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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死路」（上篇） 
 

──主耶稣「送死求生」与犹大「求生送死」之路 
 

总引、最不堪的「同生共死」 
 

我们常常会用「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来形容两个人非比寻常的

关系，而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以这两句话来形容的关系，总是正面的、情深义重、值得所

有人景仰和羡慕的。 

 

不过，圣经里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们也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但他们的关系却

是非常不堪，彻彻底底的互相对立，无可兼容，完全不会令人向往羡慕。这两个人，就是

耶稣基督与出卖衪的门徒犹大。至于他们的「死」又如何紧密相连呢？话说犹大卖主后，

有一段这样的后话： 

 

太 27:1-5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

解去交给巡抚彼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

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甚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 

 

我已经说过多遍，犹大只是「技术性」后悔，怕东窗事发惹祸上身，所以想藉「退款」脱

身而已。这里不多解释了，我们只会集中看他的死与耶稣的死的既紧密又迂回的关系。 
 

表面上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与犹大「出去吊死」，相差只有几个小时，绝对称得上是

「同年同月同日死」。不过，究竟这两个人是怎样走上「死路」的呢？而这两个截然不同、

誓不两立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死路」为甚么又会有这么多重叠的地方，以致竟然「同年

同月同日死」呢？今天以及下一篇的信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解答；而且，我希望不只

是一个解答，而是可以帮助大家明白「生死祸福」之间的奥秘，最后，懂得选上真真正正

的「生命之路」。 

 

针对这两条「死路」，我会集中讲主耶稣殉难前一至两周内的「行程」。由于圣经不太多

精密的时间记载，所以，我整合出来的「行程表」可能有轻微误差，不过这些误差并不会

影响我们对经文的「宏观解释」。 

 

前几天的网志附上一篇《耶稣最后一周的行程》的附录的连结，大家最好打开来看，一边

看一边听我的讲道，学学「宏观释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篇幅太长，这个信息我会

分开两次来讲，本篇先讲解分析主耶稣殉难周之前一段短时间的概况，下一篇，就会逐天

讲述殉难周内每一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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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耶稣殉难前约两周的概况分析 
 

引言、末日征途．意味深长 
 

大概在主耶稣殉难的两周之前，祂离开加利利，踏上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的征途。但这一

次行程的路线却有点奇特，大致是先绕道约旦河外（东岸），过河后取道耶利哥，最后经

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 

 

约旦河外──耶利哥──橄榄山（附近是伯法其与伯大尼）──耶路撒冷，这个「路线图」

靠零零碎碎，断章取义、个人感触式的读经方式，很可能根本读不出来，更遑论可以从当

中看出属灵的含意与启示。但如果大家懂得大范围、大面积，宏观地读经和解经，就会看

出非常奇妙深刻的属灵意义，足以令你拍案叫绝。 

 

一、反攻基地－－从橄榄山出发 
 

太 21:1-9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

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

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甚么，你们就说：『主要用牠。』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

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

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

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原

有求救的意思，在此是称颂的话〕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

高在上和散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 

 

首先，主耶稣选择从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出发进城，绝不是随便选的，而是大有「典故」

的。当年，大卫儿子押沙龙叛变，大卫被迫离开耶路撒冷逃亡的时候，就是在这座橄榄山

上，与大臣密谋部署「反攻入城」的大计的。 

 

撒下 15:14 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

避押沙龙了。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

人。」......30-37 大卫蒙头赤脚（表示非常悲愤）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

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希多弗（一个谋士）也在叛党

之中，随从押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 

 

大卫到了山顶（橄榄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

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押沙龙说：『王啊，

我愿作你的仆人。我向来作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作你的仆人。』这样，你

就可以为我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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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里听见甚么，就要告诉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亚比亚他的

儿子约拿单，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于是，大

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 

 

就是在这座橄榄山上，大卫与效忠于他的大臣部署了一个「里应外合」的反攻入耶路撒冷

城的计划。 

 

另一个典故，是撒迦利亚书预言上帝（基督）重临大地的情况，亦是从天而降落在橄榄山

上，然后「反攻」入耶路撒冷城重掌王权。 

 

亚 14:4 那日，衪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9 耶和华必

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衪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新约圣经亦遥遥呼应撒迦利亚书的预言，清楚宣告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亦将会在橄榄山

重临大地，重建属灵的耶路撒冷，得着衪的国度永远为王。 

 

徒 1:10-12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

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甚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

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时他们在哪里目睹耶稣升天呢？下一节告

诉我们）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

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总结来说，橄榄山绝不只是一座「山」，而是好象西乃山、迦密山一样，有它的「象征意

义」。橄榄山所象征的，就是上帝「反攻」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重夺衪的宝座与王权的「前

缘基地」。这一次行程，主耶稣入城由橄榄山出发，正是要体现衪就是那位要「反攻」进

入圣城，从反叛者（包括末世的敌基督）手上重夺君王宝座的大卫子孙──真命天子。 

 

二、圣地攻略－－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 
 

至于从约旦河外出发，首先取道耶利哥，最后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这个次序，大家可能没有

留意，这条路线正正是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全地的缩影，亦是耶稣基督及衪的子民将要得着

全地永远为业的象征。 

 

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首先就是从约旦河外过约旦河进入圣地。 

 

书 1:1-3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

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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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座要攻占的城正正就是耶利哥，并以此来拉开了「圣地攻防战」的

序幕。 

 

书 6:1-2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20 于

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

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而这场「圣地攻防战」，最后是由神勇虔诚的大卫王攻占耶路撒冷，并将她立为一国之都

奠定最后胜局的。 

 

撒下 5:6-7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

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决不能进

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9-10 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

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

之神与他同在。 

 

始于攻打耶利哥，终于占领耶路撒冷，定为国都，这个就是上帝引领衪的子民攻占全地的

「圣地攻略」。主耶稣充满象征意味地重走这一段路，就是要启示我们知道，衪自己既是

「约书亚」，也是「大卫」，是引领一切信祂的人「攻取」应许之地，创始成终的大统帅

与大君王。读经要读得如此「宏观」，才能令你大开眼界，并且心灵振奋，对上帝掌握历

史全局的伟大作为与能力更有信心。 

 

三、危、机并起－－三方互动与左右盘算 
 

太 19:1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2 有许多

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3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

论甚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这里不作细致释经，却要帮大家抓住一个大轮廓、大形势。以上三节圣经提及三种人，包

括主耶稣、群众和法利赛人等主的仇敌，代表三种力量。原来，就在主耶稣殉难前短短的

大约两周之内，主耶稣影响力的形势（打个比方叫「耶稣股」），在这三种力量的微妙互

动底下，「股价」的上落「波幅」惊人。 

 

1、耶稣慷慨赴死 
 

首先，在这一次行程路上，主耶稣多次向门徒强调衪这一次向耶路撒冷之行，是去「送死」

的，气氛非常肃杀，给人一种非常「不祥」（不吉利）也「不寻常」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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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0:17-19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

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不过，对于耶稣慷慨赴死的情怀与目的，众使徒听是听了，却似明非明，路上还不时争论

谁大谁小、谁坐左谁坐右。 

 

路 22:24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太 20:20-21 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她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甚么呢？」她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

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最亲近的使徒尚且胡里胡涂成这样，普罗群众，就更是对基督的殉难毫无感觉。 

 

2、群众无知跟从 
 

这个时候，跟在耶稣身边群众越来越多，有的是从加利利一直跟来的，有的是因拉撒路复

活事件慕名而来的，有的是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而就近来找寻耶稣的，总之，从约旦河外

到耶利哥到伯大尼最后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身边就越聚越多群众，到耶稣在橄榄山骑驴入

城的时候达于高峰。不过，这一大堆群众都只是想跟着耶稣得着一般的宗教好处，例如病

得医治，把衪视为了不起的一个「大先知」而已── 

 

太 21:10-11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

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对耶稣的基督身份与以死赎罪的使命，群众却是无知无觉的。更不堪的是，他们此刻对主

的「因误会而支持」却预伏了后来「因了解而弃绝」的杀机，大约在一周后，他们就大喊

要钉死耶稣了，情况非常诡异。而同样诡异的，就是与之同时，群众的所谓拥戴支持，也

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主耶稣推向死地。 

 

3、仇敌虎视眈眈 
 

原来，虽然是一场「误会」，但群众对主耶稣的「支持」越明显越强烈，就越会引起主耶

稣一直以来的死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与希律党人的嫉妒、猜疑、憎恨以至杀机。特

别是当主耶稣「带」着一大群群众，一步一步接近、威胁到那伙人的势力中枢──耶路撒

冷的时候，他们更大大感到形势不妙。结果本来互不相让各怀诡胎的三大党，最后竟然联

手「一致对外」，要用尽一切方法手段，包括多次用诡诈两难的问题刁难耶稣，想抓衪把

柄，好驱赶甚至除灭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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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犹大左右盘算 
 

耶稣难以捉摸的打算（衪上京真是要去送死吗？为甚么呢？）、群众既激昂又情绪化、反

复多变的所谓「支持」、再加上敌人讳莫如深的阴谋诡计，三方力量的微妙互动，就形成

主受难前一、两周内一个极其诡异、敌友难辨、胜负莫测的复杂形势。 

 

这一切，工于心计的犹大一直看在眼里，他深深感觉到此中有「危」、此中有「机」。危

是危在耶稣的众多仇敌已经老羞成怒，杀机四起；机是机在是群众对耶稣的「热情」越烧

越旺，绝对可以成为耶稣称王争霸的资本。总而言之，继续跟在耶稣后面，可以是「一条

死路」，也可以是「大好前途」，端在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在不动声色地「跟」在耶稣后面的一路之上，犹大是第四种人－－他当然不像耶稣慷慨赴

死、他也不像群众（包括使徒）胡里胡涂地跟从、他也不像一般的敌人单单要置耶稣于死

地。他，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利益盘算，盘算着主耶稣与衪的仇敌，哪一方能在最后关头

掌握「群众力量」取得最后胜利。只是形势确实非常交错诡异，一时间，犹大仍然无法看

通「大市」，知道应该如何取舍。 

 

四、拉撒路复活的「两面争持」 
 

俗语说「事有两面」，这个「两面」，在拉撒路复活事件中发挥到淋漓尽致。 

 

约 12:9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

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10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11 因有好些犹太

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1、「耶稣股」二度暴升 
 

首先，「耶稣股」的群众支持率，自「五饼二鱼」事件后一度「暴升暴跌」后，现在出现

第二度的「暴升」。这是由于拉撒路复活事件的「宣传作用」极大，加上伯大尼非常邻近

耶路撒冷，再加上许多人聚集在圣城过节，风闻此事就蜂拥而来。就是这样，在耶稣身边

就突然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盛况空前。 

 

2、「耶稣股」危在旦夕 
 

不过，在伯大尼这个这样邻近敌人的「心脏地带」──耶路撒冷的地方，聚集这么多的「支

持者」，就一定会大大激化城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防范心理与敌对意识，逼他们加速

部署杀害耶稣的阴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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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成千上万的群众的「支持」，一方面确是大大增加了耶稣的「赢面」（胜算），但

另一方面，亦增加了耶稣被杀害的「机率」。这一切，数口最精的犹大看在眼里、算在心

上，却也一时间无法算出个可靠的「赔率」出来，唯有按兵不动，「观望」到最后一刻。 

 

五、耶稣「攻陷」耶利哥 
 

我们暂且放下犹大这个叫人心寒的「可怕人格」，看看耶稣行程上一段美丽动人，又充满

启发意味的插曲。 

 

原来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衪先「攻陷」了耶利哥。而主耶稣基督「攻陷」耶利哥

的方式，正正就是衪「打败」这个世界的缩影──击杀一切骄傲自义的，拯救一切谦卑信

服的。所以，就像当年约书亚在击杀耶利哥全城的时候，却独独救出了苦命而信服的妓女

喇合一家，这一回，主耶稣再度「攻陷」耶利哥，就拯救了以下这两批或两个人。 

 

1、遭遗弃的瞎眼乞丐 
 

太 20:29-34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

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

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作甚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

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乞丐，还是瞎眼的乞丐，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城外」的瞎眼乞丐，真是苦中至苦的人，但

正因如此，他们别无所恃，也别无所求，就无比谦卑，心眼明亮，竟能「看」出耶稣基督

就是大卫的子孙，是真命天子，是真正的人类救主，最终蒙恩得救。 

 

2、被鄙视的税吏撒该 
 

路 19:1-10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

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

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

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

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

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税吏撒该，一个被全城人鄙视孤立的罪人，但是，亦正因如此，他也是别无所恃，别无所

求，就无比谦卑，心里温柔，对耶稣的接纳宽恕，有远超常人的感动和感激，并愿意作真

实的信心响应，因此他也蒙恩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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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瞎眼乞丐与罪人撒该的蒙恩得救，与当年妓女喇合一家，在耶利哥全城尽灭之际

也能得救，先后辉映，非常精彩与鲜明地告诉我们：甚么是救恩、甚么是信心、甚么是神

迹、甚么是公道。 

 

结语、辩证于生死之间 
 

基督信仰里的生死、祸福、罪义（有罪与无罪），往往与人间一切哲学宗教非常不同，甚

至截然相反。我们无法直接搬任何一套「常理」来解释演绎原装足版的基督信仰，任何这

种企图最终必定会沦为异端。 

 

我们终极的权威只有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具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版本」，以

及围绕在衪身边的「故事」给我们非比寻常的启发。这个「故事」，我们再按上面的脉络

看下去，就会看到两个人、两条路，两者「重叠」了相当部分，但最后却各走各路，生死

殊途。 

 

1、基督一心赴死之路 
 

我们看见，一路上主耶稣决心赴死，言行完全一致，并确信这是真正能救世之道。 

 

2、犹大进退犹疑之路 
 

与之同时，一直表面上与耶稣「同行」的犹大，却是左右盘算，反复无常，未到最后一刻

仍不肯作出最后决定。 

 

究竟，这两个人、两条路，在甚么地方一直诡异地重叠一起，又在甚么地方终于分道扬镳？

今天就说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