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描述的场面，既是

冲突、对立，还有战斗。而这样具有非

常戏剧性的场景，竟然是发生在迦百农

的会堂。我们当中凡是有参加圣地之旅

的弟兄姐妹，一定不会对这个地点感到

陌生，因为我们曾在这个会堂逗留了相

当长的时间，而且导游带着我们步行一

段路，就来到彼得岳母的家。 

 

犹太人的会堂是一个祷告、教导、敬拜

和联络交流的中心。只是因为耶稣的出

现在当中，耶稣的教导，耶稣赶出污

鬼，引发大家发出许多的问题，特别是

围绕在耶稣的权柄的问题上。他为什么

要做这事？他是谁？是谁给他这样的权

柄？这样被质疑的情况维持到第三章，

也在马可福音的后来经文中不断的重

演。 

马可要让我们知道，当耶稣一开始公共

的事奉，他的权柄就是一个受关注且受

争议的问题。耶稣的存在、言语和行

动，威胁着人们的生活，也威胁那些维

持百姓生活秩序的当权者。 

 

耶稣赶逐污鬼 
25 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

着。他喊叫说：那撒勒人耶稣，我们与

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

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这位被污鬼

附身的人，一开口所发出的问题，可能

不只是字面上的意义，可能更是一种惯

用语，它不是传达一种信息而是传达一

种感觉。例如我们不爽别人干涉我们的

私事，就一句过去：关你屁事！这里表

达多一点是感觉。我们与你有什么相

干？意思可能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与我

过不去？“又或者是：“你就不能让事

情保持现况吗？”由于耶稣出现在这个

会堂，他的存在扰乱了原有的次序，看

来耶稣已经越过了既定的界线了。 

 

这场战斗已经开始了，但是时间没有持

续的很久，因为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

战斗，就战士的实力而言，污鬼是完全

敌不过耶稣的。我们不能确定污鬼下一

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你来灭我们

吗？”是一个受吓的表白，由于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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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已被锁定，是一种自大口气，抑或是

失算的吹嘘。耶稣没有祷告、没有使用

采用固定赶鬼的格式，没有使用道具，

只是一声的命令，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

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有新约学者的研究发现， 《新約》在

古代猶太文学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注意

到恶魔是佔有人，就是我们华人俗称

“鬼附身”（而不是恶魔的攻擊）。 

当耶穌剝去恶魔附在人类身上的能力

时，福音书的作者声称，耶稣宣告不洁

的灵在世界上没有安定的居所，也没有

对人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魔鬼在这个

世界上不曾拥有公民权，也不是永久居

民，它是非法的偷渡客。 

 

魔鬼失去权柄赢得到人的机会，包括贏

得到人的身體和思想。耶稣驱逐污鬼但

不消滅它或是逼迫它，而是宣告鬼魔没

有對人们的生活具有終极支配的权力。 

 

耶稣教导的权柄 
群众对于耶稣赶出污鬼这事感到惊奇，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段经文的开

始，百姓对于的耶稣的教导也是感到稀

奇，这两件事起了共鳴。耶穌允许在会

堂里教导人並不是重点；而引人注意的

乃是他的教学方式。 

 

马可说，耶稣的教导“正像有权柄的

人”， 这个判断乃是採取对猶太法律

专家, 文士的教学认证。这没有挑起一

场全面的战斗， 但却是会对文士发出

无声的挑战。显然，耶稣的教学风格比

文士更具说服力。他在解释律法像是代

表上帝说话，并不参入许多人的遗传，

就好像文士那样。這似乎與馬可的其他

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在那裡耶穌談

到禁食。说道：“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

皮袋里，恐怕酒把皮代裂开，酒和皮袋

就都坏了；唯有把酒装在新皮袋里。” 

（可二 ：21-22）。讲到安息日，说

道：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

息日设立的。（可二：27-28）他有权

柄的言辞對事物的方式做出判决。 

 

教导和赶鬼是相连的，因为这两个結果

都令人感到惊奇，都让人关心耶穌的权

柄。教导和赶鬼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都是关于耶穌是谁的问题。调查耶的权

柄是要对他身份有认识。马可这里只是

热身，意思就是只是一个开始，这类问

题将继续浮现（例如，2:5-12；3:15，

19b-22；4:41；6:2-3，7；8:11）。最

终耶穌的权柄问题—他真的是上帝派來

的吗？在他的面对死亡时，從十一章

28 节开始，再一次向他提出同样的问

题，并继续通过他的审判，有大祭司，

然后彼拉多都在问关于他的权柄问题。

这个教导、赶鬼的人是谁？他最終将被

认定为犹太人的王。 

 

权柄与神的统治 
马可福音並沒有把重点放在建立一個清

晰的基督论，让我们去了解、认识耶穌

的本性。相反的，马可将耶穌描绘成独

一无二的权柄受托者，他受托的权柄是

來宣告和建立神的統治。通过耶稣，我

们瞥见了这个神国的特征。神的国是侵

入性的，打破旧的藩篱，带给我们另一

种的規則。神的国是解放人，使人们远

离那些折磨他們的力量，让所有的创造

物--包括人类的身体和人类的社会，从



 

繁琐中解放出来。這是为了闡明上帝對

世界的愿望，就是舍去过去的传统也在

所不惜。 

 

这些经文今天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

呢？这些故事对于那些不认识福音的世

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认

识到人类生存的危机，包括人类的灾

难、疾病来自哪里？我们承认一些強大

的力量， 似乎仍然頑固地超出了我們

的控制能力？至少，這段经文激起我们

停止假設“事情必須一定是这样的。”

在神的統治下你能否現在就遥望将来的

实况？ 

 

 

 

 

总结 
显现节这段经文与我们被造的人也是有

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要忘记人也是授予

管理世界的权柄，我们如何显明神的形

象不也是要负起人类脱离苦难罪恶的捆

绑。教会在显现节里慶祝和思考基督启

示自己让世人认识。在哪裡, 我們仍然

惊讶耶稣的权柄，他的教导和事迹的潛

能，这能力顛覆我們对什么是不可能的

的假設？我們在哪里可以看到灵魂从我

們认为无法控制的破性傾向和力量中解

脫出來？教会要提醒会众，顿悟不僅是

对耶稣过去的偉大和福音的力量的渴望

和承認。它也是关于发现在我们当前值

得惊奇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