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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5：43～48                                        走向完全                                                        李昱宏傳道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是一段大家非常熟，從我們小時候在主日學或是在團契裡面就時常聽到的一段經文：就是主耶穌叫我們要愛我

們的仇敵。但是，這段經文常常帶給我們很大的困擾，也會讓我們覺得非常驚惶，因為這段經文要實際去做實在是很難很難，特別是在面

對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這些狀況的時候。 

       講到愛人，我們會想到什麼？我們會愛我們家裡的人，我們也會愛那些愛我們的人，因為這是我們的本性。若是要我們憐憫路邊的陌

生人，我們可能就會有一些考慮了喔！但是我相信，這對我們來說，雖然會有一些躊躇，但是應該也是沒有問題，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我

們會願意與有需要的人分享我們所有的。若是說到要愛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人，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囉！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本

性，若是可以選擇，我們絕對不會選擇去愛我們不喜歡的人。  

       但是現在主耶穌告訴我們的是要愛我們的仇敵，就是要我們去愛那個傷害我們的人，這是靠我們的本性完全做不到的。從這裡我們就

可以體會人到底有多軟弱。若是可以，我們一定會對主耶穌說，主啊，我不要，我看到那個人我就風火著，連原諒他都不可能，怎麼可能

去愛他，或是我們會對主說，這個標準太高了，能不能打個折，只要遵守三成就好？但是這是主耶穌自己說的，不能打折扣。 

        說到仇敵，我們想像一下，什麼人是我們的仇敵？在生活中我們所認為的仇敵，我們會聯想到什麼對象？是那個一直欺負咱的主管？

還是那個一直苦毒咱的頭家？是那個一直要挖坑給咱跳的同事？還是那個講話總是和我們不對盤的人？我們應該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

我們要思考的是，這些人真的能算是我們的仇敵嗎？以上所列舉的這些例子，大部分應該是讓我們感到討厭和生氣，還不能說是真正的仇

敵。那這樣來說，仇敵到底是什麼？其實簡單來說，仇敵就是我們無法原諒，無法和好，彼此中間的怒氣或是怨恨大到無法消除的對象，

也就是那個我們發自內心就不願意跟他和睦或是有和平關係的人。 

        這種強烈的怒氣與怨恨，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三年多前發生在台北市，那位四歲女童小燈泡無端被

殺害的事件，兇手在去年 7 月被高等法院判無期徒刑。當初這個事件被媒體報出來的時候，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感到無法接受、非常生氣。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情緒呢？約略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我們震驚與心痛，一個如此幼小生命無故受到殘忍的殺害，另一方面則是，

我們對如此沒有人性的兇手感覺厭惡與痛恨，以致於整個社會的言論就傾向，一定要讓兇手付出相同的代價，付出與他所犯下的惡行對等

的刑罰，親像一樣在三年前被槍決的鄭捷一樣。因為我們期待透過這樣的結果，來讓社會所受到的衝擊與傷害得到平復，也期待透過兇手

受到刑罰，來讓社會的正義得到顯露。 

        也因為台灣社會這樣的期待，以至於在後來當小燈泡的母親公開講出她願意原諒這個殺死她女兒的兇手的時候，讓整個社會完全無法

接受，她在那個時候也成為每個人所指責的對象。有些人就反過頭來指責這個母親說，妳豈不愛妳的女兒嗎？讓兇手判死刑，替妳的女兒

伸冤，豈不是妳做人母親的責任嗎？若是兇手不能受到最嚴厲地制裁，妳如何面對妳的女兒，如何面對妳的家人與這個社會？我相信，對

我們來說那個兇手一定是小燈泡媽媽的仇敵，而且若要講仇敵，可能我們在座大部分的人，沒有人能比小燈泡媽媽有更深的感受與體會。

在這裡，我們可以先問自己看看，若是我們，我們能原諒那個兇手嗎？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可能我們的選擇也會跟社會上大多數

人一樣，堅持讓他得到應有的制裁與懲罰。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選擇？因為對我們來說，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這是人類歷史幾千年來延續的原則，也是我們所認為公平

的方式。因為只有作惡的人都能受到刑罰，我們這些好人的生命與整個社會的安全才會受到保障。其實，在舊約聖經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

的原則，在摩西五經與先知書的傳統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原則很多的說明與具體的展現。所以當小燈泡媽媽做出這種與我們所期待或認

知的行為不一樣的選擇，衝擊到「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這個社會價值中的柱石的時候，就使許多人產生本性直接的反感，完全沒辦

法接受。 

        但是，主耶穌在第一世紀登山寶訓裡面的教導，卻完全顛覆了我們人類久長以來所遵行的準則，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覺得無法理

解，也真難遵行。我相信，主耶穌的這段教導，在一般社會大眾的心裡，一定也會有著相同的感受。 

        今天的經文是主耶穌登山寶訓教導的一個部分，其中對八福的描述是我們最熟悉的部分。但這段經文也是引起最多討論與爭議的經

文，因為這樣的教導實在太違反人性，憑什麼我右臉被打了，連左臉也要給人打？憑什麼別人搶奪我的東西，我不但不能反抗還要多給

他？憑什麼我不應該報復那惡意對待我的？憑什麼壞人不應該付出他行為所應得的代價？ 

        現在我們覺得奇怪的教導，在主耶穌宣講的時代，那些猶太人聽了也同樣感到詫異與難以理解。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提到仇敵的他

們會想起誰？當他們聽到主耶穌提到那打我、搶奪我財物、又逼迫我做苦工的人時，大部分的猶太人所想到的一定是羅馬帝國。 

        當時的羅馬人統治著猶太人，他們不但曾經毀滅猶太人的國家，他們的將軍龐貝甚至還策馬進入聖殿，甚至走進那不准大祭司以外的

人進入的至聖所，這對猶太人來說是何等大的污辱。而且在羅馬人的統治之下，羅馬人隨意的課稅與使用人力，欺負與苦待猶太人的事情

常常發生。以至於當時猶太人中有一個叫做奮銳黨的激進團體，耶穌的門徒中也有一個是屬於奮銳黨的黨徒。他們一生的志向就是殺羅馬

人，那怕一個也好！他們的信念就是：「上帝是主，羅馬人去死！」我們想想看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中，他們能聽得下耶穌的話嗎？豈說耶

穌要他們一輩子做羅馬人的奴隸，不可以起身反抗暴政嗎？ 

        就是因爲耶穌的教導是如此的特別，以至於有人會問說難道上帝不在乎公平與正義嗎？難道不在乎我們社會的價值嗎？但是當我們翻

開聖經，看看上帝是怎樣啟示自己的旨意的時，詩篇 7:11 是這樣說的：神是公義的審判者，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詩篇 96:13 也告

訴我們：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他的信實審判萬民。上帝自己啟示祂是一位要求公義的主，的確要審判邪惡的上帝，不以有罪做無罪！ 

        但是，在這裡我們要問一件事情，上帝是怎樣實現祂的公義？ 

        講到這裡我們稍微停一下，來談一則與教會有關係的故事。在主後 68 年的時候，那時候羅馬的皇帝尼祿想要重建羅馬城，想要在城

中蓋一個真美的皇宮，但是羅馬城都已經蓋滿了房屋，沒有空地給他蓋，那怎辦？所以他就學我們現在的做法，開始都更，但是呢，我們

的都更是要政府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地去買土地，講房屋的價值。尼祿的做法就簡單多了，直接放把火把羅馬城燒掉就行了，房屋燒光了不

就有空地可以蓋了？在他乾脆的做法之下，羅馬城幾乎付之一炬。 

        當然他這樣做，民眾絕對氣到不行，衝到皇宮要討一個公道，看到民怨沸騰的民眾，尼祿王慌了，總不能對民眾說我要建宮殿需要

地，只好把你們的房屋都燒了吧？於是他看向在城內他不太喜歡又難以理解的基督徒，然後對民眾大喊，就是他們，就是他們陰謀要毀掉

羅馬帝國，所以放火燒了你們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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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講下去不得了了，民眾的怒火全指向基督徒，教會被燒、信徒被抓去釘十字架，甚至丟到競技場餵獅子。在這樣全面且前所未有的

壓迫當中，相傳那時候羅馬教會看情況危急，強要當時在羅馬的彼得趕快出城避難，結果被送出城的彼得走到半路，卻看到耶穌迎面走

來，彼得急忙上前問說：「主阿！你要去哪裡？」結果主耶穌回答彼得說：「我要回去羅馬城，讓他們再釘一次十字架！」 

        到今天羅馬城外還留有一間禮拜堂，名字就取做「主阿！你要去哪裡？」這雖然是一個天主教流傳的故事，不一定是事實，但其中卻

有很重要的真理。面對羅馬皇帝這麼殘暴地迫害基督徒，殺害信徒生命的時候，主耶穌不是像在啟示錄中所說的要審判羅馬帝國，也不是

要如同在創世記中上帝對待所多瑪和蛾摩拉一樣，降天火下來燒滅羅馬城，而是再一次地被釘十字架，親像耶穌自己拿走本來應該要釘在

我們身上的十字架，替我們成為贖罪祭，成就上帝救贖的恩典。所以主耶穌要拯救的，不只是我們這些倚靠祂的基督徒，包含迫害祂所愛

門徒的羅馬人，主耶穌一樣施行拯救。 

        如同羅馬書五章 8 節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上帝厭惡罪，也的確要審判罪，但

上帝在厭惡罪的同時，卻也深愛著犯下罪的人類。因此上帝審判罪惡在自己身上，在耶穌身上，藉由耶穌承擔我們眾人的罪惡而使得公義

得以彰顯，同時也將救恩的慈悲留給人類，這是我們信仰中最奧秘、最奇妙的所在。 

        這樣的拯救不單單只是不計較我們的罪孽，以及過去所犯下的過犯、錯誤，而是要從根本改變做出邪惡行為的人，讓他們得以重生，

領受從耶穌基督而來的全新生命，改變人類無法脫離犯罪的軟弱人性。也因此從司提反開始，包括彼得、保羅，無數的眾聖徒不畏懼刀劍

與死亡的威脅，一個又一個走向殉道的道路上。甚至保羅自己在羅馬書八章說，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

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我們的信仰前輩們因著基督的緣故，甘願放棄生命，為不義與邪惡的人見證基督的生命。因為這樣，羅馬人開始驚惶、失膽，他們

無法明白自己明明是這麼大的帝國，為什麼無法贏過這麼微小的教會。最終羅馬人只有俯伏降伏在耶穌基督面前，歸向上帝。 

        今天我們因為社會上所發生的邪惡事情來憤怒、來批評，讓做這些邪惡事情的人得到應該得到的刑罰與制裁，讓他為所犯罪付出代

價，這些其實都是對的，其實也合於聖經的教導。但是，當我們做完這一切的事情之後，我們不可忘記聖經中主耶穌所給我們最重要的教

導，就是在馬太福音 5:44 主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所以雖然這個人傷害過我們，做了我們

無法原諒的惡，我們依然要愛這個人，一樣要在乎他的靈魂，在乎他是否能夠得救。而且主耶穌也告訴我們，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

就可以做上帝的兒子。 

        在怨恨他的同時還要愛他，在唾棄他的同時還要致意他，在拒絕他的行為時還要注意他是不是有得到救。因為上帝的緣故，我們是否

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放棄我們自己的堅持，獨獨為了讓別人得到救恩，我們是否願意將來在上帝國中的時候，這人與我們做伙享

受上帝的恩典，同樣在上帝的國中有份嗎？因為上帝的心意就是如此，祂是那不願意人失落的上帝，祂是那會撇下九十九隻羊去尋找迷失

的一隻羊的上帝。 

        在這裡我們還需要注意一件事，愛我們的仇敵，代表我們放下我們自己的主權，因為我們選擇以耶穌自己選擇的方式來回應別人對

我們的惡。而且，我們也只能這樣選擇，因為我們若有其他的選擇，就代表耶穌基督不是我們的主。所以我們必須要意識到，這段經文的

另一個意涵即在表達不可搶奪上帝審判的主權，因為我們的責任僅在於向每個人傳達上帝真實的愛，這個愛要如何傳達？正是透過反映上

帝包容一切的愛所顯明出來的。 

        最後，我們要來思考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後一節，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這就是今天所讀經文的中心，絕對是

整本聖經對我們最大的挑戰之一，也是在我們信仰裡面最困難的實踐。耶穌說，面對這些困難的對象，我們需要純全，像天父一樣。很多

人都會說，我們不可能純全，因為我們都是罪人，但是，耶穌這樣說的時候，也自己做給我們看，所以我們該去問的事情是，天父的完全

是什麼？45 節告訴我們，天父是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愛不分次序，不分行為，給好人也給歹人，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這就是天父的完全。 

        所以主耶穌對我們的要求就是，我們愛人不應該有任何的前提，不管他們是好是壞，我們能做的就只有去愛他們，用行動讓他們感

受耶穌基督無限的愛是確實存在的，用這樣來見證上帝的國已經到，他們若願意，未來他們也要和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個愛、公義、和平的

國度裡面。 

        耶穌這些教導我們會覺得很困難嗎？當然很困難，但是今天我們既然是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也願意學習遵守主耶穌的教訓，讓耶

穌基督的樣式成為我們生命的人，我們就無法推辭，應該如此來行，讓不完全的自己走在進入天父完全的旨意裡面，走在學習完全的道路

上。這條路我們可能這一生都走不完，但因著我們從上帝那裡所領受的恩典與旨意，我們就當繼續走下去，向著標竿直跑。願我們都能純

全，親像我們的天父的純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