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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今日的教理讲授会以保禄在大马士革路上所发生的事，亦即是一般所称的他的皈依，

为主题。第一世纪的三十年代，在迫害了教会一段日子后，于大马士革的路上，出现

了对保禄的人生最具决定性的一刻。就这次的事件有很多记载，而且自然地，都各有

不同的观点。然而有一点却是大家都肯定的，这事件带来了一个转变，或更好说，这

事件将保禄先前所希望的，完全颠倒过来。自此之后，出乎保禄的意料之外，他开始

将那些以前被他当作是构成人生最高理想，被他视为几乎是他生存的原因的事物，看

作「损失」和「废物」(参看斐 3:7-8)。到底发生了甚么事？ 

 

关于这事件，我们有两种资料来源。第一种，亦是大家较为熟识的，是路加在《宗徒

大事录》中，就这事件的那三次叙述(参看宗 9:1-19; 22:3-21; 26:4-23) 。一般读者或许

会过于被这事件的某些情节吸引，例如来自天上的一道光，跌倒在地，有声音向保禄

讲话，瞎了眼，之后有像鳞甲一样的东西，从眼睛掉下而得以复明及禁食等。然而，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指向一个中心点：复活了的那位有如灿烂的光一样地显现了，并向

扫禄讲了话，从此改变他的思想和他的人生。在真理、在光，即在基督的面前，扫禄

的眼晴瞎了：这外表失明的事实，正是他内心失明的事实的写照：他看不到原来基督

就是真理和光。要等到他在圣洗中向基督说了那决定性的「是」之后，他的眼晴才得

复明，让他真正的看得见。 



   

从神学观点而言，由于圣洗圣事将光带给人，使人实实在在地看见，因此圣洗在古代

的教会也称为「光照」：«illuminazione»。只是这次发生在保禄身上的，除了有这神学

上的意义外，实际上他的视觉也真的恢复了：因为保禄内心的失明被治愈，他现在可

以清楚地看见。也就是说，圣保禄不是被一个思想改变，而是被一宗事件，被「复活

了的那位」，那无可抗拒的临现所改变。这临现更成为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记号，以

致保禄之后对这次的相遇，再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事件从根本改变了保禄的人生；

亦正因为这样，可以和应该称之为皈依。这次的相遇成为路加整个叙述的中心，并且

路加很可能采用了当时在大马士革的团体内，人所共知的传闻。于是在这叙述中有亚

纳尼雅(Anania)的出现，还有街道名称和保禄寄寓的房子的主人的名字(参看宗 9:11)。 

 

关于这次皈依的第二类资料，来自圣保禄自己的书信。保禄从来没有对这事件作过详

尽的报道，我想可能他假设大家对他的故事的重要内容都已有所闻，所有人都晓得，

他从迫害者被改变成基督的热心宗徒，这一切并非出于他自己的反省，而是因为发生

了一件重要的事，因为他与「复活了的那位」相遇了。因此，尽管他没有详细描述，

却曾多次提及这宗极端重要的事件，以指出他也是耶稣的复活的见证人，并在这事件

中，从耶稣本人那儿接受了启示和宗徒的使命。有关这方面最清楚的记载，可以在保

禄论述正是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及祂向那些见证人的显现，构成救恩史的中心这段经

文内找到(参看格前第 15 章)。保禄以他从耶路撒冷教会所接受到的，那些来自非常古

老的传统的言辞，指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复活后，先显现给刻法，

即是伯多禄，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之后又一同显现给五百位兄弟，其中多半到现在

还活着。随后显现给雅各布伯，以后显现给众宗徒。在这段他接受自传统的叙述中，

保禄加了以下这句：「最后，也显现了给我」(格前 15:8) 。如此一来，保禄让人们明

白，这事件正是他的宗徒职务和他那个新的人生的基础。同一的引证也可以在其它篇

章中找到：「藉着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务的恩宠」(罗 1:5) ；还有：「我不是

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格前 9:1)，这些话都在暗示着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最后有

以下这段最广为流传，来自迦 1:15-17 的经文：「但是，从母胎中已选拔了我，以恩

宠召叫我的天主，却决意将祂的圣子启示给我，叫我在异民中传扬祂。我当时没有与

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作宗徒的人，我立即去了亚剌伯，



   

然后又回到了大马士革」。在这段「自我辩护」的话中，保禄断然地指出，他也是

「复活的主」的真正见证人，也直接从「复活的主」接受了一个真正的使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数据，即《宗徒大事录》和圣保禄的书信，彼此吻合而且是在最

关键之处彼此吻合：「复活的主」向保禄讲了话，召叫了他参与宗徒的职务，使他成

为一个真正的宗徒，成为「复活」的见证人，赋予他向异民，向希腊罗马世界，传扬

福音的特别使命。与此同时，保禄亦明白到，虽然他与「复活的主」有直接的关系，

他一样需要进入与教会的共融中，需要接受洗礼，需要与其它宗徒和睦地生活。只有

在这个与所有人的共融中，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宗徒，一如他清楚地在《致格林

多人前书》所写的：「总之，不拘是我，或是他们，我们都这样传了，你们也都这样

信了」(15:11)。由于只有一个基督，因此关于「复活的主」的宣讲，也只得一种。 

 

正如大家从以上引载的经文所见，保禄从没有将大马士革的那一刻当作他皈依的事

实。原因何在？对这问题有很多猜测，然而为我来说，动机非常明显。因为这个改变

了保禄整个存有、整个人生的转机，并非出于心理上的改变，或由于理智或伦理上在

深思熟虑后而得的结果，却是由外来的因素所引致：这事件并非出于保禄的思想的成

果，而是来自与基督耶稣的相遇。如此一来，便不能视之为单纯的皈依、视之为他的

「自我」的成熟，却是他自己的死亡和复活：即是旧的他已死去，再从复活的基督诞

生一个新的他。这是惟一能够说明保禄这次更新的解释。所有其它心理分析都无法澄

清和解决这问题。只有这事件，只有这次与基督的重要相遇，才是理解在保禄身上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的钥匙：死亡与复活，被「那位」显现给他并向他讲了话的所更新。

只有在这更深入的意义下，我们才可以和应该视之为皈依。对保禄来说，这次的相遇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更新，因为这相遇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观：从这一刻开始，以

前被他视为必须和根本的事物，现今对他来说已变成「垃圾」，已不再是利益，而是

损失，因为现在他心中，只有在基督内的生活才是最重要。 

 

纵然这样，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保禄从此把自己关在一封闭的事件中。刚好相反，由于

复活的基督是真理之光，是天主自己的光。这事实扩展了保禄的心，将他的心开放给

所有人。与此同时，保禄也没有失去那些在他的人生和在他的续承中，原是美好和真



   

实的事物，他只是对智慧、真理、法律和先知的深入意义有新的理解，于是将它们重

新调整。而且由于他已经把整个心开放给基督，因此他的理性也开始向外邦人开放，

他懂得向所有人进行内容丰富的对话，懂得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至此，他真的可以实

实在在成为外邦人的宗徒。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让我们问一问自己，这一切到底想告诉对我们一些什么？

答案是想告诉我们，「基督宗教」—— cristianesimo —— 并不是一套新的哲学或伦

理。只有当我们和基督相遇，我们才真的算是基督徒。当然，基督不会像当年为了要

使保禄成为外邦人的宗徒，用显现给他的那种无可抗拒的方式，在光芒中向我们显

现。然而我们一样可以在阅读圣经时，在祈祷中，和在教会的礼仪生活内和祂相遇。

惟有在这种与基督的个人关系中，惟有在这个与「复活的那位」的相遇中，我们才能

够真正成为基督徒。而我们的理性亦豁然开朗，基督的全部智慧，真理的全部富饶都

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此，让我们一起求主光照我们，求祂赏赐我们在这世界上和祂的

临现相遇：藉此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信德，一颗开放的心，一份足以更新整个世界，

懂得爱一切人的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