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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玛丽亚忠仆会会士唐安德神父的

圣经讲道

玛 28:16-20

那时候，十一门徒就往加里肋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

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

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

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今天的礼仪呈现给我们的是玛窦福音的结尾部分，28章第 16节写道：“十一门徒”——不再是

十二门徒，缺少了犹大。犹大没有选择贫穷的真福，也就是团结和共享，而是选择了金钱，于是

金钱毁灭了他，吞噬了他。他想到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谁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谁就会被毁灭。

福音作者写道“十一个门徒就往加里肋亚”。在福音里面耶稣复活后三次邀请门徒们前往加里肋

亚去。因为在耶路撒冷那座被谋杀的城市不能够体验到耶稣复活的经验，为了体验耶稣复活的经

验需要到加里肋亚去——在玛窦福音里这个邀请出现了三次——“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

了”。

耶稣有三次邀请他们去加里肋亚，到他指定的“山上”去。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哪座山。加里肋

亚是一个山区，有很多山——那么门徒们要到“那座山上”去呢？

福音作者想要说什么呢？

体验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 2000年前一小撮团体人的特权，而是任何时代所有信徒都有机会体验

到的。福音作者如何告诉我们这一点的？

为了体验复活的主基督需要到加里肋亚的一座“山上”。这个带有定冠词的“山”的表达，出现

在本部福音第五章，耶稣宣布真福八端的“山上”。

福音作者想要说安置在加里肋亚的山上意味着耶稣好消息的中心是真福八端。真福八端就是将他

人的福祉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方向。谁将他人的福祉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方向，那么在他内就会

感受并体验到一股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和生命的能量。因此，这一点为所有的人都是有可能实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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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作者继续说：“他们一看见他”。

“看”，在希腊语里，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里福音作者指向的不是“肉眼”方面的看见，

而是“内心”的看见。

这个“看”指的不是视力方面的，而是信仰方面的。同样的“看”还出现在真福八端之一的“心

灵洁净”的那一端里，耶稣曾经宣称：“心灵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天主”（参见

玛 5:8）。耶稣的显现不是幻想或者是幻觉，而是一次深刻体验主临在的经验。

 “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朝拜的意思就是承认耶稣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在耶稣身上看到

他丰富的天主性。

但很奇怪的是福音作者写道：“有人还心中疑惑”。他们疑惑什么？他们疑惑的不是耶稣的复活，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他们疑惑的也不是耶稣身上的天主性，因为他们朝拜了他！那么他们到

底在疑惑什么呢？

“疑惑”这一动词唯一一次出现在这部福音的 14章里，当西满伯多禄步行在海上时——这意味着

他有天主性——但是他开始下沉。耶稣责备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玛

14:32）。

那么在这段福音里，门徒们“疑惑”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也想拥有天主性，拥有像耶稣一样的

天主性，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经历了什么：令人耻辱的十字架。

于是他们怀疑自己，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了达到天主性是否也有能力面对迫害、痛苦和殉难。

但是，尽管他们还在犹豫，耶稣仍然派遣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万民”

这个词指的是外邦民族，那些被边缘化的民族，那些被鄙视的人民，但也恰恰正是他们是天主爱

的对象。

这就是耶稣派遣他们去给“万民受洗”的命令——耶稣不是要求他们去做一个仪式。动词“受

洗”的含义是“浸入、浸泡、浸透”。“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因某人之名表示某
项事实。

那么，信徒们的任务就是走向那些被宗教排除在外的人，那些缘化的人，那些被宗教拒绝的人，

因为恰恰正是他们体验到——这个有关父的完满的爱，一个赋予他们生命的神，这个神，这个重

要的生命能量，这个生命力在他儿子身上充分实现了。

“教训”。在玛窦福音里第一次耶稣赋予他的门徒们教训人的权柄。“要他们教训人”不是要他

们授予别人一项教义，而是实际行动：“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在这部福音里唯一一次出现了耶稣有关真福八端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宣讲一项教义，而教训人

去实践，“教训人实践真福八端”，“教训人实践为爱分享，为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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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保证——“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玛窦曾经在他福音开始表达了耶稣是“天主同我们

在起”，结尾还是以同样的表达方式“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来呼应——很遗憾在这里看

到的是新的不太正确的翻译“直到世界的终结”。

不是世界的终结，老的翻译比较好，翻译为“时代的终结，时间的终结”；耶路撒冷圣经说：

“直到时代的终结”。

“时代的终结”不是一个最后的期限，而是生命存在的质量； 不是世界的终结，耶稣没有让人害

怕，耶稣保证如果有这些传递爱的条件，他一直临在于他的团体内，“一直”表示这不是一个最

后的期限，而是一个生命存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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