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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耶穌是誰？  馬可福音四：35 至六：6 

 

      神國的奧秘和「耶穌是誰」密不可分。這一位謎樣的人物到底是誰？祂教導的權柄是

人聞所未聞的，祂以大能趕逐汚鬼，祂治好了各式各樣的病人，一方面，祂廣受歡迎，另

一方面，有一小群人卻密謀想除掉祂，這樣的一位人物到底是誰？ 

      之前，耶穌在各種場合的教導、醫病和趕鬼所彰顯出的權柄已經透露出祂的身份，接

下來，作者以環繞著加利利湖的四個神蹟對耶穌獨特的權柄有更深的啟示。首先，耶穌在

狂風大作的加利利海面上以一句斥責令風浪止息，這個「自然神蹟」彰顯出祂有超越大自

然的權柄，讓門徒在驚嚇中思及耶穌權柄的來源（可四；35-41）；接下來，作者仔細精彩

的描述在加利利湖東岸外邦人的地區，耶穌行了一個趕鬼的神蹟，彰顯出祂有主宰邪靈勢

力的權柄（可五：1-20）；緊接著，作者以他著名的三明治的結構記載了兩個神蹟事件，

耶穌醫治了一個患血漏的女人，彰顯出祂醫治的大能，不但如此，祂甚至使一個管會堂的

女兒從死裡復活，彰顯出祂有超越死亡的權柄（可五：21-43）。 

是誰能擁有這樣獨特的權柄？雖然眾人無法認出耶穌真正的身份，然而耶穌畢竟受

到群眾的歡迎和接納；當耶穌來到祂的家鄉拿撒勒時，卻沒有人以為祂是榮歸故里，祂受

到鄰里的藐視和厭棄，以至於耶穌將自己比作舊約中不被尊榮的先知（可六：1-6）。 

 拿撒勒人耶穌究竟是誰？祂是一位平常的木匠？或是神的兒子？啟示仍在隱藏性的

階段，但有一天，在十字架上，這個奧秘將完全顯明。 

 

主題：耶穌行使四個神蹟彰顯出祂的權柄和身份 

 

可四：35-41 耶穌在海上平靜風浪彰顯祂有超越大自然的權柄 

 

一、門徒和耶穌乘船要去那裏？途中發生了什麼事？門徒有什麼反應？耶穌做了什麼？ 

 

 

二、耶穌為什麼責備門徒？你認為門徒被罵得冤枉嗎？門徒為什麼在風浪平息之後卻仍然

害怕？根據你的觀察，他們對耶穌有多少認識？這個神蹟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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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V.35「那邊」經常是指加利利湖的東岸，大部分是外邦人居住的地區。加利利湖是個

盆地，位於海平面六百八十呎以下，湖的四周除了南邊和西北邊，幾乎是在群山的環繞之

下，山上傾注下來的冷空氣和湖面上的暖空氣所形成的溫差常會瞬間引起強風。舊約中，

惟獨耶和華能使海上的風暴平靜，參詩六十五：7，八十九：9，耶穌在此使風浪平息就好

像舊約中的耶和華一樣。 

V.41 耶穌只用兩個字就使風浪平息，祂的話語帶有上帝的權能，門徒所以感到害怕，是因

為在他們的觀念中，只有創造風和海的上帝才有掌控大自然的權柄。 

反思和應用 

1、耶穌不但是慈愛溫柔的主，使憂傷受創的心靈得到安慰，祂也是掌管海洋陸地，超越

大自然的萬王之王。這個神蹟除了使你認識到耶穌真正的身份，它是否會使你對耶穌有更

深的敬畏？當你對耶穌的大能和權柄有更深的認識時，你是否會更加的信靠祂？ 

 

可五：1-20 耶穌在格拉森治好了一個被汚靈附身的人 

 

三、這個事件是在那裏發生的？作者如何描述這個被汚靈附身的人？他看到耶穌時有什麼

反應？他如何稱呼耶穌？他懇求耶穌什麼？耶穌答應了嗎？結果如何？ 

 

 

四、格拉森的眾人害怕的原因是甚麼？他們為什麼要求耶穌離開？從此處可觀察出，他們

真正關心的是什麼？耶穌所關心的和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五、被鬼附身的人在痊癒之後對耶穌提出什麼要求？耶穌吩咐他去做什麼？他遵從了嗎？

為什麼耶穌在許多時候囑咐人不可宣揚祂所做的事（參可一：44，5 五：43，七：36，

八：26），卻在這裏鼓勵這個人公開為祂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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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這個神蹟如何彰顯出耶穌的權柄？它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註：耶穌在加利利的初期事奉中，「趕鬼」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段是福音書中有關

耶穌趕鬼最著名的一段記載，不僅因為它在描述上的生動和仔細，也因為它是發生在外邦

人的地區，故事結尾時，耶穌事工的影響甚至延伸到外邦人的一個主要區域低加坡里，使

我們認識到一件事實，就是猶太人的彌賽亞事工最終必擴展到猶太人的圈子之外，接近馬

可福音第一幕結束時，這個趨勢將更加明顯。 

V.7「至高上帝」在舊約中是外邦人對以色列的神所用的稱呼，表示耶和華的權能高過其

它外邦的神明，邪靈對耶穌有超自然的洞察力，因此能認出耶穌和這位至高上帝之間的關

係。 

V.9「群」這個字的原文在奧古士督的時候被用在指稱一個羅馬軍團，約有四千到六千

人，這裏意指群鬼的數目眾多，也可能超過二千頭豬的數目。 

V.19 耶穌在許多時候會命令人對祂的工作或身份「守密」，參可一：44，五：43，七：

36，八：26，此處卻有一個明顯的對比，祂鼓勵此人公開作見證，造成這樣的區別，主要

是因為耶穌在猶太人中間的顧慮在外邦人中不存在。 

反思和應用 

1、耶穌趕鬼是上帝國度臨到的一個記號，它顯示出撒旦的勢力開始傾毀，此外，趕鬼神

蹟最重要的意義是基督論，它啟示出耶穌的作為是出於神的大能，祂是從神來的。 

2、人的生命十分寶貴，遠勝於物質，這是耶穌的價值觀，它也是你的價值觀嗎？你認為

我們的社會是否有這樣的價值觀？ 

3、曾經被鬼附的人在得到釋放以後，他到處宣揚耶穌為他所做的事。你曾經受到罪的捆

綁嗎？當耶穌拯救你得到自由釋放之後，你是否曾經向你的親友見證主為你所做的事？ 

 

可五：21-43 耶穌以兩個神蹟彰顯祂有勝過疾病和死亡的權柄 

 

七、管會堂的在那裏找到耶穌？他來求耶穌什麼事情？他的態度如何？在耶穌和他同去的

路上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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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作者如何描述這個患了血漏的婦人？當有一天她在人群中見到耶穌時，她做了了什麼

事？結果如何？  

 

 

九、你認為耶穌從眾人中找出這個女人可能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嗎？耶穌對這個女人說了甚

麼？你認為這個女人得醫治最主要的因素是甚麼？只要有信心就一定會得到醫治嗎？ 

 

 

十、從那裏可看出，這個管會堂的女兒的確是死了？有任何人還會對這個女孩懷抱著希望

嗎？ 

現場有許多不同的人物，你認為當他們目睹這個死人復活的神蹟之後，他們可能會受到甚

麼衝擊？這個神蹟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註：V.22「管會堂的人」是專門管理猶太會堂的人，一般來講，他一定是一位在地方上受

到相當尊重、有地位的人。 

V.25「血漏」是婦科疾病，利未記十五章記載該注意的潔淨規定，女性在經期（一般以七

天計算）及血漏的時日中都算是不潔淨的人，無法參加宗教和社會活動，若長期罹病就等

於是一個被社會排斥的邊緣人。 

V.39「是睡著了」，耶穌在此使用象徵性或修飾性的語言，旁觀者的嘲笑顯示了一件事

實，就是這個女孩已經死了是一件再清楚也不過的事了。 

反思和應用 

   1、這兩個神蹟彰顯出耶穌有醫治的大能和超越死亡的權柄，不同的神蹟繼續不斷地啟示出

耶穌彌賽亞的身分，作者藉著耶穌的神蹟奇事一步一步地揭開「耶穌是誰」的答案。 

2、請分享你信的是甚麼？這樣的信心今天是否仍繼續在你的生命中成長？耶穌說：「不

要怕，只要信」。睚魯怕的是什麼？你的害怕又是什麼？耶穌這句話能幫助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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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六：1-6 耶穌被自己家鄉拿撒勒的人所拒絕 

 

十一、這個事件發生在那裏？在怎樣的一個場合和日子？為什麼眾人對耶穌感到很希奇？

你認為他們厭棄耶穌的原因是什麼？耶穌自己如何解釋？ 

 

 

十二、耶穌如何回應這些不信的同鄉？為什麼耶穌在那裏不得行什麼異能？信心和神蹟有

什麼關係？只要對神有信心就一定能得醫治嗎？你認為耶穌為人治病最主要的原因是甚

麼？ 

註：V.2「異能」此處指的是耶穌在加利利各地所行的神蹟奇事。「木匠」在地方上是一

項很重要的工作，在猶太人眼中並不是一種低賤的職業，此處稱呼耶穌「木匠」並無不尊

敬的意思，強調的是耶穌和平常人沒有什麼不同。 

V.4 舊約的以色列人經常拒絕先知的信息，耶穌在此把自己比做先知，因為祂過去在加利

利公開服事的這段日子，大多數的人已漸漸把祂看作一位先知，參可六：14-15，八：28，

十一：32，雖然耶穌真正的身份遠高過於先知。 

V.5 馬可福音特別強調耶穌的神蹟和人的信心有關，參太十三：58，耶穌並非「不能」行

神蹟，而是人若沒有信心的回應，耶穌就不行神蹟。  

反思和應用 

1、向家人傳福音是特別困難的一件事，你是否有這樣的經驗？耶穌也曾經受到家人和同

鄉的拒絕，然而耶穌的家人後來都成為了上帝家中的人，這件事能給你安慰和鼓勵嗎？請

分享你的見證、困難和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