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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迦 6:14-18 

讀經一 依 66:10-14 讀經二 迦 6:14-18 福 音 路 10:1-12, 

17-2 

 

釋義 保祿的書信有相當一 致的格式，通常以致 候辭開始，以祝福辭作結。本主日的讀經二就是選讀了迦拉達書的結論（6:11-18）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分為 11 節的署名，12-17 節的保祿論點摘要，18 節的祝福辭。  迦 6:14-18 的中心思想是：我們要以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這段的結構可分為：（一）以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二）基督帶來了新受造的人和新以色列；（三）保祿身上帶有耶穌的烙印；（四）祝福辭。 保祿說，遊說迦拉達信友接受割損的人，以在肉身上所行的割損禮來誇耀（13），但他自己卻以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14）。在當時的希臘－羅馬世界，被釘十字架的酷刑，是專為奴隸、暴力的罪犯和政治叛亂者而設的刑罰，是最大的恥辱和最殘酷的刑罰。保祿竟以它來誇耀，這話的震撼力可想而知。「誇耀」在保祿的作品中是很重要的主題，不過，為個人的成就而誇耀是人很難抗拒的誘惑，保祿時常警惕信友不要讓這種人性的弱點滋長，他說「凡要誇耀的，應因主而誇耀」（格前
1:31; 格 後 10:17）， 或 誇 耀 自 己 的弱 軟 （格後 11:30; 

12:5,9），因為，幾時人軟弱，就是天主的德能在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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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露出來的時候。    在保祿看來，世界是與天主為敵，被罪所奴役的。凡屬於天主的都不能與世界相容，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受這個相反天主的世界所束縛，基督的苦難與死亡，就是「為救我們脫離此邪惡的世代」（1:4）。藉著與基督同被釘在十字架上（2:19-20），保祿已死於此邪惡的世代，而它也再不能擁有保祿或對他有甚麼權力：「世界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我於世界也被釘在十字架上了」（14）。  因為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已經帶來了新受造的人，所以受割損或不受割損，已經不算甚麼，「唯有以愛德行事的信德，才算甚麼」（5:6）。唯一重要的就是新受造物，保祿說：「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格後 5:17）。那麼，凡領洗歸於基督成為新受造的人，「就是穿上基督，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3:28），也就是說，迦拉達人不受割損，或猶太基督徒受割損，又有甚麼關係呢？    「所有遵循這準則而行」（16），就是受洗的基督徒，在基督內作為新的受造物而生活。「天主的以色列」是指完全相信耶穌的猶太人，他們一如伯多祿，是教會的磐石（參閱瑪 16:18; 弗 2:20; 默 21:14）。而我們這些外邦人的信仰，是建築在這些磐石的基礎上（弗 2:20）。   「耶穌的烙印」（17），在古代，奴隸都有主人為他們印上的烙印，以表示對他們擁有主權。保祿身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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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耶穌的緣故受鞭打的傷痕（格後 11:24-25）。保祿的這些「烙印」，象徵他自甘作耶穌的奴隸，被祂所擁有。保祿在格後 4:10 以另外一種講法：「身上時常帶著耶穌的死狀」，表示自己與耶穌完全契合。  

 

生活實踐   本主日的讀經一和福音所描寫的，都是叫人歡欣鼓舞的事。依撒意亞說：天主對耶路撒冷的許諾要實現了，呼籲人和聖城一起快樂，因她而歡喜。路加福音告訴我們，耶穌派遣的七十二門徒外出傳福音，他們歡天喜地回來向耶穌覆命。在迦拉達全書中，保祿用了很激烈和強硬的字眼，但是本主日的選段，依然流露出保祿對於新受造的人的欣悅和嚮往，無論邪惡的世代是多麼令他沮喪，對於自己成為新受造的人和身上帶著耶穌的烙印，他的喜悅，也可從「我帶有耶穌的烙印」這簡簡單單的短句中意味得到。   作為基督徒，基督的追隨者，我們的喜悅是湛深的，像保祿那樣，是在重重的艱苦和困厄之下，不斷潺潺地流遍我們基督徒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