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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的功能：

1. 比喻使傳講的信息生動化與圖像化

2. 比喻經常是從日常生活中隨地取材，

讓聽的人感覺平易近人

3. 比喻可以減少傳講信息的嚴肅說教

適當的引用比喻，

可以讓弟兄姊妹提起精神、專注聆聽

應用非常小心，不可讓枝葉取代花朵，

比喻只是輔助的題材

4. 比喻會向漫不經心的愚鈍之輩隱藏

比喻比嚴肅的說教講章生動活潑

對漫不經心的愚鈍之輩也會是個提醒

怎樣來看天國比喻？

喬治賴德 George Eldon Ladd《新約神學》…

3. 從日常生活中取材，為要傳遞重要的訓示與真理，

比喻中的細節與說比喻之人想表達的真理是無關緊要

主要是要傳達一個真理，而不是要帶出多重的教訓

路十六1-13 不義的管家 ─ 被解讀成聰明比誠實更好

失羊與失錢的比喻 ─ 數字不是重點…
強調上帝對失喪靈魂拯救的看重性，不願一人沉淪…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不該像初代教會靈意化解釋 ─

撒瑪利亞人是耶穌，被打的人…，錯解真正意涵

1. 不要把比喻當成寓言來看

伊索寓言 ─ 做為 教師傳達訊息的虛構故事

王下十四9-10 蒺藜和香柏樹，就是淺易的寓言

2. 比喻不是預言，不是先知預言的預言、將來會發生的事件

怎樣來看天國比喻？

4. 要了解耶穌基督當時的背景，不能用我們的背景背景讀進去讀進去…
芥菜種做為天國奧秘的比喻 ─ 不是百種中最小的最小的？

對當時巴勒斯坦確實是最小的種子，其他地方則不然

麥子與稗子，對生長在南方的，不知道麥子，

耶穌的處境，麥子是重要的農作物，與稗子一同成長，

末了收割時從子粒判斷，將稗子取出丟在火裡燒了

5. 耶穌講比喻，是天國的奧秘，讓門徒、渴慕真理的信徒明白。

奧秘源自希臘文 ─

但以理書 ─ 神向人揭示秘密，王作了夢，先知解開謎題。

沒有上帝的啟示、上帝的靈開人的心竅，人難以明白

圍觀聆聽的人，不少湊熱鬧或帶著不良動機，想要抓把柄，

因此耶穌用比喻做為講道的輔助方法

今天讀耶穌的比喻時，不要預設個人立場，錯解比喻的含義

天國的比喻 ─ 好土與撒種 太十三1-23，可四1-20，路八4-10、23-24

路旁
種子被飛鳥吃盡

惡者把人聽到的真道 ─

道種取去，

人還是陷在不信當中當中

土淺石頭地
土不深，

種子沒有著根發苗，

被日頭曬乾、曬死

聽了道，當下歡然領受，

沒沒有根，經歷患難就離開神

荊棘
荊棘長出來，把種子種子擠住擠住

雖然聽了真道、有了道種，

落在世界思慮、錢財的迷惑，

把道種擠壓，無法著根、

發芽、結實

好土好土
生根生根、發芽、發芽、長苗、結實

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

明白了，道種紮根在生命中，

化為屬靈生命的土壤，

就可以結實累累



天國的比喻 ─ 太十三24-30、36-43 對比麥子與稗子

第一位撒種者是人子，撒好種 ─

長出來的是麥子，有營養、農業價值

是天國之子，在上帝的國裡發光

撒稗子的是魔鬼 ─

結出惡者的生命，

結局在火爐裡被焚燒

麥子、稗子在長成的過程中很難分辨，

辨認的時間與主權只能教給上帝

象徵在末後的時候，偽裝成麥子的稗子，

會被顯明出來，

薅他們的，就是上帝自己

天國的比喻 ─ 太十三31-35 芥菜種與麵酵

芥菜種是巴勒斯坦地百種裡最小的，

卻能長成大樹

麵酵起初雖小，可以在短時間讓麵團發起來

天國在人生命當中的作為，

起初雖然微小，後來卻是豐盛壯大，

天國起初微小，透過福音傳揚，遍傳世界各地。

天國的比喻 ─ 太十三44-46 寶貝與珍珠

當有人發現寶貝在田裡，

就變賣一切來買這塊地

當有人發現最上等的好珠子，

就變賣所有來買這顆珠子

天國是無價之寶，值得我們付代價去追求的

天國的比喻 ─ 太十三47-50 撒網

天國好像網撒在海裡，聚攏各樣的水族 ─

揀好的 收在器具裡

不好的 揀出來丟棄

世界的末了，上帝的使者從義人中篩出惡人，

丟在火爐裡 ─

區分出屬神、不屬神，惡的、義的

天國的比喻 ─ 太十三51-52 新舊的東西

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家主拿出新舊的東西 ─

新：耶穌的教導，舊：舊約的律法與先知的道理

天國的教導跟舊約沒有衝突，

耶穌來是成全、沒有廢掉舊約的律法

基督的教導、舊約的律例法則，

都是家主府庫中的寶貝

特有的比喻 ─ 太十八23-35 饒恕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帳，

王赦免那個還不起債的僕人

僕人欠國王的很多，

國王以恩典來免除他的債

被免債的僕人，卻不肯饒恕欠他債的人

斤斤計較欠他只是一點錢財的人，

要將那人送給官府

從對比中看到 父對我們的恩慈，

也看到 人對人之間的殘酷 ─

從不饒恕人的僕人看到，天父怎樣饒恕他

父也要我們這個罪人，學習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而不是一路逼迫，活在被仇恨的綑綁當中



特有的比喻 ─ 太廿1-16 葡萄園的工人

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

不管是 早上九點、中午十二點、下午三點、傍晚五點進去的人，

特有的比喻 ─ 太廿一28-32 兩個兒子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這人邀兩個兒子進他的葡萄園工作，

大兒子回答不去，但心生懊悔就去了，

暗喻稅吏、娼妓…，用單純的愛來回應恩典

小兒子甜言蜜語說要去，但沒有真的去工作，

暗喻長老、祭司長、社會名流、宗教人士，

言行不一致，心口不一

全部得了一錢的銀子，

不是突顯主人的數學不好、不公平

讓我們看到 ─ 人能進入天國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靠個人的努力，就像工時的長短…

特有的比喻 ─ 太廿二1-14 王子娶親

天國好比是一個王要為他兒子娶親擺設筵席，

第一批受邀的人充滿許多理由來推辭筵席，

到田裡、做買賣、羞辱、殺掉王的僕人…
最後國王派兵勦滅兇手

暗喻假貌為善的宗教領袖

耶穌解釋 ─ 被召的人多、選上的少，

無論是法利賽人、祭司長、罪人，

面對神的恩典邀約，都是需要謙卑悔改的。

國王發令，邀第二批的人參與筵席 ─

不如第一批體面，暗喻外邦人或被藐視的人

要穿禮服 ─ 以悔改的心參加

沒有禮服 ─ 不知悔改、浪費恩典的人，

最後被丟在黑暗裡

特有的比喻 ─ 太廿五1-13 十個童女

天國好比是十個童女拿燈出去迎接新郎…

耶穌基督時期，

新郎迎娶過程中，有時需要翻山越嶺，

不知道迎娶的時間 ─ 可能是三更半夜

十個童女形同伴娘，陪伴新娘等待新郎

五個是聰明的

儆醒等待新郎

燈裡有油；

新郎來了，

即時參加筵席

透過當時風土民情、告訴聽眾 ─

天國的子民要儆醒以待，不可糊塗過日子。

五個是愚拙的

打盹睡著

燈裡沒油；

跑去買油，

被隔絕在門外

特有的比喻 ─ 太廿五14-30 末世論…才幹與恩賜

天國好比一個人往外國，把家業按各人才幹交給三個僕人…
第一個僕人得了五千、賺了五千

第二個僕人得了二千、賺了二千

被主人稱讚，可以進來管理許多的事，

與主人享受快樂

第三個僕人得了一千、把錢埋在地裡

自做主張、毫不使用，

最後 凡有的也被奪去，受到嚴厲的審判

各人雖領受不同的恩賜與才幹，

只要一心渴望榮耀主，為神所用，

還是會得主的稱讚

反之，則被上帝責備，與主無份，

沒法在上帝的國度有所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