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福音》預查 第二十二章第一節至二十二節 

講員：于宏潔 

今天我們讀《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一節到二十二節。 這段聖經分成兩個段落。第一段講娶親

的筵席。在《路加福音》十四章有一個類似的記載（但不完全一樣）。第二段是講到納稅銀給該

撒的問題。這是法利賽人和希律黨人聯合起來所設的陷阱，要陷害耶穌。它也記載在《馬可福音》

第十二章和《路加福音》第二十章。  

第一段：娶親筵席的比喻（ 路 14:15-24 ） 

在《馬太福音》二十一章結束的時候，耶穌講到了兇惡園戶的比喻。這比喻說到 神對人有所託

付；但是當 神向人要的時候，人卻不肯給，也交不出來。這兇惡的園戶不肯照著主人所給他的

恩典和託付來向主人交帳。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耶穌又講了娶親筵席的比喻。這比喻是講到

客人的傲慢。神有恩典有祝福要賜給人，祂邀請人來赴祂兒子的婚筵，但是人卻不肯來。所以，

『第一個比喻是 神向人要，人卻不肯給；第二個比喻是 神要給人，人卻不肯要。』這兩個比喻

讓我們看到 神的百姓和 神之間關係的惡劣，以及他們對 神態度的傲慢。 

這兩個比喻都是天國的比喻，並非重在福音的比喻。尤其娶親筵席的比喻是講到王為兒子擺設婚

筵，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講國度的筵席，不是在講福音的事情。這比喻講到王打發僕人

去請被召的人來赴筵席，他們卻不肯來。第一批的僕人裡有 主耶穌、施洗約翰、十二使徒、七

十門徒，他們一批批地被王打發出去邀請人，結果被請的人都不肯悔改、不肯來接受天國。王又

打發第二批僕人出去，這一批僕人卻受到殺害（前一批的僕人倒沒有很明顯的被殺害）。這第二

批的僕人裡有司提反、保羅、還有歷世歷代的聖徒。當他們被打發出去的時候，人們卻凌辱他們、

殺了他們。在這裡讓我們看見了人對 神的態度。 

這個比喻裡有兩個比較困難的點我們要注意： 

（一）所有的人都被召，不論善惡。 這並不代表將來人可以帶著罪進天國。這裡是講到國度、

神的救恩。不論是善人或是惡人， 神都召。神召善人如拿但業，他是個連 主耶穌都稱讚的人；

神也召有罪的女人、稅吏、娼妓、長大痲瘋的。一個人不論在人的眼中是善是惡，也不論他原本

是善是惡，只要他對 神的救恩、對 神的國度有所回應，都可以來，因為 神的門對所有的人都

是開著的；只要願意，誰都可以來。這是第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困難。 

（二）不穿禮服的人。王進來時看見有一個人沒有穿禮服，就叫人綑起他的手腳，把他扔到外面

的黑暗裡，讓他在那裡哀哭切齒。我們讀到這裡可能會想，唉！人家是在岔路口被臨時拉來的，

那裡會穿著禮服呢？有一節聖經我們可以參考，《列王記下》第十章二十二節。當然，那是一個

不同的場合，就是耶戶想要除掉所有拜巴力的人。他吩咐掌管禮服的人給每一個進到巴力廟裡拜

巴力的人一套禮服穿上。根據一些解經家的講法，赴王筵席的禮服是由皇宮掌管禮服的人負責發

給。不像我們現在參加宴會，禮服都是自己去買或訂做，各人可以穿自己喜愛的禮服赴會。古代

去赴王的筵席，禮服由皇宮掌管禮服的人負責發給，有一定的傳統。 

這個人來赴王筵的時候，也許覺得自己的衣服還不錯，何必要穿王給的禮服呢？也或許是他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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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足夠的尊敬，認為可以憑著自己來赴筵。《以賽亞書》六十四章第六節講到，我們原本就是

不潔淨的人；我們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再好、再自以為義，仍然是穿著一件污穢的衣

服，它像漸漸枯乾的葉子。《羅馬書》十三章十四節以及《加拉太書》第三章二十七節，也都提

醒我們總要披戴 主耶穌基督，因為我們能夠到 神的面前，能夠在王的面前站立，絕非因著我

們有什麼義行。衣服特別說到行為，細麻布的衣服是講到聖徒的義行 （啟 19：8）。衣服常常說

到我們這個人的行為、我們的表現。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憑自己的義在王面前站立得住，沒有一個人能夠憑著行為稱義，沒有一個人能

夠靠著行律法稱義，我們都必須披戴基督。《以弗所書》第四章第二十四節說，我們總要脫去過

去行為上的舊人，叫我們可以穿上新人。聖經裡一再而且是一貫性地講，我們要穿上新人，

這一個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理的仁義和聖潔。所以，真正的義袍是基督，祂能夠讓

我們在聖潔的 神面前站立得住。因此，我們必需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個賓客有王的禮服為他

預備好了而他卻不肯穿，他以為憑著自己可以到王的面前去。他其實是有機會蒙恩的，因為他已

經被邀請了，可惜他卻想憑著自己到 神面前去。 

這比喻告訴我們，『王有恩典，要叫人來分享；王有國度的筵席，有兒子娶親的筵席，要邀請人

來享受，可是人卻不重視。』王的第一批僕人出去邀請的時候，他們不肯來；等到王再一次打發

人出去告訴他們，筵席都預備好了，牛和肥畜都宰了，各樣都齊備了，救恩已經全都預備好了，

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典、甚至連祭牲也殺了，什麼都準備好了，他們卻仍然不理。有一個人要

下田，另一個人要去做買賣。下田的人說到他要去經營他已經擁有的產業；去做買賣的人說到他

要去追求尚未得著的財富。這就是天然人最常見的情形：對於已經得著的，我們全力持守、看守、

抓得緊緊的；對於沒有得著的，我們拼命去追求。這兩方面都是眼能見的，常常和財富發生關係。 

《路加福音》十四章裡有一個故事 （有一首歌的歌詞是“我不能去…＂）。神把筵席給我們預備

好了，但是受邀的人卻用各樣的理由推辭。有的人說我買了一塊地必須去看一看；另外一個人說

我買了五對牛必須去試一試；還有一個人說我娶了妻所以我不能去。每一個人都能夠找到他不去

的理由，不論是為了產業或是為了事業。那有五對牛的農夫，他的牛就是他整個事業上最大的動

力和資產，所以他要趕快去試一試；那個才娶妻的人要享受愛情，也不肯去。 

地上的事情，無論是什麼，都不應該攔阻我們得著屬天的祝福、享受 神賜給我們那永遠的國度、

永遠的產業。 這些事情也是我們今生，特別是這個世代，最大的試探和挑戰。世界會極盡所能

地用五花八門、各樣的技巧吸引人的眼目，吸引人去受它控制，轄制、吸引人去追求它們。所以

我們一定要求 神幫助我們，讓我們也能像保羅那樣說：我們所顧念的不是看得見的，我們所顧

念的乃是看不見的，因為看得見的是暫時的，看不見的才是永遠的 （林後 4：18）。但願我們在 

主的面前都能這樣地儆醒。當 神呼召我們、帶領我們往前去的時候，我們沒有任何的藉口；我

們不會不肯，更不會不理。這是對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第二段：納稅給該撒的問題（ 可 12:13-17 路 20:19-26 ） 

這一段經文講到法利賽人居然和他們的對頭希律黨人聯合起來對付耶穌。他們原是不同的團體

（groups）,是不同的政黨（parties）。他們甚至原本是對立的，就像法利賽人和撒都該人是對立

的一樣，但是他們在遇到需要抵擋耶穌的時候就聯合起來。這是非常明顯的一件事，只要遇到屬

靈的事，世界就會把他們的力量聯合起來反對耶穌。 

http://cb.fhl.net/read.php?VERSION=nstrunv&TABFLAG=1&chineses=%E5%8F%AF&chap=12&sec=13-17
http://cb.fhl.net/read.php?VERSION=nstrunv&TABFLAG=1&chineses=%E8%B7%AF&chap=20&sec=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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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批人來見耶穌的時候非常虛假。耶穌看得出他們的虛假與惡意、也看得出他們的假冒為善。

他們先誇獎耶穌說：「你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 神的道，無論對甚麼人你都不徇情面，因為

你不看人的外貌」（第十六節）。他們表面上講了這麼多好話，其實暗地裡卻是要給耶穌挖一個大

坑引他掉下去。他們問耶穌說：「請告訴我們，你的意見如何？納稅給該撒可以不可以？」（十七

節） 

這麼多年下來大家應該都很熟悉這樣的話，也知道這話背後所隱藏的詭計。因為不論耶穌回答

“可以＂或“不可以＂，都會給他們留下把柄。如果耶穌說“可以＂，就會遭到猶太人的痛恨。

猶太人對羅馬人轄制他們非常不服氣，也不願意上稅給該撒。一方面是因為猶太人愛錢，一方面

是因為他們不能接受被外邦人所擄、所轄制的事實，所以他們既不甘心也不願意上稅給該撒。因

此，耶穌如果說“可以上稅＂，這些人馬上就可以對 神的百姓說，這個人是一個賣國賊，他怎

麼可能是彌賽亞呢？他怎麼可能是我們的救主呢？如此，百姓就不會信耶穌了。如果耶穌說“不

可以上稅＂，他們就會告到羅馬巡撫那裡去，說耶穌在聳動人，叫人不要納稅給該撒，這個人是

一個叛國賊。這樣耶穌就會有麻煩。我們從耶穌的回答裡知道，事實上耶穌從來沒有叫他們不要

納稅給該撒，可是他們後來在彼拉多面前卻誣告耶穌；“眾人都起來，把耶穌解到彼拉多面

前，就告祂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該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路

加 23：1-2）看到他們的詭詐沒有？雖然他們在這裡用詭計得不著把柄，可是到最後關頭真正要

殺害耶穌的時候，他們就撒謊、誣賴、誣告、無中生有，說耶穌曾經禁止人納稅給該撒。 

因此我們看到，對於那些真要起來傷害攻擊我們的人，不論我們如何面對，他們仍要傷害我們。

這叫作“為義受逼迫，是難免的。”保羅也告訴我們，只要立志敬虔度日，就免不了受逼迫（提

後 3:12）。但是我們也要記得 主耶穌所說的，我們若為了主在世上受逼迫，其實是有福的，因為

天國是我們的。主耶穌講八福的時候，最後特別講到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馬太 5：10）。 

主耶穌的回答太好了。祂說，“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 神 。＂(第二十一節) 

這樣的回答讓這些想陷害祂的人，心裡都覺得稀奇，祂怎麼可能回答得這麼好。當時用來上稅的

銀子並不是猶太人中間平常買賣通用的銀子，而是專門上稅用的。所以主並不是叫他們不准用

錢。人在地上不可能不用錢，但是用錢就該像用刀、用火一樣，要用得恰當。人只要貪愛錢財，

它就成為萬惡之根；但是人如果善用錢財，它就可以為 神國效力、為福音效力，可以行神蹟、

可以為人帶來許多的祝福。所以關鍵在於我們怎麼去使用錢財。 約翰衛斯理 （John Wesley）說

我們應該多多地賺錢，多多地存錢，多多地奉獻。我們有能力多賺錢，很好，『關鍵不在於我們

有沒有錢，賺多少錢，可不可以用錢，而在於我們怎樣用錢。』在錢財的面前我們到底是一個怎

麼樣的人？這個才是關鍵。 

主說，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 神的物當歸給 神。既然這個稅錢上面是該撒的名號，那就當歸

給該撒；同樣，我們這些人既有 神的形像在我們身上，就應該歸給 神。《啟示錄》第四章說

到萬物是因著 神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啟 4：11）。因此，所有的東西都是為著 神而有的；

尤其是我們這些照著 神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被造的人。銀錢上面有該撒的像 (Image of 
Caesar)，所以主說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我們這些人裡面有 神的形像（image of God）， 是按著

祂的樣式被造的，所以我們這些人理當歸給 神  。 

其實，主耶穌的這句答話，不只很有智慧地迴避了他們所設的陷阱，它本身就是一個很深，很寶

貴的屬靈教訓：『世上一切暫時的、一切屬世的，讓它們去吧；我們這些屬 神的人應該來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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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這些法利賽人、這些猶太人，他們明明是 神的兒女，明明應該來事奉 神、應該來敬拜 

神，但是他們所在乎的全都是眼前的：自己的錢財、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名聲。而他們本來是應

該屬 神的，因為他們是為著 神而被造的。 他們只是在外面希奇主的回答，然而他們並沒有

真正進入、明白主在這裡給他們的教訓。這是非常可惜的事。 

關於這段記載，我們如果去參考《路加福音》二十章或是《馬可福音》十二章，就可以看見很多

相關的細節。例如，他們是派了奸細來裝作好人，想要在主的話上得把柄。從這些記載我們可以

看到，我們一定要小心，尤其是服事主的人，我們一定要在主面前有準備。一方面我們在話語上

要非常地謹慎，因為即使我們講的是正直的話、誠實的話、智慧的話，仇敵都還要想盡辦法來抓

把柄攻擊我們，更何況如果我們在話語上很隨便、很鬆散，我們就會落人口實，給人攻擊的機會。

不過，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知道，即使我們再正直，仇敵還是可能用謊言來陷害我們。所以我

們要有心裡準備，不要為這些必死的世人而心中忿忿不平。正如亞薩在《詩篇》七十三篇說，每

當他想到惡人在享福得勢的時候，他心中就不平，覺得是徒然洗淨了手、徒然潔淨了心；但是，

當他轉念思想他們永遠的結局時，他的心裡就不再忿忿不平，反而感謝 神。 我們如果認真走

主的道路就要有準備，人會忌妒我們，攻擊我們。最大的反對力量，往往不是來自世界，而是來

自宗教世界。所以，我們要在 主的面前，求 神幫助我們能夠為真道站住。 

讓我們一起在 主的面前歡歡喜喜地感謝 神召了我們，而且，我們要歡歡喜喜地預備自己來赴

會。能來到王的面前是何等榮耀的事！不要讓眼前的牛、眼前的地、眼前的新娘等等成為我們的

纏累、羈絆，因為沒有一件人，事，物能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同樣地，我們也要願意把 神

的物歸給 神。但願我們這一生為主、為著 神的榮耀而活。 

討論問題： 

1. 娶親筵席比喻的重點是什麼？如何應用在我們身上？ 

2. 什麼最容易抓住我的心，攔阻我得著屬天的祝福？在這新的一年我願意如何調整，活出“讓

主居首位＂的實際？ 

禱告 

主，我們謝謝祢，求祢祝福這段經文。保守我們，讓每一個禮拜五小組的聚會都充滿祢的同在，

充滿祢的真理。主啊！對我們說話，讓我們看見，我們是有榮耀盼望的人，我們是往赴王筵的一

班人，讓我們的生活形式是為著那個榮耀的日子。基督永遠是我們的義，永遠是我們的聖潔，但

願我們每一個受浸歸入祢的都披戴基督，我們活著也是為著基督。謝謝祢。禱告奉 主耶穌的名，

阿們！願 主與大家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