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得体会等。请写下你有可能采取的若干步骤，你想通过这些步骤切切实实地让真理

在你的人生当中生根和结实。 
 
周七：比喻：具有特殊意义的普通故事 
 
《马可福音》4:1-34 
 
比喻是耶稣所喜爱采用的教导人的一个方式。前三福音记载了大约六十个比喻，这些

比喻都是依据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采集的具有寓意性的故事——如捕鱼、种庄稼、管

家、家庭生活、宴会、仆人、葡萄和无花果树，这些对于听到耶稣的话的人都是非常

熟悉的。在一个寓言故事里，其中的各个成分都相应地指向某个真理，一旦这些成分

被辨明或鉴别出来，故事里的教训便一目了然了。尽管这些比喻将神的真理启示出

来，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某些真理仍被深深地藏匿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若是

离开了对说比喻的人——即主耶稣基督——的刻骨铭心的信仰，比喻也不可能被真正

地认识和理解，因为这些比喻所教导的是永恒的天国的原理或属灵的真理，单单靠着

人的理智是根本无法领悟的。耶稣在开始他的教导时，用了“你们听啊！”（4:3）这

个惊叹句。如果你想真正“听进”耶稣在比喻中所说的话，这就要求听的人全神贯

注，毫无保留地打开心门并真诚地愿意去领悟主藉此所启示出的真理。 
 
撒种者的比喻（可 4:1-20） 

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人出去撒种，一些种子落在了路旁，一些种子落在浅土的石地

上，一些种子落在荆棘里，还有一些种子落在好的土壤里。请注意撒种的人毫不吝惜

地将种子撒在分布很广的地里，落在好土里的种子发芽、成长、结实并产量成倍增

长。“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4:8）。很明显，这可不是一般

的收成！ 

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时，它向我们启示出的东西也有所不同。（1）若从

“播种者”的角度看，尽管土壤和气候的状况各不相同，撒种的人满怀信心地四处播

撒；（2）若从“种子” （它含有发芽生长的能力）的角度来观照，福音——即神的

道——被播撒在世界各地，纵然它会遭到不幸或反对，但它显然从无助和无望的起始

阶段，逐步迎来了荣美的结实和丰收季节；（3）最后，我们要从“土壤”的角度来察

看这个比喻。这样，我们所关注的重心就要从神转向世人的回应。不同性质的土壤象

征着人们对福音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持否弃的态度，他们不赞成福音在自

己的生命的土壤中植根，所以福音的种子在浅表的土壤里难以发芽生长；有些人一股

脑儿地忙于其它事情，或许在常人的眼里甚至于忙的都是些好事，但它们却窒息了福

音的种子在人心灵里的生长；再有一些人就如同上好的土壤，他们通过聆听和相信神

的话，让福音的种子在自己心灵的土壤中结下丰硕的果实。 



思考一下，福音就好比是种子，在世上得到了广泛的播撒，首先是藉着耶稣，后来是

靠着耶稣最初选立的门徒，而如今是通过世上所有传讲福音的基督徒。虽然我们难以

知道福音如何才能被人接受，但是我们所确知的一件事是：神已经向我们应许，他的

道绝不会徒然返回。我们肩负的圣工十分地简单，就是把神的道传播开来。神的道是

赐给多人的，无论他们的现实处境如何。我们必须抵御这样一种试探：在传福音之前

先确定对方对福音所将采取的态度，并左右掂量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的责

任仅仅是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开来，且祈求祷告神能将这福音的种子在世人心灵的土壤

中生根、发芽、成长和结实。 

马可在这里插入了简短的一句话，即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跟随他的人以及十二个门

徒一同来见他，要求他解释这些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

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4:11）。对于那些归主的人——即愿意聆

听神的话的人——天国的奥秘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时，强调了“听”的重要性。在 4 章 15 节至 16 节和 18 节里，

“听”这个希腊字含有“急匆匆”或“不耐烦”以及做做表面文章或走过场的意思。

对于那些听福音时心不在焉或漫不经心的人，他人生的前景将是暗淡和毫无成果的。

但 4 章 20 节里的情形可大不一样，其中的“听”这个希腊字动词意指“继续不断地聆

听”。听道之人持之以恒地继续聆听，“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

的，有一百倍的。”可见，这人的收成具有超凡的神奇性，叫人瞠目结舌和不可思

议。 

公开的秘密（可 4:21-25） 

耶稣继续教导跟随他的人，他对众人说：“人拿灯来，岂不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旧约里的数处经文中，大卫王的国度被称

为“灯”。在这段经文里，“灯”所指的就是主耶稣！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将神的

国藏匿起来，而是要把它显明在灯的光照之下。 

在《马可福音》4 章 24 节里，耶稣教导人关于接受从神而来的真理以及我们该如何作

出回应的量和度。耶稣的话中隐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即如果他的听众甘愿接受他在比

喻中的信息，那么他们就能够领悟甚至更加深刻的真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让主的真

道改造自己，这一量和度决定了我们能从神那里领取更多真理的比例。凡孜孜不倦地

寻求神的真道和不断叩门直到门被敲开的人，必将在他们面前发现充满新意和更加灿

烂辉煌的前景。然而，凡在寻求中心猿意马、态度马虎或拒不用心灵的耳朵倾听神的

人，将会发现他们想把神的道融入自己生命当中的机会被取消了。经上说：“没有

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4:25）。 

令人惊异的种子（4:26-34）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4:26）。人把种子撒在地上后，得一天天地等待，

直至种子完全长成了庄稼并准备收割。经上的比喻告诉我们，人的工作除了撒种外，



还必须耐心地等待，且满怀信心地盼着收割季节的到来。撒种的人并不知道种子是如

何生长的，而且他也不清楚为促使种子的生长该做些什么。天国的到来就好比种子的

生长过程，尽管人并非参与其中，撒下的种子也会出现不详之兆，但种子里面毕竟隐

含着收成的应许，所以一旦被撒在土里，它们便开始了生长的过程，并终将带来庄稼

的收成。 

庄稼的收成时常象征着神的治理的来临。虽然耶稣的服侍最初是以卑微的仆人形象出

现的，但终有一天它会迎来神荣耀的治理，启示出耶稣在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世人

出于他们的闭目塞听和蒙昧无知，会讽刺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彼后 3:4）。神的治理今天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治理是不为

人知和深深藏匿着的。然而，它虽不为这些人所见，但是它正在成长和应许一个丰收

季节的来临。 

关于芥菜种的比喻启示我们，神的国在初始阶段极其微小，但到后来长成树后却枝繁

叶茂，二者形成了天壤之别。一粒芥菜种是微小之极的，甚至比一颗盐粒还小，但它

可以长成八尺高的树（灌木林），小鸟能在那里筑巢。耶稣的侍奉也不失为同一道

理。尽管天国起初在人的眼里模糊不清，但它终将会临到这个世界！它要比听见关于

天国福音的人所能想象到的要大得多。经上提及的座落在树枝丛中的鸟巢，叫我们想

起旧约圣经。在旧约里，这个比喻指向了神的救恩的奥秘：即神的救恩不单单要临到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它也必将临到普天下的外邦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神的国将

囊括全天下五洲四海的国家、民族和百姓，以作为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强有力的见证。 

要设身处地的应用你在本课里所汲取的真理。听见真理乃至对这一真理表示赞同对人

来讲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可问题常常在于这些人走后仍依然如故，什么变化都没有

在自己身上发生过。雅各在他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

道，自己欺哄自己”（雅 1:22）。思想一下自己对你从耶稣那里接受的真理所作的回

应，是什么样的真理已给你的人生和神的国带来了收成？为此感谢神并求神给你带来

更丰硕的成果，而后求主向你显示出凡能“窒息”在你的生命中神的话的东西。凡神

向你显明的罪，你都必须在他的面前忏悔，求得他的宽恕和帮助来克服这些罪。之

后，祷求神挑旺你内心想得到更多真理的渴望之火，且求他赐给你将这些真理切实应

用在自己人生之中的能力。在你做了这一切后，你将会发现神会赐给你更多使生命得

到改变的真理！ 

复习题：比喻：具有不寻常意义的普通故事 

13. 通过你自己的学习、核心小组的讨论、你的教学体验以及我们的《圣经注

释》，你一定产生出了一些想局部改变自己人生或让人生的某些方面得到成长

的愿望或念头，请你务必和周围的同工们一道分享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