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基本信息： 

• 内容：耶稣受洗到耶稣复活的故事，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了他在加利利

的事工，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他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的生活。 

• 作者：无名氏；被认为是曾经陪伴保罗（西 4:10)后来又陪伴彼得（彼前 5:13)

的约翰·马可（依帕皮亚之见，公元 125 年左右）。 

▪ 写作日期：公元65年左右（依帕皮亚之见，于保罗和彼得在罗马被处死后不

久）。 

▪ 受信人：罗马的教会（依帕皮亚之见），这也是为什么这卷福音书与篇幅较长

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 

▪ 重点：神的统治（神的国度）与耶稣一同来到；耶稣应验了以赛亚书中新一轮

出埃及的预言；君王弥赛亚以软弱的肉身来临时，他的身份是一个秘密，只有

得到启示的人才能明白；新一轮出埃及导致耶稣在耶路撒冷受死；做耶稣的门

徒就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 

 

 

《马可福音》概要 

       马可福音是四部福音书中最早的一卷书，由于与其他福音书相比，它的篇幅较短，

其中教导也较少，因此常常不被重视。在一定程度上，马可福音中的故事更为直接明

了。序言部分向我们介绍了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1:1-15) 之后，故事分四个部分展

开。在第1部分(1:16-3:6)，耶稣公开宣告神的国度。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呼召门

徒、赶鬼、医治病人，并宣告这一切都与神的权柄临到有关；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言

行让人们大为诧异，并招致政治和宗教势力的反对，他们早就谋划要杀害他。第2部分

(3:7-8:21)逐步展现出三个重要群体的角色。耶稣行的神迹和教导仍然使众人感到惊奇；

门徒私下受到教导（4:13, 34)，并被差派出去传道（6:7-13)，但是他们的认识比较迟

钝（8:14-21；参6:52)；反对势力仍然不断增强 (7:1-23；8:11-13)。在第3部分

（8:22-10:45)，耶稣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门徒身上。他三次向他们解释自己君王身份的

本质——因此引发了关于门徒身份的教导，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如以赛亚书中受

苦的仆人一样；可10:45)，但是耶稣这三次的教导，门徒们完全没有领会。第4部分

（10:46-15:47)将故事推向了高潮。君王进入耶路撒冷城，人们欣喜若狂，但是最后



反对势力占了上风。耶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人们查找他的罪，并将他交付罗马人，

让罗马人将他——作为＂犹太人的王”(15 :2)，钉死在十字架上。简短的结语（16:1-

8)提醒马可福音的读者“［耶稣］复活了”! 

 

阅读马可福音的具体建议 

       当时罗马城一片杀机，教会正遭到罗马皇帝尼禄的大屠杀。在尼禄举办的花园盛

宴上，有许多信徒被烧死，教会两个重要的领袖人物（彼得和保罗）也在这段时期被

处死。稍后，在信徒中间出现了一小卷书（马可福音），这卷书旨在提醒信徒耶稣的

弥赛亚身份（他是神受苦的仆人），并鼓励门徒背起十字架，跟随他。 

       马可被认为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部分原因在于他讲故事非常生动，也正是这

种风格使得他笔下的福音书具有飞速行进之感。几乎书中的每个句子都以“and“开

始（参《英王钦定本》），书中 41 处以“and immediately”（多不指代时间，而指

讲故事的急迫性）开始，25 次以“and again”开始。在这卷福音书中，他还写进去

一些细节，其中包括耶稣在六个场合说的亚兰语。这一切既反映了书写口头叙事的痕

迹，又反映了目击者的见证。 

        彼得在这卷福音中位置很重要，早期许多事情都发生在彼得的迦百农的家及其附

近，这些间接地表明传统的看法是正确的——即这卷福音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是彼

得自己在讲故事。但是彼得在故事中的表现绝不像一位英雄人物。他劝勉众人要“以

谦卑束腰＂（彼前 5:5)，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在跟随耶稣时候的软弱；在阅读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留意这方面的特点。但是最后，他言词激烈，三次不认主（可 14:66-72)，

他还记得天使对坟墓那里的妇人说”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但是，尽管马可福音

简明扼要，激动人心，但是这卷书一点也不简单。事实上，马可讲的故事带着很深奥

的神学思想。理解马可福音，在阅读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这卷书是如何表现耶

稣为弥赛亚的。在开始部分出现了三点，这三点贯穿整卷书的始终：（1)耶稣是君王

弥赛亚；（2)耶稣是神受苦的仆人；（3)耶稣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 

       因此，马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强调＂弥赛亚的秘密”,“神国的秘密＂，即期

盼中将要来的君王知道为了百姓的缘故自己注定要受苦。魔鬼认出了他的身份，便不

再作声；耶稣满怀怜悯来到众人中间，告诉他们不要把他行的神迹告诉任何人 (1: 

44;5:43;7:35;8:26)；当最后门徒认出他就是弥赛亚时，他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人(8:30)。



没有人会料到神的君王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知道。他平息了人们对弥赛亚的

狂热，惟恐这种狂热会使走向十字架的神圣计划受挫。甚至在门徒得知这个“秘密”

后，他们也未能领会它的含义（8:27-33)；他们如同瞎眼的，必须被摸两次后，才能

看见（在这件事上，门徒是借着耶稣复活才明白的）。 

       马可在提醒他的读者耶稣弥赛亚身份的本质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也是门徒的情

形。事实上，耶稣第一次教导门徒(8:34)要他们背负十字架，也是在他首次向门徒说

出自己即将受死(31 节）之后才出现的。 

        马可也使用了神的君王受苦的弥赛亚的主题来表明耶稣与以色列历史，尤其是与

以赛亚书中新的一轮出埃及的关联。救赎、在旷野漂流和到达耶和华居住之地是第一

次出埃及的关键时刻。以赛亚书(35 章；40-55 章）宣告被掳的人将从巴比伦回来，这

是新一轮的出埃及。注意马可开篇的第一句话怎样使我们联系上这个主题：“神的儿

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耶稣接着进入了以色列的

历史角色（他受洗，到旷野受试探）。这个主题贯穿这卷福音书的始终。马可在关键

处引用了以赛亚的话（反对耶稣的人即“在外面的人“心地刚硬［可 4:10-12；7:6; 

9:48]；神的国度包括外邦人在内[11:17])。他在许多方面回应了以赛亚的话：耶稣的

事工使用了以赛亚书 53 章的语言（可 10:45)；园户的比喻改写了以赛亚书的＂葡萄园

之歌”（赛 5:1-7),  以及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主题（赛 6:9-10)。盼望许久的救 

赎主已经来到了，但是与大众的期待相左，他来要为百姓受苦，目的是要带领他们从

被掳之地出来，进入最后的应许之地（可 13 章）。 

       新一轮出埃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招聚外邦在内。鉴于马可福音主要针对

那些参与神使命的人而写，马可借 6 章 53 节一 9 章 29 节之间关于非加利利人（外邦

人）的故事，将外邦人置于耶稣的故事当中。他将诸如洁净的礼仪置于这个背景之下，

并注释说，耶稣在本质上已经废除了饮食的规条（7:19b)。另外，对外邦人的事工耽

搁了历史帷幕落下的时间(13:10)，耶稣作为以色列的“王“(11: 7)，他再次拥有圣殿

时，引用了以赛亚书 56 章 7 节的话(“我的殿必称为万民＝外邦人祷告的殿”)。 

       在阅读的过程中留意这些不同的特点，你会和许多人一样，发现马可福音是圣经

中宝贵的书卷之一。 

 



      总结：这卷福音书出色地讲述了耶稣的故事，认为以色列的故事在耶稣的身上应

验了，这对我们理解后面新约的大部分书卷，尤其是保罗的书信、希伯来书和彼得前

书的重点，极为重要。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 章 18-25 节所说的，借着被钉十字架

的弥赛亚身上的软弱和愚拙，显明了神的大能和智慧仍在世界上运行，他要施行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