45那么，如果达味称他为主，怎么是他的儿

子?"46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 从那天以后，没有谁敢再

问他。 @

@ 这譬喻不见于釜;蹬 14: 15-24 所有的与此也不完全相同。路与

虽是否为一个譬喻，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譬喻，学者间尚没有

定论。依我们看来，似乎是两个不同的譬喻。玛此处所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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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学者，大都以为是由几个譬喻凑合而成的，因为其中所

述的事，显然有不甚相连的地方。至于是两个或是三个，学者

间意见不一。 我们以为是由两个凑合而成的 1-10 节为婚宴的

比喻 11-13 节为婚宴礼服的比喻;婚宴喻与路 14: 15-24 所有

的，多少有些相同;婚宴礼服喻，只见于玛。。这譬喻本与前

两譬喻相连;但前章最后两节，把它分开了。所以第一节开始

就说"耶稣叉开口用譬喻对他们说" "譬喻"一词，原文是多

数，作者用多数，或许是暗示他所述的，不只是一个譬喻，或

者他含混的记述，就如谷 12: 1 节所用的多数一样。至于耶稣几

时讲了这个譬喻，参见前章注十二。 这个譬喻如前一个譬喻一

样，是一个寓意的譬喻。 为此解释时，不可尽作譬喻解，因为

其中尚含有一些"寓意" "天国好比……"如 18: 23; 20: 1 所比

的是两者之间相类似之点 。 这位要为儿子办喜事，摆婚宴的国

王是天主;他的儿子是"默西亚"婚宴是旧约所预示，要由默

西亚建立的神国-一一圣教会。 旧约中除了天主与伊民所立的盟

约比作婚姻外，又把天主所要建立的神国，比做盛宴(依 20:

6) ;新约把这种思想直接贴合在耶稣身上，称他为新郎 (9:15;

若 3:29; 弗 5: 22-33) 。 为此把耶稣所建立的神国，也比做婚宴。

那加入这神国的人，就比做赴婚宴的人(默 19:9) 。 在耶稣所设

的婚宴或婚礼的譬喻内，对新娘虽有暗示，却不提及。

@ 国王两次打发仆人请客赴宴。一般学者以为头一批仆人是指众

先知，第二批仆人是指耶稣的门徒。他们已在民间宣传福音，

报告天主的国快来的喜讯，应悔改准备，进入天国 (10: 5-的 。

头一批仆人来请时，客人们只推辞不愿来;第二批仆人用主人

的话去催他们赴席的时候，他们中有的仍不理，去干自己的事;

有的竟把仆人拿住侮辱杀害了。像这样狂妄的败类，国王如何

能容忍他们存在?所以派兵消灭了他们。对不理的宾客，国王

也置之不理;对公开反抗的，国王不能不理，就派兵消灭了他

们 。 耶稣所讲的，是要在场昕他，向他提出质问的"议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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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所处的是怎样可悲、可恨、可痛的境地。 所以把自己所

设的譬喻，紧紧贴在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身上。 这譬喻既然要反

映出选主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全按"字义"来解释;有些地方

是必须用"寓意"来解释的 。 既是寓意，就不能全与事实相合:

比如天下哪里有这样没良心的客，人家请他吃喜酒，他不理不

去也就罢了，又何必要侮辱残杀来请他的仆人?但犹太人之拒

绝赴天国的婚宴，实在做出了类乎此的事。 耶稣在前一个譬喻

内，暗示自己要被人谋害 (21:38 、 39); 在这一个譬喻内，他暗

示犹太民族将要受的刑罚;但是，是否是指耶路撒冷的灭亡，

却看不出来。 不过，有些教父以为是暗示耶路撒冷的灭亡;若

果如此，那么譬喻中的国王，就暗示外斯帕仙 (Vespasiamω

了。一些教父，在见耶路撒冷遭了浩劫以后，很容易联想到耶

稣这句话，就以为这话暗示耶路撒冷的灭亡。 耶稣虽然对耶路

撒冷的灭亡，已有预言在先(路 12 :41-44; 参见玛 24:1 、 2; 谷

13:1-4) ，但此处却看不出他实有意暗示耶路撒冷的灭亡。

8 8-10 节，以前的客不识抬举，拒绝国王的婚宴，但盛宴已经准

备好了，该有人来享受，国王就吩咐仆人，往大路上去把所遇

到的人，都请来赴宴。 仆人奉命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不分好歹

都请了来，礼堂内一时就满了宾客。 以前所请的客，是代表犹

太民族。他们原是天主所特选的民族，是天主首先邀请来赴圣

子婚宴的人;但他们傲慢自负，不知重视天主赐予他们的特恩

异宠，不愿承认耶稣是天主所派来的默西亚，竟然把他杀了，

自讨天罚 。 天主的预许，不能因为犹太民族背信失约，就失去

了效验。 :9; 罗 4: 12-25) 。 天主原看亚巴郎的信德，誓许他必

成为万民的父亲，万民因他而得到上主的祝福，所以在犹太民

族拒绝天主的邀请，就杀天主的独生子耶稣以后，天主就请万

民来赴他天国的婚宴(宗 13:46 、 47; 28: 25-29) 。 此处所说的配

与不配，并不是说有功与元功，而是指人是否愿以自己的心愿

去适从天主的圣意。 犹太民族之被选，不是因为他们有功;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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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被召，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功，全是出于天主的仁慈，是天

主白赏的恩宠(路 1:54 、 72 、 78; 罗 9 : 15-29 ; 锋 3 :4 -7; 伯前

1: 3-5 ) 。 路 14:21 、 22 说家主怒后，就打发一仆人到街上和市上

去，请些残废和贫穷人来赴宴，正与耶稣对请他的家主和在座

的宾客所讲的(路 14: 12-14) 前后相吻合。 玛在这里却不提这

些人，只说国王派仆人到路口去，把他们所遇到的人，不分好

坏，都一律请来赴宴，因而引起下文:国王走进婚宴大厅，察

看坐席的宾客的事。 来赴宴的，都是自愿接受国王的邀请，仆

人并未加强迫;但路 14:23 ， 家主却要仆人到路上去，强迫人来

赴宴 。 玛的这譬喻，因为良亮不分，都来赴宴，又归结到芳子

的譬喻 (13 :24-30 、 36-43) ，和撒网的譬喻 (13:47-50) 的意义 。

o 11-13 三节不见于路，因为路只述到坐满了客为止;玛还述说席

间和席终所发生的事。。平常东方人设宴请客，主人是不人席

陪客的 。 到了上最后一次菜的时候，主人出来到各席去访问劝

酒: 一面感谢他们驾临的盛意， 一面自谦招待不周，请来宾原

谅。 同时也趁这个机会看看是哪些人来了，那些人没有来。 玛

11-13 所述的，就是这件事，意义与前所述，也相衔接，只不过

把局面改换，而另有含意罢了 。 来赴宴的，都是被邀请的，然

而未加选择。 默西亚的神国一一圣教会，有如一块麦莞并生的

田，是一网打得的鱼。 到了时候，也要加以选择，就如这位国

王，席终时进来观察宾客，见不穿礼服的，就把他赶出去。 耶

稣曾明说他的国内，是会有芳子的 08: 6-7) 。 到了收获的时

候，他必叫天使先把秀子捆起来，放人火中，把麦子收入仓虞。

来赴婚宴的人都穿了礼服，只有一个人没穿，足见是那人自己

的过失，否则，国王不会责怪他，他也不至于无言可对。 但这

人的过失，究竟在什么事上， 譬喻中没有暗示 。 为此有些学者

以为 11-13 节，原属于另一个譬喻，而玛节录了来并人婚宴喻

内，而未注意到前后有不衔接的地方。 这譬喻显然是包含两件

事:婚宴与礼服;赴宴要人请，礼服要自备。 耶稣讲这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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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人接受邀请，自备礼服;为此他点出如不接受邀请，或不

自备礼服，就该受什么样的刑罚 。 礼服既然要自备，就该出于

人;这出于人的礼服，就是基于爱德的信德。 凡是被邀请而愿

来赴婚宴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但是为赴天国的婚宴，只有

信仰还不够，还必须有由信仰表现出来的义德的行为 (5: 20; 7: 

21-23; 迦 5:6) ，必须穿上基督(迦 3:27; 罗 6:3; 13:14) ，存

在基督内，如基督一样行动(若- 2:6); 为此人该自备的婚宴

礼服，就是人对主对人所有的"爱"的表现。 13 节的结论几乎

与 13:42 完全相同:秀子要用火烧掉，人要被捆起来，丢在外

面的黑暗中 。 4 节所说的，固然是午宴，但从路口请得人来，人

席饮酒，到宴席快完主人进来观察宾客时，天已经黑了 。 婚礼

厅里已是灯光辉煌，灿烂如昼，厅外却是一片黑暗。 厅外黑暗

中的人，自知己陷于囹圄，不能再得见光明，所以哀号切齿 。

新约中常以这一句话来表示恶人受苦的地方 (8:12; 13:42-50; 

24 : 51; 25: 30) 。

o 14 节颇不易解释。有的学者以为这一节总结上述的譬喻。 另有

一些学者，以为是耶稣或是编撰福音者，所加的附录。0: 16) 。

因为这一节，不能视作上述譬喻的结论。由上述的譬喻各方面

看来，不能归结到少数人的被选，只因为这譬喻所讨论的是被

请被选的事，所以把它放在这里，作为附录。 0"被召的人多，

被选的人少。"这句话包含两种意思 (a) 天主邀请的人很多，

且人人都是他邀请的，但自愿接受天主邀请的人，却很少;

(b) 自愿接受天主邀请的人多，但自愿费力使自己配得起天主

邀请的人，却不多:这正是上述譬喻的双层意义。 这是耶稣对

世人的劝告，并不能由这一句话，就断定得救的人少(路 9:56;

13:23 、 24; 袤 3: 17 、 18; 12:47 、 48; 弟前 2: 的 。 耶稣接连给他

们讲了以上三个譬喻，希望他们能有所觉悟。 然而枉然，他们

还是设法要陷害耶稣。

。 15-17 节，要与釜所述稍有不同:按釜 12: 13 是公议会，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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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塞人和黑落德党人来陷害耶稣。 按玛却是法利塞人和司祭

长商议 (21:4日，怎样用言谈来陷害耶稣。 商议的结果，是要

法利塞人派自己的一些门徒，与黑落德党人去质问耶稣。。法

利塞人派门徒去，用意有二:一是为顾全自己的面子;二是为

叫耶稣不怀疑他们来问的诚意。关于当时的政党，参阅历史总

论第三章三、四、五。犹太民族自知是天主所特选的民族，在

圣殿内仍用他们固有的货币。在圣殿以外，迫于法令，应当用

当地政府的货币，所以上捐纳税，以及民间流行的货币，都是

罗马钱币。但他们在学府内，常私相讨论:在良心上是否应给

剥夺自己主权的外方民族纳税，因为他们只认天主是他们的君

王;给外邦民族纳税，是有辱他们的神政政体，是放弃自己在

默西亚神国内所应享的权利。然而到了要谋害耶稣，这一切都

不成问题了(若 11 : 47-58; 19: 1日 。

@ 他们既要用言语陷害耶稣，所以事先就商量好了，要说什么话，

连见面时所要说的几句恭维话，也是预先商量好了的，好引出

他们所要提出的问题。这几句恭维话，虽然他们不是从心里说

出来的，耶稣却可当之无愧。所谓"天主的道路"是指走向天

主的道路，即是教人信所应信，行所当行的宗教教义(若 14:6;

宗 9:2)0 17 节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玛用简短有力的两刀论法

说出，更见精神，其前冠以他好用的发问笔调"你以为如何"

(17:25; 18:12; 21:28; 26:66) 。耶稣公开指责他们，他们却不

能公开反对耶稣，因为民众敬爱耶稣 (21:46) 。 如今为达到他

们陷害耶稣的目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设法使耶稣失去民

心;一是找一个把柄，在当地罗马政府面前控告他妖言惑众，

蓄意造反。为达到他们这双重目的，便向他提出了这两头为难

的问题"给凯撒纳税，可不可以?"如果他答说可以，百姓必

以他是个卖国贼，对他产生反感，他们便可乘机向他进攻;如

果他答说不可以，在场的黑落德党人，即刻可下手逮捕他，因

为他出言违反政府，主张人不应给政府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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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话一出口，耶稣就识破了他们的恶意( "恶意"釜 12: 15 作

"假善")。耶稣伤心叹息说"假善人，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

平常遇有这样类似的质问，耶稣总不愿直接答复，常是把自己

置于问题以外，就所问的去反问问他的人，由问他的人所答，

给问他的人一个切题的答复;于是对他们说"拿一个税币给我

看看!"他们无法，只得拿出一块税币来，递给他看。耶稣的这

一举动，显示了自己无限的智慧，使他的仇人又惊异，又羞'惭，

再也不敢开口问他(路 20: 26) ，遂各自悄悄离去。在罗马帝国

内通行的银钱，一面刻有在位帝王的肖像和名号，一面镜有其

他象征的图案。帝王的名字以后常附有"凯撒"的称号，就如

埃及王本名后，常附有"法郎"的称号一样，其意义等于我国

的皇帝。如果这批人指给耶稣看的那块钱，是当时在位的皇帝

所铸造的话，上面的肖像，即提庇留的肖像，题名是"奥古斯

都提庇留凯撒" (AVG. TIBERIVS CAES.) 。耶稣是在他的统

治下，完成了救世的大业(蹬 3: 1)。

@ 耶稣乘这机会说明了人对天主，及代替天主管理人的政府的义

务。人属于政权，有他当尽的义务;人更属于天主，岂能没有

他该尽的义务?原来在人身上，就刻有天主的肖像(创 1 : 26 、

27) 。天主圣子所取的人性，除了不受罪恶的沾染外，与天下古

往今来的人所有的人性，完全一样(斐 2:7; 希 4: 1日。为此德

盘皇向教友说"有扭暨肖像的钱，该还给盟主主;有天主肖像的

你，该还给天主。"由耶稣简短的答复内，我们知道世上有两种

权柄:政权与神权，国家与教会。这两种权柄，都是出于天主，

而行施于人，故不能互相排斥，更不能互相否认。就如人是由

肉身与灵魂构成的，有他的肉身生活，有他的灵魂生活，两者

并存并行，缺一即不能成其为人的生活。政权所追求的，是肉

身生活的幸福;神权所追求的，是灵魂生活的幸福。肉身生活

的幸福，是现世的，是暂时的;而灵魂生活的幸福，却不以现

世为限，而是趋向永远的，所以灵魂的幸福，远超过肉身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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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6: 25-33; 16: 26) 。 为此追求肉身幸辐的政权，在执行自 己

的职权时，应协助追求灵魂幸福的神权，完成它所负的使命，

使自己的属下，不但获享现在的福利，而且也获享现世已开始，

而永不失的灵魂的幸福。政权既出于天主，就属于天主;既属

于天主，就有它对天主应尽的义务(宗 4: 19 、 20) 。政权如否认

天主的存在，就是否认自身的存在，因为政权是靠天主而存在

的。耶稣这简短的答复，竟成了千古不灭的定论，奠定了神权

与政权的基础，划清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使它们就如两条平行

的铁轨，载着世人，由现世而进入永远。

<<i> 22 节后半"他们离开他走了"谷放在 12: 12 末 。 此处玛说他们

走了，是为引起下文。 他们走后，撒杜塞人就前来问耶稣关于

复活之事。

@ 前三圣史都记述了这件事，但玛所记简略而紧凑。 他指出这事

是与上述的事，在同一天内发生的 。 其他二位圣史，只顺序写

下来，并没有指明 。 O法利塞人既派了自己的徒弟来问耶稣，

司祭长为郑重起见，也派了自己的心腹一-一撤杜塞人去监视旁

听。两党虽然互相句结反对耶稣，但他们彼此间的仇恨，依然

存在 (34 节〉。他们见法利塞人含羞而退，心中十分高兴，就前

来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想他们这一次可要难住耶稣，羞羞那

些迂腐的法利塞人。 问题还是他们的老问题:肉身不复活 。 24

节引自申 25: 5 、 6 ，但不是逐字援引的 。 三圣史所引亦大体相

同;惟独玛依原文用了法律上的术语，谷与路却依七十贤士译

文。 申 25:6 说是为给他己死的兄弟"立名"，此处三位圣史都

作"替他立嗣"参见创 38:8 。 旧约的"兄弟立嗣律" (levira

tus) ，与现有婚姻法相抵触;但在一些古代民族中，为求人口繁

殖，为避免家族的灭亡或家产外流，遂规定了这"兄弟立嗣

律"参见更 25:7-10; ;5 4:1-17 二处的经文与注解 。 盘盘~人

不比法利塞人有学问，却比他们有势力，因为其中多是贵族。

他们知识浅陋，对于许多问题不能自决，起初不过怀疑，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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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否认，最后除相信惟一天主外，其他一切，几乎都加以否

认。他们讲学，好假设例案，这"七兄弟"就是例案中之一。

当时的璧民，除盘盘塞党外，都相信肉身复活;但对于肉身复

活后的状态，却没有清楚确切的观念。大部分人都以为人复活，

就如人由睡梦中醒来，仍如先前一样，有"饮食男女"之欲。

撒杜塞人就据此想出了这个例案，以证明肉身不可能复活，也

以此来质问耶稣，想他解决这个问题，必要闹出笑话，使他的

声誉大受损失。他们的困难，就在于七兄弟都娶过这妇人;如

果一起复活了，七兄弟都要争取这个妇人，那怎么可以呢?

@ 这一次耶稣不反问他们，只直接答复说"你们错了。"错在不

明白经典，不明白天主的德青平时说明天主的德能，川2
两节讲解圣经的意义。在复活时，那里如你们所设想的，还过

着要生要死的生活?复活了，就没有"饮食男女"之事了"好

像在天上的天主的天使一样。"耶稣这话，明明道出男女复活

后，具有肉躯，如在现世一样;然而过的生活，却是如同没有

肉躯的天使所过的生活，因此也不娶也不嫁(格前 6: 13 、 14;

15: 35-58) 。天主是全能的，既然他能从无中生有咱们: 1-31), 

为什么他不能使复活的男女，有现世所有的肉躯，而不过现世

所过的生活?那否认这端道理的，自然不明白天主的德能。耶

稣这样一比，不但使人知道人复活后的生活状态，并且也附带

说明了天使的存在，矫正了撒杜塞人的另一个错误。对于这一

点，他们既没有问，耶稣也不愿引经据典来反驳他们，只顺便

提示开导而已。

Q) 31 节已进入问题的中心，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关于死人的复

活，你们不曾念过……"玛引用法律上的话，常如天主所说的

话(15:的，因为"法律"是天主藉梅瑟的口，给伊民和他们后

代的子孙所颁布的，所以玛说"天主对你们所说……的话。"

盘盘塞人既以堕墨所立的法律来问耶稣，耶稣也以"法律"上

所记载的话，来答复他们，且所引的是天主显现给梅瑟，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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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埃及领出自己的百姓时，所说的话(出 3) 。 出 3 在全部旧约

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章述说天主开始实践他对圣祖所许的

诺言，伊民从此成为天主的百姓，成为给人类保管并传递启示

的机构 Corganum revelationis) 。 天主即在此时给梅瑟启示了自

己"雅威" C意谓自有常存)的名字，叫他奉这名号，到伊撒尔

民那里去，实践自己赋予他的使命(出 3: 15 、 16) 。 伊民祖先的

天主，是自有常存的天主;他既称自己是亚巴郎、依撒格和雅

各伯的天主，自然他们尚存在，因为天主是以这句宣言给梅瑟

与伊民作为保证:保证他是伊民祖先的天主，向伊民要求对他

们祖先的天主应有的信仰。 如果他们的祖先亚巴郎、依撒格和

雅各伯不存在了，在天主与伊民间，就建立不起这样的关系 。

天主正是因为他们祖先的缘故，才来拯救他们;他们正是因为

他们的祖先，才去相信天主;所以他们的祖先应该存在，因为

他们为天主都是生活的(路 20:3肘，所以耶稣说 "天主不是死

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这一席话堵住了撤杜塞人的嘴，使旁

听的一些经师大声叫好说"师傅，你说得好" C路 20:39) ，民

众昕了，也大为赞叹。 谷此处一点不提耶稣的这番言论所引起

的反应，只以耶稣起初对他们所说的话(谷 12: 24) 作结说:

"你们大错了" C谷 12:27) 。 也许有人要问:这也只能证明灵魂

不死，而不能归结到肉身必要复活。 不错，这一句话直接是证

明灵魂的不死不灭;但撒杜塞人之所以否认肉身复活，乃是因

为他们否认了灵魂的不死不灭。 灵魂的不死不灭，是旧约中的

基本教义之一 (创 2: 7) 。 他们说人死后是回到他的老家(创

25 :8; 35:29; 49 : 29; 户 20:24) ，是到"协敖耳"去过着一种另

外的生活(创 37 : 35; 户 16 : 30 、 33 ) 。 对于身后，旧约的启示，

当然不如新约的清楚;但旧约的子民，也是相信肉身要复活的。

这端道理，愈接近新约，愈见明朗 。 到了耶稣时代，除了撒杜

塞党人外，没有不相信肉身复活的 。 较古的伊民，因为对于身

后没有清楚的认识，曾发出许多的感叹。 诚然，人在世的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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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灵魂与肉身共同完成的事业，哪能只有灵魂单独受赏受罚，

而肉身不分沾的道理:况且灵魂是为人的肉身而受造，不与肉

身结合，即不能成为人，所以与灵魂曾度精神生活的肉身，是

不能永归于灭亡的。 永生的天主，必叫宏复活，与灵魂同度纯

粹精神的生活，如同在天上的天使一样。 肉身的复活，是灵魂

不死不灭的必然结果;那否认灵魂不死不灭的，自然也否认肉

身的复活 。 这端道理，因为耶稣己复活，更是不容人怀疑的了 。

参阅攒前 15 0

@ 蹬在 10: 25-28 也有与此相类似的记载，参见该处的经文和注解。

玛与谷(1 2: 28-34) 所叙述的，显然是同样的事，但两人的记

载却不完全相同 。 34 节最后一句，依据一些古抄卷，亦可译作

"聚集在他四周"，参见 27:27; 谷 5:21 0 。法利塞人这次询问

耶稣，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愿在耶稣和民众前显露他们的才

学，不像愚不可及的撒杜塞人，说出那样可笑的事。 22 节玛说

撒杜塞人已走了，所以这里说"法利塞人听说……"依谷 12 :

28 是一个在旁听他们讨论的经师，见耶稣答得这样好，就前来

问他;玛却说法利塞人听说耶稣驳斥撒杜塞人，使他们瞠目结

舌，就高兴得聚集前来，围住耶稣。 其中一个为探听耶稣的意

见，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人，玛不称他为经师，却称

他为法学士。全部福音中，只在此处，他用了这个名词，也许

他有意暗示这位经师是对"法律"格外有研究的，所以说出话

来也与众不同(谷 12:32 、 33) 。 码此处所说的"试探"即是探

听求教之意。 犹太经师把梅瑟的法律，详加分析，共计六百一

十三条，其中三百六十五条，为消极的诫命， 二百四十八条，

为积极的诫命。 有些诫命，他们又再分为轻、重、大、小、最

大和最小的 。 但以什么为标准，却没有规定，为此他们常争论

不休。 这次他们见耶稣讲解经义，讲解得这样好，就前来向耶

稣提出这亟待解决的问题，看他作何主张。

@ 耶稣率直答复他说"你应当以你的全心……"耶稣答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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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引自理 6:5 (釜还多引了这一章的第四节)。史 9:4 、 5 ，

是壁民每日两次该诵念的经文。 这两节内所包含的，是他们的

信仰和宗教生活的基础 。 他们应如何重视，应如何牢记在心，

申 6:7-9 有详细的说明。申 6:5 作"你当以你的全心，以你的全

灵，以你的全力……"玛把"全力"改为"全意"，谷作四项 :

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 路 10: 27 所引与谷相同，惟后二项

位置互相倒换而已;说法虽不同，意义却相同，即谓人该以整

个自己，去爱天主。 39 节所引是出自肋 19 : 18 。 就如上次法利

塞人问耶稣纳税的问题，耶稣也附带说明了人和国家对于天主

所应尽的义务。 这次他们问最大及为首的诫命，耶稣也附带给

他们说出了第二条诫命，且郑重声明说:第二条诫命是与第一

条诫命相似。 所说相似，其意义有二:或是说同样重要，或是

说因为两条诫命，既然相似，所以由人的如何爱人，便知其如

何爱主。 第一条诫命的对象，是惟一的天主;第二条诫命的对

象，是天下所有的人。 爱天主要以整个的心灵去爱，爱世人要

以如爱自己的爱去爱。 这两条诫命不相同而相似:不同之点，

在于爱天主的爱，应超越爱自己的爱 00: 39; 路 9:24); 爱人

的爱，应如爱自己的爱，即凡人愿意人给自己所做的事，也应

给人做 (7: 10) 。 相似之点，是在于人之对于天主的爱与对世人

之爱，同出于一，而又同归于一;同出于一，是因为天主愿意

人爱自己也爱人，为此十条诫命中，三条对天主，七条对人;

同归于一，是因为天主把世人作为自己爱的对象(若 3:16; 罗

8:32) ，那爱世人的，即是爱天主(若-4:7-12 、 2 1) 。 人是按天

主的肖像造的，仿佛天主，所以该用仿佛爱天主的爱去爱人:

这是旧约的中心思想，更是新约的中心思想。 那明了这一点的，

实在离天国不远了(谷 12:34) 。 所以人如要爱天主，必须爱人

(若- 4:20) 0 40 节用譬喻的说法，把这两条诫命，比做两个木

桩， 其他一切诫命，都系于两个木桩上。 如果木桩断了，其他

一切，都要落下。 参见依 22: 23-25 。 所谓"全部法律和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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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全部旧约中所有的一切教义与教规C7: 12; 罗 13: 10) 0 40 

节正归结到 36 节所问的，前后两相呼应。由此可见耶稣来，不

是为废除法律和先知，而是为成全 (5: 17) ，使世人更明了法律

与先知的真谛，在于一个"爱"字。旧约过的是"爱的法律"

生活，新约过的是"爱"的生活(芝 13: 圭.10; 轰 14: 23 、 24;

若-4:7-19) 。

@三位圣史在同一地方，叙述了这件事。釜与蹬几乎完全相同，

l!ð却与他们不同。要把这件事直接与上述的相连，指明耶稣所

问的人，即是 34 节内己提及的法利塞人。同时他又用惯用的问

答体来叙述，不但文气更为生动，而且意义也更为明显。在釜

与路，耶稣竟是自问，而没有人回答。

@ 耶稣答复那位法学士以后，见他们还聚集在一起，就有意开导

他们，向他们提出了这切己的问题。平常有什么问题，耶稣总

是先发问，然后由人答复他的话，答复人家的问题。这次也不

例外。在旧约中关于默西亚最清楚的预言，莫过于他是达味之

子，即是达昧的后裔(撒下 7:12-16; 23:1-5; 政 89: 3-5 , 28-30 、

35-38; 132: 11 、 12; 依 11: 1-5; 耶 23: 5-8; 米 5: 1)，所以当时

的人，以"达味之子"来称"默西亚" (1: 1; 9: 27; 12: 23; 15: 

22; 20:30; 21:9) 。在他们说出"达昧的"以后，耶稣依据他们

的答话，反问他们说:怎么达味在圣神的默感中称他为主呢?

44 节引自咏 110: 1 。所依据的是七十贤士译文。这篇圣咏，是

直接的默西亚圣咏;新约中常引用这篇圣咏，来证明耶稣是默

西亚(格前 25:25; 伯前 3:22; 希 5:6; 10:13; 若 12:34) 。耶

稣问话的力量，就在于"怎么"二字 (43 、 45 两节)。这"怎

么"二字，说明默西亚是达味之子，然而不只是达味之子，因

为达味自己在默感中，称他为主，与天主平排而坐，显然就是

天主。耶稣这样一问，使他们看出默西亚是人也是天主来，要

他们承认自己是默西亚，是天主〈若 7: 31; 10: 25 、 26 、 33-38) 。

耶稣见他们不作声，知道他们明了自己所问的，只是不愿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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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问题，如前些时不愿答复自己所问的一样。1:24-27) 。

他们不愿答复，耶稣也就不再往下追问了，让他们去罢 。 从那

一天以后，再没有人敢问他了 。 玛以这一句话，总结以上自 21:

23-22: 46 所述的辩论;釜却将这一句置于前段之末，作为经师

与耶稣谈论的结束(谷 12 : 34b) 。

第二十三章

指摘经师与法利塞人(谷 12: 38-40; 路 20 : 45-47; 11:37-54) 

1那时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2说:经师和法利

塞人坐在壁萃的讲座上 3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

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4他

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

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 。 85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

人看:为此他们把他们的经匣放宽了，衣缝加长了 ;6他们

又喜爱延席上的首席，会堂中的上座，7街市上的致敬，以

及受人称为"辣彼" 0 88 至于你们，却不要受称为"辣

彼"因为你们的师傅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产也不

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

天上的父。 10你们也不要受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

一位，就是默西亚。 11 你们中那最大的，该是你们的仆役。

12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 。

七个祸哉 (参阅路 11: 39-52) 

1 3祸哉，你们经师与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在人面

前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你们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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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14祸哉，你们经师与选型l塞假善人!因为你们吞没了

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作掩饰，为此你们必要遭受

更重的处罚 。 J 0 

15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走遍了

海洋和陆地，叫一个人成为归依者;几时他成了，你们反

而使他成了一个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 0 0 

16祸哉，你们瞎眼的向导!你们说:谁若指着圣所起

誓，不算什么;但是谁若指着圣所的金子起誓，就该还

愿。 17又昏又瞎的人哪!究竟什么更贵重:是金子或是那

使金子成圣的圣所?18还有:若谁指着全孀祭坛起誓，不

算什么;但是谁若指着那上面的供物起誓，就该还愿。 19

瞎眼的人哪!究竟什么更贵重:是供物或是那使供物成圣

的全孀祭坛?20所以那指着全孀祭坛起誓的，是指着它和

那上面的一切起誓;21 那指着圣所起誓的，是指着它和那

住在它内的而起誓;22那指着天起誓的，是指着天主的宝

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起誓。 @

23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捐献十

分之一的薄荷、茵香和荷萝，却放过了法律的最重要的公

义、仁爱与信义;这些固然该作，那些也不可放过。 24瞎眼

的向导!你们滤出蚊虫内，倒吞下了骆驼。 @

25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洗擦杯

盘的外面，里面却满是劫夺与贪欲。 26 瞎眼的法利塞人，

你先应清洁杯的里面，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 。 @

27祸哉，你们经师和运丑l塞假善人!因为你们好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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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刷白的坟墓，外面看来倒华丽，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

骸和各样的污秽 。 28 同样，你们外面给人看来倒像义人，

你们里面却满是虚伪和不法 。 @

29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 ! 因为你们修建先

知的坟，装饰义人的墓，白且说:假使我们是在我们祖先

的时日，我们决不是他们流先知血的伙伴;31 这样你们自

己作证，你们是那些残杀先知者的子孙了 。 32你们就补足

你们祖先作恶的尺度罢 0)33蛇啊!毒蛇的种子!你们怎

能逃避地狱的处罚? Cf)34 为此，看!我打发先知、贤哲和

经师到你们这里来，其中有的你们要杀死，有的要钉死，

有的你们要在你们的会堂中鞭打，有的由一城市追逼到另

一城市41)35好叫流在地上的一切义人的血，自义人亚伯

尔的血，直到你们曾在圣所与全孀祭坛间，所杀的贝勒革

雅的儿子则加勒雅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 36我实在告诉

你们"这一切都要归到这一代人身上。 " æ 
耶稣哀耶路撒冷 (路 13 :34 、 35)

37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残杀先知，用石头砸死

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竟不愿

意 ， 38你看罢!你们的房屋必成为一片荒凉，给你们留下。

G)39因为我告诉你们:自今以后，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 ~ 

@ 这一章就现有的形式来说，可说是要所独有的; 釜与蹬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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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提及耶稣曾对民众和门徒发表过反对经师的言论，但所记的

也不过只是本章中的两三节 (6 、 7 两节气谷 12:38 、 39; 路

20 : 45 、 46; 14 节 - ;谷 12:40; 路 20:47 ) ，其余几十节都不见

于谷;在路虽有，也不完全相同，且散见于各处(其详见后) 。

本章所有，是要全理童中结构最完善的讲论之一。 釜没有记载，

不能说是耶稣没有讲过这篇言论的理由，因为釜没有记的事很

多，何况这篇言论大部分尚散见于路的福音内 。 毁所有与蹬 11 : 

37-54 所记非常相似，只是发言的环境不同而已 。 但就上下文和

各情节看来，似乎玛所安插的地方，非常适宜，也即是说耶稣

在当时实在对民众和门徒发表了这篇言论。。耶稣素来痛恨经

师和法利塞人的虚伪假善， 一有机会，就毫不客气地当众指摘

他们 (5 : 20; 6: 1-6 、 1ι18; 15:1-20; 16:归路 18:9-14) 。 这一

次他更不留情地痛责他们;措辞如此激烈，未免使人听了惊异。

但也不必惊异，设想耶稣所对付的，是怎样顽固不化的人，他

们作的是些怎样的事。 他不能容忍这样的流毒，再在人间蔓延。

他一生所攻击的，就是这虚伪假善的"法利塞主义"。 如今他快

要离开人世，不得不再向它挥拳痛击。 如果明了耶稣的苦心，

也就不会以他措辞过于激烈了 。 并且如果仔细衡量他的话，便

知没有一句话不是只对事，而不对人的 。 他要在场的昕众一一

经师与法利塞人，民众和门徒，彻底明了他所指摘的事，如何

背理荒谬，使行其事的人，有所悔改;不行其事的人，有所

警惕 。

8 1 节是小引 。 玛述事，起笔好用"那时"，多半都是指一个不定

的时候，此处却指耶稣在答复经师、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问

题以后，接着就给民众和门徒讲了这篇言论，所以仍是同一天

内的事，即阳历四月四日见空去 1 97 。 关于经师和法利塞人， 参

考历史总论第三章三、囚 。 耶稣说:在梅瑟的讲座上，坐着经

师和法利塞人。 "他们对你们所说的……"耶稣并没有说:凡他

们所说的，你们照着行，而是说"在梅瑟的讲座上" 坐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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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和法利塞人所说的，你们就照着行;所以人实践的，不是

他们的话，而是梅瑟的法律和教训。设若他们所说的，不是梅

瑟的法律或教训，而是假借梅瑟之名的"自我说教"人民不但

不应该遵守，反应深恶痛绝(15: 2-14) 。固然，耶稣在此反对

的是他们的虚伪，但他们的虚伪究竟在于何事?他们的虚伪，

在于他们以神圣的"法律"来粉饰他们的邪恶欺诈，使"法律"

全然变了质;为此耶稣在下边把他们的恶行一一指出:什么是

法律所命，什么是他们的传授与习惯。法律所命的，人民必须

遵守，他们的传授与习惯，却不要仿效。 耶稣的这番话，固然

是指摘经师和法利塞人，但也是警告门徒和后世跟随自己的人，

必须依照他的教训宣讲〈格前 2: 1 、 2; 迦 1:8 、 9; 11 、 12; 若-

1:1-4)，也必须依照他的教训生活(斐 3:17-21; 若- 2:3-6; 

若二 ι11 节〉。伟大的保禄是深切明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常自警

惕，从不松懈(格前 9:37) 。圣教会本身是圣善的，但生活在其

中的，有义人也有罪人 (13: 24-30; 18: 7)，区别就在他们的行

为圣善与否(7 :17-20; 12:33-37) 。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他所

说的不与圣教会同调，勿昕;如果他所行的不与所说的相合，

勿从。断不能因一人的过失与缺德，就看轻或放弃耶稣的道理

和圣教会的教训"0 3 节既己说明门徒和听众不要效法经师和法

利塞人，是因为他们只说而不做， 4 节就解释何以他们只说而不

做。所谓"担子"是指他们对法律所加的分外的解释和规定。

遵守"法律"的规定，已经够难了(宗 15:10) ，他们还加上许

多规条，使人不堪负荷。正因为他们所加的条款繁多，所以耶

稣说"捆"，就如人因东西多了，捆起来好背负一样。至于他们

自己呢，却找许多藉口和托词，迫遥法外(罗 2: 17-24) ，即是

守，也是为了情面。

o 5-7 三节，是说明他们如何假善欺人(一〉在人前显示自己是

最守法的人，所以做事总要有排场，好叫人看见 (6:2 、 5 、 16);

(二)他们做事贪图虚荣，所以爱占公共场中的高位〈路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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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街市行走，喜穿带长缝的外衣，叫人注意，向他们打招

呼，问安行礼，喊一声"辣彼" 5 节不见于蹬 6 节及 7a 与釜

12:38b、 39 和蹬 20:46 相同，仅次序略异;但蹬 11: 43 所有次

序与另相同。虫 13:9 、 16; 更 6:8; 11:18，上主曾藉堕茎命壁

民不要忘了上主对他们所行的奇事，和平颁布的法律，要把它

们视作手上或额前的装饰品一样，常放在眼前和心上。 经师就

按字面解释，要人把虫 13 : 1-10 、 11-16; 更 6: 4-9; 11: 13-21 等

处的经文，写在羊皮上，装在小匣内，用带子把一个系在左臂

上，与心相平:表示服膺在心;把另一个系在帽子上，与额相

平，举目可望:表示念念不忘。这种作法，其用意未尝不好，

只是法利塞人务外而不务内;法律可以不守，经匣务必要做，

且要做得特别大，装饰得格外体面，在人前炫耀，表示他们守

法胜人一筹。堡民的外衣边缘上，该带缝头，也是法律所规定

的(户 15:38 、 39) 。 耶稣在世时，他所穿的外衣，也是带有继

头的。、 20 详注十七 14:36) 。 但莲型塞人把这缝头做得特别

长，以别于人。耶稣所指摘的，并不是选型塞人带经匣或衣服

有继头，而是他们藉此贪求虚荣的心。当时的人，在路上见面，

问安行礼格外隆重:先俯身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然后伸出手

来，作一个半圆形，将手放在额上，或口上，或胸上，表示尊

敬和亲爱。莲型塞人和经师自命为人民的导师，要人们在大街

上给他们行这最敬之礼。"辣彼"原来有"我主"、"先生"的意

思;在耶稣的时代，就成了民间对学者的尊称。

。8-12，有些学者以为这一段，是耶稣专对他的门徒讲的，这也

不尽然。依我们看来，也是对在场的民众讲的 。 对他的门徒，

他已屡次给他们讲过这自谦自卑的道理(18: 1-4; 20: 20--28) , 

对于民众也曾讲过(11 :7 、 25-30) 。他降来人世，仿佛是要专给

人讲这谦卑的道理(裴 2:5-1 1) 。 如今他快要离开世界，给世人

立下遗嘱:不要虚伪骄傲，却要自谦自卑。蹬缺少这一段，因

为蹬叙述耶稣对革型塞人和经师的这番言论，是在席间对他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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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警告与答辩(路 11:37-44) 0 。这里所说的"父"也是→

个荣衔。 当时最大最出名的法学士，人们有时称之为"父"以

别于其他的经师。 "导师"也是一个荣衔，似乎比前一个荣衔更

高 。 有些学者，以为 10 节是 8 节的重提，因为意义甚相类似，

并且以默西亚出于耶稣自己的口里，也颇不自然。 我们以为 10

节不是 8 节的重提，因为足为人"导师"的，实在只有一个，

即默西亚(若 10:9; 格前 3:11; 弗 2: 19 、 20) 。 默西亚出于耶稣

自己的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是在向民众说话，要

民众只以默西亚为自己的"导师"。他讲道行奇迹，就是为叫人

认识他是默西亚。 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取消或禁止人有这些荣衔，

因为在世上不能没有制度，有制度就有等级，有等级就有称呼

和头衔(格前 4:15; 12:7-11 、 28-31) 。 耶稣的意思是要人不要

贪求，更不要冒用这些荣衔贪图虚荣 。 一切教育权都来自天主，

那获有荣衔的是代天行教，所以应按照天主的道理教训世人，

应归光荣于天主，不应高看自己，因为在天主的眼中，人人都

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说:你们都是兄弟;父也只有一个:即在

天的天父;师傅及导师也只有一个，即是他所派遣来教训世人，

引导世人，认识光明，获得永生的基督(若 1:4; 17:2 、 3; 8: 

12 、 36 、 46; 10: 10 ) 。 他来世教训人什么事?教训人服事人，因

为他降来人世，不是为受人服事，而是为服事人 (20 : 2&-28; 

谷 10 : 43-45; 路 22: 26 、 27) 。那跟随他，接受他的教训的人，

应以服事人为荣(若 13: 12-15) ，所以说"你们中那最大的，

该是你们的仆役。 " 12 节是结论，也是他所讲的道理的总纲

(1 8 : 4;路 14:11; 18:14) 。 凡自负的，必被贬抑，凡自谦的，必

被举扬;这是天主统治世界的原则，是耶稣降来人世，亲自以

身作则，教训世人所应走的惟一求荣的道路。 由此可见，耶稣

并没有取消阶级制度，只不过叫人应有服役的精神，使各阶层

的人间都弥漫着爱与牺牲的精神 。

o 13-3 1 包含七小段。 (大多数的古抄卷缺 14 节，也有些古抄卷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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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置于 12 节前，因 13 、 15 两节紧紧相连。 学者大都删去这一

节，以为是后人依据谷 12:40 所穿插的，凑成八个"祸哉"与

八端"真福"相对;今把此节放在括弧内，因见于拉丁通行

本。)每段前都冠以"祸哉"为此通常称这七段，为七个"祸

哉" (路 6: 24-26; 依 5 : 8-22) 0 013 节是第一个"祸哉"概括

地指摘经师与法利塞人的行为，因此放在最先，路却放在最后

(路 11: 52) 。 经师与法利塞人掌握知识的钥匙(若 3:9 、 10) ，应

该领导民众接受耶稣所讲的天国的道理(迦 3:24) 。 他们不但不

尽职，反以自己的虚伪行为和理论，诬陷咒骂，阻碍恐吓人民

接受耶稣的教训 。 他们的确关闭了天国的门，自己不愿进去，

也不让人进去。 关于 14 节，见谷 12 章注六。

o 15 节是第二个"祸哉"。 经师和法利塞人不但阻止本国人民进入

在他们中已建立了的天国，而且还牵引外方人与他们一同成为

"地狱之子"。 所谓"地狱之子"，是希伯来文的语风，指属于地

狱，该受地狱之罚的人。 自犹太人散居国外以后，就有不少的

外方人归依犹太教。 当时在巴力斯坦的犹太人，就利用他们与

在外的侨民推行"归化运动"。 法利塞人对这运动，自然不甘落

后，所以耶稣说他们不怕跋山涉水，为叫一个人成为"归依

者"。 关于"归依者"，可分为两类， 一是接受全部教义和法律，

实行割损礼，实际上与犹太人元异的，这些人称为"真正归依

者"。 一是接受全部教义，而不遵守全部法律，也不实行割损

的，为此只称他们为"对主虔诚者"，或"敬畏上主者"。 参见

先知书下总论第二章乙 (c) "侨民的影响"。 耶稣在此，并不是

反对"归化运动"所反对的是经师与法利塞人以自己的行为，

败坏了这运动所收的成果。 耶稣自己就是励行归化，创立"归

化运动"的人 (28: 1 8-20; 宗 1 :ι肘 。

o 1ι22 是第三个"祸哉"。 经师不但教训人如何守法，也指示人

在何种情形下可以不守，或可以不全守。 他们为助人解释疑难，

就想出了种种例案，就比如这里所提的发誓问题，用什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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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什么东西才生效，不然，就等于白发。 耶稣早就禁止人发誓，

因为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指什么东西，都与天主有关(详 5 注

二十二) 。 同时誓愿的效力，不在于方式，也不在于所指的事

物，而是出于人对于天主的信仰 。 如果发誓而不履行，或有口

无心，都不免触犯天主的尊严 (5: 33-37) 。 这里所讨论的，并

不是指人在法庭中作证发誓，而是指人向天主私下或公开所许

的誓愿。 耶稣对这件事，指摘经师与法利塞人，并不是因为他

们贪财图利，他们原没有名分分享殿内的供物，只不过指摘他

们推论的不当:把有效的誓愿，断为无效，只在人发愿时所用

的格式上推敲，却不管天主的权威和人的良心。 在评论事理上，

如此轻重倒置，耶稣怎能不称他们是些瞎眼的向导?

(i) 23 、 24 是第四个"祸哉"。 耶稣在这两节内，以事实来证明他们

的虚伪愚昧。 伊民是天主的百姓，天主曾由埃及为奴之地救出

他们来，赏给了他们这块福地，为此要他们给自己奉献"什一

之物" (肋 27:30-32; 户 18: 12 、 21 、 24 、 26; 申 14:22 、 23) ，为

养活肋未人，并为举行祭祀。 所以所命献的"什一之物"，多半

是酒、油与小麦 。 肋 27 、 30 明说"凡出产，或为地上种子所

生，或为树上所结的果子，十分之一应归上主。"经师就由此推

论而断定:凡田园所出，只要有用或可食的，就得捐献十分之

一。 法利塞人为表示他们守法严谨，就依此而行:薄荷、茵香、

商萝概捐十分之一 (路 18: 12) 。 这三种物品，不但可以配制香

料，且可作药材和调味的原料。 耶稣不反对他们奉献"什一之

物"，或捐献这些物品，只指摘他们舍本逐末。 法律中最重要的

如公义、仁爱与信义，他们都不介意。 耶稣所提出的三点，总

括对人所有的义务:公义是给人所应给的;仁爱是对人应有的

怜恤;信义是对人应有的诚实。 历来的先知，莫不劝人重视这

三点 (璧 1 : 15-17 、 23; 理 9: 1-8 、 21 : 1-5; ~U 18:5-9; 憨 4: 1-3; 

亚 5:7-13; 米 3:1-12 、 6: 6-16; 臣 7: 8-14) 。 这三点即是耶稣所

说与最大的诫命相似的第二条诫命。 他们竟然置之不顾，真如



309 玛窦福音第二十三章

耶稣所说的滤出蚊虫内，吞下了骆驼。依法律骆驼与蚊虫内同为不

洁之物(毁 11 :4 、 8 、 42-44) 。要滤出骆驼，漏斗必要大于骆驼;

骆驼漏出来了，蚊虫内自然也漏出来了。法利塞人注意小节，而

不顾全大义，就如一个人，滤出小小的蚊虫内，却把一个偌大的

骆驼吞下。这个"祸哉"亦见于路，但在路的六个"祸哉"中，

却是第一个。路只分六个"祸哉"，前三干可法利塞人，后三个

对经师。见下注。

o 25 、 26 两节是第五个"祸哉"。这两节亦见于歧，只是蹬不把它

当作一个"祸哉"放在六个"祸哉"以前(路 11 : 38-41)，作

为他的六个"祸哉"的小引:以耶稣答辩一个法利塞人，见他

不洗手吃饭就大惊小怪，而引出他对法利塞人和经师的指摘。

O法利塞人为表示自己清洁无罪，并为预防沾染不洁，就常用

水洗涤自己和用具。他们吃饭以前必要洗手，连杯盘桌凳也必

须先洗涤(谷7: 3-4) 。至于里面装的是些什么，或由何处得来，

他们就不管了。对于"里面却满是劫夺与贪欲"可有两种解

释 (a) 里面充满的都是些由盗窃和不公义得来的东西:如此

耶稣劝他们不要只注意杯盘外面是否干净，还要注意里面的东

西是否干净。 (b) 耶稣在这里把经师和法利塞人比做杯盘，外

面干净，里面却不干净。拉丁通行本节的译文与路 11:39 就是

这个意思(15:1 8-24) 。耶稣并不反对他们注重法定的洗涤，而

只是要他们不要轻重倒置;因为法定的洗涤，原是为求内在的

清洁而设的(路 11:40) 。如果只求其外而不求其内，就如洗涤

杯盘而不洗去内里的不洁，总是干净不了。

4D> 27 、 28 两节是第六个"祸哉"，与路 11:44 相对，是路前三个对

逮到塞人的最后一个"祸哉"。玛此处所有与前段紧紧相连，意

义甚为明显。 0中东一带的民族，习惯用石灰刷白祖先或亲友

的坟基，使人由远处看见，怀念故人。犹太人每年在逾越节前，

也用石灰刷白亲友的坟墓，其目的是要人回避，怕染上不洁，

而有碍参加节期内的礼仪与祭献(? 19: 1 6--19) 。这些刚刷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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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基，在当地强烈的阳光照耀之下，格外洁白，但里面所有的，

已是腐烂的死尸，或多年的骨骸，这正是重外而不重内的法利

塞人绝好的写照。耶稣与这次上京来过节的人，由耶黎昂到耶

路撒冷沿途自然见了不少这样的坟墓，即在与圣殿相对的阿里

瓦山麓克德龙谷内，就有不少这样刷白的坟墓。 耶稣当其时就

其地，给在场的人，讲了这个譬喻，自然印象深刻，不易淡忘。

4D 29-32 是第七个"祸哉"。这个"祸哉"与路后三个对经师的第

二个"祸哉" (路 11:47-51)相对。 0 1日约历史证明伊民曾迫害

残杀天主给他们所派来的先知(耶 20: 1 、 2; 26: 20-23; 38: 1-13 ; 

宗 7:52) 。 他们这些假善人，为表示自己不与祖先同谋，就修盖

点缀先知和义人的坟基。 这种举动，本是为抵偿祖先的罪债，

再光荣不过的事。 耶稣在此并没有指责他们修盖装饰坟墓，却

只用这个事实来证明他们是杀害先知和义人者的子孙，承受了

祖先的精神，还是同样的强项固执，不听天主所派遣来者的呼

声。 他们所以修建坟墓，实是赞同他们祖先所为，以自己所建

造的坟墓，使他们祖先残杀先知的事，永远留传在人间(路 11 :

47 、 48) 。 为此耶稣向他们坦白说"你们补足你们祖先作恶的尺

度罢!"意思是说:你们完成你们祖先尚未完成的工作罢!他们

杀了预报默西亚的先知和期待默西亚的义人，你们就成全他们

的罪孽，谋杀先知所预报的，义人所期待的默西亚罢(路 1 : 70-

75; 2: 25; 24: 25-27; 若 5 : 39-41) !这样你们就恶贯满盈了

。1: 33-40) 0 "装饰义人的基" 一句不见于路。 玛注重对偶，所

以以义人来与先知相对 00:41; 13:17) 。 法利塞人修建先知的

坟基，也就是因为他们是义人，所以对于不是先知的义人的坟

墓，假善人也要装修，表示他们不但替祖先赎罪，且也景仰先

贤。 玛以 32 节把前三节的意思，完全衬托出来了 。 这一段与上

一段也紧紧相连。 由 27 节的刷白坟墓，引出经师与法利塞人为

先知和义人修建装饰坟基的事，而道出他们对耶稣所怀的杀意，

以总结前七个"祸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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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Ð 33 节似乎打断了上下文意，因为所提及的不是局部的刑罚，而

是有关全民族的丧亡。 这一节与 3:7b 相似，富有希伯来文的语

风。 耶稣以地狱的处罚恐吓他们 (10: 2肘，正是希望他们及时

醒悟，而挽救民族的灭亡。

æ 34-36 是耶稣向革型塞人与在场的听众所说的话。 33 节似乎已

不是专对法利塞人和经师说的。路把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放在

天主智慧的口内。参见路 11 :49-51 经文与注。 0 "为此"是承

接 32 节"先知"、"贤哲"和"经师"是旧约中习用的名称，

指天主所派遣教导伊民的人。 耶稣建立了新约，他以自己的名

义给全世界，尤其给伊民派遣了他的先知、贤哲和经师(格前

12:28) 宣讲福音，他们所尽的，就是先知、贤哲和经师曾对伊

民所尽的义务。 按玛 10 : 17-23 耶稣在打发十二门徒出外传教时，

也曾对他们说过这话。 耶稣所说的，逐字逐句都应验了，有宗

徒大事录和圣教会初兴的历史为证。如说犹太人本来不用十字

架的刑罚，怎么这里说，有些要被他们钉死呢?不错，他们是

不用此刑罚的，但他们能使人受这异族的刑罚，就如他们对耶

稣所行的一样(若 19:15 、 16; 21:18 、 19) 。 同时我们知道阿斯

摩乃朝代的亚历山大雅讷乌斯曾钉死了八百法利塞人(参见历

史总论二章一〉。

@ 亚伯尔是旧约中所记最初被杀的义人，他的血由地上呼求天主

报复(创 4: 8-10) 。则加勒雅就时代说，虽然不是伊民所杀的最

后一个义人，却是旧约经书书目中，最后的一部编年纪所记的

最后一个被杀的义人(编下 24:20-22) ，所以耶稣以他们二人来

概括旧约中一切被杀的义人。 这位则加勒雅是司祭也是先知，

按编下 24:20 他是司祭约雅达黑的儿子。 此处作贝勒革雅的儿

子，显然是后人所加而窜入经文的一个旁注。一位抄经人愿标

明这位型且整整是谁，因为旦约中名剧组盟主革的人很多，但较

为有名且较熟识的，却是十二小先知中的臣加利亚(即则加勒

壁之另一译名〉 。 他是旦旦墓壁的儿子(庄 1: 1) 。 这位抄经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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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思索，以这位则加勒雅即是十二小先知中的臣加利亚先知，

所以在旁加此小注"贝勒革雅的儿子"。 后来的抄经人，竟把它

抄人正文，致有此误。 此外西乃抄卷就缺少这一句，与此相对

的路 11 : 51 亦缺 。 犹太经师的著作援引这件事，也总不提及他

的父亲，并且圣垫墅里墓亲见的伪经级巨型A巴望重 (Evange

lium Nazarenorum) ，也明说他是约雅达黑的儿子。 0 "使某人

的血归到某人身上"是说向某人讨他所杀害的人的血债 (27:

25; 路 11:50 、 51; 申 28:15; 撒下 4: 11; 则 33 :的 。 他们以钉

死耶稣的事，完成了他们祖先的罪孽，所以他们该背负他们祖

先的罪债。 36 节的"这一切"直接是指上述的一切罪恶，间接

也是指这一切罪恶所要招来的刑罚 。 "这一代"是指与耶稣同时

的一代。 由此更可以看出耶稣所说的话，不只是对经师和法利

塞人说的，也是对在场的听众说的 。 这一节的意思是说:这一

代的人，要补足他们祖先作恶的尺度，要杀，要钉，要鞭打，

要迫害耶稣所派来的先知、贤哲和经师。 他们要亲眼见到上天

向他们追讨这些血债:耶路撒冷的灭亡，整个民族的漂流四方。

耶稣说到这里，不觉心痛欲裂，遂向耶路撒冷发出他的哀叹。

æ 37-39 不见于谷，而路却把他放在 13 章末，作为耶稣说出先知

不容死在耶路撒冷以外的话以后所发出的长叹。 玛此处紧与上

文相接，由上面所述直使耶稣向耶路撒冷发出这番哀号。此处

所哀的，即是前所说的残杀先知和义人之事;所悲的，是耶稣

多次努力以后，他们仍不愿回心转意，归向天主。 耶稣把自己

比做母鸡，比得多么亲切动人!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护自己

的子女的，但她们伸手卫护自己子女的姿态，总不如母鸡伸翼

护雏，奋不顾身，显得真切动人。 旧约中常以飞禽的翼护来比

天主的爱护 (卢 2: 12; 咏 17 : 8; 36: 8; 57: 2; 61: 5) 。 此处固然

是直接向耶路撒冷发言，但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政教的中心，

所以用耶路撒冷来代表整个民族。 "你的子女"是指耶路撒冷

的居民，也是指整个犹太民族。 "多少次……"暗示耶稣曾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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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耶路撒冷传教 (袤 2 : 13; 5:1; 7:10; 10:22) ，企图召集耶路

撒冷的居民，加入他的天国，他们却始终拒绝了;所以耶稣说:

"你竟不愿意。"按"你看罢" 一语，是谓所预言的事，如今就

已开始。 "你们的房屋"指耶路撒冷，也连带指圣殿〈参见耶

12:7 经文与注) 0 "留下"是说耶稣抛弃耶路撒冷，不再管她，
→二~\

让她去被人蹂躏成为一片荒凉(耶 22:5; 则 10: 18-20; 11: 22-

2日，暗示耶路撒冷的灭亡。 耶路撒冷既要化为一片荒凉，圣殿

自然就要夷为平地。

@ 在解释 39 节以前，我们不妨先说明~与蹬的异同 。 蹬把这三节

放在 13 章之末， 字句几乎完全相同 。 路 13: 22-35 是叙述耶稣取

道往耶路撒冷去，在路上一些法利塞人劝他离开黑落德所管的

地方时，说出了这些话，其时离"逾越节"尚有数月 。 但按玛

这些话却是受难前数日说的 。 如要问:这些话究竟是几时说的?

是受难前数月或是前数日 ? 这问题颇不容易解决，但就上下文

看来，似乎玛所记的时期较路更为可取(见年表 197) 。 因为玛

与路所记的时期不同，所以学者对这一节的解释，也不一样。

如果依照路所记的时期，耶稣所说的，似乎是在荣进耶路撒冷

那一天应验了(现代学者多不主张此说，见路 13 末注) 。 如果

依照玛，则耶稣所说的话，是以荣进耶路撒冷为背景，而预言

有一日犹太人也要如在他荣进耶路撒冷那一天一样向他欢呼，

承认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默西亚。。耶稣这庄严郑重的预言，

似乎不能是指荣进耶路撒冷的事。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自今以

后，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是指他的死亡。 按路耶稣如今正是

要去耶路撒冷受死，怎么能说"你们再不能看见我"呢? 况且

这事要在"你们的房屋必成为一片荒凉，给你们留下"以后才

会实现，所以该在耶稣死了以后。 至于几时? 以往的学者，以

为是在末世审判之日，耶稣再来审判生死者时。 但此时耶稣降

来，不是为接受人的欢呼 ， 而是为裁判人的善恶 00 : 32 、 33;

26:64) ，不容人再有反悔的余地。 所以近来大多数的学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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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此处所预言的，是在万民归化以后，耶稣还未降来审判万

民以前，全犹太民族归化的事(罗 11: 25-33) 。 在此期间，他们

要见到耶稣，要如在他荣进耶路撒冷时一样向他欢呼。但耶稣

要怎样使他们看到自己，或怎样接受他们的欢呼，圣经上没有

一点暗示，我们也无从说起。 38 节内己提到耶路撒冷的灭亡和

圣殿的破坏，下章所论的就是耶稣对耶路撒冷的毁灭和世界穷

尽的预言。

第二十四章

耶稣答复门徒的问题(谷 13: 1-8; 路 21: 5-1 1) 

1 耳目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门徒就前来把圣殿的建筑

指给他看 。2耶稣却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

头上而不被拆毁的。 "3他在阿里瓦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

前来私下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04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 !5 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

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默西亚，并要骗去许多人。 86你们

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

须发生的，但还不是结局 。7 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

家攻击国家，并且到处要有饥荒、瘟疫和地震。8但是这一

切只是痛苦的开始。 " @ 

迫害与背信之事 〈谷 13: 9-13; 路 21: 12-19) 

9"那时人要交出你们去受刑，要杀害你们，你们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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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 10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

互相出卖，互相仇恨。 01 1 许多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

人。 12 由于罪恶的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必要冷淡。 13唯独坚

持到底的，才可得救。 0 14天国的福音必要在全世界宣讲，

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 。 " 0-\ 

在犹太所要发生的事(釜 13:1 4-18; 蹬 21:20-24; 17:31 ) 

15 "所以几时你们见到那达尼尔所说的:‘使地荒凉的

丑恶之物'已立于圣地，读了的人该明白 ;16那时在选主

的，该逃往山中 ;17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从自己的屋

里，取什么东西 ;18在田里的，也不要回来取他的外衣。

19在那些日子内，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 020你们当

祈祷，别叫你们的逃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 。 " fi) 

人子降临(谷 13:19-23 )

21"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

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 22并且那些时日如不缩短，

凡有血肉的，都不会得救。但为了那些被选的，那些时

日，必将缩短。 023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默西亚在

这里!或说: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 24因为将有假默西亚

和假先知兴起，行大奇迹和大奇事，以致如果可能，连选

民也要被骗 。 25看!我预先告诉了你们 。 " 4E> 

基督要忽然出现(路 17: 22-25 、 37)

26 "为此，如果人对你们说:看!他在旷野。你们不要

出来。或说:看!在内室 。 你们也不要相信。 27 因为如同闪

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 28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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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有死尸，老鹰就聚集在那里。" m 
世界未日人子降来的先兆(谷 13 : 24-27; 路 21: 25-27) 

29 "但那些时日的灾难一过，立时太阳就要昏暗，月亮

也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下，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

30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

号，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天上的云彩降来。 @

31他要派遣他的天使，用发出洪声的号角，由四方，从天

这边到天那边，聚集他的选民。" æ 
无花果树的譬喻(谷 13: 28-31; 路 21: 29-33) 

32 "你们应由无花果树学个譬喻:几时它的校条已经

发嫩，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 33同样，你们几

时看见这一切，你们就该知道:已近了，就在门口 。 34我实

在告诉你们:非等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决不会过

去。 æ35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决不会过去。 " æ 
醒悟的紧要(谷 13:32 参见路 17: 26-35) 

33"至于那日子和时刻，却没有人知道，除父一个外，连

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刀就如在诺厄的时日怎样，人子的来

临，也要怎样。æ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婚

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39仍然没有觉察，直到洪

水来了，把他们都卷了去。人子的来临，必也要这样。 @

4û那时两个人同在田间，一个被提取，一个却被遗弃;41 两个

女人同在磨旁推磨，一个被提取， 一个却被遗弃。" æ

应该准备便当 (谷 13:3日7; 路 12: 39-46) 

42"所以你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哪一天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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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要来。 w43这一点你们要知道: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

更天要来，他必要醒悟，不让自己的房屋挖穿。44为此，你

们应该准备，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了。" ~ 

仆人等待主人的譬喻(蹬 12:41-48)

45 "究竟谁是那忠信的仆人，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

仆，为按时配给他们食粮呢? 046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

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 。47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要委

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48如果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

必要迟延 。49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甚或同醉汉一起

吃喝 。因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不知觉的时刻，那仆人的主

人要来到 。 51 他要腰斩他，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

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 " @) 

要义 玛在 24 、 25 两章内记录了耶稣的第五篇言论，这也是

耶稣在受难前最后所讲的 。 解经学家称之为"末世言论"， CSermo 

Eschatologicus) ，因为其中所包括的是基督对世界末日的事迹，所发

的预言与劝告。 关于这篇言论，若一字未提，谷与路都在同样的地

方记录了，虽然较为简短，但大致与玛所记相同。本章 1-36 节与谷

13:1-32; 路 21: 5-33 完全相同 。 解经学家称这三篇为"对观默示录"

CApocalypsis Synoptica) ，因其中含有"对观福音"所述的真正的与

狭义的"末世言论"。 由本章 37 节，至下章末所述的一切(由路加

所记的看来) ，好像是耶稣在别的情形中所讲的，也可能是玛窦所独

有的记载。 因此这一段是属于所谓广义的"未世言论"。 现在我们要

问:基督在这篇狭义的"末世言论"里，单是讨论耶路撒冷的灭亡

与圣殿的毁灭呢，抑或也讨论世界的末日?关于这个问题，古时的

教父就已感到困难，直到现在，尚未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 。 经学家

之间的意见不一致。 依我们看来一一也是多数学者的意见一一基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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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言论里，讨论两方面的结局。但是因为耶稣在本篇内，以先

知的态度，并以先知的看法，一层加上一层，相提并论(见先知书

上册总论第七章附录一 (b) ，依 7 注十一) ，致使我们很难分辨何处

指耶路撒冷的结局，何处指世界的末日?何况，就耶稣的用意看来，

耶路撒冷的毁灭，好像是世界末日的预像，所以为我们更难看出其

中的分别。但在仔细读了"对观福音"所记的这三篇狭义的末世言

论以后，我们以为本篇大概可以分为三段4-14 为一段， 15-20 为一

段， 21-36 为一段。依我们的见解，只在第一段与第三段中有些话实

在是指世界末日而说的 。 但在第二段内，却是专论耶路撒冷的灭亡

(详见下面注解) 。

o 1-3 节(参见谷与路相对照之处)，可说是本篇言论的小引，给

我们指出耶稣在什么时机上发表了这篇关于末世的言论。耶稣

在受难前的第四天，即圣主日瞻礼三晚上，日将西落的时候，

他与门徒大概由东门步出圣殿，过了克德龙溪，沿着阿里瓦山

坡上去，似乎有意到贝塔尼雅去过夜(参见路 21:37) 。正行之

间，忽然宗徒们站住，回头赞叹圣殿的巍峨建筑。其中有一个

门徒(谷 13: 1)向耶稣说"师傅，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何

等的建筑啊!"其余的门徒也极感兴奋。其中一个或两个指着圣

殿的装饰，夸耀圣殿的美丽(路 21: 日，但耶稣却忧郁地对他们

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决没

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 。"宗徒们听了这

话，就不再作声，默默地继续前行，思想耶稣刚才所说的话。

他们大概不走在一起，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或三人

一组，或两人一组，向前进行。 忽然，耶稣站住坐在山上;那

时第一组(按谷 13:3 记载:是伯多禄、雅各伯、若望和安德

肋) ，便"私下"前来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

生这些事?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这时其余的宗

徒也来到了，围着耶稣坐下。宗徒们所问的虽是两件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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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却混在一起。 因为在宗徒们的心目中，盐主人的世界

末日是与默西亚光荣的来临和世界末日紧紧相连的 。 所以他们

问(1)圣殿的毁灭要发生在什么时候? (2) 在默西亚来临和

世界穷尽以前又有什么先兆? "来临" (rra问uala) 一词，在耶稣

的回话里，一连用了三次 (24:27 、 37 、 39) ，是玛所独有的，不

见于其他三圣史。按"来临"一词，本是指某人的列席或某人

在临(格前 16:17; 攫后 7:6 、 7; 续后 2:8); 但多次，尤其在

圣保禄宗徒的著作内，常是一个宗教上的术语，专指世界末日

基督光荣的来临(得前 2:19; 3:13; 4:15; 5:23; 得后 2: 1 、问

雅 5:7 、 8; 伯后 3:4; 若一 2:28 等处) 。 又"时代穷尽" 一语，

也是玛窦所独有的 (13: 39 、 40 、 49; 28: 20) ，按其本意，可指

犹太世界的末日，亦可指默西亚时代。但在默示录体的作品中，

这名词大都用来指世界末日。菲耶 (A. Feuillet) 等学者主张

耶稣在本篇言论里只预言了耶路撒冷的毁灭，并未涉及末世的

情况。 按他们的意见"来临"与"时代穷尽"二词，只是解释

基督所立的新约代替旧约的两个语词(见 A. Feuillet , La 

Synthèse éschatologique de S. 扎1atthieu ， R. B. 1949 , pp. 341-

364) 。

@ 耶稣以倒句法答复了宗徒们双重的问话。 宗徒们先问"什么时

候"，以后才问"什么先兆" 。 但耶稣回答时，先说"先兆"最

后才论到"时候" (24:32-36) 。 第一段内(玛 24: 4-14; 谷

13: 5-23;路 21 :也19) ，耶稣指给门徒五个不同的先兆:前两个

(4-8) 完全与谷和路所记的相同，第三个 (9 、 10) 只有一部分相

同，最后两个(11-14) 则为玛所独有。 第一个先兆 (4、 5) 是来

自假基督方面的诱骗"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即

冒用我的名字，因为真默西亚只有耶稣一人。 事实上，由史家

羞羞主的名著数表提雯 (Jo . Flavius , B. J . II , 13 . 14 ，飞115 ， 4) 

得知，在公元七十年前不久，出现了一些自称默西亚的人，骗

了许多人成为自己的党羽 。 但不久就被人完全消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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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先兆(6-8) 是恐怖的灾难。到处有"战争和战争的风

声" "饥荒、瘟疫和地震"。 这些名词常见于先知书内，尤其多

见于默示录体的著作内，大都是指一些恐怖的灾难。事实上，

由历史得知，在公元七十年以前就有过许多这样的灾祸:有过

战争 (Tacitus ， Hist. m, 3 , 1)，与战争相继而来的瘟疫和饥荒

(Tacitus , Annales , 16 , 13); 参阅宗 11 : 28。在小亚细亚一带

(公元六十一与六十二年〉及朋沛依城(公元六十三年)等处都

有过许多大地震。但耶稣提醒门徒们说"但还不是结局"，"这

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那真正的浩劫，圣殿的毁坏， 耶路撒冷

的消灭，还在后面，所以耶稣劝宗徒们"不要惊慌" "痛苦"

一词，按希腊语是指妇女分娩时的阵痛。这譬喻在旧约中是常

见的，指示绝大的痛苦，是在喜事以前必须有的痛苦，就如妇

女不经过分娩的阵痛，就不能有得子的喜乐一样。此处所暗示

的是在这场大痛苦以后，默西亚国的来临(若 16 : 20-22; 

罗8:22; 默 12:2) 。

。 第三个先兆 (9 、 10) 是门徒们将受迫害。关于门徒们所要受的

迫害，谷 13: 9-13 与路 21: 12-19 有更详尽的叙述。 玛 10:17-23

也有与此几乎相同的记载。 耶稣预先说出这些迫害的目的，在

于坚固宗徒与弟子的信心，指给他们这一切都不出他的预料，

并且与他有关"为了我的名字"。此外，耶稣也预言了将有许

多人要背弃他。这是每次风暴中所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有许多

殉教的，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背教的。但有些学者以为 9 、 10 两节

所说的，却是指示犹太人于耶路撒冷被围期间，内部所发生的

分裂。

@ 第四个先兆(1 1-13) 是假先知的诱骗。 此处的诱骗与 5 节和 23-

26 节所记的有所不同，详见各注。事实上，当耶京失陷前九年，

已经出现了许多假先知(芝 16:17-18; 迦 1 :6-9; 赞后 11:13 等

处〉 。 由于他们的引诱与欺骗，许多人的爱心都冷淡了(12) 。

@ 第五个先兆(14) ，是福音传布于普世(谷将此置于第三个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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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见 13: 10) 。 第一段的最后这一个先兆，看来己带有指示世

界末日的意味。 固然圣堡壁宗徒在公元七十年前所写的书信上，

曾提到福音己传遍普世(续前 1:8; 芝 1:8; 聂 1 :6 、 23) 。 主』童

文中"全世界"一词，不过只是指当时所认识的世界，即指全

罗马帝国 。 但是这里按玛的记载，意义看来更为广阔，实在是

指整个世界。 这由 14 节最后一句"然后结局才会来到"的话，

更可以证明，是指世界的结局，决不是单指耶京的毁灭 (cfr.

Buzy , op. cit. ad. h. 1.) 。 至于"给万民作证"一句要 10:1肘，

就上下文看来，是指福音该在世界末日以前，达于地上万民，

使不信的人们，在审判的天主前元话可说。 堡盘在~ 1:5 也用

了同样的一句话，然而意义较狭。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耶稣并

没有说福音传遍普世以后，结局立时要来。 为此我们仍不知道，

福音传遍普世以后，世界是否还要继续存在，或要继续存在到

何时〈见 36 节) 。

@ 以上是耶稣所讲要发生在最后灾难以前的先兆。 说完了先兆，

就进而叙述最后的灾难，即"末世言论"第二段内所述的事

(玛 24: 15-20; 谷 13: 14-18; 路 21: 20-24) 。 在第二段内，描写

犹太与耶路撒冷毁灭前所要发生的事。 谷的记述完全与玛所记

的相同，但路却较为详尽，虽未提那"使地荒凉的丑恶之物"

为耶京失陷的前兆，却以敌军包围耶路撒冷为失陷的前兆。 耶

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完全应验了 。 因为耶路撒冷在失陷以前曾两

次被围:第一次是公元六六年，为切斯提 (Cestius Gallus) 所

围，第二次是公元七十年，为企里跑1山(V espasian us) 皇帝的

儿子提托 (Titus) 所围 。 关于"那使地荒凉的丑恶之物"的意

义，虽然经学家们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大概是指热诚派的党

羽 (Zelotes) 亵渎圣殿的丑事。按史家若瑟夫的记载，他们曾

在六九年将圣殿改为堡垒，在圣殿的界限内作了无数的恶事

(B. J.凹， 3 ， 10; 51; 6 , 3) 。 再者，圣史清楚指出那"使地荒

凉的丑恶之物"是达尼尔先知所预言的。 事实上，达尼尔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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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三次提到这"使地荒凉的丑恶之物" (9:7; 11:31; 12:11) , 

并且这预言已在公元前一六八年当厄圣法讷在圣所内竖起一座

偶像时应验了(见达 9 章注十五〉 。 耶稣在此所说的是此事未来

的重演。 耶稣自己一一或者圣史，请达尼尔书的读者领悟这预

言的深义说"读了的人该明白"。耶路撒冷被围，圣殿被污，

既被耶稣指为耶路撒冷失陷的前兆，所以预先劝告当时的教友

赶快逃避说"那时在犹太的，该逃往山中去。"这"山"或

"山地"大概是指若尔当河河东地区，因为我们由史学权威欧色

彼的著作中知道，其时巴力斯坦的教友，在耶路撒冷的主教领

导之下，于公元七十年前，逃到河东山地十城区之一的培拉城

(Euscbius , Hist . Eccl. 田 ， 5 ， 3) 0 17 节"在屋顶上的"不应

该下来到屋里拿东西，应该沿屋外的石梯下来，即刻逃跑，以

免延误时间，也不要拿什么，以免行路不便。 18 节"那在田地

里"穿着内衣工作的，也不要返回家里取他的外衣;虽然外衣

为犹太人是最需要的，但与其丧掉性命，倒不如失去外衣的好。

在那些日子里"怀孕的和哺乳的"却是有祸的了，因为他们不

便于逃跑(19) 。

(i) 20 节也指出迅速逃跑的紧要"你们要祈求，别叫你们的逃遁遇

到冬天。"按巴力斯坦冬天是雨季，下雨多了，泥泞的道路，元

桥的山溪，都是逃跑的障碍。也不要遇到"安息日"因为安息

日犹太人该留在家里(出 16:29); 即便外出，也不可远行(宗

1:12) ，所以更谈不上逃遁。 耶稣有关耶路撒冷失陷的预言，公

元七十年上完全应验了，连路所记的一些细目也都一一应验。

圣殿完全夷为平地 (2 节) ，耶路撒冷全为外邦人所蹂躏

(Joseph Fl., B. J. VI , 9 , 2-3) 。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外邦

人替代了犹太人(路 21:24) 。

@ 由耶路撒冷所遭的灾祸，进而描写世界末日的灾祸 。 这是本篇

真正的"末世言论"的最后一段，即第三段(费 24:21-36; 釜

13: 19-32; 路 21: 25-33) 。 在这一段中，耶稣不但讲论1l~蛊盘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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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与世界穷尽时所有的现象，并且也讲论了这两件事要发生

的"时间"。 玛与谷一起首就述说这场"大灾难"，路对这"大

灾难"却只字未提。 这"大灾难"是指犹太民族所要遭的浩劫

呢，还是指世界穷尽?这是学者间所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我们

以为是指世界穷尽。 纳本包尔、拉冈热、毕齐、费尔南德等学

者都这样主张。 29 节的"立时" 一词，原暗示这种解释，详见

注十二。 21 节"那时必有大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

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 一句，如果是指耶京失陷，那也是

一种言过其实的说法。 因为，在耶京失陷时犹太民族所受的灾

难，虽然该说是最大最惨的(按史家若瑟夫的记载，当时犹太

人阵亡的有一百一十万，被俘的有九万七千，饿死的有一万一

千) ，但决不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九三丸一一九四五年)犹

太人所受的灾难相比，更不能与世界末日所要发生的灾难相比。

所以耶稣说"那些时日如不缩短，凡有血肉的都不会得救"

(22 节) 。 依我们的解释，即是说:谁也不能保全信德而获得常

生，但是上主(谷 13:20) "为了那些被选的" 即世界末日时的

义人，要缩短这些时日 。 至于要缩短多少时日，那便不是我们

所能知道的了 。

@ 这篇默示录体的"末世言论"的最高峰乃是"人子的来临"。 在

玛与谷，人子来临以前，还有两个先兆(路略去了前一个，大

概是因为在 21:8 内已记载了) 。 第一个先兆，是假基督和假先

知的出现(玛 24: 23-26; 谷 13: 21-23) 。 耶稣劝告信众提防他们

的欺骗:虽然他们能行出这么多的神迹和奇事，甚至如果天主

不特殊助佑，竟连被选的也有被骗的危险，但仍不要相信他们

是默西亚，因为默西亚只有一个，即是耶稣基督 。 历代的信友

们应当知道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己预先讲了这一切 (2日 。

4D 26-28 节是要独有的记述，继续描写上段所未尽的意义。 虽然路

也有与此相同的记载，但载于别处(详见 17:23) 0 "如果有人对

你们说:看，他在旷野。 你们不要出来。"因为他决不是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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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或说:看，在内室。"你们不要相信，因为他决不是默西

亚。因为真默西亚的来临应是光荣的，明显的，并不像当时的

注圣人所想像的，默西亚的来临，应是神秘的，或在旷野或在

人所不知的地方(袤 7:27; 袤 21:38) 。 真默西亚的来临，应是

众人所共知共见的"如同闪电由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即

谓:由天这边直到天那边，以致人人都可以看见"人子的来临

也要这样" (蹬 17: 24) 。关于这话的意义，参见注十三。 此外，

耶稣又添上一句谚语说"无论在哪里有死尸，老鹰就聚集在那

里" (见纽约 :30) 。蹬 17:37 也有与此相同的话。这句谚语在此

处的意义，是谓人子的光临，决不是隐密的，而是显明的，就

如死尸虽然好好地藏在隐密处，也不能逃避老鹰锐利的眼睛。

人可由老鹰盘旋飞翔之处，得知其下必有死尸 。

@ 人子来临前的第二个先兆(玛 24:29-; 谷 13: 24 、 25; 路 21:

25 、 26) ，是天体的动摇混乱(1)太阳昏暗 (2) 月亮失光;

(3)星辰一一大约是彗星与流星，由天上坠下 (4) 天上万象，

即各星宿动摇。这些默示录体的语法，原也见于先知书中(依

13:9 、 10; 34: 4) ，用来表示天主公义对世界的惩罚，本不应按

字面解释，但因为在此处看来，实在是指世界末日而说的，所

以有许多学者，以为将来必有像这样，或者比这些更大的变动。

有些天文学家，以为在这几句话里暗示太阳系的解体。 太阳系

一解体，我们所居的世界，就告结束。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

要在此说:这一切变动是在那大灾难后，立时就要发生 。 大灾

难即 21 节内所说的灾难。由此可见，这"大灾难"不能指别

的，只能指世界穷尽，如我们在注九内所解释的。

@ 如今述说人子的来临(码 24:30 、 31; 谷 13:26 、 27; 路 21:27) 。

前三部福音中，只有玛记载人子来临以前，有他的"记号"出

现在天上。教父们大都认为这记号即是主耶稣的十字圣架;礼

仪上也采用了这种意义，圣教会九月十四日光荣十字圣架瞻礼

的经文上说"主降来审判时，这十字架的记号必要出现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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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些学者，却以为这里所说的是以人子本人好像一个记

号。 当人子的记号出现在天上时"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

号" (臣 12: 1 0-12) ，意谓世上所有的人民，即当时尚活着的人

(默 1: 7) ，不论是恶人善人都要哀号:善人哀号，唯恐自己不能

得救;恶人哀号，因为他们没有承认耶稣是默西亚，拒绝遵守

他的诫命。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乘天上的云彩降临"。 没有人

能疑惑，这"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见玛 8:20 注十五) ，他

要"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从天上赫赫降来，有如审判世人的判

官。 耶稣在死前又说了同样的话(玛 26 : 64) 。 耶稣说这话有意

影射达尼尔先知所说的"看哪，有似人子的一位乘着天空的云

彩降来……他一一天主一一给了他治权、尊荣和国度" (见达 7:

13 、 14 及其注释〉 。 关于基督第二次光荣来临之事，除圣保禄在

自己的书信内说到以外，宗 1:11; 默 1: 7 也言及此事。

æ "他要派遣他的天使，用发出洪声的号角 。 " "号角" 一词，当然

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有如圣经其他各处论到最后审判所记相同

(依 27: 13; 得前 4: 16; 格前 15:52 等处〉 。 天使要"由四方"原

文作"由四风"即由世界各处召集他的"选民"，即那些已预

简要享永生的人。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一句，是希伯来语风，

意即天下四方。耶稣至此只提到"选民"，但由别处(玛 25: 41) 

我们知道，连那些被弃者，在最后审判时，也要被召集到基督

前，昕受严厉的审判。 还有一点该注意:路不提天使召集选民

事，谷也不言及能发出洪声的号角 。

@ 耶稣讲论了这篇"末世言论"的中心点之后，便又向宗徒们预

示耶京失陷的时间(32-35) ，与世界末日的时间(36) 。 耶稣用

无花果树的譬喻给他们说:你们看"几时它的枝条已发嫩，叶

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是在巴力斯坦的人所共有

的经验:如果无花果树已萌芽发叶，是冬天已经过去，夏天就

要来到的先兆。 同样，你们几时看见我所提及的那些先兆 ( ep 

第一段中的前四个先兆)，就"该知道，已近了，就在门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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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眼看就要来到 。 你们还愿更确实知道这事的时间吗? "我

实在告诉你们，非等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决不会过去。"

三位圣史都用同样的话记载了这句强有力的断语(玛 24:34; 谷

13:30; 路 21 :32) 0 "世代"一词，此处由上下文看来该是指一

段时间，大约四十年左右。 事实也证明如此。 耶稣是在公元三

十年说了这预言，四十年后，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攻破，圣殿被

夷为平地，正逐字逐句地应验了耶稣所说的预言。 有些学者以

为耶稣在此处是指世界未日而讲的，因而以这"世代"一词，

不是指当时的人，而是指全犹太民族，或者是指全世界人类。

但这种解释，似乎不能成立。

@ 本来耶稣在前面所讲关于当时元人能预见的耶京失陷的事，已

经够清楚了 。 但他为证实自己的话，再郑重声明说"天地要过

去，但是我的话决不会过去。"三位圣史又用同样的话记出这句

断语。 天地是最坚固持久的，人也再想不出什么东西比天地更

坚固持久的了，但天地将要过去，耶稣的话却决不会过去，因

为这是天主子所说的话，不能不实现。 基督关于耶京失陷所说

的话，既已全都应验，我们亦应坚信，基督关于世界末日所说

的话，到时候也要应验。

@ 最后关于世界末日的时间，耶稣也说了几句话(见 24:36; 谷

13:32，路却未提) 0 "至于那日子和时刻，‘却'没有人知道。 "

首先该注意这个"却"字，由这个"却"字可以看出以前所说

的和以后所说的，根本是两件事。 这又证明前段所讲的是指耶

路撒冷的灭亡，而本段所讲的是指世界末日 。 "日子和时刻"

依上下文看来是指一固定的"时间"就如随后耶稣立即声明

的，是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 谷 13:32 关于世界末日的时间，

耶稣说"却没有人知道，除父外，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连子

也不知道。"足见基督不愿给人泄露天父的机密。 但是，怎么，

天主子不是全知的吗? 一定是全知的 。 基督不但因为是天主该

知道世界末日的时候，即由他是人而言，由于"赋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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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 scientia communicata , infusa) ，也清楚知道世界穷尽的时

候。 但如星星星所说的:基督说自己不知道，是因为这不属于

他训诲的范围，所以，他不能告诉我们这事。 换句话说:圣子

受圣父遣发而来，并没有接受启示我们这项机密的命令;所以

耶稣在此能说自己不知道，因为这是不可传授的知识(参阅宗

1: 7与玛 20:23) 。 狭义的"末世言论"到此本已完结(见注一) 。

下面数段，由路的记载看来，似乎是耶稣在别的时机上所发表

的 。 玛见其内容有与末世言论相仿之处，就搜集在这里:这原

是玛一贯的作风。

4D 37-44 节是玛所加的耶稣劝人醒悟的一些劝言。 耶稣另外劝门徒

醒悟，避免遭遇洪水灭世以前的人所遭遇的事 。 当时的人，虽

然有诺厄提醒劝告，人们仍然照常吃喝玩乐 。 洪水来了，除诺

厄一家外，尽被洪水卷去(参见路 17:2ι30) 。

@耶稣为说明人子来临时人们命运的不同，就取了三个比喻(玛

缺第一个) 。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尽管怎样紧密连系，譬如，两个

人同在一张床上(路 17:3的，或者两个人同在田间工作，或者

两个妇女同在一处推磨，但一到了审判之日"一个被提去"

即被提到空中去迎见耶稣(得前 4: 17)γ‘一个却被遗弃"，即接

受自己的罪案，永受刑罚 。

@耶稣在本节内又提醒门徒千万要醒悟，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

时候要来，所以应常常准备不懈(路 21 : 34-35) 。

@人子来临的时辰虽是不一定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推读怠惰的

理由 。 这时辰固然是不一定的，但他的来临却是一定的 。 所以

我们应当时时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天主审判的时期何时来到

(见得前 5: 匀 。 就如一个家主，正因为他不知道盗贼几时要来，

所以应夜夜提防戒备。 家主对自己财物尚且如此，那么，我们

对我们的永生更当如何?这一个比喻，虽然谷也记在此处，但

由路 12 : 39 、 40 看来，是耶稣在别的一个机会上讲的 。

@耶稣为解释人应当如何等待"人子"的降临，就讲了下面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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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仆人、童女和"塔冷通"的譬喻。 45-51 所述就是仆人的

譬喻，路 12: 42-46 所记，几乎与此完全相同 。 路记这个譬喻，

是耶稣答复伯多禄的话;玛却把它放在末世言论以后，是耶稣

对十二宗徒所讲的。。这譬喻是劝人要警醒提防，怕主人一时

来了，自己没有准备。 人子降来既是为审判人类，所以人人该

有准备。 但就这譬喻的本身看来，似乎更适合于宗徒和继承宗

徒位的人，因为他们是天主所委派，代他管理他的家(圣教会)

的人。 玛窦述耶稣的话，开口就用发问的语句 。 按路所记，是

耶稣探求伯多禄的意见。

@ 一个富家，总有许多仆人。 家主信赖一个仆人，因为见他忠信

明智，就派他为众仆之长，管理他们的吃穿日用 。 主人在家，

有主人监督，仆人自然都忠信。 主人不在家时，仆人忠与不忠，

就很难说了 。 所以耶稣问:谁是主人所派的忠信仆人? 忠信明

智的仆人，不管主人在家与否，常是敬业守职，不苟且偷安。

主人几时回来，总是见他把自己所吩咐的事做得尽善尽美。 耶

稣称这样的仆人，为忠信明智的仆人;他实在有福，因为主人

要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物，承受永生的产业。 如果一个仆人，

主人在家就忠信;主人一出门，就猜想主人一时不会回来，便

开始改变他的作风。 谁知正当他不料想的时候，主人回来了，

真相毕露，无法掩饰。 主人必要大怒，重重责罚他，夺去他一

切的权利 。 51 节"他要腰斩他" 一句，参见达 13:55 、 59 0 圣热

罗尼莫曾解释说 "这并不是说要用刀把他切做两段，而是说要

把他与众义人隔绝，列入假善人之中 。"这近乎现有的"弃绝"

Ccxcommunicatio) 之罚 。 当时的人是知道有"腰斩"之罚的，

此处用来却是表示极重的刑罚，并不是说将他杀死;因为他还

要留在假善人中，与他们一同哀号切齿。 "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

样的命运" 一句，直译应作"把他的一份同假善人放在一起。 "

圣经上所谓的"分子" C pars) ，是指对人所"命定的事物"。 他

的 "一份"既与假善人的放在一处，就是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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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列在假善人之中。"假善人"蹬 12:46 作"不信的人"。

与"不信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就是遭受永罚(釜 16:6)0 51 

节所述的三项，都是指恶人所遭受的永罚，地狱的刑罚 (8:12;

13:42; 22:13; 路 13:28) 。所以 47 节所说的:叫他管理自己的

一切家产，就是指永远的报酬，天堂的福乐 (25:21 、 23) 。由此

看来，这个譬喻在皇室的笔下，实较在堕:110 的笔下，更富有

"末世论"的色彩。

第二十五章

十童女的譬喻

1"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

迎接新郎。 02她们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3糊

涂的拿了自己的灯，却没有随身带油产而明智的拿了自

己的灯，并且壶里带了油。 85 因为新郎迟延，她们都打

盹睡着了。6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

罢 !7那些童女遂都起来，装备她们的灯。8糊涂的对明智

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罢!因为我们的灯快要

灭了， 9明智的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

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罢 810她们去买的时候，新

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门遂

关上了。 11 末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罢! 12他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

你们。 13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

知道那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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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冷通的譬喻 (路 19: 11-27) 

14 "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自

己的财产交给他们 015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五个

‘塔冷通，一个给了两个，一个给了一个，然后动身走

了。 16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另外赚

了五个。 17 同样，那领了两个的，也赚了另外两个。 18但是，

那领了一个的，却去掘开地，把自己主人的银子藏了 。 @

19过了多时，仆人的主人来了，便与他们算账。20那领了五

个‘塔冷通F 的上前来，呈上另外五个‘塔冷通 F 说:主

啊!你曾交给我五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五个

‘塔冷通， 21 主人对他说:好!善且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

数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

罢 !22那领了两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你曾交给

我两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两个‘塔冷通， 23主人

对他说:好!善且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数事上忠信，我

必委派你管理许多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罢 024随后那

领了一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我原知道你是个

苛刻的人，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获，在你没有散布的地

方聚敛。 25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 F 藏在地

里;看!你的还是你的 。 26主人回答说:恶而且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获，在没有散布的地方

聚敛，27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待我

回来时，就把我的带利取回 。 28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F

从他手中夺过来，给那有了十个‘塔冷通 F 的 ;29 因为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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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也要由他手中夺去。 030至于这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丢

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号和切齿。 " 0 

最后的审判

31"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

那时他要坐在他光荣的宝座上， 4D)32一切的民族，都要聚

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童分开绵羊和山

羊一样 ;33要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 m34那

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

罢!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罢 !35 因为我

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作

客，你们收留了我 ;36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

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 f)37那

时义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

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38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作客，

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39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叩君王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

的，就是对我做了。4Ð41 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

咒骂的，离开我，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永火里去

罢 !42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

给我喝的严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

没有给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监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44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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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或作客，或赤体，或有病，或在监，而我们没有给

你效劳?45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

们不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 æ46这

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 " æ 

@ 十童女的譬喻不见于谷与路，但在他们所记的福音中，却也有

几处与此譬喻相同的教训iI (谷 13:35; 路 12 : 36; 13: 2日 。 在解

释这譬喻以前，我们不妨简略介绍巴力斯坦一带，当时一直到

现在，尚流行的结婚习俗。 闪族人结婚，接连七天举行庆祝

(创 29:27; 民 14:12; 多 11: 21);最后一天更为热闹 。 前几天

新郎与新娘各自在家举行庆祝，且多半是在夜间 。 到了夜间凉

爽的时候，新郎同他的男朋友，新娘同她的女朋友，各在家中

联欢取乐 。 到了最后的一个晚上，新郎与自己的朋友，静悄悄

地向新娘的家里进发。 新娘在自己的家里，盛装等候，有女友

在旁照料陪伴。 新郎来了，她们就唱歌迎接。 新娘要到新郎家，

她们也一路歌声相送。 新娘预备好了以后，就有人在门外等候

守望， 一见新郎来到，就大声喊"新郎来了!"新娘的女友就

唱着歌，提着灯出来迎接新郎，引新郎到新娘房内，然后再整

队向新郎家中进发(加上 9: 37-39) ， 一路歌声不绝;到家后就

关上大门，举行婚礼，设宴款待宾客，直闹到深夜，才尽欢而

散。 这是当时盛行的风俗，但也有仍然依照古时的习惯，在新

娘家举行婚礼婚宴的(民 14: 1 0-18; 多 6:13; 8:19) 。 直到现

在，在一些阿刺伯的部落中，还有这样的风俗。 这譬喻既是以

民间的婚礼为背景，所以我们对于当时民间结婚的风俗，不能

不有个概念，但不能全依照当时的婚姻习俗，来推论这譬喻的

含义，因为在这里不是讲民间的习俗，而是以民间的习俗晓谕

人与天国的关系 。 为就合取譬的用义，自然有些地方，不尽然

与民间习俗相同，明了了这一点，对于譬喻中所能遇到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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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自可迎刃而解 。 0 1 节"那时"是另爱用来承上起下的

一个字眼，此处却指前章最后所说的"那要来的一个时辰"。 前

章劝人要醒悟，要准备， 等待不知何时要来的主人。 这一章内

的两个譬喻，与前章末所有的"仆人的譬喻"都是教训人应如

何醒悟，等待主人的归来。 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把天国比做十

个童女，而是以十个童女出迎新郎的事，来比拟人应如何准备

迎接，由天上乘云降来奠定王国的人子。童女是指结婚期内伴

随新娘的少年女友，与现今所谓的女侯相，非常相似。 因为她

们都是些尚未结婚的少女，所以称他们为童女。 "十个"并非限

定只是十个，而只是取譬时，要把她们分为两类，就假定她们

是十个。 "十"字表示成数，所以以十个童女来代表整个人类。

"自己的灯"因为婚礼是在夜间举行，所以不能不带上自己的

灯， 一来用以迎接新郎， 二来婚礼完毕，半夜回家时，也有灯

照路。 这些灯平常都是泥烧的，式样大小，虽随时代而变，但

大体上都是中圆两头略尖，正中有一圆口，用以灌油，前有嘴，

后有把。 在所发掘的古基中，常发现一些泥烧的灯。 出门时便

装上灯罩。 婚礼最后一天的夜里，童女结队提灯迎接新郎，护

送新娘，是婚礼中最精彩的一段，所以耶稣拿来取譬立论。 第

一节是整个譬喻的枢纽，所以立刻点出这十个童女，是准备迎

接新郎。 有些古抄卷和所有拉丁与叙利亚译本，都作"……迎

接新郎和新娘"。 如新郎在新娘家举行婚礼，就不必再提新娘，

因为新娘已在家中 。 但当时的风俗，多半是新郎到新娘家，迎

接新娘到自己家里举行婚礼的，所以有些古抄本增"和新娘"

三字。 但全譬喻始终不提新娘。 (耶稣所讲的婚宴譬喻，绝少提

及新娘。〉 并且重要的古抄卷都缺，所以这三字大概是后人根据

希腊和罗马的风俗，而增补的 。

8 2-4 糊涂与明智的分别，由 3 ， 4 两节看来，全在于她们办事有

没有打算:糊涂的见灯里满了油，就不打算带油了 。 明智的却

不然，灯里虽然满了袖，仍随身带上油 。 油壶有可添的油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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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新郎迟到 。 新郎自然是耶稣自己 (22:1 、刀，新娘即是圣教

会 (默 1 9 :ι9) 。 这十个童女，代表整个圣教会的人，为此譬喻

内，就不必提及新娘了 。

@ 耶稣最后降来接他的新娘(圣教会)时，这十个童女就要出来，

迎接新郎，伴随新娘进新郎的父家举行婚篷。 但新郎几时来，

她们却不知道，为此应该时时准备停当 。 至于新郎何以迟迟不

来，譬喻中没有说出;无疑的，这是暗示耶稣第二次降来，并

不是很快的事。 新郎迟迟不来，是这譬喻的关键，有了这一迟

延，才可看出童女的智与不智，引出下面一大段文章。十个童

女为新娘的婚事，日间已忙了一阵，到了夜里等久了，是容易

瞌睡的 。 但她们的灯仍然点着，怕新郎忽然来了，赶不及准备。

童女睡了，也不能算是她们的过错，因为明智的也睡着了 。 糊

涂童女的过错，不在于她们睡觉，而在于她们事先没有充分的

准备。 新郎迟到，也只能迟到半夜，否则，就要改日结婚了 。

由此可见，耶稣之来不但晚，而且必然很晚。 快到半夜，人想

新郎不会来了的时候，他竟然来了 。 十个童女由梦中惊醒，第

一件注意的事，自然是她们的灯。 糊涂的见自己灯里的油快完

了，就向明智的借油;而明智的说:怕彼此都不够，要她们自

去另买 。 明智的童女也只能如此答复。 这就是她们的明智:事

前有准备;正当其事时，更不容宽松。 "你们为自己买罢!"这

是解决问题最妥当而又最彻底的办法。 人得救与否，全在于自

己，外来的援助，于他有利与否，须看及时不及时:如不及时，

到头还是于事无补。 所以人该及时救自己的灵魂，这是下数节

的意思 。

@ 糊涂的童女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到了，预备好了的明智童女，

就提着灯迎接突然驾临的新郎 。 新郎进来以后，门就关上了 。

10 节与 2 节前后相映:五个糊涂的正赶着去买油，五个明智的

正忙着迎接新郎 。 及至糊涂的买油赶回来，门已关上了 。 她们

虽在外面恳求， 然而所得的答复是 "我不认识你们"。 这句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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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面的话，显然暗示最后的审判(7: 21-23; 蹬 13:25 、 27)0 "门

遂关上了"， 即谓已成定局"我不认识你们"即谓你们没有名

分参加我的婚宴。为此准备迎接新郎的，不但要有灯，而且也

要备油。灯指的是信德，油指的是对天主对人的爱德。有信德

而没有爱德，就如有灯而没有油，信德也失去了效用C7: 21-

23; 雅 2: 1 4-26; 若- 2: 4-6) 。五个糊涂童女，就因为缺少了

油，而耽误了迎接新郎的良机;人如缺少了爱德，仍然救不了

自己的灵魂。但是我们却不能由这个譬喻，就断定有一半数的

人，不得救灵魂，因为这不是耶稣划分她们的本意;就如她们

虽然是童女，但全譬喻却不注重她们的童身，所以不能由此断

定，凡要参加天国婚宴的，就非保守童身不可。新郎一一耶稣

是一定要来的;但几时来，却不知道。惟其如此，就该常有准

备。所以 13 节总结说"你们该醒悟。" "醒悟"二字，并不是

指守夜不寐，而是指该常准备(参见前章 42 节和 44 节)。不知

道的"那日子"即前章 36 节所说的，惟独天父知道的公审判

的日子;不知道的"那时辰"，即前章 44 节所说的人子第二次

要来的时辰。这虽是指耶稣要降来的那一天，那一时辰，但人

读来，总不免要联想到自己死亡的日子和时辰，因为死亡引人

进入永远。死亡何时来临，人却不知道，所以该常准备。这也

是这个譬喻，给我们每人的好教训 。

@ 这个譬喻与路 19: 11-27 所述的"米纳"譬喻很相似。自古以来，

学者间就分为两派 (a) 一派谓:玛与路所有，是一个譬喻的

两种记述 (b) 另一派却说:截然是两个不同的譬喻。近来的

学者，多半主张是一个譬喻，因为其中的含义，完全相同;所

有不同之点，实不足以构成两个不同的譬喻。除去首尾几节和

所有关于某贵族去远地接受王位外〈路 19: 12 、 14 、 27) ，其他各

节，大体相同。所以有些学者，以为路把"米纳"譬喻嵌在某

贵族请求王位的譬喻内，遂有这分别，事实上是一个譬喻。 O

十童女的譬喻，是教训人要预备"袖"迎接夜里要来的新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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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冷通"的譬喻，是教训人，要善用天主所赏的恩典，到主人

来时，论功行赏。 所以前一个譬喻，更注重吾主的降来;这一

个譬喻，更注重吾主的审判。 为此玛在这一个譬喻以后， 立即

述说审判之事。 "油"既如上述，是指爱德的作为;这"塔冷

通"的譬喻，即是教训人，应如何利用天主的恩赐，去行爱主

爱人的事，因为天主审判世人时，不问别的，只问他如何为了

天主而爱了世人。

@ 这个譬喻直接与上所述相连，所以玛紧接着说:天国"又如一

个要远行的人……"。 这要远行的人，自然是指耶稣基督，他快

要受难受死，复活升天，升天以后，他要再来人世。 仆人是指

世人，尤其是指传教的人。 他的财产，是指他给予人的超性的

和本性的恩惠。 这人在起程前，就把他的财产，分给他的仆人。

按路 19: 12 、 13 ，这位主人明明给仆人说:他要回来，在他不在

家的时候，要用他给的本钱去做生意。 玛只提三个仆人，八个

"塔冷通" 三个仆人所领的也不一样。 路 19 : 13 却说是十个仆

人，主人给了他们十个"米纳"每人一个。 路说出了这位主人

的公平无私;玛却说出了这位主人办事的明智，给多给少，全

看仆人的本领:本领大的多给，也要他多赚;本领小的少给，

向他要的也少。 路把仆人本领的大小，不放在领取的多寡上，

而放在赚得的多寡上:能干大的， 一个赚十个;能干小的， 一

个赚五个。 他虽说是十个仆人，但到了算账的时候，也只提出

了三个。 这一切只是譬喻的陪衬，话虽然不一样，但意义却是

相同的 。 天主对于自己的恩宠，不管是超性的或是本性的，施

与与否，施与多寡，及如何施与，全在乎他自己 (格前 12: 4-

1 1) 。 得圣宠多的，不一定比别人更聪敏，更能干，也不一定常

是更忠信的人。 人负有什么使命，天主必赏他足以应付自己使

命的圣宠 。 人应善用自己所得的恩宠，去实践天主赋予他的使

命;埋没天主的恩宠，即是有失自己的职责，天主必从严惩罚 。

所以得恩宠多的，不应自负;得恩宠少的，也不应自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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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 "过了多时……"没有说出一定的期限，暗示人子再来的时期没

有一定的时候(谷 13: 32-37)，并且为时必然很久远。 多时以

后，这位主人来了;不说"回来"因为他的家不在这世界上

(若 16:28) 。 忠信明智的仆人，常准备便当，主人几时来，就几

时交账。 主人见仆人善自处置他的财产，竟然多赚了一倍，就

喜不自胜，赞不绝口，再也不提钱的话，只要他安享自己的福

乐。从前他是仆人，管理的是主人的钱财;如今主人不把他再

当作仆人，不要他再劳心劳力，经营他的产业，却要他坐享自

己的福乐，与自己过同样的生活 。 把以前所得的几个"塔冷

通气与以后所享的福乐相比:前者实在小得不足道，后者竟大

得无比。不说"享受你主人……"，而说"进入你主人……"

说"享受"福乐仍是福乐，我还是我;如说"进人"，福乐与

我，我与福乐就如水乳交融，已化合为一。 路 19:17-19 说仆人

赚了几倍，就管几座城，因为在路，这位主人是位君王，所以

有城市可以分封;玛既把这譬喻放在"末世论"与审判之间，

以主人之来为末世时的"再来"，所以这福乐，是指义人在审判

后，所要享的永远的天福。

@那领了一个"塔冷通"的，论理他也该另外赚到一个"塔冷

通"，但是他懒，不愿劳心劳力，就把主人的银钱埋了，没有赚

得一分利息 。 主人来了，他又不能不交账。 他交账时，要替自

己辩护，就说主人苛刻、贪财、剥削:在没有播种的地方要收

获，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要聚敛(后一句的意义不甚明显，大概

是指放账取利而言) ，所以他"怕"就把主人的钱埋了 。 这仆

人想用"怕"来粉饰他的怠惰，推卸他的责任;并且谓他之所

以"怕"，全出于主人太苛刻，所以他敢对主人说"看，你的

还是你的 。"这句话出于受主人恩赐者的口里，是怎样的无礼骄

横!主人待他并不刻薄，主人只给了他一个"塔冷通"是因为

他只有领受一个的才能;主人向他所要的，也只是一个"塔冷

通"的利息。 何况钱本是主人的，主人给了他，原是看得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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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去运用自己的才能。 如赚了，不但连本带利都归于他，而

且还要提拔他，做自己的座上客， 享自己所享的福乐 。 对这样

厚道的主人，尚不知尽忠报爱，反诬陷主人苛刻，实在是个没

良心的恶仆 。 主人不与他辩论，只就他的口供来判断他的罪 。

天主赏人恩惠，原是白赏的，大小多寡虽不间，但却要善用;

如不善用，必要受罚 。 主人于是命别的仆人，把他的那个"塔

冷通"夺过来，交给那有十个"塔冷通"的 。 说"夺过来"因

为钱是主人给的;他既不知利用，就把它夺过来，交给那已有

十个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

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已见于 13 : 12 (谷 4: 25; 路 8:

18) ，说明天主的恩宠给了人，算是人的;如果不知道利用，天

主必然要再夺回，交给那知道利用他恩宠的人，叫他更为富足。

所以人对天主愈忠信，天主赏他的也愈多。 这就是圣教会内的

圣人圣女成圣，做出轰轰烈烈事业的秘诀。

o 30 节是对恶仆宣布的定案。 有些学者，以为这一节是玛照意思

补充的 。 这句话原是玛所习用的 (8:12; 22:13; 24:51)。路缺

这一节，也不足以证明原来就没有这一节，因为路 19:27 就意

义来说，多少与此节意义相同 。 玛如缺这一节，这譬喻就没有

了结论。 。忠信的仆人都进入了主人的福乐;这个恶仆，既然

元功，的确是个无用的仆人，就应受惩罚 。

CD> 31-46 一段是玛窦所独有的，不但可视为 24 、 25 两章所有的言论

的结论，并且也可视为耶稣所讲的道理的总结。 以后所述的，

不是耶稣的道理，而只是受难与死亡;码以此结束耶稣在世的传

教活动。 。在 24、 25 两章所记的言论内，耶稣再三暗示自己要再

来人世，但何时来，他始终没有说出 。 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说出，

只说当人子来临时，要坐在自己威严光荣的宝座上，审判世界。

"光荣的宝座"本是天主所坐的宝座(19: 28) 。 先知描写天主发

现时，或是如一团火，或是坐在光荣的宝座上(则 1 ;达 7:9 、

10) 。 有天使围绕，因为他是天使的君王:他降生时有天使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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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奏乐，给世人报平安(蹬 2: 8-14); 他再降来时，也有天使随

同，执行他的号令，叫人前来听他的审判 (13: 39-4 1 、 49 、 50;

24:3 1) 。 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显然如出两人:第一次来是

为救赎世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婴孩;第二次来是为

审判世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乃是一位赫赫威严的君王 。

@ 他来了以后，天下万民都要聚集到他眼前，昕他的审判 。 由此

可见这场审判，是包括全人类 (24: 14; 芝 14:10-12) ，并不如

有些学者所设想的，只包括他的门徒 。 他如同牧童把绵羊和山

羊分开，这样他要把天下万民分开，叫绵羊般的好人，站在他

的右边，山羊般的恶人，站在左边。 牧人把绵羊放在右边，因

为人平常总以绵羊较山羊驯良可爱，故把绵羊来象征义人，把

山羊象征恶人。 耶稣说:义人是他的父所祝福的，因为他们遵

行了他父的旨意，成了耶稣的兄弟姊妹和朋友(7 :21; 12:50; 

若16: 14 、 15); 所以"你们来承受我的产业一一天国" (芝 8:

17) ，因为他自创世以来，就预见你们要对他忠信;所以你们在

世时，他祝福你们，赐给你们他的恩宠，叫你们爱他，如同我爱

他(袤 17:23-26; 芝 8:1 4-16; 迦 4: 5-7) 。 如今你们来承受他赐予

我的产业，他愿意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袤 12:26; 17:24) 。

@ 耶稣再来是为审判，但他依据什么来判断人的善恶功过?完全

根据爱德的行为，根据人对人的爱德，因为他降生成人，成了

"人子"使人全都成了他的兄弟姊妹，把人都当作了他自己

(1 0 : 40; 18: 5 ;谷 9:36 、 37; 蹬 48) ，所以人饥渴是他饥渴，人

害病坐监，是他害病坐监。 为此他说我饿了，我渴了，我害病，

我坐监。 人对人的爱情，固然不止在于这些事上，但平日除了

这些事外，却绝少表现这种爱情的机会。 有了这样的机会，能

利用而不利用，说自己有爱德，他的爱德必是假的，他的信仰

必是死的(襄 2:14-26; 边 5:6) 。

Q) 37-40 四节是本段的中心 。 圣史到此才点出站在右边的是义人。

义人这一问，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对人表示了爱情，而是到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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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尚没有彻底明了天主对人的爱情。 诚然，谁能明了天主对

人的爱情:他为爱人竟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竟把人当作自己

看待 00: 40; 若 3: 16; 罗 8:32; 若- 4:9) 。 义人的这-问，

承接上面的文意，也引起下面君王的答复。 君王的答复，就是

这场审判的判决书;这个判决书，奠定了福音生活的基础 。 "我

这些最小的兄弟"是指当时在场昕道的人，也是指后世所有要

在他面前，听审判的人。 他特地标出"最小的" "最小的"即

是最卑贱的人: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天主却把他放在眼里。 "→

个"是指"任何一个" 。 由这一句话看来，天下人类，不但是

"一家"而且也是"一身"。 难怪天主耶稣在世教人相亲相爱，

把"爱人"视为"新诫命" "他的诫命" C若 13:12-15 、 34 、 35;

15 : 8-12 、 17; 17= 20-26) 。 明白这一点，就不难明了圣若望所讲

的爱人的道理(若- 3:13-24; 4:7-21)，更不难明了圣保禄所讲

的"妙身" C Corpus mysticum) 的道理(罗 12:4 、 5; 格前 12:

12-3 1) 。 圣教会向外力求发展，彻底励行"爱"的工作，就是

因为耶稣说了这一句话。

@ 站在左边的，都是恶人。 耶稣称他们为"可咒骂的"不说"我

父所咒骂的"因为天父不咒骂人，只祝福人。 恶人原来也是天

父所祝福的 。 天父造了他，派圣子降生成人，救赎了他，要圣

神赏给他为救灵魂要紧的恩宠，使圣神启迪引导的教会，不断

指教他当行的事，他却一概拒绝了，情愿避善就恶，且死于罪

恶，为此说他们是可咒骂的。 "离开我，到永火里去!"这永火

原是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你们既"认他作父" C若 8 :

44; 若- 3: 剖，甘愿作他的奴才(若 8:34) ，就永远与他为伍

罢 。 这句话所说的，就是神学家所谓恶人在地狱中所受的"失

苦" Cpoena darnni) 和"觉苦" C poena sensus) 0 "失苦"是指恶

人与天主永远分离，他们永远丧失天主，即他们本性所追求希

冀的至善至美 。 "觉苦"是指一切所能感觉的痛苦，平常以

"火"来代表 。 神学家谓恶人所受的火烧，是实在的火;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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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世上的火不同，因为那火虽烧，却烧不死人，也烧不

坏人，使人永远受它的焚烧。善人之所以受赏，即在于他们对

人有基于基督的爱;恶人之所以受罚，自然就在于他们对人缺

乏这种爱 。 为此圣史以同样的话语，来叙述恶人的审判 。 恶人

也要惊问，君王也用答复义人的话，来答复他们，只不过比较

简略而已 。

æ 46 节是当判官的"人子"，对左右两边的人，所宣布的永远定

案:恶人要进入永罚，而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 说得这样透彻确

凿，谁还能怀疑赏罚不是永远的。: 12; 13: 30 、 39-43) 。 福音

圣训，是叫人行善避恶，另就以这一句话，结束他所记录的福

音圣训 。 由这最后审判善恶的判决，我们更该认识行善施舍的

必要(爱 4:7-11; 12:7-14; 傻 3 : 33; 7: 10; 17: 18; 29: 15 ;注 4:

24; 路 11 :41; 宗 10: 1 、 2 、 4 、 31) ，为此我们要遵从圣组至聋的

教训，以言行来发挥我们的信仰，使我们保得住是被召的，和

被选的(伯后 1: 5-11) 。

第二十六章 耶稣基督苦难史

要义 玛就像其他圣史，把耶稣受苦受难的事迹，列为道宣最

后的一部分。 这苦难史原是道宣全书的基本与主要部分，因按圣堡

禄(格前 1:18) 把福音只简单地称为"十字架的道理"。 事实上，如

果福音是全人类获救的喜讯，可知苦难史更该是这喜讯的主要部分。

在道克良主中已讨论过，连从历史方面也可以证明，道宣书的起源

似乎是出于初期基督徒举行圣体圣事时，纪念"主的苦难"的事迹

(参阅格前 11: 24-26; 路 22: 19) 。

为易于明白玛和其他圣史所传的福音的最后部分，此处冠以简

单的要义:

(→〉苦难史的重要性-一耶稣受苦受难的事，由两方面看来是

圣子降生成人和他在世一生的目的: 一方面耶稣的苦难圣死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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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了他对天父的爱情与绝对的服从(希 10:5-7; 弗 2:8; 若 10:

18; 14:31) ，他以这爱情和服从，对天主圣父补偿了人类的罪债;另

一方面，耶稣的苦难和圣死对他所要救赎的人类也是绝大爱情的表

现(若 13: 1 ;谷 10:45; 弗 5:2); 为此，耶稣一生对这目的，常感

到一种内在的迫切和不断的催逼(路 12:50 ) 。 他在世传道时常不断

说自己"必须"受苦受难，而后才人事光荣(玛 26: 54; 谷 8:31 ;

路 24:26; 若 20:9 等处) 。

由此可知，耶稣的苦难于人极为重要，因为救赎人类的工程，

赖它得以完成。 耶稣自己因他的苦难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成了屋

角石，就如他亲自说过"匠人所槟弃的石头(即犹太人所弃舍的) , 

竟成了屋角的基石" (玛 21 :42) 。 由此，对耶稣的信仰，且是对被钉

十字架的耶稣的信仰，决定了人的命运 (伯前 1: 6-8; 格前 1: 23) 。

对耶稣的苦难、圣死和复活的信仰，为此成了基督教会全部信

仰的中心;基督教会的敬礼也以弥撒圣祭为中心，因为弥撒圣祭是

基督在十字架的死亡，奥妙的和不流血的重演(格前 11:26) 。 基督

徒的生活，自始至终，即从领洗到死，元非是该与基督同苦同死

(罗 6:3 、 6; 迦 6: 14; 斐3= 10; 伯前 2:21; 4:13 等处)。

照以上所说的，圣保禄就可断定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

中间，除非耶稣基督，这位被钉的基督外我不知道什么" (格前 2:2 ，

参阅迦 6: 14) 。

(二)苦难的奥秘一一耶稣的苦难为人是一个奥秘，且常是一种

玄奥难明的事迹，而且"为犹太人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 (格

前 1:23) 。 若问:耶稣原是本国人民的默西亚王，在世上到处施恩于

人(宗 10:3日，为什么终于为自己的人民所遗弃，被交与外邦人戏

弄残杀了呢?四圣史给我们记载的是人的昏愚理智，把耶稣置于死

地:即平民的无知好变，教长的骄傲嫉妒，政党的贪权好势，负卖

者的背信图财和罗马总督的儒弱枉法。但是在宗徒们的书信中却多

以全人类的罪恶是致死耶稣的原因(格前 15:3; 迦 1 :4; 伯前 3:18;

差一 2:2 等处) ;因此不仅是每一个人，而更好说是全人类要负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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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耶稣的责任，但这一点怎样在定耶稣死罪的裁判上显示出来，

以及盐主人和外邦人又怎样合谋定了耶稣的死罪的事实，却很是微

妙。因为为审判耶稣，举行了两种裁判:一是在注主人的法庭， 一

是在里主外教人的法庭。 注主人本己定了耶稣的死罪，但因他们没

有执行死刑的权柄，遂把耶稣解到星主官前。 达二主人定了耶稣的死

罪原是为了宗教上的原因，以为耶稣犯了亵渎的罪(要 26: 62-66); 

而复旦人执行耶稣的死刑，却是为了政治的原因，并且事前还没有

下过最后的判决(蹬 23: 1-5 、 21-25 ;轰 19: 12-16 、 19) 。 由此可见，

对耶稣所加的罪名怎样的不公;并且前后两次审讯中都没有找出真

凭实据，来证明耶稣有罪，便处了耶稣极刑，这更是多大的不义。

由此暴露了人类罪恶真正可怕的秘密，但同时也更表现了天主元限

仁慈，无限爱情的奥妙。 人的一切原因和计划都是次要的，因为，

如果不是天父愿意自己的爱子死，把他交于罪人之手(袤 3:16) ，又

如果不是成为人子的圣子动了心，服从天父的命，甘心情愿受苦受

死(若 10: 17; 斐 2: 肘，人不论如何是不能成功的 。 这样，天主愿

意对全人类显示出自己的无限爱情和不可名状的仁慈:愿意救赎所

有的人，并吸引他们来归顺自己(若 11:51 、 52; 12:32) 。

(三〉四圣史对苦难史的记述一-四位圣史都记述了耶稣的苦难

史。三对观福音所记的虽大致相同，但每个圣史依据自己的观点，

描写耶稣的苦难时，各有增损;最后的若望福音又补充了前三者之

不足。今只有将四部福音对照阅读，才可以看到较完全的受难史。

圣玛窦一一他在记述受难史上，犹如他在全部福音中，力求证

明耶稣实在是默西亚，而为犹太人所抛弃。 看来罪过好像是全在于

盐主民族 (27:24 、 25); 但耶稣却是以真默西亚的身份，依照圣父预

定的旨意，甘心受苦受死的。 因此玛比其他的圣史更指明这一切事

的发生"是为应验圣经" (26:56; 27:9 、 35) 。

圣主笙釜-一一他既为芝垦的基督徒写下了福音，所以不甚着重

于证明基督是默西亚，而更着重于证明他的天主性，尤其在受难时

所表显者。选主人定了耶稣的死罪，就是因他把至高的权柄归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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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谷 14: 58-64) ，并且在耶稣受刑时执行耶稣死刑的罗马百夫长 ，

也明明承认了他是真"天主子" (谷 15:39) 。 在谷的记述内更显出了

比拉多的罪行，因他胆小怯懦，才置耶稣于死地(谷 15:1日 。

圣监坦一一他既为版依的外邦人写下了福音，所以在耶稣受难

史的记述上，特别证明他是全人类的救赎真主。 圣史详细描写耶稣

在比拉多前受审的情形:耶稣在比拉多前被控为反抗罗马政权的叛

徒(路 23:2 、 5 、 14) ，但罗马判官在详细审问之后，再三认定他是元

罪的(路 23: 1 4-22) ，连右盗和罗马的百夫长在加尔瓦略山上也明认

耶稣是无罪的(路 23 :41 、 47) ，并且由路的记述中更可明白看出 :

耶稣是自愿把自己交给"黑暗的权势"藉着人所策划的死亡的(路

22:53) 。 耶稣在受苦受难之时，仍对所有遭神形苦痛的人表示了他

怜悯的情怀，这更彰显了他是人类仁慈的救主(路 22 : 51; 23: 28 、

34 、 43 、 46) 。

圣若望一一他在记述上比其他三圣史更着重于证明耶稣是默西

亚，是天主子。 为此他再三证明在耶稣受难之事上应验了旧约的预

言(若 19:24 、 28 、 36) 。 以圣若望的眼光来看，耶稣的苦难和圣死是

天父的，同时也是耶稣自己的最大光荣(若 17:4 等处) 。 耶稣天主

性的威严也在受难时表现元余(若 18:4 、 5; 19:1 1) 。 耶稣之所以被

判该死的理由，也只是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若 19:7) 。 耶稣以自己

甘心所承受的死亡(若 18:11 、 23) ，证明了自己的天主性，驱逐了

这世界的元首(若 12:31) ，在世上建立了真理的国度(若 12:32) 。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圣死同时也是他极爱世人的明证(若 10: 15-18; 

13 : 1; 19: 25-27) 。 圣若望的记述比其他圣史所记的更为明晰，因而

为我们也更宝贵，因为只有他是这一切事的证人(若 19:3日 。 在此

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圣若望比其他三圣史更详细叙述了在罗马判官

前所有的审判，并指出了判官的不义和罗马兵士的残忍;而其他圣

史对这一切事很少记述，因为怕冒犯罗马人。 在圣若望写福音时，

罗马皇帝早已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为此若望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愿向当时的教友证明，基督亲身也早已受过罗马人的许多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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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议会的阴谋(釜 14: 1 、 2; 蹬 22: 1-12) 

1 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便对他的门徒说 2 "你们知

道，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人子要被解送，被钉在十字架

上。 " 03那时司祭长和民间长老都聚集在名叫盖邃的大司

祭的庭院内 4共同议决要用诡计捉拿堕壁，加以杀害。5但

是他们说"不可在庆节内，免得民间发生暴动。 " 8 

耶稣在贝塔尼雅受敷(釜 14: 3-9; 若 12: 1-8) 

6耶稣正在贝塔尼雅癫病人西满家里时 7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贵重的香液来到耶稣跟前，倒在正坐席的耶稣

的头上 。 <<)8 门徒们见了就不满意说"为什么这样浪费?

9这香液原可卖得许多钱，施舍给穷人。 " 010耶稣知道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叫这个女人难受?她在我身上

原是作了一件善事。 11 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至于

我，你们却不常有 。 12她把这香液倒在我身上，原是为安

葬我而作的 。 13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全世界，这福音

元论传到那里，必要述说她所作的事，来纪念她。 " 0 

犹达斯通敌卖主(釜 14: 10 、 11; 蹬 22: 3-6) 

14随后，那十二人中之一，名叫犹达斯依斯加略的，

去见司祭长， 15说"你们愿意给我什么，我把他交给你

们?"他们约定给他三十块银钱。 16从此他便寻找机会，要

把耶稣交出 。 @

预备最后晚餐 (谷 14: 1二16; 路 22:7-13 )

17元酵节的第一天，门徒前来对耶稣说"你愿意我

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 018耶稣说 "你们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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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去见某人，对他说:师傅说:我的时候近了，我要与我

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 。 "19 门徒就如坚壁吩咐他们的

作了，预备了逾越节晚餐。 @

最后晚餐，耶稣揭露叛徒(谷 14: 17; 路 22 : 1 4-18 、 21-23;

若 13: 21-30) 

20到了晚上，耶稣与十二〔门徒〕坐席 。 21 他们正吃的

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

卖我 。 " 022他们非常忧闷，开始各自对他说 "主!难道

是我吗?" 4D)23耶稣答应说"同我把手蘸在盘里的，这人

要出卖我 。 24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是

出卖人子的那人却是有祸的!那人若没有生，为他倒好。 "

0)25那要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开口问耶稣说"辣彼!难道是

我吗?"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 ø 
建立圣体圣事(谷 14: 22-25; 路 22: 19-20) 

26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擎开递

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罢?这是我的身体。 "27然后又拿起

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由其中喝罢 !28 因为

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好赦免罪过。

æ29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我在我父的国里，与你

们同喝新的那一天，我决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 " æ 
预言门徒逃散，伯多禄背主 (釜 14: 27-3 1; 蹬 22 : 31-34; 

若 1 3: 36-38) 

30他们唱了圣咏，就出来往旦旦巫山去。 æ31 那时里室主

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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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我要打击牧童，羊群就要四散。，32但是，我复活后，

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肋亚去。" 4@臼 i直至整却回答他说:

"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决不会跌倒。"34 ~~壁向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

我。 "35组室主主对他说"即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决不会

不认你。"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

耶稣山园析祷 (釜 14: 32-42; 蹬 22:4ι46; 轰 18: 1) 

36随后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革责玛尼的庄园里，

便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 Gi) 

37遂带了伯多禄和载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开始忧闷恐怖

起来，38就对他们说"我的心灵忧闷得要死，你们留在这

里同我一起醒悟罢!" ~39他稍微前行，就俯首至地祈祷说:

"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罢!但不要照我，而要

照你所愿意的。"ω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便对伯

室主主说"你们竟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41 醒悟祈祷罢!

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 42他第二次

再去祈祷说"我父!如果这杯不能离去，非我喝它不可，

就成就你的意愿罢!"昭他又来，见他们仍然睡着，因为他们

的眼睛很是沉重。44他再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祈祷，又说了

同样的话。w45然后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睡下

去罢!休息罢!看!时候到了，人子就要被交于罪人手

里。46起来，我们去罢!看，那出卖我的己来近了。" ~ 

耶稣被捕，宗徒逃散 (谷 14:43-52; 路 22: 47-53; 若 18: 二11)

47他还在说话的时候，看!那十二人中之一的犹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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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是由

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 。 wm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

一个暗号说"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拿住他。"哺犹达斯

来到耶稣跟前，就说"辣彼，你好 1" 就亲了他。 @

50耶稣却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罢!"于是他们

上前，向耶稣下子，拿住了他。 ~51有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

人，伸手拔出自己的剑来，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削去

了他的→个耳朵。 52耶稣遂对他说"把你的剑放回原处;

因为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上。 53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

给我调动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吗?54若这样，怎能应验经上

记载应如此成就的事呢?" ~55 在那时，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如同对付强盗。 我天天坐

在圣殿施教，你们没有拿我!" W56这一切都实现了，是为

应验先知所记载的 。 于是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 。 @

盖法署初审耶稣(谷 14:53-65; 路 22:54、 66-71; 若 18: 1二16 、 1 9-24)

57他们拿住耶稣，带到大司祭盖法前;经师和长老已

聚集在那里。 58伯多禄却远远眼着耶稣，直到大司祭的庭

院，他也进到里面，坐在差役中观看结局 。 ~ 59司祭长和

全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要把他处死。创虽然有

许多假见证出庭，也没有找着。 最后有两个上前来61 说:

"这人曾经说过: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在三天内我要把

它建造起来。 "62大司祭就站起来对他说"这些人作证反

对你的，你什么也不回答吗?" W臼耶稣却不作声。 于是大

司祭对他说"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命你告诉我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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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默西亚，天主之子?" @ID64堕壁对他说"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从此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

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 " m65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

服说 "他说了亵渎的话。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见证呢?你

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因你们以为怎样?"他们答应

说"他该死。" ~67遂即向他脸上吐唾沫，用拳头打他，

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回说"默西亚，你给我们说预

言罢，打你的是谁?" ~ 

伯多禄三次背主(釜 14:6fr-刀;蹬 22:55-62; 差 18: 1 5-18 、 25 、 27)

回伯多禄在外面庭院里坐着，有一个使女来到他跟前

说"你也是同那加里肋亚人耶稣一起的 。"而他当着众人

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 " ~71 他出来到了门廊，另

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人是同那纳臣

肋人耶稣一起的。"η他又发誓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 ~ 

73过了→会，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伯多禄说"的确，你也

是他们中的一个，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 "74伯多禄

就开始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立时鸡就叫了 。

~75组复盖便想起坚壁所说的话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

不认我 。"他一出到外面，就伤心痛哭起来。 @

。 "完了……"一词(7、 23; 11 : 1; 13: 53; 19: 1) ， 是玛常用来结

束一大段福音的句法。 此处不仅包括讲完了 24 、 25 两章耶稣最

后所讲的言论，而且也包括完成了耶稣宣讲的任务，为此玛说:

"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耶稣宣讲的任务已经结束，如今他要

准备自己和宗徒应付己迫于眉睫的苦难。 他虽多次预言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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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受的苦难(16 : 21; 17: 22 、 23; 20: 17-19) ，但此次却较前更

清楚说明了自己惨死的情形:预言两天以后所要过的逾越节即

是他蒙难的日子，同时也预言自己要怎样死去:要被自己的民

族解送到在犹太独揽生死大权的罗马人前，要被判决，受钉死

在十字架上的惨刑 。 从经文上看来，这预言似乎是在瞻礼四

(星期三)讲的，地点大概在阿里瓦山区域，或在耶稣最后几夜

所住的贝塔尼雅村 (21:17; 谷 11:11; 路 21:37) 。 逾越节是犹

太人最大的庆节，为纪念他们的祖先得上主拯救，脱离埃及奴

隶的事(出 12: 1 -14) 。 按法律，这庆节从"尼散"月十四日傍

晚宰杀逾越节羔羊，夜半举行逾越节晚餐开始，以后七天内，

即自"尼散"月十五日至廿一日，应吃元酵饼 (Massoth 出 12:

15-20) ;从十四日那天，就应把一切带酵的饼由家中清除。在

这一年上，耶稣为救赎人类，仅一次而永远有效地奉献了自己，

以代替逾越节羔羊(格前 5:7; 若 1: 29; 伯前 1:19) 。 耶稣因自

己的天主性预知未来，向宗徒们表示自己的受死全是出于自愿，

但同时也想用这预言坚固他们，在这几天内不要因他的受难受

死，对他失去信心。

@ 当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公议会议员也聚

在大司祭盖法的府第(路 3:2) ，开会商议如何处决耶稣。大司

祭盖法本来早已决定了要杀害耶稣(若 11 : 49; 18: 14) 。 按谷

14: 1 司祭长和经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而玛记的是司祭长和民

间长老，并且在记述策划杀害耶稣和审判耶稣时，玛也很少提

及法利塞人和经师 (21 : 23; 26: 47 、 57; 27: 1 、 3; 12 、 20) 。 少提

他们的理由似乎有两个(一)因为他们，尤其在行政上，不如

其他两党的人有权势(二)因为事实上，是司祭其时为了一些

原因(见后) ，企图谋害耶稣。 司祭长和法利塞人以前早就多次

策划逮捕耶稣，加以杀害(若 7:44-46; 8:59; 10:31 、 39) ，但

是每次总是徒然，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若 7:6) 。 前不久，

耶稣显的最后一个大奇迹，即复活拉臣禄，更激起了耶稣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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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愤恨，以致他们决定非把他杀死不可 (若 11:47 、 53) ，遂下

令凡知道耶稣住处的人，必须向当局提出报告(若 11:57) 。 为

此耶稣避开民众，隐藏了起来(若 11:54) 。 无疑地，撒杜塞人

特别对这奇迹动怒，因为他们不承认死人能复活(宗 23:8) 。 耶

稣的仇人，另外是司祭长，见到耶稣为民众拥戴，光荣地进入

圣城，又见他把圣殿的买卖人赶出 (21: 1-12 、 23) ，更加怒火填

胸。 但当时众百姓都拥护耶稣，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可想(若 12:

19; 路 19:47 、 48; 谷 11:18) 。 瞻礼二瞻礼三 (即星期一星期

二)两天，耶稣严厉地痛斥了他们，预言了他们要受严厉的裁

判，他们越发狂怒;那时他们已经有意立刻下手逮住耶稣，只

因害怕百姓骚动而没有下手 (21:46; 路 20: 19) 。 他们既然不敢

捉拿耶稣，就设法寻找显明的罪状来控告他，好能定他的死案。

于是法利塞人、黑落德党和撒杜塞人再三再四地给耶稣设难，

企图寻找他的语病 (22: 15-17 、 23-28 、 34-36) ，但仍不能找出可

以控诉他的罪由 。 因此，他们终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用诡计来

捉拿杀害耶稣，就是不叫百姓知道，暗暗地把他除掉。 同时也

议决等逾越节的八天过后，再捉拿耶稣，因为他们以为在庆节

内拿住耶稣， 一定会引起骚动和叛乱;因为众百姓，特别是由

加里肋亚来圣城过庆节的人，都拥护耶稣。 但公议会的这项议

决，出乎意料之外地完全作废了，因为有一位宗徒忽然前来声

言自己准备出卖自己的师傅(详见下) 。 这样就应验了耶稣的预

言 (26:2) 。 此处还有应注意的一点:就是这次公议会是在大司

祭盖法的府第内举行的，按理公议会应该在圣殿西边的议事厅

内举行。 此次在大司祭的府第举行，或者是为了更容易保守秘

密的缘故。 会议的日子，由以上所述的可以看出是在瞻礼四

(星期三〉 。 古来教会定瞻札四为禁食的日子，也就是为了这个

缘故 (cfr. S. Augustim山 Ep . 36 , 30; PL 33 , 150) 。

@ 望记述公议会举行会议以后，接着记述在里墅里整香液傅主的

事。 按惹 12:1 所记，此事是发生在耶稣荣进圣京的前一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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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事置于此处，是按照他记事的体例，因这犹达斯为了此次

香液傅主的事，才拿定了出卖耶稣给公议会的主意(本章 1 4-16

等节)。因犹达斯出卖耶稣，公议会才能捉拿耶稣，且在议员所

期待的时期以前，能迅速地将他处死 (5 节) 0 0耶稣蒙难前几

天大半常在贝塔尼雅过夜(见注一〉 。 在那里耶稣应了一个名叫

西满的癫病人的约请赴宴。这癫病人大概是以前被耶稣治好的

人。 席间，有一个女人用贵重的香液傅抹了耶稣。 玛和谷虽知

道她的名字，却未提及(13 节) ;二圣史不提她的名字，似乎

是因为二人写福音时，那女人还活着，为她可能有性命的危险。

但若 12:3 却明说那女人即是拉臣禄和玛尔大的姊妹玛利亚。 若

望又仔细描写傅主的动作:说出香液重量(三百多克)，并指明

香液十分珍贵;同时又说出那女人不但傅了他的头，且也傅了

他的脚。

o "门徒们"对那女人所行的，表示不满。 由若 12:4 知道那表示

不满意的门徒是犹达斯。 其余的几个门徒不知道犹达斯不满意

的真原因(若 12:6) ，似乎也和他表示同意:说这样贵重的香液

(按谷和若值三百"德纳"约合美金一百零五元) ，最好卖了，

用以周济穷人。

@ 耶稣虽明知犹达斯不满意的原因，但还是温和地规劝门徒，不

要责'怪那个女人，因为她是出于知恩报爱的心行了这件善事。

这里所论的已不是浪费金钱与否的问题，因为宗徒们原知道耶

稣很挂念穷人 (23 : 14; 25: 40) ，并且穷人常有，门徒们随时随

地可以扶助他们 。 但此处所论的是基督的品位，超越一切品位

的品位(参阅玛 12:42) 。 耶稣与门徒聚首的时候很短了，为此

那女人用这非凡的方法对耶稣再表示一次这样的尊敬和爱慕，

是很正当的。此外这女人的动作，尚有一种更深的意义，她自

己当时固然还不甚明了，耶稣把这番深意归于她的动作，因为

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近:这番香液傅抹的事在耶稣看来，已是

提前用香液傅尸的殡葬礼。按 26:2 的记载，耶稣早已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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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死在逾越节中，死后没有时间在埋葬以前能全行盐主人香液

傅尸的礼仪，因此耶稣以此次香液傅己的事，是提前为他举行

丧礼(谷 14:8; 若 12: 7)。最后耶稣极口称赞这女人，且预言

后世的教友也要这样称赞她说: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哪里，也必

称许这女人的善举;将来向众人传报耶稣因了爱为救赎人类牺

牲了自己的喜讯时，也必要记起这女人对耶稣知恩报爱的作为，

以示模范。

@ 玛显然是拿盐主盟的忘恩图财来与这女人的知恩报爱两相对比。

犹达斯本是耶稣密友中的一个，他怪这女人的作为，也怪耶稣

卫护这女人而说的话，这由他以后的举动可以看出来。"随后"，

即谓在贝塔尼雅香液傅主以后不久，也许就是议员举行会议决

定要杀耶稣的那一天(瞻礼四) ，犹达斯便去见了司祭长。他定

然知道公议会前所发出的搜捕耶稣的命令(若 11:47) ，大概也

知道他们最后所召开的秘密会议 (26: 3-日，就在当天找了一个

进见司祭的机会。三对观福音全标出了犹达斯的别名"依斯加

略" (详见 10:4 注囚) ，并且说明他是"那十二人中之一"。 这

些话说出了犹达斯的忘恩负义，同时也说出了耶稣的伤心悲痛

(若 13= 1肘，此外还说出了耶稣的一个密友终于把耶稣交在自己

的敌人手中。议员们到此寻找逮捕耶稣的机会，都属徒然，如

今有耶稣的一个密友自来献计，这事就好办了。没有一个人比

犹达斯更容易交出耶稣的，因为只有他知道耶稣这几日常祈祷

的秘密地方;现今敌人们很容易"用诡计"捕捉耶稣了 (26 : 

2) 。由于犹达斯的前来献计，公议会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计划 。

事态迅速的发展，使他们能在所预定的时期以前除灭耶稣 (26:

5) 。为此谷路二圣史都说司祭长十分高兴(谷 14: 11; 路 22 : 

5) 。他们当然高兴，因为他们现今可以向民众声明:他的门徒

背叛了他的师傅，在法庭上控告了他。由玛所记的"你们愿意

给我什么?"这句话可以看出，犹达斯是如何贪婪好财(若 12:

6)! "我把他交给你们"一句，言外是说，我身为门徒，能供给



L 

玛窦福音第二十六章 354 

你们一个捉拿耶稣的绝好机会。 司祭是为报酬他约定给他三十

块银钱，约合一一六个金"里拉"折合美金约四十二元(比那

女人买香液价值的三分之一略多一点) 。 这价钱是人杀了一个奴

隶，按法律应向他的主人所赔偿的数目(出 21:32; 参阅玛 27:

9; 10; 匣 11:12) ，是抵偿一个奴隶的性命最低的价钱。 这对耶

稣是怎样的屈辱!但他进入世界既取了"奴隶的形像"，就情愿

接受这种屈辱(斐 2:7) 。 犹达斯对这价钱竟然满意了 。 无疑地

他就在这次来访的机会，同司祭商量了如何更容易捉拿耶稣的

一切事宜(路 22:4) 。 当时他还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下手。 不管

怎样，必须谨慎行事，因此犹达斯该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当

人民不在场的时候，把耶稣交出(路 22:6) 。 这一点是公议会向

他所要求的条件 (26:5) 。 或问:一个宗徒怎么能够背弃他的恩

师耶稣?这是因为他跟随耶稣不是出于信德，而是出于自私和

为我主义(若 6:64); 无疑地，他的心早已离开了耶稣。 大约在

一年以前，耶稣就己看破了他的心意，称他为魔鬼(若 6: 71; 

参阅年表 83) 。 贪财的犹达斯跟随耶稣，只是求自己的便宜，只

为了现世的想望，以为耶稣既是默西亚，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威

震世界的大君王，其他的宗徒最初虽也有这样的想望，但因耶

稣的教导已渐渐改变了这种思想，或更好说，他们已多少了'悟

天国的超越性;犹达斯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心意。 最后一年，另

外最近这几天来，耶稣己清楚预言自己要受死，他便看出自己

的希望已成泡影，不能再盼望得到默西亚王国的地上光荣，为

此犹达斯为自己的未来生活只有另谋出路;跟随耶稣既不能达

到自己的目的，就同耶稣的敌人携手立约，这样至少可以从他

们方面获得一些利益。 他这样贪财，竟不惜出卖他的恩师，圣

史们不知用什么话来描述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只说:撒蝉进了

他的心(路 22:3; 若 13:2 、 27) 。 基督的死敌撒蝉为伤害耶稣，

在这个门徒身上，实在找到了得心应手的工具。

o "无酵节的第一天"门徒们问耶稣要在那里吃逾越节晚餐。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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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史一致的记载，所说的"第一天"即是现今的瞻礼五(星

期四)。关于最后晚餐的日期，参见轰 13: 1 注一。在耶稣死的

那一年，按致理道主所载，这一天应该宰杀逾越节羔羊(釜 14:

12; 路 22:7) 。本来"元酵节的第一天"是指逾越节晚餐以后

相继而来的一天，即"尼散"月十五日，但日后全逾越节八日

通称为"无酵节" (蹬 22:1 亦见 Jos. Flav. , Ant. Jud. II , 317) 。

逾越节的预备日，即宰杀羔羊的日子，以后也称为"无酵节的

第一天"因为这一天午后，应当除去家内的一切有酵之物，连

接八天内只许吃无酵饼 (Massoth) 。瞻礼五这天的早晨，宗徒

们便问耶稣要在何处吃逾越节晚餐，因为有很多东西必须预先

准备，要一直忙到晚上:应当买羔羊，备办无酵饼、苦菜、酒

和节宴必需的各种果品。傍晚，即落太阳前(出 12:6; 肋 23 : 

5; 申 16:6) ，应把羔羊牵到圣殿，只准在那里宰杀，羊的血和

内脏一定的几部分，应放在全:幡祭坛上奉献。宰杀羔羊以后，

应立刻将宰杀的羊抬到举行晚餐的家内，在那里不可折断或割

裂羊的肢体，应将全羊悬在木棍上，用火烤熟。

@ 由上下经文可以知道(参见路 21:37) ，耶稣那天早晨还在圣城

外，大概在贝达尼雅一带，从那里打发几个宗徒(按路 22:8 为

伯多禄和若望二人)进城，到一个人那里去，却没有说出这人

的名字。但无疑地，这人必是耶稣的门徒。按谷 14: 13; 路 22:

10; 耶稣也没有给二宗徒说出那人的名字，但给他们指出了一

个认出那人的记号。似乎耶稣故意不提那人的名字，怕犹达斯

预先知道了最后晚餐的地点，而使这晚餐或者不能举行。耶稣

没有打发经理钱项照管他们费用的犹达斯去(若 12:6; 13:29) , 

而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去，似乎也是为了这个缘故。耶稣在圣城

中定有不少的朋友，就如富人尼苛德摩和议员阿黎玛;武雅若瑟

等;此外逾越节这一天，由各处来耶路撒冷过节的朝圣客，在

圣城中都能受到友人的款待，耶稣和宗徒们自然也能希望友人

自愿接待他们。按古传说耶稣与宗徒举行节宴的地方，即是圣



玛窦福音第二十六章 356 

史马尔谷父亲的家，他的家坐落在熙雍山上。 这一家从此被视

为吾主耶稣同宗徒所建立的"一切教会的母亲" (式敖多修皇帝

语) 。 这传说虽不完全可靠，但对谷 14: 13-15 (亦见 14:51 、 52)

所记的更易于了解。 由耶稣所说"师傅说" 一语，清楚地可以

知道家主是耶稣的门徒和朋友 。 "我的时候近了" 一语出于耶稣

的口，无疑地是指自己受难的时候已临近了 。 这时刻是由圣父

规定的时刻 。 在这受难的时刻以前，耶稣愿同自己的门徒举行

逾越节晚宴。 再者耶稣的这些话指明，他去受苦受难，已有先

见之明，决定他受难时日的，不是他的仇人，也不是犹达斯，

而是耶稣所甘愿服从的圣父的旨意。 宗徒们就照耶稣所盼咐的

去了，准备了为晚餐应用的一切 。 为纪念这个最后晚餐，第五

世纪时在熙雍山上建筑了一座华丽的大殿，中世纪时交给方济

各会会士管理。 但自一五四七年回教徒占据了这地方后，从此

只准天主教信友进入此古大殿的前殿。 熙雍山今已属伊撒尔国，

进入此大殿较前更为困难。 关于这大殿历来所有最重要的文献，

参阅 ELS nn. 728-787 0 

@ 到了晚上，耶稣就与宗徒举行逾越节晚餐。 因为人都熟悉吃这

晚餐的仪式，所以圣史都没有详细记载每一细小节目，只记载

了那些有特殊意义的礼节 : 就如若记述了晚餐前洗脚的事， 三

对观福音记述了耶稣揭露负卖者的事，和晚餐后建立圣体的事。

0大约在下午六点钟，耶稣同十二宗徒人席吃晚餐，愿意同他

所选立的十二宗徒过这次逾越节。 这宴会同时也是耶稣同他一

二年来共甘苦的友伴临别的宴会。 耶稣虽然早已渴望与宗徒有

这次最后聚首谈心的机会(路 22: 1日，但宴会一开始，他就伤

心起来，因为他知道与自己同席的朋友中有一个要出卖他。 在

洗脚时，说话之间，已曾含混提及那要出卖他的人(若 13 : 10 、

1 1);洗脚以后直言不讳，指出这人的忘恩负义(若 13 : 18) 。 他

说这话时真是心痛欲裂(若 13: 2 1) 。 四圣史都记述耶稣在晚餐

一开始，立刻清楚说同席的十二人中，有一个要负卖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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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1; 谷 14:18; 若 13 :21; 路 22:21; 照他记事的体例，把这

事放在晚餐最后的一部分)。

@耶稣要被交付给谁，这对宗徒们没有一点疑惑，因为他们都知

道谁是耶稣的仇人，也知道公议会公布了逮捕耶稣的命令，但

决没有想到在座的十二人中有一个要出卖他的 。 这件事使他们

大为悲伤，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恐怕是自己的罪过使师傅的

性命陷于危险，就一一前来急切追问耶稣。

@ 到现在耶稣还没有说出要出卖他的人的名字，只说是自己的一

个密友，且此刻正与自己同席进食的，要做出这穷凶极恶的事

(若 13: 18; 咏 41:10) 。三对观福音全记有 24 节的话(谷 14:

21; 路 22:22): 人子不是因有外来的胁迫或门徒的出卖去受死，

而是因为他情愿顺从父在圣经中己表明的旨意去受死。 然而那

出卖他的门徒诚然犯了滔天的大罪。 耶稣的这番话，对犹达斯

是最后的规劝。 但是连这次规劝也失了效用，耶稣已隐约预言

了出卖他的人的未来命运。 "那人若没有生，为他倒好" 一语与

若17: 12称犹达斯为"丧亡之子"的话，意义相同 。 "丧亡之子"

一词，全新约内，除此处外，只见于得后 2:3 用来称呼"假

基督" 。

@ 耶稣的话虽然这样严厉，犹达斯仍然无动于衷，始终假装自己

无罪，及至别的宗徒前来问耶稣，他怕别人猜疑他，也恬不知

耻，前来问了耶稣。 他称耶稣为"辣彼" (师傅) ，这称呼在他

的口里竟成了谙媚的话。 耶稣低声答应他说"你说的是"由

这话犹达斯就该知道耶稣己洞悉他这几天暗中所进行的一切了 。

别的宗徒都面面相觑，不知耶稣说的是谁。 按若 13:26 ，此时只

有伯多禄和若望探得了出卖耶稣的是犹达斯，但他们也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去作这事(若 13: 28 、 29) 。 犹达斯昕了耶稣最后的

这些话，似乎就立刻离开众人走了(若 13: 20) 。 这样，以后耶

稣席间建立圣体时，他已不在场，虽然按路 22: 14-23 好像犹达

斯参加了建立圣体圣事的大典;著名的教父如金 口圣若望、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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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定和古代的一些经学家虽多主张路此处记事的次第严守了

时间的先后，但仔细对照玛、谷和若所记，上边所说犹达斯未

曾参与建立圣体圣事的解说，更为可取 CKnabenbauer ， Belser , 

Tillmann , Meincrtz , Prat , Lagrangc , Ricciotti 等现代学者都主

张此说) 。

@ 前三圣史关于建立圣体圣事的记载十分简略。 但是这极其简略

的记载已足以证明此事实的历史性。 玛在这极重要的记事以前，

用"他们正吃的时候" 一语为引子。 这语句与 21 节所有的相

同 。 玛用这话(亦见谷〉有意把此处所述的两件事连在一起:

一是犹达斯席间所表现的忘恩负义， 一是耶稣乘此时机对人类

所显示的至爱。 (圣多玛斯在其所撰圣体瞻礼的圣歌 "Verb山n

supernum" 内，极美妙地把这番意思表达出来:他要被一个门

徒交于自己的仇敌受死之先，却把自己交给了门徒作为生命之

粮。)按前三圣史的记载，耶稣是在举行逾越节晚餐中建立了圣

体圣事。 在本章附注中，我们曾总结说:耶稣大概是在逾越节

晚餐的第四部分内 ， 建立了圣体圣事，即在吃了羔羊的最后一

块肉后，众人应喝所谓"祝福杯"内的酒时，耶稣建立了圣体

圣事 。 路 22 : 20 C格前 11:25 同)明说"晚餐以后"，耶稣把盛

有自己圣血的爵递给宗徒们喝。 似乎同时，即不久以前，耶稣

也将变为自己身体的饼给了宗徒们吃。 耶稣此时所遵行的仪式，

给宗徒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吃过逾越节羔羊的最后一块肉以

后，按古传说，同席的人就再不许吃东西了 。 然而耶稣这一次

却拿起晚餐中所剩余的饼来祝福了，或如路与圣保禄说的耶稣

祝谢了饼，感谢天父赏赐了饼和酒这些自然礼物，藉它们的外

形，给宗徒和后世的信徒留下更高尚的礼品 。 耶稣当着宗徒面

前掰开了饼，虽然在普通晚餐中.家主有掰饼分给同席者的仪

式，但是耶稣此次掰饼却有极深的意义。 这由以下的经文可以

知道:是表示耶稣把自己祭献过的身体交给宗徒当作食物。 为

此"掰饼" (fractio panis) 一语，已在宗徒时代就用来表示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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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事〈攒前 10: 16) 。 耶稣把掰开的饼递给宗徒们时说"这是我

的身体"把杯递给宗徒们时说"这是我的血"所说的这两句

话是最重要的:是说耶稣以饼酒的外形交给宗徒们的，已不是

饼酒的原来物质，却是耶稣的身体和血。 耶稣说出那两句话的同

时，饼和酒的体质已完全改变，因此圣教会以 transsubstantia tio 

(变体〉 一词来表示"成圣体"和"成圣血"的事 。 虽然十六世

纪自名为"宗教改革者"和以后誓反教的各宗派不肯承认耶稣

成圣体血的话所有的真正含意，但那真正的含意不因他们的否

认而被抹杀，就是路德本人也必须承认说"经文的力量太强，

我不能作别种解释。"换句话说:按耶稣的话，我必须承认此处

所论的是耶稣的真体真血。 当耶稣讲圣体的道理时，那么清楚

地强调了吃自己血肉的必然性;宗徒们也没有把耶稣的话理解

为别的意思(若 6:48-50 特别是 53-56) 。 耶稣把自己的血递给宗

徒们喝时，又加上一句说"为大众流出来，好赦免罪过。"这

话极清楚指出，所论的是耶稣的真正祭献。 耶稣祭献自己为叫

众人藉这祭献获得罪赦。此外，又因为这流出的血称为"新约

的血"，无疑地，主耶稣此时想起以前藉梅瑟订立盟约的仪式。

梅瑟订立盟约时用牺牲的血撒在选民身上说"这是上主与你们

所立的盟约的血" (出 24:8) 。 就像旧约是藉血订立的，这样先

知所预言的新约(耶 31: 31-34) ，如今也是藉"元瑕疵，无咕污

的羔羊"基督的血(伯前 1:19) 订立的 。 这新约远超过旧约，

因为不仅是与选民，也是与"大众"订立的，并且也实在赦免

人的罪过(雯 7:22; 9: 13 、 15-28) 。 我们此处要略为指出圣史对

建立圣体的记载所有的异同 。 若未提及此事，似乎有两个理由:

第一、因为三孜旦造音已记述了;第二、当若写福音的时代，

举行弥撒和领圣体，是久矣通行，尽人皆知的事，不必再记。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羞在 6 章已极详尽记述了圣体圣事

的奥义。 三及狸道童中，望和釜几乎完全相同 。 蹬对建立圣体

所记的与圣堡盘在搂前 11: 23-25 也几乎完全相同 。 关于对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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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在此事上所有的区别，参阅路 22: 15-20。至于成圣体圣血的

经文格式，看来以玛和谷所记的，更合乎原有的形式，因为路

所记是按圣保禄所传授的，其目的是在于更清楚给希腊读者说

明新约祭献的特性和新约的建立 。

æ 29 节是说耶稣不久就要离开自己的门徒。 所说"决不再喝这葡

萄汁"即在世上决不再同他们一起聚会宴饮了 。 这欢乐的宴

会，在世界穷尽，天父的国完全建立时，将要再度举行(路 22:

"、 18) 。 在未来的天国中，万象都要更新(19: 2肘，那时耶稣

与宗徒要喝新酒，与他们举行永久的宴会 (22: 刀，意谓在默西

亚国中，或在天父的国中，享受那永远的福乐 。 此处附带讨论

一下圣体圣事的主要特性:圣史们虽然对圣体的建立记载的相

当简略，但由这简略的记载，可以推出几点来说明圣体圣事的

主要特性。为明了这问题首先要切记新建立的圣体圣事与举行

逾越节晚餐是十分密切相连的 。 (一)犹如举行逾越节，主要的

是在逾越节羔羊的祭献;同样，耶稣建立的这新圣事，主要的

还是一个真正的祭献。这由路 22: 19: "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

们舍弃的"一语可以看出(参见格前 11 :24); 由玛和谷"这是

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话更可以看出 。 这

祭献在于基督甘心情愿舍上身体，即自己的性命，以肉与血的

分离来指示这点:血倾流出来自然是表示死亡。为此圣保禄说:

"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便是传报主的死" (格前 11 : 26) 。

耶稣祭献自己性命的目的，是"为赦免罪过"。 这是耶稣亲自说

明的 (26:2肘，这也是耶稣称自己的血为"盟约的血"所指的 。

因着基督的死亡建立了新而永久的盟约，这盟约是基督同众人

立的，即不仅是同选民，而也是同那些"由东方和西方……要

来同亚巴郎……在天国里一起坐席"的人立的 (8:11) 0 (二)

圣体圣事也是宴会，好像旧约逾越节的晚餐:所谓宴会，即是

分享耶稣的体血。只有那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的人，才能

得享耶稣藉自己的死所赐与的新的和永恒的生命(若 6: 5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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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个祭献和这个宴会，信友应当重行(路 22: 19; 格前

11:24 、 25) 。 玛和谷虽然没有清楚说明应当重行，但由他们所

记，新建立的圣体圣事与逾越节晚餐密切相连的事上也可以推

知:犹如每年应重行逾越节晚餐，为永远记念选民的得救(出

12:14; 13:9; 申 16:3); 同样，基督也有意要自己的门徒永远

重行此礼，为记念他为拯救人类所受的死亡。 (四〉新建立的圣

体圣事，当天国终于建立 (26: 29) ，基督"再来" (格前 11 : 

26) ，在末日使世上善领圣体的人复活获得永生的时候(若 6:

54) ，才要结束。 为此圣体圣事是为基督死后与他光荣来临之间

的这一段时建期立的 。 在这一段时期内圣体圣事是人与基督密

切结合的媒介，也是"未来光荣的左券" (见圣多玛斯"宴会

圣哉" (0 sacrum Convivium) 经文。)

@ 前三圣史没有记述耶稣在晚餐厅中劝勉宗徒，安慰鼓励他们应

付面临的大难，所讲的那篇冗长的言论〈若 14-17) 。 玛此处仅

简略地提及他同宗徒们唱了圣咏，就出来往阿里瓦山去了 。 所

唱的圣咏似乎是逾越节晚餐后应唱的第二部分(哈肋耳)圣咏

(1 15-118) 。 唱完以后，耶稣就同宗徒们出了餐厅，往阿里瓦山

去，要在那里开始受难。 按玛和谷是在行路时耶稣向宗徒预言

自己的苦难已经临头，门徒们临难逃散，另外还对伯多禄背主

的事提出了警告。 但按路 22: 31-34; 若 13: 36-38，耶稣在餐厅

中便己预言了伯多禄要三次背他的事 。 路和若的记述似乎更合

乎事情发生的先后，而玛和谷却把警戒伯多禄的话与耶稣在路

上向众宗徒们说的话放在一起。

@ 为宗徒们最猛烈的考验己来到了 。 耶稣走向山园时， 一路心里

所怀念的就是他们所要受的这次考验。 耶稣已预见宗徒为了他

的原故要跌倒;当他们看到他蒙难，被解去处死时，必要灰心

丧气，舍离师傅而四散奔逃 (袤 16 : 32; 要 26:56) 。 虽然他们

不会完全丧失信德，他们的信德却要遭受很大的打击(路 22:

31 、 32): 这是为应验里组型里先知的预言 (13: 7) 。 按先知的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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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天主已决定了圣子的死，并准许那善牧即圣子受打击，遭

杀害;善牧死后，全羊群要逃散，但逃散的羊群不久还要聚集

一起，因为被杀的善牧要复活，如先前一样再在自己羊群的前

面走，要在加里肋亚再聚集自己的小羊群。 最后这几句话，对

宗徒们十分重要。 事实上，耶稣复活后显现给妇女们，叫她们

告诉宗徒们快到加里肋亚去，因为耶稣在那里等候他们 (28:

10 、 16; 釜 16: 7) 。 耶稣复活后，虽然先在圣城里显现给宗徒们

(路 24:36-43; 若 20: 19 、 20) ，但耶稣最重要的显现，还是在加

里血里;为此里仅记载了在坦里盟主显现给宗徒的事:在那里

宗徒们的信德又坚固起来 (28: 16 、 17) ;当耶稣在那里把自己所

有的全权交给宗徒们，派遣他们往普世去传教的时候 (28: 18 、

19) ，圣教会终于建立起来;耶稣并在那里把宗徒和一切信友所

构成的小团体，全交给了伯多禄管理(若 21:15-17) 。

@ 耶稣对宗徒们所说的话十分清楚，伯多禄就觉得耶稣这话有伤

自己的情面。 伯多禄所说的话虽表示他对自己师傅的一片挚爱

和热诚，但也显出他过于仗恃自己 。 伯多禄有了前次的经验

(16:22 、 23) ，本该谦逊自下;但是这时他一点也不谦虚自量，

竟把自己高举在众人之上。 耶稣遂用极严厉的话警告他，为使

他不存半点怀疑。 耶稣还更清楚给他说出他要跌倒的时间，他

要比别人还要跌得更重，因为别人要逃跑，他却要否认自己的

恩主和师傅，且在短短的时间内要否认他三次。 小集团是溃散

了，而伯多禄还要否认自己是这小集团内的一员 。 伯多禄这时

竟也好像一个刚强成性的瞎子， 一点也不管耶稣严肃的劝告，

还只一味地表明自己对师傅的忠诚。 其余的宗徒看他这样的态

度，也随声附和，说自己也决不会背离师傅。 直到最后的这一

刻，他们的明悟还是昏迷不醒， 一点也没想到现在已开始发生

的事。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要体验到耶稣预言的如何真确了 。

@ 耶稣同自己的宗徒下到克德龙谷，过了溪流进了一个园子 (若

18 : 1) 。 耶稣所走的这条路，昔日达味与几个忠仆离京受难时也



363 玛窦福音第二十六章

曾走过 〈攫下 15: 1 6--23) 。 按理和釜的记载，耶稣所进的园子，

名叫主室里里，这名字大概是"榨油池"的意思。 耶稣最后这

几天似乎常到这地方来(荤 18:2; 蹬 22:39) 。 耶稣此次来到这

山园中，把八个宗徒留在门口，只带了三个到困子里面去，有

意在那里彻夜祈祷，准备自己受难。 为此革责玛尼地方己在圣

教初期即被视为圣地。 按圣热罗尼真所说:四世纪末己在那里

建筑了一座纪念吾主苦难的圣堂 (ELS nn. 788-832) 。 这圣堂的

遗址于一九二0年掘出，地上仍存留一些彩石镶嵌图像的遗迹。

一九二四年方济各会会士在原址上又建筑了一座极庄丽的圣堂，

为纪念吾主山园祈祷。

@ 这时只有i直至整、壁垒鱼和圣望三位宗徒与耶稣更相接近，因

为这三位宗徒受过耶稣的特别教导和栽培:他们亲眼见过耶稣

施展天主的能力，复活雅依洛的女儿 (9:25); 亲眼见过耶稣显

圣容时，所显示的天主的尊严 07: 1-9); 如今也叫他们看看自

己所受的极端屈辱、忧闷和恐怖。 这忧闷在他的面容上完全显

露出来，使他的容貌大为改变。 他们从未看见师傅有过这样的

忧闷 。 他的忧闷和恐怖更在他给三位宗徒所说的话上，在他切

望有他们作伴，贴近自己，恳切可咛他们与自己醒悟祈祷的话

上表示出来 。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强烈的忧闷袭击了耶稣，而

是耶稣自愿忍受这种极度的痛苦和恐怖。 他既然取了人性，藉

他所取的人性来救赎人类，也就愿意在自己的人性上，即在肉

身和灵魂上受至大的苦，这样好能充分赔补人类的罪，以整个

的牺牲，表白他对圣父的无限爱情。 若问耶稣为什么原故这样

忧闷恐怖?显然，忧闷恐怖的原因，不仅是第二天要亲受的肉

身上的一切痛苦，且也是先知早已给我们答复"他所背负的，

是我们的痛苦;他所担荷的，是我们的疼痛" (依曰:的 。 耶稣

说"我的心灵忧闷得要死。"圣奥斯定解释说"我们的首脑

(基督〉的声音，即是我们的声音。 当耶稣说: ‘我的心灵忧闷

得要死'时，我已在他内……肢体在首脑内说话，首脑代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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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 CIn Ps. 40) 。 耶稣在心灵上感到了因无数的罪过给人类

已招来及要招来的痛苦，感到了自己的信徒在圣教会内将要受

的痛苦磨难。 他另外对自己的民族的盲目和多少忘恩负义的罪，

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们竟要拒受因自己的死为他们所挣下的

恩宠 。 此外这里还可加上当时撒弹对耶稣猛烈诱惑，使耶稣的

灵魂畏难怕死的情况。 由耶稣说的话，可以得知"这世界的君

王"在耶稣受苦受难时，怎样施展了他的全部能力(路 4: 13; 

22:53; 若 14:30) 。 就像人性害怕痛苦，同样，耶稣至洁的灵魂

自然更害怕这样无边的痛苦。 在耶稣受难的事上，有一些我们

总不能了解的奥迹:就如耶稣的灵魂既与他的天主性密切结合，

不断享受天主的光荣与福乐，人而天主的基督，因有"天主的

结合"本不能感受什么痛苦。 但耶稣怎样能受苦呢?耶稣之能

受苦，是因为他这时用他天主的权能抑制阻止了他的人性享受

天主的福乐 。 这是耶稣用天主的权能所显的奇迹，圣保禄解释

这奇迹说"他原有天主的本像……却消灭自己……卑屈自己，

昕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斐 2:ι的 。 还有一个奥迹，即是

耶稣的人性受这样多的痛苦而没有即刻死去。 在这里使耶稣的

灵魂和肉身能以忍受这一切痛苦的也是天主的能力 。 这两个奥

迹毕竟还是给人类启示了天主的元限爱情。

@ 耶稣在山园中略略离开了三位宗徒，为在祈祷中求圣父的安慰。

按路 22:41 耶稣与宗徒相隔的距离"约有投石那么远"，这样

三位宗徒能看见耶稣当时所做的一切 。 他们看见耶稣"俯首至

地" 。 这动作是他心中苦痛的表示，同时也是他对圣父的尊威谦

逊服从的表示 。 宗徒起初也听见耶稣"大声哀哭"向父析祷

(希 5:7) 。 耶稣第一次的祈祷表现了他对父所有为子的依恃之

心，和他的人性对苦难所有的反抗，但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对圣

父的旨意的谦逊服从。 "杯"是借喻之词，在圣经中指为某人所

决定的"命运"，无疑地，此处是指"苦难" (20: 22) 。 耶稣第

二次的祈祷，显示出他的心神已经安静，完全甘心把自己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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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圣父的旨意。 从耶稣一再停止祈祷，到宗徒那里去寻求安

慰和鼓励的事上，可以知道他这时是怎样的忧闷恐怖。 耶稣此

时特别找伯多禄说话，希望他能给自己一点安慰，因为他以前

那么坚决的许下要同自己一起受苦，即便为师傅死，也甘心情

愿(35 节) 。 但宗徒都睡着了"他们的眼睛很是沉重 。"夜己深

了，他们都很疲乏，另外对"默西亚"所怀的希望似乎今夜要

全成泡影的忧闷，更使他们疲乏。 可是此时为他们最要紧的，

是该祈祷，因很大的危险已经临近，如今正需要天主的助佑。

"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 。"耶稣这话也承认他们的好意 ，

只是人性(肉体〉本身过于软弱，需要天主圣宠的助佑，才不

至于跌倒 。 耶稣在这极度忧苦的时候，仍然惦念宗徒，这是因

为他知道他们快要遇到的危险。

@ 旦和釜没有记述天使安慰耶稣的事(仅见蹬 22:43) 。 但由二圣

史的话也可以看出耶稣怎样在祈祷中获得了圣父的安慰和扶持。

他既获得了圣父的安慰，就再不感到要去宗徒那里寻求安慰的

需要了 。 他第三次来到宗徒那里，见他们还是睡觉，心中虽然

忧闷，却十分安静，自知已到了父把子交于罪人手中的时刻 。

他在再三所行的祈祷中，已把自己当作牺牲全献于父。 如今既

把内心无边的苦痛克胜，急愿顺受外来的苦难，遂去迎接那出

卖他的宗徒所领来的敌人。

@犹达斯正在耶稣同宗徒进餐时离开了餐厅，去同议员商议(若

13 :30) 。 他夜间去访问他们，叫他们立刻去捉拿耶稣， 一定出

乎他们意料之外，因为他们已经议决只该在庆节以后逮捕耶稣

(26:5) 。 无疑地，犹达斯如今在他们跟前坚持要立刻逮捕耶稣;

原来他此时非常害怕，因为耶稣在厅中已指明他是出卖耶稣的

人。 但议员们似乎也愿意改变原有的决定，因为如今去逮捕耶

稣是再好没有的时刻:达主监知道他的师傅其时在什么地方

(若 18:2) ，也知道在哪里能容易逮捕他。 所以他们就在耶稣山

园祈祷的时候，从速作了最后的准备，出发捉拿耶稣。 O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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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析祷回来，同三位宗徒出来的时候，犹达斯带着兵丁来近了。

前三圣史在选主重的名字上附加"那十二人中之一"一语，为

表示这滔天大罪是一位宗徒行的，他竟成了"那些捉拿耶稣的

首领" C宗 1: 16) 。 他率领着由犹太政教当局派来的一大队人。

这些人，有圣殿中的警察和罗马士兵(若 18:3 、 12) 。 按若 18: 12 

逮捕耶稣时罗马的一个"千夫长"也在场。 当逾越节时另有→

营 Ccohors) 芝主兵(约六百人，即一军Clegio) 的十分之一) , 

由凯撒勒雅开来耶路撒冷维持治安。 来逮捕耶稣的虽不是全营

的士兵，但大部分己前来，以防万一。公议员己多次愿意逮捕

耶稣，都没有成功，此次遂请罗马兵来帮忙。 他们去请罗马兵

来帮忙，一定在比拉多前捏造了许多是非，叫比拉多相信是去

防止暴乱。

@ 亲吻本是爱的表示;犹太人用亲吻也是徒弟向师傅尊敬的表示。

犹达斯的亲吻本是叫士兵认出耶稣的暗号，而在别的宗徒前却

是对老师忠诚尊敬的表示，叫其余的宗徒不想他是出卖师傅的

人(若 13:28 、 29) 。 同时他还用问安的话向耶稣祝福，以掩饰

自己的丑恶 。 撒蝉为害耶稣的确用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路

22:3; 若 13:24) 。

@ 耶稣此时还称犹达斯为朋友(按原文亦可译作"同事" "同

僚勺，好像最后给他再来一次劝告，要他反省 。 耶稣的话不当

译为问句"朋友，你来做什么?" C见拉丁通行本) ，而是一种

直陈之辞，是说:朋友!你来愿意办的事就办罢!

@ 仅有圣若望 08: 4-9) 记述了耶稣被捕前向自己的敌人显示神

威的事。 当士兵下手要逮捕耶稣的时刻，有一个宗徒拔剑，砍

了大司祭的一个仆人。 按路 22:36，看来这位宗徒没有明白耶稣

在餐厅内备剑的话，自己就带了一把剑，为随时随地保护耶稣。

若 18: 10 指出砍仆人的宗徒是伯多禄，那仆人的名字是玛耳昌，

也许他是圣殿警察的头目 。 前三圣史没有指出他二人的名字，

大概是因为怕提出名字为伯多禄有危险。若写福音时，这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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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复存在。 按路 22:51 ，耶稣行奇迹治好那仆人的耳朵时，劝

宗徒不要用任何武力 。 要对耶稣此时说的劝戒的话，比其他圣

史更为详细 。 为保卫耶稣和他的国不该用外面的武力 。 基督徒

应该忍耐良善(默 13:10) 。 耶稣本可以保护自己，也能立即求

父派十二军(即七万二千)天使来保护自己(若 18:36) ，但父

在旦约中所表示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父在旦约中所表示的旨意，

耶稣也甘愿服从(咏 21; 依 53; 臣 12:10; 13:7 等处) 。 耶稣到

最后还是表现自己是自愿受难的 。 然而宗徒在耶稣复活后，才

了解这一切该这样发生，都是出于天主的计划(路 24:46) 。

@ 耶稣向士兵说的话，也表示他屈服自己在敌人下，完全是出于

自愿 。 他向士兵所说的话，与其说是向他们说的，不如说是向

那些派他们来捉拿自己的人说的 。 为逮捕耶稣，实在不必派这

么多武装士兵来，好像逮捕强盗一样，或像逮捕当时多次起来

反对罗马人，意图作乱的党魁。 若耶稣容许，他的敌人早就可

以在圣殿内，乘他讲道时把他捉住。 他们先前多少次想拿住耶

稣，耶稣却使他们的计划尽归破灭(路 19: 47 、 48; 若 7: 26; 

18:20) 。 这次耶稣再用这些话明明说出，他是自愿把自己交于

"黑暗的权势" (路 22:53) 。

@ì 56 节前半为圣史的附注，说明耶稣为敌人所捕，自去受难，是

为了该应验父在圣经中所表示的旨意。 在本书引言中已经提过，

玛不断的指出在耶稣的言行和受难的事迹上，应验了圣经上的

话，以证明耶稣是旧约经书所预言的默西亚。 耶稣一被逮捕，

宗徒们就都逃散了，正如耶稣所预言的 (26:31; 若 16:32) 。 他

们对默西亚国所怀的虚荣观念，此时全被打破。

@耶稣被捆着(若 18:12) 由革责玛尼园带到大司祭盖法的庭院

〈蹬 22:54) ，因为仅有身为公议会主席的盖盖有审讯耶稣的权

柄。 按玛此处所记，经师和长老己聚集在大司祭的庭院。 若是

他们有意在庆节开始前处决耶稣，这案件就不宜推延，必须速

决。 为此大司祭派人去逮捕耶稣时，就已派人召集了公议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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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釜 14:53 明说全体公议员此时都已前来聚会。 在本章

五节的注解里我们说过，公议会开会的地方原是靠近圣殿的裁

判厅 (bethdin) 此次夜间的临时会议，却是在大司祭的府第。

又因为要找控告耶稣的证人，为此先把耶稣带到盖法的岳父亚

纳斯跟前去审讯(若 18: 13 、 19-24) ;在亚纳斯前的预审似乎也

是在盖法庭院中一个地方举行的 。 关于盖法府第历来的传说，

可参阅 Baldi ， ELS nn. 833-870 。 伯多禄和另一位无名氏门徒远

远跟随耶稣，直到盖法的府第 。 伯多禄因那位门徒的介绍，才

能进入庭院内(若 18:15 、 16) 。 他在院子内杂在差役中;因为

天冷〈若 18:18) ，便同他们坐在一起烤火 。 他来到这危险地方，

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爱师傅的心，要看这案件究有什么

结果。

@公议会审讯耶稣的时候，正是夜间，大约是在两三点钟前后。

耶稣的死，是早已决定了(若 11:50; 玛 26:4); 但议员们为应

付民众，必须遵照法律的程序，为此首先该寻找控告耶稣的证

据，依照证据才能合法定他的死罪 。 因为他们早已定了耶稣的

死罪;事实上他们又找不到任何控告耶稣的真证据，所以玛在

59 节内说到了他们要寻找一个"假证据"。 所谓"假证据"即

是指他们想法找一项能给他们用为定耶稣死案的藉口的证据。

他们虽然召集了许多证人来控告耶稣，却都不能提出一个具体

而充足的证据。 谷在此处另外注明:他们的证据且彼此不符

(谷 14:56) 。 最后才有两个人起来作证。 按法律的规定，至少有

两个证人的口供，才能定一个人的死罪(申 17:6; 19:1日 。 这

两个证人显然提及耶稣很久以前所说的话(若 2: 19) 。 但耶稣从

没说过"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而只说过"你们拆毁这座圣

殿!"此外圣若望并特别注明，耶稣这话是指他的肉身说的 。 然

而连这两个证人提出的证据也不完全相合(谷 14:59) ，以致众

议员都不敢宣判 。 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司祭自己直接来

审问被告;耶稣却不作声。 如今更使大司祭左右为难: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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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人，另一方面被告不答复他的询问 。 他急于要迅速了结

此案，意图能快判决，遂迫令耶稣发言，叫他自己说出相反自

己的证据来。

@ 大司祭所用的方法不但完全出乎常例，而且也不公正，因为在

法庭中不准向被告索取反对自己的证据，但大司祭却以隆重起

誓的方式向耶稣索取这样的证据;他奉全能天主的名字迫使耶

稣确实答复他的问题，叫天主做他答辞的见证。 于是大司祭就

质问耶稣，看他是否明认自己为默西亚，为天主子。 这问题对

我们看来似乎太突然，与上边的事没有连系 。 但该知道，为犹

太人却不如此。 他们按臣加利亚的预言早盼望默西亚要来建筑

一座富丽堂皇的新圣殿(臣 6: 12-15) 。 刚才那两个证人就说到

了建筑圣殿的话。 此外几天以前，耶稣也让民众庆贺自己为默

西亚，为他们的君王 (21: 9-1 1) 。 除此以外，依照那两个证人

的证言:耶稣曾把天主的能力归诸自己，说自己能在三天内重

建圣殿J 还有最近这几天来，当耶稣声明默西亚不只是达味之

子时，己公然暗示自己是天主子 (22: 41-46) ，并且在以前常称

天主为自己的父(若 5:1 8-23; 10:30-36) 。 盖法一定知道耶稣曾

把"默西亚"和"天主子"两个名衔归于自己，且归于自己的

是这两个名衔的固有意义。 盖法就拿这一点来质问耶稣，看他

是否实在为自己这两个名衔辩护。

@ 耶稣对这两种质问，都给以肯定的答复，使昕众一点都不怀疑，

他实在声明了自己确是真正的默西亚和天主子。 这明认为我们

极其重要，因为这是在最高当局前所提供的极其清楚的明认，

且是在法庭受审的这个时刻提供的 。 耶稣虽然明知自己要因这

个明认被判死刑，仍直言不讳，并且为证实自己的明认，还举

出旧约中的两个预言，即咏 110: 1 和达 7: 13 作为证据。 这两处

经文都是论及默西亚的，说明他有超人的品位。 耶稣引证这些

预言的意思是说:这些审判员现今看见耶稣在他们前受极大的

委屈耻辱，而在他受难受死以后要亲见他坐在全能者天主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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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共享天主的权位;最后还要亲眼见他如同审判全世界的判

官，大发光荣降来审判世人。 耶稣所受的光荣在他死后立刻就

已开始，在他二次来临的日子才告圆满〈参阅谷 16: 19; 宗 1 : 

11; 7:56) 。

@ 大司祭把耶稣所说的话视作亵渎，假装极度愤慨和痛恨，就依

照犹太人的风俗〈列下 18:37; 加上 2:14; 4:39) ，撕裂了自己

的衣服。 撕裂的部分是在胸前，使胸膛的一部分裸露出来。 大

司祭怒气冲冲地当众控告耶稣犯了亵读的大罪，并且声明诉讼

的程序已告结束，但他还征求公议员们的同意。 公议员因感于

大司祭的这种举动，也都呼喊耶稣该死。 犹太人如此激怒，是

因为他们对一神论有极狭义的观念。 但必须在法庭上审察为什

么耶稣把这两个名衔归于自己;若是不信他的话，至少应当审

查他所行的事，就如耶稣以前常对他们所劝告的〈若 5: 36; 10: 

25 、 32 、 37 、 38) 。 他们不再细审，就定耶稣的死罪，这是犹太人

的审判员最大的罪过。 虽然玛所记公议员宣布了耶稣的死案，

虽然谷 14:64 明言"众人"都表示了同意，这不是说每一个议

员都同意了，而是说公议会宣布了这样的定案。 由蹬 23: 51 得

知阿黎玛;武雅的若瑟此时没有表示同意;同样可以推知尼苛德

摩也没有表示同意，因为他先前在议会中曾要求应依照法律审

判耶稣，就是应当审查耶稣的言行(若 7:50 、 51) 。 耶稣默不作

声，在公议会前不再说话，这元异是再肯定自己所说的一点也

不能更改，自己愿为这明认而死。 由此可见耶稣被定死刑的真

正罪名，是因他明认自己是真正的天主子，并且因为是天主子

而把最高的权柄归于自己 。 按法律，一个犯了亵渎罪的人，本

该立即用石头砸死(肋 24: 16; 若 10: 31)。假若犹太人此时有

处死人的权柄，他们会立即对耶稣施行这刑罚 。 但是当时处死

人的权柄操在复旦人的手中，为此他们只得将耶稣解送到些韭

多前，在他前控告耶稣是一个政治犯。 玛对比拉多审讯耶稣的

事，记述得非常简略，因为事实上，处死耶稣的弥天大罪，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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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犹太人。 此处对耶稣在公议会受的审判还有几点应加说明:

耶稣的时代，公议会应当如何执行审讯程序，公议会几时才能

宣判死刑，关于这两事的文献，不复存于今日 。 今日所有的都

是些较晚的文献，是公元后二世纪的人写的(见 Strack-Biller

beck , in tractatu Sancdrin) 。 按这些文献所载:在开审时必须有

两个书记:一个该写被告的理， 一个该写被告的罪 。 为定被告

的罪，至少须有两个反对被告的证人一致的证明 。 被告有权利

延请律师来为自己辩护。 此外公议会不能只审一次，就定死罪，

也不得在夜间集会提审罪犯。 最后，在被告定死罪的当天不得

执行死刑 。 虽然有关耶稣时代普通审判的文献，没有流传到今

天，但由耶稣受审的全部程序看来，公议会，尤其是大司祭非

常不公。 他们的不公另外在于不准耶稣有为自己辩护的证人，

也没有执行任何法庭的调查手续。 他们对耶稣所进行的全部诉

讼程序，显然是为获得一个定他死罪的藉口;至于耶稣的死案

早已决定了 。 为此玛 26:59 用了"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

据，要把他处死"的话，来开始描写耶稣受审的事。

@ 宣判以后，有几个议员就向耶稣脸上吐唾沫，表示自己对阶下

囚应有的轻视(户 12:14; 申 15: 的，也有几个用拳头击耶稣的

头，用掌打耶稣的脸，如此就应验了依撒意亚先知预见的"上

主的仆人"所要忍受百般凌辱的事(依 50: 6; 53: 2-7) 。 为了解

他们戏弄耶稣所说"默西亚，你给我们说预言罢"的话，应当

知道犹太人所希望的"默西亚"应是一位大先知(申 18: 18) 。

他们的话实在含有一种极残酷的讽刺:他们蒙住耶稣的脸，拿

他当先知;不但要他指出打他的人，而且要他如同古先知一样

发现他自己的神能，惩罚自己的敌人(参见列上 21 : 21 -24; 列

王 2:23 、 24; 暨 20: 4-6 ) 。 这最后的一幕显示耶稣的敌人，趁着

他们得势的时机，如何发泄他们多时郁结在心的仇恨。

~ i直至整由于爱师傅心切，远远随着被捕的耶稣，也进了盖法的

庭院 (26:58); 他在那里，不久就体验到怎样应验了主向他说



-
玛窦福音第二十六章 372 

的预言，和警戒他不可太仗恃自己的话。四圣史都记述了他在

大司祭庭院中背主的事;但所述的各有不同。为使这些差异之

点互相调和，却相当困难。不过这些差异之点，却有助于证明

事实的实真性。日后只有组主主主能给信友述说自己三次背主的

事。但是因为那一夜他由于太激动和太害怕，神志有些昏迷 ，

事后自己也不能清楚指出其中的细节。伯多禄在露天的院子内

杂坐在差役中烤火时(蹬 22:55; 若 18:18) ，有大司祭的一个

使女来到他跟前，按轰 18: 17 就是那在另一位门徒介绍后让伯

至整进来的看门使女。因为她对伯多禄起了疑心，一-或者因

他外表可疑，或者因他神色不宁(蹬 22:56) 一一就问他是不是

耶稣同党的人。 伯多禄初次当众否认了自己的恩主，对如今正

在法庭上进行的案子，装着一点也不知道。一个使女的一句话

就已足够迫使伯多禄否认自己的恩主。

@组至整第一次背主后，就略为谨慎，知道自己不能再留在庭院

内。并且按釜 14:63 ，他在第一次背主后，己听见鸡叫，由此就

更容易明白他为什么较前更为谨慎。为此他由众人能注意他的院

子中退出来，躲到较为黑暗的廊子里去。他这一回避，似乎更引

起人的注意。按玛，此时另一个使女走到他跟前，按谷 14:69 还

是上次问他的那个使女，按差 18:24 此次是站在那里的一些人

一起问了组主盈。对这一点也容易解释，因为第→个使女问了

他以后，也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接着一个一个的都问了伯多禄。

此次伯多禄为洗脱自己，比以前更加否认，并且还起誓证明 自

己否认的话。他称耶稣为"人"表示他对这个被告所怀的一种

轻视。伯多禄以前多么坚决明认耶稣为默西亚，为天主子(16:

16) ，如今却否认那为了这两项名衔被判死刑的耶稣!

@ 不久以后，有一些与伯多禄一起烤火谈过话的差役，也来到伯

多禄跟前。纵使他们一点也不怀疑伯多禄是耶稣的一个门徒，

但是伯多禄满口的加里肋亚方言也暴露了他是一个加里肋亚人。

这方言在发音和一些用语上与犹太土语不同。聚集在那里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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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都是些犹太人，并且按若 18:26 有一个差役是玛耳昂的亲戚，

作证自己见过伯多禄在山园中同耶稣在一起。 伯多禄此次不能

仅仅否认就能洗脱自己，为此就"开始诅咒发誓"意思是说如

果他说的"我不认识这个人"一句话不对，就情愿承受天主的

诅咒。 按四圣史所记，当他第三次这样背主的时刻，就昕见了

鸡叫，同时也看见被缚的主耶稣由他面前走过，转身向他望了

一望(路 22 :6 1) 。 他当下就想起了主耶稣的话 (26:34) ，也认

识了自己如何懦弱无能。

@组至整此时衷心感动，不能再留在庭院中，遂急速出来，愧悔

涕零。 伯多禄虽然否认了恩师，犯了重罪，但仍保持信德，心

中还满怀着热烈爱耶稣之情:这全是主耶稣特为他祈祷的功效

(路 22:32) 。 实在是主的圣宠把他由危险的深渊中救出 。 此后在

受难史中，不再提伯多禄的事 。 无疑地，他回头以后，立刻去

寻找其余的宗徒，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蹬 22:32; 釜 16: 7) 。 众

圣史都记载了伯多禄三次背主的事，由此可见这事的重要性。

伯多禄由于他对主的信德和热爱超过其他宗徒，被选为教会的

元首 06: 18) ，首先就该谦逊自下，不应仗恃自己的德行 (16 : 

17 、 23 、 24; 26:33 、 34) 。 对于这一点耶稣曾屡次劝告过他，只

因主的劝戒对他一点不发生效力，所以耶稣让他在经验上学得

教训，使他反省，为叫他日后牧放主的羊群时，怀着谦逊自下

的心，善尽自己的职责(参阅若 21:15-17; 伯前 5: 1-3) 。

附注 耶稣的最后晚餐

四圣史清楚记述，耶稣最后一年，在临死以前与宗徒举行了逾

越节宴，在此宴会中建立了圣体圣事 。 无疑地，耶稣在这次节宴内，

遵行了犹太人举行这节宴的一切礼仪。 这些礼仪历代遵行，视为神

圣不可侵犯。 虽然我们现在所有描述这些礼仪的文献，是公元二三

世纪的经师所编撰的〈见 Strack-Billerbeck ， IV , 1, pp. 41-76) ，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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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礼仪是盐主民族已从久远的时代相传习行的，为此我们可以推断，

在耶稣的时代所奉行的礼仪与后世经师所记述的一定没有多大的出

人。 为此在这里把犹太人举行逾越节的主要仪式，简略地讨论一下，

使我们能更容易明白耶稣建立圣体的礼仪。

(一〉地点一一逾越节晚餐应在圣城区域内举行(申 16:2-4) 。 为

此众人，连那些由远地来京过节，由于人数众多，城内不能容纳，

大部分住在耶京近郊村庄内的朝圣者，都在"尼散"月十四日晚上

聚集到京城来。 因为人数倍增， 一一据史家若瑟夫所载:仅就具有

法定圣洁，能举行逾越节宴的人，就已超越二百七十万人( Strack

Billerbeck , 1. c. , p . 42) 一一所以为举行逾越节宴，必须预先寻找合

适的地方，预先凑集一席吃节宴的人。 晚餐厅应相当宽大，因为至

少该有十个人共进晚餐，而且进食时必须躺卧在垫子上。 (躺卧进

食，为犹太人算是出离埃及获得自由的表示 。 )

到了傍晚，凡加入某一小团体过节的人，都应齐集在预定的地

方。 在那里由太阳落后直到半夜举行节宴。 羔羊应该吃尽，不要留

下什么到第二天早晨(申 16: 的 。

(二)逾越节宴的礼仪一一赴席的人进来时， 一切饮食品都应已

经摆在桌子上 (a) 要置备下足够的葡萄酒，为每人至少应有四杯。

酒中要搀上少量的水(弥撒时酒中搀上几滴水的礼节，即从这里来

的 。 按氢座迭要(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 , 8 , 12) 说:耶稣"也

用水搀在酒杯内 。 ") (b) 果浆 (charoseth) ，是用各种果子加上少许

醋和葡萄酒制成的。 (这算由埃及解放的标志。 ) ( c) 苦菜，是几样

含有苦昧的生菜。 (这是为纪念在埃及长期的奴隶生活 。 ) (d) 无酵

饼。 (是脱离埃及迅速出走的表示，因为当时仓猝出走，没有时间准

备发酵的面饼。 ) (e) 火烤的逾越节羔羊。 这羔羊平常称为"巴斯

圭γ(Pascha) 。

为吃这羔羊规定了特殊的礼节。 在这晚餐内所应遵守的礼节，

可分为四部分(1 ) 席前都要洗手。 如果是由远处来的，还该洗脚。

(若 13 : 4 洗脚的礼节也可这样解释，虽然其中还含有一番深意。〉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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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后，斟满第一杯酒，加上少许水。 家主或举行晚餐团的主席乘这

极隆重的庆节在这杯上宣读祝福的经文。 由不同的经文中，今只选

译一篇如下"上主，我们的天主，世界的君王!你是应受赞颂的，

因为你给自己的人民鱼盘盔，预备了欢乐和纪念的庆节。 上主!你

是应受赞颂的，因为你祝福鱼盘盔和四季。"祝祷后，把酒递给同席

的人喝，然后把摆有食品的桌子抬到中间 。 家主或主席又祝福后，

将蘸了果浆的饼，自己先尝，然后分给同席的人吃。 (2) 斟满第二

杯后，接着举行的是所谓的"哈里达" (Haggada) ，即讲述出鉴lk的

历史 。 依照法律的规定(虫 12 : 26; 13: 8) ，孩子(若无孩子，即同

席的一人) ，向父亲或主席问有关这庆节和所预备的食品的意义 。 主

席应当解释以下三点:为什么吃"巴斯卦"羔羊、无酵饼和苦菜。

然后唱两篇"哈肋耳"圣咏 (133 、 114) ，记念被解放出离埃及的事。

随后把第二杯递给同席的人喝。 以后主席洗手，掰开饼，递给同席

的人吃。此时念一篇与现今弥撒序文(pracfatio) 很相似的经文说:

"我们应当感谢、赞美、光荣、称扬、尊崇并歌颂天主，因为他向我

们的祖先和我们行了这一切奇事，使我们脱离流徙获得自由，脱离

困苦获得欢乐，脱离忧愁获得喜乐，脱离黑暗获得光明，脱离奴役

获得救赎，为此我们唱新歌:亚肋路亚!" (3)再洗手后，开始吃正

式的逾越节晚餐。 赴宴的人围着桌子侧卧在垫子上;主席先开始，

大家就随着他一起吃逾越节羔羊的肉 。 吃完最后的一块，正餐即告

结束。 (4) 吃后洗手，斟上第三杯酒;此杯称为"祝福之杯"或

"祝福之爵"因为要以极隆重的礼节祝福这一杯。 "念祝福辞的人，

正襟危坐在垫子上，双手接过杯来，稍微在桌子上举起来，然后只

用右手持杯，诵念谢恩祝文，感谢天主养活全世界，特别赐给了伊

邀笙人民挑选的土地。"以后又祈祷说"望全善仁慈的天主使我们

当得起看到默西亚的时代和未来世代(默西亚世代)的生活 。"最后

斟上第四杯酒，并加上-点水，便继续唱第二部分"哈肋耳"圣咏

(115-118) 。 唱完圣咏，节宴即全告结束 。

(三〉建立圣体圣事与逾越节晚餐的关系一一如把上述逾越节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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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的礼仪与福音所记载的对照，可以看出，耶稣同宗徒在最后晚餐

中，直到第三部分吃完羔羊，所行的礼仪与上述的礼仪几乎完全相

同。及至开始节宴最后的第四部分时，似乎即在此时耶稣建立了圣

体圣事。路 22:20 与格前 11:25 所用的"晚餐以后"一语，似乎是

指这一部分。同时圣保禄用"视福的杯" (格前 10: 16) 称耶稣圣血

的杯，似乎也是指这一部分。看来耶稣是在此时拿起剩下的元酵饼，

谢了恩，祝福了，祝圣为自己的身体后，即掰开分给宗徒吃。以后

拿着杯行了同样的礼节，把杯中的酒祝圣为自己的血，递给他们喝

(玛 26:2ι28 与对观福音相对处〉。从圣教会初兴时为弥撒所用的

" Eucharistia"一名和祝圣饼酒的礼节看来，似乎也证实是在逾越节晚

餐的第四部分中建立了圣体圣事(详见上述(二)的。耶稣如此以

事实表示了"巴斯卦"羔羊的祭仪和"巴斯卦"晚餐永远终止了，

"除免世罪的(真)羔羊" (若 1:29 、 36，参阅依 53:4-11) 替代了旧

约的祭献(格前 5:7 、 8; 伯前 1:19; 若 19:36) 。昔日举行逾越节的

两种预像，即逾越节是祭献也是晚餐，在耶稣新立的圣体圣事内，

完全应验了，因为圣体圣事是祭献也是祭餐。

耶稣建立圣体圣事后，与宗徒们似乎没有再喝第四杯，但为结

束晚餐，如玛 26:30 (谷 14:26) 所记，依照传统的礼仪唱了第二部

分"哈肋耳"圣咏 015-118) ，就离开了餐厅。

第二十七章

耶稣被解送到比拉多前(谷 15:1; 路 23:1 、 2; 若 18:28)

1 到了早晨，众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决议陷害耶稣，

把他处死 2遂把他捆绑了，解送给总督比拉多。@

犹达斯的结局 (宗 1 : 1ι20) 

3这时，那出卖了他的犹达斯，见他已被判决，就后

悔了，把那三十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4说"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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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了元辜的血，犯了罪了，"他们却说"与我们何干?你

自己看罢 ! "5 于是他把那些银钱扔在圣所里，就退出来，

上吊去了。 86司祭长拿了那些银钱说 "这是血价，不可

放入献仪箱。"7他们商议后，就用那银钱买了陶工的田地，

作为埋葬外乡人用。8为此，直到今日称那块田为"血田"0 8 

9这就应验了耶肋米亚先知所说的话"他们拿了三十块银

钱一一一些伊撒尔子孙为被卖的人所估定的价钱 10付

出去，买了陶工的那块田，如上主所吩咐我的。"。

比拉多审问耶稣(谷 15:2-5; 路 23:3; 参阅若 18: 33-38a) 

11 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便问他说"你是犹太人

的君王吗?"耶稣答说"你说的是。"12 当司祭长和长老控

告他时，他什么也不回答。 13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他们提

出多少证据告你，你没有昕见吗?"14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

回答他，以致总督大为惊异。@

耶稣逊于囚犯巴辣巴(谷 15: 6-14; 路 23: 18-25; 参阅若 18:39、 40)

15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愿释放

的囚犯。 16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辣巴。 17 当他

们聚集在一起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

释放哪一个?巴辣巴或是那称为默西亚的耶稣?"18原来他

知道，他们是由于嫉妒才把他解送来的。 019 比拉多正坐

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 "你万不要干涉那义人

的事;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 820司祭长

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叫他们要求巴辣巴，而除掉耶

髦。21 总督于是向他们发言说"这两个人中，你们愿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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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们释放那一个?"他们说"旦塾旦。 " 022些盐垒对他
们说 "那么，对于那称为默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办?"

众人答说"他该钉在十字架上。 "23总督问说"他究竟作

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他该钉在十字架上 。 " 0 

耶稣受鞭挝(谷 15:15; 若 19: 1) 

24应立三军见事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水，当

着民众洗手说"对这义人的血，我是元罪的;你们自己

负责罢， "25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

子孙身上!" CD)26于是些韭垄便给他们释放了巴辣巴;至于

坚壁，把他鞭打了以后，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头戴茨冠受人戏弄(谷 15:1 6-19; 若 19:2 、 3)

27于是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召集了全队

围着他，28 脱去了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

鳖 ;29又用荆棘编了一个茨冠，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芦苇

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

王，万岁! "30随后向他吐唾沫，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 。

耶稣上山受钉(釜 10: 20-28; 蹬 23:2ι38; 轰 19: 16-25) 

31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去外鳖，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

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 ~32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

基塾迫人，名叫噩噩，就强迫他背堕堡的十字架。 G)33 到

了一个名叫哥耳哥塔的地方，即称为"髓楼"的地方，34他

们就拿苦艾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

35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拈阁分了他的衣服。36然

后坐在那里看守他。 æ37在他的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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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说"这是坚壁、达主人的君王。" ~38当时与他同被

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

左边。@

耶稣悬在十字架上(参见釜 15:2弘36; 蹬 23: 34-46a; 聂 19: 17-30a) 

39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40说"你这拆毁圣殿而三日

内重建起来的，救你自己罢!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

上下来罢! "41 司祭长和经师与长老也同样戏弄说 42 "他救

了别人，自己却救不了;他是伊撒尔君王，如今从十字架

上下来!我们就信他。43他信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

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州同他一起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这样讥消他。CÐ45从第六时辰起，直

到第九时辰，遍地都黑暗了。4ID46约莫第九时辰，耶稣大

声喊说 "厄里、厄里，肋玛撒巳黑塔尼!"就是说"我

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W47站在那里的

人中，有几个听见了就说 "这人呼唤厄里亚呢! "48他们中

遂有一个立即跑去，拿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芦苇上，

递给他喝。49其余的人却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里

亚来救他。" m 
耶稣的死和死后的景象(谷 15: 37-41 ;路 23: 46b-49; 若 19:30b)

回耶稣又大喊一声，遂交出了灵魂。 ~51看!圣所的帐

慢，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52坟墓自

开，许多已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因在耶稣复活后，

他们由坟墓出来，进入圣城，发显给许多人。 @)54百夫长

和同他一起看守堕壁的人，一见地动和所发生的事，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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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害怕说"这人真是天主子。" f1)55有许多妇女在那里从

远处观望，她们从加里肋亚就跟随了里皇军为服事他。56其

中有旦旦l里玛达肋纳，壁垒鱼和羞羞的母亲里主l亚与重组

德的儿子的母亲。@

卸下圣尸，葬于坟墓(谷 15:42-47; 路 23 :5C}.-56; 参见若 19:如42)

57到了傍晚，来了一个阿黎玛;武雅的富人，名叫若

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58这人去见比拉多请求耶稣的遗

体;比拉多就出命交给他 。 @回若瑟领了耶稣的遗体，就

用洁白的脸布将它包好，60安放在为自己于岩石间所凿的

新基穴内，并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墓口，就走了。 061 在那

里还有玛利亚玛达肋纳和另外一个玛利亚，对着坟墓

坐着。@

派兵把守坟墓

但第二天，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司祭长和法利塞人同

来见比拉多臼说 "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

说过:三天以后我要复活。64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

到第二天;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对百姓说:他从

死人中复活了。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 @)65 比

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有卫兵，就照你们所知道的去看守

罢 1"臼他们就去把守坟基，石上加上封条，派人看守。@

@ 四圣史都记述了瞻礼六早晨公议员聚会(谷 15: 1)，举行宣判耶

稣死案的仪式。按玛和谷，此处所述不是重新举行会议的事，

而仅是把夜间会议的判决，再加以宣判。他们定了耶稣的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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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天早晨就把耶稣解送到比拉多衙门。他们若愿意在庆节

前处决耶稣，事情就不容缓。 此外他们迅速解送了耶稣的另一

个原故，是怕百姓起来反抗他们 。 案子一交给罗马人，纵有什

么叛乱发生，自有罗马人负责。 (按公议会早有意思把耶稣交给

罗马人处治，参见路 20: 20 0 ) 所以他们把耶稣由盖法府第解送

到当时的总督比拉多衙门(若 18:28) 。 比拉多固然常驻留在凯

撒勒雅，但每逢逾越节必来圣城防守，因为庆节期间容易发生

暴乱。耶稣被捆住送去，就像一个作乱的匪徒(路 23:2) 。 他们

把耶稣解到罗马总督前的用意，也不外是愿总督以匪徒的名义

把耶稣处死;可是比拉多就其职责，还该审查他的罪状。

@玛记述了公议会判决耶稣并解送给总督的事后，立即记述出卖

者的悲惨结局 。 显然玛有意以此再证耶稣的无罪，即连出卖他

的也幡然悔悟，承认耶稣无罪，反映出公议会是多么罪大恶极，

顽固不化。 犹达斯原知道耶稣无罪，只因图财出卖了耶稣;当

他知道耶稣在公议会被判死刑，在亲见耶稣由盖法府第被解到

比拉多衙门后，他知道耶稣终不免一死，就良心发现，自知有

罪，便跑去见公议员，愿意洗脱自己，把所得的银钱退还给他

们。他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已清楚地表示他自认有罪;

但司祭和长老都全不理睬他，对他且表示极端的轻视和庆恶 。

公议员对他这样冷落轻视，使他万分失望。 公议员把全部责任

都推却在他一人身上。如今他孤独一人，受着良心的谴责，跑

到圣所外，当着公议员的面把钱扔在圣所内，不但对人失望，

且对仁慈的天主也感到了绝望。看来，犹达斯一离开圣殿，就

去上吊自尽了，他的结局与出卖达味的阿希托费耳的前后如出

一辙〈攫下 17:23) 。关于选主塑自尽的情况，组主壁也略有所

提及，见宗 1:18 0

@ 由此处所述的，又显出人民首领的假仁假义(参见 23:24) 。买

地的事，大概是以后才办的。。司祭长对犹达斯扔在圣所的钱，

原不知应该如何处置。 按法律，由出卖贞操所得的淫资，不应

4 



-‘• 

玛窦福音第二十七章 382 

献于圣殿(史 23: 18) 。 他们按此法律推论，选主wf出卖耶稣的

钱，也是不洁的，不可用于圣殿。 圣皇教宗对他们的态度评论

的很好，他说"圣库不收的，司祭的良心收了;流人血不怕，

却怕血债" (Sermo de Pass. 6 , 3) 。 他们视犹达斯的钱为不义之

财，是承认他有罪，却不承认自己有罪 。 他们的盲目昏迷可说

到了极点。他们用这钱买了陶工的田 。 按原文的意思，似乎那

块田，人普遍就称为"陶工的田地" "作为埋葬外乡人用"即

作为侨居国外的犹太人来过庆节死在圣地时埋葬之所。 那地日

后称为"血田"玛指出在他写福音时，已惯用这名称来称呼那

块地(宗 1: 18) 。

@ 玛喜欢把耶稣的史事同旧约的史事或预言相印证;本处他指出

此事也应验了旧约中的预言。 此处显然是指臣加利亚先知所说

的话(1 1: 12 、 13) 。 臣加利亚是天主派来，为作选民善牧的 。 他

奉天主的名字管理百姓已很久了，他探询百姓如何评价自己的

操劳和管理。 百姓的首领一一作羊群恶佣工的，估计先知所尽

的劳苦只能领取三十协刻耳的工资，恰等于杀一个奴隶当赔偿

的代价(出 21:32) 。天主对首领这样作事的态度十分气恼，就

命先知把那"高代价" (讽刺语)投人圣殿的宝库内，或按玛索

辣原文"当着陶工"投进去(参阅臣 11: 13 注八) 。 玛引用此

处是依照希伯来经文，但为贴在这史事上，却自由引用了这段

经文:耶稣是天主派来的善牧，他救百姓所尽的劳苦工作，被

百姓的首领估的太低，以致为了三十块银钱就送了他的性命。

既然事实上，这钱以后买了陶工的田，玛就把论先知所记述的

事，当作耶稣被出卖的预像，在耶稣受难史上，再度重演，这

样完全应验了那预像所预表的 。 此处的难题是玛将此预言归于

耶肋米亚先知，而实在是属于臣加利亚先知的事。 对这难题很

难给予一个圆满的解答。 可能玛在原文上没有写上任何先知的

名字。 耶肋米亚的名字是日后抄写的人加上的，因为在他的记

忆里是耶肋米亚多次曾讲论过陶工田地的事(耶 18:2-4;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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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不过更可能的是:玛自己引用时是以耶肋米亚一名来概括

旧约的先知书，因为古时耶肋米亚书居先知书的首位(参阅路

24:44 以圣咏集指旧约之第三部) 。 如此，玛用耶肋米亚的名字

代表众先知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是天主一一选民的至高善牧派

来的，而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5:12; 23:34-37) 。

@ 当时处死刑的权柄操在芝圣人手中，因此他们把耶稣解送给~

马总督 。 可是罗马总督在判决前，必须重新审讯。 因罗马人在

自己法庭上，对犹太人宗教的问题和争讼本元心过问(宗 18 :

14-16) ，为此公议员在比拉多前，提出了耶稣的新罪状。 路 23:

2 曾略提到这些罪状:控告耶稣是造反的，阻止人给罗马皇帝

纳税，且自称为王。 按四圣史所载，比拉多一点也不理睬他们

控告耶稣造反作乱的事，因为他没听说过耶稣煽动过叛乱。 若

是有，他一定早会知道，因为在犹太各地都有罗马人的情报员 。

再者公议员对所告的罪状也没有证据，不过比拉多对最后一个

控告，愿再审讯:耶稣是否实在自称为王。 对这个控告，罗马

总督可能有所怀疑。 他一定听说，耶稣如何在前几天内受人狂

呼喝采称为默西亚君王，耶稣如何容许人如此庆祝他的事 (21:

9-17) 。 此外公议员也能证明耶稣在他们的法庭上明明白认为默

西亚 (26: 63-67) ，就是说他自以为是"犹太人的君王"。 耶稣

站在比拉多跟前时，比拉多也只就这个名衔审问了他(对比拉

多街门的地点，详见若 18:28 及注) 。 圣史若望记述了有关这名

衔的全部审讯。 耶稣声明自己实在是犹太人的君王，同时也解

释了他国度的性质。 由这个解释，比拉多知道所论的也是犹太

人的宗教问题，为此，他不能定耶稣的死刑(若 18 : 33-38; 路

23:的 。 公议员并不罢休，更极力控告耶稣(谷 15: 3; 路 23 : 

5) 。 但耶稣对他们所控告的一切，不置一词 。 比拉多对耶稣这

种态度非常惊异，不知该如何处置，料理此案;何况他对耶稣

本人也己怀敬畏之情(袤 19:8) 。 他一昕说耶稣是由加里肋亚来

的，就心血来潮，知道这是一个绝好脱身的机会，便把耶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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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黑落德(详见路 23: 6-8) 。 但黑落德也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来，遂又将他送回〈路 23: 9-15) 。

@ 四圣史都记述了比拉多为释放耶稣的新企图，但这新企图反更

显出他的怯懦。 他明知被告无罪，却怕得罪公议员不敢直伸正

义，他想另寻一个门路来脱卸自己的责任(路 23: 20) ，就把自

己的希望寄托在百姓身上。 因为他深知百姓平日都拥护耶稣，

此时必要设法营救他，何况公议员只不过是出于嫉妒才把他解

送了来 C27:18; 谷 15:10) 在罗马帝国各省内有一条惯例，凡

逢庆节，为怀柔当地的人民，可使用特赦权，给当地人民释放

一个重要的囚犯。 在犹太每逢逾越节也必释放一个囚犯，因此

比拉多乘这庆节给百姓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或是释放耶稣，

或是释放旦盘里(按旦盟旦一名，有许多古抄卷作 Jesus Ba

rabbas; 这复名是否是他原来的名称，或是出于伪经，不易断

定) 。 按此处所记，巴辣巴是一个出名的人物，似乎是某次变乱

中的领袖，且在造反时伤害了人命(谷 15:7; 路 23: 19 、 25) 。

比拉多提出这两个人来让百姓选择，自以为办得很明智，他决

没想到百姓会要求释放那造反的领袖，并且他还暗示百姓，自

己想要释放的人，就是那号称"默西亚"或"犹太人的君王"

的耶稣(谷 15: 功 。 当他提议叫百姓自由选择的时候，却又发生

了另一变故，阻碍了人民选择的自由 。

@ 比拉多正在与百姓商谈的时候，他的妻子差人来劝他，不要插

身在耶稣的案子里，万不要负审断耶稣的责任。 在昨夜她一定

由丈夫探知了公议会逮捕耶稣和审讯耶稣的事。 她称耶稣为

"义人"或者她曾昕人谈及过耶稣的为人，或者她由梦中获得

了关于他的义德的启示，因此在睡梦中，因关心这义人的命运，

吃苦不少。 按伪经所载:比拉多的妻子名叫客劳狄雅仆洛雇拉

CClaudia Procula vel Procla) ，是个归依犹太教的女子。 对这传

说虽不可考，但由圣经中所说的，很可能实有其事。 由此，更

可推知，她以前曾昕人谈及过耶稣的事。 玛所记的这一幕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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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选民的首领拒绝自己的默西亚，而一个外教女子，却劝

告自己的丈夫要奉公守法。

@ 些韭垄昕取妻子报告的时候，或者他尚在犹豫莫决，不知怎样

处理的时候，公议员遂抓住这个时机，去煽动百姓，攻斥耶稣;

怂恿百姓，要求释放巴辣巴 。 经验告诉我们，平民的判断力，

很容易受煽动的影响 。 无疑地，公议员趁这绝好时机，用尽方

法去打破人民拿耶稣当默西亚的美梦。 给百姓指明耶稣不会满

他们现世的希望，原并非一件难事。 难道巴辣巴不是较耶稣为

他们更有希望吗?这样一来，比拉多释放耶稣的企图，终成泡

影。他抵不过百姓的鼓噪骚嚷，不得不释放了巴辣巴 (26 节路

23: 23-25) 。

@ 比拉多有意再度提醒人民，要他们想起他们曾称耶稣为默西亚，

为"犹太人的君王" (谷 15:12) 。一时慌张不知所措的比拉多，

就问百姓怎样处置这位"犹太人的君王"。 百姓见他如此怯懦焦

急，同时又受了首领们的唆使，就要求钉耶稣在十字架上。比

拉多再度声明自己在耶稣身上找不出什么罪来(路 23:23) ，百

姓反更"大声" (路 23:23) 喧嚷，坚持要求钉死耶稣。

@ 比拉多一方面怕引起暴动，因为全百姓对他都起了反感;另一

方面有妻子的劝告，不甘顺从百姓的意思。 因此用了个"洗手"

的象征行为，在百姓前声明自己对此案全不负责，愿藉此使自

己免去神的惩罚 。 犹太人本有以"洗手"声明自己无罪的习惯

(申 21:6 、 7; 咏 26 : 6; 73: 13) ，希腊和罗马人也有此习惯(见

立囚垫要注释〉 。 他洗手时说的话(攫下 3:28; 袤 20:26) 是为

声明自己对处死耶稣的事不负任何责任(大多数的古抄卷 24 节

有"义人"一词，今亦保留)。然而此时百姓却声明自愿负担这

全部责任"{-也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撒下 1 : 16; 

3:29 、 30; 到上 2:33 等处〉。另此处明明指出"全体百姓"都在

场，有首领，有平民，足够代表全犹太民族发表这项声明 。 由

于百姓这样一致的鼓噪，可知公议员已向百姓说明耶稣是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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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应死的罪犯(袤 19: 7) 。 百姓说的话是表示呼号天主当最高

的裁判者:如果耶稣实在元罪受死，天主即可惩罚全犹太民族。

历史告诉我们，这可怕的诅咒如何实现了 。 圣热罗尼莫注释此

处说"此诅咒直到今日仍停在犹太人身上，主的血(即流无辜

耶稣之血的责任)没有从他们身上移去。"天主的这可怕的裁判

已由公元七十年提托进攻圣城时开始(见历史总论第二章四) , 

直到现在两千年来还持续不断。 犹太人流浪世界各地的悲惨命

运，也只有由他们受的惩罚上，才可以明白。新"伊撒尔国"

是不是这惩罚结束的先兆，不能断定。

@ 比拉多对百姓让步，释放了巴辣巴后，就叫兵丁鞭打耶稣。 按

若 19: 1-6 比拉多鞭打耶稣，还是有意救他免去一死(参阅若

19:6;路 23: 16) 。 按鞭打是极残酷，极野蛮的刑罚，大抵是钉十

字架以前要受的刑罚 。 受鞭打的，浑身赤裸，被捆在木桩或石

柱上受鞭打;罗马人所用的鞭子是皮制的，上面系有铅球和铁

刺;多次犯人在鞭打时即死去了 。 耶稣于鞭打时所受的，由比

拉多指给百姓看耶稣时，所说的"看哪!这个人呀!"的话上

(若 19:5) 可以推知是怎样残酷。 耶稣所受的，正应验了依撒意

亚先知论"上主的仆人"所预见和预言的(依 50:6; 53:3 等

处)。三对观福音仅略提鞭打的事，但没有提及比拉多最末一次

释放耶稣的企图，以及同他谈话的事(若 19: 6-12) 。 由若 19:

13-15 可知比拉多终因怯懦而违心处决了耶稣;对这一点，三对

观福音也未提及。 但前三圣史特意指出犹太人，另外公议员的

罪过;并由四位圣史的记载得知，比拉多终究未经正式的宣判，

就定了耶稣的死罪，把耶稣交给百夫长和兵丁，叫他们把他钉

在十字架上 。

@ 给耶稣准备十字架刑具的时候，兵士就趁机戏弄耶稣。 他们把

耶稣领进总督府，到庭院中，或到总督府前的广场上，召集了

"全队"即住在比邻的安多尼堡垒中为防守圣城的众兵丁来戏

弄耶稣。 他们都是些外邦人，藉侮辱耶稣，发泄他们对注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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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憎恨 。 他们由审讯耶稣的事上，知道他被控告为犹太人的君

王，也为了这称呼被判死刑 。 为此以玩弄君王的恶作剧来戏弄

耶稣。 鞭打后，原己给耶稣穿上了他自己的衣服，如今又再给

他脱去，给他换上一件紫红色的外鳖，即将帅所穿的外鳖当作

君王的紫红袍。 "荆棘"大概是为烧火用的，就用荆棘编了一个

茨冠，戴在耶稣头上，拿一根芦苇插在他的右手内，当作君王

的权杖，然后跪在耶稣前，用向罗马皇帝欢呼的话"凯撒大帝

万岁"向耶稣致敬嘲笑;除戏弄之外，还用棍杖敲打耶稣的头，

使茨深入耶稣的圣首内，并且用巴掌打耶稣的圣面(袤 19:3) 。

兵士演的这幕恶作剧的意义非常明显:耶稣被嘲笑戏弄，仿佛

是个将帅或君王，出征胜利，凯旋归国，要受属下臣民叩拜尊

敬。 耶稣先受了本国人民的残酷虐待，如今又受外邦兵丁的酷

刑 。 这一幕正与三位贤士来朝的那一幕相对峙: 三位贤士怎样

谦恭地朝拜了这位犹太人的君王，且献了极珍贵的礼品，以表

示自己臣属的心。: 1-12) 。 戏弄完毕，又给耶稣穿上他自己的

衣服，领去受钉。

@犯人大抵不背整个十字架，只背十字架的横木 CPatibulum) 。

竖木常竖在刑场上。 此外犯人受鞭打之后，再背那沉重的整个

十字架，几乎是不可能。 十字架死刑为犹太和罗马人都是最可

耻的刑罚(格前 1:32; 希 12:2) 。 罗马人只准钉死背信不忠的

奴隶、盗贼和造反的人。 为此圣保禄说基督为我们成了"被咒

诅的" C迦 3: 13) 。 犹太人古时本无此刑，仅把凶犯死后的尸体

挂在竖立的木柱子上。 但这高悬尸体的事，不算是刑罚，而只

有一种悬尸示众，警人戒恶的意思(申 21 :23 ) 。 其他古民族，

如排尼基、埃及、印度、波斯、秀提雅人都有此刑 。 后来这刑

罚也为罗马人所采用 。 史家若瑟夫记述罗马人于犹太战争时特

别使用此刑 CBel l. Jud. 5 , 11 , 1) 。 圣妇赫肋纳皇后寻获耶稣的

十字架后，君士坦丁大帝为尊敬耶稣的十字架，在罗马帝国把

十字架的酷刑废除了 。 执行钉死刑的地方通常选择居于要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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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为叫来往的人看见，知所警惕。 为此，耶稣从城里被领

到城外的主主查璧山 。 只有蹬 23: 27-32 给我们略记述了耶稣去

刑场时的情形，提及一些妇女跟随着耶稣捶胸哭泣，还有两个

强盗也一起被带到城外。 此外，还有百夫长和一小队武装兵士

押送:每四个兵押着一个犯人;到了刑场他们四人就把犯人钉

在十字架上(若 19:23) 。 由若 19:17 看来，耶稣亲自背了十字

架;他背十字架出城后，似乎实在元力支持了，兵丁就抓住

个基勒讷人西满，要他帮助耶稣。 基勒讷是北非一座城，那里

犹太侨民很多(宗 2:10;6:6、的;西满大概生在那里，此时居

住在耶路撒冷(详阅谷 15: 2 1) 。

@ 钉死的地方名叫"髓楼"地(我国经文的"加尔瓦略山"即此

名的拉丁音译)，大概是因为那"山"或"丘陵"具有"髓楼"

或"头盖骨"的形状而得名 。 这地方当时一定是在城外(希 13:

12) ，但离城不远(若 19:20) 。 按很古的传说:这地方是在城的

西北，即今圣墓大殿所在地。 据耶路撒冷的济利禄所说:这古

传说来自宗徒时代(Ca tech . 1 7 , 16) ，又据欧色彼 (Vita Con

stantini 3. 25也〉和圣垫星星墓 (Epistola ad Paulinum , Ep 

58): 在这同样的地方哈德良皇帝立了犹圣;武和委奴斯女神

(Venus) 的像。 日后圣妇赫肋纳一一君士坦丁大帝的母后一一

在那里发现了耶稣的坟墓，又离那里不远在一个井内发现了耶

稣的十字架。 她出资在该处建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殿。虽然

这座大殿日后也被毁了，但耶路撒冷的教友对这驰名的地方有

始终不绝的口传。 近代靠近圣基大殿所出土的东西也证实了那

口传。 关于哥耳哥塔传说的文献，参见 ELS nn. 924-959 。 按犹

太人的风俗，犯人临受刑时;给他一种麻醉汁喝，为减轻他的

痛苦〈参见箴 31:6 、 7) 。 这饮料，即是用没药调的葡萄酒;他

们也曾把这样的饮料递给耶稣喝(谷 15:23) 。 玛此处作"苦艾

调和的酒"。 按"苦艾"亦可译作"苦胆"即泛指含苦昧的酒

(就如箴 5:4; 哀 3:15 之"菌陈"所指〉 。 玛之阿辣美原文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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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没药"后来希腊译者因"没药"与"苦艾" 二字音极相

近似，故译作"苦艾"。 没药和在葡萄酒内，酒力更为加强 。 这

含有麻醉性的酒， 一定是那些哭着眼随耶稣的妇女所预备的

(详见路 23: 17-32 注〉 。 为此耶稣不愿完全拒绝她们的好意，遂

尝了一点，却不肯全喝，因为他愿意自己的神志清醒，甘心忍

受种种的痛苦。

@ 圣史们都很简短地记述了执行钉死耶稣的惨剧，因为凡读福音

的都知道被钉的刑罚，是怎样的残酷可怕 。 执行钉十字架的程

序，大概是这样:先把耶稣的手钉在平放于地面的横木上，然

后把身体与横木一起举起，安在插于地中的竖木上，最后把双

足钉在竖木上。 耶稣的手足一定钉穿了，因为复活后还指给宗

徒们看他手足上的钉孔(路 24:39; 若 20:20，参见咏 22: 17) 。

兵丁行刑后，按习惯就拈阁分犯人的衣服。 若更详细地记载:

他们将耶稣的外衣分成了四份，无缝的内衣，因为不好分开，

就拈阉看是谁的(若 19: 23 、 24) 。 拉丁译本与许多希腊古抄卷

于 35 节增"这是为应验先知说的:他们分了我的衣裳，为我

的长衣，他们拈了阉。"此句大概为原文所元，由咏 22: 19 或若

19:24 所窜入 。 兵丁分了衣服后，就坐在十字架旁看守。 百夫长

和执刑的兵丁该看守被钉的，直到他断气，以防犯人的朋友来

解救，或把他的身体偷去(谷 15:44) 。

@ 兵丁遵照比拉多的命令，在被钉耶稣的头上安放了一块罪状牌，

即一块木板，其上标出耶稣的名字、籍贯(若 19: 功，和被钉的

罪案。 对这一点，若 19: 19-22 较其他圣史略为详尽。

@ 与耶稣同时同地被钉的，还有两个强盗 。 兵丁为侮辱犹太人，

就把耶稣置于他们中间当他们的君王 。 这样连外表上，也应验

了先知所预言的耶稣被列于恶人中的话〈参见依 53 : 12; 

路22:37) 。

@ 由 39-44 节叙述耶稣除受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外，还受观众和

过路人的嘲笑辱骂 。 圣史记述观众中有各级的人，因为钉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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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场临近城门(袤 19:20) ，凡是出来进去的人都能看到这幕惨

剧。 此外这几天，城里又满了外地来过节的旅客。 路过的人

"摇头"表示轻慢讥笑(约 16:5; 依 37:22; 耶 18:16 等处〉。

这样，又应验了圣咏的作者预见耶稣受苦所说的话"凡看见我

的人，都戏笑我，撇嘴摇头" (咏 22: 的 。 戏弄耶稣的人用的是

那些假见证在公议会控告耶稣的话 (26:6); 当耶稣悬在十字架

上的时候，他们不会知道，也不能明了耶稣关于自己的肉身要

复活的预言怎样能以应验(若 2:19) ，所以拿来与耶稣开玩笑。

他们还用了审讯耶稣时，耶稣自称为"天主子"的话 (26:63)

来嘲笑耶稣:如果他真是天主子，就显出自己有天主子的能力

拯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罢 。 圣史特别指出戏弄耶稣的人中

有公议员 。 组织公议会的三等人物一一司祭长、经师和长老都

有自己的代表在场，仿佛联抉举行庆祝自己对敌人的胜利 。 他

们彼此所说的侮辱的话，比平民所说的更为毒辣;他们嘲笑耶

稣救助别人的善举，又嘲笑耶稣擅自懵取默西亚的名衔，要百

姓庆贺自己为默西亚 (21:15 、 16) ，所以他们戏弄说:如果他真

是天主所喜爱的伊撒尔君王，如今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好叫他

们马上相信。 此外还说了更为轻慢耶稣的话;他们说耶稣自命

为天主的爱子，如果是真的，天主就该救自己所爱的儿子(咏

22:的 。 在嘲笑耶稣的人中甚至还有兵丁(路 23:36 、 37) 和被

钉的强盗。 路 23 :39-42 却记述两个强盗中的一个，怎样到了信

从耶稣的地步，作了默西亚神国中获得赏报的第一人。

æ "由第六时辰"即正午起"直到第九时辰"即今之午后三点
钟"遍地都黑暗了 。"所说"遍地"即当地人眼目所能看到的

地方。三对观福音都记载了此事，由此可知，他们以此事为一

超自然的现象，决不能视为自然的日食;因为过逾越节常是在

月圆的时候，决无日食之可能。 敖黎革讷解释此事说"此时有

浓云密布，笼罩在犹太和耶路撒冷地域，遮蔽了太阳的光线"

(Cornm . in Mt. , PG 13 , 1783) 。 这现象含有什么意义呢?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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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圣经上多次是天主的象征(差一 1 :日，也是天主启示和

恩宠的象征(驶 4: 7; 35 : 10; 88: 16 等处) 。 黑暗指的是天主离

弃了人类，因此黑暗是天主审判、愤怒和复仇的象征(是 2: 10 、

31; 3:15; 亚 8:9; 依 :13 、 10 等处〉 。 耶稣来到世上，本为做

"世界的光" (若 1:9; 8:12; 玛 4: 16) 。 犹太人因为拒绝了这光，

就把自己交给了黑暗(袤 8:12; 12:35; 蹬 22:3日 。 黑暗遮蔽了

全犹太地域，表示耶路撒冷和全犹太都要受惩罚;同时也象征

天主在圣子临终时，对恶贯满盈的世界所有的严罚 。 天主此时

好像离开了世界，也好像离开了那"承担了多人的罪过"的圣

子(依 53: 12) 。

@ 费和釜只记载了耶稣悬在十字架上时所说的这一句话(歧和轰

各另有所记) 。 这话引自接 22: 2 开头的一句，完全说出此时耶

稣心灵中所受的，是怎样惨痛的苦楚。 耶稣除了受神形内外痛

苦及在场人的讥笑外，内心还有一个更难言的苦楚，即感觉圣

父也离弃了自己 。 父把他全交在敌人手中了 。 父并没有离开他，

只不过在此时收回自己的护佑，不援助他，叫圣子自觉孤独元

援。在十字架上受苦，死，并不只是人，而是天主兼人 (Dcu任

homo) 。在十字架上他仍与天主性相结合;但天主用奇迹取消

了或阻止了耶稣受天主性的影响，好叫他心灵所受的苦，达于

极，点，无以复加(见 Summaτn∞1. S. Tomac 田， g . 50 , a. 2 , 1) 。

耶稣既然愿意代人赎罪，在这极度的痛苦中，就仿佛该当感受

到，体验到罪恶给人带来的这番天主的离弃之苦，与失去宠爱

和失去援助的苦。 耶稣的话决不是绝望的话，而只是为说出他

的痛苦已到了尽头 。 他在这苦痛中，把自己的信赖和依恃之情

完全放在圣父的手中 。 由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其他话上，可

以看出耶稣悬在十字架上时，似乎全念了咏 22 。 在这篇圣咏中，

作者一一耶稣的预像，描述自己渐渐由患难中走出，专心仰望

依靠天主，深信天主必要救他脱离一切苦痛，使他获得最后的

胜利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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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固然明了耶稣所说的话，但仍拿这话来把他当作默西亚，

伊撒尔的君王讥笑。 按他们的传说默西亚来临以前，厄里亚该

先来(1 1:14; 17:10; 拉 3: 1; 4: 5 、 6 等处) 。 在场的人所说的

话，其用意是说:你们看，这位曾自称为默西亚的人，如今要

死了，还呼厄里亚来救他。 在旁站着的一个人，大概是个兵丁 ，

听见耶稣苦痛的呼声，也听见耶稣几乎同时所说出另一句话

"我渴" (若 19:2肘，对被钉者就动了同情的心 。 他知道凡是被

钉的必感到一种难忍的口渴。 为此，就拿了兵士为自己预备解

渴，搀有醋的水，递给耶稣喝(若 19:29) 。 平常因为执行钉刑

为时相当长久，所以兵士随身带有搀和醋的水以解口渴 。 这兵

丁所行的，似乎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怜悯与同情。但同时

其他站立在旁的兵士和在场的人，仍然把他当假默西亚来嘲弄

讥笑(路 23:36) 。

@ 耶稣喝了搀醋的水以后，过了一会儿(若 19:30) ，就大喊一声，

"交出了灵魂" 。 前三圣史都提及这末次的大声呼喊(参见希 4:

7) ，只有路 23:46 记载了耶稣最后所呼喊的话"父啊!我把我

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 (参见咏 31:6) 。 这呼声，显出耶稣不是

因为缺少体力而死去，而是他自愿接受了死亡。 "交出了灵魂"

玛以此语有意说明:耶稣的死，不是如寻常人到时该死去的死，

而是自知自愿所接受的死。 这有气力的呼喊同时也表现他有天

主的威力和德能，他以生命和死亡的主宰的姿态承受了死亡。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得那么快，是人意想不到的(谷 15: 44) 。 多

次被钉的，两三天悬在十字架上还活着。 但耶稣自昨晚起，直

到今天上午所受的痛苦，就其程度之大来说，不难使人明了，

他已是如何筋疲力尽了 。 不过他死的那么快，实在也是天主上

智的措施，免得人打断他的腿骨(若 19:33 、 34) 。

@ 耶稣死前就已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如遍地昏黑;耶稣死后更发

生了许多奇事和奇迹:圣所的帐幢分裂为二，地动山崩，坟基

辟开，死人复活，出现人前。耶稣死前老早就对选主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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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那时你们便会知道‘我是'" (若 8:

28) 。 在这些奇迹内，就已开始明明显示他有天主性的威严，显

示他是新约的建立者，自然界与生者死者的主宰。 谷和路只提

及帐慢分裂的事，惟独玛说到了这些奇迹。 玛在自己的福音内

似乎愿比其他的圣史，更为清楚指出，耶稣的敌人，终究如何

得胜了他;如今他有意极力指出基督是以死获得了胜利 。 关于

分裂为二的帐幢，是否是圣所与庭院之间的帐慢，或圣所与至

圣所之间的帐幢，学者们的主张，颇不一致。 大概是圣所庭院

之间的帐幢，即把司祭与百姓隔开的帐幢。 (因为圣所里的帐慢

平常百姓看不到 。 再说至圣所是代表天堂，耶稣升天后，才给

信友打开了天门 。)帐幢的分裂表示在旧约时使人得救的方法和

旧约的敬礼，因耶稣的死已被废除，旧约已告结束，今后给众

人已开辟了一条到天主前去的门路(若 4: 21-24): 因圣子的死，

人人都能走向天父，与天父相亲近。 新约终因十字架上所流的

血盖了印笠 (26:28) 。 地震在圣经中大抵是指天主降临的迹象

(咏 68 、 69 、 99:1; 岳 2: 10) ，也是天主来裁判的征兆(咏 18 : 8;

岳 3: 16) 。 此处地震山崩是指天主向耶稣的敌人所发的愤怒，也

指惩罚已迫眉睫，犹如在死前遍地昏黑所指的一般。 耶路撒冷

的圣济利禄(卒于三八六年〉作证，在他的时代，还能见到哥

耳哥塔山上崖石间的裂缝 (PG33 ， 819) 。 至现今仍可见到这裂

缝。 许多坟基辟开，似乎是由于地震。 当时的坟基大抵是在岩

石间凿成的洞穴，至少尊贵人死前，多凿此种墓穴，为葬身之

用 。 玛此处言及坟墓辟开的事后，立即接着记述在耶稣复活后

所发生的事，即许多死过的圣人(看来是指古圣先贤，如先知

圣祖等〉 由辟开的坟墓中出来，带着肉身的形像显现给许多人。

他们的身体大概不是复活起来的光荣的身体。 不过大多数的教

父主张是复活起来光荣的身体;他们在耶稣升天时，也带着这

光荣的肉身一起升了天 。 不过更可信的意见是主张这些圣人在

耶稣复活后暂时复活了，他们活了一个时期以后，又死了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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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复活如福音中所记载的那三个复活起来的人一样(玛 9: 18-

26; 路 7:11-17; 若 11:1-44) 。 这些圣人复活的事迹，表现耶稣

的死粉碎了死亡的力量(格前 10:5日 。 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

的" (哥 1 : 18; 格前 15:20; 默 1 : 5) 。 因为耶稣的复活己预示死

人未来的复活 。

@ 不但元灵的自然界和死过去的人，感到了耶稣死亡的影响，在

场见到耶稣死亡的活人，除了那些心硬如铁，顽梗不化的人，

如公议员等外，其他的人见了所发生的事，心中没有不感动的。

路 23:48 记述一般的人大都如此。 三对观福音全记述了监视兵

丁们执刑的百夫长因耶稣的死所受的影响 。 按玛，不仅百夫长，

连他们兵丁见了所有的奇象都起敬生畏，承认钉死的是个无罪

的人，为此怕天复仇，惩罚自己 。 路 23:47 、 48 记载:他们在恐

惧中转向天主，认罪归光荣于天主。 百夫长代表其余的兵丁，

明认耶稣为"天主子" (谷 15:39; 路 23:47) 。 他可从比拉多审

讯耶稣中〈若 19:7) ，得知耶稣曾称自己为"天主子"，也可由

百姓和公议员的嘲骂中得知 。 按谷 15:39 ，百夫长三小时之久对

着十字架站着，观察了耶稣悬在十字架上的一切情形:亲眼看

见他怎样的忍耐苦痛，亲耳昕见他说过怎样的话。 其他被钉的

犯人，受这酷刑时，常是咒骂天主，咒骂人;可是耶稣却不断

地祈祷。 他又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一切奇异的景象，就推出这人

一定是个"义人"是元辜的(路 23:47) ，是因自己的正义为天

主所喜爱的人。 百夫长的话不应看作他有明认耶稣为天主的意

思，因路明白指出:是对耶稣无罪的声明;为此"天主子"在

这里即指"天主所喜爱的"但这声明已是信仰耶稣的伊始。 外

教军人和罗马政府的代表承认耶稣元罪，而十字架下的犹太人

却只是一味辱骂耶稣，真是令人奇异!

@ 最后还提到站在一边的热心妇女们，因为不准她们靠近十字架，

所以她们就站在远处观望。 在那里站着的，另外还有那些从组

里肋亚跟随耶稣(路 8:2 、 3) ，同耶稣一起上京来过节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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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蛊组盒的儿子的母亲"大概即是盘里整(釜 15:40) 。

由若 19:25 得知，耶稣的母亲和他的爱徒其时是站在十字架旁。

@ 盐主人本有意把被钉的耶稣与其他两个强盗一样看待，愿把他

们的腿都打断，一起埋在葬犯人的地方，但他们的计划却因天

主的措施而未能奏效。若记载:耶稣死后，他的遗体怎样完整

地保存了(若 19:31-37) 。 四圣史都记述当天晚上就安葬了耶

稣。 按罗马人的风俗，被钉的尸体悬在十字架上等它腐烂，叫

鸟兽吃了为止。 但为犹太人却不许尸体留在十字架上过夜(参

见申 21:22 、 23) ，怕因那悬在十字架上的可诅咒的人，沾污了

圣地。 为此当天晚上把耶稣卸下安葬了 。 在耶稣的仇人实行自

己的计划以前，早有一个贵族出身的好人自动来料理验葬耶稣

的事。 四圣史都记述了他的名字，因为这人对耶稣和圣教的历

史有很大的关系 。 他名叫若瑟，是阿黎玛;武雅人。 阿黎玛式雅

恐即是今之楞提斯 CRcntis) ，在耶路撒冷西北约三十五公里

(撒上 1: 1) 。 他早就是耶稣的门徒(见若 19:3肘，是个善良公

正，全心渴望天国来临的人(路 23:50 、 51 ;谷 15:43) 。他又是

公议会中的一个议员，曾反对公议会设计谋害耶稣(路 23:50 、

51; 谷 15:43) 。 他是富人，又是贵族出身(谷 15:43) ，因此为

他去进见比拉多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只有公议会的贵族人才

有资格与罗马总督交涉。 直到现在，若瑟很是胆怯，不敢公然

明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若 19:38) 。 但耶稣的死，以及他死时

和死后所发生的一切奇异的景象感动了百夫长和罗马军人，自

然也感动了他，因而不再害怕了 。 如今他对耶稣的信德已经坚

定不移，遂去总督府渴见比拉多，要他交还耶稣的遗体(谷 15:

43) ，一点也不把耶稣的仇人放在眼里。 比拉多查明耶稣己死

(釜 15:44 、 4日，就下令叫兵丁把耶稣的遗体交给若瑟。且按谷

15:35 所说，比拉多把耶稣的遗体"赐给了"这位贵族人。平常

犯人的朋友求领死者的遗体，是必须缴出一笔相当大的款子。

@ 圣尸卸下后，若瑟就用当晚买来的白麻布裹好(谷 15:46)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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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有另一位议员来协助若瑟，这人也是暗作耶稣门徒的人，

同若瑟一样曾反对过公议会谋杀耶稣所设的计划(见若 19:39 、

40; 3: 1 、 2; 7: 50-52) 。 因为安息日已开始，两个善心人来不及

行所有殆葬的礼，没有时间洗净和用香液傅好耶稣的圣尸 (26:

12; 若 12:7) ，就匆匆把圣尸裹好，安放在若瑟为自己凿的新坟

基内。因若瑟是一位出自富家贵族的人，他在山崖中为自己凿

的坟基，必定相当宽大。 按当时贵族的风俗，坟墓前还有一小

前厅通往坟墓，厅前有一小门，用一块圆滑的大石堵着(谷 16:

3) 。 从若 19:41 可知这坟基离受刑的刑场很近。

@ 若瑟等安葬耶稣的时候，在离坟基不远，有两个妇女坐在那里

观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安放了耶稣(谷 15:47): 一个是玛利亚玛

达肋纳，另一个也叫玛利亚;无疑地，她是雅各伯和若瑟的母

亲 (27:56; 谷 15:43) 。 两位妇女观看的用意，按路 23:55 、 56 ，

是愿意知道他们把耶稣安葬在什么地方。一切完毕了，她们立

刻就走了，当晚就买下了香料，好在安息日一过，就来傅抹耶

稣的遗体;因为殖葬圣尸过于仓促，她们愿意以后再仔细重行

一次。

@ 只有玛记述，耶稣虽然死了，但他的仇人还不肯罢休的事。 似

乎他们为了耶稣临终时所发生的一切奇迹，并为了阿黎玛;武雅

人若瑟所行的，十分气恼。 为此公议会的代表一一司祭长和经

师，在耶稣被钉的次日早晨就去见比拉多。 "第二天即预备日以

后的那天。"这说法十分奇特，照所说的可知，此日一定为安息

日 。 玛为什么不直接说安息日，而用这说法呢? 也许玛不愿再

称这一天为安息日，因为耶稣的仇人这一天绝对没有遵守安息

的诫命(12: 12); 也许因为"预备日"是主死的日子，玛和初

期的信友将此日视为十分有关系的日子，所以不再注重安息日

了 。 "我们记得" 一句，是他们又该请求比拉多原谅之辞，因为

昨天烦他屈就了自己的意愿，今天又来向他有所请求。 他们称

耶稣为"骗子" (若 7: 12 、 47) ，是说他自以为是默西亚，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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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欺骗煽动过百姓的人(蹬 23: 14) 。 自从他们意识到目前所发

生的一切以后，仍不免有点心寒。 他们记得，耶稣在他们跟前

明明预言过自己要受难(蹬 13: 33 , 34) ，并且还说了自己死后

第三日要复活(要 12: 29 、 40) ，耶稣向他们所说重建圣殿的话

也使他们放心不下 (26:61; 若 2: 19) 。 他们当然不信耶稣的话，

但怕他的门徒来偷去他的尸体，然后散布谣言，说耶稣真复活

了，应验了他以前所说的话。 那位尊贵的议员若瑟现己版依了

耶稣，如果平民听说耶稣复活了，更该怎样呢?那太危险了:

百姓必要掀起暴动，反抗他们钉死了耶稣。 他们向比拉多解释，

只三天把守坟基就够了，因为三天过后，耶稣门徒的希望自必

全成泡影 。

@ 比拉多的答复，十分简短。 他再不愿同他们商讨，只为满足他

们的愿望，给他们派去了一小队兵去把守坟基。 这些兵是比拉

多日前派去逮捕耶稣的〈若 18:12) ，现在可担任此职务。 对其

余的事，公议员自己去看应怎样谨慎办理，以免发生意外。 事

实上，他们办的很是细心周到:派兵去看守，不许任何人接近

坟基;这还不够，他们并不全心信赖兵丁，为此在"石上加上

封条"大概是在墓门的圆石两边，又拴上绳索，在两边绳索的

结上，再盖上火印(参见达 6: 18) 。 他们如此谨慎仔细，满以为

安全保险了。然而天主上智的措施，正以人的这番狡猾达到了

自己的目的。耶稣仇人的这番至矣尽矣的谨慎，日后正是耶稣

真实复活最坚固的凭证。 他们防守的如此谨慎森严，偷圣尸是

绝对不可能的事，因此更证明耶稣光荣的肉身实在由封闭的坟

墓中出来了。此外还应注意，玛此处把守坟墓的记述，是为下

边记述公议员编谎的伏笔 (28:11-1日 。 因为这一段另外是耶稣

复活最有力的铁证，所以唯理派学者尽全力想抹煞这一段;他

们说:此段所述不是实在的史事，而是为驳斥公议员的流言

(28: 11-15) ，并为辩护耶稣的复活而伪造加添的 。 对这一点，

我们仅用一句话答复说:玛所记载的这段事迹，如若不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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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历史性，或有见证可证明的事，是谁也不敢捏造的，并且

公议员的谎言决不是耶稣门徒捏造另一个谎言所能推翻的 。

第二十八章

要义 论福音中耶稣复活记事的历史性

由于耶稣从死中复活对基督教会的信仰，是件最有关系的事，

且是基督教会信仰的基础(格前 15:17) ，更由于福音给我们记述的

这个史事为唯理派学者所极力反驳，因此不得不在这里写一篇要义

加以i寸i仑 。

(一)耶稣复活史事的确实性

耶稣复活的事实，在基督的门徒中从起初就已完全确切地证实

了，事实昭彰，用不着再争辩。 元如唯理派学者节外生枝，硬说耶

稣复活和受光荣的道理，是基督的门徒为了槟除人对十字架的反感，

逐渐捏造的 。 最近步耳特曼 CR . Bultmann) 还主张此说(见 Theol

ogie des Neues Testaments , 1954) 。 但是，这信条演进之说，是绝对

不能成立的，因为演进必须有演进的迹象。 所谓"信德演进"并无

任何迹象可寻，而反对演进的证据，却是很多。 试看圣保禄，当他

身为法利塞人时(宗 23: 6; 26: 日，曾以全力反对过耶稣复活的信

条，及至归化以后，即在神视过复活的耶稣以后，立即宣讲复活的

信仰，为基督教会奥迹的中心(宗 9:22; 格前 15: 3-8) 。 他还作证

说:他接受这端道理是本于传授。 因为圣保禄归化是在公元三十三

年至三十五年间 。 由此可以证明复活的道理当时在教会中已很普遍 。

且保禄为了证明这段坚定不移的道理，还援引了那些亲眼见过复活

的耶稣的人的证据:亲眼见过的人有伯多禄、门徒集团、集在一起

的五百兄弟、雅各伯、众宗徒，最后保禄自己因特殊的神视，也作

了复活的见证人(格前 15: 5-肘。 我们更进一步说:宗徒们已经在圣

神降临那天，在百姓前公然宣讲了主复活的史事 (宗 2 : 32; 3 : 15; 4: 

33 等处) 。 甚至往上追溯，在圣神降临日以前他们已确信，耶稣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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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基督道理的基础与中心:若不是"复活的见证人"，谁也不得承

担宗徒的任务〈去 1: 22) 。

(二)耶稣复活的确实性与对复活的信仰的来源

这种对主的复活极确信的态度，是从哪里来的呢?先说耶稣的

死，是不可怀疑的:连耶稣的仇人也不能怀疑，甚至还有政府的证

人证实无误(釜 15:45; 若 19:33 、 34) 。 再说耶稣的脸葬，是人所共

知的事;坟墓被把守的如此森严，想偷他的遗体，也偷不了 C :E!b 27: 

63-66 ) 。 虽然议员们花钱贿赂了兵丁，叫他们散布谣言，说门徒偷

了耶稣的身体(费 28: 11-15) ，但理智健全的人，无人肯信门徒敢行

这事。 再按心理状态来说，门徒们这几天都那样慌张恐怖，绝对做

不出那事来。 他们一听说坟墓空了，不仅没有想到复活的事，反而

更加恐怖惊惶(谷 16:8; 路 24: 22-24; 若 20: 1-1日 。 为了同样的原

故，他们如此忧虑愁闷(路 24: 19-21)，决没有错觉或幻想，或想像

的神视。 甚至连耶稣以前明明预言复活的话，也不能叫他们相信。

他们到如今未曾了解那些话，只是以后才回忆起来的(若 20:9; 路

24:27-32 、 45 、 46) 。

此外，没有一个圣史叙述耶稣复活时的情形，因为当他从坟墓

出来的那一刹那，他们都没有在场。 由这一点更可以证明，圣史论

耶稣复活所写的史事，是多么忠实可靠，决不能证明是虚构的故事。

只有晚出的伪福音才论述了耶稣复活时的情况。 但那些论述， 一看

便知是出于虚构杜撰的(参见伯多禄伪福音) 。

由四福音可知，对耶稣复活的确实性与坚信，是由于复活的耶

稣真实无疑的显现。 由这些显现的记述上更显出:门徒们对复活的

事实，决没有轻信的态度:他们起先不信妇女们的作证(谷 16: 11 、

12 、 14; 蹬 24 : 41; 另 28:17) ，甚至每位门徒在没有确实证明这事以

前，都不肯相信 (羞 20 : 25-28; 蹬 24: 41) 。 并且这些显现事实上决

不能使他们怀疑，如今所发现出来的，实在即是死而埋葬了的耶稣。

发显给他们的决不是"鬼神"或"幻像" C路 24:37) ，而是那位完全

如在生时-样的耶稣基督，他的肉身可以触，可以摸(玛 28:9;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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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 若 20: 17 、 27) ，且与宗徒一起进食(路 24: 42 、 43; 若 21:

12 、 13; 袤 1 :4; 10:41) 。 他们同时还观察到他的身体不是纯肉身的，

而是具有一种新的形式，就是不再受物质法则的限制，完全受天主

的神所管制(袤 20:19 、 26; 蹬 24:51; 釜 16:19) 。 就是这位复活了

的耶稣，在门徒们前声明自己有最高的权柄(玛 28: 18; 谷 16: 1 日，

并把一部分权柄赐给了宗徒，叫他们在世上行使(玛 28: 17-20; 谷

16: 15-18) 。

由于坚信耶稣复活，门徒们现在终于明白了他的默西亚的真正

使命，也明了他全部的生活，另外他的苦难(宗 2:22-24; 10:37-

41)。复活为门徒成了印在耶稣全部生活史上不可磨灭的印笠。 圣父

藉耶稣复活的大奇迹，向全世界证明他是默西亚，是天主子，一切

预言全实现在他身上了(路 24: 25-27; 宗 2 : 14-36; 3: 15; 4: 10; 罗

1 :4 等处)。

(三)各福音关于耶稣复活记事的差异

如果我们将各福音有关耶稣复活的记事，作一对照，一定看出

彼此间有极大的差异;差异之大，使人不能确定事情的原来次第究

竟怎样;不能确定时间、地点和亲见其事的人的光景究竟如何。 由

于这些差异，唯理派学者便否认耶稣复活的历史性。

在逐一讨论圣史记述的差异之点以前，我们先注意一下他们的

相同点:

(1)众圣史都证明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了，并指出门徒们因忧

闷恐慌，从未期待这事。

(2) 他们都证明第三日坟墓空了 。

(3)都把妇女往返坟墓，记成第三天的第一件事;也提及天使

发现给妇女的事。

(4) 都记述耶稣先发显给妇女。

(5) 都记述门徒因着众目昭彰的显现，一团疑云顿形消失;这

些显现是在一段时期里，即从复活到升天的四十天中发生的，参阅

宗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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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再将众圣史记事的差异之点，择其重要者，略述如下:

(1)按谷 16:1 有三位妇女清晨就往坟基那里去了 。 那三位妇女

是:旦到里皇室血塑、整查组的(母亲)旦型亚和盘芝壁。 按蹬 24:

1 0 是玛利亚玛达肋纳、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和约安纳，还有许

多别的妇女。 按要 28:1 只提到两位:即亘型亚里兰血塑和另一个堕

型里。 而主望仅记旦型旦旦益显组一人，但由袤 20: 2 "我们不知

道"的"我们"一词，可知圣史也知道跟玛利亚玛达肋纳在一起的

还有别的妇女。

(2) 按玛 28:2 、 5; 谷 16:5 只一位天使发显给妇女们 。 按玛这天

使坐在墓外的圆石上;按谷这天使坐在坟基内;按路 24:4 妇女进了

坟墓后，忽然有"两位"天使发显。 按若 20: 11 、 12 ，当玛利亚玛达

肋纳第二次回到坟墓里时，有两位天使发显给她。 按三对观福音，

天使报告了耶稣复活的信息，但若未提。 又按玛和谷，天使叫妇女

们告诉门徒们应到加里肋亚去，而路和若未提及此命令。 按玛 28:8

妇女们怀着恐惧快乐的心情，立刻跑去向宗徒们报告复活的事(路

24:9 同) ，但按谷妇女吓得离开坟基逃跑了，由于害怕未敢告诉

宗徒。

(3) 按若 20 : 1 4-18; 谷 16:9 耶稣先显现给玛利亚玛达肋纳;而

玛 28:9 、 10: 耶稣先发现给两个妇女。 路未记显现给妇女的事。

(4) 玛只记了耶稣两次显现:一次给妇女们， 一次给门徒们;谷

极简单地记了三次显现:即给玛利亚玛达肋纳，给两位行路的门徒，

给宗徒们;路记了三次:给往厄玛乌去的二门徒，给伯多禄，给宗

徒和别的门徒。 若记了四次:给码利亚玛达肋纳，给门徒们(多默

不在) ，又给门徒们(多默在) ，靠加里肋亚湖给七位门徒或宗徒。

(5) 最重要的差异是发显的地点:路仅记述了在犹太的显现，

而另另外着重在组旦旦旦山上的显现 (28: 16 、 17 ，参见 26: 32; 28: 

7 ) ，似乎这也是釜所着重的(见 16:7 。 应知由 16: 9-20 一段颇有问

题， 参阅釜到二支) 。 差记述了在延主的显现，但后来又记了在组里Jîb

里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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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史们所记述的这些差异之点，乍看来，不能不叫人奇异。 另

外三对观福音在记述受难史上大致相同，而对复活所述的却如此差

异，的确令人奇异 。

为解决这难题，应当知道，没有一位圣史有意写一篇论耶稣复

活全部的史事。 每一位圣史只挑选了与自己福音的目的看着更为重

要的事迹加以记述。三对观福音所写的，另外是取自初兴教会的古

传授(参阅福音总论) 。 因为初兴教会的古传授，由各方面看来，对

耶稣复活的口述，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形式，而当时信友们，对复活

的信仰，以及对复活的耶稣的信德，如此坚定不移，以致对其余的

情形，和显现的次数等，都不很注意。 他们所最着重的是在加里肋

亚的显现，因为圣教会在那里巩固成立了(玛 28: 1 6-20; 若 21) 。 玛

为合乎他写福音的目的，特别描述了这次显现;他只愿意指明，犹

太公议会的代表，在耶路撒冷怎样企图用谎言硬否认耶稣复活的事

(玛 28: 11-15 ，参见 27: 62-66) 。 既然耶路撒冷的公议会昏迷顽固，

拒绝耶稣为默西亚，复活的耶稣遂在加里肋亚 (4: 15 所称的"外邦

人的加里肋亚勺，为一切外邦人建立了圣教会。 就如在加里肋亚的

山上，耶稣曾宣布了天主的国 (5: 1-12); 同样，如今又在加里肋亚

的山上显示了自己的全权 (28:16) 。 这样，宣讲天主国的中心曾是

加里肋亚，坚定耶稣道理的地点也是加里肋亚 (26:32; 28:7 、 10) 。

谷虽突然在 16:8 结束了他的福音〈见其注释) ，但加里肋亚显现的

重要性连在他的福音上也可看得出来(谷 14 : 28; 16: 7) 。 路仅记述

了在犹太的显现，也是为了适合他写作的目的 。 应知路加把他的福

音和宗看成一部著作(宗 1: 1-5) 。 在宗一书内他愿意证明圣教会在

圣神降临以后，怎样由耶路撒冷一一首要的中心点，传到全世界;

直到圣神降临，耶路撒冷是宗徒和门徒们的聚会中心(宗 1: 4，参见

路 24:52); 圣神降临以后， 宗徒们才开始被派往全世界宣传福音

(宗 1 : 8; 路 24:47 ) 。二书(宗与路)就因对耶路撒冷的概念相同，

才被此衔接:福音的宣讲，既然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为此

路在福音中也举出耶稣在那里显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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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注意另外一件事实:就是记述的差异，可以说是由于门

徒们在主死后明悟昏乱，在主复活后欢喜过甚之所致。 复活的事太

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以致不能平心静气地观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为此在传述时，也没有一个人有意把每一件史事按次序排列，搜集

起来。 因为众目昭彰的显现已证明了复活的事实，人们感到这己足

够了 。 如果这样设想，那些差异之点，不但不是反对历史性的证据，

反而更作了历史性的证明 。

(四)耶稣复活后所有事迹的次第

耶稣复活后的一切事迹，虽然不能完全照史事的次序排列出来，

但为易于明了四追查的叙事，我们在这里姑且列出一个较为适合的

次第:

(1)耶稣死后第三日早晨，玛利亚玛达肋纳来到坟基那里(四

福音同) ;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些别的妇女，各圣史也指出了她们中

几个的名字〈玛、谷、路〉 。

(2) 玛利亚玛达肋纳一觉察坟基开着，且也空了，立刻独自跑

去报告伯多禄和若望。

(3)玛利亚玛达肋纳回去的时候，妇女们见了天使的显现。 天

使告诉她们耶稣复活了(玛、谷、路) ，并吩咐她们去告诉宗徒们往

加里肋亚去(玛和谷) 。

(4) 妇女们往门徒们那里去的时候，伯多禄和若望已在去坟墓

的途中，同时玛利亚玛达肋纳也眼着二徒来了(若 20:3-1 1)。

(5) 伯多禄和若望离开坟墓后，两位天使在坟基中发显给玛利

亚里兰血组，随后复活的耶稣也显现给她(袤 20: 12-18 ，参见釜

16:9) 。

(6) 其余的妇女往门徒那里去，在路上走的时候，耶稣显现给

她们，也命她们告诉宗徒往加里肋亚去(玛 28:9 、 10) 。

(7)当天耶稣显现给伯多禄(路 24:34; 格前 15:5) 。

(8) 当天傍晚，耶稣发现往厄玛乌去的两个门徒(路 24 : 13-35 , 

参见谷 16: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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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晚发现聚在一起的门徒，主盘不在(袤 20: 19-23 ，参见路

24:3ι43; 格前 15:5) 。

(10) 八天以后，多默在时，又显与宗徒们(若 20: 26-29，参见

谷 16:14) 。

(11)以下的显现是几时发生的不能确定 (a) 耶稣在加里肋亚

湖滨显与门徒们(袤 21); (b) 在加里肋亚的山上显与十一位宗徒

(要 28: 16 、 17); (c) 五百兄弟共聚一处，看见了复活的耶稣(格前

15:6); (d) 主的兄弟雅各伯看见耶稣显现(格前 15:7); (e) 四十

天后，耶稣最后一次显与门徒，领他们到了靠近贝塔尼雅不远的地

方，在那里当着他们的面升天去了(蹬 24:36-53; 去 1 : 1-11; l!ð 28: 

18-20; 谷 1:15-18; 格前 15 : 7) 。

天使报告耶稣复活(谷 16: 1-8; 路 24: 1-12 ，参见若 20: 1-18) 

1 安息日既过，一周的第一日，天快亮时，玛利亚玛

主血组和另一个旦旦l里来看坟墓。 02忽然发生了大地震，

因为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上前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3他的容貌好像闪电，他的衣服洁白如雪。4看守的人由于

怕他，吓得打颤，变得好像死人一样。 85天使对妇女说

道 "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6他

不在这里了，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 。 你们来看看

那安放过他的地方;7并且快去对他的门徒说:他已经由死

者中复活了 。 看!他在你们以先往加里肋亚去，在那里你

们要看见他。 看!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 " ~8她们赶快离开

坟墓，又恐惧又异常喜乐，跑去报告他的门徒。 @

耶稣显现给妇女

9忽然耶稣迎上她们说"愿你们平安!"她们遂上前

抱住耶稣的脚，朝拜了他。 10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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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叫他们往加里肋亚去，在那里他

们要看见我。" 0 

司祭长编造谎言

11妇女们去后，看!有几个看守的兵来到城里，把所

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司祭长。 12 司祭长就同长老聚会商议

之后，给了兵士许多的钱， 13说"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

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去了。 14如果这事为总督

昕见，有我们说服他，保管你们无事。"15兵士拿了银钱，

就照他们所教导的做了。这话就在选主人间传扬开了，一

直到今天。@

耶稣显现给十一门徒，派他们去教训万民(参见釜 16:1 4-16)

16十一个门徒就往加里肋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

山上去了。 017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他们曾

怀疑过。 018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都交给了我。 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你们要因父

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 20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

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0 

@ 过了安息日，虽然天还颇黑(参见若 20:1) ，但天已微露曙光，

热心的妇女们就跑到耶稣坟基那里，时间大约是在清晨五点钟。

这里没有提及她们来坟基上的用意，但按谷 16: 1 ;路 24: 1 可知

她们来，是为用香料傅抹耶稣的遗体。安息日期中既然不准工

作，安息日一过，次日很早，她们便立刻想补行预备日因时间

短促行得不够周到(参见若 19: 39-42) 的事宜。玛仅提及他以

前所提过的两个妇女的名字。由釜和蹬得知还有一些别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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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早晨也到了坟基那里。

@ 按此处所述，似乎妇女们还在路上走的时候，就发生了地震的

奇迹(参见 27:51)。这地震发生在耶稣坟基的所在地区。这地

震的原因，是天使由天降下时，天主所显示的威严。这位天使

滚开堵墓门的圆石，然后坐在圆石上。 关于耶稣复活以及由墓

中出来的那一刹那间的情形，玛和其他圣史都没有记述，因为

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其事。天使滚开石头，身体光耀的耶稣似

乎早已由坟墓出来了。古教父们往往以耶稣由封闭的坟基里出

来的事与耶稣由圣母元站的胎中诞生的事相比 (S. Augustinus , 

Scrmo 161, PL 39 , 2063; S. Chrysostomus , Hom. inJoan. 85 , 

4 , PG 59 , 464) 。耶稣复活后，天使来滚开圆石，是叫妇女们作

亲见坟基己空的证人，同时也是叫看守坟基的兵丁把坟墓已空

的事告诉给耶稣的仇敌，当做一个凭据(参见 12:39 、 40 所说的

约纳的表记) 。 天使发显出来，衣服洁白，光辉夺目，是显示天

主的光辉 (17: 2; 达 7:9; 10:5 、 6) 。 看守的兵丁看见这光辉，

吓得浑身打战(参见 17:6) ，昏迷倒地，好像死了一样(依 6:

1 ;达 8 : 1 8; 1 0 : 15-19 ;默1:17) 。天使没有向他们报告什么，只

叫他们为亲身遇到的这些事作见证 (28: 1 1)。

@ 妇女们到了坟墓那里，连她们也很害怕。但天使告诉她们不必

害怕，因为她们没有理由害怕;应当害怕的，只是兵丁和耶稣

的仇敌。天使明知她们来此的用意是寻找以前被钉的耶稣，为

对他表示爱慕和知恩之心;就叫她们放心，说明那被钉的已不

在坟墓里了;又提醒妇女们想起耶稣预言自己复活的话已经应

验了( 1 2 : 40; 16: 21; 1 7 : 23; 20: 19) 。天使为叫妇女们信服，就

请她们到坟基里去看〈按"安放过他的地方"许多古抄卷和拉

丁译本作"安放主的地方" "主"一词似乎非属原文〉。随后天

使叫妇女们赶快把耶稣复活的事，报告给门徒们，并告诉门徒

们往加里肋亚去，在那里耶稣要发显给他们 (26:32) 0 "看!我

已经告诉了你们 。"天使这一句话，是向妇女所报告的消息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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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隆重的声明 。 做天主钦差的天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妇女便

立刻执行所命的去了。

@妇女们一方面因所见的天使显现，心中甚觉害怕;另一方面，

因天使的报告又十分喜欢。 为此赶快离开坟墓，去给门徒报告

消息 。 此节所述，似乎与釜 16:8 的话相反。 按釜所述，她们因

所发生的事十分惊骇恐慌，便赶快离开坟墓逃走了，也不敢把

所见的事告诉给任何人。 事实似乎应当如同釜所记的，因为.Eð

型亚里主血塑在未看见天使发显以前，已回去见过组垒壁和羞

望(若 20:匀，报告坟墓已空的消息;但是别的妇女们，纵然因

天使的报告而欢喜非常，可是起初仍然犹豫不决，不知怎样办

好，因为所遇的事太出乎她们意料之外。 但是在耶稣亲自发显

给她们以后，他们就把这消息给门徒报告了 (28: 10 、 1 1) 。 元疑

的，谷有意在福音中写妇女们终于满全了天使的吩咐，但不知

圣史何以突然止笔，未能结束他的记述(对此问题详见谷引言

和 16: 8-11 注) 。

@ 当妇女们因恐慌害怕，正在犹豫不决，不知怎样办时 (28: 8; 

谷 16: 剖，耶稣在路上碰见了她们。上边说过当时玛利亚玛达

肋纳大概已不同这些妇女在一起了，她去叫伯多禄和若望;随

后又跑到坟墓那里，在那里见了主的首次发显(见本章要义

(四川 。 玛此处论妇女用的是复数，似乎除 28:5 所提的两位妇

女外，还有别的许多妇女(谷 16: 1; 路 24: 10) 。 耶稣亲切的向

妇女请了安;她们一听见是恩师的声音，便立时坚信他真的复

活了 。 她们俯伏在他跟前，以极大的敬意抱着他的脚，好像要

留他不让他走，怕耶稣忽然消逝了一般(若 20: 17) 。 耶稣叫她

们一点不必害怕，并叫她们立刻去通知门徒往加里肋亚去。 耶

稣以同样的话告诉人，他要在加里肋亚显现，这里已是第三次

了 (26:32; 28:7 、 10) 。 由此可知，玛将自己福音的整个着重点

寄托在 28:1ι20 一段所记述的显现上。 耶稣在这里第一次明明

称自己的门徒为"兄弟" (参见袤 20: 17) 。 这称呼对门徒具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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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关系:为叫门徒明白，他们纵然在耶稣受难时逃遁了，但

与耶稣的关系决没有改变，如今耶稣更加爱护他们，照顾他们。

他们与耶稣的结合因他的死愈形密切(12:49) 0 (也许耶稣用这

名称暗指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念过的第二十二篇圣咏，见玛 27:

" 。 在这篇圣咏上描写默西亚未来的苦难，又描写他怎样被天

主由苦难中救出，以后怎样在自己的"兄弟"前颂扬天主，见

咏 22:23 0 ) 玛以下再没有提及妇女俩的事，她们怎样满全了天

使的命令，门徒怎样昕取了她们的报告，都未提及。 圣史只觉

得应当记述的是耶稣所说的要在加里肋亚显现的那话怎样应验

了;但在记述那显现之前，还指出公议员们怎样执迷不悟，不

信所发生的事 。

@ 拒绝自己的默西亚的犹太人，不配蒙受复活的耶稣显与他们的

恩惠 。 就如耶稣预先给他们说的:直到他第二次降来，在他们

跟前发大光荣时，他们再看不到他了 (23 : 39; 26: 64) 。 但是耶

稣许给他们的唯一征兆，即约纳征兆的话，现今在他们眼前应

验了;就如约纳三天三夜后，由鱼腹中出来;这样，耶稣三天

后也从坟墓中出来了C12: 39 、 40) 。 仇敌森严把守的坟墓。7:

62-66) ，神奇地开了，空了 。 这事的官方见证人一一看守的兵

丁，把这消息报告给耶稣的仇敌;如果他们有一点好意的话，

决不能再怀疑耶稣的话应验了 (27: 63) 。 当妇女们给门徒去报

告喜讯时，看守坟基的兵丁也把同样的消息报告了司祭长 (27:

65) 。 但这为司祭长并非喜讯，而是可怕的噩耗!兵丁们照实述

说了所发生的事:即地动，天使显现，墓石滚开，自己恐怖以

及坟墓己空的事。 兵丁没有看见耶稣复活由基中出来，也没有

从天使口中接获有关耶稣复活的消息 。 由于兵丁这一切报告，

司祭长们不能再怀疑耶稣所说自己复活的话应验了 ( 27: 63) 。

可是由于他们的执迷不悟，对这一点仍不肯加以承认;因为如

果承认了，他们对人民所捏造反对耶稣的诡计，就都真相毕露。

兵丁所报告的是铁一般的事实，决不能怀疑或否定。 但为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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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知道这事，必须另谋对策，必须将耶稣怎样由坟基中不见

了的这事设法予以曲解。 这事体，司祭长看得很严重，就召开

了公议会。 结果就用一大笔钱贿赂芝主兵士，叫他们散布谎言，

说他们夜间睡着的时候，耶稣的遗体被人偷走了 。 他们叫兵丁

说的话，的确互相矛盾，破绽百出:若是把守的兵丁睡着了，

谁还能信他们看见了耶稣的遗体被人偷去 (St. August打lUS ， In 

Ps . 63 , 15 , PL 36 , 768)? 并且这些话为兵丁有很大的危险，因

为警备失职，要受严重的惩罚 。 因此，司祭长给他们很多钱，

同时也应许在总督前保护他们免受惩罚 。 兵丁们得了钱又得了

保障，就甘愿实行司祭长的吩咐，在犹太人中散布那无谓的谣

言。 玛此处特别指出，他写此福音的时候，这个谣言仍有人相

信。 由希腊原文可知，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这谣言，只是

耶稣的仇敌和犹太的政教首长们相信而已 。 大多数的百姓知道

耶稣的门徒被控为偷尸的人，却没有受到一点惩罚，便不相信

这谣言了 。 第二世纪，圣犹斯定和德都良曾提当时犹太人还传

布这个谣言(见 Justinus ， Dialogus cum Tryphone 17 et 108 , PG 

6 , 511s. 725ss. ; Tertullianus , Dc spectaculis 30 , PL 1 , 737) 。 玛

在全福音中始终辩护耶稣为默西亚，而驳斥元信的犹太人;他

记的这最后的事实，也在说明犹太的政教首领由于执迷不悟，

恶贯满盈，才作出攻击基督和他的教会的事来。 他们的邪恶达

于极点，竟不怕公开说谎，大行贿赂。 犹太人既把自己关在天

国之外，天主便将这国由他们中取去，给了外邦人 (21:41) 。

@ 耶稣己三次劝告宗徒往加里肋亚去 (26:32; 28:7 、 10) 。 犹太选

民的政教首长，既然拒绝耶稣为默西亚，而且在耶稣复活后，

仍固执于恶 (28:11-15) ，因此耶稣愿意宗徒们暂时离开无信的

选主，往组里旦旦去，如前所许要在那里给万民建立教会 06:

18) 。 因此十一宗徒于听取妇女们的报告后，便往加里肋亚的山

上去了 。 彗没有记载他们看见耶稣显现的时间，没有清楚指明

地点，也没有说耶稣这次显现是惟一的一次。 他所注意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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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描述最关重要的这次显现，因为这次显现特别与他福音的

目的相合。

@ 宗徒们一见复活了的师傅，就恭恭敬敬地伏地朝拜了他 (28:

9) 0 "虽然他们曾怀疑过"此译文暗示以前几次发显给宗徒们

的事，因为那时他们还不肯相信耶稣实在复活了(路 24: 37 、

46; 若 20:25; 谷 16: 14) 。 按原文不太清楚，亦可译作"但有

几个怀疑了" 。 若原文实在有此意义，这话就该这样解释:宗徒

或和他们在一起的人，当时还不能完全明白耶稣怎样复活的事。

但是由路和若得知，耶稣既然已在耶路撒冷把自己复活的铁一

般的证据给予宗徒们〈路 24: 39 、 42; 若 20: 10 、 27) ，那么这

"但有几个怀疑了"的译文就似乎欠妥 。 因此我们随同公教著名

学者的主张，在本译文上宁取前者 (Lagrange ， Cladder , Du-

rand , Joüon , Bover , ctc.) 。

@ 耶稣在加里肋亚，开始宣讲了天国，在那里也拣选和教训了宗

徒。 耶稣复活后，最后也在那里结束了自己在世的使命，把这

使命交在宗徒们手中 。 耶稣愿意藉着宗徒们来继续完成他这使

命，直到世界穷尽。 18-20 节耶稣的这些话，是第一部福音里最

有关系的话。 非用这些话，玛不能隆重结束他的福音。 这些话

包含三个思想:复活的耶稣，就他的人性来说，已得了天上地

下的全权;因为他具有这种最高的权柄，就委派宗徒们往普天

下去扩张天主的国;随后也给他们许下自己常在教会中，不断

助佑他们 。 (一〉圣父把天上和地下的全权，即对整个受造物所

有的权柄，全部交给了由死者中复活了的耶稣。 身为"人子"

的耶稣，曾自卑自贱，照父的旨意受难而死，现今不再留在屈

辱的地步上，却因自己的复活而成了宇宙的最高主宰(斐 2: 11; 

罗 1 : 4 ~达 7 : 14) 。 身为"天主子"的耶稣，以前已有了这权

柄，有时，尤其在显奇迹时也显示过这权柄 ( 7: 29; 9: 6; 11: 

27) ，不过他将自己的威严在人眼前暂时隐藏了起来。 撒赠以前

在山上试探他时，许下将普世的权柄交给他 (4:8 等 ) ，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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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按圣父的旨意选择了苦难的路。 如今终于又在山上，当着门

徒们的面，声明父把全权交给了自己 。 (二〉耶稣由于他主宰一

切受造物的全权，现在委派自己的宗徒到普天下去。 宗徒们从

现在开始分沾耶稣的权柄，并行使这权柄以征服普世。 耶稣在

世时，遵照圣父的旨意，使他的使命只限于伊撒尔境内 (10: 5 、

6; 15: 24; 谷 1:38 、 39) 。 耶稣既然因着死，牺牲了自己，救赎

了万民 (20 : 28; 26: 2时，现在又藉着宗徒把自己的使命扩展到

普世万民中去( 24: 14; 1 0 : 18) 。 但这不是说，伊撒尔已被槟弃

在天国之外了，而是说，天主的国要由伊撒尔开始，传到普世。

因此必须召请所有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即叫他们接受基督的

道理，信仰他是救主。 要做基督的门徒，成一个信徒，必须满

全两种责任:就是接受洗礼并遵守基督的诫命。 仅有信仰是不

够的;信的人必须先领洗，接受天主的宠爱而得赦罪之恩(路

24:47; 谷 16:16) ，因着洗礼而加入圣教会。 关于付洗的命令，

此处简略地说明几点:在本福音末才看到付洗的命令，乍看一

定觉得奇异。 显然，此处不是论建立圣洗的时刻;至于付洗的

仪式，已经假定宗徒早知道了 。 事实上，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为

使外教人版依犹太教早已有一种洗礼。 这洗礼当时被视为洁化

不洁的外教人的仪式。 洗者若翰曾把"悔改的洗礼"宣讲成进

入未来默西亚国的准备。 耶稣的门徒起初也给人行过洗礼(若

4: 1 、 2) 。 但是上述的一切，不足以解释耶稣所规定的仪式。 前

驱若翰已预言默西亚要建立新的洗礼:即"圣神和火"的洗礼

(玛 3: 11; 谷 1:8; 路 3:16; 若 1: 33) 。 元疑地，耶稣以前已经

给宗徒们指示过领受新洗礼的必要性(若 3: 3-5) 。 若不然，决

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领洗仪式，由圣教会一开始，便立即被一

切信仰基督者视为非此不行的必要仪式(宗 2: 38-41; 8: 12 、 13;

16: 30-33; 釜 16: 16; 裴 4:5 等处) 。 基督所受的洗，是这新洗

礼的预像。: 13-17; 袤 1:33) ，就如为旧约信友，割损礼是使

一个人加入选民的外面的记号和仪式;同样，洗礼也是使→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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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入天主的新选民中的外面记号。 "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

名给他们授洗" 一句，极清楚地说明了天主圣三的道理，虽然

福音中其他地方(3: 16 、 17; 10:20; 11:25-27; 12:32) ，尤其

若，也讲了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但是不如此处清楚简明 。 按

希腊原文"名"字为单数，说明天主的'惟一性;但同时用"父，

子，圣神" 三词，已明把惟一的天主区别为三位。 信徒应当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今中文译文仍依照我国天主教常

用的付洗经文作"因……名"。 按原文本来应当译作"给他们

授洗，使他们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这表示信徒因洗礼已奉献与

天主圣三，成了天主的所有物，并且与天主每一位有了特殊的

关系(参见若一 1 :3; 3= 23 、 24): 父是信德之恩和一切救恩的本

源、(1 1: 27);子将受洗者接纳在他的教会里(16: 18) ;圣神是

天主施给受洗者的最大的恩惠。: 11; 10: 20; 路 24:49; 宗 2:

38) 0 "因父……"的经文仅见于玛，此经文与古教会普通所用

的"洗……归属耶稣之名" (宗 8:16; 19:5) 或"洗……因耶稣

之名" (宗 2:38; 10:48) 的经文，根本上没有区别 。 后一种经

文仅清楚地指明某人因洗礼成为基督的门徒，前一种经文则更

指明洗礼的内在效果(事实上，这两种付洗经文，古教会都不

加区别的应用过。 见十二宗徒训言 Didaché 7. 1. 3 ct 9 . 5) 0 "教

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这话是说:人仅领洗是不够

的，必须在生活上，做一个门徒，遵守基督的法律和诫命(7:

21-23) 。 宗徒们受命往普世去做基督的代表，负着三种任务:

(1)应为万民的导师 (2) 以付洗分施救赎之恩(3)因耶稣

的名义管理信友(18:18) 0 (三)因这使命为他们过于艰巨，而

且人的力量是不能胜任的;为此复活的耶稣最后向他们许下永

久的辅助、保护和指引 。 虽没有提及耶稣升天的事(釜 16:19;

路 14:50 、 51)，但由所说耶稣不再以可见的形像居于门徒中的

话上可以推知 。 可是光荣的耶稣不能与自己的信徒分离，以一

种精神的新方式时常与他的教会结合，不断辅佑教会直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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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穷。且因他的这种鉴临，教会常是胜利的，谁也不能制胜她

(1 6:18) 。在这个教会中，基督继续他的使命，而且直接藉宗徒

们和继他们位的人继续他的使命。 这样望用耶稣那句表现他最

高威权的话，结束了他的福音。福音最后的这几句话的目的，

是劝众人进"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并在

此教会中领受救赎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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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谷福音引言

古时圣教会内，为人所特别传诵注释的是玛窦福音，所以对马

尔谷福音谁也不甚留意。 较古的学者中，唯独圣热罗尼莫对谷写了

一篇简短的注释 (Tractatus 9 in Marcum , ed. G. Morin , in Anecd 

Marcds. 3 , (1897 , n) , 317-370 。 这篇注释过去曾被误认为金口圣

若望著作的译文) 。 即在中世纪，对谷的注释，也只有又少又短的几

篇(如圣伯达、圣大亚尔伯及圣多玛斯) 。 并且对于本福音的原文，

古时也不太注意，这可由各种抄卷异文的众多，加以证明 。 至于漠

视本福音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谷的篇幅太短(玛约一O七O节，路

约一一五O节，若约一00节，谷仅七五O节 。 而且其中大部分也

包含在玛和路里，谷所独有的只有五十节，只占全书的十五分之一。

因此圣奥斯定和其他教父及古代解经学家均称第二部福音的作者是

"玛窦福音的缩写者勺，并且所载的耶稣的言论又太少(较大的只有

三篇 :4:1-34; 7:1 、 23-13: 1-37) ，似乎为训诲信友不很适用的原故 。

至十八世纪，尤其十九世纪，人们对谷的估价，起了莫大的改

变，因当时对"对现福音问题"讨论甚烈，甚至在"对观福音"的

次第上，谷竟被列于首位，被视为玛与路的蓝本，而解经学家也咸

认谷的关系重大，于是形成了它今天在四福音中特被考究特被诠解

的优越地位。

在逐一讨论每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本福音的内容、结

构与分析。

(一)内容、结构与分析

要指出谷的结构，显然比玛困难得多，但大体说来，谷的结构

在大段上还可显而易见。 本福音除了一篇小引 (1: 1-13) 和一篇结

论(16: 1-20) 外，可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记述耶稣在主旦旦旦旦的

传教工作。: 1 4-6: 归) ;第二大段记述耶稣在加里肋亚外的传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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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b-10:52); 第三大段记述耶稣在堕监盘盒的事迹 (11:1-15:47) 。

今罗列如下:

小引:耶稣传教的准备(1: 1-13) : 

洗者羞整的使命

耶稣受洗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

第一段:耶稣在坦呈血里的传教工作(1: 14-6:6 、 2a)

一、耶稣传教初期 (1: 1 4-4曰:

耶稣开始宣讲福音

召收首批门徒

在葛法翁讲道驱魔

治好伯多禄的岳母

治好许多病人

周游加里肋亚宣讲天国

治愈癫病人

二、耶稣开始与法利塞人及经师发生冲突 (2:1-3:6):

治好瘫子

耶稣召选玛窦

禁食的争论

安息日门徒掏麦穗充饥

安息日治好枯手的人

首次会议除灭耶稣

三、耶稣拣选训诲宗徒(3 : 7-6 : 6a) : 

群众跟随耶稣

拣选十二宗徒

耶稣废寝忘餐

耶稣与贝耳则步

耶稣的真亲属

撒种的譬喻

1: 1-8 

1:9-11 

1: 12-13 

1:1 4-15 

1 : 1ι20 

1: 21-28 

1: 29-31 

1 :32-34 

1 :35-39 

1 :40-45 

2:1-12 

2:13-17 

2: 18-22 

2: 23-28 

3: 1-5 

3:6 

3: 7-12 

3:13-19 

3: 20-21 

3: 22-30 

3:31-35 

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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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传扬奥迹

麦粒自长的譬喻

芥子的譬喻

耶稣用譬喻教训人

耶稣平息风浪

驱魔人猪群

416 

治愈患血漏的妇人，复活雅依洛的女儿

纳臣肋人驱逐耶稣出境

第二段:耶稣在加里肋亚外的传教工作 (6:6b-10:52)

一、耶稣遣徒助己传教 (6:6b-8:26) : 

4: 21-25 

4:2ι29 

4:3ι32 

4:33-34 

4: 35-41 

5: 1-20 

5: 21-43 

6: 1-6 :6a 

耶稣派遣十二宗徒出外传教 6: 6b-1 1 

门徒与耶稣合力宣道 6: 12-13 

黑落德对耶稣的看法 6:1 4-16 

若翰被囚 6: 17-20 

若翰殉道 6:21-29 

宗徒们传道归来 6:30 

首次增饼 6:31-44 

耶稣步行水面 6:45-52 

耶稣在革讷撤勒医治病人 6: 53-56 

论法利塞人的祖传和对天主的真诚敬礼 7: 1-23 

客纳罕妇人为女求救 7:24-30 

耶稣治愈聋哑人 7:31-37 

二次增饼 8:1-10 

耶稣拒绝给法利塞人显天上的征兆 8:11-13 

提防法利塞人的酵母 8:1 4-21 

在贝特赛达治好瞎子 8:22-26 

二、耶稣离开加里肋亚，前往耶路撒冷 (8:27-10:52) : 

伯多禄认主为默西亚 8:27-30 

首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8:31-33 



眼随耶稣背十字架的道理

耶稣显圣容

旦旦旦再来的问题

治好附魔的儿童

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要谦逊如小孩

容忍奉耶稣之名驱魔的人

对信主弟兄的义务

戒立恶表

耶稣往羞笙当河东去

离婚的问题

耶稣祝福孩子

富贵的少年和财富的危险

跟随耶稣获得百倍赏报

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载伯德两个儿子的要求

耶稣斥责门徒的骄傲

治好堕整垦的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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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9: 1 

9:2-8 

9:9-13 

9: 14-29 

9: 30-32 

9: 33-37 

9:38-40 

9:41-42 

9:43-50 

10: 1 

10:2-12 

10: 13-16 

10: 17-27 

10:28-31 

10:32-34 

10:35-41 

10: 42-45 

10: 46-52 

一、耶稣在耶京最后几日的事迹。 1:1-13:37):

荣进堕堕盘透

诅咒无花果树

驱逐商人出圣殿

经师和法利塞人设法陷害耶稣

论信德的力量

质问耶稣的权柄

恶园户的譬喻

给凯撒纳税的问题

复活的道理

11:1-11 

11: 12-14 

11:15-17 

11:18-19 

11: 20-26 

11: 27-33 

12:1-12 

12: 13-17 

12: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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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诫命 12:28-34 

默西亚为达味之子的问题 12:35-37a 

指摘经师 12:37b-40 

称赞寡妇的献仪 12:41-44 

预言圣城和圣殿的毁灭 13: 1-8 

信徒必要受的迫害 13:9-13 

在犹太所要发生的事 13: 14-18 

人子来临 13: 19-23 

世界末日和人子来临的先兆 13: 24-27 

末世的先兆 13: 28-32 

醒悟不寐的劝言 13: 33-37 

二、耶稣受难史(14:1-15:47):

公议会的阴谋 14: 1-2 

女人以香液傅抹耶稣 14:3-9 

犹达斯通敌卖主 14: 10-11 

预备最后晚餐 14: 12-16 

揭露负卖者 14: 17-21 

建立圣体圣事 14: 22-25 

预言门徒逃散和伯多禄背主 14:2ι31 

山园祈祷 14:32-42 

耶稣被捕、宗徒逃散 14:43-52 

耶稣在大司祭前被判死罪 14: 53-65 

伯多禄一次背主 14: 66-72 

耶稣被解至比拉多前 15:1-5 

司祭唆众释放巴辣巴 15: 6-14 

耶稣受鞭打被交出受死刑 15: 15 

耶稣头戴茨冠受人戏弄 15:16-19 

耶稣上加尔瓦略山 15: 20-21 

耶稣被钉十字架 15: 22-28 



耶稣悬于十字架上

耶稣的圣死

耶稣的安葬

结论:耶稣复活升天 (16:1-20) :

天使报告妇女耶稣已复活

耶稣显现给玛达肋纳

显现给厄玛乌二徒

显现与宗徒

加里肋亚山上的显现

耶稣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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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9-36 

15:37-41 

15:42-47 

16: 1-8 

16:9-11 

16: 12- 13 

16: 14 

16: 15- 18 

16: 19-20 

大体说来，谷是采用了简单的编年体顺序写出了耶稣的生平:

耶稣最初大受民众欢迎与爱戴，但法利塞人及经师辈从起初就一直

表示他们仇视耶稣的心意;由于民众满怀的世俗想法，与对默西亚

期望的错误观念，耶稣遂逐渐与民众远离;自伯多禄代表门徒，明

认耶稣后，耶稣的训导几乎全部集中在门徒身上，使他们在自己的

道理上作更深的认识;此后耶稣更明确地，一再预言受难;最后因

申斥法利塞及经师辈，清洁圣殿，致使仇人恨之入骨，被判死刑。

综观全部福音，谷所采用的写作方式，似乎完全基于宗徒的讲

道体系(参见福音总论六〉。

(二) 用语和风格

釜的用语极为通俗，不及其他对观福音的雅致优美，往往用一

些愚夫愚妇的口语，这是辞章学者所不屑用的 。 谷的用语内，闪族

及立王文语风甚为浓厚，措词造句多为闪族语法，如常见的并行体

叙述法，更是层见叠出 。 此外，谷用了许多原属阿辣美文的语汇，

如 {hw'lPy，击 。 :17) ， 正仰:aaá (7: 34) , κoρ国ν (7 :11) , τα).laà ICOÜμ: 

(5: 51)等，由此，可知福音的作者必为闪族人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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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书内拉丁语风也为数不少，其他福音中固然也有拉

丁语风，但远不及马尔谷用得多 。 这些拉丁文的语汇，有的采自商

界，如pÓ&os: modius 4: 21 (毁蹬也有); ð1fVápwνdcnarius 12: 15 

(费也有) ;在στr;s: scxta ri us 7: 4; ICOOpáντ'1亏 quadrans 12: 42 (费也

有)。有的取自军界及法庭，如 σTCe:ICOU，放ωρspcculator 6: 27 川市町的 :

census 12: 14 (费也有); qr;aYillów: f1agcl lo 15: 15 ⑨也有) ;π阳t叩ω :

praetorium 15: 16 (费去都有); 1Ce:νruρi山 ccnturio 15: 39 , Àe: Yt山 :

lcgio 5: 9 (要蹬都有)。较为重要的辞句及成语，也直接按立王文的

语法译出:如ódòvπOtEtνi ter faccre 2 : 23 ;σuμ(JoÚÀWνπOtEl'νconsilium 

faccrc 3: 6; e: [XoντdνIωbν伊 habcbant Joanncm 11 : 32; 向πiσμασω

αúròν 白α(Joνalapis cum cacdcbant 14: 19; r，ωoχλωrò tìcα时νπOte:lV: po

pulo satisfacerc 15: 15; n 8Évre:s rà 对ναταponentcs gcnua 15: 19。并且

更出奇的是:两次用希腊化的拉丁语，来解释希腊文的原意 (12:

42; 15: 16) 。

由以上所述虽然可以看出，在希腊通行语 (Koinc) 中所采用的

闪族语风不少，同时拉丁语风在罗马行省内也极为流行，尤以军事

和法庭事件为然，但在马尔谷福音内拉丁语风如此之多，尤其上述

用希腊化的拉丁语解释希腊语的两例(12:42; 15:16) ，足以证明在

作者写福音的地方，希腊语受拉丁语的影响实在很大，这也证明了

马尔谷大概是为拉丁语地区的读者写下了这部福音。

马尔谷写作的文笔虽不甚文雅，却也有它的绚丽之处。尤其因

无造句复杂的合句，叙事非常简明 。 记一句话和写一件事，都是并

列的，仅用功或乱θds ，岛时ω(谷 42 次，玛 18 次，路 7 次〉等接

词，将各句生硬地连系在一起。 有时竟毫无接词连接(参阅 9:24;

10:49 等)。

叙事屡用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大概取自口传的"教理讲授"

catcchcsis) ，如将 1: 25-27 与 4: 39-41; 7: 32-36 与 8: 22-26 两相比较就

可得知。

福音的每一段落，长短参差极为悬殊，有些甚为重要的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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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却极其简略(参阅 1:9-13; 1:16-20; 8:27-33 等) ，关系较小的事，

反而长篇详述(参阅 4: 35-5 : 43; 9: 1 4-29) 。所以好多地方叙事过于

言简意贩，有的地方却又过于广泛冗长(参阅 1 : 35-38; 2: 5-12; 

7= 31-37 等〉。

但在另一方面，叙事极为活泼具体，每一件事，尤其每一个人

物，刻画得活现眼前。我们不妨闭目想想在主盘盘的那个附魔的人

(5: 1-20) ，想想那个患血漏病的妇人 (5:21-43) ，想想那个害癫痛症

的孩子和他的父亲 (9: 1 4-29) ，真像电影般一幕幕地在眼帘掠过。

他也以同样笔法，将门徒们的缺点，尤其i直至莹的缺点清晰地描写

出来。作者不仅将人们对待耶稣的表情描写得惟妙惟肖，即心灵的

内在激动神气，也都刻画出来(参阅 1 :27; 10:24 、 32) ，甚至将耶稣

本人也描写得出神入化(参阅 1 : 41-43; 3: 5 等)。且有时作者用的措

辞很不顺耳，听来还可能令读者感到困惑。这些措辞，其他对观福

音作者或弃而不用，或加以变更(参阅 3: 21; 6: 5 、 6; 6: 52; 8: 17 、

21; 9:32; 10:18 等)。

对基督的言论，大都记得极为简略，作者特别喜欢的，是将耶

稣的奇迹及显奇迹的情景，加以又长又具体的描叙。

由整个叙述看来，作者并不是个杰出的著作家，他写作的资料

大都来自亲历其事的人，或许也有他本人所亲身经历的，否则，不

容易解释他怎能连情形的细节和特殊的地方，记得那么详细(参阅

1:33; 3:34; 4:36 、 38) ，怎能把地方时间指得如此清楚(参阅 1: 13 、

29 、 32; 3:9 、 34; 4:36 、 38); 并且由他用历史现在时 (Praesens his

toric山时来叙事的这种格式上，也可证明这一点(谷用此格式约一

五0次) 。 凡论及耶稣的门徒的地方，虽站在复数第三人称来叙事，

但可以将它极容易地变为复数第一人称，仿佛一位门徒在叙述自己

个人的经历(参阅 1: 21 、 36; 11: 15 等) ，在陈明耶稣的生平与言行

留在他心里的印象。

总之，作者叙事虽极平淡，但由于写情叙景生动逼真，究竟还

是悦人的 。 这部福音的作者表现了他天赋的叙事天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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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体

在福音总论中关于福音文体所论各点，为谷尤其适用 。 福音所

独有的特殊风格，在本福音中格外分明 。

马尔谷不是在写一部狭义的历史著作，也不是在著一本耶稣的

传记。 这由作者的叙事上，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作者对耶稣传教前

的生活毫无记载，对耶稣的父亲也未指出 。 他假定耶稣是一位人所

共知的人物，虽然他也记述关于耶稣生平的历史事实，虽然在大体

上也依据历史次序，但作者本人似乎并不注重这些次序，因此，他

每次叙事，都是采用平铺直叙式，他描写每件事实，就如同一个亲

历其境的人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

本书是以训诲为目的，因此作者注意的是用耶稣的行事来训导

读者，但在结构上缺乏系统(少数部分例外) ，远不及玛，并且在玛

内所见到的那种志在辩护的目的，在谷内也是看不到的 。 关于耶稣

的言论极少记载，对耶稣奇迹的记述却极感兴趣。 因此他这部福音

曾被称为"奇迹的福音"虽然马尔谷所记的奇迹没有玛窦与路加记

得多(谷记有 18 个，玛 20，路 21)，但由于他描写每个奇迹比其他

圣史更为清楚，更为详尽，这名衔对他的福音还是非常恰当 。

本福音的文笔远不如玛的文雅。 看来，作者只将最初的"教理

讲授"所讲的道理，简单地写了出来，因为本福音的内容与格式，

看来全与这口头的宣讲吻合(参阅福音总论六) 。

(四)目的

本福音的作者并没有明明指出他写书的目的，在他的记述上也

看不出有关于教理的或辩护的目的，不像在玛内所见到的那样明显;

不过由福音的纲要或由整个的叙事上，作者的目的是可以推论出，

可以清楚看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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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纲要一一 "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 (1:1) 一一明白指出，

作者愿意说明福音的来源，亦即说明多人己知的喜讯的来源。 作者

的目的一定是叫读者，有信德的更加强信德，无信德的因福音而激

发信德。

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讨论的对象，也就是讨

论身为天主子的耶稣的使命及其工作。 虽然在几种抄卷 (e ， S , 28) 

及几个古译本 (Armena et Georgica) 里没有"天主子"这三个字，

虽然有几位教父 (Origenes 另外 Hieronymus) 也不曾引用过这几个

字，但大多数的抄卷，其余古译本以及教父们都证明这几个字是属

原文所有 。

事实上究竟是否属于原文，虽然不无疑问 (Westcott-Hort ， Tis

chcndorf, Nestle , Weiss 皆略去此数字) ，但由全书的叙事上，可以

清清楚楚地看出:作者是要写讨论天主子的福音，作者的着重点，

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实在是天主子。

耶稣具有天主性这观念成了全部福音的中心 。 全书所讨论的只

是耶稣的天主性如何表现于世，所以是一部讲论"天主显示"

(Epiphania) 的书 。 在传教前受洗时，被天父宣称为自己的儿子的

(1 :11)，与在最后救世大业告竣死亡时，为外教的罗马百夫长承认

为天主子的(15:39) ，都是同一的耶稣。

这里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本福音中决没有关于耶稣天主性这观

念的演进的痕迹，本福音一开始就将耶稣的天主性明显地表露出来;

洗者若翰立即以极大的谦恭宣布:那"更强者"要在我以后来

(1: 7) ，他将以圣神给人施洗(1: 8); 耶稣召选首批门徒时，门徒初

见耶稣，立刻全心向往地追随了他们: 16-20); 这都显出耶稣的超

人权柄。 众人也都惊奇耶稣超人的道理 (1:22 、 27) 。 但证明耶稣天

主性最有力的证据，还是他所显的许多神迹(参阅 1-6) ，驱逐魔鬼

的能力(1: 23-28 、 34; 3: 11 、 12 、 15 、 22-30; 5:1-20; 6:13; 9:17-27; 

参阅 16: 17) 与赦罪的权柄 (2: 3-12) 。 此外，天父在耶稣受洗时的

首次作证 (1:11)，在耶稣显圣容时 (9:7) ，又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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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前言;耶稣亲自也清楚地称自己是天主子 (11 : 61 、 62; 参阅 12:

6; 13:32); 门徒对耶稣的天主性迟迟不明，特受了耶稣的训斥 (8:

17-21 ;参阅 6:51 、 52; 7: 18); 耶稣也要求众人信从他们: 15; 4: 40 、

41; 5 :34 、 36; 6: 6; 9: 23 、 24; 10:52; 11 :22-24 ) 。由此可见:整个福

音的中心思想即在于说明耶稣的天主性。

由宗徒大事录所载的伯多禄的几篇宣讲，我们亦可看出他宣讲

的目的也是在于表明这一点:即天主自己以德能、灵迹、异象，来

证明耶稣是自己的儿子(宗 2:22) 。 本福音写作的目的，看来也实在

与伯多禄相同 。

虽然本福音中有好多章节表明了耶稣的真人性。: 5; 4: 38; 5: 

30; 8: 5; 10: 14 、 40; 13:32; 14:34-36) ，但在一切地方仍表示他是一

位超然的人物。 本福音证明耶稣是"默西亚"的地方亦不多 (8:29;

10:47; 11:10; 12:35-37; 14:61 、 62; 15:26 、 32) ，除了 12:35-37 外，

从不引用旧约的预言以证明耶稣是"默西亚"即由这一点我们多少

可以推论出:作者是为谁写了这部福音。

(五)写作的对象

上边关于写福音的目的我们所陈述的，已指出谷不是为犹太人

写的。这点若看下列几个例子，显得更为清楚:作者心目中的读者，

不大认识圣地的地理形势(参阅 1:9; 11: 1);不熟悉犹太人的风俗

习惯(洗灌 7:2-4，庆祝逾越节 14:12，逾越节前夕的名称 15:42);

也不懂匹盟主语，因之往往将阻翠差语翻译出来，例如 B∞叫'pYÉs ，

quod cst filii tonitrui 3: 17; &e:À~e:.向íÀ ， princeps dacmoniorum 3 : 22 ; 

raÀc挝 "0仰， quod cst intcrpretatum: puella , tibi di∞， surge 5:41; "0，ρ向ν ，

quod 臼t donum 7: 11 叫仰面， quod 臼t adaperire 7 : 34 ;痴如 in ignem 

inextinguibilcm 9: 43; 'A再向， Pater 14:36; 日川的?‘ quod est interpre

tatum Calvariac locus 15 : 22; 'Ðω l' quod cst interpretatum: Deus 

meus 1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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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耶稣单单针对注主人所讲的言论，釜也一概从略:

例如对说明耶稣与古法律关系的"山中圣训" (要 5-7) ，釜只字未

提;把耶稣申斥盖到塞人和经师辈的言论，缩至寥寥数语 (12: 38-

40 ， 参阅要 23); 再如:对组~的征兆 (8:12 ，参阅费 16:4) ，也被

略去;安息日避难等事(13: 18 ，参阅要 24:20) 也未提及;且很少

引证旦约，述及旧约预言之处甚是少见。

另一些事实更明确地指出:谷是为外教归化者写的，所以凡能

引起教外人士反感的话，都予以减轻C7: 27 "先"，参阅要 15:26);

耶稣颁给门徒只向犹太人传教的训令〈参阅要 10:5 、 6; 15: 24) 也予

以从略，却把耶稣预言将来要往训万民的事说得明明白白 03:10;

参阅 11: 17 与玛 21:13) 。 再者作者所用的语言也证明了这一论点，

因为如前所述，他的用语含有浓厚的主工语风。

这一切，与古传授论及福音的编著和读者的话甚为符合(详见

下章) 。 关于本福音的读者自古的口传是:第二部福音是在罗马给罗

马人写的 。 此说若真属实，那么也更易了解:为什么对基勒讷人西

满 ， 特别提出他为鲁富及亚历山大的父亲(15:21 ，参阅罗 16:13) ，

为什么在论及丈夫离弃妻子的法律时，一并提出妻子离弃丈夫的条

例。0: 12) ，因按罗马法律，事实上连妻子也能离弃丈夫。

(六)关于第二部福音作者的口传证据

口传一致作证:伯多禄的弟子马尔谷是第二部福音的作者。

在圣教初期，虽然常引用福音的经文，但并未明确指出作者是

谁。 至少自第二世纪中叶，便都将 "KAT A MAPKON" "按马尔谷"

这题名标于第二部福音之首;此后所有的抄卷及一切古译本，都将

第二部福音录于马尔谷名下 。

明证马尔谷是福音作者的第一个明确证据，是在帕巫雅书内

(参阅福音总论九， 2) 。 帕圣雅虽不在证明马尔谷是作者，而是在讨

论本理莹的来源及其独有的性质，但这显示帕圣雅己假定马尔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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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福音的作者在当时已是尽人皆知的事。 帕氏说"即那老人也

这样说:伯多禄的翻译员马尔谷，就记忆所及，将主的言行，谨慎

地笔之于书，不过没有按照次序 。 他未曾听过主训，也未曾眼随过

主;但后来，如我所说的，他眼从了伯多禄;伯多禄只是为了(听

众的〉需要而施教，并非为了编篡主的言行。 为此，马尔谷仅将所

记忆的写了出来，他毫无过犯，因为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即不

要把所昕见的有所遗漏或掺杂些不确实的材料进去。"

帕氏提及的那位老人，如前所述，很可能是若望宗徒 。 这位宗

徒关于本书的作者马尔谷记述了下列几点(1)马尔谷不是所写诸

事的直接证人，而是伯多禄的弟子，他依据伯多禄的宣讲写了福音。

(2) 马尔谷无意编写主的全部历史，他仅就记忆所及，写出伯多禄

的宣讲。 (3)他谨慎地将伯多禄的这些言论记录出来，以致在谷里

实在含有伯多禄真正而完整的宣讲。 (4) 伯多禄仅就众信徒的需要

而宣讲，所以他在宣讲上，未紧随狭义的历史次序;同样，马尔谷

在好多地方也未遵从那次第;因此，在一些史事上，所指出的历史

次第有欠正确 。

帕圣雅的证据，由于是来自宗徒时代，如前所述，极可能来自

若望宗徒，所以价值很大。 他的话应该是指我们这部钦定的福音而

说的，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认识还有另一部马尔谷福音存在，更

何况，帕氏所说的，对我们的福音极其符合。

帕氏之后，还有许多人士也同样论及本福音的作者，都假定作

者是一位人皆共知的人物，且指出马尔谷写作福音的地点与动机，

并说出本福音与伯多禄宣讲的关系 。 慕辣托黎书目 060-180) 的首

段虽有残缺，但在保留至今的原文里，那起首的几句话，看来是对

本福音说的，那些话看来大抵可这样加以增补" [马尔谷并未跟随过

主，但伯多禄的宣讲] 他却参与过，并照样笔之于书 。"

殉道者圣垫塑}Ë (]ustinus 卒于一六四年左右〉把釜称作"组垄

壁回忆录" ( Apomneemoncumata , Dial. 106) 。 反驳里经理异端的序

文里 (Prologus antimarcioniamω 一一这篇序文现尚保存在许多拉



427 马尔谷福音可|言

丁通行本古抄本内，记载说"他〈主笙釜)是组室主主的翻译员……

在重主型境内写了这部福音 。"圣亟盟主也同样作证说:主盔釜曾将

组垄盘所宣讲的，笔之于书 (Adv. hacr. 3 , 1 , 1; PG 7 , 845) 。壁

塾皇也称圣经釜是组至整的翻译员 (Adv. Marcionem , 4 , 2; 4 , 5; 

PL 2 , 363 , 396) 。亚历山大里亚的主盟主(卒于二一五年左右)更

说主盔釜写福音是由于芝圣人的要求，尤其受了曾听过组至整宣讲

的皇帝卫身骑兵的请求。 i自乏主主固然也知道这事，但对圣经釜编写

他的宣讲一事，既未鼓励，也未阻止 (Hypotyp. ad 1 Pctr. 5 , 14; 

PG 9 , 732; Euseb. , Hist. Hist. Eccl. 6 , 14 , 6 , 7; PG 20 , 552) 。在

许多其他古作家以后，圣垫星星墓将古圣教会所有的口传加以综合

说"第二个(编写福音的人)主笙垒，组室主主宗徒的翻译员，里应

山大里亚教会的首任主教，他个人固然没有亲眼见过主，救世主，

但将昕自老师的宣讲，依据史事而非依据次第写了出来……"

(Cornm. in Mt. Prol. PL 26 , 18) 。

(七)确定马尔谷为第二部福音作者的内证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部福音的内容和特征，那么，口传中对

本福音作者所说的一切，似乎更可得到证实，因为由其内容看来，

作者应是一位熟识伯多禄的人，也是一位有意把伯多禄的宣讲笔之

于书的人。

(1)由宗徒大事录内伯多禄所宣讲的几个实例看来，谷的内容

跟组奎邃的宣讲实相吻合。马尔谷如同伯多禄在他的宣讲上一样:

只讲论耶稣的传教生活，即由耶稣受洗开始，以凯旋荣耀升天作结。

主笙釜正像组主望一样，为证明预言的应验很少引用坦约，而只用

奇迹，尤其以驱魔的事实(只参阅宗 1: 21 、 22; 2:22; 10:37-47) ，来

证明耶稣的天主性。

(2) 在第二部福音里，伯多禄在宗徒中始终名列首位:西满是

第→位蒙召者(1 : 16-18); 把耶稣治好~n壁岳母的事，写成第→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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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迹。: 29-31); 拣选宗徒时，西满获得了"伯多禄"这个新名

。: 16);这位宗徒开始就表现为其余宗徒的首领，以及基督挚友的领

袖(参阅 1:36 "西满和同他一起的人"再参阅 1 :29; 5:37 等) ;基

督召他同往，去作雅依洛的女儿复活 (5:37) 、显圣容。 :2) 、山园

析祷 (14: 33-37)等事迹的证人;伯多禄往往单独同耶稣交谈 (8:

27-29 、 32 、 33; 9:5; 10:28; 11:21; 13:3); 复活后，耶稣特令妇女

等给伯多禄报信(16: 7) 。

(3)尤其应注意的是:玛所载有关特别赞许伯多禄之处，第二

部福音都一概从略:例如伯多禄步行海面(参阅玛 14: 28-33); 预许

元首权位(参阅码 16:17-19); 耶稣替伯多禄缴税(参阅玛 17: 24-

27) 等事。反之，对伯多禄的缺点，谷却比其他福音记得特别严重:

例如伯多禄受主申斥(谷 8:33; 14:37); 三次背主等(14:66-72) 。

(4) 除非第二部福音的作者本人是证人，或者，除非作者的写

作资料是得自尚在人间的证人口中，叙事的生动具体，无关紧要的

情景的指出，实在难以解释。反过来说，若是伯多禄真是马尔谷叙

事的渊源，那么这一切也就容易了解了。因为伯多禄的活泼与多血

质的性格，在别的福音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参阅 5: 21-43; 9: 2-8; 1: 

29-31 。再如以前所述，如将叙事的格式，由复数第三人称，变为第

一人称， 此时我们实在可以感觉到是伯多禄在给我们宣讲(参阅 1 : 

16-18 、 29-39; 14: 53-55) 。

我们如果把这些内证与口传加以对证，那么无疑的，马尔谷是

本福音的作者，谷是伯多禄口头宣讲的记录(参阅一九一二年六月

二十六日宗座圣经委员会的决议)。因此，第二部福音也可称为"伯

多禄的福音"，或按殉道者犹斯定的话，称为"伯多禄回忆录"。

(八)马尔谷的生平

第二部福音的作者马尔谷，与麦选主雯雯多次提及的那位羞望

马尔谷同是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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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建主雯雯上，有时羞望主经釜双名并列(袤 12: 12 、 25; 15: 

37) ，有时单用羞望 (13:5 ， 13) ，有时单用主笙釜 (15: 39 ，参阅寰

4:10; 寰 24; 爱前 4: 11; 但前 5: 13) 。前者是盎组主名，后者则为

罗马名 。

这位主笙釜是里监整盒妇女皇型里的儿子。Jt~监盘透的信友聚

集祈祷的地方，看来正是她的家;因为但至望从狱中被救后，立即

来到她家里，在那里看见许多信友共集一处祈祷(袤 12:12) 。主~

谷的家庭，看来相当富有，房舍也相当宽大。想必幼年的主主釜，

也学习过希腊语。 14: 13-15，关于给主预备最后晚餐的情节，描叙

的那么细致具体，若非亲身经历，不能写得这么深刻。由这一点似

可推论出:最后晚餐就是在马尔谷家里举行的，再推论下去:连宗

徒等候圣神降临的地方也可能是在他家里(袤 1: 13) 。此外，主经釜

在受难史上记载:有一个少年，在主被捕后，追随耶稣窥看究竟，

及至发觉自己身临危境，遂弃下所披的麻布逃去(14:51 、 52) 。极可

能这位少年，就是马尔谷本人，不然，很难明了:为什么在四福音

受难史上只有马尔谷写下了这段插语。

由最古的宗徒口传看来(参阅帕圣雅的证言) ，马尔谷不是主的

门徒，但应当假定:马尔谷在耶路撒冷曾认识主，并且也是几宗事

迹的证人。

马尔谷眼伯多禄、保禄和巴尔纳伯的关系，为考证马尔谷的生

平及其编写福音，是极为攸关的资料。马尔谷是巴尔纳伯的表兄弟

(聂 4: 10) ，也许跟旦笠组组一样属于盟主支派(参阅袤 4:36 ，再参

阅 Prologus Monarchiani)。在公元四十四年前后，巴尔纳伯和保禄

带着主笙釜由耶路撒冷来到当时圣教会的中枢安提约基雅(宗 12:

2日，四十五年〈宗 13: 日，由安提约基雅出发，开始第一次传教旅

程，主笙釜也加入行列，帮同传教。但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马尔谷

又从主笙主中途折返Jt~蛊盘透(袤 13:13) ，堡盘对这事极感不满，

所以拒绝了圣经釜参加他第二次传教旅程〈时在五十年间，参阅宗

15:38) 。 这也就是二位大传教士发生争执的原因:巴尔纳伯离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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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带着马尔谷回到本乡基仆洛岛去了(宗 15:39) 。 但后来保禄又

选用马尔谷做助手，因为当保禄首次被捕时(约在 61-63 年间) , 

马尔谷正在罗马协助保禄传教，其时保禄并有意派他到哥罗森人那

里去(哥 4: 10; 费 24) 。

马尔谷跟伯多禄的关系，看来更为密切，伯多禄曾称他为

"子" (伯前 5: 13) 。 口传也一致作证:他是伯多禄的"随从和翻译

员" 。 并且口传也由他与伯多禄共同工作的事来解释第二部福音的

由来 。 马尔谷是否早在五三一五八年间已与伯多禄同在罗马，我们

无法证明，但六四年他在罗马襄助伯多禄，却是确切的事实(伯

前 5: 13) 。

六四年后，马尔谷又由罗马起程东行，因为当保禄二次被捕中，

约于六六年，曾函请弟茂德来罗马时，也请他把马尔谷带来"因为

他在服务上是于我有用的" (弟后 4: 11) 。

论及马尔谷生平的其余口传未必可靠，虽然欧色彼，圣热罗尼

莫及其他人士都说马尔谷是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教会的创办人及首

任主教，但未指出马尔谷居留亚历山大里亚是在何时。 再一说，若

果真如此，那么亚历山大亚里城的学者如克肋孟及敖黎革讷等，为

什么对这事竟未置一词。 接情度理，大概是指另一位名叫马尔谷的

主教。

马尔谷如何死的，死于何时何地，无从得知 。 圣教会敬礼他如

一位殉道者，每年在四月二十五日过他的瞻礼。 八二八年，他的遗

骸被迁供于威尼斯一座最驰名的圣马尔谷大殿内 。

由圣经及口传上看来，马尔谷不像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聪颖人物，

也不是一个伟大的传教士;不过天主利用他曾住在圣教会三大著名

中枢(耶路撒冷，安提约基雅，罗马 ) 的机会，利用他先后跟伯多

禄、保禄、巴尔纳伯三大传教士的接触和相处，把他准备成一个写

福音的适当人才。

马尔谷以自己禀赋的纯朴，和对宗徒谦卑服务的精神，为圣教

会的广扬实有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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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著作的地点和时间

根据一般的口传，主盔釜是在芝主写了他的福音。我们前面关

于本福音的用语、风格、内容和目的所论及的一切，都与这口传相

符合。

本福音定然是在公元七十年前写成的，这是今天几乎所有的学

者(连非公教人士也在内)所承认的事实，因为 13: 1 4-23 关于堕蛊

撒冷毁灭的描写，纯系预言性质〈特别参阅 13: 14) 。

由口传来看，马尔谷是写的第二部福音，所以应在玛以后写成

的，而玛写成的年代，我们前曾说过，约在公元五0至六0年间 。

如果要再仔细地指出本福音的著作时间，在公教与非公教学者

之中有两种更为卓著的意见。这两种意见都取证于口传，今介绍

如下:

(1)根据许多公教学者(如 Jacquicr ， Schanz , Fillion , Gladdcr , 

Lagrangc 等〉及更多的非公教学者的意见，以为第二部福音是写于

公元六十五年至七十年间。坚持此说者所举的理由，另外有下列几

点:按圣依肋乃的话，主盔釜是在宗徒之长逝世后 "post cxccssum" , 

写了这部福音。反驳主笙盟派的直皮宣 (Prologus antiquus contra 

Marcionitas ca. 160 -180) 也证明此说;同时，他们并说本福音最后

的一节"到处宣讲" 06: 20) 这句话，暗示在当时所认识的世界上，

宣扬信仰己为时甚久了。但这派意见的最大难处是:路加已约于公

元六十三年前写了自己的福音;同时路加写福音时，手边一定有谷

作为参考。再者，圣依肋乃关于曳袤的论据就不大清楚(见玛引

宣) ，同样对于主笙釜的论证也不太确切，可能圣筐里Jj对这事的传

授考得不详尽，或许他指的是本福音问世的时间而非著作的时间 。

关于 16:20 的问题，留到下章再说，因为本福音的结尾是后补的，

不属于原著。

(2) 其他公教学者(如Cornely-Mcrk ， Knabcnbaucr , Mcincrt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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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ffìni , Gaechtcr , Simon-Dorado , Höpfl-Gut , TondelIi, Ricciotti 

等)以及许多非公教学者(如 Wellhausen , Harnack , Zahn 等)则主

张谷是编著于公元五0至六四年|间，说得更清楚点，是编著于公元

五五至六二年之间，因为五三年左右马尔谷可能已与伯多禄同在罗

马，而六一至六四年间，马尔谷在罗马却是确切的事实，因为在这

期间，马尔谷曾先后辅佐了保禄和伯多禄。 虽然，关于伯多禄于五

0至六0年间在罗马传教的事迹，口传毫无论及，但由帕圣雅和亚

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的证据(二人曾称马尔谷跟随伯多禄为时很

久) ，似乎可以断定 : 五三至五八年间伯多禄与马尔谷实在同在罗

马;再由保禄在其致罗马人书(此信写于公元五八年)上未提及伯

多禄的事看来，伯多禄那时已离开了罗马;恐怕就在这个时候，罗

马人请求马尔谷将伯多禄的宣讲编著成书 。 最低限度谷应在六二年

前业己写成，因为谷先于路(宗座圣经委员会，在一九一二年六月

二十六日的决议案上声明:应坚持谷的著成，后于玛，而先于路) , 

而路加福音，看来是在公元六二至六三年间写成的。此说看来更与

我们对马尔谷生平所知各节以及口传对福音渊源所述各点相吻合。

(十)完整性

谷从开始到 16:8 止，是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 这点，公教学者

的见解都很一致，毫无疑问存在;但过去有不少非公教学者，今日

仍有许多非公教学者，却别有见解，以为本福音可分为几种不同的

文件，或者说本福音是经过几度编寨的，所以马尔谷的"原始福音"

应与其他以后几经编篡过的马尔谷福音分开来论，不可混为一谈。

力持此说的现代学者为查墓主 CGoguel) ， lf~塾主整 CJeremias) 和

步斯曼 CBussman) 等 。

我们对这见解的答复是:历代所有的口传，只认识仅有一部主

尔谷福音，虽然行文中不无令人质疑的小差别，但全部福音的用语

及风格始终是一贯的，且这些小差别，如果我们承认马尔谷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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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是一气呵成的，同时也承认他的编著取材于不同的渊源，便

容易解释了 。

但关于本福音的结尾，即 16 :9-20 一段，却难处重重。 有两个问

题，我们必须提出讨论 : 一，称为正经的结尾 C &P 16: 9-20) ，是否

确属原著?二，主主釜是否是这结尾的作者?我们应当注意:这里

所讨论的并不是关于此结尾的默感性和正经性的问题，因为这问题

早经口传，尤其早由血型堕公议会给公教人士清楚地决定了:圣经

中各个部分，都应视为是受了默感而列为正经的，本段既然是属于

圣经中的一部分，所以应视为是受默感的，是属于正经的经文

(Dcnzinger , N r. 784) 。

甲 我们先看问题关键的所在

一、传流至今的结尾的经文

传流至今的结尾的经文，有四个不同的方式:

(1)在两个最古的 B 和 S 抄卷中，谷止于 18:8 (但须注意 B

卷于 16:8 后留有空白，这空白可能表示抄写人的怀疑:此处是否应

有所增补) 。 连在最古的东方译本(如想到里M抄本 Codex Syrc• 

Sinaiticus，撒希狄加译本 Versio Sahidica，古亚美尼亚译本 Armcna

antiquior 和态鼓裹壁连奎 Georgiana) 也都于 16:8 夏然而止。此外，

坠鱼篮(三四0年卒〉和圣垫星星墓(四二0年卒〉均称:即在较

详尽的抄卷中，也未发现有 9-20 节的存在(参阅 PG 22 , 937; PL 

22 , 987) 。 更奇的是，圣西彼廉及德都良讲论圣洗时，从未引用过这

段经文，如果他们认为 16: 16 是属于原著，必定引用无疑。

(2) 另有一个较为简短的结尾流传至今"她们将所嘱咐的一

切，都给在伯多禄前的同人简略地报告了 。 这事之后，耶稣自己显

现出来，并藉他们把那永远得救的圣善而不朽的道理由东方直传到

西方。"少数元关重要的抄卷和一些译本，如茧f史鼓雯雯(Coptica)

和素是纽至整雯雯 CActhiopica) ，都将此简短结尾放在 9-20 长结尾

之后，而第五世纪至第六世纪的波彼约抄本 (Codex Bobbiensis 

[K]) 在 16:8 后，却只有这个短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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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的大楷抄卷 CB 卷和 S 卷除外〉及一切小楷抄卷，拉丁

古译本 CK 卷除外) ，拉丁通行本以及其他许多译本内，都有 16: 9-

20 这一段经文。此外，许多教父及学者，如圣盆里JE CS. JUlitinus 

+ 165) ，塔齐雅诺 CTatianus + 170) 和圣依肋乃 CS. Ircnæus+ 202) 

等，都以为 16: 9-20 这一段经文为神圣的经文，而且加以引用有如其

他经文一样。 同时所有东方和西方的教父(欧色彼和热罗尼莫除外)

也大都引用了这段经文。

(4) 第五世纪的 w卷，在正经结尾的 14 节后 15 节前，还插有

一段称作 "Logion Freerianum" 的附加语(这附加语所以被称为

"Logion Frccrianum" 的原因，是因为 W 卷是一九O七年在埃及由

Freer 发现的): "但是他们为自己辩护说:这个不法元信的世代，是

在撒蝉权下，他不许在邪魔之下的人了解天主的真理和德能。他们

对基督说:为此你现在就启示你的正义罢!基督向他们说:撒赠权

能的年限满了，其他骇人昕闻的事正在临近。 我为了犯罪的人，被

交付受死，是要叫他们归向真理，不再犯罪，叫他们承受那天上的

神圣和不朽的义德的光荣。但你们去……。"这附加语首段，圣热罗

里墓也曾提及过 (Contra Pelag. 2 , 15; PL 23 , 550s) ，并说在一些抄

卷里有这样的结尾。

二、正经结尾在经文上的内在困难

(1) 16:8 和 9 二节间失去联络:对于主吩咐妇女们的命令(16:

7) 如何执行一节，没有下文，而这节又是亟待交代清楚的事，因为

马尔谷是在给我们传授伯多禄的宣讲，伯多禄在宣讲上对此令的执

行一节定然不会含糊 。 玛利亚玛达肋纳在 16: 1 已被提及， 16:9 却将

她写得像个陌生人;且 16:9 对基督复活的记述，与上文毫无关联。

宗徒在加里肋亚等候基督显现之事(参阅 16:7; 14:28) ，本段也只

字未提。 看来，记述耶稣显现的文字，像是由其他福音，尤其由蹬

加和若望福音摘录汇集而成的(试将谷 16: 9-10 和若 20: 11-18 ，釜

16: 12 、 13 和路 24: 13-35 ，谷 16: 14 和路 24: 36-43 作一比较) 。 这段

文字，好像是一篇短短的福音合编，或更好说，是"教理讲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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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耶稣复活事迹的一篇简短的记述。

(2) 本段的文笔与主主釜的文笔大不相同，仅将事实单纯地罗

列出来，述事描写绝不像圣经釜的那样生动，那样具体。

(3 ) 用语也与主笙釜的不同，如以 "π民叫 σαßß的ou" (16:9) 代

替 "τ 可 μ心甘wσαßßáTων" (16:2); "òKúpw$" (16:19 、 20) 代替

"XptσT纭"往往以"白fbos" 代替 "αtyTK"; 以 "κGσμ0$ ä7tα宫"代替

"κGσμ0$ ðλog"; 也没有主笙釜爱用的那个 "καi" 等 。 诸如此类的一

些文笔上的差别，虽然可由所论的资料不同来解释，但文字上的这

些差别仍是难以解说的 。

(4) 最后还须注意:至 16:8 为止，与对观福音相对之处都完全

相同，由 16:8 后就各不相同了 。

乙、较正确的解答

(1)一方面由于所传的本段经文之不同(即因在一些最完善的

抄卷内，没有任何结尾，若有，也只有一种较简短的结尾) ，另一方

面，由于正经结尾的经文眼谷其他经文的文笔迥异，因此产生了两

个最大的严重问题:即现有的结尾经文是否属于第二部福音的原著?

马尔谷是否是这段经文的作者?

(2) 如果说马尔谷有意在 16:8 就结束他的福音，这显然是决不

可能的事，主要的理由是:因为马尔谷是在记录伯多禄的口头宣讲，

而所有关于耶稣显现及升天的记载(参阅宗 1:21; 2:21-36; 10:40-

42) ，是属于"伯多禄回忆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属于最初"教理

讲授"的一部分(参阅格前 15:1-9) 。

(3) 但事实上，原本福音看来是没有结束的，这可能是马尔谷

由于某种理由，未能完成自己的记述，致使他的著作也成了未完成

的作品 。 再因由此未完成的原本照抄下去，遂产生了 B 卷及 S 卷两

种没有结尾的最古抄卷。

( 4 ) 作品既然没有写完，似乎有增补的必要，所以，不久之后，

就在-些古抄卷上，加上了现有的这段正经的结尾(即 9-20 节) ;稍
后，有些抄写者，因为不知已有现有的这段正经结尾，遂在自己的

唱



马尔谷福音引言 436 

抄卷上，附添了上述的那较为简短的结尾;最后又有人将称作

" Frcer-Logion" 的附加语，也插在正经经文的 14 节之后 。

(5) 上面所述的较为简短的结尾和附加语，似乎较为晚出。至

于正经的结尾，因为有许多抄卷和一些古译本的证明，以及教父学

者的引证，看来应是第一世纪末叶，由一位权威人士所附加的;不

然，很难解释:为什么圣教会从最古时代就认识它，且一致认它为

神圣的正经经文而加以保留 。

(6) 但谁是这段经文的作者?固然可能是马尔谷本人，他见自

己的福音缺而不全，遂增补了这一段经文。宗座圣经委员会于一九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议决案上说:直到如今未能证明马尔谷不

是作者。 但由于文笔的不同，更由于与前文失却联系，我们以为还

是下面的说法比较正确 : 即这段经文是一位具有权威的元名人士所

附加的，他见本福音没有结尾，遂由宗徒或主的门徒所写关于基督

复活升天事迹的零星记载(或许是为了礼仪之用而编写的。参阅弟

前 3:16) ，编写了这篇简短的文字，加在本福音未，作为结尾(参阅

Lagrangc , Gut) ，但这人是谁元法考证。在一本九八六年抄写的亚美

尼亚译本 (Versio Armcna) 上，保存了一个附注，说这人即是阿黎

斯提翁老人。 这位老人即是帕圣雅书内与若望老人相提并称的那一

位。参阅 Euseb. , Hist. Ecc l. 3 , 39 , 14 。 此说不足凭信，因为这附

注似乎是十四世纪才加于那抄卷的，所以毫无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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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谷福音

第一章

洗者若翰的使命 (~3 : 1-12; 蹬 3 :1 -1 8)

1 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02正如先知依撒意亚书

上记载的 "请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

路。3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

直他的途径。"4洗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宣讲悔改的洗

礼，为得罪之赦。 f}5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

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在若尔当河里受他的洗。6若翰

穿的是黝它毛的衣服，腰间束的是皮带，吃的是煌虫与野蜜。 @

7他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俯身解

他的鞋带也不配。8我以水洗你们，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

耶稣受洗 (玛 3:13-17; 路 3 :2 1 、 22 )

9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里肋亚纳臣肋来，在若尔

当河里受了若翰的洗。 010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

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 11 又有声音由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 0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 (玛 4:1-11; 路 4:1-13)

12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 。 13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

久，受撒碎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

耶稣开始宣讲福音 (玛 4: 12 、 17; 路 4:14; b:1日

14若翰被解送后，耶稣来到加里肋亚，宣讲天主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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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15说"时期己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

福音罢!"。

召收首批宗徒 〈另 4:1 8-22; 蹬 5:1-1 1)

16当他沿着加里肋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

弟窒篮盟在海里撒网，原来他们是渔夫。 17堕壁向他们说:

"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18他们便立刻

舍下网，跟随了他。 19坚壁又向前行了不远，看见盐1且堡

的儿子壁垒鱼和他的弟弟羞望，正在船上修网。20堕壁遂

即召叫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载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

上，眼随他去了。。

在葛法翁讲道驱魔(路 4:31-37; 参见玛 7 :29)

21他们进了葛法翁;一到安息日，耶稣就进入会堂教

训人。22人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威似

的，不像经师们一样。 æ23 当时在他们的会堂里，正有一

个附邪魔的人，他喊叫24说"纳臣肋人耶稣!我们与你有

什么相干?你竟来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是天空的圣

者。"店里壁比责他说"别作声!从他身上出去! "26邪魔使

那人拘孪了一阵，大喊一声，就从他身上出去了。27众人

大为惊愕，以致彼此询问说"这是什么事?这是有权威

的新教训啊!他连给邪魔出命，邪魔也昕从他。"却他的声

誉遂即传遍了加里肋亚附近各处。@

治好伯多禄的岳母 Cl!ð 8: 14 、 15; 蹬车 38 、 39)

羽他一出会堂，就同整查组和羞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

盟的家里。30那时直渣的岳母正躺着发烧;有人就向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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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她来，31堕壁上前去，握住她的手，扶起她来，热症遂

即离开了她;她就伺候他们 。 @

治好许多病人(~ 8: 16 、 17; 蹬车 40 、 41)

32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都

带到他跟前 33闺城的人都聚在门前。 34耶稣治好了许多患

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不许魔鬼说话，因为

魔鬼认识他。 @

周游加里肋亚宣讲天国(玛 4:23; 路 4:42-44)

35清晨，天还很黑，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

在那里祈祷。 36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寻他，37找到

了他，就向他说"众人都找你呢!"招耶稣对他们说"让

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镇去罢!好叫我也在那里宣

讲，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39他遂到加里肋亚各地，在

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 @

治愈锻病人(玛 8: 1-4; 路 5: 12-16) 

40有→个癫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若你

愿意，就能洁净我。 "41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抚摸他，

向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罢! "42癫病立时脱离了他，他

就洁净了 。43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立即催他走 44并向他

说"当心!什么也不可告诉人，但去叫司祭检验你，并

为你的洁净，奉献梅瑟所规定的，给他们当作证据。 "45但

那人一出去，便开始极力宣扬，把这事传扬开，以致耶稣

不能再公然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但人们却从

各处到他跟前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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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释这第二部福音之前，最好如著名的经学家玛耳多纳托

(Maldonato) ，先作一个简短的声明 。 他说"因为圣史所记载的都

是同一耶稣的平生言行，所以有许多相同之处。 凡已在雪中注释过

的，如果再重复注释一遍，这不但徒劳无益，反而更叫读者生

庆……所以如今预先说明:如果读者想要对本福音得到更清楚更完

整的解释，那么便请读者，当见到每段经文前所开列的对照之处时，

不妨自去寻找。 又因釜所载的史事，与所用的字句，大都与另相同

或相似，很少增添;所以当读者见到本道莹的注释比之其他道宜的

特别简短时，也不要见怪云云…·

o 1-13 节为本攫宜的小引 。 这小引可分为三段: 1-8 耶稣传教生活

的前奏一一若翰作证 9-11 耶稣传教的开幕典礼一一耶稣受洗;

12-13 耶稣初露锋芒一一战胜魔鬼。 由本福音引言第六和第七两

章中，我们知道谷是宗徒之长伯多禄的弟子与翻译员 。 凡谷所

记载的，与组至整所宣讲的全相吻合。 这可由衷集主雯雯上所

记载的几篇伯多禄的宣讲得到证明(宗 1:21; 2:22; 10:37-42) 。

伯多禄所宣讲的大都是他亲见亲闻的事迹与言论，所以他的宣

讲常是"从若翰授洗起，直到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为止" (宗 1 : 

21) 。 由此我们可以明了，为什么谷在写福音时，略去了耶稣的

幼年史，一下笔便写道"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

知依撒意亚书上记载的……洗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宣讲悔

改的洗礼" (1 :1-4) 。 所以本节内的"开始"二字，并不是指本

书的开始，而是指天主子耶稣基督怎样开始将带到世上的喜讯，

公开地传报出去 。 换句话说:即是公开传报天主子耶稣基督的

喜讯，是从若翰在旷野中的宣讲与施洗开始的 。 由此可见，本

节的"福音"二字也不是指示这本福音书，而是指示"福音"

二字的原意，即指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与内容的喜讯，亦即是

有关"默西亚"来临与将藉"默西亚"所完成的救赎大业的传

报与公布(详见福音总论第一章) 0 "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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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耶稣"为救世主的本名"基督"表明救世主的使命与品

位 。 这双重名称在圣教会初期就已通用了(见玛 1 : 1 注一)。

"天主子" 三字不但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天主性，且也指出了本福

音的目的(详见旦亘四:目的) 。 综合以上所讲的看来，本节的

意义是:公开传报耶稣为"默西亚"和天主子的喜讯，是从若翰

在旷野里的宣讲与施洗开始，正如在先知依撒意亚书上所记载

的…… (参阅玛 11: 12; 路 16: 16 ) 。 这也正如圣巴西略所说的 :

"谷是以若翰的宣讲为福音的开始" (坠sil. Adv. Eun. II 1日 。

@ 这项伟大的喜讯，并不是如晴天霹雷一般，忽然传于伊撒尔的

子民间的;而是天主先派遣了自己的先知前来准备人民的心灵，

渐渐达到圆满的时期，及至圆满的时期一到，天主圣子公开显

示幸福于人群的时期一到，天主便先派遣妇女所生之中的最大

者一一若翰(玛 11: 11 ;路 7:28) ，在他前面走，有如国王巡幸

前的喝道者，给他准备道路。 谷为证明这位喝道者即是洗者若

翰，便引了先知书上的两段预言 2 节取自拉 3: 1 , 3 节引自依

40 : 3 。 但谷为什么将这两项预言都归于依撒意亚呢? 学者们的

意见不一。 大多数学者以为这大概是因为玛拉基亚先知是在依

撒意亚先知之后，后者的话只是前者的解释，所以谷很容易将

这两项同样的预言都归于前者一一依撒意亚大先知 。 关于经文

的详解，参阅玛 11: 10; 路 7:27 和玛 3:3; 路 3:4 各注 。 4 节便

是这两项预言的应验:在默西亚公开显示于人群之前，洗者若

翰便应时而出，以作默西亚的前驱与喝道者，来唤醒人民的迷

梦，作适当的准备，因为久己期待的默西亚己临于目前。 为接

受这位默西亚来临的最主要的准备工作，即在于真心悔改，痛

改前非，重作新人，洗礼只不过是外表的象征而已 (详见路 3:3

与玛 3: 1 各注)。

@ 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遭受长期战争蹂躏，受外人铁蹄统治的

犹太人，无一不全心期待迅速的解放与拯救;又因当时道德沦

丧，罪恶肆虐，辖制着人们的心灵，致使元人不期望内在的平



443 马尔谷福音第一章

安与真正的救赎(见理章:昆主生第一章〉。洗者羞整在旷野中振臂

一呼，全体民众都应声而起，以为救星来临，便到若翰跟前去

领受他的洗礼，作真正救恩的准备。羞整的宣讲所以发生这样

大的效果，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民众的心理，但另一方面，却是

由于羞塑的穿戴与以身作则的苦修生活，使人们想起了古时的

大先知旦旦旦的事迹(到下 1 :韵，以为他或者就是真正的拯救

者(蹬 3:15; 轰 1:19-23) 。详见要 3:5 、 6 注。

@ 羞堕因为怕民众对自己的身份可能发生错误的观念，或者有人

即以自己为那要来的默西亚，便趁此机会，向大众宣告了默西

亚即将来临的喜讯，并向大众说明了那要来的默西亚的地位与

权能。论地位:身为妇女所生之中最大者若翰(玛 11 : 11 ;路

7:2肘，还不配作他的奴隶。按希伯来人的习俗:提鞋(玛 3:

11)，穿鞋或脱鞋都是奴隶的事，所以谷在此以他所独有的活泼

文笔，以"俯身解鞋带"等语，来描述若翰以极大的谦逊表扬

了默西亚的地位。论权能:若翰只是以"水"施洗，按"水洗"

只是得罪之赦的一种外表象征;但那要来的默西亚，却是以

"圣神"施洗。圣神的洗礼乃是得罪之赦与蒙受宠爱的直接根

源。喝道者与国王，预像与真象，象征与事实，相去多远，读

者自不难体会(详见玛 3:11 、 12; 路 3: 16 、 17 各注)。

@ 当群众听了若翰的隆重宣告之后c7、时，必然都期待比若翰更

有力的那位，在伟大的场面中迅速出现，以圣神来给他们施洗。

但事实却不如此。耶稣来了，只是无声无息地来了，不但如此，

而且杂在悔改受洗的罪人中，来领受若翰的水洗。这是谁也料

想不到的，但事实却是如此。"在那些日子里"与玛 3: 13 "那

时"意义相同，是无限定时间的一种说法，即指路 3:21 所载:

查塾给全民众付洗的时候(详见费 3: 13; 蹬 3:21 各注)0 "耶稣

由主E里血里纳臣肋来"一句，给我们留下了耶稣隐居纳臣肋三

十年生活史的痕迹。见要 2:23 注。因为按理童对照之处，别的

圣史，如费 3:13，只记载耶稣由主旦旦旦旦来圣经当河受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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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却特别注明由加里肋亚塑旦旦来，由此可见，釜是有意给读

者介绍:纳臣肋乃是耶稣的故乡，耶稣曾在那里隐居直到目前。

"在若尔当河里受了若翰的洗"一句，不但说明了耶稣的极度谦

逊 (S. August Tract. N in Joan , PL 35 , 1412) ，而且更表明了

耶稣愿在公开传教之初，便履行天父所赋予他的使命，作赎罪

的牺牲，背负着我们的罪过，担荷着我们的罪债(依 53:4 、 6) ，

走进若尔当河中，受若翰的洗礼，为"行尽全义" (玛 3: 15) 。

耶稣的这一举动不但鉴定了他的前驱若翰的使命与他所行的洗

礼〈谷 11:29-33) ，并且还在先知中的最大者(玛 11: 归路 7:

26) 若翰身上，鉴定了若翰之前所有先知的任务。这一举动，

不但开始了传报基督福音的喜讯的工作，并且还揭开了基督应

当完成的救赎大业的序幕。 这正应和了路加圣史所记载的"法

律及先知至若翰为止，从此天主之国的喜讯便传扬开来" (路

16: 16) 。 因为这一举动是旧约与新约的关键，天上也有异象出

现，给若翰明证这位赎罪的羔羊，即是那要来的默西亚，好使

若翰在众人面前为他作证(若 1: 29-34) 。

@ 本段是谷以简洁的文笔所描述的天上所现的异象:圣神藉鸽子

的形像降下，圣父藉声音显现。 在这旧约终止新约揭幕的当儿，

圣父与圣神一起前来，主持这隆重的开幕典礼。 圣父与圣神的

显现，并不如唯理派学者所说的，是为提高基督的地位，使他

成为天主的爱子，或者为唤醒基督的默西亚意识，而是为证明

基督所负的使命确是由天主而来。 圣父的声音证明基督确是天

主圣父的唯一爱子，圣神藉鸽子的形像降下证明基督即是依撒

意亚先知所预言的天主的神将临于其身的默西亚(见依 42: 1; 

11:2; 61: 1) 。 详见玛 3: 16 、 17 注 。

@ 耶稣受洗之后，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去 。 "催"字，表示圣神在

耶稣身上所有的能力，也表示谷特有的笔法。 此处的"旷野"

即指若尔当河附近一带的旷野。 按犹太人的思想:旷野常是魔

鬼居留的地方(蹬 11:24; 另 12: 43; 续 13: 21; 34: 14; 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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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耶稣被迫到旷野去的目的，正如玛窦所记的，是"为受魔

鬼的试探" (翌年1)。釜在此最注意的，只是耶稣受魔鬼(撒

膊)试探之事，并未提及耶稣禁食四十日夜的事，也未提及耶

稣受了什么试探。这是因为釜愿迅速进入福音的正文。理 4: 1-

11; 路 4: 1-13 记载:耶稣受了三种诱惑。学者们以为这三种诱

惑是默西亚特有的诱惑，也是默西亚在传教时可能常遇到的诱

惑，详见玛 4:1-11 各注。"与野兽在一起"一句，是谷所独有

的，用以指示耶稣所在之处的荒凉情形。"有天使服侍他"一

句，如与玛 4: 11 两相对照，则是耶稣获得胜利的表示。详见玛

4:1-11; 路 4:1-13 各注。

@ 本福音的小引到 13 节已经结束。由 14 节一-6:6; a 为本福音

的第一大段，记载耶稣在加里肋亚的传教生活。 14 节"若翰被

解送后，耶稣来到加里肋亚"一句，是说明耶稣受洗后，听说

若翰因斥责黑落德的行为而被捕入狱以后，怕法利塞人也乘机

来陷害自己，遂"退避到加里肋亚" (玛 4:12; 若 4: 1-4)。按若

的记载:若翰被捕的事，并不是在耶稣受洗后立即发生的，而

是在几个月之后(见年表 22 、 31 、 32) 。在这几个月内，耶稣与

若翰同在犹太省内施洗传教，见若 1 :35-4:42。对观福音对这段

时期内所发生的事，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圣教会最初的"教

理讲授"没有录用这些事迹的缘故，详见总论第七章。再者，

由是注中我们知道:对观福音作者都特别着重于耶稣在加里肋

里传教的事迹，所以按釜所载的，好似耶稣回到加里肋亚之后

才开始传教的工作。圣热罗尼莫注释本节说"若翰被捕，正好

是耶稣开始宣讲的良机;法律停止了，继之而来的应是福音

." (PL 26 , 33)0 "天主的福音"一句(罗 1:1; 15:16; 格后

11:7; 续前 2:8 、 9; i自前 4: 17) ，即指天主圣父藉自己的唯一子

所传与人类的喜讯，藉此报告人类:恐吓的时期已经过去，施

爱的时期来临了。 15 节便是这喜讯的内容与基督宣讲的纲领。

"时期已满"即指圣父从永远预定默西亚来临的时期，与在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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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天主神国的时期，也即是历代先知们所预言天主预许的施

爱时期，已经到了(罗 5:6; 迦 4:4; 弗 1:10) 。 时期一满，默

西亚便公然出现，按照圣父所赋予他的使命，在世建立"天主

的国" "天主的国"与玛所记的"天国"意义相同，详见玛 4:

17 注 。 默西亚在世所建立的"天主的国"是普遍的，是永久

的"人人都应奋力进去" (路 16:16) ，但为进这"天国"的起

码条件，是"悔改"与"信仰" "悔改"是回心转意，归向天

主"信仰"是接受基督所传布的喜讯与教训，一心信从，甚至

舍生致命。

@基督传布福音的使命与其在世所建立的神国，并不因他的死亡

而终止，因此他如当时的"辣彼" 一样，拣选了一些门生，常

与他在一起，作他生平与他宣讲的证人，为能日后继续他的工

作，将福音传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去，以拯救整个人类。 本段便

是耶稣初召四位门徒的记载。由若 1: 35-42 ，我们知道这四位门

徒早已认识了耶稣，眼随了耶稣。 这次的召选却是决定性的，

要他们与他常在一起，昕受他的训练。 本段所用的字句与玛 4:

18-22 几乎完全相同，请参阅该处的注解。

@ 由 21-39 节止，记述伯多禄最初崭新的回忆。 这是伯多禄被召后

所亲眼见到的惊心动魄的事，这可由谷所用的活泼文笔予以明

显的证明。谷用了"他们进了葛法翁"一句，引述了在葛法翁

周围所发生的五件事迹(一〉耶稣在葛法翁讲道，众人称奇

(21 、 22); (二〉耶稣在会堂中驱逐邪魔 (23-28); (三)耶稣在

西满家治好西满的岳母 (29-3 1); (四)耶稣在西满家门前治好

许多病人(32-34); (五)耶稣离开葛法翁登山祈祷(35-39) 。

"葛法翁"是位于加里肋亚海西北角的一座城，今称;武耳胡木

(Tell-Hum) ，详见玛 4: 13 注 。 按玛与路的记载:耶稣是由纳臣

肋来的，走到海滨时召叫了那四位门徒，以后领着他们进了葛

盖盒城。 "一到安息日"一句，按近代一般学者的意见，如立旦

垫、坦篮 CHuby) 、墨莹莹等，都以为是i直至整等被召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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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盖盒后的第一个安息日 。 "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按"会

堂" 二字，是指达二支人每逢安息日集会的地方，在该处诵经祈

祷，并朗诵一段圣经，加以解释。 通常是会堂长，或另请一位

经师或"辣彼"或就昕众中另请一位热心出众又能解经的人，

当场向民众宣讲。 耶稣便是其中被邀请的一位(见翌年 23 注及

应奥良卫生第四章) 0 22 节便是釜所记的耶稣的教训在听众的心灵

上所留的印象，并也说出了听众惊奇他的教训的缘故"因为他

教训他们像有权威似的"。 如果看要 5-7 所记的"你们听过

说......我却对你们说"的论调，便可以想像耶稣的讲道具有多

大的权威。 像他这种独有的论调，决不是经师或"辣彼"所敢

应用的，因为他们所传授的，都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古老论调，

只拘泥于法律的字眼，甚至使人民觉得对于守法的事，无法承

当 。 因此耶稣所施予的教训给昕众留下了一个"不像经师们一

样"的印象(玛 7:28 、 29) 。

@ 耶稣这次在葛法翁的会堂中讲道引起人们的惊奇，不但是由于

他所讲的道理高于一切经师，他所讲的道理具有无上权威，而

且更因他最后在邪魔身上施行了威力，只一句话，便使邪魔出

离附魔的人。 这最后惊心动魄的一幕，更坚定了昕众对他的新

教训的信心，甚至众人都大为惊奇地说"这是什么事?这是有

权威的新教训啊!他连给邪魔出命，邪魔也听从他" (27) 。 关

于邪魔附体的事，详见玛第八章附注。 24 节"我们与你有什么

相干"一句，是希伯来文固有的语风，通常含有反抗与敌视之

意(见民 11:12; 撒下 16 : 10; 19: 23 ;玛 8:29; 谷 5: 7; 路 4:

34，参阅到上 17:18) 0 "你竟来毁灭我们" 一句，拉冈热、胡

篮、墅盖堂等学者译成问句"你来毁灭我们吗?" (路 4:34) 两

种译法虽不同，但其意义则一:即言邪魔明知耶稣即是那"强

有力者" (路 11:22) ，他来是为毁灭邪魔的王国与在人身上所有

的权力，因此便愤怒填胸地大声呼喊"我知道你是谁:是天主

的圣者" 。 魔鬼明明觉出基督的超绝圣德在自己的身上有莫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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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又从基督所显的圣迹中(若 1 : 35-4 : 42) ，明明看出基督

是一个非凡超众的人物，特与天主相结合，特为天主所祝圣，

特为天主所拣选，为在世上建立天主神国的人。 换句话说:魔

鬼在此以"天主的圣者"一语，暗示基督即是自己的死对头默

西亚(见 3:11; 5:7; 路 4:34 、 41 ，参阅若 10:36; 达 9:24) 0 25 

节是耶稣向恶魔所下的驱逐令。 "别作声"一句，表示耶稣不愿

与邪魔多说话，不愿由邪魔的口中接受他为默西亚的证据。 此

外，谷在每次记述耶稣驱逐魔鬼时，总不许魔鬼说话(见 1:34;

3:12) ，并且在显了各种奇迹后，也不准传扬(见 1:44; 3:12; 

5:43; 7 :36; 8:26，参阅 8:30; 9:9) 。耶稣所以如此，最主要原

故是怕唤起民众热烈的情绪，扩大民众对默西亚期待的错误观

念，引起无益的暴动，有碍默西亚的神圣使命。 详见历史总论

第二章囚 。 26 节是描述耶稣驱逐令的威力:魔鬼明知自己应离

开自己盘踞的地域，应承认自己的失败，但为表示自己的反抗，

最后还使自己的猎物受一次害，才离去。 巴斯噶 CPascal)在这

里下了一个好的注脚说"在天主前谦下、受苦、至圣的耶稣，

对魔鬼却是可怕无比的 。 " 27 节是记述耶稣的教训与奇迹在民

众心中所留下的印象 28 节则是 32-34 一段的伏笔。

@ 按谷的记载，本段紧与上段的奇迹相连接:上段记述医治神体

方面的病症，本段记述医治形体方面的病症。 "他一出会堂"一

句，按 S 卷和拉丁通行本，以及拉冈热、摩法特等学者的意见，

应作"他们一出会堂"今随 Merk 与 B 卷，以及瓦加黎、瓦衣

斯、斯委特等学者译为单数。 因为这几段所叙述的事迹，由始

至终都以耶稣为中心 。 "来到了西满和安德肋的家里"由若

1:44得知，伯多禄的本家是在贝特赛达，似乎伯多禄结婚以

后，便住在他的岳母家中 。 会堂中的礼仪完毕后，伯多禄见用

膳的时候到了，遂请耶稣与其他的门徒到自己家中，似乎没有

想到自己的岳母已卧病在床，由此便造成了发显这次奇迹的机

会 。 详见玛 8 : 14 、 15 。 日后，葛法翁便成了耶稣传教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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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

@ 由 28 节得知，因耶稣在会堂中所行的驱魔大奇迹"他的声誉

遂即传遍了主旦旦旦旦附近各处"并且又因i直至整岳母家的毗邻

四舍都得知了伯多禄的岳母病愈的消息，遂在太阳西落之后，

全城的人都将患有各种病症和附魔的人，抬到i直至整家门前，

求耶稣医治。由釜所记的"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一句，可以

证明耶稣所显的前二圣迹，是在同一安息日上。按梅瑟的法律，

安息日应绝对休息，不准做任何劳苦的事。 按"安息日"的规

定:是由前一晚起至次日晚止(脸 23:32) 。所以太阳一落，安

息日一过，众人便都抬着自己家中的病人，来到耶稣跟前，求

他医治 。 耶稣便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

驱逐了许多魔鬼" (34) 。 这句话总结耶稣前面所显的奇迹。"并

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一句，详见十一注。

@按谷的记载，在伯多禄被召后的第一个安息日上，耶稣从早到

晚，忙碌了一整天，甚至到了天晚的时候，还有许多患病的人

来求他医治。 耶稣的人性见这一天所做的一切，使人们对他的

教训与奇迹发生了热狂，并又看见葛法翁许多病人的可怜情况，

遂感到自己的使命将来是怎样的艰辛与繁重，因此第二天"清

晨"在万籁俱寂之中，找一块僻静的地方，去向圣父析祷

。曰:一方面为感谢圣父使他作了这些轰轰烈烈的事，将这一

切光荣归于父;另一方面也求父助佑他负担将来更沉重的使命

CS. Thomas , Summa Thcol.田，吁， 21 , a. 1.) 。按圣史们的记

载，尤其按路的记载，耶稣每在紧要关头，必先到僻静处彻夜

祈祷(见路 3: 21; 6: 12; 谷 6:46; 玛 11:25; 路 9: 18 、 29; 码

26:39) 。 现在耶稣要初次从自己所建的大本营一一葛法翁出发，

到各处传教救人，负起更沉重的使命，所以便先举行祈祷，求

父的助佑，由此也给宗徒及后人立下了一个析祷的好榜样。天

亮之后，西满发觉耶稣不在了，于是便和"同他在一起的人"

即别的三位门徒一一安德肋、雅各伯和若望"去追寻他"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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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应注意:伯多禄从这时起便成了特殊的人物。 找到了

耶稣之后，便向他说"众人都找你呢!"由这句话可以看出，

天一发亮，热情的民众又都聚集在伯多禄家门前，等候聆听耶

稣的新教训，求他医治自己家中的病人。又可看出，葛法翁的

群众都想挽留耶稣，不愿叫他离去。路加清楚地给我们记载说 :

"群众就寻找他……挽留他，不要离开他们" (4:42) 。 但耶稣所

负的使命，并不只限于葛法翁，因此耶稣答复说"让我们到别

处去……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8) 0 "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一句，乍看来，好像是说:耶稣是为了到别处去宣讲才由葛法

翁城出来的;但近代大多数的学者，如拉冈热、瓦加黎、胡彼

等，都以为本句应照本段的相对照处路 4:43 "因为我奉遣是为

了这事"讲解，说明耶稣奉圣父之命应到别处去传教救人;并

且纳本包尔、玛耳多纳托、瓦加黎和勒 (Re) 等，都按拉丁通

行本将"出"改为"来" 39 节是说明耶稣完全按照圣父的旨意

(若 4:34) ，离开他所喜爱的大本营，到各处宣讲的情形。 "在他

们的会堂里宣讲"一句，是说耶稣在最初传教时，常借用会堂

作宣讲的地方，但在惹起法利塞人和经师们的敌视与反感之后，

才转移到海边或山上去训导民众(见玛 4:23) 0 "并驱逐魔鬼"，

瓦加黎注释这一句说"因为本福音的目的是要显明基督真是天

主子，所以圣史特别注重驱逐邪魔的事迹(1: 21-28 、 34 、 39; 5: 

1-10; 7:24-30; 9:13-28) ，为在由外教版依的读者的心灵中，留

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外教人对魔鬼有一种特殊的敬畏之

情。"这正如若望在书信上所说的"天主圣子的显现就是为破

坏魔鬼的工作" (若-3:肘 。

@本段的事迹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圣史没有记述，想必是在上段

末所记耶稣在加里肋亚各地传教时发生的(见年表 43) 。 耶稣在

这段时期中，定然行了许多奇迹(玛 4: 23-2日，但为什么谷单

提出这一奇迹呢? 近代学者的共同意见:以为谷特别记述这个

奇迹，是为作下段 2: 1-3: 6 记述耶稣与法利塞人和经师们几次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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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伏笔，因为本段所记，正是涉及法律的事 (44) 。本段的记

述，与玛 8: 1-4; 路 5: 12-16 几乎完全相同，只有 43 、 45 两节是

谷独有的。这两节说明了伯多禄尚记得当时耶稣的严肃态度和

催癫病人快走的情形，以及那得痊愈者表现的狂热。耶稣所以

严厉警告嫩病人不准告诉别人，以及耶稣不能再公开出现，只

得留在"荒野地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耶稣不愿惹起民众

的狂热情绪，遭敌人的嫉妒;另一方面，尤其是不愿加深当时

民众对默西亚所怀的错误观念，妨碍自己所负的神圣使命。

第二章

治好瘫子(码 9:2-8; 路 5: 17-26) 

1 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葛法翁，人听说他在家

里，2就聚来了许多人，以致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他就对

他们讲道。 03那时有人带着一个瘫子到他这里来，由四个

人抬着。4但因为人众多，不能送到他面前，就在耶稣所在

之处，拆开了房顶，拆穿之后，把床缝下去，瘫子在上面

躺着。 85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 "孩子!你

的罪赦了。"6 那时有几个经师坐在那里，心里忖度说:

7"怎么这人这样说话呢?他说了亵渎的话;除了天主一个

外，谁能赦罪呢?"8耶稣凭自己的神力，即刻认透了他们

私自这样忖度，遂向他们说"你们心中为什么这样忖度

呢?9什么比较容易呢?是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是

说:起来，拿你的床走! 10但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

权柄赦罪一一遂对瘫子说 11 我给你说:起来，拿你的

床，回家去罢! "12那人遂起来，立刻拿起床，当着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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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走出去了，以致众人大为惊愕，遂光荣天主说"我们

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 " @) 

耶稣召选玛窦 (玛 9:9-13; 路 5 : 27-32) 

13耶稣又出去，到了海边，群众都到他跟前，他便教

训他们 。 14当他前行时，看见阿耳斐的儿子肋未坐在税关

上，便向他说"你跟随我罢!"肋未就起来眼随了耶稣。

。15当耶稣在肋未家中坐席的时候，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

他。 16法利塞党的经师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

就对他的门徒说"怎么，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17耶

稣昕了，就对他们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

病的人;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 0 

禁食的争论(玛 9:1 4-17; 路 5 :33-39) 

18当时若翰的门徒和法利塞人正在禁食。有人来向耶稣

说"为什么若翰的门徒和法利塞人的门徒禁食，而你的门

徒却不禁食呢?" 019耶稣对他们说 "伴郎岂能在新郎尚与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禁食?他们有新郎与他们在一起时，决

不能禁食。20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

在那一天他们就要禁食了。21 没有人将未漂过的布补在旧衣

服上的，不然，补上的那块新布要扯裂了旧的，破绽就更

加坏了 。2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的，不然，酒涨破了

皮囊，酒和皮囊都丧失了;而是新酒应装在新皮囊里。"0

安息日门徒掏麦穗充饥 〈玛 12:1-8; 路 6:1-5 )

23有一次，正当安息日，耶稣从麦田里路过，他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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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在行路时掐起麦穗来。 24迭型崖人向坚壁说"你看!他

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呢?" <<i)25 坚壁对他们说:

"你们从未读过:主些在急迫中和同他一起的人在饥饿时

所作的事吗?26 当厄贝雅塔尔作大司祭时，主应怎样进了

天主的殿，吃了除司祭外不许吃的陈列饼，并且还给了同

他一起的人?"27堕壁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

不是人为了安息日 ;23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 由本段起，釜开始记述耶稣传教生活的另一阶段。耶稣在初期

传教中，没有遇到什么不快的事，也没有遇到当时犹太宗教领

袖们的攻击与非难，如 1: 23-28 所记载的:安息日耶稣在葛法翁

所行的驱魔奇迹，就没有引起经师们与法利塞人的非难，再如

1 :40-45 所记载的:耶稣抚摸癫病人的事迹，也没有惹起宗教领

袖们的攻击;但由本章起，耶稣的传教生活，大为改观，一连

遭到犹太宗教领袖们的五次非难。 经师们与法利塞人之所以与

耶稣发生冲突的原因，不外是因为耶稣的圣迹与教训唤起了民

众的狂热，都一致拥护这位新领袖与他的新教训11 C1: 27) ，因而

引起了他们的嫉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见到耶稣自立门户，

自成一家，与犹太人历代所传授的教训和风俗格格不入， 一一

耶稣所着重的是内心的悔改，而法利塞人与经师们只知墨守成

法，讲求法律的皮毛，因此，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是必然的结

果。谷在本章与下章 1-6 内， 一连记述了五次冲突:最初的一

次，是因给瘫子赦罪。: 1-12); 第二次是因为与罪人吃饭。:

1 3-17); 第三次是因为讨论守斋。: 18-22) ;第四次是因为安息

日宗徒们掏麦穗 (2: 23-28); 第五次是因为耶稣安息日治好枯

手的人。: 1-6) 。 如果我们细细研究，明显的，本段记述的这

五次冲突都是渐次递进的 。 起初反对耶稣的只是经师们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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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法利塞人也加入战团 (2:16) ，最后连黑落德党人也来参加

会议，设法除掉耶稣(3: 6)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最初，反对

耶稣的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6) ，而后，盘问耶稣的门徒

。: 16) ，最后，直接来质问耶稣 (2: 18 、 24) 。 再从耶稣这一方面

来看，耶稣的能力与权威也是逐渐彰显的:先以自己的能力显

圣迹，然后说明自己有赦罪的权柄，再后把自己放在法利塞人

的传统以上，最后说明自己的权柄在一切法律之上，惟有他自

己有讲解法律的权威。至于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五次冲突，见

年表 41-48 0 。本章 1 、 2 两节，是发生第一次冲突的小引。"过

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葛法翁"一句，是影射前章 35-39 耶稣

离开了葛法翁而说的。"人昕说他在家里"一句，暗示耶稣是秘

密地回了葛法翁，这正影射前章末节所记载的"以致耶稣不能

再公然进城"。这里所说的"家"，当然是伯多禄的家(见 1 : 

29) 。当葛法翁城的人听说耶稣回来了，苦日的热情仍未散尽，

于是又都聚集到耶稣跟前，甚至连伯多禄家门前，也没有地方

容纳。"以致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一句，正是下两节的伏笔。

"他就对他们讲道"虽然谷没有记述这次讲道的内容，但我们

可以想像，不外是宣讲天国的福音C1: 14b) 。

8 3 、 4 两节是谷所独有的，虽然路也有所记述，但远不及谷所记

的那样生动活泼。由此可见，谷的取材是由亲眼见到这次圣迹

与冲突的证人一一伯多禄而来的 。 耶稣正在对群众讲道之际，

忽为一阵骚动所中断。 原来是因为有四个人抬来了一个瘫子，

要求耶稣治好，但因为人多，不得其门而入，遂上了屋顶，把

顶拆穿，连床带瘫子一起组了下去，放在耶稣跟前。 按中东的

房屋，通常都是平顶，以作凉台之用，由门外可拾级而上〈见

R. B. 1913 p. 66) 0 "天下元难事，只怕有心人"满怀信心的

人，终于找到了办法，把病人送到了耶稣跟前。

@ 当床落地的时候，人们当然都静待耶稣的大奇迹，但耶稣为了

叫众人知道，默西亚来世的第一任务是在于宽赦人罪，使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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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主重新和好，并不单单为使几个瘫子行走，使死者复活，

使病者痊愈。于是对瘫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这一句话

引起了经师们的不满，认为他懵越了天主的权柄，犯了亵圣的

大罪;却忘记了行圣迹的简单原理，即圣迹也是来自天主，因

为人只能因天主的德能才能行圣迹。那么，既然天主能授人以

行圣迹的权能，何以不能授人以赦罪的权柄?何况行圣迹和赦

人罪，二者原可并行，同是天主的作为，又有什么亵圣之处?

于是耶稣为证明自己的使命本是神圣的，治疗肉身病症的奇迹

不过只是治疗灵魂病症的表示，耶稣便二者并行 (10 、 1 1) ，以

证明他确是默西亚一一人子，秉有天主所赐的特权，能使人类

同天主重新言归于好。 关于本段经文的详解，见玛 9:2-8 各注 。

o 13-17 一段，记述耶稣与法利塞人第二次冲突。本段可分为两小

段:第一段记述耶稣召叫肋未(即玛窦〉为自己的门徒; 第二

段记述玛窦为谢耶稣召叫之恩，并为辞别亲友，请耶稣与友人

宴饮，因而起了冲突。 13 节是谷所独有的，引我们走入另一境

地，即把我们由葛法翁城伯多禄的家领至加里肋亚海滨。 耶稣

向在海滨聚集来的群众讲毕道理之后，向前行时，便"看见了

阿耳斐的儿子肋未坐在税关上"。按"阿耳斐的儿子肋未" 一

语，是谷所独载的，路 5: 27 只作"肋未" 。 码窦圣史对此事记

载说"耶稣由那里前行时，看见一个人在税关那里坐着，他名

叫玛窦……" (9: 的。此外，三位圣史所记的十二宗徒名单内，

都写着"玛窦"这名字，并且玛还加"税吏" 二字，以表示自

己被召前的身份。由此可见，税吏肋未与税吏玛窦定是一人无

疑。一人双名的例子，在新约中屡见不鲜:如西满一一伯多禄，

坦盖一一保禄，若望一一马尔谷，若瑟一-巴尔纳伯等等。谷

与路在此用"肋未"一名，大概是因为不愿引起人们注意在十

二位宗徒中尚有一位为犹太人所怀恨的仇人。 详见玛 9 章七注。

@ 皇室为感谢耶稣召选之恩，便邀请耶稣在自己的家中聚餐，耶

稣也立即欣然答允，率领自己的门徒联抉同往。可是这一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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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了大众的注意，因为耶稣不仅由税吏们陪伴同行，而且还

进了税吏的家中，同席的人又尽是些为犹太人所视为罪人的税

吏。 因此洁身自好，自命不凡的法利塞人，实在看不过眼，便

上前对着宗徒们批评说"怎么，他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

耶稣一听这话，便以医生自比，并以自己的神圣使命自居，针

对法利塞人的形式主义，予以迎头痛击。 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9: 10-13 各注 。

@ 玛窦所设的宴会，引起了法利塞人的许多陈腐问题。 法利塞人

见侧面的攻击于己不利，于是改变方针，由正面进攻。 他们以

为这个耶稣，身为"辣彼"竟放弃一切祖传的规矩，既同罪人

言谈共食，又从没见过他如同若翰和他的门徒一样，时常禁食，

于是便由这一方面进攻。 按犹太人的风俗和思想，禁食原是一

种悔过与做补赎的表示。 按梅瑟法律(肋 16 : 29) ，全民众每年

只在赎罪节日，即"提市黎"月(犹太教历之七月〉十日应禁

食。 由宗 27:9 可以证明，当时还遵守这条法律。 充军期后，按

臣 8: 19 的记载:犹太人又加了四天禁食，即在四月、五月、七

月和十月，为纪念耶京的围困与陷落。此外，在战争、瘟疫、

患难之中，犹太宗教领袖时常宣布禁食，以平息天主的义怒

(加上 3:17; 加下 13: 12) 。 且在犹太人中，尚有许多热心人士

时常不断的禁食，如多 12:8; 友 8:6; 路 2:37 等 。 因此，在耶

稣时代，若翰的门徒，愿追随自己的师傅，克己苦身，时常禁

食(见玛 11:18) 。 法利塞人见到热心人士时常禁食，为要在人

们面前夸耀自己的热忱，也自称"每七天禁食两次" C路 18:

12) ，即每星期一和星期四 CSchürer II , 573) 。 按近代学者们的

意见，如拉冈热、胡彼、斯委特、克罗斯式曼 C Klostermann) 

等，都以为谷在此所记的"当时若翰的门徒和法利塞人正在禁

食" 一句，并没有"素来禁食"的意思(委讷 Winer S XLV , 

5 ，纳本包尔) ，而只是说当时正值法利塞人与若翰的门徒禁食

的日子，因而发生了这第三次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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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答话，非常幽默美妙:以新郎之喻，言明禁食并非其时

(19 , 20); 以新布补旧衣之喻，言明新旧不相配合 (21)。耶稣

之来，并不是为改革旧的犹太宗教，以新的教训来弥补旧的缺

欠; 而是要在世上建立新的默西亚国，以新约来代替旧约，因

此耶稣又取了新酒应装在新囊内的譬喻 (22) 。关于本段经文详

解，见玛 9:14-17 各注。

@ 第四次冲突是发生在麦田里。正当耶稣与宗徒们经过麦田，感

觉饥饿(玛 12: 1)掏麦穗时，为法利塞人窥见了，因而发生了

这次冲突。关于安息日问题，见玛 12:2 注。

@耶稣回答的话，直接来说，就是"凡成文法，在紧急中，原元

遵守的必要"。耶稣所引用的历史事实，原载于撒上 21: 1-7 0 当

达昧被撒乌耳追得走投无路时，便逃到了诺布阿希默肋客大司

祭那里。当时达味因为饥饿了，遂向大司祭求饼充饥。 大司祭

其时手中，除了陈设饼外，没有其他的饼，于是便拿陈设饼来

与达味充饥。"陈设饼"除司祭外，任何人都不许吃的(肋 24:

5-9) 。这段事迹，正可作为"凡成文法，在紧急时，原无遵守

的必要"的铁证。按谷所记，达味吃陈设饼之事，是发生于

"厄贝雅塔尔作大司祭时"，要与蹬皆无记载，但实际上，事情

是发生在厄贝雅塔尔的父亲阿希默肋客为大司祭时(撒上 21: 1-

7) 。于是在解经学界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法。有些学者如

胡彼、斯委特、摩法特等，以为此名是由一位不明历史的缮写

者所加的，因此都以此字为旁注，或根本删掉，或加以括弧。

另有些学者如商次、苛雅齐等，则以为当时犹太人中有这口传，

谷是按这口传写的。但近代的学者如拉冈热、纳本包尔、圣洛、

豆豆E整等，大都按圣多玛斯的解法，来解释本处的困难:即以

为在发生此事时，厄贝雅塔尔也在诺布，为帮助自己的年老父

亲阿希默肋客(见撒上 22:20) 。日后，他继父亲的位，作了达

壁的大司祭，名声远超过他的父亲，他的名字常与达味同列，

因此，日后的人，一提及主壁，便很容易提及厄贝雅塔尔的名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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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见 Knabcnbauer ， COffiffi . in M C. 1884 , p . 88) 。 后一说似

乎可取。 27 节是谷所独有的 。 耶稣在引述历史事实之后，便道

出这句解释法律的惊人原则"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

了安息日 。"这句话讲出了"成文法"的真精神与真意义。 按

"成文法"的范围，天主定的也好，人定的也好，统是为人群的

利益与幸福，并且也是为帮助人遵守"自然法"所以如果"成

文法"失去为人谋福利的目的，也就失却了它的效力 。 因此，

耶稣的这一惊人的原则，把人类由法利塞形式与拘泥法律字眼

主义里拯救了出来，使人类知道了立法的真精神 。 这正如圣保

禄宗徒说的"文字叫人死， (圣)神却叫人活" (格后 3:6) 。 最

后耶稣道出自己的权威"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详见玛 12: 1-

8 各注 。

第三章

安息日治好枯手的人(玛 12:9-13; 路 6:ι10)

1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有一只手干枯

了 。2他们窥察他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好去控告他。 @

3耶稣对那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 "4遂

对他们说"安息日许行善呢，或作恶呢?许救命呢，或

害命呢?"他们一声不响。5耶稣遂含怒环视他们，见他们

的心硬而悲伤，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一伸，他的

手就复了原。 @

首次会议除灭耶稣 (玛 12: 14; 路 6: 11) 

6运5fÙ塞人一出去，立刻便与墨蓬堡党人做陷害坚壁

的商讨，为除灭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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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跟随耶稣 (要 12:15-21; 蹬 6:17-18)

7那时耶稣同自己的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民众从

组里盟主跟随了来，并有从延主、8耶路撒冷、依杜默雅、

羞经当河彼岸、墨渣和盗垒一带地方来的许多群众，昕说

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来到他跟前。9因为人多，他遂吩咐他

的门徒为自己备好一只小船，免得人拥挤他。 10 因为他治

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病灾的人都向他涌来，要触摸

他。 11邪魔一见了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说"你是天主

子。 " 12他却严厉责斥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0

拣选十二宗徒(要 10:1-4; 蹬 6:12-16)

13随后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他们便

来到他面前。 14他就选定了十二人，为同他常在一起，为

派遣他们去宣讲 15并有驱魔的权柄。 016他选定了这十二

人:西满，给他起名叫伯多禄 17载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

雅各伯的弟弟若望，并为他们起名叫"波纳尔革"就是

"雷霆之子"， 18安德肋、斐理伯、巴尔多禄茂、玛窦、多

盐、阿耳斐的儿子雅各伯，达陡和热诚者西满， 19并负卖

堕堡的犹达斯依斯加略。@

耶稣废寝忘餐

20耶稣到了家，群众又聚集了来，以致他们连饭都不

能吃。 21 他的人听说了，便出来要抓住他，因为他们说:

"他疯了!" 0 

耶稣与贝耳则步(玛 12:22-32; 路 11: 14-23) 

22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们说"他附有贝耳则步。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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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他赖魔王驱魔。" (i)23坚壁遂把他们叫来，用譬喻

向他们说"撒赠怎能驱逐撒赠呢?24一国若自相纷争，那

国就不能存立 ;25 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也将不能存立。

26撒赠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也就不能存立，必要灭亡。

27决没有人进入壮士的家，能抢劫他的家具的，除非先把

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抢劫他的家。 028我实在告诉你们:世

人的一切罪恶，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29但

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而是永久罪恶的犯人。"

30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附有邪魔。" 4ID 

耶稣的真亲属 (玛 12:4ι50; 路 8:19-2 1)

31 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站在外边，派人到

他跟前去叫他。32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有人给他说:

"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33 耶稣回答他们

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34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

人说"看!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35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

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 m 

@ 法利塞人与耶稣辩论了几次，都为耶稣所击败，于是对耶稣更

加敌视，在各处布置侦探，窥察耶稣的行动，好去控告他。虽

然如此，耶稣在安息日还是照例"进了会堂"。 这会堂大概是葛

法翁的会堂。当时在会堂中正有一个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这人

竟成了他们这次冲突的机缘。 2 节"他们"二字，虽未指出是

谁，但由 6 节"法利塞人一出去"一句，可以知道是法利塞人。

@ 耶稣对那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一句，表示

耶稣己看出他们的阴谋暗计，就针对着他们鬼鬼祟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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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行了这个圣迹。路对此明明记载说"他看透了他们的心

思，就对那……" (路 6:8)0 4 节耶稣对法利塞人所指出的问

题，又是依据上段。: 27) 所记"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原则:

行善，无论何时何地是应行的;作恶，无论何时何地是应禁止

的;救命与害命也是如此。因此，安息日不能禁止人行善或救

命，也不能准许人作恶或害命。这个问题是极简单易懂的，法

利塞人本来不用思索，即可回答，但法利塞人都怕言多有失，

都一声不响，于是全场寂静无声。就在这寂静的气氛中，耶稣

气忿忿地环视一周，殊觉他们心硬得可怜。在场的宗徒们，当

然也见到了当时耶稣怒目的神态，至少伯多禄曾注意了这情景，

因而只有他的书记马尔谷记下了这些细节 (5a) 。耶稣的忿怒立

刻为自己的慈心所融化，遂对那枯手的人说"伸出手来!"那

人于一伸，就复了原 (5b) 。

@ 法利塞人不但见到自己的恶计又告失败，而且也见到了耶稣的

怒目而视，他们便恼羞成怒，愤愤地退出会堂，立即去同黑落

德党人商议，怎样除掉耶稣 (6) 。按黑落德党人在政治上是拥

护黑落德政策的，亦即拥护罗马大帝国，在宗教方面，是属于

撒杜塞党。本来法利塞党人原是仇视黑落德党人的，以他们为

叛教卖国的恶徒，不屑与他们有任何往来。但为了雪耻泄恨，

便不顾一切，与他们同流合污，藉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来对付

耶稣，设法除灭他。所以本节并不只是最末一次冲突的结论，

而且也是这一连五次冲突的结论。由下节起，开始耶稣传教生

活的另一阶段:选立十二宗徒，布道家乡，直至耶稣见弃于纳

臣肋 (6: 6a) 。

。"那时耶稣同自己的门徒退到海边去"一句，说出耶稣已知道了法

型塞人与墨蓬堡党人的共同阴谋(要 12: 1日，遂愿暂时躲避一

下，不与他们作元谓的争执;但"有许多民众从加里肋亚……跟

随了来。"釜在此特别记出各地群众追随耶稣的事:一方面是为

彰显平民百姓拥护耶稣的热情，与自以为清高的法利塞人谋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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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毒计，作一讽刺的对比;另一方面也是为下段所记的选

立十二位宗徒下一伏笔。 耶稣的名声已远播加里肋亚以外各地，

向往耶稣的人，都由犹太省、耶路撒冷城、依杜默雅省、若尔

当河对岸(即河东培勒雅〉、提洛和漆冬一带〈即胖尼基) ， 到

他跟前来，为听他的教训，并求他医治各种病症。 耶稣见到群

众的数目这样庞大，热情这样恳挚，人人都前来摸他，为治好

自己神形的疾苦。耶稣一见群众如此拥挤，便吩咐自己的门徒 ，

时常"为自己备好一只小船"。 耶稣之所以叫人备好船只，并不

是怕民众对他有什么不利的表示，而是怕群众拥挤他过度 。 这

段生动的记述，又是谷由伯多禄的记忆中得来的资料。 11 、 12

两节是谷所独有，且也是他所乐于记述的。 当邪魔见了耶稣的

尊容，不得不表示自己甘拜下风的举动，遂屈膝下拜，承认耶

稣的天主性 。 "你是天主子"一句比之 1: 24 你是"天主的圣

者"一句，意义更为深奥，包含的道理更为明显〈见 Lagrange

p. 63; Huby p. 69) 。 耶稣所以不愿邪魔把自己显露出来，并不

是否认或反对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而是不愿加深仇人对自己的

恼恨，更不愿激起民众对"默西亚"的错误观念。 见 1 注

十一 。

@ 当耶稣听说法利塞人联合黑落德党人设计谋害自己，看见这么

多的群众来拥护自己，又知自己在世的时日原也有限，便成立

了一个小团体，叫他们时常在自己的周围，作自己的言行与日

后受苦、复活的证人，并继承自己的神圣使命;因此这一团体

便成了"默西亚神国"一一圣教会的砾柱。 这时是耶稣传教生

活的转折点:以前，圣父所付于他的神圣使命都由他个人负担，

此后，他要宗徒与他共同负担，所以耶稣便在这重要的时刻，

上了一座山，彻夜向天父祈祷，以后便由自己的门徒中拣选了

十二位(路 6 : 12) ，立定了默西亚神国一一圣教会的雏形。 这

"十二"数字是一有象征的数字，象征着伊撒尔的十二支派。 古

时以十二支派组成了旧伊撒尔国，今以十二位宗徒作新塑盘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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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国的代表与管理人。 13 节"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 一句，

充分表现了耶稣选择这十二位宗徒，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

志，这正如圣若望宗徒所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

选了你们，并委派了你们，为叫你们去结果实" (若 15:16) 。 关

于宗徒的任务，谷记载的很明白(一〉 是"为同他在一起"

叫他们与世俗隔离，亲自栽培训诲他们，使他们将来成为自己

的言行与复活的证人;此外，叫他们对他超然的日常生活，有

耳濡目染的机会;这样，于不知不觉中，超性的事理都浸人他

们的肺腑。 (二)是为"派遣他们去宣讲"即传扬天主国的福

音，并将耶稣的名字传于普世。 (三〉是为"驱逐魔鬼"即行

奇迹，继续耶稣在世的慈善事业，尤其应继续战胜魔鬼的工作 。

现在圣教会内，教宗、主教、神父都是继续宗徒使命的人，他

们的任务也归于这三点(一)是同耶稣在一起，作他的勤务，

守贞不婚，清心寡欲，无所牵挂， 一心为天主为教会效劳。

〈二〉是出外传教，将天主的福音传到全世界，使众人都认识耶

稣。 (三)是施行圣事，举行圣祭，以及利用圣教会中一切获得

圣宠的方法，驱逐遍布全世界肆虐害人的恶魔。 15 节拉丁通行

本有"治好病痛"一句，近代学者都以为是由玛 10: 1 窜入的 。

o 16-19 节大致与玛 10 : 2-4; 路 6: 1 4-16 相同，请参阅二处注释。

谷所记的宗徒名单与玛和路所记的先后次第虽有不同，但都以

伯多禄为首，以犹达斯依斯加略殿后 。 按玛与路:伯多禄以后

便是安德肋，因为他们是兄弟;谷却在伯多禄后，记有雅各伯

和若望，然后才是安德肋等。 这大概是因为前三人特为耶稣所

宠爱的缘故(谷 9:2; 14:33 ，见若引言〉。 此外，谷还特记耶稣

称雅各伯和若望为"波纳尔革"一一雷霆之子的事(17) 。 按近

代学者们的意见:耶稣称他们为"波纳尔革"，并不是以新名替

代旧名，如给堕堕起名叫i直至2主一般，而是因为他们见到某一

盘望整整村庄不愿收留耶稣，因而大发雷霆，要天上降火焚毁

此村庄的缘故。 事见路 9: 51-56 。

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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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0 、 21 两节是谷独有的记载。按路 6: 12-49，耶稣选定宗徒之

后，便讲了谷所未记的"山中圣训"。可知，耶稣在选宗徒之

后，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回到葛法翁(路 7: 1)。由此看

来，釜在此所记的"家"大约即是伯多禄的家，这里既是耶稣

出外传教的出发点和中心点，当然也即是耶稣与门徒们常来吃

饭的地方。但是他这次尚未进入家门之前(按原文:只是"来

到"尚未进人)，民众就拥挤到耶稣眼前，耶稣见到群众的热

诚，便乘此机会，向群众宣讲天国的福音，以致"连饭都不能

吃" "他的人"一听到这事，就从家里出来，要抓住耶稣， 把

他带到家中去吃饭。可是这里所说的"他的人"是些什么人?

按原文 oi 7rapá 毗ou 可指"亲属"、"同伴"、"随从"等等，因

此学者中对此字的意义，议论纷纷。按谷的文笔来看， 此处似

乎不能有"亲属"之意，因为谷对耶稣的亲族，常具体地指出 :

如"母亲"、"姊妹"、"兄弟"等等。 :31; 6:3); 并且谷从福音

开始至今从未提过耶稣的亲族，所以谷决不能用这广泛的语句

来指称未曾提过的人物。此处所指的人物也不能是 3:31 所指的

耶稣的亲族，因为谷不会先把一句"隐语"放在读者面前。所

以"他的人"一语，是指"随从"或"同伴"即指 16-19 所记

的"同他在一起"的门徒 CBauer: Wortcrbuch Zu dcn Schriften 

des N. T. , Berlin 1952 (4); Blass-Debrunner Grarnrnatik des N . 

T. - Griechisch 1, Göttingen 1943 , S 237; Riesenfeld in: Kit

tel-Friedrich , TWNT V , 12 , p.727) 。由此看来想必是组主盘等

一见耶稣有意到自己的家去，就和一两个同伴，回家去为耶稣

和同伴预备饭食，也许是耶稣预先打发他们回家去预备饭(见

11:1; 14:13) ，所以此处的 oi 7ra同忱。u Cqui ab eo) 需要一个动

词来补充它的意义，要补的动词大概可照 14 节所暗示的"被派

遣"一词，即"被他派去的人" CStephanus: Th. G r. L. VI , 

p.192D , 193剧。如今我们可以明了本节的意义"他的

人"一一"被他派去的人"一听说耶稣为民众所包围，并且饭



465 马尔谷福音第三章

食也已备妥，所以他们便从家中出来，抓住耶稣，勉强他回家

吃饭，并且口中喊说"他疯了"。 按"他疯了" 一语，原文作

"É~i(στr;" (Est cxtra sc) ， 此译文也许超过原文的含意。 按釜对这

动词的用法，多表示因惊骇，或喜乐，或忧伤而失去常态之意

(见 2: 12; 5 :42; 6:51; 16: 肘 。 打鱼的门徒们用这句话，无非是

为表明耶稣一味地与民众周旋，连吃饭和休息都置之不顾，似

非常人之举。 所以这句话对耶稣并没有侮辱之意。 像这种口吻，

我们在热切关怀一个人时，往往也会有同样的谴责 。 这段真是

描绘如画: 一面描绘耶稣周旋民众中间教训人民，另一面描述

伯多禄等，为尽家主之谊，对吃饭时间的焦虑 (6 : 3日 。 由此可

以推断，这一幕必是照亲历其事者的追述而写出的 (Dr. K 

Staab: Das Evangelium , nach Markus 1956 , VD 1953 , pp. 131 -

143 , Wimrner: "Apostolos quosdam exisse , ut Jesum domum 

ducerent" Mc. 3 , 20sq.) 0 21 节的经文，除了上述解说外，公教

学者中尚有四五种解说，今特将两个主要的见解介绍于下:拉

冈热、胡彼、勒等，则以为 21 节与 31 节有关，因此将 21a "他

的人"解作"他的亲族"将 21b "他们说"讲成无定位动词，

因而译作"有人说"是指耶稣的亲族昕人说"他疯了"。 如

果这种意见是对的，本节应译作"他的亲族听说了"便出来

抓住他，因为有人说"他疯了" 。 但撤肋斯、瓦加黎等，则以

为本节应译作"他的亲族听说了，便出来抓住他，因为他们

说:他疯了" 。 按这 一 派的意见，则以为 21b 的"Ð.e:Yoν" 

(di∞nt) ，依上下文应指示"他的亲族"因而"他疯了"一语，

便成了他的亲族所说的话。 这两种解释，在经学界仍有其相当

的权威。

。 22-30 节与另 12: 24-31; 蹬 11: 15-23 大同小异，请参阅该处各

注。 釜在此记的这段事迹，写得似乎突然。 但按要 12: 22-32; 

蹬 11: 14-23 对这事迹的记载，明白指出这次冲突，是因为耶稣

治好了一个又聋又哑且附魔的人;并且又因着这奇迹，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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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更激起了民众的热情，遂彼此问说"这人岂不是达味之子

吗?" (~12:23) 蛊型塞人与经师一昕见"达味之子"一一暗指

"默西亚"一一的名号，怒从心起，就说出了这种最亵渎的言

语"他附有贝耳则步，他赖魔王驱魔。" "贝耳则步"一词，参

注见路 11 注七。在此以"家主"之意更为适宜，因为一来适合

经师们所说的"魔王"二来也适合耶稣所取的比喻。

。 耶稣为反驳经师加给自己的侮谩，举了三个比喻:前两个是消

极的，即谓:国与国争，家与家争，都是要自趋灭亡的。撒赠

既比人类更加聪明，当然更不会互相纷争，自趋灭亡;于是耶

稣又取了一个积极的比喻说:如果有人要抢劫壮士之家，非先

把那壮士捆起来不可，意即:那抢劫的人非超过那壮士的力量

不可。魔鬼即是那占有人身的壮士，那由人身驱出恶魔，比恶

魔更强有力的，定是具有天主的能力者。耶稣虽没有指出自己

来，但听众自可明了。详见玛 12: 25-29 注。

@ 关于亵渎圣神的罪，详见玛 12:32; 路 12: 10 各注。耶稣在此所

说的亵读圣神的罪，是指法利塞人等，故意执迷不悟，对真理

推聋装哑，将圣神的救人工作归于魔鬼。像这种罪过简直是相

反人灵之光，赦罪之源一一-圣神。所以耶稣说出"永远不得赦

免"的话，即谓:这种情愿固执于恶的人，已是不可救药的了，

并非天主不愿赦他的罪，而是他本人甘愿自闭赦罪的门。 30 节

谷明明指出，耶稣在此所说的亵渎圣神的罪是因为他们说耶稣

以魔驱魔。

@ 关于本段的经文见玛 12:4ι50 各注。关于耶稣的兄弟，见玛 12

附注。耶稣在此自问自答中(33-35 节) ，并没有否认血亲的关

系，只是愿意把血肉关系超性化，叫人明了，不是什么兄弟，

姊妹，或其他的血统，或什么亚巴郎子孙等等关系，将受到重

视。天主所重视的，只是惟一超性化的亲族关系;所以耶稣的

话，对他的亲族，并没有什么冒犯之处，并且为圣母还是一种

最完善的赞美，因为她常是虔诚热烈地承行了天主的旨意。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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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时她说"看!上主的姆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她始

终没有改变她的态度，由怀孕到生产，最后到加尔瓦略山，她

常承行了天主的旨意。

第四章

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翌日: 1-15; 他23; 蹬 8: 4-15)

1 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有很多群众聚集在他跟

前，他只得上了一只船，在海上坐着，所有的群众都在海

边地上。2他用譬喻教训他们许多事，在施教时，他向他们

说 03 "你们昕: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4他撒种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5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

里没有多少土，即刻发了芽，因为所有的土不深，6太阳一

出来，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7有的落在荆

棘中，荆棘长起来，把它l阮住了，就没有结实。8有的落在

好地里，就结了实，长大成熟，有的结三十倍，有的六十

倍，有的一百倍。"9他又说"有耳听的，昕罢! "1。当耶稣

独自一人的时候，那些跟从他的人和十二徒便问他这些比

喻的意义。 11 耶稣对他们说"天主国的奥义只赏给了你

们，但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 12使他们看是看，却看

不见;听是昕，却昕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头，而得赦免。" f) 

13堕壁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能明白其

他的一切比喻呢?14那撒种的人撒的是‘话， 15 话'撒在

路旁的，是指的那些人，当他们听了后，撒掰立时来，把

撒在他们心里的‘话F 夺了去。 16 同样，那撒在石头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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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指的那些人，当他们听了这"话"后，立刻欣然接

受 ;17但他们心里没有根，只是一时的，及至为了这"话"

发生艰难或迫害，立刻就跌倒了 。 18还有那撒在荆棘中的，

是指的那些人，他们听了这"话"后 19世俗的焦虑，财

富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把话阮住了，结不出果

实。20那撒在好地里的，是指的那些人，他们昕了这"话"，

就接受了，并结了果实，有的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

一百倍。" 8 

应传扬奥迹 (路 8: 1ι1 8; 参见码 5:15; 10:28; 7:2; 13:12) 

21耶稣又向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为放在斗底或

床下吗?不是为放在灯台上吗?22 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

不是为显露出来的，也没有隐密的事，不是为彰明出来

的。23谁若有耳听，昕罢， "24耶稣又向他们说"要留心你

们所听的。你们用什么尺度衡量，也要用什么尺度衡量你

们，且要多加给你们这些昕道的人。25 因为凡有的，还要

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

麦粒自长的比喻

26又说"天主的国是这样: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

地里 27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

样，他却不知道。28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先发苗，后吐

穗，最后穗上满了麦粒。29 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伸

出镰刀，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 。 " 0 

芥子的比喻(玛 13:31 、 32; 路 13: 18 、 19)

30又说"我们要怎样比拟天主的国呢?或用什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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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来形容它呢?31 它好像一粒芥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

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 ;32 当下种之后，生长起来，比一切

蔬菜都大，并且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能栖息在它的

荫下。" 0 

耶稣用比喻教训人(翌日 :34 、 35 )

33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按照他们所能昕受的，给

他们讲道产若不用比喻，他就不给他们讲，但私下里却

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

耶稣平息风浪(另 8: 18 、 23-27 ;蹬 8: 22-25) 

35在那一天，到了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对

岸去罢! "36他们遂离开群众，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

去了;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37忽然狂风大作，波浪

打进船内，以致小船已满是水。38耶稣却在船尾依枕而睡。

他们叫醒他，给他说"师傅!我们要丧亡了，你不管

吗?"39耶稣醒来，比责了风，并向海说"不要作声，平定

了吧 1" 风就停止了，遂大为平静。40耶稣对他们说"为什

么你们这样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41 他们非常惊

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昕从他。"。

@釜在本章一至三十四节内，记述了三个天国的比喻:其中两个

与翌日章所记的七个比喻中的两个相同，另一个是谷所独有

的。这三个比喻都是以种子的自然发展能力，来比拟天国的播

种、生长与发扬光大。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想必是耶稣在海边

上宣讲的，虽然在 35 节内，我们还见到当天晚上，耶稣仍留在

船上，吩咐宗徒撑船过海的事;可是 1 0--25 一段，按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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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在另一环境之中，与耶稣在一起的，只有十二宗徒和其他

少数跟随耶稣的人(10) 。由此可见，这大段中的每小段，都不

是按时间先后的次序，而是按照内容辑集在一起的。关于譬喻

的性质、意义、解释与目的，详见玛 13 章要义。 1 、 2 两节是谷

给我们绘画的一幅动人的谈道图。在辽阔的海边，在海岸的岩

石上，坐满了侧耳倾听的人群，而主耶稣却坐在一叶扁舟上，

面向着海岸，以平凡的譬喻向群众讲论天国深奥的道理。也许

离海岸不远，田野间正有农夫正在播种，耶稣遂触景生情，顺

手拈来，讲了下面所记的撒种的譬喻。

3-8 为譬喻的正文。如果读者明了巴勒斯坦的田地形势，很容易

看出这譬喻内所讲的，都是些极平凡的事，详见玛 13: 3-8 注。

这譬喻说出，宣讲福音生效与否，系之于听众的心地如何。 9 节

是一句警语，为唤起昕众的注意，叫他们对耶稣所讲的譬喻，

作一更深刻的研究与认识，因而留下一个更清楚的印象。

@ 由 10 节起，谷领我们到了另一境地:耶稣独在一处，在他四

周，只有他的门徒和十二位宗徒。可知，由本节起至 25 节止，

都是耶稣与自己门徒的谈话。在 10 节内，我们还应注意的是:

门徒说的"比喻" 一语是多数一一"这些比喻"。虽然至此圣史

只给我们记述了一个撒种的比喻。-的，可是由门徒所说的

"这些"二字看来，便可推知那时耶稣讲的比喻决不只是这一

个。 11a "天主国的奥义"即是天主为建立"默西亚神国"的

秘密计划。称为"奥义"，是因为出自那不可测量天主的智慧，

内中所蕴藏的一切，除非有天主的特别启示，人的理智是不能

探索的。对于天主这种计划的智识，对"默西亚神国"的性质、

建立、扩展、发扬光大，以及对进这神国的条件，都一一告诉

了他所拣选的门徒，因为他们在耶稣死后应负起宣讲这神国的

使命。因此，因了他们常与耶稣在一起，又因了他们受教的心

与对耶稣的信心，他们堪当昕受天国的道理，并应作更深一层

的认识与明了，于是耶稣便把天国的奥义解释给他们，因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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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说"天主国的奥义只赏给了你们"。 至于"那些外人"

(1 1 b) ，耶稣也没有忽略他们，为他们"一切都用比喻" (1 1 b) 。

"那些外人"是指上边所说的"你们"以外的人，不但包括耶稣

的仇敌一一经师、茧型塞人和墨蓬整党人，而且也包括那些对

耶稣宣讲与奇迹表现热狂的群众。 他们虽然紧随耶稣，但只是

为了耶稣的奇迹，为了对"默西亚"的错误观念，因而并未成

了耶稣的忠实信徒。 耶稣之所以给他们讲比喻，并不是为阻止

他们明了自己的道理，而是要他们更容易接受 。 釜明白地告诉

我们:耶稣以比喻给他们讲道，是"照他们所能听受的" (33) 。

所以，比喻的本质，本是为唤起昕众的兴趣，使听众更容易明

了，但是一个昕者如要实在明了比喻中的真谛，非先虚心下一

番反省与思索的工夫不可 。 但为只追求物质与政治的"默西亚

王国"的群众，决不会想到耶稣所宣讲的，是一个谦下、温良、

并要求人克己苦身的"默西亚神国"。 并且，耶稣也明明知道，

如果目前公开的，毫无隐瞒地向民众宣讲这受苦受难的"默西

亚神国"，不但不会为民众所接受，反要遭到无数的反抗;因此

耶稣便求之于比喻，使心地正直的人能以得到天主国奥义的启

示，而那些心地顽梗的人却仍留在昏迷之中 。 所以一般民众如

不明了比喻中的含意，因而悔改，应归罪于自己，应怨自己迷

于现世的事物，惑于错误的"默西亚观念"。 所以 12 节"使他

们看……" 一句，并不是说耶稣有意使昕众不懂，而只是要说

明耶稣使用比喻后所发生的效果与事实。 详见玛 13 章注 。

8 13-20 为撒种比喻的解释。 13 节"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

能明白其他的一切比喻呢?" 一句，意谓:这撒种的比喻是其他

-切比喻的根本与锁钥，如果不懂得这一个比喻，又怎能懂得

其他的比喻呢? 于是耶稣便亲自辟解这个比喻。 14 节是这个比

喻的关键。 种子即是耶稣论天国所讲的"话"。一粒种子的命运

如何，要看它落在什么土地上;同样，耶稣的"话"收效与否，

也要看昕者的心地如何，以及合作如何。 如果要使耶稣的"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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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实效，那粒种子必须落在善良听者的心田里。 这课教训对

耶稣同时的犹太人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以为选民必是"默西亚

王国"中的中坚分子，并无所谓什么道理方面的条件，但这比

喻正强调内心的准备的重要性。 关于经文的解释，见玛 13:1 8-

23 注 。

。 本段中的两个小比喻:灯 (21)与尺度 (24) ，大概只是向门徒

讲的 。 按 11 节所记:天国的奥义只赐给了门徒们，但这并非说

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要他们成为"世上的光" (玛 5: 14-

16) 。 有如灯的功用是为了光照;同样，门徒们的使命是为向全

人类传扬世界的真光一一基督，并把基督的教训传与世人。 目

前"那些外人"是不能领略天国奥义的，但时日将到，天国的

奥义要在房顶上宣布出去(玛 10:26 、 27) 0 24 、 25 两节是两句

成语。 这两句成语使我们记起了"塔冷通"比喻中的警句(玛

26 : 1 4-30) 。 得到天国奥义的知识是天主的特殊恩宠，这恩宠有

如天主的一切恩宠一般，生效结实与否，全系于人的合作如何，

懂得与生效的程度也要视昕者的注意与心地准备的程度如何而

定。 善用这知识的，将受到更多的赏报。 这两个小比喻是针对

门徒们讲的，因为他们正负有向人类宣讲福音的使命。 详见玛

5 : 15; 7: 2; 13: 12; 25: 29 各注 。

@ 这一个比喻是谷所独载的，可说是前一个撒种比喻的增补。 耶

稣在这个比喻中，将天主的国在地上发展的情形比喻种子的自

然发展。一粒种子落在好地里，因了土壤的滋养和太阳的热力，

自然而然地发芽生长，并不再需要农夫其他的特殊工作。 实在，

在巴勒斯坦农事的状况就是这样:农夫只要撒下种子，再没有

别的工作可做，听其自然，麦子熟了，就去收获。 同样，对天

国也是这样。 基督就是撒种子的，种子撒下之后，即建立圣教

会之后，便离世升天，直到收获的时期，再来收获。 这期间，

圣教会慢慢滋润生长，不断向外发展，没有能阻止她自然生长

发展的能力的 。 这一比喻也是教训宗徒，或日后的传教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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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到自己的宣讲，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效果时，不要过于

焦虑失望，因为天主的工程，自有他的时日，自有他的标准与

规定。 宗徒或传教士，就好似农夫，他们的最大工作即在于撒

种，到种子落在地里之后，既不能摆苗助长，亦不能炙穗使熟，

只有让其自然发展。 这课题正如圣堡整宗徒所说的"栽植的算

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惟有那叫它生长的天主" (格

前3= 7) 。

@ 在上一个比喻内，耶稣讲明了天主的国在世上自然发展的能力;

在这一个芥子比喻内，耶稣给我们描述天主的国在世上发展的

壮丽。 天主的国，最初虽然受人轻视，微不足道，但将来必要

扩展到全世界，使万国人民都在她的荫影下，得到真正的安息

与和平。 详见玛 13:31 、 32 注 。

o 33 、 34 两节为比喻的总结。 由这两节我们可以知道(一)耶稣

讲到许多与此相类似的比喻，釜所记的三个只不过是比喻的几

个例子。 (二)耶稣常按当时听众的心理与其对"默西亚神国"

认识的程度取比说教，使他们易于接受 。 详见本章注三。 (三)

耶稣与民众谈到天国时，常以比喻来教训他们，因为天国的奥

义，他们尚不能接受。 (四)对于门徒，耶稣却私下里给他们解

释一切，因为他们将来要继承基督的使命。

@ 由本段起，谷连续记述了三个圣迹。 看情形这三个奇迹是连续

发生的，见年表 71 、 72 、 73 与玛 8: 23-9: 1a; 9: 1 8-26 各注。 这三

个奇迹虽然三位圣史都有所记载，但玛与路远不及谷所记载的

生动活泼。 玛与路所载的只是就事论事，而谷所载的，却是目

击者的回忆，因为有许多细节，如非亲身经历的决不能描述得

如此详尽。 这又是谷取材于亲历其境的证人一一伯多禄的有力

证据。 只就本段所记的圣迹来说"在那一天，到了晚上"

(3日，即耶稣讲述天国比喻的当天晚上"照他在船上的原状"

。6) ，即照耶稣在船上给民众讲道的情形"与他一起的还有别

的小船" (36); 耶稣"在船尾上依枕而睡" (38); 以及宗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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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语怎样粗鲁，耶稣怎样吨喝风浪，怎样斥责门徒等等的记

述，都应出于亲历其境者的口授，才能描绘得这样细致。 关于

经义，详见要 8: 23-27 各注 。 40 节耶稣斥责门徒所说的话，并

不是说门徒对耶稣尚没有信心，而是惊讶他们见他行了这样多

的奇迹，还没有一种超人的信德。 教父们把这只在提庇黎雅海

中受风浪袭击的船，比作圣教会，表示圣教会虽世世代代受风

浪的袭击，但有耶稣同在，也只是有惊无险而已 。

第五章

驱魔入猪群 (玛 8: 28-9: 1问路 8:2ι39)

1他们来到了海的对岸主翠盘人的地方。 02耶稣一下

船，即刻有一个附着邪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走

来。3原来那人居住在坟墓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

锁链也不能。4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锁链将他捆缚，他却将

锁链挣断，将脚镣弄碎，没有人能制伏他。 5他昼夜在坟墓

里或山陵中喊叫，用石头击伤自己 。 86他从远处望见了耶

壁，就跑来，跪在他前 7大声喊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因着天主誓求你，不要苦害我!"

8因为坚壁曾向他说"邪魔，从这人身上出去!" 89耶稣

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耶稣说"我名叫‘军

旅，因为我们众多。 "1。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

开此地。 0 1 1 那时在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着;

12他们恳求坚壁说"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好让我们进

入它们内 。 "13耶稣准许了他们;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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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群猪约有二千，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在海里淹死

了 。 014放猪的人就逃去，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人都

出来看是发生了什么事。 15他们来到坚壁跟前，看见那个

附魔的人，即为"军旅"所附的人，坐在那里，穿着衣

服，神志清醒;就害怕起来。 16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

遇到的，和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 17他们便请求

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018 当坚壁上船时，那曾附过魔的

人恳求堕壁让他同盟盘在一起。 19里堡没有允许他，但对

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

作了何等大事，怎样怜悯了你。"20那人就走了，在十城区

开始传扬耶稣为他所作的何等大事，众人都惊奇不已。@

治好患血漏的妇人，复活雅依洛的女儿(玛 9: lb、也26; 路

8 : 40-56) 

21 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有许多群众聚集在他周围;

他遂留在海滨。22那时，来了一个会堂长，名叫雅依洛，一

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 23恳切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

要死了，请你来，给她覆手，叫她得救回生。"24耶稣就同

他去了。一大群人跟随着他，拥挤着他。 (l)25那时有一个

妇人，患血漏已有十二年，26她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

多痛苦，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不但没有见效，反而更

恶劣了。27她听了耶稣的事，便来到人群中，从后边摸了

堕堡的衣裳 ;28因为她心里想"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必

然会好的。 "29她的血源立刻泪竭了，并且觉得身上的灾病

也好了。 030:ij~堡自己立时也觉得有一种能力从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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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31他的

门徒向他说"你看!群众四面拥挤着你，你还问:谁摸

了我?"32耶稣四周观望，要看做这事的妇人。 33那妇人明知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战战兢兢地前来，跪伏在耶稣

前，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34耶稣便向她说"女儿!你的

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你的灾病好了!" æ35他还说话的

时候，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你还

烦劳师傅做什么?"36耶稣昕见所说的话，就给会堂长说:

"不要怕，只管信。"37除伯多禄、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

望外，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38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

耶稣看见非常喧噪:有的哭泣，有的哀号 39便进去，给他

们说"你们为什么喧噪哭泣呢?小女孩并没有死，只是

睡着了 。叫他们都讥笑他。 他却把众人赶出去，带着小女

孩的父亲和母亲，及同他在一起的人，进了小女孩所在的

地方。41他拿起小女孩的手，对她说"塔里塔，古木!"解

说"女孩子，我给你说，起来! "42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

走，原来她已十二岁了;他们都惊讶得大为出神 。 43耶稣

却严厉命令他们，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女孩

子吃的 。 @

@ 本章继续记述另两个圣迹:驱魔人猪群(1-20 ) ，治好患血漏的

妇人和复活雅依洛的女儿 (21-43 ) 0 1 节与上章末段相连，上章

35 节耶稣吩咐渡海之后，在海中遇到了风浪，风浪因耶稣之命

平息后，宗徒们便平安地过了海，到了海东岸，即主望盘人地

方。 关于革辣撒的名称与地点，学者们的意见不一。 近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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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匮旦1+ CAbel)、立团垫等，都主张主塾盘即是今日的釜笙皇

CKursi) ，详见E?， 8: 28 注二十。

3-5 是描述附魔的人凶猛的情形，与 6 节附魔的人见到耶稣后的

驯服情形，作一对比。

虽然耶稣尚未使用权柄来驱逐魔鬼，但那个无法控制的附魔人，

己驯服地跪伏在耶稣足前。须知，这人的一举一动，都是由魔

鬼驾驭的，所以他的行动即是魔鬼的行动。 由此可见，魔鬼深

知耶稣的无上尊戚。 7 节是魔鬼向耶稣的祈求，详见玛 8:29 。

"我因着天主誓求你"一句，是犹太人所常用的誓词 。 魔鬼明知

自己的元能，便以天主的名号来恳求耶稣，不要将他们驱逐到

"深渊中去" C路 8:31)。

@ 通常耶稣驱魔，只发一个命令〈玛 8:16) ，不愿与恶魔多谈。这

次耶稣却询问魔鬼的名字，这大概是因为耶稣愿在场的人知道

魔鬼的数目之多，对他将行的奇迹更为赞叹，对他的能力更为

惊奇。 按"军旅"一词，原为罗马军制的一个名称，一"军旅"

的人数，大约由五千到六千。此字在此含有众多之意。 虽然魔

鬼众多，但仍敌不过耶稣的权威。

@按犹太人的传统与梅瑟的法律 (肋 11: 7; 申 14: 剖，猪本是不

洁的，不但不许吃它的肉，连摸也不许摸(肋 11: 26) 。但加里

盟主海东岸的居民，大半都是外教人 Ccfr. Jos. B.J. 2 , 18 ，日，

达主人只占少数，所以有以养猪为业的人，并不为奇。 关于经

文详解，见玛 8: 30-32 注二十二，二十三。

@ 东岸的居民见了这样大的奇迹，并脱离了魔鬼的纷扰，本应承

认耶稣是由天主派来，拯救人灵魂肉身，脱离魔掌的一位，但

他们为物欲所迷惑，两千只猪的损失压倒了他们惊讶奇迹的心

情，于是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免得他们再受其他物质

的损失。

@ 主塾盘地方的人，虽然粗鲁元礼，但那先前附魔的人却前后如
出两人:先前失去了人性，如今却不愿再离开耶稣，乐意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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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作耶稣的徒弟。 但耶稣没有允准他的请求，目的是要他

在自己的民族中， 宣扬耶稣的大能，劝导民众对耶稣与他的使

命发生兴趣，作为天国福音渗透其地的先导。 这里我们尤应注

意:耶稣在此改变了以往行圣迹后的作风。 通常耶稣行圣迹后，

总不许人宣扬(如 1: 25 、 34; 3: 12 等) ，这次却命这人到他的亲

属中去，传述上主为他所作的大事。 这是因为耶稣知道在十城

区域，或在外教人的地方，不会对默西亚的期待掀起元谓的激

动 。 关于十城区，详见玛 4:25 注十五 。

@ 耶稣离开了革辣撤人地方，又乘船回了西岸，那里有很多人在

等待他(路 8:40) 。 同是一海，两岸人情的冷暖，却有天壤之

别 。 这边的热烈等待与欢迎，正衬托那边的冷酷与元情。 那边

的人，因为损失两千只猪，便把耶稣驱逐出境，这边的人却热

烈地欢迎他，所以他一上岸，就有许多人接踵而至。 耶稣不负

他们的热望，遂留在海滨给他们讲道。 正在耶稣讲道时，来了

一个会堂长，央求耶稣去治好他的女儿。 按"会堂长"即是会

堂的首领，管理会堂中的一切敬礼事宜:如率众析祷，朗诵圣

经，请人宣讲等等。 有时会堂中有一执事团，这执事团的每一

个团员，也称为会堂长。 见玛 9: 18 注十五和历史总论第三

章囚 。

@ 按梅瑟法律(肋 15:2日，凡患血漏的妇人，在法律上都视为不

洁。 因有这条法律，不但患病的人受到极大的痛苦，而且有了

这病，在地方上也成了可庆弃的人。 因为凡触摸她的，或她所

触摸的，都成了不洁的 。 所以人人都远离患这种病症的人。 这

个妇人己患血漏十二年了，在她山穷水尽，医药罔效的绝境中，

忽然得到了一线希望:她听说行大奇迹的耶稣由此经过，便怀

着绝大的信心，以为只要不给他看见，暗暗地摸他的衣服任何

部分，便可痊愈了 。 因此，她便大胆地挤人人群中，从背后摸

了耶稣的衣裳， 立刻便痊愈了 。

@ 当这位妇人得到了奇迹，满心欢乐，悄然隐去的时候，耶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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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众人面前显扬这位妇人的信德，并为叫众人知道奇迹是上

主慈心的表现，并不是什么机械或巫术的工作，因此便回头问

说"谁摸了我的衣裳?"就向"四周观望，要看作这事的妇

人" 。 妇人遂战战兢兢地前来，跪伏耶稣面前，把真情实事完全

吐露出来。 这妇人所以这样害怕，是因为她犯了许多法律上所

禁止的事(见前注)。耶稣见她这般恐慌，遂慈样地对她说:

"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这句话，是教训我们知道:信德的

能力是何等伟大!因为信德能推动世界，引人到天主的怀中 。

这正如耶稣所说的:假如你们有信德像芥子那样大，便可移山

挪海(玛 17:20) 。

@ 耶稣彰显前一个奇迹，一方面固然是为显扬那病妇的信德，但

另一方面，也是为坚固在场众人的信心 。 会堂长当然也在其中。

会堂长的信心虽然得到了巩固，但马上又遭遇了极大的考验。

谷接着记载说"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

的女儿死了!你还烦劳师傅做什么?" (35) 这个突如其来的噩

耗，诚足以动摇雅依洛的信心 。 耶稣见雅依洛所受的打击，知

道他的信心有了动摇，遂加强他的信德说"不要怕，只管信!"

耶稣的这句慰人肺腑的话，镇定了雅依洛浮动的信心。 37 节记

载耶稣只带了三位门徒: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是要他们作

这次奇迹的证人。这三位特蒙宠遇的门徒，日后还参与了耶稣

显圣容与山园析祷的事 。 38 节给我们把中东有丧事人家的混乱

状态，描绘得生动活现。 按犹太人的风俗，某家有了丧事，除

了家人号啕痛哭外，还得雇用一些伴哭的人来，代替或帮助家

人号啕痛哭。 他们混乱，耶稣却极镇静，给他们说"……小女

孩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 。"耶稣的话一出口，那些雇来伴哭的

人都讥笑他，想耶稣是说狂言。 他们这种态度，当然出于轻浮 。

可是因了他们的讥笑更坚定了这大圣迹为牢不可破的事实 。 因

为在场人的讥笑，正证明了孩子实在已经死去，并不是睡着了 。

所以将来如果孩子复起，必是由死中复活无疑。 40 节所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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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在一起的人"即指耶稣所带来的那三个门徒(见 37 节〉。

41 节"塔里塔，古木"，为一句阿辣美语"塔里塔"意即"女

孩子" "古木"意即"起来"。 小女孩子便应声而起，她不但恢

复了生命，而且也恢复了健康，因为谷记载说"那女孩子立即

起来行走，原来她已十二岁了 。"这短短的记述，说明了这个圣

迹在伯多禄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不能泯灭的印象。 耶稣吩咐家人

给女孩子东西吃，是要证明女孩子已恢复了生命的常态 (43) 。

耶稣行了这圣迹后，仍照旧例，切切嘱咐在场的人，不要将这

事传扬出去。 因为传扬的时候还没有到 (4:22) 。 但是这圣迹，

不久又传遍了各地(玛 9:26) 。

第六章

纳臣肋人驱逐耶稣出境(玛 13: 54-58; 路 4: 22-30) 

1 耶稣从那里出来，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了他

来。2到了安息日，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昕了，

就惊讶说"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所赐给他的是什

么样的智慧?怎么藉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3这人不是那

木匠，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的兄弟

吗?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他们便对他起了

反感。4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

和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 。 "5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

奇能，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覆手，治好了他们 。 6a他因他们

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 o

耶稣派遣十二宗徒出外传教(另 9:35-38; 10:5-6; 蹬 9: 1-5) 

6b就周游四周各村施教去了 。7耶稣叫来十二徒，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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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赐给他们制伏邪魔的权柄，

8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

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常铜钱，9却要穿

鞋，不要穿两件内衣。 10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在哪里，

进了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从那里离去 ;11 无论何处不

接待你们，也不听从你们，你们就从那里出去，拂去你们

脚下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f} 

门徒与耶稣合力宣道 CEð 11: 1; 蹬 9:6)

12他们就出去宣讲，使人悔改;13并驱逐了许多魔鬼，

且给许多病人傅油，治好了他们 。 @

黑落德对耶稣的看法(玛 14:1-2; 路 9 : 7-9) 

14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黑落德王也听到了 。 有

人说"洗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为此，这些奇能才在

他身上运行。 "15但也有人说"他是厄里亚。"又有人说:

"他是先知，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 "16墨蓬篮昕了，却说:

"是我所斩首的若翰复活了 1" 。

若翰被囚(玛 14 : 3-5; 路 3 : 19 、 20)

17原来这个黑落德，为了他兄弟斐理伯的妻子黑落

这整的原故，因为他娶了她为妻，曾遣人逮捕了若翰，

把他系在狱里。 18因为若翰曾给黑落德说"你不可占有

你兄弟的妻子。 "19黑落狄雅便怀恨他，愿意杀他，只是

不能 20因为黑落德敬畏若翰，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

人，曾保全了他;几时听了他，就甚觉困惑，但仍愿意

听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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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翰殉道 (玛 14: 6--12)

21好机会的日子到了:当墨蓬2塞在自己的生日上，为

大官、千夫长和加里肋亚的显要设了廷席的时候 22那个

黑落狄雅的女儿便进来跳舞，获得了墨蓬堡和同席人的欢

心。王便对女孩子说"你要什么，向我求吧!我必赐给

你! "23又对她发誓说"无论你求我什么，就是我王国的一

半，我也必定给你， "24她便出去问她母亲说"我该求什么

呢?"她母亲说"洗者若翰的头。"25她便立刻进去，到王

面前要求说"我要你立刻把洗者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

我! "26王遂十分忧郁;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不愿对她

食言 27王遂即差遣卫兵，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卫兵便

去，在监里斩了若翰的头 28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送来，交

给了那女孩子，那女孩子便交给了她的母亲。29若翰的门徒

昕说了，就来领去了他的尸身，把他安葬在坟墓里。 @

宗徒们传道回来 (路 9: 10a) 

30宗徒们聚集到耶稣跟前，将他们所作所教的一切，

都报告给耶稣。

首次增饼(玛 14: 13-21; 路 9:10b-17; 若 6: 1-15) 

31坚壁给他们说"你们来，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

息一会儿!"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以致他们连吃饭的

工夫也没有。32他们便乘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了。33人看

见他们走了。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便从各城徒

步，一起往那里奔走，且在他们以先到了。 834坚壁一下

船，看见一大伙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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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没有牧童的羊，遂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35时间已经

很晚了，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时间

已经很晚了，36请你遣散他们，好叫他们往四周田舍村庄

去，各自买东西吃。"37坚壁却回答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

的吧!"门徒向他说"我们去买二百块银钱的饼给他们吃

吗?"38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去看看!"他们知

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招于是坚堡吩咐他们，叫

众人一伙一伙地坐在青草地上。40人们就一组一组地坐下，

或一百人，或五十人。41 耶稣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

举目向天，祝福了，把饼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众

人面前，把两条鱼也分给众人。42 众人吃了，也都饱了;

43人就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十二筐，还有鱼的碎块。44吃

饼的，男人就有五千。 @

耶稣步行水面(玛 14:2日3; 若 6: 16-2 1) 

45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们上船，先到那边贝特赛达去，

等他遣散了群众。46耶稣辞别了众人之后，便往山上祈祷

去了。 047 到了夜晚，船已在海中，耶稣独 自在陆地上。

48他看见门徒艰苦地在摇槽，他们正迎着逆风。约夜间四

更时分，耶稣步行海面，朝着他们走来，有意越过他们。

49门徒看见他步行海上，以为是个妖怪，就都惊叫起来;

因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遂都张惶不已。坚壁连忙与他们

讲话，向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 "51遂到他们那里

上了船，风就停了。他们心中越发惊奇，52 因为他们还不

明白关于增饼的事，他们的心还是迟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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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革讷撒勒医治病人 (玛 14:34-36)

53他们渡到了陆地，来到革讷撒勒，就靠了岸。54他们

刚一下船，人立刻认出他来 55便跑遍那全地域，开始用

床把有病的人抬到昕说耶稣所在的地方去。56凡耶稣所到

的地方，或村庄，或城市，或乡间，人都把患病的人放在

街道上，求耶稣容许他们至少摸摸他的衣边，凡摸到他的

就都痊愈了 。 @

@ 按路 4: 1 6--30 玛 4: 13 的记载，耶稣第一次回故乡是在他传教的

初期 。 由谷此处的记载看来，这一次是另一次回乡，详见路 4:

1 6--30 各注 。 耶稣从会堂长雅依洛家里出来之后，便离开葛法

翁，回到自己的本乡纳臣肋 。 虽然有些学者以为耶稣这次回乡

的原因是为探亲，但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为宣传他的福音，因为

谷明明记载说 "ì、丁徒也眼了他来'气所以耶稣这次是以师傅或

"辣彼"的身份返回故乡的 。 当耶稣第一次回乡时，本乡的人对

他都表示一种钦佩的惊讶(路 4: 20-22) 。他们觉得耶稣是地方

上的伟人，从此可以随风附骥，大家跟他飞黄腾达。但耶稣的

行动，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在纳臣肋住不多时，便不辞而别，

定居葛法翁(玛 4: 13 ) ，召徒讲道，行了许多奇迹。这些事他们

早已闻之有素了 。 故乡人士见他始终这样冷落自己的故乡，初

而妒，继而恨，遂发生了这次不幸事件(路 4:23) 。纳臣肋人虽

然怨恨耶稣，但当他在会堂里宣讲时，却不能不惊讶他的学问

和口才。 但是，因为他们已有成见在心，他们自以为认识耶稣，

知道他出身卑贱，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或师事过什么"辣

彼"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由此可见耶稣继承了父业) , 

怎么来宣道施教?因此对耶稣所讲的也就怀疑不信，甚而起了

反感。耶稣的身世便成了他们信仰的阻碍。"玛利亚的儿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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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3) ，按原文在"儿子"前有一冠词，由此可知，耶稣是玛

利亚的独生子。 关于耶稣的兄弟与姊妹，详见另 12 章附注。 4

节耶稣对他们的答话是一句成语，详见玛 13:57 注十四 。 5 节

"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 一句，并不是说耶稣发显圣迹的

能力受了限制，而是说:因为纳臣肋人缺乏信德，不信耶稣的

使命，为此不配领受奇迹的大恩 O.~ 13:58) 。也"他因他们的元

信心而感到诧异" 一句，按圣多玛斯的讲解:是说耶稣的人性

感觉惊讶，因为按耶稣的天主性，早已知道必有这一幕。 因此

便带着自己的门徒周游各地。 在遣发他们出外传教之前，使他

们尝一次碰壁的经验，为的是叫他们将来在传教的困难中不致

于败兴失望。

@ 耶稣被乡人逐出城外，摆脱他们的暗算之后(路 4:29 、 30) ，便

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加里肋亚的四周各地传教去了 。 从此开

始了耶稣传教生活的另一阶段。 由此时起，不但在耶稣传教的

地点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时而河东，时而河西;而且在传教的

方针上也改变了以往的作风:即派遣门徒，与自己一同出外传

教。 由此进入了本福音的第二大段 (6: 6b-10: 52) 。 按谷的记

载:耶稣选立十二宗徒，目的是要他们"同他在一起，为派遣

他们去宣讲，并有驱魔的权柄" (3: 14 、 1日。第一课题大部分

业已告成，因为十二宗徒与他在一起己快一年了，关于天国的

道理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与准备，所以如今耶稣愿意再进一步，

叫他们作一番实地的训练，以作他们将来所鱼的重大使命的准

备 06:15-20) 。 于是便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外传教，在他监

督与指导之下，就近宣讲(码 10:5 、 6) ，给他们一个实地的传

教经验。 为使他们的言语发生效力，把种种权柄赋给了他们，

使他们能制伏魔鬼，能治好各种病症(7 :13) 。 关于宗徒出发前

耶稣的嘱托与劝言，大致与玛 10:5-15 相同，详见该处各注。 所

不同者只有两点:按要:棍杖与鞋都在禁例之中;按釜:却不

在禁例之中 。 关于二圣史的差异之点，如何解释，详见玛 10: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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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八。 耶稣在此是要嘱咐宗徒在外传教，要坚守清贫，不要挂

恋世财世物，应一心依赖天主上智的措置。 如果一位宗徒，要

到远方去传教，携带一根棍枝，或穿上一双鞋，也不算是违犯

了耶稣的教训11 。 耶稣的教训并不是"法利塞形式主义"而是适

合人性与实际的生活 。

8 12 节为宗徒出外传教的目的与方针:准备人接受天国的福音。

13 节为宗徒们所行的奇迹，以坚定自己由天主所接受的使命。

"给病人傅油"，本来也是犹太人相传的治病方法，但由此决不

能推定宗徒们给病人傅油，只是一种医学上的方法，因为傅油

决不能医治各种病症。 所以"傅油"不过只是一种使用耶稣所

赋予的显圣迹能力的外表象征，或者是一种外表上的礼仪。 因

此脱利腾公会议声明本节内的"给病人傅油" 一句，暗示耶稣

所立的终傅圣事。 见雅 5: 14 、 15 。

。 谷在记载耶稣打发宗徒们出外传教之后与宗徒们回来之前，当

中记述了一段黑落德杀害若翰的事。 因黑落德王听说耶稣所行

的奇迹，以为耶稣便是他所杀害的若翰;于是谷便在此追述了

黑落德监禁若翰与杀害若翰的原委，以作 1:14 的补遗。 黑落德

安提帕本来不是国王，称他为国王，也不过只是一种普通的尊

称而已 。 他本身不过只是加里肋亚与培勒雅的分封侯，见玛 14:

1 ;路 9:7 。 黑落德既是加里肋亚的分封侯，对耶稣的事，以前

必有所闻，但最近因十二宗徒出外传教，更掀起了民众的热潮，

耶稣的名声更传播四方。 心中有愧的黑落德，便以为他就是自

己所杀害的若翰从死中复活了(16) 。 按当时人民对耶稣的看

法，大约有三种:有人以为耶稣即是死而复活的若翰;有人以

为耶稣即是那为"默西亚"准备道路的厄里亚 (9: 10 ~ 16: 14 

注) ;有人以为耶稣只是一位大先知，有如古圣先知中的一位。

心中有愧的黑落德，明知冤杀了若翰，他的良心迫使他不得不

以第一说为是，于是便说"是我所斩首的若翰复活了" 14 节

"有人说" 一语，有古卷作"他说"， ílP "黑落德说" 。 这两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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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有相等的古抄卷为依据，也都有相等的译文与近代的学者

来支持。 孰是孰非，实难断定。 但最近学者多偏于前说，因此

我们也选了前一读法。

@ 关于主堕被监禁的原因与墨蓬篮娶他的弟妇墨蓬盐1壁等事，详

见~ 14:3-4 注二。 19 、 20 两节是釜所独有的 。 19 节说出了淫妇

的毒辣和嫉恨:虽监禁了若翰，仍不能满她的心愿，非把若翰

置于死地不可。 20 节说出了淫妇不能杀害若翰的原因:虽然黑

落德因了黑落狄雅的唆使，将若翰囚禁起来，但对若翰的正义，

仍是钦佩万分，不但不愿人加害他，而且自己也尽力要保全他

的性命。 20b 说出了黑落德的犹豫性格:一方面为若翰的正义

感所屈服，乐意昕从若翰的指引;但另一方面却不愿获罪于自

己的拼妇。为此说"几时昕了他，就甚觉困惑。"

o 21-29 节一段是记述若翰被杀的近因与被杀的情形。 虽然玛对此

事亦有所记述，但远不及谷所记的生动与细腻。 21 节"好机会

的日子到了"一句，是对黑落狄雅说的，因为黑落狄雅怀恨若

翰的指摘，不杀若翰誓不罢休，因此便耐心等待良机的到来。

如今良机来到了一一-黑落德在自己的生辰大设延席，款待文武

百官。黑落狄雅见有机可乘，遂叫 自己前夫的女儿撤罗默(见

玛 14:6 注二) ，来实现她恶毒的计划。黑落德为酒色所迷，遂

大言不惭说出了 23 节的狂语"无论你求我什么，就是王国的

一半，我也必定给你。"并当众发誓，决不食言。黑落狄雅见黑

落德巳陷入自己的圈套，明知黑落德当众难于推却自己女儿的

要求，遂唆使她的女儿向黑落德要求"洗者若翰的头"以泄心

中的宿恨。黑落德决没想到会有这种要求"王遂十分忧郁"

因为他对若翰十分钦佩，但为了在文武百官前所发的誓言，不

愿拒绝她，妒妇遂满了自己的心愿。 至于黑落德在何处摆设宴

席，羞整在何处被杀，以及葬在何处，详见玛 14:ι12 各注 。

@ 釜记述完了羞整致命的史事后，又回来继续叙述宗徒出外传教
的事。 关于宗徒出外传教多少时间，在传教时遇到了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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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耶稣在这时期作了些什么，釜一字未提，只记载宗徒回来

将一切报告给耶稣。 由此可见，至少在宗徒出发前，耶稣必给

他们指定了一个集合的地方 ， 这地方大约即是葛法翁。 慈祥的

师傅见到自己的门徒回来了，个个都己疲惫不堪;又见此处来

往的人太多，以致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 于是便叫他们上船，

到一块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个时期 。 按路的记载，此处该是位

于湖东北岸的贝特赛达附近(见路 9: 10 注)。 所以按谷的记载，

耶稣与门徒到荒野去的目的，只是为了休息，虽然按玛的记载，

似乎是为躲避一下黑落德的迫害(见玛 14 : 13) 。 耶稣与门徒上

船走了，但热情的群众仍对耶稣依依不舍，看见小船的去向，

便知道小船将在何处靠岸，遂由湖北岸绕到耶稣乘船去的地方。

谷还说"且在他们以先到了" C33b) ，以表示群众对耶稣的热

忱，并用这一句话作为下段的引子。

8 34-44 一段，记述耶稣以五饼二鱼饱饭五千人的奇迹。 只有这一

奇迹，四圣史都有所记载。 关于本段经文，详见玛 14: 1 3-21 各

注。 耶稣与门徒过海休息的目的，虽然为群众所阻挠，但耶稣

并不因此而烦恼，反而"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他们好

像没有牧童的羊" (参阅则 34:5; 玛 9:36 注) 。 耶稣既是厄则克

耳所预言的"默西亚神国"的牧者C34: 23) ，所以为完成自己

的使命，便开始教训他们(34) 0 37 节"我们去买二百块银钱的

饼给他们吃吗?" 二百块银钱对穷困的门徒为数已不算少，他们

决不能有这些银钱在手，即使手下能有，这二百块银钱的饼为

如此众多的人又有何用? (若 6: 7)所以门徒们用这话来反问耶

稣，言外是说: 二百块银钱的饼，想要叫这庞大的群众吃饱，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39 节内记载耶稣吩咐群众一组一组地"坐

在青草地上"。 这"青草" 二字给我们指明了行这奇迹的时节是

在春天，因为巴勒斯坦，只有春季山上才有青草。 这正与羞望

所记的"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已临近了" 一句相吻合 (6: 的 。

o "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的原因，是怕他的门徒也沾染上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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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狂热思潮，因为当时群众要立耶稣为王(见袤 6: 14 、 15) 。

"先到那边旦笠塞主去" 一句，乍看来，好似在湖的东西两岸都

有一个贝特赛达(纳本包尔、麦斯式曼、毕齐、瓦加黎等都拥

护此说) ，但按在~ 11 章注十内己说明:近代大多数学者，如

阿贝耳、拉冈热等都主张圣经上只有一个贝特赛达，即今日之

圣经当河东蛊应整整湖北约二公里的厄耳阿辣基 CEI-Aradj ) , 

所以耶稣在此命令宗徒们渡海的方向，是由南至北，渡过厄耳

巴提哈 CEI-Batihah) 平原与若尔当河三角洲中的湖湾，待耶稣

遣散民众后，好能由陆地赶到贝特赛达，然后上船一起渡到西

岸。这即是近代学者，如圣洛、胡彼等的意见。其实耶稣遣散

民众后，并没有往贝特赛达去，却上山析祷去了 。

(D) 47-52 一段，记述耶稣步行水面的奇迹。 玛对此奇迹亦有所记

载，详见玛 14: 22-33 各注 。 如将谷与玛两相比较，谷省略了一

段伯多禄步行水面的事，这是因为谷所记述的，只是伯多禄的

宣讲，伯多禄把凡有关自己光彩的事，都一概略而不提，因此

谷也没有记载。 50 节"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一句，说明这事

决不是一二个人的幻觉，而是众门徒都见到了他，但因不明了

一个人怎能在水面上步行，所以都慌张起来。 52 节说出了门徒

惊惶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明白了增饼的奇迹，他们自然也会明

白耶稣是全自然界的主宰，见他在水面上行走，原不必这样大

惊小'怪;但"他们的心还是迟钝"，意即:他们虽然见了许多的

奇迹，并且他们自己也行了许多奇迹，仍然还不了解耶稣所作

所为，仍然还不认识耶稣的天主性。 由此可见，门徒们决不是

那般轻易受幻觉支配的人，因此他们的作证，更增加了事实的

信实性。

@风平浪静之后，他们渡到了西岸，在圭亚盘塾地方靠了岸(详

见~ 14:34 注十五〉 。 由此耶稣又向东北去，来到了重盖盒，在

那里讲了生命之粮的道理(详见袤 6: 26) 。 关于本段经文的解

释，参见玛 14:34-36 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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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论法利塞人的祖传和对天主的真诚敬礼(玛 15:1-20; 路 6:39)

1法利塞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们，聚集到耶

壁跟前。2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用污秽的手，就是用没

有洗过的手吃饭 03一一原来法利塞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

拘守先人的传授，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产从街市上回

来，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还有许多按传授所应拘守的

事:如洗杯，洗壶，洗铜器等。@一_5法利塞人和经师们

就问坚堡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先人的传授行，而用

污秽的手吃饭?"6耶稣对他们说"依撒意亚论你们这些假

善人预言的真好，正如所记载的:‘这民族用嘴唇尊崇我，

他们的心却远离我。7他们恭敬我也是虚的，因为他们所讲

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地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拘守人的

传授， ‘洗壶，洗杯，并行其他诸如此类的事。 F均又向他

们说"真好啊!你们为拘守你们的传授，竟废除天主的

诫命。 10梅瑟原说过:‘你该孝敬你的父亲及你的母亲尸又

说:‘咒骂了父亲或母亲的，应处以死刑。川1你们却说:人

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你的，已成了‘科尔班，

即‘献仪F ， 12你们就再不许他给父亲或母亲做什么了 ;13这

样你们便因了你们所传授的遗教，废弃了天主的话;并且

你们还行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事。" ~14堕壁又叫过群众来，

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且要明白 15不是从人外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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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他内的，能污秽人，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

16凡有耳听的，昕吧!" ø17堕壁离开群众，进了屋子，他

的门徒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 18堕壁就给他们说"怎样，

连你们也不明白吗?你们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

不能污秽人 19 因为进不到他的心，但到他的肚腹内，再

排泄到厕所里去吗?" 一一他这是说一切食物都是洁净

的 。 20耶稣又说"凡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污秽人 21 因为

从里面，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念，邪淫，盗窃，凶杀，

但奸淫，贪吝，毒辣，诡诈，放荡，嫉妒，毁谤，愚妄:

2这一切恶事，都是从内里出来的，并也污秽人。" 0 

客纳罕妇人为女求救(玛 15:21-28)

24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提洛和漆冬境内去了，他进了

一家，不愿一个人知道，但是不能隐藏。 025 当下就有一

个妇人，她的女儿附了邪魔，一听说耶稣，就来跪伏在他

脚前。26这妇人是个外邦人，生于叙利排尼基;她恳求耶

壁把魔鬼从她女儿身上赶出去 。 27耶稣向她说"让儿女们

先吃饱了吧;因为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28那妇

人却回答他说"主!是啊!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

吃孩子们的碎屑呢! "29耶稣对她说"为了这句话，你去

吧!魔鬼已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 。 "30 她一回到自己的家

里，看见孩子躺在床上，魔鬼已出去了。 @

耶稣治愈聋哑人 (玛 15:29-3 1)

31坚壁又从蛊盗境内出来，经过盗垒，向着加里肋亚

海，到了十城区中心地带。 32有人给他带来了一个又聋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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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的人，求他给他覆手。33 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来到

边，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且然

后望天叹息，向他说"厄法塔"就是"开了吧， "35他的耳

朵就立时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36耶稣遂嘱

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但他越嘱咐他们，他们越加劲宣

传;37人都不胜惊奇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好:使聋子听见，

叫哑巴说话。" (3 

o 1-23 节一段，记述耶稣与法利塞人和经师辩论祖传的成规，和

对天主应有的真诚。本段的记载大致可分为三点:第一点:耶

稣驳斥法利塞人的问难(1-13) ;第二点:耶稣趁机向民众宣讲

外面洁净与内中洁净的区别 (1 4-16) ;第三点:耶稣向门徒详

解比喻的含义(17-23) 。法利塞人和经师被耶稣驳斥得无言可

对之后(3 :6 、 22) ，就不敢再向耶稣问难。 这次又"聚集到耶稣

跟前"目的仍是要窥探耶稣，寻隙控告他。 谷没有给我们记载

此事发生的地点，但大多数的学者以为此事是发生在葛法翁，

因为法利塞人和经师常聚集在葛法翁。关于这次争论，玛亦有

所记载(详见玛 15: 1-20 各注) ，但玛没有给我们记出这次争辩

发生的原因，谷却记出来了"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用污秽

的手，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 (2) 。法利塞人见他们饭前不

洗手，违犯了祖传的规矩，就以为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因而

发生了这次冲突 。 2 节"污秽的手"只是说法律上的不洁。 但

拘泥于法律形式主义的法利塞人与经师，却将这事视为不能容

忍的大罪。在他们的传统上有这样的话说"谁若饭前不洗手，

有如犯了邪淫的罪过;谁若饭后不洗手，有如犯了杀人的

罪过。 "

8 3 、 4 两节是谷所特加的注释。 因为谷写福音的对象，是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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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他们对达主人的习俗与成规有所认识，遂加添了这两节。 3

节"若不仔细洗手" 一句，学者们的译文不一:或作"洗手到

肘"或作"只洗手指";或作"握拳洗手"或作"用力洗

手"等等。 拉丁通行本作"屡次洗手" 4 节"从街市上回来，

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一句，亦可译作"凡从街市上买来的

东西，若不先洒水也不吃"。 我们以为前者更适合上下文，因为

法利塞人在此所注意的，是人身上的洁净，所以谷在此所加的

注释，亦应以人身上的洁净为主。 此后才述到"还有许多按传

授所应拘守的事:如洗杯洗壶……"。 在公共市场上，各式各样

的人都有，犹太人与外邦人，洁的人与不洁的人(肋 1日，于不

知不觉之中，容易彼此接触，因而染上不洁。 所以一回到家中，

必先行沐浴，然后才可吃饭。 按照同一原则，人应当时常洗杯

洗壶，惟恐这些物件为不洁的人触摸了，沾上不洁。 像这些繁

琐的规矩，正如耶稣所说过的，实在使人无法遵守，见玛 23 : 4 。

6) 5 节是法利塞人与经师对耶稣的责问 。 6-8 节，是耶稣引用依撒

意亚的一段话 (29: 13) ，来说明他们的伪善，驳斥他们的形式

主义。 9-13 节，耶稣直接进入问题的中心，以梅瑟的法律作根

据(出 20:12; 21:17; 申 5:16) ，驳斥他们舍本逐末的形式主

义。 详见~ 15: 2-9 各注 。 11 节"科尔班" 一词，为阿辣美语，

谷译作"献仪"，即献于天主或圣殿的礼物。一种物件一经声

明为天主或圣殿的献仪，按法律的解释，就不能再收回作为别

的用途。 于是"辣彼"和法利塞人等便把这名词加以妄用，只

要说一声"科尔班"便立刻脱卸了供养父母的责任。 为此，耶

稣讽刺他们说"真好啊!你们为拘守你们的传授，竟废除天主

的诫命" (9) 。

。 耶稣见这次与法利塞人所争辩的问题，关系十分重要，遂把后

边的群众叫到跟前来，请他们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语，要他们清

楚明了洁与不洁的真正意义。 耶稣在 15 节内，说出了真正的洁

与不洁的基本原则:真正的洁与不洁只在于内心，不在于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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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心的不洁，道德上的不洁，并不是由外来之物，如食物

等所能沾染的，而是由于人内心所发出来的才沾污人。 玛 15: 11 

清楚地记载说"不是人于口的污秽人，而是出于口的才污秽

人。"耶稣这种诛心之论，把法利塞人的种种洗涤惯例，以及分

别食物之洁与不洁的种种谬论，驳斥元余。 15 节前半段，在耶

稣与法利塞人的辩论之下，还容易明了，但后半段却不容易明

白，为此门徒才问耶稣，耶稣也亲自给他们详解一切。

o 17-23 节是耶稣对 15 节下的解释。 18 、 19 两节说明:食物或其

他外界的事物，本身并不能污秽人，因为它们不能进入人的内

心 。 19 节未……"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 一句，是谷所加的插

语，为解释耶稣的话有什么含义。 耶稣的这几句话，把梅瑟法

律上所立定的食物之洁与不洁的界限，完全打破，将拘守梅瑟

法律和先人传授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完全改变。 但耶稣这次教

训的含义，宗徒们后来才渐渐理解过来，详见宗 10: 9-16; 28; 

11: 1-10 0 20-23 四节直接说明那真正沾污人，使人不洁的是什

么，也说明了真宗教与真德行，首先应基于内心的洁净。 圣多

玛斯注释到这里说"从此开始了遵守新法律的真精神" (Catena 

in Marc.) 。

@ 玛与谷在记载耶稣与法利塞人在葛法翁发生冲突之后，遂即记

载了客纳罕妇人的事。 耶稣这次出离巴勒斯坦境界的原因:一

方面是为避免与法利塞人纠缠;另一方面，也是为找个地方来

静静地教训自己的门徒 。 提洛和漆冬原属排尼基，当时为罗马

人划归叙利亚省 。 详见玛 11:21; 15:21 各注 。 此处的居民都

是外教人 。 耶稣本元意在此传教 。 由谷所记的"他进了一家，

不愿一个人知道，但是不能隐藏"一句，可以证明 。 这句话也

可证明耶稣来到此地的目的，是特为教训自己的门徒 。 "但是

不能隐藏" 一句，说出了耶稣的声誉早已传到了这一地区，见

3:8 0 

@ 谷称这妇人为叙利用卡尼基人，是因为他的福音是为罗马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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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了当时里皇帝国对此地通常的名称，见前注。 达主人称

此处的居民为茎组至人，所以虽称她为主组主人。 关于"儿女"

与"小狗"等称呼，详见~ 15: 21-28 各注 。

@ 耶稣在望盗境内，大约住了不多时，又回到旦塾塑坦。 但他回

来时，并没有走直路，而是先向北行，到了邃垒，而后转向东

南，经过黎巴嫩和安提黎巴嫩，到了坦旦旦旦海东岸的十城区

内(见要 15: 29-3 1) 。 有些学者，如组主鱼~将此节译作"耶

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经过邃垒，由十城区境内中心，来到了

组里盟主湖 。"要在此只概括地记载耶稣在十城区内所行的种种

圣迹;但谷在此却详细记述了耶稣治好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耶

稣这次显奇迹，反乎常规。 通常耶稣显圣迹，不外是一言或一

摸;这次却费了许多手续，这元非是要激发聋哑人的信德。 33

节"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来到一边"，是因为他不愿在人前显

这个奇迹，见到节。 "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并用唾沫抹他

的舌头"这只是外表上的两种象征动作，藉以表示内在的能

力 。 玛尔提尼 (Martini) 解释这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是要把自

己的全能应用在自然界的现象上。 耳聋的人，他们的耳朵好似

闭塞了，因此耶稣将自己的手指探进聋子的耳朵里去;不会说

话的人，他们的舌头好似枯干了，因此用唾沫来润湿它。 圣教

会，因了圣神的指引，由这个圣迹中采取一些外表的行为，应

用在圣洗的礼仪上，使在人灵上发生的效验，如耶稣在聋哑者

的身上发生的效验完全相似。"人受了原罪与本罪的遗害，正似

聋哑的人，需要天主的圣宠来解除他灵魂的聋哑，使他能昕能

讲常生的言论。 34 节中的"厄法塔"是一句阿辣美语，意即

"开了吧" 。 这是谷又给我们保留的一句耶稣亲口所说的话。 36

节"耶稣遂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怕因这事引起民众对自

己发生错误思想，而引起骚动。 见一章注十一。 但耶稣哪里禁

得住民众不宣传，他们反把依撒意亚所预言的"默西亚"幸福

时代的话，贴在耶稣身上(依 35:5 、 6) ，加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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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二次增饼(玛 15 :32-39) 

1 当那些日子，又有一大群人，没有什么吃的了;耶

稣叫过门徒来，给他们说 2"我很怜悯这群众，因为他们

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了，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3我若遣

散他们空着肚子各自回家，他们必要在路上晕倒;况且

他们中还有些是从远处来的 。 "4 门徒回答他说"在这荒

野里，人从哪里能得饼使这些人吃饱呢?"5 耶稣问他们

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6耶稣就吩咐群

众坐在地上，拿起那七个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

的门徒，叫他们摆开，他们就给群众摆开。7又有几条小

鱼，耶稣祝福后，也吩咐把这些小鱼摆开。8人吃了，也

吃饱了，把剩下来的碎块收集了七篮子。9人数约有四千;

然后耶稣遣散了他们， 010即刻同门徒上船，来到了达玛

奴塔境内。@

耶稣拒绝给法利塞人显天上的征兆 (玛 16: 1-2a 、 4)

11 法利塞人出来，开始和他辩论，向他要求一个来自

天上的征兆，想试探他。 12耶稣从心里叹息说"为什么这

一世代要求征兆?我实在告诉你们，必不给这世代一个征

兆! "13他就离开他们，再上船往对岸去了 。 @

提防法利塞人的酵母 (码 16:5-12; 路 12: 1 b) 

14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外，随身没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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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食物 。 15坚壁嘱咐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提防迭型

塞人的酵母和墨蓬堡的酵母。 "16他们彼此议论:他们没有

饼了 。 17坚壁看出来了，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议论你们没

有饼了? 你们还不明白，还不了解吗?你们的心还是迟钝

吗?18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吗?你们不记得 19 当

我掰开五个饼给五千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筐碎块?"

他们向他说"十二筐。"20"还有七个饼给四千人的时候，

你们收满了几篮碎块?"他们向他说"七篮子。 "21 于是坚

稣对他们说"你们还不了解吗?" 。

在贝特赛达治好瞎子

22他们来到贝特赛达，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瞎子，求

他抚摸他。 23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在他的

眼上吐了唾沫，然后又给他覆手，问他说"你看见什么

没有?"24他举目一望，说"我看见人，见他们好像树木在

行走。 "25然后耶稣又放手在他的眼上，他定睛一看，就复

了原，竟能清清楚楚看见一切。26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

"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 

伯多禄认主为默西亚 (玛 16: 1 3-20; 路 9: 18-21) 

27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往斐理伯的凯撒勒雅附近的

村庄去;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28他们

回答他说"是洗者若翰;也有些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些

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却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却说我

是谁呢?"组垒盏回答他说"你是默西亚。 "30里堡就严禁

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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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玛 16: 21-23; 路 9:22)

31 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

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并且被杀，三天以后必要复活。

32耶稣明明说了这话。伯多禄便拉他到一边，开始谏责

他。 33耶稣却转过身来，注视着自己的门徒，斥责伯多禄

说"撒赠，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

的事，只是人的事。" 0 

跟随耶稣背十字架的道理(玛 16: 24-28) 

34他遂召集群众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谁若愿意跟

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 35因为谁

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

的原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了'性命。36人纵然赚得全

世界而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 37人还能给

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38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世代

中，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

圣天使降来时，也要以他为耻。" 09: 1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

死味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降来。"。

@ 本章 1 节"当那些日子"一句，虽然没有指明是何月何日，但

由上下文可以推知，耶稣第二次增饼的奇迹是他尚在十城区内

时所行的(见年表 88) 。 有许多批评学家否认耶稣曾两次行了增

饼的奇事，他们认为只是一次增饼奇迹的两种记述。 但我们在

玛 15: 32-39 各注内已经证明，耶稣实在显了两次增饼的奇迹。

本章 19 、 20 两节也可作为此说有力的明证。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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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玛 15: 32-39 各注 。

@主堕盟主位于何处，至今不详。 学者间的意见，不下十数种 。

按玛 15:39，此处称为玛夏丹，或者即是玛格达拉，亦未可知，

详见玛 15:39 注十六。 虽然此处无法断定位于何处，但由上下

文可以推出:本处应位于加里肋亚海西岸，因为 11 节接着记载

法利塞人向耶稣要求天上征兆的事。 海东岸一带大半都为外邦

人所蟠据，法利塞人通常决不到那边去，由此可见，达玛奴塔

应在海西岸 。 并且 13 节又记载耶稣"上船往对岸去了"，在贝

特赛达下船 (22) ，这也足以证明本处应在海的西岸 。

@ 关于本段经文注释，详见玛 12:38-42; 16: 1 -4 路 11:16 、 29-32;

12: 54-56 各注 。 这里法利塞人所要求的征兆，是要从天上来

的，以证明他从天降下实负有天主的使命，即"默西亚"的

使命。

@ 耶稣不愿与法利塞人多纠缠，遂即率领宗徒，上船往湖东岸去

了。宗徒们匆匆上船，元从备办一切;船离岸后，方才想起忘

了携带食粮。 他们在船上，只寻得了一个小饼，这怎么够用呢?

于是他们心中自不免有些焦虑。 虽然他们没有告诉耶稣，他早

已看透了他们的心事，于是便乘机教训他们说"你们应当谨

慎，提防法利塞人的酵母和黑落德的酵母。"他说这话，是要宗

徒们勿过于忧虑食粮。 没有一顿饭吃，毕竟是小事;若中了异

端邪说(法利塞人的酵母) ，或染上淫风恶俗〈黑落德的酵母)

的毒，而丧失了灵魂，这才是应该注意提防的大事。 但宗徒们

一心挂虑忘记带食粮的事，听了耶稣的话，仍然不懂是什么意

思，因此耶稣提出两次增饼的事来，提醒他们不要只顾吃食，

应该向远处着眼。 门徒们方才恍然大悟:他说的并不是忘了带

饼，而是防备法利塞人等的道理和风俗(玛 16: 12) 。 圣史直言

不讳，把门徒们的昏愚情形全盘托出;由此可见福音的记载，

是如何真实确切。 关于注解，详见玛 16:5-12 各注 。

o 22-26 节为釜所独有 。 耶稣和宗徒来到湖的东北岸下了船，走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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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贝特赛达村镇时，有人给他领来了一个瞎子，求他医

治 。 耶稣这次的作风，与上次医治聋哑人的作风如出一辙:先

领他到僻静处，然后行了一些外面的仪式来医治他，最后仍不

许他向任何人述说此事(见 7: 31-37 注〉 。 此外，耶稣这次所显

的奇迹，与往常不同，并不立刻治好他，却慢慢地，一步一步

地治好他。 耶稣不立刻治好这个瞎子，大约是要宗徒们明了:

他们自己为接受神光宠照，是怎样的艰难迟缓;同样，在将来，

他们出外向世人宣传福音时，也要遇到这样的情形 。 瞎子的肉

眼，渐渐地看得清楚了，宗徒们的神目，经过耶稣长期的训练

和光照，也渐渐地开了，认清了自己的师傅。 他们亲眼见到耶

稣行了许多奇迹，证明了他即是默西亚，所以，待耶稣向门徒

们一发问"人子是谁"时，宗徒们便立即答出了正确的答案。

@ 因谷所记的都是伯多禄的宣讲。 伯多禄因了谦逊，凡于自己有

光彩的事，都略而不提，因此谷在此也只寥寥数语，述说了这

事 。 幸而那天还有玛窦圣史在场，他记这事记得特别详尽完整。

参阅玛 16: 13-20 各注 。

@ 本段是记述耶稣初次预言受难。 虽然宗徒已明认耶稣为人所期

待的默西亚，但他们与众人所期待的救国英雄式的默西亚，和

天主上智所预定的受苦受难的默西亚，实在相去太远。 所以耶

稣在伯多禄认主后，马上便预言自己所要受的苦难，目的是要

宗徒确实相信他即是依撒意亚所预言的受苦的默西亚(依 53) ，

他将为犹太人的领袖所唾弃，所谋杀 。 我们应知道，这是耶稣

初次预言受难受死。 宗徒们骤听之下，自然不免怪异。 原来我

们人的本性，都是贪生怕死，极不容易领悟苦架的宝训 。 伯多

禄自己就不愿吃苦，也不愿他的师傅吃苦;因此他一听到耶稣

的话，便率性想劝阻耶稣别怀受难的心思 。 岂知这正是血肉之

见，正与圣经的教训和天父的旨意相反。 所以伯多禄虽是出于

一片至诚，也不免遭受耶稣的斥责 。 经文详解，见玛 16 : 21-

23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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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段的苦架宝训与上段紧紧相连。 人子既应当受苦受死，那些

眼随他，以他作领袖的人，当然也应受苦受难。 34 -37 一段的经

文， 几乎与另 16 : 24-26 完全相同，详见该处的注释。 38 节是上

面数节的结论:人生在世，或救性命或丧性命，要看其对耶稣

与福音的观点如何而定。 人若以福音为耻，耶稣来日降临时，

也要以他为耻。

@ 本节按韭王通行本作 8:39，所以由本节起至九章末，立王通行

本与希腊原文常有一节的差别，请注意。 O关于本节的意义古

今解经学者的意见皆不一致。近代学者大都以为本节是指噩噩

撒冷的毁灭，从此旧约和它的遗迹完全消除，天主的国一一圣

教会正式建立在外邦的区域内 。 详见身 16:28 注 。

第九章

耶稣显圣容(~ 17:1-9; 蹬 9 :28-36) 

2六天后，坚壁带着鱼垒盘、壁垒鱼和羞望，单独只

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前变了容貌 ; 3他的衣服发

光，极其洁白，连世上漂布的也不能漂得那样白 。4里旦旦

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坚壁谈论。可直至盘遂开口对

耶稣说"师傅，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

个为你，一个为整墨，一个为旦旦旦。"6他原来不知道该说

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7 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

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昕从他!"8他们忽

然向四周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堕壁同他们在一起。 @

厄里亚再来的问题(暨 17: 9-13 ) 

9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坚壁嘱咐他们，非等到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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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从死者中复活了，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1。他

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

11他们就问耶稣说"为什么经师们说厄里亚该先来呢?"

12耶稣对他们说"厄里亚固然先来重整一切，但是经上

关于人子应受许多痛苦，被人轻慢，是怎样记载的呢?

13可是，我告诉你们:厄里亚也来了，人们也任意对待了

他，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记载的。" 8 

治好附魔的儿童(玛 17: 14-21 ;路 9: 37-43a) 

14他们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经师

和他们正在辩论。 15全民众一看见了耶稣，就都惊奇，立

刻向前跑去问候他。 16耶稣问门徒说"你们和他们辩论什

么?"17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他说"师傅，我带了我的儿子

来见你，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 ;18元论在哪里魔鬼抓住他，

就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并且僵硬了。我

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他们却不能。 "19耶稣开口向他

们说"哎!无信的世代!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

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带他到我这里来!" ~20他们就把

孩子领到耶稣跟前。一见耶稣，魔鬼立时使那孩子拘孪了

一阵，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滚吐沫。21 耶稣问他的父亲

说"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了?"他回答说"从小

的时候 ;22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要害死他。但

是，你若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明显壁

对他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 "24小孩

子的父亲立刻喊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 "25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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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群众都跑过来，就吨责邪魔说"又聋又哑的魔鬼，

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再不要进入他内! "26魔鬼就喊叫起

来，猛烈地使那孩子拘孪了一阵，就出去了;那孩子好像

死了一样，以致有许多人说"他死了， "27但是堕壁握住他

的手，拉他起来，他就起来了。28堕壁进了屋内，他的门徒

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他去?"29里壁对他们

说"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 0 

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玛 17:22 、 23; 路 9: 43b-45) 

3。他们从那里起身，经过加里肋亚;耶稣却不愿叫人

知道。31 因为那时他教训他的门徒，给他们说"人子将要

被交于人手中，为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

复活。呗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害怕询问他。 @

要谦逊如小孩(玛 18:1-5; 路 9:4ι48)

33他们来到墓盗盒，进了屋内，坚壁问他们说"你们

在路上争论了什么?"34他们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最大。35耶稣坐下，叫过那十二人来，给他们

说"谁若想做第一个，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并

做众人的仆役。 "36遂领过一个小孩子来，把他放在门徒中

间，抱起他来，给他们说 37 "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

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谁若收留我，并不是收留我，

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 。 " 0 

容忍奉耶稣之名驱魔的人(蹬 9:49 、 50)

38羞望向坚壁说"师傅!我们见过一个不跟从我们

的人，因你的名字驱魔，我们禁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

4 



马尔谷福音第九章 504 

们 。 "39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一个人，以我的名

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即诽谤我的。40 因为谁不反对我们，

就是倾向我们 。 " ø 

对信主弟兄的义务 (玛 10:41 、 42; 18:5-7; 10:11; 路 17:1-3a)

41"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

在告诉你们:他决不会失掉他的赏报。 42谁若使这些信者

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

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 " 0 

戒立恶表 (玛 18:8 、 9 、 13; 路 14:34 、 35)

43"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你残废进入生命，

比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到那不灭的火里更好 *44、 45倘若

你的脚使你跌倒，砍去它!你瘸腿进入生命，比有双脚被

投入地狱里更好J46、 47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刷出它来!

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比有两只眼被技入地狱里更

好，48在那里他们的虫子不死，火也不灭。 049 因为所有的

人都要用火脂起来 ， [一切牺牲都要用盐脆起来] 0 50盐是

好的;但盐若成了不咸的，你们可用什么去调和它?在你

们中间当有盐，并该和平相处 。 " æ 

@ 耶稣显圣容的事迹，前三圣史都有所记述，三圣史中唯谷的记

载，特别细致。"连世上漂布的也不能漂得那样白" (3) , "他原

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 (6) 等句，可以证明

谷的资料是从亲历其境的伯多禄的口中得来的。耶稣之所以在

此时显出自己的天主性，目的不外是要增强宗徒们的信德，准

备他们的心灵，承担耶稣受苦受难时的考验。 教宗良第一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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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显圣容的主要目的，是要由宗徒们的心灵中移去对十字架

的反感" (PL 54 , 310) 。 圣复旦塑说"耶稣显出自己的光荣，

为使他们(宗徒们)不再为主的死，或者为他们自己的死感到

困惑" (Catcna in Marc . ) 。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17: 1-9 

各注。

@按 9 节的记载，耶稣与那三位门徒下山时，曾禁止他们暂时不

要宣扬他们所见的事，其理由不难推知 。 因为倘若这时，把这

事宣布出去，不但更加强了一般人对耶稣为现世的默西亚的观

念，而且也使宗徒们更难明了默西亚要受苦受死的预言。那三

位门徒遵从了耶稣的命令，但他们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

是什么意思"又不敢直接问他 (9:32) ，于是便转弯抹角地问

厄里亚是否要再来的事。门徒拿这问题来问耶稣，并不是说他

们把原来议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问题丢开了，而另提出一个

新的问题。 不，这两个原是有关系的 。 因为按拉 3 :23 、 24 的记

载，厄里亚必须在默西亚以前先来，为他预备道路;那么，耶

稣为什么必须先受苦受死，而后才复活呢?门徒们刚才亲眼看

见厄里亚来了，并且来了又去了，什么也没有做，难道这是应

验了拉 3:23 、 24 的预言吗?门徒们大惑不解，因此便拿这问题

来问耶稣。 从耶稣的回答上可以看出，耶稣并没有否认经上对

厄里亚来临的预言，但耶稣继续说:经上也有大家所公认的关

于默西亚受苦受难的预言(依 53; 咏 22 等处) 。 如果厄里亚本

人真是在默西亚之前来了，并重整了一切，那么关于默西亚应

受苦受死的预言又怎样解释呢? 实际上，经上所预言的默西亚

的前驱已经来了，但他并不是厄里亚本人，而是负有厄里亚精

神和能力的洗者若翰(路 1: 17) 。 若翰之来为准备默西亚的道路

所行的重整事业，并没有拯救他本人脱离了受苦而免一死(正

如他的预像厄里亚所遭受的，列上 19) ， "人们也任意对待了他"

(13 见 6: 17-19; 蹬 7:30) 。 因此关于人子所预言的一切也要同

样应验。 详见玛 17:9-13 各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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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圣史在记述了耶稣显圣容以后都记述了这个附魔儿童的事，

但谷所记的尤其特别生动详细 。 14 节"他们来到门徒那里" 即

谓耶稣同上山的三位门徒来到了留在山脚下的另一些门徒那里。

当他们回到山下时，看见一大群人围着没有上山的门徒，情形

极其紊乱，其中且有些经师得意洋洋地与门徒们在争辩。 由 17 、

18 两节得知，经师与门徒争辩的问题，并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

而是根据目前的事实，嘲笑门徒对恶魔的无能为力 。 19 节:耶

稣的答话与哀叹，是指所有在场的人说的，连门徒也包括在内。

详见玛 17: 16 、 17 注 。

o 21-24 节耶稣与孩子的父亲的一段对话，是谷所独载的 。 由这段

对话，我们不但更清楚知道小孩子的悲惨情形，而且也更清楚

明了信德的重要。 由孩子的父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德

是怎样的薄弱"你若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

。2) 。 这话带有怀疑与缺少信德的口气，大概是由于耶稣的门

徒不能将魔鬼赶走之所致。 那人的信心固然十分薄弱，但耶稣

并不轻视他这微小的信心，而另用言语来鼓励加强他的信德。

23 节"你若能"一语，是耶稣重复那人的话 (21) ，而加以反

问，藉以激起那人的信德。"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这

是一句多么激发人信心的话!换句话说:问题并不在于耶稣的

能与不能，只在于人的信与不信。孩子的父亲明白自己信心的

不足，遂苦求耶稣帮助他加强他的信德 (24) 0 25-27 节，记述

耶稣对恶魔所发出的严命的效果，及描述附魔的孩子得愈后的

情形。 28 、 29 两节说出了门徒失败的原因 。 他们失败的最大原

因，是因为他们过于仗恃己力，忘记了自己只是天主的工具。

所以他们在驱魔时，应先怀最大的信心，析求天主帮助，才能

有济于事。 因此耶稣说"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

去的。"详见玛 17: 19-21 注 。

@ 耶稣传教的生活行将结束，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日期将近，

因此耶稣愿远离群众"不愿叫人知道" (0) ， 一心想要训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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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门徒，使他们对快要临到他们身上的事作相当的准备，因

此便再预言自己所要受的种种苦难。 宗徒们仍是俗心一片，摆

脱不了伊撒尔王国的救星一一光荣的默西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因此他们仍不明了耶稣对自己将受的种种苦难所讲的预言 。 不

但如此，而且他们还在争论，在将来新的默西亚王国里，谁的

身份最高最大(详见 34 节，并参阅 10:35-37) 0 "又害怕询问

他" 一句，影射前面 8:31-33 耶稣严斥伯多禄的事。

@ 由本段起至本章末所记的，实际上，并不相连。 釜所以把这几

段言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运用了联想的方法，以帮助自己或

读者更容易记忆。 33 、 34 两节记载宗徒们在路上争辩谁为大的

问题。 在他们中间，发生这问题的原因，大约是因为耶稣在不

久前预许了要立伯多禄为宗徒之长(玛 16: 18 、 19) ， 并只为他

拿税的缘故(玛 17: 24-27; 详见玛 18: 1-4 注 ) 0 35 节是谷在此

处所独有的 。 虽然他把一些事迹记得十分简单，但他却把耶稣

关于天国中谁为大的主要点全部记了下来，无一遗漏"谁若想

做第一个，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个，并做众人的仆役"。 详

见玛 20:2ι28 注 。 耶稣在此完全打破了宗徒们现世荣华富贵的

观念，因为天主的国与世上的国完全不同，凡能谦卑自下，甘

心作人仆役的，才能居天国中的首位(见路 22: 24-27) 。 耶稣不

但用言语来训诲自己的徒弟，并且还以实际的行动来教导他们，

使他们耳濡目染，务必将这重要的教训刻画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遂把一个孩童抱在怀中，向他们道"谁若因我的名，收留一个

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 谷在此似乎遗漏了一句动人肺

腑的话? "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 (玛 18:3、的，但他却加

上了玛所遗漏的一段情节，即耶稣把小孩子抱在自己怀中的事。

耶稣的这一举动，便把他就小孩子所发的言论在宗徒们心中，

印上了一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小孩子便代表了宗徒们所当事奉

的谦逊卑下的人群。 谁若因耶稣的缘故收留一个小孩子， 一个

不为人所注意的信徒，便是收留他自己，以及派遣他来的圣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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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在世人眼里虽不足称道，但在耶稣的眼里，却是一件最

可称颂的大事 。 经文注释，详见玛 18: 1-5 各注 。

@ 因上段末节耶稣提到"因我的名字"遂使若望宗徒记起了他们

出外传教时所遇到的一件事 (6: 7) : 即有一个人因耶稣的名字

驱逐魔鬼，宗徒们曾禁止他，因为这人不属于他们的团体。 若

望和他的同伴起初原想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保护了自己师傅的

名声，卫护了自己所有的特权;但如今昕到耶稣说，凡"因我

的名字"而做的事，都为耶稣和天父所喜悦，便对自己以往的

作风是否合理，起了疑问，遂把这事报告给耶稣。 循循善诱的

导师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不赞成他们的作风。 因为谁以耶稣

的名字施行圣迹，必是承认耶稣的威权与能力，决不能反对耶

稣。 虽然这些人的信心尚很幼稚，但己是明认耶稣的开始，他

所行的奇迹已是宣传基督与基督教义的动力 。 所以耶稣又加上

一句简短的格言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 。"这句话

使我们想起玛所记的一句相类似的话"不随同我们的，就是反

对我们。"详见玛 12:30 注七 。

8 41 、 42 两节，耶稣又折回到节所论的事上。 凡因基督的原故，

对宗徒或信友施舍一些小惠，也必得偌大的赏报。 反过来说:

凡引诱一个信仰基督的人，尤其是引诱一个小孩犯罪的，必受

不堪设想的永罚。详见玛 10:42 注二十九， 18:6 注三。

@ 随从基督的人，不但应躲避引诱别人犯罪的行为，并且还应准

备牺性一切，以免使自己陷于罪恶。手、足和眼睛，是人身体

上最宝贵的肢体，但东西无论怎样可贵，只要它成了犯罪的原

由，就不应加以怜惜。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5:29 、 30; 18: 

8 、 9 各注。 43 、 45 两节中的"生命"与 47 节中的"天主的国"

意义相同，因为永远的真生命和天国才是义人所应得的真正酬

报。 44 、 46 两节，各古抄卷皆元，想必是 48 节的衍文。 48 节取

自依 66:24 。

@ 由上文所提到的"火"字，使谷联想到了"盐" "火"与"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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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保存物质与精炼物质的作用，因此釜记载说"所有的人都

要用火脂起来。"关于这句话的解释，学者的意见不一:有些学

者以为本节应与上节紧连，意谓:地狱的火有如盐一样，常常

保存那些下地狱里去的人，烧他们却烧不死他们，使他们永远

受苦。另有些学者则以为本节应是 43-48 一段的总结，意谓:基

督徒应甘心情愿作牺牲，把自己的身心性命作为全孀牺牲，献

于天主，好作进身的礼物，正如"一切牺牲都要用盐蹄起来"

才为主所悦纳一般(跑 2: 13) 。 我们以后说为是。 50 节:盐有

调和与保存食物的作用，固然是好的，但盐若不威了，便成了

完全无用的废物。详见要 5: 13 注。最后一句"在你们中间当有

盐，并该和平相处 。"折回前面 33 节宗徒们争辩谁为大的主题。

盐有调和的作用，且是友情的表征"盐约"即是永久的约〈主

18:19; 编下 13:5) 。 如果宗徒怀有基督真精神的盐，他们自能

和平相处，必不会争论谁大谁小。 何况身为"地上盐"的宗徒

(玛 5:13) ，更应给别人立好榜样，更不应彼此有所争论。

第十章

耶稣往若尔当河东去 (玛 19:1 -2; 若 10: 40-42) 

1 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境界，若尔当河的对岸，

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 @

离婚的问题(玛 19:3-12)

2有些法利塞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是要

试探他。3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叫他们

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 "5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

了你们的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6但是，从创

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 。7 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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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依附自己妻子 8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

个，而是一体了 。9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 "10到

了屋里，门徒又问他这事 11 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

的妻子而另娶，对于妻子就是犯奸淫 ;12若妻子离弃自己

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 。 " 8 

耶稣祝福孩子(玛 19:13-15; 路 1 8 : 15-17) 

13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 要他抚摸他们 。 门徒

却斥责他们 。 14耶稣看见了，就生了气，对他们说"让小

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

样的人。 15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

主的国，决不能进去 。 "16耶稣遂抱起他们来，给他们覆手，

祝福了他们 。 @

富贵的少年和财富的危险 (玛 1 9 : 1ι26; 路 1 8 : 18-27 ) 

17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跑来了一个人，跪在他面

前，问他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作什么?"18耶稣对

他说"你为什么称我善?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

的 。 19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

可做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 "20他回答耶稣

说"师傅!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 。 "21 耶稣定睛看他，

就喜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

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背着

十字架，跟随我， "22 因了这话，那人就面带愁容，忧郁地

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 023耶稣周围一看，对自己的

门徒说 "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 "24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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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 坚壁又对他们道"孩子们!仗恃

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 25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

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 。 "26他们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

样，谁还能得救?"27堕壁注视他们说"在人不可能，在天

主却不然，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 。 " 0 

跟随耶稣获得百倍赏报(另 19: 27-30; 蹬 18 : 28-30) 

28伯多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并跟随

了你。 "29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并为

了福音，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母亲，或父

亲，或儿女，或田地，30没有不在现今这时期就得百倍的

房屋、兄弟、姊妹、母亲、儿女、田地一一连迫害也在

内，并在来世得永生的 。 31 但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

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 0 

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玛 20: 17-19; 蹬 18: 31-34) 

3徨那时他们在路上，要上耶路撒冷去，坚壁在他们前

头走，他们都惊奇，跟随的人也都害怕 。 坚壁又把那十二

徒带到一边，开始告诉他们那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

33"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于司祭长和经师;

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要把他交给外邦人产他们要戏弄他，

唾污他，鞭打他，杀害他;但三天以后，他必要复活 。 " 0 

载伯德两个儿子的要求(玛 20: 20-24) 

35载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走到耶稣前，对他说:

"师傅!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 "36耶稣对他们

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作什么?"37他们对他说"赐我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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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光荣中，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38耶

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饮

我饮的爵吗?或者，你们能受我受的洗吗?"39他们对他说 :

"我们能。"耶稣就对他们说"我饮的爵，你们必要饮 ;

我受的洗，你们必要受严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不是我

可以给的，而是给谁预备了，就给谁。"41 那十个听了，就

开始恼怒雅各伯和若望。@

耶稣责斥门徒的骄傲(玛 20 :25剖;路 22: 24-30) 

42耶稣叫过门徒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

自尊为首领的，主宰他们，有他们的大臣管辖他们。43但

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

就当作你们的仆役严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作

众人的奴仆。45 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

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赎价。" 0 

治好耶黎昌的瞎子(玛 20:29-34; 路 18:35-43)

46他们来到了耶黎昂。耶稣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从

耶黎昂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即提买的儿子巴

尔提买坐在路旁。47他一昕说是纳臣肋人耶稣，就喊叫说:

"耶稣，达味之子，可怜我吧 ! "48有许多人就斥责他，叫他

不要作声;但他越发喊叫说"主壁之子，可怜我吧!"哺堕

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人就叫那瞎子，给他说"放

心!起来!他叫你呢! "50 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跳起

来，来到耶稣跟前。51 耶稣对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

么 7" 瞎子对他说"师傅!叫我看见! "52里整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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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

跟着堕壁去了。 @

@ 耶稣明知自己离死期已近，于是便率领自己的门徒，决定离开自

己的本乡加里肋亚，取由加里肋亚到耶路撒冷惯常所走的路，

经过河东沿岸的培勒雅地方，再过河至耶黎昌，而后上耶路撒

冷。本章即是耶稣经过培勒雅到耶黎蜀中间所发生的事迹的片

断记述。经文大抵与另 19 、 20 两章相同，所以在此处只注意与

玛不同之处。本章的事迹发生的时间，见年表 169-172 0 "耶稣

从那里起身"，按上章 33 节，耶稣与门徒"来到了葛法翁"出

发的地点即是葛法翁，这正与玛 19: 1 所记的"耶稣讲完这些话

以后，就离开了加里肋亚"一句相合。"犹太境界，若尔当河的

对岸"，即是河东的培勒雅地方(若 10: 40-42) 。耶稣又在那里

讲道劝人，并医好了许多病人(玛 19:2) 。

8 2-12 节与玛 19: 3-12 所记的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有三点:

(一)谷 2 节内在法利塞人所设的问题中，省略了玛 19:3b 的

"为了任何缘故"一句(二)谷 11 节，在耶稣的回答中，省略

了玛 19:9 的"除非因为拼居"一句(三)谷 12 节为玛所无。

前二项因只限于犹太人的思想，与谷为外邦人写福音的目的不

合，并且这又不是外邦人所能领悟的，因此一概省略。第三项

为犹太人所不能领略的，因而玛予以省略，谷却写出，因为这

正适合他为罗马人写福音的目的。按罗马法，男女间的婚姻是

平等的，男的既可休妻，女的也可休夫，因此谷把耶稣所说的

这句话，补在他的福音中。关于经文详解，见玛 19:3-12 各注。

@ 按上段 10 节的记载:门徒们回到屋里，又与耶稣谈起了婚姻的

问题，也许就在此时，耶稣给门徒们讲论了守贞的问题(玛 19:

1 0-12) 。正在讲论的时候"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要他

抚摸他们"。由此我们也可明了门徒们为什么"斥责他们"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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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看见了，就生了气"这又是谷所独有的笔调 。 耶稣生气的原

因，是"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由此耶稣发表了进人

天国应有的资格 。 15 节虽不见于玛与此对照之处，却见于玛

18:3 。 详见该处注释。 16 节"耶稣遂抱起他们来"这又是谷的

细腻处，与 9:35 所记的相同 。

。 "正在耶稣出来就道时" 一句，说出了耶稣与富贵少年相遇，是

在耶稣降福儿童后，出来上道去耶路撒冷时(32) 。 跑来的这个

人，即是玛所记的那位少年。 谷与玛的记述，虽略有不同，但

其主旨则一。 譬如:按谷的记载:耶稣是由少年人对他的称呼

"善师"加以发挥，而按玛则是以"善"加以发挥，但归根结底

则一:善的只有一个一一一天主 。 21 节"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

他"一句，是谷所独有的，这句话说出了耶稣见那少年人怀有

寻求真理的赤诚之心，感于中形于外的情绪和态度。 耶稣还愿

少年人再进一步，作他的徒弟;但那少年人"面带愁容，忧郁

地走了"，这句话正是 17 节所记的那少年人怀着热诚"跑来跪

在耶稣面前"的反照 。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19: 1ι22 各注 。

@ 那少年人垂头丧气走了以后，耶稣便藉此机会给宗徒们讲了一

篇"富人难进天国"的道理。 23 节"耶稣四周一看" 一句，不

但是叫宗徒们注意他所要说的话，并且也表示出了耶稣当时所

怀的伤感(这又是谷所独有的文笔)，遂感叹说"那些有钱财

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这句话使门徒十分惊奇，他们以

为凡是富人就都不得进天国了 。 耶稣见他们希奇，怕他们懂错，

遂又接着说"孩子们!仗恃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 " 

。的 。 这才把他的实在意思说出来了 。 本节也是谷所独有的，

关于其余诸节详解，见玛 19 : 23-26 各注 。

o 28-31 节的记述，显然与上段相连 。 若将谷的记述与玛 19:27-30

比较一下，玛虽多记了只对十二门徒所特有的赏报 (19: 28) , 

但对现世的百倍赏报，却不及谷所记的清楚，因为谷又将人们

所舍弃的人与物，又一一重复了一遍。 见玛 19 章注十六。 3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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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迫害也在内" 一句，是釜所独有的 。 学者们以为这句话，好

似在食物中所加的"香料"或在食物中调昧的"盐"，作为天

主真儿女的"保证"与"左券"。 因为"迫害"是耶稣所留与我

们真正追随耶稣者的"福分"与"产业" (要 5: 1 0-12) ，由此才

可看出基督徒的真精神(另 10:24; 蹬 6:32; 差 1 3: 16; 15 : 19) 。

31 节如按谷的上下文来看，好似是对宗徒们所说的警句:勉励

宗徒们时加慎重，不要认为自己先为耶稣所召选，在受赏时必

要占据高位，因为天主圣宠的力量是人所料想不到的 。 详见玛

19:30 注和玛 20: 16 注 。

o 32-34 节的记述与~20:17-19 相同，参阅该处各注。 在本段内

谷所独有的，只是"耶稣在他们前头走，他们都惊奇，跟随的

人也都害怕"一段。 这简短的描绘， 一方面说出了耶稣面对自

己受难受死的勇敢;另一方面，也描绘出了门徒们与跟随耶稣的

人的软弱情绪。 门徒们所惊奇的，是看见耶稣走在他们前面，对

于面临的生死关头毫不畏惧;跟随的人所害怕的，是怕自己在耶

京也遭遇什么不测。 耶稣就在门徒们的惊奇与害怕的情绪中，又

第三次预言了自己快要受苦受难，死后三日必要复活的事。

@ 路在 18 : 34 记述了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受死后，曾再三表示门徒

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 他记载说"这些，他们一点也不懂，这话

为他们是隐秘的，甚至所说的事，他们也不明白 。"本段所记的载

伯德的两个儿子的请求，正可作路 18:34 所记的有力的证明 。 耶

稣一心一意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苦受死，心情矛盾的宗徒们这时却

猜想耶稣或者这次到耶京去是为建立他的默西亚王国，载伯德的

儿子就想抢高位。 由此可见，宗徒们的思想与耶稣的思想，相去

多远。 关于本段的记述，玛 20:2也24 亦有所载， 二圣史的记载虽

有几处不同，但在另 20:20-24 的注释中都已详述，此处从略。

。 因了重组聋儿子向耶稣请求高位，宗徒们都开始恼怒他们，耶稣
便趁此机会讲述了天国中谁为大的大道理，并以自身作则，劝戒

他们作大众的奴仆。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20: 25--28 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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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段经文与本段经文中所发生的问题，玛与路的各注中 ，

都有详解。 谷在本段中所独有者，只有两点(一)谷记下了瞎

子的名称"巴尔提买"，按阿辣美语"巴尔"即是"儿子"的

意思，因此"巴尔提买"即是上半节"提买的儿子"的意思 。

这是一种由父名而得名的称呼，这在圣经上也屡见不鲜:如巴

尔多禄茂，巴尔纳伯，巴尔耶稣，巴辣巴等。 谷所以能记下这

瞎子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此人为最初的教友们所认识，或者为

谷所认识的缘故 。 (二)谷在 48-50 三节内穿插了一段小小的描

绘。 由此证明这事当时给伯多禄所留的印象是如何的深刻，谷

因有伯多禄的口授才能写得如此生动 。

第十一章

荣进耶路撒冷 (玛 21:1-11; 路 19: 29-38; 若 12: 12斗的

1 当他们将近耶路撒冷，到了贝特法革和贝塔尼雅，

在阿里瓦山那里时，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2对他们说:

"你们往你们对面的村庄里去，一进村，立时会看见一匹

拴着的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3若有

人对你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他立刻会把它再送回这里来。 "4他们去了，便见一匹驴驹，

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5在那里站着的人，有些对

他们说"你们解开驴驹做什么?"6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

的对他们说了;那些人遂容许了他们 。 07他们把驴驹牵到

耶稣跟前，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上面，里堡就骑了上去。8有

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还有些人，把从田间砍来的树

校，都铺在路上。9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贺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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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称颂!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1主之

国应受称颂!贺三纳于高天! "11 坚壁进了耶路撒冷，到圣

殿里，周围察看了一切，时辰已晚，遂同十二徒出来，往

贝塔尼雅去了。@

咒诅无花果树(费 21: 18-19a) 

12第二天，他们从贝塔尼雅出来，耶稣饿了 。 13他从远

处望见了一棵有叶子的无花果树，就上前去，或者在树上

可以找到什么;及走到那里，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有找

着，因为不是元花果的时节 。 14耶稣就开口对它说"永远

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 @

驱逐商人出圣殿〈玛 21 : 12 、 13; 路 19:45 、 46 )

15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 耶稣一进殿院，就开始把在

殿院里的卖者与买者赶出去，把换钱者的桌子和卖鸽子的

凳子推翻， 16也不许人带着器皿由殿院经过 17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么?你们

竟把它作成了贼窝!"。

经师法利塞人设法陷害耶稣 (路 19:47 、 48)

18司祭长和经师昕了，就设法怎样除掉他，却又害怕

他，因为全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惊奇不已 。 19 到了晚上，他

们就出城。 @

论信德的力量 (玛 21 : 19b-22) 

20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时，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

都枯干了 。 21 组乏主主想起来了，就对耶稣说"师傅! 看 !

你所咒骂的无花果树已枯干了 。 "22 Jl~壁回答他们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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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天主当有信德!23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

说:起来，技到海里去!他心里若不怀疑，反相信他说的

必成就，就必要给他成就。24 因此我告诉你们:不论你们

祈祷恳求什么，只要你们相信必得，就必给你们成就。

25当你们立着祈祷时，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就宽恕

吧!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犯。26 ，如果你们

不宽恕，你们在天之父也不宽恕你们的过犯。'" 0 

质问耶稣的权柄 (玛 21: 23-27; 路 20: 1-8) 

27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当耶稣在殿里徘徊时，司祭

长、经师和长老来到他跟前，28对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做

这些事?或者，是谁给了你这权柄做这些事7"29耶稣对他

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

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30若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

还是从人来的?答复我吧! "31 他们心中思量说"若我们

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要说:那么为什么你们不信他?

32但是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他们害怕民众，因

为众人都以若翰实在是一位先知。33他们便回答耶稣道 :

"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

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0 

@ 耶稣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便毅然决然进了耶路撒冷。以

下为本福音的第三部分(1 1:1-15:47) 。 这一部分可分为两段:

(一) 11-13 章记述耶稣最后几天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和所讲的

道理(二) 14 、 15 章记述耶稣的苦难。 关于本章 1-11 节记述的

荣进耶路撒冷的事迹，四福音都有所记载，惟谷所记的特别生



519 马尔谷福音第十一章

动详细，犹如前面屡次所提过的，他是记述一个亲见者一一组

多禄的回忆。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要 21:1-11 各注 。 在本段内

谷与玛的最大差异，即是釜未曾提到要 21:2 所记的"母驴"。

按该处的注释所讲，母驴与驴驹一起被牵去的原故，是因为初

次上路的驴驹有母驴同在，更易驯服，详见要 21 注二 。 关于这

匹驴驹，谷特别记载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句话是为

尊崇耶稣为默西亚的尊位而写的，因为按梅瑟法律(户 19 : 2; 

申 21 :纱，和一般外教古民族的风俗，凡献给天主(或最高神

明〉的牲畜，都应是洁净的，人所未用过的。按圣史的意思，耶

稣既是默西亚，就应享用天父的特权和光荣，他所骑的驴，应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3 节"主要用它......"句内的"主"，是

指耶稣，并非指驴的主人。 由"主"这一称呼，我们便可推知，

这驴驹的主人，可能是耶稣的一个门徒。 有些学者以为这主人即

是谷的父亲，有些则以为是尼苛德摩，或者是若瑟阿黎玛式雅，

或者是拉臣禄……这不过只是些推测之词罢了，并无实据。

@ 耶稣荣进圣城，虽然在民众前显出了自己的默西亚尊位，但这

决不是一般民众所期望的救国君王的出现，而是完全有一种宗

教的超凡的目的，就是如同臣 9:9 所预言的"看!你的君王来

到你这里，他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的，骑在驴上，骑在驴

驹上。"由此也可断定耶稣是由朝圣团所进的门一一 "金门"进

了圣殿，并在圣殿里，以主人的身份视察了一切，为决定第二

天将作的光荣天父的事 05-1 7) 。 在耶稣荣进圣城的事上，不

但耶稣在民众前自显为默西亚，并且宗徒们和热情的群众在当

天内也都以他为默西亚，因此他们以大衣和树枝铺道，以欢呼

的声音高唱"贺三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那要来的达昧的

国-一即默西亚王国……贺三纳于高天!"按"贺三纳于高天"

-句，可有两种解释;或解作:望我们的欢呼声上达于天主的

宝座前;或解作:恳求天主由他的宝座上赐予我们救恩。 门徒

与民众对耶稣这"默西亚神国"的真谛明了到什么程度，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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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说出，不过我们敢断定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举动，以及外

面的仪式，完全没有超出宗教的范围;不然，我们不明了，为

什么罗马当局未感到惊骇，而加以干涉。

@ 玛与路把洁净圣殿之举，放在荣进圣京的当天;谷却按事件发

生的先后，把它放在第二天，即今所称的"瞻礼二"。若写在耶

稣传教初年 (2: 13-16) 。同样，关于耶稣诅咒无花果树之事，

谷也分别得很清楚:耶稣咒骂无花果树是一天(瞻礼二早上) , 

门徒们发觉这树连根也枯死了是在另一天(即瞻礼三早上) ，趁

这机会耶稣便给他们讲了一篇论信德的大道理 (20-26) 。耶稣

在这里诅咒那棵无花果树，并使它枯死，是一种象征行为，有

如古先知们多次所行的一般(依 20: 1-6; 耶 13 : 1-10; 27: 1-11 

等)。这象征行为表示:凡不结耶稣所寻求的善功之果的，必要

受罚(路13:ι功。这教训首先是为辜负主召的伊民而设的，但

也是为万民，尤其是为基督徒而设的。无花果树枯萎的象征行

为，大概也是为叫宗徒随时想起耶稣的威能。他原能以他的威

能毁灭他的仇敌，但他不愿这样做，因为他愿甘心受苦受死。

圣多玛斯解释说"无花果树枯干了，这是为了门徒的原故，为

使他们鼓起勇气来……他显出了他有施行惩罚的能力，这样门

徒可以明白:他能使犹太人枯萎，但他却甘愿容忍" (Catena in 

Marc. )。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21: 18 、 19 注。

。 15-17 节的事迹，四福音都有记载，详见玛 21:12-17 各注。谷

所独有的只是 16 节:耶稣"也不许人带着器皿由殿院经过。"

此处所谓的"殿院"指"异民院" (见图 6)0 "器皿"即是日常

用品，如筐篮、锅釜、瓦罐、行囊等等。人由殿院经过，本是

想抄近路，不然，要绕过殿外才得进城去。于是来来往往的人，

嘈杂喧嚷之声，扰乱了殿内的肃静，并且还使殿院成了交易场

所，小贩的晴集地，于是耶稣便引经据典，称此处为"贼窝"

〈依 56:7; 耶 7: 1 1)。

@ 司祭长把耶稣清洁圣殿的举动，视为侵犯自己权力的行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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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非把这人除掉不可 。 白天不敢下手，因为百姓都惊奇他

的教训，黑夜又无法抓住，因为他出城投宿 01 、 19) 。 所以便

与经师长老筹商办法，怎样把他迅速除掉。

o 26 节重要的整堕抄卷皆缺，可能来自~ 6: 15 0 0耶稣在本段

中，藉宗徒们发觉无花果树枯萎的机会，教训他们，只要他们

具有信德与爱德，他们的能力即是无限的。换句话说:即是应

当信赖天主的全能，并效法天父的仁慈宽恕、自己的仇人。 假使

一个信徒心中怀有这两种美德，他的祈祷便是万能的 (9:23) 。

25 节"立着祈祷" 一句，描写犹太人普通祈祷的姿势。 如果双

膝跪下，或者俯伏在地，则是一种苦苦哀求的祈祷方式，只是

在非常的时期才这样作。

@关于本段记述，玛 21: 23-27 各注内都有很详细的解释。 不过，

谷在此特别提到了三种人物:即司祭长、经师和长老。 这三等

人物即是组成犹太人最高"公议会"的三等人物，详见历史总

论第三章二。 这三等人物来质问耶稣，本想从他的口中找些资

料来控告他，将他除灭，谁知反遭耶稣的反问，自讨一场没趣。

第十二章

恶园户的比喻(玛 21 :33-46; 路 20: 9-19) 

1 耶稣开始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

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座守望

台，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2到了时节，他便打发

~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向园户收取园中的果实 ;3园户却抓

住他，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4主人又打发别的一个仆人

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打伤了他的头，并且凌辱了他。 5主人

又打发了另一个，他们把他杀了;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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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他们打了，有的他们杀了 。 6主人还有一个，即他的爱

子;最后就打发他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必会敬重我的

儿子。7那些园户却彼此说:这是承继人，来!我们杀掉

他，将来产业就归我们了 。8于是便抓住他，杀了，把他抛

在葡萄园外。9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呢?他必要

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租给别人。 10你们没有读过

这段经文吗? ‘匠人所槟弃的石头，竟成了屋角的基石;

11这是由上主成就的，在我们眼中殊为神妙。 ， "12他们明白

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群众，于是离

开他走了 。 @

给凯撒纳税的问题(玛 22: 15-22; 路 20: 20-26) 

13后来他们派了几个法利塞人和黑落德党人，到耶稣

那里，要用言论来陷害他。 14他们来对他说"师傅!我们

知道你是真诚的，不顾及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

只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给凯撒纳丁税，可以不可以?

我们该纳不该纳?"15 耶稣识破了他们的虚伪，便对他们

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德纳 F 来给我看看!"

16他们拿了来，耶稣就问他们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对他说"凯撒的 。 "17耶稣就对他们说"凯撒的就应

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他们对他非常惊异。 @

复活的道理 (玛 22 : 23-33 ; 路 20 : 27-40 )

18说没有复活的撒杜塞人来到耶稣跟前，问他说:

19 "师傅!梅瑟曾给我们写说: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

下妻子而没留下孩子，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给他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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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立嗣 。 20 曾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留下子嗣

就死了 。 21 第二个娶了她，也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第三

个也是这样 。 22那七个都没有留下子嗣;末了那妇人也死

了。23在复活时，当他们复活后，她将是他们哪一个的妻

子? 因为他们七人都娶过她为妻。 "

24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是因为没有明了经书，

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因此错了吗?25 因为人从死者中

复活后，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天使一样。26关于死

人复活的事，在梅瑟书上荆棘篇中，你们没有读过天主怎

样对他说的吗?他说: ‘我是旦旦血的天主，篮盘盔的天

主，和雅各伯的天主。 ， 27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以你们大错了!" 8 

最大的诫命(~ 22: 34-40; 蹬 10 : 25-29)

28有一个经师昕见了他们辩论，觉得坚壁对他们回答

得好，便上前来，问他说"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条

呢?"29耶稣回答说"第一条是:‘伊撤尔啊!你昕!上主

我们的天主是惟一的上主。 30你应当以你的全心，你的全

灵，你的全意，你的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 ， 31 第二条是:

‘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 。 F 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

更大的了 。 "32那经师对耶稣说"不错，师傅!说得实在

对:他是惟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 33应以全心，全

意和全力爱他，并爱近人如自己，远超过一切全孀祭和牺

牲。唰坚壁见他回答得明智，便对他说"你离天主的国不

远了 。"从此没有人敢再问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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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西亚为这昧之子的问题(玛 22 : 41-46; 路 20: 41-44) 

35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时说道"经师们怎样说默西亚

是达味之子呢?萄达味自己因着圣神曾说过: ‘上主对吾主

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人屈作你的脚凳。 '37a达

味自己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达味之子呢?" 0 

指摘经师(玛 23:1-39; 路 20:45-47)

37b大批群众都喜欢听他。38耶稣在教训中又说"你们

要谨防经师:他们喜欢穿长袍游行，在街市上受人请

安，抱在会堂里坐上座，在延席上坐首席 ;4。他们吞没了寡

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作掩饰:这些人必要遭受更重

的处罚。" 0 

称赞穷寡妇的献仪(路 21 : 1-的

41耶稣面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向银库里投钱;有

好些富人投了好多。42其时来了一个穷寡妇，技了两个小

钱，即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43 耶稣便叫过他的门徒来，

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比所有向银库

里技钱的人，都投得多严因为众人都拿他们所余的来投，

但这寡妇却由自己的不足中，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

全部生活费，都投上了 。 " 8 

@ 前章末记载耶稣不肯答复犹太领袖的质问，如今在这一比喻内，

一方面说出了他的权柄的由来一一他是天父的"爱子"是"承

继人"，他具有天父的全能，另一方面也预言了拒信的选民将遭

受遗弃。 6 节"他还有一个，即他的爱子" 一句，说出了耶稣的

天主性，正与若 3:16: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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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相符合。 按"爱子" 一词，照希伯来文和七十贤

士译本的用法，亦可译作"独生子" (实际上，创 22:2 、 12 、 16;

耶 6:26 等处希伯来文的 iahid "独生子"七十贤士译本都译作

"áy，απrrrÓs " "爱子") 。 耶稣所说的这个恶园户的比喻，真可说是

包括了选民辜恩负爱的全部历史。 圣斯德望在公议会中所讲的，

正可作这比喻最完美的注解(见宗 7:7-53) 。 关于本段经文的注

释和本比喻的意义，详见玛 21: 33-46 各注 。 若将谷与玛的经文

两相比较，谷与玛的最大不同处可有两点(1)按谷所载，主

人曾前后四次派遣了自己的仆人，玛只载有两次。 谷之所以记

述主人再三派遣仆人之事，一方面是为表示主人的恩爱与容忍;

另一方面，也是为表示伊民的忘恩负义，变本加厉的罪行。 (2)

按谷的记载:主人打发了自己的"爱子"去后，仆人抓住"爱

子"，先杀了，然后把他抛在园外;玛则记为先把"爱子"推出

园外，然后把他杀了 。 玛的记载，显然是暗示耶稣受苦受死的

次序:耶稣先被领到城外，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希 13: 12) 。

选民的首领槟弃了天主所选用的"角石" 一一基督，但天主却

在这"角石"上建立了自己的神国，即新约的国一一圣教会。

议会所派来的代表明白了耶稣说这比喻的用意，企图逮捕耶稣，

只因怕民众暴动，未敢遮然下手( 12) 。 由此可以证明，本章 1

节所说的"他们"是指议会所派来的代表。

@ 法利塞人等被耶稣说的元以应对，又不能公然逮捕他，忍气吞

声退去以后，便召集会议，商讨对策，要以言论来陷害耶稣

(玛22:1日 。 他们前来向耶稣提出是否该给凯撒纳税的问题，为

叫耶稣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如答说该纳，则成为民族的罪人，

必然失掉民心;如答说不该纳，则是反抗政府，他们可以此为

藉口向罗马政府控告他，把他除掉。 耶稣以自己的元上智慧 ，

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巧妙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难。 耶稣的答话，

超出了目前的政治范围，而建立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永久基础:

政府的应归政府，天主的应归天主。 日后宗徒便依据耶稣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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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讲明了各政府所有的地位与权限 〈参阅罗 13 : 1-7; 锋 3:

1 ;伯前 2:13-17 等) 。 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22: 15-22 各注 。

@ 法利塞人败退以后，撒杜塞人就前来向耶稣问难。 按"撒杜塞

人" 一词，本福音中尚属初见，这一派人否认灵魂不死不灭，

和肉身复活等事(详见历史总论第三章五〉 。 他们给耶稣虚拟了

这个故事，显然是要叫耶稣在民众前当场出丑，使人民对耶稣

的道理失掉信心。 但耶稣的答复又堵住了他们的口，说他们

"没有明了经书，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 "复活"当然不是自

然界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只能出于天主的能力 。 不明白"天主

的能力"当然也不能明白"复活" (格前 1日，况且天主的大能

要使复活了的肉身，成为光荣的肉身"他们再也不能死，他们

如同天使一样;他们既是复活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 (路 20:

36) 。 婚姻不过只是现在延续人类的制度，人复活以后既不再死

了，也就用不着再婚嫁，他们像天使一样，不再受现世物质的

限制 。 引人明白"复活"的另一证据，就是圣经。 圣经是永生

的天主及赐予生命的天主的启示。 按这启示天主再三地保证:

他没有中止作圣祖的天主，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也没有忘

记他们守约的一片至诚(希 11:16) ，他必不遗弃侍奉过自己的

人，让他们归于死亡，因为"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

主"。 耶稣在此所引用的圣经，是出自出 3 :2-6 。 称之为荆棘篇，

这是指明事迹的圣经引用法(参见罗 11: 2; 谷 2:26) ，因这次

天主说话是在荆棘丛中的火焰中，因而将那次的显现和启示称

为"荆棘篇"。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22:23-33 各注 。

。 耶稣反驳了敌人的一切试探之后，谁也不敢再问他了，但在法

利塞人中有一个经师，见耶稣对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便对

耶稣十分钦佩，于是满怀受教的心前来询问耶稣在法利塞人中

常争辩的一个问题"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条?"按经师中

对这问题发生争辩的原因，是因为照"辣彼"的讲解:圣经上

的法令共计六百一十三条，其中二百四十八条是积极的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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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五条是消极的诫命;并且其中又分为"重的" "轻的"

"大的" "小的"。因此，在经师们中便发生了"哪条为最大"

"哪条是第一条"的争辩。这位经师见"耶稣回答得好"便虚

心来向耶稣请教。耶稣的答复就是取自犹太人每日早晚两次所

当诵念的那段著名的经文一一"协玛"气。本段经文称为"协玛"

是因为经文的第一个字即是嘀玛"一一

即是犹太人表示信仰惟一天主的宣誓，犹如我们今日所念的

"信经"一样。这段经文是由史 6:4 -9; 更 11 : 13-21; P 15: 37-

41 三处集成的。耶稣不但说出第一条诫命应是全心、全灵、全

意、全力爱上主天主的诫命，并且还附带提出了第二条 : 应

"爱人如己"的诫命(肋 19:18) ，且把经文所载的一切诫命总归

于这两条(详见玛 22:34-40 各注) 0 32-34 节是谷所独有的:记

述那位经师听了耶稣的明白答复之后所表示的赞同。他以为耶稣

的答复实在包括了全先知书中的精华(撒上 15:22; 欧 6:6; 亚 4:

4; 5:4; 依 1:1ι17; 耶 7:21-23) ，于是便说出爱德"远超过一切

全孀祭和牺牲"的大道理。 他这番好的心灵准备，赢得了耶稣的

称誉"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好似在邀请他进入天主的国 。 他

是否后来作了耶稣的门徒而进了默西亚王国，不得而知。

@ 本段按谷的记述，是耶稣在圣殿里教训民众时，向民众问了这

关于默西亚的出身问题。耶稣所以与百姓谈论这一问题，目的

是为纠正他们对默西亚的错误观念。因为按经师的讲解，一谈

起"达味之子"，在百姓的脑海里便呈现出复兴伊撒尔现世王国

的那纯人性的默西亚观念。耶稣为使百姓对默西亚有一更深的

认识，叫民众明了默西亚不只是"达味之子"于是便引用咏

109:1 ，暗示这位默西亚人性以外尚有的天主性。耶稣在此并没

有将主壁的话贴在自己身上，但在公议会中受审判时，却明明

将这话贴在自己身上(14: 62) 。详见玛 22:41-45 各注。

@ 釜在 38-40 三节内，给我们留下了耶稣指摘假仁假义的法利塞
人和经师们的几句话。 关于这事的记载，路虽比谷较长，但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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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章记述的比路更长。 这理由也不难明了，因为谷与路写作

福音是为了那些不很了解，不甚明白犹太风俗的外邦人，斥责

犹太人的领袖，为他们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只记了一个大概。

玛却不然，他是为犹太人写的福音，所以决不能忽略耶稣向选

民的领袖所下的最后警告。 耶稣发表这篇言论的最大目的，是

叫民众不要沾染法利塞人的恶习 。 按谷，耶稣所斥责经师们的最

大毛病有三，即:虚荣、吝啬和伪善。 这三大毛病正反对福音的

三大要求:心谦、神贫和内心的热诚。 再说也正是这三种大毛

病阻止了他们明了福音，且使他们与耶稣作对，并想谋害他，

因而使选民辜负了自己的圣召，遭受了天主的槟弃。 40 节玛缺

(拉丁通行本增于玛 23:14) 。 按梅瑟法律和历代先知的劝言，寡

妇应受特别保护(出 22:22; 申 10 : 18; 14:29; 依 1 :27 、 23; 10: 

2; 耶 7:6 等) ，但法利塞人不但不特别保护她们，反而视她们

为鱼肉，藉通晓法律常识的优势，欺骗她们，假慈悲为怀的名

义诈取她们的钱财〈参阅 Strack-Bi J1 crbcck 1I, 33s); 并且还藉

长久时间的祈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伪。 像这种假仁假义，

岂能不招致更严重的天罚(见路 12:47)? 本段是耶稣向民众所

讲的最后一次言论，以后的言论都是只以自己的门徒为对象。

@ 耶稣指摘了法利塞人以后，便离开了异民的殿院，带着自己的

门徒，进了妇女们的殿院，在这院里设有捐献的银库(详见若

8:20 注三) 。 耶稣便在银库前观看人们怎样捐献。 在许多捐献银

钱的人群中，耶稣注意了一个穷寡妇。 这个穷寡妇只捐献了两

个小钱(谷在此给自己的罗马读者解释说"即一文铜钱的四分

之一"其价值见附三:货币表) 。 耶稣有动于衷，便乘机将这

穷寡妇的真诚与真牺牲的精神摆在门徒面前，藉以排斥法利塞

人好大喜功的态度，好解释福音的真精神"众人都拿他们所余的

来投 ， 但这寡妇由自己的不足中，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全

部生活费，都投上了 。"在看透人心的天父前，这是多大的区别。

真正恭敬天主并不在乎外表，也不在乎献仪的多寡，而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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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乎内心的虔诚，在乎牺牲的真精神。圣盈盈些说得很对，

他说"天主不看人献的多少，只看所献的诚心多少。"

第十三章

预言圣城和圣殿的毁灭(费 24: 1-8; 蹬 21:5-1 1)

1 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他的门徒中有一个对他

说"师傅!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建筑! "2里堡

对他说"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将来这里决没有一

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心里壁在回旦旦

山上面对圣殿坐着的时候，伯多禄、雅各伯、若望和安德

肋私下问他说 4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这

一切事，要完成时，将有什么先兆?" 05耶稣就开始对他

们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了你们。6将有许多人

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并且要欺骗许多人。7 当你们

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时，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

的，但还不是结局。8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

国家，到处要有地震，要有饥荒;这只是苦痛的开始。" 8 

信徒必要受的迫害 (玛 24:9-14; 10: 17-21; 路 21: 12-19; 12: 11 、 12)

9"但你们自己要谨慎!人要把你们解送到公议会，你

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并且也要为我的原故，站在总督和

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证。 10但福音必须先传于万国。 11 人把

你们拉去解送到法庭时，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该说什么;在

那时刻赐给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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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而是圣神。 12兄弟将把兄弟，父亲将把儿子置于死地;

儿女将起来反对父母，把他们处死。 13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将为众人所d恼恨;但那坚持到底的，必要得救。" 8 

在犹大所要发生的事(玛 24: 15-20; 路 17: 2C头24; 17:31) 

14"几时你们看见那‘使地荒凉的丑恶之物 F 立在不

应在的地方， 一一读了的人该明白一一那时在犹太的，该

逃往山中 ;15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从屋里

取什么东西 ;16在田地里的，不要回来取自己的外衣。 17在

那些日子里，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 18但你们当祈祷，

别叫这事逢到冬天 。"。

人子来临(玛 24:21-25)

19 "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这是从天主创造开始，

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 。 20若不是上主缩

短了那些时日，凡有血肉的都不会得救;但为了他所简选

的选民，他缩短了那些时日 。 21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

默西亚在这里!看，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 22因为将有假

默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异迹和奇事为行欺骗，如果可

能，连选民也要欺骗。 23所以你们要谨慎!看，凡事我都预

先告诉你们了 。 " 0 

世界末日和人子来临的先兆(玛 24: 29-31 ;路 21 : 25-27) 

24"但是在那些时日里，在这灾难以后，太阳将要昏

暗，月亮也不发光，25星辰要从天上坠下，天上的万象也

要动摇。 26那时人要看见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乘云降

来。 27那时他要派遣天使，由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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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选民。" 。

末世的先兆 (~ 24:32-36; 蹬 21 :28-33) 

28 "你们应由无花果树学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

发嫩，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29同样，你们几

时看见这些事发生了，你们就该知道:已近了，就在门

口 。3。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决

不会过去。31 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决不会过去。32至于

那日子和那时刻，却没有人知道，除父外，天上的天使也

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 " ø 

醒悟不寐的劝言(聂卫:42-44; 25:1 3-15; 蹬 12:35-灿 19:也13)

33 "你们要当心，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

么时候来到。34正如一个远行的人，离开自己的家时，把

权柄交给了自己的仆人，每人有每人的工作，又嘱咐看门

的须要醒悟。 35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

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许夜半，或许鸡叫，或许清

晨;36免得他忽然来到，遇见你们正在睡觉。37我对你们所

说的，对众人也说:你们要警醒!"。

@ 本章有关耶京毁灭和人子光荣来临的言论，除 33-37 一段为谷

所独有者外，大致与玛 24: 1-36 相同(详见该处各注〉 。 不过谷

把耶稣发表这篇有关"末世言论"的时机，给我们描述的较玛

与蹬更为出色，更为生动 。 耶稣由圣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位

门徒向耶稣夸赞圣殿的富丽堂皇。 这壮丽的圣殿，是大黑落德

重建的(轰 2:20) ，为得犹太人的欢心因而拥护爱戴他为王 。 犹

主人看圣殿是国家与宗教的象征(参阅 J05. Ant. 15 , 11 , 3; 可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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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2) 。 耶稣也承认这殿建筑的伟大壮丽，但立刻加上了一句预

言，预言这圣殿将要根本毁灭(至于耶稣的话怎样应验了，详见

玛 24 章七，八二注和历史总论第二章四) 。 门徒昕了这话，当然

纳闷得很，遂默默地陪随耶稣过了克德龙痪，上了阿里瓦山，由

那里可以看见圣殿的全貌。 伯多禄便和其他三位门徒(这四位是

耶稣最初所召的两对兄弟，见 1: 16 -20) ，来到耶稣前，问他什么

时候这话要应验，井有什么先兆知道这话快将应验。 按玛 24:3 宗

徒所问的问题，远比谷清楚，显然，门徒们问了两件事: 一是圣

殿毁灭， 一是世界末日 。 因为按犹太人的末世观，这光辉的圣殿

只能毁坏于世界末日，那时默西亚要在与现世所有的万物秩序迥

然不同的更新状态中，建立起光荣的默西亚王国，以替代这圣殿

的存在(参阅先知书总论第七章) 。 耶稣并没有改正宗徒们的思

想，只是劝告他们应时常警惕，以应付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

@ 耶稣回答宗徒们的话，出乎宗徒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原想在短

期间的灾难之后，天主的国就会立即建立起来，万象为之一新。

但耶稣有先见之明， 一眼望穿了全新约的时代所要发生的一切，

于是便告诉宗徒们，灾难固然就要开始，但这灾难要延长到很

长很长的时期，所以宗徒们要时常警惕，免得受假先知和假基

督的欺骗(参阅宗 5:35-37; 8:9 、 10; 21 :38); 并预告他们，几

时见到战争弥漫全地，到处发生地震和饥荒时，也不要以为末

日己来到了，因为这一切不过只是大苦痛与长期灾难的开始。

事实上，耶稣的这预言，在耶稣死后与耶路撒冷陷落之间的时

期内已逐步应验了 。 我们只看塔西信对这段动乱时期所描述的

便可明了"富人身罹大难;因战争而到处恐怖，因民变而彼此

分裂;即在安全地带，凶暴残杀，时有所闻;四位皇帝死于刀

兵，内战再三，外患频仍……" CBJ Procm. 2 。 参见* 11: 28; 

21:38 等处〉 。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24: 4-8 各注。

@ 耶稣道出了各种灾难之后，如今再劝告宗徒，不要以为天主的

国很容易便可传到普世。 因为福音由苦难中产生，宣传福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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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到处遭遇强烈的反对，甚至要被解送到达主人公议会和外

邦人的官长前，受各种苦痛与刑罚 。 正因宣传福音者遭受痛苦，

遭受拘押，福音才可传到各方。 因为宣传福音者被解送到帝王

官长前，正可当众为福音作证，使众人不得推托未听福音的罪 。

宣传福音者也不应焦虑怎样卫护自己所讲的道理，因为在需要

时，自有天主圣神的特殊助佑。 纵然因了信福音的缘故，家庭

中起了纷争，宣传福音者也不必有所顾忌，因为"世界在恨你

们以前，己恨了我" (袤 15:18) 。 事实上，在宗徒们传教的当

时，基督徒已成了"全人类所恼恨的" (Tacitus , Annalcs 15 , 

44 。 参见宗 28: 22) 。 但那在患难中，坚忍忠贞，奋斗到底的，

才能得救(伯前 4: 12-14; 默 2: 10) 。

。 本段有关圣城毁灭和犹太灭亡的预言，与玛 24: 15-20 完全相同，

参见该处各注。

@ 由本段的记述看来，好似耶稣有意要从耶京毁灭，描述到世界

末日 。 耶稣形容这段时期的患难是空前绝后的，如果不是因了

天主对自己的选民一一一信徒所有的爱情与仁慈而减短了这时期，

连选民也难以得救。所以耶稣再次劝勉自己的信徒，要彻底戒

备，免得遭受假先知和假基督的迷惑与欺骗。 关于本段经文详

解，见玛 24:21-25 各注。

@ 耶稣在本段直接说到世界末日的光景:整个宇宙要瓦解崩溃，

那时人子一一即如今在世微不足道，并在最近将来要受难受死

的同一耶稣 (8:31;9:12 、 31) ，要在伟大的光荣中，带着无上

的威权出现 (8:38; 14:62; 达 7: 13) ，打发他的臣仆一一天使

由四面八方召集他的忠实信徒，分享自己的光荣(伯前 4: 13 ) 。

关于经文详解，参见玛 24:29-31 各注 。

@ 耶稣预言了自己光荣的来临之后，便更明白地答复了宗徒们在 4
节所发的问题。 关于圣城毁灭的时间，耶稣告诉他们即将来到，

甚至在场的人中还有些人要见到作证 (28-30) 。 耶稣并以他天

主性的权威，来坚定他自己所说的话(31) 。 但关于"那日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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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刻"即人子光荣来临的时日，耶稣却答应了一个"不知

道"，因为天父愿意保留那日子的秘密(宗 1:7) 。甚至连"子"

虽然由父接受了一切，也不能说出那日期。关于经文详解，见

玛 24:32-86 各注。

@ 因为基督再次来临的日期，除了天主外，谁也不知道，所以人

人都应时常戒备谨慎，等待基督的来临。天主之所以对此日保

守秘密，不愿告知人类的原因，也就是要叫人常准备妥善，所

以耶稣在本段中曾三次劝勉自己的门徒"要警醒"。本段的记

述，是谷所独有的，但其意义，已散见玛路各处。玛在记述了

"末世言论"之后，一连记述了三个比喻。4:45-51; 25:1-13; 

25: 14-30) ，谷却把这三个比喻中的主要思想，综合成一个短短

的比喻(见玛 19: 12-17)。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教训了自己的门

徒，并日后的信友，将来在世上所当负的最大责任。众人好比

一个大家庭的仆役，家主给每个仆役指定了各人的工作之后，

暂时离开了本家。家主另外嘱咐看门的须要时常警醒，以等待

主人回家时开门(伯多禄特别将这句话记得清楚，因对他个人

有关，玛 16:19) 。家主即是耶稣，他暂时离开了自己的门徒，

但在想不到的时候，他还要来临。因为没有人知道主人何时回

来，所以人人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谨慎准备。耶稣将今世的时

间比之一夜的时间，谷便按罗马人的风俗，将一夜分为四个时

分"傍晚"，大约晚上九日寸"半夜"，十二日才"鸡叫"早上

三时"清晨"大约早上六时。此处所说的"睡觉"指人只知

纸醉金迷，而忽略天主所派的工作"警醒"，指人灵时常准备

妥善的状态(弗 5:14; 格前 11:30; 得前 5:ι的。最后的一节，

说明耶稣所说的话，不但是向自己的门徒说的，也是向日后的

信徒说的，所以信友应当时常戒备，等待基督的降临。圣教会

由最初即开始十分注重耶稣受难前的这篇劝告。教会初兴时，

每日每夜都有固定的析祷时间，现今教会在大日课中所分的诵

念时辰，也即是表明圣教会时常等待耶稣来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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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公议会的阴谋〈另 26: 1-5; 蹬 22: 1-2) 

1 两天后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司祭长和经师设法怎

样用诡计捉拿坚壁而加以杀害。 2可是他们说"不要在庆

节内，怕民间发生暴动。"。

女人以香液傅妹耶稣 (~ 26:6-13; 轰 12:1-11)

3当耶稣在贝塔尼雅癫病人西满家里，正坐席的时候，来

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珍贵的纯"纳尔多"香液。她打破

玉瓶，就倒在耶稣头上。4但有些人颇不满意，就彼此说"为

什么要这样浪费香液?5这香液原可卖三百多块银钱，施给穷

人啊1" 他们对那女人很是生气。6耶稣却说"由她罢!你们

为什么叫她难受?她在我身上作了一件善事。7因为你们常有

穷人同你们在一起，你们几时愿意，就能给他们行善;但是

我，你们却不常有。8她所能的，她已做了;她提前傅抹了我

的身体，是为安葬之事。9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元论传

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述说她所作的事，来记念她。"8

犹达斯通敌卖主(玛 26: 14-16; 路 22: 3-6) 

10盐盗墓E 依斯加略，那十二人中之一，去见司祭长，

要把坚壁交与他们 。 11 他们昕了之后，不胜欣喜，许下给

他银钱;他就设法怎样趁机会把耶稣交出 。 @

预备最后晚餐(玛 26:17-19; 路 22:7-13)

12元酵节的第一天，即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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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对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往那里去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

餐?"13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城里去 ，

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上你们来，你们就跟着他去 ;

14他无论进那里去，你们就对那家主说:师傅问:我同我

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15他必指给你们一间

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吧! "16 门

徒去了，来到城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给他们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晚餐。 。

揭露负卖者(玛 26: 21-25; 路 22: 21-23; 若 13 :21-30) 

17到了晚上，耶稣同那十二人来了 。 18他们坐席吃饭

时，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食

的要负卖我 。 "19他们就都忧闷起来， 一个一个的问他说:

"难道是我吗?"20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人中的一个，同

我一起在盘子里蘸的那一个。 21 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

记载的而去，但是负卖人子的那人是有祸的!那人若没有

生，为他倒好。 " 0 

建立圣体圣事(~ 26:26-29; 蹬 22:19 、 20、 30; 参见攫前 11:23-25)

2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

给他们说"你们拿吧!这是我的身体。"23又拿起杯来，祝谢

了，递给他们，他们都从杯中喝了 。24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

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25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决

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 。

预言门徒逃散和伯多禄背主 (~26:如-35; 费 22:31-34; 若 13:36-38)

26他们唱了圣咏，就出来，往旦旦巫山去了 。万里壁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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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有记载说:‘我要打击牧童，羊群

就要四散。 ， 28但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肋亚去。"

组组至整却对他说"即便众人都要跌倒，我却不然。明显皇军

就向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就在今天，这一夜里，鸡叫两

遍以前，要三次不认我。均1组至整更激烈地说"即使我该同

你一起死，我也决不会不认你。"众人也都这样说了 。 @

山园祈祷(玛 26:36-46; 路 22:4也46)

32他们来到一个名叫革责玛尼的庄园里;耶稣对门徒

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33遂带鱼至整、壁垒鱼

和若望与他同去;他开始惊惧恐怖，34便对他们说"我的

心灵悲伤得要死，你们留在这里，且要醒着。 "35耶稣往前

走了不远，就俯伏在地祈求，如若可能，使这时辰离他而

去，36说"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

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37耶

壁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组室主主说"西满!你睡觉

吗?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抱你们醒悟祈祷吧!免陷于

诱惑 。 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39耶稣又去祈祷，

说了同样的话。叩他又回来，见他们仍是睡着，因为他们

的眼睛沉重，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 。41 他第三次回来，

对他们说"你们还睡下去吗?还安息吗?够了!时辰到

了，看，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 。42起来!我们去

吧!看，那负卖我的来近了 。"。

耶稣被捕，宗徒逃散(~ 26:47-56; 蹬 22: 47-53; 若 18 : 2-11 ) 

43里继还说话的时候，那十二人中之一的犹达斯，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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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到了，同他一起的，还有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是由司

祭长、经师和长老那里派来的 。 44那出卖耶稣的人曾给他

们一个暗号说"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拿住他，小心带

去 。 "45犹达斯一来，便立刻到耶稣跟前说"辣彼!"遂 口

亲了他。46他们就向耶稣下手，拿住了他。47站在旁边的人

中，有一个拔出剑来，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削下了他

的一个耳朵。48耶稣开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

来拿我，如同对强盗一样严我天天在你们当中，在圣殿

里施教，你们没有拿我;但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 "50 门徒

都撇下他逃跑了 。 051 那时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

麻布，跟随耶稣，人们也抓住了他严但他撇下麻布，赤着

身子由他们手中逃脱了 。 @

耶稣在大司祭前被判死罪(玛 26: 57-68; 路 22:54a、 66-71 ;若

18 : 13-27) 

53他们把耶稣带到大司祭那里，所有的司祭长、长老

和经师也都聚集起来。 54伯多禄却远远跟着耶稣，直到大

司祭的庭院里面，同差役们坐在一起，烤火取暖。 55 司祭

长和全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证据，为把他处死，却没有

找着。 56因为有许多人说了一些反对他的假证据，但那些

证据都不相符。 57 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告他说:

曰"我们曾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三

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 "59连他们的这证据也不相

符合。回于是大司祭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

也不回答吗?这些人告你的是什么证据?"61 耶稣却不作



539 马尔谷福音第十四章

声，什么也不回答。 大司祭又问他说"你是默西亚，那

应受称颂者的儿子吗?"但堕壁说"我是，并且你们要看见

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天上的云彩降来。咱大司祭

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见证呢?64你们

都昕见亵渎的话了，你们看着该怎样?"众人都判定他该

死。因有些人就开始向他吐唾沫，蒙起他的脸来，用拳头

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 1" 差役且用巴掌打他。 @

伯多禄三次背主(另 26: 69-75; 蹬 22: 54b-62; 差 18:15-27)

66伯多禄在下边庭院里时，来了一个大司祭的使女，

U看见组室主主烤火，就注视着他说"你也是和那组旦旦主

人耶稣一起的 。"臼伯多禄却否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

你说什么?"他遂就走出去，到了门廊，鸡就叫了 。由那使

女看见他，就又给站在旁边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中间的

人。 "70伯多禄又否认了 。 过了一会儿，站在旁边的人又对

伯多禄说"你确是他们中间的，因为你也是个加里肋亚

人。 "71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并发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

这个人。 "72立时鸡叫了第二遍 。 伯多禄遂想起耶稣怎样给

他所说的话"鸡叫二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放声

大哭起来了 。 @

。 14 、 15 两章是谷所记的基督苦难史 。 关于基督受苦受死的本意，

与其重要性，见要 26 章要义。 1 、 2 两节，说出了公议会开会决

定要谋害耶稣的日期，即在逾越节前两天(见若 11: 47-53) 。 按

"逾越节和无酵节"本是选主人两个庆节:逾越节是在尼散月十

四日晚上举行，而"元酵节"是由第二天，即尼散月十五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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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连七天(出 12: 1 -14 、 39; 12: 1 5-20) 。 但人往往把这两个庆

节混为一谈，因此逾越节和元酵节好似成了一个庆节。 路 22:1 便

照此作"亦称逾越节的元酵节近了 。"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玛

26:1-5 各注。 2 节"可是他们说" 一句，有些学者，如拉冈热等

译作"因为有人说"以说明公议会"用诡计捉拿耶稣"的原因。

8 3-9 一段，记述耶稣在贝塔尼雅受傅的事。 由若 12:1-11 我们知

道，这事原发生在耶稣荣进圣京的前一天，即逾越节前六天 ，

玛和谷把这事记在公议会开会与犹达斯通敌之间，是因为这期

间议会也决定非将耶稣处死不可，而傅油之事又与埋葬有连带

的关系(肘 。 并且由此事，另外按若 12:4，可以看出犹达斯的

品格和他出卖耶稣的动机。 详见玛 26:ι13 各注 。

@ 犹达斯负卖耶稣，给议会解决了"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的问

题，见玛 26: 14-16 各注 。 谷在此处，特别描写公议员一见犹达

斯来献计帮贮"不胜欣喜"因为一来，没有比"那十二人中

之一"出头帮助他们再为适合的; 二来，这样他们可以在民众

前声明:他们所以逮捕耶稣，是因为他的门徒告发了他，把他

交给了法庭，而不是他们蓄意谋害 。

。 12-16 节记述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进城预备逾越节晚餐的事。按路

22:8，这两个门徒是伯多禄和若望。 无怪乎谷在本段所述的比

玛生动详细，因为这是他由主事人一一伯多禄得来的资料。甚

至许多学者，如赞 (Zahn) 等，认为谷可能即是参与其事的人:

耶稣吃逾越节晚餐的楼厅，可能即是谷的本家(见 14:51 、 52;

宗 12:2); 那位"拿着水罐的人" (3) ，可能即是谷，或者谷家

中的仆人。 关于耶稣吃逾越节晚餐的日期，详见若 13 章注一。

@ 在耶稣与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门徒说出了在他们的团体中

有一个要出卖他。 虽然谷没有提出这出卖他者的名字(参阅要

26:25; 若 13: 23-30) ，但由耶稣所引用的咏 41: 10 和"十二人

中的一个" 08: 20) 的话上，可以看出这位出卖恩主的门徒是

怎样的忘恩负义;同时耶稣也以这些话指出了这一切必须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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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旦绕中所预言的一一成就(见聂 13: 18) 。关于本段经文详

解，见要 26:20-29 各注。

在晚餐中间，耶稣建立了新而神圣的晚宴一一圣体圣事与弥撒

圣祭，同时也立了古先知们所预言的新约(暨 31)。因为这次所

举行的逾越节晚宴是耶稣在世与自己的门徒最后所行的一次，

由此便预许他们将来在天国中的宴会，那时他们的福乐将是永

远的，那时的建席将是永不再散的。为明了在此所立的新约的

血盟，非与圣保禄希伯来书一起读不可。关于经文详解，见玛

26:2ι29 各注。

@ 耶稣与自己的门徒唱完圣些 015-118) ，感谢了天主之后，便

离开了晚餐厅，经过克德龙溪，向阿里瓦山麓走去。在走路的

当儿，耶稣明明预言门徒就要因他的苦难而离开他 (8:32 、 33;

9:32) ，并且还以臣 13:2 的预言，来证明自己的话(详见玛 26:

30-:?5 各注)。谷在此特别刻画伯多禄的大胆与过于仗恃己力的

个性 (29 、 31)，因此也特别清楚记出耶稣向伯多禄所说的预言:

"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30) ，以作记述伯多禄失足

的伏笔。

o 32-42 节，谷与玛所记的大同小异，不过谷描绘的更具体，更有

气魄地记载了耶稣所受的临终之苦"他惊惧恐怖" (33) , "俯

伏在地" (3日，恳切析求天父免去他的苦爵(35 、 36) 。并且只有

谷给我们留下了耶稣向天父苦求时，所用的充满爱的阿辣美的称

呼"阿爸:父阿!"耶稣领着自己的三个爱徒，原想要他们陪他

共同祈祷，岂知他们竟睡起来，甚至谷特别记出"他们也不知道

要回答他什么" (40) 。由这些绘影绘声的描述，可知谷必屡次听

到鱼至整述说他自己在山园中目睹耳闻的事。 41 节"你们还睡下

去吗?还安息吗?"一句，有些学者，如拉冈热等译作"你们再

睡下去吧!安息吧!"。耶稣最后的几句话，无论怎样翻译，其主

要的意思是说:耶稣的心灵己因祈祷，坚固妥善，准备去受难受

死，履行天父的圣旨。关于经文详解，见玛 26:36-46 各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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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耶稣在革责玛尼山园惊惧、恐怖、祈祷的时候，犹达斯与公

议员一一谷在此特提出组织议会的三等人物:司祭长、经师和长

老一一商量了怎样捉拿耶稣。 辜恩负义的犹达斯不但告诉了他们

耶稣这夜所在的地方，并且还亲自率领兵士前来捉拿耶稣。按谷

所独有的记载:犹达斯不但给了他们一个暗号，并且还嘱咐他们

"小心带去"免得他逃跑了 。 这是因为犹达斯以自己的经验，知

道耶稣曾好几次逃脱了敌人的毒手(路 4:30; 若 10:39) 。 可是这

次犹达斯的细心是多余的，因为耶稣的"时辰"到了，他自愿把

自己交在他敌人的手中。 关于经文详解，见玛 26:47-56 各注。

4ID 51 、 52 两节所记少年人的逸事，四圣史中只有谷记载了 。 这少年

人可能是在睡梦中被群众警醒起来了，便急不择衣地赤身披了一

条被单，匆匆尾随群众，观看究竟。 按我们在本书引言第八内

已说过:这少年人可能即是谷本人，不然无法明了为什么四圣

史中只有谷记载了这段微不足道的逸事。 所以这两节可说是谷

在自己所写的福音中所签的字。 这段小事，也暗示当时为耶稣

的门徒和同情耶稣的人有多大的危险。

@ 耶稣被捕后，被解送到大司祭的庭院里，公议会全体会员便聚

集在那里，夜间开庭审讯。 关于审讯的过程，详见玛 26: 57-68 

各注。 四圣史都记载了伯多禄"远远眼着耶稣"一句，以作描

述伯多禄背主的伏笔。 伯多禄明知目前的危险 (51 、 52) ，但因

爱耶稣深切，他竟奋不顾身。 可是过于仗恃自己胆量的伯多禄，

因此陷于最大的危险中 。 谷记述公议会对耶稣的审讯，特别强

调公议会的不公，曾两次提出连两个彼此相符的证据也找不出

来 (56 、 59) 。 因为议会实在找不出控告耶稣的真凭实据，大司

祭深恐计谋整个失败，便亲身出面，迫令耶稣发言，企图从耶

稣口中获得惩治他的证据。 耶稣对大司祭的答复，不但明认自

己是默西亚，并且还说出自己的更高品位，即天主子的尊位，

将来他要以天主子的身份，坐在天父的右边(12:36) ，那时他

要显出他的最大光荣和无上权威 (13 : 36; 连 7:13) 。 耶稣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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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认自己是默西亚和天主子的缘故，被判死罪。 但因公议会

在里皇帝国统治下，当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惹恼 :3 1) ，于

是便百般戏弄耶稣，污辱耶稣，以泄心中的愤恨。

4Ð 66-72 节，记述鱼乏主主三次背主的事，虽然囚圣史对此事都有所

记载，但谷比其他圣史记得更为具体，更为详尽;这当然是因

他取材于亲历其境者i直至邃的口述的缘故。 因此史家与经学家

都以釜作根据，来解释其他三位圣史的记述。按釜的记述，耶

稣在 30 节对i直至整所说的预言，一字一字都应验了(见到和

72) 。 当伯多禄背主三次之后，听见了鸡叫第二遍时，立刻记起

了师傅对自己所说的话，于是便"放声大哭起来了" (72) 。 这

最末一句，学者的译文不一:有的译作"他一想起来就哭了"

有的译作"他开始哭起来了"有的译作"他突然哭起来了"

等等。 不论译文如何，本句的意义，是要指出伯多禄的忏悔之

情，诚挚真切，发于自然。

第十五章

耶稣被解至比拉多前(玛 27:1 、 2 、 11-14; 路 23: 1-3; 参见若 18:

28-38a) 

1 一到清晨，司祭长与长老及经师和全公议会商讨完

毕，就把耶稣绑起带走，送交比拉多。2 比拉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他说"你说的是。"

3司祭长控告他许多事 ;4 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

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5耶稣仍没有回

答什么，以致比拉多大为惊异。@

司祭唆众释放巴辣巴(玛 27: 15-23; 路 23: 18-23; 参见若 18:如40)

6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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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7当时有一个名叫巴辣巴的，他是与那些在暴动中杀

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 。8群众上去，开始请求照平常所作的

给他们作。9 比拉多回答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

犹太人的君王吗?"

1。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方把耶稣解送来的。 11但

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宁要给他们释放巴辣巴 。 12 比拉多

又回答他们说"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的君王，我可

怎么办呢?叫他们又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 "14 比拉多对

他们说"他作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钉他在十

字架上!" 8 

耶稣受鞭打后被交出受死刑(玛 27:26; 若 19: 1) 

15 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就给他们释放了巴辣巴，把

耶稣鞭打后，交给了他们，为钉在十字架上 。 @

耶稣头戴茨冠受人戏弄(玛 27: 27-30; 若 19:2 、 3)

16兵士把耶稣带到庭院里面，即总督府内，把全队叫

齐 17给耶稣穿上紫红袍，编了一个茨冠给他戴上， 18开始

向他致敬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 "19然后用一根芦苇敲

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屈膝朝拜他。@

耶稣上加尔瓦略山(要 27:31 、 32; 蹬 23:26; 袤 19: 16 、 17; 参

见路 23 : 27-32) 

2。他们戏弄了耶稣之后，就给他脱去紫红袍，给他穿

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21有一个基勒讷人西满，是亚历山大和鲁富的父亲，他从

田间来，正路过那里，他们就强迫他背堕堡的十字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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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被钉十字架上(要 27: 33-38; 蹬 23: 33-35; 袤 19: 17 、 18)

22他们将耶稣带到哥耳哥塔地方，解说"髓楼"的地

方 23就拿没药调和的酒给他喝，里堡却没有接受。 24他们

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把他的衣服分开，拈闸， 看谁得

什么。25他们把坚壁钉在十字架上时，原是第三时辰。26他

的罪状牌上写的是"注主人的君王。"27与他一起还钉了

两个强盗: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28 [这就应验了

经上所说的"他被列于叛逆之中。"J 0 

耶稣悬于十字架上(~ 27: 39-49; 蹬 23:43-46的差 19: 19-30a) 

29路过的人都侮辱他，摇着头说"哇!你这拆毁圣

殿，三天内重建起来的，拥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

吧! "31 同样，司祭长与经师也讥笑他彼此说"别人他救

了，自己他却救不了!坦默西亚!伊撒尔的君王，现在从十

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了好相信!"连那与他一起钉在十

字架上的人也辱骂他。33到了第六时辰，遍地昏黑，直到

第九时辰。34第九时辰上，耶稣大声呼号说"厄罗依，厄

罗依，拉玛，撒巴黑塔尼?"解说"我的天主，我的天

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7"35旁边站着的人中有些听见了，

就说"看，他呼唤厄里亚呢!"拥有一个人就跑过去，把海

绵浸满了醋，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说"等一等，我

们看，是否厄里亚来卸下他来 。 " 0 

耶稣的圣死(玛 27: 50-56; 路 23: 45-49; 若 19:30b)

37 It~堡大喊一声，就断了气。38圣所里的帐艘，从上到

下，分裂为二。39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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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这人真是天主子， "40还有些妇女从远处观望，其中

有玛利亚玛达肋纳，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及撒罗

默。41她们当耶稣在加里肋亚时就跟随了他，服事他;还

有许多别的与耶稣同上耶路撒冷来的妇女。 。

耶稣安葬(玛 27:57-61; 路 23:5ι56; 参见若 19:38b-42)

42 已到傍晚，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

天，但来了一个阿黎玛;武雅人若瑟，他是一位显贵的议员，

也是期待天主国的人。他大胆地进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

遗体。44比拉多惊异耶稣已经死了，遂叫百夫长来，问他

耶稣是否已死。45 既从百夫长口中得知了实情，就把尸身

赐给了若瑟。46若瑟买了殆布，把耶稣卸下来，用殆布裹

好，把他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然后把一块石头滚

到坟基门口 。47那时玛利亚玛达肋纳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

留心观看在那里安放了耶稣。 。

@ 公议会在夜间的审讯中，本己决定了耶稣的死刑(14:64) ，但

早上他们再开会商讨的目的 ， 大约是为决定要用什么罪名在罗

马总督前控告耶稣，使总督执行他们所定的死刑 。 公议会明知

罗马总督比拉多不会接纳纯然属于宗教的案件，所以便以政治

犯的罪名把耶稣送交比拉多，对亵圣的罪却只字未提(路 23 : 

3) 。 事实上，由谷所载的比拉多问耶稣的话上，也可推知公议

会所控告耶稣的罪名，是由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君王" (2) 。

耶稣在比拉多前受审的记述，若望圣史记得更为完全。 他告诉

我们，耶稣曾在比拉多前，亲自解释了自己的王权不是属于这

地上的，而是属于神圣与宗教的范围，所以对罗马政权毫无损

害。 比拉多由耶稣的态度巳知道耶稣是元辜的(轰 18:38)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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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人嫉恨而被解送来的。所以尽量设法要释放耶稣。些韭

多的大错，即在于他没有立时释放耶稣，反而为取得人民的欢

心，去寻找一些无济于事的妥协方法。

@按釜所记的第一个妥协办法(釜只记了这一个) ，就是些韭奎想

利用复旦政府每逢逾越节按例应释放一个人民所要求的犯人的

机会，来释放耶稣。这又是比拉多的一个大错，因为他这样行

事，已将耶稣视为定i献的罪人，并且因比拉多称耶稣为"犹太

人的君王" (9:12) ，更惹起了公议会会员们的怒火，于是他们

更加峡使民众要求释放旦望旦(11，见要 27: 19 、 20) 。些韭垄

见到这次没有成功，于是又想出许多别的妥协办法，来解救耶

稣(路 23:5-12; 若 19:1-16) ，但终归元效。最后比拉多为了讨

民众的欢心，就把耶稣交出，就合他们的意思，把他钉在十字

架上(若19: 12) 。关于经文详解，见玛 27: 15-23 各注。

@ 由谷所记的"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一句看来，我们可以明白:

罗马总督判了耶稣的死刑，完全是出于政治的手段，并不是因

为在耶稣身上实在找到了什么可以判死刑的罪过，正如史家巴

耳波 (c. Balbo) 写到这里说"政治又一次需要一个牺牲，可

是这次的牺牲却是元罪的天主羔羊。"

@耶稣在几小时以前曾在盖法庭院里，受过差役们的戏弄污辱，

如今罗马军队在总督府内，对耶稣更加百般凌辱虐待，极尽讽

刺的能事。因为这些士兵大都是来自外国，多半是叙利亚、阿剌

鱼和组旦壁等国的人。这些人历代对盐主人恨之入骨，因此便将

诸般凌辱加诸耶稣身上，并奉耶稣为"犹太人的君王"以泄他们

心中对犹太人的愤恨。关于经文详解，见玛 27:27-30 各注。

@ 耶稣自半夜至今已受了元数的刑罚与鞭打，如今又该亲自背着

刑具-一十字架的横木上山受刑(若 19: 17) ，当然气竭力尽，

于是士兵们为赶快完成他们的任务，便抓住了一个由田间回城

的农夫一一基塾坦人直道，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随在耶稣

后面(蹬 23:26) 。釜在此特别记出这位W7l雪"是亚历山大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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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的父亲" (21)，这大概是因为釜的读者一一罗马教友认识他

们的原故。 实在，圣堡盘在意芝主A吏萤内曾问候"主所召选

的宣室和他的母亲，也即是我的母亲" 06:13) 。按学者们的意

见，堡盏宗徒可能在东方己认识了直堕一家，这家日后归奉了

圣教，而迁居复旦 。 按古代的传说， [9" 11雪日后还作了阿剌伯波

塑壁塾城 (Bostra) 的主教，在那里平安逝世。

@ 关于耶稣被钉的情形，四圣史都没有给我们详细记载，因为这

是当时的人所共知的刑罚 。 详见玛 27: 33-38 各注。按谷与玛所

记的几节，只是为应验旦约对耶稣的苦难所说的预言 (24 、 29;

见政22:8 、 9 、 19) 。 当公议员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竖立在

两盗之中，当然表示十分高兴，岂不知这一节也正是依 53: 12 

对默西亚的苦难所预言了的"他被列于叛逆之中" (28) 0 (按

本节许多古抄卷缺，学者多认为本节是由路 22:37 所窜入的经

文。 ) 25 节是釜所独有的，它告诉我们耶稣被钉的时间，是在

"第三时辰"但按若 19: 14 的记载，比拉多把耶稣交出来的时

间，是在"约莫第六时辰"。 这两处的经文，看来好似抵触。 但

如果仔细研究二圣史的记法，便没有什么难题。 因为二圣史都

无意记下一个确定的时间 。 若是用了"约莫"二字，谷可能是

根据日夜各分四段，每段各为三时的分法来记的(见 13: 35; 

15:1 "清晨"， 15:25 "第三时辰" 15:33"第六时辰"， 15: 34 

"第九时辰勺 。 谷在此所记的"第三时辰"即表示由早上九时

至正午十二时一段时间，那么耶稣大约即在"第三时辰"末，

"约莫第六时辰"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大约也正是在圣殿

里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

o 29-32 节描述各种人士对耶稣的讥笑与侮辱。 由正午至下午三时

"遍地昏黑"的事，前三圣史都有所记载。 这是表示天主的义

怒，并预示辜恩负义的伊民将要遭受的惩罚 。 在这天昏地暗之

中，约在下午三时时分，耶稣大声念了咏 22 的第一节"我的

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句话己表示耶稣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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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的痛苦已到了极点，但旁边站着的选主人竟毫不动情，把

这句话也编成讥笑耶稣的话柄。关于本段经文详解，见要 27 : 

39-49 各注。唯 36 节与玛 27:49 所记者颇有出入;按谷的记载:

"等一等，我们看"一句是出于拿醋给耶稣的兵士的口，而

聂则为出于众人的口 。 按近代学者的意见，以为釜的经文应按

玛 27:49 来解释。这位兵士的举动，是出于善意。 他口中的话，

只是重复众人所说的话，以掩饰自己同情耶稣的举动。 但有些

学者愿把 36b 译作"那时有人说:等一等……"。 如果这种译

文是对的，那么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但不知这种译文有何依据。

@ 关于耶稣的圣死，以及死后的情形，详见要 27: 50-56 各注 。 在

耶稣死后发生的各种情景中，谷只记了一样"圣所的帐慢，从

上到下，分裂为二" (38) 。因为这情形含有一种深意，即表示

旧约业已废除，上天之门己开，世人只要依靠耶稣宝血救赎的

功劳，都可得救。 此外，谷特别注意耶稣的死对罗马百夫长发

生的影响 。 其余站在十字架旁的人士(见玛 27:54) ，谷一概不

提，只向自己的读者一一罗马人，介绍这位百夫长，以作耶稣

信徒的模范。按谷的记述，这位百夫长的感动，并不是由于地

震、黑暗等等异象，而是因为他亲眼见到了耶稣在受难中所表

现的坚忍，又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以及大声的呼喊，

遂断定这人一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应是个义人，应是天主所喜

爱的，应是"天主子" (玛 27:54; 路 23:47) 。 百夫长的这句话，

对天主的选民犹太人，尤其是对犹太选民的领袖，实在是一大讽

刺。 关于那些热心的妇女们，见玛 27:56 注及若引言第一章。

。 42-47 记述耶稣死后安葬之事，详见玛 27: 57-61 各注 。 如将谷

与要的经文比较一下，釜的记述远比男的生动得多，尤其他把

阿黎玛式雅人若瑟的品位与性格都描绘出来了 。 他是一个"显

贵的议员"，因此他才能到比拉多前;他是一个"期待天主国的

人" (参阅蹬 2:25 、 3肘，因此才大胆去要求耶稣的遗体。 若瑟

的胆量由轰 19:31-35 的记述，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耶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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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求准了把犯人的腿打断，然后丢在掩埋犯人的地方;但羞墨爱

耶稣情深，仍"大胆地进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遗体" (43) ，并

且他也不怕在逾越节中因触摸了尸体而成为不洁(户 19: 39-42) , 

将耶稣的遗体由十字架上卸下，买了验布，将遗体裹好，安放在

为自己所预备的新坟墓里(玛 27:60) 。 谷与玛都记述了在坟基旁

有两个妇女，但按谷的记述看来，她们是有意观看耶稣埋葬在那

里，准备过了安息日，再来好好地敷抹耶稣的尸身(见 16: 1) 。

第十六章

天使报告妇女耶稣复活(玛 28: 1-7; 路 24: 1-8; 参见若 20: 1 、 2)

1安息日一过，玛利亚玛达肋纳、雅各伯的母亲玛利

亚和撒罗默买了香料，要去傅抹耶稣 2一周的第一天，大

清早，她们来到坟墓那里;那时太阳已出来了。3她们彼此

说"谁给我们从坟墓口滚开那块石头呢?"4她们举目一

看，看见那块石头已经滚开了;那块石头原来很大。5她们

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自衣，就非

常惊恐。6那少年人向她们说"不要惊惶!你们寻找那被

钉在十字架上的组旦血人坚壁，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

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7但是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组

多禄，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里肋亚去，在那里你们要看

见他，就如他所告诉你们的 。 "8她们一出来，就从坟墓那

里逃跑了，因为战栗和恐惧攫住了她们;她们什么也没有

给人说，因为她们害怕。@

耶稣显现给玛达肋纳(若 20: 11-18; 参见玛 28:9 、 10)

9一周的第一天，清早，耶稣复活后，首先显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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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里玛达肋纳:坚壁曾从她身上逐出过七个魔鬼。 10她去报

告那些一向同坚壁在一起的人，那时他们正在哀号哭涕。

11他们听说坚壁活了，并叫玛达肋纳看见了，却不相信。 @

显现给厄玛乌二徒(蹬 24: 13-32) 

12此后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坚壁

藉了另一个形像显现给他们。 13他们就去报告其余的人，

但那些人对他们也不相信。 @

显现与宗徒(蹬 24:36-43; 轰 20: 19-29) 

14最后，当他们十一人坐席的时候，耶稣显现给他

们，斥责他们的无信和心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由死

者中复活后见了他的人。 。

加里肋亚山上的显现(玛 28:1ι20; 参见格前 15:6)

15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

造物宣传福音。 16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

罪 。 17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因我的名驱逐魔鬼，

说新方言， 18手拿毒蛇，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东西，也决

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痊愈。" 0 

耶稣升天(路 24: 50-53; 参见宗 1:3-11)

19主耶稣给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就被接升天，坐在

天主的右边。2。他们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

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

。 上章末记载，当人埋葬耶稣的时候，有两个妇人在场观看耶稣

安葬在那里，准备过了安息日，再来细细敷抹耶稣的遗体。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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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日一过"热爱耶稣的妇女们便赶紧准备香料，在"一周的第

一天"的"大清早"便去履行自己的愿望。 他们去的时候，决

没有想到耶稣复活的事;在将近坟墓时，忽然在她们的脑海中

想起了一个大问题"谁给我们从坟墓口滚开那块石头呢" (3)? 

"那块石头原来很大" (4) 。 待她们走到墓前，举目一望，见石

头己滚开了 。 谷未曾记述石头是怎样滚开的，但玛却告诉我们

是"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上前把石头滚开"的(见玛 28:2 与

其注释〉 。 妇女们一进坟基，看见一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坟墓

的右边。 妇女们原想敷抹耶稣的遗体，谁知竟遇见了一个少年

人坐在那里;她们一见这情景，自然不免胆战心惊。 那位少年

却安慰她们说"不要惊惶!"接着便告诉她们耶稣已经复活，

请她们进来，仔细看看耶稣所安葬的地方，然后吩咐她们去报

告门徒和伯多禄，耶稣在加里肋亚等待他们(见 14:28) 。 按谷

所独有的记载，在天使的话中，特地提出了伯多禄的名字(7) , 

这足以说明:伯多禄虽已三次背主，但他仍是门徒们的首领

(见玛 24:34; 格前 15: 白 。 因此有些学者为坚持此点，将此节

译作"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尤其是伯多禄……"。 他的记述，

看来似乎与路 24:9-11 和玛28:8有所抵触，但这更证明了本福音

的真实性，因为谷更清楚地把妇女们当时的感觉与情绪给我们

描绘出来了 。 妇女们原想到坟基来傅抹耶稣的遗体，如今见到

事情完全出乎她们意料之外:耶稣的遗体不见了，天使向他们

显现，吩咐她们去报告宗徒耶稣复活了 。 这一切事全是妇女们

所不能了解的 。 于是战栗与恐惧完全支配了她们的心灵，使她

们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 所以在回城的路上"她们什么也没

有给人说"待回到家中，心神稍定之后，才偷偷地去告诉了门

徒(路 24 : 9; 玛 28: 的 。 可情，谷没有记述妇女们怎样尽了天

使所付与她们的使命，因为谷突然在此中止了自己的福音。 至于

谷为何在此中止了自己的福音，我们不得而知。 详见史宣第十章

乙 。 有关耶稣复活的事迹，详见要 28 章要义及Eð 28: 1-8 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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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9-20 节一段为釜道宜的结论。关于本段经文的由来与其价值，

详见到宣第十章。血型堕公议会既把这段经文定为正经，因此

我们也把这段经文与其他经文一样，继续讲解下去。在这结论

中，只简略地记下了耶稣复活后的几次显现。 这几次显现在其

他三部福音中另有详细的记载(详见各处注释) 0 9-11 节记述耶

稣显现给玛利亚玛达肋纳 。 按玛达肋纳一名，本章 1 节已经提

及，但本段作者仍以她为新人物来介绍给读者，并指出她即是

耶稣曾由她身上逐出过七个魔鬼的那个妇女(蹬 8: 2; 24: 11) 。

关于本段记述，详见若 20:1 、 11-18 及其注释。 本段作者特别记

出:宗徒们未曾相信玛利亚玛达肋纳的报告。

8 12 、 13 两节简略地记述路 24: 13-32 所记的耶稣显示给厄玛乌两

位门徒的事(详见该处注解) 0 12 节"耶稣藉了另一个形像显现

给他们"一句，是说耶稣复活后，取了一种形像，使门徒难以

认出是耶稣来。 耶稣发现给玛利亚玛达肋纳，是藉了一个园丁

的模样(若 20: 1日 。 这次显现给二位门徒，是藉了一个旅行者

的形像(路 24: 18 、 28) 。 本段的作者在此又注明宗徒的无信。

。 14 节的记述与路 24:3ι43 和若 20: 19-23 所记的是同一事迹(详

见二处注释)。耶稣责斥门徒的"无信和心硬"似乎言语过于

严肃，于是有一个元名氏的作者，在 14 节后又增加了一段经

文，为说明宗徒们当时所有的心情。 见引言第十章甲一 (4) 。

虽然这经文不属于正经，但它却把宗徒们当时的情况描述得尽

致。当时宗徒们还没有领受圣神，害怕宣传基督的福音，因为

他们见到全世仍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便求耶稣先在世

上显为光荣的审判者，即先将世界由撤旦的势力下救出，然后

他们再去顺利地宣传基督的福音。 但耶稣却答复他们:撒旦的

能力业已粉碎，但还不是显示光荣的时期 。 这其间虽然宗徒与

世人应受许多骇人昕闻的迫害，但他们可以自慰，因为基督已

为罪人死而复活了，为罪人争得了天上的荣福，所以宗徒们的

责任，就是要劝勉世人，版依基督，为获得来世的永远幸福，

.. 



~ 

马尔谷福音第十六章 554 

所以"你们往普天下去……"见下注。

o 15-18 节与玛 28: 18-20a 相合，宗徒们应"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

音"。 按"一切受造物"即指全人类，见 16 节与哥 1:23 。 凡相

信福音的，就该受洗(若 3: 5-8) 。 谁若不相信，将来必受永罚

(若 3: 18) 。 凡有信仰的人，必要在自己身上，体验到天主的全

能(若 14:12) 。 本段的作者曾举出五种特恩，以表现天主如何

特别照顾信徒，坚定他们所宣传的福音 (a) 驱逐魔鬼(见 3 :

15; 6: 7 、 13; 宗 8:7; 16:18); (b) 说新方言(见宗 2:4 、 11 ; 

10 : 46; 1 9 : 6 ;格前 14); (c) 手拿毒蛇，而不受害〈见宗 28:3-

6); (d) 喝毒品而不受损(见若望大事录(伪经) 9: 10 及 Eus .

Hist. Eccl. m, 39 , 9); (e) 给病人覆手，可使病人痊愈(见宗

28:8; 雅5: 14等) 。

o 19 、 20 两节记述耶稣升天，详见路 24: 50-53; 宗 1: 4-11 。由宗

1 :3得知，主耶稣升天是在耶稣复活后四十天，所以 19节不应

与前节相连。 本段作者只愿提及耶稣升天一事，以作本福音的

结束，与伯多禄的宣讲相符合(宗 2:22-36; 10:34-43 见福音总

论第七章)。耶稣以天主的全能被接升天(列下 2: 1 1)，在那里

"坐在天主的右边" (14: 62; 咏 110:1; 罗 8:34; 希 8:1; 伯前

3:22) ，宗徒们却应在世上执行耶稣的命令(见 16:15; 宗 1: 剖 ，

但耶稣并不留下宗徒们在世独自工作，他自己要由天上协助他

们，以圣迹来证实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理，是生命，是道路

(希 2:3-4) 。 这样正实践了他的应许"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玛 2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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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引言

第三部道童较前两部垣章，更清楚地将喜讯的真意义宣布于全

世，因为这是一部有关全世救主的喜讯的著作;并且这著作是如此

轻松和谐，致使唯理派学者塾直 (Renan) 称本书为最雅致的一部

作品。

路加福音，无论是篇幅，或是内容方面，比其他福音尤为冗长

详尽。大致可说，蹬的取材就像~与釜一样，也遵循了最初教会的

"教理讲授"所有的纲要。因而我们在腹中也可寻出与前二部福音中

所有的同样纲要:即吾主耶稣的洗礼，传教于加里肋亚，前赴耶路

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末次宣讲，受苦受死及复活。不过蹬有关耶稣

诞生的史事还有一段比较冗长的记述。此外，在有关耶稣传教生活

的记述中，也有两段他所独有的资料 (6: 20-8: 3 和 9:51-18:14) ，并

且在耶稣复活和复活以后的显现的记述中，也有许多他独有的资料。

本书的内容、分析与结构

本书的结构分外明显。全部福音的材料与布局都分配的异常适

当。路虽如玛一样，先记述了耶稣的诞生及童年，但是他的取材却

与茧的记述完全不同。今将蹬的分析与布局罗列于左，以资参考:

序言(1 :1-4)

耶稣童年史(1: 5-2: 52) 

预报若翰诞生

预报基督诞生

圣母往见表姐依撒伯尔

若翰诞生与割损

耶稣在自冷诞生

受割损与献于圣殿

耶稣十二岁初次显示他与天父的关系

1: 5-25 

1:2ι38 

1: 39-56 

1: 57-80 

2: 1-20 

2: 21-40 

2: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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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传教史。 :1-21:38 )

传教史的绪论。: 1-4: 13) 

若翰作证

基督受洗

基督的族谱

耶稣禁食， 三退魔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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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于加里肋亚传教 (4:14-9:50)

在加里肋亚传教的梗概 (4: 14 、 15)

(一)传教的开始

在纳臣肋讲道

在葛法翁讲道显奇迹

召伯多禄和其他门徒

治好癫病人

(二〉与法利塞人的冲突

治好瘫子并赦其罪

召肋未并与税吏同席

禁食的争论

安息日门徒掏麦穗吃

安息日治好枯手的人

(三)正式宣布天主国

召选宗徒

山中圣训小引

真福与真祸

爱德的金科玉律

批评自己要谦逊老实

山中圣训结论

( 四 〉 谦逊人的救主

葛法翁的百夫长

复活纳因城寡妇的独子

3: 1-20 

3 :21-22 

3 :23-38 

4:1-13 

4: 1ι30 

4:31-44 

5: 1-11 

5:12-16 

5: 17-26 

5: 27-32 

5 :33-39 

6: 1-5 

6:6-11 

6: 12-16 

6: 17-19 

6:20-26 

6:27-38 

6:39-46 

6:47-49 

7:1-10 

7:11-17 



若翰派门徒访问耶稣

耶稣称述若翰

悔改的罪妇

服侍耶稣的热心妇女

(五)比喻与奇迹

撤种子的比喻

奥秘必要传扬出去

耶稣的真亲属

平息风浪

治好附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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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好患血漏的妇女，复活雅依洛的女儿

(六)耶稣训导门徒

宗徒的使命

黑落德的不安

宗徒复命与初次增饼的奇迹

伯多禄明认基督与耶稣初次预言受难

门徒当随师傅走苦难和死亡的路

耶稣显圣容

治好附魔的儿童

二次预言受难

天国中谁为大

谦逊与容忍

第二编赴圣城沿途施教 (9:51 -19:28)

(一)基督徒的真精神

容忍(撒玛黎雅人不收纳耶稣〉

当基督徒的必须抛弃一切

传教士当有的精神(派遣七十二门徒传教)

耶稣斥责诸城

七十二门徒归来复命

路加福音引言

7: 18-23 

7:24-35 

7:36 -50 

8: 1-3 

8:4- 15 

8:16-18 

8: 19-21 

8: 22-25 

8:26 -39 

8: 40-56 

9: 1-6 

9:7-9 

9:10-17 

9: 18-22 

9:23-27 

9: 28-36 

9: 37-43a 

9:43b-45 

9:4&-48 

9:49-50 

9:51-56 

9:57-62 

10: 1-12 

10: 13-16 

10: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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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称谢天父

称赞门徒们的福气

怎样得永生

慈善的撒玛黎雅人

玛尔大姊妹二人

祈祷(天主经〉

半夜借饼的朋友，有求必应

(二〉法利塞人的恶意

耶稣与贝耳则步

耶稣为自己辩护

魔去复来的危险

福哉耶稣的母亲

邪恶的一代人要求征兆

真光烛照一切

耶稣痛责法利塞人与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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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天主国的重要准备

诚实和依靠

戒贪财(糊涂富翁的比喻〉

戒挂念世俗

真正的宝藏在天上

醒悟(忠信的管家与不忠信的仆人)

耶稣是为人反对的标记

与天主和好的时候到了

忏悔(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

仁爱(安息日治好但倭病妇)

毅力(芥子、酵面、窄门的比喻)

黑落德的恫吓

哀耶路撒冷

谦逊(安息日治好服症，戒争上座)

10: 21-22 

10: 23-24 

10: 25-29 

10: 30-37 

10:38-42 

11: 1-4 

11:5-13 

11:14-16 

11: 17-23 

11:24-25 

11:2ι28 

11 :29-32 

11: 33-36 

11 :37-54 

12:1-12 

12: 13-21 

12: 22-31 

12:32-34 

12: 35-48 

12:49-53 

12:54-59 

13: 1-9 

13:10-17 

13: 18-30 

13:31-33 

13 :34-35 

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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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贫困者

服从(宴席的比喻)

耶稣的门徒应舍弃一切背十字架

建塔、交战及盐的比喻

(四)仁慈的国

法利塞人对耶稣的怨言(引子)

亡羊、失钱、荡子的比喻

(五)各种劝言

善用财物(管家、富翁与立旦童的比喻〕

戒立恶表

宽恕、兄弟

信德的力量

谦虚(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知恩(耶稣治好十个癫病人)

天主国的来临

恒心祈祷(不义判官与寡妇的比喻〉

谦逊祈祷(莲型塞人和税吏祈祷的比喻)

(六)进圣城前的最后事迹

让小孩子们到我眼前来吧

富少年

财吊的危险

弃俗从主的报酬

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复活

使耶黎昂的盲者复明

税吏臣凯

米纳的比喻

第三编 于ll~监盟主全传道(19: 29-21: 38) 

(一〉进圣城与圣殿

荣进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可|言

14: 12-14 

14: 15-24 

14: 25-27 

14: 28-35 

15: 1-2 

15: 3-32 

16:1-31 

17: 1-3a 

17:3b-4 

17: 5-6 

17:7-10 

17:11-19 

17:20-37 

18: 1-8 

18:9-14 

18:15-17 

18: 18-23 

18:24-27 

18: 28-30 

18:31-34 

18:35-43 

19: 1-10 

19:11-28 

19: 29-40 

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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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吊耶路撒冷

驱商人出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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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稣与犹太人的辩驳

公议会决意杀害耶稣

质问耶稣权柄的由来

恶园户的比喻

给凯撒纳税的问题

复活问题

默西亚为主壁之子的问题

指摘经师

称赞穷寡妇的献仪

(三)末世言论

圣城毁灭的先兆

圣城的毁灭

世界穷尽

时时醒悟准备

(四)耶稣最末几天的行止 (21 :37 、 38)

末编救世大业的完成 (22-24)

(一)苦难与圣死

杀害耶稣的阴谋

最后晚餐与建立圣体圣事

餐中训言

山园祈祷与被捕

伯多禄三次背主

凌辱耶稣

公议会审判耶稣

比拉多初审耶稣

被解送到黑落德前

耶稣被判死刑

19:41-44 

19: 45-46 

19: 47-48 

20: 1-8 

20:9-19 

20:20-26 

20:27-40 

20:41-44 

20:45-47 

21: 1-4 

21:5-19 

21: 20-24 

21: 25-28 

21 :29-36 

22: 1-6 

22:7-20 

22: 21-38 

22:39-53 

22:54-62 

22:63-65 

22:6ι71 

23: 1-5 

23:6-12 

23: 13-25 



十字架苦路

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并埋葬

(二)光荣复活

传报耶稣复活的天使与妇女

耶稣显现给厄玛乌二徒

耶稣显现给宗徒

最后的显现

耶稣升天

一 语言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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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ι32 

23:33-56 

24: 1-12 

24: 13-35 

24:3ι42 

24:43-49 

24:50-53 

圣经大师圣热罗尼莫说:第三部福音的作者"在所有圣史中是

最精通希腊语言的" (PL 23 , 378) 0 "他的文辞不论是在理室中或在

宗徒大事录中……都比较优美，洋溢着文豪的辞藻" (PL 20 , 100) 。

他对希腊语言既如此谙练，自然也愿意以一种优美的文辞写作，所

以他所用的语汇比其他圣史所用的更多。路在行文中每每避免使用

希腊的但语，而好用一些古雅的文辞，但是从各面看来他所用的文

辞，并非都是优美，精练的，因为尤其在前两章有关耶稣童年的记

述中，还保留了许多希伯来文的语风。这或者应如此解释:一方面

是由于他不断应用的旧约是七十贤士译本，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所

传授的"教理讲授"，或对资料的来源，过分尊重与忠实的原故。对

于阿辣美语，除了神妙的"Amen" 一词外，都避免使用。至于谷所

习用的拉丁语，路仅保留了几个罗马帝国时代通用的拉丁名词。至

于他的文笔，从一方面看，异常优美，比如序言。: 1-4) ，甚至 3:

21 、 22; 8:23 、 24 等处的记述，都远远胜过前二圣史。他的文笔大抵

合乎希腊的文法，因而他的文章更显得典雅流畅。但从另一方面看，

他的文笔也受了希伯来甚至拉丁文法的不少影响。因此有许多文句

必须要以查组圭和韭王文规来解释。此外蹬的文辞与思想每每与保

速书信有极相似的地方，因而可以断定作者与圣保禄曾有极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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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在路中有许多医学上的名

词与术语 (Cadbury ， Harnack , Zahn); 不过由此不能推断作者是→

位医生，因为这些医学上的术语亦见于他同时代的作品中。但是如

果我们从旁证知道这位作者是个医生，那么福音中的医学术语便可

证明路实在是个医生。参阅引言七、二、 c。

一 文体与特征

路应被视为一部真正的文学巨著，因为作者曾仿效当时文豪的

作风，以一篇序言冠于这部巨著之前。序言中，作者说明这部著作

的对象，写作的方式与目的，并资料的来源。路是一个学者，莫耳

通 (A. Moulton) 称他为新约作者中的惟一学者;但他也是一个真

正的历史编篡者，这由其另一部巨著一一宗徒大事录中可以获得证

明。路曾以史家的姿态在序言里说明写作的用意:他要将一切史事

顺序记录出来，就是要把有关耶稣一生的事迹，写成一部史书。明

显地，我们不能拿近代史学评论的原则，来评断这部书，而应以当

时人的思想以及当时文学的风格来评论。

作者的用意，尤其可以从他把福音的史事插入世界史的事上，

看得出来。譬如作者曾指出耶稣诞生的时代，是在黑落德为王时

(1 :5 、 26) ，奥古斯都为帝时，叙利亚总督季黎诺清查户口的那一年

(2:1 、 2) ;并且为指明耶稣开始宣布福音的年代，曾详细地指出当时

执政与掌教的几个人物。: 1 、 2) 。作者所以如此，显然是旨在陈明

书中所述的史事与世界有特殊的关系。

由于这些事实，路显然是-部历史巨著了;但是在其余的事体

上，本书在编年方面，并不比其他圣史更为正确。因为作者根据他

个人手边所有的资料，不能再找出一个较为完善的次第。因而大体

上依照了谷的次第。至于谷所元而路所有的资料，他不敢恶意编入

福音任何地方，所以把这些资料编成两段 (6 : 20-8 : 3; 9: 51-18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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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他以为适宜的地方。

由蹬中虽然不能寻出史事发生的实在时间，甚至单从蹬也不能

指出耶稣的传教生活延长了若干年。 但是作者在叙事时，非常审慎

忠信，换句话说，他只照抄所有的资料，从不敢随便更动事体的次

第，仅在极少的地方由于心理分析的原故需要更动时，才移动一下，

如 4: 1 6-31 一段，作者把耶稣在组里J1b会堂的宣讲置于耶稣传教的伊

始(参阅注解) 。

有些人，对于作者序言中所说愿意写一部编年的史书，而事实

上却没有按史事的次第写出，因此表示惊奇;但是应知道，作者根

据相传的资料不能再指出一个更好的次第;另一方面，尤应注意，

作者也是一位传播福音者，他不愿写一部有关耶稣一生的年鉴或传

记，而是要写一部口授下来的福音书 0: 2) 。 再者作者也不愿这部

福音作为一部学术上的巨著，而仅愿它是一部为信仰的证道书，是

一部以活泼的信德写成，而又旨在坚固信仰的经书。 因此路的这部

书不能视为古典文学的作品，而应视为独创一格的基督教文学作品

(见福音总论八 1 1) 。

此外，在这里还要说明，路比其他福音更为特出的几点:

(一)路特别着重福音教义的普遍性:作者的这种目的随处可

见，比如有关耶稣与撒玛黎雅人交往的事 (9:51-56; 10:30-37; 17: 

11-18) ，比其他圣史更为详尽;叙述耶稣的族谱时，则由亚巴郎追

溯至元祖亚当;在天使与西默盎的诗歌的开头，即刻宣布了芸芸众

生普遍获救的观念。:14 、 31 、 32); 在福音的末章极清楚地申明了

宗徒接收传教异邦的使命 (24:47) 。

(二〉与上述普救众生的观念相连的另一个观念，是作者特别着

重耶稣恩待罪人、被轻视者及迷途者:耶稣来是要作罪人及痛苦者

的救主。 关于此点，路有许多独有的材料。 比如:失钱及荡子的比

喻c1日，税吏长臣凯的史事，又如耶稣所说的"因为人子来，是

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09:10); 关于罪妇的记述C7: 36-50) , 

造型塞及税吏两种人析祷的比喻(18:9-14) ，以及耶稣向右盗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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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23:43) 。耶稣来是为赦免罪过(1: 77; 24:47) ，是为向全世界

宣布天主的仁慈(1 :72; 4: 18 、 19) ，是为治好病人及召选罪人 (5:

30-32; 23:4日。按外教人的思想，妇女也是属于被轻视的一种人，

路为纠正这思想，特别提出耶稣恩待并爱护妇女的事C7: 12-15 、 36-

50; 10:38-42; 15: 8-10; 23:27-29) 。

(三)路比其他福音更多称赞贫穷，对于爱财与贪婪极力加以痛

斥(参阅 12:15-21; 16:19-31)。钱财与世物被称为"不义之财"

(16:9 、 11 、 13) 。天主把世上的财富赐给人，是叫人博施济众，一视

同仁 (6:34 、 35; 11:41; 12:33; 14:13 、 14; 16 :9) 。凡想跟随基督的

人，必须舍弃自己的一切世物C14: 33 ，参阅 5: 11 、 28) 。贫穷的人

是有福的，而有钱财的人却是有祸的 (6:20 、 21 、 24-26) 。耶稣曾以

身作则，教人喜爱贫穷:他在贫苦中诞生于世，首先召叫贫穷的牧

童来朝拜他，又以穷人的献仪献身于圣殿;在纳E肋曾度过贫寒的

生活。传教时，召叫了那些舍弃一切所有的人做自己的门徒。

(四)在基督所创的教会里，领受天上超性神恩，尤其圣神的恩

宠是与贪享世福相抵触的。福音中，及至以后的宗徒大事录中，随

处提及圣神内在的工作。在世界上首先承认救世主耶稣的，即是那

些充满圣神恩宠的人们c1 : 41-43 、 67-69; 2: 25-27) 。耶稣的生活与

行动亦无不在圣神的不断感应和引导下进行着(参阅 1 :35; 4: 1-3 、

14 、 18; 5: 17) 。他并向门徒保证要借圣神完成一切 (24:49; 12: 12; 

11:13) 。由于圣神的默感，圣母玛利亚，司祭臣加利亚及义人西默

盎咏出了他们颂谢救恩的诗歌 (1 :46-55 、 67-79; 2:25-32) 。

(五)与耶稣喜讯的超然特征相连的另一个特征，是恒心析祷。

耶稣度了祈祷的生活。: 21; 5: 16; 6: 12; 9: 28 、 29; 22: 31 、 32 、 41-

43; 23= 34 、 46) ，同时他也不断地劝勉他的门徒恒心祈祷(1 1: 1-3; 

18: 1-3 、 1 0-12; 22: 40 、 46) 。

上述各点多是描叙天国的内在特征〈参阅 17:20 、 21)，因这些

特征，这部福音有了好些不同的名称，如"世界救主的福音"，"贫

苦人的福音" "喜悦的福音" "析祷的福音"，"天主仁慈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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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堕也被诗人但工誉为记述基督慈悯的经师。

四 本福音的历史价值

第三部福音的作者，既身为文人兼史家，他编辑了这部巨著，

甚至在序言里明说他将顺序地编篡一切资料，那么问:关于史事的

编年与次第，第三部贯主是否胜过前两部?

因为本福音的作者又是宗徒大事录的作者，又因为他将这两部

书视为一部书(袤 1: 1)，这己说明他在福音的记述上，对年代的编

排先作过极忠实和极缤密的考察。在室建哀雯雯一书中他按着历史

的次序，极紧密地把一切事件的真相叙述出来，同时对于时代背景，

各个地方，以及小亚细亚与马其顿政治制度与礼俗，都加以注明，

因而可以断定作者也同样缤密地考察了耶稣的一生事迹。 但是关于

宗徒大事录所记述的史事，大半是作者亲见亲闻的，而追查中的记

述只能从传下来的资料，或口授或著作中采得，而且这些资料在叙

事上，也缺乏严格的编年，因此，路大体上必须依循谷的编次。不

过路的功绩却在于他能缤密地搜集了谷中未曾记载的许多材料。 作

者既如此遵循谷所有的编次，那么，我们应当断定，他以同样的态

度记述了采自其他来源的一切资料。 他的这种谨慎与周密的态度更

可以从他独有的部分里看出来，因为凡是资料有不明确的地方，他

从不敢清楚地指出时间和地方来，只以含混的言辞写出 。 比如在时

间上，如不能决断时，则多以"一次"或"有一天"的句子，含混

指出(参阅 9:51; 10:1 、 21; 13:1 、 10 、 31; 14: 1);在地理上如难以

决定时，则用"某地"或"在一个地方"等语轻轻放过(参阅 9:56;

10:38; 13:22; 14:1; 1 7: 1 1) 。 作者如此属笔，正显示他对史事的谨

慎态度。

有时蹬的编次与釜和要不合，这是因为如果有两个事件在同一

时发生时，蹬喜欢先将第一个事件的原委写完后，再叙述另一个事

件，例如蹬所述耶稣使盲者复明的事，是在耶稣进里整垦之前(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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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3) ，而谷与玛则记于耶稣出耶黎昂城之后 。 这是因为路要在下

章(19) 记述耶稣在堕整垦城与旦盟的事迹，所以他必须先把耶稣

使瞎子复明的事予以结束(详见 18: 35-43 注)。在有关最后晚餐的记

述中，似乎也用了类似的条理:路先记述了与最后晚餐密切相连的

圣体圣事的建立 (22: 19 、 20) ，随后才揭露出卖人子的人(但是谷及

玛则有与此不同的编排〉。有时候，路又为了心理分析的原故或纪事

的体例，将次序稍加更动:如在记述耶稣传教生活的伊始，圣史便

叙述了在纳臣肋食堂的宣讲 (4: 14-32，详见注五) ，因为耶稣的精

神与福音的特征都从这段宣讲里反映了出来，但无疑的，如玛与谷

所记述的， 4:23-30 这一段，确是较晚才发生的事。

我们又该说明的是:诸凡谷或其他相传的资料中对犹太民族有

特殊关系的事情(谷 7 等) ，路一律予以省略，因为他的取材多依据

他写福音的总旨，又着重心理与实际方面，而对神学方面不甚着重，

因为这样更容易动外教人的心(参阅慈善的撒玛黎雅人与荡子等比

喻) 。 最后，作者的取材也多依据当时社会的情形(参阅耶稣关于财

富与贫穷所说的)。总之，从福音的整个编篡上看来，路在所记述的

一切史事上，确实谨守了所有的传授。

五资料来源

路没有看见过耶稣，也没有听见过他的教训。他所编寨的福音，

据他说(1 :1-4) ，完全是赖着传授。犹如他以前的其他人士编著了

各种福音书，照样，他也编著了，但他在编著之前先亲自去访问亲

眼见过耶稣或听过耶稣教训的证人;换句话说，他往访过宗徒或耶

稣的门徒，由他们的口中搜集了许多资料。

从路的序言里确实看不出他曾采用了什么蓝本，但由本福音的

结构与文笔的悬殊上，可以断定他从许多蓝本中采集了不少资料。

不过问题是:那些蓝本是怎样的作品?路在福音中采集了哪些部分?

并未指明来源出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他的书，而从中获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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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福音的本身，绝对看不出，也不能证明路采用过一些宗徒的

著作一一此处特指耍，但无疑地，蛊与宗徒们及他们的门弟，或与

耶稣的门徒们，不论是在安提约基雅(参阅八，作者生平)，或在扭

撒勒雅(袤 21: 8-10) ，或在堕蛊盘盒，或在里主(袤 21:17-19; 27: 

1-3) ，都有相当久远的来往，因而他对宗徒们的口授与宣讲相当

熟悉。

在写作的蓝本中，谷是最重要的一种，这是现代的经学家几乎

一致承认的。路依照谷的事由下列诸点可以证明(一)路在全部贯

宣中几乎完全依照釜的次第。特别有三大段依照釜的次第 (A) 3: 

1-6 :19= 谷 1:1-3:12; 在此段内路只增补了基督的族谱，并按上述

的理由将耶稣在纳臣肋的宣讲与被驱逐的事提前叙述了 (4:1ι18 ，

参阅谷 6:1-3)0 (B) 8:4-9:51= 谷 4: 1-9:40; 路在此段内大体上随

了谷的次第，略去的记述，是因为他要在此处插入他独有的资料。

(C) 18: 15-21: 36 =谷 10:13-13:37; 在此段内，路完全依照谷所有

的次第。此后紧接着是耶稣之受难史;对受难史，三对观福音大致

相同 。 (二〉前三圣史记述同样的材料时，蹬时常与釜的次第相符，

二者皆异于玛。(三)在记述的形式及风格上，路与谷，比路与玛更

相近似。一一像这一切，仅从口授和传述，实在难以解释。因此看

来，路必以谷为依据无疑。 不过这种依据决不是死板不变的 。 由谷

得的资料差不多只有一半见于路，凡为读者难于领会或能引起读者

反感的资料，路一概予以省略(如有关犹太宗教与法律的辩论等，

再如 3:20 、 21; 7:24-30; 11:12-14 、 20-2日 。 路有时将耶稣的一些事

迹和言论，按其他来源所得的资料，插人别处，而没有依照谷的次

第，如釜 1:1 6-20= 蹬 5:1-11 ，釜 3:22-30 =蹬 11:14-23 ，釜 4:30-32

=蹬 13: 1 8-21 等 。 有时因事迹略相似，蹬往往省去其一，如釜记了

两次增饼的事，路只记一次，路又把谷所记的一个女人在贝塔尼雅

以极珍贵的香液倒在主的头上的事略去(见谷 14:3-的，这是因为路

已记述了一个罪妇用香膏抹主的事(蹬 7: 36-50) 。蹬所以如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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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材料，似乎是害怕自己的记述过于冗长。 再者，路把自己独

有的资料，除耶稣的童年(1、 2 章)和复活史 (24: 13-53) 独有的

记载外，还有独有的两大段，即 6:2ι8:3 及 9: 51-18: 140 路为依照

釜的次第，将第一段插在釜 3: 12 之后，把第二段插在谷 9:40 之后 ;

由此也可以证明蹬随从釜的次第程度了。路所以如此坚持釜编次的

理由，仿佛是因为路写他这部福音的时候，与谷一同住在罗马(参

阅贾 4: 1 0-14; 寰 24); 蹬所以这样重视釜所有的编次，大概是因为

谷曾是伯多禄及保禄的老同伴(宗 13:13; 15:38; 哥 4: 11) 。

至于路是否也用过玛作为蓝本，采用了多少?这的确是一个难

题;因为约有二百三十五节是二福音所共有的，尤其在耶稣言论的

记述上，约有五分之一是共同的;但是除了少数的记述(如洗者若

翰的宣讲，耶稣三受魔诱及治好百夫长的仆人)外，其他所有的记

述皆与玛不同。这似乎是因为路在记述上坚守了史事原有的次序，

而玛则采用了有系统的次序。再者，路的记述似乎更是原始的。至

于路是否依据过玛的这个问题，尚未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比较

可取的解答，似乎是路手中可能有玛的一部分希腊译文或者与玛共

同采用同一蓝本。这同一蓝本可能就是教会最初的"教理讲授" (详

见福音总论(七)福音的由来)。路仿佛并不认识现有的玛(拉冈

热、赫仆夫耳、古特、客拉默尔、苛尔讷里一一-默尔克、岳斯;武及

岳革耳斯〉。

书中二分之一多的材料是路所独有的。因之，记述的大部分是

取材于其他来源。这里应当特别提出耶稣童年史(1、 2 两章〉。为写

这段史事，路似乎采用了源于犹太传说的某种希腊著作。本福音中

曾两次提及圣母玛利亚将"一切事"默存心中，潜心玩味，这或者

可以断定这一切珍闻的来源最后应归于圣母本人。关于其他记述，

路能够从口传得来。路与保禄曾到过耶路撒冷，在那里必定认识了

伯多禄、雅各伯(宗 21:18) 及若望，也见过传福音的斐理伯〈袤

21:8) 以及耶稣的其他门徒(宗 21:6) 。有关黑落德宫内或当时政治

的许多史事，路能够往访那些明了政治情形的人物。作者曾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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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董堡的家臣墨堡的妻子组主组(蹬 8 : 3; 24 : 10) ，又提到在圭量组

基整的墨蓬堡的同乳兄弟主塑里(袤 13: 1)。公元五八年至六0年

间，Mt曾在旦盈盈j一住过，那时许多耶稣的门徒一定还活着(攫前

15 :6) ， 而且如果路真是安提约基雅人，那么他在那里也已经认识了

不少的人，因为It~堕盘透与安提约基雅之间，经常有许多来往的人

(宗 11:22 、 27 、 28; 12: 25; 15: 1 、 22-34) 。从这些不同的来源中，路

搜集了他独有的资料(内中有许多神迹与十八个比喻)。

虽然第三部福音是由不同的来源而写成的，但是由于作者能使

这一切资料有同一的中心思想，的确称得上是一部伟大作品。

六本福音的对象与目的

第三部福音是写给一位有爵位的外邦人，名叫德敖斐罗的，而

宗徒大事录一书也是写给他的。这样的题献在希腊文人中是极流

行的。

"堡盈主里" CTheophilus) 这个名字，教父往往以象征的意义，

解作"天主的友人"，好像这部福音是献给天主所爱的一切人(参阅

整整主盟等人的注疏〉。然而无可怀疑的，这个名字是指一位有爵位

的历史人物。 按"叩ánSTOS" C贵人〉这个尊称，不但用于星旦元老

院的议员，各省的长官及罗马正副总统，而且也用于社会知名之士

(相当于"阁下" "钧座"等尊称〉 。 由福音的内容可以看出"德敖

主星"不是选主人，可能是在复旦政权下任职的主监人，他已是一

位信徒，或至少曾受过基督福音熏陶的人。

虽然序言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题献，但是路写这福音决不是为

了→个人，而是为了道寰的传播 。 他将本书献给这个有尊位的人，

可能是想凭借他的协助或他的权威，使这部神圣崇高的著作易于受

到读者的欢迎。理童是写给那些由外教归正的信徒的，或者是写给

那些已经多少趋向基督信仰的外教人的(盈盈主盟及热罗尼莫等〉。

这由下列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C一〉蹬对于选主人的制度与风俗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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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注明 (22:1 、 7 等 ) ;将希伯来或阿辣美语的名词译为希腊语;又

"达左" (Judæa) 一名，按叠墨人的用法，是指全旦旦星星，这为

个犹太人就不可能如此用 。 (二)凡为犹太人有利而为异邦人无益的

事体，路一概不提(譬如山中圣训有关法律或取洁之事宜都未曾论

及) ，这分明是想以福音的道理来适应希腊读者。 比如耶稣的族谱由

亚巴郎往上溯至人类的元祖亚当(3: 34-38) ，福音所记的耶稣初次

的宣讲中，即刻指出它对异邦人的关系 (4: 24-30) 0 (三)许多于异

邦人不顺耳的言辞， 一律略去不提。 比如玛 10: 5 所说"外邦人的

路，你们不要走"的那句话以及谷 7:24-30; 玛 15:24 所记客纳罕妇

人的事迹完全没有记载。 (四)路每每把耶稣的话宛转和顺地表达出

来。 如玛 5:47 所说的"外邦人不也这样作吗?"路则按这句话的意

思变作"连罪人也这样作" (6:33) 。 此外，圣史还写下许多称赞外

邦人的文字:极力褒扬撒玛黎雅人的爱人行为(10: 30-37) ，把撒玛

黎雅癫病人的知恩奉为犹太人的模范(17:11-19) 0 (五〉作者在描

述女人的事上，显得格外细心(参阅路 1 及引言三 (二)) ，分明有

意教训外邦人尊重女人的地位。 (六)整部福音中表示路有一种记述

天主的仁慈广大及普救众生的喜讯的意向;他所描绘的耶稣，不仅

是以预许的默西亚，而更是以世界救主的身分降生于世。 〈七)最后

我们指出在本福音中，尤其在宗徒大事录一书内，分明含有一种向

罗马帝国辩道的意思:路不但把福音的史事，插入罗马帝国历史中

(参阅 2: 1 、 2; 3: 1 、刀，而且在谈及罗马民族时，非常慎重，甚至有

时还加以褒扬，比如罗马士兵加于耶稣的百般凌辱，路都略而不提

(参阅谷 15 : 1ι20; 玛 27= 1 、 2 、 11-31) 。 在耶稣受审的记述中，把比

拉多的罪恶描写得比犹太人的轻得多，并且说明比拉多在审讯耶稣

被控倾覆国家，反抗罗马政权的罪状时，曾三次声明耶稣无罪 (23:

4 、 14 、 15 、 25 ) 。 不但详细记载了一位百夫长的善心和信德(7: 2-

10) ，而且还记述一位百夫长在十字架下声明耶稣元罪(参阅 23 : 

47) 。一一这一切都说明第三部福音是写给那些由外教版依基督的

人，同时也是写给一般异邦人的 ， 为的是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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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的特征而予以接受，或至少善意地表示尊重。

犹如旦为旦旦星星人写了一部道宜，照样蹬也给叠摩人留下一

部文字极其优美简练，作风分外适合整堕人心理的道宜。蹬写本书

的目的在序言里己清楚地指出:就是想写一部垣宣书，想把信徒们

从口传的福音宣讲中所知道的事项，顺序地编辑起来。但是作者特

别注意的是想极其缤密地从头着手，以实用的历史方法，把耶稣一

生的证人及宣扬者所传的各种不同的传说，加以整理，记录下来，

好使读者对福音获得更深刻更圆满的认识，并由所述的事迹中取得

坚定信仰的实据。蛊在读者心中所愿激发或证实的信仰，即是信仰

耶稣为全世界的救主。

七作者

我们既不能从福音本身知道谁是这部福音的作者，那么我们就

应该先探求古代教会的传授，然后再以内在证据，来证明作者是谁。

〈一〉教会的传授:由第二世纪中叶，我们已有了许多证据，把

第三部福音归于圣保禄屡次提及的同伴一-路加(哥 4: 14; 费 24;

美后 4: 11)。那时这部书己普遍地加上"监坦所传"的题名。裹理;ff;

裂吏旦中(约一八0) 已有一个显著的证据:圣堡盘的同伴"蓝卫E

医生写了这部福音"。约于同时，圣依肋乃(二O二)、德都良(二

二0)、亚历山大里亚克肋孟(二一五)及较晚的敖黎革讷(二五

三) ，都一致证明路是第三部福音的作者。以后欧色彼(三四0) 及

圣垫星星墓(囚二0) 又按整个教会的传授，一再声言圣保禄的同

伴蹬医生，是这部垣童的作者。这传授的证人以及蹬为第三部追查

作者的最大证人，还是异教教首玛尔强 (Marcion，一四0年) ，因

为他单独把蹬与堡莹的十封书信收入毅约旦经变旦内。圣教会的传
授如此正确与坚固，以致没有任何相反的意见发生。再者，在古代

教会里，如果对本道主的作者没有确切的证据，也决没有把第三部
遁宣归于蹬名下的理由。因为蓝本人不论在道章中或在去集左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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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从未提过自己的名字;他在圣保禄的门徒中也不是一位比别人

较为优秀杰出的人物。

(二)内在的证据:圣教会的这种传授可由第三部福音及宗徒大

事录中找出的证据得以证明。因为如众所知，第三部福音与宗徒大

雯雯原为一部著作，且为同一作者的手笔，这己由袤 1:1 与第三部

福音的明显关系，宗 1:1-14 一段与路 24: 47-53 一段材料的连结，以

及两部著作的同一题献可证明。再由这两部著作类似的体裁，相同

的用语，共同的思想，特别是作者的中心思想一一描写天主的国由

犹太民族转向外邦人民，由耶路撒冷圣城移向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

的思想，更明确地看得出这两部著作是由一个作者写成的。

既然已经证明了这两部著作是一个作者写成的，那么现在可由

经文本身发掘有关作者的证据 (a) 把本福音与宗徒大事录两著作

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作者是个希腊人，在希腊语言上有极高的造诣。

对耶稣一生的事迹，有极深湛的研究(1 :1-4)0 (b) 福音的序言里，

虽说明作者不是耶稣一生事迹的证人，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圣保禄

的门徒及同伴。因为宗徒大事录的作者，从宗 16: 10-17 (甚或根据

D卷，从宗 11 : 28) 起，记事多次用复数第一人称(即所谓的"我

们"段落 (Wir Stücke) ，参阅 20:5-15; 21:1-28; 27:1-28:16) 。从这

一点可以证明作者本人在圣保禄第二次长途传教时，及在第三次长

途传教的末期，是圣保禄的同伴，以后在五八年至六十年间，作者

与圣保禄曾在凯撒勒雅及耶路撒冷寄居过，最后随圣保禄去了罗马。

此外，第三部福音及宗徒大事录与保禄的书信，不论在言语上或思

想上都极相类似，以致路可称"圣保禄的福音"。再者，圣保禄独有

的许多语辞，甚至神学概念在这两部著作里也可见到。但是二人思

想最大的相似点是有关普救众生及外邦人与选民享有同等地位的各

种道理。又应注意的是:路 22: 19-20 有关建立圣体圣事的记载，全

然与格前 11:22 、 23 相同，而玛与谷却略相同。此外，只有路 (24:

34) 与保禄(格前 15:5) 记述了耶稣复活后显现给伯多禄的事。又

本道童及去建主雯雯的作者和圣堡盘屡次称基督为"主" (ICUpt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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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部攫童及袤篮哀雯雯似乎也证明传授中的另一个证据，就

是作者是一位医生。因为这两部著作都显示蹬事实上是一位精通医

学的人(参阅素裹是裂吏旦，坠鱼篮及圣垫星星墓言论) 。 在道主中

基督显示为一位治疗灵魂及肉身病症的医师(参阅蹬 4: 23 、 40; 5: 

17; 6:19; 9:1 、 2 等处) ;作者又屡次采用了一些医学上的术语(蹬

4:38 对谷 1:30 ，蹬 5: 18 、 24 对釜 2:3 、 10 ，蹬 3:44) 。在描写病源、

病愈，以及治疗的方式上，比其他圣史更为精密细致 (4:38 、 39; 8: 

43-45 等处) ;且卫护了医生的荣誉 (8: 43-45 ，参阅釜 5:26) 。凡此

种种，虽没有作证的力量，因为任何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如此写出，

但至少可由此坚固古来的传授。

为此，内在的证据和古代传授，以及圣教会有关作者的一贯主

张，是相吻合的。因此根据上述的一切论证，必须坚决承认蹬，圣

保禄的门徒及同伴，是第三部福音的作者(参阅宗座圣经委员会一

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第一项决议)。

八路加生平

关于路其人其事，我们仅能从圣保禄的书信里找得少许可靠的

资料。

Luω(路加)一名似乎是 "Lucanus" 或 "Lucius" 或"Lucil1us"等

名的简写。

我们从哥 4:10-14 知道路生于外教家庭。在新约的作者中惟有他

不是犹太人。他的家乡大概是叙利亚的安提约基雅。 古代传述中的

证据都提出了这一点〈欧色彼圣热罗尼莫等)。从宗徒大事录中似乎

也看出这一点:路在此书中多次提到安提约基雅教会，对该处教会

的情形及当地知名之士，知道得非常清楚(宗 11:19-30; 13:1-47; 

14:2ι28; 15: 1 、 2; 18:22) 。如果宗 11 :28 的 D卷经文是原始的，那

么蹬早于公元四十五年以前成了信奉基督的人。

在圣堡聋第二次长途传教时(五十年至五十二年) ，路曾伴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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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从笠盗IWJ城到了主基堕主理组城(去 16: 1ι12) ，这时蹬与羞莲篷

和豆豆豆茧，以及堡聋的其他门弟都在一起 (*16:10 、 11; 15: 22 、

27 、 32 、 40) 。以后蹬似乎奉堡壁之命留在主理组(袤 17:1-3); 但在

第三次长途传教时，蹬又从此城随圣堡望到了盘盘里墅，在那里见

到了传福音的主理组(袤 21:8 、 9) 。不久又陪同保禄到了耶路撒冷，

住在一个老门徒主塑盐的家中(袤 21:15 、 16) 。次日，在堡壁陪同

之下又认识了耶稣的兄弟韭查组及教会的长老们(宗 21: 17 , 18) 。

在这样的机会上，作者可以从容地探询有关耶稣的事迹;也许就在

此时拿了把口授的传述，笔之于书的主意。从耶路撒冷陪同被捕的

堡彗又回到盘盘整整，再由水路到了罗马(宗 27: 1-28: 16) 。保禄在

芝主第一次被囚期间，蹬是他的助于(聂 4: 14; 寰 24) ，同时釜也

在芝旦，蹬为编篡自己的道竞便采用了釜，时在六十一年至六十二

年间。堡盘在芝主第二次被囚期间(六十五年至六十七年)，路似乎

再次奉侍堡整左右，在堡主主临终时，他是惟一守在圣人左右的人

(爱后 4: 11) 。蹬不断地与堡聋宗徒相处，又时常在初期教会中心地

带，如安提约基雅、凯撒勒雅、耶路撒冷及罗马各地寄居往返，这

对第三部理宜的编著显然是有极大关系的。

至于传述中有关岛生平所提出的其他事迹，多不可靠。似乎路

在堡盘殉道后离开了芝旦，但是他以后在什么地方传教，以及死在

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圣教会每年在十月十八日纪念他为一位殉道

者。根据圣垫星星墓的记载:路的遗骸在三五七年，从贝敖季雅的

盈旦城(连同圣主堡盟宗徒的遗骸)运往君士坦丁堡 (PL 23 , 621) 。

古教会又传说蹬是一个画家，这个传说是来自耶路撒冷。根据

巫盈至盗的记载 (PG 86 , 165): 女王欧多季雅(四六0年)赐给了

普耳开黎雅一帧路所绘的圣母像，从耶路撒冷送到君士坦丁堡。尼

塞鱼盗 (Nicephorus Callistus) 及直堕 (Simon Metaphrastes) 二人

也有同样的记载。这种传说的来源可能是因为路在福音中，好像以

自己的言辞把圣母的肖像刻画入微的原故。因此路奉为画家的主保;

又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也被奉为医生的主保。

IIIIIIII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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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著作的时间与地点

关于著作的年代，根据传述及(福音与宗徒大事录)内在的论

据，应当坚持下列三点(1)袤 1:1 清楚说明道宜的编著先于衷货

主雯雯 ( 2) 根据传述，蹬在编目上是第三部道宜，列于理和釜两

福音之后。衰理是裂吏旦，第二、三世纪道茧的主纯度实，古抄卷，

敖黎革讷与圣热罗尼莫的著述，以及圣依肋乃根据古代传述为每部

福音所编定的历史次序，都说明了这一点。再者，蹬的内在论证清

楚地指出本福音的写成是以谷为依据(3)还有一个一定的事实，

就是路写于七十年以前，因为路 19:43 、 44 及 21:20 、 22 记载了基督

有关耶路撒冷未来毁灭的预言，而同时这个预言与世界毁灭的预言

合并一处，没有任何清晰的区别，使读者不知道所论的是一件事实，

或是两件不同的事实。如果路是写于圣城毁灭之后，那么，两件事

中间的区别定然更为清晰分明。虽然非公教学者及少数的公教学者

(如 Schmid) 对最后的理论表示反对，且主张路描绘圣城的毁灭比

玛、谷更加清楚(参阅路 19:43 、 44; 21: 2-24); 事实上描述虽然比

较明晰，但是决不能因此断定，所论者是事后的描述。因为路独有

的记述只为使记述生动逼真，至于他所描绘的事(如敌人筑垒围城，

居民逃亡与被俘) ，可能采自罗马军队攻城和陷城所做的类似事。因

此上述的反对论证毫无价值可言。另有些人提出异议，说路 1:1 已

提及许多有关耶稣言行的著作，但这并不妨碍这许多著作是写于公

元七十年以前的作品。

比较困难的是指定公元七十年以前的正确时间。在公教学者中

及非公教学者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公教学者中近乎一致的意见是

主张蹬是在六十至六十三年间写成的。誓反教学者中坠经组主

(Harnack) 是拥护这意见最有力的一位。 这意见的论据是路应著于

衰建左雯雯之前，而轰轰主雯雯一书，有如我们在该书的引言中所
要证明的，一定是写于圣保禄在罗马第一次获释以前(六三或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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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尤其从宗徒大事录的末章 (28 : 30 、 31)及路对罗马人的友好思

想可以证明 。 在六十四年七月罗马城被焚以后，路对罗马人难以表

示友好。 因为这以后便开始了尼禄迫害教会的大悲剧。

反对这个意见的其他学者，也有许多公教学者，援引了圣依肋

乃的证言"玛窦在希伯来人中，用他们的言语写下了福音书，那时

伯多禄和保禄在罗马传播福音及建立教会。 但在他们离去(希文作 :

'É~o~ou) 以后，马尔谷，伯多禄的门徒兼翻译员，也把伯多禄所讲述

的写下来传给我们 。 而路加、保禄的随员，把保禄所宣讲的福音，

也笔之于书" (Adv. haer . 田， 1 , 1; PG 7 , 844) 。 圣依肋乃所说的

"离去" 一语好似一定是指二位宗徒的"逝世"那么根据圣依肋乃

的证言，谷及路是在二宗徒逝世以后写了他们的福音书 。 (按伯多禄

约在六十四年为主致命，而保禄则殉道于六十七年。〉为此有不少的

学者断定本书的著作时间，是在六十七年至七十年间 。 但两相比较，

似乎上述的理由比依肋乃一人的证言，更有力量。 可能依肋乃并未

论及著作的时间，而是提及福音书发行与公布的时间(参阅苛尔讷

里默尔克及拉冈热路加福音注疏) 。 无论如何，此处所讨论的仅是属

于"不正确及不同解释的"言论，正如宗座圣经委员会(一九一一

年六月十九日)所说的;所以我们坚持公元六十至六十三年为著作

比较正确的年代。

至于路在什么地方写了他这部福音，元从稽考。

按古代的传说， 一说是在阿哈雅 (Achaia) (福音的古代序文及

圣热罗尼莫) ; 一说是在埃及(叙利亚抄卷) 。 而近代学者则多主张

是在罗马 。 最后这个意见的可能性或者更大，因为路似乎这时住在

罗马 。

十路加福音的完整

最后让我们讨论一下非公教学者，尤其唯理派学者对本书几段

经文的原著性所引起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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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稣的童年史c1 : 5-2: 52) :古时，玛尔强(一四0年)和

他以后的直主整直(约一七0年〉都把这段史事予以摸弃。 近来又

有些唯理派学者，如希耳庚斐得 (Hilgenfeld) 、皇鱼盟$ (Usener) 、

重主羞羞 (Wcllhausen) 等人对蹬写前两章的事，或加以否认，或至

少发生怀疑。 他们所举的理由特别是因为蹬与堕有关耶稣童年的记

述彼此不同，尤其是因为这段记述充满了奇迹(如天使显现，天使

传报佳音，预言旦且型里变成哑巴，而后能言，胎荒的篮盘鱼$怀

孕，处女受孕，以及耶稣的奇妙诞生等) 。 他们以为在此两章内所论

的都是属于虔诚的碑史，是日后附加在蹬中的。但是这些纪事绝对

没有任何碑史的色彩，甚至在与伪撰的道主有极大的区别。一切记

述都在审慎与率直的笔锋下写成的。再者，教会一致的传说，对于

这些史事的来源，从未加以怀疑。因为古代的一切抄卷及古译本都

同样地载有这段经文。而且早在第二世纪中叶，对这段经文的原著

性就已有了明确的证据。

(二)建立圣体圣事的言词 (22: 19b-20): D 卷及一些拉丁抄本

都把这些言词省略了，因此近代的一些批评学家主张这两节是日后

补进路经文中的，而且是受了保禄的影响(参阅格前 11: 23-2日。但

是毫无疑义的，此处必须以极大多数的经卷及一切古卷所有的为依

据。 D卷的经文似乎是为使路的经文适合玛、谷二福音的经文而

来的 。

(三)耶稣出流血汗 (22:43 、 44): 这段经文引起了极大的争辩，

因为抄卷的证据可以用来拥护这段经文的原著性，也可以用来相反

它的原著'性 。 因为大多数的抄卷中载有这段经文，并且圣犹斯定

(-六五年〉、塔齐雅诺(一七0年〉、圣依肋乃(二O二年)、希颇

里tf;(二三五年) ，几乎所有晚期的作者及古译本对这段经文，都有

所引述。 但是这段经文却也不见于许多古抄卷中，而且很多作者及

教父也没有提及这段经文 。

对这问题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根据厄圣法尼(囚O三年〉的

意见:这段经文在一些抄卷中被删去，是因为信徒们害怕阿黎约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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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滥用这段经文 (PG 43 , 73) 。 但似乎早在阿黎约以前，或第二

世纪时，这几节经文从一些抄卷中被删去了 。 何以被删去，我们不

得而知 。 但是不论怎样，解释这几节为什么被删去比解释为什么 日

后被补于正经中，更觉容易 。 所以根据宗座圣经委员会的议决，应

绝对相信这几节出于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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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一章

序言

1-3德敖斐罗钧座: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既

然有许多人，依照那些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

我们的，着手编成了记述，我也从起头仔细访查了一切，

遂立意按着次第给你写出来 4为使你认清给你所讲授的道

理，正确无误。@

预报若翰诞生

5在延左王墨蓬堡的时候，且篮整班中有一位司祭名

叫臣加利亚，他的妻子是出于亚郎的后代，名叫依撤伯

尔。 86二人在天主前是义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

行事，元可指摘。7但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依撒伯尔素不

生育，两人又都上了年纪。 08正逢臣加利亚轮着他的班次

在天主前尽司祭的职务时，9按着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

签，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 10献香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

面祈祷。 011 有一位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站在香坛右

边。 12臣加利亚一见，惊惶失措，害怕起来。 013但天使向

他说 "臣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

你的妻子依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

整。 14你必要喜乐欢跃，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
15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淡酒浓酒他都不喝，而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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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 16他要使许多鱼盘~子民

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 17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在

他前面先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

心意，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完善的百姓。" 018臣加利亚遂向

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 019天使回答他说 "我是站在天

主面前的加伸额尔，奉差来向你说话，报给你这个喜

讯。20看!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

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 0 

21 百姓等候臣加利亚，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中。22及至他出

来了，竟不能与他们讲话;他们这才知道他在圣所中见了

异象;他只给他们打手势，始终是哑巴。 023他供职的日

期一满，就回了家。24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依撒伯尔受了

孕，自己躲藏了五个月，说 25 "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

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 æ 
预报基督诞生

26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f卑额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

肋亚一座名叫纳臣肋的城去 27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

与达味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这童贞女的

名字叫玛利亚。4D28天使进去向她说 "万福!充满恩宠

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J"29她却因

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4Ð30天使

对她说 "玛利亚，不必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

幸。31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32他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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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主

昧的御座赐给他。33他要为王统治壁垒组家，直到永远，

他的王权没有终结。 " 41)34旦型里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

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æ35天使答复她说 "圣神要

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

将称为天主的儿子。 6136且看你的亲戚依撒伯尔，她虽在

老年，且怀了男胎，已六个月了，她原是素称不生育的。

37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 (D38玛利亚说"看!上主

的姆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她去了。@

圣母往见表姐依撒伯尔

39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

的一座城。40 她进了臣加利亚的家，就给依撒伯尔请安。

4E)41 依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跃。

依撒伯尔遂充满了圣神， 4ID42大声呼喊说 "在女人中你是

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43吾主的母亲驾临我

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44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

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45那信了由上主传于她的

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w 
46玛利亚遂说 ~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47我的心神欢跃于天主，我的救主。 @

48因为他垂顾了他姆女的卑微;

看，从今以后万世万代要称我有福。@

49因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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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是圣的，

5。他的仁慈世世元穷，

归于敬畏他的人。@

51他用自己的手臂施展大能，

驱散那些心思高傲的人。

52他把有权力的人从高座上推下，

却举扬了卑微的人。

53他使饥饿者饱飨美物，

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去。@

54-55他扶助了自己的仆人伊撒尔，

记忆了他所施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的d怜'悯，

直到永远，

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许过的。" w 
56玛利亚同她住了约三个月，就回本家去了。@

若翰诞生与割损

57依撤伯尔满了产期，就生了一个儿子。58她的邻居和

亲戚昕说上主向她大施仁慈，都和她一同欢乐。@回到了

第八天，人们来给这孩子行割损礼，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

字叫他臣加利亚。创他的母亲说"不，但要叫他若翰。"

61他们就向她说"在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但他们

便给他的父亲打手势，看他愿意叫他什么。臼他要了一块

小板，写道"若翰是他的名字。"众人都惊讶起来。但他的

口和他的舌头立时开了，遂就说话赞美天主。@臼于是他

们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怕情;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江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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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66凡昕见的人都将这事存在心中，说"这孩子将来究

竟怎样呢?"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 。 ~67他的父亲旦坦型

亚充满了圣神，遂预言说 m

因"上主，伊撒尔的天主应受赞美，

因为他眷顾了他的百姓，施行了救赎。

因在自己的仆人适应家中，

给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角，

70一一正如他藉历代诸圣先知的口说过的: 一一一@

71 为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

72为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

并为纪念自己的圣约，

73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旦旦旦所起的誓 ，

要赏赐我们

74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

使我们无恐无惧地，

75一生在他台前

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 @

76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在上主前面先行，预备他的道路;

万使他的百姓认识得罪之赦的救恩，

78这是因着我们天主的慈悲心肠，

为此旭日要由高天照临我们，

79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

并为引我们的脚步直走向和平的道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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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小孩渐渐长大，心神坚强。他住在荒野中，直到

他在2盘~人前出现的日期。@

。 毅约的作者中只有座在书前冠以"序言"注明全书(似乎连他

的去集主雯雯也包括在内)献给何人，并注明作书的动机、 目

的和书中的内容，以及搜集资料和编篡的方法。 由序言可知路

是个文人，随从当时希腊作家的风气，于书前冠以序言。 旧约

中有两部书也有类似的序言:即玛加伯下和德训篇，他们这个

作风也是受了整盘文化的影响 。 1-4 节按原文仅是一个复合句 ，

盎膛的修辞造句很优美，是作者的精心结构，可见路对文学的

造诣很深。今将此序言略解释如下:路说:在他以前"有许多

人"将耶稣的行实和道理著之于书，那些著述与现今的福音书

相似。 那些作者是宗徒们的门徒，或者是宗徒的昕众，或者是

那些听过和亲眼见过耶稣的人所讲的 。 路认识这些著述，在这

些著述中，他另外常引用了谷(见引言) 。 那些作者本不是耶稣

言行的见证人，因此路也敢编篡这样的传记，而且他希望因自

己的苦心访查，著一部更完全，次第更好的传记，超过他以前

的人。 这传记的资料是那些"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即连

他当时的事迹也包括在内 。 在引言中己证明这"序言"也是为

宗写的序言，因此"事迹" 二字包括"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

一切(宗 1: 1)，并且也包括耶稣所派的宗徒因圣神的德能"直

到地极"所行的一切〈宗 1 :的 。 路所论的是耶稣所行所教的，

宗所论的是宗徒所行的一切。 至于资料，不拘是路自己或他以

前的作者，都是取自宗徒的传授，因为宗徒是从起初"亲眼见

过"的人，就是说: 宗徒从耶稣传教起就是他所行所言的见证

人;且是"为真道服役的人"即被主派去传福音的人。 "真道"

按原文有"言、行" 二义，是指全福音，包括耶稣所讲的道理

和所行的事迹，特别包括耶稣的死和光荣的复活等事迹。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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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所传授的道理"从起头"就留心研究。"从起头"是说他

把救赎史的发端:即前二章所述的史料，也探究了;但多数学

者如整整主迪、立医垫等以为"从起头"是指堕自己从归化开

始己特别留心研究了所传授的道理。他长久研究了这些史料之

后，就决意"按着次第"编一部福音的史书，是说在可能范围

内尽力把耶稣的言行按着史事的前后次序叙述。应明白蹬本来

愿意照狭义史事的次第给我们写一部福音书，但是这种意愿在

一些部分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宗徒口授时大抵不管史事的次第，

也不管史事发生的所在地。不过路的本心是尽量恢复史事原有

的次第。路的这部精心之作是献给一位名叫德敖斐罗的贵人。

原文"钧座"亦可译作"尊长"或"高贵的"。这种荣衔在罗马

帝国时代常加于高级的长官如总督、省长或其他爵位尊高的人

(宗 23:26; 26: 2日。本书的德敖斐罗是什么人，有什么爵位，

不得而知;只能说:大概实有其人，也许古来的传说是不可厚

非的。按此传说:德敖斐罗是安提约基雅城极有权势的人，他

听了伯多禄的道理，很为动心，就把自己的家献出作为圣堂

(Clemens , Recognitiones X , 71; PG 1 , 1453) 。蹬写攫童时， 1壁

敖斐罗似乎还没有受洗，但已经学习了耶稣的真道 (4 节)。路

将此书献给他，好藉此引他版依正教。或者路也按当时希腊作者

的风气把书献给一位贵人，好让他把书推荐给读者;也或者德敖

斐罗出资帮助了这部书的传播。路写了这部福音一定不仅是为德

敖斐罗(详见引言) ，而且也是为学习基督真道的一般希腊读者。

@ 由 5 节至下章 52 节是所谓的"耶稣童年的福音"。谷是由耶稣

传教开始，而蹬与另先叙述耶稣童年的事。但蹬和另这两种记

述，区别很大，玛的重心是在证明耶稣是许久以来预许给选民

的默西亚，而路一开头就愿证明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因耶稣

的诞生对普救全世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段极美丽、有趣、雅

致的史事，路似乎直接或间接得自圣母玛利亚的口授，因为只

有她才能把耶稣童年的历史，告诉给人知道。应知此处的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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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是羞整的童年史与耶稣的童年史并列，如预报主整诞生

与预报耶稣诞生，论主整诞生和邻人的喜庆与耶稣诞生和所有

的喜庆相并列。一-5 节对若翰诞生所指的时期相当广泛，对耶

稣诞生的时期也是这样 (2: 1 ;要 2:1) 。 黑落德于公元前四十年

由罗马的元老院受封为王，但他自己必须开拓疆土，成立王国。

公元前三十七年他占据圣城后，成立了王国，统治犹太(路所

指的犹太，不仅包括犹太省，而且也包括撒玛黎雅、加里肋亚

和培勒雅一大部，几乎包括全巴勒斯坦) ，他作王直到公元前四

年 。 至于耶稣生于何年的问题，见年表。 臣加利亚(意即"上

主记起了")和依撒伯尔(意即"我的天主发了誓")似乎全含

有一种象征意义，是指到了天主记起向列祖所誓许的那个时候。

臣加利亚是阿彼雅班中的一位司祭。司祭团(耶稣时代司祭共

约两万)古来共二十四班(即亚郎的两个儿子厄肋哈臣尔和依

塔玛尔所生廿四子的数目〉。司祭的分班始于达味(编上 24:3-

18; 下 31:2) 。 二十四班之中仅四班由充军之地回国 。 后由此四

班再分为二十四班(厄上 2:3ι39; 下 13 :30) ，直到公元后七十

年圣城毁灭，他们常在圣殿轮流行祭祀的任务，每班七天， 任

务完了就回本家做自己的职业。富贵的司祭住在圣城，其他的

住在乡间。本节内特指出依撒伯尔出于亚郎家族，原来司祭必

须娶本族的女子为妻。由此可知若翰的父母都是亚郎的后代，

而耶稣的双亲都是出于达昧的家族。

@ 上边除了说二人出于高贵支派外，又说出他们道德的高尚"二人

是义人"这是圣经中对那些严守法律分外热心的人极度的赞美。

二人虽然虔诚，但没有儿子。 天主没有赏给他们那一般虔诚的重

撒尔人所希望的现世的报酬(出 23:26; 申 7: 14) 。 依撤伯尔既是

个石女，按自然说，这家庭已绝了后，好像与未来默西亚的救恩

断绝了关系 。 但是旧约中有许多荒胎的妇女(如撒辣:创 16: 1 

等，整旦组:刽 25: 21 ，塾墨l}:到 30: 22，毫整整的母亲:虽

13:2，撒慕尔的母亲哈纳:撒上 1 、 2) ，天主都曾显奇迹使她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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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儿子。 天主对依撒伯尔也是如此，先使她荒胎，然后发显奇迹。

路先把圣殿的一幕揭开，作为救赎奥迹的发祥地。 司祭每班在

圣殿内奉职，是由法律所规定，但每位司祭最渴望的进圣所献

香，是照古来习惯抽签指定。 此次臣加利亚抽中了 。 原来香祭

每天两次，行于晨祭与晚祭之前。 本处所记的大概是晚间的献

香，并且是在安息日或大节日，因为有许多人民参加 。 臣加利

亚进了只准司祭进的圣所。 在里面，他应把象征祈祷的新香放

在祭坛上(咏 141:2; 希 9:4; 默 3:4; 5: 剖，放上香以后，跪伏

在祭坛前，行片刻祈祷，同时站在外面的百姓与司祭一同析祷，

这时是最隆重的一刻(默 8: 1 等) 。 在路轻描淡写的一幕中，天

使发显，宣布了一项为选民极其重要的喜讯。

@ 上主的天使发显在香坛右边，那是安放大灯台的地方(出 40:

24; 肋 16:34) 0 "右边"在本处和圣经其他处(谷 16:5; 玛 25:

33) 指欢喜和幸福的地方。 旧约中常有天使(亦称上主的使者)

报告蒙选者诞生的事，此处亦同 。 匣加利亚惊惶起来，是说在

受了超自然界的忽然发显所引起的害怕;伊撒尔人常以为见了

天使的人，必要死亡(民 6:22; 达 10:7 等;则 1:28) 。

@ 天使先叫臣加利亚放心，说自己来是为报告他的祈祷已经获得

应允。 无疑地，此处所论的是臣加利亚和他妻子求子的祈祷

(参阅撒上 1: 11 、 17 撒慕尔的父母的榜样) ;但同时也是论的在

场的人民的祈祷，因为臣加利亚司祭此时身为人民的代表。 人

民在这祭献的祈祷中所求的是赦免罪过和实现默西亚的恩许。

这时预报若翰诞生，由"若翰" 一名可知天主要藉这孩子赏给

自己的人民一种特恩。 "若翰"意即"天主赏恩宠"。 由于这名

字是天主藉天使起的，已表示出诞生的孩子要负有特殊使命

(创 17:19; 依 7: 14 等) 。 因此对他的诞生不仅司祭欢喜，就是

许多虔诚的伊民也都要高兴。 这孩子的使命，由 15-17 节天使

所说的话上可以得知 。 "在上主前将是伟大的"，他如此伟大，

以致日后连耶稣也称他在妇人所生者中是最大的(7: 24-30; 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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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1) 。 他的伟大另外是指他个人的圣德，因为他过的是补赎

克苦的生活，像那些献身者终身戒酒的苦行生活(户 6:3; 民

13:5; 14:1; 撒上 1: 11; 耶35:6) 。但他的圣德特别是由于"他

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 (参见 1: 41 、 44) 。 教父和神学家都

一致承认:这话在此处是论赋予若翰的宠爱，因这宠爱赦免了

他的原罪，同时他还在母胎时已被圣神祝圣将来成为先知(1:

67; 宗 2:4 等处有论充满圣神同样的语句〉 。 这孩子的伟大或尊

位即系之于天主的派遣。 因为先知己中断了三个世纪，现今毕

竟给选民兴起了一位卓著的先知 。 他要宣讲悔改的道理，叫大

部分的伊民版依上主。这位最后的先知超过以前所有的先知，

因为他"在他面前先行"是说:他在以默西亚的身份降在世上

的天主前先行(参见 1:76) 。 天使这话，虽不明显，但已预报了

天主降临的信息。 :3日 。 "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是说将要

诞生的先知要有厄里亚心中有过的那为主的烈火，和他有过的

那做舌人的能力，他像厄里亚一样不怕在君王和官长前为天主

和法律作证。 厄里亚先知的事迹见列上 17-22; 列下 1 。 按玛拉

基亚的预言，犹太人在默西亚来临以前期待厄里亚再来(拉 3: 1 、

23 、 24); 日后耶稣强调这个预言在若翰的使命上己实现了(玛

11:14; 17:10 、 14) 0 "他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是说若翰要敦

睦家庭，恢复国家的统一，另外使真正的伊撒尔民在宗教上统

一，使人民忠于天主，因着他宣讲的悔改的道理引人民归向正

义，这样准备选民，以迎接默西亚的来临(拉 3:24; 德 48: 10) 。

@ 臣加利亚对天使的话起了疑惑，遂要求一个取信的征兆。 当初

亚巴郎得天使报告和臣加利亚此时有同样的光景，虽然事情似

乎是不可能，但亚巴郎信了〈创 18:1-15); 臣加利亚一定也知

道亚巴郎的这个榜样，再说他身为人民的代表，当祭献时，在

圣所内，于天主面前得了天主的传报，更该当信以为真方是。

再加上天使明明地征引了玛拉基亚先知必应验的预言。 为此这

位司祭的怀疑必要受到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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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这才说明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他说自己是加傅额尔(意即

"天主的人"或"天主的勇士勺，是站在天主宝座前最高天使中

的一位(多 12:15; 默 8:2; 厄诺客书卷一剖，又是七位中的一

位。 七位中为人所知道的还有垫盈盔和璧茧掣签(注 10:21; 理

前 4: 16; 民 6; 多) ;由犹太经外文献中还知道别的四位天使，

在他们中最著名乃是乌黎额尔 CUriel)天使〉 。 加傅额尔先前曾

向达尼尔先知报告了有关默西亚拯救的奥秘(达 8: 16; 9: 21 

等) ;现在对若翰的诞生也由他报告。 这报告已经是默西亚来临

的开始和最后的准备，因此他称自己的报告为"喜讯"。 为了臣

加利亚的不信，天使就给了他所求的征兆，这征兆是因他怀疑

所受的惩罚:就是直到若翰诞生他又哑又聋(1 :62 等〉 。

@ 臣加利亚同天使的谈话延长了典礼的时间，因此使外面的人民

很是奇'怪;原来在圣所内只许司祭停留片刻 C Strack-Billerbcck 

n ， 77) ，不然，要招致天罚(参阅肋 16:13; 10:1 等〉 。 当司祭

由圣所出来后，就用隆重的仪式祝福民众(户 6: 24-26) ，然后

遣散民众。 当臣加利亚由圣所出来时，己"不能与他们讲话"

就是不能念祝福的经文，也不能回答人所询问的事。 人由他那

激动的表情和打的手势上推知他见了异象。 臣加利亚对这一切

一定留的印象更深，也就坚信了天使的话。 以后几个月常再三

存想天使的报告和默西亚不久要来的秘密。 "上主伊撒尔的天主

是可赞颂的"诗歌，就是他数月来熟思的结晶(1 :68) 。

@ 臣加利亚虽成了哑巴，但还应等待圣殿供职期满。 司祭供职的

时候，应离开妻室住在圣殿内，以防不洁(肋 15: 16) 。 臣加利

亚供职的七天一完，就回了本家。 他的家相传是在今之艾殷卡

暨村〈详见注十八) 。 不知道盒盘鱼~怀孕后最初几个月为什么

隐藏起来，这一定不是为了老年怀娃而害羞的原故，多半是为

了愿意收心祈祷，因为她知道丈夫所遇到的奇事是赏赐自己特

恩的征兆。 她感谢天主的话与辣黑耳所说的相似(创 30: 23) , 

因为天主拭去了她荒胎的耻辱(攫上 1 :ι10) 。 路提出"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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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语来，是把本段与下段预报默西亚诞生的事连贯起来。

@ 本段有关报告基督诞生的记述与前段紧相连接，但按内容与描

写的方式，本段远远超过前段。 路叙完圣殿中隆重的一幕后 ，

又揭开了纳臣肋地方卑陋寒舍中的一幕。 依撒伯尔怀孕后"第

六个月"天使加傅额尔又奉差到了一个无名的小村庄，为人所

轻蔑的纳臣肋去了(若 1:46) (关于纳臣肋村古传的文件，参阅

ELS nn. 1-42) 。 这村庄在加里肋亚省内。这一省古来的居民多

半不是伊撒尔人，因此为犹太人所轻视，称为"外方人的加里

肋亚" (依 8:23; 加上 5:1日 。 虽然如此，可是依撒意亚先知在

有关默西亚的预言中已称这一省为有福的(依 8:23) 。 大黑落德

时代它为罗马的四省之一(其他三省为:犹太、撒玛黎雅、 培

勒雅) ，包有则步隆、纳斐塔里、阿协尔、依撒加尔四支派的地

域。这一省算是巴勒斯坦地最肥沃、富足、人烟稠密的地方。

"纳臣肋"一名按圣热罗尼莫和其他学者的解释，是"花"或

"开花"的意思;但实在大概是"守望者"的意思，因为此村在

厄斯得隆平原北部，地势最高，好像是平原的守望者。 天使被

派到一个己订婚的童贞女那里，己订婚的童贞女是说还没有把

她接到男人家中行婚礼(玛 1:18-25; 25:1-12) 。 她的未婚夫若

瑟是出自达味家族，路特提出此点，因为日后人都以耶稣为若

瑟的儿子，按法律说若瑟也实在尽了为父的义务。 圣母玛利亚

是否也出自达味家族，福音中没有明说，只由 1:32 、 69 可推出

是出于达味家族。 教父们，如圣依纳爵、犹斯定、依肋乃、德

都良等都主张此说。 玛利亚与亚郎的姊妹同名(虫 15:20 原文

作米黎盎 Miriam) ，不能确知此名有什么意思 。 耶稣时代在贵

妇中有许多叫玛黎安讷的 CMariarnne) 0 玛利亚一名语源大概出

于希伯来文，有"主母"或"王后"的意思 。

@ 天使一进入房内，立刻向玛利亚请安;按希伯来人请安的话有

祝人平安的意思 。 天使代替玛利亚的名字而称呼她为"充满恩

宠者"这话好像是给她起的名字，因为她蒙受了卓绝的恩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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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慈爱，满渥恩宠。 "上主与你同在"这也是犹太人请安

常用的祝辞(虽 6:12; p 2: 的，但此处有更深的意义，因圣母

与天主结合最为密切，且是天主自己现在要进入她童身的胎中 。

L，，28 节末拉丁本有"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此句似乎是由本

章 42 节窜入的 。 。玛利亚"惊惶不安"，不是如古教父们所讲

的因为天使发显，而是因为昕了特殊的祝辞，最谦下的处女自

以为不配这样的赞颂。 她"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因为

天使来一定带有非凡的信息。

@ 天使叫玛利亚放心，就报告了默西亚的诞生。 "在天主前获得了

宠幸"，此语常见于圣经中(创 6:8; 出 33:12; 民 6:17; 宗 7:

"等) ，指天主特别拣选某人负起一种高超的使命。 31-33 节说

明了玛利亚所负的使命;这些话是明引依撒意亚先知论童贞女

怀孕生子的预言(7: 14，参阅玛 1:23) 。 此处天使的话如同依一

样没有提及"父道" 一事，此处且摸除父道，因童贞女自己要

给儿子起名 。 原来命名一事是做父亲的权利 。 本来在依记载:

当起名叫厄玛奴耳(天主与我们同在)，而天使却指出他的名字

应叫"耶稣" (参阅玛 1 :21)，即"上主拯救"或"上主是拯救"

的意思(与旧约中"若苏厄"成"耶秀亚"为同一名字) 0 "厄

玛奴耳"和"耶稣"两个名字都是表示天主要来拯救自己的百

姓"耶稣"这名字好像是"福音的总纲" (本革耳 BengeD 。 天

使曾向臣加利亚称若翰"在天主前将是伟大的" c1日，此处论

童女的儿子单单称"将是伟大的"。 由此可见他的地位超过一切

人，并且对他的地位身份天使愈描绘愈清楚，所引的话都是为

应验旧约中的神谕(撒下 7: 12; 依 9:6 等 11 : 1 、 10; 16 : 5; 耶

23:5; 30:9; 则 34:24; 欧3= 5; 米 5:4; 咏 132: 11 >0 "被称为"

即被承认为"至高者的儿子"，是说至上天主的儿子。 "至高者"

是多次代"天主" 一名所用的最高尚的称呼(创 14 : 1 8-20; 户

24: 16 等) ，此处清楚地指明这孩子的天主性(咏 2:7) 。 他同时

也是适应的儿子"适应的御座"是他的 。 主盟的国要藉他复



路加福音第一章 592 

兴，他像达昧的时候一样统治伊撒尔所有的支派 C &P ft鱼组家

所指)。又按所预许的，默西亚所复兴的国样，永远不替(达 7:

14; 2:44; 米 4:7; 依 9:6) 。

@ 玛利亚没有像臣加利亚一样，怀疑天使的报告:她全信了天使

的话。为玛利亚只有一个问题，即怎样实现天使报告的事，因

为她"不认识男人" "认识男人"是圣经中习用的术语，指与

丈夫的结合(创 19:8; 户 31:17; 玛 1:2日。这话在处女口里不

能有别的意思，除非是说的:玛利亚在现今所处的光景中，按

自然说总不能做人母:已往她从未同男人有过来往，将来也不

愿有这样的来往。她说这话，或者因为她发了童贞的誓愿，或

者至少自己私下已定下守贞的坚固志向，并且对自己的誓愿或

志向己与自己的未婚夫若瑟商议妥了。最奇怪的是她怎样会到

了定这样志向的地步，因为在旧约中找不到这样的实例。在她

当时有厄色尼派人，他们为了禁欲的原故不结婚。但是这派人

的思想不足以解释玛利亚怎样会定了这样的志向。此处我们应

当想:天主早有准备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计划，因此赏赐圣母

圣宠，使她有这特殊的感动，另一方面是给世人守贞洁的一个

新理想。圣奥斯定默想了这个事实说道"贞洁的尊位由天主之

母开始" CSermo 51 , c. 16 , n.26) 。 圣盎博罗削称玛利亚为"贞

洁的导师" CDe Instit. Virg. 6 , 46) 。或问:旦到里既然心中定

了守贞的志向，为什么还要订婚呢?我们以为最恰当的理由是:

天主愿意顺应人的常法，使耶稣在家庭中长大，这样在人前保

护了童贞圣母和耶稣圣婴的名声。

@ 天使的答复好像是说:天主自己要在你身上显一种异能，叫你

又是童贞又成为母亲;这话消除了她的疑虑。"圣神要临于你"，

是说:那全能的神要成就天主降生成人的工程，他原是造物主，

是生命和恩宠的根源咱们: 1; 咏 104:30) 0 "至高者的能力"，即

天主的神因自己的能力，要庇荫她。 这是比喻之辞，本来是指自

天降下遮盖约柜的云彩，云彩遮盖约柜是指天主的光荣来在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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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 40:34 等;户 9:22) 0 "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

的儿子。"天使方才说这童贞女所生的儿子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如今才解释了天主自己要在玛利亚内行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工程。

@旦且型里求了天使一个征兆，而亘型里没有求征兆，信了天使

的话。 但天使为赏报她，并为加强她的信德，却给了她一个征

兆，即以天主在素不生育而年老的依撒伯尔身上所显的奇迹作

为征兆，但这奇迹决不能与天主在圣母童贞身上所行的相比;

这两个奇迹已证明天主是全能的，没有做不到的事。 天使称依

撒伯尔为玛利亚的"亲戚"她们二人究有什么亲戚关系，不得

而知，按本章 5 节所说，依撒伯尔是出于肋未支派，若是玛利亚

是她的亲戚，玛利亚一定与这一支派有一种姻亲关系，因此古犹

太基督徒以为玛利亚出于肋未支派(见 Tes阳nentum XII Patriarcha

rurn , Simeon 7 , 2) 。 圣奥斯定也主张此说 CDe Consensu Evangclio

rurn, PL 34 , 1072) ，因此说耶稣的王权与司祭权是与生俱来的。

但玛利亚似乎并不属于肋未支派而是出于犹太后裔 (罗 1 :3; 希

7: 13 等) 。 教父和作者多主此说〈见前十一注) 。 玛利亚和依撒

伯尔是亲戚，一定是因为她们二人的先祖有婚姻关系的原故 。

@ 玛利亚因虚怀若谷和爽快的心，完全表示了同意。 天主原来为

完成圣子降生成人的奥迹就只等着她这个同意。 她称自己为

"上主的姆女"，就是自己完全随天主的旨意的意思，她也只有

承行天主的这个愿望。 为表现信德和对天主虔诚的精神，没有

比用这简单的话更巧妙的了 。 在玛利亚表示同意的一刹那，降

生成人的奥迹就成就了，也就是若 1:14 所说的"圣言成了血

肉" 。 就在那时刻，基督救赎世界的大业开始了，玛利亚同救赎

世界的大业也开始了。依肋乃说:童贞女一服从，对自己并对

世界成了救恩的原因 CAdv. Haeres . 皿 22 ，的 。

æ 39 节揭开了圣母往见若翰的母亲的一幕，把若翰与耶稣的童年

历史-起演出 。 圣母的往访篮盘组~是由天使的话 (6) 所引

起的 。 圣母起程的动机，此处虽未提及，但决不是为了证验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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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的话，因为她已坚信不疑。 她的目的是愿意祝贺亲戚得子之

喜，并侍候那怀娃的老人。 玛利亚且也断定这两个奇迹彼此有

着密切的关系 。 圣母拜访表姐的一幕，先是圣母祝贺依撒伯尔

(39-41) ，以后是依撒伯尔祝贺玛利亚 (42-45) ，最后圣母赋了

一首壮丽的诗歌，把所有的赞颂都归于天主 (4ι56) 0 "在那几

曰"是天使报告圣子降生后不久，玛利亚就急速去拜见依撒伯

尔。 圣盎博罗削解释这段经文说得很好，他说"玛利亚听了这

话，不相似一个不信神谕的，不如同一个对报告有所踌躇的，也

不似一个怀疑例证的，而是像一个乐善，勤于奉侍，因快乐而急

进的人，往山区去了" (Homilia in fcr. VI Quattuor 'TIαηporum Ad

ventus) 0 "往山区去"即从纳臣肋下山，南行经厄斯得隆平原，

再上撒玛黎雅和犹大的山区。 仅说到了犹大的一座城，没有提出

城名，按古来的传说(至少从六世纪开始)，此城即艾殷卡陵

(Ain Karim) ，位于耶路撒冷西七公里的山中 。 由纳臣肋到此地约

有四天的路程。 (关于艾殷卡陵历代的文献，参阅 ELS nn .43-85 0 ) 

@ 玛利亚的请安发生了两种效果(一)引起了若翰在母胎中的跳

动， (二〉光照了依撒伯尔的明悟，认识了在玛利亚身上所有的

奥迹。 胎儿在母腹中觉到默西亚和他母亲的驾临，因此喜欢地

跳动。 无疑地，天使向臣加利亚所说这孩子要充满圣神的话，

即指的这时刻c1日 。 发生的这个效果，是指这孩子就在此时已

派定了他要负的使命，并且按教父的公论，他的原罪就在此时

赦免了 。 充满胎儿的圣神同时也光照了胎儿的母亲，把天主降

生为人的深妙奥迹启示了她。

@ 此时作了天主舌人的依撤伯尔宣布了默西亚和他母亲的尊位。

圣教会很古以来就把这祝贺的话与天使祝贺玛利亚的话连起来，

构成了"圣母经"的前一半 。 依撒伯尔只能因圣神的光照才会

知道玛利亚是"吾主的母亲"即伊民自古以来所仰望的默西

亚、君王和救主的母亲。 称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她信了天

使所报告的，信了天主在自己身上所行的大奇迹:自己是童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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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成为天主的母亲(参阅依 7: 14) 。拉丁通行本与一些古译本

将 45 节译作"你这信了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由上主给你……

必要完成。"与原文意义稍有出人。

@翌型里为应和盗理i且$祝贺的赞辞，赋了一首赞颂天主的诗歌，

就是感谢她自己和全民众所受的恩惠。这首诗歌因为首句是

(Magni ficat 颂扬) ，即以此为名，算是圣经中最高雅的诗歌之

一。圣教会每日咏念这诗，感谢天主救赎的恩惠。在注释这首

诗歌之前，先略论它的结构:这首诗歌是引用旧约中最美的文

句和华丽的辞藻构成的，好像是一项彩石的镶工，但仍是玛利亚

因天主默示而作的一首完美的诗歌。它的意思所以如此高雅优美，

是因为玛利亚由怀孕天主圣子的时候开始默想这奥迹所有的效果。

这首诗有三个主要的思想(一)玛利亚感谢天主赐予自己的恩宠

和因自己赏给所有虔诚人的恩宠 (4&-50); (二)因天主在自己身

上所行的奇事，赞叹天主举扬卑微人，压抑骄傲人的措施和大能

(51-53); (三)称颂天主既许必践的忠信 (54-5日。

@诗的头两句为并行体，是诗的题目和总纲:玛利亚因所得的恩

宠而欢乐。依撒伯尔对她的赞辞，她再归之于天主。她欢乐的

原故是因为天主表现自己是救主，另外先拯救了她。若天主是

众人的救赎主，玛利亚则更有理由称天主为自己的"救主"，因

为她得了特殊的救恩。这头两句诗内的辞句皆出于旧约(撒上

2:1;哈3: 18;依 45:21; 12:2; 61:10 等)。

@对天主极度的赞颂和最好的感谢是在谦逊领受天主的恩宠。天

主"垂顾"按圣经的说法，是指天主赏赐恩佑宠惠。"垂顾了

他姆女的卑微"即由卑陋和贫穷的生活环境中提拔她到至高的

尊位(此经文引自攫上 1: 11; 创 29:32) 。因着天主赏给他的这

尊位，以后万世万代的人都要称她有福，就像方才依撒伯尔这

样称呼了她 (42 、 45) 。至圣的童贞因预见的奇恩己看见自己因

作了天主之母世世代代所要受的赞美，因她圣子的国是永远的

。刀，母亲也要受永远的赞美。这预言怎样应验了，有整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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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教史为证，特别证验于现代 。

@ 天主在她身上行的"大事"表现了天主的伟大，在这"大事"

上另外表现了天主的三个属性:即天主的全能、圣德和仁慈。

(一〉因天主的全能，没有办不到的事，使处女怀孕，准备天主

子降生成人，并且把所有的恩宠给敬畏天主的人预备下，即因

这些奇迹将来赏给一切热心和虔敬天主的人。 (二)表显天主的

圣德，即天主的至高威严和不可接近的神圣(依 57:1日 。 罪恶

满盈的人类本来总不能接近天主，但天主却给他们准备了一条

路:就是拣选了未染任何咕污的一位童女，藉着她，天主好成

圣世人，并将世人吸引到自己前。 "名字"是指天主自己 。 (三)

如父的仁慈是与天主的全能和威严紧紧相连的(咏 103: 13) 。

"天主降生成人"是天主回敬畏自己的人所表现的无限仁慈。 敬

畏天主的，是那些遵守法律和顺从天主旨意的人。 按旧约所说:

敬畏天主才是真正的虔诚(咏 103:17; 119:156; 149:9; 申 7:功 。

~ 51-53 一段，是玛利亚细察天主行事的总纲，特别是在救赎的工

程上所表现的，因为天主已经由圣子降孕成人的时刻起开始行

救赎的工程。 "手臂"是天主能力的象征(依 40: 10; 51: 5 、的，

"他用自己的手臂"推翻罪恶的世界所有的整个纲纪(撒上 2:ι

10; 则 21:31; 德 10: 14) 。 他驱散了骄傲的人一一也许此处指

的是建造巴贝耳塔的事(创 11) ，因为天主拣选了卑微的童贞女

做自己母亲，默西亚微贱地进入了世界，使满怀骄傲奢望的人

们羞愧无地。 骄傲人可分两类(一〉是"有权力的人"，他们

高举自己在别人以上(二)是"富有者"他们依恃自己的财

力 。 那些争权夺位的人们从高位上被推下;那些在世上生活贫

贱，不找自己方便的人，在默西亚国中要获得权柄(撒上 2: 5-

h 玛 5:6; 路 18:14) 0 "饥饿者"是世上受压迫的穷人，他们

希望天主救他们摆脱这可怜的处境 (6:20 等;玛 5:3 等) 。 这等

人要"饱飨美物"，不是饱飨物质的东西，而是获得默西亚给他

们的超性恩佑(咏 72:4 、 12 ) 。 因为富人在世上一无所缺，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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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所希望。 53b 的比喻，取材于中东人的宴会:富人赴宴必常

带礼品，宴席散后，他们再由东主得到回礼。 穷人无物可带，

便什么也得不到 。 如今却要"使饥饿者饱飨美物" "使富有者

空手而去" 52 、 53 两节堪称真福八端的总纲，是耶稣宣讲的主

题(玛 5:3 等;路 6: 20 等) 。 因为默西亚国是为穷人而设的

〈依 61:1; 路 4: 18) 。

@ 这诗歌的最末两节，论圣子降生和救赎的工程，更为明显。 这

工程在选民整个历史上是最大的奇迹，也格外表现了天主对自

己的伊撒尔民所有的仁慈，就是把她由可怜的境遇中救拔出来。

此处称伊撤尔为"自己的仆人"即是说他是为天主所拣选所爱

的仆人(依 41 :8 等 42:1 等〉 。 天主的仁慈初次在召选亚巴郎

的事上表现出来，天主藉着亚巴郎把自己的仁慈永远施给他的

后代子孙(创 17: 7; 18: 18; 22: 17) 。 在圣子降生成人的工程上，

天主完全实践了向古圣祖所许的一切诺言(迦 3: 16) 。 按耶稣和

圣保禄的道理，此处所说的亚巴郎的子孙，不仅是指与他有血

统关系的人，而是指一切在信仰上真正作亚巳郎子孙的人(迦

3:29;罗 4:16; 9:7; 玛 8: 11) 。 末句一译作"正如他向我们的

祖先， ~p 向亚巴郎和他的子孙永远所许过的。"

@ 玛利亚三个月后才返回了本家，因为她还没有过门，一定是回

到自己的父家。 她被接到若瑟家中是以后的事(玛 1: 27) 。 至于

玛利亚是在若翰诞生以前回了家，还是以后回了家，不得而知。

按经文来看，似乎是在若翰诞生前就回去了，大概此时已有别

的邻家或亲家的妇人来相帮依撒伯尔 (53 节) 。 玛利亚常愿意隐

藏自己，若是直到若翰诞生她还在臣加利亚家中，她这种愿望

就很难以实现了 。

@ 满了九个月(36 和 66 两节) ，依撒伯尔生了一个男孩，邻居和亲

友都来庆贺她，因为"上主向她大施仁慈"即是上主使一个荒胎

且己年老的女人生子。 他们都认为这是天主特殊的恩赐 (66 节)。

@ 给男孩行割损礼应在第八天，这法律守得十分严格，即在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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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亦可行此礼(创 17:12; 21:4; 肋 12: 3 ; 斐 3:5; 若 7: 23) 。

此礼可在家中举行，任何人，连妇女也可执行(加上 1: 60; 加

下 6: 10) 。 但在古时，犹如现在虔诚的犹太人，普通请熟于行割

损的人来执行(这种人称为 Mohcl) 。 他们把割损礼看得十分隆

重，因为这是同天主缔约的记号。 行了此礼，男孩便成为选民

的一分子，能享选民的一切权利，另外能享默西亚的恩许，但

同时也有了守法律的义务(耶 9:25; 罗 2:25 等〉 。 当亚巴郎自

行割损礼时，天主给他和他的妻子起了一个新名字(创 17 : 1 日，

所以伊民普通也是在割损时给孩子起名 。 依撒伯尔的邻人和亲

友都想给孩子起他父亲的名字，照习惯是给孩子起祖父的名字，

但此时臣加利亚已老了，父子很容易区别，且"臣加利亚" (~p 

"上主记忆了") 一名在孩子诞生的光景上十分适宜，因此就选

了他父亲的名字。 依撒伯尔却提出异议，并坚持给他起名叫

"若翰"，亲友们因为在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都非常惊奇，遂

给臣加利亚打手势， 一一由此可知他这时不仅哑，而且也聋一一

看他给孩子起什么名字。 原来给孩子起名是父亲的权利。 臣加利

亚就在"一块小板"上，即在蜡板上写了"若翰是他的名字"。

他顺从了天使的命令，同时也表示了相信天主赏赐自己的恩宠

(若翰即"天主赏赐恩宠"的意思) ，因此就在此刻，照天使的预

言，他又能说话了 (20 节) 。 因这些奇迹，他就开始赞颂天主了 。

@ 凡在场的人都感觉到在这些奇迹上天主把自己启示给人了，因此都

害怕起来。 此时一定又由臣加利亚口中知道过去在圣所中发生的

事，这样的消息不久就传遍了犹大山区。 凡听见的除了惊讶之外，

还等待着天主加于这孩子的非凡的使命。 因圣经上有许多类此的

事情，不难推断天主对这孩子己定了特殊的使命。 "节末句"因

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似乎是圣史的评议，是说天主从起初一直

到将来，不断保护这孩子，并赏他各种特恩(袤11 : 21; 13 : 11) 。

@ 行完了一切礼仪以后，臣加利亚就充满了圣神，赋诗感谢天主。

这诗歌所论的可说是旧约中最末的预言，也是新约中第一个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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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样微妙地将新旧二约联合一起。旦且主1里藉先知的奇恩，

为了天主在选民的历史上所行的奇迹，更为了现在已开始实现

对先祖的一切预许，而赞美天主。这诗歌与"我的灵魂颂扬上

主"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圣母另外所想的是自己一身所受的特

恩，而臣加利亚因为是司祭和舌人，身为人民的代表，为此，

他预报了默西亚时期的来临。这诗歌是给孩子割损的那一天作

的呢，还是以后作的呢?按经文所载，似乎是他以后作的，因

为诗歌中所发挥的是他在天使报告、圣母来访和孩子受割损时

心中所受的感触。路把这诗歌与若翰割损的记载相联，是因为

匣加利亚在这光景中赞颂了天主(见 64 节〉 。 圣史这些史料一

定来自闪语文献和臣加利亚司祭家族的传述。这诗歌的主题是

歌颂天主对选民的仁慈和忠信。它的内容可分二段(一)臣加

利亚歌颂天主对选民在默西亚来临时所赏的大恩(二)反复吟

咏自己的儿子作默西亚前驱的使命。

@J "天主应受赞美"是因为他"眷顾了他的百姓"就是他赏了自己

的百姓恩宠，并给他"施行了救赎"。臣加利亚一面想到默西亚之

来，是要救选民摆脱国家的仇敌 (71 节) ，但也想到他来亦是为

拯救选民脱离罪恶的境界 (74 、 77 等节〉。天主所施的拯救，特别

是为伊民，因为雅威是伊民的天主。默西亚称为"拯救的角"即

是"勇敢的救主"的意思。"角"在圣经中用为"德能"和"力

量"的象征(撒上 2: 10; 申 33:17 等) ，有时天主自己也被称是伊

民的"拯救的角" (咏 18:3) 。 默西亚出于天主所选的"仆人达味

家中"从臣加利亚这话上可以断定默西亚的母亲玛利亚是达味

族系的 。 默西亚的来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此处称先知是

"圣"的，因为他们是为天主所祝圣，以做特派的使者(智 11:

1 ;去 3:21)。一切先知的奉派都是为了准备默西亚的来临，由

组主先知起都曾预言默西亚将是"注壁之子"即主垦的后代子

孙(撒下 7: 12 等;依 11: 1 等;耶 33: 14 等;咏 132: 17) 。

@天主给自己的百姓派默西亚来的目的和意向，由 71-75 节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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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句"中描绘出来了 。 天主愿拯救笆民"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

者的手"就如古时从埃及拯救了他们(咏 106: 10) 。 新约书中

此处第一次以"从埃及的拯救"为默西亚施行拯救的预

像。一一-咏 2: 110 曾预言默西亚要征服伊民的一切仇敌。一

E加利亚所说的敌人，另外指当时统治伊民的罗马人。 藉默西

亚由罗马人手中解放的希望，可见于当时犹太人所有的文献中。

但臣加利亚和当时虔诚的人所希望的解放与一般人所希望的有很

大的区别。 在臣加利亚的希望中没有恼恨敌人的意思，所求的解

放，是叫选民能自由地侍奉天主 (74 、 75 节) 0 72 和 73 二节，是

论及仁慈的天主向祖先所有的预许，并论及天主同亚巴郎所结的

盟约(见 54 节注廿六) 。 天主以隆重的誓言同他立了这盟约，许

下自己要繁殖他的后代子孙，将圣地叫他们永远占领，并且因着

亚巴郎的一个子孙，万民都要受祝福他们2:3; 17:4; 22: 16-18; 

24:7; 希 7: 13) 。 这些预许和隆重的誓言都在默西亚身上应验了。

天主藉默西亚给人民自由平安，是为叫人民全心侍奉他。 "以圣善

和正义侍奉他" "圣善"是指人内心的倾向，即指对天主所有的

恭敬和虔诚"正义"是指对天主的服从和遵守天主的诫命，所表

现的外在生活。 这几句话描绘了默西亚时代敬主的真理想，与当

时一般人对默西亚来做国家救星的希望，有天渊之别。

@ 由 7ι79 节，臣加利亚转换了词锋，专讲到自己的孩子，庆贺他

并咏述他将来使众人版依天主的使命(76 节〉 。 若翰要成为"至

高者的先知"日后民众都承认他是这样的先知 (20:6; 玛 14:

5; 若 5:3日 。 他要给上主"预备道路"即给身为默西亚而天主

的，又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32 节)的预备道路。 臣加利亚由

天使的话明白了要在自己儿子的使命上应验依撒意亚和玛拉基

亚二先知的预言(依 40:3; 拉 3: 1)，这些预言和本处所有的思

想是来自中东欢迎君主所有的风俗。 君主要临幸某城之前，先

差人告知那城的人准备并出来接驾 。 若翰使百姓认识真正的救

恩，就是准备默西亚的来临，这救恩不是在于国泰民安，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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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得罪之赦"。若翰为准备人民得罪之赦，讲了悔改的道理

(3 : 3 ) 。 为得罪之赦只能因天主的"慈悲心肠"是说天主藉默

西亚施给百姓的大仁慈。 "心肠"按犹太人的思想是一切情感和

怜悯的所在(嫂前 7: 15; 裴 1: 8; 2: 1; 寰 7 、 12 、 20 节〉 。 因这

大仁慈"旭日要由高天照临"自己的百姓:由高天出的旭日，

此处仿佛用来做默西亚的名字，默西亚是要升出的"正义的太

阳" (拉 3:20) 0 "由高天"即指默西亚由天主那里来为给黑暗的

世界带来光明，光明即是恩宠(依 9:2; 60: 1 等;玛 4: 16; 若 1 :4 

等) 0 "由高天" 一词，含蓄地指出默西亚的地位是超人的。 默西

亚要给"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即给在罪恶和谬误中生活的人

带来光明一一→恩宠(依 9: 1; 42: 7; 咏 107: 10) 。 光明和恩宠本来

是特别赐予选民的，可是按 2:31 所说的，万民也有分子。 那些由

罪恶和谬误的黑影中被领出来的人，再被引导"走向和平的道路"

04 节) 。 臣加利亚在这首诗歌中，好像是答复那些对若翰诞生的

奇异现象而惊讶并询问这孩子"将来究竟怎样"的人 (66 节) 。

@ 本节简略地说明若翰执行使命以前的行止，尤其说出他体格的

发育和精神并品德的进步，并道出他退入"荒野"，人迹罕到的

地方，在那里准备自己的任务。 此处没有提及他多大岁数退入

了荒野，也没有提及在荒野中什么地方。 按传说他退人了艾殷

玛慕狄叶 (Ain cl Mamudijch) ，在赫贝龙西北约八公里处。 按

当时的风尚，虔诚的人多避居荒野，过祈祷和刻苦的生活 。 (关

于圣若翰隐居的旷野历代主要的文献，参阅 ELS nn.74 , 76 , 

78 , 80 , 82 , 86 0 ) 若翰在荒野中住到"在伊撒尔人前出现的日

期"即直到天主召他出来实行他的使命的时候。:1) 。

第二章

耶稣在自冷诞生

1丑阳才盟主主垦直星都出了一道上谕，叫天下的人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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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2这是在季黎诺做叙利亚总督时初次行的登记。3于是

众人各去本城登记。 04若瑟因为是达味家族的人，也从加

里肋亚纳臣肋城上犹大名叫白冷的达味城去 5好同自己 已

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 86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她产生

的日期满了，7她便生了她的头胎男儿，用有虽丰保将他裹起 ，

放他在马槽中，因为在客战中为他们没有地方。 88在那地

区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 09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

在他们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照他们，他们非常害怕 。 10 天

使向他们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

族的大喜讯 11今天在达味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

他是主默西亚。 1 2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要看见一个婴

儿，裹着有虽袱，躺在马槽中 。 " 0 13忽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

使一起赞颂天主说:

14"天主受光荣于高天，

他中悦的人享太平于下地 ! " 0 

15众天使离开他们往天上去了以后，牧人们就彼此

说"我们且往白冷去!看看上主报告给我们的所发生的

事。 "16他们急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并那躺在马

槽中的婴儿。 17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小孩

所说的事，传扬开了 。 018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

所说的事 。 19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

思想

20牧人们为了他们所听见和所看见的一切正如天使向

他们所说的一样，就颂扬赞美天主回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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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割损与献于圣殿

2 1满了八天，孩子应受割损，遂给他起名叫耶稣，这

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 。 022按堕翠的法律，一满

了他们取洁的日期，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

主 23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凡开胎首生的男性，

应祝圣于上主。"汩并要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祭物:一

对斑坞或两只鸽鸽。 (ID25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

直盘盘。 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鱼盘盔的安慰，而且圣神

也在他身上 。 26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

傅者以前，必见不到死亡。 27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

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

行礼。 28西默盎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 æ

29 "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

30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

31 即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

32是为启示异邦的光明，

是你百姓伊撒尔的荣耀。 " 4f) 

33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 @

34直盘查祝福了他们，又向他的母亲旦型里说"看!这孩

子已被立定，使鱼盘~中许多人跌倒和复起，并成为反对

的记号， 一_35 并且对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

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 " æ36又有一位

女先知里组，是阻坠~支派选盈星的女儿，已上了年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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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七年 37 以后就守寡直到八十四

岁 。 她斋戒祈祷，昼夜奉事天主，总不离开圣殿。 38正那时

刻，她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

人讲论这孩子。 @

圣家回纳匣肋

39他们按着上主的法律行完了一切后，便返回了加里

肋亚一一他们的本城纳臣肋 。 4@40 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

智慧逐渐增加，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 。 @

耶稣十二岁初次显示他对天父的关系

41他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 。但他到了十二岁

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 。 ~过完了节日，他们

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未发

觉 。44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遂走了一天的路程;

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45 既找不着，便折回

耶路撒冷找他。 æ46过了三天，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

正坐在经师中，听他们，也问他们 。47凡听见他的人，对他

的智慧和他的对答，都惊奇不止。 w48他们一看见他，便

大为惊异，他的母亲向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

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喃耶稣对他们

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

里吗?" 6)50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 51 他就同他

们下去，来到纳臣肋，属他们管辖。 他的母亲把这一切事

默存在心中 。 052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

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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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一二两章的记载之中应插入另 1: 1 8-25 ，记羞羞迎娶亘型旦到自

己家中的事。 因为由本章 4 节已知若瑟已将玛利亚迎娶到自己家

中，路略去此事，因为他所着重的是指出耶稣诞生的时间和把这

诞生的事实置于世界史中 。 并且他还注意，默西亚怎样贫苦可怜

地诞生在臼冷郡一一达昧城。 1 节指出了耶稣诞生的两个时间:

(一) "那时"或直译应作"当那日期"即 1:5 所说当大黑落德为

王的时候。 黑落德卒于建罗马城第七五0年，即公元前四年，因

此耶稣至少应诞生于公元前五年(参阅玛 2:13 等论杀害白冷的婴

孩与圣家逃难埃及事) 0 (二〉所指的另一个时间是"凯撒奥古斯

都出了一道上谕"奥古斯都是历史上很出名的皇帝(公元前二七

年到公元后十四年〉 。 此处应考定这位皇帝哪一年出了登记天下人

民户口的上谕。 为判定登记的时间，路在 2 节更仔细地指出了 。

"天下的人"一句是奥古斯都皇帝夸大自己的版图广大，欧洲和小

亚细亚所有的国家都属自己管辖。 户口登记或调查有两种目的:

一是详知人民的数目，如发生战事，能征调壮丁当兵; 二是查

知人民的财产，好照数征粮收税。 路在 2 节指出这次登记是在

季黎诺做叙利亚总督时第一次行的 。 这话在路写福音时很是明

白，因为离那些史事很近，但在我们后世的人看了，就不明白

了 。 因为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大黑落德王时户口登记的事不见于

国史的文献中 。 史家若瑟夫仅载公元后六一七年季黎诺作叙利

亚的御史时在犹太所行的户口登记，曾激怒犹太人反抗罗马人

的事，因为犹太人不愿意如此表示自己属罗马人管制 (Ant.

Jud. XVlI 13 , 5 , S 335; XYIIl l , 1 , S 1) 。 对这次登记，路于宗

5:37 也曾提及。 关于本章的最大困难，是因为国史曾载季黎诺

(他的全名为 Publius Suplicius Quirinit时公元后六年起，做叙

型里的总督，但没有记载他以前有过这个职务。 史家主茎主却

记载了两个人:即撤突尼诺 C Cajus Scntius Saturninus) 和瓦洛

CPubJius Quintilius 飞Taro) 由公元前九年至四年曾做叙利亚总

督 。 而且堡蛊皇肯定蹬 2:2 所说的登记是上述盘窒星遥为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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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行的登记 (Adv. Marc. 4 , 19; PL 2 , 40日 。 上述的那些困

难到现在虽不能解决，但下边要提出的解决方法，似乎有采纳

的价值:按许多经外文献说明歪笠置于公元前十一一公元-年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曾管理托鲁斯山脉 (Taurus Homonadensis) 

所有的地区(在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北部) ，见 Tacitus: Annal , 3 , 

48; Strabo , 12 , 6 , 5; Inscriptio de "Tivoli ," ct Inscriptio de 

Antiochia Pisidia 。 他在此地区当罗马皇帝的特使，大约在公元

前十一九年之间下令调查户口，撒突尼诺总督就于公元前八

七年奉行了这命令。 还有别的文献证明，同时在其他罗马省，

在埃及和高卢也都行了户口登记的事，又证明这样的登记每十

四年在罗马帝国举行一次。 因此可以断定本章所述在巴勒斯坦

的登记，大约在公元前八年。 又由本文可以断定耶稣大约于公元

前七一六年诞生。 还有些别的学者如:拉冈热、巫洛、伟色肋

(Wiesεler) 等，和一九五三年上海徐汇译本将 2 节译作"这次

户口登记，还在季黎诺做叙利亚总督时的那次之前"，他们以为

这次户口登记是在宗 5:37 所提的登记之前。 这种翻译与解释似乎

欠妥。 按第 3 节在巴勒斯坦与在埃及相同，人民都应该回本城去

办理户口登记的手续。 天主如此顺应国家的措施，是为了要应验

先知的预言一一基督应诞生在达味城(米 5: 1; 玛 2:2 等) 。

@ 若瑟是达味的后裔(1 :27) ，大概在白冷有产业，因此他必须由

纳臣肋上那里去登记。 古时虽然普通称熙雍为达昧城，但白冷

(今称贝特拉哈木 Beitlahm) 因为是达味王的出生地，也有此称

呼。 达昧的祖先波哈次和卢德曾住在此地，那里有他们的产业

(创35: 19) 。 达味年幼时也曾在那里牧放过父亲依霞依的羊(攫

上16:1;下 23: 1日 。 户口登记时，因为玛利亚已被迎娶到若瑟家

中去，就同若瑟一起去了 。 按原文此处仍称玛利亚为若瑟的

"聘妻"，圣史特用此字，是为表示玛利亚的童贞 。 按经外文献

所记:在埃及出嫁的妇女也应办理户口登记的手续。 查墨借E曼

利亚同往，大概还有另一种理由，因为他迎娶旦型里时，她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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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数月(玛 1:18 等) ，若瑟想藉此机会搬家，好保护玛利亚的

名声。 事实上，若瑟于户口登记以及耶稣诞生后很久仍留在白冷;

由埃及返回时，还愿意去白冷住下〈玛 2:22) 。 由纳臣肋到白冷

大约必须行四天的路程，为一个孕妇是一个很艰难的行程。

8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按上下文意，似乎他们已在皇透住了相

当时候以后，玛利亚才"生了她的头胎男儿"称耶稣为"她的

头胎男儿"或"首生子"，不是因为他是长子，以后还有其他

兄弟，而有此称呼，而是因为"首生子"按法律应祝圣于天主

的原故(出 13:12; 34:19; 路 2:22) 。 玛利亚自己"用植根将他

裹起" "她又是母亲又是收生婆" CS. Hicronymus , PL 23 , 

192) 。 玛利亚因是童贞女，无痛生产，她自己照管了婴儿。 "放

他在马槽中"由这话可知圣婴诞生的光景十分贫穷。 基督诞生

的处所是栏驴牛的地方，大概是一个山洞，因为现今在白冷仍

有这样栏驴牛的洞，洞的一角有一石槽或土槽(按圣热罗尼莫

所说，耶稣所躺卧过的槽是泥土的，见 Homi l. de Nativitatc 

Domini , Anedocta Marcdsolana , 3 , 2) 0 "在客战中为他们没有地

方"客枝在巴勒斯坦多设在城外，是旅客暂住的地方。二圣为

什么没有找到适当的地方，学者们有许多解释:或以为来自冷

登记的人多，客棋己告客满;或以为妇女生产，怕使别人沾染

不洁(肋 12:2 、 4; 15: 12 、 20-26) 。 我们以为:大概二圣有意找

一个人迹罕至的幽静地方，因此客钱为耶稣诞生不是相宜的地

方。按很古的传说:耶稣诞生的地方是靠自冷城一个驴牛圈内

C]ustinus , PG 6 , 658; Origenes , PG 11 , 755; Protoevangclium 

Jacobi , 17s) 。 很古以来信友们即到那个地方去朝拜。 四世纪君

士坦丁大帝的母后圣妇赫肋纳在那里建筑了一座大殿 CEuscbius ，

Vita Constant . 3 , 41 ss) 。 今日之圣诞大殿就是在那原处上修建

的 。 靠近圣诞洞，圣热罗尼莫在那里住了约三十四年之久，大

部分圣经拉丁译本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 至于在圣诞像上靠近

马槽画上牛驴是出于传奇式的传说，另外是错解了依 1:3;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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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堕本)的原故。 关于耶稣诞生的日期，不得而知 。 叠堕

教会自古以来以一月六日过圣诞节，西方教会自三五四年定于

十二月二十五日 。 对指定此日为圣诞节的原故，大概是因为此

日(冬至日)芝主人过常胜的太阳神节，基督徒为反对外教的

敬礼，遂定此日庆祝正义的太阳基督诞生的日子(参阅 1: 78) 。

关于白冷历代的文献，参阅 ELS nn . 89-158 。

。 以下几节记述耶稣诞生的消息先报给了牧人们。 白冷自古以来， 即

连今日仍是一片好牧场，达昧即在那里牧过羊(撒上 17:34 等〉 。 天

使夜间发现给牧人的地方据古传说是今之息雅尔基能(句ar el Gha

nem) 山岗，离诞生之处约二公里。 在此处于一九五五年在古圣堂

的地基上又建筑了一座美丽的"天使报告牧人"小堂。

@ 天使在夜间守羊的牧人不料想的时候，忽然在他们旁边发现出

来。 "上主的光耀"，即表示上主在临的那种光耀(出 16: 10; 

24:16;等谷 9:2; 等路 24:的，环照着那些贫穷的牧人。 他们的

怕情立即因天使所报告的对全伊民的喜讯而消失了 。 关于这一

日所有的喜乐，先知己预言过(依 9: 1 等) 。 天使向牧人所报告

的话都是十分重要的"今天"开始伊民自古以来所渴望的拯救

的时期。 "为你们"就是说:这喜讯在其他人以前先报告给你

们这些牧人，即因贫穷、不洁、不义而被列在受鄙视的人群

(Strack Billerbeck 11 , II3ss) 0 "诞生了一位救世者"就是那要

给人带来和平和救恩的一位。 "救世者"这名称是希伯来人名

"若苏厄"成"耶稣"的译名 。 在旧约中"救世者"一名，是用

于那些奉天主的名字拯救人民摆脱大难的人(民 3:9 、 1日 。 此外，

此名称常用于指示天主自己(参阅 1: 47) 。 诞生的这位救世者就

是"主默西亚" (原文本作"默西亚主勺，他是所预许的默西亚，

亦即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受傅的君王"他又是"主" "王权负在

他的肩上" (依 9 : 日，达味也称他为自己的主 (咏 110: 1; 路 20:

44) 。 天使用"在达味城中" 一语指出米该亚的预言今夜己应验了

(米5: 1) 。 天使指给了牧人一个凭信的征兆。 这征兆是出乎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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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而更巩固所报告的是真实的。默西亚不愿作一个荣华富贵

的君王降生于世，而是在极贫穷极卑贱中诞生于世。

@ 一大队天军的发显，证实了那天使所报告的。"天军"即众多天

使之意，在天堂上"有千万服侍他的，有亿兆侍立他前的" C注

7: 10; 参阅默 5: 11 等;玛 26:53) 。天军此时发现，好像护送天

主圣子诞生于世(若 1: 51)。天军赞颂天主，是为了天主成人的

奥迹，同时也是与人类同乐，因为天主给人类准备了救恩。他

们唱这诗句，祝贺默西亚，吟咏他在世上所开始的伟大工程。

他进入世界，带来了两种效果:即光荣归于天主，救恩归于世

人。这段小诗共分两句，两句中的字互成对偶。基督降世的使

命为天主最大的光荣:是说在天使和世人前彰显天主的全能和

无限的仁慈。默西亚亲自来，因他谦卑自下服从父的旨意，恢

复天主的光荣因人罪所受的损伤。基督的降诞，给世人带来了

和平，因为他当做和平的君王进人了世界(依 9: 7)。他所给的

和平不是现世的，是世界所不能给的和平(若 14:27) ，这和平

即是同天主和好与结合。末句"他中悦的人"圣教会普通译作

"善意的人"。照这普通译文的意思是说:仅是那些准备妥善的

人方获得默西亚的和平。此拉丁古译文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坚

持 CLagrange ， ZahnJoüon , Baldi) 。我们所选的译文似乎更为妥

切，因为天使所歌唱的更表示天主拯救全民族的无量爱情(参

阅 2: 10) 。天使愿意向人报告的，是天主因圣子成了人，而再喜

欢了人类。"天主中悦的人"的语法，近日在死海西北岸谷木兰

所发现的组建吏 CManuale Disciplinae) 内有相似的字句。再者

这首天使之歌，按一些古希腊抄卷和古译文并希腊教父分为三

句，即"光荣归于在高天的天主，和平于世，慈恩归于世人"。

但按善本抄卷和对偶的诗律，以我们所选的译文为佳。

@ 纯朴老实的牧人坚信了天使的报告，立刻毫不迟疑地跑去寻找，

他们也实在"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

此处应当注意篮且将里型里的名字放在首位，因为他特别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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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她是童贞又是母亲的原故。 既然他们所找到的与天使所报告

的相符，就喜气洋洋地传述他们夜间在田野中所见的 。

@ 由此处经文可知当时有许多人听了牧人所说的那些奇异的事，也去

拜渴了诞生的婴孩，都惊奇不止。 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默存在心中，

是说她反复默想那些事。 这话似乎表示蹬的取材大都是直接或间接

由主到里口中听来的 (2: 51) 。 牧人们因昕了天使的报告并亲眼看

见了与天使讯的相符，就赞颂天主，满怀喜乐地回了自己的牧场。

@ 路由耶稣童年史中只选了三个事迹:给婴孩割损，献他于圣殿

和圣母取洁的事。 路特别着重这三个事迹，是要指明圣家怎样

完全遵行了法律 (21 、 22 、 23 、 24 、 39 等节) ，但他更加着重的是

指出与这些事迹相连的救赎之恩的重要性:在割损时给婴孩起

名叫"耶稣"指出他当救世主的使命。 在圣殿中的一幕，描述

西默盎所感到的荣幸，他承认天主所预备的救恩就在这婴孩身

上，同时他也把这救恩向本国和万国的人民宣布了 。 女先知亚

纳在当时也同样做了传报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 在西默盎的话

中初次暗示这救赎要藉默西亚的苦难得以成就，并且他的母亲

也要分受儿子的苦难。 路叙述耶稣受割损的事十分简短，与他

叙述若翰受割损时欢乐的场面不同 (1:59 等) 。 上边已说割损是

加入选民的外面仪式(创 17:11) ，默西亚因割损也有义务守法

律，就如他日后所说:他来是为成全法律(玛 5: 17) 。 为他将来

的使命最重要的是藉此机会给他取了他未成胎前天使所指的名

字。 路以后在书中常用"耶稣"一名 。

@ 由 22-24 节将奉献婴孩于圣殿和圣母取洁一并叙述，通称"他们

取洁" (按拉丁本作"他取洁勺 。 取洁的仪式按法律本来只为母

亲，但此处载圣家全都往耶路撒冷去了，就用"他们"一句包

括了 。 但按本文所说，路所着重的是献耶稣于圣殿的事。 伊民

献长子或头胎牲畜的法律是纪念天主救伊民出埃及时藉天使杀

埃及人的长子的事 (出 13 : 2 、 12-15; 22:29 等〉。 献于天主的头

胎牲畜应当祭杀了(出 34:20 等) ，献于天主的长子，应当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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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奉天主，但后日全肋未支派被指派尽此义务，其他支派的长

子生后，应当赎回(户 3 : 12; 8:16 、 18) ，赎价为五"协刻耳"

长子诞生一月后应当交纳(户 18: 1 6-18) 。 奉献的动作本处用

"献给上主"和"应祝圣于上主"来表示，即说长子应当特别奉

献于天主。 本处经文虽没有提耶稣的父母交纳赎款的话，但按

39 节"照法律行完了一切"的话，可知一定也交纳了 。 "开胎首

生的"说法，路是引用法律指"长子"的话。 这话本来不应当用

在至圣童贞身上，因为她在生产时仍是无站童身(玛 1: 23) 0 24 

节所提的祭献，是为母亲取洁应献的。 按法律妇人生产后是不洁

的(肋 12平时，若生男孩不洁七日，生女孩为十四日;另外还经

一个相当时期，即生男孩子后再加三十三天，生女孩子后再加六

十六天，不准进入圣殿，在家内也不准摸圣物。 这种不洁不算做

伦理罪过的效果，而只是由于身体的状态。 伊民不洁的法律是为

提醒他们常保持灵魂上的伦理洁净。 妇人生子后四十日(生女孩

八十日)应行取洁礼，即在尼加诺尔门前(或称"丽门" I'orta 

Speciosa) 于妇女院和坦壁垒院中献祭:即献一岁的羔羊为全孀

祭，献一对鸽子或一对斑坞为赎罪祭，以赔补自己的不洁。 但贫

穷人只献一对鸽子或一对斑坞就够了 。 耶稣的父母既然是穷人，

又圣母玛利亚虽是纯洁无洁的，但还是献了穷人应当献的祭献。

@ 当耶稣同自己的父母遵法行事时，为热心人士认出是默西亚，

是救赎选民者，是万民的救星。 在那些热心人士中有西默盎，

他被称为"正义虔诚"的老人，是说他是恪守法律的热心人，

全心渴望伊撒尔的安慰，渴望默西亚来临，按先知们所预言的，

安慰受苦难的百姓(依 40:1; 49:13; 66:13) 。 按本处所载，这

位老人并非司祭，是"因圣神的感动"而来的，且是享有先知

之恩的人。 路特别把这老人介绍给我们，目的是为更显出他论

耶稣婴孩所说的话是当信的话。 路把这老人蒙的特恩一一写出:

说他曾得了天主的启示，在未死之前必要看见"上主的受傅

者" 一一默西亚。 他因了圣神的感动，正在耶稣的父母来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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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时，也进了圣殿，并因圣神的光照，认出这婴孩即是默西

亚来。 他欢喜地把婴孩抱在怀里，吟了一首诗，称谢天主。

(f) 29-32 节这首短诗与"我的灵魂颂扬上主"和"天主应受赞美"

二诗，同是圣经中最高雅的诗歌，圣教会自古以来就把这些诗

歌用于礼仪中 。 本处这首短诗，圣教会每天在晚经中用来感谢

天主所赏的一切救恩。 西默盎在天主前想自己是卑贱元用的仆

人，他先求天主，现在可以让他离开他的职务走了，即谓他已

预备去死，他想见默西亚的希望，即所有伊民的希望，已经满

了。因为见了默西亚，一定也得沾天主藉默西亚所准备的救恩。

这救恩是赐与"万民"的:西默盎的思想很奇异地冲破了国家和

偏狭主义，而按照、依撒意亚先知的预言，吟咏这婴孩为万民的救

赎者(依 52: 10 、 15; 2: 1 等 42:6 等〉 。 默西亚来做"异邦的光

明"即谓这光明要驱散谬理的黑暗，向万民启示真理(依2:3;

42:6; 49:6) 。 默西亚给本国的人民带来了"荣耀"，因为万民的救

恩是出自犹太人(若 4:22) ，真理的光明要由耶路撒冷圣城光照

万民(依 2:3) 。 所以世人都得承认伊民是天主特别召选的。

@ 二圣惊讶西默盎的话，因为就像一个先知一样知道了默西亚的

使命，并且也清楚地报告了出来。 更使他们惊讶的是老人紧接

着说的话(34、 35 节) 。 此处应当注意称若瑟为父亲，因按外面

他实在尽了父亲的职责。

@ 西默盎庆贺二圣并称他们是天主所祝福的，以后转向婴儿的母

亲说了以下的预言。 按情理说:母亲的命运与儿子的命运是密

切相连的，可是在这光景上有使西默盎特别对母亲说话的理由，

因为所论的，是母亲又是童贞女，并按天主的措施，这位母亲

在默西亚救世的工程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 西默盎的话明显地是

暗引了依撒意亚的话 (8:14): 伊撒尔选民多次背叛了自己的天

主，因此大部分的人也要拒绝默西亚的工作，不接纳他给选民

带来的光耀。 福音中此处是初次提出默西亚要受苦难的事 。 E

民因着耶稣要分为两派:信的与不信的两派。 {fI-民中这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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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早已预见了，因此西默盎预言说"这孩子已被立定，使伊

撒尔中许多人跌倒和复起"是说这婴儿已被天主派定为叫他将

百姓断然分别开，有的得救，有的丧亡。 为那些自以为可以站

立的，自以为是义人的人〈格前 10:12) ，默西亚算是"绊脚石"

(格前 1: 24) ，因为他们不了解他谦卑自下和苦难的生活 。 但是

那些跌倒了的，如果谦卑自下承认自己在天主前是罪人，他们

要获得默西亚给他们的救赎;这样，他们要藉着他复起，过新

生活〈依 8: 14 等;格后 2: 15 等) 。 默西亚要"成为反对的记

号"即天主给犹太人 01 :29 等) ，并给万员所立的记号，这记

号要指给他们获救的唯一道路(依 11:12); 但是要有许多人，

就像从前阿晗兹拒绝天主所给他的记号(依 7: 11 等) ，同样，

他们也要拒绝默西亚:被钉的基督为犹太人是绊脚石，为异民

是愚昧(格前 1:24; 依 49:7) 。 母亲的命运也与自己儿子的相

同，她要一同受苦。 并且圣子的战争如此激烈，致使母亲的心

灵好像为利剑所刺透。 这是说他的苦难如此剧烈，以致她因为

与圣子同苦，好像也该当同死。 (剌透母亲心灵的剑决不可作怀

疑的象征，即谓母亲在此记号前也好像成了怀疑不信的

人，一一唯理派学者多如此讲解本处经文，虽则有几位古教父

如盈整主迫和圭主芝基(Am叩lphilη训i让loch山1

疑，但此讲解决不能成立，因为反对若 19:26 、 27 的记载。)西

默盎预见这孩子的苦难，同时也预见他"痛苦之母"所要受的

苦难。他母亲藉这样的同苦同难也参与了救赎的工程。 子母受

苦所收的效果是"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即是使一

切人隐秘的主意和意向将来都不能隐瞒。 凡是只寻找自己方便，

不想天主所想的(釜 8:33) ，并且不愿屈服在天主以下的人，他

们的固执不信，将来都要暴露无遗。 默西亚对一切的人要下最

后的裁判和定案。 西默盎在此处所预言的，耶稣在世时已经实

现了;并且在教会整个的历史上还不断地实现。 基督的苦难和

他教会的苦难引领谦虚的人获得救恩，而那些仗恃自己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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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却拒绝这救恩;圣母在这奥迹上先做了谦虚人的代表。 耶稣

的童年史至此常弥漫着救主来临的欢乐，但由此处起，加上了

苦痛的悲调，这思想自此以后始终贯彻在全书中。

@ 当时在亘盘盘旁边有一位老年的寡妇在圣殿给默西亚作证。 在

旦绕中也常有些妇女做先知，如梅瑟的姊妹玛利亚、德波辣、

胡耳达等。本文的亚纳也尽先知之职，即谓因圣神感动颂扬天

主并向人传达天主的旨意。她对默西亚作的证更有价值，因为

她已上年纪，多年守了寡，并且终生献身事奉了天主。犹太人

对那死了第一个丈夫不另嫁的妇女十分看重尊敬(友 8:4 等 ;

16:22;爱前5:9)。施舍之外，斋戒和祈祷被视为最虔诚的善工

(要 6: 16-18 并乏理里货)。她"总不离开圣殿"即时常来朝拜圣

殿之意，日夜只想敬礼天主的事(弟前 5:5) 。圣母和圣若瑟在圣

殿奉献婴孩耶稣时，这位年高德前的寡妇，就如西默盎一样也蒙

圣神感动进了圣殿。她"称谢天主"，是因为得见了默西亚的恩

惠，并向在场的众人谈论这婴儿的使命。按犹太人的惯例，于晨

祭行取洁礼时，多来圣殿观礼;可知此时有许多人在圣殿中，在

人群中一定有一些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热心人，即盼望默西亚

来救赎选民的人。"耶路撒冷"此处指整个选民(依 40:2; 52: 功。

@圣家行完了照法律应行的一切仪式之后，一定先返回白冷，在

那里又住了相当的时期，因为按玛三王由东方来到臼冷朝拜婴

孩，圣若瑟又从此城带着圣家逃往埃及。黑落德死后(公元前

四年) ，由埃及回来时仍有意定居白冷，但蒙天使的指示，去了

纳臣肋(玛 2:1-23) 。耶稣童年的历史似乎应当如此排列(一)

诞生于自冷(玛和路)， (二)行割损于白冷(玛路)， (三〉献

耶稣于耶路撒冷圣殿(路)， (四〉回白冷， (五)三王来朝于自

冷(玛)， (六)逃往埃及(玛)， (七)由埃及去纳臣肋(玛)。

路在述事时漏去的事迹，一定是他不知道的。他记载献耶稣于圣

殿的事以后，立即便记述圣家回老家纳臣肋的事(1 :26; 2:4) 。

@ 本节与 1:80 总结若翰的童年事迹的用语相同，只多"智慧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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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句，因为耶稣具有真正的人性，同其他孩子一样，体

格渐渐发育长大，但同时他的智慧和他对于自己人性的意识也

逐渐增加 。 此处所论的智慧是论他经验知识的增加，有如儿童

们藉学习和观察增加知识一般。 天父在天堂上一定很欢喜观察

耶稣在纳臣肋青年时的谦卑生活。

@蹬由耶稣青年和隐居的生活中仅记载了这个事迹，这是十分重

要的一件。 凡伊撒尔人一到了少年必须按法律一年三次在逾越、

五旬、帐篷节去朝拜圣殿。 但妇女例外，不必守此法律，可是

为表示虔诚，她们多次也与丈夫同去(撒上 1: 7) 。 离耶路撒冷

遥远的人，照普通的习惯，可以一年只一次去圣城(参见

Strack-Billerbeck 所述之各条〉 。 儿童到了十三岁必须守一切诫

命，但照普通习惯在这年龄以前必当学习遵守。 耶稣这回是否

是初次来过节，本处没有提及，似乎耶稣以前也同父母来过。

路仅记了这一次，因为在这个机会上耶稣显示了自己的天主性。

@逾越节共庆祝七日:尼散月十四日祭杀逾越节羔羊，十五到廿

一日不准吃有酵之物，亦称无酵节。 这节日是纪念天主拯救选

民离开埃及的事迹。 节日的第二日即尼散十六日应献初热的大

麦。 尼散廿一日以极隆重的仪式结束此节期(出 12:15 等;肋

23:5 等;申 16:1 等〉 。 过节以后外乡的人分组结队(称为 Cara

vanae) 回家，由于人数众多(史家若瑟夫记他当时有二百七十

万来过节的人，此数字虽有渲染，但可以想见人数之多) ，很容

易发生迷失圣童耶稣的事。 另外圣若瑟与圣母看耶稣十分聪明

(40 节) ， 一定许他自由行动，在起身返纳臣肋中，想他一定与

本乡的亲友走在一起。 他们的路程约行四天，因为各组的人多

在中午动身，第一天的行程普通较短，按中世纪的传说:第一晚

住宿的地方是星星篮塾 (El Bireh参阅且S nn. 159-163) ，由耶路

撒冷行三小时即可到达。 也许就在那里晚间二圣在亲友和相识的

人中寻找耶稣。 可是没有找到，似乎第二天，十分焦急地返回耶

堕盘垒，在回家的行人中和圣城内不断打听耶稣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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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过了三天"按盐主人的计算法即第三日(釜 8:31; 蹬 9:22) ，就在

圣殿内，即在纽邱讲经或谈论法律的房舍内，或在庭院的一个角落

里找到了耶稣。 看见他"在经师中"就像弟子坐在老师脚前(宗

22:3) ，用心听教且也询问他们。凡在场的人都十分原讶这神童的智

慧和聪明，他对组邱对答如流 (2:40) ，表示出了千也对圣经的熟悉。

@ 二圣发现耶稣在这光景中，另外看见他对父母毫不挂心，就十

分惊讶，因为儿童耶稣直到现在一直是十分昕话，并且极其服

从，但不料如今好像对父母的焦虑毫不在意。 48 节由圣母的话

可知二圣的心这两天来充满了痛苦。 圣母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

这样做。 她用这话来提醒耶稣做儿子的职责。 耶稣答应圣母的

话，明显他对自己天主性所有的意识。耶稣说的这些话是十分

重要的，因为在他幼年时所说的话中只有这些见于记载。 耶稣

先奇怪双亲为什么这样焦虑，接着解释为什么他如此做:即是

他服从自己的天父和同他结合，应胜过一切家庭的关系和职责。

"在我父亲那里"，如直译应作"在我父亲的事上"，此句自古以

来有两种解释(一〉现代学者多这样解释说"我不该照管我

父交托我的事吗?"照这种主张:此处论的是父托给他的工作

(若 8 : 29; 9: 4; 14: 31) ，这工作要超过对世上父母的责任。 西方

教父多主张此说。 (二)希腊教父和多数现代学者以为此句是

说"我不该当在父的殿内吗?"或说"我不该当在我父在的地

方吗?"今选此解释，因为更与上下经义相合。 圣母说自己与若

瑟两三天来白白地寻找了他。 耶稣答应圣母的话是说:找他本

来不难，因为他该留在自己的父那里。 这话是耶稣有意选出来

说的;原来的意思不是表示圣殿这个地方，而是指自己与父的

密切关系 。 本处经文的重要点是:耶稣在这里初次极清楚地声

明自己与父完全的结合并对父旨意的服从。 此处好像耶稣纠正

圣母的话:二圣该当清楚知道他对天父的关系:岁时天父有命，

鞠养之父的命即应当让步;若是耶稣直到现在常符合了世上家

庭的伦常， 二圣就应当记起他对天父的关系胜过他对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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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句话中完全证明他对自己天主性的意识是十分清楚的 。

世人称天主为"父"但惟独耶稣称天主为"我的父" (袤 5: 17 

等 20: 17 等) 。 由 50 节可知耶稣的话没有完全安慰二圣。 耶稣

初次给父母所准备的痛苦，是十分要紧的 。 耶稣用这话提醒他

们知道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和自己与父的关系有天渊之别，这也

是要紧的(釜 3: 31-3日，因为将来圣母还要受到考验(袤 2: 的，

直到她将自己的爱子献于天主圣父(19: 26) 。

@耶稣那话的深意，二圣都不明白;他们虽然知道耶稣与天父有

父子关系的奥迹，但不能了解这奥迹的深意，并且二圣对天主

圣父关于圣子和关于他们自己有什么旨意，他们也一定很悬念

焦虑地等待着 (2:33) 0 "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默存在心中"，即说

她以信德，以谦逊再三细想所发生的事，如此她更能深悟爱子

的奥迹，而准备将来作更大的牺牲。路记载这一幕以后用几句

简短的话概括了耶稣在纳臣肋的整个生活。耶稣在圣殿中初次

显示自己的天主性以后，又属于父母管辖，过谦逊卑下的生活，

几乎二十年之久，完全把自己的天主性隐藏了起来。 耶稣在幽

静的地方，形势优美的纳臣肋，准备未来的使命，同时若翰在

荒野等待天主的召叫(1: 80)。在福音中自此以后再也不提圣若

瑟了，似乎在耶稣出外传教以前很久，若瑟已经死了，因为耶

稣已被人称为匠人(谷 6:3) 。似乎那时他独自维持圣母的生活

费用 。 耶稣长大成人之后，若瑟做鞠养之父的职务已经满全了 。

若瑟之外，还有那些做耶稣婴孩和童年史事的证人如西默盎、

亚纳、依撒伯尔、臣加利亚等也相继去世，最忠实的证人只留

下了圣母玛利亚，她把耶稣的童年史深印在心中 (2:19) ，她可

以把这些事迹传给新生教会的信众。

@蹬用了与本章 40 节相同的语句结束了耶稣的童年史(参阅攫上

2 : 26) 。 圣史此处另外注意的是耶稣智力和品性(智慧的原文有

此二义〉的不断增长 。 由此可知本处所论的"智慧"是说的经

验与学得的智慧 (40 节注，参见差 5:8) 。 原来耶稣自降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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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在母胎中就具有人类天赋的完全智慧，并且也常有直觉的

最高智慧。 智慧之外圣史又注意耶稣身体的不断发育，直至成

年。 "身量" 一词按原文也有年龄之义。 近代学者多主张此词应

有身量的意思，因为如此更合下句的文意，因为心身两方面的

发达和进步能吸引天主的喜悦和人们的欢心。 圣史用这种极简

短的话结束了耶稣的童年史，再没有记述别的事迹。 至于伪福

音中所记述的多不可信。 但是由正经的四福音中可以推知:耶

稣没有进过学校(玛 13:54 等;若 7: 1日，但能写字，又知道他

在纳臣肋操过匠人的职业(谷 6:刀，这职业大概是木工。

第三章

若翰作证(玛 3:1-12; 谷 1: 1-8) 

1 凯撒提庇留执政第十五年，般雀比拉多做犹太的总

督，墨蓬堡做加里肋亚的分封侯，他的兄弟主理组做篮窒

塾ft和特辣萄尼地方的分封侯，吕撒尼雅做阿彼肋讷的分

封侯 2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时，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

于臣加利亚的儿子若翰。 03他遂来走遍若尔当河一带地

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4正如依撒意亚先知预

言书上记载的 "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

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 !5一切深谷须填满，一切山岳

丘陵须铲平，弯曲的应修直，崎岖的应开成坦途 !6凡有血

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恩 。 " 87于是他对那些出来要受洗

的群众说 "毒蛇的种子!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就要来的愤

怒?8那么，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罢!你们不要自己思念

说: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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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亚旦旦E兴起子孙来。9斧子已放到树根上了，凡不结好

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810群众向他说 "那

么，我们该做什么呢?"11他答复他们说"有两件内衣的，

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应照样做。 " 012税吏也来

受洗，并问他说 "师傅，我们该做什么呢?"13他就向他们

说"除给你们规定的外，不要多征收 ! " 0 14军人也问他

说 "而我们该做什么?"他就向他们说"不要勒索人，

也不要敲诈，对你们的粮饷应当知足 ! " 0 15百姓都在等候

着，而且人人在自己心中对羞整推想说:或许他就是默西

亚。 16若翰向众人说道"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

强的一位要来，就是解他的鞋带，我也不配。他，要以圣

神和火洗你们。 17 木锹已在他手中，他要扬净自己的场，

把麦粒收在自己的仓内，把糠批却用不灭的火焚烧。 "18他

还讲了许多别的事，给百姓传报喜讯。 019分封侯墨蓬篮

却为了自己兄弟的妻子黑落狄雅，并为了黑落德本人所作

的一切恶事受了若翰的指摘，20又在所行的恶事上加了这

-件:即把若翰囚在监中。 @

基督受洗(玛 3:13-17; 谷 1 :9-11; 参见若 1: 32-34) 

21众百姓受洗后，耶稣也受了洗，当他祈祷时，天开

了严圣神藉着一个形像，如同鸽子降在他上边;并有声

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 " 0 

基督的族谱(玛 1 : 1-17 )

23 :ij~壁开始传教的时候，大约三十岁， (ID人都以他为若

萃的儿子:羞羞是盘里的儿子，盘里是主堕壁的儿子，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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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旦直壁是血主的儿子，血主是整主叠的儿子，整主查是

整Z豆的儿子，整2主是组鱼玉的儿子 25纽鱼去是玛塔提雅

的儿子，玛塔提雅是阿摩斯的儿子，阿摩斯是纳洪的儿

子，组迭是旦旦旦的儿子，星星里是组革的儿子，26组主

是玛哈特的儿子，玛哈特是玛塔提雅的儿子，玛塔提雅是

毫盘查的儿子，直整叠是组鱼县的儿子，组鱼星是组益的

儿子 27约达是约哈难的儿子，约哈难是勒撒的儿子，勒

撒是则鲁巴贝耳的儿子，则鲁巴贝耳是霞耳提耳的儿子，

霞耳提耳是讷黎的儿子 28讷黎是默耳希的儿子，默耳希

是阿狄的儿子，阿狄是科散的儿子，科散是厄耳玛丹的儿

子，厄耳玛丹是赫尔的儿子，29赫尔是耶苏的儿子，耶苏

是厄里赫则尔的儿子，厄里赫则尔是约楞的儿子，约楞是

玛塔特的儿子，玛塔特是肋未的儿子，30肋未是西默盎的

儿子，直盘盘是盐垦的儿子，注主主是鱼鱼县的儿子，组鱼

夫是约难的儿子，约难是厄耳雅金的儿子，31 厄耳雅金是

默肋阿的儿子，默肋阿是门纳的儿子，门纳是玛塔塔的儿

子，玛塔塔是纳堂的儿子，纳堂是达味的儿子 32达味是

依霞依的儿子，依霞依是昂贝得的儿子，蜀贝得是选监迭

的儿子，波哈次是撒拉的儿子，撤拉是纳赫雄的儿子，

33纳赫雄是哈米纳达布的儿子，哈米纳达布是阿得明的儿

子，堕查组是阻经2的儿子，堕盔JJ是雄主主的儿子，整

室主是且直萃的儿子，且盟主主是盐二主的儿子，且达主是整

各伯的儿子，雅各伯是依撒格的儿子，篮盘盏是旦旦壁的

儿子，亚巴郎是;武辣黑的儿子武辣黑是纳昌尔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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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35塑垦笙是鱼鱼盔的儿子，鱼叠生鱼是塾直的儿子，塾

直是主盟主量的儿子，主盟主鱼是越旦盔的儿子，盘里经是主些

主垦的儿子 36坠立墨是塑园的儿子， ~tl直是阿尔帕革霞

蟹的儿子，阿尔帕革霞得是囚的儿子，囚是重垦的儿子，

诺厄是拉默客的儿子，37拉默客是默突协拉黑的儿子，默

突协拉黑是厄诺客的儿子，厄诺客是雅勒得的儿子，雅勒

得是玛哈拉肋耳的儿子，玛哈拉肋耳是刻难的儿子 38刻

难是厄诺市的儿子，厄诺市是协特的儿子，协特是亚当的

儿子，亚当是天主的儿子。@

@本章是一篇十分庄严的序言，是叙述耶稣执行默西亚大业的引

子。 上边已数次记述(1: 15 等、 76 等)若翰要作耶稣的前驱准

备他的道路。只有路记述了天主召叫若翰，就像召叫旧约的先

知一样。 若翰自青年以来在荒野精修C1: 80) ，准备聆听天主召

自己赴任的声音。 若翰被召赴任就算开始了默西亚的时期，因

此路以极庄重的笔调指明那事的年代，清楚指出当时政治和宗

教上的掌权人物，说明耶稣在什么历史背景中建立了天主的国 。

他先指出那管辖巴勒斯坦的罗马帝国的人"凯撒提庇留执政第

十五年"这个年代对计算耶稣历史的年代是十分重要的。 这计

算虽不能说绝对准确，但按这年代所有的推算似乎很可凭信:

提庇留是奥古斯都皇帝的养子，于公元后十二年称为帝国的同

僚(Collcga Imperii) ，即与奥古斯都一起为罗马皇帝，但古史

家记蛊庄望在位的年代是由垦直塑整的卒年算起。 垦直塑盔卒

于公元后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按罗马的计算法，由公元十四年

八月十九日起到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为提庇留元年，但按叙利亚

的计算法到那年〈公元十四年〉满了九月卅日，即已为提庇留

元年，因为盘型里十月一日为新年元旦。 ~为安提约基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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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随从了盘型里的历法;若这样，量应直在位第十五年即公

元二十七年十月 一 日起到二十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就在这一年

内，若翰蒙召 。 在公元二十八年一月耶稣受了若翰的洗礼，以

后耶稣才开始传教， 二年零几个月后，被钉死于逾越节，即公

元三十年四月七日 。 路指出罗马的皇帝后，又指出罗马帝国在

犹太的官吏，即般雀比拉多。 他由公元二十六年到三十六年为

犹太总督，驻居在地中海岸的凯撒勒雅。 当时巴勒斯坦其他地

域分属于分封侯(此官名之原文为 Tctrarcha，本指分管四分之

一地域之意，后亦有总督之意〉 。 此处先提出的是分封侯黑落德

安提帕 。 他掌管加里肋亚(培勒雅亦在内，由公元前四年到公

元三十九年) ，他是大黑落德与其妻玛耳塔刻 CMalthake) 的儿

子，先驻居于离纳臣肋不远的色佛黎城 (Sepphoris) ，后迁驻提

庇黎雅城，这座城是他靠革讷撒勒为光荣提庇留皇帝所建造的。

在他的辖境内百姓通称他为王〈玛 14:叨，但他并不是王，耶稣

在他辖境内几乎过了一生。 这个黑落德是个好色、奢华、暴虐、

多疑的人。 耶稣曾称他为"狐狸" (13:12 亦见 3: 19 等 9: 7-

的 。 斐理伯是大黑落德与其妻克委帕特辣的儿子，为依突勒雅

(近黎巴嫩〉和特辣红(在达默协克之南)，并这两区域中间一

些小地方的分封侯(自公元前四年到公元三十四年) 。 他建造了

斐理伯凯撒勒雅(玛 16: 13 )和贝特赛达犹里雅二城。 他是出

名的和平之王，若翰死后，他与黑落狄雅的女儿撒罗默(谷 6:

17 等)结婚，他的辖境内多为外教人。 耶稣由革讷撤勒湖北边

经过时，也进入了他的领域。 本处第三位分封侯是管理阿彼肋

讷地方的吕撒尼雅。 阿彼肋讷是巴耳贝克与达默协克中间的地

区 。 关于他的事迹文献中几乎未载。 路记载了政治的首领后，

遂又提出当时的宗教首领:大司祭亚纳斯和盖法，他皆称二人

为大司祭，实际上当时只有盖法(或称若瑟盖法)为大司祭

(由公元十八年到三十六年〉 。 亚纳斯有此称呼，因为他己当过

大司祭(公元七年到十四年〉 。 亚纳斯此时虽已离职，但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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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荣衔(宗 4:6) 。 他是极有权势的人(若 18: 13-24) ，因为盖法

是他的女婿，他的五个儿子在他以后都相继做过大司祭，由此

可以想见亚纳斯的权势 (Jos. Flav. Antiquit. 20 , 9 , 1) 。 可是

应当晓得，按法律(户 35:2日大司祭应为币多克的后裔，终身

尽大司祭之职。 但是自玛加伯时代以后，叙利亚人称王的时代，

大司祭的品位已成了买卖品，凡出高价的，王即派他为大司祭，

有时随君王的爱憎而升降。 由大黑落德死直到圣城毁灭七十余

年中，一共更换了二十八位大司祭。 路特别指出当时的情形，

说明当时在巴勒斯坦无论在政治或宗教方面，情形都是很暗谈

凄惨的:就政治说，选民已失掉了自由;就宗教说，掌权的人

不是天主的代表，而是些篡夺权位的人(参阅:历史总论第二

章) 。 就在此时，.天主的话传于……若翰"即是说天主召他为

先知 。 四世纪来已没有先知出现，现今所有先知中最末而最大

的一位新先知兴起了，为准备百姓的心，迎接默西亚的来临 。

@若翰由犹大荒野南部动身，来到若尔当河流域，并走遍了这一

带地方，以先知的姿态劝勉百姓真心悔改"宣讲悔改的洗礼"

(谷 1: 4 ) 。 洗礼为犹太人早已是通行的取洁的仪式，但是若翰

的洗礼与肋未人取洁的洗礼不同 。 若翰的洗礼是谦逊悔罪的真

正仪式，表示内心的真正悔改，这样的洗礼因为有内心的悔改

和对未来默西亚的信仰，它的效果是准备百姓叫天主喜欢他们

(1: 17) 。 若翰在百姓前亲自明认自己是在默西亚来以前奉派来

的前驱(若 1:23) ，也是依撒意亚曾预言过的(依 40:3) 。 玛和

谷仅引了依此处预言的第一节(玛 3:3; 谷 1: 3) ，而路还引了

依此处预言以下所有的话(依 40:4、曰:默西亚好像百姓的君

王驾临，当为他准备道路。 您此处预言本来直接是指伊民由充

军返回 ({&40:1-5 ，参阅 35: 8-10) ，天主藉星鱼主王解救选民

摆脱俘囚的重辄(公元前五三八年) ，天主自己由巴比伦领百姓

经过沙漠回到恩许之地，先派了使者告诉沙漠的居民给天主和

他的选民准备道路。 圣史把先知的话贴在若翰身上，说他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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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告百姓给默西亚王准备道路，可知圣史用这话必含有一种借

意:所论的是藉着谦逊悔罪准备自己的心灵，并藉坚信依恃的

心等待未来的救主。 这样，凡有血肉的，即所有的人，实在要看

见并要领受天主的救恩 (6 节的"救恩"是按七十贤士译本， 但

按希伯来原文本作"光荣") 。 先知这话另外为路的目的十分合适，

因为在这话中预言了为全人类得救的普遍性(参阅 2:31) 。

@ 由 7-9 举出若翰向由各方来到自己前的群众所讲悔改道理的例

子，对此段的解释，见玛 3: 7-10 。 玛记这道理特别向百姓的首领

法利塞和撒杜塞党人讲的，按路，这道理是对全百姓讲的，由道

理的内容推知是特别向傲慢的首领们讲的，因为默西亚之来是为

由自己的国中将恶劣分子驱逐(拉 3:2; 4: 1):人不应仗恃自己 ，

但应以谦逊以善生来表现悔改的心意。 若是心中没有亚巴郎的信

德和忠诚，仅外表是亚巴郎的子孙，即选民，毫无用处。 亚巴郎

的真子孙是那些追随他善表的人(罗 4 : 12; 9: 肘，他们要分沾天

主在默西亚身上实现对亚巴郎所有的恩许 (1:54 、 73) 。 默西亚的

裁判即将来临，且也是最末的一次裁判。 以前选民多次遭受惩罚，

只是犹如由树上砍伐枝植一般，如今全树都在危险之中"斧子己

放到树根上了"要连根带枝都一起被砍倒 03: 6 -的 。 路以下描

述若翰劝导各阶层的人，并给他们说明悔改的真意。

。 平民因若翰所说天主的愤怒己临近的话都大为感动，若翰就特

别对着他们讲道，劝勉他们行慈善和爱人的工作。 人若除掉自

私，行慈善事，就是悔罪的表示，因慈善的功劳能赔补自己已

往的罪过(依 58:7; 达 4:24; 德 3:33) 。 第二件内衣视作富余

的。 :3) ，因此应当给那没有的(雅 2 : 15-17) 。

@ 若翰向税吏所要求的另外是公义。 若以后他们行公义，就表示

他们诚心悔改了 。 税吏本为犹太人，而给罗马人或给分封侯服

务，这等人的罪过多是强征过额的税或额外勒索，因此人民，

另外法利塞党人恨之入骨。 但若翰没有叫他们更换职务，而仅

叫他们尽职务时，要公道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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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处所说的"军人"是注主人，他们给墨蓬堡圭盖且当兵，或

扶助税吏征税时尽警察的任务(按羞翠玉 Ant . Jud. 14 , 10 , 5 , 

~ 204 所载:在罗马军队中不准犹太人参加) 。 这些军人或以武

力或以威胁敲诈人民的钱财。 查望就劝告他们不要压迫百姓，

对自己领受的薪饷应当知足。 若翰对平民和各阶层的人所讲的

道理，没有叫他们更换生活方式，只叫他们内心归向天主，遵

守公义和慈善的基本义务。 如此准备，方配欢迎默西亚的来临 。

@ 羞整的善表和他严正的劝言感动了整个百姓，另外他出现在数世

纪来没有先知的时候，并且当时众人都猜想默西亚该快来了;因

此不必奇怪众人都以为若翰是默西亚，并打发司祭和肋未人到他

眼前问他是什么人(若 1:19-23) 。 若翰谦逊地承认自己做前驱的

使命，并再三敦劝百姓给那比自己更大更强而有力者准备道路。

四位圣史都同样地记载了若翰对默西亚所作的证言，由此可见，

他的证言是多么重要(玛 3: 11 等;谷 1:7 等;若 1:26 等〉 。 若翰

仅能以水施洗，他愿意因这外面的洗涤叫百姓悔改，但是要来的

那位"比我强"，即谓更杰出更尊贵的一位，若翰自称连解他的鞋

带都不配。 "解他的鞋带"玛作"给他穿鞋"意义相同，即指主

人赴席前，仆人给他脱鞋，放在一边，退席时再给他穿上。 那强

而有力的一位充满着上主的神 (4:18; 依 11 : 2) , "以圣神和火"

洗百姓，即把圣神灌注在百姓身上(岳 3: 1);可是圣神进到人心

中像火一样要化炼所有的污秽，因此所余下的只是纯金属(依 1 : 

25; 4:4; 匣 13:9; 拉 3:2) 。 这些话是预言将来藉基督所施的洗，

因圣神内在的力量赦免人罪，同时以新光明和热力充满人心。 可

是默西亚还有别的一个任务:即他像一个判官一样，要分开善人

恶人，把恶人永远从百姓中消除。 17 节的譬喻是取自农人扬场的

事。 麦子在场上用铁轮压去糠皮后，先除去禾秸，然后用木锹将

糠批随风扬出，麦粒落在场中，把糠批扔在靠场或在家中的窑内

烧掉〈另 13:30; 要 9:9) 0 18 节指出差堕讲的道理很多，此处所

举出的，仅是一两个例子而已 。 他严正不阿的道理只有一个目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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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准备人心迎接默西亚救主，因此他的宣讲也称为"喜讯"。

@ 堕举出羞塾怎样在百姓前做前驱的各种例子以后，立刻记述他

的另一个事迹，以证明他好像第二个旦旦旦一样、不怕规谏君

王(到上 21 : 17-26) 。 堕只略提分封侯墨蓬堡乱伦的婚事和他做

的其他恶事 。 关于这些事迹的详情，参见玛 14: 3-5; 谷 6: 17-

20 。 蹬只记述他规谏墨蓬蟹的后果，即被囚在狱中 。 也许黑落

壁囚他在狱中，不只是因为他大胆的谏正，而是怕他在百姓前

所有的势力 CJos . Flav. Ant . Jud. 18 , 5 , 2) 。 路从此再不提

查整的事，以后对他的死仅是从旁提及。 若翰完成了自己的使

命，他的人狱好像给基督一个表示，让基督开始讲道(谷 1 : 

14) ，由此只论述基督的事迹 。

@ 众百姓受洗后，耶稣也自谦自卑地受了洗礼。 21 节的话，不必

死讲，好像耶稣等全百姓都受了洗方来 。 路似乎是说:耶稣等

着百姓走了以后，独自与若翰在一起，藉着祈祷，准备天主的

显现。 仅路说明耶稣析祷时天主显现的事，路所着重的是天主

的显现，对洗者若翰，此处竟未提及。 本处初次提到耶稣祈祷

的事，从此路在福音中多次记述耶稣在所有重要的时刻，就退

到荒野去行祈祷的事(见引言三) 。 关于耶稣如何受洗，参阅玛

3:13-17 。 路只注意了"圣神藉着一个形像，如同鸽子降在耶稣

上边"的事。 说圣神藉着形像，并不是说藉着实在的动物降下 ，

而只是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形像，

来临在耶稣身上。 若翰实在亲眼看见圣神像鸽子显现出来(若 1 : 

32) 。 如此，不可见的天主圣神，用鸽子的形像作为可见的象征。

天主用这象征，似乎有意暗指初造天地的事，因为圣神好像是整

理宇宙和赐予生命的神，在混沌的大地上运行(创 1: 2) 。 因着耶

稣谦卑自下， 一接受天主给自己的使命，重造人类的事就开始了，

也同时给人类带来了天上的和平和友谊(创 8: 10 等)0 22 节末 D

卷、 一些拉丁译本古卷和一些教父〈犹斯定和敖黎革讷〉多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一句，按多出的语句是圣父对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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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说的话。这多出的经文似乎是由接 2:7 补人的。

@ 耶稣受洗时，天父发言证明他是"天主的儿子"，为此蹬在此处加

入了耶稣人性的族谱。这族谱由耶稣起，往上溯至亚当。亚当称

为天主的儿子 08 节) ，是说:亚当被天主定为人类的元祖。 现

今天主的真儿子进入了世界，他要成为被救赎的人类的元祖一一

新的亚当，并且愿意使众人都成为天主的儿子(参阅赞前 15:22 、

45-49; 罗 5: 14) 。 玛 (1:1-17) 在福音开始即记载了耶稣的族

谱，而路在耶稣公开传教之始记述了他的族谱(虫 6: 14 、 27 记

述梅瑟和亚郎的家谱是在他们蒙天主召选后，与此处相似) 。 两

个族谱中最大的区别是旦由旦旦堕往下数到耶稣，而~由耶稣

往上溯至亚当，这种区别似乎由路写福音的目的上可以得到解

答:因为这是耶稣救赎全人类任务的开始，蹬本处有意证明耶

稣对全人类的关系 。 此处记耶稣开始传教时"大约三十岁"

这是很笼统的说法，按上边 2: 1-2 和 3: 1 的注所说:耶稣诞生于

公元前六或七年，公元二十八年初受若翰的洗，他开始讲道时，

似乎已有三十四五岁 。 本文所指的三十岁，不应当视为狭义的

说法，而是宗徒们初次看见耶稣外表上像有这样的年龄。 希腊

人和罗马人以为人到了三十岁才可以办理公务 。 犹太人也以为

有此年龄的人才可以行肋未的职务，并可作人师(户 4:2 等〉 。

@ 路藉"人都以他为若瑟的儿子"一语(玛 13 :55; 若 6:42) ，重

提童贞女怀孕耶稣的事 (1:34 等〉 。 但是因为若瑟同玛利亚结的

是实在的婚姻，并且因为若瑟实在是圣家的长，是耶稣的法律

上的父亲，所以在乡里前他实在尽了为父亲的责任，人也承认

他是耶稣的父亲。 因此也可以推知下边的族谱是从若瑟的支系

往上追溯的。但是有许多学者以为路所记的族谱是玛利亚本家

支系的，他们将 23 节讲解为"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大约三

十岁;人(虽然〉以他为若瑟的儿子(而实在)是赫里的儿

子"。赫里接古来的一般传说是亘型里的父亲若亚敬的别名，按

照此说玛和路二族谱间的区别便容易解释了 。 但此说不能成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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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监记的族谱内没有提堕型里的名字，且是按盐主和中东

其他民族的风俗所写的族谱，应当遵照法定的程序，另外囚族

人拿着按法律承嗣的后裔比亲生的后嗣更为有效。 此说与韭迦

的盐堕 (Julius Africanus) 、坠鱼篮、圣盎堕芝型、圣垫墅里墓、

圣奥斯定等所保存的古教会的传说很相符合。

@ 对此处所列的族谱，我们只略加注释，首先我们应当注意路所

用的史料来源。族谱的最末一组即自主旦堕溯至亚当，取自刽

11: 12 等(按七十贤士译文〉 。 由达味溯至亚巴郎一组与玛同，

取自旧约其他圣书。但第一组即自耶稣到达昧，与玛大不相同，

路大概用了家庭中用的谱牒或谱录。 对于所列祖宗的数目，各

古卷、各译本和教父遗著中各不相同 。 按现今普通用的希腊本

在耶稣名字以下，共有七十六名，但这数目不能视为确数，因

为有的名字曾见两次(如玛塔特和肋未 24 和 29 节) ，有的名字

也许误写(33 节的阿得明和阿尔尼可能是玛 1 :4 的阿兰)。若拿

玛和路的二族谱彼此比较，也有不少的难题。 因为二圣史各采

用了自己的史料，并且路也没有见过玛所写的族谱。二者的区

别尤其应注意的有四点(一)若瑟的父亲按玛是雅各伯，按路

则是赫里(二)霞耳提耳按路是讷黎的儿子，按玛则是耶苛尼

雅的儿子(三)按玛达味以后随撒罗满以下有王家的一支，按

路达味以后随着有纳堂一支(见撒下 5:14; 编上 3:5; 14:4); 

(四)其他一些小区别似乎是由于名字不同的书法而来的。对于

以上这些难题，谁也不能完全解决，不过该先知道古人制定家

谱所依照的原则:古人制定家谱不是把每一世代都列出，而且

仅列出那较为著名的，有时家谱不常随父系的，而有时改人母

系(即应写祖父的名字而写了外祖父的名字，或者因为外祖父

较为著名) ;又有时没写生父的名字，而写了继父或法律上的父

亲的名字。 并且按犹太人的兄弟立嗣律，长兄若无子嗣死了，

为弟的应娶哥哥的妻子，所生的儿子视为长兄的儿子;并且有

时把有辱于祖宗的人名由家谱中抹去 。 按照以上所举的原则可



629 路加福音第四章

以稍微解决由耶稣的两个族谱中所生的难题，但是对族谱中各

个困难是不能解决的。

第四章

耶稣禁食，三退魔诱 (~4 :1-11; 釜 1: 12 、 13)

1 耳目稣充满着圣神，由若尔当河回来，就被圣神引到

荒野里去了 。2他在那里四十天的工夫受魔鬼试探;他在那

日期内什么也没有吃，过了那日期就饿了 。 03魔鬼对他

说 "你若是天主子，命这块石头变成饼罢! "4堕壁回答他

说"经上记载: ‘人生活不只靠饼。， "5魔鬼引他到高处，

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6魔鬼并对他说"这一切权

势及其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全交给我了;我愿意把它

给谁，就给谁。7 所以，你若是朝拜我，这一切都是你

的。 "8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 ‘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

主，惟独事奉他。， "9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圣

殿顶上，向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从这里跳下去罢， 10 因

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护你。 11他们要

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12耶稣回答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 '" 8 13魔鬼用尽了

各种试探后，就离开了他，再等时机。 @

在加里肋亚传教的梗概 (玛 4: 12 、 17; 谷 1: 14 、 15; 参见若 4:1-3)

14坚壁因圣神的德能，回了加里肋亚。他的名声传

遍了临近各地。 15他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受到众人的

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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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臣肋讲道〈玛 13: 54 -58; 谷 6: 1-6) 

16他来到了组旦旦，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

惯，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 017有

人把依撒意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遂展开书卷，找到了

处，上边写说 18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傅了

油，他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

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 19 宣布上主恩慈之

年。" 020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了。会堂内

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 21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今天这段

圣经在你们耳中应验了。" 022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 中

所说的动昕的话。他们说 "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 。

n他向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医生，医治

你自己罢!我们听说你在墓盗盒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

乡这里行罢， "24他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

在本乡受悦纳。 025我据实告诉你们:在厄里亚时代，天闭

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起了大饥荒，在伊撒尔原有许多

寡妇，26厄里亚并没有奉派到她们中一个那里去，只到了邃

垒臣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27当星星皇先知时代，在盘盘

尔有许多癫病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纽主皿

的纳哈曼。" æ28在会堂中听见这话的人，都忿怒填胸 29起

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一一他们的城是建在

山上的一一-要把他推下去。:3)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 。 @

在葛法翁讲道显奇迹 (谷 1: 21-39) 

31 耶稣下到加里肋亚的葛法翁城，就在安息日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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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32他们都十分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具有一种权

威。 @33在会堂里有一个附着邪魔恶鬼的人，他大声喊

说 34 "啊!组旦旦主人理堡，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毁

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是天主的圣者。 "35坚盘比责他

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魔鬼把那人摔倒在A

中间，便从他身上出去了，丝毫没有伤害他。 36遂有一种

惊骇笼罩了众人，他们彼此谈论说"这是什么话?他用

权柄和能力命令邪魔，他们竟出去了呢! "37他的名声便传

遍了附近各地。4Ð38他从会堂里起来，进了西满的家。西

满的岳母正发高热，他们为她祈求耶稣。39耶稣就站到她

前，比退热症，热症就离开了她;她立刻起来服事他们 。 @

40 日落后，众人把所有患各种病症的都领到他跟前，他就

把手覆在每一个人身上，治好了他们 。4 1 又有些从许多人

身上出来的魔鬼呐喊说"你是天主子!"他便比责他们，

不许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默西亚。 ~2天一亮，耶稣

就出去到了荒野地方;群众就寻找他， 一直来到他那里，

挽留他不要离开他们 。43他却向他们说"我也必须向别的

城传报天主国的喜讯，因为我奉遣是为了这事。叫他就常

在犹太的各会堂中宣讲。 @

。 蹬与堕同样记载了耶稣受洗后四十日禁食，并三受试探的事。

釜对此事所记的很短 (1 : 12 、 13) 。耶稣的禁食和三次得胜试探

是他传教前的最后准备，也是传教的开始。在耶稣开始传教时

显示了两件事(1)在耶稣受洗时显示了他是天主的爱子，但

也具有人性(3: 24-28) 。他既是人，自然可以受试探，但这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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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仅能攻打他的外面，不能进入他的内心;因为他的内心常与

天主密切结合。 (2) 耶稣一开始传教，他的大对头也立刻出现。

他曾当过亚当的对头，全人类因着他堕落了;以后耶稣整个的

传教生活就是与这个对头战斗 。 关于本段的注释参阅玛 4: 1-11 

所有的注释。 今只注意本处经文与~所有的小区别，最显明的

区别是蛊所记第二第三试探的次序与要不同 。 蹬为什么如此记

述，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证明哪一种记述合乎耶稣受试探的历

史次第;不过按心理来说:~记的次序似乎更合事实。又按毁

所写，好像耶稣四十天的工夫受了魔鬼的试探(见釜 1: 13) ， 按

玛只是耶稣禁食后撒蝉才来试探他，玛所记的似乎更合事实。

只有路明说耶稣四十天什么也没有吃，以后就饿了 。

@ 魔鬼试探耶稣有两个目的(1)似乎是为探知耶稣是否为"天

主子" (3: 22) ，并想探察耶稣是否以"天主子"这个名字指示

自己为默西亚。 (2) 若耶稣实在是默西亚，也就是实在被派来

与魔鬼作对的。 魔鬼因此有意使耶稣抛弃自己的天职，并希望

他离开谦卑和受苦的路，而去就合百姓所想望的成为荣华富贵

的默西亚。 但耶稣三次打败了魔鬼，三次完全顺从了天主的旨

意。路所写的第二个试探(码为第三)比玛所写的更为生动。 5

节所论的似乎不是实在引耶稣上了一座高山，而只是想像的感

觉，耶稣感觉自己被领到高山，在那里魔鬼顷刻之间指给耶稣

观看天下万国，自夸为世界上大权和光荣的最高的主宰。这一

切都交给他了，是说因人的罪一切都是他的了，为此只有他是

"世界上的君王" (1 2 : 31; 14: 30 等) ，不许任何人在这世上为

王。 若是耶稣有意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国，做默西亚，就该朝

拜他，就是说该承认魔鬼为自己的主子，如此，魔鬼就把世上

一切权柄交给耶稣 (6 、 7 二节〉 。 此处与玛记耶稣退第二个试探

所说的话相同，是引自申 6: 13 等 10: 20 0 9-12 节与玛所记第

二个试探没有多大区别，见玛 4:5-7 。

@ 魔鬼所用的各种试探可以分为三类:即贪享肉体的安乐，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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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和贪求世上的权位。 魔鬼却吃了败仗，含羞退去。 路未

记天使来服事耶稣的事(玛 4: 11)，只说魔鬼的退去是暂时的，

仍等待时机，所等的时机即是日后在堕蛊整盒要有的，或者就

是为了这个缘故，路改变了试探的次序。 无疑地，圣史已想到

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受难的事，那个时刻是"黑暗的权势"即魔

鬼和他的随从全力攻击耶稣的时候 (22 : 53; 若 13 : 1 等;

14:30) 。 即那时魔鬼要进入一个宗徒的心中，并拿他做杀害耶稣

的工具 (22:3; 若 13:2) 。 为此路在写耶稣开始传教时，联想到

了耶稣受难:耶稣在此时已很清楚地并坚决地定下主意要悦乐

天父，并服从他的旨意，只寻求天父的光荣，决不能迎合百姓

对现世的荣华和征服万民的奢望。 因这奢望魔鬼在百姓和首领

中并在耶稣的门徒中找到了得心应手的工具，除灭与自己作对

的耶稣。 纵然"今世的君王"用自己的随从将耶稣置之死地，

但是耶稣却藉自己的死，把魔鬼由自己的国中赶出，且因自己

死在十字架上，把一切吸引到自己眼前(若 12:31 等) 。

。 前二圣史与路没有记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第一个逾越节(若 2 : 13) 

和在犹太传道的事(若 1:35 等 2:14-4: 刀，立刻记了耶稣在

加里肋亚传道的事。 由路的话上可知，本段所论传道的事，已

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 耶稣或是讲道或是显奇迹都呈现着他在

受洗时所充满的圣神的能力 。 因为圣神常催迫他，引导他。"会

堂"是犹太人特别在安息日聚集，或祈祷，或听法律讲解的地

方。 耶稣就在各重要城市的各会堂内讲道，他的名声很快地传

遍了加里肋亚各地。 路在此只举出耶稣在纳臣肋会堂讲道的事，

以作耶稣在各会堂中讲道的例子。 耶稣回加里肋亚开始传道的

原因，按玛和谷所说是因为若翰被押(玛 4: 12; 谷 1:14) ，既

然若翰不能再宣讲，耶稣就代替他开始在公共场所讲道;并且由

加里肋亚开始，似乎也是愿意躲避法利塞人的陷害(若 4: 1 、匀 。

@ 耶稣在组旦旦旦传教时也来到了本乡塑旦旦。 蹬没有说耶稣一

开始传教就直接往组旦旦去了 。 由 15 节可知他已经到过许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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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但是蹬把耶稣在塑旦旦会堂中的讲道举出做为耶稣讲道的

第一个例子。关于此事，主与釜记述的较晚(翌日: 53-58 ; 谷

6: 1 -6a;雯袤 74) 。事实上似乎耶稣曾两次访问过组旦旦:初次

在那里的时间很短(翌年 13; 袤 4:44) ，从那里经过组组到葛

法翁去了(若 4:45 等) ，这一次好像纳臣肋人欢迎了耶稣。 以

后他在墓盖盒居留了很久(见 23 节) ，在好多地方讲过道理之

后，又到了塑旦旦，但在这第二次，那里的人拒绝了他。蹬似

乎将两次访问合拢一起了。路在书中好多地方将一些相似的事

迹合并，或仅述一次，或将相似的事迹略去不提(见引言四〉。

他在此处为什么将二事合并为一，理由似乎是:人民在纳臣肋

接纳耶稣，先是表示热烈欢迎，以后才公开反对他，并将他逐

. 走。路把这事迹做为耶稣整个传教的一个例证:在纳臣肋发生

过的，以后在全国各地不断要照样发生。 16 节是对 2:51 说的:

耶稣在纳臣肋过了整个青年时期，因此同乡的人都知道他家境

贫寒，也知道他没有上过学，仅是一个靠劳力养家的工人(玛

13:55 等;谷 6:2 等;若 7:1日。耶稣"按习惯"安息日进了会

堂。 耶稣既是一个虔诚的伊民，他青年时一定常到会堂中去， 他

以前同别人进会堂是去析祷，听人讲解法律;但他这一次却站起

来，要诵读并讲解圣经。普通安息日的聚会，先祈祷，后诵读法

律，然后诵读先知书，这个礼仪与现今弥撒的第一部分(即祈祷、

诵圣经和讲道〉颇相似。当时在会堂中没有专管诵读圣经的人，

凡有相当学问的人都可以站起来诵念。在聚会的人中站起来， 这

举动即表示自己愿意诵读圣经，会堂的管事就把经典给他，他先

诵念希伯来文的经文，以后译成当时普通说的阿辣美话，然后

他，或者另一位讲解所诵念的经文。参阅:历史总论第四章。

@ 耶稣接过依撒意亚先知书来，似乎故意翻找依 61:1 、 2 的经文选

作讲道的题目 。 路所引的经文是按七十贤士译本，援引颇为自

由，有的话略去，并把先知别处与此相似的话加入(惩罚 :6) 。

先知这些话做为在纳臣肋讲道的题目是最好的材料，并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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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整个使命的总纲 。 古时篮盘室里先知原来用这些话给受充

军之苦的百姓报告未来要有的安慰。 先知所预言的，在耶稣的

使命上实在应验了，且是所有的意义更为深奥，更精神化。 贫

穷、俘虏、盲目、受压迫是指百姓道德沦丧的凄惨情况。 : 76 

等) 。 默西亚来报告天主仁慈无量的喜讯，并赏给百姓自由、光

明、和平和喜乐 。 这经文明指的是他的山中圣训" (玛 5:3 等;

路 6:20 等〉 。 耶稣整个的讲题和使命都包括在"传报喜讯"一

句话上。 整个的默西亚时期也用"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一句表

示了它的特性。 "上主恩慈之年"即是指每五十年所过的一次

"喜年"到这一年所有做奴仆的伊撒尔人，应获得自由，凡因

债务失掉产业的，人应当还给他们(肋 25: 10 等、 39 等;耶

34:8 等) 。 耶稣此处所论的是解放人民摆脱灵性和道德所受的奴

役。 古时君王、先知和司祭因所傅的油领受天主赋与他们在职

务上的特殊恩佑，耶稣称自己是被天主所傅的，含义更为深奥，

就是说他完全充满了天主圣神 。 耶稣所有"基督"的名衔(也

是路在希腊原文 08 节)所引用的话)，即表示耶稣受傅的意

思 。 但是耶稣受傅不像古时天主所选的人一样，有一种外面的

仪式，按教父所讲"耶稣受傅"是在圣言降孕成人时，他的天

主性所有的圣宠完全灌注在他的人性上。 耶稣在受洗时所充满的

圣宠呈显在人们前，同时圣神派定耶稣去完成自己的职务。 耶稣

在会堂中对自己的使命所说的，明显地与魔鬼在试探他时所说的

完全相反。 耶稣对默西亚国的现世荣华，一句也未曾提及。

@ 耶稣读完希伯来经文，并按当时的习惯译成阿辣美语后，就把

书卷交给会堂的侍役，接着就坐下要讲解所读的经文。 他的同

乡已经昕见他在别的城内所行的事 (23 节) ，并且这些事似乎与

先知的话十分相合，因此凡在会堂的人都屏息静气地等待他的

讲解。 使他们惊奇的是耶稣在本乡的会堂中初次以演说家的姿

态出现，更使他们惊奇的是他说"今天这段圣经在你们耳中应

验了"这就是说:你们刚才听到的先知的话，今天在你们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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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现今我就给你们宣布先知古时所预言的喜讯、解放和

光明，即在目前。 耶稣那时一定讲了相当长的道理，但蹬只记

述了这一句，这一句好像是全道理的扼要。 耶稣虽没有明言自

己为所期待的默西亚，但由他所宣布的现今是默西亚时期的开

始的话上已明显地说出。篮盘草里这些话，日后在羞整的门徒

前，耶稣也用来作为自己为默西亚的证据 (7:22; 玛 11 :5) 。

@ 纳臣肋人对他们的这位演说家都呐喊喝彩;使他们感动的是他

那悦耳的话，另外是他所讲的道理(若 7:46) 。 本乡出了这么→

位人物，都以为荣幸。 可是他们把耶稣所讲的与他本人一比较，

立刻就起了疑惑，那木匠若瑟的儿子，原是家道卑贱贫寒的，

怎么能负起这种崇高的使命?如何能自命为默西亚国的开创者?

怎样能声明自己是天主的代表?路对耶稣讲道以后所发生的事

写的很短。 似乎在耶稣讲道后在会堂的听众中起了一种议论。

按下文所载的可以知道，他们的一个议论是要耶稣显奇迹来证

明自己为默西亚。 那些昕见耶稣在葛法翁显过奇迹的人，如今

也要求他给自己也显那样的奇迹。

@ 耶稣听他们议论，也许听见他们在议论中说"医生，医治你自

己"的俗语。 这俗语是犹太、希腊和罗马人所熟知的。 耶稣知

道他们要求显在葛法翁所显的奇迹，这是因为他们不信别人的

传言。他们以为葛法翁人很容易受这外来的人的欺骗，但是在

纳臣肋，人都知道耶稣是什么人，因此他们比不认识耶稣的人

更不容易信服。 但耶稣决不让步，随和他们的愿望，却引用了

另外一个俗语反击他们说"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 。"在

选民的整个历史上证明这话实在是十分真确的 。 他们若不相信

耶稣的话，也就不相信他所显的奇迹。 使他们难以取信的原因

是为了他出身微贱。 耶稣为证明自己所引用的俗语实在有理，

就从古先知史上举了两个实例 。

@ 这两个实例取自厄里亚和厄里吏二先知的历史(到上 17 :8 等 ;

列下 5: 1 等)。厄里亚本国的人民不认他为先知，所以他在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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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离开本国，而去相帮一个外邦妇女，给她供应了油和面。 按

列上18: 1 似乎是在旱灾第三年上降了雨，路此处和壁垒组圭f言

(5: 17) 说三年半;新约的这两位作者似乎所指的期限不是狭意

的，而所用的数字表示一种象征的意义"三个又半"的数字在

圣经中多次象征灾难的时期(达 7 : 25; 12: 11 ;默 11:2; 13:5) 。

厄里吏治好了那怀着依恃之心由远地而来的外邦人纳哈曼的癫

病，但同时他本国的人却否认他为先知 。 这两个例子证明一个

人在天主前是否血统上属于选民不甚重要，最重要的是对天主

所打发的人要有信心和服从(谷 3: 31-3日 。

@ 耶稣所举的两个实例激怒了在场的听众，特别是因为耶稣拿选

民还不如外教人。他们觉得，因自己的不信，已为耶稣所弃绝，

同时又因为他们怀疑耶稣说自己有天主的使命，把自己比作大

先知;为了这些原故他们大叫大嚷地把耶稣由会堂中赶出，拖

他到村外的山顶上，要从那里把他推下去。 这样处死与用石击

死相同，是法律上对犯亵圣的人所用的刑法。 要推下耶稣的地

方似乎不是今日传说的"跳山" (Mons Saltus) ，此山离村约三

公里，而是应在村南边的山上 。 耶稣泰然自若地由这些大叫大

嚷的群众中走过，离开了他们 。 耶稣这种举动不应视作灵迹，

应视作耶稣在民众前有时所发显的尊仪和威严(若 7: 30; 7: 45 

等 8:59; 18:6) 。以后似乎耶稣再没有到过纳臣肋 。 在那里发生

的这事有一种寓意:是说全选民也要像纳臣肋人一样对待耶稣，

耶稣所举的两个实例也暗示这个意思。

@ 本段与上段纳臣肋发生的事不相联结，此处更明显看出路所写

的不是按历史次第。事实上，耶稣在葛法翁居留已经多时了

(若 2:12; 玛 4: 12 等) ，在那里已显了许多奇迹 (4:23) ，而且

茎蛊盒已成了"他自己的城" (玛 9: 1) 。 关于此城的形势与历

史，参阅玛4: 12 注 。 耶稣照习惯，安息日常进葛法翁的会堂，

众人对他所讲的道理，都十分惊异。 路在本段所写的是耶稣在

-个安息日内所行的，对这记载与资几乎连字句也相同，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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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注释参阅谷 1:21-39 0

@ 除参阅釜 1: 23-28 所有的注释外，应注意些在本处似乎故意记载

驱魔为耶稣所显第一个奇迹，耶稣在传道时继续他在荒野中与

魔鬼开始的战争 (4: 1 等) 。 如今是耶稣攻击魔鬼 。 这战争一直

连续到耶稣死去 (22:纱，并且按耶稣所说:在魔鬼和耶稣所立

的教会中间，这战争仍继续不断 (22 : 31 等) 。 在福音中多次记

述驱魔的事，可以明显知道天主的国已进入了世界(11: 20 ) 。

参阅玛 8 章附注:论附魔的人。 魔鬼称耶稣为"天主的圣者" 即

是说耶稣是祝圣于天主并为天主所打发的人，因此承认耶稣为自

己的敌对。 耶稣不愿接受魔鬼所作的证，以免那对默西亚怀空想

的人民受欺骗。 为此禁止魔鬼说话，且立刻将他驱逐。 路在此处

特别注意魔鬼将自己所附的人抛到人群中间，却一点也不能伤害

他。 在场的众人看见耶稣只说一句话就把邪魔赶出，因此都惊讶

他的神能。 有关这事的消息，很快地就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就在

安息日当天晚上，附近的人己把病人和附魔者带来求耶稣救治。

@ 把治好伯多禄岳母的事与会堂的一幕接连叙述，路与谷 1 : 29-31 

同 。 本处初次提到西满，但好像是读者已熟知的人物，虽然路

到现在还没有提过他。 谷除了提西满外，还提及了别的门徒，

如西满的兄弟安德肋，和雅各伯、若望两兄弟，路此处所记和

记捕鱼的一幕时一样。 :1-11)，仅提西满，以他为中心人物。

路记此幕有更深的意义:西满的家好像是未来教会的象征， 伯

多禄要作这教会的首。 伯多禄和别的门徒一定见了刚才耶稣在

会堂所行的事，因此也为伯多禄病了的岳母析求。 路用"高热"

或"高烧"所指的病名比谷更清楚，路是位医师〈哥 4 : 14) ，清

楚知道各病的区别 。 路身为医师更惊异耶稣只说一句话(没有

像谷 1:31 一样提握住手的事〉治好了病人，并且惊奇她一好

了，立刻起来服事客人。

@ 太阳落的时候，安息日即算过去了，为此那些听到今天所显两

个奇迹的人，就把一切有病的抬到耶稣前(谷 1: 32-34; 玛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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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身为医师的监组，对耶稣只覆手治好各种病症，觉得津津

有昧。 经耶稣所赶出的魔鬼现今已明认耶稣为基督，基督即指

人民所盼望的救主默西亚。魔鬼由于在荒野中试探耶稣，以及

耶稣所显的奇迹已推知他是自己最大的敌对。 "天主子"的称呼

与"默西亚"的称呼相同，即指天主特选的人。耶稣此处与 23

节相同，严厉吨责魔鬼，叫他缄默，因为耶稣先要对人民做一

番准备的工夫，然后才是声明他为默西亚的时候。此时耶稣不

愿意叫人民对默西亚所有的妄想发显出来。

@到了早晨，耶稣独自往荒野地方去了，民众都寻找他。按釜 1 : 

35-39 是伯多禄和别的门徒去寻找耶稣，求他留在那里。耶稣却

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圣父委托他的使命是到所有的城去宣

传天国的喜讯。路只简单地指出耶稣宣讲的题目为"天主国的

喜讯"。耶稣为讲这喜讯走遍了犹太各城"犹太"一名此处不

是指犹太省，路用此名常是指"圣地" (1 :5; 6:17; 7:17; 23:5) 。

第五章

召伯多禄和其他门徒 (玛 4: 1 8-22; 谷 1:1ι20; 参见若 1: 35-42) 

1 有一次，耶稣站在革讷撒勒湖边，群众拥到他前要

听天主的道理。2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渔夫下了船正

在洗网。3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请他把船稍微由

陆地上划开，堕壁就坐下从船上教训群众。 04一讲完了，

就对直道说 "划到深处去，撒你们的网捕鱼罢! "5西满回

答说"老师，我们已整夜劳苦，什么也没有捕着;但我

要遵照你的话撒网。"6他们照样办了，网了许多鱼，网险

些破裂了。7他们遂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他们

来到，装满了两只船，以致船也几乎沉下。 88西满伯多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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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这事，就跪伏在理壁膝前说"主，请离开我!因为

我是罪人。"9西满和同他一起的人，因了他们所捕的鱼，

都惊骇起来。他的伙伴即载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也

一样惊骇。 @坚壁对直道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

做捕人的渔夫!" 011 他们把船划到岸上，就舍弃了一切，

跟随了他。@

治好锻病人(玛 8: 1-4; 谷 1: 40-45) 

12有一次，耶稣在一座城里，看，有一个遍体长癫的

人看见了耶稣，就俯首至地求他说"主，你若愿意，就

能洁净我。"13耶稣便伸手抚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

罢 1" 癫病就立刻由他身上退去。 14耶稣切切嘱咐他不可告

诉人，并说"但要去叫司祭检验你，为你的洁净，献上

梅瑟所规定的，为给他们一个证据。"15他的名声更传扬开

了，遂有很多的人齐集来昕教，并为治好他们的病症。

16耶稣却退到荒野中去祈祷。@

治好瘫子并赦其罪(玛 9 : 1-8; 谷 2:1-12)

17有一天，耶稣正教训人，法利塞人和法学士也在

座，他们是从加里肋亚和犹太各乡村及耶路撒冷来的;上

主的德能催迫他治病。 018看!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患瘫症

的人，设法把他抬进去，放在耶稣跟前。 19但因人多，找不

到什么办法把他抬进去，遂上了房顶，从瓦中间，把他连

那小床系到中间，正当耶稣面前。20耶稣一看到他们的信

心，就说"人啊!你的罪赦了。"21 经师和法利塞人开始忖

度说"这人是谁?竟说亵渎话!除了天主一个外，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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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罪1"22堕壁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向他们说"你们心里

忖度什么呢123什么比较容易呢?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

说起来行走罢!丑但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赦

罪， 一一便对瘫子说:我给你说:起来，拿着你的小床，

回家去罢 ， "25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站起来，拿着他躺过的

小床，赞美着天主，回家去了。 26众人十分惊奇，并光荣

天主，满怀恐惧说"今天我们看见了出奇的事。" 。

召肋未并与税吏同席(~ 9:9-13; 釜 2:13-17)

27此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肋未，在税

关那里坐着，便对他说"跟随我罢! "28他便舍弃了一切，

起来跟随了他。29肋未在自己家中为他摆设了盛篷，有许

多税吏和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坐席。 30选主l塞人和他们的

经师就愤愤不平，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同税吏和

罪人一起吃喝1"31 耶稣回答他们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

医生，而是有病的人。32我不是来召叫义人，而是召叫罪

人悔改。"。

禁食的争论(玛 9:14-17; 谷 2: 他22)

33他们却对他说"若翰的门徒屡次禁食，行祈祷，法

到塞人的门徒也是这样，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且耶稣

对他们说"新郎与伴郎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岂能叫他们

禁食?35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在

那些日子，他们就要禁食了。" æ36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

"没有人从新衣服上撕一块作补丁，补在旧衣上的;不然，

新的撕破了，而从新衣上撕下的补丁与旧的也不相称。 37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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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的;不然，新酒要胀破皮囊， 酒

要流出来，皮囊也坏了 。38但新酒应装入新囊。 4D39也没有人

喝着陈酒，愿意喝新酒的，因为他说:陈的好。" 4Ð 

@ 路在本段中叙召门徒。 他没有指出这事件的时间，也没有把这

事同上段在葛法翁的一幕相连结。 如把此处与其他福音相对之

处比较一下，便可推知路此处没有随历史的次序，而是随逻辑

与心理的次序 。 事实上，伯多禄同他的兄弟安德肋并别的几个

门徒在若尔当河已认识了耶稣(若 1: 35-42) 。 这些门徒有时还

回家操故业。 及至耶稣到了加里肋亚，方召他们常常跟随自己。

这次召他们是在革讷撒勒湖。由谷 1 : 1ι20 玛 4: 1 8-22 知道，这

次召他们是耶稣来加里肋亚后不久。 再按路 4:38 知道，西满伯

多禄已与耶稣有密切的关系了 。 由此推知有许多门徒，另外伯

多禄已在 4 : 31 所记的事以前蒙了耶稣的召叫 。 路以心理的叙事

方法准备读者容易了解，为什么门徒舍弃一切眼随了耶稣。 这

样的叙事方法也可以由前二圣史所记的区别上来证明，前二圣

史记述这次门徒的事很短，而路将三幕连在一起:先叙述耶稣

在湖边向民众讲道，后述耶稣由伯多禄的船上向民众讲道，并

叫伯多禄捕大量的鱼。 然后述召伯多禄和其他门徒。 因讲道和

捕鱼的奇迹，很容易明了召叫门徒的事。 既然玛和谷没有记述

这次讲道和捕鱼的奇迹，似乎连这两事也没有依循历史的次序，

并且可以推知在这二事与召徒中间，似乎还隔了一段时间。 O

耶稣最初是在会堂内讲道，不久以后由各方来的人太多，会堂

已容不下，耶稣便开始在露天向他们讲道，似乎他更愿意如此

讲道，为免去犹太人，另外法利塞党的麻烦，且是在会堂中集

会仅是在安息日 。 最合适和最理想的讲道地点是革讷撒勒湖边，

路称此湖为革讷撒勒 C Gennesareth ，前二圣史称之为加里肋亚

湖) ，此名或者来自基迫塾壁 CCcnereth) 古城名(史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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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 ，或者因为此湖为一琴形( "琴"希伯来文为 Kinnor) , 

因而得名 。 因为人民由各方面拥挤耶稣，他就上了i直至莹的船，

叫船略离开湖边，这样更容易向民众讲道。 至于讲道的内容，

路未提及，因为他着重的是以下的事。

@ 耶稣命组至整捕鱼是试探他的信德。 组主壁和自己的同伴于容易

捕鱼的时候一一夜间和清晨，己劳苦了，既然一无所获，现今却

昕耶稣的命下网捕鱼。 "老师"按原文可译为"尊长"或"夫子"，

伯多禄用此称呼承认耶稣为自己的主子。 由于耶稣以前所显的奇

迹，伯多禄对耶稣已有了信德。 耶稣藉这个奇迹有意更坚固他的

信德。 此次捕了这么多的鱼，况且又不是在捕鱼的合适时候，伯

多禄和他的同伴一定毫元疑惑地信这事实在是一个奇迹 。

@西满伯多禄(路二名叠用仅见此处，表示耶稣召他为徒的重要

性)感觉在耶稣身内有一种神力，因此起了恭敬的心，跪在耶

稣足前，呼耶稣为"主"并在耶稣所呈显的天主的圣德前明认

自己的卑陋不堪(依 6:5; 玛 8:8) ，自认为罪人，不敢同耶稣

在一起。 伯多禄这时是否己相信耶稣为默西亚，还看不出来;

可是在葛法翁他家中显的奇迹，另外这次的奇迹已做了他承认

耶稣为默西亚的准备(若 1: 41 ) 。 除了伯多禄，还有他的同伴

都是这奇迹的见证人，他们对耶稣全怀着敬畏的心。 9 、 10 二节

的经文似乎应当这样解释 9 节所论的是与伯多禄在一个船上

的同伴〈按玛 4: 18 和谷 1 : 16 似乎他的兄弟安德肋也在内); 10 

节论的是雅各伯和若望两兄弟船上的人，除他们二人外，还有

他们的父亲和几个捕鱼的工人 (谷 1:20) 。

@ 蹬独将组垒主主做为中心人物，几乎一点不提其他门徒(釜 1:16

等 ES 4: 18 等〉 。 耶稣叫他安心，并给他解释这奇迹的深义。

因着他对耶稣所表示的谦逊和服从，耶稣现在召他执行更重要

的任务:即从此他要把人捕入天主国中 。 按玛和谷，此时也召

了别的门徒，但由堕所记的耶稣的话上可知伯多禄此时领受了

特殊的使命，已定他为其他门徒的领袖 。 到了最后，耶稣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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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捕鱼灵迹后，赐给了他做教会最高元首的荣位(若 21: 1

等〉 。 圣教初兴时即称教友为伯多禄的网捕入教会的"基督的小

鱼" (德都良 De Baptisrno , I)，此象征即来自本处经文 。

@ 按翌年 18 、 21; 釜 1: 16 、 19 有两对兄弟被召跟随耶稣，路没有

明说。 伯多禄和他的同伴在这光景所得的印象一定很深，比耶

稣说的话更为感动人心，他们遂离开一切，去眼随了耶稣。

@ 由于 12-6: 19 路紧随谷所有的记述，二圣史把耶稣所显的这些奇

迹和各种事迹作为与法利塞党和法学士冲突的导火线 。 路把本

段治好癫病人的事与 4:43 所说耶稣在各城讲道的事相连。。此

处路没有记载显此奇迹的时间与地点，仅说"有一次，耶稣在

一座城里" 。 本来长癫病的不准进城，这个遍体长癫病的人大概

是在城外遇见了耶稣。 癫病是严重的恶疾，照当时人的意见，

这病是因那人的罪过招来的天罚，也只有天主能治好他。 人们

想治好一个癫病人比复活一个死人更难。 关于此处经文的注释，

见玛 8: 1-4 。 本处所独有的是:显奇迹后，耶稣虽命那被治好的

人守秘密，但他的名声更传扬出去了，民众就从各方潮涌般地

来到他前 (4: 14 、 37) 。 但民众的动机是属于现世的:就是在耶

稣身上寻求一个治好他们病症的灵奇医师，为满足他们现世的

渴望。 耶稣不愿意迎合他们这个希望，因为这样能危害他的使

命，为此他退人荒野，在那里独自析祷。 路再三指出耶稣离开

民众独自析祷的事(3 :21; 6:12; 9:18 、 28 等) ，有意证明耶稣

不断把自己屈服于圣父的旨意，在自己的使命上只求父的指导。

@ 本节好像在叙述与法利塞人和法学士五个冲突的引言，这五个

冲突的次第路与谷相同(路 5: 17-6: 11; 谷 2:1-3:6) 。 为此蹬

在本段一开始就举出在场的两等人，他们之来，一定是为窥察

耶稣的 。 大概在加里肋亚各会堂向民众讲解法律的这两等人不

多，遂由犹太各地和耶路撒冷把这样的人调来。 按若望所载:耶

稣在选主和耶路撒冷开始传教时，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袤2: 18 、

3: 1 等 4: 1)，耶稣就离开他们往加里肋亚去了(若 4: 1-3) 。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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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的名声不久又传遍了加里肋亚 (5: 1日，且是上段所述的那被

治好的癫病人在耶路撒冷司祭前献祭时，大概公开地说了耶稣

所行的奇事;莹型塞人和他们的党徒一听说这些传言，即刻来

到耶稣讲道的地方，窥察他的行止， 寻隙控告他。他们不久就

找到了嫌隙:控告耶稣赦罪为亵渎，同罪人来往饮食，不守禁

食和安息日的规矩等。为此他们要谋害耶稣。但是耶稣虽然有

仇人在旁设计谋害他，还是完全依照在纳臣肋会堂中所宣布的

纲目去行 (4: 1 8-21)，更不断地呈显他是天主，并一切人的救

主。凡有疾病的人，谦逊投靠他的，他都一一治好。 17 节末路

特说明"上主的德能催迫他治病。"为路医师颇感兴致的，是

描写怎样在耶稣身内有天主的能力，这能力好像催迫耶稣救治

受苦痛的人们 (6:19; 8:45-48) 。

@ 关于本段经文的注释见玛 9: 1-8; 谷 2: 1-12。他们对这一幕奇迹

描绘得更为活泼生动。路在本段所独有的能帮助了解谷的经文。

18 、 19 二节描写抬病人的怎样设法把病人抬到屋内，放在耶稣前，

但是各处都挤满了人，他们就由屋外的石级登上了屋顶。 巴力斯

坦所有的房顶普遍是平的，用石块或用砖铺的，或是用木头搭起，

上边坯上泥土。他们在房顶上穿了一个洞，将病人连床系在耶稣

前。 路说"从瓦中间，"在巴力斯坦不用瓦，路如此写是就合他

的希腊读者。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两个奇迹，清楚地表显了这

自称"人子"的一位有天主的权柄，为此那被治好的人和民众都

一致赞扬天主 (25 、 26) ，因为他们所见的是一种"出奇的事"

是说这事完全超过自然律，人的明悟不能解释它的所以然。

。 路在本段中仍紧随谷。关于本段的注释参见玛 9: 9-13 与谷 2: 13-

17。路所独有的文句，表现他在描述时有心理学者的技能。耶

稣只说一句话，即使皇室立刻舍弃一切跟随了他。这样的舍弃

→切，另外为玛窦并不算是一个小牺牲，因为这样他便丧失了

自己的职业。~并且记述盟主在家中大摆宴席，邀请了许多税

吏和朋友陪耶稣和门徒坐席的事 (29) 。耶稣同税吏一起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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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招了"蓝型塞人和他们的经师" (f!P ~主主人的经师〉的责
怪，因为那些同外邦人来往、接触的税吏被视作"罪人"是说

他们沾染了法律上的不洁。0) 。耶稣对他们大加责斥，因为耶

稣奉派来是为救罪人，不是为救那些自充义人的法利塞和法学

士，因为这种义人不需要悔改(15: 7) 。蹬在最末特加"是召叫

罪人悔改"一句"召叫罪人悔改"是路的中心思想，在各譬喻

中多次极力描绘召罪人悔改的事 08: 9 等 15: 1 等)。那些在

天主前自以为义人的(18:叨，给自己关闭了救恩的门户。

@ 路把对禁食的问题一段与前段接连一起，好像是那些见过耶稣

在玛窦家中与税吏同席的法利塞人询问耶稣禁食的事。按谷 2:

18，似乎是在另一个光景上，即法利塞人同若翰的门徒来询问

耶稣。按玛 9: 14 仅记载来询问的是若翰的门徒，他们大概对禁

食有了特殊的疑难，因为他们的师傅十分严厉刻苦，而耶稣的

门徒却表现了与自己不同的一种精神。路此处与别处一样， 仍

以心理的方法将事迹连络来记。。上段末句耶稣既说自己来是

为"召叫罪人悔改"这话似乎引起了法利塞人询问禁食的机

会，他们询问这样的悔改精神在乎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和

门徒与罪人一同欢宴。 他们以为悔改的精神应当表显在禁食和祈

祷上，就像若翰的门徒所有的榜样。耶稣先用了新郎举行婚宴的

比喻答复他们。按举行婚宴的时候，新郎的朋友决不可禁食，因

禁食是悲哀的表示，不适宜于喜事。为耶稣的门徒将来有禁食的

时候，即他们的新郎被劫夺之后。耶稣用这隐晦的话，此处初次

暗示了他的惨死。对本处的注释见玛 9: 14 等;谷 2:1 8-20 。

@ 由 3&-38 节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愿意给法利塞人证明自己的精

神与他们的不同。耶稣的精神完全是新的，也应当用新的方式

表显出来。对这两个比喻详细的注释见玛 9: 16 等;谷 2:21 等。

关于第一个比喻路在 36 节解释玛和谷的经文，是说耶稣把以外

面守法为热心的法利塞人的思想、比作破裂的旧衣，耶稣把自己

的精神比作新衣，不可用这新衣补破裂的旧衣。因为耶稣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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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盖到塞人的完全两样，若是与他们的思想搀和，就失掉了

他的力量。篮和他的老师圣堡盖一样，比前二圣史更为清楚地

拿福音的精神去反对外面守法的精神。

@ 只有暨在本节内记载了耶稣设的另一比喻，也许这比喻是在别

的光景上讲的，但因为内容与上边的类似，路就放在这里。这

比喻似乎是耶稣为了门徒曾奇怪，那些在人民中博学的法利塞

人竟拒绝耶稣传播的福音，就向门徒们讲了这比喻。这比喻的

意义是说:陈酒香浓味美，新酒清淡苦涩，那刚喝了陈酒的，

决不立刻拿新酒喝。这是指的那些已习惯遵守旧规矩旧习俗的

人，不易接受和适应新规矩;但是耶稣给我们摆上的酒，实在

胜过所有的陈酒(若 2: 10) 。

第六章

安息日门徒掐麦穗吃(玛 12: 1-8; 谷 2 :23-28) 

1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经过麦田时，他的门徒掐了麦

穗，用手搓着吃。2有几个法利塞人说"为什么你们做安

息日不准做的呢?"3耶稣回答他们说"连这个你们也没有

念过:达昧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吗? 4他怎样

进了天主的殿，拿起来吃了那不准他人而只准司祭吃的陈

列饼，又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吗?"5耶稣又向他们说"人

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0 

安息日治好桔手的人(玛 12:9-14; 谷 3: 1-8) 

6另一个安息日，他进了会堂施教。在那里有一个人，

他的右手干枯了。7经师和选型塞人窥察他是否在安息日治

病，好寻隙控告他。8他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对那枯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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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他遂起来站在那里。9耶稣对

他们说"我问你们:安息日是许行善呢?还是许行恶呢?

是救命呢?还是害命呢?"10他环视众人一周，就对那人说 :

"伸出你的手来!"那人照样一做，他的手便复了原。 11他们

竟狂怒填胸，彼此商议，怎样来对付耶稣。@

召选宗徒(玛 10:1-4;谷 3 :13-19)

12在这几天，耶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

祷。 813天一亮，他把自己的门徒叫来，由他们中拣选了

十二人，并称他们为宗徒 014 即西满，耶稣又给他起名

叫伯多禄，和他的兄弟安德肋、雅各伯、若望、斐理伯、

巴尔多禄茂、 15亘窒、主盐、因主莹的儿子壁垒鱼、号称

"热诚者"的西满、 16雅各伯的兄弟犹达和犹达斯依斯加

略，他成了负卖者。@

山中圣训小引(玛 5:1 、 2)

17耶稣同他们下来，站在一块平地上，有他的一大群

门徒和很多从犹太、耶路撒冷及提洛和漆冬海边来的群

众 18他们来是为昕他讲道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那些被

邪魔缠扰的人也都被治好了。 19群众都设法触摸他，因为

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治好众人。@

真福与真祸 (玛 5: 2-12) 

20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 o

"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

21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得饱饭。

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要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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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几时为了人子的原故，人恼恨你们并弃绝你们，并

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加以辱骂和消除，你们才是有

福的。 23在那一天，你们欢喜踊跃罢!看，你们的赏报在天

上是丰厚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

24但是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

们的安慰。

25你们现今饱饭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哀'励哭泣。

26几时众人都夸赞你们，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他们的

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 。"。

爱德的金科玉律(要 5 :38-48) 

27但是我给你们这些昕众说"应爱你们的仇人，善

待恼恨你们的人。28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为毁谤你们的祈

祷。4@29有人打你的面颊，也把另一面转给他;有人拿去

你的外衣，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30凡求你的，就给

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别再要回。0)31 你们愿意人怎样

待你们，也要怎样待人。(Ð32若你们爱那爱你们的，为你

们还算什么功德?因为连罪人也爱那爱自己的人。33你们

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因为连罪人也

这样作。34你们若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为你们还算什

么功德?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为得如数收回。 æ35但是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善待他们;借出，不再有所希望:

如此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因为

他对待忘恩的和恶人是仁慈的。36你们应当慈悲，就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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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父那样慈悲 。 æ37你们不要判断，你们也就不受判断。

不要定罪，也就不被定罪。你们要赦免，也就蒙赦免。38你

们给，也就给你们，并且还要用好的，连按带摇，甚至外

溢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也用

什么升斗量给你们。" æ 
批评自己要谦逊老实(玛 7 : 1-5 、 15-21; 12:33-37) 

39他又向他们讲比喻说"瞎子岂能给瞎子领路?不

是两人都要陷入坑内吗?ω没有徒弟胜过师傅的;凡经过

教育的，仅相似自己的师傅而已。æ41 怎么你看见你兄弟

眼中的木屑，而你眼中的大梁，倒不理会呢?42你怎能对

你的兄弟说:兄弟，让我取出你眼中的木屑罢!而你竟看

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假善人啊!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

来，然后才看得清楚，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来。@

43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的。44每一棵

树，凭它的果子就可认出来。人从荆棘上收不到元花果，

从茨藤上也剪不到葡萄。45善人从自己心的善库中取出善

来，恶人从恶库中取出恶来，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

说什么。CID46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而不行我

所吩咐的呢7" 4i> 

山中圣训结论 (码 7: 24-27) 

47 "凡到我跟前，昕了我的道理，且实行的，我要给你

们指出，他相似什么人严他相似一个建筑房屋的人，掘

地深挖，把基础立在磐石上，洪水暴发时，大水冲那房

屋，总不能动摇它，因为它建筑的好。49但那昕了而不实



651 路加福音第六章

行的，相似在平地上不打基础而建筑房屋的人，洪水冲他

的房屋，立刻倾倒，那房屋的破坏可就大了。" w 

@关于本段注释，参阅~ 12: 1-8 所有的注释(釜 2: 23-28) 。按堕

瑟法律，安息日不准收割庄稼(出 34: 21) ，也不准准备吃食

(出 16: 23-30; 3S: 3; 户 lS: 32-36) 。门徒掐麦穗又用于搓，法利

塞人便指摘他们犯了两条法律。耶稣引了达昧的榜样(撒上 21 : 

1-6) ，为自己的门徒辩护。本来法律不应照字面，而应照它的

精神和目的去解释。安息法的目的是叫人无拘无束地自由奉事

天主，而不是给人招致麻烦(谷 2:27) 。此处耶稣拒绝同法利塞

人作较长的辩论，仅声明自己为"安息日的主"他身为"人

子"，由天主得了解释法律的元上权威。 O关于经文的校勘，本

段中应注意两点(一)在 1 节开始，有几个希腊古抄卷和拉丁

通行本作"当第二个安息日以先" (Factum cst in sabbato secundo 

primo) ，此经文不易解释，似乎有窜改之虚。(二)按旦旦

(B口a) 即 D号古抄卷，于 5 节后多此一段"同日，耶稣见一

个人安息日工作，就对他说:人啊!若你知道你做什么，你是

有福的;但你若不知道，你就是可诅咒的，是违犯法律的人。"

意思是说:若是你有正当理由如此工作，并出于诚心，你决不

会受责罚。但若你工作，由于随便，就违犯了法律。这一节似

乎不是耶稣说的话，是"主日"代替了"安息日"以后教友们

所加添的。对这节的解释可参阅罗 14: 20-23; 格前 8: 1 。

@ 本段记述耶稣实行爱人的诫命，给的另一个例子，为攻斥法利

塞人和经师纯外面守法的狂妄。对此处经文的注释，见玛 12 : 9-

14; 釜 3: 1-6。今略论堕怎样以心理方法生动地描绘这件事。蹬

记这病人出现在会堂中与上段所述的事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安息

日。路加身为医师特别注意那人右手患了干枯、麻痹或萎缩的

病症，这人右手有病，工作自然更是累赘。〈按希伯来人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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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记载，此人为泥瓦匠 。)蹬清楚地指出莲型塞人和经师己心怀

恶意，只是找机会控告耶稣的过错，但圣史也指出耶稣由起头就

看透了他们的恶意 (8) 。 耶稣所行的善事，元不与法律相合， 因

为"法律的成全是爱" (罗 13:10) ，而另一方面法利塞人却正在

这一天为了此事寻隙谋杀他。 圣史于 10 节略去谷 3:5 论耶稣对敌

人的盲目所有的愤怒和悲伤，路也许以为这话对他的读者太不顺

耳。 法利塞人既然从起初己怀着恶意，如今又见了反对他们的心

意的奇迹，更使他们恼羞成怒，为此他们就集会商议怎样进一步

按法律谋害耶稣。 路此处没有提黑落德党人(谷 3:6) ，他们本是

法利塞人的死敌，但他们在相反耶稣的事上，却同心合意。 他没

有提黑落德党人，是有意避免记载为他的希腊读者不易了解的事。

@ 路在上一大段中大抵随着谷的叙事次第 。 在本段一开头就想变

更一下:他把谷 3: 工12 一段略去，只在后边 (6:17-19) 简略地

述说了几句 。 路似乎有意把召选宗徒一段同上几段有关与犹太

人首领所生的冲突相连接。 既然这些人要谋杀耶稣，耶稣遂开

始计划默西亚王国的组织。 他在法利塞人前己说明他自己的精

神不能与他们的旧精神调和，他就该创立新团体，好实现他的

新精神 (5: 3ι39) 。 他已预示了自己的死，为此更需要把门徒

团结起来，并拣选宗徒为在他死后继承他的工程和使命。 对于

召选宗徒的时期，路没有指出 。 若是与法利塞人的冲突发生在

逾越节后 (6: 1白白，召立宗徒大概在传教第一年夏季开始。 参

阅年表的。 耶稣对选立宗徒看作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因此退到

临近的山上，整夜祈祷，恳求圣父。 按传说耶稣此次祈祷的山

是谷陵哈廷 (Kurn Hattin) ，位于葛法翁西北。

@ 到了早晨，耶稣聚集了自己的门徒，由他们当中拣选了十二人，

这十二人成立的集团明显地是代表伊撒尔十二支派 。 耶稣的意

思是叫他们十二人作未来新伊撒尔的首领 (22 : 30; 另 19 : 28) 。

耶稣称呼他们为"宗徒"即立定他们为自己的代表的意思，以

后又赋给这些代表特别的权柄和权威。: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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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宗徒的名单亦见费 10:2-4; 釜 3: 1ι19 。 本处所有与理和釜

稍有不同 。 直堕在本书以上的记载中已多次占有首位 (4 : 38; 5: 

3 、 肘。 耶稣召他时，给他起了另外的一个名字叫伯多禄(若 1 : 

48; 要 16 : 18) 。 要和釜所称的"达陡"蹬称他为"壁垒鱼的Jjt

达" 此称呼有两种解释: 一说达兰是整查组的儿子， 一说是壁

垒鱼的兄弟，大概以"整查组的兄弟达主"为正确，他就是致

教会公函的犹达，公函首句即有"雅各伯的兄弟犹达"的称呼

〈犹1) 。 耶稣选立十二位宗徒的意思是为继续执行他救人的工

作，因为以后他们与耶稣常有密切的来往 (6:17; 8: 1)，耶稣藉

他们行事 01:1-11; 9:16) ，给他们另外的启示，好明白耶稣指

派的使命 (9:43-45; 18:31 等) ，并向他们要求高出他人的德行

。 : 4ι50) ，最后委派他们去继承自己的工作 (24:3ι49) 。

@ 早晨耶稣选立宗徒后，就与这十二位下了山，立在山坡的一块

平地上;其余的门徒和从各地来的群众已在这里等候他。 路对

山中圣训所布置的序幕，十分美妙动人:耶稣居中，靠近有他

选立作天国臣相的宗徒，其次环绕着大批其余的门徒，再远一点

有代表全巴力斯坦的人民，也有从提洛和漆冬外教之地来的人群。

这一大群人己象征未来由万民所集合的圣教会。 那些人都愿意昕

耶稣的道理，并希望他治好自己肉身上和灵魂上的疾苦。 路特提

出有许多附魔的人被治好了 。 所有在场的昕众都感觉从耶稣身上

有一种能力出来，为此人都想法摸耶稣 (5:17; 谷 5 :27; 6: 56) 。

此处所说的"能力" 一定不是说的一种魔术的能力，而是说由耶

稣心中所发出的吸引人的德能。 耶稣先显各种奇迹的意思，是准

备人民昕他下边论天主国的建立所要讲的重要道理。

@ 关于山中圣训的结构，请参阅玛 5 前的要义。 在本注内仅解释

蹬关于此圣训所具有的特征 。 援大抵随釜的次第，此处却离开

釜的次第，而根据另一种史料补入了 6: 20-8: 3 一段(型室中称

此段为蹬担责童的插入部分〉 。 在这一部分内对山中圣训另外有

他独特之处。 为更容易明白这篇圣训，此处有几点应当加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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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当那些由各方来的人要昕耶稣道理的时候 (6:18) ，耶稣就

抓着这机会，讲了十分长的道理，给他们讲明要当他的真门徒

和进入天主国的条件和准备。 这篇道理段落分明:先举出"四

福"与"四祸"作为开场白 (6: 20-26): 开场白中指出那种人

可以被收入在天主国内。随后讲论爱德，因为这是为天主国中

每一个分子的基本法律 (6: 27-46) 。 结尾时论进人天主国的每

一个人所应受的试探:凡胜过这试探的，才能成基督真正的门

徒 (6:47-49) 。 按路 (6:20) 所记，这篇道理直接是对门徒讲

的，但不仅是对在场的这些人，而也是对所有未来愿意跟随基

督的人说的。在这道理中要把耶稣新精神的新生活所有的大纲

要目，加以推广和说明 。 因为耶稣的精神与世上所有的精神相

反:世人寻求现世的快乐和光荣，而耶稣的门徒应当谢绝这一

切 (6: 21-26) 。 这新精神以爱德的诫命为中心，以壮烈的爱德

即爱仇为顶峰。 在日常生活上的爱德要表现在良善、同情、宽

恕、大方和友情的规劝上。 爱德原是效法天主的爱情和仁慈所生

出来的，因此只希望天主所要赏的报酬 (6 : 27-45) 。 如将本处的

山中训言与玛所记的作一比较(玛 5:1-7:27) ，立刻便看出有很大

的区别。 切11言的小引和结尾二者虽相似，但训言的重心却不同，

玛以耶稣的新法律来反对旧法律，而路以耶稣的精神反对世俗的

精神。只就二者分量的区别也很明显，路仅有三十节，而玛却有

一百一十节。 有许多玛在此训言中所记的，见于路别的地方;相

反的，也有许多路在此训言中所记的，见于玛别的地方。 总括一

句，似乎应当说:耶稣一定论他的国讲过这样的演说，并且在一

个山坡上当着很多人讲的，至于这演说的整个篇幅，门徒们没有

全部传授下来，只传授了这演说的要点。 玛和路用自由叙事的文

笔把这篇演说重新改编，而且二者所改编的内容，都是为了适合

自己写福音的目的。 这样自由叙事决不抹杀事实的真实性，且更

显出圣史们不纯是记事者，而也是活生生的宣讲福音的真理者。

@ 要记述的真福共计八端(或云九端) ，而蹬仅记述四端，他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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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端真福与四端真祸对立。 望所列举的真福中，很明显地合乎

韭主的民情，因此真福的意义纯是精神方面的 。 蹬是为外教归

化的主堕读者写的，他着重的是社会的普通状况，但二福音的

主旨相同 。 我们不应探求真福有几端的区别，因为"真福"有

几端，毫元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耶稣在这篇训言中，指出了人

进入天国应走的唯一道路。 总之，这道路就是人在天主和别人

前应虚怀若谷;反之，骄傲自恃愿高人一等的人不得进入天国 。

由 20 节可知本篇的演辞直接是向门徒说的，但他的话不仅是为

门徒，而且也是为全民众 (24 节 7:1) ，即为有意跟随耶稣的一

切人。 耶稣先称"贫穷人"有福，路所论的是普通贫穷人，而

玛 5:3 论的是精神方面的贫穷人，即指甘贫乐道和在天主前认

自己贫穷可怜的人。 路加福音特别是贫穷人的福音C1: 53; 2: 7; 

6:20; 12:15-34; 16:9-25) ，但路所论的不纯是物质贫乏的穷人，

因此，贫穷人不能因为他是贫穷人就是有福的，所以有福，是

因为贫穷人不易受世物的阻碍，而能全心渴望天主的恩宠和仁

慈。 由路可证明，若富人心地纯正，连他们也可进天主的国，

试看跟随耶稣的妇女 (8:3; 23:49-55) ，税吏臣凯 (19:1-10) ，

阿黎玛;武雅人若瑟 (23: 50-53) 就可知道。 真福第二端，路仍

论的是普通"饥饿的人"，而玛 5:6 论的饥渴慕义的人。二者的

区别纯是字面的，因为路所想的是那些在现世因贫穷实在受饥

饿的人，他们不反抗社会不公道的状况，而只希望天主的帮助 。

现世的饥饿准备人向往精神方面的饥饿。 对人的这种饥饿和天

主待人仁慈的最好的榜样，蹬给我们记载了贫穷人拉里壁的譬

喻(1 6:19 等〉 。 第三端，蹬声称"哭泣的人"为真福，就是那

些因生活贫苦可怜而愁苦的人，在天主国中要赐给他们纯全的

欢乐;而玛 5:4 所论的哀'陆的人还是偏重精神方面的 。 第四端，

蹬与要 5:11-12 相合，就是那些为了人子，即为了信仰并明认耶

稣为人子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 这迫害有四级:耶稣的门徒

先为人所恼恨，继之被人逐出宗教或政治团体，随后他们的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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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公然受辱骂，最后他们的名字被人消除，即宣布为丑恶的。

可知所说的名字不是私人的名字，而是指"基督徒"的名字

。1: 17; 攫 2:7; 组前 4 : 14; 若 15: 2 1) 。 为那些受迫害的门徒

最大的欢乐是将来在天上所要得的欢乐 。 另外由 23 节的话上证

明，蹬所论的幸福是属神灵方面的，在天主国中并不是要改进

现在的社会状况，而是要叫门徒的明悟思想未来的天报。 另

个欢乐的原故与玛 5: 12 所指出的略同:就是门徒因受迫害加人

先知圣人团体中了，这些先知在世上曾做过天主的证人，如今

在天上都享受尊荣(1 1 :49 等〉 。 由宗 5:41 证明了宗徒们在迫害

中由耶稣的这句话实在吸取了莫大的欢乐 。

@ 本段以四端真祸 (24-26) 与前段四端真福正相对立 (20-22) , 

但这些凶祸，世俗却以为是幸福。 玛在山中圣训中，对此囚祸

未有记载。 路以这四种凶祸，说明那些满怀世俗精神而沉洒于

世俗的人不得进入天国 。 耶稣先恫吓富人难入天国，因为他们

渴望获得世财世物(12 : 18 等 16 : 19 等) ，在世界上他们已经

有了安慰和满足(16: 25; 玛 6:2; 5:16) 。 以"饥饿"来恫吓那

些在今世常得饱饭而"以肚腹为神" (斐 3: 19) 的人。 耶稣向那

些享受现世福乐而"现今欢笑"的人预言他们将要哭泣。 最后

的诅咒，耶稣另外是向门徒说的 。 作耶稣门徒的不能，也不应

盼望在今世受一切人的称赞，受这种称赞的人证明他们不是天

主的真证人，就像一些古来的假先知，他们败坏了天主的圣言。

只求安抚百姓的假先知，圣经中这样的实例很多(列上 18; 依

30: 10 等;耶 6 : 14; 8: 11; 23: 17 等L 26 节最末诅咒的意义，

可用圣雅各伯宗徒〈雅 4 : 4) "与世俗为友，就是与天主为仇"的

一句话，作本节简短的说明 。

@ 以上的诅咒是对沉洒于现世福乐的人说的 (24-26) ， 27 节以下

是耶稣恳切可咛门徒和有意进入天国的人说的。 耶稣在 22 节声

明那些受世人难为的是有福的，如今向那些人要求的更多了 。

以下所论的基本法律，是他给他们立定的爱德的诫命，这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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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平凡的爱，而是壮烈的爱:即叫他们爱一切仇人。 若是仇

人的敌意越大越凶，对他的爱也应越大越深。 以恩爱对仇恨，

以祝福对咒骂，以祈祷对磨难，这种爱的模范，在耶稣以后

(23:34) ，紧随着有他的忠实门徒塑篮望(袤 7:30) 。

@ 耶稣用了几个比方来说明爱德的法律:在天主的国内不应以法

律为标准，而应以爱德为标准。 本处与男 5:39 等相同 。 按耶稣

所设的比方，仇人的敌视已由内而形于外，施行了强暴，对于

这种强暴，耶稣不仅要求门徒甘心忍受，且要求他们爽快地忍

受那更重大的磨难，更要求他们更大的宽仁。 关于本处经文详

解，参阅玛 5: 39 等注 。 路的经文，略有更改，以适合他的读

者，所以他记为:先让取外衣，后让取内衣，如此为希腊读者

更易明了 。 按玛所记，则是先让拿去内衣，而后让取外衣，因

为外衣对犹太人是最需要的，也是夜间穷人要用来盖在身上睡

觉的。一一应知本处耶稣所论的并非严命，而是说明爱德的诫

命重大。 所用的话语是借喻的，为此不应以字面去解释。 耶稣

有意教训人把爱德看得比一切世财世物更高，当耶稣门徒的当

甘心情愿爽快地牺牲自己的权利，而不违犯爱德的法律。 有时

外教的哲人如我国的孔子，罗马的辛尼加 (Seneca) 也讲论爱

仇，但他们的动机纯是出于人道，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祸，

或者为了明哲保身，能以泰然生活 。 但是耶稣所要求的爱，是

爱的本身，是取法于天主的爱 (6:3日 。

@ 本节可算是爱德的金科玉律(玛 7: 12) ，给了一个同人往来的通

则 。 这个通则也见于犹太人(多 4: 16) 和其他外教人中，我国

儒家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劝语;但这都是消极方面

的，而耶稣所定的却是积极方面的 。 这是耶稣初次立定的。

Q) 31 节所定的通则，还能解释成利己主义的通则，就是说善待人，

希望人再善待自己 。 这种爱不是基督徒的爱，基督徒的爱是要

脱去利己主义，只寻求并希望天主喜欢。 凡希望人还爱或善待，

或希望人还回自己所施与的，这样的人与"罪人"即"世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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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两样，因为他们也能因自爱而善待别人。 基督徒的爱出于

爱天主之情，目的只是要叫天主喜欢。 此处与玛 5:46 等的用语

略有不同，因为他的用语是适合于犹太人。

@ 基督徒的真爱德应表现在爱仇人上，应表现在善待仇人而不希

望他们还报上。 谁有这样的爱，可等待天主的厚报(14:14) ，

因这样的爱而成为天主的真正儿女，并相似普爱忘恩者和恶人

的天父(玛 5:4日 。 为基督徒最后的标准是天父的爱，路此处称

为"慈悲"因为天主的爱，尤其彰显在对罪人所表现的慈悲上

(格前1:3; 雅 5:11; 哥 3: 12) 。 玛 5:48 论门徒应当效法天主的

爱。 按以上所说的，路故意把成全的整个重要性置于"爱"字

上，虽与码的话略有改变，但意义全同 。

@ 耶稣的门徒深知天父的仁慈，为此决不应热情地批评别人，心中

和口头上不但不应定断人，还该常爽快地宽恕人，因为他们经历

了天主对自己的仁慈，如此更可使天主仁慈对待自己(玛 7: 1 

等) 。 凡对人不仁慈的，也不能盼望天主对自己仁慈和宽恕(玛

18 : 23-3日 。 基督徒还应由天主的仁慈中学习宽宏大量，甘心施

舍;他们的宽宏大量可使天主对待自己更为宽宏大量。 38 节是以

量五谷的升斗作比喻。 五谷倒在斗内"连按带摇"使升斗实在满

了，并且粮仓还往外溢，天主要以这样满溢的升斗倒在善人们的

怀内，即倒在兜起的大襟内(依 65:7; 耶 32:18; 咏 80: 12) ，以

表示天主丰厚的赏报。 38 节末句似乎是一句俗语，但这俗语的意义

不是表示不差毫厘的公平，而是指"相称"的意思:即一个人越良

善，天主对他也越良善。 (玛 7:2 有一样的俗语，但其意略有不同。)

@ 由 39 节起似乎另起一段，在这一段中耶稣另外是讲给将来做人

领袖的，应特别谨慎，避免严厉批评人，但该想自己的过错。

"节以在巴力斯坦行路做比喻，在那里多为山岳荒野之地，一

个人很容易迷失了道路，也有陷入旁边的深坑或旱井的危险。

若是瞎子领瞎子行路，二人必都陷在坑中 。 所以凡做人领袖的，

必须先应治疗自己，先改正自己的过错才是。 要 15: 14 称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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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人为领瞎子的瞎向导，与此处意义相同 。 40 节的俗语按本段

的上下文看，似乎有这样的意义:若是一个做人领袖和为人师

的已经有过错，怎能希望自己的徒弟没有过错? 另 10: 24 等亦

有同样的俗语，但用意不同(聂 13 : 16; 15: 20) 。 由此可知，一

样的俗语，耶稣能应用在各样的光景上。

4fÞ 41 、 42 两节与另 7:~5 同 。 爱议论他人而加以恶意批评的人，只

在他人身上吹毛求疵，就是那些自己眼中有大梁却不肯察看的人。

大梁是指的骄傲，有这样的骄傲，不容他对人有爱德，必须先从

自己心中将骄傲拔除，然后才适合以爱德来改正他人的过错。

@ 由 43-45 节又用别的比喻说明:凡愿劝戒人和领导人的，先应当

清洁自己的心，成全自己 。 如果自己真好，他必像好树一样结

好果子，在他所教训的人身上也必显出他的功效来。 再说:若

是他心中满是德性善功，由他所发生的，好像由宝库中，给别

人提出了好东西。 但若为人师，为人领袖的是一个坏人，他心

中满是邪恶，不必希望他为别人有什么好处(您 32:6) 。 对此处

亦参阅玛7:15-20; 12:33-35 。

@ 最后一句是对门徒说的劝言。 他们与耶稣有密切的关系，他们

称耶稣为"主"因此承认耶稣对自己有元上的威权，既然如

此，也必须遵守他的命令。 否则，就是谎言者。 因为真正随从

耶稣，不在乎口头上的明认，而在乎完成工作，服从他的旨意

(若 13: 17; 雅 1:22) ，亦参阅玛 7: 21-23 。

@ 本篇讲辞的结论与玛 7:24-28 所有者约略相同;所不同者是玛的

话更适合巴力斯坦的状况。 路所论的房屋是建筑在河的两岸，其

中一座有深的基础，而另一座没有。 路也没有论及在巴力斯坦暴

风中所降的大雨，仅论及河水泛滥冲坏房屋的情形。 但二圣史的

意义相同:是说仅昕耶稣的道理，外面承认自己是他的门徒，这

还不够，还应在实际的生活上，按照耶稣的道理去作。 耶稣的道

理越深入他门徒的生活内，他们也越坚忍来抵抗未来的试探。 最

后耶稣极恳切地劝勉门徒把他的道理实现在自己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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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葛法翁的百夫长(玛 8:5-13 )

1 耶稣向民众的耳中讲完了这一切话以后，就进了葛

法翁。 02有一个百夫长，他所喜爱的仆人害病要死。3他听

说过耶稣的事，就打发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往他那里去，求

他来治好自己的仆人。4他们到了耶稣那里，恳切求他说 :

"他堪当你赐与他这事，5因为他爱护我们的人民，又给我

们建筑了会堂。" 86耶稣就同他们去了。他离那家已经不

远，百夫长打发朋友向他说 "主啊!不必劳驾了!因为

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7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

跟前来，只请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8因为我也

是受派在人权下的人，但是在我下也有士兵;我对这个

说:你去!他就去;对那个说:你来!他就来;对我的奴

仆说:你作这个!他就作。" 89耶稣一听这些话，就希奇

他，遂转身向跟随自己的群众说 "我告诉你们:连在伊

撒尔中，我也没有遇见这样大的信德。 "10奉遣的人回到家

中，见那仆人己痊愈了。@

复活纳因城寡妇的独子

11 以后，耶稣往一座名叫纳因的城去，他的门徒和许

多群众与他同行。 12临近城门时，看，正抬出一个死人来，

是他母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是寡妇;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

陪着她。 013主一看见她，就对她动了怜悯的心，向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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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哭了!" 014遂上前按住棺材，抬的人就站住了 。 他

说 "青年人，我对你说:起来罢! "15那死者便坐起来，并

开口说话;坚壁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 016众人都害怕

起来，光荣天主说 "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天

主眷顾了自己的百姓。"17于是称述坚壁的这番话，传遍了

犹太和附近各地。 。

若翰派二徒访问耶稣(要 11: 2-6) 

18若翰的门徒把这一切报告给若翰，若翰就叫了自己

的两个门徒来 19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你就是要来的

那位，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呢?" 020二人来到耶稣跟

前说 "洗者若翰派我们来对你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位，

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21 正在那时刻，他治好了许多

患有病痛和疾苦的并附有恶魔的人，又恩赐许多瞎子看

见。 22他便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

给若翰: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癫病人洁净了，聋子

昕见了，死人复活了，贫穷人听到了喜讯。 23凡不因我绊

倒的，是有福的。" æ 
耶稣称述若翰(玛 11 : 7-19) 

24羞擎的使者走了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论若翰说:

"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为风摇曳的芦苇吗?

25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 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啊!那衣着华丽和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26你们出去

究竟是为看什么?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

他比先知还大。 27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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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 现我告诉你

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羞整大的，但在天主的国内

最小的比他还大。 41)29 听教的众百姓和税吏，领受了若翰

的洗礼，彰显了天主的正义。 30但法利塞人和法学士却不

受他的洗，在自己身上废弃了天主的计划 。 Cf)31 我可把这

一代人比做什么呢?他们相似什么人呢?32他们相似坐在

街上的儿童，彼此呼唤说:我们给你们吹笛，你们却不跳

舞;我们唱哀歌，你们却不悲哭。 33 因为洗者若翰来了， 他

不吃饼，也不喝酒，你们便说:他附了魔。 34人子来了， 也

吃也喝，你们又说:这是个贪吃嗜酒的人，是个税吏和罪

人的朋友 。 35但一切智慧之子必彰显智慧的正义。 " æ 

悔改的罪妇

36有个法利塞人请耶稣同他吃饭，他便进了那法利塞

人的家中坐席。 æ37那时有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她一

闻知耶稣在法利塞人家中坐席，就带着一玉瓶香液，招来

立在背后，靠近他的脚哭开了，开始用眼泪滴湿了他的

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热切地口亲他的脚，以后抹上

香液。 æ39那请耶稣的法利塞人见了，就心里想 "这人若

是先知，必定知道这个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是一

个罪妇 。 " ~耶稣发言对他说"西满，我有一件事要给

你说。"西满说"师傅，请说罢， "41 "一个债主有两个债

户:一个欠五百德纳，另一个欠五十。42 因为他们都无力

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二人。 那么，他们中谁更爱

他呢?"43西满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赦的 。"里壁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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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判断的正对。" 4fì44他遂转身向着那妇人，对噩噩说:

"你看见这个妇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她却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45你没有

给我行口亲礼，但她自从我进来，就不断地口亲我的脚。

46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她却用香液抹了我的脚。盯故此我

告诉你，她的那许多罪得了赦免，因为她爱的多;但那少

得赦免的，是爱的少。" (D48坚壁遂对妇人说"你的罪得了

赦免。"48同席的人心中想道"这人是谁?他竟然赦免罪

过!"田堕堡对妇人说"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回去罢 ! "

@ 在山中圣训后，路记载了几件特别证明仁慈的耶稣对谦逊依恃

他的人所显的奇迹和行的其他事迹。对治好葛法翁百夫长的仆

人的事，玛 8: 5-13 也记在山中圣训之后。二圣史的区别只是叙

事方面的，玛似乎将整个的事迹省略缩短，而路却把事情的经

过一一详述。他没有说百夫长亲自到耶稣跟前，而是先委派了

几个犹太长老到耶稣那里，及至耶稣临近了他的家，他又派了

朋友去。对治疗仆人的事，路较玛简略，由此可证明路所着重

的，是彰显百夫长所有的谦逊和坚固的信德。

@ 按玛 8: 5 , 6 耶稣进了葛法翁，百夫长亲自来见他，但按路却是

百夫长委派了在葛法翁有势力的犹太长老为自己的病仆转求。

路在此用了几句话描绘百夫长的为人，他虽是外教人，却非常

温和良善，颇为犹太人所重视;尤其他的大方，特别是在修建

会堂上表现出来。耶稣大概即在这会堂里，以前曾讲过道理，

治好了附魔的人 (4:32 等) ，以后也在这里讲了圣体圣事的奥妙

道理(若 6:59) 。百夫长对病仆如此关心，更证明他的仁爱良

善。他委派犹太长老到耶稣那里，是想自己为外教人，不堪当

接近耶稣，而且他希望因他们的转求更能获得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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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已临近了，百夫长还不敢到耶稣跟前，却又打发了朋友去。

既然他托人求耶稣来，如今因为他对耶稣怀着十分尊敬的心，

却又不敢请他到自己家中去。 由百夫长说的话上，表现了他坚

固的信德，他承认耶稣的无上威权:耶稣无须到病人前， 也元

须作什么，只须说一句话，即可见效。玛与路二福音间并无矛

盾之处。虽然百夫长本人没有先到耶稣跟前去，而玛却说他本

人去了，是因为代表说的话也即是他本人所说的话。路描绘的

这一幕十分生动，因此更彰显百夫长的谦逊和信心。

。 耶稣十分惊讶百夫长所表现的谦逊和依靠的信心，这样的信心

在犹太人中也不易找到〈谷 6:6) 。 此处初次应验了西默盎的预

言:耶稣奉派来是为"启示异邦的光明" (2: 32) 。路似乎故意

略去此时所说的别的话(见玛 8: 11 、 12) ，以后才把那些话记述

出来(13 :28 、 29) 。路只想在这个光景上应把百夫长的善表先介

绍给自己的读者。

@ 本处所记述的这个奇迹，仅见于路。对于显此奇迹的时间，从

11 节看不出来，为此是否耶稣是由葛法翁行了七八小时的路，

一直来到了纳因(此城位于纳臣肋东南约七，八公里) ，不得而

知。现今在纳因小村庄内为记念这奇迹有方济各会建筑的圣堂。

参阅 ELS nn. 530-5410 路以心理的描述方法，在前二节三言两

语把显奇迹以前的光景描写出来。纳因就像古来其他的城市一

样，有垣墙环绕。 耶稣临近城门时，正有一个死了的人由城门

抬出来，此时有两伙人彼此相遇:一伙是耶稣和门徒以及跟随

耶稣来的人，另一伙是出殡的仪仗，即死者的邻舍亲友 。 死者

的母亲哭'助欲绝，因为她是寡妇，死者又是他的独子。这座小

城市中有许多人来送殡。吊亡送殡为犹太人视为圣事，如果去

送殡，别的宗教义务即可免除。 本处所记送葬的人数如此之多，

是因为死的是个青年独子，令人更加悲哀。

@ 由耶稣此处所显的奇迹上，又彰显了他对谦逊和苦痛的人是怎

样的慈悲 。 按当时送葬的习俗，常有许多陪哭的妇女，耶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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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号眺大哭中，知道哭吊的是一个寡妇的独子(暨 6 : 26; 

要 8: 10; !ffi. 12:10) ，为了那妇人双重的悲惨命运:她本人是寡

妇，又丧失了唯一的安慰，耶稣遂大动慈心 。 圣史在叙事时，

初次称耶稣为"主"此后福音中多次用此称呼 (5:8 是出于组

多禄的口〉 。 耶稣在这个奇迹上初次表现他是生命和死亡的最高

主宰。 向寡妇说的一句简短的话是愿意安慰她，而且也是要显

奇迹的准备。

@ 耶稣一点也不顾虑有关不洁的法律(去 19:16) ，前去按着敞开

的棺材，内里死者由麻布裹着。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子 (6: 日，

也不必怕摸死人沾染不洁。 他对死了的青年就像对活人说话一

样，原来死者也应当听他的声音(若 5:2日。耶稣仅出一命，足

够使死者复生 (8:54; 袤 11: 43) 。 由此可见，古先知旦旦旦和

厄里吏复活死人时与耶稣所行的大有区别(列上 17:21; 列下

4 : 35) 。 耶稣因怜悯寡妇显了奇迹，为此把复活起来的青年交给

了他的母亲，以做她的安慰。

@ 这奇迹的效果另外是在场的观众所有的惊讶和敬畏之心，因为

在这事上彰显了天主的能力 。 因此众百姓都颂扬天主所施的仁

慈 (5:25 等)。就像古代天主打发先知以言以行给百姓宣讲了天

主的威严和仁慈，另外在北国有厄里亚和厄里吏两大先知也复

活过死人，现今百姓由眼前所见的奇迹也推知耶稣是天主打发

来的新先知 (9:8 、 19; 24: 19) ，藉着他，天主要向百姓广施慈

惠 (1:68 、 78) 。 有关这新先知的这番话，立时传遍了全犹太

(按路的说法犹太是指全巴力斯坦) (4:44) ，并附近各地

(6: 17) 。 百姓此时虽然还不知道耶稣是默西亚，但已想到， 藉着

此人，默西亚时代已开始了 。 除了这个奇迹外，福音书中还有

两个复活死人的奇迹，即复活雅依洛的女儿，前三福音都有所

记载 (8:40 等;另 9: 18 等;釜 5:21 等) ，复活盐旦壁，仅见袤

11: 1 等 。 但不能因此推想耶稣只复活了这三个死人。 福音书对耶

稣所行的事迹记载的很少(袤 20:30; 蹬 10: 13 ) 。 蹬只愿意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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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传授这个奇迹，是因为这奇迹，与他写福音的目的十分相合。

@ 耶稣显奇迹的消息，另外百姓在各地对耶稣所有的传言(7: 17) , 

也传到了若翰的耳中 。 他此时已被监禁很久(3: 19 等) ，但黑落

德十分尊敬他(谷 6: 20) ，也优待他，让他能与自己的徒弟相

会。 按若翰由自己门徒所获得的消息，耶稣对受苦的百姓行了

很大的慈善，但耶稣还是度着谦卑的生活 。 若翰施洗时已确知

耶稣为默西亚(3: 21; 若 1:32 等〉 。 耶稣所行的那些非常的奇

事，也已证明了他真有默西亚的使命;但若翰奇怪，为什么耶

稣尽力隐藏自己，为什么还不显明自己是审判主(3 :9 、 17) ，因

为若翰已经宣布他是那位伟大的"要来的"他要来在百姓身上

施行裁判 。 若翰直到此时还不完全明白耶稣的真正使命，这是

不奇怪的;就像伯多禄虽与耶稣那么接近，但明白耶稣的使命

也是很迟。 圣母玛利亚对救世的奥迹也是慢慢才透彻的 (2:50) 。

按路所记载的:若翰之所以打发二徒到耶稣那里，是叫二徒给

自己采访耶稣亲口的证言。

@ 对本段的注释，参阅玛 11:2币 。 路比玛更显明地记述了二徒的

使命，并指明了那二徒来到的时候，耶稣正行许多奇迹，因此

二徒也成了耶稣显奇迹的证人。 耶稣不仅用事实，而且也明白

说出对自己的前驱应交代的证言，为叫他坚信无疑。 耶稣将依

撤意亚论默西亚的使命所预言的话提示若翰注意(依 35:5 等;

26 : 19; 29: 18 等 61: 1) 。 若是耶稣所行的奇迹彰显出天主在耶

稣身上施展了能力和仁慈，那么依撒意亚先知对耶稣是默西亚

应如此而行的证言就不再会引起人们疑惑。 23 节是耶稣藉二徒

传达给若翰的话，为劝自己的前驱应有忍耐和谦逊信仰的心去

容忍 。 这个态度是耶稣初次来临时向所有的人要求的，他仅在

第二次来临时才对世人显示自己身为裁判主的光荣。

@ 若翰的门徒走了，去回报自己的师傅以后，耶稣对在场的百姓

用极度赞美的话称扬自己的前驱若翰。 耶稣向百姓说的话，为

使他们明白若翰使命的重要性，自然也是为使他们明白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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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所行的事。所有的听众都该承认，主整有特殊的圣德，在

奉事天主上有百折不挠的刚勇。他不作顺随百姓意愿的工具，

也不巴结当权者的友谊关系，而只是当天主的舌人，作天主对

百姓说话的传声筒。他的使命超过了一切先知，因为他是前驱，

该当给默西亚时代行开幕礼(要 3: 1)。不过他还是默西亚时代

以前的人物，仍属于旧约时代的济世计划中。但耶稣的任务是

要完全开一个新的纪元，在耶稣建立的天主国内所赏给人的恩

宠远远超过旧有的一切恩宠。因此天主国内最小的一员比那旧

约时负有非常使命的人还更有福。耶稣敦劝百姓的着重点，即

在于叫百姓知道，最重要的是接受前驱的证言，并承认耶稣的

事业，是默西亚时期的开始，是百姓得救恩唯一的道路。对本

段的注释，参阅玛 11 : 7-110 028 节有许多古抄卷和古译本，如

拉丁通行本作"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先知比洗者若翰大的"。

"先知"二字大概是因 26 节有与古先知比较的话，而补人此处的。

@路略去了玛 11:12-14 所记述的，但在此处加入了耶稣说的别的

话，这话也许是耶稣在另一种光景上说的(参见玛 21:32 等)。

天主的旨意和计划是叫若翰劝化百姓回头，并准备百姓进入默

西亚国(7 :27) 。众人在若翰的使命上都该坦白承认天主的这个

旨意。事实上只有法利塞人所轻视的平民(若 7:49) ，和被法利

塞人看作罪人的税吏 (5:30) ，顺从了若翰的讲劝，领受了悔改

的洗礼。 :10 等) ，如此他们承认了天主的计划是怎样正义公平

的。但法利塞人和法学士自以为是义人，拒绝领受若翰的洗礼，

这样是他们自己使天主施救的计划不发生效力(参见玛 21:32) ，

使自己脱离了救恩。

æ 23 节的比喻，说明法利塞人的顽固不化。对本处的注释，参看

要 11 : 1ι19。按玛的记载，耶稣的这些话是对全犹太人说的，

而按蹬，这些话仅限于运组塞人和法学士。所论儿童的比喻，

其中的每字每句不应全加以解释，只应注意不愿与人玩耍的儿

童的怪癖和顽皮。这是比拟做人民首领的，因骄傲而生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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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顽梗，因为他们拒受天主所有的计划和启示。 但是天主对待

那些改善生活而悔改，在新生活上表现天主圣宠效力的(罗

8: 14) 平民、税吏和罪人(7 : 29 ) ，天主以他们为自己的儿女。

此处天主化身为智慧，比作母亲〈参阅 11:49; 德 4: 11 等 ) 0 35 

节与另 11: 19 文辞略异，而意义相同 。 耶稣这话，路用下边的

例子来讲明 。

@ 本处的记述为路所独有，耶稣在前边已把那谦逊顺从天主旨意

的平常百姓和法利塞视为罪人的人当作模范，来反对那违背天

主恩宠的法利塞人 (29-35) 。 现今在此处举了一个实例，以说

明耶稣为什么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并说明那些可怜的罪人

藉着自己实在痛改前非的生活，以证明天主的智慧在自己所有

的计划上所行的怎样正当(34 等节〉 。 路在此段开始，没有指

出时间和地方来，可知所记的似乎未按历史的次序;把此事插

入此处，是在证明耶稣上边说的话。 法利塞人的约请，耶稣多

次赴约 (11:37; 14: 1)，好藉机会救拔他们 。 按下文所记的，可

知法利塞人西满的约请不是出于真心，因为他对耶稣没有行对

客人应行的一切礼貌。 西满请耶稣，是因为闻知耶稣是出名的

人，是百姓前的先知(7: 16 等) ，为此想认识他，并详细观察

他。 虽然如此，耶稣仍是应约赴会。 在法利塞人家中，按照波

斯传来的风俗，侧卧在垫子上进食。

@ 宴席大概设在庭院中，对于未曾被约请的人来在赴席的人前，

按当时的风习，不算犯禁(参阅 14: 2; 谷 2: 16) ，而且耶稣已

是远近闻名的师傅，在这样的机会上有人由外边来求见他，谁

也不会见怪。 圣史没有提及这妇人的名字，也许是为保存她的

名声。 她是城中人所共知的罪妇，也许为了犯奸，或者为了别

样罪过，丧失了自己的名誉。 她似乎不是一个娼妓，因为这样

的女人一定不准进法利塞人的家。 这妇人，无疑地早已昕过耶

稣的讲道，而回了头 。 她现今对耶稣所行的，不仅是痛悔的表

示，而同时也是知恩报爱的表示，由此证明她认识耶稣已很久



669 路加福音第七章

了，对耶稣已怀有完全依靠的心情 。 她带着一瓶香草所制的香

液。 "玉瓶"原文&份στ仰，原指玉石制成的器皿，后也指普通

一切盛香液的瓶子。 打破瓶子的长颈(釜 14: 刀，香液即可流

出 。 由旦约中我们知道，这样的香液是贵妇们普通所用的(攫

7 : 17;依 3:24; 歌 4: 10) 。 耶稣按当时的风俗将鞋脱在门口，靠

着桌子倒卧着，这妇人就从后面靠近了耶稣，用香液来抹他的

脚。 但她此时想起自己以前的生活，以及耶稣对可怜的罪人所

有的慈悲，眼泪不禁流了出来，且流在耶稣的脚上。 那妇人就

跪下，解开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且由于敬爱耶稣的心情，

不断地口亲他的脚 。 随后在脚上抹香液，这种宝贵的香液，原

来是抹在头上的，而她自想不配那样做。 她谦逊地跪在那里，

虽然没说一句话，但所行的比说话更能透露她的心曲 。

@ 耶稣一点也没有拒绝这妇人的动作。 因此那莲型塞人推想耶稣

不知道这妇人是所共知的罪妇，并进一步推想耶稣不是百姓所

称为的先知 07: 16 等 9:7 等) 。 因为先知是天主的人，是天

主圣神所灌注的人，一定该知道他所交接的是何等人(到上 13:

20-22; 14: 6; 列下 1 :3; 5 :25 等;轰 4: 1ι19) 。 他既然同天主密

切结合，就不可同罪人交接。那法利塞人心中正想这一切时，

耶稣就指示给他，自己事实上怎样洞悉人的思想 。 耶稣遂把那

法利塞人自己所想的一一透露了出来。

@ 耶稣"听见了法利塞人所想的" (圣奥斯定) ，以事实证明自己

为先知 。 耶稣设了一个不必解释的比喻驳斥了法利塞人的想法。

耶稣深知这妇人的已往罪行，并不是无缘无故让她接近自己，

因为这妇人就近耶稣时，已不是罪妇，她怀着忏悔的心来求宽

恕，且已改过迁善。 比喻中所设的两个债户，第一个比另一个

多欠十倍(玛 18: 24-28 同〉 。 五百德纳约合五十英镑，或一百四

十美金。 耶稣让那法利塞人自己从比喻上推论那得赦免多的债

户，要比那得赦免少的债户对债主更该表示知恩报爱的心 。 自

然也让西满从自己所答复的话上该当推知，自己对这妇人下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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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必须慎重。 比喻中所设的一切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光景;债户

的爱出于赦免债务的知恩之心，而这罪妇的爱是忏悔的爱(见

47 节) 。 事实上这妇人所表现的爱先于赦罪，而比喻中债户的爱

是后于赦免债务。 但是耶稣不再想念她已往的罪行，而只预见

她将来对自己的恩爱，因为她所表示的忏悔是真心回头的记号。

@ 耶稣对当时的光景所设的比喻，用意并不是抱怨那法利塞人，

而是叫他知道自己对耶稣怎样的冷情。 耶稣的用意也是保护并

称扬西满所鄙视的这个妇女。 西满对待耶稣没有行待客的普通

礼貌:他没有给水洗脚，在巴力斯坦炎热地方，道路崎岖多尘，

给客人水洗脚是头一件招待客人的事(创 18:4; 19:2; 民

19:2 1) 。 西满忽略了对朋友请安，即行口亲手或脸面礼〈出 4:

27; 撒上 20: 41; 撒下 19: 40) 。 往头上抹香液是待贵客之礼

(咏 23:5; 训119: 的 。 这罪妇对耶稣所行的非常之礼，是因为她

认耶稣为救主，又因她行的一切是忏悔并爱情的记号，因此她

许多的罪都得了宽赦。 47 节末句似乎与比喻的意义不完全相合。

为明白这一句应当想西满心中己责怪耶稣不知这妇人为罪人。

但是耶稣的用意是告诉西满这妇人已不是罪人，是故意让她亲

近自己 。 她过去虽然罪大恶极，可是在她礼待耶稣的事上所表

示的爱，已得了宽赦。 她进来时，心中己怀着爱情。 她的爱是

依恃和忏悔的爱，她已知耶稣为罪人的救主(7 :34) ，遂生出依

恃耶稣的心，这依恃的爱起始即与知恩之心是分不开的，她也

确知耶稣不会赶她走，这样，她礼待耶稣的事表现了忏悔，也

表现了对良善的耶稣知恩之心 。 如此， 47 节上半句的这种意义

与比喻十分相合。 按耶稣所说的比喻，我们承认"妇人既有这

样大的爱情，因此她的大罪也得了赦免"的结论;许多誓反教

的学者和不少的公教学者把 47 节上半句如此解释说"她那许

多的罪已得了赦免，为此她爱的多"以表示她知恩之心。 这些

学者的主张，是说这妇人从前已获得了耶稣的宽赦，只是在这

个机会上来表示自己的知恩之心而已 。 这种解说与我们的主张



671 路加福音第七章

不合。因为按全文所描写的来看，这妇人是初次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也仅在这一次声明她的罪得了赦免 (48 节)。所以我们坚持

圣教会时常所讲的"爱能赦罪"的道理的基本思想(伯前 4:8;

罗 5:20; 箴 10: 12; 并参见玛 21:30 等)。比喻中的话语与比喻

所指的事之所以不相符合，是由于此处所说的两个债户的比方

不能完全表示罪人对天主的关系。在人们前债户的知恩之心是

在赦免债务之后，但在天主那里人获得赦罪以前在人心中先该

有爱念，由爱而生忏悔之心。但这种爱念也是天主圣宠的恩赐，

如此，常与依恃和知恩是分不开的。 47 节下半句是对法利塞人

说的，这话与比喻的结论更为相合(见 42 节等〉。西满对耶稣

几乎没有表示应有的敬爱，因为他自以为"义人"不希望由耶

稣得什么恩宠 。

41> 48 节是耶稣对妇人说的话。 耶稣用清楚的话强调这妇人所渴望

的:得罪之赦。 人子原来有权赦罪 (5:20) ，他就用本有的权柄

赦了她所有的罪过。 因为同席的人怪异耶稣所施的权柄，耶稣

遂又强调这妇人是因了信德而获救。福音中常指出信德为得救

恩是为首的条件(无论是为神形的救恩) (玛 9 : 2; 13: 58; 15: 28 

等)。最末几句与 47 节上半句没有矛盾之处，因为信德赋与这

妇人依恃耶稣的心，信德又感动她谦逊痛哭自己的罪，信德又

激励她爱慕这最大的恩主。为此信德与爱德是分不开的。圣保

禄说"信德藉着爱德行事" (迦 5:6) 。

附注

监主E圣史所记载香液傅主的事，与其他三圣史所记载拉臣禄的

妹妹望型里以香液傅主的事 CEh 26:ι13; 釜 14: 3-9; 聂 12: 1-8) 是

否相同，今略加讨论于下:因为路没有记载耶稣受难前抹香液之事，

又因此处与其他三圣史所记者有相同之点，自古以来学者就讨论香

液傅主之事，是一次或者两次的问题;特别西方教会受了圣大额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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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六一四年卒〉的影响多主张仅为一次，且主张拉臣禄的妹妹与

路所记之罪妇为同一女人，并且与玛利亚玛达肋纳一一耶稣由她身

上曾驱逐七个魔鬼的一一一为一人 (8:2; 谷 16:9) 。 这个意见，今日

还有些学者主张 。 他们的理由是:在两个光景上所论的都是在某

个西满家中的晚宴;香液傅主之事又全是妇女怀着挚爱所行的;在

两个光景上都是以极贵重的香液抹脚，这香液本是抹头用的(若 12:

2 与路同，而玛 26:7; 谷 14:3 却记以香液抹头之事);在这两个光

景上，全是用头发擦脚，这是爱慕非常的记号，不然，便不会提及 :

以上是相同之点;但是在路和其他圣史所记载的事中不同之点更多

且大，决不能将两个记载视为一事，另外是时间与地方的区别 。 路

所记载的事，似乎是在加里肋亚地方，离受难时间很远;另一个记

载是在犹太贝塔尼雅，是在受难前几日，且拉臣禄的妹妹玛利亚的

脾气性格与那个罪妇不同 。 路所记载的罪妇犹如人所不认识的，并

没有提及她的名字;拉臣禄的妹妹玛利亚却是一负有盛名的女人

(玛 26: 13; 谷 14:归路 10:38 等〉 。 罪妇是一个平常的妇女，法利塞

人不肯同她来往。 拉臣禄的妹妹玛利亚是个热心虔诚的妇女，也是

一个富有默观的人 (10:39) ，并且有很多犹太人都聚在她家中(若

11: 19 、 31 等) 。 罪妇对耶稣的礼遇是出于悔罪和对耶稣知恩的心，

而玛利亚对主的知恩报爱是由于主复活了自己的兄弟 。 在贝塔尼雅

所有的宴会情景，完全与路所记载的不同 。 至于请耶稣的东主名字

相同，不足为奇，因为由福音中可以证明，西满和西默盎是当时最

普遍的名字。 由这些不同之点上可推断香液傅主之事发生过两次。

并且罪妇与拉臣禄的妹妹玛利亚不是同一女人，且是与那曾附过七

个魔鬼的玛利亚玛达肋纳似乎也不是同一女人(玛 27:55; 谷 15. : 

41; 路 23:5日，因为附魔在福音中总不视为人的罪过。

若问:为什么路没有记载在贝塔尼雅抹香液之事?为答复这问

题应说:路一定知道这事，大概为了两个记载有许多相同之点，便

略去第二个记载。 在本书引言中己讨论过路由两件相似的事中仅记

述一件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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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服侍耶稣的热心妇女

1 以后，耶稣走遍各城各村讲道，宣传天主国的喜讯，

同他在一起的有那十二徒，2还有几个曾附过恶魔或患病而

得治好的妇女，有号称码达肋纳的旦主l里，从她身上赶出

了七个魔鬼 3还有组主组，即墨蓬堡的家宰屋盘的妻子，

又有苏撒纳，还有别的许多妇女，她们都用自己的财产资

助他们。 。

撒种的比喻(翌日: 1-23; 釜 4: 1-20) 

4那时有许多群众聚集了来，并有从各城来到里堡前

的，他就藉比喻说 85 "有一个撒种子的出去撒种子;他

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就被践踏了，并有天上的飞鸟

把它吃了。6有的落在石头上，一长起来，就干枯了，因为

没有湿气。7有的落在荆棘中间，荆棘同它一起长起来，把

它阮死了。8又有的落在好地里，长起来，结了百倍的果

实。"他说完这些话，就高呼说"有耳昕的，就听罢!" 8 

9他的门徒问他这比喻有什么意思。 10他说"天主国的奥秘

是给你们知道的，对其余的人，就用比喻，使那看的，却

看不见;听的，却昕不懂。 011 这比喻的意思是:种子是

天主的话。 12那些在路旁的，是指那些人听了，随后就有

魔鬼来到，从他们心中把那话夺去，使他们不至信从而得

救。 13那些在石头上的，是指那些人，他们昕的时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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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地接受那话，但这些人没有根子，暂时相信，一到试探

的时候就退避了 。 14那落在荆棘中的，是指那些听了的人，

还在中途就被挂虑、钱财及生活的逸乐所蒙蔽，没有结出

成熟的果实。 15那在好地里的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

倾昕的人，他们把这话保存起来，因着坚忍结了实。" 0 

奥秘必要传扬出去(谷 4:21-25)

16没有人点上灯，用器皿遮盖住，或放在床底下的，

而是放在灯台上，为叫进来的人看见光。 17 因为没有隐藏

的事，不成为显露的;没有秘密的事，不被知道而公开出

来的。 18所以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

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由他夺去。 " 0 

耶稣的真亲属(玛 12: 46-50; 谷 3:31-35 )

19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到他这里来了，因为人多，不能

与他相会。20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

边愿意见你。 "21他却回答他们说"昕了天主的话而实行

的，这才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 " 0 

平息风浪(玛 8:8 、 23-37;谷 4: 35-41) 

22有一天，耶稣和自己的门徒上了船，对他们说"我

们渡到湖那边去。"他们便开了船。 023正在航行时，他睡

着了。忽然有狂风降到湖上，船要满了水，处于危险中。

24门徒们前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要丧亡

了!"他醒起来，比责了狂风和波浪，风浪就止息平静

了。25他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德在哪里7" 他们又害怕又惊

奇，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因为他命令风和水，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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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也都服从他。"。

治好附魔的人 C l!ð 8: 28-34; 釜 5: 1-20) 

26他们航行到革辣撤人的地方，就是加里肋亚的对

面。 4ID27里堡一上了岸，迎面来了一个那城中附魔的人，

他很久不穿衣服了，也不住在家里，而在坟墓中 。 0)28他

一看见耶稣，喊叫起来，跪伏在他前大声说"至高天主

之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求你别苦害我!明因为

他曾命令邪魔从那人身上出去。原来邪魔己多次抓住他，

他曾被铁链和脚镣捆缚起来，被看管着，他却挣断锁链，

被魔鬼赶到荒野中 。 4f)30 耶稣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军旅。"因为有许多魔鬼进入了他身内 。 3 1 魔鬼求耶

稣，不要命令他们到深渊中去。 4E)32在那里有一大群猪在

山上牧放着。魔鬼就恳求耶稣许他们进入那些猪内，耶稣

准许了他们 。 33 于是魔鬼从那人身上出去，进入猪内。那

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到湖内淹死了 。 34放猪的看见发生的事，

就逃去，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 。 35人就出来看那发生的

事，来到耶稣前，发现脱离魔鬼的那人，穿着衣服，神智

清醒，坐在耶稣足前;他们就害怕起来。36那些见过这事

的人就对他们述说:那附魔的人怎样被治好了 。 37革辣撒

四周所有的人民要求耶稣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十分恐惧。

他便上船回去。38脱离魔鬼的那人祈求耶稣，要同耶稣在

-起，但显篮打发他去说 39 "你回家去罢，传述天主为你

作了何等大事!"他就去了，满城传扬耶稣为他作了何等

大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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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好患血漏的妇人，复活雅依洛的女儿 (玛 9: 19-26; 谷 5:

21-43) 

40耶稣回来时，群众就迎接他，因为众人都等候他。 @

41看，来了一个人，名叫雅依洛，这人是一个会堂长，他

跪伏在耶稣脚前，求他到自己家中去 ;42 因为他有一个独

生女，约十二岁，快要死了。当耶稣去的时候，群众都拥

挤他。(D43有一个妇人十二年来患血漏病，把全部家产都

花在医生身上，没有一个能治好她的。44她来到耶稣后边，

摸了他的衣服缝头，她的血漏立刻止住了。4fÞ45耶稣说:

"谁摸了我?"众人都否认;伯多禄说"老师，群众都拥

你挤你! "46耶稣却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

我身上出去了。"47那妇人看不能隐瞒，就战战兢兢地来跪

伏在耶稣跟前，把自己摸他的原故和如何立刻病好的事，

在众百姓面前都说了出来。48耶稣遂对她说"女儿，你的

信德救了你，平安去罢!" ~他还在说话时，有人从会堂

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烦劳师傅了。"50耶稣昕

了，就对他说"不要害怕，只管信，她必得救。"51 耶稣到

了那家里，除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和女孩子的父母外，

不让任何人同他进去。52众人都在痛哭哀吊女孩子。他却

说"不要哭泣!她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咱他们明知她

死了，就讥笑他。4i)54耶稣拿起她的手来喊说"女孩，起

来! "55她的灵魂就回来了，她就立刻起来了。坚壁吩咐给

她吃的。56她的父母惊讶的出了神。耶稣却警告他们不要

传说这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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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此时耶稣大抵常在墓盖盒和附近的一些城内(如组旦旦，

纳因等，并参阅 4:43 等〉 。 自此以后，圣史开始记述耶稣远行

传教的阶段(见 9:58) 。 在这传教的行程中十二宗徒常随从着

千也;并为叫他们学习传教的生活，也派他们出去讲道 (9: 1 等;

10: 1 等) 。 当时在随从的人中除十二位宗徒外，还有许多妇女，

其中至少有几个是很富有的，用她们的家资供养这个集团(釜

15:41; 玛 27:5日 。 她们都十分敬爱耶稣，或者是受了耶稣的恩

宠而对他表示知恩报爱，因为有许多妇女就如蹬所记的，曾附

了恶魔或患重病而得到治疗的 。 在这些妇女中第一个先提到玛

利亚，她号作玛达肋纳;她大概是玛格达拉村的人，这村在革

讷撒勒湖西岸，位于提庇黎雅城北约七公里。 耶稣由这妇女身

上驱逐了七个魔鬼(即叫她脱离极严重的附魔状态，参阅路

17:26) ，以后她对耶稣分外感恩报爱 (24: 10; 玛 27: 56 、 61;

28:1;谷 15: 40 、 47; 16:1; 若 20: 1-18; 19: 2日 。 如上所述，玛

利亚不是那罪妇(7 :37 等) ，因为路此处记述她好像是一个从未

提过的人。 她不是罪妇，而是因附魔迷惑了她的明悟和精神。

约安纳(亦见 24: 10) 大概是患病得治好的妇女，她是雇撒的妻

子，这雇撤是黑落德安提帕的家宰(家宰即管理黑落德金钱的

官) 。 雇撒是否即是若 4:46 所记的王臣，不得而知 。 但由本处

可知此时在黑落德王宫中已有几个归依耶稣的人(亦见宗

13: 1) 。 关于第三位妇女苏撒纳的事迹毫元所知 。 除上述三个妇

女以外，还有许多随从耶稣的妇女(玛 27:55; 谷 15:41)，她

们都帮助耶稣，并供给耶稣和宗徒的一切生活的日用品，因为

耶稣和宗徒都很贫穷 (9:58; 玛 17:24) ，同时她们也胸济别的一

些穷人(若 13: 29) 。 路用很短的篇幅描述了圣教会初生时的情

形。 在福音中他多次提及这批热心妇女的事(见引言) ，此处他更

大书而特书，指出那些接近耶稣的妇女也是属于这个集团的，她

们由起头就是耶稣的女弟子，是服侍耶稣的人。 在近东虽然鄙视

妇女，甚至选主人在街市上戒避与妇女谈话(莹 4:27) ，但当时



-
路加福音第八章 678 

的经师似乎喜用热心妇女照顾自己的衣食(见 S. Hier. ω'ffi. ln 

Mt. 2755; Jos. Flav. Ant. Jud. 瓢， II，的 。 此处还有应注意的

一点，即岛在本处记载了一些妇女的名字，大概他与她们有所接

触，可从她们的口中昕到许多有关耶稣传教的事迹。

@ 由 8:4 起，路又紧随谷的次第，但路省略了谷所记的许多事，另

外把谷记的几个譬喻，只缩为一个撒种子的譬喻。 对谷所记的别

的譬喻，路在 13: 18 等只简略地举出。路在 4 节没有指出讲譬喻

的时间与地点(玛 13: 1; 谷 4: 1) 。 他仅注意百姓由各方集会到耶

稣跟前的情形。 如今看来，似乎有很大的希望，全百姓敞开自己

的心怀接受耶稣所讲的道理，但耶稣决不会受群集的百姓的欺骗，

因为大部分人来此，都是为现世的欲望所驱使。 耶稣在撒种子的

譬喻上很清楚地给宗徒和门徒预言了自己讲道的未来效果

(4-1日，并劝勉他们尽力把昕受的天主的话，保存在心中，并按

这话实行在日常生活上，这样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 (8: 16-2 1)。

@ 路在记述比喻上十分简短，仅提出主要之点，但关于各种子的

不同命运，可写的都清楚。 对本段的解释，参阅玛 13: 1-9 。

。 按谷 4: 10 门徒向耶稣询问所讲的各比喻的意思，而按玛 13: 10 

说的较为清楚，即门徒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讲道理。但按路，

门徒仅询问撤种子比喻的意义。 既然各圣史对询问的动机所记

不同，因此对耶稣答复门徒的话，彼此所记也有较大的区别。

玛13:11-15 所有的答复是引自依 6:9 、 10 ，话语相当严厉;路却

把耶稣答复的话予以缓和，怕依撒意亚对选民说的话会使外教

人读了见怪。 路明白指出讲比喻有两个效果:那些有善意和正

当意向的门徒，因着比喻能鼓励他们用心研究耶稣的道理，如

此更能逐渐明白天主国的奥秘。 其他怀着妄想来到耶稣跟前的

人，既没有认识耶稣的道理和研究道理的正当意向，又因为不

明白所讲的譬喻，就渐渐离开耶稣，他们的明悟便越来越昏鞍

了。事实上也真是这样:因了耶稣所讲的譬喻，耶稣的昕众分

划开了:有些人对天主国的道理懂得更深湛了，而另一些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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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理却始终不能领悟。

对本段注释，参阅玛 13 : 1 8-23 。 在此我们只应注意路 11 节比玛

和谷更明白地说出了种子是指的"天主的话"，也就是耶稣向百

姓所宣讲的天主的话 (5: 1) 。 路也更指明了天主的话不能收效的

原故，不能归咎于天主的话，而是因为有一些障碍使天主的话在

人身上不能发生效力 。 路更进一步指出耶稣的道理实在能收效与

否，全看听的人是否心中有准备，这准备是说的"善良和诚实的

心"，就是说，听了道，以正经的意向把耶稣的话存在心中，虽然

有试探和艰难，但仍照听的道理忍受。 正经意向，在患难中的恒

心与坚忍:三者是耶稣真正门徒的记号。 有正经意向、恒心、坚

忍这三种优点的人，与 12-14 节所指的三种昕众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本段的注释，参见谷 4: 21-25 。 路把此处耶稣所说三句话，

在别的地方又记了一遍(1 1:33; 12:2; 19:26) ，但此处与上面

所设的比喻的道理紧紧相连 (8: 10) 。 耶稣如今用比喻讲话，百

姓却不明白他所讲的道理，只有门徒深深领会天主的道理。 但

这样的限制仅是暂时的，因为门徒所昕受的道理，好像是在门

徒身上点着的灯光，光的本质是为照亮，并不是为遮盖起来，

所以耶稣私下同门徒所讲解的，将来也要给人讲明 。 因为天主

国的奥秘是给所有的人立定了的，为此耶稣劝勉门徒要用心昕

教，并把听了的道理存在心中，将来要对世人给耶稣的道理作

证(玛 10:27; 路 24:48; 宗 1 :的 。 若门徒用心领受耶稣的道

理，珍重耶稣的道理，他们就会不断地更深深领会耶稣的道理。

若是一个人"自以为有飞想自己已充分知道了天国的道理，因

此不愿听教，不愿前进，必要把他所有的给他夺去;因为一个

人若不谦逊领受天主的圣宠，天主的圣宠就要离开他。

@ 有关这三节的注释，参阅~ 12: 46--50; 釜 3 : 31-35 各注 。 应当注

意的是路把耶稣论真亲属的话与耶稣所讲撒种子的比喻的道理

连贯起来，按要和釜是在别的光景上说的 。 为此耶稣论真亲属

的话是在说明他所解释比喻的末句的真理 (8:15) 。 耶稣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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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按釜所记的，分外严厉，而蹬却用了很缓和的口气说出 。

凡怀着信德领受耶稣的话，并遵守耶稣的道理的，才是耶稣所

爱的，成了耶稣新家庭的一分子，这家庭的主子即是天主父。

显然在所有的人以上，耶稣的母亲更是这新家庭的一分子， 因

为她在信德、谦逊、服从和献身上给所有的人立了模范 (1:38 、

45; 2: 19 、 5 1) 。 关于"耶稣的兄弟"参阅玛十二章附注。

@ 上边蹬只记述了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而要和货把耶稣所讲过的

比喻都收集在一起。 蹬却将其中几个记述于后 (13:18 -21)。 路由

此起与货 (4: 35-5: 43) 同，一连记载了耶稣显的四个奇迹，按谷

这些奇迹是耶稣讲完比喻后在一夜一天内所显的。 藉这些奇迹耶

稣启示了自己是宰制大自然、魔鬼、疾病和死亡的最高主宰。

@ 参阅要 8:23-27; 釜 4:35-41 所记同样的奇迹。 谷对此事的记述

比其他圣史更为生动活泼。 蹬所记最清楚的，是说于不料想中

狂风降到湖上，使船陷于极度的危险中 。 在革讷撒勒湖这是常

见的事:寒流由北方鳖笙孟山突降到底下的湖面，因此气候骤

变，而刮起狂风或旋风。

@ 蹬给自己的盎膛读者详述王莲盘地方的位置。 耶稣与门徒由葛

盖盒出发乘船往主旦旦旦旦省境的对面去，在那里上了岸，来到

革辣撒人地方。 参阅玛 8:28; 谷 5:1 。

@ 只有蹬叙述了附魔的人出生在那城内，很久离开了本家，赤身

裸体住在坟基中 。

@ 耶稣一来到，魔鬼即刻知道他就是那位已在别处驱逐了魔鬼的

显大奇迹者 (4:41; 7:21)，为此恳求耶稣别苦害他。 29 节路论

及魔鬼曾把那人赶到荒野中，因为荒野是魔鬼所居住的地方

(要12:43; 爱 8:3; 蹬车门 。 在这些地方魔鬼更容易磨难自己

所附的人。

@ 按谷 5 : 10 魔鬼要求耶稣不要赶他们离开那地方。 照路的记载，

魔鬼要求耶稣不要抛他们到深渊中，深渊即众恶鬼所在的地方

〈默 9 : 1; 11 : 7; 17 : 8; 2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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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段的注释，参阅llð 8 : 28-34 。 釜 5: 1-20 对此事描绘的更为生

动。 在这个奇迹上看到了魔鬼所有的权势是多么可怕;但更看

到了耶稣的威权。 对耶稣的威权魔鬼也战兢害怕 。 现今已经到

了耶稣用威权破坏魔鬼王国的时候(10:18 等〉 。 耶稣没有让被

治好的附魔者跟随自己，却打发他回家去宣传天主藉耶稣的工

作为自己所行的大事。

@ 对本段的注释，参阅llð 9: 1 8-26 。 釜 5: 21-43 所描写的更为生动。

路大体上随谷的记载，但明显地，他有意把资料排列的更好，

有时对谷不文雅的辞句加以修正。 蹬在 40 节特指出有大批群众

等待耶稣由主整整返回的事。 耶稣回来;在何处登陆，监没有

记载，但照下边的叙述，似乎是离葛法翁不远。

@ 会堂长(亦见 49 节)似乎是几位管理会堂宗教事宜的长老中的

一位〈约等于9'=' 00教友会口的会长〉 。 仅蹬在 42 节提及这个将

死的女儿是一个独生女(因此可以明白为父亲的更加愁虑;路

又注意这女儿约有十二岁，谷以后才提及) ，父母的希望全在她

身上，她快长大了，能以照顾年老的双亲 。 在这些小节上表示

路十分善于叙事，并且着重心理的描写 。

@ 路很简短地描述了患血漏症妇人的疾病和治疗(而谷 5: 25-29 较

长〉 。 按法律，如此流血的妇女是不洁的，凡与她接触的，也成

了不洁(肋 15:19 、 2日 。 因此患血漏症的妇人，隐瞒自己的病，

才敢抚摸耶稣的衣服继头。 虔诚的伊撒尔人按法律衣裳上应带

缝头，好提醒自己常守天主的诫命(户 15:38 等) ，耶稣衣裳上

也带了这样的继头。

@ 这几节与谷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指出答复耶稣询问的是伯多

禄，也指出那妇人知道在耶稣前不能隐瞒，就在众人前承认了

自己所行的，和怎样被耶稣立刻治好的事。

@ 蹬将釜 5 :35-40 的叙述变得更为雅致。 50 节耶稣所说"不要害

怕，只管信，她必得救"的话使亡女的父亲更增加了信赖的心 。

@ 蹬略去釜 5:41 的堕塾差语，因为主量读者不懂。 "她的灵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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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此语是引自到上 17:210 路熟悉主土盟主连奎，喜欢

把耶稣的奇迹与古先知所显的相对照(参见 7:1日。一一本段中

的两个奇迹，注旦遇章都记叙在一起。照路的记载，特别表现

了天主怜悯人类不幸的大仁慈，同时也表现了天主的神能。

第九章

宗徒的使命(玛 10:1 、 9-14; 谷 6:7-13)

1坚壁召集了那十二人来，赐给他们制伏一切魔鬼并

疗治疾病的能力和权柄，2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并治

好病人， 03 向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也不

要带棍杖，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银

钱，也不要带两件内衣。4你们元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

里，直到从那里离去。5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要离开那

城，拂去你们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86他

们就出发，周游各乡村，宣传喜讯，到处治病。@

黑落德的不安(玛 14: 1 、 2; 谷 6:1 4-16)

7分封侯墨蓬堡听到发生的这一切事，犹豫不定，因

为有些人说"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8但另有些人说:

"是厄里亚出现了。"还有些人说"是一位古先知复活

了。 "9黑落德且说"若翰我已经斩首了，而这人，关于他

我听到了这样的事的到底是谁?"便想法看看他。。

宗徒复命与初次增饼的奇迹 〈玛 14:13-21; 谷 6:30-44; 若 6: 1-13) 

10宗徒们回来，把所行的一切报告给里堡。他遂带着

他们私自退往一座名叫贝特赛达的城去了。 011 群众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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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也跟随他去了;他就迎接他们，给他们讲论天主的

国，并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 12天将要黑的时候，那

十二人前来对他说"请遣散群众!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

舍去投宿寻食，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地方。 "13坚壁却

向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罢!"他们答说"我们不过

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民众购买

食物。"叫，

他们分伙坐下，约五十人一伙。"15 门徒就照样做了，叫众

人坐下。 16他遂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来，望着天祝福了，

孽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群众前。 17众人吃了，也都饱

了;把他们所剩的碎块，收集了十二筐。@

伯多禄明认基督与耶稣初次预言受难 (玛 16: 13-21; 谷 8:2工31)

18有一天，耶稣独自祈祷，门徒同他在一起。他问他

们说"众人说我是谁?"19他们回答说"有人说是洗者若

翰;有人却说是厄里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

了。 "2。他向他们说"但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禄回答说:

"天主的受傅者。 "21 但耶稣严厉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

诉人， 022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

师们弃绝并且被杀，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门徒当随师傅走苦难和死亡的路 (玛 16:24羽;谷 8 :34-9: 1) 

23他又对众人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

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24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

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原故丧失自己的性命，

这人必要救了性命。25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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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或赔上自己，为他有什么益处呢?26谁若以我和我的

话为耻，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和父及众圣天使的光

荣中降来时，也要以这人为耻。 027我确实告诉你们:站

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天

主的国 。 " æ 
耶稣显圣容(玛 17: 1-8; 谷 9: 2-8) 

28讲了这些道理以后，大约过了八天，耶稣带着伯多

禄、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 29正当他祈祷时，他的面

容改变，他的衣服洁白发光。 QÞ30忽然有两个人即梅瑟和

厄里亚同他谈话。31 他们出显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

即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 32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

都昏昏欲睡。 他们一醒，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侍立的

两个人。 4D33正当他们要离开他时，伯多禄对耶稣说 "老

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棚:一个为你，一

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 。 34他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

时，宗徒们就害怕起来。 35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简选的，你们要昕从他!" æ36正有这声音时，只见耶

稣独在。 在那些日子，他们都守了秘密，把所见的事一点

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

治好附魔的儿童 (玛 17:14-20; 谷 9: 14-29)

37第二天，他们从山上下来， 一大群人来迎接他。

38看，从群众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师傅，求你怜视我的儿

子，他原是我的独子 !39魔鬼一抓住他，他便突然狂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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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痊孪至于吐沫。叫他筋疲力尽了，还是不肯离开他。

4。我求了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他们却不能。" 41)41 坚壁回

答说"哎!无信而败坏的世代!我同你们在一起并容忍

你们直到几时呢?领你的儿子到这里来罢!" 4D42 当他走过

来时，魔鬼还把他摔倒，使他痊孪。里室主一比责了邪魔，

就治好了孩子，把他交给了他的父亲。43a众人都惊讶天主

的伟大。@

二次预言受难 (~ 17:22 、 23; 釜 9 :30-32) 

43b当众人奇异耶稣所作的一切时，他向自己的门徒

说 44 "你们应把这话放在你们耳中:人子将要被交于人

手中。" æ45但他们不明了这话，这话为他们还是蒙蔽着，

不叫他们了解;但他们也怕问他这话的意思。@

天主国中谁为大(玛 18:1-5; 谷 9: 33-37) 

46他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谁是他们中最大的。47耶稣

看透了他们心中的思想，就领了一个小孩子，叫他立在自

己身边 48对他们说"谁若为了我的名字收留这个小孩

子，就是收留我;谁若收留我，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

因为在你们众人中最小的，这才是最大的。" w 
谦逊与容忍(谷 9: 38-41) 

49若望说"老师!我们曾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

就禁止了他，因为他不同我们一起跟随你。"田耶稣却向他

说"不要禁止!因为谁不反对你们，就是倾向你们。" ~ 

撒玛黎雅人不收纳耶稣

51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要来到，他遂决意面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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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走去。 052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去了，进

了撒玛黎雅人的一个村庄，好为他准备。53人们却不收留

他，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 @)54雅各伯及若望两个

门徒见了，便说"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焚毁他

们吗?"55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了他们。因他们遂又到别的村庄

去了 。 @

当基督徒的必须抛弃一切(玛 8: 19-22) 

57他们正走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

不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回耶稣给他说"狐狸有穴，

天上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回又对另

一个人说"你跟我来罢!"那人却说"主!请许我先去

埋葬我的父亲。"创耶稣给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自

己的死人罢!至于你，你当去宣扬天主的国 。 " 8)61 又有一

个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是你得许我先告别我家里

的人。 "62然而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

天主的国 。 " ~ 

@ 路记耶稣第一次派遣宗徒传教，仍紧随谷 6: 7-13 的次第 。 按玛

9: 35 等，略指出派遣宗徒传教的原故，因为整个百姓好像没有

牧人的羊群;田地的庄稼已经熟了，但缺乏收割的人。为此耶

稣就召集了宗徒，赋给他们"能力和权柄"即是叫他们有分于

自己固有的能力 (8:46) 。 赏赐他们权柄，好做自己的代表而制

伏魔鬼 (4 : 36) ，并且派他们去宣传天国，并治好病人。 如此，

宗徒也领受了耶稣使命的一部分。

@ 关于耶稣给宗徒行路时出的命令，与谷 6: 8-9; 要 10: 9-10 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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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按釜行路时准拿手杖，而按要和蹬却不准带。 并且按蹬

所载，行蹬时连食物也不准带。 宗徒初次出外传教，耶稣向他

们要求的贫穷是绝对而严厉的，叫他们满心恃靠天主的照顾，

因为他们是执行天主的职务。 圣史们所记的虽略有区别，但并

不矛盾。 谷似乎用耶稣的话来适应日后宗徒传教时的情形;但

在三部福音中全有同样的意义:耶稣所要的是完全弃绝一切外

来的帮助。 路以后也记载，若光景改变了 (即开始受迫害时) , 

宗徒也必须照顾自己的日用品 (22:35 等) 。

@宗徒服从耶稣的命令，周游乡村，由这一村至另一村，但耶稣

大抵常在重要城市讲道 (4: 16 、 31 、 43 等〉 。

。 黑落德虽然以前听说过耶稣所行的事，但按蹬此处所记，似乎是

因了宗徒广泛的展开了传教的工作，更引起了黑落德安提帕对耶

稣的注意，因为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他的辖境中 。 按路的记载，这

位黑落德昕到了百姓的许多有关耶稣的意见，对百姓的谣传，他

分外关心的是若翰藉耶稣出现了 。 由玛 14:2 (谷 6: 14) 得知，这

谣传曾使黑落德一个时期偏偏不安。 照另一些人的意见:耶稣是

再入世的厄里亚，因为他没有死，默西亚来临以前他还要来临

(拉 3:23) 。 还有人想耶稣是复活起来的一位古先知(7: 16; 若

2:1时，因按犹太人的伪经:默西亚来临以前，依撒意亚和耶肋米

亚或别的一位先知先要出现(厄斯德拉卷四2: 18) 。 黑落德不相

信这一切意见，另外否决了百姓说若翰复活的意见，因为他已

斩了若翰，他不相信死人复活是可能的道理。 耶稣既然有了很

大的名望 ， 黑落德便找机会见他。 对这一点仅路有所记叙，他

知道这事，大概得自在黑落德宫廷中任事的人 (8:3; 宗 13: 1) 。

黑落德的愿望仅在耶稣被钉的那一天方满足了 (23: 肘 。 按福音

所记，耶稣似乎从未到过黑落德的都城提庇黎雅，以避免他妨

碍自己的工作(13: 32) 。 路在此略去了若翰被杀的事，玛和谷

都置于此处。 他略去不提，也许这一幕对他太残忍可恶 。

@按上下文，宗徒回报不久，耶稣即领他们退人荒野。 如此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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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有两个理由:一方面(谷 6:30) 宗徒们需要时间休息，因为

宗徒为接待从各方来的人，连足够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另方面

耶稣愿意躲避黑落德想会见自己的阴谋 (9: 9; 玛 14: 12 等) 。

惟独路此处指出耶稣领宗徒到的地方为贝特赛达，而玛 14: 13; 

谷 6:32 记叙他们乘船去了一个地方，因此贝特赛达是在湖北岸

又是若尔当河东边的一个城，黑落德斐理伯为纪念奥古斯都皇

帝的女儿犹里雅，离此不远，立了一个新城，命名为贝特赛达

盆里整(Bethsaida Julias) 。

@ 这初次增饼的奇迹，四圣史都有记载。 对注释参阅玛 14: 13-21 , 

尤其谷 6:33-44 对此段描绘的十分生动 。 路在此处把谷所记述的

缩短了 。 路所独有的，是说耶稣虽然躲开群众，但一见他们跟

来，就又怜悯他们神形的可怜:一面给他们宣讲天主国的福音，

一面治好那些病人。 路在叙述奇迹时，特彰显出宗徒对师傅的

信赖;他们虽然知道在荒野地方为这许多人难以供应食物，但

耶稣一出命，他们即刻服从，叫百姓分伙坐下，等待耶稣的安

排。 他们既然以前已做过耶稣的代表被派遣过，这一次耶稣使

他们对行这奇迹也有分子:即叫十二宗徒给百姓分配饼和鱼。

众百姓吃饱后，收集了十二筐碎块，这为他们一定有重要性，

因为藉这奇迹，他们信赖的心受到了报酬，同时也更加强了 。

按若 6:26 所记:耶稣愿因这奇迹准备他们领受更大的奇迹，即

圣体圣事的建立。 在此我们应注意:路对增饼以后的事一点也

没有记述:未提这奇迹对百姓所发生的效果，也未提耶稣命宗

徒快离开那地方，更未提耶稣与宗徒往哪里去了 。 路直到此处

大抵随从谷的次第，但自此处以后略去了谷 6 : 45-8: 26 一大段

(玛 14: 22-16: 12) 。 无疑的，路一定知道谷这一段。 若问路为什

么略去这一段，我们仅能慎重地答复说:路大概怕自己的福音篇

幅过于冗长，又因为他手中除了釜外还有其他资料，他以为釜此

处所述的事，一方面与上边己记述的，有许多相仿的地方，另一

方面加进这一段去似乎与自己福音的目的欠合(如釜 7:1-2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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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 ，遂略去了谷此段，下边仍紧随谷 8:27-9:29 所有的记述。

@ 蹬未提组垒盘在什么地方明认耶稣为默西亚，按上文所记似乎

是在贝特赛达附近的地方。 :10) ，仅玛 16: 13 和谷 8:27 清楚

指出是在凯撒勒雅斐理伯地方。路也未记此事的时间。此处为

路最重要的是记述耶稣在这个光景上先行祈祷，就如耶稣在选

十二位宗徒前，整夜祈祷一样 (6: 12) 。元疑的，耶稣是为宗徒

析祷，另外为伯多禄明认自己为默西亚的事祈祷，因为只有天

父的圣宠才能在宗徒心中激起信德(若 6:64; 玛 16: 17) 。同时

也以祈祷坚固宗徒，免得在自己初次预言受难时生起反感。对

本段的注释，参阅玛 16: 13-20 及谷 8: 27-30。路把这一幕记在

增饼的奇迹之后，也多少有些接连。因为按若 6: 14 等我们知

道，因这增饼的奇迹在百姓中起了很大的激动，但第二天耶稣

在葛法翁会堂讲圣体的道理时，他们的热火即消失了。从此以

后在百姓中对耶稣发生了各种意见。正在此时耶稣有意使宗徒

深悟自己的奥妙道理，遂向宗徒发问。伯多禄代表众宗徒答复

耶稣的质问，明认耶稣是"天主的受傅者"意即受天主所傅

的，或直接说是默西亚(参阅 2:26) 。路同谷一样没有记耶稣初

次对伯多禄所有的预许，即在伯多禄身上建立教会的预许，参

阅玛 16:1 8-19。此处所最注重的，是明认耶稣为默西亚的信德。

耶稣立刻设法将这信德纯净化，并使这信德更高超，脱去人间

的和现世的希望。为此严禁宗徒在人前说他是默西亚，因为百

姓没有相当的准备，只怕激起他们所有的虚荣的希望。宗徒也

该脱去这样的希望，因为默西亚的使命完全与他们所想像的两

样。为此，耶稣此时初次谈论自己要受苦受难的事。

@ 耶稣确实是默西亚，但决不是百姓所希望的那样的默西亚，因

此将为自己的百姓，更进一步，将为选民的宗教首长(即为司

祭长、长老和经师组成的最高议会〉所槟弃，所杀害。如今还

欢呼他的百姓，将要定他的死罪:这一切都在耶稣意料之中。

他清楚知道天主的谕旨，天主的谕旨也是要耶稣因着苦难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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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才进入光荣:如同"必须"死，这样也"必须"第三 日复活。

这些事就是默西亚的奥秘，耶稣设法使宗徒明白这奥秘。一

路一点也没有提及伯多禄反对耶稣受苦和耶稣责斥他的事(玛

16:22 等;釜 8:32 等) ，路似乎故意略去这一段，立刻把下段的

劝言同上边联结起来:耶稣自己走了苦路，如此，也要一切愿

意跟随他的人分受他的苦难。

@ 在初次预言苦难以后，对观福音全记载了耶稣对那些尊己为师而

跟随自己的人所说的话。 默西亚将由苦难进入光荣;凡愿人他天

主国的人，也该当甘心情愿随从耶稣走十字架的苦路。 只有那些

具有坚固不移的信德的人，才能跟随耶稣，因为随从耶稣的条件

为人是十分严格的。 关于本段的注释，参阅玛 16:24-27; 谷 8:34-

38 。 路于 23 节较玛和谷更清楚地指出这段话是向众人说的，而预

言苦难只是对宗徒说的。 耶稣向一切人要求完全弃绝自己，不仅

向因耶稣的奇迹所吸引的人，而且也向那愿意随从他的真理的人。

所说完全弃绝自己就是牺牲自己的偏私和愿望。 耶稣更进一步要

求人忍耐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所有的昕众都懂得这话有什么意思，

他们早已多次见过罗马人判决的死囚背着十字架走往受刑的地方

去。 对这极残酷的死刑，耶稣的门徒也当准备去承受。 "背十字

架"一语，在路更有一种喻意，因为路在这话前添了"天天" 二

字。 "天天"是指门徒要毕生背着十字架，跟随师傅走，就是说甘

愿常常地忍受每天所有的困难，并且为了忠于耶稣该爽快地接受

很大的苦难。 这话，由于路以后一再提到，可以证明这话的重要

性了(14:27 亦见若 12:2日 。 门徒的生活需要不断地牺牲现世的

性命，因这样的牺牲才可获得真正的永生，谁若不爽快地行这种

牺牲，必要丧失永生(17: 33) 。 或者要基督，或者要世界，没有

别的可能性:就是说或者跟耶稣走苦难和死亡的路，然后同耶稣

一起进人永生;或者随从世界，享受世上的一切快乐，以后与世

界永远丧亡。 在世上以耶稣为耻的，不敢遵守他的道理的"人

子也要以他为耻"，即是耶稣在将来以裁判世界的主的身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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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不承认他为自己的门徒，并且把他赶走离开自己。耶稣

于末日显现时所具有的光荣，也是父的光荣，那时众天使环绕

着耶稣向世界显示耶稣的光荣。凡是同耶稣忍受了世上凌辱的

人，那时也要分沾耶稣的光荣。路略去谷 8:37 的话(见玛 16:

26b) ，于 26 节中也略去了谷 8:28 的"在这淫乱和罪恶的世代

中"一句，因为这话，仅犹太人才能明白。

@ 此节是最费解的一句(另 16:28; 货 9: 1)。似乎所指的该是天主

国的未来广传的迅速。在听众中有一些人要亲眼看见天主的国在

世界上坚固地建立起来，并得到光荣的胜利。由经文可知，到这

事在众人前实现，还要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概所指的是耶

路撒冷毁灭后的时期，那时圣教会终于脱离了犹太人的一切辖制，

很快地传扬到了普世。这天主的国一一即由若翰时起所预言的

(3: 18; 16: 16) ，为耶稣所宣布的 (4:43; 8:1; 9:2) ，为众人所渴

望的 (2:25 、 38; 10: 24) ，门徒应为它的来临所祈祷的(1 1: 2; 

12:31 等〉一一现今已开始了，但不久以后，要在一切人前显示

出来。耶稣所说的最后这句话是有意坚固门徒们的信德。

@对耶稣显圣容的记述，路紧随谷的记述。关于本段的注释，参

阅玛 17: 1-8; 谷 9:2-8。路与另和谷所记述的，有不少的分别，

他仔细说明了当时的光景，另外解释了变圣容的深意。由全部

记述上看，可以知道他除了用谷外，还用了别的史源，也许一

些史料，是他由亲见此事的若望或雅各伯口中闻知的。由 28 节

可以证明耶稣显圣容与上段有密切关连，其中相隔仅有一个星

期。耶稣初次向宗徒明说自己要受苦难以后，接着又向他们要

求背十字架跟随自己。这些话，宗徒听了，觉着很不顺耳(玛

16:22 等;瓮 8:32 等) ，又加耶稣受苦的问题使他们十分忧闷不

乐;耶稣遂有意把自己的苦难和以后光荣的奥秘，启示给他最

爱的宗徒 (8:21)，至少叫他们深深了解。耶稣便领他们上了一

座高山，叫他们成为天主计划的见证人，也能稍微预尝天上超

性的光荣。这光荣即是将来受苦的效果，叫他们明了这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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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们摆脱他们慕求现世光荣的思想。三位宗徒名字的次第，

蹬与理和釜不同(亦见 8: 51)，羞望的名字列在壁垒鱼前，这或

者是因为他有更大的权威，或者是因他把这事亲口给路加述说

了 。 耶稣借这三位爱徒上山析祷，又是只有路记下了耶稣"祈

祷"的事;这是路再三喜欢提及的。 另外因路这短短的注脚，

使我们更明了显圣容的事:同天父长久密切交谈，因而耶稣的

面容焕发，衣服放光，这显示耶稣享受着天上的光荣。 (这样的

光荣在圣经中大抵常在发光的衣服上表现出来，参见玛 28: 3; 

谷 16:5; 宗 1: 10; 默 4 : 4 等 。 )

@ 连在这几节内，路也有些特记的事。 两位侍立耶稣旁的梅瑟和厄

里亚也在光耀中出现，他们二位是旧约的代表和选民的大领袖。

他们显现出来，不但证明耶稣有默西亚的使命，而且也同耶稣谈

论他的"去世"即谈论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默西亚的工程。 "去

世"一语包含耶稣的死和复活，以及最后的光荣 (9: 22; 24: 

26) 。 梅瑟和厄里亚同耶稣所谈论的，宗徒没有昕见，因为他们

睡着了。这些话，只能是从耶稣的口中昕说的。 但这个显现，

他们醒来时，很清楚地可以看见。 这一切是否在夜间发生，不

很明显;但有些学者主张是在夜间 (9:37) 。 但因耶稣祈祷时间

很长，连在日间宗徒也很可能因"忧闷"睡着了 (22:4日。

@ 当梅瑟和厄里亚要退去的时候，伯多禄转身对耶稣说了话，好

象求他不要让这天上的显现轻易过去，希望二位圣领袖常留在

耶稣身边，也叫他们好分享他们的光荣。 按路所记，伯多禄已

不知所云，因为他没有想这是天上的显现，当时也不懂这显现

所含的深意，即这次显现只是耶稣要受难的预备和前奏。 不久

以后，有一团云彩出现在他们头上， 三位宗徒便十分害怕，因

为这是天主照临的表示(出 33:9; 列上 8: 10 等〉 。 宗徒这才明

白这是一种超自然的显示，也知道这显现不能延长很久。 梅瑟

和厄里亚同耶稣进入了云彩(这两位都是属于天主的人 : 堕墨

为天主所埋葬，更34:6，旦旦旦被提升天，到下 2: 1 、 1 1)，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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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听见父由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简选的，

你们要听从他。"这话是天父为自己的儿子作证，并声明他为默

西亚，因为"我所简选的"这称呼即是指默西亚(依 42:1; 路

23:35; 伪经厄诺客 39: 6; 40: 5 等)。若是耶稣是父打发来的默

西亚，宗徒理当服从眼随他，纵然耶稣向他们要求跟随自己走

苦难和十字架的道路，他们还是应当昕从。

@ 天父对宗徒所下的命令(35 节) ，是全显现的最高峰，以后二圣

与云彩一同消失，往天主那里去了(宗 1: 10) ，只留下耶稣和宗

徒。 路又记载宗徒们当时对这次显现严守了秘密，只在耶稣复

活后按他所吩咐的(玛 17:9; 谷 9:的，才敢提出这件事来(伯

后1:1ι18) 。路没有记宗徒下山时间耶稣厄里亚再来的事(谷

9:10-13; 玛 17:1 0-13) ，这对犹太人是很有趣味的问题，但对

希腊读者却无甚趣味，路遂予以省略。 前三部福音，都把耶稣

显圣容视作耶稣传教生活的顶峰，同时也是耶稣生活的大转变。

路很着重这个转变，此处他很清楚地把变圣容视为耶稣要受苦

难和受光荣的前奏，因为受光荣是受苦难的效果。耶稣变圣容

为宗徒的最大关系，是在于除去他们以苦难为绊脚石，和以十

字架为愚昧的思想(格前 1:23) 。耶稣应受苦难，明显地是天主

的计划和谕旨，天主打发两位选民的领袖来作天主对这计划的

证人。 三位宗徒比别人更盼望默西亚的现世光荣，如今先给他

们灌输了耶稣受苦的奥秘，为叫他们以后在人前，在全世界上

对耶稣天上的光荣和伟大作证(伯后 1:1ι18; 若 1:14) 。

@ 本段的经文注释，参阅玛 17: 14-20; 谷 9: 14-29。路随从谷的记

述，但省略了许多细节，仅记述了主要的事迹。 似乎路除了用

谷外，还有其他口传的资料，因为一些是他所独记的。一一耶

稣由山上下来，民众都急切地等待耶稣，由人群中有一个父亲

来到耶稣前，求治好自己附魔的儿子。 关于这一幕的情景，谷

描绘的十分生动 。 蛊写得十分简短。 路以为重要的是附魔的情

形，所以没有提孩子聋哑(釜) ，也没有提他患癫痛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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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提他受着魔鬼的磨难，并说他是独生子，这样能特别感动耶

稣怜悯的心(7: 12; 8 : 42 ) 。 由所描写的看来，那孩子是患了癫

病病，由魔鬼暗中作祟 。 那孩子的父亲苦恼万分，先到了留在

山下的九个宗徒前，求他们医治，因为他已知道宗徒们第→次

传教时所行的奇迹。 : 6 、 10 ) ，但对这事宗徒却不能帮助，其中

的原故，无疑地是耶稣在 41 节所说出的断语。

@ 耶稣说的这话不是向那父亲说的，因为他是怀着依恃的心而来

的，而是向宗徒和全民众说的，因宗徒的信德太小(玛 27: 19-

20); 至于百姓，他们只贪看奇迹 。 为此耶稣十分感伤，因为他

知道所讲的道理和行的奇迹收效甚微。

@ 当人们把孩子领到耶稣那里的时候，魔鬼还施展了他的权能，

重重地折磨那患病的孩子。 但耶稣吨责一声，就把魔鬼赶走了，

以后将孩子"交给了他的父亲"。 这句话又彰显出耶稣对那个父

亲所有的仁慈C7: 1日 。 唯有路在最后记下了群众所有的惊讶

(43a) 。 耶稣藉着天主的名字所行的奇迹 (8:39) ，在百姓前显

示了天主的威权和能力 。 路没有提及以后宗徒询问耶稣为什么

不能赶这魔鬼的事(玛 17: 19 、 20; 谷 9:26 、 29) ，因为路以为

只要记下这奇迹显示了天主的权能，己足够了 。 由这个事实上，

宗徒更该明白，他们不能仗恃自己的德能，必须怀着坚固的信

德和谦逊的祈祷，投奔天主台前(17:5 、 6) 。

@ 路与玛 17:22 、 23; 谷 9: 30-32 相同，在治好附魔的儿童以后，

记述了二次受难的预言，这第二次预言在路比前二史更显得严

肃庄重。 按玛和谷，耶稣最后巡行加里肋亚，在教训宗徒们时，

第二次预言了自己应受的苦难。 按路这二次预言与上段紧相连

结，这时候的背景，是正当百姓惊讶耶稣所行的一切奇迹。:

43a) ，耶稣在加里肋亚受百姓的拥戴已到了最高峰，同时宗徒

对耶稣传教的效果也怀着很大的希望，且在此时耶稣出人意想

之外，又预言了他的苦难。 这惨痛的事，在不久的将来等着他

们 。 免得他们懂错了，耶稣劝戒他们比第一次 (9:22) 更为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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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愿意"把这话放在他们耳中"就是说，愿把这话印在他们

的记忆中，免得忘记。 苦难的奥秘此处仅用几句话指出"人子

要被交于人手中"即按天主的谕旨 (9: 22) 被交付，话虽不

多，但十分惨痛;那人子，即是默西亚。 照宗徒们的希望，默

西亚出现时应发显大光荣，叫所有的人都属自己权下;但如今

与他们希望的大大相左，人子要被交付人的权下，叫人随意处置

他。 此处路末曾提及要复活的话(玛 17:23; 谷 9:31) 。 默西亚把

一切光荣的外表隐藏，以低下谦卑的身份出现在世人前。 以前在

行奇迹时，他所表现的神能。:43) ，要由他身上收回，让人咒骂

他。 此处耶稣的话也清楚说明，这是天主不可更改的谕旨。

@ 耶稣的话对宗徒们不甚了解，天主的谕旨为他们还是隐藏的奥

秘，如此玄妙，他们无法领会:耶稣是人子是默西亚，怎能受

难呢?他们由于害怕，也不敢问耶稣。 耶稣这次预言的最大重

要性，是愿意他们把这话牢记在心，将来必要明白;那时方知

道耶稣甘心受难完全是随天父的旨意。 这话如今为他们虽然还

是"绊脚石"但将来因圣神的开导，终有一日知道这是天主所

预备的获救之路(格前 1: 21-2日 。

@ 参阅玛 18:1-5; 谷 9:33 、 34 与此相同之处 。 虽然耶稣又预言了

自己要受的苦辱，也要求宗徒完全弃绝自己，但他们还是梦想

默西亚国现世的光荣。 路 9:45 说他们不了解耶稣论苦难己临头

的话，为此立刻举了这个例子(亦参阅 22: 24-26) 。 路未提及这

一幕发生在什么地方(谷 9:33 指明了) ，而只著重于明示宗徒

们的思想 。 对宗徒们为什么这时起了争胜求荣的心，若是我们

看耶稣最后这个时期优待了几个宗徒 (8:51; 9:2肘，就容易明

白了 。 耶稣深知他们的思想 (8:6) ，遂设法慢慢纠正他们 。 耶

稣用了最好的心理方法进行:他在未说话之前，先用一种象征

的行为训诲他们，想把他们的虚荣心完全根除。 他把一个小孩

子放在身边，然后解释用这行为来教训他们的事。 耶稣的话是

十分重要的，因此三孜狸道章都记述了这事。 那小孩子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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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众人所鄙视的人，他们在人前没有一点可夸耀的地方，

这样的人才是耶稣所特爱的 。 这些小子和卑微的人在天主国中

之所以为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优长和高贵之处，而纯粹

是因为被耶稣和天主所特爱 。 谁若因耶稣的原故，即是说因他

认为这小人物是耶稣所爱的人的原故，而收留这样小的一个人

物，他就是收留耶稣和派遣他到世上来的天父，即是说，他与

耶稣并与天父密切结合，因为天父打发他来是为救这样的小人

物。 所以这样的小人物因耶稣爱他们的缘故而成了伟大的 。 为

此在宗徒心中不能有争胜和求荣的问题:因为在天主国中的伟

大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天主的特爱。 宗徒的优越地位只是出

于耶稣的特爱，而被召选的 。 所以他们不应有高举在人以上的

心，反之，应当怀着至深的谦逊领受天主的特宠 。 他们的地位

越高，越该当谦下，想自己是这些小人物的卑贱仆役。

@ 此段与谷 9: 38-41 相同，把耶稣论容忍那些不属门徒集团的人说

的话接连在这里。 因为耶稣刚才要求宗徒因自己的名字要照顾

那些小子们，似乎引起了若望的问题。 若望问耶稣几时一个人

不属于宗徒们的团体，而因耶稣的名字行事，要怎样对待他。

若望想起了先前的一件事，大概是他在初次传教时亲自遇见的

作 :1-6 、 10) 。 他看见一个人不是耶稣的门徒，而因耶稣的名字

驱魔。 号称"雷霆之子"的若望就禁止他用耶稣的名字行事，

他以为自己办的对，希望耶稣赞成自己的行为 。 但耶稣却婉转

地纠正了他，叫他不要禁止这样的人，因为这人一定多少信仰

耶稣，不然，不会用耶稣的名字行事 。 这也说明那人承认耶稣

有制伏魔鬼的权柄，也许那人后来要归依耶稣。 耶稣的话，在

谷 9:40 是这样说的"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 。"路在写

这话的时候，耶稣已不在宗徒中了，为此改变了口气。 这话的

用意是叫宗徒日后常应记住:那不反对他们的，就应大方容忍

他。 那人所做的善事，也能为宗徒(教会〉有益处。 给羞望和其

他宗徒的劝言，与上边劝宗徒不要想自己被召选了，就高举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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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找自己的光荣的劝言很为相似，是叫他们见别人行善要

高兴(裴 1:18) 。 由此可知，耶稣的话决不是教训人什么冷漠主

义 01: 23) ，而是要谦逊良善待人。 路略去谷 9: 41-50 所记耶稣

继续说的话， 他把其中的一些话插在下面他以为适当的地方 (17:

1; 14:34 等)。我们还应注意，至此是路的第一部分，结束记述耶

稣在加里肋亚传教的事。 路至此大抵常随谷的次第，由 9:引起离

开谷而插入自己所独有的一大段落。 由 18 : 15 再紧随谷的次第。

@从 9:51-19:28 一段是蹬独有的一部分。 在这个部分内所记述的

一切，路显然有意将之包括在"耶稣离乡赴耶路撒冷"这个标

题之下(参阅 9 : 51; 13: 22; 17: 11; 19: 28) 。 按路只记述了耶稣

一次赴京的事。 耶稣是怎样赴京的，从圣史的记述内，很难考

定。 按10: 38-42，耶稣已经到了玛尔大姊妹二人的村庄贝塔尼

雅(若11: 1)，但按 13:22，耶稣又经过城市乡村，往耶路撒冷

去。 17:11 又记载耶稣在撒玛黎雅及加里肋亚各地出现。 而且假

使我们再参照其他圣史的记事，那么，我们又发现圣史在此所

记述的耶稣的言论，无疑的大半是在加里肋亚讲的 。 在这十章

中，圣史既不注意事件发生的时间，也不着重事件发生的地点，

而是把耶稣的一部分言论放在"耶稣准备受死"的这个中心思

想之下。 按本书引言所说，从 3-9 : 50 路常遵循谷的编次，但自

9:51-18:15 却插入了一大段他独有的资料。 从 18:15 以下仍然

遵循谷的次序 。 路所以如此结构，似乎应当这样解释:路从其

他著述或口传的来源中(1: 1-4)，搜集了许多材料，但论到每

一件事发生的时间时，却无法决定。 圣史所记的这些事既是在

圣城以外发生的，所以圣史都著录在耶稣荣进圣京以前这一大

段内 。 如此，不但不妨碍谷的编次， 而且又能给后人遗下他从

其他来源所搜集的宝贵资料。 051 节是下文事件的题目 。 耶稣

很久以前所知及所预言的那个时刻 (5: 35; 9:21 、 22 、 44) : 受难

受死及凯旋的时刻到了;但是这些事发生的地点，依照天主的

决定，必须是在里蛊盘透 (9: 22 ) 。 为此，耶稣勇敢地起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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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带着他的门徒直赴圣城。

@) 51-53 节:从组旦旦里去堕监盘透，最近的一条路，是经过盘里

整整(袤 4: 的 。 耶稣这次赴京，就是要取这条路。 他准备在路

过的村中住宿，但由于人数相当多，必须先派人前去预备投宿

之所，及一切必需用品，所以耶稣便先打发自己的门徒(由下

文看似乎是雅各伯及若望) ，前去照料一切。 但是当村人知道了

耶稣同他的一班人是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便断然拒绝收留他们。

犹太人与撒玛黎雅人之间， 一向彼此有仇(德 50: 27-28; 若 4:

的，彼此之间时有争斗的事件发生。 加里肋亚人每想取道撒玛

黎雅，往耶路撒冷过节参礼，撒玛黎雅人便多方阻难 (Ant.

Jud. 皿， 20 , 61; Bel l. Jud. II , 12 , 3) 。 虽然盘里整整人曾款

留过耶稣一次(若 4:39-40) ，但是此次却拒绝收留他。

@ 按谷 3:17，耶稣所以称雅各伯及若望为"雷霆之子"，是因为他

们二人的性格太激烈(参阅 9:49) ， 大概即出于这次事迹。 他们

见了撒玛黎雅人太无情谊，或许忆起了厄里亚先知，由天降火

烧死阿哈则雅的士兵的事 (列下 1: 1 0-12) ，所以也要求耶稣许

他们那样做;然而耶稣非但不接受他们的要求，而且还对他们

严加申斥，因为这有违他慈爱和蔼的精神 。 若望在最后晚餐将

头偎依在耶稣胸怀之后，才了悟了耶稣的这种情怀及教训 。 O

有些抄卷及古译本在 55 节后加"说:你们不知你们有的是什

么精神?人子不是来毁灭人而是来拯救人。"经学家大都认为此

句不属原文，因为比较重要的抄卷及一些古译本皆缺此二句 。

@ 前往耶路撒冷的这段时间，按路，是耶稣不断向门徒讲论"天

国"底蕴的时期 。 在此段内 (57-60 节) ，路记述了耶稣的三句

名言:指出做天国的工人一一一基督门徒的必然条件:凡想跟随

耶稣的人，必须即刻牺牲一切世物，摆脱世俗的一切束缚，绝

对不容有任何托词，因为天主的国超越一切 。 前两句名言亦见

于玛 8: 19-22 。 根据玛，耶稣讲这话的地方，是在革讷撒勒湖东

岸地区，即在革辣撤，而且是耶稣登船要回湖西岸的时候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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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些学者以为耶稣两次讲论了这些话，但不论如何，按路，

耶稣的名言却蕴藏着更深奥的意义:耶稣此时是在去耶路撒冷

赴刑场的路上;凡愿意跟随他的，必须准备牺牲一切。在第一

幕里 (57 、 58 节) ，那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显然是一个满怀热情

而又寄望于俗世的人。 耶稣答复那人的话，可以按当时耶稣心

理状态来解释:对于撒玛黎雅人的怠慢无礼，耶稣并非漠然不

觉，他的感伤苦闷从他的言语上可以看出。耶稣此刻正离乡背

井，前赴圣京:回顾，是元情的故乡;前瞻，是骄横的京都;

眼前，又不见容于人。刚才在撒玛黎雅不受欢迎的一幕，这时

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耶稣面对着愿意跟随他的人，遂触景生

情地答以"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何等悲壮的言辞。人

子，默西亚，救世主，竟然还不如那些有巢穴容身的飞禽走兽。

第二幕 (59 、 60 节) ，是耶稣看见另一个心地正直的人，要那人

跟随自己 。 耶稣对于那人先去埋葬慈父的请求，也加以拒绝。

埋葬人原是一件善事(多 1 : 11; 2: 3-7) ，何况此处又是儿子对亡

父的一种孝心呢!按 60 节经文的字意来看，似乎耶稣阻止了一

个爱子去埋葬已经物故了的慈父。 耶稣不准他尽最后一次的孝

道，以人情看来，未免严厉过甚。 但是耶稣所以如此回绝，是

因为耶稣愿意说明他是至上之主，他有权要求人断绝骨肉的一

切束缚 (14:26); 他叫人跟随他，人就该唯命是从。 耶稣在此

原指出:天主的召叫，为人确是一种至大的恩惠。为了这个恩

惠，人必须牺牲一切。既然耶稣曾小心照料过自己的母亲，在

自己临终时，又将自己的母亲交托给爱徒若望(若 19:26 、 27);

那么 60 节耶稣严厉的言词，应以特殊的理由解释:在召叫的恩

宠上，耶稣要求人做最大的牺牲，也惟独他能够如此要求。"任

凭死人去埋葬死人罢"一句(详见玛 8:22 注) ，是说让那些在

天主的国内尚未获得灵魂生命的人，去照料死人罢;那奉召为

天国信使的人，受自天主的职责比孝敬父母的责任，更为尊高。

@ 第三幕 (61 、 62 节) ，使我们联想到旦旦皇向旦旦旦先知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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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到上 19: 19-2 1) 。 这个"毛遂自荐"请求耶稣收他做门徒的

人，如同星星皇一样，在追随耶稣之前，先愿去与家人辞别。

耶稣洞悉一切，预知这人要遭遇的危险，因此就近取喻，加以

开导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 。"一个手扶

犁把耕地的人，是不应回顾或左右顾盼的 。 一个愿作耶稣门徒，

仍然挂虑其他俗务的人，是不适于天国的(弟后 2:的，换言之，

愿做耶稣门徒的，必须以慷慨、坚毅不挠的精神，摆脱俗事的

羁绊，专尽自己传扬圣道的天职。

第十章

派遣七十二门徒传教

1此后，主另外选定了七十二人，派遣他们两个两个

地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 2他对他们说:

"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

人来，收割他的庄稼。 03你们去罢!看，我派遣你们犹如

羔羊往狼群中 。4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

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 5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

一家平安 !6那里如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

身上;否则，仍归于你们。7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

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

挪到那一家。 08不论进那座城，人若接纳你们，给你们摆

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 。9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

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 。 ø10不论进了哪座城，人

如不接纳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 11 连你们城中

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给你们拂下来;但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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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道这事: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 。 12我告诉你们，在那

一日，索多玛所受的，也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

耶稣斥责诸城(玛 11:20-24; 10:40) 

13 "苛辣臣因啊，你是有祸的了!贝特赛达啊，你是有

祸的了!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望盗及邃

冬，他们早已披上苦衣，撒灰，坐着做补赎了 。 14但是在审

判时蛊盗和盗垒所受的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15 还有你，

葛法翁啊!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被推下阴

府。 016听你们的，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

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派遣我的 。 " 0 

七十二门徒归来复命

17那七十二人欢喜地归来，说"主!因着你的名号，

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 。 " 0 18耶稣却给他们说 "我看见撒

蝉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 19 看，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

使你们践踏在蛇揭上，并能制伏仇敌的一切势力，没有什

么能伤害你们 。 20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

件事而喜欢，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

写在天上了。"。

耶稣称谢天父(玛 11: 25-27) 

21 就在那时刻，耶稣因圣神而欢欣说"父啊!天地的

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

人，而启示了给小孩子。 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

22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

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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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门徒们的福气(玛 13: 16-17) 

n耶稣转过身来私下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见之事

的眼睛，是有福的。 24我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及君

王希望看你们所见的，而没有看见;听你们所昕的，而没

有昕到。" æ 
怎样得永生(玛 22 :35-4ο; 谷 12: 28-34) 

25看!有一个法学士起来，试探耶稣说"师傅，我应

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咱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了

什么?你是怎样读的?叨他答说"你应当以你的全心、你

的全灵、你的全力、你的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你

的近人如你自己 。 "28耶稣给他说"你答应得对:你这样

做，必能生活。 "29但是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又对坚壁说:

"毕竟谁是我的近人?" CD 

慈善的撒玛黎雅人

30耶稣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黎昂去，

遭遇了强盗;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并加以击伤，丢下他半

死的走了。 ~31 正巧有一个司祭在那条路上下来，看了看

他，便从旁边走过去。 32又有一个肋未人，也是一样;他到

了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 . æ33但有一个撒玛黎

雅人走路，来到他那里，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34遂上

前在他的伤处注上油与酒，包扎起来，又扶他骑上自己的

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照料他。 35第二天，取出两个

银钱交给店主说:请你小心照料他!不论余外花费多少，

等我回来时，必要补还你。 æ36你以为这三个人中谁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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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强盗的人的近人呢7"37那人说"是怜悯他的那人。"

坚壁遂给他说"你去，也照样做罢!" æ 
玛尔大姊妹二人

38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

叫玛尔大的，把耶稣接到家中。39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

亚，坐在主的脚前昕他讲话。(D4O玛尔大却为着许多伺候的

事忙碌不已; 她便上前来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伺

候，你不介意吗?请叫她来帮助我罢!" <<141 主回答她说 "玛

尔大，玛尔大!你为了许多的事操心忙碌，但其实需要的惟

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分，是不能从她夺去的。"49

@ 路记述了上面三个有关圣召及离开世俗的例子之后，这里又记

述了一段耶稣派遣七十二门徒去传教的事。"此后"二字，此处

不是指时间，只不过是一种转笔法。耶稣己清楚知道自己受难

的时期不远了。奉召为耶稣门徒的人，必须遵循耶稣的嘱托，

去传布喜讯。:60 、 61)。传福音的工作是繁重的，就像广大的

麦田正期待着大批工人去收割一样。犹如以前在加里肋亚时，

耶稣派遣了十二宗徒去传教(玛 9 : 36 -38; 1 0 : 1-3; 路 9:1-3);

同样耶稣此次又选出了七十二人，派他们往各城各地，宣扬天

国，等他们把人心预备妥善之后，自己再亲身在临。关于派遣

七十二人的事，惟独路有所记载。这说明只有他搜集了有关此

事的宝贵资料。至于耶稣授予七十二门徒的训令，如同所授予

十二宗徒的训令一样(蹬 9: 1-5; 谷 6: 7-11; 玛 10: 5-16) 。这或

者就是旦、釜二圣史不再赘述此事的理由。但是对于在福音中

避免重述类似题材的路加，这段记述，却有着极重大的意义。

因为由此更可说明耶稣离世升天以前，愿意门徒对传教的工作，

练习一下。耶稣要求于门徒的，是对天主应有完全的依恃，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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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要淡泊清贫 ， 在福音的传扬工作上应当有恒，不为俗事

所累 。 第一节 "七十二"的数字，许多古抄卷和古译本，各有

不同，有的作"七十"，有的作"七十二"。 究竟那个数字属于

原文，却难断定 。 本文选择了"七十二"这个经文，因为这种

读法比较困难，所以似乎是更确实的;反之"七十"这个数字

可能是由创 10 所说的"七十列邦"或户口所说的"七十长

老"的象征数字而来的 。 七十二门徒两个两个的去传教，完全

与宗徒传教时一样(谷 6: 7) 。 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个人的证言

有较重的分量 (参阅申 17:6; 19 : 15; 玛 18 : 16; 格后 13: 1)，

同时在职务上或发生意外的事时，两个人可以有个照应刊114:

9-12) 。 这种例子，日后在教会初期的传教士中，竟成了一种惯

例(宗 13:2; 15:27 、 39 等处〉 。

f) 3 节参阅玛 10: 16 。 本节是比喻之辞。 上边耶稣已将门徒们比拟

应在自己田地里劳作的工人，此处将他们比作进入狼群的羊。

就是说门徒去传教，所处的光景十分危险，好像羊在纠狼中 。

圣奥斯定解释说:吾主没有嘱咐门徒去躲避纣狼，而是嘱咐他

们要到射狼中去。 进入纣狼中的羊，数目不多，而纺狼却到处

都有。 耶稣派门徒们的这种计划岂能实现? 但人以为愚昧的，

"天主决意用人以为愚昧的道理，救那些相信的人……" (格前

1: 21);不论射狼如何凶猛，基督的门徒应该向那些凶猛如射狼

的人讲论得救的喜讯，因为连在他们中间，也有天主所召选的。

耶稣的使者不仅宣讲道理，而且还要以自己的品德表现福音的

精神 。 在品德之中，吾主特别嘱咐门徒修神贫和轻视世俗的德

行 (4 节) ， "你们不要带钱囊……"参阅玛 10:9 、 10 和注解 。

若是门徒轻世绝俗，专为天国工作，这样也成了宣布和平和带

和平的使者。 他们所带给人的和平不是世人所讲求的和平，而

是天主的恩赐;这和平的潜在力量是叫人与天主和好。 负着这

尊贵责任的门徒不要"向人请安"，即谓不可因世俗元益的往

来，妨碍传教的工作，耽误了重要的使命。 耶稣的门徒向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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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宣布所带来的平安，不是所有的人都肯接受，只有"和平之

子"才肯接受。"和平之子"为希伯来语风，指和平的爱好者，

非但指天性温和的人，而且亦指打开自己的心接受福音，并接

受由天主来的和平的人。不论哪一家有这样的人，你们的和平

就会临于他;否则，那和平仍归返你们。传播福音的人，必须

以和平祝福人。假使人由于自己的过错而不配接受那样的和平，

对传扬福音的人绝无损伤。 7 节"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一句，

日后圣保禄宗徒也引证了这话(弟前 5:18，参阅格前 9: 14) 。

传扬福音的人，为人灵劳作，赐以永福，自当有权接受维持生

活的报酬。耶稣在此不言周济，而言工资，因为基督信徒们都欠

着传教者一笔神圣的债。"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这命

令的目的也是禁止门徒不可耽误时间，如果他们接受许多家庭的

邀请，自然要因礼貌和谈话浪费宝贵的光阴。吾主这条命令虽然

直接是为那时候和那地域一一巴力斯坦一一-的环境而立的，可是

这命令为万世万代的教士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凡负有传教使命

的人，应当随时随地建立一个众目昭彰的高塔，在上边点燃一

个常明不灭的火炬，这个高塔和上边所有的火炬，即是天主教

会在普世所建立的"天主堂"。

8 9 节参阅玛 10:7 、 8。"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一句，参阅玛

3:2; 4:17; 谷 1:15 各注。

。 10-12 三节参阅玛 10:14 、 15。耶稣此处所说的话，按玛与对十

二宗徒所说的几乎相同。壁盘盔不知忏悔的各城"在那一日"

(审判之日)要受的审判，比索多玛所要受的，尤为严厉可怕。

按索多玛是淫乱著称的古城，想侮辱天主的使者(创 19:1-1 1);

虽然如此，但窒至旦人并未听过耶稣的教训，也未见过耶稣的

奇迹，没有辜负耶稣的恩惠，因而他们所要受的惩罚，比犹太

各城所要受的为轻。

o 13-15 三节，参阅要 11 :20-24 各注。耶稣在旦笠塞莹的所言所

为，只见于釜 8:22-26。墓盖盒是耶稣传教活动的主要城市 。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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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她心高气傲及充耳不闻的罪过，受到了耶稣的谴责。 耶稣用

了依撒意亚讽刺巴比伦王的话谴责葛法翁人 (依 14: 13-15) ，说

他们骄傲自恃，唯我独尊，高举自己到天上，岂知竟陷入地狱，

为天主所弃舍。

o "昕你们的，就是听我……"，参玛 10:40 。 耶稣赋予他的这七十

二门徒的最高权威，是他们以耶稣的名字去传教，他们的话，

不是他们自己的话，而是耶稣的话，是派遣耶稣来世的父藉他

们所说的话，所以他们的工作即是参加耶稣传教的工作 。 他们

是天父与基督的全权大使。 耶稣的这句话，阐明了他派遣门徒

的目的:代基督执行传教任务的门徒，必须竭力达到这个崇高

的理想，而所有的人也必须尊重使者们的崇高地位。

@ 路没有提及七十二门徒传教的地区 。 他们宣扬福音的地方，似

乎是犹太，也或者是在加里肋亚和培勒雅地区。 在一段较长的

时间以后，门徒们两个两个的先后回来，向耶稣复命，叙述他

们传教时发生的事 (9:10) 。 最使他们高兴谈的，是他们因耶稣

的名一耶稣的权能，制伏魔鬼的事。 这件事，他们是永远不会

忘记的 。

。 耶稣在神目里"看见撒蝉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此处并不

是论创世之前，魔魁 (Lucifer) 被逐出天国的事(参阅默 12: 7-

9) ，而论的是基督在世上建立的天主之国所要获得的真正胜利。

这个胜利在基督的神目中，好像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这是暗

示撒蝉的国在末世顷刻即灭亡的事;但是在他的国灭亡之前，

还常企图在世界上施展他的权能，就是图谋以暗算及暴力陷害

人类。 但是魔鬼，是不能损害门徒的，即谓不能胜过天主之国;

耶稣己赋予他神国的柱石一门徒一能力，使他们踏在毒虫一魔

鬼的身上而无伤损(参阅咏 91: 13; 宗 28:3-6) ，使他们克胜魔

鬼的一切势力 。 耶稣在 20 节的劝戒，丝毫没有斥责门徒的意

思 。 门徒为了制胜幽冥的势力固然应当高兴，但是耶稣却愿意

他们注意另一个喜悦的理由;制伏魔鬼的特权只是一种暂时的



F • 

707 路加福音第十章

恩赐，并不保证人能获得天主的国(参阅格前 13: 1-3; 玛 7: 21-

23) 。 而且魔鬼之被逐出世界，是这个不久即过的世界的事 。 但

是门徒们的真正喜悦和永远喜悦，是在于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

著录在包括一切被选者的名字的天书中(参阅出 32:32 、 33; 依

4:3; 达 12: 1; 咏 69:29; 斐 4:3; 默 3: 5; 20: 1日 。

@ 耶稣在上节给自己的门徒指出他们真正幸福之所在:即是成为

天主所拣选的朋友 。 惟独耶稣清楚明白这句话表示什么 。 为此

在同一时间，耶稣感到了欣慰，沐浴在快乐的气氛里，以一种

赤子南慕之情向自己的天父披心沥胆，感激天父垂顾了这些淳

朴可教的门徒，赐予他们如此大的恩惠 。 因着这个恩惠，门徒

稍微认识天主的高深莫测的奥妙道理。关于这两节的解释，请

参阅玛 11: 25-27 各注。但是我们要注意:玛把耶稣的这些话载

于别的地方，即耶稣离开加里肋亚，诅咒加里肋亚诸城之后，

以称谢天父使他的门徒们以信德的眼，认清了天主之国的奥妙。

如果我们明白路上述的环境，必然更容易明了耶稣这篇颂谢天

父的祷词。无疑地，路把耶稣这段颂谢天父的祷词，放在七十

二门徒归来复命的时候，是最相宜的时刻。

4ID 23-24 节，参阅玛 13:16-17 。 此处我们仍然指出玛记述耶稣的这些

话，在编次上与此处有所不同，即是说玛将这段话记述在譬喻的

言论中 。 但是耶稣的这段话，按路所记，似乎更适合原来的次序。

在耶稣祝谢天父的同时，也指出自己的门徒是最有福气的人。 24

节二圣史也略有不同:玛记述有许多"先知及义人"希望看见默

西亚时代的来临;而路此处则说"先知及君王"。 所谓君王特指达

味圣王，泛指达味以后一切虔诚的君王。 此处明明提及君王，是

因为默西亚的盟约是与达味王室订立的(参阅撒下 23:1-5) 。

4D 25-29 节，参阅釜 12: 28-31; 码 22:32-40 。 然而我们要指出，这

件事的发生，在曼和釜二道室内，与此处的环境不同，因此不

能视为同一事件，因为耶稣屡次坚持遵守法律的大诫命。 按路，

似乎应当假定此次是在一个会堂中发生的事。 当时会堂的昕众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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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个法学士，起立试探耶稣，询问有关进入永生之路(18:

18) 。 耶稣明知法学士在试探自己，知道他的语问中所蕴藏的诡

计，没有直接作答，却反问法学士:法律是如何说的?法学士

本想难人，现在反被人难了 。 也许他先前曾听见过耶稣讲的爱

主爱人的道理，就拿爱主爱人的道理回答了耶稣。 法学士的答

复，异常正确熟练，虽然他仍不全然理解那段经义。 实际上犹

太人每日两次朗读法律中的这条诫命(申 6:4唱的。耶稣称赞了

法学士所回答的，并勉励他为承受永生，应去实行这条大诫命。

那法学士看自己所设的问题本来很难解答，却得了圆满的答复，

自以为不错，又进一步给耶稣设一个问题说"毕竟谁是我的近

人?"这也是当时十分难解的问题。 连"外邦人"也算是"我的

近人"吗?或者仅是犹太人是"我的近人"呢?按法利塞人的

说法，仅犹太人彼此才是近人，而外邦人却不是"我的近人"。

天主原来选了伊民离开外邦人，赏了他们许多特恩，是为保存

启示的真宗教。 但他们竟以此自高，而轻视一切外邦人。 只拿

伊民为近人。 但又按当时法利塞人的讲法，仅是犹太人还不算

是近人，而是谨遵法律的人，才彼此是近人，是真伊撒尔人。

@ 耶稣所讲述的，似乎不是实有其事，而是虚构的一个故事，为

阐明他的道理，因按路，故事以后紧接着记述耶稣逗留在贝塔

尼雅的事(10: 38-42) 。 可能法学士问道于耶稣的一幕，也发生

在贝塔尼雅附近。 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更容易了解故事的用意，

因为人大都知道从耶路撒冷下到耶黎昂的道上常有匪盗的抢劫。

按耶黎昂位于耶路撒冷东北，相离约二十五公里。 从耶路撒冷到

耶黎昂去，起初尚经过一个极小的村落，随后便是一片荒野，冈

峦起伏，冬春雨季，遍地青绿，但在夏天烈日之下，却都成了灌

灌童山 。 长达二十五里的荒路上，正是匪徒出没的处所。 圣热罗

尼莫告诉我们:在这段路的中间，有一个地方称为"血地"

(Adonù时，所谓"血地"因为在这里因匪徒的不断杀人，地成

了血色 (PL 23 , 887-888) 。 第四世纪曾在此处建有一座堡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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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来往的行人。 十字军东征时代 (一0九丸一一二七0年〉 也

在此地建了一座堡垒，名之为"血的堡垒"。 譬喻中的行人，大概

走至半途，或己走过一大半板路，才遇到了几个不肖之徒。 遇难者

是一犹太人或是一外邦人，譬喻中没有说明，可能是一个盐主人。

耶稣对于遇难者没有指明籍贯的原故，是意欲排除一切国家主义。

爱德不问国籍，不问宗教，不问家族，单单准备救助所有的人。

@ 耶稣在此举出的: 一个是司祭， 一个是肋未 。 这两种人原是法

律的代表及卫护人，尤其是献身于天主敬礼的人。 他们大概在

殿中行完了晨祭，取道回归司祭城耶黎昂的，路上瞥见了那个

罹难者，略一看，就过去了 。 按他们的教律，他们比别人更该

可怜穷人(参阅欧 4:1-4) ，但是他们见了这个满身血污的罹难

者，不屑走近探视，毫不动情地走了 。

æ "有一个撒玛黎雅人……动了'怜悯的心 。"历代犹太人与撒玛黎

雅人之间，仇隙很深(德 50: 27 、 28; 路 9:53 及该处注释，参

阅若 4:9) 。 按撒玛黎雅人是在亚述王撒尔贡(纪元前七二二年)

消灭伊撒尔国后，从巴比伦等地迁移到伊撒尔北国，而与当地

残余的伊撒尔人杂处的混血民族(参阅先知书下册历史总论第

二章丙〉 。 耶稣为特别阐明爱的诫命，在举出司祭及肋未两种人

的冷酷无情之后，即刻托出一位撒玛黎雅人，作为爱近人的模

范。 照犹太人的想法:如果司祭及肋未对这个罹难者，漠不关

心，撒玛黎雅人对此人更不会援之以手。 然而这个撒玛黎雅人

只见到遇难的这个人，与自己一样是一个人，虽然这人与自己

并非属于同族同教的人，仍然动了恻隐之心。 身为医士的路加

圣史在此给我们说明照料及包扎伤者的方法。 按中东民族于远

行时，必随身带有油酒等救急药物，以防万一发生受伤的事。

按酒，可以涤除血污，防止传染，并可使伤口收缩;油可以止

痛及平复剌激。 撒玛黎雅人要接着赶路，大概是往耶路撒冷办

事，几天以后还回来。 动身前，由衣袋里掏出两个银钱来。 按

银钱原文作德纳，一个德纳是一 日的工钱，两个德纳为受伤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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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做一二日的店费。他付的这钱是为保证金，好叫店主好好

照顾那人，不够的将来照还。

@ 耶稣讲比喻讲到"必要补还你"，就止住了，便问那法学士说:

"你以为这三个人中谁是那遭遇强盗的人的近人呢?"这个问话

是耶稣讲这比喻的目的，也是用来反问那法学士的。按当时人

的思想，比喻中的近人应该是那两个同族同教的司祭和肋未人，

而事实上，那可诅咒的撒玛黎雅外邦人却成了近人。那学士不

能躲开所问的，但不愿说出那可恨的"撒玛黎雅人"一名，便

说了"是怜'悯他的那人"。耶稣就肯定他答复的很对，也劝他照

那撒玛黎雅人的善表，去行爱德的诫命。"你去，也照样做罢!"

从那一天起凡听这话而去实行的，不知有几亿兆!耶稣以撒玛

黎雅人对那不幸的犹太人表现的爱德，愿意教训人一个爱德的

金科玉律:应爱的近人，不仅限于同国、同教的人和亲友，而

是圆颅方趾的每一个人，连仇人也包括在内。

@ 路记述了撒玛黎雅人的爱人比喻以后，便插入了一段逸事，事

虽琐屑，却富有深意。 圣史再次提起耶稣与门徒们走路的时候

(参阅 9:51 、 57) ，进了一个村庄。圣史没有说出那村庄的名字，

但若望圣史却把这个遗漏补在自己的福音书中。若望详细告诉

我们:那个村庄名叫贝塔尼雅，并告诉我们:她们姊妹二人还

有一个兄弟，名叫拉臣禄，就是那个死了四天，耶稣使之复活

的拉臣禄(若 11:1町18 ，参阅若 12:1-3) 。 这一家人与耶稣情谊

深厚，耶稣喜欢到这里来投宿。 耶稣在这里可以见到三颗对他

感情极深的心 。 她们姊妹二人的性格，路给我们和盘托出:一

个是动的，一个是静的 。 从若望的记述中亦可看出姊妹二人在

性格上的不同 。 耶稣此次光临这一家，由她们姊妹二人款留在

家中 。 玛尔大见耶稣光临，分外殷勤，全心集中在款待这位贵

宾的事宜上。"玛利亚"不能与路加所述的那个有罪的玛利亚

(路 7:50 注〉是同一个女人，好像也不是那个名叫玛利亚玛达

肋纳的女人(参阅路 8: 匀，因为此处连她的姐姐旦笙主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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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初次提及的人物。 此处的里型里面对着可爱的师傅，

洋溢着爱情的尊敬，虚心地坐在耶稣脚边聆听他的教训 。 她忘

了一切，只有真理的神光照照着她。

@ 亘笙二主见她的妹妹安坐在耶稣脚边，并不来帮助她，心中未免

有些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她的怨气便在耶稣面前吐出来。

当然她说话的态度仍然不失雅正，说时脸上可能还带笑容;但

是她话语的骨子究竟是带着申斥性的，并且她那小小的抱怨还

波及到耶稣身上。

@ 耶稣庄严地带责带训地给她回答，同时也为沉默的旦到里辩护。

"玛尔大!玛尔大!" 一一-耶稣一连叫了两声玛尔大，是叫她注

意，也叫她认错 "你为了许多的事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

惟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分，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注

疏家在此聚讼纷纷的，便是耶稣说的"其实需要的惟有一件"，

这个"一件"究竟何所指呢?许多古卷读作"需要的并不多或

者(只)需一样 。"根据这个读法，耶稣好像对玛尔大说"你

不要过于操劳，少许就足够了 。 其实惟有一样是重要的 。"意

谓:你不要在预备食物及款待客人上面忙碌不休，只有玛利亚

所选择的一事:听天主的圣言，是重要的 。 虽然这种讲法是有

根据的，但是我们宁选取了其他古卷的读法，而且这种读法通

常也见于许多古译本中"其实需要的惟有一件。"此种读法似

乎更适合上下文:耶稣以一件重要的事来与玛尔大的诸多操劳

相对峙。 惟有一件事:昕天主的圣言(参阅 8 : 21; 1 0 : 24; 11: 

28; 12: 29-31) ，而如此获得永生，是重要的。 同耶稣在一起，全

心倾慕谛听他的天语，永远不离开他，比之忙于正当的俗务，闹

得心中过于激动，精神过于恍惚，尤为崇高美好。 最重要的是玛

型里在耶稣足前所表现的虔诚而专一的爱，其他的事都是这个

"爱"的附属品 。 耶稣称许了玛利亚，因为她专心对待天主，选了

更好的一分;然而耶稣也并未责怪望盔主做事的不当。 原来内修

与外务两种工作都是好的，不过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内修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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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天主经〈玛 6:7-15)

1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停止以后，他的一个

门徒对他说"主，请教给我们祈祷罢!如同若翰教给了

他的门徒一样。" 02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祈祷时要说:父

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 !3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天天赐给我们 !4宽免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自己也宽

免了所有亏负我们的人;别让我们陷入诱惑。 " 8 

半夜借饼的朋友

5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

那里，给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罢 !6因为我的朋友行

路到了我这儿，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 t)7那人从里面回

答说: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了，我的孩子们同我一

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8我告诉你们:他纵使不为了

他是他的朋友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恬不知耻地切求而起

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

有求必应 (玛 7:7-1 1)

9"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

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 10因为凡求的，就必得

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 011 你们中间

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 或是求

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 12 或者求鸡蛋，反将揭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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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13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

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 0 

耶稣与贝耳则步(玛 12: 22-24; 谷 3:22)

14耶稣驱逐一个魔鬼一一他原是叫人暗哑的魔鬼;魔

鬼出去以后，哑巴便说出话来，群众都惊讶不止。 15但是

其中却有人说"他是仗赖魔王贝耳则步驱魔。 " 16另一些

人试探耶稣，向他要求一个自天而来的征兆。@

耶稣为自己辩护(玛 12: 25-30; 谷 3: 23-27) 

17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便给他们说"凡是一国

自相纷争，必成废墟，一家一家的败落。 18如果撒赠自相

纷争，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因为你们说我仗赖贝耳则步

驱魔。 19如果我仗赖贝耳则步驱魔，你们的子弟们是仗赖

谁驱魔呢?为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20如果我是仗赖

天主的手指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 。 @

21几时壮士佩带武器，看守自己的宅院， 他的财产，必能

安全。22但是如果有个比他强壮的来战胜他，必会把他所

依仗的一切器械都夺去，并且分了他的赃物。2不随同我

的，就是反对我;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 0 

魔去复来的危险(玛 12:43-45)

24"污魔出离了人身，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

之处，却没有找着;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屋里

去。25他来到后，见屋内打扫清洁，装饰整齐了。26他就去，

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凶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处境比先前的更为恶劣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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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哉耶稣的母亲

27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他

说"怀过你的胎及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咱耶稣

却说"可是那昕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 æ 
邪恶的一代人要求征兆(玛 12 :38-42) 

29群众集拢来的时候，耶稣开始说"这一世代是一

邪恶的世代:它要求征兆，除了约纳的征兆外，必不给它

任何征兆。 30 因为，有如约纳为尼尼微人是个征兆，将来

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 f)31 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因为她从地极来，昕撒

罗满的智慧。 看，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 !32尼尼微人在

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

因了约纳的宣讲悔改了 。 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 æ 
真光烛照一切(玛 5:14-16; 6:22-23) 

33 "没有人点灯而放在害中，或置于斗下的，而是放

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光。 34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

几时你的眼睛纯洁，你全身就光明;但如果邪恶，你全身

就黑暗 。 æ35所以你要小心，莫叫你内里的光成了黑暗。 36

所以，如果你全身光明，丝毫没有黑暗之处，全身就必要

光明，有如灯光照耀你一样。 " æ 
耶稣痛责法利塞人 (参阅玛 23:ι7 、 23羽)

37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选型塞人请他在自己家

中用饭，耶稣进去便入了坐。 38那个法利塞人一看见，就

怪异耶稣饭前不先洗手。 ~39但主对他说"你们运到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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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 40糊涂人

哪!那造外面的，不也造了里面吗?41 可是你们只要把杯

盘里面的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 tfþ42但

是，祸哉，你们运)flj塞人!因为你们把薄荷、茵香及各种

菜蔬捐献十分之一，反而对公义及爱天主的本分忽略过

去。这些固然该作，那些也不可忽略。43祸哉，你们法利塞

人!因为你们在会堂里爱坐上座，在街市上爱受人致

敬。44祸哉你们!因为你们就如同不显露的坟墓，在上面

行走的人也不知道。" æ 
耶稣痛责法学士(参阅玛 23:4 、 13 、 29-36)

45有一个法学士回答耶稣说"师傅，你说这些话，连

我们也侮辱了 。 "46耶稣说"祸哉，连你们这些法学士!因

为你们加给人不堪负荷的重担，而你们自己对重担连一个

指头也不肯动一下。4ID47祸哉你们!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

而你们的祖先却杀害了他们，48可见你们便是你们祖先所为

的证人，又予以赞同;因为他们杀害了先知，而你们又修

建先知的坟墓。49为此，天主的智慧曾说过:我将要派遣先

知及使者到他们那里，其中有的，他们要杀死，有的，他

们要迫害。@因为使从创造世界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

要向这一代追讨。51从亚伯尔的血，到丧亡在祭坛与圣所之

间的则加勒雅的血。的确，我告诉你们:都要向这一代追

讨。 fjþ52祸哉，你们法学士!因为你们拿走了知识的钥匙，

自己不进去，那愿意进去的，你们也加以阻止。" 053 耶

壁从那里出来以后，经师们及运型!塞人开始严厉追逼他，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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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问他许多的事。 54窥伺他，要从他口中抓到语病。 @

@ 关于耶稣教给门徒念"天主经"的地点和时间，路没有记载，

玛将"天主经"记于山中圣训中，而路则记于与玛不同的环境

中;在什么环境中耶稣教给了门徒天主经呢?路将耶稣教授的

天主经载于耶稣在贝塔尼雅作客的记述以后，由此我们可以推

测耶稣教门徒念天主经的时间和地点，与耶稣在贝塔尼雅作客

的时间和地点，可能不会太远。 谷 11 : 23-26 所记，耶稣往圣城

时对门徒所说的，也可以与此相印证。 诚然，写于十一世纪的

文献记载一个古传说，说耶稣是在阿里瓦山东部，离今升天圣

堂有"投石之遥"的地方，向门徒口授了这段祷文(参阅 ELS

nn . 629-652) 。 耶稣向天父析祷的仪容，激起了门徒的希望，

希望自己也能向天父祈祷。 因此要求耶稣说"主，请教给我们

祈祷罢!"门徒中有几个以前是若翰的门徒，他们曾在若翰的教

导下做过祈祷，现在他们做了耶稣的门徒，看见耶稣祈祷，并

觉得耶稣祈祷的态度与若翰不同，觉得耶稣的祈祷有一种新的

启示 。 虽然圣史们没有给我们遗留下若翰析祷的方式，但我们

不难推知若翰的祈祷词，不外是热诚的犹太人呼求"诸天降下

义者"的祷词;而耶稣口授的祷文，却是适应"时期届满"的

精神，是被救赎的世界所要做的祈祷，更是从救主第一次降世，

直到他第二次来临，时常伴随基督信徒的祷丈 。

f) "天主经"路和玛记的略有不同:玛所记的，如照一般学者将

天主经分为七求的话，路仅有其中的五求(略去第三求和第七

求) 。 在言辞上除两三个小分别外，其他与玛完全相同 。 至于这

两个方式那一个是原始的，对这问题，学者们意见不同，莫衷

一是。 有些古时学者以为天主经的两个方式是耶稣在两个不同

的环境中口授的 。 这个意见是有其可能性，但是不能加以证明 。

今日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否定了这个意见。 其他如路玛天主经

的异文，可能是由二圣史各依据圣史所在地的教会所念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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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而来，就如耶稣在最后晚餐，祝圣饼和酒的言词， 二圣史的

记述不同一样。 关于天主经的诠释，参阅玛 6: 7-15 各注外，此

处只略加以解释。 "父啊"这是对天主最美丽的称呼，是最悦

乐天主，也是最快我们人心的一个称呼。这称呼， 一方面十分

适合天主的本性，另一方面也适合我们因着耶稣所获得的新地

位。 天主是父，因为自永远生他的圣子(驶 2:7; 袤 1:1) ，而

且因为自永远他看圣子降生为人的功德，预简世人都变成自己

的义子。 圣女大德肋撒向天主说"天父呀!你有多么光荣的一

个儿子……!"圣若望论我们的尊位说"请看，父赐给我们是

何等爱情，叫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儿女 。 我们也真是天主的儿女"

(若- 3: 1) 。 参阅弗 1 : 3-14; 罗 8: 14-39 等。"愿你的名被尊为

圣"天主的名即谓他的本性本体，更好说他给我们人所彰显的

自己的本性本体。 更具体地说，天主给世人彰显的本性本体是

什么?对这问题，不难解答:他给世人启示了他是"爱" (若-

4:韵，他是"慈父" (路 15: 11-34 等〉 。 耶稣叫我们念的这一句

话是让我们祈望天主被人认识慈父而被人尊为圣，正如天使

({:&6:3; 憨 5: 13) 及圣子耶稣自己(聂 17:11) 尊天主为圣一

样。 "愿你的国来临"这个析求解释前一祈求的意义，也是前

一祈求的补充。 人若愿意天主的名被尊为圣，是愿意惟一的真

宗教普及全世，可是本句中的这种愿望，说得更清楚更具体。

真宗教实在就是天主国的另一种说法。在圣子降生以后，天主

的国就成了基督的国(弗 5:5) 一一圣教会。 圣教会内在的生

活，就是由天主而来的永生 。 圣教会在世上的生活是暂时的，

将要在耶稣第二次来临时结束;如果注意这些成分，我们在念:

"愿你的国来临"一句时，是析求圣教会广扬于世，天主的宠爱

充满众人的心灵。 又求天主国的君王一基督一迅速再临，好把

这神国交于天父，叫天父永远作众人的天主。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天天赐给我们"用这话祈求天父赏给我们形粮与神粮。 圣

五伤主查查用这话直接祈求说"恳求你赐给我们你可爱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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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体!"的确，按许多教父的意见，我们念这话，不但求天父来

养活我们肉身的性命，且也养活我们灵魂的性命。 养活灵魂的食

粮，就是天主的道理和耶稣的圣体(师主篇卷四 11:4) 0 "宽免我

们的罪过"人都是罪人，人都是欠天主债的人(若一1: 8) 。 人

如能与天主重新和好，必须先宽赦得罪自己的人，否则，便不

能获得天主的宽赦。 天主既然是爱，由于爱他宽赦了我们，我

们为蒙受这爱的效果一一一宽赦，我们必须效法天父，宽免自己

的仇人。 "别让我们陷入诱惑"诱惑是人在世上所免不了的，

我们念这句话，不求天主使我们不受诱惑，而只求他别许我们

受超过我们力量的诱惑，换句话说，求天主在我们遇到诱惑的

时候，来扶助我们，得胜诱惑。

@ 友人半夜借饼的比喻与不义判官的比喻(路 18: 1-8) 是相类似

的 。 两个比喻皆是路加独有的:两个比喻都是教训我们:祈祷

必须恳切恒心 。 其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指出:祈祷要始终如一 ，

从不间断;另一个指出:任何事只要求，必能获得应允，决不

会求福得祸 。 巴力斯坦地方，如果有人远行访友，多等待下午

酷热消退之后，才起身就道，到达目的地，往往极晚。 当这个不

速之客到达时，友人可能早已安息了 。 访客到了，内里己睡的人，

待知道是友人来访，紧'贮起身迎人。 第一件事是应解决半夜饭食

的问题。待发觉没有现成的饼时，只有到邻家去商借了 。

。 梦里被敲门声惊醒的那位朋友，拒绝的理由是"我不能起来"

而不是"我不愿意"。 其实他要起来，是有些不方便，孩子们与

他己睡在一起，起来点灯开门可能把孩子弄醒。 圣奥斯定说:

"那不愿意起来给饼的人，毕竟给了，因为那个朋友不断的求。

劝勉我们恳求的好天主，不是给的更要多吗? 如果我们不求，

岂不是开罪他吗?"

@ 耶稣随后郑重地声明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

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这三个重叠句，

并非表示三种析求，而是把恒心析祷的意义， 三番五次地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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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 如果我们抱着"求之必得"的信念，不断地祈求，我们

一定会得到我们所求的 。 圣额我略说"天主愿意人求他，愿意

人切求他，愿意人厚颜地强求他。 " 10 节又转人析祷的总则"因

为凡求的……"。 但屡次我们没有获得所求，这是因为我们有罪，

祈祷不诚，或所求的于我们有害的缘故。圣奥斯定说"圣善的天

主屡次不赏赐我们所愿意的，是为给我们所宁愿要的。"

@ 耶稣在此又取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比方，证明上述的道理，并提

出要使析祷生效，只有恒心是不够的，求的时候，还应当有依

靠的心 。 "你们纵然不善"的"不善"二字，是说人们生性向

恶，或在与惟一圣善的天主比较下，显得不善的意思 。 "将圣神

赐予求他的人" "圣神"按玛作"好东西"世人的宽大，与天

主的慈样宽仁之间的差别，没有比这句珍言再显明的了 。 我们

必须牢记耶稣的这段训言。 天主的恩赐中最宝贵的，应推圣神，

圣神的七恩与能力 。 谁求圣神降临，天主决不会推却。诚心求

天主的人，纵然不直接求赐圣神，天主还要用慈父的心肠，赐

给他这个殊恩。 "难道妇人能忘掉了自己的乳婴，甚至不爱惜她

亲生的儿子吗?纵然她能够忘掉，然而我不能忘掉你啊" (依

49:1日 。 先知的这句话，正是天主有求必应的明证。

@ 关于"附魔的人"，参见玛 8 章附注。 由于耶稣治好一个暗哑的

附魔人，为他驱逐了魔鬼，使他能够说话，法利塞人就谏言耶

稣藉着魔鬼的力量驱魔。谷虽没有记载这个奇迹，但由法学士

毁谤耶稣的话上，可知耶稣显了驱魔的奇迹(谷 3: 24) 。 路玛

二圣史的记载却非常清楚，而且路在法利塞人的诬谤之后，顺

便地又加记了一些人要求耶稣显一个灵迹的事(16 节〉 。 路此处

只记载治好了暗哑的附魔人，按玛这附魔的是一个又盲又哑的

人。 民众对这个奇迹都惊愕不止。 其中有人(玛作法利塞人〉

和从里蛊盘透下来的经师们(釜 3:22) ，见了民众惊讶，听了民

众赞扬耶稣的话(要 12:23) ，便彼此说"他是仗赖魔王贝耳则

主驱魔。"釜并记载:经师们说耶稣有旦旦旦芝附着，因魔王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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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 这话或者单单讪毁耶稣藉魔鬼的力量驱魔，或者更恶意地

诬谤耶稣施行魔术驱魔，对耶稣都是一种侮辱。 耶稣原是降生

救世的真天主，竟受到他们这样的垢骂，可见经师等人居心不

正了 。 "旦旦旦芝"一名，原文作 ßeEÀ I;EßoÙλ ，韭王通行本作

Beelzcbub，此名不易解释， 一般学者以为此名是指赫克龙人的

神巴哈耳则步布 CBaal-zebu b) 即"蝇神" C列下 1: 2) 。 但是我

们看不出，何以人们把这个培肋协特神的名字，充作魔王的理

由 。 如果这名字是犹太阿辣美文，就含有"敌对" CBeel-zebab) 

之意，因而引申为"灵魂的敌对" "B臼lzebul" 一名，按古语言

学来解释，似乎是"粪神" CBaal-zibbhul) ，或"家主"即外邦人

向之供奉祭物的"巴哈耳"神 。 福音书之外，在旧约和其他书

籍中，当作"魔魁"的名字，常见的有撒玛额尔 CSammael) , 

"阿斯摩豆斯" CAsmodæus) 及"贝里雅哈耳" CBeliar = Belial)。

@ 耶稣知道他们心怀恶意，就决意当面指斥他们 。 耶稣用了两个

证据来驳斥他们: 一是直接证据，二是用他们的话为证据

CArgumcntum ad hominem) 。 耶稣藉这两个证据指明自己有控

制魔鬼的超然能力，同时也说明自己是默西亚。 一、直接证据

(17 , 18 两节) :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必不能存立，如果撒蝉自

相纷争，这说明魔鬼的国是由两个相反的势力所统治。 没有人

相信魔鬼谋图自身的灭亡。 所以法利塞人的讪毁犯了判断上的错

误。二、以他们的话为证据(19 节): "如果我仗赖贝耳则步驱

魔，你们的子弟们是仗赖谁驱魔呢?"按当时法利塞人中也有些驱

魔的人，他们藉着咒语、舞蹈和一些祝文驱魔 CAnt. Jud. 哑， 2 ，

5; 坠11. Jud. 哑， 6 , 1 参阅釜 9:38; 蹬 9:49; 去 19:13) 。 像这样

的诬谤正伤害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弟。 你们不诋毁你们的子弟，而

偏偏诅咒我，这是什么道理?不是太欠公平了吗? 20 节耶稣遂作

结论说:如果我真不是藉魔鬼的力量驱魔，那么，你们就该知道

我是仗赖天主的手指(玛作天主的神〉驱魔了 。 "天主的手指"或

"天主的神"这种语法在旧约中是常见的，参阅出 8: 15; 3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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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9: 10; 政 8:4 0 "手指"在此表示天主的能力 。 随后耶稣就肯定

说 "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 。"这个天主的国是我以

言行所宣讲的国，而我就是这国的建立者，我决不会扩大撒蝉的

权势。 虽然天主的国没有完全出现，但是天国的力量正在进行工

作着，胜利是必然的。 撒赠也定要销声敛迹，败退下去。

@ 耶稣接着用了一个浅近有趣的壮士喻，描写他自己和撒赠争战

的情形 。 这个壮士喻，按谷的记载，是耶稣用来驳斥敌人说

"他有贝耳则步附着"的谬论的 。 这比喻指出基督制胜了撒赠。

路玛二圣史既没有记载敌人说的那句澜言，那么，这个比喻便

成了耶稣用来驳斥敌人说"他仗赖魔王驱魔"的比喻:基督不

但不是撒蝉的偏袒者，而且耶稣还要制胜他，把他从世界上赶

出去。 玛和谷在措辞上几乎相同(玛是疑问句)，但路有些不

同的语词 。 比喻的本身是浅显易懂的 。 详见玛谷注释。

4ID 24-26 节一段与另 12:43-45 相同，参阅要所有的注释。

4D 27 、 28 两节是路所独有的，这也是他的福音多记载女人，另外

圣母的事的又一明证。 耶稣基督的母亲再次受到女人的赞美

(1 :42) 。 玛利亚对她个人的预言开始应验了。 : 48) 0 "耶稣说这

些话的时候"，即耶稣明智地驳斥过他的敌人法利塞人的侮辱之

后，正说魔鬼再来人身的比喻的时候，大概一个已身为人母的

女人，在人群中感动得不由自主地高呼说"怀过你的胎及你所

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即谓怀孕、生育和教养你的女人，

真是有福的，堪受至高至大的赞颂。 玛 12:46 记载耶稣正说话

的时候，有人告诉耶稣，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在外边愿意

同他说话。 路加以前也曾记载了耶稣的母亲和兄弟们来看耶稣

的事 (8:19-21)，不过玛 12:46 和路此次的记载，不是同一时间

的事(参阅年表 61:128)0 "耶稣却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

行的人更是有福!"耶稣的答话没有否认那女人的称赞，单指出

她的话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必须加以补充，因为她忽略了重要

之点。 耶稣所补充的话是说: 童贞圣母玛利亚有福，固然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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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被选为天主之母的高位，但是她更为有福，是"因为她遵

行了天主的旨意" (St. Aug. , InJoh. , tract . 10 , 3) 0 "如果她没

有听天主的话，没有遵行天主的话，纵然她身生了基督，也不

算为有福" (St . Chrys . ap . St. Thom. in Catena) 。

@ 关于 29-32 节一段，参阅玛 12: 38-42 各注 。 本章 16 节记载:耶

稣受"另一些人"的试探。 他们要求耶稣显一个天上的征兆。

无疑地，圣史的这个记载，是给本段所下的伏笔。 "群众集拢来

的时候"路屡次用这样的辞句，来形容被耶稣言行引来的无数

民众(参照 27 节 4: 42; 5: 1; 6: 17; 7: 11; 8: 4 、 19 、 40; 9: 11 、

37;12:1 、 54 等处) 0 "除了约纳的征兆外……"乍看路似乎在约

纳与基督之间所作的比较，单单在于他们的宣讲悔改上。 圣史

略去约纳是基督埋葬和复活的预像的话，而此话则见于玛 12:

40 。 但是原文"给"和"是"两动词的未来式已经包括玛所记

的话。 基督讲道已经很久了，然而他说的，不是曾给了或现在

给征兆，而是将来要给，即他将要复活 。 虽然如此，但这征兆

并不十分紧要，因为他行的其他奇迹为证明他的使命和道理已

经足够了 。 "必不给它任何征兆" 一句，意思是说耶稣不愿另显

任何奇迹，或是拒绝另显奇迹作为他神圣使命的信证。因为耶

稣已拿自己治好暗哑附魔人的奇迹 (20 节) ，作为他将天主的国

带到他们中间的证据，本来已经足够使他们信服的了。他们所

要求的，与先知们和(犹太人所信的)术士所行的奇迹，完全

不同 。 这些经师和法利塞人愿意从天主那里得到直接的证据，如

从天上来的一个声音，一句话或一个火柱，好证明耶稣的使命

(依 7: 11) ，因为耶稣的奇迹一直叫他们疑惧，但是他们请求耶稣

用这样的征兆来折服他们的心，耶稣却拒绝了他们的这个请求。

æ "南方的女王"，即协巴女王，坠旦在阻塑鱼南部，今之血口 。

路把尼尼微人的事放在协巴女王以后，或是因为耶稣就是如此

讲的，或是因为意义相同放在一起。 在本段中有三个对比:

(一)外方女王和犹太人(二〉地极和当地(三〉盘芝堕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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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甚或有第四个对比:求智慧的女人和不愿受教的这代人。

耶稣引证南方女王和星星堡的事迹，是指责选主人对自己的启

示不关痛痒的罪恶。 坠旦女王见到了盘里菌的智慧，不胜钦佩

(列上 10: 1);尼尼微人听到了组塑的讲劝，也幡然悔改(纫 3:

5) 。 心怀恶意的法利塞人们，耳闻目见了比撤罗满和约纳更大的

耶稣的所行所教，却始终不肯幡然自新，那么，他们如何能逃避

将来可怖的审判?

æ 33-36 一段是讲神目的光。 耶稣的谈话没有中断，仍然继续答复

那些要求征兆的人。 灵性的视觉没有被冷漠和怕恶不俊所蒙蔽

的人，不需要天上来的征兆，因为他们的整个灵魂充满了光亮，

自然承认，并全心接受耶稣的教训。另 5: 14-16; 6: 22-23 两处

与此段大同小异。此处言词的意义虽然含混，但耶稣的用意却

很清楚，就是说接受天主的话该有善意。 33 节亦见于蹬 8: 16 , 

不过此处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是耶稣指自己说的，因为他是天

主的光，是光照普世的光。 法利塞人要求耶稣显奇迹，看看耶

稣是否是天主给伊撤尔民族打发来的救主。 但是他们所忽视的

光，必要灿然出现，烛照普世。 34 节的话把灵魂辨别真理的官

能比做一盏灯"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人的眼睛如果正常

而健全，看的必然清楚;如果心地正直，必然容易认清真理。

眼睛如不健全，必陷于异端邪说的黑暗中。耶稣的这句话是劝

戒听众，切勿违背自己的良心。灵魂的光因犯罪是可以熄灭的 。

æ 35 节与若 3:19-21 的意义颇同，是说人应该保存天真诚朴的心

灵;否则，他必然是非不分，陷入歧途。 如此，他心灵的光，

不但不是光，反成了黑暗 。 36 节仍接 34 节，是说一个人接受耶

稣的道理的意向愈纯正，他的灵魂也愈洋溢着天上的光明和美

丽，宛如一盏发射灿烂光芒的灯。 心灵光明的人为承认真理

(耶稣) ，不需要天上的征兆。

4D 37-54 一段是记述耶稣对法利塞人的繁文缚节和假冒伪善，严加

斥责 。 玛 23 章整章所记载的，与路此处所记的(39-52 节 13: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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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35) ，环境不同，文字和次序也略有不同。法利塞人请耶稣

吃饭，看来并非出于诚意，只是意图窥伺耶稣，好抓住他的语

病。耶稣方才与人群接触过，并且还为一个附魔的人驱魔。法

利塞人当然认为耶稣人席前，必先洗去可能沾的不洁(谷 7:3-

4) 。但是耶稣不遵守他们的习惯，使他们大为怪异，甚表不满。

原来这种饭前洗手礼不是法律上的条例，而是法利塞人叫百姓守

的规矩(谷 7:3) 。我们可以明白耶稣饭前不洗手，或拒绝洗手，

是对他们的惯例，表示抗议，要用平凡来代替他们的繁文缚节。

4fì 39 节参阅玛 23:25 注解。按此处"杯盘的外面"和法利塞人的

心对比;玛的论点是器皿的外面保持清洁，而器皿中的酒肉是

指勒索所得和放荡的行为。 40 节是说:天主向伊撒尔人要的是

纯洁的心，但是因为法利塞人过于注意洗灌或清洁的繁文缚节，

而忽略了"那创造外表的，也创造了内里"的那回事。耶稣的

意思是说:创造万物的天主不是也造了人的灵魂?只拘守物体

的清洁而使灵魂受邪恶的沾污，是一种愚蠢。耶稣在 41 节突然

停止对法利塞人的斥责，而教训他们保存法律及内心纯洁的方

法:如果他们能斟酌自己财物的能力，博施济众，不过于拘泥

法律的成规，不违犯正义:这样在天主前才算有纯洁的心。"你

们只要把杯盘里面的施舍了"一句，古译本都如此翻译。按原

文 "Yá ψω四"一词的意义，或指杯盘里面的东西(酒肉) ，或

指钱袋里面的东西(银钱)。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你们杯盘里面

盛的东西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广施济众

是保持食物不污的最好办法，比拘谨于洗洁器皿好得多。

@ 按法律的规定，什一之物只限田产和牲畜(肋 27:30-33; 申 14:

22-28) ，不是对药草和菜蔬说的;但法利塞人却把药草和菜蔬

之类也奉献了:这是他们表示自己比众人更为认真和热诚。他

们所忽略的，玛称之为"法律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和爱天

主的本分。"上主要求于你的，无非是履行正义，爱好慈善和谦

逊地与你的天主往来" (米 6:8) 。耶稣没有废除什一捐献，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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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最重要的事应占第一位:先应当作好这些公义和爱天主的

本分，但那些分外的事也不可忽略。 43 节是耶稣揭发法利塞人

的虚荣心:在会堂里，他们爱争靠近讲坛的首位，在街市上，

他们希望百姓向他们致敬。但是这些自命为人师的法利塞人是

什么呢? "你们就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44 节)。隐而不显的坟

墓，人们在上面行走会失足跌伤或遭受沾污(户 19:16) 。百姓

与法利塞人相处，常把他们看做好人，视为宗教虔诚的典型，

不自觉地也染上他们的习气，正好似他们在隐而不显的坟基上

行走，受了不洁而不自觉，玛 23: 27 把法利塞人比作涂刷白粉

的坟基，外面看着好看，但里面满是不洁之物。

4p> 45-52 节一段内，耶稣用了三个"祸哉"申斥法学士 (46 、 47 、

52 三节) ，犹乎上段用了三个"祸哉"谴责法利塞人一样 (42 、

43 、 44 三节)。玛记载耶稣一连用了七个"祸哉"，混统地谴责

法利塞人和法学士。法学士或称经师，他们通常属于法利塞党，

且是具有权势的一派。他们中有一个与耶稣同席的法学士，听

见耶稣的谴责是针对法利塞人，便觉得有伤经师的脸面，遂起

而提出抗议。耶稣既被责问，遂乘机对法学士也严加申斥一番，

希图纠正他们的错谬思想和假善行为。"不堪负荷的重担"，即难

以负荷，极其沉重的担子，是指法学士在梅瑟法律上所加的不堪

而繁重的解说，他们使这些解说比法律本身更为严格。他们把这

些难以负荷的担子加在人们的肩上，而他们自己却逍遥法外。

@Ð 42-51 节为第二个祸哉。 47 、 48 两节，耶稣以讽刺的口吻暗指经

师们对古先知的尊崇"你们修建先知们的坟基"因为他们已

经被杀死了，不能申斥你们。你们的祖先杀死了先知，你们以

同样的手段要想对付我和我的门徒。他们修建先知们的坟基，

并非出于赔补和悔过的心，乃为掩饰祖先的罪恶罢了。他们有

意谋杀耶稣和他的宗徒，与他们的祖先犯了同样的罪，正是同

意于祖先行为的明证。 49 节的"为此"二字，即谓为了你们和

你们的祖先共同谋杀。"天主的智慧曾说过:我将要派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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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归于天主智慧口中的话，在玛 23:34 是耶稣自己的话(亦

见玛 10: 17 、 23) 0 "天主的智慧"一语多用来直接指示耶稣本人

(参阅格前 1:24 、 30) ，但如 7:35 所说的，天主的智慧好像是指

默西亚所定的一切计划和天主的指挥能力 。 敖黎革讷引证过耶

15: 10，也主张此处应作如此解释 cZahn ， op. cit. 485 A. 97) 。

耶稣在此预言他要派先知和使者(宗徒)，其中有的他们要杀害。

耶稣可能暗示斯德望(宗 7:54-60) ，长雅各伯宗徒(宗 12:1) 和

次壁垒鱼 CAnt. Jud. , XX , 9 , 1)的被杀 。 其中有的他们要迫

害(众宗徒们，尤其圣保禄宗徒的被迫害〉 。

f1Þ 50 、 51 两节是耶稣所下的定案。 耶稣把"自创造世界以来所流

众先知的血"都归于这一代，都要向这一代追讨。 耶稣在此暗

示同时代的人因这些罪恶所要受的惩罚，即圣城的毁灭。 亚伯

尔(创 4: 10) 在此被视为天主的一位先知，是圣经所载的第一

位殉难者。 则加勒雅(编下 24: 21-22) 被视为最后的一位先知 。

因为记载这位先知的编年纪在希伯来圣经书目中是最后的一部

经书 。 则加勒雅临死的时候曾说"愿上主对此事予以鉴察及报

复 ! " C编下 24:22) 耶稣把历代杀害先知和现在槟弃杀害天主圣

子的罪恶，都要这一代来承担。

~ 52 节为第三个祸哉，见玛 23: 13 。 最后耶稣谴责法学士"拿走

了知识的钥匙" 。 知识是得救的门路，得救的知识只能从经上得

来。 但是法学士却用他们错谬的解释和对百姓的轻视，把一切

达到知识的门路都杜绝了 。 他们自以为有解释圣经的专利权，

自以为他们的注解是万般真确的，应当发生法律的权威;更以

为人民不配受教，不能开导 。 自己不进去，也不让愿意进去的

人进去，即谓他们自己不守法律，也不让别人守法律，或者:

他们自己不接受默西亚，也不让别人接受。

@ 耶稣严词厉色训斥法利塞人和法学士，原出于一片至诚，但耶

稣的忠言只惹得恶党更加愤恨。 因此多端追逼盘问，企图在耶

稣的言词上找到语病，乘机陷害他。



727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诚实和依靠(另 16 : 6; 10: 19-33 ;釜 8: 15) 

1 那时有成千累万的群众集拢来，竟至互相践踏。耶

稣开始先对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要谨防盗型崖人的酵母，

即他们的虚伪。2但是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

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3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

的，将来必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来

必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 04我告诉你们做我朋友的人们:

你们不要害怕那些杀害肉身，而后不能更有所为的人。5我

要指给你们，谁是你们所应怕的:你们应当害怕那杀了以

后，又有权柄技之于地狱的一位;的确，我告诉你们:应

当害怕这一位 86五只麻雀不是卖两文铜钱吗?然而在天

主前，他们中没有一只被遗忘的。7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一

一被数过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尊贵多了。@

8我告诉你们:凡在人前承认我的，人子将来也要在天主的

使者前承认他。9在人前否认我的，将来在天主的使者前也

要被否认。 010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尚可获得赦免，但是亵

读圣神的人，决不能获得赦免。 011 当人押送你们到会堂，

到官长及有权柄的人面前时，你们不要思虑怎样申辩，或说

什么话。 12因为在那个时刻，圣神必要教你们应说的话。"0

糊涂富翁的比喻

13人群中有一个人给堕壁说"师傅，请吩咐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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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分家罢! "14耶稣对他说"人哪，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

官及分家人呢?"15遂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

婪;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他资财的富裕。 " 016耶稣对

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 "一个富人的田地，出产丰厚。 17他

心里想道:我要怎么办呢?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田

产 。 18他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

的，要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及货财。 19 以后我要对我

的灵魂说:灵魂哪!你存有大量的货财，足够多年之用，

你休息罢!吃喝宴乐罢 020 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哪!

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置的，将归谁呢?21 那为

自己厚积财富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

戒挂念世俗(玛 6: 25-34) 

22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

命思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 。 23 因为生命贵

于食物，身体贵于衣服。 24你们看看乌鸦，它们不播种，也

不收获，它们没有库房，也没有仓康，天主尚且养活它

们，你们比起飞鸟更要尊贵多少呢?25你们中谁能运用思

虑，使自己的寿数加出一肘来呢?26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

还做不来，为什么要思虑别的事呢?27你们看看百合花是

怎样生长的:它们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

们:就是撒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中所披戴的，也比不上这

些花中的一朵。 28 田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

炉中的，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何况你们呢!小信德的人们

哪， 29你们不要谋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愁挂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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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的外教人所切求的，至于你们，你们

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31 你们但要寻求他的国，这些自

会加给你们。" æ 
真正的宝藏在天上(另 6:19-2 1)

32 "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

把天国赐给你们。41)33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为你们

自己办下经久不朽的钱囊，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

那里盗贼不能走近，蠢虫也不能损坏。34 因为你们的宝藏

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 {Ð 

醒悟的劝言(玛 24:43-44; 谷 13 :33-37) 

35"要把你们的腰束起，把灯点着 ;36应当如同那些等

候自己的主人由婚篷回来的人，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

门，立刻就给他开门。Q)37主人来到时，看见醒悟着的那

些仆人，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

他们坐席，自己前来伺候他们。38如果他二更或三更来到，

看见这样，那些人才是有福的。6)39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临[他必要醒悟，]不容自己

的房屋被挖穿。4û你们也应当准备，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

时辰，人子就来了。" æ 
忠厚的管家与不忠信的仆人(玛 24: 45-51) 

41伯多禄说"主，你讲的这个譬喻，是为我们呢，还

是为众人?" ~2主说"究竟谁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为按时配给食粮?43主人来时，

看见他如此行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44我实话告诉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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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45如果那个仆人心

里说:我的主人必然迟来;他于是开始拷打仆姆，也吃也

喝也醉酒。46在他不期待的日子，不知觉的时刻，那仆人

的主人要来，必要将他腰斩，使他与不信者遭受同样的命

运。 047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或竟不奉行他

旨意的仆人，必然要多受拷打。48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

打之事的，要少受拷打。给予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交

托谁的多，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 æ 
耶稣是为人反对的标号(玛 10 :34-36)

49"我来是为把火技在地上，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

烧起来， 5。我有一种应受的洗，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

以完成41)51 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不，我告

诉你们:而是来送分裂。52 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

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臼他们将要分裂:

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

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 w 
与天主和好的时候到了(参阅玛 16: 2-3; 5: 25-26) 

54耶稣又给群众说"几时你们看见云彩由西方升起，

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果然是这样。55几时南风吹来，就

说:天要热了;果然是这样。56假善人哪!你们知道观察地

上及天上的气象，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机呢?57你们自己

为什么不能辨别正义的事呢? ID臼当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

长时，在路上，你得设法与他了结，怕他拉你到法官前，

法官把你交给刑役，而刑役把你押在狱中。59我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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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等你还清最后的一分钱，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m 

@本章包括耶稣讲的许多不同的劝谕:有的是单向门徒们讲的

(1-12 、 22-53) ，有的是向民众讲的(13-21 、 54-59) 。本章的劝谕

在玛亦有所记载，不过不在一个地方，但大部分载于山中圣训

中(玛 5-7) ，其他有的载于耶稣对门徒的训谕中(玛 10: 5-42) , 

有的载于末世言论中(玛 21: 4-51) 0 1-12 节紧与上章的记事接

连。耶稣在法利塞人家中时，屋内和门外，都发生了骚动的事，

屋内因耶稣斥责法利塞人和经师，引起了他们的不安和d愤怒;

门外当时也有许多人互相拥挤践踏，其中有袒护法利塞人的，

也有支持耶稣的。群众拥来挤去，不能消除仇党的阴谋恶计。

耶稣爱徒心切，遂乘机谆谆训导。耶稣"先"劝诫门徒的"先"

字，即指耶稣"主要"的是向门徒警告，虽然周围也有民众在

听。"你们要谨防法利塞人的酵母，即他们的虚伪"是说他们

的假仁假义和矫揉造作。耶稣这句警告，玛谷亦有记载(玛 16:

6; 谷 8:15)0 "酵母"能使物质发酸膨胀，因而圣经上常用为败

坏和传布邪恶的象征(参阅出 12:5; 格前 5: 6-8; 迦 5:9) 。路

在此取来专指法利塞人的伪善。"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

的……飞虚伪是没有用的，因为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揭穿。虚伪

不但容易败露，而且也是一种愚蠢。"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来必要在明处被人昕见……。"耶稣继续力言"虚伪"是一种

愚行，因为它迟早会露出真相。犹太经师希肋耳 (Hillel) 有句

名言"切不要想别人不知道或没有听见，因为你的言行在最后

必被人闻知。" 2 、 3 两节在措辞上和玛 10: 26-28 相同。但经义

的解释有所不同，见该处注解。"内室"即密室或贮藏室，在

中东密室的外墙是容易凿穿的。"屋顶"是平的，不论有什么要

公布的事，都是在屋顶上宣布。

@ 耶稣称门徒为朋友，因为他们是为宣传福音，情愿为他舍生致

命的人(参阅袤 15: 13-1日。量型塞人可以置门徒于死地，但是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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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灵魂却在天主的手中(智 3: 1) 0 "你们应当害怕那杀了以

后，又有权柄投之于地狱的一位。"这个警句，主要是对真理的

仇人而发的，而门徒们也不能例外。 因为，如果恐惧使他们缄

口不言，这就会危及他们自己灵性的生命。"地狱"一词详见玛

5:22 注。耶稣这句警世之词，使那狭窄的心灵展开，使那畏惧

的虚情消散。世上的苦难算不得什么，恶人的刀锯斧键也算不

了什么;身可碎，头可断，但是灵魂却不可夺。什么都可以舍

弃，天主却不可背弃。

8 6 -7 参阅玛 10:29-31 。耶稣在此借用两个比喻，劝勉门徒除去元

谓的恐惧:麻雀原是不足道的小动物，五只麻雀只能卖得两文

铜钱(原文作 assanus，为罗马铜钱，见附录三货币表) ，天主犹

不忘怀，又如何能忘怀万物之灵的人呢? "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

数过了"世上最渺小的事，都得天主的照顾。掉下一根头发，

可算得什么呢!但没有天主的准许，一根头发也不能脱落 (21:

18) 。 天主知道一切，掌管一切，我们还怕什么?惟独要怕天

主，也惟有天主足以仰赖。

。 8-9 参阅玛 10: 32 、 33 。 为激励门徒不要介意人间的强权恶势，

耶稣指出公然承认他及否认他所得的不同报应。为基督流血，

为信德致命，惟这种忠勇之气，将赢得耶稣的承认。

@ 本节参阅玛 12:31-32; 谷 3 :28-29 各注。按玛及谷，耶稣这句话

是因他驱魔，而经师们妄加讪毁以后说的;而路却记于此处，

不与玛谷同〈参阅 11:15-20) 。若耶稣论此事仅讲过一次，玛谷

所记的一定与实际史事相符。

o 11-12 参阅 21: 14 、 15。按 21: 14 、 15 与玛 10: 19 、 20; 谷 13: 11 

相似，但在言词上此处两节与玛谷更为接近。 这两节与上文亦

有显著的关联。 门徒们无须害怕在法庭上说错了话，因为圣神

要亲自指教他们如何发言。 耶稣这样鼓励忠实的门徒，使他们

知道圣神将是他们真正的辩护者与指导者。参阅若 14: 26; 15: 

26; 16: 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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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3-15 节一段，是耶稣讲糊涂富翁的譬喻的前言(16-21) ，犹乎

法学士的问难(10: 25-30) ，是耶稣讲善良撒玛黎雅人的譬喻的

前言一样。"师傅，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罢!"这种要求与

中东民族在争讼上，应到宗教首领前求解决的习俗相合。在犹

太，圣经及宗教的传统是法律的唯一本源，为此，精通圣经宗

教传统的经师就成了解决争讼的仲裁者。这个告状的人也以耶

稣为精通法律的经师，并希望从耶稣口中获得合理的裁判，但

是耶稣直接答说"人哪!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和分家人呢?"

耶稣如此作答，是意欲说明自己虽然曾教训人，要以公义及爱

德去解决问题为不变原则，但却不愿介入俗务，因为耶稣负有

更重要的使命与宣扬福音的天职。不过耶稣却趁此机会警告跟

随自己的人，切勿醉心于世物。诚然，真正的生命不在乎财吊

的丰富，因为金钱不能买人不死，也不能赐人以真正的幸福，

并且财货也不能使人延年益寿。惟有德性才能给人准备下不死

的生命。下面耶稣所设的譬喻，说明了这个真理:真正的生命

不在乎财富;更何况，财富还会给人带来烦恼和忧虑。

@ 耶稣用这比喻阐明上面所述的道理。按巴力斯坦是以农业为主，

人的财富都在田产上。如果风调雨顺，五谷必然丰登。田主见

自己的庄稼长得好，己预知丰收，便计划如何贮藏起来，以做

长久之计。富翁自问自答的话，好像在他想象中已见到所收的

大批五谷，已藏在扩大的仓房中。并且想自己还要多年安享现

世的幸福"可以休息吃喝宴乐"了。

@ 然而那富人的美梦，却被掌生死大权的天主打破了。他的一切计

划尚未实现，死神猝然来临，把他召去。把希望寄托在易失的财

物上，只打算如何积蓄财吊，如何延年益寿，真是糊涂。罗马哲

学家圭星2日曾说"安排自己余年的人，何其昏愚!我们连明天都

不能支配。"参阅卫U 2: 1 8-19; 攫 4: 13-15 0 21 节正面的意思，是

说按天主的旨意，善用世上的财物，行善立功，怜悯穷困，就

是在天上积蓄财宝，在天主前做一个富人。参阅弟前 6: 1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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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D 22-31 参阅玛 6: 25-33。耶稣这段劝言，虽然我们不敢确定与上

述的比喻相连，一一因为这一段，玛载于山中圣训中，而没有

载上边的比喻，一一一但是这段劝言更阐明了比喻中的道理。"人

的生命不在于资财的富裕"的原则(15 节) ，以排除对衣食问

题的无谓的忧虑。耶稣曾训示门徒，凡献身于传教的人，对物

质的生活不必挂虑，要信赖天主的照顾 (9: 3-的 。 耶稣在此以

天主照顾乌鸦的例子(玛作"天上的飞鸟勺，使门徒更相信天

主会照顾他们。按"乌鸦"被视为不洁的鸟(肋 11:15; 申 14:

14) 。按经师的意见乌鸦不哺养自己的小鸽(咏 147:9; 约 38:

41);虽然如此，天主仍然照顾它们，那么，天主不是更要照料

门徒在尽职上所有的一切急需吗 (24 节)?耶稣更要他们知道，

人虽能运用思虑，但不能延长自己的寿数 (25 节) 0 27 节所含的

道理，是一种劝言。耶稣劝勉门徒全心依赖天上的慈父。 既然这

位慈父对今日茂盛而明日就投入火炉的花草，还如此照顾，岂不

更照顾那些为自己的神国操劳的宗徒吗?饮食问题是那些不知有

天父的外教人所最关心的问题，但是为那些认识天父的人，这样

的关心及焦虑，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了天父，也就有了一切。

GÞ 32 节不见于玛窦福音。 在这一节内，善牧进一步使他的一小群门

徒，扫除心中一切无谓的忧虑和恐惧，槟弃恋慕世物的情绪，耶

稣告诉他们:寡信的人急切寻求衣食只是徒劳，寻求天主的国的人

必可获得天主的国。天主赐给天国时，也把生活的急需赐给他们。

~ 33 、 34 二节参阅玛 6: 19-21 。 既然天主乐意把天国交给世人

(32) ，那么耶稣的门徒。: 23-25) 必须把他们的爱恋之情从旧

的阶段，转到新的境界，就是接受天国，利用世上的财吊换取

天上的宝藏。 门徒们或许彷徨踌躇，不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财

产，莫非他们要变卖财产，只该保留金钱吗?耶稣答说"要变

卖你们所有的去施舍，"因为世上的财宝有贼能偷，有虫能损，

都不值得蓄藏。 "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宝藏是什么，

耶稣没有指出，只间接地说用"施舍"可换取天上的宝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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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16:功。这是教训门徒们在任何环境中，必须摆脱爱恋世物

之情。"你们的宝藏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这是千古

不朽的至言。你们的心如果在图谋天上的财宝，那么世物的得

失，自然毫不介怀了。

æ 35-48 包括许多劝言，乍看来，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连贯，但

其中却有一个中心思想，即是劝勉门徒常常醒悟，等待人子的

来临。劝言多是用比喻讲的。但比喻的意义不必要强解作末世

的意义。如果耶稣以突然的来临而自比为夜间的窃贼(39、 40

两节) ，固然可以解作末世的来临(续前 5: 2; 但后 3:10) ，但

是也可以解作耶稣对每个人的来临(憨 3:3) 。但是毁 24: 42-51 

与此处相同的语句，都放在耶稣末世的言论中，为此有许多学

者主张此处所论的也是对耶稣二次来临说的。 35-38 节为蹬所独

有，是用比喻之辞劝门徒常醒悟等待，因为审判的时期不一定

何时就要来到。如果耶稣的门徒已将他们的爱恋之情，转向天

主之国的来临，就有责任醒悟祈祷等待天国。"要把你们的腰束

起!"这个命令，使我们联想到虫 12: 11 所记载的史事。那里记

载壁盘~子民在出离鉴互之前，遵从天主的命，束着腰，穿着

鞋，手持棍杖，立着吃逾越节羔羊。按中东民族，不论男女，

都穿着长袍，腰间束着带子，带子围在腰部，有时作为钱袋之

用。在任何动作或远行之时，必将下身的长袍撩起，束在腰间，

以求行动的便捷(参阅到上 18:46; 到下 4:29; 爱 5:5; 惩罚:

17; 弗 6: 14; 伯前 1: 13) 。这个训言暗示门徒们要在默西亚来

临之前，预备便当，以承受新的，超性的产业。"把灯点着"

(参阅玛 25:1 、 7; 箴 31:8): 仆人的主人前赴婚篷，由于婚延可

能延长，主人回家的时刻也就没有一定。主人迟迟不归，对在

家守候的仆人们是一个松弛疏懈的引诱(参照理前 5: 1-10) 。耶

稣劝勉门徒们束上腰，点上灯的话，是叫门徒准备便当:不要

使你们的心昏迷不醒，像那些丝毫不想天上事，只顾享乐的人。

否则，意想不到的日子，会如同捕鸟的罗网一样，突然光顾你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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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21:35; 依 24: 17) 。

æ 37 、 38 两节是对醒悟不睡等待主人的仆人的嘉奖。 这个比喻是

有寓意的，因为世界上的主人，没有一个在三更半夜赴延回家

后，再束上腰，叫他的仆人坐席，而他自己前来伺候他们的 。

不过，如果把默西亚神国比做羔羊的晚延(默 3 : 20; 19: 9) ，这

比喻也就十分适合。 耶稣在最后晚餐厅中也柬上腰洗了门徒的

脚。 比喻中的主人是报酬那些等待自己不睡的仆人，也叫他们

欢乐一场。 耶稣把天国一一默西亚婚娃许给忠心守候他的仆人，

当作给予他们的一种赏报;又说默西亚将要伺候他们，作为他

们善尽厥职的代价。 此比喻的意义很明显:是说基督徒应当忠

信到死，奉行天主的意旨 。 每一个人工作到主来叫他的时刻，

才算完结。 主人来叫他时，他醒着，束着腰，拿着灯，他这时

该是多么幸福!按犹太人，一夜分三更(民 7:19); 但按罗马帝

国一夜分为四更(参阅谷 13 : 35; 宗 12 : 的 。 此处是随罗马制 。

æ 39 、 40 两节，以"夜间窃贼"的比喻，说明基督来临的元定，

参阅得前 5 : 2; 伯后 3:10; 默 3 : 3; 16:15 0 上面耶稣以家主自

居，现在耶稣又自比为窃贼。 耶稣常以最通俗的比方，叫听者

易于了解比喻的意义。 耶稣讲这比喻的意义与前一个比喻相同，

参阅玛 24 : 43 、 44 注 。 家主看守能损能坏的财物，尚如此小心;

我们为看守自己的无价之宝的灵魂，更该如何?所以我们必须

醒悟戒备，以免主的日子突然光顾我们这些毫无戒备的人。

4D 41-48 节除 41 、 47 、 48 三节外与玛 24: 45-51 相同 。 但两圣史所记

的时间与地点却不相同 。 如果是同一训谕，应当以路加的次序

较为可取，因为路加圣史指定了耶稣施训的光景 (41 节〉 。 伯多

禄的问话 (41 节) ，只见于路。 这句话说明了伯多禄的情感易于

激动，及其在十二位宗徒中为首的地位。 或许 37 节所应许的非

常特别，就打动了他的心弦。 他愿意知道这个至大的特恩，是

单独许给宗徒们，还是也许给其他所有的人? i皇室主主知道耶稣

上面的教训是专向十二宗徒讲的，所以他有了这个问题。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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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用比喻，一如 16 节，使伯多禄明白这话也是向大众讲的。因

为耶稣通常对始终随同他的门徒不这样施教。此处问题的语气

与若 21:21 相似，而耶稣的答话也与袤 21:22 相似。按谷 13:37

好像耶稣直接答复了伯多禄在此所问的问题"我对你们说的，

对众人也说:你们警醒罢!"

@ 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答复问者希望知道的问题，但提出一个问者

应当知道的问题"究竟谁是忠信及精明的管家……?"关于本

段的解释，参见玛 24 注二十三。耶稣的这个比喻特别是论宗徒

及其他传扬福音的人员说的(12: 41 参阅格前 4: 1)，同时也未

排除其他的信徒(参阅伯前 4: 10) 。每一个属于基督家庭的人，

必须恪尽厥职，忠信地，慎重地看管基督的大家庭。人子来时，

看见谁忠信尽职，必委派谁管理自己的一切财富。就是说:或

者人子再来的时候，重重地赏报他(拉冈热);或是使要死的人

在永远的幸福中获得尊位与光荣(加耳默)。至于那自私而又渎

职的人，人子必要使他与诸圣的团体隔绝(圣热罗尼莫)，或重

重地惩罚他，使之与不信者同科〈儒翁〉。

æ 47-48 是上述比喻意义的引申。有些学者以为这两节是一个新的

比喻，不过此说缺乏充足的理由。不忠信的管家，所受惩罚的

轻重，端看他们罪过的大小。那知道主人的心意，而偏偏不准

备，或者相反主人的意见行事的仆人，必然多受拷挝。至若那

不明主人的意思，而糊涂行事的仆人，虽然也应受拷挝，但比

前者的次数少多了。耶稣在结论里引用了一句格言说"给予谁

的多，向谁要的也多……"这句金石之言，意义非常浅显。 根

据对偶体的规律，两句义同的话，使同一真理，更为彰明昭著。

天主要照他赐给我们每人的恩惠，按照我们每人的勤怠功过，

行赏处罚。参阅 19:26 。

@ 耶稣此处所说的"火"是怎样的一种火?根据教父们及古代学者

的见解"火"是指圣神之火(袤匀，或"爱火"而言。 他要把

自天上带来的圣神的火焰，散放到全世界上去，点着每个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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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晚近的学者则多根据下文，主张这"火"是指因信仰耶稣与

不信者所激起的纠纷:我来要掀起炽烈的骚动 (51 节也说出同样

的隐喻)，我无非切望他快燃烧起来。 "我有一种应受的洗"这句

话元疑地是讲他的受难受死(谷 10: 29-39) 0 "我是如何焦急，直

到它得以完成!"玛耳多纳托认为此句与 49 节下半句有同样的意

义，是指基督的灵魂对受难受死的切望。 里辣诺之后，晚近有纳

本包尔、仆路默尔等学者大都按字意(拉丁通行本更明显)主张，

是指基督的圣灵魂终生所愿受的苦难圣死"磨难我的，时时在我

眼前" (咏 38 (37) : 18) 。 诚然，耶稣的一生，宛如一个不断使他

忧心焦虑的革责玛尼山园，他必须跃进他苦难的洪流中去(参阅

咏 69 : 各4、 14-15; 42:7; 124:4 、 5; 144:7; 依 53:2) 。

W 51-53 参阅 14:26; 玛 10:34-35 。 耶稣在此阐明由他带来的纷争

中，所有的结果:或同耶稣站在一边，或站在反对他的一边，

绝没有中间路线。 并指出何以人们互相反对的理由:福音的道

理，不但将掀起外人的迫害，而且也将使家庭分离，使家人成

为仇敌的刀剑(玛 10:34) 。 这正应了米该亚先知所说"人的仇

敌就是自己的家人"的预言(米 7:6) ，就是说:同属骨肉至亲，

但因信仰与不信仰基督的道理，彼此竟成了仇人。 此处应当注

意，切勿以为基督之来是为解除骨肉之情。 他是和平之王(依

9:6) ，绝不愿叫兄弟们彼此有仇，让他们自相纷争。 耶稣用了

一种奇异的论调，说明他的使命及宣讲，将有可悲伤的后果。 他

的道理另外是骨肉至亲不合的原因:在一个家庭里，有的拥护耶

稣的道理，有的加以反对，互相争辩，互相攻击。 这种现象不是

出于耶稣的心愿，也不能归咎于耶稣，而是由于人们的邪恶。

@ 耶稣再次向民众讲话(15 节) ，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上段是在

同一时地;但不能确定路是否也有这种意思。 若然，这一段

(54-59) 便是耶稣对本章所作的结论。 玛 16:2 、 3 也有类似的记

载，但有些学者怀疑它非属原文，也不能说是来自蹬，因为二

圣史对此时的记述，辞句几乎完全不同，大概来源各异。 "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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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升起"的"西方"，即指地中海，假使云彩由地中海升起，普

通在巳力斯坦便有大雨降落(列上 18:44) 。在巴力斯坦，南风

如由沙漠和红海吹来，天定要燥热。耶稣在此以申斥的口吻，

称他们为假善人;你们为什么能分辨普通的天象，而不能分辨默

西亚来临的时代?耶稣在此叫他们审查自己的良心:假使他们能

放弃成见，观察耶稣所行的事业，他们自然容易辨别什么是正义

了;换言之，他们自然会判明此时是默西亚的时代了。既然知道

此时是默西亚时代，他们就必须忏悔自己的罪，参与默西亚国。

o 58 、 59 两节~ (5:25 、 26) 置于山中圣训。耶稣的论点在于开导

民众即刻悔改，免遭即将来临的惩罚。一个人与他的仇人要到

判官前去解决他们的争讼。其中一个自觉理屈，如不及早同仇

人和解，将来怎能逃避法官的惩罚?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劝人快

与天主和好，免得时期一到，遭受天主公义的惩罚。玛 5: 25 、

26 是论求和好的重要，而路更保存了这段比喻原来的意义，即

悔改的重要，以引起下文。末节"一分钱"按原文作 Àe:πτ 仙，

为罗马货币名，为货币最小的单位(见附录三货币表)。

第十三章

忏悔

1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里肋亚人的事，即

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搀和一起的事，报告给耶

壁。2他回答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里肋亚人比所有的

加里肋亚人更有罪，才遭此祸害吗?3不是的。我告诉你

们:但是你们若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 04或如窒墅

里塔倒下，而压死的那十八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

透的一切居民罪债更大吗?5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但是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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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若不悔改，你们都要照样丧亡。" 8 

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

6他于是讲了这个譬喻"一个人曾有一棵无花果树栽

在自己的葡萄园内。他来在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7便

对园丁说:你看我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但没

有找着，你砍掉它罢，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8园丁回答他

说:主人，再容它这一年罢!待我在它周围掘掘土，培上

粪 ;9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不然的话，你就把它砍了。" 8 

安息日耶稣治好{区倭病妇

10安息日耶稣在一会堂里施教。 11有一女人有病魔十八

年了，但倭着，完全不能直起。 12耶稣见了她，便叫过她

来，给她说"女人，你的病已消除了。"13遂给她按手，她

即刻就挺直起来，光荣天主。"会堂长因气愤耶稣在安息

日治了病，便给众人说道"有六天应当工作，你们在这

些日子里可来治病，但不可在安息日这一天。"15主回答他

说"假善人哪!你们每一个人在安息日，有不解下槽上

的牛驴，牵去饮水的吗?16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

她被撤赠缠住已经有十八年了，安息日这一天，就不该解

开她的束缚吗?"17 当耶稣讲这话时，所有敌对他的人个个

惭愧，一切民众因他所行的种种辉煌事迹，莫不欢喜。@

芥子与酵母的比喻 (玛 13 :31-33; 谷 4 : 30-32) 

18耶稣于是说"天主的国相似什么?我要把它比作

什么呢?19它相似一粒芥子，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它

遂生长起来，成了大树，天上的飞鸟都栖息在它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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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20他又说"我要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21 它相似酵

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中，直到全部发起来。" 0 

得救之门(要 7:22 、 23; 8: 11 、 12; 参阅要 7:13 、 14)

22耶稣经过城市乡村，随处施教，朝着耶路撒冷走

去 。 @刀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

耶稣对他们说 24 "你们竭力由窄门进罢!因为将来有许

多人，我告诉你们:要想进去，而不得人。25及至家主起来

把门关上，你们在外面站着，开始敲门说:主，请给我们

开门口巴!他要回答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 。 @

26那时你们会说: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曾在我

们的街市上施教过。27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

们是哪里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都离开我去罢 !28几时

你们望见亚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及众先知在天主的国

里，你们却被弃在外，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29将有从东

从西，从北从南而来的人，在天主的国里坐席。30看罢!有

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 ø 

黑落德的恫吓

31这时刻，有几个法利塞人前来给耶稣说"你离开

这里走罢!因为墨蓬篮要杀你。" 032坚壁给他们说 "你

们去告诉这个狐狸罢:看，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

就要完毕 。 33但是今天明天以及后天，我必须走，因为先

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 æ 
哀耶路撒冷(玛 23:37 、 38)

34"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屡次残杀先知，用石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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毙那些奉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

女，如母鸡聚集自己的雏鸡在它翅翼下，可是你们偏不愿

意。35看罢!你们的房屋给你们撇下;但是我告诉你们:你

们断不能再看见我，直到你们说:因主名而来的，应受赞

颂[的时刻来到] 0" æ 

@ 关于 1-3 所记载的惨案，不见于其他史书，可是按若瑟夫所述

加里肋亚人好反叛与革命精神，这个事变是可以视作可信的。

他说"加里肋亚人是偏向革命，性喜改革及叛变的民族" (Vita 

17) 。 关于比拉多生平和任职的事，参阅历史总论第二章三。 何

以有人把这件惨案报告给耶稣，福音没有记载。 或者是因为耶

稣是一个加里肋亚人，关心他同胞的一切。 按当时人的想法，

被屠杀的加里肋亚人，比其余的加里肋亚人罪恶更重;约伯的

三个朋友也曾认定约伯受天主严厉的责罚，是因为他有罪(参

阅约 9:2) 。 耶稣在第三节对这种错误的观念加以纠正，并且声

明他们的这种想法是不公允的。 疾病灾殃固然有时是道德堕落

的后果，但是并非时常如此。 因为天主多次使善人比罪大恶极的

人受苦更多更重;天主所以如此做，是旨在锻炼他们，使他们更

接近忧苦祸害的边缘，是为叫他们在天主前有修德立功的机会。

耶稣没有指摘罹难的加里肋亚人，也没有非难比拉多的暴行，但

却警告所有在场的人:如果他们不幡然悔改，不及早苦身赎罪，

也必遭遇同样的丧亡。 换言之，天主的义怒必临于他们身上。

@ 耶稣为进一步鼓励人回头改过，就引述了蕉罗亚塔倾倒压毙十

八个人的事，来阐明这番意义:偶然遭灾祸的人，不表示他有

罪，而只是因这悲惨事迹，警告世人痛悔改过。 压死的十八人

并不比其他耶路撒冷居民有罪，可是他们突然遭受灾祸，更令

人常常准备妥当，等候像贼一般，在不料想时驾临的主子。 按

蕉罗亚塔是建于襄罗亚水道附近，因而名襄罗亚塔，在该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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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亦名蕉罗亚池(参阅若 9:7) 。

o 6-9 节是耶稣为说明上段的道理所设的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比

喻。 巴力斯坦人喜欢在葡萄园内种一些果木树:如石榴树、杏

树、无花果树之类 。 应当结实而不结实的树，不但元益，而且

妨害其它果树。像这样的树，与其让它自占地方，或旷废土壤，

倒不如将它砍掉，在那地方再种植新的果树。 但是有经验的园

丁，除非不得己，绝不轻易砍伐任何果树。 如果果树不结实，

在决定砍伐之前，必尽力培养，以期来年结实。 如今耶稣比喻

里的那棵无花果树，技叶茂盛，徒有外貌的美观，却不结果实。

这样的劣性树，真是辜负了园丁及主人的苦心与期望。 比喻中最

动人之点乃是主人与园丁的对话。 从他们的谈话中可见天主是十

分公义的，同时又是十分仁慈的。三年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不砍

下它当柴烧还要它作什么?可是仁心的园丁，还愿意用他最后的

努力，来拖延主人的处罚，期望那棵树能在最后的期限内结出果

实来。 耶稣的这个比喻为那些甘心受教的人，意义十分清楚。 园

主是指天主，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是指大多数估恶不俊的犹太人。

园丁是耶稣。 天主对犹太人真是细心照管，赏给他们无数的恩惠，

他们却没有结出常生的果实，白白叫天主栽培了一场;像这样不

结实的果树，本来早就该砍掉了 。 但天父要罚他们的时候，天主

圣子耶稣却大动慈心，想法拯救他们。 他三年之久给他们宣讲福

音，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领导他们归向天主。 虽然耶稣所设的这

比喻是旨在说明犹太民族的灭亡，但是无疑地也是警告所有的昕

众及日后的我们，如果忽略悔改，必招致天主的义怒及惩罚 。 比

喻中的所谓"三年"有些学者认为是指伊撒尔民族法律以前，法

律期内及法律以后的三个时期 E 或民长、国王及司祭的三种统治

权;但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指耶稣三年传教的一段时期 。

。 10-17 节一段，记述耶稣在安息日因治好一个驼背的妇人与法利

塞人再次的冲突 。 这是耶稣传教末期在会堂讲道的记事。 这个

妇人患病的原因，如耶稣在 16 节所说，是来自恶魔;换言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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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妇人的病是恶魔加在她身上的 。 就如约伯所受灾病一样，不

一定是由附魔所致。 此次治病，显然出于耶稣的主动，而病妇

不过是被动，因为是耶稣叫她过来的。 一如在其他机会上 (6:

6-11) ，犹太人认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破坏安息日的法律

(出 20: 9-11; 申 5: 13) 。 会堂长的责难虽是指向民众，但是间接

也是向耶稣而发的。 耶稣却以会堂长的解说为论证，予以反驳，

使之默默无语:你们在安息日照料你们自己的牲畜，备置你们

的食物，你们就不以为是破坏法律，别人为救一个十八年为病

魔所缠的妇女一一亚巴郎的可怜女儿，说一句话，或有所动作，

你们怎么就非难他破坏安息日的法律?耶稣说得理直气壮，使

他的敌人满面羞色。同时，心地质朴的百姓，为了耶稣所行的

灵迹莫不欢欣踊跃。 但是这些百姓是易变的，一如巨风所掀起

的海涛，容易再受到耶稣敌人的诱惑和欺骗。

o 1 8-21 节参阅玛 13: 31-33; 谷 4:30-32 。 耶稣或者见了群众淳朴的

心性，不由得说了这两个比喻，说明天主的国，如同极小的籽粒

将长成一棵大树。 由于它扩展的力量天国将传播于全球各地。 外

表上，天国将包括所有的民族;在内里，天国将变化人类的整个

生活。 在这以前，耶稣屡次言及天主的国 (6:20; 7:28; 8:10; 9: 

2 、 27 、 60 、 62; 10: 9 、 11; 11: 20) ，在这里耶稣阐明天国的一些特

征。谷将芥子喻置于播种者和种子自长的比喻之后。 玛则置于播

种者及莞子的比喻之后。 但是二者的前后都没有任何关联。 然而

路的"于是" 二字，清楚地把这段道理与前边连接起来。

o 22 节的记事使我们记起耶稣是在赴耶路撒冷途中，让我们再想到

他的救世工程快要结束。 以下的话是由"得救者多少"的问题而

引起的。 但路没有指出这事发生的时间及地点。 本节的"经过城

市乡村"一句，似乎重述 9:51 的记述。 从 10:38 节有关玛尔大及

玛利亚姊妹二人的记事来推测，耶稣似乎已经到过耶路撒冷，如

今耶稣再次去堕蛊塾透，可能是为过重献圣殿节〈袤 10:22) 。

f) 23-25 节"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无名氏的这个问题，是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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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所谈论的问题。 经师们经常询问将来进入一个专为义人而

设的境界，是否人数众多。 耶稣没有直接答复这个无益而只能

激起好奇的问题，却只指出一条人获得永远救恩应走的路"你

们应当竭力进入窄门 。"玛 7: 13 所说的"门"按原文与此处不

同，上下文也彼此不同 。 玛是指通往大路的院门或城门，而路

是指直接通人屋内的房门 。 "窄门"的比喻，不是说众人不能

进，而只是说难进。 因婚娃是有定时的，过了时候，就不能再

得进入，只有那真心愿意进去的才能进入，因此耶稣接着说:

"有许多人要想进去而不得人" 一句，是对上边的比喻说的 。 不

要耽误进入天国的佳期 。 "要想"是说救灵的时期己过去了，才

想起救灵魂来。 就像家主等候他的家人来家的时间是午夜一时，

时间一过，即刻关门 。 同样天主关闭生命之门的时限也有一定

的时期 。 那些以后来敲门的人们，将被视为强人的人。 耶稣依

照犹太人的思想，把天国比作默西亚的婚延及欢乐的宴会。 并

假定家主迎接被邀请的人，领他们入席之后，下令把门关闭 。

当门关闭后，那些迟到的人必在门外不断敲门，但他们所昕到

的是"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

8 26 、 27 节参阅玛 7:22 、 23 。 当极力敲门求得进去的企图失败之

后，便开始用一种托词以求打动家主之心。 但是家主会迅速地

以"我不认识你们"一句答话截断他们的托词 。 27 节耶稣的答

话特别是为本国的人民说的，也是为他的不忠实的门徒们说的 。

那些被拒于默西亚盛篷之外的人所提出的抗辩，都是于事无补

的 。 因为他们是元信的败类。 从此他们永远是被判死罪的人，

永远被系于囹圄，受永远的酷刑 。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他们看

见圣祖、先知及来自东西南北的元数异邦人民，都在天国享受

荣福(参阅(:& 49: 12; 59: 19; 暨 3: 18) ，而他们自己却因自己的

罪过，丧失了可以获得的幸福。 30 节参阅玛 19 : 30 0 "最先的将

成为最后的"一语，显然是指异民与犹太人之间的对立。 这些

最先应召的选主人，由于自己的罪恶成了最后的，被拒于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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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犹太人轻视的异民，好像是些可怜的罪人，但是他们顺

从了天主的召叫，却成了最先的人，占了首位。

o 31-33 节一段记事，是耶稣在赴耶路撒冷途中，大概是在培勒雅

所遇到的 。 法利塞人外表上多么会做人情，他们决不是替耶稣

担忧。 他们对耶稣所说的，是口蜜腹剑的话，恐怕这次黑落德

的恫吓耶稣，仍然是由于他们的唆使，一如不久以前他们对若

翰所行的一样。 黑落德并未下严令通缉耶稣，他的恫吓也不过

是浮而不迫的;法利塞人就想利用黑落德的恫吓来赶耶稣出境。

当时黑落德统治加里肋亚及培勒雅，耶稣如要脱离黑落德的管

辖，势必要回到犹太去。 法利塞人很识时势，他们看出黑落德

并无急于谋杀耶稣的心，他们就想急速叫耶稣回到耶路撒冷去，

投入他们党人正在设施的陷阱里。

4Ii> 32-33: 耶稣的回话即刻揭穿了他们的暗算。 "你们去告诉这个

狐狸罢!……"。 狐狸这种野兽，生性又贪又懒。 黑落德正是那

样。 耶稣非常藐视黑落德，所以如此称他。 耶稣叫他们去转告

的几句话却有些晦暗不明，大意是说:我的传教期限不属于人，

只属于天主。 黑落德没有权柄缩短我的期限。 我在此地不过只

有两天的工夫为实行我父的使命，现在我己临近我的复命时期

了 。 这完成的时期应在第三天上。 三天以后，我便要取道往圣

京去，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所谓"今天明天"

是指一段短的时间，或一个固定的时期。 耶稣工作的期限是己固

定了的，决不因为害怕黑落德就有所改变。 "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

冷之外"是句极严厉的讽刺语，含有两种意义(一)根据历史

的悲惨前例，耶路撒冷是先知应当被杀死的地方。 犹太人的常例，

好像拿耶路撒冷为犯这样罪的适当地方 (二〉如果地点及时间的

条件都已齐备，作凶手的将不是黑落德，而是你们在京都的党人。

4D 34 、 35 两节参阅玛 23 : 37-39 。 耶稣哀伤圣城的罪恶惨重，因为

惨杀先知，用石头击毙派到她这里来的人。 如果一个地方是天

国的使者所喜欢的，那个地方必然就是!f~蛊盘查，因为您 5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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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福音者的脚站在山上是多么美丽!……宣布救恩，也给熙

雍说:你的天主做了君王!"无奈，这个城无恶不作，常辜负天

主的恩爱。"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一句，假定耶稣已再

三地努力想劝化耶路撒冷，他的努力决不只限于一次。现在耶

稣遂预言圣城的毁灭"你们的房屋将给你们撇下"即谓天主

己离开圣城或圣殿(耶 12:7) ，天主的光荣将转移到别处去。耶

稣当时是否想到罗马军队要来毁灭圣城的事?耶稣那时大概想

到了这件事。"你们断不能看见我"这句恐吓的话是说:他不

久要被杀害，犹太人再看不见他。他要离弃耶路撒冷"直到你

们说:因主名……"这是说到世界末日犹太人要版依耶稣，承

认他是预许的默西亚，是因主名而来的(罗 11: 25) 。

第十四章

安息日耶稣治好服症

1安息日耶稣进了一个法利塞首领的家中吃饭;他们

就留心观察他。 02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般症的人。3耶稣对

法学士及法利塞人说道 "安息日许不许治病?"4他们都默

然不语。耶稣遂扶着那人，治好他，叫他走了。5然后向他

们说"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牛掉在井里，在安息日这一

天不立刻拉上他来呢?"6他们对这话不能答辩。 @

戒争上座

7坚壁注意到被邀请的人如何争选首席，便对他们讲

了-个比喻 8 "几时被人请去赴婚篷，不要坐在首席上，

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也被他请来，9那请你而又请他的人要

来给你说:请让座给这个人!那时，你就要开始含羞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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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未席了。 10你几时被请，应去坐末席，等那请你的人走

来给你说:朋友，请上坐罢!那时，在你同席的众人面

前，你才有光彩。 11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

自己的，必被高举。" 8 

邀请贫困者

12耶稣也给请他的人说"几时你设午宴或晚宴，不

要请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你的亲戚及富有的邻人，怕他

们也要回请你而还报你。 13 但你几时设笼，要请贫穷的、

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们。 14你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

可报答你的;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必得到赏报。"。

宴席的比喻〈玛 22:1-14)

15有一个同席的人听了这些话，就给耶稣说"将来

得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才是有福的!" 016 耶稣给他说:

"有一个人设了盛宴，邀请了许多人。 17 到了宴会的时刻，

他便打发自己的仆人去给被请的人说:请来罢!已经齐备

了。 18众人开始一致推辞。第一个给他说:我卖了一块田

地，必须出去看一看，请你原谅我 。 19另一个说:我买了五

对牛，我去试试它们，请你原谅我。20别的一个说:我才娶

了妻，所以不能去。 021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他的主人。

家主就生了气，给他的仆人说:你快出去，到城中的大街

小巷，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领到

这里来。22仆人说:主，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还有

空地方。23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大道上及篱笆边，

勉强人进来，好坐满了我的屋子。 024我告诉你们: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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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得尝我这宴席的 。 " 0 

耶稣的门徒应舍弃一切背十字架(要 10:37 ， 38) 

25有许多群众与里壁同行，堕堡转身向他们说 26 "如

果谁来就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

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27不论谁若

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不能做我的门徒。" 。

建塔及交战的两个比喻

28 "你们中间谁愿意建造一座塔，而不先坐下筹算费

用，是否有力完成呢?29免得他奠基以后，竟不能完工，所

有看见的人都要开始讥消他30说:这个人开始建造，而不

能完工。 31 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哪有不先

坐下运筹一下，能否以一万人去敌那领着两万来攻他的

呢?32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国王离得尚远的时候，派遣使

节去求和平的条款。33 同样，你们中不论是谁，如不舍弃

他的一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门徒。" 4ll> 

门徒是地上的盐(要 5: 13; 釜 9:50)

34"盐原是好的，但如果连盐也失了味道，要用什么

来调和它呢?35既无利于土壤，又不适于粪料，惟有把它

丢在外面。有耳听的，就昕罢!" CD 

@ 法利塞党人中一个有地位的人请耶稣坐席 。 安息日这天，虽然

不准准备食物，但也常是选主人与亲友宴饮的日子。 这一天盖

利塞人请耶稣到家中坐席，推原其故，无非是为掩饰和求疵。

为掩饰自己，他们当众请耶稣坐席，表示自己并非畏惧耶稣，

也不妒忌耶稣。这样使民众知晓，他们对耶稣如何毕恭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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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按礼尽了地主之谊，款待了民众眼中的大先知。他们为吹

毛求疵，遂敦请耶稣和他们同席饮食，和他们接近谈话，这样

他们好清楚地观察耶稣的一举一动，注意耶稣的一言一语。

8 2-6: 现在他们的眼从窥视耶稣的一举一动，转而注意到出现在

他们面前的一个病人身上。 显然这个病人不是被请的客人，而

是一个闯人的人，他是按照中东的习俗(7: 37) 进来乞食或求

施舍的。"安息日许不许治病"这句问话，又说回 6:9 所记载的

论点。 耶稣在第五节的诸难，也与 13: 15 相似。

8 7-11: 法利塞人请耶稣坐席，本是想窥伺他的举动;但耶稣这方

面，也没有放弃观察对方行动的权利。耶稣见被请的人，纷纷自

赴首席，便乘机取譬训导。使人知道应如何待人接物而无损他人。

坐席纷争高位，是种粗野无耻的行为，耶稣遂借题发挥，讲了谦

让的道理。 耶稣以小言大，由近及远，从一桩俗事里，引出一个

普遍的原则来"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自己的，必

被高举。"这不单为坐席而言，这却是天主"轻骄重谦"的一贯

作风。参阅 18:14; 玛 23: 12; 罗 12:3; 斐 2:1-11 。

o 12-14: 上面耶稣对被请的客人授了谦逊的一课;现在耶稣又向

设宴的家主授慈爱的一课。让他们知道中悦天主的行为及堪得

赏报的行为，不是来自利己主义，或伺情顾面的行为，而是出

于"爱"的行为。争席贪荣的客人固然可耻，而宴请这般人物

的家主，也是可耻的。 因为他们惟一的理论是:我请你，要你

也请我 。 请耶稣吃饭的那位法利塞人，花钱宴客，为的是要图

人称誉，图人拥护，图人推举。 像这样的人物，世上不知有多

少，耶稣意志高洁，对着这些无知的人，不禁悲从中来。他于

是向那请客的主人取譬设教。 按照比喻的形式或中东说话的语

气，耶稣好像愿意说:只应宴请那些贫穷、残废、肢足、瞎眼

的人。实际上耶稣并未阻止他们宴请他们的友好、兄弟、戚属、

富邻，不过出发点应是由于爱德，而不是由于利己主义。真正

的爱德，不在乎求人眼前纤微的还报，而是天主永远的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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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史 14:29; 爱4:7;费 6:33; 袤 5: 29 0 "在义人们复活的时

候，你必得到赏报!"爱德的行为不是要受受惠者的还礼，而是

要受天主在世界末日行赏时，所给予的赏报。耶稣在此所指出

的原则，一如他所教训的其他常规，常有一个基本动机:天主

的赏报不在今世而在来世。

@ 方才耶稣提及一句义人复活的话，就引起一个同席的人向耶稣感

叹说"将来得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才是有福的!"犹太人一向

以为在来世的默西亚王国中，常在一种欢乐盛宴的气氛中欢祝乐

庆的(依 25:6) 。这个同席者的感叹又给予耶稣取譬设教的机会。

此处耶稣所设的比喻虽与在玛 22:7-10 所设者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但是由于设比喻的环境时间以及言词的不同，似乎不能把二处的

比喻视同一个比喻。如果耶稣在不同环境中，用类似的比喻及非

常相似的暗比，来阐明他天上的道理，是不足为奇的事。

@在这个比喻里，被请的客人一定早已满口答应，要参加晚宴，

当然不想自己会缺席。而且届时，按照中东的礼貌，主人或他

的仆人还要前去催促被请的人说:请来罢!一切都齐备了呢!

但到了主人派人来促请的时候，他们才托故不能前去赴篷。三

个人推辞赴宴的理由，乍看似乎有道理，但究其实，只是一种

托辞。因为第一个人以前早已看过他买的那块田，或至少能在

赴延以后去看。迟一点去看，决没有多大害处。第二个人没有

说出必须不赴廷的理由，只说买了牛，去试试它们。可见他早

已有了不去赴延的意思。因而他的托辞对请他的人是一种侮辱，

因为他还能在第二天去试。第三个人也没有不去赴宴的理由，

只说"不能去"。他可能援引了申 24:5 的法例，或者他听说其他

人都己推辞，他也大胆地推辞了。耶稣讲这比喻的用意，是说明

世人多因财产，世俗和肉情，不肯赴他所设的喜篷，加入圣教会。

纵或领了洗人了圣教，因了上述三种阻碍，未能善守教规，以致

失掉来世的永生。所以自古西方教会对耶稣的这个比喻，有这样

-首绝句 viIla ， boves , uxor caenam clausere vocatis , mund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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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 , caro coelurn clausere rcnatis。意谓:庄园耕牛与娇妻阻止

了嘉宾的赴症，世俗挂虑与肉情阻止了重生者升天。

o 21-23: 接受邀请，而到时拒绝赴篷，尤其在闪族人看来，对主

人是一种很大的侮辱。所以家主听说被请的客人拒绝赴篷，便

大发忿怒，遂叫他的仆人快出去到街头巷尾，把那些贫穷的，残

废的人请来赴宴。但席间仍有空位子，主人又叫仆人出去，到路

上及篱笆边，就是把外方人好似强迫似地也请来赴席，将原先所

请的客人的邀请撤销，而叫后来的人坐满他设有延席的厅堂。

o 24 节"我告诉你们:先前被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得尝我这宴

席的。"家主的这句话，显示了他意志的坚决及不可挽回的主

意。在耶稣所设的这个比喻中，蕴藏着一个易于了悟的真理。

比喻中家主表示天主，娃席表示天国，仆人是指诸先知，尤其

指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辞席的那些客人便是伊撒尔民族的领

袖们:法利塞人、经师以及民间长老。天主起初先派遣了众先

知邀请伊撒尔选民来赴默西亚国的盛篷，最后又派遣他的惟一

爱子耶稣基督来邀请他们。无奈法利塞人、经师及伊撒尔民族

的长老，因醉心期待改造现世物质生活的默西亚，对天主的召

请，非但充耳不闻，而且还加以轻视。在这些伊撒尔民族的领袖

们拒绝赴寇的召请之后，耶稣只有召请贫穷的人进天主的国 (4:

18; 6:20; 16: 16)。比喻的特殊要点是 21 及 23 二节的两次公开邀

请。先请贫穷的人，即国内谦卑及虔诚的人，随后邀请"路上及

篱笆边"的人，即世间其他民族，也就是犹太人所称的异民(参

阅依 42:6; 49:5 、 6) 。为此仆人的任务，在比喻结束时，仍然还

没有完成。因为仆人一一宗徒的这个伟大使命，从耶稣还活在世

界上的时候起，到他再临时为止，继续叫异民进入天国。这个比

喻又能贴切在每个信友身上。信友们不应当因世上的俗务，甚或

正当的世乐，拒绝圣宠的召叫，反而应当摆脱世俗的束缚，去追

随天主的召请;否则，必遭受重大的损失一一丧失永生。

o 25-27: 无数的百姓跟着耶稣走路，多是漫无目的，只是跟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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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看看热闹。但是也有不少心地正直的人，他们见耶稣显灵

迹，桔魔医病，讲道劝人，早已动了心而有意跟他做徒弟;可

是苦于有家属亲友的阻挠，这些素所亲爱的人，一时又怎能舍

弃得下?在他们心中，于是发生了冲突。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情，

遂用天主的口吻开导他们。"如果谁来就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

母、妻子、儿女……"所谓"恼恨"是希伯来文的语风"恼

恨"二字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恼恨人的意思，而仅是指"置诸次

要地位"或"置之不顾"的意思。言外是说:如果人爱我，不

超过爱父母……不能做我的门徒(玛 10:37 ， 38 便改变了希伯来

的语风)。耶稣并非要求眼随他的人真的去恼恨他们的父母，妻子

儿女……。耶稣既然再三把爱的诫命教授他的门徒，使他们去

爱一切人，那么更要他们去爱他们有血亲关系的人了，况且孝

敬父母又是十诫中的一条(玛 15:4) 。耶稣的意思不过是愿意他

们爱父母……不要胜于爱天主，换言之，耶稣愿意他们爱天主

在万有之上。他所以教他们"恼恨"只不过是要他们应当为了

爱天主而甘愿"牺牲"其余的一切。不可把对父母而有的爱及

依恃心成为远离天主的原因(参阅 9: 23-26 、 57-62) 。

4(j) 28-33: 愿做耶稣门徒的人，决不能因父母等人的温情，或因自

身、名誉及财吊的好处，而舍弃耶稣。又必须因天主的圣宠，

克胜这一切困难。为克胜那些困难，从人方面还必须有刚勇慷

慨及恒久不变的主意。在追随耶稣之前，就应当预先考虑所必

有的条件和个人的志趣及心向，不要半途而废，旷废时间，徒

劳元功。听众头脑简单，不容易了悟这高超而深湛的真理，耶

稣遂设了两个浅近的比喻开导他们(一〉一个开始建塔的人，

不预先筹算所需的费用，以致半途而废，徒贻笑他人。(二)一

个国王与另一个国王交战，如果预先不运筹帷幢，自然是冒险

从事，难免全军覆灭。对这两个比喻的意义，耶稣用了这话来

说明"同样，你们中不论是谁，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不能

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也是重提上边所说做耶稣门徒应有的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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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就是人如果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必须爽快地、勇敢地舍弃

自我，牺牲自爱。

4D 34 、 35 两节，参阅玛 5: 13; 谷 9:50。耶稣在这里用"盐"的比

喻，劝勉门徒答应他坚决的要求。盐有两种性能:可以调昧，

可以保持饮物不朽。失了这两种性能的盐，还有什么用途呢?

既无益于土壤，又不适于粪料，惟有弃之于外，任人践踏。身

为耶稣门徒负有传教使命的人，如果失了克制自己的勇气，退

缩不前，甚而背弃了耶稣，宛如失了效能的盐一样，为己为人

又有什么禅益呢?将来也难免不被耶稣抛弃于天国之外。愿所

有基督信徒，慎之勉之。

第十五章

法利塞人对耶稣的怨言

1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亲近耶稣，为听他讲道。2法利

塞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

吃饭。"。

亡羊的比喻(玛 18: 12-14) 

3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 4 "你们中间哪个人有

一百只羊，遗失了其中的一只，而不把这九十九只丢在荒

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直到找着它呢?5待找着了，就

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6来到家中，请他的好友及

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罢!因为我那只遗失了

的羊，又找到了。7我告诉你们: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九十九个元须悔改的义人。" 8

失钱的比喻

8"或者那个妇女，有十个‘达玛勺若遗失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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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玛而不点上灯，打扫房屋，细心寻找，直到找着

呢?9待找着了，她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你们与我同乐

罢!因为我失去的那个‘达玛 F 又找到了 。 1。我告诉你们: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 。 " 8 

荡子的比喻

11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12那小的给父亲说:

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分家产给我罢!父亲遂把产业给他

们分开了 。 013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

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耗费他的资

财。 14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遇上大荒

年。 他便开始穷困起来。 15他去技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

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放猪。 16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英

来果腹，可是没有人给他。 017他反躬自问:我父亲有多

少佣工，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要饿死 ! 18我要起身到

我父亲那里去，并且要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

罪了你。 19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把我当作你的一个

佣工罢 020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 。 他离的还远的

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便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

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地亲吻他。21儿子给他说:父亲，我

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22父

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快拿出上好的袍子来给他穿

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 23再把那只肥

牛棋牵来宰了，我们应吃喝欢宴，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

而复生，失而复得的;他们就欢宴起来。 025那时他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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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正在田地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及歌

舞的欢声，26遂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什么事。 27仆人

给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恙归来，便为

他宰了那只肥牛楼。 28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走出

来劝解他。29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事你，从

未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

我的朋友们欢宴。30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

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模。31 父亲给他说:

孩子!你常同我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32只因为你

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

@ 被诗人但丁誉为"记述基督慈悯的经师"的路加 (Scriba man

suetudinis Christi) ，在这一章内给我们记下了耶稣爱人，尤其爱

罪人的三个比喻。 耶稣把天主对人的爱火，用这三个比喻，描

摹的淋漓尽致，借他事他物来歌咏天主对悔改的罪人所有的慈

悯。第一个比喻与玛 18: 12-14 的亡羊喻有类似之处，第二第三

个比喻(失钱喻及荡子喻)是路所独有的 。 根据此处所记(1-

刀，这三个比喻是耶稣在经师及法利塞人窃议他善待罪人的机

会上讲出的;而玛所记的亡羊喻，是耶稣向门徒们讲的，是为

劝戒门徒们不要引小孩子们陷于罪恶(玛 18:11斗的 。 可能是玛

依循他个人纪事的体例，将耶稣向门徒们所讲的不同言论搜集

在 18 章内，而路似乎更根据史事的本来面目。但是这并非说耶

稣不能在不同的环境中，及因不同的目的，两次用了相同的亡

羊喻，因为这个比喻不论在玛或在路内，都与上下文异常适宜。

再者路与玛经文之间的相似处也并不暗示它们互相依据或彼此

出于一个蓝本。亡羊喻在二福音里上下文与用意固然不同，但

是教训的宗旨，大体上没有多大差异:玛所记的亡羊喻，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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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灵魂的宝贵，天主不愿意灵魂的丧亡;而路所记的，则指

出天主喜庆灵魂的得救。 玛多阐明亡羊的寻找，而路则多描述

找得亡羊而有的喜乐 。 玛教训宗徒们应当如同牧人一样寻找走

失的羊;而路则着重至高牧者天主的慈心，他寻找迷失的羊，

把找回的羊欣然背在自己的肩上。 耶稣由于仁至义尽，富有恻

隐之心，为引人得救，从不情任何代价。 他曾把自己的爱的福

音宣扬给犹太人，以言语，以灵迹及他天父的美善安慰他们 。

他所行的都是为叫罪人向善，把他们导人升天的坦途。 但是他

的谆谆善诱却使一向窃议的法利塞人愤愤不平:他们认为与被

人视为下等阶级的罪人及税吏交往，已是不应该的事，何况他

还纤尊降贵，与罪人同桌用饭，是有违不洁的常例，是完全不

可容忍的事。 "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的敌人

的恶毒诋消也是一件可喜的事，因为耶稣为纠正他们这种态度，

给我们讲出有关天主慈悯为怀的比喻。 圣盎博罗削说"我们是

羊，应当找寻牧场;我们是银钱，应知我们的价值;我们是子

女，应当急速投往父那里" (PL 15 , 18 , 46) 。

f) 3-7: 耶稣在这里愿意我们领略他对罪人宅心仁厚的深情，及法

利塞人的铁石心肠。耶稣对于那些投靠他的罪人，一向体贴入

微，蔼然可亲(若 8:1-11)。甚至出乎我们不意之间，去寻找罪

人，招呼他们归返他的圣心。耶稣用牧人与羊群的比喻，对犹

主人并不生疏。在旦约中壁民多次被称为羊群或无牧的亡羊

(至1上 22:27) ，天主也常被喻为牧人(1& 40 : 11; 剧 34; 差 10:

1-16) 。现在他又取用这种比喻以比天主无穷的慈爱怜悯 。 巴力

斯坦多是山峦荒野，尤其冬春两季，漫草丛生，羊在山里吃草，

很容易跌入深谷，或被荆棘缠了脚，落伍失群。 如果羊群里有

一只遭受这般命运，也是素见习闻的 。 牧人觉察走失了一只，

必然即刻把其余的羊托人代放，自己急速去找那失迷的一只，

他叫唤，他奔跑，直到找到了才觉忻幸。 找到后必然把那只羊

抱起，背在肩上，带回家中，必向亲友述说一切经过，也请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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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同他一起欢乐。这是神牧追求罪人的图像。耶稣自己就是神

牧，他自称为善牧(若 10:11) ，他肯舍命追寻失迷了的灵魂。

找到了，他是多么快慰!他要怀着怎样的心情把复得的灵魂带

回归群?他喜乐，他也邀同整个天庭，一起申庆祝贺。一个患

病濒死的爱子，恢复健康，此时母亲的快乐胜于其他健康的子

女。天主对回头的罪人也是如此。不是他爱回头的罪人甚于爱

其他义人，回头的罪人以前背离了天主，得罪天主，现今他既

回头改过，天主自然不胜欣喜。教父圣济利禄及圣盎博罗削将

九十九只羊比作天使，把那一只羊比作人类。圣盎博罗削说:

"所以我们全人类是富有牧者一百只羊的一分子" (PL 15 , 1845-

1846) 。善牧喻是教会初期的信友所喜爱的，在画像上或基穴中

的雕刻上最多见的，是善牧的图像。

• 8-10: 一个"达玛"的价值，等于一天的工资(见附录三货币

表)。十个"达玛"对这个妇人虽非侄数，但是那个贫妇所有的

储蓄仅此而已。她经年累月节省下来的，当然有说不尽的爱惜。

她一个个的用线串起，照当地的风俗，扣在兜头布上。一旦线

断掉下一个银钱，她当然急忙点起灯来，四处寻找。譬喻不着

重一个银钱的价值，而只着眼于那个贫妇找钱的用心。"点上灯"，

可怜的贫民房屋除出进的一扇门外，并没有什么透射日光的窗户，

豆般大的灯火，又不甚明亮，致使她床上床下，桶底瓮边，找了

半天终于给她找到了。她那颗焦虑的心顿时舒畅起来，遂叫齐邻

舍朋友，请她们同她一起喜乐。这个譬喻不完全与实事相符。因

为失钱是那贫妇的粗心大意;相反地，罪人堕落不是天主的过错，

而是罪人本人的罪过。一个"达玛"是贫妇财富的一部分，为维

持自己的生活是极需要的。相反地，天主为享自己永远的荣福，

并不需要罪人。天主寻找人的灵魂，是因为人的灵魂上印有他的

肖像。他看人的灵魂如同自己的至宝，所以为寻得她，不惜任何

牺牲，甚至将他的惟一爱子也赐给了我们(袤 3: 16) 。

。 这个荡子喻可以说是"福音中的福音"，"福音的撮要"。就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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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体言，也是超越耶稣所设的其他譬喻。格洛漆乌 (H. Gro

tius) 说"在耶稣的一切譬喻中，荡子的譬喻是最优美的，洋

溢着情爱，富有诗画色彩。"特楞基 (Trench) 称之为"圣经中

一切譬喻的明珠与冠冕。"拉冈热描述说"凡昕了这譬喻的人，

没有不感动流泪的。"耶稣这譬喻的取材是一个富人的家事，志

在显示天主丰富的仁慈。牧童找寻一只走失的羊，贫妇寻找遗

失的银钱，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但是天主却进一步地去找寻

得罪他而应受罚的罪人，以至大的慈爱接待他，为他设宴庆祝。

天主这种仁慈的奥蕴，如果不是耶稣圣心启示我们，我们是无

法领悟的。根据梅瑟法律(申 21: 17)，分家时长子比其余的儿

子多得两分。譬喻中只有兄弟二人，幼年的儿子当然依法可以得

到父亲家产的三分之一。在某种情形下，如结婚或经商，幼子能

向父亲要求他应得的一分家产。在此譬喻中，幼子用任何理由说

到远方去，表面上是一件置信的事。父亲为尊重儿子的自主权，

遂即答应他的要求，把他应得的分给了他，这不能说父亲缺乏明

智。但实际上，这个儿子的本意却是希望摆脱父亲的监视及支配，

展翅远飞，去过纵情享乐的生活。至于其他的事，父亲把家产分

给幼子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明白天主对待我们的态度，是不易解

释的。因为天主为了他至高的智慧，也把自主之权交给了我们。

o 13-16: 小儿子财产一到手，遂即挟带所有的一切到远方去了。

远离家乡后，如没有父亲的不断接济，他仅有的这些财产如何

能够持久?试看一个年幼无知、荒淫无度的幼子，在酒肉朋友

的包围下，不久即挥霍殆尽，是可以想到的。从前锦衣玉食的

小主人，现在连果腹都不能。在饥寒交迫下，只得去哭求一个

富家人收留他。那人收容了他，叫他到自己的庄田去放猪。"养

猪" "放猪"为盐主人，尤其为一个富有的人，是一件奇耻大辱

的差事。因为在他们的格言书上有这么一句"养猪的人是可诅

咒的" (Baba Kama , 82b) 。又按法律，猪是不洁的动物，决不

准吃。荡子没法只得无条件的承允，接受这下贱的差事。他只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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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些残羹剩饭来果腹， ì巨知他的希望依然落空，仍是不能

吃饱。 "豆英"即"加鲁布"树 CCharub，又名"洗者若翰"

树〉所结的豆英，在巴力斯坦及地中海沿岸，丛生成林，味酸

甜，有时贫穷人拿来充作食品，但多用以饲养家畜 。 荡子眼见

肥猪都有豆英吃，他虽愿拿来充饥，可是没有人给他。

o 17-19: 荡子的可怜处境终于使他反省了 。 他回想到自己快乐的

幼年，思念着父亲富裕的家庭，他觉得自身的现状委实堪怜，

更觉得自己犯了罪，丧失了儿子的身份。 但是他一想清了，就决

意回头"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他不希望再作父亲的

儿子，只希望父亲收容他充当一个仆役。他忘了他父亲宽大的慈

爱，也不希望 20 节所叙述的父爱的例外表现。 他一时能够说的

是"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

了，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罢 。"这是荡子的自讼自承，他承认自

己得罪了父亲，就是得罪了天主。 荡子不说"天主"，因为那时的

犹太人为尊敬"天主"，不直接称呼这个名号，多以"天"代替。

o 20-24: 荡子一切都想清楚了，他决意要回到父亲那里，且遂即

实行了，这是一个真正和勇敢回头的好模范。 譬喻的一幕至此

已达到动人的巅峰。望眼欲穿正在远眺的慈父，忽见小儿子的

形影在远处呈现，他的心震荡了起来，连奔带跑的迎面扑去。

父子相遇，还是父亲先抱住他，吻他。 荡子感动极了，把准备

好的几句求饶的话尚未说完，父亲便不让他说下去。 父亲没有

理会，也没有答应儿子向他求饶的话，因为他早已宽恕和忘记

了儿子的罪过。 他现在想的是恢复他儿子的地位。 他吩咐仆人拿

出上好的长袍给他穿上，手上戴上镶有宝石的指环，并且给他穿

上鞋。 长袍、指环及鞋都是当时富贵显要的人所穿戴的。 "指环"

是有地位权柄的人才可以戴在手上。 "鞋"或 "皮履"只是富贵人

才穿，一般穷人和仆役常是赤足。 儿子归来，为父的遂大设延席

以示庆祝。 父亲认为他的小儿子归来，宛如儿子失而复得，死而

复生一样，设延庆祝是理所当然的事。 22 节的"仆人"与"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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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17 、 18) 是有别的，仆人是家中的一分子，而佣工是徊户，

是外人。回头的荡子就是要求父亲把他看作→个佣工。

@在 25 至 32 节故事的最后一段内，耶稣给他们讲出长子为了父

亲因幼弟归来设笼作乐而发的怨语及父亲答复他的话。父亲的

答话温和而明智。他所以如此欢乐，不是因为他过于爱幼子，

而仅因为幼子的归来，有如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使父亲高兴

万分。耶稣讲这个美丽比喻的用心是异常显明的。所说"慈悯

的父亲"是指天主。两个儿子:一个是指住在父家的义人，一

个是故意远离父家的罪人。倾家荡产，品性堕落及凄惨的处境，

象征罪恶的恶果，及穷奢极侈的报应。罪人的行为逐渐改善及

回头，在比喻中生动巧妙地刻画出来。耶稣所欲阐明的，却是

天主对待俊改的罪人所表现的闻所未闻的美善及不可思议的仁

慈。或有人想，在这个荡子喻里，有形容过甚的地方。但是我

们必须知道，比喻里对元限仁慈的天主所形容的，仅是一个极

不完备的影子。耶稣所以如此形容，正为表现他那高超的天理:

世上有不堪设想的罪恶，天上有永远无边的慈悯。那些不能洞

察天主慈悯深度的义人，也如同那个长子一样，抱怨天主过于善

待回头的罪人。其实天主并非过于爱罪人，而仅是因罪人的回头

改过，回到他怀中而所感到的喜乐。波绪厄(Bossuet) 曾说"如

果我们以人的情感解释救世主的情感，天主对回头的罪人，即对

他方才所征服的人，更容易动情。但是他对义人，即他多年的老

友始终保持着一种亲爱甜蜜的心肠。"如此解释"长子"的经学家

有圣济利禄 (St. Cyrillus Alex.) 、欧提米乌(Euthymius) 、德

塾主芝( Theophilus )、玛耳多纳托( Maldonatus )、商次

(Scha皿)、组主鱼~ (Knab.) 、主主 (Fonck) 、蓝图垫(Lagr. )、

岳斯;武( Vosté) 、达乌市( Dausch) 、毫克( Hauck) 及赞

(Zahn) 等人。 有些经学家依照圣热罗尼莫的见解，主张长子是

指盖到塞人 (D. Buzy , Les Paraboles , Paris 1932 , p. 109s) 。 这

种见解，虽然适合比喻的情形和道理，但是对 31 节及记述的整

-"'Í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762 

个要旨，却不能加以解释。 "耶稣的表样给宽恕的诫命作了极好

的注释:如耶稣之对撒玛黎雅妇女，罪妇玛达肋纳，税吏臣凯，

犯罪被逮的淫妇，加尔瓦略山上的凶手，及同钉的右盗，凡此，

都是耶稣宽恕罪人的好榜样。 我们的恩师耶稣这样仇恨罪恶，

这样爱惜心地纯正及有赤子之心的人，遇见了心地纯洁的少年，

即刻对那少年生了爱意(谷 10: 1 1) 。 他是一位严厉实行道德的

人，关于婚姻，他将婚姻不可拆散的藩篱提高了 。 他是一位严

正的判官，见人有可疑的意向或思念，必加以严究，而他自己

丝毫没有使人归咎的地方。 他被人称为税吏及罪人的朋友，事

实上他的确是他们的朋友 。 他以一种温和、永恒、平静的心恒

爱他们，是以一种母亲为久罹危险的爱子所有的爱情，或可说，

以一种母亲在流泪中使儿子再生的情绪爱他们。 " (L. De Grand-

maison , Jésus-Christ , Paris 6 , II , p . 102ss) 

第十六章

不忠信的管家

1耶稣也对门徒们说"曾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管家;

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 02主人便把他

叫来，给他说:我怎么昕说你有这样的事?把你管理家务

的账目交出来，因为你不能再作管家了 。3那管家自己想道:

我的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我可做什么呢?掘地罢，

我没有气力;讨饭罢，我又害羞。4我知道要做什么，好叫

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收留我在他们家中。 @

5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给第一个说:你欠我主人

多少?6那人说:一百桶油 。 管家给他说:拿你的账单，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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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快写作五十。7随后又给另一个说:你欠多少?那人说 :

一百石麦子。管家给他说:拿你的账单，写作八十。 08主

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这些今世之子应付自

己的世代， 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 。9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

的钱财交结朋友，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叫他们收留你们

到永远的帐幕里。 010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

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 11 那么，如果你们在

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信托你们呢?12如果你

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 0 

不能兼事二主(玛 6 :24)

13"没有一个家仆能事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

个而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

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钱财。" 0 

法利塞人受责

14爱财的法利塞人，听了这一切话，便嗤笑耶稣。 15耶

稣给他们说"你们在人前自充义人，但是天主知道你们

的心;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 8 

法律与福音(参阅玛 11:12 、 13;5:1 8 、 32)

16 "法律及先知至若翰为止，从此天主国的喜讯便传

扬开来，人人都奋力进去。 17然而天地过去，比法律的一

笔一画失落还要容易。 18凡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的，是犯

奸淫;那娶人所休的妻子的，也是犯奸淫。" 。

富翁与拉臣禄的比喻

19 "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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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宴乐。 020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臣禄，满身疮痪，躺卧

在他的大门前。21 他指望藉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

反倒有狗来献他的疮痰。22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亚

巴郎的怀抱里。那个富家人也死了，被人埋葬了。CD)23他

在阴间，在痛苦中举目一望，远远看见亚巴郎及他怀抱中

的拉臣禄 24便喊叫说:父亲亚巴郎!可怜我罢!请打发拉

臣禄用他的指头尖蘸点水来润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

焰中极其惨苦。(D25亚巴郎说:孩子，你应当记得你活的

时候，享尽了你的福，而拉臣禄同样也受尽了苦。现在他

在这里受安慰，而你应受苦了。26除此之外，在我们与你们

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致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

你们那边去也不能，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4Ð 27那人

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臣禄到我父亲家中去 28因为

我有五个兄弟，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

地方。29旦旦旦E说:他们自有盘茎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

30他说:不，父亲亚巴郎!但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他们那里，

他们必会悔改。31 亚巴郎给他说:如果他们不昕从梅瑟及先

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信服。" æ 

@ 荡子的比喻讲完以后，路加圣史接着记载了几个有关正用与妄

用财吊，得到与丧失永生的比喻和教训11 0 "耶稣也对门徒说"一

句，按路加的意思，是指这比喻与宗徒们(12: 41-46) 受自耶稣

的管理权有关。 这个比喻是对门徒们讲的，但是听讲的人中也有

法利塞人。他们对这比喻加以讥笑(14 节〉。第二个比喻(19-31)

显然是针又宁法利塞人讲的 。 这两个比喻中间的一段教训11: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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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作为第一个比喻的补充，一部分(14-18) 作为下一个比

喻的引子。。耶稣所讲的这个管家的比喻是取材于巴力斯坦的生

活习惯。 如福音所述的，管家应当管理家主的财产，在一定时期

内向主人报告他管理的情形，并将一切收获交给家主。

f) 2-4: 控告管家的话，不但确有其事，且有证据可凭。 所以管家

在不能逃避责任及必要受到解雇处分的时候，便开始为自己的

前途打算了 。 他简短的自语使他即刻拿定了主意。"掘地罢，我

没有气力"是说他己习惯了行智力的职分，至于劳作耕田已不

适合他的体力与年龄。 "讨饭罢，我又害羞"希伯来人把沿门

求食视作最鄙陋可耻的事(参阅德 40: 28-30) 。像他这样的人，

有过高尚职业的人，现在叫他去耕田乞食，为他确是一件苦事，

一件不体面的事。 在无可奈何之际，遂想出了一个坏心思，找

到一条能悠闲度日而无须劳作，没有负担而又不受侮辱的出路。

就是他立意把家主的一些债务人，作为自己的债务人，使他们

作损害自己家主而有益于他们的共犯，将来他们不得不扶助他，

也不得不严守秘密。

8 5-7: "一百桶油" "桶"原文本作"巴特"，为希伯来人的液量

器名(见度量衡表) 。 一"巴特"约合四十五公升。一百桶油即

合四千五百公升。 不忠信的管家，减去了一半。"一百石麦子。 "

"石"按原文作"苛尔"为希伯来容量器名。一"苛尔"约合

四百五十公升，一百石麦子即等于四万五千公升。管家在此减

去了四分之一。 狡黠的管家，所减去的一多一少，自然都有他

个人的计划 。 从比喻中不能推知两个债务人只改写了欠单，还

是另写了一张新的欠单。 后者如果不走漏消息，的确是最安全

的办法。 同时，两个债务人是从管家手中买了这些油与麦子呢?

还是他们是徊户或农夫，这些油和麦子是收获的一部分，必须

交于主人呢? 不得而知。

。8-9: 主人称赞这个不忠信的管家办事精明，并不是称赞管家的

诡骗及不义，而是称许他作事的机智。主人称赞的是他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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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计谋，与他的道德无关。 比如，律师屡次以一种机智及

辩才为一件不义的案子作辩护，或者一个强盗为达到目的会想

出一个极巧妙的诡计，轻取易得。 虽然人都说这人真能干，但

不是称赞这人的不义及盗窃行为。 耶稣也是这样。 他并不叫人

学管家的不义。 耶稣明明用"不忠义"的话来贬了他。 耶稣不

过愿意用这个比喻来提醒人，叫那些不甚努力的光明之子，对

着这些善自为谋的世俗之子，觉得羞愧。 所谓"世俗之子"是

指那些在世俗中生活，而只思虑现世生活，只求满足情欲的人。

所谓"光明之子"是指那些在天主真理的光照下行走，在生活

上适合耶稣基督训言的人。 耶稣好像是说:世俗人，在经营俗

务的时候，每能打破极恶劣的环境，解决极困难的问题。那些

光明之子一一奉教信主的人一一岂能在救灵的大事上，反不如

世俗人办事的机智努力么?耶稣又接着劝勉追随他的人利用他

们的财吊，博施济众，扶弱惜贫。 因为他们在天主前只是些受

托人及管理人，将来要向天主交代一切 。 如果富人这样行事，

他们便交结了许多将来帮助他们获得天国的朋友:天主把他们

施与他子女中最小的行为，视作为自己作的行为;贫穷人将用

自己的祈祷酬谢他们，并迎接他们进入天国。耶稣称"钱财"

为"不义之财"事实上，人如果把整个的心思念虑都放在钱财

上，钱财确实是引人犯罪的原因及工具，叫人远离天主。

o 1 0-13: 耶稣用了几句格言来证实及结束他在比喻中所提出的教

训。"在小事上忠信的……" (1 0) 意思是说:在小事上忠信的，

在大事上也忠信;反之，忽略小事的，也很容易忽略大事。 所

谓"小事"是指世上的财吊，所谓"大事"是指委托管理圣教

会的职务或所受的任何神恩。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

(11), "不义的钱财"及"真实的……"与 10 节的"小事"及

"大事"相对。如果你们在使用财吊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

的"神恩交托你们呢?犹如称世上的财吊为"不义之财"，照

样，称那使我们归向天主的恩宠为"真实的"财富。 惟有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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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富才是永远的(参照理 7: 19 、 20) 0 12 节与 11 节是平行的。

11 节所说的"不义的钱财"， 12 节则称之为"别人的财物"。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说世上的财物是 "别

人的财物"因为这些财物不是与生俱来，死时也不能带走，仅

是接触我们肉身及感官的倪来之物。故此今世的生命，不是我

们的真生命。今世的生命，是不久即逝的，而我们的真生命却

是永远常存的。所以这永生而真正的财富，才真是属于我们的 。

世上的财物只准许我们使用，造物主的一切子女，尤其贫穷人，

为维持生命都有权利享用。至于灵性的财富:圣宠，德行，天

国的永远获得:凡此种种，都是真正的财富，也真是属于我们

的。如果一个人管理别人的财物(世物)不忠信，天主当然不

会把真实的财富交托他。 12 节"属于你们的"即自创世以来给

你们预备的天国(玛 25:34) 。有些希腊抄卷将此句作"属于我

们的"，或"属于我的"。这经文似乎不妥。

o "没有一个家仆能事奉两个主人……"即言人不能专心不武地
事奉两个相对立的主人一一天主及财神。如果人的心挂念在世

财世物上，他如何能念"亲近天主，把我的希望寄托在吾主天

主身上，为我是有益的"诗句呢(咏 73:28)? 耶稣不是说过吗?

"你们的宝藏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必在哪里"。此处耶稣所论不

能事奉两个主人的格言，与玛 6:24 全同。参阅该处的注解。

o 14-15. "法利塞人……听了这一切话"，说明法利塞人也杂在门

徒间听耶稣的宣讲，他们听到了那些刺耳的话，便摇头耸肩，

鼻语嘲笑。按他们的思想，富裕便是天主祝福的证据(申 28: 1-

14) 。他们认为富人是天主祝福的人，富有就是守法律的报答。

耶稣及他的门徒都是些穷人，法利塞人便以为他们的生活一定

违犯了法律，遂加以藐视。耶稣洞烛一切，知道他们原来只重

法律的形式，外面在人前充作义人，心内却充满了邪恶。但是

人的这种邪恶，却不能遮过天主的眼目。"可憎的"一词在圣经

中常指偶像崇拜，此处耶稣指出盖到塞人的贪财好货，拿钱财

电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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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为神明，而远离了天主(弗 5:5) 。

(;) 16 节经义有两种解释:有些经学家主张本节与上文相接，并且

以为 βá~ω 动词含有恶意的攻击的意思，因此解释说:从洗者若

整的日子起，法律中所预备所论及的天国已经开始，但法利塞

人虽然知道天主的国已经传布出来，但仍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攻

击。 这些人在耶稣心目中的确是可憎恶的。耶稣之来，并非为

废除法律，而是为成全法律。废除法律的正是法利塞人，这由

他们有关婚姻法律的解释上，可以看得出来(玛 5:31 、 32; 19: 

弘的 。 根据其他学者，以为 βáS;ω 动词含有"奋力" "努力"的

意思，是说:从若翰时起，天主的国已经传扬开来，所有接受

新时代的喜讯的人，都设法排除一切障碍及困难，奋力挤进天

国里去。 这种解释似乎更切合经义。 关于 17 节，参阅玛 5 : 18 。

本节说明了法律的永久性。 经文的意义是说:耶稣基督带来的

新启示不能视为破坏法律的启示。圣热罗尼莫说"连列于法律

中最小的条款，都洋溢着超然的奥义，这一切都在福音中扼要

地重述出来" (PL 26 , 3ι37) 。 关于 18 节详见玛 5 : 32; 19 : 2-9 0 

路只略去"除了拼居外"一句。

@ 耶稣所讲的富翁与拉臣禄的比喻，分作两幕:一幕是在世上演

的 (19-22) ， 一幕是在阴府内演的 (23-31) 。 这个比喻是继续有

关善用世物的教训11。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教训我们，要善用时机，

才可以获得良好的结果。 富翁的比喻告诉我们，妄用世物所遭

受的恶果。 这个比喻显然是说明上文的论调"在人前是崇高的

事"描写富翁在世的骄奢淫供"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描写

他在阴间的可怜状况。 "天地过去，比法律的一笔一画失落还要

容易" 一句，指出梅瑟及先知仍然在教训人如何才可以到亚巴

郎怀里去，并如何才可以免入地狱。 这个比喻又指出财富的危

险，但是没有一处暗示财富的不当，也没有暗示富翁应当放弃

他的财富，只暗示他不应当在他的财富中寻找他最后最大的幸

福 。 他必须把世上的财富充作获得更高超而又永久的幸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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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他本来可用这些所谓不义的财富与拉臣禄及其他人交接为

友，凭藉这些朋友能安全地进入"永远的帐幕里"。 但他却以他

的财富为他的幸福，为他所知道的惟一幸福 。 他如失掉这些财

吊，便是什么都失掉了，毫无幸福可言。 我们由这比喻中所获

得的重要教训是:握有广大的财富，而单为自己享用，不把宝

藏贮蓄在天上，是最不幸的事。 "紫红"乃颜料之一种，其色介

于紫与大红之间，此种颜色采自一种蚌类，价值昂贵。 古时此

颜料出产著名之地，以提洛为最。 缝制紫红袍，耗费甚大，因

此只有富人才可购得。 "细麻衣"即以集麻所织，古埃及以善织

泉麻布驰名天下。 热带的王家富户多以此麻布为衣 。 故事中的

富翁不但衣饰华丽，而且还终日宴饮作乐。

æ 20-22"拉臣禄"是当时最普通的名字，含有"受援助者"的意

思。 有些人以为此名是"厄耳哈臣尔"一名的简称。 这个讨饭

的拉臣禄不但浑身疮庚，而且还常受饥饿的侵袭。 在此饥病交

迫之际，躺在富翁的门前，欲食富翁桌下的余屑，亦不可得。

耶稣在此把拉臣禄的困境形容得可算刻画人微了 。 所说的

"狗"，不是指富人家中的狗，而是无家的饿狗，它们往来通衡，

寻觅道旁所弃的食物，啃啃所弃的腐肉及骨头 。 它们围住拉臣

禄，吮献他的疮睐，而富翁却置之不顾。富翁航筹交错，及时

行乐的生活，与穷人饥病交迫的生活，没有比这里描给得更清

楚的了 。 耶稣在 22 节调换了一个幕景:贫穷乞食的拉匣禄，结

束了他痛苦的一生，被天使送到亚巴郎的怀中 。 这种富有比喻

式的言词，完全符合当时有关来世生活的观念，及耶稣所说的

真理。 古犹太经师以为义人死后，他的灵魂被天使引人极乐的

境界，这个地方或被描绘为伊甸乐园，或被称为"亚巴郎的怀

抱"。 义人的灵魂除非由天使引导是不能进入怡园的 CTargum

in Cant. 凹， 12) 。 讨饭的主里建由极悲惨的境遇被领到和平的

怡园 。 在天父怀里所享受的永远和平乃是人类真正的怡园 。 按

Bamidbar Rabba , 11 记载"经师壁垒说:和平是最大的，因为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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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受赞颂的天主没有给义人创造更美丽的和平，当义人离开世

界的时候，有三队天使和平地走在他们前面，第一队说:进人

安所罢!第二队说:安眠在自己的卧处罢!第三队说:躬行正

直的人!" (参照您 57:2) 。亚巴郎是真正伊撒尔子民的祖先，他

先到了这个怡园，等待迎接他的子孙。他把他们抱在怀中，如

抱自己的爱子;爱子安息在他的怀抱，犹之乎婴儿睡在母亲的

怀里一样:这是爱情的结合。拉臣禄生时除了狗来献他的疮瘦

外，没有任何伴侣，现在他却如同爱子一样安息在父亲怀中。

"亚巴郎的怀抱"一语仅是一种比喻之词，形容与可爱的父亲在

一起的亲密来往和齐全的福乐。那个富翁也死了，他的尸体当

然是在哀荣中被抬进基穴;可是他的灵魂，已迅如闪电堕入阴

府，在那里找到了他永久的葬所。

æ 23-24: 耶稣依循闪族比喻的特色，对自己的道理愿意再作进一

步的探讨，遂使这个故事更为戏剧化，让比喻中的人物都有发

言的机会，同时衬托出一些特殊的景色，使人藉这故事的变化，

更容易领悟所含的道理。"阴间"一词，叠盘文作 q8r;s. 整组

来文作 Sh∞1. 拉丁文作 infern山n。其本来的意义并非专指

"受永刑的所在地"而是指所有死者的灵魂聚集的地方。为此

宗 2: 27-31 一段，以及信经中都载有耶稣基督降入"阴间"的事

(我国信经译为地狱)。根据当时犹太人的思想，阴间分为二:

一上一下，上面是义人享福的地方一一亚巴郎的怀抱，下面是

罪人受刑的地方。此处"阴间"一词，无疑是指罪人受苦刑的

地方。 这两地方的中间，有一鸿沟相隔，两边的人只能遥遥相

望，却不能相接近。富翁下到阴间后，惨受着应受的苦刑。从

他与亚巴郎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苦刑的猛烈:试看富翁受苦的

悲惨!试看富翁哀求的可怜相!希望拉臣禄用手指蘸一点水润

凉他的舌头而不可得，把一滴水看作最大的慰藉，但是没有人

给他。他生前贪赛的喉管，现在却为口渴及烈火所煎熬，口渴

的刑罚是多么可怕!这个富翁也像伊撒尔子民一样称亚巴郎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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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是强调他与亚巴郎之间的亲属关系，以求打动亚巴郎的

父亲心肠。 耶稣在这里却指明他们的命运完全改变:以前是讨

饭的拉臣禄向他乞食，现在是富翁向拉臣禄求助乞怜。

4Ð 25-26: 但旦旦旦用了两个理由婉转地拒绝了富翁的要求: 一是

富翁生前骄奢淫侠，享尽了世福，而拉臣禄生前贫病交迫，受

尽了人的慢待 。 天主的公义现在恢复了均等:现在拉臣禄"在

这里受安慰，而你应受苦了。"这正应了本章 15 节"在人们前

是崇高的事，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那句名言。另一个理由是，

元底的鸿沟将他们永远隔离，永远不能再互相往来。在阴间受

罚者的运数是永远注定了。"你们走进来的，把一切的希望抛在

后面罢!" (参阅但丁神曲地狱第三篇第三节。)

æ 27-29: 这个譬喻尚不止此，耶稣接着又用一小幕来阐明一种深

奥的道理。 不幸的富翁既知自己已注定受永远的刑罚，便请求

亚巴郎打发拉匣禄去警戒他的家人，叫他活着的兄弟们及早归

正，痛改前非，以免日后也来这地狱中受苦。但是亚巳郎的答

复简短而坚决"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昕从他们好了"。 按法

律书及先知书是在会堂当众朗涌的，至于交集( Hagiogra

pha) ，一一一除了卷五 Megilloth 以外，一一却不是公开朗读的 。

为此，那富翁如果听从了梅瑟及先知的教训，不致遭受这样的

苦刑 。 他所以受到亚巳郎的斥责，是因为他没有昕信天主的劝

谕。 旧约上屡次见到扶助穷人的劝谕(参阅出 22: 25 、 26; 申

24:6 、 1 0-13 ;依 58:7; 欧 6:6; 亚 6: 1-4; 德 35: 的，人活着的

时候应当善守规诫。 法律及先知书清楚说出了天主的旨意， }I团

从这些法律及先知的劝谕的，必能获得永生。

æ 30-31: 被罚受苦的富翁所提出的藉口，正是今日许多人所一再

指出的惟一藉口 。 他们要求证据，要求特别的灵迹在他们眼前

出现。 但这是一种愚昧、不恭、卤莽和假托。 因为像这种在真

理的光明下情愿闭目的人，决不会相信真理或回心转意的，也

决不会有什么灵迹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宗 4: 16; 若 11: 4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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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塞人，虽然亲眼看见了拉臣禄的复活及耶稣的复活，仍然

固执不信。耶稣对心身贫穷的门徒及贪婪成性的法利塞人讲出

这个比喻，是想指出在现世穷奢极侈，锦衣玉食的人及甘心受

贫苦的人在来世命运的区别。金口圣若望说"富有的及贫穷的

人，你们要腾写出这个比喻。你们富有的人要写在你们房屋的墙

壁上。你们贫穷的人要刻在你们的心板上。如果涂抹了，再重新

刻画。最好富有的人也如同穷人一样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因为这

个比喻为他们将是真正哲理的主要教训" (Hom. 4 , 2 ，战Lazaro;

PG 48 , 1008) 。此外耶稣还指出富翁受罚的真正原因:骄傲的富

翁轻视了圣宠的平常方法，固执谢绝了天主的邀请及要求。

第十七章

戒立恶表(玛 18:6 、 7; 谷 9:42)

1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叫引人跌倒的事不来，是不

可能的;但是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2如果把一块磨石套

在他的颈上，投入海中，比他引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

为他更有益处。3a你们要自己谨慎!"。

宽恕兄弟(玛 18:21 、 22)

3b"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你就得规劝他;他如果后

悔了，你就得宽恕他。4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而又七

次转向你说:我后悔了，你也得宽恕他。" 8 

信德的力量(玛 17 :20)

5宗徒们给主说"请增加我们的信德罢， "6主说"如

果你们有信德像芥子那样大，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你

连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它也会服从你们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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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7"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田或放羊，从田地里回来，即

给他说:你快过来坐下吃饭罢 !8而不给他说:预备我吃

饭，束上腰伺候我，等我吃喝完毕，以后你才吃喝?9仆人

做了吩咐的事，主人岂能向他道谢?10你们也是这样，既

做完吩咐你们的一切，仍然要说:我们是元用的仆人，我

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

耶稣治好十个愤病人

11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黎雅及加里肋

亚中间。 12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有十个癫病人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13他们提高声音说"师傅，耶稣，可怜我们

罢!" 014耶稣定睛一看，给他们说 "你们去，叫司祭们

检验你们罢!"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 15其中一个，看

见自己痊愈了，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 016并且跪伏在耶

稣足前，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黎雅人。 17耶稣说道"洁

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18除了这个异

邦人，就没有别人来归光荣于天主吗?"19 耶稣遂给那人

说"起来走罢!你的信德救了你。" 0 

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20法利塞人问耶稣天主的国何时要来，耶稣回答他们

说"天主的国来临，并非显然可见的 ;21 人也不能说:看

呀，在这里;或:在那里。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ø 

人子的来临急如闪电(玛 24:2ι39)

22巫堡对门徒说"日子将到，那时你们切望看见人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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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日子中的一天，而不得见 。 23人要给你们说:看呀，在那

里;看呀，在这里。 你们不要去，也不要追随。 24因为犹如

闪电由天这边闪起，直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里，

也要这样。25他必须先受许多苦，且被这一代所槟弃。 @

26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在人子的日子里也要怎样 27那时

人们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天，洪水来了，消

灭了所有的人。 4D)28又如在罗特的日子里，人们吃喝买卖，

种植建造，29但在罗特从索多玛出来的那天，火及硫磺自

天降下，消灭了所有的人 30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也要

这样。 " æ 
最后审判的急遮来临 〈玛 24: 17 、 18 、 40 、 41 、 28; 谷 13: 15 、 16)

31"在那一日，那在屋顶上，而他的器具在屋内的，不

要下来取;那在田地里的，同样不要回来。32你们要记得

罗特的妻子， 33不论谁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

命;凡丧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 @34我告诉你们:在

这一夜，两个人同在一张席上，一个要被提去，一个要被

遗弃。 35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要被提去，一个要被遗

弃。 " æ 36* 37他们问耶稣说"主，在哪里呢?"耶稣给他们

说"在哪里有尸体，老鹰就聚集在那里。 " æ 

@ 耶稣在何种情形下讲了这劝谕(1-2) ，不得而知。"引人跌倒的

事"就是"立恶表"的意思。 这是圣经屡次用来指引人或使人

陷于罪恶的辞句。 这样的事虽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有意或无意立

恶表的人都不能辞其咎。 耶稣在 2 节所袒护的那些无罪的"小子"

是指什么人呢?在什么情形下他们才是受害的人?既然劝谕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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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门徒发的"小子" 一词不能是指门徒自己 。 另一方面玛 18 :

6 及谷 9:42 与此相同的劝谕称那些"小子"是信仰耶稣的人。 因

此，我们可以假定耶稣是训戒十二位宗徒，叫他们不要作任何有

损害他们兄弟灵魂的事。 我们可以推知"引人跌倒的事"是指下

列各种过失:如贪高位 (9: 46-48) ，气量狭小 (9:49 、 50) ，懈怠

(12:36 、 37) ，或残暴(12:45 、 46) 等。 为此，耶稣警戒十二位宗

徒说"你们自己要谨慎"，不要引人跌倒(犯罪) ! 

8 3 、 4 两节说明上边说的恶表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不向你的

兄弟指出他过失的恶果，或拒绝宽恕认罪的人，为你软弱的弟

兄都是一种恶表。这恶表为一个误入歧途的兄弟的灵魂，有极

大的危险。 更为重要的是可使忏悔的灵魂沮丧，因此耶稣力劝

宗徒要元限制地宽恕人。 "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玛 18:21 、

22 作七十个七次) ，而又七次转向你说:我后悔了，你也得宽恕

他" 一句，是一种奇异的说法，但是合乎闪族语风，是指示一

种不定的数目，就是说宽恕仇人，不应限定次数;人不拘何时

得罪你，或得罪你多少次，如果他谦逊向你求饶，你必须即刻

真心予以宽恕。

@ 耶稣此处向宗徒及后世信他的人阐明信德的效能。 宗徒和后世

的一切信徒，他们的信德虽然像芥子那样大，可是仍是有力，

必得到奇异的效果。 路加在此说拔一棵桑树，而玛窦却说移一

座山(17: 20，参阅谷 11 :23) 。 但不论是说树或说山，其目的都

在彰显信德在显灵迹上的效能。

。 7-10 节:在此耶稣为劝勉门徒谨防日后因信德所显的奇迹而陷

于虚荣的危险，给他们讲了这个简短的比喻。 这比喻也是取材

于当时的日常生活 。 任何人都有理由希望他的仆人根据约定完

成一切义务;没有人为了仆役完成了任务，而应当向仆役表示

分外的感激。 因为仆役所做的是他分内的事。 耶稣设喻的用意

是极显明的。 人尽管做了许多而圆满无缺的事，尽管用尽了他

的一切气力，最后获得了光辉的成果，但在天主看来，他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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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不过是做了他分内应做的事。他不能因为作了分内的事 ，

便有所夸口。因为他如无天主的辅佐，不能作任何善工。作完

了分内的事以后，依然应当说我们是无用之仆，我们仅做了我

们分内的事。假使天主要赏报我们，是因为他情愿履行他那

"有功必赏"的诺言。因此圣奥斯定说:我们不应当骄傲。我们

有的一切善，都是来自我们的造主。如果我们受罚，是为了我

们远离了他;如果我们受赏，是为了他在我们内所完成的美善

(Supe吃 Ps. 99 , n. 15; PL 37 , 1280) 。

o 11-13 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一句，是路加圣史在他独有的

一段记述内所惯用的句子 (9:51 、 52; 13: 22) 。耶稣由于曾被拒

进入撒玛黎雅境内，遂沿着撒玛黎雅及加里肋亚交界处的一条

路前行。"走进一个村庄"所说的这个村庄，根据古传说，是

基讷阿 (Ginnæa 今名 Gennim)。参阅且S nn. 33也335。十个癫

病人远远立着，是因为法律严禁他们进人有居民的地方或接近任

何人，免得沾染别人(肋 13:45 、 46) 。通常他们一起住在山洞里

或靠近大路，向来往的人乞食(参阅玛 8:1; 谷 1 :40) 。引起耶稣

注意的，纯然是他们呼救的喊声"师傅耶稣，可怜我们罢!"

o 1 4-15 节:心地善良的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为治疗有病一一有

罪的人。他一看他们可怜的形状，听到他们悲惨的呼声，慈心

大动。耶稣这次没有手触治疗他们，只要求他们一个表现信德

的行动"你们去，叫司祭们检验你们罢!"叫司祭们检验，按

犹太人的见解，就是到耶路撒冷圣殿献祭朝圣，因为只有在献

祭的仪式以后，方能宣布一人的洁净〈肋 14: 1-8 等)。至于为这

个撒玛黎雅人的取洁需用什么仪式，经文没有指出。

o 1 6-19 节"他是一个撒玛黎雅人"。 耶稣触景生情，不禁浩然兴

叹。 其他九个人看来是犹太人。 他们妄自尊大，连向恩主说句

感恩的话都不想;只有这个异邦人，为犹太人所憎恨的撒玛黎

雅人，回来向恩主表示感谢之心。这个撒玛黎雅人的报恩举动，

更显出其他九个犹太人的忘恩负义。 这是一个可悲可泣的预兆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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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背叛了耶稣，远离了耶稣，而异邦人却取得了选民的地位。

"你的信德救了你!"原来受恩不谢，非但使耶稣伤心，而且不

能再邀得耶稣的其他恩惠 。

(j) 20-21 节:耶稣曾如洗者羞整一样，宣讲天主之国的来临 。 耶稣

也派遣他的门徒到处宣讲了天主之国的来临 。 那时所有的人已

都在期待着默西亚国 。 因此有些法利塞人便以"天主的国何时

要来"相问:有什么现象或标记可以辨识天主之国的来临 。 犹

太人因渴望默西亚的诞生，便研究这位"达味之子"来临的先

兆，为能确定他诞生的时期 。 可是法利塞人们有许多误解，以

为天国来临之前应当有一番惊天动地的情况。 耶稣却告诉他们:

"天主的国来临，并非显然可见的"换言之，天国来临的情况，

并不怎样炫目耀眼，引人注意。 "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耶

稣断然告诉他们，天主的国已经开始了，已经降临大地了，已

经在他们中间了 。 他就是默西亚，他宣布天主国来临，是为叫

所有的人能够容易承认天主的国，容易进入天主的国 。 那些不

承认的人，应当归咎于他们自己(参阅 11: 20; 玛 12: 28) 0 "天

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一句，有的译作"天主的国就在你们心

中"。 此种译文表示天主国的灵性和超然性。 按此解释固然合乎

圣经神学，但路此处经文却没有这个意思 。

@ 耶稣讲完天主的国初次来临以后，接着又提到它第二次的来临。

第二次来临是突然的。在人不料想的时候，人子就威风凛凛地降

来了 。 此处耶稣所说的话，因为是预示未来，我们不能完全了解。

但是对耶稣的意愿，可以说我们一定知道，就是他愿意叫我们知

道他的来临是十分突然的，叫我们常常准备停当:这也是他三令

五申教训门徒的事(玛 24) 0 "日子将到"这是艰难、战斗及迫

害的日子。 在这些日子里，门徒们要渴望看见人子如同判官一样

光荣来临，好安慰被选的人民。 但是他们必须以坚忍、勇敢及依

恃的心情期待，不受假先知及假基督的欺骗〈参阅玛 24: 23) 。

"看呀，在那里;看呀，在这里;你们不要去，也不要追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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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督在他的日子里降临，宛如闪电骤然出现。参阅玛 24:27 。

CID 26 、 27 两节参阅玛 24 : 38 、 39 。

@ 耶稣在 28 至 30 节一段内，与 26 、 27 两节以同样的语气引用另

一个实例:说的是当世界末日，人都只顾俗务，耽于饮食玩乐，

置天主及其法律于不顾，就如罗特时代，索多玛诸城的人所行

的一样。 当罗特一离开索多玛，可怖的惩罚即刻临于这些居民

身上(创 19) 。

(fJ 31 至 33 节，参阅玛 24: 17 、 18; 谷 13: 15 、 16 。 在玛谷的这两个

地方所讲论的是有关耶路撒冷的毁灭。 在玛是劝听众，于圣城

的毁灭来临之时，要赶快逃亡。 在这里耶稣劝他的门徒必须时

时准备他的来临，勿让世上的财富所惑，勿让任何障碍所阻。

"你们要记得罗特的妻子!"这个没有昕从天使的话而丧生的女

人，为那些只顾世物，挂念财富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殷鉴 (参

阅创 19:33; 路 9:24)0 33 节的深意不外是说:现世的生活只是

为永生的准备。 为获得永生，不要怕牺牲现世的生命。 关于 33

节见 9:24; 玛 16:25; 10:39; 谷 8:35 各处注解。

æ 34 、 35 两节参阅玛 24: 40-41 。 这里所说的两幕剧: 一是两个人

在一张席上共进晚餐，一是两个女人在一个磨上磨面。 连这些

最亲密的亲友在这一夜一一最后审判的日子，都要分离，有的

得到永远的生命，有的遭受永远的耻辱和惩罚 。

æ 36 节希腊抄本缺，拉丁通行本作"两个人同在一块田地， 一个

被提去，一个被遗弃。 " 0门徒们对着这幅描写人类命运的图

画，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惊异地向耶稣说"主!在哪里呢?"

宗徒们所设的问题，十分突兀，不知何所指。 因为上边讲的是

公审判，也许宗徒是问公审判要在哪里举行。 耶稣用了一句格

言答复了他们的问题。 这句神妙的话可以这样解释:天主给了

禽兽一种本能，使它们选择无误，所以鹰能对准目的飞去;被

选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也好像长着灵妙的翅膀，会直向"人子"

那里飞去。 "人子"是被选者不断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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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不义判官和寡妇的比喻

1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论到人应当时常祈祷，

不要灰心。 02他说 "某城中曾有一个判官不敬畏天主，

也不敬重人。3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常去见他说:请你

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 !4他多时不肯;以后想道:我

虽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5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

我，我要给她伸冤，免得她不断的来纠缠我。" 86于是主

说 "你们昕昕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 !7天主所召选的

人日夜呼吁他，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迁延俯听他们

吗?8我告诉你们: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但是人子来临

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 8 

法利塞人和税吏祈祷的比喻

9耶稣也向几个自充为义，而轻视其他的人的人，设

了这个比喻 010 "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

塞人，另一个是税吏。 1 1 那个法利塞人立着，心里这样祈

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

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12我每周两次禁食，凡我所得

的，都捐献十分之一。 013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

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

个罪人吧 014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比那

人更为正义了。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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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必被高举。 " 0 

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玛 19 : 13-15; 谷 10: 13-16) 

15有人也把婴孩带到耶稣跟前，要他抚摸他们;门徒

们见了便斥责他们 。 16耶稣却召唤他们说"你们让小孩子

们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

的人。 17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

的国，决不能进入。 " fj) 

富少年(玛 19: 16-22; 谷 10:17-22)

18有一个首领问耶稣说"善师，我要做什么，才能承

受永生呢?" 019耶稣给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善呢?除了

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 。 20诫命你都知道: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应孝敬你的父

母。 "21那人说"这一切我自幼就都遵守了 。 "22耶稣昕后便

给他说"你还缺少一样: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

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 "23那人昕

了这话，异常悲伤，因为他是个很富有的人。 @

财串的危险(玛 19: 23-26; 谷 10 : 23-27) 

24耶稣见他如此，便说"那些有钱财的人入天主的

国是多么难啊! 25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

容易 。 "26昕众就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27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是可能的 。 " CD 

弃俗从主的报酬 (玛 19:27-30; 谷 10 :28-31) 

28伯多禄说"看，我们舍弃了我们的一切所有，跟随

了你， "29耶稣给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天主的

唱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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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舍弃了房屋、或妻子、或兄弟、或父母、或子女，30没有

不在今世获得多倍，而在来世获得永生的 。 " CÐ 

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复活 (~20:17-19; 釜 10:32-34)

31 耶稣把那十二人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我们上

耶路撒冷去，凡藉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

上乒他要被交于外邦人，要受戏弄、侮辱及唾污。 33鞭挝

之后，还要杀害他，但第三天他要复活 。喇这些他们一点

也不懂，这话为他们是隐秘的，甚至所说的事，他们也不

明白。@

耶黎昌的盲者复明(玛 20:29-34; 谷 10:46-52)

35耶稣将近耶黎昂时，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36昕

见群众路过，便查问是什么事。 37有人告诉他，是纳臣肋

人耶稣经过。 41)38他便喊叫说"耶稣，达味之子，可怜我

吧! "39前面走的人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但他越发喊叫

说"达味之子，可怜我吧! "40耶稣站住，叫人把他带到自

己跟前。 当他来近时，耶稣问他说 41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

么?"他说"主，叫我看见。"但耶稣给他说"你看见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叫他立刻看见了，遂跟随着耶稣，光荣

天主。 所有的百姓见了，也都颂扬天主。 @

@ 根据前章 22 节来看，本段的言论是耶稣向自己的门徒发的 。 这

比喻至少在文字上，与有关末世的言论相连。 因为末世的言论

通常以"醒悟"及"祈祷"的劝谕为终结，如路 21:36: "所以

你们当时时醒悟祈祷，为使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 ，

并能立于人子之前。"但是耶稣在这里多着重于祈祷的重要与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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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的恒心"应当时常析祷，不要灰心"。 参阅得前 5: 17。根据

敖黎革讷的话，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一个不断大祈祷的生

活"。 圣奥斯定也给我们说"你的愿望本身，就是一个祈祷。如

果你的愿望永续不断，你的析祷也就是连绵不断的。 如果爱是冰

冷的，心也必然寂静。 如果爱是挚热的，心必然与天主交谈。 你

的舌头只能赞美天主于片刻，但是你的生活却能时时赞颂天主"

CEp. 103; PL 33 , 499-506) 。为此我们应当恒心祈祷，直到天主应

允所求为止，并且要克胜一切困难，千万不要为庆倦及惰'性所胜。

f) 2-5 节:比喻中的判官之所以不义，是因为他"不敬畏天主"，

又"不敬重人"。 有时，良心如果不能叫他尽职，至少为了某人

的情面，也会使他负起受理他人诉讼的任务。 像这样的不义判

官，只知爱钱而不知有法律。 依撒意亚称这样的判官为"窃盗

的帮凶" C依 1:23) 。 这里所说的寡妇，是一个赤贫如洗，零丁

元告的女人，一生都处在恶人的不义及压迫之下。 在旧约中有

许多保护及有利于寡妇的法律。 参阅申 24 : 17 、 19-21; 26: 12 、

13; 27: 19; 约 22: 9; 24: 3 、 21 。 通常寡妇是与"外方人"及

"孤儿"相提并论的 。 因为这些人在古时都缺乏保护人。这个寡

妇屡次呼吁那个不义的判官为她伸冤，为她报仇，但是判官不肯。

或者他畏惧寡妇的对头，或者他疏忽这个贫穷的寡妇，是想向她

索取报酬。 先知依撒意亚曾说"他们(判官们)都爱好贿赂，索

取报酬，不为孤儿伸冤，不受理寡妇的诉讼" C依 1:23) 0 "祸哉，

那些立不义的法律和写危害文章的人!就是枉屈小民，不予公断，

剥削我穷民的权利，攘夺寡妇及劫掠孤儿的人!" C依 10: 1 、 2) 。

不义判官的自言自语，是路以戏剧化行文的特色(参阅 11 : 24; 

12:45; 15 :17; 16:3 等处) 。 判官既不敬畏天主，又不敬重人，自

然而然更不害怕这个穷寡妇了 。 但是他所以为穷寡妇伸冤，是为

自己，他害怕这个穷寡妇向他纠缠不休。 结果由于寡妇恒心呼吁，

不断的请求，她所希望的，所要求的，终于得到了 。

8 6-8 节:耶稣用了一个由浅而深，由小而大的论证，劝勉门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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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心祈祷。如果这个不义，不敬畏天主，又不敬重人的判官，

因寡妇纠缠不休而允了她的请求，那么无限仁慈，无限美善和

希望人求他的天主，见我们不断求他，不是更要允我们的所求

吗?在世界末日，不是更要为那些日夜呼吁他的义人伸冤雪仇

吗7 "上主必不迟延，要为义人伸冤" (德 35:22)0 "他岂能迁延

俯听他们7" 一句，有学者译作"他虽然迁延俯听他俩"但

这种译文与比喻的意义及经义不合，尤其与第 8 节"他必要快

快为他们伸冤"一句不合。为此本书将经文译作"天主所召选

的人日夜呼吁他，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迁延俯听他们吗7"

(7节) "……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 (8a) 。 先知依撒意亚曾

说"到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呼求，我已答应了;他们还在说

话，我己俯允了" (依 65:24) 。至论 8 节的后半句"但是人子

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一句，学者们的意见纷纭，莫

衷一是:是属于比喻中的一句，抑或是一独立的句子?如果是

前者，那么比喻是续论前章有关人子来临的训言，而带有末世

的色彩;是以耶稣论祈祷的一段训言，虽然可通用于任何时刻，

但是直接，特别着重于世界末日:在那动乱的困境中应当为得

救而祈祷。但是 (8b) 一一在那日子里，人子能否找到为这种

(恒心及依恃的)析祷不可缺少的信德?虽然人子很愿意找到，

"但是他仅能找到所救的几个人" (玛耳多纳托)。

o 9-14 节:所记的两种人祈祷的比喻是向谁讲的，不得而知。从

福音上只能知道耶稣向几个自充义人，而轻视别人的人讲了这

个比喻。因此听众与前章 (17: 22) 及前文(18: 1) 的听众不

同，或者场合亦有所不同。。这个比喻的目的，是阐明罪人的

谦逊在天主前远远胜过夸耀自己德行的行为。耶稣在此比喻内，

绘画出一个由盖型塞人扮演的活动画像，是一幅描写如神的简

笔画。寥寥数笔，映出一个骄矜自豪，恃财傲物的典型人物。

o 1 0-12 节"上圣殿去析祷飞因为圣殿是建在摩黎雅山上，当时

里盛盘f金圣城的居民大部分住的地方比这山略低，因此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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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并且耶路撒冷城高于巴力斯坦大部分的山岭，因此不论

从何处往耶路撒冷去的人，在圣经内都说"上耶路撒冷"。 那个

法利塞人立着祈祷"立着祈祷"原是祈祷的一种方式(列上 1 : 

26; 玛 6:5; 谷 11:25) 。 但是这个法利塞人站立的态度及所立

的地方，都表示出他的骄矜自负，与 13 节的"站着" 一词，有

迥然不同的意义。 他昂然立在靠近圣所的地方，叫所有进殿祈

祷的人都能看见。所谓"心里这样析祷"说明他没有用公众的

祷文。 实际上他没有祈求天主什么，只夸耀了自己，甚至侮辱

了其他的人:我不像别人一般的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

个税吏。 我每周两次禁食…… 。 圣奥斯定说得好，他说"他求

了天主什么?你在他的言词里寻找，你什么也找不到 。 他上去

祈祷:他不愿意析求，只夸耀了自己，甚至还侮辱了正在析祷

的税吏" (PL 38 , 656) 。他不但夸耀自己无罪，而且也夸耀了自

己有德行"我每周两次禁食。"法利塞人对禁食很重视一一只是

为叫人看见，而被人赞扬。 他们外面的装饰是随禁食的严格程度

变化:在普通禁食时，他们还可沐浴，并且抹上香膏。 在比较严

格的禁食时，则免去抹香膏一事，但在最严格的禁食时，且不向

人请安(参阅玛 6: 16) 。根据法律，一年只有一次禁食，即赎罪

节日禁食一次(肋 16:29) 。 但有时为求雨或免灾或为国耻纪念日

(臣 8:19) ，由议会规定了一些斋戒日。而比较热心的法利塞人则

全年遵守这个禁食的规定。他不但夸耀自己每七天禁食两次，而

且还夸耀自己把所得的捐献十分之一。 所以他不但捐献了法律所

规定的田产的十分之一(肋 27:30; 申 12:6 、 17; 14 : 22) ，而且也

捐献了极小的菜蔬，如薄荷及菌香等(玛 23:23; 参照蹬 11:42) 。

o 13 节，根据犹太经师的见解"人祈祷时，双足应当立正，举心

向上，而双目应当下视" (Horae hebr. et talm. ) 。 靠近圣殿门

口，在伊撒尔子民殿院的门限内，呈现一个俯首认罪的税吏，

他不但远远立着，而且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为自己的罪而

惭愧无地，捶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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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定说"你看看这个祈祷的人吧!如果这个人自讼自承，而

天主宽有了他，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 (PL38 , 656) 。税吏的

祷词是简短的，但却具有极大的力量。他的一句话，足以表明

了他的心曲:他承认了天主的尊严及自身的卑微。

ð 14 节是比喻的结论。由这结论显示了耶稣自己洞悉人的隐私及

天主的玄奥。"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比那人更为

正义了"这是比较两个人正义的大小，而不是比较守法律所得

的正义和因内心虔诚和信仰所得的正义。按此经文的原意，他们

二人所有的正义是一种，只有大小的分别。关于法利塞人，耶稣

虽没有明明地贬责他，但耶稣的言词却暗示法利塞人的言行并不

中悦天主，而税吏之谦逊却获得了天主的褒奖。正如德训篇所说:

"谦卑人的祈祷排云而上" (德 35: 21)。明智而超绝的讲师，巧妙

地把论题展开:从一个小比喻上，引出一个至理名言和高深的道

理"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骄

与谦，是永生和永死的关键。中国三字经上"满招损，谦受益"

这句格言，正是这个比喻的一个注脚。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在人

间立了谦逊的榜样，并且再三重复这句断语(14: 11; 玛 23: 12) 。

高举自己的法利塞人在天主前被贬黝，而这个在天主前贬抑自己，

自讼自承的罪人却被举扬，高于法利塞人。

8 15-17 节一段，完全与谷相同，只略去耶稣对门徒们生气的事。

关于详细解释，参阅玛 19: 13-15 注。

o 1 8-30 节:是记述年少富有的首领求耶稣指教救灵魂的问题。这

一段在三对观福音中，都记在耶稣祝福小孩子的事以后。路的

记述，此处依据了谷，只在记述的末尾稍为缩短。。求教的人

被称为一个首领，即是说他是公议会中的议员或会堂的负责人，

那么在社会上是有地位，在宗教上有职位的人。他曾听见耶稣讲

过:服从天主的国是获得永生的条件之一(18: 17) ，而现在他问

耶稣这种服从在个人的品行上是指的什么"我要做什么，才能承

受永生呢?"这个首领的问话相当庄重，从他所说的"善师"两个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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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知道他对耶稣怀有一种佩服及尊敬的心情。 "善师"这个称

呼似乎有些奇特，至少有些称赞的意味。耶稣对于造诣未深而寻

求上进的灵魂，总是异常宽和，便利用这个"善"字来开导他。

(D) 19-23 节"你为什么称我善呢?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

的 。"意思是说:你用了这个"善"字来称赞我，你却忘了

"善"一一纯然的善，整个的善，乃是天主性的特征。你如果在

我身上找到了这个"善"那么你会看我的使命是神圣的，你渐

渐地会懂得什么叫做"天主子"了 。 耶稣显然有意提携他，叫

他在信德的道上向前跨进一步。 "诫命你都知道"这话非常严

肃。 如果天主是诸善之源，那么人必须先从天主那里取得生活

的规范。 这里所引证的诫命是加给人类的一种义务。 这些诫命

的次序不是依循釜(10 : 19) ，也不是依循十诫(虫 20 : 12 、 13;

更 5: 16 、 17)的次序，而是一部分见于其他毅约经书之中的

(芝 13:9; 攫 2: 1 1) 。 这位首领，根本还没有明了耶稣训话的深

意。 从他的回话上可以看出，他已经遵守了那些普通的诫命。 而

他这次来请教的，并非普通的为善方法。 他却理想着一种更高妙

的德行。 雪明明写着这少年那句"我还缺少什么"的话。 诚然，

他愿意前进，想法前进。 耶稣对少年所说"你还缺少一样"的那

句话，提示他往更高的目标前进，给他设了一个新的更高尚的要

求。 这个要求的确是新颖的，超出十诫之上，是耶稣以前对宗徒

所要求了的(釜 8:34); 这个要求是达到生命的坦途(路 9: 23-

2日，就是弃绝一切，跟随耶稣。 耶稣为什么要求这个首领牺牲自

己的产业?从货的记载 00:21)，或可得到一个适当的解释:耶

稣定睛看着这个坦白诚实的少年，就爱了他。 "爱"每每含着一种

选任的意思。 在此处暗示耶稣希望使这个首领做他宗徒中的一个。

但是为叫他成一个宗徒，这个人必须遵从耶稣对跟随他的其他宗

徒所说的要求 (9: 23-25; 12: 33 、 34; 14:27; 16: 的 。

4D 24-27 节:谷记载这个首领昕了，面色沮丧，忧郁地走了 。 谷以

耶稣所说"那些有钱财的人人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呀"的感伤

『嘀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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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是对门徒们说的。路写这句话好似是对那首领说的，或者

耶稣希望这个首领会改变自己的心思。"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

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这是一句比喻之词，是指一件不能做的

事。但此处耶稣并没有说有钱财的人不能进天主的国，而是说

有钱的人若不善用财物，进天主的国是一件极难的事(16: 19-

31)。耶稣这句话使门徒们越发惊讶，彼此议论说"这样，谁

还能得救呢?" "得救"如果单从人的观点来观察，门徒们的那

句问话是极正确的，但是耶稣所说"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是

可能的"那句话，叫门徒们明白这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 只要依

靠天主的辅助，没有办不到的事。但一个人为救灵魂，除了天

主圣宠的扶助之外，还必须与圣宠合作，才能奏效。

48 28-30 节:这位求教的首领拒受耶稣的劝谕，傲然而去的事，使

伯多禄忆起自己及同伴们所做的牺牲"看，我们弃舍了我们一切

所有，跟随了你。"伯多禄说话的口气，表示他素有的性格，但是

他发言并非为夸耀，而是他同伴们惊惶失措的态度使他发言。 由

于耶稣的善言开导，他们的希望又油然而生。 组至2主愿意确实知

道天主的全能是否行使在他们身上，他们是否可以有进天国的希

望。玛在伯多禄这句话后加"我们将来可得些什么呢"一句。 29

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气这是耶稣对一件重要的事常有的说法。

他这个庄重的声明，不但是向十二位宗徒发的，而且也是向许多

其他的人发的。弃舍一切所有而眼随耶稣的人，都能获得赏报。

在所弃舍的事物中，惟有蹬把"田地"一词略去。古圣组组的

家，在他受试探之后，全复了元，他的家产也多了两倍。 但旧

约中这种赔偿却远不及福音中伦理及灵性的赔偿。 从本段的记

述看来，显然也包括物质的报酬在内。在家庭中所失掉的，往

往在基督身上及在圣教会内得到偿还，而且绰绰有余。 这更适于

那些由外教家庭版依天主的人。 他们被残忍的亲属所摸弃，却在

教会内得到了许多有爱情的神长及兄弟(参阅袤 2:44; 4:32; ~ 

16:13 、 14; 格后 6:10; 格前 15:58; 格后 6:11-13; 弟前 5:1 、 2)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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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31-34 节是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受苦的事，前两次的预言恰在耶

稣显圣容前后 (9:22 、 44) 。关于这一段，参阅玛 20: 17-19; 谷

10: 32-34。路加圣史记述的这一段与谷所记述的相同，但在措

词上，却受了另一种来源的影响。谷 10:32 的前半节的逼真描

写不见于路。在钉杀耶稣的悲剧中有外邦人(罗马人〉参与其

事，在此是初次预言。"第三天他要复活"，谷 10:34 作"三天

以后他要复活"。他受死的预言使门徒对他默西亚使命的信仰发

生了动摇，但是他复活的预言又坚固了他们的信仰。独有路提

及了他受苦难是应验先知的预言 01 节) ，也只有他再三记述十

二宗徒完全不懂耶稣所说的事。因为他们的脑海里只充满了默

西亚地上王国的观念，以致他们不能领悟默西亚应当受苦受死

的思想。又因为他们没有超然的思想，所以他们也不能领悟他

的复活。直到人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的时候，他们仍然迟疑不

信。他们的迟疑，虽是由于他们，但也是天意，因为由于他们

的迟疑，圣教会在耶稣复活的道理上得了保证。

æ 35-43 节一段，是记述耶稣在耶黎昂使瞎子复明的事。这段朴实

的记述，亦见于玛 20: 29-34; 谷 10:4ι52。但由于三圣史所记

述的各有不同，故此这一段记述一向被认为异常费解的一段。

第一、玛记载耶稣治好了两个瞎子，而谷及路只记载治好了一

个瞎子，并且还提出这一个瞎子的名字。第二、玛及谷记述耶

稣使瞎子复明是在出城的时候，而路则明明是在耶稣将近耶黎

局的时候。由于三圣史记事的情形都几乎相同，故此近代的学

者们都主张三圣史所记述的是一个事实。关于是两个瞎子，还

是一个瞎子的问题，公教学者们的普通主张是:如玛所记载的，

耶稣实在治好了两个瞎子。而谷只记了一个瞎子，且提出了这

个瞎子的姓名，路根据谷的记述写为一个瞎子。至于耶稣使瞎

子复明，是在进城，还是在出城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

的意见各有不同，但是完全满意的解决，似乎还是革;武尔的意

见 (P. Ketter) 。他认为耶黎昂城有新旧两座， I日城今名巫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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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堂 ( Tcll-c任Sultan) 。 新城为墨莲望所兴建。二城相距不远。

耶稣治好两个瞎子的事，是在出旧城而进新城的时候，玛及谷

熟悉旧城(因为他们是巴力斯坦人，又因为耶稣从厄弗辣因城

下来先经过旧城〉 。 而路加熟悉新城(因为他把瞎子复明的事与

在耶黎昂新城有关臣凯的记述合并在一处〉 。

æ 38-43 节:出旧城而人新城时，除耶稣自己和他的门徒外，再加

上无数跟随他的当地民众，自然人声更杂沓，更热闹了 。 路旁

的两个瞎子，其中一个名叫巴尔提买，听见了这么嘈杂的声音 ，

他就问是什么事，有人告诉他是耶稣由此路过。 他便大声叫喊:

"耶稣，达味之子，可怜我吧!"虽然别人叫他不要作声，但他

却狂叫不止。 称呼"耶稣"为"达味之子"在路或谷为首次。

显然这个称呼是人民加给伊撒尔的救主或英雄的一种称号。 此

次耶稣接受了这个称号，是由于那个瞎子，在这个称号上表示

了虔诚的信仰 。 路又写说这件奇迹深深感动了周围的观众，使

他们颂扬天主，作为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圣城的预备。

第十九章

税吏臣凯

1耶稣进了耶黎蜀，正经过的时候，2有一个人，名叫

臣凯，他原是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 彰他想要看看耶稣

是什么人。 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4于

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

壁就要从那里经过。 85堕些主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

说 "匣凯，你快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 。 "

6他便快快下来，喜悦地款留耶稣。7众人见了，都窃窃私

议说"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宿。 " 88里直立起来对主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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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你看，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我如果

诈取过谁的东西，我就四倍赔偿。" 09耶稣对他说 "今天

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 10 因为人子

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0 

"米纳"的比喻(玛 25: 14-30) 

11他们昕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已临近耶路撒冷，而

且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快要出现，遂设了一个比喻。12说:

"有一个贵人起身到远方去，为取得了王位再回来。 13他将

自己的十个仆人叫来，交给他们十个‘米纳并嘱咐他

们说:你们要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 14他的人民，一向怀

恨他，遂在他后面派代表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人作王统治

我们。 015他得了王位归来以后，便传令将那些领了他钱

的仆人给他召来，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 16第一

个上前来说:主，你的那个‘米纳'赚了十个‘米纳 F 。 17

主人给他说:好，善仆!你既然在小事上忠信，你可以有

权掌管十座城。 18第二个前来说:主!你的那个‘米纳'赚

了五个‘米纳'。 19主人也给这人说:你也可以掌管五座城。@

20另一个前来说:主，看你那个‘米纳，我收存在手巾

里。 21我一向怕你，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你没有存放

的，也要提取，没有下种的，也要收获。22主人给他说:恶

仆!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你不是知道我是个严厉的

人，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没有下种的，也要收获的

吗?23为什么你不把我的钱存于钱庄?追我回来时，我可

以连本带利取出来。 24主人便向侍立左右的人说:你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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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米纳 F 给他夺过来，给那有了十个的。25他们给他

说:主，他有十个‘米纳 F 了 。 26 我告诉你们:凡是有

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给他夺去。 。

27至于这些怀恨我，不愿我作他们王的人，你们把他们押

到这里，在我面前杀掉。 "28耶稣说了这些话，就领头前行，

上耶路撒冷去了 。 @

荣进耶路撒冷(玛 21:1有谷 11:1-10; 若 12:1二16)

29及至临近贝特法革和贝塔尼雅，在一座名叫阿里瓦

山那里，耶稣派遣两个门徒4>>30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

去，一进村，就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

它，把它解开牵来。 31 如果有人问你们说:你们为什么解

它?你们要这样说:主要用它。 "32被派的人去了，所遇见

的正如对他们说的一样。 33他们正解驴驹的时候，驴驹的

主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解这驴驹?"34他们说"主要

用它。 "35他们遂把驴驹牵到耶稣跟前，把他们的外衣搭在

驴驹上，扶耶稣骑上。36前行的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外衣

铺在路上 。 37 当他临近阿里瓦山的下坡时，众门徒为了所

见过的奇能，都欢欣的大声颂扬天主38说"因上主之名

而来的君王，应受称颂!和平在天上，光荣于高天!" CÐ 

39人群中有几个选主基人对坚壁说"师傅，斥责你的门

徒吧， "40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人若不作声，石

头就要叫喊了!" æ 
哭吊耶路撒冷

41坚壁临近的时候，望见京城，便哭她42说"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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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

是隐藏了的。43 的确，日子将临于你，你的仇敌在你四周

筑起壁垒，包围你，四面窘困你卢又要荡平你及在你内

的子民，在你内决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

没有认识眷顾你的时期。" æ 

驱商人出圣殿(玛 21: 12-16; 谷 11: 15-18; 若 2:13-16)

45理塑塞进了殿院，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46对他们说"经

上记载:我的殿宇应是祈祷之所，而你们把它做了贼窝。"6')

公议会决意要杀害耶稣(谷 11:18 、 19)

47耶稣每天在圣殿内施教。司祭长及经师并人民的首

领设法除掉他，48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因为众百姓都倾

心昕他。@

@ 耶稣这次在耶黎昂为臣凯收留(1-10) 并所讲的"米纳"的比

喻 01-28) 是路独有的资料:臣凯 (Zachæus) 是希伯来人普

通的名字，含有"纯洁"的意思。在耶黎昂城就有一个名叫臣

凯的税吏长。 当时耶黎昂城为一极重要的商业市场，又是交通

要道。 这个人就在城内有一重要而棒禄极肥的职分，因此家庭

富裕丰厚。 耶黎昂旧城位于现今耶黎昂城的西北。近代的考古

学家己挖掘出若苏厄所毁的旧城遗迹。在这旧城上，纪元前九

世纪，加以重修，但又毁于历代的战争。及至黑落德时，在旧

城之南约二公里处，修建了一座壮丽的新城，古时称此城为

"棕榈之城" CCivitas Palmarum) 。 在耶稣使瞎子复明之后，民

众们有说不尽的兴奋和欢跃，刹那间，耶稣的前前后后，拥来

了无数的群众，以致后来的人无法走近耶稣。 耶稣正在耶黎昂

穿过"寻找迷失的灵魂"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税吏长，名叫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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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的，听说耶稣来到了，他好奇地，或许在圣宠的鼓动下，也

极愿一瞻耶稣的丰采(参阅 ELS nn. 544-570) 。

@ 路加圣史在 3 、 4 两节，以其匠心独运的天才，给我们描写了当

时所发生的一幕活剧 。 臣凯渴望眼见耶稣一次，但在群情激愤，

项背相望的人群里这位身材短小的臣凯，实在无法得偿凤愿。

勇敢的税吏长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他往前奔跑，找到了

一棵野桑树，就攀登而上，在树上等着，想、趁明师走过这里时，

定可一瞻丰采。 飞ycomorus" 一词，如按叠堕文直译应作"元

花果属的桑树" (忱。ν 无花果树， μ0[-白桑树) ，因此树所结的果

实类似无花果，叶似桑叶，故名 。 今暂译为"野桑树"。 此种树

常见于巴力斯坦，多产于若尔当河流域，高约三丈至五丈，树

帽极大，为炎夏乘凉的好去处。

., 5-7 节"臣凯，你快快下来!"圣奥斯定注疏说"他认为看见

基督是一个大恩惠，这个认为看见路过的基督是一个高贵及不

可名状的恩惠的人，即刻得到把基督接纳在家中的恩惠" (PL 

38 , 943) 。臣凯的这种诚心，终于得到了酬报，而且是出其意想

之外的酬报"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 。"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明

看出耶稣寻找罪人的欲愿是何等迫切，对待罪人的慈爱是何等

伟大了。一个纯朴的愿望，一个良好的意向，已经是天主的一

个圣宠，已经足够使救世主耶稣的心感动，也足以使耶稣对一

个灵魂表示他的慈爱了。一一但是天主的慈悲每每为窃窃私议

的人所指摘"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宿。"民众，尤其是法利

塞人认为耶稣，理当到一个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家中过宿，而不

应当到一个被人视为罪人，与宗教及本国为仇的税吏家中 。 岂

知耶稣眷爱罪人原来是他圣心最喜欢的事。

。 8 节:耶稣光临臣凯家，即刻收了效果。 臣凯把耶稣款待在自己

家中以后，便规规矩矩地站在耶稣面前，表白了自己因圣宠而

起的变化的心情。 或者他以前曾听人说过耶稣有关善用财富的

教训，他现在愿意即刻予以实行，将自己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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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如果诈取过谁的东西，我就四倍赔偿。" 当时他虽记不

清一些特别损害他人的事实，但他能知道自己职分的性质，总

不免有剥削人之事。 他如今表示准备以四倍偿还。 罗马法对现

行窃犯也规定以四倍偿还，但对税吏只要求赔偿;希伯来法律

只在某种情形下科以四倍赔偿(出 21:37) 。

o 9-10 节"耶稣对他说"话是向臣凯而发的，但是耶稣说话的

用意，是向臣凯家人及门徒们说的 。 这从耶稣的语气可以知道。

耶稣用了两个理由来为自己的举止申辩，以对抗那些窃议他投

宿罪人家中的人:因为臣凯"是亚巴郎之子"且是一个在救赎

的路上迷失了的人;因为人子之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

人" (参阅则 34: 11-16; 玛 9: 36; 10: 6; 18 : 1 1) 。

@ 由 11 至 27 节是耶稣所讲的"米纳"的比喻。 从 11 节我们可以

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动机，是因为他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

听众以为天主的国即将出现。 同时也知道讲这比喻的地点尚在

臣凯的家中，而听众仍是 9 至 10 节的昕众。 听众们，尤其门徒

们都以至大的热情，殷切希望耶稣要复兴伊撒尔国。 虽然耶稣再

三言及默西亚国的性质，屡次预言他即将蒙难，但是根深蒂固的

成见却有增无减。 耶稣便又在这个适宜的机会上，设法开导这些

蒙蔽及迷惑了的人，使他们了悟自己所建立的王国的性质，是以

耶稣又设了这个"米纳"的比喻。 这个比喻在形式及主题上，与

玛 25 : 1 4-30 所记述的塔冷通的比喻非常相似。 虽然有些公教及非

公教学者由于这两个比喻在地点、时间、人物、目的及措词的不

同，主张是两个不同的比喻，但是近代的大多数学者，则主张这

两个比喻原是一个比喻，并认为玛所述家主的远行，仅是一附带

事件，比喻的整个目的在于赏罚 。 而路加所述贵人的远行，是该

比喻的主要论题，因为王权不是立刻在世界上出现，而是在一段

冗长的时期以后。 在这段时间中，路加又指出敌人与仆人之别。

o 12-14 节:这比喻含有两个教训: 一是教训门徒应坚忍期待及为

基督而迅速工作，直到他再次来临 (13 ， 15b 、 16-26 ) ; 一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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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声言犹太人目前对他的迫害及他去世后的不断攻击 02 、 14 、

15a 、 27) 。 这比喻似乎是取材于当时的一个实有的史事。按当时

罗马帝国有许多属国的君王，必须得到罗马皇帝的册封，否则，

不得称王 。 大黑落德的儿子阿尔赫劳，在父王逝世后(纪元前

四年) ，曾到罗马去运动封王;哪知犹太人不服，跟着派遣使者

到罗马去，在皇帝前告他许多罪过(参阅Ant. Jud. XVII , 11 , 

1; Bell. Jud. 11 , 21)。如果耶稣在堕整垦或堕窒垦附近讲了这

样的比喻，动机似乎是因该城与阿尔赫劳的关系。阿尔赫劳曾

在耶黎昂兴建了一座宫殿和一条水道 (Ant. Jud. XVII , 13 , 

1) 。 贵人起程前把自己的十个仆人叫到跟前，交给他们每人一

个"米纳"叫他们在自己不在的时候，利用这钱做买卖生利 。

"米纳" (mna = mina)为希腊货币制上的一个名称，实际上并没

有"米纳"的货币，只是指钱币的某种总和，即等于一百个

"达玛" (drachma) ，约合我国银币六十余圆。

8 15 至 19 节，参阅玛 25: 21-23。前两个仆人领了钱，即刻经营生

利，一个赚了十个，一个赚了五个。贵人封王回来，见他们二

人忠信，赚了钱，便按照他们赚的比例，派他们掌管城邑。

o 20-26 节，参阅玛 25: 24-27; 13: 12。与这两个忠信的仆人正相

反的，是第三个有另一种性格的仆人。关于这仆人的情形，耶

稣形容得格外详细。这个仆人把主人交托他的银钱保存起来，

是说，他拒绝主人叫他做的事。但是他为洗白自己，就对他的

主人说"我一向怕你，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拿害怕主

人为理由来掩饰他的怠惰，因这种怕情指使他心志邪僻，无所

事事。他个人固然以为理由充足，但他还是免不了要受罚 。 他

的主人若是真有他说的那种严厉性格，叫他恐惧，这种恐惧应

当策励他，即是自己不利用机会营利，至少也应把钱借给那些

以钱获利的人 (23 节) 。 比喻对这个仆人所指摘的，是他放弃目

前获利的机会。 这不但使他自己不能得利，而且也是他人前进

的阻碍。 像这样的仆人，主人必然要免他的职，把他的职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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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能干的人。在天主的国中，没有懒人的位置，荣誉及酬报

是属于那些善尽一己之职的人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那没

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给他夺去。"

4Ii> 27 节的话是贵人封王回来向那些阴险恶毒，同谋反叛的人所下

的判词。这种可怖的判词与中东民族的习俗相符。比喻的含义

是:远行求封的贵人是耶稣基督，他要升天受国，在世界末日，

他要如同一位至高的审判者光荣地降来。仆人直接是指耶稣的

门徒，间接是指一切信仰基督的人。那些同谋叛逆的人民，是

指无信的犹太人。他们无端地憎恨了耶稣(若 15: 25; 咏 69:

日，并拒绝他做他们的君王"我们不愿这人做我们的君王"

"除凯撒外，我们没有别的君王"。至于这比喻所指耶稣向他国

内的人民所索讨的"米纳"及账目，与"塔冷通"的比喻相同，

见玛 25: 1 4-30。加于叛逆者的可怖刑罚，乃象征那窘难及虐杀

耶稣的百姓所要受的惩罚。从这个比喻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天主国的国民必须完全忠实地善尽个人的职分，使受自天主的

恩惠及圣宠开花结实。耶稣基督的光荣再临，不是逼近的，而

是遥远的。虽然如此，他必要来审判万民。耶路撒冷的毁灭便

是这公审判的预兆，也许 27 节那些可怖的话即是指这件事。 28

节可说是自 9:51 到此处的结语，也与本章 11 节相呼应。耶稣

说完了这个比喻，便在门徒们前面走，开始他赴京的最后行程，

为把他听众的心引人更为庄重的方向。

@ 路自 19:29 以下，记述耶稣在圣城内过最后的逾越节和他的苦

难受死 09: 28-24 : 12) ，大致紧随谷所有的次第。但增补和略

去的地方也不少。他增补了法利塞人叫耶稣阻止自己的门徒欢

呼一段 09:39四40) ，耶稣哭吊圣城 09:41斗的，举行逾越节的

插曲 (22: 15-1时，宗徒关于席位的争执 (22: 24-30) ，为i直至整

祈祷 (22 : 31-32) ，论剑 (22: 35-38) ，山园析祷时出流血汗

。2:43 、 44) ，治好削下的耳朵 (23: 51 、 53) ，控告耶稣为叛徒

(23:刀，耶稣被解送黑落德前 (23: 5-16) ，耶稣警惕哭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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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女 (23: 27-32) , "父宽免他们罢" (23: 34) ，兵丁侮辱耶稣

(23:37) ，右盗归依 (23 : 29-43) ，多人忏悔 (23:48) ，若瑟未同

意定耶稣死罪 (23: 5 1) 。 还有许多细小不同之点，以后在注解

中提出 。 O按若 12: 1-8 耶稣已于安息日的晚上在贝塔尼雅参加

晚宴，荣进圣京是在晚宴之第二日(若 12:12) 。 前三圣史未记

本段的时日，看上下文似乎是由耶黎昂上来，接着有荣进圣城

的事。 29 节与谷 11:1 同，而略去"耶路撒冷"因他在前节已

提出 。 本节没有说他们进了贝特法革和贝塔尼雅二村，是说来

到靠近二村的地方，这地方当在阿里瓦山坡上，由那里打发二

徒到对面的村庄(单数)去借驴 。 但对面的这个村庄是上述两

个村庄的哪一个呢?或是指另外一个，原文不明。可是按玛 21:

1 仅提出贝特法革村，经学家多以为去借驴的地方即此村。 按若

12 耶稣前晚已住在贝塔尼雅。 再按二村的地理来说:贝塔尼雅

位于阿里瓦山东麓。 离圣城约三公里，贝特法革按今考古家所

考定的地点，是在阿里瓦山脊的东部，离圣城约二公里，居贝

塔尼雅与圣城之间 。 因此圣史先提靠近京城的贝特法革。 又按

教会历来的传说也以贝特法革为耶稣借驴的村庄。 关于这两个

村庄历代的文献，参阅 ELS nn. 571-603 。

@本段与前二圣史所记大同小异。 路未记群众砍下树枝铺路之事

(玛 21:8; 谷 11:8) ，仅说以外衣铺在耶稣经过的路上。 但他特

指出群众开始欢呼高歌的地点，即他们过了山顶正下西山坡之

际。 此时他们居高临下，西面的圣城只有一谷之隔，全景尽在

目前，面前正对着的是摩黎雅山上的圣殿，圣所上的自大理石

蝶崎参差，放出异彩。 大殿前镀金的石榴和葡萄，在阳光反映

下，灿烂夺目 。 阶梯式的三层殿院，皆有柱廊回绕。 俯视圣殿

的室主星堡垒，豪华的墨蓬堡王宫，城垣上耸立的高塔，都增

加了圣城的壮丽。 众门徒一方面看着默西亚，另一方面看着他

的京都如此华丽，立即欢呼若狂。 路特指出众门徒欢呼的原因，

即为了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奇迹。7 节) ，这些奇迹都是依撒意

‘ .. 



......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798 

亚先知曾预言默西亚来时将要行的 。 众门徒按玛 21: 9; 若 12:

12 是群众和众百姓。 此处的"众门徒"是广义的，泛指倾慕耶

稣和欢迎他的人。 关于欢呼的歌词。肘，路与其他三圣史稍有

不同 。 他变换或略去了对自己的读者难以了解的辞句:将开头

的"贺三纳"略去，将后边的"贺三纳"改为"光荣" "达味

之子" (玛) ，或"达昧的国" (谷) ，是专为"默西亚"用的称

呼，犹太读者一看即知，但为非犹太人是陌生的字眼。 他遂在

"因上主之名而来的" (囚圣史全同〉颂句后改换为"君王"二

字，显示默西亚是普世的救主。 欢迎耶稣的那些诚实无邪的老

百姓，已相信这位显异能的耶稣是默西亚，他们也以为藉着他

"天主的国"快要出现了 (19:1 1) 。 他们此时的欢呼拥戴己充分

表现了这个思想。 他就是依 9:5 所预示的和平君王，他和平的

国无远弗届 。 他们现今已亲眼看见拉 3: 1 所说的"那盟约的使

者"己来到了自己的圣殿。 "和平在天上，光荣于高天"这是

对偶的圣咏诗句，与玛和谷之"贺三纳于高天"同为祝贺之

词。 本处与天使在耶稣诞生时所唱的很相似 (2:14) 。 本处是世

人赞颂天主，因为耶稣以君王的姿态荣进圣城，显明了他是天

主所派来的默西亚。 2: 14 是天使赞颂天主，因为藉着降生的救

主，在高天上归光荣于天主。 "和平在天上"即谓和平已经在

天主仁慈的旨意中，几时耶稣的福音为信徒所接受，和平立即

降于人世。 "光荣于高天"，即谓群众若以耶稣为默西亚，并欢

迎他荣进圣城，便在耶稣身上实现了天主救人的旨意。

@ 对默西亚君王怀着错误观念的法利塞人，对这位朴实无华的加

里肋亚人，决不以他为他们理想的默西亚，因此看到群众这样

的欢呼，自然引起他们的反感。 然而他们外面还装作善意的谏

劝(13:31)，不叫他冒杀身之祸，因为这种游行会引起罗马人的

干涉，或者引起民变，所以叫耶稣阻止群众的欢呼。 但耶稣立

即拒绝，且强调自己的身份理当受这种欢迎。 并且那些见过耶

稣行奇迹的人也应当光荣他。 若是人们视若无睹，不光荣耶稣，



799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无灵的顽石也必起而欢呼。 耶稣对法利塞人的答语是借用的比

喻，可能是古来的谚语。 参见哈 2: 110 此二节与玛 21:15 、 16

所记的，颇相类似。

@ 耶稣驳斥了盖到墨人而称许了群众对自己的欢呼，但同时也知

道他们的这种热狂，几天后又变成高呼钉死他的疯狂。 游行的

行列此时已到阿里瓦山半坡上，圣城华丽的景色，更看得清楚

了(见本章注 12) 。 他们俯瞰这华丽的城市，真堪作这位新伊撒

尔王的京都，因而更加欢呼。 但耶稣此时的心情，正与欢呼的

群众相反。 耶稣除看见它的美景外，同时又看见它所有过去和

未来的事:过去，天主怎样眷爱了她，赐她多少奇恩异宠，恩

宠中最大的是圣子降生成人。 但也看见她怎样忘恩负义，过几

日还要犯一个滔天的大罪，即杀死天主子的大罪;因此天主必

要报复，将这城彻底破坏，将其中的百姓歼灭。耶稣一预见这

惨景，大动慈心，便高声哭起来。 耶稣于哀诉中仍希望犹太人

接受自己和平的使命(就像自己的门徒接受了一样，有些古抄

卷的原文含有此意) 。 他希望 38 节所含的真义，实现在圣城，

就是希望犹太人信他为默西亚。 但这希望成了泡影，因为一般

犹太人，另外政教首长都执迷不悟，不信这位和平的使者，他

们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罪恶迷惑了他们的神目〈若 12: 37-

40)0 43 、 44 节虽是预言，实是哀吊之辞。 43 节预言圣城被敌

人围攻的情形，与依 29:3 所言相同 。 所述攻城的策略，是古时

近东普通的战术，因城垣高大坚固，很难攻破，必须在城垣外

另修筑围墙，围困守城的敌人。 这预言果然在公元七十年罗马

人攻打耶路撒冷时应验了 。 参阅历史总论第二章、囚 。 "在你内

决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 (21:5; 谷 13 : 2; 玛 24: 匀，

是言一切建筑物必要彻底破坏的意思(参阅米3= 12) 。 圣城之所

以如此毁灭，是因为犹太人没有接纳天主的眷顾。 "眷顾"常

指天主的照顾(到 50:24; 虫 3: 16) 或惩罚(憨 10: 14 、 15) 。

此处指天主圣子降生，这是天主最大的眷顾(1 : 68)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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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此处略去谷 11 : 12 、 14 、 20-25 诅咒无花果树，并与此树有关系

的谈话，因在 13: 6-9 己记载了一段类似的道理。 按本处记载耶

稣驱逐商人出圣殿的事，似乎是在荣进圣殿的当天〈与玛同) ; 

但按谷所记，是发生在荣进圣殿的第二天。 谷对这几天的事，

多详记时间(谷 11:11 、 12 、 19 、 20; 14 : 1 、 12) ，并且相当可靠。

但若 2: 13-25 记此事是耶稣第一次过逾越节时，关于此问题参阅

要注释。 蹬记此事很简略，他的本意仅是向读者说明圣殿是祈

祷之所，在那里不应做有污圣殿的事。 在"祈祷之所"句前，

路不随依 56:7; 与谷 11: 17，而删去"万民" 二字。 此字本是

他乐用的，但此处故意删去，因为他不能再让他的读者相信这

样的圣殿还该成为万民的祈祷之所。

<<9 47 、 48 二节是以下 20 、 21 两章的小引:说明耶稣在什么场合下

讲了以下的话，与 11 : 37 , 38 二节总结上两章的大意同一性质。

这些小引和结语是路所喜用的，参阅 1: 1-4 、 80; 2: 39 、 40 、 51 、

52;4 : 14 、 15 。 耶稣最后几日，不断讲道施训 。 天主的圣言确有

感化人心的魄力，吸引着群众的心 。 这几日京都中诚实元邪的

老百姓，和从外地来过节的人，都一早赶到圣殿去听耶稣讲道

(21:38) 。 耶稣的仇人见百姓如此爱听耶稣的道理，惟恐百姓都

随从了他，就想赶快实现他们杀害耶稣的计划 (6:1 1)，但害怕

与百姓发生冲突 。 在耶稣的仇人中，除了谷 11: 18 所说的司祭

长和经师外，路还提出"人民的首领"即"长老"他们也是

最高议会的会员 (22:52 、 66) 。

第二十章

质问耶稣权柄的由来 〈玛 21: 23-27; 谷 11: 27-33) 

1 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训百姓及宣讲喜讯的时候，

司祭长、经师及长老前来，2对他说道"请你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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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或者是谁给了你这权柄?"3堕壁

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 4羞整

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5他们心里忖度

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要说:你们为什

么不信他?6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众百姓必要用石头

砸死我们，因为他们都确信羞皇室是先知。"7于是他们回答: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8耶稣也给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

们:我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0 

恶园户的比喻(玛 21: 33-46; 谷 12:1-12)

9耶稣对百姓设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

萄园，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很久。 10到了时节，他

便打发一个仆人去园户那里，为叫他们把园中应纳的果实

交给他。园户却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 11 园主又打发了

另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把那人打了，并加以侮辱，放他空

手回去。 12园主又打发第三个去，连这一个，他们也打伤，

把他赶出去了。 13葡萄园的主人说:我要怎样办呢?我要

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许他们会敬重他。 14谁知园户一看见

他，便彼此商议说:这是承继人，我们要杀掉他，好让产

业归于我们。 15于是他们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那么，

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16他必要来，除灭这些

园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昕众却说"千万不要这

样! "17堕堡注视他们说"那么经上所载:‘匠人所摸弃的

石头，竟成了屋角的基石。 F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18凡跌在

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他压

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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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 "19经师及司祭长当那时刻就想下手逮捕耶稣，但是害

怕百姓。他们明白这个比喻是暗指他们说的。@

给凯撒纳税的问题(玛 22 :15-22; 谷 12 : 13-17) 

20于是他们窥察耶稣，差派奸细，假装义人，要抓住

他的语病，好把他交付给官厅及总督权下。 2 1 他们就谙问

他说"师傅，我们知道你说话施教，都正直元私，又不

看情面，但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22敢问:我们给凯撒

纳丁税，可以不可以?"23耶稣觉察出他们的诡计，便对他

们说 24 "你们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这德纳有谁的像，有

谁的字号7" 他们说"凯撒的。"25耶稣对他们说"那么，

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26他们

在民众面前不能抓到他的语病，又惊奇他的应对，遂喋口

不言。@

复活的问题(玛 22 :23-33 ;谷 12: 18-27) 

27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中，有几个前来问耶稣28 说:

"师傅，梅瑟给我们写道: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有妻子

而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就应娶她为妻，给他哥哥立嗣。29从

前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就死了。30第二

个，31及第三个都娶过她为妻，七个人都是如此:没有留下

子嗣就死了。32末后连那妇人也死了。33那么，在复活的时

候，那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

她为妻。"血耶稣对他们说"今世之子也娶也嫁 ;35但那堪

得来世及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娶，也不

嫁。36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相似天使;他们既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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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 37 至论死者复活，壁墨已在1自

婴蟹中指明了:就如他称上主为主旦壁的天主，篮盘整的

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 38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 。"拥有几个经师应声说"师傅，

你说的好。"ω从此，他们再不敢质问他什么了 。 。

默西亚为达昧之子的问题(玛 22: 41-46; 谷 12:3日7)

41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人们怎么称默西亚是达味之

子呢?42达味自己曾在圣咏集上说:‘上主对吾主说:你坐

在我右边 43等我把你的仇敌屈作你的脚凳。 ， 44达味既称他

为主，他怎样又是达味之子呢?" 0 

指摘经师(玛 23: 5-7 、 14; 谷 12: 38-40) 

45众百姓正昕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46 "你们应

慎防经师!他们喜欢穿长袍游行，喜爱街市上的致敬，会

堂里的高位，篷席上的首座。盯他们吞没了寡妇们的家产，

而又以长久的祈祷作掩饰:这些人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 。 " (1) 

o 20 、 21 两章是耶稣最后几日所有的言论 20 章是耶稣反驳仇人

所设的难题(1-40 节) 0 21 章是答复门徒有关末世的问题 (5-36

节) ;这两章中有两个插曲:一是对谨防法利塞人的警告 (20:

45-47) ; 一是对穷寡妇捐献的称赞 (21: 1-4) 。 这两章所有的次

序与论点与谷 11: 27-13: 37 相同，仅略去谷 12: 28-24 (玛 22:34-

40) 所论的"最大诫命"一段，因蹬已在 10: 25-28 良善撒玛黎

雅人的比喻中论过了，参阅空去 190-206 0 0 1-8 节:此处记述

耶稣教训人外，还宣讲喜讯。: 18; 4: 18 、 43; 16 : 16) 。 耶稣在

最末几天，还不断向善良的群众宣讲得救与和平的喜讯，但是

政教首长们，却想尽方法谋杀他。 这真是一幅爱与恨的对比图 。

吨'



-
路加福音第二十章 804 

6 节提出"用石头砸死我们"一句，是说明人若否认若翰是天主

派来的先知，即是亵渎天主，应受此刑。以前黑落德也曾想、杀

害若翰，因怕百姓而未敢下手(玛 14:5) 。由此可见，热狂的犹

太人如何易于感情用事(若 8:59; 10:31)。有关本段的注释，

参阅玛 21: 23-27; 谷 11:27-33 各注。

@ 关于恶园户的比喻，路紧随谷所写的，但在修辞与结构上比较

雅洁。但 15 节在葡萄园外杀园主儿子的事却随了玛，说明这里

所指的是耶稣被钉死在城外的事。 9 节特指出园主在国外"很

久" "很久"二字，是路所喜用的字句 (23:8; 8:27; 宗 8:11

等)。选民到此时已快有两千年的历史，实在是一段颇长的时期

(参阅玛 25:19) ，因而他们多次说"上主离开了这地" (则 8:

12; 咏 10:4 、 5) 。但为解释这比喻，不能把比喻中每一个字句

都指出它所含的意义，因为有的字句只可作比喻的陪衬，或仅

引起下文，如园主离开本国，不能指天主离开伊民。"园主离开

了本国很久"只是作为园主派仆人来收租的引子，因为园主出

国远行了，才可派仆人来收租。路述园户谩待了园主的仆人，

最后杀了他派来的儿子。耶稣评论他们所行的是自问自答式的

(与玛不同)。耶稣所下的评断十分严厉:即除灭园户，把园子

租与别人(16) 。听众十分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就齐声止住耶稣

的话说道"千万不要这样!"这种有力的否决口气，常见于圣

保禄的书信中，意思是对一端理论的否认或反对(罗 3:4 、 6) 。

此处是说我们决不像那些园户杀害那园主的儿子，即默西亚。

听众抗议以后，耶稣注目望着他们(17) ，叫他们再细想自己由

圣经上要征引的另外一个与上边意义相同的比喻，即咏 118: 22 

的经文。昕众原来都知道这经文是预言默西亚的圣咏，这角石

是指默西亚，匠人是指犹太最高议会。耶稣引证这经文是为略

略宽慰昕众，指明杀害默西亚为政教首长所主使。他虽被杀害

遗弃，但他要获得最光荣的胜利，在他身上那伟大的建筑

物一一天主的国要建立起来。耶稣由角石的比喻，又引起诸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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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头指默西亚的两个比喻(18) :前一个"凡跌在那石头上的，

必被撞碎"引自您 8: 14 。 上主本是人得救的"圣所"，或以大石

筑成的"避难所"却成了丧亡的"绊脚石"是说耶稣本是人的

救星，但是为那些执迷不悟，杀害他的人，却成了他们丧亡的因

由 (2:34) 。 后一个比喻"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他压碎"

是引自达 2:34、 35 、 45 。 达尼尔给拿布高王所解释的石头，滚下

来不仅粉碎了那高大的站像，那石头且变成了一座大山，充塞大

地。 这比喻中的石头即指耶稣。 其他详见前二圣史注解。

@ 路在本段中前后有自己的句法，不完全随谷，中段叙事简明 。

20 节"窥察耶稣"的人，即前节的经师和司祭长，按玛与谷明

说来设难的人是法利塞党所主使的 。 内中还有黑落德党人，他

们联合一气要陷害耶稣，叫他进退为难。 耶稣若说可以纳税必

引起百姓的反感，若说不可以给凯撒纳税，他们必在罗马总督

前告他鼓动民众，抗纳丁税，因之就可定他的死罪。 在这次问

难中虽没有抓到耶稣的语病，但几天后仍在比拉多前，枉告耶

稣煽惑百姓，禁止给凯撒纳税 (23:2) 。 本段末节述耶稣的仇人

的计划完全失败，两次都是心劳计拙，反叫耶稣胜利了 。 以后

便不敢再设难，只在旁静听。

。 在此段中，自 34-38 节路怕希腊读者错懂了复活的道理，特别比

前二圣史讲的详尽。 "今世之子" (34) 即生活在世界上还未死

的人，必须嫁娶，生养子女，以延续有死的人类。 然而复活后

人于永生的人，不必婚娶，因为不再死了 。 他们所以不死，因

为他们的本性相似天使。 这不是说他们像天使一样没有肉体，

而是说他们的生活是天主的子女的生活，他们已不受肉体的连

累，常分享天主的光荣和生活 。 路此处有意纠正希腊的二元论，

因为二元论的学者说:肉身复活后，灵魂进入肉身，肉身又作

了灵魂的监牢或坟墓(参见暨前 15:35 等〉 。 蹬所用的"不死"

二字，是主堕化时代，虔诚人所渴望得到的最高理想。 他们或

用一种神秘方法，或纯用理智 (Gnosis) ，希望能够不死，而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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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近乎神的福乐生活。公元后二世纪初，在犹太经师的作品

中有仅以为"义人复活，而恶人死后永远陷在地狱中"的学说。

但不能说 14: 14 "在义人们复活的时候，你必得到赏报"的句子

是受了当时犹太人的影响，因为 14: 14 经文的观点，只论义人

的永生，丝毫未涉及恶人的结局 。 路 37 节用语相当严谨，仅把

证明复活的经文引出。 38 节的下半，特别申述本节的上半的意

思:所有的人都是被简定得永生的。但是一个人从死到肉身复

活，还有一段中间期。在这段中间期，死去的人与天主还有关

系，所以说"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天主向梅瑟说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人死后，还同天主来往，与天主联合。一切死

去的人在天主前还活着，肉身虽暂时腐朽了，而灵魂仍是生活

的，义人的灵魂享受荣福，恶者受苦。在这端道理上，新约与

旧约有天渊的分别。在旧约中人称上主是活人的天主，而不是

死人的天主，就是说:天主只照管活人;人死后，天主与人之

间，断绝了关系，即是义人在阴间的命运也是悲惨的;死去的

人，不管天主，天主也不管人〈依 38: 18; 咏 30: 10; 6:6; 115: 

17; 德 17:26 、 27) 。听众中有几个信复活的法利塞党的经师听

见耶稣驳倒了自己的敌人，就抑制不住高兴的情绪，便脱口说

出称赞的话。 40 节比 26 节更进一步说:他们再不敢质问耶稣

了。路以下再不记法利塞人等在公共场所质问耶稣的事。

@ 法利塞党人等设难质问耶稣之后，如今耶稣也设难质问他们。

但耶稣设难的目的却与法利塞党人等不同。耶稣并不是有意使

他们丢脸，而是为开导他们，因为 39 节记载:有几个经师公然

称赞耶稣论死人复活的道理讲的很好，耶稣遂拿默西亚怎样是

达味之子的问题，质问他们，使他们认自己为默西亚，关于经

文注解见前二圣史。

@ 圣史记载耶稣谴责经师的事，并非一次，路于 11 :41-48 己详载

耶稣痛斥过莹型塞人和经师的话〈玛 23 全章较蹬尤详〉。此处

所记完全随谷 12: 38-40 ，详见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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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称赞穷寡妇的献仪(釜 12:41-44)

1 耶稣举目一望，看见富人把他们的献仪技人银库

内。2又看见一个贫困的寡妇把两文钱技入里面，3 遂说:

"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比众人技人的多。4因为众

人是拿他们多余的技人，作为给天主的献仪，而这个寡妇

却是从他的不足中，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费都技上了。"。

圣城毁灭的先兆(玛 24: 1-14; 谷 13:1-13)

5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头和还愿的献品装

饰的，耶稣说 6 "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时日将到，那时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7他们遂

问他说"师傅，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这些事

要发生的时候，将有什么先兆?" 88耶稣说 "你们要谨

慎，不要受欺骗!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

就是;又说:时期近了。你们切不可跟随他们。9你们几时

听见战争及叛乱，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要发生，

但还不即刻是结局。" 810那时耶稣给他们说 "民族要起

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国家;11 将有大地震，到处有饥荒

及瘟疫;将出现可怖的异象，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

12但是这一切事以前，为了我名字的原故，人们要下手把

你们拘捕、迫害、解送到会堂，并囚于狱中，且押送到君

王及总督之前。。这些事是为给你们作见证的机会。 14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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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心中要镇定，不要事先考虑申辩。 15 因为我要给你们

口才和明智，是你们的一切仇敌所不能抵抗或辩驳的。

16你们要为父母、兄弟、亲戚及朋友所出卖;你们中有

些要被杀死。 17你们要为了我的名字，受众人的憎恨;18但

是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 19要凭着你们的坚忍，

保全你们的灵魂。 " 0 

圣城的毁灭(玛 24: 15-21; 谷 13:14-19)

20"几时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那时你们便

可知道:她的荒凉近了。21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往山中;在

京中的，要离去;在乡间的，不要进京 。 22因为这是些报复

的日子，为要应验所记载的一切 。刀在那些日子内，怀孕

的及哺乳的是有祸的，因为要有大难降临这地方，要有义

怒临于这百姓身上。 24他们要倒在剑刃之下，要被虏往列

国 。 耶路撒冷要受异民蹂躏，直到异民的时期满限。 " 0 

世界穷尽(玛 24: 29-31; 谷 13: 21-27) 

25 "在日月星辰上将有异兆出现;在地上万国要因海

洋及波涛的巨响而惊惶失措。 26人们要因恐惧，及因等待

即将临于天下的事而昏厥，因为诸天的万象将要动摇。

27那时人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及大光荣乘云降来。 28这些

事开始发生时，你们应当挺起身来，抬起你们的头，因为

你们的救援近了 。 " 0 

时时醒悟准备 (玛 24:32-35 ;谷 13 : 28-37) 

29耶稣又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你们看看无花果树

及各种树木，30几时它们已经发芽，你们见了，就知道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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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近了 。31 同样，几时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了，也应知道

天主的国近了 。32我实在告诉你们:非等一切事发生了，这

一代决不会过去。33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决不会过去。 。

34你们应当谨慎，免得你们的心为宴饮沉醉及人生的挂虑所

累时，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于你们，35有如罗网，临于全地

面的一切居民 。36所以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为使你们能

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并能立于人子之前。 " 0 

耶稣最未几天的行止(参阅若 8:1 、 2)

37耶稣白天在圣殿施教，黑夜便出去到名叫阿里瓦

的山上住宿 。 38众百姓清早起来到他跟前，在圣殿里昕他

讲道。 @

o 1-4 节的记述与谷全同，不见于玛。 这简短的记述，也是由上文

指摘经师吞没寡妇的家产所引起的 。 经师们多以宗教上的理由

侵占寡妇的产业，为自己享用 。 而耶稣所称赞的这寡妇，却把

养生的几文钱献于天主。 这的确是两幅对立的图像:一幅图上

是贪财肥己的统治阶级，一幅图上是善良虔诚的小百姓。 关于

经文的注解，参阅谷 12: 41-44 。

@ 本章有关末世的预言，路全随谷 13 章的次第，但在用字上比谷

更为具体而明显。 由8-24 节是对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由 25-27

节是对世界穷尽的预言。路尽力把这两个预言划分清楚，把可

以暗指两事的话省去，如谷 13:10"但福音必须先传于万国"

此句在对第一段的预言，似乎增加困难，路便没有写进自己的

书内 。 又如把釜 13: 21-27 一段略去，因为他在 17:23-27 已记述

了，以免重复。 又略去对自己的读者可受不良影响的句子，如

谷 13:32 "至于那日子或那时候，却没有人知道，除父外，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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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使也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本章的主题本是答应门徒所

问有关圣城毁灭的问题，有人以为 25-27 节对世界末日所讲的

仅是一个插曲，可是 34-36 节也全是对世界末日而发的。又前边

所说的一些预兆，如假默西亚、争战、迫害门徒等事，因为是

对圣城的毁灭而说的，就把所有的预兆的应验归于圣城毁灭的

事上了。按历史所载的，也实在符合那些预言。但所预言的那

些预兆，不只发生在那三四十年中，后世也不断发生，即现今

直到世界末日仍在发生，因此耶稣所说的那些预兆也是对整个

末世说的。至于每一个预兆怎样应验，哪一个事实与那一个预

兆符合，有时不易断定。但是那已经应验了的竟又成了未应验

的征兆，给人做为前车之鉴，知所警惕。参阅玛 24 章各注。 5-

7: "有些人"，按谷 13: 1 是门徒中有一个向耶稣夸赞圣殿的华

丽。路特指出"圣殿" (按原文圣殿指所有圣殿周围之建筑物，

是美丽的石头和还愿的献品装饰的) 0 "美丽的石头"如若瑟夫

所云:远望圣殿犹如雪山，院中回廊，石柱如林，皆为华美之

大理石造成。"还愿的献品"即指大黑落德王在圣殿前，所制

的金葡萄，其穗有一人的高度 (Ant. Jud. XV , 11 , 3 , 395; 

Bel l. Jud . V , 5 , 1 , 110) 。还有各国王侯所献的，为点缀圣殿

的装饰品，如安提约古王所献的饰物，见加下 9: 16 0 6 节的答

话与耶稣哭吊耶路撒冷时所说的话相同。(参阅 19:44 及注。) 7 

节以下的话，按前二圣史是在阿里瓦山上说的;又按谷 13:3 的

记载:问话的人是伯多禄、雅各伯、若望和安德肋四人。

@ 耶稣对门徒的发问 (7 节〉先没有正面回答，而且回答的不是把

所有的预兆都一一揭示，他所注意的并不是圣城毁灭以前所有

的一切预兆，而是劝勉门徒对那些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事，应

加以准备。所以主要的目的是劝勉和警戒。因此开头第一句就

是劝戒的话，叫他们防备"假基督"叫他们别信那欺骗的话:

"时期近了"。他们所说的时期是现世福乐的时期，与耶稣所说

的不同(10:9) 。此处所说的那些假基督，也许即是袤 5:3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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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8 所提的一些人物。

。8-11 节所记的预兆大致与前二圣史同，但蹬划分为二:最初的

预兆，是假基督的出现与战事的发生 (8 、 9); 而后的预兆，是

普遍的战争与天上出现的异象 00、 11L "天上要有巨大的凶

兆"或"可怖的事" (11) ，有人以为是若瑟夫所记的在圣城被

罗马人围攻前，在耶京所发生的异象。 当时有一颗彗星，像一

把火剑出现圣城之上，有一年之久。 又一次在云彩上有许多马

车和军队，发出了轰轰的巨响，在城上旋转了一遭，遂即消逝。

此外还载了许多别的惊人的事，发生在耶路撒冷，都是人所共

知的 (Bell. Jud . VI , 5 , 3) 0 8-11 节的预兆，不可与 25-27 节

所述末世的预兆相混淆 。 但是事实上，这些预兆与旧约众先知

对末世所预言的多数相同，用意极其广泛，不仅作圣城毁灭的

预兆。 关于其他注释，参阅码 24 注三、四 。

o 12-19 节所述门徒要受的迫害，按时间说应发生在8-11 节所述的

预兆之前。 此预言三圣史全置于此处，是直接对宗徒说的。 在谷

尚有预许圣神默佑的话，而路未记，因已见于 12: 11 、 12 0 16 节

说亲友要处死门徒，而 18 节却说:连他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失

落，二节决不矛盾，因 18 节好像是一句成语(宗 27:34; 撒上 14:

45; 下 14:11; 列上 1 : 32) ，意思是说:为福音受迫害的人，实在不

受丝毫损害，因为天主照顾他们到死。 他们中若有殉难而死的，虽

然丧失了暂时的性命，却获得了永生的性命。 有的学者以为这句格

言的意义是指肉身复活，因复活后肉身上的一切，完全保留如初。

@ 本段圣史写得清楚如画，就像圣史亲身经历的事一样，因而有

些学者，以为本福音书成于公元七十年以后，作者把已成的事

实，当做预言写出 。 但此说不足凭信，因为路的作风是这样，

他在叙事写景上，常拣浅显易懂，并具体明显的字句，如谷 13:

14 的"那致荒凉的丑恶之物"，蹬作"军队"等具体字句。 020

节预言圣城被军队包围的预言，耶稣在前几天业已提过 (1 9 : 

43) 。所谓敌军包围圣城，不是说已被围困了，门徒们才发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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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想法逃跑，而是说大军压境时，令门人及早逃避。又叫他们

不要想耶路撒冷城坚易守，像平时有乱事时，逃到京城中避难。

但这次不然，因为天主己决意要对选民报复。这次的大难仅降

在"这地方"、"这百姓"即指巴力斯坦和犹太人，因为他们是

这大难的原因。那些没有死于战争而仅存的人，要被遣散到各

国，作外方人的奴隶。圣城被外人蹂躏 (24) ，这是为指犹太人

灭亡习用的字句(达 8: 13; 匣 12:3 (希腊译文) ;加上 3:45; 4: 

60; 默 11: 匀，他们的圣城被称为不洁的异民所站污，为犹太人

是最痛心的。圣城自从这次被异民占据"直到异民的时期满

限"犹言直到世界穷尽，即 25 节所述的世界末日。"异民的时

期"是说"伊民的时期"过去了，相继而来的是"异民的时

期"因为天主召了异民以代替伊撒尔人承受天主的国，也就是

葡萄园给与他人所含的意义 (20: 16) 。有些学者将 24 节未句与

罗 11: 25-32 (参见 13 :35) 相对照，以为能指在世界穷尽前犹太

人要归化承认基督的事，但此处似乎没有这意思。 20-24 节的预

言在公元七十年完全应验了。据欧色彼圣教史 (Euseb. Hist 

Eccl. PG 20 ，皿， 75) 所载:信仰基督的昕到罗马人攻加里肋

亚和培勒雅，便知道耶稣对耶路撒冷所预言的事快要实现，就

逃到若尔当河东边山中名叫培拉 (Pella) 的一座古城。又按史

家若瑟夫所载:圣城毁灭时，犹太人死了一百一十万，被俘而

发配到各国当奴隶的，约九万七千人 (Bell. Jud. 咽， 6) 。详

见总论第二章、囚与玛 24 注七。

o 24 节的"直到异民的时期满限"，按句法应与 25 节相连，但自

25 节起转入另一题，是论人子再来前的预兆。从圣城毁灭直到

人子再来，这段时期有多长，耶稣没有说明，仅用了默示录体

的辞句。耶稣再来前，自然界要陷于混乱，叫人惊惶失措:这

种说法是众先知预言上主的日子，或一个重大的事变常有的现

象，如t& 2: 12-22; 13: 9 、 10; 34: 4-6;理 4:34 、 35; 剧 32:7 、 8;

岳 2: 10。这类的经文不可完全照字面讲解，因为这样的文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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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先知的默示录体，或是一种诗体的描写，即言人子发大威

严乘云降来审判时，不仅有灵的人惊慌害怕，就是那些元灵的

自然界也因战栗而失掉常规。 (参阅玛 24 注十二。)但信仰耶稣

的人， 一向为了耶稣受人迫害，见了所发生的一切，知道耶稣

说的末日来近了 。 "你们的救援近了"，即脱离恶人的窘难迫害 ，

而得永生的时候来近了，因此他们该满心喜欢。 "挺起身来"或

译作"引颈"即兴奋'快活之意。"这些事开始发生时"不仅指

25 、 26 所要发生的事，也指 8-24 所指示的一切;但有些学者以

为此句是指 29-33 节关于圣城毁灭说的，因为 28 节又用"你们"

二字，是向宗徒说话。 但在末世的言论中，不可太拘泥"你们"

二字的解释;因为此时耶稣向宗徒说的，即是向那些直到世界

末日信仰他的人说的，宗徒们只是代表而已 。 按耶稣于本处对

世界末日所说的"末世期"已由圣城毁灭开始;圣城的毁灭作

为世界穷尽的预像和鉴戒。 耶稣对圣城所发的预言既如此准确

地应验了，由此可以推知，对世界未日所发的预言，也是不容

怀疑的，早晚都要全部应验。

@ 耶稣略停了一会，遂设了一个见无花果树发芽而知夏日己近的

比喻，说明预兆若已实现，那预指的事就临近了 。 此处路较前

二圣史所记更清楚，另外 31 节"天主的国"一语，更为具体明

白 。 这个比喻直接是指圣城被毁，间接也是对世界穷尽所有的

先兆说的:即是说二者之一的先兆，若是实现了，便到了天主

对二者之一的裁判的时期 。 他来并不只是为裁判和毁灭， 主要

的是为建立天主的国 。 它首先建立在世上，然后永远建立在天

上。 天主的国本来因耶稣的降生己来到世上了，所以 31 节的意

思，不是说圣城被毁后天主的国方开始，是说圣城被毁在圣教

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旧约的圣殿和教礼一天存在，它便是传播

新约的一个障碍。 选主的神权政体一旦瓦解了，耶稣所立的教

会便冲破了这个障碍，传播于普世。 天主就是因为犹太人杀害

了他所派的默西亚，才把自己的神国给与外邦人 (20: 16 )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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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喻若对世界末日说，公审判后，天主的国要充分显出它的

光荣和权威来，并且从此永远建立在天上。

o 34 -36 节劝门徒常常警醒戒慎，大体与谷 13: 33-37 同，而玛 24:

37-25: 46 所记的很长，把耶稣有关这材料的比喻全置于此。 本

段劝戒的话直接是向宗徒说的，但间接也是对万世万代信仰耶

稣的人说的 。 看文意主要的目的是对世界末日说的，但也可以

贴在每一个人的末日上。 因为按 29-31 节对圣城毁灭的预兆是

慢慢来的，并且可以逃避 (21 节) 。 但"那日子"是出人意想之

外的(34 节) (参阅 17: 24-37) ，天下万国任何人都不能逃避。

为此耶稣劝告信徒常要准备妥当，主一来叫，立刻应召而去。

警戒他们不要为吃喝玩乐和贪恋世财所迷惑，因为这一切能使

人忘掉天主和他来临的事 (8: 14; 12: 22) 。 那日子即(公和私)

审判的日子，像贼一样，在不料想的时候就要来到(参看 12:

39 、 40; 得前 5:2; 伯后 3:10; 默 3:3; 16 : 1日 。 "那日子"相似

罗网，即说那日子一来到，所有的人，都逃脱不了那裁判(依

24:1刀切119: 12) ，全该到审判人的天主前受审，与老子所说: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似有同样的意义。 但为听取那严厉的

审判，只有该常常准备，即不为 23 节所说之事所迷惑;又应

时常祈祷，求天主开恩 。 此处所应求的，直接地不是为恒心至

终的恩宠，而是求天主施仁慈，能把自己列在所召选的人中，

也求默西亚领自己进入他的王国中 。

4l!> 37 、 38 两节总结耶稣受难前几日的行止，和群众听道的热忱。

20 、 21 两章即这几日所讲的记述。 按本处耶稣夜间出城在阿里

瓦山住宿，而玛 21:17 说他夜间住在贝塔尼雅。 这几天耶稣可

能在那里住过一两夜，但多半还是同门徒住在阿里瓦山坡的一

个庄园中，似乎即是革责玛尼园 。 犹达斯就凭这个经验率领恶

众到了那里(若 18: 2 ) 。 按古来教友的传说，靠近革责玛尼园

(玛 26:36) 有一个山洞，是耶稣曾住过的地方。 此洞至今仍存，

已成为朝圣记念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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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杀害耶稣的阴谋(玛 26: 1-5 、 1 4-16; 釜 14: 1 、 2 、 10 、 11 ) 

1 亦称逾越节的元酵节近了 。 2 司祭长及经师设法怎样

杀害耶稣，因为他们害怕百姓。 03撒辫进了那名叫依斯加

略的犹达斯的心中，他本是十二人数之一。4他去同司祭长

及圣殿警官商议，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5他们不胜欣喜，

就约定给他银钱 6他应允了;遂寻找机会，当群众不在的

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 @

最后晚餐:准备(玛 26:17-19; 谷 14: 12-16) 

7元酵节日到了，这一天应宰杀逾越节羔羊。8耶稣打

发伯多禄和若望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要吃的逾越节晚

餐罢， "9他们给他说"你愿意我们在哪里预备?"1。他给他

们说"注意!你们进城，必有一个拿水罐的人与你们相

遇，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那一家， 11对那家的主人说:

师傅问你: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房在哪里?

12那人必指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你们就在那

里准备。 "13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

-样;他们便预备了逾越节晚餐。 @

晚餐与建立圣体圣事 (玛 26:20 、 26-29; 谷 17 :22-25) 

14到了时候，堕壁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 15耶稣对

他们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

二次逾越节羔羊。 16我告诉你们:非等到它在天主的国里

电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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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了，我决不再吃它。" 017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

"你们把这个拿去，彼此分着喝罢 ! 18我告诉你们:从今以

后，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了，我决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0 

19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擎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

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 0 

20晚餐以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

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 0 

餐中训言:揭露负卖者(玛 26:21-25; 谷 14:他21; 若 13 : 21-30) 

21"但是，看，负卖我者的手同我一起在桌子上。22人

子固然要依照所注定的离去，但那负卖人子的人是有祸

的。 "23他们便彼此相问，他们中哪一个要做这事。@

对宗徒争首位的训言(参阅玛 20:25-28; 谷 10:42-45)

24在他们中起了争论:他们中数着谁大。药耶稣给他们说:

"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们，那有权管治他们的，称为恩主。

26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为大的，倒应当像是小的;为首

领的，应当像是服事人的Y是谁大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事

人的?不是坐席的吗?可是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事人的。" 0

许与宗徒的特恩(玛 19:28)

28"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借的，就是你们。29所

以我将国给你们备下，正如我父给我备了一样。30为使你

们在我的国里，在我的篷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伊

撒尔十二支派。" æ 
警告并鼓励伯多禄

31 "西满，西满，看，撒掰求得了你们，要筛你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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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麦子一样。32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为叫你的信德不至

丧失，待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们。" $331直至翠给

他说"主，我已经准备同你一起下狱，同去受死。刷坚壁

说 "1自垒盏，我告诉你:今天鸡还未叫以前，你要三次

说不认我。" 4Ð 

应付患难的训言

35又给他们说"我以前派遣你们的时候，没有带钱

囊、口袋及鞋，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他们说"什么也

没有缺。"36耶稣给他们说"可是如今，有钱囊的，应当带

着;有口袋的也一样;没有剑的，应当卖去自己的外衣，

去买一把。37我告诉你们:经上所载:‘他被列于叛逆之中 7

的这句话，必须应验在我身上 。 因为那有关我的事，快有

终结。"抱他们说"主，看，这里有两把剑。"坚壁给他们

说"够了!" æ 
山园析祷 (~ 26:30 、 3ι40; 釜 14:20 、 32-42; 参阅袤 18: 1-11) 

39耶稣出来，照常往阿里瓦山去，门徒也跟他去了。

40到了那地方，堕壁塞给他们说"你们应当祈祷，免得陷于

诱惑。 "41 遂勉强离开他们，约有技石那么远，屈膝祈祷

42说"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罢!但不要随

我的意愿，惟照你的意愿成就罢， "43有一位天使从天显现

给他，加强他的力量。44他在极度恐慌中，祈祷越发恳切，

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45他从祈祷中起来，到门徒们

那里，看见他们都因忧闷睡着了，46就给他们说"你们怎

么睡觉呢?起来祈祷罢!免得陷于诱惑。 " 4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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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被捕(玛 26 :47-56; 谷 14:43-50; 若 18:2-1 1)

47耶稣还说话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群人，那十二人之

→，名叫犹达斯的，走在他们前面;他走近了耶稣，要口

亲他。48 耶稣给他说"犹达斯，你用口亲来负卖人子

吗?，，49耶稣左右的人一见要发生的事，就说"主，我们可

以用剑砍吗?，，50他们中的一个人砍了大司祭的仆人，把他

的右耳削下来了。51 耶稣说道"至此为止!"就摸了摸那人

的耳朵，治好了他。6)52耶稣对那些来到他跟前的司祭长

和圣殿警官并长老说"你们拿着刀剑棍棒出来，好像对

付强盗吗?53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的时候，你们没有下

手拿我，但这是你们的时候和黑暗的权势了!" æ 
伯多禄三次背主否认耶稣(玛 26:57 、 58 、 69-75 ;谷 14:53 、 54 、

66-72; 若 18: 12 、 15-18 、 25-27)

54他们既拿住耶稣，就带着解到大司祭的住宅。伯多

禄却远远地跟着。因他们在庭院中间生了火，一起环坐，

伯多禄也坐在他们中间 。 56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对着火光坐

着，便定睛看着他说"这个人也是同他一起的。"57伯多禄

否认说"女人，我不认识他。 "58过了不久，另一个人看见

他说"你也是他们中的。"伯多禄说"你这个人!我不

是。"回约隔一个时辰，又有一个人肯定说"这个人，确是

同他一起的，因为他是加里肋亚人。"创伯多禄说"你这个

人!我不懂你所说的。"他还说话的时候，鸡立刻叫了。

61主转过身来看了看伯多禄，伯多禄就想起主怎样对他说

的话来"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62伯多禄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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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就凄惨地哭起来了。@

凌辱耶稣(~ 26:67 、 68; 釜 14:65)

63那些羁押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 64又蒙起他来，

问他说"你说预言!打你的是谁?"65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

侮辱他的话。@

公议会审判耶稣(玛 26 : 59-66; 釜 14:55-64)

66天一亮，民间长老及司祭长并经师集合起来，把Jt~

稣带到他们的公议会里，U说"如果你是默西亚，就告诉我

们罢 1" 耶稣给他们说"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也决不相

信。因如果我问，你们也决不回答。因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

大能者天主的右边。"70众人都说"那么，你就是天主子

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了，我就是。"71他们说"为

什么我们还需要见证呢?我们亲自从他的口中昕见了。" 4ID 

@ 蹬自本章直到书末，内容、次第和用字已离开釜，而用了另外

的史料。 1 、 2 两节仅简略地记述犹太最高公议会在逾越节前开

会讨论怎样暗害耶稣，以免引起人民的骚动。因为政教首长己

多次派人逮捕耶稣，但因为耶稣讲的道理超绝，人民听得人神，

他们未敢下手(19:47 、 48; 20: 19) 。 按前二圣史:盐主最高公

议会举行在逾越节前二日，即瞻礼四(参阅雯袤 206，要 26 注

三)。 路将"无酵节"和"逾越节"视为一个节，详见玛 26 注七 。

8 2 、 3 两节之间，圣史略去在贝塔尼雅村痛病人西满请耶稣晚宴

的事，因在 7: 36--50 己记载了一段与此相仿的宴会。路把此段略

去，遂将 2 节的会议，与犹达斯去同他们商量负卖耶稣的事相

接。 "撒蝉进了……犹达斯的心中"不是说他附了魔，而是说

他甘愿受魔鬼的驱使(若 13:2 、 27 ，亦见玛 26 注六〉 。 路在记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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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耶稣受难事迹的开始，特提出这话，意思是说，对耶稣下毒

手的，不仅是那些凶险的人物，而是撒蹲在暗中操纵一切。 耶

稣四十日禁食后，他曾试探耶稣，而吃了败仗，暂时退去，等

待时机 (4:13); 现今他所等待的时机来了，他对耶稣直接是无

能为力的，遂先藉犹达斯，后藉恶众，施展他的毒手。 所以可

以说耶稣的受难史，即是他受试探史的延续，因此耶稣向那些

来捕自己的人说"这是你们的时候和黑暗的权势。 " 4 节的"圣

殿警官"，是那些卫护圣殿秩序的官长，就是他们奉命来逮捕耶

稣 (22 、 52) 。 他们是肋未人，保护圣殿的安全，逮捕在圣殿犯

法的人(宗 4: 1; 5: 24 、 26; 加下 3 : 的 。

@ 本段所述与釜相同，仅在 8 节中特提出为准备逾越节宴所派的

二宗徒是伯多禄和若望(详见谷注〉 。

。 篮记最后晚餐与前二圣史不同之点，最显著的是将揭露负卖者

的事，置于立圣体之后，而前二圣史却置于前。 18 节的话是对

饮庆节宴酒说的，而前二圣史置于成圣血后。 31-34 节预言伯多

禄背主的事，仍在餐厅中(与若 13 :36-38 同) ，前二史则置于赴

革责玛尼的途中 。 路增了一些独有的史料，如对逾越节宴的一

瞥(15-18) ，谁为大的争执，并因此而引起的训话 (24-30) 。 这

训话，玛 20:25-28; 谷 10: 42-45 置于来圣城的途中 。 大多数的

学者，以为此争执发生在人席之时，想是宗徒们为了争占席位，

而有此争执。 因此也引起耶稣藉洗脚之事，给宗徒们立了谦让

和友爱的表样(若 13: 1-7) 。 关于路对本段的叙事如此排列，有

他的史笔和他的结构法。 他此处给我们所记的，不全是按照事

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而是按照事情的类比。 他的目的是先把建

立圣体的大事记完(14-20 ) ，然后记耶稣对宗徒们的训诲 (21 -

34) ，把耶稣的爱情和宗徒的愚顽，作一显明的对照 。 O由本章

7 节以下所载的，可知耶稣与宗徒所举行的晚餐，不容怀疑是犹

太人的逾越节晚宴，因他所行的，全是照犹太人逾越节的法律

和习惯，叫二徒准备的也是逾越节应准备的(8--13) (参阅玛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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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附注:论逾越节的礼规)0 "到了时候"即前二圣史所记的

"到了晚上" (玛 26:20; 若 14:17) ，耶稣与宗徒们依照犹太人

坐席的方式，侧身卧在垫子上(坐席仪式详见若 13 章注八〉 。

就位以后，耶稣就用极度热烈的话语表示了自己内心一向所有

的渴望，就是热切渴望在受难前同宗徒们吃这巴斯卦，因为他

在这宴会上，以新约来代替旧约，把自己的体血留给教会，作

为爱世人的永久表记。 他在受难前夕建立圣体圣事，是最合适

的时刻，因圣体圣事是圣死的象征与重演。 他实在是被杀的羔

羊，席间要吃的羔羊，只是他的一个预像而已(哥 2: 17) 。 耶稣

从今夜起要受难而死，不再与所爱的人在世上举行宴会。 "非等

到它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它"即指那真正欢乐的宴会，只

等它在天国里实现。 耶稣多次用宴席比喻表示未来天上的幸福

(13:29; 14:15; 22:30) 。

o 17 、 18 两节圣史只叫读者看一看犹太人逾越节宴会的一瞥。 按

此宴会的规矩应饮四杯红葡萄酒(详见玛 26 附注 ) 0 17 节所记

的，按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指宴会第一杯。 因为宴会一开始，

就斟满一杯红酒，主席接过来，端着杯诵念很长的谢恩经，然

后就传给同席的人喝，或倒在每人的小杯内 。 大概耶稣借了谢

恩经文的话，发挥了 18 节所有的意思 。 17 节耶稣令宗徒饮的第

一杯，是宗徒斟满递给耶稣的，耶稣行此是被动的，不是属于

建立圣体的礼仪，而 19 、 20 两节才是耶稣自动的拿起杯来，行

他祝圣体血的礼仪。 但有些学者以为 17 节也是属于祝圣酒为血

的礼仪，又因为按前二圣史所记，耶稣先祝圣饼，后祝圣酒的

程序，以为此处有错简的地方，就随两个叙利亚古抄卷，将经

文移动为 16 、 19 、 20a 、 17 、 20b 、 18 。 或随另一个叙利亚古抄卷

和两个拉丁抄卷改作 16 、 19 、 17 、 18 、 20，将两次"拿杯"之事，

并作一次。 但其他重要古抄卷与现今通行本同，那几个叙利亚

和拉丁古抄卷大概为了上述的困难才把经文更改了 。 然而若把

15-18 节视作一段，则是逾越节宴的记述， 19 、 20 是建立圣体圣事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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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述，就消除了所有的困难。 1 8 节按前二圣史记于成圣血后，

路记于此处，似乎与事实和全文更相合 (详见玛 26 注十四〉 。

@ 路对耶稣建立圣体的记载，是受自圣保禄的传授(格前 11:24 、

2日 。 或者，这成圣体圣血的经文是当时安提约基雅教会举行弥

撒时所通用的，这经文与玛和谷所录的稍有不同，对于本处的

注释，以及耶稣在晚餐中什么时候建立了圣体圣事，详见玛 26

注十三、十四与附注。 "为你们而舍弃的"按原文的深意，是

说:耶稣自己的肉身现在就为宗徒们做了祭祀的牺牲。 但这句

话也有"将要舍弃"的意思，因为不久以后，他的肉身要当作

流血的祭品，为救赎人类，被人杀死。 圣体圣事是宴会，也是

祭献，但是这祭献与十字架的祭献是分不开的 。 这圣事既是为

人类立的，若要它的实效能普及后世的人类，这祭献必须在世

上常行不替，因此耶稣命他们说"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

即是叫宗徒后来重演他所行的动作和说过的话语，就好像天主

命梅瑟，叫伊撤尔人每年举行巴斯卦节，为纪念获救的大恩;

同样，耶稣也命宗徒举行他所行的祭献，为纪念他救赎我们的

大恩，并藉此祭献，将此大恩施与我们 。 因着耶稣的这个命令，

建立了两件圣事:即圣体圣事与神品圣事 。

@ 按 20 节所记:晚餐以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

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 大多数的学者，以为耶稣这次拿

起的杯，是节宴中的第三杯。 圣保禄称领圣血的杯为"谢恩的

杯" (格前 10:16) ，再按前二圣史"他拿起杯来，祝谢了"，这

种说法与巴斯卦宴席对第三杯的称呼颇相符合。 "晚餐以后"，

是说斟第三杯时，正式的晚餐己过去了，所以说"晚餐以后"。

"同样"是指 19 节说的"祝谢"和"递给"宗徒等礼仪，对成

圣体行过的也对成圣血行了(参阅玛 26:27; 谷 14:23) 。

@ 此段按前二圣史，置于立圣体圣事之前，若未记立圣体圣事，

记此段于洗脚的教训之后 。 路所以置于此处，有他的史笔〈已

详见本章注囚)0 "但是" 二字按原文亦可作转笔另叙一事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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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专对以上所述之事的"反面"而言。 "负卖我者的手同我一

起在桌子上"即谷 14:18 之"与我同食的"即朋友和同席者

之意(咏 41: 10) 0 22 节的意思是说耶稣受难钉死，虽是出于圣

父的旨意，如谷 14: 21 所说，经上早已预言;但负卖者不能因

此卸责，前二圣史都说 "他不如不生更好"。 关于犹达斯是否

领了圣体的问题，详见玛 26 注十二和若 13 注九。

@ 关于经文问题见本章注四 。 有关"数着谁大"的争论，在耶稣

传教时，宗徒间曾发生过一次 (9 : 48) 。 这时他们为什么又起了

这样的争论，并在什么光景上，我们都不得而知 。 学者们有各

种的推测 。 按赞 Zahn 的见解:以耶稣当时坐席的情形和本处的

经义可作如下的推断:路将本段记在此处，不是没有原因的 。

按当时宴会的布置:卧垫的排列作口形，他们都侧卧在垫子上，

耶稣居中，若望在右，面对耶稣。 伯多禄在左，居耶稣背后 。

在这次晚餐中，宗徒知道耶稣不久离去 (22) ，以后谁要作他们

的领袖呢?但看当时情形，若望的席位在伯多禄以上。 也许在

此时宗徒问起了谁是首领的争论。 耶稣遂藉此机会，教训他们

"为长上的"应有的精神 。 耶稣强调教会中居高位的，应当想自己

是最小的，被派而为弟兄服务。 因此做耶稣真徒的，不应当有国

王所有的那种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气概。 他们以争霸称雄，统

治别人，受人侍候为荣，并喜欢人称他们为"恩主"。 按"恩主"

cæpYÉr庐的荣衔在主}jtf和星皇帝国时代，多次加封在君王的名字

上，如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被称为普世的"救星"和"恩主"。 又如

埃及王仆托肋米三世(公元前二四六一一二二一)和仆托肋米五

世(公元前一七O一一一一一六)都有"恩主"的荣衔。 在希腊文

化地区内，不仅对君王，就是对国家和文化有贡献的人，如大将、

医师、哲人、发明家也用此荣衔。 待斯曼 (A. 民1SIT四川在近东

收集了一百多古人有此荣衔的刻文 (Licht von 臼tcn ， 215 ) 。 但是

当耶稣门徒的，不应求此荣誉。 耶稣不仅教训了他们应作的事，

且以身作则，亲自洗他们的脚，给他们端饭分食，叫他们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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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样去行。 耶稣的这些话，不是说，在他的教会内不要圣统制

度(Hicrarchia) ，反由他的话更显示宗徒中有高下的分别，也教

训他们明白权柄是什么，并怎样运用权柄。

@ 盐主塑己离开餐厅实行自己的阴谋去了 。 所留下的十一位忠信

宗徒围绕着快要离世的恩师。 三年来他们与耶稣一同受"困

难"。 此处所说的"困难"，是指耶稣与门徒自传教以来受的→

切磨难和仇视。 宗徒既然始终与他患难与共，因此耶稣以未来

天国的福乐和特权赏报他们 。 预许他们不仅成为天国的一分子，

而且还赐给了他们与耶稣一同统治世界的权柄(按原文"国"

亦有权柄的意思 。 参阅 12:32)0 30 节用了两个比喻描绘未来的

福乐和特权(一)在耶稣的国内，同赴君王的宴席(见 16 、 18

两节与注); (二〉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即统治)伊撒尔十二支

派 (~19:28) 。 鱼盘~十二支派指所有默西亚国的人民。这比

喻的本意是说:他们要管理圣教会内所有的天主的子民(参阅

攒前 6:2 、 3; 憨 20:4) 。因为方才宗徒互相争论"谁大"他们既

想只有一个人为大，也只有他一个人受尊荣。耶稣却告诉他们:

他们有同样的权柄，享受同样的尊荣。 但不是说:宗徒都是平等

的，没有上下的分别，看下文 (31 、 32) 可知伯多禄就有特权。

@ 耶稣在 28 节称赞宗徒与自己患难与共，但从今以后还要受更大

的磨炼，因魔鬼已经求得天主的准许试探他们，磨难他们，就

像魔鬼求了天主准许磨难约伯一样(约 1:11; 2:5 ，参阅臣 3: 1; 

署ß 12:10)0 "筛"的比喻亦见亚 9:9 。 是说魔鬼好像拿着筛子，

筛出他所要寻求的坏麦和糠批，即指"那丧亡之子" (若 17 : 

12) 。 选主塑已被筛出了宗徒团体之外。 如今魔鬼特别要求天主

许他们另外筛伯多禄。 耶稣没有说:伯多禄不受试探，也没有

说:他不会跌倒 。 但是耶稣为打击魔鬼，却为伯多禄分外恳求

了天主(详见玛 26 注卅七) ，叫他不丧失对耶稣所有的信德，

即不丧失他在凯撒勒雅明认耶稣为天主子并为默西亚的信德

(要 16:16) 。 事实上组主望在当夜虽然三次否认了耶稣，但并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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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却了他的信德，他即刻痛悔了 。 按福音所载，自耶稣复活那

天起，伯多禄常尽宗徒首长的责任，坚固别的宗徒，表现了极

大的信德。 32 节与费 16:1ι19 同是为耶稣立且至整为教会的元

首时所许的殊恩，不仅是向i直至盘一人和对他一时说的，也是

对后世继伯多禄位作教会元首的教宗说的，他们都继承了"坚

固兄弟"信德的殊恩。 梵蒂冈公会议 (Sess. 4 Cap. 的依据本处

的经文定断了教宗由御座上发言，即因他身任普世教会的导师，

为了他来自宗徒的无上权威，对全圣教会定应信或应守的道理，

赖天主在伯多禄身上预许的助佑享有不可错误的殊恩。 誓反教的

兄弟们错懂了这端依据圣经所定断的道理。 教宗定断应信的道理

不能错误，这并不是说他不能犯罪，事实上古代的教宗，有一二

位道德上容或不够水准，但是从未误定有关信德和伦理的道理。

原来教宗不能错误，是出于天主圣神暗中的护佑，并不出于教宗

个人的才能道德。 不能错误与不能犯罪绝对不容相混。 就像本处

所载的:耶稣没有阻止伯多禄犯罪，但耶稣却为他祈求了天主，

叫他不丧失信德，且叫他坚固他所管辖的人。 至于教宗在普通的

上谕、诏令、演讲、广播中所有的言论和教训，既不是"从御座

上发言"就碍不着"不能错误"的殊恩。 只是我们为尊敬教宗的

地位，也常该敬重他的言论。 至于他用私人名义所发表的某种意

见，既出了信仰和伦理的范围，更碍不着"不能错误"的殊恩了 。

4B 31 节耶稣连呼"西满"两次，表示关切和令他注意的意思 。 耶

稣平素往来时常用伯多禄的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西满"表示亲

爱之意。 但 34 节称他为伯多禄，也仅此次用了自己给他起的名

字，是为提醒他本应坚固不移如磐石。 可是i直至盏此时说话虽

出于爱耶稣的一片至诚，但因过于依恃己力，因此耶稣要让他

跌倒，显出他本来的脆弱无能。

@本段为路所独有，所说的是比喻之辞，预示大难已经临头，应

作紧急的准备。 耶稣先叫门徒回忆过去，打发他们出外传教时，

没有带什么日用品。 :3-6; 10:的，因为他们是耶稣所派的，到

"""'II(1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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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受民众的欢迎和招待。但从现今起，耶稣要受大难，也连累

了门徒。以前的顺境都己过去，现今应当效法远行的人自备银

钱食物，免受饥渴，并且还要带一把自卫的剑，若是没有，要

卖掉大衣，买一把护身。耶稣这话的意思不是教训宗徒仗恃武

力去保护自己，或叫他们营求日用养生之物，而是以借喻之辞

叫他们明白，险阻迫害和宣传天国的战斗已经来临，要加以提

防，并作勇敢应付的准备，就像远行的人行前所有的准备，和

应战的人去对敌的果敢。耶稣所说的时局的转变，就要应验在

自己身上，他好像作恶的犯人被捕，钉在十字架上。他引了依

53: 13 对受苦受死的默西亚所预言的话贴在自己身上。"因为那

有关我的事，快有终结。"按古叙利亚、苛仆特、亚美尼亚、爱

提约圣雅等古译本作"的确凡论我的事，必要完成"。照这些

译文来看，是说凡旧约中论耶稣的预言必要应验。若这样翻译

与上句有重复之嫌，因此现代的学者，多译作"因为那有关我

的事，快有终结。"即我现世的生活己到了快结束的时候。 36 节

的话，宗徒们照字面的意思懂了，以为耶稣说的是要用武力去

应付要来临的大难，所以就答说"这里有两把剑。"耶稣就对

他们说"够了!" "够了"二字不是指有那两把剑就可以御敌，

而是指结束餐厅中的训话，有"罢了"的意思(申 3:26) 。宗徒

既然不懂耶稣所说的比喻，耶稣便不再解释，到了宗徒真要用

武的时候，耶稣方才训导他们(22:44-5 1)。

@ 本段所记述的，比前二史简略，但有两节，即天使发现和耶稣

出流血汗一段，为其他圣史所元。路开头说:耶稣"照常往阿

里瓦山去"，是指 21:37 所提耶稣和门徒过夜的地方，犹达斯也

常去(若 18:2) 。耶稣与宗徒到了那里，就劝所有的宗徒祈祷，

免陷于诱惑。按前二史所记，这话是对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

说的(玛 26:41; 谷 14:38)0 41 节"遂勉强离开他们，约有投

石那么远"，是说他在忧苦的时候，本来愿意同所爱的人多聚首

一刻，但此时他已预知身临大难，为胜此大难，必须祈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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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叫了三位爱徒陪同自己到一边去祈祷。"约有投石那么远"

即约三十公尺左右，是离三位宗徒，或是离其他八位宗徒，按

路仅指离所有十一位宗徒。但对照前二史所载，似乎是耶稣离

三徒的距离，他领三位宗徒到一边去并劝他们在那里祈祷。自

己"就稍往前走" (釜 14:34) ，大概即行了蹬所记的投石那么

远。在月光下宗徒能清楚看见耶稣祈祷的姿势，也能听到祷辞。

路未记耶稣祈祷中两次来看宗徒的事，却给我们记下了另一段

宝贵的史料 (43 、 44): 耶稣在祈祷中有一位天使发现出来，他

来不是为撤去耶稣的苦爵，而是来坚固他，并增加他的力量，

叫他能痛饮这杯苦爵，完成救世大业。天使的显现，可能为三

位宗徒看见。关于得见天使的奇迹也是耶稣早已许给他们的

(若 1: 51)。天主叫他们一方面看见天使显现的奇迹，但另一方

面也让他们看一看耶稣身心所受的痛苦是怎样剧烈。"在极度恐

慌中" (éíy，ωtia): 按原文彼ωtxa 是指力士的角斗，因为这种角斗

必须施出身心全副的力量，荣誉与金钱全系于这一战，为此，

角斗前，没有不心中焦急恐慌的。后来此字泛指恐怖战栗之意，

另外指临终时挣扎的苦痛。此处即有此意。耶稣在祈祷中已预

见不久以后要受的那些史无前例的痛苦，他心灵上受的痛苦使

他全身战栗，忧闷得要死(玛 26:37 、 38; 谷 14:33 、 34) 。耶稣

在苦痛的挣扎中"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仅看经文的意

思，没有说出流血汗，而是说他流在地上的汗，像血一样。但

古今的学者，都认为耶稣所流的汗中泪和着血，且认为所出的

血汗，真是从他肉身上流出来的，因为心灵过于忧伤，或太受

剌激，能有此现象。医学称此现象为 Hematidrosis (血汗齐

出) ，此语见于亚里斯多德所著 Historia Animalium，田， 19。但

血汗齐出的例子，除圣经外，不见于其他记载。因此经学者多

以为耶稣出流血汗，是一种奇迹，非同寻常。"耶稣在极度恐慌

中，祈祷越发恳切"有的学者以为耶稣死命的挣扎与祈祷越发

恳切，是指耶稣的祈祷与天主的公义相争，因为耶稣是在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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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之间的中保: 一方面有天主的公义，另一方面有人类的

罪恶;照天主的公义，必要惩罚人类，若不惩罚有罪的人类，

就有伤天主的公义。 因此耶稣苦苦哀求，自愿设法抵偿赔补，

挽回天主的义怒。 按原文"恳切" 二字有"心诚"与"常久"

二义，即死命恳求，好像用尽了灵魂肉身所有的力量与圣父相

争，为此耶稣浑身出流血汗。 但不能说耶稣因恐怖怕死而出流

血汗，因为人恐怖时，血脉收缩，不得外流。 医师圣路加一定

明白此理。 关于 43 、 44 两节的经文的确实性，参阅本书引言，

十:路加福音的完整。 45 、 46 两节见前二史注释。

@ 按前二史，犹达斯一到了耶稣眼前，就口亲了他。 若仅按本处所

记 (47、 48) 他要口亲耶稣，耶稣即揭破了他负卖自己的暗号。

宗徒们此时见光景不好，就以为耶稣在餐厅论剑的事(36) ，现今

已到了实行的时刻，遂问耶稣可不可以拿剑来应付?耶稣还没有

回答，伯多禄就拔出剑来，削了大司祭的一个仆人玛尔昂的耳朵

(若 18: 10) 。 耶稣遂严禁宗徒用武，不但如此，仍以仁慈为怀，

显了一个奇迹，治好了玛尔昌的耳朵。 耶稣以仁爱和不抵抗的表

样，给宗徒指明了自己在餐厅中所论的剑是另有所指。

æ 52 节:耶稣没有向武装的士兵，而向司祭长，圣殿警官及长老

发问，因为这些人是捕拿自己的罪魁。 耶稣连在这光景上还表

现了他的神威。 耶稣除了说出他们因为怕百姓不敢在圣殿中逮

捕他外，又说:如今是他们的时候，是黑暗掌权的时候，是撒

赠同他的帮手行恶的时候。

@ 由耶稣被捕到解送比拉多衙门，前二圣史所记次序全同，后二

圣史各有其次序 。 路未提耶稣被捕后，解送到大司祭家中受审

的事，他记这事发生在天亮以后 。 因按犹太人审判犯人的规矩，

应在日间举行，夜间只可行一种私下考问的程序，不能判决定

罪。 路仅记载犹太最高议会日间的审讯 ( 66 ) ，未提夜间的审

讯。 路描述伯多禄否认耶稣的经过，不像前二圣史所用"起誓"

"诅咒" "这人" 等加重罪行的字眼，他对伯多禄似乎加以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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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顾情。 他写组垒盘三次背主，写得很轻，不像前二圣史写他

一次比一次更加重否认耶稣的语气。 按谷 14 : 66--70，伯多禄前

两次否认耶稣是由于同一个使女两次的询问，按路所记，是由于

三个不同的人的询问(参阅玛) 。 伯多禄第三次否认耶稣后，鸡就

叫了，应验了耶稣在餐厅中向伯多禄预言的话(36) 。 按谷 14:

"、 72 是鸡叫二次(谷 14:30) 。 路与玛 26 : 74; 若 18:27 同 。 伯多

禄背主后，路在 61 节给我们写了一段十分动人的插曲:大概大司

祭考问了耶稣以后，就派差役带着耶稣经过庭院往拘留耶稣到天

明的地方去 (6~6日，耶稣就在经过庭院的一刹那，转身看了伯

多禄。 耶稣的这一看，对伯多禄元异是晴天霹雳，使他立刻想起

耶稣向自己所说的话(36) ，就出去放声大哭，痛悔己罪。

@ 按玛和谷所记凌辱耶稣的虐行，是在夜间审判之时，路既没有

记载夜间的审判，这段插曲，就归之于看守耶稣的差役。 耶稣

便成了他们消磨时间和戏弄的对象。"预言"，即以耶稣为假先

知 。 "说了许多别的侮辱的话"耶稣在受审问时明认自己为默

西亚和天主子，差役就以此来戏弄侮辱他。 详见玛 26 注卅二。

@ 按玛 27:1; 谷 15 : 1 所载的，暗示犹太人最高议会也举行了路本

段所记的审讯，因合法的审判必须在日间举行方为有效。 日间

的这次审讯是追认夜间所行的。 按 66 节所记的，似乎此次审判

耶稣的仪式，是在他们的议事厅内，此厅靠近圣殿〈详见历史

总论第三章二) 。 他们一开审，直接就问耶稣是否是"默西亚"

"天主子"，不再审查，也不叫证人来作证。 他们愿意根据耶稣

的口供，在总督前控告他妄自称王 (23 :刀，好容易定他的死

罪。 按 66 节"长老"本作"长老会" (参阅宗 22:5) 。 按此处所

记的审讯，仅是照法律的程序应行的形式，至于对耶稣应下的

定案他们早已议决，因此他们一开始审问耶稣，耶稣就对他们

说"如果我告诉你们……"，意思是抗议他们不合法的审判程

序，指摘他们还没有审察，就定人的死罪 。 耶稣自知不拘回答

什么，已不能挽回他们已下的定案 (67 、 68) ，耶稣遂清楚答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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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问题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大能者天主的右边。"意思

是说:在我受苦受死之后，要被举升天。 耶稣引用了他们所应该

认识的有关默西亚的经文，声称自己为默西亚，同时也说明了自

己与天主享有同样的光荣，同样的权能(达 7: 13; 咏 110) 。 犹太

人很明白耶稣的回答，遂齐声说"这样，你就是天主子了!"耶

稣肯定了所说的以后 (70) ，他们就认为耶稣说了亵渎的话，应当

处以死刑(肋 26: 16) ，不需要再有什么证人，因为他们是判官，

同时又是听了这亵渎话的证人。 详见玛 26 注卅一、卅二。

第二十三章

比拉多初审耶稣(若 18 : 28-23; 玛 27: 1 、 11-14; 谷 15: 1-5) 

1 于是他们全体起来，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 2开

始控告他说"我们查得这个人煽惑我们的民族，阻止给

凯撒纳税，且自称为默西亚君王。 " 03 比拉多遂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他说"你说的是。 "4 比

拉多对司祭长及群众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

来 。 "5他们越发坚持说"他在犹太全境，从加里肋亚起，

直到这里施教，煽动民众。 " f) 

解送黑落德前

6主仁堂垄昕了，就问坚壁是不是加里肋亚人。7 既知道

他属黑落德治下，就把他转送到黑落德那里。 这几天黑落

德也在耶路撒冷。8黑落德见了耶稣，不胜欣喜，原来他早

就愿意看看耶稣，因为他曾听见过耶稣的事，也指望他显

个奇迹。9于是问了显堡许多事，但显堡什么都不回答他。

10司祭长及经师们站在那里，极力控告他。 11 墨蓬堡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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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侍卫鄙视他，戏笑他，并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把他解

回比拉多那里。 12黑落德与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了朋

友，因为他们原先彼此有仇。@

耶稣被判死别〈要 27: 15-26; 釜 15:6-15; 袤 18:38b-40; 19: 16) 

13 比拉多召集司祭长、官吏及人民来 14 对他们说:

"你们给我送这个人来，好像是一个煽惑人民的人。看，

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而你们告他的罪状，我在这人身

上并查不出一条来 ;15而且黑落德也没有查出，因为他把

他又解回我们这里来，足见他没有做过应死的事。 16所以

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17每逢节日他必须给他们释放

一个囚犯。 18他们却齐声喊叫说"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

放巴辣巴! "19 巴辣巴原是为了在城中作乱杀人而下狱的。

20 比拉多又向他们声明，愿意释放耶稣。21他们不断地喊叫

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 "22 比拉多第三次对

他们说"这人到底作了什么恶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

么应死的罪状来。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23但是

他们仍厉声逼迫，要求钉他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喊声，越

来越厉害。24些韭垒遂宣判:照他们所请求的执行。25便释

放了他们所要求的那个因作乱杀人而下狱的犯人，至于耶

稣，却交出去，让他们随意去办。@

十字架苦路(玛 27:31 、 32; 谷 15:20 、 21; 若 19: 16 、 17)

26他们把堕壁带走的时候，就抓住一个从田间来的基

塾迪人直遍，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叫他在耶稣后面背

着。 027有众多的人民及妇女跟着堕壁，妇女捶胸痛哭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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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8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女子!你们不要哭我，

但应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29 因为日子将到，那时人

要说:那荒胎的，那没有生产过的胎，和没有哺养过的乳

是有福的。30那时人要开始对高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

对丘陵说:盖起我们来吧 !31 如果对于青绿的树木，他们

还这样做，对于枯稿的树木，又将怎样呢?"32另有两个凶

犯也被带去，同耶稣一起受死。 @

被钉在十字架上(玛 27:33-44 、 48; 谷 15: 22-32; 若 19: 17-24) 

33他们既到了那名叫髓楼的地方，就在那里把耶稣钉

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凶犯:一个在右边， γ个在左

边。34耶稣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

做的是什么。"他们拈阁分了他的衣服。 035 民众站着观

望。首领们嗤笑说 "别人，他救了，如果这人是天主的

受傅者，被选者，就救他自己吧! "36兵士也戏笑他，前来

把醋给他递上去 37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就救你

自己吧! "38在他上头并有一块用希腊、拉丁及希伯来文字

写的罪状牌"这是犹太人的君王。" 839悬挂着的凶犯中

有一个侮辱耶稣说 "你不是默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

们吧! "40另一个凶犯应声斥责他说"你既是受同样的刑

罚，连天主你都不怕吗?41 这对我们是理当的，因为我们

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

正当的事。"42随后说"耶稣，当你带着你的国权来临时，

请你纪念我! "43耶稣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

同我在乐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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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死(费 27:45-47、 50 、 5午56; 釜 15:刀、 34、 37-41 ;若 19:28-30)

44这时大约已是第六时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

时辰。45太阳失去了光，圣所的帐慢从中间裂开了 。 4F)46 耶

稣大声呼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说

了这话，便断了气。6)47百夫长看见发生的事，遂光荣天

主说"这人实在是一个义人。"础所有同来看这景象的群

众，见了这些情形，都捶着胸膛回去了 。49所有与里壁相

识的人，和那些由加里肋亚随侍他的妇女们，远远地站着

观看这些事。@

埋葬耶稣(玛 27: 57-61; 谷 15: 42-47; 若 19:3也42)

固有一个人名叫若瑟，是一个议员，又是个善良公正的

人 51 这人没有赞同他们的计谋和作为， 一一是犹太阿

黎玛;武雅城人，一向期待天主的国。52这人去见比拉多，求

耶稣的遗体。因他把遗体卸下，用殆布裹好，安葬在由岩石

凿成而尚未葬过人的墓穴里。54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

了。目从加里肋亚同耶稣来的那些妇女在后边跟着，观看

那墓穴，并观看耶稣的遗体是怎样安葬的。56她们回去，

就预备下香料和香膏。安息日，她们依照诫命安息。@

@ 犹太公议会所定的死刑，必须经受命于罗马的总督审察认可后，

方能执行(袤 18:31)，因此那些议员定了耶稣的死罪后，就赶

快把耶稣解往总督比拉多，请他审判处决。他们直接告耶稣三

条大罪(一)他煽惑人民造反:这大概是为了百姓欢迎耶稣，

喜欢听他道理的原故(19: 35-40 、 46 、 48; 20:19; 22:50)0 (二)

禁止人民给星主皇帝纳税:这是故意曲解了耶稣给凯撒纳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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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话。 (三〉他自称为默西亚王:这称呼是耶稣最后几日常用

的。 按犹太人的思想，默西亚王要实在统治这个世界;既如此，

便与罗马相对抗。 犹太人却把耶稣自称为天主子的话对外教总

督搁下未提，只告他是造反作乱的分子，引起总督的注意，快

定他的死罪 。

@ 比拉多听了原告们所提的三条罪名，立刻明白他们把耶稣押来，

只是因宗教问题仇恨他，想治他一死。 比拉多对第三条罪名发

生了"怀疑"遂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四史全

同) 。 耶稣立即答应"你说的是。"又按若 18:36，耶稣还向比拉

多解释自己的国，不是这世界上的国 。 比拉多明白了被告的君

王之称既是纯宗教性的，自然对罗马帝国的安危受不到丝毫的

影响，遂向原告们郑重声明，被告没有应死的罪过。 原告们一

听声明耶稣无罪，十分气愤，又加重了控告耶稣的事，说他煽

动人民作乱，在全犹太即全巴力斯坦，由加里肋亚开始一直到

耶路撒冷各处宣传他的主义。

@ 比拉多一昕说耶稣是加里肋亚人，属黑落德安提帕管辖(3: 1 注

一，历史总论第二章，三)，遂把耶稣解送到黑落德行宫，因为

他此时正在圣城。 黑落德虽是个混血儿，总算是半个犹太人，

为尽教民的义务，并为取得人民的欢心，也来圣城过逾越节;

他占了阿斯摩乃朝留下的宫室，做自己来圣城的行宫。 比拉多

既知耶稣无罪本当释放耶稣，但他不敢违抗那些一心要定耶稣

死罪的犹太人，又怕他们以后在罗马朝延控告自己开释造反的

叛徒，他把耶稣解送到黑落德前，一方面可以卸去责任，另一

方面又可给黑落德一个面子。 按罗马法，法官可以审判在自己

境内犯法的外方人，但也可以把他解送到他出生的地方官那里。

比拉多既知自己已宣判耶稣无罪，那半个犹太人出身的黑落德

也绝不会与自己有不同的判决。 他如此行，可以证明自己所宣

判的有理(15 节) ，同时堵塞犹太人的口舌，镇压他们的狂妄，

从而实行自己释放耶稣的计划 。 黑落德一见耶稣解送到他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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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十分高兴，因为他早听说过耶稣所显的奇迹，还听人说:耶

稣也许是自己所斩的若翰由死中复活了，因此早想看看他 (9:

9) ，并希望看他在自己前显个奇迹 。 但耶稣对这位狡猾狐狸

。3:31) 和淫乱的"首长"所发的一切问题，概置之不理。 那

些跟来的司祭和经师也不断在旁控告他。 黑落德心知这个加里

肋亚人的不理不睬，完全是在藐视自己，于是恼羞成怒，便在

耶稣身上报复自己所受的耻辱，就同自己的侍卫一起任意轻慢

嘲笑耶稣，拿他当疯子，末了给他披上一件华丽的长袍，戏弄

他。 "华丽的长袍"按原文所指的是古代近东君王和官宦贵族人

在大节日所穿的礼服。 这礼服不仅好看，还发出一种光亮(宗

20:30) 。 黑落德拿耶稣当一个疯狂的王子戏弄，就结束了他的

审判 。 他既拿耶稣当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间接也推翻了犹太人

所告他的一切。 随后又将耶稣送回比拉多街门，因为他把耶稣

交来是对自己表示尊重，如今将耶稣交回，放弃自己的权利，

表示他对比拉多的尊重，也表示他与比拉多的看法相同 。 他们

原来是仇敌，因这事竟成了朋友。 他们结仇的原因，据学者推

测是指 13: 1 所载比拉多在圣城屠杀加里肋亚人的事;也许是史

家若瑟夫所载的:黑落德当时在中东是提庇留皇帝的耳目，侦

察星旦在中东的官吏 (Ant. Jud. XVIII , 104-10日 。 6-12 是蛊特

记的一段，不见于其他圣史。 路多次记黑落德和与他有关系的

事迹。 参阅本书引言五。

@ 由 13-25 节与前二史所记大致相同 。 但路所述条理分明:比拉多

三次强调耶稣无罪， 三次想法开释 (14 、 16 、 20 、 22 等节) 。 犹

太人三次疯狂地喊叫处死耶稣，且要求钉他在十字架上 (18 、

21 、 23 等节) 。 按路所述，耶稣被定死罪，绝不是为了造反，而

是因比拉多的怯懦，放了巴辣巴，钉死了耶稣。 O 比拉多见黑

落德又把耶稣送到自己跟前，迫使自己了结这个案子。 如今他

要想在犹太人前显出自己是个护法的罗马人来，坚持要以法律

来审判 。 他第二次开庭时，仍强调初审时所宣判的 (4 节)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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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另一个理由:说墨蓬壁也查不出耶稣的罪来。但是自以为

有法律精神的芝圣人，却下不合法的判决"所以我惩治他以

后，便释放他。"这"所以"二字实在犯了逻辑的严重错误。两

位长官既明知被告无罪，用"所以"下判决，怎能自圆其说?

"惩治"按原文含有教员责罚学生的意思。惩治无罪的人怎能算

合法?况且所说"惩治"是用的鞭打的酷刑。按芝旦茧，鞭刑

是犯人钉十字架前或受其他死刑前所应受的刑法。怯懦的比拉

垄既退让了第一步，第二步也难拒绝。他犯的这种错误是政客

为争取人心所用的"缓和剂"，是卫法之士所不齿的。

@ 蹬没有记述耶稣受鞭刑(~ 27:26; 釜 15:15; 若 19: 1)，只暗

示了两次 06 、 22); 也没记芝主兵凌辱耶稣的种种暴行(玛

27: 27-31; 釜 15:16-20; 袤 19:2 、 3) ，他只记大司祭的差役夜

间凌辱耶稣的事 (22: 63-65) 。耶稣两次所受的凌辱，不能视为

一回事。"他们把耶稣带走……" "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罗

主兵(36 、 47) ，因为当时只有他们钉人在十字架上。关于帮助

耶稣背十字架的西满，详见前二史。

@ 仅暨给我们记述了耶稣赴刑场时警惕了哭悼自己的妇女。她们

不是 49 节所说的组旦旦旦来的妇女，因为此处耶稣称她们为

"堕监盘透女子"。按盐主经师的文献记载 (Sanhedrin ， 43a) , 

在里堕盘透曾经由贵族妇女组成一个善团，目的是给往刑场的

死囚喝一种香料搀和的酒，使犯人麻醉，减轻他的痛苦。哀哭

耶稣的这些妇女也许是属于这善团的。她们一定也听说过耶稣

的大名，知道他受钉十字架是出于法利塞党和大司祭等的仇恨。

她们杂在人群中跟在耶稣后边捶胸号眺是出于同情心。耶稣看

见那些怜悯自己的妇女，就忘了自己的痛苦，引起了对圣城怜

悯心，叫她们不要哭自己，而要哭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子女于不

久的将来要受的大难 (21: 20-24) 。因为大难来时，这城里的居

民没一个幸免的。那时，子女众多而被称为有福的妇人，比无

子女的更要痛苦，因为除了她们自己受苦外，还要分受子女的

『咽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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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那些在犹太人前一向受羞辱的石女，那时是有福的，因

为她们只有自己受苦。求山倒下活葬自己的话，本是欧瑟亚先

知c1 0: 8) 预言撒玛黎雅人灭亡时的哀求。如今耶稣用于耶路撒

冷(参阅默 6: 16) ，意思是说，犹太人所受的苦如此剧烈，以致

希望快快的死去。 四十年后这些话在提托围困圣城时一一应验

了 。 据史家羞翠玉(臼Be110J叫. VI , 3 , 4) 记载:有一个名叫堕

利亚的妇女曾烹食了自己的孩子(参阅历史总论第二章，囚，译

文详见先知书中册，哀 4 章注五)，在这段骇人的事末尾，史家

说"饿得发狂的人盼望快死，以为早死的人更是幸福，因为不

再活着受苦了 。"耶稣接着又向妇女们用了另一个比喻，说明自

己无罪受这惨无人道的死刑，而那些穷凶极恶的犹太人更当如

何!耶稣自比"青绿的树木" (旧约的比喻中:茂盛树木常指义

人，咏 1:3; 耶 17:8) ，是说自己正在强壮有为之年，向来以救人

为怀，却有此下场;而那些己腐败的犹太首长如亚纳斯、 盖法

等，和那些为亚纳斯、盖法所迷惑而不自知的人民，一一耶稣比

他们为"枯稿的树木"已快到被审判的火焚烧的时候， 一一他

们的下场更是何等可怕呢〈参阅伯前 4: 17-19)! 32 节又特记在苦

路上与耶稣同行的还有两个强盗，这是拿耶稣当强盗的首领。

@ 大概耶稣在手足被钉时，求圣父饶恕钉死他的人们 。 按耶稣祈

祷的口气是为一切钉死他的人，可是首先不是为兵丁，因为他

们只是奉命执刑的人，而是为那些政教首长和被他们煽惑的人

民，因为是他们一致逼迫比拉多钉死他。 "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

是什么"，这并非说他们是无罪的，而是说犹太人不完全明白他

们是杀害了天主子，也不明白犯的罪是怎样的穷凶极恶。 日 后

伯多禄和宗徒们向犹太人讲道时，多次原谅他们杀害耶稣是出

于无知(宗3= 17; 13: 27) 。 耶稣在受钉时忘了自己的痛苦， 反

为自己的仇人祈祷。他先前说"应祝福那咒骂你们的，为欺负

你们的祈祷" (6: 28; 玛 5:44) ，他先前所教的，现在亲自实行

了。他在坦至五堕山上躬行实践了他向全世界所宣布的爱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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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他不但不抱怨仇人，反而为仇人求赦，于是十字架便成

了前古后今最大的讲坛。

@ 由 35-38 节描写耶稣高悬十字架上的一幕，把百姓、政教首长和

兵丁对耶稣的态度，一一划清:百姓在旁观看，是出于好奇心。

首长们现在个个以胜利者自居，个个在十字架下，鉴赏他们死

仇的下场;不时还说上一两句讽刺的话，来讥笑这个十字架上

的被钉者，加增他的痛苦。 "被选者" (9:35) 是依撒意亚 (42:

1) 对默西亚的称呼，此称呼对耶稣十分恰当，但出自他们的

口，用意是在辱骂耶稣。 钉耶稣的士兵，本不是犹太人，见犹

太的首长讥笑耶稣，他们出于元知，就把十字架上悬的判语

"犹太人的君王"和别人所说"救你自己吧"的话，连起来轻

慢耶稣。 "犹太人的君王"出自罗马兵丁口中，不仅侮辱耶稣，

同时也含有侮辱犹太人的意思。 按此处所记，是兵丁讥笑耶稣时，

拿醋(即兵丁解渴所喝的搀醋的水〉送给耶稣喝。 按前二圣史所

记是耶稣高喊"厄里……"后，有一兵丁拿了醋给耶稣喝(玛 27:

47 、 48; 谷 15:35 、 36) ，似乎含有讥讽的意思。 但按若 19:29，给

耶稣喝醋是出于怜悯之情，因为他们听见耶稣说了口渴。 接诸实

情，若望是补正前三圣史所缺的。 38 节注释，详见玛 27 注十六。

@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4) 给犹太人开了痛悔的大门。

从耶稣的圣口中所发的第二句话 (43) 给右盗开了天堂的大门 。

仅路给我们记下了"七言"中的第一，二两句，以及右盗翻然

回头的奇迹。 按前二圣史所载"与耶稣同钉的强盗"也轻慢耶

稣，而路记载轻慢耶稣的只有左盗，他也同别人一样讥笑耶稣

说"你不是默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这话本无讥笑

之意，但他是以讥讽的口气说的。 他同别的犹太人一样很难相

信这位与自己同一命运的人能是默西亚。 他相信默西亚要征服

世界，是世上胜利的君王，决不能同自己陷于如此悲惨的命运

中 。 但是右盗己观察出耶稣的坚忍，又听见他为仇人求赦，为

仇人推语卸罪的话，心内已经感动。 一听左盗也讥笑耶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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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声责备他。按原文的意思是说:别人讥笑耶稣还算罢了，但

你这受同样刑罚的，怎么还说轻慢他的话呢?随后他明认自己

的罪，说他们二人受此刑罚是应当的;同时也承认耶稣是义人，

从未行过什么坏事。右盗既如此忏悔认罪，圣宠的光就照亮了

他的心，不但叫他承认耶稣是义人，且也承认他为默西亚说:

"耶稣!当你带着你的国权来临时，请你记念我!" "带着你的国

权，"或译"到你的国中"按原文可作"带着君王的光荣来临

时"，是说:当他作凯旋的君王来临时，求他也叫自己在将来成

为他国中的一分子。右盗虽没有提默西亚一名，但他已承认耶稣

为默西亚。按犹太人的默西亚论，他们理想中仅有一位君王，即

默西亚要永远为王。大概这个强盗早已听说塑旦血人耶稣的大名，

说他怎样仁慈，显了多少奇迹，治愈了多少病人，也听说他宣讲

的天国。虽然右盗昔日也作奸犯科，现今却到了自己的末日，想

到了天主的公义是如何可怕，这话虽是向左盗说的，但把自己也

包括在内。他一想到身后，遂把自己交托给耶稣。但耶稣许给他

的远远胜过了他所求的。耶稣没有说"将来"，而说"今天"要同

自己在"乐园"里。按"乐园"或作"伊甸园"，在当时是指义人

死后所到的地方，那地方也称"亚巴郎的怀抱" (16: 22) 。 耶稣断

气后立即降到了"古圣所"此时右盗也与他同去，享受真福。 按

伪福音右盗名叫狄斯玛斯(Dismas) 。教会于三月廿六日纪念他。

4D> 44-49 节路所记耶稣临死时的情形与前二圣史大致相同，但路所

记的颇为简单明了，次第井然。他先叙述自然界的骤变，为真

主作证的可怖现象。耶稣死后，在场的外教百夫长和平常百姓

都幡然悔改，承认死者为一义人。最后提及与耶稣熟识的人。

此节注释，详见前二福音。圣殿的帐慢也在此时分裂，证明死

者真是默西亚，己除旧更新。按前二圣史的记载，帐I惶的分裂

是在耶稣断气以后。

@前二圣史记载耶稣临死时，大喊了一声，便交付了灵魂;路却

记下了耶稣死时说的第七句，即最未一句话"父啊!我把我的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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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交托在你手中!"按此句引自咏 31:6，本是达味在大难中把

自己交托于天主，求他保护自己脱免死亡的话。 但耶稣用此句是

把自己的性命完全再交回派遣他来到世上的父，他已甘心承受了

一切苦难和死亡，在世顺命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 2:8) 。

@ 执刑的罗马百夫长见到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似乎受到了一种异

样的感动，明认耶稣实在是个无辜受死的义人。 站在十字架周

围的群众，大半是求过比拉多钉死耶稣的人，一见这光景，就

哭泣捶胸回家去了，痛悔自己所行的这件伤天害理的恶事 。 此

时司祭和经师有什么态度，圣史们都未提及。 按圣史以后所记

看来，他们似乎没有表示悔改的态度(玛 27: 62-66) 0 49 节特

提出"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远远地站着……"，这些人由

于害怕或者兵丁不准他们靠近十字架，或者由于心中难受耶稣

的痛苦，不愿杂在纷乱的人群中，就在远处站着。 他们中也许

有门徒，还有尼苛德摩，若瑟阿黎玛;武雅等人;所说的妇女，

即 8:2 、 3 和本章末及下章所提到的妇女。

@ 路极口称赞若瑟阿黎玛式雅的品德和为人。 这人靠近加尔瓦略

山有一座庄院，在那里己为自己和家人在岩石内凿了墓穴(若

19:41; 玛 27:60) 。 玛 27:57 说他是个富翁，谷 15:42 说他是个

地位尊贵的议员 。 他既是这样位尊德高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敢

向总督请求，准许自己埋葬耶稣(详玛 27 注廿六〉 。 他埋葬耶

稣是照当时本国的葬礼，把耶稣安葬在为自己凿的墓穴内(参

阅若 19:40) 。 按圣史所载，耶稣断气时约在下午三点钟，这一

天是星期五，犹太人开始过安息日只余三小时，在如此短的时

刻内，若瑟要请求总督收尸，买麻布、香料、卸尸、洗涤、包

裹、停放、封墓等，必须都在黄昏前做完，他们行的一定十分仓

促，似乎也没有完全照以上所述的验葬的礼去行(详玛 27 注廿

七、廿八〉。 并且按 54 节所说，他们葬完耶稣"安息日快到了"，

按原文作"星快要出来"因为犹太人见出了星或屋内一点灯，

安息日即算开始。 若瑟等可能潦草从事，尸体没有抹得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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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看了，心中有些不满，于是便在回城的路上，再买了香料，

预备过了安息日再去细细涂抹圣尸 。 详见玛 27 注廿八。

第二十四章

传报耶稣复活的天便与妇女 (~ 28: 1- 10; 釜 16 : 1-8; 袤 20: 1-10) 

1 一周的第一天，天还很早，她们便携带预备下的香

料来到坟基那里 2见石头已由墓穴滚开了 。3她们进去，不

见了主耶稣的遗体。4她们正为此事疑虑的时候，忽然有两

个人穿着耀目的衣服，站在她们身边。5她们都害了怕，遂

把脸垂向地上 。 那两个人对她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

中找活人呢?6他不在这里，而已复活了 。 你们应当记得他

还在加里肋亚时，怎样告诉过你们7说:人子必须被交付

于罪人之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 日复活 。 "8她们

遂想起了他的话。9她们从坟墓那里回去，就把这一切事报

告给那十一徒及其余的众人， 10她们是玛利亚玛达肋纳及

约安纳并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其余同她们一起的妇女，

也把这些事报告给宗徒。 01 1 妇女们的这些话在他们看来

好像是无稽之谈，未曾相信她们 。 12伯多禄却起来跑到坟

墓那里，屈身向里窥看，只见有验布;就走了，心里惊异

所发生的事。 @

耶稣显现给厄玛乌二徒 (谷 16: 12 、 13)

13就在那一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村名

ffiEb皇，离耶路撒冷约六十"斯塔狄" 014他们彼此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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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发生的事。 15正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

们，与他们同行。 16他们的眼睛被阻止住了，以致认不出

他来。 17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着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

么事?"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 18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

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而不知道在那里这几

天所发生的事吗?"19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事?"他们给他

说"就是有关纳臣肋人耶稣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

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能力。2。我们的司祭长及

首领如何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钉他在十字架上。21 我

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伊撒尔的 。 可是， 此外还

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 。 22但是我们中有几

个妇女惊吓了我们;她们清早就到了坟墓那里，23没有见

着他的遗体，回来说她们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

了 。 24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遇见的事，如同

妇女们说的一样，到底没有看见他。 " Ø25耶稣于是对他们

说 "唉!无知的人哪!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

的心竟是这般迟慢 !26默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

入他的光荣吗?"27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

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 。 028 当他们临近了他们

要去的村庄，耶稣装作还要前行。 29他们强留他说"请同

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了晚上，天已经垂暮了 。"堕

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030 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

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 。31他们的眼

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 。32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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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给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

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33他们遂即动身，返回耶路

撒冷，遇见那十一徒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担谈论

说"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噩噩了。 "35二人就把在路上的

事及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坚壁，述说了一遍。@

耶稣显现给宗徒(若 20: 19-23) 

36他们正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耶稣立在他们中间，给

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37他们害怕起来，想是见了神

鬼。38耶稣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惶恐?为什么心里起了

疑虑?39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明是我自己。你们摸摸

我，应该知道，神鬼是没有肉躯和骨头的，如同你们看

我，却是有的。"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指给他们看。41 他

们由于喜欢，还是不敢信，只是惊讶，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42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

43他就接过来，当他们面前吃了。@

最后的显现〈宗 1: 4-8) 

4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

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诸凡梅瑟法律、先知并圣咏上指

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45 耶稣遂开启他们的明

悟，叫他们理解经书。46又给他们说"经上曾这样记载:

默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 47又必须因他的

名字宣讲悔改及罪之赦，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万邦。 @

48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49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

遣发到你们身上;至于你们，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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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穿上自高处来的能力。" æ 
耶稣升天(谷 16:19; 宗 1:9-14)

50耶稣领他们出去，直到贝塔尼雅附近，就举手降福

了他们。51 正降福他们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提升天去

了。但他们叩拜了他，皆大欢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臼常在

圣殿里[赞颂]称谢天主。@

01 节，四圣史相同。路随后直接记述妇女们见堵塞墓穴的圆石已

滚到一边去了，这是引她们惊讶的初步;及到了里面又不见了

圣尸，更增加了她们惊讶的心情。原来她们没有想到耶稣复活，

而只想耶稣的尸体被人偷去了，因而踌躇，不知如何是好。"主

耶稣"连用，宗与诸书信中常指光荣复活起来的耶稣，福音中

仅见此处。按此处记载她们进入墓洞后才有二位天使发现出来

(与若同) ，但按谷 16:5 她们进入墓洞时见一位天使坐在里面。

妇女们称所见的二位天使为"人"因为他们发现出来，取了人

的形像。但是当日在厄玛乌二徒口中己称他们为天使 (23 节)。

妇女看见他们的服装光耀夺目，知道是天上来的使者，惊骇是

自然的。天使向她们所传的喜讯，语气中略有责备的意思:坟

基本是安葬死者的地方，怎么能来这里寻找活人呢?因为你们

所找的耶稣复活了。以后天使提醒她们耶稣早已预言过的那些

话，是怎样实现了。这三四天内关于耶稣被交付人手、受难、

钉死的一切，都一一应验了，关于耶稣第三日，即今日耶稣复

活的事，也必定应验。天使拿耶稣说过的话，来提醒她们，她

们就想起了耶稣再三说过的话 (9:22 、 44; 18:31-33) ，也真信

耶稣复活起来了，并把这喜讯报告给十一位宗徒〈盐主塑己除

外)和别的门徒。按圣史记耶稣预言受苦、钉死、复活时，虽

没有说明妇女在场，但按 8: 1-3 耶稣于各处传道时，她们常跟随

服侍耶稣和宗徒们，对耶稣的这个预言一定也已有所闻。 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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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出三个妇女的名字，她们对耶稣的复活是很有关系的证人。

前二位已见于 8:2 、 3 ，第三个是壁垒鱼的母亲主型里(釜 16:

1) 。 谷未记约安纳，而以撤罗默来代替。 宗徒们对耶稣由墓中

复活的希望，比妇女们还少，因此他们视妇女的报告为元稽之

谈。他们以前的确不明白耶稣对自己的死和复活所说的预言

。 :45; 18:34) 。 只有藉不可否认的事实，才能感化他们的硬心

去相信耶稣真复活了 。 见 36-42 节 。

@ 伯多禄对妇女们所传报的，虽也怀疑，但为证验她们的话，就

跑到坟墓那里，看个究竟。 他见基中只留下脸布，就十分惊异，

这惊异是疑信参半的表示。 按若 20: 3-10，伯多禄是与若望同去

的。路只记伯多禄，因此有的学者以为伯多禄曾两次到坟基查看:

一次是单人去的， 一次是与若望同去的。 事实上也许伯多禄只一

次到过坟基，且是与若望同去的，路所记的不如若详细(参阅 24

节L 12 节不见于许多古卷，大概因与若所记的不同而被删去。

@ 耶稣复活当日发现给去旦旦皇的二徒，为蹬所独记。 釜 16: 12 

仅说"此后，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藉

了另一个形像，显现给他们"，所说的二徒不是宗徒，而是 9 节

所说十一位宗徒以外其余人中的二位: 一位名叫克罗帕 (18) 。

按学者的意见，这克罗帕即若 19:25 的克罗帕，他的妻子曾站

在十字架旁。按赫杰息颇(Hegcsippus 二世纪史家〉所载:克

罗帕与圣若瑟为同胞兄弟，即耶稣的叔父，他的儿子西默盎在

耶路撒冷主教雅各伯死后继任为主教，年九十八岁，殉道而死。

按古来的传说:那位与克罗帕往厄玛乌去的另一位门徒，即克

罗帕的儿子西默盎。 他们二人于耶稣复活那天由耶路撒冷起身

时，己昕到妇女和伯多禄与若望由坟墓回来的报告 (22-24 ) 。

逾越节的正日过了以后(尼散月十五日) ，朝圣者不必整八日留

在圣城，第二日即可动身回家。 因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那天

离圣城回旦旦皇去。 关于旦旦皇村在何处的问题，近代学者颇

有争执。 按四一七世纪的教父都以玛加伯时代的厄玛乌(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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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 57 教父时称尼科苛颇 Nicopolω ，为二门徒所去之地，今

称因主星星(Arηwas) 此地为里却鱼，和复旦时代的一个重镇，

在圣城西约一百七十二 "斯塔狄" (约合三十二公里半) ，但与

蓝本处所记六十"斯塔狄" (约合十一公里)的小村庄不符，因

此流传于旦主星星的新约古抄卷为符合地理上的实在距离在

"六十"前加"一百"之数字，作"一百六十斯塔狄"。 但巴力

塑望以外的古抄卷全作"六十斯塔狄"又按 33 节所说二徒当

晚返回圣城的事，可知上述的厄玛乌城过于遥远。 因此十字军

时代按另一古传说，以今称谷贝布 (Qubeib) 的村庄为耶稣给

二徒发现之地，此村位于圣城西北十一公里，也正是六十斯塔

狄之数。 按考古家近年来的发掘，此村公元前三四世纪直到罗

旦时代常有人居住 。 在十字军所建之大堂中也发现所谓克罗帕

的住宅的遗址。 参阅 ELS nn. 960-986 。

。 他们正谈论和争辩的时候，耶稣走近他们，但他们的眼睛被一

种超自然的能力所抑制，认不出耶稣来，这样，他们可以自由

谈话，发表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耶稣也能慢慢开导他们，给

他们解释默西亚如此受苦受难，完全是为应验先知的预言。 "面

带愁容"是说近几天来的遭遇使他们神形苦恼，显露于外。 克

壁$Ë!的答话似欠和气，答非所问，责怪客人独对这几日来的大

事，竟无所闻 。 耶稣所问"什么事?"语调很和气，表示不但不

知出了什么事，且也愿意知道所出的事。 19-21 节二徒的答话，

不仅是他们二人对耶稣的思想，也可以代表当时所有门徒和宗

徒的思想 。 他们以耶稣是一位先知 。 "在天主前"是说天主赏

了他显奇迹的异能，因奇迹坚固了他的道理。 "在众百姓前"，

是百姓信他是一位天主所派来的大先知。二徒把钉死耶稣的事

归咎于犹太的政教首长，没有归咎于百姓。 门徒们把耶稣看作

拯救伊民的默西亚;但他们的看法还是一昧地希望他拯救犹太

人摆脱罗马人的统治 。 自 二徒的谈话上还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

的师傅仍怀信服、爱护和尊敬的心，不过摆在他们眼前的事实，

『咽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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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太残酷了，对这些初离善师的弟子打击太大，难免不败

兴失望。二位最后也把今晨在坟基那里所发生的事对那客人述

说了，似乎他们对妇女所得的显示和耶稣复活的事，还是怀疑

不信，主要的关键是他们自己"没有看见他"。 若是他复活起

来，应当发显出来，好叫他们信服。 "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

似乎说他们希望的，就是耶稣今天应复兴伊撒尔国，可是今天

依然没有实现，因此他们忧愁失望，离开圣城到乡间去解闷 。

@ 扮作陌生人的耶稣静听他们讲完后，开头就明明责备他们 。 责

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德，或因不信耶稣论自己复活所说

的预言，而是因为他们错懂了圣经，以为先知所预言的默西亚

是征服世界统治万邦的君王 。 他们至今还不明白默西亚必须经

过苦难，然后才进入光荣的道理(若 20:9) 。 因此他就把梅瑟五

书和先知书中有关默西亚的预言都一一给他们解释了 。 关于默

西亚必须受苦的预言，这几天已在他们前实现了，因此那有关

复活和光荣的预言也必定实现。 26 节"必须" 二字是耶稣预言

自己受苦再三重复的字眼 (9:22; 13:33; 17:37; 24:44) ，表示

默西亚所走的苦路，是天主势在必行的计划 。 耶稣给二徒说的

每一句话就像一只火把，炽热了他们的心，因此二徒当耶稣隐

没以后就说:当他给我们讲解圣经时，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 耶稣扮作陌生人发现，本为二徒的好处。 既已临近二徒所到之

地，还装作前行的模样，是给二徒一个挽留自己的机会。 因他

们受教和款待自己的好心，耶稣要显露真相来报答他们，并安

慰他们几日来的忧苦，也使他们作为自己复活的证人与传报者。

29 节对天晚的说法，大概指下午四五点钟(参见 9: 12; 谷 14:

15; 玛 6:35; 耶 6:4) 。

@ 耶稣与二徒就按当时坐席的风俗，侧卧在垫子上。 耶稣所行的

"取饼"、"祝福"、"掰开"、"递给"等仪式，原是犹太人普通用

饭时家主所行的;席间若是有位经师，这体面仪式就让他行。

二徒把这面子让给了这位精通经典的客人。 耶稣行完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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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徒的眼就开了，认出是耶稣来。 不必设想耶稣用了一种特殊

或惯用的分饼样子，以致门徒认出他来。 耶稣现在才叫他们认

出，是因为他己给他们讲明了十字架的道理，他们又恢复了对

真正默西亚的信德，在他们眼上所放的那元形的帘子(16) 遂

被揭去。 显现的目的已经达到，耶稣遂即隐去。 二徒既见了耶

稣，遂完全改变，不仅信耶稣复活，且又作了耶稣复活的见证

人。 当晚他们立刻动身返回圣城，把所遇见的事报告给宗徒和

别的门徒，他们到了宗徒聚集的地方，还没有报告自己的事，

宗徒们就先向他们说了耶稣发显给伯多禄的事。 圣保禄于格前

15:5 也提过这次显现。 关于"分饼"的问题，古教父(另外西

方教父) ，和一些十六、十七世纪的神学家，认为 30 节耶稣所

行的是成圣体的动作 (22:19)0 35 节"分饼" 一词是教会初期

对圣体圣事的术语(宗 2:42; 20:7; 格前 10: 16) 。 但现代的学

者认为此处的动作仅是普通晚餐时所应行的动作，在耶稣增饼

的奇迹时也行过 (9:16; 谷 6:41) ，也是犹太人用饭时普通行

的。二门徒既没有参加建定圣体的事，现今怎样能知道是成圣

体，因而认出耶稣来呢?

@ 按此处耶稣显现给宗徒们的时间与上段的事紧相连接，是厄玛

乌二徒返回圣城向他们报告的当晚，若 20: 19 所提的也是此次

发现，即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二徒回来报告的时候，按谷 16: 13 

所说:他们仍不信。 因此耶稣发显，解除他们的疑团 。 按若 20:

19 的记载，那时他们因怕犹太人，门窗都已紧闭，几日来受了

惊吓的宗徒，更为小胆。 他们见一个人骤然立在他们中间，自

然惊惶失措，一定想是见了神鬼，有肉体的人绝对不能如此进

来。 耶稣先安定他们的心，就用普通问安的话向他们说"愿你

们平安!"然后叫他们看自己的手足，并让他们摸(若 20: 25 , 

27) ，为证明自己是从死中复活了，肉身还是他的肉身，他还是

他们的师傅，而不是神鬼，因为神鬼没有肉躯和骨头 。 耶稣复

活后的肉身已有四大奇恩:神光、神速、神透和神健，再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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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耶稣把手足指给他们看 ， 也让他们摸，耶

稣如此作，足够消除他们的怀疑了，但 41 节所述，宗徒们还是

不信。 这种迟迟不信的态度，似乎有些反常。 不过，该当承认，

他们这几天来，心灵上受的打击太大了，如今耶稣忽然发现，

光景骤变，因着见到耶稣的喜乐太大，明悟难以立刻清醒。 加

之，在狂喜的时候，容易发生错觉，使他们不敢相信他们的眼

所见的不误。 因此，耶稣又进一步证明自己实在是他们以前的

师傅，就向他们要吃的，虽然耶稣复活后的肉身是神性的(援

前 15:44) ，本来不需要饮食，但为在宗徒前证明自己实在有肉

身， 一定不仅是外面像吃，却也实在吃了(袤 12:19) 。 宗徒们

先前对耶稣这种不轻易信服的态度 (41) ，然后他们才信了，因

此他们对耶稣复活作证的证言，实在是不容怀疑的 。

@ 路在书末很快地就结束了自己的作品，由 44-53 节两段中只搜

集了耶稣所说的几句重要的话和他升天的事，而没有指出时间 。

若仅按本处所载:耶稣说完最后的预言，即领他们出城升天去

了，好像都发生在复活日的晚上，即 44 与 43 节相连， 50 与 49

节相连。 但是若看他写的宗 1:3-14，把此处叙述不全的事，特

别补充说"耶稣受难以后，用许多证据，向他们显示自己是活

的，四十天之久显现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他以宗第一

段来补充自己福音书的末段。 0耶稣最后训言的主旨是叫宗徒

们完全了解天主打发圣子到世界上来救人的整个计划:天主要

圣子必须藉自己的苦难、惨死和复活拯救人类。 这计划天主己

多次默示给先知，耶稣己数次用"必须" 二字表示天主在自己

身上所有救人的计划 (9 : 22 、 44; 17:25; 18 :31-33; 22 : 37 ) 。 耶

稣受苦而死，不是耶稣被人征服了，而是满足天主的计划 。 耶

稣的苦难、死亡、复活已成了铁一般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在

整个救世史上有什么意义，宗徒们必须完全明白，才堪作他的

证人 (48) 。 耶稣这最后的教训即是为这目的 。 这教训与他在对

厄玛乌二徒所说的相同，但是在这两处用字上有些区别，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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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价值。 对旦旦皇二徒圣史用"讲解"二字，叫他们明白

的，只是有关默西亚的预言。而此处说"耶稣开启他们的明

悟"，叫他们明白圣经 (45，参阅袤 16: 14; 费 1:18) ，使他们

的明悟不只靠人的推理，而是要靠"智慧和启示的神" (弗 1 : 

17) 懂得旧约，另外叫他们明白其中有关默西亚的预言都一一

在自己身上应验了，也使他们按其中己含的真义去讲解。耶稣

恩赐宗徒通晓圣经，是叫他们因他的名字去宣讲，即叫他们宣

讲耶稣是怎样的默西亚。讲悔改和罪之赦的道理，是说:叫人

为得默西亚的救恩，必须回心转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承认天

父为自己的大主 (8:3; 谷 1 :的，因此获得罪赦(1 :77; 耶 31 : 

34; 宗 2:38 等 5:30 等 10:39-43; 13:47; 格前 15:3 等〉。救

恩即是叫人摆脱魔鬼的统治，而不是像犹太人所想的是摆脱罗

马人的统治。"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为此处是犹太人的宗教中

心，宣讲福音也应从此处开始，又因为默西亚的救恩先许给了

犹太人，以后也许与整个人类，因此也向普世万民宣讲，犹太

人仅是传播这救恩的媒介而已。

@ 耶稣之所以派宗徒们去宣讲自己的福音，因为他们是堪当"受

派遣" ( "宗徒"一词的原文本意〉的见证人:他们三年之久亲

炙圣化，旧约指着耶稣所预言的，他们都亲眼看见在他身上全

部应验了 。 宗徒们也实在明了他们自己作见证的价值，日后在

传教时，他们再三强调这种价值(宗 1:8 、 22; 2:32; 3:15; 4: 

33; 5:32; 10:39 、 41 等 13:31; 另外 1: 22) 。耶稣为帮助他们

善做自己的证人，便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天父所许的恩惠

降临，这恩、许即指天主圣神，己在岳 3: 1-5 预言过。天主圣神降

临在他们身上，要把他们完全改造:以前是昏愚的，现在却成

了智慧的，以前胆小，现在却勇敢，公开宣讲耶稣为真正的默

西亚，且为证明这一切，甘愿殉道而死。 49 节耶稣所吩咐的话，

由宗可知是耶稣临升天前所说的。

@ 路极简略地以耶稣升天的事迹，结束了他的福音。 耶稣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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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袤 1: 3 是在复活后第四十日，到了那一天领着宗徒出城来，

向贝塔尼雅村走去，是说耶稣领他们出城后，往贝塔尼雅村去

的路上走去，这路先要越过阿里瓦山，贝塔尼雅即在山的东麓

09: 29) 。 按宗 1 : 12 的记载，耶稣没有到贝塔尼雅，而在阿里

瓦山上就升天去了。按古今的传说:耶稣升天的地点是在该山

的最高峰上，今仍有属回教徒的升天小堂，指明为升天的地点 。

参阅 ELS nn. 604 -652 。 耶稣临升天时，先照司祭祝福的仪式

(肋 9:22; 德 50:22) 祝福了宗徒。 51 节的意思是说耶稣这次离

他们升天，不是像复活后四十天内所有的显现后，忽然隐没了

。4:3 1) ，而是领他们到了阿里瓦山上，在他们前慢慢地升起不

见了，是用了一种隆重的外面仪式，结束了他复活后一切的显

现，此后他再不与宗徒有如以往的来往了 。 耶稣此次升天不是

说他在这以前不在天上，因为他复活后，已与他光荣的人性进

入了天主的光耀内(罗 1:4; 哥 1:18) 。 此次升天是表示耶稣救

世的大工已经完成，以后圣神来继续他的功业。 从此宗徒们虽

然肉眼在世上再看不到耶稣，但他在神灵方面仍永不离开他们，

因为他直到世界穷尽天天还同他们在一起(玛 28:20) 。 耶稣虽

升天去了，但宗徒们如今深信耶稣己复活，他们现今既有信

德，所以回城时，虽然离别了恩师，仍感觉莫大的喜乐，因为

默西亚胜利了 。 他们怀着这样喜乐的心情，天天进圣殿赞颂称

谢天主，参加一切恭敬天主的礼仪 。 此时圣殿为宗徒还是合法

的祈祷所，精神的真伊撒尔离开犹太教和它的敬礼是日后渐渐

发生的。路以在圣殿的敬礼开始了默西亚救世的喜讯，也以

"在圣殿里赞颂称谢天主"作救世者福音的结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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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福音引言

若望福音引言大纲:

导言:所请"若望问题"

第一章:若望确为本福音的作者

甲:若望其人其事

乙:若望为作者的证据

(一)外在的证据

(二)内在的证据

第二章:若望福音的写作问题

甲:地点和时代

乙:结构与分划

丙:目的与性质

丁:一贯、编排和经文

第三章:若望的神学(憨雯雯在外)

甲:降生的奥迹

乙:耶稣的启示

丙:耶稣救赎的工程

丁:信仰与教会

戊:末世论

导言:所谓"若望问题" (Quæstio J oannæa) 

若望福音51言

提起所谓的"若望问题"，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当批评学家发现

了"梅瑟五书的问题"时，在经学界中所掀起的风波与争辩。 近一

百五十年来，唯理派学者，对主望的著作一一道章、圭f言和鼓芝雯，

起了莫大的疑惑，因而兴起了许多的派别与学说，彼此争论不休。

今日为大家所拥护的意见与学说，明日便成为无人过问的落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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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学者们再努力另寻门路，设法解决各项问题，因而批评学家的

意见，日新月异，层出不穷 。 现在为使读者明了"若望问题"的症

结何在，特写了这篇导言。

所谓"若望问题"无非是讨论(一)是否若望写了这第四部福

音、默示录和属他名下的三封书信(二)第四部福音是在何时写成

的(三〉它是否有历史的价值。

因为此处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只是若望福音，所以我们研究的

范围也只限于本福音 。 首先我们要讨论唯理派批评学家对本福音怀

疑的原因，然后我们再举出他们中所"赞成"的几派主要的意见。

唯理派批评学家对若望福音的历史性所怀疑的重点，在于若望

福音与前三部福音，即"对观福音"有许多实在无法相合的矛盾。

譬如:

(一)在记述地势上的矛盾:对观福音记载耶稣最初开始传教与

召选门徒都在加里肋亚(玛 4: 12 、 18 以及相对照处) ，若望则记载在

犹太境内(若 1:35 等〉 。 前三部福音记载耶稣教训群众常在加里肋

亚(玛 4:23 等) ，若望则记载在犹太境内(3: 22; 4: 1) 。 前三部福音

只记载耶稣一次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并死在那里(玛 19: 1 与相对

照处) ，若望则记载耶稣上过耶路撒冷五次 (2:13; 5:1; 7:10; 10: 

22; 12:12) ，并在那里讲过很多道理，然后才死去。

(二)在记述年代上的矛盾:对观福音记载耶稣开始传教是在洗

者若翰被囚以后(玛 4: 12; 谷 1: 14) ，并且传教生活仅仅一年，若

望则记载耶稣开始传教是在洗者若翰被囚之前(3 :24 、 26 等) ，并且

传教至少有"数"年之久，因为若望曾几次记载耶稣去耶路撒冷过

逾越节 (2 : 13; 5:1; 6:4; 13: 1) 。 同样的事，若望与对观福音所记载

的时间又不同，如耶稣洁净圣殿的事，若记载在耶稣传教生活的初

期 (2:14) ，对观福音则记载在耶稣受难的前几日(玛 21:12 等〉。

同样，关于耶稣吃"巴斯卦"羔羊的日期与耶稣死亡的日期，若与

对观福音的记载，也不相同 。

(三)在叙事上与描写上的不同:前三部福音记事，有时言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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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羞望则喜加以铺张。参阅蹬 3: 15 等与聂 1: 19-34; 另 21:12; 釜

11: 15;路 19:45 等与若 2:13-22; 玛 8:5; 路 7: 1-10 与若 4:4ι54;

玛 14: 13-21; 谷 6:32-44; 路 9:10-17 与若 6:1-13; 玛 14: 22-33; 谷

6: 45-52 与若 6:16-21; 玛 26:6-13; 谷 14: 3-9 与若 12: 1-8; 玛 21: 1-

11 ;谷 11:1-10; 路 19: 29-40 与若 12: 12-26 等等。此外，关于耶稣

所显的奇迹，按孜理查音的记载，都是耶稣的慈心表示，但按轰，

都是一些象征的动作 (σTJf-lciα) ，是耶稣天主性的表现。按注觅道宜

的记载，耶稣宣道的对象是群众，按若，则是自己的门徒与政教的

首领。按对观福音，耶稣宣讲的内容偏重于伦理和末世论，按若，

则偏重于奥义与天主性。前三部福音记载耶稣宣讲时所用的文体是

简单的，坦白的，深人民间的，但若望所记载的，则是哲理的，抽

象的，富于象征性的。关于耶稣为谁的描述也大不相同:前三部福

音把耶稣描写为一个纯人，在耶稣传道初期，谁也没有认出耶稣是

谁来，连门徒们也没有认出耶稣是默西亚，直到伯多禄在凯撒勒雅

认主之时(玛 16: 13-20) ，才是第一次有人明认耶稣为默西亚。耶稣

亲自说明自己是默西亚，是天主子，只在受难的前夕(玛 26: 64-78 

与相对照处)。若则不然，一开始就表明耶稣是天主，且在传教初

期，便为人认出他是默西亚和天主子，并且耶稣自己也多次直接或

间接显露自己的身份与尊位C1: 15 、 29 、 35 、 41 、 49-51; 3: 11; 4: 26; 

5:16; 8:58; 9:36 等等)。

由于上列的各项矛盾，以及下面顺便要提出的种种原因，唯理

派批评学家才对若起了莫大的疑问，甚至否定了若望宗徒是本福音

的作者。究竟若望宗徒是否是本福音的作者，学者间的意见不一，

大致分为三系，今略述如下:

(a) 急进的唯理派学者，根本否认第四部福音为宗徒若望所写。

他们以为本攫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个直接或间接接触过耶稣的见

证人，因为本书中所包含的，并不是历史的事实，而是在静思中所

杜撰出来的玄论，是出于一位神秘信徒的手笔。较古的唯理派学者:

如鱼盔 (Baur) 、塑窒塑 (Strauss) 等，以为这位神秘信徒出生于第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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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纪末或第三世纪初 。 但现代的唯理派学者，不敢那么大胆地去

抹煞历史上的证据，于是便绞脑汁费心血地去搜索另一位较古的作

者。 他们苦心钻研的结果，是各自开辟了自己的前程。勒飞耳

(Rcville) 、罗阿息 (Loisy) 、托玛 (Thoma) 以为本书的作者应属于

基督徒的第二代，他的名字业已失传，应是生在亚历山大里亚并对

非罗 (Philo) 的哲学颇有研究的一位信仰基督的犹太人。 文狄市

(Windisch) 则以为这位信仰基督的犹太人应生长在叙利亚。 巴贡

(Bacon) 等则以为这位信徒受圣保禄教义的影响很深，应是一位厄

弗所的教徒。包厄尔 (W . Bau町)等，则以为本书的作者，是一位

不留名的作者，他想把希腊的宗教和哲学与犹太经师的神秘主义混

合为一。 勒南 (Rénan) 、爱斯肋 (Eisl町〉以为本福音的作者是异端

教主玛尔强 (Marcio) 。此外，尚有些学者以为本书的作者应是属于

诺斯士学派的一位元名氏学者，或者属于曼待派 (Man位i) 的信

徒，或者是一位姓名失传的才子，想把诺斯士主义与基督主义混合

为一 (敖摩德俄 Omodeo 等) 。

近来更有些唯理派学者想出许多使读者莫名其妙的意见，如克

盟主主:EÇ (KreyenbuhD 把本书的作者归于术士直孟的门徒整直堡

(Mcnander , cfr. Inst. Apo l. 1 , 26) 。 另有些学者则归于耶稣的朋友

拉臣禄， 或者纳塔讷耳，或者若望马尔谷(宗 15:37) ，或者盖法的

儿子若望(宗 4:6) ，或者尼苛德摩，或者一位元名氏的耶路撒冷的

信友……真是五花八门，各是其是。 那么总括以上的种种意见，按

照他们所有的科学批评方法，本书的作者应是一位一一厄弗所的长

老、进教的犹太人、归化的异教人、非罗学派的门徒、保禄的弟子、

姓名失传的大思想家、诺斯士派的拥护者、诺斯士派的反对者……

是由一人写成的，而又不是由一人写成的，而又是由许多人写成

的……按我们看来，这简直是旦旦:EÇ塔旁乱语的现象。 直至组豆

(Harnack) 针对这种现象说的好"这种的学说简直叫人拿批评学为

可笑的学问 。 "

( b) 缓进的唯理派学者:那些对史学颇有兴趣的人，尤其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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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研究史学的，以为本道宜的资料是由耶稣的爱徒若望而来，但现

有的福音却是另一个人所写的。这位执笔的人就是厄弗所的长老若

望 (Joannes Prcsbyter Ephesinω 。 直经组主(Harnack) 曾这样说

过"第四部福音是由长老若望按照爱徒若望所写成的。"由此，贝

尔纳得 (Bernard) 等都附和他这项意见。他们拥护这意见的理由，

是依据教父坦至整 (Papias) 的证据所下的解释。 关于且至1辈的证

据，我们在后另有详细的阐明，在此只简单地说:帕圣雅似乎对宗

徒若望与厄弗所长老若望加以区别。

此外，尚有许多学者，把若加以解剖，认为其中某一部分为若

的真笔，某一部分为日后所增添。 但论及哪一部分为真笔，哪一部

分为膺品，学者的意见，仍然莫衷一是。 因此，我们以为对这些各

是其是，各非其非，而得不到确切结论的意见，更好略而不提。

(c) 自第二世纪初叶直到现在，除了第三世纪有一些毫无任

何权威的阿罗琪派(反圣言派) (Alogi) 外，圣教会的学者和许

多上流的非公教学者，如哥德( Godet) 、委斯( Weiss) 、开耳

(Keil)、室里主彗 (Wes阳的、塾壁 (Sanday) 、墨蓝蓝 (Rcynolds) 、

莫耳通 (Moulton) 、仆路默尔( Plummer) 、萤讷( Feine) 、步黑

色耳 (Büchsel) 、赞 (Zahn) 、洛滨逊 (Robinson) 等，都以为本

福音除了论淫妇一篇 (8:1-11) 和本书结论 (21:24 、 25) 有疑

外，都是出于耶稣的爱徒，载伯德的儿子若望的手笔。并且自从

一九三五年公布了在埃及所发现的两篇本福音的几节经文后(为

第二世纪初叶的纸草纸 Rylands Library Papyri) ，尤其是从一九四

七年在犹太旷野发现了许多属于第一世纪的文献后，许多自由

派的学者，对"若望问题"的意见全部改观，至少他们承认若

元任何真凭实据，不能使我们否认本书是载伯德的儿子若望写

成的。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没有驳斥上述各项谬论的必要，因此，在

本书引言中，我们只愿意积极地证明与讲述本书为若的作品，成书

的地点与时间以及其特有的神学思想。本书的引言就此开始: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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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若望确为本福音的作者

甲 若望其人其事

"若望"这名字，按希伯来文，是"上主恩赐"或"上主是仁慈

的"的意思。在吾主耶稣的时代，这名字是很普通的。在新约内 ，

除了我们的圣史若望宗徒外，还记有若望马尔谷(宗 12:12) ，西满

伯多禄的父亲若望(若 1: 42) ，公议会的会员若望(宗 4:6) 和洗者

若翰(按原文若翰与若望同)。

若是载伯德和撒罗默的儿子，十二位门徒中长雅各伯的弟弟。

关于他的家世我们虽然知道的不多，但由圣经中我们知道他的父亲

载伯德是以渔业为生，并且还雇有工人(谷 1: 20 等)。由此可见，

若是出自小康之家。关于他的母亲撒罗默，从福音的记载上我们知

道，她曾为自己的两个爱儿求过耶稣赏他们作天国的大臣(玛 20:

20-28) ，并与其他的善心妇女一起跟随过耶稣，且供养过耶稣与其

门徒(谷 15:41; 玛 27:56; 路 8:3) 。在侍立于十字架旁的妇女中有

她(谷 15:40 、 41)，在复活清晨带着香料要去傅抹耶稣遗体的妇女

中也有她(谷 16: 1)。此外，古时的作者对撒罗默尚有其他的记载:

有说她是大圣若瑟前妻的女儿，有说她是克罗帕的女儿(若 19:2日，

还有说她是臣加利亚的女儿，但这都是些推测之辞，不足置信。近

来又有一种较近人情意味的推测，即是:撒罗默是童贞圣母玛利亚

的姊妹。如果这种推测不错的话，那么若与耶稣便是表兄弟了。由

此，无怪乎耶稣为何特别钟爱若，撒罗默为何敢向耶稣有所妄求，

耶稣在临死时为何把圣母托于若而不托于他人等等。但可情，这仍

是推测之辞，并无确切的依据。

若的父亲载伯德既以渔业为生，想来他的家乡必在提庇黎雅湖

附近，学者们以为可能是贝特赛达〈按贝特赛达即"鱼舍"之意)。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若当与伯多禄、安德肋、斐理伯为同乡。

若生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当国期间，大约在公元七、八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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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是盐主人的子弟，当然也按盐主人的习俗，自幼一面读经，一

面帮助他的父亲捕鱼。由他日后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默示录，我们

可以看出他对旦约经典有了怎样的造诣。此外，尚有一点应使我们

注意的，就是他的热诚。当他一听到洗者若翰在若尔当河岸开始宣

讲悔改的福音时，马上便由加里肋亚跑到犹太旷野，跟随了他，且

作了他的门徒(若 1: 35-39) 。 不久洗者若翰便把他和别的门徒介绍

给基督，于是他便成了基督的门徒。从此以后，若望的生活完全改

变，终身没有忘记使他改变的那一天和那一时刻(若 1:39) 。所以在

他所写的福音里，不但特别称赞他的第一位导师一一洗者若翰，并

且还详细地记载了自己怎样藉着若翰认识了耶稣，并怎样跟随了他

(若 1: 35-39) 。

若跟随耶稣的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若与伯多

禄等并不常同耶稣在一起，仍各自为生，不过特别信靠耶稣，看重

耶稣，仍从事"打鱼"的职业。 但过了几个月后，当耶稣在加里肋

亚海滨路过，再召叫他们时，他们才抛弃一切，跟随了耶稣(玛

4:21;谷 1:19; 路 5:1-11)，并与耶稣常在一起，由此便开始了他生

活的第二阶段"渔人"的阶段。

若的性情和他的哥哥雅各伯的性情都相当激烈。一次耶稣路过

撒玛黎雅时，一乡村的人不愿接收耶稣，他兄弟俩便大动肝火，愿

天上降下火来把那村庄烧毁，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路 9: 52-54) 。

大概就在这光景上耶稣给他们起名叫"雷霆之子" (谷 3: 17) 。

查、组至益和壁垒且是十二门徒中耶稣所特爱的三位门徒，当

耶稣复活雅依洛的女儿时(谷 5:37) ，在大博尔山上显圣容时(玛

17:1-13) ，以及在山园中忧苦析祷时(釜 14:33) ，常带着他们三位。

但在这三位门徒中，羞尤为耶稣所钟爱。因此，唯有若在晚餐厅中

能依在耶稣的怀里，唯有查，蒙耶稣将自己的母亲托付于他(若 13:

23 、 25; 19:26 、 27) 。 但若不但只蒙受了耶稣的爱，且也勇敢地还报

了耶稣的爱。当耶稣蒙难的那天晚上，虽然若也因一时的害怕，和

别的门徒同时弃主逃跑，但迫于爱耶稣的一片心情，立时转回身来，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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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了盖法街门，探听耶稣的命运究竟如何。 最后，他勇敢地跟随

耶稣上了加尔瓦略山 。 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了他的爱师所遭遇的痛苦

与惨死，亲耳听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言语与所有的嘱托…

因此，在他所写的福音里，把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所受的凌辱与惨

痛，以及身后埋葬之事，都一幕一幕地仔仔细细地给我们描写了出

来(若 18 、 19 章) 0 "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因为他是亲眼看见这事的

证人(若 19:35) 。

耶稣复活后，由圣经的记载，我们屡次见到若与伯多禄在一起。

因此圣保禄宗徒在致迦拉达人书信上，称他们二人为"圣教会的砾

柱" (迦 2:的 。

在新约中最末一次记载若名字的书籍是默示录(默 1:1 、 4 、 9;

22:9，轰望提童除外) 。 按照这本奥妙书籍的记载，羞曾"为了天主

的圣言，为了给耶稣作证"充军于巴特摩岛 。 如今我们要问:从保

禄宗徒在耶路撒冷看见了若后(迦 2: 功，到充军于巴特摩小岛，这

一段时期若曾在何处?曾作何事?此后，又在何时何地去世?为答

复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引经据典，因为经上没有明文的记载(默 2:

1-7 除夕忡 。 可是依据圣教会历代的口传，以及古代可靠的文件，我

们敢断定 (a) 若曾去过小亚细亚，并定居于该省的省城厄弗所;

(b) 罗马皇帝多米仙(Domitianus) 从该城把他放逐于巴特摩小岛;

(c) 皇帝死后，回归厄弗所，在此写了第四部福音与其他三书，然

后寿终正寝。

若曾住在厄弗所的事实是有历史根据的 。 由第二世纪末，非洲、

高卢、罗马和厄弗所本城各教会都已公认若曾定居于厄弗所。 恐怕

读者要惊奇为什么我们要急于谈论这问题。 这是因为五十年前，曾

有些学者，依据几项毫不足信的文件，竭力证明载伯德的儿子若望

从未到过小亚细亚，反而与他的哥哥雅各伯于公元四四年在耶路撒

冷为黑落德所杀(宗 12: 1 、 2) 。 如果这种假设有根有据，那么本书

的作者显然不能是耶稣的爱徒若望了 。 为了这种学说目前尚有它的

余威，我们不得不分别地检讨一下他们所依据的文件，是否有值得



861 若望福音51 言

相信的价值。

施瓦兹 (Ed. Schwartz) 等为证明若望死于公元四四年，曾提出

了下面的几项文件作依据:

(1)窒堡城的主理鱼的著作基登堂里 (Philippus Sidetcs 生于第

五世纪) :在这本著作里，作者曾引用了帕圣雅的一段话说"神学

士若望和他的哥哥雅各伯曾为犹太人所杀。"

关于这项文件，我们应注意下面数端 (a) 斐理伯的原著业已

散失，目前所存留的只是属于第七世纪的一个纲要 (b) 针对斐理

伯所写的基督教史的历史价值，索客辣，武在他所著的圣致~内写了

这样的评断说"尽管旁人怎样评断斐理伯的著作，但我却说:斐理

伯把事件发生的时代弄得非常混乱……" (Socrates , Historia Ecclcsi

astica , liber vn , cap. XX XlI, PG 67 , cc. 799-801); (c) 其实，如果

读者仔细研究一下斐理伯的那段话，便可看出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

按他所用的名词来讲，帕圣雅曾称若为"神学士" Cò OêOÀÓYoS) ， 但这

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神学士"这名称是第四世纪末叶才有的，

生于第二世纪的帕巫雅又怎能应用这名词呢?

再者，在第九世纪时，有一位名叫额俄略哈玛托罗的希腊隐修

士 (Grcgorius Hamartolos) ，也写了一本主鼓空袭( Chronicon 

Brevc , PG 110) 。 此书的一种第十四世纪的抄卷里 (Codcx Coislinia

mω ，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多米仙死后，讷尔瓦 (Nerva) 继位仅

有一年，他曾叫若望从岛屿回来，恢复了他的自由，并许他住在厄

弗所。那时十二位宗徒中只有他尚健在。他写了一部属他名下的福

章后，便去了世。看见这事的耶辣颇里城的主教帕巫雅，在自己的

著作‘主宣逆蟹'第二卷上，曾说他为盐主人所杀。这样，他与他

的哥哥都能满全了基督对他们所说的预言。"明白的读者谁也可看出

在这段话里明显地分为两段:作者自己的一段和帕圣雅的一段。这

两段话根本无法相合:如果若真的与他的哥哥一起在四四年上为犹

主人所杀，他又怎能活到讷尔瓦在位 (9ι97) 的时代呢?此外，欧

鱼篮和其他古代的教父都读过坦至1壁的全部著作，但谁也没有提到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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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圣雅有这段话的记载。

(2) 三部意金圣A旦雯:即叙利亚教会的(出于四、五世纪左

右) ，亚美尼亚教会的(未知何时) ，和迦太基教会的致命圣人目录

(出于六世纪初) :在这三部目录内都记载着若与雅各伯在耶路撒冷

致了命。对这论据的答复是(一〉若这名字可能是指洗者若翰(按

原文若望与若翰字同); (二〉也可能是三处教会在礼仪上将兄弟二

人的瞻礼放在同一日上庆祝。称若为"致命者"也不是没有理由，

因为若确实于多米仙在位时受了致命的痛苦，并且按照德都良的记

载，若还在罗马曾被人投进沸腾的油锅里，因了天主的神迹，他不

但未曾受害，反而比先前更为年少，更为健康。

(3)吾主耶稣向载伯德的儿子所说的预言"我饮的爵，你们必

要饮，我受的洗，你们必要受" (谷 10:39; 玛 20:23) 。按施瓦兹等

学者的意见，这一段话，无论是"事后预言"也好，或者是真正的

"事前预言"也好，决不能指示若安然去世，而应指示一种惨死。但

这种论断于理不合，因为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一个宗徒曾

能想到耶稣将要惨死，所以这两个比喻"我饮的爵"和"我受的

洗"只能表示那兄弟二人将来的命运与耶稣相同。当然如今我们明

了了这两个比喻包含着遭难的命运(默 14:10; 16:19; 18:6，然而咏

16:5; 23:5 的"爵"却指示"福分");并且无疑地这也是真正的预

言，而这预言在公元四四年，当雅各伯为黑落德阿格黎帕杀害时，

应验了一半，四十年后当年老的若望被放逐到巴特摩小岛上时，又

应验了一半。不然的话，圣保禄怎能于公元五0年上在耶京见到了

若(迦 2:9) ，不然的话，我们也无法明白，为什么圣路加在宗徒大

事录 12: 1 、 2 只提到雅各伯致命，而丝毫未提及若的事。所以一般学

者都以为若活到第一世纪末叶，正如古代的教父们所记载的，就如

圣依肋乃曾记载说:若在多米仙迫害教会后〈九五一九六年左右) , 

写了他的默示录。这便是一个对若活到第一世纪末的有力证明。所

以哈尔纳克称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学说为"批评学家的戏言"。这真是对

批评学家的一大讽刺。反驳了上面所提的似是而非的学说后，如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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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再进一步，证明羞曾到过坐里塑豆，并且定居于星星ør的事迹。

耶稣的爱徒若大约是在公元七十年前后去的小亚细亚，不然，

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保禄给弟茂德写第二封信时(六六或六七

年) ，只问候普黎亲拉，阿挂拉，和敖讷息佛洛一家，而没有问候若

望宗徒(弟后 4: 19) 。由此可见，若去小亚细亚是在六六或六七年以

后的事。

若去厄弗所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因为他是十二位宗徒中最

后一个去世的，他留在巴力斯坦已不易再有什么贡献，因为连续的

四年战争(六六一七0) ，已把耶路撒冷圣城完全摧毁;第二，因为

当时的公教中心已不在耶京，而已移至罗马，在那里伯多禄与保禄，

当尼禄皇帝时，以自己的鲜血为圣教会奠定了不可摧毁的基础;第

三，因为当时除了巴力斯坦和罗马外，正有一个人口众多，商业发

达，经济充足的亚细亚省在等待天主神国的光临，虽然亚细亚省的

教会是为保禄宗徒所创，但当他临死时，很感觉到这里的天主的羊

群需要一个勇敢有为的牧者，去应付寻机闯入的材狼(宗 20: 17-38; 

哥 2:6-23) 。天主上智的安排，正满全了保禄的希望，领导若到了小

亚细亚。当时的厄弗所便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若在那里大

约住了三十年。在这期间他一方面坚固那些己信教者的信德，另一

方面向那些未信教者展开了他的传教工作。当时各大城中虽已派定

了固有的主教，但若是那样年高德酌，以致教会中所有的神长和信

友都听他的指挥，并且这种尊严与权威也只有适合于一位宗徒。 这

可由默示录(尤其 1-3 章〉和他所写的三封信上找到有力的证明 。 这

四部著作，即使没有历史的外在证据，由其内容也看得出著作的地

方应是亚细亚省，何况其外在的证据又是相当的丰富(详见各书引

言〉。况且，由第二世纪末，韭迦、直E、罗马和小亚细亚各教会都

已认为若曾定居于厄弗所，并在该城写了福音。下面谈到第四部福

寰的作者为谁时，还要列举不少历史的证据，现在只提出五个证据

以作若望曾定居于厄弗所的依据。

(1)圣盒里JJ: 圣亟盟JJ虽是旦旦的主教，但他原是小亚细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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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是颇里加普( + 155) 的徒弟，颇里加普又是若望宗徒的弟

子，因此他也算是若望的门人了 。 他曾这样说"厄弗所教会是为保

禄宗徒所创的，后来若望住在他们中间(即厄弗所人) ，直到特辣雅

诺皇帝时代。 这样的教会实在是由宗徒们亲自传下来的一个真诚的

见证" (Adv. Haer.田， 34 , PG 7 , cc. 854-855) 。 他又说"此后

(即在玛窦、马尔谷、路加以后) ，吾主的爱徒，即那曾俯首于耶稣

胸间的若，当他住在亚细亚的厄弗所时，自己也写了一部福音"

(Adv. Haer.田，1. 1 ， PG7 , c. 845) 。

(2) 星星庄的主教堕里主~ (Polycrates): 他在一九0年为了保

存亚细亚省各教区历来对复活节所持守的风习，曾致书于罗马主

教一一教宗威托尔，他在信上说"在亚细亚的几颗大光明已熄灭

了·…..有十二位宗徒之一的斐理伯·…..还有俯首于主耶稣胸间的若

望，他作过司祭，‘把冠冕带在他头上， (出 29:6) ，也作过致命者和

师傅，他逝世于厄弗所" (Eus . Hist. Eccl. V 24.1 , PG 20 , cc.494-

495) 。

(3)圣犹斯定:他在一三五年与一位名叫特黎丰的犹太经师在

厄弗所城曾有过一场辩论，日后他将这场辩论写成了一本书，在该

书第八十一章内，他说"在我们这里(即厄弗所)曾有一人，名叫

若望，他是基督的宗徒之一，在他所蒙受的启示中说……" (Dialo-

gus cum Tryphone , 81 , PG 6 , c . 670) 。

(4)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他在一部名叫 "Quis dives salve

tur , 42" 的著作里，记载若怎样热切地留心亚细亚省各教区的事宜

说"在暴君(多米仙)死后，若从巴特摩岛回到了厄弗所;他从那

里出去视察临近的居民，或为设立主教，或为坚固该地教会，或为

把那些为圣神所指示的人，领人神职班……" (PG 9 ， α.647-65 1) 。

(5) 阿颇罗尼是第二世纪末叶的一位公教作者，他也曾记载过

圣若望编著默示录后，在厄弗所安然逝世。 (见 Eus. Hist . Eccl. 

5 . 18 , PG 20 , cc.479-482 0 ) 

此外，尚有许多为教父或古代作者所传下来的有关若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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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如愿多知道一些，可参阅至盗 CPirot) 所著的圣主要(张冬青

译，一九四一年上海土山湾出版)。

最后，在结束本节前，再附加几句有关厄弗所城中圣若望大殿

的事迹。这座大殿为犹斯提年 C]ustinianus) 皇帝在第六世纪所建，

可是这座威赫的大殿是建基在另一座更古的小堂上。因考古学家主

耳 CKeil)和待斯曼 CDeissmann) 挖掘这座大殿的根基时，发现了

一座属于第二世纪的小堂和一座坟墓。这坟墓当然因了许许多多的

战争和变迁成了空的，但似乎谁也不能疑惑这就是耶稣的爱徒羞望

的坟基。直到现在该地的土人仍以土耳其语称该地为"Aislouk" ，这

名称即是"的'ws dEOÀÓyOS" C圣神学士)的一个民众化了的简称。

乙 若望为作者的证据

(一)外在的证据

第二世纪时，全圣教会早已正式认定了前三部理宜，虽对第四

部理宣尚未正式认定，但却予以接纳，因为各教会都认此部道宣为

宗徒若的作品。假如当时圣教会不清楚地知道该书真是若的著作，

尽管此书写得如何神妙，如何显得是爱徒若的作品，圣教会也决不

会予以接纳的。就如在当时曾有一部名叫伯多禄福音的伪经，虽

然内中明明写着"我西满伯多禄" C 60 节)字样，但圣教会却没

有予以接纳。对其他的伪经也是如此。既然圣教会接纳了这部福

音，并认定这部福音为一位宗徒的作品，所以我们如今略举一些

属于第二世纪的文件，以证实本福音实在是耶稣的爱徒若所写成

的。在此特意只提出属于第二世纪的文件，原因是第二世纪后，

第四部福音的作者为若的口传已成了定型，直到第十八世纪谁也

未曾否认过。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才发生了所谓的"若望问题"见

本书导言。

在第四部福音问世后的一百年内，证明本福音为若所著的文件

是如此的丰富与如此的确切，致使草堂博士 CSanday) 惊叹说"使

我惊奇的，并不是在第二世纪中有关新约之证据太少，而是太多。"

这话说得并不过分，因为圣教会在狄欧克肋仙皇帝 C Diocletian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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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0日统治下受迫害时，教会的书籍几乎全部摧毁，那么留到

现在的文件，还真算不少。

首先我们先举出一些第二世纪的文件，以证明圣教会的作者，

以及异端教的作者和伪经的作者对第四部福音都有所认识，然后我

们再列举第二世纪中有关证明若为本福音作者的文件。

( 1 )第二世纪的圣教会的作者，与异端教的作者和伪经的作者

对第四部福音所有的认识

(1)圣教会的作者，如:

(A) 圣依纳爵( + 107-115?): 在圣人所留下的七封书信中，

虽然找不到一个逐字逐句援引若的例子，但内容却充满了若的神秘

学和精神，因此有许多批评学家明说圣依纳爵对于第四部福音非常

熟悉。 这话依我们看来也不算过份，因为圣依纳爵是颇里加普的知

心好友，圣颇里加普又是若的高足弟子，很可能的，并且可说近乎

确实的:颇氏曾交给了依纳爵一部若。 请参阅圣依纳爵的著作:致

里衷应在:贯 (Ad Ephesios) V2 =袤 6:33; 咂 1= 轰 13:20; X回 1= 袤

12:3; X Xlß 2= 若 7:4; XIX1= 若 12:31; 14:30; 16:11; 致玛尼西人

吏 (Ad Magnesios) 回 1 =袤 5 : 19; 10: 30; 8: 29 ;致空投A才~ (Ad 

Trallenses) 凹2= 若 12:31; 16:11; 致罗马人书 (Ad Romanos) 回到

=袤 4:10; 7:38; 絮主芷堡韭襄A吏 (Ad Philadelphios) 皿 2= 轰

15: 1 ;四 1 =若 3:8; 8:14; 16:8; 沮 1= 若 10:7; 9:14 。 此外，圣依纳

爵还善于引用若所惯用的一些特殊名词，如"肉"， "血"， "大司

祭"，"这世界的首领"等等 。

(B) 纸草纸文件:洛贝兹 (Roberts C. H.) 在一九三五年曾出

版了属于第二世纪初叶的两片残缺的纸草纸。 在一片上载着袤 18:

31-33 和 18:37 ， 38; 在另一片上载着若 5:39 、 45; 9:29; 7:30; 8:59; 

10:31 。 这两片残缺的文件是在埃及发现的，并证明为两本书的两

页 。 于是这两片纸草纸便成了第四部福音在公元一二0至一三0年，

已为教友们所通用有如前三部福音一般的铁证。 并且对若在此尤应

注意的是 : 一个属于第一世纪最后十年在厄弗所城中的产品，二三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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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便在皇:&流行了，请问:如果圣教会没有相信并承认这部费

音为一位宗徒的作品，那怎能有这样的结果呢?参阅 Révue Bibligue 

1935 , 344 sgg. , Lagrangc 。

(C) 赫尔玛的牧者(140-155) :在此书内曾有许多暗引若的地

方，如直至 (Simi !itudo) 第五 6:3。第九 16:2 等处 。 此外整笙亘还

引用了一些若为指示吾主耶稣所独用的名词，如"门" "生命"

等等。

(D) 帕巫雅 (+c. 150): 按欧色彼的记述 (Hist . Eccl. 阻 39.6 ，

PG 20 , cc. 295 , 300) ，帕圣雅一方面引用过若望一书一一该书为若

望福音序文;另一方面，在他的著作里，满布了若望福音的痕迹。

(E) 圣犹斯定(+ 163 或 164): 在圣人的作品中，处处充满了

圣若望的教义，凡关于"圣言"所讲的道理，完全以若序言c1 : 1-

18) 为依据，并且在他所著的辩护学上册里，还逐字逐句引用了若

3:3-5 0 (Apologia 1 , 61 , PG 6 , c.420) 。

此外，尚有许多圣教会的文件可作依据，唯因下段证明若为第

四部福音之作者时还应引用，在此从略。

(2) 异端教的作者:

(A) 切耳索 (Celsus + 178) :在他的著作里曾许多次引用了若

(关于他的著作应参阅望望主边的紧盟主爱达(Origenes: Contra 

Cclsum , PG 11 , cc. 641-1632) ，至少他引用过若 1 : 32; 6: 5-13; 

10 : 23; 1 2 : 31; 13: 2 、 27; 14: 30; 18: 25 、 27; 19: 2; 20: 1 、 11-18 、 24 、

29 等处。

(B) 撒罗满颂 (Odae Salomonis) :按普通的意见，这部书应是

第二世纪的作品，但不能确定作者是个公教信徒，还是个诺斯士派

的信徒。 这部著作既然是以诗体写成，当然不能逐字援引若上的语

句，但在我们细细研究之后，这五十九篇诗内，至少有十五处作者

曾明显地引用过差。并且第十二篇始终是依据若 1: 1-18 的"圣言"

道理写成的，第三十篇完全是依据若 4: 13 、 14 的"活水"而引申的 。

此外，第二十四篇还是依据若所著的默示录发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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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诺斯士派的作者:诺斯士派的学者，如瓦冷廷 CValenti

nus) 、巴息里德 C Basilides) 、玛尔强 CMarcio) 等，都引用过若。

他们引用的目的，是要依据这福音树立他们的左道。 尤可惊奇的是 :

第一个注释若的人，居然是诺斯士派的学者赫辣客良 CHeracleon) 。

CD) 亚述人塔齐雅诺 CTatianus + 172) : 他是第一个四史合编的

编辑者 C Diatessaron = Harmonia Evangelica) ，他不但引用了差，并

且还依据这部福音的时间次序编排了耶稣的行传。

(3)伪经:

出于第二世纪的伯多禄福音(120一130 在叙利亚) ，以及路齐约

加黎诺 CLcucius Charinus) 在一六O年左右所编的若望大事录 CActa

Johannis) 和出于第二世纪的复建吏萤 C Epistola Apostolorurn) ，对

若都有所认识，并加以引用。并且宗徒书信里还逐字逐句援引了若

1 : 14; 2: 1-10; 13: 34; 20: 29 等处。

由以上所列举的各项文件，可以证明，在第二世纪时，不但圣

教会的作者认识第四部福音，即连异端教与伪经作者也常加以引用 。

如今我们再进一步追问:是否该世纪的作者也清楚地知道第四部福

音为载伯德的儿子，耶稣的爱徒若望所写的呢?

cn) 第二世纪的教内与教外的作者证实本福音为若望宗徒的作品

(1)福音题名与福音小引:由第二世纪起，福音的题名与福音

的部数在圣教会内已有了定论，如圣依肋乃在提出了四部福音的名

子，即玛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后，马上郑重

地说"不能比这数目再多，也不能再少……这是圣教会的砾柱与根

基" CAdv. Haer. 3 , 11 , 8; PG 7 , cc. 884-885) 。 详见福音总论第

二与第三章。 除题名外，在许多属于第二世纪的拉丁抄卷里，在每

部福音前都附加上一篇小引言。 在这些小引言里，大抵说明此福音

为谁所作，何时所作以及为何而作等等事项。 看来这些小引言大概

是在罗马为攻击玛尔强派所撰述的 。 在若前的小引中，这样记载说:

"若望福音是若望尚在世时，自己所传出的，并交与了各教会，这是

若望的爱徒，耶辣颇里人，名叫帕圣雅的，在连蟹里，即他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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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卷主至连蟹里所述的。他在主望的口授下，正确地笔记了适宜。

但是异端人亘笙垫，因他相反差望的教义，为宗徒弃绝了 。 原来异

端人曾将主壁的神昆的文件或书信给他送了去。"这段小引中，似有

许多阙如 我们在此不愿加以讨论，可是大抵来讲，谁也不敢否

认它的古色。 所以按古人的意见，第四部福音是由若望宗徒所撰

述的 。

(2) 帕圣雅:帕巫雅大约生于公元七十年左右，死于一四0年

左右，或至晚应在一五0年 。 他是弗黎基雅省耶辣颇里城的主教。

他写了一部主主逆蟹，共五卷，可情早已失传，只能在坠鱼篮、*

肋乃等教父的著作看到一些吉光片羽 。 设若我们把古代教父对于帕

圣雅的生平所讲述的综合观察一下，帕圣雅应是:为若望宗徒所启

发的(按阿纳斯塔削语 S. Anastasius Sinaita) ，与若望同时的人(按

圣玛西米诺语 S . Ma仪Xlm盯ml口III让11n

P盹ho∞tiu山s 和复活节纪年 Cαhr咒1ro∞m比C∞O∞n Pas沉chalωe) 。 此外按希腊古教会的一

个口传，他在圣若望口授下笔记了第四部福音 (Catena PP. Graeco

rum , Fragmentum Cordcrianum) 。 但关于且至整最有价值的论者，

应是圣依胁乃和欧色彼。

圣依肋乃是很崇拜帕圣雅的一位学者，在他的"反异端论"里

(Adv. Haer. V 33.4; PG 7 , 2 , c.1214) 这样记载说"这也是若望

的门生，颇里加普的同志，帕圣雅老人在他所著的五卷书中第四卷

上记载的 。 "

欧色彼当初也随从了依肋乃的意见，在他的编年史中 (Chroni

corum Liber. n, PG 19 ， α551-554) ，也肯定了帕圣雅曾为若望宗

徒的门生，有如颇里加普-般;但在他所著的圣教史中 (Hist. Eccl . 

皿， 39 , 3 , PG 20 ， α.295-298) ，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而依据帕圣

整自己的话，否定他是宗徒们的门生。 因为按坠鱼篮的记载，且至

整只说了自己是 "由宗徒们的门徒领受了信德的规则 。"关于"帕巫

壁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细加讨论，至少应写一部相当有分量的书。

所以我们在下面，只将且至整所说的主要的话，译成中文，然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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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几句解释。 按欧色彼的记载，帕圣雅曾说"……若有作过长老门

徒的人来，我就询问他们长老所说过的话;安德肋、伯多禄、斐理

伯、多默、雅各伯、若望、玛窦或主的别的门徒所‘曾'说过的，

且询问主的门徒阿黎斯提翁和若望长老‘今F 所说的 。"由欧色彼

起，直到现在的许多批平学家，如热罗尼莫、加慕 (Camus) 、加耳

盎 (Calmes) 、墓主堕C]a呵uier) 、重组$ (Vcnard) 、立固垫、壁兰

整盐 (Gran由四son) 、主垦墓(Colunga) 、豆豆蓝里 (Vannutelli) 、

里塞 (Mari) 、望篮 (Huby) 、组盘旦盘(Casamassa) 、叠盟主聋

(Hilgenfeld) 、奎盟主壁 (Westcοtt) 、主堂皇笠 (Light foot) 、额俄

擎 (Grcgory) 、旦盔塑鱼 (Bernard) 、监笙组主 (Harnack) 等，都

依据这段话而推测在亚洲曾有两位若望: 一位是与伯多禄、安德肋

等宗徒并列的，这定是若望宗徒无疑;而另一位是与阿黎斯提翁并

列的，这位是若望长老，或称为厄弗所的若望。然而也有许多具有

权威的解经学家，如赞 (Zahn) 、越企豆豆 (Ho叩日)等，并不赞成

这种主张 。 他们以为欧色彼的结论，只是他个人的见解，因此不能

过份看重他的意见，而承认同时，或在一段相近的时期内，厄弗所

有两位若望。 实在地，若望宗徒与若望长老的生存问题，在经学界

中掀起了莫大的争论。 最使人奇怪的是:在欧色彼以前的作者都读

过帕巫雅的作品，但是谁也没有留意到这位若望长老。 圣依肋乃只

认识一位住在厄弗所的若望，即载伯德的儿子，耶稣的爱徒，宗徒

兼圣史若望。 如果若望长老实另有其人，为什么最初三世纪的口传

与历史竟对此人完全不提，这似乎有些令人费解。 因此关于帕圣雅

的这段记述，经学界的争论至今尚未平息。 我们在这里也不敢过于

大胆断定，但我们以为帕圣雅在这段话里只指示一个若望，即耶稣

的爱徒。 帕氏称若望为"长老"这话也不足为奇，因为若望自己在

书信上还自称为"长老" (若二、若三)。 至于帕氏为什么将若望的

名字提了两次:第一次与宗徒们并列，第二次与阿黎斯提翁并列 。

这可能是因为帕氏在写作时，若和阿黎斯提翁还活着，别的宗徒早

已逝世了 。 其实帕氏这段话，由希腊原文看来，分别得也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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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宗徒们时，用的是动词过去时，在提到羞望与阿黎斯提翁时，

用的是动词现在时。 因此当我们把这段话译成史文时，特别强调了

动词的时间性，前句添了一个"曾"字，后句加了一个"今"字。

这种主张，也有很多的著名拥护者，如赞、培;武松 (Pet町son) 、赫

处去豆、堡主鱼主o (D它 Fonsεα) 、盟圭 (Lcpin) 、且主皇 (Chap

man) 等是。 虽然我们不敢断定这种主张是正确的，但我们以为它比

前说较为妥善。

恐怕读者要问:难道这位圣教会的大史学家欧色彼对帕圣雅的

这段话错解了吗?我们的答复是:欧氏或者深受亚历山大里亚的圣

狄奥尼削( + c. 265) 的影响，因为这位伟大的圣人曾怀疑过默示

录的作者不是若望宗徒，而是厄弗所的若望长老。 因此欧氏为攻击

那些依据默示录而成立的"千年国说" (Millenarismtω 的异端教

人，便对默示录的作者为宗徒若望的确实性起了怀疑，于是他便认

定若望宗徒与若望长老是两位不同的作者，把第四部福音与若望一

书归于若望宗徒，把若望二书、三书和默示录归于厄弗所的若望

长老。

统观以上所述，得到的结论应是:这位耶辣颇里的主教帕圣雅，

虽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作家(欧色彼语) ，但总算是一个喜爱搜

罗历代传说的诚实搜集家。他很可能藉着他的故旧颇里加普认识了

宗徒若望，因此他的证言当然应有其相当的价值。不过，因了他的

天资并非十全十美，有时也搜集了一些无凭元据的故事一一-如"千

年国说"的故事等，无形中有时也能受到欺骗。 但决不能由此证明

他存心欺人。 因此，我们说:帕圣雅曾认识第四部福音和它的作者

查望宗徒，并引用了若 14:2 (见 Adv . Haer . V 36 . 2; PG 7 , 2 , c. 

1223) ，甚至连他所遗留下的极少数的断编残简，与若望宗徒的文笔

也颇类似(参阅 Hist. Eccl . 皿 39.6; PG 20 , cc . 295--300 ) 。 所以，

怪不得他常占圣篮盟主屡次所提起的"宗徒时代的长老" ( Presbytcri 

ApostolicD 中的首位。

(3 ) 圣盐盟主:圣盐星星约于公元一00年左右生于撒玛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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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塑企监WT城 (Naplus) ，在一六三至一六七年间致命于芝主。在前

面我们已经讲过，圣人曾逐字逐句引用过若 3: 3-5 ，并且凡他关于

"圣言"所讲的道理，完全依据若望福音(按德丰色加的研究:犹斯

定应用或暗引过若望福音至少有五十次之多)。虽然圣人没有明白指

出他所运用的福音是若望宗徒的作品，但他时常把圣教会所应用的

各部理宣称为"宗徒回忆录" (Memorabilia Apostolotum) ，并且当

他在一三五年居于厄弗所时，曾与一位犹太经师特黎丰有过一场辩

论，在这场辩论中他曾说过"不久以前，若望宗徒曾瞻望过默示录

中的异像……" (Dialogus cum Tryphone) 。请想:他能不知道他所

时常运用的那宝贵的福音就是这位若望的作品吗?

(4) 圣盟星星盖 (s. Polycarpus , 69一155/6): 关于圣盟里2日

普，我们先说明他与若望宗徒的关系，然后再讨论他是否认若望宗

徒为第四部福音的作者。

圣依肋乃特别敬仰圣颇里加普爱护传说的热情，因此便拜他为

师。他在向他的老友夫罗黎诺 (Florinus) 所写的信上说"当我还

在幼年时，在小亚细亚颇里加普那里，我看见了你在皇宫里从容行

事，并设法博得他的欢心。那时期的事情比较前不久所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更为清楚。这是因为人在幼年时所学习的一切，都紧贴在他

的心灵上，并深刻地留在他的心中。因此，我还能告诉你那至圣的

颇里加普谈论时所坐的地方，以及他的往来，生活的态度，和他身

体的形状;还有他对民众所讲的道理，以及按他所说的，他与若望

和其他曾看见主的人所有的密切关系;他又怎样时常提起他们所说

的话，和由他们所听来的关于吾主的一切事。凡关于"生活的圣言"

所讲的道理和所行的奇迹，颇里加普全受教于那些曾见了这"生活

的圣言"的证人，并照此予以讲述，因此他所讲的一切全与圣经相

合。当时我蒙受了仁慈天主的恩赐，仔仔细细地听到了这一切， 虽

然我没有记在纸上，却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中，并且因了天主的恩赐，

现今仍常反复寻思……" (H川. Eccl. V 20 , PG 20 , cc. 483-486) 。

同一的作者在反异端论中又说"颇里加普不但受教于宗徒，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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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主的人有往来，并且还被住在里组里的宗徒们立为盟主塑教会

的主教。我幼年时曾见过他，因为他活的年纪很大，他在老年时慷

慨光荣地致了命，别了此世……" (Adv. Haer. m 3. 4; PG 7 , cc. 

851-852) 。由这两段记述，可以推论出圣颇里加普曾作过若望宗徒

的门生，而依肋乃幼年时曾就学于颇里加普。我们读了圣依肋乃的

著作，看他怎样重视历代的传说，怎样引用圣羞望所著的理宜，对

亚细亚省教会的情形怎样地熟悉，实在不明白施瓦兹等怎样敢说依

肋乃曾把若望宗徒换为厄弗所的若望长老。假使古代的文件，没有

历史的价值，就请各人任意主张各人的意见好了;然而，如果认为

这些文件具有历史的价值，按理就得予以相信。那么，前面所引证

的那两段记述，说明了盟里组查是羞望宗徒的弟子，而盒里F1是盟

里加普的门生。如今我们问:颇里加普是否认若望宗徒为第四部福

音的作者?颇里加普的著作存留至今的，只有一封致斐理伯人书

(译文见吕译宗徒时代的教父二一九一二三四〉。在这封信内，圣人

曾按字引用过若- 3:8，并暗引过若二 7 节和若 13: 5 、 17; 15:16 。

他既是圣若望宗徒的门生，他也必定知道他所引用的是自己老师的

作品。

(5) 圣依肋乃 030-202) :圣依肋乃可说是圣教会里第二世纪

中的最大的神学家。他为详解吾主的道理，并为驳辩各种异瑞邪说，

写下了许多著作。虽然他的著作一大部分业已失传，但只由他目前

所存留的著作中，也足以使我们得知他学问的渊源，与他详解道理

和辩驳异端所用的方法。圣人的学问的来源，一方面固然由于熟知

新旧约全书，但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他时常所称的"宗徒时代的长老"

的回忆录和历代的传说一一帕圣雅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圣人还由

异端教的作品中获得了不少的智识。近五十年来，在各处发现了不

少的诺斯士派的文件。这些文件大抵与圣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诺斯

主派所有的认识与解释相同。这种事实便是圣人对自己的敌人的学

说颇为熟悉的有力证明，并且由此也可证实圣人的学识都是有所依

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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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亟血Jj为讲解圣教会的道理，并为辩驳异端教的邪说所用的

方法，完全依据宗徒直接门生的训导与圣教会的纯粹传说 (τ6

呻阴阳α 缸κλησtαστtκ6吵 。 他观看世上的一切事物，完全在"降生为

人的圣言"观点之下:既然天上的父派遣自己的圣子降生为人，而

且圣子(圣言)也遵父命降生在世，成为肉躯，明显地，圣父极爱

他的受造之物，并且更加疼爱万物之灵一一人类，并藉降生成人的

圣言，亲自督导人类的历史，而这种特殊的照顾便是天父的大慈大

悲的作为。 这便是圣依肋乃一切著作的纲领与中心。

我们谈过了圣依肋乃一切著作的纲领与中心后，不难看出他的

著作与若有怎样密切的关系 。 此外，在他的著作中，还明白地表示

并声称第四部福音是若望宗徒的作品 (A) 在他的反异端论中有二

百多次援引过这部福音，有时附有若望的名字，有时只说"圣经上

说"或"经典上说" (B) 他并将这部福音与前三部福音同列〈参阅

福音总论第一与第二两章) ，且明言圣教会中只有这四部福音存在，

并给这四部福音制定了一个固有名词，称为"四型福音" (Ouadri

forme Eva吨elium); (C) 他不但说明了本理宜的作者为羞望，并且

还说明了这位羞望是耶稣的一位"门徒" (μα句咔) ，且是耶稣所最钟

爱的一个门徒;他是载伯德的儿子，住在厄弗所直到特辣雅诺为皇

帝时代;他在前三位圣史后写了福音;他又是颇里加普的老师，颇

里加普曾屡次讲论过他的事迹，并且自己在童年时也曾亲耳听过颇

里加普所讲述的若望宗徒的作为。 这是我们读圣人所著的五卷反异

端论后所敢下的总结。

我们在念圣人的著作时，觉得圣人不但只依据帕圣雅，一一这

种学说并无存在的可能， 一一并且对亚洲、罗马和高卢各教会都很

熟悉。 由此可见，圣依肋乃的学识来源，不仅只由于帕圣雅，而亦

由于其他的"宗徒时代的长老"因此他挣得了"古代教会的声音"

之雅号。 由是我们毫不明了:为什么圣依肋乃的著作为诺斯士学派

的历史与谬论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而唯独对圣若望宗徒著作的证

明却应付诸疑问，这实在是使人大惑不解的 。 为了要认识清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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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乃的权威，最好的方法，还是直接去读圣人的作品吧!

(6) 圣德敖斐罗( + 181一183): 德敖斐罗生于美索不达米亚，

后被任为安提约基雅城的第六任主教。他曾以希腊文写过不少的著

作，可是除了慧泉是里直二盒 (Ad Autolicurn Libri III) 外，其他的

作品都已失传，只有一些片言只字散见于教父的著作中。堡氏是一

位很大的思想家，在他以前圣教会中恐怕没有一位作者，像他一般

这样清楚而深奥地讲解过"圣言"的道理。他讲解"圣言"的依据

当然是若望宗徒的作品一一若望福音，因此他时常援引该福音中的

语句。在他说明了旧约与新约的一切书籍都是"圣经"，并且各部的

作者都是为"圣神所默感的" (πνEUματoφpüt) 后，他说"在这些作

者中就有若望，他曾这样写说: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

在……" (Ad Autolicum II 22; PG 6 , cc.1087-1088) 。

(7)素裹茧裂吏旦宠爱 (F吨menturn seu Canon Muratori): 此

书目称为慕辣托黎书目，是因为它为大史学家慕辣托黎于一七四0

年在米兰圣盎博罗削图书室里 (Bibliotheca Ambrosiana) 所发现的。

按考古学家的考证，这书目是于一八0年至二00年在罗马编寨的。

关于它的历史价值，我们不必过分夸张，谁也得承认它在史学上所

占有的位置与权威。为明了这书目对若的由来所记的一切，不得不

对阿罗琪派和加犹斯 (Caius) 的意见讲说几句，因为这书目好像是

针对坦盐盘的谬论而写成的。按阻里基 (Alogi)这一名词，是圣厄

至垦星 (S. Epiphanius) 所创的，它含有一种讥讽的意味，其原意

为"缺乏理智者"。厄圣法尼以此绰号称呼那些否认第四部福音、若

的三封信和鼓芝雯的作者为宗徒若望的异端教人。这种异端的发源

地是弗黎基雅，所以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要攻击在该地所发生的另

→学派一一孟塔诺学派 (Montanismus) 。这学派过分强调圣神的恩

赐和圣神所赐给的异像，轻视教会的权威 (Auctoritas Ecclesiastica) , 

并以那详述圣神恩赐的理室一一轰望提宜，和那充满异像的歌芝雯

作护符，为证实自己的意见。1fi1J~基派只为攻击这→学派，便一口

否认了若望宗徒的作品，把他的作品都归之于切陵托(Cerinth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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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者是因为切陵托也住在厄弗所的原故) 。 其实，这种行动正证

明了他们缺乏理智，因为若所著的福音正是为攻击切陵托的 。

阿罗琪派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所以他们的势力并不很大。 但无

论如何，这种谬论曾传到了高卢 (Adv. Haer . 田 1 1. 9) ，十余年后

又传到了罗马，在该城有一个名叫加犹斯的(或者属于神职界) ，也

拥护这种谬论。 同样，他为攻击孟塔诺派，也否认了若所著的福音

和憨是雯 (CSCO ， Scriptores Syri G . 1 1)，换句话说:加犹斯在罗

主重新兴起了那在东方的旦里基派的谬论 (S . Epiphanius Adv. 

Haer . , PG 41 , cc. 887-953 参阅 S. Philastrius , PL12 , cc.1174-

1175) 。

慕辣托黎书目的著成，便算是罗马教会为反击加犹斯所发表的

一篇宣言。这篇宣言，特别着眼于若，因此，该书目的编篡者便把

凡关于若所有的一切资料，都加以搜集。 下面便是该书目对若所有

的记述"第四部福音便是若望的，他是门徒中之一。 当他的同志和

主教们劝他写福音时，他便对他们说:从今天起，三天之久，你们

应与我一同禁食，然后我们再彼此谈论对每人所启示的一切 。 当那

一夜，宗徒中之一安德肋蒙了启示:若望应以自己的名字编写一切，

而众人予以认定。因此，各部福音的起头虽有不同，但信友们的信

仰却毫无区别，因为每部福音，都在同一位主使的圣神默导之下，

述说了一切:诞生、受难、复活、与门徒们的共同生活，以及他的

两次来临:第一次那己过去的屈尊就卑的来临，第二次那未来的威

仪赫赫的来临。元怪乎若望连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屡次强调每一件事

说:我们把亲眼所见的，亲耳所听的，和亲手所触摸的，给你们写

出。这样，他说明了自己不但只是见者和听者，而且也是按次序记

述主的一切奇事的作者。"此外，在此书目的四八至五0和五七至五

九行中，也说明了圣若望曾写了默示录一书 。

只要我们慢慢诵读一遍上面所记的这段话，很容易作出下面的

结论 (a) 本书目的著成是为攻击加犹斯的谬论 (b) 若的次序虽

与前三福音有所不同，但在教义上则全相吻合，且是若的编次较为



877 若望福音召|言

妥善，因为他是亲见耶稣的证人(袤 21:24);(c) 圭盈血宗徒的名

字暗示着袤 1 :40 等处，并且也暗示着坦至整所说过的那段话(见前

II (2)) 。据我们看来:摹理茧爱吏旦对第四部理童的由来所记述

的，似乎是依据由帕圣雅所传下来的那段话。我们说这话，并非有

意提高那段话的价值，更非有意贬低本书目的证言，因为本书目，

除了暗中似乎引用帕圣雅的那段话外，所列举的各种事实，都与其

他的证据相合。因此，本书目对若的证明是有其价值的。

(8)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 (c. 150-211):克肋孟的一生，有

许多地方相似圣犹斯定，他有如犹斯定一般，先是一个热切寻求真

理的教外人，待他进教后，不但心愿己足，并且还成了教会的宣传

者和导师。他为了要满全他的老师一一-有"西西里蜜蜂"之称的旁

;武诺(Pantaenus) 所赋予他的责任的意愿，曾周游过各地的著名教

会，因此他到过意大利、希腊、叙利亚、巴力斯坦等处，以后定居

于亚历山大里亚。此城是当时圣教会中的最负盛名的文学家芸萃的

中心，并且当时在该城中也有一间罗马的大学 (Musaion) ，又附有

著名的图书馆。这间大学是罗马帝国中的第一座大学。圣教会在该

城中也有一所声名著称的数理学院((;t(;缸καÀEtOν) ，克肋孟的老师旁

;武诺为该院的主持人。旁;武诺去世后，克肋孟便继任为该院的主持

人。敖黎革讷就是他的高足弟子。我们看了克氏的一生与他的权威，

便可知道他对若所有的证言，具有何等价值。

克氏曾两千多次引过新约全书，其中一百多次引用过若。在他

引用若时，有时只用"经上记载说"有时明明提及若望的名字，有

时更附加"宗徒"二字，比如:他曾这样引用说"按若望所传的福

宣上吾主说" (Paed. 1 , 6 , 38 = Jo. 6. 53 et sqq.) , "按照宗徒所说

的，法律是由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成立的"

(QDS 8. 1); "主望宗徒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

里，身为天主的独生者，他详述了" (Strom. 5 , 12 , 81 = Jo. 118) 。

此外，克氏还讲述过若望如何管理了亚细亚省的教会(见甲、若望

其人其事) ，且也记载了羞写作道莹的原因"最后，若望因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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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只传授了主耶稣人性的事迹，就接受了亲友的劝勉，在圣神默

感之下，写作了一部神性的福音" (PG 20 , Hist. Eccl. 6 , 14 , c. 

55 1) 。 虽然克氏有时间或引用伪福音经，但他绝对承认由圣教会只

传下了四部正经福音，比如他曾这样说过"这事在给我们所传下来

的四部福音里并未记载，而是载在埃及福音上的" (Strom. 3 , 13 , 

93 , PG9c.1193) 。 按埃及福音原是一部伪经。

(9) 敖黎革讷:敖黎革讷一八五年生于亚历山大里亚，二五五

年卒于提洛，为圣教会内第三世纪中的最大学者，著作超越千余册。

他曾作过羞巫茧的学生，也曾是主血孟的高足弟子，并且也曾在整

拉图派哲学家阿摩尼约撒加(Arrunonius Sacca) 门下，研究过希腊

哲学。 他的学识与德行非常卓著，甚至他尚在青年时，亚历山大里

亚的主教便委他继克肋孟为教理学院的第三任主持人。

他的著作虽已大部失传，但只由他目前所存留的著作中，对若

的观点，可作以下数条说明 (a) 敖黎革讷的著作中引用若多得不

可胜数，几乎可把若全部经文汇集起来。 (b) 此外，他还注释了若，

共三十二卷。 其中他屡次说明了第四部福音是耶稣的爱徒若望的作

品 。 这部福音是全部经典的精华 。 并且他也说明全圣教会只承认四

部福音是由圣神默感而写出的 。 在这四部福音中，若是属于神性的。

谁也不能寻出其中的深意，除非先把自己的头依在耶稣的怀里，并

接受玛利亚为自己的母亲，有如若望一般。 (c) 敖黎革讷并非一位

闭门不出的隐修士，只知在房中埋头读书，他有如犹斯定、克肋孟

和依肋乃一样，曾周游过埃及、巴力斯坦、叙利亚和意大利等处，

以搜集各地教会历代相传的口碑。 可见他的学识有根有据，不是凭

空而来的。

就此我们结束列举有关第四部福音为若望宗徒作品的外证，因

为由此起，直到十八世纪，所有的教父与圣师，甚至连誓反教与异

端教的学者，无一不承认第四部福音是若的作品，所以不必再引述

古代的证据。 我们读过了这些古代的证据后，便觉得十八世纪后的

批评学家是自乱步伐，他们变换无常的学说，好比是在古代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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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放了一阵烟幕，虽然令人暂时看不清楚，但古代的证据仍然屹立

不动。

(二)内在的证据

内在的证据和前面所举的外在证据全相符合。换句话说，如果

我们细读一遍若，很容易看出本福音的作者应是一个出生于犹太地

的犹太人，是一个当事的见证人，是一个宗徒，且是耶稣的爱徒，

载伯德的儿子若望。

(1)应是一个出生于犹太地的犹太人:本福音因非为犹太人而

写，故将希伯来语加以翻译 (1:38 、 41; 9:7; 19:13 、 17; 20:16) ，并

将地理情形与宗教风习和犹太传统加以注明 (1:20 、 45 、 49; 7:14 、

27 、 42 、 52; 12:34 等) ，就由这些细小节目上，可证出本书的作者是

一个出生于犹太地的犹太人。

实在地，本书的作者对巴力斯坦的地理形势较诸前三部福音尤

为熟悉。比如某一地名，四部福音都有所记载，唯有第四部福音时

常附加一些解释性的语句:如贝塔尼雅一地，唯有第四部福音附加

了一句，此地约离耶京十五斯塔狄(11: 18) ，再如对"银库"

(γα巳ocpuλ缸ω) 的记载，釜 12:41 、 43 和蹬 21 : 1 记载这名词好像是

指示一口收纳献仪的箱子，但按若 8:20 的记载，我们知道这"银

库"原是指圣殿的银库院或银库室而说的。再如哥耳哥塔一名，四

部福音都有记载，唯有若望记下了这名词是希伯来语。

若中的记事虽然很少，但有十九个地名是前三部福音所没有的:

艾农 (3: 23) 、若尔当河东的贝塔尼雅(1: 28) 、贝特臣达 (5:2) 、

重巴塔(19:13) 、厄弗辣因(1 1: 54) 、加纳 (2: 1)、克德龙溪(18:

1)、贝特臣达羊池 (5:2) 、襄罗亚池。: 7) 、"这山"一-革黎斤山

(4:20) 、雅各伯井 (4:6) 、羊门 (5: 2) 、撤林(3: 23) 、撒罗满廊

(10: 23) 、墨监1F (4:5) 、量应签整城 (6: 23) 、望应整整海(湖)

(21: 1)、克德龙溪彼岸的园子(18: 1)，耶稣被钉处附近的另一个园

子(19:41)。此外，尚有一些固有名词，我们亦应注意，如希腊人

(Eλλην7: 35; 12: 20) 、鱼盘1F人 ('1σραηλiτ可s 1 : 47) 、复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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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ωμαtOS 11: 48) 、盘里整整妇女。αμ咐τts4:9) ，散居在整堕民中

的选主人 Uìtασπopá 7:35) 等，都与当时在旦主星星所流行的通用叠

撞童 (κot叶 δtáÀE/CτOS) 相合 。 此外，尚有许多特别精细之处，如整

各伯井的深度，加纳与加里肋亚地势高低的比较，耶路撒冷与圣殿

各部分的位置等等。这不但证明本福音的作者是一个犹太人，并且

也证明他是巴力斯坦出生的犹太人。

此外，这位作者对犹太人的风习与传统也非常熟悉，有如加纳

婚篷。: 1-10) ，重修圣殿 (2:20) ，排外思想 (4:9) ，重男轻女 (4:

27) ，轻视外方人(7: 3日，讲学的资格(7: 1日，遗规的通融(7:

22 、 23) ，法律的权威 (7:49) ，节期的情况 (2: 13 、 23; 5: 1; 6: 7; 7: 

2; 10: 22; 11: 55; 19: 40 等) ，视外国街署为污秽之所(18: 28) ，亚

纳斯与盖法的关系等等(18: 13) 。又对犹太人如何期望默西亚，以

及他们对默西亚有何思想也颇知晓:民众的希望 (6 : 14; 7: 40; 12: 

34) ，加里肋亚人的希望(1 :45; 6:15 、 28 、 30) ，撒玛黎雅人的希望

(4:25 、 29 、 42) ，犹太人的希望(7 :27 、 40-43; 10: 24) ，甚至他连犹

太人对一些细小琐碎的事情所怀的成见也了如指掌(1 :46; 4:9 、 20 、

27; 7:52; 9:2; 12:34) 。

再者，如果我们对于第四部福音的文体加以研究，便很容易看

出，作者虽以希腊文写作，但他本人却不是个希腊人，而是个犹太

人。 这事是这样的显明，竟有些批评学家，如芝经窒 (Burney) 、主

塾 (Torrcy) 等，胆敢主张本道童的原文应是匹盟主语，现有的差

腊本只是一种最古的翻译而已。这种离奇的意见，虽然我们不能接

受，但它给我们证明了本福音的作者不能不是一个犹太人。

(2) 应是一个当事的见证人:本福音中记述了许多琐碎的事迹，

如非亲历其事，身临其境的人，绝不能写得如此详细，如此迅真

(1 :35-51; 5:1-15; 6:1-21; 9:1-39; 11:1-44; 13:1-30 等〉。他不但将

时日写得清清楚楚 (2:13; 5:1; 6:4; 7:2; 10:22) ，并且连事情发生

的时辰也未曾忽略(1 :39; 3:2; 4:6 、 32; 6:16; 13:30; 18:28; 19: 

14; 20: 1 、 19; 21: 的 。 将数目字也罗列得一目了然，比如若翰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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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们 :3日，组塑婚宴的六口石缸 (2:6) ，建殿四十六年 (2:20) ，

妇有五夫 (4: 1时，病三十八年 (5: 日，二十五或三十斯塔狄 (6:19) ，

香膏一斤值三百德纳(12: 日，四个兵士(19:2纱，没药香料一百斤

(19:39) ，船离岸二百肘 (21: 时，大鱼一百五十三尾 (21: 11)等等。

此外，并将各色人物，如伯多禄、若翰、多默、犹达斯、比拉多、亚

纳斯、盖法、玛尔大、玛利亚等等，描写得惟妙惟肖。像这种记他

人所未记的情形，岂能不是一个亲眼看见的证人所写出的吗?

(3)应是一位宗徒:本福音中有许多记述只能出于一位身为宗

徒的手笔，比如耶稣在晚餐厅里的讲词与动作(13一17) ，绝不能是

一个未与其事的外人所能写出的，因为按玛 26:20 的记载，在晚餐

厅中只有吾主与十二宗徒共同坐席。此外，这位作者也深知主与宗

徒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35-51; 4 、 7 ， 9 ， 1 1)，熟悉宗徒们的心意

(2: 11 、 17 、 22; 4: 27; 6: 19; 12: 16; 13: 22 、 28; 21:12) ，并且也知晓

吾主与宗徒们之间的私语 (4:31 、 33; 9: 2; 11: 8 、 12;16:18 、 29; 20: 

25; 21: 4) ，也能测验出吾主的心意 (6:6 、 61 、 64; 13: 1 、 3 、 11; 18: 

4; 19:28) 。像此种深知底蕴的描述，必出于时常紧随耶稣的一位宗

徒的手笔无疑。

(4) 这位宗徒便是耶稣的爱徒，载伯德的儿子若望:凡细细读

过一遍第四部福音的，谁也看得出下面几件稀奇的事 (a) "若望"

这名字，本福音内，只指示"洗者若翰"，作者为指出耶稣的前驱若

翰，从未如前三福音作者一般加添"洗者"二字，以别于若望宗徒。

(b) 载伯德的儿子若望宗徒的名字，在前三部福音内记有十七次之

多。他的哥哥雅各伯有十五次之多(宗徒名单在外)。但本福音内，

却一次未提，只暗暗地提过一次"载伯德的儿子们" (21: 2) 。 但对

其他宗徒的名字，竟不厌其详，屡次提及，如伯多禄的名字，曾提

过三十五次，斐理伯十二次，多默八次，安德肋五次…… 。 (c) 前

三部攫宣曾多次记述耶稣特爱三位门徒:即组主盘、雅各伯和他的

弟弟若望。但本通宣内，却从未提到这三人的小团体，也从未提过

壁垒组与羞望的名字，反而多次提到一位神秘的门徒，称这位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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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耶稣的爱徒"并且这位门徒与伯多禄很相投契，可称为伯多禄

的知心良友。 (d) 若 1:35斗1 曾记载:若翰的两位门徒跟随了耶稣，

一位是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得肋，关于另一位却没了下文。这位门

徒是谁呢? 18:15 记述一位无名氏的门徒引伯多禄进了盖法公署说:

"西满伯多禄同另一位门徒跟着耶稣，那门徒是大司祭所认识的，便

同耶稣一起进了大司祭的庭院。"这位无名氏门徒能是谁呢?虽无明

文，但可推知他应是伯多禄的一个好友。 13:23 、 24 记载说"他门

徒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他那时斜依在耶稣的怀里，西满伯多禄

就向他示意说:你问他说的是谁?"由这段经文我们又可推知:这位

无名氏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也应是伯多禄的好友，这位神秘的门

徒又能是谁呢? 19:26 记载说"耶稣看见母亲，又见他所爱的门徒

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这位"他所爱的门

徒"又能是谁呢? 20: 1-10 记载说:当玛利亚玛达肋纳发现坟基已

空，回头跑来给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报告后"伯多禄

便和那一位门徒出来，往坟基那里去了。……"这里所记的那位神

秘的门徒又表现出是耶稣的爱徒和伯多禄的好友。在本书最后一章

内，又记载了这位神秘门徒的事迹:当七位门徒在提庇黎雅湖整夜

捕鱼，一无所获，而按耶稣的指示，向船右方下网捕得许多大鱼后，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是主。" (21:7) 这位爱徒又是

谁呢?待门徒们吃完饭后，耶稣立伯多禄为教会的总牧，并向他预

言他要怎样死去时"伯多禄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

着，即在晚餐时靠耶稣胸膛前问:‘主，是谁出卖你'的那门徒。伯

多禄一看见他，就对耶稣说:‘主，他怎样呢?'" (21: 20 、 21)由这

段话，又可推知，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与伯多禄的交情相当深厚。

但究竟这位门徒能是谁呢?

按前三部福音和宗徒大事录的记载，只能有一个答案:即该是

载伯德的一个儿子，或是雅各伯，或是若望。但按宗 1:13; 3:1-11; 

4: 13-31; 8: 1 4-25 的记载:组主壁的好友并不是整查组，而是羞望，

所以这位无名氏的"耶稣的爱徒"和"组垒莹的好友"该是查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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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这种结论，不但是合理的，且也是确实的，因为我们可由第四

福音两处经文加以证实，即 21:24 、 25 和 19:35 0 21:24 、 25 记述说:

"为这些事作证，且写了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我们知道他的作

证是真实的 。 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假使要将它们一一写出

来，我想要写的书，连这世界也容不下。"本节所记的"这个门徒"

即是上文 20-23 节所提及的耶稣的爱徒 C 13 : 23; 19: 26; 20: 2; 21: 

7) 0 21 章的记述，明显地与前章 19-29 节紧紧相连，这是作者日后

所附加的一篇(详见引言第二章丁) 0 "我们知道"一句，看来好像

是若望的门徒，即厄弗所长老们的口气，但我们仍以为是若望自己

用了复数(详见引言第二章丁) ，因为他的证据并不是他个人的证

据，而是耶稣的宗徒和全教会的证据。 主塾 CTorrey: Harv. Theol. 

Rev. 1923 , 329 seqq.) 称这种复数为"自谦复数"而属于神秘文

体，参阅若- 1 : 1-3; 4: 14; 5: 13 ;若 3:11-19 。 不管这两节是若望自

己写的也罢，是他的徒弟写的也罢，它却证明了第四福音的作者即

是耶稣的爱徒。 这位爱徒属于"那十二人"中之一，因为他参与了

只有"那十二人"所参与的晚餐(13-17 玛 26:20) 。 再按前三部福

音的记述看来，这位爱徒只能是耶稣所爱的那三位门徒中之一，或

是伯多禄，或是雅各伯，或是若望。 他不能是伯多禄，因为他常与

伯多禄有别;不能是雅各伯，因为雅各伯早已在四四年上为黑落德

所杀(宗 12:2); 所以只能是若望宗徒了 。 并且这个结论又为 19:

34 、 35 所肯定，因为那里记载说"但是有一个士兵用长枪刺透了他

的肋旁，就立时流出血和水来。 那看见这事的人就作证，而他的见

证是真实的，并且那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为叫你们也相信。"

本节中的"那看见这事的人"就是上文 26 节所记的耶稣"所爱的门

徒"他要以所写的理宜作为一种永存的证据。 并且他要以这证据直

接反驳那些否认"圣言降生为人"的诺斯士派学者，有如圣言实实

在在降生"成了血肉"同样他也实实在在死于十字架上。 假使圣言

不真"成了血肉"那么我们的救赎便成了空虚的 。 这端道理是这般

之重要，甚至本书的作者呼吁耶稣亲自来为他作证，所以他写说:

4 



若望福音引言 884 

"那位(耶稣)知道他(作者若望)所说的是真实的，为叫你们也相

信。"也正因为若望深深懂透这端道理的重要性，所以他在 1 : 14 和

若一 1: 1-4 用同样的口吻说"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而

我们见到了他的光荣……" (1 :14) "关于那从起初就有的，即我们

所昕见过的，所看见过的，亲眼所观看的，亲手所摸过的那生命的

圣言的事，一一这生命已显现过，我们也曾看见过，如今就作见

证……" (若一 1:1-4) 。

统观以上所述，对第四福音作者的确实性，我们可作下面的一

个结论:无论是外在，内在的证据都证实第四福音是耶稣的爱徒，

载伯德的儿子，圣若望宗徒的作品。至于批评学家所设的种种疑难，

只可说是出于成见，自寻烦恼罢了。如果这福音是出于耶稣爱徒的

手笔，那么谁也看得出来，其中所包含的道理是有多么重大的价值。

这福音所有的中心思想，既然是在证实耶稣真是天主圣子，而这思

想又是初期教会的信仰，那么唯理派批评学家所主张的:耶稣的天

主性是渐由教会的宗教意识所产生的学说，又怎能成立呢!唯理派

批评学家固然可以责怪我们过于保守，但我们觉得我们是根据古代

的历史证据，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辩护一件事实。请问:那些近一百

五十年来的批评学家，自以为以科学方法所寻得的千变万化的学说，

有哪一种能存留了到今日呢?

第二章若望福音的写作问题

甲地点和时代

在上章所引用的外在证据中，已顺便提到了古代教父对若写作

的地点所有的主张，如圣依肋乃等都明明地说出:若是在厄弗所写

了第四部福音。这种主张似乎是很真确的。但圣厄弗棱和现代的一

般非公教学者一致主张本书的产生地应是安提约基雅城，或者广泛

地说，应是叙利亚省。假使后者的主张实在可靠，那么我们可更容

易明白为什么盘型里的大圣人圣篮组壁的神学观念与羞那样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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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可解释为什么圣篮组量在意思衷皮A史上没有提及羞望宗徒

的名字。 我们在慎重斟酌双方的论据后，不得不承认这问题尚有待

考的余地，但按照现代的一般意见，主厄弗所说的意见较为妥善，

更适合于古来的传说。因为圣厄弗棱的主张， 一方面过于孤单，另

一方面，按近代学者的意见，如默尔克 (M町k) 等，以为圣人的话

是抄书人的笔误，安提约基雅城应读为厄弗所城。 至于圣依纳爵在

致厄弗所人书上为什么没有提到他们中最大的宗徒若望的名字，我

们的答案是:作者遗漏某事并不等于否认某事。若的名字，在圣依

纳爵的书信上可有可无，不是非有不可。至于为什么圣依纳爵在信

书曾提到了圣保禄的名字:第一、是因为圣保禄是该教会的创立者;

第二、尤其是因为厄弗所城曾为保禄致命路程中的一站，将来也要

作自己致命路程中的一站。所以圣盒组暨在慧里搜应在二费上未提羞

的名字，并不等于否认若曾定居于厄弗所。

若写作福音的时代，按一般学者的意见，是在若著作了默示录

后写成的。默示录著成的时期是在多米仙皇帝时代(八一一九六见

上章乙〉 。 那么本福音的写作时期应是在讷尔瓦皇帝时代(九六一九

八)或者是在特辣雅诺皇帝初期(九八一一一七〉。一九三五年在埃

及所发现的出于第二世纪初的两片纸草纸的文件，更成了本福音应

于第一世纪末或第二世纪初写成的铁证。因此，可断定本福音的问

世时间是在九五年至一0五年之间。这句断言不仅有外证可作依据，

由本理童中的内证也可看得出来 (a) 第四道寰的著作已假定作者

对前三攫宣有所认识，所以它应是公元七十年后的产品 (b) 本贵

重明显地是~~京失陷后的作品，所以应在公元七十年后 (c) 按理

整 (Marj)、主1自iJ.: (MeÎnertz) 等学者的意见，以为第四福音是针

对选主人在堕京失陷后，对基督和他的教会所散布的诬蔑而作的 。

那么，这只能发生在公元七十年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 (d) 学

者们都共认轰望二吏好像是第四望宜的"介绍书"。那么，福音与若

望二吏差不多是同时问世的。众所周知:轰望二圭是为攻击坐立塑

里直盟主的谬论而作的，而重盟主主义，在堡壁慧查芝衰变，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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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书，三牧函(弟前、弟后、锋)以及伯多禄二书内已见其肇端，

在若望一书内已见其扩展。 因此，可以断定本福音是第一世纪末叶

的作品。

乙结构与分划

关于本福音的结构与分划，虽然学者们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但

我们选择了下面的一个。因为这种结构与分划更适合于本书的内容。

凡读过若的，很容易看得出其中的结构，它是以一篇序言为首

(1: 1斗的，以一篇附录为尾 (21) ，而其主干 1:19-20:31 又很自然地

分为两篇:第一篇 1: 19-12: 50 为耶稣的传教生活;第二篇 13-20 为

耶稣受难复活的事迹。

序言(1 : 1-18) 可称为本福音的纲要和人门:圣史在其中说出

福音所要论述的主脑一一耶稣基督，乃是天主的真子，天主的圣言，

句 天父的启示者，世人的光明和救赎者。

本书主干的第一篇(1 :19-12:50) 记载吾主传教的事迹，并与

这些事迹有密切关系的言论，都是按所发生的时代次序记述的，使

读者看出作者丝毫无意离开实际的范围 。 本篇的资料正可作序言中

所记的"光在黑暗中照耀"的注脚。

第二篇(13-20) 记载耶稣受难复活的事迹 。 这篇又可分为两大

段:第一段(13-17) 记载耶稣受难前夕与宗徒们的主要谈话。 这段

正造合于序言中所记的"凡接受他，信他名的……"一句;第二段

(18-20) 记载耶稣受难与复活的事迹，这也正适合于耶稣所说的:

"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的预言。: 14) 。

本书的分划大致如下:

引言:天主圣子显于人世(1)

(一〉序言(1 :1-18): 本书的纲要

(二)若翰前驱作证(1: 19-34) 

(三)作证的效果(1 :35-51) 

第一篇"光在黑暗中照耀" (2-12) 

A 初次人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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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稣初次显能 (2:1-1 1)

(2) 过葛法翁人京洁净圣殿。: 12-22) 

(3)初次人京所发生的效果:尼苛德摩夜访耶稣 (2: 23-3: 21) 

(4) 耶稣留居犹太(3= 22-36)

(5) 耶稣回归加里肋亚，取道撒玛黎雅 (4: 1-54) 

B 二次人京 (5-6)

(1)耶稣人京过节:谈论自己与父的关系 (5: 1-47) 

(2) 耶稣回归加里肋亚，宣布天国福音 (6:1-71)

C 三次人京(7-10:21)

(1)耶稣人京过节:讲论自己出于父(7-8)

(2) 治愈胎生瞎子 (9)

(3)耶稣自喻为善牧(10: 1-21) 

D 四次人京(10: 22-42) 

(1)耶稣人京过节，自称为天主子(10:22-39)

(2) 退居于培勒雅(10: 40-42) 

E 未次人京(11-12)

(1)复活拉臣禄(1 1: 1-53) 

(2) 耶稣退居厄弗辣因和贝塔尼雅(1 1: 54-12: 11) 

(3)耶稣荣进圣京(12: 12-50) 

第二篇:第一段"凡接受他，信他名的……" (13-17) 

(1)耶稣给宗徒洗脚留训11 (13: 1-30) 

(2) 临别赠言(13:31-16)

(3)大司祭的祷词(17)

第二段"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 (18-20) 

(1)犹达斯出卖耶稣，伯多禄不认恩主(18: 1-27) 

(2) 耶稣受审，被判死刑(18: 28-19: 16a) 

(3)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19: 16b-37) 

(4) 耶稣安葬 (19:38-42)

(5) 耶稣复活，显现给玛达肋纳和宗徒 (2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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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写作福音的目的 (20:30 、 3 1)

附录:耶稣显于提庇黎雅海滨，立伯多禄为总牧，并预言日后

他殉难的情况。1: 1-23) 。结语一一本福音的作者 (21:24 、 25) 。

丙 目的与性质

关于本福音的目的，作者自己说得十分清楚"耶稣在门徒前固

然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但这些所记录的，

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默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者，赖他的名得

有生命" (20:30 、 3 1)。 由这两节经文，我们很明白地看出:若写作

道宜的主要目的，是要领导众人相信耶稣是默西亚一一天主所应许

的届时所派遣的特使，并且相信这默西亚即是天主的圣子。虽然按

若的口气，你们二字直接是指信徒，但按阿罗 (Allo) 的见解，也

指那些望教者和对基督教表示同感的教外人和犹太人，使教外的人

读了这理章，可以获得信德，使信教者读了可以获得生命。

古代的教父们也都明白地说出若写作福音是有这种目的的。敖

黎革讷说"圣史中谁也没有像若望般地这样彰明了耶稣的天主性"

(PG 14 , 29) 。 欧色彼说"若望由耶稣的天主性开始了自己的福音，

好似天主圣神预定了他来宣讲这端道理" ( Hist . Eccl. 皿， 24) 。圣奥

斯定有句名言说"其他三位圣史好似只与吾主的人性在地上游行，

对他的天主性绝少谈及;而圣若望呢?他却不耐于在地上游行，所

以一开始说话，就高飞于天，讲论吾主的天主性……" (1n Joan . 

Tract. 36. j; PL 35 , 1662) 。

除了这一主要的目的外，尚有其他次要的目的。照圣依肋乃的

意见 (Adv. Haer.皿， 11 , 1; 1 , 26) ，若写作福音，有意攻击切陵

托(Cerinthus) 和尼苛拉派的谬论。因为按这学派的主张，物质都

是恶的，所以圣言不能与物质一一人身一一相结合。圣热罗尼莫又

说:除切陵托和尼苛拉学派外，圣史还愿反驳厄彼翁学派(臼Ebio∞n

i山tac) 的谬见，团为他们主张基督只是玛利亚所生的一个纯人，在玛

利亚以前，根本就没有基督。

再由圣犹斯定的著作来看，当时的犹太人不但否认吾主是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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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并且更反对他的天主性，因此便开始散布那些至今犹存的污辱

基督与圣教会的恶言。 若有鉴于此，便提笔写此福音，以反击犹太

人所散布的诬蔑 。

最后若还有意满全与补充前三部福音所未述之事 。 实在地，凡

读过前三部福音的，谁也觉得其中关于天主圣三，基督的天主性和

圣神的道理讲得并不十分圆满;并且对耶稣传教生活讲述得好似只

有一年，对耶稣的苦难和复活的历史也有所阙如 。 因此若便由自己

的记忆宝藏中，拿出一些资料，来补充与满全前三部福音所有的

遗漏。

假使我们细细读若，上述的种种目的都包括在内 。 只要我们读

一下序文与第 5 ， 6 、 7 ， 8 , 10 、 11 、 14 、 15 、 16 、 17 、 20 、 21 各章，对耶

稣的天主性，与其身为天主子的地位，便可一 目了然。 此外，几乎

在每章每节中，也常暗示着这端道理c1 :51; 6:62; 9:35-38; 14:7 

等) ，并且耶稣所显的"灵迹"与他的"作为"也足以证明他的天主

性 (2: 1-11 、 13-22; 4:4ι54; 5:5-15; 6:1-12; 9:1-7; 11:1-44; 21:1-

14) ，何况圣史记载这些神迹的旨意也在于此。

关于耶稣身为默西亚的职位，不但耶稣的前驱若翰予以宣布

C1: 19-36; 3: 28-30) ，耶稣自己加以承认 (4:26; 3:3; 10:24-26; 17: 

3; 18: 17) ，并且连门徒们也予以置信c1 : 46; 6 : 70; 11: 21) ，群众们

也都如此主张 (6: 14 、 15; 7:41; 9:22; 12:14 等〉 。 耶稣身为默西亚

的职位，尤其反映在耶稣的各种行为上和与比拉多的谈话上。 参阅

2: 13-22; 18: 28-38 等处。

本福音的次要目的是为辩驳诺斯士主义的错谬，更清楚地说，

是为反击诺斯士主义初兴时的主要学派，即切陵托、多切;武 (Doce

tae) 和厄彼翁三大学派的谬论，虽然福音中没有明白指出作者曾有

这种目的，但由若望一书中可以证明本福音是有这种目的的 。 因为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学者们都一致承认若望一书好像是本福音的介

绍信。 那么，作者既在一书内，极力驳斥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

。 :22) ，和那些"不认耶稣是来自天主的……" (4:3 等) ，明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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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此是要极力驳斥诺斯士主义学派。因此圣史在福音的序文中，

竭力证明耶稣就是天主子，就是"成了血肉"的永远圣言，具有天

主性(1: 1 、 3 、 5; 14); 并且在全部福音的每章每节中，时常表出耶

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 所以我们说若著福音的次要目的，是为反击

诺斯士学派，是不可置疑的(关于诺斯士学派我们希望在哥罗森书

中详加讨论。 )

若是否也有意反击犹太人的污蔑?关于这问题，虽然我们不敢

加以肯定，但这是极可能的。因为若较其他圣史特别强调耶稣在不

信者的犹太人前声称自己是默西亚，是天主子的言词 。 还有一点我

们应当注意的是，若通常把耶稣的敌人统称为"犹太人"。 犹太人与

耶稣敌对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认识天父 (5:38; 7:28; 8:39-44 、

54 、 55; 15:21; 16:3; 17:25) ，如果他们认识天父，也就不能不承认

耶稣所作的事业，所行的奇迹，所讲的道理，都是天父光荣外显的

表示。基督承认旧约经书所有的永久价值，但这价值只是由于它们

都为耶稣作证 (5:39; 10:34 、 36) ，并且基督的启示远超过梅瑟的法

律(1 : 17) 。 这便是犹太人所不能忍受的，这也就是旧新二教所争论

的焦点。因为按耶稣与其教会的主张，旧约经书只是引导犹太人和

其他异民归属于基督;犹太人则否认此说，因此他们不肯接受照世

的真光。为此，真光的宣传者若便写了福音邀请犹太人和万民，都

来归向真光一一基督，而获得更丰富的生命(1 :12 、 17; 11: 52 等)。

近代还有些学者主张若写作福音也有意反击洗者若翰的门徒，

其中以巴登斯培革 (W. Baldensperger) 最为积极。 他以为羞写作资

音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反击洗者若翰的门徒，因为按他所考究的:

洗者若翰死后，他的门徒过分举扬他，竟宣布他为真正的默西亚

(袤 18: 24-28; 19: 1-7) 。 旦氏以为主血孟的宣返雯( Recognitiones 

Clementinae , 1 , 53 , 60) 便是他有力的证据。 在一九二0至一九三

0年间，德国有些学者曾研究了曼待派的著作 (Mandæismus) ，发

现曼待派的信徒是十七世纪所称的"圣若翰的信徒" ( Christiani 

Sancti Joannis) 。 因此有些学者便下结论说:这些皇莹派信徒便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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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羞整门徒的后裔。 他们的著作所表现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犹太教

与基督教的诺斯士主义 (Gnosticismus syncretista judæo -chr川lanω 。

于是布郎得 (Brandt) 、鱼Æ~ (Bauer) 、芝主堂皇 (Bultmanω 等，

便依据这种主张来解释第四部攫宜。但这不合解经规律，因按曼待

派问题的研究专家培式松 (Peterson) 、东德里 (Tondelli) 等学者的

意见，曼待派的作品，大都是第七世纪的产物，他们的作品显然都

受了基督教的影响 。 所以曼待派的作品决不能有助于注释学家解释

第四部福音，只能使注释学家陷于迷津。如果若望实在是有意反击

若翰的门徒，只可能是因为在第一世纪末年仍有一些洗者若翰的门

徒不肯信仰基督，于是圣史便在福音内，一方面极力赞扬洗者若翰

如何敬爱耶稣，如何为耶稣作证。: 22-30); 而另一方面也标出若

翰自己曾拒绝了默西亚的称呼C1: 19-27 、 29-34) ，藉以促使未曾信

仰主的若翰门徒，相信主耶稣才是真默西亚和天主子。

最后，若写作福音，也有意圆满与解释前三部福音的内容，这

似乎是不可置疑的 。 因为只要注意一下后面所列的几种事实，便可

明了若在写作福音时，必有这种动机。

(a) 若写作福音时，已假定读者对前三部福音已有相当的认识，

不然，有些事迹若写得如此简单，读者是无法明了的 。 譬如耶稣受

洗 0:32) ，若翰下狱。: 24) ，宗徒人数 (6: 67) ，玛利亚敷油

(11 :刀，巴辣巴罪犯C18: 40) 等等事迹，如果读者不先读了前三部

福音，实在不易明了这些事的真相。

(b) 反过来讲，也有些事迹，前三部福音记得过于简略，而若

则加以补充。 譬如耶稣从受洗后，直到在加里肋亚公开传教，其中

所有的经过，前三部福音都几乎只字未提，若则加以补充 (1:19-4:

54) ，尤当注意耶稣最初如何召徒之事c1 : 35-51);同样关于耶稣的

苦难史，也有其独特的记录，如羞望如何引伯多禄进入大司祭公署

08: 15-17) ，耶稣如何把自己的慈母托于爱徒 (19: 25-27) ，耶稣如

何口渴，士兵如何刺透耶稣的肋旁等等 09: 28-37) 。

(c) 由羞全部道主可以看出，他对事情发生的因果非常注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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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64-71; 12: 17 等) ，更着眼于事情发生的时间上的次序，并且对

这次序显得特别关心，尤其是在前三部福音能使读者懂错的地方，

譬如 3:24= 玛 4: 12; 谷 1:14; 19:1-16= 谷 15: 15-20 等。

(d) 若未曾记述前三部福音所有的，和教友所周知的有关吾主

的一些重要事迹，譬如耶稣诞生与童年史(玛 1:马路 1 :刀，显圣

容(谷 9: 2-12) ，建立圣体大礼(谷 14: 12-25) 等事迹，他都未曾

记载。

由上述四点看来，若在编著福音时，可能有前三部福音在手。

如今我们问:若在编著福音时，是否取材于前三部福音，而照它们

编成的呢?不以爱徒若望为本福音作者的批评学家以为是这样，所

以他们尽量拿若的词句与对观福音，尤其谷的词句相对照，力求证

实本福音的作者是取材于对观福音，而后以自己的神秘思想使之神

秘化。这种见解实在幼稚可笑，因为若与前三圣史一样，都无意编

著一部耶稣生平言行录。宗徒们对耶稣的一生言行所知比所写的不

知要多多少倍。1 :2日，但圣史们只选取了适合于自己目的的资料，

而记录下来，以培养与充实信友们的信德。前三部福音是为了应付

最初教会的需要而作的，若则是为了应付第一世纪末期教会的需要

而作的。前三部福音在编篡上彼此有关系(见对观福音问题) ，若则

完全依据耶稣的爱徒所见所闻而编成的(若- 1 :1-的。如遇到若与

对观福音有相同处，这也正表示出圣史们对耶稣的言论与初期教会

的宣讲的忠实(参阅福音总论和对观福音问题〉。

如今谈到本福音的性质。当读者由前三部福音读到本福音时，

必然感到好像进入了另一个新的世界。但如果继续细读下去，努力

钻研下去，必可看出本福音中所描写的基督与前三部福音所记述的

同是一个基督。不过，前三圣史好像给我们留下了一张耶稣的生活

照片，而若则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尊贵的基督画像。所以学者们一致

认为世界上没有一部名著，连全部圣经在内，可比得上若写得如此

简单而又如此深奥的。若真可称为"上智的言论" (格前 12: 肘，也

正可作圣保禄宗徒名言的征验。圣保禄宗徒说"……我们在成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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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也讲论上智，但不是这世界的上智……我们所讲论的乃是天主

隐藏在奥秘中的上智，是天主在万世以前，为我们之得光荣所预定

的" (格前 2:6 、 7 ) 。 但这部福音并不只是一篇静观的言论，而同时

也是一部依据具体的事实所写成的史书，换句话说:即是这篇"上

智的言论"自始至终是依据史料写成的，同时也是一部具有象征性

的著作。 若的特征即在于此。

关于本福音的历史性，在本引言第一章乙(二) :若为本贯主作

者的内在证据内业已证实，如今只简略地探讨一下，本适宜中所含

有的象征意义。

教父、圣师和现代的一般学者，都一致承认本福音是一部含有

象征意义的著作。 但现在的批评学家却以这美名来否认本书的历史

价值，譬如若所记的耶稣在加纳变水为酒的事实 (2:1-11) ，圣奥斯

定在解释这段史事后，又解释它的含义说:水是象征旧约，酒是象

征耶稣的福音一一新约。 包厄尔等学者却以这段话来证明耶稣决未

显过这个圣迹，它只是若所杜撰的故事，或者是一个戏剧化的譬喻

(parabola in actu) ，以象征耶稣的教义远远超过先前的教义。 由此可

见，批评学者的主见与教父们的见解相去多远。 为此我们先该解释

一下"象征"的意义。 辞海"象征"条说"藉有形之事物以表现元

形之主观者，请之象征。"照这种解释，全部圣经中比比皆是，连前

三部福音也不例外。 譬如"庄稼多，而工人少" (玛 9:37; 路 10:

2) 一句中"庄稼"是象征世人，而"工人" 一一收割的人一一是

象征宗徒"羊"是象征世人"牧人"是象征吾主(玛 15: 24; 10: 

6; 若 10 等); "光"在玛 5: 14 是指示宗徒们，在若则多指吾主。 这

种象征，在各国的文学中都是常见的，即在我国文学上也很丰富，

只要提出诗经、楚辞、庄子……读者便可明了 。 此外，尚有另一种

象征的意义。 辞海又解释说"因欲表示人生、宗教、哲学、道德等

深邃之真理，而采用有刺激性含意深远之外形者，如神曲，谓之高

级象征。"我国文学上的革襄、是溃、在雯等也许即属于这类文体，

鼓约中憨雯雯也属此类文体〈详见憨至更~言) 。 搜血和在雯虽然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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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许多史事，但自始至终应视为象征的作品，寓意的作品，全是两

位大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其重要思想不赖于事实，只赖于含意深远

之外形。批评学家，如斯套斯( Strau创、包尔 (Baur)、包厄尔

(Bau町)、市米德耳( Schmiedcl )、昂兹曼 (Holtzmann) 、罗阿息

(Loisy) 、整壁堡璧 (Omodeo) 、主E里直JF (Carpenter) 等，都主张

若也是这样的一部寓意作品 。 但这种主张是绝对讲不通的，因为正

如勒南 (Rénan) 早已说过"一部相当长的著作中所隐藏的象征，

而只能在一千七百年后才可发见，这是亘古以来所未见到的一件奇

事。"其实若是最实际的一位作者，凡有关耶稣生平史事的记载，以

及关于巴力斯坦的地理和他所描述的各色人物，都较前三圣史更为

实际(见本引言第一章乙(一)) 。 并且贝尔纳得还称若为一个"证

据"。他记述了洗者若翰为耶稣作证 (1:7; 3:26; 5:33; 1:32 、 34) ，

撒玛黎雅妇人为耶稣作证件:39) ，胎生瞎子为耶稣作证 (9: 15 等) , 

群众为耶稣作证 02: 17) ，宗徒为耶稣作证 05:27; 3:11) ，耶稣本

人为自己作证 09:35; 21:34); 又记述旧约为耶稣作证 (5:39) ，耶

稣的工作为自己作证 (5:36; 10:2日，父为耶稣作证 (5:37; 8:14 、

18 等) ，并且圣神也为耶稣作证(15 :26) ，而这"证据"的概念也渗

透于若望一书内(1 :1-4; 4:14; 5:9 、 11 等) 。 试问: 一个证据是应

根据事实，还是应依据象征或寓意?读者自会明白 。

那么我们就完全否认古时圣教会中的教父和圣师们在本福音中

所见到的象征吗?决不。 我们以为若曾按照自己的目的，从耶稣所

行的一切事迹中，只选出了适合于他宣布高尚道理的资料，以表明

耶稣是真"生命"是真"光明" (详见 1:1-18 等处之注释〉 。

如今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若在福音内是否利用了象征的数字

"七"呢?有些学者完全否认，但有些学者，连公教的学者在内，如

回星 (Allo) 等，以为羞是用了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羞

也是默示录的作者，他是一个天才的著作者。 天才的文学家与诗人，

往往在历史的实事上，屡次发显一些普通人所未见到的很美丽的象

征的深意。 非罗、敖黎革讷、圣奥斯定、亚历山大里亚城派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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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不都以这种方法来解释圣经吗?叠蓝、韭工、我国的大文

豪不都以这种方法来解释宽~、政亘空、违鱼、革要……吗?我们

以为圣保禄也多次使用过这种象征的方法来指示坦约中的深意(迦

4:25; 格前 10:的。按"七"字为犹太人是个神秘的数字，含有"成

全"之意(申 7:1; 创 33:3; 户 21:3 ，默中曾五十次用过这个数字:

七个教会、七位神、七座灯台、七颗星、七个印、七位天使、七个

头、七只角、七顶冕……)。查中是否也用了这个数字，以指示耶稣

工作的成全呢?

全若中实在找不出这个"七" (主πω 的数目字来，这也许因为

当时诺斯士派学者妄用这个数字，若故意避而不用。但我们不能不

注意本福音中的一些暗示:譬如在生活之粮的言论里，他曾七次记

下"从天降来的食粮"一句 (6:33 、 38 、 41 、 42 、 50 、 51 、 58); 在临

别赠言中，曾七次记下"我给你们说这些事" 04:25; 15:11; 16:1 、

4 、 6 、 25 、 33); 在全福音中只记下了七个奇迹:变水为酒。 :1-1 1)，

治好王臣之子 (4: 45-54) ，治疗瘫子 (5: 1-9) ，增饼 (6: 1-1日，步

行水面 (6: 16-21)，治愈胎生瞎子(的，复活拉匣禄 01: 1-43) 。此

外，按圣史的思想，降生为人的基督的工作即是一种新的"创造"

因此圣史一着笔，便写下"在起初已有圣言"。这句话颇似创世纪中

的第一句"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梅瑟记述天主"创造"的工作延

续了七天(创 2:2) ，若则记述天主圣子"重造"的工作开始于第七

天(按若的记载:从若翰指示耶稣为天主羔羊 0: 29) 至耶稣在加

纳显示第一个奇迹。:1)，正有了七天。见一章注十五)。并且为表

示默西亚任职的德能，他曾记下了七个比喻"我是生命的食粮"

(6:3日"我是世界的光" (8: 12) , "我是羊的门" 00:7) , "我是善

牧" 00:11), "我是复活和生命" (1 1:2日"我是真葡萄树" 05: 

1) ,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14:6) 。

由上述几点看来，若望是非常喜用象征的，因为他感觉到象征

的美丽与力量，他也知道利用象征可使信友们更容易了解吾主的神

迹与言论的精义。所以我们承认在袤内是含有象征意义的，但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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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意义，不但对事实的历史性毫无损伤，反而更表达出了它的

深远的奥义。 因为若并不只是一个史家，而也是一个历史的哲学家，

或更好说是一个历史的神学家。 譬如圣文都辣就把圣五伤方济各的

行实，按照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向圣方济各显现七次的事迹，分为七

段。 这位圣师，不但只是一个传记者，而也是一个历史的神学家

CAnalecta Franciscana , X , S. Bonaventurae Legenda t\但ior ， Cap. 

XIV , 1 1) 。

本福音中，除了上述的特征外，另有一种它所特有的特征，即

它所载的耶稣的言论，无论在思想方面，或在语调方面，远远超过

前三部道宜，与前三部道章所记下的耶稣的言论大不相同，反而与

若一的口吻和本福音中所记的圣史自己的话相似(如 1:1-18;3:1ι

21; 11:51-53; 12:37-43; 19:35-37; 20:30 、 31; 21: 24 、 25) 。 此外还

应注意的是:本福音中所记的洗者若翰的话，尼苛德摩的话，圣史

的话与耶稣的话都具有同一的口吻 。 由此一般批评学家，如乌勒得

CWrede) 、罗阿息、步耳特曼等便推论说:既然第四福音中所记的耶

稣的言论与前三部福音所记的具有天壤之别，既然在第四部福音中，

耶稣、洗者若翰、尼苛德摩、圣史等都以同一的口吻说话，由此可

见，这些言论并不属于耶稣，或若翰，成尼苛德摩等，而仅属于圣

史若。 换句话说:这些言论都是若所捏造的，以表现他对基督所怀

的思想 。 他们为确定自己的学说，又举出证据来说:第四部福音中

所记的言论，都是按照一个模型编造的:先是耶稣讲论一篇道理，

而后听众发生误会，末了耶稣再加以解释。 像这种办法，明显不是

顺乎自然的，而是矫揉造作的 。

在答复前面批评学家的设难以前，我们愿先提出一项心理的作

用:按心理的常法，如一个人常与一个伟大的人物，或天才，或圣

贤，共同度日，必要受其莫大的影响，由于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接触，

一生必不会忘记这伟大人物的形态与其主要的言谈。 这种心理常法

更适合于宗教方面〈参阅本引言第一章乙(一) II (3 ) 圣依肋乃与

圣颇里加普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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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项原则后，那么如今我们应用在若身上。 若三年之久，

常与降生为人的圣言共同度日，并且还是他的爱徒，可能还是他的

表弟(见本型至第一章甲) ，试想耶稣对他的影响该是多么大。 何况

若六十多年任宗徒之职，时常宣讲基督的福音，辩驳各种异端邪说，

掌管许多地方教会的教务，对自己的爱师所讲过的言论，时常反复

默会，再加上他个人亲身经历了圣教会在这一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故，

必然更加深了他对耶稣言论中所含有的精义的认识。 像这样的人，

照我们看来，不但能够，而且也应该记得清楚耶稣所讲过的重要的

言论和最能感动他肺腑的话，犹如我们在攫宣县盆里，和本到3室内，

所多次提过的:圣史们本无意编写一部耶稣生平言行录，只不过由

耶稣一生的言行中，选取一些适合于自己写福音目的的资料。 若也

不例外，他只由耶稣的言行中选取适合于自己写福音目的的资料，

可能他也如玛一样，将耶稣异时异地所讲的言论，因主旨相同，而

编篡在一起(详见本书注释) 。 这也正适合于圣教会的学者，自圣奥

斯定以来，对圣史的评价:圣史只忠实地保存了主耶稣言论的真谛。

读者明了了上述的心理常法，对本福音中所记的洗者若翰的话，

尼苛德摩的话，圣史自己的话，与耶稣所说的话都具有同一口吻的

问题，也就不会发生惊奇。 因为一生不断默想宣传耶稣言论的若，

自然而然地在讲话之中，或者著作中，带有耶稣的口吻，再经过一

种精神上的渗透，徒弟自然要模仿自己爱师说话的语调。 大历史家，

即按这条常法，来解释穆罕默德的弟子乌特曼 (Uthman) 的讲话，

为什么与自己的老师的讲话难于分辨的问题。 撒巴铁 (Sabatier P.) 

在真福良修士 (B . Leo Assisiensis) 的遗训和遗著上，也发现了这种

现象。 撒巴铁肯定地说:良修士这样热爱自己的师傅方济各，这样

热烈地取法于圣方济各，甚至他不论是在讲道，或是在写书，就好

像是圣方济各的回音。

至于批评学家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所举出的证据，说耶稣的言论

在袤中都是按照一个模型编篡的问题 一先是耶稣讲论一篇道理，

而后听众发生误会，末了耶稣再加以解释，一一像这问题也容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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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这种记录在前三福音中也可见到，如玛 16:ι12; 谷 7: 1-

23 等(二)如果我们想想耶稣的道理如此高深，远远超过听众的思

想，也就觉得这种办法是很自然的了。试看苏格拉底、柏拉图、孔

子、孟子，以及我国许多其他哲学家，在阐明一端道理或一项哲理

时，也往往使用同一办法。这并没有什么可奇之处。

丁一贯、编排和经文

以"一贯"一词，我们愿意表明本福音，除 8:1-11一一或许 21:

24 、 25一一一有疑外，上下一贯，全为若所写成的，正如包尔所说的:

这部书犹如吾主的无缝长衣(19:32) ，应是一人的作品。唯理派批

评学者曾将本福音分为许多层次，如故事、言论、耶路撒冷原本或

犹太原本、苦难的记述、复活的口传等等。这实在是把批评学变成

了卖艺。因为本福音的文笔与语气，自始至终常是一致的。圣史所

喜爱用的一些词句和中心思想，如光明、生命，爱、作证……耶稣

的天主性、与父同思同行、服从天主的旨意、父子的光荣、圣神的

道理……在本福音中到处可见。并且本福音的文体也与在若望名下

的三封书信的文体很相符合。因此阿罗敢决断地说:否认若望福音

出于一人手笔的事实，实在是"批评学家的笑话"。况且连默示

录，一一如果我们往深处研究，一一也可证明本书的一贯性，因为

就其特征"七"字和它所含的最主要的道理，如天主的羔羊、生命

的活水、羔羊的婚姻、善牧的譬喻、圣言的名字和所含的深意来看，

这些象征与道理充满了本福音的各个部分。罗玛耶 (Lohmayer) 说

得很对"这两部书一一一福音和默示录一一充满了同一教训，如按柏

拉图的分别来讲，福音可说是一篇逻辑的讲义 CLogos) ，默至爱则

是一篇依据形像的教训11 CMythos)" C详见憨柔柔引言〉。

关于本福音的编排，首先应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拿现代的或西

洋的批评学原则来评断一部两千年前为一个希伯来人所写的著作。

这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这部著作也并不属于狭义的历史文体，而

是属于宗教史记的文体。作者虽然在大体上遵循了时代先后的次序，

但他所最注目的并不是年谱，而是宗教的启示。 并且我们也同意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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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如蛊主皇等的意见，以为本道置在写成前，大都是羞所宣

讲过的道理。 或许"我们看见了他的光荣"和"那看见这事的就作

见证" (1 :14; 19:35) ，这两句话暗示这件事实。 不但如此，依我们

看来，连若望一书也可能是他先前的一篇或几篇道理的集成。当耶

稣的爱徒搜集己往的资料，编篡福音时并未严密地加以整理，只是

粗枝大叶地，一方面按照时代次序，另一方面又按照启示的意义，

将这些资料编排起来，形成了现有的若。因此我们觉得不必取法于

现代的一般学者，如贝尔纳德、客肋门 (Clemcn) 、摩法特等，将本

福音的编排大加变更，甚至连一些公教解经学家也在内，把 6 章移

到 5 章前，把耶稣最后的临别赠言 13-17 排作 13:1-30; 15; 16; 13: 

31-38; 14; 17，又把 18:24 移在 18: 13 后等等。像这些变更的尝试，

没有一本古抄卷或古译本可作依据，大都凭各人的主观见解，但这

种主观见解决不能作为批评学的原则 。 我们的意见大致虽然如此，

但对 5 ， 6 两章的倒置，与 18:24 移至 18: 13 后的见解，觉得是有其

内在的证据的(详见注释) 。

最后，我们谈及本福音的经文。 在证明福音的一贯性中，业已

说明;本书除了 8: 1-11一一或许 21:24 、 25 有疑外，全是若写作的。

如今我们问 8:1-11 和 21 是否也是若所写作的?

关于淫妇一段 (8:1-11)，按近代一般学者的意见，以为并不是

圣史所写的，大约原属耶路撒冷的口传，到了第三世纪才有人把它

插入本福音中。但仍应视为默感的经文，详见该处注释。

21 章无疑地是圣史在写了 20 章后所附加的，因为它的文笔与前

二十章完全相合。 因此哈尔纳克说过"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21

章是为另一位著者所写作的 。"关于最后两节 (&P 21 :24 、 25) ，学者

们的意见不一:有以为是圣史所写的，有以为是圣史的门徒所附加

的。各派都有其相当的依据，孰是孰非，颇难断定。 我们偏于前一

说，因为 24 节的"我们知道他的一一爱徒一一证据是真的"和 25

节的"我以为……"的复数与单数的混合写法，在若的作品中也时

常见到，如若 1:14; 若一 1: 1-5 和 2: 1 、 7 、 8 、 12-14 、 21 、 26; 4: 14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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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3; 若三 9 、 10 、 12 三节和 1-4 、 13 、 14 六节 。

关于本福音经文的校勘和批评，在此予以省略，我们普通依据默

尔克所校勘的第七版新经全集 (No叭llll Testarnent Graece ct Latine , 00. 

Merk A. Romae , 1951 , 7) ，如有特殊情形，注释中另有说明 。

最后，我们将宗座圣经委员会于一九0七年五月廿九日对本福

音的作者和历史性所下的决议，节录于下:

(一〉撇开神学上的论证，只就确切的历史来讲，已足以证明应

认第四部福音的作者为宗徒若望，并非他人。 为此，批评学家举出

的反面证据，丝毫不能削弱圣教会口传的证力 。 圣教会由第二世纪

以来所固守的那恒久不变，而又普遍的严正口传，有下列论证为凭:

(1)教父、教会的作者，甚至异教作者的证言与暗示，必导源于

宗徒弟子或宗徒的继承者，因此与本书的来源必然有连带关系 。

(2) 第四部福音，无论何时何地，在各种圣经目录中惯常列于

若望名下。

(3)这一惯例在各古抄卷，各古译本中亦可看出 。

(4) 这一惯例亦可由教会初兴以来，普圣教会的公用礼仪上

看出。

(二)就第四部福音经文中所推出的内在理由来看，再由作者的

证言和本福音与若望一书之间的明显类似来看，更证实了以本福音

的作者为若宗徒的口传。再由反面来看，由本福音与前三垣宜的比

较所发生的疑难，如果注意到著作时代的不同，作者目的的不同，

著作对象的不同，也并非不能解释，正如教父和历代的公教解经学

家所做到的一样。

(三)第四部福音所记述的史事，无论是全部，或其中的一部

分，都不能视为作者所捏造的，而成为只是含有深意的寓言或象征 。

这可由圣教会初兴以来，在辩道时，常应用第四部福音犹如历史文

献来证明，并且亦可由作者的目的来证明，因为作者的目的是要以

吾主的行事和言论，来说明证实基督的天主性。

第四部福音中所记的吾主的言论，应认为实在是基督亲口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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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绝对不是作者藉基督的口所发表的神学理论。

第三章若望的神学

天主的启示，在若内，显然已达于极点 。 若以后，圣教会内所

兴起的大神学和神修学家，如整整蔓迪、圣垦星星、圣主翌wr、圣

文都辣、十字圣若望等，不但没有超过他，而仅是由于他才获得了

宝贵的源泉，发挥了使他们高飞冲天的奥理。 对于若的神学研究，

人纵然埋头一生，也不能进人它的深处。 这真是涌到永生的活水(4:

14) 。 要讲明这种神学，写上一部很厚的书，当然相当困难，但要撮

其扼要，工作尤其不易。从哪里开始?怎样排列?什么系统是若望

的系统?对这些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不一，其实也不能一致，因为

有谁能完全容纳这自天上放射出来的圣言的真光呢?在此我们只能

简略地向读者介绍一下这"神性福音"中的神学基本认识，希望读

者依据这种基本认识，自去深入研究。 既然对这"神性福音"中的

神学难于着手，难于编排，那么我们只好取法圣史，着眼于降生为

人的圣言，并藉圣言而认识父及父的工程。 为此我们首先讨论:

(甲〉降生的奥迹;而后论到(乙)耶稣的启示(丙〉耶稣救赎的

工程(丁〉信仰与教会(戊〉末世论。

甲 降生的奥迹

前三圣史，虽然如一般虔诚的犹太人一样，全心相信只有一个

真天主存在，但他们也以耶稣为真天主子。 他们这样讲，这样信，

而丝毫没有觉得这端道理相反犹太教一脉相传的绝对一神论。 若不

但与前三圣史的思想相同，不但圆满了前三圣史的记述，并且他还

认识圣保禄宗徒的基督神学，因而一挥笔，便写下他所看见的，所

听到的，所摸着的那历史上的人物一一耶稣基督，是自永远而至于

永远的天主圣子。: 1-18) 。 这位圣子，若称他为天主的"圣言"

因为他全然表达出了他永远圣父的性体，并且也表达出了他与永远

圣父是同性同体。 圣子为了要使他的永远圣父，获得受造物所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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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归还于他的最高的光荣与最大的爱情，并为了要使圣父将圣父、

圣子、圣神所共享的永生赐与世人，遂降生成人，作了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师傅，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君王。

这些奥理决不是若默想耶稣奥迹的产物，而是耶稣亲自渐渐启

示与我们的 。 犹如他启示了圣父和圣神的性体与作为;同样，他也

藉着他自己的"使命"与"证言"，将他自己的本性本体启示与我

们。人们只要细心观察他的"使命"与"证言"，便可相信他即是降

生为人的天主圣子。

关于耶稣的"使命"，本福音明明记载说:纳臣肋人耶稣(1:

45) 是奉遣而来的(3: 34; 9: 4 等) ，是父所祝圣派遣到世上来的

(10:36; 8:29; 20:21) ，他即是到世上来的天主圣子(1 1 : 27; 9: 39 ; 

12 : 46; 16: 28; 18: 37) ，他是从上天而来的(3 :31)，从天主那里而

来的 (6:46; 7:29) ，并且他是出自天主 (8:42; 16:28; 17: 盼，属于

上界，而不属于此世 (8:23; 17:14; 18:38) 。 他降来，是要把最高

的光荣和最大的爱情归于天上圣父，并为把天上的永生赐给世人。

关于耶稣的证言，本福音记载说:他的话不属于下地(3: 31), 

因为他是天上之事的见证人;他只讲论他在父那里所看见的所听见

的。:12 、 31-33; 8:38) ，并父所教训与他的 (8:28) 。因此，他的话

即是天主的话。 :24; 12:49) ，他的教训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

天主(7: 15-17)。同样，耶稣的工程也有如他的"言论"一般，证

明他真是天主圣子，因为他的"工程"乃是派遣他来的父的工程

(9:的，他凭自己不作什么 (5: 19 、 30) ，他所作的都是因父的名字，

赖父的德能而作的，况且按照耶稣亲口所说的话看来，这些"工程"

都是住在他内的父藉他完成的工作 (8: 28; 10: 25 、 12; 14:10); 并且

耶稣还亲自解释了为什么他所作的"工程"不是他自己的，而是

"父的工程" (10:37) ，这是因为他同父"原是一体" (1 0: 30 ，参阅

5: 17 、 19-30) 。 耶稣与父一体，并不是说他与父的行动一致，也并不

是说他与父的意旨合一，而是说，他具有父的性体，他与父是同性

同体。 因此，耶稣的"工程"不只是光荣了父，同时也光荣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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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世上所作的"工程"，虽然就其外形来说，有所不同，但就其

宗旨来说，都归结于一项"最大工程"即是降生为人的子完成光荣

父和救赎人类的使命。

谁若稍微认识了耶稣的天主性，谁若稍微明了了天主子的使命，

也就不会稀奇耶稣的工程是具有超世界性的 。 但属于下世的是不能

懂得的 (2:9; 8:12-18; 9:11-33; 12:37; 15:24) ，而只有信仰者才能

懂得，因为"懂得耶稣的工程"，即等于相信耶稣是默西亚，是天主

子 (20:31)。因为这些工程都是为彰显"独生子的光荣"而行的 。

彰显"独生子的光荣"，第四部福音的真谛即在于此。

在旧约中多次记载"上主的光荣"充满帐幕，充满圣殿之事，

现在按若的记载:耶稣是降生为人的圣子，是父的真实圣殿(2:

19) ，那么"天主的光荣"也就完全隐在耶稣的身内 。 按"天主的光

荣"一句，通常指示天主的"在临飞天主的"德能"，天主的"本

性"但按若所讲论的，在耶稣身内也具有天主的存在，天主的德

能，因为耶稣与父"原是一体" (17:21 等)。不过，这种光荣在耶稣

的身内，暂时是隐而不显的，他所显的神迹，也不过只能显出一部

分来。: 11; 11: 的，但当耶稣"被举起来"时，即死于十字架上，

而后复活升天，归返父的怀里，即他从永远所住的地方时(3 :14;8:

28; 6:62; 7:33; 12:32; 16:10 、 28; 17:5 、 24.....寸，他的光荣要完全

彰显出来。那时耶稣不但以他"天主子"的身份，而且也要以他

"人子"的身份，即他的"人性"占有他在创世前，在父怀里所原

享受的永远光荣 (17:5) 。

耶稣的这种光荣，与依撒意亚在圣殿内所见的上主的光荣〈依 6;

袤 12:41) ，主星~所见的"人子"的光荣(晏 7: 13; 轰 5:27; 12:31 

等) ，先知臣加利亚所见的那位神秘的无名氏致命者的光荣(臣 12:

10; 若 19:37) ，全然相同。天主在耶稣身上所显示的光荣，也即是

父绝大、唯一无二的显现 (Suprema Th∞phania Patris) 。 这次"显

现"不但超过，而且也满全了亚巴郎 (8:56) 、雅各伯c1 : 51)、梅

墨C1: 17) 和诸先知所瞻望的"天主显现" (5:27; 12:41; 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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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日子"的光荣完全实现在"耶稣的日子"内，或更确切的说 :

完全实现在耶稣的"时辰"内，即他"被举起来"的"时辰"内。

那时"人子"的名称一一 "纳臣肋人耶稣"也正暗示这种深意，因

为这名称即是降生的天主子的名称 09: 19) 。

耶稣在宣道时，为表现他的这种光荣，多次用了一句很容易使

人想到天主在昂勒布山上显现时所用的一句话"我是自有的" (出

3: 14) ，耶稣说"我是"。这句话好像是说:我即是父所应许的那位，

我即是天主子，我即是他的受傅者 (8 : 28; 13: 19; 20 : 28) 。 向来谁

也没有看见过天主，但在圣子降生后，世人不但认识了父，因为那

在父怀里的子向世人详述了一切 0:18) ，而且也看见了父，因为谁

看见了耶稣，也就是看见了父(14:9) ，因为他在父内，父在他内

00:38; 14: 10) 。

如此，降生为人的子就是元始和终点，造物者和审判者，就是

天主向人类的"显现"和所显示的"真理"。 因此，巴斯噶 (Pascal)

说:若圣子没有降生成人，世人只能认识"哲学家的天主"，而不能

认识"生活的天主，祖先、诸先知和基督的天主"。 曼左尼 (Manzoni)

更进一步说"不止如此，基督不但显示了天主是谁，并且也显示了

人是谁，显示了人的尊位和人的软弱，人的由来和人的终向 。"由此

若在默 3: 14 等处称呼耶稣为"天主的啊们"，因为他实在是天主向

人类所显示的最高真理。 所以，身为真天主真人的耶稣，是父的活

像，也是人类的理想，是天主与人间唯一的中保，是父的启示者，

是人类的救赎者。

乙耶稣的启示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身为天主的独生者，

他给我们详述了" (1 :18; 希 1:1 、 2) 。 由这句话，我们知道只有降

生的圣子完全将天主的本性，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旨意给我们启示

了 。 旧约中的圣人，如梅瑟、厄里亚、依撒意亚、耶肋米亚等，只

以天主的仆人，天主的代言人的资格，传述了天主所委于他们的言

辞。 但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主的仆人，而是天主的独生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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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永远至于永远居于父的怀中，惟有他，其实也只能有他，能将天

主启示与我们。耶稣的启示自然不出乎天主国的范围，换句话说:

耶稣所启示的奥理，全与天主国具有密切关系。他的启示全不是为

满足世人的"求知欲"，而只是要领导世人获得"永生" "永生"即

在于"认识惟一的真天主和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 (17:3) 。所以耶

稣只启示了生活的天主，即启示了天主的内在生活。"天主的内在生

活"一语，圣教会常用来表示天主圣三的奥义。那么在此可下结论

说:耶稣给人类启示了天主圣三的奥理。诚然，天主只有一个，而

一个包含三位。这三位具有同一的性体，这即是天主内在生活的

奥迹。

全部圣经中，实在没有一部有如若那么明白郑重地讲论过天主

圣三的奥理。虽然普通的一般学者称若为一部"基督神学" (Chris

tologia) ，但究其实，如果不常常瞻望天主圣三的奥理"基督神学"

也是不能领会的。因为基督的每项工作，每项奥理:如降生、救赎、

复活等等，元一不领我们走入天主圣三的奥理中去。

若由耶稣的言行与日常生活中认识了耶稣，并且他一生不断以

这些资料作他默想的内容，因此他更加认识了耶稣。他又经过对耶

稣的这种认识，而认识了天父，因此在他老年时，他写说"天主是

爱" (若- 4: 16) 。天主既是爱，遂"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为救赎

人类，使人获得永生。:16) 。天主的这种爱正解释了他"内在的生

活"和他"向外的作为"。父爱子，子爱父(3 :35; 10:17; 17:26; 

14:31……) ，这互相的爱即是天主圣神。这是天主的"内在生活"。

天主的爱呈现于圣子与圣神的工作上，即是天主向外的作为。统观

若对天主圣三所讲的奥理，可分作以下数点:

(1)圣子为圣父作证。 :11-13; 5:31-36; 6:46; 8:23 、 38; 18: 

37) ，圣神为圣子作证(15: 26) 。

(2) 圣子光荣圣父 (17:4) ，圣神光荣圣子(16:14) 。

(3)圣子不凭自己说话，只照父所命令的(7 :16; 12:49); 圣神

也不凭自己讲什么话，他所讲论的只是圣子的道理，并将这道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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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以供信友们全然明了(16: 13 、 14) 。

(4) 圣子是圣父所派遣的(14:2日，圣神是圣父因圣子的名所派

遣的，同时也是圣子所派遣的(15:26; 16:7) 。

(5) 圣子是由圣父所生的，圣神却是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的

(1 5: 26) 。

(6) 圣子与圣神的关系，全赖于圣父，因为圣神是由圣父藉圣

子而发的(14 : 26; 15: 26) 。

(7)圣神是耶稣所立的教会的另一位护慰者(14: 16 、 26; 15 :26; 

16: 7) ，他怎样充满了圣子降生为人的肉身，同样他也要充满耶稣所

立的教会，充满各个教友的心灵，圣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天父的子

女，取法于他们的长兄耶稣基督，时常勇敢地去履行天父的旨意。

关于这项奥妙的道理，圣奥斯定仍是最大的解释者。他著的若

望福音释义和天主圣三论，直到目前，仍是人的理智对这奥迹所能

达到的最高峰。请读者自去参阅。

丙耶稣救赎的工程

天主不但是生活的天主，也是赐与生命的天主。他所赐与的生

命有自然的生命，有超自然的生命:自然的生命，只能使物就其本

性而生存;超自然的生命，却是使人类享有天主的生命。这超性生

命的根源，即是降生成人的圣子。"如同父在自己内有生命，照样他

也赐给子在自己内有生命" (5:26)0 "这是我父的旨意:叫凡看见子

并信从他的，获得永生，在末日我叫他复活" (6:40) 。这两句话，

可说概括了若对救赎大道所有的认识。因为世人的超性生命是父藉

圣子所赐与的，换句话说，即是圣子由天下降，目的即是为赐与世

界"生命"赐与世人"永生" (3: 15 、 36; 4: 14; 5: 21 、 24 、 40; 6: 

40 、 50 、 51 、 53 、 57; 10: 10; 11: 25; 20: 31) ，有如父一样，是永生的

施与者 (5: 36) 。他本身即是"生命"即是"生命之光" (14:6; 

1:4; 8:12) 。他又是"活泉"凡喝了他所赐与的活水的，在他心中

便要涌出直达永生的活泉 (4: 14) 。父为了他的子能实行这种义务，

交给了他管辖"凡有血肉"的权柄(17: 2) 。世人因魔鬼的嫉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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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永生和光明，世界变成了黑暗和死亡的领域，第一次的造化是

堕落了。但圣子降生救赎，正是拯救这堕落了的人类，由死亡的领

域中把它救出，赐与它新的生命。这种工作即等于另一次"创造"。

人类经过这次"创造"得到了新的生命。这便是若所称的"重生"

(3: 5) 。人藉此"重生"不但获得了耶稣所赐与的超性的生命，并且

还获得了耶稣所赐与的保存与养活这超性生命的天上食粮一一基督

的体血 (6: 32-59) 。由此，人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彼此息息相通，

犹如葡萄技与葡萄树相连，活着同一的生命 05: 1-6) 。谁生活在耶

稣内，经过耶稣也生活在天父内，所以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现

世的死亡丝毫不能损害它，因为谁信仰耶稣，谁生活在耶稣内，就

永远不死 (6:39 、 44 、 54; 11: 26; 8: 51 )。善牧童决不让自己的羊群

有所丧亡 00 :肘，所以为信友们，耶稣不但是"生命"且也是

"复活"，因为耶稣说过"我是复活，是生命;信从我的人，即使死

了，仍要活着" 01: 25 等〉。

降生成人的圣子为了实行这另一次的创造，并为了全然彰显父

与自己的光荣，必须先该"被举起来"而后复活升天，回归他原先

所住的地方(3 :14; 6:62); 换句话说，即是耶稣必须先受苦受死，

然后复活升天，成为拯救人类赐与永生的救世主。的确，他归到父

怀里后，仍要回到他的弟子中间来 04:3 、 18 、 28) ，与父一起住在

他们内 04: 23; 17: 23 、 24) ，为赐与他们天上的生命 07: 2) 和由

父及子所共发的圣神 04 : 26; 15: 26) 。

统观以上所述，耶稣实在是为死亡所攫取的世界的"生命"，实

在是为黑暗所笼罩的世界的"真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

命之光" (8:12; 3:19; 9:39) ，犹如伊民在旷野中由"火柱"领入了

福地;同样，基督也是引领他的信徒进入永生的真光 (8: 12; 11 :9; 

12:35 、 46) 。

这种有关"永生"的神学，在若望福音和若望书信中，替代了

前三部贯主所讲论的"天国"或"天主的国"的道理。这使我们明

了了，由圣子的降生起，人类的历史已开始了最末的→段时期(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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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章戊:末世论〉。默示录即是基于这种观点所产生的作品。详见

默示录引言。

丁信仰与教会

人只能以信仰来应付降生与救赎的奥迹。降生为人的圣子向世

人所要求的，即是信仰。宣传福音的目的，也即是使人去相信 (20:

31; 2:11; 10:38; 11:15 、 42; 17:21)。若中所记的吾主的奇迹，也即

是要激发或坚固世人的信德，因为"若没有信德，万不能悦乐天主"

〈希 11 :6) 。保禄的这种思想在若的作品中到处可见。如此说来，信

仰即是作耶稣信徒的根基，信友只有以信仰才能领受天主的启示

。: 11-13) ，才能接纳天主的最大恩赐一一降生的圣子。 :16) ，才

能获得"重生" (3 :3 等) ，才能蒙受天主的爱 (5:42) ，才能作天主

的工作 (6:29) 。

所以在若中"信"、"信仰"、"相信"、"信从"、"信服"等动

词，与"信德"、"信心"、"信仰"等名词，都含有两种要素:即理

智的要素与行动的要素。就理智的要素来讲，信德即是以天主藉基

督所启示的奥理为真，换句话说，就是"接受真理" (17 : 3; 8: 32; 

14:6) 。既然以降生的圣子为唯一的"真理"，那么相信耶稣即是承

认他是天主子，是父所派遣来的救世主(7:28; 8: 14; 16:30) 。他与

父是同性同体(14:10 等)。信徒如果承认了这些基本的道理，便可

渐渐深入于天主的启示中，也随着渐渐增长，无形中形成了一种

"知识" (6: 69; 8: 31; 10: 38; 11: 40; 17: 8) 。因此若屡次把"相信"、

"信仰"与"认识"、"知识"混合连用。

但若所讲论的信德与知识，万不是诺斯士学派的"唯知论"换

句话说，信德总不能只限于"认识"天主的启示，就算了事，因为

信德是充满活力的，是生动的，是前进不休的，是含有依恃与爱慕

之情的。这即是信德的另一要素:基督的信徒应以这种信德去接受

天主子(1 :12; 5:43) ，去寻找他(1 :37-39; 5:40; 6:35 、 37 、 44 、

65; 7:37 等) ，去追随他(1 :39; 8:12; 10:27)，在他的光下行走

。 :21; 8:12; 9:5; 12:35 等) ，领受他的教训 (5:24; 8:43 、 4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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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47 、 48; 17:8) ，住在他内 (6:56; 15:4 等) ，并藉他住在天父

内，以度天主圣三的生活 (5 : 24; 6: 40; 11: 25; 20: 31 等) 。 这种信

德的生活，即是羞所说的"履行真理" (3 :31; 袤- 1: 16) 。 因为谁

认识真理，就应依照真理生活。的确，基督徒所应作的第一个"工

程"，即是信仰天父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 (6:29) ，遵守他的诫命

(14: 20 、 23) 。 假使基督徒不遵守他的诫命，他的信德是假的，他的

爱情是空的 (14:15 、 21; 15:1 0-12) 。因为耶稣最大的"新诫命"即

是爱德:爱天主爱人。爱德的榜样即是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应以

自己的救主作榜样，时常准备为自己弟兄去舍命(15:13) 。

接受耶稣的宝训，相信耶稣为天父所派遣来的天主圣子，分享

耶稣的永生，遵行耶稣爱德的"新诫命"的信友们，便形成了耶稣

的羊群，耶稣的教会。这教会替代了旧约中的古教会，因犹太选民

不但没有接受耶稣，反而除灭了耶稣。因此已为天主所遗弃，代之

而兴的，即是新约的选民。这新约的选民组成了耶稣所立的新教会。

关于这新教会，在本福音前十二章中本已有许多暗示，这些暗

示固然一方面是指示旧约中的史迹，但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耶稣要

召集新选民的意念。例如本福音中所记的圣殿。: 21)、铜蛇。:

14) 、自天降下的"玛纳" (6:32 等)、导引伊民过旷野人福地的火柱

(8:12) ，虽然都是旧约中的一些史迹，但耶稣却用来作为象征，以

自己为新圣殿，以自己为被举起来的铜蛇，以自己为由天上降下的

真"玛纳"为永生的活水，为导人天乡的真光。那么我们就明白:

在耶稣的意念中，必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新的时代中，他

要创造天主的新选民。为这新的选民耶稣是他们的一切，他们要藉

着耶稣，同耶稣一起，并在耶稣内，以"心神和真理"去崇拜天父

(4:23) 。 这新的选民即是耶稣的羊群，耶稣是他们的善牧(10: 14-

16) 。 但因为耶稣要升天归到父那里去，所以他简选了宗徒，在世上

去管理他的信徒，牧放他的羊群，并把羊群与牧放之权交与伯多禄，

叫他在世上代替自己引导、饲养、牧放自己的羊群 (21: 15-17) 。

在复活当天晚上，当复活的救主赐与宗徒们圣神的时候，圣教



若望福音寻|言 910 

会就诞生了 。 初次的创造是藉圣神之工造成的(创 1 :刀，这另一次

的创造也是藉圣神而完成的 (20: 19-23) 。 圣教会是诞生了，但她在

世上的生活可分为外在的与内在的两种 。 圣教会的外在生活，即在

于继续耶稣在世拯救人类的工作，因而她蒙受了耶稣的最高权柄:

即赦罪的权柄 (20: 23); 并且她也应继续耶稣在世上传教的使命，

将福音传到世界每个角落去。 提庇黎雅湖上获鱼的奇迹，正可表明

宗徒所负的这种使命与这使命的普遍性。 详见到 :1-14 各注。 圣教会

的内在生活，全在于她的信德与爱德。 信德的第一个对象即是耶稣

的天主性(玛 16:16) 。爱德的对象即天主和整个人类 (6 : 69; 17: 8 ; 

13:12-17; 15:12 等)。基督明知圣教会在世上要遭受无数的风暴与

颠簸，于是便向她预许了自己将要"再来"以这种期望之情，来充

实自己教会的信心，坚强自己教会的勇力 04:3; 21 :22); 并且还许

下自己回到父那里后，要派遣圣神来指导她，使她毫无错误地领会

与传授基督的福音，坚固她，安慰她，使她常生活在平安与喜乐中

05:11; 16:20-24; 17:13; 14:1 、 27; 16: 33) 。 这种平安与喜乐，即

是历代先知对默西亚时代所预言的幸福与特恩。

旧约的选民称为"上主的新娘"新约的选民也称为"基督的新

娘" 0:29) 。 但这种譬喻无论如何美丽与高尚，却不能完全表达这

新教会的本性与活动。因此保禄宗徒将圣教会比作基督的妙身，教

会与基督的合一犹如一人之身:基督是首，教会是身(格前 12: 12-

17; 弗 5:30) 。但若视教会与基督的结合，远超过了圣保禄。 他把圣

教会与基督的合一比作天主圣三中的"惟一性"犹如子在父内，父

在子内;同样，耶稣在他的信友内，信友在耶稣内;并藉在耶稣内，

得与天父合而为一 07:20-23; 10:38; 14: 10; 15: 1-7) 。 为此圣奥斯

定将圣教会称为"惟一性的奥迹" (Mysterium unÏtatis) 。

圣教会因与基督具有这样密切的关系，那么她的最后目标，也

即是分享父自永远对子所怀的永远的爱情 07:23 、 26) 。 分享天主永

远爱情的教会，也必要分享他的永远光荣 07 : 22; 1: 14) 。 这即是她

在世上所抱的最后意愿和最热烈的期望。 因此天主圣神在她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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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鼓励她，并同她一起热烈地祈祷说"主，耶稣，你来罢" (憨

22: 17 、 20)!

可是圣教会在获得这最后的光荣前，在世上必受苦受难，为世

人所恼恨。这是因为圣教会犹如耶稣一般，并不属于这世界，为此

世界不能不恼恨她(15:19; 17:14; 15:1 8-21) 。但耶稣已为她抵防

了一切，他与父派遣了圣神来光照、安慰、坚固她(14: 16 、 25; 16: 

5-15) 。由此基督的工程和父的启示与爱情藉着圣神在圣教会内得以

完成(17 : 4; 3: 16; 17: 23 、 26) 。

由上述几点摘要看来，羞有关教会所讲的道理，不但与毅约其

他作者非常相似，且比他们讲得更彻底，更深奥。并且查对圣教会

的观点，也正与古时去集宣经中所表示的"我信至一、至圣、至公、

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全相吻合。

戊末世论

数十年前，唯理派批评学家，大半都以为聂中并没有陈述前三

部福音和初期教会中所讲论的末世论，而只着重于个人因信德和爱

德与耶稣密切结合的神秘思想。但近二三十年来，多数的批评学家

差不多都改变了他们的这种观点，认为本福音中明明记载了圣教会

的组织，圣事的效能，法律的重要，和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末世言

论。近代的解经学家，如韭因豆豆、垦亘堡、旦旦堂等，都明白表示，

末世论在本盖章中并不是一篇附带的道理，而是一端基本的理论。

因为圣子的降生，事实上，己为天主的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

新的时代亦即是最末的时代，因为圣子降生已是天主向外工作的最

大表现 (Maximum opus Dei ad extra) 。天主向外的工作已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这新的时代，这最末的时代，虽已开始，但尚未结束。

前三部道主所记有关末世的言论，多着重于它的结束，轰则多着重

于它的现状。这正可按若所记耶稣的话"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

(4:23; 5:25) 来作证明。照这种思想来看:可说耶稣已经来了，但

他还要"再来"。他已是救世者，但救赎工程的完成，还有待于将

来。 信友因信耶稣已获得了永生，但还应等待复活的日期。这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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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圣保禄所说的"我们得救还在盼望，若看见了所盼望的，就不是

盼望了……" (罗 8:24) 。

对末世的描述，若的记载与前三圣史也完全相同。他记述了

"末日" (6:39 、 44 、 54; 11: 24; 12: 48) ，基督的"再来" (21:22 等)、

死者的复活 (5: 28; 11: 24) ，最末的审判 (5:4日，天主的义怒。:

36) ，永远的惩罚 (5:29) ，地狱的永火(15: 6) ，天堂的永乐(14:

3; 17:24) 。

由这点看来，如果说若的思想超过了时间的范围，而只着重于

他的神秘主义，实在不知有何依据。因为若明明表示出了他所讲论

的现今时代必要过去，将以基督的"再来"作结束。况且我们敢说:

鼓是雯的末世论亦即是本理宣末世论的引申。歌交雯全书的中心思

想亦即是以本道童中的一句"在世界上你们要有苦难，然而你们放

心罢!我战胜了世界" 06: 33) 作主干，详见默示录引言。

若是很注意时间性的:圣子的降生和救赎工作是属于时间的，

是历史上的一件事实，但这工作每日仍在人群中施展它的活力。这

伟大的工作仍有待于完成，因此，若望福音与默示录二书皆以基督

"再来"的期望作结 (21:22 、 23; 默 22: 21)。圣教会日日不断地渴

望着救主的来临说"主，耶稣，你来吧! " (默 22: 17 、 20) 理由也

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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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福音

第一章

要义 轰望望重的开端，与前三理主截然不同，望和歧是以耶

稣的族谱开始著述福音，用意在指明耶稣是盘盘$渴望的君王和整

个人类的救主。 釜却依据初期教会教授要理的方式，以耶稣的公开

生活作为福音的开端。 羞竟别具慧眼，一提笔就如一只栩翔天空的

神鹰，振翼高飞，要把读者率引到永远常存的天父怀里去。

第四部道童的这篇序言是和该书的目的密切相连无法分开的 。

全部福音的中心思想是在彰明耶稣是默西亚和天主子，而序言的重

要教义也不外是宗徒和门徒所亲眼瞻望的这位历史人物耶稣，就是

从永远到永远，常存于天父怀里的圣子。 他的生活，不属于现世的

时间和空间，而是超现世时间和空间的，因为他是永远天父的永远

独生子 。

原来这端奥妙的道理，圣堡整早己言之再三了(裴 2 : 5-11; 寰

1: 15-20; 希 1:1-4) 。 可是耶稣的这位爱徒，还要更显明，更肯定，

更圆满和不厌其详地加以阐述。 他似乎有意要把旦约论"天主的智

慧"和"天主强有力的话"的奥义(攫 8 :22-31; 蟹 24; 氧 6:24-27;

7 : 7-30; 8; 9 等;关于天主的话:刽 1: 1-3; 驶 33: 4-9; 璧 9:1; 1& 
40:26; 德 42: 15 等〉和圣堡盏论耶稣基督的先存性所阐扬的妙论，

都贴合在这位历史上的实有人物耶稣身上;于是这第四部理宜的序

言竟成了基督学的总纲 。

这篇序言的文体似乎是一种诗体，它的结构简单， 音韵庄严，

字句铿锵有力，诚为圣经中不可多得的锦绣文章。 作者用了"首尾

相应法" CInvolutio) ，由天主开始而仍归结于天主 ( 1:1-18 ) : 万物

藉未降生成人的圣言受造于天主，万物又藉己降生为人的圣言归于

天主。 "上主，我们是由伟大的你而生，我们经过伟大的你而归于你

的怀抱。"圣文都辣的这句话，真是这篇序言的万古常新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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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可分为下列四段(一) 1-5 圣言自永远就存在于天父怀里 ，

天主藉着他造化了天地万物，他是人类的光明和生命的泉源 。 这光

明虽然遭到黑暗的严密笼罩，但黑暗始终无法扑灭他。(二〉 ι8 洗

者若翰并非真光，他只是真光的见证人，他给降生为人的圣言作证，

要万民去信仰他。(三) 9-13 真光降来尘世，尘世的人和天主的选民

却没有接受他;然而那些接受他的人，却获得了成为天主儿女的权

利。(四) 14-18 圣言降生为人:这样他便成了新约的中保，天主圣

父的新圣殿，信徒获得恩宠的活泉源。

由上述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若虽然在 1-5 节中特别指出圣

言永远的生活与作为，可是在全部序言内，他的视线却始终集中于

降生为人的圣言一一耶稣身上，并且是从这位历史上的实有人物出

发，探索圣言的永远的尊威。若在这位历史上的耶稣身上，感觉到

旧约上"天主的智慧"和"天主强有力的话"的妙理，完全实现了 。

故此，纵使他时而用"圣言"时而用"生命"又时而用"光明"

等词类，但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却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印象。 他写

下这篇言简意贱的序言，是要叫福音的读者深切了解耶稣即是默西

亚，也即是天主子 (20: 31)。为此可说这篇序言是福音的引子，是

圣经的网略，是启示的撮要。现在我们要诠释这序言和这部"神性

的福音" (Evangelium spirituale) ，真感到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心情。

著作很多的初期教父敖黎革讷曾感慨万千地说"如果人没有同若望

一样，安歇于耶稣的胸膛上，如果没有从耶稣的手里接受玛利亚为

自己的母亲，谁也不能明了若望的福音;就如玛利亚曾做了若望的

母亲，同样也来做诠释福音者的母亲 。"的确，我们心中若没有如此

的准备，绝对不会明白这部不同凡响的天书 。

序言

1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

主。2这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 03万物是藉着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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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 Ø4在他内有生

命，这生命是人的光。 85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

胜过他。 @

6曾有一人是由天主差遣来的，名叫羞室主。7这人来是

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藉着他而信。8他不是那

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

9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 010他已在世

界上，世界原是藉着他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 11 他

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 012但是凡

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权能，好成为

天主的子女。 13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

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

14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而我们见到

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

015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 "这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

来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 016从他的满

盈中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宠加恩宠。 <<1> 17 因为法律是由

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成立的。@

18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身为天主的独

生者，他给我们详述了。 @

天主圣子初步显示自己

19这是羞整所作的见证:当时选主人从耶路撒冷派遣

司祭和肋未人到他那里问他"你是谁?"2。他明认了并没

有否认，他明认说"我不是默西亚。"21他们又问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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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什么呢?你就是厄里亚吗?"他说"我不是。" "你就

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 "22 于是他们给他说:

"你究竟是谁?好叫我们给那派遣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

关于你自己，你说什么呢?"23他说"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

的声音:修直上主的道路吧!正如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 Q)

24派遣来的有些是法利塞人。 25他们又问他说"你既不是

默西亚，又不是厄里亚，又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

施洗呢7"26若翰答复他们说"我以水施洗，你们中间站着

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 ;27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

解他的鞋带。"28这些事发生于若尔当河对岸的贝塔尼雅，

若翰施洗的地方。 41)29第二天若翰见耶稣向他走来，便说:

"看哪!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 æ3。这位就是我论他曾

说过: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

我而有 。31 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但是为叫他自显于伊撒尔，

为此我才来以水施洗。'也若翰又作证说"我看见圣神仿

佛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 33 我也不曾认识他，但那

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他给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

谁身上，这人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 34我看见了，我

便作证:这人是天主子。 " m 
35第二天若翰和他门徒中的两位又在那里站着，36若翰

注视着正在行走的耶稣说"看哪，天主的羔羊! "37那两位

门徒听见他说这话，便跟随了耶稣。 38耶稣转过身来，看

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给他说:

"辣彼! 一一-意即师傅一一你住在哪里?"39 他给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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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来看看吧!"于是他们去了，也看了他住的地方，并

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

剧噩噩组垒盘的哥哥主篮盟，就是听了羞整的话而跟随了

座堡的那两人中的一个。41 他清早找到了自己的弟弟直选，

就给他说"我们找到了默西亚"一一意即基督(受傅者) 0 42 

遂领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

直逝，你要叫‘刻法'"一一意即组室主主(磐石) 0 43第二天

里堡愿意往加里肋亚去，就遇到了主理鱼，里堡便给他

说"你跟随我吧!" ~斐理伯是贝特赛达人，与安德肋

和组乏主主同城。45主理组遇到纳塔讷耳，就给他说"盘墨

在法律上所记载并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就是羞

瑟的儿子，出身于纳臣肋的耶稣。"咄纳塔讷耳便给他说:

"从纳臣肋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斐理伯给他说"你来看

一看罢! "47耶稣看见纳塔讷耳向自己走来，就指着他说:

"看哪!确是一个鱼盘经人，在他内毫无诡诈。"咄纳塔讷耳

给他说"你从那里认识我呢?"里继回答他说"主理i自

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崎纳

堕迫EÇ答复他说"辣彼!你是天主子，你是便盘盔的君

王。" æ臼堕堡回答他说"因为我给你说了:我看见了你

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从吗?你要看见比这些更大的

事! "51又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

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 w 

。 "与天主同在"一句也可译作"在天主那里"。这两种译法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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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不同，但意义却没有什么分别，即证明圣言于天主是分立

的，他有自己的位格，有自己的存在。 若在福音的开始，似乎

借用了创世纪的话"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咱们: 1)，也许是

借用了箴言上的话"在造化的伊始，太初创造万物之先，上主

就有了我"或按七十贤士译本作"上主就创造了我" (箴 8:22 、

23) 。 这只是一种借用或暗示而己，因为圣史这句开宗明义的话，

远远超过旧约的道理。 圣言当天主造化天地时，他已经就有。藉

着造化之工，才有了时间和空间，但圣言却是超时间和超空间

的，因为在没有时间和空间之前，他已经就存在，他已经就与

天主同在;这就是说，天主从亘古到永远就具有自己的圣言，

没有一秒之微的时间，圣言不在天主那里，不与天主同在的。

事之所以如此玄妙，只因为"圣言就是天主"换句话说，圣言

具有天主的本性本体。 圣言是永远存在的，圣言是与天主分立

的，圣言是有天主性体的;圣史用了这三句肯定的话，给我们

传述了这端奥妙的道理。 圣教会也就世代相传，依据这些奥妙

而肯定的辞句，攻破了诺厄托 (Noetlω 、撒贝略(Sabellius) 、

撒摩撒塔的保禄 (Paulus Samosatenus) 、阿黎约 (Arius) 等异

端道理。 关于惟一神论，我们的信仰，不完全与回教的信仰相

同 。 他们信仰一位一体的惟一天主，我们却信仰三位一体的惟

一天主:这个奥妙的道理，原是我们的光荣 (Gloria nostra , 0 

Beata Trinitas) 。 关于天主三位一体奥妙的启示不外是天主内在生

活的启示。 这项启示的焦点，全在乎认识永生天主的内在生活。

"圣言"是天主的"独生者" (14) ，这是圣若望的一贯思想。 若称

他为"言"或"话"必有他的理由 。 "言者，心之声也" "言"表现

人的思想"言"是人的最高尚的表现。 在天主内，他的"言"完

全表现了天主的性体，并且有自己的存在，具有自己的位格。 换

句话说，他非但是天主的一种能力(犹如"话"在我们世人身上

的效果一样) ，而且是具有天主性的一位 ， 即天主第二位一一圣

子。 称天主圣子为"言"再没有比这个更适当的名称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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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意义完全彰明了天主子是超然生来的。他的生不同于我们

世人的生，他的生是属于天主的性体，与我们的生是属于父母的

性体相仿佛。但是他从永远就本然地生于天主〈注七) ，而我们却

是在时间内偶然地生于父母。这是圣教会信经上坚决承认的:圣子

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8 3b、 4a 在不少的抄卷中因标点的不同，意思也随之而异。有的

将 3b、 4a 作"非由他没有一样事物受造，凡受造的在他内具有

生命……"。古今不少的经学者 (Zeno ， Victorinus , Priscillianus , 

Gaudentius Brix. , Ambrosius , Bultmann , Cerfaux , Dupont , Bo-

ismard , etc.) ，依据古拉丁、爱提约圣雅译本和四世纪以前许多

著作家之意见，赞成这种读法。这读法的意思不外是:凡受造

物，有生命的，不但由圣言获得了生命，并且藉着圣言方可保

存生命;无生命的，由圣言而获得了存在。根据这种讲法"生

命"二字在此便不是指超性生命，而是指自然生命和其他物体

的存在。当然自然生命的含义内，并未除去超性生命的概念，

但我们认为这自然生命的含义，不大适合圣若望神学的概念。

0"万物是藉着他造成的"圣言既是天主c1节)和天主圣父

一样，所以他与天主圣父及天主圣神一同创造了宇宙万物。圣

史用这句话，又说明了圣言是具有天主性的，因为从无中创造

万物，只能是天主的工作。梅瑟在创世纪内记载天主造成万物，

只是用了自己的言语，如"天主说:有光，便有了光"咱们:

3 , 6 、 9 、 11 、 14 等)。智 9 : 1 记载"列祖的天主啊!仁爱的上

主，你用你的言语创造了一切" (参咏 33:6; 147:15; 依 55 : 

11)。这创造万物的天主的"言语"就是圣史所说的天主的

"圣言"天主的"圣子"。恐怕有人要问，圣史为什么说"藉

着他"? "藉着"是指一种媒介关系。天主圣子怎么在创造的化

工上，竟成了一个媒介呢?圣多玛斯解释得很好"人无论作任

何事情，都该先藉着自己的明悟来筹备……天主也是这样:若

不藉着他的永远的智慧，即他的圣言，先筹划他所应作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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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任何事。 为此若不藉着他的圣言，即他的儿子，天主便不

作任何事"。 历来的圣师都认为天主在圣言内，不只看到自己本

性的完全的形像，同时也看到宇宙万物的各色各样的概念，所

以万物的概念，从永远就存于圣言内 。 天主"藉着他"按照预

定的时期叫各物生存，换句话说，即创造了它们。 又如我们人

在工作的时候，使用我们的意志和明悟，才能完成工作;同样

天主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使用他的圣言和圣神，而完成他创造

的工程。 圣保禄也阐述了这样的道理。 参阅罗 11:36; 哥 1: 15-

17; 格前 8:6; 希 1 :2 、 3; 2 : 10 。 天主是原始的因由，圣言是天

主与万物之间的中保。 他既然是宇宙的中保，当然也要作济世

救人的中保 。 圣言和人类所有的关系，在下节将有详细的说明 。

8 "在他内有生命"在圣言内的生命，不仅指普通的自然生命，

更是指超性生命，就是耶稣所要赐给我们世人的那种生命。 若

有时特把这种生命称为"永生" (3 :15 、 16 、 36; 4: 14 、 36; 5:24 、

39; 6:27 、 40 、 47 、 50 、 68 ; 10:38; 12:25 、 50; 17:2 ， 3 等) ，有时

只简称为"生命" (3 :36; 5 : 24; 6:35; 8 : 12; 11:25; 14:6 等〉 。

这生命的泉源本是天主圣父，但圣父把这生命交给了他的圣子，

再叫圣子把这生命交给一切信从他的人 (5: 26; 17: 匀 。 关于这

生命和人类的关系，圣史说"这生命是人的光。"有的注释家

(如 Maldonado ， Van Hoonacker , etc . ……)主张 4b 应译作:

"光是人的生命。"他们这样主张的原因，是因为圣史在此段经

文内有意暗示创世纪的记述，在那里说天主首先造了光，因此

光便成了后来一切生物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但我们认为如果圣

史在此是着重描写自然界的造化，这主张便非常有根有据;然

而圣史在此是着重描写一种超自然的造化，或可说更新的造化

(格后 5:17) ，就是耶稣的救世工程。 那么，先说 "在他内有生

命"而后加"这生命是人的光"，便很合逻辑了，因为正是耶

稣赐给我们的生命一一圣宠，才可引领我们进入那永存的光明 。

再者，应当知道"生命"和"光明"，元论是在旦纽或毅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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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次相提并论。这两个美与善，绝对地属于天主，我们世人只

能由天主领受它们。因此在接到: 10 记载说"因为你有生命之

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明。"羞在 8: 12 也记载耶稣的

话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反有生

命的光" (参阅 14:6; 17:2 、 3; 20: 31)。就如"生命"二字是圣

史所喜用的，同样"光明"二字也是他所喜用的(按若用此名

词凡廿三次)。为此我们可说"光明"在圣史的眼中是"生命"

的另一解释，或者说"光明"是"生命"的效果。天主圣父把

这一而二，二而一的两样恩宠，藉着他这惟一的圣子赐给了世

人。因为圣子充满了恩宠和真理，我们由他领受了这两样无价

之宝。"恩宠"就是"生命"，"真理"就是"光明"。世人如果

信仰圣子的圣名(12) ，就会获得生命与光明，恩宠与真理。

"我们知道我们是出死人生的人，因为我们爱弟兄;谁没有爱

德，就在死里住" (若-3:14) ，若用这些话把生命之深意解释

得非常清楚。又如"天主是爱" (若- 4: 16) ，同样，得为天主

子女的人，由天主获得生命的人，也该当爱弟兄，如果这样，

人的生命也就等于爱。说得更清楚些，就是这样的人该在爱中

生活。再如"天主是光，在他内绝无黑暗。我们若说，我们与

天主相通，但还在黑暗中走，我们便是说谎话，不遵行真理;

我们若在光明里走，如同天主在光明里一样……" (若一 1: 5-

7) 。天主是光明，为此跟随他圣子的人，便在光明里走。总之，

"生命"是恩宠，是爱德"光明"是真理，是信仰。天主圣父

把这两样无价之宝赐给了我们，都是藉着他的圣子，所以吾主

耶稣不但是创造的中保，而且也是从新创造的中保。

。 降生为人的圣子要赐给世人生命和光明，但世人对他取什么态

度呢? "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他"这是问题的

最好答辞。 A本章所译的"胜过"有人译作"领略" "明白"

有人译作"接受" "接待"有人译作"握住" "控制"。我

们根据古今不少注释家的意见，译作"胜过" ( Orige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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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ysostomus. Zahn. Bcrnard. Boismard. Hoskyns. etc.) 。 金口

圣若望称"圣言"为"不可胜过的光明"，就是依据这句经文的

意义。。序言的第五节在说明人类的宗教史:元祖父母的罪过，

传染给他的每一个后代子孙，就因着原罪的遗毒，时候越长，

人类离天主越远，甚至反对天主(罗 1: 18-32) 。 但是天主圣父

以他无限的仁慈，决定了要藉着他的圣子救赎这迷途忘返的世

人。: 16) 。圣子也果真降生为人，寄居在我们中间"但世人

却爱黑暗甚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3 :19) 。 此外，

若在本节所说的黑暗，非但指示"黑暗的本身"且更指示"黑

暗的势力" (哥 1: 13; 伯前 2:9; 玛 8: 12; 22: 13) .即那专与天

主作对的撒蝉之国 。 圣保禄也以这种观点劝勉厄弗所信友说:

"我们交战不是相反血肉之人，乃是相反那些率领者，掌权者;

相反这黑暗世界的霸主，相反天上的恶神" (弗 6:12) 。 撒蝉的

国，一一耶稣曾给了它一个具体的称号"地狱的门" (玛 16 : 

18). 一一时常攻击天主的国，可是，不但不能攻胜它，反要被

它攻胜:天主的国必战胜地狱的恶势，羔羊必要战胜恶龙(默

12:7-9); 耶稣基督必要战胜世界和这世界的君主(16 : 1 4-16 、

33; 若 5:4 、 18 、 19) 。 由此可见"黑暗却没有胜过他，"正如智

7:30 所说的"邪恶毕竟不能战胜智慧"一句相同 。 这不是一声

感慨系之的叹息，而是一种胜利凯旋的欢呼。

@ 关于 6-8 三节，有些学者认为它们的次序恐有错置之处，因为

这三节把庄严轩昂的"圣言颂"隔断了，因而主张应把它们移

到第 18 节以后，并且还主张把第 15 节删去，因为这一节只是

第 30 节的重复。 实在说来. 6--8 和 15 是散文体，和以韵文写出

的"圣言颂" (1-5 , 9 、 14 -16 、 18). 似乎不相连贯，可能是后来

插人的 。 主张尽管主张，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几节的文思和语气

是属于若的;为此他们或以为是圣史写完福音后自己补人的，

或以为圣史的门徒在出版第四部福音时私自补人的 (Viteau.

Kiefl. Bultmann. Boisrr阳d. ctc. ……〉 。 我们赞成前一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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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圣史写完福音后自己补人的:一方面使圣言一一"真

光"一一和他的前驱一一 "一盏明灯" (5:35) 一一相对照，另

一方面为破除洗者若翰的门徒对于自己的老师，所怀的那种不健

全的思想，因为他们竟然相反自己老师的精神，把羞整的地位提

高到耶稣的地位之上〈袤18:24-28; 19:1-7) ，甚至认羞堕就是要

拯救伊撤尔民族的默西亚(参阅引言第二章。。关于洗者羞塑，

圣史提到了三件事(一)他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和旧约时代的先

知一样，但他仍是一个受造的人，属于软弱的人类，然而圣言却

是永恒不变的真天主，远远超过变化无常的人。圣言在起初已有，

若翰不过是在一定之历史时间内出现，来完成他所受自天主的使

命。(二〉若翰的使命是给真光作证:圣史知道羞塾曾讲过悔改的

道理，也曾给人施过洗，但他认为羞塑的这种服务的中心点，只

是在给某人某事作证( "作证"或单译为"证"其意不外是指证

实其事或证实其人〉。他作证耶稣真是默西亚，耶稣真是天主子

(1 :15 , 3~37; 3:25-30; 5:33-35)0 "证"和"信"之间是有极密切

的关系的"证"是"信"的因"信"是"证"的果。羞整作证

的目的，是要叫众人藉着他的宣讲而去信仰耶稣。可惜，众人没

有接受真光，没有信仰耶稣，只有他的几个门徒，因他的证言信

仰了耶稣，也随从了耶稣(1 : 35-51) 0 (三〉羞堕给真光作了证。

照耀宇窗的真光难道还需要一个软弱的人给他作证吗?他本身固

然不需要任何人作证，但在尘世的环境之中，却需要人给他作证。

因为真光降来人世，一点也未带着他在天父怀中所有的荣耀(17:

日，而只是如凡人一样降来人世，因此需要一个被天主派遣来的

人给他作证，好使人信服他是天主子。 A第 9 节有不少的古译本

和古今解经家译作"原来有真光照耀一切来到世界上的人"

(Vet. Lat. Vg. Vet. Syr. Copt. Bonair. Eus. C. Epiph. Chrys. 

Cyr. H. Schanz. Burney , Schlatter , Bultmann , Wiekenhauser , 

Büchsel , etc. ……〉。但我们却依据另一些古今解经家的意见

( Copt . Sai , Tertul1 ianus , Cyprianus , Victritius , Cal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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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range , Vaccari , Eraun , Dupont，双1estcott , Eoismard , 

MacGregor , Moilat , etc. ……)译作"那普照每人的真光， 当

时正在进入这世界"，或译作"……当时已进入了这世界。"

或"圣言乃是真光，他普照一切世人，当时他正在进入这世

界。"。圣史把若翰的使命一一给真光作证一一和开始宣讲福音

的耶稣一一真光一一对比，好像在说:当时给真光作证的若翰在

伊撒尔民间讲道，身为真光的耶稣正在进入这世界，或已进入了

这世界。如果译作前者，那就是说降生为人的圣言，已经公开地

宣讲福音(1 :27; 3:25-30; 3:19; 9:39; 12:46; 16:28); 如果译作

后者，那就是说降生为人的圣言，尚未开始宣讲福音，还在等待

时期的到来。换句话说，他要自证是真光，是普照一切世人的真

光。"普照每人"一句，古时的教父大都解作:圣言不但赐给世人

明辨是非的普通理智，而且也赐给人一部分宗教性的行善避恶的

真理，即是说:如果他们顺从良心的指导，便可认识天主;如果

他们遵守刻于心中的自然律，便可获得救恩。犹斯定、克肋孟、

德都良等就依据这种见解，认为古时希腊的哲学家都受到了圣言

的光照。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认为古时我国的先圣先贤

也都受到了圣言的光照。我们也赞同这项意见，因为在他记载:

"这生命是人的光"并且圣保禄还说过"天主在已往的世代任

凭万民各行其道，却也没有断了证明自己，就如从天上常赐恩

惠，赐给你们雨泽丰年，叫你们得以饱食，满心悦乐" (宗 14:

15 、 16) 。圣五伤方济各也说过"教外的哲学家所详述的一切真

理，全属于吾主耶稣。"然而在本节内圣史的意思不是指这端道

理，而是指降生为人的圣言，是人类中每一个人的真光。无论

何人只要甘心昕从他的教训，便可受到普照;如果不肯昕从他

的教训，不但受不到这永远真光的照耀，反而要受到他的审判。

换句话说:真光一来到世界上，就在世界上实行一种分辨的工

作，使接纳真光的人和不接纳真光的人判然有别。: 19 、 20; 5: 

35; 8: 12; 11: 10; 12:35 、 36; 若一 1:7; 2: 8-10>0 "世界"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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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圣史惯用的一个名词。可是这个名词却含有三种不同的意

义(一〉已成的宇窗，或与上天相对的下地(本节即此意义，

亦见于下节，参见 6 : 14; 10: 36; 11: 9; 12: 25; 16: 21; 17: 5 、 13

等); (二)整个人类(1: 29; 3: 17 、 19; 4:42; 7:4; 9:5; 12:19; 

14:27 等); (三)那些相反天主和天主派遣来的默西亚的人，尤

其是犹太人。这就是所说的"死亡的世界"不幸，天主的选民

竟作了这"死亡世界"的代表。

o 10 、 11 两节是并行文，彼此相因也彼此相成。"世界"在 10a、 b是

指有形宇宙。这宇宙藉圣言而造成，又藉圣言的降生而圣化。 在

10c "世界"却是指居住在世界上的人类，他们原该认识创造和圣

化世界的圣言，但不幸得很，他们却没有认识他。"认识"按希伯

来人的思想，不单指知识作用，且还指知识兼爱慕的作用。为此

若认识天主，就该服从和信仰天主，因为认识天主只是知识作用，

服从和信仰天主才是知识兼爱慕的作用 (6:69; 10:38; 17:3 等) 。

糊涂的世人竟然没有信仰，没有服从耶稣，这还不算，尚有更不

幸的事实呢!圣言来到自己选民的领域中，而自己的选民却没有

接受他。他们数千年等待默西亚的来临，而今默西亚真地来了，

他们却拒而不纳。这该是多么大的不幸啊!圣史在 12:37-42 和圣

保禄在罗9-11 都解释了这种不幸的黑暗的微妙。不管两圣怎样解

释，这黑暗的疑云仍未完全散去，我们还要热切哀求天主迅速光

照伊民，使他们认识他们所希望的厄玛奴耳早已来了。这早已来

了的厄玛奴耳就是他们的祖先所钉死的耶稣基督。

@第 13 节是按最普通的经文译出，但有些古来的文件和解经家

(Vet. Lat . a对αVer. Lil町 ζ:Omiα15 ， Vers. Aethiop.α对. un凶，

Epist. Apost. Justinus , Irenæus , Tertullianus , Hypolythus , 

Methodius Olymp. Apollinaris Laud , Sulpicius S. Tychonius , 

Ambrosius , Augustinus , Acta Archelai , prα刀pius G也.enus ， Pseudo

Athan , etc. ……) ，却保存了另一种颇有意思的经文"他一一

耶稣一一不是由血气，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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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生的。"若按这种译法来讲，圣史就说明了两件事(一)耶

稣是超自然地生于童贞圣母玛利亚(二)耶稣因为他这超自然

的诞生，赏给信仰他的人得成为天主儿女的恩惠;换句话说，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获得这种超自然的变化，完全

是因为耶稣超自然地受生于童贞玛利亚的缘故;也就是说，我

们当儿女的尊位，完全是由降生的奥义而来的。现代的不少经

学家拥护这种译法 (Zahn ， Loisy , Harnack , Blass , Reuss , See

berg , Büchsel , Burney , Braun , Boismard , Charles , Dupont , 

Mollat , etc. …… ) 0 0不论 10 、 11 两节描写得如何悲惨"世

界却不认识他"，"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圣史紧接着就在

12 、 13 两节中，声明世界的黑暗毕竟不能胜过圣言的光明，终

有从犹太和外邦聚集来的一团小小羊群(路 12:32) ，接受了降

生为人的圣言。"接受"是"信他的名字"就是相信他是天主

子和救世主。这种信德是天主的大恩，因为信仰天主的人，天

主就会赏赐他们成为自己的儿女。天主的儿女的地位，是绝对

超越自然界的，是由"由上而生"的(3 :3 和注)λ。"由上而生"

亦可译作"重生"飞，\。这"重生"正与那"由血气"，一一-指由受

精成胎的必然过程"由肉欲"，一一指男女性欲关系"由男

欲"一一指男子单方面的主动欲望，一一一而来的产生相反，完

全是属于超性的，是天父的浩大恩德。圣史屡次讲述了这端神妙

道理(若一 2:29; 3:9 、 10; 4:7; 5:18 等)。就是因为我们成了天

主的儿女，才敢放胆向天主祈祷说:在天我们的父(玛 6:9) 。

@ 本节不但可称为序言上的一颗珍珠，若说是全部圣经的一颗珍

珠也不算过度，因为每句都蕴藏着天上神妙难明的奥义。"圣言

成了血肉"按原文本作"肉"字。按希伯来人的思想"肉"

字是指有灵魂有肉身的整个人而言，简单地说，就是"圣言成

了人"可是"肉"字在此指示脆弱的人性，圣史似乎有意声

明:永远住在天父怀里，与天父一同创造而保存宇宙的全能全

知全善的圣言，竟成了一个脆弱无能的人。虽然成了脆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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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是圣言，依旧保存着自己的永远神性，丝毫没有失掉自己

永远的神性，而只是另取了一个脆弱人性。因天主圣神的神功

妙化，圣言的位格在圣母旦到里的净胎中与人性结合了。结果

降生为人的圣言是真天主也是真人。可是他的"位格"，他的

"我"仍是天主的"位格"天主的"我"亦即圣言的"位

格"，圣言的"我" (路 1 :35). "寄居在我们中间" "寄居"按

原文字义是"搭棚"或"搭帐幕"的意思。圣史是在告诉我们，

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只是临时的事，不久仍要归到父怀中去

(16:16 、 28 等〉。此外"寄居"还含有其他两种意义(一〉圣

言是至高者口中所生出的智慧，她安居在天主所钟爱的城内，

就是她降生为人住在世人中了(鳝 24:5-19). (二)旧约中的圣

殿及会幕是圣言所取人身的具体的象征。耶稣曾指着自己的身

体说过"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兴建起来"

。: 19) ，就是指的这一回事。恐怕有人要问:圣殿和会幕怎么能

象征降生的奥义呢?这并不难明白，因为当堕塞在会众中搭造

了会幕后，上主曾亲自在临并居住在里面。从此会幕和继会幕

而建筑的圣殿便成了上主存在于选民之中的表记。虫 40:34 、 35

记载说"当时云彩遮盖了会幕，上主的光荣充满了帐幕。 堕墨

不能走入会幕，因为有云彩停在上面，并且上主的光荣也充满

了帐幕。"圣主暗示旧约的会幕并说明那种预象今己实现了:天

主的真会幕和圣所乃是降生为人的圣言，在他内居住着"完满

无缺的全天主性" (哥 2:的。耶稣真是厄玛奴耳，是与我们同在

的天主。本节的"我们见到了他的光荣" "见到"按原文的本

意是:亲眼看见、瞻望或景仰，较普通的"见到"有更深一层

的意义。"他的一一天主的一一光荣"，在旧约上差不多总是指

天主向世人所表现出来的他的驾临，他的尊位和他的德能。 耶

稣的光荣按圣史的意思，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肉眼看得见的，

一是肉眼看不见的。前者是指耶稣行神迹所表现的德能 (2:11;

11:40) ，或他在大博尔山上显圣容时所表现的神威〈路 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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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后者是指耶稣在复活升天后，所要享受的光荣。关于这光

荣，耶稣曾向父祈求说"现在，父啊!在你前光荣我，赐给我

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原有的光荣吧!" (1 7:5) 当然，我

们在这世界上所能见到的光荣，只是那第一种光荣，即周游各

处施行神迹的圣子的光荣;至于那第二种，即那胜利凯旋，荣

归天乡的耶稣的光荣，只有等待在天堂上才能见到。瞻仰耶稣

在天父怀里所有的光荣，就是信徒希望的实现，来世永生的享

受(参阅默 19: 11-16; 若-3:2L "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 "独

生者"一词虽可泛指一切世人的独生子，但圣若望却专用来指

吾主耶稣(1: 14 、 18; 3: 16 、 18) 。这名词兼含独生与钟爱的意

思 。 耶稣的光荣完全相称于他独生者的尊位。然而这种崇高的

尊位，却不会使他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愈远，反而藉他降生为人

的肉躯使他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更相接近，甚至成了我们的长兄。

"满溢恩宠和真理"的他，且要把这些神恩赐给我们这些卑贱的

世人。 "恩宠和真理"与圣言的两大属性"生命"与"光明"

(4 节)正相对照。圣言既是生命，自然就是各样恩宠的泉源;

既是真光，自然也是真理的根源。"恩宠和真理"一句，似乎和

旧约屡次所记载的"仁慈和忠诚"一句意义相同(出 34:6 等)。

达味圣王也曾求天主把那仁慈忠诚赐给默西亚说"他必永远在天

父之前为王，求你授以仁慈与忠诚，保佑他" (咏 61:8) 。此处我

们应该晓得，连犹太经师也将这首圣咏贴合在默西亚身上。为此

无疑地敢说圣若望用这"恩宠和真理"一句，暗示耶稣赏给我们

的一切恩惠。 这一切恩惠自然远超过旧约作者所能想像得到的，

因为这是天主子元限元量元尽期的爱情赐予。倘若我们愿再进一

步深切研究这种恩典的性质，那么我们就能按若的神学思想说:

"恩宠和真理"是吾主耶稣赐给信友的天主圣神。这圣神是耶稣的

"满盈" (16) ，我们由它中领受了那"恩宠加恩宠" (7:39; 14: 17 、

26; 16: 13; 20:22; 若- 3:24; 4: 13; 5:6; 默 3:1; 4:5; 5:6 等)。

@ 若在讲完圣言降生为人的奥义后，立时就加上洗者若翰给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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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证，好像洗者若翰的呼声，还在他的耳中响着 。 若翰这

句话的意思不外是:耶稣开始宣讲悔改的福音虽然是在我以后，

但他却超越了我，他不但在我以前就有，连在万物受造以前他

己就有，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圣言。 若翰的这句话和

序言 1-5 节的用意相同，都在证明降生为人的圣言的先存性。

4I.i) "恩宠加恩宠"一句，按原文的介词bτt 应译作"恩宠替恩宠"

意思是替代这样恩宠受了别样恩宠 。 拥护这种译法的学者仍有

不同的解释(一)有的解说是新约的圣宠代替了旧约的圣宠

(Origenes , Cyrillus A. , Chrysostomus , Calmes , Loisy); (二)

圣奥斯定以为是永生的圣宠代替了信德的圣宠(三)有的(如

D'Ales) 却认为是护慰者圣神代替了救世者基督(参阅 14: 16) 。

。我们的解释是"恩宠加恩宠"表示基督妙身的各肢体由圣言的

"满盈"所领受的各种超性神恩。 谁如果与基督的恩宠合作得愈密

切，他领受的神恩便愈丰富。 换句话说，谁住在耶稣内，他在圣

德的道路上便不能不勇往直前，健步如飞，因为圣宠就是生命。

生命的本身是自动的，进步的，增长的。 这超性生命的发展全赖

我们由耶稣无尽的宝藏中所领受的恩宠上所加的恩宠。

@ 旧约和新约的主要分别是:旧约时代的人生活在法律之下，而新

约时代的人却生活在恩宠之下。 梅瑟传授了法律，所以那时的人

以奴仆的惧'情敬畏上主;耶稣赐给了恩宠和真理，所以现时的我

们以儿女的心情爱慕天主，为此我们敢说"阿爸，父呀! " (罗

8:15)。旧约的法律是一种着重外表的命令和禁令，新约的恩宠和

真理是由降生为人的圣言，藉着圣神在人心内所启发的爱慕和孝

敬天父的心情，成了"在基督内的一种新造之物" (格后 5: 17) 。

这正应验了耶肋米亚关于新约所预言的话"诚然，这就是在那时

日以后，我要与伊撒尔家所立的盟约。一一上主的断语:我要将

我的法律安置在他们肺腑中，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

他们要作我的百姓……因为我要宽赦他们的过犯，再也不追念他

们的罪恶" (耶 31 :33 、 34 和该处注十五，十六〉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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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身为天主的独生者"是按最普通的读法译出，但是还有其他的
读法，如"身为独生的儿子" (Vetus Latinus , Syriaca , Armeniaca , 

Athanasius , etc. ……) ，或"独生者" (Tatianus , Epiphanius , 

Origenes (semel), Cyrillus Hieros. etc. ……) 0 "详述了"在原

文为每r;YTpατ0。这字也有"引导"的意思。故此有些学者译为:

"除了独生者从未有人见过天主，就是他把人引导到天父的怀

里。"这种译法似乎与上下文不合，更与第四部福音的中心思想

不合，因为第四部福音的中心思想是以耶稣为天父的启示者。

0 1日约时代虽也有人见过天主，但那只是一种著者写书时的说

法，连代表天主给伊撒尔人民立法的梅瑟，按出 34: 19 、 20 记

载，也仅见到了天主的光荣，天主的美善，天主的临在的表记，

根本没有看见过天主的本体。谁也没有看见过天主，这是旧新

二约一致的公论"谁见了他而能状述?谁能适如他自始有的本

性颂扬他?" (德 43:35; 民 13:21 、 22; 依 6: 1 等;若 5 :37; 6: 

46; 若-3:2; 哥 1:15; 弟前 1: 17 等。〉既然连得启示最多的大

圣梅瑟也没有见到天主，仅仅依照所吩咐的传授了天主的法律，

丝毫不能状述天主的奥义，那么，谁还能给我们详述呢?耶稣基

督却不然，他是"独生者"他与天父同性同体，他常在天父怀里

(列上 3:20; 申 28:54; 若 13:23) ，所以只有他才能给我们详述天

父的秘密和奥妙。换句话说，只有降生为人的圣言，才是惟一元

二的天主奥妙的启示者(希 1: 1-的。若望福音便是这启示的宝藏。

æ 19-34 节，记载前驱若翰给耶稣作过两次见证的事:一在由耶路

盘透公议会 (Synedrium) 所派遣来的使者前，一在自己的门徒

和听众前;前者显示伊民的当局，在福音传布的起初，对耶稣

所怀的仇视;后者证实了黑暗，元论它的势力是如何的强大，

始终不能扑灭照世的真光。公议会的使者没有因若翰的见证而

信仰了耶稣，若翰的门徒却因他的见证而信从了耶稣 05-51) 。

派遣司祭和肋未人的公议会在耶稣时代，是由大司祭主持的。

会员分为三等(一)司祭长，即现任和曾任过大司祭职的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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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祭们， (二)经师(三〉和民间的长老，共计七十一人。其

中大司祭，司祭长和一半司祭属撒杜塞党，一半司祭和经师属

法利塞党(参阅总论第三章) 。 当时的公议会，按罗马帝国的法

律，已无处人死刑的权柄，但根据梅瑟的法律和祖先的传授，

尚有管理人民诉讼事宜的权柄，此外尚有防止发生宗教上的新

运动的职责(7 :45; 11:47 、 57; 要 21 : 45; 27: 62; 袤 4: 1 等) 。

公议会既负有这种权柄和职责，现在眼看若翰所倡导的这种宗

教新运动，到处流行，且日盛一日，就不能不派遣使者去问个

究竟。约四百年来，选民中己没出显过一位先知，而今若翰正

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先知，为此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潮涌地向他

奔来，昕他的训诲，领他的洗礼。若翰公开给百姓宣讲，伊撒

尔所希望的默西亚眼看就要来临 。 他宣讲、给人施洗，只是给

那默西亚预备道路。一旦默西亚来了，他不但要用水而且更要

用火、用圣神给人施洗(路 3:1-22; 玛 3:1-12; 谷 1: 1-8) 。洗

者若翰的圣德是如此高超，他的宣讲又是如此热烈，竟使不少

的百姓起了疑惑，认为那要来的默西亚也许就是他。百姓们的

疑惑原有点希奇，因为要来的默西亚应该是达昧的后裔，但若

翰却是亚郎的后裔，然而当时的伊民怎会有这种错误的疑惑呢?

理由是当时的伊民以为天主要派来两位默西亚:一位是来自肋

未支派一一一若翰所由出的支派(路 1 :4、日，他要给选民宣讲天

主的真道;一位是达昧的后裔，他来要复兴达昧的王国，给选

民复仇。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公议会的使者要向若翰

问说"你是谁?" (19) 本来若翰的身份，他们不能不知，因为

若翰的父亲臣加利亚原是个司祭，所以他们已知道若翰是臣加

利亚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司祭们的代表还要问若翰"你是谁?"

可见这句话是另有意义，大概是"也许你就是默西亚!"若翰明

白他们的用意，便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说"我不是默西亚。"

不但如此，他更否认他是厄里亚。按犹太人的传说，默西亚来

临以前，厄里亚应该再来，并且还该给默西亚傅油，就如撒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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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曾给撒乌耳傅油，然后把他介绍给百姓一样(参阅 PG VI , 

582-583 , S. Justinus: Dialogus cum Tryphone) 。 洗者羞整否定

了百姓们的这种幻想，但按耶稣的话(玛 11:14) ，他就是玛拉

基亚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厄里亚(拉 3:28) ，即一位新起的厄里

亚，因为他充满着那位古先知的精神和能力(路 1:17) 。 此外若

翰也否认他是申命纪 18: 15 所论的那位像梅瑟的先知。圣教会

从起初就一直主张梅瑟所说的"那位先知" (申 18: 1日，就是默

西亚(5:45-47; 宗 3 : 22 ; 7: 37) ，但是犹太人似乎没有作如是讲

解，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默西亚来临的时候，不但厄里亚要再

来，连梅瑟也要再来。倘若如此，我们就可说"你是那位先知吗"

一句，是指梅瑟了。末了圣若翰还用依撒意亚的话申明自己的使

命，他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依 40:3; 玛 3:3; 谷 1: 1-8; 路

3: 3-18 和注)。圣星星堡 (S. Ephrem) 解说"羞整只是一个声

音，不是‘呼喊者'圣言。"而圣奥斯定解释得似乎更清楚"若

翰是一个暂时的声音，基督才是从太初永远常存的圣言。"

æ 24 节是按最可靠的经文译出 。 但按另一种经文可译作"派遣来

的是法利塞党人"就是说所派遣来的使者都是法利塞党人。 也

有些学者译作"他们是被法利塞党人派遣来的"，这种译法似

乎不妥。。使者中有些法利塞党人觉得若翰既不是默西亚，又

不是厄里亚，也不是梅瑟，那么，他凭什么权柄给人施洗呢?因

为施洗在当时是新起的一种教仪，是获得救恩的一条新路线，自

命严守梅瑟法律的法利塞党人，对于这种新兴的宗教礼仪，焉能

坐视无睹，所以他们不能不出来加以干涉。 若翰给他们的答复含

有两种意义(一)他的洗礼只是为默西亚开路的准备工作(二)

默西亚已经来了，且已经在选民之中。 若翰给他施洗的时候，已

经认出他的"默西亚"和"天主子"的尊位，也就为此若翰更彻

底地说"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 (玛 3:11; 釜

1:7 和注) 0 "这些事发生于若尔当河对岸的贝塔尼雅……"这地

方不是若望在十一章所提的那离耶路撒冷很近，位于若尔当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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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贝塔尼雅，而是位于羞笙当河东的贝塔尼雅。关于这个地理上

的问题，敖黎革讷在公元二一五年巡游圣地，细细查访耶稣所到

过的各处，因为在若尔当河东没有一个名叫贝塔尼雅的村庄，却

有一个名叫贝塔巴辣 CBetha1:且ra) 的村庄，便认为此节的贝塔尼

雅是抄写福音者的笔误，应作贝塔巴辣。但据近代考古家的意见，

认为若所记的贝塔尼雅乃是现今的厄耳默德琪 C Kirbet el 

Medechi) ，这村差不多在耶黎昂对面，离若尔当河约有一公里。

æ "除免世罪者"也可译作"背负世罪者"今选择第一译法，因
为更适合圣经的训诲，尤其是更适合于若的深意;其实天主的

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也就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 o "第二

天"是指若翰回答耶路撒冷使者询问后的次日 。 35 节的"第二

天"是指此事后的第三天， 43 节的"第二天"是指此事后的第

四天，但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三天"则是指第一章 43 节所说的

"第四天"后的"第三天"所以是此事后的第七天，这是读者

该先弄清楚的事。 这个宝贵的"七天"，可说暗示耶稣重新创造

的工作:在头六天内，天主圣子准备一切，在第七天便正式开

始显示他的光荣。: 11);换句话说，就是开始建立天国(参阅

引言第二章丙) 。 洗者称呼耶稣为"天主的羔羊"，无疑地是依

据旧约的道理，他只是提高了这项道理的程度，发挥了这项道

理的奥义。他用了这样的称呼，可能是暗示逾越节的羔羊(出

12: 3-28; 格前 5:7 等和若 19:30) ，或每日早晚所应献的羔羊

(出 29: 38-41)，或用来为象征一个无辜的心灵(伯前 1:19); 但

我们认为是暗示您 53 "上主的仆人"那首诗歌。 这位有"默西

亚的先知"之称的依撒意亚，在这首诗歌内，预言那神秘的

"上主的仆人"说"他受虐待，而仍是柔顺的，总不开口，如

同被牵去宰杀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者前，缄默而不开口"

C{:& 53: 7)。在毅约上为显示耶稣救赎的工作也屡次提到篮盘主

亚的这首诗歌(玛 8:17; 路 22:37; 宗 8:32; 伯前 2:22; 希 9:

28) ，并且在差和憨上，羞暗示这首诗歌的地方特别多，在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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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二十六次称默西亚为羔羊。 这名称是由于他的救赎工程而得来

的。 他现在坐于天主的宝座上，换句话说，他现在在永远的光荣

中作王，是因为他用自己的宝血救赎了世人，完全和 3:14; 8:28; 

12:34 所记载的道理相符合。末了，洗者所说的"看哪!天主的

羔羊"这一句，也是表示已经来临的这位默西亚，不是如人民所

希望的，要耀武扬威，得胜仇敌，建立达味王国的君王，而是忍

羞受辱用自己的宝血圣死圣化世人的羔羊。他名叫"天主的羔

羊"因为他完全属于天主，且是天主所选择而乐意接受的牺牲。

@ 天主羔羊的伟大使命，是要救赎普世的人类，因为他是天主子:

这是若翰在本章 30-34 节一段内给耶稣作证的主旨。在若翰看

来:耶稣的默西亚的地位和天主子的地位是分不开的，是同一

的 。 但是，这种玄妙的地位，直到耶稣受洗的那一天，若翰还

没有弄清楚，也就从那一天开始，他才真地认出耶稣是谁;以

前他只认识耶稣是他的表弟，根本没有认出耶稣是默西亚，是

天主子。 这种知识完全是超性的，是直接由天主启示的，就如

天主给伯多禄启示了耶稣是天主子一样(玛 16:1ι18)。若翰所

以懂得耶稣身份的尊高，是因为派遣他来以水施洗的天父启示

了他。耶稣领洗的时候，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

若翰亲眼看见了，便豁然贯通，知道他是天主子，并为他作证。

"天主子"一句，按一些古抄卷和译本作"天主的选者"，但前

一读法较为可靠，今从之。 O圣神借着鸽子的形像，降在耶稣

身上，不是单单表明默西亚的谦逊和良善，更是要表明从耶稣

的领洗起，开始了新造化的时代。 在创 1: 2 记载"地还1昆沌空

虚，深渊的上面还是一片黑暗，天主的神运行于大水之上。"这

是告诉我们在混沌和空虚之中，不曾有生命的存在，生命是由

天主的神运行于大水之上才应运而生的。"运行"按叙利亚译本

作"孵化"。 按犹太经师的见解，这"孵化"而赐生命的圣神是

以鸽子作为自己的象征。 圣神借鸽子形降在耶稣身上，是表示

从今以后，天主要借圣子赐给世人圣神;换句话说，世人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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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满盈"中领受圣神的各种恩惠(参阅注十) 。

<<fì "第二天"按我们在上面所有的解释是"第三天" (注十五) ，若

翰看见耶稣从那里经过，就乘机给他的门徒和在场的人，指着

耶稣说"看哪，天主的羔羊!"与他站在一起的两位门徒立时

就离别了相处已久的师傅，眼随耶稣去了 。 35-51 节所记载的

事，似乎是作者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因为当他写作福音时，

虽已年近百岁，但对这完全改变他生活的日子和时辰，还能回忆

得如此仔细清楚。 这两位门徒，一是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 一是

载伯德的儿子若望(参阅引言第一章甲和 13 : 23; 19: 26; 20: 2 ; 

21:7 、 20) 0 "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相当于现时的下午三点至四

点。这两位门徒在当天晚上就住在耶稣那里，也许整个一夜没有

睡觉，倾听耶稣谈论天国的大道。 耶稣所住的地方，或是一个山

洞，或是一个帐幕。 两位门徒在那简单的阻居内，正如玛尔大和

玛利亚在自己的家里(路 10:38-42) ，倾听耶稣的道理。 为此圣奥

斯定以羡慕的口气惊讶说:那一天为他们是多么幸福!那一夜为

他们是多么甜蜜!有谁能把他们昕于吾主的告诉给我们?

- "他清早找到了他自己的弟弟西满"一句，是译自叙利亚译本，因

按原本应译为"他先找到了……"或按别的抄卷译为"他所找

到的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弟弟西满"我们随许多现代学者的意见依

叙本译出。。安德肋和若望那天晚上听了耶稣天上的妙论，茅塞

顿开，明白他们以前的师傅若翰给他们所说的"看哪，天主的羔

羊"的深意，坚信他就是伊民所希望的默西亚。 这种坚固的信仰，

催迫着安德肋，天一发亮，就去找他的弟弟西满，给他报告犹太

人久已渴望的喜讯"我们找到了默西亚。"西满也就眼着他的哥

哥到耶稣跟前。 耶稣一看见西满，就如当初上主对亚巴郎、撒辣、

雅各伯……(创 17:5 、 15; 32:28 、 29) 一样，给西满改换了名字。

从那时起，名叫"刻法"，意即磐石(参阅玛 16: 1ι18 和注) 0 43 

节的"第二天"是指的"第四天" (注十五) ;耶稣去到加里肋亚，

在那里遇到了主理鱼，遂收他作自己的门徒。 据本处经文，我们



若望福音第一章 938 

知道斐理伯、安德肋、伯多禄是贝特赛达人，但我们也知道若和

他的哥哥雅各伯也是贝特赛达人(参阅引言第一章甲、若望其人

其事〉。贝特赛达，意谓"渔舍"位于提庇黎雅湖东北岸，即

现在的"厄耳阿辣基" (Kirbet el-Aradj); 与位于若尔当河东的

旦笠莹莹盐里整 (Bethsaida Julias) 有别(参阅要 11:21 和注)。

@ 就如安德肋介绍自己的弟弟西满信仰了耶稣，斐理伯也介绍纳

塔讷耳信仰了耶稣。纳塔讷耳意谓"天主的恩赐"他是加里肋

亚的加纳人 (21: 刀，很可能他和宗徒巴尔多禄茂同是一人，因

为在宗徒名录中，巴尔多禄茂常和斐理伯同列(玛 10:3; 谷 3:

18; 蹬 6: 14) 。但在若 21:2 纳塔讷耳却与宗徒们同列，而对观

福音提到宗徒们时常提到巴尔多禄茂，对纳塔讷耳却从未提及。

现在还有些批评家以为纳塔讷耳可能是圣玛窦，也可能是圣保

禄。但这样的见解，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不敢苟同。纳塔讷耳

首先不相信斐理伯的话，因为他和当时一般轻视纳臣肋的犹太人

一样，都存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偏见:从纳臣肋不能生出什么好的

来。 默西亚既是拯救伊民的至善者，怎能出于纳臣肋呢?然而当

他听了耶稣的话后，却前后判若两人，抛弃了从前的偏见，对耶

稣是默西亚的事，全信无疑了。"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一句，表

明耶稣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因为他在无花果树下所思念的，只

有他自己一人知道，任何人也不能知道，可是耶稣却知道得清清

楚楚。这种超人的智力，使这个心地诚实的伊撒尔人不能不心悦

诚服地说"辣彼!你是天主子，你是伊撒尔的君王。" "天主子"

和"尹撒尔的君王"两句话，都是指伊民所盼望的默西亚。

@ 耶稣许给纳塔讷耳，将来他和其他的门徒还要看见更大的事。

为指明这些更大的事说"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

身上，上去下来"。 吾主在此无疑地暗示古时雅各伯所见的异

象"梦见一个梯子直立在地上，梯的上端直达天际，天主的使

者在梯子上，下来上去" (创 28: 12) 。 在圣祖的异象中，下来的

天使，是为给世人传送天主的恩宠;上去的天使，是为给天主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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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世人的祈祷和愿望。 吾主好像在告诉我们:自从圣言降生为人，

因原罪而关闭的天门，现在再开了，天主的恩宠要经过他分赐给

世人;世人的祈祷和愿望也要经过他传达给天主。 如果贝特耳的

异象，为雅各伯是一种安慰和勇力的泉源，那么，耶稣降生为人

的奥迹，为信仰耶稣的门徒不更是神力和安慰的泉源吗? "人子"

是耶稣自称的名号，这名称的来源是达尼尔在夜间异象中所见到

的那光荣降来的人子;但耶稣只是借用了这个名词，因为他对默

西亚的概念，是着重在依撒意亚所说的那"上主的仆人"的概念。

可以说"人子"蒙受达尼尔所描写的光荣以前，先要遭受"上主

的仆人"的磨难和苦死，关于"人子"参阅玛 8 章注十五。

附注圣言概念的由来

"圣言"这个微妙难明的名字，吾主耶稣一次也没有用过这名字

来称呼自己，新约其他的作者，也没有用过这个名字来称呼吾主耶

稣，只有若一人用这名字称呼了降生为人的天主第二位。 这名字在

希腊哲学和希腊民间的宗教中流行得很普遍，为此大多数学者都认

为若采用这名字，是受了希腊的影响 。 圣奥斯定在他的忏悔录第七

卷之九章中也以为如此。 现在我们要问:渔夫载伯德的儿子若望，

从那里汲取了这么高尚的"言" (ÀÓγos 罗格斯)的观念?

历来学者对这问题都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但是我们可将这些

议论纷纭的意见归纳为四 (1) "罗格斯"是出于希腊哲学的思辨。

(2) "罗格斯"的概念出于希腊民间的宗教。 (3)出于犹太经师的思

想 。 (4) 出于圣经的道理。

(1)希腊哲学提倡"罗格斯"概念最力的，有(一) 赫拉顿利图

斯 (Hεraditus) 。 这位唯物论者认为"罗格斯"是千变万化的诸理的永

恒原理与基本法则。 (二〉 斯多噶派:这些泛神论者以"罗格斯"为世

界的动力，理性的泉源，原始精神，原始物质和宇宙之有目的与秩序

的调和者(这与老子所论的"道"字概念相类似) 0 (三) 非罗: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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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希腊哲学思想的犹太人，他认为"罗格斯"是天主和受造物中间

的媒介的原动力，天主的长子，第二个天主:一方面是世界元型的总

体，一方面是造化万物的动力 。 非罗更因受二元论的影响，认为为免

去天主和物质间直接往来"罗格斯"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

惟一神论的若望，绝对不能依据赫拉顿利图斯的唯物论，也不

会依据斯多噶派的泛神论，更不会依据非罗的二元论和"第二个天

主"的说法，来阐明他的"圣言"的奥理，只不过借用了这些学派

的"罗格斯"这名词而己，何况他对这"罗格斯"所有的概念根本

与他们所发挥的那种概念不同。我们这里没有提到新柏拉图学派的

意见，是因为他们的学说虽然创于公元前二世纪，但他们的影响和

他们的著名作品，却在公元后三世纪才盛行。 这时若的福音问世已

几乎一百多年了。如果有影响的话，那就只能说新柏拉图派受了若

望的影响，而不能说若望受了新柏拉图派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件

不可忽略的重要事:这些哲学家所谓的"罗格斯"只是一种思辨的

对象，而若所谓的"罗格斯"是一项信条，因为"罗格斯"是天主

第二位，应受钦崇和爱慕的师傅耶稣基督(若-1:1-4) 。

(2) 若望的"罗格斯"是由希腊民间的宗教而来的吗?所谓宗教

不外以下三派:曼待派 (Mandeismus) ，赫尔玛派 (Hcrmetismus) , 

诺斯士派(Gnosticismus) 。认圣若望以曼待派主义为本源的学说

(Rcilzenstein , Omodeo , etc. ......)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

学者拥护了。参阅引言第二章丙。

我们不能否认在赫尔玛派的著作中，有不少的思想和所采用的

名词与若望福音中所有的颇相类似，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外表的相同，

内容却大不一样;并且这些著作多属于公元后第三世纪。 为此现代

的学者大都不予以重视。

最后，只有诺斯士派的学说，与若望福音的关系相当复杂，近

来的考证学家也承认二者有以下三种关系(一)诺斯士派的学说发

生于基督教创立以前，但在基督教创立以后，这派人士就尽量用圣

教会的道理，改革了他们原来的思想，因而诺斯士派的学说非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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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二)蓝盟主派学说的性质，可说是"立言玄秘，颇介乎宗教与

哲学之间。其说，以为信仰基督教者，不当止于信仰，必由信而人

知 。 ……是派所注力研究者，曰神性，曰神与世界之关系，曰创造，

曰神物二元，曰恶德之起源及性质。 其研究之方法，不主论理，而

宁用想像。其所谓‘知非理性之知， 而直观之知，神秘之知也。"

(见商务印书馆查主政要九二四页 。〉 虽说遥盟主派以天主教的道理

作了它的主要思想，但实际上逐渐有不少的矛盾哲理，如狂二主教，

差堕哲学，新坦立国派学说，蓝塑挚的二元论……混进了道盟主派

内 。(三〉 在诺斯士派这名字内还包括三大思想和民间的宗教运动:

(a) 犹太诺斯士派 C Cerinthus , Cerdon , Basi1ides , Saturninus , 

Valentinus , Bardcsanes , etc. ......) 0 (b) 后起的基督教诺斯士派

(Marcion , Apelles , etc. ......) 0 (c) 异教的重重主派 (Car-pocrates

Ophitae , Noafiani , Manichæi , etc. ...... )。这三派都主张"信"

固然是高尚的目的，但"知"却是更高尚的目的 。 为获得救恩，

"知"比"信"更为直接而妥当，然而他们所说的救恩与圣教会所说

的救恩完全相反。 依圣依肋乃的意见，若为驳斥切陵托(Cerinthus) 

及尼苛拉派 (Nicolaitoe) ，写了他的福音。这派人士是专门吸收耶

稣思想的犹太诺斯士派，尽量采用若所喜用的语词，如"生命"

"光明" "认识" "真理" "世界"等(St叶， φ宫，如缸刷，叫r;Òê ,'a , 

功σμos . . . )，然而"罗格斯" OóYos) 这个重要的名词，他们却不多

用，即用时，意义也非常幽晦。 那么步耳特曼 (Bultmann) 究竟根

据什么肯定第四部福音是一本基督化的诺斯士派的书呢?不只我们

公教人士，连不少的非公教人士，也实在元法明白其所以然。诺斯

主派的荒诞谬论委实激怒了号称"雷霆之子"的若望，不得不提笔

著述。彼岂好辩哉?彼不得己也。这正如当时守旧的选主人 CJudai

zantes) 激怒了圣保禄，又如后来的阿黎约异端(Arianismus) 激怒

了圣亚大纳削;多纳托主义(Donatismus) 激怒了圣奥斯定一样。

换句话说，若的思想，一点也没有受到诺斯士派的影响，连"罗格

斯"这名词也不是由他们借来的 。 只因诺斯士派的这种荒谬绝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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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若才给我们详述了耶稣的天主性，并他所有的天主性的美和

善:光明与生命，尤其是由他那无限之爱而来的救恩。 总而言之，

诺斯士主义的各派人士一致认为纯全无疵的圣洁天主，绝对不能与

恶贯满盈的"可恶的物质"有所接触，降生的奥义为他们简直成了

不可思议的绊脚石。圣若望这"圣言成了血肉"的伟大宣言，不但

不能在诺斯士派中存在，连产生也不可能。

(3)若的"罗格斯"是由犹太经师的思想来的么?其实在第一世

纪左右，犹太经师对于"默木辣" (Memra) 和"托辣" (Thora) 的

本质、来历和美好所有的讲解和圣若望的"罗格斯"颇有相似的地

方。的确，初看起来似乎相同，实际研究起来就大相径庭了 。

一、"默木辣"是一句阿辣美话。 意谓"话"或"言语"。 一般学

者大都否认它是若圣言道理的渊源。 犹太经师用它完全是为避免旧

约的神人同形说，这只是一种比拟法，也许有时候到达人格化的程

度，但决不是一个位格。 肋贝通 (Lebreton) 总结"默木辣"的作用

说"当犹太经师说上主的"默木辣"一一话时，他们所想的只是天

主。"就如创 3:8 记载"二人听到了上主天主在园中行走的声

音……"，而盒型墅的援经主变 (Targum Onkelos) 却译作"他们昕

见了上主天主的‘默木辣'一一一言语一一的声音 。 "

二、"托辣"是一句希伯来话，意谓"法律"。 犹太人在充军以后

开始提高法律的声价，在德 24 :32-47 记述上主的智慧存在梅瑟的法

律内，后来的经师历代相传竟把"智慧"和"托辣"同化了 。 及后

到了耶稣时代或在耶稣以后不久的经师，都认为"托辣"常在天主

台前，且在万物以前就已受造，是天主默想的对象。 "托辣"彰明天

主拯救世人，圣化世人…… 。 为此斯特辣克和彼肋贝克 (Strack und 

Billerbeck , TWNT , etc. . .. .. .) 就认为若的"罗格斯"的道理，是

由这些犹太经师的思辨而来的 。 我们却认为二者之中具有天壤的分

别 。 若的宗教归于一个位格，一个历史上的人而天主一一耶稣基督;

而选主经师的宗教却总结于一本书(轰-1:1-的 。 "法律"在羞看来

就如圣保禄一样，是被耶稣满全的，是为给耶稣作证的，是为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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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耶稣而立的(1: 17 、 18; 7 : 19 、 23; 5:45; 5 :39; 7:38 等〉 。 要是

说羞依据了这些关于"托辣"的思辨而发挥了他的"罗格斯"的道

理，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假使羞知道世人要这样误解他的"罗格斯"

的道理，他一定会郑重其事的声明他的"罗格斯"远远超过"托辣"

而稍微改变吾主的话说"这里有比法律更大的在!" (参见玛 12:6)

(4) 我们主张若的"罗格斯"的道理，是发源于旧约上的"天主

的智慧"和"天主的全能的话" (参阅本章要义和宣莲圭豆11主) 。 若

望，耶稣的这位爱徒，终身怀念萦思历史上的耶稣，为此他认出

"天主的智慧"和"天主的全能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并在"真理之

神"的引导下称耶稣为圣言，因为"言"比"智慧"更容易彰明他

由天父的永远的诞生，况且"圣言"更包含了旧约论天主的智慧和

天主的全能的话所有的一切美善。

关于 ).ÓYoç 的参考书:

BOISMARD 岛1. E. Le Prologue de St. Jean . Paris , 1953 . 

GENNARO G . Exegetica in Prologum Johannis . Romae , 1952 . 

HEINRICHS M. Logos ct Tao. Pekini , 1941. 

SURJANSKY A . J . De Mysterio Verbi Incarnati ad mentcm B. 

Johannis Apostoli. Romae , 1941. 

D B SUPP. Sub voce: "Logos." 

TWNT. Sub voce: ……λ何时， etc . 

真光在黑暗中照耀也12)

第二章

耶稣初次显神迹

1第三天在加里肋亚组组有婚宴，里堡的母亲也在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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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2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3酒缺了，耶稣的母

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 "4耶稣给她说"女人，这于

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时候尚未来到 。 "5他的母亲给仆

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作吧!" 06在那里有

六口石缸放着，是为犹太人的取洁礼用的，每口可容两三

桶水。7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把缸灌满水吧!"他们就灌满

了直到缸口 。8然后坚壁给他们说"现在你们画出来，送

给司席 1" 他们便送去了。9 司席一尝了已变成酒的

水， 一一并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吕水的仆役却知道一一，

司席便叫了新郎来， 10给他说"人人都先摆上好酒，当人

都喝醉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保留到现在。 " 11这

是耶稣在加里肋亚加纳所行的神迹的起始，他显示了自己

的光荣，他的门徒们就信从了他。 @

耶稣下到葛法翁

12此后他和他的母亲、弟兄及他的门徒下到葛法翁，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 。 @

耶稣上耶路撒冷，洁净圣殿

13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便上耶路撒冷去了 。 14在

殿院里他发见了卖牛、羊、鸽子和坐着换钱的人， 15就用

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从殿院都赶出去，

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16 给卖鸽子的

人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

为商场。 "17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记载的: ‘我对你殿宇

的热忱要耗尽我 。 ， 0 18 因此犹太人就回复他说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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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显什么神迹，你竟敢作这些事呢?"19堕堡回答他们说:

"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兴建起来。" 0 

20犹太人就说"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你在三天之

内要兴建起它来吗?" 021但堕堡是指着自己身体的圣所说

的。22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

曾说过这事，便相信了圣经和坚壁曾说过的话。@

耶稣对此时信他者的态度

23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在这庆节期中，许

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字;24耶稣自己却

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众人 25他也不需要谁为人作证，

因为他原来认识在人心内有什么。@

o 1-11 节记载吾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奇迹。至于行奇迹的时候圣

史说是"第三天"，但这第三天是指的洗者若翰回答耶路撒冷使

者后的第七天，参阅前章注十五。行奇迹的地方是加里肋亚的

加纳。这小镇大约即是现今离纳臣肋约十公里的刻弗尔刻纳

(Kefr Kennah) ，在那里现在还可看到拜占庭时代的教堂遗迹

(参阅 ELS nn. 238-264); 至于行这奇迹的目的，圣师们和解经

家的意见很多，但重要的不外以下三点(一)耶稣亲自证实婚

姻乃是"天主的誓约" (箴 2:17) ，即夫妇双方在天主前所立的

誓约(拉 2:14); (二〉因着耶稣的亲身赴婚宴，婚姻被提到最

高的地位，而成为新约的圣事 (Sacramentum Novae Lcgis，参

阅要 19:3-12; 釜 10:2-12; 蹬 16:18; 攫前 7: 1-40; 芝 7:2 、 3;

爱前2: 11-15; 接 5: 25-33 等处); (三〉按轰特有的精神，耶稣

行的这第一个神迹暗示三种极深奥的道理(1)新约的恩赐大

于旧约的恩赐:水象征旧约的法律，酒象征新约的爱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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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变成酒，是给信徒一个接受更大变化的准备，即麦面饼变成

耶稣的圣体，葡萄酒变成耶稣的宝血 (6 : 26-65); (3)最后的

目的是要叫圣母有分于救世的大功。 圣羞望照耶稣临终时的遗

言，接受玛利亚为自己的母亲(19: 25 、 26) ，直到圣母离世升

天，常与她日夕相处，获得了许多关于耶稣的深奥微妙的道理。

路关于婴孩耶稣所记述的一切，或许是由若得来的 。 元疑地，

若认为救世主的母亲就是那按创 3: 15 所应许的要同自己的儿子

踏碎蛇魔头颅的女人(默 12) 。 他在耶稣的救世大功上，指出了

亘型里两项重要的工作: 一是本章所记述的这有求必应的效力，

一是 19:25-27 所述的圣母与圣子在救赎工程上的合作。 圣史记

述这事是根据信而有证的历史事实，且因他身临其境，亲见其

事，为此他叙述起来，也异常活泼而仔细。 本段事迹最难解的

一点，是在圣母的请求和耶稣的答复。 玛利亚发觉当此喜气洋

洋的时候，宴客的酒竟然不够了， 一一有些学者认为酒不够的

原由，可能是因为耶稣意外带来了五位门徒 为了顾全新婚

夫妇的情面，除了求圣子耶稣当堂显个奇迹外，实在无法可想;

虽然她的儿子直到今天尚未行过任何奇迹，但她深信她的儿子

是至高者的儿子，她也知道差不多两个月前，耶稣离开了纳臣

肋，去到若尔当河受前驱若翰的洗，她也知道耶稣在受洗的时

候，天主圣神借着鸽子的形像，降在耶稣的头上，天父曾宣布

说"这是我的爱子"。 她不疑惑耶稣开始救世的时候已经来到，

所以她满怀信心向她的儿子说"他们没有酒了 。"这出于爱人深

切的祈求，很有点相似拉臣禄的姊妹向耶稣说的"主，看哪!你

所爱的病了" (1 1:3) 。 至于耶稣给圣母答复的话，我们不能单从

字面去理解，却该从当时的环境和情况来推敲其中的含义。 耶稣

向自己的母亲说"女人"这并不含有什么轻视或拒绝的意味。

在他身悬苦架快要离弃人世的时候，也用"女人" 一词称呼了自

己的母亲。 因为"女人"二字，按犹太当时的习俗，仅有一种威

严尊敬的意思，况且"女人"二字在旧约记载上具有一种神秘的



947 若望福音第二章

意义;可能耶稣用这种称呼，是暗示堕型亚在天国所享有的特殊

地位(刽 3: 15; 1美 7:14; 类 5:2; 憨 12 和差 19: 25-27) 0 "… 

这于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同样或相似的语句亦见于虽 11 : 12; 

撒下 16: 10; 19: 23; 到上 17:18; 到下 3: 13; 绩下 35:21; 晏 8:

29; 谷 1:24 等处。按字面来说，像这样的回答好似是在拒绝别

人的要求，但我们未曾身临其境的人，看不到当时说话者的声

调、态度、表情和姿势，为此我们不能武断这句话是拒绝的意

思，可能另有别种含意，如"我和你对这事有什么关系?" "我

和你之间有什么不睦的事?" "你要我为你作什么事?" "你说的

是什么事?"尼撒圣鲤鱼堕 (s. Gregorius Nissemω 和一些现

代的学者 (M. Egger , etc. ......)，把这一句问语改成两句问

语，译作"你向我要求什么?放心吧!我的时候岂不是到了

吗?"此外还有些最近的解经家 (Zοlli ， Testa) 把这句话作如下

的解释:女人，在我和你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为何要这样哀求

呢?我苦难的时期还没来到。那时候我的全能必要受到约束，

因为在那时候，我只受苦受死，可是这样的时期尚未来到，所

以现在我能够作一切属于我救赎人类使命的事。你放心吧!我

必要顺从你的意愿。按这种讲法耶稣的"时候"便是受苦受难

的时候，正如 7:30; 8:20; 12:23 、 27; 17: 1 诸节所说的。 (s.

Augustinus , Rupertus , Bonaventura , Newman , Hoskyns , Cull

mann , Braun , Dibelius , G孟chter ， etc. ......)。如此就可以明

白玛利亚为什么毫不怀疑，相信耶稣现在就要发现奇迹，因此

才敢对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都要照办。我们赞

成这种讲解，因为如此讲解，不但合于上下文，且更合于圣羞

望神学的深意。这样耶稣显示了他的光荣，扶助了困厄人的贫

乏，表彰了望型里转求的全能。组皇、草墨垦~等学者 (New

man , Gächt町， Braun , etc. ......)就此发挥说:如果耶稣还没

有光荣复活升天，玛利亚的转求就有求必应;那么，在他光荣

复活升天以后，玛利亚岂不要更加相帮耶稣的徒弟吗?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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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合若 19:25-27 及默 12 的道理。 至于古时和近代的一些誓反教

学者，却重拾了摩尼教、阿黎约和仆黎禀连异端派的解释

(Exegesis Manichæorum , Arianorum et Priscillianistarum) ，同时

还有些学者以象征主义和宗教比较学的学说来作另一种解释。

总之，照他们的意思，是若捏造了这件事迹来取得希腊人的信

仰，叫他们知道耶稣和他们的神明雕尼削(Dionysius) 一样，

是个供人美酒，供人生命快乐的神 。 垦盟主 (Hoskyns) 这一位

誓反教学者，看到了这种讲解，说了一句实令人赞叹的话"圣

若望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奇谈。"他记述的是一件真实的事迹，

而记述这事的目的，无非是为暗示这事所含有的象征而已 。

ø <(有六口石缸"这些缸说明是石制的，因为按买摩尼德 (Mai

monides) 的解释，石头不会沾染法律上的不洁，如果是陶土烧

的，便会沾染法律上的不洁。 缸内盛的水原是为犹太人取洁用

的(玛 15:1-20; 谷 7:1-23) ，倘不是用石制的，犹太人便不能

用其中的水取洁了 。 "每口可容两三桶水"这里的"桶"字原

文作"默特勒;武" (μετρ市和) ，等于查组基文的"巴特"。 一个

"巴特"大约可容三十六至四十公升。六缸水都变成了酒，送给

这对新婚夫妇，耶稣的慷慨真非我们所敢想像。 水变成了酒，

司席不知其由来，仆役却知道，但他们只是知道水变成了酒，

然而不知道是如何变的 。 本革耳 (Bengel) 说得真好，他说:

"司席本不知道，却证实了酒是上等的酒;仆役本知道，却证实

了神迹是真实的神迹。 " "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的起始"

"神迹"二字若直译该作"征兆" "记号" (2，TlPEéoν) ，其意所指

不但是一外面可见的奇事，而且更是一端高超道理的征验;换

句话说，耶稣所行的神迹都在表示他是天主子，或他天主性的

一种特殊的德能。举例来说，他使生来的瞎子复明 (9) ，表示

他是心灵的真光;他使拉臣禄复活(11) ，表示他是世人的生

命。 在加纳变水为酒的神迹，也是个征兆，因为吾主耶稣用此

表示了新约的尊贵，婚姻的圣洁，和圣母玛利亚转求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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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势来说，组组比墓盖盒高，所以圣史说耶稣"下到"了墓盖

翁。葛法翁即现今的基主盟主 (Tell Hwn) ，位于提庇黎雅湖西北

角。耶稣在坦里盟主传教时曾以此城为中心，因此圣经上有时称

这城为耶稣"自己的城"。参阅玛 9:1。耶稣这一次下到葛法翁，

有人认为开始迁居在那里，有人认为只是暂时来到那里，准备上

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我们赞成后一说。关于耶稣的"兄弟"参

阅玛 12 附注。"他的门徒"是指前章内所提到的那五位弟子。

。 13-22 节所记述的逾越节，按我们所认为比较可靠的年代计算，

是耶稣开始传教后的第一个逾越节，即公元二十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的逾越节。参阅年表 27。在 5:1 所记述的"犹太人的庆

节"似乎是指五旬节，见年表 84。第二个逾越节记述于 6:4 0

(见年表 80) 。第三个，即耶稣受难而死的那个逾越节，记述于

11: 55 (见年表 176-208) 。若在本段内详述了耶稣如何义愤填胸

地洁净受人作践的圣殿，虽然三对观福音都记述了这件洁净圣

殿的事(玛21: 12 、 13; 谷 11: 11-24; 路 19:45-48) ，但前三福音

都记述在耶稣传教末期，而若却记述在耶稣传教初期。为此耶

稣洁净圣殿是两次或是一次，这是一个从古迄今解经学家尚未

解决的问题。就为了这个弄不清的问题，有些解经学家认为耶

稣传教期间不止两次洁净了圣殿，可能有三次四次之多。总而

言之，这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若望所记述的时

间和次序是比较可靠的，参阅玛 21: 12 、 13 注。。每逢逾越节，

凡成年的犹太人都有亲赴耶路撒冷朝拜天主的义务(出 12: 14-

20; 肋 23:4-8; 申 16:1-8; 路 2: 41-52) ，所以耶稣这次也上耶

路撒冷去了。但他这次上去却和从前大不一样。从前上去只是

为热心析祷，崇拜自己的天父。这次却因为自己已正式开始传

教，对于崇拜天主的圣殿，不能不有所表示。他每年都看到乘机

谋利的商人作践圣殿，只因他的时期尚未来到，总是忍而不言。

现在时期既己来到，真到了忍无可忍的时期，遂不顾当时任何人

的情面和威吓，毅然决然洁净了天主的圣殿。耶稣的这种对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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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让步的行为，表示了以下三点 C一〉表示了他对天主圣殿所

怀的一片热诚 C二〉对旧约的礼仪享有绝对的权威〈其实他对圣

殿所持的态度和对安息日所持的态度一般无二); C三)对天主的

圣殿发挥了他的正义感。旧约的圣殿是天主和他的选民会集的地

方，但新约的圣殿，人和天主会集的地方，却是耶稣自己，因为

只有经过他，天主才优待世人，只有经过他，世人才可享见天主

c1 :51 和注)0 "我对你殿宇的热忱要耗尽我"一句，是引自接

69:6，但咏的原文"耗尽"一词是过去时，若却改作将来时。这

似乎有意暗示耶稣两年之后，真要为天主圣殿的光荣消灭自己，

流尽自己的圣血，死于十字架上。谁敢否认耶稣没有耗尽自己?

o "犹太人就回复他说……"这里的犹太人是指的犹太人的领袖，
也可能是指的被耶稣扫荡了的那些商人，他们向耶稣要求一个

"神迹"一一即"征兆" C注二) ，为证明他的权柄是否是由天主

来的(玛 16:1; 谷 8:11 等)。耶稣要给他们显的征兆，就是他

死后三天复活的奇迹。耶稣的意思是愿以他由死者中的复活，

来证明他的权柄是从天主来的，作为他是默西亚的真凭实据

(玛 12:39 、 40; 路 11:29 、 30; 及玛 27: 62-66; 格前 15: 3-20) 。

"你们拆毁……"亦可译作"如果你们拆毁……"或"几时你

们拆毁…...。

o "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一句为编耶稣的生平年表有很
大的帮助。按若瑟夫 CAnt. Jud. XV , 11 , 1)所记:大黑落德

兴工重修圣殿是公元前二十与十九年之间，如此算来，第四十

六年即等于公元二七或二八年。到这时大黑落德的圣殿尚未修

竣，直到公元六四年，即罗马军队毁灭圣殿前六年，才在黑落

?塞回整整坦二世 CH町odes Agrippa) 当国时竣工。但我们该知

道耶路撒冷圣殿曾修建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撒罗满当国时，为

时凡七年(列上 6: 1)。第二次是由巴比伦归国后，则鲁巴贝耳

于波斯王居鲁士元年倡导开工， j1J波斯王达理阿六年才完成。

许多史家认为其间经过，共历时凡四十六年。第三次就是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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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这大黑落德所兴工建造的圣殿。因为第二次修建的时间历

时也凡四十六年，故有不少的学者以为耶稣所说的圣殿，是指

则鲁巴贝耳所兴建的 (s. Chrysostomus , ßeda , Theophylactus , 

Euthymius , Maldonatus , Eusebius , etc. ......)，但历来大多数

学者都认为是指第三次修建的圣殿。

@吾主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真实的圣殿，这是一端高超的道理，

因为天父以奇妙的方式住在耶稣内 04: 10) 。也许若在这里暗

示圣保禄所讲的耶稣妙身的道理(罗 12: 5; 哥 1:18 等处〉。那

么这句话就该如此解释:耶稣死后第三天必要复活，因着他的

复活，圣教会才能建立起来。圣教会又因着耶稣遣发来的圣神

的作为，成了天主的圣殿，成了万民的析祷所〈依 56: 7; 谷

11:17 和依 2: 2-5; 4: 2-6) 0 "他的门徒……便相信了圣经…

看光景门徒那时尚没有明白耶稣这话是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的，

因为据此节的记述，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幡然了悟，相信

了圣经和耶稣的话。此处所说的"圣经"可能是指旧约关于默

西亚所记载的一切事，但按上下文看来，似乎只是指旧约关于

耶稣复活的记载，如依 53: 11: "因他心灵的苦难，他要看见光

明" (参看该节的注释)和咏 16:10 "因你绝不将我的灵魂留在

阴府，也不容你的圣人归于腐朽" (参阅宗 2:31; 13:3日。

G "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字"耶稣在耶路撒冷
行了什么神迹，行了多少神迹，圣史只字未提，但由此可以推断

一定行了不少的神迹，最低限度不只一个，因为"神迹"一词在

原文为复数(句dα〉。可是这些人的信仰大多是浮泛的，因此耶

稣不信任他们。耶稣认识众人 o : 47; 21: 17) ，就如天主圣父认

识众人一样。若说这句话，似乎是旧约上"天主所看的不如同

人所看的一样，因为人看外貌，天主却看人心"那句话的余音

(攫上 16:7) 。既然耶稣是全知的天主，当然不需要任何人来给

他为人作证。只因这些人的信德不甚坚固，所以耶稣还得等待

一个适当的时机，现在他还不愿意给他们公开讲论天国的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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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耶稣与尼苛德摩讲论新生

1有一个法利塞党人，名叫尼苛德摩，是个犹太人的

首领。 02这人夜间来到耶稣前给他说 "辣彼，我们知道

你是从天主来的师傅，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谁也不

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 "3耶稣答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

诉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04尼苛德

摩对他说"人己年老怎样能重生呢?难道他还能再入母

腹而重生吗7"5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

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 86 由肉生的属于

肉，由神生的属于神。 7你不要惊奇，因我给你说了:你们

应该由上而生。8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它的响声，却不

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生的就是这样。" 。

9尼苛德摩回答耶稣说 "这些事怎样能成就呢7"10耶稣回

答他说"你是伊撒尔的师傅，连这些事你都不明白吗7 0

11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

所看见的我们才作证，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 12若

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我给你们说天

上的事，你们怎么会信呢7 0 13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

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 014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

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 15 叫凡相信的，在他内得

有永生。"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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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史的感想

16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叫凡信他的不至丧亡，反而得有永生。 17 因为天主没有派

遣子到世界上来为审判世界，却是为叫世界藉着他而获

救。 18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因为

他没有信赖天主独生子的名字。 019审判就在于此:光明

来到了世界，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

邪恶的 20因为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也不来就光明，怕

自己的行为受谴责。21 然而履行真理的却来就光明，为显

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

洗者若翰再给耶稣作证

22此后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犹太地，同他们一起

住在那里施洗。 23其时若翰也在临近撒冷的艾农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所以人们常来领洗。24 因为那时若翰尚

未被技在监狱里。25若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关于取洁

礼发生了争辩。 $26他们便来到若翰前给他说"辣彼!

曾同你一起在羞盔当河对岸，你给他作证的那位，看

哪!他也施洗，并且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 CD27若翰回

答说"人不能领受什么，除非由天上赐给他。28你们自

己可给我作证，我曾说过:我不是默西亚，而我只是派

遣在‘那位 F 前面的。 29有新娘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

友，侍立静昕他，一听得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我

的这种喜乐已满足了。 30 ‘那位 F 应该兴盛，我倒应该

衰微。"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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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史的感想

31那由上而来的是在众人以上，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

下地，且讲论下地的事;那自上天而来的是在众人以

上。32他对所见所闻的，予以作证，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

证。33那接受他见证的，就印证天主是真实的。 æ34天主所

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地赏赐给

他。35父爱子，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36那信从子的，便

具有永生;至于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反有

天主的义怒常存留在他身上。 @

o "尼苛德摩"是一个希腊名字，意谓"胜利者"。在新约中只有
若提到了这位尼苛德摩。他属法利塞党，是犹太人的首领，伊

民的师傅，又是公议会中的一位议员。在当时可算是一位德孚

众望的教会领袖。他虽然不敢公开去做耶稣的人门弟子，却敢

公开在自己的同道面前替耶稣辩护(7 :50) ，并且在耶稣死后还

买了一百斤香料来傅抹耶稣的遗体(19:39) 。按古来的传说，

他在圣神降临后领洗人教，成了圣教会初期的圣者。为此在罗

马殉道圣人录中，列有他的芳名，八月三日是他的纪念日。在

伪经中还有一部尼苛德摩福音。假使他没有加入耶稣的教会，

是不会有人去冒他的名写福音的。这部书据考是著于第四世纪。

有些现代学者以路 18:18 所记载的那位"首领"就是这位尼苛

德摩。更有一些学者把他认为是塔耳慕得 C Talmud-Tramish , 

20. 1) 所记述的那位尼克达孟 CNigdamon)。我们却认为很可

能不是一人，因为这位尼克达孟在耶路撒冷被困之时(公元七

十年〉尚活于世。 假使同是一人，那么尼苛德摩便是一位将近

百岁的老人了 。 为此很难相信他是若所记载的这位尼苛德摩。

按福音的描述，他是一位智力有余而胆量不足的老成人。他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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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其他法利塞人一样，期望着一个光荣而富强的天主之

国的来临 。 他看到耶稣以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洁净圣殿，和所行

的种种神奇之事大受感动，便决意要去拜访耶稣，当面向他请

教，解除心中的疑虑。 至于他为什么要夜间去拜访耶稣，我们

不能断定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许因为他是犹太人的首领，不便

向平民请教，也许他怕失掉自己在上等社会上的地位，也许他

以为夜间谈话比较安静，这也是达主经师相传已久的习惯，因

此他便在夜阑人静时候来拜访耶稣。 耶稣和里主堡壁彼此交谈

的时候，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青年的爱徒羞望也在场细细静听他

二人的对话，故于数十年后，叙述起这一回事，犹能栩栩如生。

@ 尼苛德摩虽然尚未认出耶稣的真正身份来，但他己承认耶稣是

一位先知，因为如果天主不与他同在，他决不能行出那么多的

神迹。 :23) 。 然而这位先知如此义愤填胸洁净圣殿，敢称天主

是自己的父亲，洗者若翰又称他为天主的羔羊，这种种超凡的

行为和称呼，更显出他是一位不平凡的先知，莫非他就是洗者

若翰所说的那一位要来的先知吗?如果真的是他，他究竟有什

么劝世宣言呢?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尼苛德摩迟疑莫决。 耶稣的

答复真是对症下药，也可说是他全部福音的纲要:天主的国不

是物质的，富强的，耀武扬威的，这是那些存心恢复主些王国

的犹太人所希望的天主的国;相反的，天主的国却是精神的，

是一种重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一种由上而来的新生命，超然

的生命。 "不能见到天主的国"是指那些"非由上而生"的人说

的，但以"由上而生的"人来说，便是"见到天主的国" "见到

天主的国"，就是享受天国的美善，获得天国的产业，成为天国

的人民，体验天国的神能。 总之"见到天主的国"可说和本章 5

节"进入天主的国"是一个意思 。 三对观福音用"天国"或

"天主的国"的次数很多 。 若除本章 3 、 5 两节用过外，以后在他

全部福音内，一次也没有再用过。 他常以"生命"或"永生"来

代替"天国"或"天主的国" (见引言第二章) 0 "由上而生"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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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重生"。 尼苛德摩就是以重生之意来懂的 (4) ，但是耶稣特

别强调新生命的来源，说明它是由上而来的，是超然的，是内在

的，总而言之，与"永生"和犹太人所说的"来世的生命"没有

什么分别:都是从今世开始，到来世完成;归根结蒂，同指超性

的，由上而来的新生命(参阅玛 7:14; 18:8; 路 10:25 等处) 。

@ 尼苛德摩昕了耶稣的话，比听了耶稣讲论活水的撒玛黎雅妇人

(4: 11) ，和听了耶稣讲论生命之粮的犹太人 (6:42) ，更觉得莫

名其妙。 他不由得追问一句说"难道人还能再人母腹而重生

吗?"这句话代表法利塞党人的意见(注意 2 节内的"我们" 二

字) 。 我们不能认为尼苛德摩有意讥笑耶稣，也不能以这一句话

是一句下流鄙俗的话，因为他和耶稣的一问一答始终保持着庄严

稳重的语调。 耶稣给尼苛德摩解释他所说的，由上而来的新生

命，是指由水和圣神而来的新生命"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

不能进入天主的国 。"尼苛德摩和他的同党，以及许多伊撒尔人，

不久以前都昕到洗者若翰说默西亚来到，要以圣神施洗，即谓给

人施洗同时也赏给他圣神(玛 3:11; 谷 1 :8; 路 3:16; 若 1:33) ，

如今他亲自又听见耶稣自己声明他的洗礼乃是赏给圣神的洗礼，

乃是超性生命的根源。 有等学者 (Wellhausen ， etc. ......)认为

"由水" 二字是后来教会因用水施洗的习惯而插入的，因为当耶

稣和尼苛德摩谈话时，尚未说过他的洗礼是必需以水施行的 。

这种意见毫无价值，因为"由水"二字，除在一切经卷和译本

都保留外，历来的教父C]ustinus ， Origenes , Tertul1ianus , 

etc . . .. .. .)还根据这句经文来证明圣教会圣洗圣事的效果一一

重生 。 况且从上下文看来，也可确知是耶稣自己所说的，因为

一方面他在暗示若翰的见证。 :33 、 34) ，另一方面在本章下段

。2-29 等)和下章 4: 1 、 2 内，都记载以水施洗的事。 如果说那

时耶稣还不能详细解释他所要建立的洗礼的效果，那就太不适

合于若的目的和上下文的连系了 。 若在本章的目的，不外是描

写信从耶稣之人的新生命是由何而来，正如在 6 章内描写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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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当如何维持，在第 11 、 15 、 17 三章内讲论这新生命的性质

是如何的深奥 。 喀尔文和一些少数的学者 (Calvinus ， Grotius , 

Weiss , etc. ......)主张"由水"二字是一句表示圣神的隐语

(7 :38) 。 这样的讲法完全相反耶稣的说法，因为他明明说"由

水和圣神"也相反若的目的和上下文，并相反初期教会关于圣

洗圣事的教义(宗 2:41; 8:16 、 38; 9:18; 16:15 、 33; 19: 5; 格

前 6: 11; 弗 5:26; 弟 3:5; 希 10:22; 罗 6:3 等) ，并且反对若

自己的解释"他就是藉着水，又藉着血，并藉着圣神来的那位

耶稣基督;不单单藉着水，也藉着水和血;还有圣神作证，这

圣神就是真理" (若-5:ι8) 。 为了这许多圣经上的证据，脱利

腾公议会才决定水是洗礼不可缺少的要素 (Denzingcr 858) 。在

圣瞻札七那一天，祝圣圣洗水时，圣教会把"人除非由水和圣

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这句话，用很美妙的词句解释说:

"天主啊!于开辟世界之初，你的神曾运行于大水之上，为使这

天然的液体，就在那时已含有圣化的能力……" (见弥撒经书)。

@ 天主的国是超自然界的，由血肉而生的人，仍然是血肉，既然

是血肉，自然无法进入天主的国;要想进入天主的国 ， 非由圣

神而生不可。 因为只有由神而生的才属于神，这样才可蒙受为

天主儿女的超性地位。 对如此浩大的神恩，血肉(人性〉是无

济于事的 (6:63) ，只有天主的恩赐才能实行这样超凡的事(1:

12 、 13) 。 天主圣神的造化之工，及那些由天主圣神引动而发生

的作用，是神妙莫测的，是秘密深藏的 。 我们不能否认在自然

界有许多秘密的事，那么在超自然界，若耶稣肯定圣神和蒙圣

神者的作为是神秘的，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最值得我们

注意的，是圣神把自己的作为和德能赐给了天主的儿女，领他们

进入自己的神力范围以内，甚至藉着他，那由水和圣神重生的人 ，

虽然他们的肉体仍生活于今世，而他们的心神却生活于来世了 。

正如絮丢复是莹的作者说的"基督徒虽然居住在这个世界上，却

不属于这个世界" (Ad Diognetum) 0 "风随意向哪里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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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字在原文和圣神的"神"字原是一个字，为此历来的学者

(S. Augustinus , S. Arnbrosi凶， S.Gr电on山， αigcnes ， etc. .......) 

大都认为这里的"风"指的是天主圣神。也许正当耶稣和尼苛

德摩谈话时，吹来了一阵风，耶稣遂触景生情用风的比喻给尼

苛德摩，发挥了圣神随意赐人恩宠的一端大道理。"凡由圣神生

的就是这样，"是说领受了天主圣神的人，可完全按照圣神的意

旨去行事，因为我们的灵魂到了这种地步，已是以圣神的意旨

为自己的意旨了(罗8: 14) 。

@ 耶稣给尼苛德摩说了这个比喻，竟使尼苛德摩如坠五里雾中，

叫他更莫名其妙了。他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衷心希望一个光

荣、现实、物质的富强国家，而耶稣给他所讲的道理，竟和他

们的理想相差得几乎不可以道里计，为此他说"这些事怎样能

成就呢?"本来他既为伊撒尔人的师傅，就应该知道这些事，何

况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有不少的人确实知道这端奥理，难怪耶

稣要以惊奇的口吻问他说"你是伊撒尔的师傅，连这些事你都

不明白吗7" 因为旧约上有许多地方明明记载，默西亚的时代一

来到，天主必要给世人赏赐自己的神(依 44:3; 49:21; 臣 13: 1; 

岳 3:1; 则 11:19) ，而最显明的预言莫过于则 36: 25-27: "那时我

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使你们洁净，我要由你们各种污秽与各种神

像之中净化你们，并且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鲜的心，在你们五内

注入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的肉体内，取去铁石的心，给你们换

上一颗血肉的心。我要在你们身上注入我的神，使你们遵行我的

规律，恪守我的诫命，且也一一实行。如此你们必要住在我所赐

予你们祖先的地域内，你们要作我的百姓，我要作你们的天主。"

@ 尼苛德摩代表当时半信半疑的犹太人，他和耶稣谈话，不但是

以自己私人的名义，且也是以他同党的名义，所以当他开始给

耶稣说话时就用了"我们知道......" (2) 的复数第一人称的说法。

耶稣到末了结束这次谈话时，也用了"我们所知道……"的复数

第一人称的说法，这是耶稣自己并代表他要建立的教会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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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和他的建立者天主而人的基督一样，世世代代讲论所知道的，

作证所听见的。 由 15: 1 8-21 所提到的耶稣的话，可以看出吾主耶

稣的使命和他的教会的使命是分不开的。 若一 1: 1-4 对这端奥妙

的道理也有所解释。"地上的事"一句似乎是指天主在地上所行的

事，如赏赐人超性生命的洗礼"天上的事"一句却是指存在天父

怀里的奥迹:圣子的永远诞生，圣神的发出，天主三位一体等，

这些天上的事，只有耶稣自己能给我们详述(1: 18) 。

o "没有人上过天"，不是指耶稣复活后升天之事，是指耶稣因为
他身为天主子，虽然降生为人，居住我们中间，但同时仍旧在

天父的怀里，为此他是唯一而真实的天父的启示者。 "仍在天

上"一句，虽然许多重要的经卷没有，但也有不少的经卷和古

老的译本有，今存留 。 关于"人子"参阅玛 8: 15 注 。

@ 本节内耶稣说明了一件属于"天上的事"天主赏赐给人的超性

生命，是由吾主耶稣的圣死而来。耶稣用犹太人熟知的梅瑟举

蛇的事，给尼苛德摩讲的这端道理能作以下的解释(一〉梅瑟

在杆子上悬了铜蛇(户 21: 肘，人子要被悬于十字架上(二)

被毒蛇咬伤的伊民，瞻望铜蛇，便可痊愈;因罪恶而死亡的世

人，瞻望一一信赖被钉的耶稣，便能在他内获得再生(三)伊

民满怀依赖之心瞻望铜蛇，只能保存暂时的性命;我们真心信

赖被钉的耶稣，却能获得永远的生命。关于铜蛇，除了户 21 :4-

9 以外，亦见于列下 18:4; 智 16: 5-7。古时不少的教父，如犹

塑墨，堡盔皇等C]ustinus ， 1 Ap. 60 , Trypho 9 , 112 , Barnaba 

12 , 5-7 , Tertullianus Adv. Marcionem III 18) ，都认为铜蛇是耶

稣的预像。 末了我们还该注意，以信仰而瞻望被钉于十字架的

耶稣，已是臣加利亚先知所预言过的"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

的那一位" (臣 12:10) 。 若在他的著作中两次引用了这句名言

(19 :38; 默 1: 7) ，他似乎有意叫我们知道，我们所获得的救恩

全是由耶稣的圣死而来的 。

。 耶稣给星主堡墅指明了自己的死亡，将作世人获得永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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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记述这些话以后，心有所感，遂接连述说了自己的感想 。

他的感想如此美妙高尚，竟有不少的解经学家认为这些话不是

若望说的而是耶稣说的 。 也许按最合事实的见解，若在本段内

只记载了耶稣于异时异地所讲的奥理。 第 16 节可说是全部圣经

的精华，我们真该在此细细默想，透彻其中的深意，力图以爱

还爱。 天父因为爱我们世人，便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世

人。 他不但派遣他来到世界(降生) ，且要他死在十字架上，为

救赎我们世人(罗 5:8; 若- 4:10 等〉 。 这句感人肺腑的话，吾

主耶稣自己好像怕我们不能彻底明白，还在别的地方加以解释

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 (10:11-15);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除非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

粒;但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果实来……" (12:34 、 25) 0 17 节

接着记载说"……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为审判世界，却

是为叫世界藉着他而获救。"天主把审判之权交给了耶稣，这是

不能怀疑的(玛 25: 31-46; 若 5: 22-27) ，只因为耶稣的使命专

在救赎世人，为此他不使用这审判之权。这端道理该是我们信

仰耶稣的人 ， 应抱乐观主义的基础 。 末世的审判，全依据世人

在生时对耶稣的态度，换句话说，谁信赖独生者圣子的名，便

不受审判 。 所谓"不受审判"就是"不被定罪"的意思;但谁

不信赖独生者圣子的名，已经受了审判，所谓"受了审判"就

是"被定了罪"的意思，因为这样的人自己已经把自己列在要

受惩罚的恶人之中了 。 可见永生和永死在现世就已开始了 。

<<i> 19-21 这三节内，若说明:为什么有些人来就光明而远离黑暗，

为什么有些人去就黑暗而远离光明 。 凡心灵纯洁的人必来就光

明而远离黑暗，因为他们履行真理，以真理为思言行为的规则，

如此不会受光明的谴责;至于那些心灵邪恶的人，远离光明而

去就黑暗，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邪恶，怕受到光明的谴责。 "谴

责" 二字亦可译作"被证明是恶的"所以他们要远离光明，免

被光明证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而在众目昭彰之下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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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是否来就光明，要看他有没有一颗诚恳的心，因为诚

恳的心是信仰的最妥善的准备。

æ "……耶稣……来到延圣地"，这里所说的"盐主地"我们不能
确定知道是什么地方，但由 23-26 节推测，大概离洗者若翰施洗

的艾农不远，因为若翰的门徒很不满意，耶稣也给人施洗;既

不满意，很可能是看到了，既看到了，当然不会相距太远。 艾

农大概即是现今位于贝特商(撒上 31 : 10) 南部的，武耳撒冷

(Tell Sarem) ，参阅 ELS nn. 265-268 。 这里提到耶稣的门徒给

人施洗，但他们的洗礼，是不是吾主耶稣所立的圣洗圣事?历

来的学者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我们赞成后者，因为圣神还没

有降临(7 :39; 16:7) ，耶稣还没有去世(罗 6: 刀，为此德都

良，教宗圣良一世，金口圣若望等，都认为这种洗礼只能是与

洗者若翰施行的洗礼相类似，而不尽然相同的洗礼。 因此若翰

的门徒和犹太人发生了争辩。

@从若翰门徒的话上看来，他们由于耶稣的名声日大，不免心生

嫉妒，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既受洗于若翰，便不该胜过若翰。 但

他们却忘了自己的师傅有关耶稣所说的话"我以水施洗，你们

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

起解他的鞋带" (1:26 、 27) 0 "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成了在我

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 c1 :30) 。

@ 洗者若翰对自己门徒的这种不合理的思想，本来该加以严厉的

责斥，但他谦良成性，不忍得立时责怪，反而温和地教导他们，

乘机再给耶稣作了一次见证。 这位克己苦身的前驱，面对着天

主的羔羊，说出了这几句如此深奥的话。 他承认自己不是默西

亚，也不是新郎，只有耶稣是默西亚，是新郎;他自己不过是

默西亚的前驱，新郎的朋友而已 。 新郎结婚的日子一到，新郎

的朋友非常喜乐，但新郎该出头露面，朋友到那时应该退避。

新郎是表示耶稣，那么新娘表示谁呢?若翰却没有说出，他之

所以不说出，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门徒尚不能明了这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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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道理。新娘就是耶稣所要建立的教会。 耶稣是新约圣民的

净夫，就如上主是旧约选民的净夫一样(依 54: 5; 62: 5; 欧 2:

18; 雅 1: 1 、 8 等处〉。

æ 31-36 节一段，和本章 16-21 节一段一样，是若对洗者约翰的作证

所有的感想。若明言耶稣的证据超过任何人的证据，连洗者若翰

也不除外，因为耶稣是自天而来的，只有他能够毫无错误地证明

他在天父怀里的所见所闻 0:18; 3:13; 8:23) 。耶稣是天父的真

正启示者，但可'惜有些人却不接受他的证据;然而那些接受他证

据的人，即证明了天主是真实的，就如人为证明自己文件是真实

的，盖章划押一样。圣多玛斯说得真对，他说:凡不相信圣子的

人，就是不承认天主是真实的。现在再看一下若自己如何解释

"印证天主是真实的"这句话"人的证据我们还接受，天主的证

据是更大的;原来天主作的那证，就是为他子作的证。谁信天主

子，就有天主作的证，在他心里;谁不信天主，便是以天主为虚

言的，因为天主为他子作证，他偏不信" (若- 5:9 、 10) 。

æ "因为天主把圣神元限量地赏赐给他"这一句是按最普通的希
腊经卷译出的，但有些希腊经卷，无"天主"二字，因而亦可译

作"因为他一一指那被派遣的，即耶稣自己一一无限量地赏赐

圣神。"圣进型壁 (s. Cyrillus Alex. )、盈盈主迪、堂里垫等都

赞成这种译法。敖黎革讷如此解释说"如果先前的智慧者，因

为蒙受了天主的光照，能说出天主的话，因为他们领受了天主

的圣神，真按天主所说的: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血肉的人

身上(岳 3: 1)，更何况那被派遣者是说天主话的救世主，无限

量地赏赐圣神呢!他不是蒙受圣神而不赏给别人的，而他从天

上被派遣来，且超越众人之上，他赏赐圣神与人有如一眼活泉"

(Lagrange 所引的名言) ，亦可参阅 20:22 0 。我们所选的经文的

意义，乃是:吾主耶稣是天父的启示者，因为他满盈了圣神

(参阅 1: 16 和注) ;耶稣是一切恩宠的泉源，因为天父把一切都

交给了他 03:3; 15: 9; 16:27; 17:2 、 23; 玛 28:18); 这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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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天父爱子的缘故，所以获得永生或遭受永死，全在乎信从

圣子或不信从圣子。 圣依拉略 (s. Hilarius) 说:能有什么事，比

不接受耶稣这件事，为世人更有祸呢?当然没有，因为天主的义

怒常留在这样的人身上。若也说"谁有天主子，就有生命;谁没

有天主子，就没有生命" (若- 5:12，参阅罗 2:8; 弗 2: 3-4) 。

第四章

耶稣离开犹太

1主一知道法利塞人听说耶稣收徒，施洗比若翰还

多 2一一其实耶稣本人没有施洗，而是他的门徒， 一-

3他便离开犹太，又往加里胁亚去了。 @

耶稣向撒玛黎雅妇人显示自己为默西亚

4但他须经过撒玛黎雅。5于是他来到了撤玛黎雅的一

座城，名叫息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庄田。6在

那里有"整釜组泉"，显堡因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旁;

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 87有一个撒玛黎雅妇人来打水，耶

稣给她说 "请给我水喝 ， "8原来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

去了。9那撒玛黎雅妇人于是对他说"你既是个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撤玛黎雅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

玛黎雅人不相往来 。 ~10耶稣答应她说"若是你知道天主

的恩赐，并知道给你说给我水喝的那人是谁，你或许早求

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 " 11那妇人给他说"主，你

连打水器也没有，而井又深，你从那里得有那活水呢?

12难道你比我们的父亲整查组还大吗?他留给了我们这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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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他和他的子孙并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

13耶稣回答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14但凡喝我给

他所赐的水的，他就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

他内成为涌到永生的水泉。" 015妇人对他说 "主，请给

我这水吧!免得我渴，免得我来这里打水。"16耶稣给她说:

"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17那妇人答应耶稣说"我

没有丈夫。"耶稣给她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18 因

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

你说的这话真对。" 019妇人给他说 "主，我看你是个先

知。2。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

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21 耶稣给她说"女人，你相

信我吧!时候来到，你们将也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

冷朝拜父。22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

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23然而时候要到，且现

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者，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

父就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24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

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 825妇人给他说 "我知道默

西亚一一意即基督一一要来，他一来了，必会告诉我们一

切。 "26耶稣给她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 0 

门徒回来，妇人回城

27正在这时他的门徒回来了，他们就惊奇他同一个妇

人谈话，但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你同她谈论

什么话?"28 于是那妇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里去给人

说 29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作过的一切事: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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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他就是默西亚吗?"30人就从城里出来，来到他那里。@

耶稣训诲门徒

31这其间，门徒请求耶稣说"辣彼，吃吧， "32他给他

们说"我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33门徒便彼此

说"难道有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吗?"34坚壁给他们说"我

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35你们

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哪!我给你们说:

举起你们的眼来，细看田地已经发白，可以收获了。36 收

获的人领到工资，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使撤种的和收获

的一同喜欢。37对于这事，这句俗语真对:撤种的是一人，

收获的是另一人。38我派遣你们去收获那你们没有劳力的;

别人曾劳了力，而你们却加入了他们的劳苦。" ~ 

撤玛黎雅人信从耶稣

39城里的许多撤玛黎雅人，因那妇人作证说的"他

给我说出了我所作过的一切事"的话，就信从了耶稣。

叩那些撒玛黎雅人一来到耶稣前，就求他在他们那里住

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41 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

论，信从了他。42他们却给那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

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昕见了，并知道他确实是

世界的救主。" m 
耶稣回到加里肋亚

43过了两天，耶稣离开那里，往加里肋亚去了。44耶

鲤曾亲自作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受不到尊荣。 "45他

)来到加里胁亚，加里肋亚人便接待了他，因为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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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他在耶路撒冷庆节中所行的一切事;原来他们也曾

去过节 。 @

治愈王臣的儿子

46耶稣又来到加里肋亚加纳，即他曾变水为酒的地

方，那里有一位王臣，他的儿子在葛法翁患病。 47这人一

听说耶稣从犹太到加里胁亚来了，就到他那里去，恳求他

下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快要死了 。 48耶稣对他说"除

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 æ49那王臣对他

说 "主，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请你下来吧!"田耶稣给他

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了耶稣给他所说的话，

便走了。51他正下去的时候，仆人们迎上他，说他的孩子活

了 。但他问他们孩子在什么时候病势转好的，他们给他说:

"昨天第七时辰热就退了 。"臼父亲就知道正是耶稣给他说:

"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 。但这

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里肋亚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 @

o 1-3 节一段，如果洗者若翰，按三对观福音所记载的(谷 6: 14-

29; 玛 14 : 1-12; 路 9 : 7-9) 已被监禁(3: 24); 那么按我们所考

定的年表(31 、 32) ，若翰被监禁大概是在纪元二十八年五月，

而耶稣离开犹太往加里肋亚去，大概是在同年五、六月间 。 耶

稣这样作，是因为他知道法利塞人在他们的根据地犹太，很容

易阻止他的一切活动。 黑落德禁止若翰的活动，就是前车之鉴;

况且他们在犹太还能假借罗马总督的势力，轻而易举地给耶稣

的工作来一个致命的打击。 虽然在艾农地方，不是耶稣亲 自施

洗，而是他的门徒施洗(3 :22 和注) ，但因门徒的施洗而引起的

运动，毕竟是耶稣的运动。 这项运动无异是一种除旧布新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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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法利塞人始终没有忘记耶稣清洁圣殿的举动。 他们看到耶

稣的这项运动，比若翰的更强烈，更危险，更具有号召群众的力

量，所以他们先发制人，非肃清这项运动不可。 然而天主圣父所

定的时候尚未来到，耶稣为了暂避锋芒，遂返归故乡去了 。

@ 本来从选主往组旦旦旦去，不一定要经过盘里整整;因为尚有

其他的路可走，如由耶黎昂过若尔当河，沿河北行也可到达加

里肋亚。 不过经过撒玛黎雅是一条最普通的近路，故此耶稣选

了这条路。 耶稣从他所在的贝商(后称禀托颇里)以南，上了

阿克辣巴 CAkraba) 的山地，可能路过那崎岖不平的瓦狄法辣

CWadi Fara) 山沟，而进入协根的平原(即以后所称的撒玛黎雅

平原〉。撒玛黎雅城就建在这平原西北的山上，是古时北国伊撒

尔的京城，在当时称为色巴斯;武，现今阿刺伯人还保存此古名

叫做色巴斯铁 CSebastye) 。 耶稣到了息哈尔，也许即是现今土

人所称的阿斯卡尔 CAskar) 村 。 离此村约半公里有一口"雅各

伯泉"或"雅各伯井"，这井约有三十多公尺深。 从这井向东

北看，可见到赫巴耳山，向西南望，可见到革黎斤山(申 27:4 、

11-13 ;苏 8:33) 。 圣祖时代的古城协根(创 12 : 6; 48: 22; 苏

24:32; 民 9; 列上 12 等〉即在撒玛黎雅城西北约十公里处。 在

复旦统治时代，称为主主盛壁迫堕盟皇 C Flavia Ncapolis) ，至

今还保存此古残名而叫做纳布路斯 CNablus) 。 可见耶稣所到的

地方都是弥漫着宗教历史的色彩，尤其是与圣祖时代有重要关

系的记念地方(创 12 : 6; 33: 18; 34: 4; 37: 12; 48: 22; 苏 24

等) 。 撒玛黎雅人和犹太人在宗教问题上，自古以来就结下了不

解的仇恨。 原因是当公元前七二一年北国被亚述王撒尔贡消灭

后，大部分的人民都被充军异地，只有少数的人民留居在故乡 。

他们和那些由外方移来的民族互通婚姻，遂形成一种混血民族，

他们的宗教因而也成了一种混和式的宗教(参见列下 17 经文和

注释〉。这种形式的宗教造成了盐主人与盘里整整人的分裂。 因

此当他们由旦些企充军归国后，坚拒盘里整整人参加修建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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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但撒玛黎雅人不甘受此侮辱，遂决意要破坏他们修建

圣殿的工作，以图报复，便在波斯朝延控诉犹太人，借朝廷的

势力，终于阻止了修建圣殿的工作(参阅先知书下总论第二章

丙) 。 自从公元前第四世纪撒玛黎雅人和犹太人在宗教问题上分

裂后，便各自为政，撒码黎雅人极力主张崇拜天主的真正地方，

不是达昧和撒罗满所选择的熙雍山，而是远在他们二位以前，

先祖亚巴郎、依撤格、雅各伯所选择的革黎斤山 。 他们之所以

如此主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只认梅瑟五书为"圣经"，其他经

典都不能和梅瑟五书有同等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报复之心。

以上所述，全是为帮助读者明了本章所记述的事。 这事是一件

历史上的事迹，是圣史曾亲眼看到而加以记述的。至于耶稣和

撒玛黎雅妇人的对话，我们毫不怀疑，做耶稣爱徒的若望，或

是询问了自己的老师，或是询问了那位撒玛黎雅妇人，才有如

此确实的记载。 他把当时的一切情形，描写得如此详细，绝对

不是一件凭空捏造的事实。 他所描写的，都是他所看见，所听

见的，倘非如此，他为什么要把发生此事的地方指示得这么清

楚，又为什么要提到那井的深度(11)?为什么有时称那泉为

井?一一-因为按古时的传授是雅各伯挖成的，故称为井;又因

为那里面的水是自然涌出来的，故又称为泉。并且圣史还如 1 : 

39 一样，记述"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 (即中午) ，又描写耶稣

的疲倦状态说"就顺便坐在泉旁"。 我们不要忘记这行路疲倦

了的耶稣，就是若所极口颂扬的永远天主的圣言。 关于"雅各

伯泉"的历代文献，参见 ELS nn. 269-296 。

o "有一个撒玛黎雅妇人……"不是说这妇人是撒玛黎雅城里的人，
因为从"雅各伯泉"到撒玛黎雅城相去总在十余公里以上，她不

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打水，也不能那么迅速地回城，又那么迅速

地再回到耶稣那里 (2S-30) 。 这只是说她是属于撒玛黎雅民族的

一个妇女。 不论这妇人的品行是多么放荡，她的生活是多么不道

德，但她对于撒玛黎雅人和犹太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关系，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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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常清楚(德 50:2日 。 这妇人并无意拒绝耶稣要水喝的这点小

事，只不过愿意这个犹太人知道，向她要水喝的人是与他势不两

立的敌人。 至于这妇人怎样认出耶稣是犹太人来，这或许是由于

耶稣所著的服装，也许是由于他说话的口音而看出来的。

@ 耶稣回答堕亘整整妇人的话，非常美妙"若是你知道天主的赏

赐"意思是说:如果你知道向你要水的这人，是降生为人的天

主子，伊撤尔人所久已期望的默西亚，你一定先向他要求活水

喝了 。 "活水"二字(如 3:3 的"由上"二字)含有双关的意

思:一是指流动的水，如江河泉等的水，其它不流动的水，如

池塘的水不能算是活水。 但"雅各伯泉"的水是涌出来的，所

以算是活水。 可是因为井太深，不如地面上的泉水那么容易得

到，没有打水器具，居然随口给人应许这样活水的人，可能不

是一位平常的人。 为此那妇人尊称耶稣为"主" (等于说"先

生") ;但她又在怀疑，莫非这个人竟超过我们的祖先雅各伯?二

是指各样的圣宠神恩，特别是指耶稣要赐给人的天主圣神(7 :

38) 。 这位妇人当然不会立时明白这样深奥的道理，耶稣只不过用

"活水"做个引子，领她按部就班地明白天上的事理。 "水"在旧

约上多次用来表示天主的恩赐和智慧(箴 13: 14; 14:27; 德 15:

2 、 3 等) ，或默西亚时代的幸福(臣 14: 8; 则 47: 1; 岳 3: 18 

等) ;有时竟用"水"或"活水"来表示天主自己(咏 36:9; 耶

2:13; 17:13) 。 在雅 4: 15 竟以神秘的新妇比于"从里巴嫩下来

的活水泉" (参见默 7: 17; 22: 1) 。

@ 耶稣在 13 、 14 两节内说明了他要赐给人的"活水"的德能:无

论谁喝了他所赐给的"活水"便永不会再渴;并且这"活水"

在他内要成为"涌向永生的水泉"，换句话说，谁领受了耶稣所

赐给的圣神，他的灵魂就再不会感到饥渴，并且圣神在他内要

引他到永生的活泉一-天主圣父那里去。 殉道的圣依纳爵 (Ad

Romanos , 7 . 2) 把这活水形容得很美妙"我的情欲已被钉死

了，在我心内再没有爱世物的火焰，而只有活水，它从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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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到天父那里去吧 !"德 24:29 所说的"凡食我的，还饿;

凡饮我的，还渴 。"似乎与耶稣所说的这话相冲突 。 其实不然，

因为旧约作者的意思是说:谁领受那与法律具体化了的天主的智

慧，总感不到满足。 但吾主耶稣却还远超过法律，谁得了他所赐

给的天主圣神，必会感到满足(参阅 6:35; 默 7:16; 依 49:10) 。

@ 撒玛黎雅妇人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耶稣所说的"活水"的真意义，

一味向耶稣要求喝了不会再渴的"活水"免得她再辛辛苦苦地

到这里来打水。 但以寻觅亡羊为己任的救世主，似乎非藉着这

个机会找回这个可怜的亡羊不可，就直截了当地给了她一个意想

不到的打击，说出了她的恶行"你曾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所

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这些话可能只是撮要，吾主耶稣给这妇

人所说的话也许还更多些，因为她对她的同乡人们说"有一个人

说出了我所作过的一切事" (4:29) 。 所说的五个丈夫并不是象征

的说法，因为他们既不是象征撒玛黎雅人所认为圣经的梅瑟五书，

也不是象征他们所崇拜的五个邪神，其实按列下 17 所载撒码黎雅

所崇拜的共有七个神;更不是象征巫士西满所说的五德(宗 8: 9-

1 1) 。 这妇人也不是象征撒玛黎雅民族或举世人类崇拜偶像的恶

习，她确实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那么她所有过的五个男人也

应确实是有血有肉的男人。 圣史的道理一一耶稣确实是世界的救

主 (42) ，绝不能以这些凭空的象征为依据，而是依据实有的事

实。 在这可怜的女人身上他看到了异民对福音所有的态度，正如

他在尼苛德摩身上看到了法利塞人对福音所有的态度一样。

@ 撒玛黎雅妇人最先猜想耶稣要显奇迹 01 、 21) ，故称他为

"主"现在昕到他说出自己的隐密，便称他为"先知"。 但她不

愿这位犹太先知考问她的"浪漫"生活，便立刻转变话头，提

出了撒玛黎雅人和犹太人在宗教上的争辩问题。 耶稣看出这妇

人羞涩不安的神态，就很温和地给她讲明了真宗教的精神 。 也

许有些缺乏基督精神的人，会惊奇这样重要的道理，耶稣为什

么竟讲给这个生活靡烂的淫妇昕。 但是，如果他们仔细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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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意亚先知关于默西亚所说的，便不会'惊奇了 。 先知说"请

看我的仆人，我必扶持他。 我所拣选的，是我心灵所喜爱的，

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 他不呼喊，

不喧嚷，在街市上也昕不到他的声音。 要破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熄的灯心，他不吹灭:他要忠实传布真道" (依 42: 1-3) 。 依

据这著名的神言，不能不承认这种办法，就是世界救主的办法。

既然这妇人承认耶稣是先知，耶稣便先叫她相信自己，然后给

她讲明真宗教的精神究在何处 。 "时候来到"即言如今圣言已

降生为人，非但犹太人和撒玛黎雅人，而且全世界整个人类，

都要以心神以真理来朝拜天父。 "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是

说要以儿女需慕的心情，诚心正意地朝拜天主，因为真正的敬

礼全在于以赤子的诚心，向往爱慕天主(若- 3:18; 若二 3 、 4;

若三 2 、 3; 弟前 2: 1)。这样，宗教就纯洁化了:敬礼不是外表

的礼节和仪式，而是内心的爱情和诚实(依 1 : 11; 29: 13 ;耶 6:

20; 亚 5:21-26; 咏 50: 7-23 等处) 。 如果我们细心研究新约的

精神，吾主耶稣的话含有一层更深的意义"真理"表示他所启

示的"真道"而"心神" 一一原文只作"神" 一一是表示天主

圣神 。 的确，天主的儿女之诚实崇拜是在基督内，是由圣神引

动的(这是圣保禄的道理，罗 5:2; 8:2 、 5 、 15 、 16 、 26 等) 。 圣

教会的神秘学家，如圣五伤方济各，圣女日多达，圣女德肋撒

等，都很逻辑地如此讲解了这句话。 若单就吾主耶稣的这句话

推论，而对圣教会各样外表的敬礼加以否定，那是很不合逻辑

的，因为耶稣曾对尼苛德摩讲论了洗礼的奥义。:日，他建立

了七件圣事，宗徒们实行了外表的敬礼(宗 1: 14-26; 2:24; 8: 

1 4-17 等) ，这必定是根据吾主耶稣的教训才这样作的 。 可见耶

稣的这句话是提出了宗教的真精神之所在，却没有否定外表的

敬礼。 所以圣教会内所奉行的各种礼仪，都是由耶稣的圣神引

导而来的(14: 17 等〉 。 然而由耶稣的这句话却可证明耶路撒冷

和革辣斤的敬礼，在新约时代都已失掉了价值。 虽如此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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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的"济世计划" (Oeconomia Novi Foederis) 并不是藉裂教

的撒玛黎雅人所准备的，而是藉犹太人所准备的，因为只有犹

太人一一包括耶稣在内一一朝拜了他们所认识的真天主，故此

耶稣说"救恩是出自犹太人" (参阅宗 17:23 等处)。

@ 在耶稣的时代，撒玛黎雅人和犹太人一样，都在等候着默西亚

的来临。但撤玛黎雅人既然只认梅瑟五书为圣经，所以他们所

希望的默西亚便是第二个梅瑟(申 18: 1日，即是一位大先知，

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若瑟夫(Ant. XVIß，凹，1)和纳布路

星人盆里主 CI Apol. Lill) 都证明此事。盘里整整人称呼所等

候的默西亚为"塔厄布" (Taeb) 意即"归来者"即暗示默西

亚就是要归来的梅瑟。 他来到后，就要彻底解决一切宗教的问

题。耶稣给撒玛黎雅妇人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要来的默西亚就是

他自己。在这里，也许读者要问:按对观福音，耶稣不愿民众

知道他是默西亚(玛 8 : 30; 16: 20; 17: 9 等) ，而今竟给这个撒

玛黎雅妇人坦白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了什么?这是因为

犹太人都存有一腔推翻罗马统治的热情，倘若耶稣公开说明了

自己的身份，无疑地要引起一番具有政治性的大暴动 (6:1日。

可是在撒玛黎雅就不会有这种危险，因为撒玛黎雅人素不过问

政治，为此耶稣才坦然声明了自己的身份。

@ 当时的犹太人及撒玛黎雅人和古时的我国人一样，严格遵守"男

女有别"的名教，甚至在街市上连丈夫也不可和自己的妻子交谈。

如今耶稣不但和一个女人谈话，而且和一个敌国的女人谈话，门徒

看到这种光景，自然不免要惊奇，因为这确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

撒玛黎雅妇人听了耶稣的话，心中非常感动，遂急忙回城里去，请

同域的人来看她所遇到的默西亚。她的一片热心，真可与耶稣第一

批门徒的热心先后媲美c1 :35-51)，她更给后世的人遗留下善与人

同的芳表，教训世人:若自己找到了耶稣，不要私心自承，独自享

受这种天恩，还要引领那些尚未信仰耶稣的人，来归依耶稣。

@ 耶稣由有形的活水引撒玛黎雅妇人明白了涌向永生的无形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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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现在要由这物质的肉身食物，引他的门徒了解精神的灵魂

食物;换句话说，愿意门徒深刻明了灵魂若没有精神的食粮，

就如肉身不吃物质的食粮，必不能生活。 耶稣且说明了，灵魂

的食粮就是奉行天主的旨意。 既然天主的旨意是要耶稣实行救

赎的工程，而耶稣已经救了这位撒玛黎雅妇人，为此他说他已

有了食粮。 "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 。"是当时流行的一句成语，

它的意义是说:由播种到开始收获至少为四个月，但在耶稣看

来，收获的时期已经来到了 。 耶稣指那发白的庄田一一一在五六

月间任何一日的中午稼稿常放射银色的白光，也许耶稣当时也

看见了撒玛黎雅城里的人向他蜂拥走来，遂给他的门徒说"举

起你们的眼来，细看田地已经发白，可以收获了 。"救赎人类的

时期已经来到，我们工作吧!工人工作的目的在乎收获，并收

集果实为获得永生。 永生是这项工作最后的结果，所以非但收

获者要喜乐，连播种者也要喜乐 。 虽然"撒种的是一人，收获

的是另一人"，但收成终究归于这两等人，为此他们都要喜乐 。

往日的先知和前圣先贤好像撒种的工人，而耶稣的门徒却成了

收获的工人，这就是说新约的宗徒负起了旧约的先知的劳苦。

劳苦的时间虽不同，但劳苦的田地却相同，田地的主人也相同，

各人应得的工资都是丰厚的 。 喜乐是劳苦的结果，永生是他们

的终向。换句话说:旧约和新约是分不开的，吾主耶稣是两者

中的中保，引人达到永生即是天父和圣子的大志鸿愿。

@ 撒玛黎雅人听到了耶稣的话便信仰了耶稣，只就这点来说，已远

超过耶路撒冷的人了，因为他们不但昕了耶稣的话，而且见了耶

稣所显的许多奇迹，但他们仍是怀疑不信 (2: 23-2日 。 耶稣在撒

玛黎雅人那里住了两天，给他们讲了天国的道理，结果更有不少

的人相信了他，并承认他是"世界的救主" (若一 4 : 14) 。 在耶稣

时代，犹太的经师常向人讲说:默西亚一来到，天主自己或藉着

默西亚要拯救人类。 就如在伪经厄斯德拉卷四 13:26 这样论默西

亚说"他是至高者很长的时间所保存的，要藉着他拯救自己的受

电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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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 (世界)0 " 耶稣在撒玛黎雅所撒的福音种子，在他复活后，

大都发芽、生长、而结了信德的果实。 参阅宗 8: 4-25 。

@ 耶稣在撒玛黎雅住了两天便回加里肋亚故乡去了 。 同乡人因在耶

路撒冷圣京见到他所行的神迹，遂欢迎他。 既然耶稣受到同乡人

的欢迎，为什么他还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受不到尊荣"呢?关

于这点有许多的解释。 有些学者认为 "家乡"不是指的加里肋亚，

而是指的耶路撒冷;有些学者认为是指的纳臣肋，有些学者认为

是指的葛法翁，还有些人认为是指的白冷…… 。 也许最妥当的解

释还是圣奥斯定的解释。 按这位大圣师的意见:加里肋亚人的信

德是由于耶稣的奇迹，撒玛黎雅人的信德却是由于耶稣的讲论，

为他们和与他们相似的人，的确应验了吾主耶稣对多默所说的

那祝福的话 "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才是有福的" (20:2的 。

@有些人认为王臣儿子病愈的神迹，和百夫长仆人病愈的神迹

(玛 8:5-13; 路 7:1-10) ，是一个神迹的两种传述。 其实细推起

来，大不相同 。 圣若望这里记载的是黑落德阿格黎帕的王臣，圣

玛窦和圣路加所记载的，却是一位罗马军队的百夫长。 患病的人，

前者是王臣的儿子，二人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后者是百夫长的一

个仆人，二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仆。 行神迹的地方也不同:前者是

在加纳，后者是在葛法翁;前者受到了耶稣的斥责，后者却得到

了耶稣的称赞。 但须注意"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

不信"这动词是复数第二人称"你们"，而不是单数"你"，可

见耶稣责斥的不单是王臣，而连加里肋亚的居民也在内 。 至于这

王臣姓甚名谁，已不可考。 有人说他是雇撒(路 8:刀，有人说他

是玛纳恒(宗 13: 1)，但都没有可靠的证据，只是臆说而已 。

@ 耶稣没有亲自到王臣的家里去，只是以自己的全能，在三十三公

里以外的加纳，治好了在葛法翁病重垂危的孩子。 耶稣如此作，

完全是为增加这王臣的信德，因耶稣看到他的信德还不十分坚强。

他虽然信耶稣能治好他孩子的病，但他却想耶稣不到他家去便不

能治好。 他只是以尘世的眼光看耶稣是一位精通病理的形医，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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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以信德的眼光，看耶稣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医。 耶稣的作法

果然得到了效果。 王臣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 全部福音提到

全家信从耶稣的只有这一次(参阅宗 10:2; 16:15 、 34) 。

第五章

耶稣治好无助的瘫子

1这些事后，正是犹太人的庆节，耶稣便上了耶路撒

冷。 02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语叫作贝

特臣达，有五个走廊。 83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

的，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等候着水动。4因为有天

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动池水;水动后，第一个下去的，

无论他患什么病必会痊愈。 t)5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患病已

三十八年了 。6耶稣看见这人躺着，知道他已病了多时，就

给他说"你愿意痊愈吗?"7那病人回答他说"主啊!我

没有人在水动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时候，

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 。 "8耶稣给他说"起来，拿起你

的床，行走吧! "9那人便立刻痊愈了，拿起自己的床，行

走起来;那一天正是安息日。 10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

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 " 0 11 他回答他们说:

"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 ! "12他

们就问他"给你说拿起来而行走的那人是谁?"13但那痊

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当群众在那地方时，耶稣已

躲开了 。 14事后坚壁在圣殿里遇见了他，便给他说"看!

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 。 "15那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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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 16为此犹太人

便窘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作这些事。 17耶稣就对他们

说"我父直到现在工作，我也工作。 "18故此犹太人越发想

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

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19-40)

子服从父:父和子的行为一致

19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

能由自己作什么，除非他看见父作什么，因为凡他所作

的，子也照样作。20 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作的都指示给

他，并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

奇。 21就如父唤起死者，使他们生活，照样子也使他所愿

意的人生活。22父原来不审判任何人，但他把审判的全权

交给了子，23 为叫众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 024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

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且不受审判，而已

出死人生。25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且现在就

是，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活。26就

如父在自己内有生命，照样他也赐给子在自己内有生

命;27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28你们不

要惊奇这事，因为时候要来，那时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

他的声音，29而出来:行过善的，复活人生命;作过恶的，

复活受审判。3。我由我自己什么也不能作;我怎样听见，

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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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8 

父给子作证

31"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就不足凭信。32另

有一位为我作证，我知道他为我作证的证据足以凭信。

33你们曾派遣人到若翰那里去，他就为真理作过证。 34其实

我不由人取得证据，但我提及这些只是为叫你们得救。

35他原是一盏点着而发亮的明灯，你们却情愿在他的光下

欢乐一时。36但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父托付给我要我

完成的工程，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是父派遣

了我。37派遣我来的父，他亲自为我作证;你们从未听见

过他的声音，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38并且在你们心中

没有他的话存留，因为他所派遣的这位，你们不相信。

39你们查考经典，因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正是那些经典

给我作证;40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 ø 

犹太人无梅瑟的信德，故不信仰耶稣

41"我不由人取得光荣 42但我早认得你们，早知道在

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43我因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不

接纳我，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倒会接纳他。

44既然你们相互寻求光荣，而不寻求出于惟一天主的光

荣，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745可别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

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46若是

你们相信堕翠，必会相信我;因为他指着我曾写过。47 如

果你们不相信他的书，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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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在引言第二章丁所有的意见，本章似应放在第六章后

面。像这样，若的章数次序便成为 4、 6 、 5 、 7。但为使这种主张

受到采纳，却没有任何外证，因为各古抄卷，各古译本都没有

这样倒置的次序;那么，只有从本福音的内容寻找内证，来说

明这样倒置的可能性。在 4 章末节，圣若望很清楚地记载耶稣

己在加里肋亚加纳;在六章的首节也很清楚地记载耶稣在加里

肋亚传道;反之，在五章内却记载耶稣已到了耶路撒冷，在那

里治好了一个患病已三十八年的瘫痪人。这样的记事次序，似

乎不妥。我们再看看这几章所记的地理和历史，可以看出 4 、 6

两章相连的可能性很大。因为 4 、 6 两章都是描写耶稣在加里肋

亚活动的情形，而 5 、 7 、 8 三章却是描写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活动

情形。再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主张耶稣的启示是按部就班发

表的，那么，六章的道理就应该在 5 章所记述的那端奥妙道理以

前。更有耶稣生平年表使我们认为第六章与第四章相接是很合适

的(参阅年表 80 、 81 、 83 、 84) 。依据这个年表，本节所提到的庆

节，应是公元二十九年一-耶稣传教第二年一一的五旬节。在原

文"庆节"以前有的抄卷有冠词 (articulus，非如严和，有的抄卷

没有。如果依前者应译作"那庆节"，就是一个在犹太人中家喻

户晓的著名庆节，如逾越节，或帐棚节;如依后者应译作"某庆

节"就是一个不举行特别隆重仪式的庆节，如普陵节，重建节或

五旬节。在 6:4 记载"犹太人的庆节即逾越节己临近了"在 7:

2 记载"犹太人的庆节，帐棚节已临近了"。如果 4、 6、 5 、 7 的次

序是对的话，那么公元二十八年耶稣在五旬节以前在加里肋亚

(6 章) ;为过那年的五旬节耶稣就上了耶路撒冷 (5 章) ;过了五旬

节，又回到了加里肋亚，在那里传教讲道;一到了帐棚节，就又上

了耶路撒冷 (7 章)。学者间还有许多其他的意见，此处从略。

f) 1-18 一段内，详述耶稣在耶路撒冷治好了一个瘫痪三十八年的病

人。行这圣迹的时间，是在五旬节内的一个安息日上 (9 节) ;行

圣迹的地点，是在靠羊门的水池旁。这水池的名字希伯来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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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臣达"。 这个名字在古抄卷中颇不一致:有写作"贝;武斯达"

的(声如&α) ，意即嗦悲的家"有写作"贝特赛达"的

(卢脚αdα) ，意即"鱼商的家"有写作呗耳则塔" Cßûç注00)

或"贝特则塔" C卢币在δα) 或"贝特臣达"卢币Cα泌的，这三个

不同写法的名字，都是"阿里瓦的家"的意思 。 我们认为最后

的这种写法比较妥善，今从之。 按羞墨主 C Bell. Jud. 11 , 

XV ， 5) 记载:耶路撒冷东北角有一个丘陵，名叫贝则塔一一

"阿里瓦的家"。 这个名字颇为合适，因为昔日在那里满是阿里瓦

树。 这贝特臣达水池靠近"羊门" C厄下 3: 1)，正位于圣殿的东

北角 。 耶路撒冷主教圣济利禄在那里曾建了一座圣母玛利亚堂，

古时朝圣者的记录都曾提及这个地方。现今在圣妇亚纳堂旁，还

可清楚看出古圣母堂的旧址和那"有五个走廊"的水池的遗迹

(参阅且S nn. 682-720 和 DB Supp: Piscine de Beths♂da) 。 这池塘

因离圣殿很近，故献于圣殿的羊，洗涤很感方便。本章 2 节的

"希伯来语"和在 19: 13 、 17 、 20; 默 9:11; 16:16 一样，是指当时

流行的阿辣美语。 有些学者认为这水池是指的基红泉(列上 1:33)

或襄罗亚池。:7) ，但都举不出有力的证据，不足取信。又据考古

学家的意见，在这两个地方从未发现曾建筑过什么走廊的遗迹。

@ 不少在埃及发现的古抄卷和一些古译本都缺第四节 CSBCDW ，

古叙利亚及古苛仆特译本，还有些拉丁通行本抄卷也缺) ，但在

所有叙利亚新译本和所有西方的抄卷都有 CALrb.Ð 等)。如 4

节不属于原文， 7 节就很难解释，因为 7 节正是 4 节水动的反

照:如先下，痊愈等，因此 4 节应属于原文。 不过现代的许多

校勘学者(其中也有公教学者) ，认为 4 节是日后插入正文的注

解。 。在贝特臣达的"走廊"下躺着各式各样的病人，静待天

使下降，搅动池水，治好自己的疾病。 金口圣若望解释这句话

说"降下的天使，使水动荡，给它一种治病的能力，这样好使

犹太人知道，天使的天主更能治好灵魂的各种病症。"

。 这位卧病己三十八年的瘫子，他的病，也许是由他的罪恶招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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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因为耶稣在治好他以后警告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

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们的。在走廊下躺着无数

渴望痊愈的病人，为什么耶稣只治好了他?也许因为他是其中

最可怜，最无依无靠的一个。圣奥斯定说"最大的祸患要求最

大的仁慈。"这病人的祸患吸引着耶稣的仁慈，使他不能不生怜

悯而治好他。耶稣治好这病人的日子正是个安息日，这就成了

犹太人非难耶稣的一个好机会，正同后来耶稣在另一安息日叫

一个胎生的瞎子复明 (9:14) ，也遭受了犹太人的非难一样。耶

稣这次治好瘫子，和三对观福音所记的，不是同一回事。那次的

地点是在葛法翁，这次是在耶路撒冷;那次是在屋内，这次是在

走廊下;那次的目的是为证明"人子"在世有赦罪的权柄，这次

的目的是在证明"天主子"有处理安息日的权柄(参阅玛 9:2-8;

谷 2:1-12; 路 5: 17-26 和注)。安息日的严规在旧约上有不少的

记载:出 20:11; 31:17; 34:21; 35:2; 耶 17: 21-27; 亚 8:5; 则

20:20; 厄下 13:15-22; 加下 8:26 等。为表示严格遵守安息日

起见，犹太经师把这些规条解释得无微不至，因此规定了许多

工作不能做，竟使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成了人不可负荷的重担

(玛 12:1 、 13; 路 13: 10 、 17; 14:1-6; 谷 3: 1 、 6) 。犹太人毫不

介意这圣迹的仁爱效果，只注意那痊愈了的人在安息日拿起床

来走路的事，因此对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

@ 犹太人责备这己复原的瘫子，不该在安息日拿床行走。但他的

回答是"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 " 

显然，不用药物而只以一句话，使残废了三十八年的我，忽然

健全如初，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自然有权柄命我拿床行走。

我为什么不服从他的命令呢?犹太人便追问他说"给你说拿起

来而行走的那人是谁?"细察他们这种口气，不是问叫病人痊愈

的是谁，而是问叫病人犯安息日的是谁。但耶稣已暗暗地离开了

那里，那人无从查问，只是说他不知道。耶稣乘机离开那里的原

因，可能是因为民众一时不能明白他行圣迹的真正目的，只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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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这超出凡人的异能，会不禁群情沸腾，推他为王 ( 6:1日，

借着他的大能，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恢复达昧的王国 。 但这显

然不是父的旨意，耶稣便乘人不觉，离开群众往圣殿去了 。 那

痊愈的人也往圣殿里去，也许是为感谢天主去奉献感恩祭的 。

耶稣又遇见他，便劝他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 可见耶稣治好他的

形病，是为了治好他的神病。 他一知道"使他痊愈的就是耶

稣"便马上离开圣殿去报告曾经查问他的犹太人说:这位恩同

再造的恩人就是耶稣。 他是以一片知恩报爱的心来向他们报告，

愿传扬耶稣的大德大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专向耶稣吹毛求疵

的犹太人，得到他的报告后，由消极的反对，进而成为积极的

窘迫。 "窘迫" 二字实不能完全表出原文的含意 "追踪攻击"。

圣若望在这里记述得太简略了，可能犹太人忿忿不平地这样质

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敢命人在安息日作工呢? 难道你不知

道在安息日人应该罢工么?"耶稣给他们的答复，暗示他有权命

在安息日工作的原由"我父直到现在工作，我也工作。"按犹

太人的神学，天主在安息日仍然工作，耶稣这话的意思是:我

父能在安息日工作，我也能在安息日工作 。 我和父是同性同体，

同样尊威的天主。 这句话比"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玛 12:8) 更

激起了犹太人的反感。 犹太人以这句话简直是在亵渎天主的圣名 ，

因此便设法要处死他。 犹太人的罪恶愈陷愈深了:由反对而迫害 ，

由迫害而设法处死耶稣。 "不但犯了安息日" 一句，按原文应作:

"不但废弃了安息日的法律。"按他们的理论，废弃安息日法律的，

应处以死刑，把自己当作天主的不更该处以死刑吗?

@ 由 19 节至本章末，是一篇极深奥的辩护演词，可分三段 (一)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圣子服从天父，父与子的工作是一致的

(19-30) , (二〉天父给圣子作证 01-40) ， (三) 犹太人因没有

梅瑟的信德，故不信仰耶稣 (41-47) 。 首先我们要注意 ， 在此

发表演词的耶稣，不只是永远的圣言，也不只是有血肉的纯

人， 一一不论他的圣德与智慧多么高深，而是降生为人的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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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人，人而天主"的圣言。正是为此，耶稣非但指出他和天

父是同等，同体，同尊，同在的，而且也谦逊地指出他和天父

的从属关系:降生为人的圣言的最高与最后的使命，即是在于

服从父命。这从他所说的"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

意，完成他的工程"这句话上，可以证明 (4:34); 并且他为了

服从父"屈己昕命，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斐 2:8) 。

在全部新约中，或许再找不到比这一端更深奥，更使信徒充满

喜乐的道理:圣父圣子永恒相爱，圣子因爱圣父而时常慷慨热

烈地去完成圣父的旨意。旧约时期，梅瑟由于科辣黑同党的叛

变，迫于无奈说出了自己的使命"你们应知道:上主打发我来

做这些事，并不是由于我自己" (户 16:28); 同样，耶稣因犹太

人的反感与日俱增，也不得不说出自己的使命"子不能由自己

作什么，除非他看见父作什么" (7 :28; 8:28; 14:10) ，意思是

说:永远居于父怀里的子(1 :18) ，无时无刻不看见父和父所作

的事。父既然爱子，子虽已降生为人，但仍旧时时刻刻看见父

和父所作的事。子因为爱父，所以常使自己的旨意禽合父的旨

意，为此子所作的事，完全与父所作的一样。用神学上的术语

来说:父子两位的旨意常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是同性同体的。

殉道的圣依纳爵说"吾主若不藉着圣父，任何事也不能作"

(Ad Magnesjos 7) 。父爱永远的圣子，当然亦爱降生为人的圣

子，为此他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了他"这即是"并把他

自己所作的一切指示给他"一句的意思，为此子自然在世上到

处发显灵迹;但是直到现在他所行的奇事，如治好瘫子等，还

不算到头，因为父"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即是

说:还要赐给他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柄，更令人惊奇的德能，

如(一〉赐给生命 (21)， (二)施行审判 (22) ， (三)复活死

人 (28)。造化生命与赐给生命，不论它是自然的，或是超然

的，只是天主独享的特权(智 16: 13; 申 32:39; 撒上 2:6 等)。

父把这种特权赐给了子(格前 15:4日。基于这种理由，耶稣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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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圣言的身份，同父创造了一切生命，并且也以他人子的身份

"唤起死者，使他们生活" "死者"不但指肉身死去的人，也指灵

魂死去的人，即因罪恶而失掉超性生命的人(11 :28) 。 耶稣既和父

一样，赏赐生命，施行审判，复活死人，所以世人应该尊敬他，如

同尊敬在天之父。如果世人不尊敬耶稣，即是侮辱派遣他来的父

〈若-2:23; 斐 2:10 和默 5:9 、 10 、 13 等处)。

@ 吾主耶稣赐给世人的超性生命，是永远长存的生命。 现在肉身的

死亡不但害不了它，而且和它根本毫不相干;换句话说，耶稣所

赐的这种"超性生命飞丝毫不受现世肉身死亡的影响。 为此凡听

从耶稣的话，获得这永生的人，在现世己出离了死亡的领域，进

入了永生的境界。: 16; 6:40 、 47; 8:5; 11:25; 若- 3:14) 。耶稣

的神目看到信仰他的人，有这样不平凡的变化，满心喜欢，情不

自禁地说"时候来到，且现在就是，死者一一缺乏超性生命的

人，要昕见天主子的声音，凡昕从的就必生活。"这是他降生的目

的，也是他建立教会的目的:宣讲他的福音，使人听到他的声音，

叫他们因为相信他而获得永生。给世人赐永生和行审判的，就是

这位降生为人的圣言。本来耶稣到这世界上，他的使命不是为审

判世人。:18) ，而是要救赎世人;然而那些固执不信他的人，

却要受他的审判，就是要受惩罚。这正合于天主的上智:为人

类受苦受难的"人子"应作人类的审判主(玛 8:22; 罗 6: 13; 

弗 2:5; 若 6:40 等〉。不仅如此，耶稣还有更高的职权，他要在

世界末日叫死过的世人一起复活"凡在坟基里的，都要听见他

的声音而出来"去受最后的审判 。 死过的世人固然都要复活，

但他们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善人的复活是永生，恶人的复活却

是永死(却下 7:14; 运 12:2; ~曼 16:27; 25:46; 路 14: 14 等〉 。

30 节是按"首尾相应法" (Inclusio) ，把第 19 节的道理再解释

一次。 在那里耶稣是以第三人称"子"说话，这里是以第一人

称"我"说话。 这人称的变更，颇有加重语气的意味。 耶稣实

行天父赐给他的三种任命，尤其是审判的任命，是公正无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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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是按天父至公至义的旨意施行审判"我的审判是正义

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

(;) "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就不足凭信。"这不是说耶稣

的作证是假的，倘若这样解释，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 试问若耶

稣的作证是假的，那么世界上无论谁的作证都是假而又假，虚

而又虚的了 。 耶稣说这话，完全是针对犹太人的想法而说的。

因为按他们的传统意见，两个人的作证才足以凭信。 其实古今

各民族差不多都有这种见解:人不能自己为自己作证。 耶稣提

出另一位来作证，是为说服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为此耶稣在 8:

14 很坦然地说"我即便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是可凭信的 。 "

这并不是前后矛盾，而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在帐棚节日，耶稣

已好几次声明自己是天主子了 (8:18 、 19) ，在这里耶稣还是第

一次显露自己的品位。 所以耶稣立时提出"另有一位"为他作

证的话。 这"另一位"即是指的天父。 天父的作证，犹太人应

由下列两件事看出(一)耶稣传教以来所行的各项神妙的工

程:因为如果父不与他同在，他是作不出那些事来的。 :2);

(二)旧约经典所有一切关于默西亚的预言，大部分己在耶稣身

上应验了;可是犹太人满心骄傲，竟不相信父的作证;就是对

洗者若翰的作证，他们也轻浮的像小孩子一样(路 7: 32-35) , 

只为寻找一时的欢乐而去相信，对耶稣的道理和作证却始终执

拗，不愿相信，只愿互相寻求世上的虚荣，对出于惟一天主的

真光荣却不闻不问 。 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不信耶稣的原故。 然而

拒绝父所派遣来的子，乃是一个滔天的罪恶，应受惩罚 。 分别

善恶审判的时期一到，不是主持审判的耶稣要控告他们，而是

他们所仰赖的梅瑟。 这是 31-47 节内的主要思想。 .6. 32 节"另

有一位"按上段所讲解的，是指天主圣父，但有不少的古时教

父、圣师和解经学者，以为是指洗者若翰，因此他们把"我知

道……" 一句读作"你们知道"，而应译作"另有一位为我作

证，你们知道他为我作证的证据，是足以凭信的 。"像这样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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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耶稣这篇深奥演词的意义未免不大连贯。 。原来洗者若

翰已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为真理作过证" (1:8 、 19-51; 3:22-

30) 。 他奉命而来，是为给圣子预备道路，虽然他只能相信耶稣

的天主性，而不能证明耶稣的天主性，但他宣讲耶稣的天主性，

总算振起了人民的信仰 。 只要犹太人怀有这样的信仰，就可得

救。 但他们的态度是那样的漂浮不定，对洗者若翰的宣讲，只

是一时热心拥护，过后竟置之不顾。 耶稣原有比若翰更大的证

据，就是派遣他来者的父的证据。 关于这点若在他第一封信中

5:4) 写得非常清楚"人的见证我们还领受，天主的证据是更大

的;原来天主作的那证据，就是为他子作的证据。 " 37 、 38 两节

非常难解，古今学者的意见颇多，我们不能一一缕述，现在只

简单提出我们认为比较妥善的见解。 派遣耶稣来世的父，给自

己的独生子耶稣作证，并不是一个肉眼可看，亲耳可听的证据，

所以说"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

但是接纳耶稣并相信耶稣的人，天主的话要存留在他心中 。 这

可说是圣史在这两节内所要说的意思，因为他在第一封信内

(5:10) 还这样说过"谁信天主‘子就有天主作的证在他心

内;谁不信天主‘子便是以天主为虚言者，因为天主为他的

子作证，他偏不信。 " .6.39 节"你们查考经典"一句，有不少古

时解经家认为当作命令式，读作"你们查考经典吧!"可是直叙

式似乎更合上下文 。 。犹太经师常说"谁获得法律的话，谁就

获得永生" CMishna , Aboth 8 . 2) 。 耶稣知道他们的这种思想，

他就以讽刺的口吻向他们说:你们认为细细研究经典便可获得

永生，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信仰我，因为经典都是为我

而写，都是为证实我就是默西亚和天主子，那么你们虽然陆首

穷经，伏案终日，仍然徒劳无益，永生你们仍旧得不到，因为

给人赏赐永生的，只有天主子。 "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获得

生命"，这一句话，把选民的悲剧描写得多么沉痛!期待默西亚

的选民，默西亚来了虽有明证，而竟不愿接受，甘心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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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对耶稣的态度是这样的顽固，可说完全是由于不爱天主

而来的。他们认为全力攻击违犯安息日规律的耶稣，是他们热

爱天主的表现。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完全是出于傲慢自

欺的心情。他们口头上说爱天主，事实上却是爱自己，因为他

们只知追求世上的光荣，把天主要他们寻求的光荣，却置诸脑

后，因此不但辨认不出天主的旨意，反而把自己的私意当作天

主的旨意，结果成了睁眼瞎子还不自知，可怜亦复可叹!他们

不接纳因主名而来的耶稣，却接纳那因自己名而来的世人，这

不只是骄傲，不只是盲目，简直是糊涂而愚昧。试问谁是因自

己名而来的世人?古时的教父，如金口圣若望、圣济利禄、圣

奥斯定等，都认为是假基督(玛 24:5 、 24; 得后 2: 10-12) 。但

现代的一般批评学家以为是指的那专事造反，自认为默西亚的

巴尔苛刻巴 CBar Kocheba，死于公元一三五年)。这两种解释，

都不见得多么适合耶稣这句话所暗含的意义。 我们认为这句话

可能是吾主耶稣的一项预言。 他预言伊撒尔人民从那时起，直

到他们承认他是默西亚为止，任何人他们都去随从，都去接纳，

唯独奉天主的名而来的那一位，他们不但不随从，不接纳，反

而世世代代在反对，在仇恨。 他们以为这样便是在保护天主的

光荣，维持梅瑟的地位，那里会想到将来就是梅瑟要在他们所

反对的耶稣面前，控告他们呢!因为这位伊撒尔人民的立法者，

在他所留下的经典内，明明给耶稣作了证(创 3:15; 49:10; 申

18: 15; 亦可参阅路 24 :44)0 "如果他们不相信他的书，怎样会

相信我的话呢?"意思是说:你们既然错懂了梅瑟关于我所写的

证言，就可说你们不懂得梅瑟经书的真意，自然也就不会相信

我的话。 本章的结论是:犹太人的首领，第一次拒绝了真光。

第六章

五饼二鱼的奇迹(玛 14 : 13-21; 谷 6:3也44; 路 9:1 0-1 7)

1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里肋亚海，即提庇黎雅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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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岸去了。2许多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

迹，都跟随着他。3坚壁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

里。4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即逾越节已临近了。 05耶稣举目

看见许多群众来到他前，就对斐理伯说 "我们从哪里买

饼叫这些人吃呢?"6他说这话，是为试探斐理伯;他自己

原知道要作什么。7斐理伯回答他说"即二百块‘德纳 F

的饼，也不够他们每人分得一小块。"8他的一个门徒，即

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给他说 9 "这里有一个儿童，他

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但是这些为这么多的人算得什

么?"10耶稣说"你们叫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

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数目约有五千。 11 耶稣就拿起饼，

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作了，让众人任意

吃 。 12他们吃饱以后，耶稣给他的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

收集起来，免得有什么糟蹋的。"13他们就把人吃了后所剩

下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十二筐。@

14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

到世界上的先知。"15 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

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 。

耶稣在水面上步行渡海(玛 14: 22-27 、 32; 谷 6: 45-52) 

16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 17上船要到海对岸的

墓盖盒去。天已黑了，里盘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18海因

起了大风，便翻腾起来。 19 当他们摇槽大约过了二十五或

三十"斯塔狄"时，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临近了船，

他们便害怕起来。20 但他却给他们说"是我，不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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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21他们便欣然接他上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

地方。 @

讲论生命之粮的背景

22第二天留在海对岸的群众，知道昨天在那里除了一

只小船外，没有别的船，也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

上船，但是只有他的门徒走了 ;23一一然而从提庇黎雅有

别的小船来到了，靠近吾主祝谢后，人们吃饼的地

方， 一_24所以群众一发觉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了，

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往葛法翁找耶稣去了。25即在海对岸

找着了他，就对他说"辣彼，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生命之粮的言论

26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寻

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 。 27 你

们不要为那有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

劳碌，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

的 。 " 028他们对耶稣说 "为行天主的工程，我们该作什

么呢?"29耶稣答应他们说"这就是天主的工程:要你们信

从他所派遣来的 。 " (1)30他们又给他说"那么，你行什么

神迹，使我们看，叫我们信服你呢?你作了什么事呢?31 我

们的先祖在旷野里吃过‘玛纳勺正如经上所记的:‘他从

天上赐给他们食物吃 。 '" 032于是耶稣给他们说 "我实实

在在告诉你们:不是梅瑟曾赐给了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

粮，而是我父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 33 因为

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刷他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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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坚壁说"主!你就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 "35耶

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不会饥

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 。 36但是我给你们说了:你们看见

了我，却还是不信。 037 凡父交给我的，都到我这里来;

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产因为我从天降

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

意 。 39这就是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

一个也不失掉，反而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40 因为这是我

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他的，叫他获得永生，并且

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 。 " 0 

生命之粮乃是天主子之肉

41犹太人就都对耶稣窃窃私议，因为他说:我是从天

上降下来的食粮;但他们说"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

么?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岂不都认识么?怎么他竟说:我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43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彼

此窃窃私议问如果派遣我的父不吸引人，谁也不能到我

这里来;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 C@45 在先知书上记载:

‘众人都要蒙受天主的训11诲 。 F 凡由父昕教而学习的，就到

我这里来。46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只有那从天主来的，

他看见过父。47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从的人就有永生。 @

48我是生命的食粮。49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气

却死了严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吃了，就不死。51a我

是那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会生

活直到永远。" 4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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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的肉和血是信友的真饮食

51b"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

而赐给的 。 "52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么能把他

的肉赐给我们吃呢7"53耶稣就给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

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

没有生命。54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末日

我且要叫他复活。55 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

真实的饮料。56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

也住在他内 。 57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也因父而生

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58这是从天上降下

来的食粮，不像先祖吃过‘玛纳'仍死了:谁吃这食粮，

就要生活直到永远。"59这些话是耶稣在葛法翁会堂教训人

时说的。@

许多门徒离弃耶稣，十一宗徒示信，犹达斯嗜利失义

60于是他门徒中有许多听了，便说"这话生硬，谁能

听得下去呢?"61 耶稣自知他的门徒对于这话窃窃私议，便

给他们说"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62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

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将怎么样呢?臼使生活的是

神，肉一元所用;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生

命。64但你们中间有几个却不相信。"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

道那些人是不信的，且谁是要出卖他的。65所以他又说:

"为此我对你们说过:除非蒙父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

里来。" æ臼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了，不再同他往来。

67于是耶稣向那十二人说"莫非你们也愿走吗7"回直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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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主回答他说"主!惟你有永生的话，我们投奔谁去

呢?回我们已相信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70耶稣回答他

们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你们中却有一个

是魔鬼。 "71 他是指着依斯加略人直遍的儿子达主WT说的;

因为就是这人，十二人中的一个，将要出卖耶稣。@

@ 五饼二鱼的圣迹，四位圣史都记载了，一切应解释的地方，在

前三对观福音内，都已有详细的解释，在这里只提出三对观福

音未曾提及的两点(一)耶稣曾问斐理伯说:从哪里能买食物

给这么多的人吃? (二)安德肋忽提起有一个儿童带有五个饼和

两条鱼。行圣迹的地方，是在若尔当河东岸半山区的一块平原

上，离旦笠塞主主很近，即今之里主堕塾基 (El Aradj) 或称ffi :El=

巴提哈 (El Batiha) 的平原。至于行圣迹的时期，圣史自己告

诉我们，是在逾越节前不久，按我们所推算的耶稣生平年表，

该是在公元廿九年阳历四月初。那一年的逾越节是在四月十九

日，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为此谷和若都自然注意到地面上尽

是"青草" (10) 。再说，按前章一注，我们认为 6 章应移置于 5

章之前，因为 5 章的"庆节"是公元廿九年六月八日的五旬节，

所以五饼二鱼的奇迹应早于瘫子痊愈的奇迹。事实上，若虽然

对于耶稣第一年传教的事记述得寥寥无几，但由于他指出跟从

耶稣的群众那么多，这些群众对于耶稣的爱戴又是那么热诚，

再由耶稣的话"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 (26) 和

本章 2 节的"神迹"二字在原文都是复数(促μ句) ，可见耶稣

在加里肋亚讲道理为时已久，并且也行过了许多圣迹;换句话

说，若在本章内故意略过耶稣第一年在加里肋亚所行的事迹，

因为他已料到聪明的读者，定已由三孜理道竞内知道了耶稣在

组里盟里所有的各种活动，而仅按自己的目的记述了这五饼二

鱼的奇迹。因为这奇迹正是耶稣在组里盟主各种活动的成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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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6ι71)。我们不可忽略本章内所含的那种权威性的一贯性 :

五饼二鱼的奇迹，给予耶稣一个讲论天粮奥理的机会。这天粮

是他自己，是天父赐给世人的圣子，凡以信以爱寻找耶稣的人，

就算是听从了父的旨意的人。圣子把自己的血和肉赐给世人作

为真实的食粮，世人要进入天国，非但应由圣神和水重生。:

日，还应用这天粮保存这重生的生命;换句话说，还该吃使世

人重生的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在现世即开始获得永生，在来

世获得复活与永远的光荣。

@ 耶稣增加五饼二鱼时，按若的记载，耶稣祝谢后，便直接分给

民众，但按玛和谷，耶稣先举目望天，然后祝谢了，才掰开，

递给宗徒，要宗徒分给民众。(路未提举目望天的事。〉耶稣的

这些动作，圣教会从古以来就保存在成圣体圣事的礼仪上。圣

体圣事的礼仪在宗 2:42; 20:7; 27:35 称为"分饼"。在第一世

纪末才用"祝谢"，来代替"分饼" (Eucharistia pro "Fractio 

pams勺。这称呼大概是来自圣堡盏(攫前 10:16) 。殉道的圣1&

纳爵、圣犹斯定和圣依肋乃已经引用"祝谢"一词来指圣体圣

事 (Ign. Philad. 4 , Iust. Apol. 1 66 , Iren. Haer.凹，

18. 5) 。按申 8:10 "你用饭用饱了以后，应当感谢上主你的天

主……"感谢天主的习惯，是犹太人最古的传授，直到现在热

心的犹太人，饭后还念这段感谢经"上主，我们的天主，全世

界的君王，你是可赞美的，因为你从地里给我们备办了食粮。"

@ 五饼二鱼的奇迹表显了耶稣的大能，这正合乎犹太人理想中的

默西亚一一一位有神力有大能的君王，为此他们看到他有这种

不寻常的能力，便要设法强迫他做伊撒尔的君王。但这种思想，

全与天主的圣意相反，为此耶稣一方面赶快辞退了众人，一方

面怕他的门徒也染上这种尘俗的世代病，便命他们赶快渡海往

葛法翁去，自己独自一个上山祈祷去了(参蹬 9: 18) 。耶稣退避

后，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回家去了，仍有一部分俗心不死的人留

在提庇黎雅湖东岸，注意耶稣的行止，并观看他的门徒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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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耶稣所暂避的地方，只看见门徒晚

上乘船往葛法翁去了 。 革讷撒勒湖虽然不大，长不过二十一公

里，宽也只有十二公里，但当狂风大作，浪涛翻腾时，常有船

翻人覆的危险。 门徒们同乘一只小船，逆风而行，好几点钟的

工夫只走了四五公里。 那时耶稣步行海面，越来越近，门徒见

到这种意外的景况，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便都害怕起来 。 耶稣

安慰他们说"是我，不要害怕!"他们才平静下来"欣然接他

上船" "欣然"有些学者以为应译作"愿意"全句应为"他

们愿意接耶稣上船"换句话说，实际上耶稣并没有上船。 这种

译法似乎不妥;正是因为耶稣上了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

去的地方。"我们如参照三对观福音，便可知在那一夜之间，连

续发生了三个圣迹:吾主耶稣与伯多禄步行水面;翻腾的波浪

立时平息;船忽然到达了革讷撒勒湖西岸 。 这夜的奇迹和前一

日所行的奇迹，都使门徒对耶稣的信仰更加巩固，因此后来当

民众背离他，一些门徒不愿和他再来往时，宗徒们仍深信耶稣，

不愿离去。 伯多禄以宗徒之长的名义代表十二宗徒承认他是天

主的圣者，是天主派遣来的默西亚 (6ι71) 。

。 22-24 三节似乎写得有些杂乱，乍读起来，不易了解，因此可知

古抄卷和古译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异文。 但不可把这点困难，

看得太大，主要的意思，仍是可以寻绎出来的。 上面已经提过，

一部分人见耶稣已离开他们，遂各自回本家去了;一部分人却

另有用意，仍留在革讷撒勒湖东岸发显圣迹的地方。 第二天，

即增加五饼二鱼后的第二天，他们在那里发现耶稣和他的门徒

连昨日停泊在那里的一只小船都不见了 。 然而他们确实知道耶

稣没有上那只船，只是他的门徒上船渡海去了 。 耶稣的失踪，

为他们简直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但他们却决意非找到耶稣不

可。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下，要找到耶稣，最好的办法，只

有到他的城茎盖盒那里去找。 为到墓盖盒去有水路，有陆路。

他们想陆路较远，不如乘船被海快些，幸而那时有从提庇黎雅

啕啕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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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来的几只船，他们便上了那些船往葛法翁去了 。 假使耶稣增

加五饼二鱼的那天，是在瞻礼五〈星期四) ，那么这些人往葛法

翁去找耶稣就是瞻礼六(星期五〉 。 就在这一天耶稣在一个不知

名的地方，给他们解释了增加五饼二鱼神迹的真意 (26-35) ; 

而第二天，瞻礼七也就是安息日，在会堂里，给他们讲了生命

之粮的大道。 对上述史事的排列，有不少学者赞成，这可能是

对的，但不能认定确是如此。 "辣彼，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这句话的意思，在寻找耶稣的那些人心中大概是说"辣彼，你

怎么样来到了这里?"因为他们明知耶稣没有上昨日留在湖东岸

的那仅有的一只船，根本想不到耶稣是半夜在海中上船的 。

o "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 。"耶

稣的这句回答似乎过分严厉，但这只是一种苦口婆心的严厉，完

全是一种慈爱的表示，是要改换他们的思想，就是要叫他们为那

使人获得永生的食物劳碌，不要为那只能养活现世生命的食物劳

碌。 他们在五饼二鱼的奇迹上，只看到了物质的奇迹本身，却丝

毫没有看出这奇迹所象征的意义。 犹太人在旷野里所吃过的"玛

纳"是有坏的食物，因为这食物只能养活肉身的生命，而人子

所要赐给的是永恒的食物。 但这种永恒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这

一点，历来的学者意见不一。 苛雷等(Corl町， etc. ...)认为

是指耶稣的圣体圣血，因此按他们的意见，从 27-59 节这一大

段，讲的是圣体圣事的道理。 他们的证据是"……所要赐给你

们的" 一句 (27) 。 耶稣不说"现今所赐给你们的"而说"所

要赐给你们的"固然有少数的抄卷和古译本 (S D Sy It) "赐

给"这一词是现在时态(Cìí.Cìωσω) ，但是大多数的抄卷"赐给"

一词却是将来时态(悦σE:t) 。 可是这将来时态的"要赐给" 一定

指示圣体圣事吗? 但也未必，因为到 51 节为止，耶稣不是讲说

圣体圣事的奥迹，只讲述他在现世的"暂时存留"他的降生是

天父赐给世人的最大恩惠，所以本节 (27) 应以 35 节"我就是

生命的食粮……"一节来解释。 有的认为这永生的食粮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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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如 Patrizi) ，有的认为是耶稣的教训" (如 Wicseman ，

etc. .. . ...)，有的认为是圣宠和圣神的恩赐(如 Calmes) 。 我

们认为最后的这种见解比较更容易适合上下文。 "天父所印证的

人子"要赐给世人的，是那引领人到永生的圣神和圣神的各样

恩宠。 耶稣这次所行的奇迹，如果犹太人明白了它的真意，拿

它当一征兆" (σ7JJ-låoν) 看，便足够证明耶稣是"天父所印证的

人子"，是由"万古常存者"蒙受了治权、尊荣和国度的人子

(达 7: 14 和注) ，也就是这位住在天上并由天上降来人世的"人

子"要引领万民归依父，并赐予万民永生。

@ 耶稣劝勉犹太人应为获得永生而劳碌 (27) 。这样的话为犹太人

不免有点广泛，虽然他们愿意去作，但不知究竟如何下手。因

此他们问耶稣要作什么才算行天主的工程。 天主的工程是指天

主要求世人应做的事业(格前 15:58) 。 他们想问问耶稣，也许

耶稣会和其他的"辣彼"一样，给他们另讲几条律例。 哪料耶

稣给他们回答说:天主的工程，只有一个一一 "工程" 二字在

原文为单数(句γoν) ，意思非常明显，即是信从天主所派遣来的

天主圣子。 但这一个工程，却包含了一切 。 信从耶稣并不是仅指

相信耶稣所讲的道理，也不是指一次信从了，随后就可置之不理，

而是指的"住在他内" (15: 7) ，即圣保禄所讲论的"义人因信德

而生活" (芝 1: 17) 。 达主人的询问和耶稣的回答，与主里组城那

管监的人对圣保禄所问答的话很相似"我当作什么才可得救

呢?……你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 (宗 16:30 、 31) 。

@ 犹太人至今还没有认出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默西亚，只想他是

自命为默西亚的人。 他们以为默西亚应有的资格，在耶稣身上

并未完全具备。 其实"天主所印证的人子"和"信从他所派遣

的"两句不能有其他的意义，只是在证明耶稣是默西亚。 但犹

太人仍是将信将疑，故不得不向耶稣要一个证明他是默西亚的

证据。 这一年来耶稣虽然行了不少的奇迹，最近又显了这增加

饼鱼的奇迹，但仍不足以取信于选主人。 古来的先知不是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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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些奇迹吗?要来的默西亚该是第二个梅瑟(申 8: 1日，并按

先祖的传授还要超过梅瑟。 这位耶稣在哪一点上超过了梅瑟呢?

按犹太经师的道理"就如第一个救主(梅瑟)叫‘玛纳'从天

上降下:这样第二个救主(默西亚〉也该叫‘玛纳'从天上降

下。 因为咏 72:16 上写着: ‘在地上五谷必要茂盛'" (Strack u 

Bill. IT. 481) 。 那增加五饼二鱼的奇迹岂能比得上梅瑟四十年之

久，在旷野中，叫"玛纳"每天从天上降下，养活全民族的奇迹?

(出 16:15; 户口: 7; 21: 5; 申 8:3; 智 16 : 20; 厄下 9: 1日 。

@ 耶稣愿纠正犹太人的错误思想，遂给他们郑重其事地解释:赐

给他们祖先"玛纳"吃的，不是梅瑟，而是天主自己 。 "玛纳"

只能养活现世的生命，不能养活超性的生命"玛纳"只能养活

生命，却不能赐给生命。 然而现今父从天上赐给他们的食物，

是真正养生之粮，不但能养活生命，而且能赐给人生命;况且

被养活的生命，还是超性的生命。 "玛纳"只养活了一个民族的

现世生命，然而这真正的食粮却要养活整个人类的超性生命，

直到永远。 在 33 节耶稣虽然用第三人称 (Ò Iwmßatων) 称那由

天上降下来的天主的食粮，但却把自己和那食物视为一物 。 犹

太人没有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深意。 他们只想耶稣的这句话是表

示他所应许的食物比"玛纳"更美，更滋养人，故此他们便如

撒玛黎雅妇人 (4: 1日一样，只求解决目前肉身的问题，便给

耶稣说"主，你就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耶稣答应

他们说:这生命的食粮(在 51 称作"生活的食粮") 就是他自

己 。 "到我这里来的……"是指归属于耶稣的人，不会再饿，也

不会再渴，因为耶稣满盈了圣神"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

了，而且恩宠加恩宠" (1: 1 6 和注〉。 除非经过耶稣谁也不能到

天主那里去，因为耶稣是往天主那里去的惟一无二的道路(14:

6) 。 虽然人到耶稣跟前来是一种个人的、自由的行为，但是若

父不吸引他，他仍是不能来到耶稣跟前 (44:6日 。 这项"预定"

的奥义，不但不该使我们惊惧得裹足不前，反该使我们兴奋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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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如飞地奔向耶稣。 因为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

弃于外" (37) 0 .6.36 节插在这里，好像很突然，和上下文都不相

连。 它的意思可能是指第 26 节，或是指耶稣的一句未曾记载的话

(10: 25; 11 :40); 或按拉冈热等学者的意见，应移置于 40 节以后 。

o 37-40 一段，吾主耶稣详解信德的特点(一)父召叫世人，使

世人归向耶稣(二〉世人来就耶稣即是以信仰以热爱属于耶

稣(三)信仰他的人，耶稣决不将他抛弃于外 。 "不抛弃于

外"按阿辣美文的修辞学来讲，就等于"欢迎"的意思 。 其实

耶稣不但欢迎，而且还保护他，叫他不至于失落，且在末日还

要叫他复活(39) 。 耶稣这样作，因为这是父的旨意。 父的旨意

就是耶稣的饮食。 真正慕义如饥如渴的耶稣，怎能不遵照父的

旨意去行事?圣奥斯定说:身为爱情的天主，因疼爱世人把爱

子交给了世人。 子是他自己派遣来的，命他救赎人类……那么

人该作什么呢?元他，该信从子:这就是"看见子并信从他"

的意思。 如果人这样报答父的爱情，便可获得永生，成为父的

儿女，耶稣的弟兄，天国的继承者，因此子在末日要叫他复活

(39 、 40 、 44 、 54，参阅 5: 28; 11: 2日 。

@ 为了耶稣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一句话，犹太人议论

纷纷。 这些犹太人都是耶稣的同乡加里肋亚人。 圣若望用犹太

人这称呼是专指那些消极不信耶稣而又积极反对耶稣的伊撒尔

人，并不是指一切伊撒尔人(1 :19; 2:18 、 20; 5: 10 、 15 等) 。 他

们可能自小与耶稣同游同事，自以为深知耶稣的家世。 固然他

们知道他是耶稣，他是若瑟的儿子。 他们知道他的父母姓甚名

谁，但耶稣和他父母的真正关系，他们哪里能够晓得?他们的

认识只是外面的认识，根本谈不到内里的认识。 试问他们如何

能懂得"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呢? "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

耶稣么?"据此一句，并不能说圣若瑟其时仍健在人间，因为按

自古以来的传说，圣若瑟在耶稣开始公开传教以前己去世了 。

这只是表示耶稣在加里肋亚被同乡人习惯称为 "玛利亚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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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6 : 3 和注〉或"若瑟的儿子"就是了 。 耶稣劝他们不要单凭

这浮浅的认识来纷纷议论这端奥妙的道理，便给他们解释信德

的来源和信德向世人要求的事宜说"如果……父不吸引人，谁

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就是说父若不引人去信仰耶稣，谁也

不能信仰耶稣。 这就是信德的根源。 这信德是天主的恩赐。 天

主怎样引人去信仰耶稣呢?现在我们看看天主藉先知欧瑟亚指

着选民所说的话便自会明了"是我用人的绳子，爱情的带子牵

着他们，对他们有如高举婴孩到腮颊的慈亲，并且向他们屈身

喂养他们" C欧 11:4) 。 圣奥斯定对这一句话有过一篇很著名的

讲解，证明天主的吸引，并不是一种强硬的逼迫，使人失掉自

由意志的作用 。 他说"你不要想天主吸引你是强迫你......心灵

也被爱情吸引......既然诗人庄直笙 CVirgiliω 可以说:各人被

各人的欢乐所吸引 。 他没有说‘需要'却说‘欢乐气没有说

‘责任'却说‘愉快我们更该说喜爱真理，喜爱福乐，喜爱

正义，喜爱永生的人被吸引归向基督，因为这一切都集中于基

督 。 ……你们看看父如何吸引:他并不是把重担加在我们身上，

他只是以他的教训11悦乐我们:他是这样吸引我们 。"

@ 耶稣为使人知道该怎样适应父赐给人的信仰恩赐，引用了依撒

意亚 54: 13 上的一句话，这话的大意说:父既施训，世人便该

听教而学习 。 天父的这种训诲是甘怡、甜蜜、亲切的，是属于

精神的。 但世人不可因此而误会，以为世人能够直接听到天主

的声音，或看到天主的容貌，因为只有永远住在父怀里的圣子，

常听他看他C1: 13); 世人不过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听到父的声

音，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父的容貌。 如果他听到了也信从

了，他便是有福的，因为这样便获得了永生 。 班主蟹卷三，第

一章有一段话，确是世人对天父的一片赤诚的祷词"主，吾天

主，我要昕你在我心内谈话(咏 85:9 ) 。 听天主的密谈，受天主

神慰的灵魂是有福的 。 能领受天主默启的密谈，而不留意世俗

言语的耳朵，真是有福的;不听外来的声音，但听内里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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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的耳朵，确实是有福的 。 ……我的灵魂!你当细心体会这

些事，紧闭五官，以便能听天主对你我的话。 " (徐家汇译本〉

@ 耶稣因为要讲明"信德的奥迹" (Mystcriurn fidei) ，即圣体圣

事的奥理，在此便坚持地讲解信德的根源和必要。 在 48-51a 一

段内，耶稣再三声明他是生命的食粮，在 51b-59 一段内，就肯

定不但他己降生为人的位格，而且连他所建立的圣体圣事也是世

人的生命。 49-51a三节的联结可作如下的解释:古时的"玛纳"

在旷野中养活了伊撒尔子民，但却没有使他们不死"玛纳"虽然

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但在这一点上却与其他普通的食物无异。

耶稣将自己赐给世人作他们的生命之粮，虽然不阻止肉身的死亡，

但将那不被下世环境所限制的永生赐给世人。 这样，耶稣为信友

的灵魂成了生命的食粮，人藉着圣洗圣事获得了这种超性的生命

(3: 日，养活与保存这种超性的生命，却只有赖圣体圣事了 。

æ 51b"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

这句话，无疑地是提示一种新的意思。 以前只讲论他是从天降下

来的生命之粮，现在他说:这生命之粮，就是他的"肉"换句话

说，就是他要为人类作牺牲的肉躯。 这端道理由浅而深的演变，

可由"赐"字的时态看出:在 32 、 33 两节内用现在时态"……我

父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 "天主的食粮，是由

天上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在这里耶稣却用了将来时态"我

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 。"他先关于自己的人性及位格所讲

的，现在贴合在自己人性的血和肉上。他的话前呼后应，层叠递

进:在 27 节他劝人该为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在 32 节他说明

这食粮是从天降下来的并且是天父的恩赐;在 35 节他说这生命的

食粮是他自己;在 37-51a一段内，他一面解释这生命之粮的奥

理，一面鼓舞民众以活泼的信仰来接受他所说的这话。 现在他

更进一步声明，这生命之粮就是他自己的肉 (51b) ，世人应该

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52-54) 。 因为他的肉是真实的食品，他

的血是真实的饮料 (5日 。 假使我们注意这种由浅入深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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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不承认:吾主首先要求我们信仰他的自身，然后要求我

们信仰他的圣体圣事的奥迹;说得更清楚些:是由一种寓意的

"吃喝"转换到实际的"吃喝'气从那由信德而产生的联合，转

换到那由圣体圣事而产生的合一 。 耶稣在这一段话的前半 (27-

51a) ，似乎有意避用"吃" "喝" (3日，但在后半，不但不避

用"吃"，"喝"反而要求世人吃喝这由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为

获得永生;并在 51-59 这一段内，竟一连七次用了"吃"或

"嚼" (按原文〉两个大同小异的动词，三次用了"喝"字。 对

听众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狐疑状态，他不但不去再加以解释，或

者修正，减轻，反而更严肃地给他们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

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 (53) 。假使"吃肉"

"喝血"只是说以信仰翁合耶稣，为什么竟要让那许多的门徒离

弃了他呢?为什么不说一两句解释的话，而排除他们无法自释

的疑团呢?再说，圣若望在撰写他的福音时，圣教会举行"分

饼"或"祝谢"札已有六十多年了，信友都以为本段的道理是

指圣体圣事的奥迹。 这种解法，似乎也只有这种解法，才比较

适合本段的内容。 因此我们并不惊奇，除公教学者外，连教外

学者也大都承认 51b-59 这一段是指圣体圣事而讲的。 51 节内的

"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一句，使我们联想到 1: 29; 3: 17; 

4:42 等处的话，另外是 1 : 29 "看哪!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

者。"也使我们更明白若-3:16 "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性命"

并格前 11: 24 "你们拿来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要为你们交付

的"这几句话的意义。 创 9:4 "但凡有生命，即带有血的肉，你

们都不可吃。"与申 12:23 "惟你应牢记，总不可吃血，因为血

是生命，你不可将生命与肉同吃。"这些话都明明禁止犹太人吃

血和带血的肉 。 他们不能懂得耶稣的道理，为此他们彼此争论，

有反对耶稣的，有赞成耶稣的 。 可是耶稣的答复，仍然是那么

坚持"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

命。"吾主耶稣故意地把血和肉分开来讲，这是有意暗示他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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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为正是在死的这回事上，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自献于父，

为作"世界的生命"。 殉道者圣依纳爵指吾主的这句话说"我要

天主的食粮，基督的肉……我要他的血作饮料……" (ad Rom. 

W)。圣犹斯定讲说"祝谢"礼的成分"是耶稣的血和肉"

CApol. 1 , 66) 。 圣篮血Jj称圣体为"不死不灭的饼" (Haer 

凹， 38. 1) 0 "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

内 。"如果我们愿意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与其自己绞脑汁费心血去

寻求解释，不如念念吾主耶稣在建立圣体圣事后所讲说的妙理，

尤其是本福音 15 章和若- 2:6 、 27 、 28; 3:6 、 24; 4:12 、 16 。 谁遵

守耶稣的一切诫命，特别是耶稣的"爱主爱人"的诫命，耶稣便

住在他内，他也住在耶稣内(若- 3: 24) 。 谁住在天主内，谁就

不会犯罪(若- 3:6) ，反要结丰富的果实(15 : 2); 他的祈祷便有

求必应(15: 1)，在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可放心到耶稣跟前

去，不会感到羞愧(若- 2:28)。这都是因为如同耶稣因父而生

活，照样那吃耶稣肉的，也要因耶稣而生活 (57) 。 耶稣因父而生

活，因为按本性圣子耶稣得了父的生命，信友因耶稣而生活，就

是因为在领圣体时得了圣子耶稣的生命，或如若在书信上所说的:

"天主派遣了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为使我们因着他而生活:天

主对我们的爱情，在这上头，显明出来了" (若- 4:9) 。 圣奥斯

定说得很妙"如果信友真努力作基督的妙体，必该认出基督的圣

体，如果他们要因基督的圣神而生活，该先成为基督的妙体，因

为如果不是基督的妙体，便不会因着基督的圣神而生活……圣保

禄宗徒也给我们讲说过这天粮:‘既是一个饼，我们多数人就只是

一个身体， (格前 10: 17) 。 呵!热情的圣事，合一的标记，爱德

的锁链。 ……为了生活该与耶稣结合。信友不该做一个被割掉的

肢体，也不该做一个腐朽的肢体，更不该做一个令人害羞的弯曲

的肢体;却该作一个体面、堪当、健全的肢体。 这肢体该与基督

妙体联系，因着天主而活于天主，让他在下地如今苦忙，好能在

天上将来为王。" (St. Aug. in Jωnnem， 26 ,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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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他门徒中有许多" 一句，是指那些经常跟随耶稣并昕他讲道的

民众，并不是指十二宗徒，也似乎不是指耶稣派遣出外传教的

那七十二门徒(路 10:1 注〉 。 这些乐意受教，却以一般俗见为

"权衡"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人民，因对耶稣的道理起了反感，

遂相率离去，不再和耶稣来往了 。 "生硬"不能解作"难懂"

而应解作"难昕"、"不易人耳"或"不易领受"或"令人起反

感"等意。 耶稣在 62 、 63 两节中，提出了两个理由，证明他的

话不是不负责任的:你们心中发生反感，是因为我说过我的肉

是真实的食粮，那么，如果你们将来看见人子升到天乡，也会

因此而发生反感，不置信我吗?人子在光荣之中回归天乡而坐

于天主圣父之右(谷16:19) ，是一个信德的奥迹;同样人子将

自己的肉赐给世人作食粮，也是一个信德的奥迹 。 你们不能只

去信那一个奥迹而不信这一个奥迹，因为两个奥迹都是信德的

奥迹。 这是耶稣所提出的第一个理由 。 "使生活的是神，肉一无

所用"耶稣在此把神和肉作一对比，是暗示旧约的道理: 一切

生物所以能够生活，是因为领受了天主的"神"天主的"生活

力" 。 假使没有这种"生活力"它们就无法生存，立时要化为

乌有 。 试问它们的肉躯有什么用呢(创 1 、 2; 则 37: 1-14 等)?

超性的生命不是自然来的，是由于复活而升天的耶稣的恩赐。

耶稣复活升天后，要赐给人圣神(7 :39 和 1: 32-34) 。 归回父怀的

圣子，便是"后来的亚当，有神性的生命，能叫人生活" (格前

15:4日 。 为此，正如耶稣赐给世人圣神，同样也将自己的肉赐给

世人，作他们超性生命的食粮。 "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

就是生命。"耶稣是降生为人的圣言，所以他的话，就是天主的

话。 "人活着不只是靠食物，人也能靠上主口里所发的一切言语而

生活" (申 8:3) 。 耶稣似乎借用这句话说:我的话是赐给人生命

的，它会指给人获得永生的方法。 这是耶稣提出的第二个理由 。

@ 圣伯多禄信了这端奥妙的道理，所以他不假思索，立刻回答耶

稣说"主!惟你有永生的话，我们投奔谁去呢?"请注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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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二字 (68 、 69) ，伯多禄至少是代表十二宗徒发言。 "你是天

主的圣者"这句话等于说:你是默西亚，天主所傅的，天主所

派遣来的 。 在这里伯多禄似乎还未承认耶稣是天主圣子，后来

在凯撒勒雅，因蒙天主的启示，他才正式承认耶稣是天主圣子

(玛 16: 1 6-18) 。 伯多禄的话本来是代表十二宗徒说的，虽然犹达

斯那时可能心中不满意伯多禄的话，但他却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然而耶稣早已看透了他的心意，他知道犹达斯要忘恩负义，不但

要离弃他，还要出卖他。 "是魔鬼"一句，是说他是一个诲谤者，

敌对者，撒谎者，背叛者，魔鬼的同谋者;换句话说，他虽是被

拣选的宗徒，却作魔鬼的事，成了一个遗臭万年的负恩人。 "所以

自想自己站得住的人，也该小心不要跌倒" (格前 10: 12) 。

第七章

帐棚节前，耶稣周游加里肋亚

1这些事以后，耶稣周游于加里肋亚，而不愿周游于

犹太，因为犹太人图谋要杀害他。 02那时犹太人的庆节，

帐棚节已近了，3于是他的弟兄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

往犹太去吧!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4因为没有

人愿意显扬自己而在暗地里行事的;你既然行这些事，就

该将你自己显示给世界。 "5 原来连他的弟兄们也不相信

他。6堕壁就给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

却常是现成的。7世界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

它，说它的行为是邪恶的 。8你们上去过节日巴!我还不上去

过这庆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9他给他们说了这些

话后，仍留在加里肋亚。 10但他的弟兄们上去过节以后，

可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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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上去了，不明明地，却像是暗暗去的。 811 在庆节中

犹太人寻找他说 "那个人在那里呢?"12在群众间对他发

生了许多私议;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却说"不，

他倒是在煽惑民众。"13但是，因为都怕犹太人，谁也不敢

公开地议论他。@

耶稣在殿里施教

14庆节已过了一半，耶稣就上圣殿里去施教。 15犹太人

都惊讶说"这人没有进过学，怎么通晓经书呢?"16于是耶

稣回答他们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

的 。 17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就会认出这教训，是出自

天主，或是出于我自己而讲的。 018 由自己讲说，是寻求

自己的光荣;但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的，这人便是可凭

信的，在他内没有不义。 19不是梅瑟曾给你们颁布了法律吗?

但你们中却没有一人遵行法律;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

呢?"20群众回答说"你附了魔，谁图谋杀害你?"21 耶稣回

答他们说"我只作了一件事，你们就都奇怪。22为此我告诉

你们:梅瑟给你们颁定了割损礼， 一一原来不是由梅瑟而

是由祖先定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损礼。23若是

在安息日，免得废除梅瑟的法律，人可受割损礼，为了我

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健康，你们就对我发怒么叫你

们不要按照外貌判断，却要按照公义判断。 " 0 

耶稣再申明自己是由父派遣来的

25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这不是他们所要图谋

杀害的人吗?26看!他放胆地讲论，而人们对他什么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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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莫非首长们也已确认这人就是默西亚吗?27可是我们

知道这人是那里的;然而当默西亚来时，却没有人知道他

是那里的。"28坚壁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喊说"你们也认识

我，也知道我是那里的;我来了不是由我自己，而是那真

实的派遣了我来，你们却不认识他。29我却认识他，因为

我是出于他，也就是他派遣了我。 "30他们想捉住他，但没

有人向他下手，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

许多人信了耶稣，首长却要捉拿他

31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他，且说"默西亚来时，难道

会行奇迹比这人所行的更多么?"32选型l塞人昕了群众对:ij~

稣这样纷纷议论，司祭长和盗型塞人便派遣差役去捉拿

他。33为此耶稣说"我和你们同在还有不多的时间，然后

我回到派遣我来者那里去。34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而

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来。"35盐主人便彼此说"这人

要往那里去，而我们找不着他呢?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叠堕

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叠mt人么?36他所说的:‘你们

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来。 F 这

话是什么意思?" 0 

耶稣圣心为永生的源泉

37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坚壁站着喊说"谁

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 38信从我的，就如经书说:从他

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39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

人将要领受的圣神;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堕堡还没有

受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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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耶稣众人的意见不同

40群众中有些人昕见了这些话便说"这人真是那位

先知。 "41另有些人说"这人是默西亚。"还有些人说"难

道默西亚是来自加里肋亚吗?42经书上不是说:默西亚要

出自达昧的后裔，来自达味出生的村庄白冷吗7"43 因此为

了耶稣的缘故，在群众中起了分裂。44他们中便有些人愿

捉拿他，但谁也没有向他下手。45差役便回到司祭长和法

宝崖人那里，司祭长和迭5frj军人就给他们说"为什么你

们没有把他带来?"46差役们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人如此

讲话，像这人讲话一样。" 047法利塞人就对他们说 "难

道你们也受了煽惑吗?咄首长中或法利塞人中，莫非有人

信仰了他吗?49但是这不明白法律的群众是可诅咒的， "50他

们中有一个先前曾来到耶稣那里的尼苛德摩，遂给他们

说 51"如果不先听到人的口供，并查明白他所作的何事，

难道我们的法律就定他的罪么?"52他们就回答他说"难

道你也是出自加里肋亚么?你查考，你就会看到从加里肋

亚不会出先知的。"臼然后就各自回家去了。@

o "这些事以后"按我们所赞同的意见，不是说增加五饼二鱼和
讲论神粮的事后，立刻就离开了犹太，乃是说过了公元廿九年

的五旬节以后，换句话说，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以后，因为那年

的逾越节是在四月，五旬节是在六月(见五章注一〉。 在五旬节

中耶稣声明了他自己的天主性，曾因此激怒了犹太人，他们便

设法要杀害他 (5: 18) 。 既然父预定的时刻尚未来到，耶稣便离

开犹太，往加里肋亚去了 。 在那周围附近一带周游，继续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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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事业。如果愿意更详细知道耶稣在加里肋亚的这一段时期

作了些什么事，可参看耶稣生平年表 84-143 。

8 "帐棚节已近了"犹太人过帐棚节普通是在"提市黎"月十五

日至廿一日，即阳历九月与十月之间。这一年的帐棚节是十月

十三日 。 这庆节的意义，是为纪念伊民在进入许地以前，四十年

之久旅行于旷野，栖身于帐棚之内;同时也是一个感恩节，因为

此时正值收成巳告结束，百姓就乘此机会感谢天主赏赐全年粮食

之恩。为此古时也称此节为"收成节"。此节和逾越节差不多是同

样重要。为此庆祝的仪式也非常隆重。按若瑟夫的记载 (Ant.

Jud. XIII , 13. 日，似乎比逾越节还过得隆重。在古时只庆祝七

天，后来多加一天，便成了八天的庆节。在此庆期中，男人都

应手执一束树枝或树叶，高唱"大赞美词" (Magnum Hallel) , 

参与清晨的祭献。 同时一位司祭手拿一金器皿，在群众欢呼中

前往蕉罗亚泉汲水，返回后，将汲来的泉水，洒在全;盾祭坛的

四角，恳求天主赏赐一场秋雨(肋 23: 34-37; 出 23 : 16; 30: 22 ; 

申 16: 13 等)。百姓多次像在逾越节一样，借着这个庆节的机

会，聚众商议，发表政治的意见，反对外人的统治，准备复国

运动 (Ant. Jud. XIII , 13.5; XV 3) 。在这种充满政治气味的环

境中，他们为敬礼天主的宗教性游行，一变而成为政治性的示

威游行。由上面所述的这种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明白耶稣的弟

兄要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实在用意。这完全是由于他们还不

了解耶稣的超性使命，还不相信他是天主子 (5); 更不明白他

显了五饼二鱼奇迹后，为什么毅然拒绝了君王的尊位，错过了

这个一举成名的大好时机。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未免可情。然

而另一个大好时机又快来到了，举国欢腾的帐棚节就在目前，

他们希望耶稣不要一误再误，又错过了这个机会。 他们满心扬

名耀祖的尘世观念，以为耶稣行了如此多的奇迹，必定有意要

显扬自己，慑服世界。但是穷乡僻壤的加里肋亚，实在不是一

个大显身手的地方。为此他们要耶稣往人物基萃，四通八达的

电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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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发挥自己的才能，使百姓看到他所行

的奇迹，万众一心，拥他为伊撒尔君王。 耶稣婉转拒绝，善言

给他们解释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说这句话，暗

示他以隆重的仪式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不久的

将来必会来到，即在下年的逾越节前(12: 1-19) 。 到了那时，

他要这样作，为顺从父的旨意;可是现在父却另有旨意，为此

他现在不能与民众的朝圣团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免得发生意外。

耶稣的弟兄所有的意思是属于世界的，他们和其他的世人一样，

只知寻求世上的光荣，当然世人与他们志同道合;但耶稣只寻

求父的光荣，他力证世界的行为是邪恶的，为此世界不能不憎

恨他。 "我还不上去" 一句，有些抄卷作"我不上去"也许这

"还"字是后人为避免第 8 节和第 10 节外表上的矛盾而加添的。

其实没有什么矛盾，理由就如上面方才提到的:因为不是父的

旨意。 圣奥斯定却说出了另外一个理由:耶稣说他不上去过节，

是指的这庆节的前半期，正如下面第 14 节记述耶稣于庆节过了

一半后才上圣殿去施教。 有些学者把本章 1-13 这一段和第二章

1-11 所述加纳变水为酒的事两相比较:在那里圣母请求，耶稣

拒绝了;在这里弟兄们请求，耶稣也拒绝了 。 固然不能否认这

两个事迹有相似的地方，但事迹的意义，却完全不同 。 假使说

耶稣在加纳拒绝了圣母的请求(我们不赞同这种讲法，参阅该

处注解) ，但是随后却又俯昕了他母亲的请求 。 在这里他始终反

对他弟兄们的请求，丝毫没有让步。 他们满心尘世的观念，为

此不能相信一心仰慕天上之事的耶稣。 "弟兄" 二字，不应作狭

义解释，只应作广义解释，即指耶稣的叔伯兄弟或表兄弟 。 参

阅玛 12 章附注。 "不明明地……"这句话可解释耶稣所说的

"我还不上去过这庆节"的那句话，其意是说我不愿如你们想像

的那样隆重，那样光荣地进耶路撒冷，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

~ "在庆节中犹太人寻找他"这一句中的犹太人和第五章 18 节提到

的犹太人是指专与耶稣作对，图谋杀害耶稣的犹太人，大概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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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型塞党人而说的。 他们按当时帐棚节的习俗，出城欢迎从加里

肋亚来的朝圣团 。 他们满以为耶稣也会参加朝圣团来京过节，可

是在朝圣团的行列中，却没有发现耶稣，因此在群众间发生了各

种议论。 不过那些拥护耶稣的人，最低限度在起头不敢公开地讲

论他，因为害怕犹太人，就是害怕在耶路撒冷有权有势的法利塞

人去谋害耶稣。 "那个人在哪里呢?"这里的"那个人"按金口圣

若望的解释，犹太人以轻视的口吻查问，因为他们认为"耶稣"

二字已不足挂齿了 。 可见他们憎恨耶稣的心情，到了什么程度。

o 14 节不但指出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期，而且还指出他施教的地

点:时期是帐棚节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地点是在众目共睹的圣

殿内 。 他施教的对象是代表旧约宗教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各

党各派的人士。 "在圣殿里"大约是指在圣殿庭院中或"撒罗满

廊"下c7 : 28; 8: 20; 18: 20) 0 "怎么通晓经书呢?"也可译作

"怎么认识文字呢?"但经师之所以惊奇怪异，不在于耶稣会认

识文字，因为在纳臣肋会堂的小学校中 (Beth-hasepher) ，耶稣

很可能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启蒙念书，不能不认识文字。 可见他

们惊奇怪异的，是在于耶稣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没有在耶路

撒冷经书学院(Beth-hamidrash) 研究过经典，竟能高谈阔论，

异乎常人，且能引经据典，适如其当 。 他们说这话，似乎还另

有用意，妄想耶稣以圣经作权威证据，以掩饰他那一片不可告

人的阴谋，要推翻梅瑟法律，自充为一个宗教改革家。 耶稣针

对着他们的妄想，作了这一次有力的自我辩护，使他们终于服

输，无言可对:耶稣只在实行父委托给他的使命;他的一切教

训都是出自父;谁若承行天主的旨意，便能认出他的道理是天

主的道理 (8:28; 12 :49; 14:10 、 21);善心的人立刻会明白耶

稣所讲的道理，不能不出于天主;只要世人诚心寻求真理， 一

定会找着真理(3: 21; 8:31 、 32; 18:37) 。

@ 还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证明耶稣的道理完全是授命于父的，因

为他只讲论父的道理，纯粹是以无我的精神传道。 他已有一年



-
若望福音第七章 1010 

多的时光，公开在各处讲道理，显圣迹，所有的听众都能证明

他从未寻求过自己的光荣，只寻求那派遣他来的父的光荣。 像

这样的使者无论在什么时候，元论在什么地方，都是诚实元伪

的，谁也不能证明他是有罪的 (8: 46) ，因为"在他内没有不

义"换句话说，在他内没有虚伪(罗 1:18; 2:8; 格前 13: 6 

等) 。 第 19 节由表面看来，似乎与上下都不甚相联贯，因此有

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过了一个时期，再和犹太人辩论的一回事;

但也有些学者却认为与上下有密切的联贯:前段是消极的辩白，

后段是积极的辩白 。 现在不谈学者们的意见如何，只按圣奥斯

定、拉冈热、布辣翁 (Braun) 等学者的意见来解释:本节不但

与前面的意思联贯，而且启发下面数节的道理。 那么就可推论

出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不外是说:你们自夸你们有天主藉梅瑟赐

给你们的法律，虽然你们以有这样的法律为荣，并以为你们自

己完全按照法律行事，其实你们未曾遵守法律，只遵守了法律

的皮毛，没有遵守法律的精髓。 假使你们遵守了，你们便自然

会接受我的教训，绝对不会说我废除了安息日的规则，更不会

处心积虑，图谋杀害我。 吾主耶稣在此无疑地暗示四个月前，

他于安息日治好一个瘫子的事。 犹太人正因为那回事才决定非

把他处死不可 (5: 1 0-18) 。 事情在法利塞人之间虽然已到了如

此严重的程度，但大部分的群众，尤其是从远方前来过节的朝

圣团，对这种暗算耶稣性命的阴谋，却一无所闻 。 为此他们目

瞪口呆，拿话搪塞耶稣说"你附了魔，谁图谋杀害你?"这句

话不像法利塞人对耶稣所说的话那样恶毒(玛 12:24; 谷 3:22;

路 11: 15; 若 8:48) ，很可能是出于善心的指摘。 他们的意思不

外是说:你似乎在说疯话，这对我们无异是一种侮辱。 我们根

本就没有起过杀害你的念头，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呢?为此耶稣

没有反驳他们，只直接继续他和法利塞人的辩论。 这项辩论的

大意可作如下的解释:法律不应该按字面的意义去遵守，而该

按精神，就是按立法者的意思去遵守。 你们知道"凡在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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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应将他处死"但你们为了施行割损礼，在安息日工作

就认为不算违犯安息日 。 那么，我在安息日叫一个瘫子恢复健

康，为什么你们就一口咬定说我破坏了安息日的法律呢?爱德

的诫命不该超过其他一切的法律吗?关于割损礼，参阅创 17:

1 0-12 和附注，肋 12:3 等处;关于安息日可行割损礼，参阅米

市纳 (Mishna ， Sabbath 18 , 3): "凡为施行割损礼所需要的事，

连在安息日也可以去作"及塔耳慕得所记载的犹太经师的遗训

(参见 Strack Bill. II , pag. 487 , ctc . ) 。

o "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这几个人也许是和法利塞人有所勾结，
故此他们早已知道酋长们要杀害耶稣的决心。 现在眼见耶稣各

处讲道，无所顾忌，而蓄意消灭耶稣的法利塞人，不但不通缉

逮捕，反而让他自由讲道，传布他的教义。 为此他们私下议论

说:莫非法利塞人也认耶稣是拯救伊撒尔的默西亚吗?但这是

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认为法利塞人痛恨耶稣的心，真可说是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会有这样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他们

现在不下手逮捕耶稣，也许是另有计划，或等待更有利于他们

的时机。此外他们这几个人的另一疑问是:耶稣究竟是不是要

来拯救伊撒尔的默西亚。 对于这个疑难，他们无法解答，因为

一方面耶稣讲道，行神迹，医病驱魔，完全适合于他们所理想

的默西亚(31) ;但另一方面他们知道要来的默西亚应该生于达

昧的故乡白冷，而现在的这位耶稣，据他们所知，是出生于加

里肋亚的纳臣肋 。 还有一种传说，更使他们如坠入五里雾中 。

人说:默西亚在公开出现以前，该在一个无人知道的偏僻地方

度其隐秘的生活，到了公开露面的时候，古先知厄里亚该把他

领出来，介绍给民众。 然而耶稣在纳臣胁的生活，不能算是一

种隐秘的生活，又何况古先知厄里亚尚未来到 。 耶稣为破除他

们这种游移不决的疑问，大声疾呼说:他是直接由父派来的，

不需要任何人的引见或介绍;不承认他是默西亚，乃是由于他

们不认识父 (5:37; 18:19; 玛 11: 马路 10:22; 若 6:46) 。 耶

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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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这种严肃的讲论，又引起了法利塞人的杀机。可是他们虽有

杀耶稣的企图，却没有人敢向他下手。这并不是他们心有余而

力不足，最大的理由是天主圣父给耶稣预定的时期尚未来到

(1 2: 23 、 27; 13:1; 16:21; 17: 1)。此处请读者注意 26 、 27 、

31 、 41 、 42 各节内的"基督"，本文全译为"默西亚"这是因

为"基督"二字现在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而在原文却无"名

词" (Nomeω 作用，而只有"分词" (Participium) 作用。参

看先知书总论第七章:特论先知书中的默西亚论。

@ 法利塞人一发见群众中有些人倾向耶稣，更见有些人竟信仰了

耶稣，生怕若不及早解决耶稣，恐怕事过境迁，群众都信仰耶

稣时，再下手就来不及了。于是便串通司祭长，与他们狼狈为

奸，立时派遣差役去捉拿耶稣。"司祭长"是指那些曾任过大司

祭职和现在还很有权势的一般司祭。"差役"是指圣殿内的巡

警，直属大司祭和司祭长管辖 (45 、 46; 18:3 、 12 、 18 、 22 、

36; 19:6) 。耶稣用讳莫如深的话，在此预言了他的死亡。其实

视死如归的他，是在明告犹太人他要回到差他来的父那里去。

当他回去后，犹太人要找他，也只是徒劳，因为再找不着他了。

吾主耶稣似乎在说:既然伊民现在不承认他是默西亚，但他们

终究是会寻找默西亚的，可是不会找着。这句预言，犹太人不

但没有明白，反而误解了。他们以为耶稣要离开本国，到侨居

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宣教。"希腊民"不是指血统相传的

希腊民族，而是指一切非犹太人的异民，外邦人或外教人。关

于犹太侨民，参阅先知书下册历史总论第二章乙。

(;) 37 、 38 两节是按普通的经文译出，按文法和一些古来的文件

(S. Ircnæus , Epistola Ecclesiæ Lugdunensis; S. Cypriauns: De 

Rebaptismatc; De montibus Sina ct Sion) 亦可译作"谁若渴，

让他来找我;谁信仰我，让他任意喝。因为按经书所说，从他

(基督)的心中要流涌出活水的江河" (Lagrange , Turner , 

Braun , Rahner) 0 。按普通的译文来说:元论谁渴慕领受天主圣

『嘀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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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天主圣神所赐给的各样恩宠，就尽管来找耶稣。 这样他可

仰赖耶稣，丰富地领受圣神和圣神的恩宠，不但为自己得到了流

向永生的活水江河，还可使自己成为一条活水的江河，而滋润别

人。 这种思想和 4: 14; 14: 12 颇相类似;然而我们不明白耶稣所

引证的经言，是出自旧约上的那一部书，因为在旧约上不能很恰

当地找出一句预言领受圣神的信徒，可成为一个滋润别人的圣宠

的江河的话;反而可以找到许多经文表示将来的默西亚，要成为

信仰他者的活泉，或表示将来的默西亚所要赐的圣神和活水(依

44:3; 岳 4: 18; 臣 12:10; 13:1; 则 36:25 、 26) 。 吾主耶稣应许

给人活水的话，很可能是受了帐棚节所举行的各样礼仪的影响。

因为礼仪中有析雨，记念击石出水的神迹(出 17:1-7; 户 20:8;

依 48:21 等处) ，洒水(见注一)等仪式;并且那一天还要诵读一

些先知书和圣咏，其中的经文，或藉活泉，或藉活水预言人民的

精神将来要更新。 耶稣用这些预言性的比喻，象征自己要成为神

灵的盘石，信徒可从这个盘石汲饮永不枯竭的活水。 "圣神还没

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这句话并不否定旧约时

代圣神所有的作为，只是说，在新约时代耶稣要按先知的预言，

更丰富地赐给人圣神的恩宠(16:7) ，不但赐给一个民族，还要

赐给信仰他的一切民族。 "受到光荣"是指耶稣的圣死与复活 。

o "那位先知"不是指默西亚，应与 1:21; 6:14 两处所有的"那

位先知"作同一解释，是指梅瑟。 旧约记载默西亚是达昧的后

裔的地方不少，如撒下 7: 12; 咏 132: 11; 依 11:1; 耶 23:5; 至

于默西亚应出生于达昧的家乡白冷，虽然只有米该亚先知的预言:

"厄弗辣塔白冷啊!你在犹大郡内，虽是最小的，但是将由你中

间，为我出现一位统治伊撤尔的人……" (米 5 : 1)，可是这预言

是如此的清楚，谁也不能怀疑默西亚应诞生在自冷(玛 2: 4-11 ) 。

@ 法利塞人调兵遣将，满以为这一下可把耶稣置于死地了，但事

情的变化竟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派去捉拿耶稣的差役，竟然空

手回来了 。 法利塞人遂恼羞成怒，说差役受了耶稣的煽惑，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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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信口开河，侮辱不通晓法律的群众是可咒骂的，甚至昏头昏

脑，说出从加里肋亚不会生出先知来的狂语。 这句话简直是胡

说，太违背历史了 。 约纳先知是出生于加里肋亚的(列下 14:

2日 。 按圣热罗尼莫的考证，连纳鸿先知也是加里肋亚人 (S .

Hicronymus , Pro l. in Nahum , PL XXV , 1232) ，又按梅瑟曾预

言伊撒尔民中，连那些住在加里肋亚的伊民也包括在内，要出

现一位大先知(申 18:1日 。 依撒意亚也曾暗示过默西亚君王的

光荣要特别照耀于加里肋亚"但以后却使沿海之路，若尔当河

东岸，外方的加里肋亚获得了光荣" (依 8: 23; 9: 1) 。 尼苛德摩

总算是一个心地诚实正直的伊撒尔人，不愿与这辈混淆是非的

法利塞人同流合污，但他不敢公然指摘他们，只是根据他们自

夸无微不至遵守的梅瑟法律，向他们提出了公正的抗议。 参阅

出 23:1; 申 1:1ι18 。 关于尼苛德摩参看三章注一。

第八章

堪怜的淫妇

1耶稣便往阿里瓦山上去了 。 2 清晨他又来到了圣殿，

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 。3那时经师和法

利塞人带来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她站在中间，

4便向耶稣说"师傅!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

5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

你说什么呢?"6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

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7他们既然不断地追问

他，他便直起身来，给他们说"你们里面那没有罪的，

先向她技石吧! "8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9他们一听

见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地都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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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留下堕壁一人和那站在中间的妇人。 10堕壁遂直起身来

给她说"妇人!他们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11 她

说"主!没有人。"耶稣给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

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是世界的光

12耶稣又给他们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

不在黑暗中行走，反有生命的光。" 813法利塞人于是对他

说 "你为你自己作证，你的作证，不是可凭信的。"14耶稣

回答他们说"我即便为我自己作证，我的作证，是可凭

信的，因为我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你们却不知道

我从那里来或往那里去。 15你们按照肉身判断，我却不判

断任何人。 16即使我判断，我的判断，还是可凭信的，因为

我不是独自一个，而是有我，还有派遣我来的父。 17连在

你们的法律上也记载着:两个人的作证，是可凭信的。

18今有我为我自己作证，也有派遣我的父，为我作证。"

19他们便问他说"你的父在那里?"耶稣答复说"你们不

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你们认识了我，也就认识

我的父了。"2。这些话是耶稣于圣殿施教时在银库院里所讲

的，但谁也没有捉拿他，因为他的时辰尚没有到。@

犹太人不信之罪

21那时耶稣又给他们说"我去了，而你们要寻找我，

你们并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

来。 "22犹太人便说"莫非他要自杀吗?因为他说:我所去

的地方，你们不能来。 "23耶稣给他们说"你们属于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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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属于上;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24因此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 的确，

若你们不相信‘我是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 。

25于是他们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耶稣给他们说"难

道从起初我没有对你们讲论过吗?26论你们我有许多事要说，

要判断;但是派遣我来的是真实的，我由他听来的，我就

讲给世界。 "27他们不明白他是在给他们讲论父。28堕堡遂说:

"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我是，我由我

自己不作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29派

遣我来的与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因为我常

作他所喜悦的。"白当耶稣讲这些话时，许多人便信了他。 @

犹太人自恃为亚巴郎的子孙

31于是堕壁对那些信他的选主人说"如果你们存留

在我的话内，就确实是我的门徒，32也会认识真理，而真

理必要使你们获得自由 。"旦他们回答他说"我们是亚巴

壁的后裔，从未给任何人做过奴隶;怎么你说:你们要成

为自由的呢?"34耶稣答复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 35奴隶不得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却永远住着。 36那么如果儿子使你们自由了，你们的

确是自由了 。 037我知道你们是亚巴郎的后裔，你们却图

谋杀害我，因为我的话在你们内容不下。 38我说的，是我

在父那里所看见的，而你们行的，也是在你们的父亲那里

所听到的 。 "39他们回答他说"我们的父亲是亚巴郎。"耶

壁对他们说"假若你们是旦旦壁的子女，你们就该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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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些所作的事 。40如今你们却图谋杀害我一一这个给你们

说出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的人， 一一旦旦旦E却没有作

过这事。 841你们正作你们父亲的事业。"他们给他说:

"我们不是由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 "

42耶稣对他们说"如果天主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爱了

我，因为我是由天主出发而来的，并不是由我自己来的，

而是那一位派遣了我 。43 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讲论呢?

元非是你们听不得我的话。44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

并愿意实践你们父亲的欲望。 从起初他就是杀人的凶手，

不站在真理上，因为在他内没有真理;他几时撒谎，是出

于自己的本性撒谎，因为他是撒谎者，且又是撒谎者的父

亲。45至于我，我说真理，你们却不信我。 (1)46你们中谁能

指证我有罪呢?若是我说真理，为什么你们不信我呢? 0 

47属于天主的必听天主的话，你们所以不昕，因为你们不

属于天主 。叫犹太人回答他说"我们说你是个撒玛黎雅

人，并附有魔鬼，岂不正对吗?"49耶稣答复说"我没有附

魔，我只是尊敬我的父，你们却侮辱我 。 50然而我不寻求

我的光荣，有为我寻求而判断的一位。51 我实实在在告诉

你们:谁如果遵行我的话，永远见不到死。 " 4D)52犹太人给

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了你附有魔鬼;亚巴郎和先知都死

了;你却说:谁如果遵行我的话，永远尝不到死味。 53难道

你比我们的父亲旦旦旦E还大吗? 他死了，先知们也死了 。

你把你自己当作什么人呢?"54血丝答复说"我如果光荣

我自己，我的光荣算不了什么;那光荣我的是我的父，就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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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所称的:‘我们的天主。而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

他;我若说我不认识他，我便像你们一样是个撒谎者;但

是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话。56你们的父亲亚巴郎欢欣喜

乐地企望看到我的日子;他看见了，也喜乐了。"57犹太人

就对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就见过亚巴郎吗?"58耶稣给

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亚巴郎出现以前，‘我

是"'。59他们就拿起石头来要向他技去;耶稣却隐没了，从

圣殿里出去了。@

o 1-11 所记载的事，可说是四部福音中最感动人心的事迹之一，

但是否是出于若的手笔，至今还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最有权

威的古抄卷 CSBCAWE>)多缺此段，古译本(叙利亚、亚美尼

亚、苛仆特、撒希达与古意大拉译本)也缺此段。 古圣师们

(圣西彼廉、德都良等)也很少有提到这一段的，只有第六世纪

的 D卷和 FGHKT及许多小字抄卷 CCodices minusculi) 载有此

段，或见于蹬 21:38 后，或见于若全书之后，为此要确知这一

段究竟是四位圣史中哪一位的手笔，实在不容易决定。若就此

段文体来研究，难令人相信是若的手笔，因为和他的笔法与风

格大不相同，和三对观福音的文体反而颇相类似，尤其相似路

的文体。 然而圣盎博罗削、圣热罗尼莫、圣奥斯定三位鼎鼎大

名的圣师都一致认定是出于若的手笔，并提出理由，辩护这段

经文确实是若的原著。虽然属此属彼的意见分歧得莫衷一是，

但它是一段很古的经文，却是信而有证的。第二世纪的帕圣雅

已认识它的存在 CPG XX Eus , Hist 丘cl ，田， 39 . 17) ，为此可

以断定是属第一世纪的作品 。 不能因为查不出属于哪一位圣史，

便否认它是出于宗徒或宗徒弟子的手笔。 据我们想，它是属于

路的作品，但在此声明，这不过只是一种臆说，决不能说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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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关于这经文的默感性和正经性，为我们公教信友是不容

怀疑的事。因为脱利腾公议会根据历来教父一致公认的理由颁

布了一个坚定我们信仰的原则:即使我们考究不出谁写了经典

的某段、某信、某书，但"真理干城"的圣教会，若晓谕了经

典的某段某信某书是"正经"那么，坚信圣教会在信德道理上

不能错误的信友，便该信那段那信那书是由天主圣神默感而写

的 (Dcnzinger ， n. 784) 。关于圣教会不能错误的圣经根据，可

参阅玛 16:16-18 并注与弟前 3:15 0 0"往阿里瓦山上去了"

阿里瓦山位于耶路撒冷之东，是耶稣惯常去的地方(路 19:29;

21:37 等〉。清晨他从那里来到圣殿，也许是为参与早晨的祭献，

也许是专为借机给民众讲道。他便坐在一个台阶上或一张席上，

有如现在的阿剌伯人一样，给民众讲道。就在这个时候，素与

耶稣为难的法利塞人和经师带来了一个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

妇人，要求耶稣定她的罪，因为按梅瑟法律(肋 20: 10; 申 22:

23 等) ，犯奸的男女应该处以死刑。存心不良的法利塞人暗想这

是一个陷害耶稣的好机会:如果耶稣说该用石头砸死这个妇人，

他便会立时失去了民心，因为人民原以他是一位"只忍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的慈悲先生。今一旦见他出命杀人，焉能不对他

改变观感?此外更要惹起罗马人的反对，因为罗马政府已夺去

了犹太人处决人命的权柄 08: 31)。如果耶稣以慈悲为怀，说

不该用石头砸死这犯奸被捉的妇人，他便立时成为一个不足挂

齿的名教罪人，因为他竟敢废弃梅瑟的法律。他们想无论如何

耶稣非中他们的毒计不可，这一回总会抓到控告他的藉口，不

控告他于罗马政府，就控告他于本国最高司法的公议会。为此

他们理直气壮地向耶稣说"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

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耶稣没有立即答应他们，

只是"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似乎在表明他自己的态

度，不愿干涉这件另有阴谋的诉讼事件。 因为犹太人本有负责

处理诉讼事件的法官，他们依法不应将这淫妇解送到身非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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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民耶稣跟前。 但他们为达到目的却不择手段，喋喋不休地

追问耶稣。 耶稣便立起身来向他们回答说"你们里面那没有罪

的，先向她投石吧!"这无异是晴天霹雳的断案，使那些"粉白

坟墓"的法利塞人和经师(玛 23 : 17) 顿时手足失措，不知如何

是好，又怕这位深知底蕴的先知，揭发他们那久存于心，密不

敢宣的罪过，遂由老奸巨猾的长者开始到那摇旗呐喊的青年一

个一个地都溜走了。原存心羞辱耶稣的，反被耶稣羞辱了 。 唉!

穴中的楼蚁，焉能抵得住天主的上智!圣奥斯定描写这个故事

的结局说得很好"只留下了两个:可怜的人和可怜人的 。"可

怜的人，当然是淫妇;可怜人的，当然是耶稣。 可怜人的耶稣虽

没有定这淫妇的罪，但却没有忘记警告她"从今以后，不要再犯

罪了 。"实际上只有耶稣握有审判这妇人的全权，但他看透这妇人

的心，知道她已羞'魄，且已痛悔了，所以便宽恕了她的罪。 圣奥

斯定又继续解释说:吾主耶稣虽然是温良、容忍、慈悲的，然而

他同时也是公义、真实的……他给悔罪的人应许宽赦，却没有应

许长寿。 他赐给人悔罪的时间，却没有赐给人再犯的时间 。

f) "耶稣又给他们讲说"这句话中的"又"字，不是指耶稣在赦免

淫妇后继续给法利塞人讲说，而是指在此另开始一篇演说。 "他

们" 二字也不一定是指那些庆贺帐棚节的民众，很可能是指耶稣

的死敌一一法利塞人。按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从 8: 11 到 11 :42 

圣史大约只记述了耶稣同法利塞人的辩论。 这辩论的焦点不外

是:耶稣的由来，耶稣的使命和耶稣的尊位。 "我是世界的光"

这光不是暗示在帐棚节的庆期中，全夜燃灯而光芒四射的那四

座灯台，更不是暗示异民对他们的神抵所用的"光明"、 "月

亮"、"太阳"等称呼。 耶稣的这种权威性的宣告，是出于他的

使命和他的本性，是出于旧约关于默西亚所有的一切预言。 耶

稣的这句话，与其他为表明自己的身份所说的话颇相类似，如

"我是生命的食粮" (6: 35) , "我是羊的门" (1 0:7) , "我是善

牧" (1 0:1 1), "我是复活与生命" (11: 25) , "我是道路、真理、

""""""11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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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1 4:6) , "我是真实的葡萄树" (1 5: 1) 。 这些话不但应验

了旦约对默西亚的预言，而且还越过了 。 "光"在旦约中，有时

比作天主(咏 27:1; 依 9: 19) ，有时比作默西亚(悠 42:6; 49: 

6 等) ;在新约中年高德邵的西默盎首先把这个名词贴用在耶稣

身上(路 2:32，参见玛 4: 16) 。 吾主耶稣有时称自己的道理为

"光" (玛 5: 15 、 16) ，有时称自己的门徒为"世界的光" (5:14) 。

若亦特别强调降生为人的圣言是"生命"和"光" (1 :4 、 5 、 8 、

9; 3:19-21; 若一 1:5) 0 "跟随"在此处是表示信从耶稣并遵守

耶稣的诫命。 这样跟随耶稣的人，才能出离罪恶的黑暗而走向

真理的光明，才能摆脱死亡的黑影而获得生命的光明 。

@ 按梅瑟的法律(户 35:30; 更 17:6; 19:15 等) ， 一个人的作证，

不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两个人以上的作证，才可以有效。 法

利塞人不肯接受耶稣的作证，因为他的作证只是出于他一人之

口 。 但耶稣却声明他的作证不只是出于他一人，而是有与他同

在的父也为他作证。 现在为明白吾主耶稣的答复，先该了解先

知们的使命。 先知是由天主召选的，也是由天主委派的 。 人民

并没有看见天主如何召选先知，也没有看见天主如何委派先知;

但是人民都坚信耶肋米亚是先知，依撒意亚是先知，这就是要

看他们所讲的道理，是否合于天主的启示。 合乎天主的启示便

是天主的先知，不合乎天主的启示便不是天主的先知 。 倘若人

民知道他们是天主的先知，但不相信他们的话，那不但是凌辱

先知，简直是凌辱选派他们的天主。 参阅先知书总论第四章第

三节 I 先知的召选。 法利塞人现在不相信耶稣的话，否定耶稣

的使命和尊位，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按照肉身" (1日"按照外

貌" (7: 24) 去判断他，而没有按照正义去判断他。 他们坚持固

有的偏见，不研究耶稣宣告的深义，缺乏寻求真理的精神，所

以到了这种执迷不悟的地步。 并且按圣若望奥妙的文体，他们

"按照肉身判断"耶稣，是因为他们在"人子"身上没有看出

"圣言成了血肉"，换句话说，他们只按耶稣受生的肉身判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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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没有按耶稣永生的圣言判断耶稣。 耶稣按肉身来说是"人

子"但按"圣言"来说是"天主子"再按"二性一位的结合"

CUnio hypostatica) 来说"天主子"就是"人子" "人子"就

是"天主子"惟独他和他的父知道他是谁，他从那里来，他往

那里去。 所以他的作证和父的作证是绝对一致的。"我却不判断

任何人气本来耶稣是为救赎世人而来，不是为判断世人。 :17;

12:47) ，但耶稣如果判断，那么他的判断，便是真实可靠的，因

为他的判断，也是父的判断。父既与耶稣一起施行判断，当然

父要为耶稣作证。 "今有我为我自己作证，也有派遣我的父，为

我作证"耶稣的这句话，实在具有天主性的口气和威严，真可

与依 43: 16 "只有我，我是上主，我以外没有救主"，千古辉耀，

不能不令我们起敬起畏。 犹太人似乎懂得了耶稣是以天主为自

己的父，所以他们不问"你的父是谁7" 而直接问"你的父在哪

里?"耶稣指明父为自己作证，但父是看不见的 。 按犹太人世代

相传的遗规，缺席作证的证言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 耶稣反驳他

们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你们认识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了 。"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何必要问我的父在

哪里呢?谁看见了我，就看见了我的父(12:45; 14: 幻，我在

哪里，我的父就在哪里，因为我与我的父是合而为一的。吾主

耶稣不但以他的道理，而且以他在现世的"存在"证明他是父

的启示者。 按"银库院"与妇女院紧紧相连，在那里有十三个

铜箱，为使一些乐善好施的人自由捐献他们的献仪(谷 12:41) 。

关于耶稣的时辰，参阅 7:30 注 。

。"那时耶稣又给他们说"这句话中的"又"字，和 12 节"耶稣

又给他们讲说"中的"又"字应作同样的解法，没有继续前者

的意思，只是表示另外开始一篇与上不相连贯的演说。 这篇演

说既复杂，又深奥:复杂，因为每次当耶稣另讲一个题目时，

专与耶稣捣乱的法利塞人便要插嘴，愿意把话拉到别的题目上

去;深奥，因为吾主耶稣在阐明自己是由天主而来，并且有天



1023 若望福音第八章

主的本性本体。 大概说来，本章 21-30 节这-段和前章 31-36 节

那一段有些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 耶稣的预言比前次更确定，

语气虽比较威严，但却含有无限安慰的成分，而法利塞人的态

度反比前更加顽梗不化了 。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来"意

思是说:我要回到我父的怀里去，那玄妙莫测，深奥难明的地

方，你们绝对不能来。 那时你们要寻找我，作为你们所期待的

默西亚，但是己来不及了 。 因为找寻的时候已经完结，死亡的

时候已经来到，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 "死在……罪恶中"，

按则 3:18; 18:18; 箴 24:9 是表示咎由自取，换句话说:他们

的永死，完全是出于他们不信仰耶稣。 原来是信德把世人分为

"属于上的"和"属于下的" "属于这个世界的"和"不属于这

个世界的"。 耶稣是属于上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 但凡信从

耶稣的世人，便会由属于下的而成为属于上的，由属于这个世

界的而成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05:19; 17:6L "莫非他要自杀

吗?"法利塞人想得太幼稚了，以为耶稣去的地方，他们一定能

去。 现在耶稣说他去的地方，他们不能去，那么就只有自杀这一

条路了 。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耶稣是在预言，他要"被杀"而返回

在天大父的怀里去呢!这些固执于恶的犹太人，不但不能去，更

可怕的结果，是他们还要死在自己的罪恶中 。 因为耶稣给他们毫

不含糊地说"的确，若你们不相信‘我是你们必要死在你们

的罪恶中 。"这里"我是" 一句，暗示天主独有的威严 (5:38; 7: 

17; 8:42) 。 按圣奥斯定的见解，在"我是"后应直接加添"自有

者"而成为"我是自有者"。 这正是天主在旧约时代给梅瑟所说

的那句"我是自有者"的话(虫 3: 14，参阅史 32 : 39 ; 11x 41 : 4; 

43:13; 46:4; 48 : 12) 。 耶稣把父称呼自己的名称，现在贴合在他

自己身上，这无异又一次告诉犹太人，他是永生的天主子。

o "难道从起初我没有对你们讲论过吗?"这句经文的原文实在有些

不大明晰，因为能有几种读法，为此就能有几种译法。 不少现代

的权威校勘家 (Vogels ， Mcrk , Nestlc , Lagrangc , Tillmann , Wi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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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er , etc. ...)主张这句应作问句读，但也有不少其他的权威学

者(Zahn， Vaωn，坠rre扰， Bernard，比. ...)却主张该作直句读。

再以直句来说，也有不同的读法和译法。我们所译的"从起初"

(τ牛郎χ和)有几位主监教父如金口圣羞望，圣查组主主等，却认

为应译作"完全"或"绝对"因此本句可能有下列数种的译

法"我在实质上就是我所说的"或"我绝对是我所告诉给你

们的"或"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再以问句来说，除

了我们所译的外，还可译作"为什么我还要给你们讲论呢?"

。第 25 节只是耶稣回答犹太人的问话，第 26 节他便继续讲他

先前的题曰:就是犹太人不信他的问题。耶稣对于他们这种蛮

不讲理的态度，本来还有许多话要给他们说，要谴责他们 (26

节之"判断"有"谴责"意， 5:27 、 28; 16: 8-12; 若二 12; 若

三 12) ，但他现在却不这样作，因为他如今只愿讲论从天主那里

所听到的事，换句话说，因为父的旨意要他如此 (4:34; 5:36; 

9:4; 17:4)0 "派遣我来的是真实的"一句，说明为何父要他如

此:身为真理的天主，时常说真理，另外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

候说真理。那么要在什么时候耶稣才会完全说出他的身份，显

出他的尊荣呢?是在他受苦受难死而复活以后。"高举了人子"

一句如 3:14; 12:32 含有双关的意义:有被悬在十字架的意思，

也有荣耀复活的意思。到那时犹太人要看见耶稣的圣教如此迅

速的发扬光大，不能不承认耶稣得到胜利的原由，是因为他遵

从了父的旨意。"会知道我是" (24 、 58; 13:19) ，就是会知道

我是被天主派遣来的圣子。耶稣没有预言在他荣耀复活以后，

犹太人会立时痛改前非，幡然悔悟，他仅预言到那时圣神要指

着他们的罪恶，谴责他们的硬心 (16:8 、 9) 。父这样寻求他圣

子的光荣 (50) ，是因为圣子一生在世所作的，都是按照父的旨

意，丝毫没有按照自己的旨意。他时时讲论父的话，常常与父

同在，处处作父所喜悦的事 (28 、 29) 。这多么令人神往!吾主

耶稣的生活，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是应该脚踏实地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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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践行的模范，在天父的面前生活，努力在一切的事上取悦在

天大父，同基督，藉基督，并在基督内享受他的父对我们的挚

爱。 信友的真正生活全在乎此:鑫合天主圣意。

o "存留在我的话内"完全是一种希伯来文语风，意思是说"恒
心遵守我的话"或"细心玩味我的话"。 今为保留圣若望的口

气，遂逐字译出(参阅 14: 10 、 17 、 25; 15: 7 、 9 、 10; 若一 2:

6 、 27; 3:6 、 9 ， 24; 4: 12 、 16 等)。如要正确认识真理，就先

该彻底遵行真理之原一一耶稣的话。 这句话和 3:21 所说的:谁

履行真理，谁即来就光明，是一个意思。 "真理必要使你们获得

自由"所说的"自由"是指道德上的，精神上的自由，而不是

法律上的或政治上的自由;换句话说:吾主耶稣说这话不是说

真理必要废除当时社会上所盛行的奴隶制度，一一为废除这种

违背人道的制度，耶稣讲过另外一端大道理:世人无论贵贱都

是天父的子女，彼此都是兄弟姊妹，奴隶制度自然应该废

除，一一而是说真理必要废弃那罪恶的奴隶制度。整个人类因

着罪恶都做了魔鬼的奴隶，身为真理的耶稣要使世人脱离这种

不自由的锁链，而成为元罪的自由人。犹太人误解了耶稣的用

意，以为是说要从失掉生存自由权的奴隶制度中拯救他们，使

他们恢复自由。他们认为这话为他们简直是一种侮辱，虽然他

们在政治上做过埃及、亚述、巴比伦、希腊各帝国的奴隶，现

在还在做罗马帝国的奴隶，然而他们自以为赖着他们的先祖亚

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功勋，自己始终是自由的，并未受治

于人。在宗教问题上，他们确未曾受到统治者的严格干涉。辣

篮应基旦 CRabbi Akiba) 曾说过"连壁盘盔中最贫贱的，也算

是属于贵族，因为他们都是亚巴郎、依撒格与雅各伯的后裔。"

不但如此，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权利:亚巴郎的后裔必定要得

到救恩"受割损礼的不得下‘革厄纳'一一‘地狱， CStrack , 

u. Bil l. 1 , 110 , etc. ...)。耶稣认识犹太人这自视不凡的傲

心，也知道举世人类的堕落，为此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天主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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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罪犯，都是罪恶的奴隶，都应该遵行真理，这样才可藉着

真理获得灵魂上的自由 。 圣保禄在罗 1: 1 8-3: 20 也很详细地讲过

这端道理。 人既然因着罪恶而成了奴隶，因此在生活上得不到

安定"奴隶不得永远住在家里"为得到这种生活上的安定，

先应该脱离罪恶的束缚，遵行真理，成为天主家里的人，就是

成为天主的儿女，按天主儿女的身份生活，这样就可永久住在

天主的家里，获得自由，获得永生 。 人类真正的解放者，只是

父的唯一 "爱子"耶稣。 参阅希 3-4 、 13 。

o "我的话在你们内容不下" 一句，几乎等于说，我的话为你们无

异是耳边风，随昕随忘。 犹太人自从耶稣在贝特臣达治好那瘫

痪人之前，就己议决非杀害他不可 (5:1肘，这当然不是亚巴郎

所行的事。 亚巴郎的真正子孙，必定要作亚巴郎所行的事，效

法他的大德。 然而这些以亚巴郎的孝子贤孙自居的犹太人，竟

以大逆不道的手段，要谋杀降生为人的天主圣子，这不是亚巴

郎的事业，这是魔鬼的事业。 这样的犹太人，按血统来论，固

然是亚巴郎的子孙，但按品行来说却是魔鬼的子孙 。

o "你们正作你们父亲的事业" 一句中的"你们的父亲"是指魔鬼

(44) 。 魔鬼的专门事业就是欺骗杀害。 魔鬼欺骗人的事业，特

别可从异民所盲从的迷信和崇拜偶像的敬礼看得出来(智 13 、

14 两章〉 。 魔鬼杀害人的事业，就是日夜不息地各处引诱人犯罪

作恶，把人的灵魂置于死地。 犹太人给耶稣回答"我们不是由

淫乱生的"，这句话是指他们不迷信和崇拜异民的偶像。 旧约时

代的古先知常将百姓背弃天主和崇拜偶像的事，视为淫乱(耶

2:20; 则 16: 15; 欧 1 、 2 等) 。 如今犹太人在耶稣面前声明他们对

立盟约的天主，仍旧怀着忠贞不二的心，并且大言不惭地说:

"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 (出 4:22; 申 32:6; 依 63: 16; 

64:7; 拉2: 10 等〉。 耶稣立时就否认了他们的这种不知所云的

话"如果天主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爱我……"。 昂斯肯

(Hoskyns) 解释这节说"如果他们真是天主的儿女，必定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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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之爱接纳天主派来的圣子。"圣主望在他的书信上写过:

"凡信耶稣是默西亚的，就是从天主生的;凡爱生他的天主，必

也爱从天主所生的人" (若- 5: 1) 。 盲目而又盲心的犹太人连明

悟也昏迷起来了，他们不懂得耶稣的话，因为他们对于耶稣的

教训假装耳聋(1 8:37) 。 他们陷入这种可怜的地步，是因为他

们属于魔鬼一一杀人和撒谎者的父亲。"杀人的凶手"这句，有

些学者认为暗示杀害胞弟的凶手加音，但大部分学者却认为这

话是指魔鬼引诱人类原祖亚当犯罪，因而叫整个人类受死亡惩

罚的这回事(参阅创 2:17; 3:19; 智 1:13; 2:24; 罗 5: 12; 7: 

11 ;若- 3: 8- 1日 。 他"不站在真理上" 一句，暗示魔鬼的堕

落，尤其暗示他的劣根性:拒绝真理，反抗真理。 "撒谎者的父

亲"，亦可译作"谎言的父亲"。 耶稣却是真理的师傅，并且他

的本性就是真理，所以他教训人时不能不讲真理，否则，他便

自己反对自己了 。 参见 1:14 、 17; 14:6; 18:37 等处。

@ 耶稣为证明他的道理是真实无妄的，遂诉诸于他一尘不染的齐

全品行。 本节的意思可作如此解释:你们自以为你们爱慕真理，

其实你们是在憎恨真理。 看哪!我所讲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

理;我的一举一动，都是我所讲论的真理的真凭实据，如果你

们真心实意地爱慕真理，就不能不信从讲真理的我 。

@ 耶稣说犹太人不听从他的话，是因为犹太人不属于天主。耶稣

的这句断言激起了犹太人的无明业火，立即破口大骂耶稣是撒

玛黎雅人，暗示耶稣是出卖祖国的人(参阅 4 章注一和注二) ; 

又诬蔑他是个邪魔附体的人。 他们这样肆无忌惮，不但有愧于

选民的声望，而且是在侮辱天主所派遣的圣子。 可是耶稣对这

种侮辱却泰然处之。 耶稣不管自己的光荣是否受到侮辱，因为

他知道有他的父会管这事，父会替他审判犹太人的是非功过，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我没有附魔"便重新继续讲

论他主要的道理"谁若遵行我的话，永远见不到死。"这里所

说的"永远见不到死"，是说:这样虔诚的人，已成了他的名实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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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的门徒 (8:31; 14:15 、 21 、 23; 15: 20; 17: 6) 。 他不但在

审判日才，受不到惩罚，并且还要蒙受超性的生命，即天主儿女

的生活，永远存在 。 圣奥斯定讲解说:魔鬼的儿女要死去，天

主的儿女也要死去，但两者的结果却有天渊之别。恶人生活在

世上，若不悔改认罪，在天主台前已经算是死了 。 当他们逝世

后自然沦于永死的深渊里去。善人生活在世上，因为悔改认罪，

在天主台前真算名副其实地活着，一旦他们逝世，立刻就会蒙

受永生的荣耀;换句话说，肉身的死亡丝毫不能累及灵魂的永

生，灵魂的永生并不受肉身死亡的限制。

@ 犹太人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这)位自命不凡的耶稣，怎敢给人

应许听他话的就不会死呢?亚巴郎遵行了天主的话死了，先知

们遵行了天主的话也死了，这人简直不知高低，说他是邪魔附

体的人，有什么不对呢?犹太人的元信心完全在这些话上表露

出来了 。 耶稣先声明他说这话，不是为寻求自己的光荣，因为

这事自有父照管，只因他该给真理作证，所以说了这话，他们

不信他的话，因为他们不认识父。 他们总是以亚巴郎的子孙自

夸自荣，认为亚巴郎是除了天主以外，没有人能超过他的。耶

稣要贬抑他们的这种目空一切的自傲心，就说亚巴郎看见了他

自己，就欢欣鼓舞(参阅创 17:17; 21:6; 希 11:13) 。 犹太人

更是莫名其妙地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就见过亚巴郎么?"耶

稣也许是因为宣讲天国福音，艰苦备尝，容貌容易衰老，竟使

犹太人以三十方过的耶稣为年近半百的人。 "就见过亚巴郎吗"

一句，本来犹太人该说"亚巴郎就见过你吗?"因为耶稣说

"亚巴郎见到我"没有说"我见到亚巴郎"。 也许犹太人故意存

心反击耶稣自大的说法，才把耶稣的话倒转来说:亚巴郎比你

早了两千多年，你怎么能看见亚巴郎呢?耶稣却坦然地承认他

先于亚巴郎说"在亚巴郎出现以前‘我是'" "我是"亦可译

作"我就有" 。 但此处耶稣的用意大概是暗指天主给梅瑟发现时

所说的那句话〈出 3:14) ，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译法，其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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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里旦些未出世以前，我是自有的天主。延主人认为这是

一句亵渎天主的话，所以要按跋 24: 16 的规定用石头砸死他。

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便隐没了自己，从圣殿里出去了!

第九章

耶稣治好胎生的瞎子

1耶稣前行时，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2他的门徒就

问他说"辣彼，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

生来瞎眼呢?"3耶稣答复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

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程在他身上显扬出来。4趁着白

天，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程;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

作工了。5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 0 6耶稣说

了这话以后，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

在瞎子的眼上。7 对他说"去，到襄罗亚水池里洗洗

罢!"一一襄罗亚解说"被派遣的"一一瞎子去了，洗了，

回来就看见了 。 f)8于是邻居和那些素来见他讨饭的人，就

说"这不是那曾坐着讨饭的人吗?"g有的说"就是这人"

有的说"不，是另一个很相似他的人。"那人却说"就是

我。"1。他们就对他说"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样开的呢?"11他答复

说"名叫耶稣的那个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给我

说:你往窒墅里去洗洗吧!我去了，洗了，就看见了。"12他们

又对他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0

法利塞人进行调查

13他们便将从前瞎眼的人，领到选主且塞人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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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耶稣和泥开他眼的那天，正是个安息日。 15于是法利塞人

又语问他怎样看见了。那人就给他们说"他把泥放在我

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16法利塞人中有的说"这人

不是从天主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有的却说"一

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他们中间便有了分裂。 。

17于是他们又向瞎子说"对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

你说什么呢?"瞎子说"是一位先知。" 018可是犹太人不

肯相信他先是瞎子而后看见了，等到叫了复明者的父母

来 19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就瞎

吗?怎么他现在竟看见了呢?"2。他的父母答复说"我们知

- 道这是我们的儿子，也生来就瞎。21 如今他究竟怎么看见

了，我们却不知道，或者谁开了他的眼，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问他吧!他已经成年了，他会说自己的事了。 "22他的

父母为了害怕犹太人才这样说的;因为犹太人早已议定:

谁若承认耶稣为默西亚，就必被逐出会堂。 023为此他的父

母说:他已经成年了，你们问他吧 ， 24于是法利塞人再把那

瞎过眼的人叫来，给他说"归光荣于天主吧!我们知道这

人是个罪人。" 025那人便回答说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

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是个瞎子，现在却看见了。"26他

们又给他说"他给你作了什么?怎样开了你的眼?"27他答

复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你们不昕;为什么又愿意

昕呢?莫非你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28他们辱骂他说:

"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我们是梅瑟的门徒。 29我们知道天

主曾给梅瑟说过话，至于这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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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30那人答应他们说 "这真奇怪!你们不知道他是从

哪里来的，他却开了我的眼。31我们都晓得天主不俯昕罪人，

但谁若是个恭敬天主的人，并承行他的旨意，天主便俯昕

他。32从古以来从未昕说，有人开了生来瞎子的眼。33这人若

不是由天主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 034他们回答他说:

"你整个的生于罪恶中，竟来教训我们?"便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自认为救世主

35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遇见了他，就给

他说"你信人子吗?"36那人便回答说"主!是谁，好使

我去信他呢?"37耶稣对他说"你已看见他了，和你讲话的

就是他!明他遂说道"主啊!我信。"遂俯伏朝拜了堕壁。 @

39耶稣就说"我是为了判别才到这世界上来，叫那些看

不见的，看得见，叫那些看得见的，反成为瞎子。" (D40有

些和他在一起的法利塞人，一昕了这些话，就给他说:

"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41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是瞎

子，就没有罪了;但你们如今说:我们看得见，你们的罪

恶便存留下了。" 4Ð 

@ 吾主耶稣治好胎生的瞎子，除了由于他的恻隐之心使然外，还

含有其他两种深意:一是显扬父印证圣子行父工程的使命 (5:

36; 10:37; 14:10); 一是象征耶稣是世界的真光C1: 9; 8: 

12) 。世人因着原本诸罪都好似是视而不见的瞎子，假如愿意成

为明察秋毫的善视的人，就该寻找永生的真光，接受耶稣的洗

礼，有如这个胎生的瞎子，奉命往蕉罗亚池洗涤后，才能复明

一样。世人领洗以后，才能获得信德的光照。正因为这个神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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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圣额俄略纳齐盎 (s. Gregorius Nazianzcmω、圣墓塑

定等，都异口同声称圣洗圣事为"光照" (Illuminatio) ，称颂过

洗的人为"蒙光照的" CIlluminatus) 0 "谁犯了罪……"门徒们

这样发问，完全是受了犹太人从古以来牢不可破的传说的影响，

他们总以为:人如果遭遇到什么特别的灾殃，必定是由于特别

的罪恶所致(出 20:5; 34:7; 户 14: 18; 咏 78:8; 依 65:6 、 7;

则 18:20) 。 虽然早有约伯传的作者和厄则克耳先知极力说明这

种思想的不正确，然而它在吾主耶稣的时代仍潜伏在每个犹太

人的心里。 耶稣的答复超过门徒所问的，把各种论点归纳成一

个总论，并规定了一个通例:世人的疾病灾殃，无论是出于什

么原因，都是由于天主的圣意。 天主圣子能利用这种疾病灾殃，

作出光荣天主的事来。 耶稣在这件事上，没有说瞎子无罪，也

没有说他的父母无罪，只是说明这人成为生来的瞎子不是由于罪

恶。 "趁着白天" 一句，是指耶稣传布福音的时期"黑夜来到"

一句，是指耶稣受难和死亡的时期;总而言之，第四节的意思不

外是说: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明，所以我应该光

照世人。 耶稣这次所行的神迹也是一个"征兆" (σημe:tou) ，这征

兆象征耶稣要如何医治人类心灵的昏迷盲目 。 按最可靠古抄卷，

第四节作"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程"。 另有些抄卷作"我应

做派遣我来者的工程"这种经文看来是后人所修改的。 耶稣说

"我们" 二字，是他以自己作为门徒的表率。 :11; 4:38; 谷 6:7

等) ，传福音的工作自然连他的门徒也包括在内 。 实际上宗徒们直

到他们去世的时刻，只履行了一种职务，就是他们的师傅耶稣的

职务:以耶稣的福音光照黑暗中的世人。 耶稣这句话与"山中圣

训"向他们说的"你们是世界的光" (玛 5 : 14) 一句意思相同 。

@ 在这件神迹上耶稣作了两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 一是用和了唾

沫的泥，抹在瞎子的眼上; 二是命他往裹罗亚池去洗。 在世人

看来在池水中洗眼，也许是个办法，把泥抹在眼上，简直就不

是个办法。 耶稣这样做，是显示他不是一个凡人，要提醒瞎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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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存着信心去办;同时也是圣事的预像。 圣事是以无形的圣

宠，借着有形的礼仪，赋予人的灵魂。 蕉罗亚池位于熙雍山南，

介于提洛培翁 (Vallis Tyrop∞n) 和克德龙两山谷之间(参见耶稣

时代耶路撒冷图) 0 "襄罗亚"原为"派遣者"之意，圣史却解释

为"被派遣的"，这全是为使读者更易领会这神迹的深意，就是这

蕉罗亚象征耶稣，因为耶稣是"被派遣的"是被天主派遣来的救

世主(3: 17 、 34; 5:36……〉 。 那瞎子往王军罗亚池洗后才得复明，

是叫我们知道:人要到这生活的蕉罗亚池一一耶稣跟前来，才能

得到天主的恩宠，并且恩宠上加恩宠(1 : 16) 0 "缓缓徐流的襄罗

亚水" (依 8:6) ，是选民在天主眷顾之下安居乐业的太平象征。

在帐棚节的庆期中，司祭须到这池来汲水，把汲来的水洒在全孀

祭坛的四角，恳求天主赏赐甘霖(参阅 7 章注二)。就因着这个礼

节，襄罗亚池的水，成了默西亚时代天主祝福的象征。

@ 瞎子复明后，似乎是直接回家去了 。 因为最初发见他复明的人，

是他的邻居，而后才是素常见他乞食的人。 这瞎子对于耶稣，

除了他的名字和所听见的一些由他完成的奇事外，什么也不知

道;他因为总没有见过耶稣的容貌，就是直接去找寻耶稣也不

易找着，为此他先回了家。 按新约的记载耶稣也曾治好过别的

瞎子(谷 8:25; 玛 11: 2-19 等) ，但那些复明的瞎子似乎不是生

来的瞎子，因此我们可以明白耶路撒冷的居民为什么对这个复

明的瞎子觉得这样惊奇不已 。 依撒意亚论默西亚的预言"那时

曹者的眼睛将要获明，聋者的耳朵也要获聪……" (依 35: 5-8 注

三) ，在犹太人面前正在继续地应验着。

。 耶稣治好这个胎生瞎子的日子，恰巧又逢上一个安息日。以前

他治好了一个三十八年的瘫子也是在安息日 (5:10) ，为了这件

"违犯安息曰"法律的事，法利塞人和耶稣的感情已由恶劣而趋

破裂，直到现在他们始终与耶稣对垒，势不两立。 今天法利塞

人见到安息日的法律又被耶稣破坏了，更激起他们对耶稣的憎

恨，因为按他们的讲法，用唾沫和泥抹眼，就等于在病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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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药，而给病人敷药一事，除非病人有性命危险时才可通融外，

在安息日是被禁止的 (Strack ， u. BiJL 11 , 533 scqq . ) 。 然而并

不是所有的法利塞人都昧着良心攻击耶稣，因为其中虽有些人

否认显这神迹的耶稣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当然更不承认他是默

西亚，但也有一些人却不赞成他们这种不合理的推论。 因为显神

迹这一件超乎寻常的事，在伊撒尔的历史上，只有天主的"信

使"就是那些被天主委派来的先知才可以办到 。 现在这一位显神

迹的耶稣，屡次声明他是被天主委派来的，他必定知道安息日的

法律，也晓得该怎样去解择这条法律。 试问一个违背天主命令的

罪人，如何能显这样的神迹呢?为此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争辩与分

裂。 法利塞人不厌其详地查问神迹的始未，不是为证明神迹的真

假，而只是要藉端控告耶稣。 他们这样故意拒绝救世主的真光，

因此他们的罪恶便存留不赦 (41) 0 法利塞人的这种顽强的态度和

不幸的命运，正应验了耶稣那句昕来令人寒心的话"人的一切罪

过和亵渎，都可获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之罪，必不获赦" (玛

12:31) 。 他们的罪恶正是纽曼主教所说的"违反光明的罪恶"。

@ 法利塞人彼此之间既然发生了纷争辩论，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

结论，便只有直接去问那瞎子了，希望他能站在反对耶稣的这

一面。 然而那个老实的瞎子，似乎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加

考虑的，他认为只有先知才能显灵迹，为此他就如撒玛黎雅妇

人一样 (4:19) ，毫不思索地答说"是一位先知 。"读者要注意

这瞎子只说"是一位先知"并没有说"是那位先知"。 前一说法

是指任何一位曾显灵迹的先知，如厄里亚、厄里吏等;后一说法

是专指犹太人所期待的默西亚。 但是瞎子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步一

步增加的，到末了他才真认识、信仰、朝拜了耶稣。 在最初他仅

知道耶稣的名字 ( 11) ，后来认为他是一位先知(17) 而为他辩

护，说他不是一个罪人，也不是一个假先知 ， 因为罪人和假先知

不能显神迹，只有与天主密切同在的人才能靠天主的德能显神迹

(31-34) ;末了遇见了他，称他为"主" (36 、 37) ，信他是"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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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这时他受了耶稣真光的照耀，在这"人子"身上，用信德

的眼看透了他是天主的圣子，为此伏地朝拜了他(38)。这个瞎子

因为是个心地善良寻求真理的人，所以他终于获得了真光。法利

塞人因为存心不良，拒绝光明，故越走越离真光远了。

@ 犹太人对瞎子如此简单的答复，颇为不满，所以为追根究底，

证明这人不是瞎子或这复明不算神迹，便决意要查问这瞎子的

父母。他们想瞎子的父母是平民出身，对于权势煌赫的法利塞

人必定有所畏惧，因为他们知道谁若承认耶稣是默西亚，谁就

要被逐出会堂，也许因着这种缘故，瞎子的父母会站在反对耶

稣的一面。然而这夫妇二人大概早已看透法利塞人的诡计，因

此只给犹太人回答:这人是他们生来眼瞎的儿子，至于他现在

怎样看见了，他们却没有给犹太人一个圆满的答复，怕给自己

招来麻烦，就只推说不知道，叫他们更好是去问那已经成年，

能负法律责任的儿子。"逐出会堂"是犹太人的一种刑罚，原分

三类:第一类主组圣文叫"讷齐法" CNcgipha) ，是向犯法者的

一个警告，或命他做一个轻微的补赎;第二类希伯来文叫"尼

杜依" CNidduy) ，是犯法者一个月内不得进人会堂和参加其他

或宗教的或社会的集会;第三类希伯来文叫"赫楞" Chercm) , 

是剥夺犯法者的国民应享的一切权利，从此认他与教外人和税

吏无异〈玛 18: 17) 。法利塞人加给这瞎子的刑罚是第二种 。

@ 诡计多端的法利塞人，本愿从瞎子的父母的口供上，证明不是

耶稣使胎生的瞎子复明，万没有料想到瞎子的父母的答词叫他

们这样失望。 他们为自圆所说，不得已又把瞎子叫来，向他声

明他们的这端淆乱视昕的道理一一耶稣是个罪人，愿意瞎子也

随声附和，说耶稣是个违犯法律的罪人。"归光荣于天主"这句

话，不是说:瞎子应该把复明的这一件神迹的光荣归于天主，

而不应该归于耶稣;这只是流行于犹太民族中的一句套话，意

思是说:你说老实话罢!你为真理作证罢 C苏 7: 19) 你该说:

耶稣是个罪人，这样才能归光荣于天主，因为你说了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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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子以讽刺的口吻答复他们说:耶稣这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

道，你们自己去根据事实下判断吧!连在你们中间也有人不敢说

他是罪人的(16) 。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生来是个一无所睹的瞎

子，现在却成了个得见天日的人。 法利塞人听到这样不客气的答

话，觉得无法可施，但为顾全面子起见，再向瞎子重新调查。 瞎

子己看出他们的恶意，便以讥讽的口吻向他们说:我早已把这事

的前因后果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现在你们又来调查，莫非你

们也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吗?法利塞人昕了这话，切齿痛恨，恼羞

成怒，遂开口侮骂瞎子说:你自己甘愿背弃我们的宗教，尽可随

便，但我们是百分之百地随从梅瑟的人，因为我们有经可据，有

典可传，知道天主在西乃山上曾同梅瑟讲过话，至于这个故神其

说的耶稣，我们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我们怎能做他的门徒呢?

@ 法利塞人的这种似是而非的高谈阔论，并不能吓唬住这个瞎子。

他凭着自己的亲身经验，把他们驳斥得无地自容，便以不成理

由的理由，先辱骂他，然后把他赶出去。 为此拉冈热说过:唯

理主义全是如此，只依靠自己的成见"神迹是不可能的，启示

是不可能的，"否认一切事实，然而事实终是事实，并不因你不

信而变成非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不由你不信。 "天主不俯昕罪

人"是说天主不俯听那些固执于恶不愿悔改的罪人。 至于那些

痛心悔过的罪人，如经上所记载的税吏(路 18: 9-14) 淫妇(蹬

7:3ι50) 撒玛黎雅妇人(若 4: 4-30) 等，都会得到天主的俯昕

与宽赦。 这句话在本节中是指天主不赏赐罪人显神迹的异能。

4D> "你信人子吗?"有些古抄卷和古译本作"你信天主子吗?"但

这种经文似乎是修改过的，故从第一读法。 o "耶稣……遇见

了他飞这句中的"遇见" 二字有"寻找"的意思，故可译作:

"耶稣……找着了他" (如 1:43 、 45; 5 : 14) 。 耶稣这样作，是为

成全这复明瞎子的信仰 。 耶稣用"你信人子吗" 一句激发他的

信仰 。 "人子"本来是默西亚的称号，但是一个人若不怀着善意

和信心，不能明白这个名称是指默西亚的尊位(1 :5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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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 53 、 62; 8:28; 12:34) 。 耶稣现在把自己人子的奥妙身份

说给这复明的瞎子，和以前说给盘里整整妇人一样 (4:26) ，瞎

子便相信了耶稣，也朝拜了耶稣。 "朝拜"二字从敖黎革讷以来

的解经学家，都认为是受造者对造物主的钦崇礼。 因为瞎子在

那时受了天主特别的光照，认出眼前的"人子"就是"天主

子"为此俯伏朝拜了他。 这个复明的瞎子，如此毫无畏惧地保

护了耶稣而信仰了耶稣，因此耶路撒冷教会古时每年举行仪式

来记念他。 欧多季雅 (Eudocω 皇后于第五世纪时，为追忆耶

稣的慈悲援助和这瞎子的坚实信仰修盖了一座圣堂，现今在耶

路撒冷还可看到这古老圣堂的遗址。参见 ELs nn. 721-727 。

@ 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为审判世人而是为救援世人。 :17; 8:15; 

12:47); 然而因着他的来临，在世人中形成了两条阵线:有的跟

随耶稣，有的离弃耶稣(路 2: 34) 。 读者要明了这句话的深意，

更好是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

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明达的人，而启示给了小孩子。 是，

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 (玛 11: 25 、 26) 0 "那些看不见的"是指

天主所喜爱的小孩子"那些看得见的"是指那些自以为智慧明达

的人。 这些人因为拒绝圣言的真光，竟成了睁眼的瞎子。

@ 那些为窥伺耶稣而尾随耶稣的法利塞人，听了这话，觉得有讽

刺他们的意味，但仍装作不知地反问耶稣说:照你说来，我们

都是瞎子了吗?耶稣给他们的答复充满着无上的威严与无限的

忧闷;也许再找不到一句出于耶稣的口而比这更忧闷的话了 。

这句话的意思不外是:如果你们真是瞎子，好像一般没有特别

知识，心怀善意而喜欢领教的人，就如这个生来的瞎子……那

就值得庆幸了，因为这样你们就没有罪了;但你们拒绝了天主

的真光，自以为有了不起的学问，明白天主的奥理，算是有目

能见的人，就因为这个原故，你们的罪恶存留下了 。 这样你们

灵魂的眼目盲得无法医治了 。 参阅谷 3:29; 若- 5:16 。 圣奥斯

主解释这句话说"如果你们发觉你们是瞎子，也承认你们是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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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你们便会跑去寻找医生 。 假如你们是这样的瞎子，你们便

没有罪，因为我是为除免罪恶而来的;然而你们如今说:‘我们

看得见你们的罪恶便存留下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无他，是

因为你们说‘我们看得见所以你们便不去寻找医生，为此你

们便常存于你们的盲目之中 。 "

第十章

善牧的比喻

1"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由门进入羊梭，而由别处

爬进去的，那人便是贼，是强盗。2但由门进去的，才是羊

的牧人。3看门的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

唤自己的羊，并领出它们来 。4把自己的羊放出来以后，他

就走在它们前面，羊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5至于陌

生人，它们决不跟随，反而逃避他，因为它们不认得陌生

人的声音。" 06耶稣给他们讲说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

白给他们所讲的是什么 。

比喻的解释

7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

羊的门。8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却没有昕从

他们 。9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可进来，

可出去，可找着草场。 810贼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

灭;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的更丰盛。 11 我

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 12佣工，因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一看见狼来，便弃羊逃跑，一一狼就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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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羊，并把它们赶散， 13 因为他是佣工，对羊漠不关

心。 14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15正如

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

16我还有别的羊，尚不属于这一枝，我也该把他们引来，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

17为此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好再取回它来:

18谁也不能从我夺去它，而是我甘心舍掉它;我有权舍掉

它，我也有权再取回它: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 (;) 

犹太人所有的反应

19因了这些话，犹太人中又发生了分裂户。在他们中便

有许多人说"他附魔发疯，你们为什么昕他呢?"21 另有些

人说"这话不是附魔的人所能说的，难道魔鬼能开瞎子

的眼吗?"。

重建节

22那时在耶路撒冷正举行重建节，原是冬天。 23耶稣在

圣殿内撒罗满廊下游行。 024犹太人就围起他来给他说:

"你使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如果是默西亚，

就坦白告诉我们吧 ! "25耶稣答复他们说"我已告诉了你

们，你们却不信;我以我父的名所作的工程，给我作证，

26但你们还不信，因为你们不属于我的羊群。 27我的羊听我

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 ;28我赐予他们永

生，他们永远决不丧亡;谁也不能从我于中把他们夺了

去。 29那赐给我羊群的我父，超越一切，为此谁也不能从

我父子里将他们夺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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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为天主子

30 "我与父原是一体。" 031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砸

死他。32耶稣回答他们说"我赖我父给你们显示了许多善

事，为了哪一件你们要砸死我?"33犹太人答复他说"为了

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而是为了亵渎的话，因为你原是

人，却把你自己当作天主。"斟耶稣答复他们说"不是在你

们的法律上记载着:‘我说过:你们是神'吗?35如果那些

承受天主话的，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 而经书是不能

废弃的， 36那么，父所祝圣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因

为说过:我是天主子，你们就说:你说亵渎的话吗?37假使

我不作我父的工程，你们就不必信我严但若是我作了，

你们纵然不肯信我，至少要信这些工程，为叫你们知道并

认识父在我内，我在父内。" 4D)39 于是他们又设法要捉拿

他，他却由他们手中走脱了。@

耶稣与若翰

40耶稣又到若尔当河对岸，若翰先前施洗的地方去

了，并住在那里。41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说"若翰固然没有

行过神迹，但若翰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42许多

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

o 1-21 节是记载耶稣在帐棚节以后不久所讲的善牧的比喻。耶稣

讲说这个比喻，大概与复明的瞎子被法利塞人逐出会堂的事有

点关系 (9:34) 。 法利塞人把复明的瞎子逐出会堂 (9:22 、 34 、

3日，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是默西亚。 法利塞人这样禁止人民信仰

默西亚，己信仰的又这样加以迫害，他们实在有愧于盘盘~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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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责任，他们无异是旦旦豆豆先知所说的"牧养自己的牧者"

(鹦 34:4) ，丝毫不关心自己的羊群(要 9:36) 。 耶稣因怜悯这

无牧的伊民和举世迷途的亡羊，遂自比为信徒的善牧。 耶稣讲

这比喻的动机，可能与法利塞人的态度有因果的关系，但就其

内容来说，却是一篇独立的道理，彰明耶稣另外的一个德能和他

使命的另一面。 圣多玛斯早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说:在前章耶稣

显示了自己为人类的光明，在本章他却要显示自己为圣化人类的

潜力 (Virtus sanctifi cativa) 。 在旧约中天主屡次自称或被称为牧

者(创 48: 15; 49: 24; 欧 4:16; 咏 23:1; 80:2; 依 40:11; 耶 31 : 

10) ;默西亚也被称为牧者(咏 78:7ι72; 则 37:24; 米 5:3 等) ; 

伊撒尔民的首领无论是宗教的或政治的也都称为牧者(则 34; 耶

2:8; 10:20; 12:10; 臣 11 : 4-9 等) ;不但称达昧为牧者(则 34:

23) ，连梅瑟也被称为牧者(依 63: 11)。伊撒尔民却称为天主的

羊群(则 34) 。 为了这些由来已久的名称，耶稣也屡次引用了羊

群和牧者的比喻，如谷 6:34; 玛 9:36; 18:12-14; 25:32 等 。 圣

伯多禄和圣保禄亦称耶稣为"灵魂的牧者"或"总牧" (伯前 2:

25; 5:4; 希 13:20) 。 总之，牧者的观念渗透了全部圣经。至于

别的宗教和文明古国(如我国、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等)

称主持教务和治理人民的为"牧伯" "牧守"的历史事实，是众

所周知的，这里不必详细援引了 。 关于本段的文体，或是属于

"比喻类" (Genus litterarium parabolicum) ，或是属于"寓意类"

(Genus litterarium allegoricum) ，不能决定。 不过这两种意见都

有权威的学者拥护。 据我们推想，吾主耶稣所讲的，大概是希

伯来文所谓的"玛霞耳" (MashaD ，即类比、对比的意思，或

一篇必须解释的隐语。 实际上耶稣所讲的这个隐语，和三对观

福音所记载的那些著名的比喻(parabolae) 不同，如撒种的比

喻(玛 13: 1-的，荡子的比喻(路 15:11-32); 也与纯然的"寓

意"不同，如若 15: 1-5 所记载的真葡萄树的寓意。 这两种意义都

呈现在这种隐语内，为此可用拉冈热的话来说，是-个"寓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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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喻" (P红abola all唔orizans) 。 参阅翌日要义。 在这"寓意化的

比喻"中，显然重要的成份有四:牧人、盗贼、羊和羊械的门。

吾主在讲完"撒种的比喻"以后，亲自解释了那比喻的含义;这

次也是一样，他讲完这牧者的状态以后立即加以解释。

f) "我是羊的门"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先该回顾 1 、 2 、 3 各节内

所说的:不由门进入羊械的都是盗贼，由门进去的才是牧者。 他

领羊进去或领羊出来，都是经过门。吾主耶稣说他是羊的门，是

在告诉我们(一)谁若愿意到羊楼内牧养羊，应该经过耶稣;换

句话说，应该由他领受管理羊群的权柄 (21 : 15-23); (二)羊若

不经过耶稣，也不能找到草场，就是找不到养活自己永生性命的

食粮。 这是因为耶稣是世人唯一的中保，只有由他派遣的牧者才

能牧放他的羊，羊也只有经过他才能进入天主的国，而到父那里

去。殉道者圣依纳爵曾暗示这句话说"圣子是开向父的门" (Ad 

Philip 功 。 经过这门的羊，才"可找着草场" (9) ，即滋养性命的

地方。 这草场是指天主的国，也就是耶稣所立的圣教会。 羊在这

里才可获得安全，一一安全亦可译作救赎，一一才可获得天主

儿女的自由 (8:32 、 36 >0 "可进来，可出去"是一句流行于希

伯来民间的成语(户 27: 17; 申 28:6; 撒上 29:6; 咏 121:8; 则

34: 13 等) ，表示信友在天父的家里一一圣教会内，过的是儿女

的生活，而不是奴仆的生活，仿佛耶稣的生活一样 。 这是圣保

禄所说的"梅瑟在天主的全家忠信，乃是如同‘天主的'仆

人，为将来传示人的事作干证;基督不然，他是为‘天主'子

的，在自己的本家，他的本家就是我们" (希 3:5 、 6) 。 被选的

羊只听善牧耶稣的声音，贼和强盗的声音他绝对不听。 "凡在我

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在耶稣以先来的是指哪些人呢?一

定不是指古圣先贤，如圣祖和先知等，因为耶稣对这些人曾公

开地称赞过(玛 11 : 13 等) ，而是指那些越墙窜进羊榜的假先

知、假默西亚和法利塞人。 这三等人都在日夜计划怎样养活自

己，至于羊的饥渴根本不去过问 。 关于假先知参阅复组:自上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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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主第三章第四节;关于假默西亚参阅主茎去 (Ant. Jud . 

xvm , 1. 6; xx , 5. 1 ; B. J. n ，础。和袤 5:36 、 37 及本书厦

史总论第二章三;关于法利塞人参阅历史总论第三章四 。

8 10-15 这一段内耶稣对于牧者和羊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他不但是羊群的门，即天主和人类之间的唯一中保，而且也要

为自己的羊群牺牲自己的性命，由消极的保护者，成了积极的

救赎者。 耶稣详细描述他之所以舍身救赎，是由于痛爱羊群;

并且声明他要赐给羊群的生命，是他与父所共享共活的生命;

换句话说，人类因着耶稣的牺性，才可分享圣父和圣子所共享

的永生。 耶稣为表明他是一位资格全备的善牧，还用了一个类

比的方式描写盗贼和佣工对羊群的态度:盗贼只管"偷窃、杀

害、毁灭"佣工虽然比较好一点，但一遇有为护羊冒性命危险

的时候，便抱头鼠窜，置羊的生死于不顾。 至于善牧，就大不

同了 。 他为保护羊，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样壮烈的牺牲，

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 耶稣说这话，只是为讲明他为人

类的罪恶牺牲自己性命的惨绝人寰的事 。 耶稣用他的苦难圣死，

使世人"获得生命，并获得的更丰盛" (3: 16; 20: 31 ;罗 5:20

等) 。 这更丰盛生命的结果，在于信友认识耶稣，如同父认识耶

稣和耶稣认识父一样(14-15) 0 "认识" 一词在这里不但表示明

悟的作用，且更表示因认识而心向往之出于意志的那种爱的作

用。耶稣给世人启示了父，世人在昕从耶稣后，算是真认识了

父，因为在耶稣启示以前，异邦人是"没有天主"的(弗 2: 11 、

12) ，犹太人虽知道有天主，却不完全认识天主 (8:55; 7:28) 。

如今他们既然都认识"天主是爱情" (若- 4:肘，就该对父和子

以爱还爱 。 爱徒圣史若望详解这端道理说"凡有爱情的，都是

由天主生的，他也认识天主。 谁不爱，是不认识天主，因为天

主就是爱" (若- 4:7; 6:8; 弗 2: 14) 。

。 在圣子降生以前，宣盘JF民是天主唯一的羊群(咏 23) ，但在圣

子降生以后，天主的羊群就不只是伊撒尔民了 。 因为耶稣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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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忠信的伊撒尔一一"天主的伊撒尔" (迦 6: 16) 到他的教会

里来，还要领选民以外的许许多多的异民来进他的教会，为能

和"忠信的伊撒尔"形成天主的新圣民，由一个善牧耶稣基督

所牧养的新羊群一一天主的教会(11:52; 12:32; 弗 2: 14; 则

34:23; 37:24)0 "一个羊群，一个牧人"普通按拉丁通行本译

作"一个羊钱，一个牧人。"这种译法不很正确 。 把"羊群"译

作"羊楼"至第七世纪才有解经家注意到这种误译。 "圣教会唯

一"的信条，丝毫不靠这种误译，却完全依靠耶稣所讲的这篇道

理的全面意义。圣保禄宗徒把耶稣的大意加以略述说"【你们原

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神，就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盼望，又只有

一主，一信德，一圣洗，只有一天主为万众之父，在万众以上，

用万众，又在万众之内" (弗 4: 4-6) 。 巴勒特博士 (Barrett) 对这

种误译说"就如屡次所说的，这种译法，并不令人误解，原来

在经文内没有一个证据可以暗示许多羊群安居在一个羊钱内"

(op. laud. pag. 313) 。 在这个寓意化的比喻内，主要的意思，不

是居于羊战内，而是要羊群属于真正牧人领导。 当耶稣领他的老

羊群 伊撒尔民一一-出枝，外教人也要加人他的羊群，都该昕

从他的声音，就是该接受他的教训 (4:23); 如此伊民和异民便形

成一个羊群，即一个看得见的教会。 这教会是唯一的，因为只有

一个信仰，只该昕从一个牧人一一耶稣。 参阅 21: 1 5-23 。

@ 耶稣在 17 、 18 两节，讲论救世工程的奥义，语重心长，发人深

省。这奥妙的工作，全是出于他一片爱父爱人的心情。 他甘心

服从父命，牺牲自己的性命。: 35; 5: 19 、 20; 8: 29; 17: 4 、

24) 。 再进一步来说，父要子牺牲性命，是要他得到复活的光

荣，要他在光荣复活以后，成为一切恩宠的源泉(12:24; 14: 

19) 。耶稣因为是天主子，他若不甘心舍掉自己的性命，谁也不

能夺去他的性命(13: 1-3; 14: 30; 17: 19; 18: 4; 19: 30) ;况且

复活的奇迹不但是父的工程，也是子的工程。: 19) 。 这是"我

也有权再取回它"那句话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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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若的记载，犹太人对于耶稣所讲的道理，发生争辩，终至于

分裂，到此己是第三次了(7: 43; 9 : 16) 。 无论盐主人的心是多

么的顽梗，但对于耶稣每次所讲的道理，总有一些表示赞成的;

可惜不是全部都赞成耶稣，为此圣堡主主宗徒后来很伤感地说:

"不是人人都有信德" (理后 3:2) 。 像圣堡壁宗徒的这种为信德

而闷闷不乐的苦楚，耶稣早已尝过了 。 他的教会从起初直到现

在，无时不尝到这种苦昧，将来仍然要尝到，直至世界末日 。

"你们为什么昕他呢?"犹太人深恐民众受到耶稣道理的影响，

为此一面诬蔑耶稣，说他是个附魔发狂的人， 一面禁止民众去

听他。圣教会自古以来的仇敌都是利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去诬

蔑圣教会，恐吓阻止人民去听从圣教会。 "这话不是附魔的人所

能说的……"一句，除了使我们知道还有些良心未泯的选主人说

实话外，也使我们知道耶稣讲这善牧的比喻是在治好胎生瞎子以

后不久。 参看本章注一。 耶稣因称自己为善牧，故此古时的信友

很喜欢画耶稣肩负或手抱羔羊的善牧像。 第三世纪时，这样的像

在地窟内(Catacwnba) 常可以见到。 历来的教父也爱用很美妙的

诗词赞颂这位和蔼可亲的善牧。 然而无论善牧的绘画是多么惟妙

惟肖，人见人爱，也无论善牧的诗词是多么协韵动昕，深感人心，

都比不上这一段福音的描写。 凡热心默想这段福音的信友，必会

找着蕴藏的天粮，灵魂上必可获得无可言喻的神乐。

@ 从帐棚节(7 :2) 到重建节，中间相距为时约有两月之久。 在这

两个月中，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往堕整整和其他附近一带去宣讲

了福音 。 路 10 到 13 章所记载的，大概都是耶稣此时所行的事。

参阅经袤 115-143 0 "重建节"是在主且组时代，达二支人为纪念

祝圣重建的新祭坛的庆日，所行的礼仪，大略与"帐棚节"的

礼仪相同 。 参阅加上 4 : 59 并注与本书七章注二。 "撒罗满廊"

方向朝东，太阳一出来，即照射全廊，所以冬季民众来殿过节

时，多聚集在这里取暖御寒。 吾主耶稣也许是为了寒冷才在那

里踱来踱去。 参阅黑落德时代圣殿图 。



若望福音第十章 1046 

。"你如果是默西亚……"希腊原文作"你如果是基督……"今译作

"默西亚"是为表出这句话原来的力量。 参阅 7 : 26 、 27 、 41 、 42

并注六。 "你使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要到几时呢?"有些现代学者

却译作"你这样苦害我们要到几时呢?"我们觉得前一译法较妥，

故从之。 犹太人这次强迫耶稣说明他究竟是不是默西亚，比以前

更为急切。:18; 5:16; 8:2日 。 犹太人这样询问，当然又是为陷

害耶稣。 圣奥斯定说:他们的询问不是为接受真理，而是为寻隙

控告耶稣。 如果耶稣说"我是默西亚"那么这样的答复在犹太

人心目中便有两种不妥(-)耶稣不是他们梦想、中的物质的、强

有力的、光荣的默西亚。 如果耶稣说"我是"他们能借此在罗马

政府前控告他有谋反的野心(二)此外，实际上耶稣的身份远超

过"默西亚"的地位，因为他是天主子。 为此在耶稣这一方面来

说，最妥当的办法，是把自己所行的事，指给他们看，叫他们自

己去判断他是不是默西亚;换句话说，他的工程证明他是天主派

遣来的爱子 (5:36 、 47) ，因为他的工程全是按天主的旨意，并以

天主的名号而行的。 "工程"有时译作"事业"或"事"都是指

耶稣为表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所有的行动。 真心实意寻求真理的

人， 一看见耶稣的工程，便会信仰耶稣，跟随耶稣，就如良善的

小羊一昕见牧人的声音，就跟随牧人行走一样。 吾主耶稣一提到

他的忠信的羊群，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对他们的一腔热爱，说

他们要享受幸福，自己要赐给他们永生 (6:31) ，要使他们永不丧

亡。 他的羊群也属于父，并且是父赐给他的(17:6) 。 他们既然是

父和子所爱护的，还有谁能从父和子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呢?吾主

耶稣的这句话使我们联想到智 3:1 "义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

痛苦不能打劫他们"的那句话;然而细想起来，耶稣的这些话，

却比旧约上的话，更丰富，更美满 。 ~29 节的经文意义颇为晦

暗，今从最普通的读法译出 。 按原文亦可译作"我父所赐给我

的 ， 比一切都珍贵，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夺去。"按这种译法来

讲"珍贵"是指父赐给耶稣的羊群，即他所立的教会(17: 24; 

→『嘀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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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5 : 25-27 等) 。 我们虽然不敢决定那一种译法较妥，但我们觉

得前一译法，似乎更适合圣羞望的神学:羊群的安全无虑，终

究归功于父;羊群在子的手里，即等于在父的手里(申 32:39;

依 43:11-13; 49:2; 51:16; 智 3:1) 。

o "我与父原是一体"这句话按上下文看来，不但表明耶稣和父
有一样的权能，且也暗示耶稣享有这种权能的根由，是因为他

的本性本体与父的本性本体完全一样 (17:11 、 22) 。 犹太人认

为耶稣的这句话，简直是一句亵渎天主的话，因为这句话等于

说"我就是天主"。 为此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想要砸死耶稣

(肋 24:23; 若 8:59) 。

@ 天主在旧约中曾指着伊民的法官说过"你们是神" (咏 86:2) ，

因为审判的权柄属于天主:伊民的法官审判人民，完全是以天

主的名义来行的(申 1:17; 19:17; 出 21:6; 咏 58) 。 耶稣用这

句话反问犹太人，是要叫他们考虑一下，看看他的话，是不是

有根有据。 耶稣愿用当时经师惯用的辩证法，来驳倒犹太人对

他所加的这项亵圣的罪名 。 既然法官能被称为"神"因为他们

是代替天主施行审判;那么你们怎样能控告我犯了亵圣的罪?

因为根据圣经，连"人"也可称为"神"。 你们应该考虑的不是

我的名称，而是我的工程，这些工程，谁也不能做到，除非他

是与天主同在，除非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除非他是天主圣子。

我不是要你们单凭我的话来判断我，我是要你们由我的话去考

虑我的工程，再凭我的工程判断我 。 我的工程会证明我是谁

(参阅 5 : 36; 10 : 25; 14: 10 、 11) 。 耶稣的工程，即耶稣的道理

和耶稣所行的神迹，自然会指给善意的人认识:耶稣在父内，

父在耶稣内 (8)0 "那些承受天主话的……"不是指从前听天

主话的祖先、先知和圣人，而是指现在按上下文听到"你们是

神"的人，即犹太人的法官。 "父所祝圣" 一句， 应作"父所任

命"解 (耶 1 : 5; 若 17:17-19) ，与下面"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

一句中的"派遣"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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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提到犹太人要用石头砸死耶稣，现在又说犹太人要设法捉

拿他。 这样突然的转变，也许是因耶稣的引经据典，使他们碍

于圣经的权威，不敢贸然从事，自作主张，只好把他带到宗教

首领跟前去，禀明一切，敬候他们给耶稣判罪 。 但耶稣的时候

尚未来到，便从容不迫地脱离了被捕的危险。 至于耶稣是怎样

从他们层层包围之中逃脱的，我们不得而知 。 圣奥斯定说"他

们没有捉住耶稣，因为他们没有信德的手"意思是说，他们愿

意捉住耶稣，不是为了享有耶稣，而是为了除去耶稣。 假使他

们是为了享有耶稣，耶稣不会从他们手中逃去的 。

@这里说"耶稣又到若尔当河对岸，若翰先前施洗的地方去

了……飞因为耶稣从前去过那里(1 :28 、 29) ，就是贝塔尼雅和其

附近的地方。 耶稣来此的原因，除暂时躲避犹太人的逮捕外，也

许是为了旧地重游，再向那些从前昕过他道理的人宣讲福音。

"若翰没有行过神迹……"不是一句轻视若翰的话，反而是一句

敬重若翰的话。 因为紧接着就说"但若翰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说这些话的人，有如耶稣第一批门徒一样c1 : 35-

51)，由前驱若翰的作证而找到了耶稣。 现在若翰虽然已经去世，

他从前虽没有行过什么神迹，然而他关于耶稣所讲的一切预言，在

耶稣身上完全应验了。 这样，已死的前驱，仍在给天主的羔羊作

证，仍在领人去信仰他。 "许多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 一句，在我

们眼前勾画出了一个强烈的对照:京城里的法利塞人心硬眼瞎拒绝

了久所等候的默西亚，乡间的老百姓心地温良却信从了耶稣。

章十第

拉臣禄病死

1有-个病人名叫拉臣禄，出于贝塔尼雅，即玛利亚

和她姐姐玛尔大的村庄。2玛利亚就是那曾用香液傅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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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他脚的;她的兄弟盐旦盘病了 。 03于

是姊妹俩便派人到里壁那里说 "主，看哪!你所爱的病

了。 "4耶稣昕了便说"这病不至于死，只是为了天主的光

荣，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 "5耶稣素爱玛尔大及她的妹

妹和拉臣禄。6 当他听说拉臣禄病了，仍在原地逗留了两

天 。 87此后才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8 门徒给他

说"辣彼，近来犹太人图谋砸死你，你又要往那里去

吗?"9耶稣答复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人若在白

日行路，不会碰跌，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10人若在黑

夜行路，就要碰跌，因为他没有光。 " 811 耶稣说了这些

话，又给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臣禄睡着了，但我要去

叫醒他。 "12 门徒便对他说"主，若是他睡着了，必会好

了 。 "13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他是指安眠睡

觉说的 。 14然后耶稣就给他们明明地说"拉臣禄死了 。 15为

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相信;但我们到他

那里去吧!" 016 号称盈盈壁的乏整便向自己的同伴说:

"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 !" 0 

拉臣禄复活

17耶稣一到了，得知拉臣禄在坟基里已有囚天了 。 18 贝

塔尼雅靠近耶路撒冷，相距大约十五"斯塔狄"。 19 因而有

许多盐主人来到里笙主和里型里那里，为她们兄弟的原故

安慰她们 。 020~笙主一听说堕壁来了，便去迎接他;玛

主匪却仍坐在家里。21旦笙主对坚壁说"若是你在这里，

我的兄弟决死不了 。 22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



若望福音第十一章 1050 

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 " 023耶稣对她说 "你的兄

弟必要复活 。 "24玛尔大给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

必要复活 。 "25耶稣对她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

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严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

远不死。 你信这个吗7" 027她给耶稣说 "是的，主，我

信你是默西亚，天主子，那要来到世界上的 。 " 028她说了

这话，就去叫她的妹妹玛利亚，偷偷地说 "师傅来到了，

他叫你哩! "29玛利亚一听说，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了 。

30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庄，却仍在玛尔大迎接他的地方。

31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及安慰她的犹太人，见她急忙起身出

去，便跟着她，以为她往坟墓上去，要在那里哭泣。 32玛利

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 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给他

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决死不了 。 " (D)33那时

耶稣看见她哭泣，还有同她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便心

神感伤，难过起来，34遂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

对他说"主，你来，看吧 1"35耶稣流泪了 。 (J)36于是犹太

人说"看，他多么爱他啊! "37其中有些人说"这个开了

瞎子眼睛的，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38为此耶稣心中又

感伤起来，来到坟墓前。 这坟墓是个洞穴，在它前面有一

块石头堵着 。 39耶稣说"挪开这块石头 1" 死者的姐姐玛尔

大就给他说"主!已经臭了，因为已有四天了 。叫耶稣对

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

光荣吗7" 4Ð41 他们便挪开了石头;耶稣举目向上说 "父

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昕了我 。但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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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

是你派遣了我 。 " æ43说完这话，便大声喊"拉臣禄!出

来吧! "44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又蒙着

汗巾。耶稣给人们说"解开他，让他走吧。" æ 
法利塞入决议谋杀耶稣

45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一看到耶稣所行的

事，就有许多信了他。46他们中也有一些到法利塞人那里

去，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 。盯因此司祭长和法利塞

人召集了会议，说"这人行了许多奇迹，我们怎么办

呢?咄如果让他这样，众人都会信从他，罗马人必要来，连

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 " 6149他们中有一个名叫盖法

的，正是那一年的大司祭，对他们说 "你们什么都不

懂， 50也不想想:叫一个人去替百姓死，免得全民族灭亡，

这为你们多么有利。 "51 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出的，只因他

是那年的大司祭，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52不但为

犹太民族，而且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一。 @

臼从那一天起，他们就议决要杀害耶稣。 4fj54因此耶稣不再

公开地在犹太人中往来了，却从那里往临近荒野的地方

去，来到一座名叫厄弗辣因的城，就在那里和他的门徒一

起住下了 。 æ55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了，所以许多人在逾

越节以前，从乡下，上了耶路撒冷，要圣洁自己 。 æ 56他

们就寻找耶稣，并站在圣殿内，彼此谈论说"你们怎样

想，他来不来过节呢?"57 司祭长和法利塞人早已颁布命

令:如果有人知道他在那里，就该通知，好去捉拿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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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复活拉臣禄的这一个轰动遐迎的神迹，按若记载这神迹的

用意和这神迹事实的本身，可算是耶稣公开传教，讲道救人的

最高峰，表现出耶稣是生命，是复活，是死亡的胜利者。 关于

这神迹的历史性，因为三对现福音只字未提，故一般唯理派学

者大都不予承认。 他们认为这是若为了容易证明他所讲的道理:

耶稣是生命和复活，便虚构了这个拉臣禄复活的故事。 可是若

和三对观福音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耶稣自己由死中复活的大神

迹，唯理学派仍然是加以否认。三对观福音之所以没有提拉臣

禄复活一事，是由于三圣史的着重点，只愿记述耶稣在加里肋

亚的活动情形，和他末了一次上耶路撒冷及他死而复活的事。

若之所以记载这一回事，很可能是要弥补三对观福音的遗漏

(参阅本书引言第二章丙) 。 再者，当耶稣复活拉臣禄时，也许

圣伯多禄不在场，为此在圣伯多禄编篡基督教初期的教理讲授

(Catechcsis primitiva) 时，也就将耶稣在盐主区域活动情形略

而不提。 既然兰对观福音的作者是依据这初期教理讲授编述福

音，未提拉臣禄复活的事当然是意中的事 。 此外，还有一个很

可能的理由，使三圣史故意不记述拉臣禄复活的事，就是由于

当时教会的处境困难:路虽然提起过玛尔大和玛利亚姊妹二人，

都没有提及拉臣禄和他们三人共处的村名(路 10: 38-42) ，因为

我们从若知道犹太人非但决意杀害耶稣，也决定了要杀害拉臣

禄，因为许多人因着拉臣禄信从了耶稣 (12:10 、 11) 。 像这种恐

怖的空气在初期的教会仍然到处弥漫，为此三位圣史以不提此

事为妙，免得引起更多的麻烦。 唯理派学者否认拉臣禄复活之

事，并非依据经文，又非依据历史，只全凭他们先入为主的成

见:神迹是不可能的，耶稣不是天主而只是肉骨凡胎的人，所

以拉臣禄的复活没有历史价值，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拉匣

禄" 是一个希伯来名字，是"厄肋哈臣尔"的缩写，其意是谓

"天主所协助的" 。 我们不能断定他是玛尔大和玛利亚的哥哥或

弟弟，故以泛称的"兄弟" 二字译出 。 但从福音记述的语气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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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很可能亘笙主是大姐，里型里是二姐，立旦盘则是弟弟 。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 。 他们三人的事，除了道宣上所记述的以外，

其他的传说似乎都不大可靠，因为没有历史上的确实根据。 按圣

厄圣法尼所保存的传说:拉臣禄复活后，又活了三十多年。 玛利

亚同玛利亚玛达肋纳和路所提及的那用香液傅抹了耶稣脚的罪

妇，并不是一人(路 7:36 -50)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路 7 的附注。

@ 拉臣禄的病情，大概是每况愈下，危在旦夕了，他的两个姐姐

才差人去报告耶稣。 她们的话充满元限的温柔，又充满元限的

辛酸"你所爱的病了。"他们不说"爱你的病了"也不说:

"你的朋友病了"因为她们觉得如此说都比不上说"你所爱的

病了"这句话的温柔敦厚，含蓄有力，真可说与圣母玛利亚在

加纳建席上给耶稣所说的"他们没有酒了"那句话前后媲美。

圣奥斯定注疏这句话说"看!你所爱的病了 。 只要你知道就够

了;因为你不爱，就必抛弃。"他的意思是说:耶稣若真爱他，

便不会让他死;耶稣若叫他死，便不算真爱他。 耶稣给来人说:

"这病不至于死……"这句话的含意太深奥了:也可说"这病不

是要命的"或"这病不是死症"也可说"这病的结果不是死

亡"，或"这病不会令人永死"。总而言之，耶稣的意思很可能

是说:这次我要胜过死亡，父的光荣和子的光荣，要借这场病

更加显扬 。 耶稣如此回答，并不立时同来人去贝塔尼雅看拉匣

禄，是为激动姊妹二人和门徒的信德，也是为试探她们姊妹二

人的信德，所以他不但没有立时去，反而在若尔当河东岸停留

了两天 00: 40-42汕大约在来人来见耶稣时，耶稣的朋友拉匣

禄便与世长辞了 。 吾主耶稣以他天主性的"全知"早知道这件使

玛尔大和玛利亚二人痛哭伤心的事，然而他没有告诉他的门徒。

"耶稣素爱亘空主……"这句话告诉我们，虽然耶稣仍停留在若尔

当河东岸，没有立刻动身去旦查里整治好主旦盏，但对他们姊弟

三人的爱情并没有减少。 耶稣愿意病人死去，是为了叫他复活。

这是告诉人:谁信赖耶稣，就该始终依恃耶稣，在}I质境中依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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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境中仍旧依恃，因为他不能既爱而又遗弃 (奥斯定)。

8 "此后才对门徒说……" "此后"是两天以后 。 "……我们再往

犹太去吧!"本来耶稣是要往贝塔尼雅去的，但不说往贝塔尼

雅，而只说往犹太去 。 这是为试探门徒并为坚固他们的信心，

因为他们还很清楚地记得，前不多时犹太人要用石头砸死耶稣，

耶稣为了逃难才和他们来到这若尔当河东部，为此他们说"犹

太人图谋砸死你，你又要往那里去么?"这是为了他们自己并为

了耶稣性命的安全，才这样提醒耶稣，劝他不要往那个危险地

方去(10:31 、 39) 。 圣奥斯定说:耶稣是因人性的软弱，免被石

头砸死，才从犹太地逃出，现在又往犹太地去，是要显扬他天

主性的全能。 耶稣为壮门徒的胆，就讲这比喻(参见 9:4 、 5)

说"白日不是有十二时辰么?……"这比喻的意思不外是:如

同人只能在白日行路，因为自日有光;黑夜不能行路，因为黑

夜没有光;同样耶稣的日子还没有完结，这一 日内所有的十二

时辰还没有完全过去，还剩下一两个时辰，为此耶稣还应该行

路，服务;换句话说，他去世的时期虽然临近了，但还没有来

到 。 拉臣禄复活是纪元三十年三月初的事，耶稣被钉是同年四

月初的事。 由此推算，他在世的日子只有一个月的时光。 参阅

年表 145-174 与 175-231 。 此外，这小比喻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

人子的光是父的旨意，因为他常遵行父的旨意，因此他也是世

界的光，常照耀世界。 世人若信从耶稣，就是在光里行走;反

之，若不信从耶稣，就是在黑夜里行走 。 这样的人当然免不了

要跌倒，因为他反对父的旨意。

o "我们的朋友拉臣禄睡着了"这句话表示拉臣禄因耶稣的关系
也成了宗徒们的朋友，因为他和他的两位姐姐素常款待耶稣和

十二位门徒，毫不吝情自己的钱财。 "睡着" 二字用于病人，无

论古今中外，总是表示病势好转的现象，为此宗徒们便说"若

是他睡着了，必会好了 。"就是说:既然他的病势已经好转，一

定会好的，不必我们渡河往他的家里去， 冒性命的危险。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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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门徒们没有明白他话的真意，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

拉匣禄是死了，不是睡着了;并且说:为了他们的缘故，他很

喜欢拉臣禄死时他不在场;如果他在场的话，病人的两个姐姐

一定要恳求耶稣治好她们垂危的弟弟。 然而治好病人的这类神

迹，门徒们已经看惯了;复活死人虽然宗徒们也见过几次，但

是复活一个死去四天且已发臭的死人，宗徒们却从未见过。 吾

主耶稣为坚固他们的信德，知道自己去世的时候快要来到，免

得他们在他那惨绝人寰的受难始末中，在信德上一颇不振，才

神妙莫测地安排了这样的一幕。

o "号称狄狄摩的多默"本来也可译作"有双生之称的多默"或
"有孪生之称的多默"因"多默"是希伯来文"狄狄摩"是希腊

文，都是双生或孪生的意思，为此这句话就等于说:多默，希腊

文是双生或孪生的意思。三对观福音没有记这位宗徒的事迹，仅

在宗徒名录中写了他的名字(费 10:3; 蹬 6: 15; 瓮 3:18; 去 1 : 

13) 。 若却对他的言行略提了几句 (14:5; 20:24-29) 。 从这几句话

中，可以看出他的个性是非常忠勇，但也非常倔强。 也许为了这

个原故，若用这个希腊文的"狄狄摩"暗示他的双重个性。 我们

也因此不怪异他为什么在这里竟一马当先，不等平时首先发言的

伯多禄开口，就先发言说"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后来为

什么竟那样的固执，非亲手摸到耶稣的伤孔，决不信耶稣复活。

@ 耶稣和宗徒到达贝塔尼雅的那天，拉臣禄在坟墓中已经四天了 。

大概姊妹二人派人去给耶稣报告拉臣禄病重的那天，使者离家不

久，拉匣禄便死了 。 加上耶稣在培勒雅停留的两天，再加上去贝

塔尼雅的一天或一天多的路程，故耶稣到贝塔尼雅时，他的朋友

埋葬已经四天了 。 按犹太的风俗，埋葬礼大都在死亡的当 日举行

(宗 5:6 、 10) 。一因贝塔尼雅离耶路撒冷很近， 二因拉臣禄是小康

之家，为此有许多亲友来他家吊丧。 "相距大约十五斯塔狄"差

不多等于五华里(参阅 6: 19 注三〉 。 阿剌伯人现称贝塔尼雅为厄

耳阿臣黎叶 EI Azarye。 在古时教友称此地为主里整村(Lazarion) , 

嘲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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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可以在此村中见到拉臣禄的坟墓和第四及第十一世纪时所

修建的圣堂和修院的遗址。 参阅 ELS nn. 571 -603 。

@ 若所描写的玛尔大和她的妹妹玛利亚的性格与路所描写的完全

相同(路 10: 38-42) 。 玛尔大是一个善于处理家务好动的女子，

玛利亚却是一个沉默寡言好静的女子。 这性格不同的两姊妹，

在最近这几天来因弟弟的丧事，所挂虑的，所言谈的，所念念

不忘的，却都相同 。 为此她们二人先后见耶稣时所说的话也完

全一样"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决死不了 。"由这句话

看来，姊妹二人虽然确信耶稣是要来的那位犹太人所期待的默

西亚，但对耶稣的天主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

却还没有完全的信仰 。 拉臣禄的死，根本不关乎耶稣的在与不

在，只关乎耶稣的愿与不愿。 若耶稣不愿拉臣禄死，虽不在跟

前，仍然死不了;若耶稣愿意拉臣禄死，纵然在跟前，还是要

死去。 她们根本没有想到，耶稣让拉臣禄死去是有他的用意的 。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这些话暗示玛尔大的希望，却不表

明玛尔大的希望;换句话说，她在心里满怀着耶稣求父叫拉匣

禄复活的希望，但却不敢把这种分外的希望说出口来。

@ 耶稣的答复，也是一种隐而显，显而隐的说法"你的兄弟必要复

活"，不明说他立时就要叫拉臣禄从坟基出来，也不明说他不。 耶

稣这样说，是为加强她们的信德。 由于当时的犹太人大都相信人

在死后到末日仍要复活，为此玛尔大给耶稣顺口答说"我知道在

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那时要复活，她全信无疑;但现在就

要复活，她倒不怎样相信。 耶稣再进一步给她说"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圣奥斯定解释这句话说"我之所以是复活，因为我

是生命" (Id∞ resurrectio ， quia vita) 。 全能的天主圣子有赐给人生

命的权能，便自然有胜过死亡的权能，叫死去的人再活过来，这

是胜过死亡的最有力的表现(格前 15:26、 54-56) 。 到世界末日，

耶稣固然要叫一切死人复活 (5:28 、 29) ，但现在就要给他这种权

能先行一个最大的"征兆" (σr;f-La-oν ) ，就是叫芷且整死而复生。

--啕



1057 若望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的这几句话，教训我们两端极重要的道理: 一、吾主耶稣

不但赐给世人一种宗教道德的高尚生活，他还使世人肉身的生命，

不至永远灭亡;现在叫肉身死，将来还要叫肉身复活。二、因罪

恶而使灵魂死亡，比肉身死亡，更是不幸。 耶稣是以自己的死亡

复活，战胜了这种灵魂上的死亡。 他战胜这种死亡的方式，是赐

给信从他的人一种超性的生命，即以他的"永生"叫人永远生

活，虽然世人的肉身到时将要死去，但终有一日却要复活。 "信徒

我的人，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

死。"耶稣用这几句话分明告诉我们(一〉人类获得的救恩一一

生命与复活一一和耶稣是不可分离的 (0ω 牛f我是……) 0 (二 〉

耶稣是死人的唤醒者，不但要唤醒灵魂死了的，也要唤醒肉身

死了的。 总之，凡是死去的人都要被他唤醒。(三)因为耶稣是

生命，所以他也是复活;换句话说，整个的人一一灵魂和肉

身-一要在末日复活时，得到自己的成全，正如圣保禄所说的: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是因为不愿脱去 [1日的]，惟愿意套上

[新的]，叫那有死的[肉身]被生命吞没了" (格后 5:的 。

o "是的，主!我信你是默西亚，天主子，那要来到世界上的 。 "

玛尔大的这句话，把她的信仰完全表白出来了 。 这种信仰的表

白，不但不在伯多禄的信仰表白以下(玛 16:16-18) ，更在纳塔

讷耳的信仰表白以上"辣彼，你是天主子，你是伊撒尔的君

王" (1 :49) 。 本节的话，也可译作"……你是默西亚，那要来到

世界上的天主子。"无论那种译法，意思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玛尔

大不但信耶稣是伊民所期待的默西亚，而且信他是天主子;换句

话说，她已信耶稣是天主了 (20:31) 。 今译述的"默西亚"原文

作"基督"，如 7:26 、 27 、 31 、 41; 9:22 0 参阅七章注六。

(ID "师傅来到了，他叫你了!"从圣经上看来，耶稣并没有吩咐玛尔

大去叫玛利亚，但玛尔大为什么给她的妹妹说"他叫你了!"这

一定是羞为了缩短篇幅，采用了史家惯用的简略法，绝对不是玛

尔大说谎。 "偷偷地说"玛尔大不愿意在场的吊丧人听见说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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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也许是怕消息外露，于耶稣有所不利。 玛利亚见到耶稣后

与给耶稣说的话，完全和她姐姐说的一样。 可是玛利亚的热情流

露的态度，却远胜过她的姐姐。 她悲哭哀号，俯伏在耶稣的脚前。

这种伤心的态度，不但感动了在场的人，连耶稣也感动了 。

æ "心神感伤，难过起来"是一种试译，因为另有不少的译法:
"心灵上就悲愤叹息，荡乱不安"或"心神愤激自锄"或"心

中气愤悲伤" "感触而抖动" "慨然兴悲"等等。 我们认为希

暨文的这个动词 。 '牛队用μαt 虽然在他处 C Eb 9:30; 瓮 14:5)

有气愤的意思，但在这里却似乎没有 。 虽然有的学者主张在这

里应作忿怒解，是因犹太人的心硬如石而震忿，是因致人于死

的罪恶而发怒，然而这样的讲解，似乎不合于当时的环境 。 假

使作伤感忧闷解，便很合于当时的情境，因为耶稣固然是永不

改变的天主，但他也是有灵魂有肉身的人，和我们一样，自然

也有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感觉。 他现在看到这两位哭不成声的姊

妹，和前来吊丧的亲友都在哭哭啼啼，当然触景生情，免不了

要感伤难过，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与乐者同乐，与忧者同

忧" C罗 12:1日 。 耶稣慈心大动，问她们把死人放在什么地方，

一时悲从中来，眼泪竟夺眶而出 。

48 "看，他多么爱他啊!"犹太人看见耶稣流泪，知道这是他真爱
拉匣禄的表示，为此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样赞叹的话，这是一

部分同情耶稣的人说的，但也有些不同情反而憎恨耶稣的人却

讽刺他说:他既能开瞎子的眼，为什么不能叫他的朋友不死?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耶稣叫拉臣禄死去是为叫他复活 。 不叫他的

朋友死去，固然是爱朋友的真凭实据，但叫他的朋友从死中复

活，不是更爱朋友的真凭实据吗?叫一个瞎子复明是耶稣的奇

能，叫一个死人复活，不更是耶稣的奇能吗? 可惜心神昏迷的

犹太人不能明白这一点 。 "为此耶稣又感伤起来"了 。 这一节提

到的 'Eμ卢萨Fh问可能有震忿发怒的意思 。 他忿怒选主人颠倒是

非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但仍有伤感忧闷的意思 。 他泪眼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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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颤颤地叫人把堵塞墓口的石头挪开，准备叫他的朋友重回

人间 。 拉臣禄的坟墓是在岩石中开凿的，并且也是相当的深，

要到安放尸身的地方，须下二十多级石阶。 坟基前洞口封以大

石。 犹太人埋葬富人的情形，大都如此。 玛尔大以为耶稣叫人

挪开石头，只是为看看他朋友一面，并没有想到是要叫他复活，

故此给耶稣说:这如何使得?他已埋葬四天，现在已经发臭了，

看他有什么用呢?吾主耶稣看玛尔大还没有明白他来到坟基前

的用意，便开导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

天主的光荣吗?"这话在暗示他曾给她说过的"信从我的人，

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25 , 26) 的话有什么意思。如今耶稣要把生活时信从他的拉

臣禄从死中复活起来，是要叫我们知道:在世界末日他同样也

要叫一切生活时信从他的人从死中复活 。 父和子的光荣在这个

神迹上就这样地彰显出来了。 :11; 1:14) 。

æ "因为你俯昕了我"这句话似乎有些突如其来，因为此处并没
有提到耶稣祈求一事。 也许是当人们搬挪石头时，耶稣在心中

已暗暗地祈求过父，并且父已经允许了他的祈求，为此他举目

向天，直接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昕了我。"再说，

人而天主的耶稣本来就享有父的全能，但这全能却是由父蒙受

的，所以真天主亦真人的耶稣，常遵行父的圣意，常向父祈求，

父也常俯昕他的祈求。 吾主耶稣的析求，表示他与父共同生活

的奥义 (5: 19 、 20 、 36) 。耶稣立时就要使拉臣禄复活的神迹表

现出是父委托给他的一项"工程"他是完成父的"工程"。 这

完成了的"工程"就是要证明他是父派遣来的 (10:25 等〉 。 为

此耶稣说"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了我。 "

æ "拉臣禄，出来吧!"死亡的胜利者给死人出命，简直像给活人
出命一样。 金口圣王望解释说:里壁命令死人犹如命令活人，

因为在天主前死人仍是活人;天主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

天主(釜 12:27) 。 耶稣的话是全能的话，死亡在耶稣全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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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什么能力也没有了 。 拉臣禄立刻从死者中应命而出，死了的

人又活起来了 。 "大声喊"表示耶稣的命令是严重的，耶稣的命

令是有效验的。 同样在世界末日，一切死去的人，一个也不例外，

一昕见"人子"的声音，愿意或不愿意，非从死中复活起来不可，

"行过善的，复活人生命，作过恶的，复活受审判" (5:29) 。

@ 耶稣复活拉臣禄的神迹，虽然有不少的人因此信从了他，但也

有不少别有用心的人，也许这些人是法利塞人早已派出观察动

静的奸细，遂把这事报告给法利塞人，法利塞人立即开会议决

非把耶稣消灭不可 。 由此可见，真光来到世上，有接受真光的，

有拒绝真光的(1: 5 、 10-13) 。 这一次法利塞人谋害耶稣的主意，

较前更为坚决了 。 他们为正式议决处死耶稣，就召开了公议会。

议会中因有一批否认死人复活的撒杜塞人，为此各会员遂把耶

稣的宗教活动，变为政治活动而通过了 。 历来迫害圣教会的人，

都学会了这一套政治把戏。 他们提出杀害耶稣的政治理由是:

如果让他任意讲道理，行奇迹，人民恐怕都要信他为默西亚。

这样人民一定要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来一次还我河山的革命运

动 。 那么罗马的大军必定要来镇压这种革命暴动，一怒之下，

恐怕更要奴役我们的民族，毁灭我们的圣殿。 如果事情真弄到

这步困地，当然罗马政府不会再让他们有什么大司祭、司祭长

及法利塞、撒杜塞等党的继续存在，继续掌权。 自然他们不能

再向人民作威作福了 。 这种自私自利的打算，反说是为国为民，

假善欺人，莫此为甚"我们的圣殿"原文作"我们的地方"

可能是指全巴勒斯坦地，也可能是指耶路撒冷圣城，甚或也可

能是指祭献天主的圣殿。 这里译作"圣殿"似乎较妥。 参阅耶

7 : 14; 编下 4:7; 加下 5: 19; 宗6: 14 。

@ 盖法，原名若瑟，大概是阿纳诺家族的人，罗马总督瓦肋辽格

辣托 (Valerius Gratus) 在公元十八年任命他做伊撒尔民的大司

祭。 但在公元三十六年叙利亚督导使威;武里约 (Vitellius) 却把

他罢免了 。 他是大司祭亚纳斯的女婿 (1 8 : 13) 0 "正是那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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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祭"这句话并不是说大司祭是每年选举的，因按梅瑟法律大

司祭是父子相传的世袭制(虫 28) 。但在里主统治以后，这种世

袭制已无形中废除，因罗马总督或黑落德王任何理由都可随意

委任或罢免，有时也因受到了贿赂，才去罢免旧的，委任新的。

为此"正是那年的大司祭"一句，是指耶稣受难被钉有关全人

类救赎的那一年上，盖法是在任的大司祭，并非是说在那一年

上他才被委任为大司祭。这位大司祭提议:为避免自己的整个

国家和民族遭受罗马帝国的毁灭，不如把他们认为可能招惹是

非的耶稣一人处死。在一个神权政体的国家里，代理人民行祭

献礼的大司祭，算是天主的舌人，为此圣史讽刺他说:盖法虽

有祭司职，但由于他的圣职说了这项预言:耶稣用自己的死不

但要救赎伊撒尔民，并且还要救赎普世万民。"四散的天主的儿

女"不是指那些漂流在外的伊撒尔民，是指一切尚未认识天主

的异民。至于说"天主的儿女"，并不是说他们现在是"天主的

儿女" 一一因为按原意来讲，圣经上一提到"天主的儿女"常

是指伊撒尔民，一一而是说在天主的预见中，他们要赖耶稣宝血

的功劳，成为天主的儿女"聚集归一"，完全实现耶稣所说的那

句预言"我还有别的羊，尚不属于这一拢，我也该把他们引来，

他们要昕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 00: 16) 。

@ 过去犹太人图谋要杀害耶稣的叫嚣，都可说是一时情感冲动的

意气用事，但"从那一天起"即从这次会议以后，杀害耶稣的

叫嚣已成为犹太人当局所议定的杀害耶稣的定案了，因为"他

们就议决"中的"议决" 二字，在原文是 σvvj30UÀêúaaν.0 ， 有

"全体会员一致通过"的意思。撒杜塞人对于死人复活的这一问

题和法利塞人的意见一向相左，但这次在会议中对于杀害耶稣

这一事，却和盖主Ij~军人共同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对于杀害耶

稣的议决己定，便只等良机以行事了。

4Ð) "不再公开地在延主人中往来了……"不是说耶稣怕人杀害就

不敢见人，而是说父的圣意尚不愿他此时此地被杀，父愿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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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后的逾越节内罹难被杀 。 用若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

是"他的时辰尚没有到" (2: 4; 7: 30; 8: 20; 13: 1) 。 为此耶稣为

)1民从父的圣意，暂时躲到荒野中的星星望国城去避开选主人的

眼目，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大难。 星星盟国在延主省荒野的边

界上，位于雅各伯梦见天梯的贝特耳以北约四公里，今称茎旦

CEt-Taybeh) 。 参阅 ELS nn. 542-543 。

@ 圣史特别标明"犹太人的逾越节"而不单说"逾越节"是因

为当他撰述福音时，耶稣所立的新教会已与选主人的教会脱离

了关系，有意暗示基督的信徒另有一个新的逾越节;或许也有

意暗示是耶稣在世时犹太人最后的逾越节，因为在这个逾越节

内，耶稣要以自己，这无罪天主羔羊的宰杀与祭献，平息天主

的义怒，消灭人世的罪恶，结束千余年来的"选主人的逾越

节"，开始"基督徒的逾越节" "要圣洁自己"按盐主人的古

老遗规，在逾越节以前若不经过一种圣洁自己的法定手续，任

何人不能参加这伟大的庆节 (，e 9:13) 。 为此他们先到里蛊塾透

去，在那里司祭特别多，更容易询问他们该如何圣洁自己 。

W "他们……彼此谈论说:你们想怎样，他来不来过节呢?"这句

话中的"他们"是指什么人呢?是反对耶稣的人，或是赞成耶

稣的人?是普通的人民，或是吹毛求疵的盖型塞人?学者尚没

有一致的意见。 还有一层:这句应作否定句读，或是应作疑问

句读?除了圣济利禄及不多几位学者主张作否定句读"你们还

想什么呢?他决不会来过节了"外，所有的学者都主张作疑问

句读 。 我们赞成这一读法 。 至于发问的"他们"是哪些人?似

乎是那些既非赞成，又非反对耶稣的一般普通老百姓 。 他们发

问的目的，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心。: 11) ，因为司祭长和革型

塞人颁布命令，也许己悬出赏格:若有人知道耶稣所在的地

方，应该报告公议会去捉拿这个在逃的罪犯 。 他们愿知道在这

样紧张的局势下，看着这位讲道劝人的耶稣，究竟有无胆量来

京过这个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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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贝塔尼雅晚宴(玛 26:6-13; 谷 14:3-9)

1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贝塔尼雅，那里有耶稣从

死者中唤起的拉臣禄。 02有人在那里为他摆设了晚宴，玛

尔大伺候，而拉臣禄也是和耶稣一起坐席的一位。3那时玛

利亚拿着一斤纯粹极珍贵的"拿尔多"香液，敷抹了耶稣

的脚，并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了他的脚，屋里便充满了香

液的气味。4但那要负卖耶稣的依斯加略犹达斯一一他的门

徒中的一个一一却说 5 "为什么不把这香液去卖三百块

‘德纳，施舍给穷人呢7"6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心

穷人，只是因为他是个贼，掌管钱囊，素常偷取其中所寄

存的。 87耶稣就说 "让她吧!这原是她为我安葬之日保

存的。8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

有。" 89犹太人中有许多群众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也是为看他从死者中所唤起的拉臣禄。

10为此司祭长议决了连拉臣禄也要杀掉， 11 因为有许多犹太

人为了盐臣盔的缘故，自行离去，信从了堕堡。@

耶稣荣进耶路撒冷 (玛 21:1-11; 谷 11:1-10; 路 19: 29-40) 

12第二天，来过节的许多群众，昕说耶稣来到耶路撒

盗， 13便拿了棕榈校，出去迎接他，喊说"贺三纳!因上

主之名而来的，鱼盘盔的君王，是可称颂的。"14里壁找了

-匹小驴，就骑上去，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15 "里盔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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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要害怕!看，你的君王骑在驴驹上来了!叫这些事起

初他的门徒没有明白，然而当耶稣受光荣以后，他们才想

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记载的，人也这样对他做了。 017 当耶稣

喊拉臣禄从坟墓中出来，由死者中唤起他时，其时同他在

一起的群众，都为此作见证;18因此另有一群人也去迎接他，

因为他们听说他行了这个神迹 ;19于是法利塞人便彼此说:

"看，你们什么也不成!瞧，全世界都跟他去了 1"。

耶稣对民众最后的言论

20在那些上来过节要崇拜天主的人中，有些希腊人。

21他们来到加里肋亚贝特赛达人斐理伯前，请求他说: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22斐理伯就去告诉安德肋，然后

安德肋和斐理伯便来告诉耶稣。 023耶稣回答他们说 "人

子要受光荣的时辰来到了。24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

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但如果死了，才

结出许多果实来。25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

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2也谁若事

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那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

里;谁若事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1)27现在我心神烦乱，

我可说什么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但正是为此，

我才到了这时辰。 028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当时有声音

从天上来"我已光荣了，我再要光荣。"29在场昕见的群

众，便说"是打雷了。"另有人说"是天使同他说话。"

30耶稣回答说"这来的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 @

31 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

--啕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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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赶出去 ;32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

引众人来归向我 。明他说这话，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去

死。 æ34于是群众回答他说 "我们从法律上听说:默西亚

要存留到永远，你怎么说:人子须被举起来呢?这个人子

是谁?" 4835耶稣遂给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 。

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免得黑暗笼罩了你

们;那在黑暗中行走的，不知道往那里去。 36你们应该趁

着还有光之时，去信从光，好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讲完

了这些话，就躲开他们，隐藏去了 。 @

圣史的感想

37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仍是

不信他。 38正应验了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上主!谁曾

相信我们的报道呢?上主的手臂给谁显露了呢?" 41)39为此

他们不能信;因为依撒意亚又说 40 "上主瞎了他们的眼，

硬了他们的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觉悟而悔改，使

我治好他们 。 "41依撒意亚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所以指着

他便讲了这话。 ~2事虽如此，但在首领中仍有许多人信

从了耶稣，只为了法利塞人而不敢明认，免得被逐出会

堂 43因为他们爱世人的光荣，胜过天主的光荣。 @

耶稣的宣言大纲

44耶稣就呼喊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派遣我

来的产看见我的，也就是看见派遣我来的 。46 我身为光，

来到了世界上，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 。47无论谁若

听我的话而不遵行，我不审判他，因为我不是来审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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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乃是为拯救世界。48拒绝我而不接受我话的，自有审

判他的: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cfì49因为我没

有凭我自己说话 : 而是派遣我来的父，他给我出了命， 叫

我该说什么，该讲什么 。 5。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所以我所讲论的，全是依照父给我所说的而讲论。 " æ 

。 若在前一章 (11: 54-57) 记述耶稣因使拉臣禄死而复生，触怒

了司祭长和法利塞人，为暂避锋芒，躲到厄弗辣因去了 。 按我

们以前所说的，从拉臣禄复活，到耶稣再来京过节，其间相隔，

约有一个月，即公元三十年阳历三月初到四月初。 在这一个月

内，我们不能确知耶稣是在那一天离开了厄弗辣因到耶黎昌去

了，在那里治好了两个道旁乞食的瞎子，感化了一位剥削人民

的臣凯，自然沿途也常讲天国福音的道理。 大约是在三月 三十

一 日 星期五一一离开了耶黎蜀要上耶路撒冷去，走的似乎

是所谓的"罗马公路"。 贝塔尼雅是这条公路上的一个必经的村

庄。 在这村庄里有一家是他朋友的家庭。 也许他为了探望他们，

特意选择了这条公路。 根据最可靠的算法，他当天晚上就到了

贝塔尼雅，大约就在那里过了安息日。星期六晚上，安息日已

过，曾患嫩病而被耶稣医好的西满在自己的家里设宴款待耶稣

(玛 26: 6) 。 拉臣禄姊妹三人也被请作陪。 他的姐姐玛尔大长于待

人接物，充当执事，招待宾客;玛利亚却在欢宴中，作了一件流

芳百世，万古常新的事。 若以史家的笔法，在这宴会的记述上，

又把三对观福音广泛不明的地方更使之明朗化。 因为按照要 26:

6 -13; 谷 14::>-9 的记载:这次贝塔尼雅的宴会，好像是在下星期

的星期三(瞻礼四)。 两位圣史这样改变日期，也许是为把选主盘

在宴会中所说的话和他负卖耶稣的行动联在一起的缘故。

@ 从 2-6 节这一段中，若详细描写了两个人物对耶稣所怀的两种

心情:玛利亚的爱与犹达斯的恨。 玛利亚爱慕耶稣，知道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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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要去世，所以乘此生离死别的机会，一方面为表示自己的

感恩之心，因为耶稣曾复活了她已死的弟弟， 一方面为表示自

己的还爱之情，因为耶稣素来就爱她们姊妹三人 (11:5) 。 也许

这个以爱还爱，以心体心，热爱耶稣的玛利亚，料想自己在耶

稣死后，不能随心所愿去给他用香料敷尸，故在这次宴会中就

提前行了这表现知恩报爱的最敬礼。 "......-斤纯粹极珍贵的

‘拿尔多'香液"按"拿尔多"是一种流香液的珍贵的树(擎

1:12; 4:13) 0 "纯粹" (π'UJn呵$')一词，虽然是根据最普通的见

解译出，但不一定正确，因为还有很多无可厚非的译法，如

"真正" "信实" "可饮"，"流动"等;更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希

堕词 (man啡)不应作为形容词，而应作为名词，指一种生长

于印度的名叫 "圣息塔" (Piçita) 的香液树。 这些学者的意见，

我们不敢贸然加以可否，只不过提出供读者参考。 "一斤"

(λiτ阳)约合三百二十七公分，我们更从自然科学家董盘里

(Plinius . Hist. Natu r. 36.12) 的估计，得知一斤"拿尔多"香

液，约值二百八至三百银圆。参见玛 26 章注三注四 。 一心只在

银钱上的犹达斯，懂得市面物价行情。 他一看见玛利亚打破玉

瓶(谷 14:刀，倾倒香液，立时便估计要值三百块银钱，实在来

说，是一个普通人的全年生活费。 玛利亚对耶稣热爱的程度，

由此可想而知 。 她把香液先敷抹在耶稣的头上，后把剩余的倒

在耶稣的脚上，末了还像那无名氏罪妇(路 7:36 -50) 一样，用

自己的头发擦干。 但犹达斯对这样充满爱情的行为，却假仁假

义地加以恶意的批评，真是满口仁义道德，满心鼠窃狗偷，假

借济贫的名义，说出了贪婪的恶念。 "财神" (路 16: 9) 的徒子

徒孙，还想披上天主儿女的外衣。

@ 耶稣既看透了犹达斯的贼心，为什么不早日辞退他，反而仍旧

让他作自己的宗徒呢?圣师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吾主耶稣告诉

我们，在他的教会内有好人，免不了也有坏人;在他的园地内

有麦子，免不了也有芳子;再进一步来说，耶稣还愿意循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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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乘机感化他，使他自知所作非当，回头改过。实际说来，

耶稣在替玛利亚辩护的话上，没有一点儿责斥犹达斯的表示，

还是和颜悦色地给他说"让她吧!这原是她为我安葬之日保存

的 。"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干涉她，她现在给我敷抹香液，是因

为在我安葬之日，不能敷抹我 。 当真在耶稣死后，给耶稣敷抹

香液的只有阿黎玛;武雅的若瑟和夜访耶稣的尼苛德摩二人，其

他有意敷抹的妇人都没有来得及，耶稣就已经复活了 。 犹达斯

提到穷人一事，但耶稣回答说:穷人时时有，处处有，你们若

要归济穷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只是他自己仅仅只有

六天便要死去，并埋在坟墓里，那时想要对他生活在世的肉身

表示敬意，也不可能了 。 吾主耶稣的这番讲论，成了他教会万

世万代的宝贵遗训11 :圣教会应该常为穷人作救济和福利的工作，

但也不能忘记为她的净配在天又在世的耶稣圣体，尽可能地表

示热爱的崇敬。 为此圣教会利用人世间各种美好的艺术，装饰

供有耶稣圣体的圣堂。

。 贝塔尼雅离耶路撒冷很近，所以耶稣来到贝塔尼雅的风声，立

时传到了耶路撒冷。 安息日一过，即星期六下午太阳落山后，

许许多多的人，因着好奇心的驱使，都向贝塔尼雅蜂拥而来，

一面为看看久未进京的耶稣，一面要看看死而复活的拉臣禄，

问问他死后住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些什么事情，过的是什么样

的生活 。 公议会中占大势力的撒杜塞人，因否认复活的道理，

现在看到拉臣禄真从死中复活了 。 这众目昭彰的事实，对于他们

的基本学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为此他们不但没有取消杀

害耶稣的定案，反而连拉臣禄也要设法杀害了 。 为达目的，不择

手段，古今恨事，如出一辙。 "自行离去，信从了耶稣"。 就是脱

离了公议会，他们宗教上最高机构，而信从了素以为不尊梅瑟法

律的耶稣。 "信从"二字在原文为悦目由υ) ，在本书内并未一律

译作"信从"多次按上下文语气或按与它联合的介词 (Eis ， eν 〉

的关系，译作"信赖" "信靠" "信仰"，"相信"，"置信"或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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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信"。关于由此动词转变来的名词 πims 也按上下文译作:

"信"，"信德" "信心" "信仰"或"信靠之心"等。

o "第二天"是从耶稣于安息、日晚上，在贝塔尼雅西满家里赴宴会说
起，即逾越节的前五天，就是现今我们所说的圣枝主日。因三对

观福音关于耶稣荣进耶路撒冷一事记述得非常详细，所以他在这

里只是轻描淡写，略提即过。参见玛 21: 1-16; 谷 11:1-11; 路 19:

2弘44 经文和注释。在耶稣荣进京城的这件事上，应注意两点:

(一)过逾越节和过帐棚节时一样，耶路撒冷的人民照例出城迎

接远方前来的朝圣团，尤其是加里肋亚来的朝圣团。为此第十

八节前半我们译作"因此另有一群人也去迎接他……" (二)

欢迎者手里拿着棕榈枝或阿里瓦树枝，口里唱着第 118 首圣咏。

"贺三纳"是一句希伯来话，本来的意思是"主，求你救我们

吧!"慢慢因人民在欢迎任何伟人时，惯用这句话来向他欢呼，

于是原来的意思几乎完全丧失，仅指欢迎者对宾客表示的一种

兴奋心情而己，差不多等于我国人的"千秋" "万岁"祝贺语一

样了。参阅圣咏 118 及其注释。圣史在耶稣荣进京城一事上，

觉得臣加利亚的预言(臣 9:9) 已经完全应验了，故引证了那节

预言，但他不是逐字逐句地引用，而是按着先知的主要意义引

用的。为此就字句上来说，福音书和先知书便有了出人。臣加

利亚的话，照原文应是"熙雍女子，你应该极其喜乐!耶路撒

冷女子，你应该欢呼!看!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他是正义的，

胜利的，谦逊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按臣加利亚以

熙雍为默西亚国的京城，骑在驴背上的君王就是默西亚。他是

正义的(依 11 :4; 耶 23:5) 胜利的，谦逊的，正如依撒意亚所

描写的"上主的仆人" (依 49:4; 50:7-9) 。这一切深奥的意义，

在那一天宗徒们也没有想到，直到圣神降临后，宗徒们才恍然

大悟，先知的预言如何在耶稣身上一一应验了。 :22) 。

@人民对耶稣的热烈表示，更现出法利塞人对耶稣的冷酷态度。

耶稣荣进京都的伟大场面，不但使法利塞人大为吃惊，而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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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为狼狈，因为欢迎耶稣的群众，不只是前来过节的乡下

人们匀，还有许多一向拥护法利塞党的耶路撒冷城的居民

(18) ，因此他们感到无限的失望，慨叹地说"瞧，全世界都跟

他去了!"这句话固然表现出他们的失望，但也暗含一种卷土重

来的决心:杀害耶稣，不能再延迟了，因为时间越拖延，越于他

们的计划不利，现在若不下手，将来事过境迁后悔也来不及了。

@ 这一群人山人海欢迎耶稣的民众，浩浩荡荡到了京城后，耶稣

在圣殿的外院，治好了各种患病的人(玛 21:14) ，就在这时有

几个希腊人愿见耶稣。 "希腊"二字在此不作狭义解，非指希腊

国籍或血统言，而指一切不属伊撒尔民的外邦人，但这些人也

来过节，行崇拜天主的礼，可见他们已经是归依犹太民族的

"敬畏天主者" (Proselytae scu viri ti盯lorati) 0 (参阅组组圭下册

历史总论第二章乙 Co ) 大概他们不懂当时流行的阿辣美语，为

此先找通晓希腊文的裴理伯宗徒，愿经他介绍去和耶稣交谈。

但裴理伯没有立时引他们去见耶稣，而把此事先告诉安德肋宗

徒。 大概安德肋也是会说希腊话的，因为他和斐理伯都有一个

希腊名字。他们俩才把此事告知耶稣。至于耶稣是否接见了这

些希腊人，或接见后给他们说了什么话，圣史没有记载，我们

元从得知，也许 23 节"耶稣回答他们说"中的"他们"就是指

这些希腊人。 这些前来求见耶稣的希腊人，象征无数寻求救主

的外邦人。

<<;) "受光荣的时辰"，是指耶稣受苦受难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因

为耶稣以自己的苦难，光荣了父，同样父也光荣了他(13: 1; 

17:1; 参照 7:30; 8:20) 。 耶稣因着自己的死，叫那些流离四散

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在天主的国里(1 1: 51 、 52) 。 耶稣把自己

比做一颗麦粒，麦粒如不埋在地里先化烂了，不会结出许多子

粒来的;同样耶稣固然要受光荣，但先该受苦受死(路 24:26) 。

天主的国一定要发扬光大，不过它的创立者先该在世界上，像

一颗麦粒入土化烂了，才可结出许多丰满的子粒。 耶稣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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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些 22 和集 53 "上主的仆人"歌曲的大意。 主些在描写了默

西亚的苦难和他的哀叹后，便详释由他的苦难圣死所生出来的

美果(咏 22: 23-32) 。 依撒意亚也是这样描写 。 他先述说默西亚

的惨死，然后才述说由这惨死所获得的胜利"毕竟上主喜欢用

苦难折磨他;他虽牺牲了性命，作了赎罪祭，但仍将看见他的

后辈延年益寿，上主的旨意，也要藉他的手得以成功 。 因他心

灵的苦难，也要看见光明，藉自己所认识的必得满意;我正义

的仆人要使多人成义……" (依 53: 10 、 11 和注) 。 耶稣走的这条

苦路，也是他的弟子应走的道路。 他们不但该憎恨自己的性命，

简直还该扔掉自己的性命(玛 10 : 39; 16: 25) ;这样才可以保全

性命人于永生。 事奉耶稣即等于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必该

走耶稣的苦路，但最后必要受到光荣;因为父光荣他的圣子，

也要光荣跟随他圣子的人;父尊重他的圣子，也要尊重跟随他

的圣子的人(14 : 3; 1 7 : 24 ) 。

@ 本节亦可译作"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父啊!你要

救我脱离这时辰吗?但我正是为此，才到了这时辰 。"意思没有

多大出人。 "贪生怕死"是人情之常，视死如归的耶稣，当然不

会怕死。 耶稣现在"心神烦乱"是他具有齐全人性的表现，有

如四天后他在革责玛尼山园中，面对着即将来临的苦难，惨绝

人寰的死刑，心中战粟，忧闷欲死，把人性的弱点，完全暴露

给我们一样(玛 26:36-46; 谷 14:26-42; 路 22: 39-53) 。 但他仍

是仰合父的圣意，接受这次死亡。 "但我正是为此，才到了这时

辰"一句，和在革责玛尼山园所说的"阿爸，父啊!你是无所

不能的，求你免去我这一爵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思，只要随你

的意思" (谷 14:36) ，意义与目的完全相似(希 5:7) 。

4ID "父啊!光荣你的名吧!"这是说:父!不要因着我的心神烦乱
而收回你的成命。 为光荣你的圣名，照着你的圣意去实行吧!

你既定了要以我的苦难和惨死拯救人类，好光荣你的圣名，就

让我完全服从你的圣意，为使你获得应有的光荣吧!父应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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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的析求说"我已光荣了，我再要光荣。"这从天而来的声音，

和从前耶稣在若尔当河受洗，在大博尔山显圣容时从天上所发

的声音，都是父的声音。父的名字藉着耶稣的工作和使命到现

在已得到了显扬，以后更要藉这使命的完成一一复活，受到更

大的显扬 (17: 2) 。当父从天上给耶稣说这话时，在场群众都听

到了。但他们就如圣保禄的同伴(宗 9:7; 22:9) 一样，声音是

听见了，但是分辨不清说的是什么话。有的说是打雷，也许打

雷在他们的意思中是天主的声音，因为在旧约上多次称天主的

声音为声声(撒下 22: 14; 约 37:4 、 5 等) ;有的却说是天使和

耶稣讲话。耶稣昕他们猜想得都不对，为此给他们解释了。

@ 虽然译众未能明白这声音的意思，但最低限度该知道这是父赞

成耶稣工作的一种天上的凭据。这天上来的声音是耶稣的苦难

圣死和光荣复活的开端，因此耶稣两次说出"现在" "‘现在'

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

去。"耶稣刚才讲论了他的光荣的时辰。刀，现在就是指这个

时辰，就是这个苦难的时辰。耶稣继续以两种断语，一消极的，

一积极的，断言他苦难的效果。他消极断言说:现在这世界和

这世界的元首-一撒弹一一(格后 4:4; 弗 2:2; 6:12 等)要受

审判;换句话说，耶稣用自己的苦难圣死去定这世界的罪，去

分辨出谁是随从天主的，谁是随从撒蝉的。为此这世界的元首

即要被耶稣打倒。耶稣自从开始宣讲福音以来，就不断与这人

类的欺骗者奋斗。现在他要用自己的圣死，给这人类的欺骗者

以最后的打击。 使他再不能在世界上横行无阻了，他要赐给信

仰他的人胜过撤蝉的神力 。 但要注意:耶稣固然完全战胜了撒

赠 (14:30) ，但却没有完全消灭他一一撒赠一一对我们的势力，

还给他保留了一部分。 耶稣这样作，是愿意我们从生到死该与

撤蝉交战。 耶稣在积极方面讲他圣死的效果说"当我从地上被

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 "众人"，不只是指鲤鱼}F

民，也是指天下万民;不只是指当时生活在世的人，也是指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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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未生于世的人。 总之，是指直到世界穷尽时所有一切的人。

这样便应验了吾主的预言 "……我为羊舍命。 我还有别的羊，

尚未属于这一战，我也该把他们引来……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

一个牧人" (1 0:15 、 16) 。 再说，那天上来的声音是叫犹太人回

忆起昔日西乃山上的声音 。 天主在那座山上颁布了旧约，立定

了这审判世界的法律;这审判的结果:惩罚与赏报，要在耶稣

从地上被人举起来的时候实现，因为那时候耶稣要把人们从撒

蝉的奴役中解救出来，吸引到自己的圣心内 。

@ 由群众的答话，知道他们懂得耶稣说的是指自己要死，但他们却

不明白其中所含的意义。 他们以为耶稣既然自认是默西亚，就不

应该死，因为他们从法律上，一一所谓"法律"非仅指梅瑟法

律，乃是指全部旧约(咏 110:4; 依 9:7; 则 37:25 等) , 知

道默西亚的国度永远常存，怎么他说出这样不合乎圣经的话呢?

再说，默西亚的另一名称是"伊撒尔的君王"或"达味之子"。

现在耶稣却自称为"人子"。 他们更是莫名其妙了 。 "人子"究

竟是什么意思? "人子"指的是谁?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 耶稣是否解释了群众的疑问，或是耶稣解释了而圣史没有记载，

我们元从得知 。 按圣济利禄的意见，耶稣虽没有直接解答他们

的疑问，但是间接给他们解答了"这个人子就是光"光就是

他自己 (8:12; 9:5) 。 他在世的时候，眼看着就快要结束了，劝

他们趁着这光仍在世的时候，赶快善用这光，随从这光，信仰

这光:如此他们便会明白这个人子是人类的救赎主。 "有光的时

候应该行走"正与"在黑暗中行走的"一句相对，其意不外是:

接受耶稣的指导，信从他的言行，在他的恩宠中度生活:这样

才可成为光明之子(路 16:8; 得前 5:5; 弗 5:8) 0 "光明之子"

在谷木兰所发现的文件中(Docurncnta de Qurnram) 是指一切

领受天主教训的人，但在耶稣的口中却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光

明之子"是受真光照耀并按照真光的指引而行事的人们 :4 、 5 、

10; 14 : 17 等) 。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恶意，知道他们愿在天主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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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期以前，捉拿自己，为此他说完了这些话，便躲开他们，

退避到贝塔尼雅去，在那里过夜(谷 11: 11; 玛 21:17) 。 如此

结束了这荣进京城的凯旋的一 日 。 这一日如在葛法翁的那一 日

一样 (6:66 等) ，这两个日子，开端都是欢呼喜庆的，但最后都

是悲惨伤心的结局 。 在这两个日子中，群众起首都争先恐后地

跟随耶稣，后来慢慢对他表示怀疑，对他的话先惊奇而后误会，

再由误会而失信，由失信而有离弃他的，有设法捉拿他的 。 到

了晚上，只有他的宗徒还跟着他没有离去。

æ 37-43 一段是查对耶稣传布福音的感想。 他和新约的其他作者一

样，都认为选民不相信默西亚的这一件顽固事，是因为依撒意

里先知早已预言了的 。 圣墓盟主解释说:不是先知预言过犹太

人的无信，盐主人便非背弃耶稣不可，反之是因为犹太人不肯

相信耶稣，先知才说了这项可怕的预言。 "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按原文亦可译作"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若依前一译法，耶稣

这几天内一定行了许多神迹，只是圣史没有一一记述出来，或

者羞在此有意总结耶稣三年传教以来所行的神迹;若依后一译

法，便是指治好胎生瞎子和复活拉臣禄这两个大神迹。

æ "为此他们不能信"一句，也该按圣经神学去解释，更该按若的
神学去解释。 按若所讲的"真理"和"光明"的道理。: 18-

21) ，凡履行真理的必趋赴光明;不履行真理的必远离耶稣，情

愿住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摸索，任黑暗包围自己 。 这样的人纵

然愿意分辨方向，也分辨不出，因为他四周尽是黑暗，看不到

光明 。 当然一个人到了这样可怜的地步，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由于慢慢地不矜细行，终究必陷入大罪，而不能自拔。 因

为他一生不但不顺从光明，反而憎恨它(3= 20) ，如此才成了罪

恶的奴隶 ( 8:34 ) ，他的心自然要硬化得和法郎的心一样(出

10: 3日 。 这种"心硬"的结果，寻根究底完全是出于人自己故意

轻忽真光。 这种执迷不悟的罪恶，是亵渎圣神的大罪(玛

12 : 3 1) 。 对这样的罪恶，人该自己负责，换句话说，是人自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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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心，甘愿人于迷途，正义的天主不能不惩罚这违背真

理，拒绝光明的罪人。 若讲这端道理，是依照闪族人的心理。

闪族人以为世人的思言行为既然是天主许可做的，便说是天主

做的，为此把世人的一切言行举动都归属于天主。 假使按哲学

的原理来说，那么若是将近因的行为，归属于远因，或第一原

因一一天主。 A若引用的第一句:吐主，谁曾相信我们的报道

呢?上主的手臂给谁显露了呢?"与依 53:1 、 2 的原文相同，但

第二句的引证"上主瞎了他们的眼，硬了他们的心，免得他们

的眼睛看见，心里觉悟而悔改，使我治好他们" (依 6:10) ，不

合玛索辣原文，也不合七十贤士译文。 这显然是他有意把先知

为当时的犹太人所说的话略加改变，取其大意贴合在与自己同

时代的犹太人身上。 因为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憎恨光明的心情，

和依撒意亚时代的犹太人憎恨光明的心情，前后如出一辙。 初

期的教会都看出依撒意亚的这句话是犹太人不信耶稣的预言

(玛 13: 15; 谷 4: 12; 路 8: 10; 宗 28:26) 0 "依撒意亚因为看见

了他的光荣……"按"他的"是指"耶稣的"光荣。其实先知看

见了天主圣父的光荣，并没看见天主圣子的光荣，那么若的话可

怎样解释呢?要解释这话，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知道若的神学，

便可获得一个适当的解答。依撒意亚固然看见永生上主的光荣。

但是降生为人的圣言，从永远就与天主同在，为此先知在天主那

里也自然看见了圣子的光荣。若依据这个神学原则，全信耶稣占

有天主性，为此毫无疑义地直接说先知看见了耶稣的光荣。

4D "但在首领中仍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这些敢在如此窘难耶稣
的环境中信从耶稣的人，实在值得称许，但他们怕不利于己身

而不敢公然承认，这点却实在值不得称许，反而应该受责斥 。

因为耶稣说过"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

荣，和父及众圣天使的光荣中降来时，也要以这人为耻" (路 9:

26); 并且圣史就在这里也似乎对他们加以责斥"因为他们爱

世人的光荣，胜过天主的光荣" (3:19) 0 "世人的光荣"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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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人许给属于现世的人的尊敬"天主的光荣"是天主许给

属于他自己的儿女们的恩惠 。 "光荣" 二字在这里可作消极解，

也可作积极解:若作消极解，便是说这些人因为爱受世人的光

荣不爱受天主的光荣;若作积极解，便是说他们愿给世人光

荣，不愿给天主光荣 。

4D 44 -50 一段是耶稣宣言的总纲。 在这总纲内宣布了可称作他一切

真理和诫命的基础的大原则 (一)世人应该爱慕真理。 (二〉信

耶稣是真光。 (三〉慷慨地顺从真理，即照真理去处世。 (四)这

样便能获得永生。 "耶稣就呼喊说"即等于耶稣力竭声嘶地说，

他第一个要求是世人应该信从他，因为信从他，就是信从父(3:

15; 5:38 、 46; 6:29 、 35 、 40 、 47; 8:24 、 45 、 46; 9:24; 10:37 、 38;

11:25 、 26; 12:36); 他不但是天主的使者，他更是圣父的圣子，

所以谁看见了他，便看见了圣父，因为他与父原是一体c1 : 14; 

5: 18; 8: 19; 10: 30 、 38) 。 耶稣是光，他来到世界上是为光照世人，

使世人不再在黑暗中行走，而去随从这真光。 接受这真光，随

从这真光，就是信从耶稣:这样一定会得到永生。 耶稣的福音

本是这真光的反射，在世界末日世人在真光照耀中，会清清楚

楚地看出自己是否随从了这真光。 随从了这真光的人要受到赏

报，没有随从这真光的人要受到惩罚 。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

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 " "审判他"是"定他有罪"的意思 。

4Ii) "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耶稣在这里说话的口气，是表示

他以他的人性身份代表天主说话。 但代表所说的话，就是委派

代表者所说的话。 为此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是天主圣父的话。

世人若遵行这些话，便可获得永生;如果不遵行这些话，便得

不到永生 。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由此可见，信

友的生活不在乎知道天主的命令，而在乎遵行天主的命令;也

就是说，不在乎认识福音，而在乎实行福音。 圣奥斯定说"福

音的真光为憎恨真光的人，是受审判的凭据;但为爱慕真光的

人，却是获得永生的凭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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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凡接受他，信他名的……" 03-17) 

耶稣给门徒洗脚

1在逾越节庆日前，。坚壁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

来到了，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2正在晚餐的时候， 一一魔鬼己进到依斯加略人西满的儿

子犹达斯的心内，叫他出卖耶稣，一_3他因知道父把一

切己交在他手中，且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又要往天主

那里去 4就从席间起来，脱下外衣，拿起一条于巾束在腰

间 5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开始洗门徒的脚，用束着的手

巾擦干 。 86及至来到西满伯多禄跟前，伯多禄就对他说:

"主!你给我洗脚吗7"7耶稣答应他说"我所做的，你现

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8伯多禄对他说"不，你

永远不可给我洗脚!"耶稣答复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

与我元分。 "9西满伯多禄就给他说"主!不但我的脚，而

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 010耶稣给他说 "沐浴过的

人，只需洗脚就够了，因为他全身清洁。你们原是洁净

的，但不都是。"11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为此说:你

们不都是洁净的。 012及至堕壁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

衣，又去坐下，便对他们说 "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

吗7 13你们称我‘师傅飞 ‘主子气说得正对:我原来是。

14所以，若我为主子，为师傅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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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洗脚 ;15我给你们立了表样，叫你们照我给你们所做的

也去做。 016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仆人大过自己的

主人的，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的 。 17你们既知道了这

些事，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 。 18我不是说的你们全体;我

认识我所拣选的;但这是为应验经上所记载的: ‘吃过我

饭的，也举脚踢我。 ， 019就在现在，事未发生以前，我告

诉你们，好叫事发生以后，你们相信‘我是 ， 2。我实实在

在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而接待我

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 。 " 0 

耶稣预言自被出卖

21 耶稣说了这些话，心神慌乱，就指证说"我实实在

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 "22 门徒便互相观

望，猜疑着他说的是谁。 23他门徒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

他那时斜依在耶稣的怀里 24西满伯多禄就向他示意说:

"你问他说的是谁?"25那位就立即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问

他说"主 ! 是谁?" Ø26耶稣答复说 "我蘸一片饼递给

谁，谁就是。"耶稣就蘸了一片饼，递给依斯加略人西满

的儿子犹达斯 。 27 随着那片饼，撒男单便进了他的心。 于是

耶稣对他说"你所要做的，你快做吧! "28同席的人谁也没

有明白为什么耶稣给他说了这话。 29不过有人因为犹达斯

掌管钱囊，以为耶稣是给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

的"，或者要他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 30犹达斯一吃了那片

饼，就立时出去了:那正是黑夜。 031 盐主监出去了，堕

稣就说 "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



1079 若望福音第十三章

了光荣。 32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

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 æ33孩子

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后来你们要寻找我，

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来，现

在我也给你们说。 æ34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

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彼此照样相爱。35如果你们

之间彼此有爱情 ， 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 f) 

耶稣预言伯多禄背主〈玛 26: 33-35; 谷 14:29-31 ;路 22: 31-34) 

36西满伯多禄问耶稣说"主!你往那里去?"耶稣答

复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后来却

要眼我去。 "37伯多禄给他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

去呢? 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 "38耶稣答复说"你要为我

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

三次不认我 。 " æ 

@ 逾越节是犹太人所有的庆节中最大的庆节。 关于这庆节的来历、

意义与仪式等，参阅出 12; 肋 23: 5-8; 户 28: 16-25; 申 16: 1-9 

和玛 26 附注。 至于耶稣时代所持守的仪式，米市纳 CMishna)

内有一篇很长的论文名叫"培撒散" C Pesachim) 的，讲述得非

常详细，可资参考。 此外亦可参阅 Strack u. Bill. o. c . II ad Jo. 
13; Bonsirven: TextesRabbiniques , etc. 。 在这里只讨论吾主耶

稣是在哪一天和他的门徒举行了最后一次逾越节，是在"尼散"

月十三日，或是在"尼散"月十四日?根据法律，这庆节应在

尼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举行(出 12:6) 。三对观福音一致

声明耶稣遵守了这条法律(玛 26: 17; 谷 14: 12; 路 22:7) ，但

另一方面却暗示不是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都在那一天举行。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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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在逾越节那一天，就如在安息日 一样，任何劳工犹太人都

不可做。 但是那些随从耶稣的热心妇女，当耶稣埋葬后，赶快

去备办了香液香料(路 23:56); 阿黎玛;武雅的若瑟也在那一天

买了殆布(谷 15:46) ，基勒讷人西满也是在那一天午时从田间

回来，似乎他从清早到中午在田间工作，现在赶回家去预备明

天过节(路 23:26) 。 犹太人的仆役和圣伯多禄随身带了在那一

天严禁人带的武器(玛 26: 47 、 51; 谷 14: 43 、 47; 路 22: 49) 。

由于这些或隐或显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耶稣一方面按三对观

福音遵守了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法律，另一方面却在前一天即尼

散月的十三日，举行了逾越节晚宴 。 若显然也是这样记的 。 他

所记的元疑是指耶稣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玛 26: 20-29; 谷 14:

17-25 ;路 22: 14-30) 。 为此他说"在逾越节庆日前" (13:1) , 

"时逢逾越节的预备日" (1 9:14) , "他们……怕受了沾污而不能

吃逾越节的羔羊" C 18: 28) 。 又说耶稣是在预备日死的(19 : 

3 1) 。 这预备日的下一天是个"大安息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

讨论的这逾越节 。 从这些若独有的记述，我们可推断耶稣不是

在十四日，乃是在十三 日举行了逾越节;换句话说，耶稣一定

是在十三日即瞻礼五(星期四)晚上吃了逾越节的羔羊，而建

立了圣体圣事。 在十四日即瞻礼六(星期五)死在十字架上，

在十五日即瞻礼七(星期六)差不多全部的犹太人举行逾越节

的时候，耶稣己安葬于坟墓中了 。 这是确实元疑的事 。 但现在

要研究为什么耶稣提前吃了逾越节的晚宴?学者间的意见颇多:

有的根本说耶稣这次的晚餐不是法律上规定的逾越节晚宴

CApo lJ inaris , Hierapolitanus , Hyppolytus , Julius Africanus , Lac

tantius , Barrctt , ctc . ); 有的认为耶稣以他天主的权威提前行了

逾越节的晚宴 CSchanz ， Lc Camus , Fouard , Godet , Bach , Reng

storf, ctc.) ;有的却说犹太人为便于处理耶稣的案件，把逾越

节后移了一天，在十五日举行 CEusebius ， etc . ) 。 但按普通一般

现代学者的意见，认为耶稣是照犹太人的法律遵守了逾越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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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为证明及组贵重和袤并无矛盾，根据当时的历史文献，

考定法利塞人坚持古老遗规，在十三日晚上举行逾越节，因为

他们说十三日下午太阳西沉后，已算是十四日 。 但撒杜塞人却

不如此计算，为此他们在十四日晚上举行逾越节 。 这种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的解说，虽然不能说一定与事实相合，然而尚可

自圆其说。 为此我们依从这一说( Lagrange , Ricciotti , Lebre-

ton , Simon Prado , Klauscncr , Chowlson , Strack u . Bil l. Prat . , 

etc. ) 。 关于晚餐的地点，自从史家欧色彼以来，按历史相传，

都说是在堕蛊盘透西南，也许即是若望主盔釜的家(袤 12: 12 、

2日。在这里耶稣建立了圣体和神品两件圣事;似乎又在这里于

五旬节日圣神降来人世(宗 1: 13) 。 到了第二世纪，信友为纪念

圣神降临，在这里修盖了一座小圣堂。 到第四世纪另修建了一

座名叫"圣熙雍"的大堂。 根据耶路撒冷教会的传说，圣母于

耶稣去世后就住在那里，最后也死在那里。 关于这些遗留下来

的文件，参见 ELS nn. 728-787 , 1023-1052 。

f) "正在晚餐的时候"，有些抄卷作"晚餐以后"。 但这种读法与上

下文不合，故现代的学者大都不从这一读法。 "魔鬼已进到依斯

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的心内，叫他出卖耶稣"一句，有些

学者按字面译作"魔鬼己决定了要叫依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

达斯出卖耶稣"意思差不多完全相同。耶稣的苦难和惨死在若

与路 (21:14) 看来，简直是魔鬼直接发动的。 O 自从耶稣躲开

犹太人，退避到贝塔尼雅 02: 37) ，到现在已经是四天了 。 在

这四天内，耶稣尚行了其他许多事迹，不过圣史略过不提。 (参

阅年表 18ι208) 。 若从瞻礼五(星期四〉的晚餐起，就开始叙

述耶稣的苦难。 但对于苦难始末中极关重要的一件事一一建立

圣体，却只字未提。 他之所以不提，可能是因为他已在 6 章内

对圣体圣事的奥义已发挥尽致，并且以下的五章内 03-17) , 

他所记述的也全是充满圣体圣事道理的记录。 的确，那迫使耶

稣藉着麦面饼和葡萄酒，将自己留在世上的热情爱火，弥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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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章的字里行间 。 圣体圣事是耶稣对世人爱情的极点，是他

苦难惨死的重演，是造物主和受造物合一的奥迹 。 仰合耶稣圣

心的旨意，以爱还爱，以心体心，就如耶稣爱我们，我们也彼

此相爱，并以慷慨甘受牺牲的爱情，来参与他的苦难圣死，这

可说是以下五章的主题，也可说是圣体圣事的效果 。 若虽然没

有记载建立圣体圣事这一项大事，但给我们保存了 6 章内的

"天粮道理"和在这五章内所称的"临别赠言"。 实际上，是他

给圣教会揭露了圣体圣事的真谛。 "时辰己来到了" 一句，是呼

应本书多次提到的"他的时辰尚未来到" (2:4; 7:30; 8:20) 那

句话，他的时辰就是该按父的圣意为人类牺牲性命的时辰。 从前

他总是躲避犹太人的毒手，不是因为怕死，实在是因为按父的旨

意，该死的时辰尚未来到。 现在他的时辰既已来到，他就挺身而

出，视死如归，从容不迫，引首就刑。"就爱他们到底"所谓

"到底"不是说到他死为止，而是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有

的古译文作"爱他们直到永远" 3 节可作这样解释:耶稣虽然明

知自己是永远圣父的圣子，是由父而来，又要回到父那里去，实

在是宇宙万物普世万民的大主宰;但他却自愿作世人的仆役，给

宗徒们洗脚，连那忘恩负义将要出卖他的犹达斯，也没有放在自

己服役的对象以外。 按犹太人的习俗，给别人洗脚是奴仆的专差。

假使一个犹太人做了奴仆，主人也不能命这做了奴仆的犹太人，

去作这种下贱的事。 如今这位万王之玉，万君之君的天主圣子耶

稣，竟跪在地下"开始洗门徒的脚"。 耶稣的这种出乎寻常的自

谦行为，是立表的，是启示的，是圣洁的:立的是爱情与谦逊的

表样;启示的是信仰他的人该彼此相亲相爱的道理;圣洁的是要

宗徒该超凡入圣，配去领导他眼看就要建立的教会;同时也要一

切的信友该如何圣洁自己的灵魂，去领吾主耶稣的至圣圣体。

o "及至来到西满伯多禄跟前"从这句话的语气看来，似乎不是
先给伯多禄洗了脚，为此有些学者认为耶稣先洗了别的宗徒的

脚，然后才洗伯多禄的脚。 金口圣若望竟敢说耶稣由于至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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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先给选盗墓E洗脚。但望望至直却另有见解，他以为耶稣既

与恶徒永远无分，便没有给恶徒洗脚。这理由看来不够充足，

因为耶稣至死没有在宗徒面前公然羞辱过犹达斯。若不给他洗

脚，这不但是公然羞辱，简直是在揭露他的隐恶。以爱仇为训

的耶稣决不会出此一策。至于耶稣没有先给伯多禄洗脚，也是

一项少数学者的见解。现代大多数的学者都赞同圣奥斯定的意

见，认为先给伯多禄洗脚，理由是:假使耶稣先给别的宗徒洗

脚，他们一定就像伯多禄，诚惶诚恐，抵死拒绝。但圣史却没

有这样记载，可见是先给伯多禄洗脚无疑。再说，若不是先给

伯多禄洗脚，伯多禄也不会感到那样突如其来，惊讶不已 。 伯

多禄因为常怀尊师重道的观念，眼看耶稣要给自己洗脚，觉得

如此太不适合耶稣的身份，故提出了出自敬爱的抗议。耶稣看

透了他的这个弱点一一感情易于冲动，富于热爱，就专向他这个

弱点进攻，给他一个爱情的打击"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

"有分"即谓与某人一起生活，共乐共苦;反之"元分"即表示

没有关系，没有来往。那么与耶稣元分，就是与耶稣断绝关系，

没有来往。这样的结果，前途岂堪设想?为此伯多禄立时转变了

态度，又进一步要求"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伯多

禄的感情易于冲动，这又是一明证。"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

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自从敖黎革讷起直到现在，有不少的学

者认为包含一种神秘的意义，但我们依据金口圣若望和大多数学

者的意见，以"以后你会明白"是指耶稣给宗徒洗脚后所讲的，

虚心处己的谦逊和彼此相爱的道理 02-17) ，以及灵魂赖他的苦

难而获得圣洁的教训，因为耶稣的这种奴仆的行为(斐 2:7) ，是

他苦难的一种预表。这样的奥义，伯多禄当时不明白，但到了圣

神降临以后，他就明白了:基督该受苦受死，救人赎罪。

10 节另有一较短的读法作"沐浴过的人，不必再沐浴了，因为

他全身清洁……" CS 卷及 Copt. Vg. 和教父译文) ，不少现代

的学者也都拥护这一读法 CBraun ， Lagrange C 竹， Mollat , ct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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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订学家仍以较长的读法比较可靠。。犹太人的习惯是赴宴

席前先该沐浴。但平常他们行路穿拖鞋，到了宴客的地方，脚

上总免不了沾染尘土，为此在家己沐浴过的人，只要洗洗脚，就

可以人席，不必再全身沐浴了。宗徒们与耶稣三年之久共同生活，

优游于耶稣的春风化雨的教训中 (15:3) ，自然都成了洁身的人，

只有那阳奉阴违的犹达斯却自甘堕落未能洁身自爱。洗脚一事

圣师们都认为是一种象征的行为，就是叫信友该常洗去自己习惯 i 
犯的小罪，尤其是在领圣体前，该用痛悔的泪洗去这灵魂上的尘

土，好能身心纯洁地去领圣体;也是叫人，尤其在领圣体前，应

效法耶稣在洗宗徒的脚时所立的谦逊和爱德的表样。这是伯多禄

当时所不明白的，耶稣在下边将这事讲解得更清楚。

o "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是说你们该彼此相爱，互相服役，在需
要的时候，更该毫元难色地为你们的弟兄去做人视为下贱的差

事，因为我为主子为师傅的，也毫无难色地做了你们的仆役。

吾主耶稣如此作，是为教训天下所有的信徒，尤其是治理他建

立的教会的领袖，该谦虚自下。为此作教会领袖的人总不该忘

记这千古不磨的谦逊奇表。事实上，查考历史，历来确有教宗、

主教、修会院长并信奉耶稣的君王诸侯，每年大瞻礼五为效法

耶稣的谦逊，曾给教友或臣民行这洗脚的礼节。现在教会有些

地方的主教神父仍行这礼节。关于这礼节的含意可参看弥撒经

书上所载的歌词和祝文。歌词"何处有仁，何处有爱，那里便

是天主的所在。基督的爱集合了我们，团结一致……我们该敬

畏爱慕生活的天主，并该由赤诚的心，彼此相亲相爱……"祝

文"主，求你临佑我们当前执行的服役;你既惠肯给你门徒洗

足，求你莫要轻视你所命令我们当行的你亲手行了的事。我们

现在已经洗除了我们身上的染污，望你把我们心内的罪恶也涤

除净尽，请你惠赐此恩，你乃常生常王者天主……" (参阅复旦

弥撒经书二六七一二六九页〉。关于圣教会历来如何执行洗足礼

仪，可参阅 DTC IX , 1 , A. Maloy: Lavcment d臼 pieds。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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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仆人大过自己的主人的，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的"更

没有人大过耶稣。那么，耶稣既然谦卑自下到了如此地步，竟然

跪伏在宗徒前洗他们的脚，我们既然信仰耶稣，追随他的芳表，

就应该按圣保禄说的"心里怀着耶稣基督所怀的心思:他原有天

主的本像，不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借越，他却消灭自己，取了奴

才的形像，成了人形……" (斐 2:~7)。我们若越怀着耶稣的心

思，就越照着他的表样去实行，也越是有福的。十二宗徒，除犹

达斯外，都遵行了耶稣的这项命令，获得了永远的真福。犹达斯

的执迷不悟，使耶稣倍觉伤心。他在这晚餐之间，屡次暗示犹达

斯存心出卖他的恶意，是愿犹达斯回头自新。然而这种努力，终

属徒然。耶稣压抑不住心头的烦闷，便引用了主要上的一句话说:

"吃过我饭的，也举脚踢我" (咏 41:10) 。这句话原是达味在他的

好友阿希托费耳背弃他而反抗他后所说的(撒下 15: 12 、 31; 16: 

2也23; 17:1-4)，因这句话很适合于犹达斯的辜恩负义，耶稣就拿

来引用了。仇敌的陷害尚易忍痛，只是好友的背叛实在令主伤心。

@ 耶稣既然知道犹达斯有出卖他的恶意 (6:70 、 71)，为什么不早

就辞掉他呢?对于这个疑问圣奥斯定解答得很好，他说是因为

耶稣愿效法他的父:父既容忍恶人，他便容忍恶徒;父不仅使

太阳照耀善人，同时也照耀恶人;使雨水落在善人的田里，也落

在恶人的田里。耶稣对于犹达斯始终没有失望，希望能在最后的

一刻，他的劝言，他的慈爱，能感化犹达斯的硬心。可是"在现

在"就是在他被出卖的前几个时辰，免得使其余的门徒受不住这

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因而见怪，失望，甚至背弃他，为此他不能

不露出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即将出卖他的。但仍没有分明说出是

犹达斯。"你们相信我是" "我是"二字是若对耶稣爱用的一个神

妙的语词，其意是说:耶稣虽未明言，却暗示他就是默西亚，天

主子 (5:38; 7:17; 8:24; 8:42 等)。参阅 8 章注四。 耶稣既然是

天主子，所以他就愿意讲论自己和父的关系，并自己和门徒的关

系(玛 10:40) ， "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而接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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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看哪!派遣耶稣来的是父:这是耶稣和

父的关系;耶稣所派遣的是宗徒:这是耶稣和宗徒的关系。

@ 在大家欢聚时，耶稣因心神烦乱，就告诉席间欢宴的宗徒，他

们之中有一个要出卖他。 他说出这话，是叫宗徒知道:使他伤

心烦闷的是他们中的一个人。按常情来说，宗徒们彼此认识，

该比耶稣认识他们更清楚。但这个普通心理的原则，这一次却

发生了例外。因为犹达斯对他自己决意出卖耶稣的句当，尽力

隐瞒，始终没有露出破绽，因此他的同伴始终不怀疑他能做这

样的事。他们一昕耶稣这话，便张惶失措，面面相觑，彼此猜

度这承恩团体中的负恩人究竟是谁。口快心直的伯多禄，压制

不住心中的惊愕和闷气，便向斜依在耶稣怀里的爱徒若望，眨

眼示意，要他问问耶稣，究竟这个败类是谁。"斜依在耶稣的怀

里"要明白这句话，先该了解当时宴会的风俗情形:耶稣和他

的门徒不像我国人围桌坐着进食，也不像古来的犹太人站着吃

逾越节羔羊(出 12:11) ，而是按当时流行于犹太民间的希腊和

耶稣与门徒晚餐席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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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的?昆合风俗，躺卧在矮而宽的凳子上进食。在矮而宽的凳

子上铺有褥子，多少人人席，就铺多少褥子，凳子大概排作马

蹄形，中间有略低的桌子，上面放着食物。读者看看下列的图

形，便可一目了然了。伯多禄没有直接问耶稣，而托若去问，

也许是由于自己说话鲁莽，怕受耶稣责备的缘故。

@ 犹太人的风俗，在宴席上主人蘸一块饼递给客人，是表示对那一

位客人的特别敬意。耶稣用这种高看犹达斯的敬意，仍是希望软

化他的铁石心肠。然而固执于恶的犹达斯丝毫不受感动，撒赠遂

随着那块饼进了犹达斯的心，换句话说，撒蝉完全占据了他的心，

他也完全成了撤蝉的奴才。耶稣自觉人事的方法已经用尽，遂无

限伤心的对他说"你所要做的，你快做吧!"除了若和伯多禄外，

其他九位门徒不明白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历来的解经学家至今

还在争论:耶稣递给犹达斯的那块饼，是耶稣的圣体，或是一

块普通的饼?有说是圣体的(臼igeoes ， Cyrillus Hyerosolirnitanus , 

Hierooymus , Augustin山， Chrysostomus , Ambrosius , Leo M. Muril-

10 , Fouard , Ruf:自由， Bernard , Zahn, Sales , Loisy , ......)也有说

是普通饼的 CEphrem ， Aphraates , Hilarius , Cyrillus Alex. 1000-

ceotius 田， Corluy , Coroely , Ti11 maoo , Meioertz , Lebretoo , 

Ricciotti , Lagraoge , Prat. ……〉。似乎后一说为是。因为按圣

保禄(格前 11 :2曰:耶稣建立圣体，不在晚餐进行之间，而在

晚餐完毕之后;并且按若此处的记载"犹达斯一吃了那片饼，

就立时出去了"但晚餐依旧继续进行。耶稣用来成圣体的饼，

他并没有蘸在果浆里 CCharoseth) ，然后递给宗徒，因为按逾越

节宴席的规则，果浆已经在此时吃完了。若以三对观福音的记

载，来证实犹达斯所吃的是耶稣的圣体，也不见得已成定论

(参阅玛26: 17-29; 谷 14: 12-25; 路 22: 7-38 等处的经文和玛 26

附注)0 "那正是黑夜"晚餐室外无论是如何漆黑，但晚餐室内

的真光仍然照耀。可情犹达斯竟然舍弃真光，投向黑暗!真光

象征救援，黑暗象征丧亡。注主wr 自愿走向丧亡，与耶稣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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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夜是黑沉沉的，但黑得并不可怕，可是犹达斯及与犹达

斯相似的信友的心，漆黑得多么骇人!

@ 从本章 31 节到 16 章最后一节，可说是耶稣的"临别赠言"或

按不少学者的意见称为"晚餐训辞" 17 章是记载耶稣以大司祭

的身份向父所作的析祷，不属于对宗徒的"临别赠言"。这"临

别赠言"全是耶稣一片真情的自然流露，活像一位慈父在逝世

时给自己的儿女遗留下的最宝贵的遗训 。 黎角提说"这些谈话

像圣爱的火山爆发，抑压不住。 由他喷出的火流蔓延，时急时

缓，前进又回旋，盖过丘陵，填满山涧，一切都被铲削，溶化，

全区都变成爱的火海。有爱父之爱，有爱宗徒之爱:对父，他不

久就要回到他那里去;对宗徒，却不久就要与他们分离……。"这

篇"临别赠言"的主要意思，是要人信仰，翁合，追随耶稣。

耶稣现在虽然要离世归天，但他并不使宗徒孤苦伶汀，他要再

来，并且还要从父那里给他们派遣圣神来。 圣神要保护，安慰

他们 。 圣神要使他们全明白耶稣的教训的奥义。 圣神还要赐给

他们战胜尘世的勇力与坚毅。 "你们放心，我战胜了世界" (1 6: 

33) 。 这句话也许是耶稣这些话的精髓。 犹达斯一出去，便去告

诉那些心怀杀机的犹太人，今夜如何捉拿耶稣。 "现在人子受到

了光荣……"耶稣的光荣，就是他的苦难。 为此他的苦难开

始，他就说他受到了光荣。他一生用自己的思言行为光荣了父

(7 :18; 8:50 、 54; 11:4 、 40) ，他现在要用他的苦难惨死再接再

厉地光荣父 (12:28) 。父也要光荣子，因为在他死去三天之后，

要叫他复活，再过不久，要召他升天，永远为王。 32 节是解释

31 节的意思，然而用语却特殊高妙"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

了光荣"是指耶稣的苦难 (7:39; 12:28); "天主也要在自己内

使人子得到光荣"是指耶稣的复活升天 (17:5; 宗 3:13); "并

且立时就要光荣他"因为受难复活的时辰已来到了 。 明天这

时，耶稣就己埋在坟基里。 再过一天便要光荣复活了 。 再过四

十天便要凯旋升天，在父怀里获享永远的光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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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孩子们!"这是充满慈父疼爱儿女的一种甜蜜的亲爱称呼。 耶

稣在他复活后，给宗徒显现时，常爱这样称呼他们 (21 :5) 。 耶

稣的爱徒也效法师傅爱用这甜蜜的称呼"孩子们"来称呼他的

教友 。 他在第一封书信内，竟用了九次这样的称呼。 耶稣现在

向宗徒说的话，和从前给犹太人所说的话。 大致相同，但不完

全相同:他的仇人要找他却找不着;他的宗徒要找他，却会找

着，并且还要在父家一一天堂，永远和他住在一起 (17: 24) 。

但现在却不能跟他去，不能和他一同去死， 一同复活，尚应在

世上继续传扬他的福音，直到他们应去世的时候来到，那时就

会再见耶稣(16: 16) ，永远跟他在一起，再不分离 。

@ 爱人的命令，自古以来就有，为什么耶稣现在又说"我给你们

一条新命令"呢?学者们的解释很多，有的说:信友因着爱脱

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故称为新命令;有的说:因为爱人的

命令，已由人的罪恶破坏了，耶稣把它重新整理，故称为新命

令;有的说:耶稣三申五令，不庆其详地讲解这条命令，故称

为新命令;有的说从前爱人的命令是"爱人如己"现在爱人要

如耶稣爱了我们一样 。 也许这最后一说是新命令的真意义。 因

为从前人爱人是为了自己，现在人爱人却该为了耶稣，因为

"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彼此照样相爱，"故此称为新命令。

圣若望后来自己解释说"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性命，因此我

们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该为弟兄们舍性命" (若- 3: 16 ) 。 这

种超凡的伟大爱情，该是耶稣教会的标记"世人因此就可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

@ 耶稣讲爱的新命令时(34、 3日，伯多禄大概没有注意，他恐怕

仍是在心里聚精会神地思念那令他忧心的预言"我所去的地

方，你们不能来" (33) 。 为此他独自再问一次说"主!你往哪

里去?"不料耶稣的答复和先前一样"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

不能跟我去"。 伯多禄可能明白了耶稣的话是指自己的惨死说

的，故此他慷慨地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呢?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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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舍掉我的性命。"耶稣知道伯多禄有为他牺牲性命的决心，但

也知道在他顺父命，饮苦爵的时候，伯多禄的决心是靠不住的，

为此预言他今夜鸡叫以前，他要三次否认自己 。 圣奥斯定解释伯

多禄背主一事说:宗徒的首领背弃了耶稣，因为他过于仗恃自己

的力量。 他的失足跌倒教训我们该常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专心

依赖能坚固我们的吾主(斐 4:13) 0 "鸡未叫以前"是指东方破晓

的时候。一些学者都承认在耶稣时代，犹太人不可养鸡，为此他

们便以为耶稣所说的鸡叫，是指划分时候的"鸡鸣时刻"而不是

实指鸡鸣。 但看耶稣说话的语气，确是指实有的鸡鸣。 不论如何，

那鸡若不是犹太人，就是罗马军队所养的了，当时真地叫了 。 这

一叫竟叫出了伯多禄觉悟与忏悔的眼泪 。 由此可见，耶稣所说的

是实在的鸡叫，否则不会引起伯多禄这样深刻的回忆。

关于耶稣晚餐训辞可参阅:

BOVER J. M . Comentario al Sermon dc Ia Cena. Madrid , 

1951 . 

HAURET C. Les Adicux du Scigneur. Paris , 1951. 

HUBY J. Le Discours dc Jésus après Ia Cène. Paris , 1942 

第十四章

耶稣归返父怀为信徒预备地方

1 "你们的心不要烦乱，你们要信天主，也要信我。 。

2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

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3我若去了，并为你们预备了

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

们也在那里。4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 "5乏整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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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

呢?" 86坚壁对他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

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 ~7你们若认识我，就也认

识我父;现在你们就已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 08斐

理伯对他说 "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

了 。 "9耶稣对他说"斐理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

们在一起，而你们还不认识我吗?看见了我的，就是看

见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10你不信我在父

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

论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完成自己的工程。 11 你们要信

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若不然至少因那些工程你

们该相信。 " 0 

论宗徒的权能和祈祷的神效

12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工程，

他也要做，并且还要作比这些更大的工程，因为我往父那

里去。 13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父什么，我必要践行，为叫

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 14你们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

必要践行。"。

另一位护慰者要来保佑宗徒

15 "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16我也要求父，

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护慰者，使他与你们永远同在;17 他

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

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住，且在你们以

内存在 。 " 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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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显于爱慕他的人

18 "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到你们这里来。 @

19再过不多时，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

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20到那一天，你们便知道我在

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 。 021 有了我的命令

而遵守的，那便是爱我的人;爱我的必要受爱于我父，我

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 " Qj)22犹达斯不是那个依

斯加略人一→遂对他说"主!究竟为了什么你要将你自

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23耶稣回答他说"谁

若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

去，并在他那里要作我们的住所;24那不爱我的，就不遵

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

的父的话。 " æ 
耶稣再应许圣神为灵魂的导师

25"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过这些话:

26但那护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

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4D

临别安慰词

27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

赐给你们不像世界赐给一样 。 你们的心不要烦乱，也不要

胆怯。 æ28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我去，但还要回到

你们这里来 。 你们若爱了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

为父比我大。 41)29 如今在事发生以前，我就告诉了你们，

叫你们当事发生了好相信。3。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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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31 但是为叫

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起

来，我们从这里走吧!" æ 

o "你们要信天主，也要信我"一句，按原文也可译作"你们既信
天主，也就该信我"或以疑问句译出"你们信天主吗?那么

就该信我"，口气虽不一样，意思却相同。 1 至 4 节一段是本章

的总纲:你们不要烦乱，我不是舍弃你们，而是去给你们预备

地方，预备妥当后，我会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宗徒因为昕耶

稣说在他们十二人中竟有两个要做出对不住他的事:一个要出

卖他，一个要否认他，心中当然就有些烦乱，何况耶稣更向他

们说"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后来你们要寻

找我，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来，现

在我也给你们说" (13: 33) 。敬爱的师傅，现在一旦要与宗徒分

离，他们岂不都要成为孤苦无靠的游子?耶稣见到这种情形，

便命他们不该为此伤心难过。信仰天主的人，不会成为孤儿，

因为他知道仁慈的天父常照顾自己，安慰自己;如今宗徒既然

信仰天父，就该同样信仰圣子，圣子也会照顾他们，安慰他们，

何况他现在离开他们，原是为去给他们预备地方。如果世人应

该相信天主的仆人一一先知，不更应该相信天主的爱子吗?

8 2b"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

亦可译作"若不然我岂会告诉你们:我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去

吗?"这种译法是假设耶稣早已将在父家里有许多住处的事，告

诉了门徒。赞成这一译法的人，为证明自己的学说有根据，援

引 12:26: "谁若事奉我，就要眼随我，如此我在那里，我的仆

人也要在那里;谁若事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来作证。但这

证据似乎不大充足，因为耶稣的这话和他在晚餐厅所说的"在

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广泛的说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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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具体的说法，很适合于宗徒们当时的心慌意乱的情景。 O

天主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明白启示他的门徒，天

堂不但是天主的国，天主的城，而且是天父的家，在这家里有

许多住处，换句话说，就是能收容天主所有的一切儿女。 耶稣

先到这家里去给宗徒们和一切信徒他的人预备地方(希 6:20) 。

但是天主圣子怎样给人预备地方?有些解经学者说:在天堂预

备地方就等于在天堂预备居民 。 换句话说，主是去预备天堂的

居民。 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对;但耶稣所说的是预备地方，为

此我们想这句话应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 依圣保禄的神学来说:

这句话的意思，不外是"永光的先荐"应该属于耶稣(格前 15:

23) ，就是说若耶稣不先进入父家，谁也无法进去;若耶稣不以

自己的死亡与复活"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信友"得被引进

到父台前" (弗 2: 14 、 18) ，元人能进入天国，享受父家的永乐

(13:31; 17:19); 反之，耶稣死去，复活，升天后，宗徒才能

进入父家。 为此耶稣说他要再来接他们到那里去。 "我必再来"

什么时候耶稣再来呢?是到世界末日他来呢? (21: 22 、 23; 若

- 2:28) 或是宗徒们逝世时他来呢?或是又指世界末日又指宗

徒们逝世两层意思呢?我们认为第三种意见更合若的道理，并

且更合于耶稣说这话的目的:安慰忧闷的宗徒。 "接你们"的

"接"字，在此有"欢迎"的意思(歌8 : 2，参见得前 4 : 1 7) 。

L:，. "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按几个古抄卷和古译本，

亦可译作"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意

义没有多大出人。 o "地方"是父的家"道路"是说人以儿子

的情怀去遵行天父的旨意。 前者耶稣刚才说过了，后者他己好

多次给宗徒们讲过了，但他们仍如一般犹太人一样C7 : 35; 8 : 

22 ) ， 总是想耶稣要往一个渺远的地方去，因此多默说"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

@ 耶稣的答复，远远超过多默所问的。 犹太人认为梅瑟的法律，是

往天主那里去的唯一道路。 异教人对于这个问题，或丝毫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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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谈得不妥。 吾主用这句话教训万世万代的人类，叫他们明白该

如何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天主 (4:24) ，好能达到他那里。 耶稣是

道路，因为他是父的启示者 (1:18; 12:45; 14:9); 是"真理"

因为他所讲论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父的话 (8:31 、 32; 18:37 

等) ;是"生命"因为"生命" 一一永生，全在乎认识父和他所

派遣来的圣子 (17:3) 。 为此世人应该走耶稣所指示的道路，用信

仰翁合他，用爱德生活于他，就如葡萄枝生长在葡萄树上一样

05: 1-6) 。 凡生活于耶稣的人，既藉着耶稣认识父，必要同耶稣

一起归返父家，享受天主圣三的永生。 师主篇的作者说得很好:

"没有道路，不能行走;没有真理，不能认识什么;没有生命，不

能生活。 我是你当行的道路，当信的真理，当盼望的生命。 我是

差不了的道路，错不了的真理，永远的生命。 我是最直的道路，

最高的真理，真正的、幸福的、自有的生命。 你走我的道路，自

然认得真理;真理后来救你，叫你得常生" (卷三 56 : 1) 。

。 耶稣绝对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一事实， 宗徒们似乎不大明

白 。 其实只要他们真能彻底认识耶稣，对于这端高深的道理，

也就可以明了 。 因为这是一个逻辑的结论:父在子内，因为就

耶稣的神性来说，子与父同体;就耶稣的人性来说，他仍是唯

一的天主子。 况且因为他全然占有天主圣神，原来圣神叫耶稣

的天主子的位格与他的人性结合。 他是诸恩宠的泉源 。 父自显

在圣子身上，是藉着圣子所讲的话，和他所行的工程。 的确，

耶稣所讲的话，自然显露出他身为"天主的上智"耶稣所行的

工程，自然显露出他是"天主的德能" (格前 1: 24) 。宗徒三年

之久，亲耳听见耶稣所讲的道，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事，本来

他们早就该认识他和他的父。 假使他们这种知识不全， 然而

"现在"或"从今以后"就该不同了 。 从今以后他们要因着认识

耶稣，也认识也看见父。 参阅 1:14; 若- 1: 1-3 0 

@ 主理i自听耶稣说 "现在你们就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对这一句仍是莫名其妙。 他想他们十二人总没有一人如同梅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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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3: 1 8-23) ，或依撒意亚(依 6:1-5) 看见过天主。 为此他向

耶稣说"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宗徒的

这样不明事理，屡次使耶稣伤心，尤其是这一次使耶稣特别伤

心 。 为此他的答复充满了仁慈和忧伤的口气。 本来宗徒们和耶

稣在一起，差不多有三年了，该认识他在父内，父在他内了;

该知道他不是一位平常的先知，也不是一位普通的天主的使者，

而是天主的独生子了 。 为明白这端奥妙道理，只要他们细心考虑

耶稣所讲的话和他所行的事 (5:19; 7:16; 8:28; 10:38; 12:49) 

就不难明白 。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不相信他的话，但对于他所行

的事和所显的神迹，却不得不信。 :2; 5:36; 10:37) 。 第 10 节

的文句很简短，但若把完全的含义写出，便更容易了解，就是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并不是我自己讲论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所

讲论的;我所行的工程，也不是由我自己完成的，而是住在我内

的父亲手所完成的。 事情之所以如此，全是因为耶稣是天主子，

子由父领受了同样的性体，性体就是一切实有动作的原因，既然

子与父同体(10:30) ，父与子的行为当然是完全一致的。 圣奥斯

定说"他不是凭自己讲论，因为他不是由自己而生。 "

@ 耶稣刚才说了"你们要信……是住在我内的父，完成自己的工

程。 " "信"和"工程"好像给了他一个讲论信仰的神效的机会。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严肃地向宗徒们保证，他绝

对要实践他所许的事 。 他所许是"凡信我的，我所作的工程，

他也要作，并且还要作比这更大的工程……"，耶稣所作的工

程，就是父所托付给他的事 (17:的，救世的事，即在世界上建

立天国 。 为完成这伟大的事业，耶稣选了十二位宗徒，创立了圣

教会。 如同耶稣以自己所显的神迹，所讲的道理，并所受的苦难

启示了天主，而实践了救人赎世的大功;同样宗徒们和圣教会，

一方面应传布福音，另一方面还要用神奇的工程证明他们所传布

的福音，是耶稣的道理。 为此谦逊良善的耶稣敢声明宗徒将来所

行的更要大过他自己所行的。 这一句是单指宗徒外表的活动。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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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耶稣只在旦塾星星传布了福音，而宗徒却在世界各地(宗

1: 8 ) 传布了福音。 他们也行出了很惊人的神迹。 虽然这些神迹实

际说起来，不能超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但在我们俗眼看来，似乎

比耶稣所行的更大，如耶稣的衣服缝头治好病人(玛 9:20; 14: 

36; 路 8:44; 谷 6:56) ，而伯多禄的身影却治好了沿途的病人

(宗 5: 15) 。 其实宗徒所行的大事，无论多大，或是耶稣藉他们而

行，或是他们因着耶稣的名而行(宗 4:10) ，因为耶稣说过"离

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1 5: 白 。 总之，宗徒们能行这些大事，

最后的原因是耶稣现今要归返父那里去(12:32; 16:7; 弗 4: 7-

16) 。 他用这话好像是告诉宗徒，他这次远行是为增加他们的权

能。 然而宗徒的权能，却附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一祈祷。 就

如耶稣在世时一样，凡要做一件事总是先行祈祷，如在拣选宗

徒，在复活拉臣禄，在增加五饼二鱼……以前，都曾举行过祈

祷;同样宗徒应该常常祈祷，或因耶稣的名求父，或直接求耶

稣自己 。 倘能如此，耶稣必会实践他的诺言，俯允他们的析求。

因耶稣的名字祈求，就是依靠他的功劳，仰赖他的尊位祈求。

犹太人只向天主析求，耶稣的门徒元论是向圣父或向圣子祈求，

但俯允他们的总是耶稣自己，因为他是到达父台前去的唯一道

路。 为此默示录上记载天朝神圣有时向圣父析求，有时向圣子

析求，或赞颂或叩拜。 A第 13 节中前一"父"字，许多抄卷和

古译本缺;也许是后来依据 15 : 16; 16: 23 的意思插入的 。 但这

字在这里是极恰当的，故按拉丁通行本补人。

o 15-17 三节是耶稣给宗徒们应许天主圣神的来临，因为他知道，

过不久宗徒们就要见不到自己敬爱的师傅，心里不免要忧闷难

过，为此他事先设法安慰他们:先说他到父那里，原是为给他

们预备地方，再说他在父那里要俯昕他们的析求，现在说父要

另外赐给他们一位护慰者。 但获得这些神恩惟一的条件:是应

真心爱慕耶稣，慷慨遵守他的命令。 耶稣在此要求世人爱慕他

如同爱慕父，服从他如同服从父一样(申 6 : 4 -9 ; 7: 9 ; 1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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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 119; 厄下 1:5; 达 9:34，参照若-2:3-5; 5:2) 0 "护慰者"

(παρáJC;.ηros ) 按字意来讲，是指对请求者加以援助与保护的人。

自然在紧急的时候，保护一个人，也就是安慰一个人。 今为顾

全这两种意义，便译作"护慰者"。就如耶稣作过宗徒门徒的护

慰者，同样圣神将来也要作宗徒们和圣教会的护慰者。 不过耶

稣只是很短的时期一一-约有三年，作了宗徒们的护慰者，圣神

都要永远作信徒们的护慰者。 换句话说，直到耶稣再来，他要

与门徒们"同在"、"同住"并"存留"在他们之内;也就是说，

耶稣在世时亲自保护了他的门徒 07: 12) ，但在他升天以后，圣

神要永远保护他们，好像是代替耶稣在世尽这个保护的责任。 这

护慰者又称为"真理之神"因为他毅然反对这尘世的首领，就是

那专以撒谎为能事，欺骗并迷惑人的魔鬼 (8:44; 若-4:5，参

阅 15 : 26 ; 16 : 13) 。 世界既随从他的元首一一撒蝉，如此不但不

能领受圣神，而且连看也看不到他，更谈不到认识他了 。 但耶

稣的门徒却大不相同，因为圣神是他们"灵魂的嘉宾" (Dulcis 

hospes anirnae) ，是他们最大的安慰。

@ 耶稣是我们的长兄 (20: 17; 希 2: 11 、 12; 罗 8: 29; 哥 1 : 15-

18) ，然而他对自己的门徒却怀有一种慈父爱子的心肠，他曾称

他们为"孩子" (13: 33) ，为此他现在安慰他们说"我必不留

下你们为孤儿" "我要到你们这里来"不是指耶稣于世界末日

的来临，也不是指他复活后升天前向门徒们屡次发显的事，耶

稣用这些话暗示一种长久的情况，指他在人灵魂上的一种神秘

的内在来临。按我们的意见，这句话是 21 节那端奥义的前奏，

并且应该按那节的意义来解释这句话。

o "再过不多时……"这是耶稣给宗徒报告他的死期就要来临。
他死后，世界就再见不到他了(7 :34; 8:21)，但门徒却仍然要

再见到他，因为在他复活后，他要有形可见地显现给他们，尤

其是他们要以信德的神目，时常看见他 (20: 29) ，享受他的永

生 。 "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是指

→嘀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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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生命的德能" (莹 7:16) ，即属于基督本性的永生C11 :25; 

14:6; 差一 1:2; 5:20; 憨 1:18) 。耶稣虽然要接受死亡，但死

亡丝毫无损于他的永生;同样他赏给信仰他的人的永生，也不

会遭到损伤，也不会遇到消灭。第一个"生活"是现在时态，

是指耶稣死后第三天的复活;第二个"生活"是将来时态，是

指宗徒和信仰他的人于世界末日的复活。耶稣永远生活，信仰

他的人也会因他，同他，在他内永远生活 。 "到那一天"是指

从耶稣复活到他再度来临的那一段时期，因他并由他而生活的

信友，会知道永生天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天主的内在生活是

三位一体的奥义: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藉着圣神父爱我，我

爱父。外在的生活是耶稣与世人共同生活的奥义"你们在我内，

我也在你们内"。圣保禄解释这端奥义，说我们世人是耶稣妙身的

肢体。吾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而我们是葡萄枝(15: 1-6) 。这些

比喻的说法，不能完全讲说清楚，然而我们若果真爱耶稣，便

能体验出这些话的意味。 圣保禄曾露出他自己的体验说"我活

着，已经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内活着……为我基督就是

生命，死亡就是利益" (迦 2:20; 斐 1: 21 ，参阅格前 6:17; 罗

12:5 等)。信友的超性生活，并不是天主圣三内在生活的仿效，

而是天主圣三内在生活的分润。既然我们属于耶稣，并在他内

生活，我们也就该如同他领受圣神，并常受圣神的引动〈玛 3:

16; 4: 1; 若 1 :32-34; 宗 4:27; 10:38……〉。我们该藉着圣神

祈求父，祈求子;爱慕父，爱慕子，并渴望天父赐给他爱子的

那元可名言的永光(默 22: 17) 。

~ 21 节是继续发挥前节的意思，并反映 15 节的意思。遵守耶稣的

命令是爱耶稣的试金石。没有表现便没有爱情;不结果的爱情和

不发热的行为，都不适于天主儿女的身份。 "爱我的必受爱于父"

因为父爱子，也希望世人爱子(16:26 、 27) 。爱耶稣的人，必蒙

受圣父和耶稣的爱，并且圣子还要将自己显示给他，使他一天比

一天更认识自己(组后 3:18; 裴 3: 8-10) 。 这种在现世于爱慕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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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的道路上，日新月异的知识全是出于圣神的光照(16: 14) 。

@ 这里提到的犹达斯，经文上明明标出，不是那出卖耶稣的犹达

斯，而是与出卖耶稣的犹达斯同名的次雅各伯的弟兄〈路 6: 16; 

宗 1: 13) ，犹达书的作者，别号达陡的犹达斯(玛 10:3; 谷 3:

18) 。 按 D 卷又名肋巴约 。 因为他不大明白耶稣最后一句话:

"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有什么意思，为此他问耶稣为什么只把

自己显示给他们，而不显示给一切世人?他和别的门徒一样，

始终想默西亚来是为建立一个光荣富强有力的国家。 耶稣现在却

只讲论他的苦难，他的死亡，和他那在世人目光中很有限的光荣。

犹达斯这样发问，很像从前耶稣的"弟兄们"向耶稣所提出的意

见"你既然行这些事，就该将你自己显示给世界" (7:的。耶稣

再三解释说:认识他，爱慕他，遵守他的诫命，这不是世界愿

意去躬行实践的事，因为世界只愿意憎恨他和他的门徒。 既然

这样，耶稣怎能将自己显示给世界呢?所以他只显示给那些爱

慕他的人，因为只有履行真理的人，才能走向光明。 :21) 。 耶

稣的答复并没有直接解释犹达斯的疑问，只是继续详明天国里

极甘馅的一端奥义，即天主圣三居于世人心内 。 "谁若爱我"这

话的含义非常广泛，不但指在场的十一宗徒，而且也指后世一

切愿意爱主的人。"必遵守我的话"在 15 与 21 节耶稣说是

"命令"，在这里却说是"话"。总之，前者是指他的诫命，后者

是指他的道理。 爱耶稣的人，必见爱于圣父和圣子 (21) ，并且

圣父，圣子和圣神 06 、 17) 要来到他心内，并住在那里。 在旧

约中屡次以"帐幕"或"圣所"为天主的"住处"在那里天主

与自己的百姓同住(出25:8;29 : 45; 肋 26: 11 、 12) 。 然而在新

约时代，一个热爱耶稣的灵魂，就自成为生活天主的圣殿。 这

样，我们便可明白耶稣给法利塞人所说的:天主国的来临，不

是显然可见的……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路 17:20 、 21 ，

参阅玛 28:20; 若- 3:24; 4: 13) 。 圣奥斯定说:天主圣三住在

善人的心灵内，有如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圣父圣子圣神必要

一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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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我们心中，如果我们以爱情归向圣三。 圣三为援助，为光

照，为充实我们而来，我们应以服从，以瞻仰，以领受的心情

归向圣三。 圣三给我们的显示，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圣

三住在我们心内，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 。

@ 耶稣知道自己的门徒到现在还不全明白他在三年中给他们所讲

的奥义，但"真理之神"一降来便会启迪他们，使他们回忆起

耶稣所说的一切 。 从耶稣的话看来:圣神不会给宗徒们另讲一

些标奇立异的道理，只是叫宗徒们和圣教会把耶稣所讲的一切

道理懂得更清楚。 圣教会因有圣神的默启光照，故能永无错误

地解释耶稣的启示 。 圣经上的话，当然都是真实无伪的，是天

主默启的，可是只有永远生活并存在圣教会内的天主圣神，使

信友明白圣经的深意(蹬 10:16) ，所以作"真理的柱石及根基"

的是耶稣立的圣教会而不是圣经(爱前 3: 15 ，参阅蹬 24:45) 。

总而言之，耶稣给自己的教会应许了圣神亲临的扶助，消极地

是为使教会不误讲他的道理，积极地是为叫圣教会懂得耶稣的

道理懂的更清楚，讲得更彻底，并从这宝藏内提取新旧的宝物

来使世人获得神益(玛13: 52) 。 轰集主雯雯从头至尾证明圣神

教训了宗徒，使他们回忆起耶稣所讲的一切 。 为此学者惯称

"宗徒大事录"为"圣神的福音" 。

@ 耶稣留给门徒的平安，耶稣赐给门徒的平安，不是达主人见面

时或分别时，彼此祝福的客气话。 这"平安"是"真平安"宗

徒们因爱耶稣而获得了这样的平安;宗徒们因成为天主圣三的

圣所而占有了这样的平安。 这由天上来的平安，世人不能赐给，

世人也不能夺去。 圣保禄解释说"天主的那超越一切意想的平

安，必要保守你们的心神，你们的思想，于耶稣基督内" (斐 4:

7，参阅哥 3:15; 得后 3:16; 希 7:2 、 3; 弗 2: 14 等〉 。 宗徒既然

怀有耶稣的这种平安，就不应烦乱，也不应胆怯。 "若是天主和我

们同在，谁能相反我们?" (罗 8:31)胆小如鼠的人在基督的军队

里，根本就没有立足的余地。 基督的信徒应该时时处处以大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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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迎接不称心的遭遇，应以胜利者的心去瞻望未来!

@ 耶稣辞别宗徒，不但要他们随遇而安，勇敢承担这生离死别的

苦闷，反而要他们心安神怡，欣然去迎接这生离死别的悲痛。

耶稣这样热烈爱慕他的父，自然不能不热切期望早日归返父那

里去。若一一"若"此处几乎等于"既然"一一门徒真爱耶稣，

那么耶稣归返父那里去，他们便不应苦闷悲伤，何况他说他还

要来，更何况他若不归返父那里去，护慰者天主圣神也不会降

来。"父比我大"这句话是指他降生为人的人性而说的，因为按

他的天主性，他和天父是无大无小，元先元后，共是一性一体

的一个天主(10: 30) 。参阅斐 2:ι8。耶稣在世每次提到父时，

常表示一种谦逊的态度，差不多总是以"人子"自称。也许耶

稣对父的这种谦逊、热烈、慷慨的爱情，算是福音中尤其是若

内的最甘怡、最动人的奥义。

æ "在事发生以前" "事"是指耶稣的惨死和归返于父的事。耶稣

现在把这些事告诉给门徒，是要他们将来看见这些事都如所预

言的一一应验时，就知道耶稣早已看到了，早已安排了。他的

惨死，并非出于不得已，实是出于心甘情愿，为此而坚信他是

默西亚，天主子，世界的救主。"世界的首领"是指诱人作恶的

魔鬼(格前 8:5; 10: 20; 格后 4:4; 弗 2: 2; 6: 12) 。他眼看就

要来到，怂恿他的帮手一一犹达斯、经师、法利塞人等，前来

捉拿耶稣，把他置于死地。 "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是说顺从

魔鬼的犹太人，一来找不出耶稣有任何该死的罪，二来根本没

有处死耶稣的权柄;耶稣之所以死，完全是为了服从天主圣父

的旨意(10: 17 、 18; 依 53) 。 结果，耶稣虽然死去，但三天后

他要光荣复活，至于这世界的首领，却要被赶出去(12:31;

12:27; 若-3:8; 希 2:14L"我爱父……"耶稣爱父直到死，且

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不仅是感情、知识、言辞上的爱，

而是服从，服从到死的爱。"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耶稣同

他的门徒走往哪里去呢?无疑地是往革责玛尼园去开始受难。

『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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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耶稣命门徒起来，是立时离开了晚餐厅，或是等待了一会?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耶稣没有立时出去，还给宗徒讲了 15 、 16 两

章内所记的道理并向父析祷后(第 17 章) ，才离开了晚餐厅;

有些学者以为耶稣立时就离开了晚餐厅， 15 、 16 两章的道理是

在路上讲的， 17 章的祈祷是在路上经过圣殿时，或到了革责玛

尼山园时诵念的;更有些学者以为 15 、 16 、 17 三章都是在晚餐

厅说的，不过若在写了福音后，顺便加在这里的，如此便可容

易了解 14:31 和 18:1 相连贯的理由 。 但是还有些学者仍另有见

地，以为应把 13-17 这五章的次序倒置，最普通的倒置法如下:

13= 1-31a; 15 、 16 、 13:31b; 14 、 17 CMoffatt , Spilta , Bernard , 

ctc . ……〉 。 我们对于上面的这些意见不敢断定孰是孰非，但我

们不赞成倒置这一见解，因为那全是主观方面的推测，也不赞

成在路上讲了 15 、 16 、 17 三章的见解，因为我们看不出为什么

耶稣在吩咐门徒们站起来后，不能在晚餐厅多待一会儿的理由 。

然而我们赞成这三章是写过福音后加入的，圣若望认为这话是

极珍贵的至理名言， 一点儿也不愿意丢掉，故写完全部福音后，

不厌繁复地插于此处。 参阅本书引言第二章丁:论第四部福音

的一贯、次序和经文。 现代的学者多拥护这一说 CLagrange ，

Lcbrcton , Braun , Durand , Huby，……)。

第十五章

葡萄树的比喻

1"我是真实的葡萄树，我父是园丁。 02凡在我身上不

结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实的，他就清理，使他结更

多的果实 。3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是清洁的了 。4你

们住在我内，我就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存留在葡萄

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同样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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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8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校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

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

能做。 06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

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7你们如果住在我内，

我的话也留在你们内，如此，凡你们所愿意的，求吧!必

给你们成就。 08我父受光荣即在于你们多结果实，成为我

的门徒 。9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留

在我的爱内 。 10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便停在我的爱内;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停在他的爱内一样。 11 我对你

们讲论了这些话，是要我的喜悦存在你们内，并使你们的

喜悦满盈 。 " 0 

耶稣的爱情

12 "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

们一样。 13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

爱情的了 。 014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

我的朋友 。 15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

人要做什么 。 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我由我父所昕来的

一切，都显示了给你们 。 0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

拣选了你们，并立定了你们，叫你们去结果实，使你们的

果实常存，致使你们因我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

们 。 17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 " 8 

世界的恼恨

18"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它已恨

了我 。 19若是你们属于世界，世界就会喜爱属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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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为

此，世界才恨你们 。20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话:没

有仆人大过自己的主人的;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

你们;如果他们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21 但他们

为了我的名要向你们作这一切，因为他们不认识那派遣我

来的。 022假使我没有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

但是现在他们对自己的罪没有可推辞的 。23恨我的，也恨我

的父。C(j)24假使我在他们中，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人从未做过

的工程，他们便没有罪;然而现在他们看见了，却仍恨了

我和我父。25但这是为应验他们法律上所记载的话:‘他们元

故地恼恨了我。 ， æ26 当护慰者，就是我从父那里给你们要

派遣的，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他要为我作证;27并

且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 4Ð 

o 1-8 一段内，耶稣用葡萄树和葡萄枝的比喻，来讲解他和门徒间

的那种神秘的结合。 使他讲这个比喻的近机会，也许是由于葡

萄酒，因他全能的祝圣而变成自己的宝血的缘故(路 22: 18) 。

本章的道理无疑是暗示圣体圣事的奥义，把圣体的奥迹用比喻

来阐明 。 在旧约中葡萄树和葡萄园的比喻是尽人皆知的比喻，

两者都是指伊撤尔民族，如依 5: 1-7; 耶 2:21; 12:10; 则 15: 1-

8; 17:5-10; 19: 1 0-14; 欧 10: 1-4;咏 80: 9-17 。 但在德 24 : 23 

葡萄树却指上主的智慧，更好说是指实现在法律上的上主的智

慧。 耶稣不说他是葡萄园，而单说他是葡萄树，因为葡萄树更

能恰当地表现出他和门徒之间的密切关系 。 葡萄树无论它有无

枝条，它仍是一株生活的葡萄树;葡萄校条却大不然，它们没

有自主的存在和生活，它们若与葡萄树连结，便可结出佳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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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若不结果实，便被砍掉，投于火中焚烧。 信友和耶稣的

关系，正如葡萄枝和葡萄树的关系一样;信友若与耶稣结合，

便可结出永生的果实;如果与耶稣分离，便不能结天国的果实，

必要投于永火之中(玛 25: 41) 。 耶稣曾说过"我是生命的食

粮" (6:48) , "我是世界的光" (8: 12) , "我是羊的门" (10 :7), 

"我是道路" (14:6) ……，现在为表示自己本身和与自己信友

的连合而说"我是真实的葡萄树"。 圣保禄根据这比喻的含义，

讲论过妙身的道理(格前 12: 12 、 27; 哥 1 : 18 ，参阅弗 2 : 2ι

22: 耶稣为屋角石，信友为建筑在这屋角石上的宫殿) 0 "真实

的"这个形容词，普通是对"平常的"或"野生的"葡萄树而

言，但在此这词的真意似乎是指"超越的" "理想的"或"齐

全的"葡萄树。 耶稣说这句话是要听众越过比喻的外表字意，去

领悟这比喻中所含蓄的，内在更深一层的意义。 "我父是园丁"

是说圣教会的生命与活动，全由父自己去管理(格前 3:6-9) 。

@ 父管理葡萄树的方法有二:剪掉与清理。 他要剪掉不结果实的

枝条，就是要舍弃那些失掉信德和缺乏爱德的信友，换句话说，

他要收回圣宠使他们慢慢不自知地死在自己的罪恶中 o 出卖耶

稣的犹达斯就是一个实例。 他要清理那些结果实的枝条，就是

要用世界上的困苦、艰难、天灾、人祸，试验那些属于自己的

人，即那些坚信天主并热爱天主的信友 。 他们固然都结圣德的

果实，但天主愿意他们再结更多更大更美好的果实 。 为此试验

他们，就如从前试验过亚巴郎和约伯一样 。 "清理"在原文是

"修治干净"的意思 。 天主把耶稣的门徒修治干净，是愿意他

们在德行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爱德时常增加， 一天比一天更相

似他的圣子耶稣(的 。 十一位宗徒不要恐惧，他们不是那位枉

称宗徒的犹达斯一一该剪去的枝条，反而他们因听从了耶稣的

话，已经都是清洁的了 (5:24; 6 :64; 8 : 51; 罗 1 : 1 6 ; 弗 1:13;

寰 3 : 16; 但前 1:22 等) 。 吾主耶稣的话，本身具有圣化人灵的

奇效，只要人虔诚地去昕，怀着服膺真理的心去昕，必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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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而超凡入圣。 巴不得我们常能手不释卷地阅读并体味圣经

的真谛!圣奥斯定向天主说:天主!让你的经书，成为我心灵

圣洁的愉快"你们应住在我内，我便住在你们内……"这是

说信友该以信、望、爱三德一生与耶稣翁合，这样信友不是孤

独地生活，而是耶稣在他内与他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迦 2:20;

斐 1: 2 1) 。 这是信友应该实习的超性生活，应该寻求的永远生

活。 这种生活是分享天主圣三内在的生活 。 圣父在圣子内，圣

子在圣父内，他们二位互相的生活，是由圣神联系着。 信友藉

着爱德，住在耶稣内，因而成为天父的儿女，蒙受圣父和圣子

的圣神，获享耶稣的生命、活动和未来的永光。

@ 信友只要常住在耶稣内，自然就能结出许多丰美的果实。 假使

他不幸犯了致死灵魂的大罪，与耶稣脱离了关系，便什么可使

天主喜欢的事也不能作了 。 圣保禄屡次劝他的教友注意这端道

理，他对斐理伯的教友写信说"……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叫

你们愿意，也叫你们按他旨意所喜悦的实行" (裴 2: 13 ，参阅:

弗 2:8 、 9; 格后 3:5; 罗 9: 16 等) 。

。耶稣先积极地讲说，无论谁住在他内，便能结出永生的果实

(参迦 5:22 、 23); 现在他消极地讲说，那些不住在他内的，便

会有非常可怕的结局:这样的人仿佛被剪去抛在地上渐渐干枯

的枝条，人要拾起来扔在火里焚烧。 圣奥斯定评论说"葡萄枝

条若与葡萄树相连是多么可贵，但若与葡萄树割裂是多么可贱:

园丁不能用它，工人也不能用它。 葡萄枝条只有两条出路:或

是连结在葡萄树上，或是投在火里 。"信友们若想逃避地狱的

火，就该常住在耶稣内而结丰满的果实 。 为达到这个目的，耶

稣警告我们该常常祈祷"求吧!必给你们成就。"祈祷是与耶

稣共同生活的表现，又是保存这种共同生活的唯一元二的法门 。

"凡你们所愿意的……"在这句话中没有说明祈求的对象是什

么，然而我们若注意上下文便可推论出:该祈求的是对耶稣的

爱情的增长，和对天主国的广扬 。 圣教会内的圣人圣女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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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都是这端道理的具体的实践。

@ 耶稣的门徒不该自满于一个微小的理想，反应向最高理想的极峰

挺进"你们该是成全的，如同你们在天的大父一样"。 不但该为

自己祈求"成为我的门徒"还该为圣教会祈求"多结果实"。

宗徒们早已成为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又说:他们要成

为他的门徒?有些学者以为"成为门徒"是说该在众人前表现出

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结出丰富德行的美果。这讲法固然不错，但

不够圆满，为此另有些学者认为"成为门徒"是说日胜一日地相

似耶稣，在耶稣内长进，直到在耶稣内完成(哥 1: 28) 。这便是

圣保禄爱讲的道理(格前 2:6; 13= 10; 弗 4:13 、 15; 哥 2:19 等〉 。

圣伯多禄也说得很好"你们但要在吾主耶稣基督救世者的恩宠

上，知识上常常长进，愿他得光荣，从今至于永远之日。亚孟"

(伯后 3: 18) 。因为我们能天天在耶稣内长进，为此可说，越长

进，越能成为他的门徒。 门徒与耶稣结合的方法，是爱;住在

耶稣内，就是住在耶稣的爱内 。 这种爱是出于父"正如父爱了

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是心心相印的真实的爱，不是甜言蜜

语口头上的爱，而是绝对服从，不顾牺牲的爱。我们若有了这

种爱，不论我们所遇到的困苦艰难是多么大，是多么重，心里

的喜乐常是饱满的(格后 7: 的，因为我们常觉得自己是在圣子

和圣父的爱内。这种喜乐，耶稣要赐给他的门徒。这种喜乐正

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默西亚时代的幸福。 :29; 依 40: 1-11 等〉。

@ 耶稣在 10 节，己嘱咐过门徒应遵守他的一切命令，现在他特别

提出其中一条来讲说。这条命令包含其他一切诫命，即世人应

彼此相爱的命令(谷 12:31; 罗 13: 9-10; 迦 5: 14) 。这命令，

先说是"新的" (1 3:34) ，如今说是"我的"。 耶稣为什么要说

是"我的命令"?因为(一〉是他自己颁布的， (二)是他自己

门徒的表记， (三)是领人相似他自己最直接的路径。这条命令

要求门徒该有当仁不让的忠勇，就如耶稣为门徒和我们死了，

门徒同样也不应怕为别人牺牲，至少心中该有为义捐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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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也真效法了为羊舍命的耶稣，都走上了杀身成仁的

义路，最低限度也有了准备一死的决心(10: 11-15; 迦 2: 20; 

格后 5: 14-16; 弗 5:2 、 25 等) 。 圣若望后来对这节似乎加以解释

说"耶稣为我们舍掉了自己的性命，因此我们知道什么是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掉性命" (若- 3: 16) 。门徒如果相爱到这种

程度，便真够得上称为耶稣的朋友。 13 节中耶稣声明为"朋友"

舍命是无以复加的爱;那么为"仇人"舍命，不更算是最大的

爱吗?有人以为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在世人中，人为"朋

友"牺牲性命已是最大的爱了，因为在世人中，没有一个愿为

"仇人"牺牲性命的，但耶稣自己却作出了比"为朋友"牺牲性

命更大的爱，就是他不但为朋友，也为仇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也有人以为"朋友"二字此处应另有解说，因为普通我们总认

为朋友最低限度该彼此相爱，假若只是甲爱乙而乙不爱甲，便

不能算是朋友。然而耶稣却打破了这种狭义自私的见解，他对

爱他的人称为朋友，对不爱他的人也称为朋友。犹达斯引领恶

党捉拿他时，在那忘恩负义背叛恩主的一刹那，耶稣仍称他为

朋友(玛 26:50) 。可见耶稣在这里说"为朋友"牺牲就是"为

仇人"牺性的意思。如此说来，自然更是无以复加的爱。耶稣

鲜血淋漓地在十字架上断了气，原是为了他的仇人。

o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尤其是在奴隶制度盛行的时
代，一一适逢其会，耶稣就生在那个时代，一一仆人在主人的

眼中几乎有如无灵的犬马。主人对待仆人，只管出命下令，不

讲什么理由，仆人根本没有反抗的权利，倘有一点表示反抗的

形迹，立时就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为此耶稣不愿称宗徒为仆人，

而愿称宗徒为朋友。仆人不能知道主人所要作的事，宗徒却知

道耶稣所要作的事，因为耶稣把他由父那里所听来的事，都告

诉了宗徒。假使他们不能完全明白，但也无妨是耶稣的朋友，

因为不久以后，耶稣要派遣真理之神，这位真理之神会叫他们

明白一切(16: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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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所以能成为耶稣的朋友，是因为吾主拣选了他们，立定了

他们，叫他们去结果实。 "果实"在此是指宗徒们为发扬天国在

世上所立的丰功伟业的效果，耶稣愿意这些效果，存留直到永

生。为能善尽这"渔人"、"收获者"、"牧人"的责任，耶稣再

三劝勉他们，多行析祷，彼此相爱。 只要他们以耶稣的名向父

析求，无论何事都可以得到;只要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的毅力

便会加强，足以胜过憎恨攻击天国的一切世界上的暴力 。 以耶

稣的名祈求父，不是说单用圣教会规定的那句"为我等主耶稣

基督……"经文就够了;而是要以身为耶稣妙身的肢体的资格。

因为因耶稣之名即是属于耶稣，以他的生活为生活，在世继续

励行他的救世事业。

@ 以爱德和析祷作保障的宗徒，已准备妥当，可以忍受世界的憎

恨和攻击。 他们与耶稣是共同一致的，换句话说，他们与耶稣

形成了一个神妙的身体;那么他们所要遭到的命运，当然不能

与耶稣所遭到的不同 。 世界既然憎恨了并迫害了耶稣，就不能

不憎恨与迫害追随耶稣的宗徒(玛 10:22; 24:9; 谷 13:13; 路

21:17) 。圣若望自己解释吾主这端教训说"弟兄们，若是世界

憎恨你们，你们不要奇怪。我们知道我们是出死人生的人，因

为我们爱弟兄们;谁没有爱德，就在死里住" (若- 3:13 、 14 ，

参阅若-4:5; 格后 6: 14-16; 弗 6: 11 、 12) 。 圣若望在默示录

上曾极力描写这世界和它的元首猛烈攻击"整个基督"一一圣

教会。 这战争在今日已到了极残酷的阶段。 世人在走着两条背

道而驰的路:有的归向基督，有的归向"巨兽" (默 13 :3 等)。

然而作耶稣门徒的，不要恐惧害怕，裹足不前，反要热切祈祷，

彼此相爱，始终依恃上主，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天主的羔

羊一-耶稣基督 。 "为了我的名……"即谓:为了我为天主子的

地位。 其实攻击圣教会是从犹太人开始，他们不能容忍信友承

认耶稣是天主，故千方百计要消灭耶稣的名字。 后世攻击圣教

会的人都是从犹太人学得了这一套。 他们有时也许能容忍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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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历史上的伟人，但不肯承认他是天主子(伯前 4: 14; 宗

5:41) 。 犹太人这样作过，是因为不认识天主(16: 纱，不认识

天主是永远的爱(若一年的，是要以圣子的慷慨牺牲来救赎万

民的大父 。 其他的迫害者，更加不认识天主。 他们不像犹太人

曾蒙受过天主的启示，在耶稣身上只能看出他是一个血肉的纯

人，所以耶稣说"他们不认识那派遣我者"。 迫害者除反对基

督外，还"高举自己在凡称为神或一切受敬拜的以上，至于坐

在天主堂里，自以为天主" (续后 2:的 。

CID 22 节是直接指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尤其是指经师和革型塞人。

这些人在耶稣"没有来"以前，不但相信天主，也相信"要来

的默西亚"事实上真的默西亚来了，他们却不接纳，不相信，

反而憎恨他，因此他们不能推托元罪份 :39-41; 16: 8-11L 22 

节是指当时的犹太人，也指后世一切的人。 耶稣是天主派遣来

的，恨耶稣就是恨派遣他来的父 (5:23; 10:30 、 38; 14:9 等) 。

@ 耶稣除苦口婆心教训了选主人以外，还在他们之中行了许多任

何人从未行过的工程 (5:36; 10:32 、 37 等〉 。 这些工程本来就

证明耶稣是默西亚，是天主子 (20:30 、 31)，然而犹太人硬装

看不见，自命不凡，假冒仁义，憎恨耶稣和派遣他来的父，如

此正应验了圣咏上指着默西亚说的"他们元故地恼恨了我"

(咏 38:20; 69:5) 0 "法律"二字在此处是泛指全部旧约 (8: 17; 

路 2:23 等) 0 "元故地"是说犹太人恼恨耶稣只为发泄他们的怒

气，并没有什么理由 。 世间不公之事，无过于此。 耶稣本身没

有什么上对不住天主，下对不住世人的事，犹太人竟这样庆恶

恼恨他。世间不平之事，也无过于此。

@ 耶稣责斥犹太人，因为他们听到了他的教训，看到了他的工程，

仍旧心硬如石，不但恼恨他，反而要杀害他。 但是恼恨和杀害

却扑灭不了这照世的"真光" (1:5 、 9) 。 将来"真理之神"和

耶稣的教会，要继续耶稣仍然不断地给世人作证，证明他是默

西亚，是天主子。 关于护慰者，参阅 14: 16 和注 。 吾主在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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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在此说"就是从我

父那里给你们要派遣的"由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圣神是耶稣和

天主圣父共同派遣来的(宗 2:53; 弗 4:8; 路 24:49) 。但在此

耶稣却加了一句很有关系的话"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这是

说圣神和圣子都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圣神的使命和圣子的使命

是并行不悖的，是同一目标的 (8:42; 13:3; 16:27; 17: 的。

这有时间性的使命 父派遣子，父与子派遣圣神，暗示天主

圣三内在生活的相互关系。说圣父和圣子派遣圣神，因为圣神

从永远到永远是由圣父圣子所共发的，或依据一些希腊教父的

意见:圣神是由圣父藉圣子所发出的。为此圣神不但称为"天

主之神"而且在新约上也称为"耶稣之神" (宗 16: 7)。在默

22:1 还将圣神比之于从天主及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生命之水的江

河。参阅引言第三章。圣神先在信友心中为耶稣作证，然后藉着

信友，在世人面前为耶稣作证;换句话说，圣神的工作和圣教会

的活动是趋于一致，而分不开的(默 22: 17; 罗 8: 23 、 26 、 27

等)。宗徒大事录即是这件事的最有力的明证。"你们从开始就和

我在一起飞给耶稣作证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从起头，即从耶稣

受洗以来，随从他的那些被他拣选的门徒。他们的证言世世代代

存留于耶稣的圣教会内。他们是"天主所预拣的证人" (宗 10:

41) ，而圣教会是"建立在宗徒及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本身

为屋角石" (弗 2:20) ，只有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根据基督赐

与的权柄，才能宣告"论起初就有的，那生命的圣言，原是我们

所听见过，所看见过，所亲眼观看，亲手摸着过的……我们将所

看见，所听见的，报告给你们" (若一 1:1 、 3) 。

第十六章

继续警告门徒在世上必遭迫害

1"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免得你们跌倒。2人要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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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来到，凡杀害你们的，还自以为是

向天主奉献敬礼。3他们‘向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不认识

父，也不认识我。4然而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是为当他

们的时候来到时，你们可以想起我早告诉了你们这些事。

这些事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还与你们同在。"。

圣神的降临与工作

5"现在我就往派遣我者那里去，你们中却没有人问

我:你往哪里去?6但因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你们就满

心忧闷 。7然而我要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有益;因

为我若不去，那护慰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

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 88 当他来到了，就要关于罪

恶，关于正义，关于审判，证明世界有罪 89关于罪恶，

因为他们未信从我 ;10关于正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而

你们再见不到我 ;11 关于审判，因为这世界的首领已被判

断了 。"。

圣神的使命

12 "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

负 。 13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了，他要把你们引人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而只讲论凡他所昕到的，也要把未

来的事传告给你们 。 014那一位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

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 15 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 。"。

神秘的再来

16 "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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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见我 。 "17于是他门徒中有几个彼此说"他给我们所

说的，这‘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

又要看见我气还有‘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7"18所

以他们说"他说的这‘只有片时，究有什么意思?我们

不明白他讲什么 。 " 0 19耶稣看出他们愿意问他，就对他们

说 "你们彼此询问，是因为我说了:‘只有片时你们就看

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的话吗72。我实实

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号;世界倒要欢乐;你们

将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 。 021 妇女生产的

时候感到忧愁，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既生了孩子，因了

喜乐再不记忆那苦楚了，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了 。 @

22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我再要见到你们，你们的心

要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也没有人能由你们夺出 。 23 到那

一天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元

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 24直到现在你们

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求吧!必会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

得以圆满 。 " ~ 

耶稣战胜了世界

25 "我用比喻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但时候来到，我

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讲论了，而要明明地向你们传报父的

事。 4>>26在那一天你们要因我的名祈求，而我不给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27 因为父自己爱你们，因你们爱了我，

且相信我出自天主。 4828我出自父，来到了世界上;我又

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 " æ29他的门徒便说 "看!现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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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地讲论，不说什么比喻了。30现在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

不需要有人问你;因此我们相信你是出自天主的。" 31耶稣

答复他们说"现在你们相信吗?32看!时辰要来，且已来

到，你们要被驱散，各人归各人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

个，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æ33我给

你们讲论了这些事，是要你们在我内得有平安。在世界上

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战胜了世界。" æ 

o 1-4节可算是前章的结论。耶稣关于世界憎恨他和宗徒们的谈

话，实际上已在 15 章结束了。从 16:5一一16:33 所讲的，与 14

章颇相类似，只要提出其中主要的意思，便可一目了然，如耶

稣要离开世界，圣神要降临此世，祈祷的神效，耶稣的胜利等。

耶稣把门徒们要遭遇到的迫害，先早告诉了他们，免得他们事

到临头而失足"跌倒"疑怪耶稣，失落信德。吾主的这话，特

别是指犹太人的迫害;原来只有他们曾把宗徒们从会堂中赶出

去 (9:22) ，甚至以杀害基督徒为事奉天主的敬礼(宗 7: 58; 

12:2) 。在一本注释户籍纪的书上，有位犹太经师说"谁流元

神论者一一基督徒的血，算是对天主行了祭祀" (Cfr. Strack u. 

Bill)。圣盆里}È也多次证明盐主人对基督徒的迫害 (Dialogus

cum Tryphone , 95 , 11 0 , 131 , 133) 。他们这样胡作妄为，是由

于他们不认识天主和他的圣子(15:21)，也就是说:他们在耶

稣本身和作为上，没有看出他的天主性来(若- 2 : 23) 0 D. "是

为当他们的时候来到时……"这句中的"他们"是指迫害的人，

按叠堕文亦可译作"它们"，指迫害的事。依上下文看来，两者

的意思没有多大出人。 o "这些事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

事实上耶稣早已把这些事给他的门徒告诉了(玛 5: 11; 路 6:

22; 要 10: 16-19; 24:9 等) ，现在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从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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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详细地告诉你们，现在我却仔细清楚地告诉你们:这些事

是免不了的，并且不久就要来到 。

8 "因为我还与你们同在" 一句 (4) 使耶稣再谈起他目下远离门

徒归返父怀的事 。 他惊奇门徒为什么不问他往那里去。 本来不

久以前伯多禄 (13: 36) 和多默 (14:5) 对于这事已经问过他

了，不过当时他们两人想耶稣是愿意往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没

有料到他是要归返父那里去。 现在他们都知道这句话的用意了。

"往父那里去"是受苦受难死于十字架上。 在他们看来这是一败

涂地，心中自不免要十分忧闷 。 耶稣了解他们的忧闷，因为这

忧闷是很自然的，但他要他们的忧闷变为喜乐，为此他在 14:28

己告诉了他们该喜乐的理由:因为他该"往父那里去"，换句话

说，他的苦难惨死和他的复活升天是分不开的，要得光荣复活，

必先该受辱而死。 如今他另讲了一个理由:他去为门徒是绝对

有益的，因为他若不去，护慰者圣神便不会降来。 这句话该怎

么讲呢?要明白这话的意思 ， 先该承认在这话中蕴藏着一端奥

妙的道理:天主无穷的上智这样安排了:耶稣应该死于十字架

上完成救赎人类的大业 09: 30) ，然后在天上与圣父一同派遣

圣神来 04 : 26; 15: 26) ，为使圣子在世所散布的信德种子，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圣神的降来要在耶稣惨死复活之后(7:

39) 。 这也就是圣保禄所说的"第一个人亚当有血肉的生命，

成了生活的;后来的亚当有神性的生命，还能叫人生活" (格前

15 : 4日 。 圣奥斯定和后来的圣教会的圣师都异口同声这样解释:

直到耶稣第二次降来，信友应该靠信德生活，赖信德获得永生。

如果耶稣不离开人世，他们就不能完全因信仰而生活 。 为此耶

稣离开我们，为我们虽不说是必须的，至少是有益的 (20:29) 。

@ 若要明白8-11 四节的意思，先该弄清 8 节的内容。 "世界" 一一

虽然是指的一切外邦人和不信仰耶稣的人，但按上下文看来间

接也指犹太人，一一控告耶稣和他的教会，想尽方法要把她消

灭，还要证明自己的暴行是合法的 。 世界控告耶稣是有"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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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处死了他;盐主人以为杀害耶稣完全是"正义"的，

耶稣所受的"审判"也是"公允"的。 但护慰者圣神要关于这

三项事证明世界有罪 。 "证明"或"指责"亦可译作"叫它自认

有罪"于是有些学者便把 8 节全句译作"他来了，要关于罪

恶，关于正义，关于审判，使世界自认有罪。"还有些学者

(Bovcr , Schick , Lagrange) 把"指责"译作"证明有罪"今从

之。 总之，无论怎样翻译，意思不外圣神要把世界与耶稣之间

的是是非非，分辨明白:他要证明犯罪作恶，违反正义，歪曲

审判的，不是耶稣，而是世界。 圣神这样为耶稣和他的教会辩护

不是一时的，乃是长久的，换句话说，是要直到耶稣第二次降来

为止。 圣神的证明，至少为善意的人，是不可反驳的;但也不能

因此就说世人都会成为信仰耶稣的人。不幸得很"不是人人都有

信德" (得后 3:2) 。 谁犯了罪?是耶稣呢?还是世界呢?谁遵守

了正义?是耶稣呢?还是世界呢? 谁要受审判?是耶稣呢?还是

世界呢?关于这三项，圣神就要善尽他护慰者的责任了 。

。 "关于罪恶"圣神会证明是世界犯了那违反真光，拒绝信德的

最为可怕的弥天大罪。 :18 、 19; 5:43 、 44; 8:45-49; 9:41; 15 : 

22); "关于正义"圣神要证明耶稣自称为天主子，并不是亵渎

天主，而是名正言顺，真实正义的事实 00:33; 19:7) 。 这断案

的凭据，是耶稣的"逾越"即他以惨死而获得复活升天的奇

迹 。 这样他得胜死亡，光荣复活，凯旋升天，在在都表示父赞

成他的使命，赏报他完成自己使命的大功。 事实上，耶稣"升

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 (6:62) ，自然就证实他是从父那里来，

现在归父那里去。 "关于审判"犹太人一一一切罪人的代

表一一判断耶稣该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这样作是因为

服从他们的父亲一一魔鬼。 圣神来证明这世界的首领定了耶稣

的死罪，似乎是胜利了，实际上是自己害了自己，完全失败了 。

因为耶稣的死亡，成了万民获得救恩的泉源，成了魔鬼的定案

02 :32; 14:30; 16:33; 若- 2:12; 格前 2: 的 。 耶稣正因自己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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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战胜了罪恶、世界和世界的首领;并且，因自己的死

亡，叫信仰他的人获得了三种自由:摆脱罪恶、法律和死亡的

自由。圣神藉宗徒在五旬节己开始护慰教会和指责世界的使命。

从那以后，又藉他的教会继续这项指责世界的使命。宗徒大事

录。:36; 3:13-15; 7:55 、 56; 22: 14 等)和圣教会的历史都是

明证。圣保禄引用的那段古教会的诗文，只是吾主这番教训的

一个美丽的陈述"人所共认的，是这真教的奥秘，如何广大;

天主现于肉身内，由圣神证明，被天神所到见，被传扬于外邦，

被世界所信认，被提去，人于光荣" (弟前 3: 16) 。

@ 圣神不但要控诉世界，指证它的罪恶(8-11) ，还要做信徒的导

师(12 、 13) ，耶稣的光荣者(14、 1日。耶稣在 12 、 13 两节内，

讲述为什么圣神要做信徒的导师。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还不能完

全明白他所讲的道理，为此圣神要做他们的导师，指引他们去

透彻全部的真理(谷 4:33; 玛 15 : 16; 16: 23 ;路 9:55 等)。根

据四部福音，有两端道理为宗徒们特别难懂:苦难圣死的奥迹

与天主国的精神(玛 18:1; 20:21-24; 路 9:46; 18:34; 谷 9:

32; 宗 10:13-20 、 28; 11: 8-12 等处)。如今圣神不但要叫他们明

白这两端不易了解的道理，并且还要叫他们明白其他一切不易

了解的道理。"引人"一词拉丁通行本译作"教训1 1 "，与原文稍

微不合。"一切真理"是说"完备的" "整个的"，"全部的"真

理。"真理之神"是门徒的导师，同时也是门徒的向导。按圣教

会最普通的意见，圣神不但来启迪宗徒耶稣所讲过的道理，也

是启迪耶稣因宗徒一时不能明白而没有讲过的道理，宗徒们全

都去世以后，圣神对新约的启迪才算结束。但是他依然保护默

启圣教会毫无差错地更明了耶稣的道理，更进一层的深入真理

的渊源。 圣教会在历代无论遇到什么异端攻击时，真理的圣神

常是保护圣教会坚信耶稣的道理，屹立不动，且引圣教会更深

入耶稣的真理，好给耶稣的真理作证。圣神"讲论"不是凭着

自己，而是凭着圣言，凭着真光一一耶稣一一所讲论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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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话都是天主圣父的话 (17:8 等处) ;同样圣神所讲论的既

是由耶稣所昕来的话，也就是讲论天主圣父的话了 。 "也要把未

来的事传告你们"这些未来的事，也许就是默芝雯上所记载的

那些至今尚未实现的事。

o 14 、 15 两节记述圣神要光荣耶稣:圣神光荣耶稣的方式，是把

自己所听到的传告给宗徒们 。 假使没有圣神的扶助、领导和光

照，信友便不能认识耶稣，更谈不到爱慕耶稣了 。 除此以外，

在这里还讲到圣父与圣子同体的道理，也讲到圣父与圣子共发

圣神的奥迹。 圣神光荣耶稣，如同耶稣光荣圣父一样。 启示绝

对是唯一的:发源于圣父，实现于圣子，完成于圣神 。

o 16 节末段，有些希腊抄卷和拉丁通行本加有"因为我往父那里

去" 一句 。 这句衍文，竟使一些西方解经家有如坠入五里雾中 ，

不知如何解释耶稣这句话的用意。 事实上耶稣的话是很易了解

的。 他用这半明半隐的话给门徒报告他的远行和他的归来，他

的死亡和他的复活 。 因为这话有些含蓄，当时的宗徒没有明白，

但为现在的我们却非常清楚，因为所说的话已全部发生，也全

部应验了 。 "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是指他的死亡，只

过几个时辰就要被人逮捕，受辱，死在十字架上;明天这时就

要埋在坟墓里，门徒便看不到他了 。 "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

我"是指他复活以后显现给门徒的事。 门徒不明白的主要原

因，是"我往父那里去" 一句话。 他既然往父那里去，怎么说

再不久又要看见他呢?

@ 耶稣看透了宗徒们的心思，便间接向他们讲论他受苦受难的可

喜效果。 吾主的话不像是就事论事的报告，而像是语重心长的

安慰。 门徒因知他们如慈父的师傅，眼看就要蒙难舍生，自然不

免要痛苦悲伤。 然而世界一一犹太人一一却要得意欢乐，因为他

们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他们认为目无法律，亵渎天主的耶

稣消灭了 。 可是第三天上死了的耶稣光荣复活了，犹太人的洋洋

自得要变为惊惶失措，门徒们的忧闷不乐要变成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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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这样光景中的门徒，与即将临盆时的产妇一样。她在分娩的

时候，免不了要感到苦痛忧愁，但在她生下孩子以后，先前的苦

楚便立时忘得一干二净，只顾高兴快乐了。同样，门徒也须经过

不忍与耶稣分离的痛苦，才可以于耶稣复活后，享受得见耶稣显

现的快乐。门徒现在所要遭受的患难，可说是那快要来临的更大

而永存的喜乐的先声。产妇的痛苦，在圣经上多次用来比作一种

忽然来临的剧烈痛苦(依 26: 17; 罗 8:22; 得前 5:3 等)。耶稣

给这个比喻这次却赋上了一种新意:人须经过苦路，才能达到

永生。"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了"一句，使我们想起天主给原

祖父母所说的那句话"你们要生育繁殖，遍满大地……" (创

1:28) 又使我们想起吾主耶稣说的那句甘怡的话"让小孩子到

我眼前来，不要阻碍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

(谷 10:14) 。由此可见节育是多么违反吾主耶稣的意愿!

4D> "但我再要见到你们"一句，是说在复活后与升天前的四十日之
中，他要屡次发显给门徒，给他们更深刻地讲论天国的奥义，

使他们的心充满神乐(路 24:52; 若 20:20 等〉。耶稣复活的神

乐是信友的遗产，是耶稣给门徒所开的平安支票的兑现(14 : 

27) 。这平安，这神乐，是非常稳固的，谁也夺不了去〈宗 5:

41; 格后 7:4; 罗 12: 12; 斐 4:4 等)0 "到那一天你们什么也不

问我了"这句话中的"那一天"的范围很大，不但指耶稣复活

后的四十天，也指从他升天到圣神降临，从圣神降临一直到他

第二次降来的这一大段时间。因为他已经给他们讲解了天国的

奥理(宗 1 :刀，因为圣神已经指引他们透彻全部的真理，没有

再询问耶稣的必要了。那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有析祷，只有因

耶稣的名祈祷，才可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因为圣父极爱

自己的圣子，自然要看圣子的面上，俯允他们所求的一切。"直

到现在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虽然门徒在圣神降临以前，

向父祈求过，但从没有因耶稣的名祈求，从那一天后，门徒和

后世千千万万代的信友，都要因耶稣的名向父祈求。并且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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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命令我们说"求吧!必会得到"，好像愿意我们和他一样，

赖析祷生活度日，一生与父禽合"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用祈祷这个方法，我们可以使天主赐给我们更多的圣宠神恩，

我们的喜乐，就此圆满无缺(15:11; 17:13; 迦 5: 22; 罗 14:

17; 宗 13:52; 格后 6: 10; 雅 1: 2; 伯前 4: 13 等)。

4D "我用比喻……"不单指耶稣在晚餐厅内所讲的比喻 (15:1-7;

16:21) ，也是指他一生讲论天国奥义的一切比喻。"但时候来到"

是指耶稣复活后及圣神降临后，他不再用比喻，而要亲身或藉着

圣神，坦坦白白，毫无隐讳地教导门徒，向他们"传报父的事"。

@ 若不彻底明了耶稣的至爱，就很容易错懂了 26 、 27 两节的意义。

圣保禄明说耶稣在天上"常常生活，为他们一一信友一一转求"

(希 7:25; 若-2:1 等)。怎么耶稣现在说"我不给你们说:我

要为你们求父……"呢?对这问题耶稣立时就解释了"因为父

自己爱你们"所以用不着我为你们转求了。为什么父爱门徒到

这样高深的程度?因为他们爱耶稣，相信他是出自天主的，相

信他是奉遣来拯救世人的天主子(若-2:22 、 23; 4: 14 、 15; 5: 

5 , 10 等)。耶稣仍然是我们世人和天主间的唯一中保(10: 9; 

14:6; 15: 日，只是因为信友藉信德和爱德同耶稣已成了一个神

妙身体。这样父爱耶稣，也就爱了我们。因此耶稣为中保的责

任，获得了更圆满的效果。

@ 贝尔纳得 (Bernard) 言简意贩地解释这节经文，说是耶稣全部

生活的剪影"我出自父"是耶稣的先存、"来到了世界上"是

耶稣的降生为人"离开世界"是耶稣的苦难圣死"往父那里

去"是耶稣的复活升天。 这样的解释，固然很好，但按圣保禄

的道理(斐 2:5-11) 来解释，我们觉得更好，意思比较更为圆

满"我出自父" "他原有天主的本像" "来到了世界上"

"他却消灭了自己，取了奴才的形像，成了人形" "离开世界"

"屈己昕命，以至于死" "往父那里去" "为此天主高举

他，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万名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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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现在在耶稣前表现他们的信德，自然是一件值得嘉奖的事。

他们表现信德的心志是诚恳热切的，但不一定是坚固不移的，

因为他们的信德马上就受到了考验，几小时之后，当他们眼见

耶稣束手就缚时，就各自逃跑了(谷 14:50; 玛 26:56) 。 门徒

们虽然逃跑了，但耶稣并不是手然一身，有父与他同在 (8:

29) 。 按他的人性来说，当他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似乎父已远

离了他;但按他的天主性来说，父和他其实没有一分一秒离过。

他永远是住在父怀里的圣子。 (参阅玛 27:46; 谷 15:34 0 )

@ 门徒们的信德虽然懦弱得不堪一击，然而吾主对他们的爱情却丝

毫没有改变或减少。 耶稣预言他们的儒弱，并非有意责备他们，

也无意羞辱他们，只是叫他们提前预防，不要失掉了信德 (16 : 

1)，只是为坚固他们的信德，叫他们得享心里的平安(14: 27) 。

他们如以信德以爱德常与耶稣结合，他们就能获得他的平安。 "在

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不但指宗徒，也指他的圣教会。 圣教会的

历史，证明耶稣的话，时时在应验，那一个世纪圣教会不在苦难

中奋斗，不受谩骂，不受侮辱，不受攻击呢?然而圣教会仍然屹

立不动，继续发展。 这是耶稣战胜了世界，不是世界战胜了耶稣

的真凭实据。 若受耶稣这句话的影响很深，所以他给当时的教友

写信说"因为凡从天主生的，就必得胜世界，那所以得胜世界

的，就是我们的信德。 是谁得胜世界呢?不是信耶稣是天主子

的吗?" (若- 5:4 、 5 ， 参阅默 21:7; 格前 15:57 0 )

第十七章

大司祭的祈祷:基督为自己祈祷

1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便举目向天说"父啊!时辰来

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 02 因为你赐给

了他权柄治理凡有血肉的，是为叫他将永生赐给一切你所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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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给他的人。3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

派遣来的耶稣基督 。 f)4我在地上己光荣了你，因我完成了

你所委托我应该作的工程。 5 现在，父啊!在你前，光荣

我，赐给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原有的光荣吧!" 8 

为门徒祈祷

6"我将你的名已显示给你由世界中所赐给我的人。他

们原是你的，你只把他们托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

话。7现在他们知道了凡你赐给我的，都是由你来的产因为

你所授给我的话，我都已传给了他们，他们也接受了，也

确实知道我是出于你，并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 09我为他

们祈求，不为世界祈求，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

们原是你的。 1。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在他们内已受到了光荣。 11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

他们却仍在世界上，我却到你那里来。@圣父啊!求你因

你赐给我的你的名，保全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

们一样。 012当我和他们同在时，我因你赐给我的你的名，

保全了他们，护卫了他们，他们中，除了那丧亡之子外-一

为应验经上的话 没有丧亡一个。 13但如今我到你那里

去，我在世上讲论这些话，是为叫他们在自己心内充满我

的喜乐。 014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15我不求

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但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 16

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17求你以真

理祝圣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 18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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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 19我为他们祝圣我自

己，为叫他们也是以真理祝圣的 。"。

为信徒析祷

20"我不但为他们祈求，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从

我的人祈求，21 好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就如你，父，在我

内，我在你内，使他们也在我们内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相

信是你派遣了我。4D)22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也赐给了他们，

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是一体一样。23我在他们内，

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

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就如爱了我一样。0)24父啊!你所赐

给我的人，我愿我在那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看

到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

25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

知道是你派遣了我。26我已经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我还要

宣示，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 æ 

@ 吾主耶稣的这篇祈祷词，可说是若的纲要，是这部神性福音的

"至圣所"。从第十六世纪以后，人常称这篇祷词为"大司祭的

祈祷" 。 这名称是路德派基特委博士 C David Cythræus + 1600) 

根据圣济利禄 CCyrillus A l. )鲁培托 CRupertus von Deutz) 等

学者的意见而起的。这称呼甚合这篇祈祷词的内容。事实上耶

稣以自己身为真正大司祭兼牺牲的身份，作了这篇感人肺腑万

古常新的析祷词(莹 11) 。在道主上多次记载耶稣行祈祷(釜

1: 35; 6: 6; 路 3:21; 5:16; 6:12; 9:18 、 28; 11: 1) ，他祈祷的姿

态(要 26:39 等〉和他的一些祈祷的话语(玛 11:25 等) 。 当他

祈祷时，常称天主为"父" C路 22 : 42; 23: 34 、 46; 玛 11: 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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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11 :41; 12:27) ，正如在他这篇最后的永垂不朽的祈祷词中一

样 (17: 1 、 11 、 21 、 24 、 25) 。这篇祈祷词充满了那篇"生命之

粮"的演词的意义 (6: 22-65) ，也包括了耶稣教给宗徒的"天

主经"的完全意义。假使这篇祈祷词是在建立圣体圣事以后向

父说的，那么更可说充满了圣体圣事的奥义和精神 。 耶稣析求

父赏赐他的教会成为一体，就如他和父原是一体一样。这个 目

的，也是圣体圣事的目的(格前 10: 16 、 1 7) 。基于这个理由，

我们可依据拉冈热等学者的意见，称这篇祈祷词为"使圣教会

合一的祷文"。无论如何，凡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一切教徒，听到

耶稣这三令五申"使他们合而为一"的话阳岛ωfν，不能不深

自省察，热切祈求天主，使凡信仰他圣子的人真能合而为一，

重归于唯一的真理，加人唯一的羊群，同心同德遵行他的圣旨，

齐一步伐向永福的天上父家迈进。"时辰来到了"是说惨死与

复活的时辰已来到了(7 : 30; 8: 20; 12: 23; 13: 31) 0 "求你光荣

你的子"是耶稣求父使他从死者中复活，使全世界的人藉他的

复活，认识唯一全能的天主，换句话说，圣子向父求自己的光

荣，只是为光荣父自己;父的光荣，原是耶稣终身向往的唯一

的目的(7 :18; 8:50; 9:3; 12:27) ，但为更易彰显父的光荣，耶

稣必须死而复活 (11:4; 14:13) 。

f) "因为你赐给了他权柄治理凡有血肉的"这句中"有血肉的"

纯为希伯来语风，指有灵魂有肉身的人。 此处说"凡有血肉的"

可见是指天下万民，选民与异民都包括在内(创 6:19; 7:15 、

16 、 21; 8:17; 9:11 、 15 、 16 、 17; 依 40:5; 咏 136: 25; 耶 32:

27; 45: 5; 岳 2:28; 玛 24:22; 路 3:6; 宗 2:17; 罗 3:20) 。所

以这句话是说父赐给耶稣治理万民的全权，即他身为默西亚的

地位，因为只有默西亚能领受这个全权(玛 11 : 17; 28: 8; 路

10:22; 袤 3:35; 13:3; 暨前 15 :27 、 28; 希 2:8 等)。默西亚按

他所有的这种地位，是天国的君王，又是大先知和大司祭(参

阅在纽史上册袅盒第七章:特论先知书中的默西亚论) ，惟独他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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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兼这三种职任的，才能赐人永生。 "所赐给他的人"是指

那些信仰圣子和圣父的人 (6: 37-40 、 66; 3: 35 、 36) 。 天主召选

人，叫他们信仰基督:这就是神学上所称的"预简"的奥义。

蒙召的人应该用活泼的信德顺从天主的圣召，一生与耶稣翁合:

这就是神学上所谓的"救赎"的奥义。 "永生就是……"这句

话是基督教会异于其他教会的教义宣言:对于多神教与泛神论

根本推翻，对于犹太人有关天主的认识也有所纠正C7: 28; 8: 

55; 16: 刀，因为犹太人对天主的认识还不够，为此便以耶稣自

称为天主子是亵渎天主的大罪。在圣言降生为人以前，犹太人

的信仰可以使人获得永生，但在圣言降生为人以后，人若不信

圣父，不信圣子，并由圣父和圣子而领受圣神，不能获得永生

(伯后 3:18) 0 "认识"不但是理智的认识，更是指由信德而生出

的特殊认识，是与爱情连合的意志的认识，是预表将来在天堂

上面对面的认识。 若因受爱师这话的影响，后来在书信上写道:

"谁不爱是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就是爱" (若-4:肘 。 "谁说自

己认识他一一天主，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真理也

就不在他心里了" (若- 2:4) 。

@ 吾主耶稣虽然还没有死，但他却认自己救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因为耶稣以他的全知，知道该完成的非完成不可。为此圣奥斯

定说"知道一定要完成的，所以说是完成了 。"为此他说"我

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因我完成了你所委托我应该作的工程" (5: 

36; 8: 29; 9: 4; 19: 30) 。 依照父所定的原则"光荣我的，我也光

荣他" (撒上 2:30) ，圣子便求父赐给他一一天主而人的他，那在

世界未有以前他在父身边所享受的光荣;圣子降生为人，是"消

灭自己，取了奴才的形像" (斐 2: 7) 。 如今圣父正因为圣子消灭

了自己的形像(庇阳X;， .，) ， 才要赏赐耶稣的人性享受圣子从永远在

父怀里所原有的光荣(斐 2 : 9-11; 主 8: 1; 12:2; 骂~ 22: 1 、 3; 釜

16 : 19; 寨 2:33 、 34; ~ 8:34; 要 1:20; 聂 3: 1; 若一 1:1 、 2 等)。

@ 耶稣在世既完成了父托给他的事业，自然要想到那些仍留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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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继续他的事业的宗徒。 他们在耶稣的眼前，如今是他教会的

代表，将来在他的教会内要做他自己的代表。 在这一段祈祷词

中 (6 -19) ，主要的意思是(一〉耶稣向父举荐宗徒，把他们

托付给父 (ι8); (二〉 为宗徒祈祷而不为世界祈祷 (9 、 10);

(三)求父保全宗徒，使他们合而为一，犹如一身 (11 、 13) ; 

(四〉求父保护宗徒免陷于邪恶(14、 15); (五)最后求父以真

理祝圣宗徒(16-19) 0 6 节"我将你的名已显示给你由世界中

所赐给我的人"一句，是本章 4 节的一个解释。 耶稣好像是说

明他如何在地上始终光荣了父。 耶稣先把父的圣名显示给宗徒，

再藉宗徒和继他们位的其他门徒，显示给普世的人，这就是说

耶稣给世人启示了天主是人类的慈父，他有一位独生的圣子，

因着这位独生圣子的降生，赏赐了有真信心的人能成为他的儿

女(1 : 1-4 、 12) 0 "你的名"本是指天主的本性、德能、在

l临……然而在这里耶稣愿意说他给人启示了天主那慈爱的本性:

天主是慈父。 圣济利禄说得很好"你的名不是在说犹太人所认

识的天主，而是在说若无圣子不能认识的我的父亲。"圣奥斯定

说"你的名不是指‘天主'的圣名而言，而是指‘慈父'的圣

名而言。"耶稣把自己的宗徒托给父，因为他们是特别从世界中

选拔出来的 。 原来他们也就是父的，因为他们是虔诚的伊撒尔

人们 :47) ，但后来却把他们交给了降生为人的圣子耶稣，是愿

他们听取他的教训，随着他的脚步前进，为能在世上继续他的

工程。 他们也真不负天主的厚望，昕取了耶稣的教训，信从了

他的道理，随从了他的踪迹，称为宗徒，当之无愧。 "也确实知

道……并且相信"按圣若望的口气，几乎指的是-件事，即以

信德认识耶稣是默西亚和天主子 (16:27-30; 6:69 ; 20 : 31) 。

o "不为世界祈求"这句话，不可懂错了 。 吾主耶稣并不是说他不

愿为世界祈求，实际上他不但为世界祈求，而且也为仇人析求

〈蹬 23:34，参阅玛 5:44) 。 何况他不久就要为全人类受难而死

。 : 16 、 17) 。 耶稣之所以说他不为世界祈求，只表示他现在所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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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是自己的门徒，所以说"我为他们祈求"。耶稣为使父应允他

的祈求，提出了三项理由(一) "因为他们原是你的"非单因为

他们是虔诚的伊撒尔人 (6) ，更因为他们是以信德，以爱德属于

父的人。 属于父的必然也属于子，因为凡是父的，也是子的，凡

是子的，也是父的(二〉因为"我在他们内已受到了光荣"就

是说宗徒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了圣子及圣子的永远的光荣，即耶稣

的天主性(1: 14; 若一 1: 1-刀，并且要在世上给耶稣的天主性作

证(15:27); (三)因为"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他们却仍

在世界上"耶稣既特别爱他的宗徒，不愿意让他们如元人照顾的

孤儿一样，所以祈求父照顾他们 (13:33-36; 14:18; 16:16) 。

o "圣父"用"圣"字形容天主，旧约上已有多次(加下 14:36 ，

参阅肋 11 :44; 依 6:3; 咏 71 :22; 111 :9) ，新约上只有这一次用

"圣"字加于天主父 。 伯前 1: 16 虽用过，是引自肋 11 :44; 路 1 : 

49 虽用过，也是引自咏 111:9 。 按"圣"字原来的意义，贴用

于人身上，是表示和俗务分离，而专务某项神圣工作或某项神

圣使命;但若贴用于天主身上，却有一层更深的意义。 假使用

现在哲学术语来说，差不多等于"超越" (依 6:刀，再如按圣经

的用意来说，天主的"圣"是他绝对的"美"绝对的"善"

绝对的"真"总而言之，是他齐全的齐全。 吾主耶稣现在称他

的父是"圣"的，是因为他的门徒应该向父这种齐全迈进(玛

5:4时，应该和世界分离，完全归属于父，履行父的事业，如同

耶稣自己履行了一样。 ß "求你因你赐给我的你的名……"这

一句，在本节和下节之中，是按更可靠的古抄卷译出的，但也

有学者依据其他的抄卷译作"圣父，因你的名，求你保全你托

给我的人……" 0要明白本句的意思，先该弄清，父赐给耶稣

的名 ， 有什么意思? "名"在此指天主性和天主的权能 (1: 18; 

14 : 的，换句话说，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完全赐给了降生为人的

圣子，因此耶稣竟能说"谁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在父

内，父在我内……"等绝对属于天主的话。 "使他们合而为一"

『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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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是吾主耶稣这篇析祷词的中心思想 (21 、 22 、 23) 。按圣

奥斯定和波绪厄(Bossuet) 的讲解，这句话的意思不外是:耶

稣是多么期望宗徒彼此相亲相爱，不但在言语上，更该在工作

上守望相助，深愿他们真正地精诚团结，合而为一，以表现在

天主圣三之内所有的那唯一的永远生活;换句话说，凡是耶稣

的门徒，都该是"一个心一个灵魂" (宗 4:32) 。

o "丧亡之子"按圣保禄的用法是指"假基督" (得后 2:3) ，圣若

望则用来指犹达斯(参阅咏 41: 10 并若 13: 18 和注六〉。犹达斯

起初离开耶稣，然后与犹太人句结，出卖了耶稣。这是他自己

丧亡自己 。 除了这一个"丧亡之子"外，耶稣把父赐给他的门

徒都保全了。犹达斯的丧亡在他本身来说，固然是一件抱恨终

天的不幸事，但天主却利用了他的邪恶行为完成了救世的大业。

"我在世上讲论这些话，"是指耶稣在晚餐厅内所讲的一切道理，

特别是指他现在所吐露出来的这篇祈祷词。 吾主讲论的目的，是

要把他圣心中的喜乐传给他的门徒。吾主圣心的喜乐，是由履行

天主的旨意而来的(15: 11; 16: 24) ，门徒若要获得耶稣圣心的喜

乐，就该效法他，常常谦逊，慷慨，勇敢履行天主的旨意。

@ 门徒若有耶稣圣心的喜乐，便容易忍受世界的恼恨和攻击。世

界恼恨他们，完全和恼恨耶稣一样，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而属

于天国。身为天国勇兵的宗徒，该爱慕世界所恼恨的，恼恨世

界所爱慕的。但宗徒由于职务的关系，不能完全脱离世界，因

此也无法逃避世界的恼恨 。 基于这种救世的原故，耶稣不求父

从世界上撤去宗徒，单求父保护他们脱离世界的邪恶。 "邪恶"

二字亦可译作"邪恶者"指"撒蝉" (参阅若-2:14; 3:12; 5: 

19) 。 今依本福音 3:19; 7:7 一律作"邪恶"。

@ 耶稣为了保护宗徒，消极地求父保护宗徒不陷于世界的邪恶，

积极地求父以真理祝圣他们;这样才可万无一失地使宗徒稳搜

世海。 "真理"，耶稣自己己注明，是天主的话，是父藉圣子所

启示给人类的天国的奥义。 依据原文"以真理"亦可译作"在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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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中" 。 基本的意思没有多大出人。 总而言之，耶稣是愿意他

的门徒生活于真理中，工作于真理中，死于真理中 。 "视圣"是

指选拔宗徒，委任他们去作真理的宣传员(耶 1:5 注二) 。 耶稣

以身作则做宗徒的模范，他到世界上来是"给真理作证" (18: 

37; 8:47; 10:27) ，父派遣他来是要他以真理，以爱情，以死亡

救赎人类。 现在耶稣也为了同样的目的派遣宗徒到世界上去。

这理想是多么高尚!耶稣好像觉得到今日自己所做的，所说的

还不够，为此他求父以真理祝圣宗徒，同时他还要为他们祝圣

自己 。 "我……祝圣我自己" 一句中的"祝圣"异于"父祝圣宗

徒们"的"祝圣"。 这里的"祝圣"是指牺牲祭献而言，其意是

谓"我祭献自己"，"我把我自己献给父作为牺牲" (出 13: 2; 

申 15:19; 希 9:11-14) 。 本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行的祭祀是为救

赎万民，可是这目的之外，耶稣却另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即祝

圣宗徒们的使命。

@ 耶稣为他的宗徒祈求完毕后，就为那些因宗徒的宣讲而要信从

他的一切信友一一他的教会析求。 因为从今以后，直到世界末

日，凡因宗徒的宣讲信仰耶稣的人，都是他教会的会员 。 从 18-

23 节，依教父的讲解，含有圣教会的四大特征(一)耶稣的教

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二〉是至圣的，因为耶稣为她曾自作牺

性，给她遣发了圣神(三)是至一的，有如子在父内，父在子

内(四)是至公的，因为耶稣打发宗徒往"世界"上去，为继

续他那"拯救世界"的工程(18 节 3: 15-17) 。 圣奥斯定说得真

对:耶稣和宗徒的任务，不只限于宣传福音。 这任务的目的和结

果是为造成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体;或如圣保禄更具体说"为建立

基督的身体" (弗 4: 12) 。 圣教会的"唯一性"是象征天主圣三内

在的一体生活;换句话说，圣教会不但模仿天主圣三那深奥的一

体生活，并且还分享这种生活。 这是耶稣祈求的深意和本意"就

如你，父，在我内，我在你内……"。 唯一的信德，唯一的终向，

唯→的敬礼，形成了唯一的超性生活，现出耶稣住在他的教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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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世人相信耶稣是父所派遣来的默西亚， 天主子。0:31)。

@ 耶稣要他的信友"合而为一"还要他们 "完全合而为一"就

如父和子在圣神内"合而为一"一样。耶稣把自己的"光荣"

也赐给了他们。这"光荣"是指什么说的?学者的意见颇多 :

有的说是指耶稣的爱情，有的说是指耶稣的复活，有的说是指

耶稣的圣体，有的说是指耶稣行奇迹的能力 。 我们不能一一陈

述，归纳起来，不外是耶稣自己的"永生"也就是神学家所说

的"圣宠" (1 :12-14 和注)。耶稣和他妙身的各个肢体，共同分

享一个生命，共同占有一个圣神，就如葡萄树和葡萄枝共同有

一个生命一样(15: 1-8) 。这圣宠的源泉是父的爱，用这永远的

爱，父爱了他降生为人的圣子，和与他圣子成为一个妙身的圣

子的信友。由此我们可说，信友最大的光荣喜乐，是父爱我们

和爱耶稣一样。圣保禄宗徒屡次讲述了这端道理，在弗前三章

中，他还详细讨论了这端奥理。

@ 耶稣讲完自己的信友在世应负的使命和应蒙受的光荣以后，便

联想到他们还有个永远的将来，愿意他们将来永远和自己在一

起，遂向父祈求说"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那里，

他们也同我在一起……"意思是说:他要归于父怀，也愿我们

归于父怀(1 : 18) 。这是"永生"的实现。常同耶稣在一起，自

然会看见父赐给他的光荣，也就是父对圣子所怀的那永远的爱，

因为父在创造以前，就在圣神浩浩无垠的爱情中，爱了圣子

(得前 4: 17; 若-3:2 等〉。

@ 耶稣在这里就快要结束他的祈祷词了 。 他在离世归天之时，眼

见世界不但不认识父，反而还恼恨父派遣来的，只有他选拔的

门徒赖他认识了父，他遂叫他们认识父的名，使他们蒙受父的

爱。"名"指父的本性，父的爱情，父的圣德。并且藉真理的圣

神及由圣神默感的教会，他还要使未来的信友认识父的名 。 耶

稣使宗徒和后世的信友认识父名的目的，是要使父爱耶稣的爱

永留于宗徒及信友的心内，耶稣自己也永留在他们之内 。 波绪

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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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对这篇祈祷词下了一个很好的结论:耶稣不能再给我们赏赐

比这个更高贵的恩宠了 。 他已经解释了他降生的奥义，也讲明

了圣体圣事的奥义。 因此他一说完了那些充满无限爱情无限仁

慈的话"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便要躬行

实践他的祈祷词:在世上他己再无事可作，只有离别世界，去

完成他那自我的祭献。

第十八章

耶稣被捕(玛 26:47-56; 谷 14:43-52; 路 22: 47-53) 

1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和他门徒出去，到了克德龙

溪的对岸，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他的门徒便进去了。。

2出卖他的犹达斯却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同自己的门

徒曾屡次在那里聚集。3犹达斯便领了一队兵和司祭长同法

利塞人的差役，带着火把、灯笼与武器，来到那里。4耶稣

既知道那要来到他身上的一切事，便上前去给他们说:

"你们找谁7"5他们答复他说"纳臣肋人耶稣。"他给他们

说"我就是。"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同他们站在一起。6耶稣

一对他们说了"我就是"他们便倒退跌在地上。 87于是

他又向他们说 "你们找谁?"他们说"纳臣肋人耶稣。"

8耶稣答复说"我己给你们说了‘我就是气你们既然找

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9这是为应验他先前所说的话"你

赐给我的人，其中一个我也没有丧失 。 " @10西满伯多禄有

一把剑，就拔出来，砍大司祭一个仆人，削下了他的右

耳;那仆人名叫玛耳昂 。 11 耶稣就对伯多禄说"把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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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内，父赐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吗?"。

耶稣被解送到亚纳斯前

12于是兵队、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拘捕了耶稣，把

他捆起来 13先解送到豆组塑那里，因为主组星是那一年

当大司祭的盖茧的岳父。 14原来就是这个盖迭曾给达主人

出过主意:叫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

伯多禄否认耶稣 (玛 26:57 、 58 、 69-75 ;谷 14:53 、 54 、 6ι72; 路

22:54-62) 

15那时西满伯多禄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那门徒是

大司祭所认识的，便同耶稣一起进了大司祭的庭院。 16伯

多禄却站在门外;大司祭认识的那另一个门徒遂出来，对

看门侍女说了一声，就领进伯多禄去。 17那看门的侍女对

伯多禄说"你不也是这人的一个门徒吗?"他说"我不

是。 "18那时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着烤火

取暖;伯多禄也同他们站在一起，烤火取暖。 019大司祭

就审问耶稣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的事。20耶稣答复他

说"我向来公开地对世人讲话，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内，

即众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施教，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讲过什

么 。 2 1你为什么问我?你问那些昕见了的人，我给他们讲

了什么;看!这些人知道我所说的。" &22他刚一说完这

话，侍立在旁的一个差役就给了耶稣一个耳光，说"你

就这样答复大司祭吗?"23耶稣答复他说"我若说得不对，

你指证哪里不对;但若对，你为什么打我?"24亚纳斯遂把

里继捆绑了，解送到大司祭盖法那里去。 (;)25西满伯多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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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站着烤火取暖，于是有人给他说"你不也是他门徒中

的一个吗?"伯多禄否认说"我不是。"26有大司祭的一个

仆役，是伯多禄削下耳朵的那人的亲戚，对他说"我不

是在山园中看见你同他在一起吗?"27伯多禄又否认了，立

时鸡就叫了。@

比拉多审问耶稣(玛 27:1 、 2 、 11-23; 谷 15 :1-14; 路 23: 1-4 、 1:>-23)

28然后他们从盖法那里把耶稣解往总督府，那时还是

清晨;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入总督府，怕受了沾污，而不能

吃逾越节的羔羊。29 因此比拉多出来，到外面向他们说:

"你们对这人提出什么控告?"3。他们回答他说"如果这人

不是作恶的，我们不会把他交给你。"31 比拉多便对他们

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犹

太人给他说"处死任何人为我们是不许的! "32这是为应

验耶稣所说的，指他以怎样的死而死的话。4Dl33 比拉多于

是又进了总督府叫了耶稣来，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

王吗?"34耶稣答复说"这话是你由自己说的，或是别人论

我而对你说的?"35 比拉多答说"莫非我是个犹太人?你的

民族和司祭长把你交付给我:你作了什么?"36 耶稣回答

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

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现在

呢，我的国不是这里的。" 4D37于是比拉多对他说 "那么

你就是君王了?"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是君王。我

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凡属

于真理的，必昕从我的声音。 "38 比拉多对他说"什么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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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 说了这话，再出去到达主人那里，给他们说"我在

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 ~39但你们有个惯例:在逾

越节我该给你们释放一人;那么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

太人的君王么1"40他们又大声喊说"不要这人，但要巴辣

巴!"巴辣巴原是个强盗。@

@ 在记述耶稣苦难始末的事上，若与前三圣史所采取的方法似乎

不同。他在许多细节上，略去了前三位圣史所记述的，却记述

了三位圣史所略去的 。 圣若望这种修残补缺的笔法，使耶稣在

苦难史上所表现的那视死如归，威武不能屈，大无畏的精神永

留人间 。 在这一点上，第四部福音和若望一书与希伯来书有不

少类似的地方。若特别强调的有下列数点 C一)耶稣受苦受死

是出于心甘情愿(18:4 、 8 、 11 、 36; 19: 28 、 30); C二〉耶稣以他

的苦难圣死完成了天主救赎人类的计划(18: 4 、 9 、 11; 19:11 、

24 、 28); C三)耶稣不畏强权的那种神威(18 : 6 、 20 、 37; 19: 

11 、 26 、 36) 。关于若与对观福音异同之点，读者可参阅耶稣生

平年表;关于苦难中的地理详情，可参阅耶稣时代耶路撒冷图 。

四部福音记受难史有出人之处，史学家认为这些出人颇有历史

价值。四位圣史对于同样的事记述的有所不同，正足以表示他

们不是有意捏造动人的故事，而是完全依照各人所能记忆的或

各人所怀的目的，将事实留传给后世，为真理作证。 对于一些

似乎矛盾的历史问题，我们虽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但能

得到一个比较可靠的解决方案，也就难能可贵了 。 其实这些多

是些无关宏旨的问题。 在传述耶稣的基本道理上，四位圣史无

所不同 。 在此我们不要忘记赫拉额利图斯 CHeraclytus) 这位老哲

学家的话"隐约的和谐胜过外表的和谐" 0 "耶稣说完了这些

话……"是说耶稣结束晚餐厅内(13-17) 所讲的那些道理后，

就和十一门徒一一这时犹达斯己与耶稣的门徒绝缘了，往耶路撒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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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东南去，途经蕉罗亚水泉，走过克德龙谷(撒下 15:23) ，来到

革责玛尼山园(玛 26:36; 谷 14:32)。这座山园大概是属耶稣的

一位元名氏的门人所有，故此耶稣和他的门徒屡次退居到那里，

并在那里聚会(蹬 21:37; 22:39) ，这位元名氏的门人究竟是谁?

有的说是尼苛德摩或是阿黎玛式雅人若瑟，但大多数的学者却以

为是若望马尔谷(宗 12: 12) ，更认为这位马尔谷就是挣脱逮捕耶

稣差役之子的那位少年人(谷 14:51 、 52) 。 此说似乎更为可靠，

但仍是一个假设，没有确凿的证据。关于革责玛尼历代所有的文

件，参阅且S nn. 788-832 。 耶稣虽然知道犹达斯也认识革责玛尼

这地方，但他仍然往那里去。 可见往那里去不是为了'怕被犹太人

逮捕，因为现在他的"时辰"已经来到，受苦受死是父的旨意，

他不愿像从前一样设法逃避 (8:59) ，而要俯首从命了 。

@ 若没有记载耶稣在革责玛尼园临终之苦和祈祷〈玛 26: 3ι46; 

谷 14:32-42; 路 22: 40-46) ，只在 11 节中隐约暗示了一下，便

直接描写耶稣被捕时的光景。逮捕耶稣的计划，与实行逮捕耶

稣的计划，都是由犹太人的公议会决定，即由大祭司、司祭长、

法利塞人和长老出计定谋，他们为预防发生意外，便从总督府

请来一队驻防的罗马兵 。 "一队兵"按罗马军队的组织来说，

可能有六百人，也可能有二百人。 但在这里不一定是说这么多

的兵士前去，只是说去了不少的兵士为助长声势。 不论当天夜

里如何星光胶洁，明月当空，他们仍然带了火把灯笼前去。 也

许这是军中的规定，或者他们怕耶稣躲到树密林深的暗处， 一

时寻觅不到，又扑个空 。 然而耶稣并不隐蔽，因为他早已知道

所要发生的一切，决定要遵照父的旨意而行(14: 30 、 31)，为此

亲身出迎，当面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与其说耶稣是"被

捕"，不如说耶稣是"自首" "纳臣肋人耶稣"是当时人对吾主

耶稣最普通的称呼(路 4 : 34; 24: 19; 谷 14:67; 玛 26:71; 去

2:22 等〉。 耶稣说出"我就是"时，显然发出了一点天主性的威

严，竟使耀武扬威前来的士兵，立时应声跌倒在地。 圣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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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光明战胜黑暗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简直

是一个奇迹 。 耶稣行这奇迹的用意，不外是叫世人知道，他之

所以走上如此残酷死亡的道路，完全是心甘情愿:假如他不愿

意，这世界的首领丝毫不能加害于他(14:30; 玛 26:53) 。

@ 善牧在把自己交付于仇人前，尽量设法救护他的羊群"你们既然

找我，就让这些人去罢!"耶稣此时称自己的门徒为"这些人"

似乎冲淡了师徒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如此称呼他们，是不愿使

自己的门徒受到连累。 圣史写到耶稣这种慈父心肠的周全照顾，

自然而然地想起耶稣在祈祷词中所说的那句话"除了丧亡之子

外，他们中没有丧亡一个" (17:12) ，现在就应验了 。 实际上，耶

稣的这句话，是指灵魂的丧亡，并不是指肉身的丧亡。 若现在贴

在宗徒们肉身的丧亡上，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自己明白，也

要我们明白，耶稣不但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也是我们肉身的救主。

o 10 、 11 两节所记的事， 三对观福音都记载过(玛 26:51 ;谷 14:

47; 路 22:50) ，若只补充了拔剑而起者和为剑所伤者二人的名

字。 前三位圣史很可能是有意略去他们二人的名字，因当时的

情形，尚不容许露出他们二人的姓名，但在若写作福音时，他

们二人都已先后去世，据实记载，不会引起什么不利的影响 。

"把剑收入鞠内"这句话是教训他的教会，不应用任何武力对

付仇教者，反要以德报怨，以善报恶(格后 10:4) 0 "父赐给我

的杯……"一句中的"杯"是象征耶稣的苦难和圣死(依 51:

17 、 22; 哀 4:21; 咏 10:6; 74 : 9 等) 。

@ 奉命逮捕耶稣的差役，眼见耶稣遏止伯多禄，便向前来，抓住

耶稣，按罗马人的习惯，把他的手背绑起来。 现在正是耶稣的

仇人横行霸道的时候，正是黑暗得势的时候(路 22:53) 。 耶稣

被解送到亚纳斯府，只有若记载， 三对观福音却记载耶稣是一

直被解送到大司祭盖法处。 罗马兵丁把耶稣押送到亚纳斯府，

任务已算完结，遂返回兵营，即安多尼堡垒。 亚纳斯这名字是

监组星整一名的缩写，是"上主施怜悯"的意思 。 这人是由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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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总督季黎诺于公元七年所委任的 。 到公元十四年被总督瓦肋

辽格辣托 (Valerius Gratus) 所撤换 (Ant. Jud. 18 , II ，刀，但

他左右教政的势力，直到他去世之日，始终没有衰退。 他的五

个儿子都相继做过大司祭，现任大司祭之职的盖法也是他的女

婿(Ant. Jud . XX , 9. 1)，因此盐主人史学权威家羞羞主称他是

当世无双的幸运儿。 盖法这一名字不知究竟有何意义，有人说

即"刻法"的转音，盘石的意思 。 他的真名是若瑟，盖法只是

他的外号而已 。 他在公元十八年上，由总督瓦胁辽格辣托委任

为大司祭，直到公元三十六年才为总督威式里约 (Vitcllius) 所

撤换。 我们若知道了亚纳斯的五个儿子都曾任过大司祭之职，

而他的女婿盖法竟在如此动荡的时代中，一连十多年充任大司

祭，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圣路加(路 3:2; 宗 4:6) 把他们二人

相提并论了;也更容易明白先把耶稣解送到亚纳斯府是为了巴

结亚纳斯这位"太上"司祭和逢迎盖法的私心 。 关于盖法给犹

太人出过主意一事，参阅 11: 49-51 。 对观福音对于亚纳斯审问

耶稣一事，只字未提，若却照他弥补缺漏的史法，把对观福音

遗漏的记述出来。 亚纳斯虽然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的

审问只是属于私人性质，不能发生法律上的效验，为此在 24 节

又说出"亚纳斯遂把耶稣捆绑了，解送到大司祭盖法那里去。 "

现在要讨论一下自古迄今尚未圆满解决的一个问题:按本章的

经文，耶稣仅受了亚纳斯的审问，对观福音一致记载耶稣只受

了盖法的审问 。 关于盖法的审问，若也一定知道 08: 24 、 28) ，

但他完全略而不提。 若说伯多禄在亚纳斯庭院内否认耶稣(18 : 

15-18 、 25-27 ) ，对观福音却说伯多禄否认耶稣是在盖法庭院内

(玛 26 : 57 、 58 、 69-75; 谷 11 : 53 , 54 、 6ι72; 路 22: 54-62) 。 为

使对观福音和若得到适合的解决，历来经学家的意见颇多，但

我们可归纳为三 (一) 是按叙译本 (Syro -Sinaitica) 及圣进型

璧 (s . Cyrillus A. )并几个小楷抄卷，把 24 节移到 13 节后 。

这样， 审问耶稣的不但有里塑盟，并且也有盖盖了 。 i直至整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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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耶稣的事，自然也就在盖茧庭院内了 。 这样羞也如其他三圣

史提到了公议会为处死耶稣所执行的诉讼程序 (S. Cyrillus 

A. : Theodorus Mops. Luthcrus , Pcza , Calmes , Lagrange , Cam

crlynck Fillion , Durand , Lebreton , Juon , Braun ，扎1erx ， Vaccari , 

ctc. .. . .. . ) 0 (二)把 12-27 节的次序如此更换 12-14 ， 19-24 , 

15-18 , 25-27 。 于是，耶稣先被解送到亚纳斯府，受了他私人的

审问，然后解送到大司祭盖法那里昕他的审问;若虽未提盖法

和公议会的审判，但记载伯多禄否认耶稣之事，却是在盖法庭

院内发生的，全如对观福音一样 (Moffatt ， Brinkman , Sut

cli ffc , ctc. . . ....) 0 (三〉保存经文原有的次序，而作如下的解

释:若 19:22; 如路 3:2 称亚纳斯为大司祭，亚纳斯和他的女婿

盖法同住在一座府第内，各人一扇，所以伯多禄否认耶稣，说

是在亚纳斯府内，也可说是在盖法府内 。 关于亚纳斯和盖法府

第历代的文献，参阅 ELS nn. 833-870 。 总观上述三种意见，第

一种是可能的;第二种因为主观的成分太重，我们不敢赞同;

第三种虽然不能圆满地解决疑难，但实有值得赞同的价值。

o 15-18 节记伯多禄第一次否认耶稣之事。 "那门徒是大司祭所认

识的"这里提到的"那门徒"按本书引言第二章丙:第四部

福音是若的作品:已证实是载伯德的儿子，吾主的爱徒若望，即

本书的作者。若既是一个加里肋亚的渔夫，如何能和一位身负重

任的大司祭相识呢?有说若的家族有大司祭家族的血统，故可能

有亲戚的关系;有说是由于业渔的关系，若可能多次去耶路撒冷

调查行情。 若虽身为渔夫，但他是渔业之主，并非业渔者的仆人，

在当时商界之中可能是个有声望的人，因而可能与大司祭有一面

之识。 这两种意见都是推测而己，我们不能决定真正的原因何在。

关于伯多禄否认吾主的次数和次序，参阅玛 26:57、 58 、 69-75; 谷

14:53 、 54 、 66-72; 蹬 22:54-62 和注。 "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 耶

蛊盘透海拔七百八十公尺，四月初，寒气仍然袭人，所以站在露

天的仆人和差役，半夜三更自然要生火取暖。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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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9-21 节羞在记述组垒盘第一次否认耶稣之后，便描写耶稣受豆

纳斯审问的情形。亚纳斯问耶稣的事总归两点:所召收的门徒

和所讲过的教训，希望从这两事的回答上得些口供，为在总督

比拉多前正式控告他。关于召收门徒一事，耶稣没有回答，或

许回答过而若没有记出;但关于他所讲的道理一事，他却回答

得非常严厉"我向来公开地对世人讲话……"他声明他的道

理丝毫不含有政治性的阴谋，常在人众聚集的地方讲道 (6:59;

7:4、 26; 11: 54); 也是当着众人说明他是天主派来的天主子，要

求听众依据事实相信他的言论，竟然激起犹太人几次想要用石头

砸死他的忿恨(10:30 、 38) 0 "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讲过什么"耶

稣虽然夜间和尼苛德摩谈过话。 :2) ，不多时以前夜间和宗徒在

晚餐厅内也谈过话(13: 1-17: 26) ，但所谈的都是可公开的，与在

众人前所谈的没有什么分别。亚纳斯愿把耶稣当作罪犯来处理，

但须找出个正当的理由，故先问耶稣。然而耶稣却不愿直接答复

他的话，便说"你问那些昕见了的人"。这一句话是相当严厉，

竟使审问耶稣的亚纳斯，一变而为耶稣审问的亚纳斯了。

(;) "给了耶稣一个耳光飞这个打耶稣耳光的差役，简直是架犬吠

尧，只为讨好自己的主子，而不顾合理与否。按米市纳被告在

未定案前，差役掌击被告耳光是完全违法的行为。可见这个仗

势欺人的差役，真是无法无天。这也正是耶稣所说的黑暗得势

的时候，是撒蝉和他的帮凶在人子身上发泄愤恨的时候，那里

还有法可据有理可讲呢?恐怕有人要问:耶稣不是曾说过"若

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也把另一面转给他" (玛 5:39) 么?现在

耶稣不但没有转另一面让差役掌击，反而责问差役掌击他的理

由何在，这是为了什么?须知耶稣所说掌右颊而也转左颊的话，

是在私人方面受害而无损于第三方面时，才可适用 。 现在耶稣

受人掌以耳光，当下实受其害者，固然是耶稣一人，似乎耶稣

应以身作则转过另一面再让差役掌击，但耶稣若不加以反驳，

确知要因他的榜样有千千万万的第三者会受到损害，因此他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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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差役。他如此作，是以身作则卫护一项天赋的自然法:另外被

告在受审时，有辩护自己的权利。这种基本的权利，任何人不能

剥夺，为此世界著名的法律家，都非常重视耶稣的这一理直气壮

的答辩。"亚纳斯遂把耶稣捆绑了"这种译法是假设耶稣在受审

时没有带锁链，这也是古今中外各国法庭的通例。但按希腊原文，

亦可译作"亚纳斯遂把捆绑着的耶稣……"，照这种译法，耶稣

连在受审时，也未被解除锁链。像这种虐待被告的办法，在恨耶

稣入骨的犹太人很可能是如此作了的。"解送到大司祭盖茧那里

去"，是叫耶稣在那一年实任大司祭的盖盖和公议会前受正式的审

判。经过这一审判，耶稣的定案才可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羞对盖

法审问耶稣的情形，只字未提，是因为及理道竟都已详细地记述

了，不必再赘述(玛 26:59-65; 货 14:55-63; 蹬 22:6&-71 和注)。

o 25-27 节记伯多禄第二次与第三次否认耶稣之事。 i皇室主主对于耶

稣的爱情，可说是出于真情，但由于只恃己力不求天主助佑，

终于经不起苦难的考验，当大难临头的时候，也就心有余而力

不足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吾主，终至耶稣的预言全盘应

验了。鸡声唤醒了伯多禄的迷梦，伯多禄这才回忆起耶稣的预

言，和他应许耶稣生死相从的誓词 (13:3&-38) ，悲悔交集，伤

感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当此时，耶稣从庭院走过，看了i且主盘

一眼(路 22: 61 、 62); 耶稣的这一注视，使伯多禄羞愧惨悔，

无地自容，立时走出这危机四伏之地，流泪'陆哭去了。 在

耶路撒冷四月间午夜两点半至三点钟左右，公鸡开始初啼。

@ 耶稣在公议会受过宗教法庭的审讯，结果公议会定了他的死罪，

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犯了亵渎天主的大罪(要 26: 63-66 等)。

然而公议会只有判定死案的权柄，却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因

为自从巴力斯坦为罗马人占领后，罗马政府剥夺了公议会执行

死刑之权。犹太人因为丧失了这种司法主权，不得不借用异族

的强权，来处死自己的同胞，便把耶稣解送到罗马派驻的总督

比拉多衙门去。但这位没有犹太宗教信仰的比拉多，决不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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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宗教内部的问题，而把耶稣置诸死地。公议会也早已看到

了这一点，为此准备提起新的诉讼，设法给耶稣加上一个莫须

有的政治罪名"背叛罗马皇帝" (19:12) 。关于比拉多参阅历

史总论第二章三:罗马驻犹太的总督，和路 3: 1-3 的注释。总

督府亦可译作:衙门，官邸或公堂;按原文 Praetorium，本意

是法官所在地，法官在那里，就在那里就地设立法庭审问囚犯。

像这样的审问处没有固定的地方，今日可以在一个营幕内，明

日也可以在一座堡垒中，后日又可以在一座被征服的王宫内;

换句话说，只就总督府一名无法判定比拉多的衙门究竟在耶路

撒冷什么地方。照旧日的习惯，罗马驻巴勒斯坦的总督，平常

居于凯撒勒雅 CCaesarea) ，但每逢逾越节，罗马总督即上耶京

维护治安。可是总督来到耶京后住在那里?比拉多在任时，据

若瑟夫的记载，是住在黑落德宫殿内。这座辉煌一时的宫殿位

于往臼冷的大道与达味塔之间。又据若瑟夫和其他的历史文件，

我们又知道在逾越节前后，为了防止民众的意外暴动，独揽大

权的总督，便移驻于距离圣殿很近的安多尼堡垒内(宗 21:31 、

34; 23: 16) 。那么，这一天比拉多住的地方，不是黑落德宫殿，

便是安多尼堡垒了。再据考古家和最古的传说，比拉多那一年

似乎住在安多尼堡垒，因为按谷 15: 16 和若 18:25 等解送耶稣

去的街门有一个内院，更按若 19: 14 比拉多宣判耶稣死罪地方

名叫"石铺地" C lithostrotos) ，阿辣美文是"夏巴塔" CGabba

tha) ，即"高处"或"光头"的意思。晚近在挖掘出来的遗迹犹

存的安多尼堡垒，真找到了若所提出的"石铺地"和若与谷所

记述的庭院。 关于这些地区传留至今的文件，可参阅 ELS nn. 

886-909 0 基于以上提出的理由，我们认为所译的总督府就是安

多尼堡垒。 除了地方问题外，还有时间问题 "那时还是清晨"

。的 。 现在要问是那一天的清晨?我们认为是尼散月十四日的

清晨，那一天太阳西落以后，至少有一大部分选主人尤其是整

杜塞党人就要吃逾越节的羔羊(参阅第 13 章注一) ，为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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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入外教人的总督府。因为按选主人的风俗，进了外教人

的家，算染上了法律上的不洁，就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比拉

多为受理这宗案件只得走出院外向他们质问来由。历算家

CFothcringam , Schock , etc. ......)证明从公元二八至三四年，

尼散月十四日适逢星期五(瞻礼六)的，只有两年，即纪元三

0年阳历四月七日和三三年阳历四月三日。我们赞成是三0年

阳历四月七日，参阅耶稣生平年表。 O惟恐成为不洁却胆敢杀

害元辜者的犹太人，愿比拉多相信他们的话，立即准许他们去

杀死耶稣，但比拉多似乎不认可公议会审讯的手续，所以先这

样问犹太人"你们对这人提出什么控告?"比拉多一昕了犹太

人得意而狂妄的话，就讽刺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照

你们的法律审判他罢!"这群亡国之民根本没有处死耶稣的权

柄，假使有的话，他们就已按梅瑟的法律，用石头将他们认为

亵渎天主的这人砸死了(肋 14: 16) 。犹太人没有用石头把耶稣

砸死在地上，罗马人却用铁钉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本来耶

稣死于乱石下，或死在十字架上，就外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不论怎么死，都无碍于救世大功的完成，但圣若望却看出这两种

死法的不同来，他说这是为应验耶稣说过的这句话"正如梅瑟曾

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 (3 :14) 。耶稣高悬

于十字架上，是要吸引万民来归向自己(12:32) 。

@ 若只把比拉多问耶稣的重要话记录下来，至于犹太人提出什么

含有政治性的控诉，他却完全省略了。这是因为路已经详细记

录了"我们查得这个人煽惑我们的民族，阻止给凯撒纳税，且

自称为默西亚君王" C路 23:2) 。犹太人早看出罗马驻外的总督

最怕的是这一点，为此便向比拉多提出这件"自称为王"的政

治控诉。比拉多果真在这一件事上犹豫起来了，便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的君王吗?"他的意思似乎是在问:你是那看不见的

理想世界上的君王呢?还是这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上的君王呢?

耶稣的答复正针对这双关的疑虑，因为假使比拉多按自己的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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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问，他当然是指着物质世界的君王而言;假使比拉多是受

了犹太人的暗示而问，那么，他当然是指理想世界的君王了;

为此耶稣以解释的口吻给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即谓我的王权虽然在世界上执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

于天上。 假如我的王权是属于这个物质的世界，我所有的忠臣

良民，必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奋起力斗，与我的仇敌交战，

保护我不至于叫他们的君王受辱，站在这里作阶下囚 。

@ 耶稣刚才给比拉多讲解了自己的王权和国度的性质，现在他要

给他讲说自己是怎样的一位君王了 。 首先他承认说自己是名正

言顺的君王"你说的是，我是君王 。"这位君王的唯一使命是

给真理作证。 :32; 5:33): 给世人传授真理，给世人启示真

理。凡是属于真理的，凡是爱慕拥护真理的，都是他王国的国

民 。 这句话，从外表看来，意义似乎很简单，但若以第四部福

音的神学来讲，它的意义便非常深奥了 。 "真理"是父的话

(17: 17) , "真理"是耶稣自己(14:6) ，真理是降生为人的圣言。

凡爱慕真理的，必归向耶稣，藉着耶稣而归向唯一的真天主。

但是一个抱怀疑主义而搞政治生涯的比拉多元心追求真理，无

意考究这些，为此以将信将疑的态度问了一声"什么是真理?"

便出去了 。 也许他曾在罗马街市上屡次听过各派哲学家讲说真

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彼此矛盾得令人可笑。 难道这个可

怜的犹太人会是个这样的哲学家吗?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

@ 比拉多看来看去，觉得耶稣这个"君王"，只是一个幻想家。 他

的言行举动，丝毫不能影响到罗马帝国的安危。 既然查不出他

的罪状，便有意释放他，但怕这些如疯似狂的公议会的会员，

怀恨报复，在提比留前诬陷他，为脱身之计，便把耶稣解送到

墨莲壁圭皇$S那里去(蹬 23 : 4-12) 。 这个分封侯墨蓬盒算是墅

马帝国皇帝提比留在巴勒斯坦的秘密特务。 比拉多这一行动全

是一种政治手腕: 一则可以巴结黑落德，借此滔媚他的机会，

尽弃前嫌，和好如初; 二则可以卸除这项麻烦的诉讼案件。 然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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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办法又未能如愿以偿。 但他又想起了一个办法，就是罗

马帝国当局为了收买人心，在一定的庆期中，给被征服的民族，

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 史学家李维 (V13) 和在埃及所发

现的纸草纸文件，都证明有这一事实 (G. Vitclli: Papiri Greco

cgizi , n . 6 1) 。盐主人在逾越节享有这项权利 。 那一年在圭复旦堡

垒的监狱内，囚押了一个图谋造反，杀人害命的凶手名叫巴辣

巴的(意谓:父亲的儿子)，等待死刑 。 比拉多给百姓提出巴辣

巴和耶稣二人，任民选择，予以释放。他原想民众曾受过耶稣

各样恩惠， 一定会要求释放耶稣，而处死旦盈旦。 那料想竟事

与愿违，民众受了公议会的挑唆，竟要求总督释放旦塾旦 。 些拉

多自想这是营救耶稣的一个妥善办法，其实这是一件伤公害理的

事。 他自己既然认为耶稣是无罪的，就该秉公办理，毅然释放，

怎能把一个毫无罪过的义人和一个恶贯满盈的强盗等量齐观呢?

这是比拉多失足的第一步。 他全如公议会所预料的，开始离开正

义的法律，而在政治藉口的威胁之下，去作违背天良的恶事，终

于履行了犹太人陷害耶稣的阴谋，而将他自己七次声明无罪的耶

稣，判定了十字架的死刑(参阅要 27:20 、 21; 货 15:8 和注) 。

第十九章

耶稣受鞭打(要 27:26b-31a; 釜 15 : 15b-20) 

1 那时监韭爱就叫人拿住坚堡鞭打了。 02然后兵士们

用荆棘编了个茨冠放在他头上，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袍 3来

到他跟前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 !"并给他耳光。4 比拉

多又出到外面向他们说"看哪!我给你们领出他来，为

叫你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5于是耶稣带着

茨冠，披着紫红袍出来了，比拉多就对他们说"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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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86司祭长和差役们一看见耶稣，就喊说 "钉在十

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 1" 比拉多给他们说"你们自己

把他带去，钉在十字架上吧!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

状。 "7犹太人答复他说"我们有法律，按法律他应该死，

因为他自充为天主子。" 0 

比拉多再审问耶稣(玛 27: 19-25; 谷 15:9-14; 路 23:13-16 、 20-24)

8 比拉多昕了这话，越发害怕起来。9遂又进了总督府

对耶稣说"你到底是那里的?"耶稣却没有给他回答。 10于

是比拉多对他说"你对我也不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

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在十字架上吗?"11 耶稣答复说:

"若不是由上赐给你，你对我什么权柄也没有;为此把我

交付给你的人，负罪更大。"。

耶稣被判死罪 (玛 27:26 、 31; 谷 15: 15 、 20; 路 23:24 、 25)

12从此比拉多设法要释放耶稣，犹太人却喊说"你如

果释放这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因为凡自充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 "13 比拉多一听见这些话，就把耶稣领出来，

到了一个名叫"石铺地" 一一希伯来话叫"夏巴塔"的地

方，便坐在审判座位上。"时值逾越节的预备日，约莫第六

时辰，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君王。"15他们就

喊叫"除掉，除掉，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

"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司祭长答说"除了凯

撒，我们没有君王。 "1臼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

救主死于苦架 (玛 27: 33-56; 谷 15:20b-41; 路 23: 26-49) 

16b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 17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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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个名叫"髓楼"的地方，叠组圣话叫"哥耳哥

塔" 18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同他一起另有两

个人: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耶稣却在中间。 019 比

拉多写了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写的是 "纳臣助人

耶稣，犹太人的君王 。 "2。这牌子有许多犹太人念了， 因为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离城很近，字是用希伯来、罗

马和希腊文写的。21 于是犹太人的司祭长就对比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但该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

君王。"22 比拉多答复说"我写了，就写了。" 023兵士将耶

壁钉在十字架上后，遂拿了他的衣服，分成四分，每兵一

分;又拿了长衣，但因那长衣是元缝的，由上到下浑然织

成的，24所以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只好掷假，

看是谁的。"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他们瓜分了我的衣

裳，为我的长衣他们拈阁。"士兵果然这样做了。(i)25在耶

稣的十字架傍，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还有克罗

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玛达肋纳。26耶稣看见母亲，又

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

儿子， "27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从那时

起，门徒把她接到自己家里。 028此后耶稣因知道一切事

都完成了，为应验经上的话，遂说 "我渴。 "29有一个盛满

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兵士便将海绵浸满了醋，捆在长枪

上，送到他的口边。30耶稣一尝了那醋便说"完成了。"就

低下头交付了灵魂。(D)31 达圣人因那日子是预备日，免得

安息日内，一一一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一一一尸首留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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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上，就来请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

32所以兵士来了，把第一个人的并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

的第二个人的腿打断了 。 33 可是，及至来到耶稣跟前，看

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34但是有一个兵士用

枪刺透了他的肋旁，就立时流出血和水来。 35那看见这事

的人就作证，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并且"那位"知道他

所说的是真实的，为叫你们也相信。36 这些事都发生了，

是为应验经上的话"不可将他的骨头打断。"37经上另有

一句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 m 
耶稣安葬于墓(玛 27 :57-61; 谷 15 : 42-47; 路 23:50-56)

38这些事以后，有阿黎玛;武雅人若瑟，一一他因怕犹

太人，暗地里作了耶稣的门徒， 来求比拉多要领取耶

稣的遗体;比拉多允许了。于是他来把耶稣的遗体领去

了。 (&39那以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苛德摩也来了，带着没

药及沉香调和的香料，约有一百斤。40他们就取下了耶稣

的遗体，照犹太人埋葬的习俗，用殆布和香料把他裹好。

æ 41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在那园
子中有座新坟墓，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42只因是犹太人

的预备日，坟墓又近，就在那里安葬了耶稣。@

@ 若在描述耶稣苦难史上，把对观福音所已记录的，和当时信友

所已详知的细节，照他的体例，都略而不提。他所省略的各节

如下:基勒讷的西满替耶稣背负十字架(玛 27:31; 谷 15:21)，

堕蛊邀坠的妇女流泪'助哭耶稣(路 23: 27-31)，兵士拿没药酒给

耶稣喝〈玛 27:34; 谷 15:23) ，犹太人在十字下侮辱耶稣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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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7: 39-43; 釜 15: 29-32; 蹬 23:35) ，耶稣被钉时所说的第一

句话，和在十字架所说的第三、第四、第七句话。 但在一些比

较重要的事上，或为补充对观福音的遗漏，或为详解对观福音

叙而不详的地方，若却记录了出来，如"罪状牌" (19-22) , 

耶稣给慈母和爱徒所说的话 (25-27) ，浑然织成的长衣 (23 : 

24) ，肋旁的创伤(34) 。 读者若愿知羞与注班道宣关于苦难史

的详略异同，可参阅年表 227 至 247 0 0 "比拉多就叫人拿住耶

稣鞭打了"如直译应作"比拉多拿住耶稣鞭打了 。"这并不是

说比拉多亲手拿住耶稣鞭打了，乃是说他命人这样作了 。 这本

是比拉多又想出来的一个释放耶稣的办法(蹬 23: 16 、 22 和注)。

他确信这样能更容易消散犹太人疯狂恶毒的怒气，唤醒犹太人

未泯的天良，想他们一见耶稣受了这样的苦刑，定会动，心撤销

控案 。 那料恶魔迷心的犹太人，若不如愿以偿，决不肯罢休。

鞭打之刑本来在未定死刑之前，不能执行，但罗马官吏在未定

死刑之前，有时为恐吓乱民，或为躲避诉讼的麻烦，破例先鞭

打囚犯一场。鞭打之刑，是由兵士执行，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 。

先剥去囚犯的衣服，双手被缚或拴在一个木桩或石柱上。 受刑人

的臂腿、脊背、胸膛、脸面，都任差役鞭打。 鞭是用好几股细皮

条编成的，鞭梢系有铁块和尖钉。受鞭刑的人身体先是青紫血肿，

渐渐皮破筋断，血管爆烈，全身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几乎没有

人的形状。 多少囚犯竟死在这种残酷鞭刑之下。 罗马诗人贺拉西

(Horatius) 称这种刑罚为"骇人听闻的刑罚"。 这种苦刑，犹太人

有所规定，鞭打不得超过四十下，所以圣保禄受五次鞭刑，但他

说每次都是三十九下。 然而比拉多命人鞭打耶稣是照罗马法的规

定，不限数目，可任意鞭打。 耶稣所受的鞭刑更是如何骇人昕闻!

@ 耶稣受鞭打以后，总督府的兵士也来尽情侮辱耶稣，就如司祭长

的差役们，在盖法的府第里一样(玛 26:67; 谷 14 : 65; 路 22:63-

6日 。 大约这些兵士是属于与犹太人为仇的民族，如撒玛黎雅、依

盐整整、叙利亚等邻国的民族。 他们以借题发挥的心理，很高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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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在耶稣身上发泄他们一向对犹太人的愤恨 。 比拉多让他们任

意戏弄，仍是出于他的妥协计划:使这个所谓犹太人的君王，

变成一个血肉模糊，十分可怜的人，好动犹太人恻隐之心 。 这

由他下面所说的话，可看得出来"我给你们领出他来，为叫你

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 " "看，这个人!"比拉多这

句话的意思是说:看哪!你们的君王，成了一个多么可怜的人。

我做罗马政府代表的，一点儿也不怕他造反叛乱，反倒怜悯这

无能为力的可怜人，但为满足你们的意愿，我已把他鞭打成这

个样子了，你们还怕他造反而株连你们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

话，你们可怜这个人吧!你们可怜这个人吧!比拉多说这句话

时，虽然有如盖法说话时一样 (11 :51)，不觉得这句话内中所

含的深奥的意思，但若一一-亲眼看见耶稣头戴茨冠，身披紫红

袍，从士兵营房来到总督府庭院外，亲耳听到总督说"看，这

个人!"的证人，一一却看出来了:看!这天主的羊羔 (1 : 29 、

36); 看!这天主子(1 :34) 。故此信友每次瞻仰被钉的耶稣，而

想起比拉多的这话时，心里该承认说:这人是我的天主。

@ 耶稣全身肉烂血淋，唾污满面，着实模糊得难以分辨是耶稣了 。

这种全无人形的凄惨状态，犹太人看了，非但无动于衷，反而

更提高嗓子大声喊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比

拉多看到心比铁石还硬的犹太人，已无法再容忍下去了，遂气

忿忿地向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钉在十字架上吧!我在

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比拉多当然知道他们不能杀死任何

人，他步步向他们退让，自觉也大过分了 。 这案件为他算是完

结了，因此他说出了这句气愤的话。 委实照我们所认识的比拉

垒，他的个性是非常的固执(蹬 13 : 1; Bc1l. Jud. II ，庄， 3; 

Ant. Jud . XVIß, N , 1; Philo , Lcgatio ad Cajum) 。 如果盐主人没

有提出在提庇留皇帝前要告发他的恐吓的话，他必不会再向选

太人让步。 这时犹太人采取了两个步骤: 一是按梅瑟的法律，耶

稣是应该死的，因为他自充为天主子; 二是总督对盐主是里主皇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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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代表，有保护这条法律的责任，倘若他不保护，不能算是忠

君爱国的人。从这种新的控诉"他自充为天主子"我们可看出犹

太人从政治的立场，又转到宗教的立场上来。这宗教性的控诉

C@ 24: 16) ，才是他们要求定耶稣死罪的唯一真正的理由。他们

本来不愿把这项宗教上的理由在比拉多面前吐露，一个外教人那

里能懂得这项理由的严重性呢?可是比拉多一再表示自己不愿定

这个查不出罪状之人的死罪，迫得犹太人说了这句话。他们的用

意是在提醒总督，按法律耶稣犯了亵渎天主的大罪，是该死的罪

犯。罗马的总督应该执行这条法律，因为罗马政府早已允许，除了

明文规定的几点外，对当地人员的法律和习惯，应一律加以维护。

@ 那时罗马人，崇拜不少的神抵，称他们为"神之子" ("神之

子"在希腊文和拉丁文所用的字与"天主子"相同。)自从大亚

历山大后，不少的君王都喜以这个名号自称，并且百姓也相信

有时神抵会藉某某人而现身说法，生活于世(宗 14: 11-33) ，因

此比拉多猜想，也许耶稣是一位化身为人的神抵，为此他便问:

"你到底是哪里的7" 比拉多的这句问话，不是问耶稣是那里的

人，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加里肋亚人(路 23:6 、 7) ，他是愿问耶

稣的来源究竟是那里的，也就是说他愿知道是受生于天主呢?

还是受生于世人呢?其实这问题对于耶稣被控的案件，丝毫没

有关系，而那对"真理"漠不关心的比拉多(18: 38) ，也不会

明白耶稣的答复。为此耶稣在比拉多前和在盖法与黑落德前一

样，缄默不言(玛 27: 14; 谷 15:5; 路 23:9) 。这么一来，比拉

多又惊奇又不耐烦，惊奇的是因耶稣能为自己辩护而不辩护，

不耐烦的是因耶稣以囚犯的身份而对掌握生死之权的法官竟然

不理。为此他责怪耶稣说"你对我也不说话吗?……"意思是

说:我是有生杀予夺权柄的，我是审问你的，你该对我坦白，

而你竟对我这样的傲慢元理，一句话也不回答吗?耶稣觉得应

该开口的时候到了，所以说"若不是由上赐给你……"意思是

说:你所有的权柄，都是天主赐给你的(罗 13: 1)，你，以及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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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握有权柄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都该给天主算妄用或善用

权柄的账。 你对我的案件，若不秉公处断，你是不能推托无罪

的，虽然"把我交付给你的人，负罪更大。"耶稣末后的这句话

是指谁说的呢? 有说是泛指犹太人，有说是指公议会，有说是

指盖法，有说是指忘恩负义的犹达斯。 四种意见都有很大的价

值，但我们却赞成第四项意见，因为"把我交付给你的人"一

句中的"交付"一词，在本福音内屡次用来为指犹达斯的恶行

(6:64 、 71; 12: 4; 13: 2 、 11 、 21; 18:2 、 5 、 36; 21:20 , "交付"这动

词在分词的场合中我们多次译作:出卖者或负卖者) 。 统观耶稣的

苦难史，可断定犹达斯对这处死耶稣的案件是最大的负咎人。

o 1 2-16 节，经学家一致认为是本福音中"最惨痛的一幕悲剧"的

确，可看得出比拉多营救耶稣的心思这是最后也是最坚强的一次

了"比拉多设法要释放耶稣"同时我们也听到犹太人恐吓比拉

多，迫他杀死耶稣的狂喊声，是最毒辣也是最无耻的"你如果释

放这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 "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

王。"若用大作家的笔法，描写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一挥笔就记载

正义失败了，邪恶胜利了，无罪的耶稣被判了死刑。 圣史是愿读

者自去体会，为什么正义失败了，为什么比拉多顺从了他所轻视

的这些犹太人的意愿。 比拉多叫"你如果释放这人，就不是凯撒

的朋友"这一句话吓昏了头脑，他想、自己若不处死耶稣，犹太人

必定要在凯撒皇帝前告他不忠。 这位贵为天子的提庇留曾两度严

厉责斥过他，若真要违反犹太人的愿望释放了耶稣，那么自己政

治生涯的前途，岂堪设想。 曼左尼(A. Ma皿oni) 明指这件不公

的事说"罗马总督以无辜者的鲜血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于是宣

判了耶稣的死刑。 使邪恶战胜了正义。 关于"石铺地"和"总督

府" 参阅 18 章注十。 "看，你们的君王!"比拉多以讽刺和侮辱的

口气说出了这句话，但犹太人昕了仍是不顾一切乱嚷乱喊"除

掉，除掉，钉他在十字架上!"并且完全违背选民的使命，自愿做

亡国顺民喊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这时比拉多必用了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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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法官惯用的宣判语句向耶稣说"你要走上十字架" CIbis ad 

crucem!) 。 然后向百夫长下令说"去，备好十字架! " (I, lictor , 

expcdi crucem!) 其时约是第六时辰，即现今中午。

@ 关于十字架的刑罚，与十字架的形状等事，参阅玛 27: 31-50 和

注;至于被钉的时辰，可参阅谷 15:25 和注 。 "髓楼的地方"这

是依主堕名字 C".阿以oν) 意译的，普通教友习惯以立王文的译

音称"加尔瓦略" C Calvaria) ，是位于耶京城外西北角的小邱，

高约二十公尺。 罗马皇帝哈德良 CHadrianus) 于公元一三五年

后，即荡平耶京，在其废止上重修了一座名叫厄里雅卡比托里纳

CAelia Capitolina) 的新城后，用废物和泥土填平了耶稣坟基所在

处的空谷，并在加尔瓦略山安置了一座维那斯女神像，又在圣墓

处安置了一座犹圣;武神像。 这两座偶像原是为凌辱耶稣和教会而

安置于此的，但到公元三一五年，君士坦丁为皇帝时，完全铲除

了这些偶像，建筑了一座辉煌的圣堂，这两座偶像反证明了耶稣

被钉和埋葬的地方就在这里的确切性。 考古学家 CVincent ，

Abel , Baldi , Lemaire , Meistermann , Simons , etc. ...)对这两

个有关人类救赎地方的真实可靠性，认为元可怀疑。 关于历代

的文献，参阅 ELS 910-959 。 今日往耶路撒冷圣地朝圣的人，若

见到耶稣的坟墓和加尔瓦略山都在一座圣堂内，且这座圣堂又

在耶路撒冷城内 。 免不了要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我们若查看

一下历史，这种莫名其妙的怀疑，便可烟消雾散。在哈德良皇

帝改建耶路撒冷后，加尔瓦略山已圈人新城内，到君士坦丁皇

帝时，他为了使圣教会举行宗教仪式方便起见，便把这两个地

方纳入一个新建的大堂内 。 何况这两千年来，耶路撒冷的城市

已遭受不少的劫运，不免有些山谷填满，有些邱陵削平，正所

谓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因此从前地势高低的情形，现在

很难一目了然了。"同他一起另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据对

理理宣记载，是当时的强盗，些立垄如此安排，一方面是为侮

辱耶稣，把他当作强盗首领，或当作一个下贱的人(依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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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为一同处死的人越多，越容易收到施行惩罚的效果。

o "比拉多写了个牌子……"不一定是比拉多亲手所写的，可能
是命人写的，参阅本章 1 节注 。 按当时的习俗，这罪状牌应先

挂在犯人胸前，到了法场才卸下来，安放在犯人被钉的十字架

上端。 对于耶稣也这样实行了 。 但耶稣的这块所谓罪状牌，是

用三国文字写的:希伯来文、罗马文和希腊文:用希伯来文，

因为这是犹太民族的国语;用罗马文即拉丁文，因为这是罗马

帝国政府的公用语言;用希腊文，因为这是当时流行于社会中

的普通话。 如此标名耶稣的罪状，除了目不识丁的人外，谁也

明白这牌子上写的是什么了 。 罪状牌上的话，若比三位对观福

音的作者记载得更为清楚仔细。 这句话显示比拉多已看出了这

案件的重要性:耶稣原是犹太人所期待的那幻想的君王，只因

自己民族首领的疯狂嫉妒，而竟受这样残酷的死刑;不能否认

这外教的总督深明案件的实在用意，司祭长更加明白那句话所

暗示的用意何在，为此要求比拉多改写，因为他们不愿对前古

后今的人们负起处死"伊撒尔之希望"的默西亚的这种责任，

但甘愿负起处死一个亵渎天主，或阴谋造反的一个大盗的责任。

说起来也奇怪:比拉多先前是那么的优柔寡断，现在竟如此斩

钉截铁地回绝犹太人说 "我写了，就写了 。"其实，这完全是

天主在暗中的安排。 在耶稣的苦难史上，不论黑暗势力是多么

大，不论魔鬼的恼恨是多么深，但所完成的一切都不出乎父的

旨意，因为父不愿意他的圣子以政治犯的名义而死，是愿意他

的圣子以天主的名义即以默西亚的名义而死(玛 26: 65 、 66) ，

因此耶稣受死刑的真实原因终于写在罪状牌上。

。 执行死刑的士兵，共有四人，在一位百夫长指挥之下执行(玛

27:54;谷 15:39; 路 23 : 47) 。 按罗马古时的风俗，犯人的衣服

属于执行死刑的刽子手。 为此这四个兵士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上后，便平分了他的衣服，只有耶稣的那件长衣，因为是浑然

织成的 ， 上下无缝，他们不愿撕破平分，所以用碰运气的方法，

一『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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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假子决定应属于谁。这项细微的节目，在默西亚的苦难圣咏

中早已预言了(咏 22: 19) 。 吾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原来也念到这

首圣咏(玛 27:46) ，所以四位圣史都自然而然地记述了这回事，

为证明先知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完全应验了。耶稣的这件长衣，

大约是圣母玛利亚亲手织成的。这件浑然无缝的长衣，从圣西

彼廉以来，圣师们都认为是圣教会唯一性与不可分裂性的象征。

o 25 节按我们的译法看来，除了耶稣的爱徒以外，站在十字架

傍的共有四位妇女，即圣母玛利亚，圣母的一位未提名的姊妹，

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与玛利亚玛达肋纳。有些学者却译

作"……在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他母亲的姊妹克罗帕的妻

子玛利亚，和玛利亚玛达肋纳。"这样就只有三位了，这两种译

法都合希腊文法，但若细心考究经文，若似乎要提出四位妇女，

今据许多解经学家的意见，我们也如此翻译 C Zahn , Lagrange , 

Bernard , Dura时， Wikenhauser , Vaccari , etc.) 。这四位妇女，

只有两位圣史记出了她们的名字，第一位提名的是克罗帕的妻

子玛利亚。克罗帕在谷 3: 18 称为阿耳斐，是小雅各伯的父亲，

按盘查皇盟 CHegesippus apud Euseb. Hist. Eccl. 凹， 22 ，的，

克罗帕是圣若瑟的弟兄，也是西默盎即继雅各伯任耶路撒冷主

教的那位西默盎的父亲。"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也可译作

"克罗帕的女儿玛利亚"但按希腊文的这"属格"用法，普通

都是指妻子而言，如此便可知这位玛利亚和圣母玛利亚原是姻

姐。第二位提名的是码利亚玛达肋纳。关于这位名垂千古的玛

利亚，参阅路 7:37-50; 8: 1-3; 若 20: 1-18 。 未提名的这位"他

母亲的姊妹"究竟是谁?虽然不能得到一个十分正确的答案，

但大多数的解经学家都以为是载伯德的妻子撒罗默(参阅谷 15:

40; 16:1; 玛 20: 20; 27: 56L "他的母亲"虽然没有提出名字，

但谁也知道是圣母玛利亚。如此看来，在加尔瓦略山上的人，

分做两个集团:司祭长和摇旗呐喊的群众，对耶稣的死尽其咒

骂讥笑的能事;但圣母、圣若望和三位妇女却对耶稣的死，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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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限的同情与极大的悲哀，圣奥斯定说:这幕悲剧，与耶稣

的真教会受迫害时完全相同 。 26 、 27 两节是很动人的母慈子孝

的一幕活剧，万世万代的人，只要念到这段圣经时，自然要生

出一种"天主是爱"的感觉。 耶稣一生孝爱母亲，现在要离世

归天，不忍自己的母亲孤苦伶打度此晚年，为此把慈母托给了

爱徒。 除了这明显孝爱慈母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暗含着的更深

的意义。 自从敖黎革讷(十 255) 直到现代，所有的解经学大都

如此讲解，近来连几个现在驰名的非公教圣经学家也如此讲解

(Bultmann , Dibelius , Cullmann , Hoskyns , ctc.) 。 他们说:耶

稣不但愿以此照顾他母亲的晚年，他还愿藉着这一个孝爱的行

为，显示他救赎工程的另一局面:他自己生身的母亲，也是他

妙身肢体的母亲，说得更清楚些，圣母是信友们的母亲，按新

旧二约的经文，耶稣到这世界上来是要践踏魔鬼的头(创 3: 15-

18) ，战胜世界的首领 (14:31 、 32) 。 他是第二个亚当，重整第

一个亚当所败坏了的人类。 厄娃在伊甸乐园使第一个亚当堕落

而连累整个人类，但圣母玛利亚在加尔瓦略山上，却把第二个

亚当，她自己的儿子献给了天主圣父。玛利亚在加尔瓦略山上

真是默西亚的母亲，因生她的儿子并借同她的儿子完全战胜了

恶魔(创 3: 15-18; 默 12: 1-17) 而使人类复兴。 为这个缘故，

耶稣没有称圣母为"母亲"而直称她为"女人"因为在加尔

瓦略山上，圣母是那得胜邪魔的"女人"是默西亚的母亲，是

圣教会的母亲。 路只给我们指出了圣母对圣子降生为人救世奥

迹的合作(路 1:1-2:52) ，若却给我们指明了圣母是怎样在救世

的大工上与圣子合作。 为此若描写耶稣的传教生活是以圣母开

始，描写耶稣的苦难生活也是以圣母作结(参阅 2 章注一) 。

@ 在若看来，不但吾主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这一回事，连这大悲

剧中的一切细小节目，都是父早已安排了的，和耶稣早已预言

了的 。 为此耶稣苦难史中的细目小节当然都有一番深美的奥义。

圣身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黑暗中(玛 27:45) 知道"一切事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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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就是父命他作的事，他都作到了"服从至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 (裴 2: 肘 。 全孀之祭告成，救赎之功完竣，但为

应验经上的话(驶 69: 21)遂说"我渴" 。 钉于十字架上的犯人，

因流血过多，自然免不了感到口渴异常。 吾主显露他这种苦楚，

用意有二 : 一是为证明先知对于自己苦难圣死所预言的全应验

了;二是为叫人知道他是如何渴望人的灵魂。 许多教父都这样

解释耶稣这句话。 兵士也许是出于恻隐之心，怜悯这个将死的

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捆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解解

他口渴的苦。 这解渴的事，按玛 27:34; 谷 15:23 似乎是另一回

事。 因为这两位圣史说在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以前，所给喝的

是一种麻醉药品 。 若却说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以后，且所递给

的是兵士惯用的醋，这醋，立工文叫"颇斯加" (posca) 是一种

用水搀和的饮料，在营外任职的士兵，不易得水，随身带着这

种"醋"以便随时解渴 。 "捆在长枪上" 一句，普通译作"捆在

牛膝草上"这是因为在原文上，这两个名词的写法极其相似，

抄写的时候，稍微不小心，就会抄错，为此我们想很可能是抄

写时把"长枪" UJCJCJ éiJ ) 误作"牛膝草" (uσσφπω〉。再说，这种

草又短又软，不能负起浸醋的海绵，况在现在巴力斯坦的植物

中找不到这种草，很可能在耶稣时代也没有，今按许多学者的

意见，我们译作"长枪" (Lagrange. Ricciotti , V osté , Bra un , 

Bcrnard , Moff a tt , etc.) 0 "耶稣一尝了"原文作"耶稣一接受

了"然后说"完成了 。 " 28 节是说耶稣虽受苦至极，但理智还

非常清楚故他"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 这里是说耶稣宣布父命

他的事，他都己躬行实践了(1 7:4、日 。 "就低下头"这个细微

的描写，里理贵重的三位作者都没有记载。 按旦笙组聋的意见，

这是因为作者亲眼看到耶稣断气的证明，但若也许有意叫我们

回忆一下耶稣曾说过的"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句甘贫乐道

的警语。 "交付了灵魂" 一句，表明耶稣的死完全出于自愿，他

在父所定的时候，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父。 耶稣的死发生于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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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这不能是一件偶然的事，必是天主上

智特别的措施，要叫世人知道从今以后祭献天主的大礼，不再藉

着牛羊的牺牲，而是藉着耶稣的宝血了;为叫世人知道，从今以

后人是藉着天主羊羔的宝血洗洁获救的。 若在记述耶稣苦难史上，

总是依据依撒意亚的预言，处处注意着耶稣是天主的羔羊，是上

主的仆人〈依 53) ，为此只要念念大先知的这些话"我把群众给

他作为部属，他要获得无数的人，作为胜利品;因为他倾流了自

己的性命，一直到死;又被列于叛逆之中，他承担了多人的罪过，

又为叛逆者转求" (依 53:12) ，便可明白 30 节的意义了 。

@ 耶稣死的那一年的逾越节是个安息日，为此若称那安息日为

"大节日"犹太人为遵行梅瑟的法律"人如犯了该死的罪，应

将他处死，死后将他悬在木柱上 。 他的尸体不应整夜悬在木柱

上，但你应该设法当天把他埋了，因为凡悬在木柱上的，是天

主所咒骂的" (申 21:22 、 23) 。 为此他们来请求比拉多，要打断

耶稣和两个强盗的腿，使他们早点死掉，以便在太阳西落以前

予以埋葬。 比拉多允了他们的请求，士兵便奉命来给这三个悬

在十字架上的人施行"断腿刑" (crurifragium) ，但他们见耶稣

已经死了，就只打断了两个强盗的腿，没有打断耶稣的腿。 连

这点事也应验了圣经上关于逾越节羔羊所定的律例"不可将他

的骨头打断" (出 12:46) 。 耶稣的腿虽没有被打断，但他的肋膀

却被刺透了"一个士兵用枪刺透了他的肋膀"。 这句中的"刺

透"有些抄本和拉丁通行本作"刺开"但意义没有多大分别 。

若没有告诉我们刺透耶稣肋膀的这位士兵姓甚名谁，伪福音经上却

说他叫"枪手'气盎暨话"枪"作"隆赫" (后γχη) ， "枪手"作"隆

基诺" CÀoYX'w;) 。 后来因习用日久，遂由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了

→个专有名词，好像成了这位枪手的本名了 。 耶稣肋膀被刺透

的伤口颇大，差不多可以伸进手去。0:25 、 27) 0 "立时流出血

和水来"，从伤口流出血和水这事，除了按医学也应按羞的神学

来解释。 按照医学，流出血和水的事，可以说是长枪刺破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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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原故:那时心脏内部先出血，继而就是血的分化，红血球

沉在下部，血水浆浮在上层，故此死后不多时心脏开裂的话，

血分和水分将分别流出 。 照这样解释，耶稣死的这么快，是精

神方面的原因，使得他的心破裂了 。 耶稣死了，是由痛苦，痛

苦使他的心脏破裂，因而气断身死。若在这里提出血和水，是

愿意反对幻理学派 CDocctismus) 而证明耶稣实在是死了，因为

耶稣是个齐全的人(若- 4:2 、 3; 5: 6 等〉。此外尤其愿意证明

耶稣的圣死，是人类蒙受诸恩的活泉:血是救赎的价值(若一

1:7; 罗 3:2日，水是授洗的要素(若-5: 的。圣洗圣事，既是

其他圣事必经之门，那么圣洗及其他圣事，有如圣教会的礼仪

和祈祷，都是由于耶稣的宝血和圣死获得了神效。 教父因注意

到厄娃是用在安眠中的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为此逻辑地讲称:

从十字架上安眠一一死一一的耶稣肋膀中生出了他的净配一一

圣教会。 所以天主上智的安排，默许这个士兵刺透了耶稣的肋

膀。真福羞望重里直 (B . Joanncs Duns Scotus) ，默想到这里，

情不自禁地写说"除非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献，天主

不给人赏赐任何恩宠，因为耶稣原是他最钟爱的儿子，又因为

耶稣的爱情是至大无尽的 。 " 35 节不管是若自己写的，或是他的

门徒写的，但总表出作者如何看重这血和水的奥义，所以特别

记述了这件事，要信友相信这是人类救恩的奥迹。更为坚固 自

己的证言是元庸怀疑的事，好像他有意请信友注意，己受光荣

的基督也为此事作证，因为下半节内的"那位"是指耶稣基督

CLagrange , Tillmann , Hoskyns , Moffatt , ctc.) 0 "他们要瞻望他

们所刺透的" (臣 12:10 和注) ，这是先知预言，全部的选民要

如何伤心哀悼他们所杀戮的那位无名氏的致命者。若却把这句

话拿来，指万世万代的信友要瞻望他们因自己的罪恶而钉死的

救主，换句话说，羞视圣教会是由耶稣的圣死而生，又是由耶

稣的圣死而活 。 她时时在思慕怀念她那被钉于十字架的净配。

@ 这位阿黎玛;武雅的差墨，按另 27:57; 釜 15:43; 路 23:50 是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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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富有，乐善好施的正人君子，又是公议会的会员 。 伯多禄伪

福音经上还说他是吾主耶稣和比拉多的朋友。 按突讷尔(1ì町nα 〉

的说法，他去要求领取耶稣遗体的时候，也正是公议会派人去要

求从十字架上卸下耶稣的时候(31) ，这种说法，现代的经学家大

都认为可靠。 阿黎玛;武雅域，今称为楞提斯 (Rentis) ，在耶路撒

冷城西北，距耶京约四十公里。 尼苛德摩伪福音经上还记载说，

是圣母和几位圣妇请求这位若瑟去见总督要求领取耶稣的遗体。

一些现代的历史家认为这也是极可能的事。 比拉多依据罗马法律:

"被杀害者的遗体，应交给请求遗体的亲友" (Paulus , Digestum , 

XL，咽， 24) ，遂允准若瑟的请求，让他领去耶稣的圣尸埋葬。

@ 尼苛德摩带来了一百斤香料。 这个分量可真不少。 据历史家说，罗

马王侯仅用十二斤，可见这位"犹太人的首领" (3:1), "伊撒尔的

师傅" (3: 10) ，对耶稣的敬爱是多么深厚。 也许因着这个慷慨的施

舍，他不但成了一个普通的信友，而且成了一个圣德不凡的人。 夏

玛里耳论尼苛德摩写道"犹太人一知道他是教友，便革除了他的

高位，不但把他逐出会堂，还把他逐出城外……" (G四1aliel ， apud 

Lucianwn in Epist. de Inventione ∞rporis S. St叩hani) 。 为此圣教会

在致命圣人录中八月三号把他和圣斯德望同列 。 这次带来的香料

固然是多，但恐怕因时间过于仓卒，未能傅抹周到，所以玛利亚

玛达肋纳和别的圣妇心有不满，便拿定主意，在安息日过后，再

来傅抹一次(谷 16: 1) 0 "照犹太人埋葬的习俗……"犹太人的习

俗是"依普通惯例男人照料男人的遗体，女人照料女人的遗体，

手续先后的次序是:先关闭亡者的眼和口，然后剃头，洗身，傅

油，用验布包裹，最后把他放在坟基里" (Baronius) 。 若瑟和尼苛

德摩也许因着时间的关系，日落以前应该埋葬完毕，不能仔仔细细

照着上面所说的丧仪执行丧事，但凡能做的一定都用心做了。

æ "有座新坟墓，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金口圣若望说得好，他

说:圣史说是新的，真是新的，免得有人说:复活的不是耶稣

而是另外一个。 圣奥斯定更说得妙:圣史说从未安葬过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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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母的净胎在耶稣以前没有怀过孕，在耶稣以后也没有怀过

孕，同样这个新坟在耶稣以前没有安葬过人，在耶稣以后也没

有安葬过人。 "只因是选主人的预备日"从这句话看来，尼苛

德摩和若瑟似乎愿意把耶稣埋葬在一个更高贵的地方或犹太人不

易发觉的地方。 但天主却另有安排，愿意耶稣埋葬在临近加尔瓦

略和耶路撒冷的地方。 这是金口圣若望的意见，他说天主如此安

排，是愿意宗徒很容易往坟基那里去，观察这几天在这里要发生

的事。不但宗徒是坟基的证人，连耶稣的仇人也该是坟基的证

人……耶稣愿意他的死亡有目共睹，更愿意他的复活彰明较著。

若他的死亡有令人可疑之处，他的复活就很难取信于人。

第二十章

坟墓己空(玛 28:1-10; 谷 16: 1-8; 路 24: 1-12) 

1 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玛达肋纳

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已从基门挪开了。2于是她跑来见

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

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了 。"。

3伯多禄便和那一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了。4两人一起

跑，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更快，便先来到了坟墓

那里。5他就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残布，却没有进去。6随着他的

直道组垒壁也来到了，进入坟墓，看见了细麻布放着，7也

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细麻布放在一起，而是另

在→处卷着。 88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

-看见就相信了。9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人

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10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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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显现给玛利亚(谷 16:9-11; 参见玛 28:9 、 10)

11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痛哭;她痛哭的时候，就俯

身向坟墓里面窥看 12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

过耶稣遗体的地方: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 13那两位

天使对她说"女人!你哭什么?"她对他们说"有人把

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014说了这

话，就向后转身，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

稣。 15耶稣给她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她以为是

园丁，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回他来。 "16耶稣给她说"玛利

亚!"她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辣步尼，"就是说

"师傅"0 0 17耶稣给她说 "别摸我了，因为我还没有升到

父那里;你到我的弟兄们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也是你们的天主那里

去。" 018玛利亚玛达肋纳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见了主。"

并报告了耶稣对她所说的那些话。 @

耶稣显现给门徒(参见路 24:3ι49; 谷 16: 14) 

19正是那周的第一天的晚上，门徒们所在的地方，因

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20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门

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22说了这话，就向

他们嘘了-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 23你们若赦免谁的

罪，就给谁赦免;你们若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 <<1)2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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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中的一个，号称盈盈壁的垄萃，当堕壁来时，却没有

和他们在一起。25于是别的门徒给他说"我们看见了主。"

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

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决不信。" 026八

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

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 "愿你们平安! "27然后对

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

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膀吧!不要作个元信的人，却要

作个有信的人。" 4lîl28 多默回答他说 "我的主，我的天

主!" m29耶稣对他说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了吗?

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 4Ð 

结语

30耶稣在门徒前固然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

在这部书上。31 但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默

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者，赖他的名得有生命。@

o "一周的第一天"按字面应译作"安息日的第一天"意思是安
息日后的第一天，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主日" (默 1:10)0 "玛

利亚玛达肋纳来到坟墓那里"一句中，虽没有提到别的圣妇们，

但别的圣妇们也一定是同去的(玛 28: 1-4; 谷 16: 1-4; 路 24: 1 、

匀，这由她说的"我们不知道"一句话中可以推断。若因为在这

里只愿意记述耶稣显现给这位圣女的事，所以就未提其他的妇女。

她们来到坟墓那里的目的，是因为尼苛德摩和若瑟在安息日前因

时间不足给耶稣用香料傅尸，行的仓卒，有不尽善之处，她们愿

意用自己备办的香料给耶稣再仔细傅抹一次。别的圣妇去备办香

料的时候，玛达肋纳己来到坟基那里，发现堵在墓门的那块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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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开了(谷 15:46) 。 玛达肋纳一心一意要寻找耶稣的圣尸，把耶

稣以前告诉她自己死后三日要复活的事完全忘掉，根本就没有想

到耶稣是复活了，只以为是恶人把耶稣的圣尸偷去了 。 便立时拿

定主意快去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宗徒之长伯多禄和耶稣的爱徒

若望。 这两位宗徒当时住在一起，或是各住一处，无法决定。

f) 3-7 节若记述了一件他终身难忘的事:这一天不但是耶稣肉身复

活的日子，也是宗徒们信德复活的日子。两位宗徒一昕了玛达肋

纳的报告，马上束身就道，赶往坟墓那里去了 。 若因为年少力强，

比伯多禄跑得快，先到了坟基那里，但他没有人坟墓正室，只在

前室弯腰往里面看，发现耶稣的圣尸果真不在原来的地方，只见

殆布放在那里。 至于若为什么没有直接进入坟墓内，有说是因为

悲伤太甚，举步元力，不能进去;有说是怀疑恐惧，不敢进去;

有说是敬老尊长，等候伯多禄来到让他先进。 "不能进去"和"不

敢进去"的意见，不如"不愿进去"的意见更为合理。 伯多禄来

到后本着他的个性，毫无顾忌地进去了 。 若也跟着进去(肘 。 他

们审量了当时的境况，知道耶稣圣尸不会是被人偷去的，因为假

使是被人偷走了， 一定连险布、面巾、布条等都要带去，绝不会

将包裹圣尸的残布和布条，丝毫不动，仍如原状放在原来的地方，

好像是一条长衣整整齐齐放在那里，而只把圣尸从验布里抽出偷

走一样。 况且蒙盖圣尸面部的那条面巾也不是乱抛在地，而是有

条不紊地卷起来放在一边。所以耶稣丝毫不动验布布条等物，好

像没有肉体只有神体似地由脸布里面出来，其情形正如门徒门窗

紧闭，耶稣进入厅中一样(19) 。 一些现代的著名学者 CLathar口，

Willam , Vaα坝， Spadafora , ctc ……〉更主张面巾不是卷起来放

在另一边，而是仍在原来的地方，就是耶稣头部所在的地方。 因

为按他们的讲解"另在一处"是"不跟脸布在一起"的意思。 因

此他们把 7 节译作"……也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细麻

布放在一起，而是卷放在原处"。 这种见解在语言学上有它的根

据与价值，但在本节若这样译，似乎有些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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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望和组至2塞在坟内一面仔细观察，一面深思考虑。 耶稣的爱

徒便想起耶稣关于自己的惨死与复活所说的预言。: 22; 16: 

16) ，就相信耶稣已从死中复活了，这一刹那是他灵魂获得祝福

的时候，比他首次遇见耶稣的时候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的信

德在这时候已达于齐全的境界，相信耶稣因复活已成了永生之

主。伯多禄是否在坟内已相信耶稣复活，我们不敢断定，但这位

宗徒之长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看见了复活后的耶稣〈路 24:

34) ，要他去坚固自己弟兄的信德(路 22:32) ，那时他无疑是相

信了 。 "他们还不明白……"是说其他十位宗徒还不明白从死者中

复活的预言的意义，待有事实证明后，他们方才相信。 讲论耶稣

复活的预言，已见于咏 16: 10 和依 53: 11: "因他心灵的苦难，他

要看见光明……。"现在从四部福音看来，尤其是从若看来，不是

预言形成了耶稣复活的信仰，而是耶稣复活的事实，使宗徒们明

白了那些不十分明显的有关复活的预言，终于相信耶稣复活了 。

"两个门徒又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很可能是回到晚餐厅去了 。

。 玛达肋纳给两位宗徒报告以后，大约她也跟在后面迅速来到坟

基那里，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她仍站在那里哭哭啼啼地不忍离

去。 圣额俄略用一句很动心的话，描写这一位爱火炎炎的女门

徒说"她不离开，因为她热切渴望"她的渴望终于获得满足 。

她先在坟外哭泣，后在哭泣中走进了坟基的前室，在那里她和

若一样弯腰往坟基里面观察，这时便看见了两位穿白衣的天使。

这两位天使问她哭泣的原因何在。 玛达肋纳因恋恋不忘她不见

了的耶稣，左思右想在推测是谁把她心爱的耶稣搬走了，为此

一听天使发问，便不期然而然地答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

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可见玛达肋纳哭泣的理由有三 :

(一〉耶稣死得太惨(二〕耶稣的圣尸被人偷走(三) 不知道

放在什么地方。

@ 那两位天使不论是多么荣耀，多么温良，但终不能抵偿她所失

去了的唯一的爱，她的老师。 所以这位满腔热爱的圣妇不愿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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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多谈，立即就到坟墓外边，再想法寻觅耶稣的遗体。 忽然

看见一个陌生的人站在那里，她以为是园中的园丁，因为耶稣

原是埋在若瑟的园内(19:41) 。 那人就问她说"女人!你哭什

么?你找谁?"这句话是耶稣复活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玛达肋纳

那一天想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所哭的是什么事，所找的是什么人，

便不回答那人所问的，直接说出了郁积在自己心头的话"先

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这句话中的"先生"原文作"主

子"但在此处译作"先生"似乎更适合当时的情景。 玛达肋纳

的意思是说:先生!你是管理这园子的人，你对埋在这园中坟

基里的尸首，不能不知道。 你若是为了避免麻烦，把他搬走了，

现在你不用怕，只管告诉我:你把他藏在什么地方，我自去照

料。 那陌生人也不回答她所问的，只直呼其名说"玛利亚"。

这一声呼唤，使她顿时想起了往日的一切，认出这位陌生人，

原来就是她所要寻找的耶稣。她一时无言可对，也只简单的称

呼了他一声"辣步尼!"这两个突如其来的称呼，本是耶稣和

玛达肋纳往日彼此惯用的称呼。 "辣步尼"这意味深长的名词，

全部圣经中只见于谷 10: 51 和本节。 按叙利亚译本，玛达肋纳

一说了"辣步尼"后，就"跑去摸他"。 这句话显然是后人穿插

的，目的在使读者容易明了耶稣所说的"别摸我了" (17) 那句

话，虽然圣经上没有提这句话，但这自然出于人之常情，不提

亦可以想见。

@ 若不弄清楚"别摸我了"这一句，便无法明白这全节的意思。 首先

该知道一切古抄卷和古译本都有这句"别摸我了" (冲附加w) ，

为此依照语言学的原则:任何人都可以解释这个"摸缸m" 动词的

意义，但却不得改变这个动词的意义。 这个动词的意义不外是:

摸，握住，依附，了解等意。 这动词在否定命令法是表示受命的

人应该停止那已经开始了的行为，换句话说"别摸我了"是:够

了，别再摸了 。 然而问题不在乎此，而在乎原文的 "ä;τrω" 译作

"摸"是否恰当 。 我国几部重要的译本有下列各种译法"毋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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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 "勿扪予也! " "毋抚吾身! " "毋援止我! " "别牵缠我

了!" "不要摸我!" "不要碰我!" "不要动我!"等。由这些例证

看来，这句话无论怎样译述，仍是含有一种深奥的意义。贝尔

组篮博士根据两本小楷抄卷，稍微改变字形，把"功 μou ä:πτou" 

改为"冲 πτ&"，但意思由"别摸我了"而成为"别惊骇了。"他

为坚固这种解法，还引玛 28: 10 吾主给圣妇们所说的话作证:

"你们不要害怕!"但这种意见不尽然对。若明知道圣妇们同到

坟墓那里去 (2) ，但他只描写耶稣与玛达肋纳二人间的谈话，

所以这句话不一定该如给众圣妇所说的话一样。实际上，这句

话与玛所记的不相同，且更适合若的奥义。玛达肋纳这时俯伏

在地抱住可敬可爱的师傅的脚(玛 28:9) ，吾主耶稣为什么要禁

止她抱住自己的脚呢?不是因为玛达肋纳抱着耶稣的脚，他就

不能升到父那里去，而是因为，若她只顾依依不舍，伏在复活

后的耶稣的足前，独享她与耶稣同在两不相离的幸福，便不去

完成耶稣要托付给她的，去作宗徒们的宗徒的职务，去给宗徒

们报告耶稣已复活的职务。耶稣的话可作如下的解释:你不要

继续抱着我的脚了，因为你现在要去完成一件很重大的使命，

你要到我的弟兄那里去，给他们说"我升到我的父，也是你

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也是你们的天主那里去"。玛

达肋纳的使命，从耶稣的话上看来，似乎不但在给宗徒们报告

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若已经相信，伯多禄也许已经相信，使

命的着重点似乎在给宗徒们报告耶稣不久将要回到父那里去的

这回事 (13: 33 、 36; 14:2 、 12 、 28; 16:5 、 28) 。

@ 玛达肋纳被耶稣立为"宗徒们的宗徒"后，马上就给宗徒们报告

福音去了。但她的福音报告，若以两种叙述法说出:前半节用

"直接叙述法" (Oratio directa): "我见了主"后半节用"间接叙

述法" (Oratio indirccω"并报告了耶稣对她所说的那些话。"若

采用了这直接间接混合的叙述法，很可能是故意如此，有意叫读

者明白圣妇没有迟疑，立时听从了耶稣的命令。不过也有些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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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古译本把这一段完全作或译作间接叙述法"玛利亚玛达肋纳

去告诉门徒说她见了主，并报告了耶稣给她所说的那些话。"

o 19-23 这一段与路 24:3ι43 所指的是同一回事:耶稣显现给十

位宗徒。这一次显现是复活那天晚上在晚餐厅内发生的事。日

间耶稣已显现给玛利亚玛达肋纳，众圣妇，前往厄玛乌的两位

门徒和伯多禄;现在就显现给十位宗徒。他们因为怕犹太人来

麻烦，便把门窗都关了。然而坚硬的墙壁，阻止不了复活的耶

稣翩然进入。为此教父都一致说:当年耶稣带着有死的肉身，

元损于圣母的童贞而出离了母胎;如今带着光荣且不能死的肉

身，进人了一个门窗紧闭的房屋，又有什么可奇的呢?吾主一

进去站在中间，便先给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元疑地，这句

问安的话，暗示前三天在同样的地方给他们所许的那"我的平

安" 04: 27; 16: 33) 。既许必践的耶稣果真把这个平安赐给他们

了。随后耶稣为叫他们相信自己的显现不是幻像幽灵，而是实

实在在降生为人钉死于十字架的他们的师傅耶稣，遂把手伸出，

把肋膀指给他们看。路加还提到也把脚指给他们看。要往普天

下去传布福音的宗徒，虽然相信耶稣真是复活了，但也需要明

朗确切的证据。为此耶稣把他的五伤特别露出指给他们看，并

且还和往日一样与他们同席用饭(路 24: 42 、 43) 0 "门徒见了

主，便喜欢起来。"这种喜乐是耶稣早已给他们预言了的(16 : 

22) 。复活之日的喜乐，就是古先知所预报的默西亚时代的喜

乐。以后他又再三祝福他们平安，遂履行他在那篇向父所祈祷

的祷词中所说的话"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

他们到世界上去" (17:18) ，派遣他们去给万民传道。耶稣因父

的名自显于世界，宗徒们要因复活了的天主子的名自显于世界。

耶稣是父的唯一独生子，本身自有父的权能和全智，但宗徒们

是软弱的世人，他们怎能承担得起耶稣的工作呢?可是他们因

着耶稣赐给他们的圣神便可胜任愉快。"向他们嘘了一口气"

这本是一种象征行为。天主在未创造宇宙之先，以他的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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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他的圣神，创造了万物。如今以他的圣子，藉他的圣神，开

始了另一个新的创造。复活日的晚上，门徒们蒙受了圣神，是

准备明了复活之主所说的宝训，尤其是准备五十天后，领受圣

神的丰满鸿恩、(14: 1ι26; 16:7-13; 去 2:1-12) 。耶稣是天主的

除免世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他叫获罪于天的人类，重新与父

和好。他的教会要继承他的工作，因着耶稣的圣名，除免世人

的罪过。"你们若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若存留谁的，

就给谁存留"，这句话明证耶稣的教会获得了赦免和存留人罪的

权柄。假使教会不认识人的罪过，如何能赦免或留存呢?假使

人不明告出来，又如何能认识人的罪过呢?为此由这句话和玛

16:19; 18:18 及圣经屡次关于"痛悔"和"补赎"所讲的道理，

圣教会深信不疑，并教导世人:吾主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晚上

建立了告解圣事。参 DTC Absolution , Confession , Penitcnce , 

及 TWNT (ácp(r;f-l') (Bultmann) et /CparÉw (Michaelis) 。

@ 若在他的福音中，似乎有意特别着重多默的行动 (11:16; 14: 日，

为此我们不稀奇 24-29 节若独有的记事。多默的固执不信，固然

使同伴们难过，也使吾主自己不快;然而这位宗徒的不信耶稣复

活，为我们后世的信友却有元比的好处。圣额俄略说:天主上智

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德"因为这位宗徒的不

信，比玛达肋纳的那种热烈的信心，更有助于我们的信德。"我们

相信耶稣复活，不只是依赖一位爱火炎炎的圣妇的传报，也是依赖

这些多疑的宗徒，尤其是这位非但怀疑，简直不信的多默的事迹。

原来起初他们都不相信，然而铁一般的事实，使他们不能不相信。

4D "八天以后"，正是我们现在的卸白衣主日，耶稣和复活晚上一
样，当宗徒们在厅内门窗紧闭的时候，耶稣又显现出来了，向

十一位宗徒问安后，立时就向这提出条件的宗徒说"把你的指

头伸到这里来……"。耶稣为了寻回这只迷途的亡羊，竟接受了

这只羊所提出的条件。多默的顽固令人可惊叹，耶稣的俯就更

令人可敬。"不要作个元信的人，却要作个有信的人。"宗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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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所在的地方，大概仍是晚餐厅。

æ "我的主，我的天主!"这句简单的话，把多默的信德完全表露出
来了 。 这八天以来顽梗到底的他，立时全心向耶稣无条件地投降

了 。 圣经上宗徒们总没有直称耶稣为天主的，不是称默西亚，就

是称天主子。 为此有些异端人硬说:多默给耶稣的这称呼，只是

一种因着一时感情冲动，脱口而出赞美天主的惊叹词，并没有承

认耶稣是真天主的意思。 然而教宗盛主监 CPapa Vigilius) 早已

斥责这种见解是异端邪说。 五伤方济各常向天主说"我的天

主，我的万有!"大概是得于多默这句话的启示吧"我的主，

我的天主!"也可译作"是我的主，我的天主!"无论如何翻译，

这句话是信德极郑重的表示。 圣奥斯定说"多默所看见的，所

探摸的，是真人，但他信的，是看不见的探不着的真天主。"

4fJ "那些没有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吾主耶稣的这句话似乎

是给"真福八端"再加了一端。 谁是没有见而信的人呢?当然

是我们后世的信友，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过耶稣，却信他是

我们的主，我们的天主，是创造万有的真主宰 。 我们所以有这

样的信德，是昕从了他的话，即藉着宗徒和继续宗徒位的教宗、

主教、神父，给世界所讲的复活的喜讯。 "才是有福的" 一句和

路 10:23 比较，也可解作"是更有福的"。

æ 30 、 31 是本福音的结语。 21 章是若后来补写的，关于这问题参

阅引言第二章丁;并且这两节也说出了本福音写作的目的，参

阅引言第二章丙。

且
旱

十第

耶稣在提庇黎雅海边显现

1这些事后，耶稣在提庇黎雅海边，又把自己显现给

门徒;他是这样显现的 2当直遍i且至盏，号称盈盈壁的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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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加里肋亚组组的纳塔讷耳，盐1自堡的两个儿子及他门

徒中的另外两位在一起的时候，3直堕 i直至盘就对他们说:

"我去打鱼。" 他们给他说"我们也同你一起去。" 他们便

出去上了船，但那一夜没有捉到什么。 04 已经到了早晨，

堕壁站在岸上，门徒们却没有认出他是坚壁来。5于是盛赞

对他们说 "孩子们，你们有些鱼吃吗?"他们回答他说:

"没有。" 86耶稣给他们说 "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捉到。"

他们便撒下网去，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7耶稣所

爱的那个门徒就对组至盔说"是主。" [9" n查组乏主主一听说

是主，因他原是赤身的，就束上外衣，纵身跳入海里 ;8其

他的门徒，因离岸不远， 一一约有二百肘，一一坐着小船

拖着一网鱼而来。9当他们上了岸，看见放着一堆炭火，上

面放着鱼和饼。 010It~壁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

鱼拿一些来吧! "11直道伯多禄便上去，把网拖上岸来，网

里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

破。 12坚壁给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人敢

问他"你是谁7" 因为知道是主。 13耶稣就走来拿起饼，同

样也拿起鱼来，递给他们。 14坚壁从死者中复活后，给门

徒们显现，这已是第三次。 。

耶稣把自己的羊群委托给伯多禄

15吃完早饭，堕壁对直遗值~;f.主说"圣望的儿子直

道，你比他们更爱我吗?"伯多禄给他说"主，是的，你

知道我爱你。"堕壁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16耶稣

第二次又给他说"圣望的儿子直道，你爱我吗?" i直至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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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耶稣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

"你牧放我的小羊。 "17耶稣第三次给他说"若望的儿子西

道，你爱我吗?"组主盘因堕壁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

吗?"便忧愁起来，遂给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

晓得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群。" 0 

耶稣预言伯多禄殉难

18"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

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

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19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以怎

样的死去光荣天主。 说完这话，又对他说"跟随我吧!" (1) 

20伯多禄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即在晚餐

时靠耶稣胸膛前问"主!是谁出卖你?"的那门徒。21伯多禄

一看见他就对耶稣说"主，他怎样?"22耶稣给他说"我如果

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你只管跟随我。"23于是在兄

弟们间传出了这话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没有给他说:

他不死，而只说"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 0 

结语

24为这些事作证，且写了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

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 。 25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

的事，假使要将它们一一写出来，我想所要写的书，连这

世界也容不下 。 @

@ 若记述耶稣第三次显现给门徒的事，直接与 20:29 相连。显现

的地方是提庇黎雅海边，即革讷撒勒湖畔 (6: 1)。按古来的传

一『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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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地方就是现在的重豆豆 CTabga) ，在那里至今还保存着

第四世纪的古圣堂的遗迹 。 离这座古堂遗址不远，还可以看见

朝圣者所称的"基督的桌子"，即一块稍微平坦的大石头 。 最近

方济各会为纪念耶稣授给伯多禄元首职权，在那里建立了一座

圣堂。 按伯多禄伪福音经，门徒们在过了逾越节后，便离开了

耶路撒冷回到加里肋亚去了 。 按这部伪经的记载"他门徒中的

另外两位"是安德肋和玛窦。这部伪经的历史性，虽然不可与

正经福音相比，然而很可能给我们保留了一些不无价值的古来

传说。 为此有些现代学者也注意研究这些伪经。 "载伯德的两个

儿子"按对观福音是长雅各伯和若望。 本福音中以前从未提到

载伯德和他的儿子，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关于这事参

阅引言第一章。 七位门徒同去捕鱼，不能说他们忘记了宣传福

音的重大任务。0: 21-23) 。 他们返回加里肋亚是耶稣在复活那

一天命令他们的事(玛 28 : 10) ，他们该在那里等候耶稣新的指

示，直到耶稣回到父那里，宗徒们宣传福音的时候，还未来到 。

在这等待期间，为了维持生活，同去捕鱼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 ，

也是一件需要的事 。 "我去打鱼"伯多禄的这句话表现出他是

宗徒们的首领，他在耶稣苦难期中，虽然否认了他的老师三次，

可是耶稣知他悔过了，为此复活后也显现给他(路 24:34) ，他

是第一个同若望到埋葬耶稣的坟墓上去的，他也确实坚固了他

弟兄们的信德，所以门徒仍认他为首领。 他一说"我去打鱼"，门

徒们便立时说"我们也同你一起去。"教父和圣师讲解这段圣经

时，大半都规劝主教神父常要和伯多禄，即接伯多禄位的教宗一

心合作。 圣盎博罗削说"伯多禄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 圣热

星星墓说"谁不和耶稣的代理人收敛，谁就要散失。"

@夜间原是捕鱼最好的时候(路 5: 日，但是这一次却居然例外，

宗徒们虽然整夜撒网打鱼，却一条也没有打着。 他们于失望之

余，眼看天已快亮，遂划船回岸，然而在岸上出现了一个他们

不认识的人，似乎有意向他们要买些鲜鱼，就问他们说"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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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你们有些鱼吃吗?" 一无所获的宗徒们答应说"没有"。 圣

奥斯定说，天主在相帮人以前，愿意人先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全

心依靠天主，然后才能获得天主的恩赐。 门徒们给耶稣的回答，

正合了天主的圣意。 "孩子们 !"这完全是一句希伯来语的说法，

并非只父母叫自己的儿子时才这样称呼，先生叫学生，主人叫仆

人，有时也这样称呼。 耶稣这次称呼他们"孩子"可能是耶稣显

现时借了一个富商的形状，如此称呼这些捕鱼的人，这也是宗徒

们没有立时认出是耶稣的一个原因 。 耶稣这次显现的情况，和两

年多前召叫伯多禄和载伯德的两个儿子做他门徒的情况，完全相

同，只是这一次除伯多禄及载伯德的两个儿子外，似乎还有伯多

禄的弟兄安德肋与其他的门徒。 那一次耶稣预告伯多禄要做他教

会的首领，这一次却正式任命他作自己教会的首领。 但要注意以

上说的只是情形相同，并非事实相同 。 参阅路 5:1-11 和注。

@ 站在岸上的这位陌生人，对那几位尚未上岸的渔夫下了一道奇

怪的命令说"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捉到。"本来船左船右，不

会有什么分别，整夜撒网收网，船右一定是撒过的，尤其是黑

夜已经过去了，哪里还能有捕得鱼的希望?但宗徒们服从了这

道奇怪的命令。 果然捕得了很多的鱼，沉重得不能把网拉上船

来，只得系在船尾上拖到岸边。 这个奇怪的命令和意外的收获，

使载伯德的儿子回忆起两年前，在这里奉耶稣命捕鱼，网得满

船的鱼那回事(路 5 : 1 - 1 1)，立刻就认出那位陌生的人是他们的

师傅，便给伯多禄说"是主!"伯多禄第一次在显灵迹的耶稣

面前，表示谦逊敬畏，向耶稣说"主，请离开我，因我是罪

人" (路 5:8); 现在却大不一样，不但不请耶稣远离他，而且还

急忙跳到海里向耶稣那边游去。 "他原是赤身的"这是说他只

在腰间围着短衣，没有穿着外衣，并不是说伯多禄当时一丝不

挂。 为此他束上外衣，跳到海里，上岸后再穿上去见耶稣。 其

余的门徒并没有像伯多禄那样迫不及待，只坐着船回岸 。 因离

岸不远， 一一约二百肘，即约九十公尺，所以不久他们便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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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后上了岸，看见耶稣给他们准备好了-顿便饭:在炭火

上面放着鱼和饼。 两年多的时间，耶稣和他的门徒就这样简单

地在山坡上，在树荫下，在湖畔吃过饭。 无疑地这顿便饭满够

使他们认出光荣的耶稣，仍是他们仁慈的师傅。

o "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拿一些来吧 1" 五饼二鱼饱饭了五千人

的耶稣，现在不能用一块饼和一条鱼饱饭这七个人?还需要宗

徒们来拿才捕的鱼充饥吗?当然不能这样讲。 耶稣说这话，是

愿意宗徒们在这顿便饭上，也有他们自己劳苦的效果。 "共一百

五十三条"身临其境的门徒一生不能忘记这个数目 。 但这个数

目是否含有一种寓意，我们依据古今大多数解经学家的意见，

认为是有一种寓意在内的 。 按当时的博物学家，圣热罗尼莫特

别提出敖圣雅诺 (Oppianus Cilix) ，认为在海内共有一百五十

三种鱼类。 为此这数目便成了神秘的数目，指示全世界各种的

人类。 那么，这神迹的意思不外是:宗徒们和他们的继承人要

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宣讲耶稣的福音，要从各邦国各民族召人来

归依基督，异国异族的人，都要在圣教会的怀抱中，成为一个

圣爱的团体;换句话说，网是圣教会的象征(玛 13: 47-50) ，鱼

是信友们的象征(玛 28: 18-20) 0 "耶稣就走来"即向门徒眼前

走来，分给他们鱼和饼，当作早餐。 有些学者说"拿起饼，同

样也拿起鱼"的这项行动，和在厄玛乌与二徒共进晚餐时一样

(路 24:30 、 31)，看来是一项感恩的礼仪。 他们的这种解释，也

许有理，但不能说确实如此。 "这已是第三次"这是说耶稣给宗

徒的团体显现已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十位宗徒在一起的时候

。0: 19) ，第二次是十一位宗徒在一起的时候 (20:24) ，第三次就

是这七位宗徒在一起的时候。总之，若在写福音上始终循照自己

的体例。 耶稣复活后显现的次数很多， 三对观福音和圣保禄都有

详细的记载(格前 15: 1-8) 。 若不是不知，但他认为这三次显现的

记述为他的目的已足够了，故其他的显现略而不提。 默奴 (Me

noud) 说:关于耶稣的记念和传说，若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威，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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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他的福音每章每页上都写着说:传说就是我 (24、 25 节) 。

o 15-17 节，若记载耶稣授给伯多禄管理教会的元首职权，实践了

他在凯撒勒雅给伯多禄所应许的"你是盘石，在这盘石上，我

要建立我的教会……" (玛 16:18) ，然而耶稣把自己的羊群托给

伯多禄以前， 三次问了他"你爱我吗?"耶稣似乎有意要伯多

禄三次表白他的爱情，弥补他三次对他的否认。 伯多禄谦逊诚

恳的回答显出了他知过痛悔的心 。 他不直接回答说"我爱你。 "

而只承认耶稣认得人心说"你知道我爱你。"最后一次伯多禄

面有忧色，含羞答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

伯多禄的元首职权，在圣教会内是至高无上的 。 他是耶稣直接

的代理人，所以他的爱情应该超过其余的宗徒和一总教友的爱

情。 这是耶稣早已在"山中圣训"中讲述过的道理(玛 5: 13-

16) ，也是他所讲的善牧比喻内所含的深意 00: 1-18) 。 耶稣为

了爱自己的羊群，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同样伯多禄和继他位的

历任教宗，并一切在教会内当善牧的神职人员，都应向这位大

善牧看齐，始终如一地要为羊群尽心尽力，假如这是天主的圣

意，就是为羊群丧身舍命，亦在所不惜 00:1-18 0 参阅伯前 5:

1-4) 。 伯多禄将来必要为羊群舍命，并用自己的鲜血给耶稣作

证，但是在这壮烈牺牲尚未到来以前，他该管理耶稣托给他的

教会。 吾主耶稣升天以后，他留于世的教会，需要一位元首，

一位领袖， 一位耶稣的代理人。 这位合法的唯一代理人就是伯

多禄。 耶稣把他的小羊和大羊，换句话说，就是属于耶稣的一

切羊群，都交给了伯多禄。 为此伯多禄的职务，直到他为羊舍

命，是喂养和牧放:喂养是说给信友施行圣事，宣讲福音，养

活他们的灵魂;牧放是说引导教会，使她跟随耶稣，保护她，

免得邪说的乌烟痒气遮掩了她的光明，罪恶的名缰利锁损害了

她的圣洁。

@ 耶稣给伯多禄授权后， 立时就预言伯多禄将来致命的情形"你

年少时……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于来，别人要给你柬上腰，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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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句话原表示钉死于十字架的苦

刑 (s. Just. Tryhh. XC , 90 , ctc . ……〉 。 可是耶稣说这话的时

候，宗徒们都不十分明白，连伯多禄自己也只想是将来自己要

为他的师傅受苦受难而已。若写福音的时候，伯多禄被钉死于

十字架上已三十多年了，然而他没有改变耶稣原来说话的语气，

完全保留这句话深奥的色彩 。 贝尔纳得博士说:爱徒的忠实由

这件事亦可证明。"跟随我吧!"这个命令不但是给伯多禄一人

出的，也是给一切信友出的，但为他的代理人，为他的教会内

的神职人员一一主教、神父一一特别严重。的确，教会发生分

裂，弄出异端，不但是由于人的骄傲，也是由于教会的首领有

时不完全跟随耶稣的缘故。默尔协枢机主教 (Cardinalis D. 

Mercier) 对于誓反教的兴起说了一句名震千古的话"假使马丁

路得的时代，在位的教宗不是良第十，而是圣庇护第十，那么，

这异端就无法存在。"

@ 伯多禄本是若望的知己 。 他既然知道自己将来要为主受苦受难，

晚年的生活是一个不自由的生活"别人……带你往你不愿意去

的地方去"，为此他便愿意知道他这位朋友的命运如何，就问耶

稣"他怎样?"耶稣斥责他的这种好奇心说"我如果要他存留

直到我来，与你何干?你只管眼随我。"耶稣的意思是:知道未

来的事，不是你的职务，你唯一的职务是跟随我。圣教会初兴

时的信友大部分都没有明白耶稣这句话的真意，认为耶稣不久

就要再来，他们眼看宗徒一个一个地先后为主舍命，只有这个

载伯德的儿子仍留人间，便想耶稣这句话是说爱徒不会死去，

直到耶稣重临人世。 若针对这项错误的见解，声明耶稣并没有

说他不死，而只说"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

似乎这位已经看见了默示录内的奇象，并晓得耶稣的羊群还要

遭遇很多很久危难的宗徒，用这句话来向信友解释，耶稣重临

人世的时期还远得很呢。羔羊和毒龙的争夺战不是短时期内可

以结束的。 若在帕特摩岛看见了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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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场战争将有怎样的结局。

(;) 24 、 25 两节是若全书的结语。 本来在前章末(30 、 31 节)圣史

已经写过一个结论，但是他在写了这篇补遗(即 21 章〉后，意

犹未尽，又添加了这个结语。 有些学者以为这结语不出于若的

手笔，可能是若的门徒附加的 。 但这两节的文气颇似 19:35 ，轰

三 12 ，若-1:1-5; 4:14，为此又可说是出于若的手笔。 究竟事

实的真相怎样，很难确定，参阅引言第二章丁。 "就是这个门

徒"毋庸怀疑这个门徒就是本道宜的作者蛊鱼堡的儿子圣史羞

望。 这部福音从头至尾，当作者说到自己时从未提出自己的姓

名，也很少以第一人称自称，常是以第三人称自称。 "我们知

道……"是说众宗徒，或门徒，或因听这些人的讲道而信仰耶稣

的人，或更具体说是著者自己和当时厄弗所的教友们 。 正因这

句话，才发生了是否这个结论出于若的手笔的问题。 "所要写的

书，连这世界也容不下"极言耶稣在世所行的事载不胜载，书

不胜书，不是指全世界真不能容纳，这只是一种渲染的说法而

己，例如若 12:19 "全世界跟着他去了"实际上没有眼耶稣去

的人还很多呢。 读者读这部福音时，心中自然感到耶稣是降生

为人的圣言，是天主圣父的爱子，是犹太人所期待的默西亚。

这简短的结论把这种感觉更加坚强更加扩大了 。 这些话使我们

举心向上，仰慕父怀中的光荣的耶稣，使我们渴望将来和他永

远团聚(若一 1 :的，使我们因着他也与父永远团聚:赞美天主

圣三，获享永生于元穷之世。



.‘ 

附一1179 

引用经书简字表附一

路
若
宗

格前

格后

迦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一
二
三

弗
斐
哥
得
得
弟
弟
锋
费
希
雅
伯
伯
若
若
若
犹
默

罗

路加福音

若望福音

宗徒大事录

罗马书

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后书

迦拉达书

厄弗所书

斐理伯书

哥罗森书

得撒洛尼前书

得撒洛尼后书

弟茂德前书

弟茂德后书

弟锋书

费肋孟书

希伯来书

雅各伯书

伯多禄前书

伯多禄后书

若望一书

若望二书

若望三书

犹达书

默示录

智
德
依

达

亚

欧
岳

耶

哀

巴

则

北

纳
米
鸿
哈
索
盖

拉

加上

加下

谷

臣

玛

智慧篇

德训篇

依撒意亚

耶肋米亚

耶肋米亚哀歌

巴路克

厄则克耳

达尼尔

欧瑟亚

岳厄尔

亚毛斯

亚北底亚斯

约纳

米该亚

纳鸿

哈巴谷

索福尼亚

哈盖

臣加利亚

玛拉基亚

玛加伯上

玛加伯下

以下新约:

码窦福音

马尔谷福音

以下旧约:

创

肋
户
申
苏

上
下

卢
撒
撒

出

民

创世纪

出谷纪

肋未纪

户籍纪

申命纪

若苏厄书

民长纪

卢德传

撒慕尔纪上

撒慕尔纪下

列王纪上 列上

列下

编上

编下

厄上

厄下

咏
箴

训iI

歌

多
友
艾

约

列王纪下

编年纪上

编年纪下

厄斯德拉上

厄斯德拉下

多傅亚传

友弟德传

艾斯德尔传

约伯传

圣咏集

箴言

训道篇

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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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福音经内译名表

Arn [eJ (Lc 
A 

3.33) 阿尔乃

Aaron 亚郎 Archelaus 阿尔赫劳

Abel 亚伯尔 Arimathæa 阿黎玛;武雅

Abia 阿彼雅 Arphaxad 阿尔帕革霞得

A句jathar 厄贝雅塔尔 Asa 阿撒

Abilenc 阿彼肋讷 Aser 阿协尔

Abiud 阿彼胡得 Augustus 奥古斯都

Abraham 亚巴郎 Azor 阿左尔

Achaz 阿哈次
B 

Achim 阿散

Adam 亚当 Babylon 巴比伦

Addi 阿狄 Barabbas 巴辣巴

Admin (decst in Barachia 贝勒革雅

Vg. Lc. 3.33) 阿得明 Bar Jon 巴尔约纳(约

Acgyptus 埃及 纳之子)

Acnnon 艾农 Bartholomæus 巴尔多禄茂

Alcxandcr 亚历山大 Beelzebub 贝耳则步

Alphæus 阿耳斐 Bethabara (Jo. 1 , 

Aminadab 哈米纳达布 28 dubius) 贝塔巴辣

Amon 阿孟 Bethania 贝塔尼雅

Amos 阿摩斯 Bethlchem 白冷

Andrcas 安德肋 Bcthphage 贝特法革

Anna 亚纳 Bethsaida 贝特赛达

Annas (Sumr丁1US Bcthsaida , vcl Bcth-

Pontifcx) 亚纳斯 zctha c]o. 5 , 2) 贝特臣达(池〉

Aram 阿兰 Boanergcs 波讷尔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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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orrha 哈摩辣 Jacobus 雅各伯

Graece (Jo. 19 , 20)希腊(文) Jairu 雅依洛

Graecia 希腊 Jann 雅乃

H 
Jarcd 雅勒得

Jechonias (岛1t.

Heber 赫贝尔 1 , 11) 耶苛尼雅

Hebræus 希伯来人 Jeremias 耶肋米亚

Hebraice 希伯来(文〉 Jericho 耶黎昂

Heli 赫里 Jerosolyma 耶路撒冷

Helias = Elias 厄里亚 Jerosolymita (Mc. 

Henoch 厄诺客 1 , 5) 耶路撒冷人

Henos 厄诺市 Jerusalem 耶路撒冷

Her 赫尔 Jesse 依霞依

Herod臼 黑落德 Jesus 耶稣

Herodianus 黑落德党 Joanna 约安纳

Herodias 黑落狄雅 j值nna (Lc. 3 , 27) 约哈难

Hesli 厄斯里 Joannes (Baptista) 若翰

I 
Joannes 

( Evangelista) 若望

Idumæa 依杜默雅 Joathan 约堂

lsaac 依撒格 Jona (Lc. 3 , 30) 约难

lsaias 依撒意亚 Jonas (Mt. 12 , 39) 约纳

Iscariotes 依斯加略人 Joran 约兰

Israel 伊撒尔 Jordanes 若尔当(河〉

Issachar 依撒加尔 Jorim 约楞

Ituræa 依突勒雅 Josaphat 约霞法特

J 
Joseph (Graece: 

Iosech, Lc. 3 , 26)约色黑

Jacob 雅各伯 J出:ph (Lc. 3 , 24) 约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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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若瑟 此ilalaleel 玛哈拉肋耳

Joses 若瑟 MaJchus 玛耳昂

Josias 约蕉雅 扎ilanasse 默纳协

Juda CGraece: Lc . Maria 玛利亚

3 , 26) 约达 Martha 玛尔大

Judæa 犹太 岛1athan 玛堂

Judæus 犹太人 岛1athatha 玛塔塔

Judas 犹大(支派) Mathathias 玛塔提雅

Judas Cproditor) 犹达斯依斯 扎ilathusale 默突协拉黑

加略 如latthæus 玛窦

Judas Capostolus) 步谜嘶〉达陡 岛1eJchi 默耳希

Mel臼 默肋阿
L 

队t1enna 门纳

Lamech 拉默客 Messias 默西亚

Latine CJo. 19 , 20)拉丁(文) Moyses 梅瑟

Lazarus 拉臣录
N 

Lebbæus CMt. 10 , 

3?) 肋巴约 Naaman 纳哈曼

Levi 肋未 Nasson 纳赫雄

Levita CLc. 10 , 32) 肋未人 Nachor 纳昂尔

Lot 罗特 Nagge 纳革

Luca 路加 Nahum 纳洪

Lysania 吕撒尼雅 Nain 纳因

Nathan 纳堂
M 

Nathanaξl 纳塔讷耳

扎1agdalena 玛达肋纳 Nazarenus 纳臣肋人

此1agedan 玛夏丹(或:玛 Nazareth 纳臣肋

格达拉?) Nephthalim 纳斐塔里

Mahath 玛哈特 Neri 讷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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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demus 尼苛德摩 Roboam 勒哈贝罕

Ninive 尼尼微 Roma [nusJ CJo . 

Noë 诺厄 11, 48) 罗马(人〉

Rufus 鲁富
O 

Ruth 卢德

Obed 昂贝得 , 
S 

Ozias 胡齐雅

Sadducæus 撤杜塞人
P 

Sadoc 匣多克

Petrus 伯多禄 Salathiel 霞耳提耳

Phaleg 培肋格 Sale 协拉黑

Phanuel 法奴耳 Salim 撒林

Phares 帕勒兹 Salmon 撒耳孟

Pharisæus 法利塞人 Salome 撒罗默

Philippi C Caesarea) 斐理伯 Salomon 撒罗满

Philippus 斐理伯 Samaria 撒玛黎雅

Pilatus 比拉多 Samaritanus 撒玛黎雅人

Pontius 般雀(比拉多) Sarepta 臣尔法特

Sarug 色鲁格
Q 

Satanas 撒赠

Quirinus . Sem 闪

C = Cyrinus) 季黎诺 Semei 襄默希

Seth 协特
R 

息哈尔Sichar 

Rachel 辣黑耳 Sidon 漆冬

Rahab 辣哈布 Sidonius, a , um 漆冬人〈地〉

Ragau 辣高 Siloξ 襄罗亚

Rama 辣玛 Simeon 西默盎

Resa 勒撒 Simon 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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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熙雍 Trachonitis 特辣岛尼

Syria 叙利亚 Tyrus 提洛

Syrophoenissa 叙利用卡尼基
U 

(女人〉

Sodoma 索多玛 Urias 乌黎雅

Susanna 苏撒纳
Z 

T 
Zabulon 则步隆

Thabor 大博尔 Zacchæus 臣凯

Thaddæus 达陡 Zara 则辣黑

Thamar 塔玛尔 Zacharias C岛位.

Thare ，武辣黑 23 , 35) 则加勒雅

Theophilus 德敖斐罗 Zacharias C Lc. 

Thomas 多默 1 , 5) 臣加利亚

Tiberias CJo Zebedæus 载伯德

6 , 23) 提庇黎雅 Zelotes CLc. 6 , 15) 热诚者

Tiberius 提庇留 Zorobabel 则鲁巴贝耳

Timæus 提玛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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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新约时代度量衡币制表

I 长度表

希腊罗马制:

1.一里;一千步 (miliarius) 1 = 1478 公尺

2. 斯塔狄 (stadium) 8 1 = 184.83 公尺

3 . 寻;掏 (brachia , V g: passus) 800 100 1 = 1. 8483 公尺

4. 肘 (cubitus) 3200 400 4 1 二 0.462 公尺

5 . 安息日路程 (iter sabbati) = 1109 公尺

(按若瑟夫:计六斯塔狄)

E 窑量表

A. 希伯来制

1.一苛尔(石) (coros = heb. kor) 1 =450 公升

2 . 一巴特(桶) (batos = heb. bat) 10 1 =45 公升

3 . 一色阿(斗) (saton = heb. seah) 30 3 1 = 15 公升

B 希腊罗马制

1.一石(桶〉 (metreta) 1 

2. 斗 (modius) 4~ 
2 

1 

3 . 升 (bilibris =χdν，~) 36 8 

4. 一合 (sextari us) 72 16 

E 重量表

A. 希伯来制

1.塔冷通

2. 米纳

(talentum) 

Cmina) 

1 

60 1 

= 39. 38 公升

= 8. 75 公升

1 = 1.08 公升

2 1 = O. 547 公升

= 34. 272 公斤

= O. 571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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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罗马制

1. -斤(或升) Clibra) 

N 货币表

A. 希腊制

1.塔冷通 (talentum) 1 

2. 米纳 (mina , mna) 60 1 

3. 斯塔;武 (stater = 1500 25 1 
tetradrachrna) 

4. 狄达玛 ( didrachma) 3000 50 2 

5 . 达玛 (drachma) 6000 100 4 

B. 罗马制

1.德纳 (denarius) 1 

2. 狄朋狄 (dipondius) 8 
(值两文铜元)

3 铜元 (as , assarius) 16 2 1 

附三

=326 公分

重量

= 20. 500 公斤银子 =

2100 美元

= O. 345 公斤银子 =

35 美元

= 13.8 公分银子=
1. 40 美元

1 =6.9 公分银子 =

0.70 美元

2 1 = 3 .45 公分银子=
0.35 美元

重量

= 3. 85 公分银子=
0.35 美元

= 12.40 公分铜 =

0.04 美元

= 10.80 公分铜=
0.02 美元

4. 夸当 (quadrans) 64 8 4 1 = 3.10 公分铜=
(意即值铜元四分之一) 0.005 美元

5. 米奴通 (minutum) 128 16 8 2 1 = 1.55 公分铜 =

λεπ吵 0.0025 美元

注:在新约中塔冷通或米纳(只见于玛 25 15 和路 10ρ是钱数的一种总
和，实际上没有所谓"塔冷通"或"米纳"的一种货币，六千达玛为一
"塔冷通"一百达玛为一"米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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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 主日大瞻礼及中华真福瞻礼日

弥撒所用福音章节一览表

一、礼节年度内主日及移动瞻礼日

将临第一主日

将临第二主日

将临第三主日

将临第四主日

圣诞八日庆期内主日

主显后第一主日

主显后第二主日

主显后第三主日

主显后第四主日

主显后第五主日

主显后第六主日

七旬主日

六旬主日

五旬主日

圣灰礼仪瞻礼四

封斋第一主日

封斋第二主日

封斋第三主日

封斋第四主日

苦难第一主日

苦难第二主日

圣瞻礼二

圣家瞻礼

或圣枝主日

路 21: 25-33 

玛 11:2-10

若 1: 19-28 

路 3: 1-6 

路 2:33-40

路 2 : 42-52

若 2 : 1-11

玛 8 : 1-13

玛 8 : 23-27 

玛 13 : 24-30

玛 13 : 31-35 

玛 20 : 1-16 

路 8 : 4-15

路 18 : 31 -43 

玛 6 : 16自21

玛 4 : 1-11

玛 17 : 1-9 

路 11 : 14-28

若 6 : 1-15

若 8:46-59

受难始末:玛 26 : 36-27 : 60 

最后福音:玛 21 : 1-9 

若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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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后第十二主日 路 10: 23-37 

降临后第十三主日 路 17:11-19

降临后第十四主日 玛 6:24-33

降临后第十五主日 路 7: 11-16 

降临后第十六主日 路 14:1-11

降临后第十七主日 玛 22:34-46

降临后第十八主日 玛 9: 1-8 

降临后第十九主日 玛 22: 1-14 

降临后第二十主日 若 4:46-53

降临后第廿一主日 玛 18:23-35

降临后第廿二主日 玛 22: 15-21 

降临后第廿三主日 玛 9: 18-26 

降临后第廿四主日 玛 24: 15-35 

弥撒最后福音 若 1:1-14

二、常年瞻礼日

一月一日 耶稣受割损礼 路 2:21

一月二日 割损后主日 耶稣圣名 路 2:21

一月六日 主显瞻礼 玛 2: 1-12 

二月二日 圣母献耶稣于主堂 路 2:22-32

二月廿四日 (闰年二月廿五日)圣玛弟亚宗徒 玛 11 :25-30 

三月十九日 圣若瑟圣母净配兼圣教会总主保 玛 1: 18-21 

三月廿五日 圣母领报 路 1:26-38

四月廿五日 圣马尔谷圣史 路 10: 1-9 

五月一日 大圣若瑟工人主保 玛 13: 54-58 

五月三日 寻获圣十字架 若 3:1-15

五月十一日 圣斐理伯圣雅各伯二位宗徒 若 14: 1-13 

五月卅一日 圣母诸宠中保及中国之后 若 19:25-27

六月一日 圣母天地元后 路 1: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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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台弥撒:若 6:51-55

十一月九日 建献救世主大殿 路 19:1-10

十一月十八日 建献圣伯多禄圣保禄大殿 路 19:1-10

十一月卅日 圣安德肋宗徒 玛 4: 18-22 

十二月三日 圣方济各沙勿略精修传教区主保 谷 16: 15-18 

十二月八日 圣母无原罪始胎 路 1:26-28

十二月廿一日 圣多默宗徒 若 20:24-29

十二月廿五日 耶稣圣诞 子时弥撒:路 2: 1-14 

黎明弥撒:路 2: 15-20 

天明弥撒:若 1:1-14

最后福音:玛 2:1-12

十二月廿六日 圣斯德望首先殉道 玛 23:34-39

十二月廿七日 圣若望宗徒兼圣史 若 21:1 9-24

十二月廿八日 诸圣婴孩殉道 玛 2:13-18

三、中华特别瞻礼日

一月十四日 真福和德理精修 玛 9:35-38

一月十五日 真福方济各嘉彼辣殉道 若 12:24-26

二月十三日 真福若望脱里奥殉道 玛 10:34-42

二月十七日 真福方济各克来殉道 玛 10:34-42

二月十八日 真福若瑟张大鹏等殉道 路 6: 17-23 

四月七日 真福玛利亚亚松达童贞 玛 25: 1-13 

六月三日 真福伯多禄桑主教及四位同伴殉道 路 21:9-19

七月四日 真福额我略克辣西等二位主教及张

若望景光等殉道 路 12: 1-8 

七月廿一日 真福任德芬等四位神父及王亚纳等

殉道 路 21 :9-19 

十一月七日 真福若望嘉傅厄尔董神父殉道 玛 10:2ι32

十一月廿四日 真福徐主教及赵奥斯定等殉道 路 6: 17-23 

Iloo.- 一



飞

1193 附五

附五 耶稣生平年表

公 JG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前言
1 序文 1: 1-4 

2 福音的开端 1:1 

3 圣言从永远就有 1:1-18 

4 基督的族谱 1:1-17 3 :23-38 

公前七年 5 应加利亚因异象预知若翰的诞生 1: 5-25 

耶稣童年时代

公前六年 6 圣母领报 1: 26-38 

7 圣母往见表姐依撒伯尔 1 :39-56 

8 若翰诞生，受割损礼 1:57-80 

9 羞墨为耶稣鞠养之父 1: 18-25a 

10 耶稣圣诞 2: 1-20 

11 割损立名 1 :25b 2:21 

12 圣母献耶稣于主堂 2: 22-38 

公前五年 13 贤士来朝 2-12 

14 逃往鉴l6， 2:13-15 

15 元罪婴孩被屠杀 2:16-18 

公前四年 16 埃及归来定居组旦血 2: 19-23 2:39 、 40

公元六年 17 耶稣十二龄讲道 2:41-52 

公元二十七年 耶稣传教生活

(甲)自二十七年末至二十八年逾越节

(第一次逾越节〉

18 洗者若翰的使命 3: 1-10 1 :2-6 3: 1-14 

19 羞盖预告基督将以圣神授洗 3: 11 、 12 1 : 7 、 8 3: 15-18 

公元二十八年 20 耶稣受洗 3:13-17 1:9-11 3 : 21 、 22

正月 21 耶稣旷野禁食三退魔诱 4:1-11 1 : 12 、 13 4: 1-13 

二月 22 羞整为耶稣作证 1: 19-34 

23 耶稣召收首批门徒 1: 35-42 

24 耶稣召收辈里组及纳堕盟主二徒 1:43-51 

三月 25 耶稣出席坦组婚篷 2: 1-11 

...... 



-----...... 

附五 1194 

{续表)

公 ]1;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26 耶稣在墓盖盒 2: 12 

(乙)自二十八年逾越节至二十九年逾

越节

三月三十一日 27 耶稣驱逐殿内商人 2:13-17 

第一次逾越节 28 耶稣自己能复活 2:1 8-22 

公元二十八年 29 旦主~摩夜访耶稣 2:23-3: 1 

四月 30 耶稣在盐主:羞皇室最后的证言 3: 22-36 

31 羞堕被锢下狱 14:3-5 6: 17-20 3: 19 、 20

32 耶稣退居加里肋亚 4: 12 1: 14a 4: 14a 4: 1-3 

五月 33 耶稣与撤玛黎雅妇人 4:4 -42 

34 耶稣隔地治好王臣的儿子 4:43-54 

耶稣传教加里肋亚

35 开始宣讲福音 4: 17 t:14b、 15 4:4b、 15

36 在组旦盟会堂 4: 16-22 

37 住在墓盖盒，传教施训
4: 13-16; 

1: 21 、 22 4:31 、 32
7:28b、 9

38 在墓盖盒一命驱邪魔 1 :23-28 4: 33-37 

39 治好盟主莹的岳母 8: 14 、 15 1: 29-31 4:38 、 39

40 忙碌的傍晚 8: 16 、 1 7
1 :32-34; 

4:40 、 41
3:11 、 12

41 耶稣周游加里肋亚，宣讲天国 4:23 1 :35-39 4:42-44 

42 耶稣召收四渔夫门徒 4: 18-22 、 1 : 16-20 5:1-11 

43 耶稣治好患癫的人 8: 1-4 1: 40-45 5:12-16 

44 治好一个瘫子 9:2-8 2: 1-12 5: 17-26 

45 耶稣召里室为徒，禁食问题 9:9-1 7 2: 13-22 5: 27-39 

公元二十八年 46 安息日门徒摘麦被控 12: 1-8 2 :23-28 6: 1-5 

六月 47 安息日耶稣愈手枯 12:9-13 3: 1-5 6:6 -1 0 

48 恶党除灭耶稣的首次会议 12:44 3:6 6: 11 

49 选择十二宗徒 10:1-4 3:13-19 6: 12-16 

50 众群众跟随耶稣
12: 15-21; 

3:7-10 6:17-19 
4:24 、 25

51 山中圣训11:序文、真福与真祸 5:1-12 6: 20-26 



1195 附五

(续褒)

公 7G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5 : 17、:ll-24;
16: 18; 

52 圣训一:耶稣来是为成全法律 5:27-6: 16; 
6: 16-18 

6: 27-36 

7:1-6、 12，.18;
6:37-38; 

53 圣训二:各种教训和劝谕 7:20 、 21;
6:41 -46 

12: 33-37 

54 山中圣训的结论 7:24-27 6:47-49 

公元二十八年 55 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7:28a; 
8:5-13 

7: 1-10 

七月 56 复活寡妇的独子 7:11-17 

57 羞整遣徒询问耶稣 11:2-19 
7: 18-35; 

16: 16 

58 罪妇获赦 7 :36-50 

59 几个热心妇女资助耶稣 8: 1-3 

60 耶稣亲友的不安 3:20、 21

61 耶稣的真正亲族 12 :46-50 3:31-35 8: 19-21 

公元二十八年 62 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
13:1-15 、

18-23 
4: 1-20 8:4-15 

十一月 63 奥迹的启示 4: 21-25 8:16-18 

64 麦粒自然生长的比喻 4:26-29 

65 秀子的比喻 13:24-30 

66 芥子与酵母的比喻 13: 31-33 
4:3ι32 

13:18-21 
领酵酣俞

67 耶稣用比喻施教 13:34 、 35 4:33 、 34

68 秀子喻的解释 13:36-43 

69 宝藏与珍珠的比喻 13 :44-46 

70 撒网的比喻与结论 13:47-52 

十二月 71 耶稣平息风浪
13:53; 

4:35-41 8: 22-25 
8:18 、 23-27

72 驱魔入猪群 8 : 28-9、 1a 5: 1-20 8:26-39 

73 治好患血漏的妇人、复活蓝蓝
9 : 1b、 18-26 5 :21 -43 8 : 4ι56 

渣的女儿

74 耶稣回乡遭轻视被逐出境 13: 54-58 6: 1-6a 4:22b-30 



附五 1196 

(续表}

公 JG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公元二十九年 75 耶稣派十二宗徒出外传教 9: 35-38 6:6b-l1 9: 1-5 

10:5-1 6; 
二月 76 宗徒与耶稣合力传教

11 :1 
6: 12-13 9:6 

三月 77 若翰致命 14:6-12 6: 21-29 

78 墨噩噩对耶稣的看法 14: 1 、 2 6: 14-16 9: 7-9 

79 宗徒传教归来复命 6:30 9: 10a 

四月十九日 (丙)自二十九年逾越节至是年帐棚节
第二次逾越节

80 首次增饼的奇迹 14:13-21 6:31-44 9:10b-17 6:1-15 

81 耶稣步行水面 14: 22-33 6:45-52 6: 16-21 

82 在主]lj盘盘治好许多病人 14:34-36 6: 53-56 

83 预许圣体神粮门徒多人离去，宗
6: 22-71 

徒坚信

公元二十九年 耶稣在加里肋亚外宣讲福音

六月八日 84 治好五廊池旁的瘫子，启示自己 5: 1-47; 
五旬节 的天主性 7: 1 

85 论盖~J墨人的传授和天主的真
15:1-20 7: 1-23 6:39 

敬礼

86 耶稣垂听主盟主妇人的祈求 15:21-28 7:24-30 

七月 87 在"十城区"治好聋哑人 15:29-31 7:31-37 

88 二次增饼的奇迹 15: 32-39 8: 1-10 

89 盖到主人求一个天上的征兆
16:1-2a 、

8:11-13 
4 

90 耶稣训诲门徒 16: 5-12 8: 14-21 12: 1b 

91 在贝特噩达治好一个瞎子 8: 22-26 

J\.月 92 组主量明认耶稣为默西亚，基督
16: 13-20 8: 27-30 9:1 8-21 

许以元首职权

93 耶稣首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16:21-23 8:31-33 9:22 

94 应当跟随耶稣 16:2牛28 8:34-9: 1 9:23-27 

95 耶稣显圣容 17: 1-8 9:2-8 9: 28-36 

96 厄里亚再来的问题 17:9-1 3 9:9-13 

97 治好附魔的少年 17: 14-21 9: 14-29 
9: 37-43a; 

17: 5-6 

98 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17:22、 23 9: 30-32 9 '43b、 45

99 小孩般的谦逊 18:1 -4 9: 33-37 9: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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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 JC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100 容忍因耶稣之名驱魔的人 9:3S-40 9:49 、 50

10 :41 、 42;

101 对基督徒应有之义务 18: 5-7 、 9:41 、 42 17: 1-3a 
10 、 11

102 恶表的毒害，戒避恶表 18:8 、 9 9:43-49 

103 你们是地上的盐" 5:13 9:50 14:34、 35

104 规劝兄弟之道 18 :15-20 

105 宽恕开罪我们的人 18 :21-35 17 :3b、 4

公元二十九年 106 耶稣纳殿税 17:24-27 

十月 107 耶稣申斥海滨诸城 11 :20-24 10 : 13-15 

108 耶稣不愿同他的兄弟们一起进
7: 2-13 

京过节

109 撒玛整雅人不纳耶稣 9: 51-56 

二十九年十月 (丁〉自帐棚节至重建祭坛节

十三日帐棚节
110 帐棚节上所讲的道理 7:1牛52

111 淫妇 7:53-8:11 

112 耶稣与犹太人的争辩 8: 12-59 

113 治好一个胎生的瞎子 9: 1-41 

114 善牧喻善牧为羊舍命 10: 1-21 

115 做基督门徒的条件 8: 19-22 9: 57-62 

十一月 116 派遣七十二门徒出外传教 10 :40 10:1-12、 16

117 门徒归来复命 10 : 17-20 

118 子与父的关系，辄馅任轻 11:25-30 10 :21 、 22
r 

119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眼睛是有
13:16-17 10:23 、 24

福的!"

120 法学士问耶稣有关永生之道 22:34 -40 12 :28-34 10:25-29 

121 善良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 10: 30-37 

122 耶稣在贝塔里整星星主姊妹
10:3S-42 

- 家中

123 祈祷的方式天主经" 6: 7-15 11 :25 、 26 11: 1-8 

124 天主常听人的祈祷 7: 7-11 11 :9-1 3 

125 治好两个晴子和一个哑巴 9:27-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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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 7G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126 耶稣驱魔，恶党的造谣和耶稣的
12:22-32 3 :22-30 

11:14-23 
辩护 12: 10 

127 撒赠去而复来的凶恶 12:43-45 11: 24-26 

128 福哉耶稣的母亲 11:27 、 28

129 恶党要求征兆:只有组盟的征兆 12:3忌42 11: 29-32 

130 灯光的比喻
5: 14-16; 

11: 33-36 
6:22 、 23

131 痛责盖到塞人 11 :37-54 

6:40; 
132 徒弟不能胜过师傅 10: 24-33 12: 1a 、

2 、 9

133 耶稣预许圣神的辅助 10:19、 20 13: 11 12:11 、 12

134 贪吝的愚蠢 12:13-21 

135 依恃天主的照顾 6: 25-34 12:22-31 

136 真实的宝藏在天上 6: 19-21 12: 32-34 

137 醒悟不寐 24:43 、 44 13:33-37 12:35-40 

138 忠仆与恶仆的比喻 24: 45-51 12:41 -48 

139 耶稣为毁誉所归的标号 10:34-36 12:49-53 

140 应当认清与天主和好的时刻
16:2b、 3;

5:25 、 26
12:54-59 

141 耶稣藉监韭垒的残杀事件劝人
13: 1-9 

悔改，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比喻

142 治好但倭病妇 13:10-17 

143 耶稣上耶路撒透去 13:22 

二十九年十二月 (午〉自重建祭坛节至受难

144 耶稣与圣父原是一体 10: 22-39 

145 耶稣到羞巫当河东岸地带 19:1 、 2 10: 1 10:4ι42 

146 窄门
7:13、 14;

8:11-12 
13: 23-30 

147 墨盖壁的恫吓 13:31-33 

148 治好怠朦症的人 14: 1-6 

149 谦逊与施舍 14: 7-14 

150 拒绝赴廷的比喻 22:1-14 14: 15-24 

151 背十字架 10:37、 38 14: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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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 ;n;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152 建塔与交战的比喻 14:28、 32

153 盖到主人对耶稣恩待罪人表示
15: 1 、 2

不满

154 亡羊喻 18 : 12-14 15: 3-7 

155 失钱喻 15: 8-10 

156 荡子喻 15:11-32 

157 不忠厚的管家的比喻 16:1-12 

158 一人不能兼事二主 6:24 16: 13 

159 盖到塞人受责 16:14 、 15

160 法律的一笔一画都要应验 5: 18 、 19 16: 17 

161 韭且盘与富翁的比喻 16:19-31 

162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17:7-10 

三十年二月 163 耶稣治好十个癫病人 17: 11-19 

164 "天国己在你们中间" 17:20 、 21

165 基督将突然再来l恼 24:26、 27 17 :22-30 

10:39; 
166 最后审判将突然来临 24:40 、 17 : 32-37 

41 、 28

167 不义判官与穷寡妇的比喻 18: 1-8 

168 盖到塞入与税吏祈祷的比喻 18 :9-14 

169 婚姻的不可分离 9: 3-12 10:2-12 

170 耶稣祝福儿童 19 : 13-15 10:13-16 18:15-17 

171 富少年，财用的为害 19: 16-26 10 : 17-27 18:18-27 

172 弃俗从主得百倍酬报 19 :27-30 10:28-31 18: 28-30 

173 园工的比喻 20: 1-16 

三十年三月 174 耶稣复活韭且整 11:1-44 

175 盖法召开杀害耶稣的紧急会议 11 :45-53 

176 耶稣退居厄弗噩因城 11: 54-57 

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

177 第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20:17-19 10: 32-34 18:31-34 

178 载伯德两个儿子的要求 20:20-28 10: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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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 JL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179 堕塾岛附近耶稣使瞎子复明 20:29-34 10:46同52 18:35-43 

180 税吏长且直款待耶稣 19: 1-10 

181 塔冷通"和"米纳"的比喻 25: 14--30 19:11-28 

三十年 耶稣在世的最后一星期

四月一日 182 香液傅抹耶稣 26: 3--13 14: 3-9 12: 1-11 

四月二日 183 耶稣荣进耶路撒冷
21: 1-11 、

11 :1-11a 19: 29-44 12: 12-19 
(主日) 14--16 

184 有希腊人愿见耶稣 12: 20-36 

185 耶稣在贝塔尼雅过夜 21: 17 11 :11b 
四月三日

186 诅咒无花果树 21: 18-19a 11: 12-14 
(瞻礼二)

187 耶稣驱逐殿内商人 21:12-1 3 11: 15-17 19:45 、 46

188 经师及盖型墨人设法陷害耶稣 11:18 、 19 19:47 、 48

四月四日 189 由枯干的无花果树说到信德
21: 19b-2 11 : 20-26 

(瞻礼三) 的大能

190 韭主人质问耶稣权柄的由来 21 :23--27 11: 27-33 20: 1-8 

191 两个儿子的比喻 21: 28-32 

192 恶园户的比喻 21: 33-44 12: 1-11 20:9-18 

193 谋杀耶稣的新决议 21:45 、 46 12: 12 20: 19 

194 纳税问题 22: 15-22 12:1 3--17 20: 20-26 

195 复活问题 22: 23-33 
12: 1 8-27 、

20:27-40 
34b 

196 默西亚如何是主盟之子，又是
22:41 -46 12: 35-37a 20: 41 -44 

达味之主?

197 你们要提防经师和运到
23: 1-39 

12: 37b- 20:45-47; 

塞入 ! " 40 13:34 、 35

198 韭主人不信从耶稣的道理 12:37-50 

199 耶稣称赞穷寡妇的捐献 12:41-44 21: 1-4 

200 耶稣预言圣殿及圣城的毁灭
24: 1-20; 13: 1-10 、 21: 5-24 、

10:17-22 12 、 18 17: 20-37 

201 论人子的来临
24:21-25 、

29-31 
13:19-27 21: 25-27 

202 天地要过去，但我的话决不 24: 32-35 、
13: 28-32 21: 28-36 

会过去!" 36、 42

203 十个童女的比喻 25:1-13 



1201 附五

(缓衰)

公 :n;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204 最后审判 25:31-46 

205 耶稣最后几天的作为 21:37 、 38

四月五日
206 公议会的阴谋，盐主盟的卖主

26: 1-5 、 14:1 、 2 、
22: 1-6 

(瞻礼四) 14-16 10 、 11

耶稣受难受死

四月六日 207 预备最后晚餐 26: 17-19 14: 12-16 22: 7-13 
(瞻礼五)

当天傍晚 208 逾越节晚餐 26:20-29 14: 17-25 22: 14-18 

2σ9 谦逊的教训11:耶稣亲洗门徒的脚 20:25-28 10 :42斗5 22: 24-30 13 :1-20 

210 耶稣揭露出卖者，叛徒抽身外出 26: 21-25 14: 18-21 22:21-23 13: 21-30 

22: 19-20; 
211 建立圣体圣事 26: 26-28 14: 22-24 格前

11 :23-25 

四月六日晚上 212 颁立新诫命一一-爱德 13:31-35 

213 预昌门徒逃散及伯多禄二次
26:31-35 14:27-31 22 :31-38 13: 36-38 

背主

214 临别赠言" 14:1-17:26 

将近半夜 215 往革童玛尼山园 26:30 14 :26 22:39 18: 1 

216 山园苦祷 26:36-46 14:32-42 22:4也46
半夜以后

217 耶稣就擒，门徒逃散 26:47-56 14:43-52 22: 47-53 18:2-11 1 
(四月七日)

218 先解至里组重前
18: 12-13 、

24 

219 大司祭呈盖前初审，但至整二 26:57 、 14 :53 、
22:54-62 

18 : 14-23 、

次背主 58 、 69-75 54 、 66-72 25-27 

220 百般凌辱 26:67 、 68 14:65 22:63-65 

清晨 221 公议会判决耶稣该死
27:1; 15 :1a; 

22:66-71 
26:5字-66 14: 55-64 

222 盐蓝蓝失望自缘 27: 3-10 
(宗 1:18 、

19) 

早晨 223 耶稣在监韭垄前 27:2 15: 1b 23:1 、 2 18: 28-32 

224 且韭垄审问耶稣 27:11-14 15 :2-5 23:3 18:33-交h

225 耶稣在墨盖篮前 23: 4-12 18:38b 

226 且直垄想释放耶稣，盐主人要 27:15-18 、
15:ι14 23: 13-25 18:39 、 40

求开释E盟旦 20-23 

227 耶稣受鞭答和茨冠之苦
27:26b、 15: 15b、 19 : 1-3 

3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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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 1202 

(续表)

公 :n;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228 且韭奎的懦弱
27: 19-24 、

1 9:4 、 15
25 

229 耶稣被判受十字架苦刑
27: 26a- 15: 15a 

23: 24-25 
31a 20a 

19: 16a 

上午十一时 230 耶稣背十字架上加尔瓦略山
27:3 1b、 15:20b、

23: 26-32 
19:16b、

32 21 17a 

中午十二时 231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27: 33-35a 
15 : 22-24a、

23:33a 
19: 17b 、

25 18a 

232 同耶稣一起又钉了两个强盗 27:38 51 :27 、 28 23: 33b 19: 18b 

233 十字架上端的罪状牌 27:37 15:26 23:38 19: 19-22 

234 父啊 ! 宽赦他们罢!"兵士架 27: 35b-
15:24b 

下分衣拈袍 36 
23:34 19:23 、 241

235 女人，这是你的儿子!""看，
19: 25-27 1 

你的母亲 ! "

236 盐主人辱骂耶稣 27:39-44 15:29-32a 23: 35-37 

237 "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 15:22b 23 :39-42 

238 "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
27: 45-49 15:33-36 

23:44 、

弃我?" 45a 

239 "我渴!" 19:28 、 29

240 "完成了!" 19:30a 

241 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
23:46a 

你手中!"

下午三时 242 耶稣气绝身死 27:50 15:37 23:46b 19:30b 

243 死后的异象 27: 51-56 15 :38-41 
23:45b 、

47-49 

244 阿黎玛;武雅人若瑟申领圣尸 27:57 、 58 15: 42-45 23: 50-52 

245 耶稣肋膀被刺透 19:31-弛

第三次逾越节 246 埋葬耶稣 27:59-61 15:46 、 47 23: 53-56 19:到b-42

四月)\日

(安息日)
247 派兵把守坟墓 27 :62-66 

耶稣的光荣生活

耶稣复活

四月九日 248 圣妇上坟墓，坟墓巳空 28: 1-4 16: 1-4 24: 1 、 2 20: 1 
(主日)

249 玛达肋纳往告组主量和若望 20:2 

250 天使显现给圣妇 28: 5-7 16: 5-8 24: 3-8 

251 圣妇给宗徒报信 28:8 2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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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 7G 记 事 玛 谷 路 若

252 值主量和羞望奔赴坟墓 24: 12 20:3-10 

耶稣复活后的显现

253 显现给玛利亚玛达肋纳 28 : 9 、 10 16:9-11 20:11-18 

254 公议会贿赂把守坟墓的兵士 28:11-15 

255 显现给去旦旦皇村的两位 16 : 12 24: 13-32 
门徒

256 两个门徒返回耶路撒冷 16 : 13 24:33-35 

257 显现给宗徒(主盘不在) 24:3ι43 20: 19呻23

四月十六日 258 再显现给宗徒(多默也在场) 16: 14 20:24-29 

(主日) 259 提庇黎雅湖边显现给七位
宗徒

21:1-23 

260 加里肋亚山上显现给十一位
28: 16-20 16: 15-18 

参阅格前

宗徒 15:6 

261 在耶路撒冷城最后的一次
24:4牛49

显现

耶稣升天

三十年五月
262 在E旦11山上耶稣升天 16 : 19 、 20

24:50-53; 
十八日 宗 1: 3-11 

263 若望圣史的结尾语(一) 20: 30-31 

264 若望圣史的结尾语(二) 21:24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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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昌堡垒 11 隔离异民的石栏 21 铜海

2 ~tJlÏI~ 12 十二台阶 22 圣所

3 • ..:~黎"门 13 小房间 23 至圣所

4 I散且~ tl!i J国l 14 "纳齐尔" ，安 24 地 F水边

5 金l' J 15 丽门 25 们女庭院

6 殿顷 16 司祭庭院 26 向南而三 III - fJ的斜阶

7 五j郎 17 在牲场 27 向 l智丽 : 11 1'门的斜阶

8 n 1 城的门与桥 18 1 --门与异民的庭院 28 阶H是f阳市翁谷斜阶

9 手上城的门 19 全婚祭坛

10 n城外的两门 20 f JJl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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