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保羅抵達羅馬 

經文：使徒行傳二十八章 11-22節 

 

上次我們看到上帝的愛臨到了米利大。這個島嶼不是在原來計劃的航程上，但是神奇妙

的讓保羅一行人在這裡過冬。當地人溫暖的友誼、毒蛇對保羅的攻擊，以及保羅奇妙的

沒有受傷，神還繼續在這島嶼大行醫治，讓我們看到我們身為神的兒女是多麼幸福的事

情。今天我們繼續隨著使徒行傳與保羅航向羅馬。 

 

使徒行傳二十八章 11-22節 

v.11過了三個月，我們「上了」（在）亞力山太的船，「往前行」（啟程）。這船以「丟斯

雙子」（※Dioscuri狄俄斯庫里兄弟，是希臘神話宙斯神的雙生子卡斯托耳(Castor)和波

魯克斯(Pollux)，是當時人供奉的軍人和航海的護佑神）為記，是在那海島過了冬的。 

v.12到了敘拉古（義大利南方的西西里島東邊的城市），我們停泊三日。 

v.13又從那裡繞行，來到利基翁（義大利半島最南端的城市）。過了一天，起了南風，

第二天就來到部丟利（義大利的西部沿海城市，在羅馬南方）。 

v.14在那裡遇見「弟兄們」（沒有定冠詞，表示這些人是保羅他們原來不知道的），請我

們與他們同住了七天。這樣，我們來到羅馬。 

v.15那裡的「弟兄們」（有定冠詞，是與保羅彼此認識的），一聽見我們的信息，就出來

到亞比烏「市」（foron市集廣場）（羅馬南方，距離羅馬 60公里），和三「館」（旅店，

在此是地方名稱，在羅馬南方，距離羅馬 50公里）地方迎接我們。保羅見了他們，就

感謝神，「放心壯膽」（拿了 tharsos勇氣安慰）。 

v.16進了羅馬城，保羅蒙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處。 

v.17過了三天，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他們來了，就對他們說：弟兄們，我雖沒有作

甚麼事「干犯」（違背）「本國的百姓」（the百姓），和我們祖宗的「規條」（風俗），卻

被鎖綁，從耶路撒冷「解」（遞交）在羅馬人的手裡。 

v.18他們審問了我，就願意釋放我。因為在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罪」（原因）。 

v.19無奈猶太人不服，我「不得已」（被迫），只好上告於該撒。並非有甚麼事，要控告

「我本國的百姓」（我的百姓）。 

v.20因「此」（這原因），我請你們來見面（+和）說話。我原「為」（因為）以色列人所

指望的，被這鍊子捆鎖。 

v.21他們說：我們並沒有接著從猶太來論你的信，也沒有弟兄到這裡來報給我們說，你

有甚麼「不好處」（壞的）。 

v.22但我們「願意」（認為）聽「你的意見如何」（what you thinks）（指接獲的消息都不

是直接的，現在要直接聽保羅說）。因為這教門，我們曉得是到處被毀謗的。 

 

一、部丟利的弟兄 

保羅這一行人可能是從夏季就開始坐船，但是行程很不順利，到了冬季九十月過了禁食

的節期之後，他們的船僅僅來到革哩底（克里特島）。後來又勉強航行，在地中海遇到

大風暴，迫使他們來到米利大這個小島過冬。在米利大三個月，冬季過了，他們繼續航



向羅馬。好不容易，現在他們抵達了很靠近羅馬的城市部丟利。大約接近一年的時間，

沒有踏上大片的陸地，他們必然是非常高興地在部丟利下了船。經文說到他們在這個陌

生的城市遇見了弟兄們，這些弟兄的用字沒有加上定冠詞，顯示這些是他們原來不認識

的人。但這些弟兄非常好客，請保羅等人去住了七天，可想而知，保羅必定用這七天的

時間和這些弟兄談論福音的道理。 

 

部利丟的弟兄們在這段經文中顯出了他們待客的善良，他們可能也抓住了好的機會，聽

聽保羅的說法。一方面讓長途跋涉的保羅等人可以休息，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得到教

導。以今天的情況，我們若能夠在合適的機會接待有恩賜有學養的傳道人或弟兄姊妹，

或找機會和他們在一起，就能夠從他們身上學習。 

例：輔大讀書的時期，學校每次有國外來訪的學者，就會找學生工讀，當接機的人或送

機的人，或陪伴協助一些事情，如帶領國外學者參觀校園，參觀故宮等。這種與學者近

距離接觸的工作，有機會講英文，認識學者的風範，彼此交流想法，非常有幫助。 

 

我們不要怕麻煩，而不願意接待人，在提摩太前書三 2說到監督的條件，還有「樂意接

待遠人」，可見「接待」是當時很必須的事奉，也是道德衡量的準則。希伯來書十三 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這看來

是指亞伯拉罕熱忱接待了三個人，結果那是耶和華和兩位天使（創世記十八）。對人的

接待和熱忱是基督徒愛心的呈現，自己也必然從中得到益處。 

 

二、羅馬的弟兄 

保羅曾經寫信給羅馬的弟兄，因此保羅雖然從來沒有來過羅馬，羅馬的弟兄對保羅卻不

陌生。這使羅馬的弟兄展現了更大的熱忱，從保羅還沒有到達羅馬，他們就向南去 60

和 50公里外的亞比烏市集和三館迎接他。經文說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上帝，拿了

勇氣和安慰」，這個迎接的行動，給了被關押的保羅極大的勇氣和安慰。保羅很偉大，

但是他也是個平常人，對於未來的審判和坐監，他需要人的支持和安慰，羅馬的弟兄姊

妹成為他重要的支持者，給了他勇氣和安慰。 

 

我們學習羅馬的弟兄們，彼此扶持，對待為主擺上的事奉者，給予他們勇氣和安慰。許

多的事奉，說起來很容易，但是十年如一日的做，卻不是那麼簡單。每一位服事的人，

都需要鼓勵和安慰，一個團隊的互相扶持，絕對比一個人的孤單奮鬥要強。教會就是一

團隊合作，互相扶持的團體。 

例：一位姊妹勸我去教學的穿著和髮型要改變，她花了很多錢講電話，又傳照片給我參

考。她讓我感受到一份真心的關懷，也感覺大環境確有必要，使我願意嘗試去做。 

 

三、羅馬的猶太首領 

保羅到了羅馬，他就請猶太人的首領來談話。我們看到了這些可能還沒有信耶穌的猶太

人，保羅主動請他們來，解釋自己的情況，同時能了解這些羅馬猶太首領的想法。保羅

的做法，是他在羅馬福音工作的起步，對猶太首領表達了善意，也開啟了傳道的機會。



羅馬的猶太首領告訴保羅，他們並沒有得到什麼說保羅壞的消息，他們認為要聽聽保羅

的想法，雖然他們知道保羅所傳的東西到處被毀謗，但他們仍然願意聽保羅說說。羅馬

的猶太首領顯示了一種對不同觀念的尊重和公正，他們沒有隨同別人毀謗，而願意聽保

羅的說明再做判斷。雖然，保羅與他們後來說明的結果，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不論

個人的評論如何，但他們願意聽保羅說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人云亦云」是每個社會，不論古代或現代都有的情形，現代有各種媒體的推波助瀾，

更容易造成「沒有聽當事人說，就下了判決」的情況。我們需要學習對於任何事件，不

要太早判決，要先聽當事人的說法，或是知道不同立場之人的想法，或多看看完整的資

訊，然後再評判。 

例：醫生判定生病的原因和醫治的方法，法官判有罪或無罪、判生判死，都是不簡單的

抉擇。我們常常很快就判定別人生病的原因，或判定哪個犯罪的人該判死刑，顯然都是

落入「人云亦云」的情況。 

 

部丟利的弟兄給予保羅的接待。羅馬的弟兄遠途歡迎保羅，給了他勇氣和安慰。羅馬的

猶太首領不理會別人對保羅的毀謗，願意聽保羅的想法，這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