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你是天主的受傅者。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路 9:18-24

有一天，耶稣独自祈祷，门徒同他在一起。他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却说是厄里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

一位先知复活了。”他问他们说：“但你说我是谁呢？”伯多禄回答说：“天主

的受傅者。”但耶稣严厉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说：“人子必须受许

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并且要被杀；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他又对众人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

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

自己的性命，这人必能救得性命。”

在饼与鱼的分享中已经十分清楚地展示了默西亚的姿态。人们认为新的默西

亚应该重复第一个默西亚的姿态，第一个皇帝的姿态，就是梅瑟的姿态。

就像梅瑟曾经天降玛纳，如此默西亚也需要重复类似的事情。那么面对这个

分享的结果，我们来看看门徒和群众的反应。



路加写道：“耶稣独自祈祷”，不是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就像翻译的一样，而

是“独自”一人。福音作者强调了耶稣的孤独。“祈祷”，耶稣在他生命的重要时

刻祈祷，在困难的时刻祈祷。在这里很显然他是为他的门徒们祈祷；他们就

是那些不明白不了解他的人。

“门徒同他在一起”，门徒们却没有同耶稣站在一起祈祷；他们陪伴耶稣，

事实上，却没有跟随他。“门徒同他在一起”，耶稣主动问他们这个问题：

“众人说我是谁？”之前耶稣曾经派遣他们宣讲天主的国，那么现在我们来

看看这个宣讲的结果，群众明白了什么。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回答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 ”，但是洗者若翰已

经死了，黑落德却被洗者若翰复活的思想折磨着。“有人却说是厄里亚”‘厄里

亚是一位好战的狂热的先知，人们认为他应该在默西亚来临之前到来。洗者

若翰和厄里亚二位先知都具有典型宗教天主形象的特点；那是一个阴沉的，

复仇的，惩罚的天主形象。

“还有人说是一位古时的先知”。由于门徒们失败的宣讲，群众没有明白耶稣

带来的新消息；耶稣本来派遣他们宣讲天主的国，但是他们没有明白。于是

耶稣又主动问他们：“但你们说我是谁？”。也就是“但是至少你们应该明白

我是谁吧？”

“伯多禄回答”，这个门徒我们都知道他叫西满。每当福音作者想要表示他与



耶稣对立或者相反耶稣时，都只使用带有否定意义的昵称。所以我们已经知

道西满的回答是不正确的。

“伯多禄回答说：‘天主的受傅者’”。 天使对牧人的宣报中耶稣是“主，基督”，

而不是“受傅者”。有什么区别呢？受傅者，加上了定冠词，在希腊语中表示

他已经被人认识，知道他是谁。那么伯多禄回答：“你是天主的受傅者”，也

就是达卫之子，那个传统期待的默西亚； 君王，暴力的默西亚，应该开创

以色列王国的默西亚。

从耶稣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多禄的回答不正确。“但是耶稣严厉嘱咐他

们”，福音作者使用了一个与反对狂热的意识形态一样的动词。因此伯多禄

说的不是耶稣认为一个人要拥有的路线 。所以“责斥”的不只是他们，而是整

个分享伯多禄思想的团体。

“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人”，因为耶稣不是传统期待的那个受傅者。耶

稣是默西亚，但是是一个全新的默西亚。他不会占据权力，不会剥夺生命，

而是奉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于是，耶稣，耐心的重复解释：“人子必须…”，

伯多禄说过耶稣是天主的受傅者，相反耶稣说他是人子。人子的他具有天主

性。

耶稣是天主子，因为在他的人性中描述了天主，他是人子，因为在他的天

主性里描述了人性。“人子必须受许多苦…”，在这里福音作者给我们呈现出



了由 71个成员组成的公义会，由“长老”，经济贵族，“司祭长和经师们”之

类的官方神学家组成。

“并且要被杀死”，宗教机构是天主有关人类计划的敌人，人要成为天主的

子女，人要拥有天主性，这对于宗教机构而言是一项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因此“人子要被杀害，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数字三表示完整的，确切的。之后，看耶稣对门徒们的警告，就向我们已经

说过的，他们陪伴他却没有跟随他，“谁若…”，这是一项建议，一项奉献，

“…谁若愿意跟随我…” ，信息是针对没有跟随耶稣的伯多禄和门徒的，“该

弃绝自己…”， 即是放弃他们胜利的思想和民族主义的思想。

那么：“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意味着什么？当他被判处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

时， 他需要自己背起十字架，之后从法庭到刑场，不得不穿过两边的人群，

遭受他们的宗教侮辱和打击；他是完全彻底孤独的。

耶稣讲论的不是死在十字架上，而是说：“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他正

在谈论的是他孤独的经验——我们一起回忆这段福音开始的介绍耶稣是完

全孤独的——谁跟随天主的计划，就会被那些本应该理解他的人所拒绝。

因此这里耶稣所给以的十字架的形象不是今天修女们所说的痛苦，疼痛，

而是接受自身声誉损失带来的彻底的孤独。“然后来跟随我”，因此消息是针

对门徒们的。



看最后，“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就是谁想要实现自身，“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这人必能救得性命” 。对于耶稣给予不

是丧失，但是谁想要实现自己通过这个成功的、权力的形象，就会走向灾难。

相反，谁若跟随耶稣，为他人奉献自己的生命，这不是丧失生命，而是重

新获得圆满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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