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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曾以一個葡萄園主人，一天之中從清晨到近黃昏，分批雇用當天所需的工人，

來比喻天國的特性(太 20:1-16)。不尋常的是，在傍晚收工發工資時，先給最後招進來的

工人，最後才給最早來的一批。更奇怪的是，最後被招進來的工人，即使只付出大約一小

時的勞力，卻得到一天的工錢！而因為見到園主這樣做，先受雇的人「以為必要多

得」，因為相比之下他們「整天勞苦受熱」，理應獲得更多報酬。然而當他們依然只是

得到原來講定的一天工錢時，卻在失望之餘「埋怨家主」説，「那後來的只作了一小

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嗎？」  

現代讀者也很可能會與那些最早開始工作的人有同樣的反應，大呼不公。然而，耶

穌是要指出：天國並非如我們按照常理所期待的那樣運作。社會價值的常理是勞力換取工

價、以物易物的交易心態；但是這比喻指向更大的天國價值觀 — 就是上帝極為仁慈慷

慨，滿有恩典；但祂的恩典是不能賺取或以物交換的，而只能感恩領受。 

這個比喻的情節重複提到在市上待工的人「閒站」著，因「沒有人雇」他們，顯

出他們極需要得到工作和當天的工錢；同時，除非園主選擇雇他們作工，否則所有工人都

會「站著」挨餓。換言之，他們得以被雇用，已經是福氣了。因此，這比喻的重點並非

工錢或公平，而是這些工人的迫切狀況以及園主人的仁慈。 

比喻是從「因為」這詞開始，所以這比喻應該是説來解釋上文。它的真正意思來

自上文十九章 16至 30節中所記載的事。那裡，首先有一個富有的少年來到耶穌那裏，問

要做甚麼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穌回答説要遵守誡命。那人的回應反映了他的自義自大，因

為他反問：「甚麼誡命？」耶穌更進一步要求他放棄一切，分給窮人並跟隨祂。彼得跟

著説，「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祢，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 

其實，富有的少年和彼得有類似的邏輯思維：他們都認為得天國是一種交易行為，

並且所需付上的代價十分高昂，他們之間的分別在於富有的少年不願意付出代價，而彼得

(及其他的門徒)則願意。 但耶穌指出，這個種交易的思維與天國的價值觀是不相容的。 



 

 

「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眼」是代表看世界的態度。耶穌挑戰富有

的少年和彼得，就是要指出天國的價值觀點與角度，並非是按照人所以為的常理決定的，

而完全是取決於天父上帝的恩典。「因為我作好人」，新譯本作：「還是因為我仁

慈」；「好」或「仁慈」也可作「善心」(新漢語譯本)。神的本性--仁慈、良善、好心、

慷慨、正直--才是這比喻真正的重點。 

從神如此本性發出的恩典作為，才是進天國及行天國路的真正源頭。人無法靠著自

己任何的方式或付出任何代價走上天國的道路。相反地，若是沒有被召，我們依然會像是

「閒站」著的工人一樣貧困不堪、焦慮無助。 

信徒與上帝的關係並非交易。惟有透過真正的思維轉移(paradigm shift)，從不平轉

為不配，從交易轉為感恩，信徒才能正確地理解這個比喻，並活在以下四種心態之中：

(1 )罪人得以蒙恩進入天國完全是出於神的仁慈（善心)。沒有人能夠以任何形式的努力或

成就去換取神的救贖。 (2) 信徒只當忠心地服事神，相信祂的仁慈，不必為將來的獎賞擔

憂計較。 我們可以相信神是公義的，祂的作為也必然是公平的。我們可以相信神是掌權

的，祂可隨祂自己的意思行事。祂並沒有義務來拯救失喪的人，但是因著祂的仁慈，祂選

擇如此作，並且付出了至高的代價--就是捨棄了自己的獨生子耶穌基督。  (3) 正如神以仁

慈待我們，我們也當以仁慈彼此相待。仁慈的心態會在各樣的人際關係中產生影響：會

使我們更願意寛恕人、更真誠地關懷有需要的人、更懂得留心他人的利益、更少地求自己

的益處、更知道如何自我節制。仁慈的心態會叫凡接觸到你的人都受到正面的影響。(4) 

更深的感恩。因為明白自己是像小孩子那樣一無所有、一無所成、無所依靠；像迷失羊

的無助、惶恐、卻白白得到神救贖恩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