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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叮嚀課第

經      文

教學目標

使徒行傳20：17∼38
教導學生明白保羅的工作態度，特別是「施比受更為有福」的信念，也鼓勵學

生效法使徒。

10

教學流程（90分鐘）

合
班
︵
40
分
鐘
︶

1. 禱告
2. 詩歌：〈互人的比對人提的卡有福氣〉（台語），見教師本208頁

〈施比受更為有福〉（華語），見教師本209頁
詩歌錄音均收錄於《主日學詩歌輯Ⅸ》

3. 信息：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叮嚀
4. 金句：「施比受更為有福。」

（使徒行傳20：35．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互人的比領受的較有福氣。」

（使徒行傳20：35．現代台語譯本漢羅版）
金句遊戲見教師本132頁。

5. 奉獻
6. 報告

分
班
︵
40
分
鐘
︶

各級活動 教具預備

幼兒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保羅是榜樣

                單元二生活實踐：給予卻得到更多

初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保羅是好榜樣

                單元一及單元二合併

中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值得效法的榜樣

                單元二生活實踐：給予福音的使者

高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保羅的勉勵

                單元二生活實踐：給予福音的使者

合班
祝禱

給予學生鼓勵，提醒下週注意事項，為學生禱告。（10分鐘）

色筆、色紙、黏膠

筆、色筆、剪刀

筆、色筆、聖經

筆、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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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前的預備
1. 研讀本課經文。
2. 細讀研經。
3. 消化信息，注意本課教學目標。
4. 確認教具。
5.  老師在進行單元一之前，建議先複習本課信息，再跟學生解釋本單元內容，帶領學生進
行課程。

 經文研究 

使徒行傳

20：17 保羅從米利都派人去找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們，請他們來見他。
「米利都」：位於今日土耳其西南方、愛琴海東沿岸的城市，距離以弗所大約50公里。
「以弗所」：位於今日土耳其西南方、愛琴海東南沿岸的城市。在羅馬帝國時期以弗所是

亞細亞省的首府，因此有羅馬軍隊駐紮於此，也因為這個城市位於交通要衝之地，經濟也

是非常的發達。這城市的宗教文化也非常興盛，有一座被譽為是當時「世界七大奇景」的

亞底米女神廟，城市裡有許多人是仰賴該神廟的周邊生意得以維生。保羅曾在第二次旅行

傳道時造訪此城（參使徒行傳18：19∼21），在他第三次旅行傳道時則在這城市住了有三
年之久，並且在傳福音時，引起了這城市極大的騷動與衝突（參使徒行傳19：1∼41）。
「長老」：這裡指的是負責治理教會職務之人。見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聖經「名詞淺註」。

20：18∼19 他們來了，保羅對他們說：「你們知道，自從我來到亞細亞省的第一天，我一
直怎樣和你們相處，在謙卑和憂傷中事奉主，又由於猶太人的謀害而經歷許多磨煉。

「亞細亞省」：羅馬帝國行省的名稱，位在愛琴海以東的區域，以弗所為其首府。相當於

今日土耳其西部，愛琴海以東沿岸一帶的區域。

「在謙卑和憂傷中」：保羅表示他的服事，不管事情的大小、公開或私下都是以謙卑的心

態來面對，但也在他的服事中常常因著教會兄姊信仰生命的不成熟而感到憂傷。

「猶太人的謀害而經歷許多磨煉」：保羅在各地傳揚福音時，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自

己猶太同胞，他們透過造謠生事、煽動許多無知的人來反對保羅，因而讓保羅遭受到不少

次的攻擊與危難（參使徒行傳13：50；14：1∼5；17：5∼8，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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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你們也都知道，無論在公共場合，或在你們個別的家裏，在我宣講和教導你們
的時候，只要是對你們有益的，我都沒有保留。無論對猶太人或外邦人，我都鄭重地勸告

他們，要他們悔改，轉向上帝，並且信我們的主耶穌。

「外邦人」：此處的聖經原文是「希臘人」，因此有些中文版本的翻譯為「希臘人」。此

處的希臘人並非單純指希臘血統的人，而是泛指受到希臘文化影響且說希臘語之羅馬帝國

境內的其他民族。因此較適切的翻譯應為「猶太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之人」。

「悔改」：這字的原文意思是「轉變、改變心意」，因此帶有知道目前的景況、心思意念

是錯誤的，因而決定改正並且朝向正確的目標來前進之意涵。

20：22∼23 現在，為著順服聖靈，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在那裏要遇到甚麼事；我
只知道，在各城市聖靈都指示我，有監獄和災難等著我。

「聖靈」：指的是上帝的靈、基督的靈，被差遣來安慰、扶助、指導及保護信徒的靈。見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聖經「名詞淺註」。

「為著順服聖靈」：聖經原文中這句話的直譯為「我被靈捆綁」，而一些中文譯本翻譯為

「心甚迫切」或「我的心被聖靈催促」，皆是在表示保羅的心因著聖靈強烈的引領，讓他

願意全然降伏在聖靈的指示，趕緊前去完成聖靈要他完成之事。

「耶路撒冷」：以色列民族發展歷程中非常重要的城市，因為這城在所羅門王在位時修築

了聖殿，因而成為以色列民族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極為重要的城市。此外，耶穌基督

也在這城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復活與升天，聖靈也在這城降臨且充滿在跟隨耶穌之

人身上，也因此這個城市成為初期基督教會發展時，非常重要的根據地。

「監獄和災難」：表示保羅前往耶路撒冷之後會將會遭遇到牢獄之災（參使徒行傳21：
30∼36；23：26∼30）。

20：24 但是，我並不珍惜自己的性命，為的是要完成我的使命，成就主耶穌交給我的工
作，就是見證上帝恩典的福音。

「我並不珍惜自己的性命」：此句話展現出保羅為了完成傳揚福音的工作，縱然會遇到危

害性命之事，他仍舊會不顧一切完成使命的堅決態度。

20：25∼27 「我在各位當中跟大家來往，宣揚上帝的主權。現在我知道，今後你們都不能
再見到我。所以，我今天鄭重地告訴你們，如果你們當中有人沉淪，罪不在我；因為我已

經毫無保留地把上帝的旨意傳給你們了。

「沉淪」：原文是「血的災禍」，和合本修訂版譯做「死亡」，也就是指因著悖逆上帝而

導致的死亡。

20：28 你們自己要謹慎，也要為聖靈所付託你們照顧的全群謹慎。要牧養上帝的教會—
就是他藉著自己兒子的死所換來的。

20_04~06兒童-L10.indd   127 2020/1/13   上午11:00



外邦人領受基督福音—聖靈的引導 第十課 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叮嚀128

「全群」：聖經原文乃是使用「羊群」這字，在教會傳統中這字乃是用來象徵教會的弟兄

姊妹。而這概念也是承襲自舊約傳統，上帝乃是牧羊人，上帝的子民則是上帝所照料的羊

群（參詩篇23；以西結書34）。
「聖靈所付託你們照顧的全群」：原文直譯是「在那羊群當中聖靈立你們為監督」，因此

在一些中文譯本將這句翻譯為「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監督指的是負有管理職責之

人。因此保羅認為，長老們乃是聖靈所揀選的監督，因此應負起照顧、管理教會弟兄姊妹

的責任。

「牧養」：基督教會的傳統中將教會的兄姊比喻為羊群，因此負責照顧與管理羊群之人，

就如同牧羊人一般要來照料教會兄姊的信仰生活。

「教會」：在希臘文化中這是一個政治上的用詞，是一個如同公民會議般人群的聚集，而

在《七十士譯本》用這個語詞來指以色列百姓或聚會，後來則是用來稱呼耶穌的門徒所形

成之團體的專有名詞。

「他藉著自己兒子的死所換來的」：原文直譯是「就是他藉著自己的血取得的」，因此在

一些中文譯本將這句翻譯為「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或譯：救贖的）」。到底流血的

是上帝自己還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在原文中是語意不明的狀態。但這位耶穌乃是道成肉身

的主，因此視為上帝本身也不為過。所以整句話的意思乃是指教會中的弟兄姊妹，都是相

信那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是基督，因著這相信而領受上帝的拯救。

20：29∼30 我知道在我離開後，有凶暴的豺狼要混入你們中間來傷害羊群。就是在你們中
間，也有人會造謠撒謊，誘惑門徒去跟從他們。

「有凶暴的豺狼」：這是象徵的用法，指的是對信徒有害的假教師、假先知。

20：31 所以，你們要警醒，要記得，在三年的歲月裏，我怎樣日夜用眼淚勸誡、教導你們
每一個人。

「在三年的歲月裏」：大約是公元52∼55年之間，保羅停留在以弗所很長一段時間來傳揚
福音（參使徒行傳19）。

20：32 「現在我把你們交託在上帝的手裡和他恩典的信息中；他能夠堅定你們的信心，又
把他為自己的子民所預備的福澤賜給你們。

「所預備的福澤」：原文直譯為「那個能夠建造並且給予的產業」，因此一些中文譯本譯

為「基業」。這個詞有「法定的產業」之意，特別指土地的擁有。在舊約中分得土地乃是

上帝賜福的具體表徵，因此這裡則是將能夠獲得上帝賜福之概念運用到基督徒身上。

20：33 我從來沒有貪圖任何人的金銀或衣服。
「沒有貪圖任何人的金銀或衣服」：保羅透過舊事重提的方式要讓長老們想起他的行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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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藉此表明他在以弗所竭力宣揚福音之目的，乃是為了讓更多人領受基督的福音，而不

是為了謀取個人的益處。

20：34 你們自己知道，我用我這雙手工作，來供給我和同工們的需要。
「我用我這雙手工作，來供給我和同工們的需要」：保羅在傳揚福音時，他也透過自己辛

勤的工作來養活自己以及其他和他一起傳福音之人的需要（參使徒行傳18：3∼4）。

20：35 我在各種事上給你們留下榜樣，告訴你們應該這樣勤勞工作來幫助軟弱的人。要記
得主耶穌親自說過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

「要記得主耶穌親自說過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這句話並沒有出現在四卷福音

書中耶穌所說的話語中，但較為相近的意涵則是出現在路加福音6：35∼36耶穌的教導裡。

20：36∼38 說完了這些話，保羅就跟他們全體跪下來祈禱。大家都哭了，抱著他親吻，跟
他道別。他們為了保羅所說此後不能再見到他這一句話特別傷心。於是他們就送他上船。

「親吻」：原文是「親嘴」。在古代近東地區，多以親吻面頰兩次的方式彼此問安，是見

面與道別時常見的禮節。而在希臘羅馬社會中，親嘴僅限於親族之間，親吻手或面頰，則

是表示尊敬，也用於重聚或是複合的場合。初代教會信徒間的親吻，不確定是源自於古代

近東的文化或是希羅文化，但可以確定的是當眾彼此親吻，是當時社會上的禮節。

 信息：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叮嚀
各位同學平安！今天我們要繼續講述保羅的宣教腳蹤，他這次受到聖靈的引領，傳道

的行程是回到耶路撒冷。當保羅來到米利都（老師出示本季地圖指出米利都的位置，了解

米利都與以弗所的距離），他派人到以弗所教會，邀請那裡的長老們前來米利都跟他會

合，因為他有重要的事要對他們說。

回顧過去

以弗所的長老們接到邀請通知，到了米利都拜訪保羅時，保羅並沒有跟他們噓寒問

暖，也沒有和他們閒話家常，反而是很嚴肅請他們好好回想，保羅在他們眼中的行事為

人。保羅在談話中，非常誠懇地提醒這些長老們，他在過去宣教時，並沒有因為他具備較

多的知識、擁有較好的能力、在各地方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就驕傲自大，也不會用命令的口

氣指揮大家，而是以謙卑的態度跟他們在一起傳福音。保羅總是為著大家不願意在信仰上

更加的努力追求與投入而憂傷感嘆，他納悶著為什耶穌的教導那麼寶貴且重要，但人們依

然當作耳邊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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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彩圖a）因此，保羅要這些長老們好好回想，過去不管是在哪個場合、面對的
群眾是誰，他所述說的信息都是一致的，都是教導大家：「你們要悔改，轉向上帝，相信

主耶穌。」勸勉信徒不要再繼續往錯誤的方向前進，而失去獲得拯救的機會。保羅總是一

再地鼓勵大家要信靠耶穌基督，才能真正獲得上帝的救贖，並且順從基督的教導，生命才

能獲得真實的平安與喜樂。

保羅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請這些長老回想過去他傳揚福音與服事的態度呢？因為在聖

靈的提醒下，他知道這趟前往耶路撒冷的結果是凶多吉少，極有可能會面臨到牢獄之災。

縱然如此，保羅仍舊義無反顧地向前走，因為傳揚福音就是耶穌基督交給他的重要使命。

所以，保羅預測以後再也看不到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這將是一趟有去無回的旅程。

因此，保羅必須要以認真、嚴肅的態度提醒這些長老，繼續效法他的宣教精神，帶領教會

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用盡一切心力來傳揚基督的福音

你們認為保羅這樣說自己，會不會有點自大或是自我感覺良好呢？耶穌不是教導門徒

要謙虛、溫和嗎？事實上，保羅會這樣自誇自己是好榜樣，並不是因為驕傲，而是希望以

弗所教會的長老們都能學習像他一樣，竭盡心力來傳揚福音，而且是毫無保留的全心付

出，不僅是將耶穌的一切都告訴對方，還要不斷的為對方祈禱，縱使遇到許多羞辱與攔

阻，依然不放棄。此外，保羅為了要成為眾人的榜樣，他對於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

都很謹慎面對，全然符合愛耶穌、愛上帝的生命特質。

（出示彩圖b）於是，保羅衷心的期盼這些長老們能夠好好的在生活上，毫無保留的
付出來幫助教會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長，也不斷提醒他們要實踐「施比受更為有福」的信仰

道理。只要教會每個人都能在福音事工上竭力付出，努力使他人認識基督的福音，引導身

旁的人感受到基督犧牲的愛，上帝將有更大的賜福與恩惠降臨。當保羅對這些以弗所教會

的長老說完勸勉的話後，就跟他們告別，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我們看到保羅對以

弗所教會長老所說的話，可以感受到保羅傳福音的態度，就是用盡一切的生命力量，並且

是不謀取任何益處的行動。

你我都可以

事實上，在台灣也有很多人為了基督福音，跟保羅一樣竭盡心力的付出並且不謀求任

何關於個人自身的益處。一位年僅32歲就受到身為修女的阿姨感召，同時也在照護病人時
得到啟示，而決定獻身成為修女，她就是一生奉獻天主的葛玉霞修女。葛玉霞修女畢業於

瑞士天主教護理學校，在醫院擔任護士，當她在瑞士醫院服務時，聽說台灣的醫護人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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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許多人沒辦法得到妥善照顧，於是她向上帝禱告：「希望有機會到台灣服務。」後

來，她主動請調，搭乘了三個月的貨輪抵達台灣，落腳於台東關山的聖十字架診所，擔任

門診醫師助理士。

（出示彩圖c）五十多年前，台灣東部的醫療資源非常缺乏，診所常常沒有醫生，那
麼病人要看病卻找不到醫生該怎麼辦呢？具有護理專業知識與訓練的葛修女，就成為第一

線看診的「醫師」，一肩擔起照護偏鄉民眾的重擔。當時的物質環境不好，來這裡看病只

能收5元、10元，而家境不好的病人就完全不收費。如果有病患因行動不便，不能前來看
病，葛修女就會和其他修女們一起騎著摩托車在花東縱谷奔馳看診，以及訪視有需要的病

人。葛修女曾經有一次在訪視病人途中出了車禍，造成她的肩胛骨骨折，手舉不起來。而

在手術後，手暫時沒辦法騎摩托車了，那時候若有病人需要她服務的話，該怎麼辦？沒想

到毅力驚人的葛修女，自己受傷生病，還是繼續擔心病人沒人照顧，堅持以徒步的方式走

去病人家中，幫病人換藥和復健。

葛修女不辭千里的往返於病人家中，可說是台灣在宅醫療的濫觴，她的足跡遍及了台

東關山鎮附近的原鄉部落，包括紅石、崁頂、海端和池上等。雖然台東人印象中的「葛修

女」，是「溫柔」、「微笑」和「親切」；但是照護病人時，卻又非常謹慎仔細，一點都

不馬虎。（出示彩圖d）葛修女從32歲時來到台灣的東部服事，她為了台灣人，奉獻了一
生，一直到82歲時，她不想成為台灣人的負擔，因此，她選擇離開她最愛的台灣，就在
2015年6月15日搭機返回瑞士養老。
各位同學，我們看到不管是保羅或是葛修女為了要向人分享耶穌的愛，付出許多的心

力，讓我們經歷到很不一樣的生命力、也看見了很特別的人生故事，其實這就是活出保羅

所提醒的「施比受更為有福」的人生。勉勵大家，當我們也在生活中遵循耶穌基督的教

導，願意帶領同學朋友來到教會，為著他們的需要代禱，這就像保羅及葛修女一樣，成為

分享福音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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