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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國的奧秘  馬可福音四：1-34 

 

      當耶穌在百姓中的聲望愈來愈高時，來自宗教人士的反對也愈演愈烈，為什麼人們對

耶穌有如此不同的反應？因為耶穌所引進的神國是個奧秘。本章一開始就是耶穌自己以撒

種的比喻揭開了這個奧秘。 

          為了和擁擠的群眾隔開，耶穌坐在海中的小船上用不同的比喻教導眾人，其中最重要的

比喻是一個關於撒種的比喻，撒種的人將種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之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

結果（可四：1-9）；門徒雖然受教耶穌一段時日，他們卻無法明白耶穌經常所講的比喻，

因此，耶穌引用了一段先知的話對他們解釋祂用比喻教導的目的（可四：10-12）；為了解

答門徒的困惑，耶穌對門徒詳解撒種的比喻，原來上帝的道落在不同的心田中會產生完全

不同的反應（可四：13-20）；比喻是為隱藏真理或是顯明真理？耶穌以四句警句似的格言

澄清了這個矛盾和疑慮，比喻基本的目的是要使人容易明白困難的事情，雖然人目前無法

完全明白耶穌所說關於神國的奧秘的比喻，但有一天這個奧秘會完全的顯明出來，現今人

對這些比喻理解的深淺多寡是取決於自己是否用心聆聽（可四：21-25）。 

      接下去，耶穌以一粒種子生長的比喻說明神國驚人的成長能力，雖然人在目前無法洞

察出上帝的國已經來到，然而神國正以無比的潛力在成長中（可四：26-29）；更令人震驚

的是，雖然神國目前有若一粒芥菜種子般的渺小，但有一天，它將會長成一棵令人嘆為觀

止的巨樹（可四：26-32）；耶穌用許多這一類的比喻，按照門徒所能理解的程度，教導他

們關於神國的奧秘（可四：33-34）。       

      神國最大的奧秘就是它已經來到了，人們卻視而不見，神國的奧祕就是耶穌以及祂所

帶來的啟示，凡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神國的奧秘向凡是有耳又有心的人完全敞開。 

 

主題：耶穌以比喻將神國的奧秘啟示出來。。 

 

可四：1-9  耶穌在海邊以撒種的比喻教導眾人 

 

一、耶穌為什麼坐在船上教導眾人？祂的對象是那些人？祂如何教導他們？耶穌以那一句

話開始和結束祂的比喻？耶穌要祂的聽眾留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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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這個比喻中，撒種的人將種子撒在那些不同的土壤上？落在不同土壤上的種子各有

什麼不同的結局？這個比喻和上文（前二章）有甚麼關聯性？在所有的比喻中，這個比喻

為甚麼特別的重要（可四：13）？ 

 

 

註：V.2 七十士譯本中的「比喻」這個字是譯自希伯來文的 masal，在舊約中，masal 這個

字代表了先知性的圖畫、警句、謎語、箴言…等。福音書中耶穌常用比喻來說明有關神國

的事，耶穌習慣用生活中一般人熟悉的事物作為比喻的工具來幫助人理解神國的奧秘。耶

穌的比喻不僅要引導人進入認知的層面，並且呼召人在意志和行動上作出回應。 

V.3 摩西在申六：4 對以色列人宣講「示瑪」，起始時也是以一個命令的語氣呼籲「以色

列啊，你要聽！」。 

反思和應用： 

1、耶穌在海邊用比喻教導眾人的一幕對我們有甚麼啟發嗎？耶穌教導的場合、對象和方

法可以如何靈活應用在我們的服事中？ 

2、「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耶穌的比喻經常帶有相當的急迫性，並且挑戰聽眾立刻

作出回應，聽而不聞的後果是十分可怕的。耶穌今天仍在呼召人們，認真思考神的話，快

快做出正確的回應，因為時日不多，錯過了神的救恩是生命中最大的損失。 

 

可四：10-12 耶穌向門徒解釋祂用比喻教導的目的 

 

三、門徒了解耶穌平常所說的比喻嗎？他們發問的動機是什麼？ 

 

 

四、「神國的奧秘」指的是什麼？人可以靠自己的聰明智慧去理解嗎？ 

 

 

五、可四：11「你們」和「外人」是指那兩種人？為何有這種差別待遇？耶穌用比喻的目

的是有意將真理向「外人」隱藏嗎？「比喻」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蒋怡欣, 版權所有© 2016 By Yi-hsin Chiang Ting; Taipei, Taiwan                              Page3  

 

 

註：V.10「比喻」是複數形式，可見門徒的發問並不是單指撒種的比喻，還包括了其它的

比喻。「門徒不明白」是馬可福音中一個重要的主題，作者在可四：13 中第一次記下門

徒不明白耶穌的教導。 

V.11 對猶太人來說，神的國度終將在歷史中體現並非一個秘密，所謂「奧秘」是因耶穌所

傳神國的信息和猶太人所理解的「神國」有完全不同的內涵，是他們所無法理解和認同

的。「叫…知道」可譯作「被給予」，希臘文文法是個「神性的被動式」，指出主使者是

上帝，天國的奧祕已經透過耶穌被上帝啟示出來。人靠自己的聰明才智無法明白神國的奧

秘，惟有憑信心接受上帝的啟示。 

V.12 引用賽六：9-10，先知描述一群不接受先知話語的以色列人，他們硬心、悖逆又不

信，他們雖然聽了，卻不明白。學者對這節經文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最好是將這節經文放

在第四章整個文脈中來看，耶穌以比喻教導的基本要旨是為了顯明真理，而非隱藏，「凡

事就用比喻」不宜看作有負面的目的，而應將其放在比喻一般性的目的（正面的含意）之

內來理解。這兩節經文的上下文強調的是聽者不同的反應，賽六：9-10 在這裏更加強了其

中一個重點，就是耶穌的信息會受到冷漠的對待和拒絕。 

反思和應用 

1.對於第一世紀的猶太人而言，耶穌所傳的信息所以會是個奧秘，是因為耶穌所引進的神

國和他們所期盼的不一樣。你認為今天許多人所期待的「福音」是甚麼？有那些因素會使

現代人拒絕基督徒所傳的福音？ 

 

可四：13-20 耶穌對門徒解釋撒種的比喻 

六、撒種的比喻中的種子指的是甚麼？四種土地代表了那四種人？這四種人可歸類成那兩

類？「道」在其中的一類人身上沒有長久的果效，有甚麼不同的原因？ 「道」在那一類人

身上能產生真實的果效，這樣的人有什麼特別的表現？ 

 

 

七、同樣是聽道，為什麼聽的人會有如此不一樣的反應和結局，你以為這是上帝揀選的旨

意嗎？或是人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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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V.14「撒種的人」未被認定是什麼人，「種子」是指耶穌的教導，這個比喻的重點是

在於不同種類的泥土（人的心田）所產生不同的結果，泥土所得到的種子都是一樣的，

「如何聽」造成了不同的結局。 

反思和應用 

1、耶穌時代的猶太人認為當神國以大能臨到的時候，無人能夠抵擋。耶穌所引進的天國

有許多猶太人無法理解的奧秘，其中之一就是，人可以拒絕天國。同樣的福音在不同的人

心中生出不同的回應，雖然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為什麼人心會有不同的反應，但是可以確定

的是，人必須承擔自己的決定所帶來的後果，並且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2、你的心田比較接近那一種土壤？這個比喻對你的提醒是什麼？在你傳福音的經驗中，

當你遇到不願意接受的人，通常他們最大的阻礙是什麼？你可以從這個撒種的比喻中發現

一些線索嗎？ 

 

可四：21-25 耶穌對門徒講解燈和量器的比喻 

 

八、燈的功用是什麼？此處的「燈」指的是什麼？這個燈的比喻重點在那裏？ 

 

 

九、可四：24-25 耶穌以兩句警句似的格言來鼓勵和警告祂的聽眾，對耶穌的信息有不同

回應的人會得到怎樣不同的結果？ 

 

 

註：V.21-25 出現了四個警句似的格言，這四句格言出現在符類福音中不同的上下文中時

有不同的意義。 

V.21-22 燈的作用是要儘可能地給予亮光，從此處的上下文來看，這裡的燈所帶來的亮光

應該是有關神國奧秘的啟示，光不應該被隱藏，神國的奧祕如今雖被掩藏，但終必彰顯出

來，而這正是耶穌講比喻的目的。 

V.24-25 的警句可以用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而帶出不同的含意，基本上是一個互惠的原則，

以公平為基礎，不過上帝的原則卻超越公平，那些用心聽耶穌講比喻的人，他們所得到的

祝福會超過互惠原則的限制，而那些對耶穌比喻沒有回應的人則得不到任何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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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應用 

1、除非出於上帝的啟示，無人能理解神國度的奧秘，求神給我們能聽的耳，能明白耶穌

所教導神國的奧秘。縱使神的國度在過去和現在被誤解或拒絕，有一天必要完全的顯明，

你有這樣的確信嗎？這樣的信心對你現在的生活有甚麼影響嗎？ 

2、神的恩典超過了一分努力一分收穫，不論在讀經、禱告或服事，往往我們的收穫會超

過我們所付出的，你有這樣的經歷嗎？耶穌曾經警告門徒：「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

去」，這句話對我們的警告是什麼？你會如何應用這句話在你身上？ 

 

可四：26-29 耶穌以種子長大的比喻形容神國的成長 

 

十、這個比喻如何描述種子的成長？它和神國的成長有什麼類似的地方？這個比喻所要強

調的是什麼？ 

 

 

註：在現實生活中，農夫不可能不勞而獲，門徒也不可能對神國的建立不需付出任何努

力。這是一個有關神國本質的比喻，聚焦在神國的能力，無所作為的農夫只是這個主題的

背景。在這個比喻中所啟示的神國的奧秘就是，在耶穌的事奉中，神國已經來到，雖然表

面上沒有明顯的動靜，但就像一粒種子，充滿生命的潛力，悄無聲息地成長，有一天豐收

將會來到，然而它是在上帝的時間以上帝的方式來到，並非根據人的邏輯或藉著人的努

力。 

反思和應用 

1、上帝的國度有如種子，它包含了生命成長的潛力和法則，國度的本質之一就是雖然它

貌不驚人，卻有驚人的成長潛力，基督徒的生命亦是如此，雖然我們不過是瓦器，但靠著

聖靈的能力，我們屬靈的生命卻能夠一天天地長大成熟。你曾經為自己或是服事感到灰心

嗎？這個比喻告訴你什麼？ 

 

可四：30-32 耶穌以芥菜種的成長比喻神國的特質 

 

十一、芥菜種的特點是什麼？作者用芥菜種的成長來比喻上帝的國，他要強調的重點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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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芥菜的種子極端微小，但卻在一年內可以長到三米（甚至超過三米）的高度，這是十

分驚人的，因此在格言中常用芥菜的種子來比喻十分微小的東西。這個比喻將焦點放在一

個強烈的對比，一個不起眼的開始和最後令人震撼的結果。神國起始就像芥菜種一樣微小

不引人注意，但將來神國完全實現時，它所彰顯的偉大榮耀將令人嘆為觀止。 

反思和應用 

1、這個比喻所啟示神國的奧秘是：神國的特質是它的起頭雖然渺小卑微，它的結局卻驚

天動地。神國起始於耶穌所聚集的一小群平凡的門徒，而在將來神國完全實現時，它所彰

顯的無比的榮耀將會是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的。 

2、基督徒生命成長的改變常令人難以置信，你在自己或別人身上曾經看到因為信主而帶

來的驚人改變嗎？請分享。 

 

可四：33-34 耶穌經常用比喻講道 

十二、「聽」這個字在第四章的比喻中一共出現了幾次？作者再次提到人們「聽」的能力

差異很大，為什麼會這樣？他可能是要提醒讀者什麼？ 

 

 

十三、耶穌只用比喻對外人講道嗎？對那些人祂會進一歩地講解？ 

 

 

註： V.33-34 是作者對耶穌教導方法所做的摘要，而非耶穌這段講論的總結，所要表明的

是「比喻」是耶穌經常所使用的一種教導方法。 

V.33 表明了本章耶穌所說的比喻只是許多比喻其中的一部分，「他們」是指一般的群眾。 

V.34「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講」只是一般性的陳述，不宜解釋作耶穌在加利利各地都

是以不加解釋的比喻來教導人，然而耶穌在外的確有以比喻教導人的名聲。「門徒」原文

是「他自己的門徒」，所指的應該不只是十二位門徒，而是包括和耶穌本人有個人關係的

人，應是和 V.10 同樣的一群人。 

反思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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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凡有心尋求的，必定尋見。耶穌進一步教導有心明白神國

福音的門徒，應了「凡有的，還要給他」這句格言。你覺得聖經很難明白嗎？你相不相信

若有心追求真理，上帝會引導你？ 

2、耶穌使用比喻作為教導的方法，祂的基本目的是要闡明神國的福音，並且要求聽眾作

出回應。這件事提醒我們，我們研讀聖經的目的不僅是要明白所信的，最終的目的是要活

出聖經的教導，亦即遵行神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