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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主耶穌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                                                                                                                      （使徒行傳 1:3）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

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哥林多前書 15:5–7） 

在第四十天，主耶穌與門徒們登上了橄欖山，並在升天之前最後吩咐：「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

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8） 

主耶穌升天之後，西門彼得在耶路撒冷以使徒身份對為「見證」一詞下了定義：見證人的條件是

「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就是從約翰施洗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

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使徒行傳 1:21–22）. 

馬提亞被揀選與十二位使徒同列。眾使徒一同在耶路撒冷繼續等待，在逾越節後的第五十天，也

就是五旬節的第一天，他們在聚會的屋子中開始了使徒的使命。西門彼得被聖靈充滿，於是站起

來宣告說：「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使徒行傳 2:32），從此，

眾見證人開始將已復活的彌賽亞之好消息傳播到世界最遠的角落。 

認識使徒行傳第二章的背景，是利用這本《使徒及早期教會研習指南》在地圖上作標記的出發

點，其中資料與「新約研習地圖 1：使徒及早期教會」延續至公元第二世紀的新約背景資料相

合。這本指南的內容獲作者書面准許，翻譯及改編自史提夫蘭卡斯特、雅各蒙森所著之《行傳與

使徒》（Acts and the Apostles），而本指南的內容有部分亦曾參考過 D. Thomas Lancaster, Torah 

Club Volume Five：Chronicles of the Apostles（Marshfield, MO：First Fruits of Zion, 2012）中的資

料。因此《使徒及早期教會研習指南》實在可以說是「使徒及早期信徒之編年史」，透過聖經寫

出的使徒們故事、並以早期教會文獻，及羅馬歷史作使徒腳蹤的定位與補充，是一本研究從帕提

亞至羅馬的使徒宣教行蹤的資源。 

研習者要依照本書中的指示在地圖做標記，主要是用一支黃色的熒光筆，此外還需要其他顏色的

筆或熒光筆（粉紅、橙、淺藍、綠）、彩色木顏色筆或幼水筆（綠、藍，青、橙、紅、黃），及

一支黑色幼水筆或原子筆。 

《使徒及早期教會研習指南》共包含 34 件事件的地圖標記。每件事件開始先是讀聖經或早期教

會文獻，然後在地圖上做標示，最後就是討論。基本上 34 件事件是按著時間的先後次序的，某

一些事件並没在聖經記載，但卻幫助我們了解使徒行傳及早期教會的背景，帶領讀者按時間順序

了解使徒和教父的歷史。 

在以上簡單的介紹之後，準備和使徒們和教父們一起穿越新約的羅馬世界吧： 

進深閱讀：《使徒涉獵 2》pp.4-7  初期教會增長的 18 個新領域：第一至第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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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救主的神聖使徒四散於世界的各個角落。按照傳統說法，多馬被派往帕提亞

（Parthia），安得烈被差往塞西亞（Scythia），約翰被遣往亞西亞（Asia），他後來在以

弗所停留，並且終老於此。彼得的傳教對象似乎是在本都（ Pontus ）、加拉太

（Galatia）、庇推尼、加帕多家（Cappadocia）和亞西亞各地流散的猶太人。後來，彼得

來到羅馬，在此被釘十字架，並且按照他自己的要求，被倒釘十字架。保羅則從耶路撒冷

出發，一路宣揚福音，直到以利哩古，最後在尼祿統治下的羅馬殉道。 

                                       （優西比烏，《教會史》3.1.1–2） 

事件 1：用我們的鄉談 

研習目的：了解使徒行傳 2:1-13 的背景 

帕提亞人、瑪代人、以攔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猶太、加帕多家、本都、亞西亞、

 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並靠近古利奈的呂彼亞一帶地方的人，從羅馬來的客旅

中，或是猶太人，或是進猶太教的人，革哩底和阿拉伯人，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

說神的大作為。                                                                                                     （使徒行傳 2:9–11） 

在「使徒及早期教會」地圖做標記 

a.   用粉紅色 HL 洲名：歐洲、亞洲、非洲 

b.   用橙色 HL 省或地區名： 

1） 帕提亞—黑海東邊（地圖右邊更遠處） 

2） 瑪代—黑海東南邊（地圖右邊） 

3） 以攔—巴比倫東北邊（地圖右邊更遠處） 

4） 米所波大米—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 

5） 加帕多家—黑海以南，於本都和托羅斯高山之間 

6） 本都—黑海南岸 

7） 亞西亞—黑海和東地中海之間，加拉太以西 

8） 弗呂家—亞西亞省的東邊地區，加拉太以西 

9） 旁非利亞—亞西亞省之東南，加拉太之西南 

10）埃及—非洲之東北 

11）吕彼亞、古利奈—非洲的北岸 

12）羅馬城—意大利的西南岸 

13）革哩底—愛琴海的大海島 

14）阿拉伯—HL 中間之地以南的「那霸天」、以及東南邊的「阿拉伯」 
 

討論：用我們的鄉談 

有些散居在外地的猶太人都會上耶路撒冷守節。在希伯來聖經裡一年有七個節期，如果他們能在

逾越節時上耶路撒冷過節，便可在一週內參加七個節期中的三個。如果他們能多留 50 天直到五

旬節的話，便能參加一年內一半以上的節期。很多猶太人都會在耶路撒冷多留 50 天，他們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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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的生活，有些猶太人拿出自己的財物讓更多人能在那 50 天留下來聽使徒的教導。每當彼得

或保羅，或其他使徒行傳的人物到一個他們從沒有去過的城鎮與當地的信徒見面時，我們能猜想

到這些信徒是通過耶路撒冷教會的講道而接觸到福音的。這些猶太人在逾越節至五旬節期間造訪

耶路撒冷時在聖殿的後院聽道，然後信了耶穌，再回到自己所散居的城鎮。 

亞歷山大港的斐羅宣稱記錄著一封亞基帕王寫給該猶‧該撒的信，信中提及 22 區域、國家、島

嶼、城市，及 3 個有猶太人社區的大陸。 

〔猶太人居住於〕 埃及、腓尼基，基本遍佈於敘利亞，尤其是所謂的柯里敘利亞（即敘利

亞山谷地區），還有比較偏遠的旁非利亞、基利家、小亞細亞的大多區域，遠達庇推尼和

本都。相同的，他們分布於歐洲大陸、帖撒利（Thessaly）、皮奧夏、馬其頓、挨托利

亞、阿提卡、阿爾戈斯、哥林多和伯羅奔尼撒中最富裕及肥沃的區域.。猶太社區充滿了不

同的大陸及著名的島嶼，如埃維亞、居比路、革哩底。至此我尚未提及幼發拉底河外之

地，因猶太人已在那的所有區域定居，包括巴比倫及周圍眾省，基本所有土地肥沃和氣候

宜人的地方…〔猶太人也能被發現於〕 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在歐洲、亞洲、非洲，於大

陸、島嶼、海岸、內陸。                                               （斐羅，《致該猶的信》281–283）                                                                                                      

其中這些地名以及三塊大陸在你的地圖上以不同形式呈現，但信中清楚地著重於東地中海區（埃

及、腓尼基 〔見地圖上的推羅、西頓、比布羅斯〕、敘利亞、基利家、旁非利亞），或靠近愛琴

海 而 位 於 歐 洲 的 城 市 或 區 域 〔 帖 撒 利 （ Thessaly ） 、 皮 奧 夏 （ Boeotia ） 、 馬 其 頓

（Macedonia）、挨托利亞（Aetolia）、阿提卡（Attica）、阿爾戈斯（Argos）、哥林多

（Corinth），伯羅奔尼撒半島（Peloponnesus）〕。地圖上另有三大島嶼：埃維亞（Euboea）、

革哩底（Crete）、居比路（Cyprus）。 

至於亞西亞，斐羅的信中所指的是從南邊的旁非利亞及基利家，至北邊的庇推尼和本都。斐羅或

亞基帕王對於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區域並沒有仔細描述，因為帕提亞在第一世紀是羅馬帝國第一敵

人，而提及敘述帕提亞境內的猶太人，並不會讓該撒對猶太人產生好感。 

相比之下，路加提及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大區域，或許是為了記錄當年五旬節從巴比倫被擄的大量

猶太人民。路加另外提及小亞細亞東南西北各方的區域，而其中有許多名稱在使徒行傳中成為重

要的地點。至於歐洲，路加的敘述之提及革哩底島和使徒行傳的最終點：羅馬城。路加提及三個

非洲的地名；從東邊的亞洲大陸開始，路加記錄著小亞細亞之使徒行蹤，轉至非洲，略提歐洲，

並折回東邊敘述阿拉伯地區及那霸天。至於阿拉伯地區，紅海以東的那霸天是一值得標記的區

域。第一世紀後，那霸天人持續往北擴展，到他們的首都彼特拉，並在沙漠中維持貿易途徑，從

南阿拉伯至彼特拉，西至迦薩，並北至大馬色。 

 

事件 2：生在居比路 
研習目的：了解巴拿巴、居比路之背景 

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慰

子）。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使徒行傳 4: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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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及早期教會」地圖做標記 

a.    用橙色 HL 大海島名：居比路（東地中海島嶼） 

b.    用黃色 HL 城市名：西提姆（居比路的一座城）、多利買（中間之地的海岸城） 

討論：生在居比路 

居比路乃地中海東北角的一大島嶼，屬於安納托利亞南岸沿海托羅斯山脈的對面，由於它的位

置，讓不同航海的人依賴它作為地中海東北面的休息點，導致歷史上有許多不同的人與居比路有

接觸。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居比路島最早居民為愛奧尼亞區域（西安納托利亞，RSM1 之時代地圖

5），接著是腓尼基人（見時代地圖 5），之後是希臘人。現今，居比路（稱為塞浦路斯）由希臘

和土耳其兩國瓜分。 

約瑟夫記錄，於第一世紀時認為居比路的名稱乃來自挪亞後代所建之一座歷史久遠的城市

Chethimos（希臘文的基提，創世記 10:5），雅完之子，挪亞之子雅弗之孫，「持著 Chethima 島

嶼—現今名居比路—當時希伯來人以 Chethim〔希伯來文的基提〕一詞被用於大多島嶼並鄰海國

家的統稱；在此可以證實居比路島上有一座城市仍然存留著其古老的名稱，其希臘化的名字

Cition 〔相同於地圖上拉丁文的西提姆〕 仍與 Chethimos 一名相差不遠」（約瑟夫，《猶太古

史》1:128/vi.1）。這觀點鑒於創世記中；在介紹雅完的四個兒子後的注語：「以利沙，他施，基

提，多單。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的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創世

記 10:4–5）；也就是說，雅弗之後裔多為航海員，穿過地中海的海岸並島嶼建立不同的國家和語

言（如希臘文，拉丁文，西班牙文）. 

在公元前 142 年有大量猶太人民居住於居比路，當時羅馬與舊猶太人立約並開始支持猶太人民，

羅馬執政官因此寫信通知不同的王與羅馬居民，而居比路便屬於受信者的其中一區域。信中禁止

騷擾當地猶太居民（馬加比一書 15:15–24）。約瑟夫記錄居比路的猶太人與耶路撒冷和埃及亞歷

山大港的猶太人不停興旺。 

埃及王后克利奧帕特拉與其二子，也就是居比路之王多利買˙拉土勒斯（Lathyrus）開戰時，埃及

王后將其大軍交托給兩位埃及的猶太將軍。這段記錄之後，加帕多家之斯特拉波（Strabo）另付

上一段難以理解的注釋，宣稱猶太人選擇效忠於拉土勒斯，然而埃及地的猶太人仍然效忠克利奧

帕特拉（約瑟夫，《猶太古史》13:284–287/x.4）。亞基帕王寫給該猶該撒的信也說明居比路島

上猶太人民的興旺，說：「猶太社區充滿了不同的大陸及著名的島嶼，如埃維亞（雅典北邊的大

島嶼）、居比路，和革哩底。」（斐羅，致該猶的信 281–283） 

綜合以上咨詢，使徒行傳的讀者應預料到耶路撒冷也有來自居比路的猶太人；出生於居比路的巴

拿巴便是一位在早期教會宣教事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居比路人；在使徒行傳往後的篇章中，他和

保羅回到了居比路；隨後，旁經中的《巴拿巴行傳》（23）宣稱他在自己的家鄉殉道。 

進深閱讀：《使徒涉獵 2》p.41  S2 居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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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3：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和希伯來人 
研習目的：了解使徒行傳 6:1-6 之背景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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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6:1） 

在「使徒及早期教會」地圖做標記 

a. 用黃色 HL 城市名：加萊（在國家名亞蘭上邊）、尼尼微、迦基米施 

b. 用淺藍色 HL 河名：拜利赫河（在加萊下邊） 

 

討論：希臘猶太人和本土猶太人 

加萊（Carrhae）是哈蘭之羅馬名稱，也就是亞伯蘭和撒萊離開吾珥往迦南，途中曾居住過的城

市。加萊在語言學上緣於哈蘭（Harran）。若帶入希伯來原文字音 Chet 做出 Charran，便能清楚

看見兩個名字的聯係。加萊位於拜利赫河，位於通往尼尼微的重要貿易路線上，往西可到迦基米

施和地中海。羅馬歷史中之加萊戰役中（公元前 53），帕提亞人使羅馬慘敗，帕提亞的小群騎兵

阻止了羅馬克拉索（Crassus）前往去統領羅馬以東區域的大軍。 

加萊在這裡能作為一個分界點：西邊有希臘化的猶太人，而東邊則留著本土的猶太人。西邊的猶

太人說的是希臘語，並了解希臘文化；相反地，本土猶太人說著亞蘭並保留了傳統猶太文化。使

徒行傳第六章中將希臘猶太人和本土猶太人，說明了當時耶路撒冷新的猶太人信徒群體中存著兩

種截然不同的文化。 

然而，相比加萊這個分界點，兩種文化的分界線是難以具體形容的。亞蘭文在古列大帝興起的波

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成為當代的主要語言。在「地區研習地圖 1：中東」之下面的「時代地圖

5：波斯西征」能看見當時波斯帝國的龐大。比較「時代地圖 6：亞歷山大東征」之地圖清楚顯示

亞歷山大當時巨大的版圖。亞歷山大成功在東邊建立許多隸屬希臘的城市，並使希臘文成為當代

主要語言。希臘化城市人都使用希臘文，然而城市外的鄉鎮仍存留著他們各自原來的語言。因

此，在說亞蘭文的地方找到有說希臘話的人，相反，在說希臘話的地方也找到說亞蘭話的人。這

兩個語言混合的「分界線」（加萊）附近的地區更加明顯。 

東地中海域存留著使用亞蘭文的鄉鎮，但在沿海的希臘城市中並重要道路大多使用希臘文。埃及

之中，亞歷山大大帝所建立的亞歷山大港雖將希臘文化帶入尼羅河三角洲一帶，但在尼羅河上游

仍保存了原有的文化及當地的通用語言。 

從使徒行傳 6:1-2 來看，顯然，許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他們有亞蘭語和希伯來語的知識。在希臘

世界，例如在雅典和哥林多，他們的主要語言是希臘語。在小亞細亞和東地中海一帶，他們說亞

蘭語和希臘語，若是一個猶太人的話，他也會說希伯來語。那些散居可能還包括一些來自羅馬殖

民地的，其中所操的語言是拉丁語。哥林多的官方語言是拉丁語，因為它是一個羅馬城。腓立比

是個羅馬的殖民地，所以當地的官方語言亦是拉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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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項爭議有更深一層的問題，而且維持了很久，巴勒斯坦的希伯來人，和散居各地的猶太

人（說希臘語的猶太人）有不同的見解，因此這兩個基督徒群體，傳揚不同和彼此競爭的基督教

形式。因此，說亞蘭語的希伯來人和說希臘語的猶太人之間的基本差異在於神學，而非語言。真

正向操不同語言的人傳福音，不是單會講他們的語言，而是了解他們及解決他們實際的需要。 

在「使徒及早期教會」地圖做標記 

a. 用淺藍色 HL 河或海名：東地中海、西地中海、尼羅河三角洲（於埃及） 

b. 用黃色 HL 沿著東地中海的城市：大數、歐爾巴西流基、西特、亞大利、每拉、帕大喇 

c. 用黃色 HL 埃及尼羅河三角洲一帶城市：亞歷山大港、尼哥波利、赫利奧波利、皮魯細姆 

事件 4：利百地拿會堂的幾個人 

研習目的：了解使徒行傳 6:8-9 之背景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的幾個人，並有古利奈、亞歷山大、基利家、亞西亞、各處會堂的

幾個人，都起來和司提反辯論。                                                                 （使徒行傳 6:9） 

在「使徒及早期教會」地圖做標記 

a. 用藍色水筆在名字下畫線：（城市名）古利奈、亞歷山大港；（省名）基利家、亞西亞 

b. 在大地圖右下角「和司提反辯論的人」的左邊，請用藍色水筆在「古利奈」的名字下畫上橫

線，以作標示。 

討論：利百地拿會堂的幾個人 

利百地拿會堂就是逼迫司提反和要為他的死負責任的會堂。教內所遇到的問題將是語言的問題，

這引申到下一個教外的問題：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受到利百地拿會堂的逼迫。我們不能確定利百地

拿會堂的正確位置。他們逼迫那些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又捉拿司提反、用石頭打死他，然後把衣

裳放在掃羅腳前，這顯示保羅是利百地拿會堂的人，並且有可能是組織這次襲擊的人。以色列的

極端猶太人差不多所有都是流落他鄉的猶太人，而不是在以色列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他們和那

些利百地拿會堂的人有一樣的心理特點。他們流落他鄉在那裡是少數，最後終於重返祖國，合起

來成為大多數。他們不管其他人怎樣，強調自己的想法，希望所有人迎合他們那一套。他們大概

在開始說希臘語後就立即停止說希伯來語了。 

反對司提反的猶太人共有四種來源，全部都是來自希臘猶太文化的猶太社區，其中掃羅乃來自於

基利家。數年後，保羅在會堂中被捕，羅馬千夫長問他：「你懂希臘話嗎？」（徒 21:37）他用

希臘語對羅馬千夫長說：「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人，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

（21:39），當場的猶太人於是「都靜默無聲」（21:40）於是他便再用希伯來話（有可能是亞蘭

文，見 NIV）分訴，「眾人聽他說的是希伯來話就更加安靜。」（22:2）保羅說：「我是猶太

人，出生在基利家省的大數，在這城裡長大；在迦瑪列門下，按照我們先祖的律法受了嚴格的教

育。」（22:3）在這段經文中，兩種語言的運用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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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0：另外往安提阿之旅 
研習目的：了解使徒行傳 12:25、加拉太書 2:11-12 另外三次往安提阿之背景 

 

「巴拿巴和掃羅 〔往安提阿〕 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就從耶路撒冷回來…」（使徒行傳 

12:25） 

「後來，磯法 〔從耶路撒冷〕 到了安提阿…」（加拉太書 2:11）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 〔從耶路撒冷〕 …來到 〔安提阿〕…」（加拉太書 2:12） 

在「使徒及早期教會」地圖做標記 

˙ 用黃色 HL 於敘利亞之城市名：比布羅斯（Byblos）、巴勒貝克（Baalbek）、哈馬

（Hamath）、阿帕梅亞（Apamea） 

討論：另外往安提阿之旅 

聖經另外記錄三次的安提阿之旅。以外邦信徒而言，安提阿漸漸成為「耶穌運動」的中心，而前

往安提阿的耶路撒冷人大多是前往牧養當地的猶太信徒，或者是前往評估「耶穌運動」的猶太

人。之前提到從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的南部路程有三種：1）沿岸至荷姆斯山峽（Homs Gap）；2）

過加利利和比雅谷（Beqaa Valley）；或 3）過大馬色穿越阿比拉隘口（Abila Pass）；或走阿比

拉南部的捷徑到哈爾基斯。另外一途徑是航海從該撒利亞到西流基，但前往牧會的旅客大概會選

擇陸上途徑，以便沿路探訪其他信徒社區。沿岸的路對於掃羅和其他急速前往安提阿的旅客更有

優勢，相比之下，彼得應該選擇了比雅谷之路，以便探訪迦百農的家人和信徒。 

當時的旅客們經過了許多被聖經、埃及法老、亞述人、巴比倫人、波斯王、亞歷山大，或希臘王

們有所記載的歷史地點。同時，羅馬帝國正在地中海東海域創造歷史。這些歷史地點多不勝舉，

以下僅稍微記錄： 

比布羅斯（Byblos）：掃羅、巴拿巴、提多和約翰馬可在沿岸路上都經過了比布羅斯

（Byblos），也就是迦南古城「Gubla」。埃及法老熟悉此地，並在埃及古卷中能常看見這座城市

的紀律。早在埃及第六朝代（或許在亞伯拉罕 500 年前）比布羅斯就和埃及有貿易交流，「比布

羅斯船隊」在埃及和迦南之間運送貨物。迦南王們和阿肯那頓法老之間的 67 封信件在亞馬拿被

發掘。雖然這是約書亞時代的事，而掃羅也許不熟悉埃及歷史，但他絕對知道希臘的比布羅斯就

是聖經中的迦巴勒（列王紀 5:32；以西結書 27:9）並在應許地的范圍內（約書亞記 13:5）。歷史

地理學者在追尋比布羅斯地名來源時，他們將名字與希臘 papuros 「莎草紙」聯系，或者，更接

近於 bublos 一詞，意思是莎草中用來做成繩子或紙的的內部纖維。Bublos 一詞也是聖經一詞

Bible 和所有與 biblio 相關的詞匯的根源（如 bibliography〔參考書目〕，bibliomania〔藏書癖〕

等詞）。腓尼基時期稱為 Gubla 的比布羅斯曾是埃及和愛琴海之間的蒲草紙的貿易中心，影響了

後來希臘的名稱比布羅斯。在當地的猶太人影響下，現在比布羅斯（Byblos）沿用故名，也成為

黎巴嫩的比布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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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貝克（Baalbek）：彼得和妻子從加利利湖穿過呼烈盆地（Huleh Basin），到了充滿古時的

但支派領土、伯瑪迦的亞比拉（參撒下 20:14-15）和以雲（Ijon）。這條路穿越了在利巴嫩山脈

和前利巴嫩山脈中的比雅谷（Beqaa Valley）地。他們經過了由亞基帕之兄弟，哈爾基斯希律

（Herod of Chalcis）所統治的哈爾基斯；另外，也許也經過了立坦尼河頭的強大泉源，一直流過

比雅，到地中海的推羅和撒勒法（參王上 17:7–24）。從泉源那裡他們能看見巴勒貝克 – 也就是

亞歷山大所成為太陽之城的赫里奧波利，但對這個異教得城市保持了距離。後期，羅馬人將巴勒

貝克立為朱比特、維納斯、巴克科斯的異教崇拜中心。彼得經過巴勒貝克時，城中最大的廟仍在

建造：朱比特-巴利之廟，結合了當地原有的神明和羅馬帝國的主要神明。雖然當時廟宇已在當地

平原聳立，但直到公元 60 年左右才完成。 

哈馬（Hamath）：巴拿巴與掃羅，及後來的彼得在過了荷姆斯山峽（Homs Gap）走的應該是同

樣的路程；掃羅的團隊也或許繼續沿岸走。兩趟旅程都穿越了奧龍特斯谷，看著大河向北流入

Amanus 山脈南邊的海域。他們經過了充滿故事的基低斯 - 拉美西斯二世與赫人爭戰之地，也是

蓋特納（Qatna）的故址。他們或許更專注於哈馬；那裡住著傳說中的迦南人的後代 - 含的兒子，

挪亞之孫。哈馬王陀以當時向大衛王問安祝福（撒下 8:9–10）。哈馬王 Irhuleni 邀約以色列亞哈

王加入反亞述帝國沙爾馬那塞爾三世之行軍（Annals of Shalmaneser）。以色列的耶羅波安二世

奪取了哈馬使其成為猶太（Judea）地領土（王下 14:28）。哈馬後來成為亞述人佔領的目標（賽

10:9，36:19；王下 19:13）並以色列先知口中之地（摩 6:2；亞 9:2；耶 49:23）。亞述帝國將以

色列人遣送到哈馬（賽 11:11）隨後又將哈馬居民移到撒瑪利亞（王下 17:24）。但在以西結的眼

中，哈馬之邊境仍代表著以色列應續地的北垣（結 47:17）。尼布甲尼撒在哈馬境內的利比拉殺

死西底家，大衛家中最後一位王（耶 39:5，52:9，27）。在巴拿巴、掃羅、彼得經過此當時受希

臘羅馬統治，稱為 Epiphania 的哈馬時，很難不想起大衛當時的王權、西底家之死，和以西結對

於大衛後代重得應許地的盼望。如今僅存的只有一個 敘利亞的城市：哈馬。 

阿帕梅亞（Apamea）：使徒們當到達阿帕梅亞時，又再次見到西方世界的權勢，包括敘利亞境內

由西流古一世在公元前 300 年，用來鞏固與地中海貿易的宏偉四城 – 其中包括：西流基港、安提

阿、老底嘉港（不在地圖上顯示；位於烏加列南邊）和阿帕梅亞。羅馬佔領了四城，延續其貿易

作用。使徒們當到達阿帕梅亞時休息於當地猶太人社區。約瑟夫曾記錄阿帕梅亞和其他希臘羅馬

城市的猶太人在第一次起義被屠殺：「只有安提阿、西頓和阿帕梅亞倖免了〔猶太人〕居民和拒

絕殺死或監禁一個猶太人。也許因自己擁有龐大的人群，這些城市輕視猶太起義的可能性。但主

要是甚麼影響他們，在我看來，最可惜的是他們的男人沒有表現出革命性的意圖。」（約瑟夫，

《猶太戰史》2:479/xviii.5） 

 

事件 11：從敘利亞的安提阿往彼西底的安提阿 
研習目的：了解使徒行傳 13:1-50 保羅第一次旅程中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宣教之背景 

「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裡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猶太人各會堂

裡傳講神的道，也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經過全島，直到帕弗…」              （使徒行傳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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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帕弗開船，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約翰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他們離

了別加往前行，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                                                     （使徒行傳 13:13–14） 

在「使徒及早期教會」地圖做標記 

a. 用黃色 HL 城市名：西流基、撒拉米、帕弗、亞大利、別加、彼西底的安提阿 

b. 用綠色 HL 山名：托羅斯高山（於基利家） 

c.  用橙色 HL 省或地區名：加拉太、彼西底；注意以下省名或地區名：旁非利亞、弗呂家， 

早已在「事件 1：用我們的鄉談」HL。 

進深閱讀：《使徒涉獵 1》pp.36-39  旁非利亞、【16】別加、【17】亞大利 

 

討論：從敘利亞的安提阿往 彼西底的安提阿 

掃羅和巴拿巴到敘利亞的安提阿之後的行程很自然；他們可以穿越亞瑪奴群山（Amanus Mts）到

基利家，但掃羅已經在那裡牧會一陣子；若往東北則會離開羅馬邊境，而往南邊會遇見已被耶路

撒冷信徒們已經探訪過的群眾，甚至是他們自己從安提阿至耶路撒冷來回旅程已經探訪過的人。

居比路是一個合適的探訪點；居比路的猶太人曾探訪安提阿，而巴拿巴自己也來自居比路。他們

走過安提阿之港-西流基，並從那座船到最近的居比路港：撒拉米。從撒拉米他們能步行至帕弗；

帕弗到西提姆的路程平坦；然而，從西提姆到最後終點撒拉米，他們選擇了沿岸的路，避免山

區。 

路加在形容帕弗的故事時順便提到了猶太裔的掃羅也稱為保羅。到達了帕弗後，他們更深的進入

安納托利亞內陸的希臘社區。除非有人希望他們去，從居比路一路到彼西底的安提阿並不合常

理，尤其當加拉太是一個混亂的城市。最理所當然的路是沿海從愛奧尼亞海峽到東愛琴海，探訪

如米利都，普里恩，以弗所，和士每拿等充滿猶太群眾的大城市。在這些城市中，他們或許會遇

見其他信徒，並被介紹到其他地區宣教，而自此有可能被引薦至內陸。他們沒有經過任何大城

市，而直接進入內陸，有可能受彼西底有權有勢的士求保羅引薦的。（使徒行傳 13:6-12） 

進深閱讀：《使徒涉獵 2》p.42【52】撒拉米、p.43【53】帕弗 
 

他們過海到了旁非利亞的別加，過了托羅斯高山的西邊，在位於彼西底和弗呂家之間的加拉太抵

達安提阿。當地地名復雜；由於一開始地名大多源自於同樣的文化或語言的支派名稱，但在不同

的帝國統治下留下了歷史的痕跡。時代地圖 5-8 代表著公元前 600 年到公元 100 年期間不同的帝

國影響。其中的結果是加拉太具體位置至今無法確定；加拉太並沒有屬於自己支派的地。他們是

公元前 300 年從巴爾幹半島的高盧帝國，從色雷斯入侵到安納托利亞的後代。「加拉太」一名的

來源是 Galli 或高盧。隨後，加拉太人霸佔安納托利亞區域領袖地位，散居於當地原有居民之間，

包括當地在加拉太人入侵前就已入侵安納托利亞的弗呂家人。 

進深閱讀：《使徒涉獵 1》p.42  加拉太、p. 46  彼西底、pp. 46-47【23】彼西底的安提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