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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與大家一同學習的是「要謹慎、要提防」。主耶穌

對當時的群眾，也對我們說：「要謹慎，要提防法利賽人的酵

母，和希律的酵母。」 

 

「法利賽人的酵母」是指法利賽人，只會說而不會做，是

假冒偽善的行為。所以路加 12:1 耶穌說：「你們要防備法利賽

人的酵母，就是假冒偽善。」 

 

「希律的酵母。」是指只注重屬世的功名富貴與權力。 

 

「酵母」的功用是發酵時有擴張滲透的力量。是代表壞的

教訓和壞榜樣，以免影響我們的生活行為。所以耶穌勉勵我們

要謹慎、要提防。 

 

漢帝國劉向的《戰國策》書中說： 



 

楚王好玩樂，不理朝政，安於現狀，國勢漸弱。就像馬英

九當總統八年中，一味向中共示好，而且還跑到新加坡和習近

平握手言歡。因此在他當政八年一直是削弱軍備、兵力。甚至

軍隊演習，大砲的聲響都是放錄音。… 

 

當時楚國有一位大臣莊辛，對楚王說：「我們楚國有兩句

話，說是看見兔子再喚狗並不甚晚，羊被偷，再補圈亦未遲。

這話的涵義是極為深遠的，例如： 

 

蜻蜓，大足四翅，飛翔於天地之間，以甘露為飲，以蚊虻

為食，總以為與人無爭，有恃無恐。誰又能料到一些頑皮的孩

子，正在調飴膠絲，準備捕捉牠呢？ 

 

天鵝，遨遊江河，以鯉鱔為食，奮翮凌風，總以為與人無

爭，永絕禍患。誰又能料到，獵人正在彎弓張網，暗算牠呢？ 

 

大王，假如你一直安於現狀，不知警惕，危機隨時會接踵

而來，甚至自己國內都會有人造反。真的是不可不謹慎、提



防。 

 

上主日我們談到有一群法利賽人心懷不軌來到耶穌面前，

假裝敬虔的看神蹟，其實他們是陷害耶穌，這種假冒偽善，因

而耶穌深深嘆息。(可 8:11-13) 

 

因而今天的經文耶穌勉勵門徒，也提醒我們： 

 

1. 要謹慎、要提防假冒偽善，心口不一的惡酵。 

 

耶穌警告門徒和我們，祂說：「要謹慎，要提防法利賽人

的酵母和希律的酵母。」(可 8:15) 

 

「酵母」是製造麵包時剩下來的麵糰，放著它繼續發酵。

下次做麵包時，麵糰放進一些酵母就會使整個麵糰發酵。所以

〝酵母〞具有影響力，有滲透整個麵糰的力量。 

 

因此猶太人視〝酵母〞如同邪惡的影響力，能夠傳佈蔓延

整個生命，並使生命全部毀壞。 



 

「法利賽人的酵母」法利賽人是猶太人的宗教領袖之一，

他們是律法主義者，他們把宗教當作是外在的儀式和外表的潔

淨。(參閱可 7:1-13)他們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人內心世界。因而

耶穌說他們是假冒偽善的人。 

 

明帝國屠本畯的《艾子外語》一則故事： 

 

楚國春申君黃歇所飼養一條水牛，年老不能耕作，於是貼

了一則告示在府門外，招人飼養。告示上說：「有人願意善養

老牛以盡天年者，可向府中專司農事官員接年領取津貼，但養

牛方式必須預先申明，由春申君審查批准。」 

 

有一人入見春申君說：「我養牛之道，必會調節牠的飢

飽，注意牠的冷熱，天年既盡，煮熟在腹中，把牠的皮作為被

褥。」春申君說：「犯殺戒，不准。」 

 

另一人入見說：「我養牛之道，敬之如父母，飢餓冷熱各

以其時，天年既盡，用一幅舊窗帘包起來，深深埋在土中，不



使螻蟻鳥鳶有所窺伺。」 

 

春申君說：「說得太好，不准。」 

 

第三人入見說：「我養牛如子女，飢餓冷熱舐犢情深，天

年既盡，用一幅舊羅網包起來埋葬，不令人有所踐踏。」 

 

春申君說：「實語實話，頗近人情。」將牛付與，此人領

得老牛後，立時殺以應市。艾子大笑著說：「春申君養牛妄分

真偽。」 

 

這故事告訴我們，第三人所說的養牛之道頗近人情，說得

很好聽，可是做的是背道而行。法利賽人就是這樣，所以主耶

穌指責他們是一群〝偽善的人〞(太 23:13、23、25、27、

29) 

 

所以主耶穌警告門徒，也勉勵我們：〝要謹慎，要提防〞

這種嘴巴說得好聽，說得頭頭是道，不要被他們迷惑，也不要

學他們的樣式。 



 

2. 「要謹慎，要提防法利賽人的教訓。」(太 16:12) 

 

馬可福音 8:14-21 與馬太福音 16:5-12，是同樣的記述，

要提防法利賽人的酵母，而馬太福音耶穌特別注明是「要提防

法利賽人的教訓。」(太 16:12) 

 

法利賽人是律法主義，不只研修律法，教授律法並且修訂

律法，他們把律法修訂，增訂許許多多的小細則，這些小細則

密密麻麻有上千條以上。成為群眾生活上束手縛腳，動不動就

違背干犯律法，而在心裡產生罪惡感。 

 

馬可福音第七章法利賽人就責問耶穌：「為甚麼你的門徒

不遵守祖先的傳統(律法)？」(可 7:5) 

 

耶穌說：「你們這班假冒偽善的人，你們拘守人的傳統(增

訂的律法)，而放棄上帝的命令。上帝說：『要孝敬父母』。你

們偏偏說，要是有人把奉養父母的東西當作獻給上帝的供物，

祂就不必奉養父母，你們這樣做，等於拿你們傳授的增訂條文



來抵消上帝的話。你們這樣做，等於拿你們傳授的增訂條文來

抵消上帝的話。你們還做了許多類似的事。」(可 7:3-13) 

 

所以耶穌警告我們要提防「法利賽人的教訓。」(太

16:12) 

 

明帝國學者趙南星的《笑贊》書中一則有趣的諷刺故事： 

 

有一秀才(明清時入府州縣學的生員叫秀才)主張復古，寫

字說話必須仿效四書五經的章句，才夠得上典雅。(馬○○當

總統時，他以總統的身分地位下令教育部編輯的高中、大學國

文教材要加強文言文，其實胡適博士的五四運動，就是主張白

話文運動，讓說話人人聽懂，文章也人人看得懂，可是無腦又

白癡的總統卻要復古。) 

 

話說這位秀才說話滿滿古文，使人聽見好像到了另一個國

度，不知他講些什麼。一天老婆叫他出去買柴，一走出大門，

適巧街上有一位樵夫挑著兩捆木柴經過，他大聲呼喚說：「荷

薪者，過來！」 



 

樵夫是個不識字的大老粗，聽見有人叫喚，轉過頭來。上

半句聽不懂他在講甚麼，下半句倒聽懂是「過來。」於是便轉

了過來，將肩上的木柴放在地上。 

 

「其值幾何？」 

「………」(一頭霧水) 

「樵子其聾子？」用手捏捏木柴，搖頭說：「外實而內

虛，必煙多而燄少，非善薪也。」 

樵夫忽的拾起擔子，放在肩上轉臉而去，一面走一面說：

「誰要聽你這些死人話。」 

 

胡適博士的五四運動，他認為文言文的教育，令人難懂，

不只難懂，甚至完全不懂，所以明帝國的學者趙南星諷刺說：

「這是死人話。」不知馬英九聽了有何感想。 

 

主耶穌勉勵我們要提防法利賽人的教訓，也不要學他們的

樣。 

 



3. 不要憂慮而煩擾 

 

耶穌警告門徒：「要謹慎，要提防法利賽人的酵母。」因

為酵母和麵包有密切關係。門徒會錯了耶穌的意思，紛紛議論

說：「祂說這話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吧。」(可 8:16) 

 

門徒的思想總離不開〝忘記帶食物〞怎麼辦？於是耶穌把

話題轉到門徒所掛念的〝食物〞。祂說，你們不記得五餅二魚

給五千人吃飽的神蹟嗎？而且吃剩的碎屑還有十二籃呢！(可

6:30-44) 

 

另一次是七個餅幾條魚給四千人吃飽，而吃剩的碎屑還有

七個籃子呢！(可 8:1-10) 

 

耶穌的話是在勸慰門徒，也勸慰我們：「還要顧慮甚麼

呢？」祂曾安慰我們，祂說：「難道生命不比飲食重要，身體

不比衣服重要嗎？你們看看天空的飛鳥，牠們不種不收，也不

存糧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飼養牠們，你們比鳥兒貴重多

了。…再看看野地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吧！它們不工作，也不



縫衣，可是我告訴你們，甚至像所羅門王那樣的榮華顯赫，他

的衣飾也比不上一朵鮮花那樣的美麗。……。」(太 6:25-34) 

 

主耶穌要出來開始宣揚上帝國福音之前，在曠野受魔鬼試

探的資格考試，祂告訴魔鬼，也向世人宣告，祂說：「人的生

存〝不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所說的每一句話。」(太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