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匝肋⼈耶稣

加⾥肋亚



-根据希伯来福⾳（热罗尼莫引⽤）

”看，上主的⺟亲和他的兄弟们对他说：洗者若翰施⾏悔改的洗，
让我们去受他的洗吧” 



与若翰

•⾕1:5，9 – 路3:12,14 

•⾕1:12 

•若1:32 

•若3:23



 
在⽔中受洗

• 为了宗教仪式的取洁，⾃⼰在活⽔中受洗（户19:11-12；⾕
7:2-4）


• 被洗者若翰按⼊⽔中施洗是皈依和悔改的记号，为进⼊天主
的国做准备


• 基督徒的洗礼（罗6:3-4）



• 为什么耶稣这么做？


• 受洗是对⼈类因罪恶⽽死亡的接纳


• 在受洗时，天上有声⾳呼喊“这是我的爱⼦”预先暗示祂的复
活


• ⾕10:38 – 耶稣称祂的死亡为“受洗”



• ⽔代表冥府，阴间，或地狱


• 耶稣下到这个（完全包围着祂的）⽔坟墓是圣周六奥秘的预
期 – 就是等于下降进⼊阴府中


• “⾛进⽔中，祂与强者连接”（路11:22）- 耶路撒冷的济利禄



若1:29



 
重⼤意义

• 1. 藉着祂所成全的“全义”打开了天堂，即天主旨意得以完全
实现的地⽅


• 2. （⽗宣告）你是我的爱⼦



⾕1:11 是完整或者说⼀连串引⽤旧约的段落 

咏2：7 – 你是我的⼉⼦ 

创22:2 – 我所爱的 

依42:1 – 你是我⼼灵喜爱的 

为了把握信息，让我们看看这些⽂本的上下⽂



圣咏2和依42被理解为有关默⻄亚的预⾔ 

在圣咏2中，天主做了个王室公告，宣告祂的⼉⼦，万王之王
将要统治全地. 

在依42，天主谈到祂的“仆⼈” 

⽭盾的是，默⻄亚既是君王⼜是仆⼈



“我所爱的”很可能是引⾃创22，指的是依撒格的祭献。
因此，从⼀开始，耶稣就呈现为天主所爱的“依撒格”，
将⾃⼰背着⽊⼗字架头救赎世界的那位。 

只从圣经的三个简短引⽤中，天主说耶稣是君王，仆
⼈，和爱⼦，将成为祭品的那位 



当天主说话时，祂会把很多内容打包到祂的话⾥ 

并要注意这三段经⽂的出处： 

妥拉（创22） 

先知书（依42） 

圣卷（圣咏2）（记住 路24:44）



 
通过引⽤这三段经⽂，他在宣告整部圣经都
指向作为满全（圣经）的耶稣



• 3.圣三的奥秘 - （玛28:19）


• 以圣三的名义受洗，即是参与耶稣⾃⼰的受洗 – 这是成为基
督徒的途径



 
耶稣受试探



与在以⾊列国王和司祭都是通过傅油⽽正式接受任命做对⽐ 
依11:1-2；61:1 – 路4:18

圣神降下（耶稣正式上任）” 



 
⻢尔⾕福⾳

• 是个试探（希2:17-18；4:15）


• ⾕1:13 – 依11:6 – 罗8:19 – 受造界恢复了原始的和谐


• ⾕1:13 – 咏91:11



玛窦和路加

• 所有试探的核⼼ 都在于把天主置于⼀旁，因为有更要紧的事


• 政治和经济⽐神学更重要


• 诱惑者不显示其邪恶 – 假装展示⼀种更好的⽅式 – ⽤我们⾃
⼰的⾏动改善世界


• 权⼒和⾯包 – 那是现实


• 属灵的？天主？那只是幻觉或次要的



 
你若是天主⼦

• 玛4:3 – 玛27:40 – 智2:18


• 耶稣蒙召证明⾃⼰


• “天主，如果你真存在，那就。。。”



 
饥饿的问题

• 默⻄亚的⾸要任务是解决贫困问题吗？


• 如果你真要成为天主的教会，那就先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


• 若6:1-14


• 若6:48；12:24 – 耶稣的死是我们⽣活的⾯包



 
申8:3

崇拜 
信仰 
⾃由 
⾯包



如果⼀个⼈的⼼不好， 那么其它事都不可能会好。 
⽽且⼈⼼的善只能来⾃那终极的善，即善本身 

本笃16



 
两位圣经学者

• 咏91:11-12 – ⻅ ⾕1:13


• 魔⻤伪装圣经学者/神学家


• 申6:16 – 出17:7


• 天主必须通过“实验”。 祂要被“测试”就像货物⼀样。.


• 如果他不能向圣咏91所说的那样保护我们，那么他就不是天
主。祂就违背⾃⼰的话



• 基督没有这样做 – 祂没有从⼗字架上下来


• 信靠天主的旨意和遵⾏天主的道是圣经的信息



 
统治世界

• 在玛28:16-18 – 我们有另⼀座⼭和耶稣关于祂权能及权柄的
话语，那是在⼗字架之后由天⽗赋予的（⻅ 斐2:9-10）



只有⾪属于天上审判和尺度的权柄，即⾂服于天主的权柄，才是善的权柄 

-本笃16



• 耶稣因祂的复活⽽拥有这样的权能


• 这意味着之前是⼗字架和祂的死亡


• 这就是基督的国和世上诸国的区别


• 地上诸国的辉煌只是幻影 – 今天在，明天就荡然⽆存了


• 基督的国却持续到永远



• 对救世主的期待是什么？（⻅ 玛16:22-23）


• 世界要进步和繁荣


• 耶稣讲述⼗字架是复活的途径（路24:25）



 
如果耶稣带来

• 没有世界的和平


• 也没有普世的繁荣


• 也没有改善世界


• 那祂带来的到底是什么？ 
• 天主



• 现在，我们知道天主的⾯容


•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起源


•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


• 耶稣给予我们的是⽐世界任何国度都强⼤的信，望，爱三德



 
 

天主国的福⾳ 
⾕1:14-15



 
福⾳ – 好消息

• ⻢尔⾕从依撒意亚先知书得到(40:9;亦⻅鸿2：1）


• 在希腊语中是个名词和⼀个动词


• 不过，皇帝发布的信息在拉丁语中称为“福⾳”



 
王国 – 意思

• 1.耶稣本身就是那个国度（奥利振）


• 2.天主的国在我们内 – 在我们这些在耶稣内接受信仰的⼈内
（罗6：12） 


• 3.教会 – 天主在地上的国



• 1.这国不是个静态的术语⽽是动态的 – 它是主的⾏动


•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许多⽅⾯为王的⾏动



• 各种治愈


• 赦免罪过


• 驱魔


• 复活死者


• 喂饱饥者


• 但最⼤的战胜死亡



 
当耶稣谈论有关天主国的时候

• 祂宣称：


• （1）天主是真的存在


• （2）天主是真实永⽣的天主，祂在世界上和历史中能够作
为，且现在正在作为的天主


• （3）你们可以在我身上看到天主的⾯容



 
天主统治的讯息

• 写在整部圣经⾥


• 从创世纪到默示录


• 从亚当到耶稣


• 更具体：



 
圣咏

• 47:3.8-9


• 93:1.4;


• 96:10


• 97:1.9


• 98:6;


• 99:1



 
在犹太⼈的虔敬⾥

• 申6：4-5


• 诵读这篇祷⽂意味着接受天主为主宰者，这位由祈祷者背负
的主宰者，透过祈祷者的举动进⼊了世界



 
在希望中

• 达7：13-14


• ⼈⼦被引⼊承担天主的统治



 
总结

• 天主的统治在圣咏中宣告


• 在礼仪和个⼈祈祷中进⼊这个世界


• 希望是⼀次⽽永远地建⽴起来



 
新的内容

• 1.它临近了（⾕1：15）


• 2.已来到你们中间（玛12：28）


• 3.它就在你们中间（路17：21）


• 因此，似乎迫在眉睫



• 4.就像芥菜籽（⾕4：30-32）- 开始时很⼩


• 5.在世界上与莠⼦⼀起成⻓，但在最后终结时被区分开来
（玛13：24-30）


• 所以似乎⼜不是那么迫在眉睫



• 6.像宝藏 – 玛13：44-45


• 7.需要以猛⼒获得（玛11：12）



• ⾕1：15


• 为什么现在？


• 在耶稣内天主⾛近我们



 
玛4：10-申6：13



 
葛法翁 

 
玛4：12-14



• 是个边陲⼩镇 – 离约旦不远


• 居⺠在1000到1500之间


• 有⼀队由⼀个百夫⻓监管的雇佣军驻扎在那⾥。他们服侍⿊落德安提帕
（玛8：5-13；路7：1-10）


• 这座城市位于Maris⼤道附近 – ⼀条连接埃及和叙利亚并⼀直到巴⽐伦的⼤
道（伊朗，伊拉克）


• 有个税关


• 耶稣可能和伯多禄⼀起住（玛8：20）⽽且耶稣把这个城市当作祂⾃⼰的
城镇（玛9：1）




 
葛法翁发⽣了很多事件

• ⾕1：23-26


• ⾕2：2-12


• ⾕2：13-14


• 若21：4


• ⾕6：31-44


• 玛5：1 – 真福⼭在此城附近



 
⾃然之美和福⾳ 





 
登⼭宝训



 
玛5：1-2
路6：20-23 – 平原讲道



 
真福

• 圣咏1，耶17：7-8


• 有些是描述耶稣⻔徒当时的真实状况（路6：20）


• 这状况成为作为⻔徒，承载应许的实际资格


• 世界的标准（尺度）被颠覆了



• 耶稣给困苦带来喜乐 


• 格后6：8-10；4：8-9


• 保禄（在他的受苦经验中）体验到耶稣的应许（格前4：9-
13)。⽽且，他充满了喜乐，他不愿⽤他的⽣命去换取别的。


• 在保禄身上，基督的苦难和复活都呈现了


• 类似的⽭盾也在若望福⾳中 – 举杨⼗字架（若12：32）



• 1.真福表达了⻔徒身份的意义


• 它们表达了我们与基督的合⼀（迦2：20），它们也表达了
在我们⽣命中的⼗字架与复活


• 3.它们呈现的是⼀种耶稣的⾃传



• 1.贫穷（玛8：20）


• 2. 温良（玛11：28-29）


• 3. ⼼灵纯洁（若1：18 – 能看到天主的⾯容）


• 4. 缔造和平（弗2：14） - 耶稣是天主⼦


• 5. 慈悲（路23：34）


• 6. 受迫害 – 耶稣的受难


• 7. 哀恸（若11：35；亦⻅ ⾕16：10）


• 8. 慕义如饥似渴（格前1：30）



 
精神的贫穷

• 意思是“虔信者” – ⼀个真正的以⾊列⼈


• 他们不在天主⾯前炫耀他们的成就（⻅路18：9-14）


• 天国是他们的 = 耶稣是他们的


• 圣⽅济 – 是这端真福的最好诠释



 
圣⽅济和贫穷

• 1.服侍的⾃由，执⾏使命的⾃由


• 2.信赖天主，祂不仅看顾⽥间的花草，更看顾祂的⼈类⼦⼥


• 3.但圣⽅济也接受“第三会”(格前7：29-30）



温良

• 圣咏37：11 – 希腊词“温良”是从希伯来语“anawim”翻译⽽来
的，意即天主的贫穷


• 户12：3 – 玛11：29


• 匝9：9-10 – 温良（谦逊）的王 – 与世上伟⼤的君王相反
（玛21：4-5；若12：15）



 
承受⼟地

• “⼟地” – 赐予亚巴郎的预许


• “许地” – 以⾊列的⽬的地


• “⼟地” – 天堂的图像



 
为什么是⼟地

• 它是服从天主的空间


• ⾃由朝拜的权利 – 根据他们的礼仪



 
流亡的以⾊列⼈ – ⽣活在许地之外

• 这并不免除以⾊列⼈的义务


• 不论他们到那⾥都该(在那⾥）为天主创造空间来实现创造时
的意义


• 但，这不⽌是空间问题


• 也是时间的问题，创造的⽬的是安息 – 需要有神圣的朝拜天
主的时间




 
温良和历史

• 掠夺者来了⼜⾛，剩下的只是那些纯朴的⼈，谦卑的⼈，他
们耕种⼟地，继续在痛苦中播种，在欢乐中收割（⻅列下
25：12）


• 匝9：10 – 从这海到那海 - 


• 耶稣是真正的温良的⼈，⼟地属于祂（咏24：1）以及那些
跟随祂的⼈们



 
缔造和平的⼈

• 耶稣是真正的和平（撒罗满，这名字有和平之意）（编上
22：9-10）


• 建⽴和平作为⼦身份的本质


• 再⼀次，我们跟随基督的⼈得称为天主的⼦⼥



• 1.在个⼈层⾯（格后5：20）


• 2.更⼴的层⾯ – 路2：14 – 和平（平安）于地



哀恸

• 有两种哀恸：


• 1.⼀种是失去了希望 – 犹达斯


• 2.⼀种是带向皈依 – 伯多禄



哀恸 

• 则9：4 – 他们为周围发⽣的恶⽽哀恸，这哀恸拯救了他们


• 我们可以加上路23：27；若19：25-26 – 为耶稣哀恸


• 这两种⼈都⽆法免除灾难，但通过哀恸，他们站到了受苦者
的⼀边，他们站在了善的⼀边


• 此外，两种⼈都得到了安慰



哀恸

• 不顺应邪恶


• 拒绝同流合污


• 世界不能容忍这种抗争


• 因此这端真福把我们推向他者 – 为义⽽受迫害



正义

• 信守天主的话


• 旧约的正义在新约成为相信（信德）


• 相信就是与基督同⾏


• 相信使我们与基督本身的正义结合为⼀



 
为信仰⽽受迫害

• 每3分钟有⼀个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死


• 有⼈说每年有10万基督徒为基督⽽死


• 为什么？


• ⼀个有信仰的⼈总是世界的“问题”（⻅撒罗满的智慧书2：
12-20）



 
慕义如饥似渴

• 寻求真正的正义


• 他们是不满⾜于现状，寻求不同东⻄的⼈


• 想想亚巴郎和撒辣，匝加利亚和伊莎伯尔，圣⺟玛丽亚和⼤
圣若瑟


• 想想保禄以及他为基督所受的苦难



⼼⾥洁净

• 能看到天主的器官是我们的⼼，光有理智是不够的


• 如何洁净⼀个⼈的内⼼？


• 咏24：3-6


• 咏15


• 斐2：5 – 该怀有基督的情怀直到抵达迦2：20



• 净化之路是通过⼗字架的道路


• 在我们上升到天主跟前以前，我们必须像天主⼀样先降下
（斐2：6-9）


• ⼼灵纯洁 = 照基督的⽅式服侍和服从



慈悲

• 最好的解释是善⼼的撒玛利亚⼈的例⼦（路10：29-37）



祸哉（路6：24-26）

• 富有真的不好吗？


• 咏1，耶17，撒罗满的智慧书2：1-20 – 圣经中总是有善恶两
条路


• 有些承认⾃⼰依赖天主的⼈；其他是那些宣称⾃⼰不需要天
主的⼈


• 有些⼈为天主和他者⽽⽣活；其他的只为他们⾃⼰⽽活



 
这些祸哉的意义

• 不是定罪⽽是使⼈得救的警告


• 它们对这世界态度提出警告


• 吸尽这世界和现在⽣活的种种承诺


• 在此世寻找天堂


• 并且在这么做的时候毫⽆顾忌



 
⼭中圣训的基督论

• 耶稣所⾏的正是祂所宣讲的


• 圣⼈们步武了祂的芳踪


• 现在轮到我们了



 
默⻄亚的妥拉（法律）



 
你们⼀向听说过，我却对你们

说。。。



• ⼈们⼀向期待默⻄亚带来新的法律


• 保禄提到“基督的法律”（迦6：2）根据保禄的说法是“⾃由”
（迦5：1，13）


• 这是通往善的⾃由，是愿意让天主的圣神引导的⾃由（迦5：
18）



 
法律的问题

• 割损


• 符合犹太法规的⻝物


• 取洁


• 安息⽇


• 应该持守这些规定吗？



 
“是”意味着什么？

• 意味着所有的⼈都要像犹太⼈



 
“不”意味着什么？

• 以⾊列的天主被带到各⺠族中


• 新以⾊列拥抱⼀切⺠族 – 不论是犹太⼈还是⾮犹太⼈


• 天主是所有⼈的天主



 
“不”意味着什么？

• ⾁身 – ⾎统后裔 – 已不再重要


• 重要的是“灵”


• （1）归属以⾊列的信仰遗产


• 以及（2）透过与耶稣基督共融（罗4：11-12）



 
耶稣的教导

(玛 7:28)警醒群众

为什么？


因为祂以天主的权威讲论



 
耶稣超越安息⽇

• 遵守安息⽇ – 第三诫


• ⾕2：27 – 玛12：5-8


• 安息 – 天主的肖像。祂休息了，犹太⼈也休息.



 
玛11：28-30

• 耶稣给我们休息


• 休息和劳苦与重担 – 是安息⽇的主题


• 犹太⼈模仿天主安息


• 但是这⾥，耶稣是安息⽇的主，祂给我们安息


• 两点都指明耶稣是天主



 
耶稣和家庭

• 第四诫（出20：12）


• 玛12：46-50


• 再⼀次，只有天主能要求这事


• 耶稣把以⾊列的天主带向万⺠


• 并且祂也创建了以耶稣为中⼼的新家庭（⾕3：34-35）



• 祂（耶稣）把以⾊列的天主带给万⺠，所以现在各个⺠族都
向祂祈祷，并在以⾊列的经书中认识祂的圣⾔


• 祂送给我们的是⼀个普适性，这个普适性是对以⾊列以及整
个世界所许下的硕⼤并影响深远的应许


• 这个普适性在新的耶稣家庭中，超越所有⺠族及出⽣⾎统去
相信⼀个天主，相信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 – 这就
是耶稣作为的果实。



 
耶稣的法律表明祂是天主之⼦



 
教会的任务是宣讲新的法律



 
两项危险

• （1）错谬地死守法律，在保禄时代被称为“犹太主义” 


• （2）排拒梅瑟和旧约的众先知 –唯有新约，就像第⼆世纪时
⻢⻄翁最先提出来的 




 
⼭中圣训的崇⾼道德⻛范



 
出20：22-23：19

• 两类法律


• 判例法（规条） - 为具体案例制定的有历史条件的法律，


• 原则（不容争辩法）- 以天主⾃⼰的名义所颁布的（例如出
22：20；23：9-12）


• 玛5：21-48 – 耶稣挑战判例法（某些规条）并设⽴原则



 
主祷⽂ 



• 在基督徒的祈祷中，我们以天主所教给我们如何祈祷的话向
天主祈祷


• 为什么？


• 这样我们的思想可能会慢慢与我们的声⾳和谐⼀致


• 罗8：26


• 天主提供我们祈祷的话语并教导我们祈祷



• 当我们祈祷“我们的天⽗”我们是同天主赐予的圣⾔向天主祈
祷


• “我们的天⽗”源起于耶稣的祈祷（路11：1）



• 玛窦福⾳中是七个祈求


• 两套愿望 – 对应⼗诫的两块⽯版 – 两条爱的诫命


• ⾸先是天主，然后是⼈，但是两者息息相关



 
阿爸，⽗啊

• 我们能发出这祈祷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迦4：6；罗
8：15）


• 耶稣成为我们的兄弟


• 但是，“⽗”这个词我们必须以耶稣希望的⽅式来理解（⽐如
玛5：44-45；7：9-10）


• （路11：13） - “天主的礼物”主要是天主⾃⼰



• 天主是我们的⽗亲因为祂是我们的创造者（咏33：15 – “祂
既创造了⼈的⼼灵，当然知晓⼈的⼀切⾔⾏”


• 基督是“天主的肖像”（格后4：4；哥1：15）


• 我们不是现成的天主的⼦⼥，⽽是应该透过与耶稣建⽴越来
越深⼊的关系，才逐渐成为天主的⼦⼥


• 路15：31 – ⻅若16：15；17：10



 
天主也是⺟亲吗？

• 有些隐喻指向⺟亲（依49：15），但在圣经中从来没有称天
主为⺟亲


• 为什么？



• 围绕在以⾊列和早期教会周围的⺟性神祇


• 这些⺟性神祇总是且⼀定不可避免地包含泛神论概念，其中
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差异完全消失


• “⽗”表达的是创造者与受造物之间的差异以及其创造作为的
主权



 
“我们的” 不是“我的”

• 唯有耶稣才有权说“我的⽗亲”，我们祈祷说“我们的⽗亲”


• “我们的”引领我们进⼊团体，只有透过与耶稣基督建⽴关
系，我们才能成为“天主的⼦⼥”


• 接受教会 作为信徒的团体




 
你在天上

• “天 ”不是“空间”⽽是⼀种存在⽅式


• 我们的⽗不在某个地⽅⽽是在“万有之上”


• 我们正⾛在前往⽗家的路上，⾛向存在


•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 当天主居住在祂⼦⼥⼼中的时候



 
愿你的名尊为圣

• 出3：6 – 我是⾃有者（我就是我的那⼀位）


• 若17：6 – ⽗



• 天主的名被滥⽤（罗2：24）


• 我们蒙召敬畏天主的名


• 作为天主的⼦⼥，我们是“天主的使者‘


• 很多时候，⼈们看待我们的⽅式，就是他们看待天主的⽅式



 
愿你的国来临

• 天主不在的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好，看不⻅天主的地
⽅，⼈会堕落，世界也堕落（本笃16）


• 玛6:33


• 我们祈求天主的王权来临掌管，⽽⾮⼈的掌权


• 意即“耶稣来临” -  祂就是天主之国的化身。祂所到之处便是
天国




 
愿你的旨意承⾏

• 弟前2:4 – 那就是天主的旨意


• 弗1:9 – 11 – 万有总归于基督


• 希10:7 – 咏40:7；若8:29，路22:42


• 迦1:4 – 希10:10



 
耶稣和⽗的旨意

• 若4:34


• 玛26:39,42 – 希5:7 – 咏40:7-9


• 耶稣⾃⼰就是“天上” – 祂，在天主的旨意中并透过天主的旨
意被承⾏（本笃16）


• 因此，我们祈求当天主的旨意在我们的⽣命中承⾏时，我们
就像耶稣⼀样，是“天上“




⽇⽤⻝粮

“赐给我们⽇⽤的超⾃然⾯包（⻝粮）”（玛6:9-13；路11:1-
4）

这在希腊⽂祷⽂中，有⼀个独特的词：

“我们的⽇⽤‘epiousios’，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玛6:11）

“我们的’epiousios’求你天天赐给我们”（路11:3）

“epi”意思是“在…上”

’意思是“存在，物质，或⾃然”.



因此，圣热罗尼莫的拉丁⽂通俗译本（vulgate）将这个词翻译成
“supersubstantial”⾯包（⻝粮），意思是赐给我们新的，更⾼的“物质”

主祷⽂中的“⾯包（⻝粮）”是更⾼的物质因为“它是超越⼀切物质和⼀
切受造物”（圣热罗尼莫）

“普通的⾯包不是更⾼物质，但圣⾯包（圣体）是“超物质”（公元第四
世纪耶路撒冷主教，圣济利禄）

任何⼀个古代犹太⼈听到关于对“⽇⽤的”和“超⾃然”的⾯包的祈求，
会⽴即想到出⾕记中的玛纳。

注意：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关于“地上的⻝物”（玛6:25-33；路
12:22-31）



圣体是我们的⽇⽤粮，此神粮的固有能⼒是⼀种团结⼒，
它使我们与救主的身体结合⽽成为祂的肢体，使我们变成
我们所领受的。。。⽇⽤粮也指你们在教会内每天所聆听
的读经，所唱的圣歌，这⼀切为我们朝圣旅程都是必需
的。

在天之⽗勉励我们以天上⼦⼥的身份，要求天上的⻝粮，
基督⾃⼰是⻝粮被播种在童贞之胎，在⾁躯内孕育，在苦
难中被揉搓，在炉⽕似的坟墓中被烘烤，⽽库存在教会
内，供在祭台上，每天为信友提供天上之粮（教理2837）



注意

• 我们为“我们的”⾯包（⻝粮）祈祷-不是为“我的”⾯包（⻝
粮）- 团体层⾯


• “今天赏给我们”- （出16:16-22）- 它是召叫⽣活在信赖中
（玛6:31-34）


• 因此，我们祈求基督赐给‘我们’⽇⽤的⾯包（⻝粮），以便我
们这些留在基督内⽣活的⼈，不离开祂的救赎⼒量以及祂的
⾁躯（圣⻄彼廉）




宽恕

• 这项祈求的关键是“如同”


• 如果受到伤害，报复或者反击是世界采取的路（出21:24）


• 但是如果我们不宽恕会发⽣什么呢？（⾕11:25-26）


• 玛18:23-35



“ως”-如同，就像

• 玛5：48； 路6:36；若13:34


• 玛5:43-44； 路23:34； 宗7:60



试探（诱惑）

• 这项祈求是求分辨的灵


• 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分辨：


• （1）适于我们成⻓的考验（玛4:1）


• 和


• （2）（免遭）把我们引向罪恶和死亡的诱惑（雅1:14-15）



 
约伯和默12:10

• 撒旦控告约伯的虔诚只是⼀种表⾯假象


• 撒旦控告我们⼈类是⾃私的，⽽且这种⾃私甚⾄延伸到宗教


• 我们侍奉天主是因为我们从中得到点什么


• 撒旦的例⼦：⼈只关⼼他⾃⼰的幸福


• 藉着经历受苦却坚守信德，约伯重建⼈的光荣



 
为什么诱惑？

• 打击我们的骄傲


• 像约伯⼀样证明我们不⾃私，⽽是可以⽆私


• 与基督结合，正如基督与我们结合⼀样（希2:18；4:15）


• .在考验和诱惑中，永远记住格前10:13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 若17:15


• 这⾥的凶恶不是抽象的东⻄，⽽是⼈格化的撒旦（若8:44，
默12:9）


• 亦⻅若⼀5:18-19


• 那些⾂服于天主的⼈不会怕撒旦（⻅罗8:31）



• 凶恶企图从我们那⾥拿去我们对天主的信仰


• 这是为什么我们祈求“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 我们可能像约伯⼀样失去⼀切，但是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德，
我们最终会获胜



• 当我们说‘救我们免于凶恶’时，我们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祈求
了，当我们获得为对抗凶恶所祈求的保护时，我们就安全地
挺⽴并受到保护，以对抗⼀切魔⻤和世界想要达到的⽬标。


• 天主本身是这个世界的护慰者，还有什么惧怕能从这个世界
崛起呢?（圣⻄彼廉）


• ⻅ 罗8:31-38



 
⽐喻的讯息



• ⽐喻将遥远的事拉到听者和思考者的身边


• ⽐喻也促使听者上路，邀请他们跨出他们的⽣活领域，去认
识并理解之前不认识的事物


• ⽽这也是⽐喻的问题所在：


• 如果我不去思考这些现实⼜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不接受⾃⼰
视线之外的⽐喻引领呢？




 
⾕4：10

• 每个⽐喻都有它⾃⼰的语境和特定的讯息


• 但是，主要讯息是：


• 天主的国是藉着耶稣本⼈正在来临，且已经来临



 
依6:9-10 – 意义

• 先知失败了，为什么？


• 他的讯息与⼀般主流意⻅以及已经定型的舒适⽣活习惯相差
太多


• 然⽽，只有在失败之后，他们的话才显出效果（产⽣效果）


• 耶稣也遭受同样的命运，死于⼗字架，但正是从⼗字架结出
丰盛的果实




 
撒种的⽐喻 ⾕4:1-9,13-20

• 种⼦ - 耶稣的整个讯息


• 撒种的时间和种⼦的时间 - 耶稣的时间，⻔徒的时间


• 天国以种⼦的形式呈现 - ⾮常渺⼩，但却隐含着⻓成⼤树的
潜能


• 若12:24-12:32



• 透过⽐喻，耶稣把我们带向天主的奥秘


• 祂以这个世界的事物，并以我们⽇常⽣活的现实状况来让我
们看到这道神性光辉透明的⼀⾯


• 祂要透过⽇常的事物来让我们看到万物的根本，并指引我们
⽇常⽣活中必须⾏⾛的⽅向，以便我们可以实⾏，以过正确
的⽣活


• 耶稣让我们看到天主，不是⼀位抽象的天主，⽽是那位有作
为进到我们的⽣活，并牵起我们⼿的天主




 
 

善⼼的撒玛利亚⼈ 
路10:25-37 

申6:5； 肋19:18



• 路9:52-53 – 若4:9


• 整个故事的宗旨要求听者将两个词联系在同⼀个⼈身上


• “撒玛利亚⼈”（10:33）和“近⼈”（10:36）道出了难以⾔说
的东⻄，“善+撒玛利亚⼈”，⼀些不可能，难以⾔表的东⻄



• 我们都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应该帮助有需要的近⼈


• 然⽽，当⼀个善（神职⼈员）和⼀个恶的（撒玛利亚⼈）分
别变成恶⼈和善⼈时，世界正⾯临挑战以及我们⾯临两极逆
转



 
两兄弟的⽐喻

路15:11-32

玛21:28-32



• ⽗亲 – 欧瑟亚 11:1-9


• 这个故事中基督在哪⾥？ - 在⽗亲的⻆⾊中


• 但是，耶稣的⾏为⽅式启示了仁慈的⽗，祂迎接那些透过耶
稣回到祂身边的⼈


• 罗5:8 – 天主透过祂⼉⼦在⼗字架上的死展示祂对罪⼈的爱



• 罪⼈和⾃以为义的⼈就是我们的世界


• 罪⼈来到天主⾯前，⽽义⼈感觉被冒犯（路15:2）


• 格后5:20



 
富翁和拉匝禄 

 
路16:19-31



• 这个⽐喻的背景


• 咏44:15-23（⻅罗8:36）


• 咏73:3-11,13-14.20,22,23,25,28


• 咏77:44-45



• 富翁在阴府 – ⼀个暂时落脚处（我们的炼狱？）


• 但是，这个⽐喻的重点是富翁要求征兆



• 如果你想我们相信你，并依照圣经上的圣⾔启示来过活的
话，那么你就要更清楚显示你⾃⼰，那就给我们派遣⼀个已
经死掉的⼈，⼀个能够告诉我们事情的确是如此的⼈（本笃
16）


• 要求更⼤的征兆这回事，⼀直贯穿整部福⾳


• ⻅ 若6：30


• ⻅ 若11:45-53



• 从希13:12 – 那位在城们外受了苦难（咏22:7），⽐较拉匝禄
和耶稣


• 耶稣，这位真正的拉匝禄从死者中复活来告诉我们关于另⼀
个世界，但是我们相信吗？


• 玛12:39-40；路11:29-30 – 约纳的征兆



 
玛13:44-46



 
伯多禄的宣认 
耶稣的回应 
耶稣显圣容



 
凯撒勒雅的斐理伯

• 今天称为Banias – 靠近丹


• 那⾥有个潘的神殿 – 希腊-罗⻢⾃然之神，⼭⽺神


• 那个地⽅称为地狱之⻔





• ⾕8：27-30；玛16:13-20；路9:18-21；若6:68-69 – 你是基
督


• ⾕8:31-9:1；玛16:21-28；路9:22-27 – 失掉性命


• ⾕9:2-13；玛17:1-13； 路9:28-36 – 改变容貌（显圣容)



• 耶稣⾛往耶路撒冷旅程的开始


• 是时候问最重要的问题了：“你们说我是谁？”



名字

• 洗者若翰，厄⾥亚，耶肋⽶亚


• 那些名字都和彻底的改变有关 – 都怀着希望和恐惧


• 厄⾥亚 - （以⾊列再度）复兴（的希望）


• 耶肋⽶亚 – 现存旧盟约的结束，和新盟约的应许



 
你是默⻄亚 

⾕8:29；路9:20；玛16:16；若6:69



 
默⻄亚的含义

• 祂必须死后才能进⼊祂的光荣


• ⾕8:31； 路24:26



 
你是默⻄亚吗？

• ⾕14:61 – 咏2:7； 咏110


• 路2：26 – 路9:20 – 把这两节经⽂联系起来


• 然后加上 路23:35


• 路2:26 – 孩童时期；路9:20 – 耶稣使命的转折点；路23:35 – 
⼗字架



• 亦⻅ 路5:1-11，⾸先伯多禄称耶稣“师傅/⽼师/拉⽐”；在认
出耶稣后他称祂为：主！


• 玛14:22-33 – “你真是天主⼦”


• 在耶稣身上，不同的时刻，⻔徒们⼀再以不同的⽅式感受到
永⽣天主亲⾃临在


• 那个不知道极限的⼈把⾃⼰束缚在⼈类的极限上



若6:68-69

• 天主的圣者（⻅咏106:16 – 亚郎是“天主的圣者”）


• 若6:68-69 是关于圣体圣事



• 耶稣的独特性：


• 1.祂把⾃⼰与永⽣天主列为同等


• 2.祂不是政治上的默⻄亚⼈物 – 像巴辣巴以及之后的星⾠之
⼦。如果祂是政治性的默⻄亚，祂就永远不会被交在罗⻢⼈
⼿中，甚⾄连⽐拉多也感觉到耶稣有独特之处。



• 然后，是复活，以及我们有若20:28 – 多默的宣告


• 我们也有宗徒书信 – 清楚地陈述基督的天主性（斐2:6；格前
1:15-20）



 
改变容貌（显圣容）



 
六天

• 只有两个庆节是相隔5天，即赎罪节和帐棚节（最后⼀周）


• 因此，伯多禄认主是在赎罪节这⼀天发⽣的



 
六 -- ⼋天

• 显圣容与帐棚节有关，六或⼋天应该指的是帐棚节这整个星
期的庆典


• 六天意味着 – 帐棚节的第⼀天？


• ⼋天可能是意味着帐棚节的最后⼀天


• 没有清晰的解释



 
礼仪

• 透过这些事件，礼仪及其思想和期望变成了现实和⽣活


• 所有犹太庆节都包含三层意义：


• 创造层⾯（造物主与受造物） – 根植与农业经验


• 历史层⾯（纪念上主历史作为）- 根植于天主在具体历史时
刻采取的⾏动


• 未来层⾯ – 历史最终实现的希望




• ⾕9:2 – ⾕14：33 – 出24:9


• ⼭ - （1）创造层⾯ – 呼吸创造的纯净空⽓，远离⽇常⽣活的
重担


• （2）历史层⾯ – 领受天主启示之地（亚巴郎，梅瑟，厄⾥
亚）



• ⾕9:2-3；玛17:2；路9:28-29 – “出⾃光明的光明”


• 梅瑟（⻅出34:29-35）耶稣内在的光渗透出来


• ⾐服发光那样洁⽩


• 洗礼（⻅默7:9,13；19:14；默7:14及路15:22）



 
在耶路撒冷出⾕

• 路9:31


• 注意出⾕的原初意义


• 耶稣的出⾕怎样？



 
厄⾥亚 – 洗者若翰

• 1.在犹太传统中，厄⾥亚没有经历死亡，当他回来时，他也
要像其他⼈⼀样经历死亡


• 2.由于洗者若翰为被钉死的默⻄亚预备道路，那么他在某种
程度上也通过⾃⼰的苦难‘预备’了这条道路


• ⾕9:13



 
敬畏主（吓呆了）

• ⾕9:5-6



 
帐蓬 – 帐棚节

• 创造层⾯ – 献上⽔以祈求所需要的⾬⽔的礼仪


• 历史层⾯ – 纪念以⾊列⼈在旷野流浪（肋24:43）；象征天主
眷顾的⼩（棚）屋的经验


• 未来层⾯ – 预示着希望，即义⼈在末世来临时居住的⼩
（棚）屋



• 伯多禄似乎感觉到未来已经来到（路9:27）


• 但，他还是没有抓住要领


• 经由⼗字架引领通过未来的旅程



• “因为真正的帐棚节还未来到，根据先知们的话（咏118:27）
天主，万物的主将祂⾃⼰启示给我们，为了使我们被破坏的
居处之帐幕，即⼈的本质，变得圆满”（尼撒的圣额我略）


• 关于“帐棚”的意义，想想奥利振


• 亦⻅ 若1:14



• 神圣的云彩是天主亲⾃临在的记号


• “我的爱⼦” – ⾕1：11


• “听从祂” – 耶稣就是妥拉（法律）



 
耶稣的⾃称



 
耶稣和基督

• 耶稣 – 是祂的名


• 基督 – 是祂的职位（头衔） – 受傅油的


• 耶稣基督，名字与职位合⽽为⼀


• 耶稣的使命（任务）与本⼈⽆法分开



 
耶稣 – ⻅教理430-435

• “天主拯救” 既表达了祂的身份也表达了祂的使命（路1：
31）


• 因为唯有天主⼀个能赦罪（⾕2：7），天主凭着祂永远的⼉
⼦耶稣造了⼈，“祂要把祂的⺠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玛1：21）



• 在救恩史中，天主不但救以⾊列 “摆脱奴役”（申5；6),使他
们脱离埃及，⽽且也救他们脱离罪恶


• 因为罪恶常是对天主的⼀种冒犯（咏51：6），只 有天主才
能赦免（咏51：12）


• 因此，以⾊列⺠，由于⽇渐意识到罪恶的普遍性，除⾮呼求
救主的名外，不能找到其他救援



• 救主天主的名⼀年只被呼唤⼀次（肋16：15-16；德50：
20；希9：7）


• 赎罪盖是天主临在之处（出25：22；肋16：2；户7：89；希
9：5）


• 当保禄宗徒说耶稣是天主以祂⾃⼰的⾎为信仰祂的⼈做赎罪
祭时（罗3：25），他的意思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界与⾃
⼰和好”（格后5：19）



 
多么强有⼒的名

• 耶稣的复活光荣了救主天主的名字（若12：18）因为如今耶稣的名充分表达了祂的⾄⾼能⼒，祂是⼀个“超越⼀切名号之上”的名字（斐2：9）


• 邪神恶魔惧怕祂的名（宗16：16-18；19：13-16）


• ⽽耶稣的⻔徒们因祂的名字施⾏奇迹（⾕16：17），因为不
论他们奉这名向天⽗求什么，天⽗必赐给他们（若15：16）



• 耶稣的圣名是基督徒祈祷的核⼼，所有的礼仪祈祷全都以这
格式“因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之名”结束


• 圣⺟经也是以“你胎⼦耶稣并为赞颂”作为巅峰


• 东⽅教会常做的⼼祷，耶稣祷，颂念：“主，耶稣基督，天主
⼦，可怜我罪⼈”


• 不少基督徒，像圣⼥贞德那样，临终时⼝中只呼号“耶稣”的
圣名




 
基督 – ⻅教理436 - 440

• “基督”⼀词来⾃希伯来语“默⻄亚”的希腊译⽂，意即“受傅者”


• 在以⾊列，那些为执⾏天主赋予的使命⽽奉献于主的⼈，才
因天主的名⽽被傅油，例如君王（撒上9：16；10：1；16：
1，12-13；列上1：39），司祭（出29：7；肋8：12）以及
少数的先知（列上19：16）


• 耶稣以其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功能，实现了以⾊列对默
⻄亚的期望（依11：2；匝4：14；6：13；依61：1 – 路4：
16-21）



基督

• 那傅油的就是圣⽗，那被傅的就是圣⼦，且是在圣神内被
傅，圣神本身就是傅油（圣依肋内）


• “天主以圣神和德能傅了祂”（宗10：38），“使祂显示于以⾊
列”（若1：31）作为他们的默⻄亚


• 然⽽，这个头衔被误解了（⻅⾕8：27-33；若6：14-15）




 
耶稣是主 – 教理446-451

• 在旧约经书的希腊译本中，天主启示给梅瑟的那⽆可⾔喻的
名字“雅威” （出3：14）译成了kyrios,“主”


• 新约利⽤“主”这个圆满意义的名字称呼⽗，但也⽤来称呼耶
稣，借以承认祂是天主⾃⼰


• 在祂的公开⽣活中，祂以⾏动克服⾃然（⾕4：35-41），疾
病（⾕1：40-42），魔⻤（⾕1：23-26），死亡（⾕5：39-
42，路7：11-15，若11：39-44）和罪恶（⾕2：5）



 
相信耶稣是主的结果

• 1.天主⽗所享有的德能，光荣和尊荣也适合于耶稣（默5：
13）


• 2.耶稣是世界和历史的主（默5：6-7；1：17）


• 3.我们的⾃由只⾂服天主（⾕12：17；宗5：29）


• 4.格前12：3 – 它来⾃对耶稣天主性的相信


• 5.它影响着我们的祈祷 – “愿主与你同在；因我们的主基督”
（⻅默22：20；格前16：22）



 
天主⼦

• 在古代，在埃及和巴⽐伦，国王被称为“神之⼦”


• 登基仪式等于是被“神所⽣成”神的⼉⼦


• 这被理解为⼀种被神收养



• 出4：22-23


• 万⺠是天主的⼤家庭，⽽以⾊列是⻓⼦


• 它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权


• 这种特权在以⾊列国王身上具体化了(撒下7：12-13;咏2：7-
8；咏89：27-28，37-38）


• 这⾥“被神所⽣”意味着拣选



但

• 是有⼀个统治列国的应许，但在古代，熙雍的王其实是个微
不⾜道的统治者


• 因此，这样的应许应该是指向某⼈和特定的未来


• 天主的应许是希望之⾔



• 基督徒接收这个希望并看到它已在复活的耶稣身上圆满实现
（宗13：32-33）


• 耶稣的复活就是⻓久等待的天主的“今⽇”


• 但是耶稣的统治不同于世俗君王的统治


• 祂从⽗的右⼿统治（斐2：9-11）并以全新的⽅式统治



问题

• 当世俗宣称的“神的⼉⼦”的权⼒于基督徒宣称的耶稣是“天主
⼦”的相冲突时，只有⼀个结果：


• 迫害和殉道



⼦

• 我们在受洗，显圣容，和⼗字架苦难期间听到这个称谓


• 这本身就很神奇


• 教会理解这个称谓表明耶稣和天主⽗有着相同的本质



 
玛11：25-27;路10；21-22

• 要认识天主的前提是，与天主同在（本质上合⼀）（若1：
18）


• 若6:44 – 谁来就耶稣？很简单，不是智者（⻅依29:14； 格
前18-19,26-29）


• 那么所谓的智者呢？（格前3:18）



阿爸

• 耶稣称天主为“阿爸”（⾕14：36）并教导我们向“我们的天
⽗”祈祷（路11:2-4）向我们启示了阿爸与⼦之间关系的奥秘


• 因此，我们可以呼号：“阿爸，⽗啊”（罗8：15；迦4:6）因
为我们在基督内并有同样的圣神


• 但，只有耶稣才是“⼦”



 
⼈⼦ – 耶稣喜欢⽤的头衔

• 这个词只出⾃耶稣⼝中，唯⼀的⼀次例外，那是宗7:56- 是
⾕14:62的满全


• 耶稣⽤这个词，不但新⽽且出乎意料，它不是默⻄亚式期望
⼀向使⽤的称呼


• 意思是“⼈”（⻅则3:1）


• 但是，耶稣赋予它更深的意义（⻅⾕2:27-28）谁是旧约安息
⽇的主？



• 也要注意在⻢尔⾕福⾳中我们有两个术语：“⼈”和“⼈⼦”


• 藉由“⼈⼦”，“⼈”得到启示，知道⼈到底应该像什么样⼦



• 在创世纪1-2,⼈先被创造，安息⽇是在之后被造。然⽽，耶
稣说“安息⽇”是为“⼈”⽽⽴的，并不是⼈为了安息⽇，为何？


• 在出20，庆祝安息⽇与天主的肖像相关；


• 在申5，庆祝安息⽇与⾃由有关 - 出⾕


• 耶稣是安息⽇的主。（1）祂造了它；（2）祂是天主；
（3）祂使我们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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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像野兽似的地上王国


• 由神秘⼈⼦建⽴的最后王国（达7:13-14）


• ⼀个“⼈性”的国度


• 来⾃天上的⼈⼦与来⾃深海的兽相对




⾕13:24-27； 14:62

• 他们谈论耶稣将来的光荣


• 关于祂会来审判以及聚集义⼈


• 玛25:31-46 – 这⾥，法官把⾃⼰与世界上最卑微的⼈认同在
⼀起(⻅ 宗9:4）


但，当我们看他们，我们确实在那些⼈内看到耶稣（玛8:19；
路9:58；被关在牢⾥，⾚身裸体被钉在⼗字架上）



⾕2:5,10-11



 
⾕10:45 依53:10-12



• Jesus comes from God and is God.


• 耶稣来⾃天主，祂就是天主


• But, by becoming one with us - he shows us what it means to be truly 
human.


• 但，透过与我们成为⼀体 – 祂向我们展示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 Hebr 10:5 - Ps 40:6 - 2 Cor 5:18-20;


• 希10:5 – 咏40:6 – 格后5:18-20


• John 13:10 - 1 Cor 15:45-49


• 若13:10 – 格前15:45-49



我是

• 两种类型：


• “我是”或者“我就是那位”


• 我是。。。⽐如：葡萄树，道路，⽣命



 
若8:24

• 出3:14 – 依43:10-11


• 天主是简单的“是”。耶稣也是。因此，耶稣是与⽗同在的那
位


• 若8:28 祂是谁？


• 是爱的那位（若⼀4:8）


• 爱到底的那位（若13:1）



 
燃烧的荆棘丛就是⼗字架，启

示天主的真实



宗2:37

• 3000⼈⼼中刺痛，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并受洗（宗2:41）


• ⻅ 默1:7



 
若8:58

• 若8:56 –最具启示性的耶稣的陈述之⼀


• 我们来和去，但耶稣（永远）‘是’！



 
⾕6:45-52 – 若6:16-21

• ⾕6:50 – 我是


• 在⽔上⾏⾛是神性特质（约9:8；咏76:20LXX,依43:16）


• ⾕4:41的问题也适⽤于这⾥



我是。。。
• ⽣命之粮


• 世界的光


• ⻔


• 善牧


• 复活与⽣命


• 道路，真理和⽣命


• 真葡萄树



• 这些陈述似乎是⼀个主题的不同表达⽅式（若10:10）


• 耶稣给我们⽣命，因为祂给我们天主


• 祂之所以能给我们天主，因为祂⾃⼰与天主就是⼀体的，因
为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