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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信息 

對基督教信仰來說，四福音就是信仰的基礎。原因是它們記錄了耶穌基督的生平和教訓。

四福音中每本書都 分別達成一個獨特的目的，而且並不單是記載耶穌生平的四個不同版

本。如果要硏讀耶穌基督生平的話，最好就是採用”四福音合參”的方法，把所有資料用時

間先後次序連繋在一起。但是，如果只要硏讀其中一本福音書的記載，就要專注該福音書

的獨特性。那些獨特性的材料，以及作者刻意包括的或是遺漏的，顯示了他寫作的目標，

以及要強調的重點。亦都顯示作者要突出的信息和宣告。 

 

順便一提，說及四福音或其中一本書的時候，習慣上是說福音書（Gospel）。但涉及福音

信息，或是”好消息”，又或是把新約全書作為基督福音，只說”福音”（gospel）就可以了。 

 

馬太福音獨特的信息是什麼呢？和其他三本福音書有何分別？在讀者們硏讀馬太記載耶穌

生平和傳道經過的時候，馬太要他們得著怎樣獨特和強調的信息呢？ 

 

馬太要求讀者們履行約翰和耶穌呼召當時的人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們要悔改，因為

天國近了”。這就是君王對祂子民說的信息，也是君王的先鋒施洗約翰的信息，因為約翰

呼召君王的子民要預備君王的來臨。 

 

這裏並不是基督教最終的信息，而是馬太要求讀者明白的信息。當施洗約翰和耶穌原本發

出這個呼召，他們面臨的處境和我們今天的不同。他們呼召當時的人信靠和跟隨耶穌，因

為彌賽亞的國度迫在眉睫。如果猶太人對耶穌作正面的回應，祂就會立刻建立祂的國度。

祂會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從死裏復活，升天，主導大災難，再降臨地上，然後建立祂的國

度。所有這些事是舊約有關彌賽亞預言要實現的主題。 

 

今天彌賽亞國度迫近，是以另一種方式來理解。耶穌基督死了，升天。大災難仍然是在將

來。但是在這七年之後，耶穌會重臨地上建立祂的彌賽亞國度。 

 

耶穌給我們作為祂門徒的大使命，就是要預備人民迎接君王的來臨。要完成這使命我們必

要到全世界，把福音傳給每個人。我們要呼召他們作祂門徒，信靠祂和跟隨祂。 

 

馬太的主要信息就是”天國近了”。正確的回應是”悔改”。讓我們先處理這個信息，然後再

看看正確的回應是怎樣的。這個信息有三點要留意。 

 



首先，”天國近了” 是宣告一個事實。”近了” 就是快要來到。這個宣告的主題是天國。馬

太福音的主旨，也就是天國。”天國”這詞語，在馬太福音出現了 50次。因為”天國”是那

麼重要的主旨，所以發覺到這本福音書介紹耶穌為大君王是不稀奇的。 

 

馬太介紹耶穌的王位，這個王位涉及一個事實，就是耶穌乃舊約時代先知們預言將會在以

色列黃金時期統治全世界的那位君王。這指向上帝的兒子擁有掌管全世界的權柄，祂亦會

統治全世界的人民。他原是”大衛的後裔”，亦會統治以色列國。 

 

”國度”這名詞的意義，就是大君王耶穌統治的國土。這是一般人思想中認為耶穌的彌賽亞

國度：即是祂管轄的範圍。可是，有一點很重要的，我們不能太強調彊界的範圍，因為這

樣會危害祂統治的主權。故此，對馬太介紹的天國理念，有兩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彊界

和主權。 

 

馬太福音中很少用到 ”上帝的國度” 這個名字。那意思是強調上帝的管治。上帝是大君王，

祂最終會統治祂創造的萬物。國度是屬於上帝的，將會伸延函蓋所有上帝主權管轄的所有。 

 

馬太是所有福音書的傳道者中，是單單使用”天國”名稱的一位。施洗約翰和耶穌都沒有解

釋這名詞。但是他們的聽眾明白所指的是什麼。自從上帝把祂的應許給予亞伯拉罕，猶太

人已經明白天國是什麼意思。這就是上帝管治全世界祂的子民。隨著時間過去，上帝給予

以色列人更多有關管治他們的資料。上帝告訴他們將會預備一位大衞的後裔，成為他們的

大君王。這位君王會統治以色列人，亦會住在應許之地。祂的管治包括全世界，甚至外邦

人在內，在祂權能之下生活。舊約聖經所預言的天國是一個在地上的國度，上帝會藉祂的

兒子來管治。這不單只上帝會在天上管治祂的子民。在耶穌的時候，當猶太人聽到施洗約

翰和耶穌呼召人去”悔改，因為天國近了”的時候他們會在想什麼呢？他們明白舊約聖經所

預言的地上彌賽亞國度近了，他們應該作出什麼應變的行動？ 

 

所以”天國”這個名詞，最簡單來說，就是上帝把天國的法則建立在全世界。每一個受造者，

每一個有自主的人都在服從上帝之下。任何人或事物，要是不承認上帝的權威，就會被推

翻。在地上建立神聖的國度，由一位承自大衛的大君王來管理。這就是上帝對所有人類的

事情有着最高的旨意。所以，把天國建立在地上，就是人類的希望。靠人來建立這國度是

不可能的，只有上帝才可以。所有人必須作好預備，因為這國度快來到。 

 

第二，馬太福音闡釋這個國度的意義，不單只肯定國度快要來臨，而且他解釋了這個國度

的秩序。明確來說，是顯示了這個國度的原則，這個國度的運作，和這個國度的目的。 

 

這個國度的原則是義。義是馬太福音一個重要的主旨。在馬太福音中義是指義行，是行為

的義，而不是地位上的義。那是使徒保羅常常提及的。人需要有義才能進入這國度，並且



在大君王之下為國度服事。在馬太福音中大君王所説的話，構成了這個國度的法律。這些

法律宣告義的原則（參 5：20）。 

 

這個國度的運作是平安。平安是馬太福音另外一個重要主旨。當我們思想登山寶訓的時候，

應該思想這兩個重要主旨，即是義和平安。這個國度必會來臨，但不是和羅馬開戰并打敗

它。而是將會以平安來順服大君王：耶穌。 

 

當我們想到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並且在兩個造反罪犯中間，成為那個國度的兩個不同途

徑鲜明對比。他們嘗試以多數以色列人心中意願來建立那個國度：就是以暴力來達到。可

是在另一方面耶穌順服了祂父神旨意，而且雖然死了，祂已經復活，有一天要創建那個新

國度。耶穌的和平順服上帝旨意的榜樣，成為了祂門徒的模範。那個國度的偉大，不在乎

自我肯定，而在於自我犧牲。在那個國度裏，最偉大的就成了衆人的僕人。在馬太福音中，

大君王的功績，顯示了國度的權能是指向和平（參 26：52）。 

 

國度的目的是喜樂。上帝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是把大喜樂帶給人類。祂國度的管治，是人

類歷史中最有收穫和豐盛的時期。上帝的旨意是常常要祝福人類。因為反叛上帝的關係，

以致人類失去喜樂。喜樂的精要是和上帝相交。這種親密的相交會在那國度中成為事實，

遠超越在歷史中所經歷的。馬太福音中，大君王的旨意是要祝福人類。 

 

第三，馬太福音強調大君王怎樣管治那個國度。是有三重方法的。 

在舊約聖經頭五卷書摩西五經中，上帝啟示需要一位大祭司為人類向上帝作終極的獻祭。

馬太福音結尾部分，那段充滿情感的敘述，表達出耶穌就是那位獻上最完美獻祭的大祭司。 

 

在舊約聖經第二部份歷史書中，描述了一個最大的需要和盼望，就是一位能以公義統治以

色列和列國的君王。馬太福音最先部分展示耶穌就是那位期待已久的大君王彌賽亞，即是

上帝膏立的統治者。 

 

在舊約聖經最後部分先知書當中，可以看見極需要一位先知，把上帝完全的啟示帶給人類。

馬太福音間部分展示耶穌就是那位超越摩西的先知，把上帝最後的啟示帶給人類（參來 1：

1）。 

 

上帝藉著那擁有全部權能的大君王，亦是上帝其中一位格，管理地上的國度；祂亦是啟示

上帝終極真道的先知；也是終極處理罪惡的大祭司。上帝把祂國度的管治權，交給那位大

君王，祂也是大祭司，亦是完全忠心的大先知。 

 

馬太福音中心教訓是天國。最需要的回應是悔改。 

 



今天的基督徒對悔改的意義有點不同的理解。原因就是希臘文有兩個動詞的意思都是”悔

改”。其中一個是 metamelomai. 這個字出現的時候，是描述主動的改變。另外一個字是

metanoeo.當這個字出現的時候，通常是指深思熟慮的改變。如此，我在讀英文聖經論及

悔改的時候，要問自己，究竟是行為上的改變還是思想上的改變。歷史上羅馬天主教會較

喜歡悔改性質的積極解釋，而更正教較喜歡深思熟慮的解釋。天主教徒強調悔改要包含行

為上的改變。其中一個闡釋強調痛悔的心，而另一個則強調儆醒的心態。這種混亂的情況

在福音派更正教教義中，出現了”主權救贖（Lordship Salvation）”的予盾。故此有些對”主

權救贖”批評的人，指出這種教義正在把更正教帶回羅馬天主教。 

 

依照馬太的說法，施洗約翰和耶穌在呼召他們的聽眾悔改時所用的字是 metanoeo 。我們

可以翻譯成”重新思想”。他們是呼召聽眾考慮即將來臨彌賽亞國度的含義。 

 

願意考慮天國近了，就能夠悔罪和內疚。這都是考慮那些事情無可避免的結果。悔罪要改

過是真誠悔改的結果。施洗約翰呼召悔改的果實，就是行為上的改變，是從心思意念改變

而來的。但是請留意，悔改的果實，行為上的改變，並不等如悔改心思意念的改變。 

 

考慮天國會導致悔罪，而悔罪則會導轉變（conversion）。 這是描述從反叛變為降服，從

降服轉到尋求救主。這跟即將來臨的國度的關係，就是要謙卑像小孩子，而不是驕傲和自

大。這就是把信念放在耶穌那裡，而不是靠着自己得到救贖。 

 

總括來說，我們可以想像施洗約翰丶耶穌和以後耶穌的門徒，呼召他們聽眾要達到的悔改，

就是要表現考慮、悔罪和轉變。悔改是從考慮一些事實開始，察覺到這些事實帶來個人需

要的悔罪。感受到這些個人都需要而導致轉變，即是從壞的變成好的（參考彼得在使徒行

傳的講道）。 

 

譲我們把”悔改”和”天國近了”這兩件事連在一起。馬太福音書呼召讀者考慮慮大君王和國

度。如此，由於我們的義是不足夠，我們還不足夠，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國度，也未

準備好迎接這位大君王，我們必然會產生悔罪的行動。然後，我們應當把生命降服於大君

王的統治，以及那個國度的標準當中。 

 

馬太福音書是宣揚那國度的。是把那國度闡釋為公義、喜樂與和平。亦啟示那位完美的大

君王，祂也是完美的先知，更是完美的大祭司，要來管治那個國度。最後福音書向人們

appeal 為真實的情況。悔改要作考慮、要悔罪、並且要轉變。作為這福音書的讀者，我們

應當準備好要再思想，因為天國近了。 

 

今天基督教會有責任呼召全世界”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在這裡，我用教會這個詞語，

是集合了耶穌的所有門徒，大君王快要來統治。所有人應當為這事件作好凖備。教會的工



作是要向那些對終極統治者和真實烏托邦意見不同的人傳揚大君王和那國度的好消息。我

們今天面對耶穌當日遇到同樣的難題。所以，馬太福音書是為大君王給予我們的大使命的

好資源。馬太福音一章 23節（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和廿八章 19－20節（我與你

們同在），就如一對書檔夾著整本福音書。上帝以耶穌基督的位格，永遠和他的子民相近。 

 

對於個人來說，我們有責任考慮大君王和那國度。從考慮到悔罪，然後改變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悔改應當包含降服於大君王權柄之下降服，以及準備事奉那國度。 

 

我們依循所有祂對我們的命令，從而降服在祂權柄之下。我們忠心恆久地為祂所賜與所做

的工作，來準備事奉那個國度。而不是依自己個人的程序而行。因為有大君王應許和我們

同在，以及祂支持我們的權柄，我們便可以喜樂地為祂而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