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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在圣保禄的个人经验中，有一件事是不容争议的：他曾经迫害过教会，曾经以暴力对

待基督徒，但自从在大马士革路上开始他的皈依后，他改投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的门下，从此以基督作为他生存的理由，和他的宣讲的动机。而他那个一点都不平

静，危机四伏和困难重重的人生(参看格后 12:15) ，更是为了拯够人灵，消耗净尽。在

与基督的相遇中，让保禄清楚看到十字架的核心意义：他终于明白耶稣原来是为了所

有人，包括也为了他，死而复活。而这两者，即「普世性」：耶稣实在是为所有人而

死，及「主体性」：祂也为我而死，是同等重要。因此，十字架显示了天主白白赐给

世人的爱与仁慈。对于这爱，保禄尤其在自己身上亲自经验到(参看迦 2: 20)，这爱使

他从罪人变成信徒，从迫害者变成宗徒。就这样保禄在他的新生活中，日复一日，不

断体验到人的得救，原来是天主的「恩宠」，一切都是出自基督的死亡，而不是出于

他那些，根本便不存在的功劳。于是「恩宠的福音」成为保禄理解十字架的惟一方

法，成为他的新的人生的准则，以及成为他响应那些对话者的答复。这些对话者首先

是犹太人，他们将希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希望这些工作会给他们带来救恩；其次是

希腊人，他们以人的智慧反对十字架；最后是各种不同的异端派别，他们根据自己的

生活模式，各自塑造出一套基督宗教的思想。 

 



    

对圣保禄来说，十字架在人类历史中占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它是保禄的神学的焦点

所在，因为十字架指的，是「那当作恩宠般」赐给每一个受造物的救恩。因此十字架

这主题成为保禄的宣讲，的一个不可或缺和首要元素：对于这一点，最清楚的例子与

格林多的团体有关。当时该团体不但出现了使人担忧的骚乱和恶表，党派之争亦正威

胁着团体的共融，这内部的不和撕裂了基督的身体的合一，面对着这样一个团体，保

禄没有向他们晓以微言大义，他只是向他们宣讲了基督，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

督。保禄的力量，不是来自那些能够说服人的言辞，却是似非而是地，来自那些只依

靠「天主的德能」(参看格前 2:1-4) 的人的软弱和焦虑。十字架，包括它本身含有的神

学讯息，所代表的，是绊脚石和愚妄。圣保禄以教人难忘的坚毅意志肯定这事实，让

我们听听他怎样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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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主决意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确，犹太人要求的

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为

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格前 1:18-23)。 

 

这些保禄向他们宣讲的初期基督徒团体，他们其实都清楚知道耶稣复活了并生活着；

所以保禄想提醒的，不只是格林多人或迦拉达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复活了的那位，

与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永远都是同一位耶稣。由于十字架是爱的表达，因此

这个表面看来软弱无能的十字架要显示的，正是爱的真正力量。而十字架之所以被视

为「绊脚石」和「愚妄」，亦正是因为在这个看来只剩下失落、痛苦、溃败的刑具中

所隐藏着的，竟然是天主那无边无际的全部的爱。为犹太人来说，十字架是 

skandalon，即陷阱或「绊脚石」：因为对于那位费尽气力，想在圣经中找到类似的记

载，的虔诚以色列人，这个十字架，似乎已成为他的信仰的障碍。其实保禄，颇为大

胆地，想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十字架完全相反他们所认识

的，天主在奇异征兆中显示的本质。这表示如果他们接受基督的十字架，那么他们便

得彻底改变个人与天主建立关系的方式。若犹太人是由于启示，即是由于对他们祖先

的天主的忠诚，而拒绝十字架。那么希腊人，即外邦人，他们反对十字架的理由，却

是因为理性反省下的结果。事实上，对希腊人来说，十字架是 moría：「愚妄」，

moría 这字的字面意思是没有盐，即是没有味道的食物。正常来说，没有人会欢迎作



    

为刑具的十字架，所以希腊人认为十字架是「愚妄」，其实是他们出于普通常识对十

字架的谩骂，多过视之为一种谬误。 

 

事实上，保禄自己在多个场合中，曾经因为人们认为基督徒的宣讲「没有味道」，无

可取之处，从理性逻辑观点而言，甚至不值得考虑，而加以拒绝的苦涩经历。谁与希

腊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只有在精神内，在纯思想中，才能找到完美。那么，他们本来

就已经无法接受天主有可能成为人，自己走进时空的整个有限内，遑论要他们相信天

主，一位最终竟然要死在十字架上的神！那更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如我们所见

的，这种希腊思想逻辑，亦正是我们这个年代一般人的思想逻辑。在 apátheia：「漠

不关心」，对天主完全没有兴趣的这种观念中，又怎么有可能明白一位变成人并被人

击败的天主，这事件实在代表的意义？尤其是这位天主之后，还要再回到祂的肉身

内，以复活者的身份生活着？一听见死人复活，那些雅典人讥笑着对保禄说：「关于

这事，我们后来再听你罢！」(宗 17:32)。事实上，由于希腊人视人的肉体有如把人禁

锢着的监狱，因此他们认为能摆脱自己的肉体，才是达到完美的境界。为此，他们又

怎么可能不认为复活再回到自己的肉身内，是一件偏离常轨的事。看来这个有关降生

成人的天主的讯息，在古代的文化中，似乎找不到宣讲的空间。「纳匝肋的耶稣」那

整个事件所标志的，似乎是最没有意义，完全不值得一谈的事，而十字架，当然更成

为这事件最突出的记号。 

 

可是，圣保禄却偏偏以这些内容，以十字架这个词，作为他宣讲的基点，到底有何原

因？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难：答案是因为十字架显示了「天主的德能」(参

看格前 1:24)，这德能有别于人类的力量，因为这德能实际上所显示的，是天主的爱：

「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同上第 25节) 。今天，在

距离保禄生活的年代的许多个世纪之后，我们见到在历史中得胜的，是十字架，而不

是反对十字架的聪明才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智慧，因为祂真的给我们显示

了天主是谁。耶稣让我们看到，天主的爱是如此伟大，为了拯救人，祂甚至愿意死在

十字架上。天主选择采用的，是一些骤眼看起来，好像完全懦弱无用的方式和工具。

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祂一方面显示了人的软弱；另一方面，祂也显示了天主

的真正德能，就是祂那无条件赐给人的爱：正是这完全无条件赐给人的爱，才是真正



    

的智慧。对于这真智慧，保禄曾经有过亲身的体验，并且在他的不同灵修历程中，见

证了这事，而保禄的经验，亦成为每一个耶稣的门徒的明确标记：「主对我说：『有

我的恩宠为你够了，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纔全显出来』」(格后 12:9) ；还有：「甚

至天主召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为的」

(格前 1:28) 。可以见到保禄将自己看成和基督一样，虽然在众多的考验困难中，他一

直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德中，这位天主子爱了他，并且为了他和所有其它人的罪，交

出了自己(参看迦 1:4; 2:20)。保禄这个产生自他的生活经验的论据，成为我们所有人的

模范。 

 

在《致格林多人后书》中，保禄给十字架的神学作了一个精彩异常的综合(格后 5:14-

21)，他将全部思想包含在两个基本确认中：一方面，是天主使基督替我们成了罪(第

21 节)，「替众人死了」(第 14 节) ；另一方面，天主藉此使我们「与祂和好」，不再

追究我们的过犯(第 18-20节)。正是因着这「和好的职务」，每一个作奴隶的，都被用

高价买回(参看格前 6:20; 7:23)。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以上所说的，对我们的人生非常

重要。我们也应该进入这「和好的职务」中，这职务要求我们要放弃个人的优越性，

改为选择爱的愚妄。为了要将自己整个献身于这「和好的职务」，献身于成为我们众

人的救恩的十字架，圣保禄放弃了自己的一生。这亦是我们应该学习实行的事：我们

可以在爱的谦逊中找到力量，和在舍弃的软弱中找到我们的智慧，以进入天主的德能

内。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根据这真智慧来计划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再为我们自己生活，

而是生活在那位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说：「祂爱了我并为我交出了自己」，的天主的信

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