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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浪子的包容與接納；這或許是受標題影響

的緣故。然而，耶穌講這則比喻時論及兩

個兒子與父親的互動情節是一樣多，也一樣

重要，關於對大兒子的告誡與訓誨亦是祂要

帶給聽者最重要的訊息之一。因此，這個比

喻更貼切的標題應該是「兩個失喪的兒子」

（避免和「太二一28-32」兩個兒子的比喻

混淆）才不失偏頗。而這個比喻也正是由兩

段場景所構成：一幕是失喪的小兒子、一幕

是失喪的大兒子。

且看當時耶穌講這則比喻的背景：眾稅

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祂講道。法利

賽人和文士卻私下議論祂。這個比喻的聽眾

有兩類，一類是稅吏和罪人，一類是法利賽

人和文士。從比喻的內容大家很容易連結前

者為小兒子、後者為大兒子。而透過這個比

喻，主耶穌想要針對的教導對象其實是那些

文士和法利賽人。是他們的態度引發耶穌說

了這個比喻，其中清楚剖析了大兒子內心的

真實想法，而故事最後，父親強力懇求大兒

子回心轉意的呼籲正是精彩的高潮。原本主

耶穌訴求的對象不是那些迷途知返的罪人，

而是那些道貌岸然、衣冠楚楚、品德高尚到

《路加福音》十五章11-32節，記載了
一段膾炙人口的比喻，一般稱為「浪子的比

喻」。在耶穌的比喻中，這是一則平鋪直敘

又充滿戲劇性及張力的故事。在《揮霍的上

帝》一書中，作者提摩太．凱勒認為這個比

喻在眾多比喻中猶如湖水中最清澈的部分，

讓人能一眼看透、直視湖底，找到基督信仰

最核心、最隱密的部分；相較於其他耶穌的

比喻，這個比喻帶來更大的啟發與幫助。

這個比喻內容生動得讓人印象深刻，一

直以來是佈道會、戲劇等喜愛的主題。因

為這個故事所傳達的信息，使不少迷失的人

願意重回主的懷抱，又點醒無數人信仰的盲

點。而這則比喻更清楚表達了神對人類的心

意，將天父寬廣的慈愛展現出來。

比喻裡有三個角色：父親、大兒子和小

兒子。以往大家的焦點集中在小兒子身上，

對其放蕩揮霍、回頭求赦多有著墨，強調神

文／まつ  圖／安其

當一個人破壞了彼此之間的關係、對人沒有慈愛憐憫之前，他早就不敬天、不愛神了！

兩個失喪的兒子

比喻中的福音與訓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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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為楷模的宗教人士。如果我們以為這則比

喻的用意是要確保小兒子能得到無條件的愛

與接納、赦免與饒恕，那其實已偏離了核心

訊息！

比喻中的大兒子和小兒子正代表了世界

上兩樣的人群，描繪了兩種獲取快樂與滿足

的途徑。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挑戰父親，

也各自迷失在自己所採取的方法中。差別在

於，小兒子的迷失是明顯的，大兒子的迷失

是隱晦的，但兩者都是信仰上嚴重的迷失。

小兒子的迷失

小兒子代表了世上的一群人。他們尋求

自我發現，認為每個人有權去追求自己的人

生目標與自我實現的自由，在發掘自我潛能

及追求個人成就過程中，不受傳統慣例、風

俗習慣或社會規範的束縛。他們不受道德禮

教的約束，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尋找真實的

自我與幸福快樂。

故事的第一幕始於一個簡短卻令人震驚

的要求：小兒子來到父親面前開口要他應得

的家業。照社會習俗，分家業這件事是在父

親離世以後才得進行。小兒子此時向還活著

的父親要求分家產，可謂大逆不道之舉！等

於公開表示希望父親現在就死去一樣！足讓

在場聽者震驚，而這正呈現小兒子在意的是

父親的產業而非父親這個人。他和父親的關

係維繫在企圖分得財產的目的上，而此時他

後來那地遭逢大饑

荒，窮苦起來，淪

落到投靠別人、去

田裡放豬，做起極

其卑賤的事卻又難

以餬口。連在泥濘

中拿豬所吃的豆莢

充饑都得不著時，

小兒子才意識到自

己的自以為是和無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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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厭倦了這樣的關係，不想再等待了。他的

請求將使父親失去原有的身分和社會地位，

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一點也不在意。一拿

到應得的家產，他便逕自往遠方去了（那應

該是離猶太人很遠的地方，因為猶太人不養

豬、不吃豬肉）。

小兒子到了遠方，在那裡任意放蕩，尋

求他想過的人生方式。他浪費貲財，耗盡

了一切所有的，可能還被娼妓利用，生活一

敗塗地。後來他在那地遭逢大饑荒，窮苦起

來，淪落到投靠別人、去田裡放豬，做起極

其卑賤的事卻又難以餬口。連在泥濘中拿豬

所吃的豆莢充饑都得不著時，小兒子才意識

到自己的自以為是和無知。他醒悟過來，開

始籌劃自己的未來。

小兒子想起他父親家裡有無數雇工、口

糧有餘，而他卻在這裡挨餓得快要死。於是

他渴望回家，告訴自己要回到父家那裡、承

認自己的迷失與錯誤，因為他很清楚明白自

己已喪失「兒子」的身分與資格了。小兒子

始終知道他的父家恩典豐沛，沒有任何罪惡

是父親的愛無法饒恕與遮蓋的。他想懇求父

親把他當作一個雇工。他可能在豬圈裡演練

多次，覺得已經準備好的時候便起來踏上歸

途、往他父親那裡去。

在小兒子計畫跟父親說的這段話中隱含

了兩件他付出慘痛的人生代價所學到的教

訓：他對父親先說「我得罪了天」、再說

「又得罪了你」。他明白了：任何一個人在

得罪「人」之前，必定先得罪「神（天）」

了。也就是說，當一個人破壞了彼此之間的

關係、對人沒有慈愛憐憫之前，他早就不敬

天、不愛神了！「神」在他生命中的排行已

不是第一順位了。其二，他懇求父親讓他成

為一個「雇工」而非「奴隸」。因為奴隸在

地主的莊園裡工作，也居住在莊園裡；雇工

則居住在別處，工作時間才來上班，而且有

領工資。故而小兒子打算要以「雇工」的身

分工作，然後以每天領取的工資來償還他當

初失去的產業。他心知肚明：光向父親道歉

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實質的悔改行動。他不

奢望恢復兒子的身分，因為他認為自己不應

得也不配得，更沒資格回到原先所屬的這個

家。因他破壞了家庭規矩、社會道德規範，

所以他必須付出代價來作補償。

小兒子的迷失與醒悟象徵著尋求自我實

現的人們遠離神，而在經歷失敗後重新思考

回到神面前得到生命的救贖。他們放膽掙脫

社會上各種束縛與包袱，敢公然挑戰傳統與

規範，想以自己的方式證明不靠循規蹈矩的

途徑也能成功；但終究無法逃脫這個社會秩

序下的現實規則，將在人生路上遭遇許多挫

折。對基督徒來說，自由地去追尋自己的人

生目標、不受拘束地發掘自己的潛能似乎也

沒有不對，但因此違背社會傳統、破壞人倫

關係，以致遠離救主，這是重大的迷失。在

這個比喻裡，耶穌的重點不在探討這樣做的

對錯，卻透過比喻的第一幕要告訴聽者：不

論你如何迷失、過去做了多麼可怕、多麼糟

糕的事，只要你徹底醒悟過來、決心回家、

願意再回到救主的懷抱，神會接納你。沒有

任何過犯能比上祂的慈愛與恩典！祂會繼續

愛你、白白賜予你恩典，讓你重新成為家裡

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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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中或許都曾像小兒子：我們

曾遠離神，想靠自己證明自己的能力與價

值，也曾犯錯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當我們

想要再回到神面前的時候，我們的心裡也提

醒我們「我們是不配的！」我們可能也計畫

著想以我們的方式努力賠償來贖罪，試圖

重新回到神的家、恢復名分。但耶穌告訴

我們：神不需要這些！在我們決心悔改後，

祂可以直接恢復我們作祂兒子的全部權利。

透過耶穌基督賦予我們兒子的名分是有保障

的。就這樣，我們重新被接納了。

大兒子的迷失

比喻的第一幕以小兒子回到家裡落幕，

在驚喜的歡樂氣氛中收場，故事卻還沒結

束。焦點緊接著來到大兒子身上，進行到第

二幕，新的衝突出現！在此我們看到大兒子

的迷失。

大兒子從田裡回來，還不知道離家出走的

小兒子已經回來了。他聽到作樂跳舞的聲音，

便叫一個僕人過來問是什麼事。在得知弟弟回

家了、父親為了他把肥牛犢宰了之後，他怒氣

沖天，慍怒地拒絕進入屋裡參加這場盛宴。他

不想跟那個敗家子同處一個屋簷下。

難道大兒子的生氣沒有道理嗎？似乎也

合情合理。在大兒子眼裡看來，他父親在沒

經過他的允許下，以他不樂意的方式，正使

用著他那一部分的財產！常人都會感到深受

冒犯。

所以，當他父親出來勸他進去與大家同

樂時，他對父親說話的語氣是那麼粗暴無

禮。他連一聲「父親」都沒叫，劈頭直接質

問「看哪！」（idou, 這個詞在《和合本聖

經》29節沒有翻出來，是一個命令式的質問

詞。）話裡他不是用「我的兄弟」來稱呼他

弟弟，卻是「你這個兒子」！他的憤怒切斷

了他和弟弟，甚至父親一家人的關係。

我們能理解大兒子的憤怒，他尤其不滿

的是盛宴的花費。在耶穌的時代，肉是很

昂貴的食物；人們不是每頓飯都有肉吃的，

有的頂多是魚肉。其中又以「肥牛犢」屬最

昂貴的珍饈，通常只有在節慶或婚禮的盛宴

才會有，一般宴會中人們也捨不得宰殺牠來

吃。當父親宰殺了肥牛犢、擺上最上等的佳

餚美食、讓僕人載歌載舞，這意味著可能整

莊園的人都被邀請來參加這個花費極高的宴

會。大兒子此刻真正關心的不是他父親的感

受，而是這肥牛犢和一切昂貴的花費，因為

那些都是父親已分給他、屬於他可繼承的遺

產一部分；他眼中只看到父親給他的那一份

產業正在減少。

大兒子是那麼地憤怒，以致在父親一生

中最愉悅歡樂的時候，他連個面子都不肯

給，還讓父親撇下盛宴出來向他解釋原因、

講個清楚。於是第二幕在父親委婉慈祥的勸

說中結束。

在場聽耶穌講這比喻的人們或許非常好

奇故事的結局：大兒子最後有沒有進屋子？

這家人最後是否和好如初、全家團圓在一起

了？但耶穌突然結束了這個比喻，沒有告訴

我們結局。為何？耶穌在此止住故事，祂到

底想告訴我們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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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很容易能看出叛逆的小兒子迷失

了，但耶穌卻披露：大兒子也嚴重迷失了！

而且在程度上和小兒子沒什麼兩樣，只是方

式不同。聽者可能會想「這怎麼可能？大兒

子不是謹守本分留在家中辛勤工作？怎麼

他也迷失了呢？」耶穌在這個比喻清楚地指

出，大兒子和小兒子一樣，都是「叛逆父

親」的！大兒子的心裡真正所要的東西和小

兒子所要的其實都一樣。他們都想要擁有父

親的產業，過於父親本身！他們對待父親的

態度也如出一轍。

若第一幕的小兒子代表的是「公然叛離

父親的罪人」，第二幕的大兒子則代表「想

藉著遵守傳統道德規範而來獲得父親產業的

宗教人士」。他們都迷失了！他們都只貪愛

父親的家業，而不在乎父親本身。只是大

兒子期望以「奉公守法」的方式來被父親接

納，在世人看來他們是那麼完美高尚的一群

人，而這正是主張「律法主義」的文士及法

利賽人的行徑與心態！

多數初次讀這個比喻的人都會把重心放

在小兒子身上，以為「浪子」是指著小兒子

而言。然而大兒子也是一個「浪子」。他身

在父家，心卻不在父家。他最關鍵的錯誤觀

念就他的話語中表達出來：「我服事你這多

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這個想法長

期隱藏壓抑在他心中，

就在他盛怒時宣洩出

來，我們彷彿能聽到他

內心怒吼的吶喊。

大兒子所說「服事

（douleuo, am slaving）

你這多年」，用的是奴

役的字眼，表示他多年

來所做的並非出於甘心

樂意。雖然他表現得那

麼完美，盡了身為兒子

該盡的責任，但他卻覺

大兒子盛怒 

父親委婉慈祥的勸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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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卑屈得像奴隸一樣毫無喜樂地做苦差

事。這話強烈地透露他這麼做是被勉強、被

迫或因恐懼而不得不做的結果，就如奴隸被

強制做苦工一樣，不是因為喜樂的驅使或被

愛吸引了。一切的克制與壓抑是為了得到父

親財產的支配權！

從他生氣這點來看，他認為父親在使用

這些財產前必須經過他同意；一旦結果發展

不如預期，他彷彿被擊垮了，情緒被怨恨及

憤怒所衝擊。面對一個遠不如他的弟弟竟得

到多過於自己的寵愛，他頓時覺得所有努力

都是虛空，所掌握的賞罰規矩失控了、擁有

全部財產的希望破滅了，是父親虧欠了他！

那是造成他疏遠父親的肇因！他的迷失不

在於外在明顯叛逆的行為，而是自認為的

「從來沒違背過你的命」，這成了他的「自

義」。他拿弟弟做比較，產生不可一世的優

越感，意思是「我哪像他！跟娼妓吞盡了你

的產業。我比他好那麼多，豈不更配得你為

我宰肥牛犢、給我管理你的產業嗎？」就像

另一個比喻「稅吏和法利賽人的禱告」裡的

法利賽人一樣，他遵守一切誡命只是讓他滿

足於比稅吏更好的心態，並認為更配得神的

賞賜與祝福，但這樣的禱告與訴求在神看來

並不比懂得謙卑認罪的稅吏更算為義。

由此可知，耶穌藉這比喻要表達的是：

大兒子若不放下他的冷漠與自義，他是不可

能進入屋子裡與大家同樂的！祂留下這個抉

擇給聽者，試圖喚醒在場那些不滿祂與罪人

同吃飯的法利賽人及文士，因此耶穌在此嘎

然而止。

從大兒子的表現，耶穌告訴我們：一個

人離開神，不一定是藉著叛逆或反傳統。

這是個令人震驚的訊息：謹慎遵行神的律法

也可能成為反抗神的手段！害大兒子與父親

隔絕的竟然是他引以為傲的好行為！教會中

有許多人看似定時參加聚會、團契、熱心參

與服事工作，每天讀經禱告、口口聲聲屬靈

的話語，但其實他們是在道德和律法的「自

義」中與神漸行漸遠。他們可能常在內心深

處跟神說：「神啊！祢看我這麼努力靈修、

追求完全。我每週上教堂、獻上十分之一、

天天按時禱告、努力服事、參與事奉工作，

因此祢應該賜給我一個舒適平安的生活。還

有，當我死了，天堂的豪宅與財寶非我莫

屬！」這種基督徒和耶穌的關係不啻像雇工

和老闆，他認為為神的付出理當得到賞賜作

工價。他一切的努力只是要讓自己成為神、

成為主宰者；天父的財產必須經過他同意才

能使用！遵守道德和律法不過是要換取自己

想要的東西的一個管道，而非追求與天父之

間的和好關係。

而這個比喻最諷刺的地方就在故事的結

束方式：小兒子在叛逆、揮霍後又歸回；

他謙卑悔改，得到父親完全的接納與救贖、

參加歡樂的盛宴與父親和好。然而大兒子，

這個守本分的好孩子，從頭到尾一直恪遵所

有道德規範，最終竟然讓自己迷失在自家

門口，沒有進到宴會裡（至少在故事結束

時沒有）而失去與父親的和好！這似乎告訴

我們：雖然一樣是迷失，但大兒子般隱藏而

不自知的迷失是更危險的，它會使人抗拒悔

改、棄絕耶穌的邀約，最後無法同享主的歡

樂。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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