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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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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耶穌進入聖殿，正教訓人時，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到他跟前說：“你

憑什麼權柄作這些事？誰給了你這種權柄？”耶穌回答說：“我也問你們一句話，

你們若答覆我，我就告訴你們：我憑什麼權柄作這些事。若翰的洗禮，是從那裏

來的？是從天上來的？還是從人來的？”他們心中思量說：如果我們說：是從天

上來的，他必對我們說：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如果我們說：是從人來的，我們害

怕民眾，因為眾人都以若翰為一位先知。他們便回答耶穌說：“我們不知道。”耶

穌也對他們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憑什麼權柄作這些事。”

耶穌憑神聖的權力與權柄行一切事，洗者若翰也據此為民眾施洗。司祭長與長老

如因真心想領受真理而發問，那麼這本當是給他們的答案，好讓他們可以更深入

地認識天主，從自己屬靈的牢獄中解脫出來。

但是向耶穌發問的經師與長老並不願意知曉真理，從他們的反應中我們就能知曉

這一點。他們想要的答案不是真理，他們考量的只是耶穌的答案將會帶給他們的

壞處。

這種不真誠的態度導致耶穌沒有直接回答，而是以反問讓他們自尋正確答案，如



果他們承認——眾所周知——洗者若翰是由天主所派遣，那麼就會得出正確的結

論，耶穌的權柄也必定來自天主，祂所行的比若翰更大，若翰亦為耶穌作證，承

認耶穌是主。

這些人並沒有準備好承認洗者若翰的所行及耶穌的宣講所顯示出的權柄，在這種

情況下，耶穌沒有給他們答案。不真誠，甚至包含陷阱的問題，需要被糾正。從

此類虛偽背景中抽提出的問題，無論怎樣作答，都存在被濫用的危險。

沉默，或者不回答，是耶穌最好的回應。當然，這種態度也可能被那些人濫用，

他們的心也會變得更硬。我們看到，這些當時的宗教權威越來越深地陷入對耶穌

的敵意。

無論教會或是國家事務，權柄問題本身就不可輕視。例如，我們很清楚，只有真

正的司祭才能有效舉行感恩聖祭，如果由未經合法祝聖的人這樣去做，那麼，就

是僭越、就是濫用。

根據教會教導，國家在公民層面的權利同樣是天主賦予的，只要不被脅迫做違背

良心的事情，基督徒受召尊重國家的權利，也就是說，存在合法拒絕服從的情況。

這意味著神律高於民律。

舉個具體例子，如果國家強迫神職人員透露，比如，告解秘密，神職人員就不能

服從，神職人員受到神聖使命的約束，必須保持沉默。



聖托馬斯·摩爾（St.Thomas Morus)的見證亦是極好的例子：當他的國王在第

一次婚姻沒被合法取消的情況下，想要娶另一個女人時，他反對國王，寧願死也

不願違反神律。

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這種衝突下的其它例子。作為基督徒，我們受召支持國家的

合法權柄，國家代表能夠寄望基督徒成為國家的穩定力量。但是，一旦國家本身

與神律相衝突，那麼耶穌的門徒就不會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