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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祿 — 漁夫、宗徒、教宗 

馬慶忠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I. 宗徒的定義宗徒的定義宗徒的定義宗徒的定義 

 

耶穌在開始傳教時，召叫了十二位猶太同胞成為了祂的跟隨

者。這些人個性各異，職業各有不同。耶穌召叫這些人的目的是

要使他們成為宗徒，在祂離去後繼續傳揚天主的救恩工程，「…

使萬民成為門徒……」（瑪 28:19）。聖經中所指的「宗徒」

（ἀπόστολος，apostolos ）一詞，意即「受遣者」，是被派遣外出

去完成一件任務，或傳達一項信息的人。在基督宗教未創立之

前，此詞較為少見，因此，它是新約中及教會內的術語，是耶穌

特選的十二人的共同名稱。 

這十二人在對觀福音和宗徒大事錄中的排序，都是以伯多祿

為首，而若望、雅各伯和安德肋則緊隨其後，並在這四經卷中各

放在不同的位置，1可見這四人在初期教會的發展佔了很重要的一

席位。 

 

                                                           

1  思高聖經學會編著，〈宗徒、使徒〉，《聖經辭典》，修訂版。香港：思高聖經學

會，2004，頁 496。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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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耶穌升天後的教會情況耶穌升天後的教會情況耶穌升天後的教會情況耶穌升天後的教會情況 

a)  初期教會 

宗徒大事錄第二章記述了聖神降臨，伯多祿講道後有三千多

人領洗的場面；這些人有猶太人，也有僑居在耶路撒冷的外邦

人，開始建立了一個多元民族的基督宗教團體，但猶太人仍佔絕

大多數。他們時常團聚、擘餅、祈禱，聆聽宗徒們的訓誨。隨著

信友漸多，宗徒設立執事職處理行政管理事務，宗徒們則專務祈

禱，為真道服役（宗 6:1-6）。及至斯德望執事殉道，猶太人的迫

害日益嚴重，宗徒們繼續留守在耶路撒冷，信友們則紛紛離開，

避難至猶太地區和撒瑪黎雅鄉間，真道反而得以傳播到耶路撒冷

以外的地方，遠至安提約基亞。由於他們傳教時常提及耶穌基

督，他們被人稱為「基督徒」（宗 11:26）。伯多祿和其他宗徒也

開始把傳教的範圍擴大，曾到加里肋亞，撒瑪黎雅、里達、約

培、凱撒勒雅和安提約基雅等地巡視 （參宗 8:14，9:32，9:36-

43；迦 2:11），儘管他曾為外邦人百夫長科爾乃略授洗，他主要

的傳教對象仍然是猶太人。 

b)  保祿傳教後的教會 

保祿歸化後，初期傳教的對象也與伯多祿相同。他每到一地

便會到當地的會堂宣教，然而嫉妬他成功和保守勢力的猶太人亦

步亦趨地追迫，到了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亞時，保祿便宣佈放棄

猶太人，會轉向外邦人傳教（宗 13:45-47）。他其後清楚說明他

和伯多祿的分工：「…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受割損的人宣傳福音，

就如伯多祿被委派向受割損的人宣傳福音一樣」（迦 2:7）。在保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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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的奮力傳教下，以外邦人為主的基督徒團體日益壯大；這些信

友相信的是他所宣揚耶穌如何實現天主的救恩。保祿沒有要求他

們遵守梅瑟法律，包括割損禮，他甚至宣揚天主的恩許不是藉梅

瑟的法律而是藉信德而獲正義（羅 4:13）。至於有異於猶太人的

生活、飲食習慣，如果不是違反基督的訓誨，則不是他要關注的

問題，他還會用另一角度去思考，發表他的看法，有關吃祭肉的

問題便是一例（參格前 8:4-13）。這些信仰相同，但禮規生活各

異的問題，使他建立的教會儼然成了一個另類的基督徒團體，引

起了信友們對教規的疑惑、觸發教會內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

的辯論，外邦教友的飲食規範和教規最終要由宗徒會議解決（參

宗 15）。 

 

按聖經所載，伯多祿和保祿在建立基督宗教的功業上各領千

秋；伯多祿帶領猶太人脫離猶太的宗教，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基督

的教會，保祿則把基督的事蹟和教義傳給了外邦人，使基督宗教

在歐洲地區遍地開花。保祿在學識上（對祖傳的法律，受過精確

的教育），出身上（師承法學士加瑪里耳、法利塞黨人、羅馬公

民）（宗 22:3）和大量的書信著作，在宗徒大事錄中廣泛地被報

導他的傳教以及與地方教會互動的事蹟（從第 13章至 28章）；在

羅馬被囚時仍召集當地的猶太人首領，引徵梅瑟法律和先知書，

勸導他們信服耶穌 （參宗 28:17-28），這一切都營造了保祿確實

是一位有實無名的教會領袖的印象；相比之下，伯多祿這漁夫的

事蹟便黯然失色。所以有部份新教教派認為，保祿學識更為淵

博，在傳教的事業和解釋教義上貢獻良多，性格硬朗，反觀伯多

祿在聖經中的描寫不見突出，乏善可陳，更多的是記述他的魯莽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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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失敗，況且伯多祿和若望更「是沒有讀過書的平常人……」

（宗 4:13），故他被認定為第一任教宗，實有斟酌餘地。 

本文目的是在這背景下探討伯多祿能成為第一位教宗的原

因。 

2.  伯多祿的出身和家世伯多祿的出身和家世伯多祿的出身和家世伯多祿的出身和家世 

伯多祿的父親是漁民。按若 1:44 所述，他的故鄉在貝特賽達

（意即漁業之家），該地是近東地區的貿易要道，近隣多是外邦

人，由於經常接觸到不同的文化，故容易發展出較為包容的普世

視野。該地漁業十分發達，競爭也激烈。他家有自己的漁船，僱

有傭工一起作業（參谷 1:20），故家境並非如金口若望所言中那

般貧窮；有此想法的學者可能要給伯多祿塑造一個貧窮粗鄙的低

下形象，藉以突出耶穌要用這樣的人來實現祂救贖世人的崇高目

標，以這樣的反差來展示出一個普通人也可協助祂完成救世大

業。也有學者認為打魚是一個需要極大體力的勞動性質行業，伯

多祿和他的兄弟們可能已厭倦了這種營生，加上受耶穌的個人魅

力所吸引，遂加入了祂的團隊，踏入另一種全新的生活模式；2 他

們也可能懷有一顆愛國之心，期望這位師傅可以帶領他們給以色

列復國，宗徒們在耶穌復活後就提出過這問題 （參宗 1:6）。 

至於伯多祿的教育水平，有學者認為他並不是一位目不識丁

的村夫，只是沒有受過正統的經師、司祭等宗教教育，他的講道

顯示他不失為一位詞鋒銳利的講者。3 在四部福音中，伯多祿被描

                                                           

2  Michael Grant, St. Peter A Biography. (USA: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imited, 

1972), p.55. 

3  Michael Grant, St. Peter A Biography. (USA: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imited, 

1972), p.69,70.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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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成十二位宗徒的發言人；保祿也認為他是首位見到基督復活的

見證人（參格前 15:3-5）。  

伯多祿已婚，隨他的岳母住在葛法翁，耶穌以此為祂的基

地，每次傳教回來，便在此逗留。 

3.  伯多祿是第一任教宗的依據伯多祿是第一任教宗的依據伯多祿是第一任教宗的依據伯多祿是第一任教宗的依據 

教會認定伯多祿是教會的第一任領導人，是根據聖經中耶穌

三次用了不同的方式任命他。 

I. 耶穌給伯多祿命名耶穌給伯多祿命名耶穌給伯多祿命名耶穌給伯多祿命名：「：「：「：「磐石磐石磐石磐石」、「」、「」、「」、「伯多伯多伯多伯多

祿祿祿祿」、「」、「」、「」、「刻法刻法刻法刻法」」」」 

這是基於聖經所記載的，耶穌在分別兩次場合稱伯多祿為

「磐石/伯多祿/刻法」（參瑪 16:17-19，谷 3:16，若 1:42）；其中

瑪竇福音所述：「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因為不是肉和

血啟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磐

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

她。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

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

16:17-19），具體地描述了耶穌賦予他的地位、使命和權力。 

「伯多祿」的希臘原文是 Πέτρος（Petros），是名詞，屬雄

性，指散落在地上的「石塊」，所以有人認為「石塊」上怎能建

立教會，質疑這話另有所指。若望福音記載在耶穌首次見伯多祿

時，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刻法」（Κηφᾶς，Képhas）（若

1:42），這是亞拉美語。《七十賢士本》在耶 4:29 和約 30:6 這兩

卷書給這字的希臘文翻譯是 Petra, 屬雌性的名詞，意即「山岩/岩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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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Petros 和 Petra 兩字屬性不同，而後者更為適用於比擬伯多

祿作為教會磐石的特質，故若望所記載的命名十分重要，因為他

表達了耶穌要在「岩石」上建立教會的原意。這兩字的屬性雖然

不同，但不足以否定耶穌稱「伯多祿」為「磐石」的原意。古希

臘詩人荷馬在他的著作Odyssey中也並不完全遵守這兩字屬性的用

法。4 

給一個已有名字的人另起名是猶太人的習俗，被起名者通常

是要接受一項新的職責、承擔起一個責任或義務；正如亞巴郎和

他的妻子撒辣依被天主起名叫「亞伯辣罕」和「撒辣」，擔負起

成為萬民之父的責任；雅各伯被天神另賜「以色列」這個名字，

要成為以色列民族的祖先。若望福音記述耶穌給若望的兒子西滿

起名「刻法」，是一個頗具深意的舉動，是要伯多祿肩負起建立

教會的責任。5 

保祿除了在迦 2:7-8用「伯多祿」這名字來稱呼這位宗徒外，

其他的書信中都用「刻法」，足見他也承認這一命名的事實。 

 

II. 牧養我的羊群牧養我的羊群牧養我的羊群牧養我的羊群 

另一個耶穌選他為第一任教會領袖的證據，就是若望福音的

附錄（若 21:15-17）。在這段經文中，耶穌對伯多祿說：「若望

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這是若望福音中第二次耶穌

這樣稱呼伯多祿，是要喚起伯多祿初次見到祂，被耶穌給他起名

                                                           

4  Oscar Cullmann, Peter Disciple‧Apostle‧Martyr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Bristo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s Ltd. 1962), p.20 

5  Oscar Cullmann, Peter Disciple‧Apostle‧Martyr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Bristo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s Ltd. 1962), p.21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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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刻法」的情景。那時伯多祿十分被動，未發一言，顯示了對

主的順服。歷經三年跟隨基督，他卻在耶穌苦難的時刻背叛，三

次不認主；耶穌現在再一次以這同樣的稱謂，叫伯多祿重新思考

是否願意接受牧放基督子民的責任。耶穌在烤早餐的炭火前三次

問他：「你愛我嗎？」對照著伯多錄在耶穌受難當晚同樣在炭火

前取暖，三次否認祂，這是給他一個糾正錯誤的機會。伯多祿回

答他愛祂後，耶穌三次叫他：「餵養我的羔羊」、「牧放我的羊

群」和「餵養我的羊群」，然後說：「跟隨我吧！」要這位名叫

「刻法」的伯多祿繼承祂的工作，成為善牧（參若 10:11），接手

牧放祂的子民，他接受了耶穌的邀請。6 

 

III. 堅固兄弟堅固兄弟堅固兄弟堅固兄弟  

路加福音記載的耶穌最後晚餐，有一段獨有的經文；經文記

述耶穌對門徒作最後的訓言，預言伯多祿的背叛和回頭：「西

滿，西滿，看，撒殫求得了許可，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是

我已為你祈求了，為叫你的信德不致喪失，待你回頭以後，要堅

固你的兄弟」（路 22:31-33）。這段說話一般被理解成伯多祿會

背叛耶穌，但在耶穌向天父的祈求下，他不會喪失信德，所以即

使失足，仍懂回頭，帶領其他宗徒重新開始。教會認為自耶穌復

活那天起，伯多祿便盡了宗徒之首的責任，堅固了其他的宗徒。7 

經文中的「兄弟」一字，希臘原文是 ἀδελφός （adelphos），涵蓋

了有血緣關係的親兄弟、堂兄弟和族兄弟；同時也可指有共同信

                                                           

6  Helen K. Bond, and Larry W. Hurtado, eds. Peter in Early Christianity. (UK: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15), p. 118-119 

7  思高聖經原著譯釋版系列，《福音》修訂版。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5，頁 584。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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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團體成員，例如信仰團體，故這句既可指伯多祿要帶領宗徒

團體再次出發，亦可意會為帶領所有猶太人悔改，重新成為天主

的子女。他對認罪悔改，有著深刻的體驗；三次不認主後，被耶

穌回頭看他一眼，「他一到外面，就悽慘地痛哭起來了」（路

22:62）。這話實現在五旬節聖神降臨後，當時他講道，猶太人的

反應是：「他們一聽見這些話，就心中刺痛，遂向伯多祿和其他

宗徒說：『諸位仁人弟兄！我們該作什麼﹖』伯多祿便對他們

說：『你們悔改罷！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

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於是凡接受他的話的

人，都受了洗，在那一天約增添了三千人」（參宗 2:37-38,41）。 

有個別新教的學者嘗試用不同角度的解說來否定耶穌說：

「伯多祿是教會的磐石」等同他是教會第一任領導人這一說法。

然而著名的新教的聖經學者 O. Cullmann 獨排眾議，從歷史及釋經

的角度同意羅馬天主教會的觀點，證明耶穌確有此意。然而他認

為這段話並無「可以繼承」的意思，其後的經文也看不出有這含

意。耶穌賦予伯多祿天國的鑰匙及束縛與釋放的權力，是指要由

他定下日後教會的權力基礎和規範，並無指出日後的繼承權誰屬

的意思。至於耶穌要伯多祿牧養祂的羔羊一段（若 21:15-17），

只是指出日後他要效法耶穌殉道的意思。8  

這位著名的聖經學者的論述雖然主要針對教宗的繼承權問

題，他的研究卻確認了伯多祿的領袖地位。至於繼承權問題則必

須要作更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故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8  Oscar Cullmann, Peter Disciple‧Apostle‧Martyr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Bristo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s Ltd. 1962), p.213-214, 228.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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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伯多祿在門徒中的地位伯多祿在門徒中的地位伯多祿在門徒中的地位伯多祿在門徒中的地位 

耶穌建立了祂的十二人傳教團隊。對觀福音中伯多祿，雅各

伯和若望這三人的名字經常出現。這三人組成的核心團隊是首批

被召的人（參瑪 4:18，谷 1:16，路 5:8-11），安德肋在瑪竇和馬

爾谷福音中則先雅各伯和若望被召。路加福音在他們被召時，突

顯了伯多祿的信德和謙卑，明認自己的卑陋，跪在耶穌膝前說：

「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路 5:8） 

他們在耶穌的重大時刻常伴左右：復活雅依洛會堂長的女兒

時（谷5:22-24，35-43；路8:40-42，49-56）； 顯聖容時（瑪17:1-

8，谷 9:2-8，路 9:28-36）和山園祈禱時（瑪 26:36-37，谷 14:32-

33）。在這些經文中，每次都是以伯多祿為首。瑪竇福音記述耶

穌派遣宗徒外出傳教時，刻意寫：「耶穌將祂的十二門徒叫來，

授給他們制伏邪魔的權柄……，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第一個是

稱為伯多祿的西滿……」（瑪 10:1-2）。 

他也多次代表宗徒回答耶穌的問題或向耶穌提問，儼然是宗

徒們的發言人；例如：回答耶穌問宗徒們：「你們說我是誰」

時，他代表他們回答：「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參瑪

16:15-16，谷 8:27-29，路 9:18-20）」。他代表其他宗徒告訴耶

穌：「看，我們捨棄了一切，而跟隨了你」（谷 10:28，參路

18:28），言下之意向耶穌邀功，問取賞報，讓耶穌教訓他們要捨

棄現世之物，以獲得永生。他在醒寤的比喻中要求耶穌進一步解

釋比喻的對象是誰（路 12:35-41）。也有一些宗徒們應當知道的

待人處事態度，經由伯多祿的詢問得到耶穌的指引和解釋，例如

應寬恕弟兄多少次（瑪 18:21-22），潔淨和污穢的比喻（瑪 15:15-

20），無花果樹受咒詛的後果和教訓（谷 11:21）。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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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祿也是被耶穌斥責最多的一人。耶穌步行水面，他想仿

效，雖得耶穌鼓勵，落水後害怕便下沉，被耶穌斥責「小信德」 

（瑪 14:28-32）。耶穌第一次預言祂會被害和復活時，伯多祿拉

祂一旁諫責，耶穌轉身注視祂的門徒 （μαθητής mathétés，是眾數

詞），只責斥伯多祿一人（谷 8:33，參瑪 16:23）。耶穌在山園祈

禱，帶了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前去，三人都睡著了，但耶穌卻

只斥責他一人：「西滿！你睡覺嗎﹖你不能醒寤一個時辰嗎」

（谷 14:37，參瑪 26:40）。 

對觀福音也有記述伯多祿不知所措時會胡言亂語的時刻：耶

穌顯聖容時他說要給祂、梅瑟和厄里亞搭三個帳篷（瑪 17:4，谷

9:5，路 9:33），路加解釋說他不知道要說什麼，馬爾谷則說他都

嚇呆了。 

儘管伯多祿的表現未盡耶穌之意，他在外人眼中的印象應該

不俗，收殿稅的人也視他為耶穌團體的代表，問伯多祿他的師傅

是否不納殿稅（瑪 17:24）。這人不問耶穌本人，也不問其他宗

徒，而去問伯多祿；耶穌也委派他和若望去準備祂最後的逾越節

晚餐（路 22:8）；晚餐時特意提示他和各人將會受到撒殫的攻

擊，但耶穌已為他祈求，待他失足回頭後要堅固自己的兄弟（參

路 22:31-32），其領袖的地位不言而喻。 

耶穌復活後，天使告訴來探墓的婦女們：「…那被釘在十字

架上的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但你們去，告訴他的門徒和伯多

祿……」（谷 16:6-7），特意不把伯多祿與其他宗徒混為一談，

突顯了他的地位。 

在路加福音的敘述中，當婦女向門徒們報告耶穌復活的消息

時，他們視之為無稽之談，不敢相信，惟獨伯多祿卻跑去墳墓窺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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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只見殮布，心裡驚異（路 24:1-12）；若望福音補充解釋：

「這是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耶穌必須從死者中復活的那段聖經」

（若 20:9）。 

他不明白和誤解耶穌的話的紀錄還有很多，耶穌臨別時對門

徒說祂要離開了，要他們彼此相愛，讓世人因此認出他們是耶穌

的門徒，伯多祿卻忽略耶穌所說的要他們相親相愛的重點，問耶

穌要往那裡去（若 13:31-36）。他也不明耶穌為門徒洗腳的用意 

（若 13:3-10），更不明白耶穌要接受苦難的原因（參瑪 16:21-

23，谷 8:31-33）。他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信誓旦旦要與耶穌同

死，在最後關頭，三次不認主。他錯誤理解耶穌要門徒們將來要

為傳播福音奮鬥作出準備的迫切性（參路 22:35-38），在祂被捕

時用武力反抗，砍掉大司祭僕人的耳朵，險些成為耶穌實踐救世

工程的障礙（瑪 26:51，谷 14:47，路 22:50）。 

各卷福音中耶穌復活和首先顯現給誰的敘述各有不同，保祿

在格林多人前書卻說：「…基督照經上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

了，被埋葬了，且照經上記載的，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現給刻

法，以後顯現給那十二位，此後，又一同顯現給五百多弟

兄……」（格前 15:3-5）。姑勿論耶穌復活後首先顯現給誰的事

實如何，保祿對格林多教會的講話證明保祿在團體中尊重伯多祿

的地位，也間接向會眾說明他在耶穌心目中的地位。 

若望福音主要記述的是耶穌的言論，有關門徒所佔的篇幅不

多，而伯多祿的地位似乎更被耶穌所愛的「那位門徒」超越。有

關他的篇幅，他大部份都不是佔第一位；他不是首批被耶穌召叫

的門徒，首批找耶穌的人是安德肋和一位沒有寫名字的人（若

1:35-39）。他卻是安德肋首先帶來見耶穌，讓耶穌給他起名「刻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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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人（若 1:40-42）。與瑪竇的記載不同，安德肋才是首位宣

認耶穌是默西亞的人（若 1:41），並不是伯多祿。 

最後晚餐的坐席，伯多祿似乎是在末席，因為所有門徒洗完

腳後才輪到他；進餐時，「那位門徒」則坐在耶穌的旁邊，斜倚

在祂的懷裡（若 13:23）。耶穌宣告有人會出賣祂時，伯多祿還要

向「那位門徒」示意，叫他問耶穌所說的是誰（若 13:24）。  

若望記述耶穌復活，瑪利亞瑪達肋納向門徒們報告空墳之事

時，「那位門徒」是首個到達墳墓向內窺看的人，雖然他讓伯多

祿先進去，但他卻一看到殮布和汗巾分開擺放，便相信了耶穌已

復活，悟性比伯多祿高（若 20:1-10） 。 

耶穌復活後在提庇黎雅海邊顯現，是「那位門徒」從船上首

先認出耶穌來（21:7）。伯多祿是第一個游泳到耶穌跟前，他下

水前仍不忘穿上外衣，尊重師傅（若 21:7）。 

雖然伯多祿有許多不堪之處，當耶穌發表祂是「生命之糧」

的言論時，很多門徒不能接受吃人肉喝血的理論，離祂而去，伯

多祿卻代表所有宗徒宣信：「主! 惟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

呢？我們相信，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若 6:68-69）。 

宗徒們在耶穌第二次顯現給他們後，似乎還未真正了解如何

實踐自己的使命。伯多祿重操故業，說要去打魚。眾門徒也跟隨

了他（若 21:2-3），三年裡跟隨耶穌所建立的領袖地位並未消

減。 

在第 21章中，耶穌把伯多祿和「那位門徒」二人的去向講得

很清楚，祂叫伯多祿：「餵養我的羔羊、牧放我的羊群」和「餵

養我的羊群」，  把牧養教會的職責交托給他，但叫「那位門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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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你只管跟隨我」（若 21:22）。9 由此可見，雖然在

若望福音的敘述中，伯多祿的形象和耶穌的關係似乎都在那位耶

穌所愛的門徒之下，然而並未見作者要刻意把伯多祿比下去的意

圖。 

5.  在初期教會中的領導地位在初期教會中的領導地位在初期教會中的領導地位在初期教會中的領導地位 

福音中的伯多祿所展示出領袖才能的機會不多，所以只能在

宗徒大事錄中的第 1章至 12章去找；從第 13章開始便是保祿事蹟

的敘述。 

在這卷書中，伯多祿在一次百多人的聚會中倡議補選宗徒

（宗 1:15），補上猶達斯的空缺，眾人同意，最後選上了瑪弟

亞。他的倡議，顯示了作為領袖要照顧和發展團體的遠見。 

他的領導地位建基於他深信耶穌的復活，並能引導他人也持

有同樣的信念，10 也願意把這信念傳揚開去, 影響世界去推動這信

仰的發展。聖神降臨後，伯多祿在耶路撒冷給猶太人和居住在耶

路撒冷的外邦人講道，吸引了三千人領洗（宗 2:14-41），初期教

會從此建立。伯多祿講道和所做成的效果，證明他是一位說服力

極強的講者。他用舊約引證耶穌就是天主所許諾的默西亞，以祂

的苦難和復活來實踐天主的救恩，藉此傳達眾人要悔改皈依的訊

息（宗 2:14-36），這種說服力是作為領袖必不可少的。他的講道

奠下了福傳內容的藍本，信仰的核心。日後他被捕，在公議會的

                                                           

9  Oscar Cullmann, Peter Disciple‧Apostle‧Martyr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Bristo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s Ltd. 1962),p.31 

10  Michael Grant, St. Peter A Biography. (USA: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imited, 

1972), p.96, 97.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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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詞和向百夫長科爾乃略的講道，也是以此為基礎（宗 10:34-

43）。 

他為外邦百夫長科爾乃略授洗的事蹟在這卷書上佔了不少篇

幅（宗 10:1-11:18），宗徒們接受了伯多祿的解釋，均認為這是天

主的旨意。此舉敞開了猶太人把基督宗教傳給外邦人的大門。科

爾乃略的羅馬人角色還隱含著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羅馬日後會

取代耶路撒冷成為基督宗教的中心，伯多祿先保祿為這改變埋下

了伏筆。這次事件也改變了宗徒們對外邦人成為教友的立場和態

度，這影響的效果也為宗徒的第一次會議中的決議舖了路（參宗

15:1-21）。11 

保祿歸化後三年，他上耶路撒冷「拜見刻法，在他那裡逗留

了十五天…，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沒有看見別的宗徒」（迦

1:18）。十四年後，保祿再上耶路撒冷會見宗徒，與稱為(教會)柱

石的雅各伯，刻法和若望握手，表示通力合作…」 （迦 2:9），印

證當時的教會是由這三位宗徒管理。保祿首次上耶路撒冷的目的

便是要與伯多祿見面，足見保祿尊重他，視他為教會的領導者。 

6.  宗徒會議宗徒會議宗徒會議宗徒會議 

隨著保祿向外邦人傳教的成功，由外邦人組成的地方教會教

友日漸增多，這些教友的生活方式和不遵行梅瑟法律，尤其是不

行割損禮惹起了教會中保守猶太信徒的關注。有猶太派來的猶太

基督徒來到安提約基雅教會，要求當地的信徒行割損禮及守梅瑟

法律。保祿和巴爾納伯與他們起了爭辯，大家指定保祿和巴爾納

                                                           

11  Michael Grant, St. Peter A Biography. (USA: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imited, 

1972), p.117-118.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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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上撒路撒冷，請宗徒們澄清。宗徒和長老們召集會議，經過一

番激辯，伯多祿出來發言。他早在教會初期就得天主的啟示（宗

10:9-16），要他替外邦百夫長科爾乃略授洗的經歷，所以認同天

主的救恩也給外邦人。伯多祿的發言重點有三： 

(一) 天主藉他的口叫外邦人聽從福音，天主也賜給了他們聖

神，這與猶太人無疑， 

(二) 為什麼要把猶太人也不能守好的梅瑟法律強加於外邦教

徒身上，這樣等同試探天主； 

(三) 外邦人與猶太人同樣領受耶穌的恩寵，因此也會得救。 

所以他認同保祿的做法。雅各伯接著引亞 9:11-12去印證天主

的救恩計劃中一直都有包括外邦人，所以他也同意伯多祿的意

見，不要給外邦教友添煩加難，只須由耶路撒冷教會修函給安提

約基亞教會，指示應禁止的事物，事件便可得以解決。 

在此次會議中，伯多祿並未以一鎚定音的方式去處理爭議，

只指出了大原則，由雅各伯去建議細節和執行，顯出了領袖的風

範。 

7.  伯多祿與保祿的衝突伯多祿與保祿的衝突伯多祿與保祿的衝突伯多祿與保祿的衝突 – 安提約基亞事件安提約基亞事件安提約基亞事件安提約基亞事件（（（（迦迦迦迦

2:11）））） 

宗徒會議解決了外邦教友的飲食規範和割損禮的問題。然而

這項指示只涉及外邦人日常生活應怎樣在信仰中實踐，並不約束

猶太教友。繼續遵守梅瑟法律的猶太人在進食時仍避忌這些不守

法律的人，怕會被玷污，平日不與他們一同進餐，形成兩個分別

由伯多祿和保祿領導的基督徒團體，出現不能共融的現象。保祿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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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迦拉達書中重申他和雅各伯、刻法和若望達成共識：他們的傳

教對象是猶太人，而他則繼續向外邦人傳教，間接證實了這一現

象（參迦 2:7-9）。 

伯多祿對不潔食物的觀念早在約培所見的異象時已有所改

變，故願意與這些外邦教友同餐共桌。這一溫和理性的舉動，必

須要有靈活的、像處理外交事務般的彈性思維，謙卑的態度，才

有助於調和猶太教友和外邦教友的關係，這是一個胸襟廣闊的領

袖所為。當伯多祿探訪迦拉達教會時，他一如既往與外邦教友同

食。然而當有猶太教友從耶路撒冷到來時，他卻怕被這些人非

議，迴避了外邦教友。一位教會領袖竟有這樣的態度，甚至影響

和他一起的巴爾納伯也因他的態度而「裝假」起來，其他同去的

猶太教友紛紛仿效，引致保祿當面反對他（參迦 2:11-14）。「裝

假」一詞是指他們的行為與他們內心的信念不合，正如保祿所

說：「他們的行為與福音的真理不合」。12 

保祿認為這些行為會給外邦基督徒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因

為迦拉達教會外邦教友的信仰是根據保祿所傳達的「救恩不是因

遵行法律的效果，而是因為相信基督而成義」（參迦 2:15-16）。

作為領袖的伯多祿和隨行的猶太人一起「裝假」會導致當地的教

友以為基督徒真的要遵從猶太人的法律，這樣會把保祿所傳授和

建立的一切努力付諸東流。13 迦拉達書並沒有記載伯多祿是否因

怯懦而迴避猶太人，以及他被保祿斥責後的反應；然而根據他過

去有三次不認主，事後會悔過的記錄，他極有可能會事後反省悔

過，繼續努力促進兩個不同的基督徒團體的共融。保祿對教義的

                                                           

12  思高聖經原著譯釋版系列，《宗徒經書(上冊)》修訂版。香港：思高聖經學會，

2007，頁 493-494。 

13  Michael Grant, St. Peter A Biography. (USA: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imited, 

1972), p.59-60.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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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硬朗的性格，傳教的熱衷，強硬的處事方式，只能讓他成

為一位出色的傳教士。 

8.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耶穌並不是要找一個完美的人當教會的領導人，正如祂自己

也不是在一個完美的環境出生。伯多祿的表現在他跟隨耶穌期間

均不符祂的期望，處處顯示他領悟能力不足和性格上的弱點，但

同時也看出他對耶穌的赤子之情、率直、熱情和愛慕。他對耶穌

的言行不解和誤判，正好反映人這受造物在面對天主奧義的不解

與無力。這些不解是需要通過一些媒介才能讓天主更清楚地向人

啟示；正如耶穌駁斥法利塞人有關潔淨的問題時，就是通過伯多

祿的要求解釋這比喻，讓耶穌可以啟示潔淨的真諦是心靈的潔

淨；耶穌向門徒們預言祂的苦難時，伯多祿的反應是一位正常普

通人的觀點，卻又使耶穌有機會向我們啟示祂是誰，天主的救恩

計劃是如何實施的。14 

若望福音中的伯多祿，從第一次被帶到耶穌面前直至答應復

活的主耶穌牧養祂的羔羊，都顯出他對耶穌的順從。對觀福音記

述在這歷練的過程中，他有軟弱和不解的時刻，更有衝動、魯莽

和暴力的行為，但也有他的謙卑和服從的一面。耶穌在傳教的三

年中不斷引導他，挑戰他，使他逐步領略如何才能成為一位稱職

的宗徒，為準備他日後可以承擔大任。伯多祿就是這樣的一個

人，他在錯誤中學習，在不斷跌倒中願意再站起來中成長。他的

                                                           

14  Helen K. Bond, and Larry W. Hurtado, eds. Peter in Early Christianity. (UK: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15),p.108. HSS
C Li

br
ar

y



伯伯伯  —  漁漁、宗宗、教宗  

| 27 | 

成長並不是靠他個人的努力，而是靠耶穌的循循善誘，悉心裁

培。15這也是我們成長的寫照。 

福音中有三段耶穌把使命交托給伯多祿的經文：建立教會

（瑪 16:18）、堅固兄弟（路 22:32）、牧養基督的子民（若 21:15-

17）。五旬節時領受了聖神的啟迪後，伯多祿脫胎換骨，逐步實

踐耶穌交托給他的任務。他的性格溫良，以自己的經歷引導眾人

悔改；著眼大局和致力調和猶太人和外邦基督徒的關係，以期教

會達至共融。 

主耶穌曾說：「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瑪 5:5），性格溫良的伯多祿，要承受和建設這塊「在地若天」

的土地。這第一任教會領導人的崗位，他當之無愧。 

  

                                                           

15  Helen K. Bond, and Larry W. Hurtado, eds. Peter in Early Christianity. (UK: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15),p.119-120. 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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