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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被囚之旅（二）：保罗的同路人─周广亮牧师 

 

教会增长是上世纪 70–90年代非常热门的宣教学科目。马盖文博士是此科目的开山鼻祖，韦

拿（Peter Wagner）是接续马氏将此科目发扬光大的教授。美国加州的福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因为马盖文等人的努力，创办了著名的宣教学院。 

 

新角度看教会历史 

由于教会增长与宣教学都很重视使徒行传，韦拿也把自己教授差传的毕生心得投入解经，写

了一套 3 册的《使徒行传》注释，他特别声明这套注释与其他注释书的不同之处，乃在他是

从宣教学和跨文化的角度来诠释使徒行传这本初期的教会历史。 

 
 

韦拿认为使徒行传 20 章往后的部份与教会增长和宣教学没太多的关系，他的注释书在这一

大段的解释，也没有使徒行传前面三分之二那样丰富。他的注释书以两册份量交代前面 15章

经文，最后一册则处理 16–28章。 

 

保罗走向罗马 

但是，我们若细心研读，会发现从徒 19：21开始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可以说是保罗走向罗

马的重要段落，对使徒行传整卷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卡森（D. A. Carson）的《新约导论》

便把徒 19：21–20：8作最后的分段来介绍。 

 
 

一、向往罗马 

著名新约学者布鲁斯（F. F. Bruce）教授留意到使徒行传 2 章圣灵降临的记载里，提到唯一

的城市“罗马”（徒 2：10），[1] 以后在记述保罗最后一程之前，又提了一次（徒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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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伏笔，以至最后保罗抵达罗马（徒 28：14、16）。作者如此设定著作架构使我们清楚看

到徒 1：8的主题一步一步的成就。 

 

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现在，我们从保罗 3 年在以弗所的宣教结果，

看到他已完成在亚细亚、马其顿和亚该亚等地的使命。正如他在罗马书中所说：“甚至我从

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

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罗 15：19、23）。保罗在

这里所说的“你们那里”就是指罗马。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从徒 19：21 开始直到最后一章的徒 28 章，是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

大段。虽然它没有教会增长的相关真理，却是完成大使命、成就本书主题（徒 1：8）非常重

要的明证。作者路加要让我们看到，信实的神怎样保守他所拣选的仆人使女完成福音的使命。 

 

徒 20 章可分 4 段来读。第一，保罗离开以弗所到达特罗亚（徒 20：1–6）。他走遍马其顿、

亚该亚、以利哩古（徒 20：2；罗 15：19）和希腊，来到小亚细亚的特罗亚。第二，在特罗

亚的通宵聚会中，发生意外有信徒死亡（徒 20：7–12）。作者特别记下这段故事，值得回味。

第三，从特罗亚到米利都的行程，描写得很匆忙（徒 20：13–16）。第四，保罗在米利都向

以弗所的长老们讲话。这段临别赠言是本书唯一一次对基督徒的分享，内容很长也独特（徒

20：17–38）。上次我们看了第三段（徒 20：13–16），今天来看看徒 20：1–6。 

 
 

二、行程拦阻（徒 20：1-3） 

圣经学者相信保罗在希腊的哥林多城，住了 3个月便写了罗马书（徒 20：2–3），可是他打

算从那里坐船去叙利亚的时候，发现犹太人要杀害他的阴谋（徒 20：3），因此必须改变行程，

北上马其顿再顺亚细亚沿岸南下，最后才东行到叙利亚。这是一段更长的路程，也解释了保

罗“急忙前走”（徒 20：16）的原因，是上次我们探讨过的。若稍加想象，保罗行程的艰苦

肯定包括路费的增加等等因素，因为行程更长了，时间也拖延了。 

 

从他所写的罗马书我们也得到印证：“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罗 1：13）“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罗 15：22）我们清清楚楚的看

到，保罗去罗马的心愿是困难重重的，这样我们读使徒行传最后这 9章，保罗的最后一程就

意义重大。我们能看到，宣教行程虽然拦阻重重，最后还是冲破难关。如今，弟兄姊妹，无

论你在怎样的事奉光景，希望保罗的经历成为你的鼓励。 

 

三、同心同行（徒 20：4–5） 

徒 20：4–5 这里至少有 9个人同行，分作两小队从马其顿（欧洲）到亚细亚。前面 7人来自

4 个不同地方，有庇哩亚人（此地信徒以查经出名，参徒 17：10–15）、帖撒罗尼迦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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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人和亚细亚人，其中特罗非摩是以弗所人（徒 21：29）。后面至少是两个人，包括作者路

加和保罗（徒 20：5）。研读使徒行传时，有所谓“我们”经文的课题（徒 16：10–17，20：

5–15，21：1–18，27：1–28：16），显示保罗在腓立比、特罗亚到耶路撒冷和抵达罗马时，

本书作者路加参与其中，因此他所写的是自己所经历的第一手资料。 

 

来自不同背景大约 10人的同行队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保罗的这一程并不孤单。他一生努力

建立同工同伴的团队和友情，有同路人同行。在教会生活中，都应该有小组和团队，一个小

组最好是约 10人左右（耶稣的使徒人数也是 12人）。林荣洪牧师说，他们的教会渐渐成熟，

有合一的精神。[2] 他们彼此建立，一齐同行，互相辅助，同哭同笑。 

 
 

四、患难与共（徒 20：4–5） 

加尔文观察到，犹太人以计谋要害死保罗，他必须改变行程，不从希腊去叙利亚，而是北上

马其顿再顺着特罗亚南下。在这样的行程中，他有 8 个人同行。和保罗同行，会不会被牵连

而遇到危险？当知道犹太人要杀害保罗时，仍然决定要与保罗同行，意味什么？所以，加尔

文说：“他的同伴证明了非凡的忠诚（loyalty）。来自这么多地区的教会代表被选出，付出

极大代价陪伴保罗，也让我们看到大家何等珍惜他的生命。”[3] 

 

如果事奉神的人没有朋友，也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事奉就不能长久。建立交心的同工，

培养同心事奉的知己是我们一生的课业，也是今日中国教牧同工最大的课题。保罗做到了这

点。 

 
 

五、施舍救济 

这 8 个来自不同教会的代表，有一共同的使命，就是与保罗将救济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本

书有重要参考经文，安提阿教会曾经救助耶路撒冷教会（徒 11：29–30；加 2：10）；现在

保罗也特为此前赴耶路撒冷（罗 15：25–26、31），之前又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吩咐他们用

心预备奉献（林前 6：1–3）；以后，在审讯时，保罗又提说了一次（徒 24：17）。初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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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美好见证体现在他们胜过物质的诱惑，一开始就彼此分享物资，使贫穷的信徒体验爱心

（徒 2：44–45）。这是今日中国社会经济腾飞时，教会要反复教导的真理。 

 

我们留意，与保罗同行的都是教会代表，直接参与在宣教队伍的也都是领袖；他们曾经是接

受福音的，但现在能够回馈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在稍后对以弗所的教会领袖劝勉说：“当

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徒 20：35）。 

 

透过徒 20：1–6的阅读，我们发现保罗人生中最宝贵的是同工和朋友；这批同路人协助保罗

完成宣教使命。无论良友圣经学院或你的教会，我们发现神要使用的是你和你的同工。没有

同路人就没有教会的增长，更没有福音使命的实践。 

 

注释： 

1.布鲁斯（F. F. Bruce）在几本他写的注释书中都提到徒 2章的“罗马”一词有特殊意义。 

2.林荣洪：《前车之鉴：使徒行传进解》（香港：明道社，2010），页 332。 

3.约翰‧加尔文：《使徒行传注释》，页 329。 

 

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https://lts38.net，或 https://lts33.net，电邮至

school@liangyou.net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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