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是永恆

趙可瑩 

　　正值學期完結的時候，室友與我受通識課程的啓啟發，舉辦了一場

名為「愛是永恆」的論壇。當日我們有幸邀請到眾多學者出席，討論激

烈，觥籌交錯，有如重回二千年前的希臘社會。我還記得《會飲篇》記

錄者阿波羅多洛、耶穌和一位十九世紀的工廠資本家的精彩演說……

阿波羅多洛：非常榮幸來到這裏，和各位分享對愛的看法。愛是最值

得讚美的，這恰是我們會飲時的談話主題。那位悲劇作

家阿加松認為，愛神是一位嬌嫩、柔韌、永遠年輕而又

有節制和公義美德的神。1多麼美妙的讚美！但狄奧提

瑪卻認為，愛並不是完美的神，也不是「被愛者」；相

反，愛是擁有恆久追求的精靈，是「愛者」，他是富足

和貧乏、聰明和無知、可朽和不朽的後代。2我們稱頌愛

神，在於他企盼美好的事物，這正是人類生生不息的根

源！因為我們渴望擁有美好，所以通過繁衍追求不朽，

正如愛的行為就是孕育美，既在身體中，又在靈魂中。3

耶穌：	 親愛的阿波羅多洛，容我提出疑問。愛的對象不應該是

醜陋的事物？例如一個有愛的人絕不會和一個病態的身

體繁衍下一代？

1	 見Plato, Symposium（柏拉圖，《會飲篇》），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頁120–121。
2	 同上。頁131。
3	 同上。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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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多洛：沒錯，狄奧提瑪曾經解答過這問題，她認為人通常被美

麗的身體而不是病態的身體所吸引，4人被美的形體打

動了，才會生育。另外我還記得「愛的階梯」的概念。

愛對美的追求是有層次的，由個人形體之美、廣泛形體

之美、心靈之美、體制之美、知識之美，最後追求美的

終極啟示。5親近愛神的人，正是按照這個順序發展，從

而領悟美的真諦。現代人們往往熱衷於個人的形體美，

瘋狂迷戀一個人而為他投入時間和精力，這就是第一階

段。但是，形體始終會腐朽，敬畏愛神的人不應停留，

而應進一步追求廣泛的美，從而見到不朽的美的本質。

蘇格拉底正是「愛的階梯」的完美體現。他沒有沉淪在

對個人的迷戀，因此引來情人阿爾基比亞德的埋怨，但

我相信正是他對愛神的崇拜驅使他成為執着追求真理的

偉大思想家。

耶穌：	 先生對愛深有洞見。這麼說來蘇格拉底的情人是男人了？

阿波羅多洛：不錯，夫子。阿里斯托芬提出人本來都是連體的，有男

男、女女、男女三種性別。當眾神決定把人劈開兩半	

之後，每一半都竭力尋回失去的另一半，渴望重新結合	

為一，這種欲求就是我們所稱的愛情。假如本是男男	

相連的，那麼劈開後的兩半就會愛慕同性。我們鼓勵少

年和年長男性走在一起，因為這種人是國家最有希望的

少年，因為他們最富有男子氣質。6

耶穌：	 在對愛的頌辭之前，我必須說，同性戀並不是真實的愛

情。耶和華創造夏娃的目的是給亞當一個般配的幫手，

4	 同上。頁136。
5	 同上。頁137–138。
6	 同上。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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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神的設計，這就是為甚麼男人要離開自己父母

去依戀妻子，與她結為一體。7人應和異性發展愛情，	

倘若同性之間產生愛情，改變男女的用處，就成為被詛

咒的。8

	 首先，愛的確偉大，但它並不是神，只是由神而來的。

所有的愛都由神來定義，因為神就是愛。9我們有且只

有一個神，耶和華。其次愛並不是對美的永恆追求，而

是對神和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追求。人有很多罪，

例如專顧自己、貪愛錢財和不能自約等，10　而這深深傷

害了神和人之間的關係，因為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着

惡行，心裏與他為敵。11　同時先生請看現在社會的家庭

暴力、謀殺強姦等的慘案豈不都是人的罪的惡果！因此

這也傷害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我們愛，為要將人從罪

中拯救，這個過程要與齷齪和罪惡相爭，必不是先生你

們永恆追求美的那般美麗。因此和阿波羅多洛先生的看

法相反，愛的對象是罪人，正如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

是召罪人。12　愛的背後有一顆憐憫的心。我曾治好許多

患有各種疾病的人，幫他們趕鬼，13　我亦曾使麻瘋病人

痊愈，並吩咐他向眾人證明已得潔淨，14　因為我對患病

7 〈創世記〉2:24。原文：「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8	 〈羅馬書〉1:26–27。原文：「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欲。他們的女人把

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欲火攻心，彼
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9	 〈約翰一書〉4:7–8。原文：「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
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
就是愛。」

10	 〈提摩太後書〉3:2。原文：「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
瀆、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

11	 〈歌羅西書〉1:21。
12 〈馬可福音〉2:17。
13	 〈馬可福音〉1:29–34。
14	 〈馬可福音〉1: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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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人懷有憐憫，生出愛心，所以希望他們得到醫治

並不再受社會排斥。我愛人，渴望走近人的生命，和他

們修補關係。另外，愛除了能除去肉體痛苦，還能除去

心靈的頑疾。我鼓勵對神有信心的行為，一個患血漏的	

女人曾盡力渴求從我得到治愈，她便是一個信心的	

代表！15　因為人心充滿詭詐惡毒，唯有神的道路才結出

豐盛生命的果子，所以愛驅使我去鼓勵人走近神。我十

分愛世人，甚至背負眾人的罪而釘上十字架，為要救贖

人的靈魂。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蒙憐恤，凡褻瀆聖靈的，

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16　我如此愛你們，

也希望你們愛神，並愛人如己，這才是真正的愛！17

資本家：	 夫子真是偉大的象徵，然而我卻對愛有不同的意見。

愛只是情感，不是阿波羅多洛口中的愛神也不是耶穌	

提倡的無條件的付出，只是對財富的追求。我不在乎關

係或者美的學問，我只相信愛的對象是社會共同財富的

積累，唯如此才可使全人類的生活水平提高。通過分工

機制，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資源，達到財富積累。

耶穌：	 先生，我看到你的工廠中，產品生產越多，工人擁有的

財產卻越少，生活越發窘迫，因你剋扣工資剝削工人的

財富。工人在生產中痛苦而沒有滿足感，他們為了謀生

而被迫為你工作，完全背離了人的本質生活，亦不能享

受良好的關係，因為人與人之間由自私引導而充滿惡性

15	 〈馬可福音〉5:34。原文：「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
吧！你的災病痊愈了。』」

16	 〈馬可福音〉3:29。
17	 〈馬可福音〉12:31。原文：「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

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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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18　我愛他們，因此憐憫工人的生命，而你只愛自

己的財產，卻從不顧及其他人！

資本家：	 夫子，足夠的財富積累才可以貢獻更多給神的國，不是

嗎？

耶穌：	 狡詐的人竟不悔改！神並不看重你積累的財富有多少，

而看重你是否願意貢獻給神。難道你不知天地一切，包

括財富，都是神所創造擁有的嗎？從前有一個窮寡婦向

神付出所有家業，雖比財主貢獻得少，但卻是神喜悅

的，因為她愛神多過愛自己的財寶，而財主只是貢獻出

自己有餘的財富。19

我：	 非常感激各位參與這次論壇！在論壇結束之際，我將把

最佳演講大獎頒發給耶穌。愛是人類珍貴的情感，不應

只追求個人在美或者財富方面的成就，而應尋求社會共

同的福祉。每個人生來境遇不同，因此社會中存在不平

等現象，而耶穌描述的有憐憫的愛正是解決社會矛盾的

最佳方法。他為救贖眾人的無條件的付出，更加為我們

愛身邊人做了榜樣。倘若人人只愛自己，社會將會苦不

堪言，落入零和遊戲的僵局。希望大家享受這次「愛是

永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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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老師短評

　　阿波羅多洛是《會飲篇》的流傳者，也是蘇格拉底的追隨者。趙

同學選擇阿波羅多洛作論壇講者，既可引進《會飲篇》中不同發言者

的見解，又可突出蘇格拉底對愛的觀點，這是個頗聰明的做法。針對

蘇格拉底的觀點，可瑩提出把它與〈馬可福音〉中耶穌的愛做對比，啓

明了兩種性質不一的愛。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重智，心智上的「生

育」勝過肉體生育；福音書裏表現的是耶穌憐憫助人的愛心，承認男

女相配是神的旨意。柏拉圖的愛以缺乏和追求作起點；而耶穌的愛則

以施予為中心。篇末趙同學更藉耶穌的愛表現馬克思對工人的同情，

在關懷低下階層和弱勢團體上看出他們一些共同點，這顯出可瑩對文

章有不錯的理解和總合能力。（何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