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一课中，根据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提出的八项控告，来吸取一些普遍的
教训： 

简单来说：里面和外面－表里一致； 

                    表面的行为与心里的动机—表里一致； 

在这里主没有控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做强盗或杀人，而是控告他们骨子里是假
冒伪善的。假冒伪善在上帝眼中是何等的可憎； 

不管我们在信仰中如何，都让我们定意绝不披戴伪装，让我们都竭力做诚实和真
实的人； 

对于教会领袖和任何做出口的，若己瞎必做瞎眼领路，没有谁像他那样要受更严
厉的审判； 

论到这样的人，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就像一位没有技巧的领航员——他不是
一个人去死……..! 

 



基督在众人面前对犹太人说的最后一番话 23:34 -39 

34 耶稣这是预言拒绝基督的犹太教领袖将要逼迫主所差遣的门徒（徒
5:40；8:1-3等）。「从这城追逼到那城」使门徒们想起主耶稣在
10:23 就有人在這城裡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我實在告訴你們，
以色列的城邑，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就到了。的警告； 

35 希伯来文圣经从《创世记》开始，到《历代志》结束。「亚伯」是
创世记中记载的第一个被杀的义人（创四8-11），「撒迦利亚」可能
是祭司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代下廿四15，20-22），他是历代志
下记载的最后一个被杀的义人。从亚伯到撒迦利亚，从创世记到历代
志，代表旧约里所有的殉道者。 

 



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叹息 (37-39) 

这段话是桥梁，把第二十三章对犹太国教的申斥和第二十四章
的基本内容──明确预言圣殿被毁，即对以色列民族必将行使
审判── 衔接起来，因而成为了耶稣公开教训的高潮，既恰
当合宜，又庄严肃穆。在马太福音里，这是耶稣对祂的百姓所
说的最后的话. 

37. 耶路撒冷象征以它为首都的那个民族。以色列对神的使者
的态度（见 29 ～36 节），表明最后的抉择已经作出； 

耶稣的使命本是带领以色列人悔改，以免遭第 35 ～36 节所
预言的惩罚。祂愿意，但是他们不愿意； 

38. “你们的家”应指以色列全地（参十 6，十五 24），但
根据第二十四章以前的这段上下文理解，又可能指圣殿； 



强调的不是圣殿这座建筑物的状况，而是神已离弃它而去（结10: 18～19，
11:22～23）的事实。圣殿的被毁（24:2） 只是神和它断绝关系的外在表
现。耶稣在24:1 出了圣殿不再回来 就是象征； 

39. “你们不得再见我”是宣告主耶稣从此不再向拒绝基督的犹太人传道，
直到祂第二次再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主耶稣不久前骑驴
进入耶路撒冷时，群众把祂当作弥赛亚来欢迎的欢呼（21:9；诗118:26）。
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犹太人都要承认祂就是弥赛亚，那时「以色
列全家都要得救」（羅11:26）； 

表示一个新形势的开始，从此以后,耶稣便要离开犹太社会生活的舞台 。 
因为在马太福音中，多次重复讲这是以色列人最后的机会, 将要有由万国
万民组成的神的新子民出现(8: 11~ 12, 12:38~45, 21: 40~43, 22: 7, 
23: 32~36等等) 

 



第二十课 耶稣讲论未来 （一）24：1－ 
35 

这是马太福音中耶稣的第五篇讲论－橄榄山的讲论（24:1-26:1），是
充满预言的一章，且这些预言中很大一部分尚未应验； 

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段长篇信息，内容是主耶稣在离世前要交
待给门徒的话语，這也是基督第一次降世時親自講述祂第二次再臨的預言； 

分段： 

24:1-14 对耶路撒冷被毁，基督再来与世界末了的预言；（整体概括性） 

24:15-28 继续预言，对耶路撒冷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城苦况的预言； 

24:29-35 基督再来的描述； 

24:1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 

门徒特别把圣殿指给主耶稣看，可能是因为23章的末了，主耶稣预言耶
路撒冷将成为荒场。 
 

https://www.expecthim.com/tag/know-Jesus


 

耶稣走出圣殿, 就象征圣殿从此与神的目的无关了。耶稣从那里上 

了橄榄山(3 节),可联想到以西结书11: 23 的话：“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
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城中的殿, 停 

在该处； 

门徒全神贯注地欣赏殿宇的建筑, 绝不单纯是从一个旅客观赏的角度出发 

(这批建筑物实在值得欣赏）,还因为他们难以相信, 耶稣竟能放弃这座奉 

献给神以荣耀祂的尊贵神圣的建筑, 何况它的建筑还日臻完善； 



 



 



24:2「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这预言应验在主后70年第二圣殿被提多将军率领的罗马军队彻底摧毁，甚至
石头也被撬开，「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以取得圣殿被烧毁时从屋顶
上熔流其间的金箔。之前主耶稣已经三次用比喻来预言此事（21:41；
22:7；23:38)。主耶稣时代犹太人的信念是圣殿不可能被毁，因着他们的在 
“今生-来世”这个二元末世论背景，他们很可能把圣殿被毁和基督再来看
成同样的事件。所以他们把两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圣殿被毁）？你
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放在一起来问； 

24:3「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有这些事？祢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答复门徒问题的，一方面他比較有層次地把祂再來之
前，地上發生大災難前後的情形，簡要地告訴他們。（也包括我们）另一方
面他要纠正问题背后的错误观念，不過，雖然基督預言的重心，是針對“末
期”而發，卻也概括了主後七十年那一次猶太人的災難；（告之和纠错） 

 

 



 

在开始进入细节内容之前先谈几点总的意见,会有助于对经文的全
面理解： 

从门徒的发问中，可以看见摆在我们眼前預言总体的线索； 

它包括三点：首先是耶路撒冷被毁，其次是基督再来，第三是世界
的末了； 

在本章的一些部分，这三点是如此交织在一起的，以至很难把他们
分开和理顺； 

避开逐字逐句解释经文，而是根据主旨教训分段阐明； 



門徒發問時的觀念：整個重點只放在將來主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時有甚麼事發生，他們根本就不會知道主後七十年會有一次耶
路撒冷被毀滅那回事。他們對主後七十年將會發生的事，跟世
界末了要發生的事，或二者有無關聯，同樣的一無所知。他們
心中所想像的，只是一個可怕的“世界的末了”將會發生甚麼
事的觀念而已。所以門徒們只是籠統地對將來的結局發問； 

太24:4-28: 不少人把这段经文解释成“基督再来的预兆”，
以为耶稣在回答门徒的第二个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因读经囫囵
吞枣认为马太24章是在讲主再来的兆头。甚至有些正规出版的
圣经版本在分段标题中标明：24:4-44 耶稣再来时的七年大灾
难； 
结论“不全是”基督再来的预兆，证据在经文当中！ 

 

 

 

 



第一段落：提出警告及基督再来与世界末了的预言（4-14） 

这十一节的預言里充满范围广阔的总体教训和应用； 

看起来，它们可以同样应用于犹太教时代和基督教时代的结束之际。
给我们的一个总体教训就是警惕欺骗。讲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
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24:4－8「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5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
许多人。」 6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
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7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
國；多處必有飢荒、地震。8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產
之難）。 

 



经文中没有看到主耶稣回答关于圣殿何时会遭到毁坏的问题，而是听到主
警告门徒将会有人冒着基督的名来迷惑人； 

人们“迷惑”你们可能使用的方法：  

有人自称是基督(24:5)； 

有人利用战争和灾难来预言末世已到（24:6-8）； 

有人用信徒在逼迫中盼望基督快来的心理，起来迷惑人（24:9-11)； 

6、7、8： 

战争在堕落后的人类历史里始终存在，在神带进天国的计划中「是必须有
的」，但并不能据此确定「末期」何时到来。「打仗的风声」马太在写本
书时，罗马大军要来镇压犹太人的风声甚嚣。 长期以来民族、部落之间的
战争，「国要攻打国」指国家间的战争时有发生。 但并非末期特有的现象，
所以「末期还没有到」； 

 
 



明确地说：5－8节所提及的各种现象, 并不是“末期的预兆 ，只是“这
都是灾难的起头 ” ； 

主耶稣说这些只是灾难的起头，原因是当一有战争、饥荒和地震发生，
门徒就会以为主耶稣马上要再来了。那么若有任何人趁着这样的机会自
称是基督，可能很多人都会不加以分辨的去相信、去跟随； 

这里给我们第二个重大教训：就是警告我们不要对末期来到之前要发生
的事抱有过分的乐观和过大的期望； 

9－14. 在末期来到之前，我们不当期望在基督的教会里会有普世性的纯
全教义和实践。我们的主命令我们要料到有“假先知”兴起，“不法的
事增”“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在教会伟大的元首再来，撒旦被捆
绑之前，真理不会对所有自称相信的基督徒接受，圣洁也不会成为每个
人心中的标准。那时，只有那时，才会有一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瑕
疵（弗5:27）。在末期来到之前，无论福音在哪里忠心传讲，但在基督
再来之前万民完全悔改信主的事也不会发生。那时，只有那时认识耶和
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徒 15:14；哈2；14） 



24:13「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里的「得救」并不是指救恩，而是指脱离灾难。没有人能靠着自己
「忍耐到底」，唯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犹21），靠着基督在
「不法之事增多」、许多人「渐渐冷淡了」的环境中「忍耐到底」，持
守祂的道和祂的名，也只有基督能拯救「忍耐到底」的人脱离灾难。
「到底」的意思是「过去」，并不是指「末期」； 

24:14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
到。」 

福音传遍天下，是「世界的末了」（3节）结束这个世代的前提，也是末
世临到的标志。这里耶稣清楚地指出了一个时间, 到那时以色列的特权
地位将要失去,以色列及其宗教领袖们所坚决抛弃的福音将要向外邦人广
为传布； 

求主赐给我们天天祷告的心，主耶稣，愿你再来 ！ 



9-14节这段提醒的重点在第13节“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主耶稣在这里加强说明了信徒忍耐到底的盼望是什么？ 

这个忍耐到底所盼望的两件事：一是主的再来，二是福音被传遍世
界。主耶稣把这些事预先告诉门徒，不要只看人的态度和环境的变
化，而是要定睛在主身上和福音的事工上。这样说来，这个忍耐到
底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等待，而是积极带有行动的等待。 

耶稣对门徒的末世观有了这样的纠正之后，从24：15-22才开始解
释门徒的第一个问题，“圣殿何时被毁”，指的是主后70年发生的
事； 

第二段落：继续预言，对耶路撒冷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城苦况的預言 

（24： 15-28） 

 



15：先知但以理所说的」：此处引自《但以理书》11:31，它原指两约
之间那段时期侵入巴勒斯坦倾覆耶路撒冷的希腊王安提阿古四世，他
于主前168年在圣殿中筑了异教的祭坛。主在这里有意转用来豫言：
(1)主后七十年时所要发生的事；(2)末日主再来时所要出现的情形; 

预言这部分的一个主题，就是罗马人占据耶路撒冷。这件大事发生在
我们现在读到的这翻话说出约40年后。在犹太人的城被围困期间他们
承受的恐怖和悲惨，绝非文字所能表述。确实“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
今，没有这样的灾难”； 

主預言的这部分因着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攻陷而完全应验。很有可能主
的话还有一种更深远的意义，也预言了耶路撒冷第二次被围，这是尚
未发生的，只有当主耶稣再来才能终止这个灾祸； 

这段经文给我们个人造就方面带来的教训：逃避危险，有时是基督徒
的本分； 



基督的仆人无疑不应当是懦夫。他当在人面前承认他的主。他当如有需
要，就愿为真理死。但基督的仆人不应擅自闯入危险之中，除非这个涉
及他的本分。当死在岗位上并不能成就美事时，使用合理的途径保守自
己的安全，不应以此为耻。这个功课有极深的智慧。真正的殉道士并不
总是那些求死、匆匆要求被斩首和烧死的人。有时安静、等候、祷告、
等候机会而不是与我们的敌人对抗，匆忙进入争战就会表现出更多美德。
愿我们有智慧，懂得在遭遇逼迫的时候如何行！ 

从这段经文看到的另外一件事：上帝的选民总是上帝看顾的特别对象；
在这段经文中主两次提到他们：“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要
迷惑“选民”这是不可能的。主为祂选民的益处以及他们成聖的缘故，
安排万国中发生的一切事件，战争的结局。祂用祂的圣灵保守他们，不
许人和魔鬼把他们从祂的手里夺去。不管有何等灾难临到世上，上帝的
选民都是安全的。愿我们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上帝的选民是昼夜呼求祂的人。保罗看到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和爱心
时，他就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帖前1:4；路18:7） 
 



 

最后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到：基督无论何时再来这都将是非常突然的
事件。 

祂要“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这是一个我们应当一直记住的
应用性真理。主耶稣要亲自再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是我们从圣经上知
道的。祂要在大灾难时来，这我们也知道。但准确的时候，年、月、
日、时刻，这些都是隐藏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事件； 

我们清楚的本分：就是要常常预备着祂再来的状态生活。让我们行事
为人凭信心，不平眼见； 

让我们相信基督，服事基督，跟从基督，爱基督； 

如此生活的时候不管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已预备好迎见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