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上今天》我爱背金句 

可 12:30-31 
 

 

本周金句：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

条诫命更大的了。”（可 12:30-31） 

 

背景： 

 

1. 本章继续讲述：受苦周中，耶稣在圣城撒冷传道的过程。 

a. 本章中，耶稣被各种敌对分子质询，包括祭司长、经学家、长老（公议会的三种成

员）、法利赛人、希律党徒、撒都该人。他们企图用各种难题陷害耶稣，但耶稣智

慧对答，甚至反守为攻。 

b. 以上事件，作者马可并非单纯按照顺序记叙，而是借着剪裁技巧，突显出犹太领袖

与耶稣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 

c. 只有一个文士关于“最大的诫命”的求问，没有引发矛盾和敌对。 

文士知晓“耶稣回答得好”（28 节），也认同耶稣的教导（32 节）。只有他得到了耶

稣的称赞。──这是整卷马可福音中，唯一证明描述的文士。 

d. 关于“最大诫命”的辩论，符类福音中都有记载，但侧重点不同： 

i. 路加福音中，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旅途中与企图试探祂的律法师辩论（路

10:25-37，特别是 25 节）。 

ii. 马太与马可一样，将事件放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但马太福音中律法师的

动机与路加福音的律法师的意图相同──都是“要试探耶稣”（太 22:34-40，

特别是 35 节）。 

iii. 马可的记载是正面的，提醒了福音书的读者，并非所有犹太领袖都是硬心的敌

基督者。 

e. 在耶稣与宗教领袖连串争论和冲突的背景下，马可以 34 节记述做结：“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可 12:34）耶稣得胜，为后续被害作伏。 

 

2. 本章结构 

a. 以凶恶园户的比喻指责犹太教领袖（1-12 节） 

b. 巧答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纳税”的盘问（13-17 节） 

c. 驳斥撒都该人“复活之事”的错误观念（18-27 节） 

d. 回答文士“最大诫命”的问话（28-34 节） 

e. 询问群众“基督的问题”（35-37 节） 

f. 教训群众要防备文士（38-40 节） 

g. 称赞寡妇的奉献（41-44 节） 

 



 

思考：通读本章，思考耶稣是如何面对不同的质询者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主？ 

 

经文解释： 

 

这两节经文是整个以色列的基要信条“谢默”（Shema）的其中一部分。 

以色列的基要信条包括：申 6:4-9，11:13-21；民 15:37-41，是虔诚的以色列人每日必须念读

的金句。 

 

1. 耶稣的回答结合了申 6:4-5、利 19:18 两处经文。 

a. 先看申命记的征引：可 12:30 引自申 6:5──“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神。” 

i. 尽：全部，完完全全，毫不保留。 

ii. 马可加入了“尽意”，与路加记载的内容相符（路 10:27），只是次序稍异。马

太的引文中则没有“力”（太 22:37）。 

iii. 由于犹太人的“人观”没有所谓灵、魂、体的观点，心、性、力是从不同的角

度演绎“生命”。耶稣所讲的四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并没有本质或

次序之分，不过是以重复和强调手法说明，必须以全人生命爱神。 

b. 马可在这里所引用的字句，基本上很接近七十士的希腊译本。 

在希伯来原文中，“尽心”的“心”心字，在马可的希腊文是以“心”和“智”─

─“尽心”，“尽智”──两个字取代；马可也以另外一个“力”字──“尽力”的

“力”，表达七十士译本中原有的字。 

 

2. 版本对比 

吕振中版：要将你完全的心、完全的性命、完全的精神（或译：理性）、完全的力量、

爱主你的上帝。 

新译本：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 

思高版：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 

现代版：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 

以上版本翻译得比“和合本”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更贴切。 

 

3. 经句亮光 

a. 即使遵守一切的诫命，但若不是出于“爱神”的缘故，在神面前便毫无价值；所

以，“爱神”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最大的。 

b. 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林前 16:22）；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壹

4:19）。 

c. 神喜悦人的“爱”，乃是要到一个“尽”字的地步。这对人来说何等难！许多的

人、事、物会分去人爱神的心：想爱神，又想爱世界；想事奉神，又想事奉玛门。 

d. 人凭着自己永远无法办得到，但神从不要求我们去作我们办不到的事，在人是不

能，在神却凡事都能（可 10:27）。 

 



 

思考：什么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你能这样爱神吗？ 

 

4. “爱神”是“爱人”的前提 

a. 十条诫命可分为“对神”和“对人”两大部分（出 20:3-17）： 

一至四诫为“爱神”，五至十诫为“爱人”。 

当时犹太人的祷文中有一段即用可 12:29-31 这段话，一般的犹太人均知道，整个旧

约的道理都包含在“爱神”与“爱人”之中了。 

b. 爱神，是诫命的核心。“爱人”是“爱神”所引发出的自然结果。 

惟有让神的爱充满、浸透我们，我们才能自然流露出祂的爱，爱己爱人。 

林后 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

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活。” 

 

5. 要爱人如己──“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31 节） 

a. 版本比对 

吕振中版：“次的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 

思高版：“第二条是：‘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 

现代版：“第二是：‘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 

b. “其次”：“第一”（29 节）与“其次”，并不是二择其一，而是信仰宣认到实践的

必然阶段。生命的展现，建基于对神的认识，“全人爱神”的表述离不开“爱邻

舍”的具体实践。 

c. “其次，就是说”：原文作“第二的与这相同”，即“它的性质与前者相仿”。马太

的用字更贴合──太 22:39“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d. “要爱人如己”：引自利 19:18──“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

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i. 经文强调，要爱邻舍，彼此要以爱相待。 

ii. “邻舍”，对于犹太人而言，是指“本国的子民”（利 19:18），不包括外邦人在

内。但其上下文（利 19:9-18）特别提及对那些弱势社群（如穷人）的关爱，

因而经文背后的精神是涉及“爱所有人”。 

iii. 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路 10:25-37），耶稣扩大了“邻舍”的概念。本

节，在耶稣引述时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即“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所有人”。 

e. 爱人包括很多方面：尊重、体恤、接纳、希望对方成功、委身等等。 

 

思考：怎样将神无条件赐予你的爱，传递给其他人？你是怎么爱周围人的？ 

 

总结与省思： 

 

1. 回顾内容 

a. 当文士提出：“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的疑问时，耶稣引用申 6:4-5 和利 19:18 经

文，总结出“人对神”和“人对人”应有的态度。 



 

b. 耶稣总结出了十诫的精髓，并将两条大诫命归纳为一条：前者包括一切“爱神”的

诫命，后者包括一切“爱人”的诫命。 

c. 耶稣强调两条诫命不可分割，并且都在其他一切命令之上： 

31 节：“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再。”──这也是经学教师们认同的： 

32-33 节：“那文士对耶稣说：‘……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的多。’”──爱

神及邻舍远比宗教礼仪重要。（参撒上 15:22；箴 21:3；何 6:6） 

d. 耶稣从最大诫命，强调了“爱”是人生首要大事。 

我们若爱神，就能经历祂的爱，并以这爱来爱别人。我们不是凭规条活着，乃是凭

与神建立爱的关系，并能通过爱神爱别人。 

“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 13:8-10） 

 

2. 思考与讨论 

a. 可否先爱人？ 

i. 假如我们将“爱人”放于首位，甚至完全摒弃了“爱神”，那么我们的生命将

摇摆不定，极易淹没于人生的风浪中，也无力尽“爱人”的本分。 

ii. 先爱神，以神为生命的中心，才能更好地爱人。 

b. 可否爱神却不爱人？ 

i. 假使我们说爱神，却不爱身边的人，就是假冒为善（约壹 4:20）。 

ii. 神是美善和仁慈的，作为祂的子民，我们应当活出祂的美善与仁慈来。 

iii. 行事为人，要对神尽本分，也要对人尽本分；对神，以爱为枢纽；对人，也以

爱为关键。 

c. 学会爱自己，再以爱自己的方式，“爱人如己”。 

太 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

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也是以生活为祷告的原则。 

 

思考：在生活中，如何将“爱神”与“爱人”持续实践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