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耶稣的考验 
经文：马太福音四章 1 至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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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果你有留意今天的讲题，我不用

“耶稣的试探”，而是用“耶稣的考

验”，因为“试探”这个词总是包含

有不良的意义。它常是指着引人做坏

事，找机会引诱人犯罪，设法劝服人

走错路。但是这词原来乃是具有试验

方面的意义。例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

故事。故事的开始是这样写的：“这

些事以后，上帝要实验亚伯拉罕。”

这里“实验”两个字很清楚的不能解

为找机会引诱人作恶的意思。这里的

意思乃是说实验亚伯拉罕是否忠心的

时刻已经来了，好像金属材料在未作

任何用途之前，必须接受承担压力、

承担耐力的实验。所以我们对耶稣受

试探的事实和经历，必须有另一种看

法：他们其实并不是试探，而是考验。 
 

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关注，进行这试

验的地点的是在旷野。有很多圣经学

者将马太福音耶稣的考验与创世记伊

甸园亚当所面对的考验作平行的解读。

特别是受保罗基督论的启发。伊甸园

是第一亚当，而耶稣是第二亚当。但

是我比较愿意将耶稣的考验与旷野中

的以色列人作平行的论述。原因是马

太在论述耶稣的考验是都是引用申命

记作为背景，而且他们都有相同的语

境，在旷野的以色列民是被称为“上

帝的儿子。” 
 

当以色列人回顾在旷野 40 年的艰苦经

历时，他们得到不同的结论：何西阿

与耶利米两位先知认为旷野时期是以

色列人与他们上帝最亲密的时期，可

说是上帝子民的蜜月期；因那时他们

还未被迦南地文化与宗教染污，还未

曾拜巴力。但诗篇第 106篇则指责以色

列人在旷野不断反叛上帝，犯罪作恶，

远离他们出埃及地耶和华，并且在荒

地上埋怨上帝；以西结先知对此也有

相同地见解。然而，申命记则认为旷

野是以色列民地学习场所；上帝藉着

各样的困苦，试验他们，苦练他们。

对申命记而言，旷野是以色列地学堂，

他们在那里体验生命地真谛，接受成

长必经之阶段与必受地痛苦，去担负

作上帝子民地身份和责任。 
 

第一个考验 

第一个考验重点在于耶稣饿了，显然

与以色列得到天上赏赐之前所经历的



饥饿状态互为对照。申命记 8:2-3有描

述这项考验的本质:“也要记念耶和华

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

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炼你，任你

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

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

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

话。” 
 

上帝赏赐吗哪给他的百姓，是表明他

的恩典，但是出埃及 16:3 的怨言显出

百姓对上帝没有信心；上帝之子以色

列不相信上帝会供应他们的需要，进

而违背契约关系，因为没有全心相信

上帝愿意并且有能力履行契约。对照

之下，耶稣这位后来的上帝之子却拒

绝表明他不信上帝，（即是相信上帝）

所以他不滥用圣灵的力量把石头变成

面包，而是充满信心等候天上所赐的

面包（4:11）。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伺候他。 
 

耶稣从申命记 8:3的经文获得力量来对

抗考验，这句经文表明人类拥有生命

并不是因为吃了面包，上帝的旨意是

他们唯一活着的原因。信实的耶稣记

得他必须全然仰赖上帝而活。 
 

第二个考验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

上，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

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

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

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

神。’”  

第二个考验的重点，耶稣引用申命记 6：

16 得经文：“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

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

这段令人感到遗憾得记载于出埃及

17:1-17 节是关于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

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汛的旷野

往前行，在利非订安营。百姓没有水

喝， 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

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

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

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

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

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

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

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

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

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

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

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何烈的磐石

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

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

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

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

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

们中间不是？”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订，和以色

列人争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

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

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

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亚

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

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



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

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

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

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

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

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

争战。” 
 

文中提到玛撒地名的来源：叛逆的百

姓向上帝提出挑战，要求上帝履行契

约。另一方面，耶稣拒绝藉由从圣殿

的翅跳下来显明上帝与他同在。这并

不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大能及保守没有

信心，而是因为尊崇上帝让他摒弃操

纵上帝的任何形式，包括试探上帝在

内。上帝之子往后确实会跃入深渊之

中，全部都因为他相信那是上帝的旨

意。 
 

在新冠病毒蔓延的时候，美国路易斯

安州有一位牧师违抗该州对大型集会

的禁令，号召会众们聚集庆祝复活节。

他们表示并没有被病毒吓倒。后来，

有报道说当天出席过聚会的该教会的

一名律师已经罹患新冠病毒。还有一

位出席者已经死亡，而牧师则否认这

点。仍然鼓励号召会众们聚集。并宣

称“神比这可怕的病毒更大。” 
 

我们应该惧怕这病毒吗？当然不是。

但我们不该试探神。换言之，我们不

应该在故意、毫无必要的状况下让自

己处于危险境地并且期待神的奇迹发

生。更糟糕的情况是，你把事情变成

公开的考验，给神带来潜在的责备。 
 

第三个考验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

上的万国与万民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

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

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

的神，单要侍奉他。” 
 

马太的第一批读者可能比我们更清楚

第三项考验与偶像崇拜的关系。首先，

希腊罗马的众神被犹太人视为魔鬼。

其次，对于许多想要投身希腊罗马政

府经济领域的犹太人来说，偶像崇拜

确是一大试探。当时犹太著名的哲学

家斐罗德侄子，为了担任罗马公职而

背弃犹太教。当时可能许多人没有背

弃犹太教，但是乐意与一点点偶像敬

拜，好让个人事业顺利发展。马太读

者都知道，即使担任公职德人出自善

意，他们也必须做出妥协。两个祭坛

是信徒的很大考验。 
 

律法的命令。“不可随从别神，就是

你们四周国民的神。”我们都置身于

某一个文化当中，以色列人也不例外。

以色列人是住在迦南人当中，而当地

的文化是膜拜巴力。巴力是土地的神、

商贸的神、性和生殖力的神、雨水的

神。差不多所有关乎人生和生活的事

情，巴力都是神。而以色列民会受试

诱，作出这么的想法：没错，我们仍

然敬拜耶和华，因为他都是一个不错

的神，会为我们征战，又赐下安息；

不过现实一点，要确保生活无虑，是



需要膜拜巴力，因为我们四周的人都

是膜拜巴力。而膜拜巴力的人看来个

个都很富贵，人家的文化是如此，我

们便要入乡随俗。旧约以色列民是不

断的重蹈这么一种信仰上的混合主义，

口里宣称敬拜耶和华，单实际上其实

是膜拜巴力。 
 

我们不须严厉责备以色列民，我们基

督徒跟以色列民都是不相上下。或者

新加坡的状况与西方都差不多。我们

现今的基督徒是受着四周的神袛把我

们从上帝那里掳掠过来，特别是玛门，

即是金钱。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还有一个被称为

“自我的上帝”：我们膜拜自己，一

定要满足自己的欲求、一定要坚持自

己的权利、一定要搞妥自我的问题、

我的形象一定要完美、我的脸书朋友

一定是最多的。我们是在说自我的上

帝。而这自我的上帝竟然渗透到我们

的属灵生活里。我们所唱的诗歌、所

做的灵修操练，全部是在谈论我们自

己的经验和自己的需要。圣经的上帝

已经不再是我们思想、言行和生活的

中心。而当我们做生意时，我们根本

不会考虑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又或者

在我们追求事业、教育，或者任何其

他方面，我们都可以把上帝对我们的

要求不当一回事。而保罗一再的警告

我们，不要让四周的事物挤压你，使

你变得和它们一样。 

 

 

 

结论 

我们受到的考验也许不是把石头变成

面包，而是不再相信上帝乐意赐给我

们面对考验的能力。 
 

我们没有人想从高楼跳下来试探上帝，

但是我们常常在挫败的时候质疑上帝

会帮助我们。 
 

异教偶像的考验在我的身上起不了作

用，但是向世界诱惑的妥协从未消失，

因为单单敬拜服侍上帝对我们确实非

常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