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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山中的真福訓言1 

冼嘉儀  

 

「耶穌一見羣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上他跟前來，

他遂開口教訓他們說」（瑪 5:1-2） 

瑪 5-7 章所載，耶穌公開傳道的第一篇訓言是在山上作出

的，一般稱之為「山中聖訓」。從列表一的結構大綱可見，耶穌

在頒佈命令之前，首先宣佈「真福八端」。 

 

列表一：真福的訓言結構大綱2 

4:23-5:2 導言 

5:3-12 真福八端 

5:13-16 門徒的使命：作地上的鹽、世界的光 

  

耶穌成全法律 

5:17-20  整體原則 

5:21-48  具體教導： 

 一． 關於殺人（5:21-26） 

二． 關於姦淫（5:27-32） 

三． 關於發誓（5:33-37） 

四． 賠償法（5:38-42） 

五． 愛仇人（5:43-48） 

  

                                                           
1  撮錄自即將出版的《四福音評釋之瑪竇福音評釋》，香港：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2  參考斐林豐神父課堂筆記。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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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成全 

6:1-18 對天主的「義」 

  整體原則（6:1） 

  具體教導： 

 一． 施捨（6:2-4） 

二． 祈禱（6:5-15） 

三． 禁食（6:16-18） 

6:19-24 對天主的專注： 

 A   比喻：兩個財寶（6:19-21） 

B   比喻：眼睛裏的雜物（6:22-23） 

A’  圖像：兩個主人（6:24） 

6:25-31 對天主的信賴 

6:32-34 小結：上天為王的義德之優先 

7:1-11 維繫團體生活的要訣 

  不可判斷人（7:1-5） 

  只可判斷「事」（7:6） 

  對天主全然的依賴（7:7-11） 

7:12-27 結語：「做」耶穌所教導的 

7:28-29 羣眾的反應 
 

由此可見，耶穌把門徒的職責置於天主的祝福的脈絡之下；

耶穌對門徒嚴厲的要求，預設了天主的仁慈和無條件的拯救。所

以，我們把這篇被譽為「天國的大憲章」的「山中聖訓」稱為

「真福的訓言」。 

「 天 國 」 是 什 麼 意 思 ？ 「 天 國 」 的 原 文

，直譯自希

伯來文，並不是指一個地

方，而是指「王權」或「統治」，具動態意思，表達舊約裏「上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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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為王」的思想（參閱出 15:18; 依 24:23; 52:7; 米 4:7; 索 3:15; 詠

10:16; 47[46]:9; 93[92]:1; 96[95]:10; 97[96]:1; 99[98]:1; 146[145]:10; 

智 3:8）。猶太人避諱直呼天主的名字（參閱加上 3:18-19,60; 加下

3:15,20），所以用 （天）來指「天主」。本評釋

將分別用「上天王國」和「上天為王」來分辨「天國」的靜態和

動態意思，但在引述聖經時，仍沿用思高譯本的「天國」。 

 

真福八端（瑪 5:3-12） 

第一端 3 神貧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第二端 4 哀慟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第三端 5 溫良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第四端 6 飢渴慕義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第五端 7 憐憫人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第六端 8 心裏潔淨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第七端 9 締造和平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

的子女 

第八端 10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

你們，你們是有福的 

 12 你們歡喜踴躍罷！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富

的，因為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曾這樣迫害過他

們 

 

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Coll

eg
e L

ibr
ar

y



耶穌山中的真福訓言 

 139  

原文瑪 5:3-11 每一節都以（有福的）

一詞開始，所以有學者認為瑪 5:3-12 應算為「九端真福」3。不

過，瑪 5:11-12 這兩節是發揮瑪 5:10（即第八端真福）關於受迫害

的思想，文體由上文（瑪 5:3-10）的詩歌體裁轉為散文，人稱也

轉變了，由上文的第三身轉為第二身，是為下文（瑪 5:13-16）

「門徒在世的角色」的申明作預備。所以，瑪 5:11-12 屬於第八端

真福，而非獨立的一端。 

第一端和第八端真福所列舉的祝福相同：「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首尾的呼應像兩個書檔，一前一後包裹着第二至第七端真

福。有學者4指出：正如一道光經過三菱鏡的折射化成七色彩虹的

光譜，同樣，第一和第八端真福所指出，上天為王帶來的真福，

將在其餘幾端真福的許諾裏，得到詳細而多姿多彩的描畫。換言

之，「要受安慰……要承受土地……要得飽飫……要受憐憫……

要看見天主……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瑪 5:4-9）是解釋「天國是

他們的」的具體意思。所以，「真福八端」其實是描繪上天為王

時的福樂。 

甚麼人能承受真福？有學者指出，真福八端是耶穌的一個完

美自畫像 5。耶穌自己就是個「溫良的人」（參閱瑪 11:29; 

21:5）、「哀慟的人」（參閱瑪 26:36-46），他「飢渴慕義」，並

「完成全義」（瑪 3:15; 參閱 27:19）；他是「憐憫人的人」（見

瑪 9:27; 15:22; 17:15; 20:30-31），也是「受迫害的人」，受盡辱罵

和毀謗（見瑪 26-27章）。透過他的教導、他的行實和他的死而復

活，耶穌這位智慧的導師和啟示者，完完全全地與他宣稱為有福

                                                           
3  參閱 Allison, 1987. 

4  Goppelt, Davies-Allison, 1988, p. 446 引述。 

5  John Meier, 1990, p. 285.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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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契合；在祝賀「有福的人」時，耶穌靈巧地描畫了自己的面

貌。耶穌這位「良善」的導師（參閱瑪 11:29）、「溫和的」宇宙

君王（參閱瑪 21:5），被釘十字架死後復活了的他，是唯一的一

個在世上生活過而完全享有「真福」的人。耶穌的門徒唯有依循

他的智慧之道和十字架的苦路，逐步仿效他，才能踏上真福的路

途。 

沒有人會喜歡哀慟或受迫害。耶穌的真福八端不是命令（叫

人追求哀慟或受壓迫），而是陳述，是對正身處困苦的人作出末

世的許諾。真福八端沒有解釋世間的邪惡或義人受苦的問題，卻

是從末世的角度審視現世的痛苦，從而給予鼓勵。真理就像上天

王國一樣隱蔽（參閱瑪 11:25; 13:33,44），要待末日，主耶穌親自

宣佈賞罰時，才揭曉結局（參閱瑪 25:31-46）。那些以信德的目

光預視真福八端所許諾的將來，並在生活中努力邁向這目標的

人，都能心懷願景與希望，當下的無助、甚至痛苦，都會變得有

意義。 

耶穌成全法律（瑪 5:17-48）  

瑪 5:21-28 所載，耶穌就猶太法律的幾個具體教導，傳

統上被籠統稱為「六大對照」（six antitheses）6。聽眾／讀

者或會以為耶穌的主張與舊約法律對立，因為耶穌多次重複

說：「你們一向聽過給古人說……我卻對你們說……」。不

過，「卻」字的原文是，意思比另一個同義詞 

温和。 表示「强烈的對立」，

甚至有「相反」的意思；則是「然而」，甚至是

                                                           
6  「六大對照」只討論五個議題（見結構大綱）。第一、二、四及五個議題都是關於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心的一個則牽涉天主，是最重要的一個。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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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的意思。換言之，耶穌並不是提出相反於法律，或

與法律對立的見解，而是指出「然而，我補充……」。這正

是耶穌事先所聲明：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除，

而是為成全。」（瑪 5:17） 

正因耶穌要維護舊約法律真正的意思，所以他要紏正

普遍被人接納了的，對梅瑟法律的誤解，甚至是曲解。話說

回來，雖然耶穌表明他的主張與梅瑟法律契合，他隨即補

充： 

「我告訴你們：除非你們的義德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

德，你們決進不了天國。」（瑪 5:20） 

經師和法利塞人認為，法律的每一個細節都珍貴。他

們致力在舊約法律之上添加口傳的傳統，原意並不是取代梅

瑟法律作生活的準繩，而是巨細無遺地列出指引，幫助人們

遵守法律的條文。可是，久而久之，他們本末倒置，適得其

反，見瑪 15:3-6及瑪 23章所載，耶穌對他們的譴責。 

在大眾的眼中，經師和法利塞人是法律堅定的守護

者，竭力維護法律作人們成聖的生活指南，因而廣受人民尊

崇。要「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德」，若按他們的遊戲規

則（即以守法律條文的數量來比賽）是不可能的。瑪 23 章

將列舉例證，展示經師和法利塞人對法律的解釋不足的地

方；而耶穌要從一個截然不同的層面來理解「義德」：以天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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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成全為標準：「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

父是成全的一樣。」（瑪 5:48）。 

基督徒的成全（瑪 6:1-7:11）  

記述耶穌對猶太法律的闡釋，使之「成全」，即達至圓滿的

正義之後；耶穌隨即列舉三個實例，說明如何真正「（履）行仁

義」：施捨、祈禱和禁食（瑪 6:2-18）。傳統以來，這三項都是

猶太人宗教敬禮的重心。 

篇幅所限，本文未能詳述瑪 6:1-7:11 所載的具體教導。但從

列表二可見，關於行仁義的三個課題的討論結構一致，只是在討

論「祈禱」時，耶穌加插了一段示範禱文（見瑪 6:9-15）。此

外，三個討論的用詞也以多次重複來表達平行的結構（見列表中

的粗體字），而「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了他們的賞報」

這一句，像副歌一樣，在每一個段落都出現。 

「做」耶穌所教導的（瑪 7:12-27）  

「所以，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

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瑪 7:12） 

以上這句「愛的金科玉律」被廣泛視為真福訓言的總結。不

過，耶穌在下文（瑪 7:13-27）繼續用了幾個圖像來刻劃「做」他

的教導的重要性。本評釋把瑪 7:12-27 整段界定為真福訓言的結

語，因為原文有一個關鍵詞（「做」）把整段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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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思高譯本按文意用了不同字詞來翻譯，更能配合本段各部

分的主題，結構如下： 

   關鍵詞 

 

A 7:12 門徒要「做」耶穌所教導的 「做」 

B  7:13-14 圖像：窄門與寬門，大路

與狹路 

—— 

C 7:15-20 圖像：好樹與壞樹 「結」果實 

B' 7:21-23 圖像：說「主啊！主

啊！」的人 

「承行」、「行過」 

A' 7:24-27 圖像：磐石與沙土 「實行」 

 

A（瑪 7:12）與 A'（瑪 7:24-27）  

耶穌強調門徒不止要「聽」他的教導，更要「做」。在 A' 部

分，耶穌以建屋的比喻來闡明這道理。以「磐石」抑或以「沙

土」作房屋的基礎，象徵在生活中「做」抑或「不做」耶穌的教

導，後果當然是天淵之別。 

B（瑪 7:13-14）與 B'（瑪 7:21-23）  

這詞在 B 段沒有出現，但是，「窄門和狹路」

與「寬門和大路」的圖像，分別象徵「做」與「不做」耶穌的教

訓。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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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 部分，那些只是口裏說「主啊！主啊！」的人，就是走

寬門大路的人。瑪 7:21 的「承行」與瑪 7:22 的「行過」原文是同

一個動詞（）。不過，耶穌在此辨別兩種行為：「承

行」指真正實踐天父的旨意；「行過」卻是表面上做了天主的要

求或耶穌的委託，但實際只是企圖藉耶穌的聖名來確立自己的權

威。他們以為可以無法無天，不需依照耶穌的教導行事，因為，

這些人連自己也欺騙了。新約中不乏這樣的人，例如猶達斯，他

做了宗徒的工作，內心卻是邪惡的（參閱若 12:6）；阿納尼雅和

撒斐辣的確賣了土地，卻私下扣留一部分賣地的錢，以為可以

「欺騙聖神」（見宗 5:1-11）。 

C（瑪 7:15-20）  

本段的中心是 C部分。耶穌在瑪 7:15 提醒門徒要提防「假先

知」。耶穌所譴責的「假先知」矛頭直指被他稱為「假善人」的

法利塞人，因為，下文（瑪 16 章）記載耶穌提醒門徒「應當謹慎

防備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酵母」（瑪 16:6），即防備他們的教

訓。所以，若要了解瑪 7:15-20，必須參考瑪 16 及 23 章。 

耶穌指出，法利塞人坐在梅瑟的講座（見瑪 23:1-2），所以

「凡他們對你們所說的，你們要行要守」（瑪 23:3）。但是，他

們有部分教訓也有問題，例如他們指出：若是指着聖所起的誓就

不用還（見瑪 23:16-22）。耶穌要強調：如果法利塞人教導人守

法律，就應該守；但是，若他們教導人尋找法律的罅隙而不守法

律，就不要跟從。同樣，他們有些行為是好的，例如「因（耶

穌）的名行過奇蹟」（見瑪 7:22），但也有些壞的行為，例如為

炫耀自己而行奇蹟（參閱瑪 24:24）。更糟的是，他們會以一些好

的行為來掩飾壞的行為，例如以祈禱來掩飾侵吞寡婦的家產（見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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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23:14）。至於如何分辨他們的教導該守抑或不該守，就要看他

們所「結」的果實（即他們的行為）。 

不過，耶穌不單是針對「假先知」，而是提醒所有以為可從

寬門進入上天王國的人（參閱瑪 7:13-14），即所有以宗教活動來

掩飾自己的邪惡的人7，他們比「假先知」更可憐：假先知是明知

而故意去欺騙別人，但以宗教活動來掩飾邪惡的人，不是在欺騙

別人，而是在欺騙自己。 

羣眾的反應（瑪 7:28-29）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羣眾都驚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

們，正像有權威的人，不像他們的經師。」（瑪 7:28-29） 

令羣眾驚訝的，並不單是耶穌的教訓的內容，而是他教訓的

權威。耶穌「不像他們的經師」，因為，猶太經師的權威是依靠

聖經（瑪 2:4-6）和他們承襲自師傅的傳統（見瑪 15:3）；耶穌卻

是以自己的權威來教訓人。耶穌在詮釋一般經師賴以確立權威的

聖經時，指出「我卻對你們說」；他作出勸喻時，表明是「我告

訴你們……」（見瑪 6:25,29）。耶穌這些講法，暗示了他神聖的

身份：他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教訓的權威，是建基於這個

獨特而超然的身份。 

                                                           
7  他們會祈禱（「說『主啊！主啊！』」，瑪 7:21），驅魔（參閱路 9:49-50 // 谷 9:38-

40）和行奇蹟（參閱宗 8:9-25）。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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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耶穌批評經師和法利塞人「只說不做」，耶穌卻在宣

講之後隨即行一連串奇蹟（見下文瑪 8-9章），以行動來實踐他的

教導。因此，耶穌的教導令人「驚奇」，也教人不斷再三細味。 

 

列表二：瑪 6:2-18 三個課題的一致性 

 

 

參閱 Davies-Allison, 1988, p.57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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