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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二個女人的故事 (metertou kuriou mou 我主的母親) 

和合本：路加福音一 39-45 

「39那時候，馬利亞起身，急忙往山地裏去，來到猶大的一座城；40進了撒迦利亞的家，問伊利莎

白安。41伊利莎白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裏跳動。伊利莎白且被聖靈充滿，42高聲喊著

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43我主的母到我這裏來，這是從哪裏得的呢？
44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裏的胎就歡喜跳動。45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她所

說的話都要應驗。』」 

 

這是一個有關兩個女子的動人故事，一個是約翰的母親伊利沙伯，一個是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故事一開始說「那時候」(v.39)，原文是「在那些日子」，這應該是天使報訊給馬利亞的那幾日，是

距離那事之後不久，那時伊利沙伯懷胎有六個月，而後來馬利亞亦留在那兒有三個月之久，也即是

約翰快要出生的時候了，所以 v.57 說：「伊利沙伯的產期到了。」 

 

當馬利亞得悉自己有了身孕，她似乎是怱怱忙忙地立即離去，好像是趕着去辦理一些要事，從

加利利(即馬利亞居住的地方)到猶大山區(v.39)，路程約三至五日，亦頗遠。她到了伊利沙伯那兒，

一住就住了三個月。而此之前，伊利沙伯隱藏在山區已經有五個多月了，如果我比較一下馬太福音

與路加福音的記載，我們倒發現一件有趣的事，馬太完全沒有提及這事，他只是說：「她丈夫約瑟

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

顯現說：「大衛的兒子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而路加卻完全沒有提及約瑟一事，從上面記載，我們可以得着以下的一個結論：當天使向馬利

亞報訊後，無錯，馬利亞是順服了，但這不是說她的問題就解決了！相反的，她還要面對着諸多問

題：她如何向未婚夫及家人解釋呢？在這段日子，她一點也不容易。天使既向她提及她的親戚伊利

沙伯，很自然她便在此時此刻決定去找一個能夠明白她，了解她和支持她的人，而最理想的莫過於

伊利沙伯了。在困難的時候，有一個知心和了解自己的伴侶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這兩個女人也

有着很多相似的經歷： 

 

 她們都是敬虔等候彌賽亞來臨的猶太人。 

 一個是老婦生子，一個是未婚少女懷孕，她們二人都是天使給她們報信的，同是神的作為。 

 二個人同時為世人輕看，甚至蒙羞，伊利沙伯收藏自己在山區 5 個月，而馬利亞亦住在她那兒

有 3 個月之久。 

 她們所生的兒子都是改變我們世界局勢的人物：一個是救主、一個是救主鋪路的先鋒。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這三個月共住期間，她們同笑、同哭、同讚美、同歡呼、同支持、

同鼓勵、同協助！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我至困難的時候，有弟兄姊妹和家人的支持，鼓勵和聆聽，當

我在一間教會事奉的時候，遇到極大的挑戰和壓迫，回到家裏，就是家中有了多位弟兄姊妹為我禱

告，携帶飯菜給我們一家吃用。當太太患重病，要出入醫院時，有基督徒朋友讓我在他肩頭痛哭，

並安慰我！當我自己有重病，留下太太一個人在家，有姊妹半夜三更來陪她一同渡過艱難的時刻！

耶穌說：「哀慟的人有福了，他們必蒙安慰！」這真是一大安慰。相反來說，若是孤身跌倒，這人

就有禍了！(傳道書四 10) 

 

我們再看看神是怎樣藉着伊利沙伯去安慰和支持馬利亞，首先，神要藉她去堅定馬利亞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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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肯定她所懷的胎是神救贖計劃的一個重大環節，把她的焦點，從小小的自我帶到一個有關人類

歷史轉變的大使命！ 

 

當伊利沙伯見到馬利亞時，她所懷的胎在腹內跳動，是猛然的跳動(leap of joy)，聖靈充滿是指

被聖靈控制，雖然她不知道馬利亞懷了孕，但她說起預言來：「你所懷的胎是有福的。」因為她所

懷的正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而馬利亞正是主所使用的器皿，所以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 

 

我們要留意伊利沙伯的態度，她不是以一個長者或過來人自居，然後指指點點。非也！她也一

點都不嫉妒，不呷醋，v.43「我主的母到我這裏來，這是從那裏得的呢！」換言之她謙恭地說：「何

解我會如此蒙福，主的母親親臨到我這裏來！」作為一個長輩，有如此的謙恭態度，真是難能可貴。 

 

最後，我們看看 v.45「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了！」這是一句非

常精警的話，伊利沙伯稱馬利亞為「相信的女子」。換言之，馬利亞對現實的看法，不是憑眼見，

而是憑信心。眼見的是一片愁雲，前途未卜，好像一切都完蛋了。作為一個未婚媽媽，究竟未婚夫

及家人是否接納，還是一個未知數，但她不是憑眼見，而是憑相信神的應許，這個孩子是一位救世

主，而且她深信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正因如此，她是一個有福的人！ 

 

末了，我們要討論 v.43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伊利沙白稱馬利亞為「我主的母」，希臘文是 metertou 

kurion mou，問題的焦點在於 kurion 這個字；不同的解經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以為 kurion(主)只

不過是對救主之人物之尊稱(a term of respect for distinguished people)，並沒有其他特別的意思，有

些解經家則以為這是指彌賽亞，神的兒子。我以為後者較可信，所以伊利沙伯稱祂為「我主」。在

教會歷史中，這一節亦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爭議。在第四世紀時，不少著名的神學家，如 Athanasius, 

Augustine 都用一個希臘文 theotokos 來形容馬利亞，theotokos 是由兩個希臘文組成，theo 解作神，

tokos 解作「出生，後嗣」，兩個字湊起來就是「上帝的母親」(Mother of God)；當然他們並非指馬

利亞是自有永有的神之母親，而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穌之母親，就好像伊利沙伯所說「我主的母」，

換言之，正確來說我們應稱馬利亞為道成肉身之耶穌的母親(Mother of God Incarnate)。但早期教父

則以為耶穌是神，也是人，稱馬利亞為 theotokos 未嘗不可以，所以到了 431A.D.，在以弗所舉行的

第三次大公會議中，便引起爭議。當時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聶斯底(Nestorius)主張馬利亞應被稱為

Christokos(基督的母親)，而不是 theotokos(上帝的母親)。他的提議為另一個代表 Cyril of Alexandria

所否決，因為稱馬利亞為 Christokos 有否定基督的神性之嫌。結果，大會議決接納 Cyril 的建議，並

視聶斯底為異端邪說，以致聶斯底被逼退到敘利亞成立聶斯底派教會，在唐朝傳入中的基督教正是

這一派，在中國稱為景教。 

 

天主教傳統一直用 theotokos 來稱馬利亞，到了宗教改革時期，路得宗仍沿用這個稱號，但加

爾文則否定，以為這引起人誤解，以為馬利亞是較為神聖，是有特殊的地位，時到今日，無論是天

主教，東正教仍沿用 theotokos 這個稱謂，但在福音派的教會中則較為罕見。 

 

默想 

(1) 為什麼馬利亞會去找伊利沙伯，並與她住了三個月？ 

(2) 伊利沙伯怎樣安慰馬利亞？ 

(3) Theotokos 是什麼意思，你以為用這稱謂去形容馬利亞是否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