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讲  跟随两部曲 

——从“革离撒勒湖”到“提比里亚海” 

宁   子 

 
经文：《路加福音》5:1-11；《约翰福音》21:1-19  

这两处经文分别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西门彼得最初的蒙召，和最终跟随的故事。  

我们先看第一处经文：《路加福音》5:1-11  

 

一、“革尼撒勒湖边”发生了什么？  

 

这段经文向我们讲述了”革尼撒勒湖边”所发生的神迹，一个平凡的渔夫，从”革尼撒勒湖

边”起，走进了历史的长河。”革尼撒勒湖边”的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 “革尼撒勒湖边“的

神迹是从神与人的互动开始的。  

 

我们先看 5:1-3  

 

这是事件的起头，这个起头是极不寻常的。许多时候，众人拥挤耶稣，是为了吃饼得饱，

是为了病得医治，是为了当下一切现实的好处。但“革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耶稣，却是为

了听神的道。正是在这个需要中，神与人在“革尼撒勒湖边”发生了的第一次互动：  

 

1、从岸上到船上，这是神与人互动的开始（5:1-3）  

 

这个开始基于两方面的需要：  

 

第一是众人的需要：众人拥挤祂，要听神的道。  

 

第二是耶稣的需要：面对众人的需要，耶稣也有需要：祂需要从众人之中分别出个人

来与祂同工，祂需要借用一条船，离岸，从船上教训众人。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

人。”（5:3）  

 

当时湖边边停着两条船，耶稣并没有随机地随便地上一条船，而是明确地上了西门的

船。尽管两条船的主人都离开船洗网去了，但耶稣知道，哪一条船的主人会听从祂的

吩咐，耶稣选择性地上了西门的船。祂不仅上了西门的船，而且在开口教训众人之

前，先对祂要使用的那个人说话：“把船撑开，稍微离岸。” 这是一个简单的吩咐，对

彼得来说，撑船离岸是举手之劳。因此，他二话不说，就照着做了。当他照着去做的

时候，众人的需要，耶稣的需要就都得到了满足。耶稣在彼得撑船离岸之后，就在船

上教训众人。  

 

顺服常从小事开始，主呼召我们与祂同工，也常从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的小事起

步。  



这是“革尼撒勒湖边”神与人的第一次互动，是从岸上到船上的互动。接下来，神与人

进入的第二次互动：  

 

2、从船上到水深之处，这是神与人互动的深入（5:4-7）  

 

耶稣的这个吩咐是针对”革尼撒勒湖边”的第三个需要：个人的需要。西门彼得和他的

同伴，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这是渔夫们”革尼撒勒湖边”的困境，耶稣没有忽

略他们的需要，因此第二次对西门彼得发出个别性吩咐：“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

鱼。”（5:4）面对这个吩咐，西门彼得却有话要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

着什么。”（5:5a） 

  

彼得的第一反应非常自然，彼得尊重自己的经验，彼得也尊重理性对经验的陈述。实

际上“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是人生常态。在这一点上，彼得不仅与”革尼撒勒

湖边”的众人没有什么不同，也与现今世代忙碌的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彼得的第二反

应却非常超然，他并没有根据个人经验作出不信的推论。当理性、经验与信心产生对

立的时候，彼得选择了对信心的让步，选择了对主话的顺服：“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

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

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5:6-7）  

 

当彼得对信心作出让步，对主的话全然顺服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  

 

从船上到水深之处是”革尼撒勒湖边”神与人的第二次互动，这是针对个人的互动，这

个互动是有张力的，甚至是有冲突的，这个互动的完成需要信心的支撑，需要完全的

顺服。  

 

接下来，神与人进入了第三个互动：  

 

3、从水深之处再上岸，这是神与人互动的高潮（5:8-11）  

 

而当神迹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个效应：一是客观效应，彼得打上来的鱼，不仅

装满了自己的船，也装满了同伴的船。二是主观效应，当众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的时候，“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5:8）  

 

神迹发生前，彼得称耶稣“夫子”，当他称耶稣“夫子”的时候，他自以为是个听话的学

生。而神迹发生后，彼得称耶稣“主啊”，当他呼叫“主啊”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个

罪人。  

 

从“夫子”到“主啊”，是经验的一小步，却是生命的一大步。  

 



耶稣对西门说 : “不要怕,从此你要得人了。”（5:10b）这是那一夜耶稣第三次对西门个

人说话。西门听见这话，“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5:11）  

 

在神迹发生前，西门彼得虽然没有打到鱼，但他至少还有渔船和渔网，有这些养生的

家当。但神迹发生后，他虽然得到了许多鱼，但耶稣呼召他跟从，他就撇下了渔船、

渔网、连同刚刚打上来的鱼。但正因为”革尼撒勒湖边”的撇下，这个平凡的渔夫才走

进了历史的长河。  

 

这就是 “革尼撒勒湖边”发生的故事。 

  

二、“革尼撒勒湖边”之后发生了什么?  

 

西门彼得高高低低地跟随：  

他有过众人的经历(五饼二鱼)  

他有过个人的经历(在水面上行走)  

他到达过高处(耶稣登山变像时)  

他跌入过低处(鸡叫以先)  

彼得的跟从并没有因为他跌倒而结束。跟从必须从“革尼撒勒湖边”到“提比里亚海边”。  

 

三、“提比里亚海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1-19  

 

这里详细描写了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里亚海边与西门彼得等人三个层次的互动。  

 

彼得回到了原点（提比里亚海即革尼撒勒湖，又称加利利海）：他们本来在耶路撒冷，但

天使报信说复活之主要往加利利去，门徒会在那里遇见祂。（《太》28:7）因此，彼得带

着一帮人回到了“革尼撒勒湖边”蒙召的地方。  

 

彼得回到了原境：彼得说我打鱼去，他的同伴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但在“提比里亚海

边”又没打着什么。蒙召前的彼得与蒙召后的彼得身份已经不同，从前他仅仅是个平凡的

渔夫，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他已然是领袖了，因此，他打鱼去，同伴也和他同去。  

 

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若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人身上，我们就很容易做出以下两个判

断：一是彼得重操旧业，这是一个负面判断。二是彼得有仆人素质，这是一个正面判断。

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主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与人互动，即便有领袖在其中，

若主不在其中，就是徒然。针对“提比里亚海边”的困境，耶稣再一次来到他们当中，并与

人互动。  

 

1、第一层次的互动：(21:4-6)把网下到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这个互动是依然是从个人的需要开始的，互动的结果是困境的解除。彼得在相似的情

境中，听到了耶稣的吩咐，这次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就照着做了，事情也这样成了。  



接下来，神与人进入了第二层次的互动  

 

2、第二层次的互动：（21:15-17）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 

  

这个互动是从耶稣的需要开始的。耶稣需要人与祂同工，耶稣需要人以祂的心牧养祂

的羊。“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牧养我的羊。”这是何等郑重的托付，这是何等信任

的托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哪些？“这些”是耶稣基督之外的一切。耶稣

需要爱祂的人牧养祂的羊，这个需要并没有在提比里亚海边结束。  

 

3、第三层次的互动：（21:18-19）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一条舍己的路，是

十字架的路。在“提比里亚海边”，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彼得跟从的代价。  

 

跟从主—从”革尼撒勒湖边”到“提比里亚海边”，跟从者不仅仅需要有“革尼撒勒湖

边”的撇下，“革尼撒勒湖边”撇下的都是身外之物；那些东西我们说不定在某些处境

中还会拿起。但“提比里亚海边”的撇下才是心里本不原意的，但“提比里亚海边”的撇

下却是撇下后永不该再拿起的。  

 

这不是一个渔夫得鱼的故事，这是一个渔夫走进历史的故事，这个是圣经中最大的神

迹之一，这是一个改变生命的神迹。 

 

四、讨论：从西门彼得的生命历程中 ，你学到了什么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