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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太五：38-48 

今天要繼續分享耶穌所說「天國百姓的義超過文士與法利賽人的義」的六個對

比中的最後兩個對比，這也是登山寶訓裡最讓人反感、最難以下嚥、最容易落入律

法主義深淵的經文。我們從三個角度來思考。 

一、這個教導的確切含意是什麼（What）―不                     與主動的愛 

太五：38-39「38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39 只是我告訴

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當初這個律法是要禁止人私自執行報復以免釀成可怕的家族仇殺、甚至是種

族間的戰爭，目的是界定司法標準和抑制報復行為，但在耶穌的時代卻變成了個

人報復行動的合法理由。因此耶穌用了四個誇飾對比的例子，來強調「不報復和

主動的愛」的原則。這些不是詳盡絕對的規則，而是闡明原則的例子；討論的是

個人受到傷害或壓迫，而不是指著制度性或社會性的罪惡。因此不能律法主義式

的字面遵守，也不能作為絕對和平主義的辯護。耶穌不是要我們不負責任地助長

罪惡，而是要我們克制自己、拒絕報復，並且進一步去愛我們的仇敵、為那逼迫

我們的禱告。 

二、耶穌為什麼做出這樣的教導（Why）―天國的                      。 

羅十二：17, 21「 17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21 你不可為

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柔道是一種利用攻擊者的力量來反制對方的武術。與其企圖和對方勢均力

敵，柔道教導我們如何赤手空拳以智慧戰勝帶著武器的敵人。在人類次序裡，

「以牙還牙」是合理的處世方式，天國則是以德報怨、以善報惡。 

如果我們照耶穌所說的把左臉也轉過來，對方會嚇一跳。因為他們預期我們

會抵抗，發怒、試著報復，然後他們就可以此作為他們繼續做惡的藉口。但現在

看到我們把左臉也轉過來，就會逼使他們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他們自己的行

動所發出的力量就會使他們站不住腳，迫使他們質疑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

們會感受到他們玩的不是他們以為的遊戲，他們並沒有掌控情況。當我們這樣行

動時，往往會看到人與人的來往整個起了變化。就如金恩博士所說：「以愛去化

解恨，然後我們就可同時贏得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欺壓者。我們的勝利將是雙重

的勝利。」 

世界的標準是以損傷報損傷，以恩惠報恩惠；天國的生活方式則是以神的愛

為基礎，不但拒絕報復，更要以善勝惡。耶穌不是教導我們被動地成為暴力的受

害者，而是教導我們在天國中有比報復更好的方法。 



三、我們如何能夠活出這樣的教導（How）―有其             必有其              。 

太五：48「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彼後一：4「他已

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

的性情有分。」 

耶穌這裡是在教導天國百姓，耶穌之所以期待我們擁有像神一樣 Agape 無條

件的愛，是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有神的 DNA。就如同耶穌在十字架上展現了天

父無條件的愛與憐憫，基督徒也同樣可以擁有這樣的生命。因為耶穌在十字架上

被神看作罪人、被神視為仇敵、被神懲治、被神離棄，所以我們永遠不會被神離

棄，被神懲治，所以我們不再是罪人、不再是神的仇敵，反而成為了神的兒女，

進入了天國。因我們領受了這樣的愛與恩典，使我們也願意用愛和恩典對待仇視

我們的人。 

因為我們深知自己是誰（神兒女），自己身在何處（天國裡），所以當我們

受到傷害，世界就不會好像只剩下傷害這件事。我們確認自己在天國裡的身分以

及體認自己穩固且安全地在天國中，使我們不需要倚賴任何肯定，不需要證明自

己的價值，也使我們有能力忍受羞辱和剝奪。當我們看傷害我們的人，我們看見

的不僅是個強橫、加害我們的人，同時也看到他的人性、他的侷限，看到他也是

一個需要幫助的鄰舍，然後我們也能夠發出以下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

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代禱其實是練習天國柔道最好的方式之一。若常常浸泡在耶穌基督的福音

裡、常常體會上帝對我們無條件的愛，並且不住為我們的仇敵禱告祝福，我們的

生命會一步步改變、愈來愈像我們的天父，以至人會從我們身上看見上帝的榮

美，因為「有其父必有其子，Like father, like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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