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2012年 06月 17日

它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但生长起来，比一切蔬菜都大——李卡德神父的圣经讲道

（唐安德神父住院期间）

谷4,26-34

那时候，耶稣又说（人群）：“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黑夜白

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

实：先发苗，后吐穗，最后穗上满了麦粒。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派人以镰

刀收割，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

他又说：“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它好像一粒

芥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当下种之后，生长起来，比一

切蔬菜都大；并且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能栖息在它的阴下。”耶稣用许多

这样的比喻，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给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他就不给他们讲

什么，但私下里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

教会礼仪乙年复活节及其后的八日庆节结束后，教会礼仪再次为乙年提供了马尔谷福音

的评论。有关天国的比喻非常美丽。耶稣正在使用比喻教训人群。比喻是一种用来吸引

人注意力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比较，传达信息的一种方法。

耶稣使用比喻因为这个消息是新的、强烈的，需要人们一点点的从很多的偏见和教义中

解脱出来…

通过比喻可以进行这样的推论，一点点的，听这个教训的人们，会听从耶稣的建议。本

主日的读经是这样开始的：“耶稣又说（对人群）：“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

地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谷 4:26-

27），耶稣正在向人们解释天国（有关天国的比喻）： 天国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是来世

的。天主的国是耶稣亲自以他的消息开创的一个新的社会：一个完全超越了历史的人类

的现实；不是局部的，不是我们认为的有地域的范围。

耶稣在讲论天主的国和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像我们在第一个比喻里听到的，为了讲论天

主的国，耶稣没有使用来自宗教朝拜的神圣的图像，而是使用了日常生活中的图像。使

用的甚至是农民的世界，农民的文化，就像在加里肋亚的那个图像。那么奇怪的是，为

了讲论重要的事情，耶稣没有使用宗教的规则，也没有使用宗教的语言，或者是宗教神

圣朝拜的图像。耶稣现在正在用个人维度的天国这个比喻来给我们介绍：天国是由所有

接受耶稣的建议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接受这个建议就会带来个人的转变和不断的成长。

耶稣通过一个人撒种的比喻来讲论人的成长和改变，播下种子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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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找到一块可以接受这个种子的土地，开始撒种就好了，没有任何人会提出为什

么：它是这样成长的？

那么，撒种（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典型的加里肋亚农民的工作），在这个情况下，

主体是一个普通的人，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人，种子的质量不在于那个撒种的人（不是说

“一个人播种”而是说“一个人撒种” ），而在于接受他的土地如何。在马尔谷福音里

第一次提及到种子，是在第四章已经出现的比喻里，耶稣解释他的消息就像种子落在地

里，与四种土地保持一致，他说：那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谷 4:14）。但是，

现在讲论的这个种子的比喻，和与这个比喻的区别（一个人出去撒种的事情），不是耶

稣的专利，而也轮到他的门徒们，他的跟随者们，来撒播这个好消息。当把种子撒在地

里的时候，那么这针对的是所有的人，撒的不是一块特殊的土地，而是从这个提议中受

益的整个人类。

为此，马尔谷说，以色列的特权主义结束了，天主的国不是特定在一个子民，一个特殊

的民族里，丰富的生命是没有国界的，这个建议吸引了所有的人。这个人的活动只是

（很有意思）撒种，然后，这个人继续生活：…或睡或起，福音作者说：“那种子发芽

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所以人不需要担心什么，也不需要干涉，不需要探究，

更不需要将地挖开，看看种子是否在生长。

没有如此愚蠢的农民：种植种子后还要看看地下的种子是否长势良好。如果，那样做只

是一件有害的工作。人只有等待，等待收割日子的到来，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先发

苗，后吐穗，最好穗上结满了麦粒。（谷 4:28）。那么种子生长的这个重要的过程，这

句话，作者使用了两个动词来描述：讲的是它的发芽和生长。所以耶稣正在说的是人的

生命本身：人就是接受这话的土地。如果按着这话做了，那么这话在这个人内就立即发

芽、生长。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信息时，就能保证他的成长，他的成熟。当我们确定这

个信息时，那么两件事情就不再是分离的：人和天主的话成为一件事情（就像这颗与土

壤交织在一起的种子，它同土壤成为一件事情），使人发挥他的潜力（这一点是非常重

要的）。

成长过程中的遗忘，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知识：人不知道它是如何生长的，那是一件很自

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但是没有任何人质疑它是如何成长的，这是件理

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对于在团体内那些在生活中接受耶稣的话语的人，知道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不需要任何人打扰、控制、指挥这个人的生命。耶稣反对所有的精神导

师，人有一种生来被别人引导的本性或者是将自己被动委托给别人的倾向，这正是人们

的行为方式。谁做耶稣要求的工作，就应该只是传播消息，这个消息被人听到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干涉别人的生活。为此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引导，指挥，只需要在每个人的生

命中接受这粒种子，接受这个信息。而至于成长的过程任何人都不能干预。

马尔谷在这里，警惕反对那些有这种倾向引导和控制别人成长过程的师傅、精神导师或

者是灵修导师带来的危险。因为每个干预产生的只是损害：如果一个农民翻起地上的土

为了看看种子是否正在成长，必将会破坏植物。比喻接着说道：“…土地自然生长果实：

先发苗，后吐穗，最后穗上满了麦粒…”（谷 4:28）。 因此土地从阻碍中自由地接受天

主的话，保证种子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所以种子的运作也是人类潜力的催化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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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的话，耶稣的信息时，我们的生活也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成长。我

们似乎还很难理解这个随后而来的成长过程。

这里讲到种子发芽、吐穗然后是结满了麦粒。这里面涉及到人的全面发展，当接受耶稣

的话时，无一例外：如果这块土地有能力使它发芽、成长，它的成熟就会有保证。每个

人的发展都是逐步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他自己的时间：消息的消化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

事情，就像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立马行成的。这个结果需要耐心，我们应该等待每个

接受耶稣信息的人，有他自己的成长过程，我们不能强加给他一个特定的节奏，更不能

强迫这个过程。

耶稣继续说：“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

（谷 4:29）。看，这里耶稣正在谈论接受他信息的人的成熟。这个故事中的镰刀，收获，

不能理解为一个判断，而指的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人最终像那粒种子一样准备好成为麦

粒，最终成为面饼。

也就是意味着准备好奉献自己的生命，就如耶稣所要求的，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人，

用此来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方向与自己全部的力量，因为这个生命可以普及和传染给他

人。收获在农民的世界里，是一个伟大节日的时刻，因此我们不能够将收获与审判联系

在一起，因为这一刻，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合适的、适当的时刻，因为人可以以自己的生

命本身来建设这个国度，建设耶稣开创的这个新的社会。

现在耶稣接着又补充了另外一个比喻说：“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或者用什么比

喻来形容它呢？它好像一粒芥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当下种之

后，生长起来，比一切蔬菜都大；并且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能栖息在他的树荫

下”（谷 4:30-32）。

第一个比喻讲的是小麦的发芽和成长是缓慢的：关系到人的转变。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可

以被耶稣的信息转变。显示出我们内在生命的全部潜力。这是天主国的第一个方面：她

是由那些成长的人组成的，他们不断的转变自己，将他们的的潜力挖掘出来。然而天主

的国也是一个集体、社会、团体的范畴，现在耶稣通过芥子种子的比喻来给我们解释这

一点：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比喻。

“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耶稣使用了两个反问句，

说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明白这个比喻我们必须知道耶稣正以挑衅的方式指向

那些形象：耶稣肯定不接受传统、典型的以色列形象。

因为厄则克耳先知讲论以色列王国时说，看到它好像一颗栽植在高山峻岭上高达的、孤

独的香柏树。厄则克耳在 17章 22-24说：“在以色列的高山上…它要生长枝叶，结出果

实，成为一颗高大的香柏；各种飞鸟要栖息在它下，栖息在他枝叶的荫影之下…”在这

里，厄则克耳先知想象以色列王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是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庇护所。

但是，厄则克耳的这些形象，被耶稣拉出来因为当时子民生活在强大的外国子民的统治

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挑战那些强大军权的王国。那么耶稣

援引了这些厄则克耳先知引以为豪的形象，并且一点一点来拆穿这些形象。耶稣的看法

3



是在他的社会、他的团体里，他的王国不是什么惊人的，宏伟的事情，就像栽植在山顶

上的松柏树（香柏，被认作是树中之王）。但是天主的国，却是不能与之相比美的一颗

灌木，一颗非常普通的树，没有什么可引人注意的，耶稣说，它生长在蔬菜之间，生长

在茄子、百叶菜和绿菜之间。因此一点也不特别，一点也不壮观宏伟，一点也不盛大。

耶稣甚至避免提到“树”这个字，所以他不说“芥子树”；而是说不吸引人注意的“芥

子”。它同那些微小的种子生长在一起。因此，它不像厄则克耳先知所说的：由高大的

香柏树梢上取下一枝条，从嫩枝的尖上折下一根嫩芽，把它栽植在高山峻岭之上，因为

他要生长枝叶，成为巨大的植物王国。但是对于耶稣来说，天国是某些同过去不相关联

的事情，它不是过去的延续，它也不伟大，而是某些无与伦比的新事情。它不在高山上，

而是在家庭的菜园里，在蔬菜中，并且不会吸引路人的注意。

所以，耶稣说天主的国就是一些简单的事物。但是同时，耶稣又说，它生长出大枝，以

致天上的飞鸟能栖息在他的荫下。（4:32）。虽然它不是一颗生长的很高的植物，但却

是一颗枝叶茂密能够带来树荫的植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天国是一个能够接受一切人的

国度，这就是耶稣所要说的。它不是一个超越或者是在高于其他王国的国度，而是一个

温和的、具有接受一切人的能力的王国。

天主的国是父的爱的王国，是没有国界的王国，在那里天主不是以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

人类，而是传递给人与他一样的爱的能力。在这里，我们刚刚说过的，耶稣以这个形象

拆毁了厄则克耳先知的预言，在他介绍的很小的芥子里，也包含了做门徒们的条件：从

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温和的境界。看，芥子有这个特点：如此微小的种子，能够

到处传播，连鸟儿也可以将它播撒在土地上。

所以，耶稣正在讲论的这个国度，是一个可以到处传播的王国，它虽然不是一个伟大的

国度，但却是有能力接受所有人的国度（这是确定的）；一个由那些听了耶稣的话而转

变的人组成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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