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經文是在馬可福音的九

章三十三到三十七節。「於是領過一個小孩子來，叫他站在門徒中

間，又抱起他來，對他們說：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

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以及

馬可福音 10:13-16：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

人。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

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

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於是抱

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在路上 

今天兩段經文是馬可第二次受難預言中的兩段經文。馬可共有三次

受難預言，分別在馬可的八章、九章和十章。這三次受難預言內容

上有許多相近之處，而且都有共通的故事背景，都發生在耶穌前往

耶路撒冷的路上。 

 

這段描述與前面的第一到七章有很大不同。前七章主要發生在加利

利，尤其是加利利海，大多數事件發生在船上或岸邊。在前面的一

到七章中，耶穌行了許多不同的神蹟。許多這些神蹟很多都與上帝

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時的事蹟有關。例如，耶穌平息風浪，這讓人聯

想到上帝如何控制洋海、擊敗海中的怪物，像打擊拉哈伯、利未坦

等。這些海怪象徵邪惡的權勢，顯示上帝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出埃

及、在紅海中擊敗法老的軍隊。因此，耶穌平息風浪的神蹟也帶有

這樣的意涵。 

 

此外，耶穌在曠野中餵飽四千和五千人，同樣呼應了出埃及的主

題。過去，上帝在曠野中供應嗎哪，餵養以色列人；現在，耶穌以

同樣的方式照顧上帝的子民。 

 



耶穌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蹟，證實耶穌是「強壯的壯士」，進到撒旦

的家，擄掠洗劫撒旦的家，將人從撒旦的手中救拔出來，正如上帝

過去擊敗法老的權勢、將以色列人從埃及解放出來，耶穌也施行相

同的救贖工作。 

 

然而，這些得以脫離埃及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他們並沒有因此臣

服在上帝面前，聽從上帝的訓誨和教導。以色列民雖經歷救恩，但

他們卻是時常抱怨，甚至想念過往，甚至是敬拜金牛犢。馬可福音

中的門徒也是一樣，雖是經歷了許多神蹟奇事，但在八章結尾時，

耶穌給予他們的評價卻十分低落：「你們的心還這樣愚昧嗎？你們

有眼看不見，有耳聽不見嗎？」這是一種嚴厲的譴責，顯示他們像

外邦人一樣不了解，就像過去的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聽。 

 

接著就是馬可福音的八、九、十章，馬可進入另一個段落。這段落

描述的是耶穌從加利利北端的凱撒利亞邁向南部的耶路撒冷。場景

有非常清楚的轉換，從海上的場景轉移到陸地上。 

 

為首的必作末後的 

Rikki Watts 研究馬可很重要的學者，他就說這段經文呼應了一個新

出埃及的主題。以賽亞書四十二章特別提到：「我要引瞎子行不認

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在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

曲變為平直。這些事我都要行，並不離棄他們。」 

 

門徒就是這些瞎子，耶穌要做的就是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並使黑

暗變為光明。也因此，我們看到，在這段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路

程的開始和路程的結束，都有同樣一個事件發生，那就是耶穌使瞎

眼的得看見。八章 22-26 節，耶穌治好伯賽大的盲人；十章的 46-

52 節，耶穌在耶利哥治好了瞎子巴底買。 

 

舊約雖然有提到瞎眼得看見，但沒有具體描述過任何瞎子得醫治的

故事。所以，連續有兩個瞎子得醫治的故事是蠻特別的。馬可的用

意，的確很可能是在呼應以賽亞書的主題，特別是這本書開卷就引



用了以賽亞書：看哪，我要差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在曠野

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所以，一到七章有耶穌帶來解放，八到十章有耶穌引道百姓走曠野

的道路，重演了過去出版埃的故事，百姓脫離法老之走，踏上曠野

的道路，預備進入到應許的迦南地。 

 

為首要為尾 

在這個過程中，耶穌一直不斷反覆提醒他們，他們一直都要爭上

位，他們就爭論誰比較偉大。 

 

彼得走在海面上，有人看見登山變相，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不

同的能力，他們就在那邊爭論每個都要偉大，甚至他們要爭論左邊

右邊。每一次耶穌講，他們就有不同的爭論，似乎是離爭道越來越

遠。耶穌就一直不斷反覆提醒他們，生命之道不是要為首，而是要

為偉，不是你要做頭就要做偉。你要偉大，就要學習服事。 

 

在這段經文，耶穌很典型的教導，他用一個非常具象的方式，用很

多這些農業的比喻等等。在這邊他就講到，首先要成為末後要做中

文用。 

 

於是他就用一個非常生動的實例來說明他到底什麼意思。他領了一

個小孩子，要他站在他們中就抱起他們，說你們就是要接待這樣一

個小孩子，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者。 

 

當然我們都是要來接待耶穌，所以耶穌講得很明白，我們要如何接

待耶穌，就是要接待小孩子。在八章及九章裡面，小孩子的確出現

很多次，從第八章移至典型的孩子到第九章也談到反信我的小子，

還有我們這段經文到後面，他也有為小孩祝福，他一直不斷提到這

小孩子。所以小孩子的確在這段經文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誰是小孩 



天國跟小孩，接待耶穌跟小孩，小孩在當時候其實跟今天我們對小

孩子的觀感似乎是不太一樣。小孩子是在這個少子化的社會裡面非

常珍貴的存在，今天的小孩都像是掌上明珠，就像我只有一個小朋

友，父母親愛，還有爺爺奶奶，可以說是三千寵愛與一生。 

 

過去這個父親都不太帶小孩出去吃飯的，但是遇到孫子，點菜點的

都特別多，好像怕他吃不飽一樣。所以這個父母親同樣在這樣少子

化的社會裡面就很擔心這個孩子，沒有受到好教育輸在起跑點上，

所以從小就很願意為這個小孩子，付出可以買這些書教材玩具，希

望他可以在知性上挑戰他，讓他能夠在腦開發方面受益。給他吃這

些的營養產品，這些廠商也都很知道這個道理，小孩子現在就是大

家很願意花錢的一個地方，很多廣告等等都是為這個小孩子。 

 

但是古代社會似乎有點不太一樣，小孩子的身份地位不像今天那般

的崇高。主要原因是當時小孩生的多，同時也跟當時小孩的死亡率

高也有關係，而這兩者其實也是相輔相成。因為勞動的需求，所以

古人生的多，但生的多死亡也多。根據一些史料的推測，出生後，

第一年的死亡率大約是 25-30%。換言之，有百分之 20-30 的小孩活

不到一歲。這個當然跟今天是很大不同，今年一歲內的死亡率大概

只有百分之一，這都是有賴於今天這些醫療的發達，特別是抗生素

的發明，讓我們能夠對抗很多的這些病毒、細菌等等。古代一歲的

存活率是大概 65-70%，十歲大概是 50%，換言之，出生後，只有

一半的小孩能夠活到十歲。 

 

在古代，小孩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困難就是生存上的困難。家裡為了

要有勞動力，家裡可能會希望有 3-4 個小孩，要有 3-4 個小孩存

活，代表至少得要生個 7-8 個小孩。生 7-8 個小孩，自然，每個小

孩能得到關注就不多。 

除了生存上的挑戰之外，小孩還得面對當時經濟和社會文化的挑

戰，當時的經濟條件其實也不是很好，很多家庭其實生活在貧窮性

的邊緣，所以要養活小孩其實是很不容易。所以可能有些家庭比較

貧窮，可能生了三、四個，但是又沒有很好的給予的措施，不像今



天有各樣的避孕藥、避孕套等等，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又再生了一

胎，你可能沒有辦法負擔，你可能就會把它遺棄。 

 

根據一些統計資料，我們有學者認為當時可能高達 20% 到 40% 

的嬰兒是會遭到這樣一個遺棄的命運。就像剛剛講，當時大多數人

都在貧窮性的邊緣，他們都要為日用的飲食來籌款。所以加上以

前，所以他們可能為了溫飽，他們會去犧牲一些，去丟棄一些嬰

兒，另外就是他們也可能會把這嬰兒拿去賣，去做奴隸，去做工

人，去做妓女，去把這個孩子去賣錢。 

 

另外有錢人可能也會因為說怕這個嬰兒長大以後他來搶奪這個家

產，就是如果你是妾或什麼，你可能就不希望他的小孩日後長大來

奪這個家產。所以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會遺棄這個嬰兒或者是把他

丟棄。另外當然還有很多就是因為這個孩子可能他生病，他生出來

殘缺，他生出來有各樣的疾病或者是身體的缺陷等等，也往往也會

造成這個嬰兒被遺棄。 

 

現在 Veia 毫無能夠阻止她的良心。她吃力地呻吟，她用鐵鎚

挖空了土地，這樣他們就可以埋葬那個男孩，只露出他的臉，

就像游泳者的下巴漂浮在水面上：他將在那裡盯著食物死去，

每天兩三次更換食物。他的眼珠釘在他無法觸碰的食物上，一

旦他的眼珠腐爛，他們會割下他的骨髓和乾枯的肝臟做成一種

愛的魔藥。   

 

Horace, 長短句集，第五首 

 

所以小孩在當時面對很多社會地位當中弱勢的弱勢，他們不但面對

這個病毒的威脅生命的威脅，還有面對經濟文化的威脅。貧窮中的

貧窮，所以為什麼耶穌會說：讓小孩到這裡，因為天國正是他們。 

 

因為論到天國，耶穌曾說，天國是屬於那些： 

•  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  心裡清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  稱為和平子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而小孩正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們面對的就是愛惡受動各樣的不義，

他們是這樣弱勢當中的弱勢。耶穌他在這裡他所要求門徒的就是他

們要能夠來親近來接待這樣的人，這個社會中的弱勢的弱勢。門徒

們都想要偉大，他們要別人來服侍他，來稱頌他，來臣服於他，但

耶穌說你們要去服侍那社會當中最低下最軟弱最被輕視，常被遺

棄、被丟棄的這一群人，就是這些小孩。 

 

天國的公與私 

耶穌以最強烈的形式呈現了公共和私有之間的對比。在當時的希羅

社會中，男子被期望具有男子氣概，應該要為自己、為家人、為家

族甚至為民族爭取最大的榮譽，最好能在等級秩序中不斷攀升，成

為王公貴族。相反地，在家庭中的婦女和孩童，則被認為是非理

性、情緒化、不重要的。 

 

然而，耶穌顛覆了這種觀念，指出真正的國度不在這裡，而是在那

邊。進入天國的人要像小孩一樣，那些接待小孩的就是在接待耶

穌。這是一個非常顛覆性的概念，因為門徒們談論的都是國家大

事、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然而，耶穌選擇了一條相反的道路，強

調回歸到小孩的簡樸，回歸到母親和家庭的形象。 

 

這對我而言，其實也是個很大的提醒。因為我常常會像門徒一樣，

覺得自己應該要做更重要的事情，要讀書、要教書、要寫文章等，

但很容易就忽略了上帝看重的不單是我們在外面的成就，在公開領



域的表現如何，上帝同時也看重我們私下如何，在家裡如何，在我

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如何。 

 

耶穌的講論提醒我們，天國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驚天動地，天國的

大事並不一定在眾人矚目的地方，而是在那些微小的人身上，在那

些弱者身上，在那些看不見的地方。人們常常紀念那些豐功偉業，

比如羅馬人蓋的輝煌凱旋門，建造的和平祭壇，歌頌他們的皇帝和

其他偉大人物。但是，沒有人會為那些默默無聞的母親立碑，沒有

人因為照顧嬰孩而得到讚揚。 

然而，耶穌不一樣，耶穌說天國是他們的，耶穌說要接待那嬰孩才

是接待耶穌，才是接待君王。 

 

Pictures… 

 

求主幫助我們，時刻提醒我們，避免我們落入「門徒一樣的想

法」，以為只有做大事、以為只有豐功偉業才是人上人。但是，耶

穌在這裡給我們另一個提醒，就是要學習效法祂的樣式，成為服事

的人，關顧那些微小的、隱微的、不為人知的人，在小事上忠心順

服。 

 

在新的一個禮拜當中，我們應該要記住這個提醒，要在很多不起眼

的事上忠心，包括那些日常的例行工作，可能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可能是照顧孩子。這些事情常常沒有人看到，可能日復一日，但上

帝紀念，上帝看得到，上帝明白，而且上帝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