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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長、長老及文士為了取得羅馬人的協助來處死耶穌，就將耶穌帶到巡撫彼拉多面前進

行審訊。耶穌經過三次的審訊，在彼拉多面前，一次是私人的，一次是公開的，另一次由希律

作出審訊。耶穌被指控三項罪名，第一、煽惑國民，第二、不納稅給凱撒，第三、自稱是基督

、猶太人的王。第一項指控是宗教性的，刑罰亦不致於要死，第二項指控是捏造的，第三項指

控的罪，在表面上是真實的，但耶穌不是一個革命份子，因此亦屬於宗教上的指控。因此，在

第一次的私訊中，彼拉多找不到要致耶穌死罪的理由。 

 

     彼拉多雖找不到任何的罪證，卻不想得罪祭司長，知道耶穌從加利利而來，就將耶穌轉給

猶太人的政治領袖希律處理，他既可以自保，又可以推卸責任。希律亦想見耶穌，因為聽過祂

的名聲，想耶穌顯個神蹟給他看。不過耶穌一言不發，希律就藐視耶穌，與士兵戲弄耶穌後就

送回給彼拉多。 

 

      彼拉多最後公開審訊耶穌，他想責打耶穌後將祂釋放，不過眾人都要釘死耶穌，要求彼拉

多釋放另一個犯人巴拉巴，將耶穌釘死。彼拉多雖然問了眾人三次，並想將耶穌釋放，但眾人

都不肯，仍然要求把耶穌釘十字架。經文以「他們的聲音終於得勝」，最後彼拉多就照眾人的

要求，把耶穌定了罪，然後將耶穌交了給眾人，由他們處置耶穌。 

 

      祭司長、長老及文士千方百計要除掉耶穌，是因為百姓愛戴祂，耶穌有可能取代他們在耶

路撒冷宗教領袖的地位，權力慾的追求，讓他們對耶穌所言所行都完全拒絕，對真理的硬心是

他們要致耶穌於死地的原因。在真理面前，我們應有勇氣承認我們以往的認知是有偏差的，惟

有這樣，我們的心意才能更新，否則就只有固步自封，永遠是一隻井底之蛙。 

 

      彼拉多代表了一個懂得看風使舵的人物，他雖然判斷出耶穌並沒有甚麼致死的罪行，但礙

於形勢，就選擇妥協，不以勇敢的態度去承擔應有的責任。作為神所創造的人類，我們有神的



形象與樣式，如何活出神的真善美，是人類對創造主的一種回應。彼拉多代表一種按著自己心

意而行的人，所作的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無視社會的道德或責任的承擔。他作為一個巡

撫，沒有公平的對耶穌作出審訊，更不以真實的結果作出栽決。 

 

     反覆易變的百姓，反映出一種膚淺的信念，在數天之前，某些人還在城門歡呼耶穌是王，

但在宗教領袖所唆擺之下，現在卻認為一個謀殺犯巴拉巴比耶穌更好。因此，更顯得信仰反省

的重要，任何信徒都需要時刻的反思，我們所做的，究竟是神所喜悅的，還是神所厭惡的。 

  

      耶穌在這刻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我們期望日後神對我們的審判也是如此的嗎 ? 幸好，審

判我們的是既有慈愛、又有公義的神，如果我們沒有犯的，就不會被定罪。然而，我們真的知

道我們犯過的每一條罪嗎 ? 更大的可能，就是我們犯了罪也不知道，求主寬恕與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