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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架 之 道 

                                                 俞繼斌 

 

生活在今天的世界裡，十字架是一個非常普通，處處可見的記號。經

過了將近兩千年的流傳與沿襲，十字架已不再是一個令人厭惡鄙視的象

徵，而是一樣許多人喜歡佩戴或懸掛的裝飾品。十字架的記號雖然普遍被

接受，但不可否認的，十字架的深刻內涵卻嚴重被忽略了。反觀今日的教

會，十字架是不是信徒關注的中心？是不是教會講壇與教導的焦點？作為

基督教會的一員，我們所傳講的，是成功的神學？安定與繁榮的神學？還

是聖經所強調的十字架神學？ 

 

十字架的刑罰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章十八節裡說：『因為十字架的道裡，在那滅

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十字架原來是腓尼基

人與波斯人使用的刑罰，後來羅馬人採用，但採用時有個限制，就是只使

用在犯了搶劫與叛亂罪的奴隸與非羅馬公民身上。當時用來執行的十字架

有的是十字形，有的是 T 字形。受十字架刑罰的人，首先被重重鞭打，然

後再叫他背起十字架的橫條，步行到刑場。十字架的直桿始終豎立在刑場

上。等犯人抵達現場時，執行者就用繩或釘把犯人的雙手固定在橫條兩端，

然後再把犯人的腳用繩或釘固定在直桿的下端。最後才把固定好犯人的十

字架豎起，讓他懸掛在天地之間，任受風吹雨打，日曬夜寒。被釘的人會

口渴、飢餓、昏炫、抽筋、高燒；要忍受地心引力不斷拆裂他肉體的痛苦，

而且還要面對迫不及待的禿應在他頭上不斷盤旋的威脅。被釘的人，身上

一絲不掛。從十字架底下經過的人可以隨意辱罵他，甚至吐唾沫在他身上，

表示他是罪大惡極，全然背棄絕的人。被懸在十字架上的人，受的是劇烈

但又慢性的痛苦，通常他要經過數日折磨後才斷氣。十字架確實是世間最

殘忍的刑罰，這種刑罰直到第四世紀改信基督教的羅馬皇帝- 康士坦丁時

才被廢止。 

猶太人本身並沒有十字架的刑罰。根據舊約，他們處死極重罪犯的方

式是先用石頭打死他，然後把他的屍體掛在木頭上，不過懸掛的屍體必須

於日落之前取下埋葬（申二十一：21-23）。從這個角度來看，十字架是猶

太人難以克服的絆腳石，因為他們看它是一種極難接受的咒詛。有鑑於此，

要他們去接納被掛在木頭上的人做為他們切盼的彌賽亞，這是極其困難的

事情。 

對希臘人來講，他們主要的興趣是在理性的思辯。他們認為十字架的

道裡是一種不能再愚拙的自我虐待，這種行為除了荒謬之外，不具任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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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們思考甚至理會的價值。 

上帝的選擇 

為什麼上帝偏偏選擇這種最難令人接受的方式啟示自己？為什麼祂不

選用較體面，較容易的方法救贖罪人？使徒保羅的答覆是，基督『本有上

帝的形象，但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

這裡我們看出十架的道是十架的愛，而十架的愛是虛己，更是捨己的愛。

為了擔當罪人的羞辱與刑罰，道成肉身的主不惜走上最恥辱、最痛苦的十

字架，為我們的罪獻作挽回祭，成為我們『得救的根源』（來五：9）。 

其實，主在十字架上最難熬的還不是肉體的痛苦，而是為罪人承擔與

天父隔絕的悲痛。這位從亙古就常住天父的懷裡，在愛裡與天父合一的聖

子，要他親自經歷與祂的父隔絕的悲痛，這種悲痛是我們永遠無法測透的。

這種悲痛在主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離棄我』的時候，讓

我們能略略體會他深沈痛苦的極小部分。 

其次，主選擇了十字架，乃因為十架是上帝的公義與慈愛會合與成全

之處。主在十架上的犧牲，一方面滿足了聖潔公義的上帝對罪人的要求與

審判；另一方面，也彰顯祂赦罪的愛與恩典。在此我們看見上帝為我們預

備的，實在是我們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心靈為曾想到的。這就

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我在…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

的事，他們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滅，聰明人的聰明必然隱藏。』（賽二十九：

14） 

 

十字架的奧秘 

第三，十架的真理是矛盾的結合。它乃似非而是，而不是似是而非的

真理。基督的十架所揭露的不但是愚拙，也是智慧；不但是軟弱，也是能

力；不但是黑暗，也是光明；不但是醜惡，也是榮美；不單是卑下，也是

莊嚴崇高；不單是痛苦，也是喜樂：不單是羞辱，也是榮耀；不單是創傷，

也是醫治；不單是死亡，更是生命。正如保羅所說：『十字架的道裡在那滅

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林前一：18）。因此，

要明白十字架的奧秘，領略十字架的恩典就非靠信心不可。因為只有信心

才能在上帝的定罪中看見祂的赦罪；在祂的嚴厲中，看見祂的體貼；在祂

的烈怒中，看見祂的慈愛；在黑暗中看見光明，在絕望中看見盼望。『信是

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十一：1）。這樣的信心不是由人

來的，而是由上帝來的。這樣的信心不屬於人的智慧與成就，而屬於聖靈

的工作與結果。有罪的人若有這樣的信心，上帝就稱他為義。正如保羅所

說的，『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該得的。惟有不做工，只信稱罪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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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上帝，他的信就算為義。』（羅四：4-5） 

 

領受福音的道路 

第四，十架之道不單是福音，禮物，及恩典，它本身也是一條路就是

領受福音的人必須與釘十架的主同走的一條路。這是一條只能往前看，不

能向後看；只能前進，不能後退的窄路。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

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可八：34-35）故此，不逃避十

架，不以十架為恥，肯為主的名，主的福音付出自己，付出一切，十架將

成為我們的安慰、力量、喜樂、祝福、盼望，以及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為此，我們需要特別儆醒，叫我們不貪名、貪利、貪權、貪暫時的安

逸與虛浮的榮耀，以致自己背離了十架之道都不自覺，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成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腓三：18）。 

第五，保羅由於認識十字架的重要性，因此，他始終以十字架為他宣

講的中心。他說：『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

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別人可以以別的事物，別的成就自誇，但保羅『斷

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加六：14）他也看自己

是一個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他，而是基督在他裡面

活著，也是基督從他裡面活出來的人。這一切都是因為基督愛他，為他捨

己（加三：20）。 

最後，保羅在傳講十架之道的時候，他不用『高言大智』，亦不用『智

慧委婉的言語』。他所抱的不是自信自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心，而是

軟弱與戰兢的心。他傳福音不是因為他懦弱，缺乏信心，他恐懼戰兢乃因

顧慮自己所用的智慧與方法取代了聖靈的大能。他深信只要他的能力在他

的軟弱上更顯得完全，使他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重視十架之道 

上面我們只簡略勾畫出與十架之道相關的幾個層面。最後，也有一系

列實際的問題使我們不得不深思與面對的，那就是，十架之道與十架之路

與教會前景有什麼關連？十架之道對面臨未來變遷的教會具有什麼重要啟

示及戰略意義？重視傳講與教導十架之道的教會會為那個教會帶來怎樣的

影響？會使信徒在面對未來的衝擊與挑戰時採取怎樣的態度？相反的，只

強調安定與繁榮，只企圖藉人為的方法，去建立一個可以避免背負十架的

未來教會前景，這樣的心態會給教會帶來什麼嚴重的後果？ 

從另一方面看，教會為防止被焦慮恐懼癱瘓，被未來不實際的憧憬麻

痺，於是從現在開始就重視並切實教導信徒十架之道，這樣的準備乃是最

合乎聖經，也是面對外來巨變最紮實最穩妥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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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會不重視不強調十架的時候，她連風吹草動都害怕。她害怕失去

現在所享有的一切。她變得只怕不當怕的，不怕真正當怕的。但教會若認

識自己是時刻站在十架的應許與使命底下，時刻用十架之道彼此提醒，互

相砥礪，也時刻將自己及未來的安危交託在釘十字架又戰勝死亡的主手

中，這樣教會就不愁未來的風吹雨打，衝擊震撼。這樣的教會在未來的爭

戰中不但不逃避，不妥協，不後退，反而能夠在患難與試煉中靠主得力，

顯出她的根基不是建在沙土上，而是立在磐石上；她的工程不是容易被燒

毀的草木禾楷，而是經的起火煉的金銀寶石。 

十架之道不但是上帝託付給教會的寶藏與使命，它也是主在地上的教

會處於任何環境下賴以生存與成長的秘訣。 

傳說羅馬的尼羅王迫害基督徒的時期，使徒彼得在羅馬被逮捕。當他

沿著羅馬的鋪石路落慌逃奔下來時，他突然看見一個人站在路中攔截他。

彼得停下一看，發現是主耶穌。於是他問主說：『主啊，你去哪裡？』主回

答說：『我正要回羅馬，替你重釘十字架。』彼得聽了又羞愧又感動，最後

他毅然轉回羅馬為主殉道。 

十架是苦難的記號，但十架也是得榮耀必經之路。十架不但是我們生

命的目標，它也是我們得力的泉源與盼望的根基。主幫助我們重視十架，

時常定睛仰望為我們釘十字架又戰勝死亡的耶穌基督，讓我們在往後的日

子裡忠心傳揚，堅定不移的走在十架之道上，為主與主的福音打美好的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