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说明:

亚西西圣这尼盎堂的十字架，耶稣曹藉此光荣十字架向圣方济启

示: r你要重建我的教会 'J (Va' e ripara mia casa )。但愿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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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若望福音导论

新约内有五卷书，是自从第二世纪末，已被教会传统认定为出抬

同一个作者'即载伯键的儿子、若望宗徒的。这五卷书就是:

自第四部福音

- -封书信

《默示录》

1 r若望问题J (lohannine Question )的源起

传统中的作者身份

有关作警方面'龚梅尔认为: r只有《默示录》一书亨指明自己是

出自某位基督的仆人若望{默1:1.4) ，而其馀四卷书倒没有任伺有关

作者的暗示'可让人们肯定它们的作者是谁J (Kümmel, Theologv, 

p.255 )。

「从第三世纪开始，人们巴广泛认为《若望福音}'源自+二宗

徒之一的载伯键的儿子若望，盘正如《玛翼福音》一样，有一位耶稣生

罕的目击见证人为作者J (Kiimn时， Introduction， p.196 )。

基据这个假设(若望=载伯德的儿子= <<若》的作者) ，蓝由除

第四部福音「以类似对观福音的方式'从若翰洗者开始'噩圭耶稣的死

亡和复活为止'讲迹了耶稣的言行J (Kümmel, Theologv,p.356) ， 因此噩

至十九世纪为止'人们一面都认为《若》连同前三部福音一起'旨在予

人一幅耶稣的历史图像。有时人们甚至坚信， ('若》传递给我们有关历

I <若望宿营》以後简称《若》。



史的耶稣的重要描边'较i者对现福音的来得更为确实可靠。

批判辑经学

批判性释经学的出现，彻鹿改变了这现象。首部《若》的批判性

研究出现抬 lX20 年，作者是德国哥达( Got!la )一位名叫布雷施奈德

(K.B. Brctsclmcider) 的警官'他的作品名为《若望宗徒福音及书信的

特性及来源之论证>> (Probabilia de evongelii et e[listω叫「ο叫P矿10σlr阳um Joσonnis， 

d叮叩1[1川f

《若》所载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分别。他亦确信《若》的荠犹太特色

(以及它较迟成书的证据) 0 根据这些深λ见解'他质疑那主张《若》

是宗徒所写成的这个信念(垒看 Kümmcl ， Jntroductio l1 ‘ p.197 )。

缺乏历史性

施特劳斯( D.F. Strauss )在他所着的《耶稣传>>( Lehen .leslI. 1835/36 ) 

悍， r证实了《若》不能好像对观福音一样'当作历史上的耶稣的资料

来源'因为它是从一个对耶稣信仰图像的角度而写成的'它只能视为新

约有关基督的教义末期发展的成果J (Külmnel, Theologv. p.256 )。龚

梅尔评论这事说: r 自从施特劳斯使人注意到这件事徨'人们巴不能再

质疑， <<若》是绝对不能好像对观福音一样，当作历史上的耶稣的资料

来源。这说法怯然确实'不过我们现在已知道，甚至对观福音也不能视

为历史记边'而是些传教和宣道的文献而已 J (Kürnrncl. 1neology. 

pp.256-257 )。

1847 年鲍尔 σ:c. Baur)在他所着的《正典福音的批判性研究》

(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kononischen Evonge1ien )一书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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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的理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鲍常假定'如果同一事物的两

个记边有重大差别时'只有一个可以是符合历史的'那末'那个最没有

表现出有倾向要影响描迹的就更为可取'因为它具有历史的可能性(垒

看 Kümmcl， <<新约问题研究的沿革>> , Das Neue Testament. Geschichte der 

Erforschllng seiner Probleme，p.171) 。根据鲍尔， <<若》茧无意给人一个

历史记边'而是要介绍一个思想( "Darstellung einer Idee") 0 鲍尔「对

《若》的祟徒源流之质疑，以及他认为《若》的资料来j源原不及对观福音

的有价f值噩这一个主张， 1说兑服了很多人 J (K灿ü归阳ir阳immel， Jnt，的r阿阅咛-o(

因此， <<若》被人认为对寻求历史上的耶稣没有多大帮助。

由龄施德劳斯和鲍尔的立场影响， ((若》很久以来被人认为完全

「不够历史性J (垂着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p.20) 。若望着作学术

研究的这种趋势，引致广泛对《若》的成见'认为它与对观福音绝对不

同属一个类型，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鼓不确实可靠，较i者其他福音颇为

哲学性、神学性、灵悟性、甚或可说是神秘性'加上它的较迟成书时间'

使人一开始便质疑它的价值。

这些科学性的发现是「若望问题 J (Johannine question) 的起始'

虽然自从那最初的批判性研究以来，巳出版不少书刊和文章'但这问题

至今仍未在得舍人满意的解答{关胎这方面的垒弯书目见胎范贝尔

Gilbcrt Van Bclle, ((若望着作研究累积书目 1966-1985>> 'Johannine 

Bihliography 1966-1985. A ClImulative Bibliography on the FOllrth Gospel 

[BETL 82], Lcuvcn 1988 )。

因此'旱期的科学性研究得到了以下对《若》它的看法:

(1)((若》是一部神学性的作品，对龄寻求历史上耶稣帮助不大。

(2) ((若》成书於第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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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的对惠读者是希腊人'诺斯士源( gnostic) (奔犹太人}

信徒(见下}。因此《若》的思想背景属锻期的希腊文化思想。

(4) (若》蓝不是一个亲见耶稣传教的人所写的传记式报导'而是对

「倡仰上的基督」的一个见证。第四部福音的作者盘不是十二

宗徒之一'更不是那位耶稣所爱的门徒。

(5) (若》是新约神学发展的结点{保操是起点}。在《若》中我们

所遇到的是高度发展的基督论，即到达了所谓的公教发展阶段。

因此'就作者与首批读者，以及就其写作时代、地点、文化而论， (若》

与历史上的耶稣颇有一段距离。

2. 对《若》评估的新趋势

最近'这些倾向因不同的原因而被倒转过来:

(1)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 r [所有l福音作者首先关注的盖不

是『历史性 JJ '而更是神学性、宣道性、教理性和训导性」

(Schnackenburg, p.20 )。这样一来， (若》在这方面鼓

不见得有伺特别。 2

(2) 自从发现了尸2 後{现存最阜期的新约莎草纸抄巷，约写

成拾公元 120-130 年间，见下) ，便不能再黯称《若》是

很徨期亨成书的。一般都赞成《若》是写拾公元 90-100

王军间。《若》篮不是初时人们所以为的那样远离对观福音

和耶稣的时代。

2 r最厚的福音一如最後写成的'大家都是一部为借仰服务的信仰文献，它只
以其他方式来向读者介绍那位『历史上的耶稣』、天主之子J ( Schnackenburg, 
p.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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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的考古学发现和释经学研究所得'使人们注意到

《若》可能在某些历史和地站的细节上，较i者对现福音更

为准确。

a) 耶稣死亡的曰期=尼黯月十四日在吃逾越节晚篝之前

(若 18:28) j 

b) 犹太人注有生杀之权( ius gladii) (即判处死刑的权力)

(若 18:31) j 

c) 更详尽的地理和地站资料{垒看 Schnackcnburg， p.lG 

之清单，例如: 1 :43-44;2: 1;5 :1 -3 等)。

(4) 有时人们更拇称'即使《若》的作者茧弈一位目击见证

人，他翻可能有一些对现福音所没有的可靠资料。人们认

为作者良好的历史和地站知识'有时是来自口头的传统，

有时翻来自成文的资料。

(5) 更仔细观察四部福音的异同'我们便发现到它们共有的

一些重要结构因素。这些共同结构因素来自一个事实'即

它们都属「福音」。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p.14-19 ) 

指出了七个共同特由:

的由耶稣在约旦河受若翰的洗礼至他复活之间的事迹大

纲;

b) 耶稣由加里肋亚到耶路撒洁的行程;

c) 对耶稣传教上某些外在境况的着重;

d) 对耶稣初期传教的记注极其着重。这些资料被编成一

个连贯性的敏遗'对耶稣的整个工程作一个初步总览。

《若》在耶稣始加里胁亚省的传教活动 (若 1 -6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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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省的传教活动(若 7-12 )之间'向我们介绍了「耶

稣的历史J '在历史的背後揭示了各事件的深层和永

久意义;

e) 耶稣的公开传教结束後{画歪若 12) ，不随即记迫他

的死亡和复活。福音圣史在此加插了临别赠言{若 13-

17 )。但这也能在《谷》的宋世言论{谷 13) 与《路》

的离别训言{路 22:24-38 )中找到结构上的罕行文;

。耶稣的公开行动，包括言语(教训}和「神迹J (工作}。

《若》好像对观福音一样，表露了自己有意见证和传

递那一次而永远地发生了的一切;

g) 福音的目的(宗旨) (全看若 20:31 )在於引领人对默

西亚天主子耶稣产生深切的信仰。福音圣史希望这能

来自「神迹」的可靠证明(这些「神迹」具有见证的

价值}。

四部福音的这七个共同结构囡囊让我们能下结论说'称《若》作为「丰富

啻」是名正言颐的。自此， <玛》、《谷》、《路》、《若》同有一些

非常基本的东西(暂且不理一切的分别)。它们都同属一种文学类型

( litcrary genre )。它们都有权被称为福音。

我们综合最近学术研究对《若》的新看法如下:

(1) 普温都认为第四部福音的作者盐弈若望宗徒'亦不是

一位目击见证人。不过《玛》、《谷》和《路》也有

同样情况。福音篮弈历史报导'而是为信仰所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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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团体的事迹。

(2) ((若》所探用的口传传统与对现福音所探用者'在历史

的可靠性上不相伯仲。

。) ((若》写抬公元 90 至 100 年闹。

(4) 我们无需到巴力斯坦以抖去寻找《若》的背景。在《若》

樱我们可找到翼实的巴力斯坦情况。

(5) 神学思想的成熟发展'不一定是成书较晚的迹襄{在

真实的保撮书信中也可找到高超的基督论例子， )。

3 研究《若》上的四个主要争议问题

自+九世纪以来'若望问题的科学性研究'都不断集中在四个主

要争议问题上，这些问题是没有一本研究《若》的导论可以置i者不理的。

(1)正如我们已看过的'本福音的批判性研究始始对作者的宗徒身份的质

疑。若望宗徒是否本福音作者的问题被提出後'跟着便展开了有关《若》

资料来源真实性的漫长辩论。 (2)本世纪初，文学批判( literary criticism ' 

亦称原始文献考证)成了研究的主流。《若》的文学一体性受到质疑'

人们根据分割理论识别出它的不同层理。 (3)正当有关《若》的一体性(不

只一个作者'亦弃一个文学单元}辩论得如火如荼之际，人们亦开始从

诺斯士源宗教史背景中寻求若望神学的基础。 (4)最徨当 《若》的诺斯

士源性质愈来愈被人否认缝， ((若》的神学意义与用意 {或本福音

的层理)便变成了若望着作研究的核心。

我们要更深λ地看着这四个争议性的问题{为了符合我们的目的'

我们会按照另一个次序来讨论，蓝扩阔有关作者的问题，把历史实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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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也包括在内) : 

3.1 <:若》的文学批判

3.2 <:若》的写作背景

3.3 <:若》的宗教历史问题

3.4 <:若》的神学用意

3. 1. <<若》的文学批判

初看之下， <:若》予人一个大统一体的印象。内惶具有一个清澈

的结构、一套神学语言和一个独特的风格。《若》的「宏观结构」

(Ma1αostruktur) 如下:

1:1 -18 序言伊rologue)

1: 19-12:50 神迹之书(The Book of Signs) :手向世界启示自己

13:1-20:29 光荣之书 σbe Book of Glory) :子向自己的人启示自己

20:30-31 结语 (Epilogue)

21 附录 (Nachtrag)

3. 1.1.杂乱无章( Aporien ) 

批判性研究的仔细观事，不久便发现《若》内的张力、矛盾和「杂

乱 J (aporien) 。虽然篮弈所有释经学者都会或认这些现惠'但较温和

的学者们也认为以下的经文或章节次序'在一个贯彻的文学着作中是不

可思议的: (5:3b-4及 7:53-8: 11 将在精後亨讨论'因为它们的经文向

未获得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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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 21 出乎意料的出现在 20:31 福音之结论徨。当重心

在若 7-20 完全集中胎耶路撒海徨'突然之间'我们又

回到加里肋亚去。

b) 在 14:31 提示动身( r起来，我们从这樱走吧， J ) , 

以及在 18:1 敏迫实际动身之间，作者加插了三章( II~ 

别蹭言}的记边。

c) r 这些事以徨'耶稣周游於加里ßJJ亚 J (7: 1) ，在若 6

刚描写了耶稣在加里肋亚所做的事後'这句话来得颇

怪异。一些学者像戴先 (T刊a挝川ti阳i归ianusν，二世纪)所编的《擂

青合编>> (D川Iαate臼ssa叨fσ旷I

次序倒置过来。

d) 若 7:15-24 提到若 5 所记载的安息曰治病一事。但这事

发生於一个更旱的节日上。因此有人提出 7:15-24 原来

应跟在若 5:47 徨面。若 4-7 的章节次序因而应作以下

的调整:

若 4:1-54 →(): 1-71 • 5:1 -47 • 7:15-24 • 7:1-14 

c) 若 3 内亦发现有一些「散幌」的言论部分。人们都假定

了宿膏圣史常常清楚指示出耶稣的言论。但在若 3 捶

我们邵遇到一个问题:在若 3:27-30 樱是若翰洗者在讲

话。然而'若 3:31 在毫无过渡驻挥下'发言人竟转换

了。究竟若 3:31-36 是否仍属那篇巴结束抬 3:21 耶稣与

尼苛德摩的对话呢?

。在序言惶(若 1:1-18 )若 1:6-8 和 1: 15 ，被假设为有关

若翰洗者的插语( interpolation) (被插於歌颂基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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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性的圣歌中)。

3. 1. 2. 原始文献

有些人尝试以移置说( UmstellungshypothcsCIl )来解释所假设的

杂乱现象 (主要皇看 3. 1.1内的 c 及 d )。也有一些 f乍看设想在

《若》的写作完成後'抄本中有些页张混乱或调换了

( Blattvcrtauschungshypothcscn )。究竟 《若》是写於一页页的抄本

( codcx )上，还是在卷轴式的抄卷( scroll )上呢?那些被混乱了的页

张'怎都会以完整的句子开始和结束的呢? (垒看贝卡 Bcckcr， p.32 )。

其馀的学者(例如 Schnackcnburg. pp. 55-56) 则把这「杂乱」解释为後

期编辑者(门徒)所件的故意选择。

由抬移置说和编辑上的解释均欠缺说服力，加上《若》惶还有许

多其他文学问题，是不能应用这些学说来解释的，原始文献的问题因而

产生。

常见古代的作者大量探用原始文献'或是把已有的件品加以大幅

度的编篝修订。一篇作品往往是出自文学僻合( litcra巧. composition )的

成果'多抬是贯彻完整的写作。大量探用原始文献和大幅度的修订'二

者常是所意料中之事。我们知道旧约中许多作品被认为是有数个层理的

(垒看梅瑟五书的雅威典、司架典作者，也许还有厄罗因典的作者)。

根据福音二源说的讲法'。马》和《路》探用了《谷》和 Q 作为它们

的(主要)原始文献。一些保操书信(垂着《格前》、《格徨>> ' <<斐>> ) 

的原有统一性'最近也被人争论得很剧烈。这一切都预设了对文学件品

有一个较集体性(团体性)的看法'这正与我们今天对文学作品的个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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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式的观念相反，对我们来说'文学作品是作者的私人财产{垒看版

权和列明资料来源的需要}。在古代，一群人{学源、倡徒团体}的共

同遗产，是以这群人的文学作品来代襄的。与这群人的历史一起成长的，

还有一个生活的传统。

自这世纪初，有人根据以上的考虑而提出了一些学说。我们把它

们分为: (1)多重修订说， (2)多份原始文献说，和(3)多项传统说。

3. 1. 2. 1.多重编辑修订说( Theories ofMultiple Redactions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威豪瓢 J. Wellhausen 1908 )、舒E糊 F. Spitta 

1910 )、墙根 (W.Bacon 1910) ，以及其他文学批判家，设法复原出一

部「基本福音J (Gnmdevangelium 或 Grundschrift )来，他们认为这部

基本福音是在第二个阶段中大量地扩充了( tie龟reifende Erweiterung )。

最近这学说再度受到学者的欢迎(叠着李辅特 G. Richter ，蒂恩 H.

Th\cn' 朋格布兰纳 w. Langbrandtner' 亦垒看下面的布朗 R.E. Brown) 。

我们会细看李赫特的学说作为实例。他研究的关键在於若 20:31 。他根

据这一节作出结论说， (若》不是为了犹太人或外邦人'而是为了基督

徒而写的。福音的用意是要向基督徒清楚指出，只有耶稣亨是默西亚'

除他以外别无他人'而且只有信仰耶稣为默西亚、天主子'人亨能获得

救思。这信仰明显地在当时是受到了威胁'也是因为受到许多犹太人的

反对。

这样'李甜特认为《若》最初是一部犹太菌基督徒的「基本福音」

( Gnmdschrift) ，一部宣认和维护耶稣为默西亚的福音。由抬耶稣的人

性在那时尚未受到质疑'福音圣史茧j盖有特别加以强调。因此，作者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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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是个幻身论者( docetist '不信耶稣具有真实的人性者) ，即使有些

他所说的话会被人误以为带有{诺斯士派形式的)幻身论意思。

不过，李赫特也在第四部福音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幻身论倾向，

他认为这是出捡一位较徨期的修订者之手。为此'举例说'若川4 ( r圣

言成了血肉 J )便是一句修订上的附加语'旨在强调耶稣实在成了一个

提人。根据李赫特的意见'这部来自犹太裔基督徒的护教性「基本福音J ' 

在较徨阶段的不同情况下'当幻身论继犹太教成了基督徒团体的最大劲

敌时'使需要来一次反幻身论的修订行动。(垂着朗格布兰纳'他深惜

这部「基本福音」实在有一个诺斯士源和二元论的抖观，当团体经历了

一个大阿争後，这部原来的福音便被一位修订者'按一个反诺斯士源和

反幻身论的方式加以重黯解释。)

基本宿音

• 

扩充内容

• 

反幻身论的修订

3. 1. 2.2. 多份原始文献说( Theories ofMultiple Sources ) 

提倡「基本福音」学说的学者们，忽略了传统和原始文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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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特曼( R. B ultmann )在他对第四部擂青所作的文学层理分析中'部

兼顾了这方面。他假定了三个原始文献:神迹资料 (σT]~E1αsourcc) 、

启示与言论资料( revclation-discourses sourcc )及受难资料( passion 

sourcc) 。

的厘监立蓝

神迹资料对奇迹有一种率蓝的理解。这资料把耶稣当作希腊文化

世界樱所认识的神入混合体( 8E1oS' αv巾}。对布尔特曼来说'三者

中最重要的就是启示与言论资料'它是整个充满{基督徒以前的}诺斯

士派思想的(与《撒罗满诗黯) Odes of S%mon 相类似}。它的二元

论观点明显的见抬其对立体( anti ûlcsis )上:光明/黑暗、真理/谎言、

上面/下面、天上/地上、自由/奴役。作者以诺斯士源神话的语言'把耶

稣描写为天主所派遣来的救世主和启示者。

b) 福音圣史的编写

福音作者把这三个原始文献放在一起构成了一部丰富音。他探用了

诺斯士派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包括了诺斯士源的救黯神话在肉。不过他

在H改变了它。福音圣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位启示者是以一个人的身份而

来'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纳距肋人耶稣。若 1:14 r圣言成了血肉 J ' 

(按照布尔特曼}是整部福音的主题。为此'布尔特曼认为本福音的统

一性和有组织的编写，全是来自福音圣史的。福音圣史是一个自由和拙

立地运用其资料的实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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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堡立

在第三个层次中{第一:原始文献'第二:福音圣史的编写) , 

这部福音被一位教会修订者所修改。教会的正统思想认为本幅音具有危

险性'必需予以修订:最主要的增添是有关圣事的插语( sacramental 

intcrpolation) (例如 3:5 "苟 li8αTOS 1\0[" r 由水及 J )和有关未来的

东世论{例如 5:28-29 )。

神迹资料 1 I 启示与言论资料 1 r 受难资料
￥↓ u 

~ëi :ã: 
T回国

|修订|

立益主

虽然布尔特曼所提出的启示与言论资料遭到人们的怀跤，他的文

学批判研究态度翻对若望着作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最近'布尔特曼的

学说在得贝卡(1. Beckcr) 以修正的方式加以维护。他废除了启示及言

论资料的假设'而把更多的改变归因肚量徨的修订工作，因而更趋近「基

本福音」的学说。福特纳( R. T. Fortna 1970 )尝试从原始文献的层面来

研究「基本福青J '他假定了神迹资料是-部神迹的福音{包括一个苦

难记迪在内)。他在这部神迹福音与对观福音之间，找到了相似的地方。

14 



他在 1989 年修改了自己的立场。福特纳如今假设了一个若望前作者'

是他把神迹资料和受难资料合成一部神迹福音。

布E马(M.-E. Boismard) 主张第四部福音的原始文献是一部完整

的福音'他称之为 C 文件( Document C) (大榄以阿兰文 [Aramaic) 写

成抬公元 50 年间}。随徨 C 文件经历了两次修订(由另一位作者所完

成)。其中的一次被称为若望 11 A ，在公元 60 至 65~间出现括巴力斯

坦。另一次即若望 11 B '约在公元 90 王军间完成，所修订出来的福音与

我们今天所有的很接近。作者由巴力斯坦移居歪厄弗所'蓝且以希腊文

来书写。另有被称为若望 III 的第三位作者'是厄弗所若望学派中的一

位犹太窟基督徒'他完成了最後的修订工作。布瓦马假设了 C 文件由原

来的犹太背景和较原始的基督论'转移到-个抖邦人的背景和较发展的

基督论去(若望 11 B) 。此外'还有另一个转变，就是由一个完全具有

犹太特色的 C 文件和初步反对犹太人的若望 II A ，转变为(由迫害所引

起的)强烈反对犹太人的若望 II B 0 布瓦马的立场明显地是结合了原始

文献说和多重修订说。

区盐重

原始文献说经历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有人指出在《若》摆，

神迹和言论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而且言论是用来解释神迹的{除了两

个在加纳所行的神迹夕川。因此之故'神迹与言论很不可能是来自两个

原来分离的原始文献。言论中包括了传统的耶稣语录，它们很可能属拾

一个耶稣言论的初期传统，而奔来自一个前基督徒(诺斯士源)的启示

及言论资料。风格研究也未能证实各原始文献闽有任伺差异，反而更证

实到整个第四部福青有一致的风格{垄看下面: 3. 1.3.)。最链'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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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献中，仍未能找到任伺与这些假设的原始文献可靠的相做之处。

3. 1. 2.3. 多项传统说( Theories ofMultiple Traditions ) 

一些学者由抬上边理由，而不乐拾接受任何成文原始文献的存在，

他们转而提出若望前的「口传」传统。史纳棋堡( Schnackcnburg )就宁

可选择这个传统批判的立场。

《若》基本上就是那位福音圣史的作品'他盖弈只是个荒集资料

者，亦不是个编篝或保存传统者{垒看迪贝利鸟斯M. Dibelius) ，而是

个名符其实的作者。他手上有许多极古老而可靠的故事。

史纳根堡提到传统史( history of tradition )的一个旱期阶段。他虽

有点踌躇，毕竟也接纳一个神迹资料和最徨修订的存在。福音圣史预备

了个别的资料组合和草稿(例如 3:13-14:31: 18:1-20:31 以及 15-17 章}。

而编篝者御把这些资料组合和草稿编成了福音。当史纳根堡完成了他的

三大册注释徨，他较从前更确惯有原始文献{神迹资料、受难资料和复

活故事}和修订活动( 15-16 及 17 章应归於若望门生的手笔) (皇看

Schnackenburg, vo1. 3, pp. 387-388 )。

布朗( R.E. Brown )对拾口传传统的前福音阶段讲得比较精确一些。

他分别出五个阶段

(1)先有「一批有关耶稣言行的传统资料J (p. xxxiv) (与对观福音的

相似，但属另一独立来源}。

(2) 这些资料巴按若望着件的形式而发展。布朗假定这进程是藉口头宣

i井和教诲而完成的'这点也受到强调口传传统对福音影响的诺亚克

(B. Noack) 的支持。虽然这事奔由一人所完成( r一个谨密的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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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修辞学派J 'p. xxxv) 

(3) 布朗创假设了一位「首席或精湛的宣道者和神学家 J (p. x口v) , 

是他把资料整理成第一次修订的福音{第三阶段}。

(4) r福音圭史」再次修订福音。

(5) 一位身为擂啻圣史之朋友或门徒的修订者'他在福音捶加λ了从第

二阶往来的资料{例如 3:31-36 )。

这样一来'布朋结合了口传传统说和多重修订说的成份。他差不

多完全她弃了原始文献的观念(在加纳的两个奇迹背徨'很可能富有一

个原始文献的存在'盎看 p. xxxi;在 p. 195 )。

在比斯利，默里 (G.R. B阮ea蚓sl巳}

最清楚的传统i说兑阐释。据他的意见'本福音之根j原来自巴力斯坦所产生

的传统。 3 r第四部擂青的基本传统就是教会的初期宣讲 (kerygma) , 

这不单只属抬若望团体J (p. xIiv) 。若望团体鼓不是个强立的教派组

酬'而是与嚣於巴力斯坦和希腊文化的各教会有接触的团体。

当原始文献说或修订说变得较不吸引人'或至少巳变得较不盛行

之际，福音圣史的作者角色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他便是那位灵活运用原

始文献和给予本宿营{差不多}最徨形式的人。

3. 1.3. <<若》的统一性

无论多份原始文献说还是多次修订说'都是基本上与风格批判分

析 (style-critical analyses) 对立的。学者们根据统一风格是唯一作者指

3 比斯利·默里是很据多德 (C.H. Dodd) 所着的 Historical Tradition in the FOIl11h 
Gospel, p.42JT在第四部擂音的背後，有一个与其他铺吉独立无关的古老传统，
有助我们认识有关耶稣基督的历史事实'实在值得我们认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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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假定'拟出了一系列的若望着作风格特色。

(1)第一位这样做的是施韦策 (E. Schwcizer 1939) ，他识别出 33 项福

音圣史的风格特筒。

(2) 鲁克施图尔( E. Ruckstuhl )把布尔特曼:( Bultmarul )和福特纳(Fortna)

的原始文献分析拿来作同样的风格批判研究，盘把施氏的结果增至

50 l页。施民与鲁氏二人都发现到， (若》的凤格特由温怖了所假设

的不同福音层理。

(1)尼科尔( W. Nìcol) 把系列增至 82 项。

(4) 拉穆伊(A. Lamouillc '布瓦马 Boìsmard 之助手)更把它增至 400

多项(垂着内兰克 Nciη'nck 着《若望福音与对现福音) Jean et les 

δ~VI1 0ptiqlles， pp. 41-66 )。

最近'风格批判的论据获得研究《若》插λ语( p3rcnthcsìs )的范

贝尔 (G. Van Belle 1985) 支持。{举例说'这些插λ语包括:希伯来

文或阿兰文词语的翻译、犹太凤俗的解释、时间或地点的指示、勘误等'

他共识别出 17 类。}他研究的结果显示'插λ语的风格跟福音的盘无

不同。因此插λ语提供了福音圣史的观点。由於这些插λ语充斥着全部

《若)) ，它们便成了本福音凤格统一的指标。

不过'这些发现翻遭到近日语言学的深λ见解所批评。学者们质

疑'一个统一的语言、凤格和思维方式，就是唯一件者的清楚指际{证

明)这一项假设的有效性。一个不太个人主义式的想法可以领悟到，除

了个人风格( ldiolekt )外'也可以有统-的群体凤格( Soziolckt )存在。

一些讲话的习惯和语旬的特殊意义'是不足为奇的事。假若有一位长期

发挥权威的大师存在'他的门生会顺理成章地套用他的词囊、思维方式、

甚至句法。在一个若望学派存在的假定下'福音语言和凤格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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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再不能作为福音原有统一的明证(擎着布兰克 Blank， pp. 18-19; 贝卡

Becker, p. 34 及内兰克 Neirynck， pp. 66-70 )。当然'如果多次的修订结

果都如我们上边所见的那样接近'我们便要质疑分别出这许多不同的修

订活动有何意义。再看'我们还要问:这些分别(即使真有其事}是否

真能识别出来?

3.1 .4第四部福音与对观指音的关保

(上面讨论过的}文学批判立场，根本不让《若》有怯属对观福音

的馀地。大部分学者都在口传传统的阶段{例如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或成立的原始文献上(例如布E马 Boismard) ，重新

技出《若》与对观福音之间的明显{文学上的}卒行文{逐字对应}。

但在讨论这些理论前'让我们先看看证据为伺。历史批判的研究

惶惶噎开始以对现的方式(比较《玛》、《谷》、《路》的卒行文}和

原始文献批判的方式( (谷》与 Quelle 是《玛》与《路》的原始文献) , 

来研究前三部福音。各别福音作者的贡献是按照彼此的异同来决定的。

再看'早期的类型批判惯於把对现福音的作者纯粹视为「觅集者」、「编

篝者」或「传统保守者 J (Sammler' Tradenten' Redaktoren' 会看迫

贝利乌斯 M. Dibclius 着《由传统至福音》片。m Tradition to Gospel' 1971 

军重印， p. 3 )。学术研究集中在对现福音所探用了的资料上。至於作

者如伺利用了他所得的资料，则被大家疏忽了。因此，人们便以为福音

是由原来各自抽宜的成立片段觅集而成'诸如耶稣在某特殊情况下所说

的话(范例 paradigm、警句 apophthegm )，一段较长的故事{比喻 parabJe 、

奇迹故事 miraclc sl。可) ，一系列的独立语录( logia )等。在《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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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较长的言论'但它们原有的不同来源，相信还能锵认出来。只有受

难记边，才被认为在经文阜期发展史中，巴是一黯统一的整体。在各对

观福音之间'相同较相异为多。

在《若》樱我们能够找到极少的语录或短篇故事'相反倒充满一

些较长和发挥较深远的经文'当中的人物也是未见过且较披着重的。这

些例子计有纳塔乃尔(若 1 )、尼苛德摩(若 3 )、撒玛黎雅妇人{若

4 )、拉臣摞{若 11) (有关玛利亚及玛尔大清垒看《路) )、贝特

臣达池无助的病人(若 5 )和胎生的瞎子{若 9) 0 <若》只有几句耶

稣的语录和他对民众的简短讲话'而长篇的言论则常与救边交织在一起

{叠着贝特臣达池的瘫子和胎生的瞎子) ，有时则跟在挝迪之徨(垒看

生命之粮的言论跟在增饼奇迹之徨) ，而有时部脱离了任何刽注部分而

抽立存在{垒看临别赠言}。

我们曹经指出了四部福音共有的相傲结构。究竟藉着比较研究所

得'它们之间在选料上、结构和次序上、用语和敏边方式上有伺异同呢?

的《若》与对观福音之间最重要的相同点:

(1)同一事件的顺序: <谷) <若》

·若翰洗者的使命和作证 1:4-8 1:1 9-36 

·耶稣往加里H1J亚去 1: 14 4:3 

·为 5000 人增饼 6:33-44 6:1-13 

·步行海面 6:45-52 6:16-21 

·伯多摞宣认基督 8:29 6:68-69 

·耶稣往耶路撒海去 9:30-31 7: 10-14 

·荣逝耶路撒湾及接受傅油 11:1-10 12:12-15 

( (若》次序倒置} 14:3-9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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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徨晚萤及当中暗示出卖和否认主 14:17-26 13: 1-17.26 

·隶捕 14:31-52 18:1-11 

·苦难与复活 14:53-16:8 18: 12-20:29 

(2) <:若》与《谷》的逐字对应:

·增饼奇迹:若 6:7/谷 6:37 r二百块德纳{的饼) J 

·治好瘫子:若 5:8-9/谷 2:11-12 r起来'拿起你的床( KPαßáT丁oS' ) J ; 

·接受傅油:若 12:3/谷 14:3 r 极珍贵的纯拿尔多香液 J '若 12:当/

谷 14:5 r三百块德纳J '若 12:7/谷 14:6 r 由她ÐEJ ; 

，苦难开始:若 14:31/谷 14:42 (=玛 26:46) r起来'我们从这捏走吧J ; 

·否认主:若 18: 18/谷 14:54 r伯多操...烤火取暖 J ; 

·巴黯巴:若 18:39/谷 15:9 r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 J 

.(3) <若》与《玛》的对应:

·犹达斯盒钱财:若 12:6/玛 26:15 ; 

·盖法的名字:若 11:49; 18: 13-28/玛 26:3 .57 (垒看路 3:2 ) 

.提号|臣 9:9 :若口: 15/玛 21:5 ; 

·有关主仆的语录:若 15:20/玛 10:24 ; 

.下舍收剑λ鞠:若 18:1 1/玛 26:52 ; 

·十字架挥状牌上「耶稣」的名字:若 19:19/玛 27:37 ; 

·阿黎玛特雅人若瑟、耶稣的 rf1徒 J :若 19:38/玛 27:57 ; 

.一个「黯J 坟墓:若 19:4 1/码 27:60 ; 

r11F到我的弟兄那樱去'告诉他们J :若 20:17/玛 28:10 ; 

.束缚与辑放、敝冤与存留嚣的权柄:若 20:23/玛 16:19 ; 

{应注意以上各项在词囊上只属示局部的对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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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与《路》的对应:

若翰洗者是否默西亚:若 1: 19-20/路 3:15 i 

接受傅油{剧与朱鬓) :若 12:3/路 7:38 i 

在伯达尼的姊妹{玛尔大伺候、玛利亚…) :若口:2-3/路 10:38-42 (玛

尔大、玛利亚、拉臣操主人的名字只出现在《若》和《路:) 0 ) i 

荣避耶路撒海:耶稣以 r (以色列}君主」的身份来11;0 :若 12: 13 / 

路 19:38 ; 

临别赠言:若 14-17/路 22:24-38 i 

撒弹左右犹达斯:若 13:2/路 22:3 ; 

「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的权势 'J : (路 22:53/奎看若 13:30

及 19: 11 ) 

耶稣在死前与门徒在橄榄山度过最後一夜:若 18:2/路 21 :3 7; 22:39 ; 

大司祭仆人的右耳:若 18: 10/路 22:50 ; 

亚纳斯的名字:若 18:12.24/路 3:2 ; 

比拉多三次宣怖耶稣无嚣:若 18:38; 19:4.6/路 23:4.14.22 ; 

比拉多鞭打/惩罚耶稣，目的是想舍犹太人放弃要求死刑:若 19: ì/路

23:22 ; 

耶稣受审:二者皆没有提到公议会夜审耶稣;人民而非他们的首相，

是事件中的主角;较少责备罗马判官;

耶稣被葬於一个从未安放过死人的新坟墓中:若 19:41/路 23:53 i 

两位天使在空墓旁显现结妇女:若 20:12/路 24:4 ; 

复活後的显现只局限於耶路撒湾及附近地方(垒看《路》与《若》

对耶路撒瑜的特别关心) ; 

奇妙的渔在:若 21: 1-19/路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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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看似预先认识对观福音的例子:

1: 15 若翰洗者的施洗活动;

1 :32-33 若翰洗若为耶稣施洗;

2:3.5.23; 3:2; 4:45.47; 6:2 耶稣是一位闻名的行奇迹者;

3:24 若翰被捕;

6:53-54 建立圣体圣事;

6:67-71 召选十二宗徒{垒看 6:13 及 20:24 ) 

12:14.16 门徙牵来一匹驴子;

12:27 (垒看 18:11 )革责玛尼园;

18:24.28 耶稣在盖法前景审;

18:40 巴黯巴获提名释放;

20:1 大石掩坟;

20:2 不只-人到坟墓去。

b) <若》与对现福音之间的最大分别:

， 1 ，奇迹故事:

对现福音所载的 29 个奇迹故事， {若》只得其中 3 个: 4:46-5-l 

遥距治病 ;6:1-13 为 5000 人行增饼奇迹; 6:16-21 耶稣步行海面。不过，

《若》有 4 个奇，.是不见加其他福音中: 2:1-11 加纳婚宴; 5:1θ 贝特

臣这池边治病; 9:1-7 治好胎生瞎子门 1: 1-44 复活拉臣裙。《若》从不

提到驱鹿和治好癖疯病人之事。

(2)语录与比喻:

《若》只有几句语录'而全无比喻(10:6 作者用的是rrapoqüav，不

是如谷 4:11;7:17 及玛 13:24 等画接用了rrapaßoMv 0 rrapOlμ'lα意解箴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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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若》翻有一些启示性言论和襄铀性言论( 8 i1dreden )。

(3)地站和时序上的大纲:

根据对观福音'耶稣的传教工作始抬加里肋亚。加里"11亚是耶稣

活动的中心。在《若》中'我们见耶稣首先出现在犹太地方( 1:19 ，在

1 :43 耶稣才决定往加里肋亚去}。加里肋亚固然也有其角色'但耶稣传

教的中心地翻是耶路撒渝。此抖'撒玛黎雅也有其正面的重要性。

《谷》只记载了耶稣的一次往耶路撒湾的旅程'唯一次的逾越节，

即耶稣圣死的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在若 11 :55 中也有提及'但《若》翻

描写耶稣有三次往耶路撒湾的旅程'而且还连续三集在那儿过逾越节。

在最徨的一次之前'分别提到两个逾越节( 2:13 及 6:4 r增愣/逾越节 J ) 

《若》也提及其他的犹太庆节( 5: 1 未名; 7:2 帐棚节; 10:22 祝圣圣阳

节}。耶路撒湾及其圣尉'是耶稣自我启示及与「犹太人」对抗的地方。

按照《若》的记载'耶稣死船尼散月十四日(垒看出口:白'亦即吃逾越

节晚蟹的前一天{皇看 18:28) 。然而对观福音翻描写最徨晚餐是逾越节

的晚篝{垒看谷 14:12; 玛 26:17; 路 22:7， 15 )。

(4) 神学上的劳另IJ : 

在对观福音中'耶稣信息的中心及内容'就是天国的临近。这信

息的後果'可见始末世论和一个闰接的基督论上。在《若》惶，耶稣自

巴'他的个人'就是他悟息的中心及内容。「天国」的观意差不多完全

不存在{垒看 3:3.5 )。然而'那檀翻有一个离超的基督论( high 

christology) ，而一个巴完成的末世论( realizcd eschatology )更变成了

中心点:在耶稣的个人和说话中'救赎和审判已经完成了。因此， (若》

显示出初期教会的徨复活观。《若》不以耶稣自己的时代来描写他， (若》

更关心的是福音圣史时代的信仰问题'以及耶稣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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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这些经文上的紧密相傲，还有逐字对应和重大差异之证据，究竟

是怎麽一回事呢? <若》 和对现福音之间同时存在的对应和差异'颇

舍人感到苦恼'使二者的比较研究成为学者们永久争持不下的领域。因

此之故'释经学者在有关《若》和对观福音间之关保'各有不同和对立

的见解。在人们-般由认为若望宗徒这位目击见证人就是《若》的作

者时，大家都很自然地假设:四部福音中最徨完成的《若>> '必定认识

在它之前的三部福音的。那时'神学家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应如伺

解释这些明显的是异?第二'若望为何要多写一部福音?而这两个问题

所得到的解释就是:若望的用意是要补充前三部福音{例如亚历山大里

的克来孟 Clement of Alexandria 认为对观福音表达出基督的人性'而

《若》则表达出他的天主性'叠着布兰克 Blank， pp. 29-30 )。这个立场

仍被一些批判挥经学家所坚持。也有人把《若》的目的'视为要与对观

福音竞争、要超越它们和取代它们{垒看 Schnackenburg， p. 26 )。

1938 年卡德纳·史密夫 (P. Gardner-Smith, (圣若望与对观福音》

Saint John and Ihe 罚:Vnoptic Go伊els) 质疑《若》噩接怯属对现福音的这

一个观点。他强调二者之差异，茧使学者注意到口传传统的阶段。在其

後数年中，批判学家之间基本上可分为三个立场:

室工组

释经学家在研究卡德纳·史密夫的学说时，发现《若》与对现福

音二者在口传传统上有接触。这立场最认《若》不可能完全与前代基督

徒的生活和信仰无关连。不过，这怯属关僚的细节，割成了历史之迷。

提倡这观点的学者有史纳棋堡( Schnackenburg )、布兰克( Blank )和

贝卡( Bec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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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二组

一群原始文献批判学家认为《若》与对现福音的接触是在原始文

献的层面上。杜尔(A Dauer)乐肚赞成在一些情况下(例如若 12:1-8)'

前若望传统是匾接怯属《路》的。根据布E马 (Boismard' 牵着 vol.门，

A 文件和 C 文件同是《若》的原始文献，同时分别也是《玛>> / <<谷》

和《谷)/(路》的原始文献。

重三组

比利时鲁汶 (Lcuven) 的内兰克( F. Neirynck )和他的助手{门'坚

信他们能够在某些段落中，分别指出《若》与《谷》或《路》的画接怯

属关保(垒看《若》中的所谓对观福音章节:若翰洗者段落、清洁圣黠、

治好瘫子、增饼奇迹、步行海面、接受傅油、受难始末)。他们的方法

是确定《若》不只认识《谷》和《路》的基本资料(奎着共同的口传传

统) ，而且还熟悉二者各别富创意的修订活动。《谷》与《路》的修订

元素，可以在《若》中找到。而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是来自《若》作

者本身的独特性和创意性。 4

虽然研究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最近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剖最少达

到了一个共识:第四部福音的作者进行了极富创意的佬订活动(有时看

似《若》是依属对观福音的，有时割不然)。布兰克评论说: r若望着

作中的修订活动和作者用意较[原始文献的问题]为重要。若望...想

以一种新方式来宣讲耶稣。他尤其集中抬自己的历史情况和自己所属的

团体。他以一种相当自由的方式运用有关耶稣的资料'按照自己的目的

把它们加以修订。」我们在《若》樱见到一些文旬， r以一种很独立和

4 垒看杜维尔Th.M. Dowell, "Jews and Christians in COliflict: 1f7ly the Fourth 
Gospel Changed the ，'切IOptic Tradition" in Louvain Studies 15( 1990)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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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的方式、新的想法、新的观念和新的范畴，来表达出基督的信息」

(pp. 35-36 )。

接史纳根堡的意见， <若》的作者不惜压低一切而最想做的就是'

「大胆量时画出那位来世的救赎者的威严形像...曹旗居世上的耶稣被理解

为那位继续11苗在加其团体内的基督，他Ilffi始这团体的宣讲、祟拜和圣事

内;他是那位 rllffi在的基督J (Christus praesens )。换句话说'福音圣

史切愿在圣神内( 16:13-14) ，把那位恩赐圣神的耶稣( 1 :33 )的时代'

连接到圣神的时代去( 7:39 ) J (pp. 42-43 '叠着 Beasley-孔1urray，

pp.xliv-Iiii )。

《若》的文学批判研究，开始时本是为解决福音内的不均衡闰题'

结果反而更深λ服解到作者的独创力和启发性'以及福音所讲及的情况

的独特性。这个历史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2. ((若》的写作背景

{我们在这点上，将大部分跟陆贝卡 Becker， pp. 40-5 1. ) 

学者所维护的有关《若》来源和写作的不同文学批判理论'其实

也预设了某些有关福音写作背景的观点。我们所假设的檀杂写作过程，

涉及到口传的传统、成立的原始文献和连续的重新修订，因此也需要在

理论的层面上'对有份始这个过程的人们作出相应的讨论。

3.2.1 若望团体内的若望学派

一个负责教导一致和传递传统的若望学派之存在'是最能解释多

27 



重修订说的。若望学源的假说源括十九世纪'但只是最近才被广泛地接

纳。根据贝卡 (Becker) 的见解，在一个相当独立的若望团体内有一个

若望学源的存在，这样的假设是最能解释历史实况的。他假设这个团体

有自己一套的耶稣传统、自己的一套神学{基督论、宋世论、教会论) , 

甚至在初期教会的架构肉'也有自己一套在制度上抽立的生活方式。这

样一个独立性的团体'必然也需要自己的一个神学学溃。贝卡坚信'所

有在《若》的檀杂创作过程中{奎看口传传统、成文资料供合、修定)

有份合作的人，全部属肚这个学源。这个学派就是在社群内延续的神学

发展。除这部福音饵'三封书信{若一、二、三)都来自这个学源。它

们一起形成了圣经正典内的若望着件。

若望学源在古代盐荠拙一无二的。向有其他的哲学学j辰、诺斯士

学派( gnoslics )、淮罗学源( school o[ Philo )、希胁耳学派( school o[ 

Hillel )、厄色尼派 (Essenes) 、智慧文学学源等。甚至在基督教义肉'

也有人假设了一个保撮学掘和一个玛襄学派的存在。安提约基雅、厄弗

所、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等，都被视为这些阜期基督徒学源的中心。

学者们认为'以下的特德是主张有-个若望团体存在的证据:团

体内有一个确立的历史、神学和权威性的法规。这个团体益不怯属其他

基督徒团体'而且对「犹太人」带有敌意。它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用语。

这学溃的学术对话{一个教导与学习、创作与政写的过程) ，反映在《若》

的写作过程中。即使是学源的文学对话'仍反映出这个学术对话来。愣

出的人物'真实或虚构的学源创立人等'都是典型的特散。这学源便是

「主的爱徒」活动的地方。福音圣史必定雷是这学派的保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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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若望团体的历史

本福音的流传历史，以及三封书悟与本福音的差异，这两点一起

正是若望团体及学派的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证明。若望团体把耶稣与他爱

徒之间的关保'视为这团体的起源。

对历史学家来说'确切的日期只有一个'即基督徒被人从犹太会

堂排挤出来的时候'正如在若 9:22; 12:42 和 16:2 所记载的。若望团体

被连离犹太敬的事'应与「异端者的诅咒 J (Birkath-ha-Minim) 有关

连'而且这只涉及犹太商基督徒。这诅咒约在公元 85 竿左右'变成了

犹太会堂内的主要祷文「十八项视福经J (Shemoneh Esrch) 中的第十

二项(垂着 Brown， p. lxxiv) 。由胎这事必然是整个发展过程的最後地

步'因此我们必须假定，若望团体与犹太敬的联嚣是在公元 80 王军左右

被切断的。

另一项历史事实就是'若望团体与若翰洗者5m系之间的长期紧张

状态。据撞到'两群人之间的竞争可明显见拾若 1:1-51; 3:22-30; 4:1-2; 

10 :40-420 这徨i哭以神学的形式反映在《若》内'然而窗哭的具体历史

事实都不可能再草集得到'因为这盐非该传统所关注的事。

若望团体的具体历史至今仍是历史之迷。正因此故，学者们在这

方面在得一个共识的机会甚辙。布朗 (R. Brown, The Community 0/ the 

Beloved Disciple. 尤其清牵着 pp. 166-167 及 168-169 上的揭要因素}有

关若望团体历史的假说'可能就是最详尽的一个。据他的推到'这团体

初期是一群犹太人'他们当中有一位雷在耶稣传教时认识主的人，他後

来更成了「主的爱徒」。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商出这碟的默西亚。精後'

另一群视耶稣为新梅瑟的犹太人加λ了他们当中。这群人被接纳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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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带来了一套高超及主张先存性( preexistence )的基督论，结果导致

团体被逐离犹太敬。这时外邦归化的健徒也开始加λ团体中。发展到了

这阶段时'若望团体巳离开了巴力斯坦，到侨居地去教化希腊人。他们

反对那些排斥离超基督论的犹太商基督徒'但翻与宗徒所建立的基督徒

团体保持着连罄。由基督论所引致的紧张状'最徨带来了分裂。分离者

跟随了幻身论 (docetism) 的路线，发展成为诺斯士主义( gnosticism ' 

亦称玄识论或灵智论}。而另一组我们称为若望书情作者的跟随者'最

徨与大统的教会联合起来。

在布朗的历史重组中，我们明白到若望团体与大统基督徒团体闰

关保的重要性。若望团体亦曾经被人当作一个数梳着待'视之为远离主

流基督教义者。贝卡( Becker) 猜想那些提到伯多榻的经句( 1 :40-42; 

6:66-71; 20:1-20 及 21:1-23) ，就是要维护大统教会而写的。至拾若望

团体的分离特性，可能是出抬地理上或神学上的理由。可以肯定的是'

在若望团体与大统教会之间'根本未有过任伺对抗现象。基督徒团体间

的基本含一，反而是若望团体存在的先决条件。

3.2.3. 作者问题

以上所讲的一切'究竟对《若》的作者问题有甚麽意义呢?在进

去，这问题(真正的「若望问题J )讨论得实在太多了。归纳起来'主

要分两派: ( 1 )唯理派的批判学者 (rationalistic critics) ，这j服否认

《若》的宗徒作者特性，以本福音为公元二世纪时想像出来的件晶而设

法把它淘汰，都被科学性的发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 2 )护教学者

( ecclesiastical apologetics )这源维护《若》的祟徒作者特性，创设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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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第四部擂青的历史可靠性。不过他们也清楚知道'一段圣经经旬的价

值茧不{单只)在抬它的宗徒作者特性。一段圣经经句的可信性，盘不

会因为否认某特定经旬的宗徒作者特性而出现问题。一段经句的权威应

来自它的内容。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见到的，个别作者的重要性'在发现了基督徒

团体对经书的流f圭和修订的重大意义徨便相应浦少。因此'新约经文实

是初期基督徒团体和他们的传统，对信仰所作的最先及最重要的见证。

为此，第四部福音的作者问题，今天已普温被认为是较次要的事。虽然

如此'我们也要看着这方面的证据。

3.2.3. 1.外在证据

( 1) e些里监

矗古老的见证来自耶操颇里域的主教巴比亚斯 (Papias of 

H}era~l!5) • f生在讨论福音的著作檀写道{我们是透过圣欧瑟比 St.

Euscbius 在《圣敬历史} [H川 eccles. ， llI. 39, 3-4]的攫引而得悉的) : 

「我很乐意在我的阐释中'向你讲连我由长老们所获悉的一切。

我清楚记得这一切，盘保证它们完全属实...假若有跟随长老的人

路过此地'我惯常询问他们有关长老们所说过的话，问到安德

胁或伯多摄雷说过甚麽，又或者斐理伯、多默、雅各伯、若望、

玛窦或任何其他主的门徒[说过些甚麽] ，以及亚里斯提安

( Aristion )和主的门徒若望长老说了些甚麽。因为我认为我由

书中所学到的'总不及我由生活和不朽的声音中所得到的j (见

抬 Schnackenburg， pp.79-80 所引湛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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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亚斯两次提到了若望的名字。圣欧瑟比相悟巴比亚斯是谈及两个不

同的人'而圣怯肋乃翻坚借巴比亚斯两次都是指同一个人。这两个立场

至今仍是争持不下{牵着 Schnackenburg， p. 80) 0 欧瑟比认为第一个提

到的若望就是福音的作者'而第二个就是《默示录》的作者。巴比亚斯

着名的意见'掀起了一些{近代的}假说，认为某个名副若望的长老，

就是第四部福音的作者及它背徨的权威。但我们必须一提的就是'巴比

亚斯蓝弈在讲论若望福音。

( 2 )圣篮胞及

原籍小亚细亚的里昂主教圣怯朋乃( St. Irenaeus ofLyons' 约抬 202

年接) ，在其作品内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若》的宗徒作者特性的最清楚

和最重要的见证:

「此徨'主的门徒一即那雷斟怯在他胸膛上的若望，在他来

到亚细亚的厄弗所时'亦出版了福音J ( (驳斥异瑞.) AdverslIs 

haereses, III, 1 ， 2，译自哈尔维 Harvey， vol. n, p.6 之英译文}。

圣怯肋乃坚信'若望宗徒在厄弗所生活船长老当中'菌歪罗马皇帝特蹄

雅诺( Tr句anus 公元 98-117 王军}的时代(垒着 Schnackenburg ， p. 78 )。

这些长老中之一就是斯米纳城主教圣保里加布( St. Polycarp of Smyrna ' 

段加 156 年) ，据圣假油乃说'圣保里加布雷讲及自己与若望和其他雷

见过主的人之交往。圭位朋乃告诉我们'他王军青时曹听圣保里加布讲及

此事。虽然一般上混有人质疑这事，但近代的研究仍怀疑圣怯肋乃，是

否正确认定这位名叫若望的主的门徒'就是载伯德的儿子若望宗徒。话

虽如此说'圭怯肋乃翻清楚证实在第二世纪末(约船公元 180 年) ，在

小亚细亚有一个传统，认为若望宗徒就是第四部福音的作者。厄弗用的

保里克( Polycrates of Ephesus) ，也见证了一个传统，认为「那身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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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见证人和教师'篮窗斜怯在主胸膛上的若望...J 死徨被葬舵厄弗所

(垂着 Schnackcnburg， p. 81 )。

( 3 )直翠孟

主张《若》的宗徒作者特性的传统'不但见胎小亚细亚，也见胎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历山大里的克来孟( Clcment of Alexandria )清楚

指出若望是第四部福音的作者'他鼓旦把这个传统归因船「古来的长老

fflJ (垂着 Eusebius， IIist. ecc/es. , VI, 14，门。克来孟的看法可能是依

据小亚细亚的传统。

( 4 )墓拉道利书目

一般被认为是源自罗马'蓝完成於二世纪末的慕拉道利书目

( Muratorian Canon ，可能出自罗马的怯玻里 Hippolytus of Rome 之手们

显示《若》宗徒作者特性的传统，已经散插到罗马去。这着名的残卷论

及《若》的地方这样说: r第四部福音便是若望的，他是门徒中之一

(Quartum e飞'angcIiorum lohannis ex discipulis ) J 。它继续说: r当他

的门徒慰俘和主教向他时'他便说:请跟我自今天起禁盒三日，然後把

启示给各人的事彼此相告。当晚'宗徒之一的安德肋获得启示，要若望

在大家的支持和自己的名下'把一切写出来J (9-10 行}。这明显是个

传说，旨在给予《若》特别的宗徒权威。但值得一捷的是'传说犯了一

个时代错误'以为若望的宗徒聘伴在他写福音时仍活着。巴比亚斯和小

亚细亚的传统，很可能是这传说的来由。

( 5 )篮里

在第二世纪末， (若》宗徒作者特性的传统'明显地己见胜小亚

细亚、亚历山大里和罗马等地。然而在第二世纪中叶'竟有数源人士把

《若》归胎诺斯士派的克林托( Cerintos )的名下。这样看来，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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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盘未曾渴地接纳若望宗徒为《若》的作者。

3.2.3.2. 内在证据

(1)第四部擂音是没有署名的。究竟它是否载伯德的儿子、若望宗

徒写的呢?仔细查看本福音就会发现'在对观福音中凡涉及载伯德两个

儿子(阶同西满伯多摄一起)的事迹(皇着复活雅怯洛的女儿'显圣容

和革贵玛尼园) ，都一榄不出现在《若》肉。载伯德的两个儿子'只在

若 21 :2 提到。第四部福音甚至没有一次提到雅鲁伯的名字。但这很可

能是由检雅各伯惯阜已为主殉道的缘故。再看'伯多梧与那位主的爱徒，

在H在擂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论及「主的爱徒」的圣经章节'盘不给予我们任何提示，指出

他就是本福音的圣史{垒看 13: l3-25; 19:26-27; 20:2-8;2 1:7.20-23 )。只

有在若 2 1:H 中，才暗示了主的爱徒是本福音的作者: r为这事件证'

且写下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垂着若 21:20-23) ，我们知道:他的

作证是真实的」。在若 21:23 中'那认为主的爱徒不会死的谣传在到改

正。这改正被认为是期间他已去世的暗示'或许就在不久之前。第四部

福音记载'主的爱徒雷在以下的机会出现: ( 1 )最徨晚蟹( 13:23-25) , 

( 2 )耶稣死时( 19:26-27) , (3) 寻访空墓( 20:2-8) , (4) 以及复

活的主在加里肋亚之显现( 21:7 及 2 1: 20-23 )。因此'主的爱徒应属於

一班核心门徒中间。他与伯多摄的关保甚为密切{在所有上面提到的章

节中'除了 19:26-27 例夕川。他盐未提到自己的名字，这可能因为他是

作者之故(隐名是谶虚的轰示}。不过这个解释很有问题。如果第四部

福音的作者是宗徒之一，删去他的名字是难抬理喻的。假若他属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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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所爱的门徒」来自称'那又来冤有点奇怪。这肯定不是个自璋的标记。

就连若 21:2.7.20 也不能清楚显示'究竟耶稣所爱的门徒是不是 21:2 所

提到的载伯德的儿子之一。即使果踵是他'这又会破坏了隐名的原则。

因此'主的爱徒应是这清单上最徨提到( 21:2 )的两个门徒之一。究竟

主的爱徒是否一个理想化和.由性的人物呢?很难是这样，因为他清楚

地被人当作一位个别的人物。如此，释经学者便要面对一个难题了:这

位主的爱徒极可能是一位历史人物。不过他极不可能就是载伯德的两个

儿子之一。亦渲有任伺其他的认别足以舍人信服。

(3)有j盖有任伺迹象显示《若》的作者可能是目击见证人呢?在 19:35

中'这声称确实存在: r那看见这事的人就作证'而他的见证是踵实的;

盘且『那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为明你们也相信」。这是否作者

以第三身来称自己'还是他在指另一个他认为是作了真见证的人呢?在

第四部宿营惶，有很多细节可能指示作者是个目击见证人。不过，另一

方菌的杂乱无章( Aporien) ，翻似乎不是这样。

141'回归若望宗徒是作者的话'照理本摇音不应在某些基督徒背景

下难以被人接纳。

3.2.3.3. 问题的解决

上边的证据'至少可说是弈结论性的。故此许多释经学者都放弃

了寻觅作者'及温克任何辩识作者的尝试。

( 1 )聋撞笙 (Kümmcl )声称'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就是， ((若》

的作者认识一位以某方式有份胎耶稣受难事迹的巴力斯坦基督徒(垒着

19:35) ，盐称他为「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便是我们对於第四部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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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所知的一切(擎着《黯约导论> Einleitung, p. 172 )。

( 2 )里主( Beckcr, pp. 49-50 )主张'这位「主的爱徒」是若望传

统的倡导者和若望团体捏的首席权威。据推测'本福音是在完成写作徨，

才被置抬这位「主的爱徒」的权威下{垂着 21:24) ，目的是要保证本

福音受到大统基督徒团体的接纳。

( 3 )皇室里( F. -M. Braun) 发展了一套理论，指若望宗徒(=主

的爱徒)就是本福音宵後的权威。他利用秘书和助手来完成这部福音。

他只为他们提供了大纲'其馀则让他们自行发挥。这准备工夫完成後'

他便邀请一位精通希腊文的作家，叫他写出这部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福音

来。但若望宗徒在福音完成之前已去世'因此这位作家涩有翻去这些杂

乱成份。史纳根堡( Sclmackcnburg )基本上接纳这个看法'但他在H认为

写作人是个名符其实的作者。「丰富音作者应就是一位传递若望宗徒的传

统和重讲的发言人'同时又是一位受之无愧的神学家和向读者讲话的教

师 J (p. 102) 。这样一来'史纳根堡想走出-条中间路线'介乎教会

古老传统与现代学术研究所得证据之间。但我们可以质艇'这样做是否

只想避克探取一个立场而已。

( 4 )篮里

我们在考虑到上边己说明的奔决定性证据时'最好还是承认自己

的无知了。似乎我们真是无法得知答案。倒过来还是史纳棋堡自己指出'

有关若望宗徒是否《若》作者的问题本身，可能是有误导和设错了的提

问。问题应是: r <若》的背後有没有宗徒的权威'尤其是若望宗徒的

权威呢? J (p.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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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4. <<若》的写作地点和时间

(1)皇鱼盟血

在古老的教会传统中，分别有人提到{小亚细亚}厄弗用和安提

约基雅'是第四部福音的写作地点。刽利亚的支弗伦( Ephracm of Syria ) 

声称'若望住在安提约基雅时写成了他的福音。但艾弗伦似乎是特别有

意重建安提约基雅的昔日光辉。不过'无论如何一些现代学者{例如贝

卡 Bcckcr) 是倾向毅利亚(和安提约基雅}的。他们提出了以下的论据:

1) (若》显示本身离巴力斯坦有一段距离( (若》惶的地

站资料似乎反映出作者不认识那些地方;巴力斯坦风

俗被加以解辑'而希伯来名称又被翻译出来; r犹太

人」这称号'假设离开巴力斯坦有一段距离; 11:51 所

提到的逐年更换大司祭一事，是希腊而奔犹太的规

例)。

2) r犹太人」在《若》中被视为基督徒的敌人。

3) (若》的希腊文带有闪系特散( Scmitism )。

4) (若》与若翰的运动针锋相对。

5) 安提约基雅的怯纳爵 (Ignatius of Antioch )似乎熟悉

《若》的传统和用语。

6) (若》与《撒罗满诗篇》有相近之处，而後者部是一部

敛利亚的作品。

这些论据都没有说服力。其中一些论掘，只表示《若》与巴力斯坦有一

段距离而巴。而另一些论据'只能指出若望思想在很旱的阶段己传至数

利亚，盐且影躏到当地的人和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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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怯肋乃( St. Irenaeus' <驳斥异端> Adversus Haereses, III, 1, 1; II, 

22 , 5; III, 3, 4 )部提到厄弗所。他和其後的大部分初期教会传统，都声

称若望宗徒在晓华写福音时居胎厄弗所。根据布朗( Brown, pp. ciii-civ ) 

的意见'我们甚至有赞成厄弗所的内证:

1) (若》与《默示录》相傲，都清楚属胎厄弗所一带地区。

2) 默 2:9 及 3:9 都明证厄弗所一带有针对犹太会堂的激烈

争辩。这正与《若》的反犹太会堂主题相符。

3) 接受若翰洗礼的门徒'在新约中只出现在巴力斯坦和厄

弗所{宗 19:1-7 )。这正符合《若》针对若翰洗者门徒

的争辩。

的与谷木兰(Qumran) 相傲的经旬'尤其见船《哥》及

《弗》。这正和《若》与谷木兰抄巷的卒行文符合(若

然真有这样的罕行文存在}。

为此'若真有任伺指示写作地点的迹襄存在'它们只会指引我们到厄弗

所去。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p. 152 )探取一个较综合性的看法。根

据他的意见'若望传统源自巴力斯坦。後来这传统在叙利亚(安提约基

雅) ，受到谷木兰、旱期诺斯士源和洗者若翰源的影响。最撞'这传统

亨在小亚细亚{厄弗所}受到固定和修订。这观点票或史纳棋堡有关《若》

作者的看法'都是太理论化且有温冤作出翼正决定之嫌。

( 2 )亘企显且

至胎写作的时间则较易断定。大部分人都接纳《若》是写抬公元

90-100 年间。最早约在公元 80 年，即在被逐离犹会堂之後。而最迟则

决定拾在埃及发现的新约最古老莎草纸抄卷尸:; ( 1935 年由罗伯菇C.H.

Roberts 所公怖}。这抄卷约写船公元 120-130 王军闹。但埃及部很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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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若》的起源地{埃及只是最适宜保存莎草纸[pap严us] 不坏的地

方而已)。因此， (若》必然是拾阜几年的时候写成，有足够时间流传

至埃及去。

所以《若》的成书曰期'最可能是在公元 90-100 年间。《若》正

好代表着第三代的阜期基督徒。

3.3. ((若》的宗教史背景

(我们大部分的讨论将会怯据 Schnackcnburg， pp. 119-152. ) 

除弃我们对《若》来自的思想世界有所认识'否则我们是无法明

白它的。公元第一世纪的罗马世界'是「一个丰富而混合的文化现

象 J 川自从十九世纪末， (若》被视为福音研究的个别项目後'学

者们便开始噩接从基督徒以抖的宗教思想史中'追溯出《若》的用语和

神学面貌来。在那些主张《若》面接与诺斯士源思想雷作审慎对话的学

者中，布尔特曼 (Bultmann )肯定是最显稽的捍卫番。这样一个绝对和

匾接地由宗教史背景中，追溯出若望思想的做法'今日已普温地受到人

们的排斥。毕竟我们仍要研究一下， <若》所处的思想世界。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一些方法论上的细节:

1) 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史的一般背境。

2) (若》只是一个较广阔的阜期基督宗教历史背境中的一部分。《若》

与自己(第三}世代的基督徒'分受某种共同的生活环境和观点。

3) 犹太教( Judaism) 或是荠犹太的希腊文化 (non-Jcwish Hcllcnism ) 

5 基萨尔R. Kysar, "The Fou l1h Gospel. A Repol1 on Recenl Research飞 inANRWII
25.3 (1 985)pp.2389-2440, p. 2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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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取措已属过时的现惠。 6 就连巴力斯坦惶的犹太教{尤其在

弈法利塞人的圈子中) ，也公开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宗教混合现

惠( syncretism )在《若》的写作军代中是常见的事。从前独立的宗

教现辜，如今都互相影响'甚至拾混合一起。

4) 最新发现的文献，例如谷木兰 (Qumran)作品、埃及纳格哈玛迪( Nag 

Hammadi) 出士的苛仆特之诺斯士源 (Coptic Gnostic) 着件'以及

比较宗教学 (comparative religion )的进一步研究，例如孟达数

( Mandaeans )、诺斯士满( Gnosticism )、犹太神秘主义( Jcwish 

Mysticism) 等，都有助我们更精确地去了解宗教史的观念。

5) 宗教史研究的方法'较诸纯粹寻求卒行相做现忌和文句来得更为檀

杂。提似的用语和文学类型，是不足以作为在文学上或内容上怯属

的证明。「两个不同的作者'可能用上类似的语言和皇笛'但翻卖

达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来j 0 7 

向我们不应忽视一个事实， (若》巳把他所取用的一切弈基督徒原始

文献'完全转化为适合基督徒者。这使我们难於知道'究竟在第四

部福音中'荠基督徒的思想仍会以伺种程度存在着。 B

我们现在要更详细的看， (若》由其他宗教所可能受到的影响。

6 垒看R. Kysar" p.24J2: r希腊化与犹太化之间的清晰分野'在第一世纪时日
荡然无存.准确一点来说'这表示要找到一个肯定全未受到当时希腊文化能响
的犹太敬'已是难上加难的事;同样'要找到一个可能影响到第四部丰富音，
然而翻朱策有任伺犹太色彩的希腊文化'也是很难的事 ..J 0 

!同上。

s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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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犹太教9

在《若》惶'我们可以找到巴力斯坦及希腊文化下的犹太教，亦

可找到正统的及拌正统的犹太教成份。

3.3. 1.1. ((若》与犹太圣经的关保

(垒看 Schnackcnburg， pp. 121-124 ) 

我们在《若》捶找到的犹太圣经撞引'较i者在对现擂音梧为少。

《若》的全部圣经撞引共有 18 J.页'很卒均的前怖在全书中: 1:23; 2:17; 

6:31 ,45; 7:38,42; 8: 17; 10:34; 12:15,38,40; 13:18; 15:25; 17: 12; 

19:24，28，36，37 0 此外'还有-些一般性的暗示 : 1:45; 2:22; 仕39，46; 17: 12; 

20:9: 以及一些暗示间接援引的短句{例如 9:34 垄看咏 51:7; 4:48 中的

「神迹和奇事」是常见始犹太圣经的，尤其见抬《出>> )。除了在用语

上有相似犹太圣经的地方外， {若》还应用了-些圣经图像，例如若 10

的牧人与羊群'以及若 15: 1-8 的葡萄树与枝条。还有一些圣经人物，例

如亚巴郎( 8:56 )、雅鲁伯{雅鲁伯梯上51 和雅鲁伯井 4:川、若瑟(4:5 )、

梅瑟(例如 5:45-46 及 6:32 )。但他们都屈居耶稣之下。还有一些与智

慧文学卒行的地方:

·先存的圣言;

·圣言被世界所拒绝i

-圣言居住在自己的人中间;

9 垒看巴雷 C.K. Barr巳tt ， The Gospel 01 Jolm and Judaism (trans. hy D.M. Smith), 
London, 1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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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被理解作「神迹J ( r神迹」是思离版的翻译'原文件「记

号 J '後同一译搜}。

耶稣的自我启示格式 εyωεLμl (=我是) ，也有明显的圣经背景。《若》

尤其着重要把耶稣显示为圣经所预许的默西亚( 1:41; 5:39.46; 垒看 7:42;

12:13,15) 0 (;若》亦设法撮引圣经来解辑犹达斯的负卖行为( 13:18; 

17:12) ，人们的无借口2:38，40) ，以及「犹太人」的恼恨( 15:25 )。

我们在《若》捶也找到圣经经文的故意更础'以及无缘无故的差

异。有人提出《若》是从记忆中来援引圭经。虽然《若》在选择圣经经

文上，大括与其他黯约经书相做{亦即与初期基督徒传统相做) ，它更

多次是自行选择的{甚至是自作表边的}。

第四部福音的作者'表露出自己对犹太圣经有良好认识。他深深

扎根抬圣经肉。不过，这些经文己成了他用来证实耶稣是预许的默西亚

之资料。在这方面'他与其他新约经书相距不远。

3.3. l.2. ((若》与巴力斯坦犹太敦的关保

第四部擂青清楚认识和熟悉法利塞( Pharisaic )和经师( rabbinic ) 

主导的犹太敬。以下是一些实例:

1) (;若》所用的 bν6μoS' 皆有狭义的「法律 J (例如1:17 )和广义

的「圣经J (例如 1 :45 )之意。

2) (;若》不但提到经上法律的基本规诫，且也包括它们的经师解辑:例

如在安息日负重的禁舍{垒看 5:10 )。

3) 若 9:28 提到法利墓人自我标楠为「梅瑟的门徒J '这称号後来变成

了法律学士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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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犹太人自我际梅为「亚巴郎的後商J (8:33) ，蓝且只有天主为父亲

( 8:41) 0 

5) 一些《若》的默西亚观念是源船犹太毅的{例如 7:27 默西亚来自隐

秘之处 i 12:34 默西亚生活噩到永远}。

6) 耶稣探用经师引证圣经的技巧:由小推至大( 7:23; 10:34-36 )。

7) <若》熟悉犹太教内各组别和派系确切的正式功能。司祭长和法利辜

人在公议会的私下会议中决定耶稣的死( 11:47-53 )。撒杜塞入政

治上的机会主义{垒看 11:50) ，以及法利塞入对民众的深远影晌

(11:46) ，都是符合历史实况的。

8) 反对耶稣而报取的正式措施'符合犹太人的做法:逐离会堂( 9:22 )、

决定他的死( 11:53) 、捉拿耶稣的逮捕状( 11:57 )。

由此我们可以结论到， (若》熟悉巴力斯坦的犹太数。作者对自

己时代的犹太教甚为关注，他有意指出耶稣与犹太敬之间的街哭，对其

章看来说仍有切身的关保。

3313 《若》与希腊化犹太教(淮罗)的关保

《若》与希腊化犹太毅的相若之处，大部毋来自它与这方面的重

要代表人物的比较，而首要的就是埃及亚历山大里的淮罗 (Phi1o of 

Alexan由白) 0 二者在应用 ÀÓyOS' ( r 罗格斯J )观念时，虽然在内容

上确有差别，但仍不失为一个用语上的重要卒行文。《若》似乎故意避

克挥用「智慧J (σ。中Lα} 一词'而故意探用 ÀÓyOS'一词来保持与希

腊文化传统的连嚣。其他相近的观念还有光明、生命、量理、知识、生

命之源、道路、牧者与羊群等。然而其他如永存不死、不朽、肯健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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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割不见加《若》中。淮罗喻意性( allegorical )和哲学性的运用圣

经方式'与《若》适用圣经的方式截然不同。而希腊文化中灵魂渴望与

神一起的神秘结合，亦与《若》的不同。因此，整体来说'本福音圣史

与希腊化犹太敦的接触似乎不多。

3.3. 1.4. ((若》与谷木兰的关保

自从发现了谷木兰抄卷以来'在这些文献与第四部福音之间'便

屡有找到相若之处。以下是其中一些例子:

-一个二元性对立的思维方式;

"对天主召选和启示的自觉;

.与天主接近的自觉;

崛一些如「真理」和「启示」的现怠;

.圣神的重要性;

，对天上世界的企盼;

-团体内的紧密连嚣。

不过，在仔细察看下'大部分这些相做之处都只是在於形式上而已。它

们都归因舵在犹太敬和圣经内的共同根源。看深一层便会发觉到'第四

部福音的思想模式是新颖、独创和受到基督徒信仰所影响的。

3.3.2 希腊文化

正如我们在上面曾提泣的'最近的研究着重《若》的犹太文化背

景多胎真希腊文化背景。毕竟我们仍须小心察看希腊文化对《若》可能

44 



造成的影响。就如我们在上面见过的，在新约时代，无论巴力斯坦的还

是希腊化的犹太数'都颇具希腊色影{垒看《德训篇》、《智慧篇》以

及谷木兰}。因此'一些希腊文化观念，必然会透过犹太敬而海λ了《若》

肉。但是'究竟有没有另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不是透过犹太教而来的

呢?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研究一下希腊的哲学，以及黯尔

默斯( Hcnnctic )、曼达 (Mandacan )和其他的诺斯士( Gnostic )着件。

3.3 .2.1. ((若》与希腊哲学的关保

有人认为若望所用的对立体( antithcsis) ，如由上而来/出抬下地

( 3 :31 )、神/肉 (3:6; 6:63 )、永远的生命/本性的生命( 11:25-26 )、

由天降下的真正的盒粮( 6:32 ) /本性的盘棋、永生之水( 4:4 ) /天然的

水等'是柏拉国主义( Platonism )在第四部福音内所造成的影响。这些

对立体可能是与柏拉国主义的一个通俗形式相傲，这观念区别出一个不

可见和永恒的真实世界'以及-个在地上的外观的世界。但是《若》的

对立体'更宜用犹太圣经背景来解释(皇看怯 55:1-2 有关来自天上的食

粮) ，或以一个巳吸纳了帕拉图思想模式的巴力斯坦犹太教来解释。

至B含有人主张， (若》序言中的「圣言 J (Ó ÀÓyOS-) ，是来自

斯多噶派( Stoic )的背景'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可能的事'因为《若》所

探用的词义跟斯多噶派的截然不同。

因此'希腊哲学对《若》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辙。就最可能的

一方面看'充其量这是间接透过希腊哲学对犹太思想和说话方式的影响

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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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若》与诺斯士主义的关保

我们在评论诺斯士对《若》的可能影晌前'先要对诺斯士主义的

主要思想作一撮耍的讨论:

近盒里骂:

亚兰特 Aland，且， (诺斯士·约纳斯纪念文集>> Gnosis. Festschrift 且

.!onas, Göttingen, 1978. 

巴雷 Baπ甜， C.K.， <:新约背景文献选集>> The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Se/ected Documents. Revised Edition. 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San Francisco CA, 1989 (' 1956). 

布瑟 Bousett W. , (诺斯士的主要问题>>Hauptprob/eme der Gnosis (l师7)，

rcprint: Göttingen, 1973. 

约纳斯 Jonas 旺， (诺斯士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31963, reprint: 

London, 1992. 

普林 Prümm K. -舒伯特 Schubert K., 11诺斯士主义11 "Gnostizismlls" in 

LTK 4(1 960), col. 1021vv 

多德 DoddC丑， (诠释) Interpretation , pp. 97-114. 

海德力克 Hedrick C. W. -霍克逊 Hodgson R. (ed.), (纳格哈玛迪、诺斯

士主义与旱期基督票数教义>> Nag flammadi , Gnosticism and Ear/y 

Christianity, Peabody MA, 1986 (其中包括论若望与诺斯士主义之关保的

重要论文) . 

罗泽 Lohse E., <新约背景>> The New Testament Environment 0'汀L ), 

London, 1976, pp.25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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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佩尔 Quispel G., (诺斯士研究}Gnostic Studies, 2 vols. , Lciden, 1975. 

鲁道夫 Rudolph K., (诺斯士) Gnosis, San Francisco CA, 1984. 

鲁道夫 Rudolph K., "诺斯士主义" "Gnosticism" inAnchor Bib/e Dictionary 

2(1992)1033-1040. 

鲁逼夫 Rudolph K., (诺斯士) Gnosis, Edinburgh, 1987. 

(1)原始文献:我们自传流至今的诺斯士着作中{原组原始文献) , 

以及由古代基督徒作家的反异端着件中{次组原始文献) ，认识到甚麽

是诺斯士主义。

原级原始文献:

1. (萄尔默斯文献总集) (Corpus Hermeticum ) 10 是一部荒集了 17 篇

( 1-14 及 16-18 )神哲学论边的总集。

·写f节目.:公元二至五筐纪;接巴雷( Barrett) 的意见'大部

分文献写届世公元 1∞至 200 集间。

·语言:帮腊文。

·最旱的抄巷:大提来自十一世纪。

·投勘版:诺克A.D. Nock- 费思蒂吉尔A.-J. Festugiere 编， (柿

尔默斯文献总集) Corpus Hermeticum, Paris, 1945-52. 

·名称. /，原始希腊与埃及混合宗教所祟泰的神明「歪伟大的精

尔默斯 J (Henn臼 Trismegistos )。精尔默斯原为雄辩与科学

10 垒看范定布洛克R. Van Den Broek -基斯佩尔 G. Quispel, Corpus Hermeticum , 
Amsterd缸11， 1990; 特朗鲍尔J.A. Trumbower, "l!ermes Tn'smegistos" in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3(1 992)156-157; 特洛格尔K.-W. Tröger, A命'sterienglaube wld 
Gnosis im Corpus Hermeh.cum xm, Berlin,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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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希腊神明，被人等同龄相应的埃及神明「遥特J (η10th) , 

篮取用了他的称号「至伟大者J( Trismegistos = thrice-greatcst )。

·文献的最重要部分:第一篇称为「牧者 J (Poimandres) 的文

献至为闻名，它讲边这位称为「牧者」的主上神明对先知「至

伟大的精尔默斯」所作的启示。

2. 一些新约伪经: (.若望福音伪经 > Apocryphon of John 、 《耶稣基督

的智慧) Sophia Jesu Christi 、《撒罗满诗篇) Odes of S%mon 、《多

默宗徒大事录> Acts ofthe Apostle Thomas 

3. 曼达数着作 (Mandaean literature ) 11 ，是来自至今仍存在伊拉克南

部{巴斯拉 Basra 、巴格达 Bagdad)的宗教团体的广泛而多样的着件。

·写作曰期:公元二世纪或更旱 i 鲁道夫 (Rudolph K., 1974, 

p.126 )声称「今天可以肯定地说'最古老的曼这数着作成份'

为我们保存了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旱期基督徒生活证据，可

以利用来解释某些新约经文(尤其是若望着作) J 。

·语言:曼这语 (Mandaic) (属东阿兰文 east Aramaic )。

·校勘版:鲁道夫K. Rudolph' "曼达散文献" "Jvfandaean Sources" , 

in 擂雷斯特 W. Forester' (.诺斯士 > Gnosis, Oxford, 1974, 

pp.123-319 。

，名称: r曼这 J (manda) 意即知识。

·最重要文献: r宝库J (Gi皿a )包括「右宝库J (宇宙论、

神学、教育学}和「左宝库J (灵魂被提升至光明的境界) i 

「若翰书 J (Book of John) (在所记载的事迹中也包括了

11 垄看鲁道夫K. Rudolph, "Mandaeism" in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4(1 992)500-
502 他在文中提供更多垒考资料。

48 



若翰洗者的讲道记录)。

约纳斯 (H. 10nas, 1992, p. 48 )评论曼达数的重要性说: r曼达数的着

作'尤其富拾一种独特的创造黯词本领'以很有表达力的方式展露出诺

斯士思想的特色J 0 

4. r纳格哈码迫抄本J (Nag Hammadi Codices ) 12 总共口部的莎草纸

抄本， 1945 年在埃及南部被发现{是近期最大量发现的文献抄本)。

·语言:苛仆特语( Coptic) 。

·校勘版:罗宾逊J.M. Robinson 等， <纳格哈玛温文献摹本版》

The Facsimile Edition ofthe Nag Hammadi Codices, Leiden 1972-

1984 0 

·最重要文献 : <属理之宿营>> The Gospel of Truth 、《多默福

音) The GospelofThomas (耶稣语录集}。

'无论如饵'整个著作集似由基督徒的诺斯士源所草集和应用 J 0 r纳

格唁玛撞着~集是异罐嚣的修士所宽集'他们受到亚历山大里亚正统派

人士的意~;&坷'这辑是当时埃及正统基督披义的精神中心J (Rudolph, 

199~. p. 103.+) " 

·重要性: r若望着作的学术研究'在钻研到好像『三相的至

高智慧.!l (Trimorphic Protennoia )的文句时'便产生了榻的

争议'尤其因为它与《若》的序言有关。诺斯士主义对新约

及其世界影响的整个问题'在研究纳格哈码迪文献时'又再

度槌掀起来J (Pearson, 1992, p. 991 )。

12 皮尔逊B.A Pearson, H Nag Hammadi" inAnchor Bible Dictionaη4(1 992)984-993 
见该处的研究垒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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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瓦伦廷主义( Valentinianism) :一种刽利亚·埃及形式的诺斯士思

想。( Jonas, 1992, pp. 174-205 ) 

6 摩尼敖( Manichacism ) 13 (Jonas, 1992, pp. 206-208) :一种伊朗形

式的诺斯士思想'创船一位名叫摩尼( Mani 公元 216-277 年)的伊

朗先知。他结合了基督宗教、袄敖( Zoroastrianism 亦称拜火教}和

佛教的观念。摩尼数是唯一产生自诺斯士的世界宗教。

(2)起源:

范措尼克 W.C. Van Unnik , "诺斯士与犹太数"吧nosis 1II1d Judenlum" in 

亚兰特B. Aland'<诺斯士，约纳斯纪念文集如'Jnosis. Festschri万/f. Jonas , 

Götlingcn, 1978, pp. 65-86. 

3.3.2.3. <<若》与赫尔默斯派着你

据推JlJ (若》与《椅尔默斯文献总集》会有很多相傲的卒行文，

主要在抬那些二元论形式的论迹，例如「第一篇论迫 J ( r 牧者」

Poimandres )和「第十三篇论迫 J (一篇神秘的对话「论从生 J De 

Regeneralione )。柿尔默斯j质的着作'集中在一位古埃及的传奇性智者

「歪伟大的柿尔默斯」身上。他大榄是被人神化成为「透特神J( god Thoth 

=希腊人的精尔默斯 Hcnnes) 。柿尔默斯思想有一种混合宗教的色彩'

它搀杂了柏拉圄及斯多噶派的哲学思想'以及近东(西亚}的宗教思想，

其中还有三位泛神论和诺斯士的思想。

赫尔默斯派作品与《若》之间最舍人关注的相做之处就是: r 罗

口梅雷基 P.A Mirecki , "Alallichaealls alld A1allichaeism" in Anchor Bible 
Diclionary 4(1 992 )502-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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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J (泊γOS" )在创世行动中有其功能'而且还具有神的本性。光明

和生命常相提蓝论。从生成为神的子女'是在接受教赎启示时获得的。

虽然有一些表面的词囊卒行文，但它们与《若》的基本差别是不容忽视

的。在《若》惶， r罗格斯 J (ÀÓYOS")业不是发自「奴斯J (voûS") 

这位至高神。《若》所指的光明和生命'蓝不是异胎物界的神界特筒。

在《若》中，从生盘不靠知识( ytωσlS" )而获得。一些精尔默斯派的

重要榄念也不见加《若》中'例如 ci8ανασiα{ 不死不灭)、8ημlOυpγ何

{次组造物神}、 VOÛS" (意念}、 yv山σl S" (知识}等。

其次'一些《若》与精尔默斯文献之间的卒行相傲的地方，很可

能是赫尔默斯源作者认识了《若)} ，而奔因为《若》认识到他们的着件。

还有， <<:若》的作者可能也颐虑到'在他的读者当中，也会有一些受到

类似柿尔默斯文献思想影响的人。

3.3.2 .4. (若》与曼达数着你的关保

曼达数的著作来自一个主张洗礼的诺斯士教派，这教派极可能代

表着基督徒诺斯士派的前身 (pre-Christian Gnosis '他们肯定不是基督

徒而且还反对基督徒，部分还残存在今日的美索不达米亚) 0 1925 年

布尔特曼 (Bultmann) 展开了《若》的曼达数背景的讨论。《若》与曼

这敦的主要比较集中在「救世主的神话J (myth of the redeemer) 上。

这位救世主从天而降监返回天上。一些二元式对立的丧达方式'皆出现

在《若》及曼这毅的著作中，举例说，光明与黑暗'真理与i荒言，救世

主与自己的人结合，以及他与世界的对立等。更仔细的研究御使我们看

到，二者之间虽有类似的形式，但在内容上部有重大的分别。棋据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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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的教义'伟大的启示者「曼这迪海伊J (Manda d'Hayyc 意即「生命

之认识 J )屈尊降世'把被囚禁在下地的众灵魂集合起来。他唤醒他们，

使他们记起自己的翼我'业引领他们回到光明的天到人间去。因此，曼

达数的救赎是来自对真我的认识 (gnosis) ，亦即一种自我救赎。曼达

数的启示者'从不像《若>> (和其他新约作品}那样'称自己为「人子」

( Son ofMan )。

除了这些神学上的差别外'学者们在有关前基督徒的诺斯士主义

( prc-Christian Gnosticism )问题上'仍未能达到一致意见。固然在诺斯

士主义中，确有些前基督徒的思想特性。但诺斯士主义只有结合了这些

思想特色镜'才在公元二世纪时出现。更有可能的是'诺斯士的救主神

话是受到基督徒的救赎论( sotcriology )影响'而不是倒过来(垒看 Brown，

p. lv) 。

3.3.2.5. ((若》与基督徒诺斯士派着你的关保

大部分的诺斯士资料都来自基督徒的世界。首先要老虑的就是《撒

罗满诗篇>> (Odes of S%mon )。它包括 42 首富有毒由图像和神秘色

影的诗歌。某些观念颇接近《若>> '例如光明、生命、真理、活水、圣

神、墨等。但这些相傲之处，应被解挥为《撒罗满诗篇》的作者对《若》

的侬属。

对来自纳格哈玛迪( Nag Hammadi )的苛仆特诺斯士( Coptic 

Gnostic) 着作，我们部要加倍注意。它们大部分来自公元二世纪。不过

它们确反映出一个阜期(前基督徒}阶段'徨来再经过基督徒的次要改

写。在《真理福音.> (Go甲'ei(扩 Truth) 中'提到了人从何而来及往伺

52 



处去的问题。诺斯士派人士从救世主那捶知道了自己的真家乡，即那天

上的光明世界'而且他还能藉着对真正家乡的认识而再升到那樱去。在

《若》惶'常提到耶稣、门徒和世人从伺而来'又要往那儿去(叠着

7:27-28.34.35.36; 8:21-22) 。在若 3:13-21 和 3:31-36 中我们读到'那从

天而降的启示者(带来生命者) ，再次升到天上去，为那些相信的人开

启导向光明和生命的道路。基督徒是藉着在借德内与基督的结合'而拌

透过自我救赎的认识( gnosis) ，达到他们生存的目标。因此'即使《若》

的答案与诺斯士派的思想相反，问题(从伺而来?往伺处去? )以及发

问的语境'倒有可能是诺斯士告。

我们可以结论说'诺斯士源思想盖不能拿来解释《若》的神学。

不过'某些诺斯士溃的思想体系'似乎就是《若》的作者要以他的福音

来抗衡的。

我们总结一下对《若》的宗教历史背景的研究。愈来愈明显的'

本福音圣史是针对一个诺斯士思想体系来写他的福音。他似乎是深思熟

虑地用某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好能使他的读者铭记'诺斯士源的道理与

基督徒的信息是水火不相容的。与此同时， (若》很熟悉巴力斯坦的犹

太教。《若》亦表露出对犹太圣经的纯熟。不过'本擂青圣史虽受到犹

太文化的影响'翻来因此而失去了他的清晰视野，知道自己在福营内所

要说的话。因此， (若》的神学用意便是我们在《若》导论的提览中'

所要讨论的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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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若》的神学用意

{盎看 Schnackenbur忍 pp. 153.155 ) 

锺管周围世界的影响'以及《若》清楚的历史及文化环境，这第

四部福音部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神学用意。本福音的核心和它最关注的，

莫过拾神学上的事。当然围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还有一些次要的用意。

若 20:31 显示出本福音的主要用意'是属基督论(对耶稣基督的借

仰}和救赎论者{因借仰而在得生命}。

本宿营圣史写这部福音，作为信仰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础。作者所

写的一切都是为达到这目的而作的深思熟虑的选择。作者有意使自己所

写的成为一部福音。

本福音圣史选择了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 J (signs) ，以及他为

启示自己所讲过的话'为的是要带领人们去相锢耶稣就是「基督、天主

子J 0 r基督」意即「默西亚J '是圣经上所许诺、茧为犹太人所期待

的那位带来救恩的人。但本梧青的首要目的，盘不是要说服那些不错的

犹太人。「天主子」这称号超越了一切犹太人对默西亚的期待'篮显示

出降生成人的圣言( 1:14 )之独特尊威。耶稣是「子」的这个翼秘'只

可以信德来理解。《若》这样为初期教会的原始宣悟囊下了基础。

「好使你们相悟」这一短旬'更能清楚地道出《若》的用意。这

话不应作传教之义解释。这话是对教会内的人说的 i (若》愿意加强巴

相信的人的健德。对过往的基督事件所作的见证'就是对现在的人说话。

曹旅居尘世的耶稣'就是现11面的基督。把耶稣所行的奇躏当作「神迹J ' 

把他的话当作自我启示的言论，一一部符合了这个意义。给耶稣在尘世

上所行的过往事迹作证，就是带领人们去悟仰现Ilaï (生活}的基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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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有以基督的名义赐人生命(=救恩}的能力。这就是说:信仰耶稣是

基督及天主子'可以在基督内茧透过他获得救恩的能力。因此，在《若》

内的基督论与救赎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我们将会发现这些基本思想'在整部福音由序言堕到复活显现之

间的每一部分'都能得以肯定为若望神学的核心思想(垒看例如 1:7;

1: 12- 口， 16; 1:29,36; 2:11; 3:13-21; 6:26,36; 7:39; 8:12; 8:24,28; 10:7,11 ,14; 

11:25-26,40: 12:37,44-50; 13:19; 20:22) 。

除了第四部福音的这个首要用意抖，史纳根堡( Sclmackenburg, 

pp.156-172 )亦列出了一系列的次要用意: r 已完成的东世论」

( rea1izcd cschatology) 、圣事的意义、「神秘学J (mysticism) 及伦理

学、教会与传毅、对犹太教的态度、对若翰洗者门徒的态度、反诺斯士

倾向等。 14

结束了这个《若》的导论'监介绍了福音问题研究的讨论情况後'

在们现在要作丰富音各别段落的诠释。

14 Brow吼， pp. lxvii-lxxix 指出第四部福音共有 4 个目的: r针对着翰洗者毅派而
作护放J 、「与犹太人锦驳」、「与异端源基督徒辩驳」及「对相值的基督
徒、纠邦人和犹太人作鼓励」。

55 



II. 若望福音在释

第一章

序言( Prologue) : 1: 1-18 

l 一篇 r (基督)先存颂」的假说

一些作者假设若望跺用了一篇 r (基督}先存颂 J (Prccxistcnt 

Hymn) ，来写成他的序言{垂着哥 1:15-20 )。

1.1.支持「先存颂J 的论据

的应注意以下两者间的分别:

- i奇体部分;

·散文体部分( 1:6毡， 13 ， 15 ， 17 )。

b) 以下各内容上的分别:

·画接i#及「圣言」的节到;

.论及若翰洗者的节数;

- 1:13 内的轰这方法;

- 1:17-18 内的新语诵。

c) 用语和风格:

·除了一些充满《若》凤格特色的节颤抖'还有一些片段只有很少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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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若》的典型措辞番。

·某些序言中的独特措辞{例如「圣言」、 r (在帐幕内) 11:Ii在」、「满

盈」、施与恩宠等) ，在序言以抖的擂音部分便没有任伺功能。

因此'我们撞纳史纳棋堡( Schnackenburg )的理论，作为一个研

究上的假设: (若》借用传统中的一首近似他对基督观念的圣歌，一首

「圣言颂 J (Iogoshymn) ，茧加以改写成自己福音的序言。史纳根堡把

这首圣歌复原出四个诗节。

1. 2. 复原的圣歌

盖z盟主

( 1:1 )在起初巳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 1 3 )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

凡受造的， j量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笙二道主

( 1:4 )在他内有生命'

这生命是人的光;

( 1 :9ab )那普照世人的真光。

皇三道主

( 1: lOac )他已在世界上，

但世界都不认识他。

(1:11 )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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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人部没有接受他。

盖且莹莹

( 1: 14abe )始是圣言成了血肉'

在我们中间支擂他的帐幕，

满温恩庞和翼理。

( 1: 16 )从他的满温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

而且恩宠代替了恩宠。

1. 3. 圣歌的内容

·第一诗节:圣言与天主同在'以及圣言在创造工程上的角色;

.第二诗节:圣言对世界(=世入)的意义;

·第三诗节:在圣言降生前'人类拒绝圣言;

，第四诗节:歌颂圣言降生的奥迹，这奥迹对悟徒来说就是恩宠满盈。

1. 4. 序言的结构

根据我们至今所说泣的'我们可提出以下的序言结构:

1:1-5 圣言的先存性

1:6-13 圣言来到世界上'篮且被人所拒绝

1:6-8 若翰洗者的作证

1 :9-13 圣言的来11面

1: 14-18 圣言降生及其对倡者的救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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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 U1ANNHN 1:1-18 

'Ev àpx司

司V ÒλÓYOS'， 
KαiδλÓYOS'可 11 宵pδS' TδV OEÓV , 

Kαi OEÒS'司V ÒλóyOS'. 
2 0UTOS'可V Èv àρx市霄pδS' TδV OEÓII. 

3 宵åVTαOl'αÚTOÛ ÈyÉVETO, 
Ka ì. Xωpi S' a \ÌToû È yÉ VETO oúô主 ËV. 8 yÉyovEII 

(8 yÉyOVEV] 4 ÈV aÙTφCω向司V， ((8 yÉ yovEV] 

是另一个可能位置)

Kαi 叶 Cω由司V Tδ 。WS' TWV åvOpφπωV' 

Kαi Tδ中WS' Év T币。KOTlqφαlVEl

Kαi 内 σKOTlααÚTÒ 0\; 
KαTÉÀαßEV. 

耐'EyÉVETO ål.()P(ùTTOS', åTTEσTaÀ~IÉ I'OS' TTap<Ì OEOÛ, Òl叫iααÙTt1J '!ltJå VVT)S" 

1 OlrrOS'司À8Ev ElS' pαpTUp(av 
l l'α ~IαpTU川σ1') TTEpl TOÛ 机时g

{pαTTål'TE S' TTlσTEÚσltJ(JlνOl'αÙTOÛ， 

OÜK 巾'EKElI'OS' TÒ <l>W炼，
(]J\..o\ l ì';αpαPnJíl巾ηTTEpl TOÛ 机T的.)

~ 111' TδφWS' TδåÀηOLVÓV ， 

8φωTl(El节åVTαàvOpωπOV ，

ÈPXÓμEVOV ElS' TÒV 
, 

KOσ~lOV. 

10 ÈV T(且 KÓσIltiì 司V ，
KαiδKÓσ11OS' Ol'αÚTOÛ ÈyÉVETO, 

' Kαl () KOσ11OS' αUTOV OUK EyVω. 

11 El S' Tà COla 司λOEV ，
Kαi Ol lfllOl mÌTδV OÚ 1TαpÉλαßOV， 

12 ÖσOl OÈ ÈλαßOV aÚTÓV, 
ÈÔWKEV aÚTOl 5,' ÈÇOUσ{αV TÉKVαOEOÛ yEVÉσ0αl ， 

13 
(TOl S' TTlσTE∞U<1lV ElS' TÒ ÒVOμαα白TOÛ ，

01 OÙK Éç αtμαTbJV 

。白8È (K OEλ1111α TOS' σapKòS' 

où8主 ÉK OEÀTÍ~1UTOS' åv8p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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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Aλ. ÉK 9EOU ÉyEVV巾ησαv.)

I~ Kαt 0λóyO<)σápç ÊyÉVETO 

Kα ì. Êσ叫VWUEV ÊV rÌl-1Lv, 
Kul ÉØEασdμE9α TÌjv ooçαναÚTOU， 

ooçUV ~)<)μOVOyEVOU<) 1TUρà 1TUTpò<).) 

宵λrípηç XáPLTOÇ Kα ì. àλ T]9Eíαç. 
15 (' I wá VVT]<)μαPTUPEl 1TEpì. αÚTOU Kul KÉKpαyEV ÀÉγ{训，.

'?" .,. fI ..,. 

OUTO<)ηV OV El1TOV' 

V E V 

SO oy

,E 
口U
V
，

μ
y
 

,om 
问
μ

,E 
υ
 

OV 
-
-
r
，

r
ζ
 

no m ω

川

俨
L
V
-
F、

't 
霄

,0 .
。

"、~、
OTlπββ，TO<) 11 OU T]V.J 

16 δTl ÊK TOÛ 1TλT]Pφ11αTO<)αÙTOÛ 

4μELÇ 1TávTEÇ ÊλáßOIlEV 

Kαl XαρlVαVTl XαplTOÇ' 

ÖTl Ó VÓμ0<) Blà Mωuσ4ω<) Èôó9刊，

向 XáPlÇ Kaì.向 dλ前9nα

17 

Blà ï T]σOÛ XplσTOÛ ËyÉVETO. 
18 

1l0voyEVr)<) 

8EδV oùBEi <) É!.)PαKEV 霄φ霄OTE'

OEδg 

Ó WV El<) TδV KÓλ1TOV TOÛ 1TαTpδg 

ËKELVOÇ Êçηy叶8α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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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起初

已有圣言'

若 1: 1-18 

圣言与 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 天主。
2 圣言在起初就与 天主同在。
3 万物是藉着 他而造成的:
凡受迫的'渔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4在他内有生命，

这生命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决不能胜过他。

6 (富有一人'是由天主源遭来的，名叫若翰。
7 这人来'是为 你证，

为结光作证，

为使众人藉他而倍。
s 他不是那光，

棋是为给那光 作证。}
9那普照每人的翼 光，
正在进λ这 世界;

10 他已在 世界上，

世界原是藉他造成的;
但 世界翻不认识他。

11 他来到了 自己的领域，

自己的入细注有接受他。
12 但是'凡 接受他的'
他给他们(即给那些借他名字的人)权能，好成为天主

的子女。

"他们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
而是

由血气'
由肉葱，

由男恕'
由天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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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龄是'圣言成了血肉'
( Ilaï在始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支搭他
的帐幕)

{我们见了他的光荣，
正如父的唯一番{另有学者翻译成唯一者}的光荣， ) 
满温 恩宠和囊理。

15 (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
「这就是我所说的:

那在 我以徨来的'
成了在 我以前的，
因他原先我而有。 J ) 

16 从他的满盈中，

我们都领受了恩宠'
而且 恩宠代替了恩宠。

17 因为 法律 是藉 梅瑟传授的'
恩宠和虞理翻是由 耶稣基督而来

18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
只有那在st怀惶的唯一番'

身为 天主的'
他给我们详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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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言分析

1:1 圣言的永恒先存性(盎看专论)

- 'Ev dpχ前( r在起初J ) :垄看创 1:1 r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

{垒看创 1:I ，LXX: Èv àpX市}。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在《创》及《若》

肉， r在起初」这用语的不同意思。《若》序言蓝不指在时间上创造

的开始'亦即天主的第一个创造行动，而是指创造行动之前的时间。

「起初」在此用作质义( qualitativc sensc ) ，指天主的境界而言。因此'

若1:1是指 ÀÓyOS' ( r圭言 J )在时间未有以前蓝超越时间的先存性

( prccxistencc )而言。第 1 节篮无说明 ÀÓyo宫是怎样形成的。这点

尤其可以从此处所应用的动词清楚看到:

·司v 表示圣言的存在'翻没有回答圣言怎样形成的问题。司v应与

εγ量比TO ( 1:3 )区别出来，因为後者只用在受造的事物上。圣吉翻如

天主-样渔有时间性'蓝且永远的「存在」着{垄看若 8:58 )。

可 在 1: 1 共有三个不同用法:

a) 司v Ó ÀÓyOS' ( r 已有圣言J )-存在( existencc ) (垄看 句出 εiμl ) 

3rd person sg. 

b) 司V 1TpÒS' TÒV 8εÓV ( r 他与天主同在 J )-关保( relationship ) 

imperf. indic. 

c) 8EÒS'司V Ó ÀÓyoS' ( r圣言就是天主J )-谓语( pre函cation) 。

- (若》为伺探用Ó ÀÓyoS'这个词量呢?在圣经、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

的背景下， (若》探用Ó ÀÓyoS'来讲论基督的先存性，这是毫不出奇

的事。不过《若》的作者翻是第一个以ÀÓyOS'来指一个有位格者

(pcrson ) :他在起初巴存在'他与天主在一起，他就是天主。实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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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盘没有一个模糊的中间人物，也没有想到圣言是由一种天主性

的流溢( emanation )而分生成的，部很具体的想到这位他要在福音中

写其尘世生命、死亡和复活的耶稣基督。

-1tP!k τòv 9εóv ( r星天主同在J ) :真格( accusative )一般是用来

表示移动的。在希腊普及文化时代的希腊语 (Hellenistic Grcek ，指公

元前 323 每亚历山大大帝死徨面至公元前一世纪之间，在希腊本士、

西亚、北弄一带通行的希腊语一译搜)，一般而言'对船移动(motion)

和位置( localization) ，即对 εlS' 和。之间的分别都削弱了。有些

人认为这现象在 π间S' +宾格( accusative )中也是一样'因此，他

们相信这词组是表示「陪同 J (accompaniment )多拾移动。若羁如此，

那麽 πpÒS" TÒV 8E伽 与 17:5 内的 παpàσOL ( r在你前 J )应有

同样意思。但其他学者都极力主张这词组的移动含义，意即一种动态

的关保( dynamic relationship )。他们把这词组译成「趋向天主J( towards 

God) 。他们以 1:18 EL S' TÒV KÓÀπOV ( r在怀捶J )来支持这个立

场{虽然ElS'+宾格也可以是失去移动含义的一个例子}。若一 1 :2 

πpÒS' TÒV 1TαTÉpα( r与父同在J )也被用来支持这个「关保」的

含义。但是'由抬上下艾的缘故( r这原与父同在[lTpÒS' TÒV παTÉpα] 

的永远生命...J ) ?若一 1 :2 的 πpO亏 +宾格'似乎含有「共融结合J

( communion )之义'多胎「关保 J (relationship) 之义。我们要留意'

《若一》有时所用的词量与《若》相似，但在意义上倒有些不同。我

们结论说'可能量合理的还是接纳一般的移动( motion) 含义，盘把

πpδS' TÒV 8ε6ν 当作论迫圭言与天主之间的(动态}关镖，业把它译

成「趋向天主J (towards God )。

·πpòç 强卫 0εóv ( r 与天主同在J ) :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c ) T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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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很可能提示 8EÓν( r天主 J )一词在此乃指天主圣三的第一

位(奎看格後 13:13 )。要注意的是'若 1: 1 与 1: 18 共同构成一个前後

呼应( inclusion) ，而 1: 18 中翻用了 παTηp ( r 父 J )一词{在若

一 1 :2 中也是一样)。在讲论圣言与天主的关保之同时'经文也分阱二

者'且立即仔细把它表达出来:

-K'αì 0εdç 司ν0λóyoç ( r圣言就是天主J ) :此处的。εÓS' ( r天

主 J )一词是欠冠词的( anarthrolls )。这似乎是由始语法规则的缘故'

规定一个用作i雷诺( prcdicate '亦即补语 complcmcnt )的名词不可冠以

冠词( articlc) ，藉以区别出冠以冠词的主语( su均cct )来。(由於汉

语:量有定冠词[如英语的"thc"] ，因此不能译作「天主就是圣言J '而

必须译作「圭言就是天主」一译接。}至始有人把谓语 8EÓS-译作「神

圣的J ( divinc ) ，这刮大大削弱了本旬的意思。一如 1: 1 的 Ó 8EÓS'与

1:18 的 TOÛ 汀α丁pÓS'一样， r圣言就是天主」这一句，很可能是有

意与 20:28 的 Ó 8EÓS' μoυ( r我的天主 J )共同构成一个前後呼应。

《若》为了要针对他人错误地指控耶稣自命为天主 (5:18; 10:33 )→这

亦是构成耶稣被判处死刑的基本原因( 19:7 )一他便强调基督徒对耶

稣的天主性的信仰。耶稣不但有天主的权能'而且还有天主的本性。

关于将Ó À<Í y时与道家的「道」来相提盘论，是值得商榷的。中国

古代思想家多认为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就是道。老子是第一个将道的观

念有系统地研究'他主张道是最高的规律: r入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自己就是自己的规律。

道是超感性的: r道之为物'为恍为忽。」不过'据老子学说'最

清楚指出逼的本质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

物的根源。它又是永恒的， r天地向不能久'道乃久。 J (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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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篇》中'老子说: r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虽然

生育万物，但不据为己有'不主宰及统治一切。由是观之，道寰的「道J ' 

盐没有包含一个「神」的位格。

再看「道可道'拌常道」。如果道可以用言语言曼边'巴不是「常道J ' 

即恒常之「道」。另外， r道」也解作动词「说J '但 1: 1 ，2 ， 14 中'圭

史用了专有名词。入的0<;' 。序言中所提及的「言语 J (ó '\óyo<;, )是有位

格的天主，他创造万物，监向万物启示自己(1 '14) ，这与道家的「道」

显然有别。

我们还要注意到1: 1 与 1 :4-5 之间的层递罕行结构( staircasc 

parallclism )。

1:2 是一句对1: 1 的总结性的肯定语，强调圣言篮弈在一个较後的阶段

中'才进λ天主的境界内'而是从 αPXÛ 之时'即是在时闽南未开始

之前。

1:3 圣言有份始创造的工程

{垒看创 I 天主以言语来创造;垒看昧 33:6， 9: 怯 40:R: 55:8-11 及德

42:150 )智 9:1 虽然多次在创造的语境中提及智慧'但始结没有把智慧

真正地实体化( hypostasizcd )。基督在创造之中的角色也获得其他新约

经书的证实(叠着格前 8:6: 哥 1 :16 及希 1:2 )。这些经文讲及基督在创

造行动中的积极合作 (ðlá) 。

·πávτα( r万物 J ) (垒着 。υ6εεvoyεyovεv) : 这比时σμoç

(世界、人类}更为广阔。这词在龄强调圣言包罗万有的意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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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任伺二元论( dualism )的可能。世界蓝不是由一个次组造物神

(demiurge) 所创造{盎看诺斯士主义 gnosticism )。

- ÈyÉlIετo ( r造成的J ) :在序言中这词是专指受适之物而言。

1 :3 捶还有一个渐为人注意的原文批判( textual criticism )上的问题:

究竟 8γÉyovεν( r凡受造的J )应属胎 1 :3 还是 1 :4 呢?

赞成 bγtγOl'EV 是 1 :4 开端的论据如下:

1) 叠着拉丁译本: "quod factum est in ipso vita erat" ( r凡受造的在他内

就有生命 J )。

2) 某些抄巷 : p75c C D L W 050* e a b q f [[2 syC sa ;以及最早期的数父

{侬、戴、格、奥)和(诺斯士)异端害。

3) 层遥罕行结构( staircase parallelism '垄看 1: 1) : r 没有一样...适应

血。凡量造型...J 。

.. noù8主是ν( r5量有一样J )是个很配合 1:3 的结论。

赞成 bγtγOVEV 是1:3的结束之论据如下:

1) <<若》喜欢以 εv ( r 在 J )开始一句( 1:4εναU丁(♀... )。

2) 1:3 内有重短的词章'这点盘班《若》内罕见之事。

3) 垄看 1:4 与 5:26，39; 6:53 。

4) 屡次有人认为'以 oyεyovεν 属龄 1 :3 的文本'可能来自一个故意

的更甜，为的是要避克亚略 (Arius) 的解释: quod factum cst in ipso, 

vita erat 。亚略只需把逗号 11 , "放在 in ipso 徨面'便可把这短句解

释为: r凡在他内所形成的'就是生命」。亚略以此为子富经历了变

化的证据'因而子与父业不是真正卒等的。不过'这假设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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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证实。

当)假若 bγÉyoνεν 属抬 1:4 的话，这一节就会很难解释了。一些释经

学者作这样的意译: r在凡受造之物中(= r在整个受造界中 J ) , 

他(= r圣言 J )就是生命的原理」。但是 Cω叶( r生命 J )一词的

这种不明确和笼统用法，与《若》鼓不相符。而另一个的解释「在他

内有生命J '创合乎《若》对 Cω叶一词的丰富应用。

1:4 光与生命

巳ω叶指的是本性的还是永远的生命呢?以下所提出的理由'可用来支

持「永远的生命」的解辑:

1) 假若 1 :4a 所指的是整个受造界的话'那末解件「本性的生命」就较

为恰当了。但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一节经文，似乎是论及受造界的其中

一个特殊部分'即在圣言内所受造之物。因此，解件「永远的生命」

较为恰当。

2) <<若》所用的 Cω叶从没有「本性的生命」之意。

3) 1:4 内的 Cω叶画接与中wS' ( r光 J )相连。

4) 若一 1:2 明确地用了「永远的生命」。

1:4b 在语法上盘不清楚'究竟 ηCω叶还是 TÒ 中wS'才是补语{谓

语}。但是由加 1:4-5 中的层递结构的缘故'我们认为 TÒ 中wS'才是补

语。

生命 ((ω叶'垒看中υx叶}是《若》的中心思想。第四部福音强调真正

生命的临在。从永远、自时间开始以前'圣言已拥有生命;这生命是不

能被撞毁的。耶稣的死亡盘不触及他的 Cωη{ 叠着 14:9 ，尤其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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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以善牧的身份交出了自己的生命( 10:10,11 ,15,17-18 )。基督给信

仰他的人'分享自己作为天主启示者所拥有的生命。《若》以不同的圄

像来表示基督就是生命'他盐且赏赐信他的人生命。:

4:10-11; 7:38 5舌水

6:35 ，48 生命的盒粮

6:51 生活的食粮

6:68 永生的话

11 :25 复活与生命

藉{言德而拥有的生命'在面对死亡时仍有点也i弄而是。这可从 11 :25 看

得出来: r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我的人，必永

远不死J (垒看 5:24 )。

「光」在宗教用语上，常有救恩之惠简意义。 1:4 内所提到的光'使我

们记起创 1 :3-4 所记载的光的创造。

总结:天主的「圣言」即天主的启示，赋予人们对天主的真正认识。正

因这缘故，圣言是人们的生命和光:圣言提供给人真实的知识，同时使

人面临一个抉择(垒看 3:19-21 内所论的审判}。

1:5 光与黑暗

对《若》来说'黑暗就是那远离了天主的世界。与天主分离的人生活在

黑暗中(垒看 12:46 )。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是暗眼的{盎看 9:39 )。

这样'光就在受制胎挥思势力下的世界中照耀。

-句 σKO'ttαα古τò où KατtλαßEV ( r黑暗决不能胜过他J ) :希

腊文动词 κα丁α入αμßáνω 有四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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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抓紧、把握{事译及喻意)

2) 获得、接受;

3) 胜过、追上、突然Ilaï到;

4) 控制、掌管。

《若》另一次用到这动词是在 12:35: r你们趁着有光的时候'应该行

走'觅得黑暗笼罩( Ilaï拾)了你们」。由胎 12:35 的 KaTαkα~lßávω 是

在类似 1:5 的语境下应用'再看因为在 12:35 中这动词有「追上」、「胜

过J 之义'我们在 1:5 也选取「胜过」的意思。

这动词的过去不定式( aorist ) KαπAaßEV 可能指过去的一次行动'即

是说，创 3 所记载的「原植犯嚣」。

1:6-8 若翰洗者的使命

《若》突然在 1:6 转移到历史的层面去。《若》像对现福音一样，将若

翰洗者执行任务的时间，般在耶稣出现之前。但为伺要放到序言惶去

呢?一些释经学者解释说'这是因为若翰洗者的旅别'稍徨把光的主题

应用在若翰洗者身上{垂着 1:8 及 5:35-36a) 。

-cXπεσταλμÉvoç( r所派遣来的J )一词把若翰洗者标站为一位先知，

承接着梅瑟、撒慕尔、纳堂、侬撒意亚、耶肋米亚。

-ÈyÉvετo( r雷有 j ，过去不定式 aorist )一词把整件事黯放在历史肉，

而司ν( r是 J '过去未完式 imperfect tensc )翻用来指耶稣超越时莹

的事实{注意过去不定式 εyενε丁0 与过去未完式司v 的分别) 0 (若》

把若翰列抬先知行列之中'一方面是个称誉'另一方面也指出他有限

的功能。正如我们稍徨会看到的， r施洗者」在第四部福音肉'尤其

是个「见证者」。至除他是个预备道路者、一位前驱、一位施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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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像都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在 1:7 我们见到《若》的特由词囊 :μαpTUplα{ 名词「见证」共 14 次)

及 μαpTUpÉω{ 动词「作证」共 33 次)。按《若》的看法'倡德有赖

他人的见证，才能作出个人的抉择。

， πáV'tEÇ (应区别肚 1:3 的 πανTα) 提示我们现在所讲论的'是属抬

世人的境界。

-tVαμαp'tup咱σηπεpìτ04 中ωτóç ( r是为给光作证J ) :这是一

个预先提边'因为这摆的「光」是指降生成人的圣言。这点足以轰示

《若》所说的「相信 J '全集中抬耶稣基督、天主的启示者和救世主

一人身上(叠着 20:31 )。

-tVαπávτεç... ( r 为使众人...J ) :救赎的恩赐是为一切人的。正因这

个理由'若翰洗者的作证永不会过时(叠着 1: 15 的动词 μαpTupëi r作

证」是现在时态 present tense )。

1:8 强调若翰鼓不是那光'这可能是为了针对他的门徒，以克他们作此

声称 o 5:35 称若翰为 Ó À.úxvos- ( r 灯 J ) ，这与1:8 的思想相符。若

翰的先就好比一盏灯的光。

1:9 圣言避λ世界

布朗(R. Brown r 5 主张 1:9 原来不属加本篇圣歌'而只是 1:6-8 的延续。

他的论据如下:

1) 这个句法结构{町ntactic struc阳re) 是从属形式( subordination) ，而

15 I3rown, p.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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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圣歌内探用 Kal ( r和 J )的连接形式( conjunctive )。

2) 虽然中WS' ( r光 J )是中性名词，但 1: 10 剖继续挥用阳性代词(垒

看αυTOÛ， αυTÓV) 。对布朗来说，这正衰示 1:10 盘不敢接 1:9 的主

语，反而最接了 1: 1.3的主语。 ÀÓyOS' ( r圣言 J )。

3) 布朗认为司ν.....叩XOμεVOV 的迂沮句式，在诗体中属拾怪异现

事。在这迂温句中所用的可ν ，正与 1: 1.2中所用的可ν 相对立。

~) 1:9 被认为是故意与 I:R 对立:翼光是耶稣，而不是洗者若翰。

这些论据大部都很牵强。

我们宁可跟随史纳棍堡( Schnackenburg ) 16 把第 9 节与第 4 节相连。 1 :9 

说明了 1:4 梧的「人的光J '正如第 3b 节说明了第 3a 节一样。正如智

慧与法律光照了犹太人'同样圣言也光照每-个人(中ωTL(El r 光照」

一动谓的现在时态，强调了这光照作用的持久特性) ，使他们能认识天

主的旨意，和作出伦理上的善行。

在《若》中，司ν 与 EPXÓμενoν ，作为 Pcriphrastic Conjugatio叫迂

迎的动词词形变化)盘不陌生( 1 :2R; 2立 3:23; 10 :40; 11:1; 13:23; 

18: lR,25) ，将兰PXÓμEVOV与可ν分开盘无不可能之理。不过，明显地

圣史没有意图将说明属光「正在逝λ」的持续性。

无论如何'所有揣测都不能完满解决1 :9εPXÓ阿1'01'问题'最佳的

答案可能就是圣史後加于原本的圣歌，来连接1 :4圣言的功能:光的施

予者。缸'的主体是圣言'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在 1: 10f.现的一样。圣史

在 1:9 所表达的是强调光来到世界的历史性，若翰是作证者( 1:6-8 )。

真正的降生在 1: 14 才正式被引出。

·τ6 中roçτò c.i ληOt时v ( r 羁光J ) : cÌ ÀT]8l时宫的含义不但是「不

10 Schnackcnhurg, vo1. I, p. 253-255 0 

72 



虚假」。

在旧约圣经上，口口快( emet) 是天主行动的一个特筒，即他的信实不

误(奎看咏 132:11) 。

在希腊文上，这词的原来意义是「被揭示出来J '再引伸为「实在」、

「真实 J 、「可信」。在《若》惶， αÀ~eElα 是一个特色的词'具有

一个特定的意思'即是「天主的事实J '与{有嚣的}人的事实相对。

选捍属理无异抬「相信J oÀÓγ0<;' 的任务就是为人类建立起对天主事实

的接触。这点尤其是耶稣在比拉多前受审时清楚可见'特别是在 19:370

1:10 圣言与世界

究竟司ν 所指的主语是谁呢?是光还是圣言呢?由拾 1: 10 的阳性代词

α的仙，一般都以为圣言是这动词可ν 的主语。

学者们往往理解到序言内有一个绝对时序上的结构'按这结构圣言的降

生只在l: 14 亨被提到。因此， 1:饨-10 便被认为是在降生奥踊前'提到

圣言己11茧於世界。

- KÓσμoç ( r世界 J )是创造的一部分'即 τdν丁α ( r 万物 J )的

一部分'但只包括能作出回应的那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指人的世

界而言(奎看 "Mcnschcnwclt" , "tout Ic monde" , r人世间」等讲法)

(垄看 3: 19 )。

- 0心K Ëyvω( r不认识 J )表达出世界对圣言的回应，这正如旧约圣

经提到智慧所说的一样{巴 3:20.31 )。按若 1:10 所说的，由创造之始，

圣言巳Ildí抬世界上，业使世人能够认识天主的旨意。可惜人类与天主

缺裂'远离了生命、光明和真理。按《若》的讲法'不「认识 J (相

信)圣言::f是最基本的挥过。「认识」一词在这惶有一个整体经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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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伯来文词义，包括了悔改和服务圣言的新生活。

1:11 自己的

1: 11 是 1:10 的重檀和更深一层的阐释{垒看 1 :3b→ l 丁<1: 1:9• 1:4 )。

我们不能清楚知道'究竟奇λ9EV ( r 已在 J )是指他一次特定的历史

性来Ilffi '还是指他在历史的延续性Ilffi在。究竟 töw. r 自己的(领域) J 

和 tÖlOl r 自己的{人) J 是指整个受造界/人类'还是特别指犹太人而

言呢?曹有人提出，圣歌(即原始文献}原来具有较广大的视野'部被

《若》收窄了来特指犹太人。 17 这理论可在出 9:5 内找到支持: r你们

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

1:12 天主的子女

·豆豆础在λαßOVαù'tÓV. 在8ωKεV ß..主主也♀( r且接受他的，他结业

fO ...J ) : <若》篮不说: r他给凡接受他的人 ..J '在口把後面的短句

( r 凡接受他的人 J )抽离它正常的上下文位置而放到前面去，然徨

再以一个代词的与格( dativc casc )αυTOlÇ 来京撞。这种所谓「倒提

式J (casus pcndens )的构句法'在《若》内共出现了 27 次(在三部

对观福音中'总共出现了 21 次) ，但以与格形式出现的御属罕Æ 。

- 'tÉ 1CVα 艇。岳( r天主的子女J ) :亦见抬 11:52; <若》在耶稣身上

才用 ULÓÇ ( r子 J )一词(但请垄雹玛 5:9 及迦 3:26 '亦称世人为

ULOì. 9EOÛ r天主的儿子们 J ) 0 <若》描写我们在现世的身份是天主

的子女{亦请盎看若-3:2 r可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J ) 0 

·τOlÇπ1στ时O'Uσωεiçτò ðvoμαα川。远( r即...那些信他名字的

17 垒看我们在下面讨论《若》所讲论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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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J ) (1: 12c) :此短旬的内容与 8σOl 队αßOVα白丁ÓV ( r凡接受

他的 J ) (1: 12a )相同。正因此故'在《若》的抄本流传上'这两短

句之一偶有被遗漏之例。 1:12c 具有《若》的典型用语: TTlσ丁dωεLS'

( r相信 J ) lK 是《若》用来指对某人的信仰的 (2 次指父; 31 次指

耶稣; 4 次指耶稣的名}。这词组意指对某人'尤其对耶稣的一个积极

丢在诺'包括要乐意遵守天主藉耶稣所襄达的诫命。

.τÒÖVOμαα心'tOÛ ( r他的名字J): ifj\见胜 2:23: 3:18 和若-5:13 ' 

而且都同样解作信仰耶稣。然而「名字」创强调了耶稣具有天主赋予

他的神圣名字(垄看 17: 11-12 )。这神圣的名字很可能就是 εyωmμi

( r我是 J = r 自有者 J )。

报布朗的意见'不定过去时时态( aorist )εÀaßov 是指原先的「接受 J ' 

而这个现在时时态 (present) 或分词( participle ) TTlσTξlJOUσLV 刽表示

持久的信仰。

我们可否像布朗一样棋据上边一切结论说， 1: 12ab 属加原有的圣歌'而

川 2c 贝IJ是《若》的悟订?或者像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一样'视

1: 12 全节为《若》的修订':::f是正确呢?

1:13 由天主所生

布朗指出1: 13 盘荠诗体'其中的护教色影又很浓厚'况且此节讲论的是

信徒'而奔圣言'这一切足以结论到 1: 13 是来自编辑修订的。但是， 1: 12c 

的代词是与格( dative) ，而 1: 13 的倒是主格( nominative ' 

o'L.. ..ÈyEj'j 吨。T]σαj') 0 正因这缘故，布朗有点踌躇设想有不同修订的

可能性。但正如若- 5:1 1听示( r凡信耶稣为默西亚的'是由天主所生

18 垒看 BroWT1， pp. 5 口-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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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J ) , 1: 12c (信仰)和 1: 13 (由天主所生}的思想是彼此盐逝的。 1:13

是 TÉKVα0εoû ( r天主的子女J )的解释。

- öç...Èyεvv叶。η( r他是...所生的 J )见拾古拉丁译本( J切us Latina ) 

的一个异文( variant rcading) : qui natus est 。这异文是指耶稣而言，

作为支持童贞怀孕的证据。但这异文的抄本基础很弱'况且极不可能

有这样一个童贞怀孕的指示'竟会在抄本流传上产生说误而改变的。

- Èγεvv叶。ησαν( r所生 J ) :γενváω 这动词的被动语态'可解作

由母亲「所生J (to be born )或由父亲「所生 J (to bc bcgoUen )。这

动词在 3:3 中应指生母而言'这点可由 3:4 尼苛德摩的回答中见到。在

1: 13d 提及到 àv~p ( r 男人 J ) ，因此'此处的动词似乎应指生父而

-。目

- È1C eελ叶ματoçσαp1CÓÇ ( r 由肉惩 J ) :这攫所用的 σápç (肉) , 

盐奔指人内的邪恶原则'而是指本性的、无能的、抖袤的境界'正与

精神的、天上的、真实的境界对立{皇看 3:6; 6:63; 8: 15) 0 

1:14 圣言降生成人

布朗指出 1: 14abc 的 KaL模式'是圣歌特笛的指标。由於I:l4c 与1: 16 

的连黯是这样密切，所以布朗认为整个1:14 应属传统圣歌的内容。但

是'史纳根堡翻认为 1: 14cd 是修订时所附加的。

自1: 1 至今， Ó Àó')'oç ( r圭言 J )才首次再度明确地被提及到。

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佯谬对比:

1: 1 圣言与天主有关，他就是天主'是永恒的;

1: 14 圣言成了 σápç . r血肉」。

·σdp巳( r血肉 J ) :为何《若》探用这措辞'而不用 äv9pω1TOÇ ( r 人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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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文旬要强调整个人性的处境:尘世的(垂着 3:6 )、会死的{垂着

6:63 )、典型及纯粹人性的。 σápç 是否也指人的罪恶处境呢?这是个

典型的保撮涵义'是不见胜《若》的{或许见加若一 2: 16 )。在若 G

的生命之粮的言论中'清楚可见 σápç 鼓不指挥恶的事实。因此，σápç

强调耶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人。这文句是否针对诺斯士幻身论而件

的反应'驳斥他们说耶稣只做忽有一个人身的讲法呢?

- ÈyÉvετo ( r成了 J )与 1: 1-2 的可v ( r 已有 J )不同'这点亦表示

耶稣进λ了尘世、受造的事物境界。

1: 14a 记载了救恩史决定性阶段的信息:启示沓来自父( 3:13) ，他生活

在世人当中向他们广施救恩(3:31-36)' 然後回到父那惶去( 13:1; 16:5 )。

-tσK咱νωσω( r支摇帐幕J '思高译作「寄居J 一译按) :按照键

24:8 (思高版跟拉丁通行本的章节 24:12 →译按) ，智慧在帐幕樱居

住在世人当中。「支搭帐幕」亦提示我们'雅威雷在会幕樱生活;胎以

色列人中间。出 40:34-35 指出，雅威的光荣充满了会幕。可能因为这

个缘故， 1: 14cd 芋随即提到 8óçα( r光荣 J ) ，它在神迹故事中将扮

演一个重要角色(垂着 2: 11 )。

- Èv 句μiv ( r在我们中间 J ) :这撞的代词第一人称樱数( 1st pcrson 

plural )指整个人类而言。只有在 1:14c (È8Eασdμdα 「我们见了 J ) 

惶，这个「我们U 芋转而指一少;量的宗徙见证人(垂着若-1:1-门，

他们啻看见了他的光荣(叠着 2: 11 )。这转变是使史纳根堡认为 1:14cd

是《若》的修订所附加上去的其中一个理由，这修订故意以代词的第

一人称檀数，来包括第四部福音的作者λ内。

.φgμovoyενouç... ( r 正~[]...独生者...J ) : W~ 用在这捏有「以"，

的身份J 之意'而奔「就做如...J 之意。 μovoyε叫亏一词来自 μ6ν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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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ÉVOS' ( r - J + r樊 J ) ，而奔 μÓVOS' +yεwáω( r一 J + r 生

产 J )。因此'耶稣在这捶被捕给为抽一无二者(垂着古拉丁译本的

证据: "uniclIs" )。为了要反驳亚略( Arius )有关耶稣是天主所造而荠

所生的异端，热罗尼莫( Jcrome )二步把这词译成 "unigcnitus" ( r独生

者 J ) 0 英国基督教的《圣经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 ιJV) 跟

随《拉丁通行本)) (Vulgate - r泣}而译作 "only bcgottcn" (但《标准修

订本))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 RSV翻译作"only" )0因此 'Movoyεν巾

强调子的独一无二性'而荠他来自父的事实。这解释还可从希 11: 17 

获得支持'在那樱怯撒格被称为亚巴郎的 μOVOyEV白宫'即他特别心爱

的儿子。

·παpà 1tα'tpóç ( r来自主~J ) : TTαpá +所有格( gcnitivc casc )意即

「由...旁 J 、「由 ...J 。这词组表示子由究所源遣{奎看 3: 16 )。

·πλ叶pηç ( r满温 J ) :在语法上未能断定这词修饰的是「圣言」、

「光荣 J 还是「子 J '但无论怎样'盘不会有意义上的分别。

·χd. ptç Kαì áλ叶。ε1α( r恩宠和真理J )似乎是在译出旧约中常见

的词语口口阳 ïon ( hcscd wc' emct) (垒看出 34:6) 0 ïon ( hcscd ) 

是天主弈因以色列的功劳而召选他们，因而所表现出的仁慧和怜悯。

这是天主基於盟约的爱。口口快 ('emet) 是天主对盟约许诺的悟守不渝。

希腊文旧约《七十贤士本)) (Septuagint - L口了}把这组希伯来文词语

译件 ËÀEOS' Kaì. àÀr)9E町，但是第四部宿营往往不固守《七十贤士

本》的艾句。有关 αÀr)9ELαi青叠着上面 1 :9 的住释。由如

XciPLS' Kaì. àÀr)9EIα 在福音中盐没有负起任伺角色'它们往往被视为

指出 1: 14c 来自原有传统圣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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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见证者若翰

第二次有关若翰洗者的提迫，一如在 1:6-8 的第一次提边一样'打断了

原有的连贯思想{盎看 1:14c 之有À~PT1S' r 满温」与1:16 之汀入T1Pω口α

「满盈 J )。因此之故， 1: 15 被认为是编辑修订之结果。

唰 μαp'tUpEl ( r作证 J )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历史现在时时态( historical 

present tcnse) (这时态在额约的生动提迫中是常见的)。假如这是个

真实的现在时态的话，那我们就要说'若翰在《若》的时代还在向人

们作着见证了。

-övEÍπov ( r我所说的J ) :若翰在那惺雷说过?在 1:30 还有另一个

前後不贯的前事提迹。

1: 15 的「我所说的」是否修订活动的迹象呢?

·有pWTÓS- μou 司v ( r他原先我而有J ) :若翰洗者是耶稣先存性的

明显见证。以《若》的思想模式来表达对现福音中有关耶稣超越若翰

的观念，那就是要以先存性的方法来轰边。

1:16 恩宠代恩宠

本节继续 1: 14 的思想'再提及了满盈和恩庞。

-句μεtçπávτεç ( r 我if] 3~... J ) :这檀的代词第一人称摄数再次是指

人类而言{如同 1: 14b 一样，但不同抬 1: 14c )。

- xáptv åV'tìχáptτoç ( r恩宠代恩宠J ) : ÙVTl 只用抬《若》这一

处。 ÙVTl 可有三种意义:

的「取而代之J (取代 replaccll1cnt) :这是 αν丁l +所有格( genitivc ) 

的正常意义。新盟约的恩宠取代了西乃山盟约的恩宠。 1: 17 似乎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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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若》常见的取代主题{见下面) ，亦会与这解辑同出一

辙。

b) r上加」、「徨加J (累硕 accumulation) :通常这意义是以 È1Tl 来

表达的。近代学者翻指出 αV丁l 也可以很例外地有这个意义(亦请垄

着 RSV 之译文}。

c) r配比」、「对称J (对应 correspondcncc) :这意义很接近出'丁L = 
件交换。这意义可以是'我们所分沾之恩宠与圣言所带来的恩宠相

对。

三个意义相比， c)似乎过拾牵强{我们怎可知道那一个恩宠相对某一个

恩宠呢? ) ，但副部要假设 αVTL 的一个拜寻常意义'而的是三个解

释中最合理的一个。 xαPlS'件为旧约背景中的气3罚也弈常配合 a) 0 [恩

高版及和合版部选择了 b)的意义一译按l

1: 17 梅瑟·耶稣基督

虽然有些人认为1: 17 是原来圣歌的一部分'布朗部有很多理由去表示异

议:

的梅瑟被提及;

b) 缺乏连接词 κα( ; 

c) 1: 17 宜解件是用来解释 1:16c 的编辑修订。

把法律看作一顶礼物( 1: 17川'这是一个闪采( Semitic )观念。如果

1:16c 的 àVTL 正如我们在上面说的解作「取代」的话， 1: 17 便是提出

法律作为天主的内3阳寸己内{仁慧和怜悯) ，被耶稣所表现的不朽爱德

的祟高轰率取而代之的例子了。因此，这樱所提到的的法律和恩宠，盘

不是用作保穰形式的对立体'而是用作一种以取代来达到满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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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篮渲有任何反对犹太法律的争议。《若》亦不会为了遵守某些诫

命作为达到救恩的途径而产生问题(叠着 13:34 )。它更以积极的态度

来处理梅瑟的问题。对《若》来说'梅瑟是立法者 (7:19，22-23) ，圣经

上的权威( 1 :45; 5:45-47) ，业且因此亦是基督的见证人( 5:45-47 )。

1:18 基督使我们认识天主

这节由加几个理由'也属编辑修订的结果:

的 1: 18a 的思想也见抬 5:37 及 6:46 (垂着若一 4:12.20)

b) 缺乏连接词 KaL i 

c) 倒装句( casus pendens )μovoyενh宫。εÓ<;' ( r唯一看天主J '另翻

作「独生者J 0 垄看 ÈKELVO<;' r那位J)( 奎看我们对 1: 14 的驻释) 0 

·μOVOyEV叶ç 0εóç ( r 身为天主的独生者J )有一些文句上的异文'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μOVOyEV1Ì<;' uió<;, ( r 身为子的独生者 J )。批判

学上的外证支持。ε6宫'因为这也符合 1: lc (前徨呼应， )。

- dç 1:ÒV lCÓλπOV ( r 在...的怀惺 J ) :εL<;' +宾格( accusative )就一

如l:lb 的 πpO<;' + 宾格一样(垄看该处的驻释) ，表示-种移动。这

两个措辞-起构成一个前呼後应，监强调了父与子之间的动态的、积

极的、生活的关保。

- Ò lCÓλ1tOç 意即胸、怀抱、胎。在-个宴席中，这词用来指贵宾的位

置。因此也被用来喻指一个很密切的关保{垒看若

13:23 可vàναKεiμενOs- ...Èv Tt.\) KÓ入πψTOÛ '1ησOÛ r他那时斜怯

在耶稣的怀樱J i 以及路 16:22 El<;' TÒV Iφkπov 'Aßpαdμ 「到亚巳

郎的怀抱惶 J ) 0 (七十贤士本> '举个例说'用这措辞来表示夫妻

两性的结合'和对孩子无愤不至的爱护(垒看声 11: 12 r莫奔是我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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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百姓'或是我生了他们...?J ) 0 (若> 1:18 的时入订05'轰示究

与子之间的极密切的共融结合。有趣的是在序言的男性措辞背景下，

居然用到女性的图像来( 1:13 yEvváω 及 1:14.18 父)。由上边的例子

看来'用而入π05'来指男性'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 <.Õ V r那位 J :这个来自现在时时态的分词'是否暗示着同时性: r那

(在地上而同时又在天上)在父怀惶的 J ?这主张有以下两个支持:

3: 13 r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及 8:16 r 因为我

不是独自一个'而是有我'还有派遣我来的父」。

·有人认为「那在父怀惶的J '是指耶稣升天而言。因此序言便包含了

三个阶段:

1:1 -3 先存( prccxislcncc ) 

1: 14 降生成人·降世( dcsccnl ) 

1: 18 离世升天·升天( asccnl )。

这些学者把这点与《若》显着的下降与上升的大循环{垒看 16:28 )相

比较。但是'这种假设的正确性'是很难有结论性的决定的。

-È己ηy叶σατo ( r详边了 J ) : È~ηyÉOμαL 意即「挝迫」、「描写」、

「介绍」。这词多次用件专用语'来指示司祭和占卡者揭示神明之秘

密的活动。德 43:31( 思离版跟随拉丁逼行本作 43:35 一译搜)这样问

有关天主说: r谁见了他而能描遮 ?J 若1:18 部答覆了这个问题。

若 1:18 基於基督的神圣来源'而强调他作为启示者的权威。跟着而来的

福音的权威，也是建基M此。这样说来， 1: 18 便是由一首圣歌而带出了

这部实在的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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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 ((若>> 1: 1-18 的一个完整诠释

我们首先作一个内容上的撮要，找出序言的思想。为要这样做，我

们要假设一个三分的结构: 1:1-5/1:6-13/1:14-18 。

3. 1. <<若》序言的内容和思想脉络

1:1-5 植营经文-开始'就告诉我们有圣言的事实。我们由此获得对圣

言的一个简洁的认识:他的先存性'他与天主、受造界、尤其人类的关

保'以及他在创造和救赎上的角色。

1:6-13 如今只集中在上一段的其中一方面:圣言与人类的关保。 1 :4-5 

指出圣言对人冀的意义就是成为他们的「光」。而人类对圣言的最可取

关保就是信仰{奎看 1:7 r为使众人藉他而倡J ) 0 1:6-8 描写若翰的角

色在班协助世人达到信仰。1:9-13 翻告诉我们，在信仰前有两类人:那

些拒绝他的自己人，以及那些接纳他的人{天主的子女=由天主所生

的}。

1:14-18 第二段( 1:6-13 )告诉我们， r为使众人藉他而信」的这一个目

标向未达到。因此'第三段要进一步走向这个目标。经文设法向人提出

接纳圣言/先的理由，业且要支持和更新那些己经相信者的信仰。这段亦

指出恩宠与真理胜过了法律。耶稣基督超越了梅瑟，因为基督就是那降

生成人的圣言。 1: 14-18 特别着重了基督与天主的密切关保，这是加深人

类与天主关保的基础。这点可清楚见拾: r我们见了他的光荣J ( 1: 1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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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独生者}给我们详迹了(父) J (18d) 。由拾圣言同时又是

天主又是血肉之人，圣言便能打开通往天主的新途径。道过圣言的协

助，我们便能藉着借德而与天主建立一个新关馁。看完序言徨'读者不

克要问:我会接纳圣言吗?

序言似乎是关注到犹太人而写的，因它强调基督与天主的密切结

合，盐且暗示了谁若不接纳基督'就是不接纳天主{雅威) 0 1 :7c 似乎

对我们设法明白序言关保重大:序言的用意是「为使众人相信J '这包

括了那些未认识他的人'以及那些不接纳他的人。

作了这个初步讨论徨，我们要更仔细的讨论这段经文，以必需的论

据来支持所作的诠释。

3.2 若 1: 1-5 宣认耶稣基督是圣言及光

1:1 -5 明显是个匀称的单元。在形式上， 1:1 与 1:4-5 分别犀示出两

个完美的层递结构( staircase parallelism )。在结构上，这肯定是个前徨

呼应( inclusion )。在内容上， 1 :3-4 补克了 1: 1-2 。全文有一个明显的思

想递进。「圣言J ( 1: 1-2 )亦被称为「先J ( 1:3-4) ，他是整段的焦点。

在描写他与天主 (ó eεÓS- )关保的语境中'所探用的名字是 Ó ÀÓyos-

( r圣言 J ) ，而在描写他与人类的关保时'用的翻是丁b 中WS- ( r光 J ) 

与内 Cω叶( r生命 J ) 0 1: 1-2 论及创造之前的天主境界'而 1:3-5 翻

把世界尤其人类的历史'置於创造(1:川、堕落( 1:5 )和救赎( 1:5 r黑

暗决不能胜过他(=光) J )之间。耶稣基督在创造中担当起「圣言」

的角色{在起初:垒着动词边去不定时 [aorist] ÈyÉvεTO; 继续下去:

垒看动词完成式 [perfcct] yεyovεν) ，以及在救赎中担当起「先」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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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这两点都被突显出来。在某意义下， 1:6-18 内所有的思想，旱已在

1:1-5 内陈迹了。一切有关耶稣基督的先存性'他在创造和救赎中的角

色'都提括地在这徨表达了。耶稣基督与天主的关僚，尤其与受到军恶

影响的受造物和人类的关保，都一一描写了。 1: 1-5 是宣认耶稣基督是圣

言及光'尤其是那位胜过黑暗的天主。

3.3. 若 1 :6-13 描写人类的回应

1:6 明显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在 1:4 中所提到的 dν8pωπOL( r人

类 J )之一'一位属拾受适之物的人{皇看 1:6 中的注γtνεTO) 成了这

段的焦点。他应清楚与耶稣基督区别出来:

(1)若翰属抬受造界 {εyεvεTO 与司v 不同'後者只用抬耶稣身上)。

(2) 若翰是-个 av8pωπ05' ( r人 J ) ，耶稣翻是 k何( r天主J )。

(3) 若翰是天主所派遣的'而耶稣翻与天主在-起。

(4) 若翰蓝「不是那光J (1:川'而耶稣都是「晨光J (1:4-5 ，9) 。

(5) 若翰对耶稣负有一个角色、一个功能{倒过来割不是这样) ，即要

为耶稣作证( 1:7ab)' 茧要带引世人去信仰耶稣(盎看 1:7c 的 8lá )0 

这样，若翰与天主的关保( 3 )、与受迫界的关保( 1) (2) 、与耶稣

基督的关保( 4) (门'以及与人类的关保( 5) ，都一一澄清了。1:6-8

在某意义下是与 1: 1-5 卒行的。但是 1:6-8 翻处抬人类历史的具体层面上

{这点已在提出「若翰」这个名字而表达出来)。

但这蓝荠一切。还有一个次级的划分， 1:9-13 其实就是 1:5 r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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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照踵」这一短甸的更深一层解释。而「那普照每人的量光，正在

进 λ这世界 J (1:9) 这一短句，似乎是故意对 1:4-5 的重迫

( Wiederaufnahme )。为甚麽要再次提出 1:4-5 的内容呢?因为似乎有

需要对「黑暗J 作更进一步的解挥。这点可明显在 1:9 如何重温 1:4-5

的方式看出来，因为 1 :9 盘弈纯粹一个重惶。那麽二者有伺分别?

(1) 这光被称为 d入η8wó5' ( r 羁的 J ) :真实的、可靠的、可信赖的'

而且同时又是不被遮掩的。在闲来思想悟，提理是与天主启示给人

类的救恩计划相连的。

(2) r每人」强调了普温性。整个人翼都有可能被光照。

(3) 司ν...È:pxóμεvov 这个迂沮句式的意思是「正在进λJ '与「来到」

有细脏的分别。在强调行动的持续性时，正暗示着这个来11笛若没有

了基督欲往者之接纳'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正在进λ」是否有

「正欲进λ」之义?

(4) 1:9 探用了较特殊的时σμ05' ( r世界J ) ，而不用 náv丁α( r万

有J )。世界是宇富的一部分'是能对基督的来11画作出有意识的回

应者。因此，探用「世界」一词是符合 1:9 的中心思想。这词在 1:10

中再次被探用。在 1:10ab 中这词一如在 1:9 肉'是用作中性的意思'

但在 I:IOc 这词似乎带有「嚣恶的」世界之含义: r但世界翻不认

识他」。

这四个我们察觉到的特点'都指着同一方向: 1:9-13 全集中在黑暗

一方面'这黑暗是指人类的拒绝行为什 :9-13 的重点似乎就是要分别出

两类的人'即那些不接纳(认识}他的人( r世界J 、「自己的人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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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那些接纳他的人。

「为使众人...信 J (1:7) 与「那些信...的人 J (1: 12) ，这两句一

起构成的前後呼应'指出信仰就是1:6-13 的首要主题。这点指出了 1:4-5

与 1 :9-13 之间的最基本转变。最後的焦点茧不再是耶稣基督与天主、受

造界和人类的关保'而是人类与耶稣基督的关保。经文更进一步走向人

类与天主的关保，这点可见抬 1:12-13: r天主的子女J和「由天主生的J 0 

人类因着接纳基督，倡佣他的名字'而成为天主的子女'得以进λ一种

与天主的新关保中。

序言的第二段像 1: 1-5 一样'以一句鼓舞的话结束。因为「黑暗决

不能胜过{那光) J ( 1:5 ) ，所以我们可以信仰耶稣羁光(皇看 1:9; 14:6 

及 8: 12) ，从而成为天主的子女。但是 1:6-13 坦言没有隐瞒:耶稣简未

植-切人所认识，亦未被一切人所接纳。这个礼物尚未被所有人接纳，

这个可能凯会仍未被一切人来实现。

1: 1-5 在承认了耶稣基督是圣言和光後，在 1:6-13 中清楚可见的

是'人类对这光的回应仍不是完全肯定的。既然目的是「为使众人...倡」

( 1:汀，这篇经文是不能满足始只有一批人民的接纳了耶稣基督。因此，

简有企图要去说服那些仍不接纳基督的人。这正是序言第三段( 1: 14-

18 )所要作的。

3.4若1: 14-18 以新的着重点重檀对耶稣的宣认

「抬是'圣言成了血肉'在我们中间支摇他的帐幕J (1:14; 思离

版: r 寄居在...J 一译按) ，逼出新一段的开始'因为重点再次转移

到耶稣与人类的关保上去。在 1: 14-18 中'耶稣与天主的关保，甚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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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更为着重了'这点可从以下六点觉察到:

(1)唯一者·父( 1:14.18) ; 

(2) 唯一者是在父怀惶 (1:18) ;19 

(3) 唯一者把父启示出来 (1:18) ; 

(4) r在我们中间支搭他的帐幕J (1: 14) ，清楚提示到天主在以色列人

流浪旷野时'雷以一个帐幕'一个「会幕J (Tabemac1e) ，生活在

他们中间。正如天主雷在会幕惶，及後来又在圣段惶， 11面现在以色

列民中，同样他也以一个最徨的方式临现抬耶稣基督身上。 2。这事

预设了圣言就是天主( 1: 1 )。

(5) 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见到的光荣，是属拾那位被父所派遣者的光荣

( 1: 14 )。

(的由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宠和翼理J (1:17)' 其实是天主的特性。

1: 14-18 结合了两种措辞，即那论及耶稣基督与天主的关保者'以

及那论及耶稣基督与人类的关儒者。「般是'圣言成了血肉'在我们中

间支摇他的帐幕J '以及「他给我们详远了 J (1:18)' 这两句话剖把

这两种关保很近地拉在一起'然而这两种关保在 1: 1-2.3-5 中只是接续地

分别讲论而已。

因此1:14-18 讲论了 1: 1-5 中重要的方面。不过， 1:14-18 也综合了

19 子·盐、独生(=唯一宝贵的}誉、「在怀徨J 等'都是强调耶稣与天主间
的密切关保的措辞。

20 叠着科林斯 Collins， These Things Ilave Been Written. Studies on the F01l11h 
G。再pel， (Louvain Theological and Pastoral Monographs 匀， Leuven 1990, pp.198-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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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13 的观点。人类与耶稣基督及与天主的关保'在 1: 14-18 中也清晰

可见:

(1) r我们见了他的光荣J (1: 14) j 

(2) r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代替了恩克J (思高

版作「恩宠上加恩宠J ) (1: 16 ) 

(3) 天主是透过基督亨启示给我们( !: 18 )。

这样'两个观点很紧密的连结在一起:我们与耶稣基督及与天主的关

僚，是由於耶稣基督与天主的紧密关保'才得以成立的。正因为耶稣是

「唯一番J '正因为他是「在父怀梧的J '正因为他是「天主J(I:18)'

他亨能使我们认识天主'亨能把天主启示给人类。在耶稣身上，我们可

以见到那来自天主的光荣( 1:14 )。恩宠和翼理藉着耶稣而来 (1:17)'

因为饱满温恩宠和虞理，亚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满盈( 1: 16 )。

1: 14-18 包含一些特色的前後呼应( incIusions ) 

(1)见了 (1:14) -见过/详迫(1: 18) j 

(2) 唯一看/父 (1:14) -唯一看/父 (1:18) j 

(3) 恩宠和真理 (1:14) -恩宠和属理( 1:17) 。

这些前徨呼应标站着1:14-18 是一个单元'它们亦肯定了耶稣与天主'

以及人类与耶稣之关保闹的紧密交织'就是本段的中心思想。

1: 14-18 正如 1:1-5 一样'宣认耶稣与天主的密切关保。不过，正如

在 1: 1-5 一样'这盘荠经立的最结目的。作者主要关注的'更在乎人类

对耶稣基督的回应(垒看中心部分 1:6-13 )。作者究竟怎样预先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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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排除人们对耶稣基督可能有的抗拒或疑虑呢?

(1)件看强调基督的人性( 1:14 )。

(2) 他强调耶稣与那位11:n在犹太民族历史中的天主之密切关保。耶稣被

描写为{犹太人)天主的临在{皇着 σKTlν6ω 「支搭帐幕」、 8óçα

「光荣」、 XáPLS' K的 α入内。εlα 「恩克和真理」、以及以恩宠和真

理去取代法律}。

(3)连若翰也为耶稣作证，蓝承认他(基舵先存性}的优越性( 1: 15 )。

(.+)我们己获得了新盟约的恩宠( 1: 16 )。现在要看我们能否翼正(积

极地)去接受它。

(当)作者强调了自己的经验。他好像若翰一样为耶稣件证。作者作证自

己的信仰说: r我们见了他的光荣 J (l:l4) 。作者自己信仰经验

的提边'突显了上边一切的可靠性{奎看 19:35 )。一个很相似的罕

行文可在若-l:l斗找到。 21

这个解释假设了 1:14.16 中三次第一人称樱数( 1 sl pcrson plural ) 

的看法:

川4b r在蛊ill中间支摇帐幕 J =人类

川4c r盐1日见了他的光荣J =作者(及其门徒? ) 

1: 16 r从他的满盈中'韭ill都领受了 ...J =人类。

这种在同一句内的「我们ìJ J '由狭义转到广义的用法'在许多语言中都

弄属罕有。这转换往往是没有任何预先提示的。 1: 16 中的 πáv丁εS' ( r我

们都J )很可能部分是为了扩阔 1:14c 的狭窄视野。「在我们中闸」一

21 垒看B1ru汰， pp. 100-102，尤其 p.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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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含义'要取决船刚出现在其上面的「血肉」一词的广阔视野。

这样'作者便以我们在 1:6-13 中所获悉的基督被抗拒之事实'来

重迹了 1: 1-5 对耶稣的宣认。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将列出序言这三部分

惶的卒行相做之处:

1: 1-5 与 1:14-18 之间的卒行相做因素:

(1)圣言 (1:1-2/1:14);

(2) 先存性 (1:1-211:15 r在我以前 J ) 

(3)天主与基督的关保( 1: 1-2 圣言与天主/1:14 ， 18 子与父)

(4) 光( 1 :4-5 )与光荣( 1:14) (奎看 1: 18 r详迹了 J ) ; 

(5) 耶稣基督是天主( 1:1/1:18μovoyηvη<; 8EÓ<; J r天主的唯一者J ) ; 

(6) 动态的关保( 1:1 npò<; TÒV 8E伽「与天主同在 J /1 :18 

εl<; TÒV KÓÀπov r在怀中 J )。

1 ó- L'与 1:14-18 之闹的卒行相做囡囊:

(l) '1ω巾'Vη<; r若翰 J (1 :ó/l : 15) ; 

(2)σápç r 肉 J (1: 1311 : 14) ; 

(3) Àαμßáv(ù r接受 J (1 : 12/1 : 1 ó) ; 

(4)àÀη8wó<; r 真的J (1:9) / àÀ~8ELα 「真理 J (1:14.17) ; 

(5) r但世界郁不认识他(基督) J (1: 10 ) / r他{基督)给我们详迹了

(天主) J (1 :18 )。

91 



这些我们察觉到的细节清楚指出，以现今形式存在的序言是一个紧

漠的整体。这个三分结构似乎是表现出一个螺监似的内在发匾。 22 第三

部分回到第一部分的思想去，但与此同时'亦综合了中间部分所关注的

事情。

22 垒着 Mcpolin， p. 9 作者比喻读福音有如攀上「一度螺旋棉J 0 

92 



神迹之书( The Book of Signs ) 
若 1:19-12:50

第二章

若望学派的 };HMEIA

Z可μëiov一词在神迹资料的论据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词

在第四部福音的第一部分{匾至 12:37 的结束按语}共出现了 16 次'然

後在 20:30 亨再次出现。在对现福音中'耶稣的奇迹从不被称为

σημdα 。因此'坚持有一个神迹资料的学者便主张'若望所探用的基

督徒资料以σημdα 来称耶稣的奇迹'而不是像对现福音那样通称之为

己uvaμεLS'。我们在这个附录中'将要分别讨论 :σημdα 与 εpyoν

的关保'神迹与言论之间的一致性，若望学派之σημdα 的特筒'看到

神迹而相信的主题'以及若 20:30-31 中σT) ~ELα 之意义。 23

23 我们从众多有关神迹{与工作}的研究中{垒看 Malatesta， Van Belle) ，特
别提出以下论文和专题着远: Be由am， art.Èpyov，句γá(o闷儿 in T11~W 
2(1935)631-649, pp. 639, 642, 646-647, 649 (ET: 1964, pp. 635自652 ， esp. 642-643 , 
645, 649-650, 651); Cerfaux, Les miracles, 1954 (= 1954, pp. 41-50); Charlicr, La 
no(ion de siglle, 1959; Mollat, Le semeionjohannique, 1959 (= 1979, pp. 91-101); 
Fonncsyn, Le Sèmeioll johallnique, 1962; Riga, Signs ofGlory, 1963; Rcngstorf, 
<JTHlEl OV , in TWNT 7(1964)199-261 ， 即二 241-257 (ET: 1971 , pp. 200-261 , esp 
243-257): Ho岛cck， Semeioll, 1966; 1970气 Erdozáin， La fllnción del signo, 1968; 
Wilkcns, Zeichen Ilnd Werke , 1969; Becker, Wllllder, 1970 (= 1980, pp. 435-461 , 
461 -463); Inch , Apologetic Use of 'Signs', 1970; Riedl, Das Heilswerk Jesll , 197\ 
ßctz, Problem , 1974, pp. 34-44 (= 1987, pp. 409田419); Wesen , 1977, pp. 120-151; 
Léon-Dufour, Alltour dll johallniqlle, 1977 (Les miracles, 1977); De Jonge, Siglls 
alld Wm缸， 1987 (= 1977, pp. 117-140); Hoeferkamp, The Relationshi队 1978;
Hciligcnthal，缸1.Èργoν， inElf如T2(l 981)123-127， cc. 124-125 (ET: 1991 , p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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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若望福音内的 σημELOV 及 EPγoν

在第四部福音内的奇迹'可被称为σnμ4α 或是pyα; 大致上两若

是用作同义词。不过， σημElOV 一词似乎较 εpyov有更挟窄的含义。

l. l. L;ημELOV r神迹」是《若》惶最具特色和最重要的词囊。它在《若》

樱共出现了 17 次'而大部分是用来指耶稣所行的奇迦但i青奎看 10:41 : 

iωávvηgμ主νσnμElOν 兰π0(11σεVOυoÉV) 。按使用这词的人来研

究'可分为 4 大类: (a)7 次来自犹太人(或群众)的口: 2:1S; 3:2; 6:30; 

7:31; 9:16; 10:41; 11:47 i 其中 1 次来自司祭长和法利塞人提出的反对

51 , esp. 50); JVerke als Zeichen , 19&3; Boisrnard, Rapports, 19&2; Bctz, in mJ<到T

3(1983)569-574 (ET: 1992, pp. 23&-241); Neil)'口ck， Semeia-bron , 19&3 , pp.20-2R 
(ET: 1991 , pp. 66&-677); Reinhartz, Jo/m 20:30-31 , 1983 , pp. 20-53: <<The 
Meaning ofsemeia in 20,30>> (垒看 pp. 209-210); Grob, Faire l'oellvre de Diell, 
1986, pp. 46-74; Bittner, Jesll Zeichen , 19&7; Schnelle, Christologie , 19&7, pp. 
161-167, 1&0 (ET: 1992, pp. 144-150, 162); Collins， λliracles and Faith , 1990 。
垃请垒着以下注辑和专题着边的专题讨论和部分: Bcrnard, JO~IIl， L, 192 日， pp 
CLXXVI-CLXXXVI; Barrett, Jo/m , 1955 , pp. 62-65 (197R', pp. 75-78) ‘ 

Schnackenburg, Johannesevangelillm , 1, 1965 , pp. 344-356 (ET: 196日， pp. 515-
52&); Brown, John , 1, 1966, pp. 525-532; E. Schweizcr, Ego Eimi , 1939, pp. 13&-
140; Dodd, Illtelpretation , 1953, pp. 141-143; Tracts , foirJês lI 霄， 1967, pp D2-
145; Boice, Witness and Revelation , 1970 , pp. &8-100', fortna , Gospel of Sig1lS, 
1970, pp. 20 n. 1, 36 , 146, 19& n. 4, 231 n. 4; Predecessor, 198&, pp. 235-250 (cp 
Signs, 1970); Wead, The Literary Divices, 1970, pp. 12-29; Morris, Jolm , 1971 , 
pp.6&4-691; Selo吨， Cleansing, m, 1971 , pp. 19&-201; Konings, Joh. verhaal, ITI, 
1972 , pp. 294-29日; Sma l1ey, Joll1l, 197日， pp. &6-&8; Nicol , Seme阳， 1972 , pp. 113-
119 (亦请垒看 pp. 139-142: (Theologica/ Literatllre on the Semeia) ); Kysar, 71,e 
FOllrtll Evange/ist, 1975 , pp. 222-233 , esp. 225-227; Albr巳cht ， Zellgnis dllrch 
Wort Imd Verhalten , 1977, pp. 133-166; Burge, rhe Anointed 0 1le, 1987, pp. 74-
&1;ηlOrnpson， HlImani纱， 19日&， pp. 53-邸 ， 142-147; Wagner , Aliferstehll1lg, 19&日，
pp. 2&9-292; Morris, Jeslls is the Christ , 19&9, pp. 1-19; LlÎtgchetrnann , Die 
I!ochzeit, 1990, pp. 216-23&; Davies , Rhethoric and Referellce, 1992 , pp. 221-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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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 1 次来自尼苛德摩的口( 3:2 ) ; (b)4 次是群众所目睹的对像:

2:23; 6:2.14; 12:18; (c)4 次来自挝迫者的评在 :2:11;4:54; 口:37; 20:30 ; 

(d)2 次来自耶稣的口: 4:48; 6:26 。

在《若》中， σημE[，OV 与对现福音中的 6úvαμLS'有同一意义。 7

个奇迹中的 5 个被称为σημElOV :变水为酒( 2: 11) ，治好王臣的儿子

( 4:54) ，跟饱 5000 人 (6:14 ，26) ，治好胎生瞎子 (9:16) ，和复活拉

臣操( 12:18; 垒看 1 1:47 )0 至拾治好瘤子一事茧不被标器为σημElOV , 

反而用了 Ëpyov 一词( 7:2 1:皇看 5:20， 36 )。只有步行海面一事'盹

不称为σημElOV 亦不叫作叩γOV 。此外， σημElOV 一词多次以其樱

数σημdα 作为耶稣奇迹活动的总称'而不讲出故事的细节: 2:23; 3:2: 

6:2,14 (异文) .26; 7:31; 9:16; 11:47; 12:37; 20:30 (垄看 10:41 )。在大

部分这些例子中， σημdα 一词是指前面刚提泣的奇迹故事，但在 2:23;

3:2: 6:2 ，26 及 9:16 中，这词也该包括福音圣史渲有提边的其他奇迹'尤

其是治愈的刽边'有时还提到奇迹数目的众多( 11:47; 12:37; 20:30 )。

此外'当σnμεlOV 用在耶稣所行奇迹的撮要报导时，群众是因了奇迹

而相信'或者即使看见了奇迹仍不相信。

σημElOν 的辄念有一个独特的神学特筒，蓝能导引我们进λ若望

神学的核心。这是一个与基督有关的辄怠。对《若》来说， σημdα 与

那位施行σημ1α 的人是分不开的 ;σημdα 引起与耶稣出现有关的问

题(皇看 6: 1仆，提要人作出挟持。它们是显出耶稣真本性和 6óçα 的

一个方法 (2:11; 11:4 ，40) 。初步看来，在所有 17 个实例中'神迹都是

耶稣在门徒眼前所行的重要工件'是些接本质能引导人信从耶稣默西

亚、天主子的奇迹{奎看 20:3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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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主pyov是《若》攫另一个指示奇迹的词囊。当《若》所描写的耶稣

亲自谈及《若》称为σημëiov 的事实时'他总是称之为主pyov 的。

Ëpyov 一词在《若》所出现的 27 次中. 17 次是用来指奇迹'不过与

σημEÎ.OV 不同之处就是'它常被用抬言论的材料上，其中 3 次用作单

数 (7:21; 10:32b,33) • 14 次用作檀数( 5:20,36[x2]; 7:王 9:3 ，4;

1O:25,32a,37,38; 14: 10, 11 , 12; 15:24 )。在这一切的实例中{除了 14: 10) • 

一如σημEÎ.OV 的实例一样'耶稣是施行 εpyovl-a 的人。奇迹作为耶

稣的工作'具有启示的特性和获人承认的作用(垒看码 11 :2-6) .同时

亦表示出父子之间的结合一致 (4:34; 5:36; 6:28-29; 9:4; 10:25,32 ,37; 

14:10; 17:4) 。子完成 ËpyαTOÛ 8EOÛ' 最行派遣他来者的旨意。因此，

那些工程便证实父源遣了子。

耶稣所讲的话也可当作工作 (5:36-38; 8:28; 14:10; 15:22-24) 。在

4:34 及 17:4 惶. Èpyov指耶稣的整个生命与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指他把

父启示出来，这是透过他的工作和说话而完成的。不过这茧赤说'在

《若》徨耶稣的说话与他的工程/神迹是同一件事(布尔特曼 Bultmann

的意见)。从 10:32-38 及 14:8-12 看来'福音圣史清楚区分这两个意义。

在其他的实例中. Ëpyov 若不首指一个奇迹时，其主词可以是父

(5:20; 14:10; 垒看 5:17; 10:32) ，也可以是门徒们 (14:12) .他们继

续耶稣的工作，甚至会做一些比耶稣所做的更伟大的工作，因为受到举

扬的基督会藉门徒而工作。这主词甚至可以是一般人口:19，20， 21 )、群

众( 6:28,29 )、时σμoS" ( 7:7 )、亚巴郎( 8:39 )、或者是魔鬼( 8:41 )。

至於这些工作的道德性'要视乎它们是否在天主内完成 (3:21; 6:28.29; 

8:39; 14:12) ，还是来自靡鬼或世界 (3:19，20; 7:7; 8:41 )。

故此.Èpyov 盘不一定解作「奇迹 J'亦不限指耶稣的活动。σnμd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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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是指耶稣的启示性「行动J;而叩γα 也可指耶稣的启示性「说话」。

还有， σημElα 只陨指耶稣公开性的行动'而 εpyα 倒也有关巴接受

光荣(举扬)的基督的工作。此外， σημElOV 主要是个基督论的

( christological )辄念，表达出那舍人产生信德或不倍的耶稣 8óçα 之

有形可见的启示'而在pyov 部有更广泛的含义。从这观点看来. Ëpyov 

是一个救赎论的( sotcriological )榄念。但当它指门徒的工作时'便带有

教会论的( ccclcsiological )意义。最徨，当幅音圣史i井论到人们的

主pγα 1TOVηpá/dyα8á 时'它便带有道德的( cthical )意义。

1.3.虽然福音圣史清楚区别σnμElOν 与 Ëpyoν ，但这两个词的重叠使

用'正显示出《若》茧无意黑白分明地区别它们。不过，圣史藉着探用

主pyα(Xplσ丁oû/8εoû) 一词，盐未否认或限制σημdα 一词的绝对基

督论意义'反而予以加深'作为准确指出降生成人者的启示行动。这两

词的互通是明显的，甚至出现在同一章之内(垄看 7:3 与 31;9:3-4 与 1 ó: 

10:25 ， 32 ，3 7-3R 与 41; 12:37 与 15:24 )。除此之外，这两词还出现在相似

的词组结构中'而且常被列为若望学派之特色:

(a)σημElOν 的 17 个实例中. 14 次出现在 πOlÉωσημElOV/-α 「施行

神迹」的词组结构肉'其中 5 次是单数(4:54; ó:14 ,30; 10:41; 12:18) , 

9 次是檀数 (2:11; 2:23; 3:2; 6:2; 7:31; 9:16; 11:47; 12:37; 20:30) 。而

σημElOν 其馀的 3 次分别是有关一个神迹的要求( 2:18 : 

丁iσημElOV 8ElKVÚELS' ημ1ν ， ÖTL TαÛTαπOlEl S'; r你给我们显

甚麽神迹，证明你有权柄作这些事? J ) ，找寻耶稣( ó:2ó : 

(T]TElTÉμεOUK 己Tl d8εTεσημdαdn' 已nÈ中áyε丁ξ 兰κ

TWV äp丁ωV KαL ÈxopTáσ0ηTξ 「你们寻找我，盖不是因为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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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而是因为吃愣吃饱了 J ) ，以及《七十贤士本》惯用的词组形

式 σημdαKaL TÉpαTα 「神迹和奇事 J (4:48) 0 -Ëpyov 亦在

5:36; 7:3 ,21; 10:25,37; 14: 10,12; 15:24 中'与有OLÉω 一起连用{其中

5:36; 10:25 及 14: 12 : Tà Ëpyα& 兰yφ 丁TOLW r我所作的工作J ; 

亦请奎看 8:39 ，41; 17:4); 亦请比较特色的句yá(oμUL Tà Ëpyα「做

工作J ( 3:21; 6:28; 9:4 )与丁ξÀElÓωTO 主pyov r完成工程 J (4:34: 

17:4 )。在 5:20 及 10:32 中'翻用了动词 6ELKVUμl r 指示」。

(b) 在数个实例中， σημELOV 一词是与感知动词 (vcrba vivcndi )一起

连用的: a) òpáω( 或ε160ν) r看见」、「认识」、「体验 J : 4:48 

(l6ηTξ) ; 6:2 (奎看 ÉwpωνTextus Rcccptus T V N25 )‘ 6: 14 

( t6ÓVTES' ); 6:26( E'(6ETξ): 6:30( L6ω阿ν): b) 8E(!)pÉW r 看见」、

「发觉 J : 2:23 (8EωpOU盯可) ; 6:2 (ε0ωpouv )。在 12:18 中，

探用了另一个感知动词 ÙKOÚω 「听见」、「了解」。此外， 12:37 

的占μπpOσ0εvαÙTWV r 在他们面前 J '以及 20:30 的

注νW1TlOV TWVμα8T]TWVr在门徒前 J' 都可按同样的思路来解释。

这几个感知动词连同 8Eáoμαlr看见」、「注意」和ßÀÉπω「看见」、

「认为」、「发觉」、「老虑 J '在《若》攫具有-个重要的角色。

一在 7:3 中'是pyov 亦与一个感知动词 (8εωpÉω) 连用;请比

较在 9:2-3 (皇看 3:21 )肉中α时间ω 「显露」的应用。

(c) 在这 17 个σημElOV 的实例中'不论是明言或含隐地，信德都是基

胎神迹的(奎看 6:26 的6丁l )。在其中 10 个实例中'动词 mσTEÚω

「相信」噩接出现抬上下文内: 2: 11 ,23; 4:48,54 (奎看 4:53 ) : 6:30; 

7:31; 10:41 (垒着 10:42) ; 11:47 (叠着 11 :45.48 ) ; 12:37; 20:30 0 1:曹

比较 ÙKOÀOueÉω「跟随 J (6:2 )、白TÉω「寻找 J (6:26 )、加αVTá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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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J(12:1&)的应用。一εpyov一词亦在 5:3&( 垄看 5:36 ); 6:29; 

7:3; 10:25,37,3&; 14:10 ， 11 中'与动词 mσ丁ξ白ω 一起连用。

(d)σημElOV 与 Ëpyov两者都密切与《若》的 8óçα 「先荣」主题

( 2: 11σημLOV )和动词 80çá(ω( 17:4-5 Ëpyov )相连。

(c) (若》袒有些动词'是具有与 σημE10V 和 Ëpyov 相同字棍的'

它们分别是 ση11α LVω 「指示」、「表明」和兰pyá(OIlαl r工作」、

「执行」、「完成」。第一个动词只出现了 3 次'而且常以典型若

望学派的措辞 σημα{νωV 1TOL <.p eα时T<.p r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

而死 J (12:33; 18:22; 21:19 )。第二个动词共出现了 8 次，

3 次以句γá(oραl Tà Ëpyα 「做工作」 的词组结构形式，

如上面雷提及的一样。除此之外'在 6:30 中'两个词组

都彼此紧密地连用在一起 :Ti obπOlELS' σuσημElOV， 

lva t&ρμενKaì. 1TlσTEÚσωμÉvσOl; TL 注pyá(1J ;r那麽'你行

甚摩神迹给我们看'好叫我们信服你呢?你要行甚麽事呢 ?J 。亦

湾比较-飞 i 群众所说的 μ订有ÀElOVασημdαπOl叶σεt

「难道会行.更多的奇迹吗? J '以及 5:20 耶稣所说的

με((01'αTOÚTWV 8E(ÇElα0丁中 Ëpγα 「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

示给他J 0 

这两个词在用法上的相似'使我们难以把它们归属两个不同的文学

层次:神迹资料 (σημdov )和福音圣史 (εpyOV) 。

2 神迹与言论之间的一致性

不但只在σ门IIELOV 与 εpyov 两词之间有一个相互关僚'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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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i革(奇迹故事}与言论之间也亦然:神迹使言论有了基础'清楚说明

子与父的关保。对《若》来说'神迹由加显出天主在耶稣身上运作的能

力，因而启示了天主的光荣。这能力可被称为施予生命的能力，涉及物

质的世界与生活必需的因素(食物、水、酒、身体的治疗、根复生命)。

福音圣史在奇迹故事中i井边耶稣施予生命的能力;在言论中'他给我们

解释看到一个神迹时可以领会些甚麽。

第四部福音的圣史以不同的文学手段对神迹作评注: (a)一个解释

性的言论可跟在一个神迹後面{若 5; 6) j (b)对话和言论可与教迫错综

交织在一起(若 9; 11; 垂着若 4 ) j (c)敏迫可先抬言论( 2: 11; 4:46-54 )。

汤普森( M.M. Thompson )说得对: r附於神迹故事後的言论，芷弈一

些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由神迹特独的事实本身产生出来的。当耶稣

重要饱 5000 人时'他便被启示为『生命之粮 JJ j 当他开启一个瞎子的眼

时'他便向人启示出自己是『世界的光.!I j 当他复活拉匣操时'他便向

人证实他自称为『复活与生命』的真毁性J 0 

因此在《若》中'事件本身，即若望学派所称的神迹，就是襄徨性

的行为。整部福音'包括刽迫与言论'都被错综的象笛体系连结在一起'

在这福音所描写的世界中，一切现象一包捂事物和事件一都成了生

活和走动的永恒圄像'而不是被一面薄静隐藏起来的'圣言就是在这样

一个世界中成了血肉。福音圣史把言论与神迹结合起来，正表示出它们

是要从襄茵的角度来理解的。由抬刽迫与言论的这个一致性'我们噩蹬

一个欠缺言论部分的前若望资料存在的可能性'我们盘且杏认奇迹故事

与言论分属不同原始资料的可能性。福音圣史视锁迫与言论二者对其着

件的目的同样重要'然而'他翻以一种发人深思、和毫不单调的方式'使

刽迪和言论之间的关保多样化。

ov 
o
υ
 

1 



3. 若望学派σημdα 的特色

3. 1.我们在《若》捶可以找到新约中最舍人称奇的奇迹。耶稣在这些伟

大的奇迹中'显示出自己的天主性。在每个奇迹故事中'可以清楚见到

一个强调奇异性本身，和描写耶稣具有无限能力的倾向: (a)耶稣造出了

约 120 加仑的酒( 2:6) ，而毫不知惰的司席证实了该酒为上盛佳酿

(2:9-10) 0 (b)耶稣在加纳以一句话'立刻治好了遥远及垂死的王臣之

子( 4:47 ，49; 垂着路 7:2 )。福音更详细地描写了，这位父亲怎样意识到

他儿子痊愈的一刻'正是耶稣发出治愈之语的那一刻，因而使他和全家

都相信了 (4:52-53 )。这敛迫与玛 8:5-13 和 7:1-10 中的卒行相傲的故事

相比'确有着天渊之别。 (c)耶稣治好了一个疯痛了 38 年的人口:门。

(d)用 200 德纳所买到的饼也不能饱蟹的大韩群众，竟能被耶稣以致块愣

和鱼鲤饱了( 6:7,10) 0 (巳)在步行海面的奇迹故事中'还有一个对现福

音没有记载的额外奇迹:小船还在凤浪大作的海中，但当门徒把耶稣接

到船上来时'一切都回复了正常， r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6:21) o(f)耶稣治好了一个胎生的瞎子( 9: 1 )。但)他复活了己死去 4

天的拉臣棒 (11:17) 0(11)奇妙的渔获描写得生动活泼:网中充满大鱼，

总共 153 条'而阿竟然没有被扯破( 21 :6, 11 )。

3.2 这种对事情奇异性的「浓fl::; J '是与描写耶稣主动摇取行动这个倾

向有关的。在其中 3 个奇迹中'耶稣驳斥了人们对他所作的要求.( 2:4; 4:48; 

11:6) ，盘以出乎人意制的反应行动，来表示自己稳操自发行动权。在

其他的奇迹故事中'耶稣完全探取了自发的行动{盎看 7:6-10， 14 )。这

个特色可与其他段落相比'其中福音圣史记载'耶稣的对话者从一个纯

粹人性和自然的层面上去思维'而耶稣部超越了他们的要求和期望(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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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3:3-4; 4:15; 5:6-7; 6:32-33; 11 :22-24; 亦请垄看 8:59; 10:39; 11: 11 ,30; 

lR:3G; 20:17 )。

3.3. 不但只耶稣所行的奇迹'而且他的超性知识和全知，都能指出他的

天主性。我们在奇迹故事中找到这些特筒{奎看 5:6; 6:6 ， 15a; 亦清皇看

.. UO; 11:11 ,14-15) ，而那些地方的主题与描写耶稣探取主动的倾向有

关。即使在奇迹故事以外'耶稣超性知识这个主题也屡屡出现:耶稣知

道自己的命运 ( 2:19 ,21; 3:14; 4:35; 6:64 ,70; 8:21 ,40; 12:23,27; 

13:1 ,3,11 ,17,18-19,38; 14:29; 16:4; 17:1; 18:4,32; 19:28; 垂着 15: 18-26) , 

他知道自己门徒所想的东西( 16:19; 皇看 6:43 ，61) ，他认识人类'盐

知道他们心中的思念( 2:24-25; 5:42; 6:64) ，他讲解圣经'虽然他从来

学习过( 7: 15) ，他认识伯多操 ( 1 :42 )和纳塔乃耳( 1:47-48) , 

也知道撒玛黎雅妇人的过去生活 ( 4:16-19,29,39 )。耶稣的知

识所具的意义'在 16:30 门徒的宣认中表达了出来

l'ÛV 0'(8αμεV ÖTL 018αgηáv丁ακαì. OÙ XPεiανEXεL S- '( Vα 丁[S-

σε 注pωTq.' 注V TOÚ丁4l πtσ丁εÚOμεν 己TL cinò eξOÙ 兰巳司Àeε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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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叠着 2 1:1 7) 。这种对耶稣奇妙预知能力的强调'与他施行奇

迹的事实卒行'都指示出了他的天主性。这是福音圣史在整部福音中故

意探用的主旨。

3.4. 奇迹的伟大不只揭示了耶稣的天主性'而且还有他的人性。因此之

故'福音圭史在刽边每个奇迹时'都强调具体的物质性方面、确凿性、

神迹的事实: (a)在第一个加纳神迹中'奇迹的事实不但靠变成了酒的水

之份量 (6 口石缸，每口可容 20 或 30 加仑71< i 垂着 2:6 )得以说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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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有那毫不知惰的司席对酒的品尝和嚣羹所作的见证( 2:9-10) 0 (b) 

在加纳的第二个奇迹中'王臣的仆人肯定他的儿子是在耶稣说出治愈的

话时痊愈过来的 (4:51-53) 0 (c)当耶稣说过了治愈的话徨'那个在贝特

匣这池边患病巳 38 王军的人( 5:5) ，便立刻痊愈了，篮拿起自己的担架

来行走( 5:8-9) 0 (d)在摆饱 5000 人的行动中( 6: 10) ，即使 200 德纳

也无法买到足够的饼'可以使每人分得一小块 (6:7) ，然而耶稣剖靠 5

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6:9 )使众人都得到饱蟹'而且门徒还收起了 12 篮

碎块 (6:12-13) o(c)耶稣在海面上步行的事实，尤其在 6:22-25 中得以

说明。(1)认别胎生瞎腥的人( 9: 1 )就是那复明的人，这点尤其明确地到

肚 9:9.20.25.30 中。 (g)在复活拉臣梧的事迹中'玛尔大明确说出拉臣操

羁的死了: r主 1 已经奥了'因为已有四天了 J (11:39) ，但当耶稣发

言後( 11:43) ，死者在周围站着的众人面前( 11 :42 )走了出来'手脚

还撞布条缠着，面上还禀着汗巾'耶稣下舍他们解开他'让他行走

(l l:.U) o (h)21:1-14 提到门徒无法把阿拉上来 (21:6) ，因为网惶满

了大鱼'共 153 条 (2 1: 11 )。福音圣史藉描写耶稣的事迹，使人看到耶

稣的 òóçα ，这样一来'神迹便成了说明降生成人的圣言( 1:14 )的最

佳方法。

主张神迹资料说 (scmcia hypothcsis) 的人'认为若望学澈的这个

σημdα 特色一奇异性的浓化'描写耶稣探取自发性行动的倾向，耶

稣的超性知识和全翔，以及强调具体的物质性等一是来自那称为「神

人混合体 J (8EÎ.oS' αVlÍP )的基督论。但是贝菇( Bctz )和毕特纳

( Bittncr) ，以及其他的学者都认为'那些极度浓化的奇迹实在是属抬

福音量史本人的致趣的。其实，有些主张神迹资料存在的学者认为，若

望蓝没有相反他所得的资料'况且某些学者如克泽曼( Käsernann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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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Lona) 、阿普拉德 (Appold) 等甚至强调说'福音圭史本人完全接

纳这种奇异性的液化情况。福特纳 (Fortna) 也认为， <若》浓化了某

些破认为适合这神人一体的耶稣形像部分。

4. 看见神迹而相信

《若》惶有「着见神迹J 和「相惜」两个层次，可是从原始文献考

证上去解释这个分别似乎是不正确的，我们其实可以对此提出其他的解

释。有些学者以为'指青圣史从人们对耶稣所行奇迹的反应描写出不同

的「雷德程度」来。按这种解释'福音圣史盘不排斥或贬值囡神迹而来

的倍德'他只是认为这种信德是不宜、或属暂时性质而巳;神迹是走向

更深和更成熟的门徒身份的第一步。最近'施纳拉( Schnelle) 和汤普

森 (Thompson) 一起指出， <若》一向对σημElOν 的观念有一个积极

的看法，而且我们不可以说第四部福音檀有一种「奇迹批判」

( Wunderkritik )存在。神迹能引发惶惶或是不信的态度。我们从第一

个神迹的结论。: 1 门'和全本福音的第一个结论( 20:30-31 )这两段

重要文句中'可认识到神迹的如果:作为耶稣 8óçα 的启示，它们

引发信德;在看见一个 σημElOV t量'跟着而来的就是

mσTεÚELVε讼 "ησOÛV XplOTÓν 「信从耶稣基督」。这个「看见」

与「相信」之间的「弈二元论形式」的连粟'尤其明确的见於 2:11 ， 23; 4:53; 

6: 14; 7:31; 9:35-38; 10:40-42; 11: 15,40,45; 12: 11; 20念，25 ， 27 ， 29a; 盟假定

抬 4:39; 6:2; 9:16; 12:18 中。信仰耶稣基督为天主子，不但是本福音的目

的'而且从总体上看亦是降生奥迹的用意( 1:7,12) ，因此'也是整个

救恩史的目的。凡借从耶稣基督的人就有永生 (3:15 ， 16 ， 36;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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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40,47,69; 7:3,8) j 那不信的便定嚣( 3: 18 )。可是'奇迹也引来不

信。这点在结束耶稣公开生活的总结性陈迹中( 12:37-38) ，以怯 53: 1 

的话明确的提及了。《若》在神迹的记迫中说明了不信的本质所在:在

面对σημdα 下'不信就是去否认那不能否认的事实:耶基督是天主子。

奇迹与不信之间的关连'说明了按福音圣史的看法'奇迹鼓不是像魔术

般运作的。值管神迹有启示的特性、具体性和事实性'它们仍要求人作

出决定来。正因为神迹能同样地引发出信德与不信来，它们便成了耶稣

整个传教活动的一个基要部分'整体说来，耶稣的传教活动也引发出信

徨或不悟(垒看例如 5:47; 6:36,64; 8:45,46; 10:25,26; 16:川。

因此，对《若》来说'神迹本身常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假若神迹未

能产生信德( 9: 16; 11 :47-53; 12:37) ，过错盘不在加神迹的不足或它们

所引致的信德不适当，而是在始那些坚决拒绝看见的人。话虽如此说，

(若》当中也有些章节似乎排斥神迹'和由它们所引发出来的信德(奎

看剖口 2 23-25: 4:48 )。我们不可否认， <<若》所表达出来的耶稣'为

了某主理由认为基於掉进的信德是未能舍人满意的。不过'正如汤普森

有关 2:13-25 上~&合理地提到的'问题芷不在拾神迹本身，而是在抬「许

多人」的信德而已;这些人盘拌因为看见神迹而相信'因而受到了批评。

在 2:23-25 中受到轻视的'盖不是由神迹所引发的信键，而是那不能持

久舱门徒身份或i苦的信罐。若 4:48 盐奔福音圣史所加插的批评，藉以

纠正人们对奇迹的幼稚信德'正如那发生在对现幅音传统中的一样;再

苔'这章节肯定没有一个「奇迹批判 J (Wunderkritik) ，因为它引出

了一个比人们所要求还要大的奇迹{遥距泊病)。

福音圣史对神迹的积极解释'以及上面雷提及的对神迹的具体物盾

性方面的强调'都不能冠以低级基督论或默西亚论( lowcr christolog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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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sianism )之名'监与《若》的高级圣言论( highcr logos doctrinc )对

立起来的。事实上'奇迹是不能脱离《若》的基督论中心'即那出现拾

子降生奥迹中的父之最徨启示。虽然现在很少人会对神迹件纯象笛性的

解释'但仍有人在《若》的释经中'主张《若》的神迹是用来指示一些

更高超的事物'而神迹只能引发一个初步的信仰，盘旦神迹实际上对福

音圣史的基督论盐没有多大重要性。假若我们同意拖纳拉和汤普霖的意

见'认为《若》的福音圣史本人，以神迹的具体物质性为明白耶稣的关

键'而且神迹盘荠与信德无关的话'我们便不会被迫去假设一个受到福

音圣史的神迹神学现所窜己量的神迹资料了。不论是神迹的物质性方面，

还是它们的襄徨性方面'全都属m:福音圣史自己的旨题。

5. 若 20:30-31 中σημdα 的意义

《若》的编辑佬订者在若 20:30-31 中区别出(民ν... ÖÉ ) 20:30 : 

1ToÀÀàμbp oDlYKαì. aÀÀασημε1α... ， å OÙK 走σTLVγεγpα弘μÉVα

ÈV T(9 ßLßÀLty 丁OU丁ω 「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 J '与

20:31: Tα♀Tα8主 yÉypαπ丁αL r这些所记录的」。大部分学者都同意'

丁αÛTα 盘不指画接之前的缸'丁(♀队队L4l TOÚT4l '而是指σημdα 而

言。然而对σημdα( 和 TαÛTα} 的意义'部有不同的解释。

5. 1.有些学者把 20:30 中的σnμdα ，当作第 20 章内所记载的显现的绝

对、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提迹，作为证明复活的记号或证据( documcnta 

rcsurrcctionis, TEKμηp(a: 垒看宗1:门，由此更可推论到 20:30-31 只是

复活刽边 (20:1-29 )的结论，而不是全福音的结论。

5.2.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 σημdα指复活的显现'亦指其他的奇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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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31 中， ((若》似乎无意排除在 1-12 章中所记载的神迹'但《若》

肯定也包括了 20:1-28 中向门徒的蛊现'鼓引领他们去宣认耶稣为主 0

20:25 与 4:48 之间的相似之处，指出《若》把显现视为神迹。

5.3. 其他的注释家特别指出，虽然σημdα一词主要解作:耶稣藉以证

明自己是默西亚、天主子的奇妙神迹 (30:31; 垒看 12:37) ，福音圣史

邵扩阔了这个概念。神迹在耶稣的工作中构成了与众不同的特色{皇垂

10:41 ) ，以及连接其馀内容{尤其是言论)的历史基础，以致当福音圣

史探用丁(1 [，'1((及σ1111Elα 时，他心目中是包括整部擂昔的内容在内

的。施纳拉很合理地主张这种解释'来抗衡神迹资料的假说。假如 20:30

中σll~lElOl'一词'是受到奇迹故事唤起信德之作用，与整部福音目的之

间的-致性所规范的话'我们在此便可同时觉察到，在σnμElovi主榄念

之应用上的延续和扩展了。《若》故意提到他对奇迹传统所作的解释'

但与此同时，他又利用σημElOV的现念来解释他对耶稣言行的整个描

遥'这埠为他在 20:31 中对其宿营目的所要作的声明作好准备，届时

~ -
对郡莹主张押迹资料的入来i说兑， σημε1α一词茧荠特别适宜作全部

福音的总汇，而只适合作一组奇迹的代表词囊。不过，他们指出福音圣

史按自己的方式来利用资料的结束部分'他们甚至倾向加接纳圣史雷扩

阔了σημdα一诵的含义之讲法。史纳根堡( Schnackcnburg )便营这样

指出， σημElOV一词一面都挺重~1i全耶稣的世上行动(奇迹) ，如今部被

扩阔了。他同意尼科尔 (Nicol )的讲法'认为ση~E10V的槌志被扩阔去

包括复活的蛊现，显出了这榻念的惊人弹性。不过，史纳根堡业不像尼

科尔那样，把σnμεlOν的含义扩展至《若》对耶稣所宣讲的一切，包括

他的所有言行在内。但我们邵要问:就史纳棋堡或认这榄怠有扩展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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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他对神迹资料的论据会否因而失去了效力?

就连接纳神迹资料说的孔策尔曼( Conzclrnann )也认为'整段若

20:30-31 都原属《若>> (反对布尔特曼 Bultrnann) 。每个σημELOV的实

例，都是福音圣史後来加λ的。贝卡 (Bccker) 不赞成孔策尔曼的意见，

那认为 20:30-31 中的 σημEl.OV 一词'是构成区分原始资料的原因'按

他的看法， 福音圣史根本不关注到 20:30-31 内 σημELOV 一词的概

念，他只是为了来自神迹资料的压力'才把它引λ经文肉。他更不71t

认整部福音可归纳到 σTWELOV 一词去。 福音圣史只从那

个加於神迹资料结语上的部分( 20:31b :καl 'LVα 

mσ丁EÚOVT时，w~v EXT1TE Èv Tl~ ÒVÓμαTLαÙTOÜ) ，来看子的整

个启示活动。可是， 20:31a 樱的基督论主张'岂能与 2(Ulb 惶的救赎论

意义分离呢?贝卡在他注释的第 3 版中'仍强烈反对施纳拉的意见'贝

卡认为一切对σqμdα更广阔意义的选择，都是些纯粹的假定。可是'

他为支持自己立场所提出的 4 个论据'都不能舍人信服:

i.L:ημELOν只出现在若 1-12 '而从不出现在若 13-17 及其徨(除了

20:30) ，鼓且只表示耶稣在世上的一个奇迹。 一我们在口认为对《若》

来说， σημELOν固然是指一个奇迹'但从它在福音惶的第一次应用看

来，可清楚知道它所指的奇迹是具有一个意义'指向一个更高的事实'

即 8óçα的启示( 2: 11 )。这意义在整部福音中，都透过两个方式来加

以解释:即透过与奇迹密切连整着的言论'以及透过应用一个大致卒行

相傲的词堂去pyOVo 因此，σημdα的意义可以被扩阔:梧音圣史以 20:30

中的σημELG来指出耶稣的整个活动、他以天主子身份的降生成人的奥

迹、以及他有关父的启示。

ii.教会的编辑修订者在利用 20:30-31 时'有意擅冤σnμdα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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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宁要报用 TαÛTα- 词来综合耶稣的整个活动

KαL ó ypáljJαÇ' TαÛTα 「写下这些事的J (21 :24 )。一但我们认为，

贝卡以 2 1: 24 中的 TαÛTα 与 20:30 中的 TαÛTα 相比'是有误导的成

份。多德 (Dodd) 似乎说得对: 21:24 中的丁OÚTων 和丁αÛTα 盘不指

全部福音'而是指匾接之前的事件'或者是指整个的若 21 '然而 20:31

中的 TαÛTα 剖指全部福音而言'他的意见亦获得罗伯菇( Robcrts )的

附和。

iii.在韧期基督教义中'有另一个更适合的措辞来综合耶稣整个生

罕的教迹。贝卡所指的就是宗 1:1 :汀印l TrαVTων， ...， ωv 

前pÇGTO Ó ' I T)σOÛÇ' TrOlELνTξKGL oLoáσKξlV r 论及耶稣所行所数

的一切 J ;路 24: 19 :由主PY41 KG L À.óY41 r行事说话J (垒看宗 7:22 : 

兰ν À.ÒYOlÇ' KGL 走PYOLÇ' r 讲话办事 J ) ;亦请垒看玛 28:20 : 

πávrα6σαÈVξ丁ξlÀ.áμηνuμlvr我所盼咐你们的一切」。由 15:22.2~

看来，若望团体似乎也知道类似的措辞'着重以说话作的启示先加以行

动性的启示。 一《若》用σημdα一词来综合耶稣的行动'似乎有点

舍人惊讶。但我们认为'贝卡盘来颐及到《若》的用语: <若》一如在

其他刽遮部分一样'当他要综合耶稣的行动时'在 20:30-31 中探用了

σημdα{πOlElV )一措辞'然而在言论部分'为了同一目的'他剖探

用了 Ëpyov 的榄念。

iv. 贝卡认为， <若》可能是初期基督教义中'唯一以σημ4α一

词来描写耶稣的整个活动的。若 13-17 的言论解释了苦难和复活的意

义'使这点显得尤为显著。 一我们认为'如果《若》在 4:34 及 17:4

耶稣发言时'向且用了 εpyov 一词来综合耶稣的全部行动，包括他所

言所行的一切，那麽《若》以一个作者的身份，岂不能探用一个大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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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σημεlα来指他的整部福音呢?我们反而认为，这正是《若》对

初期基督徒思想所作的贡献:眼然奇迹是指出耶稣的降生奥迹和他有关

父的启示的优越标记 'σημdα一词便可以用来代表耶稣的整个启示性

行动。正如我们在上面雷提过的. <<若》内的挝迹和言论部分'是彼此

错综交织着'盐彤成一个一致的总体的。 σημElOV一词不见胜福音的第

二部分'鼓不构成一个反对理由:若 13-17 涉及耶稣的临别赠言'监按

《若》的习惯探用了 Ëpyoν 一词;而若 18-20 翻描写耶稣居示的完成，

和他在十字架上被举扬及复活'虽然《若》鼓j虽有称耶稣的苦难为一个

σημELOV ·但我们可以假定 20:30 中的σημdα也指这一事的实现而言。

总结:

像贝卡那样的学者们，都视 20:30-31 为前若望的神迹资料之总结，

但他们未能提出使人满意的解释:为伺福音圣史在整个挝遮结束时'::1

修订σημElOV的提念'而在他处这词主要是用来指具体的奇迹故事。

《若》在写出他着边的这个重要总结时'是绝不可能不加思索的。 20:30

中的σημdα一词成了整部榻苦的栓释关键，盐且使人无法结论说'

《若》曹操用了一个原始资料。主张有一个神迹资料存在的人'似乎忽

略了若望学派着你的两个重要特性:棋迷与言论的一致性'以及应用同

义的措辞。我们虽然极力主张这一致性的存在，但我们芷不否认《若》

曾经使用传统的资料'而按最近的研究所得'这些资料也可在对观福音

中找到。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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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迹与信德

神迹 =σnμElOν( ((若》共有 17 次) :一个能导人信仰耶稣默西亚的

可见奇迹。

6.1 对观福音与《若》的奇迹故事比较

对现福音( ((谷)) ) 

{约估《谷》棋迷的 50% ) 

辈合在一起

易於由上下文中分离出来

许多驱魔的记载{历史性的， ) 

军治瘟病人

又筐的行动
..~旷~‘

_..---~、

^τ 乞朱..:i'E~害巳;""'_ :.:;.......，气:":， -35

玛 8:5-U 及罕行文

垒看玛 9: 1-8 及卒行文

谷 6:32-44 及卒行文

皇看谷 8:22-26 及 10:46-5

不五於对现福音25

器 5 1-11 

谷 G 4:'-52 及卒行文

24 垒看《若》喜用 7 的组合。

《若望福音》

只有 7 或 8 个故事24个别及不

相关的事件(加纳之一及二属

例抖? ) 

往往以一段言论件补充

没有驱踵的记载

欠缺

神迹、工作

σημELOν， εpyoν 

1.加纳婚宴(=加纳

之一) 2:1-12 

2 治好王臣的儿子 4:46-54

3. 治好瘫子 5:2-9

4. 增饼 6:1-15

5. 治好胎生的睛子 9:1-7 及

卒行文

6. 复活拉臣裙 11:1-44

7. 奇妙的渔获 21:1-11

( 8. 步行海面 6:16-21? ) 

15 但请垒看耶稣复活死人的敛温:玛 9:18-19，23-26 ;谷 5:22-24.34-43 ;路 7 门·
17 ; 8 :40-42 ，49-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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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福音中的 7 个自然界的奇迹:

奇迹 对观福音

l.卒息凤51\ 谷 4:35-41 及卒行文

2. 增饼 谷 6:32-44 及卒行文;

谷 8: 1-10 及卒行文

3. 步行海面 谷 6:45-52 及卒行文

-1-.诅咒无花果树 谷 11:12-14.20-21 及

5. 奇妙的渔获

6. 缴纳殿税

7. 变水为酒

卒行文

黯 5:1-11

E马 17:24-27

共同的主题:耶稣为有需要的人服务(除了第 4J页}。

《若望福音》

6: 1-15 

6: 16-21 

21:1 -14 

2:1-12 

但当我们看到若 2:1-12 中极度丰盈的酒时'似乎文中向有另一重的意义

{见下面}。

耶稣在自然界所行的奇迹，说明了一个真理'这比历史上的纳臣肋人耶

稣是个行奇迹者这一简单事实更为深邃:

·增幌的奇迹·圣体圣事的道理

·卒息凤51\ -门徒身份的教训

，奇妙的渔获·伯多穰在初期教会内的功能

究竟若 2:1-12 有何辜德意义/功能?

6.2. <<若》内「神迹J 的七个层次

1) 查蓝盐( thauma阳rgical) : 
不虚饰浮E毒、适度有节、没有珑剧性的细节{垒看谷 5:26 ) 

2) 重组监 (juridical) : 
信与不悟间的抉择( KPLCYL S' ) 

神迹指出:事实=许诺

神迹指出:事实=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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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组耸( prophctica1) : 
神迹揭示有关耶稣的真理=天主所派遣的先知

结果:信德 (2:11; 6:14; 9:33 ) 
神迹针对「犹太人」的不信，而去见证耶稣为人们服务的价值。

们亟亘里拉( Illcssianic) : 
在《若》中'只有耶稣二步行神迹{在对观福音中连门徒也行奇迹) , 
因为只有他才能满全人们对默西亚的期待。神迹揭示耶稣就是默西

亚。这些神迹是默西亚显现的奇迹(尤其是 2:1-12) (亦请盎看侬

3当 :5 )。

列主盘盘( cschatologica1) : 
这些神迹是末世时代的标记。末世的恩赐业巳齐备:生命、光明、复

活、光荣。天主的末世救恩行动'已在耶稣身上满全了。

6) 星星垃( rcvcIatory) : 
这些神迹是天主向以色列的自我启示。末世的启示者在每一个神迹中

启示自己的光荣(皇看 2: 11 )。在世上的人子'是天主教赎性Ilih在的

「所在 J (奎看 1 :51 )。

-)主置笠( christo1ogica1) (最重要的， ) : 

这些神迹指向耶稣{对观福音中的奇迹指向天主的国}。每一个神迹

都使耶稣的救赎力量影明显耀。有时这些神迹以极物质性的抖壳，来

启示精神上的基督性意义。就这方面而言，神迹类似基督自己'他是

降生成人的圣言'在他内天主启示了自己。

6.3. ((若》对「神迹 J -1司的使用

ση[lEl 01J ( r记号 J '思高作「神迹 J )一词出现的 17 次中'有 6 次

是在若 1-12 惶。

《若》明确地探用了「神迹」一词来指以下的奇迹:

l 加纳之一 2: 门

2. 加纳之二 .. u .t 
3. 无助病人 ó:2

.t.增饼 ó: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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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胎生瞎子 9:16

6. 复活拉匣摞 12: 18 

σnμEÎ.ov 一词业没有用在 2 1:1 -14 奇妙的渔获上。

由若 20:30…31 可以明确得知'福音圣史只选出一些他手上的神迹故事件
介绍。

「神迹」一词多次被反对耶稣的人所报用: r犹太人 J (2: 18; 6:30; 

垒看 6:41 )、法利辜人( 9: 16 )、司禁长和法利塞入( 11:47) (垒看 3:2

中的尼苛德摩}。耶稣自己只用了叫μElOν 一词两次( 4:48 及 6:26 )。

然而福音圭史翻在范贝尔( G. Van Bellc )认为是文中插语( parenthcscs ) 

~6 的章节中，广泛地使用这词: 2:11; 4:54; 12:18.37; 20:30' 但亦请垒看
2:23; 6:2.14 。在第四部福音中， σημELOν 一词是「一个神学诠释 ( ein 

Iheologisches Jnlerprelament) J 0 27 

6.4. r神迹」与「工作/事业J 的关连

「神迹」与「工作/事业 J (εpyα} 的关远是很难断定的'因为《若》

在擂营的不同部分都用了这两个提意，有时甚至是以同义词的形式来运

用。毕竟 σημëioν 与 εpyov 是有各自的特定意义的。「神迹」只与

耶稣的尘世生命有关，它们向那些具有真信键的人揭示基督的光荣。但

是，对胎那些不f嚣的人，基督的光荣是无法接触到的。主胎「工作」剖

强调父与子之间的密切联保。「工作」盘不局限拾尘世的生命'而旦它

们的高峰在括那最卓绝的「工程 J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若 17 :4;

19:30 )。因此'它们是子被父派遣的见证。它们也可以由门徒而完成'

然而「神迹」翻只用来描写耶稣的行动。垒看若 14:12: r我实实在在

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芷且还要作比这些更

大的事业'因为我往父那惶去」。

26 Van Bellc, Les parelllheses, ad loc. Collins，刀lese Thillgs , p.l S5 '论及一些「弦
纠之音的敛温文旬 j (meta-narrativc tcxts )。

27 伦格施托夫 H. Rengstorf, "σllflELOV KTÀ" , in Thlη.rr 7( 1964 ) 199-268, p.2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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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若)) r神迹J 的背景

许多学者在企图断定《若》运用 σημELOV 一词的背景时'都首
先转向对现福音的奇迹故事，以及人们要求一个翻兆的那段记载。此

外'尤其是旧约中的神迹。《七十贤士本》把希伯来文 m然( 'ot ) ( r奇
事」、「记号 J '恩、高译作「神迹 J )一词译作 σημE10V 0 出埃及的

奇迹'就是天主藉以避行启示的 m队( r神迹 J )的原型( prototype )。

即使在内容上'它们也与《若》的某些神迹呈现某程度的相做卒行。此

抖， <若》也可能是攸据先知性的率由行为'这些行为常要与先知的话

密切相连地来理解的。这点似乎与《若》所描边的耶稣传教活动中的神

迹与说话之间的关保，有相傲卒行的地方。但这盘不表示《若》纯粹把

这特点，由先知书中全盘取来应用。因为《若》基拾这些先知灵感'再

以一个很特出的创意来睡何基督的事实，因而设计出一个特殊的神迹神

学来。

6.6 神迹资料的假说( Signs-Source Hypothesis ) 28 

一般人都把神迹资料的发现归因拾富尔(A. Faure, 1922) 。但是

相连资料假说的前历史'创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布尔特曼(R.
Bultmann )川是首位尝试复原神迹资料的内容和形式的释经学者。他的
观点必须放在他对《若》所作的文学批判理论的背景下来理解。 31 按他

的理论《若》探用了以下原始文献:神迹资料{若 1-12) ，启示性言论

资料(若 14-17) ，受难资料(若 18-20 )。而若 2:1-12 就是布尔特曼神

28 垒看 Van Bc l1c, De semeia-bron in het vierde eva l1gelie. Ol1tstaa l1 el1 groei ;11 l1et 
l'ierde eva l1gelie (Studiomm Novi Testamcnti Allxilia 10), Leuven, 1975 (英文增
订版正在准备中)。

，9 同上， p. 9 '垒看 pp. 10-220 
3川U 布尔特曼 R I3 u川Il t阳mann口m， DasE凸vangel阳i归阳f句;lIm desJoh阳t叼σnnηme臼s(仪Kr血i江tisch才力h-创.

Kommcntar ü巾h】k‘cr汀r da臼sNT刊)， Gè创i让ttmgen叽1， 1941 (1 0由 ed. ofthe series), 111950 and 
"1962 each \\Ì th suppL; Eng1ish trans1ation: 11le Gospel of.loJm. A Commelltary', 
Ox民】rd ， 1971 。

31 釜看上面的导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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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资料假说的起始点。他确定了 4 个判断桥准:

1) 风格:闪采特由( sC lI1 itism) (他结论出神迹资料的作者为一个操希

腊语的闪主人) ; 

2) 他认为 2:门及 4:54 内的到数神迹32 是来自神迹资料本身的。他从

4:54 (第二个神迹}与 2: 2:\ /4:45 (在耶路撒湾所行的神迹)之间的予

盾'找到了位理论的支持。而 20:30-31 则可能是神资料的结论。布尔

特曼盘不认为 21: 14 是文献的一部分'因为该节文句只谈及第三次显

现'而弈第三个神迹。刊

])他在神迹资料中发现了一个神人( 8ô.oS' αv巾}基督论。耶稣常主

动地去行一个神迹{当:(，‘。:王 9: (，) (亦清皇看耶稣的超本性知识'例

如 1:47-4X) 。

4) 他坚信若 1-12 中的文学上杂乱和不贯彻现象，最能以原始文献考证

的研究( sourcc critical approach )来加以解释。根据布尔特曼的意见'

若 1-12 中的大部分刽边'都原属这个神迹资料。

神迹资料中文句的颐序:

1: 1-51 

2: 1-11 

2: 12 

4 :46-54 

5:1-12:36 

12:37-38 

20:]0-31 

部分

第一个神迹(=显示天主性的奇迹 cpiphany

miraclc) 

第二个神迹的导言

第二个神迹

其他神迹及敛遮资料

结论

结论

1970 年福特纳 (R.T Fortna) 34 出版了一份神迹资料的复原本'

32 许多学者认为若 2:11 及 4:54 (有些甚至认为 2 1: 14 )是在列数神迹:
2:11 : r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里肋亚加纳行的".J ; 
4:54: r这是那稣从犹太回到加里肋亚後，所行的第二个神迹J ; 

21:14: r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後'向门徒显现'这已是第三次」。
?不过，请受着 F. Spitta 及 R Schnackcnburg 。
川唱唱铺R.T Fortna , 111e Gospel ofSiglls. A reCOllstructiOll ofthe N，αrrative SOllrce 

lIIuler/ying the Fourth Gospel (Socicty ofNT Studics Monograph Scrics , 1)), 
Cambridge , 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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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方面都极相似布尔特曼先前所作的。但福特纳在描写这份资料的特

街时'创谈到一本「神迹福音J ;因为他{不同股布尔特曼所说的神迹

资料}认为这份前若望资料'其中也分括了一个受难记迹。 35 根据福特
纳，由若 20:30-31 可明显知道，这资料盘不是一个奇迹故事的草集'而

是一个奇迹故事的筛选。一如舒匹特 (F. Spitta) 和史纳根堡( R 

Schnackcllburg) ，福特纳认为 21: 1436 是列敖资料内的第三个神迹。他
解释说，这份资料假设了奇迹能自动引发出信德( r神迹·信德J 37 )。

《若》的编辑修订对惶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r不需看见的信德J 38 )。

虽然福音圣史取用了资料内的 σημElOV 一词，他翻改变了它的意义。

在资料惶，神迹(记号}一如奇迹，能自动引发出信德来。但对福音圣

史而言 'σ11I1CÚJV 是一个真正的「记号 J '指示出超越本身的事物'即

指出耶稣的光荣 (2:11b) 。因此'盘不是神迹{记号}本身能引发出雷

德{一如原始文献的立场) ，而是神迹{记号}所指示的事物，亨能引

发出信德来。 39

1982 年'布瓦马( M.-E. Boismard) 40 维护一个弈常类似的立场。

他认为 C 文件与若望 II A41 都说奇迹能引发出信德。不过，在若望团体

中创有一个进展。因此'若 IIB 坚信只有耶稣的话'才能引发出信德来。

6.7 神迹{记号)与信德42

福音圣史在 2:11 ， 23; 6:30; 7:31; 12:37 及 20:30 惶'在一个耶稣所行

的神迹背景下'匾接明确地提到信德 o 43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第四

35 垒看 VaJl Bcllc, Sèmeia-broll, p. 112 ，注意他如何劳析搞特纳的立场， pp.111-
121 。

36 垒看同上附盐 14 。
37 Fort毗 Gospelo.fSigt矶 p. 37 垒看若 2:11c 及 4:53-54 。
"同上，尤其垒看着 4:48 。
斗同上， p. 36 及 pp. 231-232, Jl. 4 。
咄布瓦马 M.-E. Boisrnanl, "1'oi et mirac/es dalls /"的α昭ile de Jean" in Ephemeridcs 

ω 11wologicae Lovaniellses 58( 19毡2)357-364 0 

:釜看l可止 'P 川军讼gß穷 f 。
4! 垒看 Colli JlS， "71lese I1lings" , pp. 190-195 。
3 还有在 3:2‘ 4:54 及 6:14 中'不明蓄地提到{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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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福音中，虽然他人也能行奇迹和工作'但只有耶稣亨能行神迹。在

《若》惶'我们所看到的神迹'只是福音中许多可被提出的神迹之挑选

而已{垒看 20:30 )。这似乎反映出一个意识:即使有众多如云的神迹'

也不能说服那些拒绝相信的人。神迹本身监不能引发出需德。在 12:37

我们聪到: r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这麽多的神迹'他们仍然不信

他」。第四部福音对提神迹的奇妙一面，盘不§提出多大兴趣。事情的经

过只是轻描淡写。 20:31 显示出福音圣史清楚看到神迹与悟德的关保。

就福音圣史决定称这些奇迹为 σημElOV ( r神迹 J )一事'巳表达出

一个借德的观点。但是'神迹所引发出来的情德，盘不算是属正的信德。

那些因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而相信的人'未必一定相借他就是基督、天主

子{奎看 7:31 )。神迹本身鼓不证明甚麽'亦不能说服人们。它们部能

带来真信德的机会，它们要求人们作一个决定( KpíσLÇ' X 皇看 2:18; 6:30 
及 9:16; 垒看 11:47 所指出的事实:即使那些不倍的人也讨论耶稣所行

的神迹;亦请奎看 3:1-15 尼苛德靡的例子}。

那些对雷德开放的人，透过神迹而获得天主的启示。耶稣的行动

只对相信的人才成为「神迹J 0 神迹可以助我们向真正的信德开放'因 t

而获得生命。这点在加纳婚宴上的神迹惶 (2:1-11 )是显而易见的，这

更可称是「第一个」神迹'意即神迹中之「范例」。若 2: 1-11 给予我们

一个诠辑之要诀'为能明白第四部福音中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若 2:4

清楚指出'神迹只有在耶稣的时刻之角度下'才有它们的真正意义。这
「时刻」指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被光荣(启示)的时刻。为那些

已相信的人，神迹让他们开眼看到耶稣的真正光荣( 2: 11 )。
在《若》惶'神迹有类似对现福音中比喻的功能。无论是神迹还

是比喻'就本身而言是不能导圭信德的。它们是模棱两可的。对观福音

{谷 4:12 及卒行文}引用怯 6:9-10 的话'来解释人们对比喻所作的不

信反应。若 12:38-40 引用同一的文句告诉我们，为伺人们看见了神迹'

仍然不相信。比喻与神迹把信与不倍的人区别出来。对脸相信的人'它

们便显示耶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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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句辄观

1.1.结构

第三章

耶稣基督·若翰洗者·首批门徒

若1: 19-51

若 1:19-34 若翰洗者的作证

1: 19-28 对耶路撒湾撤遣来的人作证

1: 19-23 第一个向问·

1:19-21 若翰否认一切传统的角色

1:22-23 若翰承认是旷野惶呼喊者的声

音

1 :2-+-28 第二个向问·

若翰指自己的施洗是暂时性的'

盐摧祟在他以徨要来的那一位

1:29-34 对以色列作证:若望的基督论

1:29-31 耶稣是天主的羔羊'

和一位先存者

1:32-34 耶稣是圣神降临盐停留其身上的那一

位'也是天主子{或是那位被被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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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1:35-51 召唤首批门徒

1:35-42 最初两位门徒及伯多裙

1:35-39 若翰的两位门徒跟随耶稣

1:40-42 安德n1J引领西满到耶稣默西亚去

1 :43-51 整理伯与纳塔乃耳

1:43 -44 整理伯跟随耶稣

1:45-51 纳塔乃耳往见耶稣、天主子及以色列的

君王

1. 2 时间垒照

七天{一遇)的大纲:

第一天: 1:19-28 苦翰对耶路撒浩派遣来的人作证

第二天: 1:29T白兰παÚpLOV ( r 第二天... J ) 

第三天: 1:35 丁白 tπαÚpLOV ( r 第二天... J ) 

第四天: 1 :43 丁白兰παÚplOl' ( r 第二天... J ) 

第五至七天: 2:1 T市 ημ兰pq T白 TpLTD ( r 第三天... J ) 

1. 3. 地点釜照

1:28 在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 (Bethany) ，而不是在耶路撒海附近的伯达

尼{垒着 11:18) i 但要在约旦河对岸认定这个地点翻盘不容易，因为

没有任伺可寻的遗迹留存( Bct-anniyah= 见证之所:这是否一个渲有任

何地站皇照的象翻性地名?但这一个解释仍未能余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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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往加里肋亚去

1 :-l-l安德胁、伯多棒和整理伯'皆原籍贝特赛达:这城不是在加里肋亚

境内'而是在哥蓝尼( Gaulanitis )境内{公元 80 王军徨哥蓝尼是否属始

加里ft1J亚? ) 

1 :45 耶稣来自{加里肋亚的}纳臣肋

垒看 21:2 r加纳的纳塔乃耳J ;亦牵着 2: 1 r在加里胁亚的加纳」

1.4. 舞台上的二元定律( Law of stage duality ) 

在同一时间内总不会有超过两个或两组人出现在舞台上:

1:19-23 若翰·司祭及胁来人

1 :2"'-28 若翰·由法利塞人源遭来的人

::l)-P4 若翰·耶稣

1 :35 若翰·他的两个门徒

1:36 耶稣

1 :37-39 耶稣-两位门徒

1 : -l0--l 1 安德阳"伯多梧

1 :-l2a 耶稣

I:-Ub 耶稣- 11白:多摄

1: .. 0 耶稣·整理伯

1:45~6 整理伯·纳塔乃耳

1 :47-51 耶稣·纳塔乃耳

[垒看若 5 (跟子}、若 9 (瞎子}、若 18-19 (苦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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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若1: 19-51 中的人物

1:)9 若翰( 1:1 9-36 ) 

): 19 由耶路撒湾被派遣来的人:司祭及肋未人

1:24 由法利塞人派遣来的人

1 :29 耶稣( 1:29-51) (若瑟之子/纳臣肋人， 1:4门

U5-51 五位门徒、信徒{若翰的两位门徒~ ) 

1) 安德肋{贝特赛这人)

2) 两位门徒中的另一位

3) 西满/刻法( Ccphas 伯多摄) /若望的儿子{贝特

赛达人)

4) 斐理伯(贝特赛达人}

5) 纳塔乃耳/ r一位真正的以色列人 J (1:47) (加

纳入)

1. 6. 基督的称号(及描迫)

( 1:23 上主)

1 :26 (一位你们所不认识的)

1 :27 (一位在我以徨来的}

{一位我当不起解他鞋带的)

1:29 耶稣

天主的羔羊

除觅世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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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0 (因他原先我而有}

1 :32 (圣神从天降下茧停在他身上}

1 :33 (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

1 :34 天主子(天主的被选者}

1:36 天主的羔羊

1 :38 踉比(师傅}

1 :41 默西亚(基督/曼傅者)

1:45 (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

耶稣

{若瑟的儿子)

{纳臣肋人}

1:49 ~.辈比

天主予

以色列的君主

1:51 (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

人子

1. 7. 讲及召唤的文句内的文学格式

1:35-39 

耶稣转身向着两个门徒

他们跟着耶稣

「你们来看看吧， J 

1:43-44 

耶稣遇到了整理伯

「你跟随我吧，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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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2 

安德肋找到了伯多操

安德胁说:

「我们找到了默西亚」

耶稣注视着西满

耶稣称西满为衷。法( {自多摄)

2. 若 1:19-51 的分析

1: 19-21 若望否认传统的角色

1:45-50 

整理伯找到了纳塔乃耳

斐理伯说:

「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的..

我们找着了」

耶稣看见纳塔乃耳向自己走来

耶稣称纳塔乃耳为一个真正的以

色列入

报布朗( Brown )的意见'在序言向来加λ福音内时， 1:6-8 与 1: 19 一起

构成第四部福音的开端。在 1: 19 後'我们或以为若翰会实在为耶稣件见

证，然而这部要待到 1 :29-34 0 

- 01. 'Iouδαtot ( r犹太人 J ) :我们第一次遇见这个典型的若望用语'

我们稍徨将会详细加以讨论{见下面}。

- '1εpoσ6λuμα( r耶路撒海 J ) :这是《若》常用的希腊化译名'

《默示录》创用其希伯来文的啻译 '1εpouσαMμ 。

-l(α1.<òμoλóyησεV l(α1. 0也K 均pV咱σατ0. 1(α1φμoλóyησεV ( r他

明明或认'没有否认，他明认说J ) :这是一个冗辞衰遮。同一的思

想表达了三次:肯定·否定·肯定。在《若》樱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例

子{但请垂着 2:18à丁TξKpL8ησαν...Kαldπαν 「他们追问他..，说 J )。

- OÙV ( r那麽J ) :这是《若》最喜用的连接语助词(19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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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3 若翰承认是旷野樱呼喊者的声音

1:23 攫引了怯 40:3 0 <若》攫引的文句较接近《七十贤士本} ( r一个

声音在旷野惶呼喊说 J )。但《若》部把典型的希伯来卒行体( parallclismus 

ll1cmbrorum )合饼成一个诗节:

「要预备上主的道路'

f瑾瑾天主的途径 J (怯 40:3ιYX) 变成了:

「修画上主的道路吧 'J (若 1 :23 )。

耶稣在序言檀被称为「圣言 J '如今若翰部把自己当作「声音」。

1:24-28 若翰指自己的施洗是暂时性的'撞撞祟在他以徨要来的那一位

.在1:24 中'我们必须衡量一个经旬的异文:

a) 1(αì. à时σTα入μÉVOl 可σαV ÈK TWνφαplσαlWV: p66 75 t'{. A. B. C. 

「他们是由法利塞入源遭来的J (迂酒句式}

tu 旷口二 L 士~， a:-Eσ丁αÀ~阳Lμ卢i反即t

'勇军莹被Æ温来的是些法利塞入」

大提「那些被派遣来的」是指1:19 所提到的人。但是「司祭和胁来人」

盖不属加法利辜人'而是些撒杜塞人。是否司祭和朋未人当中'仍有些

拥护法利辜人的呢{拉刚热 Lagrange) ?还是我们在这捶有一个证据'

证明《若》对巴力斯坦一无所知呢?

但《若》韭无详细讲及巴力斯坦惶的其他组别'因为他们在作者当时{圣

E毁灭徨}巳渔有多大意义了。由抬《若》当时的犹太数已是法利塞式

的犹太教'提到扰太权威的最好方式'莫过抬用「犹太人J (叠着 1:19 ) 

或是「法利塞人」了{皇看 1 :24) 0 (垒着玛 3:7 指出有撒杜塞人和法

利辜人一起到若翰洗看那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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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渲有定冠词的文句(擎着 a) 更为可取(更优庭的抄巷证据， )。

多德 (Dodd) 这样翻译说: r盟有一些法利辜人被派遣而来J '因而假

设了另一新代表团，与「司祭和肋未人」源来的有别。布朗"认为法利

辜人的捷连及 1:25 ，都是文学檀鹦{编辑修订工作}的结果。

"。在pχ6μεvoç ( r要来的那位J ) (1 :27) : r看'他来了 J (拉 3: 1 ) 

多次与厄里亚联保在一起。玛 11: 14 亦谈论到要来的厄里亚。因此， r要

来的那位」可能是厄里亚的一个称号。

， λψσωα古τo岳 τòv\.μávτατo远也π00叶ματoç ( r解他的鞋带J ) : 

这是一位奴隶的工作。一个门徒可能自愿为自己的师傅做一切报京做

的工作'但这件事创除抖。

1 :29-31 耶稣是天主的羔羊及先存者

·τ住在παúptoV ( r第二天J ) (1 :29) :由 1:32 我们可以结论到，本

节情景是发生在耶稣受若翰施洗後'但第四部福音部波有提及耶稣受

j壳的事迹{按玛 3:14 若翰洗者在施洗前巳认识耶稣)。

- ò dμvòçτoû 9εoû ( r天主的羔羊J ) :这惶所说的羔羊究竟是指

逾越节羔羊、作牺牲的羔羊、默示文体捶的羔羊'还是受苦的仆人呢?

{垒阅专题讨论}

- òαtpωv ( r 除觅...者 J ) : <:若》在此可能以现在时态当作将来时

态用。在《七十贤士本》的撒上 15:25; 25:28 中 'αLPεω 是用作融冤

嚣迫和除掉挥过之义。

， τ叶νdμαpτiαv ( r 肆 J ) :这词的单数指罪恶的状况{而奔各别的

军行)。

11 Bro明啊， p.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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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πÈpoú Èyωεtπov ( r这位就是我论他雷说过...J ) :这是个自我

攫引，倒没有清楚的前事提迪。在 1: 15 中我们也遇到与 1:30 差不多逐

字相同的句子，而且那裙也是个自我撮引。

-òπiσω( r在..以锥J )指时间而言; Èμπpoσ9Év ( r 在.，.以前 J ) 

指地位而言 ;πpφτoç ( r先...J )指时间而言(先存性}。

·中ανεpω。前( r 为使他显示 J ) :中αvεpÓω 在《若》内多次被探用( 9 

次'相对在对观福音中的唯一次)。

- 't4i '1σpα咱λ( r向以色列 J ) :在《若》惶， r以色列」不同拾「犹

太人 J '前者有积极的含义。这是用抬圣经传统真正的承继上{奎看

1:47 r确是一个以色列入J )。为此'以色列是指天主的子民'那些向

天主救恩的许诺怀着开放态度的人。

1:32-34 耶稣是圣神降临蓝停留其身上的那一位'也是天主子{或是那

位被选者}

- 'tEOÉαμαt ( r我看见J ) :这动词的完成式，大损是指在耶稣受洗

时圣神降到他身上，亦指现在的如果'即圣神仍停留在他的身上。

-wçπεptστεpdv ( r彷锦鸽子 J ) :为伺鸽子是圣神的牵挂里呢? (盎

阅专题讨论) 0 费伊埃( A. Fcuillct ) ，15 提出，鸽子是暗示新以色列民

是圣神的美果。

·在 1:34 中，我们必须衡量一个经句上的异文:

在 p5vid 只. b e W' sy'c 等抄巷中'我们晗到 6 È: KÀEKTÓ吉丁OÛ 9EOÜ 

( r天主的被选者 J ) ，而不是 Ò ULÒS' TOÛ 8EOÛ ( r天主子J )。

这措辞也见除路 23:35 兵士在十字架下的功弄: r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

45 八 Fcuillct， R..IìR 46( 1958)524-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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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者'被选者'就救他自己吧! J 有趣的是对观福音的卒行文玛 27:40

部这样说: r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J 圭於若 1:34 , 

布朗指出，一位基督徒抄经员是不可能把原有的「天主子」一词组，

改写为「天主的被选者」的。但一个逆向的改变，都能解释成《若》

为了协调对观福音而作的改变，对现福音记载的耶稣受洗事踢，当中

称耶稣为「我的爱子J (谷 1: 11 及卒行文}。也应注意的是'有些抄

卷在若 6:69 (ó äyLOS' TOÛ 8εOÛ r天主的圣啻J )引λ了「天主子」

一语。这一切论据都驱使布朗、史纳根堡、以及其他的作者'接纳「天

主的被选者」为最可靠的文句。

1:35-39 两位若翰的门徒跟随耶稣

-È1C τoovμα0ητoovα古τ0，) 8úo ( r他的两个门徒J ) :二人其中之

一名叫安德胁，另-位翻来列出名字来。他是否与 18:15 的「那另一个

门徒」相同，他有时也被人当你「耶稣的爱桂J (传统上他被认定为

载伯德的儿子若望) ? 46 

新约中的宗徒名录比较如下:

谷 3: 16-19 

西满

雅各伯

若望

玛 10:2-4

西满

安德肋

雅各伯

宗 1: 13 

伯多撮

若望

雅鲁伯

若1:35-51

安德肋

无名门徒

西满伯多摞

46 垒看肉兰克 Neiη咀ck， "The Anonymous Discíple in John 1" in ETL 66 (1990)5-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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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肋 若望 安德朋 斐理伯

斐理伯 斐理伯 斐理伯 纳塔乃耳

巴尔多操茂 巴尔多棒茂 多默

玛窦 多默 巴尔多操茂

多默 玛窦 玛窦

雅各伯(阿耳斐之子)雅各伯 雅鲁伯

这F走 这陡 西满

(热诚者)西满 西满 (雅各伯之子)扰达

(加路人)犹达斯 (加略人)犹达斯

由此可见，西满{伯多操)、安德胁、雅鲁伯、若望和整理伯'是首五

位门徒。然而，在若1:35-51 惶的首五位门徒在P是:无名的门徒、安德

罚、西满倡多裙、整理伯和纳塔乃耳。因此，根据《若》载伯德的两个

儿子一湾各信和若望'都不在这五位门徒当中。应注意的是'载伯德

的两个儿子一毫未出现在第四部福音中(除了 21:2 )。这一切都成了推

溃的到锤 c

，户αßßi ( r 辩 ttJ 、「大人」、「主 J ) :这惺是用来指师傅、老师。

在耶稣的时代还没有蜻比的存在。「锦比」的称号始船公元 70 年之f量。

在雅木尼雅 (lamnia' 亦即雅贝乃 labneh) 的经师学院中，首次用这个

称号来刚一位被接立的学者。加玛里耳( Gamaliel )是第一位被称为「操

比」的人。我们或许会问'究竟《若》用跺比之名在耶稣身上，是否

意味着耶稣巳取代了雅木尼雅的领袖们{皇看下面)。应注意的是'

辣比之名只用於若 1-12 0 在若 13-21 中'门徒皆用 KÚpLOS- ( r主 J

来称呼耶稣。这似乎表示一个理解上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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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αðEKcl 'tη( r第十时辰 J ) :大部分人都假设《若》跟随一般由

白天开始的计时法'即由上午 6 时起。因此，第十时辰应是下午 4 时。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明天是由黄昏的日落算起(下午 6 时)。这点可

以在若 19:31 清楚看到，人们关注到展体在安息曰开始前(大四是当日

黄昏) ，应从十字架上拿走。但是，由拾1:39 说两位门徒当日就在他

那捏住下了{假如那时是下午 4 时，而下一天又在下午 6 时开始，那

末就只得两小时而已) ，一些学者认为《若》跟从罗马司架及埃及人

的习惯，由学夜开始计算。这样一来'第十时辰就会是上午 10 时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耶稣与那撒玛黎雅妇人在「第六时辰」相遇( 4:6 ) 

(奎看 19:14) ，岂不是要在上午 6 时'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有些人创设想'该段经文指的是一个周五的下午 4 时。由於安息曰会

在周五下午 6 时开始'况且安息曰上是不准走路的，他们便要同耶稣

一起度过安息自。这解辑部有利抬七天载道的假设{垒看上面)。

1 :40-42 安德胁引领西满到耶稣默西亚去

- 1 :41 中的πpφTOV ( r先 J )有一个原文校勘问题存在. .17 

a)πpφTOV 用作富IJ词: r首先 J '即安德朋做任何事情之前;

b)πp0hov 用作形容词{宾格) :伯多槽拥有首席地位;

c)πpWT05' :安德胁是第一个去找自己兄弟的人，这暗示那位无名的门

徒(若望) ，後来才去找自己的兄弟(雅鲁伯) ; 

d) 丁rpw"L副词:明天很旱的时候(支持七天教边的假设)

c) 完全删去{黠先 Tatianus) 。

17 问题的领观可垒看 Ncirynck， "The Anonymolls Discíple in 101m 1" in E7L 
66( 1990) 1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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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εσσiαç ( r默西亚J ) :这是阿兰文形式的希腊音译。在新约中只

见始这处及-l: 25 0新约通常探用希腊文的翻译 Ó XplσTÓ剑「基督 J) 。

在最接近本段的上下文中，共有 3 个阿兰文词语被译成希腊文:

l:3 R 问仰l ( r操比 J ) - oloáσκα À.oç ( r 老师」、「师傅J ) 

1:41 Mεσσlaç ( r默西亚 J ) - Xplσ丁的( r基督 J ) 

1 :-l2 Kη中âç ( r 刻法 J ) - nÉTpO亏( r伯多摞 J )盎看玛 16: 1R 。这樱

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阿兰文的文字游戏，在希腊文拇运作得不太恰

当。执EJ'J r 主115去」意即「石头 J '但在希腊文樱节后丁POç ( r伯多

操 J )盘不解作「石头 J '而这词的阴性 πεTpa ( r 伯特拉 J )亨有

此义。队EJ'J r 主IJ法」或口εTpOÇ r伯多裙」通常不用作真正名字'只

用作绰号{盎看呗ocky" )。

] :43-44 斐理伯跟随耶稣

·向OiλησεV...KαiεùpíσKεl ( r他愿意.遇到了 J ) :这句子的主语

是谁呢?伯多撮刚被提及'从严格的语法观点来看，伯多操应是最佳

的主语选择。但《若》似乎盘不告诉我们，伯多操想到加里肋亚去。

1A3 的主语更可能是耶稣。虽然文句只说耶稣「愿意」到加里肋亚去，

茧没有说他实在到了那惶'但明显地'他是在加里胁亚遇到了斐理伯 0

·中iλ1ππoç ( r斐理伯 J ) :只有《若》才在福音教池中，给斐理伯扮

演一个角色。他会再次出现抬 6:当 -7; 12:21-22 及 14:R-9 中(不应把他

与宗 6:5 的斐理伯混为一谈)。

，按照 l 抖，贝特赛这是安德胁、伯多梅和整理伯的家乡。 12:21 明确的

告诉我们，贝特赛达是在加里肋亚境内。这城是极多外邦人居住的地

方。三位门徒都有希腊名字。 LL[lωv ( r西满 J )是个真正的希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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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新约经书中，只有伯後 1:1 亨用了希伯来文的音译L:uμεl0V 0 

值得注意的是'谷 1 :2 1.2 9 似乎把葛法翁视为安德胁和伯多榻的家乡。

贝特费远{忧T:rn‘:J Bcth-saida )意即「猝猎{捕鱼}之地 J 0 

1:45-51 纳塔乃耳往见耶稣、天主子及以色列的君王

-Nα0ανα叶λ( r纳塔乃耳 J ) (1 :45) 只见抬第四部梧音肉。他不见

於任伺十二宗徒名录中。根据 21:2 '他是来自加娟的。正因此故'希

腊传统认定他就是「加纳入西满J (谷 3: 18; 玛 10:4 )。但这是基拾一

个错误词源学的结果{谷 3: 18 原文件L:(μωva TÒV l\ C! vavaLov '据

KCt VαvaLoç 一词原为阿兰文 1~J? (qan' an) ，意即「热诚者 J ' 

而奔「加纳入」之意一译报)。自第九世纪起，人们把纳塔乃耳认

定为巴尔多梧茂，因为他在《谷》和《玛》的十二宗徒名录上，跟在

斐理伯的後面(垄看上面)。又由於纳塔乃耳有「天主赏赐」之意'

故亦被认定为玛窦{意.en r 上主的恩赐 J )。但这些fW竟都属牵强附

会的。最好还是接受纳塔乃耳不属十二宗徒之一。他足趋赴天主的以

色列的象徽{垂着「确是一个以色列人 J ) ，但他盐~~纯粹一个辈倒

性人物。

- ' 1ησoûv ut()Vτoû ' 1ωσ咱中( r若瑟的儿子耶稣 J ) :这是卒常用

来区别出这一个别的耶稣'与另一位来自纳臣肋而有同一名字者的方

式(奎看(，:42 及路 4:22 )。而「玛利亚之子 J (谷 (d) 可能应视为暗

示奔合法所生之意。

.注KNα5αpÈ't Öψναταiτ1αyαOdvεtVαt ( r 从 ~r1 臣M.J还能出甚麽

好事吗? J ) (1 :4(,) :这可能是一句地方谚语'用来表达出加纳与纳

距胁之间所存在着的伊忌。但我们也该把这句话:拿来与 7:52 比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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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檀人们表示怀蜒先知会否出自加里肋亚。

.纳塔乃耳在无花果树下究竟做些甚麽?

a) 操比有时会在无花果树下施教或读书。这表示纳塔乃耳可能是一位经

师、一位操比或是他们的门徒之一{垂着 1 :45 之 νoμ0<;' r 法律 j 卜、

b) 无花果树是乐园中知善思树的豪筒。纳塔乃耳或许是在那儿或认自己

的军过'而耶稣则在告诉他:你的军已被放完(垄看咏 32:门。

c) 达 11 苏撒纳的故事也被视为这事的背景。那梧的问题焦点，是被指

控的矗淫行为究竟是在那种树下发生的。这便会表示耶稣对纳塔乃耳

有准确的认识。

d) 纳塔乃耳当时在无花果树下'晾着创世纪中的雅鲁伯故事。雅各伯(丁

以色列)心中带有欺诈'而纳塔乃耳部是个「毫无诡诈」的以色列人"

c) 在米 4:4及臣 3: 10 中「坐在无花果树下 J '是默西亚时代的卒安与幸

盛之象础。

以上这些答案'都是纯属睡到 0

·μdÇωτ。心τωv d 'VTI ( r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J ) (1:50) :举个

例说，这许诺在 2: 1-11 中'已获得实现{垒看 6óçα 「光荣 J )。

-dμ叶vdμ叶v ( r实实在在 J ) :这种重惺用法是《若》特有的'单~r且

一个的 αμTív 91 1)常见抬对观福音中'尤其是在《玛》中( 31 次) " 

dμ{jν 来自希伯来文的宇根阿以( . 1ll1l) ，意即「肯定」、「确保」、

「支持 J '而其被动形式则有「真实」之意。在新约中，这措辞表示

天主保证他所说的话就是真理。

·τdv uidv 'toû d vÐpwn:ou ( r人子 J ) :这词组的根源是《则》、

达 7:13 (是胜利的天主子民的入物象徨)和《哈诺害书>> (Henoch) 

{一位先存的救主}。在新约中这是耶稣的自我称号'而且这称号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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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害其他称号更常与耶稣连架在一起。在对观福音中，共有三组有关人

子的说话:

a) 有关耶稣的初期活动:食、住、拯救失落的人;

b) 有关耶稣的苦难;

c) 有关耶稣的未来光荣'在审判时的人子显现。

在《若》惶'只有最後两组 b)及 c)的人子言论。有三个提遮( 3: 14; X:2抖，

12:14 )是在耶稣被举起来的语境内'同时是有关他的被钉及受举扬(耶

稣向父的回归}。由肚《若》大部分的「人子」语句都是用来指示耶稣

的未来光荣，值得惊讶的是， <<若》所有 12 次的「人子」语句中'门

次竟出现在若 1-12 之内'而另一次就是在口:31 中。因此'这词组从渲

有出现在临别赠言'或是苦难和复活的~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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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纳婚宴的神迹

若 2:1_1248

耶稣应承纳塔乃耳'他「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J ( 1 :50) 0 r 更大 J

一语是比较耶稣对纳培乃耳的奇妙认识而言。耶稣曹预言了门徒要看见

天开'盘且天主的天使要在人手身上'上去下来( 1 :51 )。在第四部福

音中'这事之徨随即接着 2:1-11 加纳婚宴中所行的神迹'在其中耶稣费

水为酒。在一个文中插语樱 (2:11)'<若》评论所发生的事说: r 这

是耶稣同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里胁亚加纳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

荣，他的门徒们就相信了他」。因此'加纳的神迹似乎就是耶稣所应革

的「更大的事」之一。耶稣这次显示自己的光荣'或许就是天开了和天

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的一个例子。显然《若》在 2:11 中，故意作出一

个与上文{若门的连罄。但在这一句中'他也开创了一个新的透视:

耶稣开始施行他的神迹。因此'根据《若》这盘不是个奇迹( miraclc) , 

而是个记号{汀1111 El OII - sign ，思高译作「神迹」一译按) 0 <<若》

告诉我们'这盘不是最徨的一个神迹。《若》在 2: 11 中一如在1:50-51

一样，要引起我们的好奇心。福音圭史也突显了神迹和信德的关馁。

48 我们提出以下的学术研究委老:科林斯R.F. Collins, "Cana(Jn 2:1-12) - The 
问rst of His Signs or the Key to His Signs?' in l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47(1980)79-95(=ldem, "These Things" , pp.158-182); 边加克L. Dequeker, "Oe 
bruiloft te Kana(Jo. 11, 1-11)" in coll. Mechl. 52(1967)177-193 ;骆黝克 G
Lohfink, "Oas Weinwunder zu Kana. Eine Auslegung von Joh 2, 1-12" in Geist 
und Leben 57(1984)169-182(="Oie Herrlichkeit Gottes" in Idem, Gottes Taten 
fehen weiter. Geschichts-theologie als Grundvollzug neutestamentlischer 
Gemeinden , Freiburg-Basel-Wien 1985, pp. 45-78 ;迫逊 J.M. Tison, "Een 
feken van Jezus' zelgave in het Uur" in Getuigenis 15(1970喃71 )32-36 0 

135 



KATA IOANNHN 2:1-12 

{坦直垫=接福特蜗 [1970J 的若望编辖修订)

( [f'1.棺字=典型若望用语}

I KUl 工L部tQa Tíì TOlTU YÓlLOS' èyévCTO 们， I何时 Tq，; I以1 )\0 í 0 .. ;. 

'J 

K阳aì 八巾l' 1白'11μl川l巾咿 TO川íì '!J l<川7归f仙 èKcl

t缸K以k川1内íO归刊 bc K盯阳可仔咱fαÙ c')飞 '11问l川lσ<Toí队)'入怀儿川、♀飞"

Kal Ol ItaO'lTOì ailToÎ! ci;;; TÒV '1ÓII Ol'. 

Kαl UσTCP1]σn VTOC; Oll'OV 

Àé '1El Jí luíT'lP TOÎ! '1 'luoÎ! 宜∞♀立垃缸·
, 

0lI 'OV OVK EYO卫豆æ.

1Kall ÀÉ 'YH ai厅íì Ó '1IUI必&:

Z1 E lIOl KaL.illll....立且且让;

UiLπ{仆I1Kfl n (ù.jllL弘ill!.

过江UL山卫沁4虹到l豆 TÓlÇ bLa KÓJ刊Y

i) Tl äv 入É'YlJ l!!tLVπouíσαTC. 

~uav 8è ÈKcl 入lOl l'at {!bpím Ëç 
kanÌ TÒV KaOαolσ山已卫出~且应ciw~ Kci !ICVα 1. 

Xl,JpOÛ<Tm àvà IIETp11丁d甘 bí，o ïl TPCÎ ..,'. 

ÀÉγn aù丁OlÇ ó 'hj(roÎJs' 

'1qllmlTc TÙ"" Í!bpiaç \'J(')aToS'. 

Kat C'1C!1l σαl' aVTαS; Eωgα1'(叶.

Kal Àé '1El aÚToÎ S" 

ál'丁入 líu门丁( I'ÙI' 

KOl cþépCTC T(;ì àpXI 丁pl以i 1叩

Ol 8è 司νC'1K01'.

(;J♀l:iè c-ycúua 丁() Ó åPXl TplKλ11'0证丁 Ò j'Jò (JJp 
, 
。l l'OV '1cyc l'η1 1 ( 1'川'

knì OÙK 讯8nπóO日 'èσTl~ ，

Ul 挝 OIÓKOllOI 品位四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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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JhITÀm;ÓTf'C' TÒ i'1l) I ，的，

中ωI'cL TÒI' 1' 1111今(01' Ó dPXl TptKÀl1'OS 
n
υ
 

1 
Kαì. ÀÉyclα ìm':)' 

mÌç övOpωπOS 节p(马T01' TÒV K"aÀÒII 011'01' TíOησl 1' 

K"(ll iÍTα l' 11EOVσ0φσl 1' TÒV ÈÀáσσω· 
，、、、'T " 

U11 TE丁l1p 11 K"αS TOV K"(l ^OV Ol VOV E(t)Sαp丁l.

11 丁αÚTlll' è 1TOl 11σEV dpx~v TWV σημεi(t)v Ó 'IT]O"ollÇ Ù.!_K皿且JJis_

K丛坦坦s

皿u缸l丘且ill{.1! TTW l) ó/"av ()忻州，

K(ll èπiσTOJσαV ElSαiJTÒV OL 11αOT)Tαiα台T01J.

12 MCTà ToílTO K"Cl TÉß11 Eis Kα机仰'αOÙI1α{厅的

Kα1 T) 11ηTT) P av丁OV

K"(ll Ol dÙEÀcþOl [αÙT01J] 

K"al Ol ItaO IlTαiαllT01J 

K"al ÈK"cl Ë 11E ll'α V où 1ToÀ.Ààs TlIlÉpaç. 

l 若 2:1-12 的译文

坦庭结=搜捕特纳[ 1970] 的若望编辅修订

黑体字=典型若望用语

( )=文中插λ语

[ ] =另一可能译法

I 重三去'在坦里噩噩加纳有蟠宴'
耶稣的母亲在那想;

lìB稣

和他的门徒也披请去赴宴。

酒缺了，

lì~稣的母亲盟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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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混有5D了。」

耶稣回答她说:

「主Á' 这关始我和你是甚麽? (恩高版译作: r女

贵的时刻向未来到。 人'这於我和你有

l 我的时刻是否已到?.J I

鱼盟理圭给仆役觉:

甚麽关保?.J ) 

「他无论盼咐你们甚麽，你们就作甚麽 o .J 

{在那樱放着六口石缸，

1;为犹太人的取道韭旦旦'
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把缸灌满水吧! .J 

他们就灌满了，谊到缸口。

然後'他给他们说:

「现在你们自出来，

法给司席! .J 

他们便法去了。

司席一尝已变成酒的水

{一单歪理量从那想来的，

鱼水的仆役翻知道一)

亘直便明了新郎来'
1。向他说:

「人人都先摆上好酒'

当客人喝够了'亨摆上次等的;

你刽把好酒保留到现在。」

11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r神迹」原文是「记号.J ) 

11 

呈主且呈肋亚的加纳行的;

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

他的门徒们便更新他们对他的僵仰。) (恩高: r他

的门徒们就

借从了他.J ) 

此f袭，他和

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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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他的 l 弟兄、

及他的门徒;

下到葛法翁'
在那徨留不多几天。

l 若 2:1-12 的文学分析4日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那些支持神迹资料假说的人，都认为加纳婚

宴的神迹故事'是一个传统的故事。但我们可以设想到，当福音圣史把

这故事载始福音中时'必定先把原来文句加以修订。细心研读若 2: 1-12 

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不贯彻的现象，这都可能是修订活动的结果。我们

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门-传统与编辑修订

布尔特曼( Bultmann ) ~9 在若 2: 1-10 中发现了一个典型的「奇迹 J

故事形式:

的 2: 1-2 怖局{地点、蜡礼、客人、耶稣的母亲) i 

b) 2:3-5 奇迹的准备(耶稣藉拒绝对奇迹的未成熟要求而探取主

动)

c) 2:6扎 实在的奇迹(只从奇迹的如果来作间接描写，而施行奇迹

者的天主性行动割不显露於人) i 

d)2:9- 1O 结论:奇迹的证实与在场者的惊讶;

?我们部分跟从 Collins ， These Things , p阳p. 1协1但
9 Bul忧tmann ， The Gospel of John , p.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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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11 奇迹的列数;

η2: 12 转接到下一个奇迹故事。

布尔特曼篮不赞成，按圣经的背景把「酒」当作末世时刻象笛之解释。

他更喜政把整个故事，连同「酒」在肉'放在一个希腊文化背景中来解

释。他指出:

「无可疑惑'这个故事是取材拾外教传说，再应用到耶稣身上。

事实上，故事中变水为酒的主题，是酒神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的典型传说。在此传说中'这个奇迹属神灵显现( cpiphany )之

奇迹'因而亦被定拾酒神节目上来纪念'即在 1 月 5 至 6 曰间的

晚上 J 0 50 

据称'安德鲁斯和默奥斯( Andros & Tcos )神庙的水果，每年在酒神节

上会涌出酒而不是水来。「在厄里斯( Elis) ，节日前夕人们把三个重

缸放置在神庙肉'翌日便会满溢美~~J 0
51 

据布尔曼特说 ， 52 本段文旬的编辑修订成份甚少。他主张福音圣

史所作的修订，包括 2:1 的时间垒照， 2:饨的 Kaì. OÙK 前ÔE L. ..TÒ ÜÔtùp 

( r 盐不知...创知道J ) ， 2'11 的阳ì. È中αvÉpωσενT巾'δóçαναUTOU

( r 他墨示了自己的光荣J ) ，以及2'11 的 Kαì. OL 但nOllTa(αÚTOÛ

( r他的门徒们 J )等附加资料。他怀疑2'2的 Olμα811Tn(αÙTOÜ( r他

的门徒J )是取代原有的 OLαbEÀ中O( ( r 兄第 J )而来'而2'llc 的

:~ Bultmann, The Gospel of John , pp. 118-119 。
;同上， p. 119, n.1 0 

2 同上， pp. 113-114 及 pp.118-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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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μα8T)TalαυTOÜ ( r他的门徒们 J )可能是个後期的附加语。 53 因

此，主要的修订性变更'就是 2:11b 的附加部分'它旨在告诉我们 '2: 1-11 

所载的就是耶稣光荣的显示。「据福音圣史的理解，这记载盖不在始显

示施行奇迹者的能力'而是要显示身为启示者耶稣的天主性J 0 54 

福特纳55 接纳布尔特曼所列出的编辑修订成份，不过他认为门徒

的提遮来自传统。同时'他认为还有一些措辞和句子是属编辑修订的(与

布尔特曼相反) ，这可从上面所展示的章节段落清楚着到。根据一些理

由，福特纳认为 2:1b r耶稣的母亲在那惶」一旬'更可能是一个编辑恪

订的附加语'而不是来自传统的资料。据他的意见，这附加语给予耶稣

的母亲一个更突显的角色，这是 2: 1-11 内的一个编辑修订倾向(垒着

2:3b斗的附加语}。这附加语似乎也中断了 2:1a 至 2:2 的思路'而且带

来了一个歧义'不确定究竟 tkd{ 「...在那攫 J )指的是加纳还是婚宴。

最後， r耶稣的母亲」这一词组也使到 2:3 的说话变得累赞。

福特纳也认为 2:3b-4是一个後期的附加语。因此'原来的文句应

是: r酒缺了'耶稣的母亲对仆役说... J (2:3a.门。一反布尔特曼所主

张的，一个传统的奇迹故事应有一个对奇迹的要求( = 2:3b-4) ，福特纳

指出 5:6; 6:5 及 9:1 也混有一个这样的要求。他把 2:3b-4 当作编辑修订的

部分'因而企图解决在目前新约的版本中的难题'即耶稣一方面(至少

含蓄地}拒绝施行奇迹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创陆即完成了一个奇迹。这

个前後不一致的现象'对福特纳来说，就是-个编辑修订的 结

果。他指出在 2:4b 中的「时刻 J '以及耶稣向其家人的

责备( 7:6) ，都是《若》的主题之一。据福特纳的估计， 2:6 的

:: Bultmann , The Gospel of John , p. 114 及 p. 115, n.1 0 

i; 同上， p. 119 。
Fortna, Gospel of Signs, pp. 2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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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à TÒV Kα6αplσμÒV TWV 'lou8αiων( r 是为犹太人的取洁礼用

的J )一短语，也是一个後期的附加语。这个附加语使本来的迂说句式

斗σαV...Kεiμεναl ( r放着J )的两个部分，彼此相距得更远。这附

加语使这些石缸原是空的事实'显得更难加解释。此外. r犹太人」一

词是《若渊9典型用语 .51>而且第四部福音在 3:25 中显出对 κα0αplσμÓS

( r取洁礼J )有某种兴趣。

福特纳赞成布尔特曼所说. 2:纯是来自福音圣史的附加语。 2:9b

明显地中断了 2:如c 的思想和句法。「知道"不知道J 与「来源J 都是

若望学派的主题(皇看 3:8; 4:11; 7:27-28; 8:14; 9:29-30; 19:9) o2:9c 中

的 àPXlTptKÀlVOS- ( r 司席 J )一词'也属冗词。这词在加插了 2:%

f章'::f成了必要的。据福特纳的意见· 2: 10 最宜解释为一个出自耶稣的

典型语录或比喻。"虽然 2:10 原属传统资料'但它在若 l 和 2:他的编

辑修订附加语的语境中，剖披上了新的意义:犹太教被基督宗教所取

代。

至於 2: 11 方面'福特纳基本上同意布尔特曼的假设，

认为 2: llb 属般编辑修订。但他在 2: Ila 中还看到另一个

问题。他坚信抄卷中的 p61i较语 N:'1i更接近原文:

丁α白丁ηνπPWT11νàpX~v Èπ0(11σεν TWV ση~lEL(ùV... ( r耶稣先做这

事，件为他神迹的开始J ) 0 福特纳世照

.. U-l丁OÛTO [πáÀw] 8EÚ丁叩ov ÈπOL11σ巴'σημElOV Ó '111σOÛS-和

21.14 丁OÛTO [~δη] 丁pLTOV [È中αν叩吟。门] ó '1ησOÛS-而把2.11 改写

为 TOÛTO πpWTOV 兰π0(11σενσημElOV Ó '1ησOÛS-。

一垒看下面的专题讨论。
~，垒看谷 2:22: r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疆铿J ;路 5:39: r;量有人喝着陈酒，

愿意唱新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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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纳设法解释'福音圣史如何把这句来自神迹福音的文句'修订成为

目前仍见加抄卷 P附中的形式'他写道: r...其後， <若》愿意强调这

第一个神迹是所有神迹之冠'於是他便在文句中加上一个同位谓

( appositi飞'c) àpX~v ，把 σ11μELOν 转变为与名词相连的所有格摆挝

( gcnitivc plural) ，又按形态同化( attraction )把代词和形容词的性改

为阴性 J 0 5R 因此'福特纳是坚信 σ'1I1 ElOV 一词旱已存在加原始文献

中的。他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指出在第四部福音内共有两个截然不同和

互不相容的叫IlC'l()!' 之用法'二者均见拾若 4:48.53-54 的同一上下文

中。 4:48 差不多杳认了奇迹是信键的基础'而 4:53-54 剖把奇迹当作信

德的基础。所以， (若》在 4:53-54 中摆出了来自原始文献的传统式「神

迹一信德」思想'创在 4:48 中以自己「不需看见的信德」槌念来加以更

正。同样的更正手法也见胎 2: 11 中。按照福特纳所复原的 2: 11 应是如

下:

丁乙二'丁o ;;-ÇU丁01' ÈπOlησEVση弘εLOνó '111σOÛS- Kαì. È丁TLσ丁ξυσG1'

仨 L;' nu丁01' OL μct8 1l丁αL α白丁00

( r 耶稣行了这第一个神迹，他的门徒们就相信了他J )。

这句明显反映出信德是不多是神迹的必然效果'诚如我们从原始文献所

得的 o 2:11b Kaì.兰中ανÉpωσεν 丁订v 8óçανα白丁OÜ ( r他显示了自己

的光荣 J )是一句插λ语，旨在更正这个「神迹-{;言德」的观念。因为

2:11b 这句插λ语，强调耶稣不但行了一个奇迹'而且还显示了自己的

光荣。所产生的信德不再只以神迹为基础'而是基抬耶稣光荣的启示。

因此，这个编辑修订把「神迹-f雪德」改变为「不需看见的信德」。

福特纳在经文原始文献考证上的分析'部产了几个疑问:

58 Fortna, Gospel of Signs, p.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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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福特纳所谓的 2:6b 及 2:饨的编辑修订附加语( rcdactional 

additions) ，当作是插λ语( parcntheses) ，会否更为可取?

·从原始文献考证上着手去解决 2:3b斗的不贯彻现惠，这是否最适宜的

解决拼法?

.σημEÎ.Oν 是否更可能是福音圣史按自己神学观的创黯;因为把奇迹称

为 σημEÎ.Oν ，似乎盘不符合假设存在胎原始文献内的「奇迹一信德」

观念?

- 2:1-12 是否完全属抬若望学源?

1.2.若 2:1-12 的若望学派特笛

1. 2. 1.若望学派的词囊

内Il1ÍTηP TOU '111σOÜ (耶稣的母亲)

向品pα( 时刻)

。L 'Iou8aÎ. oL (犹太人}

γbσημEÎ.Oν( 神迹)

内 8óçα( 光荣)

πtσγε仇βξ(5' (相告}

μÉvω( 居住、停留)

1. 2.2. 若望学源的事由学

·耶稣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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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

f5öJ 

l. 2.3. 若望学派的风格与文学手段

·时间垒照( timc refcrcnce) (2: II ) 

.对话( dialogllc ) 

-问题、要求( qllcstion, request) (2:4) 

·插λ语( parcnthcsis) (2: 6,9, II ) 

·转折语句 (transitional verse) (2:12) 

·舞台上的二元定律( law of stage duality) :一个小情节接着另一

个:

情气 1: 2:3斗耶稣的母亲·耶稣

情言 ::ZPA 耶稣的母亲·仆役

情节~: :: --s 耶稣-仆役

情节.t: 2:9-10 司席·新郎。(请注意足剧化的颐序在第 4 情节中被

打断了，因为在那樱出现的两个人物是没有前边过的)

2 若 2:1-12 的内容分拆

2 1-2 

在 1 :50 ， 51 中，门徒们向没有完全认识耶稣是谁，紧接这两节'圣

史立即阐迫蛮7.1<为酒的神迹'用意在厦示默西亚的光荣，这也是耶稣以

神迹自我启示的开端( 12:37 ; 20:30 )。在 2: 11 我们看到门徒相信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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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这正是他光荣显示的时刻 (17:10; 22' 24) 。

数字在《若》中'不一定都包洒禀曲意义， r第三天」在此处没有

「第三天复活」的意义'只是一个历史进程'在1:29 出现了第一天， 1:乃

是第二天'顺序到加纳是第三天( 2: 1 ) 0 值得注意的， {若》在每一段

事迹之前剖清楚说明日期'时间'地点及人物等'例如在这襄就清楚列

出故事的基本细则: r第三天'在加里肋亚加纳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

那惶'耶稣和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其他可垒老 2:D.14 日22-24 ; 

.11-8 等。

「耶稣的母亲」这称号在 2: 1 被放在首位'跟着在短短五节内共出

现了三次 (2: 1.3 .5) ，在神迹结束时又再次出现 (2:12) ，这个称号是

否圭史故意向读者强调这位被耶稣毒称「女人」的身份'以及在《若》

中的真正意义? r母亲」一词徨来在 6:.+2 出现抖'在 1 Y:2负任再次与「女

人」这称号盘列'究竟圣史的用意伺在?这都是假得注意的，在 2:4 中

会详细探讨。

:n-..J.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见过的'福特纳( Fortna )认为若 2:3b斗是福音

圣史的缩辑修订所插λ者。可是'就连那些反对原始艾苟弩证研究法的

学者们，都一致接纳 2:3b-..J.是正确明眼第一个加纳奇括所必需的。

耶稣的母亲主动对耶稣说 :OlVOV OÙK ËXOl)(HV( r他们没有酒了 J )。

这话究竟是一个对奇迹的要求'还是纯粹对实况的一个描写，这个讨论

阳乎是无济胎事的;因为在向耶稣说话的背後'肯定是有意请他探取一

些行动。耶稣回答说: Tl ÈIlOl K侃 σ0(， yúναl; ( r女人，这为我与你是

甚麽? J )。这个答覆使我们难拾理解这个故事。他似乎相当无情地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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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自己的母亲。然而'玛利亚业没有把他的答覆视为一个拒绝。相反

地，她还对仆役说: () Tl â 11 ÀÉY lJ úll'l l' 1TOllíσαTE ( r他无论盼咐你们甚

麽，你们就作甚麽J )。而事实上'耶稣亦答允了请求'行了一个奇迹

(2:6-10 )。我们将不会像擂特纳那样，以原始文献考证法来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宁要对 2:3b-4 舍人困惑的措辞'设法作更深λ的理解。

布朗( R.E. Brown ) 59 提议我们'应以耶稣藉行奇迹来协助家人和

朋友的传统(例如伪经《多默宿营>> )作为背景'来看加纳的第一个奇

迹。在若 2:3b 惶'耶稣的母亲在类似的情况下'要求他行一个奇迹来协

助朋友解困。耶稣的回覆反响出《七十贤士本》所应用的一个表边形式'

这是译自希伯来文节γ什门口( mah-li哨alak) 。这词组在圣经内出现的地

方，显示出它的基本含义是: r在目前的处境中'你与我之间有伺决定

性的关保 ?J 。而文旬的语境才能决定它是带敌意( r我与你根本无

关， J ) (例如苏 22: 2-l-25; 撒下 16:10; 19:23; 列上 17: 18; 列下 3: 13 ) , 

还是带善童{例如民 11:12) 。假若这词组在 2:4 中属善意的表达，这与

那稣确实行了奇迹便会吻合。但在这情况下， r我的时刻向未来到」一

语'便会出现问题。但是'假如这词组带有敌意的话， r我的时刻尚未

来到」一语便会很适合，然而耶稣实在创行了奇迹，这便带来了问题。

无论如何，问题的焦点明显是落在耶稣与母亲的关保上。

r Tl cJl oì. Kaì (时， γÍJl'm;J 一语，很可能是弈善意，亦非散意。耶稣只

想澄清他和母亲的关保。四部宿营都一致同意，码利亚以耶稣人性母亲

的身份，在他的传教活动中盐j盖有扮演任何角色。举例说，谷 3:31-乃

描写耶稣为了服从天主的旨意，而拒绝自己母亲和兄弟们的干预。路

59 R.E. Brown , The Community of the 8eloved Discip侣， New York-Ramsey
Toronto , 1979 , pp. 183-198，尤其 pp. 193-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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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9-21 翻修改了《谷》的严励措辞。耶稣声明那些听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人'便是他的家属。不过， <<路》也指明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咒第{门'都

符合了这个标准。在若 19:25-27 中'耶稣在十字架上再以门徒身份来阐

释'谁是他的母亲和兄弟。因此'按照《若》成为耶稣亲属的标准'就

是门徒的身份。在耶稣回归到父的时刻中( 13: 1) ，他给予自己母亲一

个角色，不是作「他自己J 的母亲'而是作他爱徒的母亲。这位爱徒成

为玛利亚的儿子之际，与此同时也成了耶稣的兄弟。要注意的是'按若

7:5 耶稣的兄弟是那些不倍的人{这与《路》及《宗》不同'例如垒看

宗 1: 14 )。耶稣的母亲在第四部福音中的重要性，全在加她的门徒身份

上。可是'她盐弈云云众门徒中的一个'卸具有一个超卓的身份，作为

那位模范门徒的母亲。 60

2:4与 19:26-27 共有的突出成份'就是 yÚVaL ( r女人 J )这个称

呼。一个儿子这样称呼自己的母亲'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因此'这符合

了耶稣在这檀重新确定他与自己母亲的关保之解释。在加里ß1J亚加纳的

婚宴中，耶稣跳出了自己家庭的挟陆藩酶'盐开始他的公开传教生活。

而玛利亚亦从耶稣人性母亲和抚育他成人的角色，转而成为一位忠信的

门徒。因此， 1:35-51 与 2:1-11 之间'也有某种连贯性存在。注视着在

加纳婚宴中的耶稣的母亲'我们便可以获得以下问题的答案:谁可算是

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些(像耶稣的母亲一样)忠信地期待默

60 R. E. Brown , pp. 196-197 。布朋盐辛辛在第四部福音中的女性门徒身份说:
r <:若》在『头等』门徒之中包括了妇女在肉'他告诉我们耶稣爱玛尔大
及玛利亚'而玛利亚玛达肋纳又是他亲自呼唤其名字的「他自己的J羊。《若》
对耶稣的母亲的处理李法'是朝这方向更迈造一步。假如耶稣的爱徒是门徒
生活的理想'与这门徒密切关连'而又是耶稣畏属之一酌'竟是一名女性。
在十字架下简着一男一女'他们是耶稣『自己的人』之模范'是他的门徒所
形成的离家庭 J 0 

148 



西亚时代实现的入。

在没有综合来看之前，要问数个问题:

(1) 圣史为什麽在 2:3 中强调耶稣的母亲知道主人酒缺呢?

( 2 ) 耶稣的母亲向儿子说「他们没有酒了」

( OLVOV OÚK ËXOUCJlV )蓝不是相使语句( impcrative) ，究

竟 r~ö缺」为耶稣带来伺种意义?换言之， r酒」与「酒

缺」有没有特别的意思?

( 3 )如果将 rTl C:!lOl K创 σOl ， γúvm; J 匾译作「女人，这为我

与你是什麽J 的话，跟2'3中耶稣的母亲的刽遮句有伺关

保?

( 4 ) 耶稣接着说「我的时刻向未来到J '从整部《若》来看'

「时衷Ij J 是指出耶稣受光荣'即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刻，那

麽， r~Ö缺」、「女人」、「时刻」是否圣史有意表达某

些神学思想?

如果在旧约中'婚姻象白了天主与人的关保{咏 45 '另外垄老弗

5:22-33 ，默 21: 1-门'而加纳的酒是默西亚时代羹酒丰盈的毒筒'又是

耶稣的自我奉献和他在感恩圣祭中的自我奉献的汇事性liði在的象筒{奎

阅专题:若望着件中的耶稣) ，那末'耶稣与母亲的对话，就是「默西亚

救恩」的神学对话。

因此， r他们没有溜了」包含了「他们没有默西亚时代的美酒」及

「他们渲有了耶稣的圣事性Ilði在」的意思'简言之， r他们没有默西亚

的救恩 J 0 

如果从「救恩的角度去看 2:4 的「女人」的话'可以出现所谓「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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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关保」以抖的另一解释」。

首先'我们需要检讨上面有关「母子关保」的阐迹。如果耶稣噩称

为「女人」只为澄清关假时'为伺圣史多次用了重檀语来强调玛利亚是

耶稣的母亲?

「母亲 J 与「女人」使我们记起创 3: 15 中的「母亲」与「女人 J :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徨商和他的徨商之间'她的徨商要踏

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另衅'可垒老默 12: 1 ，4 ， 5 中的「女

人」。从预襄论的角度看，这位母亲荣女人就在玛利亚身上实现了， r母

子」的关保正显示出「女人」与「徨裔」在救赎工程上的紧密结合。不

过，我们还需要仔细分析「这为我与你是什麽」的意义:

Tt q lOl Katσol ' yVJIαl ; 

有学者认为这是耶稣自我意识( self-consciousness )的自语。不过'

如此处探用了呼格 (vocative casc) YÚVOl ，为对话而用上呼格是清晰可

见。其实'自我意识与对话彼此之间盐没有矛盾，耶稣可以因母亲的提

醒「他们没有酒了」而进λ自我意识的状态'经意识徨与自己的母亲对

话。但是'重点也不是在「自我意识」上。

接 BDF ~ 299(坷的意见， Tí ÈVOl l((ll UOL 的意思是 "of 川lat

concern is that to you and mc ?" r这关拾我和你是什麽 ?J 这就与「划清

界线」的理解就罔然不同了。

在继续探索之前'先垒阅两段记载鹰鬼话语的章节:

谷 5 : 7 Tí ÈrlOl KOl uoí(思高版:我与你有什麽相干 7)

玛 8: 29 Tí liltlV (qlOí的众组) KOL UOl (思高版:我们与你有

什麽相平 7)

这两段都是魔鬼与耶稣的对话。另外可垒老18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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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22:24 ;撒下16.10; 19.23 i 列上17.180

按A.H. Maynard 的意见，当每一部对现梧音用上这句问话时'作为魔

鬼对耶稣的天主性的认知宣言'意思包括: r我和你有什麽相干?为什

麽你来干扰我们?管你自己的事吧， J 清楚地'在耶稣与母亲的对话当

中'同样的说话'会有不同的意思。因此'无论耶稣或圣史用上「女人」

这名词，旨在提醒读者有关女人与徨菌'母亲与儿子的救赎工程上的关

馁。

当真正的光荣时刻来到时'这位垒与救赎工程的「女人」被耶稣委

琵为宗徒的「母亲 J '在十字架下组成了数会团体{垒阔若 19:26，27 )。

但是'这捶耶稣说: r我的时刻尚未来到 J( 同时垒考 12:23 ，27 ，3 If j 

13:1 ,3If; 17:1门。清楚地将 Tl 句Ol KCIl (JOl 带λ救恩的幅度当中。

综观之， r母亲」与「女人」鼓没有对立的意味'反之，互相照托出耶

稣与玛利亚在救赎工程中的紧密关僚，因为在第一个神迹与耶稣在十字

架上受光荣的时刻， r母亲」与「女人」都在耶稣身旁，玛利亚在耶稣

的公开生活的始末都坦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门徒的母亲和模范'即敖

会的典范。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过'耶稣对自己母亲的要求所给予的答覆 :r挠

的时刻向未来到J (2 :4) ，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这显然是个否定的答

覆'明显与耶稣後来施行了奇踞的事实相反。我们会讨论两个解决这难

题的试图。

科林斯( Collins )把 OÜ1Túl í)KEl 1'1 印α110V 理解作一个引出肯定答

覆的问题. "我的时刻是否已到11;n ?这不是我的时刻吗? -是的'你说

得对"。原则上，这是可能的'因为希腊文捶的发间'只能从问号的存

在来肯定。由抬旱期的希腊文抄巷缺乏标点符号'一句之所以是肯定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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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向旬'完全取决抬人们的解释。科林斯提出四个论据来支持自己的

立场:

a) 一些古代基督徒作者{戴先Tatianus' 尼沙的额我略Gregol)' ofNy咽a , 

默稣斯的德道 Theodore of Mopsuetia '敏利亚的艾弗伦 Ephraem of 

Syria) 旱巴支持这个看法。

b) 在新约中'如果。ïl1T(ò 跟在一个问句後面{一如若尘仆'便会引出

另一个问句。

c) 若 2:4 是唯一在《若》内以无连词形式( asyndeton )在一陈迹句中探

用 Olfrrω 一词的。眼然是个例纯的情况'它很可能带引一个问句。

d) 双重问题是《若》的风格特色(垂着例如1:21; 3:4; 4:11-12 )。

耶稣以「这不是我的时刻吗? J-语所要表达的'就是: r这实在是

我的时刻J 0 r时刻」一语是典型的若望学派用语'所指的是实现默

西亚时代的那个时刻。这就是十字架的时刻，亦即耶稣自我启示和受

到父所光荣的那个时刻。因此， (若》把整部福音'尤其是那些神迹'

都放在耶稣的时刻这个观点来看'在这时刻上，那些忠信用待默西亚

时代的人将领受到丰盛的恩赐。《若》在 2:1-11 中以两个层面来说话。

在刽边的层面上，加纳婚宴的故事在时序上发生在槌钉十字架之前。

但在豪笛的层面上'这故事提前阐释了耶稣死龄十字架上的意义'即

默西亚的恩赐要丰盛地广施出来。这观点由加 2:3b-4有接近 19:25-27

的词囊(耶稣的母亲;女人、时刻) ，因而获得支持。按科林斯的看

法'第一个加纳的神迹'应段在耶稣被钉和曼举扬一事的光照下来阅

读。

骆黝克( G. Lohfink ) 61 反对把 oìJrrω~KH ~ (;jpαIIOV 当作一问句

61 Lohfink，讥(e的wunder， pp. 174-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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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释。他认为此语作为一个问句'会对前面的 TI. È:1101. KaLσ0(， γ仇，αt;

造成太大的对比。骆黠克的立场是基胎 2:3b-4 与 7:1-13 的比较而来的。

在 7:1-13 中'耶稣家中有些成员{不像 2:3 中的他的母亲，

而是他的弟兄) ，要求他行个奇迹。他们说: r 你离开这撞，

往犹太去吧!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J (7:3) 

耶稣以一个极相似 2:4 的方式回答他们说

Ó Kmpòs 6 È: IIÒ~ oií1T(J)πápEσTlV...È:忡。ÚK åvaßaívωEis T~νÈOpT~V TCl 

ÚT巾， ÖTl Ó CI1ÒS' Kmpòs oümù 1TEπÀ~pωTαl ( r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还

不上去过这庆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成熟J ) (7:6.8) 。一如 2:1-11

一样，耶稣拒绝作自己家庭成员要求他作的事'但後来翻着手做出完全

一样的事来:他上了耶路撒海 (7:10) ，甚至在圣股捶施教( 7:14; 盎看

呵 26 )。骆勘克结论说'耶稣藉拒绝成全家人的愿望'来强调他在自己

的?时刻」所作的'盖不源踏人的愿望和计划，亦奔为了实现人的目的'

而是为了实现天主的旨意。 r Ir我的时刻向未来到』这一句'表达出一

个深长的意义'即耶稣在自己的行动中不任由人摆怖'而只取决拾他在

天之父的旨意J ( "Dcr Satz 'Meine Stunde ist noch nicht gckommen' drückt 

in höchst prägnantcr Weise aus, daß sich Jesus in seinem Handeln nicht von 

Menschen, sondern allcin vom WilIen seines himmlischen Vaters bcstimmcn 

läßt" )。但 这样，骆黠克找到了一个「我的时刻向未来到」的解释'

内同时又能符合 TL È. IIOL KaLσ仗， yúvm; 因此之故'我们在 2:4 中无需

像科林斯一样的假设另一个问句。不过'最结两个解释

(011';'1 ,) í1Kfl "1 句αIlOlI当作问句或是陈遮句}都得出弈常类似的结论

来。

62 LOhfink, Weinwunder , p. 1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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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当耶稣说出「我的时刻向未来到」之後;玛利亚没有继续有关「酒

缺」的对话'她转向仆役们说: r他无论盼咐你们什麽，你们就作什麽。」

玛利亚由 r~~~峡」的对话转向仆役们的「盼咐 J '表现出她是一位敏於

服务和忠信的人{另抖奎阅路1'39 ， 56 )。

这要有没有「圣母代祷」的含意?

从「他们没有酒了'到「他无论盼咐你们什麽'你们就作什麽J

看不出玛利亚有任何的请求'如果「他们没有酒了」笆需「救恩」的神

学对话，变水为j茵明显有更深层的意思，不是单为解决拥郎窘境而变水

为酒。

这一节所强调的是耶稣的母亲乐于助人的精神'最重要的'她对耶

稣那份忠信与服从。

2:6,7 

此两节中只出现了耶稣和仆役'换言之，耶稣施行第一个神迹时，

只有他与仆役在场。按犹太人的凤俗'水是取洁礼的主要跟介{肋n5R;

14:4立R ; 9:50-53 ; 15:5-18,21.22,27 )。无论自己不洁，或碰到不洁的人

或物，都要用水来取洁。仆役们在整个神迹过程中'只有默默的服从耶

稣的盼咐，表现出对玛利亚的说话的同意。

这樱说明是石缸'因为石头不相反犹太人的「不洁规定 J (肋

门 '33 )。六口石缸中的「大」茧没有任何襄德意义。有些学者认为大是

代表完满的数字「七」涌去一，所以代表不完满，当耶稣来Ilffi後'就完

满了'不过，要注意变了酒之徨，仍是大缸酒'不是七缸。每口缸有两

三桶水'即2至3 IIETP11T1ís { 1 IIETP11T1ís =10美加仓=8-9英加仓=约4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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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大致来说'那捶共有120至180美加仑( 480圭720公升}的酒。

2:8-10 

「现在你们白出来，送给司席」用的白( åVTÀ自σαn: )是相使语句。

在耶稣与撒玛黎妇人的对话描迫中，圣史也用了同一宇:有一个撒玛黎

雅妇人来「汲」水(巾ITÀíìcrOl动词过去不定时态主动不定式，aor，act.infin ) 

( 4:7) j 也觅得我再来这惶「汲」水{巾ITÀå l' ，现在主动不定式

prcs.act.infin.) (.U 5) ，在「活水J (lJO(!lP ，(~Jll )的对话中'如果圣史

有意在第四章中用「臼」这个动作{思离版译作「汲J )与活水连累'

在 2:8 巳变为酒的水，可能也有「带来生命J 的意义，因为'如前所说'

加纳的酒是默西亚时代美5ö:丰盈的襄筒，又是耶稣的自我奉献和他在感

恩圣祭中的自我奉献的圣事性临在的事筒。

这惺强调'如果连司祭也「不知道J (垒老 4:11 f.) ，新郎更不知

道蜂酒从伺而来。但是'司席找来了新郎'盐向他说: r你在H把好酒保

画到现在 o j 为什麽呢?

如果婚宴牵由了天主与人的关馁，不难明白耶稣与母亲有关救恩的

「神学对话 j ，因此'真正的新郎'显然是耶稣(皇阅 3:29，30) ，他将

淡而无味的水变成好酒'襄笛带来了新的恩赐。这新的恩赐取代了旧的

取洁礼。

一个被人疏忽但值得追探的问题:加纳婚宴的新娘在那捏?

这位黯娘在耶稣的「时刻」亨正式出场( 19:34) ，教会历代学者

都认为耶稣肋旁所流出的血毒徽圣体圣事'水则毒笛圣洗圣事。这两件

圣事正好代表教会的诞生'雨教会向来被认为是耶稣的净配{奎阅

3:29,30 j 谷 1 :7,R j 默 21: 1-7 )。在天主创造女人时'是从男人的肋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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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肋骨(创 2:21-24) ，在旧约中的女人'使人死亡，现今在珩亚当的肋

劳剖流出新约的女人一教会。

从这角度看 2: 1-口，变7，}(为酒的神迹与十字架事件存有密切的关

{菜，十字架事件回应了耶稣的「时刻J 。加纳婚宴与耶稣的死亡是耶稣

公开生活的起点和络点。:量有新娘的婚宴向未完满'要辑部黯踉芷存

时，才是真正的婚宴'字是耶稣的光荣时刻。换言之'耶稣整个公开生

活都在象筒救恩11画在及天主与人的密切关保的婚宴中进行。

2.11 

如果在加纳婚宴中'耶稣的「时刻」是来自天主而非玛利亚的主动'

那麽 KUL C机vÉpωσCV TJ'JV Òóçαv αtITOÜ( r他显示了他的光荣J )( 2:11b) 

这一旬，便肯定是弈常重要了。要明白《若》所指的?l(íçu ( r光荣 J ) 

是甚麽，我们必须看看上下文。在 1: 14 捶我们眩到: r始是'圣言成了

血肉，在我们中间支搭他的帐幕;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唯一者的

光荣'满温恩宠和真理」。如今基督的光荣便成了可见的。耶稣所行的

神迹'就是能自睹他光荣的地方。这点在耶稣最後和最大的一个神迹

中，就是在复活拉臣棉一事上，尤其清晰可见。耶稣对玛尔大说: r我

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悟'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63 ? J (1 1: 40 )。

骆黠克64 也指出 12:37-41 是解辑 2:1-11 的重要经艾。在那捶我们

遇到了 2:11 梧的三个决定性的词语: r神迹」、「信从J 、「光荣」。

《若》攫引侬 6:10 ，盐作结论说: r怯撒意亚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所

以指着他讲了这话 J (12:41) 。究竟攸撒意亚在伺时伺地看见了耶稣的

63 正如 11 :4所显示的， r天主」的光荣与「基督J 的光荣星分不开的。
0" Lohfink. 川leinwunder， p.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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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呢?骑黝克在侬 6:1-3 找到了这问题的答案: r鸟齐雅王逝世郡王军'

我看见吾主坐在祟高的翻座上，他的我边拖曳满殿。『色躁芬』侍立在

他左右'各有六个翅膀:两个整住脸，两个盖住脚'两个用来飞翔。他

们互相高呼说:圣 1 圣 1 圣 1 万军的上主 1 他的光荣充满大地」。

《若》把这段i井论上主伟大光荣的怯撒意亚先知书'应用到耶稣身

上。《若>> lIij细怯撒意亚的御座神视即是天主的显现'而且是i井及上主

的。但正因基督从起韧己与天主同在(1:1)'而且基督更是在父的怀梧

(1:18) ，盘在世界受造以前已同享父的光荣'因此，上主与基督是不

能分离的。对《若》来说'御座的神视正显示了基督的先存性。然而，

《若》部指出耶稣窜说过，门徒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手身

上，上去下来 j (1 :51) 0 (若》在这捏借助创 28:12 (雅各伯梦见地上

架起一把楠'梯顶皇天) ，把怯 6 的翻座神视影射到基督的尘世生命上:

天在耶稣头上做开'天使服事人子'天主的光荣富居在他身上'而门徒

能够「看见J 这一切。第一个加纳神迹的故事'画接跟在这一经节之撞。

棋据我们刚亨所发现的'那个在加纳婚宴中所显示的光荣，就是上主的

光荣'是基督从永远与父所共享'而现在又在他身上来到世上的光荣。

因此，这 8ól;α 就是那在天主制座上，而且充满了天地的光辉。

同时，这个"归也是末世救恩的圆满'是以色列在饱受苦难後所

获得的。这点在《七十贤士本》的怯 35:1-2 中被强调了: r荒野和不毛

之地必要欢乐'沙漠必要欣喜'如花盛开!约旦河附近的沙漠必要盛放

和政欣。它将获得黎巴攒的光华，加尔默耳的美丽。我的人民将见到上

主的荣耀，我们天主的光辉j 0 (怯》在此处及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光荣，

都有一个历史-末世性的特徽。天主把自己的光荣赏赐给选昆'而不把

它保留在自己的御座那樱。天主的光辉照耀着以色列'把他改变成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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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这思想见胎怯 60:1-3: r耶路撒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荣

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睡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

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翻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万且

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

那在末世时代改变天主选民和大地的上主的光荣，是很具体的:旷

野产生丰盛的果实，盲人的眼睛会被开启... (怯 4:王 35:1-6 )。这个先

知期待的现实性，对解释若 2: 1-11 是基耍的。在那惶'上主的光荣也以

一个很具体的方式显示出来。就是在基督赏赐给婚宴宾客的美酒满温之

中。这个丰盈也细节地被描绘出来。酒的数量被「他们就灌满了，菌到

缸口 J (2:7) 这一句注解所突显。同时酒的质数亦被加以强调( 2:10 )。

酒的丰盈和高质数'应噩接放在与基督的光荣的关保上来看。基督

的光荣盐不停留在精神上的、超越性的境界惶'部是奔常现实、可见、

具体的。这点也可见胎这神迹是发生在一个婚宴中的事实上。婚姻图像

用来指示上主与以色列的关保'这也是圣经内常见的。这再一次指出

了'默西亚恩踢的具体性'及它们所带给人的极度喜乐。在更广的上下

文中'耶稣在 3:29 更称自己为新郎。这图像很确定的讲出了，救恩的宋

世时期业已完成了。

结论

这是道出耶稣巴完成了天主的救恩计划的最有力讲法。不过，我们

常有危险金贬值( Verhannlosung )基督信息的彻应性。也有人认为在加

纳所显示的完满光荣'只是永生的一个图像而已。但是， <若》的现在

末世现 (present eschatology )是不应被沦为-个将来宋世观( futu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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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hatology )的。亦有另一种解释，把基督的光荣精神化了。可是'在

第四部福音中'信德是不可与经验性的事实分离的。天主的救世工性和

基督的光荣'是需要借助可见的标记来显示的。在第四部福音中， í种

迹-1吉德」荠囡它关注可见的事实而遭到排斥'而是由抬它未能在可~f\1，

的事实中看出基督光荣的启示之故。为此'福特纳所说的「不需看见的

信德J 榄念'至少是会被人误解的。第三种削弱 2:1-11 信息的趋势'就

是要避克末世凯旋主义，鼓要从基督的生活和死亡上，以及从教会的生

活上'取缔任何「光荣」。可是'按照《若》雨言'基督受凌辱的时刻

是他的举扬，即他光荣的最後胜利。任伺忠始天主和自己而经历的黑

暗'都引领入到这光荣去。因此'耶稣可以在 12:24 说: í一粒麦子如

果不落在地惶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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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耶稣取代了圣殿

若 2: 13-22 ( 23-25 ) 

若 2 的第二个段落'把我们从加里肋亚{加纳、葛法翁}带到耶路

撒海去。耶稣首次(三次中之一}出现在逾越节日上。我们要把本段经

文件一些比较。

1.经文比较

若 2: 13-22 应与它的对观福音卒行文作比较。已有许多学者细心研

究过这段落与对观福音的比较。我们将只会简略地看看本段在对现福音

中的先後次序:

1.2. <<若》与对观福音的「洁净J 圣黠比较圈套65

《谷》 段落 《玛》 《路》 《若》

1) 11:1-11 荣避耶路撒海

圣脏{一}

21:1-11 19:28-44 (12) 

2l:l2-17 19:45-48 2:13 国 17

11:12-14 诅咒无花果树(一) 21:18-22 

11:15-19 洁净圣殷·圣殴{二}

11:20-25 诅咒无花果树{二)

"垒看科宁黯 Konings， De heerlzjke mens JezlIs , p.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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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27-31 耶稣的权威 21:23-27 20:1-8 2:18 

12:1-12 思园声的比喻 (21:33-46) 20:9-19 

12:13-44 问题争论 21 :28-23:39 20:20-47 (2:23-3:2 J) 

3) 13:1-2 预言圣殷毁灭 24:1-2 23:5-6 2: 19-21 

4) 14:58 圣阳言论 26:61 15:29 

由这图表我们可清楚看到'若 2:13-22 把本来散置拾对现福音数章内的

资料'都黯拢在一个段落中。我们不会讨论有关《若》与对现福音资料

的侬属问题。有兴趣研究这问题的人，可盎老内兰克 (F. Ncirynck) 的

研究。 66

1. 2 若 2:1-1 1. 13-22 一对双连屏风的图表

除了与对观福音作比较抖，若 2: 13-22 与它的菌接上文 2:1-11 构成

一对卒行文。明显地，这种「卒行文」与对现福音比较的卒行文不同。

若 2 的这两个段落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成份，这点从下面的圄表可见一

斑。同时我们亦会发现一些重要的对立体卒行文( antithctical parallcls )。

看来 2:13-22 很像是故意作为 2:1-11 的一个对立体。

66 Neirynck, Jeall et les Synoptiqlles , pp. 87-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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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同共成份:

成份 2:1-11 2:13-22 

庆节: 婚礼 逾越节

犹太生活: 取洁礼 圣股

人物: 耶稣的母亲 「犹太人」

婚礼宾客

门徒 门徒

对话: 耶稣·他的母亲 耶稣_ r 犹太人」

神迹: 7}<变~~ 圣殴被拆毁又被重建

取代: (取洁礼用>7}< 用石头砌成的圣股

~~ 耶稣自己就是圣殿

课题: 那「时刻J (2:4 > 暗示耶稣的死t

(2:17.19 ) 

提及耶稣的复活

(2:21-22 ) 

目标: 耶稣在第一个神迹中 耶稣在圣酷的笛兆和

自我启示 言论中

为默西亚 为默西亚

有意的效果: 信德 f言德

实在的效果: 门徒开始相信或加深信德门徒增长信德

靠着真信德的标准{识别出不完善的情德及不信}

162 



真实的信德: 耶稣的母亲(?) 门徒在耶稣复活後

信赖耶稣的话 相信耶稣的话

( r他盼咐你们甚麽' 2:22 

你们就作甚麽J ) 

增长中的信德:门徒(?) 门徒{故事中的时间)

不完善的悟德:仆役(?) 许多来过渔越节的人

(神迹借德}

不信: 司席('1) 「犹太人」

结论: 2: 11 2:22 

b)不同点及对立成份:

模式: 第-个神迹 耶稣与「犹太人」之间

的紧张递增

地点: JJ[]纳 耶路撒海

加里肋亚 犹太

乡村 城市

场.6. • 1=1 • 婚宴 逾越节

气氛: 兴高呆烈、和谐 锺i哭、对抗

中心事实: ~~ 圣股

耶稣的态度: 协助人们 反对人们

中心人物: 耶稣的母亲代表着

忠信的以色列 不倍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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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门徒的借德 「犹太人J 的不信

张力: 知道"不知道 彻鹿f~赖·正式排斥

酒从那儿来( 2:9 ) 

1. 3. 若 2: 13-22 本身内的平行结构

除了与对现福音的比较'和与若 2:1-11 的对立卒行外'我们还能

在本段落内找到另一个卒行结构。 2:14-17 在某程度上是与 2:18-22 卒行

的。本段落内的两个小分段'都呈现出同一的结构:行动·言语·回

忆。我们以经文的中译来指出卒行之处:

{黑体字=宦接引捂}

情景
13 犹太人的渔越节近了，

耶稣便上耶路撒洽。

H 在圣殿攫'他发现了
卖牛、羊、鸽子的'

和坐在钱庄上完换银钱的人'
l气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

把众人连羊带牛从

殷院都赶出去，

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
推翻了他们的桌子;

行动
18 犹太人便追问他说:

「你给我们里甚麽神迹

证明你有权柄作这些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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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
16 给卖鸽子的人说. 19 耶稣回答他们说:

「把这些东西从这攫拿出去， r你们拆毁这座圣殿，
不要使我父的股宇成为商场。 J 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

1匈他的门徒就想起了

经上记载的:

「我对你殷字所怀的热忧'
把我耗尽。」

起来。」

20 扰太人就说:

「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
年，你在三天之内就会重

建起它来吗 ?J

e l 但耶稣所提的圣所，
是指他自己的身体。}

回忆

e2所以，当他从死者中
复活後'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

他曾说过这话'
便相僵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
话。

23 当耶稣在耶路撒海过逾越节庆节时'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便借从了他。

e4 耶稣翻不信任他们，
因他认识众人;

25 他蓝不需要谁告诉他'人是怎样的'
因为他认识在人心捏有甚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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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 2:13-22 的敏边批判67

近军来，历史批判法对经文的研究，还得到了另一些批判研究法的

补充。这些方法之一就是敏边批判法。"我们应用刽边批判法加若

2.13-22 之前，先要对这方法作一个榻括的简介。

2. 1.敛边批判法( narrative criticism ) 

编辑修订批判法( redaction critìcism )专门关注到真正的新约作者

的神学观点。但这些作者早已不在。对於他们的信念'我们仅有的见证

就是文句的本身。但是'我们可否把我们在文句中所遇到的观点'画接

当作是真正作者的观点呢?锁迫批判法敬我分阱出真正的作者( rcal 

allthor )和会意的作者( implied author )。所谓会意的作者，就是指在

文句中所遇到的作者。这盘弄一个血肉之踵人作者，而是一个在理论上

构思出来的'不过这亦是真正的作者唯一可以呈现在自己文句中的方

式。就如我们在一个侦探故事惶轻易理解到的'在全意作者(他可能与

~案有关连)的观点与翼正作者的观点之间'可以有相当大的分别。当

然'在会意作者与真正件者之间距离之大小，完全取决拾文旬的文学体

裁。在一篇私人信件中'这距离要比在-篇侦探故事中来得更小。可是，

。以下我们将根据莫仑内 F.J. Moloney，呗eading Jolm 2: 13-22: The Pur，以catlOn
。r the Temple" in Revue Biblique 97( 1990)4 32-452 。

刷有关《若》的毅遗批判请垒看:卡尔佩Ifl R.A. Culpepper, The Anatomy 0/ the 
Fourth Go:ψel. A StU{动I ill Literary Desigll (Foundation and Facts), Philadelphia 
PA， 1983; 斯泰利J.L. Staley, The Prin t's First Kiss. A Rhetoricallllvestigation 0/ 
the Implied Reader ÎIl the Fourth Gospel (SBL DS 82), Atlanta GA , 19R日，尤其
pp.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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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作者与会意作者是总不会完全对等的。

毅i退批判法也分别出属正的和会意的读者。在一震级i革中，会意的

作者向一个会意的读者说话。会意读者获得资讯和经历，他被会意作者

所塑造，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浮现出来。举个例说，若 2:13 的全意

读者'只知道在若1:1-2:13 内所陈迹了的一切。任何一篇文句'多少也

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可是'由於作者在写作时茧未得到读者的国

接回应'在刽边的发展过程中'他必损假设某些(意欲得到的? )囡应。

因此，会意读者盘弈一个历史上的人，而只是个理论上的构思。一位会

意作者和一位会意读者'往往在写作之同时自然地产生出来。

一篇余生边的恒久价值'就在拾文旬内的会意读者与文旬的真正读者

之间所产生的互相共鸣。 69 由於圣经经历了数千年传到我们手上，这正

表示已有许多读者和听众曾与经文的会意读者进行过一种「想像中的交

3主( f:ctional contract )。

2.2 若二 13-兰的思想脉络

框架: 2: 13 

情景的设置:时间、地点、场合

2: 14-15 

描写耶稣的行动

69 垒看i午斯莱尔·荠沃伦莎 E. Schûsslcr-Fiorcnza, "l1le Fllnctioll ofScriptllre i1l 1he 
Uberalioll Slmggle. A Crilical Feminist l/ermenelltics and Liberation TheoloKY" 
in E. Schûsslcr-Fiorcnza. Bread not Slone.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blical 
Jlllefprelatioll , !3oslon M人 1984 ， pp. 4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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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耶稣行动的动机

2:17 

门徒对行动的理解

{在 2: 14-17 当中 'j量有会意作者给予全意读者的评注}

2:18-20 

耶稣与「犹太人」在说话上的交锋

「犹太人 J 要求一个神迹'刮得来一句话

会意读者必然想起在 2:3-5 当中'耶稣与自己的母亲也富有类

似的生硬对话，但亦 会注意到两者不同结果的对比

2:21-22 

对会意读者作的i平在

·有关耶稣所说的话的正确解释

"告诉读者有关门徒的信德

框架: 2:23-25 

会意作者对会意读者作的重要评在

耶稣留在耶路撒溶进节

许多人对耶稣所行神迹的反应

耶稣的反应

(总结及转折的章节:若望学洒的「桥襟」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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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作用:

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耶路撒滞和「犹太人」的反应上

「在这情景中所发生的一切'都集中围绕在犹太敬的背景上J (Moloncy. 

pp. 438-439) 0 

「我们在这捶看到公开敌对的开始'这将会在整个福音锁迫中发展下

去。这个首次敌对的街哭，是耶稣与「犹太人」之间不断增加的紧张关

保的范例 J (Moloney. p. 439 )。

准备会意读者去面对这个敌对情况:

1: 11: r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部没有接受他」。

1:17: r 因为法律是藉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翼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

:ι: 水(来自为犹太人的取洁礼用的石缸中}变成了酒:满全

但是'会童读者只在 2: 18 的故事中'::f遇到「犹太人」这些新的故事人

物。

2.3 以会意作者向会意读者说话的角度来看若 2: 13-25 

2.3.1. 圣殿

f乍看假定会意读者认识圣殿对犹太人庆节、尤其是逾越节的重要

性 o r Ií圣盹』这个主题，为我们在整个叙述中跟踪着会意读者'是很

关键性的 J (Moloney, p. 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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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14-15 1.EpÓ lI ( 2 次)=圣殿建筑物{圣殿各庭院'垒智商人及究换

银钱者}

b) 2:16-17 oh:oç (3 次) = ? 

天主的殿宇(盎着 2:16 ):犹太人的信念{这是会意读者所认识的) : 

天主的居所

ot KOÇ ÊJ.l1topío 'U :商场:这是按耶稣所说的犹太人事实

otKoÇτo岳 πατpóç: 耶稣的借息: r我父」的居所

「我父」这措辞是本白中的典型若望学源特色。「会意读者由序言得悉，

要明白耶稣是谁和他行动的意义'就要把握着他与天主的关保 J (垒看

我们的诠释}。在 2:16 中'耶稣以匾接引语的方式'宣称圣殷是他父的

殿宇。莫仓内( F.J. Moloncy )认为这樱就是结边的转摄点。

会意读者旱在序言( 1:1-18 )中已被预备去面对这些主题:耶稣与

父的关保(垒看 5:17-30 及 10:30) ; 1:14: r他寄居在我们中间」。

1:1 1-13 :会意读者获悉'人们对耶稣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2:13-22 :全意读者看见'人们对耶稣的两种不同的反应。

2:17 :καTα中áyε丁αl ( r耗尽 J )这动词是未来时态τ将来

提引《七十贤士本》的圣咏 68:10 :动词阳把中αγ。本是过去不定时时

态=过去

门徒可以猜想到，他们现今亲眼所见的，将要发展成一场生死的问争。

全意读者旱已知道这场问争的结果'因为他在 1 :5 已晗到: r先在黑暗

中照耀'黑暗决不能胜过他J 。会意读者尚未得恶有关+字架的事，但

这E近在咫尺: 2:19; 3:14 。

门徒们与会意读者一起，巳能够在耶稣身上看到一个对天主忠心至

死和情绪激昂的形像'这形像是他们在犹太传统中毫不感到陌生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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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哈斯、厄里亚、玛塔提雅。

2:14-16 :耶稣宣称他在圭殷惶的权威'是基始圣殿是他纹的殿宇这一事

实。

2:17 :门徒承认这权威

2: 18: r 犹太人」不敢认这权威。他们要求避一步的证据，一个神迹。

(要注意「犹太人」怎样隆重地展开与耶稣的对话，以及耶稣怎样以同

样隆重的方式回答他们。}

c) 2:19-21 vαóç ( 3 次) =整个圣殿范围，有时只指圣殿的圣所范围

2: 19 :全意读者可能由 2:16 结论到，耶稣在 2:19 中所讲论的不只是一

座建筑物，而是一个天主居胎其中的地方。「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

建起来J '这话对会意读者来说，目前仍是一个谜。其实这是预早提

示一些将要在故事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耶稣指的是超越了故事时

!司，一个安排好的将来时间。匾至这时'会意读者差不多如「犹太人」

一样'仍是懵然不知的。对会意读者和「犹太人J 来说， r三天之内」

_"主只能解你(一如 2: 1 )一段很短的(约莫)时间{预期的真正读

者究竟怎能明白呢?要注意「第三天」一语完全没有出现在若 20-21

内)。耶稣盐湿有施行神迹，他只提到一个将要发生的神迹而已。那

些真正读者会否信赖他的话呢?

自胎会意读者认识序言'因此'他比「犹太人J的处境好了一点点。

究竟会意读者能否把耶稣肉身复活的事'连黯到 1:5 光得胜黑暗的事

实呢?在这次相遇结束时，读者会站在谁的一边呢?在门徒的一边'

还是在「犹太人」的一边?

会意读者面对着很多问题:耶稣所指的圣殿是那一间?他怎能拉力

在三天内把它重建起来?在 2:21 中读者开始对问题的答案有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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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2:20 :会意f乍看一画设法告诉会意读者'在对话的过程中， LEpOV 的意

义已转而成了 vαÓS-。但是由於两个词都可以指整座圣阳的建筑'更由

抬「犹太人」明显没有协调到这个转变，他们便错过了耶稣对两个字眼

的区别。

会意读者应明白到，r犹太人」误解了耶稣用作证明他权威的神迹。

「犹太人」在 2:20 内的反应，就是荒全的排斥，拒绝从一座石头建成的

耶稣之父的殿宇，跃升到一个圣所'一个圣地去。

2: 1 Y :耶稣说: 2:20: r犹太人」说:

「三天之内' 「你在三天之内

我要把它重建起来」。 就会把它重建起来吗 ?J

「犹太人」以耶稣的话来件取笑他的问题。

我们应留意到两种对耶稣说话的反应:

2:5 : 耶稣的母亲: r他盼咐你们甚麽，你们就作甚麽 J :完全的

信赖

2:20: r 犹太人 J : r你在三天之内就会把它重建起来吗? J :正

式的排斥。

2:21 : VαÓS- ==他的身体 {σ6μα)

「会意读者得不到任伺解释'去指导他明白这些提到『圣殿』的不同方

式。经文告诉我们，会意读者熟悉不同希腊词语阔的撒妙运用'这些词

语都是用来配备读者的J (Moloncy, p. 440 )。

即使全意读者显然明白这事，毕竟他还要面对两个舍他很困惑的问题:

a) 究竟为伺要把援引自《七十贤士本》的咏 68:10 的动词，由过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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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态( aorist )改为未来时态( futurc )呢?

b) 究竟按照 2:19 这座要被( r犹太人 J ?盎看À.úσαTε} 拆毁，而

又在三天内再被重建起来的圣跑，所指为伺?

在 2:21 中'会意作者给予全意读者部分的答案'以协助他把 2: 13-20 

整合到 1 :1-2:12 之内 02:21 是密切连嚣着:

川4: (降生成人的)耶稣就是在我们当中的天主居所'

1: 17 :一个新的恩赐取代了从前的:垂着酒取代了水 (2:1-11 ) ，以及

天主11:0在耶稣身上'取代了在圭股中的天主临在'

2: 11 :第一个神迹:水变成了酒(=新恩赐)。

(2:18.2 1.22 :最後的神迹:耶稣有死的身体变成了耶稣复活的身体。)

但是问题时(故事中的时间与怖局的时间之间的张力) ，以及部分的

问题 b)仍未获解答。 2:22 把会童读者朝着答军更带近一步。

d) 2:22: r 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徨...J

f乍看预告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就是门徒将会经验到的未来事件。这

是对会意读者件的含菩提示'告诉他将会知道更多有关这些事件。读

者可以连结起以下各点:

「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 J (2:17) 及「你们拆毁这座圣

殿J(2:19)' 都是指耶稣的死而说的。 r 我要把它重建起来J(2:19)

部是指耶稣的复活而说的。

2:22 是 2:17 的深λ发挥:耶稣蓝弈另一位歪乃哈斯、厄里亚或玛

塔提雅。这惺所涉及的'超越了一个圣人对天主融字的热忱'以及因

此而带来的苦难。这捶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但这是对未来而言'因

为连门徒都是在耶稣死而复活镜'才能明白这事的。 2:22 鼓励会意读

者要等待下去，但同时亦加大了张力'便会意读者产生悬念，引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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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聪下去的兴趣。会意读者可能得到一点安慰'因为他发现在故事

的时间内，连门徒也未能完全理解圣经。

2.3.2. 会意读者与预期读者

一篇文旬的恒久价值'要视乎预期的和真正的读者'能否对等拾金

意读者。会意读者有否与预期读者的经验对谈?

耶路撒海圣殿毁灭船公元 70 竿'即《若》写成之前的 25 茸。因此，

以复活的耶稣作为他们的圣融、一个天主11m在他们中阔的地方，这样一

个理解会受到他们的政迎。

莫仑内( pp. 450-451 )用以下的方式来描绘门徒信德的发展:

的 1:35-49 :初步的期望'局限拾他们犹太教本身对默西亚的期待而发

展;

b) 1:50-51 :耶稣应最他们要看见「更大的事J

c) 2:11 :门徒看见了耶稣的光荣，开始逝λ初步的信德中( É1TlσTωσαν 

是一个混进式的过去不定时态 ingressive aorist) , 70 

d) 2:19-22: (按若望学溃的意义而言}要等到耶稣死而复活徨，门徒亨

会获得一个对圣经和耶稣的话的真正信键。

「福音作者的意思是'希望透过会意读者由刽迫中的浮现，能舍到

预期读者联同作者'以及耶稣的原班门徒一起'获得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和经验 J (Moloney, p.451) (垂着 1:14 )。

在 1:19-51 结束之际'会意读者正想知道:要对耶稣作一个有效的

70 垒看我们的译文: r他的门徒们便更新他们对他的信仰.J '这译法把‘解辛辛
作一个综合式的过去不定时态，带有重楼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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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究竟需要些甚麽?这问题逐步在得到答案: r真正的若望式的借

德'就是绝对向耶稣的话开放自己」。据莫仑内的看法'这种真正的信

徨可见拾耶稣的母亲身上: r他无论盼咐你们甚麽，你们就作甚麽」

( 2:门。门徒将会在耶稣死而复活後获得这种提倡键。这便成了若望团

体的基础。

在 2: 13-22 中'会意读者得到一个真悟德的基本标准:信从耶稣所

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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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耶稣与撒玛黎雅妇人

若 4: 1-3 .4-4271 

我们在第四章惶首次接触到刽边批判研究法。如今我们又转到另一

种诠辑方法'这就是男女同等的批判释经法 ( fcminist criticism )。

i 绪言:今曰的社会背景

1987 年'德国斯拜尔( Speyer )敬区辅理主教古廷格( E. Gutting ) 

出版了一本书'呼锺结止世上的父权制结构( patriarchal structurc) ，好

能带来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他认为性别歧视( sexism )和「父权主义」

( patriarchalism) ，都是源自人类的罪恶境况。古廷格在注释若 4:1-42

时指出， 7'2耶稣触犯了四个禁忌:

1) 犹太人·撒玛黎雅人:犹太人是禁止与撒玛黎雅人接触的{垒看若

-+:9 ) 

2) 男人"女人:男人是禁止跟一个不相识的女人谈话的(垒看若

71 R.E. Brown, "Roles 01 Women in the F01l11h Gospe l" in Theological Stlldies 
36(1975 )688-699, (=Brown叽， 1η1，e Comnlll川1n 1吃。沙"οft仇he Beloved Disciψ'ple ， Ncw York
Ramsey-Toronto, 1979, Appendix 日， pp. 183-198); 施奈德斯 S.M. Schncidcrs, 
叮Vomen in the Fourth Gospel and the Role 01 Women in the COlltemporary 
Church" in Bihlical Theology B lIlletill 12(1 982 )35-45; E. Schûsslcr-Fiorcnza, 
Bread Not Stolle. The Challenge 01 Feminist Bihlical 1lI terpretation , Boston M^, 
1984; Idem, In !-.必mory 01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mctiol1 01 

72CJutsttan OMgins, Ncw York， 1983 ， pp327·329 。
古廷格 E. Gutting, Q加nsive gegen den Patriarchalismus. Filr eille mel1schlichere 
Welt (Frauenforum), Freiburg-Basel-Wien, 1987, pp. 124-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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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 

3) 这女人显然是位被逐离公众的人物。这点可由她在中午去打水一事上

结论得来{叠着若 4:6 )。

的妇女只可被休弃五次。这女人倒与她的第六个伴侣同居'而且这还不

是她的丈夫(盎看若 4:18 )。

耶稣与这妇人谈论宗教问题。耶稣向她启示自己就是默西亚。他知

道她是怀着诚意来追寻的。於是'耶稣引领她到达那能解除她对爱情及

生命的直n.渴的泉源。

古廷格结论说: r这次相遇尤其清楚显示出，耶稣认识妇女在一个

父权制社会内的遭遇'她们是不多纯是男性行为的对像 'j量有任何权利

可言 J ("Besonders in dieser Begegnung wird deut1ich, daß Jesus das 

Schicksa1 d巳r Frau巳n in einer patriarcha1ischen 、Ne1t kanntc, in dcr sic 

weithin ein fast rechtloses Objekt der Männer waren" , Gutting, pp. 12-l--

125 )。耶稣翻在妇女身上幅复了天主的肯像'解放她们以获得真正的

人性。

古廷格评论男人和女人对耶稣宣讲的回应时说:

许多男人(包括宗徒在内)正在寻觅一个政治性的默西亚，好能分沾他

的权势'许多妇女翻明白到量的奥秘就是一个真实人性使命。她们陪伴

耶稣噩至十字架下'茧接纳他及他解放的恩典。

这是否我们在若 4:4-42 中，能论及耶稣对妇女主态度的一切呢?

2 方法论上的考虑

耶稣对妇女的~度'以及新约怎样讲论妇女，这两个问题有时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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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妇女雷锋的背景中出现。布朗(R. Brown) 的研究「原来是为了今

日罗马天主教会内有关妇女职务的讨论'而提供圣经的基础J 0 73 施奈

德斯 (S. Schneiders) 的研究74 也是出拾类似的背境。不过，她一开始

就列出了一些重要的提醒:

「每当教会内部由胎跺用遇图文化的父权制模式因而引起问题

时'都可从圣经、圣传'和任何随手可得的文献获得『引证』。

但是压抑妇女的行为是绝无圣经盘盘的，正好像多个世纪以来引

经据典来维护的奴票制度'其实也是毫无圣经理据的。因此'要

放弃这种压抑行为'亦无需任伺圣经理据。相反地'要限制天主

子女的自由'不让他们运用获自圣神的恩赐'这事反而要有来自

启示的极强力的根据'因为压制圣神明显是有违新约的精神...

换句话说，唯一需要细查新约所说有关妇女的人，就是那些弈因

圣经的理由而深信'妇女在教会向应受到某种限制的人，他们必

须借助圣经的权威'来证实他们的性别歧视是合理的{然而他们

竟承认除了在教会肉，其他一切环境中的性别歧视'都是不合理

的 i垒看『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I #29J ) J (Schncidcrs ‘ 

p.35 )。

「信徒的性别盖不是新约所讨论的问题，而我们不论以信徒或是

以学者的身份，也不应让自己被人操纵去这样作'好像新约匾有

讲及有关借徒的性别问题一样J (同上}。

~3 Brown, Community, p. 183 0 

74 Schnciders, "women" 。

178 



那麽按照施崇德斯'我们研究新约有关妇女的资料'有甚麽动机

呢?她认为「去卒衡 1700 多军以来男性主导的新约释经'是合理的愿

望和真正的需要'因为这种释经雷彻应地{即使不是故意地}男性化了

我们对启示的运用 J (Schneiders, p.36) 。施奈德斯在经文肉分别出，

未加思弯的一面和故意的一面。我们不知不觉地便会分沾了许多流行肚

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意见、观点。其中许多在我们明眼它们的意思和

含义f章，便会被我们加以槟弃。举个例说'第四部摇青的作者虽然蓝弈

反犹太主义者， 75 但他也以一个未经反省和不自觉的方式'赞成了他时

代的反犹太倾向'这些倾向是基督徒被逐离犹太会堂所带来的後果。假

若福音圣史意识到这一切的意思和含义的话'就必然会以另一个方式来

讲论许多事物'茧且会撇开很多这样的句子了。这点与有关妇女的观点

很类似。施奈德斯评论说: r新约的借息基本上盘不是父权制的，虽然

当中充斥着一种未经反省的主主权主义意识形态...其实踵正具有结权主义

的就是这些经文历来的住辑和应用'而这现象只能以一种坚决和持久的

努力来制正，去重估过去所忽略了的'使过往受到压制的浮现出来'盘

正确解释从前所歪曲了的J (Schneiders, p. 36 )。

但试问我们在有关新约论及妇女的问题上( r圣经究竟讲了些甚麽

有关妇女? J ) ，岂不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难题呢?我们能否期待一个

新约棋本无关的问题的答案呢?我们对「圣经究竟讲了些甚麽有关妇

女 ?J 这一个问题有伺理解?

1) r 究竟耶稣盟盟主监想要教导些甚麽有关妇女的天性和角色呢 ?J

答案肯定是: r甚麽也注有」。

75 这想所指的「反犹太主义」是指 "anti-Judaism" 而荠 "anti-Semitism" ，否则
便是一个时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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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耶稣以他的态度、说话和举止'歪理直盟表示出甚麽有关他对妇女

的理解，而他的理解到甚麽程度对我们有规范性呢 ?J

我们必损区别: 耶稣跟随自己的文化件了些甚麽?

耶稣反对自己的文化作了些甚麽?

重要的是要明白到，第一世纪的文化模式不会纯粹因为耶稣曹跟随了

它们，因而到我们便成了规范性的。当中一些事情'可能不曾是由刻

意的选择而来。施景德斯结论说: r 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任务就

是怀有基督的心思'雨不是拘混抬重檀历史上的耶稣 J (Schnciders, 

p.36 )。

3) r福音在反映出阜期基督徒团体的信德与实践方面'究竟显示了甚麽

有关妇女在这些团体中的角色'而这些阜期实践到甚麽程度对我们有

规范性 ?J

其实这就是布朗研究第四部福音中的妇女角色时所持的观点。「第四

部福音给予妇女的独特地位'正反映出若望团体的历史、神学观和价

恒观 J (Brown, p. 183 )。根据布朗的看法， <<若》撞的妇女角色，

应放在当日教会的历史背景中来明蹄。按布朗的见解(若》的作者「知

道他时代的其他教会'正强调着敖会的组织和圣事;而他剖对来自这

情况的倾向作出反应，因而写成了这部福音'设法把他团体的基督徒

巩固地植根拾基督身上 J (Brown, p. 186) 。布朗结论说: r简而言

之，这部福音设法肯定'在组织教会之馀，基本的基督徒价值盐未丧

失 J (Brown, p.186 )。他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这事:

的圣事:篮弈只是耶稣所建立的教会行动'而是耶稣的记号(神迹}的

延续(叠着若 9 :圣洗是光照'若 6 :圣体是食粮}。

b) 宗徒: <<若》从来不把这词用作专门名称'反而更着重跟随耶稣及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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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话'而不在乎有否自天主获得一个特殊的教会神思。

这第三种研究方式亦是施奈德斯所喜爱的。她探用这研究方法前'

先加上一个方法论{诠释学)上的考虑。她指出有两种探讨经立的建径

(皇看传递讯息的模式) : 

的严格的历史研究:即把经文主要当作历史资料的来源'因此唯一的工

作就是{探用绝对历史~证法)发掘和解释这些历史资料;所关心的

就是原作者的用意;释经的核实以对等於作者的明确用意为准;

b) 以实际生活为目标的研究:即捂经文当作初期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见

证，为了光照读者对信仰的理解'而挑战我们不断去悔改，盐加增对

基督的忠贞;所关心的不该是作者的用意;经文事实上不应怯赖人性

作者所着意的和明确的用意;经文对後来世代的人来说'能有比作者

在书写经文时所着意表达的更深λ的意义{盎看 Schneidcrs， p. 37 )。

但试问这第二种研究方式'是否会导致一种完全主观化的经文理解

呢?施奈德斯预见有此反对意见'便说: r这种额饵的含义盖不是任

意决定出来的，而且亦不是每个用意都有效。额外含义的到定过程包

括: (1)从作者用意的方向着手'去寻找经文诠释的连续性'以及(2)

它与整体新约信息的一致性， (3)ÌJt如体现拾团体所生活出来的信仰一

样。这三个(而不是作者的用意)就是用来核实对经文所作诠释的棕

准:。

据施奈德斯说'一黯经文的当代意义'盘不是完成了经文的诠释徨

才去处理的次要问题。当代意义反而是她释经上的首要问题。我们现在

要看看'她怎样把这种释经法应用在第四部福音有关妇女的资料上'尤

其在耶稣与撒玛黎雅妇人的相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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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内有关妇女的资料

3. 1.笙芷盖莲

《若》内共有 7 篇以妇女为主的经文:

1) 加纳第一个神迹 2:1-12 

2) 雅鲁伯井旁的对话 4:4-42 

3) 复活拉臣操 口 :1 -44

4) 伯达尼受敷油 12:1-8 

5) 架上遗霄 19:25-27 

6) 发现重墓 20: 1-2 

7) 基督复活後首次显现 20:11-18 

3.2. 经艾分类

施奈德斯认为'这些经文可有三种分类法:

a) 按时间先徨

耶稣公开传教时的妇女( #1 至#4 ) 

耶稣时刻的妇女( #5 至#7) 76 

b) 按人物

耶稣的母亲( #1 及把}

撒码黎雅妇人 (#2 ) 

耶稣的母亲

撒玛黎雅妇人

玛尔大和玛利亚

玛尔大和玛利亚

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玛这肋纳

其他两位妇女

码利亚玛这肋纳

玛利亚玛达胁纳

76 但请垒看着 2:1-12 ，在时序上这虽是先淤那时刻，但以戴德而论，这时刻业
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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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大和玛利亚( #3 及#4 ) 

玛利亚码这胁纳( #5 至#7 ) 

c) 搜神学

有关耶稣母亲的资料

有关其他妇女的资料

施奈德斯拣选了神学性的分类。

3.3. 全国性的观察

3.3.1 对妇女不明言的描写

施奈德斯首先作了一个全面性的评缸，介绍有关雷在第四部福音中出现

的妇女的不明言描写。这样，她忠据自己在方法论上的假设'蓝不声言

何苦用言地有意说出她所观察到的东西:

(l l 所有妇友都受到正面的描写'而且她们都与耶稣有亲切的关保叫不

同始男人'妇女中没有人抗拒、排斥、出卖、掠弃耶稣。}

(2) 妇女被描写为显著的个人和独特的人物。{她们不像一些男人那样'

只是些浅薄或刻板式的人物'举个例说，她们盖不是些渝IC>肠的「跻

柔」代表。}

尼苛锺摩，撒玛黎雅妇人

拉臣撮·玛尔大和玛利亚

门徒(除伯多操抖) -玛利亚玛这肋纳。

在这比较中'男人都是些模糊的、千篇一律的人物'而妇女翻是些

有血有肉的人'具有羁实生活幅度的情绪、感觉和反应。施崇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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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说: r不论第四部福音的作者是谁'这必定是个对妇女的宗教

经验有特别丰富和细腻了解的人J (Schneiders, p. 38) 。她深信我

们在《若》挥能接触到基督徒妇女的实在经验，她们在若望团体内

都具有主动和显着的角色。

。)妇女扮演着不寻常的角色。施奈德斯这样描写她们说: r撒玛黎雅

妇人虽有障碍重重的过去..，翻具备不寻常的神学知识和兴趣，主动为

耶稣在众人前作见证;玛尔大着手丧事的公众事项;伯达尼的玛利

亚不颐奸狡的犹达斯的抗议'豪翼地敷抹耶稣的脚;玛利亚玛这 fttJ

纳独自一人在黑暗的坟场徘徊，向陌生人垂询'盘很负责地向聚集

一起的门徒作证J (Schneiders, p. 38 )。

这三个观察所得'舍施奈德斯作出以下的定论: r看来肯定是真正的妇

女实在进行神学上的讨论，很有资格地重讲福音，公开地宣认自己的信

仰'为主的篝桌服务'盘且存在抬这些《若》人物之内 J (Schneiders, p. 

38 )。明显地'福音圣史认为此等女性行为'是宪全符合耶稣的思想的。

《若》从来没有描写耶稣反对妇女。在两个情景中，耶稣还为妇女黯护'

她们无疑是遭到来自男性的反对{垄看若 4:27-28 及 12:7 )。

3.3.2. 对妇女明言的描写

(1)妇女与耶稣有菌接关僚，从不需要男性作中介'或要得到男性的准

许。

(2) 妇女的地位和角色'从来无需第三者{男性}一次了结地为她们规

定下来。「那檀只有些极有个性和独特的妇女'她们的地位全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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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召唤，她们的角色全决定始她们对耶稣的爱所提示的'或是

耶稣对她们的愿望所指示的'即使这愿望是多麽不寻常。她们对耶

稣、及因耶稣的名对他人所作的服务，也无需任伺人的批准或授权」

( Schneidcrs, p. 39 )。

(3) 妇女在主动性和决定性的行动中'也是超群出众的。「如果说领袖

才能就在始作出一个富创意的主动性和决定性行为的话'若望团体

内的妇女都可谓胜任有馀 J (Schneiders, p. 39 )。

4. 撒玛黎雅妇人{若 4:4-42 ) 

我们会专注拾本故事的三个方面:

(1) 耶稣对这妇人的自我启示;

(2) 这妇人的见证角色;

(3) 耶稣男性门徒的不安。

历史释经法'差不多不把这故事当作耶稣尘世生命上的一件历史事实来

看。这故事之所以存在'完全是为了若望团体的历史之故'因为相传这

团体拥有许多撒码黎雅成员。据宗 8: 1-8 撒玛黎雅是圣神降临徨，最早

有人晨开传教的地方之一，而若望亦是有份於这传教活动的人之一。「撒

玛黎稚的归化被投射回到耶稣传教的时代去，藉以肯定团体的这个成份

是耶稣匾接召明的'就如犹太人'以及...各时代的每一个门徒一样」

( Schnciders, p.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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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耶稣的自我启示

《若》愿意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救恩的启示是在他内

展开的。耶稣的自我启示'获到门徒~德的回应{垂着 17:8 )。在耶稣

受到光荣後'圣神协助门徒为耶稣作出有启示性的见证，藉此带领人们

到耶稣那樱( 15:26-27 )。这过程曹三次在《若》内预先提迫了:

的见证者若翰所作的见证( 1:29-36) ; 

b)召刚首批门徒( 1:35-51) ; 

c)在息哈尔的撒玛黎雅人的归化( 4:39-42 )。

若 4:4-42 清楚而完整地描写耶稣的自我启示过程。默西亚的自我启示'

出现在 EyW ELμl ( r我是 J )这表遮式的首次应用中: 4:25μεσσ(aç 

( r默西亚J )'4:26 注yw El抖， Ó ÀaÀwv σOl( r和你谈话的我就是J )。

这位妇人立即抛下她的水罐，去为耶稣作证'指出他就是大众期待的默

西亚。而耶稣的男性门徒所抛弃的，就是他们的渔船{玛 4:19-22 )或是

税关(码 9:川。

4.2.撒玛黎雅妇人的见证

布朗很细心的分析了这妇人所件的见证 (Brown， pp. 187-189) 

我们已看过「神迹-儒德」与基抬耶稣之话的信德之间的分别{盎看

2:22 )。在 4:39.42 中'我们听到撒玛黎雅人因了这妇人的话而相信了:

lTOÀλoì.位iσπ\J<Jav EìsαÙTÒνTWνZαμαpl TWV 8là TÒV 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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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司<:;yuvαlKÒ<:;μαpTυpOÚση<:; ( r有许多撒玛黎雅人信从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作证说... J ) (4:39) (但 i青皇看 4:42

OÙKÉTl 8là 丁句νσ句νÀaÀlàvπlσTEÚOμεν 「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

你的话J )。这是荠常重要的'因为耶稣在 17:20 为门徒作的「大司祭」

桥祷中，也是用了同样的思想和措辞

。白1Tεpl TOÚTωνδ主 ÉpωTW μÓVOV， àÀÀà Kα1 1Tεpl TWV 节Lσ丁ευ

ÓVTων8là TOÛ ÀÓyouαυTWνεL<:; Éμ后( r我不但为他们衍求'而

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桥求J )。因此，撒玛黎雅妇人正

如所有门徒一样'为耶稣作见证'因而能够带领人去信仰耶稣。但 4:42

岂不是一个矛盾'因为我们在该处眩到: r他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们

倍'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亚知道他确实是世界

的救主。 J ?但这鼓弈表示她作为一个女性所作的见证是下等的。这只

表示「任伺人的见证是不足与亲见耶稣一事相比」。若 1 也有同样的事'

那些接受了人为见证的人，仍要被引领去与耶稣自己相遇。这点也清楚

见於耶稣在 17:24 中的桥祷: (ναkωpWσLVT向ν8óçανT~ν 兰μ叶ν

( r使他们享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 J ) (垄看若 1: 14 )。施奈德斯强调

一位有信键的门徒所作的见证，把人引领到耶稣那惺後便会消失。在

《若》惶'在耶稣与他自己的人中间'是混有任伺中介的， r因为他们

间的噩接关保'是做她着父与子间的关保的( 10: 14-15 ) J (Schneidcrs, 

p. 40) 。

布跚深信「这位撒码黎雅妇人具备了真正的传教功能J (Brwon 

p.188 )。据他的意见'这点可清楚见胎 4:38.39-42 。在 4:38 中'我们遇

到 dπoσ丁ÉÀÀω{ 我派遣}一词在《若》中最重要的用法之一:

兰γwàπtσTξlÀαÚf1â<:; ( r我派遣你ffJ J )。这用法还出现在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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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 (απεσ丁ξLÀα} 他们到世界

上去 J (17: 18) ，以及: r就如父派遣了 (απεσTαÀKξV) 我'我也同

样派遣 {η后μπω) 你们 J (20:21)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耶稣在 4:38

所谈到的是门徒的传教使命。说得对。但让我们细心读这段经文。在 4:35

中'耶稣谈到麦田巳发白，快将要收割。从上下文看，这必定是指那些

因那妇人的话而开始信从他的撒玛黎雅人而言。但究竟他在 4:37-38 所

说的话有甚麽意思呢: r正如俗语所说的:撒种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

一人。我源道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

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 J ?究竟这批{据推测}男性门徒被派去收

获的成果是谁人的呢?布朗这样回答说:「...那妇人攒了种'为宗徒的

收获件好了准备...那妇人的角色是整个传教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成份。如

此她在某程度上'有助於更正男性门徒是在建立教会上唯一重要的人物

的理论 J (Brown, pp. 188-189 )。施奈德斯指出'撒玛黎雅妇人的传教

工作获得了全面的效果'因为撒玛黎雅人宪全相信耶稣就是「世界的救

主 J (Schncidcrs, p. 40 )。

4.3. 耶稣男性门徒的不安

若 4:27 这样说 :καL ÈnL TOÚT4l队。αvoiμα6ηTaLαÙTOÛ

KGL È:8α叩α(OV ÖTL 阿Tà yuναLKÒS' È: ÀáÀEL ( r正在这时'他的门

徒回来了'他们就盘查他同一个妇人谈话。 J )O布朗在他的盐挥中( Brown, 

p. 167) 把注侃。μα(OV 一词翻译成「他们感到震惊」。我们要注意'

他们盖不是因为耶稣触犯了禁止犹太人与撒玛黎雅人谈话的宗教规

例'因而感到震惊。由胎我们必须以若望团体的背景来明瞧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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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玛黎雅人显然是这团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份。「但即使团体的成员

可完全超越了针对撒玛黎雅人的偏见，但有些人显然未能摆脱一般典型

闪系社会排斥女性垒加公众事务的文化模式J 。这细节很可能「是为针

对若望团体内'那些掏守传统的男性信徒'因他们对女性倍徒的抽立性

和主动传教精神感到震惊J (Schnciders, p. 40 )。可是故事清楚指出'

门徒明知质问耶稣是没有用的: r 但是没有人问: !r你要甚麽

(TL (l1TEL<;; =你这样做有甚麽目的) ? .JI或:矿你同她谈论甚麽? .JI J 

( 4:27) 0 r 耶稣独自决定要向谁启示自己'及要召唤谁做传教工作」

( Schncidcrs, p. 40 )。

耶稣认为那撒玛黎雅妇人的传教工件怎样?

.他政欣喜兴( 4:35 ) 

，他认为这是实现自己奉行派遣他来看意思的使命( 4:34) ; 

·他认为这是提前实现其他门徒稍後要做的工作 (4:38 )。

5 总结

撒玛黎雅妇人的故事'被描写为发生抬历史上耶稣生卒之事'但在P

反映出若望团体内的生活。我们要注意《若》典型的启示步骤:

，耶稣启示自己是默西亚=基督;

"耶稣启示自己是「我就是(天主) J 。

这就是按照《若》的信仰的内容( 20:31 )。

撒玛黎雅妇人信从了耶稣'抛下她的水罐(一切? ) ，走到撒玛黎

雅人当中为耶稣作见证。耶稣接纳她所做的工作'蓝把那些因她的话而

相信的人当作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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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违耶稣的意思)释经研究和宣道，针对这妇人的不正常婚掘状

况而大造文章'而只略提她传教工作的清楚记载'更全不理会她如伺在

男性团体成员的反对下证明自己的角色。一篇经艾的诠释'以及一篇经

文给我们的答寞，全取决始我们怎样向它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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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若望福音中的

「犹太人 J (ol 'lou8aLOl) 

布朗 (Brown)评论说: r在树立基督徒与犹太人间的对立上， (若》

可算是四部福音中最强烈者J : 77 

1) r <若》坚决主张耶稣是默西亚 J (被「犹太人」所排斥者) : 

- (;若》较对观福音更多次探用 XpLσ丁ÓS 一词

·若 1:41; 4:25 是福音内唯一探用「默西亚」一名称的音译

Mεσσ(as 者

2) r (若》把耶稣等同肚旧约的人物和犹太默示文学中的期待」

·上主的仆人们:29.34 ) 

·渔越节羔羊( 1 :29 ) 

·默示文学中的羔羊( 1:29 ) 78 

.以色列君王( 1:49 ) 

"天主的圣者 (6:69 ) 

( - 4:26 的 εyω 巳μL ) 

( - 1: 14πk巾ηS XáplTOS Kαl àÀη8ElαS) 

3) 耶稣取代了犹太制度:

- 1: 16-17 

~7 Brown, p. lxx 。
，.垒看 Brown， p. 63 ，他认为 1:29 同时有上主仆人、逾越节羔羊和{可能有}
默示羔羊的含义。我们已在上面{第二章}指出了我们对这认别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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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洁礼( 2:6 ) 

'圣殿( 2: 13-22 ) 

，在耶路撒湾举行的敬礼 (4:21-23 ) 

'安息曰 σáßßαTOV ( 5:9b) 

·渔越节79 TÒ rráσxα(2:13; 6:4; 11:55) 

.帐棚节80 向 σKT)VOπηYLα( 7:2 ) 

79 以下的资料来自"Passover" in 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 lJ' ofthe Bible, pp. 663-
668: 遍越节与无酵节变成了一个庆节。这是以色列礼仪军居中三大庆节的第
一个{其他两个庆节是五旬节 = shabllot 和帐棚节= sllkkot) ， 是为纪念脱
离埃及的事踊。有关逾越节和无酵节在以色列惶的历史'还有许多未明确的
地方。不过'大家都有两个共同赞成之点: 1)庆节由两个本来分开的成份构
成; 2)两者都具有一段的以色列的历史。
逾越节:一个游牧庆典;
无酵节:一个客纳军的农业庆典。
出离埃及的事实发生在某个逾越节上。逾越节te是便被以色列人用宋庆祝他
们脱离埃及的历史事旗。
一些学者认为，前以色列的无酵节成了标黠着自旷野吃玛纳的阶段，转而成
了在客纳零吃当地产品的阶段。「吃棋您的爱粒一在许地所吃的第一份食物'
假定了先拿起大麦捆来行摇礼{肋 23:14) ，使这阳收获的黯物准备好作食物」
( "Passover飞 p. 668 )。

J 新约时代的逾越节:宣歪歪殿毁灭前，逾越节{与五旬节和帐棚节一起)是
\一个朝圣庆节。每每在这庆节上'会有大约 100 ，000 人上耶路撒洽去。
「逾越节前夕的仪式包括两部分:按照礼规先在圣殴惺宰杀绵羊和山羊，盘
把牲血洒在祭坛上，然後在家中举行晚餐，实现团毅和历史的纪念」
( "Passover" , p. 664 )。因此朝圣者所需的，就是一个房间和一头羊。而庆节
的农耕色彩便变得不太重要了。
圣黯毁灭f盔'牺牲也跟着被废除。庆典因而主要成了一个追念天主在以色列
迫往历史上所行的大事的机会，一个庆视自由解般的节日。「然而这庆节从
未停止唤醒以色列人对朱来的希望 J ("Passover" , p. 665) (垒看犹太人在逾
越节晚簧後彼此的祝候诺: r明年在耶路撒冶再见! J )。
庆节日期:尼前月(=正月) 15 日
庆期: 8 天。

80 帐栅节是一个秋天的收割庆节。这庆节的犹太名称是 SlIkkol( = 小屋、棚屋、
帐幕、帐棚)。人们在用树枝支搭了小屋的葡萄园中举行这庆节。当这庆节
加上了一个神学意义後，人们便把在小踵暂住的习俗'与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在旷野流浪时居住在帐棚中一事连黎起来。
庆节日那:提市黎月(=第七个月，即我们的九至十月间) 15 日{助 2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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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圣圣殴节目l Tà 句IKalVLα( 10:22 ) 

[4) (若》解释一些希伯来文及阿兰文词语'例如默西亚、

黯比、史罗亚等。若 4:9 解释一些犹太凤俗'例如

0 1) yàpσυYXpwνTαL 'IouδαlOL LαμαplTαLS' 0 ] 

「这些事实当中'一些很可能是来自耶稣对自己传教活动的看法'但

《若》为何要加以强调呢?我们在《若》所强调的事物上，会提出两个

觉摸到的倾向以及它们的神学现」。

1.为基督徒针对犹太人的不信作辩护

，争辩态度

·攻击犹太毅的宗教立场:犹太教已失去其优越性

.为基督宗教的地位辩护

庆期: 7 天(申 16:13) '8 天{肋 23:39 )。
81 祝圣圣殿节的犹太名称是 l/anukkah( = 祝圣礼)，又称为基色釜月的帐棚节。
这是一个庆祝玛加伯凯旋的节日。叙利亚人雷三军之久{公元前 167-164 年}
藐渎了圣般。他们竟在全蟠祭坛上竖立了巴茸沙曼( Baal Shamem '这是奥林
E斯神宙斯 Zeus 的东方版泊9神像。这景像在「犹大玛加伯驱逐了叙利亚人，
建立起新的祭坛，益为圣黯重行祝圣礼後」亨结束。
庆节日期:基色接月(=第九个月) 25 日{加上 4:4 1-61; 尤其 4:52 ) 
视圣圣E童节「是一个纪念重斯祝圣祭坛和圣殿的温军庆典J (Bro\\-吼， p. 402 )。
π~Jn ( Hanukkah) (玛索辣经文 Massoretic Text )和 Tà ÈYl((I lVW ( (七十贤
士本)L'口~ )亦见始以下圣经文句中:
- p 7:10-11 祝圣出埃及後在会幕耀的祭坛;
.列上 8:63; 编下 7:5 撒罗满的圣殿;
，厄上 6:160
「因此这名称多少能提醒人们，在以色列历史上所有天主殿字的祝圣庆典」
( Brown, p. 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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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福音中的 Ol 'Iou8aÎ.oL : 

频率: <玛> 5 次; <谷> 6 次; <:路} 5 次; <:若} 70 次

应用:在对现福音中'这个词语是不多完全用在

FασLÀEÙS- TWV 'Iou8a(ων 「犹太人的君王」一短语中'而且是出自

拌犹太人的口。在《若》中 'oL 'Iou8aÎ.OL 是用来指出有分据某被教

迫行动中的人。对现福音探用 φαPLσαÎ.OS- r 法利塞入」、YPα弘μαTEÚS-

「经师」、 2α880UKaÎ.0s- r撒杜塞入」和 αPXLE阵的「大司祭、司

察长」等名称。然而《若》只用 φαplσαÎ.OS-和 àPXlE限。亏，但而且

更多数探用 oL 'Iou8aÎ.0L (没有像对观福音般的区分) oOl 'IouδαÎ. Ol 

就是那群拒绝相借耶稣的人。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正与《若》所主张的

相反。他们正进行着针对耶稣的行动'要致他胎死地。

oL '10υ8αÎ. Ol -词在第四部福音中的应用，固然不是凯械化般的

一致。除了一般的用法外， (若》还有一个 oL 'lou8aÎ. OL 的典型用法，

这用法有三个共同特敏. 83 

(1) 这名称「鼓没有民族主义的含义'因为这群『犹太人』是与另一些

按民族、宗教和文化而言也属犹太的人相区别的。明显地，这名称

是指犹太社会的一分子'不过他们盘不能以地域(即属犹太省

Judaca)来界定。这个特值最能标站出《若》对这名称的典型用法J 0 

84 

82 垒看若 8:3 在被捕淫妇的段落中用了 ypaμμαTEÚS'一词'但这段落很可能是第
四部桶音的後期附加部分。

自3 垒看冯E尔德 U.C. Von Wah1de, "The Johannine 'Jews'; A Critical Sun'ey" in 
sNew Testament Studies 28(1982)33·60， 47 。
4 垒看冯E尔德 U.C. Von Wa由h1de飞，"刀The JoII加1阳a1l1川111川iρine 'Je仰、wψ仰P咀以s
N们伊 Tηest，ω'amelltS，珩'tlldie，臼's 28( 1982 )33-而60' p.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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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描写犹太人对耶稣的态度正是怀疑、不借、敌意:垒看他们切

愿杀害、开除数籍和用石砸死耶稣。他们还指挫耶稣是附魔者、撒

玛黎雅人、藐渎者。卒民对这些「犹太人」也心生怕惧。

(3)这些福音章节描写出一种千篇一律的反应。这反应是一致和一统

的， 5虽有任伺变化。

许多学者都赞成《若》的 Ol 'Iou8alOl有「不悟和带有敌意的犹太当

权者」的含义，他们甚至把这名称在《若》的 70 次应用'作稍有不同

的分类:

史纳根堡( R. Schnackenburg) : 85 

的弈犹太人以它为一个民族名称( 7 次: 4:9ab; 18:33.35.39; 19:3.19) 

b) 用来描写历史事实或一个简单噩撞的挝迪"次:例如 3:25 ) 

的用来描写历史事实或一个简单噩攘的刽遍'但作者部表明自己与「犹

太人」绝无关保( 12 次:例如 2:6.13 ) 

d) 用来描写历史事实或一个简单噩攘的组迹'当中翻强调人们的不信

(1 3 次:例如 6:4 1.5 2; 11:45.54 ) 

的用来指具影响力的阶级(法利塞人)和有权势的阶级(司祭长}中的

某些不悟和带有敌意的一群人(30次:例如 1:19; 2:18,20; 5:10,15,16,18; 

9:18,22ab; 18:12,14,31 ,36,38; 19:7,12, 14,31,38; 20:19) 。

85 Schnackenburg, 1, p. 286-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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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 R. Brown) : 86 

a) 一个宗教及民族主义性的名称( 4:9曲，22; 18:33 ，35 等)

b) 描迫性:庆节和凤俗 (2:6， 13; 7:2 等) r绝无轻蔑之意」

c) 犹太省的居民 (8:31;11-12) 包括了耶稣的敌人和信从他的人

d) r犁 lfß!辈有敌意的宗教权威'尤莫那些在耶路撒浩者 J ( 1:19; 2:18,20; 

5: 10 等}

c) 加里肋亚的居民 (6:41-52 ) 

其中 d) 的意义可更具体的说明如下:

(1) r那些按民族、宗教、甚至地理而言(甚至是狭义上指的犹太省居

民)属犹太人番'亦有别於这些『犹太人.lI J (5:15;9:22) ; 

(2) r<<若》交替地提到犹太人'或司祭长和法和j辜人 J( 8: 13/8: 18fT; 18:3 

/18:12) 

(巧这最徨一点与对观福音相符:

谷 15: 1 公议会/若 18:28-31 r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前;

谷 1 1:27-28 司祭长、经师和民间长老/若 2:18 r犹太人」。

在耶稣传教的时代， d) 的意义便算是一种时代错误。这在《若》应作如

何解释?

许多对现福音中的社会阶级和分类在《若》惶都消失了:撒杜塞入、

黑落键党、热诚j辰、税吏、经师、义人、穷人、富人等。为甚麽会这样

呢?

a) 若望学派的二元观念:只有好与环两类人'即那些接受耶稣的人{信

徒}和拒绝他的人{垒着 1:11-13 ) 

86 Brov町1， p.lx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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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历史观点的改变: r圣酸的毁灭简化了犹太教J (Brown, p. lxxii) : 

许多耶稣时代的分野和组别'在《若》的时代巳失去了意义。

在《若》樱'我们只遇到司祭长和法利塞人:司祭长「由拾他们在

公议会和耶稣的审讯捶，是故事中一个极基本的成份，以至是无法被遗

忘的 J (Brown, p. Ixxii) ，至拾法利辜人，这是因为他们是公元 70 王军

徨唯一存留下来的( <<若》时代的犹太数是法利塞主导的犹太教}。

这捶很适宜对第四部福音时代的犹太教历史实况作一简介. 87 

公元前 587/86 年，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海蓝攫毁了撒罗满的圣殷。在公

元 70 年，罗马人毁灭了耶路撒滞和第二圣殿。如今， r犹太人(Judacans)

正面11面解体的意险。许多犹太人感到犹太教己再没有前途，甚至他们的

生命也再没有意义J 0 88 r犹太国之得以存留全是法利塞人的功劳，他

们探取实际的行动'务使人民在失去国家之徨仍能坚持下去...犹太人只

有透过他们的精神及宗教价值'::Ý可以保持不被征服。因此'法利辜人

盐不着手建造石砌的确堡，而去建立信仰和理想的坚辘，这是罗马人无

法彻鹿撞毁的J 0 89 r 当法利辜人知道犹太国的命运巴被注定时'他们

便努力把宗教虔敬和追求学问提升B全国持之上'好能团结起在国内抖信

奉犹太敬的人。他们这样努力保障人民在亡国後仍能存留下去 J 0
90 

在耶路撒海失陷时'若望·本臣凯 ( Rabban Jochanan ben Zakkai ) 

是法利塞人的伟大精神领楠。他在耶路撒海建立了一所研究犹太法律的

87 我们以下探用一位犹太学者的研究:蔡特林 S. Zeitlin, The Rise and Fal/ (扩the
nn Judean State, vol. III: 66 C.E. - 120 C.E. , Philadelphia PA 1978, pp. 155-161 0 

;。同上 'p.155 o

99 同上， p. 156 。
。向上 'p.158 o 撒杜塞入这群扰太国的短暂贵族，在公元 70 军後逐步消失，
因为混有了国家，他们便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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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Bet Midrash )。在犹太战争中，他雷主张和卒，鼓恳请犹太人与

罗马人讲和'因而受到注意。最徨，他在耶路撒海被围城时，躺在一个

由弟子们抬着的棺材逃了出域。後来他走避罗马军营'要求罗马人准许

在雅木尼雅建立一所经师学院。他选择这个地点'因为这是属拾罗马皇

族的私人产业{这样他便无需受到罗马元老院的操纵)。由拾罗马人知

道他是个主张和卒的人'胎是便答允了他的请求。

许多当时的其他犹太学者和精神领袖'都一起聚拢到雅木尼雅来。

这捶便成了流亡的公议会 (Bet Din) 0 雅木尼雅成了犹太敬的新中心'

菌至公元 135 年第二次犹太革命(即巴尔苛刻巴 BarKochba 之革命}为

止'那时这儿和其他犹太地区的犹太生活便告络。在雅木尼雅的会议中

{约公元 100 王军) ，犹太圣经的最徨正典被确定下来。圣殴毁灭後'改

变了的犹太人生活情况，迫使犹太敦的礼仪和宗教实践作出相应的适应

和改变。按照一个故事所载，苦望·本臣凯在得恶圣酷的毁灭徨'便

撕破了自己的夜服大声哀号。但根据另一个故事'当他被问及没有了圣

殿去作赎嚣祭'人们怎样亨可以赎嚣时'据说他这样回答: r我们仍可

藉着仁爱的行为而获得天主的恩蹋J 0
91 这样一来，犹太人的生活是要

僵量找寻替代圣殿的事物。犹太民族尤其要努力去保持他们的团结。

布朗这样描写《若》成书时代的{基督徒与犹太人关保)情况 : r大

批基督徒传教士λ僵犹太毅的时代巴经过去。耶稣已被人向住在巴力斯

坦和侨居地的犹太人宣讲过了'犹太人对耶稣亦作出了接纳或拒绝的决

定。大致上说'那些接纳耶稣的犹太人已成了基督徒及教会的一份子，

以致当基督徒不指明地谈到犹太人时'他们指的就是那些拒绝了耶稣和

继续忠拾犹太会堂的人 J (垄看玛 28:15 )。

91 Zeitlin, p.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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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的转变:情况已由盘盘盘( missionary )转变

为企盘盘( apologctic )和圭蓝蓝 (polemic) 。

《若》谴责的蓝弃一个民族'而是那针对耶稣的敌对态度'故此《若》

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福音圣史在第四部福音中探用这名称时，是以这名称在他时代的

意义来应用的」。因此， (若》在这名称的应用上可算是一种时代倒置。

《若》明知耶稣时代的原来情况是不同的。当他!*用「犹太人」一

词时'其实是要表达出自己的健忘，即「他时代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在

耶稣传教时敌对他的犹太权威的精神後裔」。 但除此之外'还有另

一个转变:对法利塞入和犹太人的攻击，已由鱼翠固噩转移到蛊盟自盟

上去。在对观福音中，对犹太人的攻击仍集中在他们的伪善和他们的伦

理及社会行为上，但在《若》中'焦点创落在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和意图

杀死他的事实上。《若》时代的新情况'亦可从另一件事上清楚看到'

这就是《若》对梅瑟法律的态度。对保操来说'遵守梅瑟法律与否是很

切身的问题。在《若》中，梅瑟法律已不再成问题了。这问题已被基督

所超越了(皇看 1: 17 )。在《若》的时代中，梅瑟法律「只是些影响到

犹太人'而不会影晌到基督徒的问题J (垒着若 8:17; 10:34; 15:25 中耶

稣所指的「鱼缸盟法律J )。

「犹太人j 与「以色列」的分别

以色列:是含有善意的名称:真正继承圣经的传统

1 :31 r 为使他显示拾以色列J

1:47 耶稣指着纳塔乃耳说: r看'这确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向毫无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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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乍」。

1H稣被当你锦比

r (.若》强调这个称号'这可能是要使耶稣与第一世纪末期，在雅木尼

雅犹太团体的伟大黯比相对立J 92 (皇看若 9:28 中梅瑟的门徒和耶稣的

门徒的对比; :叠着 5:46 )。

2 向侨居地犹太会堂内的基督徒呼赣

我们雷提到《若》对「犹太人」所持的争辩性和护教性的态度。可

是'这场问争盘不是在巴力斯坦，而是在侨居地发生的。奎看若 7:35 : 

「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檀去，教训希腊人麽? J 0 布

朗评论说: r这是《若》要由耶稣敌人口中'不知不觉地讲出真理这种

讽刺的又一实例。本福音正好证实'耶稣遥远他的传道者，巴被传至犹

太人的侨居地去了」。垒看若 8:44: r你们是出拾你们的结亲魔鬼，盐

愿意追随你们父亲的悲望」。这种讲法是争辩性多加传教性的。

但《若》的这番话'很可能是对那些还没有切断他们与会堂关僚的

犹太商基督徒说的。这些基督徒在公元 80 至 90 年间，正经历着一个很

大的身份危机。

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保在耶稣死徨的发展93

的先是来自耶路撒海统治者的反对(垒看宗 4:1-3; 5:17-18) ，继而

92 Brown, p. lxxiii 。有关雅本尼雅的更详尽资料请垒看上面。
93 Brown, p. lxx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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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耶路撒湾出现一段较和罕的关保(皇看宗 5:33-40 加玛里耳的决

定}

{我们在宗 8:1 所得悉的迫害，是与希腊裔基督徒有关，这是由始他

们反对圣股的缘故}

根据宗 21:18-20 I 在公元 50 王军代的下车叶，犹太菌基督徒仍到圣殴

去奉献牺牲;

。在公元 60 每代，载伯键的儿子雅各伯被处决，伯多棉被捕λ狱(宗

12:2-门，标站出一个新的敌意态度的开始;

d) 只有在公元 70 王军徨'犹太教亨开始认为绝对要与犹太裔基督徒切断

关保 ;94 那些信仰耶稣的犹太人'被认为会对梅瑟法律构成一个倾

覆因素(叠着人们对保操皮对梅瑟法律的回忆) ; r整个公元 80 年

代撞'都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势力'企图把基督徒远离犹太会堂J 。

他们以两等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

「其中一个礼仪上的发展'就是重新编定那称为『祷文.!I (1ψlIah) 或

『立祷经.!I (.Amidah) 的会堂主要相祷'这相祷在公元 70 年後(在雅

木尼雅}形成了所谓的『十八端祝福视文.!I (Shemoneh Esreh ) J 0 95 其

中的第十二端祝福'按一个被认为是最接近当时{约公元 85 年? )形

式的版本，这样聪道: r但愿我们的追害者没有任何希望，愿你迅速在

我们有生之臼副除高傲者的统治; *思基督徒( Nazoreans )及异端者

94 BrOWIl , p. 1xxiv: r面对灭绝的危险，通常会迫舍一个宗教变得更严格地正统
95 起来，好能得以存留下去，犹太教亦不会例9J. J 。
3 戴维斯 W.D. Davies, The Setting 01 the Sermon on the MOllllt, Cambridge 1964, 
p.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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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I inil1l )转瞬消逝'从生命册上被抹去'不与义人的名字载在一起勺。
9而

星号内( *...仆的部分被称为「异端者的祝福 J (Birkath ha-Minim )。

这部分相传是在加玛里耳二世(Rabban Gamaliel II '约在公元 85 年

间? )时由劫撒慕尔( Samucl thc Small )所加插的。戴维斯( W.D. Davics ) 

结论说: r这端『异端者的相福』很清楚指出'雅木尼雅的哲贤们认为，

基督徒足以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以至需要作出礼仪上的修订 J 0 97 

戴维斯描遮第十二端祝福对基督徒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r这端祝

徨运作简单，部弃常有效...在会堂的礼仪中，一人会被指派去领晗『祷

文 JJ (7;胡Ilah) 。当他走到安的了圣经卷轴的卒台前'会众便起立。领

经员会朗诵出祝福经'而会众则以『亚孟』作答。任伺被指派去领经，

而在第十二端祝福停下来或想沮湿的'很容易便会被人觉察出来。因

此'这端『异端者的祝福』能使可能到来垒加会堂礼仪的基督徒，凭他

怎样晗这端视福而无可温形 J 0 98 

其次:

约在公元 90 年(经师加玛里耳二世在雅木尼雅) ，正式的开除教籍渐

变得颇密 i ((若)} 3 次提到开除教籍的事 (9:22; 12:42: 16:2) 。犹太人

感到在理解梅瑟法律上，极需要团结一致。雅木尼雅的议会在下舍开除

教籍时，便继承了耶路撒渝公议会又一顶的职能。话虽如此'我们仍需

强调'犹太领袖与犹太裔基督徒的接触，-直延续到了第二世纪。

9~ Davies, p. 275 。
"'同上， p. 276 0 

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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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在信从了耶稣後'被自己的信仰和不想脱离犹

太敬的意思弄得左右为难。《若》惶的「犹太人 J '篮不是指他们而是

指敌对耶稣的犹太人而说的。宣认耶稣是默西亚{基督 X 1:4];4:25; 11:27; 

20:31) ，便成了获准加λ或被逐离犹太会堂的试幸石。《若》极力集

中在耶稣是默西亚一事上'正是要加强这样的一个信仰。《若》的取代

主题'正是要告诉那些犹太商基督徒'如果他们脱离了会堂'他们仍能

找到替换了的犹太制度和庆节。

《若》在 12:42-43 中提到那些信仰了耶稣'而不敢公开政认自己

信仰的人，盐且对他们讲出尖刻的讽刺。若 19:38 中的阿黎玛特雅人若

瑟，便是得胜了这种恐惧者的一个好例子。在若 9 中'读者看到一个人

为了信仰耶稣'甚至不惜被人逐离会堂的好棉样。《若》邀请在侨居地

的犹太商基督徒也作出同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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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逾越节前的两个神迹

6: 1-15 及 6:16-21

在这一章肉'不打算将每一节详细在释'而是以主题形式探讨某些

议论较多的章节。

6:1-15 是《若》中唯一的增饼奇迹， 6:16-21 记载耶稣步行海圈'

两者都是发生在逾越节之前( 6:仆，表面看来'是梅瑟、玛纳与过红溜

的预象(出 14: 15-31; 16:9-36) ，史纳根堡 (R. Schnackcnburg) 认为增

讲是基督自我启示为「生命之粮」的奇迹，他的能力凌驾梅瑟99 ，增饼

增鱼奇迹含菩地包涵 q马纳」的预襄论1∞。不过，他认为步行海面没有

画接指向过红海的事件101 。无论如何'我们从以下两个主题先作探讨，

再看这两个奇迹与渔越节的关保。

I 增饼增鱼奇迹与圣体圣事 (6:1-15)

增饼的动机与曹景

耶稣在增饼奇迹中，极有力地启示了他是生命之粮{特别是 6:26-

59 记载在葛法霜的言论}。在过程中'耶稣知道要作什麽 (6:6 )他控

制整个大局及有目的地去行动 (6:10-12) 。

99 鑫看 Schnackenburg， vol.口， p. 22 
1∞同上， p.IO 。
101 同上， p.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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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1-15 中， r 山 J (6:3) 、「逾越节 J (6:4) 及先知 (6:14 ; 

垒阅申 18: 15 )使梅瑟的形象重现'正如以色列子昆在旷野时一样'群

众在窃窃私议耶稣的由来( 6 :42 )及争论有关他的恩赐 (6:52 )。

1.2 结构与分析

6:1-15 的结构如下:

a) 1-4 情况与背景

b) 5-10 准备

c) 11-13 增饼

d) 14-15 奇迹对群众的效果与耶稣的表现

传统上某些学者看见《若》欠缺最徨晚蟹圭体圣事的建立，于是认

为 6:1-15 是《若》中的圣体圣事'我们将集中 C 部份中的 6: 11 来看增

愣奇迹是否与圣体圣事有关。

史纳棋堡认 6:11 隐含圣体圣事的背景102 ，但是'部份学者反x~

6: 11 与圣体圭事有任伺关保103 0 高定 (GUILDING) 认为增饼奇迹象德最

徨晚鬓。凌这斯( LINDARS )看培饼是「类圣事 J (QUASI-SACRAMENTAL) 

6: 11 a. ËÀaßEv oúv TOÙç äpTOUS' 0 'hlPOl!S' 

b. Kαl EùXaplσT1íσaS' 

c. 也岳ω旺卫T<)lS' àvαKElIlÓ吼S".

d. OllOlωS Kαl È:K TWV &þαpí.ων 

C. ÖEOV ìíOEÀov 

102 垒看 Schnackcnburg， vol. ll, p.17 0 

103 同上， p.443 盐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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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a 耶稣就拿起饼'

b 血型後'

c 金笙坐下的人;

d 对加鱼也照样作了;

e 让众人任意吃。

所要分析的两个字'是 EúXaPlσT~(J时(祝谢)及Bu~BωKEV( 分给)。

EúXaplσT巾的{主格单数阳性过去不定式主动分词，

nom.sg.m.aor.act.part. i giving thanks 或 to thank ，感谢之意) ，耶稣在吃

饭前作出感谢'是犹太人的习俗，跟祝福( EÌJÀoyEl V )意思不同。

BLéBúJKEν{ 第三身单数过去不定式中间语态陈迹语气，

3 pers.sg.aor.mid .indic.; distribute '分给之意}。

以下列举对现福音内最後晚蟹的圣体圣事「方程式」及宗徒大事录

与格林多前书对教会初期礼仪的描边来作-比较:

E马 26:26 ElJÀoy白σαg {祝福} ËKÀ，ασEV {壁开}

谷 14.22 E讪oγTíσαg {、、) ËKÀασEν (、、)

路 22:19 EVXαplσTT)σαg (祝谢} f.KÀaσEV {、、)

路 24.30 EÚÀÓyT)σEV {视福) KÀóσαg {、、)

路 24:35 KÀÓσn (、、)

宗 2:42 KÀåσn (、、}

宗 2:46 K Àí~)JITÉS {、、)

宗 20:7 KÀÓσol {、、)

宗 20:11 KÀóσas (、、}

格前 10:16 KÀGI!lEV (、、}

格前 11.23-24 凹íJX叩tσT巾的{视谢} f.KÀ，ασEV {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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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6: 11 ElJXαplσTlíσαs (、、} OlÉOWKEV (分给}

从以上的章节观察'在圣体圣事的「方程式J 中，主要的因素不在

乎「祝福J 或「祝谢 J '因为「祝福」或「祝谢」时常互调应用。反而

是「擎饼」这个动作'成为圣体礼的「指定动作 J 0 反观若 6:11 ，耶稣

的「视谢」是犹太人逝篝前的相祷习惯，耶稣如常的新祷後'就将饼与

鱼分给( 8l凶ωKEV) 坐下的人。在对观擂营中有关五饼二鱼的用字又如

何?现在列举如下:

E马 14: 19 

谷 6:4 1

路 9:16

CÙÀÓyllσEV (视福) KÀáσαs (璧开}

CÌJÀÓy 11σEV (、、) KaTèKÀασEV (、、}

EÙÀÓyllσCV (、、) KαTÉKÀασEν( 、、}

如果单从若 6:11 的「分给 J (Ol品ωKCV) 来推断 6:1-15 的增幌奇

迹没有隐含圣体圣事的意思'那末'有关增饼奇迹方面'怎样去解释对

现福音中除了用「祝福」外'还用了圣体礼的「指定动作 J : r擎开」

呢?问题不是那末简单'在第二次增饼奇迹， <<玛》与《谷》将第一次

奇迹的「视福」改为「祝谢 J (玛 15:36;谷 8: 6) ，但是'仍用「璧开」。

如果「擎开」是圭体礼的「指定动作 J '是否在对观福音的增饼奇迹噩

指圣体圣事， <<若》因改用了「祝谢」及「贷给」而没有这方面的取向?

在新约中'动词cùxaplσTclV (视谢}不一定与主在最後晚辈中的

「圣体方程式J 有关保。不过'主的晚肇中的用语被初期教会的文献中

估有重要地位(如十二宗徒训诲录 9: 1fT; 10: 1 -4，7;扰斯定护教书 65:5; 66; 

2; 67:5 j 特别是十二宗徒 iJII i每录 9:1 ，5 中用了名词EÌJXaplσTla )。

EÌJXaplσTEl V在新约中可以是EÙÀoyEÎ.V (祝福}的同义词'被希腊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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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盘用作反映犹太篝前经的感谢祷文104 。不过'史纳根堡认为若 6:23 对

耶稣行为的总结可能包含圣体圣事的意思(吾主祝谢

cùXaplσT巾αVTOS TOÎl Kvpíov) ，虽然明显地这是编辑徨补的结语阳，不

是原作者的意思。不过'最大的论据是作者没有用「晕开」而改用「分

给 J (olÉ8ωKC叶'不过， (.若》的用词虽然明显有异于「圣体方程式J '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对观福音在描温增饼奇迹时用的 r圣体方程式」。

如果不谈字句'只从增饼奇迹的「质」来看'除了谷8.6饵'其它都记载

耶稣同时增加了饼和鱼。另饵'所有增锵奇迹中都没有酒，这与主的晚

萤中的「圣体方程式」的愣与酒就大不相同。

1.3 篮堂

在若6:11 中圣史用了「贷给J ( OlÉOWKEV )来毅遮所行的增饼奇迹'

与对观擂音皆用了「荤开J (KÀåv) 相异，因此'使我们很难将它与主

的最後晚鬓相题茧论，这梧的「贷给J 只是强调那稣是恩宠的施与者'

是《若》惯用的基督自我启示'特别在启示言论( 16:27,51c,53-59 )中'

耶稣谈及他将要赐予的盒物'是他的肉和血一到这永生之粮。

耶稣藉着增饼与增鱼奇迹，来佐缸他「生命之粮」的自我启示'正

如在 4:34 中「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溃遣茹苦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 J r食

物」指的是整个生命的「必需 J '耶稣要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如

他承行交旨一样'或行艳的旨意。《若》措掉「圣体为程式J '加上奇

迹所用的「质一饼和鱼」而混有酒'明显表示，这奇迹盘不是「圣体圣

事」。

104 垒看 Schnackenburg， vol. IT, P.17 
10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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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58 中'耶稣强调「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象祖先吃了『玛

纳』仍然死了;谁吃这盒粮，必要生活菌到永远J '再次提醒读者「恩

宠代替恩宠J (1:16)_r法律是根据梅瑟传授的'翼理和恩宠翻是由耶

稣基督而来的J (1:17) 0 耶稣在这靠近逾越节期间，利用增饼增鱼奇

迹启示了他是恩宠的施予者和生命之粮。

2 步行水面与过红海的根据 (6:16-21)

2.1 各方的意见

盖纳(B.Gärtncr)认为过红海与降玛纳是逾越节毅边的诗篇部份，被

看作天主的救赎。这些观念移撞到基督徒的逾越庆祝，在犹太经文中'

加λ基督徒演绎106 0 高定(A.Guilding)更避一步相信耶稣自己是逾越节中

犹太因素所默感，增锵奇迹及步行水面襄徽最後晚篝及耶稣的死亡复

活'其中步行水面更事由耶稣以十字架战胜了藏鬼势力，这点可以从法

郎的士兵全淹死在红海找到根据(出 1日。更由于《若》的作者将两个奇

迹放在一起'正与会堂的尼散读经相符。

另一方面'史纳根堡认为这种取向值得保留，以下的分析将会为此

作一评断。

2.2 旧约中有关天主驾驭大海的章节

约 9:8 ;昧 18:15-17 ; 29:3 ,10 ; 74:13-14 ; 89:10 ; 93:3-4 ; 104:6-9 ; 

侬 17:12-13 , 特别是出 14-15 。

从以上章节得恶天主与大海的关保早在以色列的历史出现。

106 垄看 Schnackcnburg， vo1. IT, P.447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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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6:16-21 与玛 14:22-33 及谷 6:45-52 的对照

6:16.21 E马 14:22-33 谷 6:45-52

a 旦旦塾 葛法翁( 17) 革乃撒勒 (34) 革乃撒勒 (53)

b. 挝坦 天黑(17) 夜晚(23)，四更 夜晚(47)，四更

时分 (25) 时分(48)

c 置量 耶稣不在 (17) 耶稣独自一人在 耶稣独自在陆

山上(23) 地上(47)

海上起了大凤(1 8) 波浪颠簸，逆风(24) 逆风 (48)

摇槽大约 5-6 公里 琅苦地摇惜

(1 9) (48) 

d. JfB稣出现海面上行走' 步行海上'朝 步行海面'有

11:Ii近了船(19) 门徒方向走(25) 意越过门徒

(49) 

c.门徒反应害怕 (19) 惊骇说 r是个 以为是妖怪

妖怪。」吓得大 (49) 惊慌不已

四 (26) (乡 0)

f 理整由 我是‘不要害怕 放心，我是，不必 放心‘我是，不

且应 (20) (Èyú') EÌ. lll 害怕 (27) 要怕(50)

Il. Tì 中olkî.aOE ) 

g 口篮 欣然接耶稣上船 {自多摞欲步行海面，

(21) 但信心薄弱 (28-31)

h. 篮墨 立时到了目的地 耶稣上了船，凤就 耶稣上了船，凤

(21) 停了。2) 船上的 就停了(5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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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朝拜耶稣说: 徒心中越发惊

「你真是天主子。 奇，心还迟钝

J (33) (52) 

《若》与对现福音对照之下'除了目的地不同外{革乃撒勒在葛法

翁西南部'有一定的距离}最明显的异点'是《若》比《玛》与《谷》

都简单得多。因此， (若》可能探用了一个更古老的传统。特别是在门

徒们的反应方面， (若》中的门徒虽然表现害怕{忡。例GT]aav) ，但用

了欣然或「想 J (市OEÀov) 接耶稣上船。反之， <<玛》和《谷》中的门

徒翻以为耶稣是个妖怪'且惊慌不巴 '0马》加插了伯多梧的无信， <<谷》

在结语( 6:52 )强调了门徒心中越发惊奇及迟纯。

另饵'在耶稣步行时的轰现，也各异其趣， (若》中的耶稣只是海

面上行走， Ilai近了船，。马》则写耶稣朝门徒方面走， <<谷》的耶稣有

意越过门徒。再看'在耶稣上船徨， <<玛》记i盛了船上的人朝拜耶稣是

天主子， {谷》如惯常的铺排了门徒的惊奇及迟钝， (若》则立时到了

目的地。

最值得注意的相同点'就是三部福音用均用了耶稣自我启示的重要

词量:我是'不要害怕 (Èy(;) Ell' l 111) <l>oß6σOc )。因为主福音皆描边门

徒们都表示了害怕。

2.4 6: 16-21 的分析

6:17 中的「天已黑了 J (σKOTla，画译是黑暗) ，是典型的若望词

囊，襄徽嚣恶和永远的死亡。 6:18 的TE连接了黑暗与耶稣的「不在」後;

在6'18立刻描迫了湖上起了大凤。「黑暗」、「耶稣不在」及「大风」

211 



巳点出《若》的神学思想'当门徒不与耶稣一起时，是活在黑暗(罪恶)

中'受着大凤(恐怖势力)的苗i击{另抖垒阅 8: 12; 12:35 ) 

摇悔过了五或大公里( 25 或 30 斯塔狄}只在《若》中记迹，说明

船已在湖中央，在黑暗之中，门徒如何辩认出步行水面的是耶稣? <:玛》

及《谷》中的门徒均以为耶稣是妖怪。伯多榻更以自己能步行水面来测

试耶稣(玛 14:28 )。无论如何， <:若》中的门徒知道步行水面的是耶

稣'不过，还是有点害怕。门徒的害怕，可能来自传统的文献，因为《若》

的门徒永不害怕耶稣'就算耶稣复活之後'害怕的只是犹太人'盘不是

门徒( 20: 19-20 )。

强而有力的「我是J (ÈYú1 d ,u )启示了耶稣的天主性'还提前了

生命之粮的启示( 6:35 ,41 ,48,51 ) 

船立即 (Kaì. EùOéülÇ )到了彼岸是一个奇迹'另抖，门徒的害怕也

被征服过来。

2.5 G: 16-21 与过红海的棋据

6: 16-21 所记载的只是步行水面及立即到岸两个简单的资料'在这

神迹中'耶稣启示了自己的天主性(我是)。特别要注意 6:17a 及 21b'

当耶稣缺席时'门徒们碰着大凤浪'耶稣上船徨'门徒们立即过渡到彼

岸'害怕也消除了。圣史故意强调耶稣临在的重要性。耶稣充满了天主

的能力'能驱除黑暗( 17a) ，即征服嚣恶和死亡之意。天主就在这位

耶稣身上启示了她的能力。因此'步行水面的要点不是教边门徒怎样渡

湖'而是耶稣的自我启示。如要肯定步行水面奇迹因连接增饼增鱼奇迹

及生命之粮的言论而与过红海有关'实在有保留的馀地。教会向来以渡

红海这个奇迹作为领洗的预辈'是另一范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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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征服了黑暗和风浪'象翻了他复活的能力'他与门徒立即到达

彼岸，是他与信从他的门徒到达永生的预象。数会这条船若欠缺耶稣的

临在，将会被思势力所锤i击，只有耶稣的11旬在才使教会安全到这彼岸。

耶稣的复活'远超过梅瑟的渡海奇迹，是恩宠代替了恩宠的又一佐证

(1:1 6)，高定所认为根据在于过红海的奇迹'有部份的正确性，如果说成

过红海的预象'就显得有点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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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丸章

有关治疗与复活的两个神迹

5:1-18 及 1 1: 1-57

l 治好无助的「瘫子J (5:1-18) 

治好「瘫子」之徨'耶稣忠告他不要再犯嚣，是否耶稣知道瘫子的

病与他的嚣有关?另外'为什麽耶稣俑要在安息日治好「瘫子」招致犹

太人的杀害企图?还有'这位「瘫子」是「瘫」的吗?以下将集中在这

几方面探讨病与嚣的关系'及安息目治病的原因。

1.1 背景与结构

5:1-18 处于安息曰，圭史是有意藉这个神迹与安息日彼此关连，来

强调耶稣有能力付予生命(5:21 ，2邸'及信从他的重要性(5:24，28) 。此神迹

不见于对观福音'但与谷 2:12 治好瘫子的奇迹有类似之处。致于结构'

5:1-18 可分为两部份:

5 : 1-9b 治病

5 : 9 c-18 犹太人对耶稣及病人的迫害

1.2 革登

5: 1-3 

「犹太人的庆节」所指的是五旬节'贝特臣这水池在耶路撒海东北角'

靠近羊门。所谓羊门'是逾越节羔羊所经之门'由此门温往圣殿待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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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i雷五个走廊?其实贝特水池由两个独立水池所合成'中间筑起一度

墙，就形成五个走廊'如下图:

50 米

不
40 米

53 米 半
6.5 米

57.5 米 不
11 
约 7-8 米深，池庭满是石

48 丁主民 11 块，水流向黑德龙山谷

65.5 米 l • 

病人就躺在四边及中阔的走道，等候水动。值得留意的'圣史用了

多个词章来形容患病的人: r许多患病的'瞎眠的'瘤腥的，癖痹的」。

如果在 5:14 耶稣对瘫子的忠告: r不要再犯嚣'亮得你遭遇更不擎的事」

有特别的意思'这惺所列举的病棠'很可能禀徨嚣思对人的束缚'嚣恶

如患病、瞎眼、瘤腿及癖痹等，使人变得可怜及无助。但是，这还不是

「更不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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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 

关于天使搞动池水一事'圣史再没有给我们详迹，有学者认为可能

是因为下甫的原因，致使水动，但都不可以作为确实的答案。不过，可

以看出池水对病患者只是暂时的生理上的治癌，不能带来永恒的生命'

圣史可能有意以池水来跟耶稣施行神迹的深层襄散件一对比。

5:5-9 

这一段是神迹施行的描迹。首先要提出的问题:这个「瘫子」是「瘫」

的吗?从整个神迹的描边'没有-字提及这位耶稣所治瘾的辑人是瘫

的。

在 5:5 只提及「在那捶有一个人 J (巾，挝 TLS iÍl伽ωTfOS) ，患病

已三十八王军( ÈKEl Tpl áKOVTU (阳t ) ÒKTW ËTηËXWU ÈV T自 åuOEVdq

uì!TOU )。圣史也只说明耶稣知道他患病多时

(丁伯TOV towv ó '(ησOÛS KUTUKdllEVOV KUl yVOÙS ÖTL TfOÀÙV 梢ηXP加OV

ëXEl, 5:6) 。

「自由」在那捏'及後来他拿起床( 5:8，只 10 ， 11 ， 12) ，盘不指出这就

是一名瘫子，简单地说'他只是一个患重病三十八年的人，需要别人协

助他躺在床上，然锺抬到水池旁等候水动。

三十八每在此处没有任何辜笛意义，只强调病人病的严重性及不可

治愈，此外'还有他对痊癌的渴望。不过'这位病人的「长年久病」毒

翻了犹太人的嚣，他们的罪恶使他们受到死亡的束缚。因为耶稣在圣殴

温见他时'向他忠告说: r不要再犯嚣J (11EKÉTL állápmvE , 5:14) 

是否在这樱意味着病与挥有关?在 9:2-3 中'当门徒及耶稣有关胎

生瞎子的病原是否犯粟'耶稣噩撞的回答: r也不是他犯了嚣'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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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而是为明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J 如果患病的原

因不是犯嚣的话'在 5:14 的忠告就是耶稣故意用疫病来作一个深层的演

绎:象在坦人类的嚣。

病人为什麽有别人帮助到这水池'而渔有人在水动时放他λ水?圣

史篮没有给我们任伺提示'只知道没有人协助他下水'他由于患上重

病'行动一定很缅慢'凭他自己的力量下水总比别人迟到

(白，品 8主 ËpÇ()V(Jl ty_山 aÀÀoS' lTpÒ EllOÎI IWTaßall吼， 5:7 ) Ey~) 强调是病

人自己下水。因此，这病人渔有别人帮助'也不能自助。

耶稣在整个神迹之中'都报取主动'例如他主动钩问病人说: r你

愿意痊癌吗? J (e É:ÀElS' lryl 怡 YEνÉc:;侃。当病人丧达自己的情况後'

其实圣史茧没有记边病人回答「愿意」或「不愿意J '只是敛遮病人的

无助境况，不过'病人的无助境况盖不表示他不要耶稣的帮助，他仍在

等候别人的帮助。

耶稣于是命舍他说: r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 J 

(>EyEl pE cÌ pOV TÒV KpáßaTTÓVσOV Kal lTEPl lTáTEl, 5: 8 )耶稣盟没有协

助病人到水池内'只是简单的一句命舍{皇阅谷2:9 ， 11) ，病人患了三

十八竿的顽疾， r立即 J (El艇ul') )痊愈了(皇阅6:21 ) 

5:10-13 

5:8-1.1大节中共出现了四次「拿起床 J 及一次「拿起J (床)

5:8 àpov TÒV KPÓßαTT仇， σOV (拿起你的库}

5:9 司pEV TÒV KpáßaTTOVαÙTOÎI (拿起他的床}

5:10 OÙK ËÇEσTlVσot Apm Tb1' 阶段lTTÓVσOV (不许你拿你的库}

5:11 'Ap川I TÒV KpáßaTT仰 σOll (拿起你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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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2 "Apov (拿起}

另外'两次提及安息日

5:9 911ν8主 σáßßclTOV

5: 10 l;úßßclTÓV ÈσTLV 

从耶稣、病人和犹太人的对话，圣史有意强调耶稣在安息日行神

迹'由船病人拿起痒'也由于是耶稣的命舍'按照法律'他俩都犯了安

息曰三十九条禁律之一。

不过'接犹太人的思想'虽然天主在第七日安息{创 2:2ff) ，但

不包括主持正义在内107 ，他以奖赏及惩罚以民作为他的「工作」。

由拾犹太人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是个器人'因他犯了安息日'但

是耶稣故意在安息日治好病人'是启示他自己是作天主的工作

(5:21 ,26) ，他是天主'在安息日可主持正义，治好久病不霜的病人。

如果「病」襄笛犹太人的罪'那末'耶稣藉治病神迹来启示他就是那位

在安息日主持正义的天主。因此'耶稣有绝对的权柄在安息曰治病。「拿

床」的命舍显示耶稣的主权、正义和天主性，他的正义远超过一切梅瑟

法律'正是恩宠代替了恩宠( 1:16,17 )。不过'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行

使他的「主」权时'竟成为受迫害的原因 (5:16 ， 18) 。

5:14-18 

圣史特别晨开示耶稣在圣殿遇见巳痊癌的病人，是想说明耶稣的训

谕己代替了犹太人所持的法律( 7:28万:20， 59;10:23 )。耶稣向他忠告说:

「看'你已痊撞了，不要再犯嚣'觅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 J (5:14) 

这实在使人惊讶，因为在治好胎生瞎子的神迹中'耶稣分明算与病无关

107 垒看 Sclmuckcnburg， vol. II, p.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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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

更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所说的「更不幸的事 J (xc'lpov Tl) ，这与

5:20 的「更大的工程」相对。

究竟「果与病」与「更不幸J 所指伺事?

如果如上所边，病毒翻了犹太人所犯的罪'耶稣就以此神迹来象翻

他来是为人带来救思，从罪恶中把人解放出来'这是他的工作: r我父

现在一噩工作，我也应该工作。 J (5: 17 )交通过子在世上显示他的慈

爱'其中最具体的表示'就是融克人类的罪过'通过子所行的治病神迹'

从抖在的、身体上的束缚，被医治後成为自由行动的人'显示子的能力

使人类从内在的、死亡的束缚被解放到永生的境地。耶稣所说的「更不

毒的事 J'就是永远的不宰一失落永生{垄阅 12:25' 另外可盎弯玛 10:28 ; 

路 16:23) ，如果人类继缉犯嚣'就算耶稣愿意宽恕( 5:6) , r再犯嚣」

已表示「不愿意」被宽恕'永远与天主决裂是「更不幸的事」

致于耶稣在 5:20 中提及的「更大的工程 J '与「更不幸的事 J (永

远的死亡}相对'当然指的是永恒的生命。

1.3 单篮

耶稣所治好的贝特臣达池的病人'圣史没有说明他是「瘫子」。罪

与病盐混有关系( 9:3) ，而是耶稣以病来意翻犹太人所犯的嚣'无助的

病人表示人在罪恶中完全无助，只有天主的慈爱亨可将人从黑暗的嚣恶

中解放出来。特别在安息曰'他代替了犹太人的梅瑟法律，行使他的

「主」权'治好病人，启示他是安息臼的主'不过'犹太人不但没有接

纳他，还以梅瑟法律对安息曰的禁律来迫害，甚至杀害他 (5:16， 18) , 

犹太人的表现，是 1: 11 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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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活拉匣摞 (1 1: 1-57)

此段只集中摞讨耶稣「流泪」的原因。

2.1 背景与结构

拉臣撮是耶稣所爱的一位朋友( 11 :3 ,5,36 )。他患病的时候'姊妹

玛尔大及玛利亚派人通知耶稣( 11:3 ) ，舍人惊奇的'是耶稣无动于衷'

盘且故意的留在原地两天。待拉臣榻死後( 11:13,14) ，他才开始往犹

太境地( 11:7 )。

耶稣自己亲自说明迟延往访伯达尼的原因: r只是为影星天主的光

荣，盘为明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 J (11:4) 及「为了你们，我喜欢我

不在那惶，好叫你们相信。 J (11:15) 。因此，可见耶稣行此神迹的目

的与其他神迹一脉相连，为父与子的光荣及门徒们的相信。特别在复活

拉匣操神迹中'在他最後往耶路撒海过渔越节前'显示他是复活和生

命: r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J ('Eyù) EL~lL 1) ciV<la TaUl <; KαL 向"叶，

11 :25 '另奎考 1 1:23 ) 

如果耶稣深爱拉距槽'为什麽让他死去?如果耶稣明知他会施行神

迹，复活拉臣操'为什麽他流泪(1 1:3 5) 、心神感伤、难过、( 11 :33 ,38 ) ? 

是否他看见玛利亚哭泣( 11 :33) ?同她一起的犹太人哭泣( 11:33) ? 

或「多麽爱他啊 J (11 :36) ?这都是以下探讨的内容，在还没有进一步

的分析前'先看若 11 的结构:

a. 1-5 复活拉臣摄前的怖局'及拉臣榻的病讯

b. 6-16 往犹太和伯达尼的旅程'耶稣与门徒的对话

C. 17-27 在伯达尼耶稣与玛尔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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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8-32 耶稣与玛利亚相遇

c.33-41a 往访坟墓及打开坟墓

f. :41b-44 复活巴死四天的拉臣操

以下将集中分析 e 部份有关耶稣的流泪

2.2 注释( 11:33-41a) 

圭史两次强调拉臣榻已死了「四天J (11:17;39) ，因为按犹太人

的观念'人死後三天之内'灵魂还可回到坟墓'第四天才进λ属正的死

亡'展体就正式开始雷化10日，说明拉臣摄在人为的能力下绝对不能复

生。这突出了耶稣起死回生的能力'也藉此烛托出 11:25 的自我启示高

峰'同时也带出了一个神学标记:借徒所见天主的光荣相反人的富朽黑

暗。

11 :33 耶稣看见她哭泣'还有同她-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便心神感

伤'难过起来。

'111σ01803 的ÈlÙEVαÙTlìv ~此Q.W皿~ Kαì. TOÙSσuνEÀØóVTUS aÚTí.ì 

'IovùαlOlJS 且且出皿S: 'GJE'ßol.luímlTQTφ 1TVEÚμαTLKαL 江邱4α 主αVTÒ

先从字义着手。史纳根堡认为KÀUlOOOUV与KÀUlOVTα<; ( KÀUlω) 是嗤

哭之意{即痛哭囔刚)。按 ÈVEßpl l1~aUTO (句。ρLμåo9m) 的字义'是遗

亟室主皇的意思'如果翻译成一种出自悲伤、痛苦或同惰的内在情绪低落

108 垒看 Sclmack巳nburg， vol. II, p.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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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恰当的109 0 另外'句。PLμå00m也是反对哀伤者的一种愤慨表达{奎

弯玛9:30; 谷:43 ， 14:5) 0 T(~ 1TVCÚllαTL是耶稣内心的愤怒的描迹'与後来

他的心烦意乱对照( èTápaçEv; 此外TαpáUUCLV;可垒阅 12:27; 12:31; 

14:1 ,27 )。

什麽促使耶稣愤怒?

a. 因犹太人无倍的问题: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岂不能使这人也不

死麽? (11 :37 ) 

b. 犹太人的衷锄'是对永生无锚的轰现。

如果犹太人只是哭泣，不是喂哭，他们对死亡的真正意义可能较为了

解及对耶稣怀有借德。但是'耶稣是明显的愤怒。因此'我们采纳史根

堡的意见，将以α[ω翻成囔哭。重新翻译的 11:33 如下:

耶稣看见她嚎哭'还有同她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嚎哭，便

内心愤怒'及心烦意乱起来。

11.35耶稣流泪了

位血p.w:αÓ 'ITJuOUs 

E8áKpV<巾I (ùaKpúω) 只是哭泣，不是嗤叫。

在犹太人的丧礼'他们习惯为死者高唱丧歌( Op司ν05') ，由亡者的

居处一面到坟墓'路上不停地唱丧歌'这是丧扎的一部份，还有随同的

妇女和吹笛者{垂着雪玛9:23) ，男人则负责大喊哀思110 0 玛利亚和犹太

人是在唱明'耶稣只是哭泣。

10q 垒看 Schnackenburg. vol. n, P.516，在 51 0 不过， W. Bauer 将 11: 33 的

队α{ω 列在 cat. l，意解哭泣或喽哭 (B4GD， p. 433 )。
110 垒看 Schnackenburg， vol. n, p. 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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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抖，再垒老两段有关耶稣和保操哭泣的挝遮:

希 5:7 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号和眼泪，向那能救他

血蛊盈立的天主'献上了桥祷和恳求'就因他的虔敬而

在得了俯允。

宗 20:19 怎样以极度的谦逊'含着眼泪'经历犹太人为我所设的

阻盟'而忠信事泰主。

希伯来书描迫耶稣的流泪与他的死亡有关。保摄在宗 20:19 的眼泪

与犹太人的阴谋相题茧论。耶稣和保棒的眼泪'都与痛苦的历程'特别

是面对死亡的经验有关保。

不能忽略的是路 19:4 1 -44. r耶稣临近的时候'望见京城'便亘望

她说·…·因为你没有认识眷颐你的时期。 J 耶稣襄哭是由于耶路

撒湾没有认识他的来Ilaï 0 路加圣史在 19:41 用了ËKÀaV<JEν(哭泣/囔哭)

来描迫流泪的情形。无论耶稣是哭泣或嗤哭，明显地耶稣不是为他的遭遇

而哭，而是为了耶域面对毁灭的遭遇.在路加 13:34 ，35 中，耶稣将自己比

件母鸡来辈集耶路撒冷的子女，但是他们创拒绝耶稣的爱，这是耶稣哀哭

耶域的原因。耶稣的「流泪」是先知性的，正如旧约中的先知一样(列下

8:11;耶 9:只 14:17). 在列下 8: 11，厄里望以先知的身份，预觉到本国将要遭

受的灾捐(列下 10:32，33; 13:3 ，22)，不禁哭了起来.耶胁米亚为了耶路撒湾

的毁灭和人民的受摧费而痛哭(耶 9: 9,14 : 17) 

从这几段的「哭泣J 章节，应用在耶稣往拉臣撮坟墓的途中{主'

你来'看吧， ) ，看见世界的哀伤和黑暗{垒阅路 19:41 -44) ，尤其是

人类因对耶稣的无信而遭遇到不可避冕的死亡的黑暗，正如路 13: 34,35 

耶路撒冷拒绝耶稣，耶稣流泪了。这是若望神学中一位与人同在的耶

稣。若望团体也警觉到入世脑程的黑暗'但黑暗之後'要对施与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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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充满信德怀:51;12:25 )。

在往坟墓途中'耶稣又再次愤怒起来( ÈIIßpq1ÙlllEVOS) ，这对遥丧

的犹太人无需有关( 11 :33 )。

2.3 单革

措 ÈVEßp^ll巾αTO T(;) 1TVEÚllαTl是内心愤怒之意'而ÈTóp呵。解作

心烦意乱。与 11 :35的流泪好像拉不上关保。反过来说'耶稣的愤怒与心

烦与犹太远丧者对永生的无信有关。

11 :35 r耶稣流泪了 J J~接11 :34耶稣往坟墓途中，表达了耶稣与人

同在'体验到人类面对死亡的无奈'如果对永生缺乏信德'像曝明的犹

太人，因不认识耶稣的来Ilæ (路19:41-44) ，甚至拒绝耶稣(路 13: 34,35) 

而遭遇到暂时的死亡所惠笛的永久死亡，耶稣流泪了。

耶稣流泪，盐荠因为他所爱的死了，因为耶稣深切知道不久他会将

拉臣捧起死回生，其实，拉匣榻复活徨还会再次死亡'耶稣的哭与暂时

的死亡无关，暂时死亡襄德人类因无情而遭遇永久死亡的黑暗，亨是他

哭的原因。

不过'哭泣之徨是耶稣向父虔诚的相祷 (1 1: 41 ，42) ，他行这神迹'

目的是显示父与子的光荣( 11:4) ，父与子的光荣正是若望基督论中的

主题{垄老17:4，5) 0 r天主子」不但将拉臣操起死回生，由始这是一

个神迹'一个记号'宣告了他的复活。

复活拉臣梧的神迹引出耶稣复活的深义(1 1 :25,26) ，正是神迹反映

天主光荣的顶峰。天究与子藉此共享光荣(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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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耶稣是模范牧人

若 10:11-15

若望神学中'耶稣的死亡就是他的光荣。在十字架上'耶稣以「完

成工作」来光荣父(垒考 17:4，门，尤其是'耶稣的死亡连架了人类的

「子性J 与天父的「父性」。在这「凭一子的关保」当中'耶稣的任务

就是「善牧J '这位「善牧主羊拾掉自己的性命J (10:11b) 

耶稣怎样「为」羊措掉性命?我们从 10:11 ， 15 两节中所出现的iJ1TCp

着手。

1.背景

自从帐棚节徨'在第七章中，耶稣开始了他与不信的犹太人之间越

形紧张的面哭，在第八章达到高潮。由于治好胎生瞎子，耶稣与犹太人

在第九章中再起争讥，耶稣明确指出他是「世界的光」及不信者的「盲

目」。接着是第十章有关模范牧人的自我启示。

2. 从 10:7-15 来看 10:11 ， 15 

关于若10的结构，我们探纳了史纳根堡的建议111 • 

a. 1-6 牧人与学的言论

111Schnacitenburg-volIL pp.28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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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7-10 门的阐释

c.II-15 模范牧人耶稣

d. 16-21 有关牧人耶稣与他的羊的结语;在人群中的

讨论

c.22-30 重建节;耶稣与不僵的犹太人争论有关他的

默西亚身份

f.31-39 争论有关耶稣是天主子

g.40-42 回到若翰所施洗的若但河

11-15 节在史纳根堡的分析下'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段落。不过'首.

先从 7-15 节两个段落的重樱宇旬λ手:

v.7 É)'w d~l ~ eúpu 百POß<Í1hll l

v.8 llpóßam KλÉllTUl 

v.9 É)'w d~l ~Oúpα 

v.l0 l)'w dμt 

v.ll 百 POß(ÍTwν

ÀIJ(hm 

。ωOrioξIαt

KÀÉ 1l11lS (wr.w 

。∞。
KλÉ<þu 
d宵。ÀÊσn

~'lJ)(加
(2 x) ó 百olμ ìW Ó KαλÓ"τiOqσlV úrrÈp 

飞飞 12 (2 x)npò归[(1 ápllá(El λVKOV 

oKoprrí(El 百olμην ÀÚKOS 

\".13 百POß<Í1WI' 百εpl

v.J4 (γ山 EIμt γIt剧。κω

6 百OLμ~V ÓK臼ÀÓS γl V!础。KOUOL

\".15 宵poßáTWV ~，υx巾 τíOTHLl U1lCp )'l V!βOKξt 

4 2 7 8 4 4 3 2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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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看出这是耶稣自我启示的-个段落'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共出现了四次

「我是J (Eyw ELlll) :寇蛊学的门 (v.7) i 盏是门 (v.9) i 蛊量来为叫他们

获得生命 (v. lO )及蛊蛊模菇牧人 (v.14 )。此纠四次的认识 (vv.14， 14， 15， 15 ) 

强调了天父、牧人与竿的回保。出现七次的羊( vv.7点11 ， 12 ， 12 ， 13 ， 15 )是这

段落的主题之一'最重要的主题是「牧人 J (vv.l I,11 ,12,14). 

以下的清单'可以更清楚地列出 vv.7-15 节的主线( Leitmotif) 

a. 我是

b. ~在

C. 盹、强盔、狼

d. 生命

e. 模范牧人

E 拮掉

g. 为

h. 认识

:耶稣的基督启示

:倡徒们

.思势力

.救思与生命

:耶稣的身份

·牧人的态度

:牧人的动机

;父、子与倡徒们的关保

综言之'主线就是:耶稣基督'一位模范牧人，从恶势力中为了倡

徒们与天父的共融关保，甘愿给掉自己的生命。

从这条主线集中看 v.II-15 节'发现当中有前後呼应结构

( J nclllsions ) 

la. 'Eyw t:l lll 

A δTTOlll nv Ó KCIÀÓ .;;o 

b.ll 1I00UllV Ó 盯ÌÀò.;;o T阳也u怕也 a:ù:roÎ! :r(f!Tj!!l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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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úrrèp J Tφν 叩o削TWV I al 

12. a. Ó IIIσ0ωTÒS K叫 OÙK 心νrrOl lujv ，

b. 0[1 OVK ËσTlV nÌπpóß(lTU ì:8Lα ， 

c.OCÚJρEL TÓV ÀílKOIl èpXÓIICν011 Ib 

d. K(Il á命Ll](JLV TÙπPÓßnTU KUL <þdryn 

B. I c. KOì.心 ÀÚKOS' <Í pTTCí( CL (l ìmÌ KUL σKoprrl(EL I bl 

13. a. (JTL IlLσ0ωTÓÇ èσTlV la 

b. KαL 0古 11ÉÀELα的φηEPL Tl0V 叩oßáTWV

14. 

b. KUL )'l VWσKω 

c. KUl Y 

All I I Ib 

15. a. KU00JÇ )'l VWUKE:l 

b. K<Ì)'W 

C.K<H 工地山IYlí卫丛叩工LÐωl11盯|丁&νπi咐 I al 

在 Al 当中'几乎重摆了 A 的所有主要因素:模范牧人'为'拮掉

生命。 A 与 Al 彼此强调了模范牧人为羊推掉生命。

在 A 部份， lla 及 b 分别合成一个小的前锺呼应结构， a 及 al 说明

了耶稣的动机， b 启示了模范牧人的行动。

在 B 部份， 12d 是中心:便弃羊逃跑，这髓工的行为'正相反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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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牧人的行径，在 a 与 al 中'两次强调了儒工与羊的疏离关保'狼来了，

他只颐「为」自己的生命'不颐及羊的生命。

在 Al 部份， 14b,c i 1 旬，b 交错着父、子、信徒们的关保。「认识」

一词说明了他们彼此之间那份深厚的关保'耶稣用了他与父密切的关保

来强调他与羊{借徒们}的关保。

在这三个前徨呼应结构中'再次呈现了 10:11-15 的主题:模范牧

人为羊拮命，儒工剖奔羊逃跑，为救自己的生命'由于模范牧人的牺牲'

他与信徒们建立了深厚的关保，正如他与父的关保一样。

3. 模范牧人与菩牧

KαÀós一词'有数个解释:好(good) 、尊贵 (noble)及模范 (modcl ) 

112 ，根据布朗的翻译'他探用了「模ffi J '表示出牧人不单是好的'还

有一个「动态」的内涵'模范通常作为别人模傲的对象。

「好」只是与「坏」分别开来'说明牧人的品质， r模范」贝IJ包含

了「好」与「动态」意思。从 v.16 观之'耶稣所指的「别的学J '希望

这些羊都能同归一牧一楠，牧人的行为是动态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

「为」羊拮掉生命'牧人的死具有救恩的意义。

再从 21:15-17 看耶稣三次邀请伯多裙去鲤养他的羊'耶稣本身正

是最佳的模范'耶稣的梅样正是门徒们一个动态的榜样。因此， r模范」

在意思上更能代轰达出K<lÀÒS在 10:11 ， 15 的意义。

112 G.V. Wigram, The Analytica/ Greek Lexicon ofthe New Testament, 
p.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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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11 ， 15 中的仰后p

在 Bauer 的 BAGD， P.845 中'若 10:11 ， 15 的加Ép槌归类在l.aι ，

意思是在苦难、死亡中贡献自己的妻边，特别是指基督的死亡。

接字义'加Ép这个介词{英文的 for) 很难包含死亡之意'但是'

圣史喜欢在《若》中用上这个字( (玛》五次， (谷》二次， (路》五

次)而《若》共用上13次'特别在6:51 , 10: 11, 15 ; 11 :50 旺， 15:13' 17:19 

及 18:140

从 6:51 "8è öv Èyw 8waw 白 σápç 110Ú (σTlV vnÉp TT]S' TOU KÓUllOlI 

(lùTj"看到耶稣给世界的恩宠'就是她的肉'他的向为世界的生命而献

出，由此可以引申出，他为世界的生命而措掉他自己的生命(肉}。

在 15:13 中， ÚTTÉp回雷耶稣的死亡:一个为朋友而结掉生命的人。

这一节所带出的讯息'是「为 J 了别人的好处，自己甘愿拾掉生命。这

节是耶稣死亡的迥嚣'主要关键在于耶稣的「无嚣性J 0 r朋友J (制ÀWV)

在这捶展示了耶稣与门徒们的密切关保'正如15:15的训谕: r我不再称

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

凡由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 J

再进一步看，在犹太人传统中，从没有记载一个义人以他的被控及

定嚣来补赎别人的罪过113 。还有'在《若》中'耶稣的死亡没有赎嚣的

意思'反而因机TÉp 的适用'启示了天主对人的爱。

在 10:11 ， 15 中， \ìnÉp与受格( genitive )TtJv 叩oßáTúlV用在一起时'

是「关注J (conceming) 之意。模范牧人之死'是他奉行使命致死'

1138.H.McLmn， TheAbsenceοr an Atoning Sacrifìce in Pau/'s Soteri%gy. 
NTS vol. 38, p.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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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他从盗醋、强盗及损保护了羊群。

对10'11 ， 15的IJTI句'大致可分为三组见解:

a. 没有特别的意思

b. 牺牲

C. 为奉行使命'致死不满。

虽然麦格哥( G.H.C.如lacGrcgor) 认为加Èp在10'11 ， 15一点特别的含

意都没有。不过，大部份的学者都支持 C.组的演译。

巴雷( C.K.Barrett )细心董老加印在《若》中的意义，他发觉仇T印

在《若》内几乎时常有死亡的暗示'特别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牺牲自己

114 
0 

伯尔纳锋( J.H.Bcrnard )匾摄了当以"on behalf of' (代表}来解释'

他茧且强调加Èp没有代替( instead of )的意思l1S 0 

布朗 (R.Brown) 认为圣史在 10:ll 所用的únÈp将牧人所碰到的危

机一面带到他死亡之点116 0 

韩迪生( W.Hcndriksen )详细分析了íJ1TEP在 10'11 ， 15的意义後'结
论出únép没有代替、代轰及赎嚣的含意117 0 

114 Barrett, p. 311 0 

115 Bernard , p. 357 。
116Brown， p.395 。
117 W. Hcndriksen, New Teslament Commenla巾" Exposilion oflhe Gospel 

。ccording 10 John vol. 11, pp. 110-111 : in this case the dcath ofthe 
shcphcrd mcans lifc ((叫) for the sheep. The g∞d shcphcrd pours out his 
soul (note Tì]V中VX句ναlJTOÛ hcre in 10: 11 and T~V ψVX~V flOV in 15) 
unto dcalh ... tJ; vX1l which rests on an Aramic original is the full 
cquivalcnt ofthe self, the person... the preposition is ún句， a word which 
has thc root mcaning ‘ over' ... it is probably incorrect to say 由at 让出

preposition in itself ever instcad of... the design of the atonement is 
definitcly rcstricted. Jcsus dies for those who had been given to him by t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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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 (E.K.Lee) 认为在若望着件中，绝对没有赎嚣的观念，基督

的死旨在展示他的爱。牧人的声音不单只将分散的羊重组一战( 10:1 (j ), 

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蜻掉性命( 10:11 ,15,17) 118 。

史纳根堡认为 10:11 ， 15 的íJπ句不包含任何「代表」的意思'它启示

了牧人的果断'牧人为了羊群'自我牺牲到这极点，相反地'与髓工只

顾自己'对学漠不关心119 0

大部份学者支持 C 组的看法，这点可以看出'若 10:11 ， 15 中的imép

没有「代替」、「代表」及「赎嚣J 的意思，它清楚指出模范牧人的态

度'就是为了羊群(信徒}的生命'无论代价多高，什至牺牲自己的性

命'在所不惜'为保护羊群克受恶势力的僵害'目的在启示天父的爱'

在这份爱情中，模范牧人重建天父与信徒间的关保。

5. 结论

以牧人来形容天主的形象'在旧约中已出现过{则34) ，这位牧人

带领、保护及黯集他的子民。在新约，耶稣就是这位羊的救主， 10.11-15 

3虽有将这位牧人描绘成统治者的形惠，皮之'他是一位甘愿为羊牺牲生

命{如川 10: 1 屿， 15c) 的牧人，好使羊籍他而在得永生((叫 lO:lOb) 。

圣史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生命'因为((1)均是《若》的词囊'是「永

生」之意。牧人所措掉的'当然不会是「永生J '而是短暂的尘世生命

{中VX内}。

Father, for the children of God, for true believers. 
118 E.K. Lee,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St. John , pp. 176-1830 
119 Schnackenburg, vol. 11, pp. 294-2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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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所表现的「贼J 与「强盗」是一个破坏性人物，是耶稣来11:b之

前就已存在的恶势力。「懦工」的出现是「模范牧人」的相反例子'圣

史特别以他来突出「模范牧人」。

介词imép在 10: 11-15 中没有「代表」之意'它启示了模范牧人到这

极点的自我牺牲，与不颐羊群而逃跑的情工迥然不同'模范牧人在此处

爱羊至死{垒阅 15: 13 )。

10:14 ， 15 中的「认识 J ('Yl l'ú1aKElI')表达了父与子'子与信徒之间

的人际关保及共融'耶稣希望他与父的爱能在他与信徒之间出现'因此

他们可以更接近天主。 10:15a 的「正如 J (阳。此}联架了立与子的关

保'父与子的关保，正是耶稣与信徒之间的关保的典范。

综言之， 10:11 ， 15 表达了基督为了使信徒们更接近{认识)主'不

惜一切代价，就算自己的性命。

6 神学反省

6.1 罩

挥是一种疏离'一个破例的关保。在《若》中很少提及「嚣J (只

出现过八次1:29万:21 ，46;9:34; 15:22,22; 16:8,20:23 )。耶稣惯用「生命」

与「死亡J ' r光明J 与「黑暗 J ' r 真理」与「虚假J 代替了「正义」

与「嚣恶J 。事实上， (若》盘不强调有关基督死亡或人类犯嚣'而是

父与信徒的关保重建。因此，在第十章中， r罪」盐没有被显着提及。

在10:12中'损代丧着恶势力'情工的不负责任由于他贪生怕死'这点去

判断儒工是有欠公允的'因为他不是学的主人。儒工篮没有犯粟'如果

羊的主人如此表现'他的不负责任就是一种失职的嚣。不过'第十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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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盘不如此'他为羊拮掉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借徒与义的荫离是「嚣」的结果，模范牧人为了重建这

份关保而措生取义，是「嚣」带来的结果。

6.2 窒盟星星

爱的启示由天主出发。天父派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是为人类与

他合而为一。

模范牧人为"时p )羊拮掉生命'是爱的最佳证明。牧人甘愿为羊

牺牲，为的是使羊孩得安全'如果他如髓工一样逃跑，羊将被赶散，黯

羊为一的使命便不能实现'这相反了交给予的使命。

耶稣的死亡启示了天主的人性'这真实的人性启示了天主实在皇与

了人的生命历程，天主实在的奎与人的生命'启示了天主对人的爱:

OVTω<; yáp 白yáTTl]σEV Ó OEÒ<; TÒV KO<Íμoν. l;)aTE T(Jl' vtòv TÒV 

1101'OyEl'n Ë8WKEV ( 3: 16 )。耶稣奎与到庭'噩到完成了工作 (17:4) , 

目的为展示天主的爱。

234 



第十一章

临别赠言中的圣神

若 14_16120

1.若 14-17 之结构和内容

(1 )13:31-14:31 第一篇临别赠言

13:31-33 耶稣宣怖自己要离开此世

13:34-35 耶稣(新}的彼此相爱的命舍

13:36-38 预言西满伯多摞曹主

14:1-14 耶稣为借从他的人是温往纹的途径

14: 1-3 耶稣离世及再来的声明

14:4-11 论这至目的地之途径的对话

信从耶稣的劝谕

120 Brown, pp. 1135-1144 (Appendix V: The Paraclete); Schnackcnburg, vol. 3, pp 
138-154 (Excursus 16: 111e Paraclete and the Sayings about the Paraclete); 若翰
斯顿 G. Johnston, The Spirit-Paraclete in the Go:ψel of Jolm (SNTS M衍，
Camhridge, 1970; 克雷默尔1. Kremer, "Jesll Verheißung des Geistes. ZlIr 
Verankernng der Aussage von Joh 16,13 im Leben Jesu" in 史纳根堡 R
Schnackenburg -恩斯特1. Emst- 汪克1. Wanke (eds.), Die Kirche des Anfangs. 
Festschη-β 11. SchiimJann , Freihurg-Basel-Wien, 1978, pp. 247-276; 史纳银堡 R
Schnackenhurg, "Die johanneische Gemainde IInd ihre Geiste矿ãhnmg" in 
Festschr{β /l. SchiimJanll (1978), pp. 277-305; 卡森 D.A. Carson, "The FlIllction 
of the Paraclete in Jolm 16:7-11'~ in JBL 98(1979)547-566; 格雷斯顿 K
Grayston, Thc Mcaning of PA足4KLETOS inJSNT 13 (1981) 6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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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4 倡从耶稣而得的力量

14: 归国24 护慰者、耶稣和父要往爱耶稣的人那樱去

14:15-17 第一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护慰者的来11;n

14:18-21 耶稣的{回)来

14:22 犹达斯(=达陡}发问

14:23-24 父{与耶稣)的来11昌

14:25-31 耶稣离别前的最後思想

14:25-26 第二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派遣护慰看来教导

14:27ab 施予卒安之恩

14:27c-29 耶稣的离世

14:30-31 与世界首领之问争

(2)15:1-16:33 第二篇临别赠言

15:1-17 门徒与耶稣的关保

15:1-10 翼葡萄树

15:11-17 耶稣的朋友

15:18-1G:4a 世界憎恨耶稣及他的门徒

15:18-21 世界惜恨蓝迫害门徒

15:22-25 世界的嚣思

15:26-27 第三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护慰者的见证

lG:I-4a 犹太会堂对门徒的迫害

lG:4b-15 耶稣的离世及护慰者的来l隘

16:4b-6 耶稣的离世及门徒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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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1 

16:12-15 

第四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护慰者与世界对敌

第五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护慰若是门徒在认

识耶稣的事上之领导

16: 16-33 耶稣的再来将带给门徒喜乐与领悟

16: 16-23a 门徒将再见到耶稣而喜乐

16:13b-33 门徒的要求将获俯允韭清楚明服耶稣

(3) 17:1-26 耶稣的Ilai别桥祷

17: 1-5 耶稣求赐光荣

17:6-8 耶稣在门徒当中所做的工作与启示

17:9-16 耶稣为留在世上的门徒相祷

17:17-19 门徒与耶稣的视圣

17:20-24 耶稣为那些因门徒的话而相信的人相祷

17:25-26 结束桥祷

2. 五属有关护慰者的言论

2. 1.圣经艾旬

14:16-17 第一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护慰者的来临

14:16 

Kå)'w ÈpωTlíσω TÒV nUTÉpαKαl äÀÀov nUpáK^~TOν8w<JEl Ú,.tlV '(vu 伴。

úllWνEÍs TÒV uiwva Ù. r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慰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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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J 

14:17 

TÒ 1TVEVl1a Tfìs åÀT]Od饵， 86 时σμOS ov 8ÚVaTaL ÀaßElv, ÖTl OV OEWpcl 

，、川、，曹1'\ , , , u " ,.... 

α1厅。 OlJùE ')'lνωσKEl" VI1HS ')'lVú)(J"KETEα肝0， OTl lTap VlllV IlEVEl KaL E 

νIJlllνE仔Tll'. 「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翼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你们创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蓝在你们肉。」

14:25-26 第二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派遣护慰者来教导

14:25 TαíJTαÀEÀáÀT]KαÙl1lV lTap' Ùl1lV I1ÉvwV. r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

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J 

14:26 

Ó 8主lTapáKÀT]TOS ， TÒ 1TVEV阳 TÒ å')'LOV 0 时间El Ó lTaT~p (V T(í') ÒVÓJ1 α 

Tl ILOV，是KclVOS ÙILδS 8l8áçnπáVTαKal 也π011V叶σEl iJllâsπáVTαa E:π。

V lJlllV Èγφ. r但那护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

敖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15:26-27 第三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护慰者的见证

15:26 

"OTανÈÀOu ÓπαpáKÀT]TOS ov È')'wπÉ I1中ω VlllV lTapà TOV lTaTpÓS, TÒ lTVE 

iìllαT自s åÀT]OElαs 0 lTapà TOlJ 节αTpÒS ÈKlTOPEÚETαl ， ÈKElVOS ILαpTlJP年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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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πEPl ÈllOÛ' r 当护慰者'就是我从父那樱要给你们j虚道的'那发拾父的

真理之神来到时'他必要为我作证; J 

15:27 Kαl ÚI1EÎS 位 IWpTVpåTE ， ön 巾'àpX~S' μET' ÈllOÛ ÈσTE. r 茧且

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 J

16:7-11 第四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护慰者与世界对敌

16:7 

å队， È)'t;) T~V <lÀTíOHαV ÀÉ'yw úμ.lV ， σVI1<!>Épn 也同V'(ναÈ)'山 dπÉÀOω. È<Ìl' 

)'<Ìp ILT'l 的ÉÀOω， Ó TTopáKÀT]TOS' OÙK ÈÀEÚσETaL πpÒS' úl1ûS" Èàv 8主 πOpC

呻φ，时间ωωTÒV πpÒS' vl1ûS'. r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

有盏'因为我若不去'妒慰者便不会到你们这捶来;我若去了'就要源

遣他到你们这樱来。」

16:8 

Kαl üOwv ÈKClVOS' ÈÀÉ)'çn TÒV KÓσμov TTEpl àμαpTlαS' Kαì. TTEpì. 8lKαLO<T 

bνT]S' KαLπEpì. KPlσEωs'" r 当他来到时，就要指证世界关后嚣思、正义和

审判所犯的错误: J 

16:9 TTCpì. áμαpTl的 IIÉV ， ön OÙ TTl<JTEÚOOOl V EÌs È肘. r关加嚣恶'因

为他们没有信从我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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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1TCpì. 8lKαlOσ已VllS' 8É. ön 1TpÒS' TÒV παTÉpa i l1Tá'Yh} m ì. OVKÉn OEblPElTÉ 

IIC r关挫正义'因为我往父那惶去'而你们再见不到我; J 

16: 11 1TEpì.位 Kp(ac时，已n Ó ÖPXlùV TOV K巾110lJ TOÚTOlJ KÉKpl TC1l, r关

抬审判'因为这世界的首领已被判断了。 J

16: 12-15 第五段论护慰者的言论:护慰者是门徒在认识耶稣的

事上之领导

16: 12 "En 1ToÀÀà ËXωÚltlV ÀÉ'YElv. åÀÀ' OÙ 8úvασÜEßaσTá(ElV öpn'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坦负。IJ

16:13 

iíTav 挝 ËAO '.l È:KE:lVOS'. TÒ 1TVEÜlla T~S' åÀllOd町，创刊'Y1íσEl {JI1I1S' È:v Tfj 

åÀllf}c(q πdσ'.l' OÙ 'Yàp ÀaÀ!ÍaEl å中， ÉαlJTOÎJ. åÀÀ' öσαåKOÚσEl Àα入巾TEl.

Kal Tà È:PXó11Eva åva'Y'YEÀEL íJI丘1人「当那一位画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

们引λ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听到的讲出来'盘把未

来的事传告给你们。」

16:14 

Ù:CLVOS' È: ll主 ooçáσEl. ön È:K TOÎJ È: ILOV À叶 11中ETαl Kaì. åvα)"YEÀEÎ. ÍJltlV , 

「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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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 

π巾'Tα 。σαCXCl IIπαT~p ÈIIÓ ÈσTl II' olà TO~厅O Etπ011 ilTl ÈK TOIJ Èl lOíì 

ÀOllßáVH KOl á l'C1yyE:ÀE:l jJIIÎV. r凡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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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r护慰者 J (rropóKλnTOç) 的意义

在新约中， r护慰者 J 一名称只出现在《若》的 5 段论护慰者

的言论中，以及在若一 2: 1 : TCKVlO IIOV, mIJm ypó机lJltlV 'í VαP ìl 

cÍ IIÓPTllTE. KC1l ècÎ v nç cÍ IIÓpTl]， ηαpcÎ KÀηTOV ËXOI1E:V rrpòS' TÒV παn'pα. 

, 111σOIJV XpLσT(Jl' Oí. KOl OV' r我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你

们不犯罩;但是'谁若犯了嚣'我们在交那捶有正义的耶稣基督作护慰

者」。在若一 2: 1 中， r护慰者」一词明确地是指耶稣基督而言。但我

们不应因此而感到意抖，因为在若 14:16 中'耶稣应许了另一位「护慰

者 J ( öÀÀoç rropcÎ KÀT]TOÇ ) ，这似乎是说'耶稣自己也是一位「护慰者」。

若 14-16 中的 5 段言论'把不同的功能加在这「护慰者」身上。而负起

这些功能的就是「真理之神 J (TÒ rrvcÎJI旧 TnS' clÀT]Ocí町) ，即天主圣

神。可是「护慰者」这称号究竟有甚麽意思呢?

「护慰者 J (rropáKÀTjTOÇ) 一词'是一个来自动词 rropm:oÀéh) 的

动状词( verbal adjcctivc) ，有一个被动的含义: r被恳求者J 。这词「尤

其被用作『辩护律师.!l ( dcfending counsel )解。这与拉丁文的飞dvocatlls"

很相似，虽然这茧弈一个确立的法庭专用词囊。 120 其次， r护慰者」

120 史纳根堡与一艘认为 "ταpáKÀηTog" 原是一个法庭上用诵的看法不同(垒
看 Krcmcr， ".1ω11 l'erheißlIlIg" , p. 25): r 这个原为法庭上用语的 rr护慰者』一
词 J "der IIrspliíllglich wohl 卢rensische Begriff 'Paraklet' ")。格雷斯顿
( "A fealling" ) 极力反对「护慰者」一词的法庭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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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有代求者( intcrccssor )或中保( mcdiator) 之意，他为某人而介λ'

去协助这人和保护这人觅受他人伤害 J 0 121 最近'格雷斯顿(K.

Grayston ) 122 经过细心研究古典希腊文( classical Grcck )、普及化希腊

文( hcIIcnistic Grcck )和教父时期希腊文( patristic Grcck )的证据徨，

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因此， r护慰者J 篮荠一个法律活动中的衍生词'

而是个较一般性的词囊'有时也用括法律语境中(作「扶养人」或「组

保人」解)。他根据这研究结果'主张若 14-16 中的1Topríd.η丁0') 一词，

应作「坦保人」或「保护人」解。

论护慰者的言论，加给护慰看些甚麽功能呢?在第一段言论中

( 14:16-17) ，蓝没有提到任伺固定的功能。我们只听说有关护慰看来

临的许诺，作为父在耶稣离世後给予我们的恩赐。护慰若要与门徒在一

起( [lEO' ÚIH;:lV) 0 r 与」这惶是指提供保护的团体而言。门徒之所以能

够认识真理之神'是由於他11;0在於他们的内心( 1TClp' ÚltLl'及 Èv íJltll' )。

在第二段言论中( 14:26) ，提到了护慰者的功能是「敖iJII J 和「提醒耶

稣所说过的话」。在第三段言论中( 15:26-27) ，提到了一个新的功能，

即「为耶稣作证 J 0 史纳根堡123 由於 15:27{ r你们也要作证 J )一句，

认为护慰者在这儿所作的见证'应当是向团体之外而作的。在第四段言

论中( 16:8-11) ，护慰者被描写为「判罪 J ( r揭发 J )和「证明不信

的世界『有罪.JJ J 。

有了圣神作为辩护律师的帮助，耶稣的门徒不再是被告人'反而成

了原告人，这亦表示护慰者的功能改变了。他一匾以来为门徒件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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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成了天主针对世界的律师'以证明世界有弄为己任。 124

在第五段言论中( 16:12-1门， (若》把护慰者的功能转向团体之

内。一如在 1 -l: 16-17 中，护慰者取代了耶稣'盟继续他的活动。 14:26

中的「敖i.JIIJ 和「提醒耶稣所说过的话」这两个功能'再次被执行和发

展。被称为「匾理之神」的护慰者'再负起引导门徒进λ耶稣所启示的

真理之任务，放且一路上( ó8rrYt (J) )陪伴着他们。他们仍有许多关於现

在和未来的事要学习。

我们要作结论强调说'在若 14-16 的五篇论护慰者的言论中， r护

慰者」负有有关门徒团体的功能(第一、二及五属言论) ，以及负有有

关不信的世界的功能{第三及四屠言论}。

3 第五庸论护慰者的言论( 16:11-15 )的意义125

一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五段论护慰者的言论{颇相似第二段言论) , 

指出护慰者的功能是敬i}11 、提醒、引导至真理。「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

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坦负 J (16: 12 )。因此'门徒所处的情况

将有所改变。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需要作造一步的补充。耶稣为伺不即

时告诉他们呢?理由可在 16: 12b 找到: òn' oÌJ 8ÍJvασOE 

ßaσTó(nv äpn 0 ßoσTó(nv 这一动词清楚指出，门徒在目前情况下是

无法「坦负」耶稣要告诉他们的事'而「坦负」是指一个人背负重坦的

样子。显然'他们听到这样的事情後，必会因此而变得意气消沉或起反

感。同样地在 6:60 悍，许多门徒这样说: r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 ?J

I:~ Schnackenhurg, vol. III, p. 1430 
10 以下尤其消垒看Kremer， "Jes lI Verheißrmg" , pp. 252-2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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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文蓝j量有说明理由，但从上下文(临别赠言}看来'文句似乎暗

示这是由於门徒雷德簿弱的缘故，这点在有关耶稣苦难的事上显示了出

来。耶稣在 16:32 说: r看'时辰要来'且巳来到，你们要被驱散'各

人归各人的地方去，搁下我独自一个」。只有在接受了圣神徨，门徒的

信德才变得坚强起来'足以组负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i舌。但是'捂音

圣史尤其是针对若望团体的实况而言'他们当时正面对着世间而来的反

对'这是门徒无法控制到的。「若望的团体面对世界时'要负起很重的

担子'但护慰者要向他们揭示他们存在世界上的意义J 0 126 

在 16: 13 ( r 当他来时J )中，护慰者的来Ilai被描写成一个转摄点。

虽然在 16:12-15 中篮渲有明文提到护慰者，但É:KELνoç{ 那位}是指 16:8

而言'而那樱是提到 16:7 所论及的「护慰者」。这护慰者在文句中以同

位( apposìtìon )的方式噩接被认别为「真理之神J '而从 14:17 中我们

知道若望团体对这位置理之神是有所认识的。他就是教会宣讲{皇看

14:26 )中所提到的「天主圣神 J '他发自父 (14:15.26; 15:26) ，又被

子所派遣 (15:26; 16:7) 0 耶稣在复活日的黄昏显现给门徒时'他已藉

嘘气把这圣神遣发到门徒的身上( 20:22: r你们领受圣神吧， J )。故

此，这位护慰者圣神绝对与耶稣不同。但就「匾理之神」的身份而言'

护慰者是与基督的个人和工作有密切关保的。

「真理之...J 这一个所有格( gcnìtìve casc )的意思'在 16:13 中作

了解释: ó8'rY 'íaH Úμâç Èv T自 àÀljOdÇl πám.l r 他要把你们引λ一切属

理 J 0 根据 16: 12 '我们大括全以为护慰者如今会接替耶稣的任务'对

门徒讲出许多他们从前不能坦负的事情。然而经文割据用了天主是以色

列民或个别人的留导( Wegfúhrer) 这一个圄像。道路{自 ó8饨，会看

126 Sclmackcnburg, vol. lll, p.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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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81 rYÉω) 的圄像在 14:4.6 中雷用来指耶稣。至抬È:v T Í'Ì <ÌÀ119d<;t时σ1.1

「 λ一切真理」一词组，应放在 16:12πoÀÀá r许多事」的语境来解释。

这词囊使我们想到 14:26 :护慰者「必要教训11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

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最後提到的的援引特别清楚显示出， 16: 口

中的「一切翼理 J '蓝奔指向门徒启示一些从前所隐藏的新真理'而是

说护慰若要引他们更深造λ{ 垂着 16:13 中的È:v +与格 dativc) 他们由

耶稣所接受了的真理。耶稣在《若》中称自己为「真理J (14:6) ，而

他生命的目标就是「为结真理作证J (18:37) ，即为了他本身是入的。王

及天主子的这项真理作证( 1:18; 3 :21; 5:33 等)。因此， r引λ一切真

理」的意义是:说明耶稣基督'包括他一切的说话、生活和工作'即使

在他离开世界徨，他仍是那唯一这至生命的道路。因此 16:口告诉我们

护慰者的功能就是'在後复活的阶段中揭示耶稣基督本人这项真理。「我

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J (16: 12 )显然是指'接福音圣史的看法'

耶稣预见他离开此世後门徒的新处境:他们需要按照新的情况来解释他

的话，而他的话将要以这样的方式-路上引领他们。

16: 13b 给予我们一个双重的理由: r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

所听到的讲出来'盘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第一个理由{来自 14:26 ) 

肯定上边对「引λ一切真理J 的解释。引导寻求真理一事不可脱离了耶

稣而进行。藉着说出他所听到的{即昕耶稣所讲的话'垂看 16:14-15) , 

护慰者合情合理地可以说出耶稣实在要说的话。第二个理由准确指出究

竟护慰者会说些甚麽: Tà È: pxó~lEva <Ìv叫咱kl 也μν 「把未来的事传告

给你们」。巾，αyyÉÀÀW 这动词亦用抬 16: 14-15 中'而且显然很适合用来

l 轰这福音圣史所想说的。这动词的意思是「传怖一个信息」。这动词在

《七十贤士本》中是用来表示启示的'在怯 41:23; 44:7 甚至用来表示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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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些未来的事。 àvayyE:ÀEl白 11IV änαVTα( 4:25 )是用来描写人们期

待默西亚所作的启示。在 16:25 中， ànaY'Yd.(~)是用来指耶稣未来要作

的启示。

16: 13 称启示的内容为 Tà épXÓllEV(J r未来的事」。在临别赠言的

直接上下文中'这可以使人想到所指的可能是耶稣苦难和受举扬的「时

辰」。但从福音圣史(教迫者}的角度来看 'Tà ÉPXÓllEVa倒是指福音读

者的时代。根据 16:2.4和 15:27 ，我们尤其会想到教会所遭遇的各种迫

害。从第四部福音的观点来看， r未来的事」是与「那位要来的J 有关。

护慰者所启示和协助人们明白的未来的事'就是与那位己来到世上、而

且还要再来者有关的未来的事。护慰者从临别赠言者的角度'盘以他的

名义来诠释若望团体的实况。这点尤其可在 16: 14 获得肯定: r他要光

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J 。护慰者在光荣耶稣之

时'便是与耶稣在他受难和受显扬的时辰中所受到的光荣有关，而这事

通常又被称为父的工程 (8:54; 12:28; 13:31-21; 17:5.10) 。这样说来，护

慰者便是皇与盘同时继续着父的工程。如此，又与子施予生命的结合和

共融{垒看 17:3 )便得以突显出来，一如 16: 15 所阐边的一样。

所以，耶稣在IIÕl到黯言中其实许下了护慰者'即那属理之神'会继

续他的工作。第五段论护慰暂的言论中之新颖处，就在1i1护慰者向门徒

启示耶稣来向他们说的话。引领门徒获得全部的真理，就是把他听自耶

稣的事告诉他们，盐把未来的事向他们启示出来。耶稣是道路和量理'

他巳完成了世上的任务。但在门徒和福音圣史的时代，他的任务仍要延

续下去'好使门徒以及那些因他们而相信的人'能与耶稣和父结合为一

(17:11ff) ，盘使他们能在一个敌对他们和耶稣的世界惶去明服这事。

这便是耶稣应许护慰者的理由{奎看护慰看一词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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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五段论护慰者的言论，对福音圣史本人的工作也有一些暗

示的意义。圣史强调自己以团体的实况来介绍耶稣的信息时，盐奔随意

而作'而是根据活跃拾团体肉之护慰者而作的。福音圣史宣倚了「一切

真理」。与耶稣所敖导的相比'第四部福音茧没有说些甚麽彻应新的东

西。但《若》有关耶稣信息对团体现况的切实性所说的， (肯定)是不

见於耶稣的宣讲中。

我们在各福音中所找到的、有关耶稣生活和教训的後复活之新解

( post-Eastcr rc-interprctation )一这种新解是每世代的基督徒'以及每

个各别的基督徒所应作的一从《若》第五篇论护慰者的言论中'可在

证实为必需且合理的。

4. 若望团体内的圣神经验127

圣神是护慰者'亚拥有不同的功能，这正是若望团体基督信何的圣

神神学的中心。但这押学如何与若望团体内的真实生活拉上关保呢?究

竟若望团体及其成员，有否经验到《若》讲得这样有声有色的护慰者圣

神呢?

生L到盟主垒堕旦旦旦垫

在若 7:39; 14:17 和 20:22 中'我们听见信徒与门徒们都接受了圣

神。这正显示出《若》与其他新约经书'在有关圣桦的讲法上的共同见

地。一个初期基督徒的共同信念认为，圣神是天主的恩赐'我们是无法

以自己的能力去在得他'我们只能接受而已{皇看 8(80μ 及

127 Sclmackcnhurg, "Johallllcische Gemeilldc" , pp. 283-2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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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allßáνω} 。那个坚借圣神Ilaï在脸基督徒团体及其成员内的信念'是深

深植根拾对基督的信仰内的。圭神的倾注{末世时期的许诺) ，在基督

的复活和受举扬中实现了。获赐圣神一事'是我们与基督和天主结合的

基础。这个基本借念是所有新约经书共有的'这盐不因它们不同的神学

和圣神论( pneumatological )趋向和着重点'而有任伺的影响。

《若》较诸其他新约经书'更强调圣掉的持久11画在。我们在若 14:17

中晗到: r他与你们同在，业在你们内」。第四部擂音盖不谈及来自圣

神的特殊表现(例如「语言之恩j glossolalia) ，翻论及一种内心「正常

的」圣神经验。那些遵守诫命的人被应许与天主结合{垒看若一 3:24) , 

而这结合是藉圣神而经验到的。天主以慈爱和施予仨爱的身份而临在。

因此这个与天主的结合和圣神的经验结出美果:喜乐、院冤恐惧、爱护

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能经验到圣神的外在方法{若一 4:12-21; 叠着迦

5:22 )。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论护慰者的言论'都假定了圣神是可以经验到

的。护慰者Ilaï胎门徒蓝且留下来，正暗示这是一种可经验到的11昌在。同

样地'教训11 、 51λ一切踵理、启示未来的事等，在在都不能渲有圣神的

经验。因此，我们有广泛的证据'显示第四部福音不明言地指出'若望

团体可以盐确有圣神的经验。

4.2. 圣掉的功能

的根据圣经的传统'在若 6:63 中的圣神也是生命的原理

(1TVE:ÛIW ((ù01TOLOÎJV )。那应许悟从的人将获得生命的这一个许诺'是

由获赐圣神而实现的。借徒透过圣神'由那生活业受到举扬的基督那惶

接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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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圣神的许多功能是与启示事件有关的。护慰者要揭示、加深和保

持基督的启示纯净无瑕。在耶稣离开世界时'门徒们向未完全明白耶稣

的所言所行'因为那时他们还未能担负得来。只有在复活事件後'他们

亨能对耶稣的个人和工作有一个适当的理解。这盖不是舞人性的反省做

得到'而是透过圣神的力量而完成的。第四部福音描迫耶稣的方式'正

是要(透过教边的形式)实现从「生活世上的耶稣」身上，映透出「信

仰上的基督」这一个理想。正为了这缘故，作为耶稣「继任人」和「代

表J 的护慰者'为领悟在耶稣身上所宪成的最徨救恩启示上'具有一个

绝对需要的功能。圣神盟弃一个补充性质的恩赐'而是门徒团体必需的

恩赐和「装备」。缺少了他'向普世传教的使命便无法完成。因此·无

论是教训人、提醒人耶稣的话、号iλ真理、引导後世的人在日新月异的

情况下去现实化耶稣的信息'这些都是圣神的基本功能。

c)护慰者以这个方式来作证。他在日新月异的历史实况和背景中'

提醒他们耶稣的话，茧向他们加以证实。圣神是遥远那些传怖福音者来

做这事的。护慰者和那些从起韧巳与耶稣在一起的门徒们一同为耶稣作

证(垒看 15:26) 。门徒们与护慰者一起工作'向不信的世界、盘在基督徒

团体内作证{若一 1:2 )。他们要留意那从起初就被宣怖的事'这样来

关心与起源的连贯性(叠着主的爱徒在若 19:35;21:24 中所作的见证}。

d)最後'护慰者也有向不倍的世界作证的功能。他以指控他们嚣恶

的方式，在天主的审判台前作耶稣的辩护人'证实世界不信之窍。护慰

者透过信徒的团体'透过他们的存在、他们与天主的接近、他们的宣讲'

来实现他指控世界嚣恶的功能。这是团体坚信圣神在自己内Ilaï在和工作

的明盟指标，圣神的Ilaï在使团体确信自己能得胜这个不相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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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领有圣神者

由胎若望团体大致上都有圣神临在其中的强烈意识'我们段是便要

问:究竟那惺有没有各别领有圣神的人呢?若一 2:20 明明地说: r 你

们由圣者领受了傅油，茧且你们都晓得J 。这似乎在强调说'所有信徒

都璋接在圣神的引导下。可是若一 1:1-4 岂不也假设要有些人宣讲借佣

吗?究竟这些人在团体内有否一个特殊领导作用呢?整封书信都在证

实有一些宣讲者'对团体内的正统成员作出劝谕、鼓励和教训11 ( 2:21-

22) 。这是些尊重到听众灵修经验的精神鼓励。

在第四部福音中，也清楚指出所有信徒(=门徒}都领受了圣神

(根据 14:17a 只有不悟的世界没有领受到圣神}。但在 15:26 中'我们

在P听到有关最初的见证人的功能。那些从开始已与耶稣在一起的人'都

有一个作见证的功能。在第四及第五段论护慰者的言论中，圣神的工作

翻不限加最初的见证人身上。圣神是透过整个团体的存在和见证去指证

世界的挥思。在 16:13-15 中所应许赐下的护慰者'是针对整个团体的'

因此，把耶稣的信息现实化的任务，盘弈只与那些有责教导和宣讲福音

的人有关。这是整个团体的任务。

因此我们结论说'在《若>> (和若一)中'圣神是应许给整个团体

的。毕竟在这个充满圣神和由圣神领导的团体中'一些最初的见证人和

继续他们工作的人，都具有一个特殊和必要的任务。这对今曰的教会有

一个提示。圣神在所有信徒身上、在地方团体中、在普世教会中、在那

些被召负起特殊职务者身上'积极活动着。真理之神量不会引致分犁，

反而促进天主子民内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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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我们在前到章中常提到第四部福音的两个层面。福音圣史自己的团

体内所发生的事情和实况，被影射到耶稣的尘世生命去。如今我们结於

找到理解这个「双层政剧 J (two-Ievel drama) (玛尔~ J.L. Martvn) 

的关键:护慰者。「耶稣应承他在世的工程会继续下去'因为他要往组

那惶去:这样一个似弃而是的讲法，以他在护慰者身上回来一事上'得

到了解决J 0 lèX 比斯利·默里 (G. Beasley-Murray) 认为《若》这样

做'是为了避克像《路> - (宗》那样'要以上、下两卷书来描写耶稣和

他的敖会。第四部福音费远了「复活基督目前的行动'与耶稣在世时的

传教行动之间的一致性J 0 129 

I~~ Bcasley-Mu町的， p. 1 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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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十二章

若望福音的中心

(若 17:4，门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特别专注于若望福音内的「光荣之书」

中的第 17 章。 130 此章是耶稣在门徒前作的临别挤祷。正如格贝莱

130 H. Kittel , Die /lerrlichkeit Golfes. Sl lIdien ZII Geschichte II/Id Wesen eines 
Neutestamelltlichen 13egrifJs (1丑NW 16), Gicßen: Alfred TÖI川ImmU\， 1934 , p. 
246: "Das hcstätigt unserc Aullassung von dcm innercn 0此， an dcm ....ir 13:31 
unseren Bc伊ff stchcn sahcn. Er gchört an dic zentralc Stcllc in der 
Komposition des Ganzcn, ist ihr Grundton." W. Thüsing, J!errlichkeit und 
Einheit. Eille A lIslegllng des holzenpriesterlichen Gebetes J，铲W， JohGlmes 17, 

Düsscldorf: l'atmos, 1962、 p. 9: "In das IIciligtum dicscs zwischcn Erdenwirkcn 
und Erhöhung ausgespωmtcn Betcns (i吐hrt W1S das 17. KapitcI dcs 
JohmU\cscvangcliwns lùnein." E. Käsemann, The Testament of.JeslIs. A Stlldy ol 
the Gospel 0/ Jolm Ì11 the Light ofClwpter 17, (translatcd hy (ì. Krodel fro I1l 

Jesu letzter JVille nach Johamles 17, Tübingcn: J.C.B. Mohr、 2nd cd. , 19(7), 
London: SCM, 1968, p. 3: "John 17 scrvcs as thc basis and guidcpost of mv 
lccturcs. Rcgardlcss ofhow the qucstion ofthc original position of this chaptcr is 
answcred, it is unmistakablc 山码也is chapter is a s山nmarv of thc Johmmine 
discourscs and in this rcspcct is a cOlwtcrpart to thc prologuc." W .11. Cadman, 
ηle Open Heavell. 17re Revelatioll of God Ì11 the Johallnine Sayillgs of Jeslls , 
Oxford: Basil B1ackwcll , 1969 ‘ p. 2<B: "Thc grcat praycr 0 1' Jcsus is hoth thc 
climax and thc swnmary of 5 t. Joh1\'s thcology 叫 R.E. Bro\\11, r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I1I, (AncB 29A), Gardcn City NY: Douhlcili町， 1970, p. 744: "Wc 
now come to one of the most m句estic mOlllcnts in the Fourth GospcI, thc clilllax 
of the Last Discourse where Jesus tums to his Fathcr in praycr." 13. Rigaux, Les 
destillataires du IVe Eνangile à la lllmière de Jean 17, in Rn 1 (1 970) 289-319, 
p. 316: "Le chapitre 17 du quatrièllle évangile rcprésente un SOlI\Illct dans l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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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cbclcin )所指出的， r本章第 5 节尤其向我们溢出了最能突显

出主的天主本性的话语。整部圣经中没有一处像本章第 5 节那样，

能显示出主耶稣基督的天主性。」 l31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从耶稣基

督所完成的工作和他的回归天父'透过 17:4， 5 的诠释来详细阐迫他

disCOUTS d'adicu et dans lc quartrième évangilc. Il s'élève à la hauteur du 
prologuc...Le vocabulairc sans recherchc, la construction par phrascs courtes ct 
pr止gnantcs， la répétition d巳 mots et d'cxprcssions caractéristiqucs, lc 
mouvement dépassant la logiquc pour attcindrc J'écJat de la visioll, élèvent Jc 
discours à un niveau où J'émotion rcligicusc cst recherchéc ct créée par lcs 
invocations répétécs." R. Scllllackcnburg, Das 1ohannesevangelium, vol. .1, 

(lIThKNT, lV), Freiburg: IIcrdcr, 1975 , p. 189: "...im Joh-Ev stcllt cs cincn 
llöhcpunkt dar, genau an der Stellc, wo Jesus seine Redcn an die JOngen bcendct 
hat (müm ÈÀá À.llσEV V 1), um sich auf den Wcg der Passion zu begcbcn 
(1 日， 1)." Il. Ritt, Das Gebet zum Vate l'. ZUI' 11Iterpretation ν011 10h 17 (l:ZB, 3()), 
W缸zburg: Echtcr Verlag, 1979, p. 13: "Wir sind uns vom Anfang unserer Arbcit 
an völlig bCWl酬， daß wir in Joh 17 eine ‘ Sununa johanneischcr Theolog岭， vor 
Augcn habcn: Zahllosc versuche wurden untcmommen, nùt rationalcn und 
mcditativcn ‘ Mcthoden' dcn Text im Rahmcn dcs vierten Evangeliums und in 
scincr BcdcutWlg für das Lcben der christlichcn Kirchen zu erklärcn..." A.c. 
Gacbclein, The Gospel 0/10Im. A Complete Analylical Exposition,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crs, 2nd ed. , 1982 , p. 311: "We rcaιh the most prccious portion of 
our Gospcl. Thc chapter which is now beforc us has rightly been called thc 
Sanctllm Sallctorum of thc Gospel. It is thc IIoly of Holies, for we bchold hcrc 
our grcat 1五gh Priest in tlle presence of the Father, and we hear him utter his 
grcat prayer of intcrcession. It is the true Lord's prayer." T.L. Brodie, The 
Gospel according l010hn. A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Ncw York 
NY: Oxford Univcrsity Press, 1993, p. 505: "Nowhere is the movement towards 
holiness and unity clearer than in the last discourse, especially in chap 
17...Likcwise with the relatcd idea of unity: in various ways it was the implicd 
focus of chaps. 13-16, but in chap. 17 it becomes cxplicit (17:11 , 20-23)"; p. 509: 
"lnωmparison to the prologue's general idea of salvation, the prayer's emphasis 
on sanctification is more spccific and developed. It represcnts a high point in thc 
proccss of salvation." S. van Tilborg, Imaginative Love ;n Johll , Leiden: E.l 
Brill, 1993, p. 143: "Jesus' prayer is the concluding climax ofthe meal story." 
131 A.C. Gaebclein, 1olm, 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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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 

1 

的天主性。我们要尝试去界定'耶稣的受显扬与他完成工作之间的

连系。

1. 大司祭的桥祷

许多学者部习惯称着 17 是一篇大司祭的街褥'但是'从整部

若望福音统计耶稣自称或别人称他的名号'没有用过「大司祭」的

名号。皮之'司祭们在若望福音中被列为耶稣的敌对者{垒考

18:3 ， 19，24;19:6 等) ，以下的统计卖列出若望徨育中出现泣的耶稣的 1

名号'读者可以一目了然。

称号 次ft 章节 备2主

上主，辈，先生，老师 44 6:23 ,11 :2 ,20:2,20: 13 ，20:18 ，20:20(丁nû 1(υpíou) 

1( 1.，0时， Sir，Ma且些) 4:11 ,4:15 ,4:19,4‘49,5:7,6:34,6:68,8:11 ,9:36, 

9:38,11:3,11:2,11:21 ,11:27,11:32,11:34,11:39, 

12:25,13:6,13:9,13:36,13:37,14:5,14:8,14:22, 

21:15刀 :16~21 :17,21 :~0，2 1 :21(K一些ο

13:13,13:14,20: 15,20:28,21 :7,21 :7,21: 12 

击时p!OS-)

儿子(由e Son) 16 3: 17,3:35 ,3:36 ,5:20,5:23 ,6:40,17: I(Tò uiòv). 与天~音关

3:36,5:22 ,5:26, 14; 13(T(~ ui<ÏJ). 6πα节íp)

5:19立19，51_I，_8:36 ， 1 7:_I(ó ui ò<;} 

人子 11 1 :5 1.3:14.6:62,8:28,9:35(Tò,' uiòv TOÛ 

the son ofMan) àvØpWlTou),3:13 ,6:27, 12:23, 13:31(ó uiò<;丁où

巾>Op<:mo吟，5:27(飞Jió<; à.>o阳:mou),6:53(TO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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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称号 次蚊 章节 Remark: 备应|

υlOÛ TOÛ åvO问πOU)

4 天主子 8 1 :34, 1 :49,11:4, 11:27,20:31(ó Ul(沁 τ000运Ou)，

thc son ofG血1) 5:25(τOÛ uioû TOÛ e仨ou)， 10:36(utoûτOÛ

。<"oû)， 19:7(utó，' eεOÛ) 

5 天主的独生子(thc 3:18(TOÛ ~Oν0"(εVOÛS 叫OÛ TOÛ 0ξ00) 

onlv Son ofGod\ 

6 着瑟之子 2 1:45ωlóv TOÛ 'lwa lÍ<!J)，6:42(占 ut ÒS' '1"町怆)

U\C 皿n of Joseph) 

7 基督 (Christ) 9 1 :41' ，4:25_*CXpt们也)，4:29 ，7:26 ，7:41 ， 10:24 ·解作

11 :27，20 :3 1伯阳们的)，9:22(XptOTÓ<;) "默西亚"

8 默西亚 (Mcssiah) 2 1:4 1(TóV MEOσ{α吟，4:25(Mcσaía引

9 耶稣基督 2 川7('I I)OOÛ XPlσTOÛ)， 17 页'InσOÛV XptOTÓV) 

Jesus Christ) 

10 然彼 CRabbi) 8 l 姐， 1 :49,3:2,4:31 ，6:25 ，9:2，门 :8(户口。问，

20: 16(paßßouvl) 

11 师傅(l臼chcr) 7 1 :38* ,8:4,20: 16*(6loo0KGÀ，ξ)，3:2 ， 1 1:28， 13:13 ， 禽解作E辈彼

13: 14(6looσ阳Àoç)

12 犹太人的君王 6 18:33 ， 19:3 ， 19:19 ， 19:21(凸 ßamÀCÛS T山

thc Kin~ of Jcws '10吟αlwv)18:39(τ仇，加OlÀéατω， 'Iouõal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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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1(ßaatÀE ÚS" dl lL TtÔl' 'Iovooí恤，)

No 称号 次~ 章节 备驻

13 以色列的君王 2 1_:49(阳atÀE ÚS" dτoû 'l f100ÛS') 

(the King oflsrac1) 12:13(6 ßaatÀd1Ç τOÛ '1ησoÛS') 

14 你们的君王 2 19:14(凸 ßaatÀEÙ亏归心吟， 19: 1 5(TÒ" ßaatÀ(α 

(your king) UIIιw) 
, 

15 一个君王(a king) 2 18 :37 ， 18:37(归atÀE ÚS")

16 君王{出e king) 12:15(ó 日αatÀE ÚS")

17 先知( Prophct) 5 4:19，4 :44 ， 9:17仰伊玲、叶τT]ç)， 6:14 ，7:40(ó npc吵咱川亏

IK 圣言 (thc Word) 4 1.I ，I:1， I:I ，1:1 4(占 ÀÓy哩)

19 肋应纳的耶稣 4 1 :45('I l)rJOûl'....TÓνd 丁ró Nα(.'apü)， 18:5 ， 

(Jcsus ofNazlifcth) 1I!1C1r]<JoW T(\，/Na_(叫咱Î01'),19: 19('1 n<JOl'町

ιNα.:-"lflO Î OS' ) 

20 我是(l arn) 4 -1 :26 ，8:24 ，8:2日，8:58(Ëy山 dll')

21 天主 (G四1) 3 5:18(Tt~ 0εtiJ)， 10:33(&ÓI')，20:28(6 &ÓS') 

n 唯一番 (thc on1y 2 1: 14(0'" 1101'。γ( 1'0ÛS')， 3:16(T巾， 110毡，。γ凹'向)

onc (bcgottcn)) 

2l 天主的唯一看 1)8(1'0νoγσ句<; &ó<;) 

(lhe onlv God) 

2-1 光liR先(山c 1ightl 7 1:7(TOÛ 中ωTÓS')， 1 :8(TÒ 中向f TOtJ队，厅的)

thc truc light) 1:9(τb 中w<; TÒ åÀl)Otl'ó")，R:12(TÓ 似i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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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刑帖)阳创中位)

No 称号 次量2 章节 备E主

25 模黯牧人 (the 3 10:11 ， 10:11 ， 10:14伦 TT四川v 凸 m).ÓS")

model shenher们

26 一个牧人 IO:16(d ., TTOlJj码的

one shenherd) 

27 天主的羔羊 2 1:29,1:36(ó ci Jl vÒ<;' TOÍ) &où) 

the Lamb ofGodl 

28 生命 (the life) 2 1l :2S ， 14:6(白 rω们

29 生命之" 2 6 :3 S,6:4R(ò å (1TOS" T检 Cω白宫)

the bread oflife) 

30 生活的食粮 1 6:5 1(凸 åPT何 δ (wv)

the Iiving bread) 

31 天上来的食粮(由e 6:4 1(ó åρTOS"… TOÙ oùpavoû) 

bread from heaven>

32 这个人 (this man) 2 IR:17， 18:29(τOÙ ci vOfJú)TTO的

33 街郎 3:29(vuu<!>í0S") 

the bridc盯∞m)

34 m界的救主 (the 4:42(击。ω节1(1 TOÙ KOOUOU) 

Savior of thc worldl 

35 天主的圣者 (the 6:69(占 ÒyH可 τoû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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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i Holy伽eofGod)

称号 次黯 .节

天主的汲温看(由e 6:29{öv dnEσγ(lÀ~v iKCÜ明)

one God has sent) 

一个籍人 7: I2(dÀa他外

a goodman) 

萃的门 1O:7(自帕田丁函，宵pofldThl')

thed∞'r ofsh町的

门 (thed∞r) 1O:9{白。句田)

Jli\!i{thc rcsurr回岳。n) 11 :25(由 dvdcrτα由的

.理{由e truth) 14:6(向 åÀ而祀的

i组黯 (the way) 14:6<古 ÔOO的

.葡萄树 15:1州 òunEÀOC;白 dλ帧叫}

the true vine) 

葡萄树 (the vine) 15:5{1Î òun(Àoc;) 

垒警:‘

(N27=) ALAND, K and J KARA VIDOPONLOS, C.M. MARTINI and 

B.M. METZGER (创叶， Novum Terlamenlum Graece, Stuttgant : 

Dcrctschc Bibclgcsellschaft, 27由 cdition ， 1993 . 

Compuler - Konkordanz zum Novum Terlamenlum Graece ( von 

备E主

Ncstlc - Aland, 26. Auflagc und zum Grcck Ncw TC!itamcnt , 3rd cditio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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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rausgcgcbcn vom institut fùr Ncutestamcntlichc Tcxtforschung und 

vom Rcchenzentrum der Univcrsität Münstcr, Untcr bcsondcrcr 

Mituirkung von H. Bachmann und W. A. Slaby) Bcrlin : Waltcr Dc 

Gruytcr ,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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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7 的分析图表

下列的分析国丧'旨在显示若 17 的用宇次数。重镇字句

( rcpetition 漫圣经作者强调某些主题的方法之一。纵观若 17 全章，

「我」出现了共 47 次， r你」共 30 次， r他们」共 38 次。我一你

一他们(子一父一门徒/借徒}彼此间密切的关保，交织于盟章福音

肉'作者清楚地强调父、子、人的共融关保，建基于耶稣的十字架

事件( 17:4，门，因为耶稣籍死t复活回归结絮'撞使用悟的人得到

永生。

生组

耶稣为他的光荣桥求及描迫永生 (vv.I-5)

11. 门徒中永生的开始 (vv.6-8 ) 

生组

III. 耶稣为门徒桥祷( vv.9一 19 ) 

生二组

IV. 耶稣为将来的借徒桥祷 (vv.20-24 ) 

V. 耶稣总结他的桥祷( V v.25一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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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 17 :4， 5 的研究

A 第 4 节的分析

4a. Èy(;)σE èöúçασαÈnl Tn~ yn~ 

4b. TÒ ëpyov TC ^EU;)σαg 

4c. èì 8é8(，)KÓ呼 11 0l

4d. íllαπOl lím ，)' 

4a 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

4b. (b l)完成了...(b2)工作

4c. ...你所委在我...

4d. ...去作的...

{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完成了你所蚕旺我去作的工作 )132

1. 第 4a 节: éy(;)σE EÙÓçQaQ E1Tl T巾 γ白宫

旬法分析

第 4 节以人称代词( personal pronoun) r 我 J (éy(;)) 来开始另一

个强调耶稣显扬父的主题。此处的ii接宾语( direct object )是「你 J( 旺:

第 2 人称宾格单到) ，所指对象与第 1 节的σOV (第 2 人称属格单数}、

aÉ (第 2 人称宾格单数)、第 2 节的aÉ (第 2 人称真格单数) ，和第 5

节的创(第 2 人称主格单数}、 σEOlJT申{反身代词第 2 人称与格单数)

和aOl (第 2 人称与格单数}相同。 r (我)巴光荣了 J (È8óçoao: 第

1 人称匾说语气过去不定时态主动语态)是主语ÈytÚ的谓语( prcdicatc )。

介词( prcposition )r 在...上 J( 臼( )与属格( gcnitivc case )r地 J( TnS' yn" : 

属格单数阴性)一起连用，有「在... (时、地) ...上 J 之意。 133

132 

133 
汉语语序与希腊语不同，本节的汉语语序应为: a-b l-c-d-b2 

参看 13DF: p. 口2 ， #234; BAGD, p. 286; EDNJ 2 (1 991) p. 2 1.有关&ìÇ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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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4b 节: TÒ ËpγOV TEÀEωaas-

a) 句法分析

第 4b节是个情况状语分词从句( circumstantial [advcrbialJ participial 

clause) ， 134 受支配于分词( participle ) TEÀElWaaç (主格单数过去不定
时态主动分词) ，而它的菌接宾语( dircct object )是「工作 J ( TÒ ërryol' : 

宾格单数中性}。这个分词从旬阐释了第 4a 节中的主要动词EOÓ归m 的

意义。

b) 语义分析

(i) ËpyOl I 之词汇意义135

在旧约中， r工作」一词常与「做J 或「进行」连用'尤其指人们

按计划而进行的工作'如造会幕、建圣黯、进行会幕或圣黯内的装饰、

修建耶路撒海城墙等。它特用来指天主的工作。而天主在安息日上停止

了袍的工作(可以与白) 0 

在新约中 d!pγ01'一词既有行动本身亦有行动成果之义。这跟通俗

希腊语中的「工作」、「任务」之义没有分别。天主的工作展现于袍的

创造和保存万物的行动上。天主的工作预设了人为其受惠者'人这样获

得了天主的救赎和启示。

在《若》中'天主的工作与耶稣的工作互相连果。这连系的基本理

由就是那些神迹标记'它们是天主透过中介人行动的明缸。耶稣所做的

工作是出于父互存于内的如果 (14:10-11) 。

134 

135 

意'参看第 1 节之释经，

全看 BDl气 p. 215, #417. 
我们的讨论将根据 G. Betrarn, .. 左ρyov"， in lDNT II (1965) 635-652 , pp 
642-643; J.B. Baucr, "Work'二 in BEBT, 995-1001 , p. 996; J.W. Simpson Jr., 
"Work", in lSBE 4 (1988) 1107-1111; R. Hciligcnthal, ..(~ρyov"， in EDNr 2 
(1981) 4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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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若 17:4中的 ËpγOl'

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一章所提泣的'有些学者主张，以单数词句yov
来指子的「工作J '表示耶稣一生就在于显扬父。反过来说'那些主张

耶稣的「工作J (Ëpyo: 篡数)正是导致凭曼额扬的理由窘'便会很着

重十字架的事件。

17:4 中的「工作」是关系乎人们的得救。这是耶稣的一项工作、职

责、或任务。《若》的作者探用了单数的 Ëpyov' 为的是要强调耶稣工

作的一致。换句话说'所提到的监弈每一单项工作，而是由多项工作一

起构成的工作整体。有些学者认为这项「工作」即是耶稣的一生。布尔

特曼( Bultmann )主张这所指的是耶稣的启示任务。 136 这项任务是由

天主所雯茬'透过启示者耶稣而完成，盘由门徒的活动来延续。究委茬

子做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圆满地完成了。

有些释经学者认为'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工作'而十字架

正是他对父表示服从的巅峰。 137 这是因为过去不定时态分词( aorist 
participle ) TEÀElφaos 是与 19:30 中的完成时态( perfect) TETÉÀEσTaL 

紧密连结的'而这正是耶稣在+字架上死前所说的最後一句话。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这「工作」就是向人启示纹。 138 È8óçoao 

一词指出耶稣以自己的工作来光荣立'这也可说是把纹的光荣显示出

来。启示父这一事实正意睐着父与子的结合'因为耶稣完成了父丢在他

的工作。

子完成了父所蚕旺的工作一事'正暗示了子的服从。 139 耶稣的死

是他在世上工作的最徨完成动作。这也是启示父的行动'因为耶稣在十

字架上表现了他的绝对服从。

在整部福音中'有 26 个短句用了单数的 ëpyov 或重致的 Ëpyo 0 

其中 15 次是与耶稣的工作有关的: 4:34; 5:20, 36; 7:21; 9:3 , 4; 10:25, 32 , 

136 

137 

138 

139 

R. Bultmann , Johmllles, pp. 199-200. 
急毛 3击 J 7: -1. 5 耶稣受显扬与完成袍的工作的关保.~单一聋. rr. B. 3 
网上，第一章，日.8. 1.

同上，第一章. rr.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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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14:10, 11 , 12; 15:24; 17:40 140 在这 15 个短句中， 4:34 (我的盒

物就是...完成他的工作 ÈllÒV ßpφ阳… TEÀElWσ(ùαÙTOll TÒ Ëpyo吟， 5:36 

(父所在付我要完成的工作，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作，为我作缸

节。1φpOpTVpEl 1TEPl èllOÛ ön óπαT巾 IIC àπÉ(I丁(J ÀKE l': Tà yàp 
cpyα& 挝8ωKÉVμOl Ó 节αTl']P 'LvαTcÀcu，íuωαì'Tá nÌ Ëpyu) , 
和 17:4 (我在地上巳光荣了你完成了...工

(y(，íσc è8óçαuo èπl TnÇ- yÎ]C; TÒ Ëpyov TEÀElt/)UUç-) ，都是指耶稣完成

了工作。尤其分别用于 4:34 和 17:4 中单数的Ëpyov 一词'喻意耶稣一生

正是顶一致的工作。换言之，耶稣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完成指定的工作'

好能在世上显扬父。 141 我们在下一段捏会进一步研究TCÀElWUUC;的意
义。

(iii) 17:4中的TEÀEωCJac;

-17:4 中 TEÀELφuuç-的词义

学者在讨论 17:4 中 TEÀCωUOc;的意义时'蓝没有出现分歧的情

况。他们大致上都把 17:4 与 4:34 、 13:1 和 19:28 放在一起来理解'藉以

说明耶稣在他工作上的态度'尤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工作

( 19:28 )。耶稣的工作与显扬纹的行动互相交织着。这显扬纹的行动正

是他透过尘世生命来做的工作的目标。尤其在这过去不定时态( aorist ) 

ÈRóçuuu 中，正包含着一件历史事件。耶稣的态度是要完成父所在付的

工作，而且他还要怀着敬爱和服从来予以完成。福音f乍若盘j量有像描写

父在子逝λ世界去传扬福音时赐予他恩赐那样'探用动词的过去不定时

态( aorist )来描写父交配给子的工作。这个动词的完成时态( pcrfcct ) 

öé8峭的指出这项工作「巴经委在」给予'而且「现在」全属于他。子

完成究所蚕茸的工作而实现了他的「权柄J (È ÇO lJ(JlO )。

I~O 

HI 

《若》的作者用这个开端语的分词去准备读者恭昕基督的特殊隆重

参看 CKNJG， p. 683, #169. 
参看 R 巳 Brown， Jolm (AncB 29), p. 527: "刀le ∞n∞ptof ‘w()rk、 in John is widcr 
than 出且t of miraclcs; În xvii 4 Jcsus can SlUll up rus 叫10Ic minist.ry as a work. Nor 
OlÙy arc Jesus' miracles works; rus 明rords are work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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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怖。分词TEÀn山JaS'带人回顾到耶稣已完成了的尘世生命。 142

- TEÀCj(归町的词汇意义143

TcÀnóω 应用于圣经抖有「做」之义。这词的分词形式 TCÀElφaaç

有「导至完成或完整」之义。它亦包括了「满全」、「遵守」、「达到

要求」、「使预言应验」等之含义。

在旧约中， r完成」的观念与「圆满 J (的。}的观念很相近。在

《七十贤士译本》中，这词有「便完美、成全」之义'例如「使提洁的

华丽更为圆满(忻::l ) J (则 27:11) 0 

在新约中， TCÀElω 有「完成」、「实践」和「进行」之义。在新

约 23 次 TCÀCl川的例子中，当次见于若望的著作 (4 次在《若)) '1 次

在《若一)) ) 0 TC Àwíω 是一个支自己宾格 (accusativc casc )的动词'有

「完成」、「便结束」、「使处于某{最後}情况」、「使圆满/完美」、

「满全」之义。

在《若》的语境中'当 TEÀnóω 用于耶稣身上时'表示他进行救

赎的工作、宣讲父所交琵他的事情'尤其指他藉完成这工作来光荣父

( 17:4) 05:36 着重耶稣个别的「工作 J '而 17:4 则强调耶稣一生的工

142 

143 

有关TC ^fll:":mc;的一般词义，请参看R. 13ultmann, 10han/les, T币. 378-379: "ùic 

Vcrhcrrliclllll1g ùcs Valcrs vollzog sich in dcr Vollbringwlg dωa咆ctragcncn
Wcrkc~号， - abcr 山s Wcrk, ùas dcr Valcr dem Sohne ‘E巳:gebcn' hatte, ist ja dw; 
KPll'CLV und ClJ .OTTOL E:lV, also ùcr Vollzug ùcr Éi;OLXJla." R.E. 13rowIl, 10Im (八ncB
29八)， p. 742、 R. Schnackmburg, 1olzanneseva/lgelillm汁'01. 3, p. 197: 飞nd an ihn 
lchnl sich auch ùic Billc an, daß dcr Vatcr nun scincrseits dcn Sohn vcrhατlichm 
mögc. Unlcr dicscm Gcdankcn ist 出s Kreuzesgeschehm in 也s Wcrk，也s dcr 
Sohn ill Gchorsam und Liebc gcgen den Vatcr (vg1. 10,18; 14,31) vollbracht hat, 
einzubczichcn. Aber 出raus 也rf man nicht folgem, daß hicr sιhon dcr crhöhtc 
Chrislll~ 平时hl; cs ist ùas Gd冗l dcs schcidmdcn Christus, ùcr dcr Vollcndung 
scincs Wcrkcs (vg1.l9,30) und seincr cigencn VollαIdwlg gcwiß ist." 亦请参看

1.11. Bcmard, 51. 101m, vol. II p. 563; C.K. Barrett, 5t. 10hll, p. 504; J.O.F. Murray, 
51. 101m, pp. 294-295; A.C. Gaebc1ein, 101m, p. 315; W且 Ca也nan， Heaven, p. 
209 
有关Tc\E:LW:::rα宫的词汇意义请参看 BAGD， p. 809; E.A. Abbott, Grammar, p. 221 , 

#2279; 11. llühbcr, "Té.ktω"， inEDNT3 (1993) 344-345; R.H. Gundry, "FII仰':
in ISBE 2 (1982) 366-369; G. Delling, "nÀétαυ"， in TDNT Vlll (1972) 79-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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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整体。

-17:4中 TCÀnwaas 的意义

《若》雷 3 次提到耶稣完成工作'分别是 4:34 ( TcÀEl!;)a(t) )、 5 :3 6

( TEÀnb)σω} 和 17:4 (TEÀElhíaos )。

福音作者在 17:4 中'用有补说功能的 Ll'O .及跟着其锚的过去不

定时态虚拟语气( aoríst subjunctive ) 1TOl líaω来取代不定式( infinitivc ) 0 

14.1 真实'不定式的用法和Íl峨的目的从属性 (final subordinate) 用法'

二者皆可表达出一个方向或目标。 145 而这个方向或目标最宜以 19:28， 30
中应用了 TETÉÀEσTaL的十字架事件来解释。 146

让我们看看第 4 节中的四个动词:

i. bóçoao (第 1 人称单数菌说语气过去不定时态主动语态}我巳光荣了

TcÀn山JOs( 单数阳性过去不定时态主动分词) 完成了

8é&ü)Kas (第 2 人称单数噩说语气完成时态主动语态} 你所要在

1TOllíσω{ 第 1 人称单数过去不定时态虚拟语气主动语态}我作了

144 

145 

1 10 

πα巾ω亦可视作直说ìJ气将来时态( futurc indicative) ，但从 17:4 的上下文来

看，当中既应用了补 i且性的{川'因此节ou'阳，)须视作过去不定时态虚拟语气

( aori!>i su~iunctive )。

会看 BDI己 p.201 ，们盯

参看A.C. Gaehelcill,‘101m, p. 315: "it means the finished work on the cross. IfIIc 

meant 由e finished work, rus Death, how could He 巧克ak thus，叫len that work \\恼
stil1 unfinished? We mt鼠 rcmemher that elscwhere in this pray，叮 Hc speaks of 
being ‘ no longer in the world' yet IIe was still here. 1n anticipation lIc looks 
onward heyond 出e cross. He knew His work ∞uld never fail , that it would hc 
finishcd, and thcreforc He givcs 叫1rcssion 10 it in the presen∞ of thc Father and 
for thc ∞mfort of His own." 亦请参看 C.K. B町'ctt ， St. Jolm , p. 5阳 "the

P缸ticiplc should he translated hy ‘ hy 仙lishing the work...' lbc Son glorifics thc 
Father by his ∞mplete obedience and fai也ful Ihlfillment of his task 
TcÀcu;nos- looks back upon the completed life of Jesus, and probahlc upon his 
缸ath too (cf. 19:30, TETÉÀE'σTm)，" J.II. Bcrnard, St. John , vol. IJ, p. 563: "JIis 
'wo汰s' had 1四n ‘given' Him hy thc Father to aωomplish (3 :35, 5:36). lbey had 
nowl四n accomplishcd，矶d presently He would say TETÉ.ÀWTaL (1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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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ùóçaua 是疆说语气过去不定时态 (aorist indicative) ，指的是一

件过去的事件:耶稣已显扬了父。耶稣以完成父所委在{完成时态:时

间上的提前}他的工作来显扬父。 Ëpγov 这一单数词在此是各顷工作的

集合词'指的是那「工作」。子以至死服从来完成都工作'甚至死在十

字架上。

3. 第 4c 节: Ö 挺机lKáS' 110l 

a) 句法分析

关系代词( rclativc prollolln ) () (主格单致中性)指代第 4b 节中的

cpyr 吭， (宾格}。而 6éÒ(JJKaç (第 2 人称单数噩说语气完成时态主动语

态)的所指对象( rcfcrent )是第 4a 节中的 σc(宾格)。这谓语( predicatc ) 

的主语( subjcct )就是第 1 节中的叫TllP 。而ÙÉ:ùωKαg 的间接宾语

( indirect objcct )则是 μOl (第 1 人称单数与格) ，指代的就是子。

4 第 4d 节: l va 1TOllíσω 

a) 句法分析

lVα1~7 这一连词( conjunction) ，在语言层次( linguistic lcvcl )上

有目的( final )的含意{用意、目标、目的·好使... )。而语气 (mood ) 

上一般探用虚拟语气( subjunctivc mood )。当lva 与虚:tÞJ语气一起用时'

它不但暗示一个初级时态 (primary tensc) ，而且也暗示一个次级时态

( secondary tense )。在若望著作中'有很多 lva 从句( (若》共有 45

次) 0 (若》用lva来表达目的时'与《路》有很大~异，徨者更爱使用

有同等悻用的不定式( infinitivc )构句组合。第 4d 节的 iνα 从句是从属

于第 4c 节的目的从旬，指代着一个特定目标。 πOl巾ω{ 第 l 人称过去不

定时态虚以语气主动语态)隐含了第 4d 节的主语'而其所指对象与第

147 
有关lva-i司的分析'请参看 P. Lampe, "í'va ", in EDNT 2 (1991) pp. 1邸-189;

BDI'~ p. 186, #369; BAGD, pp. 37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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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节的 Ey!;) 和第 4c 节中的 IlOl相同 o 1T0l巾ω 与 lva 一起应译作「去

做」

b) 语义分析

17:4的 (vα 1T0l巾ω 使人想起 4:34 的(1'0 1TOl líCT(J)'和 2:11 的过去

不定时态噩说语气( aorist indicative )臼OlT]CTCV 。

(i) 4:34 的 l l'aπol巾(J)

布尔特曼 (Bultmann) 坚决认为，启示者耶稣的身分逊于「派遣」

他者'而耶稣的一生就是给袖服务。这服务被称为耶稣的盒粮，表示他

不只为了这服务而且也是凭藉这服务而来。 148

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认为， 4:34 描边一个服从的耶稣，而

他救赎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他奉献出自己的意志，和他对天主的服

从，这支配着他的整个生命'盟在他作出自我牺牲的奉献中达到了巅

峰。「盘完成袍的工作」们时 TEÀn山mαirroû TÒ Ëpyov) ，意味彻庭

满全救赎的神圣任务的意思( 17:4, 19:30) 。单数词 Ëpyov 表示耶稣在

世上所要完成的整个工作'是有别于他所要做的每一项工作 (ëpya) 。

「工作」这单数词指的是耶稣在世的整个生命。 149

1.18 

14。

R. Bultmann, Johannes , p. 143: "Dieser immer \吭巳dcr bctontc Gcdankc so l1 
die 0仔enbarung als Gottes Ilandeln beschrcibcn: dcr Offcnbarer ist nichts für 
sich; er ist ‘ gesandt,' und sein Lcben und Wirken ist ein Dienst Und wenn 
dieser Dienst hier (v. 32, 34) als seine Speise bezeichnet 飞叽时， so ist dadurch 
gesagt, daβer nicht nur fúr diesen Dienst, sondem sogar durch ihn da ist" 
R. Schnackenburg, Johannesevangelillm , voL 1, pp. 480-481: "Das Ent
scheidendc seiner Erlösungstat besteht in der Willenshingabe, im Gchorsam 
gegen Gott, der sein ganzes Leben erfil11 t und in der Opfcnmg scincs Lcibcs 
gipfelt Ahnlich sagt Jesus in dieser Stunde seincn Jüngem, daß cr sich 
vcrzchre, um Gottes Wi l1en rcst10s zu erf\1llen. Dic zwcite Wcndung 
KOL TEÀCU;)(Jωα的OÙ TÒ Èp)'ov scheint diesen Gedanken nur zu variicrcn,' 

vielleicht um noch stärker die sich bis zum Ende durchhaltcnde Erfüllung des 
göttlichcn Erlösungsauftrags auszudlilcken (vgL 17,4; 19,30, hier abcr 
TETÉÀEσTαl von TEÀÉω). Der Singu1ar TÒ Èp)'ov meint das gesamtc auf Erdcn 
von Jesus auszurichtende ‘ Werk' und ist von den Ëp)'a , den einzelncn von i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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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 Morris )认为耶稣所做的工作不只是人的工作'也是天主

的工作，因为他执行派遣他来者的工作。 TEÀEωσω 这个过去不定时态虚

拟语气 (aorist subjunctive) 的动词形式相应于 19:30 ，当中耶稣说这工

作业已完成。莫里斯同时相信， 4:若》的作者在此要讲出一个更深层的

意义，即j量有任何比十字架事件更圆满的事。 150

经文本身表示'耶稣一生{盒物}是要完成源遣他来者的意思。

4:34 íI. Àé-yCl α{厅o'ls Ó 'ITJσOlJS' , 

b. '[二 11(" 1' ßpollá ÈσTlV 

c. lVα õTOl ~CTW TÒ ÐÉÀTJIW TOÛ 1TÉll中αV丁的 IlE

d. IW[ TCÀCU;J(J(,J aì!Toll i:' pyov. 

4:34 íI. !fB童车向{也们i~ : 
b. 我的贫物就是

c. 最行派遣我害的旨意'

d. 完成袖的工作。

第 34a 节的主语( subject )是「耶稣J (ó 'hlCTOlJS') ，而其间接宾

语( indirect object )则是「他们 J (aìJTo'ls) ，这代词所指代的就是 4:33

中的 rr丁徒 J (l1 aO叮叮[ )。谓语( predicate) r说 J (ÀÉYEl:第 1 人称

单数现在时态匾说语气主动语态)是针对门徒在第 33 节发问的回应。

第 34b 节中的「我的J (ÈllÓV) 是强化式( emphatic) ，为了要郑重指

出耶稣的「童物J (ßpOIIα) r是 J (付TlV) 什麽 o 跟着的第 34cd 节的

从句( clause )是用来解释伺谓耶稣的「盒物J 。当中的两个过去不定

时态虚拟语气 (aorist subjunctive) : r承行 J (汀Ol ~(J(J) )和「完成」

( TE ÀEl (,'J(J(,) )分别是第 34cd 节的两个谓语( predicate )。第 34c 节的「我J

( IIC )所指的与第 34b 节中的形容词「我的J (ÈllÓV) 相同。而「旨意」

150 
ZII 飞。IIhringcndcn Wcrken , zu unterscheiden." 
L. Morris , .1"h月， pp. 277-27F.. D.A Carson (.101m , pp. 228-229) 同意 Morris

的 ilt 法‘认为布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工作。但他尤其强调 17:4 与 4:34

间之连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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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ljflU )和「工作J (Ëp)'ov) 雨词'卦别是「或行J (1TOL {j(Jω} 和「完

成J (TCÀEl.Waω) 两个动词的直接宾语( direct object) 0 r j原遣者的」

( TOÛ 1TÉllt\J UVTOS; )是说明「旨意J ( OÉÀll川)的属格分词短句( gcnilivc 

participial phrase) ，它与第 34d 节中的「他的J (aiJToü) 所指相同'所

指的都是「源遣者的J (时Ilt\JUVTOS' )。

第 34cd 节有些词与 17:4 相似，即πOll'jσω- T( À( l(;)(J(<) - Ëp)'ov 。在

4:34 中，耶稣说他的盒物就是「草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袍的工作」。

耶稣指出他的盒物就是完成天主的工作'这是因为他的门徒雷问他，是

否有人给他遥来盒物。由于盒物为养活生命是必需的'耶稣这样回答'

表示他的生命就是要完成派遣他者的工作。1TodJUω 和丁CÀClφσω 都是过

去不定时态虚报语气( aorist subjunctive ) ，这正哺意着承行天主的旨意'
就是等同完成艳的工作。 151

这样一来， 4:34 的 LVα 1TOL lí(J(J) 意即耶稣的一生是为「承行」洒遣

他者的旨意，而耶稣的心态也就是要完成父的工作。学者论到 19:30 的

TETÉÀC<JTCll时'都把 4:34 的 TCÀClWaω 连采到十字架事件上。耶稣的圣

死不可挽回地彻鹿完成了这一切。

(ii) 2: 11 中的臼OlllUCV

2:11 a. Tα台T1jV ÈπOlljσ口I àPX1']l' TφV σ1111dtùV Ó '!J l (f oÍ'>、: èv KαVÙ 

TT)S' rαÀLÀalαg 

b. KUl È <PανÉpωσEV Tl'jV 8ól;αναÙTOÜ. 

c. KGl èπiσTEVσαν ElS' α白TÒV OLμαÐl)TαLαl!Toí ，. 

2: 11 a.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里肋亚加纳行的;

151 

b. 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

c. 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

史纳根堡( Schnackcnburg )指出加纳的神迹显示了耶稣的光荣'

亦请参看 C.K. Barrett, St. John , p. 241: "The ministry of Jcsus has no 
significancc apart 企om thc will of the Father; it is not thc indepcndcnt 
achievement of humanity but the fruit of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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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引领那些巴去善准备的人对耶稣的个人在得更深刻的认识。他还强调

耶稣所显示的光荣可以透过信德的眼看得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一如他的

话语'同样都是耶稣自我启示的方法，这一点将会在精後所发生的更伟

大奇迹中影显出来。 2:11 可说是一句纲领性的声明'逼出了究竟「神迹」

基本上是且应该是什麽:揭示降生成人的圣言的光荣 (1:14) ，即那位

居于人间而同时仍与天上连系着的人子。这是一个可以用信德领略到的

光荣，因而可导人全心「信从耶稣」是默西亚和天主子 (20:31) 。耶稣

在世上所拥有和所显示的光荣应被视为他天主性和他在天上的光荣的

如果'这光荣是他在创世以前巴经拥有的。 152

布尔特曼 (Bultmann) 指出 2:11 不单是针对该神迹而言'而是指

耶稣透过其整个传教工作来显示自己的光荣。耶稣作为一位启示者'在

完成自己的工作徨，结于把自己的光荣显示出来了。 153

152 

:53 

R. Schnaιkcnhurg， Johmmesevangelillm , vol. 1, pp. 338-340: "Das in Kana 
G巳schehenc ist ein Zeichen, das die 口口。口口 Jesu enthüllt, und führt dic 
Glauhenswilligen (die Jünger) zu einem tieferen Verständnis der Person 
Jesu... Das 'Zeichen' offenhart J巳SU ‘ J Ierrlichkeit,' aher nur d叫enigen， dic cs 
mit gläuhigen Augen schauen. AIs Mitte1 der Selhstoffenharung Jesu tritt es 
飞 o l1 hèrechtigt nehen seine Worte und wi时 wie sich hci den spätcrcn 
Groß飞飞1llllJ..:m zcigt... So sind dic drei Sätzchcn in 2, 11 eine cxcmplarischc 
Darstc l1 ung , 飞飞 as dic .χcich四、 ihrcm Wescn nach sind und scin sol1cn: cinc 
Enthü l1ung dcr 'Hcπlichkcit' des fleischgewordenen Logos (vgl. 1,14), des allf 
Erden 飞vcilcndcn， mit dem lIimme1 verl币undcncn ‘ Menschensohnes' (vgl 
1,51), die man im Glauhen erfasscn kann, um so dcn vollen Glauhcn ‘ an 
JeslIs,' dcn Messias und Gottcssohn (20,31), zu gewinnen... Dic 削归， dic 
Jcsus auf Erdcn hesitzt und offenhart , wird man als Auswirkung scincr 
himmlisιh-göttlich巳n I1errlichkeit ansehcn dürfen, die er schon vor 
Grundlegllng dcr Welt h巳saß (17,5)." D.A. Carson (Jolm , p. 175) 也强调神

违是郭稣的光荣的揭示: "IIis glory 矶rould he rcvcaled in grcatest mcasllrc in 
his cross , rcsurrection and exaltation, hut cvcry stcp along the coursc of his 
nll nI str.叽ωan adumhration ofthat glo町"
R. BlIltmann , Johannes , p. 83: "Für den Evangclistcn erschöpfi sich dcr Sinn 
dcr G己schichte nicht in dem wunderbarcn Ereignis; dieses, bzw. die Erzähllll毡，
ist tùr ihn S\mhol dessen, was sich im ganzen Wirkcn Jcsu creignct, dcr 
Offcnt旧rung der 8<哇。 Jesu... ihn als den Offenharer, wic er nach dcr 
Vollendlln吕比ines Werkes erst endgültig sichthar gcwordcn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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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 (Morris) 制集中注意门徒的信仰行为。耶稣的光荣是对某

些人显示'翻对另一些人隐而不露的。门徒信从了他'因为他们透过 q~吉
德的眼」看到他在神迹中的光荣。 154

我们从各方面看过 2:11 中 ÈTTOl lluCV 的意义徨，现在要看着这个过

去不定时态ïi说语气( aorist indicativc )的句法分析( syntactic analysis )。

「这 J (TO ÍlT1 ]J1 )是个指代徨顶的代词( cataphoric pronoun) ，它

所指代的就是第 11a 节的宾语「神迹J (Tφνσ1111cl ( I)V :属格垣盘中性)。

而第 11a 节的谓语( prcdicatc) r行 J (句OlTjσCV :第3人称单数过去不

定时态菌说语气主动语态)的主语( subjcct) ，就是第 llb 节的「耶稣」

(ó '[ ljCTOVS') 0 r第一个 J (原文是: àPXlìv r起初 J :宾格单数阴性}

的所指对象就是「神迹 J (T伽 σlllldων) 0 r 在加里~1J亚的加纳」

( èv Kovù 叶S' rOÀl入OlαS)是动词臼OLI]σ凹的地方状语从句( advcrbial 

clausc of placc )。第 llb 节的谓语( prcdicatc ) r他显示了 J( 忡αvéP(l)(JCV : 

第 3 人称单数过去不定时态噩说语气主动语态)指的主1吾即第 11a 节的

。'[ lj(JOVS' 0 r光荣 J (Tìjv 8óçav :宾格单数阴性)是第门b 节的直接宾

语 (dircct objcct) ，而「他的J (ai!Tov) 指代第 lla 节的 Ó '!rJUovs 0 

第 11c 节的主语是「门徒们 J (Ol [l αOljTQl) ，而其谓语是「信从」

( CTTlUTEUaaV :第3人称复数过去不定时态匾说语气主动语态， ElS') , 

与「他J (αÙT仇1: 宾格人称代词)相连系'而「他的 J (αÙTOÎJ: 属格

人称代词)则指代第 lla 节的Ó 'll]uovS'。

正是在 2: 11 中'作者指出耶稣在加纳行了第一个神迹来显示他的

光荣'结果他的门徒们信从了他。换句话说'耶稣行神迹与显示他的光

荣之间有一个连采。

这样一来， 2: 11 的 CTTOlljUEV 便集中在子的受显扬上。施行第一个

神迹或其他的神迹，不但表现了天主的能力，还显示了天主的光荣。其

次'行神迹的目的显然是要门徒们信从耶稣天主子。换言之，耶稣的工

作显扬{启示)了父与子，而工作本身亦建立了教会的基础'正如霍恩

金斯 (Hoskyns) 在第一章内所说过的。

15.' L. Morris, 101m, p. 186. 亦请参看 C.K. Barrett, St. 10/m, p. 193: "It is implied 
that the disciples bclieved because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thc glory of Jesus in 
the sign." 

272 



(iii) 17:4 中的 i阳节Ol1íσω

「行使 J (πOl lí<Jω) 与我们在第 4b 节中所讨论边的「完成工作」

(丁ò Ëpyov TCÀCL山HlS) 是有密切关系的。不过，父辈瓷子的工作盘不

一定要求他予以完成。子可按其喜好完成部分或整项工作。换宫之'我

们要决定这{川从句与那个过去不定时态虚拟语气( aorist subjunctivc ) 

TTOL {j <Jω 一起'究竟是属补语性质( complcmcntal)' )还是个目的从句( final 

c1ausc) ? 155 

·以 Lva πOll'jσw为目的从句

在第 4d 节的句法分斩中'我们曹提到《若》习惯以LVα从句来表达

目的。若 lva 与一个虚拟语气( subjunctivc )一起使用时，一般都被视

为一个目的从句( final or pU甲osc c1ausc) 0 156 因此， 17:4 内的 iνα 从

句便意味着那委在给耶稣的工作含有他「必须予以完成」的用意。此外'

一个过去不定时态虚拟语气 (aorist subjunctive) 可有 3 个不同的语体

( aspcct) :定点体( punctiliar )、启动体( ingressivc )和混合体

( complcxive) 0 157 在一个 lva 目的从句( final clausc )中'过去不定

时态虚拟语气( aorist subjunctivc )能有不定式( infinitive )的作用。 15日换

言之， 17:4 中的 lVαπOl巾ω 既弄定点语体亦弈混合语体'而是启动语

体。过去不定时虚拟语气的启动语体( ingrcssive aspcct )表达出行动继

续( continuity )的意思。这继续性指出行动的目的性: r他必须完成」。

155 

156 

15" 

l ‘;R 

参看八 Vanhoyc， "L 'oeuvre du Christ, dOIl du Père. JII 5,36 et 17， 4'二 in RSl? 
48 (1 960) 377-4 19. 
参看 BDl己 p.197， #390: "In thc NT it has bccome common again in a widc 
spherc with a varicty of verbs of motion, and is the equivalent of a final 
clausc." 
参看 BDF， p. 174, #337. 
参看 βDF， p. 196, #388: "analytical constructions with LVαand ÖTl havc 
dcvc10ped into serious rivals ofthe infinitive. 刀le following picture obtains for 
thc NT: what can be interpreted as intended or probable result is expressed to a 
grcat cxtcnt by LVαand thc subjunctive; LVαin other words has a subjunctive 
(imperatival) sense... John exhibits a mark巳d preference for lναinstead of thc 
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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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va ïTOl巾ω为动词的补谱

当一个不定式( infinitive )被用作动词的补语( complement )时，

心，απOl巾ω 的意思就是:那蚕配给耶稣的工作在于他要「实行」出来。

换言之'这工作在于要实行父的旨意(亦请垂着 5:34) 0 159 J[诺亚

( Vanhoye) 拿 17:4 的 lva ïTOl巾ω 与 5:36 的 lva TEÀEU;)(J(，)αiJTá 来比

较。他从语法( grammar) 上指出 5:36 的 lva TEAEU;)(J(,) aiml 是一个目

的从句( final clause) ，因为这儿有一个补语性( complementary )的ω叫

作为 lva TEÀElW矶山的宾语( ot项目t )。但是， 17:4 的{川ïTOl巾ω 眼没

有补语( complcment) ，而本身又是 b 挺8ω阳g 的补语。 1ω 此外，瓦

诺亚相信'在 17:4 的上下文中耶稣是在其苦难中完成他的工作的。耶稣

的苦难是其工作的目的，子藉这工作向人启示父'而父也藉此向人启示

子，因为他们是在爱中共融结合的。在这例子中， lva 汀Ol~(Jω 也是「苦

难」的补语。 161 但根据 BDF所结的定义'一个动词的补语也是一个目

的从句。

159 会看 BDF， p. 199, #392: "ηle infinitive as complement of a verh hordcrs 

cIosely on the infinitive of purpose and resul t. (l) it is used with verhs meaning 
‘ to wish, strive, avoid, ask, summon, make, allow, permit, hinder, he ahle, 
have power,' ... Rev 3:9τOllíσ(tIOÙTOÙ亏 l l'α 币。"σll' ， C f. 13:12, 15 f." 
A. Vanhoye, Chrisl , p. 3lll: "Cepcndant, une légèrc diflércncc entrc Ics dcux 
textes fait qu'elle ne convicnt pas aussi hien à 1'1111 qu'川、utrc: cn 5,36 - nOlls 
I'avons noté plus haut, - le verhe ìntroduìt par lVα(TE: ÀEL<;σω) a son 
complément près de lui , le pronomαùnÍ ， tandìs qu'en 17λle vcrhe ìntrodllit 
parlVα(TTOl巾φ) n'a pas de complément près de lui. Dans cc dernier vcrsel, le 
relatif ö est donc à considérer comme étant le complément dcπol均σωplutot
que de &É8(l lKO~' etωdernicr verbe est libre de gouvcrner la proposilion 
lVαTEÀE:l(Dall) cst à consìdérer comme finale. La transcription qll巳 nous avo l1s 
donnée plus haut laissaìt percevoir cette dillércl1cc: 5,36, (Ics ocuvrcs quc 111 
m'as données pour que je Ics accomplisse); 17人 O'oellvrc quc tu m'as donné 
que je fasse)." 
A ‘ Vanhoye, Christ, p. 419: "On peut y reconnaître l' importancc du vcrl况
已l 8óvαl ， l'aIJusion à la Passion contenue dans TE:ÀE:l OÙt' et y retrouver cctte 
doctrine essentielle que l'oeuvre du salut des hommes est réalisée par le l'止re
en son Fils, par le fils en son Père, qu'elle révèle ainsi lellr union dans I'amollf 
et y introduit ceux qui s'ouvrent à la foi." 

AV t i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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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一部毋来说'若 17:4 中的 lVOπOl巾ω可从两方面来看:它

或是一个目的从旬( final clause ) ，或是一个动词的补语( complement )。
若 l l'U nOllluω是一个目的从句的话，耶稣就必须「进行」父所蚕玩的工

作，匾至完成为止'为能彻底蛊扬父。若 lVUπOl巾ω是一个补语的话'

那就意味所蚕茬给耶稣的工作日包含在「进行」肉。不过'很难区别这

两个假说'因为两者都有类似目的从旬的表达形式。此抖'在 17:4 的上

下文中， TÒ cpyov TEÀnφaoç这个分词从旬( participial clause )指出子藉
着完成工作来显扬父'而所完成的正是父委在他的工作。因此，这正意

味着一个目的:实践茧完成这工作。这样一来'子有意藉完成工作来光

荣父'而所蚕配给耶稣的工作已可在「进行」中看到。实践父的旨意将

是子的「目的」

5 总结若 17:4的分析

人称代词( pcrsonal pronoun )句w 在 17: 1-5 的上下文中展开了另

一个主题。 Èy山强调子自己和他要藉着完成工作来光荣立。尤其在《若》

中'天主的工作与耶稣的工作互相连系'子以其中介人的身分在实所行

的神迹异能是来自天主的。

《若》的f乍看探用单数词Ëpyov' 这词盘不指个别的「工作」而言'

而是指耶稣一生「工作」的整体。换言之'耶稣的-生就是那项「工作」。

这项「工作」所指的就是人类的救赎。

有些释经学者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事视为这项工作的完成'他们

这样想是因为他们把 17:4 的 TEÀEωauç 与 19:30 的 TCTÉÀCσ丁αt 连采在

一起。另一些学者笛一面阐明主ùóauçα 这个过去不定时态菌说话气

(aorist indicative) 的动词'与此同时盐强调了这项工作的启示特性。
不过，他们二者都表明了子对纹的服从。耶稣以自己的圣死'翼翼而圆

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鼓在这工作中光荣了父'即把父启示给世界。

7CÀE:l l;xr何一词温出了耶稣实行父所委茸的工作时的心态。至死完

成这项工件正表现出对父的敬爱与服从。 ùÉùωKOÇ 这个完成时态

( pcrfcct )指出这项工作巳全然蚕配给子'而且现在正属于他。TEÀn山JOç

这个开端的分词 (prefatol)' participle )把读者的注意力带到基督的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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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在《若》的语境撞， TEÀE:lφaas-意即耶稣进行救赎的工作，这词由

于与 19:28 的 TETÉ:ÀEσTal 有语义上的关连'最宜以十字架事件来解释。

当 (va 与一个虚拟语气( subjunctive )一起用时'便意味着一个自
的。 (va TTOl巾ω 表示出耶稣工作的目标。 17:4中的(va从句使人想起 4:34

和 2:110准确的说， 17:4 的 lva TTOl巾ω 逐字重复在 4:34 中。在 4:34 中'

作者探用了 ßpô间一词来阐明耶稣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要去完成那j股

道者所委在他的工件。 TTOl líσω 和 TEAn<{J盯ω 这两个过去不定时态虚拟语

气( aorist subjunctive) ，正意味着实行天主的旨意与完成袍的工作是同

等的。布尔特曼 (Bultmann) 坚持说，耶稣的一生是为了来服务。而史

纳根堡( Schnackenburg )则指出 4:34 中所描绘的是服从的耶稣。他认

为救赎工作的决定性因素全在于耶稣把自己的意志奉献给天主这一事

上。最徨， 4:34 中的 (va TTOllÍaω 表示耶稣的一生就是要实行那源遣他

苦的旨意'而耶稣面对这项工作的心态就是要去彻庭完成它。学者们根

据 19:30 中的 TETÉ:ÀEσTm 把 4:34 中的 TEÀELúXrω 连果到十字架事件

上'因为耶稣的死使这工作不可挽回地彻庭完成了。

史纳根堡与布尔特曼都相信在 2: 11 中，行神迹一事显示了耶稣的

光荣'而莫里斯 (Morris) 则认为行神迹具有一个数会意义'即是为了

叫团体相信。

2: 11 中的的。{币。集中于子的受显扬上，而其目的就是要使门徒

们相信耶稣是天主子。

17:4 中的 lVαTTOl巾(1) 可被视为第 4c 节的一个目的从句( final 

clause) 或动词 8品ωKGS-的补语( complement )。事实上，我们无法排

除这两个不同的研究路线，因为它们都指出了第 4d 节眼可以是第 4c 节

的目的从旬'亦可以是动词 ÙÉ:ÙúlKas-的补谱。

因此之故'耶稣完成其工作就是以自己的一生向人启示纹'而他至

死的服从使这项工作不可挽回地彻鹿完成了。当父被启示给能看到天主

光荣的门徒们时'这就是究与子受显扬的时候。

日第 5 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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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KO ì. l'lJl' I"l<íçασ6νIlE 仔ú， rráTEp ， ηαpàσEαVT(\1 TT] fìóç~l 

5b. 1] c:L XOl' 

5c. rrpò TOÙ TÒI' KÓσ1101' Elvmπαpàσ0(. 

5a. (a1)纹啊!现在， (a2)以...光荣 ...(a盯在你面前光荣我吧!

到...我...所有的...

当c. (cl)于世界未有以前. .(c2)与你一起

{父响 1 现在'以我在世界未有以前与你一起所有的光荣，在你面前光
荣我吧， ) 162 

l 第 5a 节: I(((ì. 1仇16óçoσÓl l Il汇价， mÍTEp , rropàσ((llJT(~1 Tl] 8ó巳l.l

a) 句法分析

第 5 节以连词( conjunction ) r和 J ( KOl )和一个时间副词( tcmporal 

adverb f现在J l'ÛV )开始 O I(Ol茧奔第 4 和 5 节间的并列连i理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这个转折连词 (adversative coniunction ) I(Ol 旨在把第 l

和 5 节中的相使语气( imperative )与第 4 节的噩说语气过去不定时态

( aorist indicati\'c) r我巳光荣了 J (È:8óçoa(l)区别出来。这点或可由

17:1 及 5 的现在时间指示归纳出来。此外， 1巾，使人想起第 1 节中的「时

辰 J (内 t忡α) 。第 5a 节的主谓( subjcct )由两个呼格( vocative) r你」

( UÚ )和「义啊 J (rráTEp) 指示出来。相使语气( impcrativc) r请光

荣 J (OóÇOUO\l:第 2 人称单数过去不定时态相使语气主动语态)的所指

对象是σÚ和rrcÎ TCp 。动词桥使语气 8óçoσ01' 的噩接宾语( dircct objcct ) 

是「我 J (jlC:第 1 人称单数宾格) 0 r以光荣 J (Tfj 8ó句:与格单数

阴性)是解释 8óçouov 的方式状语( adverbial of manncr )。介词

( prcposition) r 在...面前 J (rropá) 和与格( dative) r你 J (σEαVT(;ì : 
与格单数距性)连在一起。 163

162 
163 

Jλ ig ig 序与希赌 i!不同，本节的话序应为: a l-a2-b l-c2-c l-a3 0 

参看鼠.1GIJ ， p. 610: "with the dative (nearly always of the pcrson) it dcnoks 
neamcss in space at or hy (the side C?刀• beside. near. with. aιωrding to t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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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语义分析

(i) ùó胆的词汇意义Iω

·新约中的 8óçα

光荣( 8ó归)一词在新约中共出现了 167 次'其中 57 次在保操书

信中， 28 次在对观福音和《宗》中， 18 次在《若》中， 7 次在《希>> ' 

20 次在公函中'和 17 次在《默》中。"归一词盘不出现在《费》和《若

一、二、三》中。

Ù<Íçα 指代旧约中的寸1J.:J 0 在新约中， 8óçα 在意义上与 80KÉω 卒

行使用'後者的词义是「想J 、「以为」。当 8óçn 用于天主身上时常

带有伦理行为的意义'如「众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J (罗

3:23 )。此外，8<)但也被定义为尊荣、名声、光辉、光荣、光明、来自

天上的仪容等。天主所显示的尊荣称为天主的权能和光荣。学者之一的

基特尔( Kittcl ) R~从路德 (Luthcr) 把天主的光荣定义为在言行上的绝

对权能。 165 llóçα 还意指神圣和天上的光辉，以及天主的高费和尊戚。

164 

165 

stalldpoint from which thc rclatiollship is vicwcd... wilh (ofspatial proximity) 
Ihe Falher Mt 6: 1, Jn 8:38a;ιf. 17:5... 
参看1. Massic, Glory, in 1. IIastings, A DiclionGly o[lh(' Hihle. Lρ'JeωαUω阳11喀gw川"川tυ仇11 t 
t巾I臼slωαn榕叨x♂1阳tωαge. Lμilera臼tωIlr，陀'e. aωlIdCo佣nt印ent，圳t
E且旧di巾i丑沁in让巾h削b趴讪】孔旧u町I叮rglβh: T‘ . & 1'. Cαlar缸k， 1899, pp. 18盯3-川.斗l山87; II. IIa，吨i尽旦ι‘ 八 Van a创n叫d χ -
Fachgclchrtcn, Bibel-Lexikon. Zürich: Bc阻igcr， 1951 、 pp. 67X-702; 1 L Kittcl , 

"hen'lich. llerr/ichkeit. verl1 err/ich四" m ßih /isch-theologisclres 
lIandwörtel1bllch zllr Llltherbibel IlIId Z Il neueren UbersetzllIIgell , ed. by E. 
Isterloh and H. Engclland, Göttingen: Vandcrhocck & Ruprecht, 2nd. cd. , 

1959, p.265 ‘ G. Kittcl & G. Fricdrich, TDJvT II (1 964) pp 237-251; G. Molin, 

G/my, in Ellcyclopedia o[ 13iblical 7heologJ! (translatcd from 
Bibeltl1eologisches Wö'1erbllch , Graz: Styria, 1959), London: Shced and Ward, 

1978 ， p.297、 W. Bauer, BAGD, pp. 203-204; E.F. lIarrison. "Glory", in ISBE 
2 (1 982) pp. 479-481; H. IIegcnnann, "，δóf，α， ηS'， rí", in hïJNT 1 (1990) 344-
348; R. Kysar, "Jolm. 刀'le Gospel 矿飞 in AlIcBD 3 (1992) pp. 925-926 
H. Kittel, "herrlich. Herrliclrkeit. verherr/ichen", in J37Jf (1959) p. 265: 
"Indem Luther zur Bezeichnung dicser absolutcn Mächligkcit dic Wortc 
herrlich und Herrlichkcit wählt, will cr also, daß wir aus ihnen vor al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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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光荣在新约中是与启示连在一起的'这些启示对救思较之于

旧约中更为重要'盘且让天主的光荣在耶稣基督身上盐遥远他而出现

(希1:3)。远过耶稣基督'尤其在他的十字架事件上，人们可以认识

到天主的光荣{袖的基本实有) (格後 4:6 )。除此之外，这光荣也在

与天主复活死者有关的能力上突显出来(若 11:40; 罗 6:4) 0 

- <:若》中的 8óço 166 

.M归一词以伦理的意义用于基督身上的例子明显地见于若 1: 14 ' 

「我们看见了他的光荣... (他}满温恩宠和真理。」降生成人的圣蓄的

光荣可以被人看见'尤其在他的神迹和言论中( 11:4, 40 )。耶稣的天主

性特性在降生成人时盘没有丝毫丧失。这光荣可以凭信德看见'虽然耶

稣的人性隐藏了他与父结合→体的光荣( 10:30) ，创透过他在世上的言

行揭示出来了。换句话说，耶稣在世上光荣了父( 17:4) ，而且同时也

居示了子的 &óç(l ( 2: 1 1 )。

至于耶稣对大自然的统治权'他在世上生活时仍分享着父的永恒生

命。《若》的作者认为天主的光荣是隐藏着的，只可凭信德阱认出来(若

1: 14) 0 耶稣多次桥求这光荣的来Ilaï ( 12 至 17 章) ，而这先荣在他的

十字架事件上完全显示出来了。

，若 17:当中的 &óço 167 

在第 17 章的相求中，耶稣超越了自己的死亡、复活和显扬'看到

了信徒与自己在天上一起的时候( 17:24 )。

对于自己在创世以前与交一起的光荣，耶稣拥有天主性的权威。耶

稣的桥求是一个末世时期的提前。这桥求更显示'在耶稣的牺牲与成

果、在他的死亡与复活、在子的苦难与显扬之间'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

换句话说，f)óçu 是来自耶稣的十字架事件。就耶稣的世上生活来说， 17:5 

表示他分享着父的永恒生命的光荣。耶稣相求获得在创世以前所享有的

光荣'可说就是提前了升天的事实。在死亡之际，子便回归到父的光荣

l们。

167 

andcrcn dic Bcucutung des absolutcn Heπ-Seins Gottes heraushören." 
有关辞典，请参看桂 168 内所列书目中论新约袒的8óçα部分。

有关辞典·请参看拉 168 内所列书目中论新约袒的ooç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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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样一来， (若》的作者在 17:5 中把耶稣的受显扬与他的十字架事

件连在一起。

(ii) 耶稣的vûv和(~')pa

在研究第 l 节时我们曹讨论过耶稣的「时辰」的不同定义'大部分

的学者都把耶稣的「时辰」与他的苦难、圣死、光荣、使预言应验'和

复活连在一起。其他学者则认为耶稣的「时辰」就是他回归父的时刻'

即回到他在创世以前的境界中。史纳根堡( Schnackcnburg )确切地指出

了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与他的受显扬间之关系。

17:5 的 νíJv 指代先前 17: 1 的l'l W闷。 17: 1 和 5 的两个呼格 TTcÍTEp

与 J ，í}v 和 1'， (;)p(1一起在 17: 1 至 5 中形成了一个前後呼应( inclusion ) 

的结构。

在「光荣之书」中'作者以「时辰」和子离世归父的描写来开始:

"TTp(\ 8è TnS' éo[nn亏 To í'J 汀dσxαd讪s (J '11 ，σoíJS ön lììJk l' αÙTOÎl 1'，句

<l l1'(1 11ETα(-3Í，Ì èK TOí! KÓ(y!lOV TOÚTOVπpÒs TÒV TT(1TÉpα，"「在逾越节庆日

前'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巳到 J (13:1) 。这「时辰」也指他

被犹达斯出卖的时刻( 13:2 )。犹达斯的负卖( 12:4; 13:2, 26, 30 )紧随

着大司祭、司禁长和法利辜人决定要耶稣受死之後( 11:45-57 )。而这

受死是与十字架相连的( 12:32-33 )。

17:5 是第三次提到「现在」和「光荣 J 0 168 尤其在若 13:31 中，

作者两次探用了「受到了光荣 J (凶OçcÍσOq :过去不E时态)来表示耶

稣决心一生光荣父'而耶稣自己也受到了光荣。 169

如今在 17:5 中 'ν训，与过去不定时态桥使语气( aorist impcratiyc ) 

b吨(l (J()1'一起重重了 13:31 的主题。此外'两个并列鲜明的代词

( pronoun) r 我一你 J (IIE-aú) ，是要突显出父「现在 J 显扬子，是因

为子怀着信心向父桥求( crú，时TCp ) 0 1 ìO 除此之外'阳ì v í'JV 更坚决的

重罩了一个已发出的请求'盘且强调了耶稣在 17: 1 为在得光荣而你的要

IIiH 

169 

170 

另两次提到「现在」和「光荣」是在 12:27-28 和13:31 。

参看 G.B. Caird, "71le GI01Y 01 God ill tlte Fourtlt Gospel: a1l Exercise i1l 

l3iblical Semantics", in NTS 15 (1968-69) 265-277, p. 266 ‘ 

全看J.II. Bcmard, St. Jolm , vol. II,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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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71

总结来说，我们鼓不知道耶稣的「时辰」所指为伺。按照若 17:1 ， 5 ' 

耶稣的「时辰」与父和子的受显扬紧密连结着。这「时辰J 是不可改变

的，盘且在这时辰中可看到救主的整个尘世旗程。 172

2. 第 5b 节: 11 dxov 

a) 句法分析

关系代词( rclativc pronoun )们与格单数阴性}以第 5a 节的「光

荣 J (丁í.ì 8óç '.l :与格单数阴性)为所指对象。第 5b 节中「载有 J (dxov : 

第1 人称过去未完时态匾说语气主动语态)的主语( subjcct )是隐含的'

但它在口指代第 5a 节中的「我 J (11E) 。在菌线式的( lincar )过去未完

时态( impcrfcct )与定点体的( punctiliar )过去不定时态噩说语气( aorist 

171 

172 

急着^ Laurcntin 、 "11γαttah - kai Ilyll. Formu/e caractéristiqlle des texles 
jllridiqlles el lilllrgiqlles (à propos de Jeall 17,5)", in Bib/ica 45 (1964) 16&-
197、 413 -4 32 、 p. 425: "Ccttc fonction dc kai mm cst conformc à cc quc nous 
avons trouvé ci-dcssus Cll Judi山 ct cn La Jn.. .Lc caractèrc cmphatiquc dc kai 
II l/11 paraît c1aircmcnt , lors qu、 onιomparc Ics demandcs dc gloirc dc Jésus.凹
亦请参看 R. Schnackcnburg , JohalllleSe l'angelillm, 1'0/. 3 , p. 197: "Das 

K(l l I'Ûl' spricht dic ‘ Stundc ‘ von v. 1 an, hat abcr auch cincn konsckutivcn 
Sinn... ])as gi 1t auch fùr dic von Jcsus ins ^ugc 吕cfaßtc Situation: Es ist cinc 
entschcidcndc Wcndc auf scincm W吨， dcr d旧ιh dcn ‘^bsticg' vom Himmd 
und dcn wicdcraufsticg gckcnnzciclmct ist (vg1. 3 ，日， 31; 6 ,62) , dcn ‘Aufstic旦'
Z山11 Vatcr (vg1. 20 ,17)." Sclmackcnburg 以 17:5 的「时辰」来对应 17:1 的「时

畏」。此外，这也有一个结果( consccutivc )含义，可用子一个决定性的

转授点半句以自天「降下」和「重升」到天上(即「升」到父那袒)铛绘

出来向相反地， G.C. Nicholson (Death , p. 147) 推定在〈若〉中耶稣的白 ùJf)(1

拌指他的死亡而言。

参看R. Sclmackcnburg , Johanneseva1lgelir棚， vo1. 3, p.197: "Dic Stundc hat 
ctwas Um\icdcπuf1ichcs an sich; in ihr wird dcr g缸lZC Wcg dcs Erlöscrs 
übcrschaubar. "亦请参看 A Laurentin，阳i nyn, p. 426: '''kai nun' cst 
tOlljOurS chargè d'unc afTcctivité cont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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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ve )之间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别。 173 此衅， 17:5 的 dxov 是一个
在过去进行中的行动，它与後来代表行动完成的动词形成一个对比。 174

b)语义分析: 17:5 中的 ELXOJ!

(i) dxov的不同词义
-Etxov的陪伴意义 ( accompaniment sense ) 

卡德曼 (Cadman) 认为耶稣巴「有」的光荣是指着一个光荣关系

而说的'即父与子的关系，在这关系中子拥有在创世以前与父-起所有

的光荣。 175 这光荣在创世以前存在于天主本性肉'而且更是永存不息。
176 伯纳德 (Bernard) 指 17:5 与 8:58 有关: r在亚巴郎出现以前'我就
有。」他指出耶稣坚借自己与天主有着永恒的关系。「与...一起所有

的'" J (E1xov.. . 1TO pcí )表示子的真实的先存性( prc-cxistcncc) 0 
177 同

样'莫里斯 (Morris) 也相惜这儿确有基督先存性的肯定，在这先存景

界中基督与父一起享有一种独特的光荣。 178

-Etxol'的动患意义 ( dynamic sense ) 

卡尔森( Carson )认为耶稣是在请求回到他在创世以前与父一起所

共享的光荣中去。 179 晏德斯( Sanders )和码斯丁( Mastin )则主张耶

稣愤望先存的子所应有的光荣。 180 史纳棋堡( Schnackcnburg )创认为

基督愤复那从前属于他的光荣{奎看 6:62) ，即那属于身为子的耶稣的

光荣{奎着 1:14b) ，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信徒能分享他的光荣( 17:24 )。

JRJ 巴雷( Barrett )认为子在被钉十字架徨便会升到他从前所在的地方去

173 

i 呵4

l 句5

l 吨。

178 

i 啕9

I~O 

181 

参看 BDF~ p. 169 
参看 BDF， p. 169, #327 
参看W.H. Cadman, Heσven ， p. 205. 
会看 W.H. Cadman, /leaven , p. 39. 
J.H. Bemard, St. John , vol 日， p.563

L. Morris, Jolm , p. 722. 
D.A. Carson, John , p.557. 
J.N. Sanders & B.A. Mastin, St. Jolm , p. 369. 
R. Schnackenburg, Johannesevallgelium , vo1. 3, p. 197: "Bei Joh crlan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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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8:58) 0 182 尼科森( Nicholsoll )主张当耶稣回到天主面前时'

子将会明显地再次分享茧展现他的天主性。换句话说'他便受到了「光
荣 J 0 lR:l 

·在 17:5 的语境中分斩 dxolp

在 17:5 中的过去未完时态( imperfect) dxoν 指出一个行动的持

续时间'盐且「不断」运作。 184 当 Eixov 後面跟着介词( prepositioIl ) 

叩6 时'它便有一个「在...之前」的时间含义。 185 此抖'当 Etx01' 但
与格( dative ) nupàσOl 一起用时'其意义就是「靠着」、「接近」某

人或「在其膏J 0 186 因此 'clXOV npò TOÛ TÒV KÓσlIovdvαL napà aOl 意

即「我在创世以前与你一起所有的{光荣) Jοηαpà (TOl 包含了「与...

一起」的一个动态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要「与某人在一起J 的意思。 1&7

在第 1 至 5 节的语境中'耶稣以一个极动态的方式切愿回到他先存的光

荣中。

可是一些学者倒把 dxov---mpd 与和...叩何( 1:1 )放在一起来
理解'蓝且表示这两节在静态上都是彼此兼容的。这建议使我们要进行

以下的研究。

182 

183 

184 

1 R 飞

IR6 

187 

Christus seine frühcrc (vgl. 6,62), ilun cigenc und als Sohn zukorrunende (vgl. 
1, 14h) Ilcrrlichkcit zurück, frcilich nun , um auch dic Glaubcndcn dru lI 

tcilnchmcn zu lasscn (17,24 )." 
C.K. Barrctt, Jolm , p. 504 
G.C. Nicholson, Death, p. 149. 
A. Laurcntin, Doxa 1 (problèmes de Christologie) Jean 17,5 et S I'S 

commentaires patristiqlles, Paris: Bloud & Gay, 1972: "Le vcrbc clX('I' 
imparfait de ÈX(υ， a unc nuance duralivc quc saint Grégoirc dc Nyssc a 
c"plicit臼 par 1HÍVTOTE (toujours) ct Ics Latins, en divers cas, par semper. ,. 
参看 βDF， p. 114, #213 
参看 BD!气 p. 124, #238. 
参看 E.A Abhott, Johallnine Grammar, London: Charles & Black, 1906, p 
270, #2355: "Compare xvi.5...xix.25 ‘ Now there stood (Ela叫KELσαV &) by 
the cross (rra闵 TφσTαuf.XiJ) of Jcsus his mothcr...,' the women 缸e descrihcJ 
as slll ‘ standing by the cro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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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d xov . . .1Tapá和争..，即的( 1: 1 ) 

在《若》中， 17:5 的过去未完时态( impcrfcct ) EIxov 与介词

( preposition ) rrapá 提醒读者们在 1: 1 中还有另一个组合'即过去未完

时态( impcrfcct) ~v 和介词( prcposition )叩的一起的组合。有些学

者建议:这两节都含有一个静态的随伴意义，但其他的学者翻相信这两

节都表达出一个动态的意义'因为这捶分别报用了与格( dativc )σOl 和

宾格( accusativc ) TÒ\I 。汇价。

布尔特曼 (Bultmann) 论到「巴有圣言 J (可v ó Aó'yoS' )时相信

心 八的OS'获得与天主同等的身分'正如信仰所宣认的子被重新提升到他

在创世以前所拥有的光荣中一样( 17:门。 188 史纳棋堡( Schnackenbnrg ) 

只是说 b 表示 ÀÓyOS'的存在一如「在创世以前」一样。 189 他还把川

与 17:5 放在一起来解释， ('若》的作者是透过回顾创世之初圭揭示那位

与父一起的启示者和救主的神圣和永恒来源 (17:5) 0
190 

有关这个市ν' 巴雷 ( Barrett )指出道行时态( continuous tensc )与

1:3 (创造)、1:6 (洗者若翰的出现)和 1:14 (圣言降生}中定点体的

( punctiliar ) È:yÉVETO 形成了对比。这更指出了「起初 J (àpX叶)盘不

应f乍一个时序的起点解，而是在时间以衅。 191 此外，他还把川与 17:5

连在一起看，推定圣言在起初是与天主同在的，而在 17:5 中耶稣回到他

在创世以前所有的光荣地位去。 19~ 布朗 (Brown) 看不出圣言还要怎样

188 

189 

190 

191 

192 

R. Bultmann, Johannes, p. 17: "Der Logos 飞盯rd also mit Gott gleichgesctzt, 
wie denn der Glaube den Sohn, der 飞叽eder zur herrlichkeit, die cr frühcr hatte 
(17,5)." 
R. Schnackenburg, Johanllesevangelium , vol. 1, p. 209: "sondcm das vorwdt
liche Sein des Logos ausdrücken" 
R. Schnackcnburg, Johmmesevangeli l/m, vol. 1, p.210: "Das ZlIrilckschallcn 
allf den Schöpfungsanfang ermöglicht es dem Evangelistcn, dcn cwig
göttlichen Ursprung des Offenbarers und Retters aufz旧:cigcn， der ‘ bcim 
Vater' war (vgl. 17,5) und,‘von oben' kommcnd." 
C.K. Barrett, St. John , p.127. 
C.K. Barrett, St. Jolm ,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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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来'因为圣言根本早就已经存在。 193 他同样把 1:1 与 17:5 连在
一起看，指出「创世前父子相相借的观念出现在若 17:5 中: r我在创世

以前与你一起( para )所有的光荣.. J 0 194 

特奥巴德 (Theobald)集中研究父与子的共融合一，尤其因为《若》

的作者探用了「在起初J (Èv òPXÛ )和过去未完时态( impe由ct) r 巳

有 J (iìv) 0 iìv 盘不告诉读者宇宙万物的可见起源，但是它都同时逼
出了父与子的共融合一。 195

·πpos 

(1)相借( accompaniment )的意义

史纳棍堡( Schnackenburg )认为在 1:1 的语境中'叩的肯定不是

指趋向一目栋的行动，亦不是指一个天主性的内在 (immanent) 生命进

程。按照希腊普通语( Koine )的用法'叩的和「与天主一起」

(rrupà T0 ÐE命)的意义相等。在 17:5 中'耶稣回顾到他在创世以前「与

立一起J 所有的光荣。 196 这「回颐」解释了父与子的互相相借。这个
创世以前的相借观念就是出现在 17:5 中。 197

! ~J 

Iq~ 

195 

l句

197 

R.E. Bro\\丑 ， 101m (AncB 29), p. 4 
R.I二日ro\\丑，.101m (AncB 29), p. 5 
M.ηleobald， Die Fleischwerdll1lg des Logos. Stlldien z l/m Verhälhlis des 
Johannesprologs zum Corpus des Evangeliums Imd zu JJoh (NTA 20), 
Münster: Aschcndorff, 1988, p. 220: "白J d阿拉 und 可v difinieren sich demnach 
gegcnseitig, wobei es entscheidend ist, sich bei ihrer Deutung nicht am 
Schöpfungsanfang zu orientieren, sie vielmehr beide stärker in ihrcr 
Zcitenthobcnhcit zu begreifen. So faßt Év dpxfl keine Zeit vor dcr Schöpfung 
ins Auge, wic auch das Imperfekt lÌv kein dcr-Schöpfung-Vor-aus bczcichnct." 
R. Schnackcnburg, Johannesevangelillm , vol. 1, p. 210: "Eine Bewegung auf 
ein Ziel hin, einen innergöttlichen Lebens-vorgang druckt die Präposition 1Tp付
hi叮 sicher nicht aus, sondem ist in der Sprache der Koine gleichbedeutend mil 
TTn~.à丁山 OE(~. Wenn Jesus auf Erden, im hohepriesterlichen Gebet, auf dic 
Ilerrlichkcit zuruckschaut, die er ‘ beim Vater' vor der Existenz des Kosmos 
hasaß (17 ,5)" 

参看 R.E. 13rO\\TI, .101m (AncB 29) , p. 5. Brown 亦批评 Dc La Potterie '因为
他把 1:1 与 1 :18 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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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 (dynamic) 的意义

德拉·波特里( De La Potterie )主张ElS 和叩何的动态意义盐

没有在《若》的希腊文中消失。他强调说，当《若》使用叩的和一个

真格( accusativc )时业没有相借之义。再看'他更指出1:18 与l:l一起

在「序言」中形成了一个前徨呼应( inclusion )的结构。「在怀中」

( cì ç T('儿I KÓÀ1T0I1 )这种讲法是动态的。这样，他以1: 18 的意义来解释

1:1 ，指出 πpòs TÒV Oc仇，也是动态的。 198

同样地'艾博特( Abbott )分析说'福音作者可以使用 σ仙{与'"
一起)或 IlcnÍ (相借着... )或1Tapá (在...身旁、在...家中:用与格}。

但在《若》中使用介词( prcposition )叩怡和一个真格( accusativc )这

样一个组合时'就j量有这种关系了。 199 在古典希腊语中'叩的和一个

宾格一起则有「对...轰敬意」之意。再者'叩何和宾格一起的这个含

义极符合许多的创l'叩的 Tlva 例子'意即「献身为某人而生活」。这

含义兼容了《若》描写子只做他看见父所做的一切这个事实。友博特更

Jl)R 

199 

参看1. ])e La Potterie, "L 'emploi dY/lamique de âs' da l/s Sai/l t Jeml et ses 

il/cidel/ces tlzéologiqlles'二 in Bib 43 (1962) 366-387‘ pp. 379-380: 
"Collunençons par Ic début dll proloqllc dc l'évangile. Dcux lois il Y cst dit quc 
le Logos, au commcnc巳mcnt， élaitπρÒC; TÒV Ekóv, cc que prcsquc tous lcs 
ιolluuenlatcurs traduiscnt par <auprès dc Dicu> ou <avec Dieu)." 他列出了 5

项有关主张这是圣言和天主的一个静态状况的困难 ;"1. on nc 让ollve aucun 

tcxtc dc Jcan oùπpó" avcc l'aιιusatif soit pris cn cc sen日 2. les lextcs 
sapicnliallx dont s'inspirc lc Prologue montrent la Sagcssc <allprès) dc Dicu ‘ 

mais ils cxprimcnt ccla par d'all!rcs préposilions. confonnémcnt à 1'1Isagc 
classiqllc: 节ap'α白T(马， Prov 8)0; 110' a ÙTOÙ , Eccli 1, 1; 3. lorsquc Jcan vcut, à 
son lour, cxprimcr cettc idée dc la proximité du Fils allprès dll Père, il c ll1ploic 
la même constrllιtion: TTαpò. σ0( ， 17,5: ... 4. par contrc, Jean se sert cncorc 
aillcurs, commc au débllt dll prologuc , deπρ的 TÒV 8c/n' accompagné d'un 
vcrbc statiquc, mais chaque fois il suggèrc ιlaircmcnt unc Iluallcc dc dircction 
ou d' oricntation:πapáKÀ f)T011 ÈxowvπpÒC; TÒV 节αTÉ阳1 ， 1 Jn 2 ,1, ... 5. il fail 
cnlin sOllligncr qucπpÒC; Tè孔 I ÜEÓV des vv. 1-2 fonne inclusion avec 
El" TÒI' KÓÀlTOV TOÙ lTaTρÓC; du v. 8; or nous verrons quc, lù , il y a encore unc 
raison supplémentaire pour entendre ElC; au sens d)lJamique. Pour ccs 
di fTérents motifs, il faut intcrpréter 1TpÓC; du début du prologuc de la mêmc 
fa♀on." 

E .A. Abbott, Grammar, pp. 273-274, #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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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把叩的译成「献身于J 0 200 

(3) 在 1: 1 语境中的分析叩何

在若 1: 1 中 'πp的可解作「在...旁」、「在..那惶」、「靠近... J 0 

201 它亦指示一个「趋赶J 的行动，或有「与」和「在...前」之意。 202 在

上下文中，缸，和 πp的刻划出圣言与天主的时间与空间。就空间而言'

它表示存在与存留;就时间而言'它表示将近某时刻和时间本身或时

段。 203 若1:1的叩何更宜解作「与 J '因为它带着一个宾格 TÒV OE仰。

总结这一部分:学者通常把 17:5 与 1: 1 连结在一起来研究父与子的

关系。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这关系是动态的'因为巾，与叩的手口

TÒV OEÓV (宾格}一起连用着。况且具有动态意义的 ci <; TÒV KÓÀ TTOl'在

1: 18 中与 1: 1 构成了一个前徨呼应( inclusion) 0 相反'其他学者创认

为 1:1 的叩的含有一个究与子很此相借的意义。可是根据 17:5 和川

2∞ 

201 

202 

203 

204 

E.A. Abbott, Grammar, p. 275 , #2366 
会看品IGD， pp. 709-71 1.町也可分为 3 种不同类别: (1) 与属格连用:有利子、方

便子、关乎; (2) 与与格连用: (地方)近、在、靠近;除...之外; (3)与宾格11.

羽(地方)往、至; (时间)将近; (所指或努力的目标)为、为.目的; (敌

专 J 支 'f .与; (善意)向、与、在 面前; (表示关系)指着、至于·关于·

接着; (才t语句) ;近、在、与在一起。Bauer 把若川的叫时归属第 1 类 (~7) , 

意即「与...在一起」。

参看 B. Rcickc." 汀fXÍS' • 二 inTD入，7' 6 (1 968) pp. 720-725. 

W. Radl，"盯X)S'''， in EDNT 3 (1 993) p. 160. 
BDF, p. 124 , #239: "npó<; \'叽th accusative is used very extensively with ‘ to 
come, send, bring, say etc. to, toward(s)' (a person)." 虽然 πp何通常都意

味着一个移动，但在1: 1 的 ì!境中，它是用作相倍之意。亦请参看 R.E.

Bro\\吼 ， Jolm (AncB 29), pp. 4-5: "according to the gencral weakening in 
Ilcllcnistic Greek of the distinction hetween prepositions of motion and of 
Jocalization , C.g. hetween eis and en." 相反，在整部〈若〉巾，作者用动词

多子名词·例如临别赠言中的àyαπÔV 0 再者，父与子之间的相借关系仍

是动态的，;!]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圣三内的爱情相伴。此外， Bro\\ll 

认为由于π严哼和一个宾格连屑，所以在 1:1 不难辨认出πpò<; TÒI' Oc巾，是动

态的，他这个推断未免有点脆弱。即使 βDF 认定πρóS'具有一个相倍的意

义，毕竟也没有断定它为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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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法和语义分斩( syntactic & scmantic analysis) ，再加上整部《若》

的文学凤格:探用动词(vcrb)多于名词( noun )，我们可以结论说 dxov 、

lwpá 、争叩的都是动态的。

3. 第 5c 节:节pÒ TOÜ TÒV KÓσ110V clVm napàσOl 

a) 句法分析

与格( dative )σOl是介词( preposition ) 110间的间接宾语( indircct 

objcct) 0 110问这个介词由于带着一个与格 (σOl) ，因此如上边所提及

的含有「与...在一起」之意。不定式( infinitivc )clvaL与 T巾， 而σ110V (真

格单数阳性}一起构成一名词性谓语( nominal prcdicatc )。介词

( prcposition )叩6 与属格( genitive ) TOÛ 一起结合名词性谓语

丁hv KÒσ110V c1 vaL形成一个时间从句( temporal clause) 0 2f)5 

b) 语义分析

(i) 17:5 中时σμ0':;的词汇意义m

一般而言， KÒσ11O<;'一词指自然科学及哲学模念中的「世界」。在

旧约中'时σ11O<;'被理解为与雅威的关系。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单词指代

I<()UIWS' (宇宙) ，翻以「天和地」这词组来表示对圣经宇宙观的神学辄

念。他们把时叩0<;' 分成三个层次:天、地、阴间。新约也沿用这套

时σμ0<;' 的观念。

时σ110<;' 一词在新约中共出现了 186 次'在若望著作中尤为显着

( <<若》共 78 次， <<若一》共 23 次， <<若二》共 7 次}。时σ~1O<;'一

词共有 3 种不同的用法:天主按自己目的所创造的宇宙或世界秩序;人

205 

206 
见 β:DF. p. 114，但 13 及 p. 208 , #403 '亦请参看 BI1GD. pp. 701-702. 
参看 CKNTG， pp. 1054-1055; H. Sasse, "KóaILOS''' in 7VNT 3 (1 965) pp 
868-895; BAGD, pp. 445-447; A. Auer, "World", in BE8T, 1001-1006; IL 
Balz, "KÓσ1105''' inEDNT2 (1 981) p. 309-313; R.A Mullcr, "World", in ISBE 
4 (1 988) pp. 11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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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居住其中的寰宇;人类与天主关系中人性责任与罪过的道德秩序。

K仰110S 按天主所安排而有其起始。

圣经对时叩OS 的观念在若望著作中达到成熟的阶段。在《若》中

汇黯了时σ110<;; 的各种意义。此外，而σIlOS 在《若》的 78 次中'单在

第 17 章已估了 18 次。《若》探用如此多次时σμOS 一词'与该词在第

17 章的重要神学含义有关。

《若》的时叩oS 指的是现世。这世界是天主藉着圣雪而创造的。

另一方面'这世界部与圣言疏离了 (1:10; 3:16-17; 7:7; 13:1; 14:17; 15:IX、

19; 16:33; 17:25) 。在 17:5 中'时叩0<;; 纯粹有受造世界之意'是指世

界的创始而言( 17:24 )。而σIlO<;;在 17:5 中'正如在 17:9 ， 14, 15, 16，扫
中一样，都是毫无邪恶的含意。

总结来说'在旧约中时σILOS 的意义就是「天、地、阴间J '这观

念也见于新约中。在新约中，时σ110<;; 表示「宇宙秩序」、「人间秩序 J

和「伦理秩序」。时σ110S 在《若》中注至它的圆满意义。差不多时σ11川

的各种含义都出现在《若》中。 17:5 的时σ110S 纯粹指宇宙的创始而言'

全无伦理的含义。

(ii) 17:5 中的 dmt
-Ehpm 与 πpó 所引致的歧义

我们在本文第一章巳提到'学者之间分成了两个阵营，在 17:5 中

有人支持耶稣的单一阶段的光荣，亦有人主张耶稣的两阶段的光荣。他

们有关耶稣的光荣阶段的争论，源于过去未完时态( impcrfect )ELxOV 与

现在时态不定式( present infinitive ) d vm 所引起的歧义。 dxoν 和与格
(dative ) uopà aOl 被断定为动态的「与父一起J 0 换句话说'子切愿

回归父那惶，好能再与父共融结合。两者的合而为一显示了二者的受显

扬。可是这现在时态不定式 cimt在理解上部造成歧义，因它与时间介

词( temporal preposition )叩6 一起连用'有在世界受造以前之意。这问

题迫使我们件以下有关 dναt 的研究。

-Etvm的词义

Etmt 只有一个词义:耶稣的先存性光荣。莫里斯 (Morris)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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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把他在十字架上的光荣'视件和他降生成人前与父一起所共有的光

荣有关连。 207 同样'卡尔森( Carson )也认为'耶稣桥求能回到他在创
世以前与父一起所共有的光荣中去。 208 埃里斯( ElI is )强调「在世界未

有以前」一句无须按诺斯库( gnostic )的意义来理解，而应按犹太人和

基督徒的意义来明睹，即耶稣就是那~J世以前巳存在的智慧。 209 尼科

森( Nicholson )把 17:5 放到 1: 1-3 一起看，他认为耶稣在创世以前在父

面前分享艳的权能和行动。 210 里特( Ritt )分析说这现在时态不定式

( present infinitive ) ELVαt 连同介词( preposition )叩6 一起'指出这过

去来宪时态( imperfect ) clxoν 的时间是世界受适之前的先存境界。 2门

布尔特曼 (Bultmann) 尤其指出'子回到先存的光荣中，就是说这

具有审判作用的启示若要达到其目的'就必须再次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创

造。 212 另一方面'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翻坚决认为这先存性光

荣是「脱离时间范围」的'不单是「先于世界J (prc-mundanc) 而且是

「超凡J (supra-mundane) 的。 213

20咛

208 

209 

210 
21 I 

212 

2D 

·在 17:5 的语境中分析Etvm

现在时态( prcsent tcnse ) d I吼作为一个不定式( infinitive )盘不

L. Moπis， Jolm , p. 403 
D.A Carson, Jolm , p. 557 亦请参看 W. Hcndriksen, Jolm ， 日， p.351 ，他还强

调耶稣与父的共融: "the erstwhilc glory which had bcen his dclight bcforc the 
ìàundation ofthe world and had never been abscnt from his mind." 
P.F. ElIis, Genill.'苦， p.242.

G.C. Nicholson, Death, p. 149 
H. Ritt, Gebet, pp. 280-2R 1: "Der substantivierte Infinitiv, als Präpositional
ausdruck mit 廿pó konstruiert , versctzt dieses vage Imperfekt dxov in jcncn -
unvorstellbaren -‘Zeitraum': TTPÒ TOÛ TÒV 时σμOV El I'侃， also in die 
Präexistcnz. " 
R. Bultmann, Johannes , p. 379: "8011 der Fleischgewordene in dic himmlischc 
8óçα ， die er einst hat旬， zurückkehren, so ist damit gesagt, daß die Wclt wicdcr 
als Schöpfung verständlich \vird." 
R. Schnackenburg, Johannesevangelium , vol. 3, p. 198: "Die Herrlichkeit, dic 
Jesus bes础，‘bcvor die Welt war,' kennzeichnet nicht nur die vorwcltliιhc， 

sondcm auch die überweltliche Existenz des Logos, letztlich dic 
Weltüberlegcnheit des göttlichen Offcnba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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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现在的时态特性'而是嚼着与主要动词 (main verb ) dxov 的并时

特性( simultaneity )。此外，当 EImt 与介词( preposition )叩6 一起

连用时'在 17:5 的语境中是不可能以现在时态 (prescnt tense) 或将来

时态( futurc tcnsc )来翻译的。

由第 5 节的结构所见:

5a. KUL VVV 8òl:;ασÓV IlEσ白， náTEp ， παpùσEαun!ì T在 8ÓI:; I.]

5b 1.] El XOV 

5cπρÒ TOV TÒV KÓσIlOV ELVαLπαpàσ0(. 

第 5c 节以介词( pr巳position)π间显示出它是从属于第 5b 节的。

第细节的c1XOV 是第 5b 及 c 节的主要谓语( main prcdicatc )。为了要

符合主动词的时态， 17:5 的现在时态不定式 EilYGt 应解作「有J ( was )。

耶稣蛊扬父，同时亦求父显扬自己'这光荣包括与父结合为一、父

的爱情、子在+字架事件上所表现的服从(17:1 ， 4 ， 6 ， 10 ， 11 ， 21 ， 22 ， 23 ， 2 -1.，

26 )。父的显扬就是透过耶稣在世的生活'来向门徒团体启示她自己。

在自己尘世生命的最高峰，即他的十字架事件上'耶稣对比拉多清楚地
说'他的王权益不属这世界 o 214 换句话说'耶稣的受显扬是在这世界

以外的境界。

面对 dmt 的歧义性'范博塞尔( Van Boxcl )基本上相信

npò TOV T仇，时σIlOV dVCll nupàσOl 亚非指示有关的时间'币是指天主

的爱情共融。事实上'天主的先荣(天主的爱情}正与人自私的爱相对
立。川

同样里龙 (Rigaux) 认为子的降生人间历史及他的回归先存的光

荣，标站出对时空的统治。这统治权显示了父子结合的事实。这结合是

214 

215 

若 1 &:36: í] ßασlÀcln ,'] È:~1l'] OÙK ÈOTlV ÈK TOU KÓσ110U TOÚ丁OU'

P. Van Boxel, die präexistente Doxa Jesu im Johannesevangelium , in 
Bυdragen 34 (1973) 268-281 , p. 281: "Die Grundlegung der Welt kann also 
nicht als rcine Zeitbcstimmllng verstanden wcrden; sie z巳igt im Joh-Ev dcn 
Konlrast zwischcn der Licbc Gottcs und der Eigenliebe der Menschcn auf. Um 
dic dies巳r bösen Welt vorgcordnete und nicht abgelehnte Liebe Gottes bctct 
Jcsus in 17,5 damit dic Liebescinheit vollkommen verwirklicht werde. So ist 
dic Bitte um Doxa an erster Stelle cine Bitte um OfTenbarung dieser Lie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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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实'且存留下来。身为天主子'在这个凡闰时间摆获得了由上而下
的统治权'便是父子结合的圆满实现。 216

除了那位与天主同在者之饵，没有人见缸了世界的始创。 17:5 盘不

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创造的历史或耶稣光荣的军代袭，他的光荣是与他的

先存、降生和升天相符合的。准确说来， 17:5 告诉读者们手切愿在完成

世上的工作後与父共融结合。这现在时态不定式( prescnt infinitivc )clVOl 

与这过去未完时态( imperfect ) E1xov 的组合，显示耶稣就是时莹的统

治者。他桥求获得一个超越时盟的光荣。

(iii) lwpàσOl 、 σEαυ丁。(1 7:5) 和lTapà lTaTp的(1 :14)

17:5 的 rrapàσOl 、 σEαVTl~ 和 8ó阳的组合使人想起 1: 14 。我们值

得比较一下 17:5 与1: 14 ，事实上'我们有需要留意对经文的历时性
( diachronic )研读方式。 217

在 1: 14 中'介词( preposition )rrapá 被置于属格( genitive) rraTpóç 

前面。 218 里森莽撞( Riesenfeld )明确地指出 1: 14 的 rrapá 表示「子来
自父，即是由父所源遣来的J 0 219 因此， 1:14 中的 rrapá 是一个用来

指示动态含义的介词( preposition) 0 

216 

11 哼

21R 

~19 

布尔特曼 (BuItmann) 指出降生圣言的 8ó归的特徽在于这是「父

B. Rigaux, "Le.v destinαtaires dll IVe Evangile à la 111m;告re de Jean 17", ín 
RTL 1 (1970) 2&9-319 , p. 316: "Celui qui prie est à foís le Logos de Dicu, 
l'étcmel qui est descendu dans I'histoire des honunes et est d句à retoumé à la 
gloire qu'íl possédaít 侃vant la créatíon du monde). Cette domínatíon du temps 
et de l'espace est facteur d'unité. Le commencement et la fin sont ccntrés sur 
une réalíté terrestre et présente... La ligne horizontale du temps s'est efTacée 
pour permettrc à la vcrticale de dominer et de remplír tous les ínstants." 
急看E 若 17:4， 5 郁稣受显扬与完成袍的工作的关保嗓二楚·

有关TIαpá 与属格(genitivc)连用时的意义，请参看W. Köhlcr, in ED入矿 3 (1993) 
p. 12: "John 1:14: ‘ the only hegotten of the Father' or , 飞址lcn TIa(白 TIGTI肉、 IS 

combíned 飞机th 描机\1:‘a glory 出at[∞mcs]ρ。m the Fa由笛， "亦i青参看 BI刀.: p. 
124, #237: "‘From the síde of only wíth 阳"SOns (cIassícal), with ‘ 10 ∞mc， h凶r，

r民civc' elc." BAGD, p. 609: "With gen. which nearly always, as in c1assiω1 Grcek, 
dcnotesa 阳"SO风血d indícates阳t something procecds from 也is 严rsonρ'om (onc 
side of)." 
全看 E.H. Riesenfeld, "7Tapá", in TD盯 5 (1967) 仰.72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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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生者的J (p0J10YE\I巾 TTopà TTOTp的) 8ó归。耶稣的光荣全在于他就

是那位启示苦。 220 布尔特曼所指的启示行动'意味着降生的 ÀÓyOS'是

父所派遣盘成为父的启示者'因此， TTapà TTOTpÓS 包含着一个动态的意

义。

另一方面'特奥巴锤( Theobald )翻认为'即使 1: 14 中的

πopà TTOTp的是带有动态含义的属格( gcnitivc )，我们更要从父的角度，

即从父与子的结合来考虑子的存在基础。 221 他还指出 1: 14 茧荠指

ÀÓyO，>的降生而说'而是指涯遣者与被派遣者之间的结合而言。 222
在1:1 4 的语境中'圣言{独生子}是来自纹的。人们能看见子的

光荣，因为圣言成了血肉，使我们能看见他。正因子的光荣是来自父的

( 6ó~αv 比 IIO I'OYEI'OÜS' TTapà TTOTp的) ，我们因此也可道过子而瞻仰到

父的光荣。《若》的作者强调子是光荣的中介人，因为他是由父所满遣

的。

这样， 1: 1 与 1: 14 使我们更易了解 17:5 中的父子关系，由此我们

看到了二者的结合'蓝且二者拥有同样的光荣'因为子的光荣是来自义

的。眼然他们的存在都是在创世以前的'子是一匾「与父一起」的'而

他的光荣也是「源自」父的。「现在J 子切愿回归于父'茧分享他在创

世以前「与父一起」所有的光荣。值得注意的是， (若》的作者在第 5

节中挥用了 i冒语( prcdicate ) í)ó归σ0\1而不用名词 (noun) 8ó归。在整

2~O 

221 

222 

R. Bllltmann, Das Evange /ium des Johannes, p. 47: "Die Charakteristik dcr 
M~(l des Flcischgewordcncn als ciner 8ó号αdcs 1101'0γElJ~" TTapà TTaTpó" 
bcstätigt, daß seine Gloriae in niιhts andercm bcstcht als darin, der OfTenbarcr 
zu sein." 
M. Theobald, fìeischwerdung , p. 253: "Angesichts dicser Zusammenhänge ist 
die Auskunfi, daß rrapà rraTpó" eincn mißverständlichen Genitiv 
110\'OYE\'0Ù<; rraTp的 vcrmeidcn sollte (Bultmann, Joh 47 AI), wcnig 
bcfricdigcnd (dcr Verf. hättcja auch TOU rraTp<)ç sagcn könncn). Daß cr abcr 
statt cincs möglichen Genitivs odcr Dativs (τob 6, 15 LXX K 
11O\'OyEl '1忖 ιipt T4JπαTPL ~lOU)παpàπαTpÓ'> wählt, scheint mir darallf 
hi皿udcutcn ， daß cr hier wenigcr auf den Soll11 als vielmehr auf den Vater als 
dcssen Existcnzgrund hinschaut." 
M.η1巳ohald ， Fleischwerdrmg, p. 360: "Nicht der Hinwcis auf die Inkarnation 
dcs Logos、 sondern der auf die Einhcit des Gesandtcn mit scinclll 
Aufiraggchc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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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光荣的进程中'子是被派遣到世上来看，业且他在完成父所蚕茸他的

工作徨，即在完成了启示究与子的光荣f量，特别在他的十字架事件上服

从至死来显扬父。这固像正指示出一个动态的光荣意义。

4. 总结若 17:5 的分析

第 5 节以 Kní 和一个时间状词( tcmporal advcrb ) viìv 开始。他们

在第 l 和 5 节间形成了一个前徨呼应( inclusion )的结构'而其中的
1<0 ì ví!v 对应着第 1 节中的 1'1 t:Jfla 。

新约中所提到的天主的光荣远超出它在旧约中的意义。在新约惶，

光荣在救赎工作中更显重要。《若》中的基督的 86归从伦理的角度被

解释为满温恩宠和翼理( 1:14 )。降生圣言的光荣可见于他的说话和工

件中( 11:4, 40 )。天主子的天主特性盐没有丝毫混损'虽然他的人性把

他与父结合一起的光荣隐藏起来。子创以他的宣i井和神迹向人启示自己

的光荣。耶稣在 17:5 中新求获得光荣'这是一个末世性的提前实现

(cschatological anticipation) 0 17: 5 也代表着在永生中分享纹的光荣。

此外， ((若》在 17:5 中把耶稣的受光荣和他的十字架事件连结在一起。

耶稣的时辰阎明他的十字架事件和他的E归于纹。换句话说，透过

他的十字架事件(苦难、圣死、复活) ，耶稣升到他的父那捏'盐分享

他在创世以前与父一起所有的光荣。浸有人知道这「时辰」的准确时间。

根据 17: 1 和'i ，耶稣的时辰与义和子的受显扬有关连。

第 5b 节中的过去未完时态( impcrfcct ) dxov 显示出'当这动词带
着介词( prcposition ) TTnpá 和与格( dativc ) (J()L 时，受显扬一事便有一
种动态意义 o dxol， πpò Toíì TÒν 时σflOV ElVOl παpù (T( ，[意即「我在创

世以前与你一起所有的{光荣) J 0 TT C1 pà UOL 包含一个动态意义「与..

一起J '因为这词组意晾着切愿与某人在一起。耶稣为了他曾与父一起
所有的先存的光荣而桥求。这切愿本身是动态的。此外，c1 XOV... TTapá 使

人想起川中的 alp---叩的。叩的与宾格( accllsativc ) T<~儿I Ocω 一起连
用，具有一个动态意义。艾博特( Abbott) 更喜欢把叩的译作「献身

于」。其次， 1: 18 中含动态意义的 Eìs TÒV KÓÀTTOV 与 1:1 中的

ηpÒS- T饥I OEω 一起形成了一个前徨呼应( inclllsion )的结构。此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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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些学者们认为川和 17:5 都具有父与子的直相相借含义'这相借关

系盘弈静态的'因为在彼此相借中创带有行动。

在第 5c 节中，时σ110'> 纯粹是受造物之意，是指着世界的起源而说

的 (17:24) 。

EUFm 和 π川引起对耶稣受显扬究竟有多少阶段的歧义:只有单

一阶段还是两个阶段?这个现在时态不定式 (prcsent inlinitivc) cLl'OL 

与过去未完时态( impcrfcct ) dxov 一起使用;作为从旬的EtlpfIt 跟在i雷

诺( prcdicatc ) CLXOV 之後'意即「存有 J (was) 。因此 'Etlm 只有

一个主要词义，即那先存的光荣。史纳根堡( Schnackcnburg )明确指出
这是指一个「超凡的光荣 J (supramundanc glory) 0 换言之，耶稣所受

的光荣是超越时空范围的。

由于 Ell'Ol 对耶稣受显扬的阶段产生了歧义'致使范博塞尔( Van 
Boxc1 )和里戈( Rigaux )相信 Ehm 篮荠指示时间的，而是指父与子的

结合'以及对时莹的统驭。

一些学者把1TOpÒ (JOL 和 σE"OVTφ 与1Topâ 1TOTpÓS- ( 1: 14 )放在一

起来理解。当1Topá 嚼着属格( genitive )时便解作「由 J 0 布尔特曼

( Bultmann )认为耶稣就是那启示者'篮且他是由父所派遣，为向世界
显示她的光荣。因此，耶稣便是光荣的中介人。《若》的作者指出，如

果我们能看见子的光荣'他既是来自立的'那末我们也可瞻仰到究的光

荣了。子由父所派遣( 1: 14) ，现在他又切愿回归于父( 17:5 )。在《若》

中可见一个动态的下降和上升的大纲。

III. 盖笙

17: 1 的TOÙTα是一个指代前顶的指示代词( anaphoric dcmonstrati\'c 
pronoun) ，所指的是 13:31-16:33 的言论 OÈÀ价1收V lÍ (;')pα说明了究与子

受显扬的时辰。「时辰」指一确切时刻，与一件特定事件的发生有关。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时辰」是指十字架事件。然而'另些学者刮指出'

这「时辰」指的是父与子的重黯结合。

这个主主与子的重黯结合'可由 17: 1 的交错配列中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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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óçασ6νσou - TÒV ulóν- ó ulóç - 80çáσ1.] a( 

这配列说明父与子的显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配列也描绘出父与子之间

的密切关系。此外，过去不定时态桥使语气( aorist impcrativc ) 8óçauov 

和过去不定时态虚拟语气( aorist subjunctivc ) 80çá叫意味一个显扬的行

动进程，即是说'子不能显扬父，除荠父先行显扬子。

正如一些学者所解说的，父的显扬在子的死亡中被揭示出来。而另

一些学者则相信'死亡和复活二者对显扬都是必需的。然而'一些学者

部把注意力集中于耶稣在服从至死所卖现的无私的爱上。与 17:22 相比

较'可见不只父与子的结合一致是他们的显扬，而且门徒分享天主的生

命'亦即天主与人类的结合一致，也是他们的显扬。

与8ÚjJa~lLç相比较， 17:2 内的èçovσiα有内在权能之义。耶稣掌管一

切血肉之人的权柄'是一个天主本性内所具备的绝对权柄。在《若》中，

子被描绘成那位从父获得权柄'能处置自己的生命'盘能赐永生给一切

信从的人。《若》的作者指出耶稣就是生命( 14:6 )。在若 17: 1-5 的上

下文中，耶稣的死亡向信从天主的人揭示了永生。耶稣道过自己的死亡

而回归于父。这重黯结合就是父子二者的显扬。

17:3 继续解说永生的意义。《若》的作者创乎呈示出一个「永生」

和「认识天主」的等式。正如第 2 节所解说的， αlWνlOÇ (ωlj在《若》中

指具体拥有的生命，即是说，信天主者巳拥有永生。作者在 17:3 更强调

献身于天主。在若望的语境中， r认识」的观念被描写为献身于天主。

确切地说'作者在 17:3 中指出，凡愿意获得与天主一起的永生，就应藉

着中保耶稣基督把自的一生献于天主的生命中。换句话说， (若》强调

天主与信徒间的共融和结合一致。而他们的共融结合是以爱为标善的。

在 17:4中，人称代词句山强调了耶稣靠完成工作来显扬他的父。

CP'YOV一词的单数暗示耶稣尘世生命中的工作整体。一些学者把 17:4的

TCÀCIφunç连果到 19:30 的TETéÀEσTnL上，目的是要指出工你的完成即耶

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过去不定时态匾说语气èOòçaun一词'说明了耶

稣的工作'等于向人揭示义的光荣。分词( participlc ) TC À(U;Juaç把耶稣

完成工作的态度'描写成他对立的服从，因为这工件是委在给他做的。

类似 17:4 中的lva-从句( lva-clausc) ，售出现在 4:34 和 2:11 。在

4:34 内的ßpW~lα 一词是用来描绘耶稣的-生的。因此， 4:34 内的

296 



iναπOLTÍσω ，意即耶稣的一生就是要完成父蚕配给他的工作。

2:11 中的(nOl llCJCV强调显扬的意义，即耶稣的工作的启示功能。耶

稣完成他的工作，就是以他的一生向人启示出父。耶稣的死亡不可撤回

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17:5 的K(Il l巾，指 17: 1 内的11 ~ípu 。耶稣强调他受显扬的「时辰」已

来到。在《若》中'耶稣的光荣被解说成道德性的「充满恩宠和真理」

( 1: 14 )。我们可以在他的说话和工作中醒仰到他的光荣( 11:4, 40 )。

换句话说'耶稣以自己的整个尘世生命来启示出父和子。耶稣在 17:5 中

桥求获得先存的光荣，这光荣即父与子永远所享有的光荣。这就是说'

立与子重黯结合的「时辰」已来到'这「时辰」指向耶稣藉完成他的工

作而这致的显扬。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工作'即他升到父那捏

去时'我们便能睡仰到报遣者和被派遣者的光荣。

动词过去未完时态( impcr[ect ) clXOV盘不排除任伺动态意义
( dynamic scnse )。不过CLXOν与nupàσOl一起，在 17:5 的上下文中确表

达出一个动态意义。在第 5 节中'耶稣切愿与父一起，蓝与父分享先存

的光荣。 dxoν ...nupá使人想起 1:1 的TìV. . 刀p的。虽然有些学者坚决主张

父与子的相借是一种静态关系'可是要与某人相借是必须有动态的行动
的。

动词现在时态不定式( present infinitive ) clvUL跟在主句( main 
clausc )的过去未完时态( imperfcct ) dxuν徨，便有过去的含义。因此'
这CL l'Cl I 便是指先存的光荣。这先存的光荣有助我们明白父与子的共融结

合'因为耶稣相求与义分享同一的光荣'襄示他切愿再次与父结合一

体 o J1t9~ ，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盘不界定这先存的光荣属伺境界'
他反而指出这先存的光荣是「超凡J (supra-mundane) 和超越时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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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难敛边总论

第十三章

若望福音中的受难教遮

若 18_19223

四福音内的受难教迫{或称受难始末)究竟有伺用意呢?它们的文

学体截 ( literary gcnrc )和生活实况( Sitz im Lebcn )又是甚麽?受难教

边有否可靠的历史性?我们在受难刽边的考证研究中，只会集中研究文

学考证和历史的问题'错过解释福音传统如伺发展的机会。不过设法确

定受难毅边的文学体裁，对我们的研究是会有帮助的。

过往对受难教边的类型考证( form criticism )研究，都强调它们是

前福音传统中的第一个及唯一个一致的刽遮部分。十九世纪末时'克莱

尔 (M. Ka 口 hlcr) 把「丰富音」描写为「一黠附有长篇导言的受难敏遮」。

很多人都同意，在我们所见的福音受难毅边的基本成份樱，存在着一个

有关耶稣苦难圣死的很古老的原始毅迹。一般认为《谷》与《若》的版

本是根据一个原始组边( Vorlage 或 Urbcricht) 而来。但有关它们的文

学体裁和生活实况的问题'剖还渲有任伺定论。

~:?3 釜看布兰克1. Blank, "Die Johalllle 飞passioll. llltelltioll IIlld Hintergnlllde" in 克
特尔格 K. Kertelge(巳d.)， Der Prozeβ gegen Jeslls. llistorische Rllckfrage II l1d 
theologische Delltllllg (Quacst. Disp. 11 匀， Freiburg-ßasc1-Wicn 1988 , pp. 148-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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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章主皇军

究竟谷 14:3-9 的伯达尼傅油，是否属於《谷》受难敛边的一部分?

大部分学者(除了佩施 R. Pcsch 外)都持否定意见。谷 14:8 与耶稣的埋

葬构成一个文学上的连栗。这点使人怀疑到'谷 15:42-47 所记载耶稣被

埋葬的故事'原来是否受难敏边的一部分。在《若》的伯达尼傅油

( 12: 1-8 )与耶稣被埋葬( 19:38-42 )两件事黯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连嚣。

第四部福音目前的基督论，在整部福音中预先假设了对耶稣复活的信

仰。因此，如果在耶稣苦难圣死的故事中，没有了这个信仰'便是件出

奇的事。布兰克深信'受难棋迷常包括埋葬和复活的部分。他更认为格

前 5:3b-5 内的四段表边式:死亡·埋葬;复活，显现'正好支持他的

观点。

1 2 主主盐盖

学者一般都赞成受难刽边的一致性，但最终仍把它们当作原来个男IJ

段落来处理'认为它们是徨来才结合成一个一致的整体{垂着布尔特曼

R. Bultmann )。但我们要像席勒( G. Schillc )一样问道:受难敏边的特

殊体裁是从那儿来的呢?席勒(布兰克亦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受难刽迪

是一种祟拜敛边( Kultbcrichtc )。按照伊里阿德 (M. Eliadc) 的词章'

它们都属「范型神圣故事 J (archctypal myths )。它们首要关注的'服

荠历史性亦奔纯粹宣道性( kerygmatic )的事情。它们所敛边的事件，

是具有宋世救恩的历史意义'韭且是个「神圣显现 J (hierophany) 。

它们所载边的事醋，构成了耶稣团体对基督救赎信仰之基础。首先让我

们说明这套词章:

a) r 范型 J (archctypc) :按荣格 (C.G. Jung) 的理论'范型是一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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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潜意识的巴知事实和结构。但对伊里阿德来说，范型部是具有宗教及

历史意义的客观初级及原始图像和范例。

b) r 神圣故事 J (my1h) :按伊里阿德的解释'神圣故事是一个在原始

阶段中所发生，亚道过神圣传统而流传的范型形成过程。

c) r仪式 J (ritc) :伊里阿德认为仪式就是以现在的神圣行动'在祟拜

中重演一个神圣故事。每个仪式都先有一个神圣的模式或范例(垄看若

13:15 )。礼仪就是记念救主耶稣基督的生活、苦难、圭死和复活。

圣经上有些历史事踊是具有范型特性的:

人物 事踊 范型的神圣故事 仪式

·犹太人 出埃及 逾越节挝迪( pesach 遍越节晚鬓
haggadah) (pesach seder) 

·基督徒 基督的死受难载遗 圣理礼仪

而复活

伊里阿德所理解的范型神圣故事{亦是席勒与布兰克所探用的意

义) ，因此就是神圣的敛迹。这些教迪是以逾越节晚蟹和圣迎礼仪的仪

式来重滇、实现和模傲的。必须要注意的是'这惺所理解的「神圣故事」

(myth) ，鼓荠一个毫无历史根据的神话故事'而是一个「有关神圣事

物的论遮J (l E:pÒÇ Àóyoç )。历史性是这些刽边的必要条件'是产生救

恩事件的必需基础'然而它翻不是事件的最重要的一面。

1.3.受难敏温取代了犹太人的逾越节敏遮

福音的受难故事传统'是在初期团体经历复活事件的过程中产生出

来的。它们是初期教会在庆祝复活这一个基础事件上出现的。受难教i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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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基督徒的渔越节224 刽迹。这点牵涉到一些有趣的事。谷 1 -l :12-1ó

提到预备逾越节的晚蟹'制j量有提到任何真正的逾越节晚蟹程序( pcsach 

seder) 0 (路》似乎明服到这点'般是在 22:15 中作出了他的解决拼法:

「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篝JO{路》

这样使耶稣亲自讲出'他的最後晚蟹是一个逾越节晚蟹。布兰特结论

说， <<谷》反映出犹太人的渔越节晚蟹'被基督徒团体及他们的新复活

庆典一感恩祭一所取代。基督徒团体继续在逾越节日上庆视主的复活。

他们举行主的晚蟹'来记念感恩圣祭的建立，以及耶稣的苦难和复活{会

看格前 11:21 )。

这引致了两个问题。不但那以恩恩祭礼来庆视的复活节本身'而且

每次举行主的晚盏，也成了他苦难的记念( anamnesis )。此外'耶稣的

死而复活不但只每每在逾越节的范围内，而且还於每迎的第一天加以庆

视。

u 耶稣死亡的曰期

犹太人的渔越节肚每年春分後第一个月圆之曰举行'即(犹太居)

尼散月 15 日。歪抬耶稣的去世'翻有来自对观福音和《若》所提供的

不同自期。按照对观福音'耶稣与门徒一起以逾越节晚篝( pesach seder , 

按传统於尼散月 14 曰黄昏，即 15 日的前夕}来庆视犹太人的渔越节。

然後'耶稣在翌曰{尼散月 15 日) ，即逾越节正曰上被处决。相反在

《若》惶， IR:2R; 19:14.3 1 倒显示出耶稣是在预备曰'即逾越节的前一

曰(尼散月 1-l日)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吃的最徨

224 希伯来文 no:::( 严sach )j 阿兰文 dσ口(pascha ):希腊文 τdσxα(pascha) j 

英文 Passover 。中文接阿兰文及希腊文音译成「巴斯卦J '或作意译为 riû
越节」。有关犹太人逾越节的更详尽资料，请垒看Blank， pp. 140-141 , n.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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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蟹( 13:2) ，提弄一个逾越节晚辈或与此有关者{垒看 13:1 的时间盎

照: r在逾越节庆臼前... J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若》与对现福

音有所不同'但大家不约而同地指出耶稣是在一个通五日上被钉死'而

空墓是在接着来的遇曰上被发现的。

根据对现福音及根据《若》的耶稣死亡日期:

a)若逾越节落在-个遇六日上(= (若》版本}

基督徒礼仪王军屠:圣遇四 圣翅五 圣涩六 复活主日

犹太庆节年眉. - 预备臼·逾越节咙簧安息曰 :jfi越节
{若 19:14，31) (若 19:14.31)

犹太王军磨: 尼触月l3日 尼散月 14 日 尼敬月 15 日 尼煎月 16 日
(苏 5:10 ， 11 ) 

《若望宿营>: r晚蟹」 被钉十字架 • 复活
(若 13:2)

b)若逾越节落在一个理五日上(=对观福音版本)

基督徒礼仪王军JfJ:圣温囚 圣迦五 圣温六

犹太庆节年磨: 逾越节晚餐 预备日 jfi越节 安息日
{若 18:28 ) {路谷2 15:钮， {玛 27:62 ) 

3:54.56 ) 
犹太年磨: 尼敝月 14 日 尼敝月 15 日 尼肯2月 16 日

对观福音: 「最後晚tfJ 槌钉十字架

复活主日

尼散月 17 日

复活

这些不同的日期究竟有甚麽神学背境? (若》是否为了就合自己的

神学用意'指出耶稣就是新的渔越节羔羊'因而更改了历史曰期呢?对

观福音把最後晚蟹的时间'放在犹太人吃逾越节晚擎的时间上。这似乎

反映出一个属抬耶路撒海基督徒团体的後期习例'这班犹太商基督徒在

犹太人吃逾越节晚篝时，以举行主的晚蟹的方式来庆祝逾越节。在这个

基督徒的逾越节晚篝中，他们以耶稣苦难圣死{和复活? )的故事'来

伴随或替代犹太人的逾越节敏遮(Haggadah)。这便是受难刽边的来源。

302 



然而， (若》似乎要强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发生於逾越节羔羊在

圣殿被宰杀的那-~J。若 19:36 与这个解释配合，这句子亦被视为出 2:46

的攫引。

究竟这两个日期中'那一个是符合历史的呢?布兰克225 深信'对

观福音之所以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期放在尼散月 15 曰上'是因为它

们要认定最锥晚篝就是逾越节晚篝之故。这是耶路撒津教会团体在耶稣

复活徨的礼仪习俗所引致的徨果。布兰克因此绝对肯定， (若》提出的

曰期是历史上正确的。出

1.5.受难姐姐的历史评价

如果耶稣是在逾越节·无酵节的一理内被判决和行刑的话'我们找

到了受难载遗传统形成的生活实况( Sitz im Lebcn )。因为这样一来'

耶稣圣死目期的遇王军循环和记意便可得以保E 。这可算是一个传统形成

过程的理想起点。耶稣的死而复活，因而与犹太人的逾越节结了不解之

缘。渔越节与受难事踞的连累'最能支持受难敛边传统的历史可靠性。

每茸当犹太人举行逾越节时'耶稣的门徒便会记起耶稣死而复活的事

睛。这是基督徒庆祝复活节的摇篮。事实上，逾越节和复活节常是紧密

连聚着的。但由抬耶稣的死(肚犹太人的手上) ，犹太人与基督徒在信

仰上的是别，在逾越节/复活节的庆典中就份抖显得强烈了。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个研究:基督徒复活庆典的生活实况'就是犹

==' T3lank , p. 154 0 

μ。布兰克想要知道，谷 15 :42 所说的 r预备曰」是否历史上正确资料的遗迹'相
应章含若 19:1431 的i拼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谷》必定设想那竿的iS越节
{尼做月 15 日}是落在一个理五天上。因此逾越节正日闰时又是一个安息
日的预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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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的逾越节。犹太商基督徒继续举行逾越节晚蟹，但翻探用了一个基

督链的内酒'以叙遮圣迎五的事踵'来伴随或代替犹太逾越节的毅迎。

这便是受难刽边的起源'是初期基督徒团体形成时的范型神圣故事。

1.6 篮篮主

正因《谷》及《若》的受难敏边是同属一个文学体哉'它们只是同

一个基督徒新逾越节刽边的不同版本而巴。我们根本不需要像布尔特曼

( Bultmanll )、格尼卡( Gnilka )、杜尔( Daucr) 般'假设一份成立的

原始毅迫( Urbcricht )。口传传统巳足以解挥。《谷》所记载的是来自

耶路撒海初期团体较早期的版本'那时的犹太裔基督徒仍跟从犹太渔越

节的传统。《若》所接受的创是一个较後期的版本'那时的基督徒巳脱

离了犹太的逾越节事实，但仍以犹太逾越节的曰期，来举行复活节的庆

典。若 13-17 全无提及犹太逾越节晚篝本身。有关《若》有否探用基督

徒渔越节的象翻学一事，可垒看上面我们对若 1:29.36 的释义'宜生请垒

看若 19:31-37; 格前 5:70 ("若》的传统明确分别感恩圣祭(若 6:51c-59 ) 

与基督徒的复活庆典。耶稣圣死的历史正确日期{尼散月 14 日) ，在

《若》的受难敏边版本中得以流传下来'这盘奔一件不可能的事。」叮

2 若望学派的受难毅迷之用意

第四部丰富音的圣史，究竟想藉他的受难毅边(在一个共时层面上

227 当罗马教会精後决定要更改复活节的日剿'把它定必春分後第一个月固後的
主日时，一些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仍坚持要继续在尼触月 14 日上庆祝复活
节{他们被称为「韧十四派J Quartodecimans )。按布兰克说'他们正反映
出《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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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ic Icvel )告诉我们些甚麽?这悟的研究目标益不是文学考证'

而是《若》文旬的檀杂语义学现象。

2. 1.且主章主

《若》受难叙边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它的神学本质。《若》视耶

稣的苦难圣死'是他的受举扬和光荣，亦是世界及其统治者的审判。苦

难中巳见复活的光荣'因此严格说来益不是「苦难J '而是耶稣的一个

行动。无论发生甚麽，他都探取主动。他总不失去操控权。从神学的观

点来看'受难叙述只是耶稣被举扬这主题在银边上的实现。这盖不是个

i井边耶稣凄惨苦难的故事'而是有关他的凯旋胜利和完成任务的记载。

这点可清楚见拾 13:1cds- TÉÀOs- r 到应」和19.30 TETÉÀEσTαlr完成了 J ' 

就是说，耶稣的整个救赎行动、针对这世界统治者的胜利( 12:31) ，以

及世界的救赎，经已完成了。

若 13:1 是明服第四部福音受难敏边的神学意义之关键之一。a)受难

事黯要与逾越节连架起来看'因为 13:1 是这样开始的:

JJpò 位 Tíì ，; ÉOPT巾 TOV 时σxα 「在逾越节庆日前J 0 b)受难事萌发生在

耶稣的「时辰」摆。至此'我们一噩听说这时辰向未来到，但如今翻清

楚地到了 :d8时 Ó '111σOvs- ön ~À8EVα的OV ljφpα 「耶稣知道他的时辰

已到」。这是决定性行动及接受光荣的时辰。这行动被描写为

ll'(l 11E丁αß(ì ÈK TO Î! KÓσILOV TOÚTOV npè巧 TÒV naTÉpa r 离此世归父 J 0 

c)13:1c 终於告诉我们耶稣死亡的救赎意义: r他跟爱了世上属拾自己的

人'就爱他们到底 J (垄看 15:13 )。爱是耶稣苦难圭死的最络动机。

若 13 惶为门徒洗脚的行为，把耶稣作为救赎服务的意义'以襄笛的方

式表达出来。为门徒洗酣寒窗他为自己的人作的自我奉献，因而提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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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了他死於+字架上的行动'以及提前实现了他与门徒的结合。

2.2. 若 18:28-19:16 所记载的在比拉多前受审

我们对受难载边作了一个总论後'现在会特别研究一下若 18:28-

19: 160 接多德 (C.H. Dodd) 的研究'四福啻中的受难敏边一般都分为 5

个情节来发展，以《若》为例:

1)临别蹭言(若 [12] 13-17) 

2)被捕{若 18:1-27 ) 

3)审判{若 18:28-19:16a)

4)行刑{若 19:16b-37 ) 

5)团圆大结局(若 19:38-42; 20: lff) 

范提尔堡( S. Van Tilborg )列出了逾越节前徨一湿的事件如下. 228 

6 日前 伯达尼晚宴( 12:1-11 ) 

5 曰前 荣逝耶路撒海( 12:12-19 ) 

[ 4 日前 与希腊人会面( 12 :20-36 ) ] 

[ 3 日前 耶稣独自发言( 12:44-50 ) ] 

2 日前 最後晚蟹及被捕( 13:1-18:27 ) 

1 日前 比拉多前受审、受光荣、被埋葬( 18:28-19:41 ) 

逾越节

l 曰徨 显现给玛利亚玛这肋纳及门徒们 (20:1-23 ) 

228 范提尔堡 S. Van Tilborg, p. 1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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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後 显现给门徒们连同乡默 (20:24-28 ) 

报德戎( M. Dc Jonge )及范端纳 (H.M.J. Van Duync )的研究'耶稣在

比拉多前受审可分为 7 幕， 229 以总督府肉、抖地点来交替:

1 -夕~ - 18:28-32 比拉多与犹太人:不作控诉

2- 内 -18:33-38a 比拉多与耶稣:第一次审问

3 -纠- 18:38b-40 比拉多与犹太人:巴辑巴被释放

-l -内- 19:1-3 比拉多下舍鞭打耶稣，耶稣被带上茨冠

5 -夕~ - 19:4-7 耶稣被带到众人前( r看，这个人J eccc homo) 

6 -内- 19:8-12 比拉多与耶稣:第二次审问

7- 夕~ - 19:13-16 耶稣被判刑。

在《若》惶'耶稣在比拉多前受审的片段'是受难教迫中最详尽和

最发展的部分'是它的核心。这是-篇文学上的慑作。《若》在这檀探

用了「舞台二元定律」。这审讯涉及犹太人、比拉多和耶稣。就地点皇

照而言'已提供了重要的讯息:犹太人留在外面(垂着 18:28: r他们

自己部;虽有道λ总督府，怕受了沾污'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J ) ;耶

稣在{总督府)惺菌'而比拉多则徘徊胎这两方之间。 230 就比拉多的

外在行动'巳足见他心内的踌躇不定。在这个《若》典型的讽刺和角色

易转( Rollentausch )中'耶稣的受审竟成了对不惜的犹太人和判官比拉

229 垒看德戎 M. De Jonge 及范端纳 H.M.J. Van DU)1le, Taal en teken. 
Ontmoetingen met Jezus in het evangelie van Johallnes, N单kerk 1978, pp. 
137-141 , 137 0 

230 垒看Blar虫， p.73 。

307 



多的审判。这段落的中心主题是默西亚/君主身份，和向普世大众的启

示(奎看 19: 19 )。

《若》同意对观福音有关耶稣是经犹太人的手被交付给比拉多的。

而最徨的控诉就是:他自认是犹太人的君王，亦即默西亚(垒看 19:7 : 

「他自克为天主子 J )。这军暗示了政治性和默西亚性的野心。在第四

部福音惶， r犹太人的君王」成了审判中的最重要一面。犹太人、比拉

多及耶稣，对君主身份各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观念。这都与默西亚身份

的理解有关连。捶嚣预i量对默西亚身份有一个政治性的观念，但耶稣御

提到一位天主所应许的默西亚。《若》强调「犹太人 J 对耶稣的死负有

责任。他们先把耶稣交付给比拉多( 18:28.30.35) ，最徨还破坏了比拉

多释放耶稣的意图( 19:12; 皇看 19:7.1门。

若 18:28-32 :第一幕

比拉多一开始就问控诉是有关甚麽。由胎犹太人没有提出挂罪'比

拉多便结论说，该军件无关重要'犹太人可按照自己的法律自行审讯。

这迫使犹太人披露出他们的阴谋:他们要看见耶稣被处死。同时他们亦

被迫承认'以一个受估领的国家而言，他们拉无生杀之权( ius gladii) : 

「我们是不许处死任伺人的 J (18:31) 0 <若》在这惶所提供的历史资

料似乎正确无误。

若 18:33-38a :第二幕

这部分是审判的高潮。耶稣在罗马帝国{垄看 19: 19 )的代表前'

作出了一个最後的启示性言论。耶稣准确指出君主身份的基督徒内涵:

「我的固不属始这世界J (18:36) 。这表示耶稣的君主身份，挂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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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盘问来扩张或保卫的。因此'政治化的默西亚身份便被拒抬抖。从政治

的观点看，耶稣及基督徒蓝弈危险人物或具颠覆作用。天主的王权具有

另一种力量。耶稣的君主身份在始他为真理作证的使命( 18:37) ，即为

天主的事实作证。 18:38a 指出'这意义为比拉多太过高深，他j量有把握

到真正问题的所在。然而他在天主的救赎计划中，翻有一个角色要扮演

(垒看 19: 11 )。最低限度，他明白到耶稣是无辜的( 18:38b; 垒看

19:12a) 。

若 18:38b-40; 19: 1-3 :第三及第四幕

比拉多建议释放耶稣'但他创失撒了'因为犹太人宁可要释放巴黯

巴。比拉多继而作出让步:他下舍把耶稣鞭打。

若 19:4-7 :第五幕

比拉多把耶稣扮成一位受戏弄的君主'把他带到群众前'目的是要

强调耶稣绝不可能是一位君王。这-个可怜虫很难是个君主(奎看 19:5

「看'这个人 J )。比拉多再一次强调，他在耶稣身上找不到任伺嚣状

(奎看侬 53:4-5.7 )。犹太人在回应中，把他们对耶稣的挫葬( r他自

充犹太人的君王J )讲得更明确点: r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J ( 19:7 )。

正如我们在 5:18; 8:58-59 及 10:33 中所见'耶稣与犹太人进行的辩论'

都是围绕着他是天主子的身份上。为了针对犹太人控诉耶稣自充为天主

子'第四部福音的用意是要显示出耶稣原来就是天主子(垂着 1:14.18;

20:28.31 在福音内的前後呼应作用)。耶稣被控违犯了犹太法律。这业

非《若》的神学所构思出来'而是一项实在的摆弄。根据犹太法律，犹

太人必须要求处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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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19:8-12 :第六幕

耶稣在第二次审问中拒绝作窑'而比拉多创设法安排一切来释放他

(9:12a) 。但犹太人创以一个画摄的威胁'来增加他们对比拉多施加的

压力: r你如果释放这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J (19:12b) 。显然'

这也是根据正确的历史资料而来的。在第五幕中的神学问题{天主子们

如今更补充上它的政治含义。很讽刺地'犹太人由加拒绝耶稣为默西

亚，他们甚至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默西亚期望，这一点变得愈来愈明显

了。他们说: r凡自充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J (19: 12c) ，更重要的

是他们竟承认说: r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J (19: 15 )。犹太人与罗

马皇帝和罗马僵略者合作'为除掉耶稣。这样他们便出卖了自己的国家

和宗教的身份，而且从某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犹太人了。

结论

其中一个研究《若》受难敛边的重要方法'就是集中於耶稣与犹太

人在默西亚身份上的街哭。这讨论带出了对耶稣的控器'蓝告诉我们耶

稣为伺被控告及被处决。若望团体在第一世纪末与「犹太人」的紧张情

况下'觅集了有关耶稣苦难圣死的可靠历史资料{例如:曰期等}。与

此同时，若望团体的基督徒专心致力胎耶稣苦难圣死的神学反省上。他

们在十字架的救赎意义上'达到了一个为基督徒信仰有说服力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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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若望福音中的复活敏遮

若 20-21

《若》像对观福音一样，以耶稣复活的信息来结束福音。那位从起

初便以圣言( ÀÓyO') )身份与天主密切联嚣的启示者和给予生命者'是

不能受到死亡约束的。对基督来说'死亡只是因归纹的必经之路。但是'

《若》以甚麽方式去解释'那个初期基督徒巳耳熟能详的复活信息呢?

《若》怎样理解复活的意义呢?复活一事实怎样在他的神学体系中运作

呢?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时'必须考虑到今日似乎会阻碍或难倒人们相信

复活的那些问题。

1.耶稣复活的近期讨论刀l

新约的耶稣传统'显然蓝不以耶稣的死和埋葬为结束。门徒们在耶

稣身上，体验到一种新的生命力。天主复活了被钉死的耶稣这个信息，

一开始巳是初期团体公开阐明的「福音」的一部分。「这位耶稣，天主

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巳把

你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直为默西亚了 J (宗 2:32.36 )。以上

是伯多撮在五旬节上的讲道词。

复活的信息'蓝弈四擂音中耶稣传统的附加和根本不必要的补充部

231 B1ank, vol. 3, pp. 139-159 。以下请垒看史莱贝克斯 E. Schi l1eheeckx, Jes lIs. 
AllE习?erimellt ;/1 Christology, (霍斯金土}-I. Hoskins 译) , London, 1979, pp. 
379-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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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是为表达出初期团体与纳臣肋人耶稣在复活事件後的新关保。他

们愈来愈觉票到，耶稣死徨'他的个人和使命( die Sachc Jesu )盘未因

此而结束和废止，反而他们自己成了一个新运动的肇始。这足以说明在

圣遇五徨所发生的一切:

·初期团体 (Urkirche) 的建立，即那个信仰耶稣为默西亚的团体;

·拟出盘宣怖福音的信息:承认那被钉死的耶稣默西亚'就是那自死者

中复活的天主子，是主和教主'是天主的救赎行动;

-向外邦人宣讲福音;

·脱离犹太人的法律。

这样'初期基督徒晨开了一切改变和新发展'使基督的宗教成为一个世

界性和万庭的普世信仰。

面对这一切，我们要问:究竟是那一个肇始的事件，带来了这一切

的事件，尤其是初期团体的建立和公开宣讲耶稣为默西亚呢?无可疑

问'这件肇始事件是与「耶稣复活」有关连的。圣迎五後'耶稣的门徒

们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事需有一个舍人满意的解释。因此问题就在

胎:究竟在耶稣死徨，初期团体的宣讲之间发生了甚麽事?

在这背景下我们不应忘记，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处决一事的宗教、社

会和政治含义。这一切使人根本无法去继续耶稣的使命。从历史的观点

上看'能继续推行耶稣运动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设想耶稣的门徒在

圣温五徨能重撩起来，甚至继续做耶稣先前做的工作，这似乎是不可能

的事。

对耶稣的信仰有否中断还是延续'这是学者们讨论的争议点。史莱

贝克斯( E. Schille-beeckx )主张'耶稣的死亡茧没有导致门徒信仰的中

断。经历了十字架的霹荡和恐惧徨，耶稣的门徒仍能按照复活前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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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去生活和工作。史莱贝克斯认为'人们对耶稣信仰的中断，已出现

在耶稣在世使命的时间内'换句话说'就是在人们抗拒耶稣和拒绝他的

信息上。耶稣的反应至少含蓄地表示，他的使命是不会因人们的抗拒而

受到阻碍或中止的，他的使命继续下去( "die Sache Jesu gcht weiter" )。

耶稣这个自我形像，被认为是复活後借仰和事件的基础。他的死亡就如

他在世时所遭到的抗拒一样，未能阻碍他的僵息和使命的广传。史莱贝

克斯为了支持这个看法'指出若翰洗者的运动{敖渡? )在他死後怯然

继续下去。可是，若翰的例子很可能被错用了。若翰与耶稣的情况有一

些重大的分别. 232 

·若翰的死盖不是突然而来的'创是在一段监禁时期之後发生。因此当

他仍在世上时'他的运动已差不多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着;

·若翰不像耶稣那样被公开处决;

·若翰是黑落德所处决'没有犹太人的合作;

·若翰死徨没有被人宣讲为默西亚(虽然也有门徒把他与末世的期待连

在一起}。耶稣的悟息触及犹太人期待救恩的中心事实。谁若宣讲耶稣

是默西亚'便要准备面对与耶稣相同的命运。

即使我们不太同意史莱贝克斯的立场'我们也得承认有某程度的延

续性存在。耶稣的生活和教导是-i夫不断使人跌倒的绊脚石'它使人或

是作出信任和爱慕的回应，或是对他产生抗拒和敌对行为。十字架这绊

脯石出现以前，已有了纳臣肋人耶稣这绊脚石了。门徒当然没有忘记，

他们雷在耶稣身上所经验了的一切。四福音中的显现故事，有意把复活

前围绕着耶稣的团体'与复活的显现连结在一起'尤其把人们与复活者

的相遇'描写为认出他来( re-cognition )。

232 垒看Blank， vol. 3, pp. 14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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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点正是我们不愿接纳史莱贝克斯立场的理由) ，这一切蓝

未足以解释复活後的黯开始。就算门徒可能仍受到耶稣的个人、行动和

传教的印象所影晌，盘雷经验过耶稣人格的解般力量，以致他们即使在

师傅死後'仍会继续相信他的道理，盘在自己的范围内继续他的使命。

可是'我们是极难解释'他们怎会在他被钉死後，不但仍声称他一向正

菌无误'而且耶稣的被钉'透过与他复活的联粟'竟变成了新信仰的中

心。当保裙称福音为「十字架的道理J (格前 1: 18 )时，他鼓波有学点

受虐狂的思想，竟把实在的痛苦和挫败看作最大的成功。保摄的信念绝

弄一种受虐狂，因为它是建基抬复活的信仰上，深信在耶稣的复活摆开

始了一个新的受造。因此'凡以历史或心理的方式'来企图解释复活前、

後情况之延续现襄者'是难辞其咎被人指娃是一厢情愿地把耶稣的失败

{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描写为成功者。

除了十字架竟成了宣讲的一部分饵'还有另一件难以从史莱贝克斯

立场的观点来解释的事。後复活团体与耶稣的关保'蓝弈只是-个与创

数人的历史连嚣。耶稣篮荠只是最高的权威'而是一个继续以自己的精

神来领导团体的临现和有如权威。我们必须明白到，复活事件不应被视

为一件单独的历史事实，而是一个包含冀定信仰和建立数会的事实。耶

稣复活盘不等拾一个死者重新在得现世的生命。复活事件的历史性，盘

不等拾十字架事件的历史性一样。只有门徒对耶稣复活的信仰亨可当f乍

一件历史事实。圭拾复活的实在经过都没有在福音内描写出来;福音的

敏边只涉及与复活基督的相遇。为此'人们愈来愈普温地问:门徒究竟

有过甚麽经验'致使他们相借耶稣复活呢?史莱贝克斯借用了拉姆西

( 1. T.Ramsey )所说的「揭露经验J (disclosure experience )来回答这个

问题。揭露经验以一些可观感的事物开始，朝着完整意义的揭露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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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门徒的复活经验同样有一个经验性的起始，然徨超升至最徨的末世

意义。根据史莱贝克斯'这个揭露经验是一个归怯过程'透过这归怯门

徒明白到自己缺乏信德'提以「显现 J r 自死者中复活」等讲法来解释

这经验。史莱贝克斯称这归怯为纯粹天主恩宠的结果。

这立场篮不能舍人满意。门徒确雷经历了一个彻庭的归怯。但这归

侬怎会发生的呢?史莱贝克斯解释这是一件恩宠的事件'这只是个肤浅

的答案。新约盐没有称这事为一个(抽象的)恩宠经验，翻给予它一个

与基督有关的特由:与耶稣相遇( Wiedcrbegegnung mit Jesus) 0 门徒再

看见耶稣的经验'亨是他们获得恩宠经验的基础'和他们经历归怯过程

的原动力。新约中不同解辑模式的共同因素'在抬耶稣自己就是歪理五

後新开始的缘由。没有任何历史上或心理上的解释'可以否认这个性质

上的转变。显现的记载告诉我们，复活基督与门徒班接近亦遥远。与耶

稣的相遇是这麽深刻'门徒只可把这事理解为天主已把耶稣复活了。因

此'复活不只是有关耶稣，而且也是有关天主的声明。门徒经验到自己

被圣神所掌握，撞在赐新生命。

如果复活事件是结局徨的新开始、一个部的创造，我们便显然无法

从历史和心理学的角度去探索复活信仰的背徨。我们不能认别出复活信

仰形成的一刹那。新约设法以许多不同图像和解释模式'来描写这个榻

的生命。但是首批门徒的复活信仰，蓝不能减少我们复活信仰的冒险

性;因为门徒的复活信仰本身，亦属我们信仰对象的末世事件。因此，

历史和心理学上的解挥鼓不能除去信仰的冒险性'虽然它们能有助我们

正确理解复活的道理'好能奎与这个信仰的冒险。以下的研究就是为了

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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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黯约对复活偌仰的见证

那些见证初期基督徒复活借仰的新约经文'在解辑上出现许多困难

的问题。布兰克( Blank )认为这是因为这些经文作为信仰轰遮程式

( Glaubensformeln )和复活毅边，同时见证着初期教会的起源和她的生

活情况。它们是「起源的神圣故事233 J (myths of origin) ，见证着教会

的历史起源。所有有关复活的新约经文都同样费达出，初期基督徒团体

与耶稣的关保，业不像与一个巳过去的历史人物的关部、'而是一个与临

在的、生活的、盘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行动者的关保。对主耶稣

基督临在的经验'远远超过历史上的研究。

那些见证复活的经文分属 3 神文学体载:

的宣信轰遮程式( Bekenntnisformeln, Glaubensformeln) ; I 

b)圣歌 (hymns) ; 

c)复活刽遮( Easter narratives) 0 

文体老证研究者漂悟，卖迎程式和圣歌属抬较旱的文学阶段'因此值得

特别注意。任伺对这些经文的研究'都应小心考虑到它们的体裁。经文

固然包含了某些历史记忆，但它们放不关注到历史的问题。它们尤其在

肚见证复活的基督'以及他目前的延续意义。

2. 1.宣悟表遮程式

在保裙书信中，我们遇到一些信仰的表遮程式'它们是保锦在不闰

团体的传统中所遇到'而又被他所据纳'韭按自己的神学观加以修订

的。让我们看看其中一个实例:格前 15:1-110 15:3b-5 的宣信表遮程式'

233 有关"m川1"的特别意义请垒看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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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督接圣经所载为我们的器而死和被埋葬，第三天接圣经所载被复活

起来'以及显现给刻法和那十二人等事'都蓝列在一起。在这段经文中'

死亡与埋葬同属一块儿'就如复活与显现给门徒是相连的事情一样。我

们业不能因为经文没有妇女在一迎的第一天到坟墓去、发现望墓等成

份，因而肯定地结论说'这段经文盘不知道有这些成份的存在。信仰表

边程式以精简为特徽。它只眼表达出最低限度的资料'茧且只列出事件

而不加任伺描迹。它的浓缩性似乎假定了一个高度的神学反省。「且照

经上所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这一旬'表达出一件与耶稣的死亡及埋

葬卒行的新事实。这显然是描写天主对耶稣所做的一个新行动。「第三

天」一洁的意义受到争议。准确地说'第三天发生了甚麽呢?是否妇女

们发现了空墓?是否耶稣显现给伯多操?还是指一个默示体的时间垒

照?三天是否最镜的大灾难与最徨救恩的开始之间的时距呢?

我们在不同的复活敏迪之间是不可能作出协调的。它们当中存在着

某些相符之处'例如首先给伯多撮显现( protophany) ，然徨给那十二

人显现'但它们之间是渲有完全相符的。在这些敏边当中，函中向( r他

显~J 、「他让人看见J )一词，是不多是个专用语'而复活基督就是

显现的主体。圣经也用同样的措辞来描写「天主显现 J (thcophany) 。

在信仰卖边程式中的复活显现'似乎都是按照「天主显现」的模式来描

写的。在这个模式的基本结构中'显现不可以是来自人为的因素'而应

是一种意料以抖的相遇( en-counter) ，一种突然而来的经验。我们鼓且

注意到'显现同时兼具隐藏和揭示的特性。一个绝对隐藏和不受人操纵

的实有体'决定要走近我们盖自我启示出来。基督就是这样「让人看见

自己 J 0 信仰卖淫程式盐渔有提到这种看见和显现的心理现象。为此，

我们最好不要从这方面去作推敲。歪抬显现的内涵甜可以明确认别: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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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被钉死的纳臣ß1J人耶稣'就是人所经验到的从死者中被复活起来看。

经文跟着列出了那些看见耶稣显现的人。这个次序似乎是按时间先

徨而排列的:先是伯多梅，然後是那十二人，继而在一次之内超过 500

位弟兄'还有雅鲁伯'最後是保棒。经文盘没有告诉我们，显现在伺时

伺地发生。最重要的似乎就是显现确富发生'而且见证人就是这些人。

这当然不是无可辩驳的复活证据;因为连这些见证人的作证'也是

这段经文的基本要素。正如我们在上面巳说过的'为复活而作见证者的

信仰本身，也是复活事件的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与这事件分开的部

分。这正表示复活借仰盖不是指向一个「死寂的过去」。这亦不是一顶

不颐理性的反对，而只管要人相信的教条。相反的'复活信仰是一个勇

敢的冒险'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道理'作为那决定我生命和未来的现时

事实。复活信仰因此不单是在随意上认同某些正统表遮程式，而是一种

族认纳臣肋人耶稣是活着的那位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揭

示'一个永恒和详尽无遗的意义提供( Sinn-Angebot )。

2.2 星星盘迫

表遮程式很难提供给我们任伺有关复活和显现的历史事件。它们只

能告诉我们有此一事。要得到一个更清楚的描边'我们必须研究一下福

音中的复活敏迫。但一开始'我们便不应忽略一个事实:我们目前所有

的四福音中的复活挝边，都是各别福音圣史之复活神学观的基本构成部

分'因此它们是不可以脱离本身的背景来做历史重组的。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刽边的可靠性问题。

a)谷 16:9-20 被称为「玛尔谷附录J (Markan Appendix) ，或《谷》较

长的结束( Longer Ending of Mark) ，而且一般都被认为是个後期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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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部分。

b)路 24:3丘 12.36.40.5 1.52 不见胎西方的抄卷传统中(这现象称为「无夹

注西方抄卷J "Westem Noninterpolations" )。

c)若 21 往往被视为一个徨期附加部分。

四福音内的复活刽温可分为两大类: 1)显现敛迹'及 2)望墓教边。

第一类与保操书惜中的宣悟轰遮程式所记载的相同'只是以锁璋的形式

来记载而已。第二类在重信传统中找不到相应的成份。

2.2. 1.星理整迫

有关显现的实在情况，各福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举例说'它

们在有关耶稣在伺地及给伺人显现'有着不同的记载:

给伺人?在伺地? (粗黑体字指加里肋亚'普通字体指郁路撒湾地区)

谷 1:1-16:8 (玛) (路》 谷 16:9-20 (若》 格前 15

妇女 玛利亚 玛利亚
玛这胁纳 玛这归纳

西满(伯多摞) 刻法(倡多摞)

两个门徒 两个门徒

十一人十一人 十一入 门徒(欠多默)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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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显现的时间皇照也颇为混乱。格前 15 蓝没有指明各显现的时

间。在玛 28 及《谷》的附录中'第一次显现发生捡一迪的第一天'可

是徨来的显现倒没有列P，EJ时间。在《路》中'明显地所有显现都发生在

耶稣复活当日。《路》在时间上的一致性，相应胎它在地点上(耶路撒

海}的一致性。在《若》惶，有两次显现发生在耶稣复活当日，一次在

第八日'而若 21 所记载的显现则混有指明时间。

这些相异处正给我们提示'不同团体保存着不同盟现的记忆。似乎

没有任伺人拥有全部显现的先徨次序。在那反映在格前 15:3-5 的传统之

发展阶段中，显然时间和地点被认为是无关重要的。可是'当福音圣史

设法把各显现配合到一个连续性的刽边时，时间和地点的垒照债变得重

要起来。其中一些时间和地点的皇照'可能是在传统中流传下来的。而

其他的时间和地点垒照'很可能是从福音圣史的编辑修订而来。我们由

以上一切可以结论说'新约内复活显现的时间、地点和先锋次序的差

异'盖不必然排除这些记载的历史性。

给伯多榻的首先显现'在新约各处都留下痕迹。格前 15 明确指出，

复活基督首先显现给伯多撼。据路 24:34 的记载'那十一人向厄玛鸟的

两个门徒说: r主提复活了'鼓显现给西满了」。在谷 16:7 中'那少年

人向妇女说: r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伯多根 ..J 。舍人关注的是， (谷》

的附录中竟然没有提到伯多槽'无形中使《谷》较短结束惶的命舍( 16:7 ) 

没有获得完成。在若 20:3-10 中记载的耶稣的爱徒与伯多摄竞步到坟墓

去的事'很可能也是上边情况的痛迹。《码》没有提到给伯多榻的任伺

显现。详细看来'首次的显现在传统中盘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普及。

这显现只在格前 15 申明确记载。在《路》中'究竟耶稣先显现给伯多

撮，还是先显现给厄玛鸟的两个门徒，这点仍是个未有定论的问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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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和若 20:3-10 的提边本身，是太模糊以致不足支持一个结伯多榻的

首先显现。最後'还有玛 28 的明确证据，指耶稣首先显现给从土文墓回

去的妇女'而若 20 则指耶稣首先显现给玛利亚玛这肋纳(皇看《谷》

的附录}。

我们可以留意到，有些显现是发生在加里肋亚'一些则发生在耶路

撒渝。谷 16:7 和玛 28:10 都有{由少华人、复活基督}预告在加里ß1.J亚

的显现。而实在的加里肋亚显现'员IJ记载抬玛 28:16幡20 和若 21 中。至

於按照若 20 和尤其是《路} ，显现都密集在耶路撒湾一地点肉'这很

可能有-个神学动机。

考虑过这一切後'我们可以作以下一个重组:在耶稣被捕徨，所有

门徒连伯多榷在内'都溜走了，盐回到加里肋亚去。他们在那捶获得一

个揭示经验'原始资料称之为复活显现。这必然是些围绕着耶稣个人的

无法抵挡的宗教经验。耶稣以一种新形式来接触门徒。门徒了解到他们

一起与耶稣的一段故事'蓝;虽有告一段落'反而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在

加里胁亚有了新的开始'而伯多棒在其中很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银可

能是他黯集起门徒'主动回到耶路撒海去，盐建立起初期团体。又或者

他们有了集体的揭示经验。很可能在他们回到耶路撒J舍楼'复活呈现还

继续了一段时间。这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我们不应向诱惑屈服'设法

去填满事件的搏隙'盐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复活故事的其中一大力量'

就是它们的精简和毫无虚饰。神视和私人启示与显现'在此全无立足之

馀地。然而复活显现的结果'就是那表达出显着信念和共同传统的初期

敬会一致的宣讲:宣认耶稣、他的个人、他的历史、他的道理、以及他

表面看似的失败;而那个为他的名而努力的团体'在主的晚鬓内举行他

的记念，盟在信德及圣神内经验到他的11苗在。如此，复活的意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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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自己被承认是天主的宋世行动'盐且是临在胎他追随者中的主。类

型考证研究发现到显现故事间的共同模式'蛙把它们分为两大类。第一

类是集中抬使命溃遣的扼要敛边，第二类是着重认出耶稣的处境教温。

a)扼要敏迫 (concise narratives) :玛 28:8-10.16-20; 若 20:19-21 :它们

有 5 个共同特锚:

·情况

·显现

- t膏安

.认出

·命舍或使命源遣

b)处境敏遮(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s) :路 24: 13-35; 若 21:1-14

0混合敏迫( mixed narratives) :路 24:36-49; 若 20:26-29 I 

若 20:11 阳 18 是相当独特而难於分类的。

2.2.2立墓盘遮

望墓刽遮比显现敏边更具统一性。不过，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来自较

後期的传统。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纯粹是为护敬而捏造出来的(传

说)。这是因为在宣信传统中'鼓渲有空墓的记载'况且空墓敛边还载

有天使的显现'这可能是来自民间故事。布尔特曼 (Bultmann) 认为谷

16: 1-8 的基本故事'是一个用来证明复活事实的护教性传说。由加前保

撮传统没有提到空墓'使这事的重要性变得相对起来'但仍不能证明传

统在这个阶段不雷认识这事。就空墓故事本身而言'我们也需分辨出基

本的载温和徨期的添加。不同的天使显现'似乎是安排来强调重墓的重

要性的。在《玛》悟'清楚有护敬的特翻存在:妇女见证坟墓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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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以及整个守卫被贿赂的故事 (28:11-15 )。这-切的後面有一

个基本的故事，即一些妇女在复活的早量到了土文墓，益发现它已空了。

由拾四福音都有空墓的记载'正显示最旱期的受难组边，盘不以耶稣的

埋葬作结束，镜面还跟着有一个见证，指出坟墓益不是耶稣的结局'因

为他已从死者中被复活了。重墓的意义有可能是靠後来的附加来说明

的。最後'复活传统结始加上了显现却远，业报空墓却连作出了适应。

《谷》的短结束形式，可算是还未加上显现刽遮前的发展阶段。不过'

这个原文重组纯属高度理论性和猜测性的。

经过这个新约复活记载的长篇论遮後'我们现在要专门讨论第四部

福音。

3. <<若》在 20 章摆对复活信仰的见证

若 20 的结构如下:

1)20:1-2 玛利亚玛注册纳发现了空墓'监告诉伯多摄和主的爱徒

2)20:3-10 (伯多撮与主的爱徒)竞步到坟墓去

3)20:11-18 耶稣显现给玛利亚玛达肋纳

4)20:19-23 耶稣显现结门徒

5)20:24-29 耶稣显现给多默

6)20:30-31 结论

3. l.若 20元10 伯多摄与主的量徒跑到歧墓去

第四部宿青的空墓刽边，以一种相似对现福音记载的形式开始。四

福音的共同成份是:-遇的第一天、清最天还很黑的时候、玛利亚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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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纳的名字。但《若》跟着便加插了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伯多操和主的

爱徒一起跑到空墓去。路 24:23 确提到妇女由坟墓那惺回来。路 24:24

更说，有些门徒「到过战墓那惶，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

路 24:12 的文句(无夹注西方抄卷? ) 234 甚至更接近《若》的记载:

「伯多操刮起来跑到坟墓那捏，屈身向惺窥看'只见有验布，就走了，

心惶惊异所发生的事」。但无论如何'释经学者仍感到难始为伯多操与

主的爱徒「赛跑J (Wettlat扩)到坟墓一事，找到一个舍人信服的解罄。

然而他们的重点大部分是在文学考证上。

我们在下面将会扼要介绍两个重要的立场:

布朗( R. Brown, 1970 )察觉到「荠常多的不一致现惠，显示曾有编辑修

订者'揉合了全然不同的资料来形成这个组合 J 0 235 他列出了以下的

难点:

-20:2 内的介词叩的重覆被使用;

-20:3 的单数动词句句ÀOEV 有樱数的主词

ó TIÉTpoS' KOL ó äλÀOS' IWOT]T巾'但跟着来的动词 iírxOVTO 倒是樱

数;

·在 20:5 及 6 中重覆了所看见的东西;

-20:8 的「一看见就相信了」与 20:9 的「他们还不明白」互相对立。

布朗结论说'我们在若 20:2b-l0 惺要僻别两类资料:

的类似路 24: 12.24 的简短报告:

若 20:3a.6-7.10: 伯多捧走到战墓那惶，他逝去茧看见了险布，他回到家

中'似乎还未相信。

2Jl 自始此节文旬见tß p75 莎草纸抄卷中'因此它在校勘上有较大证据。但
得注意的是 Nestle-Aland26 把它印在正文向 (RSV仍把它放在盐剧中}。

21气 Bro飞盯1 ， p. 9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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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特有的资料:

若 20:2b.3b.4 .5.8.9 :玛利亚码这肋纳的话;主的爱徒之角色:他陪伯多

悟到坟墓去，茧旦先到了那惶'但翻等候伯多裙到来，让他先逝去，然

後尾随逝λ ，他看见险布就相信了。

林达斯 (B. Lindars) 236 注意到对现福音记载在坟墓那樱所发生事情的

先徨次序:

的妇女到坟墓去，宜生发现石头巳滚开了;

b)她们看见了天值，天使告诉她们耶稣复活了;

c)妇女圭告诉门徒。

布朗把这些与第四部福音作比较: (若》把 b) 移到结束部分，鼓把它

扩克了，与一次基督的显现结合起来。《若》更以另一个故事来填补空

隙'即伯多穰与主的爱徒到坟墓去的故事:

的玛利亚玛达肋纳到坟墓去'业发现大石已被挪开了;

c)她去告诉伯多操和主的爱徒;

x)二人到坟墓去;

b)玛利亚玛这肋纳看见两位天便和复活的基督;

c)她去告诉门徒。

布朗接纳路 24:12 是由一位徨期编辑修订者所加λ的假说，这修订者在

若望传统的一个旱期形式中，找到提及伯多梧的故事'但当中盘没有提

到主所爱的门徒。引λ了主的爱链'便产生了上边的困难。在原来的故

事中'伯多撮和可能另一位门徒(垄着若 20:3 的 èíÀÀos IlUOTJT~S )由坟

墓回来'因不见了耶稣的遗体而惊讶不巴。与这故事对立的'是《若》

236 林达斯 B. Lindars, "The Conψosition 01 Jolm xx" in NTS 7( 1960-61) 142-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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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修订所引λ的主的爱徒'他一看到空墓就相信了。这故事有一个间

接效果'就是把这位主的爱徒和伯多摄对立起来。 237 布朗指出若 2 1:7

是一个卒行相傲的例子，主的受徒在那檀是第一个认出耶稣的人。

布朗认为伯多操与主的爱徒的对立是偶然性的。在这樱以及整个

《若》中，肯定没有任何对抗或贬低伯多榻的态度。在第四部揭音中'

主的爱徒有爱的首席地位。但这盘不排除伯多榷有另一种首席地位。 238

到坟墓去，是涉及爱情的事。因此布朗蓝不认为'主的爱徒远超过伯多

撮'是一件舍人出奇的事。主的爱徒让伯多槽先进λ土文墓'可能是出抬

敬意'但布朗认为这更可能是出加珑剧性的描写，好使主的爱徒的看见

和相信成为按边的高潮。

布朗结论说: r为读者的教训是'对耶稣的爱使人有觉票他临在的

画觉。主的爱徒在这捶及整部福音中，以理想的耶稣追随者的身份，为

其他一切愿意追随耶稣的人立下了-个好梧样J 0 239 

内兰克( F. Ncirynck、 1977 )240 主张《若》面接侬属对现擂音。《若》

在 20: 1-18 中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路 24:1-12 。我们应注意'内兰克是深信

路 24:12 是《路》的真正部分: 241 

路 24:1-9 被榄括拾若 20:1-2 槽'除去了看见天便的神视。

路 24:12 是若 20:3-10 的基础。

237 许多学者(例如布尔特曼}深信'如果假设经文暗示伯多摞跟主的爱徒
一起相信了'便不会有对立的现象。

2飞8 垒看 Schneiders， "Womell ", p. 4 1: r在《若》惶'首席地位似乎是个共享
的神恩」。

239 Bro\\-TI, p.1 005 0 
2崎 F. NeiI)TIck, "Jolm alld the Sylloptics" in F. Neiryllck, El'(l/lXelicα. Col/ected 

Essays (J3ETL 60), Leuven, 1982, pp. 365-400 (= BETL 45 , 1977 ， 73-106)，尤其
p.396-398 。

2.1)同上， p.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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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4:4-8( 9-10 )被利用在若 20:11-18 肉，这同时也探用了玛 28:9-10( 基

督显现)。

内兰克总结有关若 20 说: r这些鼓弃对观福音所怯据的传统'反而对

现擂音本身亨是第四部宿营的原始资料」。出

德拉韦曼 (E. Drcwcrmann) 243 雷严厉批评历史考证释经法对若

20:3-10 的处理不当。他指出'人们认为这是捏造出来的故事{要注意，

按照许多文学考证的研究，经文中出现了主的爱徒，以及竞跑到垃墓一

事'全是福音圣史的修订创作) ，可能是用来证实复活的历史性'这种

想法是前徨不一致的。他亦批评一些学者'他们以伯多摄和主的爱徒为

竞争者'奇时还视他们为团体内权力问争的象筒。德拉韦曼认为历史考

证研究法巴走λ穷途末路， r竟把复活的信息诠释为死亡J. "SO excgcsicrt 

man die Botschaft der Auferstehung zu Tode") 0 244 

我们总括他所提出的另一种从心理角度来作的解释如下:他诠释福

音的引导原则是: r实际上是要把复活刽边的传奇色彩加以解释'使各

别毒笛措辞的内涵真理能影显出来( "In Wahrhcit gcht cs damm, dcn 

lcgcndärcn Charaktcr dcr Ostererzählungen so zu intcrpre-tieren, daß dic 

jewcilige Symbolsprachc sich innerlich in ihrer Wahrheit a1s evident 

erweist" ) J 0 2.15 因此，这种研究就是为了明眼文甸的毒由意义及其内

酒量理。文旬的外在成份必须转到惶面来理解。

在若 20:3-10 槽'伯多梅和主的爱徒不但应视为两个生活在 2000

:4: Nci l)l1Ck' p. 398 。
L4' 德拉韦曼 E. J)rc飞，\'ennann， /ch steige hinah in die Barke der Sonne. 
2ititdIIGtIOPJEFJ ZttT由i IInd A IIferstehrmg, Oltcn, 1989, pp. 177斗 84 。

27 同上， p. 288 , n. 1 。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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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人'更应当作我们心灵上的两种倾向和能力( Strcbungen und 

Anlagcn) ，它们彼此搏问'险些把我们撕裂开来。外表看来很琐碎的事，

其实是有关我们内在的自我的信息'是有关我们是如何砸碎及如何在耶

稣的坟墓那撂在得治愈。

伯多桶一向被视为一个实际、手巧的人'说话和思想虽然比较不灵

活'但对生活上的事物翻有一个健全的观感，能以一个卒实而实际的方

式把握自如。相反'主的爱徒被认为是个内向的思想家、梦想家和幻想

家。他们就这样代表着人类心灵的两面。

德拉韦曼指出R族神话中'有神或人兄弟互相争夺{甚至赛跑}的

故事。最着名的有曰月相争'龟茧费跑(格林童话} 0 日与精神力量、

理智、明悟连在一起'而月则与潜意识、感情、内心相连。文学不断表

达出这两种力量的殊死问。加音和亚伯尔('ßtJ4) 被人当作是这致命问

争的一个例子。只有当这两种力量在我们心灵内得以卒衡时'我们亨可

以心境卒静地生活。

多次由於我们怕受到批评，怕自己未能做到人们的期望，因而过份

强调了实际和理性的一面'创疏忽了我们感性的自我。亦有人为了逃避

生活的要求'而黠进感情的内心世界。就连教会也可能在某时期中'脱

离了「真正的生活」而隐退到内心的神秘生活，又或者是太过实际以致

会失去信德。

因此'若 20:3-10 的决定性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防止人的自我分

化成彼此排斥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如何可以寻回失落了的内心一致

性，好让心中的爱徒与伯多榻的竞争停止呢?为使我们生活内某事物中

止下来，我们踵的需要有「山穷*~J 的感觉。因此'复活清屋所发生

的故事'其实就是讲及一种内心的「走向坟墓」的赛跑，强调只有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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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经验中'我们亨可以明白到甚麽是复活。在各别人的生命摆'走向

坟墓的死亡竞赛可能要跑许多王军时间。人们经验到自己被撕裂、无法继

续前进、心力交瘁、空虚、死去。人们不再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他们

的生命好像静悄峭的到了末头。这正是「到这坟墓J 的意思。一些人对

生命感到失望。但其实鼓手F生命本身，而是遭到那一刻他们以为生命对

自己的意义吧了。人们不愿以生活到此刻的方式继续活下去。他们所需

要的'其实就是死加噩到那时的生活方式'好能真正的生活下去。由於

野心所驱使，有些人可能把自己的生活建基於不健康的竞争，这往往带

来了自我内在的贫乏'使他们的感觉、梦想和嚣的能力逐步萎缩。他们

之所以感到乾艳、空虚或心力交瘁，纯是他们渴望络能克服自我要害所

受拥压的德兆。

有些人可能成了刚相反问题的牺牲。由拾害怕与他人彼此交往，不

想负起自己的责任'他们胎是沉溺抬一个幻想的世界惶。起初'这个内

在世界看似一个用之不竭的灵感泉源。可是'这种逃避现实迟阜会带来

空虚、失去活力、感到山穷水尽。

根据德拉韦曼的解释'若 20:3-10 的内容，是描写我们心灵向那两

种竞争的力量'正朝着被撕裂的状态走去'好能在坟墓那惶和好如初。

因为正当人们明白到，他们已无法继续以过往的方式生活时，伯多撮与

主的爱徒所在铀的两个心灵部分'便要设法徨此接纳，好能互相增进和

补足。我们应有一个新开始的感觉，一种统一的生命，超越了自我内在

对立着的力量。我们要从自己乾枯生命的坟墓中复活起来'在这复活的

生命惶，从前彼此对立的力量开始互相充实。现在最要嚣的就是征服怕

惧 (Angst) ， 它不断强迫我们作出我们实在不愿做的事'把我们从内在

的自我疏离。只有在我们死拾自己的奔跑和竞争，在我们对生命的离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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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坟墓惶，真正的生命亨会展开:这样'一个从受苦与死亡中产生

出来的新人，二F会复活起来。

从伯多撮与主的爱徒所代轰着的思想与心灵、理智与感官、做事与

聆听、外在与内在、行动与默观的事中'可见他们彼此如何需要对方。

这点在若 20:3-10 中很容易觉察到。主的爱徒首先到这了坟墓。他较快

和较画觉地明白到主的事实。我们内心的匾觉( go∞od.击elin吨1咆gs叫}往往走在

我们思想之前为它引路。可是'主的爱徒创留在坟墓外面'他让伯多撮

先逝去查察。 r 他看见了披着的险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

不同险布披在一起'而另在一处拖着J (20:6b-7) 。同样，我们的理性

进行分析、注意细节、比较事物。但是'我们的理性割不能明白到事物

的深义。它只停留在认知的亲面。相反地'当主的爱徒见了伯多穰所见

的'便遥远他对事物的画觉接触而相信了 (20:8 )。这样， I我们心内从

前互相对立的两个力量'结殷找到了互相接纳的途径'它们开始一起成

长，盐互相补足。

德拉韦曼结论说: r我们明白耶稣自死者中复活有多少，全在乎我

们能与自己这致和谐-致的程度有多高;我们认识复活奥E竟有多深，亦

视乎我们对自己内心的生命开放有多大( "man vcrstcht von dcr 

Auferstehung Jesu von dcn Totcn gerade so viel , wic man zur Einheit mit 

sich selbst gelangt ist; man gewinnt die Erkenntnis von dcm Gehcimnis dcr 

Aufcrstchung geradc in dem Maßc, wic man an inncrlichcm Lcben in sich 

selbst erschließt" ) J 0 246 因此'德拉韦曼深悟，我们达到内心的整含有

多少，以及在我们内的那两个对立力量一理性与感性一能彼此这致和i皆

有多少，我们对耶稣复活的理解也有多少。在面对「山穷*~J 之际'

216 Drewermann, p.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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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亨能够跳出自己生命的局限和贫乏，走进新事物去。一些属天主的

事实可以在我们内成长起来，因为凡能把自我内在的两个对立力量整合

起来的'就是「属神的 J '即按照天主所愿意这人的{因为这人不再坊

碍在自己内的天主宵像)。复活自墓中的时阎'是一个「率由时刻」

即「属神的人」新生的时刻'与自己、自己的过往、自己遇围的世界和

好的时刻'开始被天主接纳成为天主子女的时翻。德拉韦曼认为'按照

第四部福音( 20:22-23) ，复活基督赐给人的就是卒宏、宽恕与修和'

这正能支持他的观点。

在创 17: 1 中'天主告诉亚巴郎说: r你当在我面前行走，作个成

全(1:J'Dn lamim )的人」。口'an一词 RSV 译作咄ameless" ，其基本意义

是「完整」、「圆满」、「齐全」。德拉韦曼结论说'天主给亚巴郎的

这项任务'在耶稣复活时便开始成为事实，即-个完备无缺、各方协调

的人类存在。

3.2. 若 20:1-2.11-18 :玛利亚玛这肋纳到坟墓那惶

《若》其徨的复活却边，在德拉韦曼 (E. Drewennann )的释经中'

也获得到类似的解释。 247 他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在路 8:2 所得之简短资

料'是有关一位在若 20:11-18 中的女人: r号称玛这肋纳的玛利亚，从

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德拉韦曼把这些鹰鬼解释作一种精神分犁症

( schizophrcnia) 0 玛利亚玛这胁纳据说是一个自我内心受到分犁'荫

离了自己'被自己心灵的力量所额簸，犹如一艘遇到海上风暴的船。她

没有能力作自我决定，没法把握着自己的生活。「她雷度着一个完全紊

乱、残破和不稳定的生活'飘拂无定'无法作出任伺自我决定 {Ein ganz 

2H Drewennann , p. 158-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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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gar chaotisches, zerstörtes und haltloses Leben muß sic gefiihrt habcn, 

wic willenlos gctrieben, ohnmächtig zu jeder Selbstbestimmung) J 0 248 

德拉韦曼提醒他的读者说，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富有这类的经

验。有时候'我们可以日复一日渔有半点自己的思想，没有作出任何个

人的决定'连一个真正自己的感受也没有。我们容忍各种由他人作的决

定( Fremdbcstimmung )。我们自我安慰说'在假期当中、或当我们完

成接受教育时、或当我们退休徨'我们就会有机会真正开始度我们渴望

的生活。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不经不觉之间'外来

的决定力量得了势，竟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自我，富歪一天我们幸运地接

受某个转向'使我们摆脱恐惧'不怕去面对内心的真正自我。我们差不

多常是这样来生活:他人无论说甚麽、想甚麽、决定甚麽'都是重要的'

自己怯赖着他人的意见，为的是怕要与人作对而成了与众不同的人。事

情一般都是这样'以致我们觉察不出这个弊病。这似乎正是玛利亚玛这

肋纳所生活的方式。她从未有过自己个人的自我。她的心灵只是一堆无

法达到整合的奔自我。

德拉韦曼以一个少女常梦见自己的爱人变成石头'撞在她要拥抱他

们时都变成散沙'来说明这件事。生命变成了一个灵魂的面具，没有行

动'波有发展'没有成长'剩下来的只是个生命的假像。如果你以为

可以怯附它，它就变成了散沙，甚麽也渲有了!这就是当人们不去生活

和不去决定自己的生活时'所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变成了一尊塑像、一

件膺品、一个公务员。一个精神分犁者是-个从未发现自我的人'因为

欠缺了一个属正的「你J (垒看布贝尔 M. Buber: r我只能在遇到一个

问尔』时'亨可以成为我自己J )。这似乎正是玛利亚玛达肋纳遇到耶

2tR Dre飞，vcnnann , p. 1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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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前所过的生活。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明白到耶稣对这个女人有甚麽意义。

耶稣是她生命的转摞点，是她的生命实在的起点。她在遇到耶稣时，亨

有能力找到她自己，拥有她自己。耶稣是给予她的生命秩序和意义的会

照点。对她来说'生命正开始由死亡中复苏'获得新的意义。她的生命

由一堆残破的碎片开始整合迢来'成了一个整体。她在耶稣身上'结抬

找到了一个不似石像的人，一个真正无条件和不求己盆地爱她的人。在

这个爱中'她很可能首次经验到一个我们称为天主的绝对的「你J 。

玛利亚玛边防纳只有遥远耶稣，亨成为她自己。她追随耶稣，到了不能

没有他而生活的地步。她跟陆耶稣时'盘无须放弃甚麽{这与其他门徒

不同) ，只有收夜。她经验到那使她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之爱情。耶稣就

这样成了她的天主。

基抬这一切而论'圣遇五那天必定完全摧毁了玛利亚玛这肋纳。其

他的门徒离弃了耶稣'但她邵没有这一个选择。她没有另一个可回去的

生活。她的生命亦在圣遇五那一天被杀害了。如今她在世上唯一所爱的

就是耶稣的坟墓。她是无法停止去爱耶稣的。她怯恋着耶稣遗体的记

念。当她发现坟墓空了徨，连耶稣的遗体、她最後的避难所、她在世上

唯一还能怯附的东西'也都完全消失了。耶稣看来巴从她手中完全被夺

了去。在这绝大失望的时刻，她在土文墓那惶经验到一个三重的回头

( con-vcrsion )。

那空墓/石头开始向她讲话'问她说: r你哭甚麽 ?J 。这事使她

作出了第一个回头: r她就向後转身 J (20:14) 。她从死的外间事物转

过来，由空虚的现在转回到过去，回到过去与耶稣的活生生的经验去。

失去抖在的一切，是天主带动人回头的方式。她意识到耶稣不可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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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像生活在她内心自我的深处。她在心中看见耶稣的宵像(垒看 20:14-

1 7)。在她的记忆中'她听见耶稣像以往一样的叫她的名字: r玛利亚

(Miryam) J 。从前常有的事业不留在过去，都为玛利亚成了现在的。

耶稣亲自的呼唤'启动了她的第二个回头 (20:16: r她便转身 J ) ，使

她摆脱了对过去的盼望'转向一个新的将来。她明白到耶稣所讲过的

话'他人格的力量'在她的生命捶从不会失去致力。就在那时'她经验

到这些话的持久能力。她明服到人们可以杀害耶稣，但他盘j虽有死去'

他更使她在任伺时间中生活。在耶稣跟前，她有勇气继续他所开始了的

的一切。这个由过去转到未来，就是耶稣复活信仰的核心。玛利亚玛达

肋纳终於明白到，如果耶稣不是生活的，她就必死无疑。

德拉韦曼很小心去捍卫自己的立场，驳斥人们批评他过抬主观'把

耶稣复活变成了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回应说:

「我们没有天主便不能生活'这岂不是我们心灵对真理的唯一见

证吗?思想和感觉绝对需要天主，岂不是一个重要标记，指出我

们是属胎天主的吗( Aber ist nicht dics gcradc das einzige 

Wahrhcitszcugnis, das wir in unscrcr Scclc tragcn. dal~ wir ohnc 

Gott nicht leben ko口 nncn? 1st nicht gcradc die unbcdingte 

Notwcndigkcit dcs Dcnkcns und Fu口 hlcns das Hauptindiz dafu口 r，

daf3 wir cs mit dC ll1 GoDttlichcn zu tun habcn?) ? J 0 249 

有人去世时'我们始终要适应和习惯一下注有了他而生活。德拉韦曼认

为'由於门徒在耶稣死後不能把他忘遗'更不能没有了他而生活，这正

好证明耶稣就是天主了。我们在自己心灵上对翼理的唯一见证，指出我

2.1Q Drcwennann, p.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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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不可以没有天主而生活。这就是说，按定义而论，天主就是我们不

能没有了他而生活的那位。由拾玛利亚玛达肋纳只能靠着耶稣临在的形

像而生活'她便见证了耶稣是属正活着且应该是活着的这一事实。可

是'德拉韦曼也明白到'人们这样的一个绝对需要不会使到耶稣活迢

来。我们在自己向所感到的绝对需要'同时亦是客观棋序梧的一个事

实。

不过，在 20:11-18 捶还有第三个回头事实。在圣经内的天主显现

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召唤的故事。看见复活的基督'同时也是被委任去

宣怖这消息。 20:1 7b: r你到我的弟兄那惺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

父和你们的父那惶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捶去J '这正是耶

稣与玛利亚玛这胁纳相温的实在信息。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肯定，使我们

可以相信耶稣在世上有关他的「结」所启示的一切。玛利亚由耶稣的形

像转到了他的弟兄姊妹去，由天上的经验转回地上去。若 20:18 告诉我

们，她去完成了她的任务。

3.3 对德拉韦曼研究路线的批评m

我们对德拉韦曼有关若 20:1-18 及若望学派的复活信息的处理'作

一个批判性的评价前'必须简略介绍一下他的诠释学( henneneutics )。

250 尤其请垒看格雷斯A. Goπes 及卡斯佩尔 W. Kasper 编着，
Ti矿山p乓vclwlogische Delltlmg des Glallbens? Al沪ηgell an E lIgell 
/)rewemlGlIlI (Quaestiones disputatae，门匀， Frciburg-Bascl-Wien, 1988 。亦
清垒看 R. Schnackcnburg, pp. 26-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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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范型诠辑学( Archctvpal Hcnncncutics ) 

根据德拉韦曼的解释，福青就是去生活那个寻找自己和天主的精神

治疗。宗教在人内的「所在地J (locus) ，就是他的心灵 (psychc) , 

即他的潜意识( unconscious )。德拉韦曼认为他这个主张是有根据的，

因为一切与天主的翼正相遇，都远比有意识的反省所能表达的更为广泛

和更深λ 。德拉韦曼的出发点就是荣格 (C.G. Jung) 所说的范型

( archctypcs) ，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心灵( collcctivc psyche ) , 

即那些先验性图像( apriori images) ，它们无分时间和地点存在括人的

灵魂肉'盘以梦境、神话、传奇故事等形式表达出来。德拉韦曼因而把

宗教与理性分开'盐拒绝对宗教事实'尤其圣经，件理性上的研究。为

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为甚麽不接纳历史考证法的释经研究。

德拉韦曼把他的诠释原则表达在一精警句宇内: r在起初已有梦

境'而不是说话J (比较若l:l r在起初巳有圣言 [logos = 说话 ]J 一

译者按)。他为'宗教语言属抬梦境和神话的世界'我们是不可能以理

性来明白宗教语言的。神秘的启示是不能用理性的牺念来表达的'只能

以范型的固像和襄翻来说明。这样，德拉韦曼对圣经的解释'便是基拾

梦境的解释而来。

3.3.2. 体系内在批判( Svstcm-Immanent Criricism ) 

我们必须注意到'心理分析学( dcpth psychology )盘不是一门同性

质的科学。不同的学源'利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德拉韦曼

的方法是以荣格的范型理论为怯据，监加上德拉韦曼自己的精神治疗经

验。但他绝对化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他不赞成在心理分析学上可有对立

的观点，也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不能达到解释梦境的客观标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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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大致上同意的标准。

即使我们或认神话故事的重要作用'仍须明白到心理分析研究法'

盐奔唯一的研究法。比较宗教学( comparative rcligion) ，尤其是伊里阿

德( M. Eliadc) ，提出了对「神话J (mj1h' 垂着 109-110 页的讨论)

的不同观点。根据伊里阿德的理论，范型是让人们如法的客观化外表范

例故事。一个明显的实例可见始创 l 的一遇创造故事。这是一个范型，

因为它把一温有七天'而其中一天是安息日的安排'视为来自最初的创

造事件'又是曰常生活所应如法的。 251

「神话」故事一般都有一个悲剧背景'这一事实差不多完全不见抬

德拉韦曼的描迫中。悲剧的经验有净化的效果'受苦有教导人的作用。

似乎德拉韦曼较选择性地来探用「神话」故事。

布兰克( J. Blank ) 252 警告说'德拉韦曼{滥)用了他的心理分斩

释经'作为一种「应急药」。人们初时还以为这研究法是个「万应灵丹J ' 

保证即时把人由恐惧和失落生命意义中解放出来'但现在这个希望受到

了动摇。

3.3.3 篮圣盖验批判( Systcm-Transccndcnt Criticism ) 

德拉韦曼的诠释法用括宗教上所遇到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他把宗教局限

抬潜意识行为内。然而宗教都是影响着整个人的。宗教的「所在地」不

只是人的心灵'而是整个人。人的推理能力一理性'在宗教上扮演着一

个基本的角色。藉着把一切归纳到心理现象，来抵消他人把一切归纳到

理性去'这一个做法盘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虽然神学作为一种对信仰

251 垒看布兰克J. Blank, "Die 11 口 be价rderte Rationalita口 t: Z lIr Aktlla!ita口 t
25dcs A秒thos" in Kairos NS29(l 987)29-44, pp.36-37 。

2 同上， p.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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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宗教 J )的理性探索'可能是较次要的事'但无论如何它也有一个

重要的角色去扮演( r借佣求取理解J ''jìdes quae陀ns intellectum" )。

由胎这基本问题之故，德拉韦曼的研究法差不多括触了基督徒信仰的每

个基本事实。

a)启示与救恩史差不多完全消失。德拉韦曼认为天主在人的心灵内透过

范型来行动'因此就是以一个心理内部( intrapsychic )的方式，而不是

从抖面而行动。但是根据圣经'天主是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以及後

来又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出来的。这是一个从外而来的启示。历史的

事件透过记念的方式， 11:Ii现肚徨来的世代中。这样一来'历史上的启示

盖不妨碍现今的宗教经验，皮而成了它的基础。德拉韦曼似乎把天主从

历史世界中，放逐到灵魂的内心世界去。天主始是透过他般在人员内的

范型， 11苗在捡一切宗教之内。

b)欠缺了道德与伦常关僚的幅度。德拉韦曼强调说'耶稣的信息只触及

宗教生活方面，而不涉及道德生活方面。这信息不是要教导我们怎样去

生活'而是我们可以从那个泉j原来生活。他强调个人的绝对优先性。基

督的宗教是由个人而奔团体开始的。不过这观点在(正确理解)有关人

性的基本幅度上'有不足之处。它没有正确颐及到人的历史特性、他的

伦常关保性和社会性，以及他与受造界的关保。道德责任与关心社会正

义方面'鼓未受到着重。那攫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个人对宗教经验、个

人自由和完整性的追求，会变成了自私。然而，耶稣翻召四人加λ爱的

团体'在那惶，个人可以与天主交往，一如在自己的灵魂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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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十字架与未来末世论似乎在这研究法内无立足之地。耶稣为融克军过

而死在十字架上一事'盘未被视为对救赎有重大的意义。这岂不是合乎

心理内部与整个宇宙的和谐经验吗?这样解释耶稣的信息对现在的意

义时，无形中就忽略了这信息的未来一面了。德拉韦曼盖不接受未来的

末世论。有关末世论的圣经章节，被他解释为心灵肉失望与希望的表

示。在这个观点中'救赎就是真正找寻到自我的一种心理内部事件{垒

看德拉韦曼论若 20:3-10 灵魂的两面在垃墓那梧获得整合'以及 20: 11-

凹的玛利亚玛胁纳)。史纳根堡( Schnackenburg )在这点上，看出有自

我救赎的危险。基督徒神施经验者一向强调天主的内在性

( immancncc) ，但他们也承认历史上的启示'和在耶稣基督内的历史

性救赎行动。

d)复活显现被沦为一种心灵内的历程。 253 显现敏遮{包括 20:11-18 )应

被视为甚抬一种心理内部的历程。在圣遇五与复活主曰之间有一个明确

的转变。显现是舍人感到惊异的与复活基督的相遇。这些经验是从外面

来到门徒身上的'它们全归因胎基督新的主动行为。若 20:11-18 的显现

毅迹'在这方面也不例抖。经文明言这是一个外在发生的事件{一如

20:3-10 )。它明言这盘弈由抬玛利亚玛这胁纳明白到，在她心中的耶稣

形像是不可毁灭的'而且它确括受得起圭翘五的浩劫。经文所记载的相

遇'不可以眨值为玛利亚记得耶稣怎样惯用她的名字来呼唤她。

此外'德拉韦曼的理论认为那所谓的复活显现，其实是玛利亚玛这

肋纳明白到，她不能没有了耶稣而生活，这个讲法实在很有问题。天主

253 以下请垒看克斯莱尔 H. Kessler, Sucht den Lebendell lIicht bei den Totell. 
Die A lIferstelllmg Jesll Christi ill biblischer, flllldamelltaltheologiscller IIl1d 
乓yslemaliscl!er Sicl! l, DuDsseldorf, 1985, pp. 161-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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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定义固然是那位我们不能j虽有了他而生活者'是那位在各方面给予我

们存在者。我们这捶所说的生命和存在，有一个形上学( ontological ) 

的意义。但当德拉韦曼说，玛利亚玛这肋纳明白到，她不能没有了耶稣

而生活时，这又是甚麽意思呢?显然他在这惶所指的是心理现阜上的意

义。从形上学的意义来说'无人能没有天主而存在，但从心理现象上来

说，人们固然可以没有耶稣而生活和存活下去{垒着那些从未听过耶稣

的人，甚至那些曹遇到在世上的耶稣'而决定不跟从他的人)。天主给

予我们能力， (从心理现毒而论)可以在渲有意识到与天主的关保下生

活。这正是一个成人'以自由和爱心回应天主的先决条件。 254 就神学

而论，圣经把皖离了天主的生命视为死亡。德拉韦曼因此是混合了形上

学、心理学和神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讲法。最终，他的原

则蕴藏着一个错误的神学(天主的图像}。这使我们更怀疑到'究竟这

是否假设了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就是在玛利亚玛这肋纳与耶稣之间一种

不健康的关馁。

我们深信复活显现是复活基督的自我启示，一个天主的行动。这样

一个菌接明显的新开始，才是唯一可以解释'复活事件新开始和初期教

会的巨大动力。 255 我们必须认真看待显现故事所声言表达的事:与复

2币 1 朋 i骂斐尔 D. Bonhoeσ町， Wiederstand IInd Ergebung. B，证供 ImdAllfzeicJmllngen 
alls der Haft， 贝特格 E. Bethge 编，黯版， Munich, 1985, pp. 393-394 。朋诲斐
尔指出: r天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像没有了天主'生活便会完结那样而
生活".我们生活在天主前益与他在一起，倒好像j室有天主一样。天主让自己
被人远离世界走到十字架上，天主在世上是无能和软弱的，他正是那样站在
我们身边来帮助我们( "Gott gibt II1lS ZII wissen , daβ wir leben mlïssen als solche, 

die mit dem Leben olme Gott fertig werden". Vor und mit Gott leben wir olme Gott. 
Gott là列 sich alls der Welt herallsdrängen ans Krellz, Gott ist olmmächtig und 
schwach i l1 der Welt 1l1ld gerade IInd nllr so ist er bei 1l1lS IInd hilft I1I1S" ) J 。我
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德立的双关语: r我们不需要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天主
( Einen Gott, den wir brallchen, brallchen wir nicht) J 。

255 垒看拉纳K. Rahner, "Christologie ZH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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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基督实在的相遇。我们应乐意接受'这些显现可能是唯一、无法重覆

和无法类比的事件。 256

我们赞同德拉韦曼{与史莱贝克斯 Schillebeeckx )的努力，指出复

活显现是透过心理和历史的媒界而完成的。他们所提到的圣遇五和复活

事件的连贯因素(门徒们与尘世上基督的经验，门徒们即使在耶稣死徨

仍保存对他的记忆，他们反省到耶稣的命运'他们的认知、心灵、观感

{看见、听见l 、领悟能力) ，在在都很重要。当耶稣显现给门徒时，亦

曹探用了上迫我们提泣的种种情况作为媒界(一个次因)。但这些情况

件为媒界'需要经过改变。复活显现的先决条件必须彻应改变{门徒的

自我形像和世界观)，才能出现在复活经验的水卒线上。正为了这缘故，

浸有一个历史或心理对显现的解释是足够的。复活事件是这样一个新开

始，本身只可以用创造来比拟(垒看复活作为一个新的创造)。在这彻

庭的新颖性上，本质而言是无法由世上的因由引致出来的。

的耶稣被降格为一个个人惶惶形像。正如我们在若 20:11-18 所见到的'

耶稣往往是人们找寻真正自我过程中的催化因素(要记着，耶稣在若

20:3-10 中'似乎没有扮演任伺角色)。耶稣在人内推动他'使他走上变

得{更)合乎人性的历程。按德拉韦曼的看法， r天主子」的称号是一

个重生的范型，这对胎一个要成为更人性、自主和克受他人操纵的人'

Rahner, Schrifiell z lIr Theologie LÀ二 Einsiedeln， 1070, pp. 197-226, p. 225 : '但5
ist nicht leicht möglich, das postulierte, den Osterglauben auslösende 也twas'， also 
dic urspünglichc Ostererfahrung, ernsthaft zu erklären, auch ohne daß sie die 

2WIrKIltJhLieuzum Gegcnstand gthatEt hat旬， die sie zu haben meint" 。
50 在这方面'历史考证研究法'自要延伸多一点'因为它按方法'很狭隘地把事
实归纳为一般性者{过去管有过的'可以与其他作比较的)。这研究法应学
习泰然面对那些独一无二的、特殊的、绝对新颖的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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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需的。耶稣是否一个神话形像的化身?

。谁是实在的敏迫者?以心理分析方法来挥经的人'变成了圣经故事的

实在教迫者。那原来的教迪普部被推到一边去。威塞尔( J. Visscr 俨7 质

蜒德拉韦曼的解释'是否对实在经文的原来用意有欠公允。这样一个批

判性的问题，可能在德拉韦曼的范型诠辑学中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计划

就是要跨超历史考证法建立作者原意的目标。毕竟我们希望能有一些标

准，协助我们去分阱出一个对经文适当与不适当的解释。德拉韦曼在解

释若 20:3-10.11-18 中，没有给予我们这些标准。德拉韦曼似乎不会产生

错谬地，把他的释经视为唯一的可能性。我们连同史纳根堡(R.

Schnackcnburg ) 258 一起坚信'一个隐藏在文句中的可能意义，可以被

一个寻求天主的人所发现，但这必须是根据经文本身(而不是从神话和

梦境中)找出来的。为了对一个解释作出批判'文字学和语言学的分析

是必需的。心灵的梦境和民族的神话'都不能满全这个任务'虽然它们

可能对某些经文的解辑有帮助。

4 历史考证释经法的功用m

德拉韦曼的辑经'挑战了历史考证研究法对圣经的解释'盘引发起

257 威塞尔J. Visscr, "De I'erstaallssleutel VGn Eugen Drewemlmlll. 13υbelverhalell 
。Is spiegels lI'aarÙI we ollze diepste zielsbewegillgell kUllllell Irerkellllell" in De 
lJazuiIl 74(1991)7-9 , p.9 。

25& 史纳根堡R. Sclmackenburg, Exegese Imd T.呵斥IIpsychologie ， p.4日。
259 垒看R. Sclmackenb田g， Maßstab des Glaubens. Fragen hellliger Chrislen il1l 

Lichl des Neuen Teslamenls, Frciburg-Basel-Wien, 1978, pp. 11-36 ("Die 
l斗mktioll der Exegese in 77leologie ulld Kirc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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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深λ反省到历史考证释经法的本质。基督徒的信念是'宗教经验

与真理是透过历史'而不是遥远心理内部的方式而传递的。天主是在一

个历史过程中启示出来的。天主子民置身一个历史过程中，了解到统治

权巳由世上的诸神手中'转移到唯一真实的天主那徨

( Hcrrschaftswcchsc1 )。这过程对宗教和社会都是极重要的。要维持信

仰唯一翼天主的这一个正面结果'就必须迢迢对以色列、耶稣和教会的

历史历程的意识，使这过程本身能得以不断实现。为达到这个历史记

忆'我们必须作历史老证法的释经'因为这种释经不断提醒我们，这个

由不信至到相信的历程进展。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信仰'以它深λ本质的光照'给予我们鼓励。正

为了这缘故，长远来说'神学是不能没有历史老证所作的「批判」

(dcbunking )的。因此，历史考证释经法的任务是:

的协助分拂出{奎看 critical > KPll吨，) )不信与翼信仰、自我救赎与真正被

天主救赎、「宗教」与基督徒信仰;

b)反省及解释救赎的恩赐;

c)比较新旧的神学发展与原来信仰的表达方式，益以这个基础作出批

判;

d)以一个创新和引起讨论的方式，把那些被人忽略或忘记了的基督徒信

仰哭显出来。

历史考证释经法的任务，业不在於「宣讲丰富音J '而是为宣讲丰富音

的工作去服务。因此'释经学需有一个活跃、有生气的教会和健康的基

督徒信仰为前提。释经学在教会生活的多面体中'最纬只是一个对团体

的次要服务。我们不应期待历史考证释经法，作出一些不是它任务内的

事，但倒可以期望它完成为基督徒团体服务的固有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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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专题

1.若望着作中的耶稣260

对第四部福音的作者而言'耶稣是「玉主圣」。他是「旦旦盟主圭J ' 

而且他完全拥有圣经上表达雅威最深本性的特质: r恩宠和摸理」。因

此福音圣史可以说'他{以及所有信友)藉着臆仰主耶稣，便能看见标

站着旧盟约中天主显现( thcophany )的「光荣j (垂着 1: 14 )。基督是

父的独生子和完全的承嗣音。谁看见他'就是看见父。

若我们暂且放下我们刚演译的序言名句'翻到本福音接近结束部

分的临别赠言去，我们便会发觉在整理伯与耶稣一段简短的对话中'也

能找到同样的思想{若 14:8-9 )。斐理伯说: r主'请把父显示给我们 j ; 

因为这确是每位借徒的心思:得见代表自己生命之一切的天主。耶稣回

答他说: r斐理伯 1 这麽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

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J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羁的遇到了

耶稣'就无需再去寻找天主和我们生命及行动的最终意义了。「天主」

这个词和标记，在耶稣身上变成了篝实的监聋。耶稣是来到世上的韭'

那在黑暗中照耀的光( 1:5.9 )。在他内有主盒( 1:4 )。他以天主子的身

份'获得了施行审判的权力 (5:19-47 )。

几时《若》提到耶稣施行审判的权力时，我们常会见到 rA圣」这

称号'而且这也见胎其他的地方。这称号尤其指出耶稣的天主性权威。

这是耶稣亲自取用的称号{垒看谷 2:10 )。这称号使人记起达 7: l:l所记

载的「一位相似人子者{即一个似人的实有) j 。那位被称为「万古常

在者」的天主( 7: 13) ，把从四重兽身上(即四个帝国}夺来的权力交

配给「人手J 。他代表着那获得永远王权的( 7:27) r至高者的圣~j

(7:18) ，按照首三部福音'耶稣自称「人子j ，就是重怖在人间建立

天主的国度。《若》翻向前迈进一步。如果对观福音论及耶稣的ìiS皆属

实的话，那就是说审判巳随耶稣一起来到了。因此，对《若》来说'人

260 科宁斯 J. Konings, "Jezus in de johannéúclze literatllllr" in Ihid. , Jezlls VGn 
Nazareth ,Antwcrp, 1971 , p. 7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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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作为天主圣民的代表盘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就是天主，是从永远

巳同天主在一起的天主使者'如今部从天主那檀来到我们中间，为使世

界得知审判。那些不接纳他的人'巴受到了审判;但那些接纳他的人'

不会受到审判，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子女'他们盟主旦盎藉他们忠贞的信

德获得了永生。

《若》这样说来'盘奔取消了末日的审判'只是这事对他已不大

重要。那决定性的事件'已在我们以悟攘攘纳基督时发生了。「可爱的

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但我们将来如伺'还没有显明;可是我

们知道:一显明了'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J (若

- 3:2) 0 成为天主的子女，这一个信仰耶稣的後果(叠着若1:12) , 

盟主旦垒成为我们终向的实现;因为在我们中间的基督，就是天主的lIái

现、地上的天国。

正因此故， (若》喜欢把耶稣描写为天主的「星盘查J 0 基督是

那从起初巳与天主在一起的「圣宣J'一如旧约中的智慧一丰氧箴 28:22-3 1:

德 24:1-12) 。圣言有份抬天地的创造( 1:门，但他也是成了血肉的圣

言( 1: 14 )。同一的圣言教导我去认识天主;因为除圣言抖'没有人见

过天主( 1:18 )。这便应验了怯撒意亚的预言(怯 54:13) ，一切人都受

到了上主的教诲{垄看若 6:45-46 )。

在耶稣身上的天主启示和 11岳在，是在信仰耶稣者的团体内实现

的。这不但在他活抬世上之时如此，即使现在'耶稣透过他的「益显」

( cxaltation = +字架及升天}回归到父'业由父那惶贯踢了圣神一天

主的圣神'好能使自己常Ilái於我们肉，芷使我们存留在天主内时，这启

示和Ilái在仍在信友的团体内实现着。正因这个缘故， (若》在i井论耶稣

时所探用的词囊，都是些能使人想起救恩许诺的实现'而同时又能联想

到教会团体的礼仪及圣事生活者:加纳的酒 (2:1-11 )是默西亚时代美

酒丰盈的象笛'又是耶稣的自我奉献和他在感恩圭察中的自我奉献的圣

事性llái在的翠微。耶稣又是新的圣殿 (2:18-22 )。他赏蹋人活水，这对

乾旱的东方而言，就是丰盛的豪筒，但对基督徒而言'同时也使他们记

起自己的洗礼( 4:4-26 )。耶稣也是继续鲤养天圈子民的盒粮，又是《若》

团体巴经在感恩祭中所庆视的 (6:1-58) 。

这只是第四部福音作者用来传递耶稣的意义和临在的大量毒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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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隅。《若》在教迫耶稣所行的奇蹄时，鼓没有把它们当作骇人的大能

事躏( <:若》清楚知道耶稣有天主的奇妙能力'但他也知道不怀善意的

人是不会被任伺奇躇所说服的 1 盎看 12:37-44) 0 <:若》把奇躇理解为

逼出耶稣是涯的事实的「神迹 J :默西亚的酒、治病和生命、属生命的

盒粮、烛照我们眼睛的真先、复活与生命!同时这些奇踊又是耶稣的「工

平呈 J '是他为了准备那天主委任给他的大工程而作的，这大工程即是我

们的救赎'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叠着 19:28-30 惶的「完成了 J )。

因此， <:若》作者写整个第四部福音'为的是要使我们相信耶稣

就是默西亚{即天主的「受傅者」、天主所任命的代表}、天主子'好

使我们因相信他而藉他的名获享生命 (20:31 )。

简单的说'耶稣就是「为我们而操心的天主J (God-for-lIs) ，而

我们已再必无他求。但这对我们及对耶稣有何意义?耶稣岂不是纳臣胁

的若瑟之子?他岂不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生活菌到死亡，为了爱人

而全然自我牺牲?他的生命是否好像《若》所显示的那样星星'因《若》

中的耶稣雷说过'无人能夺去他的生命，而是他自己「把它拮掉J '又

「再取回它来J (10: 18) ?他是否一个为了爱而解救我们的例子?在

《若》描写他的方式下'他是否有点儿像个神话人物'一块由遥远宇宙

坠下来'然徨又要消失抬太空中的陨石'丝毫渲有把我们改变过来'因

为我们根本无法在他内认出我们自己来? ((若》是否这样强调耶稣的天

主性，以致隐没了他的人性?

我们无须在《若》内'找寻耶稣完整和属实人性的肯定。这点在

1: 14 匾接显而易见: r圣言成了血囱J '这对任伺熟恶圣经用语的人来

说'无疑就是完整人性处境之葱垒看怯 40:6 :r 凡有血肉的都似革... J )。

任伺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成了血菌的天主子的深λ理解'都是来自天主的

{垒看若一 4:2 )。但是， <:若》不想首要地强调耶稣的人性。作者当

代的教会，对拾那位各处行善，而最终剖遭到一个可耻之死亡的称为耶

稣的人'可谓记忆犹新。他的一些门徒仍然活着。虚假神秘学者的危险

业己存在，这些人认为耶稣的人性方面不配天主'因而加以排斥{这些

人就是若一 4:2-3 所针对的幻身论者 [docetist] ) 0 然而《若》的敌对者，

倒是那些在耶稣活括世上时已反对他的「扰太人 J '以及他们的精神京

继者'他们拒绝在耶稣身上看见任伺异拾一个凡人的东西'他最多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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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人物'甚或是一位先知'但仍然只是一个人'他们甚至胆敢把

他所行的奇躇归因拾魔鬼(谷 3:20-21) 0 <若》全力攻斥那些否认耶

稣身上最深λ事实的人。假如耶稣不是那位「为我们而操心的天主」的

话'我们或许旱就把他忘得一乾二净。因为这也表示那鼓弄我们得救之

所在。这正是「那不惜的'已受审判j (3:18) 这一旬的意义。「上主

使他们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亮得他们眼睛看见'心惶觉悟j( 12 :40 )。

但是'如果耶稣羁是天主的话'那麽他就是道路、踵理和生命( 14:6) , 
而他的话就是永生的话了( 6:68 )。

我们怎可以理解到，耶稣可以完全是天主'然而又是我们当中的

一员呢?那位先我们而去'盘因而为我们预备一个与天主相阶的地方者

( l-U-汀'他同时又是天主。要了解这个佯谬'其关键就是要深明我

们与天主、天主子、人子'是同属一类的'而我们的行动只要是忠加耶

稣的教训而为的'便与耶稣的话:和天主的行动无异。《若》有关耶稣就

是那位在人类中的天主这一思想，也包含了人类的「神性j ;这就是说'

我们与天主是同出一源的，我们是按照天主的常像和模样而受造的，正

如《创世纪》一书旱己说过的(垒着「人是天主的能力 j hOl1lo Dei capax 

之说)。具体地说'这包括了以下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耶稣的自我泰献'

当作天主爱情的恩赐来接纳(3 :16) ，我们便触及我们生命的基础'那

时我们与生俱来的骄傲便会被粉碎'蓝意识到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兄弟

姊妹同奉献自己。如果我们遵守耶稣的诫命'那爱的i戒命'宜生旦跟随他

的「芳卖 J '如果我们彼此洗剧作为全我奉献的极记( 13:1-20) ，我们

便会与天主同在'一如耶稣与天主不可分离一样。那时'我们便已出死

λ生(苦-3:14) ，盟且已经相似天主( divÌIlÌzcd) (釜看若- 3:2 的

「我们必要相似他 j )。

在我们具体爱近人一事上'我们接触到天主;因为天主就是这样'
他能完全1出现拾耶稣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在属正而无私的生活上接触

到天主'正如耶稣雷活出的梅样一样。耶稣的芳袁和他明我们爱近人的

邀i霄，若没有了这个天主的幅度'便不能成为释放人心和真确的'不能

表达出我们生命的最结意义来。正为了这缘故， (若》以一个绝对的方

式来描写耶稣的救主身份'以致我们差不多无法接纳。毕竟， (若》最

结还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全心怯赖耶稣，便无需再寻求另一位(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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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ß )。可是'我们必组结身实践耶稣要求其门徒和朋友的事:去作大众

的仆人!

在《若》与对现福音所陈迹的耶稣教训11之间'最终盐没有甚麽分

别。举例说'在玛 25:40 中'耶稣说: r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

一个做的'就是对我傲的」。在对现福音中，我们也找到这样的信息说，

天主的国已在我们中间。《若》只是更明确地把它亲这出来'甚至乎牺

牲了所谓的耶稣的历史图像'其实我们在其他福音中也是找不到这圄像

的'但《若》这样做'翻有利挠我们真正明白到'耶稣及他在人类和我

们每个人的历史中的独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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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主羔羊

若 1 :29-34 的若望基督论

l 上下文:若 1: 19-42 若翰连续三天所作的见证

1:19-42 1:6-8 

第一天:他件证自己不是谁 1:8a r他不是那光」

第二天:他作证耶稣是谁 1:8b r只是为给那光作证」

第三天:他让自己的门徒去跟髓耶稣 1:7b r 为使众人藉他而信」

2 见证者若翰口中的基督论

1:29 天主的羔羊'除冤世事者

1:30 因他原先我而有(先存性}

1:3 2 圣神彷锦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

1:3 3 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

1:34 天主子(或夫主的被选者)

「天主的羔羊'除宽世嚣看 J (1 :29 )有甚麽意思?

3 辄观各种不同的立场

3.l.逾越节{巴斯卦}羔羊

{学者代表:西方教父;盎看巴雷 C.K. Barrett ) 

按照若 19:14' 逾越节以耶稣被钉那天日落後的逾越节晚鬓开始{皇

看 18:28 及 19:31 )。但按照对观擂青，耶稣先与门徒-起吃过渔越节晚

篝'然後在逾越节正曰被钉在+字架上。许多学者认为， <:若》的事件

时序有一个很深的神学意义，因为《若》愿意指出，耶稣亨是置正的逾

越节羔羊'他亨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满全。这点尤其清楚见据《若》的记
载，耶稣之死正是在圣殿樱祭杀逾越羔羊的那个时~J 0 另-个与逾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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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连见加 19:36( 奎看 19:33) ，即耶稣的腿浸有被打断这一事实， (<若》

根据出 12:屿，指出这与命舍以色列人不可打断逾越节羔羊的腿有关。

但是这个假设剖遇到了很多反对意见:

·若 19:36 所说的不可打断任伺骨头'可能是指咏 34:21 (而弄出

12:46) : r (上主)把他的一切骨骸保全'连一棋也不容许折断」。如

果是这样， ((若》便不是指逾越节羔羊而言。

·第四部福音是否提有一个逾越节意识，这是件备受质疑的事。

·最强的论据可能是'那「天主的羔羊'除克世罪者J '极不可能是那

重逾越节羔羊'因为逾越节羔羊盘不是为了补赎罪过，而是为了驱除邪

踵而祭杀的(门框上所奎的血是作驱邪用的)。不过布曲创反对这种推

论说: r一旦基督徒开始把耶稣比作逾越节羔羊时，他们便会毫无疑虑

地摇用到禁献上的词囊 J 0 21> 1 他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摆引了格前 5:7 : 

「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禁杀作了牺牲(È，ÚOll ) J 0 

·即使若 18-19 以宰杀渔越节羔羊的意义来解释耶稣的死亡，我们仍可

质疑，这解释是否必定表示1:29 的「天主的羔羊 J '也应件逾越节羔羊

来理解。

3.2. 圣经上用件牺牲的羔羊

一些学者以圣经上其中一种用作牺牲的羔羊'来解释1:29 的「天

主的羔羊」

·圭股肉每天用作祭牲的羔羊(出 29:38-46 印ν何) ; 

·献始天主前的全蟠禁(肋 1: 10) ; 

·和卒禁(朋 5:6) ; 

·赎嚣禁{肋 4:32πpó阳TOν) :这解释颇具吸引力'因为这能自己合到若

1:29 中的「除克世舅告J '但除这句话外蓝无其他证据支持赎嚣禁可以

是《若》基督论的背景;

·患上癖疯病要件的奉献{肋 14:12) ; 

·亦有人强调梅瑟在出1: 15 被喻件羔羊(叠着《若》逼怖的耶稣J梅瑟

的品也)

261 Brown, p.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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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怯撒格的故事捶{创 22:川'我们眩到: r天主自会照料作全幡禁

的羔羊( npóß(lTOV ) J 0 耶稣/怯撒格的襄槌确实见拾《若>> (若 3:16/

创 22:2 i 若 19: 17/'Ê'J 22:6) 。

3.3 里主主主1_.<!pocalvptic )中的羔羊

(学者代表:多德C.H. Dodd) 

在犹太默示文学有关最徨审判的语境中，有一个消灭世上邪恶的

胜利羔羊形像'她也出现在新约的《默示录》一书中。在默 7:17 惶'这

莹羔羊(丁。 àpVLOV) 是万民的领袖。在默 17: 14 捶，轴翻摧毁世上的邪

恶势力。这个撞毁邪恶的默示文体羔羊形像，对玛 3:12 及路 3:7.9.17 所

措边的若翰洗者带有默示色彩的宣讲背境来说'鼓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但是'这种看法也遇到一些反对的意见:

·我们要注意到词囊上的分别: àpVl仰 - àlivóç 。虽然这蓝弄一顶不可解

决的困难。

-默示支体的羔羊'其实是一重(有角的}小公羊，轴以羊群的胜利领

袖身份，代表着默西亚。柏摧毁邪恶的势力，因而除去嚣恶。这与《若》

所说的不同'在那檀耶稣是藉自己救赎的死亡来消除罪思的(但应注意

在1:29 中'茧无提及耶稣的死) c 

·在若 I 檀j量有默示文体的成份。 1

3..+ 主主受苦的仆人

(学者代表:东方教父;库尔曼 O. Cullmann' 耶朋米亚斯J.Jeremias ' 

布瓦马 M.-E. Boismard ) 

的在怯 42:1-7 中的上主的仆人( 'cbed YHWH) ·是一位自愿背负罪过

胎身上，因而除宽世嚣的人物。

一些学者(例如耶胁米亚斯、布茸马、库尔曼)坚信'若1:29 中

的 àliV的，是阿兰文价巳 ( talya =希伯来文协巳 talch) 的误译，这词

同时有「仆人」和「羔羊」之意。因此'若1:29 的正确文旬应该是: r看'

262 Brown, pp. 59-60 ，他翻坚信若翰洗者一磕期待一位他可以称为「天
主羔羊」的人物出现，这人要消灭世上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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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仆人」。但是， <:怯》所说的「仆人」翻是 ;'1;"-1::J.Il( 'ebed YHWH , 
阿兰文 ;'1;"-阳当 'abda YHWH)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阶臼或情臼雷

被用来指上主的仆人的。他们所建议的误译从来在 ({t十贤士本》中发

生'事实上 π如是从不以 àllv的来翻译的。

不过，即使那些反对这个误译假设的学者们'也找到足够的证据'
显示「天主的羔羊」与「上主的仆人」有关连。

b) 侬 53:7 中充件牺牲的羔羊'是「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

(TòπPÓßaTOV) ，又像母羊( àllv也)在国毛的人前不出声」。

·这段经文在宗 8:32 中'被援引来应用在耶稣身上。因此，基督徒是认

识这个比较的(玛 8:17/怯 53:4 i 希 9:28/侬 53: 12 )。

·在若1:23 中，我们晗到一句来自第二怯撒意亚的提边'即怯 40:3 '这

是「上主仆人之歌」的一部分。

，在若1:32.34 中，若翰对耶稣所作的两项描迹'是与这仆人的主题有

关连的。若翰看见圣神降到耶稣身上'盖在那檀停留。而在若1:3-l中'

若翰又认定耶稣是天主的被选者(垒看上面有关的异文)。在怯 42:1( 奎

看侬 6 1:1 )我们晗到: r睛看我挟持的仆人'我心灵喜爱的座选主!我

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

·在《若》别处'耶稣被描写为上主受苦的仆人'即若 12:弛，其中也

援引了怯 53: 1 0 

布朗、库尔曼和布兰克(1. Blank) ，主张「天主的羔羊」是逾越节羔羊

和上主受苦的仆人的组合。

不过，这些解释盐渲有在若 l 的上下文中，给予 ó àllV的 TOÛ eEOÛ 一

个舍人满意的解释。

4. 迪普勒西( P.1. du Plessis )的经文内在分析( Text-Immanent 
Analysis ) 263 

263 迪普勘斯 P.J. du Plessis, "Zie het lam Gods. Over>>咱ingen bij de 
knechtsgestalte in het evangelie van Johannes" in Festschrift Ridderbos, 
1978, pp. 120-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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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结构上的分析

29 第二天'若翰见耶稣向他走来

2. 便说:

3. A. 「看'天主的羔羊'

4. B. 除冤世嚣者， J 

当
30 这位就是我论他曹说过:

6. C 「有一个人在我以後来'

7. 成了在我以前的'

8 因他原先我而有」

9 31 连我也不雷认识他，

10 但为使他显示拾以色列'

11 为此'我来
12 以水施洗。

13. 32 若翰又件证说:

14. c. 「我看见圣神彷锦鸽子从天降下'

15. 停在他身上」

16 33 
我也不曹认识他'

17 但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

18 给我说:

19. 「你看见圣神降下'

20 停在谁身上，

2 l. B. 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

22. 34 我看见了，

23. 我便作证:

24. A. 「他就是天主子」。

在某-程度下， 13-24 号所说的，重檀了 1-12'号的内容。不过当中也有

一定的进展。而思想的路线篮不像个圆圈'而更似是个螺旋。在若 1:29-34

的这两个主要部分中'有一个同心结构( concentric structure)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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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毡-C-C-B-A 形式的交叉层遥( chiaSIll) (这是《若》的典型凤格， l青

盎若我们在若I: 1-18 序言所作的诠释}。

交叉层遥:

A. r 看'玉主血莲雯' 耶稣的个人

B. 监里直墨主， J 耶稣的工作

C 耶稣是先存苦

「有一个人在我以後来' 若翰与耶稣的关保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原先我而有」。

C 耶稣是受圭神傅油者

「我看见圣神彷锦鸽子从天降下' 若翰与耶稣的关保

停在他身上。

我也不曹认识他;

但...J

B. r这就是那要监圣塑蓝选盟ÁJ 。 耶稣的工作

A. r他就是王主圭」。 耶稣的个人

在若 1 :29-34 惶，一边的「天主的羔羊」和「天主子 J '与另一边的「除

冤世罪」和「以圭神施洗 J '一起构成了一个卒行的交叉层遍。据迪普

勒斯的解释， 264 它们就是《若》推理的焦点所在。我们要在下面细心

地衡量它们。

4.2 !f理型企A
若1:30 逐字重撂了部分的 1: 15 '因而把1:30 带到1:14-18 更广阔

的上下文去。正如我们在序言的诠释惺所看见的'父与子之间的特殊关

馁'在整段捶具有一个重大的作用。根据迪普勒斯的看法，在 1: 14-18 

樱渲有任伺有关耶稣受难或受辱的提迹，反而耶稣的光荣部被强调了。

261 Du Plessis , "Overwegingen" , pp 127-12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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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普勒斯认为'这特点对明臆若 l 内各基督称号是极为基本的'他更发

现在那惶有一个同心结构:

若1:1 -51 的基督称号(交叉层递)

人 l 在起初..圣言1: 1

2. 圣言成了血肉1:14

3. 唯一者的光荣 1: 14 

4 唯一看1:18

B. 1 天主的羔羊1:29

2 除冕世罩着 1 :29 

1 他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1:33

4. 天主子1:34

B. 1.天主的羔羊1:36

2. 默西亚...基督1:41

3 若瑟的儿子'出身拾纳臣肋1:45

4 夫主子 U9

A. 1.以色列的君王 lA9

2. 人子1:5 1

迪普勒斯理论的思路是:圭言·血肉·唯一者-羔羊·天主子

·羔羊·天主子，人子。因此， r天主的羔羊」这词组'是用来表达

耶稣与天主之间的特有爱情关僚'这一点在序言中都是透过「独生者(=

唯一宝贵的) J 和「在父怀樱」所表示的父子关保来表达的。因此，羔

羊即天主所量'盐雯盖以世界的得救者。在《若》悍'耶稣甚至在受难

时，也是完全意识到自己与父的密切连粟，以及父的胜利光荣的。为了

强调「羔羊」在圣经传统中'是用来表达一种密切的爱情关保的'我们

特别引遮住 40:11: r他必如牧入，牧放自己的羊群'以自己的手臂集

合小羊'把轴们抱在自己的怀中，温奥地领导哺乳的母羊」。怯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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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一些地方与若 1 是相傲的卒行文。在若 1:23 我们遇到一个来自侬

40:3 的援引。而融冤嚣泣的思想'则见胎怯 40:2 。怯 40:6 的「凡有血肉

的都似草J-旬'有时也被人引边为若 1: 14 用「血肉」一词的可能背景。

撒下 12:3 是另-个值得考虑的经文'那捶探用了「羔羊」一词'而又有

可能是若 1:29 卒行文的例子: r贫的'除了一重小母羊外'什麽也渔有。

这量小母羊是他买来鲤养的'在他和他女儿身边长大，吃他自己的盒

物'唱他自己杯中的饮料'睡在他的怀惶，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

应注意在若1:29 的上下文，即在序言中，也有这个亲子关保和「在他怀

惶」的思想的罕行文。

4.3. 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工作被描写为: r除克世罪」。在结构分析上'我们看见这个措

辞与「以圣神施洗」是卒行的。这应视为「除克世罪」一词组'在这上

下文中应作伺解的一个提示。「除冕J (αlpÉ:ω) 一词，盘没有讲出如

伺除克罪过。由我们对其他圣经章节的认识中'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假

设:靠近的消除是透过代受苦难和为人类的葬迫而死来达到的。因此'

所谓「除克」就是等舱「亲自眉负J ' r亲自拿起」。不过，代受苦难

和牺牲的思想，割不见船上下文中。所以最好还是从上下文中找出一个

解释来。

我们必须考虑到， r除觅世嚣」与「以圣神施洗」之间的关连。

初看之下'整部福青竟渲有提到耶稣施洗一事{除了1:33 所说的事外) , 

实在是舍人称奇的。但是'第四部福音怎样描写耶稣的工件呢?他治好

病人'施行神迹(记号) ，融罩嚣迫和光荣天主。耶稣之所以能够那样

做'是因为他( ó 印ν的「羔羊J )接受了圣神'而且他又是天主子。

「施洗」有-个禀德性的意义'那就是「洗净挥过'盖给予开始新生的

机会」。而这意义翻是 1:33 的中心思想。在《若》中'给予新生命的这

个未来-面'是较为着重的，而除克军过的这个进去一面'则较为轻描

淡写。因此， r以圣神施洗J-语'应解作给予新生命和清除挥过。在

若 20:20-23 中，这任务也由复活的基督传授了给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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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若》内的受难主题
迪普勒斯强调'在第四部福音、尤其在 1:29-34 中的受苦和赎嚣主

题'不应与光荣(8ó归}的主题分开。《若》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子的光荣上。因此，耶稣的苦难有一个独特性，这可从若 1 各基督称号

和救赎论句子中清楚看到{垒看 20:30-31 )。

基督的苦难和圣死'应从他的权能和尊威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他

是天主的独生子，满温光荣、恩蛮和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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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望福音内的先存观念

'Ev àpxtì llv Ó À的05)... (若 1:1 )。这句话的宗教历史背景是甚麽?

犹太的思想世界是否足以解答这问题，还是我们仍需假设一个诺斯士

( gnostic )的影晌呢?

1 犹太思想世界中的先存观念

a)按照某些犹太着件'一些与天主有关的事物在创造以前已经存在，它

们包括法律书( Torah 卜补赎、伊甸园 (Edcn) 、「革厄纳 J ( Gchcnna ' 
1W本希农谷'喻意「火狱J )、光荣的宝座、圣所、以及默西亚的名字。

实际上，一切存在和发生之事物，已先存始天主永恒的思想中。法律书

的先存特性'尤其受到强调。

末世的事件和事实'都被天主预先决定了(奎看玛 25:34: r那时，

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在创世以

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 J )。默西亚的先存性也应放在同样的语

境下来理解'虽然有时还会更明确地轰达出来。

b)在犹太默示体截的作品中，有论及「人子」的先存性{尤其在埃塞俄

比亚陋的《哈i若害书>> Ethiopian llenoch 中}。这惶所讲的先存性，似
乎不只是预先存在抬「天主的思想内 J '而是那位未来的救主以一种实

有的方式'与天主一起存在始创造以前。

由此可见'犹太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先在观念'盟在其神学中运用

出来。

2. 诺斯士的先存观念

诺斯±神话'基本上与犹太思想不同。在世人内的神圣火花被称为「精

神 J (pneuma) ，它是一种先存的实质。这「精神」被困抬人的灵魂和
物质肉'而且深深沉睡。救赎在加唤醒这个「精神J '盘把它引领回到

其根源去。诺斯士在这惶所讲论的'盘不是救恩史'而是人的真实本质

358 



而已。犹太教及基督教义所讲的属正救恩史'是诺斯士主义所没有(甚

或相反}的。因此'在诺斯士主义中所谓的「先存性J '其实只是用来

表达出其人观的一种额选模式P~了。

3 若望福音内的先存观念

先存观忘不只可以在《若》的序言中找到'而且也见龄 1 :30; 6:62; 8:58; 

17:5.240 

的在分析 1:1-18 时，我们已提及过序言与圣经智慧文学比较的异同。智

慧被认为是在创造前与天主同在的'但这个智慧向未被位格化

( hypostazised )。犹太文学中的「人手」文旬'与《若》极其相近，但

第四部福音的独特之处，是在船它提到「人子」的降世和升天'直直为信

仰他的人预备地方{叠着 14:2 )。

b)我们可能会倾向抬假设降世和升天的模式，是来自诺斯士的影响。但

这模式与诺斯士之间的差异'倒是不能忽视的。在《若》惶'基督绝不

是人员的原型( prototype) 0 r圣言降生」是基督独有的。在 8:14 中对

基督的出身和去向的讨论'有可能是针对诺斯士的一种反应。那位被宣

认为先存的基督'就是唯-的救赎主'他能充份解决救赎的需要'这需

要也是诺斯士所感到的。

我们作结论说， (若》的先存观念接近犹太思想多於诺斯士主义。

但《若》的先存观念也以其独特的信息，超越了犹太文化的看法， ((若》

lIij认这位先存的圣言成了一个具体的人。《若》因而为旱期的基督论拟

出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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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鸽子在新约中作为圣神的图像

若 1:32: r若翰又作证说:我看见圣垫彷佛篮圣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

所有四部福音都以鸽子( TTEplσTcpá)来比tþJ耶稣受洗时降到他身上的圣

神。 265 为了明服这个比拟'我们必细研究鸽子在古代近东(西亚}、
旧约和茹约中所扮演的角色。

l 古代近东

l.l鸽子作为神明的鸟

-多多纳 (Dodona) 之窗斯神谕( oraclc of Zcus )中的鸽子;
·费伊斯托( Phaistos -克里特岛之一城}钱币上展示宙斯与鸽子;
.阿市刻隆 (Ashkclon -巴力斯坦海岸之一城)的自鸽女神;

·塞米勒米斯( Scmiramis )的传说:塞米勒米斯军幼时遣母亲德尔塞托

( Derccto )所遗弃。她被一群鸽子发现蓝鲤养'最徨由牧人养大。亚遮
王尼努斯( Ninus )娶了她为噩。她死後化身为鸽子 0

.塞浦路斯岛( Cyprus )的爱神阿佛洛狄特( Aphroditc )是一位自鸽女
神;

·克i若索斯 (Knossos) 和迈锡尼 (Mycenac) 也有一个自鸽女神。

鸽子作为神明的鸟'这来源明显是在东方。

l. 2. 鸽子作为祭牲

禁止以鸽子作食物'似乎是鸽子在某段时期曹被用作祭牲的指示。

1.3.鸽子件为灵魂之鸟

鸽子作为灵魂之鸟'常带有一个人头。飞鸟的形像很适合用来显示出灵

魂的某些特锻:

·神秘莫册'无法把握;
·突然由一个不知的景界出现;

265 在这专题讨论中'我们会跟随格里文 II. Greevcn, "TTEPlσTEpá" ， in 
I1ITf如1' 6(1959)63-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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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拾一个不知的景界中;

垂着1.4 。

1. 4. 鸽子作为死者之鸟

死者之鸟即灵魂的显现'这灵魂是在人死时与肉身分离的(牵着鸟作为

凶兆的想法)。

1. 5. 鸽子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襄笛

鸽子被认为具有以下的特质:

- -个表达温馨与爱情的亲切名字;
.贞洁;

-一生忠贞不瓦;

.温和且善;

·单纯;

，纯洁无嚣。

2. 圣经与犹太文化

2. l.鸽子与天主

创 1 :2 说圣神在水面上运行'这可能使人联想到世界韧卵的神话。

话说一重卵从天掉下'跌进劫发拉庭河中。鱼群把它带到岸上来，一群

鸽子把它孵化'噩至一个敛利亚色影的维纳斯 (Venus)女神随卵而出 0

公元 90 年'本·佐马 (Bcn Zoma) 把圣神在水面上运行'比拟作一重

孵卵的鸽子。

鸽子通常出现在近东的洪水故事捶。鸽子也出现在创 8:8 及 8: 11-

12 诺厄的洪水故事中。

对淮罗( Philo )来说'鸽子是 ÀÓyOS- ( r言论 j )、 VOûs ( r 意

志j )和 σ0<1>归( r智慧 J )的喻意 (allegory )。

2.2. 鸽子作为祭牲

肋1:14 指出鸽子是唯一适合用作祭牲的鸟类。鸽子是那些没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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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负坦昂贵奉献的穷人所献的祭牲。

2.3 鸽子作为灵魂之鸟{此处不适用}

2.4.鸽子作为死者之鸟{此处不适用}

2.5. 鸽子件为人羹行为的毒组

欧 11:11: r他的子女...犹如飞鸟由埃及惫速飞来，犹如鸽子从亚

通飞来;我要使他们安居在他们的家中一上主的断语」。鸽子在这儿

以游荡的飞鸟形像，作为以色列由充军之地回来的惠翻。

在伪经《厄斯德拉卷四》中我们晗到: r天主从一切树木中挑选

了一棵葡萄树...从一切花卉中挑选了一朵百合'"从一切飞鸟中挑选了一

堡鸽子...从一切动物中挑选了一重绵羊」。我们不应忽视:选拔和唯一

性{垒看「独生子 J )的思想'以及鸽子和绵羊/羔羊等'都是《厄四》

和若 1 所共有的相侃之处。

在歌 2:1; 5:2 和 6:9 中，鸽子是用作一个亲切的名字，来形容天主

所钟爱的新娘一以色列庭。

3. 新约圣经

3. l.鸽子与天主

鸽子与天主有关连地应用在一起的唯一语境'就是谷 1: 10 及其卒

行文所记载的耶稣受洗'以及若 1:32 0 为甚麽圣神的下降'被比拟作一

莹鸽子，而不是一靠鹰'或其他的动物呢?按格里文 (H. Greeven) 的

解释，这是由於鸽子在多方面与天主的景界有关连。他认为，鸽子是「天

主圣神最能擅接被人正确理解'和差不多唯一最适合的显现形像J ( "die 

sofort richtig verstandene, nahezu einzig angemessene Erscheinungs-gestalt 
des heil榕en Gottesgeistes" ) 0 ~66 正如基督的形像是羔羊'而不是狮子，

同样圣神的形像是鸽子，而不是鹰。

266 Greevcn, "iTEplσTEpá ", in Thff何T 6(1 959)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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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鸽子作为祭牲

我们在路 2:24 知道，鸽子是穷人的献礼。

3.3. 鸽子作为灵魂之鸟{此处不适用}

3.4鸽子作为死者之鸟(此处不适用}

3.5. 鸽子作为人类行为的毒徨

在新约中'鸽子也是心灵纯洁、无嚣和纯朴的翠微。垂着玛 10:16 : 

「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避λ损群中'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纯朴如

同鸽子」

4 结论

羔羊和鸽子是我们在若 1:29.32.36 中所遇到的两种动物'她们都与

天主、耶稣和圣神有关连。这两个形像都在圣经和古代近东文化中有很

深的洲源。她们也见挺新约的着作中。自古以来'轴们就被视为和卒与

荠暴力的皇徨。旱在基督以前'两者已被用来表示密切的爱情关保。

《若》在延续其序言重要主题之一时'似乎也在 1 :29-34(36)中'以「羔

羊」和「鸽子」这样的措辞，来突显了天主与耶稣之间的爱情。至拾若

1:-2 所提及的圣神降临一事'我们不应忽略了在谷 1: 10-11 的卒行文中'

父与子之间的爱也是很明确地被提到的: r他刚从水捶上来'就看见天

起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蓝盟重圣'
我因你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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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 1 :35-51 的门徒身份267

一些学者在研究「第四部福音中的门徒身份j 时，与《谷》处理

同一主题的手法作比较。门徒身份是《谷》的重要主题之一。门徒就是

一个回应耶稣召盹: r来'跟随我」的人。在谷 1:16-2。我们看到西满

和安德肋，雅鲁伯和若望的被召'在谷 2:13-14 叉着见胁未的被召。《谷》

认为「十二人」是门徒身份的范例{叠着谷 3:14-15 )。

《若》描写首批门徒的被召'是有别胎《谷》的方式。在第四部

福音中'这些召刷发生拾一连串与耶稣相遇的事实中:首两位门徒
( 1:35-39) ，西满由自己的兄第带引到耶稣面前( 1:40-42) ，还有斐理

伯和纳塔乃耳( 1:43-50 )。这三个情景带引歪耶稣自我启示为「人子J

的高潮去(1:51)0(若》欠缺了载伯德的两个儿子的被召{谷 1: 19-20 ) , 

以及税吏肋未的被召{谷 2:13-14 )。西满、安德肋和斐理伯在《若》

和《谷》中，都在首五位被召的门徒之中，虽然次序各有不同。《若》

提到一位无名门徒和纳塔乃耳'以代替《谷》的载伯德的两个儿子，而

《若》所提到的这两位门徒亦是新约其他经书所没有的。而纳塔乃耳似
乎亦是《若》在 1 :35-51 有关门徒身份一段的焦点。

安德胁和西满的被召'是《若》与《谷》所共有的。但我们必须

注意到一些不同之处:

- ((若》盐无任伺提示二人是渔夫(谷 1: 16-18) i 

- (若》茧j量有像玛 16:17-19 那样提供西满改名的资料;

- <<若》业没有特别标梅伯多操与耶稣的相遇。
科林斯( R.F. Collins )考虑到， (若》在还j量有提及任伺人的名字前，

说耶稣首先召明了两位没有列出姓名的门徒这一事实，胎是结论说: r福

音圣史在未讲及任何一位门徒之前一这也包括伯多摄在内，他在门徒

闽的角色是福音传统阜就提及了的一已向读者介绍了一个门徒身份

的透视J 0 268 若 1 :35-39 想要告诉我们'按照第四部福音'作一位门徒

207 这个专题讨论将依据科林斯R.F. Collins, "Discipleship ill .loll1l 's 00ψel" 
in Collins , These Thillgs Have Beell Writtell. Stl/dies 011 the FOIlI1h Gospel, 
(Louvain 1l1cological and Pastoral Monographs 句， Lcuvcn 1990, pp. 46-
55 。

268 Collins ，同上， pp.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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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麽意思。

若 1:19-34 所关心的'就是把若翰洗者描写为一个作证者。他作证

的意义和如果'巳分别在 1 :29-34 和 1 :35-51 中详细阐迹了。由此我们可

以结论出， (若》心目中的门徒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因了别人对

耶稣的作证'而成为一位跟随耶稣的人。门徒身份是某人为耶稣作证的

结果。

第四部福音应从两个层面来阅读，一个靠靠边层面和一个事徽层

面。《若》是一个有关纳臣肋人耶稣的故事挝遮{告诉我们一个历史人

物生命史中的一次性事件) ，同时又是一个有关若望团体的信仰和奋同

的事由故事。在 1:35-39 中'我们见到四个动词: àKOÀOl艇ω( 跟随)、

(l1TÉω{ 找寻}、 μ白，ω{ 停留}、 òpáω 或 ÜEáoltal (看见) ，它们都应

从同样的两个层面来理解。在 1:38 中'我们遇到对耶稣的意外称呼 þaßßL

( r操比 J '即一位专门阐释圣经意义的专家)。这是门徒的需德向很

肤浅的一个记号。同时《若》也应用了许多他特别喜欢的写作技巧'来

设计这个情景:

"乾净利落的说话;

.对话;

·问答形式;

.解释性的附在(文内插话}

.时间垒照。

在对现福音中'门徒就是一位跟随( åKOÀO呻Ét，) }耶稣的人。在《若》

樱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上下文中， åKOÀOVOÉ<ù 一动词共用了四次

( 1:37.38.41.44 )。这动词也见胜两处有关门佳身份的重要讲话( 8: 12 

及 12:26 )。另一些探用这动i坷的地方'分别是在牧人与羊群的比喻

( 10:4.15.27) ，以及在伯多摄复得真实门徒身份的故事中

(21:19.20.22 )。这样'我们可以在谁是一个门徒的问题上'得出第二
个答案: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看见」一词指物质上的视觉和对事实的完全领悟。当耶稣看见

两位门徒跟着他'便转过身来，邀请他们与他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保。

因此，门徒身份也需要有耶稣的邀请。这是有关真正门徒身份的第三个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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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记载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l f (T]TElTC; ( r你们找甚

麽 r J )。在提边的层面上，这就是说: r你们想要甚麽 rJ 但这捏还

有一个更重要的象徽层面。「耶稣在开场自所作的问题，带领我们去寻

觅耶稣，这寻觅最终会引导我们到十字架去'在那惶耶稣是父的启示

者」。川 (T]H'ω 使人联想到希伯来文'pLl ( darash )的古老含义: r解

释{圣经) J 0 去找寻圣经的意义'就是让耶稣带领我们(垒君如Ir~r3(
q束比 J ) 0 耶稣解释圣经{垂着若 6:31-33) ，但他也是圣经所指向

的人，圣经在他身上亨得以应验。这点在最接近的上下文惶可以清楚看

到: 1 :41 r我们找到了默西亚 J '1:45 r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

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 J '和1:51 r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

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这样'我们发现了《若》对谁是一位门徒的

第四个答案:他是一个找寻耶稣的人。

在接近完全的门徒身份之际，他们问耶稣说 :πoí'} IlévClS'; ( r你

住在那樱 r J ) (1 :38 )。这话的结边意义是: r你住在那捶 rJ 但在

《若》槽 'll( 1' (I) (停留、居留)一词是用作一个特殊的嘉德意义: r继

续存留、恒久逗留 J 。在 1:32.33 中，这词雷被用来告诉我们'圣神停

留在耶稣身上。在 12:34 中'同一个词告诉我们'基督存留画到永远。

在 14:10 中 ， 11 ( 1'()) 被用来描写父居抬耶稣之内。因此，门徒就是那些

询问耶稣盐存留在他内的人(这是第五个答案)。

耶稣回答说: r你们来看看吧! J 他们接受了温i膏，去了盘且看

了。《若》再一次用了「看见J (ópáw) 这一动词。《若》作者明显是

指真正的理解。门徒去明服耶稣存留( IIÉVlÙ )在那撞'就是在父内'而

且父也在他内。为能自月瞧这一点'门徒必须与耶稣留在一起。接纳耶稣

的邀请是一项先决条件'为使他们在跟随耶稣时，能在自己内结出美

果。若 15 ( ((若 )).+1 次用了 IIÉVlÙ 一词'其中 11 次在这一章惶}指出，

门徒只有存留在耶稣内时'才能结出果实来(皇看葡萄树和枝条)。因

此'第六个亦是最後的一个答案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门徒:是一个存

留在耶稣向而结出果实的人。

我们可以扼要地综合我们研究《若》有关门徒身份的结果。成为

,,,9 Collins '同上， pp.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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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有赖他人的作证'与耶稣进λ对话'盘达到一个初步(较浅}的信

德。透过与耶稣的相互作用，这信德渐趋成熟。最後门徒开始与耶稣存

留在一起'这使他们能结出果实。最後'一位属正的门徒也须为耶稣件

证( 1 :40-42 )。

第四部福音;虽有列出首两位门徒中之一的名字来。擂音的读者

们'要在这个无名的门徒身上'认出他们自己来。这个与耶稣首次相遇

的故事'就是任伺一个被翻请成为耶稣门徒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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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犹太人与撒玛黎雅人270

j散玛黎雅人的历史始自公元前 722 年北国灭亡之际'那时许多以

色列国的人民被亚迪人流放异地。

1. 犹太人看撒玛黎雅人的起源(垒看列下 17:1-41 ) 

犹太人认为'撒玛黎雅人是亚遮王沙耳码乃色在流放了撒玛黎雅

当地人骂徨，据说从雇特、巴比伦、哈玛特和其他外邦人地域，徙置到

j散玛黎雅的殖民後萄。下面的故事正栋站着犹太人对撒玛黎雅人宗教的
看法:

「首批移民...受到狮子侵扰'他们胎是请求酋长为他们打发一位上主的

司祭回国'好跟他学习当地传统敬礼的正确仪式。结果部酿成了一个不

伦不类的混合宗教来;雅威敬礼只是一个权宜的掩饰，内惺部是一个不

折不扫和根深蒂固的外敏琪拜 J 0 271 这就是据犹太人的看法'为伺撒

玛黎雅人要阻挠厄斯德拉和乃甜米雅重建耶路撒海城和圣殿的理由。犹

太人把撒玛黎雅人当作「雇特人」或「晏狮归化者J '而奔以色列家的

正式成员。

2. 撒玛黎雅人看自己的起源

撒玛黎雅人坚持公元前 722 年的充军鼓荠全面或络局的。事实上，

被充军的人抬出每後得再度回国。撒玛黎雅人声称自己是这些本地以

色列人的徨窜。至加他们与犹太国人民的缺犁翻有如下的解释:

司禁厄里在史罗设立起一个背离正敦的雅威敬礼中心，然而按照梅瑟法

律，翼正选定的地点邵在革黎斤山上。厄斯德拉更勾引由巴比伦回来的

人民'在耶路撒;舍另建一所圣殿。撒玛黎雅人承认亚迪人确曹引逝殖

270 垒看"Samaritalls" in 111e lnterpreter 's Dictiollary ofthe Bible, vol. IV, pp. 
190-197 。

271 闰上 I p.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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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但这些人不应与虞正本土的以色列人混为一谈。

3. 对两种看法的评注

我们对这两种看法都可有评盐的地方。而事实真相很可能就是介

乎两者之间。

犹太人有关公元前 722 华撒玛黎雅沦陷後连续数次充军的讲法'

获得到亚遮文献的佐证。但充军行动蓝弈全面性'再加上偶有克军警回

国的。因此，犹太人的观点蓝不大正确'因为他们认为撒玛黎雅人全是

殖民的後裔。我们的评驻可从下列的论据获得支持:

a)撒尔贡声称雷流S立了 27，290 人，然而单就地主而言已有 60，000 人;

b)编下 34:9 提到一个世纪徨，仍有一批「以色列遗属」存在;

c)像南国人民被充军的情况一样(垒着列下 24: l4) ，似乎只是那些最具

影响力的国民被流徒'而无产阶级翻被留了下来。

最可取的结论就是'在公元前 722 年後'撒玛黎雅的人口由两个成份组
成:以色列本土的遗民和外来的殖民。

反对重建耶路撒海域和圣嚣的势力来自殖民。他们恐怕犹太势力

的复睦会危害到他们。他们坦心犹太人的企图，会引起波斯政府的反

响，能导致他们压制所有的少数民族。

4 撒玛黎雅人的信仰

a)革黎斤山上的圣胜

犹太人与撒玛黎雅人间的紧张状态'在撒玛黎雅人兴建自己的圣

殿拾革黎斤山上时达到了高峰。我们不清楚这所圣勘是在甚麽时候和环

境下建成的。根据若瑟夫 (Josephus) 的记载( (犹太古史>Antiquitates, 
刀， viii. 4) ，这所圣阳是最徨一位波斯皇帝远理阿三世 (Darius III 

Codommanus 公元前 335-330 )在位时建成的'那时耶路撒湾的一位司

祭与撒玛黎雅总督叠巴拉特( Sanballat )的女儿尼加索( Nicaso) 结了
悟。据称晏巴拉特因而获准兴建一所圭殿作为报酬。

撒玛黎雅人深悟， (根据他们对申口:5 所作的解释}革黎斤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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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在法律书上所指定的圣酣选址。按撒玛黎雅人的解释'自征服客纳

罕菌到厄里司主导背离正数为止{据称他曾在史罗建造了一所背离正敬的

敬礼中心272 ) ，选民一菌在革黎斤山上敬拜天主。

坦王主
出 3:14 r我是自有者」被认为是创造和支持万物者天主的最神圣

称号'这位天主与以色列有一个盟约的联骤。撒玛黎雅人越讳「雅威 J

的名字，而以「圣名」代称。

Q篮窒
梅瑟是「最祟寓的先知」和「一切受造物中的精粹」。他是申 18: 18 

中所预言的未来先知{其他任伺解释皆相反了申 34:10 )。

出篷聋.J1
法律书( Torah )是天主亲自写在抄卷上'连同十诫石板一起授予

梅瑟的。撒玛黎雅人惯称法律书为「匾理」。这是他们唯一或认的圣经

部分。

且重盖章
重建者 (Tahcb) 要在世界末日时出现在世上，他要来推行一个新

秩序。他挂不是犹太人心目中的默西亚'即那位受傅的王子'而是那位

申 18: 18 所预言的先知。他要在草黎斤山上重建圣殿'先前的圣殿在公

元前 129/128 王军闽被玛加伯家族的若望怯尔卡诺 (John H}冗anus )所毁

灭。这伎重建者被预定要享有 110 王军的长寿。

5.四福音记载的耶稣与撒玛黎雅人
撒玛黎稚的地域很少与耶稣和他门徒的活动提及在一起。「耶稣

与他的门徒一般都会跟从犹太人的习惯'遥远撒玛黎雅的边界往犹太去

{例如玛 19: 1; 路 17:11) ，但有一次部提到他们穿越了撒玛黎雅境(若

2句2 实际上'在征服许地{若苏厄}与撒慕尔时代之间，史罗营成为以色列
人的量所。约柜一瑾保存在那惶 'ÏÎ到它被培肋舍特人夺取过去为止。

370 



4:4-9) J 0 273 

《谷》从来没有提到撒玛黎雅或其居民。在《玛》惶，我们只在

10:5-6 中找到一次提边: r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

路'你们不要走:撒码黎雅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军

迷失了的羊那捶去」。

《路》提及撒玛黎雅的段落有三。在路 9:51-56 中'耶稣往耶路撒

J舍去时路边撒玛黎雅人的一个村庄，但受不到当地人的款待， r因为他

是面朝耶路撒海去的」。在路 10:30-37 记载了慈善的撒玛黎雅人的故

事'而在 17:11-四中，耶稣治好了十个癫病人，其中只有一个撒玛黎雅

人回来感谢他。《若》除了在第 4 章外'还有另一处提到撒码黎雅人:

耶稣在若 8:-!-8 中受到「犹太人」的辱骂: r我们说你是个撒玛黎雅人'

盐附有魔鬼'岂不正对吗 ?J 。在宗 1 :8 中'耶稣以这样的话派遣宗徒

们说: r你们要在耶路撒湾及全犹太和撒玛黎雅'业匾到地板'为我作

证人」。宗 8: 1-25 告诉我们这使命如伺实现了。宗 9:31 和 15:3 为我们

证实了，撒玛黎雅很快便成为初期教会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273 "Samaritalls" , pp. 189-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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