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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理會恆福（官塘）堂－研經資料（九） 

《使徒行傳》六1～7（《和合本》） 

經文 

1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

婦。 

2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3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

事。 

4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5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

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6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7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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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1. 何人 

• 徒六 1：說希臘話的猶太人 

• 徒六 1：希伯來人 

• 徒六 1：說希臘話的猶太寡婦 

• 徒六 2：十二使徒 

• 徒六 5：司提反、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尼哥拉 

• 徒六 7：耶路撒冷門徒 

2. 何時 

• 經文只提及是使徒們被釋放後（徒五）發生 

3. 何地 

• 耶路撒冷（徒六 7） 

4. 何事 

• 在教會中，有說希臘話的猶太寡婦在物資分配上被忽略（徒六 1） 

5. 何因 

• 因「門徒增多」所以有人被忽略（徒六 1） 

6. 何法 

• 使徒從「弟兄們」選出 7 人來管理飯食（徒六 3） 

7. 何了 

• 神的道興旺起來，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徒六 7） 

8. 重要或重複的用字 

• 說希臘話的猶太人：散居於外地、在巴勒斯坦地區長大的猶太人。由於從前亞歷山大

大帝一方面致力推動希臘文化，但同時採取宗教寬容政策，所以散居的猶太人便被希

臘文化。 

• 希伯來人：說亞蘭文的猶太人（回歸後的猶太人後代，不多人懂希伯來文）。雖然他們

都有可能懂希臘文，但作者主要想指出他們主要居住在說亞蘭文的地區，亦沒被希臘

化。 

• 說希臘話的猶太寡婦：當時的孤兒、寡婦因社會地位問題，他們都是弱勢社群，容易

被人忽略。而初期教會有分「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和「說亞蘭文的猶太人」（即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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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伯來人」），而說亞蘭文的人又會多少看不起「回流的猶太人」（即說希臘話的猶

太人）。所以使徒們所遇上的問題，是比本土寡婦生活得更艱難的「希臘化寡婦」。 

• 猶太人的社會中，有一個頗為完善的系統幫助寡婦或有需要的人。自有會堂以來，他

們有一個慣例，就是每個星期五早上，會有兩名負責人到市場和個名定庭中去，為有

需要的人募集善款，一部分是金錢，一部分是物資；稱為 Kuppah或「籃子」。這些金

錢與物資會於同日分發給有需要的人（例如寡婦），讓有需要的人得到足夠的金錢或物

資過活。對於只是處於短暫時間困難的人，他們會獲派「足夠」應付短期需要的物資

份量。對於那些長期、甚至根本無法養活自己的人，他們則會獲派 14 天的糧食。除此

之外，對於有迫切需求的人，會堂的人還會向特定的家庭收集 Tamhui或「托盤」，解

決燃眉之急。由於這些援助主要是提供給「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教會」（改信耶穌

的猶太人）便需要重新制定扶貧策略；由於信主人數眾多，因此才出現有人被忽略的

情況。 

• 司提反、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尼哥拉：這七個名字都是希臘名

字，有人猜測可能是因為要幫助都是說希臘話的人，所以除了屬靈要求，語言都是考

慮條件之一。 

• 「按手在他們頭上」：代表祝福、醫治、差派信徒作特別工作，有時是像徵聖靈的賜

予。 

• 「神的道興旺起來」：這描述在《使徒行傳》中只出現過 3次（徒六 7，十二 24，十九

20），均是衝突得到解決或信徒被迫害後，作者對事情作出的總結。 

• 「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所謂「道」不單是「聖經的話」、「摩西律法」，而是包含

了生活習慣、宗教禮儀、價值觀等。所以「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便表明了，使徒

按神的話語來處事的見證說服了祭司；這對牢守律法、宗教禮儀的祭司來說，是一個

不容易的改變。 

9. 經文結構大綱 

• 揀選七人管理飯食（徒六 1～7） 

10. 中心思想 

• 教會須積極面對、處理信徒間的不滿／衝突，神的道才可興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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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理會恆福（官塘）堂－小組查經（九） 

《使徒行傳》六1～7（《和合本》） 

引言 

1. 你認為恆福堂未來 3年中會預到什麼危與機呢？ 

背景 

門徒被釋放後初期教會繼續發展，但人數越多關顧、慈惠工作亦同樣增加。某一天，初期教會遇上

第一個教會增長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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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問題 

揀選七人管理飯食（徒六1～7） 

問題1：徒六1提到「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和「希伯來人」，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 

預期答案：他們的分別在於他們的原居地；「說希臘話的猶太人」主要散居於外地、在巴勒斯坦地

區長大的猶太人，而「希伯來人」的日常用語是亞蘭文，主要居主在猶太。 

問題2：為什麼「說希臘話的猶太寡婦」會被忽略呢？ 

預期答案：他們被忽略的主因是因為信主人數增長得很快，而使徒們一時間未能應付相關的扶貧工

作。事實上，當時的孤兒、寡婦都屬於弱勢社群，容易被人忽略。而初期教會有分「說

希臘話的猶太人」和「說亞蘭文的猶太人」（即第一節的「希伯來人」），而說亞蘭文

的人又會多少看不起「回流的猶太人」（即說希臘話的猶太人）。所以使徒們所遇上的

問題，是比本土寡婦生活得更艱難的「希臘化寡婦」。 

問題3：徒六2～4：「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

事。」使徒是否在說，他們的服侍比管理飯食重要呢？ 

預期答案：「管理飯食」與「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讀起上來好像在說，使徒認為，「管

理飯食」較「祈禱、傳道」較為低等，認為「管理飯食」是沒有屬靈價值的，但實際上

卻不是這樣。「管理飯食」中的「管理」，原文是解作「服侍」，它與「祈禱、傳道為

事」中的「事」（指「職事」）有同樣的意思，都可解作「服侍」、「事奉」（前者是

名詞，後者是動詞）。 

問題4：使徒們所選的人要有什麼特徵呢？這些特徵相較「相關經驗」為何更重要呢？ 

預期答案：司提反、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尼哥拉：這七個名字都是希臘名

字，有人猜測可能是因為要幫助都是說希臘話的人，所以除了屬靈要求，語言都是考慮

條件之一。另外，這七人需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智慧能幫助處理事務，

聖靈則確保所作的事是合神心意、按真理處事。 

問題5：選出七人處理飯食後，路加作了怎樣的總結？這結論和過往的總結有什麼不同？ 

預期答案：「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比

較從前只記錄人數增加，路加第一次提到「神的道興旺起來」。 

問題6：為何作者特別指出「神的道興旺起來」呢？難道之前的人數增長和神的道無關嗎？ 



「徒」冶「聖」情－《使徒行傳》研經材料 09   01/02/2024 

第6頁．共6頁 

 

預期答案：「神的道興旺起來」這描述在《使徒行傳》中只出現過3次（徒六7，十二24，十九

20），均是衝突得到解決或信徒被迫害後，作者對事情作出的總結。之前的人數增長是

基於猶太人（以色列人）回想起他們的歷史、感到扎心、回轉而有的，而這次則是使徒

按聖經、耶穌的教導，因時制宜地處理。可見作者是想以「神的道興旺起來」來強調神

的話怎樣於本土猶太人以外發揮見證／宣教作用。 

開放問題： 

1. 經歷了數次人數增長，你能歸納出撒但曾使用什麼方法阻礙初期教會成長嗎？ 

i. 以權力攔阻使徒傳道（徒四 1～3，五 17～18） 

ii. 以金錢迷惑門徒（徒五 1～3） 

iii. 以異文化信徒之需要，試圖分化教會（徒六 1） 

2. 今天我們邀請人事奉會考慮什麼條件呢？ 

總結 

從這徒六1～7我們觀察到教會發展時： 

1. 分散注意力的事是預期之內的事 

2. 適當的架構／制度能協助管理 

3. 既然改變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學會能應對及適應 

4. 按恩賜事奉－但人要先準備好 

5. 神的道是事工背後的準繩 

反思問題 

1. 你會怎樣判斷一間教會，神的道是否在當中興旺呢？ 

2. 香港既有不同的福利措施，教會是不是有需要回應社會需求呢？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