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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2：1-50 

 耶穌在進入耶路撒冷之前，在伯大尼接受了馬利亞的款待，馬利亞以極珍貴的香膏

抹耶穌的腳，顯示出她對耶穌的愛，耶穌亦欣然接受，並喻意這香膏是為祂安葬之用。

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有很多人迎接祂，當中有因為拉撒路復活而跟隨耶穌的，亦

有第六章強迫耶穌作王的群眾，以及因耶穌所行的神蹟而相信的猶太人。他們喊叫著：

「和散那，以色列的王，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和散那是亞蘭文，意思是「現在

就拯救我們」。似乎，群眾對耶穌的渴望，是歡迎一位民族解放者，帶領以色列離開羅

馬政權的壓迫，而不是走上十字架的救主。 

 

 約翰特別記載有幾個希臘人想要見耶穌，這事甚具神學意義。耶穌的回應是「人子

得榮耀的時候到了」。耶穌之前常常說：「時候還未到」，現在「時候到了」。就是指耶

穌要完成天父差遣的最後一段路了。另外，耶穌之前宣告：「我是羊的門」時，曾說過

有另一些羊也是屬耶穌的，現在這些別的羊已來了，他們也要進入羊圈。「時候到了」

亦是指耶穌在十字架被舉起的一刻，祂的死成就了萬世的救恩，而這救恩就讓神的榮

耀被高舉，以至眾多人歸入耶穌的羊圈內。 

 

此外，耶穌更提出另一種生命的形態：「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性命的，就喪失性命；那恨惡自己在這世上

的性命的，要保全性命到永生」。惟有這種取死的生命，才能為別人帶來新的生命，也

惟有這種甘願犧牲的生命實踐，最後就能享有永生的福樂。耶穌在符類福音亦曾說過

類似的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的，要得著生命」。

生與死的弔詭性，在於是否願意為「他者」作出犧牲，而不是以個人作為出發點。 

 

雖然耶穌多番解釋，而猶太人又見過耶穌施行了很多的神蹟，但始終都不相信耶穌。

約翰認為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預言：「主使他們瞎了眼，使他們硬了心，免得他們

眼睛看見，他們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會醫治他們」。究竟是神使人硬了心，以致他

們的不信，如果是這樣，人就有藉口脫罪了，但神為何一開始就叫人硬了心呢 ? 這與

神的屬性不一致。抑或因為人越發的不信，以致促使神使他們硬了心呢 ? 如果是這樣，

人就要承擔自己不信的罪了。情況就如聖靈不斷提醒我們不要犯罪，但我們卻不斷消

滅聖靈的感動，久而久之，我們不單聽不到聖靈的提醒，而且心也變硬了，這不是聖

靈使我們的心硬，而是我們越發逃避聖靈的提醒，自然就心硬了。 

 

在耶路撒冷迎接耶穌的猶太人，對耶穌有錯誤的期望，他們想耶穌解放以色列的民

族，脫離羅馬政權的欺壓。然而，耶穌所賜予的救恩，比猶太人所期望的更珍貴，因

為猶太人所渴求的，只是地上政權的解放，而耶穌所賜的，卻是屬天永恆的釋放。今

天，我們會否犯上猶太人的錯誤，我們對耶穌的渴求，是否只是專注於地上物質的豐

盛及供應，而完全忽視了耶穌所賜予屬天的盼望呢 ? 耶穌所要求的，是一種為「他者」

而活的人生，我們如果是那一粒麥子，是否願意被神打破那保護自己的外殼，破碎自

己，重新被神陶造，過一個「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的人生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