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可福音》11:1-25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可 11:1-11） 
 
马可着手记载耶稣在世上最后一周的生活，11 章至 16 章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在我们所

称的复活节这一周。耶稣和他的门徒从东边走近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他差派了两

个门徒到前面的村子去牵一匹驴驹来给他骑。“驴驹”在当时的以色列既可能是指一

匹小马驹，也可能是指一头小毛驴，不过毛驴自然更加普遍（现今也是一样）。马可

给我们描述的细节凸显了耶稣对当时的状况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运筹帷幄、了如指

掌。根据《撒迦利亚书》9 章 9 节和《创世记》49 章 11 节，弥赛亚将骑在驴驹上。耶

稣知道在何处能找到驴驹，以及说些什么话能打消人不让牵走它的疑虑。而且，他顺

顺当当地骑驴的能力也是引人瞩目的。这里所发生的每件事恰如先知在《撒迦利亚

书》9 章 9 节所预言的一样：“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

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

是骑着驴的驹子。” 
 
根据传统，耶稣抵达耶路撒冷又被称为“凯旋入圣城”。人们把衣裳和树枝铺在耶稣

前面的路上，这便叫人回想起很久以前以色列民迎接君王的仪式。“和散那”（原意

为“我祈求得救”）乃是称颂的一种表达，虔敬的希伯来人在朝圣期间常常呼喊它。

尽管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切实成全了以色列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但当时的群众是否完

全意识到这一点仍是个疑问。他们喊着说：“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

的！”（可 11:10）这句话源自于《诗篇》第 118 篇，它是犹太人在逾越节使用的赞美

诗句，在这儿尤为适合。马太在他的记载中表示：“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

谁？’”（太 21:10）路加说，全城的人群情激荡，甚至连“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路 19：40）。然而，在《马可福音》中，群众的情绪没有出现过高潮，他们的离开

和聚集都同样是神秘的。耶稣显然独自进了圣殿，尔后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想想看一个人该怎样来衡量追随基督所当付出的代价。曾经欢迎过基督的群众在不到

一周的时间内就转向了对立面。我们在宣讲福音时，就当明确告诉世人追随基督所必

须付出的沉重代价。假如我们不让人了解成为主的门徒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个事

实，那么我们就是在欺瞒他们；假如我们通过允诺人只要信主就必能得着包括健康、

财富和幸福在内的“丰盛的生命”，一味来迎合他们在情感上和本能的需要，我们同

样也是在搞欺骗。当我们把全部事实（所付的代价和将要得到的益处）都陈明在众人

面前时，他们就能凭藉理性、心灵和情感作出决定。 
 
圣殿的终结（可 11:12-25） 
 
无花果树遭咒诅一事自打那时起直到今日，它使许多读者感到了困惑与不安，这也是

福音书中唯一一个涉及毁灭的神迹。并且，叫一棵不到收果实季节的无花果树终结生



命，这断然不是耶稣的风格。公元五世纪的安提阿的维克托是最早给《马可福音》写

注释的人，根据他的理解，这个事实乃是一个比喻故事，故事中的无花果树象征着主

对耶路撒冷的审判。毫无疑问，这个解释十分接近马可的意图，因为洁净圣殿这一事

件的记载，恰恰发生在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和无花果树枯干之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

在意义上可谓是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经上出现的场景是他们从伯大尼回耶路撒冷城。在路上，耶稣饿了。他看见前面不远

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便觉得很失望，于是咒诅了这棵树。就这个叫

人困惑的故事而言，至少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1）旧约的先知们在教导人关于末世

的审判时，都提到过无花果或无花果树。先知耶利米在厉言谴责犹大国时说：“我必

使他们全然灭绝。……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8:13）。耶稣在他的比

喻故事中，也有和先知们一样的描绘与目的；（2）旧约的先知们有时借助行动来生动

地展现出一个具有特殊深刻意义的信息，耶稣所做的也与之相仿。这棵长满树叶的无

花果树，虽然它有结果子的允诺，但其实它同耶路撒冷圣殿一样具有欺骗性。圣殿看

上去车水马龙、人丁兴旺，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朝圣，可它实际上就是一

个贼窝。耶稣针对无花果树的咒诅象征着耶路撒冷圣殿的灭亡，甚至是整个国家民族

的倾覆与绝灭。 
 
在《马可福音》11 章 15 节至 18 节里，耶稣通过赶走兑换银钱的人，用行动来施行对

圣殿的审判。在外邦人的宫廷和希律王的神殿里，商人们卖羊和鸽子作为祭物，并兑

换外国钱币。撒都该人负责监督这些生意，所以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耶稣义愤填膺

地进到殿里，很快地把作买卖的人都赶了出去，推倒了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

的人的凳子。耶稣提醒他们旧约里先知们所说的话，并藉此来解释他在圣殿里的行

动。耶稣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

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可 11:17）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引自于《以赛亚书》56 章 6 节

至 8 节。对于以赛亚和耶稣来讲，圣殿并不是犹太人独自的财产，而是对天下万邦万

民的一个见证。圣殿原本是凡爱耶和华神的名和敬拜神的人来的地方，可如今它却成

了“贼窝” 。这话引自《耶利米书》7 章 11 节，它是用来攻击贪欲心极强的圣殿的当

权者。耶稣的行动预示着圣殿的毁灭，圣殿就如同那棵无花果树一样，它如今“连根

都枯干了”（可 11:20）。 
 
祭司长和文士们已目睹了足够多来自耶稣的不利言行，他们蓄势待发地要向耶稣宣

战。马可说：他们“就想法子除灭耶稣”（11:18），但他们的谋害计划受挫，因为百

姓都喜爱耶稣的教训。马可突然话锋一转，结束了这段话，他说：“傍晚，耶稣就和

门徒到城外去。”马可的这句话标志着耶稣同耶路撒冷及该城的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

已一刀两断。 
 
《马可福音》第 11 章的经文的结束部分记述了耶稣关于信仰和祷告的话，这些话的字

里行间所强调的是：耶稣——而非圣殿——是我们信仰和祷告的中心。耶稣言简意赅



且恳切地表示：“你们当信服神”（11:22）。有什么比山更难挪动呢？但耶稣说，信

徒靠着信心，就能做到像移山那样常人所认为绝不可能的事。有信心的人同“心里疑

惑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因为凭藉对神的信赖说出的话并不只是在空间由气体

振动所产生的音波，而更是在信徒的恳求和神的行动之间的一种真实的互动关系。马

可确信充满信心的祷求所带来的结果，他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

要信实得着的，就必得着”（11:24）。这并不是叫人祈求愚不可及的东西或与神的本

性相违背的事物。人的信心和祈祷必须与神的秉性相一致，同时也必须与神的旨意相

符。《马可福音》11 章 25 节提醒我们，离神的心意最近的东西（有时是离我们的心

意最远的事物）是饶恕别人的罪！ 
 
要设身处地的应用你在本课中汲取的属灵亮光。 
 
耶稣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他清楚地知道在几小时后将在他身上发生什么。然而，

耶稣在准备蒙难受死之前，仍在继续他的人生。他在伯大尼逗留，探访他的朋友。他

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天父、信心和祷告，他为了短暂的胜利和群众过度的赞扬作了细致

周密的计划安排，而接下来的一周则是冷酷凄凉的日子。耶稣全神贯注于所有的细

节，这样就能给众人最后一个机会承认他是弥赛亚。耶稣彻底成全了旧约里先知的预

言。 
 
每个人都喜欢游行的场面，而耶路撒冷的群众也欣喜若狂地参与了迎接耶稣进城的游

行。可是，群众的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有许多参与游行的人在几小时之后即刻就宣

布与耶稣毫无关系。他们不再爱和尊重耶稣，而是要求将他处死。群众有多么朝秦暮

楚、变化无常啊！他们就如同水中浮萍，随风飘荡，他们的决定不是依照个人的信

念，而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耶稣劝告群众和他的门徒：“你们当信服神”（可 11:22）。你在信靠神一事上面临着

重大的挑战吗？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走在人生的旅途上，各人所处的方位不尽相同。无

论你在这一旅途的哪一点上，耶稣都希望你的心能充分尊重真理的事实，并充满信

心。这个信心是稳固如磐石的，也是不断成长的，这个信心就是信服神！ 
 
复习题：耶路撒冷啊！ 

14. 你从自己的读经、核心小组的讨论、教学或关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注释中得到了

哪些鼓励或挑战？ 

a. 耶稣的见识和权柄？ 

 

b. 大有能力的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