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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 

 

在過去幾個星期的教理講授中，我們默想了聖保祿的「皈依」，這「皈依」是保祿親自

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復活的耶穌相遇帶來的結果。我們也曾就這位外邦人的宗徒

與在世生活時的耶穌的關係，提出了好些問題。今日我想講的，是聖保祿有關「復活的

基督在救贖奧跡中所佔的中心地位」，亦即是保祿的基督論留給我們的教導。事實上，

被置於一切現世及來世可稱呼的名號之上，的復活的耶穌基督，是保祿每一個思想的中

心。對我們這位宗徒來說，基督是衡量評估所有事件和事物的標準，是他為了宣講福音

所付出的每一次努力的目標，是支援他在這世上走的每一步的大愛。而聖保祿所指的，

是一位活生生的，具體的基督：這位基督 —— 正如保祿所說 ——「祂愛了我，且為我

捨棄了自己」(迦 2:20) 。這位愛我，我可以和祂交談，細聽我的傾訴並答覆我的基督，

祂實在是幫助我們理解這個世界，和發現我們在歷史中何去何從的根源。 

 

我們可以想像，對於復活前的耶穌的論述，保祿在他的教理講授中所說的，一定多過他

記在那些為了對一些特別情況作出指示，所寫成的書信內。看過保祿作品的人都很清

楚，保祿關心的，不是要巨細無遺地向人敘述耶穌生活中的個別事件。由於保祿的牧民

和神學目的，是完全指向建樹那些初生的團體，以致他自然地將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

對耶穌基督，即對那位現在仍然生活着，現在仍然在祂的信友中間臨現的主的宣講。這

一點也正是保祿的基督論最重要的特性，在宣講，這個堅定和清晰的關注，的影響下，

保祿的基督論將隱藏於奧跡中的深刻意義逐步揭示。宣講生活着的耶穌，宣講祂的教



   

導，那是理所當然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宣講祂的死亡和復活，這個最重要的事實，因

為這事實正是耶穌在世的生活的頂峰，和後來的整個基督宗教的發展，及教會整個現實

的根源。對保祿來說，復活並不是一件與死亡無關，自己獨立於外的事件：復活的那

位，永遠都是之前，曾經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位。就算在復活後，耶穌仍然帶着祂

的傷痕：苦難仍然留在祂身上，我們甚至可以和柏斯高 (Pascal) 一起說，就算祂巳復活

了，並與我們生活在一起，同時為我們而生活着，一直到世界的終結，祂都會受苦。事

實上，那次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相遇中，保祿已領悟到復活了的那位，與被釘在十字架上

的基督是同一位：在那一刻，祂清楚地自我顯示出，復活了的那位即是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的那位；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亦即是復活了的那位。事實上，祂對保祿說：

「你為什麼迫害我？」(宗 9:4)。當時保祿正在迫害教會內的基督，於是保祿豁然明白，

十字架固然是天主的咒罵 (申 21:23)，可是為我們，十字架卻是帶來救恩的祭獻。 

 

於是保祿着迷地默想着這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復活的基督身上帶着的秘密，及基

督如何藉着在祂的人性內所受的苦難 (現世的幅度：dimensione terrena)，再上昇到永恆

的存在 中 ， 在 那裏祂 與父完 全 成 為 一 體  (先存於 現 世 的幅度： dimensione pre-

temporale)：「但時期一滿 —— 保祿寫道 —— 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

人，生於法律之下，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迦 4:4-5)。

這兩個幅度，即「在萬世以前就已經永遠存在」並和父在一起，及主的「降生成人」，

其實早已在舊約中藉着「智慧」的形象宣佈了。在舊約的智慧經書內，我們發現有些章

節正是讚揚那位在創世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智慧」的職分，譬如《聖詠第 90 篇》的這

一段：「群山未形成前，大地寰球尚未出生，從永遠直到永遠，祢就已經是天主」(第 2

節)；或一些談及「造物主智慧」的經文：「上主自始即拿我作祂行動的起始，作祂作

為的開端：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遠在太古，從無始我已被立」(箴 8:22-23)。還有對

「智慧」，即對《智慧篇》的內容的頌揚，也饒有深意：「智慧施展威力，從地極直達

地極，從容治理萬物」(智 8:1)。 

 

這些述說那位在萬世以前就已經永遠存在的「智慧」，的同一智慧經書，也有關於這

「智慧」的下降、屈巳、在人間築起一座帳幕、寄居於人間的記載。由此我們已可以注

意到，這些述說其實含有若望福音論述主的肉身的帳幕，即祂的降生成人，並居於人間

這思想的迴響。在舊約曾建造了一座帳幕：即聖殿，也就是根據「法律」所定的祭禮；



   

然而從新約的觀點來看，我們明白到其實舊約這座帳幕，只是基督的肉身，這座更真實

和更有意義的帳幕的預象。我們也同時已在舊約的經書中見到，「智慧」這種屈巳，祂

的下降人間，本身已含有祂會被人拒絕的可能性。而這個以智慧作為出發點的立論，正

是聖保祿在他的基督論中，要再發揮的思想：這思想就是保祿在耶穌身上，認出祂原來

就是那位從無始之始就已經存在的「永恆的智慧」，原來就是那位下降人間，並築起一

座帳幕居於我們中間的「智慧」。於是保祿可以把基督描述為「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

慧」，他可以說：「由於天主，基督成了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格前

1:24.30)。保祿亦同時清楚地指出，這位與「智慧」同等的基督，尤其有可能被今世有

權勢者拒絕(參看格前 2:6-9)，以致結果在天主的計劃中，會製造出一個似非而是的局

面，十字架，將完全改寫整個人類的救贖方式。 

 

關於智慧這個循環行動，即是祂的屈己下降人間，之後雖然被人拒絕，卻仍然被舉揚到

祂先前的光榮中，尚可以在《致斐理伯人書》那首着名的聖歌中(參看 2:6-11)，看到有

進一步的發展。這首聖歌是整部新約經書內，其中最主要的一篇文字。而大部份的釋經

學家都同意，這段經文其實引用了一篇在《致斐理伯人書》寫成之前，便已經存在的作

品。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表示在聖保祿之前，那個猶太基督徒團體，早已相信耶穌

具有天主性。易言之，對耶穌的天主性的信德，並不是希臘人的發明，並不是於耶穌度

過祂在世上的生活後才出現，並不是因為忘記了耶穌的人性，希望將祂神化而產生的發

明。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猶太基督徒團體早已相信耶穌的天主性。或我們更

應該說，那些宗徒自己，從他們的師傅的生活中一些重要時刻所發生的事，他們終於明

白，祂真是天主子，一如聖伯多祿於斐理伯的凱撒勒雅所宣稱的「你是默西亞，永生天

主之子」(瑪 16:16)。現在讓我們看看《致斐理伯人書》這首聖歌。從這首聖歌的結構，

我們可以根據其中所論述的，基督所完成的主要行動，把這首歌分成三段。第一段指出

基督的先存性：「祂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該把持不捨

的」(第 6節) ；接着第二段講述天主子自願屈己降生成人：「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

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第 7 節)，甚至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第 8 節)。聖歌的第三段宣布父對子這種謙抑自下的回應：「為此天主極其

舉揚祂，賜給了祂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第 9 節)。此處最讓人觸目的，是

耶穌的徹底屈己，和祂之後於天主的榮耀中所受到的光榮，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對比。可

以見到這第二段經文，與亞當妄想成為天主的奢望剛好成對比，與巴貝耳塔那些建造者



   

的行為亦剛好成對比。他們為了要將自己變成神，而妄想單憑一己之力，建造一座直通

天上的高塔。可惜這種驕傲自大，最終導致他們的自我毀滅：人不能以這種方式去到天

上，去到真正幸福，天主那兒。天主子的行為卻正好相反：祂一點都不驕傲自大，而是

謙抑自下，這正是對愛的貫徹，而愛是來自天主。也就是說，基督這種與人類的驕傲自

大成對比，的徹底屈巳，其實是天主的愛的表達，亦正是這愛，之後將基督舉揚至天

上，並吸引我們歸向祂。 

 

除了《致斐理伯人書》外，在保祿的作品中，尚有其他篇章談及天主子的先存性和祂下

降人間，這兩個不能分割的主題。例如《致弟茂德前書》藉着再肯定「智慧」與基督同

等，帶出基督的降生給整個宇宙和人類帶來的結果：「祂出現於肉身，受證於聖神，發

顯於天使，被傳於萬民，見信於普世，被接於光榮」(弟前 3:16)。這樣在舊約惟一的天

主這個背景的啟迪下，這些說明可以使人更清晰地定界基督惟一「中保」的身份(參看

弟前 2:5 及相關的依 43:10-11; 44:6)。只有基督，才是那座真正可以把我們帶到天上，

把我們帶進天主的共融中的塔。 

 

最後要說的，是聖保祿的基督論在《致哥羅森人書》和《致厄弗所人書》中最後發揮的

思想。在《致哥羅森人書》中，基督被形容為「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1:15-20)。「首

生者」這詞表示是眾多子女中的第一個，是眾多兄弟姊妹中的第一個，基督下降人間，

正是要吸引我們歸向祂，並使我們成為祂的兄弟姊妹。至於《致厄弗所人書》，在保祿

說天主願意一切在基督內得到圓滿這段文字中(參看 1:23)，我們讀到一篇優美的，有關

天主的救世計劃的描述。基督是一切的圓滿，祂把一切重新聚集起來，並把我們帶到天

主那裏。如此一來，我們也被帶入一個下降和上昇的行動中，基督呼籲我們參與祂的謙

遜，亦即是參與祂對近人的愛，以便我們也能夠有份於祂的光榮，和祂一起並在祂內成

為天主的子女。讓我們一起祈禱，求主幫助我們，使我們學習祂的謙遜，學習祂的愛，

因而也能夠進入祂的神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