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 12:49-56 (丙年) 聖靈降臨期 8月 14日至 8月 20日之主日 

1. 當耶穌談論完何謂真財寶，便把話題指向上帝國的事。從路加福音 12:35起，

一直到耶穌的受難，他的言論和教訓都離不開這個話題，提醒門徒時刻警醒，

為上帝國隨時的來臨預備自己，把上帝國視為真財寶，因為「你們的財寶在

哪裏，你們的心也在哪裏。」(路加福音 12:34) 言辭之迫切，都是恐怕門徒

一旦鬆懈下來，便把上帝國視作兒戲，所以耶穌說：「我來是要把火丟在地上，

假如已經燒起來，不也是我所希望的嗎？」(49節) 其實對於以色列人，像「要

把火丟在地上」這樣的情景並不陌生，他們必會想到下列兩重意義： 

一、審判和毀滅。以色列人從來不會忘記先知以利亞擊殺巴力先知的事(列王

記上 18:20-40)。那一次，以利亞和四百五十名巴力先知相約在迦密山比試，

要以色列人知道耶和華才是他們的上帝，而非巴力。比試從早晨到晚間，到

了獻晚祭的時候，上帝應允以利亞的禱告：「使這百姓知道你──耶和華是上

帝，是你叫他們回心轉意的。」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

石頭、塵土，又燒乾了溝裏的水。」(列王記上 18:37-38) 以利亞隨即叫民眾

拿住巴力的先知，把他們逐一擊殺。從此「火」在先知的傳統裏便蘊含著「審

判」和「毀滅」的信息，而耶穌這樣說免不了使人意識到「我來」──本主

日經文一共出現兩次(49, 51節)──極具世界終局的意義。這個觀念一直延至

新約時代，施洗約翰也這樣向以色列提出警告：「你們要結出果子來，和悔改

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裏說：『我們有亞伯拉罕為祖宗。』我告訴你們，上帝

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

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路加福音 3:8-9) 

二、煉淨和復興。這是耶利米書重要的教導，為要把「詭詐的話」(falsehood)

塗抹淨盡。書裏有這樣寫著：「所以耶和華──萬軍之上帝如此說：因為他們

(以色列人)說這話(詭詐的話)，看哪，我必使我的話在你(耶利米)口中為火，

使這百姓為柴，火便將他們燒滅。」(耶利米書 5:14) 施洗約翰談到耶穌──

那位能力比他更大的，便說到將來這位大有能力者必要用「聖靈與火」給人

施洗，其中便有煉淨的意義。在早期教會，火乃聖靈的象徵，她降下來，是

叫人得著能力和恩賜，好作上帝的工作(使徒行傳 1:8; 2:3)。 

從這兩重意義看，耶穌的說話既帶有審判的意味，但同時叫人認識其中也有

上帝給人回轉的機會。其實對於惡人、無知的人(見前兩個主日之經文釋義)，

壓制人的人，和不知悔改的人，「火」就是上帝對他們施行的審判，是他們逃

避不了的恐慌；但對於活在水深火熱，受著不公義，被壓制的人，上帝的審

判就是他們的釋放，是人生最大的喜樂。所以耶穌這樣說：「我有當受的洗還

沒有受，在這事完成之前，我是多麼地焦急！」(50節) 他感迫切，因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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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差他來的父交付給他必須完成的工──當受的洗，也就是十字架苦難的洗

禮，是世人對他施行的審判，然而天父卻要藉此成就全人類的救贖，叫人從

審判中得釋放。其實說這話的時候，耶穌正朝著耶路撒冷的方向走去(路加福

音 9:51)，因為他知道他將來所要成就的一切，都發生在那裏。 

2. 從耶穌出生的故事中，記載有天使向牧羊人報喜：「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 2:14) 如今耶穌卻給人另外一幅

完全相反的圖畫。他說：「你們以為我來是要使地上太平嗎？不！我告訴你們，

是使人紛爭。」而這些紛爭竟從家庭開始(51-53節)。家庭是猶太社群中最基

本的單位，從父母、子女，到婆媳，各人都有自己當盡的本分和當守的崗位，

彼此聯絡，互相照應，維繫團結，發揮社會秩序和經濟活動的功能。若家庭

出現紛爭，像耶穌所比擬的，整個社會制度便會瓦解，走向混亂，以致崩潰。 

其實耶穌不是第一個人發出這樣的警告，先知彌迦早在他的時代已發出危機

的警號：「不可倚賴鄰舍，不可信靠密友；甚至對躺在你懷中的妻子也要守住

你的口。因為兒子藐視父親，女兒抵擋母親，媳婦抗拒婆婆，人的仇敵就是

自己家裏的人。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等候那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

應允我。」(彌迦書 7:5-7) 耶穌向門徒說出同樣的話，是預言他們也會面對

同樣的境況。教會從起初便遭遇到來自各方的迫害，先有猶太人，繼而有異

教徒和羅馬政府的迫害。耶穌知道這是逃不了的，因為「信」而願意跟隨他

的，乃表示對舊我的揚棄，其中必然包括宗教(猶太教)，文化、家庭和社會

價值觀，而這些都會引起別人不滿，特別家人會反感，最後甚至訴諸暴力。

有人說：「分裂是任何一個有理想的人，在一個沒有理想的世界裏，必然遭遇

到的事。」因此耶穌不是說他沒有把喜樂和平安帶給這個世界，而是向信他

的人表達他既有「當受的洗」，信他的人也不例外，但他們最後必得從上帝而

來的喜樂和平安，是世人不能賜的(約翰福音 14:27)。 

3. 每個以色列人都知道西邊陣雨，南邊燥熱，這是普通的常識(54 節)。因為以

色列西望地中海，所以風帶有雨水，而南面是加底斯沙漠，所以風是乾燥和

熾熱的。耶穌說出這個比喻是要針對那些選擇敵視他的人，特別是猶太教的

領袖。從耶穌所行的神蹟，以至他的教導，都一一揭示了耶穌正是以色列人

一直等待的彌賽亞。他來了，但他們拒絕他，甚至迫害他，最後還煽動羣眾

要求彼拉多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所以責備他們「假冒為善」──但有

別於馬太福音所理解以「偽善」包裝的仁義，路加則強調出自「硬心」的「頑

固」(stubbornness out of hardness of heart)，正因為他們能夠清楚分辨耶穌的

身份，也實在知道耶穌是誰，只是不願意接受他，甚至選擇站在對抗耶穌的

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