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書概論
第⼆課⾺可福⾳



⾺可福⾳—受苦之神⼦的福⾳書
• 中⼼主題：耶穌這位⼤能的彌賽亞和神⼦作為神的僕⼈，順服受苦，為⼈的罪付上
贖價，⼜成為受苦與犧牲的榜樣，讓⾨徒效法。

• 匙節（可10:45）：⼈⼦來，並不是要受⼈的服事，乃是要服事⼈，要捨命作多⼈的
贖價。

• 基本⼤綱：
1) 神⼦的預備（可1:1∼13）

2) 神⼦在加利利及其附近滿有權柄的事⼯（可1:14∼8:26）
§ 神⼦的國度—權柄（可1:14∼3:12）

§ 神⼦的「⾨徒—家庭」和那些「在外⾯的」（可3:13∼6:6）

§ 神⼦的使命（可6:7∼8:26）

3)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可8:27∼16:8）
§ 彼得的認信和耶穌作為僕⼈彌賽亞的⾓⾊（可8:27∼10:52）

§ 神⼦挑戰耶路撒冷（可10:46∼13:37）
§ 敘事的⾼潮：神⼦之死（可14:1∼15:47）

§ 終局：神⼦的復活（可16:1∼8）



福⾳的起頭：神⼦的預備（可1:1∼13）
• ⾺可是以「神的兒⼦—耶穌基督—福⾳的起頭」（可1:1）來開始他的著作的。
這個⽚語可能不僅僅是宣布這本書的開場，它也是整卷書的標題。⾺可福⾳要
敘述救恩的好消息是如何藉著耶穌的來到⽽展開的。

• ⾺可福⾳不同於⾺太和路加是以較⾧的耶穌出⽣的故事開始，讀者⼀開始就
「⽴刻」⾯對耶穌的事⼯。耶穌⼀開始就進場了，旋⾵般來往於加利利鄉間。
在幾段的⼩故事裡，耶穌接受約翰的洗禮，受撒旦試探，以及從事教導、醫治
和趕⿁的事⼯。

• 儘管耶穌出現得突然，祂在歷史上的來到並⾮偶然。祂是那位「基督，神的兒
⼦」，⼈們等候多時的彌賽亞君王，祂要為⾃⼰的百姓以⾊列帶來拯救。祂的
來臨已經由施洗約翰預報了，⽽施洗約翰應驗了先知書所預⾔的⾓⾊，要為主
預備道路。這本福⾳書開始引⽤三段舊約的聖經經⽂（出23:20；賽40:3；瑪
3:1），來指出耶穌的整個事⼯就是以賽亞異象中的末世救恩的實現。耶穌會
透過帶領他的百姓⾛向得勝的「道路」，成就神的新出埃及。



神⼦滿有權柄的事⼯（可1:14∼8:26）（1）
》呼召與教導
• ⾺可步調迅速之敘事的⽤意，是要將耶穌描繪為⼤有能⼒權柄的彌賽亞和神
⼦，這是這本福⾳書前半部的主題。幾個世紀以來以⾊列，引頸期盼神偉⼤
的拯救。耶穌宣告這個拯救現在來到了：「⽇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
們當悔改，信福⾳！」（可1:15）神的統治正在透過祂的語⾔與作為實現中。
凡以信⼼與悔改回應的就得到救恩。當耶穌呼召四位漁夫——埋頭於⽣活、
家庭、和⽣計之中的⼈——來跟從祂時，他們捨了漁網，丟下⼀切（可1:16
∼20）。

• 耶穌以極⼤的權柄教導。在第⼀次記載祂的教導中，敘事者兩次提到⼈們稀
奇祂的教訓，因為祂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不像⽂⼠」（可1:22，27）。
⽂⼠是把所接受的傳統教導他們，耶穌卻以神的智慧和權柄說話。最令⼈印
象深刻的是，耶穌宣告祂擁有唯獨神才有的特權。他赦罪（可2:5），分辨祂
仇敵的⼼思意念（可2:8），宣告祂是安息⽇的主（可2:28），並且取消了古
⼈遺傳中的飲⾷條例（可7:18∼19）。



神⼦滿有權柄的事⼯（可1:14∼8:26）（2）
》⾏神蹟的彌賽亞
• ⾺可以耶穌所⾏的神跡，來表達耶穌作為彌賽亞的⾏動和權柄的⽅式之⼀。
耶穌對⾃然的和超⾃然的敵⼈都⾏使了祂的權柄，醫治病⼈，趕出⿁來，甚
⾄使死⼈復活。祂掌管⾃然的⼒量，平靜⾵浪，還以幾個餅和⿂餵飽幾千⼈。
這些神跡的⽬的並不是要取得⼈的歡迎，⽽是要表明祂正是以神的權柄⾏事
和說話。

• 敘事者更以遇⾒耶穌之⼈的驚訝反應來加強對這樣的權柄的意識。⼈們對於
祂的教導感到驚奇（可1:22、27；11:18），對於祂趕⿁和醫病的能⼒感到訝
異（可1:27；2:12；5:20；6:2；7:37）。當祂使死⼈復活和平靜海浪時，⾨徒
們表達了敬畏（可5:42；6:51）。祂越來越受歡迎（可1:33、37、45；2:2；3:7
∼10；5:24）。耶穌⼤有能⼒的話語和作為，表明祂是那位⼤能的彌賽亞和神
的兒⼦，神國度的開創者。



神⼦滿有權柄的事⼯（可1:14∼8:26）（3）
》衝突開始
• 並不是每個⼈都樂⾒耶穌的權柄，⾺可福⾳⼀開始就有衝突發⽣。當耶穌最開始進
⾏與邪惡勢⼒爭戰時，祂就遭遇靈界的衝突。在受洗之後，耶穌⽴刻就在曠野受到
撒旦的試探（可1:13）。當祂回到加利利開始祂的事⼯時，祂不斷遇到魔⿁的阻⼒
（可1:23∼27、34；3:11；5:7）。邪靈認出祂，也向祂挑戰，但是在祂可畏的權柄之
下，只得恐懼退縮。敘事者的⽬的是要顯出耶穌的任務具有極⼤的屬靈重要性。耶
穌進⾏的不僅僅是⼈的爭戰，⽽是宇宙性的屬靈爭戰。透過耶穌的趕⿁，神的國度
漸漸展開，並擊退撒旦的國，將⼈們從他的權勢下釋放出來。

• 耶穌另⼀個主要的衝突是來⾃宗教領袖們，他們不斷地挑戰耶穌的權柄（可2:1∼12、
13∼17、18∼22、23∼28；3:1∼6）。經由介紹他們在耶穌與撒旦衝突時對耶穌的敵
對，敘事者把他們歸在撒旦的勢⼒的⼀⽅，反抗神的統治。尤其當耶穌與罪⼈們同
桌交往，以及耶穌顯然違背安息⽇的誡命時，反對⼒量特別強。耶穌的回應是指出
他們的假冒為善、和沒有抓住神誡命的真正意義。宗教領袖不能領會神對失喪者的
⽤⼼，因此就無法在罪⼈接受赦免時歡欣。他們不但沒有認出耶穌代表神施⾏拯救，
反⽽視祂為對他們權⼒的威脅。



神⼦滿有權柄的事⼯（可1:14∼8:26）（4）
》⽤⽐喻教導：顯明與隱藏

• 耶穌在別西⼘爭論（可3:20∼30）之後，⽴刻開始以⽐喻來教導，並且指出
「凡遵⾏神旨意的⼈」才是祂的家⼈（可3:35）。耶穌解釋祂⽤⽐喻有兩重
原因：顯明與隱藏。對祂的⾨徒們，他們對祂國度的宣告有回應，⽐喻就顯
明神的國度。但是對那些拒絕這信息的⼈，這些⽐喻就隱藏真理。「那些外
⼈」（可4:11）就是拒絕耶穌的宗教領袖們，只能聽到⽐喻，卻不能聽到解
釋。他們的命運已定，⽽真理向他們是隱藏的。在別西⼘爭論的上下⽂中，
意思很清楚：在神的國裡的⾎親關係，不是基於種族認定或家族背景，⽽是
基於透過耶穌和神建⽴的關係。以⾊列的領袖們——本來是圈內⼈——現在
成了對真理眼盲的圈外⼈，罪⼈和被棄之⼈反⽽領受了得救的信息。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1）
》轉捩點：彼得的認信和僕⼈彌賽亞（可8:27∼10:52）（1）

• 整個⾺可福⾳前半段，含蓄地提出有關耶穌⾝份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平靜⾵
浪的時候來到了舞台的中⼼，那時驚訝的⾨徒們問：「這到底是誰？連⾵和
海也聽從祂了！」（可4:41）。答案當然早就有了：祂是基督，神的兒⼦。
預設的讀者已經知道這點（可1:1）；⽗也已經如此向⼦宣告（可1:11）；撒
旦和他的惡勢⼒也知道這點（可1:24、34）。然⽽，整個敘事⽂是在第⼀個⼈
宣告這點時達到中間點和初步的⾼峰。在凱撒利亞 - 腓⽴⽐，彼得的認信成
為關鍵的轉捩點，就是當⾨徒們的主要代表承認耶穌是「那位基督」時（可
8:27∼29）。耶穌滿有權柄的⾔語與作為也印證祂的確是那位彌賽亞。

• 不過，當耶穌命令⾨徒們對此保持沉默，並且教導他們祂的⾓⾊是要受難並
受死的時候，預設的讀者是震驚的（可8:30∼31）。彼得對於這第⼀次受難的
預⾔的回應，是責備耶穌竟然說出這種失敗論的話來。⼀位會受難的彌賽亞
是不可思議的。耶穌就要徹底地重新定義彌賽亞的⾓⾊，當然也意味著重新
定義彌賽亞跟隨者的⾓⾊。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2）
》轉捩點：彼得的認信和僕⼈彌賽亞（可8:27∼10:52）（2）

• 雖然耶穌被拒絕和祂的死在敘事⽂⼀早就暗⽰了（可2:20；3:6；6:4），但從
這裡開始，祂受難的使命才成為整個敘事⽂的主要焦點。事實上，⾺可的故
事是如此關注⼗字架，以致這本福⾳書被稱為⼀篇擁有很⾧導論的受難敘事
⽂。耶穌三次預⾔祂的死（可8:31；9:31；10:33∼34）。⾨徒們沒有⼀次理解，
都以⾃滿和不解回應（可8:32；9:33∼34；10:35∼41）。耶穌三次都必須教導
他們，真正的⾨徒之路是⼀條受苦與犧牲之路（可8:33∼38；9:35∼37；10:42
∼45）。

• ⾺可福⾳⼗章45節正確地被稱為這本福⾳書的主題經⽂：「因為⼈⼦來並不
是要受⼈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並且要捨命，作多⼈的贖價。」這節經⽂
呼應了以賽亞書中耶和華的僕⼈的⾓⾊，祂要為那國的罪孽承擔代贖的死
（賽52:13∼53:12）。當敘事⽂⾛向它的⾼峰時，讀者也被提醒，彌賽亞通往
榮耀之路必須先經受苦難與犧牲。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3）
》轉捩點：彼得的認信和僕⼈彌賽亞（可8:27∼10:52）（3）

• 在彼得認信與第⼀次受難預⾔之後，就是登⼭變相的敘事（可9:2∼13）。其
中瀰漫著「要來的榮耀」這個主題。耶穌在三個⾨徒⾯前改變外貌，證實祂
的確是那個命定要得榮耀的彌賽亞。就像本福⾳書⼀開始施洗約翰的⾒證⼀
般，以利亞和摩西的出現，印證舊約聖經的應許將要實現。從天上來的聲⾳
說，「這是我的兒⼦。。。」類似耶穌受洗時神的聲⾳所說的。正如⽗的宣
告開啟了神⼦施⾏神跡的啟⽰（可1∼8），這第⼆次的宣告同樣為了⼈⼦受
苦的啟⽰預備道路（可9∼16）。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4）
》神⼦挑戰耶路撒冷（可10:46∼13:37）（1）

• 就像登⼭變像，耶穌前往耶路撒冷也證實了祂的彌賽亞⾝份。在去耶路撒冷
的路上，來到耶利哥，瞎眼的乞丐巴底買⼤聲喊耶穌是「⼤衛的⼦孫」，這
是傳統對彌賽亞的稱號（可10:47∼48）。⽽在過去，耶穌是不讓⼈如此出聲
稱呼的，祂現在接受了這樣的稱呼。這瞎眼者的喊叫，預備讀者迎接耶穌凱
旋進城。

• 耶穌刻意安排⼀個⼩驢駒載著祂，以王的⾝份進耶路撒冷。雖然耶穌的進城
並不明顯地撒迦利亞預⾔的騎著驢喜愛和平之王相連（亞9:9），預設的讀者
卻必然會如此聯想（參：太21:4∼5）。群眾把⾐服和樹枝鋪在祂所⾏的路上，
表達對王者的敬意並⾼喊「那將要來的我主⼤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神將
要建⽴曾經向⼤衛應許的彌賽亞國度，這樣的期待是⾼漲的。群眾所不理解
的是，耶穌的國度不是憑藉征服，⽽是透過受苦來建⽴的。正像彼得⼀樣，
他們對彌賽亞真正的⾓⾊是無知的。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5）
》神⼦挑戰耶路撒冷（可10:46∼13:37）（2）

• 在舊約聖經中不信的以⾊列⼈有時候被形容為不接果實的葡萄枝或無花果樹
（彌7:1；何9:16；賽5:1∼7）。耶穌藉著咒詛無花果樹和潔淨聖殿代表了彌賽
亞對⼀個不忠信的國——以⾊列——的審判。這樣滿有權柄的作為不可能不
受到質疑，⽽宗教領袖們也開始設計要置耶穌於死地（可11:8）。他們向祂
提出⼀連串的挑戰，要找把柄害祂（可11:27∼12:40）。然⽽，耶穌總是洞察
先機，以祂超越的智慧和權柄，使他們無⾔以對。從正⾯⽽⾔，這些爭論印
證了耶穌的確是滿有智慧與權能的彌賽亞（⾒：賽11:1∼3）。從負⾯來看，
它們增強了耶穌的仇敵要除掉祂的決⼼，也因此導致祂的被捕和被釘⼗字架。

• 在這些爭論當中，耶穌講了⼀個惡園⼾的⽐喻——這宛如神與以⾊列交往的
歷史的縮影，在神的兒⼦耶穌之死達到⾼峰（可12:1∼12）。⽐喻說完之後，
「他們看出這些⽐喻是指著他們說的，就想要捉拿他」（可12:12）。看起來
耶穌的對⽴者是在主導消滅祂的陰謀，但事實上，卻是全權之神正在使⽤他
們來施⾏祂的拯救計劃——藉著耶穌之死做為罪的贖價來成就。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6）
》橄欖⼭的講論（可13）（1）

• 正當⾨徒們指出耶路撒冷聖殿華麗之美時，耶穌預告它將會被毀（可13:1∼
2）。隨後，在橄欖⼭上，⾨徒們問這事何時會發⽣，以及會有些什麼兆頭
（可13:3∼4）。耶穌⾸先警告⾨徒們，不要因為災難⽽驚慌，那是很平常的
事，但會被誤以為是末期的預兆：會出現假的彌賽亞們來迷惑眾⼈，將會有
戰爭、地震、和饑荒。這些只不過是先期的事件，就像⼀個婦⼈的⽣產之痛
⼀樣（可13:5∼9）。
• 耶穌似乎是預想在末期之前有⼀段⾧時間間隔：福⾳要被傳給萬民；信徒會
遭受⼤逼迫，甚⾄被朋友和家⼈出賣。達到最⾼峰的事件就是「那⾏毁壞可
憎的」。當祂的跟隨者⾒到這可怕的事件時，他們應該逃離耶路撒冷，因為
前所未有的⼤逼迫將要來臨（可13:14∼23）。但是他們會從這個⼤試煉中得
到拯救：⼈⼦將鴐雲⽽來，⼤有能⼒與榮耀，祂的眾天使會把祂的選民從各
地各⽅召聚⽽來（可13:24∼27）。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7）
》橄欖⼭的講論（可13）（2）

• 這段講論的解釋是很複雜的，不過中⼼主題仍然是清楚的：耶穌的⾨徒們必
須⾄死忠⼼，並且隨時預備迎接祂的再來。耶穌重複地告訴他們，要警醒，
守望，和看守（可13:5、9、23、33、34、35、37）。這段講論延續了⾺可福
⾳兩個關鍵的主題：以⾊列的背棄和其結果，還有⾨徒要忠⼼和⾃我犧牲的
必要性。耶穌預⾔：他的⾨徒們的受苦與試煉，也是祂⾃⼰將要⾯對的。祂
的忠信將成為他們的榜樣。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8）
》敘事的⾼潮：神⼦之死（可14:1∼15:47）（1）
• ⾺可的受難敘事是⼀個有關背叛、離棄、和拒絕的敘事（可14∼15）。這個部分是從
宗教領袖們謀殺耶穌開始的。耶穌完全知道祂將⾯臨的死亡。當⼀個⼥⼈在伯⼤尼⽤
極昂貴的⾹膏膏抹耶穌的時候，祂指出這是為埋葬祂的⾝體⽽膏抹的。在最後的晚餐
上，祂預⾔祂的被賣，教導有關祂將要死，並且宣告所有的⾨徒都會離棄祂。雖然在
憂傷恐懼中⾯對死亡，耶穌始終忠⼼持守神對祂的呼召。

• 對⽐耶穌的忠信，就是⾨徒們的失敗。當耶穌預⾔他們都將背棄時，彼得和其餘的⾨
徒都極⼒否認。然⽽，他們在客西⾺尼卻無法警醒禱告。當猶⼤聚眾前來捉拿耶穌的
時候，每個⼈都離棄祂並且逃跑。彼得遠遠跟隨，表現了⼀些勇氣，但是卻三次否認
耶穌⽽徹底失敗。

• 耶穌的敵⼈加諸於祂的仇恨與輕視，使耶穌所經歷到祂的⾨徒們對祂的拒絕更加深重。
在猶太⼈⾯前受審，祂受到不實的指控。當祂承認祂是「基督，那當稱頌者的兒⼦」
時，⼤祭司指控祂僭妄，猶太公會要定祂死罪。他們羞辱祂，並吐唾沫在祂臉上；差
役還打祂。在彼拉多⾯前受審時，那些曾經蜂擁到祂⾯前求醫治和免費⾷物的群眾，
現在卻⾼喊釘祂⼗字架。彼拉多這個應該要執⾏羅⾺法律的⾏政官，卻對耶穌的清⽩
視⽽不⾒，並且下令釘祂⼗字架。⼠兵藐視祂君王的⾝份，打祂，⼜向祂吐唾沫。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9）
》敘事的⾼潮：神⼦之死（可14:1∼15:47）（2）
• 在釘⼗字架這⼀幕，每⼀個在場者都對祂施以侮辱。⾨徒們不知跑哪去了。耶穌在
⼗字架上唯⼀的話語，是引⽤詩篇22篇1節的話，重申被拒絕及極⼤痛苦的主題：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耶穌在極度痛苦與絕望中死去，孤單，且神
與⼈都離棄祂。從⼀切外在的現象來看，耶穌的任務最終是失敗的。

• 然⽽這些事件並不是不可預料的悲劇，⽽是在神的⽬的與計劃中。耶穌⼀直刻意地
朝這個⾼峰前進，⼀再地預⾔祂的死並解釋其意義。就是要「作多⼈的贖價」的
（可10:45），是世⼈犯罪的⼯價。耶穌的⾎，「為多⼈流出」，建⽴神與⼈之間的
新約（可14:24）。祂的死並不是被擊敗，⽽是為贖罪所獻的祭，以及擊敗罪的勝利。

• 耶穌死的時候發⽣兩件事，證實了這個深遠意義。第⼀、聖殿中隔開聖所和⾄聖所
的幔⼦，從上到下分裂為兩半（可15:38）。藉著耶穌的死，通往神那裡的路被打開
了，使神的榮耀彰顯。第⼆、監督釘⼗字架的羅⾺百夫⾧此時以信⼼之眼看⾒，並
且喊出「這⼈真是神的兒⼦！」（可15:39）。正如在⾺可福⾳其他地⽅所看到的，
應該知道的圈內⼈對於神國度的⽬標竟然盲⽬無知，局外⼈反⽽因信⽽領受了。耶
穌的⾝份和使命不是透過權⼒和征服，那是透過獻祭之死⽽顯明的。



神⼦作為神之僕⼈的受苦（8:27∼16:8）（10）
》終局：復活的宣告（可16:1∼8）
• ⾺可的復活記載，是他的福⾳書中最令⼈不解的部分之⼀。問題在於最早且最可靠的
抄本是結束在第8節。婦⼥們訪問墳墓，⼀位⾝穿⽩⾐服的青年⼈告訴他們：耶穌已經
從此死⼈中復活了。他要她們去告訴⾨徒們這個訊息，他們應該去加利利，他們會在
那裡⾒到耶穌。最後⼀節說婦⼥們逃跑，⼜發抖，⼜驚奇，什麼也不告訴⼈。讓讀者
摸不清這是什麼意思。有些學者相信這樣突然的結束並⾮偶然，⽽是作者刻意要這樣
結束這個故事。根據這個觀點，整個福⾳書的神秘和驚嘆，也成為這個復活記載的特
性。婦⼥們得到的不是復活的顯現，⽽是空墳墓和復活之主的宣告。就如同這個敘事
中的⼈物⼀樣，讀者必須要決定如何回應這個宣告——以信⼼或以拒絕來回應。

• 這並不是說作者不知道有復活顯現之事。他當然知道耶穌的⾨徒們活⽣⽣地看⾒了祂，
他們也從他們的失敗中恢復，並且成為使徒教會的根基。除⾮⾨徒們後來在加利利看
⾒耶穌，否則天使叫他們去加利利的命令就顯得難以理解了。但是這些歷史事件卻沒
有成為這個敘事的⼀部分。敘事者寧願留給讀者們有關復活的宣告，和⼀個不⾔明的
呼召，讓讀者去決定。在⾯臨苦難與試驗的時候，他們會像耶穌忠⼼持守，還是像⾨
徒們⼀樣逃跑，並否認祂？對於耶穌的受死，他們會想百夫⾧以承認和信⼼回應，還
是像宗教領袖們以不信和拒絕回應？



⾺可對於耶穌的描繪：受苦的神⼦
• 基督的神性是現代讀者的預設，但那並⾮福⾳書寫作者主要的關注點。他們主要⽬
的是表明耶穌是基督，那位應許中的彌賽亞。雖然有些舊約聖經中有關彌賽亞的預
⾔蘊含神性，彌賽亞這個稱呼並不等同於神性，⽽是指末期要完成神的拯救的那個
代理⼈。在第⼀世紀猶太教中所發現有關彌賽亞的預測，神性並不是其基要。

• 在四福⾳書中，⾺可呈現了最有⼈性⼜直率的耶穌畫像。耶穌表達了⼈的各樣感情，
包括同情（可1:41，6:34）、憤怒（可10:14）、憂傷（可3:5）、驚奇（可6:6）、⽣氣
（可3:5）、和愛（可10:21）。和對於耶穌的⼈性有同等強度強調的是，祂那能令⼈
驚異的能⼒與權柄。憑著聖靈的膏抹，耶穌⾏事和說話都有神的權柄。祂在教導、
醫治、趕⿁、和⼤⾃然的神跡中都展現了不尋常的權柄。祂施⾏神的屬性，赦罪及
分辨⼼思。這真實的⼈性與神的權柄的雙重主題，引起的整個敘事的問題：這是誰？
（可4:41；8:27）

• 福⾳書⼀開始就⼤膽宣告祂是「基督，神的兒⼦」。但是在這裡不僅⽌於⼈眼所⾒。
耶穌並不符合傳統對於彌賽亞的期望。祂沒有征服以⾊列的敵⼈。祂沒有建⽴⼀個
以耶路撒冷為中⼼的彌賽亞王國。那麼，耶穌是基督和神的兒⼦是什麼意思呢？這
個敘事所提供的答案既令⼈吃驚⼜神秘。耶穌的⾝份是在敘事⽂中漸漸顯明出來的。
雖然讀者⼀開始就知道耶穌是彌賽亞（可1:1），裡⾯的⼈物卻是逐漸明⽩這點的。



神學主題—神的國
• 在⾺可福⾳中，耶穌的中⼼主題是有關神的國的來臨（可1:15）。神的國包
括現在和將來的要素。神的國與耶穌本⼈緊密相聯。神的國近了，因為國度
的王已經來了。神的掌權在祂的醫病、趕⿁、和⼤⾃然神跡中顯明出來。祂
的⾨徒們也藉著祂的權柄趕⿁並醫治病⼈。從⽽經歷了這國度的能⼒（可5:7，
13）。既然這個國度是和耶穌本⼈直接相關的，那麽國度最終是藉著祂在⼗
字架上的死付出罪的贖價⽽成就的。國度不是靠著征服，⽽是藉著犧牲展開
的。當祂在能⼒與榮耀中再臨的時候，就園滿實現了。



神學主題—耶穌為僕⼈彌賽亞
• ⾺可福⾳的第⼆個主題，就是耶穌的⾝份。雖然耶穌是⼤有能⼒的神的兒⼦
和彌賽亞，祂的⾓⾊並不是要征服，⽽是作為主的僕⼈受苦⾄死—為罪成為
贖罪的犧牲。在⼗字架上的痛苦之死，其實是戰勝撒旦、罪、和死亡。福⾳
書並沒有否定傳統的看法，即耶穌是⼤衛的⼦孫和彌賽亞，只不過是重新定
義這個理解。耶穌是⼤有能⼒的彌賽亞，應驗了以賽亞書53章謙卑僕⼈的⾓
⾊，以死成為多⼈贖價的那⼀位（可10:45）。



神學主題—⾨徒職分：跟隨僕⼈受苦的道路
• ⾺可福⾳的第三個主題就是真正的⾨徒職分。耶穌真正的跟隨者必須⽢⼼背
起他們的⼗字架來跟隨祂，甚⾄要受苦⾄死。⾺可福⾳中的⾨徒們主要是負
⾯的⾨徒範例。就像許多想要跟隨耶穌的⼈⼀樣，他們尋求的是權⼒與地位，
⼀遇到反對勢⼒就害怕退縮了。反之，耶穌才是⾨徒的典範。祂來了，不是
要受⼈服侍，⽽是要服事⼈，並且忠⼼遵⾏神的旨意。真正的⾨徒體貼神的
意思，⽽⾮⼈的意思（可8:33）。



今⽇來讀⾺可福⾳
• ⾺可福⾳提醒我們，基督徒⽣命的⽬標不是尋求安全或⾃我實現。跟隨耶穌
是回應⼀個委⾝的徹底呼召，背起我們的⼗字架來跟從祂。這個福⾳對那些
追求權⼒、財富、名聲、威望的⼈沒有任何承諾。耶穌說，你若要為⾸，就
必須成為末後的。要做⼀個領袖，你就必須成為奴僕。要活，你就得死。
• 進⼊神的國就意味著向⾃⼰死，以及向神活。它也意味著放棄想要努⼒贏得
神的恩惠，⽽是⽩⽩領受祂的恩典這個禮物。我們所處的時代，把⼈類的成
就和個⼈的滿⾜視為⽣活最⾼的⽬標，⾺可福⾳呼召我們有⼀個極端的信⼼
和⾃我否定。⼈際關係不是透過家庭、⽂化、或種族的聯繫來定義的，⽽是
藉著屬靈的⾝份：我們的弟兄和姊妹就是那些遵⾏神旨意的⼈（可3:35）。
⾝為神的百姓，同時處在如今邪惡的世代和將來的世代之中，信徒被提醒要
警醒，期待⼈⼦的再來，並且⽢⼼跟隨祂的受苦之路。



歡迎⼀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的主耶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