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福音 24章 32 -51節 
32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33 這樣，

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34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

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無花果樹有冬天落葉的特性，到了春天開始發芽長葉，夏天就近了。這是一個當地人習以

為常的現象，每年都會重複一次。耶穌以此比喻人子（耶穌自己）再來的必然。 

※「這一切的事」（33）指的是 24:4-31，耶穌回答門徒有關「主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

的內容，從冒牌的基督出現、戰爭風聲、地震、飢荒、天國福音傳遍天下…到天地變色的景

況，當這些事一一應驗，主就要再來了。 

※「這世代」（34）可有兩解，第一也是最直接的，當然是指當時耶穌的門徒們，他們當中有

許多人會目睹主後 70 年羅馬人毀滅耶路撒冷的情景。其次是指所有因信福音而得救的信徒們，

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也就是在主再來之前，每個願意做耶穌門徒的，都要謹慎自守，警

醒等候；因為萬物的結局近了—夏天近了（《彼後》4:7）。對那些不願意接受福音而悔改的世

代，主再來時，他們就要面對審判。 

※v35 耶穌說話的方式和語調，明顯地表明他的神性：相較於他再來時要被毀滅（廢去）的

世界，他的話具有永恆不變的特質（不能廢去—沒有其他的人能廢去）。 

 

※為了回答門徒關於聖殿被毀，以及世界末了基督再來的提問，耶穌以無花果樹春天長葉預

示夏天將近的現象，告訴門徒他們在意的那些事一定會實現，而且有若干預兆會出現，好讓

細心觀察的門徒可以預備自己，忍耐等候末日的救恩來到；對不信的人，他們就算看見也不

願意相信，最後等到的將是神的審判。耶穌最後以神子基督的身分，確認預言的真實可靠。 

 
36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 

※道成肉身的基督，甘願放棄神性的全知、全能，住在肉身之內（《腓》2:6-8），同時也受到

肉身的限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體會人的肉體的軟弱（《來》4-15）；但也因此他無法知道

天父所有的旨意，只能知道天父託付的他在地上該做的。如果在地上神的愛子基督都無法知

道自己再來時間，其他的人當然也不可能知道。 

 
3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38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

進方舟的那日，39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延續上一句人不知道那日子，接著耶穌以挪亞的日子對比那日子。在挪亞時代也沒有人知

道預言中的大洪水什麼時候來；所以人還是如常地生活（吃喝嫁娶），當神要挪亞進方舟的時

候，其他的人還沒警覺，直到大雨開始降下，淵泉裂開，洪水很快就氾濫地上（《創》7:6-11），

在方舟外面的人就被淹沒。耶穌告訴門徒一定要警醒，免得像那些不信的人受到神的審判。 

 
40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41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可以解釋為被取去的在主裡享福，撇下的在地上受苦；但也有可

能是取去的受審判，留下的可以在救恩快樂。前者是被多數解經家接受；因為比較符合前面

引用挪亞日子的比方（37-38），以及天使要招聚選民的預言（24:31）。不論如何，這是要門徒

警醒預備；因為這不是機率，而是必然—得救或是滅亡。 



42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43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

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44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

時候，人子就來了。 

※耶穌用家主為了防小偷必須時時有所準備的比喻，要門徒也要時刻警醒；因為主再來的日

子雖然沒有人知道，但是預備是必須的。「警醒」不只是眼睛睜大看，還要有配合的措施—預

備。在耶穌的時代，不像現在有警察維持治安，一切的保安都要家裡的人自行承擔。比方，

白天要查看圍牆、門窗是否有破損，晚上要輪流守夜，要準備防身武器，發現入侵者要如何

通報等等。所以耶穌說的預備，就是在主再來的事上有萬全準備；因為主什麼時候來，沒有

人知道，只有持續的預備自己，不可鬆懈。主真的來時，就不用懼怕。 
 

45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46 主人來到，

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47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48 倘若

那惡僕心裡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
49
 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50
 在想

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51 重重地處治他，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

罪，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忠心有見識的僕人，不是一般的僕人（奴隸）。奴隸只是聽命行事，不可以，也不能有自己

的意見。這個比喻中的忠僕，是個管理者，也是個分配者。從這兩點來看，他應該是管家，

或者至低程度是個奴隸的領班。他照著主人吩咐的忠心辦事，管理分派給他的人，讓他們也

替主人盡忠辦事，也把主人分配給他們的酬勞，絲毫不少地交給他們（45）。 

※與這忠僕相反的是惡僕（他和忠僕一樣也是領班或管家），他看見主人出遠門，不知何時方

歸，過了許久之後，他以為主人或許不會回來，不然就是要很久以後才會回來，他就開始在

主人的家中作威作福，甚至與忠心的管家衝突，又霸凌其他的僕人，又吃喝宴樂，自以為是

主人（48-49）。 

※當主人回來看見這兩個僕人的表現，當然要獎善罰惡。對忠心者，主人要派他管理（主人）

一切所有的，這無疑是把他當作自己的繼承人（46-47），這個僕人真是有福的。對惡僕，主

人要把他腰斬了（重種地處治，原文就是把他劈開，參《耶》34:18），並要「定他和假冒為善

的人同罪」，讓他悔恨莫及（51）。假冒為善在耶穌眼裡是重罪；因為假冒為善的人以公義善

良的外貌展示在外，裡面卻充滿罪惡，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罰。參考經文在 6:1-1; 23:13-29。 

 

※兩種僕人的比喻，是針對門徒中的領袖說的。忠心的領袖，知道主一定會再來，就認真照

主所說的照顧弟兄姊妹，供應他們屬靈的食物，關心他們的靈命，並且忠心管理神的家，雖

然是辛苦，但是有盼望；因為主來時一定有賞賜。至於另一種信徒領袖，他們或許以為主來

的時間被耽擱了，現在不用那麼認真，到主來之前在做準備就好了，他們利用職權欺壓同是

領袖的，又把信徒當作牟利的工具，當主來的時候要把他們劈成兩半（好可怕的懲罰）。 

 

※切記，不要把兩個僕人的比喻解釋成： 

1.信徒要得的賞罰（照著做的得賞賜，不照著做的被懲罰）； 

2.也不宜將之解釋為要人趁早悔改以免時日不多； 

3.或是說忠心任事的可以得救，懶惰的要滅亡（讓人以為可以靠功績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