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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的內容充滿了很多的比喻及解釋，有撒種的比喻、麥子與稗子的比喻、芥菜種和麵酵的

比喻，藏寶和尋珠的比喻，以及撒網的比喻。耶穌為何使用這麼多的比喻來講論呢 ? 原來背後是有

原因的，耶穌回應門徒的提問時，在第 11至 13節如此回答：「因為天國的奧祕只讓你們知道，不讓

他們知道。凡有的，還要給他，讓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我之所以用比喻對他們

講，是因為他們看卻看不清，聽卻聽不見，也不明白」。 

 

 經文中的「你們」，是指耶穌在第十章時所揀選的十二個門徒。而「他們」，是指從第 5章開始，

一直跟隨著耶穌的一大班群眾，當中不乏是想繼續觀看耶穌施行神蹟的人士。原來，耶穌認為在現時

的階段，天國的奧秘只想讓門徒知曉，不想讓那一大班跟從祂的群眾知曉。為甚麼呢 ? 為甚麼天國

的奧祕不能向這班人透露呢 ?  

 

 耶穌開宗明義說明這些比喻是涉及天國的奧祕，這奧祕並不是指神將要建立的國度，那己是以色

列中眾所周知的預言及盼望，而是指國度臨到的方式與他們所預期的截然不同。當這奧祕被啟示出來

時，需要有屬靈的敏銳度及渴求，才能對這奧祕有所回應，否則，就是聽了，也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因此，這些比喻就像一個屬靈的測驗，促使聽者作出反應，以顯示出聽者的心是向耶穌的信息是開放，

抑或是剛硬。若是前者，他會來到耶穌面前，尋求進一步的明白，若是後者，比喻就會使人困惑，甚

至叫人拒絕。 

 

 眾多的比喻提到天國的發展(撒種、稗子、芥菜種、酵母)，天國無可比擬的價值(寶物、珍珠)，

天國國民的身份(撒網)，以及天國中的事奉(文士學習)。對於天國的眾多主題，實在需要有屬靈的視

野，才能稍為明白，這就解釋了為何耶穌認為在此階段，只適宜向那十二個門徒透露，而不讓群眾知

曉的原因。因為門徒雖然仍有不足之處，但他們卻具備潛力，且渴求進步，由於他們一直順服地聽，

因此在 51節就說出「明白了」的結局。 

 

 今日，這些比喻對我們仍然是一個屬靈的測驗，用來評估我們屬靈生命是甚麼光景。我們如何理

解這些比喻，這些比喻對我們屬靈的生命有甚麼的幫助或指引，我們對天國的發展有甚麼領受，我們

在教會中是麥子還是稗子 ? 天國是否我們願意變賣一切，去追求的珍珠。當我們明白天國的價值時，

會否渴求像撒種比喻中的好土一樣，「聽了道，明白了，後來結了果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抑或，我們的屬靈生命好像那班群眾一樣，雖然口裡稱耶穌為夫子、老師，甚至無時

無刻的跟隨著耶穌，但卻被耶穌視為「他們看卻看不清，聽卻聽不見，也不明白」的屬靈瞎子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