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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三章 

施洗約翰在約旦河為認罪的猶太人進行洗禮，體現一種生命回轉的狀況。但當他看到那些法利賽

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時，就對他們發出咒罵，為何對願意認罪的人發出咒罵呢 ? 是因為他們的身

份嗎 ? 是因為他們以往犯下不可饒恕的罪嗎 ? 

 

從施洗約翰的衣著，讓我們想起以利亞，列王紀下一章 8節記載以利亞「身穿毛衣，腰束皮帶」，

以利亞就是那位被戰車帶上天，沒有死去的先知，人們一直期待以利亞回來宣告審判，並且啟動新的

時代。施洗約翰顯然就是以利亞，耶穌在十一章 14節，便清楚指出約翰就是以利亞。 

 

因此施洗約翰宣講「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你們不是指個人，而是整個以色列，是整個

民族。施洗約翰選擇在約旦河施洗，是要提醒所有以色列民，讓他們記得在出埃及的時代，當摩西分

開海水時，以色列所受的洗禮。昔日，當以色列百姓在那被立起的水牆中間的乾地上走過時，他們不

單要面對埃及追兵所擊殺的死亡，也要面對河水再倒下來的死亡威脅。因此，施洗約翰的洗禮呼召以

色列再一次面對自己屬靈的死亡，好讓以色列可以再活過來。認罪、悔改，其實是關乎以色列子民的

生與死。 

 

因此，我們就明白為何約翰看見那些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就發出咒罵，因為他們自恃是亞伯拉

罕的子孫，會受到神的保護，並且在約翰那處施了洗，完成一種禮儀的責任，就能逃避神的審判。忘

卻了作為神的僕人，應該是以整個以色列的好處為念，神對他們的托付是要將百姓帶到神面前，而不

是只關注自己的將來，這違背了作為神僕人的呼召。此外，他們的悔改是虛假的，因為從他們所結出

來的果子，見不到悔改的心。 

 

今日，當我們接受浸禮時，同樣要記得，我們惟有「先死」才能「後生」。我們是與主同死、同

活。同死是表示轄制我們的罪已被釋放，我們的老我已被治死。同活是表示我們是自由的，可以拒絕

罪的引誘，亦無需懼怕魔鬼對我們的控訴，可以過一個與主同行的生活，並且與主有一個永恆的關係。

浸禮不單是一種禮儀，還是一個記號，這記號像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謹記神如位何從埃及地帶領他們

出來一樣。這記號讓我們可以記得我們是一個蒙恩的罪人，應時常懷著一個感恩的心，感謝那拯救我

們的主耶穌。 

 

此外，我們亦千萬不要走向廉價恩典的陷阱，滿以為神只有愛的屬性，就放縱自己，沒有認罪、

悔改的心，卻不知神公義的背後必然有審判。認罪、悔改必然帶來改變的行為，雅各書提醒我們，沒

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讓我們謹記，在成聖的路上，要與主同行，才能結出屬靈的果子，見證主的真

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