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课指引--第二十一课 
向外邦人挑 战的主 
约12﹕20-50 

经文要点﹕耶稣为这世界做最后公开的谈论(包括外邦人) 。 
中心思想﹕死亡在生命之前。 
讲课目的﹕让听众选择爱耶稣胜于爱自己。 
讲课题目﹕我们真正愿意见耶稣吗﹖ 
 
I﹑简介﹕外邦人来见耶稣(约12﹕20-23) 
 在约翰福音这最后的谈论是从外邦人来见腓力说﹕“ 先生我们希望见耶稣”  而
开始的(V21) 。在父神的预定里﹐当耶稣知道他在地上的宣教快结束﹐他不久将为所有

的人而死(犹太人和外邦人)﹐外邦人来了。他们的到来实现圣经的话﹕“ 因为上帝爱世

上的人” ( 约3﹕16﹔以赛亚42﹕1-4﹔马太12﹕18-21﹔约1﹕29) 。 
 
 我们也问同样的问题吗﹖你和我真想见耶稣吗﹖你真要吗﹖见耶稣是危险的。见耶

稣带来死亡﹕对自己死﹔而新生命在耶稣里。耶稣知道他必须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以

至于你和我才能见耶稣。如果我们选择去见他﹐我们的生活将要被改变﹐对我们所拥有

的许多东西死亡(到十字架)-包括我们想我们是谁﹐我们现在的希望和梦想﹐我们的享

乐﹐每一样都要死亡﹗死亡在生命之前。死亡也表示﹐我们将开始过丰盛的生命﹐而且

到永生。就是神在他里面创造我们成为人的过程的开始。过着爱耶稣比生命更深的生活。

不管如何 
如果我们能对耶稣说﹕“ 愿意” ﹐那我们就能开始真正见耶稣﹗一粒种子要能得到新

生命之前必须在所种的土里死。死亡在生命之前。如果我们真正渴望见耶稣﹐他在这课

教导将启发我们的了解﹕  
 
                         死亡在生命之前 
 简介﹕外邦人来见耶稣(12 ﹕20-23) 
  十字架的预告(12 ﹕24-33) 
  响应挑战(12 ﹕34-50) 
 
 
 
II ﹑讲课内容﹕ 
一﹑十字架的预告(约12 ﹕24-33) 
  1 ﹑解释﹕当腓力和安得烈告诉耶稣外邦人兴趣见他﹐耶稣回答“ 人子得荣耀的时

候到了” 。他的回答讲到听他的十字架受难和复活的迫切性。我们很少想到死亡就是

得胜﹐是荣耀的﹗耶稣继续讲到死亡将如何带出丰盛的生命和荣耀﹕ “ 爱惜自己生命

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到永生” (V25) 。你和我必须

作一个决定﹗你明白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吗﹖ 



 
 

 
这里所说的不是尝试去轻视我们现在的生命。那实在行不通的﹗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功

效把我们的每一件事致死。我们不懂什么必须死﹐也不懂如何死﹗然而﹐允许耶稣充满

我们的生 命带来他的生命和光﹐就会改变 
我们﹐经过死亡和得着生命对我们是有益的。爱耶稣﹐把他放在首位﹐允许他去工作就

会产生改变。这是我们的创造者所设计的自动化过程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就像我们企求

成为他的仆人﹐相同的方法吃对的食物供给肉体带来生命继续成长。 
 
死亡带来属灵上的生命是非常容易。27节看见耶稣灵里的痛苦就是他面对死亡。不顾十

字架上所预料的痛苦﹐耶稣知道他不能避免。它是他在地上的目的。他顺从否定他自己

﹐服从父神的旨意。如此做﹐他荣耀父神﹐父神肯定那决定。以前借着耶稣整个生命﹐

他的顺服已经荣耀父神﹐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要再荣耀他。当我们爱耶稣去服事

他﹐就是荣耀耶稣。服事他可能在我们的生命某些事带来死亡。死亡在生命之前到来。 
 
耶稣的死亡将产生两件事。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受审判(V。31) 和败坏(希2 ﹕14) 。当

耶稣在十字架被举起来时﹐他吸引万人来归他。借着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的罪而流血﹐

使我们可能成为圣神的孩子(约1 ﹕12 ﹔1 约3 ﹕1) 。耶稣在十字架上证明神的爱﹐

权能﹐怜悯﹐公义﹐全知﹐和智能。这爱及权能对这败坏的世界具有吸引的举动﹐吸引

罪人到借着神的儿子所供给的救赎里。 
 
2 ﹑说明﹐应用﹐和重申中心观念﹕ “ 他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V33) 。可怕的十字架产生的不只是痛苦的﹐慢慢的﹐煎熬的死﹐却是羞愧﹗没有死比

上十字架更羞辱。犹太人不使用它(丢石头是他们执行罪犯的方法) 。罗马人使用十字

架只在最卑劣的罪犯上。 
 
就耶稣来说死亡的意义是被预备的影子﹐在西乃山旷野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到应许之

地时(民21 ﹕4-9) 。以色列人因抱怨反抗神而被毒蛇咬。只有那些选择注视神指示藦西

设置在竿上的 
 
铜蛇得以存活。这似乎是去做一件愚蠢的事。注视在竿上的铜蛇就能得救吗﹖同样﹐基

督的十字架出现人也认为愚蠢(1 哥前1﹕18-23) 。它不再是愚蠢﹐只要人单借着信心﹐

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作的工﹐就能得到救恩。 
 
我们是多么幸运﹐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是毁灭我们﹐而选择注视十字架上基督的死

﹐而得到赦免以及只有他能给我们的生命。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能得到赦免和生命。你选择作这个吗﹖ 
 
二﹑响应挑战(约12﹕34-50) 
1﹑解释﹕群众质问耶稣所谈的死。他们知道弥赛亚在但7﹕13-14 被描述是位人子将得

到荣耀和永远的国度。他直接回答他们他自己就是光。如果他们选择去接受﹐他们将能

明白而且有信心相信他而成为神的儿子(V36) 。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 
 



 
 

主权是神的一种属性。也就是神是统治者。他在掌控。犹太人看见荣耀的印记﹐耶稣所

作的神迹仍然看不见耶稣的荣耀。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早在700年前就预言了这些

人“ 神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 这些人仍然拒绝弥赛亚﹐而全知和权能的神使用他们

去完成为全世界提供救赎的计划。他们持守他们的主见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如果他们

选择释放他们的主见﹐这对他们的救赎是有功效的。死亡在生命之前来死到。 
 
根据42节有许多的官长相信因为害怕排斥而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从43节能明白

“ 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如果他们不公开承认他们在耶稣里的信心﹐他

们是真的基督徒吗﹖他们鞥保持沉默多久而仍然有信心在基督里成长﹖(太13﹕
18-23) 。承认基督是困难﹐但对人的荣耀死去在生命之前来到。 
 
44-50 节是耶稣最后公开的信息﹐他声明父神的道的总结和挑战他的听众去相信他。他

预言他所讲的道将是不信者末日的审判。接受和相信光进入我们黑暗的世界而不住在黑

暗里这是多么好﹗(V46) 当你和我选择如此作﹐在基督里我们将成为新造的人(哥后5
﹕17) 新就是新的。旧的已过﹐新的已来而且继续来到。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 
 
2﹑说明﹐应用﹐和重申中心观念﹕自然界证明新生命跟着死亡来。在日常生活循环中

﹐生物必须死而得到另一生命。如同季节的改变﹐树叶﹐开花﹐植物死去只是提醒我们

荣美的春季在前头复苏。 
 
在属灵的领域里﹐人必须对那些所有阻止我们进入神荣耀的光的事经历死亡。从人必须

作决定放弃他认为对他是重要的事﹐到发现只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才真正有永恒的价值。

死亡带来生命。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你和我将选择去爱耶稣胜于爱自己以致我们能

进入生命的光吗﹖ 
 
III﹑总结﹕ 
一﹑最后应用和说明﹕一个有牙痛的小孩知道如果他去找他的母亲﹐她将给他止痛药

让他那晚上 可以好好睡觉。但他没去找母亲除非痛得很厉害﹐因为他知道第二天早上

她将会带他去看牙医。他不能立刻解除痛苦﹐除非他去作他不想作的事--走一趟医院让

牙医医治他的牙。然而他也知道下一步牙医会往那些还没有痛的牙齿去看。 
 
我们的主就像牙医。人们到他那里去﹐罪的苦痛就被医治。他确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

他不因此就罢休。你可能要记住﹐他想要你得到完全的医治。他想要使我们这没用的老

罪人成为生命能活出喜乐地赞美和服事他的新人。 
 
二﹑结尾﹕你﹐我﹐能把我们自己交在他手中﹐以致他能一直充满在我们当中﹐而把

那些会使我们从他的爱中退却下来的东西致死﹖ 
 
三﹑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想去见你﹗帮助我们的眼睛专注于你使我们能明白你

为我们致死的东西是为了我们的得到。我们希望成为你的仆人。使我们能选择这样﹐甚

至它是要放弃许多错误的观念--我们已拥有的宝贵。帮助我们明白和选择死亡在生命之

前来到。 



 
 

 
深入探讨﹕21课﹐约12﹕20-50 
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后在赞美当中﹐他进去圣殿。根据其它的福音书﹐他再次的

洁净圣殿。他也医治和教导人及宣告审判临到法利赛人。约翰 福 音 12章结尾没有出

现在其它福音书。 
 
在圣殿敬拜的人中有些是去找腓力谦卑的要求见耶稣的希腊人。注意的是他们不是来看

耶稣的神迹。腓力和安得烈商讨他们的请求而把它传给耶稣。不清楚耶稣有没有和希腊

人相 见。在他早期的传道他曾对希腊妇人说﹕“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那里去” ( 太15﹕24) 。以色列孩子是第一个领受他信息的人。这些希腊人是后来的

世纪跟随耶稣的外邦人的先驱。他们像东方博士在主生命的开始已来荣耀王。 
 
腓力是耶稣的门徒出现在其它经节里。在约6﹕7他呈现人基本上无能看见基督的能力。

在约14﹕8他对耶稣的评论也说明他的有限。他跟随耶稣三年不认识耶稣是父神的启示。 
 
“ 爱惜自己生命的” (V25) ﹕爱字是从希腊PHILEO来的﹔在这节是使用到珍爱及满

足个人的欲求和肉体的渴望﹐必然导致积存和崇拜世界的东西。如约翰警告﹕“ 不要

爱世界和世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

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 I 约 2﹕15-16) 使徒保罗警告人类行为的

恶化﹕“ 在末世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  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

﹐心不﹐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提
后3﹕1-5) 
 
他“ 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是使用比较的方式﹔当比较我们对基督的爱﹐爱自己的

生命就像恨恶。这不是说从上帝所赐的生命是可耻的。  
  
在他的人性里﹐他的灵是受折磨﹕他担忧﹐约4﹕6﹔他哭泣﹐约11﹕35。 
 
父神证言的声音在其它时间被听到﹕在耶稣受洗-太 3﹕17﹔可 1﹕11﹔路 3﹕22﹔在

耶稣变形像时-路 9﹕35。 
 
  
 
 

问题解 答 --21课﹐约 13﹕1-20 
 
1)a, 个人答案。 
      b, 个人答案。 
 
2)个人答案。(他知道真正的伟大是谦卑﹔表现和作模范给他的门徒和我们。甚至爱﹐

服事他的仇敌﹐犹大) 
 



 
 

3) 魔鬼在犹大里面(V2) 彼得是冲动地﹐不自在耶稣服事他﹐不想他所提供的(V8-9) 。
在最后的时刻他们仍不明白耶稣﹐他是弥赛亚。 
 
*4)东方的习俗﹐家仆为客人服务像接待﹐茶点﹔主人的茶点。在燥热尘埃的气候是必

需的。 
 
5 )a﹑他已到离开地上的时刻(V1)﹔神把所有的都给他﹐他从神而来﹐要回到神里面去
(V3) 
    b、 为他的门徒洗脚(V4-5) 。 
 
6)当人不知道他是基督﹐他在世上找证据﹐是徒然﹐作为本位追求。耶稣知道他是谁和

在世上的目的。 
   b﹑个人答案。(指望耶稣得到生命的真实意义和专一跟随他。在他里面寻找确信以

至你能谦卑服事其它人﹐不需要世界的能力和价值的承认。 
 
7) 去洗澡就是弄干净﹐一次赦免罪而且为所有的人(真正的信徒) 。洗脚是每天要清洗

的﹐生命里罪的代表。 
 
8)a﹑他马上下结论﹐告诉耶稣不能洗他(彼得)的脚﹔然后﹐如果他一定要﹐头和手也

要洗。 
   b﹑彼得没有理念耶稣借着他的行动和话语正在作示范。 
 
9)a﹑谦卑自己和服事人这不是人的本性﹔传他的信息的时间快没有了。 
   b﹑谦卑他们自己而去服事别人。 
 
10) 我﹐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V14)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你们也当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V15) 。 
 
11) 个人答案。 
 
12) 犹大和他出卖耶稣实现了圣经预 言。 
      b﹑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不久将受到考验。他要他们知道他被抓和判刑﹐因为他

是圣经应验的弥赛亚﹐他们可以相信。 
 
13) 如果你接受基督的使者﹐你接受基督。如果你接受基督﹐你接受父神﹔预言圣灵的

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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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约3﹕16﹔以赛亚42﹕1-4﹔马太12﹕18-21﹔约1﹕29) 。 
 
 我们也问同样的问题吗﹖你和我真想见耶稣吗﹖你真要吗﹖见耶稣是危险的。见耶

稣带来死亡﹕对自己死﹔而新生命在耶稣里。耶稣知道他必须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以

至于你和我才能见耶稣。如果我们选择去见他﹐我们的生活将要被改变﹐对我们所拥有

的许多东西死亡(到十字架)-包括我们想我们是谁﹐我们现在的希望和梦想﹐我们的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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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永生。就是神在他里面创造我们成为人的过程的开始。过着爱耶稣比生命更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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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对耶稣说﹕“Ä愿意” ﹐那我们就能开始真正见耶稣﹗一粒种子要能得到新

生命之前必须在所种的土里死。死亡在生命之前。如果我们真正渴望见耶稣﹐他在这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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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到了” 。他的回答讲到听他的十字架受难和复活的迫切性。我们很少想到死亡就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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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不是尝试去轻视我们现在的生命。那实在行不通的﹗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功

效把我们的每一件事致死。我们不懂什么必须死﹐也不懂如何死﹗然而﹐允许耶稣充满



 
 

我们的生 命带来他的生命和光﹐就会改变 
我们﹐经过死亡和得着生命对我们是有益的。爱耶稣﹐把他放在首位﹐允许他去工作就

会产生改变。这是我们的创造者所设计的自动化过程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就像我们企求

成为他的仆人﹐相同的方法吃对的食物供给肉体带来生命继续成长。 
 
死亡带来属灵上的生命是非常容易。27节看见耶稣灵里的痛苦就是他面对死亡。不顾十

字架上所预料的痛苦﹐耶稣知道他不能避免。它是他在地上的目的。他顺从否定他自己

﹐服从父神的旨意。如此做﹐他荣耀父神﹐父神肯定那决定。以前借着耶稣整个生命﹐

他的顺服已经荣耀父神﹐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要再荣耀他。当我们爱耶稣去服事

他﹐就是荣耀耶稣。服事他可能在我们的生命某些事带来死亡。死亡在生命之前到来。 
 
耶稣的死亡将产生两件事。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受审判(V。31) 和败坏(希2 ﹕14) 。当

耶稣在十字架被举起来时﹐他吸引万人来归他。借着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的罪而流血﹐

使我们可能成为圣神的孩子(约1 ﹕12 ﹔1 约3 ﹕1) 。耶稣在十字架上证明神的爱﹐

权能﹐怜悯﹐公义﹐全知﹐和智能。这爱及权能对这败坏的世界具有吸引的举动﹐吸引

罪人到借着神的儿子所供给的救赎里。 
 
2 ﹑说明﹐应用﹐和重申中心观念﹕ “¥他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

的”(V33) 。可怕的十字架产生的不只是痛苦的﹐慢慢的﹐煎熬的死﹐却是羞愧﹗没有

死比上十字架更羞辱。犹太人不使用它(丢石头是他们执行罪犯的方法) 。罗马人使用

十字架只在最卑劣的罪犯上。 
 
就耶稣来说死亡的意义是被预备的影子﹐在西乃山旷野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到应许之

地时(民21 ﹕4-9) 。以色列人因抱怨反抗神而被毒蛇咬。只有那些选择注视神指示藦西

设置在竿上的 
 
铜蛇得以存活。这似乎是去做一件愚蠢的事。注视在竿上的铜蛇就能得救吗﹖同样﹐基

督的十字架出现人也认为愚蠢(1 哥前1﹕18-23) 。它不再是愚蠢﹐只要人单借着信心﹐

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作的工﹐就能得到救恩。 
 
我们是多么幸运﹐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是毁灭我们﹐而选择注视十字架上基督的死

﹐而得到赦免以及只有他能给我们的生命。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能得到赦免和生命。你选择作这个吗﹖ 
 
二﹑响应挑战(约12﹕34-50) 
1﹑解释﹕群众质问耶稣所谈的死。他们知道弥赛亚在但7﹕13-14 被描述是位人子将得

到荣耀和永远的国度。他直接回答他们他自己就是光。如果他们选择去接受﹐他们将能

明白而且有信心相信他而成为神的儿子(V36) 。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 
 
主权是神的一种属性。也就是神是统治者。他在掌控。犹太人看见荣耀的印记﹐耶稣所

作的神迹仍然对看不见耶稣的荣耀。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早在700年前就预言了这

些人“¯神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 这些人仍然拒绝弥赛亚﹐而全知和权能的神使用他



 
 

们去完成为全世界提供救赎的计划。他们持守他们的主见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如果他

们选择释放他们的主见﹐这对他们的救赎是有功效的。死亡在生命之前来死到。 
 
根据42节有许多的官长相信因为害怕排斥而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从43节能明白“¥
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如果他们不公开承认他们在耶稣里的信心﹐他们是

真的基督徒吗﹖他们鞥保持沉默多久而仍然有信心在基督里成长﹖(太13﹕18-23) 。承

认基督是困难﹐但对人的荣耀死去在生命之前来到。 
 
44-50 节是耶稣最后公开的信息﹐他声明父神的道的总结和挑战他的听众去相信他。他

预言他所讲的道将是不信者末日的审判。接受和相信光进入我们黑暗的世界而不住在黑

暗里这是多么好﹗(V46) 当你和我选择如此作﹐在基督里我们将成为新造的人(哥后5
﹕17) 新就是新的。旧的已过﹐新的已来而且继续来到。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 
 
2﹑说明﹐应用﹐和重申中心观念﹕自然界证明新生命跟着死亡来。在日常生活循环中

﹐生物必须死而得到另一生命。如同季节的改变﹐树叶﹐开花﹐植物死去只是提醒我们

荣美的春季在前头复苏。 
 
在属灵的领域里﹐人必须对那些所有阻止我们进入神荣耀的光的事经历死亡。从人必须

作决定放弃他认为对他是重要的事﹐到发现只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才真正有永恒的价值。

死亡带来生命。死亡在生命之前来到。你和我将选择去爱耶稣胜于爱自己以致我们能

进入生命的光吗﹖ 
 
III﹑总结﹕ 
一﹑最后应用和说明﹕一个有牙痛的小孩知道如果他去找他的母亲﹐她将给他止痛药

让他那晚可以好好睡觉。但他没去找母亲除非痛得很厉害﹐因为他知道第二天早上她将

会带他去看牙医。他不能立刻解除痛苦﹐除非他去作他不想作的事--走一趟医院让牙医

医治他的牙。然而他也知道下一步牙医会往那些还没有痛的牙齿去看。 
 
我们的主就像牙医。人们到他那里去﹐罪的苦痛就被医治。他确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

他不因此就罢休。你可能要记住﹐他想要你得到完全的医治。他想要使我们这没用的老

罪人成为生命能活出喜乐地赞美和服事他的新人。 
 
二﹑结尾﹕你﹐我﹐能把我们自己交在他手中﹐以致他能一直充满在我们当中﹐而把

那些会使我们从他的爱中退却下来的东西致死﹖ 
 
三﹑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想去见你﹗帮助我们的眼睛专注于你使我们能明白你

为我们致死的东西是为了我们的得到。我们希望成为你的仆人。使我们能选择这样﹐甚

至它是要放弃许多错误的观念--我们已拥有的宝贵。帮助我们明白和选择死亡在生命之

前来到。 
 
深入探讨﹕21课﹐约12﹕20-50 
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后在赞美当中﹐他进去圣殿。根据其它的福音书﹐他再次的



 
 

洁净圣殿。他也医治和教导人及宣告审判临到法利赛人。约12章结尾没有出现在其它福

音书。 
 
在圣殿敬拜的人中有些是去找腓力谦卑的要求见耶稣的希腊人。注意的是他们不是来看

耶稣的神迹。腓力和安得烈商讨他们的请求而把它传给耶稣。不清楚耶稣有没有和希腊

人想见。在他早期的传道他曾对希腊妇人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

里去”( 太15﹕24) 。以色列孩子是第一个领受他信息的人。这些希腊人是后来的世纪

跟随耶稣的外邦人的先驱。他们像东方博士在主生命的开始已来荣耀王。 
 
腓力是耶稣的门徒出现在其它经节里。在约6﹕7他呈现人基本上无能看见基督的能力。

在约14﹕8他对耶稣的评论也说明他的有限。他跟随耶稣三年不认识耶稣是父神的启示。 
 
“·爱惜自己生命的”(V25) ﹕爱字是从希腊PHILEO来的﹔在这节是使用到珍爱及满足

个人的欲求和肉体的渴望﹐必然导致积存和崇拜世界的东西。如约翰警告﹕“¤不要爱世

界和世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I 约 2﹕15-16) 使徒保罗警告人类行为的恶化﹕

“¦在末世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  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

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提后3﹕1-5) 
 
他“¦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是使用比较的方式﹔当比较我们对基督的爱﹐爱自己的

生命就像恨恶。这不是说从上帝所赐的生命是可耻的。  
  
在他的人性里﹐他的灵是受折磨﹕他担懮﹐约4﹕6﹔他哭泣﹐约11﹕35。 
 
父神证言的声音在其它时间被听到﹕在耶稣受洗-太 3﹕17﹔可 1﹕11﹔路 3﹕22﹔在

耶稣变形像时-路 9﹕35。 
 
  
 
 

问题解 答 --21课﹐约 13﹕1-20 
 
1)a, 个人答案。 
      b, 个人答案。 
 
2)个人答案。(他知道真正的伟大是谦卑﹔表现和作模范给他的门徒和我们。甚至爱﹐

服事他的仇敌﹐犹大) 
 
3) 魔鬼在犹大里面(V2) 彼得是冲动地﹐不自在耶稣服事他﹐不想他所提供的(V8-9) 。
在最后的时刻他们仍不明白耶稣﹐他是弥赛亚。 
 
*4)东方的习俗﹐家仆为客人服务像接待﹐茶点﹔主人的茶点。在燥热尘埃的气候是必



 
 

需的。 
 
5 )a﹑他已到离开地上的时刻(V1)﹔神把所有的都给他﹐他从神而来﹐要回到神里面去
(V3) 
    b‘L为他的门徒洗脚(V4-5) 。 
 
6)当人不知道他是基督﹐他在世上找证据﹐是徒然﹐作为本位追求。耶稣知道他是谁和

在世上的目的。 
   b﹑个人答案。(指望耶稣得到生命的真实意义和专一跟随他。在他里面寻找确信以

至你能谦卑服事其它人﹐不需要世界的能力和价值的承认。 
 
7) 去洗澡就是弄干净﹐一次赦免罪而且为所有的人(真正的信徒) 。洗脚是每天要清洗

的﹐生命里罪的代表。 
 
8)a﹑他马上下结论﹐告诉耶稣不能洗他(彼得)的脚﹔然后﹐如果他一定要﹐头和手也

要洗。 
   b﹑彼得没有理念耶稣借着他的行动和话语正在作示范。 
 
9)a﹑谦卑自己和服事人这不是人的本性﹔传他的信息的时间快没有了。 
   b﹑谦卑他们自己而去服事别人。 
 
10) 我﹐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V14)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你们也当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V15) 。 
 
11) 个人答案。 
 
12) 犹大和他出卖耶稣实现了圣经预 言。 
      b﹑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不久将受到考验。他要他们知道他被抓和判刑﹐因为他

是圣经应验的弥赛亚﹐他们可以相信。 
 
13) 如果你接受基督的使者﹐你接受基督。如果你接受基督﹐你接受父神﹔预言圣灵的

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