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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恩雨堂 2023 年 12 月 3 日崇拜講道撮要 

講題：從「增多」到「興旺」 

經文：使徒行傳第六章 

講員：盧德仁牧師 

 

引言：「增多」(第 1 節)和「興旺」(第 7 節)有什麽分別？ 

聖誕就近，新年將至，未知大家對來年有什麼計劃？你對於教會來年

的發展又有什麼期望或者想法？有否打算來年怎樣裝備自己更有效

為主作工？我過去服侍的教會播道會恩福堂曾經有「人滿之患」，但教

會人多是否就好？美國的華理克牧師曾經指出：「教會現正面臨的問

題，不在於教會是否在增長，而是教會是否健康！」然而，何謂一個

健康的教會？或許我們能夠從使徒行傳第六章得到一些梗概。 

 

上次我跟大家講道的時候，是和大家一起看使徒行傳第五章，我們從

中看見上帝如何煉淨祂的教會，成為聖潔，真正蒙神喜悅和使用的群

體。在這基礎之下，上帝如何帶領教會繼續健康成長？在第六章我們

將進一步看見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上帝怎樣帶領教會從第 1 節記載

的「增多」，邁進到第 7 節記載的「興旺」？究竟「增多」和「興旺」

有什麽分別？翻查字典： 

⚫ 增多（plēthunhontōn）：是指數量上的增長，這裡就是指門徒的數

目。 

⚫ 興旺（huxanen）：不單只是數量的增長，也泛指全方位的成長，

包括體積的增長、質量的提升，甚至是在健康狀況、形勢、能力、

影響力……各方面軟實力上的日益茁壯，特別是用來形容生命的成

長、進步；計算此次在內，使徒行傳先後三次用上這個字眼去形容

「神的道」（另見 2:24 及 19:20）。 

這個更新蛻變怎樣能夠發生呢？從這段聖經我們看到有三部曲。 

 

一、正面處理怨言 

現在，首先讓我們留意第 1-2 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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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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  

 

這裡記載教會隨著人多起來，就出現了爭執。有四㸃值得留意： 

1. 究竟爭執源自些什麼人？ 

經文告訴我們源自門徒中的兩批人： 

(a) 一批是「說希臘話的猶太人」，是指那些原居於外地、操希臘語

的猶太人； 

(b) 另一批是「希伯來人」，是指那些在巴勒斯坦出生、主要說亞蘭

語的猶太人，不過，由於希臘語在當時的羅馬帝國是通用語言，

所以這些「希伯來人」也應該懂得一些希臘語。 

由此可見，他們都同是猶太人，他們懂得同一種共同語言，隔閡主

要在生活習慣和文化的些微細節上。這情況就猶如今天在不同地域

成長的中國人一樣。早幾年前，我到澳門短宣，就常被澳門的同工

溫馨提示，不要把澳門人看成是香港人，過了個大海就是過了個大

海了，我們的雲吞麵跟你們是不同的，我們的生活節奏跟你們是不

同的，我們的廣東話跟你們也是不同的！我們千萬不要低估這種些

微隔閡帶來的樊籬！ 

2. 這些「說希臘話的猶太人」究竟埋怨什麼？ 

他們埋怨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從上文可見，初

期教會「凡物公用」，故肩負了供養貧窮信徒的工作，素來乏人照

顧和為她們發聲的寡婦，尤其在此列。要留意，當時教會為貧窮信

徒「天天的供給」、「凡物公用」是源自所有門徒的奉獻，故此，若

有需要的人被遺漏，確是一件需處理的事。 

3. 他們向誰埋怨？ 

經文舍訴我們，他們不是向「有關當局」發怨言；而是向「希伯來

人」發怨言，亦即是這分配不均事件中較得益的一方。我們有理由

相信，原先負責供給飯食的應是希伯來人，但我們並不能夠確定，

聽怨言的那些希伯來人就是那些負責供給飯食的希伯來人。 

4. 還有一㸃，就是這裡所謂「發怨言」（goggusmos）究竟是什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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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翻查字典，這個字除了是指「表達不滿」外，還帶有「竊竊私語」

甚至「在別人背後講負面說話」的意思，所以該字除了在約翰福音

7:12 將之譯作「紛紛議論」外，在腓立比書 2:14 和彼得前書 4:9

都譯作「發怨言」，都是命令弟兄姊妹不要「發怨言」。 

「發怨言」和「投訴」其實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分別： 

(a) 投訴雖然通常看似較為强硬，但較正式，發怨言通常看似較為

軟性，卻是非正式、甚至私底下以至在背後進行的； 

(b) 投訴必定是依循一些既是程序去處理，凡事有根有據，發怨言

卻可以是自由發揮，按主觀感覺或情绪隨意表達的； 

(c) 投訴帶來的效果是可以預期和控制的，發怨言帶來的效果卻是

不能逆料的！ 

大家要留意，聖經這裡記載的，是門徒中有一批人向另一批人發怨

言，而不是投訴。 

 

換著你是當時的教會領䄂十二使徒，你會怎樣做？你會否走出來制止

大家，不應該背後說話呢？很明顯，十二使徒並沒有選擇這個做法，

當時十二使徒的做法是，叫了所有的門徒來，不分「說希臘話的猶太

人」還是「希伯來人」，對他們一起說話，然後公開、直接的處理和解

決這個問題。為什麼他們會採取這個做法，而似乎沒有直接處理發怨

言的問題？讓我跟大家分享幾點省思： 

(a) 他們在處理事情上，是先做好自己所負責的部份，而不是先把矛頭

指向別人。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逃避責任、委過於人，相反，他

們在第一時間挺身而出，作出負責的榜樣。 

(b) 他們在處理把本來的只停留在非正式層面的事情，主動用正面、積

極、正式的方法，迅速果斷處理，避免事情不斷發酵，從最基本層

面制止怨言帶來更大的破壞。 

(c) 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十二使徒之所以這樣做，是基於一個取決性的、：

「在凡物公用的事情上竟然分配不均」的確需要有關當局處理的！

他們並沒有把問題支節（亦即是在分配不均事件上眾人的反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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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核心，混為一談。 

這就是講道第一點談到「正面處理怨言」的意思了！十二使徒真正的

任務是藉做實事，以務實的生命去建立一班同心高舉耶穌、跟從耶穌、

降服耶穌的人，當然必須要敏感人的需要和感受；但他們事實上並沒

有辦法禁絕一切閒言閒語，所以必須要務實地有一定程度笑罵由人的

胸𦡞。他們就是以這「雙務實」的手和心為榜樣，去影響弟兄姊妹、

帶領教會！教會要從「增多」到「興旺」，不可能只靠小數的領袖，必

須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效法十二使徒的榜樣才行！ 

 

二、適時建立領袖 

現在，讓我們繼續讀第 2 節下-4 節： 
2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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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這數節經文進一步看見十二使徒正面處理怨言的方法，簡單來

說，就是授權別人跟進。一方面，他們刻不容緩主動介入，但與此同

時，他們也知所進退，並沒有把過多的工作量擠壓在自己的肩頭上，

他們把自己的職責和權力授予別人執行。這裡有幾點值得留意： 

(a) 十二使徒說自己「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是否

推卸責任？究竟他們有什麼職責可以授權，什麼不可？當然，最自

然的推論就是他們應該有一些核心工作必須親自負責，另外的就可

交由別人負責。但我們必須留意：被授權者只不過是執行授權者的

權柄，所以最終負責人仍在授權者的身上。換句話說，授權者理應

肩負監督、管理被授權者的職責。 

(b) 當十二使徒進一步告訴眾人，自己該當「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意思是否說使徒的職責只限祈禱和傳道？從使徒行傳的上文下理

可見，十二使徒肯定不是只負責祈禱傳道，其他什麼就不聞不問。

他們作為教會最高領袖，帶領整個群體的發展方向，為教會一切事

情負上最終責任。當耶路撒冷教會被逼迫時，他們仍然堅持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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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按需要四處奔走，為重要的教義和人事作最終決定，處理衝突、

排難解紛、個別接觸不同的弟兄姊妹……等等。今日英文 shepherd

「牧者」這個字，從來都不只是「照料羊群者」的意思，也包括「指

出方向，引導人從到更理想之處者」的意思。「祈禱」和「傳道」

是籠統地表達他們作為教會最高屬靈領袖肩負的核心事奉，但實際

工作必不止於此。 

(c) 其實，這段經文正告訴我們，十二使徒之所以是教會最重要的領袖，

是因為他們從事一項教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緊機會建立新的領

袖！ 

如何作呢？十二使徒慿藉從神而來的智慧在「凡物公用分配不均事

件」中化危為機，提拔新的領袖；藉定下三個合情合理、大家公認

的條件： 

甲、 好名聲：代表著良好的人際關係 

乙、 被聖靈充滿：代表著美好的人神關係 

丙、 智慧充足：代表著優秀的辦事能力 

叫整個授權過程也成為弟兄姊妹認受他們的過程。結果這七位弟兄

藉這管理飯食，發揮其領袖恩賜，以致往後為教會為主作的貢獻，

實在遠超管理飯食，成為極重要的屬靈領袖，我們可以從經文往後

對司提反的記載，可見一斑。 

 

不知大家有否聽說過：「領導功成，在於交接」（In leadership, success 

is in its succession）？其實今日這段經文更加告訴我們，這個「領導

交接計劃」大可以從領袖上任初期已經開始啟動。換句話說，在神面

前，常常自視可被取替（always think yourself is dispensable），並

且真的給予別人實際機會去接替自己的服侍，不只是個別領袖的事，

而是每位事奉主的弟兄姊妹從來都應該要持有的心態。 

 

這是什麼意思呢？讓我先舉一個例子。之前介紹大家參與的「銳意門

訓硏習會」（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Conference，IDMC）主領

的牧者曾金發牧師 Ps. Edmund Chan，其實他早在 2012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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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從新加坡聖約播道會主任牧師的崗位中退下，把工作同時交給

兩位接捧人：Rev. Tan Kay Kiong 和 Rev. Tony Yeo。為什麼會是兩

位而不是一位？不單是因為他們兩人都能勝任，更加是因為他們認定：

應該要培育更多（而不是一樣數目）的屬靈領袖，這才是上帝的托付！

當時 Ps. Edmund 只是 54 歲，雖然已經當了主任牧師 25 年，但還算

是壯年啊！但原來，他和這兩位弟兄所建立個別的勉導關係，分別每

人都超過 20 年，可見這交接計劃是何等穩健成熟！不但如此，原來

他們教會早在 2008 年一次核心教牧長執的退修營中，已經正式落實

啟動了一個為期 30 年的教會領袖跨代交接計劃！1 

 

各位弟兄姊妹，這對我們來說是什麼意思呢？你現在於工作、家庭、

教會擔任什麼崗位呢？試想象：假如你今日離開世界，去到天堂門口，

天使問你：「你是否肯定，上帝交付你的工作在地上有人接續？」你會

想起誰呢？你能否確切想起一些人呢？你現在又怎樣預備他去接續

你呢？如果你對這些問題完全有確切答案的話，我為你感恩；但如果

你尚未有具體答案的話，就讓我今天為你祈禱吧！容許我強調，以上

所問的並不只是一個世俗的問題，而是一個屬靈的問題！ 

 

三、萬眾同心行動 

最後，讓我們一起讀完第六章餘下的經文，5-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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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9當時

有稱利百地拿會堂的幾個人，並有古利奈、亞歷山太、基利家、亞西

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起來和司提反辯論。10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

靈說話，眾人敵擋不住，11就買出人來說：「我們聽見他說謗讟摩西和

神的話。」12 他們又聳動了百姓、長老並文士，就忽然來捉拿他，把

 
1http://markconner.typepad.com/catch_the_wind/2013/03/leadership-succession-edmund-ch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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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到公會去，13設下假見證說：「這個人說話不住地糟踐聖所和律法，
14 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交

給我們的規條。」15 在公會裏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見他的面貌好像

天使的面貌。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問題經妥當處理後，結果十分理想，可細分為兩

方面： 

(a) 5-6 節談到對教會內部而言。當時的所有弟兄姊妹都對使徒的建議

十分滿意和尊重，並且立刻主動執行這個決定，選立七人去擔任此

工作，然後再交由使徒確認。這七人的名字不但全是希臘文，而且

除了腓利之外，其他六個名字都不像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會取的，所

以他們全都不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由此可見，弟兄姊妹中的希伯

來人在這件事上的謙讓。最後的一位，甚至是曾經進過猶太教的人，

可見他其實本身是外邦人！由此可見，教會內部經過此事之後弟兄

姊妹之間更加和衷共濟、融合相處，活出更加榮神益人的見證。 

(b) 第 7 節打後就是針對教會向外發展而言，以「神的道興旺起來」為

題旨。神的道怎樣的興旺？門徒在耶路撒冷的數目加增的甚多，「加

增的甚多」在原文是把原來「增多」的一字再加上了一個強調語氣

的辭彙而成。亦即是說，「加增的甚多」比原來「增多」的情況再

加厲害。這興旺的情況又可再細分為兩個重點： 

I. 這個突破性的增長，不但在門徒的數量，亦也在門徒的類別上，

經文告訴我們，甚至連本來奉行猶太教的祭司也改信了耶穌！

由此可見，此事之後福音在希伯來人中的工作也大為擴展。我

想，這大有可能是因為這些祭司看見了這班門徒和使徒，互相

忍讓、愛護尊重、彼此真心為大家切想的見證，實在和他們所身

處的猶太宗教官僚制度太過大相逕庭，被吸引而改變信仰。 

II. 第 8 節後，提到神的道不但在祭司中得開展，藉著全會眾下下

所新建立擁戴的執事，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

事和神蹟，神的道在整個民間也得以大為擴展。 

各位朋友和親愛的弟兄姊妹，藉著神的保守和帶領，教會經過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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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面處理怨言、適時建立領袖、萬眾同心行動之後，從「增多」邁

進到「興旺」，綻放更精彩見證，是感動人、榮耀神的。 

 

結論： 

由此記載可見，十二使徒如何面對教會在增長過程中似乎必然出現的

批評和彼此之間的衝突？有什麼原則可以歸納出來？我想到七點： 

1. 以積極、坦誠、謙卑去面對批評，尋求正面去解決之道。 

2. 在處理問題時，持守品格遠比找尋任何解決辦法更重要。 

3. 承認自己處理問題的責任，卻不會把所有工作包攬上身。 

4. 還「政」於「民」，定大方向後把執行過程和細節交給眾人。 

6. 不拘泥於既有制度，敢於創新。 

5. 興起新領袖去處理新浮現的問題。 

7. 化危為機，把挑戰為新領袖的機會，以締造教會多元融和文化。 

這樣，在上帝引領下，教會發展由「增多」邁進到「興旺」。各位朋友

和親愛的弟兄姊妹，原來上帝的心意並不是要我們追求「增多」—不

論是財富、擁有其他的物資、工作量、事工各方面的數字指標，神是

要我們「興旺」—這才是真正的健康，內心充滿愛心、喜樂、平安、

滿足、熱誠和力量，與神、與人有真誠穩健的連結：「像一棵樹栽在溪

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才是興旺。 

 

現在讓我們一起祈禱，在神面前回顧反應自己的人生： 

一、過去，你的生命是在追求「增多」還是「興旺」？ 

二、現在和將來，教會從「增多」到「興旺」的過程中，你有何主動

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