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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末世的講論（二）：儆醒預備主來   太二十四：36 至二十五：46 

 

耶穌預告門徒，耶路撒冷在面臨審判之前是有跡可循的，「這些事（聖殿傾毀）」

（參太二十四：3）將在門徒的世代發生，但「那日子、那時辰（耶穌再臨）」沒有人知

道。 

在這段經文中，耶穌繼續回答門徒在太二十四：3 後半節所提出的問題：你降臨和

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但那日子」點出了主題的改變，耶穌以挪亞的日子作為「那日

子」的寫照，接著以三個比喻（夜晚的賊、忠心和不忠心的僕人、十童女的比喻）反覆強

調一件事，就是沒有人知道那日子何時來臨，因此要隨時做好準備，免得後悔莫及（太二

十四：36 至二十五：13）；「那日子」雖是模糊的，但如何等候「那日子」卻有明確的

可行之道，就是時刻儆醒並且做好準備，耶穌進一步以一個按才受托的比喻告知門徒如何

做好準備，不是消極的枯坐，而是積極的行動，殷勤發揮個人才幹忠於主的託付（太二十

五：14-30）。 

      自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審判的主題持續進行，此刻耶穌以一個萬民受審判的畫面

將這個主題帶入高峰，綿羊和山羊的比喻將萬民區隔成兩群人，這兩類人往永刑或永生裏

去的關鍵在於他們是否接待耶穌的門徒，因為耶穌曾經說過「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

我」，換言之，人和耶穌的關係決定了他永遠的命運（太二十五：31-46）。 

      因為那日子、那時候，沒有人知道，我預備好了嗎？ 

 

主題：耶穌告誡門徒要警醒預備主隨時的再來。 

 

太二十四：36 至太二十五：13 耶穌以三個比喻告知門徒主再來的日子沒有人知道 

一、 太二十四：36「那日子、那時辰」指的是甚麼事情？有誰知道 「那日子」？ 

二、人子來臨之前的日子和挪亞的日子有甚麼相似的地方？人子來臨的時候和挪亞進方舟

的那日子又有甚麼相同的情況？這個類比的重點是甚麼？ 

三、太二十四：40-44 這兩個比喻在說甚麼？雖然人無法知道人子來臨的日子，然而卻可

以預做準備，此處的重點不是「如何準備」，而是「何時」，何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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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二十四：45-51 的比喻中，這兩個僕人有甚麼對比？這個比喻說的是，在等候主來

的時候，應該有甚麼態度和行動？當主再來的時候，這兩類的僕人各有甚麼結局？ 

五、太二十五：1-13 的比喻中，新郎隱喻的是誰？此處「愚拙的」和「聰明的」童女在等

候新郎的時候，她們的預備工作做得如何？這兩組童女基本的差異是甚麼？她們有甚麼不

同的結局？ 

六、太二十四：36「那日子、那時辰」這句話重覆出現在太二十五：13，由此看出，這一

大段的主題是甚麼？ 

註：太二十四：37-39 挪亞的故事參創七章，在挪亞的日子，洪水審判之前，人照常吃喝

嫁娶並無不對，此處只是強調人漠視挪亞的警告，照常過日子不做任何準備，當洪水突然

來到時，這些人最終無法逃避洪水的審判。以此比喻當人子不期而至時，人若未做任何準

備，必會像挪亞時代的人一樣難逃審判的命運。 

太二十五：1-12 耶穌曾以婚宴象徵彌賽亞的筵席，並以新郎自居，參太九：15、可二：

19-20，這個比喻中的新郎顯然是象徵耶穌自己，十個童女象徵的是那些宣稱相信耶穌的

人，比喻中的其它細節不宜做太多寓意性的解釋，耶穌主要是以這個比喻告誡門徒要以實

際的行動做好準備。 

 

太二十五：14-30 耶穌以按才受託付的比喻告誡門徒要忠心殷勤完成主的託付 

七、這個比喻中的主人隱喻的是誰？太二十五：19 提到這位出外旅行的主人過了許久才

回來（參照太二十五：5），它暗示了甚麼？ 

八、主人遠行之前分別給了三個僕人多少銀子？這三個僕人如何使用這筆銀子？當主人回

來，僕人向主人交帳的時候，發生了甚麼事？主人如何稱讚和獎賞那兩位領五千和二千銀

子的僕人？ 

九、那個領一千銀子的僕人如何為自己找說詞？主人為何痛責他？他真正犯的錯誤是甚

麼？結果他受到什麼責罰？從這個僕人身上，我們可以學習到甚麼功課嗎？ 

十、太二十五：29 這句諺語在這裏應該做何解釋？這個比喻的重點是甚麼？ 

註：V.29 這句諺語說明的是一個原則，用在不同的情況之下可做不同的解釋，參太十

三：12，可四：25。此處指的是忠心用心的服事會有更多服事的機會，而懶散失責的人會

連他原先所有的工作都全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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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二十五：31-46 耶穌告知門徒最後審判的根據 

十一、太二十五：31-33 如何描寫最後審判的場景？誰是審判者？審判的對象是那些人？

耶穌以甚麼比喻來區分審判的對象？ 

十二、被比喻做綿羊和山羊的這兩群人在審判中的結局如何？此處所描述的審判的標準是

甚麼？這個標準該做何解釋？在這幕審判的場景中，「王」隱喻的是誰？「弟兄」又是

誰？ 

十三、為什麼代表兩種人的山羊和綿羊在聽到主的審判時都感到很意外，你可觀察出他們

的心態有甚麼不同嗎？你認為王所看重的是甚麼？這個比喻說明決定人往永生或永刑裏去

的關鍵因素是甚麼？ 

註：V.32 的「萬民」原文是複數，應指包括猶太人在內的「萬國」。巴勒斯坦的山羊和

綿羊不易區分，牧人的比喻是在強調要將混雜在一起的徹底分開，舊約中的綿羊常是神子

民的代表，此處象徵「蒙福的」。 

V.33 在猶太人的習慣中，右邊代表尊貴，左邊代表不蒙悅納。 

V.40 馬太福音中出現「耶穌的弟兄」時，經常不是指一般人，而是專門用來指稱耶穌的

門徒，參太十二：48-50，二十八：10；「他們中最小的」可參十：42，十八：6、10、

14，指耶穌門徒當中最卑微、不受注意的那些人，包括在物質上缺乏或屬靈上軟弱的人。

人接待耶穌的門徒就是接待耶穌，而是否接待耶穌決定了人往永刑或是永生裏去。 

 

反思和應用 

1、耶穌再三告知門徒沒有人可以知道祂再來的日子，耶穌的用意是甚麼？我們今天在等

候耶穌再來的時候應該有甚麼基本態度？ 

2、我們的態度影響行動，耶穌所說的「要儆醒」究竟是甚麼意思？在那些事情上儆醒？

如果你真的相信或認真思考耶穌會再來這件事，你的人生態度會受到甚麼影響嗎？包括你

的價值觀、工作觀、待人處事的態度… 

3、耶穌要門徒在等待祂再來的時候要以積極的行動取代消極的等待和臆測，按才受託的

比喻告訴我們要忠於主的託付，殷勤地去行。主對你的託付是甚麼？你是否有善用你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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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和才幹去服事神和服事人？主是否也將一些人託付給你？例如你的家人、朋友或主裏的

弟兄姊妹？ 

4、所謂「儆醒」，其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忠心殷勤遵行主的旨意，儆醒是靈性的醒覺，

因而付諸行動，其中也包括了照顧主內有缺乏和靈性軟弱的弟兄姊妹，這樣就是耶穌所吩

咐的隨時作好準備。如果我們不儆醒的話會怎樣？當耶穌突然來到的時候，我們還有機會

嗎？在查考完這段經文以後，你會更儆醒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