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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太 福 音  (32) 
 

背誦經文：「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  

                        買這塊地。」  （太 13：44） 
 

主題：天國的比喻（3） 
 

查考經文：馬太 13：44–58 
 

         人的價值觀，常影響著人生命和生活的追求。故此，有人為了要買到一支新出的  i-phone，可

以甘心情願的，在店外露宿排隊等待。或者你認為他真的愛到瘋了，可是當他買到所等待的新產品

時，臉上所流露出的滿足和喜悅，是我們沒有露宿排隊的人所能體會的。有人為著追求短暫的物質

尚且肯如此「拚命」，我們追求永恆的價值又如何呢？ 
 

四、天國的價值–尋寶的比喻（13：44–46）主以兩個比喻，說明天國對人價值觀的影響： 

        1. 藏寶的比喻–「無意的」發現天國 (v44) 有時並非我們刻意去尋找神乃是衪讓我們去發現– 

              ○1  隱藏的奧秘「寶貝藏在地裏」古時候的人多將寶物埋在地裏，物主若去世，便無人知道      

                                          寶物藏在何處，因為從田地的表面是看不出來的。喻意甚麼？ 

                                      ˙使徒保羅如何說明這個「福音的奧秘」（弗 3:1-6）。 

              ○2  發現的機會「人遇見了」我們能夠得著救恩，都是由於一個機會，如：一張福音單張、       

                                          一首詩歌、一段信息、一份關懷 … 等等。 

                                      ˙可是，有多少人會抓住機會呢？ 

              ○3  得著的反應「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為形容得著救恩     

                                          後的反應–把救恩看為寶貴，滿心喜樂的願意為著救恩肯付出任何代價！       

                                      ˙請問，你得著救恩後的反應如何？    曾否為得著救恩而放棄甚麼嗎？ 

        2. 尋珠的比喻–「有意的」尋找天國 (v45-46) 表明這人是帶著「需要」來尋找珠子的： 

              ○1  人們需要尋找「好珠子」例如 … 

                   ˙有人可能因為看見自然界的奇妙，便想到必然有一位智慧的創造者 

                   ˙有人可能因為良心的譴責，罪惡的深重，卻無法掙脫，便想到需要一位拯救者 

                   ˙有人可能因為發現物慾的難填、心靈的空虛和人生的短暫，便想到需要一位永恆者 

              ○2  人們需要「重價的珠子」–卑微的沙粒是如何成為重價的珍珠？ 
 

五、天國的審判–撒網的比喻（13：47–50）為描述世界末了的審判，是個「分別」的時候： 

        1.  審判有定時–可見「世界的末了」就是萬國萬民受審判的日子– 

              ○1  撒網的時候–傳福音如同撒網，耶穌也曾呼召門徒要得人如得魚（太 4:19） 

              ○2  網滿的時候–「網既滿了」代表人數滿足，並聚攏了各樣的水族（世上萬民） 

        2.  審判有定規–分別好的義人和不好的惡人，注意：是「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      

                                    可見，惡人也曾在義人中有份，他們卻失去了成為義人的機會，可惜！ 

        3.  審判有定局–「坐下，揀好的收在器具裏，不好的丟在火爐裏燒了」表示衪非常謹慎的來      

                                    作分別的工。故此，今日人對福音的態度可以決定人永恆生死的結局！ 
 

六、天國的門徒–家主的比喻（13：51–52）論「天國」使新舊的福分同時加添： 

        成為門徒的文士，能夠保有舊的道理，也接受了基督新的教訓，便可以隨時拿出新舊的東西來     

        幫助人。主耶穌並不是要文士丟棄舊的，乃是希望他們有智慧地新舊並用，使人得福。 
 

七、天國的君王–被家人厭棄（13：53–58）他們厭棄主耶穌的原因，乃由於「不信」！ 

        1. 使他們失去認識主的機會–只從表面的關係去認識主，是主觀的，是偏見的，是輕視的。 

        2. 使他們失去了蒙恩的機會–這是不信的必然結果，不信的心是「惡心」 (來 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