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讲  关键两道题 

—人子是谁？祂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宁   子 
 

经文：《马太福音》16:13-25 

 

一、这里记载了新约圣经中极为重要的两场神学考试，考官是主耶稣，考生是主的门徒，

考题只有两题： 

 

1、对主耶稣的认识：他是谁？（16:13-20） 

2、对十字架的认识：十字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6:21-25） 

 

二、 在这场考试中，彼得作为门徒的代表，第一场考试得满分，第二场考试不及格。 

 

为什么同一个彼得，在这两场考试中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 

这件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三、让我们回到考场： 

 

1、第一场考试：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13-20） 

 

在对耶稣的认识上，只有两种人：一是“世人”，一是“你们”。 

 

不认识主的人把耶稣当作人来认识：以为他是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某先知。 

 

来自人的意见总是自说自话，莫衷一是。 

 

而这道题不是考他们的，主耶稣出这道题是考门徒的，只有门徒有这场考试的“准考

证”。 

 

主耶稣分明把“门徒”和“世人”区别开来了。 

而西门彼得作为门徒的代表抢答正确：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因此得了满分。 

 

对彼得来说，第一场考试的满分得来不难。他跟随耶稣已经有些时日了，他不仅仅听

到过耶稣的教导，听到过耶稣关于天国的讲论，也亲眼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还

亲身经历过在海上走的神迹。作为犹太人，我相信他也知道旧约先知关于神的儿子来

到世间的预言。因此，对他来说，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这是一道明摆着的给分题。“是天父指示你的。” 

 

第一场考试彼得过关。在此前提下，主耶稣赐予他属天的职分和权柄：（18-19） 



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不仅要认识

耶稣，也要认识自己。） 

 

你是彼得（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若靠肉身，他只是西门巴约拿） 

 

我也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也要，凡……，也要……（我们不仅仅要认识

耶稣，也要知道他给教会的权柄。） 

 

这是对教会的职分和权柄的重要讲论： 

 

教会的建造者是主耶稣，教会的权柄也来自他，而他用以建造教会的石头（高质量的

建材）是他拣选出来的真正认识他的人。 

 

接下来，主对门徒的培训进入了进深课程：（21-23） 

 

“从此” ……“才”跟随着教会职分和权柄的是十字架的功课。 

 

2、第二场考试：十字架 

 

但在第二场考试中，彼得失败了。因为，第二场考试是需要付代价的，不仅是神的儿

子要上十字架，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背负十字架，这是与人的天然生命冲突。 

 

在对十字架的认识上，只有两种心意：一是“人的意思”，一是“神的意思”。 

 

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体贴人的意思就是与神对立。 

 

十字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24-25） 

 

四、为什么第二场考试失败？ 

 

1、吃了善恶果的结果：以己为中心,自我成为尺度。 

 

《太》26:1-2 耶稣预言十字架，门徒不理睬。 

《可》10:32-45 耶稣预言十字架，门徒转移话题，争论谁为大。 

唯一对十字架有回应的是那用香膏抹耶稣的女人。（《太》26:6-13） 

主明确吩咐：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

念。 

 

拒绝首先来自人的价值判断：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 

拒绝十字架是彼得跌倒的原因，是门徒四散的原因，是门徒不信主复活的原因，是我

们无法进入荣耀的原因，是教会一切问题的原因。 

 



在以马仵斯路上，复活之主传讲的中心信息其实就是十字架：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

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这样”是怎样？ 

 

是客西马尼园的汗如血点的祷告 

是各各他路上所忍受的羞辱和鞭打 

是十字架上的苦痛 

 

而在耶稣受难之后三天当中，门徒四散，不信复活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对“这样受

害”的不理解、不接受，拒绝了十字架，就拒绝了复活，不相信十字架，就不相信复

活，因为十字架是进入复活的必经之途。 

 

 

2、误解十字架： 

 

把十字架当作一种高姿态，一种口号。 

 把一切的受苦都当作十字架，或把十字架单看作受苦。 

 

五、十字架的真意： 

 

1、对父的全然顺服：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 

2、对己的全然放下：本有神的形象，不以和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

样式。 

是低姿态的生命经历：不渲染，不争竞，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 

是完全的给予：从马槽到各各他。 

 

结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六、讨论：你是怎么回答这两场考试的试题的？请分享你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