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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8：14～21                                  北京的牛                                           李昱宏傳道師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句話是我們很常聽到的一句話。意思是說人的本性不管去到哪邊都是一樣的，所以又有一句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在我們今天所讀的這段經文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門徒有這些人性的表現，而耶穌面對門徒這些問題的時候，又是如何教導並調整門徒？ 

        我們可以看到經文告訴我們，學生忘記帶餅，船內只有一個餅，沒有別的食物。為什麼聖經要特別強調學生忘記帶餅呢？在馬可福音第八章，

耶穌剛行完了讓四千人吃飽又裝滿了 7 個籃子的神蹟，13節跟我們說，耶穌上船往海的那邊去了，這邊所說的海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到底有多

大呢？加利利海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周長 53 公里，長約 21 公里，寬約 13公里；總面積 166平方公里。這個大小是日月潭的 20倍，是西區的

5 倍大，約是嘉義市的三倍大，這樣我們就能想像，為什麼猶太人會叫加利利海。另外，由於加利利海位於地勢低窪的裂谷中，群山環抱，經常會

突然發生強烈的風暴，在新約中就記載了關於耶穌平靜風浪的故事。這裡的魚群眾多，捕魚業發達，最出名的彼得魚，就是我們的南洋鯽仔。 

        耶穌他們上船準備從大馬努他到伯賽大。這個距離大約 15 公里，我們知道要划多久的船嗎？我們划船大約 1 小時是 3 公里的速度，代表耶穌他

們要划 5 小時才會到，這中間還沒有包括遇到風浪或是船划不動的時間，食物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東西，所以聖經特別講到學生忘記準備食物，

只有一個餅。我們再來看，聖經說學生忘記帶餅，代表準備食物是他們應該做的事，可以推測在耶穌的門徒中間，一定有人是專門負責管理大家的

飲食，誰是那個負責的人呢？從約翰福音 6:5-7我們可以知道，腓力有可能是那個負責的人。若是這樣，沒有準備足夠的食物，是腓力的失職，因

為這是他負責的工作。另外來說，除了腓力本身的失職，其他的學生就沒有責任嗎？當然有！因為他們沒有在腓力忘記的時候提醒他，或是主動幫

助他。這也在提醒我們，不可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因為我們都是基督的肢體。所以當耶穌吩咐他們要謹慎提防法利賽人與希律的酵的

時候，不只是腓力而已，其他的學生也彼此議論，其實他們非常驚惶，認為耶穌是在責備他們，指責他們失錯的地方。 

        從耶穌的吩咐和門徒的反應中，我們看到失職的人對別人的話語會非常敏感，因為學生沒有預備所需要的食物，所以他們認為耶穌這樣吩咐是

在指責他們。這就像我們做錯事，或該做的事沒有做好，我們也很怕別人問，而且我們也會誤會別人的意思，認為別人都是在針對我們。我記得以

前讀碩士時候，我最煩惱的就是老師或家人詢問我的論文進度，當他們問我的時候，我總是可以閃就閃，因為我沒有寫到預定的進度，只要他們說

某人論文很快就寫完的時候，我總是會生氣，因為我會覺得他們是不是在說我的論文寫太慢。門徒也是一樣，當耶穌一講話，他們就會聯想到耶穌

講這些話，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做好他們的工作，所以耶穌在指責他們。但是耶穌真的是因為他們沒有帶餅在責備他們嗎？耶穌難道不知道他們沒

有準備餅嗎？我相信耶穌一定知道，學生有沒有做，當老師的豈會看不出來？耶穌不知道當他一說話，學生就會去聯想嗎？耶穌一定知道，因為耶

穌比他們更了解自己，既然這樣耶穌為什麼還要選在那個時候去告訴他們要持防法利賽人和希律的酵呢？我想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因為 11-12 節法

利賽人的試探，所以耶穌提醒他們要警戒，再來，就是耶穌要藉著這樣來教導他們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觀念裡面，所以耶穌對門徒的回應是責備他

們，耶穌用很嚴厲的話責備他們。耶穌責備他們說：「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有耳朵，聽不見嗎？也不記得嗎？」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耶穌罵

他們瞎眼、耳聾、沒大腦。為什麼耶穌要用這麼重的話罵門徒，因為他們不了解耶穌，他們沒有認真看耶穌的作為，沒有留心學習耶穌的腳蹤，也

沒有仔細聽耶穌對他們的教導。經文接續說，我擘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籃子呢？」他們說：「十二個。」「又擘開

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筐子呢？」他們說：「七個。」透過經文，我們也看到耶穌不是罵完他們就算了，耶穌在責備完

他們之後，除了讓學生再一次去反省自己的問題以外，更重要的是讓門徒再次複習他的作為與教訓。再一次提醒門徒，他之前行了這些神蹟，對門

徒有這麼多的教訓，就是要讓他們了解耶穌自己是什麼樣的彌賽亞，要門徒用信心跟隨祂的腳步。從這個事件讓我們看見，耶穌是一個偉大的老

師，因為耶穌在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處境都有辦法利用現成的環境來教導門徒。 

        接續，我們要一起來思考什麼是酵？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知道，若是要做麵包或做酒，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放酵進去，因為只要一點點，就會讓本

來小小的麵團變得很大，讓原本的水果變成酒，產生很大的變化。在我們心中和生命中的酵也是一樣，是人性中一種自然的觀念與表現，同樣不變

的都是只要一點點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力。親像我們心中，若是出現不好的念頭，譬如說貪，只要一點點，很快，我們整個思想都會被佔據，最後

讓我們做出不對的事情。在聖經中，酵，一直被提起，耶穌也一直警戒我們要持防酵的影響，到底酵在聖經中有什麼樣的意涵呢？酵，在新約聖經

中有三個象徵：1.象徵教訓，在馬太福音 16章中說到，門徒這才曉得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在這，

我們可以看到觀念改變的重要，因為觀念的改變，最後會帶來行動的改變，因為我們的心怎麼想，我們的行為就是怎麼樣。2.象徵態度，就是今天

所讀的馬可福音 8:15。態度是一種藏在我們內心，但是卻會在我們行事為人，價值判斷中表現出來，舉例來說，一個對我們有意見的人，雖然他沒

說，但是我們一定可以在他的行為與接觸中，感受到他對我們的成見。我們也是一樣，雖然表面上沒有表示，但是我們會在不注意中流露出對這個

人的看法，對方也一定感受得到。3.象徵假冒為善，在路加福音 12章所說的，耶穌開講，先對門徒說：「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為

善。這是代表虛假、表面，在背後卻是惡毒與邪惡，這就是內外不一致，所說的、所做的與心裡想的不一樣。因為酵會帶出這些不好的影響，帶來

對我們的信仰、生活、人際關係的損害，所以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聖經裡面，耶穌一直在教示我們要提防酵的影響。親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5 章也

告訴我們，我們應當把舊酵除淨，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

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我們可以知道，這些舊的酵，舊的觀念不是從上帝來的，就是那些與聖經的啟示、上帝的性情、耶穌的腳步不一樣的觀念與行為。門徒對彌賽

亞的觀念，就是猶太人一直以來對彌賽亞的期待，期待耶穌是一個政治與軍事的彌賽亞，帶領猶太人戰勝羅馬帝國，建立新的以色列王國，但是這

個期待與觀念很明顯與上帝不同，所以耶穌一直透過教導要轉換門徒這種錯誤的認知。所以我們也需要一起來思考，我們是不是也有這些從人的天

性來的錯誤觀念，與聖經所教訓的不一樣，若有，我們就需要再一次回到聖經的教訓，求主幫助我們，讓聖經成為我們價值的中心與生活的準繩。 

        從這段經文，我們可以一起有三個反省： 

        第一、重新回到聖經，門徒因為耶穌三年的教導與引導，又在耶穌復活之後受到更新與造就，所以他們和以前完全不一樣，從小信和膽小變成

剛強壯膽，他們改變他們對彌賽亞的錯誤期待，所以他們的價值觀也從以前只希望做大，一天到晚在爭論誰比較大，轉變成在主裡合一，都願意作

眾人的奴僕。當我們用聖經的教訓成為我們的價值，讓耶穌基督的腳步成為我們的追求的時候，我們就能有相同的異象，真正成為基督的肢體，帶

來教會的合一。 

        第二、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一起來想，我們是否有以聖經的教導做寶貴？我們是不是有看我們自己的觀念與想法超過聖經，當聖經的觀念和

我們觀念產生衝突的時候，我們會選擇哪一個？當我們選擇自己的時候，我們就是讓我們的酵繼續發揮他的影響力。希望我們都能做出正確的選

擇。 

         第三、我們是否將這個世界的價值與觀念放在上帝的價值之前，讓這個世界的價值成為我們的信仰？若是有，我們需要再次回到我們的信仰，

在耶穌基督裡面重新尋找上帝的慈愛、公義、憐憫與聖潔，讓我們能在生活中向人見證耶穌是基督，耶穌基督是配得我們放下所有全心跟隨的主。 

        親愛的弟兄姊妹，一個跟隨耶穌，用耶穌基督做他的主的人，必然可以看到他價值觀的改變，也一定可以看到他行為的改變。保羅， 原本是一

個法利賽人中的法利賽人，在當時他的信念就是他是為上帝大發熱心，但是當他在大馬色的路上遇到耶穌之後，他就知道他過去的信念是不對的，

他完全放下這些舊的信念，用耶穌做他唯一的信仰。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是否願意學習保羅，放下我們自己的觀念，讓我們的酵不再成為我們奔

跑天路的窒礙，讓我們真的以耶穌基督做我們唯一的價值，讓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句話，不再出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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