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51課: 門徒訓練 (不是天生, 乃屬製造)      

(路加福音九:1-6) 

 

1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 

鬼，醫治各樣的病， 

 

2 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 

 

3 對他們說：「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柺杖和口袋，不要帶食 

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子。 

 

4 無論進哪一家，就住在那裏，也從那裏起行。 

 

5 凡不接待你們的，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要把腳上的塵土 

跺下去，見證他們的不是。」 

 

6 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傳福音，到處治病。 

 

 

 

引言: 請計算一下 

 

 我們查經班有40人, 每人都願意接受門徒訓練, 學習如何領

人歸主, 他們的使命是: 一年要帶領3個人信主, 愛他們, 為他們禱

告, 帶領他們信主, 並且訓練他們成為耶穌的門徒。 一年後, 便共

有160人了; 而這160人又重覆這使命, 二年後便有640人, 三年後



有2,560人, 四年後便有10,240人, 五年後有40,960, 六年後有163,

840人, 七年後有655,360人, 八年後有2,621,440人, 九年後有10,

485,760人, 十年後便有 

 

41,943,040 
 

即四千一百九十四萬三千零四十人 

 

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為什麼我們找不到這樣的教會呢? 是因為我們没有採用耶穌

的方法和策畧, 相反的, 我們只重視建教堂, 把信徒困在四塊牆中

間, 不滲透入社區, 這種隔離政策便是導致教會死亡的主因。 

 

 我們就可以用 Covid 19 疫症為例。 其實, 解決這疫症方法

並不困難, 當一個社區發現有超過10個帶菌者, 便強制所有社區居

民做二件事 

 

❖ 進行測驗, 若發現有帶菌者, 立即把他們完全隔離。 

 

❖ 所有社區內的人要被困在家中, 不得與任何人接觸21天。 

 

如此, 這疫症便會中斷, 不至像今天有這麼多傳染, 發病及死亡。 

同樣道理, 如果要教會死亡, 最後的方法是把所有信徒隔離在教堂

內, 叫他們不會對社區有任何影響, 任何接觸, 教會不足幾年便宣

告死亡! 

 

 正因如此, 我們就要好好看看耶穌傳教的策畧。 



 

(一) 門徒訓練: (v.1-2) 

 

1)  

● v.1-2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 

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 

道，醫治病人」 

 

 

● 在六:13 路加有這樣的描述: 

 

「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 

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 馬可三:14 也有如此的描述: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 

他們去傳道。」 

 

 從以上三段聖經, 我們可以看到「門徒訓練」三個非常 

重要的觀念。 

 

 

第一: 揀選, 挑選 

 

路加六:13 告訴我們, 耶穌叫他的門徒來, 就從他們中間挑選 

12個人。 首先有一大班人, 叫做門徒, 門徒就是學生的意思,  



他們跟隨耶穌, 有學習的心, 耶穌就從他們中間挑選了12個 

人作使徒。 

 

今日教會的崇拜或團契就是一大班人, 尤如魚塘一樣, 裏面 

有許多魚, 但若教會只有崇拜, 團契, 主日學是不是夠的, 這 

是學習, 是門徒聚集之處。 我們必須從他們中間挑選一些人 

作門徒訓練。 

 

第二: 訓練 

 

我們特別要留意馬可三:14的記載, 耶穌設立了12 個人, 什麼 

是「設立」呢? 希臘文是 poieo, 英譯作 to make (製造), 門 

徒訓練的重要乃在此, 他不是天生, 乃屬製造, 是要訓練的.  

They are not born, but made.  

 

第三: 使命 

 

究竟門徒訓練是訓練些什麼呢? 

 

馬可三:14告訴我們二件事 

 

❖ 他們要常常與耶穌同在 - 在耶穌時代, 他們是常與耶穌

同在, 一起睡, 一起吃, 一起生活, 耶穌升了天後, 我們便

是訓練他們透過靈修, 禱告, 默想, 敬拜, 團契, 學習常與

主同在, 我們稱之為 Inward Journey; 這是訓練我們在

屬靈生命上與主同行。 

 



❖ 另一方面, 門徒訓練乃訓練我們, 並差遣我們作傳道工

夫, 我稱之為 Outward Journey. 事實上, 使徒一字希臘

文是 apostolos, 其意就是「奉差遣」, 傳道有二個方

法: 

 

➢ 宣講 v.2「宣講神的道」, 即我們所說的傳福音。 

 

➢ 醫治, 趕鬼 - 服侍, 關懷的事工。 

 

2) 或許我們覺得這挑戰和使命實在太大了, 我們又怎可以完成

呢? v.1告訴我們: 「耶穌給他們能力, 權柄, 制伏一切的鬼, 

醫治各種的病!」這裏並不是說給我們「神醫」的能力, 像那

些靈恩派人仕, 鼓吹神醫趕鬼, 在耶穌時代, 耶穌確是給使徒

如此權柄, 因為這是「彌賽亞降臨的標記」, 是耶穌給予當

時的使徒如此權柄, 來顯示祂就是那位要來的彌賽亞 (Signs 

of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但今天却是不同, 耶穌並没

有給我們如此權柄, 因為那彌賽亞來的時代已過去了!  然而, 

雖然耶穌並没有給予我們如此「超自然」的權柄, 但祂依然

是賜給我們屬靈的權柄, 戰勝魔鬼! 

 

(二) 行動與實踐: (v.3-5) 

 

 3 對他們說：「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柺杖和口袋，不要 

帶食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子。 

 

4 無論進哪一家，就住在那裏，也從那裏起行。 

 



5 凡不接待你們的，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要把腳上的 

塵土跺下去，見證他們的不是。」 

 

1) 首先, 我們看看耶穌差派他們出去傳道的吩咐: 

 

❖ 「不要帶拐杖, 口袋, 食物和銀子, 也不要帶兩件褂  

 子。」 

 

這是非常有趣的吩咐, 首先我們要解決一個釋經的問

題, 因為如果我們比較 

馬太十:9-10   9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10行路不要帶口袋；不 

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柺杖。因為工人得飲 

食是應當的。 

  

馬可六:8-9  8並且囑咐他們：「行路的時候不要帶食物和口袋 

，腰袋裏也不要帶錢，除了柺杖以外，甚麼都不要 

帶；9只要穿鞋，也不要穿兩件褂子」； 

 

路加九:3-4  3對他們說：「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柺杖和口袋，不 

要帶食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子。4無論進哪一 

家，就住在那裏，也從那裏起行。 

 

我們發覺有不對稱的現象出現。 

 

★ 首先, 路加, 馬太都說: 不可帶拐杖, 但馬可却没有

提及, 並且說: 可以帶拐杖, 我們會問: 究竟可帶抑

或不可帶? 

 



★ 其次, 馬可說可以帶鞋, 馬太却說不可帶鞋, 但路

加却没有提及。 

 

 為什麼有如此差異的呢? 我的解釋很簡單 

 

❖ 馬可說可以帶鞋, 是指你穿著的鞋, 猶太人一定會穿鞋

的, 不會赤腳, 因為這是不潔淨, 所以當馬太說不可帶

鞋, 是指不可多帶一對鞋, 正如不可多帶一件褂子一樣, 

因為你現在所穿的就夠了。 

 

❖ 同樣, 馬可說可以帶拐杖, 是指手中的拐杖, 這是猶太人

的習慣, 用作防盜, 幫助走路, 所以當路加/馬太說不可

帶拐杖是指不可帶多一拐扙, 正如不可多帶一對鞋, 一

件褂子一樣! 

 

2) 為什麼有如此吩咐? 我想有二個原因: 

 

❖ 輕輕鬆鬆的去傳道 (travel light), 況且, 在神的事上, 我

們不是太倚重金錢, 物質的供應, 我們要學習信心的功

課。 

 

❖ 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思: 原來耶穌在這裡所講的指引, 

並非新的, 是當時每一個猶太人耳熟能詳的事。 原來

猶太有一習慣, 他們進入聖殿時, 他們就是這樣作, 不帶

拐杖, 不帶口袋, 不帶食物。 耶穌的意思, 世上就如聖

殿一樣, 整個世界都彰顯神的榮耀, 神無處不在, 不只是

在聖殿中才找到祂!  



 

3) 又假如有人不接待他們時, 他們又可以作什麼呢? 

 

v.5「凡不接待你們的，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要把腳上的 

塵土跺下去，見證他們的不是。」 

 

嘩! 這是否「小器」一點? 人家不接待你, 你就把腳上的塵土

跺下去, 見證他的不是。 原來猶太人有一個習慣, 當他們走

過外邦人的路時, 他們以為外邦人的地方是不潔淨的, 於是

便把腳上的塵土跺下來, 然後再上路, 以示他們現在是潔淨

的了! 

 

耶穌的意思是: 我們不是從種族來分別, 誰是神能接受, 而是

從屬靈的層面去理解「潔淨」的問題, 所以, 外邦人就是指

那些拒絶接受耶穌福音的人! 

 

(三) 天國的使命: (v.6) 

 

1) v.6 「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傳福音，到處治病。」 

 

路加就在v.6作了一個總結: 

 

❖ 門徒就出去 -  他們不是聽了就算數, 他們是有行動

的。 

 



❖ 走遍各鄉 - 希臘文 pantachoi (everywhere) 是指每一

條村, 每一個地方, 即香港人所謂「洗樓」, 是非常投入

的。 

 

2) 他們不只是口講, 還有關懷, 行動和關愛的事工。 

 

 

默想: 

 

1) 我們當如何推行門徒訓練事工? 

 

2) 今天教會問題在那裏? 我們可以如何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