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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曾生活在自己文化里的人进入一个不同社会之后，渐渐过渡到那个文

化里，中国人叫‘入境随俗’，社会学称为“融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国家是个典型例子。人们从不同的国家迁移到这片土地，建立自己的家园。

从一开始，美国就有意大利社区，德国社区，斯拉夫社区，华人社区，以及其他

各个不同民族背景的社区。有些人仍然保留他们自己的语言、生活习惯、节假日

等等。同时，很多人来了之后，努力学习英语，使自己尽快适应并且融入美国文

化之中。但这种融合是自发自愿的，我们国家并不要求大家一定要学英语，强迫

人人要过美国的节日，或者非要住在不同种族混合的社区。但历史上有些国家征

服、入侵其它国家后，强迫当地人融合进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语言，成为他

们的奴隶，没有商量余地。 

打开《马可福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入侵’的现象。有个国度侵

入以色列，要求以色列的文化来个全面的改变。因为一位新的国王来了。事实上，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也按照此从天而来的文化而改变。斯坦利·赫尔维兹这

样写道‘当一个人应征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后，他便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学唱

新的歌曲，按照新的时间作息。基督徒也一样，应征入伍，转换身份，成为一个

新国家的一员，就像任何一个移民一样，他必须适应此新文化。’ 

今天早上基督要来宣告一个历史性的、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必须完全按照国

王的要求改变、适应。现在我们就从《马可福音》1：14 开始看“约翰下监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马可的叙述干净利落，甚至连约翰为什么被

捕都没说。因为他对此没兴趣。你会在《马可福音》里常常看到这一点。约翰一

闪而过，耶稣出现在舞台中心，来宣告神的福音。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很多人

都在教会长大，对‘福音’这个字太熟了，常常以为‘福音’就是一个基督教常

用语而已。但你应当知道，马可使用‘福音’这个词的时候，还没有到保罗用的



时候。保罗对福音的总结是：基督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了。但从马可叙

述的角度上看，他写的是十字架之前和十字架之后的那段时间。马可当然知道基

督复活，但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不能把保罗关于福音的教导直接全部地

应用。当然，《马可福音》的最终还是指向复活。换一句话说，你读《马可福音》

时，一定要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来听。那么，马可所传达的到底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也就是好消息这个概念最早的时候，是用来描述一个国王打败另一个国王，

割下他的脑袋后，传出的消息。神把这个概念拿来，在旧约里告诉他的子民，他

要来搭救他们的消息：总有那么一天，耶和华要来，召集他的子民，将他所应许

的祝福都赐给他们。比如以赛亚书：“报好消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

消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说：‘看哪，你们

的神！’当然还有 我们大家都很熟的经文“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

佳美!”但这句话并不是从《罗马书》开始的，它是从以赛亚开始的“那报佳音

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以赛亚书 52：7）。马

可说，耶稣来，宣告神的福音。马可在 15 节的宣告了有两个关键部分:1. 时候

满了；2.神的国近了。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到就是这两件事：时候满了；神国近了。 

‘时候满了’这个说法听上去的确是一个奇怪的概念。一般说来，‘满了’往往

是用来描述往杯里或桶里灌水或其它东西，到一定程度装不下了，于是满了出来。

我们不习惯用‘满了’来描述时间。我们说时间的时候，一般都是指将要过去，

或者逝去等等。但马可要我们知道的是，从创世开始，时间往前走一直到这一刻。

这个世界的历史和所有故事，以色列的所有故事都走向一个最高潮，眼下就是这

一刻。这是时间满了的一刻。以色列正在发生大事。旧约多次多次提到这一刻。

比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以赛亚 2：2），‘到那日’，

‘看哪！这日将要来临！’，‘到那时’等等。 

现在耶稣告诉人们：时间到了，时候满了。你们素来等候的，已经来临。‘末后

的日子’就是今天；‘那日’就是眼下。这是神来带领他子民的，空前未有的一

天。这就引出了下一个概念‘神的国近了’。 

‘神的国’这个词《马可福音》里出现了许多次，其它几本福音书里也到处

都是。耶稣每次用比喻教导人的时候，他总是联系到是神的国。时候满了，神国



近了是基督事工的中心。他的事工就是关于神的国。在我们看来奇怪的是，所有

四卷福音书里，竟然没有一个人问耶稣：什么是‘神的国’？因为福音书里的听

众都是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耶稣所说的国是什么国。对他们来说，神的国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国到来的方式，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想象。他们知道和神的国有关

的是什么。旧约告诉了我们神的国。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是王，这没错。神

造了万有，他掌管万有。世上没有任何事在他的掌控之外。圣经从第一页开始就

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王，但他不单单是泛泛概念上的掌控。从一开始，他就表

明，他对万有的掌控是通过特定的人，即：通过亚当来实行：“你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对亚当的期望是把他的荣耀带到全地，同时看顾乐园、守卫乐园，保持其

圣洁。但是亚当失败了。于是贯穿于整个历史，人说：不，我们要的是自己的方

法，发扬光大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度，我们要成为自己的王。于是就有了“神岂不

是真说不许你们...”。于是亚当夏娃说：神怎么说的，我们不在乎。我们要自己

管理自己。于是，剩下的故事都是关于如何回到那最初的期望上来。 

神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

的名为大...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神要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以色列在地上万族万国来实行他的计划。他对以色

列说：你们要在万民中作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然而以色列没有做到，没有荣耀神，反而不断地悖逆神。在以色列一次又一次的

失败中，神还是应许他们，有一天，我要来；有一天，我要立新约；有一天，这

篇土地要成为圣洁。耶稣来了，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马可福音》的奥妙之处在于马可的叙述方式。请注意，他的特意安排，14

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假如约翰是神差遣的

使者，来为他预备道路，那他到监狱去干嘛？既然神要来作王掌管一切，为什么

他的仆人却在受苦？你会不会问：神来了，还需要告诉大家吗？难道人看不出来

吗？你读一下旧约就知道，神没有说他来了，会隐藏起来。以赛亚不是说：“看

哪!你们的神！”。但马可在他的福音书里没有这么说，而是让人们不解地问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甚至连他的门徒都弄不明白。然而事情就是这样，时候满了!

神国近了！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话，否认说耶稣说的‘近了’指的不是当时或眼



下，而是将来。但《马可福音》就是这么表达的。14 章耶稣说：“看哪，那卖我

的人近了！”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话。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意思是近了并且已

经来了。因为国王已经来了，所以此国已经来了。（注：英语用的是‘at hand’直

译‘在手上’，而汉语的‘近了’不是那么明显地表达已经来了的意思）。只不过这位

国王以特殊的方式掌权。并且，随着《马可福音》的进展，这国、这王变得越来

越奇怪。基督说，神的国象芥菜籽，又象珍珠；象藏在地里的宝贝，又象面酵；

听的人要不就是被惹怒，要不就是迷茫的问：这样，谁能进去呢？那些说“主啊，

主啊”的人不得进入；连儿子们也被丢在外面；然而许多人却要从东、从西来，

进入此国度；不知怎么搞的，婴儿是那里的公民，税吏、罪人比那些众人眼里的

敬虔之辈优先进入。这就是你们期待的国度。人怎么进去？唯有奋力的，成为婴

孩一样的才能进入。在这国里，人要舍弃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想要做高位的，

就得转回去，从头开始排队。对以色列人来说，这的确是奇怪的、谜一般的。但

他已经把此国的定义告诉了他们。问题是，他们能不能领受、愿不愿意接受？ 

马可要告诉我们的是，一切都变了；时间变了，历史变了，因为神的国近了、

来了；通向一个崭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但是，你若坐在那里等着，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作出决定。想要进入的，必须悔改、相信！请注意，我们常常把悔改、相

信理解成为是一次性事件：你口里承认悔改，决志信了，在卡片上签个名就可以

了。我们应当做的是不断地悔改，不断地相信福音。悔改、相信福音是一辈子的

事。 

一个人悔改、相信之后，当知道自己进入了这个全新的国，成为新的国民，

完全放弃原来的身份。 这是一生的决定，因为从此以后，你将不断地与自己原

来的国籍、原来的身份抗争。 

奇怪的是，耶稣是在对以色列人、对这群拥有神的律法、神的圣殿的神的子

民传讲。他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改变你们的国籍，与你们所做的、所属的一

刀两断。要信福音。想象一下吧，这是多大的冒犯啊！ 他们心里说：我们知道

自己是谁。我们是神的子民，你怎么敢叫我们改变思维方式，去跟从不一样的东

西？! 

基督是在对他们说:要想进神的国，你们现在行事为人的方式必须改变，必

须为自己的骄傲悔改，必须为你们的恶行悔改不管在你的邻舍面前看上去是多么



义！不仅是悔改，还要相信，神已经作王。基督来了，仇敌已经被击败。今天我

们坐在教会里，听上去挺简单的，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何等难的一件事

啊。认真地面对神的话的确很难。 以后我们会看到这里的难处。 

时候满了，基督来了。人们必须作出决定。要么相信，要么与站到与神为敌

的位置上去。 

马可接着就给我们举了例子：“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

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

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你会不会问：马可怎么

连一句介绍的话都没有，他们是怎么认识耶稣的？是听过他的讲道，还是见过他

的神迹？怎么就这样不顾一切地跟从了耶稣？马可根本不提供这些背景，要告诉

我们的是，这呼召是多么严肃，多么迫切。因为这是神亲自在呼召。他们顿时离

开了打鱼的职业来跟从。接着是另外一对兄弟，雅各和约翰，他们也立即跟从了

耶稣。这国是如此重要，为了进入，人可以舍弃家庭、专业和一切。这不是举手

决志一下而已，这是一生的事，一生悔改，一生相信。我们可以从门徒们的身上

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一会儿相信，一会儿又开始怀疑起来。彼得

不是刚说完“你是基督”，一转眼又被基督斥责“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门

徒们曾信誓旦旦地说要跟随到底，后来在十字架前又纷纷逃散。因为他们看到基

督这样的方式行事，他们心想，这不可能是神召我们来的。但你们注意到没有？

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一直不犯错误，而是不断悔改、不断相信那位召他们的。他

们会跌倒会失败，但那位召他们的会更新他们。 

这呼召是突然的，但过程却是漫长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悔改与相信是一生

子的事情。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是一次性，而是长久的，不懈的，我们必

须不断地挣扎，必须知道，神的呼召是极其严肃的。你应当知道，你还没有放下

你的一切。你能想象吗？假如一个被征服民族象我们接受福音时那样，有人对他

们说：嘿！新的王来了，这是他的呼召。他们的回答是：没问题，只要他不把自

己看作是征服者，我可以在心里接受他；只要不碰我的时间，我的钱财，或者我

所爱的东西，那么我会跟随他。这不就是我们的光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

我都知道，我们没有听从这呼召。 

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门徒们在这里跟从了、后来跌倒了、直到新约结束之



前虽然还是软弱，然而去全然委身于他们的创作者、弥赛亚？因为这位掌管一切、

对我们有绝对要求的神，以一个仆人的形式来到我们中间，不是要求我们，而是

倒空了、舍弃了自己，把他自己完全赐给了我们。是的，福音的要求的确很高，

但这位神在十字架上呼召我们，对我们说：我的轭的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你们到我这里来。他以人看来软弱的、奇怪的方式，来征服、来得胜。他改变我

们，并且赐给我们他的恩典、他的圣灵，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悔改、放下一切来跟

随他信靠他。 

让我们一起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