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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可福音看神子義僕的事奉 

第四課 -- 神子義僕：在海邊用比喻教訓群眾 

經文： 可 4：1 - 34 

鑰節：「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可 4：2 上） 

「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照他們所能聽的，對他們講道。」（可 4：33） 

中心思想：「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可 4：9、23）這段經文的重點是「聽」一共出現了

13 次。要留心聽神的道，並要遵行神的道。 

本課大綱：（一）神子義僕 - 教訓人的地點和方法（可 4：1-2 上） 

（二）撒種的比喻（可 4：2 下-9） 

（三）用比喻的原因和重要性（可 4：10-12） 

（四）解釋撒種的比喻（可 4：13-20） 

（五）點燈的比喻（可 4：21-23） 

（六）量器的比喻（可 4：24-25） 

（七）種子生長的比喻（可 4：26-29） 

（八）芥菜種的比喻（可 4：30-32） 

（九）對眾人只用比喻（可 4：33-34） 

（十）總結 

（一）神子義僕 - 教訓人的地點和方法（可 4：1-2 上）（太 13：1-3 上）（路 5：1-11） 

（1）地

點：主

耶穌在

船上教

訓人

（可

4：1） 

經文：「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有許多人到祂那裡聚集，祂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裡，

眾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可 4：1） 

有許多人到主耶穌那裡聚集，祂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裡，眾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主耶穌十分聰明和有智慧，因為人多，祂以船作祂的講台，以致很遠的人都可

以看見祂和聽到祂的教訓。坐下是猶太教師教導時慣用的姿勢。 

主耶穌珍惜每一個機會教導群眾有關神的道，祂所講的道和所行的神蹟，為要幫助

人了解自己心靈真正的需要和問題，而這些需要和問題是一般人所忽略的。 

（2）方

法：用

比喻

經文：「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可 4：2 上） 

註釋：「比喻」英文（parable）源於希臘文（parabole），直釋是「放在旁邊」，意思

指一個比較或實例。通常是用日常生活中一些故事，來說明某屬靈或道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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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4：2 上） 

的真理：形式可以是簡短的明喻、對比、類比或格言式的諺語。通常，比喻只

有一個主要的論點，並非每一個細節都含有特別意義。 

主耶穌喜歡用比喻來教訓人，同時，祂所講的道都是與生命有關的信息，並且祂的

講題和資料也是靈活的，例子：種子、點燈等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因為「比喻」

是用大家所熟悉的事物，來表達深奧真理的一種方式。 

（二）撒種的比喻（可 4：2 下-9）（太 13：3-9）（路 8：4-8） 

經文：「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你們聽阿！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可 4：

2 下-3） 

註釋：「你們聽阿！」原文是『聽，看哪！』意思是要聽的人留意比喻中所含的教訓。 

（1）四

種情況

（可

4：4-8） 

（i）落在路旁的 - 飛鳥來吃盡了 

經文：「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可 4：4） 

人的心若整天忙着，被世界的人、事、物所填滿，就沒有空間讓神的話進到心裡，

即使聽了也是白聽。路旁的心也指硬心，「道」無落腳之處，所以被奪去了。 

（ii）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 - 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

就枯乾了 

經文：「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

根，就枯乾了。」（可 4：5-6） 

註釋：「土淺石頭地」是堅硬石層上有一薄層土壤的地。「沒有根」或指根部不健

全，以致不能吸收足夠的水份。 

日頭出來一曬，就枯乾了。因難、考驗一來，就跌倒了。凡是怕背十字架的人，

都是根不深或沒有根的人。任何隱藏的罪、肉體的慾望，若不加以對付，就

會使人的心堅硬如「石頭」，無法讓神的話扎根生長。我們必須求主幫助我們

除去裡面的剛硬（「石頭地」），才能使主的話在我們心裡生根發展。 

撒但若不能將生命的道從人裡面奪去，叫人毫無印象，牠就使人雖然領受，卻仍

停留在浮淺的光景中，不再往深處追求。 

（iii）落在荊棘裡的 - 荊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就不結實 

經文：「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就不結實。」（可 4：7） 

註釋：「荊棘」是因人犯罪，地被神咒詛而長出來的（創 3：17-18）。 

荊棘，不用人撒種卻能長出來的，例如：貪財、憂慮、慾念，不必人教導，都是

天然生下來就有的。荊棘長起來，把種子擠住了，指植物生長的空間被荊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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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去了，以致得不到所需的養料和陽光。 

想一想：你心裡被甚麼擠住了？是神的話還是荊棘？ 

（iv）落在好土裡的 - 就長大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經文：「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發生長大，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

倍的。」（可 4：8） 

有落在好土裡的，就長大結實。「好土」就是能讓神的話在心裡扎根、長大、結實，

並讓神的話在生命中見證出來。在數量上仍有分別，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

的，有一百倍的。 

我們願意對付舊我有多少？結實的倍數也就增加多少？ 

小結： 

（i）四種心田有三種是不能成長的，只有一種是好土，能結出豐滿的果實。 

（ii）主不單看我們有沒有神的生命，更看重我們結實的程度。我們的心，不能又愛

神，又愛世界。 

（iii）根是那隱藏的部份。神今天要求的，就是要我們向下扎根，例如：禱告、讀

經、順服等。 

（iv）假若，平日沒有好好的向下扎根，只要試驗一來，就立刻經不起考試了！ 

（v）魔鬼若不能使一個信徒跌倒，牠就要利用引誘和迷惑來擠住他，使他僅僅維持

生命，卻不能結果！ 

想一想：今天必須問自己，到底在主面前所用的時間有多少？ 

（2）留

心聽

（可

4：9） 

經文：「又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可 4：9） 

主的話是向眾人說的。 

神既恩待我們，使我們有屬靈的耳朵，就應當留心聽和思想。 

（三）用比喻的原因和重要性（可 4：10-12）（太 13：10-17）（路 8：9-10） 

（1）門

徒問主

比喻的

意思

（可

4：10） 

經文：「無人的時候，跟隨耶穌的人和十二個門徒，問祂這比喻的意思。」（可 4：

10） 

聽道的人很多（可 4：1），但真正明白的人極其少；聽道而不明白，等於白聽。所以，

要明白真道，必須私下進到主面前，與主有親密的交通，從主裡得着智慧。 

不單要「聽道」，更要「問道」- 求道和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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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

耶穌解

釋用比

喻的原

因（可

4：

11-12） 

經文：「耶穌對他們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

比喻，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恐怕他們回轉過來，

就得赦免。』」（可 4：11-12） 

註釋：「神國」在馬太福音中稱為「天國」（太 13：11），而馬可和路加福音則稱「神

國」。就廣義而言，神國和天國是同義詞。但就狹義而言，天國是神國的一段，

神國是包括着天國。神國是從已過的永遠算起，一直到未來的永遠為止。而天

國則是從恩典時代開始算起，一直到千年國度結束為止。「神國的奧秘」在新約

的聖經中，「奧秘」是指神已向祂子民啟示的一些事。這以前不為人知的奧秘現

在向所有人宣告了。但只有那些有心的人才能明白。 

比喻若不解釋，人就仍是似懂非懂。天國的奧秘，對無心信主的人，也是似懂非懂，

並無幫助。 

神國的奧秘，只向願意活在神國的人顯明。所以用「比喻」有兩個原因： 

（i）比喻對無心追求的人是一種挫敗，使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

不明白。主要是將那些無心追求屬靈真理的人過濾出來。 

（ii）比喻對有心追求的人是一種鼓勵，使他們容易記憶，留心聽，又隨時可以問。 

「叫他們」是指那些與神國無分無關和心硬的人，使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

是聽見，卻不明白，因為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屬靈的事。他們對於屬靈的事

物，眼瞎、耳聾，這是因為「此等不信的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林後

4：4）。因此，不要讓神的道遭人踐踏，在（太 7：6）主耶穌說：『不要把聖物

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小結：惟有重生與主的救贖有分的人，才能明白主的話。因為要明白「神國的奧秘」，

必須是存心渴慕追求認識神和長大成熟有屬靈生命的人。 

（四）解釋撒種的比喻（可 4：13-20）（太 13：18-23）（路 8：11-15） 

經文：「又對他們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麼？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種之

人所撒的，就是道。」（可 4：13-14） 

主耶穌又對門徒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麼？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意思他們若

不明白這個撒種的比喻，就不能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原因是：若不能主觀的領會

和理解這比喻，又怎能客觀的認識和懂得一切的比喻呢？ 

在這裡，主耶穌解答撒種比喻的意思，撒種之人就是指主耶穌或現今傳道的人，所撒的

種子就是神的道、福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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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

種聽道

的人

（可

4：

15-20） 

（i）撒在路旁的  

經文：「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心裡的道奪了去。」

（可 4：15）（4 節） 

「路旁的心」根本就無心要接受神的話，他們喜歡接納許多屬世的事物。道是聽

了，但無法把道聽入心裡，也不明白，亦不感到寶貴，以致撒但很容易將所

聽的道奪去了。 

（ii）撒在石頭地上的 

經文：「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領受，但他心裡沒有根，不

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可 4：

16-17）（5-6 節） 

「土淺石頭地的心」道稍入心 - 歡喜領受神的話，卻沒有生根。有些人只要覺得

好，就立刻領受。對主的話反應很快，只喜歡聽好聽的道，但不願為真理付

代價，只想「得」而不想「給」，當然不能持久。我們進入神的國，必會經歷

許多考驗，才會靈命成長；但浮淺沒有根的人，是經不起考驗的。 

（iii）撒在荊棘裡的 

經文：「還有那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

和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可 4：18-19）（7 節） 

「荊棘裡的心」道已進入心，但信心不堅，並且心裡充滿各種思慮、迷惑和私慾，

神的話在他的心裡被擠住了。因為常常需要與肉體的私慾相爭，因此，不能

將神話語的功效充分的顯現，也就是不能結出生命的果子來。 

（iv）撒在好地上的  

經文：「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

倍的、有一百倍的。」（可 4：20）（8 節） 

「好土的心」道深入心，讓神的話在心裡不斷成長並且結實。同樣是主的話，果

效卻不同，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最重要是當人的心越向主的話敞開，

主的話就越能產生果效。同時，要將所聽的道，照着去行，就能讓神的話從

我們身上活出來。因此，結實的程度，完全在乎我們有沒有聽道、行道。 

（2）小

結 

私慾會產生以下的後果：（1）在人心裡製造各樣的思慮和迷惑；（2）使神的話在人

心裡不能發生功效（被私慾擠住）；（3）使屬靈的生命不能成熟（不能結實）。 

在這比喻中，主耶穌不是說犯罪使人不能結實，是思慮使人不能結實。錢財雖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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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罪，卻能誘惑人的心，叫人不能作出正確的決定。一心不能兩用；要結實，

必須全心（盡心、盡性、盡意）愛神和神的話。 

（五）點燈的比喻（可 4：21-23）（太 5：15、10：26）（路 8：16-18） 

經文：「耶穌又對他們說：『人拿燈來，豈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燈臺上麼？

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有耳可聽的，就應

當聽。』」（可 4：21-23） 

馬可福音的作者將 21 至 25 節的經文，插在兩個撒種比喻的中間。他的用意在表明，主

的道是光，我們接受了它，是不該把它隱藏起來的。 

主耶穌說：『人拿燈來，豈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燈臺上麼？』意思人點燈的

目的，是要用燈光來照亮週圍的環境，所以不會將燈放在床底下。必然會將燈放適

當的位置，使燈能發出光來。我們若要為主發光作見證，就必須勝過生活的憂慮。

燈發光是因為油被點燃而發出來的；我們若要為主發光，便須被聖靈充滿（弗 5：18）。 

主耶穌解釋說，因為掩藏（遮住）的事，沒有不顯（顯明）出來的；隱瞞（守秘密）的

事，沒有不露（顯露）出來的。（可 4：22）有幾種不同的解釋：（1）神國的奧秘，

對一般人來說，是暫時掩藏和隱瞞的，但最終必顯明；（2）我們從主所領受的道，

是生命的光，是不能「掩藏」和「隱瞞」的；（3）我們從主所領受的聖靈，在人的

生命裡作改變，是不能「掩藏」和「隱瞞」的；（4）我們要將神的道向人傳揚，因

此，必須先有美好的生活見證，別人必然透過我們生命的改變來認識主。 

想一想：我們生活的態度，到底是為主還是為自己而活？ 

（六）量器的比喻（可 4：24-25） 

經文：「又說：『你們所聽的要留心；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並且要多給你們。因為有的，還要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可 4：

24-25） 

註釋：「量器」原是指量食物的器具，這裡轉用來指對待人的態度、存心、方法，以及這

些情形的程度。 

你們所聽的要留心、謹慎，你們用甚麼量器量（衡量、度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

（衡量、度量）給你們。當一個人用大的量器量給人時，必然得着大量器所量的作

為回報。神的話是按照各人的容量賜給人，我們能領受多少，神就供給我們多少。

關鍵在於我們所能領受的來量度，越在真理上有領受、有基礎的，就越發追求；越

追求，就越明白、越多有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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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子生長的比喻（可 4：26-29） 

經文：「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芽漸長，

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

飽滿的子粒。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可 4：26-29） 

註釋：「人」指主耶穌。「種」是指神的話，特別是指神國的道；種子是有生命、能生長

的東西。「地上」一方面指人心，另一方面指人所居住的世界。「睡覺」、「起來」：

表示持續進行的動作，意思是日復一日的睡覺、起來。 

神的國是開始於主耶穌把生命的種子，撒在信徒的心裡（約一 3：9；彼前 1：23）。 

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這並不是說主耶穌不知道，祂的話如何在人的心裡產生功效，

而是表明生命成長的原理是出於神，並不是我們人所能充分瞭解的。 

只有馬可記載「種子生長的比喻」（可 4：26-29）。撒種的比喻（可 4：3-8），強調好土（人

的心）對種子成長和豐收的重要性。但這比喻卻強調種子（神的道）本身的神奇力

量，來表達天國的自然成長力量，全在於神的能力。正如，傳福音的人並不明白神

的話，是如何在人心裡產生功效，但肯定神的話本身有潛在的生命力。同時，表明

神的話在人心裡生長，是有一定的過程，需要經過時日才能趨於成熟。 

我們只管殷勤傳揚神的話，並在「收成的時候」去收割，而把生長的期間，完全交託在

神的手中。基督徒的生命成長，並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便可達成，因此需要常常住

在主裡面，好讓自己的屬靈生命漸漸成長。 

（八）芥菜種的比喻（可 4：30-32）（太 13：31-32）（路 13：18-19） 

經文：「又說：『神的國，我們可用甚麼比較呢？可用甚麼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種，

種在地裡的時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但種上以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

又長出大枝來，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他的蔭下。』」（可 4：30-32） 

背景：中東一帶地方有一種芥菜樹，其種子非常小，但可長成高達三、四公尺的大樹，

可供雀鳥棲息。 

註釋：「芥菜」這裡應該是指猶太人種於田間的「黑芥」，成長後可高過人頭（2.5 到 3.5

公尺高）。「地上的百種都小」原文是「比所有的種子小的」。「天上的飛鳥」指撒但

（可 4：4、15）和牠的使者。「他的蔭下」指基督教不斷向外伸展，以致也吸引撒但

（異端）藏身其中，許多異端和惡人也濫用基督教的名稱作謀取利益的事情。 

主耶穌的意思不是說神的國好像「一粒芥菜種」，而是說神的國好像「一粒芥菜種的整個

成長過程」的比喻（可 4：31-32）。這比喻重點是神國的擴張性，初時雖小，但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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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大的發展。神的國（基督教）在地上開始時，雖然組織不大，比地上任何的

宗教組織都小。但開始之後，擴張力卻好像爆炸性的威力比任何勢力都大，甚至連

撒但也利用基督教的名，來以假亂真。 

（九）對眾人只用比喻（可 4：33-34）（太 13：34-35） 

經文：「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照他們所能聽的，對他們講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對

他們講。沒有人的時候，就把一切的道講給門徒聽。」（可 4：33-34） 

註釋：「不對他們講」（原文第一個講字）意思說話，談話。「講給門徒聽」（原文第二個

講字）意思講解，解釋。 

主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是照他們所能明白和領悟的程度來對他們講道。若不用比喻，

就不對他們說話。沒有人的時候，就把一切的道向門徒講解清楚。 

傳道者，必須照聽眾所能領受的程度來講，因此在講道之前，要瞭解聽眾的情況。 

（十）總結 

在（可 4：1-34）神國的比喻中，有一個動詞重複出現 14 次，就是聽（3、9（二次）、12

（二次）、15、16、18、20、23（二次）、24、33、34）節，也是這段教導的重心。 

想一想：每天我們都會聽很多聲音、說話。但我們最想聽和最入心的是甚麼聲音和說話？ 

在這段經文裡，主耶穌第一次講話的對象是群眾（可 4：3-9）。而第二次講話的對象是跟

隨主耶穌的人和 12 個使徒（可 4：10-34）。 

想一想：您是第一批的群眾或第二批的跟隨者或門徒？ 

主耶穌用比喻講道的原因： 

（1） 神國的奧秘只叫存心正確的人知道（11 節） 

（2） 對無心追求的人（外人），比喻叫他們聽了也不明白（12 節） 

（3） 對有心追求的人，只要明白比喻的原則，就能明白一切的比喻（13 節） 

（4） 對喜歡聽道的人，講比喻是照他們所能聽的（33 節） 

（5） 對外人只講比喻，對門徒就講解一切的道（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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