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为什么「欢庆」？ 从

马太福音的观点来看。 
    今天是棕枝主日，也是圣週的第一

天。棕枝主日我们也说是「棕枝节」。 

一般来说基督徒都很熟悉棕枝节的来源，

就是在四本福音书中所记载，耶稣最后一

次进入耶路撒冷时，在前呼后拥的人群欢

呼之下，骑著驴驹，光荣地进入圣城。在

教会传统上，这一天会用棕树枝来佈置会

堂（就像我们真理堂），或者主日学也会

发给孩子们一根棕树枝。曾经还有教会 真

的牵来一匹小驴，让扮演耶稣的人，穿著

长袍，骑上小驴走进教堂。这样的气氛感

觉还真像是一场欢乐的庆典！这个庆典让

每个人可以热情地向耶稣表达出他们心中

的敬爱。 

  当年跟随耶稣的群众，他们也是这

样地以热情和期待来欢迎耶稣！就在一

片欢呼声

中，马太福

音的作者突

然加进这样

一句话，

「全城都惊

动了，说：

『这是

谁？』」。

弟兄姊妹，

如果你将四

本福音书，

同样关于这

段内容的记

载都看过一

遍的话，你就会 发现，「这是谁？」

是马太福音独有的一句话。我们要问，

透过这句话作者马太到底要告诉读者什

麽呢？ 

    

  今年的经课福音书是马太福音，在

这个棕枝主日我想就以马太福音的观

点，来和大家思想庆祝棕枝节的意义。 

 

 
 
 

 

马太福音 21 章 1－11节 
      陈怡芬传道 

 

这是谁？ 

 



 

耶稣向门徒彰显的身份 
掌管万有的主（v.1-4） 

   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作者马太告

诉我们，耶稣以预知未来的方式指示门

徒。到伯法其的村庄裡，把一匹驴和驴

驹，解开来牵到耶稣那里。有人问要做

什麽，就回答说：「主要用牠们」。在

这裡我们看到，耶稣用「主」这个称

呼，来表明自己的身分。原文(kyrios) 

「主」，这个用词可以指一个人在世上

的主人，或是一般人所信奉的神明。圣

经中也用来指作为弥赛亚的耶稣。马太

写书的对象是犹太基督徒，所以，接著

他就特别描写耶稣的行动是，实现了先

知撒迦利亚的预言。经文第四节说：

「这事发生是要应验 先知所说的话」

马太针对犹太人的信仰背景，表达耶稣

就是那位合乎预言中要来拯救以色列的

君王。 

耶稣在这个复活之前与门徒相处的

关键时刻，祂彰显自己既是那位应验过

去先知的预言，也是现在能掌管未来一 

 

切的主。马太这样地描写是要让读者知

道，耶稣就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当我

们认识了耶稣的权柄，我们要如何回应

呢？ 

 

降服于主的时刻和主的拣选 

经文的第 6 节说，门徒照著耶稣所

吩咐的去做。人立刻把驴子交给门徒，

门徒就把驴和驴驹 牵来给耶稣。在这

裡我们看到，门徒、驴子的主人，还有

驴、驴驹，都单单降服在主的时刻和主

的拣选，这是他们的回应。 

 

例证：最近在预备洗礼的习道课中，有

一位要接受洗礼的慕道友。大约在三年

前我就曾经问他是否要接受洗礼。当

然，那时候他的回应是没有接受。去

年，有一次我在华闽崇拜讲道，崇拜过

后一位长老陪著他来跟我说，刚才讲道

中提到的诗歌歌词，让他心裡特别有感

动。他很积极地向我询问了那首歌想回

去听。那时候，我的心裡有点惊讶，因

「这是谁？」: 马太关注对耶稣身份的认识 

 
这段耶稣光荣进入圣城的事件，时间就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前

后，各式各样的人群从各地拥来朝圣。这些人群把期待弥赛亚来临的气氛推

向高潮，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就轰动了起来！马太以「这是谁？」这句话

的问与答，来作为整个事件的结论。这样的写作技巧，很明显地马太是想要

突显，当时的群众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麽？同时，他也要让读者思考，这

些群众对耶稣的期待又是什麽？所以，当我们庆祝棕枝节的时候，马太的观

点提醒我们，我们要反思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和期待是什麽，和我们应该如何

去回应对耶稣的认识。 



为这是一首很现代感和真实敞开内心的

歌。而在那一次讲道的前一天，我也不

知道为什麽自己会跟上帝说，「上帝

啊！只要有一个人感动就好了」。就这

样，什麽事也没有发生，又经过了一段

时间……  

 

  在我完全没有预期的心理之下，复

活节接受洗礼的报名中，出现了他的名

字。就在我跟他上个别的习道课时，出

乎我意料地他信心坚定地跟我说，这是

他经过清楚地思考后所做的决志。他还

说他的家附近也有其他的教会，但是，

他喜欢真理堂的传统，就决定在真理堂

接受洗礼。最近，他的女儿也来参加儿

童主日学，我们谈到为什麽要有主日

学，他自己想一想说应该就是要传承信

仰的吧！当我回想起第一次去他家探访

时的那一幕到现在，不禁降服在主的时

刻和主的拣选，心裡有说不出的感恩和

喜乐！前面提到的诗歌歌名叫「我不

要」。「我不要」，不是拒绝主的呼

召，是不要被世界的诱惑迷失而使我们

不能真实地敬拜上帝。 

 

 

 

这是一首华文歌，让我们来看它的歌

词。 

 

「我不要」:  

忙碌可以是最棒的藉口,心思太常填

塞生活细琐, 

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求你怜悯我。 

平顺可以是最大的阴谋,一不小心就跟

著世界走, 

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求你赦免我。 

我不要翻书般地做作,我不要无意识

的歌颂， 

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

谁而活， 

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我不要假装没

有软弱， 

我只想真实与你相碰,求你更新我。 

就算是我走错,你也不放手,就算我忘

记你,你也记得我。 

我不要忘记你的选召,我不要只在危

难祷告， 

我只想紧紧将你抓牢,单单地信靠。 
 

 

 

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圣经上说上帝的

慈爱永远长存，祂的信实直到万代。当我们在挣扎中呼求时

，但愿圣灵赐给我们信心，降服在主的时刻，信靠祂永远的

拣选和不变的呼召。 



信仰传承所需要作的辨识 
接著我们看，有趣的是在四本福音

书中，唯独只有马太提到两头驴子。经

文中门徒把驴和驴驹牵来，将他们的衣

服搭在两头驴子上面，耶稣就骑上牠

们。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耶稣选择没有

经过训练、驯服的小驴。但是却有陪伴

在旁的母驴，让小驴能安定下来。这是

出于马太对旧约预言细微地观察和对

照。撒迦利亚先知的预言中，两句平行

语句提到驴和驴驹，所以马太也刻意安

排了两头驴子出场。我们知道旧约先知

书对犹太信徒而言，是信仰传承的重要

经典，所以马太他仔细地保留了这个细

节。透过驴和驴驹同在一起的象徵，让

我们感受到「传承」是侍奉上帝不可忽

略的一环。今天教会生活中，上帝的确

也提醒我们信仰传承的需要。这几年来

长执同工们时常思考关于「传承」的课

题，我们问教会要传承什麽？什麽是我

们信仰的传承呢？ 

 

在我们改革宗信仰的传统，神学家

加尔文主张敬拜上帝要根据圣经和从圣

经来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再从圣经来

看，当时拥护耶稣的群众是如何认识

祂，他们的认识对今天我们信仰的传承

有什麽提醒。 

 

和平的君王 VS 武力的征战（v.5-9） 

根据四本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进城

时有人把衣服铺在耶稣要经过的路上，

这是代表他们欢迎祂，要拥戴祂做王。

跟随的民众把棕树枝铺在地上，或拿在

手上迎接祂，这样的动作是代表什麽？

在耶稣的时代，棕树代表的是犹太人的

民族主义。许多钱币上刻有棕树，棕树

在当时是象徵普遍的民族主义和胜利。

还有，约翰福音 12章 17-18节说：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使他从死人中复

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

就作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

蹟，就去迎接他。」。从这些线索显

示，群众对耶稣的认识和拥护是期待祂

显出神奇的能力，来达成以色列民族重

建国家的梦想。 

 

而马太特别地描写耶稣是大卫的子

孙，因为犹太人相信弥赛亚也是传承和

重建大卫王国的君王。然而，先知预言

的弥赛亚，这位君王是谦和地骑著驴驹

来拯救祂的百姓，不是要以军事武力来

征战。耶稣是像当时某些统治者在和平

时期，骑著驴 谦和地 靠近他们的百

姓。 

 

对耶稣的身份和使命的错误认识 

在认识和期待的偏差之下，同样这

群人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他们从高喊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

和散那」转为「钉祂十字架！钉祂十字

架！」。对耶稣的身份和使命错误的认

识，导致他们无法接受荣耀的君王居然

是以走上十字架，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祂

得胜的使命。 

 

正确的敬拜是信仰传承的核心 

弟兄姊妹！棕枝主日我们的确要来

欢庆，敬拜荣耀的耶稣。但是我们需要

省思，我们的敬拜是否像当时的群众因

为认识和期待的偏差而导致迷失和盲

目。敬拜的热情不是出于个人的私欲或

愿望，相反地是需要不断地回到圣经

中，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若不能



关心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就不能

正确地表达出我们对耶稣的敬爱。敬拜

的喜乐单单是因为谦卑地将赞美和荣耀

归给上帝和耶稣！这是我们信仰传承的

核心，也是今天我们庆祝棕枝节的意

义。  

 

与耶稣同行共度圣週(v.10-11) 

来临主日就是复活节，从今天起我

们要进入圣週。在教会传统上，我们鼓

励信徒操练与耶稣同行共度圣週。也就

是透过默想主如何为罪、为义，走向十

字架的道路，来经历个人与教会的灵性

复兴。 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思想对耶稣

的认识和期待是什麽，和我们应该如何

回应祂，敬拜祂。这是马太福音观点的

棕枝节意义，也是今年我们教会在圣週

一开始的信仰反思。在这段经文的最后

一节，当「众人说：『这是从加利利的

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显然大多数

的群众认为耶稣只是那时在加利利惹起

骚动、来自拿撒勒的先知。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耶稣是谁？」你

会怎样回答呢？祂是掌管万有的主，祂

也是掌管你生命一切的主吗？  

耶稣是和平的君王，祂让我们人人

都能亲近祂。对改革宗的信徒来说，

「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服

事主，主也要使用我们每一位。在主的

国度里，我们都是 君尊的祭司，虽然

我们有不同的职份。不是因为我们有特

别的才华或完美的计画，而是主的权柄

和拣选。在主的时刻裡，愿我们降服于

祂的选召，乐意地献上自己。 

最后，愿圣灵来帮助我们，透过耶

稣基督，更加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

旨意。但愿基督的光也成为我们生命中

的真光，特别在这一週当中，指引我们

操练与祂同行 共度圣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