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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向山舉 

舉 目 向 山

權勢全是詮釋

【社會改造】舉目向山
祈禱會

馬可福音10章35～45節

序樂：安靜默禱預備心。

宣召：詩篇9篇11～12節

聖詩：新《聖詩》559首〈永遠啲掌管宇宙的上帝〉

聖經：馬可福音10章35～45節

信息：權勢全是詮釋

聖詩：新《聖詩》360首〈教會若一塊圓桌〉

祈禱：（請先用啟應方式祈禱，再邀一位參與者帶領

眾人完成該主題的禱告。）

一、感謝上帝憐憫全地的人，賜我們能力管理全地。

啟：上帝，我們的主啊！祢是奇妙的主，祢將祢的榮

耀顯明在祢所創造的世界，

應：從祢創造的萬物，我們發現祢的奇妙與創造。

啟：主啊！但人算什麼？祢竟然眷顧我們，

應：祢賜我們能力管理大地與萬物，管理國家社會，

啟：我們卻驕傲地把祢的賞賜變成誇大自我的權力， 

應：當我們擁有權勢，總認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啟：上帝啊！求祢讓我們明白，我們只是受祢委託來

管理這個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主人，

應：我們應當感謝、珍惜祢給我們管理世界的機會。 

齊：上帝啊！祢是奇妙的上帝，願我們不至於讓這世

界失去祢的榮耀。

二、求上帝提醒驕傲的人，能懂得謙卑像耶穌。

啟：上帝啊！我們求祢提醒自以為有權勢的人，

應：他們驕傲地自以為有權柄控制世界、影響別人。

啟：上帝啊！人實在有罪，把祢所賜的權利解釋成讓

自己得利益的權力，

應：卻忽略、輕視甚至拒絕有需要的人。

啟：上帝啊！求祢讓人看清楚，祢才是真正掌管世界

的萬物的主。

應：祢藉著主耶穌的捨己，讓我們曉得何為謙卑。

啟：天地萬物是祢所造，祢一發怒，誰能站立得住？

應：賞賜的是祢，收取的也是祢，只有祢值得稱頌。

齊：上帝啊！但願驕傲的人都能懂得謙卑、順服，但

願屬祢的子民都能效法主耶穌，活出祢的真理。

三、感謝上帝讓我們學習耶穌謙卑、捨己的模範，用

謙卑服事他人，來詮釋上帝所賦予的權勢。

啟：主耶穌，感謝祢曾道成肉身來到這世界，

應：主啊！雖然祢擁有天父上帝的權柄，卻沒有用它

來掌控人，反而用這權柄服事人。

啟：主啊！祢雖有上帝的形像，卻甘願倒空自己，謙

卑過著和平凡人一樣的生活，

應：甚至成為奴僕的樣式，服事有需要的人。 

啟：即使他們不潔淨、不受歡迎，甚至被拒絕，

應：祢仍陪伴他們，用服事來詮釋天父給祢的權勢。

啟：祢替學生洗腳，要他們學習祢謙卑、愛人的榜

樣，並且赦免彼得三次不認祢的罪，

應：因為祢體會天父上帝愛世人的心，順服天父的旨

意犧牲捨己，拯救世人脫離罪惡。

齊：主耶穌！世上的掌權者都不算什麼，求祢幫助我

們學習祢謙卑的樣式，而不追求屬世的權勢。

回應詩：新《聖詩》327首〈主上帝，求祢鑒察我〉

結束祈禱：請帶領者先作禱告，全體再以〈主禱文〉

作結束，禱告後彼此問候再離開。

初上任的立法委員和過去標榜清廉的政治

人物，近來爆出濫權或貪瀆。他們卻認為

那是他們的權力或私事，不該被公開討論。在教

會界，也有號稱博士者自認所傳的理論才是正確

的，要別人聽從。這些爭議似乎都和權勢有關，

在這些爭議中，上帝的心意是什麼呢？

用服事表達權勢

主耶穌多次預言自己的受難，告訴門徒祂將在

耶路撒冷面對苦難，只是門徒似乎仍認為耶穌要

帶領以色列復國。馬可福音10章記載，雅各和約

翰私下去見耶穌，向祂提出請求（馬太福音20章

則記載，這對兄弟的母親帶他們來向耶穌求）。

一開始，兩人希望耶穌答應他們一個請求。耶

穌直接問他們要什麼？他們回答：「當祢坐在榮

耀的寶座上時，請讓我們跟祢坐在一起，一個在

祢右邊，一個在祢左邊。」（馬可福音10章37

節，現代中文譯本2019版）耶穌反問：「我要喝

的苦杯，你們能喝嗎？我要受的洗禮，你們能受

嗎？」兩人隨即表達，他們願意喝主所喝的杯、受

主所受的洗。不過，主耶穌直接告訴他們，誰能

坐在祂左右，不是祂能決定的，「這些座位，上帝

為誰預備，就賜給誰。」（40節b）

有的學者會為了讓人明白學術的專業，而努力

做好研究與教導，有的學者則因其專業身分，而

輕視其他人；前者可說是好學者，後者則是看重

權勢罷了。這種情形，政治界更嚴重，才會產生

許多耍政治手段、官商勾結的問題。這種情況，

教會也未必能避免。有些牧師只會評論教會的問

題，有些牧者會因其受過的訓練，而強調其能力

和權柄，但也有些牧者甘願委身在偏鄉服事，陪

伴有需要的人。雖然同樣都有牧養的權勢，卻因

著不同的詮釋，而有不同的意義與影響力。

筆者常想起學生時期的老師，他好像曾在美國

接觸基督信仰，但由於身體因素很少聚會。當年，

老師在我們這群即將獲得國立大學碩士學位、畢

業即可應徵大專講師的研究生面前提醒，要更謙

卑自己。他指出，當學位越高，所了解的知識不見

得越多，因為研究的領域會越來越窄。所以，他

總是不斷在心理學、教育學領域做研究。1980年

代，筆者曾擔任這位老師的研究助理。當時，桌

上型電腦才剛普及，有一次在討論進階的統計方

法後，老師直接把較艱深的程式語言寫給我，而

不是讓我自己摸索。他也把研究的資料分析費拿

去買電腦，再捐給系上，甚至規劃光纖網路的設

置。他雖不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卻給我很深的

影響，因為他用謙卑來詮釋他的權勢。

主耶穌豈不是以服事人來詮釋祂的權勢嗎？為

何身為基督的門徒，我們在教會、社會還要在乎

權柄、地位與職分呢？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用

祂的眼光來重新詮釋我們的權勢。

這起事件讓其他門徒對這兩人感到不滿，於是

耶穌召集他們，對他們說：「世上那些被認為是

統治者的有權管轄人民，領袖也有權支配人民。

但是，你們卻不是這樣。你們當中誰要作大人物，

誰就得作你們的僕人。」（42～43節）最後主耶

穌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話：「因為人子來，並不是

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

人的贖價。」（45節，和合本）

馬可似乎想藉耶穌這段話，對照當時羅馬領袖

的作為。馬可福音的文字，就像宣告福音國度的

掌權者──主耶穌基督的紀錄。當時的羅馬皇帝

或政治領袖總要人服事與順從他們，並不體恤人

民的需要。相對地，馬可福音則讓我們看到，耶穌

雖然是主，卻不斷地服事與教導人。即使耶穌是

上帝的兒子和福音國度的主，祂卻是用謙卑服事

與憐憫人的作為，來詮釋祂所擁有的權勢。

權勢的詮釋

因支持六四學運而流亡巴黎的中國學者嚴家

其，原本是研究科學，後來轉向哲學。他在其著作

《首腦論》中提到，因著身分與地位而來的權勢

可以是權利，也可以是權力；前者是法律上賦予

人所享有共同的利益，但人也可以選擇執行或放

棄這些權利。可是權利不應成為強制性控制或要

求他人要做出相對應的行為，因為這就變權力，

而兩者都是執行者在面對自己因著身分地位而有

的權勢所做的詮釋。

張世昌（屏東中會復興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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