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马克·詹宁斯博士，马克，讲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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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马克·詹宁斯博士关于马可福音的教学。这是关于马可福音 4:1-34 寓言的

第 8 节课。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和你在一起，我们将继续学习马可福音。 

 

到目前为止，前三章，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耶稣在公开传道时所做的行为

上。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奇迹、驱魔以及他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对抗。在马可

福音第四章，我们稍微转向他教导的一种特殊形式，即用比喻的方式。 

 

现在，我们在马可福音中看到的一件事，典型的马可福音的寓言，他从头到尾

都在使用它们；你会看到耶稣在他的传道生涯中一直使用它们，如果你愿意的

话，它们是用来反对宗教领袖的。然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中，寓言的使用有

点不同。它具有更多的教学方面，也是为他的门徒设计的。 

 

马可福音的做法与马太福音类似，就是把这些寓言集中放在一章中。马太福音

在第 13 章中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在马可福音第 4 章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因

此，我们稍微从耶稣的行为转移到耶稣的一些教义，这些教义是他教导的一种

特定形式，也就是寓言。 
 

因此，在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中的几个例子之前，我们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比喻

和耶稣对比喻的运用可能会有所帮助。耶稣的比喻也许是他最著名的教义。即

使一个人对耶稣一无所知，也有可能对他的比喻有所了解。 

 

例如，好撒玛利亚人、浪子、芥菜种。这些术语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用语和我

们对事物的理解。例如，有些社会或团体称自己为好撒玛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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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赞美，或者浪子回头，这是人们在谈话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斯诺德格

拉斯教授在寓言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他写了一本名为《有意图的故事》

的书，我认为这本书总结得很好。他发表了以下言论。 

 

如果耶稣确实是每个神学家倾注思想的容器，那么寓言就是他们经常用来倾注

思想的水罐。关键在于，如果你愿意的话，寓言可以成为讨论耶稣的切入点。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 

 

它们很有效。它们之所以有效，部分原因是它们是故事。作为叙事，它们描绘

了一个世界，人们可以面对一个想法，沉浸在一个想法中。 

 

它们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真理被包裹在故事中。你知道，我想到好的布

道。好的布道通常有一个强有力的例证，传达一个真理或一个故事，或者它在

故事中传达一个真理。 

 

因此，它通过一种方式传达思想，而不仅仅是直接宣告真理。我认为这是寓言

的吸引力之一。在耶稣的例子中，教师和门徒之间有一条间接的途径，在人群

中也有寓言。 
 

发表声明很容易，但发表声明后就会遭到抵制。这几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住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怀疑和质疑是这个地区的美德。 

 

如果有人说了什么，自然的反应可能不是真的。但故事却有所不同。如果你愿

意的话，故事会进入后门。 

 

克尔凯郭尔谈到了故事的力量，在故事中，你几乎不知不觉地就成为了讲述真

相的一部分。故事中有些东西不那么令人反感，但更有吸引力。但当然，寓言

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它指的是一种扩展的类比。稍后我会回来讨论寓言的定

义。但这是一个扩展的类比。 

 

它试图阐明一个修辞观点。你知道，耶稣的寓言大部分都假设了一个共同的指

称。它们预设了上帝的王国。 



3 

 

 

耶稣经常用寓言来解释上帝王国的本质、品质或特征，或者至少展示上帝王国

的图景。换句话说，这些寓言都是有目的的。它们都以历史为基础。 

 

它们来自公元一世纪的背景。它们在公元一世纪的背景下是有意义的。而这始

终是解释寓言的挑战之一：试图理解寓言的历史背景，而不是简单地灌输 21 

世纪对事物的理解。 

 

有些相当简单，有些则很微妙。你知道，种类繁多。 

 

其他人发现很难确定确切的意图。即使是主要是为了理解某事的寓言，也不是

无根的知识。它们以听众能理解的方式与听众互动。 

 

现在，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寓言的解释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意识到近几

个世纪以来的两种普遍趋势。首先，直到 19 世纪末，大多数寓言解释者都倾

向于将寓言寓意化。也就是说，让寓言的不同元素代表某种东西或象征某种东

西。 
 

这是对故事的解读。它不一定存在，不一定存在的东西，是耶稣意图的一部

分。现在，寓言方法似乎确实在耶稣身上有某种根源。 

 

有一些寓言，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耶稣在其中赋予了非常多的象征和意义。

例如，当我们看撒种的比喻时，他赋予了代表性的意义。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

证明了寓言方法的合理性。 

 

困难在于耶稣对他的所有寓言的解释并不相同。寓言种类繁多。我倾向于认为

耶稣对那些需要寓言式方法的寓言进行了解释。 

 

而那些没有的，他也没有。然而，我们也需要明白，到 19 世纪末，这种寓言

化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圣经有四重含义。在教会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圣经可以被解释为具有字面意思，即它实际上可能说了什么；寓言意

义，即不同元素可能代表的象征意义；道德方法，即谈论人们如何改变或理解

他们的世界；以及天堂观念，即它可能如何描述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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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圣经》的四重含义中，所有《圣经》都经过了数个世纪的解释，而

解释过程包括寓言理解。因此，寓言尤其会被发现非常支持或接受竞争寓言，

这并不奇怪。有趣的是，竞争寓言可以被接受。 

 

对寓言有不同的寓意解释并不罕见，而且这似乎是一种很好且可接受的方法。

所以，在教会解释寓言的大部分世纪里，你都是通过寓言化来解释的。然而，

从 19 世纪开始出现的第二种方法是现代学者拒绝寓言化。 

 

最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末，阿道夫·尤利切尔提出了一个问题：耶稣作为一

个普通的加利利人，怎么会用如此复杂的方式进行教导。这是对启蒙运动的回

应，也是对耶稣作为教师的挑战，他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进行更广泛的寓言式

教导。因此，尤其是那些冗长而冗长的寓言，其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人们开

始认为这一定是教会的产物。 

 

也许，那些非常简单的寓言，那些看起来更具谚语性质的寓言，对于一个普通

的加利利人来说可能更有意义。在许多方面，尽管朱利切尔的论点不再具有影

响力，但对寓言解释的争论一直处于寓言化和拒绝寓言化或寓言方法作为耶稣

教导意图之间的争论。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这场争论围绕着一个问

题：寓言对于理解有多重要。 

 

寓言中的元素是否真的代表着某种东西？形象与现实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

如果有对应关系，谁负责这种对应关系？读者负责这种对应关系吗？耶稣负责

这种对应关系吗？这让我回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寓言？请记住，我几乎没有什

么可以说对所有寓言都适用。事实上，任何过于宽泛而无法涵盖所有寓言的定

义几乎都没有任何帮助。 

 

而且每个寓言都必须单独考察。例如，我们不能满足于将寓言定义为具有天国

意义的尘世故事。这是真的，但还有更多。 

 

这没什么帮助。许多寓言都不是有关天堂的。它们有关地球上的生活。 

 

它们不仅仅是例证。它们确实是例证。有些寓言是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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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明喻，但有些寓言的作用不止于此。它们可以生动活泼。它们可以很奇

怪，有时它们可能相当平淡乏味。 

 

我认为，诗人肯尼斯·贝利（Kenneth Bailey）对寓言的诠释是我听过的最好

的。他称它们为想象中的花园，里面有真正的蟾蜍。我喜欢这个说法。 

 

我喜欢想象中的花园里有真正的蟾蜍，因为我认为这会在我脑海中勾勒出寓言

的形象，而这正是寓言所要做的，即在观众的脑海中创造某种既虚构又想象但

又真实的东西。寓言旨在引发思考和考虑。这是我们在寓言中看到的事情之

一。 
 

它们不是简单的寓言，而是激发人们的反应。它们渴望激发和促使人们采取行

动，特别是对上帝或耶稣采取行动。我们在寓言中看到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它们具有说服力。因此，我回到了寓言这一想法，即寓言是一种扩

展的类比，用于说服或劝说。作为类比，它们很容易成为寓言，这是有道理

的。 
 

所说的内容和想要知道的内容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有不同类型的寓言。其

中有明喻、延伸明喻和小情节发展。 

 

它们往往直截了当。有些寓言很大程度上是疑问寓言，整个寓言都是一个问

题。你们当中谁，等等，通常是这种寓言的形式。 

 

这些疑问寓言迫使读者回答问题，通常答案是“不”。不，我不会像寓言中的

人那样行事。有些寓言更为广泛，有情节，叙述特定事件，并且经常会创造问

题或可能性。 

 

通常会有对话表明结局从哪里开始。有些寓言非常隐晦地隐瞒了其参考内容。

换句话说，寓言的讲述方式使得读者直到故事结束时才会对故事的内容产生自

我谴责，但直到故事结束时他们才意识到，事实上，他们是在对自己进行评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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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寓言。一种非常常见的类型是“何况”类型，这种类型在

耶稣的教导和第二圣殿犹太教中都很常见。 

 

这就是比上帝更甚的寓言。当我们用寓言的定义来看它时，我们只需要意识

到，所谓的寓言并没有非常具体的形式。寓言的结构非常不同。 

 

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每个寓言都必须自成一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

识别寓言的任何特征。我们可以说，许多寓言通常很简短，有时甚至简洁。 

 

它通常会排除不必要的细节。如果你愿意的话，即使在较长的故事中，寓言也

很单薄。寓言中没有丰富的故事情节。 

 

很少给出动机。我们很少知道为什么寓言中的某些人物会做出那样的行为，尽

管有时我们会知道一些。他们的特点是简单。 

 

很少，如果有的话，两个以上的群体或两个人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它

通常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通常是平衡的。寓言主要关注人类，而不像伊索

寓言，动物往往扮演主要角色。 

 

寓言大部分都聚焦于人类。正是这种人性让寓言成为人们的镜子。寓言是虚构

的，但却来自日常生活。 
 

当然，故事中可能有一些伪现实主义元素，一些极端元素。我认为，解读寓言

的关键之一是试图找到这个寓言试图回答的问题。例如，当一个寓言以“上帝

的王国就像……”开头时，是什么问题推动了这一答案？我们将在研究马可的

一些寓言时讨论这个问题。 

 

寓言通常带有意外或逆转的元素。然而，要看到意外，人们必须了解历史背

景。通常，令人惊讶的时刻来自于讲述故事的背景。 

 

关键问题往往在结尾。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寓言的高潮在哪里，通常它就在结尾

处。耶稣的寓言几乎总是以神和他的王国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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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经常会提到《旧约》。通常，最好将一个寓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不

是将其分解成各个部分，尤其是当我回到上帝之国就像寓言的想法时。在解释

这些寓言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开始将所有不同的个体寓言化，而实际上这是

整个寓言的意义。 

 

上帝的王国就像一个女人，你知道，她迷失了方向，四处寻找，疯狂地寻找。

所以，我们不想说，珍珠代表这个，女人代表这个，房子代表这个。整个事件

的画面就是上帝的王国。 
 

寓言具有准确性。寓言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填补我们认为被省

略的内容。 
 

寓言并不想让我们将现实时间强加于其上。我们在思考寓言时必须非常谨慎，

因为仆人到达那里、报告回来和回来之间必须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我们最

终会大惊小怪地谈论遗漏的内容，而不是谈论的内容。我经常想，最终，我们

必须意识到寓言是耶稣的教导元素。 

 

这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可以在耶稣的非比喻性陈述和寓言之间找到

联系，它们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寓言的解释与耶稣的任何教义

几乎没有联系，那么我们在解释寓言方面可能处于微妙而危险的境地，再次假

设耶稣是一位始终如一的老师。这些只是我希望我们在讨论寓言时思考的几个

因素，寓言看起来很简单，但也很有问题。 

 

因此，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第 4 章时，其中收集了一些寓言，我想稍微看一下马

可福音第 4 章 1 至 20 节，然后看一下 21 至 34 节中的几个寓言。我不会

逐一讲解，而是让我们了解寓言在耶稣的教导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想指出

几个重点。 
 

所以让我先从撒种的比喻开始，顺便说一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说

法。它与撒种者的关系比与土壤的关系更密切，但教会历史上的出版商都称它

为撒种的比喻，因此，我们就这样称呼它。耶稣再次在湖边开始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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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聚集在他周围，他上了一条船，把船停在湖边，而岸边的人们则在水边。

这是第一节经文，这与我们在马可福音中看到的一致，即作为教师的受欢迎程

度。因此，这种教学的设置与我们所知道的一致。 

 

这时，我们看到了他的第一句总结。他用比喻教导他们很多事情，在他的教导

中，他说，听着，一个农夫出去播种，当他撒种子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

边，飞鸟飞来吃掉了。有些落在没有多少土壤的岩石上。 

 

因为土壤浅，所以发芽很快，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因为没有根，所以就

枯萎了。有的种子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植物挤住了，所以它们结不出

果实。还有的种子落在好土壤里。 

 

它发芽生长，结出庄稼，增产 30 倍、60 倍，甚至 100 倍。前八节经文。因

此，这里的前八节经文描述了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上。 

 

这很有趣。人们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弄清楚这是否反映了巴勒斯坦人的农业实

践。而且，我认为，人们试图强行解释一个明显的类比，以及描述种子落在准

备好的和未准备好的土壤上的情况。 

 

那么，这个比喻的意义就在于外部条件的问题。请注意，这是同一颗种子，同

一个播种者，唯一的变量是土壤落在哪里。第九节，产量。 

 

我觉得这很有趣。这不是一个荒唐的产量，30、60 甚至 100 倍。这肯定是一

个丰收。 
 

这让我想起了《创世纪》第 26 章第 12 节，主赐予以撒百倍的丰收。所以也

许那里有暗示或回响。但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个比喻之后，第九节，耶稣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让人想起耶利米书 5:21 和以西结书 12:2，经文中说以色列人有眼却看不

见，有耳却听不见。现在这句话的含义引起了广泛争论，通常有两种选择。是

任何有耳朵的人，每个人都应该注意并做出回应？还是任何有耳朵、有灵性耳

朵的人都应该倾听？甚至马克也不一定清楚这两个选择是哪一个。 

 



9 

 

一方面，这个话题是针对人群的。他在对所有人讲话。他在向所有人发表这个

声明。 
 

然而，在第 11 和 12 节中，他谈到了如何向门徒传授王国和上帝的秘密，但

对于那些局外人来说，一切都是用比喻来讲述的，这可能表明也许存在一种精

神上的接受。有趣的是，当我们看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的段落时，我们也能感

觉到这两段经文中都存在着人们应该做出回应但却没有回应的感觉。 

 

这更符合每个人都应该倾听这一点以及正在创造的几乎是故意隐藏的观点，也

许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一点。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人群发出呼吁，如果

你应该听到并做出回应，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倾听。我们再看一遍第 10 节，当

他独自一人时，所以再次不在人群中，场景已经改变。 

 

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十二门徒，是耶稣祈祷后考虑并为他和他周围的人挑选的十

二门徒。所以，你们有十二门徒和其他人，这意味着不是十二门徒的耶稣的追

随者，他们向他询问了比喻。他告诉他们，上帝王国的秘密或奥秘已经告诉了

你们，但对于那些局外人来说，一切都是用比喻来表达的。 

 

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理由，我稍后会谈到。但请注意，这里最有趣的是，当我们

谈论秘密时，这并不是神秘或奇怪的事情。当新约圣经谈到秘密或奥秘被揭露

时，它是指上帝隐藏的东西现在被揭开了。 

 

例如，保罗通常将其指代旧约中隐藏的、现在被揭示为准确和真实的东西。例

如，福音传到万国。马可福音中揭示的秘密是什么，即上帝的国度，耶稣的到

来就是上帝国度的到来。 
 

这是现在正在揭示的秘密。门徒们也清楚地被告知了。这是有区别的。 

 

我们不断地看到，十二门徒和门徒与局外人之间存在着群体内和群体外的区

别。我们在马可福音中看到了这一点。上帝王国的秘密已经传给了你们，但对

于那些局外人来说，一切都是用比喻来表达的。 

 

因此，即使在教导中，耶稣也即将给出一些解释，这些解释是十二门徒和他们

周围的人独有的。然后，他给出了可能是福音书中关于寓言最具争议的陈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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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此，第 12 节说，他们可能永远看，但永远无法感知，永远无法理解。

否则，他们可能会回头并得到宽恕。 

 

现在，这种语言让人想起以赛亚书第 6 章第 9 至 10 节。争论的焦点是，问

题是，耶稣用比喻说话是否故意阻止局外人成为局内人？然而，当我们查看以

赛亚书的引用时，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耶稣写这段经文的意图。在以赛亚

书第 5 至 6 章中，上下文中提到了对以色列的审判，因为，以赛亚书中甚至

讲过一个比喻，葡萄园的寓言，因为以色列未能结出果实，因为他们已经表现

出对上帝的拒绝。 

 

上帝撤回了对他们的保护，现在亚述人已成为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代理人。以

赛亚的警告将无人理会，原因有二。首先，因为以色列已经表现出不忠诚。 

 

其次，因为他们的不忠现在成为上帝对他们进行审判的手段。因此，我们在这

里看到的是上帝在以赛亚书中对以色列的拒绝作出回应，然后巩固他们的拒绝

以实现他的目的和审判。我们在马可福音中已经谈过这个想法，福音书中早些

时候提到的强硬思想，当然与法老有关，是典型的例子。 

 

他心肠刚硬，反应顽固，后来他的反应变得坚定，以便展示上帝的主权计划，

展示上帝是将他的子民从束缚中解救出来的那位。所以，我认为，从很多方面

来说，耶稣的话都是对他的拒绝的审判声明，他用比喻向一群人讲话，尤其是

如果从宗教领袖的角度来思考，以赛亚书的段落也适用于一群已经拒绝他的

人。我们之前在别西卜的争议中看到了这一点。 

 

现在，这种拒绝变成了一种残酷的现实，而这也将成为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以

色列宗教领袖的拒绝是走向十字架的一部分，所以你甚至可以看到这种拒绝的

发生。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看这段关于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说话的非常难懂的

经文时，它首先要表明谁实际上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比喻激发人们求知的欲望。我们在门徒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门徒问他们比喻是

什么意思。所以，比喻激发人们要么支持耶稣，要么反对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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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深刻。但寓言也是耶稣对当前宗教领袖发出审判

的另一种方式，这与先知们所做的类似。耶稣在马可福音中说了这一点，经常

将宗教领袖和他的人民与以色列历史上拒绝上帝的人进行比较。 

 

然后耶稣向十二门徒和他们的同伴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

吗？那么，你们怎么会明白任何比喻呢？我认为他们甚至强调了门徒们的无

知，他们仍然不明白他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将在马可福音中看到这一

点。然后他继续解释。农夫播下种子。 

 

有些人就像路旁的种子，他们一听到福音，撒旦就来夺走他们心中的福音。而

有些人就像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他们一听到福音，就立刻欣然接受。 

 

但由于他们没有根，所以只能存活很短的时间。当因这道而遭遇麻烦或迫害

时，他们很快就倒下了。所以，其他人就像撒在荆棘里的种子一样，听到了这

道。 
 

但今生的忧虑、财富的欺骗和对其他事物的欲望进来，将道挤住了，使它结不

出果实。其他人，就像种在好土壤上的种子，听到道，接受它，结出三十倍、

六十倍甚至一百倍的果实。我不会在这里讨论所有不同的想法。 

 

这个解释似乎很清楚。但请注意，它回答了为什么人们接受、拒绝或介于两者

之间的耶稣的教义的问题。因此，耶稣描绘了一幅画面，说明问题不在于播种

者，也不在于种子。 
 

土壤决定反应。一些不同的描述试图解释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在跟随耶稣，为

什么有些人一开始非常热情地跟随耶稣，然后在遇到麻烦时却退缩了。我相信

这里面有一点暗示，有点像我们可以从门徒身上看到的：他们欣然接受，但当

麻烦来临时，他们就动摇了。 

 

我们不仅会在《受难记》中看到这一点，而且会在整部经文中看到这一点。最

终，好土壤的证据是持续的果实，在这里，这意味着忠诚和承诺。然后我们继

续看第 21 至 34 节。 

 

我们得到了一系列寓言。我现在不会全部讲完。我只想强调其中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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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 4:21 到 22。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拿灯来，是放在斗底下或床底下

吗？岂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总要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总要显露

出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再次回到那句话。我认为这里有趣的一点是，台灯的寓言在马可福音中是如

何发挥作用的。它与路加福音略有不同。 

 

在路加福音中，隐藏事物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它们会被揭示出来。换句话说，

路加福音强调的是现在隐藏的事物有一天会被揭示出来。这里实际上讲的是隐

藏事物的目的。 
 

那就是，凡是隐藏的东西，都是为了被揭露。所以，马可福音中有这样一种观

点，耶稣说，神的目的是隐藏事物，以便它们可以被揭露。隐藏事物是有目的

的。 
 

而这个目的就是启示的现实。这并不是说路加和马可的观点必然不一致。而是

要表明，我相信耶稣是否可以出于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寓言，类似

的寓言。 
 

第 31 至 32 节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寓言。也许我们会在第 30 节开始。他

又说，我们该说神的国是怎样的？或者我们该用什么比喻来描述它？它就像一

粒芥菜种子，它是你种在地里的最小的种子。 
 

然而，当它被种植后，它就成为所有园林植物中最大的，枝条如此之大，以至

于空中的鸟儿可以在它的树荫下栖息。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帝的王国就像那些图画寓言中的一个。嗯，我认为重点不在于它变得有多

大，尽管有关于树枝和空中飞鸟的语言。 

 

如果用这个比喻来谈论上帝的王国将会多么伟大，那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

比喻。因为如果你环顾四周，看看芥菜树丛，甚至芥菜树，它与大雪松相比都

显得微不足道。我认为，如果这个比喻是为了强调上帝王国的大小和伟大，那

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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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里强调的其实是其起源的最小本质。请注意，上帝的王国就像芥菜种

子，是种子中最小的。人们对此在科学上争论不休。 

 

他们说，好吧，从技术上讲，它并不是最小的种子。耶稣错了吗？难道他不了

解他的种子吗？这不是重点，不是它的准确性，而是认识到芥菜种子是一颗极

小的种子。所以，这个寓言描绘的是上帝王国不祥的开端。 

 

神的国度就像芥菜一样，从最小的开始，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然后成长，

不断成长。而且有有机的关系。最后，在第 4 章的比喻中，第 33 和 34 节，

我们得到了一个总结陈述。 

 

耶稣用许多类似的比喻，尽可能地向他们讲道。他没有不使用比喻就对他们说

任何话。我认为这说明了比喻在他的教学中的重要性。 

 

但当他和门徒单独在一起时，他解释了一切。所以这是个寓言教学，面向所有

人，但寓言的解释则面向门徒。下次我们将讲完第 4 章的其余部分和马可福

音。 
 

谢谢。 

 

这是马克·詹宁斯博士关于马可福音的讲解。这是关于马可福音 4:1-34 寓言的

第 8 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