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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国留种（二） 
 

──赛 6、太 13、约 6 
 

引言、出手何太重？ 
 

在上一篇讲章中，我引述了以赛亚书第六章，解明传福音与蒙召的真正意义。我们蒙召传

福音，不是去意气昂扬、高言大志地推动增加信徒人数、发展教会组织、甚至开拓天国事

业的宏图，而是去默默耕耘，忠心耐性地宣讲真理，希望在这个无望的世界里、在不知悔

改的人群中，救得一个得一个，为将来的天国「留种」。不过，在上篇讲章中，我却未有

处理一个颇严重的问题。甚么问题呢？我想大家先再细听以赛亚六章的呼召内容： 

 

赛 6:8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

在这里，请差遣我！」9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

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10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

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说到为天国留种，我们都明白传福音不是用「船坚炮利」迫人入教，不是「贱卖福音」引

人信主，也不是「投其所好」诱人归信，总之，就是应该不折不扣地宣讲福音信息──这

种论调，我相信大多数主流教会，至少在口头上是不会反对的。 

 

但只要再细心看这段经文，我们便会发现上帝对以赛亚先知的「留种呼召」不是这么一回

事。留种虽然志不在「多」，但愿意万人得救的上帝，理应也志不在「少」吧？但上帝的

对先知的呼召的内容却是：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10 要

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上帝吩咐先知去讲的竟是这样难堪入耳的话，未讲就先判死对方一定不会听不会信，简直

就是「赶客」，好象想悔改信主的人越少越好！不要用泛滥不当的「倾销手法」来抬高所

谓信徒人数，这个可以理解，但说这些惹人反感的「赶客说话」减少信主人数，故意令他

们不信就不信到底，却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原来，奥妙就在「为天国留种」这个概念的上面。我们必要搞清楚传福音的目的绝不是为

了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世界」，而是「为天国留种」。「为天国留种」就是在这

个短暂有限的世界里，为永恒的天国，留下「合适的种子」，换句话说，现在留下的种，

必须是适宜于将来在天国生活与生存的。为此之故，「为天国留种」就必须比任何「移民

手续」更加严谨，必须包括一个严格的「筛选过程」。究竟这个「为天国留种」的「筛选

过程」是怎样的一回事，希望今天的信息，会给大家一个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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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赶客并非偶然 
 

我在上一篇讲章之中已经说过，要「消解」这一类带来疑惑的经文，最常见的手法是将它

们「非一般化」。但是，好象以赛亚书六章提到的类似的「赶客行为」，综观圣经，却绝

对不是「非一般」的，证据极多。福音书就记载了许多主耶稣说的比喻，按常情常理，用

比喻是想借深入浅出的方法，传达福音的意思。但有不少例子，主耶稣使用比喻而不直接

讲，按祂自己的解释，却是为了「隐藏福音」，不想某些人明白和相信： 

 

太 13:10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甚么用比喻呢？」11 耶稣回答

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为甚么呢？主耶稣跟着解释： 

 

太 13:12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13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反正）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跟着主再引用上述以赛亚书六章的判语： 

 

太 13:14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15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我）

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得）医治他们。」 

 

单看这段经文，我们或者可以用「咎尤自取」来解释基督用比喻而不直说的原因，因为是

这些犹太人自己先不愿听，所以主就讲些隐晦的话来「成全」他们。正是「凡有的，还要

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种解释似乎讲得过去，大体上

也可以接受。但是，想深一层，不是正正因为人心顽梗不信，我们才更加应该下工夫帮助

他们「开窍」吗？为甚么又慈悲又全能的主耶稣，要「看扁」（睇死）甚至放弃他们？ 

 

不但如此，主耶稣还亲自执行了更极端更离谱的赶客行动，见于约翰福音六章，引起极大

哄动的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成千上万的人「食过回味」，要找耶

稣要拥祂为王。群众的功利心态固然不对，责备几句也是应该，但主却讲了一大番又费解

又难听的话，完全是「志在赶客」： 

 

约 6:53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老实说，任何人对你讲这样的话，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也会

疑心他是不是发疯的。结果可想而知： 

 

约 6:59 这些话是耶稣在迦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60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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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自己亦知道门徒满心疑惑，按理应该好言相向，安抚一下，怎料衪变本加厉，暗示祂

的话毫无问题，问题只在于门徒自己太过肤浅： 

 

约 6:61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跌

倒〕？62 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63 叫人活着的乃是

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跟着，就越讲越离谱，简直有人身攻击的嫌疑： 

 

约 6:64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65 耶

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又是一堆充满着「判死」意味的说话，语气「挑衅」成这个样子，谁也受不了！所以： 

 

      约 6:66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顺带一提，这个「约 6:66」，即「666」，或者只是巧合，但饶有趣味，因为按照启 13:18

「兽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这数字代表「撒旦」和「罪人」

的命数的「极限」，在「六印」、「六号」、「六碗」相继倾下之后，再添「一碗」就万

事「成了」──启 16:17：「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成了！』」从此，基督荣耀归来、永远击倒撒旦、展开最后审判、更新天地，最终

引进永恒的天国。在此，这个「约 6:66」或者暗示许多假意「追随者」与耶稣基督「缘尽

于此」，从此各走各路。 

 

言归正传，之前，辛辛苦苦「吸引」回来的信徒，就是这样，几乎被主耶稣恶言相向全部

赶走了。想不到事还未了，衪似乎意犹未尽，想「赶尽杀绝」，暗示「走剩」的十二个使

徒中，还有人应该要「走」： 

 

约 6:67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68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

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69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的提问绝对没有「挽留」的意味，反之，是暗示门徒「要走的好走」。见着这个风头

火势，彼得急忙好言回答，暗示「夫子」（老师）应该「收手」了，否则就要「拆伙散档」

的了。但主耶稣并不「会意」，更不「领情」，还要说下去： 

 

约 6:70 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71 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

要卖耶稣的。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逐客事件」。我们看见主耶稣一面做了许多事吸引人来，但另一面又

无所不用其极地赶客，形成一个很奇怪很费解的张力。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主耶稣辛苦

奔波传道，究竟想人信还是不信？！ 



 4

到了使徒行传，保罗又再引用以赛亚书六章的话来印证犹太人为甚么大多是不信的： 

 

徒 28:23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

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24 他

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25 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 

 

面对犹太人的顽梗，保罗就这样「解释」，或者宣泄心头之愤： 

 

徒 28:25 ......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

所说的话是不错的。26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27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

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不过，保罗似乎并未对「全人类」绝望，所以他跟着就说： 

 

徒 28:28 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 

 

这段经文，我们或者可以用「暂时针对犹太人」来解释圣经为甚么会「看扁」犹太人。不

过，这些其实多多少少只是保罗的「意气说话」，因为事实上，保罗对外邦人的传道工作

并不见得如想象般顺利容易，特别在外邦文化最强大的地方，例如雅典与哥林多（见徒 17

及林后），传福音及将圣经真理扎根在外邦信徒生命里，也是非常困难的。为甚么呢？ 

 

二、赶客原是必然 
 

原来，无论对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传福音之所以不顺利不是偶然的，环境的因素只是相对

的，真正重要或致命的，是由于「福音的本质」使然的。传道、牧养的经验越来越来深刻

的保罗其实早就明白： 

 

林前 1:22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能；23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

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上帝的福音并不卖人的账，并不会满足人实时、现世和感觉上的需要。人间宗教所竭力追

求的，其实只是某种「神圣的感觉」，但耶稣基督十架赎罪的真理，丝毫不能满足我们这

种对「神圣的感觉」的期待。希腊宗教里神人的界线不清，人的地位其实相当高，甚至可

通过某种修炼过程上通仙界。犹太宗教里，神人的界线似乎很绝对，但律法主义所暗示的，

人其实有某种靠自己的修为满足上帝神圣要求的可能，人的角色就仍然被相当大地予以肯

定。独有基督教凭着基督十架代死，只能亦只需靠着「信」而「称义」的信仰，是对人的

宗教能力的彻底否认。基督信仰这种强迫人自轻自贱的教义，「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

邦人为愚拙」！换言之，最妨碍人相信的，其实是福音的内容本身。 

 

如果我们觉得约翰福音六章里耶稣的「赶客行为」很离奇，那么福音本身的「赶客本质」

就更离奇了！上帝一面想人归信，一面又在人归信的路上放上「绊脚石」，搞甚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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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撒网比喻全面睇 
 

在圣经中，特别是福音书里，有许多「打鱼」或「撒网」的比喻。教会讲到传福音的「必

须」和会「大有所获」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这些比喻来说服自己和别人。关于使徒如何蒙

召撇下渔网去传道，要「得人如得如」，就是很常引用的比喻： 

 

太 4:18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

安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19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

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类似的事例或比喻更一再出现： 

 

路 5:3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

上教训众人。4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5 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甚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6 他们下

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7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

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顺应着耶稣的吩咐指示，就会大有所获，所指的绝不只是眼前的「撒网捕鱼」，而是将来

的「传道得人」。经文跟着就说： 

 

路 5:8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9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10 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

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11 他们把两只船

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到耶稣基督快要升天，颁布大使命的时候，祂又再一次，非常刻意地给门徒将来要「得人

如得鱼」的深刻经历： 

 

约 21:6 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

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总之，我们看到众使徒蒙召的一头一尾，圣经都用了「下网打鱼」来比喻他们将来会传福

音「得人」的呼召。其实，类似的比喻旧约中早就有了，只是少有人提及： 

 

耶 16:14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

的耶和华起誓，15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

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上帝怎样「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呢？跟着祂就用了以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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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16:16 耶和华说：「我要召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召许多打

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 

 

综观这一系列「撒网打鱼」的比喻，都给我们一个很自然的感觉，就是「越多越好」。我

们却不知何故，总是看漏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撒网打鱼」的比喻： 

 

太 13:47 「天国又好象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48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

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50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撒网打鱼」的比喻，却告诉我们关于传福音的另一个重点，也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考虑，那就是「不一定多就是好」。 

 

我就看过一些纪录片或新闻片，讲渔夫拉上渔网后，第一件事，是「丢垃圾」。原来海洋

污染的程况非常严重，下网后拉上来的，破鞋又有、烂木又有、玻璃瓶子又有、当然腐臭

的死鱼死虾也不少。总之，在将真正的「鱼获」收入船仓之前，渔夫们一定先要耐心「坐

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看罢这个不一样的「撒网打鱼」的比喻，你

对传福音及所谓福音策略，是否多少有了一点很不同的感应？ 

 

四、留种精义──质优重于量大 
 

其实，类似的强调需要过滤、筛选的「天国比喻」很多。除了上述「拣鱼」的比喻外，最

典型的是「麦子与稗子」的比喻： 

 

太 13:37 他（耶稣）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

是天国之子；稗子（一种貌似麦子的杂草）就是那恶者之子，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

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40 将稗子薅（音滔）出来

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43 那时，义人在他们

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进入天国的「门槛」，是有许多「过滤」的机制的： 

      

太 7:21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记着，「种」之为「种」，重点不在「量多」，而在「质优」。将杂乱无章、良莠不齐的

种子种在一起，结果很可能是「同归于尽」。为天国留种，就更应小心挑选。不过，这个

过滤与筛选的流程，是到了世界末日才由天使执行的吗？而我们现在，就不管三七廿一去

传就可以吗？还是传福音的过程以至福音的本质里，就已经「内置」了一定的过滤与筛选

的机制，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小心在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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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传福音就是为天国「消毒」 
 

其实，以赛亚书本来就一个非常相关的信息，讲到上帝是怎样留种的： 

 

      赛 13:12 我必使人比精金还少，使人比俄斐（地名，可能在东非）纯金更少！ 

 

原来，上帝是会透过一个「提炼」（即类似筛选与过滤）的过程来为天国留种。撒迦利亚

书讲得更清楚： 

 

亚 13:8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9 我

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

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

我们的神。』」 

 

上帝为天国留种，却要执行这样严厉的提炼、过滤、筛选的「手续」，因为拯救工作的真

正难度，并不在于「救尽量多的人进入天国」，而是怎样「确保进入天国的人永远不会再

犯罪──反叛上帝」，换言之，就是「确保将来的天国永远不会再出事」。要达到这个目

标，上帝为天国所留下的种──就是将来天国的子民，在进入天国之前，就必须先经过极

其严格的提炼、过滤与筛选，好为将来的天国事先来个「彻底消毒」。 

 

为天国留种，理论上并不排斥「量」，天父自然希望更多人得救，我们传福音也希望更多

人相信基督，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同时兼顾、平衡「质」及「量」两

者，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不过，理论就只是理论，要「平衡」绝不容易。事实与历史都一

再证明，对可见的「量」的追逐和炫耀，非常容易掩盖了对不易量化的「质」的持守与坚

持。所以，上帝为了确保为天国留下「良种」，确保天国的永久太平，许多时候就不得不

狠下心肠，宁愿牺牲量来确保质。记住，只要天国里窜入一颗「不良种子」，都会败坏全

局，使前功尽废。为此，我们传福音，由信息内容到传达手法，都不能偷工减料，以至稍

稍删削传福音以至福音信息本身所「内置」了的筛选、过滤、提炼与消毒的功能，好为天

国存留最优秀的种子。 

 

慈悲的天父愿万人得救，但也宁愿「贵精不贵多」，用尽一切手段，包括苦难、逼迫、难

听难守的真理、以至「愚拙绊倒人」的福音信息，来保证相信者，即天国种子的质素；我

们，又岂可自作聪明，将福音降价贱卖？上帝自己会为得救的「人数」负责，不用我们粗

心，我们，只管忠于福音真理本身的「质素」要求，努力传扬原装足版的基督福音，为天

国存留佳美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