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不可滥用权柄 
经文：马太福音 1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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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许多教会以马太福音 18 章 15 至 18 节

作为对犯罪信徒执行纪律的根据，或

视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冲突问题的程

序 。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定位这段经文的目

的是“教会纪律”或是“教会内冲

突”，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忽视条律背

后的精神和意义。今天就让我们换一

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读这段经文，或许

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新亮光。 

 

主题是“小子” 

按着经文的上文下理文来观察，作者

并非随意将杂乱无章的几个事件与对

话堆砌在一起。作者这样的顺序排

列，一定有他的原因和目的。研读经

文的上下文可以避免我们断章取义，

也能帮助我们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主

题。  

 

坦白说，从表面的观察，这段经文

（18章）所包含的内容却是有点杂乱

无章，它们之间看似毫无相关。感觉

上来说，就像一堆互不相关的资料堆

砌在一起。我们尽量将这些事情罗列

如下： 

1-4节：门徒问耶稣天国谁为最大？耶

稣叫一个小孩来，说：你们若不回

来，变成一个小孩的样式，绝不能进

天国，凡像小孩这样谦卑的，就是天

国最大的。 

5-6节：耶稣教训：凡接待小孩的，就

是接待耶稣，凡叫一个小子跌倒的

（绊脚石），他必受咒诅。所以绊倒

人的有祸了！ 

7-9节：若你的手、一只脚成了你的绊

脚石，你缺一只手、一只脚进入永

生，强如两只手、两只脚进入地狱。 

10-14节：失羊的比喻，结论：天上的

父也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15-20节：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当如何

处理。这可以说是在教会处理冲突的

程序。 

21-35：我们应当饶恕我的弟兄多少

次，及圣经所讲有关这恶仆人的比

喻。 
 

从内容来看，其中“小子”、“小孩

子”、“弟兄”的字眼不断的出现。 



 

 

且看以下的整理和归纳的陈列。这

“小子”、“小孩子”、“弟兄”字

眼重复出现实在是出奇之多。暗示与

经文的主题有关。虽然以不同的字眼

出现，就意义上来分析，不同的字眼

是可以用“小子”来统称的。 

2 节：小孩子 

3 节：小孩子的样式 

4 节：小孩子在天国是最大的 

5 节：接待小孩子 

6 节：令一个小子跌倒 

10 节：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 

14 节：天国不愿意小子里一个失丧 

15 节：你的弟兄得罪你 

21 节：我弟兄得罪我 

 

谁是“小子”？ 

纵观以上经文，显然“小子”是整章

圣经的主题 。到底谁是“小子”呢？

为什么“小子”成为第十八章的主

题？小子与饶恕又有何关系？这是我

们要进一步考察的课题。 

 

小子是谁？ 在这段经文，我把小孩

子、小子、弟兄都列在一起来看。他

们都是无助、无能、无势的一群。 

 

权柄与饶恕的关系 

但问题是：为什么十八章是讲述小子

呢？这又与饶恕有何关系呢？首先让

我们来看看耶稣这里所讲的比喻了。 

 

在这个比喻中，讲述那仆人欠了主人

一千万两银子。究竟一千万两银子值

多少钱？若按年资来说，这个数目相

当于平均一个工人一万年的工资。由

此可见，这个仆人不是普通的仆人，

而是一个藩王，他欠下这主人罗马政

府一大笔债，却无法偿还。 

 

那么，十两银子又值多少？这个恶仆

人把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放在监里，

十两银子相等于三个月的工资。 

 

我们可以说，这些所谓同伴就是这个

藩王所管制的无权无势的“小子”。

如此，我们就明白耶稣其实要指出权

炳与饶恕的关系。这里耶稣并不只是

谈到人与人的关系，更是涉及统治

者、有权者的操守问题。 

 

再来，我们要看看彼得的问题，他问

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是他的错。

但我作为他的弟兄，是要饶恕他。但

是饶恕他的底线，有限度，所以彼得

问：七次可以吗？为什么是七次？为

什么不是九次？为什么不是三次？这

是没有标准的。而是在乎谁拥有这权

柄？ 

 

就如上诉法庭的法官是拥有权柄的。

他要怎么判？受判者虽觉得不满，但

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是无权无势

的人，那些法官大人才是有权柄的

人。 

 

由此，有权柄的人要看自己有没有滥

用权柄，有没有叫所管治的一个小子

跌倒？一个不懂看自己权力的限制之

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我们看看耶稣的答案便清楚了。耶稣

对彼得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

次！他不是说底线是七十个七次，他

是说：怜悯胜于审判。他是说：那么

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

失丧一个。 

 

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清楚了。这个藩

王，主人宽恕他，他就对自己的国民

小子用尽自己的权炳，去欺压、打

压、暴力对待那些毫无势力、毫无能

力，只有被囚在监狱中的小子们。耶

稣警告我们，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权

柄，去绊倒无权无势的小子。 

 

教会执行纪律程序背后的精神

和目的 

如果留意上文，彼得提出这个问题的

时候，耶稣正与门徒谈论教会纪律程

序: 
15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

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

错来。 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

兄； 
16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

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

都可定准 。 
17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

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

样。 

 

任何群体都难免有人与人之间的冲

突，耶穌知道這群跟隨他的人也不会

例外。动物面对冲突的自然反应通常

是「打或走」。 

人类可能会用比较文明的方法，试图

令对方消失，如果不能夠令对方消

失，那么就自己消失。只要冲突的任

何一方消失，就不需要面对冲突了。

然而，若果要其中一方消失，即是说

要群体失去成员。 

 

对於某些性质的群体，成員离开沒什

么大不了，例如某些商业机构，以減

低成本的方法去增加利潤，就算你尽

忠职守，公司也要赶你走。问题不是

你对公司有沒有貢献，而是在这一

刻，公司是否需要你，当公司需要你

的時候，就说你是公司的宝貴资产，

当公司不需要你的時候，你就被说成

公司的負累。 

 

耶穌教导他的門徒，跟隨他的信徒群

体並不是这样看待群体中的成员，耶

穌不愿意失去群体中的任何一位，用

保罗的说话，就是說说身体不能失去

任何肢体。 

 

如果当時耶穌與门徒正在讨论教会纪

律，再看看上文耶穌的言论，我們可

以合理假設，耶穌是在信徒群体不能

失去任何一位成员的意愿上去谈论教

会纪律。 

 
12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

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

九十九 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

麽？ 



 

 

13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

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

十九 只欢喜还大呢 ！ 
14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

小子里失丧一个 。 

 

耶穌教导门徒，不能絆倒信仰群体中

的一个小子，否则天父必会追究。然

而，就算该小子不是被絆倒，而是自

己走失，也不等於群体可以袖手旁

观。 

 

耶穌並沒有与门徒讨论迷羊走失的原

因，也不是讨论走失的責任属谁，而

是強调要去找那只走失的迷羊回来。

为什么为了一只迷羊如此费神呢？他

对群体有何貢献呢？耶穌把原因说得

清楚不过了：你们在天上的父不愿意

失去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教会不能滥用权柄 
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

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

上所 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 
19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

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麽事，我在

天上 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 
20 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

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 

 

耶稣赋予教会的权责实在非同小可，

教会自己不可轻看，由此，教会必须

正确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去运用被赋

予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 

 

被主人弃绝的藩王提醒凡有权柄的

人，耶稣不愿意失去你自己。无限量

的饶恕，除了因为耶稣不愿意失去信

徒群体中任何一人之外，也因为耶稣

不愿意我们失去自己。 

 

结论 

在马太福音 18 章 15-20 节它提到如何

处置那些犯了错的人，虽然这是特别

针对教会内所发生的问题，但其原则

也可应用在其他处境上。主动而且不

耐其烦的劝说，这样行是基于：天父

不愿意失去信仰群体中的任何一位。 

 

这番话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无论你是父母、教师、统治者、执法

者、牧师、官长等凡拥有权柄的，我

们都确记，从神学而言，是上帝赋予

我们权柄，我们也要向上帝负责的。

因此，我们实在不可滥用权力，成为

小子的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