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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路加福音导读



主题、中心思想、钥节

▪ 主题：
– 全人类救主的福音书

▪ 中心思想：
– 主耶稣基督是先知们预言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祂带来了普世的福音，任

何人只要信祂的死与复活就能得到神的拯救。

▪ 钥节：
– 路加福音2:11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 路加福音19:10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作者

▪ 路加
– 初代教会认定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
– 他是保罗的同工

▪ 使徒行传中作者谈及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时，多次使用复数第一人称
“我们”（16:10-17；20:5-21；21:1-18；27:1-28:16）。

– 他是归信基督的外邦人医生
▪ 保罗书信中保罗把他和其他犹太基督徒（奉割礼的人）分开介绍，并说明他时一

名医生：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安。（西4:14 ）
▪ 优西比乌《教会史》3.4.6.：路加是“安提阿人，以行医为业”。

▪ 路加福音即保罗福音
– 路加在与保罗同工时，向第一代见证人收集耶稣生平的素材，写成路加福音。
– 经保罗认可，拥有保罗的权威。优西比乌《教会史》3.4.7.：保罗引用路加

福音时称之为“根据我的福音书”。



写作时间和对象

▪ 写作时间：公元60年代初期
– 根据使徒行传和马可福音的写作日期来确定。
– 使徒行传的写作日期：大约在公元62年。

▪ 那时，在尼禄逼迫教会之前，保罗尚未殉道。
▪ 使徒行传中未提及大逼迫和保罗殉道，而是结束于保罗在罗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

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28:31）。
▪ 所以，路加福音是比使徒行传稍早一些写成的，呈现出一幅非常乐观的图画。

– 马可福音的写作日期：可能在50年代后期。
▪ 如果路加参考马可的话，估计在60年代初期写成福音书。

▪ 写作对象
– 提阿非罗

▪ 名字的字面涵义是“一位爱神的人”，“大人”的尊贵身份；
▪ 可能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赞助者。（把作品献给赞助人是当时常见的作法）
▪ 可能是一位初信徒。路加说要为他所学之道提供确实的证据：“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

确实的”（路1:4）。”
– 所有像提阿非罗一样寻求基督信仰的人。



写作背景和目的

▪ 写作背景
– 教会面临犹太人对基督徒的控告，如保罗在耶路撒冷遇见的冲突。
– 教会面临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误解。

▪ 写作目的
– 坚固信徒的信心。以可靠的耶稣生平证据来证明“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1:4）。
– 驳斥犹太人的诬告，帮助读者认识犹太人对真理的抵挡。

▪ 表明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并且祂是全人类的救主。
▪ 路加在使徒行传中也以事实表明，保罗不是犹太人的叛徒，而是神的忠心仆人。

– 暗示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误解。
▪ 基督教不是危险的邪教，而是犹太教这个罗马承认为合法宗教的实现，并且基督信仰

将带给世界真正的喜乐与昌盛。
▪ 这个暗示体现于希律和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罗马百夫长承认耶稣是义人（路

23:8,16,47），以及使徒行传中罗马官员对保罗的宽容态度。



主要特征

▪ 总体方面，新约中最长的一卷书。路加是写作篇幅最长的作者
（加上使徒行传）。

▪ 内容方面，相对于其他福音书，路加对耶稣生平的记载开始得早，
结束得晚，而且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写作。

▪ 素材方面，路加进行了严谨的史料编撰，关注事件的历史真实性。
– 可能参考了马可，但不完全参考马可。马太与马可的重叠部分高达90%，而

路加只有50%，主要分布在3:1-6:1、8:4-9:50、18:15-24:11，马可6:45-
8:26并未被路加采用。

– 路加的旅行叙事较长。马可只占1章，而路加却有10章。

▪ 文学方面，作者以优雅的希腊文，天衣无缝地将不同的素材交织
成一篇文学杰作。比如，1:1-4的开场白是新约中最优雅的文字。



主要特征

1. 提及世俗和宗教领袖时加上历史注脚与年代

2. 耶稣的身份：救主、旧约弥赛亚、主

3. 强调应许与应验

4. 强调救恩已经在耶稣的言行中临到今天的世界

5. 福音的普世性，特别关注“局外人”，即贫穷人、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

6. 神的拯救来临时的喜乐、庆贺与赞美

7. 命运的翻转：富人称为贫穷，贫穷成为富足

8. 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漫长”旅程

9. 强调耶稣升天后在天上掌权

10. 新世代的记号：圣灵，以及祷告的重要性



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

▪ 充分理解路加福音需要阅读使徒行传
– 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都是路加所写：

▪ 路加福音1:1-4 提阿非罗大人哪，...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
着次序写给你，...

▪ 使徒行传1:1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 可视为一本书的上下两册：上册将耶稣的生平，下册将教会的形成。
– 可用带连字符号（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Luke-Acts）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个

上下册的单一作品。
– 阅读时请留意平行记载：耶稣在路加福音中所行的事，许多都在使徒行传中

门徒们身上重复发生。



结构大纲

1. 开场白（1:1-4）

2. 救主的降生（1:5-2:52）

3. 救主的预备（3:1-4:13）

4. 救主的加利利事工（4:14-9:50）

5. 救主的耶路撒冷之旅（9:51-19:27）

6. 救主在耶路撒冷的事工（19:28-21:38）

7. 救主受难（22:1-23:56）

8. 救主复活（24:1-53）



2. 详解

路加福音导读



开场白（1:1-4）

▪ 写给普天下人的福音书
–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

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 公元1世纪希腊化的正式开场白格式（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斥阿皮昂》
Against Apion）

– 新约圣经中最优雅的希腊文，显出作者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
– 写作的对象：提阿非罗大人。
– 写作的目的：让提阿非罗这样的人确知耶稣基督的福音。
– 写作的特征：强调基督福音的史实性（目击证人、详细考察）。
– 针对不同的人群，神使用不同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来完成祂的旨意。



救主的降生（1:5-2:52）

▪ 救主的降生（1:5-2:52）概况：
– 这段经文的特征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一部精彩的“小说”、一场赏心悦目

的“音乐剧”、一位令人惊奇的天才少年（降生叙事的主角）。

▪ 一群等候和盼望基督的神子民（一个古老的“传说”）
– 从1:4到1:5语气突然转换为一种古时的语气（类似“在很久以前…”），路加

要把读者带到旧约时代看一群等候基督的余民。
– 这段中出现的人物都是敬虔的余民代表：

▪ 撒迦利亚和伊利沙伯：祭司的后代
▪ 约瑟和马利亚：忠心顺服的神仆人
▪ 年老的西面和亚拿：公义和敬虔的典范

– 余民对基督的盼望证明耶稣这位全人类的救主不是偶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拯救计划从亘古就已被预定。



救主的降生（1:5-2:52）

▪ 施洗约翰与耶稣基督（一部精彩的“小说”）
– 平行结构、互相交织：

▪ 施洗约翰：天使加百列的宣告（1:5-25）、出生（1:57）、出生见证（1:58）、
受割礼（1:59）、起名（1:60-64）、消息传开（1:65-66）

▪ 耶稣基督：天使加百列的宣告（1:26-38）、出生（2:1-7）、出生见证（2:8-
20）、受割礼（2:21）、起名（2:21）、消息传开（2:36-38）

– 两个故事的连接点：
▪ 马利亚拜访伊利沙伯（1:39-56），这也是整段结构的中心点。

– 作者的用意：
▪ 把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关联起来，同时也对他们的身份加以区别。
▪ 施洗约翰的身份：由没有生育能力的妇人所生、至高者的先知（1:76）、为主预

备道路（1:17）
▪ 耶稣基督的身份：由没有接触男人的童女所生、至高者的儿子（1:32）、主基督

（2:11）



救主的降生（1:5-2:52）

▪ 圣诞颂歌（一场赏心悦目的“音乐剧”）

歌名 经文 演唱者 主题

尊主颂 1:46-55 马利亚 神将卑贱低微升高成就大事。

撒迦利亚颂 1:68-79 撒迦利亚 神的拯救者藉大卫家的弥赛亚
成句，并由施洗约翰预备。

荣耀归主颂 2:14 天使诗班 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祂恩典
的领受者。

西面颂 2:29-32 西面 神的拯救是以色列的荣耀和照
亮外邦人的光。



救主的降生（1:5-2:52）

▪ 耶稣的童年（一个令人惊奇的天才少年）
– 这是对耶稣童年的唯一记载。
– 由首尾呼应的经文看出，这段属于降生叙事的一部分，为耶稣的事工作铺垫。

▪ 2:40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 2:52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或作年纪）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 关键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1:49）
▪ 原文是“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里面吗？”（…代表什么意思？事？圣殿？百姓？）
▪ 这句话代表逐渐增长的“弥赛亚意识”吗？
▪ 耶稣完全的人性体现在经历常人的学习过程，也为熟悉罪在人间的处境化状况。

– 把耶稣描述为天才少年的目的：
▪ 旧约预言的应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

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赛11:2）
▪ 见证耶稣的不凡。因为当时流行讲述君王的不凡来历（亚历山大大帝、古列等）



救主的预备（3:1-4:13）

▪ 救主的预备（3:1-4:13）概况：
– 这段经文的内容包括：施洗约翰为基督预备道路、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家谱、

耶稣受试探。

▪ 施洗约翰为基督预备道路（3:1-20）
– 三个特点显明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 特点一：将施洗约翰的工作放在世界的政治环境和时代中（参3:1-2）。
– 特点二：路加把旧约以赛亚书40:3-4的预言延长至40:5（参3:6）。
– 特点三：路加强调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的批评（3:7-9），同时也强调施洗

约翰关于道德的教导（3:11-14）。



救主的预备（3:1-4:13）

▪ 耶稣受洗
– 圣灵降临和天父说话。圣灵的降临是末世救恩的关键记号（徒1:8和2章）。
– 耶稣是神的儿子（诗2:7）和神的仆人（赛42:1）。

▪ 耶稣的家谱
– 与马太家谱的不同（参马太福音导读）
– 家谱以倒叙的方式追溯到亚当，显明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

▪ 耶稣受试探
– 这段经文的双重应验：以色列在旷野中的失败、亚当在伊甸园中的失败
– 马太和路加对三次试探的描述顺序不同：

▪ 马太：结束于山上，耶稣超越以色列，解决神子民的敬拜问题。
▪ 路加：结束于殿顶，耶稣超越亚当，解决了人类试探神的问题。

– 耶稣受试探标志着祂与撒但的宇宙性争战的开始。



救主的加利利事工（4:14-9:50）

▪ 救主的加利利事工（4:14-9:50）概况：
– 被称为“受欢迎期”：呼召门徒、宣讲福音、行神迹、遭到宗教领袖敌对。
– 事工的概述（与马太和马可类似）。4:14-15，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 事工的转折（不同于马太和马可，在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死之后）。9:51，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 拿撒勒讲道（4:16-30）
– 耶稣事工开始的标志（对照：马太以宣告天国律法的登山宝训开始，马可以迦

百农赶鬼开始，而路加则以在家乡的讲道开始）。
– 受百姓欢迎。4:16-23，宣读以赛亚书61章来报告神的救恩来临时。
– 转折点。4:24，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 遭百姓拒绝。4:25-30，当宣告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而不是以色列的时候。
– 后续发展：以赛亚书61章预言的应验，使被捆绑的人得释放（4:31-37,41）、

传福音给穷人（4:43-44）、病得医治（4:38-39,40；5:12-14,17-26）
– “拿撒勒讲道”是耶稣事工的缩影。4:24预示祂被钉十字架，后续发展预示祂复活

之后神的救恩临到全人类。



救主的加利利事工（4:14-9:50）

▪ 呼召门徒
– 呼召彼得（5:1-11）

▪ 显明作门徒的定义：真正的门徒要放下一切，以谦卑悔改的心来跟从主，作得人
的渔夫。

▪ 5:11，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 呼召利未马太（5:27-32）

▪ 显明召门徒的目的：不是召自以为义的人，而是召谦卑悔改的罪人。
▪ 5:32，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 挑选十二使徒（6:12-16）
▪ 显明对门徒的呼召是天父的计划。
▪ 6:12-13，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

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 耶稣的事工不仅是个人佈道，也有门徒栽培（后期更注重这方面）。



救主的加利利事工（4:14-9:50）

▪ 神国讲章（6:17-49）
– 路加福音的神国讲章与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是同一篇吗？

▪ 相同之处：都以福开始，以聪明与愚昧的房屋建造结束；都包含关于爱仇敌、论
断人、从果子知道树的教导。

▪ 不同之处：登山宝训中的一些教导出现在路加福音的其他地方，比如主祷文（路
11:2-4）、不要忧虑（路12:22-31）。

▪ 同一篇讲章的两个版本
– 时间不是问题，马太福音有意按照主题编排；
– 地点不是问题，路加并未指明是所谓的“平原宝训”，而是耶稣下到一块“平地”（6:17）；
– 内容不是问题，为服务于福音书的主题而侧重点不同；

▪ 两位人作者在同一位圣灵的默示下写成不同版本却仍然忠于史实。



救主的加利利事工（4:14-9:50）

▪ 神国讲章（6:17-49）
– 路加的侧重点：神国的降临将带来可见的社会新秩序（福音的入世性）

▪ 6:20-26，神国的降临将带来影响整个世界的秩序（把“灵里贫穷”直接称为“贫穷”，
以四个祸来平衡四个福）。

▪ 6:27-36，这个新秩序的核心是一个全新的爱的伦理，甚至要爱你的仇敌
（6:27,35）。

▪ 6:37-45，这个全新的爱的伦理将在世界上彰显出神的公义，因为好树必定结出好
果子，坏树必定结出坏果子。

– 对神国讲章的印证：神国的降临产生了翻转性的事件
▪ 罗马百夫长的信心（7:1-10）：“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么有遇见过”。
▪ 穷寡妇儿子的死里复活（7:11-17）：引起“众人都惊奇”。
▪ 用香膏抹主的有罪女人（7:36-50）：对待贵客的角色彻底翻转。
▪ 这一切的翻转都与神国降临所带来的爱的新秩序有关：“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

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7:47）。
▪ 撒种的比喻说明对于神国降临的不同反应（8:1-15）。



救主的加利利事工（4:14-9:50）

▪ 耶稣是谁？
– 加利利事工为要显明救主的真正身份。
– 三次询问

▪ 施洗约翰的询问。看到耶稣的加利利事工之后，“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
候别人呢？”（7:19）

▪ 门徒的询问。看到耶稣的神迹之后，“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8:25）
▪ 希律亚基帕的询问。听见耶稣的影响力之后，“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

事呢？”（9:9）
– 救主的答案和最终的确认

▪ 主的所言所行就是答案。7:22，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
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
福音传给他们。”

▪ 门徒的确认体现于彼得的认信：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
立的基督。”（9:20）加利利的事工在门徒的代表对救主的认信中达到了高潮。

▪ 基督与神的最终确认：耶稣预言自己被钉十字架（9:21-27）+登山变像（9:28-
36）。



救主的耶路撒冷之旅（9:51-19:27）

▪ 曲折的道路
– 这是一条走向耶路撒冷的道路

▪ 9:51-19:27被称为“旅程叙事”：救主正
在旅行（9:57；10:38；18:35；19:1），
正前往耶路撒冷（9:51-56；13:22,33；
17:11；18:31；19:11；28,41）。

– 但这却是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
▪ 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救主。（9:51-56）
▪ 从救主对门徒的要求来看，这是一条艰

难的道路。（9:57-62）
▪ 虽然这条道路不容易走，但救主却定意

要走这条道路。（9:51）



救主的耶路撒冷之旅（9:51-19:27）

▪ 逆转的道路
– 路加对救主走向耶路撒冷之路的描述不是一个旅行行程表，而在10章的漫

长描述中，“被弃者的福音”（Gospel for the Outcast）在对自义者的责备
和审判预言的衬托下，被凸显出来。

– 大逆转体现在七个比喻中 ——
▪ 好撒玛利亚人（10:29-37）：犹太人是需要帮助的人，而帮助者却是撒玛利亚人。
▪ 无知的财主（12:13-21）：获得大丰收的财主竟然是最无知而且马上要死的人。
▪ 大筵席（14:16-24）：被邀请赴宴的人拒绝邀请，不被邀请的人竟然进入筵席。
▪ 迷羊失钱和浪子（15:1-32）：失去的忧伤转变为失而复得的喜乐。
▪ 财主与拉撒路（16:19-31）：今生富足的人死后受苦，今生贫穷的人死后享福。
▪ 切求的寡妇（18:1-8）：毫无能力的寡妇竟然能够让高高在上的法官替她伸冤。
▪ 法利赛人和税吏（18:9-14）：自义之人的祷告不蒙神悦纳，罪人的祷告却蒙悦纳。

– 走向十字架的苦路所表明的是：神国的福音将带来大逆转，即谦卑的“局外
人”蒙祝福，自义的“圈内人”受审判。



救主的耶路撒冷之旅（9:51-19:27）

▪ 重价的道路
– 耶稣拒绝三个渴望作门徒之人的请求，因为作门徒要付重价（9:57-62）。
– 一系列关于作门徒的教导佐证了作门徒的代价：

▪ 差遣七十人（10:1-24）：付代价的宣教传福音
▪ 马大和马利亚（10:38-42）：付代价的专心聆听神的话语
▪ 关于作门徒的代价的教导（14:25-35）：付代价的真实涵义和付代价的程度
▪ 不义管家的比喻（16:1-13）：付代价的门徒职分
▪ 公义圣洁的生活：付代价的各方面门徒生活

– 恒切祷告（11:1-13）
– 凡事交托不忧虑（12:22-31）
– 时刻警醒（12:35-48；17:20-37）
– 大有信心（17:5-10）
– 谦卑顺服（18:9-17）
– 警惕财富的危险（12:13-21；16:19-31；18:18-30）



救主的耶路撒冷之旅（9:51-19:27）

▪ 旅程的高潮
– 旅程的高潮时撒该信主事件（19:1-10）和十锭银子的比喻（19:11-27）。

▪ 大逆转在税吏长撒该这个坏人中的大坏人身上体现出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
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19:9）

▪ 随之带出了整卷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19:10）

▪ 十锭银子的比喻是对神国降临的总结性比喻：“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
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19:11）



救主在耶路撒冷的事工（19:28-21:38）

▪ 阶段一：救主荣入圣城（19:28-40）
– 与马太马可不同之处：①宣告耶稣为弥赛亚是门徒而不是群众；②当法利赛人

责备门徒时，耶稣的回应是：这些石头必要欢呼。因为是全人类的救主来了，
不再局限于耶路撒冷的旧约百姓，而是万国万民和一切受造物都迎接祂。

▪ 阶段二：救主为耶路撒冷哭泣（19:41-48）
– 神不再“眷顾”祂的旧约子民，代表旧秩序的耶路撒冷将被毁（洁净圣殿是其预

表），因为全人类救主带来了更好的新秩序。

▪ 阶段三：救主的福音带来大逆转（20:1-21:5）
– 尊贵有能力的宗教领袖们代表旧秩序，他们以争辩对抗救主所带来的新秩序，

受到救主的责备；而贫穷无能的寡妇却被高举。

▪ 阶段四：救主预言未来（21:5-38）
– 较马太和马可更强调旧秩序的结束（耶路撒冷被毁）。救主对这个世界的拯救

将经历一段时期：现今世界的兆头包括假基督的出现、灾难性事件频发、信徒
受到广泛逼迫，末期到来的兆头是天上的异象和地上的混乱达到高潮时，救主
将最终降临。所以，门徒们当警醒（无花果树的比喻）。



救主受难（22:1-23:56）

▪ 最大的逆转即将发生…
– 祭司长和文士密谋杀害耶稣（22:1-6）：与旧势力的矛盾达到高潮。
– 设立圣餐（22:7-23）：预示着宇宙中最大的逆转，十字架事件，即将发生。
– 三个门徒逆转的预言：

▪ 为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的要像服事人的（22:24-30）
▪ 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最热血沸腾的彼得到时候将成为最软弱的人（22:31-34）
▪ 以前出门不用带钱囊、口袋和刀，但以后却需要（22:35-38）

– 橄榄山上的祷告（22:39-46）：大逆转之前的最后预备。
– 可耻的抓捕（22:47-53）：不法的抓捕者却得到被抓捕者的医治。
– 彼得三次不认主（22:54-65）：与救主朝夕相处的亲密门徒竟然不认祂。
– 犹太公会受审（22:66-71）：犹太人的王竟然受犹太人的审判
– 外邦人面前受审（23:1-12）：审判全人类的救主竟然受所有人的审判



救主受难（22:1-23:56）

▪ 最大的逆转终于来临…
– 救主被钉十字架（23:26-43）：完全无罪的人受罪的极刑
– 无罪的救主：

▪ 彼拉多：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23:4)。而且是三次
宣告耶稣无罪。(23:4,14-16,22)

▪ 希律：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作什么该死的事。(23:15)
▪ 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

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 (23:41)
▪ 罗马百夫长：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 (23:47)。义

人即无罪的人。
▪ 其实，犹太公会对救主的审判是丝毫没有证据的（参 22:66-71）

– 埋葬（23:50-56）：无罪的救主蒙受不白之冤而真的死了



救主复活（24:1-53）

▪ 三个看似顺序颠倒却真实的复活显现事件：
– 事件#1：妇女们与空坟墓(24:1-12)，代表那些微不足道却忠心跟从的人。
– 事件#2：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24:13-25)，代表灰心失望的门徒。
– 事件#3：向在耶路撒冷的十一门徒(24:36-49)，代表教会领袖。
– 留意路加描述救主复活的真实性：

▪ 24:12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
▪ 24:30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
▪ 24:42-43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 以马忤斯路上的门训（Emmaus discipleship）
– 四福音书中的独特记载。
– 门徒不信的原因是他们不明白神的话语。24:25-27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

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
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 神的话语让我们认出复活的基督。

▪ 升天事件：扼要记载，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使徒行传。



3. 总结

路加福音导读



路加笔下的耶稣

▪ 先知性和君王性的全人类救主
– 祂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

▪ 耶稣的自称。路4:24 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13:33 
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 群众的反馈。路7:16 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24:19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
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 祂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受苦弥赛亚君王
▪ 天使的宣告。路2:11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 耶稣的印证。路24:25-27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

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4:46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 全人类的救主以祂的话语和舍己牺牲来治理祂的国度。今天的教会要在讲台
上宣扬十字架的信息。



路加福音中的神学主题

▪ 神的计划
– 藉着基督把救恩带给万国万民（路加福音初步显现，使徒行传达到高潮）。
– 福音的普世性

▪ 以世俗年代定耶稣事工开展的日期（1:5；2:1；3:1-2）
▪ 家谱追溯到亚当（3:23-38）
▪ 特意引用以赛亚书40:5，“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3:6）
▪ 拿撒勒讲道中提到外邦人的福（4:25-27）
▪ 夸奖百夫长的信心（7:9）
▪ 差派七十人宣教（10:1-20），“七十”是创世记10章中列国的名单，代表万国。
▪ 马太的福音普世性在耶稣复活之后体现出来（太28:18-20），而在被钉十架之前

主耶稣吩咐门徒：“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太10:5-6）；而在路加福音中，西
面在降生叙事中已经预言救恩要临到外邦人（2:32）。



路加福音中的神学主题

▪ 神的计划
– 应许与应验

▪ 希腊语“必须dei”一词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出现40次之多，表示一切发生的事
都在神的计划中，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神的旨意。

▪ 应许深植于以色列根源，应验却不限于犹太人，而是全人类。
▪ 马太强调应验的特定性（某段旧约经文精准地发生在耶稣身上），但路加强调耶

稣整个一生就是应验本身。
– 耶路撒冷的关键地位

▪ 该城既代表神同在的地方（救恩在那里成就），同时也代表百姓顽梗悖逆的地方
（先知们在那里被杀）。

▪ 整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可被视为：一个前往耶路撒冷（路加福音中的耶路撒冷之
旅非常长），又从耶路撒冷出发的旅程。耶路撒冷是整个故事的高潮。



路加福音中的神学主题

▪ 基督的救恩
– 大逆转的福音

▪ 马利亚的尊主颂拉开序幕：卑贱的升高，坐在高位的降卑。
▪ 谦卑的“局外人”蒙祝福，自义的“圈内人”受审判。（参之前的PPT）

– 贫穷和受压迫的人：四福与四祸、大筵席的比喻、无知财主的比喻、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
– 罪人：用香膏抹主的有罪女人、浪子的比喻、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十字架上的强盗
– 外邦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十个麻风病人得痊愈
– 女人：路加提到13位马太和马可没有提到的女人。

– 圣灵工作的三个时期
▪ 降生叙事中的预告
▪ 耶稣事工中的能力
▪ 耶稣藉圣灵与教会同在



路加福音中的神学主题

▪ 福音新群体
– 赞美的群体

▪ 喜乐赞美与庆贺的言语遍布整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 福音故事常以领受神恩典的人的赞美为结束（5:25-26；7:16；13:13；17:15,17；

18:43）。
– 祷告的群体

▪ 路加特别强调耶稣的祷告；马太和马可只有两次，路加有九次。
▪ 耶稣的祷告：在受洗时（3:21）、医治一个麻风病人后（5:16）、拣选十二门徒

前（6:12）、单独与门徒共处时（9:18）、登山变像时（9:28）、教导门徒祷告
前（11:1）、为彼得祷告（22:32）、为谋害祂的人祷告（23:34）、死前的祷告
（23:46）。

▪ 耶稣关于祷告的教导：教导门徒如何祷告（11:1-4）、鼓励门徒在试炼中殷勤祷
告（18:1；21:36；22:40）、教导关于祷告的比喻（11:5-13；18:1-8）。

▪ 祷告代表与神的亲密关系。
– 今天的教会是一个赞美和敬拜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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