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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第十五课 在犹太境界  19:1-20:16                                                                             7/26/20 
 

在去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来到犹太境界 ：这次旅途本身很简单，但极具戏剧性，为故事的结局

作了准备，为第 二十六至二十八章置下了布景； 
 

法利赛人试探耶稣 19:3-12 

借“休妻”企图使耶稣跌入设下的陷阱； 

主耶稣一箭双雕 （19:3-9）无懈可击地回复了法利赛人的挑衅，同时又再次阐明神设立婚姻的真

理； 
 

关于独身 

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人结婚还是不结婚不是 “好”、“坏”的标准,是神的赏赐, 神给每个门徒的赏赐并不一样； 
  

19:13-15 耶稣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价值 观念相反,祂认为社会(甚至祂自己的门徒)看不起的人是伟

大的；（从对小孩子的态度谈起，因上次课已讲明，故略） 
 

少年官的故事 （19:16-22） 

他的问题所在：虽向往永生，但道德主义、自以为义，行为称义的执念而拒绝救恩。“他忧忧愁

愁地走了； 

马太在这里要向我们重申什么：回到福音，不忘初心； 

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是一个矛盾的，让人疯狂的奥秘； 

福音的奥秘和它的力量所在: 我完全信靠上帝，我也完全尽全力。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半点功劳，

是上帝的全能托住我; 
 

论财富与赏赐 (19: 23－30)  

天国如果要求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力与财富, 像第 21 节 说的那样, 那么富足就成了不利的因素

13:22) ； 

耶稣用“骆驼穿针眼”的比喻回答门徒的疑惑； 

要点：19:26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所在！ 
 

得救与得奖赏 

得救，是在乎神的恩典（弗二 8），而我们能够得着国度的奖赏，是在乎得救以后的行为； 
 

30.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是一句警告； 

「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一句鼓励； 
 

葡萄园做工的比喻 (20: 1－16) 

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批评的是反对耶稣接待税吏和罪人的宗教领袖们，所表达的 

基本意思是：神的慷慨宽厚，非人的公平合理观所能解释；神对不配得的人所施的宽厚和仁慈应

带给人喜悦和快乐,而不是忌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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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次阐明天国的价值观！ 
 

第三次宣布耶稣将受难（20： 17－19)  

这次的宣布不仅强调了全面的拒绝(包括犹太宗教领袖和外邦人),而且述说了要受的一切侮辱和巨

大的痛苦; 

这并不是光荣的殉难, 而是丑恶、羞辱惨无人道的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