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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講章】 

苦難與盼望 

（經文：可 8:27-37; 林後 1:3-7） 

作者：曾昌發 

前言 

在受難週，照福音書記載，簡述如下： 

星期二 --衝突,馬利亞膏耶穌,猶大計劃賣主； 

星期三 -- 安靜預備； 

星期四 --最後晚餐,客西馬尼園禱告,被捉,受審。 

 星期五—耶穌受難 

  耶穌受難前已經預告他的受難，就是在馬可 8:31 所說：「耶穌開始教導門徒說：『人子

必須遭受許多苦難，被長老、祭司長，和經學教師棄絕，被殺害，三天後將復活。』」馬可

8:32a 強調：「他把這些事說得清清楚楚。」 

 假如你是彼得，卻被老師責備說：「撒但，走開！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而是人的想

法。」(可 8:33)  請問，你的第一個反應是甚麼？驚訝，受傷。但問題的根源出在：彼得為

何勸阻耶穌去受苦？ 

本文 

一、彌賽亞的誤解—政治的彌賽亞或受苦的僕人？ 

彼得為何阻擋耶穌受苦？因為他心目中的彌賽亞是政治的彌賽亞，是強而有力的彌賽

亞，會推翻羅馬帝國的殖民統治，並恢復大衛王朝的光榮。作為耶穌的門徒當然會與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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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一起掌權，這也是為何約翰、雅各的母親會求耶穌讓他的兩個兒子當耶穌左臣右相，以

及耶穌的門徒會爭論誰為大的根本原因。 

耶穌強烈指責的是：彼得成功的、光榮的彌賽亞是對耶穌嚴重的誤解，不但阻礙耶穌要

完成的救贖大功，也會造成門徒間將來很嚴重的權力的衝突。但耶穌明言：彌賽亞是受苦的

僕人，要通過十字架，給世人帶來救恩。這是十字架的奧祕，學生卻不明白。十字架原是羅

馬帝國對被殖民者暴力的展現，是人間最恥辱與痛苦的刑具，祂要經歷了世上最劇烈的痛

苦，完成救苦救難的大功。所以，耶穌告訴門徒：「如果有人要跟從我，就得捨棄自己，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就是跟隨耶穌的腳蹤，承受苦難來跟隨他。彼得是在耶穌復活後才

真正明白彌賽亞的真義：以十架苦難到榮耀復活的主。這是彼得和門徒對彌賽亞理解的轉

變，其關鍵就是耶穌的復活。今天，我們也要從復活的基督才能更深明白從苦難到盼望的意

義和轉變。 

苦難雖是人間的現實，但上帝似乎「獨鍾」某些民族，某些人。人類歷史上遭受苦難最

深、最久的是猶太人；而台灣是天災不斷，人禍未停的國家。令人困惑的是這種「獨鍾」與

上帝的公義有矛盾；因此會吶喊：「我的上帝，你在那裏？」、「為什麼是我？」(Why me？)

正是無辜受苦難者對上帝的全能、慈愛和至善的質疑；但這種質疑，也是在苦難中仍相信上

帝的信仰表現。可惜上帝的回應經常是無盡的沉默，這確實是問題的所在。面對苦難，若沒

有正確的詮釋，就可能導致自虐或背叛；苦難若看不到盼望，受苦將失去意義。以色列民是

一個歷經苦難的民族，保羅也是飽嚐憂患的使徒；聖經做為信仰團體在歷史中掙扎與奮鬥的

見證，必然提供苦難的信仰詮釋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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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字架的神學 

至高全能的上帝成為卑微有限的人，這是東西方哲學都無法想像的事，而榮耀的上帝卻

願受十架的羞辱和苦難，是有限的人無法明白的上帝的逆理和奧秘。就我個人的理解是:這是

上帝認同人類苦難的愛的行動。而十字架，「…這信息在猶太人看來是侮辱，在外邦人看來是

荒唐。可是在蒙上帝選召的人眼中，…這信息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林

前 1:23-24)誠如馬丁路德所說：「在榮耀和尊榮中認識神是不足夠的，也對人沒有好處，除

非他在十字架的謙卑與羞辱中認識祂」。十字架原是羅馬帝國對被殖民者暴力的象徵，是人間

最恥辱與痛苦的刑具；而上帝的愛子耶穌在十字架上，祂經歷了世上最劇烈的痛苦，所以祂

能夠體諒我們在世上所經歷的苦難。 

三、認同與轉化 

林後 1:3-7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是慈愛的天父，也是一切安慰的

來源。在我們的各種患難中，他安慰我們，使我們能夠用他所賜給我們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

種患難的人。正像我們跟基督同受許多苦難，我們也藉著基督得到許多安慰。如果我們遭遇

苦難，那是為要使你們得到安慰，得到拯救；如果我們得了安慰，你們也同樣得到安慰，並

且得到力量來忍受我們所遭受的苦難。我們對你們的信心從不動搖；我們知道，你們分擔了

我們的苦難，也要分享我們所得到的安慰。 

2016 年農曆過年前發生台南大地震，116 人無辜死亡。當然在司法上要追究建商偷工

減料的責任；但我們不是一再追問：「上帝呀！為何讓一百多位無辜者受害？」而是以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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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去關懷。這是一種態度，也是深刻理解無辜的苦難是一個奧秘後的積極回應。就像約

伯，嚴酷的災難臨到正直無辜的他身上。約伯從抗辯到順服，這是艱辛的歷程，無辜的苦難

是難解的奧祕，無從追究，無法理解，若不叛逆，只有順服。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這是臺灣自二戰後傷亡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此次地震造成

2,415 人死亡，29 人失蹤，11,305 人受傷。當年，台南神學院正在校外舉行開學的師生退

修會，因為地震，9 月 21 日當晚，全院師生回到學校，駱維道院長馬上召開緊急會議，宣布

延後開學，全力投入救災工作。過程中，親眼目睹災區的慘狀、失去親人的傷痛、入夜後的

悲戚、及餘震中的驚惶；這一切都讓人心痛落淚。 

雖然大地被撕裂，許多人的心破碎；卻也看見裂縫中新生的幼苗，及愛的陪伴、關懷所

帶來的撫慰和醫治。看見災區牧者和信徒美好的典範、以及國際和台灣人的愛心。 

從 921 南神學生和老師的投入，不但經驗委身的力量--災區從廢墟中重建；也經歷南神

自身體質的改變－與人民的苦難和土地更緊密的連結，以行動來做道成肉身的神學－擁抱人

民苦難，讓有血有淚的神學內化成為神學人獻身的動力。 

神學家－潘霍華，他在二戰爆發後，毅然從美國協和神學院回到他的祖國－德國，他在

給他的恩師尼布爾的信中說：「此時，我若不與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擔苦難，我就沒資格參與戰

後德國的重建。」他擁抱自己祖國的苦難，十字架就成為他的榮耀。馬利亞擁抱耶穌的苦

難，獻出所有，她也擁抱千古的美名。 

每一次與受災者同甘苦；就經歷再生的力量。這就是認同所帶來轉化的力量。     

四、台灣實況中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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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們面對無辜的苦難的反思和神學： 

 1、不是我們做什麼？或是能做什麼？而是上帝邀請我們，去擁抱人民的苦難，參與人

民從苦難得釋放的奮鬥。我們先領受從神而來的安慰，也用這安慰去安慰遭遇苦難的人。 

2、以神最終克勝罪惡和死亡的信心來面對現今的威脅，而不讓絕望和無意義的苦難勝過

我們的信念。 

3、不把終末的盼望和褔樂私己化，而是關注人類苦難的共同層面，就如全球暖化已經使

南太平洋的部分島國面臨國土消失的威脅，以及全球超過十億的人民在飢餓邊緣…等事實；

我們要將個別的、區域的苦難結合在人類最終的團結裏，由憂患與共的奮鬥成為上帝國臨在

的喜樂同享。 

結論 

沒盼望的苦難會使苦難變得無意義，轉為更深傷害－自虐，和絕望。沒苦難的盼望會使

盼望空洞，虛假並與現實隔絕。唯有結合兩者，盼望才有生命深度的根基，苦難中真實經驗

上帝的安慰。 

Karl Barth 說:「全能的上帝之所以是全能的是因為祂能成為卑微的」；而上帝的慈悲是

與窮人同行，與受難者同哭，祂甚至愛人到一種程度，甘願為罪人而死。這就是我們相信、

依靠、祈求、跟隨的主。我們從祂得安慰，扶持，和豐富的恩典。做為耶穌的學生豈不是學

習耶穌的典範進入廣大苦難人民當中實踐信仰嗎？我們應該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

獄？」的悲願，與苦難中的人同哭是使受難者重新站起來的力量，與苦難中的人民同苦、同

行，參與人民重建的奮鬥，盼望就在這時產生，上帝醫治，創造的力量也在這當中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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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與我們一起受苦的信念，讓我們能發自心底的告白：「教會是上帝百姓的團契，

受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救恩，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閣釘跟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

過疼及受苦，來成為盼望的記號。」 

禱告 

歷史的主宰！ 

懇求您賜下足夠的力量和愛心， 

讓我們能陪伴受苦者一起流淚， 

聆聽他們悲傷的故事。 

大慈悲的上帝！ 

懇求您的憐憫臨到台灣大地和無辜的人民，讓傷痕痊癒。 

公義的上帝！ 

懇求你伸張正義， 

讓驕傲的政權終結， 

並擡舉謙卑的人。 

全能的主！ 

懇求您垂聽我們的呼求： 

做世界的主，台灣人的主；成為台灣人的母親。 

用您的聖手引導我們前面的路。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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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結束}*† 

 

 
†講章版權屬作者所有，請勿抄襲；祈盼使用者在閱讀中被激勵、得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