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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在保禄的书信中，写给哥罗森人和厄弗所人的那两封，可视为两封相同的信。事实

上，某些思想也只能在这两封信中找到，而且根据一项计算的结果显示，超过三份一

出现在《致哥罗森人书》的词、字，也出现在《致厄弗所人书》内。例如，这段可以

在哥罗森人书读到的劝勉；「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

情，歌颂天主」(哥 3:16)。在《致厄弗所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勉励话：「以圣咏、

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弗 5:19)。让我们默想一下

这些话：为了进入旧约和新约的教会的祈祷传统，人必须在心中以圣咏和诗词歌颂天

主，当然连人的声音也一起向天主歌颂。这样我们才学习到如何与我们自己与别人及

与天主一起。再者，在这两封信中，尚有圣保禄其它书信中没有的所谓「家庭律

例」，即是保禄对作丈夫与妻子、作父母与子女、作主人与奴隶的人，那一连串的叮

嘱 (可参看哥 3:18-4:1及弗 5:22-6:9)。 

 

可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被称为教会的「头」，kefalé，这个称号，也只是在这两封

信中出现。这个称号有双重意思。首先这个称号指出基督是教会的头 (参看哥 2:18-19 



及弗 4:15-16) 。这表示两件事：第一，基督是教会的统治者、管理者，祂以基督徒团

体的领袖和主的身份，负责带领这个团体(参看哥 1:18：「祂又是身体——教会的

头」) ；第二，作为祂的身体——教会的头——基督激励这个在祂管治下的身体的各

个肢体，将生长力赐给这些肢体 (事实上，哥 2:19 这样写道：必须「与头相连接；其

实由于头，全身才能赖关节和脉络获得滋养而互相连结」：易言之，对祂的教会，基

督并不止于指导我们如何行事、如何生活，祂还有机性地与我们连结着，成为我们摄

取正直地行事做人的力量的根源。 

 

因此，不论在那一种方面，在听从祂的诫命方面，或是在接受来自祂的生长力一事

上，教会都隶属于基督权下。这两方面又永远不能分割，因为基督的诫命并非只是文

字或命令而已，却是祂为了帮助我们，出自祂身上的一种生长力。 

 

在《致厄弗所人书》这封信内，这个思想有特别深入的发挥。根据此信，教会中的职

份并不是圣神所赐 (如格前第 12章所说)，却是复活的基督所赐：「是祂赐与这些人作

宗徒，那些也作先知，有的作传福音者，有的作司牧和教师」 (4:11)。亦正是「本着

祂，全身都结构紧凑，藉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使身体不断增长，在爱德中将它建

立起来」( 4:16) 。基督实际上，完全指向「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现一个光耀的教会，没

有瑕疵，没有绉纹，或其它类似的缺陷；而使她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 5:27)。以

上这些话告诉我们，建树教会，带领教会，使教会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的那股力

量，正是基督的爱。 

 

所以，第一个意思，包括领导方面，和以祂的爱作为启发及滋养教会的力量这方面，

基督都是教会的「头」。其次，第二个意思，基督并不限于只作教会的头，祂也是天

上一切掌权者和整个宇宙的头。因此哥罗森人书说基督「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

装，把他们公然示众，仗赖十字架，带领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 (2:15) 。类似的思想也

可以在厄弗所人书内找到，例如说天主叫基督「坐在自己的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

掌权者、异能者、宰制者，以及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1:21)。透过这些文

字，这两封信给我们传达了一个极其确实同时含义丰富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由于

基督超乎每一种假设要挫折人的形式的权力，所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成为祂的对手。



只有祂「爱了我们，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弗 5:2) 。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结合在一

起的话，我们便再无须惧怕任何敌人或任何逆境；当然，这也表示我们一定要继续紧

抱着基督，一刻不能放开祂。 

 

对古代那个相信世界上充斥着鬼神，而这些鬼神又大部份都会危害人，因此人必须保

护自己的异教世界来说，向他们宣讲基督才是惟一的得胜者，谁只要与基督在一起，

便什么再也不用怕，看来的确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对今日的异教主义来说，其实也是

一样。今日那些拥护同样的意识形态的人，他们一样认为这个世界充满险恶的势力。

所以有必要向他们宣讲基督才是那位得胜者，谁只要与基督一起，便无须再惧怕任何

人或事物。我想对我们来说，这点亦一样重要，由于基督超乎一切宰制者，是世界真

正的主，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无畏地面对所有的恐惧。 

 

甚至连整个宇宙也臣服于基督的权下，视祂为自己的头。《致厄弗所人书》以下这句

论及天主的计划的话是如此著名：「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

(1:10) 。在《致哥罗森人书》中，亦可以读到类似的句子：「因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

一切，可见的或不可见的……都是在祂内受造的：一切都是藉着祂，并且是为了祂而

受造的」(1 :16) ，「并藉着祂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重归于

好，因着祂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1:20)。所以，并非一方面，是那个大的物质世

界，另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人类世界，的细小现实的历史。而是全部都在

基督内成为一体，祂是宇宙的头；连宇宙都是祂所创造，为我们而创造，以致我们可

以与祂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理性和人格化的宇宙观。我会说，没有可能构想出比这

更宇宙性的观念，只有从复活的基督身上，才能够产生这种观念。基督是那位万有都

要臣服于祂权下的「全能者救世主」(Pantokrátor)。事实上我们的思想，也正好转到拜

占庭圣堂祭台后面整幅拱形墙所画的「全能者救世主」的画像上。有时祂被绘画成坐

于世界之巅，或甚至坐在彩虹之上，以显出祂与天主同等，祂正是坐在这位天主的右

边(参看弗 1:20; 哥 3:1) ，及显出祂是人类命运的支配者，这举世无双的身份。 

 

也只有教会才可以有这样的洞察力，不是因为她要把不属于她的强加在自己身上，而

是为了另外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教会认出在某种情况下基督比自己更大，反正基督



的权柄，一直伸延到教会的疆界以外；其次，被称为「基督的身体」的，亦只是教

会，不是宇宙。所有这一切均表示，我们应该积极地面对尘世的现实，因为基督将一

切都总归到自己内，同时我们也要将我们这个特别的，与基督自己的身份同质同类的

教会身份，充份地生活出来。 

 

此外，尚有一个特别的，同时也是这两封信独有的观念，就是「奥秘」的观念。这奥

秘有不同的称谓，有时称为天主的「旨意的奥秘」(弗 1:9)，有时则称为「基督的奥

秘」(弗 3:4; 哥 4:3)，或甚至称为「天主的奥秘——基督，因为在祂内蕴藏着智能和知

识的一切宝藏」(哥 2:3)。这奥秘所指的，是天主对个人、民族和世界的命运那不可测

的计划。而这两封信正是要透过这个术语告诉我们，这秘奥只有在基督内才得以完

成。所以只要我们与基督在一起，那么就算我们在智力上无法完全理解一切，我们知

道我们是身处于「奥秘」 的核心，和走在真理的坦途上。事实上基督不是只在某方面

或在祂生命的某段时期，而是以祂的整个存有，承担着天主那个深不可测的救世计

划。由于在基督内「真实地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哥 2:9)，因此「天主的各样智

慧」(弗 3:10) 只在祂内成形。为此，从今以后，除非我们与「奥秘」在其内成为具体

化，成为可确切明嘹的基督，有个人的接触，我们无法对天主的旨意、对祂的最高指

引，作任何反省及朝拜。于是人终于能够开始默想那超越任何人类理解力的，「基督

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弗 3:8)。由此可见，并非天主没有在祂走过之处留下祂的脚

印，因为基督自己就是天主的脚印，祂最大的脚印。然而我们也同时意识到这个奥秘

「是怎样的广、宽、高、深」，是「远超越人所能知的」(弗 3:18-19)。面对这奥秘，

人的智力显出其不足之处，于是在承认很多事物实在超越我们的理智能力之际，也明

白到我们应该以我们的智力加上一颗充满爱的心，谦逊喜乐地默想这些事物。反正教

会的教父老早巳经告诉我们，藉着爱比单靠理性，我们可以了解更多。 

 

最后要说的，是前面已提及，有关教会被视为基督的净配这观念。保禄宗徒曾经将基

督徒团体譬喻为一位许配了一个丈夫的贞洁童女，他这样写道：「因为我是以天主的

妒爱，妒爱你们。原来我已把你们许配给了一个丈夫，把你们当作贞洁童女献给了基

督」(格后 11:2) 。《致厄弗所人书》将这个思想再加以发挥，清楚指出教会并非只是

许配给了基督而已，而是实实在在是基督的新娘。可以说，为了获得教会，基督舍弃



了自己，正如以下这段经文所说的：「并为她舍弃了自己」(弗 5:25)。还有比这个爱

情证明更伟大的吗？可是，还不止于此，基督还关心教会的美丽：不只是从圣洗圣事

中获得的美丽，还要她透过一个无可指摘的生活，在她的伦理行动中成为「没有瑕

疵，没有绉纹」(参看弗 5:25-27)。这些话很容易使大家联想到基督徒婚配的经验，或

更好说，好像连《致厄弗所人书》的作者，也不清楚此信原先的主题到底是那一个。

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再以这关系为基础，来看男女的结合。抑或是相反，原先的主

题是夫妇的结合经验，再以这为基础，来看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不论怎样，这两种关

系其实彼此互相启迪：从基督与教会的共融，我们学习到婚配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而

从婚配的奥迹，我们则学习到基督如何与我们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这封信就好像

界乎欧瑟亚先知和《默示录》的先见者这两人之间。欧瑟亚先知采用已缔结的婚姻来

形容天主和祂的子民的关系 (参看欧 2:4; 16:20)；至于《默示录》的先见者，则将教会

和羔羊在末世的相遇，看成是一个喜乐和永恒的婚礼。 

 

可以说的，其实还有很多，不过我想，从以上的讲解，以经足够使人明白，这两封信

实在是一篇伟大的教理，从其中我们不但可以学习到如何做个好基督徒，也同时学习

到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设若我们开始明白，宇宙原来是基督的指印，我们自然会

学习跟宇宙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学习所有与保管宇宙有关的问题。学习以一个由爱

所推动的理性来观看宇宙，因而怀着谦逊和尊重，正直地行事。设若我们想到，教会

原来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为她舍弃了自己，我们会学习如何在互相交流的爱中与基督

一起生活，这爱把我们和天主结合起来，并使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基督的肖像，看到

基督自己。让我们一起祈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地默想圣经——祂的话——并因此学习好

好地活出我们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