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归回 
路加福音三章 1 至 6 节 

 

 

 

讲员：潘志成牧师 

 

 

 
 

施洗约翰的蒙召（3：1-2） 

『1 罗马皇帝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

丢·彼拉多作犹太总督，希律作加利

利王，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

拉可尼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王，2 亚

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那时，上帝的

话临到在旷野的撒迦利亚的儿子约

翰。』  

 

路加用了一个皇帝，一个总督，三个

分封的王，和两个大祭司来标示发生

的时间年代。我们从这一串大人物的

名单中，可看出当时的政治、宗教背

景。  

 

路加叙述施洗约翰在旷野的服事，是

在罗马皇帝提庇留(Tiberius Caesar)

在位第十五年时。提庇留是罗马帝国

的第二任皇帝，他是第一任皇帝奥古

斯都的义子，因为奥古斯都没有儿女，

就将王位传给他。根据历史的记载，

提庇留是一个有才干、有野心、残酷、

放荡、无耻的人。作者路加用「在位」

一词颇引人注目，意思是「霸主」、

「独裁者」。  

再来看其他提到名字的人。本丢·彼

拉多作犹太总督，总督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否还记得英国在香港最后的一位

总督彭定康。彼拉多是罗马帝国的代

表，是犹太地区最高的统治者。希律、

腓力、吕撒聂，是三个分封王，都在

彼拉多底下，分封王最大的责任就是

负责向自己的犹太同胞抽税。  

 

另外，作者又说到有两位大祭司亚那

和该亚法。我们知道大祭司只有一位，

为何路加记载说有两位呢？从这点我

们知道路加要透露的是，当时除了政

治上有高压的殖民统治之外，宗教上

也是有争夺权位上的腐败。亚那虽然

是罗马政府所设的大祭司，但是后来

亚那和罗马帝国意见不和，所以罗马

帝国就以该亚法取代他的位置。但是，

亚那是该亚法的丈人，所以实际上仍

是亚那在背后影响。总之，他们二人

担大祭司，都是罗马帝国在决定，而

不是遵照上帝的律法所规定，当时无

论谁担任大祭司，都必须为帝国统治

来服务。  

 



 

 

这就如中国天主教的主教权，是中共

政府任命的主教取代梵蒂冈指派合法

的主教。这种情况就很类似罗马帝国

为了控制宗教，选任听话的人担任大

祭司，宗教必须为政治统治来服务。

这样的事件，自古以来都不断发生，

也让我们看到信仰面对独裁政治的挑

战。当路加通过这些大人物的名字，

暗示出当时的世界独裁政治之后，路

加开始说明上帝的话是如何的临到这

个腐败的时代。  

 

第二节后半段，作者路加描述施洗约

翰开始服事的情形时说，「上帝的话

临到他」这句话是古希伯来人对先知

蒙召时的惯用语，在先知书中一再出

现。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话」是指

「一个特别的信息」。施洗约翰在旷

野时，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信息，就

是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的信息。

他的目的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

的路」。  

 

上帝的话临在哪里？不是临在矗立于

七个山头之上的罗马城，不是临在祭

司争权的耶路撒冷。路加告诉我们此

时上帝的话临在于一般人根本不会注

意到的旷野。人总是在注意「贵族」、

「祭司」等有权有势的领袖，但是路

加提醒我们上帝就在人看为最卑微的

地方，显出他的能力。  

 

预备主的道路（3：3-6） 

『3 约翰走遍了约旦河一带地区，宣扬

说：「你们要悔改，接受洗礼，上帝

就赦免你们的罪。」4 正如先知以赛亚

书上所记载：在旷野里有人呼喊说：

「为准备他的道路，修直他要走的路

径。5 一切山谷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

削低。 弯曲路径要修直;崎岖的道路要

铲平。
6
全人类都要看见上帝的救

恩。」』  

 

第三节提到施洗约翰所传信息的主旨：

「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

如果将第三节和第六节的「全人类都

要看见上帝的救恩」合并起来看，就

可以很清楚知道施洗约翰是向全人类

宣告：“每个人都要悔改，来迎接上

帝拯救的时刻。”这也是圣经给我们

一个重要的中心主题：「悔改才能看

到上帝的救恩。」  

 

什么才是悔改？有许多基督徒以为悔

改是对还没信耶稣的人传讲的信息，

你或许会说：“我早已经信主受洗了，

还悔改什么？”又有信徒认为自己也

有道德软弱的时候，只要我们对上帝

说：“I am sorry!”不就是悔改了吗？

问题是真理不是你说了算，而是上帝

说了才算。 

 

从天使向撒迦利亚宣告约翰将要出生

的预言，我们可以略知悔改的意思。1

章 16 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悔改的意思就

是回转归于主，悔改就是归回。 

 

这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路加写到这里，

特意将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至五节与之



 

 

接轨，目的就是让我们更了解悔改就

是归回的意义。以赛亚书 40 章的背景

就是百姓被掳归回。悔改要从被掳归

回来理解。我们从以赛亚书 40 章第一

节看起： 

 

以赛亚书 40 章第一节，一开始以“安

慰”作开始，说明犹大人本来因为罪

的缘故所带来的被掳命运已结束，经

文说：『它的战争已结束，它的罪孽

已赦免；它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

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指出上帝要化

一切的刑罚为安慰，鼓励百姓走上一

条蒙福的大道，这本应是一件可喜的

事。不过，经文却说这条大道是一条

在旷野、在沙漠中的大道。（赛 40:3）

旷野是一个遇见神的地方，以色列民

在旷野经验云柱与火柱，以及吗哪的

供应，但旷野却又同时是个危险四伏，

非常困难的地方。原来神为百姓开展

的回归之路，是一条在旷野所预备的

道路，这回的旷野是巴比伦与耶路撒

冷之间的阿拉伯旷野，耶和华要把这

次回归耶路撒冷的旅途看成为“新出

埃及”（the new Exodus），让以色列

民经验一次他们祖先所经验的神迹。

这样，耶和华心目中的安慰，就是让

被掳的这一代经验一次“出埃及”，

让他们离开巴比伦的安舒区，进入旷

野的危险区，在此处才是经验神的领

域。 

 

被掳的子民要凭信走上这路，他们只

看见肉眼所能见的旷野，却需要凭信

看见那肉眼不能见的应许；困苦重重

的下一步，似乎要成就蒙福道路的另

一步；没有旷野的这一步，便没有重

建耶路撒冷的再一步。生命似乎先要

困苦，才能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在

这犹豫不决的心情下，耶和华赐下祂

的盼望：『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惟

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赛 40:8）

当中的草比喻作百姓，花比喻作美容，

这说明人的能力、血气与美容都会过

去的，如果被掳的百姓期望留在巴比

伦，享受短短的人生，以及保持他们

的美容，他们只会发现有一天这些生

命与美容都会枯干与凋残，反之，若

果他们凭信相信神的话，他们便藉此

与神话语的永恒接轨。试想想，一个

短暂的生命却竟可与永恒接轨，这是

何等的恩典。或许，当我们以永恒来

看当前的困难，我们的心便能超越限

制与旷野的阴霾，为自己存留永恒的

盼望。 

 

我们以为活在巴比伦的安舒区才是智

慧的选择，总以为走上旷野的道路是

愚蠢与不切实际，但这繁华的巴比伦

只会让人沉沦。若非我们放下对它的

留恋，凭信踏上朝圣的道路，我们还

在把“出埃及”当成纯粹理论的意念。

求主让我们离开那似棺材般的安舒区，

踏进经验神的危险区，才能步上重建

耶路撒冷的朝圣路，一步又一步，都

是恩典之路。 

 

实践：属灵的操练 

施洗约翰是为主开道路者，他的工作

是引导百姓与神和好，重建关系。他



 

 

宣告所谓「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

路！」就是在人内心修筑道路，好预

备让神通行。加尔文对悔改的解释具

有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的含义。

他说悔改是「我们的生命真正转向神，

这种转向乃是出于对神真诚、严肃的

敬畏；它包括治死(mortification)我

们的肉体和旧人，以及圣灵的复苏

(vivification)。」 

 

修直道路基本上有四个步骤：第一、

一切山谷都要填满；第二、大小山冈

都要削低；第三、弯曲路径要修直；

第四、崎岖的道路要铲平。建筑工程

师都知道现代道路都是这么修建的。 

在这段美丽的象征性文字里，先知说

这是神来到我们生命里时所要完成的

工作。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他的饶恕

之后，接下来他就会改造我们的生命。

「一切山谷都要填满 」，指的是在生

命的低潮，受到挫败，觉得被压扁、

被击垮的时候，主会用安慰和鼓励来

填满。而「大小山岗都要削低」，所

有那些自我表现的地方，骄傲夸口、

争权夺利，都要被铲平。「弯曲路径

要修直」，我们要变成谦卑平和。然

后，「崎岖的道路要铲平」，在福音

书里我们读到，撒该用四倍的钱来补

偿他从别人那儿窃取的财物。我们一

切的迂回偏离会被矫正。我们将不再

偷窃，且会诚实申报所得。 

 

 

 

 

总结 

生命的历程只有两种选择，我的路或

是神的路。走在属天的道路上，无论

是低谷、山岗、和一切崎岖道路，我

们凭信仰望神，步出安逸的巴比伦，

走向耶路撒冷的重建之路，存着感谢

的心把这重建工程交托给那位总工程

师。 

 

今天是将临节第二主日，将临节的信

息是预备自己迎接主。主来的日子近

了，赶紧预备自己开工修路。若你预

备即时开工，我为你加油打气。起身

吧！穿上工业鞋，戴上钢盔，快快与

总工程师一起坐上推泥机，开始你的

修路工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