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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把耶穌釘十字架嗎？ 

日期：2019年 10月 27日 

經文：馬太福音廿七：1-44                                    楊惇皓教師 

金句：希伯來書六：4-6「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

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前言】 

場景 

1. 猶大面對宗教領袖(v1-5) 

2. 耶穌面對彼拉多(v11-14) 

3. 彼拉多面對宗教領袖及百姓(v15-26) 

4. 耶穌面對兵丁、強盜、百姓、宗教領袖(v27-44) 

我今天要帶著大家透過不同的角色，看見他們為著不同的原因，造成耶穌釘十字

架的這件事情，讓我們來反思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先來禱告。 

【本論】 

一、猶大為了金錢犧牲耶穌釘十字架(v1-10) 

猶大為了錢出賣了耶穌，即便上一章有說，耶穌在逾越節的晚餐中已經當眾人的

面告訴猶大，就是你要出賣我，但猶大卻還是硬著心去做了，因為它裡面被利益熏心，

無法自拔。 

但直到耶穌真的被抓而且定了死罪，他突然醒了過來，後悔了，我猜他沒有想到

事情會這麼嚴重，所以他帶著錢去找祭司長和長老，要把錢退還給他們，然而猶大錢

也收了，耶穌的人也抓了、罪也定了、刑也判了，祭司們當然不可能讓事情反悔，於

是要猶大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關他們的事。猶大見事情無法挽回，痛不欲生的

情況底下，帶著極其羞愧和懊悔的心，猶大就去上吊自殺了。 

猶大過不了貪財這一關，他為了賺錢而犧牲了別人，等於他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

上，而最後他逃不過良心的譴責，把自己也釘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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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看看猶大，想想自己，你過得了金錢這一關嗎？你正在試探的當中嗎？

你正在你的職場中為了金錢鋌而走險嗎？你正要做一個關乎金錢的決定嗎？你為了

賺錢而犧牲別人，把別人踩在腳下而得到好處嗎？我知道神透過今天的經文在對你說

話，你要謹慎你對金錢的態度，不讓自己變成金錢的奴隸，否則有一天你會為了錢犧

牲別人，也許還把自己生命中的耶穌給賣了，甚至最後你連你自己的美好靈魂也犧牲

掉了。 

我想上帝告訴我們，能夠讓我們對金錢不那麼執著的最好練習方法就是常常奉

獻、喜好施捨，奉獻及施捨能使我們脫離金錢的綑綁，並且清楚知道一切都是從神而

來，這非常的重要。 

接著我們看到 v6-10： 

祭司長們在這裡表現得好像很聖潔，強調血價不可放在庫裡，所以去買了一快

遞，說要埋葬外鄉人，表現得很有愛心，很敬虔及聖潔，但對比他們剛剛如何義正嚴

詞的對待一個想要悔改的猶大，這是多大的諷刺，也難怪耶穌在前面 23:25 罵他們「你

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裡面卻盛滿了勒

索和放蕩。」 

接著 v11-14 耶穌被祭司長和長老們押解到巡撫彼拉多面前： 

還記得上一章大祭司在審問耶穌的時候，耶穌也都不回答別人對他的控告，直到

大祭司問，你是否是神的兒子基督？耶穌才回答，是！ 

從這兩處經文我們看見，耶穌他其實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誰，也清楚知道他要做甚

麼，因此他不在意別人怎樣汙衊及恐嚇他，他只回答事實，不回答虛假的控告，也不

覺得自己需要為每見他做的事情去辯解，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原則及學習的榜樣。面

對這個世代這麼多虛假及控告的流言蜚語，我們不一定都要反擊，我們反而可以很淡

定而沉著的或活出自己。 

二、彼拉多為了名聲地位犧牲耶穌釘十字架（v15-26） 

彼拉多是個有權柄的地方父母官，是羅馬政府派駐過來管理猶太人的，但面對群

眾及當地宗教領袖的壓力，他卻顧慮到自己的政治前途與生涯而選擇息事寧人，一方

面怕羅馬高層覺得他治理無能，二方面怕百姓不服他，因此他討好人，選擇犧牲耶穌

的清白及生命，來逃避自己的壓力，反正對羅馬官員而言，人命的確不太尊貴與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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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明查不出犯罪事實，也明明知道人們是出於忌妒而將耶穌帶來，卻還是如了眾

人的意，把耶穌判了死刑，為了政治生涯順利，把耶穌釘十字架，他雖然洗手表明不

關他的事，罪不在他身上，但對神而言，難道罪真的就可以不在他身上嗎？洗手就能

洗掉他的罪愆嗎？ 

弟兄姊妹，你曾為了鞏固自己的職場生涯而選擇犧牲別人嗎？你不顧念別人應該

得到的權益或正義，而犧牲掉他。又或者在你的職場中或生活中，你知道有些事情是

不討神喜悅的，但你卻告訴自己說「這不關我的事，我不想惹得一身腥」，所以就沒

去管它，縱容那惡事發生，並且告訴自己罪不在自己身上嗎？神不要你袖手旁觀，神

要你發揮關鍵的影響力，因為你是有能力阻止它發生的。我知道神在對你說話，今天

回去之後，就把該處理的事情處理起來，不要再猶豫了，不要再冷漠袖手旁觀了。 

三、宗教領袖為了清除異己與捍衛傳統犧牲耶穌釘十字架（v15-26） 

而相仿的，這群宗教領袖也是因為耶穌特立獨行，表現出與過去他們所鞏固及深

信的宗教儀式不同的信仰操作，引起了他們的反感與仇恨，仇恨到一個地步，他們不

惜設詭計陷害他，挑戰他要抓他把柄，不惜觸犯十誡捏造假見證陷害人，甚麼方法都

試過了無效，結果最後是耶穌自己承認一個真理與事實，就是他是神的兒子，他們才

終於抓到把柄，順利把他抓起來，甚至教唆群眾聲援，讓他定了死罪。 

一群宗教領袖，心狠手辣，為要捍衛信仰傳統及自身宗教地位的威脅感讓他們不

惜犧牲別人，包含犧牲猶大及耶穌，讓無辜的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令人不勝唏噓。 

我們傳道人其實最需要從法利賽人的身上反省自己，有沒有一點點這樣宗教及掌

控的酵在我們的裡面，以至於我們在教會中清除異己或捍衛我們自認為的優良傳統而

沒看見神的心意。 

當然弟兄姊妹在你們的職場或家族中或養兒育女的時候也要去省思，是否有哪些

新的作法或觀念讓你不太容易接受？你的反應是甚麼？是禱告尋求神，還是不明究理

先打壓或責備再說？也許反而是你正在把耶穌釘十字架，你在打壓真理並且犧牲別

人。願神幫助你能分辨清楚！ 

四、群眾因為盲從犧牲耶穌釘十字架（v27-44） 

其實這些群眾並不是沒有聽過耶穌所行的神蹟以及他的教導，只是他們盲從，聽

見他們的宗教領袖這麼說，他們也就這麼行了，他們沒有自己判斷的能力，跟著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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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如同一群盲從的綿羊，人云亦云，跟著流行及風潮走，形成一股群眾力量，在不

知不覺中就把真神耶穌基督釘上了十字架，很像我們現在的人喔！ 

不管是我們的政治選舉文化：抹黑、攻擊，或是我們的網路文化：嘲弄、霸凌、

酸言酸語，都像極了今天經文這些嘲弄耶穌、治死耶穌的人，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

做甚麼，隨意的發言、隨意的表達立場、隨意的嘲弄批評別人，他們透過有限及偏頗

的媒體資訊，卻試圖拼湊出他們腦中想像的真實之全貌，根本就是瞎子摸象，他們不

可能有客觀真實的。我們以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就開始對別人的事情品頭論

足，彷彿自己就是正義的化身，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生活中屢見不鮮，甚至我們自己

就常常是這樣的人。我想，神在對我們說話，不要再當這樣的人了，喜好評論及發言，

這是竊取了神的角色及榮耀，並且種下罪惡及毒根在我們的生命中，我們需要把這個

壞習慣改掉！ 

我想，我們看了今天的整段經文，看見不同的人味著不同的原因把耶穌釘上十字

架，我們為著自己的軟弱與私慾，我們犧牲的耶穌，犧牲了真理與愛，然而耶穌又是

如何對待我們呢？ 

五、耶穌為了愛與救贖犧牲自己釘十字架 

V42 祭司、文士和長老用這句話戲弄他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 

其實他們不知道，耶穌就是為了要救別人，所以他不能救自己，如果他就自己，

這個拯救計畫就失敗了，因為讓自己釘十字架、流出寶血、洗淨世人的罪，就是天父

拯救世人的方法。而眼前這些嘲弄他的人就是耶穌要拯救的對象。 

當宗教領袖為著自己的利益，急著撇清關係而拒絕一個悔改的猶大時，耶穌卻沒

有跟我們撇清關係，說我們的罪不關他的事，他乃是相反的主動跨越了神與人的界

線，進到罪人當中，為要拯救我們。 

弟兄姊妹，耶穌就是為了救你我，而不能救自己，即便我們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

為了許多的原因我們犧牲了別人、犧牲了真理、做得最神的事情，神卻還是希望能拯

救我們，把我們挽回，沒有甚麼罪是他不能洗淨與赦免的，耶穌只怕我們還想偽裝、

還戴著面具、還在否認、不願承認、不願面對。 

今天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就是耶穌是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如果你還沒

有接受耶穌，你今天來到這裡不是偶然，而是有神的安排，我希望你今天在心中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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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應神說，主啊！我要你的拯救，謝謝你犧牲自己，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要

來認識你、跟隨你，我們聖誕節會有受洗，趕快來向我報名，神要祝福你的生命，改

變會帶來醫治。 

如果你已經是基督徒，我們不要已經認識了主，卻因為一些生命的軟弱或私慾，

再度把主重釘十字架、離棄耶穌的真理，主可是為你我付上了生命的代價啊！而好消

息就是，神仍然接納等候你、願意拯救你到底，永遠不要失去盼望，要繼續向神禱告，

讓你可以更多親近渴慕神，好叫神更多住在你的心裡掌權做王，神就能夠靠著運行在

你心裡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你所求所想。 

我們一起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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