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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愛 

 

僕人之愛 

基督徒的標記是甚麼?是一條貼在車後面的魚嗎?(編註:耶穌魚是基督教的一個代表

符號,由希臘文五個詞彙的字首組成——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救世主,此為基督徒躲避

羅馬帝國宗教迫害而使用的暗號)還是帶在頸上的十字架項鍊?或是正確的神學?  

我們多麼容易在錯誤的地方尋找真實的記號!耶穌明白地告訴我們一個基督徒與眾

不同的標記,祂高舉其中一項特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

門徒了。」(約十三 35) 但這種愛看起來像甚麼呢? 

耶穌在祂的門徒腦海裏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鮮明畫面,表達彼此相愛的意義。祂藉

由洗門徒的腳,示範一種僕人之愛。約翰十三章引出一個從十三至十七章的小樓上的最後

晚餐談話。耶穌讓我們看見祂的價值觀建立在祂與父神的關係上,所以祂能扮演一個卑微

的角色:「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

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乾。」(約十三 4-5) 門徒中沒有一人有如此的謙卑與勇氣扮演家中

奴僕的角色。路加福音告訴我們,他們在彼此爭論誰為最大的情況中,開始這頓晚餐。根據

猶太人的文化,洗腳這種卑賤的事,連身為猶太人的奴僕都不會去做,只有外邦人的奴僕或

是婦人與小孩才會去做。 

耶穌解釋洗腳的意義:祂指出其象徵的深層涵意,以及示範謙卑的重要性。洗腳成為

十字架的預告 耶穌藉著擔任這個卑微的角色,引出祂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洗腳預告這可怕

的受死所表達的自我降卑,耶穌的話引起彼得的注意力:「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

了。」(約十三 8) 祂強調必須要如此做,骯髒的腳代表需要十架更深的潔淨,洗禮的畫面

與十架的畫面融為一體。我們的罪在浸禮中被洗去,只因基督灑出的寶血是神早已預備用

來潔淨我們罪的方法。彼得的個性始終如一,他的抗拒和衝動顯露出缺乏洞見,彼得對耶穌

說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約十三 9)耶穌這樣回應彼得:「彼得,洗你的身

體不是重點。我乃是針對洗淨你的罪,惟有我能如此行。」 

耶穌是僕人之愛的示範者 當耶穌在每一位門徒,包括猶大跟前跪下後,祂重回到桌

邊,開始肩負一位教師的職責。祂問門徒一個問題,自己卻回答了「你們稱呼我『夫子」,

稱呼我『主』,你們說得不錯,我本來是。我是你們的主,是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

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約十三 12-

15)  

如此的僕人之愛,究竟是甚麼樣子呢?露藤(Mary Rutan)提及曾經遇見-立這樣的僕

人:她在阿拉斯加的教會,接待一批由不同教會輪流安排住在不同教區家庭中的宣教士。在

這批客人抵達前,流行感冒先臨到那個地方,瑪莉全家都生病了,他們還來不及為客人安排

另外的住宿,就聽到有人敲門。瑪莉的丈夫是唯一能夠勉強去開門的人,他解釋當時的情

況,並建議那位宣教士最好到別處找住宿,那人的臉上顯出關注之情,但不是為他自己但不

是為他自己的狀況。他並沒有離開,反倒大步地跨進去,「噢,不!你們需要我!」出乎他們

的意料之外,客人放下行李,脫去外套,捲起袖子開始洗所有的碗盤。瑪莉說,她曾聽過許多

有關僕人服事的講道,但沒有一篇比這幾個字:「噢,不!你們需要我!」更來得有說服力。

那人的眼目總是注意他可幫上忙的地方。僕人不是等著被要求幫忙,而是主動地、不停地

尋找沒人注意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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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的心專注在別人的需要,而不在自己的需要。有一個故事描繪這個要點:「有兩

個兄弟共同擁有一塊地和一個磨坊。每一晚,他們平均分配當天磨好的麥子。其中一個人

是單身,另一人有妻子和一個大家庭。單身的那位想著: 「我們如此平分麥子是不公平

的。我只有一個人要吃飽,但我的兄弟有孩子們要養。』所以每一晚他都悄悄把一些麥子

拿去他兄弟的糧倉,確定兄弟有夠用的食物。但有家室的那位卻這樣想:「我們如此平分麥

子是不公平的,因為我老的時候有孩子可以養我,但我的兄弟無人可照顧他。他年老的時候

怎麼辦呢?』所以,每一晚他都偷偷地把一些麥子拿去兄弟的糧倉。結果,兩人都發現他們

的麥子總是在每一天早晨神奇地加增。」這個故事說明兩弟兄願意看到對方的需要,也在

彼此的服事中補足自己的需要。特別是在婚姻裏,我看到只專注在自己需要的危險性,沉溺

在自憐的想法中是很容易的事:「我沒有得到自己的需要,我投入這婚姻比她更多。」如此

的想法是條死路,因為我們歪曲真相,讓自己看起來比實際上要偉大得多。 

服事要求自我犧牲,僕人的心態是對自己死去。成為僕人有違我們的本性，那是需

要個人被釘十字架,成為僕人是自我膨脹的反面。那些門徒沒有僕人的心態,因為他們忙於

專注在自己的事上,他們一直想要如何爭取天國的地位。我們的社會最看重的是外表看起

來和感覺起來都很好。我們對犧牲和自我否定等字產生過敏性反應.對人而言,很難解釋為

甚麼對別人真摯的愛慕,會帶著被傷害、失去或是需要犧牲的危險性。 

根據聖經的角度,任何值得被稱為僕人之行徑的事情,都需要服事之人付上一些犧

牲。這表示做沒人感謝的工作、聚會後打掃場地、在收容所幫忙、為了一些需要而打斷原

本的計劃、讓舒適的生活步調被攪擾、改變生活的形態好給予別人更多資源、減少給自己

的、不需要因好行為而受到別人的注意。換句話說,僕人不顧自己的事,而是顧別人的事。 

耶穌以洗腳為背景引出祂的重點:「我賜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彼此相愛。」(約十三 34) 祂繼續說出令人大吃一驚的話: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35節)然後,猶如耶穌

當時轉身離開門徒,對著世界不信之人所組成的想像觀眾宣講。耶穌對還不是祂的跟隨者

說:「我給你權柄來判斷,藉著觀察他們彼此之間的愛,來決定他們是否是我的門徒。」假

若這個不信的世界對我們說:「為甚麼我要根據你們之間如何彼此對待,而相信你們的神

呢?」我們要明白,耶穌已經給予世界這個權力。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挑戰教會:「假如你們要我相信你們的救贖者,起碼你們看起來要像個被救贖的人。」我們

在世界面前是一台戯，要顯出我們是否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來。 

 

默想、分享問題： 

1. 假如耶穌洗你的腳,你覺得自己會有甚麼反應?  

2. 洗腳這件事,如何預告十字架?  

3. 你在哪一方面需要神的恩典,以至能在僕人之愛上成長? 

 

背誦經文： 

(約 13:34-35)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

怎樣相愛。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