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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查经之十四：9:32-43—组长版 

 

诗歌/祷告： 

 

破冰问题：分享你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读经：《使徒行传》9:32-43 

 

背景介绍与名词解释： 

 

路加在第九章前部分告诉我们关于大数的扫罗如何归主。他后来成为向外邦人传

道的使徒；在 32节开始笔锋又转回到彼得身上，彼得继续全力投入他的使徒事

工，主要在海岸边的城市里，集中于约帕和吕大。这里描述了彼得行的两个神迹，

显示出使徒们的属灵能力。彼得成为耶稣的代表，能行像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奇

事。 

 

名词：  

吕大（吕大（即旧约的罗得）位于耶路撒冷通往海岸的路线上，约四十公里。在

耶路撒冷西北，往约帕的路途，离耶路撒冷约有一天的路程） 

 

沙仑（是由吕大向北至迦密的沿海平原） 

 

约帕（约帕（现代的雅法〔Jaffa〕）在海边离吕大有十九公里，离耶路撒冷约

六十公里，也是最接近耶路撒冷的一个海港） 

 

观察与解释： 

 

第32-35节  彼得医好以尼雅 

1. 回顾在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使徒们在哪里？（徒8:1当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

使徒在耶路撒冷坚固神的教会）现在彼得在哪？（V32周流四方，到了吕大）做

什么？（8：25 传福音，V32也在耶路撒冷以外的教会，探望教导圣徒V33, 传播

使徒的教训（二42） ） 

 

2. 在33至34节中，有哪些人物？发生了何事？（人物：彼得，吕大的瘫子以尼

雅；彼得医好瘫子以尼雅） 

 

3. 彼得是如何医好瘫子的？（V34 依靠耶稣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彼得自己的能

力。彼得只对他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4. 彼得医治瘫子的神迹对周围的人有何影响？（V35住在吕大和沙仑的人看见

了，就信了耶稣，归服主） 

 

5. 彼得医好瘫子的神迹有没有让你想到路加福音中哪个故事呢？（路5：17-26

（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耶稣医治瘫子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有何关联呢？（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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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细节上有相似的地方，如：V34节和路V24、25等，用词“起来”，提到“褥

子”。耶稣治好瘫子显明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大有权柄。彼得医好瘫

子显明了复活的基督与门徒同在，门徒们大有能力传讲、见证神的福音。） 

 

第36-43节  彼得使多加复活 

 

6. 你对多加的印象如何？在她身上有哪些美好的品格和事奉呢？（V36 广行善

事，多施周济。多加活出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她的信仰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无私奉献、周济贫困者、照顾孤寡、为人缝制衣服（V39可看出）、广行善事、

深得人爱戴。她的事奉成为她为人处事的方式，以至她可以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将神的爱传扬出去。）你羡慕这样的人吗？（跟进问题：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利弊？

这里可以讨论价值观：什么是幸福？再一层跟进：今天的环境不同了，我们还能

有机会像她那样做人吗？） 

 

7. 多加发生了何事？（V37患病而死，被人洗了，停在楼上。这里特别描述清

洗尸体，表明她确实死了。）为何要停在楼上呢？那里的门徒做了什么？（其一

犹太人的葬礼可以等到3天；其二他们听见彼得在吕大，就打发人去找彼得，期

待或者彼得可以行神蹟使多加复活，事情果然这样成就。） 

 

8. 如果有人生病，我们会找医生，如果有人去世呢？（有人去世，通常是找殡

仪服务。）当彼得被邀请去的时候做了什么？（V40、41叫他们出去、跪下祷告、

吩咐她起来、彼得仍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跪下来祷告，依靠基督的能力

行神迹，让她复活，胜过了死亡） 

 

9. 多加复活的神迹有何影响？（V42许多人信了主）结合题目4，我们如何正确

的看待神迹呢？（医好瘫子和多加复活的神迹证明了彼得所传的道。 两件事例

中，彼得的作为都使当地人归服了主。神迹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神迹都指向了

神迹背后的上帝，他们透过神迹信了耶稣。神医治（及审判）的大能既借着行动

与言语彰显出来，人们就应当有所回应。奇事神迹可以辅助使徒的话语，产生说

服力。特别是在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神迹奇事的见证更加重要。） 

 

10. 多加复活的神迹会让你联想到路加福音书中哪个故事呢？（路8：49-56（其

他福音书也有记载））这两个故事有何关联呢？（一是，很多细节的相似，叫人

出去、吩咐起来，吩咐的话也极其相似；不同的是，耶稣直接吩咐，而彼得是跪

下祷告；二是，再次印证了胜过死亡权柄的复活的耶稣基督与门徒同在，门徒行

耶稣所行的神迹。） 

 

11. 透过彼得所行的两个神迹你有何得着和看见呢？（第一，两个神迹都是跟随

耶稣的榜样；第二，两个神迹都是藉着耶稣的能力而完成；第三，两个神迹都表

明了耶稣的救恩，从瘫痪的病得以医治，以及从死亡被救活过来，都是肉眼可见

的表征，所表征的是一种新生命，藉着复活的大能，我们罪人蒙拯救，以至于进

入新生命中；第四，两个神迹都使耶稣更加得荣耀。） 

 

12.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看到哪些彼得奉主耶稣的名医治人的例子？（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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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4：30；5：12-16；6：8；和 8：6-7。 ）  

 

13. 彼得正经历着基督在约 14：12 所应许的。彼得相信基督的应许，并且经验

到神圣灵合作的大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也如此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缘故

呢？（这个问题是解释《使徒行传》的关键问题：本书中所讲到的事例，哪些是

通则-历世历代都应如此？哪些是特例-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划时代事件或只在

圣经没有完成之前才需要的事件？回答这类问题，要在整本圣经的原则中理解。

目前福音派与灵恩派的主要分歧是从这里产生的。如果小组中初信者较多，可以

略过这个问题；若要讨论，带领者需要做充分的准备。） 

 

14. 猜猜第 43 节中提到的硝皮是什么行业以及当时的犹太人如何看待此行业？

（硝皮匠在新译本翻译为制皮工人，此行业是一个被犹太人视为不洁净的行业，

因为制皮工人要与动物的死尸接触（利 5:2））作为犹太人的彼得为何愿意住在

此人家中呢？（彼得愿意住在硝皮匠的家中，表明神一步步预备彼得的心，接受

更颠覆性的启示和指示，要到外邦人哥尼流家传福音。福音信息已经开始打破了

人与人之间的障碍，福音临到了那些不洁的人中，正如今天福音临到我们这些不

洁人一样，是神的恩典） 

 

第 32-43 节 综合 

15. 在 32 到 43节中，你找到哪些证据显明当时福音正在复兴呢？（使徒所行新

的神迹奇事的发生（死人复活）和信主人数的剧增（v.35、42）证明一个广泛福

音的复兴） 

 

16. 那位在祂百姓里的基督，如何仍然以救主、导师、医生，和朋友的身份在人

们中间运行呢？（复活升天的基督仍然通过祂在地上的代表进行医治的工作

（v34、可 2:9）、用神迹证明使徒所讲的道，赐下救恩；祂垂听使徒的祷告，

赋予彼得使死人复活的权能（v40、可 5:41））对现今的我们有何激励和安慰呢？ 

 

17. 透过经文的记载，应当激励我们起来为什么事情祷告呢？（这些应当激励我

们为福音的复兴祷告，求神成就我们籍祂的名所做的工。） 

 

18. 观察经文中所涉及的地点的转变能看到什么呢？（地点渐渐远离耶路撒冷；

前面腓利向埃提阿伯太监（外邦人）传福音（八 26～40）似乎并没有对教会传

福音的方向有所影响。神要带领初代教会明白并开始实现传福音直到地极的使

命，就要让门徒们打破民族的分别和种族的隔阂。这里彼得的传道过程为接下去

神给彼得异象、向哥尼流传福音、以及对教会说明应该向外邦传福音做好准备。） 

 

19. 本段经文中和彼得相关分别有哪几个人物？（3 个，瘫子以尼雅；女门徒多

加；硝皮匠西门）你能找到这几个人物的共同特点吗？（瘫子在旧约中会视为不

洁，包括祭物都不能为残疾的，亚伦的后代中残疾者不能做祭司；女门徒只能在

女院中，无法靠着自己去圣殿里；硝皮匠也被视为不洁。他们都是无法依靠自己

的努力到上帝面前的人，但这经文中，他们都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可以敬拜神，

蒙了恩典。） 

 



海外校园机构(OCM) ©2015 By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Torrance, CA USA 4 

20. 观察经文是如何称呼这些各地的信徒的？（称呼他们为“圣徒”V32、V41（甚

至在本章 V13 中也出现了））这个称呼和第 19 题有何关系？（这个称呼让我们

看到，被称为圣徒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上帝赐下的、我们本不配得的救

赎和恩典。我们有此称呼，乃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乃是为我们钉在

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洗净我们的罪，因着基督我们才成为圣洁。这称呼不再是血

统论，也不再是道德论，乃是恩典。正如经文中提到了这 3个人一样，惟独基督，

也惟独恩典）你是如何看待此称呼呢？ 

 

归纳与应用： 

 

1. 今天的讨论给你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2. 你是如何看待神迹的？ 

 

3. 你是如何理解“圣徒”称呼以及上帝的恩典呢？ 

 

4. 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如何彼此代祷？（分 3-4 人的小组，为彼此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