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旬期第五主日——2012年 03月 25日

如果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玛丽亚忠仆会会士唐安德神父的圣经讲道

若 12,20-33

那时候，在那些上来过节，崇拜天主的人中，有些希腊人。他们来到加里肋亚贝特塞达

人斐理伯前，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拜见耶稣”。

斐理伯就去告诉安德肋，然后安德肋和斐理伯便来告诉耶稣。耶稣开口向他们说：“人

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

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

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

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我

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但正是为此，我才到了这时辰。父啊！光荣你的名

吧！”

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

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这是打雷。”另有人说：“是天使同他说话”。耶稣回答说：

“这声音不是为而来，而是为你们。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

首就要被赶出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这话，

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

在福音第 12章，20-33节里，福音作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介绍了耶稣与外国人的接触。他们是

一些上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希腊人，他们遇到了耶稣。耶稣是散发着神圣爱的真正的圣殿。

这一段福音回应了法利塞人相互之间爆发的惊恐不安：“看，你们一无所成！瞧，全世界都跟他

去了”于是，这里的回答是：世界都要跟随耶稣。

福音作者写道：“在那些上来过节，崇拜天主的人中，有些希腊人”，希腊人是一个通常用来表

明外邦人的词语。在这里，整个的一系列都是奇怪的。他们想见耶稣，却首先  “来到加里肋亚贝

特塞达人斐理伯前，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拜见耶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接

近耶稣，而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这是一个开放的保证，  他们来到一个拥有希腊人名字的门徒跟前，

这意味着一个开放的心态，贝特赛达是一个地方的边界，在那里的风俗习惯不像犹太宗教机构那

样僵硬。



“先生，我们愿意拜见耶稣”，回应了耶稣曾经说过的话，“看见子，而信从他的，获得永生”，

不仅仅是看见，看见了还要接受他，相信他。但是，斐理伯没有直接去告诉耶稣，而是告诉安德

肋，另外一个有希腊名字的门徒。福音作者这样写为了让人理解在初期教会耶稣提出的普世开放

的困难性。

结果是“安德肋和斐理伯便来告诉耶稣”。耶稣的回答似乎不在逻辑，和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耶稣回答他们：“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 。为什么耶稣如此回答希望见到他的希腊人？因为

耶稣正在谈论他的死亡，在十字架上，耶稣显示了他的天主性。因此耶稣说当他死亡的时候，他

的爱将会得到普世的理解。

为什么呢？一种教义依托于它的文化背景，它的历史轨迹，但是爱却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普世

语言。耶稣在十字架上体现了天主的爱，那是全人类都能理解的唯一语言。因此，耶稣的回答，

即使看似格格不入，但事实上却是一致的。

时候将到，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人都能明白那个爱的普世语言。在这里，耶稣，讲到他的死亡，

对于每个人的死亡，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实实在在”，“实在”的双重肯定，意味着耶

稣正在谈论某件肯定的事情，某件真实的事情，“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

一粒麦子为了释放在它内的能量需要找到理想的环境。如果它不落地死了它还只是一粒，不发生

任何效果。在这里福音作者想要人了解，在每个人内都有一些潜在的技能和能力，只有通过他自

己才能被释放出来。耶稣补充道：“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揭示了死亡的积极意义。在每个人内，都有生命的能量，正等待在新的形式下展现出来，死

亡是使这一切实现的时刻。因此死亡不是禁锢一个人，而是使一个人获得自由。死亡不是消弱一

个人的力量，而且加强一个人的力量。死亡不是一个人生命的结束，而是一个人生命的扩展。

在每个人内都存在一股只有在死亡时才能释放出来和蓬勃发展的潜力。因此，耶稣揭去死亡这个

事实的任何消极的、毁灭的因素，把死亡作为一个人生命绽开的意义来讲述。

耶稣将一粒麦子的比喻作为将自己发展为礼物的重要标准。“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

…”，这是我们通常使用的作为首选谈论爱与恨的典型的犹太人的心态。因此，不是憎恨某样事

物，而是更喜欢或者是不太喜欢。于是，耶稣说：“爱惜自己性命的”，也就是那些只想到自己

的人——这就是丧失性命的意思。人实现这个标准的程度是他是否有能力将自己给予别人。给予

不是丧失，而是获得。拥有生命的标准在于你给予的多少。

那么，谁只考虑自己，最终他必丧失自己；相反，谁考虑的不只是自己，那么他就会实现永恒的

生命。这里，耶稣再一次回到了他自己的主题上，永生，不是将来的一个赏报，而是在现实拥有

的一种可能。

耶稣继续说：“谁若侍奉我”，动词“侍奉”表示选择与耶稣合作，“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

哪里…”，耶稣被社会拒绝，最终被社会钉在了可咒骂的十字架上，“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不能够侍奉耶稣而站在安全的距离外。如果跟随耶稣就需要拥有面对因为他而带来的痛苦和迫害

的能力。



但是，耶稣结论说：“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大的耻辱得到的是天主

父最大的尊重。天主如何尊重一个人？就是在他内彰显自己。一个人给予的越多，天主的光荣在

这个人身上就彰显的越多。所以，这里是每个人，不只是耶稣可以成为天主对于人类荣耀的彰显，

也不是只有耶稣才能成为天主唯一的圣殿，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