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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 年 4 月 16 日                                    講員：王維瑩 

地點：八德浸信會（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60 號 2 樓之 1 楊台富 Tel: 27489132） 

題目：公社生活 

經文：使徒行傳四章 32-37 節 

 

當我剛信主，自己讀聖經，讀到使徒行傳，這段早期教會弟兄姊妹凡物共用的生活，讓

我非常驚訝，這豈不是共產社會。從小受到政治思想的薰陶，認為共產是不正確的，我

把共產制度與共產黨連結，認為人民公社讓人吃不飽，個人無法擁有私有財產，會使人

不願努力工作。然而這段經文記載了早期基督徒團體的共產生活，顯然在某些情況，共

產生活是蒙神喜悅的。我們姑且把這樣凡物公用的生活稱為「公社」，今天我們就來看

看這段聖經記載的公社生活。 

 

使徒行傳四章 32-37 節 

v.32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kardia）一意（psychē）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

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某一樣屬於他的東西是他自己的，而是全部的東西是

共同屬於他們）。 

v.33「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使徒藉著大能給出主耶穌復活的見證）。眾人

也都蒙大恩。 

v.34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田產或房屋的所有人，

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  

v.35 放在使徒（複數）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v.36 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居比路」（按家譜塞浦路斯人），名叫約瑟，使徒（複數）稱

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慰子」（安慰的兒子，指擅於安慰人的人）。 

v.37 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複數）腳前。 

 

一、公社生活的背景 

v.32, 34-35 描述了當時的公社生活。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某一樣屬

於他的東西是他自己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大家共有。他們之中也沒有一個人缺乏，因為

田產或房屋的所有人賣了這些，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們的腳前。這些錢照各人

所需用的，被分給有缺乏的人。 

 

這樣的生活方式，在其他的新約經文沒有再次出現，也沒有成為後來教會的生活方式，

僅有一些特別的團體，如天主教的修道院，仍然有這樣的生活。可以看出來，這是在某

個特殊時期的做法。可能基於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流行於當時的末世觀念。世界的末了將臨近，田產和家業都沒有必要保

留。這個觀念在福音書以及保羅書信中都很明顯，馬太福音二十四主耶穌說了許多世界

的末了有大災難的日子，34 節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過去，這些事都要成

就。」可見主耶穌認為這是很快會發生的事。保羅書信也有相同看法，他在帖撒羅尼迦

前書四 16 節說主必親自從天降臨，17 節看出保羅認為他們這些還活著的人要親自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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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既然世界很快就要結束了，就把田產和家業賣了，與大家

共用，一同等候主再來接他們。 

 

第二個原因是初期教會信徒個人的背景。從使徒行傳第二章看出來有許多人是外地來耶

路撒冷過五旬節的猶太僑民，他們在這裡信了耶穌，一時還沒有回去，經濟產生困難，

因此大家居住在一起，互相幫助。 

 

現在教會沒有如此教導，也無須大家凡物公用，更不會要求個人賣掉自己的田產家業來

分給缺乏的人。但教會歷史上，還是有這種偏頗的教派，要求信徒賣掉自己的田產家業，

等候主耶穌再來接他們。另外，今天仍然在天主教的許多修會當中，奉獻自己的修女或

修士，在他們的修道團體，如此生活。所有修女或修士外出賺的錢，全部都歸給修會所

有，由修會照顧他們的生活，看顧他們到生命的結束。 

例：我從前在瑞士居住，我房東的姊姊寶拉獻身參加一個基督教女執事團體，她們沒有

結婚，終身願意在教會或醫院服務，沒有薪資，僅有少數零用錢。她們吃住都在這個團

體，也終老於這個團體。我認識她時她已經退休，我去看她幾次，她的房間明亮，鳥兒

敢從窗戶進來吃食。她無欲無求，快快樂樂，讓人很羨慕。 

 

二、公社生活的條件 

這種公社生活要能夠持續運作，必須所有參與的人，沒有貪婪自私的想法，還要有真實

相愛的心，更重要的是聖靈的感動和管教。通常在一個社會上普遍貧困的環境，大家都

苦，互相協助的生活比較容易實施，但是當社會發展到每個人的財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時

候，這樣的生活就不太可能實施了。這也是為何公社的生活型態，不會在貧富懸殊的哥

林多教會發生。今天，信徒的生活貧富差異也很大，如此的生活方式是不容易實行的，

但是教會生活的條件還是一樣，必須沒有貪婪自私的想法，有真實相愛的心，更重要的

是聖靈的感動和管教。 

 

早期教會的人被聖靈充滿，聖靈成為一個重要的考核，使得教會裡面的人品格較為優

秀，到比較晚完成的聖經書信，就看到教會裡面也有貪財的人（提前六 9-10）。以色列

有集體農場，稱為 Kibbutz（意為聚集），參與的人必須接受考核，然後成為成員。他們

的生活就是像使徒行傳這樣，農場的收入大家按照家庭需求分配，外出工作的人也把所

得到的收入與大家共享。今天的教會歡迎新朋友都來不及，也就沒有像以前教會的考

核，也沒有懲處的條例，使得信徒各式各樣，只能靠神自己篩選。新冠肺炎導致教會採

取線上聚會，現在恢復實體聚會，許多人數多的教會很明顯地出現人沒有都回來的情

況，有個朋友就說這是神的篩選，真愛主的人一定會回到教會。 

例：我們合乎教會生活的條件，真實屬於神，自然不想離開屬神的聚集。 

 

三、公社生活的榜樣 

v.36-37 說到一個利未人，是居比路人，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賣了一塊

田地，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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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生活，必須有人願意付出，大家才有錢用。巴拿巴把自己的一塊田地賣了，把錢拿

來給大家公用，成為眾人的榜樣。這事被記在這裡，可能是要鼓勵其他人效法他，也可

能是巴拿巴是教會有聲望的人。使徒行傳記載巴拿巴後來接待保羅（徒九 27）、他被耶

路撒冷教會差派去安提阿傳道，他又去大數把保羅找去安提阿一起傳道，並與保羅帶捐

款回耶路撒冷（徒十一 22-30），後來他與保羅一起傳道（徒十三至十五）。不是每個人

願意效法巴拿巴，後面第五章記載了另一個反面的例子，警告大家不可欺騙聖靈。 

 

今天的教會生活，通常不用賣田地，供應教會的需求，我們還是需要奉獻。奉獻，使人

學習如何正確看待錢財，不要把錢財看得太重，是對我們有益的。奉獻者，把神的心意

擺在第一位，按著聖靈的感動幫助有需要的人或有意義的工作。但我也不贊成，有些教

會為了建造教堂，或添購設備，不斷要求大家奉獻，使參與教會的人產生心理的重擔和

經濟的壓力。學習奉獻，神不要我們勉強，甘心樂意的擺上，才是神所喜悅的。 

例：新冠肺炎導致教會採取線上聚會，造成收入大量減少，加上大環境的經濟情況不好，

許多教會都在鼓勵信徒奉獻。我們真正屬於神人，要盡己所能，為主擺上。 

 

公社生活雖然不在教會實施，願我們從中學習依靠聖靈的大能，成為能夠過公社生活的

人，沒有私慾，真實彼此關愛，幫助有需要的人，支持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