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耶稣变像后，彼得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
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4节） 

显然，彼得对这属天的异象感到迷惑不解，对耶稣要完成使命的迫
切感，完全没有体验。山上的光景太好太荣耀，不想回到山下的困
苦之中，他很享受此光景，就提议搭三座棚； 

“搭三座棚”还有的意思是：他不但要留住『基督』，也要留住任 

何与基督有关的『人事物』，律法和先知(摩西和以利亚)都是为引 

导人认识基督而存在的，他们虽然都非常重要，但不能和基督并列，
因为他们不过是影儿，那实体却是基督(参西二17)。一切属灵的人 

事物，只不过帮助我们寻见基督，它们本身并无永存的价值。把它 

们提高到与基督相同的地位上不也正是基督徒常犯的毛病？ 

 

 

 



 

 

彼得误在将那位颁布律法的摩西，和那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与主
耶稣并列仿佛三位是同等的； 

但是，这提议马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遭到斥责，一朵云遮住了摩西和
以利亚，他们就不见了，与此同时，天上一个声音从云中发出； 

 

17:5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祂。” 

 



 

 

这是天父上帝再次为子做见证，前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也
曾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三：17）可1：11，路3：
22作“你是我的爱子”，是对耶稣说的，不是对众人说； 

 

此次是上帝亲口对门徒说的。耶稣是被拣选为弥赛亚被膏的那一位，
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旧约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 

 

这个声音为的是要教导彼得，有一位比摩西和以利亚要大的多，祂
正是律法和先知预表和指向的那一位； 

 

 



登山变像对门徒的意义： 

毫无疑问，至少彰显了部分的天国的荣耀。祂的‚核心圈子‛的门徒们能够 

对耶稣的身份有更高的理解； 

耶稣外形上的变化，使这些之前只识得他肉身的门徒现在对基督的神性有了感 

性的认识，尽管当时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他们听到祂将来的死亡噩耗时， 

这会带给他们需要的安慰和鼓励； 

的确，这几位门徒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在山上发生的事：（无疑神也有意于此） 

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写道：‚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
1:14）； 

彼得也写到这件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 

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 

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 

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后1:16-18）； 

这些目睹登山变像的门徒向别的门徒以及数个世纪以来的无数人见证了这件事； 

 



下山时，耶稣吩咐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妇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
告诉人”耶稣命令他什么也不要说；  为什么要守密呢？ 

 
  
太   8:4 

  
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 
  

  
医治大痲疯得洁净 

  
太   9:30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
人知道。 

  
医治两个瞎眼的 

  
太   12:16 

  
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医治枯干的手之后，又医治了许
多跟着他的人 

  
太   16:20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
生神的儿子之后 

  
太   17: 9 

下山的时后，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
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登山变像之后 

  
约  6:15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
到山上去了。 

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第十五課 17:14-18:35 
 

有关信心 （十七14～20） 

一位饱受癫痫病痛折磨的儿子的父亲来到耶稣面前求助并抱怨“我带他到你门徒
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联想：摩西下山后，面对的是以色列人的背叛（出三十二），耶稣也是同样， 

当祂从山上下来，便立即卷入了与魔鬼的争战（18节）并经历着人们的不信; 

 

耶稣的回答“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時呢． 

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裡來罷。（17:17） 

 

耶稣所为：“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愈了。”（17:18） 

 



 

 
在马太16:4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从上下文可以释为一味地 
求神迹正是这邪惡淫亂的世代的标记。 
 
同样的事件，马可以生动跌宕的笔触描述惊人的治病故事，到了马太的 
笔下已被删得只剩下最精髓的部分了；（相比之下已显得平淡） 
 

 
马太却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点的主题上面，那就是门徒们的不信 
和耶稣说的有信心的人才有能力的话； 
 
 
 
  



19～20. 关于小信 

17:20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 

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 

能作的事了。 

从17:17 至此把门徒们的不信赤裸裸地暴露在耶稣的权柄之前； 

16:4 求神迹是邪恶淫乱世代的标志（人皆存有不信的恶心） 

6: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還給 

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14: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这里的小信，不是说有信心只是不够的小信，而是指根本没有信心； 

信心不在大小，而在于有无。真实的信心即使像「芥菜种」一样微小，也可长 

成参天树而大有能力；  
 

 



 

这里马太虽然将那位父亲犹犹豫豫地表现出信心的精致也删去； 

可9:23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可9:24 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有古
卷作立時流淚的喊著說〕 

太17：17b-18 把他帶到我這裡來吧！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
子就痊癒了。 

有称说这位父亲有的是“真实却微弱”的信心； 

软弱的信心也是真信心：人因肉体的限制，即使黑暗四面围绕我们，即
使神的怜悯如微弱的光照耀我们，却足以使我们得着确据。保罗在不同
的经文中清楚教导这点：林前 13:9，12，意思是我们在今生只领受到神
智慧的微小部分，暗示我们极其有限的能力无法测透无限的神。但他在
另一处经文中证明：就连最微小的信心都赏赐信徒确据；林后 3:18 



 

大卫堪称信心的楷模，可当我们查考他一生中信心的历程，却见他常以 

无数的叹息宣告心里的不安； 

诗42:5，11；43:5 表明他深深的忧郁；诗31:22 以为神已离弃了他； 

诗77:7-10 他甚至开始怀疑神的属性； 

奇妙的是，在如此众多的攻击和软弱中，信心仍扶持敬虔之人的心，并 

使他得胜如发旺的棕树；诗92:12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黎巴嫩的香
柏樹。 

如此，即使当大卫似乎即将崩溃而自责时，却仍没有停止仰望神； 

人若与自己的软弱争，战在极度忧虑中扔投靠信心，就近乎完全得胜； 

 

https://www.expecthim.com/true-righteous.html


 

 
信心的源头：是神主动赐给人的恩典；神的道是信心的盾牌； 
 
信心不是什么：“自信”、不是人的主观愿望 、不是灵恩派式咬牙 
装狠（个人亲历）、言之凿凿的“宣告”、或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之上的 
英雄主义情结等； 
 
信心是：对神所要做的事有把握的看见，看见了主的权柄、主的计划相信 
神的旨意必要如此 ，即是对神主权的全然敬畏与交托； 
真信心让人与主合而为一，照着主的心意去做事, 即使要挪山填海，也是 
因为他们有把握地知道是主自己要做成这事。（太21:21，赛五十四10，林 
前十三2） 
信心建立无捷径，没有短平快和立竿见影，是一步一个脚印每日功夫的累积； 
 
 
 



17:22-23 . 第二次宣布耶稣将受难 

这一内容被一再重复和强调, 随着故事的进展,它不断增加着紧张的气氛, 直到在耶路撒
冷的最后对抗。 

圣殿税的问题 17:24－27 

犹太成年男子每年都要缴半舍客勒的税银(基于出埃及记三十 11~16）以维持圣殿的礼
拜之用，这样作,表现一种爱国主义的自豪感； 

公元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罗马人规定把这笔圣殿税改为缴纳给罗马犹皮得神庙，马
太记述这事，至少为马太福音成书于公元七十年前作了旁证； 

 

主耶稣借此教导门徒税收的基本原则：世上的统治者既然没有向自己家人征税的，这 

税是神的税，那神的儿子自然不必缴纳，但情愿这样做，为的是避免“冲突”，因为起 

了冲突，就可能给祂的使命带来不必要的危害。 （这也与“我的时间还没到”、“守 

秘原则”同属一类）  
  

 

 

 

  

 



天国的价值观 18：1— 35 
 

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五篇讲论中的第四篇 

天国里的大小 18:1-5 

当时：指彼得钓鱼的税钱的同时（17：27），是核心门徒刚在登山变像看见天国
的荣耀与权柄以后，也是主耶稣准备走向十字架的时候；（17:23-24） 

门徒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的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
進天國。（耶稣的回答非常生动，看上去有点所问非所答）； 

18:1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20:20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他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求他一件事。 
20:21 耶穌說、你要甚麼呢。他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裡、一個坐在你
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门徒思想的是自己在这荣耀与权柄中能占有多少 ； 

 

 

 

 

 



20: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
的用人． 
20:27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
命、作多人的贖價。 

太23：11-12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凡自高的必
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主自己的回答已在教导我们什么是天国的价值观。 

总结：想为大，必要做用人； 

             愿为首，必要做仆人； 

             自高者，必降为卑； 

             自卑者，必升为高； 

 



主在言教的同时亦有身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使徒约翰在约：13:4-5 记录的一件独特的、也是
令人吃惊的事。主耶稣给门徒们洗脚； 

 

再继续18：2-4  

18:2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18:3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
不得進天國。 
18:4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18:5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为什么用小孩子的样式比喻？ 

因为“小孩子的顺服和谦卑”（4节）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来看一下圣经中耶稣论道小孩子的经文：“那时，有 

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人。 耶稣 

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 

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太19:13-15；太21:15-16； 

诗篇8:2（耶稣爱小孩子的情感决非如同人的爱，是那種因孩子的cute,恨不
得咬一口的情感。） 

 小孩子的樣式：不是指无知（林前三1-3）、不能分辨好坏（弗四14）、 

不能吃干粮（来五12）即：不是一般公认的小孩子的天性； 

 



18:3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 

天國。在提出要求的同时，并指明了结果：若不………, 断不……..。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直接回答了18:1
门徒的提问）； 

也等于在告诉我们：进天国的条件和如何进天国 ； 

思考：为什么用小孩子的比喻？道理上可以很容易脱口而出； 

约31-15耶稣和尼哥底母对话时谈到的“重生”的确, 从逻辑和生物物 

理的角度“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 

同样，成年人怎么可能变回成小孩子？ 

所以用地上的思维方式找答案是无解的； 

唯有用天国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因着救恩而重生，从此圣灵内住。在这样 

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被炼净，使心意更新而变化。借着圣灵在地上过 

成圣的生活，正是成为小孩子样式的过程；（是道理，也是事实） 

 

 



聖徒相處的原則 (5-14)  

接待弟兄 (5)－提醒 

第2～4节的“小孩子”代表的就是6、10、14节里的“小子” 是指耶稣的信徒（为 

我的名的人），不拘老少，一切甘愿接受小孩子身分的人。那些像这“小孩子 

”的（4节），他们之所以“大”，是因为他们和耶稣的关系； 

（在25:31～46以理解：接待祂那“小子”的就是接待耶稣的原则） 

18:5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论絆倒人 (6-9)－警告 

18:6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 

在深海裡。 

从第2～4节的小孩子到本节的小子，十42和十一25等处，都曾用同样的提法来指耶 

稣的门徒，二十五40、45又将用“最小的”来指他们。这正是世人眼中的门徒，懦弱 

卑贱、微不足道。 

这里讲「将人绊倒」，也包含被绊倒。这事在我们基督徒生涯中常有发生。这里 

用挖眼、砍手，砍脚这样严厉强调性的比喻，说明主看「绊倒人」是一件很严重的 

事。「绊倒人」虽不至于失去永生，但在国度里必多受亏损。我们勿要警醒！ 



 

不可輕看弟兄 (10-11)  

8:10 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
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 

在神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祂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的价值高低，
不在乎他的年纪大小、地位尊卑、学识高低、财富贫富，只要那人
谦卑单纯地寻求神，与基督联合，他们在天国中就是最大的。「他
们的使者」指天使，每一个普通信徒，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有天
使在为他服役（来一14；徒十二15），都在天上有代表「常见我天
父的面」。 

而人的罪性所滋生出来的价值体系就是：人有高低贵贱、三六九等，
我们也常常以貌取人； 

 

 



尋回失迷的弟兄 (12-14)  

18:14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 

12～13. 在路加福音里，这个比喻是讲给耶稣的对手的，他们反对 

祂传福音给那些不受欢迎的罪人；（路15:1-7） 

在这里则是讲给门徒们听，告诉他们，神这位“牧者”关怀祂所有的 

“小子”。同一牧者的形象如此合适地应用于两种不同的情况，是多 

么奇妙。路加福音说“失去的”羊，这里说的不是失去（第14节更肯 

定不会失去），只是走迷了路； 
14. 故事的寓意十分明白，对门徒的指示就是：应将神对每个“小子 

”的关怀担在自己的肩上，不可轻看其中任何一个（10节）。（是 

每个人的责任，不仅是牧师、传道人的） 

 



 

解决基督徒之间纠纷的原则，教会纪律惩治的性质 18:15-20 

15.如果不幸受到同是基督教会成员之人的任何伤害，要采取的第一步就
是“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找他，向他指出他的错；（也许是无意，
创21:26亚比米勒无意伤了亚伯拉罕、书 22:24） 

16.如果这种处理程序不能产生任何好的果效，就要采取第二步：“要另外
带一两个人同去”不是为了作目击见证、讨回公道，而是为了帮助挽回弟
兄，让他被两三个人的见证说服（申十九15）。「句句都可定准」表示
见证人的话必须有份量，应当选定属灵生命较有长进的门徒； 

17.如果这第二道处理程序证明无用，就要把整件事交给所属的基督徒会
众--“教会”是信徒之间出事时的最后挽回机会，如果教会全体的力量仍不
能帮助犯错的弟兄，那么他必定是堕落到完全属肉体的地步。“看他像外
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把他当作还没信主的人对待； 

 

 



 18: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
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捆绑和释放，这两个词在犹太人中常用，特别是拉比、祭司等，在公会 

里常常讲到这两个词，属于法律用语了； 

“捆绑”的意思是“定罪”；“释放”的意思是“赦免”，其实是权柄的象征； 

在地上所捆绑的，是天上已经捆绑的了，在地上所释放的，是天上已经 

所释放的了 。也就是说神将权柄赐于教会；  

教会是一群被神选召的人，他们承认神的权柄，也接受神权柄的管理， 

并且追求活在神的权柄之下，因此神就能使用他们作神权柄的出口； 

教会的权柄不是像地上的政权那样管辖人的身体，而是执行天上的定意， 

宣告属灵的释放或捆绑。凡教会所定罪或赦免的，也就是主所定罪或赦 

免的；（约二十23）  

 

 



 

18:19-20 从上下文，这里直接“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指15-17节为犯罪的
主内弟兄的祷告，是非常摸到主的心的； 

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之所以有功效，是因为主与他们同在； 

一个让人感动，被激励，被开启，被释放，生出喜乐的聚集（聚会或两
三人的祷告）那是因为“不是自己发起，乃是被圣灵感动。离开个人看法
和立场（无我态）单纯归属并联于基督。与主“同心合意”与人也样，才叫
“同心合意”； 

 

 



 

总结一下15－20: 

这里强调的是主內的关系；这是牧者般的关怀与破坏性的批评指责的
区别之一， 

心态：照着天父的样子来找回「走迷了路」的羊（10-14节）； 

目的：将弟兄从罪里挽回过来； 

方法：要私下交通，“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如果要赢回一位弟兄，友好、忠心、坦荡的待人之道，是最有可能成
功的方法“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箴25：15）； 

 



饒恕的原則 (21-35)  

21～22. 拉比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建议不超过三次。彼得提出七次已经相当宽厚了，可是耶稣的回 

答表示没有限度，也不用计算； 

23～34. 这里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为何宽恕应是无边的。一位仆人欠王债，其债数额之大 

令人难以想像，第26节的求告不过是求缓至下一年还清。尽管如此，第27节王的回答不是答应拖欠 

而是一笔勾消，远比所祈求的宽厚得多，耶稣正是用这点来强调说明，神的宽容是无须任何代价或 

报偿的； 

另一个仆人欠他的债，其债额只有前一个的六十万分之一，而那个刚被免了全部债的有罪的债主却 

还坚持自己的“债权”。 

35.以整个比喻故事为基础的。这段的要点在本章的最后一节“18:35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 

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这点在主祷文里和紧接其后的解释里已经表示得十分坚决（六 

12、14～15），那里用“债”来代表罪，这里更用欠债的故事把那里的思想阐明出来（24、28、30、 

32、34等节全用了同一词或同源词）。如果教会是一群蒙神宽恕的人，那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以 

互相宽恕为标志，这应是教会的基本特征； 

真正谦卑的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谦卑，而觉得自己谦卑的人其实都不是！ 

  

  

 



 

本章的总结： 

主耶稣的教导正是讲明何为天国的价值观； 

从头至尾耶穌都在讲一件事－生命； 

這生命就是謙卑和愛、不絆倒人、接待人、挽回人、饒恕人。這是 

一種生命的服事，是耶穌所要求門徒的，所以我們進天國的目的， 

不是要追求誰為大，而是要追求讨神喜悦、荣耀祂。 

這裡也顯明「先關係，後事工」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