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回到了加利利海边，在那里，热情洋溢的大批追随者同仇视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之间，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显著区别。有许多人从加利利、犹太、以土买（犹太南

部）和“约但河外”来追随他（3:8），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外邦人；另有不少人从

推罗和西顿（最北边的外邦人城市）来到他那里。都是的社会分裂现象异常严重，犹

太人和外邦人老死不相往来，因此耶稣吸引了大批外邦人和犹太人前来，实在是一个

叫人惊诧不已的事实！显然，耶稣不仅仅是个拉比，只在犹太教的小圈子里颇有名

气。耶稣是神的仆人，而神对他的仆人说：“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

的救恩，直到地极”（赛 49:6）。 
 
拣选十二个门徒（可 3:13-19） 
 
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人成为他的门徒，这些门徒作为他差派的使徒和自己结成了相当特

殊的关系。耶稣花费了额外的时间来装备他们，以使他们能在自己复活升天再回到天

父那里去之后，将福音传给世人。耶稣上了一座山，把他所要的人都召集到跟前

（3:13）。耶稣将他们召集到自己的团契中来，而门徒的选立并非取决于他们自身的

喜好，而是靠着耶稣充满权能的圣恩。若不是耶稣亲自呼召他们，这个群体是不可能

存在的。“他就设立十二个人”（3:14）进入这个新的共同体。耶稣召唤这十二个使

徒的目的是：（1）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2）差他们去传道；（3）并给他们赶鬼的

权柄。 
 
想想看，我们有时是多么地注重追随基督的门徒在传道、医治和服侍的“行动”。殊

不知，耶稣首先是藉着“和自己同在”来装备和赐能力给他的门徒，好叫他们能从事

教会的侍奉工作。 
 
你喜欢与神独处在一起的安静的密契时刻吗？主耶稣在今天的呼召和他在昔日的是没

有任何区别的，他仍在召唤众人“常和自己同在”。思考一下奥斯瓦尔德·谦伯司

（《我最倾心的至高者神》）所说的话：“基督教首要的一环不是我们在做些什么，

而是我们与神之间所保持的亲密关系，以及通过这种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充满爱和温馨

的氛围。” 
 
随着十二个被拣选的门徒的名字被公之于众，有三件事叫人感到惊异：（1）大多数使

徒的背景几乎无人知晓；（2）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状况很具有教育人的意义。所有

使徒似乎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都是些平民百姓，而不是宗教界的上层人士，正是耶

稣的选召使他们成了随从耶稣的人；（3）最后，请注意经上提及的这句话：“还有卖

耶稣的加略人犹大”（3:19）。所以说，最初追随耶稣的门徒并不是完美无瑕的，而

且他们也不见得有为了耶稣的缘故去成全其旨意的坚定信念。 
 
倚仗鬼王赶鬼（可 3:20-30） 
 



耶稣在呼召十二门徒后，“进了一个屋子”；一大群人聚拢在这里，以致他和门徒连

吃饭的时间也没有（3:20）。“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

狂了”（3:21）。这句话的希腊文原文的措辞更加强烈，意思是：“他发疯了”。可

见，当时不单单是犹太教的领袖或权威人士无法理解耶稣，就连耶稣的家人也是如

此。 
 
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们也质问耶稣是否神志健全，他们表示：“他被别西卜附着；又

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3:22）。他们并没有否认耶稣的权柄，而是针对耶稣

这一权柄的源头向他发难。耶稣通过若干方式，驳斥了所谓“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

奇谈怪论，这些方式包括生动的比喻以及逻辑上和神学上的基本论据。 
 
耶稣说，文士们的指控在逻辑上是荒诞不经的，因为一个人若与自己作对，这只能加

速他自己的灭亡，撒但怎能驱逐撒但呢？接着，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让文士们思考：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绑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3:27）。耶稣来是为了抢夺撒但的战利品和援救被撒但俘获的人。 
 
耶稣从神学的角度揭露了文士们的罪，警告他们所犯下的是亵渎圣灵的永远的罪。马

可借助耶稣的口吻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3:30）。什

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凡有人瞧着耶稣的所言所行说“他被污鬼附身”，或者凡有人

视恶为善的话，这人就是一个毫无指望的心灵被扭曲的人。他如此地被扭曲，以致圣

灵再也不能再他里面唤起他悔罪的意识，尽管他也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其献身的舍

己的爱。这确实极易成为信奉宗教的人的一个陷阱，因为耶稣在这里所论及的是犹太

教的文士！可是，我们需要突出强调的一点是：凡担心会犯这种罪的人显然不曾犯下

这罪，因为这样的担心本身就说明他的心灵是向真理和悔罪开放的。记住，在圣经有

关耶稣的文字记载中，除了这里而外，从未有任何一处经文说过凡求饶恕的人是得不

到赦免的！ 
 
家人和外人（可 3:31-35） 
 
《马可福音》第 3 章的最后一段经文的记载表明，即便是同耶稣有着血缘关系的家人

或亲属，若不藉着聆听和活出神的话来和他建立灵性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可能从他身

上沾到任何光。这里经文的背景是很少见的：房间里有一群人围坐在耶稣身旁听他讲

经，有人传口信给耶稣：“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他们想见你。 
 
马可说，耶稣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3:31）。每当马可使用

“叫”这个字时，它即意味着传呼某人并要求对方有义务给予答复。耶稣的母亲和弟

兄也在“找”他，而“找”这个字在《马可福音》里，被作者定义为“试图对某人施

加控制”。因此，马可在这段经文中的用字明确隐含着这一层意思：即耶稣的母亲和



弟兄盛气凌人地想行使对耶稣的支配权。他们根据家人理当享有特权的世风和传统，

企图驾驭耶稣（见 3:21）。 
 
然而，耶稣针对家人这种自行其是的傲慢和狂妄，用了这么一个问题来警示众人：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3:33）这个警示就是上述故事记载的核心与精

髓。耶稣的目的并非是否认他的家庭关系，而是旨在强调在主的家中，灵性上结成的

相互关系要比血缘关系来得更重要。耶稣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不近人情！耶稣只是力图

让他的家人意识到，一个人同他之间的关系，并非取决于这人在血缘上是不是他的亲

属，而是取决于他们之间在灵性上的亲缘关系——即接受他为人类的救主和按他的旨

意去行。“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这句经文勾勒出了一个开放性团契的图案，这

一团契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而是建立在信心及其果实的基础之上。凡是与神结

成团契关系的人和真正行出神旨意的人，就成了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成了神的

家庭里的一员。 
 
要设身处地的应用在本课里所汲取的圣经真道。当一个人同耶稣相遇后，保持中立的

态度或立场是不大可能的。他要不接受他，要不反对他。考虑一下本课中与耶稣发生

交往或关系的群体：（1）大批群众聚拢到他跟前，期待着他为他们医病赶鬼；（2）
同他照面的污鬼邪灵认出他来，他们憎恨和害怕神的儿子；（3）十二个被设立为使徒

的人为响应主的呼召，撇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4）他的亲属怀疑他神志不健全，

试图阻止他的服侍圣工；（5）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指控他被鬼附以及他的权柄是出自

撒但，以摧毁他在群众中的信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对同一事件的记载

中，援引了耶稣所说的同一句话：“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太 12:30；路

11:23）。假如一个陌生人刻意观察你的言行，他能辨明有耶稣与你“同在”吗？本课

的学习能在某个具体方面促使你在生活中更能体现出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吗？如果

说能，这个体现是什么？ 
 
复习题：家人与外人 
 

17. 牢记你迄今为止所学到的《马可福音》前几课的内容，记下你对以下任何一项

的心得体会： 
 
a. 关于耶稣的真实身份，他藉着自己的言论或行动揭示出了什么？请就他的一

两个宣称谈谈你个人的看法。 
 

b. 谈谈耶稣的门徒所学到的重要的功课（至少举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