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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 国度赐给你们
”

：

基于 《路加福音 》 最后晚餐 中

耶稣教导 的教会论

张 欣

内 容提要 ： 本文通过研究 《 路加福音 》 ２ ２ ： １ ４ － ３ ８ 中耶稣在最

后晚餐上关于
“

上帝国
”

的教导 ， 指出该经文是路加教会论的纲要 ，

预示了 《 使徒行传 》 中教会论的基本轮廓 ， 即 ， 所谓教会 ， 指□徒

通过持守耶稣的教训继承与他一同降临的上帝国 。 《 路加福音 》 显

示出 ： 耶稣将
－

上帝国
”

赐给持守他教训的门徒 ， 是教会权柄的来源 ；

圣餐的设立表达了
“

上帝国
”

愿景在经济和末世方面的联系 ；

“

上帝国
”

具有颠覆性特征 。

关键词 ： 上帝 国 ， 《路加福音 》 ， 教会论 ， 最后的晚餐

作者单位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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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 国 度賜给你 们
”

： 基 于 《 路加福音 》 最后晚餐 中 耶稣教导的教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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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 《路加福音 》 和 《使徒行传 》 ， 可能会得到一个印象 ，

那就是路加在其第二部作 品——即 《 使徒行传 》
——

中才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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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会论 。 在他的福音书 中 ，

“

教会
”

ＵＫＫ＾ ＣＴ ｉ ｃ ｔ）
—词甚至

从未 出现 ， 因为其福音书叙述的重点是耶稣而非使徒 。 如亚历

山 大 （ Ｌｏ ｖ ｅｄａｙＡ ｌ ｅｘ ａｎ ｄｅ ｒ ） 所述 ， 许多新约学者都认为 ， 在

福音书里找教会论就好像在苹果园里找橙子一样 ， 是在提 出错

误的 问题 。

？ 笔者赞成亚历山大的看法 ， 认为福音书 中蕴含 了

许多教会论 的重要元素 ， 比如 ， 《 路加福音 》 ２２ ： １ ４－ ３ ８ 是路

加教会论的纲要 ， 预示 了 《使徒行传 》 中教会论的基本轮廓 。

这种教会论 的主要 内容是 ： 门徒通过持守 （ ｐ ｅ ｒ ｓ ｅ ｖｅ ｒａｎ ｃ ｅ ） ，

继承与耶稣一同降临 的上帝 国 ， 且这一国度按照一种颠覆当时

权力秩序的模式运作 。 本文首先探讨耶稣将
“

上帝国
”

赋予持

守的 门徒 ， 这是路加教会论的根基 ， 然后指 出 耶稣设立圣餐与

《路加福音 》 中 的 国度愿景之间 的关系 ， 并以此证明教会在上

帝 国 中 的特殊地位植根于其与耶稣的连续性 。 最后 ， 本文将讨

论 《路加福音 》 中作为上帝 国特征的颠覆性原则及其意义 。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 中对门徒说 ：

“

我将国赐给你们 ，
正如

我父所赐给我的一样 ， 叫你们在我 国里 ， 坐在我 的席上吃喝 ，

并且要坐 在 宝座 上 ， 审 判 以 色列 十二个支派
”

（ 路 ２ ２ ： ２９－

３ ０ ） 。
“

ＳｍＴｉ０叫 ｏｕ
”

（ 赐 ） 在不同 的英译本 中被翻译为
“

任

命
”“

授予
” “

赋予
”“

给予
” “

分配
”

和
“

賦予权力
”

， 意

味着一种被贯彻执行的安排 ， 或有效地完成当前 目标 。 将上帝

国 ， 也就是耶稣的 国赐予 门徒 ， 暗示门徒将成为这个 国度 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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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６ ．

文的结尾部分 ， 亚历山大提出 了福音书中十个与教会论中相关的议题 ， 其中有两项与本文的

关注重合 ， 分别是
“

告白耶稣为基督以及跟随其十字架道路的呼召
”

和
“

围绕对耶錄的纪念

建立的餐桌团契
”

（ Ｐ ． ９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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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 国度賜给你们
”

： 基于 《路加福音 》 最后 晚餐 中 耶稣教导的教会论

表 ， 拥有特殊的权力和权益 ， 就像耶稣在世时一样 。 这一授权

为 《使徒行传 》 中 门徒的活动和集会提供了合法性 。 因此 ， 为

了理解路加 的教会论 ， 有必要 回到最后晚餐的授予场景 中关于

上帝 国 的教导 。

从上下文来看 ， 上帝国 的授予是基于一个原 因或条件 。

“

我

在磨炼之 中 ， 常和我 同在的就是你们
”

（ 路 ２２ ： ２ ８） 。 但是 ， 如 《 路

加福音 》 的情节所展示 的 ， 没有一个 门徒真的在耶稣随后的考

验中站在他身边 。 他在客西马尼 园痛苦挣扎时 ， 门徒甚至无法

醒着陪伴他 。 而在耶稣被捕后 ， 除了彼得当场不认主外 ， 其他

门徒也 四散逃走 。 但是 ， 门徒们后来在 《使徒行传 》 中满足 了

这个拥有上帝 国 的条件 ： 彼得 、 保罗 ， 以及其他 门徒和会众 ，

向 罗马世界见证了耶稣及其神子身份 。 路加在这里暗示 ， 基督

教 团体对基督持之以恒的见证保证了他们拥有上帝 国 ， 这也是

教会合法性的起源 。 那么 ， 对路加而言 ， 什么是
“

上帝国
”

？

“

上帝 国
”

是路加钟爱 的概念 。 《 马可福音 》 使用这个

词 ２０ 次 。 《 马太福音 》 像 《 路加福音 》
一样从 《 马可福音 》

中汲取素材 ， 但更喜欢
“

天国
”

（ ３ １ 次 ） 而非
“

上帝国
”

（ ４ 次 ）

的表述 。 而 《路加福音 》 不仅吸收了所有 《 马可福音 》 对
“

上

帝 国
”

的使用 ， 还增加 了１ １ 次 。 耶稣和 门徒都殷勤地宣扬
“

上

帝 国
”

（ 路４ ： ４３
；８ ： １

；９ ： ２
，１ １

，
６０

；１ ０ ： ９
，１ １

；１ ６ ： １ ６ ） 。

① 其中 ，

４ ： ４ ３ 、 ９ ： １ １ 和 ６０ 、 １ ０ ： １ １ 是 《路加福音 》 作为福音书所独有 的 。

比如 ，
４ ： ４ ３ 在 《 马可福音 》 １ ： ３ ８

“

我也可以在那里传道
”

中加

人了
“

上帝 国
”

；
９ ： １ １ 在 《 马可福音 》 ６ ： ３４

“

他开始教他们许

① 但耶麻对他们说 ：

“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 ， 因我奉差原是为此。

”

（ 路

４：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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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
”

中也加人 了
“

上帝国
”

。

① 此外 ， 《路加福音 》 《使徒

行传 》 和保罗 书信都全部采用
“

上帝 国
”

而非
“

天国
”

的表述 。

？

在一些经文 中 （ 路 ４ ： ４ ３
；８ ： １

；９ ： ２
，６０ ；１ ６ ： １ ６ ） ， 上帝 国是耶稣

所传
“

好信息
”

的 同义词 。 耶稣复活后 ， 与 门徒谈论了４０ 天
“

上

帝 国
”

（ 徒 １ ： ３ ） 。 保罗在传教之旅 中也谈到 了
“

上帝 国
”

（ 徒

１ ９ ： ８
；２０ ： ２ ５） 。 如此看来 ， 路加对上帝 国有一种独到 的理解 ，

这是他的信仰 的核心部分 。

尽管上帝国是耶稣信息 的 中心 ， 《路加福音 》 的记录也显

示 ， 门徒们一直误解上帝 国 的 内涵 。 路加意识到正确理解上帝

国对犹太人和罗 马人都极具挑战性 。 他没有抹杀他们 的误解和

疑问 ， 而是将其纳入 了 自 己 的叙述 中 。 在 门徒 的争论 、 法利赛

人的质疑 以及耶稣被捕后人群针对他的暴动 中 ， 读者遇到 了对

上帝 国 的各种错位 的期待 。 但也正是通过这些不 同 的声音 ， 上

帝 国 的独特性得到 了揭示 。

圣餐对上帝国具有重要意义 。 耶稣在 《路加福音 》 ２ ２ ： １ ４ －

３ ８ 设立 的圣餐表达 了上帝 国作为经济上 的和末世的盛宴 的愿

景 ： （ １ ） 耶稣离开之后 ，
圣餐就是他的身体 ， 代表 了他的 同

在 ；

？
（ ２ ） 食物是 《路加福音 》 中 的关键意象 ， 既有经济意义 ，

也有末世论 内 涵 ； （ ３ ） 门徒参与圣餐 ， 意味着他们在经济和

①Ｒｏｂｅｒｔ Ｏ
’

Ｔｏｏｌｅ
，

“

Ｔｈｅ Ｋ ｉｎ
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ｏｄ  ｉｎ Ｌｕｋｅ Ａｃ ｔｓ

，

’ ’

沿ｎｇｒｆｏ／ｗｍ

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ｅｄ ． Ｗｅｎｄｅ ｌｌ Ｗ ｉｌｌｉｓ

 （
Ｐｅａｂｏｄｙ ： Ｈｅｎｄｒ ｉ ｃｋｓｏｎ

， 
１ ９ ８７

） ， 
１ ５４ ．

？
“

天国
”

可能有更多末世论的意味 ， 而
“

上帝国
”

则含有更多位格神的意味 。 此外 ，

路加对上帝国的理解可能有较多社会含义 。 例如 ， 它可能涉及对罗马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等级

制度的考量 。

③ 本文没有讨论变体神学 ， 因为这不是路加关心的重点 。

“

这是我的身体
”

（ 路

２２ ： １ ９ ） 之语的涵义模糊 ，
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笔者仅强调圣餐表示耶稣的存在 ， 及其与路加

的上帝国概念的相关性 ，
也不排除破碎的身体可能指耶稣的代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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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意义上参与 了上帝 国 。

最后 晚餐 （ 路 ２２ ： １ ４ － ３ ８） 的首要主题是耶稣为他 即将离

开而为 门 徒做准备 。 这段经文两次表 明 ，

一个不 同 的 时期 已

经到来 。 耶稣不断强调时间点 ：

“

从今 以后 （ ＆ Ｊｉ ６Ｔ〇６ｖ５ｖ ）
”

（ ２ ２ ： １ ８ ） ，

“

但是现在ＵＵ＆ｖｆｉｖ ）

”

（２ ２ ： ３ ６ ） ， 以 此 向 门

徒透露 ，

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 耶稣的 肉身不会继续与他们 同在 。

因此 ， 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这一新情况 。 耶稣为他们做了一

系列准备工作 。 首先 ， 为 门徒们设立圣餐 （２ ２ ： １ ７
－

２０ ） ， 代表

他的 同在 。 第二 ， 耶稣预言他遭到 了背叛 （２ ２ ： ２ １
－ ２ ３） ， 并表

明 了事件的紧迫性 ：

“

看哪 ， 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 同在桌子

上
”

（ ２ ２ ： ２ １ ） 。 第三 ， 为 了 防止 门徒在他离开后争夺权力 ，

耶稣告诉他们上帝 国 的权力拥有颠覆性的原则 ： 即奴隶而非主

人才是那个 国度 中为首的 （ ２２ ： ２４－ ２７） 。 第 四 ， 他指 出 门徒在

国度里被授予特权 ， 将与耶稣 同席飨宴 ， 并审判所有 以色列人

（２ ２ ： ２ ８） 。 第五 ， 耶稣预言 了彼得不认他 ， 为 门徒旋 即 到来

的失败做准备 （２ ２ ： ３ １
－ ３ ４ ） 。 第六 ， 他给 门徒们 留下 了令人费

解的警告 ， 要他们带上剑 （２ ２ ： ３ ５
－

３ ８） ， 这再次警示 了 即将到

来的新时期 。 可 以说 ， 耶稣最后晚餐 中 的教导 （ ２ ２ ： １ ４－ ３ ８） 都

在帮助 门徒准备进人新阶段 。

？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 耶稣设

立了圣餐——
“

这是我 的身体
”

（ ２ ２ ： １ ９ ） 。

设立圣餐 的场景 （ 路 ２ ２ ： １ ７ － ２０） 有不 同 的手稿版本 。

？

笔者倾向 于较简短 的版本 ， 并接受 １ ９ ｃ
－２０ 可能受到 《 哥林多

①不少学者称 《路加福音 》 ２２ ： １４
－

３ ８ 为告别演说 ， 但这段文字在体裁上更像是对话 ，

因为它不是连贯的演说 ， 常常被门徒的话以及耶稣与门徒的行为所打断 。

②参 见 Ｙｒａｎｃｏ ｉ ｓ Ｂ ｏｖｏｎ
＾ 
Ｌｕｋｅ ３ ： ＡＣｏｍｍｅｎ ｔａｒｙ 

ｃｍ 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 ｏｆＬｕｋｅ１ ９ ：２８—２４ ： ５３
，

ｔｒａｎｓ ．

Ｊａｍｅｓ Ｅ ． Ｃｏｕｃｈ
 （
Ｍ ｉｎｎｅａ

ｐ
ｏｌｉ ｓ ： Ｆｏ ｒｔ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５４

－

１ ５６ 〇

１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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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 》 １ １ ： ２４ － ２５ 的
“

污染
”

之说 。

① 尽管短版本缺乏对该段

经文完整 的礼仪化圣餐描述 ， 但并不影响那一幕 中圣餐的涵义 。

保罗 的 《 哥林多前书 》 写成于 《路加福音 》 之前很多年 ，

？ 且

路加与保罗 同行传教多年 ， 了解他关于圣餐的教导 。 而且 ， 《路

加福音 》 参考并使用 了 《 马可福音 》 的材料 ， 该书 １ ４ ： ２２
－２４

中设立圣餐的语言与 《 哥林多前书 》 １ １ ： ２４－ ２ ５ 相仿 。 《路加福音 》

保 留 了 《 马可福音 》 的
“

这是我 的身体
”

， 而忽略了 《 马可福

音 》 关于
“

新约
”

的说法 。 在行文上 ， 《路加福音 》 的这一选

择把重点放在 了下面这个等式上 ： 门徒之间分享的面包即耶稣

的存在 。 这个选择也显示 了路加对与耶稣一 同飨宴这一主题的

一贯关注 ， 这关系到他对上帝 国 的经济层面的认识 。

首先 ， 飨宴是路加上帝 国愿景 的一个重要意象 ； 吃饭既

有经济意义 ，
也有末世论意义 。

一位匿名作者说 ：

“

在 《路加

福音 》 中 （ 耶稣 ） 要么是去饭局 的路上 ， 要么在饭局上 ， 要么

刚离开饭局 。

” ③ 卡里斯 （ Ｒｏｂ ｅ ｒ ｔＫ ａｒｒ ｉ ｓ） 指 出 ， 《路加福音 》

中有 ５ ３ 处与食物或吃饭相关的意象 。

？ 因此 ， 人们诋毁耶稣

①Ｂｏｖｏｎ
＾
ＬｗＡｅ

， １ ５４ ． 博文 （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Ｂｏｖｏｎ ）总结说
“

研究史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不定 。

２０ 世纪上半叶 ， 短文倡导者占据主导地位 ， 下半叶则是他们的反对者 。 目前 ， 短文倡导者已

经重新占领了这个领域。 埃尔曼 （ Ｂａｒｔ Ｄ ． Ｅｈｒｍａｎ  ） 和帕克 （ Ｄ ． Ｃ ． Ｐａｒｋｅｒ
 ） 更倾向于它 。

”

 （ ｐ
－

１ ５５  ）Ｂａｒｔ Ｄ ． Ｅｈｉｍａｎ
， 
Ｔｈｅ Ｏｒｔｋｏｃｂｘ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Ｅａｒｌｙ 

Ｃｈｒｉｓ 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
Ｎｅｗ Ｙｏｒｉｃ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３
）

：  １ ９７－２０９
； 
Ｄ ．

Ｃ ． Ｐａｒｉｃｅｒ
， 
Ｔｈｅ Ｌ ｉｖ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７

）
：  １ ４８－ １ ５７ 〇

支持短版本的最重要的论据是长版本两次提到了杯子 （ 第 １ ７ 和 ２０ 节 ） ， 这被认为是多余的 。

（
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 ． Ｃａｍｐｂｅ ｌｌ

， 

Ｐａｕｌ： Ａｎ Ａｐｏｓｔｌｅ 

＊

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
Ｇｒａｎｄ Ｒ＾＞ ｉｄｓ ： Ｅｅｒｄｍａｎｓ

， 
２０ １ ８

）
： ９８ ．

③参 Ｐｅ ｔｅｒ
－Ｂｅｎ Ｓｕｄ、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 ｉｐ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Ｅｓｃｈａｔｏｂ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ｅｓ ｏｆＵｔｏｐｉａ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 ｔ
 （
Ｔ ｕ ｂ ｉｎ

ｇ
ｅｎ ： Ｍｏｈｒ Ｓ ｉｅｂｅｃｋ

， 

２００８
）

：  １ １４ 〇

④Ｒｏｂｅｒｔ
Ｊ ． Ｋａｒｒ ｉｓ

， 
Ｌｕｋｅ ： Ａｒｔｉｓ 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ｎ． Ｌｕｋｅ 

ｆ

ｓ Ｐａｓｓ 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Ｐａｕｌｉｓ ｔ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８５
）

： ４９－５ １ ．

１ ９２



“

我将 国度踢给你们
”

： 基于 《路加福音 》 最后晚餐 中 耶緣教导的教会论

“

贪食好酒
”

（ 路 ７ ： ３４ ） 就不奇怪 了 。 显然 ， 与后来偏灵性

的理解不 同 ， 路加相信投喂门徒食物是上帝和耶稣的重要工作

之一 。 比如 ， 天使 向 马利亚报喜 ， 说
“

他的 国也没有穷尽
”

（ 路

１ ： ３ ３ ） 之后 ， 马利亚去看望伊丽莎 白并赞美道 ，

“

叫饥饿的得

饱美食
”

（ 路 １ ： ５ ３ ） 。 又如 ， 耶稣最大的神迹是使 ５ ０００ 人吃

饱 （ 路 ９ ： １ ２
－

１ ７ ） 。

？ 对路加来说 ， 尽管人们不应该为 了食物

而寻求上帝 国 （ 路 １ ２ ： ２ ９
－

３ ０ ） ， 但食物 自 然会伴随着上帝 国 。

对食物尤其宴席的描写 ， 显示 了路加对经济问题的持续关注 。

耶稣说 ，

“

你们要变卖所有 的周济人
”

（ 路 １ ２ ： ３ ３ ） ， 路加不

认为这是一个 比喻 。 相反 ， 它是应该在字面意义上接受 的命

令 ， 其内涵是平等地共享 ， 是主的怜悯 、 能力 和公义的彰显 。

耶稣的飨宴是无差别的 。 他接受各种人的邀请 ： 门徒 、 法利赛

人 、 税吏等 。 他建议人们邀请穷人和残疾人参加其宴会 （ 路

１ ４ ： １ ３） 。与耶稣的无数次共食是末世完全到来的上帝 国 的预表 。

耶稣 向 门徒们承诺了末世的盛宴 ：

“

叫你们在我 国里 ， 坐在我

的席上吃喝
”

（ 路 ２２ ： ３ ０） 。 他预言 ，

“

从东 、 从西 、 从南 、

从北将有人来 ， 在上帝 国里坐席
”

（ 路 １ ３ ： ２９ ） 。

在罗马帝 国 ， 宴席常常是一种带有公共性的事件 。 根据唐

纳休 （ ＪｏｈｎＦ ．Ｄ ｏｎａｈｕ ｅ ） 的经典研究 ， 这种试 图展 ７Ｋ各 阶层

之间和谐分享的事件实质上遵守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 比如 ， 女

性极少得到邀请 ， 儿童基本不能参加 ， 席位按照身份地位分区 ，

① 《 马太福音 ＞ １４ ： １５
－

２０
， 《 马可福音 》 ６ ：３４

￣

４４ ， 《 约翰福音 》 ５ ：５
－

１ ３ 。 这是唯

一个出现在所有福音书中的神迹 。 约翰记录了它的轰动效应 ：

“

众人看见耶麻所行的神迹 ，

就说 ：

‘

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

’

耶麻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 ， 就独 自 又退到 山

上去了 。

”

 （ 约 ６ ： １４－ １ ５ ）

１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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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身份尊贵的人得到 的食物 比卑微者更多更好 。

＠ 从这一背

景能够理解圣餐对 当时宴席文化的颠覆 。 对路加和保罗来说 ，

圣餐既是吃饭也是 团契 。 保罗指责哥林多教会在主的晚餐 中没

有平等的分享 ，

“

吃的时候 ， 各人先吃 自 己 的饭 ， 甚至这个饥

饿 ， 那个酒醉
”

（ 林前 １ １ ： ２ １ ） 。 他谴责这不再是主的晚餐 ，

“

你

们要吃喝 ， 难道没有家吗 ？ 还是藐视上帝的教会 ， 叫那没有 的

羞愧呢 ？

”

 （ 林前 １ １ ： ２ ２） 。 换句话说 ， 如果穷人在圣餐 中没

有分得与富有者同样的食物 ， 聚会就和一般的宴席没有分别 ，

徒有属上帝之名 。 《 使徒行传 》 也将 团契与掰饼聚餐直接联系

起来 ，

“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 彼此交接 ， 掰饼 ， 祈祷
”

（ 徒

２ ： ４ ２ ） 。

？ 参与圣餐使 门徒们在平等和彼此恩待 中保持了 与耶

稣飨宴的记忆 ， 使他们能面 向他所应许的末世宴席 。

此外 ， 库恩 （ Ｋ ａ ｒ ｌＫ ｕ ｈｎ ） 调查 当 时罗 马在 以 色列地 区 的

权力历史 ， 及其等级分层 、 税收 、 奴隶制 、 恩主制 、 经济鸿沟

时 ， 指 出路加 的上帝 国概念面对的是帝 国 中
“

权力 和资源的严

重不公平分配
”

。

？ 他认为 ，
理解耶稣的 比喻和路加许多其他

经文的关键是 ， 将其与早期信徒对罗 马世界的 固有权力 和经济

（
Ｉ
）ＪｏｈｎＦ ． Ｄｏｎａｈｕｅ

，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ａｔ Ｔａｂｌｅ ：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 ｉｐａｔｅ

 （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

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Ｍ ｉｃｈ ｉ

ｇ
ａｎ Ｐ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７

）
： ２２ ．

② 《使徒行传 》 ２７ ： ３５ 是否指圣餐 ， 学者持有争议 。 笔者认为它至少是一个类似圣餐

的场景 ， 因为它表明了路加的信念 ， 即通过饥者得食及其精神体力的恢复来体现上帝的同在 （ 徒

２７ ： ３６ ） 。 此外 ， 这个场景在保罗之前宣告的关于天使的信息中有所预示 （ 徒 ２７ ：２２－２５ ） 。 这

些人接受了保罗 的信息 ， 并吃他掰的饼来表达他们的接受 。 由于伴随着上帝信息的宣布和使

徒的掰饼 ， 这一幕类似于圣餐 ， 暗示着救赎 。 因此 ， 笔者在本文中把这一系列动作称为圣餐

仪式 。

（
３
）Ｋａｒｌ Ａ ｌｌｅｎＫｕｈｎ

，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ｕｋｅ ａｎｄ Ａｃ ｔｓ ： ＡＳｏｃ ｉａｌ
，Ｌ 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Ｇｒａｎｄ Ｒａｐ ｉ ｄｓ ： Ｂａｋｅｒ

， 
２０ １ ５

）
： ３ ．

１ ９４



“

我将 国 度賜给你 们
”

： 基于 《 路加福音 》 最后 晚餐 中 耶稣教导的教会论

分配模式的大胆抵抗联系起来 。

？ 耶稣建议邀请那些居于社会

结构底层 、 没有资源 的人 ：

“

贫穷的 、 残废的 、 瘸腿的 、 瞎眼

的
”

（ 路 １ ４ ： １ ３） 。 路加对经济 的关注与对罗 马社会 中不义行

为的抵制密切相关 。 在他眼 中 ， 上帝 国意味着推翻不公平的权

力 和分配 ， 代之以上帝仁慈 、 公义 、 强大的统治 。

其次 ， 尽管所有对观福音书都将上帝国 与耶稣紧密相联 ，

但路加仍有一些独属 的经文 ， 强调耶稣的存在 即上帝 国 的来

临 。 例如 ，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

“

上帝 国就在你们 中 间
”

（ 路

１ ７ ： ２ １ ） 。 有两种常见 的解释和 翻译 。 第一种

是
“

在你们里面
”

， 假定上帝 国是人们心 中 的一个精神世界 。

？

然而 ， 耶稣是否相信国度在法利赛人的心里 ， 这是令人怀疑的 。

第二种是
“

在你们 中 间
”

， 这意味着耶稣作为上帝 国存在于人

们 中 间 。 对后一种 翻译的反对意见是 ， 《路加福音 》 中 的许多

段落都坚持上帝国具有末世特征 ， 包括紧随
“

纟ｖ Ｔ６ ＜

；
＾＾ａｖ

”

之

后 的经文 ， 即 《路加福音 》 １ ７ ： ２２－ ３ ５ 。

？ 有两个论点可 以支持

第二种翻译 。 第一个论点根据沃斯 （ Ｇ ｅ ｒｈａ ｒｄｕ ｓＶ ｏ ｓ） 的
“

已然
”

和
“

未然
”

的神学 ，
上帝 国可 以在耶稣时代与末世都存在 。 与

对上帝 国 的末世描述相对应 ， 路加也有段落显示上帝 国 已经到

①Ｊｏｈｎ Ｎ ｉｃｏｌｓ
，
ＣＭｃ ＰＷｒｃｗａｇｅ 加 汸ｅ 及〇脚 （《 （

Ｌｅ ｉｄｅｎ ： Ｂｒｉｌｌ
，
２０ １ ４

）
．

② 例如 ， 列夫 ？ 托尔斯泰 ： 《天国在你们心中 》 ， 李正荣译 ， 上海三联出版社 ， Ｉ ９８８ ｃ ［
Ｌｅｏ

Ｔｏ ｌｓｔｏ
ｙ ，

Ｔｉａｎ
ｇｕｏ ｚａ ｉ ｎ ｉｍｅｎ ｘ ｉｎｚｈｏｎｇ  （

Ｔｈｅ Ｋｉｎ
ｇｄｏｍ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ｉｓ ｗｉ ｔｈｉｎ Ｙｏｕ

） ， 
ｔｒａｎｓ ．Ｌ ｉ Ｚｈｅｎ

ｇ
ｒｏｎｇ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Ｓｈａｎ

ｇｈａｉ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 ｌ 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 １ ９８８ ．

］
另见博文的总结 ：

“

最常见的意思是第一 ＇个意

思 ，

‘

在里面
’

。 它在这里很适合 ， 因为该文本将外部与 内部 、 可见与不可见进行对比 。 这

是许多世纪以来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和精神性质敏感的注释者所青睐的意思 〇

”

Ｂｏｖ〇ｎ
，
ｉｗＡｅ ３

，

５ １ ６ 。

（
３
）Ｂｏｖｏｎ

， 

Ｌｕｋｅ
， 
５ １ ６ ．

１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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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路 ９ ： ２７
；１ １ ： ２０） 。

① 沃斯在 ２０世纪初提出
“

已然
”

和
“

未然
”

的神学 ， 认为随着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
上帝 国 已经来到 ， 尽管

这个国度的彻底实现是在末世 。 拉德 （ Ｇ ｅｏ ｒ
ｇ
ｅＬａｄｄ ） 在 ２ ０ 世

纪 中期 阐述 了这种神学 ， 并认为
“

上帝 国指的是他的王权 ， 他

的统治 ， 他的权威
”？

。 但是 ， 沃斯和拉德虽然确认 了耶稣在

地上带来 了上帝 的主权 ， 他们却都没有注意到上帝国 和耶稣的

身体存在之间 的关系 。

？ 而对路加来说 ，
上帝的主权更多表现

在耶稣大能和怜悯 的具体行为 中 ， 而非任何抽象概念 。 耶稣的

医治 、 食物分享 、 驱魔 、 饶恕和宣告都是他救赎的一部分 ， 意

味着上帝 国 已然到来 。

第 二种 译法 的 另 一 论 点 来 自 上 下 文 。 在 《 路加 福 音 》

１ ７ ： ２０－ ３ ７ 中 ， 耶稣 回答法利赛人关于上帝 国何时到来 的 问题 。

他没有直接 回答 ， 而是试图挑战他们对 国度的理解 。 他明确指

出 ，

“

Ｊｔａ ｐ ｏｍ
ｉ ｐ ｆ

ｉ

ａｓｆｆｌ
ｇ

”

（ 路 １ ７ ： ２０
， 指

“

仔细观察
”

或
“

观看
”

）

不会加速上帝 国 的到来 。 他还暗示 ， 这个国度不会以他们预期

的方式 出现 ： 他们也不可 以宣称上帝国
“

看哪 ， 在这里 ！ 看哪 ，

在那里 ！（ｉＳ ｏ ｉ）＆ Ｓ ｅｆ
ｊｄ ｉｃｄ ｉＳ ｏ ｉ ） ）

”

（ 路１ ７ ： ２ １） 此处对法利

赛人的 回答与耶稣接下来对门徒关于上帝 国 的教导之间看似存

在矛盾 。 因 为耶稣很快告诉后者 ， 上帝 国来临 的时候极为 明显 ，

“

好像 闪 电从天这边一 闪 ， 直照到天那边
”

（ 路 １ ７ ： ２４ ） 。 这

？Ｇｅｏｒ
ｇ
ｅ Ｅ ｌｄｏｎ Ｌａｄｄ， 

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

（
Ｇｒａｎｄ Ｒａ

ｐ
ｉｄｓ ： Ｅｅｒｄｍａｎｓ

，
１ ９５９

）
． 拉德的讨论更多关注上帝国的时间问題 ， 而不是它与耶辣

的关系 。

＠ Ｉｂｉｄ
，
２０ ．

③
“

已然和未然
”

的神学意味着上帝国在道成肉身和升天之后再临之间的连续性 ，

这有助于理解芥子和酵母的比喻 （ 路 １ ３ ： １ ８
－

２ １  ） ， 它们指向上帝国的逐步发展性和巨大潜力 。

１９６



“

我将 国 度賜给你们
”

： 基 于 《路加福音 》 最后晚餐 中 耶稣教导 的教会论

个悖论表明 ， 耶稣认为法利赛人对上帝 国 的理解是错误的 。 然

后 ， 耶稣发 出 自 己 将会离开 的预言 ， 提醒 门 徒珍惜还能看见

（ ｉ８ ｅＴｖ
，６Ｖ ８ｃｔ０ ｓ）

“

人子
”

的时间 。 这意味着 ， 在 回答法利赛

人关于上帝 国 的问题时 ， 耶稣暗示 了 ， 他 自 己就是那个答案 。

①

他就是国度 ， 但是需要认可耶稣的身份才能看见上帝国 ， 耶稣

和上帝 国是重叠和互补的意象 。

最后 晚餐 中 的对话进一步传递 了 《 路加福音 》 中经常被

忽视 的上帝 国 的原则 ： 颠覆权威 。

一个场景在圣餐设立之后

再现 ： 耶稣预言 自 己 的死亡之后 ， 门徒立刻争论谁在他们 当

中 为首 。

？ 这意味着 门徒们期待 自 己成为接续耶稣的领袖 。 针

对这个现象 ， 耶稣介绍 了上帝 国里颠覆性的权力原则 ， 再次采

用 了飨宴的意象 。

“

是谁为大 ？ 是坐席 的呢 ？ 是服事人的 呢 ？

不是坐席 的大 吗 ？ 然 而 ， 我在你们 中 间 如 同服事人 的
”

（ 路

２２ ： ２７ ） 。 耶穌将宴席的意象与人们熟悉的君王恩主制联系起来 ：

“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 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

（ 路

２２ ： ２５ ） 。 恩主 （ ｓ＾ ｓｐＹ＾ｒｒ
｜

（

； ） 是帝 国东部的一个特殊政治术语 ，

用于指称希腊化时代的 国王 、 罗马皇帝与其城邦 、 原住 民之间

的关系 。 这种政治制度强调恩主身为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力 ，

＠ 而

耶稣却用 以身作则 的方式说明 ， 在上帝 国 中 ， 为首的不是充满

威严的统治者 ， 而是如同仆人般伺立服事他人的人 （ ２２ ： ２４－２７） 。

①博文根Ｍ新约 的用法列 出了另一个论据 。他倾向于
“

在你们中间
”

的翻译 ，

认为耶稣的同在有可能指向上帝国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含义。 Ｂ〇ｖ〇ｎ
，

５ １ ６ 。

② 同样的场景出现在 《路加福音 》 ９ ：４３
－４８ 。 这是唯一一部两次记录该场景的福音书 ，

而且其中之一是在最后的晚餐中 。 这表明路加十分关注门徒们关于谁在他们当中为大的争论 ，

并认为这对理解最后的晚餐中传递的上帝国信息非常重要 。

？Ｂｏｖｏｎ
，
ＺｕＡｅ

，
１ ７３ ．

１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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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耶稣和 门徒的人们无法接受上帝国 的颠覆原则 。 人们

普遍期待上帝 国 是地上的 国度 ， 像其他 国度一样有 自 己 的 国王

和疆界 。 众人认为耶稣宣告的 国度是一个政治 国度 ， 是古代 以

色列 国度 的延续 ， 由大卫的后裔统治 ， 以色列人是其子 民 ， 这

是上帝对大卫的承诺 。 对这一应许的记忆反复 出 现在新 旧约 中

（ 比如诗 ８ ７ ： ３
－４

； 路 １ ： ２ ７
，３ ２

－

３ ３） 。 以 色列精英们在彼拉多

面前对耶稣 的指控 同样是政治性的一耶稣宣布 自 己 是犹太的

王 （ 路 ２ ２ ： ６ ６
；２ ３ ： ２ ） 。 他们看 出 了众人对耶稣的政治期望 。 然而 ，

就政治层面而言 ， 耶稣对上帝 国 的描述与 《 旧 约 》 中 的 国度概

念之间断裂多于延续 。 不过 ， 路加也采用 了一些传统的 国度概

念来澄清和捍卫他对上帝 国 的理解 ： 耶稣之上帝 国 的合法性来

自 耶稣的儿子身份 （ 路１ ： ３ ２
，３ ５ ；３ ： ２ ２

；４ ： ３
，９ ，４ １

；８ ： ２ ８
；９ ： ３ ５

；

２０ ： ８
－

１ ８
；２ ２ ： ７ ０） 。 他小心翼翼地将此高贵身份与上帝 国度里

对强势者的颠覆性原则编织在一起 。

只有路加将耶稣 的 家谱追溯 到 神 的儿子亚 当 （ 路 ３ ： ２ ３
－

３ ８） 。 天使 向 马利亚明确宣布 ，

“

他要为大 ，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

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 直到永远 ；

他 的 国也没有穷尽
”

（ 路 １ ： ３ １ ｂ － ３ ３ ） 。

一方面 ， 儿子 的身份

保证了对王 国权力 和尊荣的继承 ： 根据地上的原则 ， 国王的长

子就是 国 王 ， 耶稣是上帝 的长子 （ 罗 ８ ： ２９ ） ， 故而拥有统治

上帝 国 的主权 。 另一方面 ， 路加避免 了耶稣的 国度借助强力统

治 ， 而是展示 了一个颠覆性的原则 ： 不是罗 马式 的强权统治 ，

反而是和平地救助底层人 。 因此 ， 在整个 《路加福音 》 ， 耶稣

的神子身份是 由 天使宣布 （ 路 １ ： ３ ２ － ３ ３
，３ ５） ， 被魔鬼承认 （ 路

４ ： ３
，９ ，４ １

；８ ： ２ ８） ， 且得到天上声音的确认 （ 路 ３ ： ２ ２
；９ ： ３ ５） 的 。

但是 ， 耶稣却始终 自 称
“

人子
”

， 表 明其对 肉身谦卑和脆弱 的

１ ９８



我将 国度賜给你们
”

： 基于 《路加福音 》 最后 晚餐 中 耶蘇教导的教会论

认同 。 这一刻意保持的 自 称与耶稣为上帝 国领袖所设定的原则

一致 ： 侍者为大 。

这 一颠覆性 的上帝 国原则最早是在 马 利亚 的 《 尊 主颂 》

中 宣告 的——
“

上帝我 的救主
”“

顾念他使女 的卑微
”

（ 路

１ ：４７－４ ８） ，

“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 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 ，

就被他赶散了 。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 ， 叫卑贱的升高 ； 叫饥饿的

得饱美食 ， 叫 富足的空手回去
”

（ 路 １ ： ５ １
－

５ ３） 。 当上帝彰显

自 己 时 ， 骄傲的人 、 统治者和富人将失去其优势 ， 而弱者将得

到眷顾和满足 。 在最后的晚餐中 ， 颠覆性原则再次被引 人 。 门

徒应当跟随并效法
“

人子
”

（ 路 ２２ ： ２ ２）
； 在上帝 国里 ， 仆人

凭借恩慈进行统治 ； 成年人变成小孩子才能进人 ； 富人进人它

比骆驼过针眼还难 ， 但是穷人却仿佛有绿色通道 （ 路 ６ ： ２０ ） 。

总之 ， 路加的上帝国 同时是现实生活和末世论的愿景 ， 它在

圣餐中显示了上帝的怜悯 ， 在对穷人和下层人的偏袒中显示了上

帝的公正 ， 而国度的实现将是这一权力 的终极正义展示 。 教会是

耶穌的上帝国在各个方面的呈现 ： 与耶稣同在 ， 飨宴 ， 期待末世 ，

效法耶稣的谦卑 ， 在实践中 以服侍推翻权威的原则一所有这些

最终
“

颠覆了
”

罗马社会中 的许多方面 （ 徒 １ ７ ： ６ ） 。

①

时至今 日 ， 西方教会似乎很难宣告其权威性 。

一种反体制

的情绪促使人们不信任教会 ， 仿佛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压迫性

组织 。 然而 ， 正如罗伊 （ Ｋ ａｖ ｉ ｎＲ ｏｗ ｅ ） 观察到 的 ， 这种普遍的

情绪
“

与 （ 社会上 ） 广泛 的知识倾 向有关
”？

， 而非 以经文为

①Ｃ ． Ｋａｖ ｉｎ Ｒｏｗｅ
，
Ｗｏｒｌｄ Ｕｐｓ ｉｄｅ Ｄｏｗｎ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 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ｅｃｏ
－Ｒｏｍａｎ Ａｇｅ  （

Ｏｘｆｏ ｒｄ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９

）
．

（
２
）Ｃ ． Ｋａｖ ｉｎ Ｒｏｗｅ

， 
Ｏｎｅ Ｔｒｕｅ Ｌ ｉｆｅ ： Ｔｈｅ Ｓｔｏ 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ｒ ｉｓ ｔｉａｎｓ ａｓ Ｒ ｉｖａｌ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ｓ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６

）
： ２８７ ．

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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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 在西方现代社会强调个体 自 由 的风气下 ， 知识分子往往

将教会诠释为一种具有压迫性的建制 。 但是 《路加福音 》 的教

会论拒绝这种解释 。 《路加福音 》 和 《使徒行传 》 展示 了上帝

国从耶稣到 门徒都有延续性的对压迫性秩序 的颠覆原则 。 《路

加福音 》 ２２ ： １ ４ － ３ ８ 提醒教会 ，

一方面 ， 教会应 当 承认和宣告

自 己在上帝 国 中 的权柄 ； 另
一方面 ， 教会需要反省其权柄不是

来 自 其建制本身 ， 而来 自 其对耶稣的跟随和对众人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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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Ｎｅｗ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３ ．

Ｌａｄｄ
，
ＧｅｏｒｇｅＥ ｌｄｏｎ ．ＴｈｅＧｏｓｐｅｌｏｆ 

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ｏｄ．ＧｒａｎｄＲａｐ ｉｄｓ ：Ｅｅｒｄｍａｎｓ
，

１ ９５９ ．

２００



“

我将 国 度賜给你们
”

： 基于 《路加福音 》 最后 晚餐 中耶稣教导的教会论

Ｋａｒｒｉｓ
，
ＲｏｂｅｒｔＪ ．Ｌｕｋｅ ：Ａｒｔｉｓ ｔａｎｄＴｈｅｏ ｌｏｇｉａｎ ．Ｌｕｋｅ ＳＰａｓｓ ｉ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ｕｌｉｓｔ Ｐｒｅｓ ｓ
，１ ９８５ ．

Ｋｕｈｎ
，
ＫａｒｌＡ ｌｌｅｎ ．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Ｌｕｋｅａｎｄ Ａｃｔｓ ：ＡＳｏｃ ｉａｌ
，

Ｌ ｉ ｔｅｒ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ｄＲａｐ ｉｄｓ ：Ｂａｋｅｒ
，

２０ １ ５ ．

Ｎ ｉｃｏ ｌｓ
， 
Ｊｏｈｎ．Ｃｉｖｉｃ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ｉｎ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 ｉｒｅ ．Ｌｅ ｉｄｅｎ ：Ｂｒｉ ｌ ｌ

，
２０ １ ４ ．

Ｏ
’

Ｔｏｏ ｌｅ
，
Ｒｏｂｅｒｔ ．

“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ｏｄ  ｉｎＬｕｋｅ－Ａｃｔｓ ．

”

Ｉｎ７％ｅ

ｏｆ 

Ｇｏｄｉｎ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ｅｄ ｉｔｅｄｂｙ
Ｗｅｎｄｅ ｌ ｌＷｉ ｌ ｌ ｉｓ

，

１ ４２－

１ ６２ ． Ｐｅａｂｏｄｙ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

１ ９８ ７ ．

Ｐａｒｋｅｒ
，
Ｄ ．Ｃ ．ＴｈｅＬ ｉｖｉｎｇ

Ｔｅｘｔｏｆ 

ｔｈｅＧｏｓｐｅｌ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７ ．

Ｒｏｗｅ
，
Ｃ ．Ｋａｖ ｉｎ ．ＷｏｒｌｄＵｐｓ ｉｄｅＤｏｗ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Ｇｒａｅｃｏ －

Ｒｏｍａｎ Ａｇ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９ ．



． ＯｎｅＴｒｕｅＬ ｉｆｅ ：ＴｈｅＳｔｏ ｉｃ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Ｃｈｒ ｉｓ ｔ ｉａｎｓａｓＲ ｉｖ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 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
，
２０ １ ６ ．

Ｓｍｉｔ
，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ｎ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 ｉｐ
ａｎｄ Ｆｏｏｄｉｎ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 ：Ｅｓｃｈ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ｌｓａｎｄＳｃｅｎｅｓｏｆ 

Ｕｔｏｐ ｉａｎ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Ｔｅｓｔａｍｅｎ ｔ ．

Ｔｕｂ ｉｎｇｅｎ ：ＭｏｈｒＳ ｉｅｂｅｃｋ
， 
２００８ ．

列夫 ？ 托尔斯泰 ： 《天国在你们心 中 》 ， 李正荣译 ， 上海 ： 上海三

联出版社 ，
１ ９８８ 。 ［

Ｔｏ ｌｓｔｏｙ， 
Ｌｅｏ ．ｇｗｏｗ ｆｍｅｗ ｘｆｗｒＡｏｗｇ（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ｉｓｗ ｉｔｈｉｎＹｏｕ
）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ｂｙ
Ｌｉ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 ｌ 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

１ ９８８ ．

］

（ 梁工 编 ｝

２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