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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祿、保祿和猶達斯的基本抉擇 

蔡錦龍  

 

天主的愛情及基督的恩寵，是基督徒的信仰核心。在天主的

救恩計劃中，耶穌基督有意識地貶抑自我及完全空虛自己，以十

字架的愛及受苦僕人的身份滿全人類得救的使命。在救恩的過程

中，耶穌基督選擇十二宗徒，作為祂的傳教夥伴及教會發展的基

石。伯多祿，保祿和猶達斯是其中三位代表性人物，在政治動盪

及世情複雜的基督宗教初始階段，他們透過自身人性的抉擇，與

天主神妙莫測的啟示邂逅，各自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觀及處世

態度。他們蒙受基督的恩寵，成為第一批承基督啟後世的基督宗

教先進。在他們與耶穌基督的親身相處中，在蒙恩悔罪及委身事

奉中，在信仰分辨及人生經歷中，閃爍着他們彌足珍貴的基本抉

擇，成為我們現世的基督徒成聖之道的靈光。願天主聖三賜給我

們最純真的愛情，透過前瞻的心眼、警醒的心思及開放的心靈，

在有意識及潛意識的層面，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空虛自己

中，在身心靈的和諧共融中，引領我們真心真意地擁抱耶穌基督

的價值觀。 

(一一一一) 伯多祿伯多祿伯多祿伯多祿 —— 對十字架的愛對十字架的愛對十字架的愛對十字架的愛 

神學觀神學觀神學觀神學觀 

 

伯多祿是一個典型的聖經人物，他的神學觀建基於他與耶穌

基督的日常生活中。耶穌透過以身作則的教導，及對宗徒們的試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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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及訓導，提升伯多祿的靈性成熟度，基督宗教品格及道德價

值。伯多祿的天人之道及神學張力，深受舊約時期的傳統理念與

基督親臨的熱情影響，驅除內心的恐懼而甘心情願接納他的十字

架，他決心返回羅馬為主捐軀是基本抉擇的高峰。伯多祿的成義

仰仗基督的恩寵，而他的第二度成義，以三次愛的諾言回應基督

寬恕他三次背叛的言，成為提升信仰共融的基礎。他宣認基督是

天主子，在目睹復活的基督後，更確認祂超驗的天主性及受苦僕

人的救贖任務，並以基督為中心的使徙信仰，成為在牧職層面，

鞏固宗徒與信仰團體對主忠誠的轉捩點。他宣傳福音的熱情及個

人的宗教魅力，使他成為基督的熱誠宗徒。 

生命奉獻生命奉獻生命奉獻生命奉獻 

1.  與基督相遇與基督相遇與基督相遇與基督相遇 

 

耶穌基督主動召叫伯多祿成為捕人的漁夫，印證「以信尋

知」"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回應歷程。基督廣傳天國臨近

的訊息，若翰洗者引據跟隨基督的指示，以及伯多祿的漁夫兄弟

安德肋所說「我們找到了默西亞」，締造伯多祿以漸進而穩定的

進程回應天主。他在耶穌的召叫「來看看」時，便直認基督為他

的師傅，並立刻毫無保留地放棄一切跟隨主，愛主的基本抉擇漸

露頭角，內在對主開放及願意進一步認識主，是基本抉擇及宗教

轉化的必要條件。伯多祿受到基督神聖性的影響，轉化成以基督

為主的忠心宗徒。基督給予他「伯多祿」的名號，彰顯他透過基

本抉擇而轉化為新生命的里程碑，他更在耶穌基督的聖名下受到

彰顯。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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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ar

y



伯伯伯、保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 27 |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召叫召叫召叫召叫 以信尋以信尋以信尋以信尋知知知知  

基督召叫伯多祿

「來看看」成為

捕人的漁夫。 

伯多祿立即跟隨基督並與祂

住在一起，他降服於基督的

權威並確認祂為師傅。 

Mk 1:16-18/  

Mt 4:18-20/  

Lk 5:3-11/  

Jn 1:35-42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新名號新名號新名號新名號  

基督召叫十二宗

徒。 

基督命西滿為伯多祿。在基

督徒時代之前，伯多祿並不

是一個人名，在希臘語代表

有威力的磐石。 

Mk 3:13-16/  

Mt 10:1-4/  

Lk 6:13-16/  

Jn 1:42 

2.  受基督受基督受基督受基督薰薰薰薰陶陶陶陶 

 

基本抉擇的確立是信仰的第一步，對於伯多祿而言，最難能

可貴的是他與耶穌基督一起生活及直接接受祂的教導，包括持續

地向天主祈禱，使他明瞭與主相偕的重要性。基督新的倫理道德

觀念及打破固化的法律性規條，啟迪他揮別過往的生活模式，並

以全新的基督倫理價值作為生活依歸。基督私下教導天國的神學

觀念，讓他認識天主的愛及核心價值，基督提醒寬恕與接納是天

主愛的體現，為使他建立與基督相同的天國價值及審判標準，放

下罪的枷鎖而懂得將愛付諸行動。基督自我體現祂的教導，在伯

多祿否認與祂認識後，基督彰顯愛的核心價值重新接納伯多祿。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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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強調若要成為最大的必先成為眾人的僕人，在社團中成為最被

鄙視的人，並要承擔各種信仰的考驗，而高尚的倫理價值透過洗

腳的禮儀成為一種領洗的象徵，基督親自為眾宗徒洗腳，以身作

則成為作為大眾最小的僕人為本。基督並以身教確立天主的倫理

價值，並應允宗徒承受新的家庭及社團，成為伯多祿奮鬥的目

標。伯多祿透過每天與基督的接觸，在靈性、神學及倫理價值的

成長與日俱增，成為他貢獻教會的重要支柱。耶穌基督提出新的

神學觀念，例如「已經及尚未」的奧妙及默西亞的受難期許，並

透過身教彰顯信仰的核心。伯多祿的神學觀在潛移默化中逐漸形

成，並意識到在未全然理解天主奧秘之時，也應全心全意信賴耶

穌基督。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向天主祈禱向天主祈禱向天主祈禱向天主祈禱 靈性成長靈性成長靈性成長靈性成長  

基督於沙漠中祈禱，

接受聖神的帶領祈求

十二宗徒。 

伯多祿學懂天人關係的重

要性。 

Mk 1:35-36/ 

Lk 6:12 

私下教導私下教導私下教導私下教導 神學成長神學成長神學成長神學成長  

基督私下向宗徒解說

訓導的比喻及所有細

則。 

伯多祿認識恩寵價值與世

俗倫理的差距，以基督的

核心價值作準則。 

Mk 4:10, 34; 

7:17/  

Mt 13:10, 36, 

51; 15:15/ 

Lk 8:9; 12:41 

挑戰挑戰挑戰挑戰 對信仰的警覺對信仰的警覺對信仰的警覺對信仰的警覺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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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基督考驗宗徒：
「你們怎麼還沒有
信德呢？」，而祂
在狂風大作中枕睡
彰顯對主的信心。 

伯多祿明瞭在任何處境
中，信仰為重的神髓，
並明認基督是他生命信
仰的師傅。 

Mk 4:40/ 

Mt 8:26; 

14:28-31/ 

Lk 8:25 

教導誰人最大教導誰人最大教導誰人最大教導誰人最大 檢視道德價值檢視道德價值檢視道德價值檢視道德價值  

基督新的價值觀
「誰若想做第一
個，他要做眾人的
僕役。」 

伯多祿以天主神聖的道
德價值開展新生活。 

Mk 9:35; 

10:44/ 

Mt 20:16; 

23:11 

賞報賞報賞報賞報 奉獻生命奉獻生命奉獻生命奉獻生命  

基督確立在今世為
天主的國而受苦
的，他將得到永
生。 

以人性最神聖及忠誠的
承諾，奉獻他的生命于
基督及天主的國。 

Mk 10:28-30/ 

Mt 19:27-30/ 

Lk 18:28-30 

教導信仰教導信仰教導信仰教導信仰 學習寬恕學習寬恕學習寬恕學習寬恕  

基督強調信仰的重
要性，而寬恕是天
主的對應行動。 

伯多祿的信仰在基督的
寵佑及嶄新的價值觀內
不斷成長。 

Mk 11:21-25/ 

Mt 18:21-35; 

21:19-22 

試煉試煉試煉試煉 道德成長道德成長道德成長道德成長  

基督是天主末世寬
恕的執行者，教導
寬恕的神聖價值。 

伯多祿學懂將愛付諸行
動，透過主的神聖學懂
與主重修親密的關係。 

Lk 7:40-47 

教導服務他人教導服務他人教導服務他人教導服務他人 強化信仰強化信仰強化信仰強化信仰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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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基督教導與祂有份
便應服務他人。 

伯多祿明白在不完全理
解主的計劃，仍應全心
朝向基督的重要性。 

Jn 13:6-9 

 

3.  與基督培養關係及面對信仰挑戰與基督培養關係及面對信仰挑戰與基督培養關係及面對信仰挑戰與基督培養關係及面對信仰挑戰 

 

基督親自醫治伯多祿的母親，開展建立個人化緊密關係的門

戶。祂揀選伯多祿為宗徒團體的首領，讓他親身感受天主聖三的

奧妙，在耶穌顯聖容的恩寵時刻及復活死人的奇蹟時刻等，預示

基督復活後的光榮及天國救恩的光彩，使他確認基督的神聖性，

並在救恩歷史中透過天主基督論相關的人與事，顯示他成為教會

末世性團體的領袖。伯多祿及其他宗徒在傳道及驅魔的親身體驗

中，對於未能驅魔而對未來感到憂慮，感受到深化信仰的重要

性。當基督多次提出背負十字架的使命，這個嶄新的愛的概念，

對他構成信仰衝擊。甚麼才是天主的旨意？伯多祿在基督預言受

苦及復活，對未來感到不確定性，他在勸喻耶穌不要背負十字架

之時，受到耶穌嚴厲的責備，因為基督明言作為宗徒，背負自己

的十字架而跟隨祂，比任何事情更加重要。伯多祿受到啟蒙，理

解必須放下現世的糾纏並以自己的十字架為重才可與主共融，但

同時受到信仰上的衝擊。耶穌對伯多祿的愛，反映在最後的山園

祈禱時刻，仍以伯多祿相伴。但伯多祿在感受痛苦後，即使精神

上渴望與基督聯繫，他因情緒耗盡而昏睡過去，反映人性的有限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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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軟弱，與基督全心奉獻於天主的救恩計劃形成強烈對比。基本

抉擇是一生的奉獻，應時時刻刻以基督的精神作為人生目標。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醫治伯多祿的母親醫治伯多祿的母親醫治伯多祿的母親醫治伯多祿的母親 獨特身份獨特身份獨特身份獨特身份  

基督透過個人化的接

觸，與伯多祿建立親

密的個人關係。 

伯多祿從開始便被耶穌揀

選，經常與祂生活在各種

情景中。 

Mk 1:29-31/ 

Mt 8:14-15/ 

Lk 4:37-39 

派遣宗徒派遣宗徒派遣宗徒派遣宗徒 使徒服務使徒服務使徒服務使徒服務  

基督派遣宗徒醫治天

主的子民。 

伯多祿成為基督的密使，

以祂的權能與力量，延伸

基督的使徒工作。 

Mk 6:1-13, 

30/ 

Mt 10:5; 

11:1; 13:55/ 

Lk 9:1-6 

顯聖容顯聖容顯聖容顯聖容 恩寵時刻恩寵時刻恩寵時刻恩寵時刻  

基督揀選核心宗徒
預見天主的國，基
督的救恩及光榮，
並在基督復活後提

聖山上的經驗既困惑且
耀目，即使他未能掌握
整個神奧訊息，這個恩
寵時刻堅強他的信德，

Mk 9:2-10/ 

Mt 17:1-9/ 

Lk 9:28-36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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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升至靈性見證的圓
滿。 

直至聖神降臨才能完全
理解。 

最後禱告最後禱告最後禱告最後禱告 人性的軟弱人性的軟弱人性的軟弱人性的軟弱  

基督在被出賣前的
最後時辰，揀選伯
多祿陪伴祂。 

伯多祿體驗悲傷的情感
及有限的人性透支，縱
使全意與基督在一起，
但經不起人性的軟弱而
昏睡過去。 

Mk 14:32-41/ 

Mt 26:37-45/ 

Lk 22:40-46 

   

教會領袖教會領袖教會領袖教會領袖 一生的奮鬥一生的奮鬥一生的奮鬥一生的奮鬥  

基督揀選伯多祿成
為教會的基石。 

基督將天國的鑰匙交給
伯多祿，有若厄里亞接
收達味家的鑰匙。 

Mt 16:16-19 

宗徒使命宗徒使命宗徒使命宗徒使命 信仰的挑戰信仰的挑戰信仰的挑戰信仰的挑戰  

基督要求宗徒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並跟
隨祂至為關鍵及重
要。 

伯多祿被要求解開糾
結，以十字架取代日常
苦困，這個完全信賴基
督的要求對他的信仰產
生極大挑戰。 

Mt 16:22-23/ 

Lk 14:26-

27,33 

神的奧秘神的奧秘神的奧秘神的奧秘 神聖性神聖性神聖性神聖性  

基督透過奇蹟顯露
他作為救世主的本
性。 

伯多祿未完全明瞭基督
的天主性，需學習祂作
為救世主的君王身份。 

Lk 8:45; 

9:20; 10:23-

24 

核心宗徒核心宗徒核心宗徒核心宗徒 獨特身份獨特身份獨特身份獨特身份  

基督揀選伯多祿、
雅各伯和若望作為

伯多祿為其中一位緊隨
基督的宗徒，仿效基督

Lk 8:51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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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核心宗徒，並在關
鍵時刻陪伴祂。 

的神聖價值，獲得在道
德成長的親密滋潤。 

4.  伯多祿的否定與基督的最後教導伯多祿的否定與基督的最後教導伯多祿的否定與基督的最後教導伯多祿的否定與基督的最後教導 

在伯多祿的心中，每時每刻都將基督作為無限美善及基本對

象，成就於他的使徒生命。但是伯多祿被疑惑費解及不確定性所

佔據，例如基督表示祂自己成為受苦僕人，並在末日來臨前未有

足夠的徵兆，由於人性的懼怕佔據他的理性，導致伯多祿在不可

預見的情況下，與他的基本抉擇產生衝突，偏離天主作為基本對

象的定位。他經歷幾番自我困惑，尤其在基督受苦，復活及末日

救恩計劃，使他累積多層的內心憂慮，並對未來產生恐懼感。由

於未能充分明瞭天主的救恩計劃，伯多祿在基督預言他將三次不

認主的預告，使他陷入極度困惑之中。即使伯多祿是緊隨耶穌的

宗徒，在超越人性所能理解的突發性恐懼，基督提出背負自己十

字架的挑戰，在耶穌被猶達斯出賣及被捕後的激怒，及在極度恐

懼及情緒不穩定時，自由受到考驗更失去基本抉擇的自制能力，

導致他三次不認主成為聖經中基本倫理的經典情景。 

他在瞬息間出現信念嚴重搖擺的時刻，在一時性自我保護意

識影響下，不受控的自我中心取代以天主為中心的基本抉擇，使

他墮入不認主的羅網而犯下惡罪。在兩次雞鳴後，因着對主愛之

情深，伯多祿受短暫蒙蔽的基本抉擇意識得到激發，他的痛哭表

示悔改的決心，以及人有基本自由的抉擇性。耶穌復活後三次問

伯多祿是否愛祂，是最完美的修和及原諒契機，既可鞏固伯多祿

對主的愛，繼續為耶穌走下去，同時讓他確定願意成為牧者管理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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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羊群。伯多祿的事件正好反映人有自由選擇每天的生活態

度，並可能與穩定的基本抉擇有所不同。伯多祿以謙卑的態度三

次回應基督的愛，反映他的成熟及承擔教會傳教的使命。宗徒最

重要的承擔之一，便是願意俏似基督奉獻自己的生命，並且以誠

懇及謙虛的心，在犯錯後懇求寬恕及重新建立與主的緊密關係。

宗徒之長的透過主的恩寵加強他對主的信賴及生命動向，成為宗

徒的厚實基礎。基督徒的受苦使徒生活，在基督原諒伯多祿中得

以淨化，重修與主的關係更重於人類的軟弱及失敗，成為回應基

督耶穌召叫「跟隨我」的最佳回應，基督的愛存活於伯多祿的愛

中。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預言復活預言復活預言復活預言復活 困惑困惑困惑困惑  

基督與宗徒分享祂的

神聖性及復活奧秘 

伯多祿不完全理解天主的

旨意，對於未能驅走惡魔

引致他對未來的恐懼及對

基督的不確定性。他的盲

目需待日後基督復活及與

經文的闡述才可解開。 

Mk 9:31-32; 

10:32-34/ 

Mt 16:21-24; 

17:22-23; 

20:18-19; 

26:2/ Lk 

9:22; 17:25; 

18:31-33/ Jn 

2:19-21 

預言末日預言末日預言末日預言末日 困惑困惑困惑困惑  

基督以開放的態度與

宗徒分享末世的情

景，在最後的拯救中

揭示禍哉境況。 

伯多祿認知對各民族的責

備與淨化的衝擊他對基督

信任，並向他表露他對未

來的內心不安情緒。 

Mk 13:1-37/ 

Mt 24:1-51/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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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Lk 19:41-44; 

21:6-28 

預言伯多祿的背叛預言伯多祿的背叛預言伯多祿的背叛預言伯多祿的背叛 信仰的挑戰信仰的挑戰信仰的挑戰信仰的挑戰  

基督預言在祂被迫
害的時候，伯多祿
將會三次否認祂。 

對於否認主的羞恥，以
及效忠主的承諾落空，
伯多祿重新承諾將他的
生命貢獻於主成為真心
的奉獻。 

Mk 14:27-31/ 

Mt 26:31-35/ 

Lk 22:31-34/ 

Jn 13:10, 36-

38 

奉獻痛苦奉獻痛苦奉獻痛苦奉獻痛苦 對天主的忠誠對天主的忠誠對天主的忠誠對天主的忠誠  

基督全心確定天主
至善的價值，即使
在面對挑戰的時
刻，甘心情願接受
天主的計劃。 

伯多祿是一個過度自信
的保護者及懦弱者。他
在基督徒身上學懂受苦
的深層意義。 

Jn 18:9-12 

挑戰伯多祿的背叛挑戰伯多祿的背叛挑戰伯多祿的背叛挑戰伯多祿的背叛 背叛與軟弱背叛與軟弱背叛與軟弱背叛與軟弱  

縱使被捕後的基督
不在伯多祿身邊，
祂的預言成為對信
仰挑戰，基督對伯
多祿一往情深的眼
神，將無條件的愛
直抵他的內心。 

伯多樂在恐懼及疑惑的
高壓下，過度的恐慌將
他內在的心理與外在的
行為扭曲，他的內疚成
為最完美的告解。 

Mk 14:50-72/ 

Mt 26:56-75/ 

Lk 22:54-62/ 

Jn 18:15-27 

復活復活復活復活 信仰的認定信仰的認定信仰的認定信仰的認定  

基督為伯多祿作出
私人的交滙，並在
升天前祂再強化宗
徒們的信仰。 

伯多祿及各宗徒最終認
識他們的使命，成為基
督的見證人，這個深層

Mk 16:5-20/ 

Mt 28:2-20/ 

Lk 24:2-53/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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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次的信仰認定遠超過他
們祖先時代的信仰。 

Jn 20:1-21:14 

基督的愛基督的愛基督的愛基督的愛 伯多祿的愛伯多祿的愛伯多祿的愛伯多祿的愛  

基督對伯多祿重複
提問是否愛祂，成
為加強伯多祿信心
及活力的來源。在
與主同行的日子
裏，作為鏡子反思
及宣認對主的真
愛。 

伯多祿回應基督，貢獻
他全心全意的愛，應以
謙虛的質素反映他對教
會傳教的成熟使命及責
任感。 

Jn 21:15-19 

 

(二二二二) 保祿保祿保祿保祿 

神學觀神學觀神學觀神學觀 

 

保祿以超驗的經驗自我確認為基督所揀選的宗徒，他的生命

歷程充滿傳奇性，由他從迫害基督徒開始，轉而皈依成為基督徒

的領袖，再為基督耶穌的榮光而捐軀。保祿的靈修信仰充滿十字

架的力量、希望與愛，使他成為其中一位最具影響力的教會領

袖，肩負起建設基督信仰的宏大藍圖。他一生堅毅的拼勁，源自

於他毫無保留地將基本抉擇的力量獻給基督。保祿出眾的神學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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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將傳教性，使徒性及牧民性的使命工作，在個人、團體及教

會各層面整合融和。他建立一條嶄新的思維，將猶太的傳統與基

督教的精神融為一體，應對天主子民特有的個性與特色，他重新

界定宗教與種族的界線，在基督的倫理框架中重新定義及建構。

在理論闡述或強烈論議中，保祿強調基督的信仰將是末世時期界

定天國子民的新規戒。他服從性地降服於天主的表現，引領他與

天主救恩的愛邂逅。保祿透過不斷的分辨，以確定他的生命與決

定與天主的意願相符，他以開放的視野及平心的愛情，將天主的

恩寵體現於現世。他透過與天主的父親關係，將基本抉擇及基本

自由服務於天主及近人。保祿強調基督於十字架上的堅毅信仰及

愛情，正好反映兩者的不可分割性，而基督的信仰便是祂甘心情

願的愛與死亡。天主的忠誠體現於基督忠誠的死亡，祂為猶太人

及外邦人建立盟約性的承諾。基本抉擇是將自己的生命奉獻於天

主，並於每天為天主及他人作出犧牲。以十字架的信仰作為生活

的基本態度，在日常與他人的關係中顯露無遺。因此朝向天主的

基本抉擇與十字架的信仰連成一體，成為基督耶穌的十字架愛

情。保祿的神學穿越古今與將來，透過基督的權能與指引，保祿

的心與基督的愛成就祂的見證。 

 

對教會的愛對教會的愛對教會的愛對教會的愛 

1.  與基督相遇及基督信仰的覺醒與基督相遇及基督信仰的覺醒與基督相遇及基督信仰的覺醒與基督相遇及基督信仰的覺醒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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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主動在保祿「以信尋知」的過程中，透過一連串的啟

蒙，包括聖斯德望的死亡事件，天主的靈光感召，基督自天際的

迫害控訴及神權的委托，襯托出保祿對天主的無知及逆向反思，

以痛苦的逾越作為與主相偕的始點，並回引出耶穌基督向他正向

的直接召叫。保祿在回應天主的召叫前，由於不能克服的無知而

對天主無動於衷，基督直接召叫保祿，他在失明的黑暗中降服於

天主的旨意，並在神視的帶領中與恩寵合作，基本抉擇的育成需

要自我開放及臣服於基督神妙莫測的愛。保祿對世俗的盲目，揭

示他的內心與過去人生罪孽及人性黑暗面的掙扎，並透過基督重

新賜予他的視覺，作為重新發現人性光明面的重生機遇。保祿整

個皈依過程，建構於深層次的基本抉擇及絕對自由，成就一個全

人的蛻變。在與復活的基督相遇後，保祿降服於自我醒覺，由自

我中心轉為以主為生命的主軸，並以祂豐厚的恩寵引領保祿成為

忠心的僕人。在歷練三天與主親密的禱告後，保祿提問「主，我

當作甚麼？」作為皈依的據點。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保保保保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苦難苦難苦難苦難 過往的見證過往的見證過往的見證過往的見證  

與主間接的邂逅

建 於 殉 道 的 光

榮。 

保祿見證聖斯德望為光榮基

督而被石頭擲死。 

Acts 7:58; 

8:2; 22:20  

主的邂逅主的邂逅主的邂逅主的邂逅 皈依時刻皈依時刻皈依時刻皈依時刻  

基督向保祿的哭

訴 直 插 他 的 心

底。 

保祿對皈依後的轉變沒有遠

見，卻是聖經中身心靈完全

轉化的經典。 

Acts 9:3-16; 

22:5-11; 

26:13-18 HSS
C Li

br
ar

y



伯伯伯、保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 39 | 

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主的旨意 受洗受洗受洗受洗  

重獲視覺是看見
天主浩光的時
刻，遠離黑暗直
至為主致死。 

阿納尼雅為保祿覆手，讓
聖神施恩使他成為天主的
僕人並接受洗禮。 

Acts 9:17-19; 

22:12-16 

使徒使徒使徒使徒 傳道傳道傳道傳道  

天主指派保祿成
為他的新宗徒，
讓他公開宣揚基
督及天國，而使
信徒稱為基督
徒。 

在聖神的帶領下，保祿面
對與聖斯德望相同的死亡
威脅下，向猶太人及外邦
人傳教。 

Acts 9:19-28;  

11:25-26; 

22:17-18 

 

 

 

 

2.  奉獻天國的人生路奉獻天國的人生路奉獻天國的人生路奉獻天國的人生路 

 

保祿的基本抉擇以一百八十度轉化而穩定的方式呈現，反映

基本抉擇需要天主的恩寵及認識主的機會，他後來表示自己是罪

人中最大的罪人，表示他徹底的痛悔。他直接從基督獲得授權，

在充滿聖神恩寵及天主的視野後，更改自己的名字並轉向外邦人

及不明確的疆土，將天主子民及倫理框架重新定義及拓展惠及外

邦人。他穩定的基本抉擇，在一生中多次受到來自羅馬皇權及猶

太種族的死亡威脅，縱使受過不斷的壓迫與欺壓，在皈依中基本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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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的力量，堅定他走向殉道者的血路，這份擁有天主恩寵加持

的決心，使他不可磨滅的見證流傳至今。保祿獲得天佑的愛，成

為一個為無限美善的天主最佳的沉默見證。保祿身體力行倡導獨

身，強調聆聽天主的聖言及以基本抉擇作為一切行動的分辨。即

使得悉先知性的標記，保祿堅決甘心情願地以耶穌基督之名為主

捐軀。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保保保保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外邦人的福音外邦人的福音外邦人的福音外邦人的福音 承諾承諾承諾承諾  

天主使保祿成為主的工

具，將福音傳至地極。 

於聖神的帶領下，保

祿成為福音的密使。 

Acts 

13:2-3, 7-9, 

47-52; 22:21 

授權授權授權授權 宗徒宗徒宗徒宗徒  

天主啟迪保祿的神恩，

透過神視及默感確定是

主的宗徒。 

保祿感應及服從，為

天主的國成為祂的宗

徒。 

Acts 14:14-

19; 18:9-11; 

21:32; 23:9-

10/ 

Rom, 1&2 

Cor, Gal, 

Col, 1&2 

Tim/ Tit 1:1/ 

Eph 1:1; 3:1 

先知性先知性先知性先知性 委身委身委身委身  

天主透過先知，將保
祿於耶路撒冷受苦的
計劃預先透露。 

保祿以不可動搖的抉
擇及捐軀的心態，將
生命奉獻於天主。 

Acts  

21:10-13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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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抉擇與基督信仰的融合基本抉擇與基督信仰的融合基本抉擇與基督信仰的融合基本抉擇與基督信仰的融合 

 

保祿在講道中強調個人與主邂逅的關鍵性，及提升基本抉擇

的神恩層次，回應天主的召叫是一個深層次的倫理行動。內心全

然依靠上主是人性的倫理意識，引導人承擔倫理責任，並透過

「心」及「良心」運作。聖神啟迪人「心」，作為生命重新及驅

動的神聖媒介。透過聖洗，天主恩寵帶領人仿效基督，在生命中

作出根本的改變，天主大能的引導，成就天人合一的美善。在保

祿的基督信仰神學中，他透過基本抉擇及良心的洞悉力，展望與

天主建立一個更親密及永不分開的關係。在他往後的傳道生活，

放棄自己全心全意跟隨基督，一生沒有改變，他將基督徒信仰與

基本抉擇融會結合，強調從「心」出發，以服從的態度讓聖神帶

領個人，「良心」是人最秘密及核心的至聖所，人可與天主單獨

相處並聽到更深層次的呼喚。基本抉擇的力量，導引他的一生以

耶穌基督作為生命的本體，並將自己的有限及軟弱，真心奉獻於

基本抉擇之中。基督為眾人在十字架上而死，保祿對天主的基本

抉擇成為對十字架的愛。保羅表示可透過天主的愛，內在的自

由、平安與喜樂，將基督愛主愛人的教導，在福音傳道中及生活

中積極活現。在福音中他認識自己的有限與軟弱，而為基督的受

苦作為人生的昇華。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保保保保伯伯伯伯保保保保基基基基伯伯伯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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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教導愛的教導愛的教導愛的教導 愛的啟示愛的啟示愛的啟示愛的啟示  

印於「本性」，

「心」，「人心」

及「內心」中。 

他將基督徒信仰與基本抉擇

融會結合。 

Rom 2:14-15, 

29; 6:17; 

7:22; 9:1; 

10:8-10 

 

(三三三三) 猶達斯猶達斯猶達斯猶達斯 

為墮落的愛為墮落的愛為墮落的愛為墮落的愛 

 

猶達斯是一個不幸的人物，因為他嚴重失落基本抉擇，他原

本是德高望重的十二個宗徒之一，從聖經章節之間推論出他逐漸

變質的人性，他受挫於世俗的誘惑艱苦的人生，將自我投入罪惡

的陰暗面而遠離無限善的天主。他的生命承受着掙扎性的壓力，

處心積慮未到最後關頭已放棄追隨天主的基本抉擇，身心靈落入

惡魔的操縱中而不能自拔。他在基督身邊這麼近，卻離基督的善

那麼遠。他的案例正好反映即使是一個熱誠的基督徒，甚至是宗

徒，只要喪失基本抉擇朝向天主，隨時也可跌入惡魔的深淵中。

在這特殊的情景中，正面的迴響是耶穌基督永無止休的寬宏原

諒，甚至於祂在十字架上仍向天主求情，基督救恩的愛表露無

遺。 

1.  與基督的關係與基督的關係與基督的關係與基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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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達斯是基督其中一位最鍾愛的十二宗徒之一，履行祂的使

徒工作，並與宗徒領袖伯多祿同樣擁有分享基督的教導、授權、

傳教及醫治的力量的平等權利，基督承諾在重生的世代，宗徒要

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他獲得團體的信任管理

財務，並與基督同樣接受人生的挑戰，背負自己的十字架及以基

本原則信賴天主。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選派宗徒選派宗徒選派宗徒選派宗徒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基督親自選擇猶達斯

成為十二宗徒之一。 

猶達斯自由地選擇跟隨基

督，對未來心存希望。 

Mk 3:13-19/  

Mt 10:1-4/ 

Lk 6:13-16 

   

教導教導教導教導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基督向宗徒作出私人

教導。 

猶達斯學習基督的核心價

值，並私下向基督提問有

關比喻的問題。 

Mk 4:10, 34; 

7:17/ Mt 

13:10, 36, 51; 

15:15 

考驗考驗考驗考驗 信德信德信德信德  

基督測試宗徒信仰的

深度，並要背負自己

的十字架。 

猶達斯被基督提問信德是

否夠深？他是否有足夠的

毅力背負十字架成為宗徒

呢？ 

Mk 4:40/ Mt 

8:26; 14:28-

31/ Lk 14:26-

27,33 

派遣與光榮派遣與光榮派遣與光榮派遣與光榮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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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接受派遣去醫治天
主的子民。在重生
的世代坐在十二寶
座上，審判以色列
十二支派。 

群體認識猶達斯，因他
接受基督制伏邪魔的權
柄，宣講使人悔改並驅
逐魔鬼，給病人傅油治
好他們。 

Mk 6:1,3,7-

13, 30/ 

Mt 10:5; 

11:1; 13:55; 

19:28 

 

2.  與基督的關係與基督的關係與基督的關係與基督的關係 

在基督的三年公開生活中，祂嶄新及突破性的倫理教導，極

可能與猶達斯的人性矛盾及向錢看的性格產生衝突。在羅馬政權

的極端政治壓力、當其時的宗教傳統及權力鬥爭下，猶達斯可能

陷於一個極度自我懷疑的狀況，嘗試以理性的原因去跟隨基督。

由於基督表示衪不是如達味般的君王，卻是有如僕人般的人子為

主而活、被拒絕及被同胞所殺。對於猶達斯來說，這個顛覆性的

默西亞主義將他預設一個強大未來的夢想打碎，代之而起的是一

個毁滅性的遠景，連城鎮都會被摧毁，甚至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

一塊石頭上。政治團體及群眾對基督未能成為他們期待已久的政

治性以色列君王，對未來的恐懼與失望及引起的負面情緒，猶達

斯極有可能帶着負面意識，擔心在政治動盪的時勢缺乏保障。猶

達斯面對嚴峻的不確定性及不安，他積累已久的存疑逐漸惡化，

基督不單止不能保護他，還可能因為社會政治的情況而連累甚至

傷害他。更甚的是，基督要求所有宗徒以內在的自由意志跟隨

祂，甚至放棄所有在世的財物，及富有的人很難進入天國，與他

貪財的性格產生矛盾與衝突，這個警醒的要求敲碎猶達斯假裝的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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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直接挑戰他唯利是圖的性格，他寧可擁有在世的財富，因

而對永生于以絕望，最終成為出賣基督的導火線。 

 

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復活預言復活預言復活預言復活預言 懷疑懷疑懷疑懷疑  

基督分享他的天主聖

給復活預言，宗徒們

記着祂的話及相信經

常的記載。 

猶達斯可能擔憂個人的未

來，特別基督表示祂會被

殺。 

Mk 9:31-32; 

10:32-34/ Mt 

16:21-24; 

17:22-23; 

20:18-19; 

26:2/ Lk 

9:22; 17:25/ 

Jn 2:19-21 

為人服務為人服務為人服務為人服務 懷疑懷疑懷疑懷疑  

基督對誰是最大定下

成為眾人的奴僕的新

定義，強調宗徒的素

質至關重要。 

猶達斯可能不接受基督訓

導，更懷疑是否已是一個

失去鹹味的鹽，成不了宗

徒的大器。 

Mk 9:35, 49-

50; 10:44/  

Mt 20:16; 

23:11 

回報回報回報回報 懷疑懷疑懷疑懷疑  

基督確認跟隨祂甚至

被迫害致死，一定會

得到他的賞報。 

猶達斯在面對可能被迫害

至死及在世財富之間，對

跟隨主漸生懷疑。 

Mk 10:23-30/ 

Mt 19:27-30/ 

Lk 18:28-30 

末日預言末日預言末日預言末日預言 疑惑疑惑疑惑疑惑  

基督開放地將末日的

情景與宗徒分享。 

對未來的摧毁預言，猶達

斯可能將自身利益放在最

先。 

Mt 24:1-51/ 

Lk 19:41-44; 

21:6-28;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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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賣與自殺出賣與自殺出賣與自殺出賣與自殺 

 

猶達斯在基本抉擇的嚴重轉變，反映出他的初心鞏固不足，

他內心的恐慌及不能自控的極度憂慮達致頂峰，直接動搖他的基

本抉擇朝向天主。瑪利亞以香液敷抹耶穌的腳，猶達斯泛起是否

值得這樣奉獻給基督，而他偷竊團體公帑的行為反映受到私欲偏

情影響的嚴重性。基督表示會被迫害及埋葬，猶達斯可能認成反

正耶穌表達將被出賣及釘在十字架面對死亡，若抹腳的香液可賣

三百塊德納，出賣耶穌是否會有不可預計的金錢回報？他的基本

自由受到私欲偏情、恐懼、積習、心理、精神缺陷及情緒的影

響，最終他的基本抉擇選擇惡，受魔鬼的引誘而出賣基督。 

 

猶達斯在出賣耶穌後嘗試退還銀錢表示後悔，但有可能遭到

拒絕隨而將血錢拋入會堂內。他最終選擇自殺反映對基督的信賴

完全放棄，以及承受不能逆轉的極度情緒憂鬱及不可彌補的遺

憾。他可能想以生命作補償，因已沒有什麼可以賠補基督對他的

愛，或沒面目面對宗徒朋輩，或被司祭長同黨出賣，或當他回想

基督的復活預言後反而沒勇氣面對基督，或他擔憂殺死人子的懲

罰，或他不能接受由最重要的宗徒變為最可憐的罪人，生存的意

識被沒價值的生命取替。他的行為是天主的愛、近人的愛、公義

及希望的反響，違反第五條誡命，破壞永恆救贖的真諦，及喪失

補贖的機會。這反映基本抉擇的可變性，因累積各種惡行而導致

整個基本抉擇的轉向。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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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被出賣的預言被出賣的預言被出賣的預言被出賣的預言 掙扎掙扎掙扎掙扎  

基督語言無信的人將

出賣祂。 

猶達斯的內心否認變成魔

鬼般，因自我保護意識而

拒絕基督的勸訓，他出賣

耶穌的做法與他變質的人

性及貪財的性格相符。 

Mk 14:3-21/ 

Mt 26:7-25/ 

Lk 22:3-6, 

22-23/ Jn 

6:64, 70-71; 

12:3-8; 13:2, 

21-27 

挑戰挑戰挑戰挑戰 假裝假裝假裝假裝  

基督預言所有人將受

到信仰的衝擊及動

搖。 

猶達斯繼續假裝而與伯多

祿一樣回應基督也決不會

不認主 

Mk 14:29-31/ 

Mt 26:31-35/ 

Lk 22:31-34 

服從服從服從服從 喪亡喪亡喪亡喪亡  

基督的服從印證舊約

中所述是天主的啟

迪。 

猶達斯那喪亡之子將失去

基督的維護而喪亡。 

Jn 17:12 

拘捕拘捕拘捕拘捕 出賣出賣出賣出賣  

基督親口說出猶達斯

的出賣。 

猶達斯千方百計以「辣

彼，你好！」及口親出賣

基督，與他宗徒的身份產

生諷刺性的對比。 

Mk 14:42-46/ 

Mt 26:46-50/ 

Lk 22:47-48/ 

Jn 18:2-13 

 遺憾及自殺遺憾及自殺遺憾及自殺遺憾及自殺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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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保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保保保保基基基基    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猶達斯以自殺式的告解
試圖補償他的惡魔罪
行。 

Mt 27:3-5/ 

Acts 1:16-18, 

25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基本抉擇是認知的理智及自由的意志朝向天主的神學觀念。

真正的善能幫助人及配合人對絕對善的追求，在人心最深處只有

兩個選擇：接受天主或拒絕天主，成為整個人的生命方向，藉着

恩寵的動力，人透過基本自由，在生活中的倫理行為肯定這基本

方向。基本抉擇是可以因應自由的減弱而改變方向，重要的是分

辨個別對象指向的基本對象是否天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真

理的光輝通諭》中強調，聖經的基本抉擇是真正的自由選擇。成

熟的倫理價值觀是締造綜合人性發展的關鍵要素，以及推動人類

友愛發展的文化。人的善惡取決於他對天主的基本抉擇，這個抉

擇只有天主知道。基本抉擇是天主救恩工程中最重要的準則之

一，這是天主主動性的恩寵召叫與人互動性的合一回應。基督空

虛自我的救贖與神聖愛情結合成為救恩的愛。伯多祿及保祿一生

貫徹始終，證明基本抉擇的重要性。基本抉擇是人的身心靈的整

合，當人與天主的關係更密切，朝向天主的基本抉擇更穩固，朝

向善的倫理的行為更確定，人與人的情誼更緊密。基本抉擇強調

生命導向的穩定性，但仍有其可變性，重點在日常生活中付諸行

動。因為天主愛我們，所以在人生重要環節仍給我們選擇的權

利，我們為行為負責成為倫理基礎，育成影響一生的成聖抉擇。 HSS
C Li

br
ar

y



伯伯伯、保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 49 | 

 

 

參考資料 

1. Barton, John, John Muddiman. The Oxford Bible Commentary ‘Matthew’, 

‘Mark’, ‘Luke’, ‘John’, ‘Acts’, ‘Rom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Beasley-Murray, George R.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John. Texas: 

Word Books, 1987. 

3. Bishop Ha, Joseph, OFM sharing at Facebook <沸点> “我当作什么?” 

dated 25 January 2021. 

4. Blaine, Bradford B. Peter in the Gospel of John : The Making of an 

Authentic Discipl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7. 

5. Brown, Raymond. The Death of Messiah: from Gethsemane to the Grave, 

A Commentary on the Passion Narratives in the Four Gospels. New York, 

Doubleday, 1994. 

6. Cosgrave, William. “Basic Choice and Basic Stance: Explaining the 

Fundamental Option”. The Furrow, vol.35 no.8 (1984): 508-518. 

7. Doyon, Jacques. Love before the Law: Jesus Christ’s Fundamental 

Option: A Christology. Middlegreen: St. Paul’s Publications, 1986. 

8. Dunn, James D.G.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Romans 1-8. Dallas: Word 

Books, 1988. 

9. Dunn, James D.G.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Romans 9-16. Dallas: 

Word Books, 1988. 

10. Ehrman, Bart D. Peter, Paul, and Mary Magdalene: The 

Followers of Jesus in History and Lege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 Fr. Baptista, Marciano, S.J. HSSCOL Pauline Letters: St. Paul’s Early and 

Central Letters Course, Hong Kong: 2020. 

12. Fr. Byrne, Brendan, S.J. Reckoning with Romans: A Contemporary 

Reading of Paul’s Gospel. Wilmington: Michael Glazier, 1986. HSS
C Li

br
ar

y



神神神 134 期  

| 50 | 

13. Fr. Choy, W.M. HSSCOL BRS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Course, Hong 

Kong: 2017-18. 

14. Fr. Ng, Robert, S.J. HSSCOL Fundamental Moral Theology Lecturers. 

Hong Kong: 2017. 

15. Fr. Ng, Robert, S.J. Sermon on 29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dated 18 

October 2020. 

16. Fr. Ng, Robert, S.J. Sermon on the Epiphany dated 3 January 2021. 

17. Fr. Ng, Robert, S.J. Sermon on 2nd & 4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dated 

17 & 31 January 2021. 

18. Fr. Puhl, Louis J., S.J.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based on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Autograph. Chicago: Loyola Press, 1951. 

19. Fr. Rixon, Gordon, S.J. Sharing at Fountain of Love and Life “The Journey 

of Matteo Ricci”. https://youtu.be/InHeExlk60o. [accessed 27 March 

2021]. 

20. Fr. Scannone, Juan Carlos. “Pope Francis and the Theology of the 

People”. Theological Studies 77(1), (2016): 118-135. 

21. Fr. Tong, Stephen, S.J. Sermon on the 2nd Sunday of Lent dated 28 

February 2021. 

22. Gorman, J. Michael. Cruciformity: Paul’s Narrative Spirituality of the 

Cross.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B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23. Henry, Matthew. Psalms 63, Bible Study Tools. 

https://www.biblestudytools.com/commentaries/matthew-henry-

complete/psalms/63.html [accessed 15 August 2019]. 

24. Jenni, Ernst, and Claus Westermann. 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Mark E. Biddle,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7. 

25. Karban, Roger Vermalen. “Fundamental Option”.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vol.49 issue 24, (13/9/2013): 35.  

26.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 Vaticana, 2003. 

27. Nolland, John.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Luke 1-9:20’. Dallas: Word 

Books, 1989. HSS
C Li

br
ar

y



伯伯伯、保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 51 | 

28. Nolland, John.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Luke 9:21-18:34’. Dallas: 

Word Books, 1993. 

29. Nolland, John.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Luke 18:35-24:53’. Dallas: 

Word Books, 1993. 

30. Nuth, Joan M. “Karl Rahner Society / Moral Th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Catholic Theology Society of America, 51, (1996): 277-278. 

31. Polkinghorne, John C. “Kenotic Creation and Divine Action”. The Work 

of Love: Creation as Kenosis, ed. John Polkinghorne. Grand Rapids, 

London: SPCK, 2001. 

32. Pope Benedict XVI (Joseph Ratzinger). The Yes of Jesus Christ: Exercises 

in Faith, Hope, and Love. Translated by Robert Nowell. New York: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33. Pope Francis. Apostolic Exhortation Gaudete et Exsultate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on the Call to Holiness in Today’s World.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 March 2018.   

34. Pope Francis. Encyclical Letter “Fratelli Tutti”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on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3 October 2020. 

35. Pope Francis. Encyclical Letter “Lumen Fidei” of the Supreme Pontiff 

Francis to the 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 Consecrated Persons and the 

Lay Faithful on Fait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 June 2013. 

36. Pope Francis. General Audience St. Peter’s Square Wednesday, 21 May 

2014.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14. 

37. Pope John Paul II. Salvifici Doloris dated 11 February, 1984. Vatican: 

Lib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84. 

38. Pope John Paul II. Veritatis Splendor dated 6 August, 1993.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3. 

39. Pope Paul VI.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Gaudium Et Spes promulgated by His Holiness, Pope Paul VI on 

December 7, 1965.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65. 

40. Rausch, Thomas P. Faith, Hope, and Charity – Benedict XVI on the 

Theological Virtues. Mahwah, New Jersey: Paulist Press, 2015. HSS
C Li

br
ar

y



神神神 134 期  

| 52 | 

41. Rogerson, J. W., and Judith M. Lieu,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iblical Studi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2. Rosse, Gerard. The Cry of Jesus on the Cross: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Translated by Stephen Wentworth Arnd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7. 

43. Studium Biblicum O.F.M. and Confraternity of Christian Doctrine, Inc., 

The Old Testament. California: Bible Vision, 2013. 

44. Studium Biblicum O.F.M. and Confraternity of Christian Doctrine, Inc., 

The New Testament. San Francisco: The Archdiocese of San Francisco, 

2009.  

45. Taylor, Mark Lloyd. God is Love: A Study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6. 

46. Ward, Keith. “Cosmos and Kenosis”. The Work of Love: Creation as 

Kenosis, ed. John Polkinghorne. Grand Rapids, London: SPCK, 2001. 

47. Welker, Michael. “Romantic Love, Covenantal Love, Kenotic Love”. 

The Work of Love: Creation as Kenosis, ed. John Polkinghorne. Grand 

Rapids, London: SPCK, 2001. 

 

48. Xavier University Centre for Mission and Identity. “Prayers of Pedro 

Arrupe, S.J.: in the Hands of God”.  

https://www.xavier.edu/jesuitresource/resources-by-theme/pedro-arrupe. 

[accessed 29 March, 2021]. Excerpt from Hearts on Fire: Praying with 

Jesuits edited by Michael Harter, S.J. 

49. 于斌， <基本抉擇與倫理生活>，《神學論集》10期，1971。 

50. 白敏慈，<羅馬書>，《神思》第 106期，2015。 

51. 房志榮，《聖經與人生》。台北：聞道出版社，1971。 

52. 吳智勳，「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良心培育> 講座」。香港：香港天
主教教友總會，2020年 3月 1日。 

53. 吳智勳，「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你懂自由嗎> 講座」。香港：香港
天主教教友總會，2020年 4月 5日。 

54. 吳智勳，《基本倫理神學》。香港：思維出版社，2000。 

55. 吳智勳，<慈悲是天主的本質>，《神思》第 109期，2016。 HSS
C Li

br
ar

y



伯伯伯、保伯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 53 | 

56. 思高聖經學會編著 ，《聖經辭典》。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78。 

57. 亞洲真理電台，《基本抉擇：大罪小罪》，2019年 4月 25日。2020

年 8月 14日取自：https://www.tianzhu.org/curriculum/moral-theology/

第 40集-基本抉擇：大罪小罪》。 

58. 嘉理陵，<羅馬書中的信、望、愛>，《神思》第 106期，2015。 

59.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編著，《宗教的生命觀》。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HSS
C Li

br
ar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