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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太福音 21章沿着 23 至 27节（质问

耶稣的权柄），28至 32节（两个儿子

的比喻），直到 33至 46节（凶恶园

户的比喻）都围绕着“上帝国的权

柄”这个主题。三段记述在阐明主题

时，之间存有连贯性，而凶恶园户的

比喻可以说是这一连贯细述的最高

点。 

 

为了让大家容易明白“凶恶园户故

事”的内容和进程，我首先以戏剧的

呈献来介绍故事里的人物角色。 

1、家主（葡萄园的主人） 

2、园户（葡萄园的租户亦是管家） 

3、仆人一（第一批被派去收果子的仆

人） 

4、仆人二（第二批被派去收果子的仆

人） 

5、家主的儿子 

6、马太的听众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家主将金钱投

资在一个葡萄园。一般来说，家主应

该是很有把握，他也掌握了市场情

况，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投资项

目。家主投资明智，又聘请能干的工

人以确保利润。 

 

测试园主的耐性（21:35-36） 

圣经这么说：“家主栽了一个葡萄

园，聘请员工，使他可以得到好的收

成（21:33-34）。”这些园户为家主

工作，各尽所能，他们当然也得到酬

劳，就是可以换取居所和部分收成的

利润。虽然园户并不富有，但是他们

有足够的技能并有成为“企业家”的

条件。他们为不在场的家主劳力，生

产农作物。在一般的情况下，园户会

尊重家主的要求，支付家主应有的一

分，为园子赚取利润。 

 

在正常的情况下，故事发展到最后，

应该是取得利润。如果是这样，经文

的记载应该是这样的表述：“园户迎

接仆人，并把果子给他。园主因园户

的忠心服事，赏赐他们。”只是情况

最后却不是这样。 

 

耗尽园主的耐性（21:37-39） 

这个比喻的结果显然有些不正常。因

为园户并没有把家主应得的分交给家



主派来收果子的仆人，反而用暴力对

待这些仆人，甚至杀死他们。家主继

续差派仆人去收果子，但园户的暴行

越来越严重。最后，家主认为差派他

儿子去收果子，就能解决问题了。毕

竟，在以色列的社会中，人应该不敢

这样冒犯家主的儿子吧！没有想到，

园户看见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

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

业。 

 

到了这里，马太的读者必定十分惊讶

家主—他有极大的忍耐。即使是马太

的时代，一般而言，家主都不会这般

忍耐，因为耶稣在故事结束时已经向

听众表白，家主是有能力除掉这些暴

徒的。结果耶稣 21章 40节藉询问听

众，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

户？ 

 

在 21:40-41节，耶稣的行动与普遍人

对他的形像一向来都是一个爱心大

使，只是这里却是一反常态，他没有

反对听众要除灭那些恶人的言论。 

 

听众的回答，是家主不单要除灭那些

恶人，并且要将葡萄园另租给其他尽

责又好名声的园户。故事中只有两处

令人感到震惊的地方。第一、园户羞

辱家主的程度；第二、家主的犹豫不

决，因为家主可以立刻伸张正义，取

回他的产业。 

 

上述的故事指出两个事实：第一，家

主可以立即将他的葡萄园另租给其他

园户；那些恶园户并非惟一拥有技能

的人。第二，家主的耐性超乎常人。 

 

若我们看上文的另一个比喻。是耶稣

讲的另一个比喻。而这两个比喻是连

贯的。而且是有着同样的故事结构，

得到相似的结果，就是不顺从权柄者

的可怕下场。从比较这两个连贯的比

喻让我们知道耶稣是指着谁来讲这个

比喻。 

 

这里的凶恶的园户的比喻，连于之前

的比喻，成为这个比喻的引言，两个

儿子的故事把人分成为两类：那些宗

教地位崇高，却不顺服权柄的人；以

及那些宗教地位卑微的，却顺服权柄

的人。 

 

两个儿子的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儿

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

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

‘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

了。’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

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

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

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

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

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

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事实上，这个比喻是耶稣回应那些质

疑他权柄的人的高潮所在。在 21 章 23

节：宗教领袖挑战耶稣做“这些事”

的权柄。 



这个比喻与 21 章 28-32 节两个儿子的

比喻一样，都是耶稣藉比喻来谴责他

们，指责他们漠视，藐视耶稣的权

柄。其结论是指宗教领袖不信约翰，

看见了，却后来不懊悔去去相信他。

而税吏与娼妓倒信他，比他们更先进

上帝的国。简单地说，祭司长和民间

的长老比起那些社会低下的税吏和娼

妓更落后进入上帝的国。 

 

园主最后解决的方法（21:40-

46） 

而第二个故事（园户的故事）延续第

一个故事。耶稣表明，第二个儿子，

其实并非什么也不做。事实上，他恶

行连连，完全没有遵从父亲的要求。

这些恶园户在葡萄园的恶行可见一

斑。他们把时间花在密谋接管收成和

土地的事。这些恶园户接管了葡萄

园，攻击那些来葡萄园为家主办事的

仆人。最后，这群园户将要被除去，

失去他们的地位，而将管理葡萄园的

果子交给那些忠心服事的人。 

 

其实，这个比喻正教导现代人精彩的

一课；管家职事最终是与耶稣的权柄

有关。我们怎样看待耶稣的权柄，直

接决定我们会怎样看待生命。耶稣说

这个比喻时，他是以这个比喻回应与

他权柄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

视自己为耶稣权柄的管家。 

 

今天教会必须格外的小心，我们要向

耶稣的权柄作恰当的回应，这也是教

会要传达的信息。人不尊重耶稣的权

柄，就等于不是一个好管家。漠视权

柄的管家，必定要面对可怕的下场。 

 

今天，信仰群体中很多人比较像第二

个儿子。有些人甚至好像夺取葡萄园

的恶园户，他们坐拥国度“这盘生

意”，以至漠视和藐视耶稣的权柄。

即有这样的宗教领袖，信仰群体就不

再展示国度的样式了。 

 

耶稣接着便要解释比喻，并以诗篇 118

篇 22-23节来作解释。如素常一样，

耶稣和马太的受众都认识这篇诗篇，

因为在会堂敬拜中，他们会互常唱这

诗篇。这诗篇充满有趣的洞见，特别

是诗篇 118 篇，多处都以“你的慈爱

永远长存”，在这里更是表达上帝的

爱心是满有忍耐的。这些可以说明马

太当下的情景。 

 

耶稣用诗篇 118 篇 22-23节来类比那

些被拒绝和被欺压的人最终将必得

胜。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

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

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

奇。”就像一件原本重要的建筑物

料，却遭人弃绝，可是当上帝介入的

时候，上帝要使这件物料恢复应有的

位置。 

 

耶稣接着解释这段经文：石头可以造

成破坏，它也可以成为绊脚石，又可

以成为武器，将其他东西砸烂。 

 

 



总结 

在马太的社会中，园户需要依赖家主

的财富，也要忠心工作。。。但现实

却截然不同。与充满愤恨的基督徒相

比，上帝是否比较喜欢良善的无神论

者。有时候，问题不是在于园户的知

识和恩赐。上帝更喜欢信徒尊重他的

权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