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允許的延遲――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聖經：路 13:1-9) 

 

聖經：路 13:1-9 

釋經 

 

12:49-13:35：要來的審判 

在本福音課之前，耶穌警告他來，不是送和平，而是送分裂（12:49-

53）。他亦警告群眾，儘管他們懂得觀看天上的氣象，卻不懂得「如何觀

察這個時機」（12:54-56）。 

在本福音課之後，一個會堂長將批評耶穌在安息日治病，而耶穌的答案更

使他相形見絀（13:10-17）。在第 13章尾，耶穌將哀悼耶路撒冷的叛逆，

「你屢次殘殺先知，用石頭擊斃那些奉命到你這裡來的人」（13:31-

35）。慮到這背景，重要的是承認（我們福音課）在其原本背景中的政治

暗示，威脅如果不迅速悔改的話，毀滅性的審判便特別迫近以色列國。但

是，如果把威脅僅僅限於以色列的話，並假設那些後來追隨以色列腳步的

人會逃過類似的判斷，當然是輕率的。 

 

1-9節：兩個故事，一個比喻 

路加給我們講述兩個故事，呼籲我們悔改（1-5節），還有一個比喻，說明

天主的耐心和愛（6-9節）。「這種把對比的思想連續地編排的手法，是路

加的典型編排方式，對比的單元組成福音的逆說……路加沒有藉著注入恩

寵而破壞嚴重性，也沒有藉著注入嚴重性而破壞恩寵」（Craddock, 

167）。 



 

兩個故事（1-5節）都呼籲悔改，而無花果樹的比喻證明耶穌的聽眾身處最

後的機會，要改變他們的途徑。 

學者傾向認為故事（1-5節）是呼籲個人作出回應，而比喻（6-9節）是呼

籲國家及其領袖――經師、法利塞人等――作出回應。 

 

1-5節：悔改或喪亡 

「1 正在那時，來了幾個人把有關加利肋亞人的事，即比拉多把他們的

血，與他們的祭品攙和在一起的事報告給耶穌。 2 他回答說：「你們以為

這些加利肋亞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肋亞人更有罪，才遭此禍害嗎？ 3 不是

的。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悔改，你們都要同樣喪亡。 4 或如史羅亞塔

倒下，而壓死的那十八個人，你們以為他們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切居民罪

債更大嗎？ 5 不是的。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悔改，你們都要同樣喪

亡。」 

 

「正在那時，來了幾個人把有關加利肋亞人的事，即比拉多把他們的血，

與他們的祭品攙和在一起的事報告給耶穌」（1 節）。這消息的確是駭人

的。加里肋亞人來到聖殿獻祭，比拉多的士兵卻在那神聖的地方屠殺他們

――以人的血來褻瀆祭臺――把謀殺與褻瀆混合。想像在主日早上，在聖

堂內發生謀殺。想像把沾上人血的地毯與聖血一起浸泡。這是多麼令人震

驚！我們不能從世俗的資料來源證實這事件，但我們的確知道它與比拉多

有時殘忍的性格配合。 

「來了幾個人」（1節）。路加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人是誰，或者他們為什

麼給耶穌講述這個令人害怕的故事。他們大多是平民百姓，希望耶穌會理

解這個荒謬的處境，他會幫助他們明白到，這些加里肋亞人為什麼遭受如

此可怕的命運。他們觸犯了羅馬的法律嗎？他們冒犯了天主嗎？ 



 

不管他們是誰，當然期望耶穌給予一個合意的回應。在任何受害者文化

（以色列確實覺得受到羅馬迫害），類似的故事要求回應時，講出「真是

極討厭！」等說話。其他可接受的回應由「那些該死的羅馬人！」至「我

們不能再忍受了！把他們趕出去！」 

然而，耶穌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態度回應。他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肋亞

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肋亞人更有罪，才遭此禍害嗎？」（2 節）。他提出沒

有人說出來的假設，也許這些加里肋亞人犯了嚴重的罪，激起天主的審

判。 

的確，在整部舊約，在以色列的心里，罪與審判是息息相關的。人們認為

痛苦是罪的結果，因為它消除隨意，解釋痛苦，並給我們提供方法，來躲

避降在別人身上的災禍。 

「不是的。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悔改，你們都要同樣喪亡」（3節）。

耶穌否認加里肋亞人之所以受苦，是由於他們的罪，卻呼籲他的聽眾悔

改，免得為了自己的罪而受苦。理解這句話的關鍵，就是耶穌呼籲悔改。

那些加里肋亞人的遭遇已成為歷史，也不能為此而做些什麼。不過，耶穌

的聽眾的命運仍有商量的餘地。耶穌沒有譴責他們，反而給他們指示道

路。他的目的是救贖。儘管不是所有悲劇都是罪的結果，但罪有時導致悲

劇。耶穌的聽眾犯了罪（正如我們眾人都犯罪），而他呼籲他們悔改，好

能逃過災禍。 

這是一個勇敢的答案。有中東學生讀這段經文時，驚訝沒有人當地襲擊耶

穌。生活在受害者文化的人會變得自以為是，抗拒別人的批評。耶穌呼籲

悔改，他看來對於國家的事業並不同情，不關心羅馬的暴行。在納匝肋，

當耶穌稱讚外邦人，人們已企圖殺害他（4:16-30）。這裡很容易發生同樣

的事情。 



「或如史羅亞塔倒下，而壓死的那十八個人，你們以為他們比耶路撒冷的

其他一切居民罪債更大嗎？」（4節）。史羅亞池位於耶路撒冷（若 8:20; 

9:7），而史羅亞塔大概就是史羅亞池附近。這裡的問題跟第一個例子是相

同的：天主是否因這十八個人的罪而針對他們？耶穌把罪／痛苦的辯論從

在羅馬人手中受苦的背景轉移到在天主手中受苦，從屠殺轉到「天主的行

動。」 

「不是的。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悔改，你們都要同樣喪亡」（5節）。

這是耶穌給予第一個故事的同一答案。耶穌否認那十八個人比其他人更

壞，卻利用這個機會來呼籲他的聽眾悔改。再一次，他的目的不是譴責，

而是救贖。悔改的呼籲，顯示出為他的聽眾不是太遲。救恩仍是可能的。 

路加撰寫本章福音時，羅馬已毀滅耶路撒冷。為路加來說，耶路撒冷城的

罪與它的命運，兩者之間是有清晰的因果關係的。 

悔改是福音主要強調的主題（3:3; 3:8; 5:32; 13:3,5; 15:7; 16:30; 

17:3; 24:47）。這不是挑剔的呼籲，反而是恩寵的話。悔改的呼籲，本身

不但具有天主懲罰的威脅，但重要的是，具有寬恕的應許。 

我們需要度悔改的生活，因為我們永不知道暴君何時會起來針對我們――

或者牆壁何時會倒在我們身上――或者我們的飛機何時會撞毀――或者我

們何時會從天台墮下――或者一輪貨車何時會撞毀我們的汽車――或者一

陣痙攣何時使我們的心臟停頓。不論是那些被比拉多殺害的人，或者被塔

壓死的十八個人，都沒有悔改的機會。他們的結局來得很快，沒有警告。

它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悔改幫助我們生活和死亡――幫助我們以被寬恕

的人的身份生活――幫助我們在面對死亡時毫無恐懼。 

牧者往往遇到忍受悲劇的人，想像他們的悲劇是由罪咎引致的。這段經文

呼籲我們平衡兩個對立的觀念： 

――一方面，悲劇是任意降臨的，正如加里肋亞人和十八個耶路撒冷人的

遭遇一樣。這樣的情況並不涉及罪咎。破壞夜總會的龍卷風同時也破壞聖



堂――導致一名酒保和一名主日學教師喪生。有些悲劇確實是隨意的。然

而，當我們經驗到無可避免的悲劇時，我們的悔改使門受用不盡。它準備

我們在面對悲劇時能完備地生活，亦準備我們面對死亡的日子。 

 

――另一方面，罪並不導致悲劇。醉酒的司機使無辜者喪生。虐待者傷害

他們的配偶和子女。儘管並非所有悲劇都是罪的結果，但有些卻是。也許

最好的方法，就是想像一個小圓圈在一個大圓圈之內。大圓圈是所有悲

劇。小圓圈是我們的罪所導致的悲劇。我們不能避免隨意的悲劇――在小

圓圈之外――但基督召叫我們悔改，好能避免小圓圈內自己承擔悲劇。 

牧者其中困難的任務就是辨別，何時安慰人們，他們的痛苦不是由自己所

導致，以及何時需要懺悔。 

 

6-9節：不結果的無花果樹的比喻 

「6 他講了這個比喻說：「有一個人曾將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自己的葡萄

園內。他來在樹上找果子，但沒有找到， 7 便對園丁說：你看，我三年來

在這棵無花果樹上找果子，但沒有找到，你砍掉它罷，為什麼讓它荒廢土

地？ 8 園丁回答說：主人，再容它這一年罷！待我在它週圍掘土，加上

糞； 9 將來如果結果子就算了；不然的話，你就把它砍了。」 

 

「有一個人曾將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自己的葡萄園內。他來在樹上找果

子，但沒有找到」（6節）。對以色列人來說，葡萄園是普遍的比喻，而以

色列所期待的果實就是虔敬的生活。耶穌講述這比喻時，他的聽眾會明白

這個連繫。 

「我三年來在這棵無花果樹上找果子，但沒有找到」（7節）。肋 19:23-

24禁止吃種植只有三年的樹的果實，並要求把第四年結出的果實「作贊頌



上主的禮品。」主人唯有到第五年才能享受收成。我們不知道這是樹的第

三年生命，抑或是主人能收成的第三年（即樹的第七年生命）。在兩個情

況，主人相信這棵樹已有時間來展示是否結果。 

 

「你砍掉它罷，為什麼讓它荒廢土地？」（7節）。主人已等待很久。審判

日已來臨！以色列的歷史提出無數的例子，是天主用斧頭來砍掉他們的罪

過。他們知道天主睠顧的甘飴，和天主審判的苦澀。 

園丁回答：「主人，再容它這一年罷！待我在它週圍掘土，加上糞；將來

如果結果子就算了；不然的話，你就把它砍了」（8-9節）。他的請求是讓

斧頭留下，只是給予樹多一季的時間，多一個機會。是的，三年是長時

候，有充份的時間讓果樹結果。然而，主人已投資三年。多一年將不會破

壞他的儲存庫。只要在一年里，盈利會是結果的樹――一年的忍耐便有可

觀的收穫。園丁植樹，澆水，施肥，並看著它成長。他不想失去它。 

園丁不會拿樹的救恩碰運氣。他會翻動泥土，以確保水份流到根部。他會

給樹施肥。如果得到救贖的話，樹不能為其救贖說成是自己的功勞。使救

恩可能的，是這會園丁的工作，而不是樹的功勞。這應「為我們當中那些

懷疑我們的懺悔是否足夠的人帶來勇氣……（我們的）懺悔和改革」 

 

「糞」只在這裡出現，因此，耶穌幾乎肯定是有目的。正如上面指出，6-9

節是傾向對以色列的領袖說的。如果無花果樹代表經師和大司祭，而比喻

是談及需要加上糞，那麼，我們有一個清楚的例子，是喜劇所稱的「侮辱

幽默」。他們所需要的，是在他們四週撒上少許糞便。當時的聽眾無疑發

覺比喻是幽默的。 

故事的結局沒有告訴我們主人是否接納園丁的建議，但耶穌給我們留下他

的概念。然而，緩刑只是暫時的。如果以色列不悔改，園丁在下一年便沒

有選擇，唯有服從主人。要拿出斧頭來，再沒有談判的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