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今天是棕枝主日,也是耶稣在耶路撒冷

的最后一周,也称为受难周。马可福音

共有 16章，却用了 6章的篇幅详细记

录这一周，可见这一周对马可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 

 

一、高调进耶路撒冷 
今天的经课马可福音 11章 1-11节告诉

我们，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情形：星期日

那天耶稣和他的门徒准备到耶路撒冷去

过逾越节，当他们走到橄榄山的伯法其

和伯大尼的附近时，耶稣就吩咐两个门

徒去前面的村子，（有可能是去伯法其

或是伯大尼）进到村子里，就会看到一

只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栓在那里，你们把

它解开来，牵到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

们：「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告诉

他：「主要用牠」。门徒到了那里，他

们真的看见一只小驴栓在那里，他们就

去把它解开来，正要牵走时，站在哪里

的人就问他们：「为什么做这事？」门

徒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回答他们: 「主要

用牠」。这些人就让他们把小驴子牵

走。 

 

当门徒把小驴牵到耶稣面前时，就将自

己的衣服放在小驴的背上当作鞍，让耶

稣骑上。就开始有许多群众也把自己的

衣服扑满在地上形成一条路线，好让耶

稣骑着驴子，可以走在上面，这时耶稣

的追随者和当时兴奋的朝圣者（这些朝

圣者都是准备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

也手拿树叶和树枝（可能是在田间割下

来的稻草，只有约翰福音说明群众手拿

棕树枝）夹道欢迎，并开始有人带头呼

喊：“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那边也回应“和散那!奉主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这边喊“我祖大卫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那边也喊“我祖大位之国是应当称颂

的，高高在上和散那！”。越喊越大

声，越喊越激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

说，全耶路撒冷城都惊动了。有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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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是谁？”有人就回答说：“这是加

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二、认识主的迷失在群体和个人  
民众如此激动的情绪，所呼喊的内容是

他们所明白的吗？他们认识这一位骑小

驴子的人是谁吗？或是他们因别人鼓动

营造这样的气氛，而跟风受影响的吗？

还是他们对耶稣有所期待，在他们的内

心深处渴慕得着自由的呼喊？ 

 

特别在这个预备过逾越节的前夕，使他

们内心盼望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

（逾越节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纪

念日,感谢上帝的拯救脱离法老王的欺

压）。现在他们正被罗马政权管辖，使

他们内心盼望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 

 

他们以为耶稣进城是得胜凯旋，要复兴

大卫王国的权能与荣耀，因而高呼民族

的口号： 「我祖大位之国是应当称颂

的，高高在上和散那！」他们期盼耶稣

是一个典型的君王，要建立的是一个地

上的帝国。 

 

在门徒当中有人也是有类似的想法吗？

若耶稣做王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个人利

益？但这一群众是善变的，他们才高

喊：“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我祖大衛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

在上和散那！”，再过几天又高呼“把

祂钉十字架” “把祂钉十字架”。彼

得之前才宣称耶稣说:「祢是神的儿

子」，却在耶稣遇难时,可以三次不认

主。 

 

而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对神

的认识，我们是否也像当时的群众和门

徒一样，在群体的奋兴经历中，它是使

人兴奋的，但在兴奋之余我们自己的理

解（合乎圣经里所说的三一神）是否能

追上这公开的活动（合乎圣经里所说的

三一神）？或是说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

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分辨在群体中所呈

现的? 

 

例子：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在年轻时，会

渴慕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总觉得教会

的崇拜很闷，刚好碰上灵恩运动袭击台

湾，有甚么特会就去，有甚么医治大会

就去，禁食退休会等等。参加这么多的

特别聚会，我们总结了一个共同点，当

下很兴奋很火热，要为主大发热心，但

这种高涨情绪退去后，整个人会很累，

最困扰的是整个特会里有很多现象对我

们来说是我们无法理解和分辨的，最后

我们也发现我们教会那么闷的崇拜，我

们都无法说出一个所以然的闷什么？ 

  

耶稣这一次为什么这么高调的进耶路撒

冷？我们从经文继续研读下去时，会发

现耶稣这一次为什么这么高调的进耶路

撒冷？耶稣主动的安排自己进入耶路撒

冷的行程，像是盛大的舞台剧，与他平

常低调的活动模式截然不同。除了几次

做船过湖之外，祂传道的时候都是徒步

来往各处的。受难周的第一天，他骑着

象征王者身分的小驴，戏剧性地进入耶

路撒冷，他不再避开群众， 他接受群

众前呼后拥热烈的欢迎，高声称颂大卫

国度的来临。弥赛亚的身分不再保密。

然后第 11节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祂心中在想甚么？祂要审问。这是审问

的观看，调查的观看。他有权威审问、

调查、观看这一切。祂也带着无限的怜

悯观看这一切。祂带着眼泪看这一切。

他预备好做他身分当作的事，祂将自己

一步一步的推向十字架的道路。因祂是

这位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 

 

三、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

颂的 
和散那(Hosanna)这一个字常常被误解

为是「赞美」；它是从希伯来文照字音

拚写出来的,意思是「现在拯救」。它

在旧约出现两次，一次是撒下 14:4，

一次王下 6:26。是当时的子民寻求他

们的王给予帮助和保护而用的。在耶路

撒冷这些群众对耶稣高喊「和散那」

时，他们并不是赞美耶稣，而是呼喊上

帝能够介入和拯救他们。 

 

上帝的救恩计画是祂的爱子耶稣来完

成。耶稣并不是凯旋进耶路撒冷，他没

有骑白色的战马，没有拿战利品出来逐

一的炫耀，也没有抓一推战俘尾随着

他。事实上再过几天他将像战败的俘虏

一样，被罗马卫兵押出城外。要受审

问、受鞭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他

这个王将要头戴“荆棘”冠冕,在十字

架上登上“宝座”，被人嘲笑是最大的

傻瓜。 

 

即是这样的下场，但耶稣所带给群众的

胜利是超乎他们心中所想的，是比任何

一代大卫王朝更有权能，影响所及远远

超越以色列狭小的疆界，甚至远胜罗马

帝国宽广的版图，直到地极。这个救恩

的传递二千多年来没有停止过，越大的

逼迫都无法阻止传扬这位奇妙的救主耶

稣。我们在座的多数都是见证人，我们

可以认罪悔改，都是因蒙祂的拯救恩

典。 

 

我们当要呼喊“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

应当称颂的!” 

 

例子：我前几天和荣建弟兄去探访海格

路的居民，其中一个家庭是照顾妈妈的

这个女儿生病了，她必须辞职，接受治

疗，她只好把妈妈送去疗养院，她妈妈

常常告诉她有一位台湾大姊，她们也来

参加过好几年在 Haig Rd所办的圣诞庆

祝会。当我去医院探望这位妈妈时，问

他你记得我么？她说：“你是台湾大

姊”。但她不清楚她是在医院，还一直

叫她女儿的名字，要她过来说台湾大姊

来了。她一直重复地说现在联络所很

好，谢先生来办很多活动，每天都可以

下去参加活动很好，但是现在脚没力

了，不能下去了，你能来看我真好。这

是她记忆不清楚的情况下，她只记得我

们在 Haig Rd 所做的事，所带给她好

的记忆而且是没有忘记的记忆。这工作

已经 10 年了，我们的主是应当称颂

的，我们是祂的见证人。 

 

四、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就想到在今天的经课中另一段经文就

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腓:2:5-8)对基督徒来说，常常会听到

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心」原

文意思是「思想」、「意见」、「决

心」等，它是一个动词，加上这是一个

「命令」，换言之，我们信徒必须要以



基督耶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以耶稣

的意见为我们的意见，以耶稣的决心为

我们的决心。到底「基督耶稣的思想」

是怎样的「思想」？保罗这样形容耶稣 

6节：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

神同等为抢夺；  

7节：反倒虚已，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8节：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 

 

我们肯定祂道成肉身成为人，祂的生命 

 

 

 

 

与祂的行为是一致，祂谦卑、祂顺服、

祂且死在十架上，为了爱我们。祂的行 

为是从心而发。我们也看到耶稣行神迹

前都提到祂动了怜悯的心，祂生命的本

质有怜悯的心就推动祂去帮助人。当使 

徒保罗命令门徒要以基督耶稣的「思

想、决心、意见」成为自己的「思想、

决心、意见」，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外

在的表现，重要是内心的改变。这就是

「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的简单

定义就是「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后的生命。」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属灵生命。」 

 

 

 

 

 
 

使徒约翰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壹

五 12)。所以，「属灵生命」并不是那么抽象，因为信与不信的分别，就是

是否拥有「属灵生命」。因为必须先拥有「属灵生命」，才能学习「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结论 
我刚刚提到我们年轻时参加特会最困扰我们的是整个特会里有很多现象对我

们来说是我们当时的属灵生命的程度所无法理解和分辨的。我们就决定这么

做，就是回去好好的读圣经，若没有从圣经中去认识圣经所宣扬的三一神？

又如何认识祂的心意？又如何以祂的心为心？更无法按神的心意参于群体崇

拜中的圣言和圣礼等等。 

 

弟兄姊妹，信仰是生命，不是知识道理。信仰若是生命，所要对付的是自己

的生命，不是对付别人。在这圣周期间，让我们用心检视我们的属灵生命，

使我的心能真正呼喊“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