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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丛书总序

“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 （格前 13: 13) 。而

“信德是人得救的开瑞，也是一切成义的基础和根由“ （训导文集

1532) 。致力并拥有活泼信德的同胞，无论在平静生活里，还是在

过往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中，或是在今日现代社会和教会内部各种

思朝的强烈冲击之下，他们都是心中常有上主，时常充满喜乐 在

信德内，明辨天主圣言，遵行主的诫命，以基督的炎炎爱火于变化

莫判的凤浪中，明智忠诚地为主作证

信德为我们在昔日重要，为今日中国教会更是需要。我们受河

北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之托，成立信德编抖室，取名“信德”之恋，

即是愿通过向大家奉献各种圣书 教友们的精神食粮，从而增加

巩固我们的信德，维护真理，办好教会，在主内彼此理解，合而为

一；在荣主益人，爱国守法中，强国利民，弘扬基督福音。

信德编辑室将遵循这一宗旨，陆续为教友们再版一些教会传统

圣书，并不断提供梵二以未具有时代气息的各类丛书 以益神长教

友荣主救灵，修德成圣和各界朋友探索求知，寻找真理之用。

信德编辑室谨启

1991 年 8 月 15 日

圣母升天瞻礼



怪者前言

根据考古研冗，第四世纪以前，基督徒信仰的标志有：描、鱼、

鸽子、善牧以及祈祷姿势等等，并没有“十字架” 在 337 年以前，

“十字架“依然是罗马帝国惩罚奴隶的酷刑 (serv1Je supplicium) 。

因此，第四世纪中叶以后， “十字架”才作为基督徒信仰的标志，

在他们的日常生志中日渐彰显，并出现于基督徒的服饰、墓碑上面，

以及教堂的内、外装饰当中。多少个世纪以来， “十字架”更是超

越了最早期的那些描、鱼等标志，以耸立在建筑物的最高处，标识

基督徒的聚会场所，

从社会学的层面上未说， “十字架”是更新社会的内在力量。

第四世纪以后，光荣的“十字架”与基督的凯旋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正是这个充满矛盾、暴力的标志给予了基督徒更新自我的内在力量，

并因此而致力于整个冢庭、社区，乃至于整个社会层面中的和好运

动。 “十字架”遂成了和好的标记，为所有致力于重建和平秩序的

人们提供内在的动力。在放下人为的是非标准、恩怨得失之际，所

有抵达人性深层的人们，会发现“十字架”所能拓展的社会学内涵：

（一）开放性：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耶稣被判死亡这个过程，

充满了荒诞的戏剧性 因此，他被强行拉开，紧贴在“十字架”上，

乃是他毫无保留地彰显自己那自我倾空，拥抱他人的爱；在到达这

个时刻之前，他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他最终选择服从于圣父对众

人的爱。（二）聚敛性：透过横、竖二木的绞合，天与地、纵与横、



变化与静止，有了一个醒目的中心点。于此中心点上，所有心怀同

情、正义的人，像痛哭的耶路撒冷妇女（路 23: 27-31) 、要求被

纪念的强盗（路 23: 40-43) 、罗马人的百夫长（玛 27: 54) , 甚

至无辜者基勒乃人西满（谷 15: 21), 当然，还有那些向往真理

的人尼苛德摩（若 19: 39) 、阿黎玛特雅人若瑟（玛 27: 57) , 

与那无声无息的爱相遇。因此相遇、合一的经验，外显为他们自我

更新，和谐社群的内在力量。无论他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与否。

从基督徒的信仰层面上而言， “十字架”是获得重生并赋予希

望的标记 “十字架”的逻辑是突破表相的矛盾，引导人抵达存有

的实相：信徒受邀调整他们的生活，去适应这个新的语言，允许自

已被重新塑造，并坚信被钉的默西亚与他一起活出复活光照下的新

生活。 “十字架”曾为令人羞辱的刑具，然而，却被基督不可逆转

地将之更新成了启示和救恩的工具。“十字架”之路成为信仰征逢，

是基督徒获得重生，享有恩宠以及让生活充满希望的标记。

这本小册子所作的努力，即是挖掘新约中步及“十字架" (拉

丁文： crux; 希腊： stauros) 一词的文本后面所呈现出来的“十字

架的奥秘”。本书由法国当代圣经学领域的青年才俊执笔，他们是：

Jean千ran ois Baudoz, 法国贝桑松 (Besan on) 教区司铎，巴

黎天主教大学 (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神学院新约教授。出版

著作：《背起他的十字架：马尔谷福音中的耶稣及其门徒》 (2009) 0 

Jean-Marie Garr沁re, 耶稣会士，巴黎耶稣会神学院(Facul t婖

jesuites de Paris - Centre S的res)圣经诠释学教投。出版著作：

《水......和血》 (2009) 。

Roselyne Dupont-T oc, 古典文字学专家，巴黎天主教大学神学



院新约教授 出版著作： 《路加福音，就那么简单》 [2003]

Christophe Raimbault, 法国图尔 (Tours) 教区司铎，巴黎夭

主教大学神学院新约教投，巴黎天主教大学牧职教理学院院长 出

版有多部公教儿童著作：《插画圣经》 (2013) 、《你真的相信吗？

孩子们关于天主和信仰的所有直接或间接的问题》 (2013) 。

促rard Billon, 去国吕松 (Lucon) 教区司铎， “天主教圣经

服务社”主任，出任《福音与生活》、 《福音活页》期刊的主编。

至于本书 《圣经活页》 (Cahiers vang1伈） 乃是法国

天主教的“天主教圣经服务社”主持的一个圣经学专题季刊。创刊

于 1972 年 笫 166 期 (2013 年 12 月）的专题是：十字架的奥秘

透过这本译，我们希望为所有对“十字架“有兴趣的人士提供

一个理解其“奥秘”的基本文本 圣经学领域的专家们会真诚地告

诉我们， “十字架”所能昭示的极限乃是：人类所关注，并于其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爱、自由以及宽容这些议题的伟大内涵。

陈开华神父

2016 年 2 月 29 日，于台北



编者的话

“他在般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

埋葬H C 

教宗本笃十六 (Pope Benedict XVI, 200于2013) 开启了“信德

年”，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 予以闭幕，本期《福音手册》(C1hias

归ang加 166) 选择这句基督徒信仰宣言的核心句子，因为这是全

体基督宗教均认同接受的。 325 年由出席尼西亚大公会议 (Concil

沁cee, 325) 的教长们所订定的上述信经条文，实际上成为贯穿圣

经的基本要素

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教长们忠实地回顾了基督的事实，并未

粉饰什么。他们正视在那时看未依然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天主子的

死亡 一个被列入匪徒、奴隶以及暴徒中间的死人，同时，也是一

个技赎人类的亡者

今天，具有健全恋志的男人和女人可能较少再受到这个福音讯

息的震撼门由耶稣的门徒们所呈现的丑闻和荒谬不再是什么新奇之

事 然而，上述信经条文依然有三个要点最特别地吸引着我们：被

钉十字架上、痛苦的意义以及“为了我们” 耶稣去世之后约二、

三十年之际，保禄书信开始正视这个臭秘 这本小册子，由一个专

家小组所执笔，愿恋立足于悠长的传统之中，提出一些本质性的要

素，以便于明白而清楚地回应当代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保禄书信之后成书的马尔谷福音和其他的宗徒作品，受到



了一位音乐家的由衷赞叹。为此，我们不得不感动于巴赫 (J. -s 
Bach, 1685-1750) 于 1749 年写成的弥撒曲。尼西亚· 君士坦丁堡

信经(Credo 1 de Nicee-Constantinople) 的拉丁文本被分作三个部分，

九个段落广三个核心乐章分别咏唱降生成人 (h1camatus) 、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 (Crucifixm) 以及复活 (Resurre立t) 。”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恰当地位于乐章的中段，宛如天主子的死亡是人类救恩的中心一

样。这一点，乃是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 CG釭ard Billon) 

1 本译文中的斜体字外文有三种情形： (1) 希腊文字； (2) 拉丁文字；

(3) 书名。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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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削吕 I 1 

前言死于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贬抑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 2: 8) 。

十字架是什么？一个倍加羞辱的酷刑吗，还是－门神学？无论

如何，这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了—个悖论。今日如此，过去亦然，根

据保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某督”为犹太人是绊脚石，为希腊人却

是愚妄”。 （格前 1: 23) 然而，保禄却视十字架 复活事件为

了众人的好消息，一个“福音" (Evangile) 。正是这样的－个议

题，挑起并激发了反省的运动。

第一节令人不齿的蔑视

“十字架的奥秘“确实是基督信仰的巨大轴心，新约叙事为此

提供了一个信息强烈的神学反省资泥。总是如此，这个十字架的神

学很容易被视为一个“预定论”的主题，激励垫督徒怀着巨大的忍

耐承受他们所面临的痛苦。然而，以“十字架的语言”这类词组来

表达，可能并不适宜，应该寻思并优先呈现 个神学反省：十字架

事件是一个事实。为此，我们史乐意说，为早期教会而言，一开始

之际，耶稣的十字架并不具备象征和隐喻的价值，然而，却为福音

使徒们呈现出了 个激发他们忠于使命的事实。

“面对令人不齿的蔑视，他忍受了十字架＂（希 12: 2) 。 《致

希伯来人书》于此重述了保禄《致格林多人书》中的思想： “为犹



2 I 十字帤的奥韵

太人是绊脚石，为希腊人却是愚妄" (格前 1: 23) 。十字架的教

导指出一个最令人不安的事实：屈辱地死于木架上的这位，同时也

是天十子。这是菲督信仰的一个决定性要素。史好说，如果未曾发

生过真实的十字架事件，也就不会产生十字架的道理。小过，确实

如此，纳匝肋人耶稣历史性地死于十字架上了。

－、被钉十字架的惯例

十字架酷刑原本是盛行于古代波斯人和化外人之中，用以处置

敌人的习惯。公元前三旧纪被罗马人从迦太辈引进，作为惩罚战

败方当中的俘虏的酷刑。有一个最好的证明是，普劳图斯 CTitus

眙ccius Plautus, 约前 254 年—约前 184 年，古罗马剧作家。—译注，

下同）在他那为数众多的戏剧作品中均有所触及： 《珠宝匣》 (La 

Cassette) 、《吹牛军人》 (Le Soldat fanfaron) 、《挛生兄弟》 (Les

加nechmes) 等等。略往后，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约

前 106 年—前 43 年，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以及雄辩家）在他的《反

驳凡里斯》 (Cantre Verr赵，约前 70 年）五卷 64 节当中曾这样

写道： “人们以此最残酷、最侮辱的酷刑处决奴隶”。

十字架起源千一个政治形态的刑律，用于严惩那些战败的犹太

军人和不安分守己或伺机谋反的臣民。罗马人以此钉死了许多的

谋反者。这个极刑也于公元前 71 年，被运用于处置由斯巴达克斯

(Spartacus, 约前 120 年—前 71 年）所领导的，以失败告终的意

大利南方的奴隶们身上；于公元 70 年，也同样运用于处置耶路撒

冷的反抗者身上。约瑟夫 (Titus Flavius Josephus, 37-100 仆，

古罗马历史学家）在他的《犹太人的战争》里面记载了为数众多的

犹太人因为试图从被罗马人包围了的耶路撒冷城内突围出去，以失



前言 I 3 

败告终之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特别交待： “他们的痛苦在提

督斯 (Titus Flavius Verpasianus, 41~s1 年乙）眼里毫无价值”

（如erre des Juifs, LV, 11, 1) 。因此，这里的反抗者并非彼以敌

人 (hastes) 对待，更玻视作地店流氓（约瑟夫的拉丁义原文：

latrones; 希腊义写作： lestai) 。罗马人的地方政府有其自治权，

以此自主决定其所认定的维护公共秩序所需的裁判标准。

在罗马人看来，十字架酷刑只该运用于外邦人和奴隶身上。上

述西犁罗之后，还有塔西伦 (Ga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

约 117 年）也于公元 110 年左右，在他的《编年史》当中提到了惩

罚奴隶的刑具 (servile supplicium) 的事情： “钉十字架被滥用

十针对奴隶所作的惩罚" (Annal es, IV, 11, 3) 。他还说：在罗

马， “有－个专门用来处决奴隶的地方" (Annal es, XV, 60, 1) 。

我们可以设想，其实在罗马帝国所统辖的所有大城市中都会有这样

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也概莫能外。

公元 69 年，加尔巴 (Servius Sulpicius Galba, 公兀前 3 年—

公元 69 年）就任罗马皇帝之际，将十字架的刑罚延伸至普通市民。

随后，哈德良 (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 Augustus, 

76~138 年）皇帝在其任期内 Cll 7~138 年），立法规定，没有法院

的判决，不能随便施行十字架的酷刑。

2 提督斯 (Titus Flavius Verpasianus) 以主将的身份带领罗马士兵，以围城
及强攻的军事政策，于公元 70 年攻陷了耶路撒冷，摧毁了犹太人的圣殿，

并屠杀大量的反抗者及奋锐党人 公元 79—81 年任罗马帝国皇帝期间，

罗马发生了两件严重灾害： 79 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 80 年的罗马大火与
瘟疫。他是一个在当时舌逼受到人民爱戴的皇帝 －~译注



4 I 十字帤的奥勒

二、残酷的刑具

从词源上来说， “十字架” （拉丁文： crux; 希腊： stauros) 

意即木质支柱，人们将一个人捆绑或者钉在上面。全于我们今天所

了解的内汹，那是逐渐发展出来的。支柱的部分已经永久性地被根

植于土地之中去了，留下来的却是酷刑的部分，罪犯首先被捆绑在

一个横向的木桩上，然后，从审判之地被拉扯着上路，宛如耶稣所

遭遇到的那样。接下来是两个部分的组合：一部分是 T 型的木架，

另 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拉丁式的四端十字架。

钉子并非穿透手心，而是撕裂手腕。脚也并未被垫放在 块小

木块上面，而是被一颗长钉从旁边穿透。死亡的时刻会慢慢来临。

这也并非由创伤直接所致，而是因着窒息而亡。身体因其自身的体

重而下垂，因此，受刑者会竭尽全力往上窜。身体的姿势很快就会

坚持不住，痛苦地反复下垂和窒息。垂危则是那么的长久和凄惨。

与斯巴达克斯一起受钉的 6000 个反抗者中的 些人则乖危长达数

日之久。

根据福音书作者的作证，耶稣的死亡还算较快。耶稣左右两旁

的受钉者残喘全日渐西乖，于是，罗马士兵就打断了他们的腿。根

据《中命记》 21 章 22 节，受刑者不能在木架上过夜，因此，打断

腿骨 (crucifragium) 促使窒息提早发生，反而显出宽厚的态度，

并让受刑者尽快结束痛苦。

上述关于第一世纪十字架酷刑的简单 瞥，足以表达受刑人的

耻辱。《致斐理伯人书》 2 章 6-11 节中的诗歌早现了基督的“虚已”

(k砌ose) 和“服从“，乃是直到“死于十字架上”。惩罚奴隶的

刑具 (servile supplicium) 如此典型地将十字架根梢于拈督信仰



斗一削吕 I s 

的核心。从保禄的珛度出发，耶稣的死亡，以及死于十字架上构筑

了基督信仰的原始根基。 (Jean-Fran9ois Baudoz) 

第二节一个神学运动

“十字架“首先是罗马帝国经常使用的 个刑具。但是，为基

督徒而言，它也是一个标志，天主自我启示于被钉在十字架的默西

亚身上。这个启示发生于 个事件、 －场运动之中：基督的死亡与

复活。十字架，乃是致死的工具，然而，却可以藉之穿越死亡获得

永生。十字架上的死亡密不可分地导向复活。于此运动之中，基督

吸引着我们，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

在这个既往事件中，产牛了一个信息：一个新的语言、一个新

的逻辑。即天主的德能颠覆了所有的智慧和人类的所有理解力。对

保禄而言，这个奥迹既伟大又复杂：天主于此显明 f他的爱。他的

圣爱 (agape) 修复了远离他的人类与他之间的关系。

一、首先是一个宣报

最重要的是一个宣报：为了我们，埜督被钉死并复活了，他让

他的门徒成为复活的见证者。证据是有章可循的。保禄这位首位基

督徒作家，在旅程中和早期辈督徒团体通信，为了鼓励他们，并激

励他们活出坠督被钉死却复活了的信仰。在他的书信当中，被反复

强调的中心思想乃是：十字架的奥秘。

和所有的沟通钉为一样，方式和适宜的机会取决千人们所能理

解、所能允许的现实。根据每一个教会的处境，需要强调的侧重点

也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场合调整奥秘和十字架语言的内涵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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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尽管如此，保禄依然毫小畏惧地面对十字架的奥秘：他揭开它，

并且展不其不同的面向。此外，他寻找－切机会宣报这个奥秘，并

且让信徒和某督徒团体易于理解。 “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

字架上的某督：这为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希腊人却是愚妄。”（格

前 1: 23) "假如拈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我们

的信仰也是空的。" C格前 15: 14) 预许的光荣透过十字架而实现。

同时，十字架将旧约的意义解释为救恩史。此外，十字架也是

天主启示圣爱的标志，还是最严厉的被排斥和最悲惨的丧失处境中

的和平、快乐、和解以及众人救恩的源泉。藉此，修正了天主与信

徒、与旧界的关系。十字架，原本是一个绊脚石，却成了宣报给世

界的好消息，这世界因此而发生转换。

二、叙事

十字架和复活叙述的需要很快就被见证者们所证实。并非只是

讲述十字架 复活的奥秘，还应该在耶稣的光照之下，重新回顾

他的那些事实和行为。这一点，也同样激发了福音书作者们的编辑

总图。每一位福音书作者都会依循一个叙事主题，并呈现出他自己

的叙事策略。论及十字架之际，基督的真实身份众所周知，甚至对

非某督徒亦然（参阅谷 15: 39; 玛 27: 54) 。

《马尔谷福音》 16 章 1-8 节告诉我们，福音的叙事开始于探

墓的妇女们。她们寻找耶稣的遗体，赐给她们的却是一旬圣言，并

派遣她们去宣报。马尔谷有－个清楚的主题，用来叙述从寻找十字

架到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的过程。以此来说明耶稣基督天主子的好消

息（参谷 1: 1)' 在作品的末尾，他邀请他预期中的读者，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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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肋亚作为开端来阅忱他的作品，被钉者的复活成了作品的钥匙

“你们寻找的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纳匝肋人耶稣，已经复活了……

去吧！他在你们以前先往加里肋亚去。" (谷 16: 6-7) 

对于喜欢强调“法律得以满全”的《玛窦福音》而言，受钉事

件不仅仅激发了圣殿帐幔的被撕裂，他更愿意突出－个实际发生的、

末旧性的“地震" (参阅玛 27: 51-54) 。因此，唯有耶稣复活才

能够将他的门徒派遣给万民（玛 28: 16-20) 。

尘于两卷书中的上卷 3 的《路加福音》，为叙事写作了 个序

言，那是为了鼓励接受了福音教导的德敖斐罗（参阅路 1: 1-4) 。

耶路撒冷，耶稣在那里被钉死并复活，才是耶稣使命的中心。藉此，

耶稣启示了一位宽恕和慈悲的圣父。耶路撒冷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漫长旅程的终点，同时，也成了基督徒使命的起点。见证者们关于

圣言的教导并未停止，从耶路撒冷开始，经过犹太、撒玛黎雅，直

达地极（参阅宗 1: 8) 。

成书较晚的《若望福音》呈现出 个为鉴赏所需的间距。为

了让信徒，以及他的读者据此维生（参阅若 20: 30-31) , 他在写

作中刻意加上了“信德”议题。因此， 《若型福音》中的十字架

被表达为菲督受举扬的标记，藉此而吸引众人归向他（若 12: 32-

33) 。

三、略晚的重读

然而，十字架 复活的奥秘是伟大而复杂的。消化信息，确

保它得以通传，并赞同这个有别十人类逻辑的十字架逻辑，需要持

3 另一卷是《宗徒大事录》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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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地予以重坎，这为信徒的团体而言，乃是一个新的挑战。保禄书

信的权威和福音圣史们的叙事允许我们明确提出十字架的奥秘这个

核心概念。阅议的新方法紧附于理解十字架事件之后。

因此，应该强化保禄的教导，以便于让后人明确认出十字架

复活的教导，在他们寻找救恩之际，能够定位十晋世性的、宇宙性

的视野上面("保禄第二书信" 4) 。也应该警醒于不要让信仰的

保存“受到扭曲的威胁”留有余地，而要评估让信仰的传递代代相

袭("保禄第二书信")。在一个司祭文化日渐消失的时代，还应

该继续纠别并珅解十字架的奥秘中所蕴含着的司祭圣职要素（《致

希伯来书人》）。此外，也还应该明臼痛苦和来自弟兄们中间的艰

难考验的意义（《伯多禄前书》）。接下来，则是教父们的诠释。

4 原作者于此加入了 le deu飞ropaulinisme (保禄第二书信）一词 根

据近代严格的圣经批判学的意见，归名于保禄名下的十三封书信，其实有

六封并非保禄亲笔所写 它们是： 《致得撒各尼人后书》、 《致哥罗森人

书》、《致厄弗所人书》、《致弟茂德前书》、《致弟茂德后书》以及《致
弟铎书》匕其中， 《致得撒各尼人后书》、 《致哥罗森人书》和《致厄弗
所人书》因很接近保禄，却存在争议，因此被称为“保禄第二书信" (le 
deuteropaulinisme) 其余被称为“牧函”的《致弟茂德前书》、 《致

弟茂德后书》以及《致弟铎书》三封，大多数学者认为与保禄关系不是那

么密切，可能是后人托名于保禄而已，因此学界称之为“保禄第三书信”

(le tritopaulinisme) (参阅步彻密着，罗绮华译：《圣保禄：生平、著作、

讯息》，香巷：思高圣经学会， 2002 年， 16— 19 页）。在本文的上、下文中，
作者的恋思是说“保禄第二书信”中的作者们乃是保禄思想上的直接继承

者，他们从保禄本人的书信中，发现了“十字架的奥秘”这一重要思想之

后，遂予以更加清楚地在他们的“保禄次书信”中呈现出来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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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条信仰之路

无论是为每 部新约作品，以及后续的托名仵者，还是为再读

者及重读者而言，我们均会发现， i字架的语言均受到普遍关注。

从“初传式的" Ck釭ygmatiqu言）教导，渐渐地发展到神学形态

的教导。十字架事件被解读为：标记、语言以及新的逻辑。十字架

的逻辑渐渐地被启示为一个召叫，它期待有信徒方面做出回应。

首先，这是一个信仰的回应，拥护被钉默西亚其人。其次，这

也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回应：教会的、团体的、社会的以及宇宙的。

最后，这还是 个伦理和存在形态的回应。信徒玻邀请调整他的生

活，去适应这个新的语言，允许自已被重新塑造，并坚信被钉的默

西亚与他一起活出复活光照下的新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原本令人倍加羞辱的刑具的十字架，成了

启不和救恩的工具。十字架之路成为信仰征途。此外，确定无疑地，

基督徒活于此世，选择十字架作为他们自己的标记：—个重牛的、

恩宠行动的以及希望的标记。 (Christophe Rainbault) 

5. Kerygma 的形容词形式 Kerygma i& 于希腊文：从门邓t']Il' 原指城市官
员或国王代表隆重宣告某事， “教会引用指宗徒时代具有固定纲要与基本

内容的教理宣讲：奥秘、逾越等（罗 16: 25; 格前 2: 4) " (辅仁神学
著作编译会： 《基督宗教—外语及唔神学词语汇编}'台北：光启文化事
业， 2005 年， 599 页） 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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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保禄书信与“十字架的语言”

“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为丧亡的人是愚妄，为我们得救的人，

却是天主的德能” （格前 1: 18) 。

第一节福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默西亚

《致格林多人前书》

一、格林多基督徒之间的争持

相当年轻的格林多教会已经面临内部分裂的危机。在希腊世界

中，知识和宣讲的魅力蔚然成风。有许多各自独立的派别，他们中

的每一个人都声称自己归属于某一位灵性导师：刻法、阿波罗或者

保禄（参阅格前 1: 12) 。保禄则以受召于天主的使者的名义强烈

抵制，并呼吁众人共融于天主子耶稣（参阅 1: 9) 。为什么这些

争吵会撕裂团体的组织结构，并分裂某督？格林多人热衷于使用归

宿用语： ＂找，我属于刻法；我属于阿波罗……“保禄坚定地呼吁，

每一个人都受了洗，“属十晶督名下" Cl: 13) 。 £js to onoma C "属

于……名下")这个词组原来指的是商业税务，尤其是指奴隶交易：

人们以一个好听的说法来表达： “属于某人名下”。这样就足以消

解人性的虚浮。新的归属，乃是只屈于耻督。

在 些旬子中，保禄以洗礼的特征来代替十字架的特征。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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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对称旬子来表达： “难道是保禄被钉在十字架上吗？或者你们

是因保禄之名而受了洗? " (1: 13) 然而，从此以后， “为了你

们而被钉”这个词组就得以特别突显。被宣称为好消息的福音涉及

被钉之前的所有事物： “拈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宣传福

音……。" Cl: 17) 以一位教师的姿态，保禄将福音的主题定性

为十字架的官报。这二者结合起来，以一个悖论的形式呈现给格林

多人，为保禄而言，这 点却是信仰真理。

二、从智慧的宣讲到基督的十字架

在希腊化的格林多，官讲中的说服力压倒 切。福音宣讲经由

语言得以呈现。因此，保禄也依循此等风尚：“基督派遣我官讲福音，

不用巧妙的语言，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 （格前 1: 17) 。

一方面，保禄挨弃智慧 (sop加a) 的语言 (logos) , 即修辞学的

专门技巧，因为在希腊世界中，言辞的专门方法具有政治和哲学的

双重的功能；另 方面，他又推崇基督的十字架。于是，他的对照

法就直接地在十字架和智慧之间激起了张力，在十字架和语言之间

亦然。因此，两者之间的可逆性非常强，保禄将致力于此，尽力去

解忱十字架的形象，使之成为解释福音的钥匙。

三、十字架的语言：怎样的智慧？

“十字架的道理，为丧亡的人是愚妄，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

天主的德能” （格前 1: 18) 。在格林多人的争吵之前，透过智慧

和语言而呈现的令人窘迫的浮令风盛行已久，保禄正是在这样的环

境中推崇菲督的十字架，即那让基督受难并死亡的十字架。然而，

十字架的诸般参数并非从耶稣忍受这个酷刑开始。历史事实拥有其



12 j 十字架的奥胁

深厚的背景，以便于以众所周知的知识和修舌千米介绍十字架。既扎

根于 16gos 这词的希腊文原意，又赋予新总，保禄发明了一个新的

词组：十字架的语言 (le 16gos de la croix) 。 logos, 意即宣讲、语言。

为保禄而言，这个新发明的词组 被赋予更强烈意义的词

组 意味着什么？八希腊文中，所有格 (genitif) 的总义相当丰富，

在保禄的书信中，这种模棱两可性却从众多意义之中精准地突显其

一。首先，所有格的客休，即言语的对象：那是十字架；然而，所

有格的主体也是十字架，它是富有表现力的，更好说，它是宣讲、

是语言（说明用法的所有格）。我们可以继续针对十字架进行思考！

总之，这里所说的十字架，尤其是为保禄而言，担负着一个隐喻的

作用，它并没有消解其最初致人十死地的意义。然而，我们不要忘

记，福音官讲让logos 一词那原本作为智能的工具消失了。从今以后，

它发牛了转化。用博德 (Pierre—Marie Beaude) 的术语来说，即是：

人的智慧发生了变形 (la metamorphose) , 此即十字架的智慧尸

如果语言的智慧真能让基督的十字架沿空，那么，十字架自身的语

言则会竭尽全力地以另外一种智能的方式将十字架皇现出来。 “十

字架的语言”的红线（总即划出重点）遍及我们所读到的整个的保

禄书信之中。从格前 1 章 18 节到 2 章 11 节，勹知识、能力以及救

恩并列出现的智慧，乃是变形的对象。

我们可以以一个论题的角度详细研究 下第 18 节。十字架的

语言产牛了一个判断，它是一把双刃剑：为丧亡之人而言是愚妄，

为其他人来说则是天主的德能和救思之道。这个判断首先提供了智

6 博德： 《圣保禄：变形的作品》 (P. Marie Beaude, Saint Paul L'oeuvre 
de metamorphose, Paris, Cer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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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救恩的理由，希腊人懂得寻找：十字架承受着智慧和宣讲的讯

息。

由此开始，保禄的证据即建构起两个连续性的阶段，能够简洁

地重新赋予智慧的根源性回溯。于 1 章 20 节和 2 章 5 节之间存在

看一个强烈的对比：“天主小是使这个世界的智慧变成愚妄了吗？”

接下来， 2 草 6—16 节则强调：“我们在那些成全的人中间宣讲智慧”。

然而，无论为两个阶段中的任何 个漫长的阶段而言，价值和样式

的重塑均会被毫无休仆地重新述话和强调。

四、人类智慧的挫败

第一个阶段指明人类自负于智慧所引致的危机，为了让他们面

对十字架。格前 1 章 21 节带出一个挫败智慧的简洁词组： “既然

天主的智慧隐没，世界就不能透过天t的智慧来认识天主……“《致

罗马人书》 1 章 18-23 节中也说，不是受造之物，也并非人类存有

的既定理性不能引领众人认识造物主天主，而是他们不愿意。于是，

人类就没有了光荣，也缺失了恩宠！相反，人们以受造物来创作，

根据他们自己的智慧制造偶像崇拜的对象，他们为偶像安装了手。

同样，疯狂的人类智慧，因其能力而自我扭曲，也自行堕落。

曾儿何时，天主拣选了相反的方法，即智慧的绝对反面。 “愚

妄的道埋”适用于承载人的信德： “天主藉着愚妄的道理，来拯救

那些相信的人" (格前 1: 21) 。愚妄与所有伟大的哲学、宗教传

统背道而驰。至此，人性普遍追求的乃是： “犹太人祈求神迹，希

腊人寻求智慧……”在保禄这个犹太人的口中，希腊人和犹太人皇

现出了人性的两个结构性成分。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津津乐道于

智能：从若干个世纪以来，知识和真理的寻求支配着希腊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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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则在寻找一个统治叽界者。另一个传统中的人则热衷于神迹：犹

太人期待着那曾经在过去显现为拯救他们的那“大力之手，强健之

臂”的天主的德能能够重现眼前，成为他们决定性的干预，拯救那

些在身体上由神迹所标注出来的选民。

”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尪督。这为犹太人

固然是绊脚石，为希腊人却是愚妄" Cl: 23) 。人类所有的企图

为世界和人类的存有确保了一种能力。对称的、对立的欲望，为一

些人而言，会在智能出众的探寻之中得到救赎；为其他人而言，被

天主选为子民的确定性会将他们区分出来，并许以上地。这一切都

是以人类之手的方式托举天主和人类的未来。保禄认为，天主藉愚

妄之名，肃清这一切并以被更新的十字架之名，予以宣讲。

五、绊脚石和愚妄

“绊脚石”和“愚妄”这两个词均有其深厚的背景， 个在犹

太世界中，另一个在希腊世界中。

我们减损了“绊脚石”的内涵，无论从词源学（脚撞上了石头，

人因此而跌倒）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学的角度（人撞上了公共利益）。

然而，为犹太世界侚言，十字架却首先是 个宗教团体的绊脚石。

在《致迦拉达人书》中，保禄谴责一个犹太传统中的诱惑： “基督

为了我们成了可诅咒的，因为经上记载说： ｀凡被悬在十架上的，

是可咒骂的＇＂。 （迦 3: 13) 这旬出自中命纪 21 草 23 节的引文

涉及犹太人的法律，绞刑乃是天主诅咒的标记：—个被悬挂在木架

上的默西亚，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默西亚乃是与之建立关系时最

大的阻们。这个词组近乎亵汶神，却触及天主的图像。

从词源学的角度，为希腊世界来说，十字架乃是令人惊恐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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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它至少激起酷刑的暴戾以及社会处境中的耻辱感：这是针对奴

隶和犯罪分子的酷刑，异常使人工脸的酷刑。对于希腊智慧凭藉其

知识和才智所做的探寻侚言，一个被钉死的默西亚颠覆了这一切。

这是一个愚妄。保禄并没有使用希腊文中的 mania 这个术语。这是

来自于诸神的－个表达疯狂的状态的词汇，可以用它来描述诗人，

也适合于智者和哲学家身上。不，保禄选择了耐ria 这个词。这个

词呈现思辨或实践才智的反面：动物般的野蛮、愚妄状态。如果说

人际关系和反抗的暴力这个内涵被我们最大限度地忽略了的话，那

么，它却不会远离格林多人的视野：所有的人都希望趋赴知识的世

界，趋向理性的希腊土国；所有的人遂被排除，并远离于十字架的

“野蛮、愚妄”。

六、天主的德能和智慧

保禄并没有将他的格林多听众遗留在疑惑与失望之中。迄今为

止，他依然在整个篇幅当中，以－个颠覆诱使并激发他们的内在动

力： “但是，为那些蒙召的人，不拘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

却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 （格前 1: 23) 。

”们是＂ （希腊文： de) , 这个简单的连词扭转了被钉十字架

上的基督的形像：从人的眼光来审视，十字架是”绊脚石和愚妄";

从天}的眼光来端详，十字架是“德能与智慧”。追求智慧已经被

希腊人所开启，十字架面前的谦卑被视作野蛮愚妄和饱受耻辱，然

而，这正是菲督的形像。在十字架上，当被举擎之际，尪督展示了

他的神性幅度。更好说，智慧玻转化了、被转换了。藉着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智慧隐没了。经由十字架，理性有了全新而令人难以

相信的显现方式。这令人惊愕不已的天主的德能和智慧乃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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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所有的人趋赴于他，无须功德卓著，无须灵修成就或者宗教品

质方面的优异，也无须具备超人的智慧或者哲学的修养。所有的人，

将从他们最大程度地离弃那被人看重、受人称赞的人类智慧和宗教

之际而重新开始。

令人感到荒谬的颠覆已经实现了，保禄并没有在天主与人之间

的重大分歧方面，给予过多的解释：人明显显得愚妄和脆弱，天主

以无法估量的另类智慧和伦能转化他（格前 1: 25) 。是什么样的

明显变化允许人进入这个新的背景之中？保禄只有一个回答：天十

的召叫。这个词一语双关地指出受到颠覆的收信人，他们被视为即

将接受转化者： “但是，为那些蒙召的人……" C 1: 24) 附带提

及他们那犹太或者希腊的起源，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群体，

他们受召、合一于一个新的动态之中！

七、样本：你们，受召者

“召叫“重现两个个案中的一个，不过，保禄从他自己的角度，

予以发展。能够为那由天卞的召叫而来的颠覆提供最有力的证据的，

当属格林多的教会。他邀请一众成员： “请详察，兄弟们，你们的

受召" Cl: 26) 。

在一个强烈的对比系列之中，动词“选择" (exelexato) 涉

及操作者，保禄收从了在希腊人眼中最负面的词汇，以便于称呼他

的格林多的忱者： “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也小多，

显贵的人也不多” （格前 1: 26) 。概念犹太的传统观念，拥有智

慧或者哲学、政治权势、社会地位均会被视为“显贵之人" Choi 

kaloi lagathoi) , 这些都与他们毫无瓜葛。通过格林多的从督徒

小团体来审视该城的社会性形态，似乎正是如此；远逊于雅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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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丽堂皇，这个新的城市严重匮乏贵族人文气质 'o

保禄以一个足够强硬的态度刺激他那些希腊听众的感受。天主

拣选了人口凋零而弱势的以色列，为了在相反智慧和人类共识的层

面上，实现他的救援，如今，天主又拣选了这些缺乏智慧、没有权势、

出生低微和毫不起眼的格林多人。天主根除了贴在人身上的那些聪

明的、政治的、社会的价值感，让他们拥有他的救援，成为他的见

证者。在－个对比性较强的手法中，保禄旰请每－个受到否定的人

自觉地联通于天主的拣选，他让他们转向：天主愿意坚强众人，让

他们成为真正的智慧存有，然而，在这同样的立场中，他车劝格林

多人，他们能够祈望所有的恩赐。藉着耶稣基督，所有的都给了他

们。拈督的新颖乃是：保禄将基督宵于格林多各个教会团体的中心，

以便十除去他们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浮夸之风，并确证只在菲督内存

储着“由天主而来的智慧、正义、圣化以及救赎" (1: 30) 。

发展全此的语言，能够为格林多人接受吧？似乎是那么确定。

藉着保禄的努力论证，十字架的语言就相应地产生了一个社会学上

的内涵天主教会对－－群人的拣选，尽管他们没有什么可称许之处、

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没有权势，他们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和毫不起眼。

八、另外的样本：宗徒的宣讲

第二个样本补足并说明前述第一个。宗徒的身份乃是由天｝所

7 格林多城，公元前 146 年被摧毁；随后，于公元前 44 年，由凯撒 (Jules

Cesar) 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约有五十万人口 它拥抱那个时

代所有的思想和宗教 和所有的新兴城市一样，它也吸引肴退休的罗马士
兵、大量的奴隶以及流窜中的不志之徒，商人们较少指望迅速地丰厚荻利，

许多指望荻得大赦的犯人们期待着这样的好时机 这些毫无荣拔可言的弊
瑞，让当时的格林多人对于名望、知识趋之若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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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囚而，列举同样的颠覆： “弟兄们，就是从前我到你们那里

时，也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给你们宣讲天屯的奥秘” （格前

2: 1) 。

我们十此又听到 1 辛 17-18 节中的十字架的语言的回响。此处

的智慧和宣讲在修饰学上的内涵，乃是 2 章 4 节的“智慧动听的宣

讲”的回顾和重提，要表达的总思是：从世界的尺度来判断，宗徒

宣讲乃是“软弱的、令人恐惧的和令人震憾的” （格前 2: 3) 。

因为保禄的宣讲并不游离于被钉的耶稣基督之外。囚此，新颖之处

在于，基督的十字架遍及宗徒宣讲的所有层面。这就带出了 个意

味深长的极端行为，似乎天主的奥秘完全以一个强大的公式被呈现

出来： “我曾决定，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这被钉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2: 2) 。

“天主的奥秘" (mustetion) , 保禄的下文再次提及，并且

将之与“天主的智慧”（格前 2: 7) 的连接起来。让我们放缓脚步，

了韶一下“启示者”这词在最初的希腊文中的原始用途。令人奇怪

的是，这竟然适合于定义”被钉十字架”。我们就会惊奇地问，为

什么保禄没有提及十字架。这就需要了解，这里所论述的十字架的

“初传" Ckerygme) , 乃在“天卞的启示“中占据着决定性和确

定性的位罚。事实上， 2 草 2 节的声明尤其是拓展了 个颠覆性的

崭新语言， ”并非藉着智慧的言辞，但是，却是因着圣神及其德能

的表现" (2: 4) 。为保禄来说，十字架的语言一开始即不会停留

于软弱和耻辱之境，它从这最底层涌现那至高的德能，具有德能之

神，乃是天主圣神。格林多人已经于其自身内，体验过了圣神的德

能，整个的书信都为此作证，然而，可能存仆着一个过分浮令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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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观，以致于因错误理解圣神，而忽略了十字架。

九、隐瞰在奥秘中的天主的智慧

保禄却想计他们看清十字架的德能和智慧。从 2 章 6 节开始，

颠覆的原则即开始在整个作品冗长的证明之中，逐渐抵达宣讲的中

心。十字架的言语和智慧联合一致： “找们在成全的人中也讲智慧，

不过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将要消灭的有权势者的智慧＂（格

前 2: 6) 。面对这个确切的智慧，格林多人因之趋赴成全 (teleios8),

此世的权势者和大能者却因之而黯然失色，日渐消失。

十、我们预定的光荣

天主的智慧展开了末世性的命运，丰沛得令人惊愕。这个经由

十字架呈现的命运，引致人类的光荣： “我们所讲的，乃是那隐藏

的，天主奥秘的智慧，这智慧是天主在万旧之前，为使我们获得光

荣所预定的" C 2: 7) 。陷藏 (apokekrummen砌），但是加含苞待

放，天主智慧按照他的计划，在历史中实现：从起初以来，天主就

为人类（即找们）着想，赋予其光荣。这里所使用的术语是“预定”

(predestination) , 这个词的动词形式 "pro-hor1或＂的总思是

“视野" (horizon, 地平线、视野）：人类的视野，我们的视野，

此即进入天卞光荣的门槛。

然而，于此命运中，充任主角的智慧却是十字架的智慧；天主

的旨总，即他的奥秘，保禄已经说过，在被钉的耶稣基督身上完全

8 形容词对l"ios (词根是 telos) 意即“抵达终点、实现、完美”；它步及

那些因着十字架，而抵达开放性的启示之路的终点 保禄并没有嘲笑格林

多基督徒追求完美的孚夸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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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启示出来了。这是天主的智慧，比人类所有的虚妄更有智力，比

人类所有的软弱史有劲道：天主为人类准备的光荣透过十字架，基

督予以启示了出来。但是，籵界上的智者和有能力者所一贯赞同的

却是：强有力的声望，行政职务 (archon tes) , 政治、智慧或者

宗教的权力等等，这些人不知道去看或者懂透： “事实上，今世有

权势的人中，没有一个认识她（天主的智慧），因为如果他们认识

了，决不至于将光荣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2: 8) 。

+-、被钉的光荣之主

保禄文本的宗旨乃是这个 Oxymoron (双方结盟），此一盟约

乃是十字架语言的回响，藉此回溯性地表明：被钉的光荣之主！上

主的光荣，即神性的光荣，显明于十字架上。正是这被钉者的面容

反映出了天主的光荣，并启示了他那为众人所预备好了的光荣。

在读《若望福音》中的受难史末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高呼福

音所提供的基督论：受到世间法庭审判、从十字架上被举擎的耶

稣启示为君王的光荣，在他内，天主的计划得以实现（若 19: 28-

30) 。保禄宣讲的诗性内涵与若望叙事的图像表达彼此符应：那难

以置信的神性智慧的深度痛击着这个世界的德能，他那令人费解、

令人称奇的计划，无论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完整地呈现在被钉

的耶稣其人身上。这个人类的精神实在无法预见和接受的智慧，尚

须留待同为天主的圣神来协助探究和言说。

十二、藉着圣神，天主将自己启示给我们

为了更好地官讲那透过十字架所揭示的转化得以持续，保禄诉

诸旧约。通过引证依撒意亚和耶肋米亚先知，并对他们的旬了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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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旬处理之后，保禄石手处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旧约本身亦

强凋这个无限的超越信息： “经上这样记载说： ，入 8为爱他的人

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木闻、人心所未想到的'。" C 2: 9) 

在 1字架的景象中，旧约得以超越自身。十字架提供并揭不了

－个新颖：天主圣神得以启不出来。圣神的新颖乃是进入“天卞所

爱的人”的心中。 “天主所爱的人”这个词组并小经常出现于保禄

的书信之中，然们，却在《致罗马人书》中出现了一次（参阅罗 8:

28) 。在类似的末世论的救恩背景中，天主已经“预见" (pr仓vu)

路径：因着圣神的庇荫，在这路径上的人，被天主的爱所浸透。

“圣神洞察一切，就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他也洞悉”（格前 2:

10) 。为了让众人听凭圣神的光照，十字架成为光荣的根本启示。

透过十字架，天主召叫众人。为了让人接受初传，即关于德能和圣

神的证明，十字架的语言成了帮助人重新认识旧约的钥匙：初传乃

是天主的终极旨意得以启示的途径。

十三、十字架的语言，天主的智慧

“十字架的语言“恰当地作为最有力晕的保禄式词组中的一个，

致力十描述天主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尪督所实现的，那令人称奇的救

恩。在格林多这个充满活力的教会的心中，回响着不同的灵感：有

由公共语言所提供的能力和知识的声呾，也有由来自各地的宗徒们

所提供的奇妙言论。保禄却加入了一个另类的语言或宣讲，在天主

的愚妄中确保人类智慧的转换，换言之，转换成为 个至高的、超

乎想象和不可思议的智慧。 (Roselyne Dupont-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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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最早的记载：被钉的耶稣

《致迦拉达人书》

在《致迦拉达人书》中， “十字架” 词的密仗程度杠保禄的

作品中，无出具右者： 2: 21, 一次； 3: 1, 一次；另有五次出现

于书信末尾： 5: 11, 24; 6: 12, 14 C 西次）。因其表达了不同的

内岭，所以，我们有必要予以解释。

一、十字架的绊脚石（迦 5 章、 6 章）

《致迦拉达人书》被寄这给迦拉达地区的从督徒，他们所面临

的诱惑勹格林多的拈督徒相似。犹太 从督徒(Judeo-chretiens)

的福音宣讲，经由伬禄那卓有成效的福仕行程到达该地区（参阅宗

13: 14; 14: 24) 之前，迦拉达人就已经浸淫于相瑟法往之中。首

先，经由割损礼，在身体上产牛了一个拥有救恩担保的记号，同样

也在饮食习惯方面，以可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崭新归属。

针对他为维护自己的使徒身份所做的讨论 这与福音真珅密

切相关 保禄以苦难来予以辩护：福音真理，在致迦拉达人书第

＿革当中被两次提及，升不相异十天｝为众人所提供的馈赠。这个

馈赠小在乎什么条件，小计较宗教、社会或者道德方面的完备。这

是在耶稣基督内，给予儿子的馈赠。因此，保禄才这样写道： “天

主认为好，遂将他的圣了启不给了我” （迦 1: 16) 。他并没有中

纯地强调天＋给他启示被钉的圣子，们是说天主给保禄启示了 个

新的亲了关系：与基督相关的亲子关系。这个亲了关系的实质性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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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众人成为儿子，换言之，让众人成为自由之人。

二、为了自由的召叫

由于所有既存宗教的形式，迦 5-6 章推出－个以自由为目

标的有力召叫。与选择割损礼和法律的约束相反，保禄肯定由

枯督为了自由所做的自我奉献，此即宣告“十字架的绊脚石”（迦

5: 11) 。

我们已经研究过《致格林多人前书》中的这个词组：从犹太人

的眼光来看，十字架乃是绊脚石。经由法伴的审判，保禄灼调地卢

称，被悬挂在本架上，乃是一种诅咒（迦 3: 13) 。绊脚石，在这

里的总思是说拒绝割损礼，割损礼乃是肉身归属的标记和相瑟法律

的实质性体现。相反十法律规定和十诫，较之于所有的宗教义务，

十字架官布枯督徒的自由，保禄于此毫小犹豫地谴责奴隶制度。十

字架的绊脚石，即是诅咒的报应，因此，这个由天主而来的选抒，

会受到狂妄自大的宗教人士的轻视、审判以及诅咒。

同样，在基督内的自由并非一个伦理生活的放忏门流，它不应

该成为任何人放纵肉欲的借口。在这个总义上，它强调法律的最终

要求： “你要爱近人，如你自己" (5: 13) 。保禄并小害怕悖论：

新的自由乃是奴隶身份的解放，与此同时，这个解放却由实际的服

务获得自由！自巾开启了爱和服务之路：不再成为肉身的奴隶，却

是彼此服务。在这个爱的崭新动力之中，十字架以转换每—个人的

形式，发起反抗邪恶势力的战斗。他们属于基督，苦难和毁灭性的、

腐朽性的欲望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C 5: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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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字架、世界与我

强烈悖论逐渐清楚，透过十字架，从他原本的骄傲门负中，保

禄举擎起了门由与合一的旗帜：他原本引以为豪的犹太人的门属感

玻修正得所剩无几！ “至十找，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从督的十字架

来夸耀，因为藉看址督，世界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于世界

也被钉在十字架 L 了＂ （迦 6: 14) 。与叶界一起被钉的关系， - 
个奇怪的说法。基督的十字架，保禄视之为天主转化行动的标记，

成为 4个救恩的行动，使宗徒被转化得远离世界和人群，他们又被

派往出界。与世界的关系不能够被置于十字架的标记之下，因为十

字架给旧界带来了危机，并导致宗教和社会的所有价值观趋于倾覆；

然而，就在接受并进入十字架那转换的德能之中的时候，旧界发现

了救恩之路。

在《致迦拉达人书》的结论中，我们十分确信实际的效能乃是

十字架的特征支撑着保禄的思想。相关词1l从《致格林多人书》中

即已出现，其内涵不仅仅是十字架的语言或宣讲。因为为迦拉达人

而言，逻格斯 (logos) 并不具备如同格林多人所认为的那种魅力。

出自福音真理的魅力，使他们从犹太法伴中发生转向 个旧约

法律，承载着由天t订立的盟约 从实际接受和实践福音的效果

中，他们被分离出来。这是保禄面对旧约无法回避问题，他需要正

视十字架。

四、活现眼前（迦 2: 16-3: 29) 

《致迦拉达人书》在第二章的末尾处带出从本的对立：找们之

所以被称为“义人”，乃是因着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而非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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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作为（参阅迦 2: 16) 。对于这个对立，保禄特别地予以证

明。十是，他就简单地回顾，诉诸｝自己内心经验的具体早现，即

他所发现的那奇妙而决定性的证明： “我已同楛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了，所以，找生活已经小是我牛活，们是从督在我内生活" (迦 2:

19b-20) 。

发明“和……被钉" (crucifie-avec) 的组合，总即超越了

所有理性所能有的表达， 个实际而内在的有分于菲督的苦难与死

亡的生活；有分于恩赐的接受，意即接受天}圣子的信仰。保禄称

之为： “他爱了我，且为找舍弁了自己" (2: 21) ; 为找如此，

为你们亦然，为了众人！迦拉达人忘记了这个在圣神内所接受的”为

了众人”了呜？他们丧失了感觉了凹？

针对这些囚着沉迷于犹太法律和旧约诫命，而陷于“无知

的”、 “受到迷惑的”迦拉达人，保禄再次回顾十字架，并将之视

为“新的盟约" : "无知的迦拉达人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某

督，已活现地摆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迦 3: 1) 

Proegraphe 这个字的原意是”被陈列”、 ”被描绘" ; 其动词形

式的词根是graph, 在义学方面的意思是”事先写好”、 “在脑袋

中已经首先写好了”。巾实上，打开一个文本，完全是让人重新阅

读，并让以法伴形式涵盖众人的旧约得以实现。为保禄而言，十字

架乃是针对人类所有智者在内的，一个决定性的、定义性的重新解

释事件，宛如犹太人的旧约所发挥的涵盖功能 样。

个紧实的、复杂的发展（参阅迦 3: 6-29) 驱使保禄臼称：

在基督内受洗的众人，崇凶地被塑造成为一个前所木有的崭新人性。

我们只能选择性地记住那些指出旧约的象征性路线的元素。存留着



26 I 十字帤的脚胁

的记忆，则被归纳为腹稿的一个投影：被钉的耶稣咭督。

五、旧约和法律

提起“旧约”让我们－下子就想到一个先知性的功能：无论为

保禄还是为迦拉达人，如果亚巳郎是因为法律而称义者的模范和袒

先，那么，旧约就在他内预见到了外邦人的德义（参阅迦 3: 8-9) 。

保禄毫不犹豫地写逞旧约是－个“预备福音"(pro-e咬ggelisato),

他同时向亚巴郎宣报好消息，并盲率地指出迦拉达人对于信仰之父

的认识有所偏芳，实际的情形却是：亚巳郎， “万民都要因你获得

祝福" (3: 8) 。

然而，保禄并没有忘记由救恩史的漫长叙事所形成的旧约，却

是由相瑟法律的恩赐而来。然而，衔瑟没有被保禄提及。法律，首

先意味着“法律的作为"'只是尽心竭力为了取缔资格。被取缔资

格，首先是囚为那珅应让人好好生活的守法行动，实际上落空了。

论据是众所周知的。即使保禄说到自己，根据法律的正义所界定的

无瑕可指的那些岁月（参阅斐 3: 3) , 但是，他又毫不犹豫地指出，

面对天卞没有什么可称作是正义的。论及天上的圣咏 141 篇 (2:

17, 亦见罗 2: 20) , 在这里却被《中命纪》中的引义取代了： “小

坚持这法律的话而执行的，是可咒骂的＂ （申 27: 26) 。申命纪

中的诅咒律允许保禄更便利地展不，旧约以那些实为圈套的多样性

规定，塑造信徒。因此，法律其实也成为可诅咒的 (3: 13) 。但是，

悖论性地，因着拈督，诅咒成为 个令人惊愕的颠覆契机。最终，

旧约写道： “凡被枯在木架上的，是可咒骂的" (3: 13) , 诅咒

他的人计自已成为诅咒，发生在他身上的是法律的诅咒，旧约已经

让法律之墙产生了缺口。在耶稣拈督内，旧约让自身包围在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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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圣神们来的转换的能力之中。

然而，从这个预许和古老的角度来看，旧约彼再次削减。诚然，

在一个最悠久的文化之中，总足存在着优先的事。给亚巳郎的许诺，

其效验由天十提供支持，这个许诺并小由在救恩史中，较晚才出现

的“法律”产生效验（约晚 430 年） (3: 17) 。此外，这个许给

亚巴郎及其后裔的许诺终止于那个唯一的后裔 (3: 16) : 基督汇

集许诺，并让旧约的计划得以实现。因此，在旧约的中心思想中，

法律将会反对许诺，升冻结天主的计划吗？在针对一个由耶稣基督

所实现的许诺的壮观回溯中，法律悖论性地脱颖而出，有分于最终

的实现，在显明抗命的同时，亦在标注出其本身的失败之际，让他

与生命联通 (3: 21) 。

于是，旧约的象征性的路线就得以实现：因着法律，经由法律，

旧约由罪、正义之不可能实现性所关闭，们是，这并非就没有出路

可寻，也并非就不会十其空隙中准备它的未来：全部集中十许诺的

”为了" (afin que) , 切实许给亚巴郎的许诺，应验在他的后裔

耶稣菲督身上，从此以后，所有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无分轻轩，

他们全被奉献为亲子关系，成了确实的自由人。

六、被钉十字架上，旧约文本的钥匙

在提醒迦拉达人之前，保禄首先作了核实。旧约 以许给亚

巴郎的一个许诺的形式，预见并宣称好消息在先 也同样“－切

人都被禁铜在罪恶权下，好使恩许藉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归于相

信的人” （迦 3: 22) 。根据保禄在这个叙事中的立场，许诺以直

接的方式祝圣业巳郎和所有在悲督的十字架事件中获得信仰的人。

这个信德的事件迅速地聚合并重新定位所有的初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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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玻钉的耶稣基督的事件乃是启尔的事件，预先并突显

具所能显明的救恩史开端。这个事件引致普迵性的设定：所有具有

信德的人，透过这个事实，成为天十的子女。这是囚为他们属于菲

督，囚此，迦拉达人和其他人一样（和亚巴郎一样）成为“天主的

子女＂ （迦 3: 26) , 他们彼此“开为弟兄" (3: 15) 。

最终，保禄邀请迦拉达人阅议旧约，所有的旧约叙事都有一个

清晰可见的共同点旧约文字的共同点为他们皇现被钉的耶稣基督。

“从督的十字架”为迦拉达人来说乃是旧约文字已经有所预表。他

们仆圣神内接受了旧约文字，因着信仰的聆听，这些义字帮助他们

预作准备。其实，这些文字并非只是原始的，囚为他们对之接受在

先。它是原始的，那是因为旧约开创并解释了整个的救恩史 9。正

是因着这些预先的义字，保禄在他的写作之中，重新提及相关的人

物。保禄书信，因此而让接受信仰变得具体化。在耶稣埜督这里，

旧约抵达其顶峰，此即十字架。十字架超越并光照其他所有的讯息，

旧约与新约因此而得以组合。 (Roselyne Dupont-Roe) 

9 保禄的门生们，在《致哥罗森人书》中，随后发展了保禄相当紧实的词

组，称耶稣基督为“原则" (ark加）： “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先者……

他是死者中的首生者，为使他在万有之中独占首位……因看十字架的血，

立定了和平" (哥 1: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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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被钉存有与基督《致罗马人书》、

《致斐理伯人书》

我们从保禄的作品中，能够整理出 个“十字架的神学”吗？

保禄书信的诠释者们是审慎的。董格 (J.D.G.Dung) 核实保禄的神

学实为高深莫测的十字架神学；通过回顾了两个芹别甚大的语言：

十字架的神学和义饱的教导］（），祝斯坦 (].Zumstein) 更喜欢指出“十

字架的语言”乃是诠释的关键。

这是真的， “十宁架”这－词礼的具体韶释相当罕见地出现于

保禄的书信之中。他往往喜欢 个有关联的词汇，以便十呈现他那

关于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之间的关联反省。因此，保禄特别着眼于节

点勹事件，这让他更恰当地表述标记和从督之死之间的利害关系。

他也紧扣要旨，从信徒的存在立场粘确指出十字架的影响 C 无疑，

这与保禄的创新性有关。于此，我们将从《致罗马人书》到《致斐

理伯人书》的角度，来研究保禄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十字架的词汇

于其书信之中，保禄相当罕见地依赖“十字架”这个词汇。偶

尔，加又频繁使用（如《致格林多人前书》、 《致格林多人后书》

10 董格： 《保禄宗徒的神学》 (J. D. G. Dung, The Theo/ogle o[Pwl the 

Apostle, T&T Clark, Landres/ New York, (1998) 2003, p. 211) ; 祝斯坦：

＼十字架：保禄神学结构的原则》 (J. Zumstein, "Li croix cornme principe 

de constitution de la th e ologie paulinienne" , A. Dettwiller, J. - D. Kaestli, D 
Marguerat (dir.), Paul, 切e th e ologie en construction. coll. "Le Mon de de la 

B小le" , no 51, ed. Labor et Fidesm Geneve, 2004, pp. 29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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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致迦拉达人书》），他也能做到完全不依赖该词汇，致弟茂德

前、后书即是这样。仆《致罗马人书》和《致斐理伯人书》当中，

他均是小心翼翼地，并以特别敏锐的态度使用之。偶尔，他喜欢用

其他的方式来代替之，比如：辈督的死亡。

在《致罗马人书》中，保禄一丁点儿都没有道及“十字架”

(stauros) 词，也没有使用其动词形式： ”被钉在十字架上“

(stau对）。但是，却有炒次，他提到“一同被钉" (sustauro, 

罗 6: 6, 另外的出处是迦 3: 19) 。

在《致斐理伯人书》中，他使用“十字架”的名词形式 (stauros,

斐 2: 8; 3: 1811) 。

对于“十字架” 词的罕有解释，也存在于注疏家们身上。由

此可见保禄在处理解释方法方面的谨慎态度，避免因着 个罗马式

的酷刑激怒他的交谈对象，这些罗马人对于这个公开的刑罚才是最

佳的解释者。无疑，确实如此。然而，应该详加解释。

二、死亡和生活《致罗马人书》

（一）“死亡”的词汇。在《致罗马人书》中，保禄往往喜欢“死亡”

(thanatos) 市词，尤其在五至八章当中。死亡并没有能够统治垫

督，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之际（罗 6: 9) 。因其死亡，于此死亡之中，

我们得以受洗（罗 6: 3) 。在我们还与天主为仇的时候，囚着他，

天主与我们和好了 (5: 10) 。

11. Stauros 作为名词形式，还在保禄的其它作品中出现：格前 1: 17, 

18; 迦 5: 11; 6: 12, 14; 斐 2: 8; 3: 18; 弗 2: 16; 哥 1: 20; 2: 
14。动词 staur6, 出现于格前 1 : 13 , 23 ; 2 : 2 , 8 ; 格后 13: 4; 迦 3: 1; 

5: 24; 6: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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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禄也用到了“血” 词（罗 3: 25; 5: 9) 。压督的血担任

了 个为罪人败罪的角色，并为信徒辩护。祝斯坦 (J. Zumstein) 

认为：这个表现形式让人了解拈督之死所产生的赎罪的终极效果这

个救赎性意义，天卞的正义要素正是显明并实现在圣子的死亡之中。

最终，为了完全成义，保禄明确指出，仆天主居于主导权的情

况下，拈督被交付了 (paradjd.值j)' 由此所导致的基督之死，乃

是由于我们的罪及为了我们的成义（罗 4: 25; 8: 32) 。

囚此，保禄心心念念要证明的乃是基督那为了我们的罪过而产

牛的死亡，即是赎罪，在天主的主动权下，大主愿意与人和好。保

禄总是将菲督的死广与其复活相提并论，效果即是我们的义德。我

们已经看到，保禄并木致力于解释十字架，在同一视觉上，他也对

“十字架“未置一词。但是，他强调某督的死亡总是与其复活紧密

相连。最终早现出来的意思是：罪人的赦免、救赎以及和好。

（二）十字架之爱 (agape) 。这个为了我们而交付其圣子的

天十的主动性，实际上显明了他对十众人的爱（罗 5: 5-8) 。在

一个“更加" (a fortjorj) 的逻辑当中，天主以扯督的血维护看

我们，让我们月他和好，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因此， “更加“

突显，凭借自己的生命与复活，耶稣将救赎我们。这显明了他对我

们的爱。在这个阐述当中，保禄在《致罗马人书》中，第－次引入

了“爱" (agape) 的概念。换言之，保禄强调耶稣的死亡，即是

天主之爱的启示。他计我们与他和好，尽管我们还是罪人。他救赎

我们。正是在这个总义_t_, 众多的注疏者称之为“十字架之爱”。

（三）与基督—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罗 6: 6) 。保禄没有强

调十字架本身，然而，他却突显耶稣的死亡对于信徒的影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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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清楚早现在“和…… 起被钉在十字架上" (etre crucifi仓

avec) : "我们的旧人已经同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使那属罪恶的

自我消逝，好叫我们不再作罪恶的奴隶" (罗 6: 6) 。八迦 2 章

19-20 节当中，使用动词 stau五（被钉十字架）的总图乃是为了明

确指出因内在的合一，而与拈督牛活在一起。

在洗礼当中，领受洗礼的信徒受邀有分于耶稣死亡的经验，为

了有分于他的复活。因此，保禄说成为基督的模样，无论是在他的

死亡当中，还是在他的复活当中（罗 6: 5) 。这表明信徒摧毁了“罪

恶的身体”，死十罪恶，在耶稣垫督内活于天十，所以罪恶就小能

再在我们的身体上为I, 也不能计我们再屈服于肉休的贪婪 (6:

6, 11-12) 。我们于此发现，保禄完整地交待了基督那为了信徒而

为之死亡的意义。信徒与被钉的基督联接在一起。当然，这并非说

是信徒有一个真实的、肉体上的被钉事件，不过，却是一个“类比

性”的被钉事件。这是引自勒嘉斯 (S. Legass) 的一个术语 12 0 

（四）与他—起死亡，为了和他一起生活（罗 6: 8) 。背景乃是：

”与耶稣一起“死亡，为了能够从罪恶中获得自由，并”和他少起“

生活，亦将有分于他的复活。段落的结构富有表现力。证据则拓展

为两个时段。罗 6 章 6-7 节带来的是信徒有分于基督的死亡，其结

果是罪人的解放；罗 6 草 8-9 节则带来某督的复活，结果是有分于

他的生活。让联接得到保证的则是第 8 节。这个段落揭示从死亡到

合一于基督的生活。结论则出自 10-11 节： “你们死于罪恶，在耶

稣基督内，活于天主”。

12 勒嘉斯：《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 (S. L e gas,, L 令epitre de Paul aux 
Romains, "L·D. ·" C ect10 1vma , _,ommentaires no 10, Cerf, P扛1 、. 211112. p.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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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者受邀行动（牛活）十 个新颖的牛活之中（罗 6: 4) 。

因此，他应该计自己的生活符合这个新颖的生活，升舍弃 IU我的所

有习惯。于是，他亦能学习“在辈督内”牛活，凭借“圣神”，或

者说凭借着“爱”，由此牛活出他那曾经丧失了的天卞的光荣（关

于在圣神内的生活，参阅罗第八章）。这显示出，他是 个全新的

自我。

三、被包含在基督内《致斐理伯人书》

《致斐珅伯人书》拒斥受召去适应十某督。这涉及到的不

仅仅是“和" (avec) 他—起牛活，而是“在菲督内" (en 

Christ) 。旧人的消失，意即不再含有基督十字架的敌人（参阅斐 3:

18) , 而是以聚拢的方式，将自身包含在基督的十字架内。这是标

准的基督论的整个动力学内涵：从令人倍受鼓舞的心中，产生同样

的爱 (agape) 、寻求合一，并视他人为卓越者，将他们包含在我

们内，如同我们都被包含在某督内 样（斐 2: 1-5) 。

（一）相似千基督的双重运动。 《致斐理伯人书》 2: 6-11 节

的诗歌声称“下降”和“上升”这个双單运动包含在基督的二个阶

段之中。首先是神性形式 (morphe) , 它在“虚己" (k砌ose) 的

运动中得以展开。基督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上也一见

如人（斐 2: 6-7) 。其次，他贬抑自己，服从至死， “且死在十

字架上。" (2: 8) 最后，天主极其举扬了他，所有的受造物都颂

扬他，并称颂他的名：“耶稣基督，在天｝圣父的光荣之中。" (2: 

9-11) 

由基督的们为米规范自己们为的信徒，受邀围绕在基督的“下

降”中维生。这个“下降”推动看基督一自抵达十字架的羞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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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的确切死亡 保禄坚定地重复使用“死亡" (mort) 

词 体现了耶稣抵达这个下降运动的终点。耶稣甘愿活出的这个

“下降” （斐 2 革 8 节的主语）促成了天主的“极其举扬”。 “极

其举扬”又成了下一节 (2: 9) 的主语。囚此，前景就清楚浮现了：

趋向 (ejs) 天主圣父的光荣 (2: 11) 。

如果第 5 节确切地在诗歌当中声称其行为巾扯督那经由十字架

所早现的行为来塑造的话，那么，信徒就在同样的尺度上，明了趋

向圣父光荣的道路。

在这条由拈督塑造的道路上（斐 3: 17) , 以宗徒的身份，保

禄设置了一个可效法的模范，通过自己的身体，他经验到了宗徒使

命的期待和痛苦。

因此，信徒发现他们被从身体、上地的束缚之中摆脱出来，他

们似乎组成了天国殷的身体，这身体让他们静候救主。救＋将韩换

(metaschemaUsej) 他们那受过伤害的身体，并将凭藉他自己光

荣的身体来塑造 (summorph仑）之（斐 3: 21) 。

（二）十字架：事件于此逆转。在这封书信中，我们会发现保

禄将自己的思想表达为“下降”和“上升”运动之间的连续性。二

者之间的曲线流向，界于回归上升与趋附下降的运动之间。第 8 节

正是此意： “死了，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表明已达最低点，

尪督接受并抵达此点。于是，他就实现了这个天生的极其举扬，以

及趋向圣父光荣的可能性。如果信徒受邀让基督的行为，以及宗徒

的榜样来塑造他们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这就意昧着尸了艾成了

他们的超越标记，这标记让他们门已山救主从督的光荣身九未塑造。

囚此，尪督徒的生活成了一个奉献十天卞的祭品（艾 :3: 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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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阅罗 12: l) 。

在本研究的末尾，我们了韶了，为保禄而配“死在十字架上“

乃是为了举扬天主的爱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众人找到厂举扬之

路，这帮助他们从自己的罪中获得自由，从而获得真实的和好。实

现自由，意味有舍弃旧我和地上诸物，为了以从督的行为来配肯他

自己的行为，以使于面对面地与他人相处。换言之，成全是在他人

面前自我谦卑。这个谦卑的经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表现为与咭督

一起，死于自我。然而，这也正是由天t实现的极其举扬、趋赴他

的光荣的通道，天主以他自己的光荣身体塑造我们的自抑身体。

(Christophe Raimb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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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福音书：基督死了

“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投给你们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

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格前 15: 3) 

第一节基督人性的完成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观福音是“十字架的语言”吗？（参

阅格前 1: 18) 无疑，受难始末的叙事在整个《马尔谷福音》的叙巾中，

乃是十字架神学的叙事，然而，小应该将这个神学景观拓展于整个

福音的叙事中吗？经由一个非常简中的观察，这个问题应该允少如

此提出：受难始末的叙事在福音中占据着 个巨大的位置，以其显

有的地位联接着耶稣生活的具它层面。

受难始末在《马尔谷福音》中乃是长长的两个篇章（谷 14:

1-15: 47) 。至论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 周，则占据了五章之多

（谷 11: 1—15: 47) , 这是整个福音的一二分之－。比较而言，墓

穴妇女的叙事，以 8 节之昂结束了福音的正式文本（谷 16: 1-8) 。

囚此，可以说福音的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以首先发生的受难始末叙事，

作为一个冗长的前奏。这显得如同一个忽然产牛的念头竞然产生了

个重要的神学结论－样，应该评估具合理的价值：耶稣的苦难及

其在十宁架上的死亡乃是他整个尘世生活的持续。这个声明以清楚、

详实的方式存在十受难始末之中。强烈的逾越节之前的导言联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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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死亡（谷 14: 1-2) , 叙事由伯达尼的敷油插曲所开启（谷

14: 3-9) , 这是 个令入惊讶的苦难前奏。还加入了其它的功能，

这个妇女的举仆，和那些目眳整个被钉事件的其他妇女的临在叙事

起，扮演着准确叙述的功能。这些妇女们侍候过耶稣，并且和他

起一道从加里肋亚而来（谷 15: 40--41, 47) 。因此，开始之际

的加里肋亚和耶路撒冷城未曾发生过断裂。正是在这同一条道路上，

耶稣扜续在他最初宣讲的福音（谷 1: 14-15) , 直到他在哥耳哥

达死亡之际。因此，十字架并没有与宣报给穷人的好消息的全新牛

活方式区别开来，而是完整地由天}给予了众人。

《玛窦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的堂釬叙事的功能之

－乃是在十字架的笼罩之下，回溯" (retro-jeter) 那些开始之

际的岁月。门冷婴儿的无辜遭遇预表犹太衬t佯气的同样遭遇（玛 2:

16-18) , 西默盎向玛利亚宣称耶稣悲剧性命运（路 2: 23-25) 。

在福音中，十字架上的死亡为纳匝肋人耶稣的尘世牛活的完成，提

供了必要的支撑。妇女们成了安静的见证者，于是，耶稣的人性命

运得以持续，直至完成之协（谷 16: 1-8) 。

第二节马尔谷福音中的耶稣苦难

在第二部福音中，称呼和相关人物的名字玻应用于耶稣苦难的

过程之中，耶稣砐反复两次指称为： “眼前这人" (cet homme

压）。当人们问及他是合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加里肋亚人之际，伯

多禄回答说： ＂找小认识你们说的＇眼前这人＇＂（谷 1-4: 70-

71) 。门徒的这个第二次否认引致回响，总即罗勹人的百人长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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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人＇真是天主了！”（谷 15: 39) 二者均明臼耶稣的人性，

然而，悖论却由反芳而来，介千说“小认识”的贴身门徒，和奇怪

地声明他所瞩目的“天主子身份”的外邦人之间。无疑，应该从义

学性的角度来理解文本：伯多禄真的“不认识" (ouk oida) 耶稣

是谁。企于百大长，之所以能够揭示耶稣的身份，那是因为他看着

耶稣”就这样断了气”。

一、圣子的实相

我们已经了韶，耶稣的圣子身份，只是在他死亡之后，才为人

所知。总即，在他的人性之上。 “在……之上" Cau-dela) , 然

而却并非缺乏人性。接下米，让我们更仔细的审视，这是 个办法，

即耶稣死亡，换来的却是百夫长的重生（谷 15: 39: "看见耶稣

这样断了气")。动词“断气" (ekpn或）清楚地反应《马尔谷福

音》的独特事件，往前两节也提到了： “耶稣大喊 声，就断了气”

（谷 15: 37) 。因此，就这个喊叫，应该予以解释。

这引发耶稣断了气的“大声喊叫" (phone mega] e) , 略晚于

第九时辰出现，首先出现的是： “我的天主，我的天上，你为什么

舍弃了我？” （谷 15: 34) 不应该跳出上下文去理解这个耶稣的

第一声喊叫？ 这实际上是－个绝望的语言 在圣咏 22 篇当

中，会听到天主回应那痛苦者的哀祷（咏 22: 1) 。无疑，在这两

段经文之间小应该存在看被分割的问题。此外，矛盾心理是叙述者

为牍者提供的钥匙，以便关联性地为他们解释耶稣的那些语言。“站

在旁边的人”并未获得益处，他们中的一些人以为耶稣在呼唤厄里

亚 Cl5: 35) 。当然从－开始，即不能将关系置于耶稣的呼唤("我

的天主，我的天主……")和百夫长的声明("眼前这个真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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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间。罗马人百大长的语言为天主回应耶稣提供了佐证。

耶稣哀求地向天主提出的问题，直到百夫长宣称“真正的”

(aleth丞）耶稣时，依然没有得到回应，尚需死亡的到来。息即，

救恩的不可能性在人性之外。没有任何来自天主的干预，将耶稣从

十字架上解救下来（谷 15: 29-32) , 也没有任何天上的征兆来核

实耶稣的身份。在垂死之际，耶稣切实地哀求天主，坦陈了他的剧

痛和小解。这确切地呈现出他的绝望，这个绝望允许众所周知的”眼

前这人”将天主的儿子，以人性的方式表现出来。需要死亡，这才

能够让人窥见其真实的身份。

在耶稣没有咽气之前，并小存在饺毫的神性十预。那只是在他

死亡之后，百夫长的声音才划破长空，宛如在耶稣受洗之后，天空

也响起声音那样（谷 1: 9- 11) 。在这两种情形之中，破空之声带

来了耶稣身份的启不。然而，原本只晓得天十和魔鬼（人性之外者）

的人，从今往后，也将受到这个人的影响。透过圣殿帐幔的破裂，

耶稣死亡的第一个成果随即出现了。圣人中的圣人也不能将天主封

闭在人手所为的禁铜之中：百夫长的宣信带来了最初的信仰告臼。

十字架上的死亡允许所有的人从今往后，能够了觥耶稣的子t1o

二、天主的声音

为什么死亡之际的耶稣的喊叫会如此坚决？这个双重的大喊不

得小使人联想到魔鬼被驱逐之际，所发出的喊叫卢，此即葛法翁（谷

l: 26) 和革辣撒 C 5: 7) 的驱魔事件。然而，卢音和喊叫仅仅是

希腊术语的传统而已，意即天主的声音出现在耶稣受洗和显圣容之

际，至十喊叫则发牛在驱陇之时。发出一声大戟的同时，耶稣驱逐

了邪恶势力，也有机会听到了天主的声音，这声音予以抇保，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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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圣子。囚此，十字架上的死亡乃是对于受制于恶中的人类的解

放。由圣了予以完成，此 完成实现了天卞的救恩。

面对公议会，一个假见证者受到指使来刻意仙解耶稣的一句话：

“我耍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一天内要另建一座个用手建造的”

C 14: 58) 。然而，紧随耶稣的死亡而来的圣殿帐器裂开证明了先

知预言的那木曾实现过的话。事实上，在耶稣和圣殿之间，所存孔

的关系不是强化了，而是终结了。由千群众颠覆性的错误，圣殿成

了“贼窝" Cll: 17), 圣殿其实是耶稣身体的象征，他被嘲卉 Cl4:

65; 15: 20) 、钉十字架 (15: 24-25) 以及耗尽精力 C15: 37) 。

但是，物极必反，祸不单行。耶稣和圣殿不再对峙，从此以后，

耶稣成了这个不由人手所建造的特别的圣所了。他撕裂了天、地之

限，于是，圣殿发牛了转化：此即从督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圣所，其

使命是达成天主与人类之间的和好。百夫长即成为第一个认出耶稣

之内的确切巾实的外邦人： “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 （谷

11: 17; 参阅依 56: 7) 。无论如何，正是”为了众人”，耶稣死了。

三、为了众人

“十字架”应验了耶稣第一次预言受难时所说过的话： “人子

个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赎价”

（谷 10: 45) 。“赎价" Uutron) 一词，总即尽心竭力让 个

人获得解放 Cluein) , 同时，此人则由奴隶身份得以赎身（参阅

肋 25: 47-53) , 为此，也需要赎回土地（参阅肋 25: 24-25) 。

“替代”的概念在这里被介词”为了" (anti) 恰当的兄现出来，

首要的意义在于“从某种位置”。我们要特别留意，替代并非赎罪

的同义词。囚此，我们需要仔细研究谷i章 45 节引证依撒意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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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 53 章 10 节的内容： “他交出门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败价”。

如果说耶稣的死亡和以色列的仆人之间有所关联的话，那么，这首

先是依 53 享 12 节的预言：“他为了承扣人众的罪过，作罪犯的中保，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至于死亡，彼列于罪犯之中”。 “赎价”一词

并不包含在祭献的词汇之中，耶稣的死亡被视为一个造福大众的替

代。赎罪的概念计未缺失，然们，却被间接地藉着“上卞仆人的诗

歌”得以早现。总之，这是耶稣自己的语言在举起杯来时所官称的：

”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 (谷 14: 24) 。为

了赎罪的而发牛的死亡是一个忤遍的论据，然而，替代之说就没有

立足之地了。 《马尔谷福音》的受难始末 一主要是耶稣死亡的叙

事 凸显十字架吸引众人进入天主子的奥秘的决定性时刻，九论

是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而言，都是如此。

四、一个双重的称号

关十反对耶稣的诉讼定案，对其指控出自于大司祭的自问门答。

在出庭之前，致耶稣于死地的决定已经在别处商量好了（谷 14:

55, 64) 。在马尔谷福音中，不知名的大司祭直接提出了问题： “你

是从督，那应受赞颂者的儿了吗? " 04: 61) 就这样，他询问耶

稣，并且自己给出了一个双重的称号：默西亚和天主子，这就跳入

了福音的叙事之中。这－次，耶稣作出了回应，并宣布了一个隆重

的仪式： “我是，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看

天上的云彩降来" 04: 62) 。

（－）默西亚的问题。当伯多禄宣认耶稣是默西亚（谷 8:

29) 的时候，同时，耶稣办首次预告了自己的苦难，囚此，这是一

个没有受到赞许，也没有受到否认的称号。然而，无疑伯多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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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自己的默西亚观作出让步。耶稣本人亦未特别地论述默西亚的

称号，但是，却指出默西亚是人子：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

司祭长和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 (8: 

31) 。在他给大司祭的回应之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炯异于斐理伯

的凯撒勒亚时所论及的情形，那时，耶稣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他的双

重称号，为了回应人们的质疑。因着大司祭的提问，圣史记载说，

耶稣正是因着这个晶督信仰所宣告的双重称号而受到审判，该称号

自福音书的首节即已经出现了： “基督，天主了" (1: 1) 。 “我

是（默西亚） " Cl4: 62) , 耶稣说。无疑，这是启示的公式，这

个公式充满着力量，除了第四部福音外，然而这并未被人们听出其

实质性的内涵（若 18: 5, 参阅若 8: 24) 。耶稣所给出的关于他

自己的双重称号，来自于大司祭的指控，耶稣却引证旧约的两个段

落（谷 14: 62; 咏 110: 1; 达 7: 13) 予以确认。这古老的两个号称，

均出现于最初的埜督徒信仰之中。

（二）圣经的一个衔接。咏 110 篇 l 节和达 7 章 13 节这两个

旧约段浴之间的彼此联合构成了新约之中的耶稣官言的新颖性（谷

14: 62, 可以和珂 26 章 54 节作对观比较）。诚然，这两个段陷

之间的连接宛如鳞片迭合，因为达 7 章 13 节中的“人了”来自十

咏 110 篇当中的天主座位之右。达尼尔先知书中的神秘人物亦是统

治世界的达味后裔，然而，他却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于是，亦呈

现出了另外 4个双重的背景：复活的背峡和基督再来时的背景，-=:.:

者之中，无论哪一个均涌现默示录的风格： ”来吧！”（默 22:

17, 20) 

因此，耶稣即以此圣经的媒介来论及他自己的身份。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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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指出，他无论是自称为“默西亚”，还是“天＋子”都个应

该成为亵神指控。他乃是在两个密切相联的旧约语境之中宣称其默

西亚、天中子的双重身份，以此凸显一个崭新的内涵。

熟谙旧约的大司祭并不糊涂．他竞然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以此

判断耶稣犯了亵神罪。我们知道这个被夸大的情节，乃是为了寻隙

审判耶稣，大司祭尽其所能的指天作证。然们，耶稣本人，却箱助

旧约，以一个另类的、回溯性的方法，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大司祭

没有意料到这个宣告所导致的结果．该宣告恰好启示：藉着复活，

他坐在天主的右边，人子将成为万民的末世判官。

“这人真是天主子！”（谷 15: 39) 许多人质疑圣言的不完美，

意即耶稣的天｝子的身份，因着死亡而结束了。从一个叙事的立场

来看，如果我们留意到百大长的声明具实是对十耶稣在大司祭面前

所作宣告的回响，并非仅仅是终止十他的坟墓，然而，这个宣告却

尽其所能地导向埜督论的所有重点。这绝非一件陈年旧事，经由百

夫长宣告出来的耶稣的天主子身份宣告了耶稣复活和以人了的身份

返回光荣之中的事实。马尔谷并未道及复活显现的叙事，也未证实

耶稣升天的叙事。然而，福音的陈述却向它的忱者提供服务：它邀

请他们跟随他，行走在从加里肋亚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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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玛窦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叙事

一、玛窦的受难史末

于其受难史末之中， 《玛窦福音》跟随《马尔谷福音》的脉络，

以致于整休内沿并未被《见窦福音》自己增加的，或它自己编辑修

订的部分所影响。 －如在第二部福音书中，十字架事件是颠覆历史

的决定性时刻，们是，第二部福音书的部分时辰却米得更古老。这

也反映《男窦福音》中的耶稣对大司祭所宣称的内容中： “从此，

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 （玛

26: 64) 。囚此， 《玛窦福音》中的“从此”这个旬式已经开启了

末世论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之中，耶稣使用了末世论的语言（你们

耍看见！）。

同样，由耶稣所印证的天t子的称号并小仅仅发生}-他在十字

架上的死亡之后。耶稣天主子的官称在某种程度上，与受难与死亡

同步，大司祭本人即曾使用过这个词纠： “我因生活的天十起誓，

命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默西亚，天主之子? " (27: 63) 这 点

会相当震惊犹太咭督徒，然而玛窦圣史并木迂回地，而是直接指向

天主。于是，耶稣的天主子身份相当清楚地由大司祭在十字架上的

死亡之前，就予以宣告。同样，路人、经师和长老们均以大｝子的

称号米嘲笑耶稣 (27: 43) 。

巧窦更比马尔谷强调犹太人的首领在耶稣死于卜字架上的所该

负之责。在人们将耶稣带全比拉多面前 (27: 1-2) 和出庭之间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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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 玛窦插入了－个他自己独有的情节，通常被标汁为： “犹

达斯的结局”。然厮犹达斯的结局只是以 个知旬予以交待(27: 5) 。

这个结果并非不重要，乃是以具死亡表达对于长老及司祭长们的抗

议。犹达斯在他们面前时（见 27: 4) , 他们其实知道银钱（四次

提及）实际上是“血价” （二次提及），这些银钱，让他们获得了

致耶稣于死地的权力。这是什么样的耶稣血价呢？无疑，答案略微

超出了义字，意即指向创立圣体圣事的时刻。

相反，马尔谷和路加却在若翰施洗的行动中，看出了－个赦罪

的举止（参阅谷 1: 5; 路 3: 4) , 巧窦则独特地保留了关J才小爵

的－段陈述“这是我的血，祈约的血，为大众倾流，以赦免罪过“（玛

26: 28) 。在犹达斯懊悔自己的举廿之际，恰好也提及罪的议题：

“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犯了罪了! " C 27: 4) 因此，罪过的赦

免取决十耶稣的血价，们是，并非耶稣之死所带来的唯－益处。他

的宽恕惠及“大众”。

有别于大司祭、法利塞人和耶稣门徒的立场，在安葬耶稣 (27:

57-61) 以及看守坟募的情节中 (27: 65-66) , 阿黎玛特雅人若

瑟的角色兄现出了相当大的反芹结局，这是玛究所特有的。若芯

十此，展示了他”也是耶稣的门徒”的特性 (27: 57, 参阅 13:

52, 28: 19) 。经师和大司祭们的特性与此相反，他们不甘心于耶

稣的死亡，依然视他为一个骗了，于是，就安排卫兵看守耶稣的遗

体。复活孰显得愈加渺茫了。

另 方面，根据玑窦，耶稣的死亡并小仅仅导致圣所帷帐的撕

裂，还有一些宇宙性的现象发生，以及众多死者的复牛。此外，地

宸的发牛引致百夫长的官信 (27: 51-54) 。因此，耶稣的死亡，



4们十字帤的輿韵

近乎世界末日之提前发生。

巧窦详细交待了耶稣的苦难、圣死 e 有别十其他圣史，而为其

独家报道，第一部福音立足于旧约将耶稣的苦难星现为旧约的实现

(26: 54, 56) 。玛窦略为减轻的暴行赋予了总义。购买血旧，应

验了依撒总亚先知的预言 (27: 9-10) 。还有，嘲讽耶稣的情节，

出自圣咏 22 篇 9 节：“他信赖天主，天主如果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

因为他说过：我是大中子" (27: 43) 。一把钥匙开启了圣咏：圣

咏中被人嘲讽的这 位确定性地将由天卞所救（咏 22: 23-32) , 

这预不着天＋不会舍弃他，因为他是天主的儿了。

在阅读耶稣的苦难之际，教会在圣经中发现了进入其奥秘的钥

匙。耶稣其实是自由地朝向他的死亡进发的，为了承行圣父的旨意。

并非为了满足于一个专横的神性意愿，而是在紧随耶稣之际，教会

发现它自己的道路： “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28: 18) , 正是为

了“万民”，耶稣倾尽已血。

二、路加的受难始末

《路加福音》中的临终叙事的“前言”为整个的受难始未提供

了文本的钥匙：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他去了”

（忙各 22: 39) 。

旬子由两个卞语及两个动词组成：首先是耶稣，他踏上了死亡

之途：动词“出来" (poreuomai) 门 9 章 51 节即已标明是“上耶

路撒冷去”。丝毫没有退缩之总，耶稣“照常”往橄榄山上走去。

其次是在旬了中充当+语的“门徒们”，他们紧随着耶稣。整个叙

事的劝勉性功能在于：忠诚地紧随他们的师傅，因此，耶稣的门徒

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拈督徒效法的模范。福音激励其读者，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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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也一样， “天天”都跟随着耶稣 C 9: 23) 。

黑暗势力得势之际 (22: 54) , 耶稣的苦难为门徒们竟成为—

个危险的时刻： “撒旦求得了许可，要筛你们像筛麦了一样" (22: 

31)' 同样，因着耶稣的祈求，伯多禄获得了一个不至于丧失信德

的保证 (22: 32) 。较之马尔谷和罔窦的情节，路加更具深度，并

且更合乎逻辑地编排他的叙事，使之更符合事情发生的背景。

为马尔谷和玛窦而言，耶稣逃离的那些细节太离谱了。举例说

明，犹达斯拥抱了耶稣，圣史很清楚地指出犹达斯接近耶稣为了给

他 个亲吻。然们，这并不总味着他实现了这个举止。耶稣反而指

出叛徒的行为是多么令人生厌： “你用口亲来负卖人子吗? " (22: 

47-48) 以直接的方式告诉忱者，耶稣的门徒们竟然罔顾事态，让

自己陷入不忠信之中，们耶稣也已经事先告诫过他们。侮辱的环节

因此而大幅降低。在公议会的审判之前 (22: 63-65) , 旁观者嘲

笑耶稣，但是，他没有受到他们所施予的痛苦和唾液。同样，耶稣

在黑洛伦面前，被迫穿上华丽的衣服，他却没有被扣七茨冠 (23:

11) 。耶稣并非只是在大司祭的公议会中出庭。然而，只是在又被

带到“民间长老、司祭长及经师”面前时，他向无知的人们表现了

自己的睿智。此外，耶稣没有受到严格意义上的审判，路加避开了

结局。然而，他却详细交待了耶稣的无辜，并突显了比拉多令人

讶异的对于耶稣的维护 (23: 4, 14-16, 20, 22) , 他没有判决耶

稣的罪证。耶稣的无辜成了路加圣史所记载的受难史末的显有特征

之一。并非仅仅是为了交待耶稣确实无罪，更是为了给所有时代的

址督徒－个提醒：当他们自己面对审判之际，并非是由于他们自己

的过错，而仅仅是囚为他们持续忠信于他们的主而已（路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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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1: 12-15) 。

路加的独家报导还有耶路撒冷妇女们捶胸痛哭的情节，耶稣却

藉此机会表臼了自己的无辜： “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们不要哭我，

但应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 (23: 28) 。义人的苦难激起她们

为了皈依向流泪。耶稣死亡之后，百夫长也表臼了耶稣的无辜：“这

人，实在是 个义人" (23: 47) 。至T群众，有别于犹太人的首

领，他们捶胸表明自己的悔改和芯伤 (23: 48) 。

“父呀！宽恕他们罢！囚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C 23: 

34) 。以圣子的身份，耶稣为那些欲胃他十死地的人们哀求。然

而，旁观者、犹太首领以及罗马士兵却应之以冷笑和嘲讽 (23:

35-38) 。两个强盗的情节，计受难史末达致高峰。个附和他的同

伙加之于耶稣侮辱， “悔改的强盗”也宣称耶稣是无辜的： “这个

人从未做过什么小正当的事”。随后，他向耶稣表达了 个祈求：

“当你来为王时，请你纪念我" (23: 42) ! 悬于十字架上的耶稣

为他开启天国之门： “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 C 23: 

43) 。这里的乐园不应该初被视为－一个具体的处所：义人的灵魂在

那里等待着肉身的复活，相反，指的是救恩（参阅格后 5: 8; 斐 1:

23) 。同时，耶稣的许诺并非指向将来，而是“今天”（参阅路 4:

21, 19: 9) 。

如果说向改的强盗的情节是受难史末的高峰，那么，这是由千

为路加而言，这个情节恰当地揭示了十字架的内涵。不过，这里所

讲的十字架并非强调取代或者赎罪的价值。死于十字架上的功能休

现为一个对罪人的召叫，经由皈依，他打开了天国之门。面对死亡

的耶稣，所有的忱者都可以向悔改的强盗看齐，认沾自己的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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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付给那位死亡的义人，并且向他呈现一个充满信忏的祈求：“请

你纪念我”。基督i宁架的实效并非末世性的，而是现实性的：它

邀请一个亳不迟疑的皈依，此即一个天中慈悲的果实。

耶稣死亡之际，说出了他对天十的信赖。为这旬取自圣咏 30

篇 60 节的旬了，耶稣加上了儿子的祈求： “父啊，我把我的灵魂

交托在你手中”。这旬话回响右福音中耶稣的第－旬话： “你们不

知道找必须在我父亲那里鸣? ,. (2: 49) 耶稣的道路引导看他趋

赴自己的父家：十字架因此们成为必经之途，经山十字架，所有时

代的门徒都找到了昄依之模范。

三、背起他的十字架

受难史末的叙事并非一些简单的新闻报导。每一部福音均以其

独特的方式为耶稣的痛苦和死亡赋予意义。很清楚地，其口的是牧

灵性的，然而，每个人勹人了的道路一样，他们均需举起双脚跟

随耶稣： “谁若愿意跟随找，该介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

随我" (谷 8: 34) 。为那愿意跟随的耶稣的人而言，这个卢明是

必要的：十字架乃从督信仰的决定性要素。被视作对人类智慧的一

个摧毁，人子根本性的“虚己" (kenose) 乃是以其生命向众人启

小他是天}子。事实上，耶稣死于十字架上，将所有的错误图像扭

铭过来：人性原本受造于天主。藉看他的语言、们动以及受难始

末所达到的高峰，天十子其实就此为他所称呼的、给予他生命的

“阿爸,, (谷 14: 36) , 提供了同 性的证据。 (Jea兀Frnn<;:ois

Baud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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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若望福音》：圣子的启示

正如在福音的序言（若 1: 14) 和在加纳变水为酒中所展开 (2:

11) 的那样，若望福音邀请读者默观圣言的光荣。福音的第二部分

(13 到 21 章），即“光荣的福音”，在受难始末的内峰之际，将

人子的举扬作了二重的渲染 (3: 14, 8: 28, 12: 32, 34) 。

述及受难始末之际，若望的笔风作了风格上的调整，以提供一

个客观的报告，相当朴实地叙述事件，坰异于此前那些有着显著逻

辑特征的内容。

一、十字架的诉讼

从一个花园开始，即被逮捕的花囥；结束于另一个花园，即安

葬的花园。

（－）比拉多面前的诉讼。关键时刻是在比拉多面前的诉讼，

被带入到被判决离开，共有七番审讯，耶稣在院子中央，犹太人置

身外围。核心的情节是耶稣被鞭打、紫袍加身、头戴刺冠，士兵们

暴力相向的嘲弄以及讥讽他为“犹太人的君．王" (19: 1-3): 土

权以其奇怪方式表现在耶稣那变了形的脸上。这是什么样的光荣？

在诉讼也成为“为真理作证" 07: 37) 的事件中，涉及到

些人物：罗马人比拉多 有权的判官 在数次审问，找小出审

判耶稣的理由之后，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立场；犹太人最终背叛了

他们原本的身份和最重要的信仰之际，声称凯撒才是他们的君工，

而非天主。诉讼亦彰显了耶稣的真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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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无论为比拉多，还足为犹太人而言，耶稣确实像个君工，

然而，却是在嘲讽之中，表现得那么地奇怪可笑。这个奇怪的光荣

启不了什么？这盂要继续阅读福音，耶稣死亡于十字架上的报道将

会给予答案。

（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到比拉多的诉讼之后，福音叙事

(19: 16b-42) 屡述了七个场票： (1) 耶稣背负十字架，还有两

个强盗也各自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 (16b-18) ; (2) 比拉多所写

的罪状牌，乃是有些令人吃惊的牌了 (19-22) , 因为，这块小板

最终要置于十字架上端官布罪名； (3) 罪状牌顺理成章地被“将

耶稣钉仆十字架 t"的士兵钉在十字架的上端，他们也瓜分了耶稣

的长衣 (23-24) : (4) 尚须留意仆场的其他人物：妇女们和十所

爱的那位门徒 (25-27) ; (5) 接下来，叙事聚焦十耶稣及其死亡

(28-30) ; 接下来，安葬耶稣的两个场景提到了时间（预备日，

参阅 31, 42): C 6) 第一，透过长抢刺透肋旁的死亡检验 (31-37);

(7) 第二，安葬耶稣遗体于"-—个园子的新坟翠”里 (38-42) 。

面对这些场景，从本要素乃是：核心悄节并非耶稣的死亡，而

是耶稣和他的母亲及门徒的对话。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整个场景中的

过度情节乃是以耶稣的光荣显现作为目标，那么，这就为比拉多面

前的诉讼提供了一个机会，应该仔细面对这类悄节。

其它的要系外玻加入。在整个叙事之中，仵在着许多写作上的

问题，从与比拉多有关的叙事开始，圣史多次引用旧约。从上述第

五个场景中的耶稣死亡开始，冒出了许多关于耶稣身体之死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已在前二个场景中出现过了，这些被写下米的情节联

接着尚有气息的耶稣身休。在整个冗长的叙事之中，很明显地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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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性的语言，核心情节中的重要对话，以及耶稣在临终之前的两

旬话出现于后面的情节之中。这些要东邀请我们从这二个事件之中

深入于文本里面去：介于耶稣、他的母亲和心爱门徒之间的交流占

核心伈胃；耶稣临死之际的那些话，略次之；以及关于整个叙事的

义本。

二、 “看，你的儿子! " (19 : 25-27) 

十字架的旁边站着四位妇女。两位是不具名的耶稣的亲人：他

的母亲和母亲的姐妹（即他的姨娘），另外两位是均叫玛利亚的妇

女：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玛达肋纳。除了耶稣的母亲(

直没有交待她的名字），另外的几位妇女只出现于若望福音之中。

叙事接下米即聚焦于耶稣的母亲，站在她旁边的是耶稣所爱的那位

门徒。这—二位妇女并没有扮演什么特别的角色。事情只是发生在十

字架上的耶稣、母亲（即耶稣之母）以及心爱的门徒之间。

在《若望福音》中，这是第一一次，耶稣有他的母亲相伴身旁。

在加纳，她出现于福音开始之际；直至十字架下，福音之末，耶稣

亦以令人吃惊的词汇来称呼她： “女人”。

受邀请出席加纳婚宴，耶稣的母亲无疑以一位长辈的身份出现，

她密切地关注着节日的进展。面对来自母亲的要求，耶稣应之以一

个清楚的区别，称她为“女人”；他在将自己身为儿子的身份区别

出来之际，其实，他将象征性地担负起婚宴新郎的角色。区别还被

刻意表明： “我的时刻尚未来到” （若 2: 4) 。什么时候是耶稣

的时辰，是后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时刻，还是他光荣升天之际？

如果说，在加纳，耶稣在自己与母亲之间作出令人感到奇怪的

区别，尚小算失礼的话，相反，我们即可以在哥耳哥达看到—个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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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张力。葫着那些语言，耶稣没有让他的母亲丧失儿子。在叙事

的这个核心时刻，他只能是他父亲的儿子，即圣父之了。这就是他

的”时刻＇勹透过这个简知的对话，耶稣彰显他的真实身份（在加纳，

他也彰显自己的光荣，参阅若 2: 11) 。关键时刻乃是：就在此时，

耶稣整个地被拉开、被抛弃，为了只做圣父之子。在若皇的叙事之

中，十字架并非耶稣的死亡，而是中心，然而，却经由这个抛弃的

行动，他最终被举扬为其原本的入卞子身份。

三、 “我渴! " (19 : 28-30) 

现在，注意力完全梊中于耶稣了，只有他 人。他完全张开双

手，他看，他说“完成了”。 书切都完成了，将来、过去和现在，

他在十字架上，独自－人，以天主圣父的唯一圣子的身份。和他的

母亲、门徒对话之后一藉此他的事件得以实现 他遂登峰造极

地获得了这个圣父之子的身份。这证实了过往那些讲述者的预言，

耶稣的打动应验了旧约，换言之，天十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

实现于这旬话上： “我渴”。在福音的叙事中，耶稣此前已经向撒

玛黎亚妇女表明他渴。

在帐棚节结束前夕的庆祝抵达最隆重之际，耶稣也提到了“渴“

的议题 (7: 37) , 这预示着十字架上的长枪刺肋事件。直到最后

的时刻，耶稣仍然渴；换言之，耶稣人性的需要，让他感到口渴。

我们还可以想到圣咏 22 篇 16 节，圣咏最适当地解释了对观福音中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这件事。圣咏中的哀求者说他的上颍枯干得

像瓦片， “你竟使我于死灰中辗轧”；圣咏 42 篇 3 节也指出： “我

的灵魂渴念上十，牛活的天主，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眳？”

一个证据清楚的表明这里所叙述的是什么内容。生活在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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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兵，参与了无数次的阿尔及利亚保卫战，在他们生命的末刻，

临终之际，这些人通常会说： “我渴”；他们也会呼喊他们的父亲。

若望的叙事显示耶稣如何面对他的死亡。整个人地被拉开之后，

一切就都“完成了”，他完整旧唯 地处于与他的父同在的关系之

中，耶稣完成了我们的人性，身体的终点是天主的渴望，他交付了

那支持身体并与之相伴而生的气息（参阅训 12: 7) 。

四、那些“文书”

我们所关注的首要“文书”乃是比拉多写了悬于十字架上端的

那份文件（若 19: 19—22) 。这个文件为所有路过者所见，它由二

种罗马帝国通告的语言写成：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美语。犹太人

针对该文件内容的抗议和比拉多不容质疑的回应增加了证据的特

征。诉讼的结果表现为令人讶异的方式：比拉多的罗马官方文件见

证了耶稣的土权乃是面向整个世界。藉着诉讼，以嘲讽的方式所表

现出来的奇特形式，这个土权以相当亚当式的色彩在十字架上表达

了出来：在创造之初，受委于人类的I权（创 1: 26-2: 1) 完成

于天主圣子的存有，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刻中使之成就。

上述“文书”还有第二部分。此即由目击者根据士兵们的行为

所叙述的部分：他们既瓜分长袍 C 19: 24) , 也证实了以长枪刺肋

导致耶稣死亡 09: 34) 。正如我们所改到的那样，耶稣本人并没

有引用旧约，但是，他以言以行予以实现。藉着比拉多的文书，文

本叙述以证据的级别将之提升为先知性的证据。由耶稣得以核实（长

袍、长枪刺透）之际，文书亦见证了与之相符的事实中的耶稣的服

从，同时，藉着实际发生的事实，耶稣如实地将之予以实现。

在第二次引证文书之前，藉有两段引文 C 19: 36—37) ,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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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了它所提供的可靠见证。由谁证实其见证呢，是否即是藉着福

音向我们提供的叙事义书？此即我们的叙事当中所浮现出来的第二

个文书，它是那么地确凿而无庸省疑。

综合间成的第二个文书既叙述了耶稣的十字架事件，也是触及

了其它的真相：罗马人的通行义书、犹太人的圣经以及心爱门徒的

叙述文书。若望叙事中的十字架是—个共同的证据，它由不得你小

朴甘｛言。 (Jean~Marie Carri妇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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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宗徒书信： “为了将你们领到

天主面前! n 13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而死，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为了

将你们领到天主面前＂ （伯前 3: 18) 

第一节 “请看，我来为承行你的旨意！”

《致希伯来人书》

《致希伯来人书》将自身描绘为“安慰之书" 03: 22) 。行

文如此，也以此总结全书。它同时还提供了 个教义，即拈督的奥

秘，以此激励那些跟随咭督的人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予以妥当实

践。书信提出了一个深刻的从督的奥秘， 个并木见诸新约其它叙

巾的内容：耶稣是大司祭。然而，天主在耶稣拈督内的这个启不，

为菲督徒的生活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小能在该书信当中找到福音书中的“受难始末”，也无法

找到保禄书信中的”十字架的教导”。书信仅仅提到 次而已＂（他）

忍受了十字架 "(12: 2) 。然而，在解释耶稣基督大司祭的奥秘之际，

书信却无数次地暗示他的死亡，升且在天使簇拥之下。书信展开一

13 思高圣经将人称代词译为“我们”，据本文的法文文本及希腊文圣经，

其实是“你们＂，因此，应当译为： “为将＇你们＇领到天主面前“勹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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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智的事件。唯－—次提及十字架（出现十书信之未），将让人

深入内里；因此，我们将从书信所暗示的耶稣的死亡段沼开始。

-、 “他忍受了十字架! " (希 12: 1-2) 

“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见证者，围绕着我们，就该

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

赛程，双目常汁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

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府的右边”

（希 12: 1-2) 。

基督十字架奥秘的陈述已经在第 10 章 18 节有所触及。找们现

在面对的部分盲到书信的结尾，乃是一个特别的部分。先前的第

11 章展开了见证者们以其牛活方式表明信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有其“忍受”的必要性，然而，因着这些“环绕着我们的“见证者

的支持，以及囚着注目于耶稣，那么，信仰就得以在他内开始，并

赖他而完成。

如此汁 o+耶稣乃是为了帮助人将注意力集中于十字架的时

刻，于此，我们会看到忍受的字眼，耶稣的“怀着坚忍”为我们自

己的“忍受“确立了可能性。耶稣的这个姿态聚焦于欢乐和凌辱的

概念上面。在若望福音当中，我们会看到，常规的对立乃是凌辱和

光荣；事实上，光荣意即坐在天主右边的情形。在《致希怕来人书》

之中，十字架时刻指出耶稣藉之而取得成就的方式：他并没有立即

获得胜利的欢乐，他只是在被钉在嗅名昭著的十字架上时，轻视了

凌辱。

这两节再次提及“安慰之门”。关于默观耶稣被钉十字架，能

够确保信仰，并支持括督徒忍受时的坚毅，这－点，亦透过默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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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导向与理性相符的内活：耶稣以其死亡予以确保。 “耶稣以具

死广的方式”，这既是尪督奥秘的核心，也是《致希伯来人书》所

欲表达的“安慰”议题的尪础。

二、 “他亲尝了死亡＂ （希 2: 8b-18) 。

《致希伯来人书》 1 至 4 章中，由称耶稣为“一个儿子" (1: 

2) 开始，—步一步地最后称之为“大司祭" (4: 14) , 由此呈现

针对耶稣的 些认知特征。首先，天使 Cl 全 2) : 耶稣在天使之

上 (1: 4)' 亦在他们之下 (2: 9) , 意即贴近众人。很确定地，

正是囚着这个贴近，计他类似他的人类兄弟 (2: 17) , 让人明门

他是 个“仁慈而忠信”的大司祭。

然而，很清楚地，这些痛苦和死亡正是耶稣和众人所共负

的，因为他首先和他们分抇了“儿子的存有”，他有血有肉 (2:

14) 。在这个段落的开头、中间和结尾部分，书信分二次暗示耶稣

的死亡及其痛苦。首先，是“他亲尝了死亡”这个离奇的旬子。人

们并没有听出“品尝”这个动词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反而宛如品尝

苦涩之物的负面意义。这个味觉动词相当强烈，它让人知悉耶稣的

死亡乃是如此深刻的人性经验。此即，这个经验带来”众人的益处”。

在旬未，书信再次提及这 点，将耶稣的死亡称作“一个考验"'

宛如为众人而言，死亡皆是 个考验—样。这个分抇深化了众人的

人性情怀，说到这 点，这个分扣计耶稣以与我们—样的能力担负

起这个考验中的救助效果：他“亲尝了“死亡，为了“众人的益处”。

然而，如何发生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陪含在希 2 章 14-15 节

中间。囚其死亡的方式，耶稣摧毁了握有死亡权力的魔鬼。他为我

们众人开启了—个崭新的面对最剧烈考验的万式，让我们漫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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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不再受制于恐惧的奴役。正是因其“凭借死亡”的方式，和我们

的人性一起分担这个考验之际，耶稣死亡的经验成为我们的利益。

这个第 次提及死亡的段浴指出为什么这个普遍的经验会被耶

稣根本性地予以改变。请留总为什么书信在说到耶稣与我们之间的

这个贴近时，会关涉到我们的人性： “他并不耻于称找们为兄弟”

(2: 11) 。

三、 “他以其苦难学会了! " (希 5: 7-10) 

自从希五革 1 节开始，书信为大司祭给出了一个常规性的定义：

方面，他被选拔；另一方面，他奉献。 5 至 7 章将拓展”被选拔”

的内涵，并赋予了耶稣基督一些具体的特征：梅瑟、亚巴郎、默基

瑟德。八企十革则致力于解释大司祭晶督的礼仪性公约： －个祭品。

希 5: 7-10 是 首简练的赞美诗，以基督的死亡及其忍受痛苦为中

心。隐含的重点让人联想到死亡之际，耶稣所有的孤独感。炯异于

此前的重点（希 2: 14-15) , 这个死亡之前的考验很清楚的呈现

这个时刻所具有的唯一关系：和天主在 起。

正是面对天主，从督“以大声哀号和眼泪，献上祈祷和恳求";

在死亡之际，耶稣以最后的力晕，在恳求中，回归天主；他声嘶力

竭的大声哀号，对观福音已经有所交待；十字架上的哀号让人想到

了革则马尼山园中的暗示。恳求显示出被救赎的强烈愿望，这里的

赞美诗表明菲督“因其虔诚”而获得乖允。无论是在第一世纪的希

腊文化，还是拉丁文化中，虔诚都是 个特别受到重视的德行；它

致力于一种正直的、追求正义的、自巾的以及崇敬天主的宗教姿态

（囚此，不能将之与我们今天所领会的“虔敬实践”混为 谈）。

耶稣以其死亡的方式显示这个奉献十天主的恰当姿态，将会确保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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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到垂允，总即“复活”。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赞美诗继续说： “他虽然是天

卞了，却由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以其苦难学会了 "(emathen

aph , on eph then) 这个知语，极富表现力，在第一世纪时的文化

中很是寻常。细腻地呈现痛苦的这个知语，亦交织着人类的经验，

使之具有实协、有效的教育总义。通过这个哲学忤的宫场，赞美诗

以其精准的方式镌刻压督的经验：他的痛苦及其所采用的方式，彰

显了儿了服从天］的道路。正是如此，他“达到完成“。尪督 r其

死亡之际所表现出来的“虔诚”，显示儿子服从的逻辑。囚此，由

此创立了拈督大司祭的制度。

四、 “请看，我已来到! " (希 10: 5-14) 

希 8 至 10 章以独特的礼仪行动表明基督即是大司祭。事实上，

大司祭在礼仪当中主持献礼，为该书信而言，这礼仪亦是盟约的献

礼 (8, 13 节称之为“新盟约")和肋未纪第 16 章所称述的赎罪

日的献礼，此乃法律的中心。这个礼仪行动由进入圣所（希 9: 7-8) , 

和 些献礼以及血 (9: 18-22) 所组成。书实上，为《致希伯来人书》

而言，基督的整个存在即是一条现在和最终都敞开着，通往天主的

道路：他的整个生活即是 个”进入”的标记，从降生为人 ClO: 5), 

至复活和升天坐于圣父之右 ClO: 12) 。

希 10 章 5-14 开始藉基督之口加入了圣咏第 40 篇的内容 C 5-7), 

并立即作了解释 (8-10) , "所有司祭”和“他”的对立，出现在

结束 5-10 节的总结之前。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个祭献吗？和所有的大司祭一样，

基督以流血的祭品做了祭献 (9: 22) 然而，大司祭的独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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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乃是，这并仆动物的血，而是奉献他自己的血 这珅所当然的

是一个祭献。

希 10 卓 5-14 由引用“祭献和本献“开始（参阅 5 节），由“奉

献”结束（参阅 14 节），并不再提及新的祭献（参阅 12 节）。耶

稣以扛死广的方式同时显不祭献和奉献以及圣咏四十篇中的词汇指

出，在从督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身体和意志。承行天主

的总志，意即有效实践天主的旨总，藉着身体的祭献 以流血作

为标记 和意志的奉献 以服从作为标记 而成就之。舍此

无他。即圣咏四十篇当中所说的，他所采取的方式，基督在十字架

上的死亡既是 个祭献，也是一个奉献。然而，这个死亡乃是行动，

在这个行动当中，天＋的旨意和身体死亡的奉献汇合实现了总志的

效果。

这正是耶稣凭其死亡的方人所成就的结果。宛如希 10 章 10 节

所指出的那样，大司祭耶稣死亡的行动成就了我们众人的“益处" : 

于具人性之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开启了一条救赎众人之路；垫督

其实还净化了我们的意识，为我们赢得了罪过的放免，这 点，乃

是过去的礼仪所未能为之者（参 9: 9) 。

希 10 章 18 节提供了 个有力的结论： “若这些罪已经赦了，

也就用不着赎罪的祭献了”。书信反复地指出基督以其死亡的打动

产牛了—个“一次而丿K远”的行动，意即咱 的 次，也是决定性

的。足够令人惊奇地第 9 章的末尾将“一次而永远”和“众人的结

局乃是睢 次的死亡”连成一体。事实上，死亡未曾得以肆掠。

因此，八这种情况中，耶稣以其死亡的独特方式开启了我们的人性，

“ 次而永远”地成就了 条摧毁死亡的命定 (2: 14-15)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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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我们的救赎所需 (9: 16) 之路。

五、 “城门之外" (13: 12-14) 

这旬经文乃是书信最后—次暗示耶稣的死亡。正是在这象征社

会性排斥的营外或城外，耶稣被钉而死，书信于此将耻辱的概念连

接起来，正如此前已经提到过的羞耻感－样，意即被钉十字架乃是

个凌辱事件 Cl2: 2) 。耶稣死于十字架这个悄节首先是为了给

书信的阅i卖者带上安慰，激起他们接受社会性的歧视和排斥的考验。

最终，书信之中关于耶稣死于十字架的论述，并非不可能在保禄的

书信中找到可资对比的内容。

第二节基督的痛苦，基督徒的痛苦

《伯多禄前书》

在致那些因着信仰考验，而被迫散居亚洲的垫督徒的书信中，

并且，迫害就迫在眉睫， 《伯多禄前书》遂作了以“痛苦”为首要

关切的反省：它能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出自于伯多禄团体的作者邀

请收信人“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你们的烈火而惊异，好像遭

遇了 件新奇的事”（伯前 4: 12) 。相反，作者激励他们快乐起来，

囚为痛苦允许从督徒有分于基督。

一、收信人的处境

个论他们持有什么样的计划， 《伯多禄前书》的诠释者们通常

均同意伯前 2 章 11 节全 3 章 12 节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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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类叩屈于训话的口头表达。为“家人"(oiket心）寄予劝勉之正

邀请他们听从这些由两类动机所形塑而成的诫命。

第—，是神学上的动机：既使人没有犯罪，痛苦亦为天主的恩

宠（伯前 2: 19-20) 。第二，是基督论的动机，透过引用一个既

存但不太具有义学性的古老赞美诗米表达 (2: 21-24) 。为了提醒

具忱者，痛苦乃是垫督徒生活的基本成份，作者推心置腹地向他们

说道： “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的" C 21 节）。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

他将之归诸菲督的身上：他“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

为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赞美诗的双重主题据此而得以凸显。

于是，就由关系代词“他" Clui qui) 带出了一系列的二个

导引命题（参阅 22, 23, 24 节），由此构成了赞美诗的十体。然而，

找们注总到，原囚玻四于宣读主题的反面：身为榜样的基督其实超

越了其死亡的价值： “为了我们罪人”。赞美诗的结论中，第 25

节将已经发生的耶稣的死亡之“过去”处境与拈督徒得以回归他们

的牧人的“现在”作了对比。

伯前 2 章 21-25 节从顺服的“家仆”或者“家人“开始，讲到

他们的主人的专横：许多人受苦，但不值。因此，与基督作比较的

结果乃是，他在没有犯罪的情形中忍受了痛苦。整封书信中， “犯

罪”这个动词只出现于此。然而，并没有寻隙报复，即使是有正常

的理由，他只是将这 切交付十以正义进行审判的天主。到此为

止，基督被皇现为一个可资效法的榜样。 Hypogrammon 这个术语提

出了 个由老师所早现的可资效法的模范，为了计学生依葫芦屾

饥。目的在十“服务所有的民族”。这正是耶稣门己的写照，因此，

门徒被召叫紧随其后重现耶稣的尘世牛活。明显地，这里并未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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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藉奴仆式的服从米再现咭督的痛苦，而是强调”紧随他的足迹”

(epakolouheh1, 参阅 21 节）。

二、跟随仆人

“紧随其后”是对观福音中描述门徒特征的动词，如今，它出

现于此。在他们的现实处境中，从督徒 从今以后，因右可能要

来的迫害，劝勉的主题将突破晶督徒的圈子 受召跟随那成为卓

越仆人的那位。为了道尽与这个称号相关联的不同功能，作者于是

宽泛地求证于依 52 章 13 节 -53 章 12 节。正是因着仆人的形象，

赞美诗诠释了基督的痛苦， 如下表中所呈现的那样：

”他没有犯过罪，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
（依53: 9) 

（伯前 2: 22) 

他受辱骂（伯前2: 23) （依53: 3) 

他在自己的身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 “因他受 （依53: 12) 

了创伤，你们便获得了痊愈＂ （伯前2: 2-1-) （依53: S) 

“你们从前有如迷述的亡羊＂ （伯前2: 25) （依53: 6) 

因此，赞美卉的第一部分提供了受难始末的回忆 (22-23 节），

第 部分从中拫晓总义： “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过……为了使我们牛

活”。动词召napherejn (承担、本献）乃是具有祭祀内涵的－个词汇，

意即司祭在祭台上举扬 Cana-) 牺牲之际的行为。此前，们多禄已

经邀请咭督徒尽心于计自己”成为 班圣洁的司祭，以车献囚耶稣

咭督而中悦天上的属神的祭品" (2: 5) : 在这里，则说：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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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身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上了木架" C 2: 24) 。从整

封书信的角度来看，乃是罪玻担负起来了。巾实上，宛如人们在祭

台上举扬牺牲，耶稣则以具身休作为祭品，然而，却是承担看众人

之罪的 个身体（依 5:3: 11 — 12) 。因此， 2 章 5 节在这里就只有

了形上学与灵修学的内岛。从督奉献［自己的身体，如同人们在祭

台上奉献牺牲一样，因为他已经将众人的罪揽于己身。

三、死亡，为了生活

伯多禄十此并木论及“十字架”，说的却是“木架”。这个术

语是中命纪 21 章 22—23 节的回响：“若人犯 f该死的罪，处死以后，

应将他恳在木杆（架）上，们不可让他的尸体在木杆（架）上过夜，

应在当天将他埋葬。因为凡被悬者，是天主所咒骂的”。

呼应着《中命纪》的新约传统（参阅迦 3: 13; 宗 5: ;30, 

10: 39, 13: 29) 所产牛的多样性显示，透过这个文本，人们找到

了并发现十字架的廿间。换言之，从义化和灵性的神圣术语的角度

所刻愈作出的关于耶稣死亡的神学性韶释，完全是丑闻的再现。一

个原本无关祭品的羞耻的死亡却被解释为“为了罪人”的卓然献礼。

基督论的赞美诗已经内含一个预置的神学果实。事实上，这赞

美诗觉察到了某督的H间性死亡，并将之视作其生命的奉献，因此，

这是为了罪人的最高祭品，他因此目标而献上牛命。尪督遂成了榜

样（参阅 21 节）。准确地说，他成了“救恩的原因“，正如《致

希伯来人书》对他所作的解释那样 (5: 9) 。引证依 53 草 5 节，

伯多禄介绍拈督乃是“从死人中将你们救出”。死亡竞然有益于生

活。众人曾经身为“迷途的焦羊" (2: 25; 参阅匝 13: 7—9) 。

如果我们回顾依撒意亚先知书第 53 矗，耶稣，缄默的焦羊，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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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让众人返归十他的牧人。在援引古人来励志之际，伯多禄亦将

提及“至高的牧人" (archipoimenos, 5: 414) , 这个称呼意味看，

他乃是至高的监督 (episkopos, 2: 25) 。

四、因行善而受苦

“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

且要以温和、以敬畏之心答复，保持纯洁的良心，好使那些诬告你

们在基督内有良好品行的人，在他们诽谤你们的事上，感到羞愧。

若天主的旨意要你们因行善们受苦，自然比作恶而受苦更好” （伯

前 3: 15b-17) 。

面对那些恶意中伤基督徒的品行的外教人，应该激起他们藉其

正当的意向予以答复。同时，他们亦受召忍受考验， “因行善叩受

苦”。为了激情励志，伯多禄从基督论的动机发出了新的邀请 (3:

18-22) 。伯前 2 章 21-25 节中赞美诗的经文指向埜怪”他为罪 (per1

hamart正n) 而死”。我们要留意并列连词”也" (kai) 的用途：

这”也”是某督的命运。宛如受苦仆人，以其卓越的义人身份承受

了不义的痛苦，他遂成为门徒们的模范。

较之此前的经文，伯多禄在这里强调”—次而竟全功" (hapax, 

参阅罗 6: 10; 希 9: 12—28, 10: 10) 。藉此指出基督的痛苦和某

督徒的痛苦并未等值。当基督“一次而竟全功地为罪而死”之际，

尪督徒受召在苦难之中步其后尘，无疑，他们所忍受的考验乃是一

道救赎之门。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文毫不迟疑地明确指出桔督死亡

的目的： “为了将你们奉献给天:t:" 。

14 伯前 5 章 4 节中的 archipoimenos 一词，思高译作“司牧''c~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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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们，在 2 章 22 节和 3 章 18 节之间的一致性却又在从督的痛

苦和基督徒的痛苦之间部署了 个额外的领域，这一点，由动词承

担或者奉献 (porter/offrir) 得以昭示。诚然，基督如此“在木

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那是“为了将你们承担／奉献给天主”。

他藉此牺牲作了祭献，为了计罪人得以像他那样将自己奉献给天十，

而成为“天主的子民" (2: 10) 。如果说从今以后，奉献给天主

的是由迫害者所施予的痛苦，那是因为他也依然活着： “他的身体

固然死了，但是却由圣神使之复生”。界十死亡和生活之间的对立

使用了连续事件中的年代学语言，死亡由生活来接续。然而，这个

对立却由颂扬的语言得以持续，正如弟前 3 章 16 节所说的那样“（菲

督）出现于肉身，受证于圣神，发显于天使，被传于异民，见信于

普世，被接于光荣”。因此，复活自身彰显了圣神经由父的派遣，

临于圣子的身体里面。正是圣子的这种生命样式，从此以后，他得

以坐在圣父的右边（伯前 3: 21) , 所有的人都受到召叫去明臼他

们都是“曾经的抗命者”。

五、洗礼

基督针对“狱中囚灵” （伯前 3: 19) 所作宣言的解读，让人

联想到了洗礼，诺厄时代的洪水即是预表这件事情的图像。从某些

方面来说，透过类型学的－些细节，伯多禄宣称洗礼建某于基督的

复活上面，此后，天开了，并且揭开了一个宇宙性的至高工权（参

阅罗 8: 38-39; 格前 15: 24; 弗 1: 21: 格后 2: 13— 15) 。伯多

禄可能尚调反对他所听间的一个错误的洗礼观念：施行洗礼时，不

过是一个外在的净化而已。洗礼要求 (epirotema) 举心向主，既

会获得一个好的良心（所有格），也需要呈现一个已经准备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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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主格）。总之，二者均不可或缺。

关于洗礼的这个发展，晶本上反映出了礼仪们动中所施行的仪

式：水池中的每 次下没，配合着请求赦免罪过的一次祈求。扎根

于辈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亡的观念中，这里所表达的赎回的神

学为洗礼找到了其最根本的总义：基督的复活。迵异于洪水，尪督

的复活，即他那救赎性之死的结果，透过洗礼如此赋予新牛。

六、 “宝血”

既然收信人受邀“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你们的烈火而惊

异＂（伯前 4: 12) , 那么，书信的忱者就应该为没有忱到“十字架”

这个词而惊异吟？事实上，作者以转喻的方式用木架米表明了十字

架，如同保禄在致迦拉达人书 3 章 13 节中所做的那样，藉着两次

提及“血“米提醒他的收信人忆起申命纪 21 革 22~23 节（参阅宗 5:

30, 10: 39, 13: 29) 中的诅咒。

这个富有表现力的术语首次出现千书信的开端 Cl: 2 你们被

召选……分沾他宝血洗净之恩），第一次出现于“忠告”的起始部

分 Cl: 19 你们被赎回……而是用宝血，即无站无瑕的恙羊菲督的

宝血）。

与逾越节的焦羊相比较，基督因此而倾流他的血，宝血强调书

信中的“赎回" Clytroo) 众人的目标。上述第二旬话中的动词（参

阅谷 10: 45), 表明赎回的是一个人。这并非增值的商业们度，相反，

宝血并非由“金或银”所购得的（伯前 2: 18) 。隐含着的内泊乃

是说，救恩的主动性完全来自天十方面（参阅依 52: 3) 。动词特

别地被写作被动式：“你们被赎回”。仆同一背景之中，触及到了“血

的洗净之恩" (·2: l'aspersion du sang) , 旬了让释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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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变得史加复杂。总之，我们找到与《致希伯米人书》 12 革 24

节相关用语的倒装形式("所洒的血": la sang de l'aspersion), 

办笔无争议地受到出谷纪 20 章 7-8 节的影响。伯多禄特别在此提

及西乃山，强化了那加之千选民的血的洒滴仪式。于是，藉此发挥

了透过服从的关系 (1: 2) 趋赴于天主的作用。从此以后，旧的盟

约随即囚此而被转化了：此后，耶稣宝血将之予以强化了，在与耶

稣的崭新关系之中，这血产牛了 个“天主的子民" (2: 10) 。

关于痛苦和压督”为了我们罪人”而死的内汹，以及相关的一

些要点，伯多禄一书反省出了一个普遍的神学。关键性的创见在对

比之中昭然若揭，找们可以在伯前 2 章 24 节和 3 章 18 节中，找到

anapherein 这个动词的近义词：举起、奉献和呈现。

基督以他自己作为礼品 (2: 24" 他奉献了自己的身体") • 

现在，这祭礼计他得以由“一班圣洁的司祭”呈现给天卞；相对而

言，他们奉献给天主的乃是“属神的祭品" (2: 5) 。作者的写作

意图在于论证少于教导：这就应该提到耶稣，他以其痛苦成为唯

的模沉，在众 H 揆皎之下，基督徒应该因着耶稣，而能忍受那些非

正义的考验。这样一来，透过完全地将交出自己的耶稣，他们遂向

天主举行本献 (3: 18) 。如此为之，他们就有份于他的复活 (3:

21) 。 (Jean-Frani;:ois Baudoz) 

第三节 “众人与天主和好”《致哥罗森人书》

和《致厄弗所人书》

面对《致哥罗森人书》和《致厄弗所人书》，我们置身于保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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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经 (deut妇opaulinisme) 的脉络之中。这就意味着这两封书信

确实出自第二个人的手笔，个过，可以肯定的却是，它们由保禄的

弟子们所写。它们外在地属于“正本的" (authentiques) 或者说

“保禄原始的" (protopauliniennes) 的书信集之中，但是，书

信中内容却皇现出一个思想的变异。

这两封书信的写作背景方面的脉络并不是那么清楚。们是，人

们可以从义本自身的危机脉络中考察作者所想表达的写作意图。

—、十字架的词汇

在这两封书信的每 封之中，作者都使用了“十字架”一词的

名词形式： stauros, 并非动词形式，同时，既非简单的形式，也

非组合的形式。人们可以在哥 1 章 20 节， 2 章 14 节以及弗 2 章 16

节当中找到该词。

在《致哥罗森人书》中， “十字架” 词出现于 1 章 15-20 节

的这首诗歌的末尾，接下米的文本发展当中，作者吁请信徒，并邀

请他们在基督内生活、行动，囚为他们已经被纳入基督内（哥 2:

9-15) , 并被从世界的规则之中解放了出来 (2: 16-19) 。至于《致

厄弗所人书》， “十字架”一词则位于教会生活的利害关系这个发

展脉络之中（弗 2: 11-22) 。

在哥 l 革 20 节，弗 1 章 7 节， 2 章 13 节当中，两封书信均提及“血”

(aima) 的主题 J.5 。让我们再联系弗 2 章 14 节，作者论及“肉体”

(sarx) , 透过这基督的真实肉体，仇恨的墙壁得以拆毁。

囚此， “十字架”一词相当罕见，们是，却出现于这两封书信

15 在弗 6 章 12 节当中， “血”与这里的意思相异，并非指步基督的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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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位置，扮演着 个特别的、承载的角色。

二、十字架与和好

哥 l 革 20 节和弗 2 章 16 节，十字架术语连接着另外一个术语：

和好。哥 1 章 20 节说，所有的和好喘赖他八十字架上流出的血。

弗 2 章 16 节则表明“一些人和其他人”与天十和好十 个咐一的

身体内，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使他们分离的仇恨之墙因

着“他的肉休" C 14 节）、他的十字架得以拆毁。

出现于新约其它作品中的动词 Hpokatallassc5 (和好），计

没有如同哥 l 章 20 节， 22 节和弗 2 享 16 节中的方式，被予以使

用。动词知tallas或意即改变主意，它的词根是 al归，意即“其

它“。因此，和好即是成为别人。前缀 apo- 赋予一个完整的观念，

意即－个确实的亢全和好。比较保禄的其它正本书信，比如罗 5 享

10-11 节之中的”和好”概念，我们会发现与这里彼此相符：“和好”

乃是玻导入完善，并引致全然的实现。

因此，十字架乃是－个场合、一个工具，经由它，实现和好。

在《致哥罗森人书》中，“和好”具有一个普遍性的幅度，同时，

也是宇宙性的。赞美诗恰当地反映了这个意图。于其爱的土国

我们因此而被改变的土国 圣子被启示出米，宛如不可见的天主

的圣像画 (jcc5ne) , 他是万物中的首生者，在他内，整个宇宙得

以受造，并留存其内，他也是死者中的首生者。他是圆满中的圆满

实现者 (P压五me)' 十字架上的血实现了普遍性的和好，宇宙性

的和平（哥 1: 18b-20) 。在哥 1 章 22 节中，和好之得以实现，

并非仅仅“出于十字架上的血”，而是“以他血肉的身体，藉着死

亡”所实现者。无疑，这个对十肉体的特别强调出自十作者对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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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基督徒抗击诺斯底＋义 (Gnostics 16) 方面的忧虑。诚然，在

哥 2 章 8-10 节芍中，刚刚宣称［哲学的陷阱和欺骗性的书信作者

提示整个的神性圆满充满着拥有人类身体的从督，任何的耍人或权

威，无不屈居十他之下。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出作者的基督论总识。

在《致厄弗所人书》中，书信开端的赞美诗（弗 1: 3-14) 并

没有对“十字架”作出清楚的解释，并只是提及“他的血”的问题，

因此血，我们得以赎回（弗 1: 7) 。同样的圆满的概念却被写入

了赞美诗之中，在那里，基督乃是万物的兀首（弗 1: 10) 。十字

架以名词形式（弗 2: 16) 相当明确地，让那些事先因着仇恨之墙

所分离的人、受割损和未受割礼的人，得以和好。藉助－个清楚的

表达方式，十字架乃是I具，藉着它，天主消除了仇恨，因此而实

现了合一与和平的降临。十字架促进了那原本与天主分离的人得以

接近，还有移民者、外侨，均被纳入天上的家，计他们成为圣徒的

同胞（弗 2: 18-22) 。

三、教会的—个全新意识

在这两封书信中， “教会”具有一个新的幅度。

首先，十字架将其和谐与慰藉的成分给予了教会。因着仇恨之

墙的倒塌，在受割损的人和未受割损的人之间，十字架带来了因和

16 、 gnostic 由希腊文gnosi, (神圣的知识），寅文出来 产生于第一世纪的

诺斯底主义认为：神就在天地之间，并且通过天使、星宿之灵，等等来左

右人类的命运，控驭人的生命基督(Christos) 只是众神之一在初期教会，

诺斯底主义影响到了保禄的哥罗森教会团体，并制造了屁乱 若望文学反
映了诺斯底主义对公元 1()() 年前后的教会生活的影响 在教父时代，安提

约基亚的依纳爵 (Ignatius) 、玻利卡普 (Polycarp) 、戴尔都良 (Tertullian) 、

依雷内 (Irenaeus) 等人均着书反驳之亏。—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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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所达致的和平与合一。接下来，它被以形上学的方式被称仵建筑

物、天主的家和圣神的居所、建从于宗徒和先知之上的建筑，从督

是这建筑物的基石（弗 2: 18-22) 。教会的成员因此而开相建树，

这教会成长，并成为在上主内的圣殿（弗 2: 20) 。

接下来，教会和尪督之间拥有 个纵深联系。在《致格林多人

前书》第 12 章和《致罗马人书》第 12 章之间，身体的隐喻具有

个演化的过程。

《致厄弗所人书》明确指出，教会是身休，囚此，咭督是头。

这表明教会是一个礼物，然而却有破损，它也是一个计划：应该从

圆满实现 (plero切e) 的角度，建设晶督的身体（弗 4: 12-13) 。

应该明臼趋赴那作为头的基督，才能达致在爱与真理内的合一勺彼

此建树（弗 4: 15-16) 。

在《致哥罗森人书》中，身体和头的隐喻涌现在咭督论赞美诗

正中间：“他是身体 教会 的头”（哥 1: 18) 。“菲督”

这一主题位于受迼物的原则之后 (15-17 节）， “埜督－首牛者”

的主题则位十死者中的首生者，圆满实现者以及和好者之前Cl8b-20

前）。因此，教会 基督－头的身休一一受召在受造物与和好这

两个尪督的启示方面作［ 个连接。从身为肢休的伯度，宗徒受邀

上拓展这个身体－教会的认知卞题（哥 1: 24) 。然而，同样，教

会接受使命去持续宣讲天主的圣言（哥 1: 25-28) 。

四、十字架对于信徒的效果

经由十字架，信徒们受召确信已经发牛了的复活事实。

十字架已经实现了和好、和平以及合 《哥》，救赎发生于信

徒的团体之中，尤其是介于受到割损者和未受到割损者之间《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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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书信均涉及那为了收信人已经实现了的拈督复活。—个令人讶

异的方式是，他们已经受到赎回和享有宽恕，升被导入爱的土国（哥

1: 20) , 信徒已经得以满盈 (peple五'menoi, 哥 2: 10) 。经由洗礼，

出离墓穴，他们已经和某督一起复活，并在从督内，安坐于至高之

天（哥 2: 12; 2: l; 弗 2: 6) 。这个十字架的胜利与复活一道产

生了 个凯旋的队列，哥 2 革 14 节如此写道。

十字架在信徒之间赢得了和好与和平，并形塑了一个合－的、

和平的身体。

因此，这是为了塑造众人而给予的十字架的馈赠。应该舍介所

有相反十字架的事物，即那些地上之物（哥 3: 2) , 应该致死这

些属于地上的事物（哥 3: 5-9) 。事实上，很形象的旧人的图像一

为了穿上新人，应该将之去除 彰显于此，并挑明了内汹（哥 3:

9-10; 弗 2: 15-16, 4: 22-24) 。总之，这是－个真实的皈依和变形。

应该穿上并披戴这套新装，成为蒙选的、受到祝圣的、天主所爱的

存有（哥 3: 8-14) 。赌注 (1'enjeu) 被置于一个新的位置上，

此即和平，此即爱 (agap仑，哥 3: 14) 。逼迫或隔离并无存身之隙（弗

2: 16) 。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这两封书信的姆一位作者均拓屉了一个劝

慰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家人规约 "Cles codes domestiques)( 哥＆

18-4: l; 弗 5: 22-6: 9) 。在这规约之中，劝慰支持不同类型的人：

妇女及其丈夫，儿童及其父母，奴隶及其主人。这表明这些关系勹

基督之爱的特征之间保持一致，此即他的教会。

五、—个宇宙性的使命

藉助身体和头的陪喻，这两封书信的作者为教会赋予了－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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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性的幅度。事实上，身体藉着它的头 枯肾 成为和好、合

一十基督怀中的教会，并在从督内趋赴天主。正是这身体的所有肢

休，拓展了 个世界性的、宇宙性的身体幅度。它囊括了皈依、拓

展并广及宇宙幅度的属灵成果。宇宙 身体的概念不成其为问题，

尽管这多少有点接近诺斯替主义倾向的理解方式，然而，这就是教

会，从今以后，这个隐喻即被揭晓， “头”被清楚理解：基督，经

由十字架，将自己交了出来。 (Christoph Raimb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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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宣告主的死亡

“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官

告主的死亡” （格前 11: 26) 。

十字架的神学并非完整地排列在新约的诸作品之中，也没有涌

现为我们在前述各篇革中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似乎也难以思考并拓

展一个有拧续步骤的义本编辑史实。然而，也很清楚地，这个奥秘

乃是核心事件，它扩展了一种突显信仰的起源方式和基督徒之信仰

实践的生命本能。 如保禄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奥秘在最大程度上

构筑了基督徒礼仪风格的同时，将圣休圣事展不为 种宣告、—份

见证。

然而，宣告”主的死亡”而无须颂扬他的复活，这可能吗？格

前 15 章 1 —5 节中的古老信经却在信仰告臼中，将耶稣的苦难和复

活相提并论。基督的复活乃是一个死亡的释放，这让耶稣小再继续

留在坟菜之中；藉着复活显现，耶稣的生活并未终止十死亡；穿越

了死亡的基督复活事件揭开了由他所担当并提供保证的牛命承诺。

所有的这－切在十字架的奥秘、在新约的作品中，已经成为事实。

这奥秘的真狸由天卞的参与而予以确认，如同 个经由决定性地

盖上信印之后的签名那样，车献给每—个人。

那么，在十字架的奥秘中，应该听到什么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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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奥秘：人性的赌注

福音书中的受难始木离不开耶稣生平的整个叙事。正是他那艰

辛的整个—生，为我们的人性提供了趋赴亢善的道路。正是如此

直至死亡 他整个的一生彰显了他的成就及其真珅。

耶稣的人性 盲全他在十字架上的呐喊一一和所有人一样，

并木略去最深重的黑暗、最大的困难、最无助的痛苦：痛苦、羞耻、

无能以及死亡。 《致希伯来人书》表明在－个为了我们人性，而承

行天主旨意的道路上，竭尽所能和心甘情愿的奉献之中，菲督如何

承受他的死亡。 《致斐珅伯人书》的作者强调服从让耶稣在心甘情

愿的“下降”之中，趋赴犬主的许诺，在毫无保留之中，为了（以

及藉在）他自己，将生活的希皇铭刻在众人心中。

在十字架的奥秘之中，耶稣以其死亡的方式（更好说是“迎击")'

为我们这受制于恶的人性启示了一个解放的事实。将我们置于其奴

役之下，并对之充满恐惧的死亡，现在被取胜了。倾流血液的事

实 须在－个绝对令人震惊的祭祀逻辑的象征中来理解 仆爱

的极致之中将这完整的自己献为礼品，开启了可能性的认知。基督

在十字架的木杆上屈辱性的死去，然而，正是藉着他自己的奉献行

动而获胜。囚此，藉着这同－方式所实现的乃是找们人类与天主之

间的和好，以及那分裂我们与天十之间的罪过得以赦免。－如找们

所引证过的路加福音所说的那样，宽恕 念兹在兹地充满耶稣的

整个生 揭示了由十字架所成就的效果的高峰。

十字架督经被门徒们视为－个丑间，时全今日亦然。保禄丝毫

没有否认这一点，相反，他强调多少人听闻十字架的奥秘时，视之

为是对人类智慧的愚卉。愚弄找们的眼睛，同时，亦愚卉天卞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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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智慧。

二、十字架的奥秘：天主的启示

十字架的愚蠢是可能理性地、实证地考察并予以接受的，如果

人们试图向着基督和天卞的奥秘关系保持开放的态度的话。

某督的苦难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乃是他牛命活动的最

终实现 将这个关系显不为他是圣子和救世主。圣子，在个信

任天十派遣他的自由之中，他称天卞为父；救旧主，在—个积极的

服从之中，他小害怕让救世事实得以实现。以其整个牛命，基督拫

晓了救赎我们人类的神性旨意。还有，在他内，他计天t对我们人

类的担当成为可见、可知的。在“道成肉身" C Incarnation) 的

奥迹之中，尪督启示了天主的人性。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丝亳也

不逊色千 同时也是优美的 “道成肉身”所实现的逻辑：天

主采取的方式是摄取并承担我们的人性，直至他遭遇小幸。若望福

音和保禄书信邀请并激发人们相信，十字架的时刻乃是某督的时刻，

值其时，圣子和救世主的光荣被揭开了，它和天中自身的光荣别无

二致。

保禄不知疲倦地宣讲菲督乃是被钉的菲督。同时，他称基督为

个新人， 个崭新受造者。这就是说，尪督在十字架上的行动应

该被理韶为一个天主自己的行动，天主以决定性的方式将自己启示

为创造者。有别于圣经开篇处的创造行动，十字架的时刻启示天主

如此地在大地上创造新的事件，此乃一个不受丝是干扰的行动。我

们已经在《致罗马人书》和《致斐理伯人书》中看到：在十字架的

时刻，他给予并自我交付，这是天主既针对他自己，也针对我们人

类的忠信。为他自己而言，在启示自己作为生命能量的馈赠者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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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行动之中，他忠信于自己；在不计较找们的罪们主动修和的正义

之中，在与我们联盟致对外抗击一切 终极性地胜过所有的恶

和非正义 的意图之中，他忠信于我们的人性。

最终，十字架的奥秘还具有一个安慰的幅度， 《致希伯米人书》

为此作证。经由基督的自由，透过圣了 救世主以十字架所呈现

的方式，天十完美地将自己启示为众人的施慰者。

三、十字架的奥秘：基督徒生活的风格

在保禄为从督徒团体所施予的教导中，我们很容易地知道十字

架的奥秘对于这些团体的创建是多么地重要。这些团体是菲督的身

体、天主之家；藉着拈督的血，拆毁f仇恨之墙，并产生了和好与

和平；尤其是教会呈现为具体的实效场所，见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

彰显的爱的场所。同样，保禄还论及教会的创建者，正是透过十字

架事件，咭督为我们开启了圣经文本 引导理性、接受许诺的天

主圣言 并指明天主临在十世的方式。

一个全新的制度“一次而永远地”开启了，藉着十字架事件，

众人皆被赎回，在他的生活，甚全他的死亡之中，得以跟随基督。

如果对观福音邀请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那么，保禄书

信则强调基督徒的自由乃是赞同勹基督共负十字架。就在紧随耶稣

的足迹，对其生活和死亡逻辑寄予信任之际，基督徒颠覆性地珅解

了痛苦、耻辱以及失败的内涵。他获得了自身所担负之事的力量，

并拥有了面临考验的坚韧品质。由被钉基督所带来的爱，计他感受

到所有弱小者和我们历史中所有的被钉者之间的连带性。被钉之路，

悖论性地开启了不会迷失的自由，以及自适自足，并计人窥见荣耀

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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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督徒的生活方式因被钉拈督之爱而得以塑造，表现并存在于

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在他们的整个牛涯之中，并且，涉及到他们

与咭督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和他人的开放关系。在祈祷时光中作

我们的生活方向的选择之际，凝视十字架、默观十字架上的拈督会

强化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即是信仰，这样，会带来深度的喜乐。

官传福音并未有别于宣传十字架的奥秘 正如找们在每一次感恩

祭中所做的那样 官传福音必须以沟通技巧作为前提条件，智慧

和实效并没有确定性的尺度，以及为人提供在讨论官传福音时的任

何修辞学形式。依赖那些关于十字架的语言，实际进行中的福传工

仵将会建议人们凭借刃气正确评估我们这个旧界的现实，并去辨识

应当坚持的是什么，应当舍弃的又是什么。

星督徒的牛活具体地定性于看似微不足道的两个习性。总是经

巾划十字，晶督徒开启了他们的每日祈祷和庆祝，这个行动让他们

作一个圣一性的信仰告臼。在所有的压督徒的教堂中，人们的目光

从入口处即被定向 T十字架。藉着这些极其简单的事物，十字架的

奥秘在我们的牛活中显出了它的真实地位，及其适切的份景。古老

的讨歌如此咏唱：

在我们跋步之路上

真不错，上主

与称的十字架相逢

(Jean-Marie Carr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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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十字架的原始图像

应该留意第五世纪，以便于看清十字架酷刑的那些最初表现形

式这里有一个象牙色的匣子（现在由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收藏），

其中有罗马的圣撒比奈教堂 (Sai nte-Sabi ne , 约 430 年，见图 1)

大门饰板中的一块。耶稣近乎裸体。无须的耶稣在前，有须的两个

强盗在后，他们都是双臂张开，被钉的样子，但是酷刑的工具十字

架却被抹除了。设想一下时代进程，君士坦丁堡帝国于其统治末期，

337 年， 已经废除了十字架作为主要的刑具 。 因此，这时，十字架

图 1: "松木壁板” 。 23*35 厘术。 原物系罗马
圣撒比奈教堂左侧大门的壁板，约 430 年的作品 。
现藏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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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还会令人感到羞耻鸣？事实上，基督被渲染为 个使人类和解

的救世卞：在圣撒比奈教堂的大门上，两个强盗似乎在他的保护之

下。在尼西亚公会议的信经之中 (325 年），天主了在耶稣具人内

计人可见，耶稣则启示他的天主子身份。受难时的诸般痛苦被最后

发牛的结果减轻了：死亡被战胜了。

略往前，二至二世纪时，惩罚奴隶的刑具 (servne suppl icium) 

依然流行，菲督徒的图像简化为一些动物：铀、鱼、鸽子、善牧以

及祈祷姿势等等。关十在地下墓窟的墙上和石棺的壁上，对木来牛

活的展望依然巾圣经的场赎予以支撑，既有旧约，也有新约：诺厄、

雅各布布伯、厄里亚、约纳、增饼奇迹、加纳婚宴中的增酒奇迹、

不同的治愈事件、撒玛黎亚妇女以及复活拉匝禄……所有的这一切，

均万变不离其宗地宣告天主预许给以色列的救恩，在咭督内得以实

现了。

十字架以这些方式被勾勒或者刻画出米： T CT 字刑）、 X (圣

安德肋十字架）或者 t (拉丁式）＋（希腊式）。相当精致地，十

字架被人们以植物的成份来予以装饰，并吸收了坎及的象形义字的

灵感。清楚地表达救赎内涵的描的图像 偶尔取代了十字架

以一个横杅交叉在一根竖杆上面。

有一些小石头（燧石板岩的凹板、光玉髓的印革）和受钉的十

字架一起出现，真实地呈现虔诚的标记，们是，却以审慎而个人化

的方式来表达。相当粗糙的图像出自于一位古代从督徒之手。这是

个罗马式的涂鸦之作，从第二世纪末建成的宫殿的墙休，剥离了

粉刷层之后显露出米：在 个 T 型十字架上，悬挂着一个驴头，对

面则是一个人，取站姿，还有这个布告：亚历山奈罗斯朝拜他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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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Al exanenos adore son di eu, 见图 2) 。 很残酷地，讽刺画

痰括了十字架和门徒， 并见证了一个时代： 基督信仰尚无法公开表

达，嘲讽的主题乃是视之为疯狂。

到了第四世纪， 一切都改变了 。 允准众人敬礼 自由的米兰诏书

(313 年），和十字架酷刑的废除 (337 年），遂让基督徒欢欣鼓舞。

诚然，十字架并没有失去它原本的令人不堪的特征，但是， 需要着

重强调，此乃光荣，它的重要性在千 ， 会同天主的显现一起出现。

第四世纪的石棺 发现于罗马 Domi till e 地下墓窟 则以

凯旋的步骤完全转换了耶稣的苦难。月桂树的冠冕、胜利者的冠冕

分布于四个场景之中。在第一个场景之中，它悬于提问的比拉多

上面 ； 在第二个场景之中， 年轻无须的耶稣正在施教，被如此加

冕为一个君王 ； 在第三个场景之中，它伴随着背负一个 Simon de 

图 2: "被钉十字架的驴头” 。 笫三世纪的涂鸦之作 。

现藏于罗马帕拉丁博物馆 (Antiquarium du Palat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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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的e 的小型拉丁十字架。在第四个场景之中，它位于中间，硕

大地环绕着代表着 “基督 " (Chrisme ) 的标记（见图 3) 。

Chrisme 或称“基督的交织字母”乃是 Chri s to s 这个希腊字

的头两个字母的组合： CM(接近 X, 十字架的样式）和动6(接近 P) 。

象征太贴切了，它特别凸显为一个裸露的十字架 。 两只在横杆上栖

息的鸟以它们的喙支撑着花冠 。 在竖杆的两边，有两个士兵 ， 一个

在睡觉， 一个清醒着，这让人想起玛窦福音 28 章 1 -4 节中所记载

的逾越节的早晨和墓穴开启时的场景。

接下来的时代中，有了新的演变 。 所有的十字架都被镶嵌上了

松木，并以宝石装饰。 原来裸露的耶稣身体却披上了一件王室的长

袍，并扎上金质的腰带（出现于第六世纪的 Rabula 的叙利亚福音

插画；也经常出现于第八世纪的罗马的 Santa Maria Antica 教堂

图 3: "救主苦难

石棺” 。 笫四世纪中叶

的作品 。 现藏于梵蒂

冈比约· 克里斯提亚

诺博物馆 (Mus的 Pio

Cristia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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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接下来，众多的胜利的从督、含华的十字架和在死亡中安

眠的受钉像、流泪的冈利对与礼望交替出现，这些让我们不由得想

起了圣像间和西方的马赛克作品。

终T有所突破了。约 970 年，若弘（促ron) 主教为他的十教

邮堂定制了第一个具有痛苦特征的十字架。几乎有真人那么大，耶

稣的头低垂着，双眼闭合起来，嘴唇微开，由于骨经承受剧痛而导

致身体扭曲。在－个酷刑失上了它原本那令人感到羞耻的时代中，

死亡”且死在十字架上" (斐 2: 8) 的且闻却在信徒们的眼中闪

耀着光辉。 (G妇ard B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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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仆人的形像

先知仆人的形象多次出现于第二依撒总亚的诗歌当中，并暗暗

浮现于受难始末的福音叙事里面。天中拣选并召叫了他的仆人为彰

显他的光荣：天主派遣他重聚离散的以色列，与他的子民重续盟约；

从上而来地，宣报那为了外邦诸旧的救恩（依 42: 1-4, 49: 1 —6) 。

张开耳朵，凝神聆听每日为他旧发出的圣言，仆人将被围绕着他的

暴力所反对。他承受迎面而来的重击，因而让脸受创，同时，他也

深信天主在支持着他，并没有弃置不顾 (50: 4-9) 。

在第四首诗歌（依 52: 13—53: 12) 当中，仆人 承受了痛

苦们没有呻吟，亦未抗拒 陨命于“受难至死" (53: 8) 。依

撒总亚先知书这里的文本特地地令人难于理解，并展开讨论：这是

真的，仆人受尽了侮辱，遭遇了极其可怕的对待，面对那些施予他

的攻击，他无力自卫。还好，有上卞的声音给他留言在先，承诺举

扬他，并在终末崇奉他 (52: 13) 。因此，默观他的耻辱和死亡的

子民体验到了一个逆转的方式：面对上主仆人的痛苦，他们受到了

激励，他们在这种情况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以及被宽恕： “可是

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了我们的罪恶，因

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

C 53: 5) 。第 10 节尤其佐证天卞的旨意，因着仆人的生活，旨总

得以实现。在产生新的效果之际，这就确证了天屯的卢音：宣称仆

人乃是义人；他以其正义为众人本献一个礼品： “我正义的仆人要

使多人成义，囚为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 （依 5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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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仆人的面谷就容许最初的压督徒恰当地懂得，并适勹地

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乃是众人的救恩之源，同时，这个死

广给依撒意亚的先知文本敞开 r 新的亮光。 <Roselyne Dupont — 

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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