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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綿羊和山羊的比喻是什麼意思 

山羊和綿羊的比喻出現在《馬太福音》第 25 章，這是耶穌描述末日審判的一部分，特別

是在“分山羊和綿羊ȹ的比喻中。 

 

耶穌說，當祂再來時，會像牧羊人分開山羊和綿羊一樣，把人類分為兩類。綿羊代表那些

信徒和行善的人，他們會得到永生，而山羊則代表那些拒絕幫助貧困、病患、囚犯和陌生

人的人，這些人將被拒絕進入永生，而面對永遠的懲罰。 

 

這個比喻的重點在於行為和信仰的結合，而不是單單指涉“得救ȹ的人群。耶穌指出，那

些實踐愛與憐憫的人是那些真正信靠祂的人，這與信仰和行為的實踐息息相關。 

 

因此，這裏並非指得救的人群，卻是描述那些得救和未得救之間的區分。得救的人被比喻

為綿羊，而未得救的人則是山羊。 

 

 



《馬太福音》25 章 31-46 節的綿羊和山羊的比喻，是耶穌基督對末世審判的生動描繪，

它揭示了神對人類行為的審判標準，以及愛與憐憫在神眼中的重要性。以下是對這個比喻

的詳細闡述： 

 

1. 審判的場景 (31-33 節)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這描述了耶

穌基督在末世以君王和審判者的身份榮耀降臨的場景。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區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

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這表明所有的人都將在基督面前接受審判，他將像牧羊人

區分綿羊和山羊一樣，將人們分為兩類。 

2. 審判的標準 (34-40 節)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

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

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這揭示了審判的標

準是基於人們對有需要的人的行為。 

「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

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

呢？』」：義人對他們的善行感到驚訝，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服事基督本人。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

做在我身上了。』」：這表明基督將自己與那些有需要的人認同，對他們的服事就是對基督

的服事。 

3. 審判的結果 (41-46 節)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

的永火裡去！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

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或是在監裡，你們不來看顧我。』」：這描述了

對那些沒有憐憫和愛心的人的審判。 

「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

或病了，或在監裡，不伺候你呢？』」：他們同樣對他們的行為感到困惑。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不做在我身上了。』」：這再次強調了對有需要的人的忽視就是對基督的忽視。 

「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這宣告了審判的最終結果，善行者

得永生，惡行者受永刑。 

比喻的意義： 

 

愛與憐憫的重要性： 這個比喻強調了愛與憐憫在神眼中的重要性。真正的信仰不僅僅是

口頭上的，更是要體現在實際的行動中。 

對有需要的人的責任： 基督徒有責任關心和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無論他們的身份和地

位如何。 

基督的認同： 基督將自己與那些有需要的人認同，對他們的服事就是對基督的服事。 

末世的審判： 這個比喻提醒我們，有一天我們都要站在基督面前接受審判，我們的行為

將成為審判的依據。 

總而言之，《馬太福音》25 章的綿羊和山羊的比喻，是耶穌基督對基督徒的教導。提醒我

們要以愛和憐憫的心去對待身邊的人。 

《馬太福音》25 章的綿羊和山羊的比喻，對於已得救的基督徒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和警惕，它與基督徒的得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關係： 

 

1. 得救後的行為見證： 

 

雖然基督徒的得救是因著信靠耶穌基督，但得救後的生命會產生行為的果子。 

綿羊和山羊的比喻強調，基督徒對有需要之人的愛與關懷，是他們信仰真實性的外在見

證。 

這並不是說善行能賺取救恩，而是說真正的信心會自然流露出愛與憐憫的行為。 

2. 愛的實踐： 

 

這個比喻提醒基督徒，愛不僅是情感，更是實際的行動。 

耶穌將自己與那些有需要的人認同，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服事，就是對基督的服事。 

這促使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積極關懷弱勢群體，將信仰落實於行動。 



3. 審判的提醒： 

 

雖然基督徒的永生是確定的，但我們仍要面對基督的審判，審判的內容包含我們如何回應

神的愛，與我們如何對待他人。 

這個比喻提醒基督徒，要時刻警醒，活出與蒙召恩相稱的生命。 

雖然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但是得救以後的行為，也同時是我們在主面前交帳的其中

一個部分。 

4. 屬靈生命的檢視： 

 

這個比喻是基督徒檢視自己屬靈生命的一面鏡子。 

我們是否真正關心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們是否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去幫助他們？ 

通過反思這些問題，基督徒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信仰狀況，並在愛中不斷成長。 

總結： 

 

綿羊和山羊的比喻並不是要基督徒靠行為得救，而是要提醒他們，真正的信心會產生愛的

行為。 

這個比喻促使基督徒在生活中實踐愛與憐憫，活出與基督樣式相符的生命。 

同時，也提醒著所有基督徒，要時常的檢視自己，是否在得救以後，有持續的跟隨主的腳

步，以及在生活當中，是否活出主的愛與憐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