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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法利赛人还是税吏？ 

道格·巴契勒 牧师 

 

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曾分享过一个强有力的比喻。这个比喻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促使我们对灵命健康

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在这个比喻中提到了两种人，他们同时走进圣殿，且向同一位上帝祷告，但二者

的祷告却截然不同。请看经文：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

帝啊，我感谢祢，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

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 18:10-14） 

表面上看，这个比喻显而易见地说明：谦卑胜于骄傲。但很多时候，我发觉，你读圣经的时间越长，

就越能发现其含义的深广。你越是投入研究，所得到的真理就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在这个比

喻中所隐含的信息，远比我们所认为的、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的道理要多得多。 

令人震惊的比喻 

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通常被视为所有信徒中最虔诚的人，而税吏则被定义为不忠不义的勒索之徒。

用今天的话说，税吏就是黑社会。因此，在这个比喻中，耶稣给出的结论简直令当时听道的人们目瞪口呆。

在这个政治立场偏颇的反常例子中，耶稣表明，税吏会被称义且得救，而法利赛人却成了未蒙赦免的失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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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此，我们稍后会进行研究。但从中我们首先可看出的是，在这比喻中，耶稣把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

完全的颠覆了。 

税吏和法利赛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人。不是指属世意义上的两个群体，而是指属灵命运相反的两等人

——在教会中“得救”与“失丧”的两种人。今天，每位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必定是这两个群体的其中

一员。并且，一个代表的是你，一个代表的是我。 

我属于哪种人？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每个人都需要谦卑自我，以寻求圣灵的指引。你可能觉得自己是税吏，但实

际上确是个法利赛人，反之亦然。或者二者兼备。因此，学习这个比喻，对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因

为我们皆是其中的一员，我们需要确保自己是耶稣所赦免的那位。 

我们发现，在这个比喻中的两种人之间，有一些相同之处: 

第一，他们都是信上帝的。如果你想列在“得救”的人中，“相信上帝”乃是起点。 

但“相信上帝”不是得救的唯一标准。因为魔鬼也信，但使徒雅各却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

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 2:19）所以，要想“得救”，还必须符合其他更多的条件。 

第二，他们都去教堂。要想“得救”，这一点也很重要。我常说，如果你连一周去一次教会的信心都

没有，又怎么会有足够的信心去到永恒的天国呢？ 

有时候，人们会为不去教堂作辩解，说：“因为那里有假冒伪善的人。”但我要说：“不必担心，多一

个不多。”此外，耶稣每逢安息日，也会照例去到挤满伪善者的会堂，其中还有想谋害祂的人。 

另一些人可能会抱怨说，去教会很无聊。但我们去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娱乐，还是敬拜上帝？如果你

去了教堂，却未能达成对上帝的敬拜，那么，请祈求上帝来改变你的心。在路加福音 4:16 节，耶稣亲自

为我们设立了每周去教堂的榜样，祂在那里敬拜与施教。 

第三，他们都祷告。在路加福音 18:1节的比喻中，耶稣曾吩咐人要“常常祷告”。保罗也说，我们应

当“不住地祷告。”（帖前 5:17）“得救”之人离不开祷告。 

因此，在这里，我们以可看到两种人的共同点：都信上帝；都去教堂；都在祷告。我希望这些实践信

仰的基本要素，你也都有。 

接下来，再看看两种人的不同点。 

我有属灵的骄傲吗？ 

先来看看因外在虔诚，而倍显傲慢的法利赛人。他们热衷于背诵经文，拘泥于律法的字句，并在形式

上保持着对耶和华敬拜的纯正——这是一群狂热的保守派。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可知，在犹太人成为巴比伦

之奴时，先知曾指明，正是因着他们对上帝的不忠，才招致了这一厄运。作为回应，“法利赛”教派便应

运而生——他们希望以色列民不再受周边异教国家的影响，因此，他们严苛地拘守着宗教细节。因为他们

知道，如果以色列民再次陷入偶像崇拜的深渊，则上帝可能会永远撤回对以色列民族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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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利赛人原本是一群对信仰极为虔诚，且渴望保守自己不染世俗的良善者。 

但遗憾的是，许多或大部分的法利赛人对形式主义的狂热顺服，已经超越了他们对同胞的爱。耶稣曾

多次坐在草地上，论及法利赛人对外在宗教形式的专注，并责备他们自以为义的罪。“你们这假冒为善的

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太 23:27） 

同样，在这个启发性的比喻中，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善者。 

再看看税吏。这里的税吏指的是古代的税官，但和现今的税官又有所不同。在当时，罗马人若占领了

一个地方，因为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也不了解其文化，但仍要收税，该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雇佣了一些

当地人，作为税吏来代为收税，以免去收税的麻烦。而比喻中的税吏，则是指为罗马收税的犹太人。 

这些税吏在收纳税赋时，常常会多收一定的比例，以作为自己的私得。很多税吏就是这样利用职务之

便，向本族的民众敲诈巨额的税款，以中饱私囊。正因此，作为税吏的撒该，在耶利哥城很是出名，且是

少有的富户。（参见 路 19:1-9） 

因此，犹太人中的税吏是为同胞们所憎恶的。他们认为这些税吏是卖国贼，将从上帝子民中所收取的

金钱，奉献给信奉异教的罗马。税吏也因经常流连于酒肆与嫖娼之所而臭名远播。在犹太人的眼中，税吏、

罪人和娼妓常常是归于一类，被视为罪人中最坏的一群。 

基于当时对犹太税吏的观点，我们看到，在上述比喻中的两个人，都来到圣殿，并向上帝祈祷。这时，

人们自然而然的就认为，法利赛人是最接近上帝的人，而税吏则被视为被上帝遗弃的无望贱民。但从圣经

我们得知，耶稣喜爱的却是这个税吏。这又是为什么呢？ 

独特的祷告内容与祷告姿势 

二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祷告方式的不同。“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路 18:11）

他独自一人，挺胸昂首的站在前面。他感谢上帝，自己不像这个税吏。 

而税吏的祷告却完全不同。我们看路加福音 18:13 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

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谦恭地站在后面，甚至不敢抬起眼睛。 

与此同时，法利赛人开始述说自己的好行为：“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路 18:12）他是要告诉众人，自己是严格遵守律法的。并希望人们都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为上帝奉献了

多少。他的祷告，本质上乃是在自我吹捧。 

这正如耶稣在传道初期,论及法利赛人时所说话：“他们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太 23:5）“故

意要得人的荣耀。”（太 6:2） 

时至今日，这个比喻对我们依然重要，因为在今日的教会中，仍有很多“属灵上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或缺点，也没有认识到自己有什么属灵上的需要。

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尽是美德。 

但根据圣经，他的这种自以为义毫无价值。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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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天国。”（太 5:20） 

在这句话中，耶稣并没有将法利赛人的义高举为一种标准。相反，祂是在告诉我们，若要进入天国，

我们必须超越法利赛人的标准。因为法利赛人的义只是外在的，是做在人前、做给人看的。而真正的义，

却是在人前人后都一样，那是做给上帝看。 

“你们要谨慎，不要在人面前行善，故意让人看见。否则你就不能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当你行善

时，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和大街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太 6:1 KJV直

译） 

因此，真正的行善，应当是以谦卑之心，暗自付出，不让他人知晓。只有那样，才有助于培养我们柔

和谦卑的性情，并揭示我们行善的动机：我们是做给人看，让大家觉得我们很慷慨，还是真正关心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要如何祷告？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象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太

6:5） 

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观点，不是说站着祷告不好，但你要查明自己为何而站立。耶稣不希望我们在祷

告时，通过行为或言语来吸引他人关注自己，让人感觉你的祷告很虔诚。 

你有过小组轮流祷告的经历吗？当你开始为周围的其他人祷告时，是否只是为着别人的好处而说上大

一堆，却忘记真正从内心深处去与上帝交流？我有过这种经历，在为孩子祷告时，有时也会这样。我们与

孩子们一起跪下，恳求上帝帮助他们取得好成绩，让他们爱劳动，打扫房间等等。孩子们就在身旁，我们

的祷告变成了小型劝勉，而不是在用心与上帝沟通。 

当我们在祷告中传递出含沙射影的话语或信息时，哪怕只有一点点，其实我们和那位站着祷告的法利

赛人便没什么区别，都在自以为义。“上帝啊，我感谢祢，我不像其他人…” 

你是否曾质疑过别人的行为？或是感恩于自己不像别人那样？甚至谴责别人不该穿成那样去教堂聚

会？“他怎么穿成那样，一点都不尊重上帝，哪像我穿得这么端庄。……上帝啊，感谢祢，我没有穿成那

样。”等等，这些论断他人的言语，上帝都听得见。 

值得一提的是，流言蜚语只是这种假仁假义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常常将流言蜚语放在祷告中，并伪

装成真诚的祈祷！“我可不是在说闲话啊，我只是想提一下，我们应当祷告的内容，咱们一起来为这些不

妥的行为祷告吧。”然后，便开始了揭发莎莉和布鲁斯一起吃午饭，但两人都是已婚，这种单独约会，竟

然没有带上自己的另一半。……你曾说过样类似的话吗？或许此刻，在你的内心，正庆幸着：“感谢主，

我没有像某些人，说过这样的话！” 

我所信的是谁？ 

法利赛人不惜以论断或贬低邻舍的行为，来标榜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虔诚，属灵上多么高尚。他

深信自己的好行为能得到上帝的认可，却没有恳求上帝帮助自己去效学基督。事实上，很多良善的人，可

能无意中都做了类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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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西家曾是一位品行端正的王。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王下 18:3）而后有一天，上

帝差遣以赛亚去告诉希西家，要安排好后事，因为离世的日子近了。于是希西家向上帝祷告，不依不饶地

哭诉，并列出自己的丰功伟绩。上帝听到他的呼求，便动了怜悯之心，加增了他十五年的寿数。上帝希望

他在这十五年中能谦卑自己，吸取教训。然而在加增的岁月中，希西家王非但没有认清自己的罪，寻求上

帝的帮助，反而让“法利赛式”的骄傲占据了心田。 

上述比喻中的法利赛人也是如此。他用别人的行为、而非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他缺乏谦卑痛悔的

灵，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也就没有在祷告中提到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他所感谢的不是上帝，而是自己。

在祷告中，他五次提到“我”，可谓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演讲。 

一般来说，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会向上帝要求一些东西。如“上帝啊，为我做这件事。主啊，给我

那些！”为自己的需要献上祷告是没有问题的，耶稣也在马太福音 6:11节的主祷文中恳求上帝“赐予我们

日用的饮食”。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为自己求一些并不需要的东西，却没有为他人代求。 

值得注意的是，法利赛人在比喻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他是如此的自以为是，深信自己不需要任何东

西。对个人之义的错误认识，令他沉浸其中并洋洋得意。而自以为义正是作为罪人的我们，最不配进入天

国的障碍！著名作家——路易斯（C.S.Lewis）曾说：“当人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自身残留的罪时，才会变

得更好；相反，人若越来越忽视自己的何等有罪时，他的的品行只会越来越遭！” 

自我崇拜 

法利赛人和税吏都相信上帝，但二者的结局却截然相反。法利赛人确信自己的行为能赚得救恩；而税

吏则向上帝祈求怜悯。 

这是否让你想起圣经中的另外两个人？兄弟俩分别带着各自的祭物来献给上帝。二人也都献上了祷

告，该隐对自己从田里耕种的辛苦所得充满信心。而亚伯却寻求上帝的怜悯，他带来一只羊羔，并渴望藉

之所流的血来涂抹自己的罪。当该隐看到自己的义（劳动所得）不被上帝看中时，便向上帝动怒，又厌恶

并杀害了自己的弟兄亚伯。在世界末了，我们仍会看到同样的事情会不断地上演。 

进一步的，我们是否会想到，最初路锡甫也是落入了这同样的陷阱，以致从“明亮之星”的天使，沦

为堕落的撒旦。他迷恋自我、骄傲自大，进而变成了自我崇拜，并对上帝的政权起了觊觎之心。嫉妒生仇

恨，仇恨生叛乱与杀害。凡追随撒旦的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模仿魔鬼的态度与作为，以及各种形式的自

我崇拜。 

再回到路加福音 18:12节的比喻，法利赛人在祷告中提醒上帝关注他的好行为：一周禁食两次。而在

犹太人的传统中，一年只需禁食一次，且只在逾越节才禁食。 

禁食、祷告和奉献，这都没有错，事实上，我们中间的许多数人对此应当做得更多才对。但关键在于，

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否正确？这正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区别所在。约翰·卫斯理曾说过：“好人于爱与

美德中避免犯罪，恶人则于惩罚的恐惧中躲避罪恶。” 

耶稣教导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象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太 6:16） 

法利赛人在世人面前高抬自己，这带给他一种自我优越感。是的，他感到很自豪。但可悲的是，他并

没认识到，在上帝的眼中，祂所看重的是什么。法利赛人想找出衡量自己的标准，他站在那里，环顾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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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只能与他人对比，并以此为标准。论到这种致命的错误态度，保罗说:“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

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林后 10:12） 

祸哉！我灭亡了！ 

与别人比，我们总是能找到属灵状况比自己差的人。税吏其实也能找到比他差的人，但他没有将自己

与他人相比。他不是站在与人相比的水平视角来祷告，相反，他是以向上垂直的视角，将耶稣基督作为标

准，恳求上帝的怜悯与饶恕，因为他看到了两者（罪人与上帝）间巨大的差距。 

先知以赛亚曾在上帝面前说：“祸哉！我灭亡了！”（赛 6:5）但这个法利赛人却在税吏面前说：“我不

像他那么差。”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无论是出于自尊,还是出于对自我保护的错用，如果我

们能找到一个可供指责和批评的对象，我们便会自觉良好，且对罪麻木。我们在祷告中向上帝背诵自己的

美德，并列出别人的错误清单，试图借此来说服上帝，或自我催眠：“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坏。”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自我吹捧。且以耶稣为自己行事为人的榜样和标准，那才是

真正造就自我、提升自我的方法。使徒雅各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雅 4:10） 

曾有位国王，邀请了一名音乐家在国宴上演奏并歌唱，以庆祝国庆，同时有许多贵宾一并受邀出席。 

当这位音乐家将手指抚按于琴弦之上时，悠扬的旋律随即响起，乐师自弹自唱。而他所演唱的歌词，

则全部是荣耀自我。一首接着一首，他在歌词中赞美着自己英俊的外表，旅行的愉悦，天赋的异禀，以及

丰功伟绩。 

宴会结束后，他兴高采烈的来到国王面前说：“王啊，请给我报酬。” 

国王回答说:“对不起，你所唱的只是给自己听。你没有歌唱赞美你的祖国、人民、或国王，所以，

你自己给自己报酬吧！” 

竖琴师哭着说：“但我唱得很好听啊！” 

国王回答说：“是的，可你太骄傲了。你只将天赋奉献在歌唱自己的事上。所以，出去吧，我不能再

留你在宫中作乐师了。” 

耶稣在启示录 3:17节告诉我们：“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 3:17）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对于末世的你我同样颇具寓意。我们必

须警醒，傲慢与不愿承认自己的罪，不愿承认自己需要救恩，将是末时代教会所面临的长期问题。 

另一方面，正是那些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他们属灵贫穷的人，才能认识上帝的恩典、接纳、宽恕与永

生。“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3）愿这节经文，能植根在你我的心灵深处，免得我们

继续在未被赦免的罪中生活。因为，只有谦卑的人，才能远离罪恶，向往永生。愿你我都能将心思聚焦于

永恒的生命，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