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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上星期我们所谈的，那个关于复活的主题，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未来，就是等待主

的再来，届时基督会把祂的国度交给天主父(参看格前 15:24)。于是我们开始反省等待

着我们的未来 (éschaton)，和目前的日子，与教会及基督的国的日子之间的关系。在基

督宗教内，任何一种讲解末世的论说，即是一般所称的「末世论」，永远都是以复活

事件作为起点：并且那些属于末世的事，其实已在复活事件中肇端，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这些事件已在复活事件中出现。 

 

圣保禄很可能于主后 52年，开始写他的书信集的第一封信，《致得撒洛尼人前书》。

他在这信中谈到耶稣的再来，称之为 parusia，意思就是「到来」，是一种全新的、最

后的，和明显的临现(参看 4:13-18)。对那些心中充满疑惑及问题的得撒洛尼人，保禄

宗徒这样写道：「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

于耶稣内的人同祂一起来」(4:14)。并继续说：「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先要复活，然后

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这样，

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4:16-17)。圣保禄所描述的，这幅生动和充满象征性画面的



   

「基督的再来」图像，只为传递一个简单同时深奥的讯息：我们最终会时常同主在一

起。易言之，在这些象征性画面的背后，最重要的讯息是：我们的未来就是「同主在

一起」；又因为由于作为信友，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和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未来，我

们的永生，其实早就开始了。 

 

圣保禄在《致得撒洛尼人后书》，换上另一幅画面，这次他描述的，是那些在末日到

来之前会出现的可怕事件。不要被人欺骗 —— 他说 —— 好像主的日子，是可以顺着

年代计算出来似的：「弟兄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祂前的

事，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或什么言论，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

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就迅速失去理智，惊慌失措，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

们」(2 :1-3)。接着这封信指出，在主到来之前，会有背叛之事，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即是后来被传统称为「假基督」的「丧亡之子」必先出现 (2 :3) 。其实圣保禄是出于

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写此信，他写道：「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已吩咐过你

们：谁若不愿意工作，就不应当吃饭，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游手好闲，什么

也不作，却好管闲事。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吩咐这样的人，并劝勉他们安静工作，吃自

己的饭」(3:10-12)。换句话说，等待耶稣的再来，绝不能成为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无须

工作的借口。恰好相反，这等待使到我们日后在那位神圣的判官面前，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因为届时我们要向祂交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正因为这样，我们必

须在这世界上工作，及要为这世界工作的责任，亦相应增加。在下个主日有关塔冷通

的那段福音中，我们会听到这同一的教导。主在福音中告诉我们，祂将塔冷通给了所

有人，因此那位判官最后会问他们说：「你们把工作成果都带来了吗？」。所以，等

待耶稣的再来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包含了我们为了这个世界，应该肩负的责任。 

 

同样事情及上面所说，有关 parusia —— 判官(救世主)的再来 ——和我们于现世生活中

应尽的本份的关系，在《致斐理伯人书》内，于另一种情况中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现。

圣保禄那时正被监禁并等待判决，他有可能被判死刑。正是在这环境下，保禄想到他

那个会同主在一起的未来。不过他也同时想到斐理伯这个团体，他们是如此需要他保

禄，他们的父亲。于是他写道：「因为在我看来，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但

如果生活在肉身内，我还能获得工作的效果：我现在选择那一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正夹在两者之间：我渴望求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但存留

在肉身内，对你们却十分重要。我确信不疑：我知道我必要存留，且必要为你们众人

存留于世，为使你们在信德上，得到进展和喜乐，并使你们因着我再来到你们中，同

我在基督耶稣内更加欢跃」(1 :21-26)。对于死，圣保禄一点都不害怕，正好相反：因

为死亡表示可以完全同基督在一起。然而，保绿有和基督一样的思想，而基督并不是

为自己生活，却是为我们而生活。于是为别人而活，成了保禄的人生目标，他随时准

备圆满无缺地承行天主的旨意，完成天主所决定的事。他尤其已经准备好，为了这个

世界的革新，为了别人，将来他会继续在世上生活下去，为基督生活，为祂那个活生

生的临现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基督在一起的肯定，令到保禄的内心获得极大

的自由：不单只自由无惧地面对死亡的威胁，就算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重担和苦难，他

依然是一无羁绊，是自由的。易言之，一个人只管老老实实地随时准备执行天主的旨

意，他就会真真正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在分析过等待基督再来的不同状况后，现在让我们问一问自己：面对人生最终的死

亡，面对世界末日，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基本态度？首要的态度是肯定耶稣已复活

了，祂现在正同父在一起，亦因为这样，祂永远都会和我们在一起。天上地下再没有

另一位比祂更强，因为祂同父在一起，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们非常平安，心中一无

所惧。这正是基督宗教的宣讲，在往日带来的一个重要效果。因为在古代的世界，对

鬼神的畏惧非常盛行。甚至在今日，那些传教士仍然发现，在一般的自然宗教内，故

然具有良好的成份，但也有对鬼神，对威胁着我们的凶恶势力的畏惧。可是现在因为

基督复活了，祂不但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以上所说的凶恶势力。因此我们现在是生

活在这肯定中，在这自由中，和在这喜乐中。这就是面对将来，我们应该有的第一种

基本态度。 

 

其次，要有基督同我在一起这份肯定。由于未来的世界已经在基督内开始了，这一事

实确定了我们的希望。将来并不是一团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去向的黑喑。绝非如此。若

没有基督，那么就算今天，对世界来说，也是黑喑的，因为对将来有太多的恐惧。但

是作基督徒的，由于他知道基督的光强过任何别的事物，所以他不是生活在一个蒙糊

不清的希望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能够给予他肯定和勇气，以面对将来的希望中。 



   

 

最后，第三种态度，那位再来的「判官」— 祂同时是判官和救世主 — 祂吩咐我们要

依照祂的生活方式，度过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人生。祂将祂的塔冷通给了我们。因此我

们的第三种态度是：在基督面前对这世界，对弟兄们的责任，然而我们也同时肯定祂

的仁慈。这两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不会因为天主只能够是仁慈的，而生活得好

像善与恶没有什么分别一样。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实际上，我们是

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责任中。我们手上拥有塔冷通，为了使到这世界向基督开放，使这

世界得以革新，祂要我们工作。在我们为完成自己的份内工作，满怀希望地一步步前

进时，我们故然晓得天主是真的判官，但我们也同时确实知道，这个判官是良善的。

我们认识祂的容貌，就是那位复活了的基督，就是那位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

督，的容貌。于是，由于我们肯定祂的仁爱，我们怀着大无畏的精神，向前迈进。 

 

圣保禄就末世论的另一个教导，是有关以这个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即是外教徒，结合

起来的信德的普世性邀请，作为未来那个现实的记号和提前。我们可以说，其实我们

已经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可是为了要将恩宠的富饶显示给未来的世代 (参看弗

2:6 等节) ：纵然我们要等到将来才能够与基督完全结合，但这个将来其实以经开始

了，在我们现世的生活中，将来那个现实已开始成长：于是「在后」的，变成「在

前」。这一切令到现时的苦楚变得可以接受，这些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

荣，是不能较量的(参看罗 8:18)。基督徒是在信德中而不是在幻想中行走，并且尽管

他们更愿意出离肉身与主同住。可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住在或出离肉

身，而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取悦于祂(参看格后 5:7-9) 。 

 

最后，尚有最末一点，这一点看来对我们会有些困难。在他的《致格林多人前书》的

结论中，圣保禄引用了一句出自巴肋斯旦地区的初期基督徒团体的经文，并将这经文

教给格林多人：Maranà, thà！意思是「我们的主，祢来罢！」(16:22) 。这是第一个基

督徒团体的经文，同时也是《若望默示录》，新约最后一部经书，用作结束全书的经

文：「主耶稣，祢来罢！」。我们也可以这样祈祷吗？我认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在

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世界中，要诚心诚意祈求这个世界早日毁灭，祈求新耶路撒

冷早日到来，祈求最后审判及判官基督早日出现，真的有些困难。老实说，据我看，



   

有很多原因令到我们不敢作这样的祈祷。然而无论如何，透过一个恰当和正确的方

式，我们一样可以和初期的基督徒团体一起说：「主耶稣，祢来罢！」。当然，我们

不希望世界末日立即出现。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希望这个不公义的世界早日结

束。我们还希望这个世界会彻底改变，爱的文明开始统治这个世界，于是一个正义、

和平、没有暴力、没有饥饿的世界终于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想要的：但是，若

没有基督的临在，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出现呢？若没有基督的临在，一个真正公义和革

新的世界，永远都不会出现。由此可以见到，出于绝大的迫切性，及在我们的时代的

不同境况中，就算以另一种方式，我们是完全而且深入地，也可以而且必须这样祈祷

说：「主，祢来罢！」。请以祢的方式，以祢认识的方法到来。在充斥不义和暴力的

地方，祢来罢。请祢到难民营，到靼富 (Darfur)，到北吉威(Nord Kivu)，到世界的众多

地区来罢。请祢到毒品泛滥的地区来罢。那些早已忘记了祢，只顾着为自己生活的富

人，请祢来到他们中间罢，请祢来到不认识祢的人当中罢。请祢以祢的方式到来，并

革新今日的世界。请祢也来到我们心中，请祢到来更新我们的生活；请祢来到我们心

中，让我们使自己变成天主的光，变成祢的临在。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和圣保禄一

起祈祷说：Maranà, thà！「主耶稣，祢来罢！」。同时，我们也为了基督真的可以在

我们的世界临现，以便更新这个世界而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