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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逼迫教會 
經文：使徒行傳八章 1-3 節 
 
上次我們看了司提反如何殉道而死的記載。殺死了一個信耶穌的人，事情還沒有結束，

還是個開始－開始逼迫信耶穌的人。 
 
使徒行傳八章 1-3 節 
v.1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指聚集的信眾），大遭逼迫（這種逼迫是把信徒驅

逐出城）。除了使徒（pl.）以外，門徒（pl.）都「分散」（被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

處」（鄉下）。 
v.2 有虔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捶胸是表達哀悼的方式） 
v.3 掃羅卻「殘害」（消滅）教會，進「各人的家」（房子 pl.），拉著「男女」（男人們和

女人們），「下」（交給）在監裡。 
 
今天，我們從教會被逼迫來看幾點。 
一、逼迫的產生 
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首先我們要知道，這個事件的所有人物都是猶太教徒。逼迫

人的一方乃是虔誠火熱、忠於傳統猶太教義的信徒，他們信奉獨一的神耶和華，嚴格地

遵守摩西的律法。被逼迫的人也是猶太教徒，他們相信耶穌就是基督，是整本舊約聖經

預言要來的彌賽亞，他來了，卻被狂熱的猶太教徒殺死了，但是他從死裡復活，升到天

上，坐在上帝右邊。猶太教徒必須悔改，相信主耶穌，他們的罪才能被赦免，才能夠接

受聖靈的恩賜。 
 
逼迫的產生是信仰的理念不同。一方認定耶穌是個人，或是個先知。但是，另一方認定

耶穌是從上帝那裡來的，他完成拯救的工作，回到了天父那裡。現在，新的觀念影響了

愈來愈多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對於傳統信仰已經構成了威脅，殺死了司提反，但是問

題沒有解決，信眾還是信，或許仍然不斷增加。這樣的狀況，對於傳統信仰者造成了許

多困擾，逼迫的原因可能有維護信仰的熱忱、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產生恐懼和厭惡、看到

另一方信眾增加帶來壓力、宗教權柄受威脅、解釋聖經的權力受侵擾、對社會造成不安。 
 
在教會歷史上，基督徒因著信仰理念的不同，不斷有逼迫的事情發生。早期教會，就判

定一些與主流不同的思想教派是「異端」（原意是選擇，指隨從特殊神學見解的人），後

來教會勢力壯大之後，中世紀著名的「異端裁判所」把許多與傳統觀念不符的人殺死。

在使徒行傳的這個時期，傳統猶太教徒自認是「正統」，信耶穌的猶太教徒（後來稱基

督徒）是「異端」，因此，正統要逼迫異端，想要徹底消滅異端，維護正統的信仰。我

們看歷史，要記取教訓，所謂的「正統」，只是大多數認同的主流觀念，所謂的「異端」，

就是少數人認同的非主流思想。時代不斷改變，非主流可能因信仰者增加而成為主流，

如基督徒後來不斷增加，版圖愈來愈大，勢力愈來愈大，後來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主

流可能因信仰者減少，而成為非主流，可能屈居一處，也可能漸漸消失，如猶太教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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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猶太人接受，羅馬和希臘民間信仰的宙斯、阿波羅就消失了。 
例：我們該如何對待目前在台灣擴展的「全能神教會」？與其和他們對立，攻擊他們，

判定他們是異端，不如好好看顧自己的弟兄姊妹，堅固自己弟兄姊妹的信仰。另一方面，

我們也可以思想，為什麼人會被他們吸引，他們說的東西有什麼是可能我們需要重新檢

視，甚至重新調整的，如「男性」的上帝。 
 
二、逼迫的價值 
逼迫的開始從經文看來就是抓信耶穌的猶太教徒，信徒被迫逃出耶路撒冷，四散在猶太

和撒瑪利亞（猶太人原來厭惡去的地方）的鄉下。沒有逃出去的，被掃羅逐門逐戶抓出

來，關進監牢。逼迫，是不好的，但是逼迫的結果，促使基督徒跑到各處去傳福音，原

來只有幾千人信耶穌是彌賽亞，後來四散傳播，成為信眾非常龐大的信仰。原來，他們

還是猶太教徒，但是後來，他們開始被稱為基督徒，後來，連非猶太人也信了耶穌，他

們漸漸成為一個新的宗教團體，基督教於是產生了。 
 
逼迫，仍然在上帝的掌權之中。逼迫，使人在惡劣的環境認真思想自己的信仰，也在危

險的情況經歷自己所信的主，逼迫，使基督徒有機會接觸到原來不會碰到的人，甚至我

們可以說，逼迫，使基督教成為世界性的宗教。最近我讀宋泉盛牧師的書《故事神學》，

他提醒我們留意：「嚴格來說，教會沒有自己的宣教。她只有一個宣教，即上帝的宣教。

教會為服務上帝的宣教而存在。」他說： 

我們首先要承認，最先在世上開始宣教的不是教會，而是上帝。宣教是上帝的，不

是我們的。這豈不正是「道成肉身」的真諦？上帝道成肉身的宣教不是由人類創始

的，更不是由教會開始的。它是上帝對人們的需求而作的回應，是上帝回答人類的

盼望而採取的行動。在教會蒙召為這個宣教服務之前，這個世界老早就是上帝宣教

的場所；當教會分享宣教的使命，這個世界並沒有因而不再是上帝宣教的地方。教

會不能取代上帝，教會的宣教也不能取代上帝的宣教。教會如果不從這個觀點來思

考宣教的意義，只會產生驕傲的態度，過分看重自己的重要性，過分誇大自己在宣

教所佔的地位。（p.42） 

 
不論教會如何看待宣教的果效，上帝從來沒有停止祂宣教的工作。中國大陸的情況是個

很好的證明，當 1949 年共產政權統治了中國，所有的外國宣教士被共產黨驅逐出境的

時候，許多西方教會認為在中國的宣教失敗了。但是，上帝沒有失敗，中國基督徒在極

大的逼迫中繼續為主作見證，時機一成熟，基督教在中國巨大成長，超乎人所想像。 
 
從逼迫，我們思想每個在人看為不好的事情，都有神的工作在其中。上帝永遠在世界掌

權，也在我們這塊土地、在我們的教會掌權。基督徒堅定信靠神，不論環境，不論個人

的遭遇如何，為主作見證，上帝的工作就藉著我們不斷影響別人。 
 
這樣的影響是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就如在 v.2 虔誠人埋葬司提反，為他搥胸大哭，v.3
掃羅想消滅教會，挨家挨戶抓人近牢房。被逼迫的一方（虔誠基督徒），不僅為司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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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也為自己的處境悲哀，大哭的背後，是身為基督徒所要背負的沉重十字架。而逼

迫人的一方（傳統猶太教徒掃羅），大發熱心，自以為是在為上帝除害，維護正統信仰。

事情看起來，是教會生存很大的危機，但是我們知道，後來，司提反成為基督教讚揚紀

念的偉大殉道者；掃羅後來改名保羅，上帝親自改變他，他為了基督，把萬事看成糞土，

為主走遍各地宣教，受盡折磨和危險，他成為初代教會最偉大的使徒，影響了整個羅馬

帝國，他所寫的書信，被列為新約聖經，人人傳送抄寫研讀。上帝在宣教阿！ 
 
逼迫，不都是壞的，我們看見逼迫的價值，體會上帝的能力，慶幸自己信靠的是這樣一

位偉大的神。上帝容許我們受逼迫，上帝甚至容許我們被迫而死，但是上帝仍然掌權，

居首位，終究，我們或生或死都是屬於主的人。 
 
今天，我們看逼迫的題目，求主幫助我們，一方面不要逼迫與我們理念不同的人（不僅

是信仰，或許是政治理念、對任何事情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們自己受逼迫的時候，

我們也能重新體會逼迫的價值，把自己完全交託在神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