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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解经讲道之五十二

天国的本质——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

读经：太 13：1-9、18-23

各位在耶稣基督里蒙我们父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们：关于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我们基本上不需要

解释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亲自解释过了。我们只要将 13：1-9和 18-23对照起来看就很清楚了。

1-9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祂那里聚集，祂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

站在岸上。祂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

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

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

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18-23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

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

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

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

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一、比喻的解释

祂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比喻往往是富含智慧和教导意义的重要话语，但在福音书中，比喻常

常是借用今生的事物来描述属灵的或属天的事。

13:4 有落在路旁的：犹太人的庄稼地里有小路（同样，我们这边的庄稼地里面也是有小路的），撒

种时落在路旁的种子没有埋在土里，所以飞鸟来捡起种子吃掉了。这些种子就像那些听见天国的道理却不

明白的人(第 19节 )。 他们不留意所听见的道，也没有抓住所听见的道。他们来到神面前，像神的子民

那样坐着听道，但他们并不在意神所说的话。神的道从他们的这个耳朵进去，从那个耳朵出去了，没有留

下任何印象 。

飞鸟来吃尽了：撒但就是那恶者 (第 19节)。 如果我们不留心保守自己心中的道，牠必定会来夺走

我们心中的道，就像飞鸟来吃掉落在路旁的种子那样。路旁的地在撒种之前没有犁过，在撒种之后也没有

耙过。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接受圣道就像是在撒种之前犁地，在听道之后默想和祷告就像是在撒种之后耙地，

把种子遮盖起来。倘若我们既不犁地也不耙地，那么我们就像是又干又硬的地。

5-6、20-21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这指的是圣道在有的人心中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印象，但并不持

久【20-21】。很多人听了优秀的讲道之后很高兴，却没有因此得益。他们也许喜欢听道，但却没有因所听

的道而发生改变，没有按照讲道中所教导的去行。他们的心也许被所听见的道感动了，但却没有被溶化，

更没有像被装进模子里那样被重新塑造 。

因心里没有根：他们的意志中没有坚定的决心，情感中也没有根深蒂固的习惯 他们的内心就像石头

一样，没有被感动。基督是我们的根，他们并没有藉着信心与基督联合。基督不是他们的源头，他们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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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基督。

不过是暂时的：很多人能够忍受暂时的患难，却不能忍耐到底 。

日头出来一晒：逼迫被比作灼热的太阳。同一个太阳，既能温暖那有茁壮根系的庄稼，也能使没有根

的庄稼枯干。

13:7、22 有落在荆棘里的：这指的是那些没有丢弃自己的信仰告白、却也没有因之得到救赎性益处

的人。他们因着圣道而得到的益处，被这个世界的东西胜过了。

世上的思虑：世上的思虑被很恰当地比作荆棘。它们使人感到困惑、烦恼、混乱，它们的结局就是被

焚烧【来 6：8】。这些荆棘把好种子挤住了，让它们难以呼吸。世上的思虑严重妨碍我们因神的圣言得益。

灵魂本应当把精力用于神圣之事，却被世上的思虑耗尽了精力。世上的思虑转移和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钱财的迷惑：富足的人很容易倚赖自己的财富，在财富中感到过度的满足，这挤住了神的道。“钱财

的迷惑”给我们带来损害，但钱财本身是无害的。我们若不信靠钱财，钱财便不能迷惑我们。

13:8、23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总而言之，好土与其他土壤的区别在于它能生产出累累硕果。由此可

以辨别出真基督徒和假冒为善的人。基督并没有说好土里没有石头或荆棘，但没有什么能够妨碍好土多出

产果实。圣徒在这个世界上并不能完全脱离自己里面残余的罪，但他们已经欢欢喜喜地脱离了罪的辖制。

就是人听道明白了：他们不仅明白了圣道的含义，而且明白了圣道与自己的关系。

结实：当我们按照圣道去操练时，当我们心中的倾向和生活方式合乎福音时，当我们按照所受的教导

去行时，我们就结果子了。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在结果子的基督徒当中，有些人比别人结的果子更多。有些

人在知识和圣洁方面比别人有更大的成就。我们应当努力追求多结果子，但如果土地是好的，果子是合宜

的，心是诚实的，那些只结果实三十倍的也会得到神恩慈的悦纳。我们应当熟悉基督所讲的分银五千、二

千和一千给仆人的那个寓言，主人回来后对赚了五千和二千的仆人的称赞是一样的：“好，你这又良善又

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 25：

21、23】我们要知道，每个人能够领受多少的恩赐和才干，这不是我们人自己决定的，而是神要赐给谁，

谁就可以得着的；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如何发挥从神而得的恩赐和才干，我们要尽力去行，得五千的可以

赚五千，得二千的可以赚二千；但我们千万不能像得一千银子的仆人那样懒惰，把所得的银子埋在地里不

去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要被主人责备和责罚的。

1、撒种的人是指主耶稣，也指向每一个真实传讲纯正福音的人。今天每个基督徒都从神那里领受了

传福音的使命，都有传讲纯正福音的责任和本分。

2、种子指天国的道理，也即纯正的福音真理。为何特指纯正的福音真理呢？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假福

音。

3、四等田地即指四种不同的心田，也可指每一次听道的态度，因为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

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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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喻的应用

1、传讲真理之人的责任是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将神的真理传讲出来，使听的人无论老少、知识分子和

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听懂，听得明白；不是用高言大志、哲学修辞学什么的，保罗说：“我传的道，不是用

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林前 2：4】

2、听道的人哪！你是用怎样的态度来听道呢？是左耳进右耳出呢，还是把它当作新闻、知识来听听，

了解了解呢？还是存着诚实的心将神的道领受并立志认真遵行呢？若是存诚实的心，那将会结实一百倍、

六十倍、三十倍。

3、清教徒的牧师们都认为，四等土地所表明的是人对神的道的不同反应，显出在今日教会中听道之

人有四种不同的信心，而前三种信心都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因为不能结实，只有第四种信心才是真实得

救的信心。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1）撒在路旁的——历史的信心

这样的人只将信仰当作历史上的一种知识，你问他耶稣是救主吗？他可能会回答说“是的”；但他却

没有真正的接受，他只将主耶稣当作历史上的一个人物，知识上承认却没有发自内心的接受，他听道只是

左耳进右耳出，对他的心丝毫没有益处。心不在焉，飞鸟在此代表那恶者，撒但弄瞎人的心眼，使人不能

明白。

（2）撒在土浅石头地里的——暂时的信心

当下欢喜接受，但稍微受一点挫折，遇到一点患难就放弃信仰，丢掉真理了；听道时觉得很好，也很

受感动，却只是感而不动，回家一遇事情就忘了。

（3）撒在荆棘丛里的——神迹的信心

三种荆棘：

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宴乐

这些都会累住人的心，使人只关注地上的好处、物质的富足等。这种因见神迹而信，为得好处的信心，

就是荆棘地，后来就被这些荆棘挤住，不能结实，仍旧灭亡了。

（4）撒在好土里的——真实得救的信心

听道能明白，并且顺从以致结实，有一百倍、六十倍和三十倍的收成。

真信心一定会有外在行为的表现，并蒙神的赐福，可以有许多倍的收成，自己结出属灵的果子，也叫

别人得益处，引领很多人来归主。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从神那里领受了传福音（撒种）的使命，那么，你要撒什么

样的种子呢？如果你撒的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那么你就不是在撒好种；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力求自

己所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明白什么是纯正的福音，然后我们才能传讲纯正的福音。

弟兄姊妹们，你在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又是属于哪一种信心呢？须知前三种信心都是不得救的，只有第

四种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你为什么来信这位耶稣呢？人情、面子？疾病和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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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基督又特别提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你今天又要用怎样的心态来听道呢？

愿我们都热心传讲纯正的福音、存着诚实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并诚实地遵行神的道，使荣耀归于父神。

阿们！

思考问题：

1、撒种的比喻主要是讲论什么方面的真理？

2、撒在路旁的是指什么情形下的状况？

3、撒在土浅石头地里的是指什么情形下的状况？

4、撒在荆棘丛里的是指什么情形下的状况？

5、撒在好土里的又是指什么情形下的状况？

6、这四种状况又可以指四种不同的信心，请问是指哪四种不同的信心？分别是怎样的？

7、既然都是好土，为什么还有结实一百倍、六十倍和三十倍的差别呢？你希望自己结实多少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