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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祢脚踪》第十四单元：基督徒的品格 

第 56 讲：供应好客 

 

 

要义：金句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罗 12:13） 

 

精义：撮要 

接待客旅本是早期教会的美德。 

 

引子：例子／故事／新闻／见证／人物等 

 

传播焦点 

1. 接待的传统 

《十二使徒遗训》中的接待原则，吴明真 

http://elibrary.tjc.org/content/cm/zh/article/HS/2007/6/HSM2007_6_6_JoyID_3354.htm 

根据《十二使徒遗训》11 章的记载，并非所有奉主名来的人都要接待，应该要有分辨

的智慧。兹归纳接待的原则如下： 

 应接待信仰纯正，教导真理的人 

真先知的教导应当与正统的信仰一致，能够增进信徒属灵的知识，培育信徒属灵的

德行，这种人是应该要接待的。 

因此遗训规定：“凡按着上述所说的事来教导你们的人，要接待他。倘若有教师自

己离开真道，教导引向灭亡的其他道理，你们不要听他。如果教师的教导能够使人

增加公义和对主的知识，就当接待他如同接待主一样。” 

 应接待专心积极为主作工的人 

教会成立的初期，福音工人不多，应开拓的地区甚多，使徒和先知应到各处积极传

道；因此在一处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避免耽误圣工。遗训规定：“凡有使徒到你

们那里去，要接待他如同接待主；但他只能停留一天，如有需要可多留一天；若停

留三天，他便是假先知。” 

圣经中有些教导只适合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教会，例如，保罗谈论女人的蒙头问题

（林前 11 章）；也有些讯息是永恒的真理，适合普世教会，例如，我们应当彼此相

爱（约壹 4:7）。这里的遗训规定，只适合当时的教会，并非永恒的真理；但其中的

精神仍值得我们借重，也就是传道人应专心以父神的事为念，不应将享乐看为最重

要。 

 应接待不假借基督之名谋取私利的人 

遗训规定：“使徒出门时，不可收取任何的物品，只可领取到下一个住宿地所需的

饼食；若他索取银钱，便是假先知。”其后遗训又规定：“凡先知在灵里吩咐摆设筵

席，他自己必不吃它；不然他便是假先知。” 

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时，也吩咐他们说：“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

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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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这告诉我们，神的工人会凭信心依靠神的供应，不会假借使徒的属灵权柄，谋取个

人的私利。在宗教界中，有人受到信众的爱戴与供奉，结果家财万贯，生活奢侈，

这应该也是假先知。 

 应接待遵守主道，言行一致的人 

遗训规定：“并非所有在灵里说话的都是先知，惟有跟主样式生活的才是先知；所

以看他们的行为，就可以分辨是真或假先知。”其后遗训又规定：“凡先知教导真

理，而自己却不按照所教导的实行，便是假先知。” 

耶稣也警告我们，在末日必有假先知起来迷惑人，他们善于伪装，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但是观看他们的生活是否圣洁，就可以断定真假。 

因为荆棘上无法摘葡萄，蒺藜里没有无花果，只有好树才能结出好果子，所以凭人

所结的果子就能认出树来（太 7:15-21）。所以除了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从日常生

活中观察是否能严以律己，是否能将基督的道理行出来，也可以分辨出真假先知。 

2. 助人得上路 

心路独舞：亲历：为何美国人普遍乐于助人？（阿波罗新闻网，2015 年 9 月 17 日） 

https://hk.aboluowang.com/2015/0917/614707.html 

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昨天又爆出郑州一位十六岁的高中生自

称扶老人当场被讹、没理后反被对方起诉索赔二十五万、现上网寻目击证人还清白的消

息，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六十岁骑电动车老人倒在路面积水中不停挣扎，却没人敢帮忙

最后溺死，让人真的不得不感叹这个时代的荒唐。助人为乐的人频频被讹，于是人人变

得不敢施以援手，恶性循环的结果不断加剧着社会现状的畸形程度，这让我不得不联想

起今年二月在美国的一个遭遇，如果当时没人帮助的话恐怕真有可能冻死了。 

那天的大雪从早上开始下起，之前的整夜我都在医院陪护病人，而丫丫则留在家里由邻

居帮忙照看。我原本应该上午开车返家，谁知道雪越下越大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电

视里的天气预报也说雪要到晚上才有可能停，这让一直想等雪停路清出来后开车回家的

我被将住了。我自认是一个非常注意安全的人，这样的雪天绝对不会上路，但天平的另

一端是未成年的女儿，邻居帮助陪伴一夜已很帮忙了，我要不马上回家的话很可能要再

拖累人家一天一夜，于是仗着车的性能好我还是惴惴不安地做出了返家的决定。 

走进停车场我便有几分犹豫，因为积雪已经有了半膝深，我花了二十来分钟才清干净车

窗和倒车在线的雪，不过看到医院四周很多铲车在雪中工作，我还是鼓足勇气发动了车

子。刚拐出来我才发现停车场通往大路的小路上的积雪尚没有清理，在纷纷扬扬的大雪

中我几乎看不清应该走的路线了，犹豫间一辆铲车已经向我驶来，司机一边超过我的车

子一边示意我跟上他，我就这样沿着他新铲出的路径拐上了大路，顺利地度过了第一个

险情。 

在美国南方住过的人都知道，州政府道路管理部门清理积雪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因此

我上大路后的前半段开起来还是相对顺利。我遭遇的第二次险情是接近丫丫学校的时

候，被暴风刮起的一大团雪甩到了我的挡风玻璃上，雨刷拚命在刷但视野还是开始模

糊，我渐渐看不见前面的行驶线路了，无奈中我只好轻打右边轻踩剎车停下来以好清理

车窗上的雪，但让我惊讶的是我其实把车停在了雪堆里，自己再开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https://hk.aboluowang.com/2015/0917/614707.html


3 

了。我开始打求救电话，刚接通就发现有辆福特皮卡停在了我的车旁，走下来一对青年

夫妇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听了我的遭遇后马上返回卡车取雪杴清理我车周围的雪，马上

又有一辆车停了下来加入帮助，不一会儿车前就被清出了一条开阔的线路，其中的一个

男子反复叮嘱我要一脚踩下油门直接开出来，千万不要停下来言谢，并祝我一路平安，

我就这样在几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帮助下有惊无险地过了又一关。 

家在山里，平时进出有高速很方便，但雪中就麻烦了。快要到家时的一段上坡路有点

陡，在这里我遭遇了第三次险情，开了三分之二时车突然开始原地打滑，不再前行了，

一时间我不知该怎么办。这时有人在敲我的车窗，是几个正在陡坡滑雪玩的男子问我是

否需要帮忙推车上坡，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就这样几个年轻人齐心协力推着我的车很

快爬完剩下的坡路，我却连谢谢都没机会说，因为这样的雪里上坡路车停下来就有可能

再开不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雪中惊魂”并不是我见证美国人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唯一经

历，日常生活中实在是太多了，在我以前写过的《在美国，我们是这样见义勇为的》一

文里也曾罗列过不少，其中就包括在救援人员到来之前大家齐心协力拖出车祸中着火车

辆里的受伤人员。你或许会问，美国人这么乐于助人难道就不怕被讹吗？答案是当然不

怕，不仅因为讹人的人首先要“谁主张谁举证”，而且一旦被证实讹人还会被当成“敲

诈”严惩（见《亲历：在美国是怎样惩罚“碰瓷”的》），尤其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各州

都有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好撒马里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这条法

律的核心内容是“在紧急情况下，任何人出于好心而不是为了得到报偿而施以紧急医疗

照顾，不应为其任何（照顾）行为或疏失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好撒马里亚人法》

这个名字来源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讲述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犹太人

路遇强盗受伤后躺在路边，同为犹太人的祭司和路人不闻不问，反而得到一位被犹太人

视为异教徒的撒马里亚人的救助，美国是一个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基督教文化就

是用这个故事来表彰和鼓励见义勇为者的。原来在美国人普遍乐于助人的背后，是有着

强烈的信仰支持和法律保障的。 

3. 接待的原委 

https://cn.9marks.org/article/weekender-hospitality-sha/ 

约 1 章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人却不认识他，也不愿接待他。

但是他来是接待罪人（路 15:2），又喂饱众人（可 6 章），而自己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路

加 9:58），重要的是他原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腓 2:6），他何必来

到收拾这个摊子？何必选择这个艰难的道路？何必呢？ 

如果不是基督接待我们，我们是那个找吃的，却只有石头的；找喝的，却一直口渴；找

家，却一直在流浪；找归宿，却一直漂泊； 

如果不是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们会尝到被拒绝的滋味，我们会被冷眼，被藐视，

经历痛苦和忧患；如果不是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会在冰冷与永不灭的火湖里经历永恒

的隔绝； 

从恩典的角度来教导接待： 

效法基督的道路，是需要我们的心被恩典不断滋润，不断在福音大能中生命被改变，重

整，才真正有能力可以做到的。所以，从教会带领者开始，无论做长老，牧师（提前

3，5 章）章，接待教会里的信徒，非信徒，一点一点开始，我相信福音的大能借着信

https://cn.9marks.org/article/weekender-hospitality-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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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圣洁生活的彰显，可以改变基督徒群体的接待文化。有一个理论叫破窗理论

（BWT），基督耶稣的救赎会带来一个相反的结果，就是如果一个废弃的建筑，如果一

个窗修好，一个门修好，是可以带动整栋楼的修复的。 

4. 好客的美德──“接待”的神学意涵 

Rodney K. Duke 对“接待”一词的神学意涵作了很美好的诠释： 

http://elibrary.tjc.org/content/cm/zh/article/HS/2007/6/HSM2007_6_2_JoyID_3380.htm 

 神是主人，选民是客人 

神满有慈爱地接纳寄居的以色列人，供应他们的需要，将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

在旷野里给他们有衣有食（出 16 章；申 8:2-5），将他们如同寄居者一样带进祂的

地土上（利 25:23），并赐给他们健康、长寿、平安和丰盛（申 11 章）。神就如主人

一般，供应全人类衣食的需要（创 1:29-30，2:9，3:21；诗 104:10-15，136:25），神

特别看顾寄居者（出 22:22-24；申 10:17-18；诗 145:14-16，146:9）。 

 以色列人作为主人 

神也期待选民能尊重且看生命为尊贵，接待是公义之举、敬虔的行为。罗得因效法

亚伯拉罕接待客旅的行为被看为公义（创 18:2-8，19:1-8），所以以色列也当用爱心

关怀与顾念寄居者（出 23:9；利 19:33-34；申 10:19；赛 58:6-10）。 

 主耶稣作为主人 

主耶稣接纳这个与祂隔绝的世界，祂喂饱五千人（可 6:30-44），祂在人群中担任了

主人的角色，如同在旷野中喂饱百姓一般（出 16 章）。主耶稣在设立圣餐，以无酵

饼预表祂的身体，以葡萄酒预表祂的血（可 14:12-16；约 6:30-40；林前 10:16-

17）。当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担任了主人的角色，门徒才觉醒这是主（路

24:13-35；约 21:1-14）。 

 基督徒当作主人接待客旅 

在新约中关乎接待的经文，可以找到接待人的命令（罗 12:9-21；来 13:1-3；彼后

4:8-11；约参 5-8）。主耶稣树立了典范，并在教导中嘉许那些接待别人的人，而当

人接待外人时，就是接待了祂（太 10:40，25:31-46）。 

 

生活应用 

教会原有实践接待的美好传统，今天变得如何了？ 

 

反思默想 

好客是美德，“助人上路”如何应用在今时？ 

 

听众回馈 

接待的原委是基督的成为肉身接得你与我，我们接待要谈代价么？ 

http://elibrary.tjc.org/content/cm/zh/article/HS/2007/6/HSM2007_6_2_JoyID_33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