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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誦讀聚會 (Lectio Divina)     

3-4-2014 

宗 16:6-15保祿踏足歐洲，在斐理伯為里狄雅一家付洗 
 
 
 

李子忠 
 
16:6聖神既阻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夫黎基雅和迦拉達地區，7到了米

息雅附近，想往彼提尼雅去；可是耶穌的神不許他們去，8遂繞過米息雅，下到

了特洛阿。9夜間保祿見了一個異象，有個馬其頓人站著，請求他說：「請往馬

其頓去，援助我們罷！」10保祿既見了這異象，我們便推知是天主召叫我們給

他們宣傳福音，便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11 我們從特洛阿開船，一直航到撒摩

辣刻，第二天到了乃阿頗里，12從那裡到了斐理伯，這是馬其頓一區的首城，羅

馬的殖民地。我們就在這城裡住了幾天。13安息日，我們出了城門，到了河邊，

我們知道那裡有個祈禱所。我們遂坐下向聚集的婦女講話。14有個敬畏天主的女

人，名叫里狄雅，是提雅提辣城賣紫紅布的，她一直在聽；主開明了她的心，使

她接受保祿所講的話。15她同她一家領了洗，便請求說：「你們若認為我是忠於

主的人，就請到我家去住。」遂強邀我們去了。 	 
   
 
上下文： 
《宗徒大事錄》13-28 記載保祿宗徒的三次出外傳教（13-21）及到羅馬的行程

（27-28）。第一次傳教的地點是塞浦路斯島和迦拉達（13-14），第二次是在希臘

的馬其頓和阿哈雅（15-18），第三次是在亞細亞的厄弗所（18-21）。保祿在各處

傳教均以猶太會堂開始，用聖經証明耶穌是默西亞，若猶太人不接受，他便轉向

外邦人。在沒有猶太人的地方，他便向外邦人講論天主是創造萬有的真主，勸他

們放棄邪神崇拜。 
 
本段（16:6-15）敘述保祿在聖神指引下，初次踏足歐洲，為里狄雅（Lydia）一

家付洗，展開他的歐洲傳教之旅，奠定了歐洲的基督文化基礎，自此改變了世界

的歷史 。  
 
 
釋經： 

v「聖神既阻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6）——路加在《宗徒大事錄》中指出：

教會初期的發展和每個傳教活動，都是聖神所推動的。我們可以說，《路加福音》

是耶穌的言行錄，而《宗徒大事錄》是聖神的大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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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提到「聖神」十五次，其中一次與耶穌開始福傳有關；《宗徒大事

錄》提到「聖神」凡五十多次，當中至少十四次與福傳行動直接有關，可說「聖

神」是一切福傳行動的主角和動力。 

 

聖神 to . Pneu /ma	 

1 1:8 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

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	 	 

2 4:8 那時，伯多祿充滿聖神，向他們說	 

3 4:31 他們祈禱後，他們聚集的地方震動起來，眾人都充滿了聖神，大膽地宣

講天主的真道	 

4 8:29 聖神就向斐理伯說：「你上前去，走近這輛車子！」	 

5 8:39 當他們從水中上來的時候，主的神把斐理伯提去，太監就再看不見他

了。他就喜喜歡歡地往前行自己的路	 

6 9:31 教會既在全猶太、加里肋亞和撒瑪黎雅得了平安，遂建立起來，懷著敬

畏上主之情行動，並因著聖神的鼓勵，逐漸發展	 

7 11:12 聖神吩咐我應與他們同去，不必疑惑。同我一起去的，還有這六個弟兄，

我們就進了那人的家	 

8 11:24 因為他（巴爾納伯）是好人，充滿聖神和信德，如此有許多人歸附了主	 

9 13:2 他們敬禮主和禁食的時候，聖神向他們說：「你們給我選拔出巴爾納伯

和掃祿來，去行我叫他們要行的工作。」	 	 

10 13:4 二人既被聖神派遣，遂下到色婁基雅，又從那裡乘船往塞浦路斯	 	 

11 15:28 因為聖神和我們決定，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除了這幾項重要的事	 	 

12 16:6 聖神既阻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夫黎基雅和迦拉達地區	 

13 16:7 到了米息雅附近，想往彼提尼雅去；可是耶穌的神不許他們去	 	 

14 20:22-23 看，現在，我為聖神所束縛，必須往耶路撒冷去，在那裡要遇到什麼事，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聖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說：有鎖鏈和患難在等待我	 

 
v「夫黎基雅和迦拉達」（6）——夫黎基雅（Phrygia）和迦拉達（Galatia）是

保祿第一次傳教（宗14）的地區，他在那裡建立了多個教會團體，並在第二及第

三次傳教旅程中，重臨這些地方探訪教會，更寫了《迦拉達書》鼓勵和指導信友。 
 
v「米息雅…彼提尼雅」（7）——米息雅（Mysia）位於小亞細亞西部，西有愛

琴海（Aegean Sea），曾為羅馬帝國亞洲行省的一部份，它的重鎮有阿索（Assos 
宗20:13,14）、特洛阿（Troas 宗16:8,11; 20:5,6；格後2:12）和培爾加摩（Pergamum 
默1:11; 2:12）。彼提尼雅（Bithynia）位於小亞細亞之西北，北有馬爾馬拉海

（Marmara Sea）和黑海（Black Sea），公元六四年成為羅馬行省，省內的尼西

亞（Nicaea）因數次在此舉行大公會議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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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耶穌的神不許他們去」（7）——聖神有時被稱為「耶穌的神」（宗16:7；斐

1:19）或「主的神」（宗5:9; 8:39）。聖神的指引有時也以否定的方式出現，在

宗16中聖神兩次「阻止」（6）或「不許」（7）他們到某地點傳教。至於保祿如

何得知聖神禁止他們在亞細亞和彼提尼雅傳教，我們不可而知，可能保祿視客觀

條件不適宜，明白天主另有計劃，暫時避免到亞細亞去，或者天主是藉啟示告知

他。有學者認為，若望宗徒當時正在厄弗所，保祿不宜到那裡去，稍後若望回了

耶路撒冷，保祿便在第三次出外傳教時，才到厄弗所去。 
 
v「特洛阿」（8）——特洛阿（Troas）位於愛琴海岸，是古代米息雅（Mysia）

的重要的海港城市（宗16:11），在特洛伊（Troy）之南四十公里處。原為亞歷

山大的一位將軍安提哥諾（Antigonus）所建，其後被里息瑪苛（Lysimachus）所

充建及美化，改名為亞歷山大里亞特洛阿（Alexandria Troas），簡稱特洛阿。（特

洛伊即荷馬〔Homer〕名著《伊利亞特》〔Iliad，又譯作《木馬屠城記》〕故事

中的古城。） 
 
v「請往馬其頓去，援助我們罷！」（9）——保祿在「異象」中看見一個馬其

頓人，懇求他們到那裡傳福音。這異象出現在「夜間」，但似乎並非一個夢，更

好說是天主的啟示。 
 
v「我們便推知是天主召叫我們」（10）——他們在特洛阿城找到了另一位助

手，就是本書的作者路加。雖然在《宗徒大事錄》沒有明文提及這事，路加在全

書裡也沒有提過自己的名字，但是從「我們…⋯…⋯便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一句的

「我們」，可知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實，因為在宗的敘事上，運用複數第一人稱（1st 
pers. pl.），這裡是第一次，學者稱之為「我們」段落（Wir Stücke）的開始。 
 
v「我們一直航到撒摩辣刻，第二天到了乃阿頗里」（11）——撒摩辣刻

（Samothrace）是在愛琴海東北方面的一個島嶼。乃阿頗里（Neapolis）意謂「新

城」，位於馬其頓之東，原屬斐理伯（首都）的一座城市及良港。現屬希臘，距

得撒洛尼約有163公里。後來改稱為基督頗里（Christopolis），可能是為記念基督

之名經由此港而傳入歐洲之故。現今名叫卡瓦拉（Kavala）。保祿及其同伴息拉、

弟茂德和路加，似乎並未在此久居，而逕赴該區的首都斐理伯去了。 
 
v「從那裡到了斐理伯，這是馬其頓一區的首城，羅馬的殖民地」（12）——斐

理伯城（Philippi）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為馬其頓王斐理伯（Philip II）所重建而

得名。公元前42年，成為羅馬的殖民地，有羅馬人所享有的特權，官方的正式用

語為拉丁語，如同羅馬一樣。馬其頓在羅馬時代分為四區，斐理伯是東區的都會

（得撒洛尼〔見宗17:1〕則是全馬其頓的首邑），位於由馬其頓通往羅馬的厄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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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雅大道（Via Egnatia）上，起點是乃阿頗里。保祿和同伴由乃阿頗里行了15公

里路，就到了斐理伯城。  
 
v「安息日，我們出了城門，到了河邊…⋯那裡有個祈禱所」（13）——猶太人在

安息日按慣例到會堂祈禱，但當時斐理伯城的猶太人不多，未建有自己的會堂，

卻在城外靠近甘吉提河（Gangites River，又稱Zygaktis）設有一個臨時的「祈禱

所」（proseuche - προσευχή），方便進行潔禮。        
 
v「有個敬畏天主的女人，名叫里狄雅，是提雅提辣城賣紫紅布的」（14）——
此處所說的「敬畏天主的女人」（sebomene ton Theon - σεβοµένη τὸν Θεόν 也稱

theosebes - θεοσεβής），是指皈依猶太教的外邦婦女，她名叫里狄雅（Lydia），

「是提雅提辣城賣紫紅布的」，此城在小亞細亞（是《默示錄》中的七教會之一），

以買賣紫紅布聞名。當時只有皇族顯貴和富有的人，才以此布作衣料。由此可知

這位婦女家境一定也相當富有。 
 
v「她同她一家領了洗」（15）——天主「開明了她的心」，使她皈依信了主，

閤家領了洗。這裡所指的「家」（oikos - οἶκος），不只包括有血緣關係的父母、

兄妹、子女，連嬰兒在內，也包括沒有血緣關係的僕婢、管家、奴隸。這與伯多

祿在凱撒勒雅給百夫長科爾乃略（Cornelius）一家付洗的事相似，路加告訴我們，

科爾乃略還「召集了自己的親戚和密友」（宗10:24），伯多祿也給他們付了洗。 
 
v「請到我家去住」（15）——宗徒被里狄雅誠邀留下來，在斐理伯傳教期間，

這裡便成了保祿的家。初期信友也在她家中聚會，舉行禮儀和聆聽宗徒的訓誨，

形成所謂的「家庭教會」（Domus Ecclesiae，參看羅16:5普黎斯加和阿桂拉家中

的教會；費2費肋孟家中的教會）。保祿和息拉被捕受拘禁，出獄後也「進了里

狄雅的家，會見了弟兄們」（16:40）。 
 

＊＊＊   ＊＊＊   ＊＊＊ 
 
1）聖婦里狄雅（Lydia） 
保祿在歐洲首先皈化的是個地位顯赫的婦人里狄雅，她是保祿所遇到的眾多「顯

貴婦女」之一（參看宗17:4,12）。這些「顯貴婦女」在保祿所到各處的社會中，

發揮著很大的影響力，可以左右他的福傳工作。在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猶

太人挑唆敬畏天主的尊貴婦人和城中的要人，發動迫害保祿和巴爾納伯，把他們

驅逐出境」（宗13:50）。 
 
那些聽保祿講道而最先接受福音皈依基督的人當中，常有一些「顯貴婦女」，（宗

16:14-15斐理伯；17:4得撒洛尼；17:12貝洛雅；17:34雅典），她們常大力支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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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的福傳工作，並活躍於信友團體中（羅16:1-15女執事福依貝Phoebe，普黎斯加

Prisca，瑪利亞Maria，特黎費納Tryphena，特黎佛撒Tryphosa，魯富的母親，猶

里雅Julia，乃勒烏的姊妹；格前1:11黑羅厄Chloe；格前16:19; 弟後4:19普黎史拉

Priscilla；弟後1:5羅依Lois，歐尼刻Eunice；弟後4:21克勞狄雅Claudia；費2阿丕

雅Apphia）。 
 
根據教會的傳統，聖婦里狄雅是一位寡婦，繼承了亡夫的紫紅布生意，領洗後大

力支持保祿。天主教會於每年8月3日舉行她的瞻禮，希臘東正教則在5月20日，

今日天主教會亦從之。1973年，希臘東正教會在相傳里狄雅受洗的河畔，修

築了一座以她命名的洗禮堂，且破例地採用了西方教會傳統的彩色玻璃

窗，描繪保祿、里狄雅等聖人。 
 
2）分辨神類（Discernment of the spirits） 
路加告訴我們：「保祿既見了這異象，我們便推知是天主召叫我們」到馬其頓

去（16:10）。到馬其頓傳教並非保祿一人的決定，他只是看見了異象，並把這

事告知弟茂德及息拉。他們一起討論後，作出了決定，「推知」這是天主派他們

到馬其頓傳福音的徵兆。路加在這裡首次以「我們」來作敘述（Wir Stücke），

學者們相信路加是在特洛阿加入了這個福傳團隊。 
 
但藉得注意的是，這個「我們」更意味著他們尋求天主旨意的共同行動。要得悉

天主旨意，我們也需要團體的辨別。保祿雖然看到異象，卻很謹慎，經過多番反

省及透過團體的辨識，才作出「我們」的決定。為了確定這異象是來自天主的「善

神」，而不是魔鬼的主意，保祿做了一次「辨別神類」（discernment of the spirits）。 
 
若望曾提醒他的信友，「不要凡神就信，但要考驗那些神是否出於天主」（若一

4:1）。保祿從自己的經驗中，也學會了且這樣教導信友說：「有人在同一聖神

內…⋯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格前12:9-10）。具有「辨

別神恩」的人，能分辨人是受聖神的感動，或是受惡魔的煽動。在這「辨別神恩」

的過程中，團體的參與極其重要，天主會讓我們愈辯愈明，共同找出他的聖意。 
 
聖依納爵是第一位有系統地研究如何「辨別神類」的人，這是他的「神操」中不

可或缺的元素。這「辨別」不只是冷靜的交換意見，更是在聖神內的結合中、在

生活經驗的分享上、在祈禱、反省、交談、禮儀中，真誠地尋求天主的聖意。個

人與團體有連帶的關係，所以大家要彼此交談，因為個人與天主之來往如何，關

係著整個團體的和諧。保祿開始傳教時，很快便與伙伴鬧翻，結果分道揚鑣。但

他逐漸學會不憑自己的直覺作判斷。在聖神多次阻止，及看到異象後，「我們便

推知是天主召叫我們給他們宣傳福音，便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宗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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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吉提河（Gangites River）畔的戶外洗禮池 

 

 
1973年興建的里狄雅洗禮堂（Baptistery of St. Ly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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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堂內的彩色玻璃窗：聖保祿及聖里狄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