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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或許可以認同，很多東方文化的社交禮儀習慣都有著互惠的潛規則來維持社會

上的人際關係，因此，婚筵往往是一場社交關係中權位、互惠、人情與交情的互動。即使

不明説，主客雙方都心裡有數知道該怎樣做。耶穌身處的社會，自然也有一套社交禮儀的

常規。祂説的這個王為兒子辦結婚筵席比喻的前設，也應是猶太世界的社交結構及習俗；

按照正常的社交禮儀而言，被邀請參加婚筵的客人，必須尊重互惠的傳統。而這個比喻的

關鍵是，那些被邀請的人違背了那種的社會禮儀模式；更加令人驚訝的是王的堅持。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22:1) 表示這筵席比喻延續耶穌之前在二十一章28至41

節的另外兩個比喻。因此，筵席的比喻是深化上文關於兩個兒子及葡萄園戶的比喻，都是

起於耶穌的權柄受到當時宗教領袖質疑有關。(21:23-27)。 

比喻裏，王差遣他的僕人邀請眾人參加筵席。被邀請的客人合宜的回應當是欣然接

受。拒絕邀請已算是羞辱主人家。然而，王並沒有因被人拒絕而氣餒，反而差僕人發出更

多邀請。然而，筵席的豐盛依然無法吸引人出席，反而換來更加變本加厲的羞辱。(22:5-

6) 

最後，王吩附僕人在路上隨意邀請人，「不論善惡」。表明至終王所邀請的對象

包括所有人--不分地位、身分、職業、年齡、性別、種族等，所有在路上的、與王室不相

干的人--結果，筵席上就坐滿了形形色色的賓客，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但其中有一個人

沒有穿禮服來參加筵席。王嚴厲的質問那人，並且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

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22:13) (有解經學者說，禮服，是賓

客入席時主人提供的小褂子。所以，王的要求是合理的。)「那人無言可答」表示他自知

理虧，沒有適當的理由為自己辯解。 

有關那人結局的描述，也同樣出現在十三章41-42節、49-50節，及二十四章50-51節

。這些比喻嚴厲可畏的結局，指向同一個最終的事實--就是末後神必要分別眾人，一些人

得以進入彌賽亞的國度，另一些則要受永刑審判。這其實是一個關乎身分的問題；在各種



 

 

場合中穿著合宜的衣服，象徵著合宜的身分。穿上禮服參加筵席，就是指要有一個合宜的

身分。耶穌以「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這一句話來總結這比喻，正是要説明進

入天國信徒的身份。 

這比喻明確指出，拒絕耶穌所帶來的國度的人，將不會成為筵席的一分子，他們還

要面對嚴峻的審判。同時也指出，信徒都要小心思想自己的身分。要認清自己在主耶穌基

督權柄之下的身分，並且生活中要有相應相稱的行事為人。 

將以上三個比喻連結在一起來看這個比喻時，那些被選上的人是那些承認自己是罪

人的税吏和娼妓，而那些被拒絕的人反倒是那些自以為義的宗教顯貴。 

這三個比喻涵蓋了當時人的全面人際關係：父親與兒子的關係，主人與僕人的關係

，及君王與子民的關係。在正常情況下，兒子要尊重父親；僕人當尊重主人；子民當尊重

君王。因此人實在沒有理由去拒絕王的邀請。若人承認王的地位及權柄，就不會這樣冒犯

王的好意。有分參與王的筵席實在是莫大的榮幸與恩典。 

這個天國的比喻，提醒你認真思想「你是否正在錯過天國的邀請、你是否認清自

己的身分」這兩個問題。它告訴我們，神不氣餒地邀請我們，「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

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神對世人的愛之堅持，簡直

是令人不可思議--凡是願意相信的人，不論身份地位、貧富貴賤、種族性別、行為善惡等

，凡是願意認真面對主的權柄，承認自己的罪需要主救贖的人，都得以進入天國的筵席。 

我們也許會為了錯過某個筵席而感到失望，但如果我們錯過了天國的盛宴、真理的

盛宴、生命的盛宴，那就不僅是失落，而是懊悔、掙扎、苦痛，被罪惡壓迫和被死亡所吞

噬。神天國筵席的邀請今天依然在你的面前，耶穌基督就是你去赴宴的唯一道路，千萬不

要錯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