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員：許南盛 老師 

題目：大手筆撒種人 

經文：馬可福音四章1-12節 

金句：以賽亞書六章8節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摘要： 

一、誰是大手筆撒種人？ 

在讀到馬可福音四章裡的撒種比喻時，我們經常

首先思考裡面四種土地，和自己到底屬於哪一種、

對神的道吸收了多少。但實際上這段經文的用意

並不是要分類、論斷我們，而是要我們反省自己

是不是既聽道且行道，此外，另一個重點就是我

們經常忽略的「撒種人」。這裡的撒種人不只大

手筆，還很傻，因為沒有人會用這種傾盡所有的

方式四處撒種。而可4：14也說了，撒的種其實

就是道，所以撒種人其實就是指傳揚天國的道、

傳福音的人。而事實上，耶穌自己就是那大手筆

的撒種人，願意全然奮不顧身地撒下福音的種子。 

二、耶穌說比喻的目的是什麼？ 

耶穌用比喻是希望可以藉由故事加深印象，進而

瞭解祂要傳的道，但祂又說「神國的奧祕只叫你

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叫他們

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恐

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可4：11-12）

這段經文裡說比喻是讓人看得見、聽得見卻不明

白，難道耶穌說比喻，是要讓人不明白天國的道？ 

事實上，耶穌當然希望人人都聽進福音，不然祂

就不用絞盡腦汁思索比喻、用神蹟奇事、用生命

來講道。耶穌這裡所說的「恐怕他們回轉過來，

就得赦免。」其實是在責備法利賽人，他們自詡

為解釋聖經的人，卻聽不進耶穌傳揚的道，甚至

覺得耶穌威脅了他們的威信而要除去祂，就是心

剛硬、聽見卻不明白的人。 

而耶穌這裡斥責的言語，其實也引自以賽亞書6：

10，在以賽亞的時代，一樣有心剛硬的百姓，無 

論以賽亞如何苦口婆心，依然依靠自己、依靠列

強的勢力、依靠偶像而不願迴轉歸向神，甚至以

賽亞最後也遭到鋸死的命運。難道神不願意祂的

百姓得到救贖嗎？當然不是，這些是祂從埃及千

辛萬苦領出來的百姓，神當然希望祂們能得醫治

和拯救，因此即使百姓悖逆，神依然說：「境內

剩下的人若還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滅，像栗樹、

橡樹雖被砍伐，樹𣎴子卻仍存留。這聖潔的種類

在國中也是如此。」（賽3：13） 

三、何謂「聖潔的苗裔」？ 

在新譯本中前述的經文後半段翻譯為「但正如栗

樹和橡樹，雖然被砍下，樹的餘幹還存留在那裡。

這聖潔的苗裔，就是這國的餘幹。」這些聖潔的

苗裔就是指在人心悖逆神的時代，依然願意遵行

神的旨意、依靠神的百姓。正如以賽亞知道沒有

果效，卻依然蒙召向百姓傳講神的話語，而祂的

話的確影響了後代的先知，這些聖潔的苗裔，效

仿祂傳講神的訓誡，也有許多獻上了自己的生命。

到了新約的時代，耶穌也道成肉身，用自己的生

命作見證，來傳天國的道。祂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不只成全了救恩，十二個門徒在那之後也相繼成

為遵行神旨意、為神殉道的人，而福音的棒子一

棒接一棒，讓我們在兩千年後同得福音的好處，

現在是輪到我們承接的時候。 

四、要成為一個大手筆撒種人，必須做好哪方面

的預備？ 

成為大手筆撒種人，必定要有全心獻上、有所犧

牲的覺悟。西方宣教士來到中國、台灣，跨越文

化習慣的隔閡，讓福音可以傳到華人世界；宣教

士劉力慈前往巫術、交鬼橫行的巴布紐新幾內亞，

致力為土著設計文字，翻譯聖經，讓福音可以傳

給這些未得之民。成為大手筆的撒種人要我們放

棄自己的舒適、要我們跨越自己的難處，只為福

音的好處獻上。但這也是耶穌所活出的樣式，我

們是否也願意領受這樣的呼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