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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 2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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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為什麼領一千的僕人，卻把銀子埋在地裡，沒有使用。他受到了主人的責備  

耶穌講的「才幹的比喻」之一。在這個比喻中，有一位主人分給他的僕人各自一定數量的 

銀子（或稱才幹），讓他們去運用。兩個僕人分別用所分得的銀子賺得更多，而第三個僕 

人則把銀子埋在地裡，沒有使用，結果主人對他表示不滿。  

在這個比喻中，銀子代表的是神所賜的各樣恩賜和機會，這些是每個信徒應該用來為神的 

國度工作和服侍的。第三個僕人把銀子埋起來，象徵著未能利用神賜予的恩賜和機會，這 

通常被解釋為那些不活出信仰、不以神的旨意為己任的人。  

有些解釋認為這個僕人代表的是那些沒有真心信仰、或者拒絕接受耶穌救恩的人。他們可 

能表面上擁有神的恩賜（如生命、時間等），但卻沒有真正地使用這些來榮耀神。因此， 

有些神學解釋認為這段經文可能間接指出那些未得救或不願悔改的人。  

總的來說，這段經文的主要目的是強調信徒要忠心運用神所賜的各樣恩賜，並且不要讓這 

些恩賜白白浪費。至於是否指向未得救的人群，這取決於不同的神學觀點，但不難理解為 

那些拒絕或者未曾使用神恩賜的人，可能會處於一種失敗或遺憾的狀態。  

在《馬太福音》25 章中，領一千銀子的僕人將銀子埋在地裡，受到主人的責備，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不忠心和懶惰：  

主人將銀子交給僕人，是希望他們能夠善用這些資源，為主人賺取更多的利益。  

領一千銀子的僕人卻選擇將銀子埋藏，這表明他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沒有為主人付出任 



何努力。  

他的行為反映出他的懶惰和不忠心，他沒有把主人的託付當作一回事。  

2. 恐懼和膽怯：  

僕人對主人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 

斂；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馬太福音 

25:24-25）  

這表明僕人對主人有錯誤的認識，他認為主人是一個嚴厲、苛刻的人，因此害怕承擔風 

險，害怕失敗。  

他的恐懼使他不敢嘗試，不敢運用主人的銀子，最終導致他一事無成。  

3. 沒有善用恩賜：  

這個比喻也提醒我們，神給予每個人不同的恩賜和才能。  

領一千銀子的僕人沒有善用他所擁有的，他沒有發揮自己的潛力，沒有為神國的擴展做出 

貢獻。  

這也代表著我們，是否善用神所給予我們的恩賜，來為他做工。  

4. 屬靈的含義：  

在屬靈層面上，這個比喻也提醒我們，基督徒應該積極參與神的國度，而不是消極地等 

待。  

我們應該善用神所賜的恩賜和機會，為神的榮耀而努力。  

那些不忠心、懶惰、膽怯的人，將會受到神的審判。  

同時這個比喻也警告我們，不要埋沒神所給予我們的恩賜。  

在這個比喻中，銀子數目的不同並非隨機，而是主人「按著各人的才幹」（原文希臘文： 

kata tēn idian dynamin，意為「根據個人的能力」）分派的。這表明主人對每個僕人的 

潛力和能力有一定的了解，並根據他們各自能承擔的責任給予相應的資源。具體來說：  

反映現實中的差異性：  

這個比喻可能在提醒人們，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的天賦、能力和機會並不完全相同。就像 

故事中的僕人一樣，有人天生具備更多才能或資源，有人則較少。這種差異並不一定是 

「不公平」，而是反映了個體的獨特性。  

試驗與責任：  



主人分派銀子的目的不是要僕人單純持有，而是期望他們運用這些資源去創造更多價值 

（例如經商賺利）。五千、二千、一千的差異可以看作是主人對僕人能力的試驗：無論給 

予多少，關鍵在於僕人是否忠心並善用所得到的東西。這也暗示，上帝或命運分配給每個 

人的「份額」不同，但最終評判的標準是忠誠和努力，而非起點的多寡。  

神學解釋：  

在基督教傳統中，這段經文常被解釋為上帝按著祂的旨意賜予每個人不同的恩賜（屬靈的 

或物質的）。這些恩賜的多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如何回應並使用它們。故事結尾，五 

千和二千的僕人因忠心而受賞，一千的僕人因懶惰埋藏銀子而受罰，這強調了責任感而非 

數量的多寡。  

從外部視角看，這個比喻不僅是宗教教導，也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觀察：人們往往在不同 

起點上展開人生，但最終的成就取決於如何面對和利用自己的條件。主人為什麼給不同數 

目的銀子？或許是因為他知道每個僕人的極限和潛力，並以此作為挑戰，讓他們證明自己 

的價值。 

馬太福音第 25章 

十個童女的比喻 

25 “那時，天國好像十個童女，拿著她們的燈出去迎接新郎。 2 她們中間有五個是愚蠢的，五

個是聰明的。 3 那些愚蠢的拿著燈，卻沒有帶油； 4 但那些聰明的拿著燈，也把油裝在瓶裡帶

來。 5 新郎很晚還沒有到，她們都打瞌睡，而且睡著了。 6 半夜，有人喊叫：ȶ新郎來了，快

出來迎接他。ȷ 7 那些童女都醒過來，整理她們的燈。 8 愚蠢的對聰明的說：ȶ請把你們的油

分一點給我們，我們的燈快要滅了。ȷ 9 聰明的回答：ȶ這些恐怕不夠我們大家用，不如你們自

己到賣油的地方去買吧！ȷ 10 她們去買油的時候，新郎來了；準備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進去

參加婚筵，門就關上了。 11 後來，其餘的童女也來到，說：ȶ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吧！ȷ 

12 新郎卻回答：ȶ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ȷ 13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那日子

和那時間。 

 

三個僕人的比喻（參 

14 “天國又像一個人要出外遠行，就叫自己的僕人來，把產業交給他們。 15 他按照各人的才

幹，一個給三萬個銀幣，一個給一萬二千個銀幣，一個給六千個銀幣（原文作“五個，二個，一

個他連得ȹ；一個他連得等於六千個銀幣），然後就遠行去了。 16 那領了三萬的馬上去做生意，

另外賺了三萬。 17 那領了一萬二千的也是這樣，另賺了一萬二千。 18 但那領了六千的，卻去

把地挖開，把主人的錢藏起來。 19 過了很久，那些僕人的主人回來了，要和他們算帳。 20 那

領了三萬個銀幣的，帶著另外的三萬前來，說：ȶ主啊，你交了三萬給我，你看，我又賺了三



萬。ȷ 21 主人對他說：ȶ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哪，你作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

派你管理許多的事。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吧！ȷ 22 那領了一萬二千的也前來，說：ȶ主

啊，你交了一萬二千給我，你看，我又賺了一萬二千。ȷ 23 主人對他說：ȶ又良善又忠心的僕

人哪，你作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許多的事。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吧！ȷ 24 那領了六千的也前來，說：ȶ主啊，我知道你是個嚴厲的人，沒有撒種的地方，你要

收割；沒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聚。 25 所以，我就害怕起來，去把你的錢藏在地裡。你看，你

的錢還在這裡。ȷ 26 可是主人對他說：ȶ你這個又可惡又懶惰的僕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沒有

撒種的地方收割，在沒有散播的地方收聚， 27 那你就應該把我的錢存入銀行，到我回來的時

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 28 你們把他的六千銀幣拿去，交給那個有六萬的。 29 因為凡是有

的，還要給他，他就充足有餘；凡是沒有的，就算他有甚麼也要拿去。 30 把這沒有用的僕人丟

在外面的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ȷ 

 

人子必審判萬族 

31 “當人子在他的榮耀裡，帶著所有的使者降臨的時候，他要坐在榮耀的寶座上。 32 萬族要聚

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好像牧羊人把綿羊和山羊分開一樣： 33 把綿羊放在右邊，

山羊放在左邊。 34 那時，王要對右邊的說：ȶ蒙我父賜福的，來承受創世以來為你們預備好的

國吧。 35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旅客，你們接待我； 36 我赤

身露體，你們給我衣服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ȷ 37 義人就回答：

ȶ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就給你吃，渴了就給你喝呢？ 38 又甚麼時候見你作旅客就接待

你，赤身露體就給你衣服穿呢？ 39 或者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在監裡就來看你呢？ȷ 40 王要

回答他們：ȶ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個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

身上了。ȷ 

 

41 “王也要對左邊的說：ȶ你們這被咒詛的，離開我，到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

吧！ 42 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 43 我作旅客，你們沒有接

待我；我赤身露體，你們沒有給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監裡，你們沒有看顧我。ȷ 44 他們就

回答：ȶ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渴了、作旅客、赤身露體、病了，或在監裡，卻沒有服

事你呢？ȷ 45 王要回答他們：ȶ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然沒有作在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沒有作在我的身上了。ȷ 46 他們要進入永遠的刑罰，義人卻要進入永生。ȹ 

《馬太福音》第 25 章包含了耶穌對末世的教導，這些教導圍繞著三個主要的比喻，這些比喻關注

信徒如何生活，並強調了上帝對信徒行為的審判和呼召。這一章的內容不僅具有歷史和文化背

景，也對基督徒的靈性生活有深遠的影響。以下是每一個比喻的詳細解釋以及其屬靈意涵。 

 

1. 十個童女的比喻（馬太福音 25:1-13） 

內容概述： 



耶穌講了一個關於十個童女的比喻，其中有五個是聰明的，五個是愚笨的。聰明的童女帶著足夠

的油來等候新郎，而愚笨的童女則沒有準備好油。當新郎來臨時，聰明的童女能夠與他一起進入

婚宴，而愚笨的童女因為油不夠而被拒絕。 

 

解釋： 

這個比喻代表了信徒應該為耶穌的再來做好準備。油象徵著信徒的信心和靈性準備，這是為了在

末日審判中能夠站立得住。童女們的等待象徵著信徒在這個世界上等待基督的再來，並在此期間

保持警醒和準備。 

 

屬靈影響： 

警醒與準備：信徒應該時刻保持警醒，準備迎接基督的再來。這意味著不僅是外在的準備，還包

括內心的潔淨和對神話語的順服。 

信仰的持久性：這個比喻教導我們，信仰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需要持守信

仰，保持靈命的充實，並時刻為神的國度作準備。 

2. 才幹的比喻（馬太福音 25:14-30） 

內容概述： 

在這個比喻中，一位主人將他的財產分給三個僕人，每人根據他們的能力分配了一定數量的才

幹。兩個僕人忠心工作，並且成功地使才幹增值，而第三個僕人則因害怕而將才幹埋藏起來。主

人回來後，對忠心的僕人給予嘉獎，但對那位懶惰的僕人則作出了嚴厲的處罰。 

 

解釋： 

這個比喻教導我們每個信徒都被賦予了不同的才能和資源，並且我們應該將這些才能用來為神的

國度工作。才能的增長象徵著我們在基督裡的成長和對神的忠誠，而懶惰和懷疑則會導致無果的

生活。 

 

屬靈影響： 

責任與忠誠：每個基督徒都有責任將神賜予的恩賜和才能發揮出來，用於擴展神的國度。我們不

僅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活，更是為了神的榮耀和他人的益處。 

積極參與神的工作：這告訴我們，在基督裡的生活需要主動、積極的參與，而不是消極等待。基

督徒應該活出見證，並以行動支持神的旨意。 

3. 綿羊與山羊的比喻（馬太福音 25:31-46） 

內容概述： 



耶穌描述了當他再來時，所有國民會聚集在他面前，他會像牧羊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樣分開人

群。綿羊代表那些行善、服侍別人的人，而山羊則代表那些忽略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最終，綿

羊被賜予永生，而山羊則被判定進入永遠的懲罰。 

 

解釋： 

這個比喻強調了對他人行善的重要性，尤其是對窮人、孤兒、寡婦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幫助。耶穌

說，這些善行就等於對他自己所做的。這提醒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不僅是關乎對神的敬拜，也包

括對他人實際的愛和關懷。 

 

屬靈影響： 

實踐基督的愛：耶穌教導我們，愛神和愛人是基督徒的根本。這種愛不僅是口頭上的表達，更是

透過行動來實踐，特別是幫助那些在社會中處於困難境地的人。 

審判與責任：這比喻也提醒信徒，神的審判將基於我們對他人所做的事，這使得每一個基督徒的

行為和選擇都極具永恆意義。 

總結： 

《馬太福音》第 25 章的教導讓我們明白，信徒在等待基督再來的期間，應當警醒、準備，並且積

極行善、運用神所賜的才能。這些比喻不僅指向未來的審判，也強調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責任

和行動。屬靈上，這提醒我們要忠心、行善、保持靈命的充實，並將神的愛實踐在生活的每一個

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