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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15:32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

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们说耶稣是历史上最伟 ⼤的导师，是所
有教师中最出⾊的。

耶稣超越所有⼈的地⽅在于，祂具有讲述
简单故事的天赋。这些故事不仅能吸引人们
的注意力，且易于被他们记住，更重要的是
，这些故事传达了深刻且意义深远的属灵真
理，关乎我们充满盼望的走向天堂的人生旅
程。



在福音书中，大约有四十个这样易于辨识
的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称为“ 比喻”。在
这篇讲道中，我们至少要“解析”其中一个
最广为人知的“浪子回头”的比喻。

我在网上看到过对“比喻”的一个定义，
即“一个简短而简单的故事，用以阐释某种
道德或属灵真理”。即便不是所有人，大多
数人也会认同这一定义。

但实际上，比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喻”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两
件事”或“两重含义”，它们彼此并存。简
单来说，这意味着在一个表面的显而易见的
含义以外，在另一面，或者在其内在和底层
，还存在着另一层含义。



   在耶稣传道初期，祂讲了一系列的七个比
喻故事，这些故事被收录在马太福音13章
中。这七个比喻里的第一个就是关于撒种的
比喻。耶稣说，有些种子落在坚硬的路旁，
有些落在土浅石头地，有些落在荆棘里，还
有些落在肥沃的好土里。十二门徒立刻就知
道，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 蕴含着一层不易察
觉的深意。于是，耶稣向他们解释了这个故
事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马太福音
13:18-23）



让我们回到这篇讲道的主题 —“浪子回
头” 的比喻。你们已经知道，故事讲述的是
一个任性固执的小儿子，他决定离开舒适安
稳的家；他坚持要父亲把本应属于他的那份
遗产给他；然后他离家而去，在 自我放纵和
罪恶的生活中挥霍掉了这笔遗产；当他花光
了⼀切，就沦落到给猪喂 ⾷的地步；他饿得
甚⾄愿意吃猪所吃的食物。



终于有一天他醒悟
过来(路加福音14:17)
，看到自己过着多么
可怜的⽣活；于是他
下定决心要回家，准
备⾯对认识他的⼈可
能对他的嘲笑，以及
面对⽗亲严厉的惩
罚。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经文告诉我们，
自从他离家后，他的
父亲每天都在盼望着
儿子归来。终于有一
天，他的父亲远远看
到了他，正步履艰难
地往家走。



   “相离还远，他⽗亲看见，就动了慈⼼，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
加福音15:20）。如今，这个 年轻人已幡然悔
悟、满心愧疚，他深知自己不仅得罪了
“天”，也得罪了父亲。 父亲满心欢喜，为
他摆下了欢迎的盛宴。这一切却让他的 大哥
感到不满和气愤，以至于不得不被劝说用积
极的心态去看待弟弟的回归，一起参与欢
庆。父亲对大儿子说：“我们理当欢喜
快乐，因为你这个
兄弟是死⽽复⽣、
失⽽复得的。”



连同其他大约四十个的比喻一样，这个故事
两千年来一直充满着生命力。它从未过时，也
永远不会过时。几个世纪以来，无数人从这个
故事中得到启发、受到鼓舞并获得心灵的慰
藉。在如此简短的文字里，它教导了我们如此
多关于神，以及神如何回应我们任性、固执和
罪恶的行为。

我们时不时地需要停下来，思想神赐予我们
每个人的奇妙恩赐和祝福。当我们活在世上时
，祂赐予我们这令人惊叹的肉身；祂赐予我们
与众不同的天赋；祂让珍贵的记忆在我们心中
留存；祂悄然安排一切，使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和长大成人后拥有自由意志，因而能够选择成
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祂赐予我们生活的
这个美丽世界。这一切都是祂的作为和安排。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从天父那里所得的产业。



然而，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我们想要
这些恩赐，仿佛它们完全归我们所有，可以
任由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置。“罪”有多种定
义方式，以下便是其中一种。 罪就是窃取属
于神的东西，并将其应用于自我宣扬、自我
中心和自我满足中。 而这正是那小儿子向父
亲索要当得的产业，然后按他自己的意愿任
意挥霍的真正含义。

   我们可以确信，父亲肯定曾经试图劝说小
儿子不要如此任性固执，不要拿自己的未来
冒险，就像他执意要做
的那样。但小儿子却
不听劝告，仍然按自
己的计划行事。



每当罪恶的欲望开始在我们内心萌生时，
神总会运用各种策略方法，希望使我们转离
那些对我们越发有吸引 ⼒的⾏为。神永远不
会走到那一步，说“我放弃了！你们随便做
你们想做的事吧！” 不，绝不是这样。例如
，神会唤起我们的良心 ，唤醒我们更好的一
面。要是这样不起作用， 神就会提醒我们，
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对自己的声誉造成影响，
提醒我们考虑到别人可能会怎么想、怎么
说。也许我们会听到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们
：“至少把这事留到明天再说吧。” 换句话
说，那可能是天使在说话。又或者，那个声
音也许是来自伴侣或密友，他们劝说道：
“至少改天再做吧。”想象一下，某 ⼈因受
到侮辱，或者收到⼀封令⼈愤怒的电邮⽽变
得愤恨，决意要报复。这时候伴侣或同事劝
告说："⾄少等等再说吧。"



当然，现实情况往往是，我们常常听不进
劝，一意孤行地去做那些不会有好结果的事
情。就如同这个比喻中任性固执的小儿子一
样。

当唤起我们良心的努力失败时；当对后果
的提醒对我们毫无作用时；当伴侣或同事明
智的建议对我们毫无影响时，主 — 最终 — 
不得不允许我们去说或去做我们执意要做的
事情。神永远、绝对不会是罪恶的根源！ 在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有无数次，神不得不
允许罪恶发生。

请记住：允许并不等同于认可 。有时候，
当一个青少年坚决要走上错误的道路时，父
母可能会无奈到不得不允许自己的儿女去说
或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父
母就认可了儿女的行为。



这也并不意味着神会弃我们于罪中。罪就
是地狱。令人震惊的是，神在某种意义上甚
至会追随我们进入地狱，因为祂不会弃我们
于不顾，祂不会让我们自生自灭。如果主放
任我们不管，我们就会坠入最深的地狱。 但
主始终紧紧抓住我们 ，只要有可能，就会一
直约束着我们，从而避免我们自由落体般坠
落。并且，主会尽力确保，我们所经历的这
一切，不是徒劳。

例如，一个人会因着强烈的自我厌恶感而
脱离罪恶。这种罪恶感可能来自哪一次欺诈
或腐败的行为。

另一个人可能会被罪的黑暗以及由此产生
的羞耻感所困扰，因而摆脱罪。

可悲的是，往往只有当一个人看到罪恶所
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时，才会恢复理智。



从灵性意义来说，喂猪意味着放纵我们那
些世俗的、自我满足的欲望 。那个年轻的、
挥霍无度的小儿子正是在喂猪的过程中幡然
醒悟，看清了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怜又可
憎的人。

当我们犯罪时会失去理智，而他正是 从那
种疯狂、失去理智的状态中恢复了清醒，重
新找回了理智。曾经在罪恶中如同行尸走肉
一般的浪子，现在开始重获新生。



使徒保罗教导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书6:23） 当我们犯罪时，我们变得如
同死去一般——对以下这些情况毫无反应、
无动于衷：

◆ 他人的需求

◆ 他人的感受

◆ 他人的幸福

我们迷失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只在
乎我们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幸
福。

重要的不仅仅是罪对我们自身造成的伤害
，同样重要的是，罪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比
如因我们犯罪而给他人带来的痛苦。



回归之路将如何呢？
当我们踏上回归父家之路时，会发生什么

呢？天父会接纳我们吗？会把我们赶走吗？
会惩罚我们吗？会让我们受苦以吸取教训
吗？

这位浪子最终认识到，并首先在心里对自
己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他的父
亲）”，而人们很容易忽略他这句话的确切
含义。

认识到坏行为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悔
改。如果只是认识到坏行为，他可能会说：
“父亲，我为我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但
是，你注意到了吗？实际上他所说的远不止
于此，而且更为深刻。他说的是“我得罪了
天”。换句话说，他明白自己已经 断绝了与
天堂的联系。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行是对天堂
以及对神的冒犯。



这正是大卫王在与拔示巴通奸并杀害她丈
夫之后所承认的。他在诗篇51篇开篇写道：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因为我
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
犯罪，惟独得罪了你。”（第 1、3、4 
节）。这里再重复强调一点： 罪意味着我们
与神以及天堂的关系破裂 。

而这样的承认是悔改的 第一步。这要求我
们完全坦诚，不找借口，不责怪他人，也不
寻求逃避罪责的途径 。



正如我们在新教会的教导（揭秘启示录
53:5）中读到的：

“真正的悔改是：

◆ 省察自己

◆ 认识并承认自己的罪

◆ 承担责任

◆ 在主面前认罪

◆ 祈求主的帮助和力量以抵制这些罪

◆ 并以这样的方式摒弃罪，过全新的生
活。” 

但在这个过程之后，等待着我们的将会是
什么呢？会是某种形式的惩罚吗？我是不是
得做些什么来重新赢得上帝的青睐呢？又或
者，上帝是不是就此不想再理会我了呢？



  在福音书中，有关主的宽恕，那个行淫时
被抓的妇人也许是最恰当的例子。人们急于
定她的罪，坚持要用石头砸死她。耶稣挑战
那些指责她的人去省察他们自己的生活，当
他们这么做了之后， 因自己的罪而感到自责
，便都离开了。“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
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
罪吗？’她说：‘主阿，没有。’耶稣
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
罪了。’”（约翰福音8:10,11）在这个故事
里，并没有对那个女人的惩罚。她无需努力
去
赚取主的赐福。只要她
远离罪，选择开始一种
全新的生活，一切就会
越来越好。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神永远不会放弃我
们。就如同那位父亲从未放弃他那迷途的儿
子一样。事实上，神每天都在守望着我们，
渴望着我们的回归。

如此美好并值得我们时时铭记的是：主，
祂每时每刻都在守护着我们。耶稣说过：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马太
福音10:44）。“祂将 ⼈的⼼意指示⼈。”
（阿摩司书4:13）无论我们身处天堂还是地
狱，祂都与我们同在。（诗篇139:8）

新教会的教导也同样如此说：“ 主希望将
每一个人完全吸引到祂那里，并通过这种方
式以荣耀和幸福赐福他们。 ”（天国的奥秘
6645:2）。



而且我们无需惧怕！请记住这一点，主并非
在等着惩罚我们，我们也无需做出弥补或重新
赢得祂的恩宠。当我们回归时，祂会满心欢喜
地接纳并欢迎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
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15:7）

重生之路，就是成为一个重生之人的道路，
是由许许多多的新起点所标注的。而主所关注
的，始终是悔改所带来的新起点 。祂早已宽恕
了我们，我们无需向他苦苦乞求原谅。主的宽
恕一直都在，始终可得；而 我们正是通过悔改
，才能将主的宽恕纳入心怀 。

尽管我们有时可能会厌恶自己，就像那个年
轻的浪子一样，但主能应对这一切。甚至，他
会向臭名昭著的重刑监狱中那些最顽固不化的
囚犯伸出援手。



接下来，在这个比喻中的大儿子呢？他尽
职尽责地陪伴在父亲身边，在他看来，自己
从未有机会像弟弟那样尽情放纵。那么这个
大儿子在我们里面又代表着什么呢？

大儿子所代表的就是“ 自以为义”。



◆ 自以为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质问：“这
样的欢迎真的有必要吗？”

◆ 自以为义就是告诉自己：“毫无疑问，
我的良善肯定超过我所犯的任何罪！”

◆ 自以为义就是我们里面的声音对我们说
：“这一切都与你无关。毕竟，你总体上过
着一种良善的生活！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换言之，

◆ 自以为义意味着只注重外在的、相对而
言浮于表面的生活，并且对必要的悔改不屑
一顾。

但这需要温和地去质疑，就像⽐喻中的⽗
亲质疑他的⼤⼉⼦那样。



“⽗亲对他说：
‘⼉啊，你常和我同
在，我⼀切所有的都
是你的。可是我们理
当欢喜快乐，因为你
这个兄弟是死⽽复活
，失⽽又得的。’”

 阿们



诗篇103:1-5 （大卫的诗）

1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2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
一切恩惠。

3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4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
的冠冕。 

5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
鹰返老还童。

阅读:



诗篇103:11-18 （大卫的诗）

11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
是何等的大。

12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
多远。

13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
畏他的人。

14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
土。

15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
的花。

16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
他。

17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
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18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记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
人。



路加福音15:11-32

11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12小儿子对父
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
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13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
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
任意放荡，浪费赀财。 14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
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15于是去投靠
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16他
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17他
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18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
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19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
工吧。20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
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
与他亲嘴。21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
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22父亲却
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
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23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24因
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
快乐起来。25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
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26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27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
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28大儿
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29他对
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
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
快乐。30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31父亲对他说，
儿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32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
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天堂的奥秘 9014:2-3

（说明：新教会的这段教义教导我们，因着诚心
的悔改，主现在能够使我们远离罪恶。主始终毫不
犹豫地随时准备宽恕。但只有在悔改之后，我们才
能敞开自己，接受祂流 ⼊的宽恕。）

我们读到："教会中的 ⼤多数⼈认为罪的宽恕就
像⽤⽔洗去污垢⼀样，将罪擦掉、洗净，认为被宽
恕之后，⼈就变得洁净纯粹了。但要知道，宽恕的
实际情况与此完全不同。

主本⾝就是怜悯，祂宽恕每个 ⼈的罪。然⽽，除
⾮⼀个⼈诚心悔改，远离邪恶，此后过着信与仁的
⽣活，直至生命的尽头，否则这些罪就不能真正得
到宽恕。当一个人做到这些时，他就会从主那里接
受灵性的⽣命，就是所谓的新⽣命。然后，当他带
着这新⽣命去回顾先前沉溺于其中的邪恶时，就会
自觉地远离它们。正是在这时，⼀个⼈的罪才算是
第⼀次真正得到宽恕。因为此时这个⼈被主引领，
持守在真理和良善的形式中。这就显明了罪的宽恕
是什么。"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