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106課：天國的權柄 ⸻ 機關鎗？ 大毛巾？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2-30節） 

 

 

v.22 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

人有禍了！ 

 

v.23 他們就彼此對問：是那一個要作這事？ 

 

v.24 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那一個可算為

大。 

 

v.25 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

那掌管他們的稱為恩主。 

 

v.26 但 你 們 不 可 這 樣 ； 你 們 裡 頭 

為 大 的 ， 倒 要 像 年 幼 的 ； 為 

首 領 的 ， 倒 要 像 服 事 人 的 。 



 

v.27 是 誰 為 大 ？ 是 坐 席 的 呢 ？ 是 

服 事 人 的 呢 ？ 不 是 坐 席 的 大 

麼 ？ 然 而 ， 我 在 你 們 中 間 如 

同 服 事 人 的 。 

 

v.28 我 在 磨 煉 之 中 ， 常 和 我 同 在 

的 就 是 你 們 。 

 

v.29 我 將 國 賜 給 你 們 ， 正 如 我 父 

賜 給 我 一 樣 ， 

 

v.30 叫 你 們 在 我 國 裡 ， 坐 在 我 的 

席 上 吃 喝 ， 並 且 坐 在 寶 座 

上 ， 審 判 以 色 列 十 二 個 支 

派 。 

 

 

引 言 

 



當胡錦濤任貴州省委書記時，曾下令修理一個英國人的

墳墓，因為在文革時代這墳墓被紅衛兵拆毁了，而中央電

視台更為這個英國人拍攝了一部名為「在天那邊」的電視

片集，這個英國人名叫柏格里(Samuel Pollard)，是一位

二十世紀初年來華傳道的宣教士。在1985年，胡錦濤向貴

州的幹部倡導學習柏格里的奉獻精神，說：「公元1904年，

一個名叫柏格里的英國人，來到貴州畢節地區威寧縣的一

個名叫石門坎的小村，那是一個非常貧窮荒涼的地方。他

帶來了投資，就在這塊土地上蓋起了學校，修起了足球場，

還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併當地的老

苗文，自編了「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這樣的教材，免

費招收貧困的學生。後來一場瘟疫，當地的百姓都逃走了，

他卻留下來呵護他所愛的中國學生。最後瘟疫奪走了他的

生命。柏格里去了，在中國一個荒涼的小村裏，留下了他

的一個墓，留下了他培育出來的一代中華精英。有人統計

這裏出過三個博士，培養出中共廳級幹部二十名，他傳播

了知識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至今這個小

村老人，儘管不識字，居然能說上幾句英語。柏格里用實

踐告訴人們，進步的科學文化和艱苦創業，可以在貧困落

後地區，實現教育的超常規科學發展」。 

 



這個傳奇性的英國人，來到這個中國荒煙蠻瘴的邊陲，

創下了一個奇蹟，確是一個感人的故事。柏格里出身於英

國康沃爾，從小天資聰穎，本可以在英國過著非常舒適安

逸的生活，但卻來中國這個「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

的貴州邊陲，把耶穌的救恩與盼望分享給這些絕望的花苗

人氏。 

 

談起苗人，這是一個顛沛流離苦難民族。但其實他們是

中國歷史悠久老民族之一。苗族先祖，初散居在長江以北，

黃河以南之肥沃土地上，憑藉天時與地利很早便進入農耕。

他們其中著名的領袖是蚩尤，後為黃帝所滅，蚩尤被俘，

在黎山被處死。苗族只有落荒而逃，由北走到南，來到雲

南與貴州之山區。就是在那兒，也受到其他諸族所欺凌，

其中彝族是他們的地主，又有漢官之剝削，政治上的迫害，

任意取其牛馬、奪其子女、生殺任性。正如一個英國傳教

士悲忿的寫著：「任何人想到那個無知地區的山谷中，存

著如此殘酷的行為和深重的苦難時，都會陷入極度的悲痛

感慨！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再加上苗人對性關係看得

很隨便；每一條苗人村都有一共公場所，苗人稱為「花撩

房」，女孩子到了13-14歲時便可以進入房間，與其他男

人有性關係。所以在苗人村子裏，常看到這些13、14歲的



女孩子，手抱著一個嬰孩，又背著另一個，這種早婚早育

的亂籠性關係，導致苗人貧窮、疾病叢生的原因。對他們

來說，人生是沒有盼望和前途的。 

 

為什麼柏格里會和這些花苗人搭上關係呢？為什麼又有

石門坎這地方的出現呢？柏格里是被英國循道會派往貴州

昭通地方傳教，在昭通這鎮，很多人吸鴉片，生活顛倒，

對福音完全沒有興趣，只有那些病危者才會找傳教士幫忙。

話說有一次，有四個苗人打獵，捕捉了一隻山豬，正準備

抬著山豬回家，卻被當地的彝人阻止，以為他們所捕獵到

的山豬，不是在苗人地區捕獵得到的，強要他們把山豬歸

還。這些苗人非常氣憤無奈，剛好遇到一位名叫黨居仁的

中國內地會英國傳教士，黨居仁非常同情他們，請他們吃

餅充飢，又代表他們向當地官員交涉，取回山豬給他們。

這些苗人對這外國人非常感激，並且表示對黨居仁的信仰

甚感興趣。起初，只有他們四人來黨居仁那兒學習基督教

道理，漸漸地又帶其他苗人來參加，一共有240名，他們

都信了主，洗了禮。但苗人由所居之地來到黨居仁那兒，

至少要走十多天之路程，極為不便，於是黨居仁便介紹了

柏格里給他們，因為昭通距離苗人所住的地方只有20多哩

路，就是因為這樣，柏格里就和苗人搭上了關係。 

 



這些苗人來找柏格里，不是為了取些藥物戒毒，也不是

為了討飯吃，而是為了想學習基督教的信仰和道理，也很

想學習讀書寫字。他們如此熱烈追求基督教的信仰，令柏

格里深受激勵。他在書中有這樣的記述：「悲慘的經歷，

艱苦的環境，殘酷的壓迫，非人的生活，使這個忍受了數

百年的民族麻木，強烈地渴望出現一個可以改變他們命運

的救星。而傳教士的愛心，及基督教的救贖論，對他們來

說，是極具吸引力的！」 

 

當黨居仁介紹那些苗人到昭通柏格里的地方時，第一天

只有20人，翌日是50人，繼續而來增至100人、200人、50

0人，最後在一個寒風刺骨，橫風橫雪的一天，竟然有100

0個苗人來到昭通，要學習聖經的道理。這是一件非常震

撼的事，也引起昭通的漢人及彝人非常不滿，於是便散播

謠言，控訴苗民與洋人聯合作反；跟著就是毒打他們，凡

承認為基督徒者，格殺勿論。當時昭通有一位漢人，名叫

李士林，把一些苗人捉了，捆綁在自己家中。柏格里立即

去官府投訴，李士林見有公安來到，大吃一驚，趕忙把苗

人釋放，並且在柏格里及公安面前否認有綁人一事，說：

「我是門名秀才，怎會作如此的胡塗事！」但當多人舉證

他，他就不得不承認。柏格里見他是個讀書人，就趁機叫



他去平息百姓，說亂打苗人是犯法的，是錯的。如此，風

波就平息了，那些苗人看到柏格里如此勇敢和鎮定的表現，

對基督教就更篤信無疑，柏格里也看到昭通並非一處值得

居留之地，就決心離開昭通，到苗人地區傳教。 

 

他看到苗人散居高山，環境惡劣，疾病叢生，他決定要

為這些苗人找一處可聚居的地方，建立他們的社群。結果

他們在一處的距離昭通35公里的地方找到一個地方，那兒

四面都是高山峻嶺，屬不毛之地，苗人稱這地「屙屎也不

會生蟲」之地。於是柏格里往見他一位朋友安榮，他是彝

族土目，是代表政府辦理土地賣買的。柏格里對他說：

「我只要一塊像一張牛皮大的地方。」安榮聽了，以為一

張牛皮又有多大，故不以為事，欣然答應。柏格里就花了

20両銀，買了一頭牛，宰了，把牛皮割成一條一條的綫，

把它們連接起來，就用這條牛皮綫圈80多畝的土地，定名

為石門坎 (Stonegate)，其意取自聖經的登山寶訓，這是

一道窄門，但卻是引到永生。他又籌得100英磅，帶著五

個弟兄，楊雅各、張約翰、李司提反、劉中五和傅正中在

石門坎發展一個人間天堂。 

 



然而，他們的事工並非一帆風順，他們要面對各樣的挑

戰，包括疾病的傳染、土匪的搶劫，柏格里的一位同工就

是被土匪殺死的，但所有這些並沒有嚇退柏格里和這些苗

人。在短短的十多年間，他把整個花苗族改變過來，90%

的花苗人信了主，從1904年至1915年柏格里逝世的那一年，

在石門坎的苗人創造了奇蹟，成為不少中國的第一： 

 

●  出了第一個中國醫學博士 

●  第一間在中國的西式醫院 

●  第一間麻瘋病院 

●  第一間女子中學 

●  第一間設有游水池的中學 

●  第一間的中國學校設有足球隊，其中有二位

球員曾代表中國國家隊 

●  創立了苗文字 

●  第一本苗文聖經 

●  第一本苗文詩歌集 

●  設有郵政局，所有信件，只要寫上「貴州石

門坎」即可送到 



 

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神蹟，難怪那位無神論及日後成

為中國最高領袖的胡錦濤也讚口不絕！中國學者張坦是專

門研究苗人歷史的專家，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1) 為什麼漢人花了1000多年的時間也未能把苗人漢

化過來，柏格里只花了十年多時間，就把幾乎全

族的花苗人歸向基督？我想這個問題不是太難

明，漢人用政治手段，暴力暴政企圖叫苗人屈

服，而柏格里是用愛心，生命及滿有盼望的福音

來改變他們，這就是主要的分別了！ 

 

2) 第二個問題是比較複雜得多，我們會問：今日的

石門坎景況又如何呢？自從中國解放以後，中國

對基督徒採取強硬措施，直到目前為止，只剩下

約5%的石門坎苗人仍稱自己為基督徒，其餘的苗

人卻早已拋棄了他們的信仰了！然而，我們若比

較在石門坎附近，也是屬於花苗族的教會，不過

他們不是循道會轄下的教會，而是中國內地會所

培植的教會。雖然他們同是受到壓迫，他們的領



袖王志明甚至被處死，但他們的教會卻越來越興

旺，到目前為止，這教會已增長至三萬人，更有

百多個聚會所，何竟這兩個教會有如此大的差別

呢？這是一個極值得研究的問題，但明顯的，循

道會與中國內地會所採取不同的策略，是其中一

個主要的因素。但在這裡我們暫且不討論，大家

若有興趣，可參考張坦之「窄門前的石門坎」一

書。 

不過，伯格里等宣教士的犧牲精神，正是其中重

要因素。很明顯，他們是學效耶穌的榜樣。我們

現在就要從路加的描述看看耶穌給我們一個什麼

榜樣。 

 

 

(一)  場景    (v.23-24) 

 

v.23 他們就彼此對問：是那一個要作這事？ 

 

v.24 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那一個可算為大。 



 

1) 在這最後的晚餐，耶穌說：祂要被害被殺，

門徒好像完全沒有聽過似的，竟然在此時

刻，大家吵起來，爭論那一個是最大。這情

形就好像一個父親，叫齊12個子女來吃飯，

席間，父親對他們說，他快要死了。但桌上

的12個子女，完全不關心父親的生命， 而是

爭論誰可以領得最多遺產，你想想：這父親

會有何反應呢？ 

 

2) 其實 ，如果我們明白猶太人吃筵席的場景，

便會更清楚明白，門徒竟有如此的爭論。按

猶太人的規矩，在宴席上，坐的位置是非常

重要的。在未入座前，他們先要洗腳，洗腳

後才可以入座。通常在門口有一個僕人，專

替入座者洗腳，但耶穌及門徒卻沒有僕人服

侍，而門徒中又沒有人甘心扮演這個角色， 

替其他人洗腳。最後耶穌就自己脫去衣服，



拿了一條毛巾，替門徒洗腳。耶穌並教訓他們

說：「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

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正如上述，筵席的座位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猶太人不是坐在椅上，而是坐在地上。 所用

的枱，是一個 U型的矮檯；主人坐在中央，

在他的右邊是一個VIP的座位，我們可稱為頭

等位；在主人的左邊，是二等位 ；在主人右

邊的第二個位，是三等位； 在主人左邊的第

二個位是四等位。是因為座位的問題，門徒

就起了爭端：誰是最大？誰有資格坐在這些

貴賓席上？ 

 

當然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骨子裏，這並不

只是關於洗腳與否，或坐在那一個貴賓席，

更深層次的是權力的問題，我們至少看到兩

種不同的情況： 

 



●  我不一定要排在首位，但我絕對不

想排在最後的一位。我不一定要別

人洗我的腳，但我肯定不想洗別人

的腳。我相信不少人也是如此，雖

然我不一定要作你的主人，但至少

我不願意作你的僕人。 

 

●  有些人就一定要排首要地位，我記

得有一位弟兄，他告訴我說：我只

有做執事會主席的恩賜，其他職位

我既無恩賜，也沒有興趣。不少人

的價值觀是：either my way, or n

o way. 這些人是很難相處的。 

 

●  有趣的地方，坐在耶穌右邊的竟然

是出賣耶穌的猶大。現在門口替門

徒洗腳的竟是耶穌。這是一個莫大



的諷刺，也正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

一個真理。 
 

3) 在此情此景，耶穌就對門徒講出一個非常重

要的訊息。有兩種心態、兩種管治的模式。 

 

第一種我叫做 「機關槍模式」， 

第二種我叫做 「大毛巾模式」。 

 

 

套用耶穌的說話： 

 

第一種模式是 外邦人君王統治的模

式， 

 而第二種模式

是 

天國模式。 

 

前者看重權力、壓迫、威權。後者看重服

侍、愛心、體諒。 正如耶穌說：「人子來，不



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事人，並且捨己、作多

人的贖價。」 

 

我們再看v.30。耶穌在此重提天國的筵席。

在天國的筵席裏，我們都坐在寶座上，審判

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但如今我們卻是服事的

時侯，是非審判的時侯。  

 

 

 

(二)  刀槍的管治模式    (v.25) 

 

v.25 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

掌管他們的稱為恩主。 

 

 

1) 耶穌的領袖觀是怎樣的呢？耶穌用了兩個字

來形容： 

 

第一，他們是君王，希臘文是basileis。 君

王的特色就是權力，絕對的權力，作為一個



君王，擁有絕對的權柄。 雖然今天 的君

王，沒有像從前擁有絕對權柄的皇帝一樣；

但不少領袖都看重這種權柄去治理、掌管。 

 

所謂治理， 

希臘文是kureuo， 

意思是當正自己就

是君王，其他人都

是他的奴僕。 

 

所謂掌管， 

希臘文ezousiasote

s， 

意思是擁有絕對的

權柄，話事權，要

風得風，要雨得

雨 ，為所欲為。 

 

對他們來說，律法只是統治者的工具，是不

是保障人民的權益。  

 

我們看看中國人「君」這個字。甲骨文

「君」這個字，是一個會意字。它有兩部



分，在上的是一隻手 ，持著一根杖；在下的

是個口字。  

 

一般文字學家，以為這個杖不是一個普通的

杖，而是神的杖 ，只有神職人員才可以使

用。下面的一個口字，是像徵口發命令。所

以整個字就是：神職人員傳達神的旨意，所

以說文解字就有這樣的話： 

「君，尊也！從口，口以發號， 」從中國的

文字看來，中國人看出：一切權柄，都是神

所賜的。 

 

2) 耶穌又用另一個字來形容這個世代的掌權

者，他稱他們為恩主。恩主的希臘文是euerg

uts，英文譯作 benefactor。從這個字，我

們可以看到在希羅世界中的一個重要社會制

度。當時社會貧富懸殊，不少富有的成為貧

窮者的恩主。昔日以農業為主，大多數人都

是從事耕種。由於他們貧窮，沒有土地，只

能向那些地主租借土地耕種。地主當然欺壓



他們，更成為他們的恩主，他們便成為有錢

人的奴隸。  

 

3) 今天的世界，權、錢、色更是我們的陷阱，

甚至在教會內，我們也看到這些問題。我們

實在要非常小心。 

 

 

(三)  服侍的領袖模式    (v.26-30) 

 

v.26 但 你 們 不 可 這 樣 ； 你 們 裡 頭 為 

大 的 ， 倒 要 像 年 幼 的 ； 為 首 領 

的 ， 倒 要 像 服 事 人 的 。 

 

v.27 是 誰 為 大 ？ 是 坐 席 的 呢 ？ 是 服 

事 人 的 呢 ？ 不 是 坐 席 的 大 麼 ？ 

然 而 ， 我 在 你 們 中 間 如 同 服 事 

人 的 。 

 



v.28 我 在 磨 煉 之 中 ， 常 和 我 同 在 的 

就 是 你 們 。 

 

v.29 我 將 國 賜 給 你 們 ， 正 如 我 父 賜 

給 我 一 樣 ， 

 

v.30 叫 你 們 在 我 國 裡 ， 坐 在 我 的 席 

上 吃 喝 ， 並 且 坐 在 寶 座 上 ， 審 

判 以 色 列 十 二 個 支 派 。 

 

 

1) 耶穌說得非常清楚：「你們不是這樣」。換言

之，耶穌吩咐我們不要看重權位、視自己為皇

帝，擁有話事權，是他人的恩主，要其他人服

侍我們，耶穌跟著講了一句非常革命性的話：

「你們裏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

到要像服侍人」。你們以為自己是大的，是領

袖 。在天國裏，我們的價值觀剛與世界的價值

觀相反，耶穌 對權力有一種新的詮釋，為首的



要服侍人，這個所謂leader-servant模式，絕

對是破天荒的觀念。 

 

2) 耶穌不是只憑口講，他是用他的生命活出榜

樣。他對門徒說：「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

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

中間如同服侍人的。」 這裏所謂坐席的，是指

主人或賓客，所謂服侍人的是指僕人，斟茶遞

水的工人。在最後晚餐中，耶穌束起腰來，拿

著大毛巾，替門徒洗腳。這就是耶穌的榜樣

了。為大的，卻去服侍那些小的。這就是天國

的價值觀了。 

 

3) 我們一直是比對世界的模式與天國的模式。 這

個世界看重的是權力、耶穌 看重的是服侍、愛

心。看來是軟弱無能、但其實是最有能，我們

所謂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十字架便

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另一方面，這段聖經更

提到將來末日的時候，將有另一個筵席，這就

是天國的筵席了。12:37「主人來了，看見僕人警



醒，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叫他們

坐席，自己束上帶，進前伺候他們......v.29「我

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

裏，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12個

支派。」 

 

所以我們現在要警醒，提防權勢所引誘，反要

謙卑事奉。學效主耶穌的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