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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保羅赴羅馬(27:1-28:31)* 
引言  

最後兩章是記述保羅到羅馬去的行程和事件。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信徒對神至深的信

靠，以及神無微不至的看顧。保羅在解赴羅馬行船的危難中仍積極為主作見證，服

事安慰身旁的人，充分活出不怕死的信仰和勇氣。 

 

【經文註釋】 

一、 完全信靠神的看顧（27：1-44） 

保羅與其他囚犯一起被交給御營裡的一個百夫長猶流，開始了往羅馬的旅程。 

1. 往羅馬之旅（1-3 節） 

1) 『我們』包括作者路加。在此之前，最後一次出現『我們』是在 21：18

節，而從保羅被捕以迄到達羅馬，他所遭遇的事和受審的過程都記載甚

詳，足見本書作者路加自始至終都一直陪伴在保羅的左右。 

2) 路加和亞里達古自願陪伴被囚的保羅，沿途給他照護，這是弟兄相愛的表

現。 

3) 「猶流寬待保羅」必然是神使他如此對待；這也使我們看見神安排萬事都

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 

2. 保羅好言相勸（4-12 節） 

1) 『禁食的節期』指贖罪日，按猶太曆是七月初十(利 16:29；23:27)，約為

陽曆九月下旬或十月初旬。一般情形而論，從九月中旬起，地中海的風浪

逐漸增大，因此危險較大。到了十一月中，整個冬季在公海上的航行便完

全停頓。 

2) 「保羅就勸眾人說」『勸』字在原文含有警告的意味。 

3) 可能是出於他敏銳的靈感，清楚明白神的啟示和指引。 

3. 陷於絕境，保羅第一次勸勉：鼓舞士氣（13-26 節） 

1) 不多幾時，忽然颳起颱風。船無法控制，只好隨風漂流，幸好到了高大島

背風岸的一邊，勉強把小船拉上及時做了一些防禦措施，用纜索綁緊船

身。又恐怕船會在賽耳底灘擱淺，就落下蓬（主帆）來。在無情的暴風侵

襲下，第二天拋棄部分貨物，第三天更把船上的器具也扔了。天氣非常惡

劣，連太陽和星辰都沒露面，無法辨認方向。各人的心境十分低落，以為

快沒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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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當絕望的時候，保羅站出來講話，首先提到他們不聽他勸告繼續航行，

如今遭損傷，實屬必然。不過他所事奉的神藉使者向他顯現，保證他們當

中沒有一人會因風暴喪命，儘管船必會撞島破壞。 

3) 「與你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這話暗示保羅曾為眾人的安全而向神

禱告，並得到神的應允。 

4) 保羅相信神的應許。若非神那裡來的啟示，保羅絕不能知道無一人會失去

性命。保羅對這又真又活的神深信不疑，祂怎樣說，保羅便怎樣信。 

4. 第二次勸勉：要守在一起（27-32 節） 

1) 在第十四天的夜裡，船飄到亞底亞海臨岸的地方，探得水深愈來愈淺，為

著安全，水手在船尾拋下四個錨。當中有水手想要放小船逃走，被保羅發

覺立即通知百夫長，並警告大家要留在船上，不然性命就難保了。 

2) 神雖然應許所有船上的人一個也不失喪(22-24節)，但這並不是說我們可以

袖手不作任何事；神的應許和保證，仍然需要我們信心的工作來加以配

合。 

5. 第三次勸勉：先填飽肚子（33-38 節） 

1) 保羅勸眾人吃飯，這樣才能存活下去。因為他們已有十四天沒有吃飯了。 

2) 保羅在眾人面前為食物祝謝，然後開始吃，結果，船上所有人都放心下

來，跟他一起吃了。 

3) 保羅是一個表裏一致的基督徒：既屬靈，也理性；有信心，也有行為。 

6. 磨煉與神的恩典（39-44 節） 

1) 到了天亮看見一個海灣，於是出盡辦法駛進海岸，怎料遇著兩水夾流的地

方，船頭擱淺膠著不動，船尾被海流衝破。 

2) 羅馬的法律規定，若有囚犯脫逃，看守的人便要代受逃犯的刑罰。 

3) 神干預，不讓兵丁殺害囚犯，為要應驗祂的應許。 

4) 磨煉時信徒更剛強，有能力面對將來更大的試煉，也大大彰顯神的同在與

能力。 

 

二、 雖屢經危難，神皆保守（28：1-15） 

1. 船全毀了，但蒙拯救 （1 節） 

1) 米利大， 距義大利西西里島南方約八十多公里外的一個小島，今名『馬爾

他』，島民為土著。現為一獨立國家，當時是隸屬西西里省。 

2) 神僕人的船全毀，卻蒙拯救。神實現了拯救保羅的應許，也拯救了船上其

他的人。那些危難委實可怕，只有神才能救人度過。 

3)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

的；祂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難所(撒下

22：2-3)。 

2. 流落島上，得土著接待幫助(2 節) 

1) 『土人』(barbarian)一詞有二意：(1)指野蠻未開化的人；(2)指未受過希

臘和羅馬文化的薰陶，不懂說希臘語或拉丁語的人。此處『土人』的意思

以後者較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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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次看到神掌管一起，土人待這些落難者異常仁慈。 

3. 蛇傷得治（3-5 節） 

1) 神的僕人被蛇咬，但得治愈。為什麼神容許祂所愛的僕人被蛇咬，難道受

的苦還不夠嗎？ 

2) 有兩點需要注意 

 保羅雖遭危難，但神看顧，立刻治愈他。 

 神用危難為基督得人。土人參加神的拯救大能，藉此預備好他們的心，

接受福音。 

3) 保羅拾柴助火的事可見，一個真正的屬靈人，並非不屑去作小事，或者坐

著不動，讓身邊的人來服事他。 

4. 島上病人得以醫治（6-9 節） 

1) 土人以為有一神明，保羅被蛇咬是天降的懲罰。他們深信保羅是重犯，因

為他被鐵鏈鎖住，被送往羅馬受審，現在被蛇咬噬，必死無疑。所有他們

推論，保羅必定是個殺人犯，遭天譴責，罪有應得。 

2) 土人看到保羅沒有因被蛇咬而受傷，即刻改變對保羅的看法，視他如神。 

3) 『部百流』是羅馬人名字；他可能是羅馬帝國派駐該島的行政長官。熱情

款待他們，保羅為他父親禱告，按手，病得治癒。 

4) 島上其餘的病人，得到醫治，它含有藉著醫術和藥物得痊癒的意思。 

5. 損失慘重，但一切所需得供應(10-11 節) 

1) 保羅及所有的人在船毀壞時，幾乎失去一切，但神供應他的僕人。『尊

敬』在原文與『敬奉』同字，含有『饋贈酬金』之意；故『多方的尊敬』

除了多方表達敬意以外，可能還包括致送各種禮物和生活所需的物品。 

2) 保羅所乘的船，就在那裡附近觸礁致毀，在米利大逗留三個月待冬天過

後，登上當時丟斯雙子號運糧大船駛向羅馬。 

6. 憂慮寂寞，但得鼓勵，加添力量（12-15 節） 

1) 經過西西里的首都敘拉古，三天後再北行，來到意大利西南端的利基翁。翌

日起了南風，行船順暢，隔一天就到了部丟利。這是當時義大利首屈一指的

海港，亞力山太的糧船以它為主要卸貨港之一。上岸後保羅遇見一些信徒，

並接受邀請與他們同住了七天。  

2) 『利基翁』位於義大利半島的西南尖端，與西西里島的東北角相對峙，中間

僅隔非常狹窄的海峽。 

3) 大約是三年之前，保羅曾寫了《羅馬書》給在羅馬的聖徒們，但他從未到過

羅馬，在信中表達了他想去羅馬的心願。在羅馬的基督徒聽見他們來臨，一

支代表團隊則前往去接保羅及他的夥伴。他們有一些人旅行三十多哩，來到

三館的地方，另外一些還堅持多走十哩，來到亞比烏的市集。對保羅來說，

這一定是一次激動他情感的經驗，因為他終能跟第一批他一直渴望見到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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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居民，已經第一批他曾經向他們寫過其偉大的神學及倫理論調的教會成

員相遇。因這緣故當他見到他們時，【就感謝神，放心壯膽】。 

4) 『這樣』一詞，是在描述他們一路經歷過的風浪、飢餓、黑暗、沉船、蛇咬

事件等許多的艱險；就在『這樣』困難重重、險象叢生的行程中，終於到達

羅馬。 

三、 保羅在羅馬，大城市傳福音的策略（28：16-31） 

1. 保羅以囚犯身分進羅馬城（16 節） 

1) 保羅特別蒙准，單獨和看守的兵丁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參 30節)，而無須

與其他囚犯一起被關在監獄中。這事再次證明，凡為主受苦難的人，主必

在苦難中眷顧他。 

2) 主在環境中如此眷顧保羅，並不是為著他個人的舒適，而是給他方便，能

自由傳講神國的道(參 23，30-31節)。 

2. 與宗教領袖舉行聚會（17-22 節） 

1) 保羅講述了他的遭遇，為何被捕，為何站在該撒面前受審，目的是澄清他

們可能的誤會，疑問，謠言與偏見，使保羅可以與他們分享福音。保羅為

同胞痛心，無論到何處，他都首先接觸他們。他從前曾寫信給這裡的信

徒，說到他愛同胞之深，寧願自己被詛咒，換取他們得救（羅 9：1-3，

10：1）。 

2) 保羅強調三點： 

 他從來沒有做什麼事干犯我們的同胞和我們祖宗的規條。 

 在他被捕及交給羅馬人，而且被他們審查之後，他們想釋放他，因為在

他身上找不到任何該死的罪。 

 因為猶太人反對他被釋放，他只好上告該撒。 

3) 誠然，他今天成為囚犯，正是因為以色列的指望。 

4) 猶太人的首領希望多聽聽他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拿撒勒】教門到處被

棄絕。 

3. 清楚宣告信息（23-24 節） 

1) 保羅雖然被囚，但他一直利用每一個環境和機會傳福音。 

2) 保羅的講道集中於神的國和主耶穌。保羅努力要證明，耶穌基督就是以色

列人所盼望的彌賽亞。 

3) 像使徒保羅這樣大有能力的屬靈人，人們對他所傳的福音，反應兩極，甚

至不信的較多。我們的責任是盡力傳福音，至於效果如何，則交託給主。 

4. 轉向願意聽福音的外邦人（25-29 節） 

1) 保羅宣稱以賽亞預言猶太人拒絕福音（賽 6：9-10）。 

2) 猶太人不明白是因為他們自己刻意硬著心腸，讓自己的耳朵發沉，讓自己

的眼睛閉著；否則，他們會看見，聽見，明白，回轉及得救。 

3) 在這之前曾經有三次，猶太人頑固地抵擋使保羅轉向外邦人-在彼西底的安

提阿（13：46），在哥林多（18：6），及在以弗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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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羅宣稱救恩已傳往外邦人，而他們也“願意聽”。 

5. 繼續傳福音的使命（30-31 節） 

1) 據推論，使徒保羅在這兩年期間，寫了四本所謂的『監獄書信』，即：

《以弗所書》(弗 3：1；4：1；6：20)、《腓立比書》(腓 1：7，14，

17)、《歌羅西書》(西 4：3，10，18)、《腓利門書》(門 1，9)。 

2) 許多解經家推論，在《使徒行傳》結束以後，保羅曾經從羅馬回到馬其

頓、革哩底、特羅亞、米利都等地訪問眾教會(參提前 1：3；多 1：5；

3：12；提後 4：13，20)，很可能在還沒到達以弗所之前就再次被捕(參

徒 20：38)，最後終於為主殉道了。 

3) 「沒有人禁止」按原文的語氣是「絲毫沒有攔阻」。神已經把一切阻路

的障礙挪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跨越這一切。整本《使徒行傳》可

算是這句話的詮釋，從耶路撒冷開始，福音長驅直入到羅馬，無視障礙

的存在。 

【信息】 

1. 世人看環境順逆，跟隨人的潮流和權威。信徒以神的話語和啟示作指南針。  

2. 《使徒行傳》以福音先傳給猶太人開始（1：8），以福音被猶太人拒絕，轉向外邦

人結束（28：28）。 

3. 神的國乃是本書的重點之一。《使徒行傳》開始於神的國(徒 1：3)，又結束於神

的國。 

【建造教會不可或缺的要件】 

1. 遵守聖經教訓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2:42節) 

2. 彼此接納交通 --『都恆心…彼此交接』(2:42節) 

3. 記念主恩 --『都恆心…擘餅』(2:42節) 

4. 不住的禱告 --『都恆心…祈禱』(2:42節) 

5. 同過教會生活 --『信的人都在一處』(2:44節) 

6. 同心合意 -- 『一心一意』（5:12節) 

7. 抗拒罪惡 -- 誠實、不欺哄(2:46節；5:3節) 

8. 一視同仁，不可歧視或忽略(6:1-3節) 

9. 教導和訓練(11:26節) 

10.順服聖靈(13:2-4節) 

11.改正不合乎真理的意見(15:24節) 

12.考查聖經(17:11節) 

13.對異端儆醒謹慎(20:28-3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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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羅馬之旅 

 
路線說明 

1 .  徒  21:27-23:30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捉，送到該撒利亞。  

2 .  徒  23:31-26:32      在該撒利亞被囚兩年，受審後，送去羅馬。  

3 .  徒  27:1 -8       保羅被押乘船經西頓、每拉到了佳澳。  

4 .  徒  27:9 -44     保羅等在海上歷經風浪的危險到了米利大。  

5 .  徒  28:1 -16     從米利大經敘拉古，利基翁，部丟利就到了羅馬。  

 *徒  28 :17       保羅在羅馬等待受審期間，就在羅馬住了兩年，傳揚福音。  

 

地圖說明 

猶太人捉拿了保羅要殺害他，但被羅馬兵所救，後送到軍營中，再送到該撒利亞受審，在

該撒利亞被囚了兩年之後，再被押往羅馬。保羅不論是在公會、獄中、羅馬巡撫、旅途任

何環境中，都放膽的傳道。在被押到羅馬後，在候審期間的兩年之中，仍然不斷的放膽傳

講神國的福音，使福音傳到了羅馬。他同時也在羅馬寫了以弗所書、歌羅西書、腓利門等

四卷書信。 

 

使徒行傳到此結束，但是眾使徒和保羅的工作並沒有停止。從新約聖經中、以及教會歷史

的記載，保羅在主後 62 年獲釋，他又展開他第四度的旅行佈道，遠至當時最西方的士班

雅(即是現今的西班牙)，再到革哩底建立教會，又到亞西亞、馬其頓，在腓立比時，他寫

了提摩太前書和提多書。隨後返回羅馬。主後 67 年保羅再度在羅馬被囚，在被囚的地牢

中，他寫了提摩太後書。在主後 68 年被處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