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福音書導讀 

(馬太、馬可、路加 

及約翰福音) 



「符類福音」 

 馬太、馬可、路加福音三者有許多相同和
相似之處: 

 內容、用字、句子結構和段落編排 

 

 可以順著各書本身的編排，縱向的閱讀；
亦可把各書並列在一起，作橫向的對照比
較，亦即「對觀」的研讀； 

 

 「符類福音」因此也稱為「對觀福音」。 



馬太福音 

重視舊約預言的應驗，重複運用一套「應
驗公式」，來指出某些舊約的彌賽亞預言
是如何應驗在耶穌身上。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先知
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1:22~23）馬利亞誕下耶穌應驗了以賽亞的預言。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裹，這是要應
驗先知所說，祂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2:23) 

 

引用舊約經節約二十處，其中十二處用了
「應驗公式」來說明。 



馬太福音 

目的 

展示耶穌的使命是建基於舊約全部的啟示

上。把耶穌基督應驗舊約的事蹟，告訴猶

太人: 耶穌就是以色列的彌賽亞。  

 

指出耶穌的工作，比舊約中的偉人更偉大。

以此辯證，耶穌基督榜樣乃成全舊約所描

寫的真正的生活和宗教； 



馬太福音 

 對象: 猶太人。沒有特意解釋一些猶太特有的習俗

和用語；相反，馬可福音則往往為此加上註腳。 

 

 例如，兩卷書均有記述法利賽人藉耶穌的門徒沒有洗手
吃飯，來刁難耶穌一事；馬太福音只引述他們的對話，
指出門徒犯了古人的遺傳（在猶太背景中，所謂古人的
遺傳，是猶太人口傳的經典，用以解釋舊約的律法，並
讓猶太人能得以遵行；參太15:1~3） ；而馬可福音則
加插註釋指出洗手吃飯習俗的緣由（參可7:1~3）。 

 

 這是橫向對觀福音書的例子之一：文字和句子很相

近。但內容的表達仍有因對象不同而有的差異。 

 



馬太福音 

 具強烈猶太背景，但不具「猶太主義」的
色彩，而是以基督為中心的福音書。 

 

 信息並不局限給猶太人，而是要傳給萬民
的。 

 耶穌的「大使命」便記載於整卷書之末。 

 



馬太福音的講章式大綱 

 含五篇獨立講章，編排有系統，每篇皆有標示
結束 

 
 「登山寶訓」，5~7章，以「耶穌講完了這些
話。。。」（7:28）作結。 

 

 第10章，耶穌教導門徒如何去傳道，結尾為「耶穌
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裹，往各城去傳道、
教訓人。」（11:1） 

 

 第13章的「天國的比喻」，結尾：「耶穌說完了這
些比喻，就離開那裹」（13:53）。 

 



馬太福音的講章式大綱 

 第18章關乎「天國的倫理」；結尾：「耶穌說
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19:1) 

 

 第24~25章，講述末期來到以前的徵兆；結尾：
「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就對門徒說。。。」
(26:1) 



馬太福音的「獨家記載」 

 「教會」一詞，在福音書中鮮有出現，卻只

出現在馬太福音16:18和18:17節，顯出馬太

福音對教會群體的關注。 

 

 17:24~27的「從魚口得稅銀」，這稅銀是猶

太男子每年為維修聖殿而繳交的「丁稅」。 

 

 「天國比喻」比其他的福音書豐富。「童女

的比喻」是一例。 



馬可福音 

 讀者對象: 羅馬人。 

 羅馬人對抽象的理論不感興趣，卻講求行動和效率。
可以想象馬太福音的長篇講章對羅馬人並不適合； 

 不帶濃厚猶太背景 

 

 節奏明快，寫法緊湊；內容詳盡而簡潔，實而不
華、短小而精悍，對未曾聽聞福音的外邦人較合
用。 

 劈頭的第一句：「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結構非常特別。當中每一個詞語都是名詞，全句的意
思並不完整。有可能是全書的標題。 

 

 



馬可福音結構 

 除第一章的引言外，可分為三段: 

 

 2:1~8:26，記載了耶穌基督在加利利的事蹟，
包括治病、趕鬼和傳道等。 

 

 8:27~第十章，耶穌對祂受苦、受死的預言。 

 

 第十一至第十六章，耶穌進入耶路撒冷面對釘
十字架的「受苦週」。 

 



馬可福音 

 十分重視「福音」 

 8:35：「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同參: 太16: 21~28；路9:22~27)) 

 

 10:29~30：「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
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
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不得百倍的…. 』」
(同參: 太19:16~30；路18:18~30) 

 

 當中「福音」一詞，就只在馬可福音中出現。 

 



馬可福音 

 重視「福音」: 顯示於馬可寫福音書時，亦
即在初期教會時代，信徒對耶穌的委身是
透過傳揚祂的福音而實踐出來的。 

 



馬可福音 

 強調耶穌的受苦宣告 

 每一卷福音書都記載耶穌宣告受苦，但馬可福
音不止記載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記載。
(8:31；9:30~32；10:33~34) 

 

 強調耶穌的受苦，以及重視信徒為福音而
付代價，均表示 

 成書之時教會正處於受逼迫的處境；或 

 是初期教會傳福音的基本綱領。 

 



路加福音 

 開首：「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
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
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
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
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1:1~4） 

 

 福音書成書三步驟： 

 「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 有人親眼看見，能作
見證； 

 「傳給我們」: 經過一段傳遞過程； 

 「按看次序寫給你」: 有人按次記錄成書。 

 路加: 「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 

 



路加福音 

 讀者對象: 外邦人 

 對歷史背景交代詳盡和寫作風格景酷似希臘文
學著作，與馬太福音強烈的猶太背景有著明顯
的分別。 

 

 路加福音下集: 使徒行傳。兩卷書的關係是
上、下卷，對象都是提阿非羅。 

 

 

 



路加福音的特色 

 耶穌生平記載分為三段： 

 4:1~9:50 加利利事工 

 9:51~19:27 上耶路撒冷的旅程 

 19:28~24章: 在耶路撒冷的受苦週 

 

 最獨特的地方在中間的一段，記載上耶路
撒冷過程中的事，有超過十章的篇幅，記
載的內容多是它獨家所有，有學者稱之為
「撒瑪利亞旅程」。 

 

 



路加福音的特色 

 關注一些被忽略的小人物 

 

 女子、孩童、被排斥的人（如撒瑪利亞人）和
貧窮的人 

 

 例如拿因城的寡婦、十字架上的強盜、稅吏撒
該等等。，小人物、，你會 

 

 



「一位耶穌，四卷福音書」 

 可從四個不同的角度來認識耶穌基督 
 

 耶穌的身份 
 

 馬太福音以耶穌「君王」的角度來描述 

 馬可福音突出耶穌為「僕人」的身份 

 路加福音強調耶穌為「人子」 

 約翰福音突出耶穌「神子」的身份 

 

 



「一位耶穌，四卷福音書」 

 作者角色 
 馬太以一位猶太主日學教師的身份來講述耶穌的
故事； 

 

 馬可像佈道家或奮興家，以耶穌生平來激發聽眾
傳福音； 

 

 路加像一位有牧者心腸的歷史著者，寫來細緻而
感人。 

 

 約翰以一位擁有第一身經歷的人，見証耶穌。 

 



「一位耶穌，四卷福音書」 

 耶穌的生平與事工 

 

 馬太側重舊約彌賽亞的預言之應驗； 

 馬可側重點是為福音受苦，曾一連三次記載耶
穌預言受苦，以及門徒要背起十架來跟隨主； 

 路加側重要把耶穌的生平與世界歷史掛鉤，顯
出耶穌對普世的拯救； 

 約翰側重發掘耶穌言行的神學含義。 

 

 



「一位耶穌，四卷福音書」 

 有關耶穌生平，符類福音皆有相近的記錄，
語句和記載事件的次序相同，分別多在細
節上。 

 

 內容方面，符類福音之間或說有一半相同，
但與約翰福音相比，相同之處則大概不超
過一成。 

 

 總的來說，符類福音不單在內容和次序相
近，連所用的字彙亦甚相似。 

 



符類福音成書次序 
 近代學者多相信，馬可福音是最早完成 

 馬太和路加並不單是把馬可福音的內容擴展而
成，而是各自有不同的資料來源。 

 

 例如，馬太福音中一些對舊約經文應驗的資料，
便是馬可福音所沒有的；而路加福音亦開宗明
義，指出作者曾搜索不同的資料，故當中有不
少獨有的內容。 

 

 馬太和路加兩者間的重疊之處，有學者推斷它
源自另一失傳了的書卷: 所謂「Q版本」。 



與符類福音對觀 

 約翰福音作者常以第一身經歷來描述，令讀者有如親
臨其境，目睹當時的情況。 

 例如，約翰福音告訴我們，在耶穌潔淨聖殿時所說的話，
門徒在當時是不明白的，後來回想才了解；這種切身的體
會，說明作者與耶穌親密的關係。 

 

 根據傳統記載，十二門徒之一的約翰於第一世紀九十
年代寫成。 

 

 成書期較晚。那時，約翰經過多年的回想、為主傳道、
在神學上作反省；在聖靈的默示下，他進入真理，對
耶穌基督生平的意義有較深入的了解。 



與符類福音對觀 

 約翰福音以探討耶穌生平的神學意義為進路及

目的。 

 所以，寫的時候並不拘泥於事件的次序和細則，

或是記載的詳細與否；而是把所明白和領受的，

關乎耶穌基督的言行所帶出的神學意義表達出來，

可說是經約翰編寫過的耶穌生平。 

 

 目的不止是告訴我們有關耶穌生平的過程，而

是告訴我們耶穌一生的意義在哪裹。因此我們

讀約翰福音，必須尋索其中的神學意義。 



「約翰福音」特色 

 文字風格 

 

 素材 

 

 對「七」情有獨鍾 



文字風格: 用字 
 

 符類福音慣用的一些詞彙，例如「天國」
較少出現；「義」甚至難以找到。 

 

 符類福音教導人「悔改」，約翰福音則說
要「信耶穌」，「相信」一詞比「悔改」
為多。 



文字風格: 用字 
 

 許多獨特詞彙 

 例如「道」、「生命」、「永生」等； 「信」
和「愛」字，更是約翰福音的鑰字，前者出現一
百次之多，後者也有四十四次； 

 又如「住在耶穌裹」是約翰福音獨特的片語，出
現頻密。 

 

 總的來說，約翰福音有自己一套常用的詞彙，
與符類福音之間共用的不盡相同。 



文字風格: 文筆 

句子簡潔有力，甚少運用繁雜的複句。 

 

喜歡運用重複和對比的手法，使文章充
滿詩歌的味道。 

 

 



文字風格:隱喻及象徵手法 

 大量使用隱喻（metaphor）或象徵（symbol）
的修辭技巧 

 例如，以「活水」象徵「永生」、「聖殿」比作
「耶穌的身體」，其他如「天上的糧」和「世界
之光」等等。象徵詞之多可說是比比皆是。 

 

 「道」、「光」、「生命」、、「見證」、「恩
典」和「真理」等象徵詞，除了表達了基督的身
份與工作外，更成為約翰福音書中各個重要段落
的主題。 

 



文字風格:隱喻及象徵手法 

 只有約翰以「道」這字作為基督的稱號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
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看祂造的；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看衪造的。生命在祂裹頭，這
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裹，黑暗卻不接
受光。」 (約1:1~4) 

 

 



約翰福音所沒有記載的 

 沒有記載的素材包括： 

 耶穌受洗、耶穌受試探、 

 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耶穌登山變像、 

 耶穌設立聖餐、天國的比喻、 

 趕鬼和醫治痳瘋病人的事蹟。 

 

 這些沒有提及的事蹟，不一定是作者所不熟
知的，只是他沒有像其他福音書那樣記述。 

 

 

 



約翰福音所沒有記載的 

 約翰顯然沒有把一切記載下來 

 約翰結束時說：「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
是一一地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
也容不下了。」（21:23） 

 

 省略其他福音書有的內容，而輯錄了別的
福音書沒有記載。理由:  

 成書的時期較晚； 

 側重的信息有所不同。 



約翰福音的獨家記載 
 獨家的耶穌記載： 

 迦拿的婚筵中的水變酒、 

 與尼哥底母論重生、 

 與撒瑪利亞婦人對話、 

 拉撒路的復活、 

 為門徒洗腳， 

 第13~17章耶穌對門徒的一些長篇講話， 

 和復活後顯現的一些事蹟。 

 

 約翰的選材更可能是取決於他對事件意義的重視。 



對「七」情有獨鍾 
 約翰福音介紹耶穌的方式是「我是….」，共有七
次之多： 

 我是「生命之糧」 

 我是「世界之光」 

 我是「羊的門」 

 我是「好牧人」 

 我是「復活和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及 

 我是「真葡萄樹」 

 

 這裹每一個名稱皆源自舊約，與猶太人彌賽亞的
期望有關。 

 

 

 



對「七」情有獨鍾 

 不單記載了耶穌七次「我是….」的講論，
也記載了七個神蹟: 

 「五餅二魚」 

 「耶穌履海」 

 「把水變酒」(獨家記載) 

 「醫治大臣的兒子」(獨家記載) 

 「醫治三十八年的病者」(獨家記載) 

 「治好瞎眼的人」(獨家記載) 

 「使拉撒路復活」(獨家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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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主題: 救恩論 

 生、死、光、暗 
 不用「悔改、進天國」的字眼，而是說「出死入生」: 「我實實在
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
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5:24) 

 光與暗的對比：「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
暗裹。」(12:46) 

 信心的重要 
 符類福音強調「悔改」，但約翰福音則突出了「相信」的主題。 

 「相信」一詞共出現約一百次，為全書的鑰詞，就如卷末的主題
經節所說：「但記這些事，是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
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2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