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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背誦經文【詩篇 25:10】 

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

都以慈愛、誠實待他。 

 

  

 

 

 

 

 

 

 

 
 
 

 

 

講 員：童曉儒長老 

講 題：人在江湖(三)  

        「即或不然」的信心 

經 文：但 3:18-19、來 11:13,39、

詩 42:5、王上 19:18 

回應詩歌：我的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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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傳揚福音、造就生命、彼此相愛 

服事社區、尊榮上帝 

今年主題：藏身基督、常存盼望【歌羅西書 3:2-4】 

 

本週及下週主日聚會表 

日 期 時間 性  質 地點 主理 前次人數 

11/9 (三) 
09:30 

姐 妹 會  
出 遊 

大花  
玫瑰園  

楊淑卿  9 

19:30 禱 告 會  大堂  姚湘珍  19 

11/10(四) 

09:00 
長 青 團 契  
出 遊 

屏東公園 牛志麟  11 

14:30 福 音 隊  圖書室  陳清文  7 

19:30 社 青 團 契  隔週聚會  9 

11/11(五) 09:00 
旺 得 福  
桌 遊 

四樓  牛志麟  26 

11/12(六) 

08:30 
多 加 團 契  
出 遊 

月世界  陳曉春  － 

15:30 棕 櫚 團 契  隔週聚會  － 

16:00 雅 歌 團 契  隔週聚會  － 

19:30 喜 樂 團 契  隔週聚會  12 

19:30 
青  少  契 
趣 味 查 經 

四樓  邱彥翔  5 

11/13(日) 

08:00 主 日 讚 美  大堂  姚湘珍  8 

09:00 

耶穌的言與行  
第一年:加利利中期  

圖書室  郝繼隆  13 

心 靈 妙 語  
人生的沉思 義人也受苦  

301 教室 邱雅靖  3 

慕 道 課 程  
基督的復活升天再來  

303 教室 
楊淑卿
李倩雲  

11 

10:00 

兒 童 主 日 學 四樓  
楊鳳姿  

林秀梅
羅菊友  

4大 

16 小 

育 嬰 室 五樓  毛湘婷  
3大 
1小 

主 日 崇 拜 
網路點閱 
大堂  

楊淑卿  
8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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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關於葡萄園比喻中，常對於家主的慷慨

卻發生不同工同酬的結果，讓人直呼不公平。透

過今日的信息，讓我們再次深思，耶穌在這段比

喻真是要談“公平”嗎？！還是祂有其他更深的

涵意在其中。 

在耶和華領以色列民進入應許之地，申命記

八章記載：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

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並且考古學者在以

色列的基色發現一塊泥版
1
，用希伯來文描寫著一

年之中的基本農事：『他這兩個月要收穫橄欖，

他這兩個月要種植五穀，他這兩個月要種未及時

種的農作物，他這一個月要鋤亞麻草，他這一個

月要收割大麥，他這一個月收穫並舉行節慶，他

這兩個月要照顧葡萄園，他這一個月要吃夏天果

子』。由此而知，自古以來葡萄可說是巴勒斯坦

代表性的農作物之一。此外，在聖經也曾多處提

到有關葡萄或葡萄園的事蹟，例：創世記九章挪

亞出方舟就種植一個葡萄園、列王記上廿章拿伯

的葡萄園，約翰福音十五章耶穌也曾自比為真葡

萄樹等等。 

巴勒斯坦葡萄的收成季節大約是在九月，之

後便迎來雨季，如果不能在雨季前完成農作物採

收，這些葡萄就有可能因秋雨所破壞或過熟而腐

爛。在「葡萄園的比喻」裡，家主在一天之中，

分别在一大清早(早上六點)、已初(早上九點)、午

正(中午十二點)、申初(下午三點)、酉初(下午五

點)，用五個時段外出找工人或許也有些呼應收成

的急迫性。 

家主除了與首批工人約定工資一錢銀子，即

「一日工錢」【呂振中譯本】)；接著第二批、第

三批、第四批工人，都也得到家主承諾：「所當

給的、我必給你們」，同意給予公道的工資【現

代中文譯本2019】。 

當時的勞動人力若是家僕身份，雖然缺乏自

                                            
1
 聖光神學院聖經地理資訊網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introdu

ction_detail?i_id=54 

由，但生活卻是安定，有主人提供餐宿免去餐風

露宿；反觀，經文中這些閒站之人等同現今的臨

時工，有工作就有錢，沒工作就沒錢領，收入來

源毫無保障。本段多次提到市場上還有閒站的人，

沒有人雇用他們和應允給付工資給工人，在閒站

與工錢這兩者的對比下，若以耶穌的角度來看重

點，應是著重於那些工人的迫切狀況而非工錢多

寡。試想，如果這些閒站的工人未被家主選中進

入園內工作，他們便成為一日無業遊民，終日無

所得，全家人都將飢腸轆轆度過。所以，不論是

先、後入園的工人，只要能被家主召入園中工作

就是恩典，對於所有進入葡萄園工作的人而言，

他們都是恩典的承載者，只要被選上、被僱用，

一天生活開銷就沒問題了。 

到了晚上園主吩咐管事發薪給工人，由最後

一批工人開始到第一批工人，每個人所得的工資

都是一錢銀子。對於不論進入園內工作時間的長

短都是相同待遇，引起首批工人不快、抱怨，他

們自認為付出這麼多，整天勞苦受熱，被日頭曬

得汗流浹背，又加上工時最長做的最多。既然，

連最後來的工人都得到一錢銀子，慷慨的家主應

該會多發一些工錢吧！當人的念頭如此想時，比

較之心便油然而生。第一批工人，開始向家主發

起牢騷，他們喞喞咕咕地對家主埋怨：「我們整

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

們和我們一樣嗎？」在環境惡劣、工時長短雙重

不公平條件之下，我們竟與他們領同樣的報酬？

「就埋怨家主」按著動詞時態也可以理解為「他

們開始和繼續發牢騷」，直至家主回應了他們的

投訴。 

家主回答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

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麼？」，一開始就已議定工

資，最後家主也是依約而行，實際上並沒沒有虧

待第一批入園的工人，也未佔他們的便宜。但從

世界觀點來看同工同酬、多勞多得才是合理、公

平，家主的不同工同酬做法，顯然是對工人是個

非常不公平的對待。這對於身處講究利益的工商

【上週講章】             葡萄園的比喻               姚湘珍傳道 
經文：馬太福音 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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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無法理解，因為他們並沒有恩典這個觀

念。 

我們來換位思考，第一批工人因為一大清早

就被家主雇用，以致於在一早就能確定生活有著

落。安啦！妥當啦！完全不必為今天所需的食物

憂心，他們可以安穩地過一天。相反地，那些仍

在市場等著工作機會的工人，隨著時間的流失，

心情就越來越來越沈重，也越發焦慮不安，甚至

感到絕望，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

無法購買食物添飽肚腹，只能空手而歸。一邊是

安穩辛苦的工作，另一邊是焦急的等候，充滿無

助感，你會選擇哪一個？ 

家主與抱怨不公的工人之間的對話，點出了

比喻重點：它教導我們，掌管萬物的神是不虧待

人的上帝，並且基於祂豐盛的慈愛與憐憫賜下恩

典；祂不斤斤計較於按時計薪的配得，而是掛心

那些未被召仍在園外徘徊者的的需求與無助，要

讓這些人在日落之際不用空手歸家。 

15節下當家主說：「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

意思用嗎？」，說明了主人的權威，家主可以全

權決定是否雇用工人。在出埃及記卅三19節下「我

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及羅

馬書九18「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

叫誰剛硬。」都是提醒我們神的主權，對於神的

施恩與否，我們得承認神的主權。 

15節下「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

「紅了眼」的原文是「邪惡之眼」，意指「見不

得人好」的妒恨。由於首批工人內心升起比較、

不滿之心，以致發怨言，在馬太福音六章22-23節

說道：「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

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

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在平

日的生活裡，我們是否也曾不自覺的以“紅眼”

(邪惡之眼)投視他人，導致我們心起怨妒呢？若

要行事光明，我們就須將眼目調整在耶穌基督身

上，更多聚焦在那位將恩福傾倒在我們身上的神，

如此一來便能以感恩的心去看待周遭的人事物，

也能體會自己的蒙恩何等不配卻又何等豐足。求

主幫助我們不成為那錙銖必較的工人而能以進入

葡萄園與主同工為樂。 

耶穌講起這個比喻的緣由是為了回應彼得的

提問及更多的說明太十九30。太十九27彼得就對

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

來我們要得甚麼呢？」。而為什麼彼得會問這個

問題？則要推到太十九16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

「夫子（有古卷：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善

事纔能得永生？」這兩位提出的問題背後都存有

「等價交換」的世界價值觀念，認為一分耕耘一

分收獲、多勞就多得。 

有時我們信主一段日子後，有可能與第一批

工人的想法相似，自認為上帝付出這麼多，上帝

也當按功論賞。若有這樣的念頭冒出時，小心！

「邪惡之眼」可能悄然的佔據於心。當悔改、反

省，回到起初蒙召感謝主的那個心，「上帝啊！

祢揀選我、救贖我，全然是恩典。」。 

耶穌如何回應門徒(彼得)呢？祂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

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

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凡為我的名撇

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有古

卷加：妻子）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

且承受永生。」(太十九28-29)。耶穌清楚的指出

將來我們要得的實在多得難以想像、難以計算，

若與我們的付出實在是大巫見小巫，無庸我們去

算計、計較。 

藉由葡萄園的比喻，再次強調神的恩典，本

是不配得且貧乏的我們，被神揀選並非理所當然

的事情，我們所領受的全是出於神慷慨、豐富的

恩典。恩典如同一份禮物，它是被給予而非交易

完成；恩典出於神的主權，而非人努力賺取得來

的；恩典是在乎神的憐憫與完全的愛，若沒有耶

穌基督終極的犠牲，今日的我們仍舊是失喪的。 

16節「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

將要在後了。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

要在後了。」以往我都過於放在“在後”，好像

年齡越長就越在後，因為長江後浪推前浪。但在

預備中體會，當我們「感恩領受」就會變成「在

前」，當我們「紅眼計較」就會變成「在後」。

在這成聖之路，求主幫助我們不再是想“在後”，

而是要如何保持“在前”，讓我們永存感恩及順

服的心，在服事主的過程中，更多看到神的慷慨

與恩典而非自我的犠牲及付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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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台 大 綱 】 

 講題：在江湖(三)「即或不然」的信心 

 經文：但以理書 3:18-19、希伯來書 11:13,39、 詩篇 42:5、列王紀上 19:18  

 大綱  

  - 七倍熱度的火窯。(但 3:18-19) 

  - 即或不然的信心。(希 11:13,39 ) 

  - 看似隱藏的神。(詩 42:5、王上 19:18) 

 問題討論： 

 1. 神所賜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你有這樣的經歷嗎? 

 2. 思想自己生活中有「即或不然」的信心課題嗎? 

【 代 禱 與 消 息 】 

一、 歡迎第一次來教會的新朋友與我們一起敬拜主，請介紹您的姓名和來自何處。 

二、 本週二(11/8)下午三點半召開「長傳會」，下週日(11/13)下午一點召開「教

育部全體會議」，請相關同工預備心參加。 

三、 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調整，下週主日愛筵將改採自助方式，請弟兄姊妹到二

樓餐廳及長輩在圖書室用餐，並請配合做好防疫措施(打菜時全程配戴口

罩、避免高聲喧嘩)。 

四、 靈修進度表(19)已傳至團契部群組，請主席轉傳至各團契，如需要紙本的弟

兄姊妹，請至招待處索取；亦歡迎加入大家來靈修的 Line 群組。 

五、 歡迎弟兄姊妹善用中保代禱信箱（置於大堂側門、圖書室、電梯口），將生

活中各樣需要的事項填至代禱卡中，中保代禱同工將特別為您禱告。 

六、 上週六韓國首爾梨泰院踩踏事件，釀成 156 人死亡、百人受傷的公共意外，

求主安慰逝者家屬並使傷者盡快康復。日後政府、民間團體都能以審慎態度

檢視活動安全性及個人加強自我保護意識，避免憾事發生。 

【 上 週 奉 獻 】 
 

(1) 主日奉獻 700 元 (4) 愛心奉獻             500 元 

(2) 什一奉獻（7 筆） 43,200          元 (5) 為校園團契小包 1 個   

(3) 感恩奉獻（1 筆）   1,000      元   

地址：屏東市大連路 60 巷 16 號   ：(08)738-3618  ：ptdlrc@gmail.com   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