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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一） 
8:00~9:30 

以利亚与以利沙 

读经：王上 19:19~21 

 
引言：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师徒传承是每一个时代必须重视的事情，因为每一个时代都

需要有更多的工人来服侍神，如果我们不重视师徒传承，教会可能会后继无人，主的国

度就无法向外扩展。让我们从圣经中看以利亚与以利沙的师徒关系，以此作为今日教会

的事奉榜样。 

一、以利亚的心志──为事奉神，他恨恶罪恶（王上 16:29，17:1~2） 
1. 他恨神所恨──恨以色列人拜偶像（王上 18:16~19） 
2. 他爱神所爱──他过圣洁的生活（王上 17:8~9） 
3. 他敢面对邪恶──指责、警告（王上 21:17~26；王下 1:1~4、15） 

二、以利亚的顺服──为叫神喜悦，无条件顺服 
1. 顺服神的差遣──到基立溪旁（王上 17:3~5） 
2. 顺服神的安排──到寡妇的家中（王上 17:8）；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王下

1:3） 
3. 顺服神的命令──去见亚哈王（王上 18:1） 

 
从以上来看，作师傅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有美好榜样，能影响下一代，是值得

跟随者所学习的。跟随者要找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去学习跟随？他肯定想找一个灵命程度

比较好、事奉上有恩膏能力、祷告上有异象深度、生命上有影响力、生活上圣洁，而且

有爱灵魂心志的人。当然，师傅对跟随者也有一些要求，作门徒的需要预备心志。以下

我们从圣经中看以利沙跟随以利亚有怎样的心志，让我们从中学习。 

一、以利沙舍己的心志（王上 19:21） 
以利沙蒙召之前： 
1. 他是个农村人──有田地（王上 19:19） 
2. 他是个勤快的人──正在耕地（王上 19:19） 
3. 他是个有财富的人──他有十二对牛（王上 19:19） 

二、他有一个顺服的心志（王上 19:20；参腓 2:6~8；徒 8:26） 
仆人对主人吩咐的所有事都要绝对顺服，没有不得已的理由推辞。 

三、以利沙有专一跟随的心志（王下 2:1~4；参得 1:15~16） 
吉甲──滚开之意（书 5:9），叫一切的羞辱都从我们中间滚开。 

四、以利沙有奉献的心志（王下 2:3） 
伯特利──神的殿之意；得救，敬拜神，献身于主（罗 12:1；得 1:16） 

八 



 

 12

五、以利沙有恨恶世界、胜过世界的心志（王下 2:4） 
耶利哥──芬芳香城之意（书 6:1~20），预表世界，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就能胜过

世界（约壹 5:4~5；得 1:17~18） 
约但河──世界奇异之处（书 3:15~16），表灵洗能力之意，表以利沙敢以牺牲的

精神跟从主，认定道路永不回头（路 9:23~25；约 6:68） 

六、以利沙有圣洁的心志（王下 4:8~11） 

七、以利沙有不贪爱钱财的心志（王下 5:15~17） 

八、以利沙有敢于指责罪恶的心志（王下 3:13~15，5:21~27） 
 
总结：以利沙跟从以利亚，学会了以利亚的圣洁事奉，恨恶罪恶，不追求名利与地位，

专要恩膏与能力。他一生成功的事奉在于他选择师傅的深度与力度，是我们要学习的榜

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以利亚衰微，以利沙兴旺。他从以利亚的事奉与能力中，

得了加倍的恩膏和灵感。以利沙在他一生的事奉中，行了许多的神迹，给那个时代指出

了方向，是我们今日普世教会学习的好榜样。 

思考问题  

1. 在以利沙的各样心志中，哪些是你有的？求神帮助你继续持守这些心志。 
2. 在以利沙的各样心志中，哪些是你缺乏的？求神教导你如何培养这些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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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二） 
9:30~11:30 

师 徒 关 系 

——寻找“保罗”的过程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 

本单元将以上一课的查经人物为主轴，延伸出另一个主题，就是在徒弟找师傅的过

程中，可能会有的困难与解决的方法，先作沙盘推演，以便在发展师徒关系期间，面对

类似相关问题时，能避免犯错，并以较轻松的态度化解难题。 

一、若“保罗”没有收门徒及交棒的意愿怎么办？（王上 19:3、14、16） 
以利亚是一个属灵的悍将，单独一人在迦密山上，挑战拜巴力和亚舍拉的 850 名假

先知；他靠神赢得胜利，夺回以色列百姓敬拜真神的心；但以利亚似乎没有意愿要交棒、

收门徒。圣经记载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凸显一个现象，就是没有同伴、没有徒弟相随，

特别是在他面临耶洗别的恐吓、逃命躲在山洞中之时，他向神诉苦：“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若我们想要跟随的是类似以利亚这样个性够强、认识神够多、

恩赐也够大，但没有交棒、收门徒的看见或意愿的人，而你又渴望向这样的属灵长辈学

习，要成为他的学生，那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等候两方面的时机到来： 

1. 当以利亚遇到属灵挫折时，就会发觉自己孤身一人，没有属灵的传承对象，没有

接棒人，那会是神国的 大亏损（王上 19:10、14），这时就是时机了！ 

2. 神是教会的工头，祂会发命吩咐，叫人接棒，也会发命吩咐要人交棒，以利亚从

何烈山下来后，神要他去膏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他的工作，纵使以利亚百般不愿

意，但神的命令，属灵的人是不敢不从的。当神直接介入、亲自动工改变以利亚

对交棒、传承工作的想法，给他新的看见时，这时就是时机了！ 

以利沙本身是一个有属灵心志的年轻人，他在时机未到以先，在家孝顺父母，犂田

耕地，殷勤工作，尽儿子的本分；他用十二对牛耕田犁地，时刻纪念着神与以色列选民

所立的约，他有心志要复兴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从他所属 弱小的西缅支派开始（民

13:5）。这是我们未找到保罗之前，应效法的榜样！ 

二、门徒最忌有三心二意的心态，务要对“保罗”展现出一心一意、跟随到底的决心!

（王上 19:19~21） 

以利沙知道以利亚有意思要提拔他、收他为徒之后，他立刻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

将套牛的器具烧毁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事以利亚。这种决心的展现（将养家糊口

的器具烧毁），就是一种信心的行动。我们相信，以利沙这种表现，在以利亚心里一定

起到加分肯定的果效，也因此更坚定了以利亚要收以利沙为门徒的意念！ 

三、当遇到“保罗”对你有不公平的对待及考验时怎么办？（王下 2:1~6） 

在耶和华要接以利亚升天以前，以利亚没有任何临别的赠言或嘱咐，反倒是三次要

拦阻以利沙继续跟从他，叫他在原地等候，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对待及无情的考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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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下来，似乎不见师傅的关怀及照顾，只见徒弟热脸贴师傅的冷屁股。若你追寻跟随的

是给你这般待遇的“保罗”，如何面对及解决呢？ 
以利沙的回应方法是：在神面前，向师傅表明寸步不离的决定。不论师傅对我好或

不好，苦待我或善待我，在我未获得他的真传、未完全接好棒之前，都应忍耐到底，借

此调整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并破碎更多的老我，以至于能喜乐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如

此才能 终被看重、被成全。 

对“提摩太”来说，要经历过以下三方面的考验才是好的： 
1. 第一个考验，是往“伯特利”去 

 指的是艰困的物质生活，只能以天空为帐、大地为床、石头为枕（创 28:10-11），
也就是吃喝不定的生活考验。 

2. 第二个考验，是往“耶利哥”去 
 指的是使命的艰难，仇敌的厉害，外有高大坚固的城墙营垒阻碍，内有亚纳

族巨人的威吓相逼（民 13:28、33）。 
3. 第三方面的考验是往“约但河”去 

 指的是从世界来的各种情欲，犯滥成灾如约但河水涨过两岸（书 3:15）；是

被淹没在其中？还是靠主所赐的生命力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正如祭司的脚一

踏入中水，那澎湃汹涌的大水就在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水流全然断绝

（书 3:14~17），使以色列百姓从干地过去。 

一个有属灵心志的年轻人，决不会回避师傅给他的苛刻考验，反而会光荣地通过考验。 

四、徒弟缺乏超越“保罗”的信心和志向，而作“保罗”的也缺少给徒弟这方面的鼓励

时，怎么办？（王下 2:9~10） 

不论师或徒，我们都应该深刻认知，交棒的过程若是一代不如一代， 后的结果是：

教会的灯暗淡，神家的光微弱，影响不了这个世代，不能为主赢得城市。 
以利沙凭着信心，大胆向以利亚要双倍的灵感动他，期望有多师傅一倍的能力临到

自己身上；这种心志高、信心大的要求，是当今年轻人所缺乏的。以赛亚书 45 章 11 节

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

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以利沙给我们当“提摩太”的一

个榜样，就是不单要效法“保罗”，更要超越“保罗”。立这样的心志是神所喜悦的，

其目的不是要高举自己，而是为使神的家灯明光大，并见证在我们身上动善工的神。以

利沙所求的，也应是今日“提摩太”向“保罗”所要求的，那就是：“愿感动你的灵加

倍地感动我！” 

思考问题  

1. 你心目中是否有你渴望跟随的“保罗”人选，可是对方没有交棒、收门徒的意愿？学

过这一课后，你会怎样面对这个难题？ 
2. 你曾否受过属灵师傅的不公平对待或无情考验？你如何回应这些情况？你能否像以

利沙一样，忍耐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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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自己（或者你所认识的朋友）在寻找“保罗”的过程中，除了本课所提到的困难以

外，还遇到过其他的难题吗？ 
4. 你有超越师傅的心志吗？你愿意为了讨神喜悦，拓展圣工，祈求更大的灵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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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一） 
2:30~3:00 

我的秘密 
［造就活动］ 

 
道具：笔、纸、小箱（或袋子） 
 

目的：认识自己；认识找“保罗”的基本条件。 

活动说明 
1. 把学员分成若干数目的小组，每组人数 好不要超过十二人，组员互选一位做主持人。 
2. 每人先拿纸和笔（要在活动前将纸分成若干小块，给每人六小块）。 
3. 主持人请每一个组员想几件别人不知道、比较特别的，但一定要关乎自己的事情。例

如： 
 我 开心的时刻是…… 
 叫我 尴尬的事情是…… 
（大家可以建议其它的题目） 

4. 请组员将两件事情写在小纸块上，但每张纸只写一件事情（例如：在一张纸上写我

开心的时刻是……；而在另一张纸上写叫我 尴尬的事情是……），然后把纸块对折，

放在袋子或箱子里面。 
5. 主持人抽出其中一张纸，并且将上面所写的事情念出来，然后请大家猜有关的组员到

底是谁。猜到后，再抽另一张纸让大家来猜，以此类推。 
6. 猜对次数 多的人，是胜出者； 难被人猜中的组员（猜的过程 长）也是胜出者。 

 
备注：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可再做一、两次。（例如：第一次写 开心/ 尴尬的事；

第二次写 喜欢/ 害怕的事；第三次写令自己 难忘/ 紧张的事） 

分组讨论 
1. 当你回想这几件个人的秘密，你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特别感受，还是你感到很不

容易才能写出来跟人分享？） 
2. 当你知道别人的秘密，你有什么感受？（很惊讶吗？） 
3. 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但诗篇 139 篇告诉我们，神 了解我们。1~6 节指

出神是无所不知的，因此我们不用把自己藏起来。更宝贵的是，祂知道你的一切，但

祂却完全地接纳你，且要与你同在。 
 1 节的“鉴察”有细心寻找的意思。神不喜欢你躲藏起来，因为祂重视你这个人。

虽然祂是全知的，但对祂而言，你不是祂所知的一大堆资料的其中一份。祂细心

地“寻找”关于你这个人本身的一切，因祂喜欢知道一切关于你的事。祂认识你。

圣经希伯来原文的“认识”不单是指知道，还有“爱”“亲近”“了解”的意思。 
 2~4 节指出，你一切所行所想和所说的，神都知道。诗人并没有因为在全知的神

面前无法躲藏而感到恐惧或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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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5 节指出神深知你的一切，但祂不是要找你的毛病，挑你的错处，而是要保

护（前后环绕）你，且要紧密地与你在一起（按手在你身上），成为你的支持和

力量，与你一同经历一切。所以诗人表示，神对他这样的认识实在太奇妙了，超

乎人的理解。 
 15~18 节指出你不是神大型生产线上的其中一个产品，而是神独特的创造；就是

你还在胎儿的阶段，祂一直留意着你生命的成长和发展。神对你充满盼望，就像

父母对儿女般，虽然孩子还小，甚至还是在胎儿的阶段（未成形的体质），但父

母却憧憬着儿女的出生、成长和将来。你可能经常都想到人怎样看你，但何不想

一想创天造地的神如何看你，祂是如何地想念你？你也许害怕想到自己的将来，

但何不思想神如何顾念你的将来和祂在你身上的计划和美意？ 
4. 这个活动能否使你认识自己多一点？请分享你在哪方面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 
5. 祷告：为自己和组员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 

思考问题  

1. 当你跟组员分享那些不光采的事情，例如：尴尬和紧张的事情，你会害怕人家知道

这些秘密吗？为什么你会害怕（或不害怕）？ 
2. 假若大家都害怕分享，不敢把真相说出来，你认为这个活动会怎么样？ 
 

这个造就活动能否成功，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是我们能否诚实地面对自己，

第二是我们能否信任其他的组员。这两个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我们能否坦诚地与人分享。

同样，要成功地找一个人作我们的“保罗”，基本的条件是我们愿意开放自己，以及这

个“保罗”必须是我们能信任的。没有这两个基本的条件，即使有人表示愿意作我们的

“保罗”，愿意就我们的缺点或毛病提点我们，我们也不会接受，甚至会否认自己有那

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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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二） 
3:00~5:00 

如何认识自己 

引言 

属灵的师徒关系是神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 4 章 16 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

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经

文所强调的是“彼此相助”和“在爱中建立自己”。神造就我们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我

们跟别的肢体建立师徒关系。作为“提摩太”（学徒），我们要祈求神帮助我们找到一

个“保罗”（师傅）。要找一个合适的师傅，我们需要先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样

我们才能知道要一个什么样的“保罗”来帮助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罗

12:3）。谁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呢？答案就是神、自己和别人。 
 

一、求神光照 

诗 139:23~24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24 看在我
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 36:9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根据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因为在祂的光中，我们必得见

光。要让神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就要留意以下几点： 
1. 要先让自己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而不是拼命地自省。诗篇 37 篇 7 节提醒我们，

要默然倚靠神，耐性等候祂。 
2. 要小心避免堕入过度自省的陷阱，不然很容易会灰心、自卑，甚至不断地受控告。 
3. 要祈求神不单让我们认识自己，也使我们用祂的眼光看自己：既知道和接纳自己

的短处，也肯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 
 

二、自我检视 

我们自己可以透过以下三方面来认识自己。 

（一）照镜子 

首先，我们可以求神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到“镜子”面前，让我们看见自己本来

的面目。神的话如同一面镜子（参雅 1:23）。我们可以研读几位圣经人物的生平，从而

认识自己。然而，我们要小心： 
 我们的目的是认识自己，而不是评价别人。因此，不要将我们个人的反省强加在

别人身上，要求别人也作同样的改变。这样的做法只会伤害别人，或令人反感。 
 不要因为自己的情况跟某位圣经人物相近而给自己借口，表示自己不可能改变。

事实上，神借圣经记录了这些人物的经历，其中一个目的是要鼓励我们；当我们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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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神如何改变那些与我们性情一样的人，使他们从软弱变为刚强，我们应相信

神同样能改变我们，叫我们变得更像主耶稣基督。 

（二）以圣灵所结的果子作自我评估 

我们追求的 高目标是活出基督的形象（参罗 8:29；加 4:19）。由于圣灵又被称为

“耶稣的灵”（参徒 16:7；腓 1:19），那么我们可以用圣灵（即耶稣的灵）所结的果子

来评估和认识自己活出基督形象的情况（参加 5:22~23）。 
 
圣

灵

的

果

子 

１ ２ ３ ４ ５ 不

知

道

解释（参《新约精览（三）》附录五《圣

灵所结的果子》） 

仁

爱 
      很多人都是因为别人先爱他们，他们才会

爱对方。然而，这样的爱不是仁爱。原文

圣经常用这个字来形容神的爱；它是主动

和无条件的，全然为对方的好处着想，甚

至舍己；没有任何的私心。 
喜

乐 
      这是一种因心灵感到满足和释放自由而产

生的快乐。 
和

平 
      当我们跟神和别人的关系美好和谐时，我

们的内心就会感到平安，这就是和平。这

段经文的上文所提到的“仇恨、争竞、忌

恨、恼怒……”（加 5:20）跟和平是背道

而驰的。 
忍

耐 
      忍耐指我们的心有很大的容量，能包容别

人的逼迫，亦能在各种试炼和苦难中，一

直坚持到底。 
恩

慈 
      恩慈的意思是仁慈。恩慈的人不会对人过

于苛刻和严厉，而是会像神怜恤罪人一般，

体恤别人的软弱。 
良

善 
      良善 重要的特质就是择善弃恶；不跟罪

恶和不合理的事情妥协，并且坚持追随一

切的美德。 
信

实 
      信实包括两方面：持守对神的信心，并且

以忠诚待人。 
温

柔 
      温柔和谦卑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温柔的人

不骄傲，愿意受教，不会轻易发怒。 
节

制 
      这是一种自我控制和管理的能力，不易受

神以外的事情支配（例如嗜好、享乐、欲

望）。 

★1~5 分别代表由 弱到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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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培训的导师或带领者若能先向大家展示自我评估的结果，相信能鼓励学员做这个

练习。） 

思考问题 
1. 在我生命中，圣灵的工作在哪方面 明显？ 
2. 在我生命中，哪方面 需要圣灵帮助我进步？ 
 

（三）性格评估：我属哪一类型？ 

1. 行动型（代表人物：彼得） 
优点 缺点 

动作快，推动力强，效率高，能应付环境

变化，求见结果，实际具体，有自信，积

极乐观，完成任务 

自负，心急，缺乏稳定性，缺乏人情味，

不容易支配工作，不够耐心，有时有头无

尾，看不起他人，较粗心大意 

2. 步骤型（代表人物：尼希米） 
优点 缺点 

三思而行，重质轻量，分析力强，能作详

细计划，富有耐心，周到完整，注意细节，

按部就班 

犹疑不决，不易起步，完美主义，从负面

看事，过分保守重传统，消极悲观，较不

易克服压力，较胆小，不易采纳新事物 

3. 人际型（代表人物：巴拿巴） 
优点 缺点 

体贴，和睦，鼓励，真爱，同情心强，乐

意接纳他人，宽容，明白对方需要，敏锐，

好听众，了解人际关系 

重人情弃原则，偏主观，情绪较不稳定，

容易受伤害，受人为因素做决定，不容易

说“不” 

4. 构想型（代表人物：保罗） 
优点 缺点 

富有异象，创造力强，先知远见，理智，

发明者，启发他人思想，建设性批评，突

破困难 

容易论断，容易自负，较轻视团队精神，

独断独行，有时忽略实际行动，自以为聪

明，对人缺乏耐心，不易与他人配搭 

（以上内容引自《门徒之道》第八课） 

个人反省与应用 
1. 你的性格比较接近哪个类型？（可选一项或两项） 
2. 你有哪些优点？这些优点对你的生活和事奉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3. 你有哪些缺点？这些缺点对你的生活和事奉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4. 你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优点？如何克服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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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教他人 

帖撒罗尼迦前书 5 章 11 节教导我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因此，除了以圣灵所结

的果子和性格类型来让我们更清楚认识自己之外，我们也可以请其他肢体来帮忙。例如：

请一位认识我们的肢体或同工用上面那四种同工类型来评估我们，看在他们眼中，我们

的性格跟哪一类 接近。此外，我们也可以请他们回答以下的问题。他们觉得…… 
1. 你有什么优点、缺点？ 
2. 你是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3. 你是否主动地追求成长？ 
4. 你有没有受教的心？ 
5. 你愿意让神改变你吗？ 

 
透过以上活动所得的结果，你应该会较清楚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此外，在

那些愿意坦诚地给你评价的人中，说不定其中一位可以成为你的“保罗”。 
 

思考问题  

1. 透过这一课的评估，我有没有发现我生命中要改进的地方？这些习作能否帮助我找到

一个适合的“保罗”？ 
2. 我要在哪方面多下工夫？ 
3. 当我要找一个“保罗”的时候，我希望他有什么特点呢？ 

结论 

一般而言，人较喜欢与自己同类型的人共事，因为不需要作太多和太大的适应。然

而，要找一个合适的“保罗”， 好是找一个能帮助自己克服缺点的人。 理想的情况

当然是找一个性格类型能补自己不足的人来当“保罗”。例如：人际型的“保罗”可以

帮助行动型的“提摩太”变得较有人情味，能跟人搭配和合作，更有效地发挥团队精神。

同样，行动型的“保罗”可以帮助人际型的“提摩太”，在处事方面，建立应有的自信

和决断力，不会过度受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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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 
7:00~8:30 

寻找耶稣的人──尼哥底母 

一、寻找耶稣的人的身份 
1. 是法利赛人（约 3:1；参太 19:16~30；可 10:17~30；路 18:18~30） 
2. 是犹太人的官（约 3:1） 
3. 是以色列人的先生（约 3:10） 
透过尼哥底母的身份，我们看到一个有这么高地位与才干知识的人，也需要一位师

傅帮助他解答一些疑难问题，何况我们呢？岂不更需要一位属灵的导师来引导帮助我

们？ 

二、寻找耶稣的原因 
1. 为要解答生命中的疑难问题（约 3:2） 
2. 因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约 3:2） 
3. 因耶稣所行的神迹（约 3:2） 
对于你要寻找的“保罗”，你是否清楚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也有尼哥底母同

样的疑难问题吗？请你亲近你的“保罗”来寻找答案。 

三、寻求耶稣的态度 
1. 谦卑（约 3:1） 这么高的身份还来寻求耶稣。 
2. 渴慕（约 3:2） 夜间来寻求，表明他渴慕。 
3. 舍己（约 3:1~2） 当时他是犹太人官，也是议员之一；他知道犹太人要杀害耶

稣，他还来寻求耶稣。 

四、寻求的结果 
1. 生命中的难题得到解答（约 3:7~12） 
2. 得到重生的真理（约 3:3~5） 
3. 得到充足的信心与生命的改变（约 19:39~40） 
作为“提摩太”，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保罗”，不但能解决生命中的难题，而且也

能得到预料之外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思考问题  

1. 在你的人生路上，有哪些难题是需要有经验的属灵长辈帮助你去寻求答案的？  
2. 你遇到难题时，是否愿意寻求帮助？还是你习惯于自己解决问题？如果你很少求教他

人，你可有想过是什么原因？ 
3. 在你过去（或现在）是否有“保罗”指导你，让你的灵性得到帮助？你的“保罗”如

何改变你的生命？请分享你的经历。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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