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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佐敦堂 
小組講章應 

 
日期：2021 年 9 月 19 日（主日）  講員：張樹強牧師 
經題：預備你的油 經文：太 25:1-13 
目的：提醒會眾應如何預備油，並清楚知道油是指甚麼？迎接主的再臨。 
 
引言： 
  講天國的比喻除了《馬太福音》第十三章之外，還有我們很熟悉的《馬太福音》第

二十五章，但兩者的語境不同，內容及導向都不同，第十三章的天國比喻是關乎天國的

特質為重為多，第二十五章是信徒如何迎向末世時代耶穌再來。 
   
內容： 
l 比喻的目的是對太 24:42, 44 的結論加以闡釋：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24:42）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24:44） 

就是解釋為何要儆醒及如何預備？ 
l 而十個童女的比喻最後結論：「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

道。」（25:13）作為呼應。 
 

l 「那時」，就是跟前一章所談論的時期，即指末世耶穌第二次再臨的時候。 

l 「聰明」指精明、靈巧。「愚拙」μωρός 指無知、魔利。聰明與愚拙的分別： 

1. 聰明──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裏。 
愚拙──拿著燈卻不預備油。 

聰明的童女預備油，是指他們預備油在器皿裏，因為他們的燈不是指《馬太福

音》5:15 的燈座，這裡「燈」，原文是火炬，用碎布捆綁在木條一端，蘸滿油

之後，可以燃點約 15 分鐘，所以，要預備油在「器皿」裡（太 25:4）。所以愚

拙的童女後來對聰明的說：「....我們的燈要滅了。」因為點完就沒有。 

2. 新郎遲延（預計不到的時候，不知道那個時辰來到），他們都沒有分別，因為

他們都打盹睡著了。 
l 我們都會有疲倦的時候，等得太耐，也會有放鬆的時候，稍為打盹睡覺，耶穌並沒

有責備他們睡著了，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獨個兒禱告，回來看見門徒都睡著了，

耶穌也沒有責備他們，只是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儆醒片時麼，總要儆醒禱

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 26:40）縱使帶著嘆

息的口吻，或是失望的聲音，但都不至於指責，定罪，埋怨。 

l 所以，愚拙的童女被撇下不是因為他們打盹睡覺。因為疲倦時稍為歇睡是情有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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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l 聰明與愚拙的分別是一方有預備，另一方沒有預備，導致沒有預備的一方被撇下。 

l 聖經告訴我們預備迎見主所預備的一切是沒有得借的，也是不可以借。 

l 聰明的童女沒有借油給愚拙的，是因為他們太自私？不近人情？孤寒？殘忍？見死

不救？聰明的給了一個理由：「恐怕（μήποτε免得）不夠你我用的。」 

l 聰明的童女沒有借油給愚拙的，不是因為他們太自私？不近人情？孤寒？殘忍？見

死不救？是因為：「恐怕兩個人用就不夠。」 

1. 「恐怕」意思是一種很謹慎的態度，顫驚的態度，步步為營，不敢輕率，萬無

一失的穩妥態度。 

2. 「恐怕」不夠用，是猜測有可能不夠用，有可能會夠用的，但「恐怕」…就顯

得謹慎，不敢輕率。 

3. 若有「恐怕」的心理，就不會大意，草率，漫不經心去處事情。預備的時候就

會作出充足的準備，一定不會沒有油用。 

4. 如果我們約人，若有「恐怕」會遲到的心，就會預早出門，一定不會遲到。 

5. 如果我退休的人士，若有「恐怕」積蓄不夠用的話，就不會胡亂花費，使錢大

花筒咁使，總會謹慎小心，計算清楚，預多小小使錢空間，就不怕將來不夠用。 

6. 常以為預備不足，才會不斷預備，以致不會缺欠。聖經也有這樣教導：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

法。」（羅 13:8）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羅

12:16） 
 
l 聰明的童女建議他們去買，意思：都是要自己預備，不可假手於人。 
l 但已經不夠時間預備了，因為時機已過（要愛惜光陰：光陰是指時機）所以，我們

不能在最後一秒才去預備油，否則時間就不夠了，因此，不是以為有很多時間可以

給你浪費，總以為可以在最後一刻預備妥當。 
 
l 各人要自己預備油，因為這油是沒有得借的。問題這油所指是甚麼？ 

1. 若所指你與神的關係深與淺，這是沒有得借的， 
2. 若所指是要遵守的十一奉獻，也是沒有得借的， 
3. 若所指是過聖潔，公義的生活，試問又怎樣可以借呢？ 
4. 若所指是累積對神的認識，又如何借呢？ 

這是每一個人自己去預備的油，自己去取得那一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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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所指是甚麼？ 

l 「油」是代表聖靈？這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別處經文，油有預表聖靈的意思。所以，

一般會很容易聯想起，「油」就是指聖靈，但並不一定可以應用在這裡，要看這文

本的上文下理，才可以定奪，油所指是甚麼？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是一個天國比喻，抑或是三個呢？ 
其實只有一個天國比喻：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v.14)，和合本在這裡的「天國」旁有點點，代表原文

是沒有「天國」這字，「又好比」在原文前有 γάρ(for)「因為」、「原來」、「確是由

於」，所以是「因為（原來、確是由於）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這樣，我們就可

以把 v.14 及 v.30 拉到 v.1-13 一起來解釋，特別是解釋那「油」。 
 
五個童女可以進入，另五個主說：「我不認識你們」，是「因為、原來、確是由於」─

─「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v.14)。 
 
「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v.31），在原文前有 δέ(but)「但是」、

「然而」、「並且」，意思是與前文有相反或不同的意思，v.14-30 是在教會的服事，

v.31-46 是可以在教會以外發生的服事，是不同的場景下的服事，意思是忠心的服事不

但只是在教會中發生，可要在教會以外的場景發生。 

 
總結 

l 「油」是需要自己預備的，沒有人可以借給你，也不能借給你。 

l 「油」就是代表要有好的服事，要忠心的服事，因為主叫了祂的僕人，就是自己的

教會，把家業交給他們，按著各人的才幹，就是各人的能力。 

l 主人對每一個童女的能力，都是知道的；神對每一間教會的能力才幹都知道。「按

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v.15)，「銀子」可指貨幣的單位，也可指才幹，就是「按

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才幹」，五千二千一千，是按各人原有的的才幹而分配。那一

千的，把銀子埋藏了，主人回來後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就是不能進入城內。 

l 「油」代表我們要事奉，忠心的去服事，把神給我們的，要去運用，不論是金錢、

能力、恩賜，我們都要善用。 

l 預備你的油，這油不是指聖靈，若果指聖靈，我們就已經有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

若指預備充足的油是指與聖靈的關係，那麼，我們只要每天祈禱，上山祈禱靈修就

可以，可必事奉呢？因為親近聖靈愈多代表預備更多的油。就不必事奉了。 

l 但《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結構告訴我們，油不是指聖靈，乃是指在神的家裡服事，

不但如此，也要在教會以外服事那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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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問題： 
1. 耶穌為何會講「十個童女」的天國比喻呢？有何目的？ 
2. 「十個童女」的比喻是取材自猶太人一個習例禮儀，請問這禮儀是甚麼？有何習例？ 
3. 聰明的童女與愚拙的分別在那裏？最後的結局如何？ 
4. 為何聰明的童女不肯分點油給愚拙的呢？是他們自私？不近人情？吝嗇？ 
5. 從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結構，尋找出「油」所指是甚麼？ 
6. 當你知道「油」是甚麼，你會怎樣預備油呢？ 
7. 續上題，怎樣才可以預備得足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