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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受撒旦的试探，并有天使服侍他——玛丽亚忠仆会会士唐安德神父的圣经讲道

谷1,12-15 

那时候，圣神立即催耶稣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与野

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

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来到加里肋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

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罢！”。

在耶稣接受洗礼之后，作为他对忠实于天父的爱和圣神的许诺的回应，也就是他同样的爱的能力，

马尔谷作者在他福音的第一章写道：“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这个催促就是一项“追捕”。

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耶稣对天父爱的不可抗拒的回应就是爱人类来解放人类。

为此，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旷野援引了出埃及记、解放的主题。现在不存在从法老的奴役

下解放，从被监禁的土地上获得自由，但是，现在人类需要从比一个监狱更残酷，更可怕，以天

主的名义征收的监狱里解放出来。它就是取代了天主的宗教机构，这个机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力，他们提出了一个天主的形象，但这个形象绝不是耶稣的父的形象。

于是，耶稣由天主派遣为了从宗教机构的手中解放人类，所以父是照顾这个羊群的唯一牧羊人。

因此，圣神催他到旷野里，“在旷野里，他停留了四十天之久”。在福音里，在圣经里的数字，

始终是以象征性的神学方式来解释；四十代表了一代人。

在这里，福音作者不是在报道一个事实，而是作为一项深刻的真理来报道的。四十表示耶稣的生

命。因此，耶稣整个的一生都生活在这个方式里：由不可抗拒的解放人类的催动，带他进入到旷

野里。“四十天”意味着他整个的一生。但是却是“受撒旦的试探”。

动词“试探”在福音里，总是出现同法利塞人的关系里。  那些虔诚的人，那些自以为离天主最近

的人，为了实践他们的宗教习俗，福音作者谴责他们，事实上是撒旦的工具，是魔鬼的工具。他

们那些试探耶稣的人，在福音里多次出现的那些法利塞人就是试探者的角色。这里是受撒旦的试

探。撒旦在这部福音里是权力的形象。然而，天主是爱，他致力于服务人类，撒旦却是主宰人类

的权力。

1



撒旦，在这部福音里，毫无犹豫的被定格在伯多禄的身上，他是唯一一个耶稣对他说：“走开，

撒旦”的人，因为伯多禄想要阻止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上升，在那里耶稣将要被击败。伯多禄想要

跟随一个胜利的默西亚，一个成功的默西亚，他不能容忍耶稣被杀害。

所以，撒旦代表了阻碍天主解放全人类行动的权力。“他同野兽呆在一起”，在达尼尔先知书里，

野兽是权力的象征，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绝对权力。因此，福音作者介绍耶稣处于两面夹攻的局

面：一方面，在内部层面有撒旦的试探诱惑，也就是对他的规劝。纵观耶稣的一生，他领受了权

力的试探。不只是来自外部的力量，而且也来自他自己的门徒们。

另外一方面，同野兽呆在一起，表示来自外部的威胁，那些使用暴力使耶稣屈服的人。但是“天

使”，“天使”一词的意思是“被派遣者，使者”，因此，他们是耶稣的合作者，“前来服侍

他”。动词“服侍”是服务，从这一个词演变来了执事一词，这个词的意思表示不是为了义务的

服务，而是由于爱，行使的自由的、自愿的服务。

他们就是那些支持耶稣，同耶稣的行动合作的人。接着，福音作者又给我们呈现出了权力和天主

使者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已经给我们提前预料到了耶稣的生命如何结束。“若翰被监禁以后”，

那么每次权力认为他压制了一个声音时，天主便会复苏一个更强大的声音。“耶稣来到加里肋亚，

宣讲天主的福音”。

天主的福音就是他的爱是为了全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感觉到被天主的爱排除在外，无

论他的品行如何，他的行为如何。“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天主的国是耶稣来

临带来的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社会。

虽然社会被建立在三个被诅咒的动词上，占有，上升和支配，引起人类的仇恨、竞争和敌对，耶

稣来临了他提出了天主的国，一个不是占有，而是分享喜悦的社会，一个不是渴望向上爬，而是

自由降下的社会，一个不是支配而是相互服务的社会。这就是天主的国。

为了实现这个国度，需要我们悔改。出于这个原因，耶稣用命令的方式说道：“你们悔改吧”，

他要求一个绝对将他人的福祉作为指导生活的价值观的改变。这就是耶稣一再要求的悔改：将人

类的福祉作为唯一绝对的价值，也就是指导自己的生活完全为他人福祉的价值观。

很显然，以他人的福祉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导，不是为自己积累财富，而是同他人分享财富，不是

主宰支配他人的生活，而是努力服务他人，帮助他人。“你们信从福音罢”，也就是支持、赞同

这一好消息。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这个天主的国度不是从高处降下来，而是天主需要人的合作。

如果有这一点，就要允许天主管理人——这就是天主国的意思。天主不是通过颁布人类必须遵守

的法律来管理人类，而是将他的圣神，将与他一样的爱的能力通传给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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