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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往耶路撒冷之旅 
麥耀光牧師 

剛過去的週三是「聖灰日」 (Ash Wednesday)，是歷代基督徒開始為期四十天的「大齋期」(Lent) 

至復活節主日，為的是預備自己的心靈記念耶穌的受難。跟隨基督的信徒在這段期間，刻意將生活的

焦點放在救主的代贖作為和反思與主的關係。在每天的如常作息以外，信徒計劃默想時間，甚或禁食、

讀經、禱告。更有教會安排週間的簡短崇拜，利用午餐時間，讓信徒回到教會有敬拜時刻。隨著科技

的發達，有教會用網上直播或轉播，方便信徒不用跑回教會，也可以參與敬拜，聆聽主的話。 

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耶穌的救贖，而十字架是恩典和代贖的記號。新約福音書的核心部份是「受

難週」(Passion Week)，即主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的最後一週的事蹟。四卷福音書都詳盡記載耶穌

這一週內的言行 (太廿一 10 至廿八 20；可十一 11 至十六 8；路十九 45 至廿四 53；約十三至廿一

章)，就是從棕樹主日 (Palm Sunday) 至復活節主日 (Easter Sunday)。 

在四卷福音書中，路加福音特別強調耶穌刻意去耶路撒冷。學者將路加福音從九章 51 節至十九

章 44 節視為「往耶路撒冷」段落，當中多次提及耶穌往耶路撒冷去：「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祂

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九 51)；「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繼續往耶路撒冷去」(十三 22)；「耶穌說完了這

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路十九 28)。 

「耶路撒冷」這詞在新約出現共 144 次，而作者路加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使用「耶路撒冷」超

過 90 多次。為何路加對耶路撒冷情有獨鍾呢？相信這與耶穌到世上的使命有關。在耶穌登山變像時，

雖然馬太福音 (十七 1-8 ) 和馬可福音 (九 2-8) 都同樣記載當時有摩西和以利亞的顯見，但只有路加

寫下兩人出現和與耶穌所談論的事情：「看啊，有兩個人和祂說話，他們是摩西和以利亞。他們倆在

榮光中顯現，說到耶穌要離去的事，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將要完成的事」(九 30-31)。 

當我們看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時，耶穌才告訴門徒祂將在耶路撒冷的受難和要成就的事情是甚麼：

「耶穌帶着十二個門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

身上。祂將要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祂，凌辱祂，吐唾沫在祂臉上；並要鞭打祂，殺害祂；第三

日祂要復活」(路十八 31-33)。 

昔日門徒與主同行，伴隨耶穌到耶路撒冷去。今天，信徒有主與他們同行，向著新耶路撒冷前進。

基督徒不是嚮往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永活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來十二 22)，就是「聖

城新耶路撒冷」(啟廿一 2、10)。 

這個「大齋期」，大家願意安排心靈的空間，來記念上主的救贖恩典嗎？為了信徒能好好預備自

己，北宣和建道神學院有一系列「預苦期」的視像信息供給基督徒使用。我同樣想利用這六週與大家

一起思想在路加福音的「往耶路撒冷」段落間，耶穌向門徒所發出的問題，藉此反思個人的信仰、救

恩及與主的關係。 

誠邀宣麗家兄姊在未來六週，逢週三，用 15-20 分鐘的時間，藉視像一起回顧耶穌要我們思想和

回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