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故事 

这这期课题：明知故犯期课题：明知故犯 
 

 

 

 

 

 

 

 

 

 

 

 

 

 

 

 

 

 

 

 

 

 

 

 

 

 

 

这期课题：多少才会够 

        每个人心中都有欲望，有些人的欲望是在第一时间买到新出炉的苹果手机，有的想拥有

劳莱斯手表，有的想购得限量版的衣物。小孩子也是一样，尤其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出产的

商品、玩具种类繁多、新颖奇特，对小孩来说也是很大的引诱，并难于满足。因为今天拥有

的玩具，过些日子已是旧的产品，甚至已过时了。当市场又有新的玩意儿，小孩又想得到

它，甚至非要不可。我们不能让欲望引导我们的生活，让欲望泛滥，不下决心去控制它，就

会变成一种反常的欲望，只会体贴肉体，跟着世界的价值走，很难听从神的教导。到底要拥

有多少才会够？才会满足呢？我们必须了解，若被欲望所控制，人心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列王纪上 21 章 1 至 24 节 

故事概要： 

       亚哈王看上耶斯列人拿伯靠近他的王宫的葡萄园，亚哈王想用自己的葡萄园和拿伯的葡萄园交

换，或者按市价付钱给拿伯。但是，拿伯基于律法的原因，先祖留下的产业是不能卖断给人的，所

以拿伯拒绝了亚哈王的要求。 

       亚哈王因此闷闷不乐躺在床上，面向墙壁不吃饭。他的妻子耶洗别知道了，于是替他设谋来夺

拿伯的葡萄园。耶洗别以亚哈王的名义，写信给那些与拿伯同在一城的长老和贵胄，要他们召集市

                   游走绘本花园 (二十三) 

           什么是绘本呢？有图画的书就是绘本吗？非也！固然大多数绘本有图画与文字，但图画不是 

绘本的点缀，而是它的命脉，以优美的绘画加上简练生动的语言，相互衬托共同演绎一个主题故 

事。绘本的题材各式各样，有讲友情、亲情、孩子心灵的探索、生命的尊严、自然和环境等等， 

有如花园里百花齐放的绚丽花朵，不单启发孩子的思维，让他们去探索绘本中所讲述的各种经历， 

同时也能带给孩子无穷的乐趣和满足。绘本中的许多含义，对成人同样有启发的作用。 

因此，真理中心生命教育事工部想透过文字与大家一起游走绘本，欣赏其缤纷的色彩， 

及更好的掌握绘本里的中心思想，希望能成为在教导真理与品格方面 

可使用的一道工具。 

       在新约时代，耶稣经常用比喻和故事阐明祂所要表达的真理。其实向孩子讲解

真理也是一样的，尤其是那些抽象、难明白的真理或金句，需要透过一些比喻或喻道

故事来帮助孩子了解其中的意涵。 

       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是孩子最兴趣的材料，很适合作喻道，但绘本题材多样化，

所以要选择适当的绘本故事才能发挥作用，不然不是变成画蛇添足，就是弄巧反拙。

所以从十五期开始，就以适合作喻道的绘本故事，穿插在圣经故事或经文中为例子，

给大家作为参考。 

 



民一起禁食祷告，让拿伯坐在尊贵的位上，安排两个匪徒坐在他对面，这两个匪徒要作假见证，控

告拿伯曾经咒诅神和君王。于是众人听信了这两个匪徒的话，就把拿伯拉出城外，用石头把拿伯打

死。耶洗别把拿伯被石头打死的消息告诉亚哈王，于是亚哈王把拿伯的葡萄园占为己有。 

       神派先知以利亚告诉亚哈王，他既然不择手段杀了人又占领别人的葡萄园。狗在哪里舔拿伯

血，照样也在哪里舔亚哈王的血。神必使灾害临到亚哈王，无论是亚哈王本身，以及他家里的男

丁、奴隶、自由人都被剪除。至于耶洗别，狗必在耶斯列的地方吃耶洗别的肉。 

经文分析： 

1.亚哈王的欲望 21 章 1-4 节 

       亚哈王身为一国之君，拥有的产业比一般老百姓多，却看上了拿伯的葡萄园，想要得到拿伯的

葡萄园。人心总是觉得得不到的永远是好的，于是亚哈王连饭也不吃，躺在床上，不理朝政，想着

的都是拿伯的葡萄园。亚哈王被强烈的占有欲所驱使，越得不到心中所渴想的，就越不快乐和满

足，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考量，连日常生活步伐和责任也放弃了。可见不适当的欲望占据人的

心思意念，便影响了整个人的生活。 

 

2.拿伯拒绝亚哈王的理由 21 章 3 节 

       根据旧约的律法，神将田产赐给人，自祖宗传给子孙保管，子孙不可出卖田产。即使因为贫穷

把地卖了，近亲要帮忙把地赎回，或者当自己富足时要把地赎回。倘若不能赎回，到了禧年时买主

就要把土地归还（利 25:23-28）。当亚哈王要得拿伯土地时，拿伯坚定遵守律例，守住祖宗的产

业，不转让给亚哈王，却遭毒手，拿伯可说为义而死。 

 

3.耶洗别的诡计 21 章 5-14节 

       耶洗别替亚哈王设谋夺取拿伯的葡萄园，她冒亚哈王的名义，写信给与拿伯同住城里的长老和

贵胄，要他们召集市民一起禁食祷告，利用虔诚的宗教仪式，来进行不好的勾当，使用诡计使人掉

入布局，可见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即便有虔诚的外表不等于真实的属灵生命。他们让拿伯坐在上

位，不是真的尊崇拿伯，而是安排两个匪徒坐在他对面，方便指控拿伯咒诅神和君王（犯亵渎罪

者，是用石头打死）之罪。耶洗别的安排是根据律法在城门定罪的方法，要两个人以上作证才能定

罪（民 35:30、申 19:15）， 结果拿伯因遭诬告而被石头打死。其实根据律法，若有恶毒的证人出

来指控别人犯罪，原告和被告都要到任职的祭司和审判官那里彻查（申 19:16-17）。但是，这些长

老和贵胄在亚哈王和耶洗别的权势下屈服，他们根本不想给拿伯有申述的余地。亚哈王和耶洗别为

了占有别人的葡萄园，竟然害死一个人。受私欲支配的人，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

敌，任意而行，怎么会真正遵守神的话呢？（参考罗马书 8 章 5、7 节） ，只会试图以表面功夫来

瞒天过海吧了。 

 

4.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亚哈王一家 21 章 17-24节 

       拿伯被杀害后，神透过先知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祂的审判，除了亚哈和耶洗别之外，亚哈的男

丁也不能幸免，都死于非命。拿伯被害的事件都是耶洗别在策划，但是，亚哈王没有表态，就等于

默许。亚哈王是一国之君，一家之主，是具有代表性，耶和华宣判必以亚哈王为首。亚哈王和耶洗

别害死拿伯一个人，神却使灾祸临到亚哈一家，可见神的愤怒和惩罚之重。在出埃及记 34 章 7 下

半节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后来因着亚哈王谦卑

悔改，神允许亚哈王在世时，不降所说的祸，直到他儿子时，才执行审判，可见神很看重人的悔

罪，有慈爱的一面）。不要以为大权在握，就可随心所欲，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

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 12:14）。  

 



圣经故事提问： 

1.什么原因使亚哈王要拿伯的葡萄园？ 

2.你觉得这样的理由对吗？为什么？ 

3.而拿伯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4.耶洗别用什么手段得到葡萄园？ 

5.他们将会收到什么惩罚？ 

6.从这个故事你学到什么？ 

 

经文信息的总结： 

       当欲望不断的膨胀，便成为一种引诱，不及时克制，罪就在人心里面滋长。正如雅各书 1 章 15

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不单是属灵生命的死亡，对神

的话没有反应，很可能导致灵魂的灭亡。所以我们要远离世俗的欲望，保持警惕不断与私欲争战

（参彼前 2:11），因为情欲和圣灵是互相争战的。克制欲望，就是把肉体的私欲与主同钉十字架

（参加 5:24）。换句话说，我们肉体的情欲和渴望与主一起钉死在十字架，死人不会对罪、对物质

的引诱有反应。并且要靠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加 5:25），并以自己有的为满足（提前 6:6、8）。 

 

  

 

        小孩子怎样去体会所谓欲望这回事呢，有点抽象。通过以下绘本故事，让孩子看到一个被欲望

控制的人，为了要得到自己想要的，身不由己地做超过自己体力极限的事情，结果连命也没有了，

即便争取到自己所要的，也不能拥有和享受它，让孩子知道泛滥的欲望何等可怕。 

 

绘本：多少地才够                   原著：托尔斯泰/改写：柳川茂/图:小林丰克拉森       出版: 明天出版社 

 

故事简介： 

伯霍穆是一位很勤劳的农夫，只可惜他所耕种的地不

属于他。当有人愿意卖出自己土地时，而这块地比伯霍穆

原有的土地大上一倍时，于是他下定决心把它买下来。他

一刻也没停下来勤劳工作，结果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借来的

钱还清。 

当他获悉河的对岸能买到相当便宜的土地时，他把原

有的土地卖了。再去对岸买了比他原先大三倍的土地。

他和太太拼命的工作，他们的生活过得比以前丰裕得多

了。可是过了三年，伯霍穆又觉得土地不够大了，就在这时，

他听到一个令人心动的消息，在巴什基尔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大的土地，而且当地的

人都很老实，只要送他们一点礼物，你要多少土地，他们都愿意给。 

伯霍穆带了仆人，飞奔到巴什基尔。与当地的村长作了个约定，凡伯霍穆一天之内所走

过的地，就用当地村人一个月工资的价格卖给伯霍穆。不过，条件是必须在日落之前回到出

发的地点，不然一切都归零。伯霍穆很努力向前走，即使离出发点已经很遥远了，他也迟迟

不愿意转弯回到出发点，因他想得到更多的土地。等到他回头奔向出发地点时，时间已经不

从绘本带入生活实践 



早了，而且在烈日下走了那么远的路，他极度疲惫，全身痛得不得了，喉咙干渴、气喘。眼

看太阳往西边落下，他用尽全力跑回山丘的出发点。到达时却气绝身亡。 

 

绘本透视： 

此绘本是从俄国的文豪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过来的。画面用了许多跨页，来展现田园生
活的景色，以及辽阔的草原，凸显了辽阔的气势。一般上人物的素描，比植物或实体的素描
来得更有挑战性，但，本书的人物造型具有民族性，也很生动，每个人物的造型各有特色。
当描绘主角在辽阔的土地上奔走的画面，是应用远景镜头，烘托主角的渺小，草原的辽阔，
在人与景的对比下，展现渺小的人尽全力与时间赛跑，为要得到更多的土地，其贪婪之心跃
然纸上，胜过文字的描述。 

故事是以渐进方式来描绘主角如何从勤劳的耕种，逐步掉入永无止境的欲望深渊。伯霍
穆只因富裕的姐姐一句话“你耕的不是你的田”，使伯霍穆马上感觉自己矮了半个头，似乎
失去了价值。很多时候，当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与人比较，不想被比下去，若没有正确的价
值观和节制的心，很容易让奢侈的欲望在心中萌芽。伯霍穆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想拥有属
于自己的土地，不想向人租地耕种。本来这样的想法也没什么不对，不过，在伯霍穆买下比
原本大一倍的土地后的不久，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更大的土地时，他在河的对岸，又买了比
他现有的大三倍的土地。可是三年后，伯霍穆又觉得不够，他又想拥有更大的土地，他不以
自己拥有的为满足。当他得知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比他目前大十倍的地，他又迫不及
待要去购地。生动刻画出伯霍穆的欲望越来越大，被贪欲所操重。 

伯霍穆知道只要在日落以前回到出发地点，凡他所踏足之地，都可以归他所有。即便顶
着酷热的太阳，伯霍穆还是拼命的继续走下去，为了要多得一些土地，他迟迟不愿意转头回
到起点。结果在最后一分钟，竭尽全力奔回山坡时，他已经体力耗尽，不支倒地，一命呜
呼。尽管赢得那么大的土地，也无命享用，埋葬他的只不过区区两公尺的墓地，真是好大的
讽刺。人的欲望总想赚得全世界，但是，若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
生命呢（太 16:26） ？过度的欲望，转而控制了人，任其摆布，反而成了物质的奴隶，失去
了属灵的生命。正如罗马书 8 章 6 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
安。 

 

提问： 

1.什么原因使到伯霍穆想拥有自己的土地？ 

2.你是否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而没有节制地去购买呢？为什么？ 

3.伯霍穆想拥有更大的土地是贪心吗？你怎样看得出来？ 

4.只要走过的土地就可以最便宜的价钱购得，若你是伯霍穆你会怎样做？ 

5.我们如何控制自己过度的欲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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