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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死路」（中篇） 
 

 

這一篇講章，為了幫大家一氣呵成「宏觀」地看到全幅畫象，我會盡量減少

引經據典，更不會咬文嚼字。相關的資料，我都已放在十一月十九日的《網

誌》的兩個附件裡面，一個是《耶穌最後一週行程表》，另一個是《耶穌受

難週重要地點略圖》，大家請以之作為參考，並進一步自行閱讀相關經文。 

 
 

引言、蓄勢以待、上京赴死 
 

１、約旦河外－－回到起點 
 

首先，我們看到主耶穌非常刻意地回到「約旦河外」，在那裡預備開始祂「上京赴死」的

行程。原來，聖經裡面，「約旦河外」有一個表示「重新開始」的象徵意義──當年約書

亞帶領以色列人進攻迦南地，是由這裡開始；三年前作主先鋒的施洗約翰的事工，也是由

這裡開始；現在，主耶穌又「回到起點」，進行祂最後一個「回合」的使命與工作。此情

此景，實在使我想岳飛《滿江紅》中的名句： 

 

待重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從起點約旦河外「再出發」，攻陷耶利哥，最後奪取聖城（「天闕」即京城）。 

 

2、耶利哥－－牛刀小試 
 

過了約旦河後，與當年約書亞一樣，主耶穌先「攻陷」耶利哥城，在那裡救了最謙卑順服

的人。約書亞救了妓女喇合一家，主耶穌則救了瞎子乞丐與罪人該撒。不過，那只是小試

牛刀示範示範而已，重頭戲仍是「攻陷」前面的聖城耶路撒冷。 

 

3、伯大尼－－反攻後勤基地 
 

過了耶利哥後，耶穌就住進伯大尼的拉撒路的家裡。拉撒路的姊姊，就是我們熟悉的馬大

和馬利亞。伯大尼與耶路撒冷只有兩公里的距離，就在橄欖山的另一端，徒步不消一兩小

時就到了。可以說，伯大尼就是耶穌「反攻」聖城的後勤基地。（前緣基地是橄欖山） 

 

4、逾越羔羊－－將計就計 
 

因施洗約翰的「餘蔭」、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的吸引力、拉撒路復活事件極大的「宣傳作

用」，以及許多人上近在咫尺的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等因素，耶穌身邊就聚了一大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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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過，這就引起了敵人的妒忌和防範。為免發生「騷亂」招來羅馬當局的追究，靠

討好羅馬政府把持權力的祭司階層就想到要置耶穌於死地，所謂「一人替眾人死」。上帝

卻「將計就計」，讓主耶穌成為逾越節的羔羊代替我們死，成就永遠的救恩。 

 

一、入城日（週日）：誰明救主心？ 
 

耶穌殉難前的最後一個週日，主耶穌終於向耶路撒冷出發，「上京赴死」了。 

 

1、預言殉難－－事先張揚的死訊 
 

上京途中，主耶穌再一次揚言自己要「上京赴死」，要被祭司長等逼害和虐殺。不過，這

個「事先張揚的死訊」，並沒有引起大家太大的注意，許多人仍是興高采烈，浩浩蕩蕩地

大夥兒向耶路撒冷出發，情況，就好像今天的「會景巡遊」一般。 

 

2、得國比喻－－向叛軍下達戰書 
 

群眾興高采烈，門徒各有打算的同時，主耶穌卻心事重重。祂宣告完自己的「死訊」，不

久，就宣告他的「仇敵」的「死訊」。半路在，祂講了一個既奇怪又陰森、殺氣重重的「得

國復仇」的比喻── 

 

路 19:11-28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以為 

神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說：「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

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交給他們十錠銀子，說：『你們去做生意，直等我回來。』

他本國的人卻恨他，打發使者隨後去，說：『我們不願意這個人作我們的王。』他

既得國回來，，就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作生意賺了多少。......

『至於我那些仇敵，不要我作他們王的，把他們拉來，在我面前殺了吧！』」耶穌

說完了這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我們看清楚，這個「比喻」不是說「按才幹分職責」那麼簡單，而是相當有「殺氣」，講

的是「叛黨作亂」與「清除叛黨」的故事。留意，這故事說的時機，正正是主耶穌要去耶

路撒冷「得國」的當下，其中的影射意味──即祂將要進入聖城「清除叛黨」，就不言而

喻了。至於誰是「叛黨」，誰「不願意這個人（耶穌基督）作我們的王」，也可想而知！ 

 

我多次說到主的仇敵向主動了「殺機」，其實也怪不得他們，因為這個「得國復仇」的比

喻，正是主向他們下達的戰書，同樣「殺氣重重」！（這個基督形象一點不斯文呀！） 

 

3、騎驢進城－－若隱若現的王者威風 
 

到了橄欖山上，就是「反攻」聖城的最前緣的基地，主耶穌騎上驢駒，顯示祂就是進城「得

國」的大衛的子孫，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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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

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不過，這個「王者威風」卻不是人人看得到的，小孩子看到，連瞎眼的都看到，卻是飽讀

聖經、又居宗教高位的祭司、文士、法利賽人和律法師等等，一點都看不到的。因為，他

們只看到自己的概得利益受到這個「入城者」的威脅，除此之外，就甚麼都看不到。 

 

4、城前異景－－斯人獨憔悴 
 

終於快到耶路撒冷的門城了，群眾在城門遠處，就已夾道歡迎，好似真是「認出」這位耶

穌就是要來進城「得國」的真命天子。不過，主知道這只是一場誤會，要以色列人以至全

人類，真正「認出基督」，還有許多路要走，還有許多血淚要流。在眾人一片呼聲中，主

耶穌望著這個所謂聖城耶路撒冷，黯然落淚── 

 

路 19:41-44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他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

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因為日子將到，

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並要掃滅你和你裏頭的兒女，連

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 

 

5、默默出城－－誰能看透「大市」？ 
 

我們一般的理解，是主耶穌入城當天就「潔淨聖殿」，其實是相隔了一天的。馬可福音補

充了這一個細節── 

 

可 11:11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

門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耶穌在「萬眾期待」之下入城，每個人，都「期待」會有「某些事」發生。反羅馬的奮銳

黨人可能期待主耶穌策動群眾揭竿起義、親羅馬的撒都該人（祭司階層）則擔心耶穌煽動

百姓發動騷亂（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種「詮釋」），一直「跟住」耶穌湊熱鬧的群眾，最

起碼也會想耶穌行個驚世神蹟「搞搞氣氛」，至於善於投機的猶大，則仔細觀察耶穌與他

的敵人，會有甚麼「小動作」爭取先機，收買人心，好先下手為強......。不過，「耶穌進了

耶路撒冷，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件」，就走了，甚麼「動作」也沒有做，著實有點

令眾人「失望」。 

 

不過，「天色已晚」一句，卻是氣氛仍然凝重，殺機正濃。「和十二門徒出城，往伯大尼

去了」一語亦隱含「後著」，因為並未「散夥」，還聚集在離耶路撒冷僅兩公里之遙的伯

大尼，近在咫尺，一呼百應，甚麼事，都會隨時發生。這一晚，氣氛懸疑肅殺。其中一個

最睡不穩的人，必是猶大，因為「大市」實在還未能看得清楚，生死邊懸，卻難於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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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潔淨日（週一）：向全世界樹敵的義行 
 

1、此樹何辜？－－指桑罵槐 
 

第二天，不出所料，耶穌再入聖城。不意，當眾人又再期待耶穌做些甚麼時，祂卻「忽然

肚餓」，走近一棵無花果樹要找吃的，找不著，還大發雷霆，咒詛這棵「無辜的樹」。其

實，主是「指桑罵槐」，祂真正要咒詛的是不結果、不生性、沒有好見證的以色列人。舊

約聖經不時用無花果比喻以色列人，更用不結果的無花果樹、壞透不可吃的無花果來比喻

失敗的以色列人。宏觀讀經，我們就可以讀到這些「弦外之音」。 

 

2、潔淨聖殿－－向全世界宣戰 
 

這一天，耶穌再來到聖殿，但這次祂不再「客氣」了。祂要潔淨聖殿，向那些強佔據著聖

殿，「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的「宗教販子」大聲疾呼： 

 

還 我 聖 殿 ！ 
 

我說到多次，就是最可惡的不是「不敬虔」，而是「假敬虔」，在聖殿賣牛羊祭品和兌換

奉獻「代幣」，是有極神聖的「屬靈理由」的，謂要通過「中央管制」的手段，確保聖殿

的祭禮和奉獻的「高質素」。謀利事小，但這種「宗教哲學」傳遞出的信息，無形中就是

鼓吹宗教「形式主義」、「功利主義」和「行為主義」，最終徹底破壞聖殿作為禱告──

溝通神人關係的橋樑的原初作用。結果，主唯有「拆毀」這座失效的殿，以自己成為一座

新的「聖殿」，用祂的生命來重新連結天父與我們關係。 

 

不過，潔淨聖殿這一個最偉大動情的舉動，卻為世不容。法利賽人等「宗教既得利益者」

固然受不了，就連一般「信眾」也不能接受，因為擾亂了他們的「信仰習慣」，這，就好

像在埃及做慣「奴隸」的以色列人，摩西帶他們去到曠野得「自由」，他們卻寧願回去埃

及繼續安安穩穩做「奴隸」，不想在曠野「冒險」去甚麼渺渺茫茫的應許之地。還差點沒

把摩西用石頭打死哩！！！這動作，就成為後來耶穌被入罪的把柄，也成了大多數群眾「轉

舦」不再支持，甚至要釘死耶穌的主要原因。 

 

3、大衛子孫－－爭論之始 
 

跟著接連幾天，主耶穌與他的眾仇敵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爭論，話題表面眾多，但骨子關

係的只有一個，就是主耶穌基督的身分──祂究竟是不是「大衛的子孫」，即要來「依法

得國」的真命天子。因為，這身分的認定與否，直接關係以至威脅到聖城內每一個既得利

益者的合法地位。由法利賽人到祭司階層到希律黨人，沒有一個不關心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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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抗日（週二）：從此對抗到世界的末了 
 

1、枯樹啟示－－信心力量正解 
 

再過一天，耶穌又入城。路過城門，眾人見前一天被主咒詛過的無花果樹果然連根到枯死

了，主耶穌就借題發揮，講了一個關乎「信心」的教訓── 

 

可 11:20-24 早晨，他們從那裏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彼得想起耶穌

的話來，就對他說：「拉比，請看！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耶穌回

答說：「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

投在海裏！』他若心裏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我告訴你

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許多人，特別是某些「靈恩派」或「成功神學家」，就完全不顧上下文理，拿來大講「心

想事成、信就必得」的偽神學。請記住，現在，主耶穌不是使一棵不結果的樹結果，也不

是使一棵枯死的樹復活，而是使一棵不結果的樹爽性死掉。這些不是同一回事。 

 

主耶穌要我們大有信心的，是「不結果的樹」──即一切虛有其表，靠偽善取巧來佔有高

位、權力和財富的惡人，例如眼下城中的「豪強政要」，終有一天會「連根都枯乾」，徹

底灰飛煙滅。惡人終必受報、義人終必蒙福，這才是「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所指

涉的真正內容，絕不可亂解。 

 

2、三教合流共抗一主－－最早的「合一運動」 
 

這一天，主耶穌連番接戰──有法利賽人及希律黨人來質問納稅給該撒的問題，有撒都該

人來質問復活的問題，還有律法師來問哪一條才是最大誡命的問題。問題多多，但所求的

當然不是答案，而是「把柄」，好拿來「否證」耶穌的屬靈權柄，倒過來，為的只是確保

他們自己的「江湖地位」。 

 
而且，本來意見相左，連「貌」都不合的三大流派，即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和希律黨，現

在為了「共同對敵」，竟肯放下歧見，聯手商量對付耶穌。這個，應該算是新約開始最早

期的「合一運動」了，與舊約象徵「合一反叛」的巴別塔事件遙遙呼應。 

 

3、仍是大衛子孫－－爭論之終 
 

這個對抗日的爭論，爭到最後，仍是耶穌的身分問題──祂究竟是不是大衛子孫，是耶京

王座的合法繼承人。主耶穌當然知道，於是，祂最後以此反問，連消帶打── 

 

太 22:41-46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

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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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動，怎麼還稱他為主，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

你的腳下。（按：語出詩 110）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他

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 

 

主耶穌好像沒有直接宣告祂就是「大衛的子孫」，也是大衛口中的「主」。不過，祂卻徹

底打破了祂的仇敵用以否定祂是上帝之子的一個僵死的「邏輯」──就是同一個人不可以

在「前」又在「後」，即不可既是「神」（主）又是「人」（大衛的子孫）。 

 

基督信仰三位一體、神人二性的觀念，是上帝「別出心裁」的創造，你只能選擇相信，不

能妄圖明白，而不明白就否定，更是狂妄有罪！宇宙浩瀚，人憑甚麼自信自大呢？ 

 

4、棄文從武－－全世界「備戰」 
 

太 22:46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 

 

這當然不是說，耶穌的仇敵都「服」了耶穌，低首認錯，或至少不再與祂為難了。他們不

再問，是因為再問下去，就會被主「反客為主」，倒過來更顯出他們自己的無能，等於拿

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如不問為妙。 

 

從此，他們不是服輸，而是放棄「文鬥」，索性採取「武鬥」──要置耶穌於死地了。 

 

5、惡人八禍－－遙應義人八福 
 

爭論表面告一段落後，主耶穌就當眾宣告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八禍」── 

 

太 23:36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

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

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做很長的禱告，所以要受更

重的刑罰。......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啊，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所以我差

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

在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

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如果大家懂得用「宏觀釋經」，就會讀出這「八禍」與馬太五章的「八福」遙遙呼應。我

們更必須注意的，是這裡禍福相對的，不是泛泛的道德意義的好人與壞人，而是精確的信

仰意義上的義人與惡人── 

 

義人，是「為信仰認真投入而備受逼迫」的義人， 

惡人，是「假冒為善利用宗教投機取利」的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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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聖殿有三寶－－傷殘、小孩、窮寡婦 
 

主耶穌當然不是「犬儒主義者」，一味專事挑剔，只罵不讚。就在這幾天，在聖殿裡，祂

在責罵批判法利賽人與撒都該人的同時，卻也稱讚和幫助過好些人── 

 

太 21:14 在殿裏有瞎子、瘸子到耶穌跟前，他就治好了他們。 

 

太 21:15-16 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又見小孩子在殿裏喊著說：「和

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就甚惱怒，對他說：「這些人所說的，你聽見了嗎？」耶

穌說：「是的。經上說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你們沒有念過嗎？」 

 

可 12:41 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有好些財主往裏投了若干的錢。

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裏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

拿出來投在裏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傷殘者、小孩子、窮寡婦，都是那些有頭有面宗教領袖看不上眼的，但主獨具慧眼，視他

們為就是「聖殿三寶」，也是「天國的良種」。 

 

7、末日講論－－誰能笑到最後？ 
 

最後，耶穌對外的公開講論，幾乎全是「末世論」──關乎世界、惡人、義人、甚至祂自

己的結局，告訴我們，怎樣的人才可以「笑到最後」。這些信息「俄網」說了極多，這裡

從略了。但請大家記住一點，主最重要的末世講論，例如馬太廿四章，是在這樣的肅殺的

氣氛和充滿敵意的環境下講的，不是氣定神閒或尋幽探秘地講甚麼「末世講座」的。 

 

8、夜宿橄欖山－－向耶京步步進逼 
 

路 21:37 耶穌每日在殿裏教訓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住宿。 

 

從這天開始，耶穌可能再沒有回伯大尼過夜，而是在橄欖山，或與橄欖山極近的伯法其過

夜，這就意味祂正要「向耶京步步進逼」，進一步要得回祂的「國」。同時，城中「叛軍」

感受到的威脅也更近了，一定要加速採取行動──而猶大「賣主」的交易，亦終於水到渠

成了。於是就進入週三的「賣主日」了。 

 

不知不覺，原來已經寫了七大版了，只說完週二，下文還多著。眼看天色已晚，不如就此

打住，到此為止。原意只分上、下篇的，今回要分上、中、下三篇了。 
 
欲告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