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篇 召會與國度

讀經：

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節，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至十九節，哥林多前書三章九節下，啟示錄
十四章四節，十四至十六節。

我們在前幾篇信息裏，已經交通過馬可四章所啟示神的國，其中特別注意國度的種子作為國度的內
在元素。現在我們接下來要看召會與國度之間的關係。

召會與國度是聖經中最大的題目之一。我們若詳細且正確的研讀新約，就會看見召會與國度的重要
性。

在很接近新約開頭的馬太三章，有一句話與國度有關。施浸者約翰來到猶太的曠野傳道說，『你們
要悔改，因為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2。）施浸者約翰的傳講引進神新約的經綸，他所傳講的悔
改，乃是神新約經綸的開始，叫人轉向諸天的國。這指明神新約經綸的中心點乃是祂的國度。

召會的根基

主耶穌在馬太十六章，把祂的門徒帶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問他們說，『人說人子是誰？』
（13。）他們回答後，主接著問說，『你們說我是誰？』（15。）西門彼得從父得著啟
示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兒子。』（16。）

按照以弗所五章三十二節來看，有一個極大的奧祕，這個奧祕有兩個部分，就是基督與召會。父所
啟示的基督只是這極大奧祕的頭一部分，所以主耶穌在馬太十六章十八節論到召會說，『我還告訴
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這有力的指明，召會必須是屬於基督，並為著
基督的。首先，基督被人承認，為人所知，甚至被人得著。接著主說，祂要把祂的召會建造在『這
磐石』上。這磐石不僅是指基督，也是指彼得從父所領受關於基督的啟示。召會乃是建造在基督和
這關於基督的啟示上。因此，這裏的『磐石』不僅指基督自己，也指對基督的領會、認識、經歷與
得著。

今天許多人宣稱他們承認基督是召會的根基；然而，他們沒有看見，建造召會真正的根基，乃是對
基督的認識。我們若不在經歷中認識基督，我們就沒有建造召會的根基。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基
督。這樣，我們對基督的認識、經歷、享受與得著，就會成為祂建造召會的根
基。

國度的鑰匙

在馬太十六章十九節，主論到召會以後，立即就講到國度：『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
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這
裏的『諸天之國』與前節的『召會』交互使用。我不能說，二者是同義辭；但二者在十八與十九節
是交互使用的，這有力的證明，真正的召會就是今世的國度。羅馬十四章十七節證實這點，那裏說
到正當的召會生活。

主在馬太十六章十九節對彼得所說諸天之國鑰匙的話，應驗於使徒行傳。行傳二章應驗了第一方
面，十章應驗了第二方面。彼得在這兩處使用了兩把鑰匙。主在馬太十六章十九節論到的鑰匙是複
數的，不是一把鑰匙。正如行傳二章所記載的，彼得在五旬節那天用了一把，為猶太人開了進國度
的門。十章記載，彼得在哥尼流的家用了另一把，為外邦人開了進國度的門。因此，我們在以弗所
二章看見，猶太人和外邦人同被建造，成為一個召會：『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聖
徒同國之民，是神家裏的親人，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作房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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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我們必須對這個事實有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馬太十六章十八節我們看見召會，在下一節我們看見國
度。這指明新約第一次題到召會，是與國度有關的。不僅如此，我們已經看見，這幾節裏的召會與
國度，是交互使用的辭。

召會裏國度的實際

馬太十六章清楚的題到召會，但馬可福音卻隻字不題。主特別在馬可四章說到神的國。四章二十六
至二十九節有種子的比喻。『耶穌又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子撒在地上。』（26。）這比
喻啟示國度是生命的事，生命發芽、長大、結果、成熟、並產生收成。我們在二十七至二十八節看
見種子自然長大；在二十九節則有收成。這比喻乃是國度的簡略說明。

這個種子的比喻有沒有說到召會？當然，這裏沒有直接題到召會。雖然如此，這裏多少也包括召
會。這個比喻裏有撒種的人、撒出去的種子、田地、種子的發展和收成。這是國度的一幅完整圖
畫，但在這幅圖畫裏能找到召會麼？這件事值得我們思考。

為了幫助我們解答馬可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節中，召會到底在那裏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思考保羅所
說有關神的農場的話。保羅在林前三章九節下半告訴哥林多召會說，『你們是神的耕地。』『耕
地』的原文意思就是農場。召會是神的農場、田地、耕地。我們若把保羅在林前三章九節，連同馬
可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節種子的比喻，聯在一起來看，就會看見保羅的話幫助我們明白召會與國度
的關係。

我們可以用園藝來說明召會與國度之間的關係。我家的院子裏有一個小花園，可以稱之為國度，就
是植物的國。這植物的國說明國度像一粒種子，在福音書裏種下來。然後，這種子在書信裏生長、
發展，至終在啟示錄收成。啟示錄十四章說到初熟的果子，（4，）然後說到收割莊稼。（14～
16。）收成將是國度的完滿發展，而根據林前三章九節，莊稼生長的田地乃是召會。因此，用我的
花園作例證，我們可以說，花園本身是描繪召會，而在花園裏生長的植物是描繪國度。這個例證幫
助我們看見，國度如何在召會裏。馬太福音特別啟示，我們在今天的召會中有國度的實際。

假設我的院子只是一片空地滿佈土壤，沒有植物生長在其中，那一片光禿的土地是花園麼？不是，
那不是花園，那只是一個滿佈土壤的院子。那麼院子怎能成為花園？有植物生長在其中就會成為花
園。院子裏長的植物越多，那個院子就越成為花園。照樣，國度的種子越在召會這耕耘的土地、農
田裏生長，召會就越是國度的實際。

今天在召會生活裏有好多『植物』在生長。如果我們沒有重生，僅僅是世俗的人，那我們就不過是
院子裏的不毛之地。然而我們蒙了重生，都成了神耕地上生長的植物。所以，我們是神的田地、花
園。那麼，國度是甚麼？國度實際上就是許多生長在神農場上植物的實際。我們的生命越長大，國
度的實際就越顯在我們中間。

新約雖然說到神的國與諸天之國，然而這並不是說有兩個國度。只有一個國度，就是神獨一的國；
諸天的國只是這獨一之國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把神的國比作美國，而將諸天的國比作首都華盛頓，就是聯邦政府總部所在地。美國與華
盛頓不是兩個國家。不，華盛頓是美國國內的一個特區、行政區。我們可以說，諸天的國是一個屬
靈的華盛頓，是神國度的行政區。所以，神的國和諸天的國不是兩個國度。神的國是獨一的國，諸
天的國是這國度的一部分。

現在我要請你們查看附在本篇信息中的圖表。按照這個圖表，諸天的國由兩個圓圈來代表，一個圓
圈是恩典時代，另一個圓圈是國度時代。在恩典時代有召會；召會裏（由虛線圓圈所表示）有得勝

George
Highlight

George
Highlight

George
Highlight

George
Highlight

George
Highlight

George
Highlight



的信徒，就是一班有諸天之國實際的人。

在我家院子裏的花園這個例證中，諸天之國的實際是由生長的植物來描繪的。我家花園裏的植物越
生長，院子就越有花園的實際。假使我花園裏的樹木與植物都死光了，那麼這個花園就毫無實際可
言。

我們需要來看，我們的召會生活究竟有多少實際。實際的多少全在於生命長大有多少。若你參觀我
的花園，看見花木茁壯、美麗，你也許會驚歎：『多漂亮的花園！』你會看見一個滿了實際的花
園。這個例子說明召會裏國度的實際。

完全是生命的事

召會是花園，而國度是聖徒像植物一樣在園中生長。當聖徒（植物）成熟時，他們就有資格在神的
國裏與基督一同作王。主再來時，所有成熟的人都有資格在千年國時期諸天之國的實現裏與祂一同
作王。正如圖表所指明的，國度的實現是在來世。

新約不僅用客觀的道理或豫言來陳明神的國。不，新約乃是教導人，關於國度是生命實際的真理。
神的國完全是神聖生命的事。

哥林多前書指明，神的國是神生命的事。林前一章二節說到召會，因為這封書信是寫給『在哥林多
神的召會』。保羅在這封書信一再題到召會或眾召會。（四17，六4，七17，十32，十一16，18，
22，十二28，十四4～5，12，19，23，28，34～35，十五9，十六1，19。）

我們已經強調一個事實，就是我們在林前三章九節看見召會是神的農場。保羅在六章九至十一節接
著論到神的國，指出犯罪的信徒沒有資格承受神的國。因此，一章有召會，三章有耕地，六章有國
度。保羅在林前十五章再次講到神的國。（24，50。）

新約給我們一種思想，就是國度完全是生命的事。這生命的種子就是包羅萬有的基督。這一位已經
撒到我們裏面作種子，現今這種子正在我們裏面長大、發展，直到成熟。當種子在我們裏面長大
時，基督就以祂的自己來頂替我們。我們成熟時，基督就完全頂替了我們，並成了我們的一切。那
時，將是收割的日子，也是我們有資格與基督一同作王的時候。我們在今世有神聖生命長大的實
際，在來世就會有國度的實現。那時，基督和一班與祂一同作王的人要管治整個世界。

我們都必須看見，國度乃是生命的事。神國的開始，是生命的種子撒到我們裏面。這種子就是包羅
萬有的基督作生命的素質，在我們裏面生長、發展並成熟。我們有這種子，就有了基督、召會與國
度。基督是種子，召會是耕地、花園，而國度則是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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