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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遜博士對聖經素有研究，曾撰寫過不少研 

讀聖經的輔助書籍，深獲好評。本書一章介 

紹一卷書，先扼要地分析每卷書的時代背 

景 ，再討論它的獨特主題，然後簡潔地列出 

它的主要內容，以及書與書之間的關係，讓 

讀者有系統地綜覽整部新約聖經。為了幫助 

信徒培養獨立研經的能力，本書列擧了每卷 

書的鑰字及鑰句，並且提出適切的問題，引 

導信徒作深入的思考。書中更附有一百六十 

多個圖表及二十五個地圖，清楚而扼要地把 

人物、時間、地方、主題等串連起來，使讀 

者一目了然，容易明白其中的複雜關係。本 

書材料豐富、論點精確，極能幫助信徒了解 

整部新約聖經的脈絡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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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約是基督徒的「新出生地」 ，因為在此處神的能力改變了他的生 

命 ；在 屬 靈 上 ，他感到這處是他的家。他的內心渴慕研讀新約，因為神 

的 話 語 （聖經）不單單使信徒得到救恩，也同時要啟迪他們—— 這是成 

長及事奉的靈糧。信徒不能只選擇某些部分，而必須要學習全部新 約 ； 

而一個研讀大計的穩健基礎就是綜覽這是指逐卷逐部全面地研讀新 

約 。

本書的宗旨，是引領讀者自行研讀聖經。許多 時 候 ，研讀新約的人 

只閲讀別人的心得，而不肯自己花時間讀聖經。本書的用意，是要引發 

讀者綜覽新約經卷，找出各卷的主旨。為方便讀者明白各卷的要旨，書 

中列出一些參考資料（如大綱） 。只是這些資料的用處，僅在於協助讀 

者個人的研究，使大家遇到艱深難解的經文時，不致興味索然；最後還 

需讀者自行研究，不要老是靠賴別人幫助。

本書的另一目的，是叫讀者明白新約各卷的信息結構。若要全面了 

解 聖 經 ，除了知道神説過甚麼以外，還須了解袖如何説；因此本書採用 

大 量 圖 表 ，務求將各卷聖經的結構剖析得清清楚楚。

研究聖經要旨的人，因為不必仔細分析經文，往往忽略應用這一步 

驟 。本書的另一目的，就是幫助讀者反省，把經文要旨應用於生活上。 

我 們 的 目 的 是 ：反 省 應 用 。無論是哪一種研經法，都應以此為最終目 

標 。

除此以外，本書又提供別的重要補充材料。以下為本書各章的分段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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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前準備
這是每章的頭一段，目的是要讀者在綜覽某卷書前，先作好準備， 

提起研讀興趣，觸發學習動機，因此頗為重要。

二 ' 背 景
各卷書都是在特定的時空寫成，各有 不 同 背 景 。這段就是背景討 

論 ，許多資料都不見於經文本身。我們會反覆提及重要的事項，以加深 

讀者的印象。

三 、 綜 覽
這 是 全 書 的 主 幹 ，亦是最需要下功夫的地方。第三章將詳論綜覽 

法 ，提出綜覽新約各卷的幾個步驟。

四 、 要 旨
綜覽全卷書以後，就該討論書中要旨。學術問題與聖經難題，均不 

屬綜覽範圍，故此不在討論之列。書中的評論，可作綜覽後的總結，並 

提供建議作日後進一步的研究。

五 、 鑰字鑰節
有 些 字 句 和 經 節 ，顯然與該卷書主題相關。我們會在書中約略提 

及 ，盼望讀者自行發掘和補充。

六 、 應 用
本段利用問題啟發讀者把新約聖經的敎訓，應用於個人日常生活

七 、溫習題
一個有效的學習程序是透過回答溫習題目來重溫所學習到的。這段 

所提供的問題，是關於綜覽部分的重要資料及新約書卷的背景，這處並 

不包括要旨部分的問題。

八 、 進階習作
本段是給有心仔細研讀該卷書要旨的人參考，不屬綜覽範圍。

九 、 大 綱
本段是提供一個簡要的新約書卷的大綱，作為綜覽的參考資料。

十 、綜覽圖表
在各章內均附有一個完整的新約書卷綜覽圖表。

請 留 意 ：讀者在完成新約的綜覽時，應開始作研讀的分析，就是逐 

部分來研讀全本新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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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章導言部分，是預備讀者進行新約書卷的綜覽研讀。 

第一章是瀏覽由轉觴給我們的新約聖經那吸引人的故事。第二 

章描述新約的背景：歷 史 、宗 敎 、政 治 、自然環境。第三章是 

向讀者介紹綜覽的方法（鳥瞰法） ，提供個人研讀新約聖經的 

工 具 。



第一章

新約成書的歷史

新約聖經的每一頁，都記載了神最後向人曉論的話語，故此極之重 

要和寶貴。本章旨在介紹新約聖經的特點，以及它編集成書的歷史，讓 

讀者更加認識新約聖經的價值；並且希望讀者愈領悟新約聖經的寶貴， 

就愈懂得使用它。

一 、神最後的啟示
在舊約時代，神藉着先知和天使，局部啟示了自己；而祂的獨生子 

耶 穌 ，卻最終而完全地把祂彰顯出來。 「神既在古時藉着眾先知多次多 

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着祂兒子曉論我們。」 （來一 1-2上）請 

看第七頁的圖如何將新舊約時代作一比較。

主耶穌把我們的罪洗淨後，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因為袖 

已為贖世人的罪而代死（來一3 ;參約一九3 0 ) 。神的啟示就此終結，而 

新約聖經正是記載神這位獨生子的事蹟和啟示。

雖然新約聖經是神最後的自我啟示，並不等於舊約聖經是過時的。 

新約聖經並非為了取代舊約聖經而寫成；相 反 地 ，它是接續舊約聖經 

的 ，承襲舊約聖經的應許，是從舊約的種子裏結出之果實，也是舊約山 

嶺的頂峯。沒有舊約聖經，基督的事工便成為難解之謎，叫人摸不着頭 

腦 。例如耶穌所講的話： 「我奉 差 遣 ，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 

去 J (太 一 五 2 4 >，便需要借助舊約聖經來解釋。所 以 ，熟悉舊約聖經 

便能打好基礎，作為研讀新約聖經的最佳準備。

新約聖經既是神最終的啟示，自然記載了舊約預言的實現、基督在 

世的言行、基督敎會的誕生及成長、末日的預言，以及基督敎信仰的內 

容 與 闡 釋 。每 一 個 熱 心 的 信 徒 ，都願意多花時間研讀神記載於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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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曰與現今的啟示

—— 昔 日 —— —— 現 4 —

神藉着 神藉着

先知説話 耶穌基督説話

舊約 新 約

聖經裏的話語。

二 、新約聖經是由神賜給我們
新約作者還在執筆苦幹時，他們中間已流行一本「聖經 J 。這一本 

神的書通常被指為「經」 （如太二一 4 2 ) ，我們今日卻稱之為舊約，是 

耶穌和使徒們唯一的「聖經」 。在基督升天後的數十年內，聖靈開始默 

示蒙召的聖徒撰寫書信，並且記載史實，最後把它們編集起來，成為現 

今的新約聖經。

可 是 ，當我們今天翻開新約聖經時，我們不期然會問，這中文譯本 

究竟與原稿相差多遠。這問題涉及新約聖經從神的默示（主後一世紀） 

起 ，流 傳 至 今 （二十世紀）的歷史過程。這過程充滿令人振奮的神蹟， 

包括原稿的流傳、正典的編成，以及各譯本的翻譯等各個階段；而整個 

歷史過程是始於神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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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敢 示

啟示就是神向人曉諭祂的真理。沒有啟示，人便無法認識神。啟示 

Upoca/j p A ) 可 直 譯 為 「揭開」或 「把幕拉開」 。

未有任何聖經以前，神透過人的良知和自然界（普通啟示） ，甚至 

直 接與人交談（特殊啟示） ，來啟示自己。1但無論如何，人需要一種永 

久 的 、清 楚 的 ，又可把大量啟示的真理保留下的啟示方法。因 此 ，神 

選擇了文字，使世世代代的人都可以研讀、學 習 ，並且把神啟示的真理 

應 用 出 來 ，正 如 阿 切 爾 （Gleason Ancher) 所 言 ：

如果真的有神，而祂又關心我們的得救，那麼除了神直接向每一世代的每一 

個人啟示外，就只有一種途徑是神可以肯定將祂的真理曉諭我們。它便是藉 

着文字記錄，正如我們的聖經一樣。2

還記得先前我們讀過那一句滿有能力的話嗎？希伯來書一章一至三 

節説 ：神……藉着祂兒子曉諭我們。神的獨生子就是神活生生的道，而 

聖經就是有關這位獨生子的文宇記載。

B 默 示

全本 聖 經 ，包括新約和舊約，都是聖靈親自默示所寫成的。由此引 

出兩個極之重要的問題：第 一 ，聖經作者如何知道神要他們寫甚麼？第 

二 ，他們所寫的是否絕對無誤？對於那使聖經得以寫成的超自然默示過 

程 ，我們是無法解釋的。保羅敍述這個過程為神 吹 氣 。 （請讀提摩太後 

書三章十六節，其 中 「默示」一詞的希臘原文 fA eopnetisria，可直譯為 

「神吹氣」的 意 思 。）彼得則認為聖經作者是受聖靈駕御和引導。 （彼 

得後書一章二十一節説： 「人被聖靈感動，説出神的話來。」）上述及 

其他許多經文都向我們保證，聖經的作者是絕對無誤地把神向人啟示的 

真理表達出來。聖經原稿中的一字一句，不但是絕對無誤，更是真理的 

最高權威。無論在歷史、科學或屬靈真理上，聖經原稿的每一部分都同 

樣準確可靠。我們研讀聖經時，若不相信聖經是正確無誤，就很容易因 

着種種令人困擾的疑問而耿耿於懷，難以明白神的真理。

正如先前所説，當新約作者寫作他們的稿本時，唯一一本已被完整 

編 成 的 「經」 ，就只有舊約聖經。3或許我們會問：新約作者是否預先知 

道自己的著作最後會成為神話語的一部分？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不是 

所有作品都被編入新約聖經裏。4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寫作時，能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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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多少聖靈的默示和引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他們清楚知道自 

己正記載神的真理（林前一四3 7 ) ，猶如他們正公開傳講神大喜的信息 

一 樣 （加一 1 1 - 1 2 )。姑勿論他們當時對自己從默示而寫成的稿本有何看 

法 ，其中的真理仍是屹立不損，建基於聖經自辯其本身來源的宣稱上： 

所有經文都是神所默示，是蒙揀選的作者在聖靈引導下寫成的。至於在 

這些默示而成的著作中，哪幾卷被編成為新約聖經，我們將在定典過程 

的部分詳細討論。

C 原 稿

新約聖經的二十七卷書，是由八至九位作者歷大約五十年時間寫成 

的 （約主後四十五至九十五年） 。除了一些字句外，全書均用當時在地 

中海一帶通用的「通行希臘文 」 （Koine Greek) 寫 成 。5因着這普及的語 

言 ，世界各地許多人都能閲讀它。

大部分原稿都寫在蒲草紙上。 （部分原稿則寫在獸皮上，如羊皮或 

山羊皮。）一張蒲草紙通常長約十吋，人們愛把多張蒲草紙連成長長的 

卷 軸 ，方便閲讀。6 (把書頁釘裝而成的版本，要到主後二、三世紀才出 

現 。）聖經內文是用筆和墨由上至下記載下來，而字句或段落之間是沒 

有 留 空 ，亦沒有標點的。章節的劃分，也不過是許多世紀以後才加上去 

的 。

新約聖經裏的書信，主要是寫給個人（如提前一 1 - 2 >、敎 會 （如帖 

前一1 ) ，或 一 羣 信 徒 （如彼前一 1 - 2 )。此 外 ，路加寫了一卷福音書和一 

卷歷史書，與他的朋友提阿非羅分享他從神而來的信息（徒 一 1 >，其他 

三卷福音書也極可能是為了與個人或敎會分享而寫的。7

新約聖經的次序並非按各書的寫作日期編定。若根據寫作日埤的先 

後 來 編 排 ，新約各書卷的次序可能跟圖表1.1所列的一樣。8請細讀圖表 

1.1，嘗試想像在主後一世紀末，當神默示的著作開始在各處流傳時，聖 

徒們益發熱心的情況。並請根據圖表1.1提供的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1. 在新約聖經中，哪一卷是最早寫成的？哪一卷是最後的呢？這兩 

.卷書相隔多少年？

2 .  請留意四卷福音書的寫作日期。9最早寫成的並非福音書，原因頗 

多 ，其中之一是因為福音書的主要內容，如主耶穌的説話，早已被人口 

傳 相 授 ，並清楚地牢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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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按寫作日期的編排法 圖表1.1
書卷 寫作地點

日期 時期 |

(主後) 個人 使徒文學 敎會

雅各書 雅各 耶路撒冷 45

加拉太害 

馬可福音？ 旅

48

帖撒羅尼迦前害 保 行 _ 哥林多 52 保羅軎信

帖撒羅尼迦後軎 羅 書 ■ 前期 初期 開劁

哥林多前軎 信 以弗所 55

哥林多後軎 馬其頓

羅馬書 哥林多 56

馬太福音 馬太 耶路撒冷？ 58
第一份

路加福音 路加 羅馬
歷史記錄

使徒行傳 路加 61

歌羅西害 監
以弗所軎 保 獄

羅馬 61
保羅軎信

腓利門書 

腓立比害

羅 書

信
中期

提摩太前害 敎 馬其頓 62
保羅的

逍產
提多軎

保

羅

牧
書 哥林多？ - 中期 建立

提摩太後軎 信 羅馬 67

希伯來軎 ?

猶大軎 猶大

彼得前書 彼得 彼得的

彼得後書 68? 遠產

馬可福音 馬可

約翰福音 以弗所？ 85

約翰一書
約翰的

約翰二書 約翰
遠產

末期 延績

約翰三書

啟示錄 拔摩島 96

對於書卷的編排可説是眾説紛紜。例如有人把加拉太軎放在較後的位置，而把馬可福音放在 

較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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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請留意使徒文學的三個時期。每個時期約有多久？在中期和末期 

之間夾着十五年的「沈寂時期」 ，而耶路撒冷則於主後七十年被毁；請 

問二者可有甚麼關連？

4 .  我們用哪三個名稱（代表了三個主要時期）去劃分毎一卷書對地 

方敎會的影響？在各項事工裏又包括了甚麼？

5 .  請注意保羅的三個寫作時期，並查看他每個時期的著作。

6 .  馬可福音被稱為彼得的遺產，因為其中關於主耶穌一生的事蹟， 

主要是從使徒彼得那裏得來的。

7 .  請細心觀察約翰不同種類的著述（福 音 書 、書 信 、異象> 。

8 .  雅各書強調信徒在生活上的好行為。為甚麼這是第一個以筆傳方 

式傳與神子民的信息？

9 .  我們可在哪一方面合乎邏輯地稱啟示錄為寫給敎會的最後一卷信

息 ？

D 流 傳

流傳是指聖經在歷代以來藉着手抄或機印，得以廣傳下去的過程。 

只有在抄本傳到祂的百姓手中，神才讓新約原稿逐漸失傳。

在主後十五世紀中葉以前，古 騰 堡 （Gutenberg) 尚未發明活字印刷 

術 ，新約聖經的複本多由文士抄寫。當 然 ，文士在抄寫過程中難免出 

錯 ；11但時至今日，神仍保守經文在敎義上無誤。現存數以千萬計希臘文 

及 其 他 語 文 的 新 約 抄 本 ，足 以 證 明 新 約 聖 經 是 純 全 可 靠 的 。華菲德 

(Benjamin B. Warfield) 認為新約聖經的純全性是無與倫比的：

抄寫新約聖經時，文士都小心翼翼，而這份謹慎無疑是從他們尊崇自己所作 

的聖工而來；同時，這也是神的保守，使敎會世世代代都能把經文準確地流 

傳下去。正因為這樣……新約聖經雖然不斷流傳，被廣泛使用，它仍是芸芸 

古籍中最純全可靠的》12

所 以 ，你大可放心，你手上的新約聖經，是完全可信賴的譯本，準 

確地覆述了神在一世紀默示的原稿。神就是作者，藉着默示寫了一本完 

全無誤的書；神也是看護者，確保經文在流傳的過程中，敎義仍毫不偏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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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定典遇程

定典就是鑑定某一著作為聖經的一部分。單有神默示聖經每一卷書 

的 內容，還不足夠。神也賜給祂百姓13有屬靈的鑑察力，使他們從眾多著 

作 中 ，分辨哪些是神所默示，滿有權柄的。14在聖靈的引導下，他們知道 

哪些偽作應摒諸門外，哪些真稿應列入正典。這過程長達數百年，雖然 

其中許多細節已模糊不清，但神超然的手顯然在人羣中作工，把袖默示 

的著作納入正典，其他的卻摒棄不用。

( _ ) 新 約書卷的次序

新約聖經的正典，就是一系列全由神默示而寫成的新約書卷。儘管 

新約聖經最後一卷書是在主後一百年寫成，但接着的二百多年裏，人們 

仍不住追査其中一些書卷，例如約翰三書，是否由神所默示。直至主後 

四世紀末，新約正典的二十七卷才被確立。

新約聖經中有五卷是以歷史為主，有二十一卷是書信，而最後一卷 

是 啟 示 文 學 （異象的啟示） 。各卷書在聖經中的次序如下：

歷史——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使徒行傳 

害信—— 羅 馬 書 、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

羅 西 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後書、提 多 書 、腓利門書、

希伯來書、雅 各 書 、彼得前後書、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 

異象---- 啟示錄

雖然我們並不知道上述的次序是由誰人排列，或是如何編排，但以 

上所列大部分書卷的位置均恰當，皆有合理的解釋。15請參閲圖表1.2，並 

注意下列各點：

1. 敎義須以事實為根據，所 以 歷 史 書 （四福音和使徒行傳> 排在以 

闡釋敎義為主的書信之前。

2 .  啟示錄排在最後，因為它的內容以末世為主。

3 .  馬太福音的對象既是猶太人，自然排在新約聖經之首，作為新舊 

兩約的橋梁。

4 .  約翰福音不但能引發許多的詮釋和深思，且因它於一世紀末成 

書 ，故編為四福音的末卷。

5 .  使徒行傳既是福音書的延續和實踐，證明基督的言行都是真實有 

效 ，編排於四福音之後確是理所當然的。使徒行傳不僅與福音書有着歷 

史 的 關 連 ，它與各書信也有密切的聯繫。請參閲以下圖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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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書卷的比較

福 音 書 使 徒 行 傳 與 書 信 啟 示 錄

過去 現在 將來

基督為先知 基督為祭司 基督為君王

背 景 ：以色列 背 景 ：敎會 背 景 ：普世

基督敎的開創 基督敎的基礎 基督敎的實踐

引論 應用 實現

基督 敎會 極峯

6 .  大部分新約書卷的作者都是保羅（最少有十三卷書17> ，而完成 

的時間也相當早（參圖表1 . 1 )，所以他的作品被放在眾書信之首（從羅 

馬書到腓利門書） 。

7 .  保羅書信在正典的編排次序上，可有不同的解釋。18前 九 卷 （羅 

馬書至帖撒羅尼迦後書）是對敎會寫的，後 四 卷 （提摩太前書至腓利門 

書 ）則寫給個人。羅馬書排在首位，是論述救恩及基督徒生活的尊要典 

籍 。哥林多前後書和加拉太書歸為一列，主要是針對敎會的問題。以弗 

所 書 、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被編在一起，因為它們都是保羅在羅馬監獄 

裏 寫 的 ，焦點是放在基督徒屬靈生活的進深上。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是論 

及主將要再來的問題，自然放在所有致敎會的書信之末。

8 .  保羅致個人的書信，是 他 最 後 才 寫 成 的 （參圖表1 . 1 ) 。在正典 

中 ，以他寫給提摩太的書信為首。提摩太是保羅最親密的同工，在重要 

的城市以弗所裏事奉。緋利門書是保羅最短的書信，亦是他眾多作品中 

記載最少敎義的一卷書。提多書的信息與提摩太前後書相近，所 以 ，它 

緊随提摩太前後書也是理所當然。

9•最後八卷書信的作者並非保羅。既然保羅被視為新約聖經的主要 

作 者 （參彼後三1 5、1 6 ) ，其他書信自然排在保羅書信之後。此 外 ，它 

們亦是最後才被敎會領袖和敎會會議承認為神所默示的著作，難怪它們 

列在新約聖經之末。

10. 由於希伯來書和雅各書同是寫給希伯來信徒，故被編在一起。保 

羅若真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希伯來書緊接在保羅書信之後，也是頗為合 

理 的 。

11. 埽 後 三 卷 書 （钧翰二書、約殚三書及猶大書）均K 有一章。由於 

這 個 原 因 ，它們在早期敎會裏較受人忽略，故被放於新約的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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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1. 馬太福音

2. 馬可福音

3. 路加福音

4. 約翰福音

5.使徒行傳

6. 羅馬軎

7. 哥林多前軎

8. 哥林多後軎

9. 加拉太害 -寫給敎會
10. 以弗所軎

11. 腓立比軎

12. 歌羅西害

書

信

13. 帖撒羅尼迦前軎

14. 帖撒羅尼迦後書

15. 提摩太前軎

16. 提摩太後軎

17. 提多書

18. 腓利門害

-寫給個人

19. 希伯來香

20. 雅各香

21. 彼得前害

22. 彼得後軎

23. 約翰一耆

24. 約翰二軎

25. 約翰三害

26. 猶大害

異 27.啟示錄

象

新約窨春的正典次序 圖表1.2

保
羅
的
 

I

 

非
保
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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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 約 正 典 的 組 成

寫作神默示的新約書卷是一回事，把這二十七卷書編入正典卻又是 

神另一項超然的工作。兩者都需要神全能的手在當中引領；否則神所默 

示的書卷可能被摒諸正典之外，而沒有神默示的書卷卻收羅其中。事實 

上 ，敎會面對這些威脅已達數百年之久。擧 例 説 ，很多人曾強烈反對把 

希伯來書、雅 各 書 、彼得後書、約翰二三書、猶大書和啟示錄編入正典 

之 中 （上述書卷稱為「具爭議性[andlegomena]之新約經典」|9> » 同 時 ， 

一些敎會領袖又提出把一些旁經™ (如馬加比前後書、多比雅書和傳道 

經 )或 偽 經 21 (如以諾前後書、以赛亞殉道記和十二族長遣訓）奉為正 

典 。

細讀圖表1.3，留意新約正典如何形成，並下列有關新約正典編訂的 

點 滴 ：

1.  神默示的二十七卷書，是於主後四十五至九十五年寫成。在這期 

間及之後，亦出現沒有神默示的著作。

2 .  福 音 書 ：約翰福音成書後，四卷福音書才被正式編在一起，統稱 

福 音 窬 （ The Gospel) 。

3 .  使 徒 書 信 ：保羅得着神的默示，把書信寫成後，它們便被編在一 

起 ，統 稱 使 徒 窨 信 （The Apostle) 。

4 .  使 徒 行 傳 ：早期的敎會領袖認為路加的使徒行傳是連繫福音書及 

使徒害信的中樞書卷，因為它接續福音書的記述，為我們提供了使徒保 

羅一生及其傳道工作的歷史背景。

5 .  其 他 ：彼 得 、雅各和猶大的書信，還有約翰的啟示錄，均被公認 

為滿有神的權柄。

6 .  我們不知道由甚麼時候起，新約聖經的二十七卷書首次被編在一 

起 ，也不知道敎會領袖們從何時開始接納它們為聖經完整的下半部；但 

無論 如 何 ，新約正典並非一時之間便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它曾受到基督 

敎內外人士的質疑、反對及爭議。所以新約正典由主後一百年至四百年 

間 ，才逐漸被確立下來。對於一些新約書卷，很少人會懷疑它們的神聖 

權 威 ，但對於那些具爭議性的典籍，敎會遲遲才取得協議。

7 .  圖表1.3摘錄了定典過程的一些要點。22請根據圖表的資料，回答 

下 列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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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持 異 端 的 馬 吉 安 （Marcion) 完全拒絕接受舊約聖經，卻接納 

哪些新約書卷為權威之作？

(b > 馬吉安的觀點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這運動在後來的數十年裏從 

哪兩方面被遏止了？ 23

(c)  俄 利 根 （Origen) 和 優 西 比 烏 （Eusebius) 是早期敎會傑出的領 

袖 。他們對新約聖經的二十七卷書又有甚麼看法？

(d )  主後三〇三年，丢 克 理 田 王 （ Emperor Diocletian) 下令盡毀基 

督敎聖經。那時新約正典已得到普遍的承認，所以逼迫反而使基督敎的 

聖經傳遍整個羅馬帝國。

(e)  誰人最先把新約聖經的二十七卷書定為正典？在哪一年？有哪 

兩位神學家，以及在哪三次會議裏，接納它們為正典呢？

從四世紀中葉起，新約聖經的二十七卷書已被敎會視為正典。如前 

所 述 ，二十七卷書一開始便被神確立了。

我們自然會問：從人的觀點看，誰能決定新約聖經的正典？我們必 

須留意這二十七卷書並非由任何一個人或一次敎會會議所產生。早期敎 

會和新約正典都是在聖靈的引導下一起成長。卜 魯斯（F.F. Bruce) 説 ： 

「我們可以相信早期的信徒是憑着從上而來更高的智慧，去鑑定哪些書 

卷應被接納，哪些應被摒棄。」24聖靈除了默示作者寫作聖經外，還賜予 

敎會辨識的能力和指引，俾能確認哪些是聖靈默示的書卷。

F 翻 譯

新約原稿是用當時在地中海一帶常用的「通行希臘文」寫 成 。假如 

它在以後的世紀裏，沒有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在佈道會中決志信主的 

人 ，便無法得到聖經的餒養，屬靈生命無法成長；而使徒行傳一章八節 

有關福音要傳到地極的預言性命令，亦不能實現。不 過 ，由於初信者實 

在需要那用自己母語寫成的聖經，多種聖經譯本便在後來的世紀裏相繼 

出現了。這便是基督敎憑口傳而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必然結果。

( _ ) 古代版本

古代版本中一個重要的譯本就是敍利亞譯本，它傳至巴勒斯坦以東 

各 地 ，直到中國及印度。25 (見地圖1.A ) 早在二世紀時，已有人翻譯福 

音書和使徒行傳。主後四二五年間，別 西 大 譯 本 （Peshitta，直 譯 是 「簡 

化 J 的意思）已成為信徒的標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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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1.A敍利亞譯本：最初流傳路雄

它被歐洲敎會視為基督敎正宗的聖經已達一千年之久。最先的譯本早於 

二世紀的時候便在非洲出現（地圖1.B ) ，而 耶 柔 米 （Je r o m e) 則於主後 

三八三至四〇五年間完成他的標準版本。26

我們可從地圖1.B 看到由拉丁文聖經譯本翻譯出來的歐洲版本，這些 

版本都散布圖中虛線以西。請留意第一本英文聖經亦是從拉丁文版本翻 

譯過來的。從地圖1.B 觀察鄰近各地非按拉丁文譯本翻譯而成的其他古代 

版 本 。主後數世紀繁重的翻譯工作，正好證明新約聖經確是廣泛地深得 

人 心 。

(二 ）英文聖經

當我們探索英文聖經的起源，便發覺它有着一段悠長而令人興奮的 

歷 史 。你若知道神怎樣把聖經帶到你的手上，你對它就更會愛不釋手。 

以下便是這段歷史的梗概。讀時不但要認識神計劃中的種種事實，還要 

更珍視古今各種的英文譯本。

1 . 最 早 的 譯 本 ：主後四世紀初，拉丁文譯本仍是人們通用的聖經 

時 ，基 督 敎 的 信 息 已 傳 入 大 不 列 顛 國 。隨 着 操 德 語 的 安 格 魯 人

新 約 成 書 的 歷 史  19

古代繹本散布圖 地 圖 1.B

(Angles) 、撒 克 遜 人 （Saxons) 和 朱 特 族 人 （Jutes) 於五世紀來到當 

地 ，英語便成為英國的新用語，英文譯本的需要亦大大增加了。圖表1.4 

列擧在主後七〇〇至一五三九年間，一些主要的部分或整部英文聖經譯 

本 。請注意英文的演進可分為三個時期：古 代 、中期和近代。而近代英 

語是由宗敎改革開始，直至如今。

請留意在踏入近代英語時期的數十年內，聖經的翻譯工作十分興 

盛 ，其中包括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和 科 威 對 勒 （Miles Coverdale) 

的 譯本。宗敎改革帶來翻譯工作的熱潮，再加上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聖經 

的抄稿重新受人關注，而且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更大大推動聖經 

的 翻 譯 。

2 .英 王 欽 定 本 （KingJames Version) :英王雅各譯本又名欽定本， 

可算是自丁道爾開始後，許 多 翻 譯 工 作 的 成 果 （圖表1.4> 。略讀圖表

1.5，並觀察它與圖表1.4的關係。請注意圖表1.5的四個主要譯本：大聖經 

譯 本 （Great Bible) 、日內瓦聖經（Geneva Bible) 、主 敎 聖 經 （Bishops 

Bible) 和 英 王 欽 定 本 （K J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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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期的英文 IS 輕 f f 本 圖表L4
1100 1520

拉 丁 文 古 代 英 語 中 期 英 語 近 代 英 語

伯狄譯本(Bede’s) 處力斯譯本(Rolle’s) 丁道爾譯本(Tyndale)
詩篇c. 700 詩篇c. 1300 新約1525 -第一本英文新約印刷本

約翰福音c. 735 部分新約 五經1530

大亞勒斐得(Alfred 兩部威克理夫版本(Wyclif) 約拿軎1531
啟示錄、五經及新約1535

the Great, d. 901) 啟示錄及新約1535
部分聖經

1380-84 (來 自 拉 丁 文 ） 科威對勒聖經(CoverdaleS
阿 波 特 (Abbot Aelfric, 
十世紀）
部分舊約

1.希立佛得的尼古拉 Bible)

(Nicholas of Hereford) 
-加上其他？

-1535
-第一本英文聖經印刷本

2.約翰潘威(John Purvey) 馬太聖經(Matthew’s Bible)

-尼古拉的牧師
-由約翰羅渣士编(John Rogers) 
-合併丁道爾譯本及科威對勒聖經

古代英語意譯  

700-1000
他威拿譯本(Tavemer's)-1539

大聖經譯本
-由科威對勒纒1539

亨利八世( 1̂ 1 1 1 7 脚）：
「奉神的名|讓它進入人羣中。」

日內瓦聖經不但非常流行，而且以翻譯準確見稱。可惜內裏附有改 

革宗的神學觀點，被英國聖公會否定。因此英國主敎們着手修訂大聖經 

譯 本 ，並在旁邊加上安立甘宗神學觀點的注釋。這聖經譯本於一五六八 

年首次面世。

由於日內瓦聖經和主敎聖經勢不兩立，而且其他譯本也引致許多爭 

議 ，英王雅各一世便命令屬下重新修訂一本沒有在旁邊加上任何神學注 

釋的新版本。這譯本由五十四位學者經七年時間才完成；不 久 ，它便成 

為最受歡迎的英文聖經，直 至 今 天 ，仍是最多人引述和背誦的譯本。卜 

魯 斯 説 ： 「憑其超越的成就，欽定本已被確立為英文聖經的正本。」27

3 .繼英王欽定本的其他譯本：現代聖經翻譯約於一八0〇 年 開 始 。

「現代」兩字可説名副其實，因這年代還未終結。事 實 上 ，今日基督敎 

其中一項最光芒的見證，便是前所未有的聖經翻譯工作。即使世界邊陲 

地區裏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民族，都有他們部分的聖經譯本。在 美 國 ，為 

着宣敎工場的急切需要，也為了把福音帶給沒有敎會的家庭及校園中失 

落 的 青 年 ，用當代文體寫成的新英文譯本和意譯本便大量湧現。聖經學 

者若要認真分析一篇與原文幾乎完全相同的聖經內文（除去翻譯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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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欽定本 圖表1.5

1568;1572

漢普頓會議 （ H am pton C o urt C o n fe re n c e) 1604

-英王雅各首先建議重新翻譯聖經 
-沒有在邊旁加上注釋

王欽定
\ ( K i n g  Ja m e s V ers ion W

-主教聖經正式的修訂（1602編） 
-受到丁道爾譯本的彩審

1611

後 ） ，不 同 的 翻 譯 佳 作 可 謂 唾 手 可 得 ，例 如 新 美 國 標 準 譯 本 （N e 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 A S B ) 和 新 國 際 譯 本 （N e 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 I V ) 等 。

修訂聖經版本亦是近代的重要工作。最早完成的一本於一八八一年 

面 世 ，稱 為 英 文 修 正 本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是把英王欽定本修 

訂過來的。這些近代的重要事件可見於圖表1.6。請根據圖表上的資料， 

回答下列問題。

(a > 英 文 修 正 本 （E R V ) 是英國修訂英王欽定本之作。引致這次修 

訂的三個主要原因是甚麼？

(b > 英文修正本的「姊妹作」美國 標 準 譯 本 （A S V ) 是專為美國讀 

者而編譯。部分翻譯工作是由美國和英國兩委員會合作完成。請問英王 

欽定本和美國標準譯本相隔多少年？

(c> 修訂 標 準 譯 本 （R S V ) 是修訂美國標準譯本之作。請問兩書又 

相隔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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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英王欽定本的其他英文譚本 圖表1.6

英王雅各 --------------------------------

(欽定本） 修訂原因：

1. 自1611年起•英文語言經歷了不少轉變
2. 發現了不同的手抄本
3. 對希伯來文及希臘文的知級增加

1870 1901 1946 1973

修訂委員會會議-1870

\英 文 修 正 本 (ERV) _ _

1881 •新約-混合收集
亞歷山大家族

1884-5-舊約-廣受歡迎
馬所拉本(Massoretic Text)

1952 •威廉斯新約(C.K.W.) 
1958 -增幅聖經(Amplified Bible)
1958- 緋力斯新約(Phillips)
1959- 巴克萊-現代英語 
1961 -新英文聖經(新約）

美國標準譯本(ASV)-1901

/  1 9 0 3 - 韋慕特新約(Weymouth)
/  1913- 摩法特新約(Moffatt)I 1924- 摩法特舊約
I  1923-27-古士彼特新約(Goodspeed)
1  1935- 美國譁本(古士彼特新約）
M  1 9 3 7 - 査理士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 
^  1 9 4 5 - 巴克萊新約(Berkeley)

\

新美國標準譯本(NASB)-1963,71

1965- 增幅聖經
1966- 當代英文嫌本(新約）(TEV)
1966-活的聖經(新約）
1966-耶路撇冷聖經*
1971-活的聖經 
1970-新英文聖經(NEB)
1970-新美國聖經(NAB) *
1973-新國際譯本(新約）（NIV)
1976-當代英文嬅本(TEV)
1978-新國際譯本(NIV)

*天主敎的譯本

修訂標準譯本(RSV)-1946,52

1946-新約(意譯）
1952-舊約(參照英文修正本【ERV]及美國標準譯本[A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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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0新美國標 準 譯 本 （N A S B ) 也是修訂美國標準譯本之作。這新 

修訂本何時才完全編訂，首次以全本出版呢？

(e)  新 國 際 譯 本 （N I V ) 乃一全新譯本。它在哪一年以整部譯本出

版 ？

(f)  圖表1.6中的譯本，有多少是你熟悉的呢？

總 括 來 説 ，從神而來的聖經，在經過好一段路才傳到我們手中。但 

整個歷史過程裏最令人興奮的部分，就是除去翻譯上無可避免的限制 

後 ， 「我們今天手持的聖經，與從聖經各卷書的作者手上接過的原稿， 

大體上並無任何的分別* J 28

三 、溫習題
1 .  新約聖經和舊約聖經有何關係？

2 .  從神的啟示開始，新約聖經經過哪幾個重要階段，才臨到我們？

3 .  神的啟示是甚麼？普通啟示和特殊啟示有何分別？

4 .  神怎樣默示聖經原稿的寫成？原稿又是否絕對無誤？

5 .  我們現在是否擁有部分的聖經原稿？現在的聖經古本是否每字每 

句均絕對準確無誤？如果答案是否定，那麼我們有多大程度可相信它們 

能準確代表聖經原稿？

6 .  四福音是否新約各書卷裏最早完成的著作？以弗所書、約翰福音 

及羅 馬 書 ，哪一卷是最後完成的？

7 .  甚麼是新約正典？正典是如何編訂呢？

8 .  新約正典裏書卷的排列次序，是否有特定的編排？如 果 有 ，請説 

明 之 。

9 .  新約正典的二十七卷書約於何時才首次出現呢？

10. 新約聖經哪一個古代版本最為重要？

11. 當時出現哪些宗派上的分歧，以致另外編訂英王欽定本？

12. 直譯本和意譯本有何分別？

13. 新 美 國 標 準 譯 本 （N A S B ) 是根據哪一個譯本編訂而成？新國際 

譯 本 （N I V ) 又是否修訂其他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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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普通啟示的例子見於羅馬書一章十八至二十一節；特殊啟示的例子則見於創世記三 

章八至十九節。

2 Gleason L. Archer, A Survey o f O /d Testament Introduct/o n，p . 15 ; 其 中 對 「口傅」 

(Oral tradition) 作為神對人特別啟示的唯一途徑，有精彩的論述。 （中 文 譯 本 為 《舊約概

論》 ，種 籽 出 版 社 。）

3 新約聖經每一卷書面世後，被列入正典的時間各有不同（這將在定典過程中再作討 

論 ） 。例 如 保 羅 寫 提 摩 太 前 害 時 （主後六十二年> ，路 加 福 音 （主後六十年）已被列為正 

典 。請參考提摩太前書五章十八節，保羅引述申命記二十四章十五節及路加福音十章七節 

時 ，注 明 是 「經上」記 着 。

4 例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五章九節提到一封較早時寫給哥林多敎會的信，顯然它沒有 

被列入正 典 內 。

5 在 原 文 裏 ，作者大概有十處地方是用亞蔺文寫的，並 加 上 希 臘 文 譯 句 （參可一五 

3 4 ) 。

6 較短的害卷就只有一張，如 猶 大 書 。

7 這些背景資料會在每章的綜覽部分再詳細討論。

8 新約聖經寫成後，通常不是立刻定為正典，因此成書的準確日期最好參照書內提到 

的 歷史 事 蹟 。每卷書的寫作日期將在各章的綜覽部分再詳細討論。

9 關於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寫作日期，各有不同意見。有些學者認為馬可福音是第 

一卷寫成的福音書。

1 0 神沒有保存聖經的原稿，其中一個原因是人有物質崇拜的傾向。即使今天真有一卷 

聖經原稿存於世上，試問有誰能證明它是原稿呢？

1 1 就 算 「現代」二十世紀印行的聖經，也出現印刷上的錯誤。

12 Benjamin B. Warfield,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Textual Criticism o f the N ew  Testament, 
p . 12.

1 3 聖經正典不是某人或某次會議，或甚至某一個時間所編訂的。它是神的百姓以敏銳 

的 觸 覺 ，辨 析 神的啟示，並 經過多年的收集，最後才成為新約正典的二十七卷書。

1 4 聖經正典建基於它的權威性上，由於每一卷書的權威性都是神所賦予的，故神就是 

原來的定典者。

1 5 曾有一位作者指出，新約聖經每一卷書的次序，正反映聖經敎義的漸進過程。他寫 

道 ： 「由於那幾卷書漸趨統一，我們可期望……它們基於內在的吻合，在整體上都傾向於各

有相對的排列位置... 」 （Thomas D . Bernard, 27ie ■ ftiogress o/\Doc(rine in the iVew Testamen&
p . 7 ) 。

16 引自 W . G raham Scroggie，X/iovv 2:16.

1 7 如果希伯來書的作者是保羅，他就共寫了十四卷書。

1 8 除了以弗所書比加拉太書長外，保羅書信的篇幅是愈短的放在愈後的位置。可 是 ， 

聖經書卷的排列次序並非單以篇幅的長短作準。

19 “Antilegomena” 按 字 面 解 是 「非議」的 意 思 。

2 0 旁經就是沒有神默示的著作，只有一些人承認為正典。

2 1 偽經是一些偽托的作品，但作者卻堅稱它們具有正典的地位。 （這動機正解釋了為 

甚麼有些書卷的作者是假的。）

22 參F. F. Bruce, 77ie BooAs and the ■Panc/imeiics，pp. 104-13，他扼要地記述了這個時期 

的 狀 況 。

2 3 穆 拉 多 利 經 目 （M uratorianC anon) 以 穆 拉 多 利 的 名 字 （L. A. M uratori) 命 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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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了這 聖 經 古 本 。

24 F. F.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y p . 113.
2 5 使徒行傅主要記載西面及西北面的宣敎工作。這 西 移 運 動 （徒一三1及其後經節）是 

由 敍 利 亞 敎 會 （位於安提阿）發 動 ，而敍利亞譯本亦主要在巴勒斯坦的東部及北部一帶流 

行

2 6 耶柔米於主後三八三年譯成四福音，又於翌年譯成新約聖經的其餘部分。

27 F. F.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p . 229.
28 G . T . Manley, The N ew  Bible H andbook, p . 19.



第二章 

新約背景

聖經並非在真空中孕育而成。新約各卷都有它們的歷史，均以它們 

當代的日常生活為背景。我們研讀新約聖經前，若先認識這些背景，聖 

經的信息便會顯得更清楚、更 深 刻 、更 真 實 。因 此 ，研究新約聖經的背 

景實在十分重要。

一 、歷史和宗敎背景
歷史的基本元素是人物、地 點 、事 情 、行動和時間。神既是一切歷 

史 的 主 宰 ，自能把各種元素配合起來。因 此 ，新約聖經的歷史和宗敎背 

景 ，絕非出於偶然。我們雖不能常常察覺神在歷史中的計劃，但我們必 

須憑着信心，認識歷史發展的背後確有神的計劃。

由亞當和夏娃開始，每個時代的人都渴望基督的來臨。這就是基督 

以先的年代。請細讀圖表2.1，回答下列問題：

1.  基督以先的年代可分為哪三部分？

2 .  最早的聖經大約於何時寫成？

3 .  舊約聖經歷多少年寫成？

4 .  新約聖經又歷多少年寫成？

5 .  圖表中有否提示「沈默期」的 意 思 ？若 有 ，請解釋之。

6 .  細想圖表劃分為聖經寫成前和寫成後兩個時代是有何意義。你認 

為活在這兩個世代裏的人有甚麼屬靈的責任？

現在讓我們集中看看基督降生以前及新約聖經寫成前的兩個重要時 

期 ，即是舊約時期和四百年的沈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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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K經的歷史背景 圖表2.1

主前 1500 400 45 95 主後

t
聖經寫成前 

的時代
聖 經 手 稿

聖經寫成後 

的時代

舊約聖經
四百年
沈默期

新約聖經

基督降生以前 基督降生以後

A 舊約歷史

基督敎並非神祕地從真空中突然出現。早於主前的許多個世紀，神 

已經在世界的民中工作，尤其是以色列。其 後 ， r及至時候滿足，神就 

差遣祂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 

來 ，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 （加四4-5 )蘇 雅 （Erich Sauer) 在他以 

下 的 話 裏 ，把 新 、舊約聖經連接起來：

舊約聖經是應許和期望，新約聖經則是實現和完成。舊約聖經呼召眾軍為神

而戰，新約聖經則是被釘十架者的勝利。舊約聖經是黎明的曙光，新約聖經

則是旭日東升的時刻，也是永恆日子的髙峯。1

雖然舊約聖經的最後一卷書寫於主前四百年，但我們對它的認識， 

也能幫助我們了解新約聖經的宗敎、社 會 、地 理 ，甚至部分政治背景。 

此 外 ，舊約聖經更是耶穌、眾使徒和各新約作者的聖經。他們不論説話 

或 寫 作 ，都常常引述和提及舊約聖經的歷史和敎訓。

舊約聖經主要是歷史書，不過所記載的卻是聖史，因為它特別顯明 

神如何進入人的生命中，又在國家興亡的過程裏作工。舊約聖經亦可以 

説是神救讀的歷史，因 為 「神為了拯救人，叫人歸向祂，便積極引導人 

類歷史的發展」 。2聖靈默示舊約作者將足以彰顯神救贖計劃的事蹟記載 

下 來 。因 此 ，舊約作者不斷提及下列極之重要的真理：

1.  神是至高無上的創造主。

2 .  人 皆 有 罪 ，需 要 救 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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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神 是 聖 潔 ，祂要審判罪人。

4 .  神 是 愛 ，祂願意把救恩賜予罪人。

5. —位救主將會降生，並為世人的罪而死。

6 .  人要憑信心得救，非靠善行。

7 .  以色列是蒙神揀選的民族，好把救恩的信息傳遍世界。

8 .  所有歷史都將在神無上的寶座前達至頂峯。

重溫上列主題，並就你目前對新約聖經的認識，觀察各真理如何成 

為新約聖經的重要敎義。請留意下圖所作的比較：3

舊 約 歷 史 新 約 歷 史

預 言 成 全

應 許 實 踐

困 難 解 困

開 始 結 束

B 四百年沈默期

主前四〇〇年 間 ，神停止透過任何新的文字記載，向祂的百姓和世 

界 説 話 。接着的四百年裏，先知們的筆乾涸了，所 以 稱 為 「四百年沈默 

期」 。不 過 ，這時期的先知仍開口傳道，神的靈亦繼續曉論那些努力研 

讀舊約聖經、警醒等候彌賽亞來臨的聖徒。神也依舊掌管和推動各地及 

世界的歷史。神既知道祂何時差遣袖的獨生子降臨人間，袖便利用這四 

百年的沈默期，預備世界迎接救主的來臨。

在這四百年裏，猶太敎的背景有着很大的改變，例如可以比較一下 

舊約聖經終結和新約聖經開始時的情況。舊約聖經記載的最後一件歷史 

事 件 ，就是被擄的猶太人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率領下，從巴比倫歸回耶路 

撒 冷 。4新約聖經的開首，便記載了耶穌基督的降生。第三十頁的圖正列 

述這四百年間的一些轉變。

引致這四個世紀的改變，有很多原因，諸如歷史、政 治 、宗敎和文 

化等因素。為了使讀者深刻地體會新約聖經的背景，我們將會提綱挈領 

地綜覽這些轉變。

基督的生平、敎會的創立，以及新約聖經的寫成，基本上都在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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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希臘和羅馬這三個背景下產生的。試找出它們與你所熟悉的新約聖 

經有何關係。

(一） 希伯來背景

新約聖經的希伯來背景是以宗敎為主，因為福音最先是傳給希伯來 

民 族 • 猶 太 人 （羅一 1 6 > 。5

1.猶太敎的三個中心（猶太地區） ：猶太人在主前五八六年被擄到 

巴比倫後，便分散世界各地。所 以 ，基督在世時，羅馬帝國的每一個大 

城 市 ，都有大批猶太人聚居，甚 至 小 鎮 和 鄉 村 ，也有成千上萬的猶太 

人 。敎 會 的 第 一 批 宣 敎 士 （保羅和其他人）向 「地極」 （徒一8 ) 進發 

時 ，猶太人就是他們最早期的傳道對象。 (參徒一三5>

在沈默的世紀裏，猶太敎在巴比倫、亞力山太和耶路撒冷三大中心 

的發展最為鼎盛。請觀察地圖2.A 中這三個城市的地理位置。

(a ) 巴 比倫：猶太敎在巴比倫所經歷的種種改變，隨着以斯拉和尼 

希米展開的回歸潮，在沈默時期裏傳入耶路撒冷。這些轉變好壞參半， 

現將一些重點略述如下：

(i)  神學方面—— 被 擄 期 間 ，革除了猶太人敬拜偶像的陋習，確立純淨 

的一神主義。

(ii)  傳統方面—— 律法書裏加入了其他著作，主要 是 米 示 拿 （Mishnah) 

和 哈 加 達 （H a g g a d a ) ，合 稱 為 他 勒 目 （T a l m u d ) » 米示拿是由人 

定立的猶太人生活法典，哈加達則載有拉比們的神學思想和釋經心 

得 。雖然拉比自己制定傳統，但在這些年間，猶太人在傳統主義上 

卻漸走下坡。

<iii) 敬拜方面—— 猶太會堂在各地紛紛被建立，成為敬拜的中心。及至 

新 約 時 期 ，猶太會堂遍布地中海一帶。使徒保羅在他的傳道旅程 

中 ，每初到一個城市，通常先打探猶太會堂的地點（參徒一三5) » 

(iv) 文化和敎育方面—— 拉比和文士新興於巴比倫，他們的主要工作是 

敎導百姓及闡釋律法，促進學術和文化的發展。

猶太人生活在巴比倫這第一個中心後留下的標誌，就是創作了不少傳統律法 

和神學思想，形成由文士和拉比等有識之士壟斷的局面。他們只熱衷於保留 

以色列的律法與傳統，把猶太人的宗敎降為一套徒有外表的律例和儀式。6 

習 作 ：請用詳盡的經文彙編 7查 看 「文 士 」 （S c r i b e ) 、 「拉 比 」 

(rabbi) 、 「遺傳」 （tradition) 及 「會堂」 （synagogue) 等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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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聖經裏共出現多少次（包括複數名詞） 。

(b ) 亞力山太：主前五八六年耶路撒冷被毀後數月，大批猶太人移 

居 埃 及 。8亞歷山大大帝在主前三三二年建立亞力山太時，猶太人佔了全 

埃及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在亞力山太，猶太人更佔全市居民之半。亞歷 

山大大帝十分優待猶太人，甚至在亞力山太劃出特區給猶太人居住，亞 

力山太便成為猶太人散居時的首都，因此市內發生的每件事情，都深遠 

地影響猶太敎的宗敎生活。

由於亞力山太通行希臘文，市內居住的猶太人便放棄使用巴勒斯坦 

一帶通用的希伯來文，轉學希臘文。最 後 ，他們再看不懂用希伯來文寫 

成的舊約聖經了，而需要把它譯為希臘文。這 譯 本 （後 來 稱 為 「七十士 

譯本」）不久便完成—— 摩西五經在主前二八〇年 被 譯 成 ，而整部舊約 

聖經則於主前一八〇年才竣工。

在這沈默的數百年裏，埃及的猶太人口劇增，及至新約期間，已接 

近一百萬。埃及離猶大不遠，所以兩地的猶太人來往頻繁。 （請讀馬太 

福音二章十三至十八節，記載了新約聖經其中一件最早的事蹟，就是耶 

穌誕生後不久，祂的父母為要逃避希律而擧家移居埃及。}至於希臘文 

化 ，包括七十士譯本等對新約聖經的影響，我們稍後再討論。

(C) 耶路撒冷：大約主前四五〇年 ，以斯拉和尼希米帶領五萬猶太 

人從巴比倫歸回猶大。他們留居那裏，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並嘗試保 

存他們的宗敎傳統。但好景不常，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神不忠，後 

來更放棄追求聖潔，以功績代替信心。神在黑暗中保存的一線曙光，就 

是猶大地尚有一小羣忠心的百姓，忍耐等候彌赛亞降臨。9

猶太敎的兩個領導階層，亦於沈默時期裏相繼出現，他們就是撒都 

該人和法利賽人。由於他們是敵對的宗敎派系，在新約期間便成為勢不 

兩立的政黨。

撒都該人是由猶太敎的貴族聖職人員組成之政黨，是未受到普羅大 

眾 所 歡 迎 ，而且在敎義上也有偏差：否定身體復活和將來的報應，否定 

天使和靈魂的存在。

法利賽人是猶太人的宗敎領袖，在新約聖經中常與文士並稱。他們 

不但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而且廣受羣眾歡迎。法利賽人敎導眾人純正的 

敎 義 ，例如神的保守、靈魂不滅和彌賽亞的盼望等。不 過 ，他們卻是嚴 

苛的律法 主 義 者 ；耶 穌 在 世 的 時 期 ，他 們 的 信 仰 只 是 虛 有 其 表 （參路

----3 7 -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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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兩者的比較：

法利赛人舆撤都該人

法 利 赛 人 撒 都 該 人

名稱的意思是「分離者」 名稱可能來自「公義者J

最有勢力及最具影饗力的羣體 屬少數的貴族

- 極端律法主義 在律法主義之外

對政治興趣不大 着重參與政治

相信靈魂不滅、霣體的存在、 
天使的存在、人死後復活

否定法利赛人所信的

嚴格遵守拉比的傳統 只以舊約文獻為權威

習 作 ：請用詳盡的經文彙編，比較撒都該人和法利赛人在新約聖經出現 

的 次 數 。

2 .猶 太 歷 史 （國際政治）的六個時期：新舊兩約之間是以色列史的 

一個黑暗時期，猶太人的生活和命運完全仰賴當時大國的鼻息。正如地 

圖2.A 所 示 ，猶太處於各國的中央，自然是強國虎視眈眈的獵物。

兩約之間的歷史可分為六個時期，而各時期均以當時的強國命名。1D 

請參閲圖表2.2。

「沈默期」猶太歷史的六悃時期 圖表2.2

訾
主前400 334 324 204 165 63 5 主前

波斯 亞力山太 . 埃及 敍利亞 馬加比 羅馬

(加四4)

I 斯 、希 臘 及 埃 及 帝 國 泠 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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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從地圖2.A 找出圖表2.2各 國 的 位 置 （「馬加比」並非地理名稱> 。 

由於每個時期都影響新約的背景，我們將簡單描述它們各自的要點。總 

括 而 言 ，這四百年正是波斯、希臘和埃及帝國的衰亡史，也是羅馬帝國 

興起的過程。"

(a > 波 斯 時 期 （主前四〇〇至三三四年> 12 :巴勒斯坦受大祭司的 

管 治 ，他們直接隸屬波斯的敍利亞省巡撫（殖民地總督） 。對當時的猶 

太 人 而 言 ，這段時期可謂風平浪靜。

(b > 亞力 山 太 時 期 （主前三三四至三二四年） ：亞歷山大大帝不但 

改變整個世界，更大大優待猶太人，讓他們接受希臘文化的薰陶，可惜 

這些日子瞬即随着亞歷山大猝然暴斃而吿終結。到了主耶穌的時代，很 

多受到希臘文化潛移默化的猶太人已接納了希臘人的習俗、語言和生活 

方 式 ，從希伯來人狹溢的傳統和家族精神解放出來。

(c)  埃 及 時 期 （主前三二四至二〇四年） ：繼亞力山太時期之後， 

四位叱咤風雲的埃及將軍相繼冒起，成為世界的霸主。雖然猶太人在這 

期間獲得自治，但由於敍利亞和埃及常在猶太境內互相攻戰，令猶太飽 

受 蹂 躏 。

希 臘 文 七 十 士 譯 本 亦 在 這 期 間 首 次 流 傳 開 去 （摩西五經於主前 

二八 O 年譯成） 。

一些研讀聖經的人認為新約時代共有七十位成員的猶太人公會  

(Sanhedrin Council) 約於主前二五〇年 組 成 ，主要是執行以斯拉時代 

(主前四五〇至四〇〇年）拉比大會的司法工作。

習 作 ：請用經文彙編，查 看 「公會」一 詞 （希臘原文是sunednbn ) 在福 

音書和使徒行傳中出現的次數。

(d )  敍 利 亞 時 期 （主前二〇四至一六五年> : 「以色列現在進入了 

死蔭的幽谷。」13信徒在這個時期不斷為信仰殉道。

這些 年 間 ，在深受希臘文化薰陶的猶太人和謹守希伯來傳統的猶太 

人 之 間 ，常發生爭執；法利賽人便是繼承後者的圑體。

很多正典以外的著作都在這期間開始出現。14其中兩類主要作品是： 

①羅馬天主敎會奉為正典，卻為基督徒否 定 的 旁 經 （如 ：馬加比前後 

書> ;②被拒於正典門外的偽經（如 ：以諾一書> 。

在 這 時 期 （約主前一八〇年） ，所有舊約書卷終於被亞力山太的譯 

者翻成希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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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馬 加 比 時 期 （主前一六五至六十三年> :這時期又稱為獨立

期 。在政治方面，它正是猶太領袖起來反抗敍利亞統治的時候。在宗敎 

方 面 ，各人亦恢復在那重新獻與神的聖殿裏敬拜神。

這時期的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分為猶太、撒瑪利亞和加利利三部分。 

與此 同 時 ，在宗敎上對立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在政治上成為敵對 

的派系。

(f> 羅 馬 時 期 （主前六十三至四年） ：主前六十三年，羅馬將軍龐 

培 （P o m p e y ) 把巴勒斯坦列入羅馬的統治之下。為了與猶太保持均勢， 

他在加利利海東南部建立了低加波利（Decapolis) 十個同盟市。安提帕特 

(Antipater) 被派為猶太巡撫；主前三十七至三十四年間，羅馬議院更委 

任 大 希 律 （Hero d the Great) 為猶太王。

一 般 來 説 ，羅馬政府甚少干預巴勒斯坦的宗敎生活，猶太人只是向 

羅馬政府繳税，並接受政府所委派的統治者管治他們。當時猶太人面對 

的 難 處 ，主要是內心的矛盾和掙扎，以及社會上的黑暗和罪惡。史托克 

(James Stalker) 對於耶穌將要降生其中的猶太民族，有以下的描述： 

國家被擄；上流人士醉心於損人利己，在官場中打滾，凡事抱着懷疑的態 

度 ；宗敎敎師只注重外在形式，常以神的選民自居，但他們的靈魂卻被自欺 

和罪惡所侵蝕；而普羅大眾則盲目地追求虛假的理想，無恥和放任的罪行充 

斥這羣被忽略的低下階層社會。15

主 耶 穌 降 生 時 （主前五年） ，政治情況大致穩定，但希律王的反應 

和頒令很快顯示他們均害怕彌賽亞的來臨（參太二1 - 1 8 )。

習 作 ：①讀馬太福音第二章，並記下有關新約背景的資料；②重溫新約 

聖經的希伯來背景，進而研究重要的希臘背景。

(二） 希臘背景

新約聖經的希臘背景以文化為主，其中包括語言和哲學，這些影響 

非常重要，為新約時代向普世宣講神的救恩而鋪路。

I. 希臘文聖經：如前面所述，由於希臘文已成為遷徙埃及的猶太人 

日常新用語，故以希伯來文寫成的舊約聖經便需要譯成希臘文了。事實 

上 ，随着亞歷山大大帝的南征北討，希臘文早已是世界的通用語。

亞力山太的學者於主前二八〇年把五卷 律 法 書 （摩西五經）譯成希 

臘 文 ；到了主前一八〇年，整部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便完成了。這舊約 

聖 經 的 「現代譯本」 （後 來 稱 為 「七十士譯本」）在以後兩個世紀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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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帝國裏通行，所以在耶穌和使徒時代，舊約希臘文譯本已普遍通用。16 

當 然 ，猶太人仍視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為神的聖經。請細讀圖表2.3，並思 

想以上資料。

以下是七十士譯本對新約背景的一些重要影響。

(a ) 新約作者用希臘文寫作時，已有一套希臘文的神學詞彙。擧例 

説 ，希伯來文 TbraA —字專指神的律法，在七十士譯本中翻譯為n o m o s， 

但在 當 時 來 説 ，n 〇m 〇s —字泛指一切律例典章，不是單指神的律法而 

言 。可 是 ，經過二百多年，猶 太 人 讀 到 七 十 士 譯 本 中 —字 時 ，便 

漸漸發現該字在文中只代表神的律法。因此當新約作者著作他們的書卷 

時 ，n〇m 〇S —字便切合了神學的目的。讀者無需作思想上的調整，便自 

然 地 把 解 釋 為 神 的 律 法 。換 句 話 説 ，讀者大可把羅馬書七章二十 

二 節 裏 「神的律」這 個 希 臘 詞 語 （ijomcw tAeou ) ，看為尼希米記八章 

八 節 中 「神的律」這 個 希 伯 來 詞 語 （toraAAa£/o/i i m ) 的同義詞。

(b > 新約正典確立後，舊約聖經的七十士譯本和希臘文新約聖經合 

而 為 一 ，希臘文聖經就此面世。

(c)  希臘文既是當時的國際語言，希臘文聖經便能把神的文字啟示 

完完全全傳到世界各地去。

(d )  這 「現代譯本」能預備猶太人的心，好去接納神那些並非用他 

們所尊崇的希伯來文記載下來的啟示。主後數世紀，沒有人拒絕接受那 

用 所 謂 「不聖潔的語言」寫成之聖經。

2 .  希 臘 文 ：新約 期 間 ，通用希臘文成為國際語言，因此它也是早期 

敎會向普世傳揚福音的理想媒介。基 督 、使徒和巴勒斯坦早期的信徒， 

都 説 希 臘 話 （以及亞蘭話） ；聖經亦以希臘文記載；而羅馬帝國內傳道 

的 對 象 ，皆能明白和操説希臘話。

3 .  希臘哲學和神泌宗敎：在四百年的沈默期裏，希臘思想家正追尋 

生命和宇宙的奧祕。我們可由此相信當時的希臘人已有成熟的思維，能 

接受基督敎的信息。但 正 如 文 利 （G . T . M a n l e y ) 所 言 ，希臘人還未作 

好充分的準備：

我們當然不可以對希臘羅馬世界預備接受基督敎的程度期望過高。經過三個

世紀的密集式傳道工作，以及死而後已的見證精神，才把它由偉大而燦爛的

文化衍生出來的驕傲與自滿打垮了。但這個文化的外在模式，以及它對屬靈

真理的深切渴慕，都吿訴我們當那位播種者帶着祂的道種來到時，它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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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臟文七十士 本及基督敎希臟文聖経 ffl表23

主前 280 180 45 96 主後

希騰文
新約聖經

希伯來文 

舊約聖經

希臘文舊約聖經 
-七十士譯本

塊佳美的土壤。17

希臘人所尋求的答案，都在希伯來聖經中，可惜哲學家和虛假的宗 

敎人士卻拒絕接受這啟示，自行建構他們的答案。新約聖經的一些書 

卷 ，例如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部分是針對上述哲學家而講的，勸吿他 

們接受神藉祂兒子耶穌基督而彰顯的啟示（參弗三1-13 ;西二2-3、8 ) 。 

這期間的重要哲學家和宗敎家計有：

(a )  柏 拉 圖 （Plato，主前四二七至三四七年> :這世界不過是永恆

實體的影兒。

(b )  亞 里 斯 多 德 （Aristotle，主前三八四至三二二年> :實體就藏

在個別事物之中。

(c)  哲 諾 （Z e n o ，約主前三〇 0年） ：斯 多 亞 派 （Stoics) 的始創 

者 ，主張反璞歸真，回復自然。

(d )  伊 壁 鳩 ® ( E p i c u r u s ，約 主 前 三 〇 〇 年 ） ：享 樂 主 義  

(Epicureans) 的始 創 者 ，主張追求享樂。

習 作 ：請讀歌羅西書二章四至二十三節，留意保羅怎樣論及下列各點： 

①虛假的理學；②錯誤的敎義；③基督及有關祂的真理。

(三） 羅馬背景

新約聖經的羅馬背景主要是政治和社會方面。羅 馬 帝 國 從 開 始 （主 

前八世紀> ，直到基督降生時，可用擴展和太平二詞概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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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羅馬建國一 "主前八世紀 

擴展 j 組織共和政府—— 主前五世紀

I 戰事—— 主前四至一世紀

f 統治者—— 主前二十七年，由 亞 古 士 督 （Augustus) 開始 

¥ \羅馬的太平時期—— 國內秩序井然，法律嚴明

當基督降生時，羅馬帝國安定統一，是新約時期羅馬背景的光明一 

面 。蘇 雅 （Erich Sauer) 寫 道 ： 「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人 材 輩 出 ，真 

是歷史上前無古人，後 無 來 者 。」18

但希臘文化的影響並非就此消失。蘇 雅 説 ： 「雖然在軍事和政治方 

面 ，羅馬是世界的霸主；不過在文化上卻敵不過希臘…… 。」19希臘文化 

從亞歷山大大帝開始傳遍地中海一帶，羅馬帝國就如希臘文化的儲藏 

庫 ，把它一一保存下來。

現將羅馬背景的一些特點略述如下：

1. 世 界 中 心 ：羅馬皇帝不但統一地中海一帶，也是地中海各國的統 

治 者 ，故形成帝王崇拜的風氣確是在所難免，因而常與基督敎發生衝 

突 。舉 例 説 ，保 羅 被 尼 祿 王 （N e r o ，在 位 時 期 ：主後五十四至六十八 

年）斬 首 ；約翰則在多米田（Domitian) 在 位 期 間 （主後八十一至九十六 

年）被放逐到拔摩海島。2°

2 .  交通 發 達 ：羅馬帝國的陸路和海道四通八達，方便早期的基督徒 

到各地城市傳道。 （參地圖9.C 、9.D 、9.E—— 保羅的傳道旅程。）

羅馬遍布道路和橋梁，也加速了城市間的郵遞服務。

3 .  世界 和 平 ：儘管某些羅馬皇帝在位期間（如亞古士督，任期由主 

前三十年至主後十四年）偶 有 戰 事 ，羅 馬 時 代 仍 可 謂 太 平 盛 世 （P a x  

R o m a n a  ) ，國際間的和平對敎會的創立和成長，增益不少。當你研讀 

新約聖經時，你不會讀到舊約歷史中時常都出現的戰爭。

4 .  宗敎 混 雜 ：蘇雅如此描述當時屬靈上的混亂情況： 「羅馬流行敬 

拜各種鬼神，情形十分荒謬怪誕，令人感到迷惑不堪，產生許多幼稚而 

無稽的神話。整個地中海一帶就像一個大熔爐。」21

貴族階層道德敗壞、好逸惡勞、貪 求 享 受 ；中等階層則有較高的道 

德操守和強烈的宗敎情感，並且不斷追求真理，卻始終找不着。許多宗 

敎 便 乘 虚 而 入 ，例 如 從 埃 及 傳 入 對 伊 西 斯 神 （I s i s ) 和阿西利斯神 

(Osiris) 的 敬 拜 ，以及對波斯的米特拉神（Mithras) 和小亞細亞的區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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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神 （Cybele) 膜 拜 。還有從東方傳來充滿神祕和自然色彩的宗敎，它們 

雖然各有形形色色的神靈與偶像，卻沒有一種能使罪人得贖，也沒有帶 

來永恆的救恩。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祂的兒子」 （加四4 ) 。關於人心的預 

備 ，可説是時機成熟，因為經過律法的管敎和指引，加上政治、宗敎和 

社會風氣的配合，正有助福音的傳播。而且他們那時候正處於屬靈的真 

空 ，等候把他們的心靈填滿。

耶穌在世時，猶太人受外邦的羅馬人統治，而祂傳道的對象主要是 

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參太一五2 4 ) 。圖表2.4是外邦人和猶太人兩個世界 

的 比 較 。

研讀新約聖經時，試體會羅馬帝國內的猶太人和外邦人是感到何等 

困惑和罪咎。當你這樣做，你便更加明白主耶穌的言行、早期使徒的傳 

道 工 作 ，以及新約作者的書信。

溫 習 題

1. 試將新約聖經的歷史，與舊約歷史裏這四方面：預 言 、應 許 、困 

難 和 開 始 ，作一比較。

2. 「四百年沈默期」是甚麼意思？

3 .  試比較主前四〇〇年和耶穌時期的猶太敎所運用之語言，以及敬 

拜地點和宗敎團體。

4 .  猶太敎在沈默時期三個地理的中心是何處？

5 .  撒都該人和法利赛人源於何時？

6 .  試列出猶太人在四百年沈默期裏六個歷史時期。哪一個是獨立時 

期 ？耶穌降生時，巴勒斯坦的政治情況怎樣？

7 .  希臘女七十士譯本對第一世紀的基督敎有何貢獻？耶穌和眾使徒 

是否常用這希臘文譯本？

8 .  羅馬背景對初期敎會的建立和新約聖經的寫成有何貢獻？

二 、政治背景
新約聖經既帶有歷史背景，自然涉及當地的統治者，並當時治理人 

民的領袖。這便是新約聖經的政治背景。

新約聖經有關政治領導階層的大部分記載，均見於福音書和使徒行 

傳 。一般讀者不易分辨不同的官階（有 王 、巡 撫 、省長和皇帝）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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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酥時期的世界 圖表2.4

羅馬帝國 猶太人

政治背景

-統一地中海一帶 -受羅馬管轄

-國家太平1交通方便 -期待有一位屬他們民族的拯救者
-語言統_ -猶太人公會權力受限制

-安定繁榮

道德:背景

-腐敗低落 -一般都有嚴格的標準
-塔西圚(Tacitus) 説 ：「這時代 -撒都該人支持在道德上妥協
的精神就是腐化。」

學術:背景

-希臘與羅馬文化已有高度發展 -敎育仍是猶太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宗敎:背景

-敬拜異教偶像 -一般都是宗敎的狂熱分子

-宗敎帶有神祕色彩 -在宗敎生活上有三個派系：

-宗敎充滿哲學性 (1)法利赛人：嚴守律法；自義；
-靈裏卻是一片空白 中產階級

(2)撒都該人：思想自由；世俗；
上層社會人士

(3)愛色尼派：神祕的敬虔主義者；
禁慾主義

-會堂與拉比：是歸回後興起的

敬拜風俗
-相信的餘民：期待彌赛亞及其國度
降臨(路二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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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裏 ，我們學習辨別不同的官階、他們管轄的地方，以及認識聖經裏 

提及的政治領袖。

A 版 圓

新約聖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羅馬帝國境內發生，使徒行傳十七 

章六節和其他經文裏出現的「天下」 、 「世界」等 名 詞 ；都是指羅馬帝 

國的屬土。從地圖2.B 可看到羅馬帝國的版圖。22請留意耶穌降生時（主 

前五年）羅馬帝國的疆 界 ，羅馬帝國的首都位於義大利的羅馬（參地圖 

2.C ) 。巴勒斯坦地在地圖2.B哪 一 個 位 置 （圖中沒有列出其地名） ？試比 

較巴勒斯坦與其他地方，例如埃及的面積大小（參地圖9.A ) »

雖然巴勒斯坦面積不大，但由於位處軍事要塞，所以是羅馬帝國的 

重要屬土。事 實 上 ，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大部分內容，都以巴勒斯坦為 

地理背景。耶穌降生時，如地圖2.D 「耶穌傳道時的巴勒斯坦」23所 示 ， 

巴勒斯坦分為不同的省份。細讀此地圖，並留意下列各點：①熟悉的省 

份 （如加利利） ；（D 較陌生的地方（如特拉可尼） ；d m 悉 的 城 市 （如耶 

路撒冷> 。

B 管治者

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就是羅馬皇帝。要有效而和平地管治許多遠離羅 

馬 的 地 方 ，實在是政府不勝負荷的重擔。以下我們可以看看羅馬政府如 

何管治猶太人的故鄉—— 巴勒斯坦。

C 官 階

亞古士督王設立的省制，包括了管轄各個國家和其中省份的長官。 

他 們 的 官 階 和 職 责 ，簡 述 如 下 ，但請先讀圖表2.5 「羅馬帝國的管治 

者」 ，並留意那三個劃分的管治地域，以及管治者的職銜。

(一 ） 羅馬皇帝

羅馬皇帝是羅馬帝國的最高管治者。早期羅馬皇帝均以「該撒」為 

姓 氏 （如該撒亞古士督，即亞古士督王） 。當 保 羅 説 ： 「我要上吿於該 

撒 」 （徒二五11> ，他是指當時的羅馬皇帝尼祿而言。

新約時期羅馬皇帝的名字詳見於圖表2. 6「新約時代」 。請問當下列 

事件發生時，在位的羅馬皇帝是誰：①耶穌降生；②耶穌被釘十架；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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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团的管治者(曾在新約聖經中出現的） _ _ 表2.5

地 域 管 治 者

羅馬帝國 ① 皇帝(該撒）

其他地方 巴勒斯坦 ② 分封王(巴勒斯坦的希律）

{  {  {

不同省份 ③ 巡撫(希律）
例如：猶太、撒瑪利亞、加利利

羅首次被囚於羅馬；④新約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寫 成 ？

(二 ）分封王

羅馬帝國領土內最高的地方管治者是王。24他們隸屬於中央—— 羅馬 

皇 帝 ，而王的職位由羅馬元老院委任。新 約 時 期 ，管治巴勒斯坦的主要 

是世襲相傳的希律家。 （參 看 附 錄 ， 「希律家」）希律一朝由大希律在 

主前三十七年開始，到了主後七十年隨着希律亞基帕二世的死亡而結 

束 。

請細讀圖表2.6有關巴勒斯坦各分封王的名字。25耶穌降生時，誰是 

全巴勒斯坦的分封王？繼承他的又是哪三位王？他們分別管轄何地？試 

在地圖2.C 找出那些地方的位置。在主前三十七年和主後七十年間，哪兩 

位王曾治理整個巴勒斯坦？

請讀下列關於各分封王的新約經文，並考查其掌政的地區和時代。

1 .  大 希 律 ：馬太福音二章一至十九節；路加福音一章五節。

2 .  希 律 安 提 帕 ：馬可福音六章十四至二十九節；路加福音三章一 

節 ，十三章三 i■一至三十五節，二十三章七至十二節。

3 .  亞 基 老 ：馬太福音二章二十二節。

4 .  希 律 腓 力 ：路加福音三章一節。

5 .  希律亞基帕一世：使徒行傳十二章一至二十四節。

6 .  希律亞基帕二世：使徒行傳二十五章十三節至二十六章三十二

節 。



年份

主前37

10

主後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S代

事蹟 皇 帝 （該 撒 ）

耶穌降生(主前5年） 亞古士督(主前30-主後14)

施洗約翰傳道

耶穌傳道、死亡與復活 

保羅悔改(徒九1-19上）

饑荒(徒一一28)
保羅第一次傳道旅程(徒一三1至一四28) 

耶路撒冷會議(徒一五1-29)

保羅第二次傳道旅程(徒一五36至一八22) 

保羅第三次傳道旅程(徒一八23至二一 17) 

保羅在羅馬第_ 次入獄(徒二七1至二八31)

保羅第二次入獄 

保羅殉道

耶路撒冷被毀

最後一卷新約聖經被寫成

提庇留(14-37)

該猶加利古勒(3741)

革老丟(41-54)

尼祿(54-68)

迦勒巴(68-69) 

俄佗(69)

威特流(69)

維斯帕先(69-79)

提多（79-81)

多米田(81-96) 

納雅(96-98)

他雅努(9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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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坡紐(6-9)

安比維修(9-12) 
安紐斯魯孚(12-15)

瓦勒留革拉士（15-26)

本丟彼拉多(26-36)

馬爾克路(36-37)

馬利留(3841)

法杜(4446)

提庇留亞歷山大(46-48) 

庫曼努(48-52)

腓力斯(52-59)

非斯都(59-61)

亞勒比努(61>65)

革修弗羅如(65-66)

大希律 _

(主前374) ■

—— 全巴勒斯坦——  H  (沒有巡撫)

亞基老 
(主前4- 

主後6)

圖表2.6

分 封 王 （希 律 ） 巡撫年份

主前37 

10

主後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緋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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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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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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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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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土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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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巡 撫

巡 撫 （省長）是羅馬皇帝委任為治理某區域的官長，他們直接隸屬 

羅 馬 皇 帝 ，主 要 的 工 作 包 括 財 政 （如税收等） 。他們也有最高的司法 

權 ，就如彼拉多向耶穌所难行的。巡 撫 的 官 邸 位 於 該 撒 利 亞 （參地圖 

2.C ) 。他們的治 E 通常是與分封王的領土劃清界線。譬如希律安提帕為 

加利利的分封王時，彼拉多卻是猶太、撒瑪利亞和舊以土買的巡撫。26 

(請從地圖2.C 找出這些地區的位置。）

新約聖經提及的巡撫，主要是彼拉多、腓力斯和非斯都。圖表2.6列 

載了他們的名字。從圖表所見，巡撫的管治區域有沒有重疊？巴勒斯坦 

的第一任巡撫何時由中央委任？在主後四 i"一至四十四年間，巡撫一位 

懸 空 時 ，誰人獨管巴勒斯坦？

習 作 ：①請用詳盡的經文彙編，找 出 「巡撫」一詞在新約聖經何處出現 

過 ，同時不妨細讀其中一些經文。②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捕後，曾 

被押到亞基帕王、腓力斯巡撫和非斯都巡撫面前。請讀使徒行傳 

二十三章一節至二十六章三十二節，留意與這三位管治者有關的 

經 文 （還有二十六章三十二節提及的「該撒」大帝） 。參考圖表 

2 .6，看看上述四位管治者為何同時被捲入一件事情裏。

(四 ） 其他官階

總督是羅馬省的執政官，任 期 一 年 ，在軍事和民事上都有無限的權 

力 。新約聖經提及的總督有兩位，他們就是士求保羅（徒一三7 ) 和迦流 

(徒一八1 2 ) 。

以上提及的都是巴勒斯坦的管治者。我們應記着猶太人還有他們的 

宗 敎 領 袖 ，負責塑造甚至掌管他們的宗敎和日常生活。這些宗敎領袖就 

是猶太敎的祭司，以及有如最高法庭的猶太人公會。我們稍後會詳細討 

論這一方面，現在請先讀圖表2. 7「新約時期的大祭司」 。

總結

新約歷史並沒有涉及國際戰事或頻密的內鬨。羅馬帝國的太平盛 

世 ，加上省政府的組織制度，對基督敎的開創十分有利。耶穌降生後， 

基督徒屢受迫害，但這些逼迫只會令神的百姓信心更加堅定。從不同角 

度 看 ，新 約 紀 元 （第一世紀）可算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時代。 

溫習題

1 .耶穌降生時，羅馬帝國的領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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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事蹟主要發生在何處？

3 .  試列出耶穌時代巴勒斯坦三個省份的名稱。

4 .  請填上正確的官銜：________ 管治整個羅馬帝國；_________ 管治

分 封 地 （如 ：巴勒斯坦） ；________ 治 理 各 個 省 份 （如 ：加利利） 。

5 .  耶穌降生時，羅馬皇帝是誰？巴勒斯坦的分封王又是誰？

6 .  彼 拉 多 、腓力斯和非斯都位居何職？

7 .  新約時期的大祭司有何權力？

8 .  猶太人公會是甚麼組織？

新約時期的大祭司

主後

敎 會 的  | 五 旬 節

司提反殉道 

保羅悔改

雅各殉道 

猶大地饑荒 

耶路撒冷會議

56 -  保羅被捕

保羅在羅馬

67 -
68 -  

70 -

羅馬大火
保羅第二次入獄(66) 
保羅、彼得殉道 

尼祿去世 

耶路撒冷被毀

圚表2_7

主後

該亞法

36
約拿單

提阿非羅 37

西門馬提亞以利安
41

約瑟

47

亞拿尼亞

以實瑪利 58

約 瑟 亞 拿 留 斯 耶 書 6()

63

三 、自然環境
聖經的自然環境最能提醒我們，聖經的信息與我們實際生活的時空 

是息息相關的。熟悉聖經的自然環境能幫助我們體驗當中的信息。現在 

讓我們研究一下新約時期的地理環境、氣候和日常生活。

A 地理環境

新約聖經以記載事蹟為主；而事件的發生當然涉及地點，故地理環



4 8 新 約 精 R

境實在是研究聖經背景所不可少的。

常 言 道 ： 「心領神會」 。你若想感受聖經歷史的重演，便要一面讀 

經 ，一面想像它發生的地點。這應是你學習新約時代地理環境的主要動 

機 。

現在我們先看看三幅基本的新約地圖，認識其廣闊的幅員。其他相 

關及更詳細的地圖，將加插在書中適當的位置。細看各地理環境之前， 

先一窺新約的整個範圍，這是十分重要的。

( _ ) 新約地域

地圖2.C 「新約地域」27展示了大部分新約聖經事蹟發生的地點。請 

比較這些地方的幅員和羅馬帝國的版圖（參地圖2.B ) 。

請根據地圖2.C ，回答下列問題，或把你所觀察得到的記錄下來：

1. 「從耶路撒冷到羅馬」這句話能否準確地量度了新約地域的疆界？

2 .  地圖上找不到「巴勒斯坦」這 名 稱 。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的東南 

面 ，由推羅以下伸展到死海，再延至耶路撒冷以南（參地圖2.D ) 。比較 

羅馬帝國其他駡土時，你對巴勒斯坦的面積感到驚奇嗎？

3 .  四福音的事蹟多發生於巴勒斯坦；而使徒行傳及各書信的大部分 

事 蹟 ，均 以 小 亞 細 亞 、馬其頓和希臘為背景。請從地圖找出它們的位 

置 。

4 .  耶路撒冷既是基督敎敎會的發源地，請問新約聖經記載了基督敎 

將朝哪個方向擴展？ 28

(二 ）巴勒斯坦 211

正如先前提過，巴勒斯坦在聖經時代的地理位置是十分重要的。文 

利 （G . T . M a n l e y ) 這 樣 説 ： 「巴勒斯坦位於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就 

商業和軍事而言，是古代世界其中一條重要的通道，由埃及經巴勒斯 

坦 ，到達敍利亞及其他地方，直 至 今 天 ，它仍是重要的通道。」3°

我們可從地圖2.B 看到這十字大道的位置。

以下總結了巴勒斯坦在新約各書卷中的重要性，讀時可參照地圖

2 .D 。

1.福 音 書 ：四福音記載耶穌短短的一生、祂在巴勒斯坦的行程及事 

工 。我們從福音書知道耶穌大部分時間都在猶太、撒瑪利亞和加利利三 

個 省 份 裏 ，但間中亦到訪附近的比利亞、低加波利和腓尼基。請從地圖 

2.D 找出這六個地區的位置。

新 約 背 景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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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2 .D

新 約 背 景  51

新約時代的耶路撒冷 地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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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來自 D/ctonncriVe c/e /cr B，lb/e, V, ed. F. Vigouroux, OLetouzey et A n6, Paris. 
Reproduced from The N e w  B ible  D ic tio n a ry (Inter-Varsity Press, London, 1962)' 
蒙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ship允許使角。

請注意下列有關聖殿的各個範圍：

1. 猶太平信徒只可在以色列院聚集。
2. 外邦人則在殿的外園—— 外邦人院一 敬拜，這處不被視為神聖的地方。

3. 猶太婦女只可進入女院，這處亦是銀庫的所在（參可一二4 1 4 2 ) 。
4. 祭司內院是為祭司及利未人而設的•亦是他們事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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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耶穌來往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之間時，常遇上很多傳道的機會， 

但祂在猶太事奉了一年後，便集中在加利利一帶巡迴傳道。祂到過無數 

城市和鄉鎮，不過福音書提及的大約只有二十處地方，它們大部分都可 

從地圖2.D 中找得到。

2 .  使徒 行 傳 ：使徒行傳一至十二章的事蹟主要發生於巴勒斯坦，其 

餘 篇 章 （十三至十四章、十六至二十八章）則集中記載保羅在其他地方 

的宣敎行程及遭遇。

3 .  書 信 ：新約聖經餘下的二十二卷書中，大多源自巴勒斯坦以外的 

地 方 ，而大部分收信人亦非巴勒斯坦的居民。但由於基督、敎會及基督 

敎 的 誕 生 ，都在耶路撒冷，因此書中的信息仍以巴勒斯坦為中心。

(三）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基督敎的心臟地帶。她既是新舊約時代的聖城，也是今 

日國際的重要城市。當基督永遠作王時（腓二9 - 1 1 )，世界所有的歷史便 

在耶路撒冷達至最高峯。

請細看地圖2.E 「新約時代的耶路撒冷」 ，31並留意下列各點：

1 .  舊約時期原有的耶路撒冷城，僅 佔 有 地 圖 中 「大衞之城」的面

積 。

2 .  在 主 耶 穌 時 代 ，耶 路 撒 冷 的 北 牆 ，就 是 圖 中 的 哈 德 良 牆  

(Hadrian’s Wall) 。主受難後不久，亞基帕一世開始在北面建造第三道

牆 ，可惜羅馬人於主後七十年摧毀耶路撒冷時，這牆仍未建成。

3 .  請注意聖殿、希律王宮、畢士大池和加略山（主被釘死的地方） 

的 位置。並請研讀希律聖殿的平面圖和外貌繪圖。

B 地 勢

牢記新約各城市位置的一個最佳方法，就是認識這些城市的地理形 

勢 ，這亦可幫助我們明白各城市源起和各路線形成的原因。請研讀地圖 

2.F有關巴勒斯坦地形的特色。此處的天然地勢是由北至南。當你由西至 

東地觀察這地圖時，你會發現六種主要的地形。

(一）沿海平原

這平原從沿岸延至迦密山岬，由於缺乏可停泊的海港，所以新約時 

代較少城市在這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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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 非 拉 （Shefelah，又稱低地）

岩層在這地開始從沿海平原向上升。由於此處的泥土尚算肥沃，很 

多城市都建在這裏。

(三） 山 地 （又稱猶太山脈 [Judean Hills]和基士約但山脈[Cis-Jordan 

Hills])

這些山地平均高達二千呎。請在地圖上從迦密山到耶路撒冷，畫一 

條分 界 線 。這一列從北到南的山脊，把撒瑪利亞和猶太地劃分為二，它 

在加利利海西南的以斯德倫平原（Plain of Esdraelon) 略為平坦，到了加 

利利以北再高聳起來。兩條主要的南北通道是沿着約但山脈和約但河谷 

而 行 。基督在當中展開傳道工作的城市，大多數在猶太山區和加利利海 

一 帶 。由於這山脈正是舊約時代所需的天然屏障，很多城市便沿此建 

立 。

(四） 裂 谷

這是南北地形中最一貫的特色，裂谷平均闊約十哩。就整個巴勒斯 

坦地勢而言，隙谷低 陷 至 大 海 （即地中海）的水平線下。研讀以下的描 

述 時 ，請觀察地圖2.F從北至南向下伸展的地帶。

1. 黑門山以西河谷：這是約但河的發源地，就在加利利海以北。利 

巴嫩和黑門山脈之間的裂谷十分顯著。

2 .  加 利 利 海 ：比 大 海 （Great S e a ) 低六百八十五呎。由於環境優 

美 ，新約時代很多人在此聚居。

3 .  約 但 河 ：由加利利海流至死海，整條河低於水平線下。河谷天氣 

燠熱 潮 濕 ，不利城市的建立，僅 有 耶 利 哥 一 城 （參地圖2.D ) 。

4 .  鹽 海 （死海） ：低於水平線一千二百八十六呎。流入死海的大河 

是哪一條？死海沒有出口，所以海水含礦量輝高。舊約時期沿岸只有幾 

個 城 市 。

5 .  亞 拉 巴 （A r a b a) :炎熱而乾燥的山谷，沒有任何市鎮。

6 .  亞 卡 巴 灣 （G u l f o f A q a b a ) :所羅門曾在這灣之北建造船隻（王 

上九2 6 ) 。

(五） 約但河東山地

山勢起伏不平，低陷的裂谷陡升成險峭的高原，故城市稀少。

(六） 高 原

北部肥沃的高原伸展至南部的半沙漠地帶，這髙原較少擔當新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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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助斯坦的六種地形 地圖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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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舞台。在這塊連綿起伏的高原上，人們主要以畜牧為業。耶穌亦曾 

在低加波利和比利亞等市鎮傳道（參地圖2.D ) 。

當你綜覽新約聖經時（特別是四福音和使徒行傳） ，試想像一下你 

剛讀過的地理特徵。擧 例 説 ，你 讀 到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 

去 」 （路一0 3 0 ) 時 ，你腦海中應浮現一條向下傾斜的山路。

C 氣候和天氣
巴勒斯坦和美國南部緯度相同，氣候常受到來自地中海的西風影 

響 。不過由於地勢起伏不定，各地的氣候變化頗大。全年分成兩季：和 

暖乾燥的夏季和清涼潮濕的冬季。十一月至三月是雨季，尤以季初及季 

末 雨 量 更 大 （因 此 有 「季初雨」和 「季後雨」之稱> 。32按近年的記錄， 

耶路撒冷的平均溫度是：一月為華氏四 i^一至五十四度，八月則為華氏 

六十五至八十五度。當地氣候溫和，實由於地中海的氣溫變化不大。

耶穌大半生在當中居住和公開傳道的加利利，在夏季較猶太和約但 

河谷南部怡人。而約但河以東的髙原常受沙漠熱風吹襲，因此在聖經時 

代 ，這裏人口十分稀少。33

氣候與天氣不同，氣候是指長期以來的氣象情況；而天氣是指一日 

或一時之間的陰晴冷暖。附載的聖經地區氣候圖解（地圖2.G ) 顯示當地 

在逾越節周最後一日（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天氣情況。當日耶 

路撒冷附近的天氣可算是當時當地的典型例子：局部密雲、和 暖 （大約 

華氏七十度）而 帶 有 微 風 。一股髙氣壓從埃及伸展到敍利亞，使氣鋒 

(由北非至小亞細亞> 無法進入巴勒斯坦。逾越節那一周正好夾在寒冷 

而潮濕的冬天及炎熱而乾燥的夏天之間，所以這期間的天氣通常十分和 

暖 適 中 。這種天氣亦有利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上耶路撒冷，過他們一年中 

最重要的逾越節。

D 巳勒斯坦的日常生活

新約聖經的作者是東方人，他們寫作的背景亦以東方為主。西方讀 

者若要明白這些古代的聖經故事和見證，就必須緊記這一點。雖然那些 

基本敎義是在東方文化中孕育而成，例如人的罪和神的聖潔，但它們不 

受時空限制，對於散居世界各地的人來説，同樣真實可靠；即使不熟悉 

巴勒斯坦居民日常生活的讀者，仍可明白聖經。不 過 ，讀者如能體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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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當地的文化生活，便可更清楚地明白它。

要認識新約的背景，聖經字典和注釋書可算是其中最佳的參考資 

料 。不 過 ，還有一些書籍專門探討上述題目，例 如 博 奎 （A . C . Bouguet) 

的 《新約時代的日常生活 》 (Everyday  Life  in  N ew  Testament  Times  )  

和 威 格 特 （Fred H . W ig ht) 的 《聖地風俗禮儀》 （Manners and Customs 

o f历W e  Lands ) 。34本章不能詳述新約時期巴勒斯坦的典型日常生活， 

只可約略介紹當時當地的生活概況。35新約時代的生活大致上與主前數世 

紀相差不大，基本的生活方式和傳統仍保持不變。以下所描述的，只是 

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生活，至於羅馬帝國各城市的希臘背景，可參考費菲 

佛 （Charles F . Pfeiffer) 和 伏 斯 （H o w a r d  F . V o s ) 合 著 的 《威克理夫聖 

地歷史地理》 （Tfte Wyc/ifffe ifetorica/ GeograpAy o / ^yWe 心如出.)：®

閲讀下文時，可用一點想像力，逐步構思一幅新約背景的圖畫，讓 

日後研讀新約聖經時能回想起來。這小小的練習未必可增加你對新約的 

認 識 ，但至少幫助你察覺新約聖經中的東方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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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勒斯坦的城鎮：城鎮建有城牆、城 門 、城 樓 、狹窄的街道和繁 

忙 的 市 場 ；而城鎮多建於髙地上，如耶路撒冷便建在錫安山上；城外還 

有田野和牧場。

2. 水 源 ：水 井 、水 池 、溪流及水塘等。

3 .  房屋36 :平民住宅一般只有一個房間；37房 頂 是 木 梁 ，再蓋上蘆 

葦 、灌 木 、禾 草 等 ；地 面 是 泥 ；牆用泥磚砌成；向街的窗子不多；房子 

中間是火爐；其他家具有：蓆 子 、坐 墊 、椅 凳 、儲 物 櫃 、燈 台 、磨穀的 

手 推 磨 、煮食用具、羊皮袋和掃帚。

4. 家 畜 ：狗 、騾 、驢 、馬 、駱 駝 、綿羊和山羊。

5. 食 物 ：大麥及小麥麪包、油 、脱 脂 乳 、乳 酪 、水 果 （橄 檀 、無花 

果 、葡 萄 、葡 萄 乾 、石榴） 、蔬 菜 、穀 類 、蜜 糖 ；他們也吃雞蛋、肉類 

和 家 禽 ，但較少食用。加利利海旁居民則以魚類為主要食糧。他們每天 

通常吃兩餐：早 餐 和 晚 餐 （約下午五時） 。

6. 服 飾 ：男女一樣的服飾是內衣（長至膝蓋的寬鬆袍子） 、腰帶和 

外 衣 （斗篷） 。外衣在出門時穿著，用來防避風雨、抵禦寒冷及炎熱天 

氣 ，晚上又可用作氈子；還有頭巾和草鞋。而只合女性穿著的服飾是較 

長的內衣和稍寬的斗篷，帶 上 面 紗 （在公眾場合中蒙頭> ，還配上精緻 

的 飾 物 （如 耳 環 、手鐲> 。

7. 敎 育 ：孩子多由父母親自敎導，學習希伯來宗敎和聖經、讀書寫 

字 ，以及生活技能；為領袖而設的進深訓練，例如先知學校，則由敎師 

施 敎 。

8. 敬 拜 ：猶太人有家庭敬拜和公眾敬拜；38亦有上耶路撒冷的聖殿 

敬 拜 ，鄰近的居民通常一起參與，到了每年的宗敎節期，遠近的以色列 

人便一同敬拜。

9. 各 行 各 業 ：農 耕 （穀 類 、葡 萄 、橄欖和無花果） 、牧 羊 、捕 魚 、 

打 獵 、陶 器 、木 工 、石 工 、鐵 工 、織 帳 棚 、經商和醫護。

10. 婦 女 的 工 作 ：磨 穀 、編 織 、縫 衣 、洗 濯 、料 理 羊 羣 、打 水 、煮 

食 、打掃房屋及敎育子女；而家中的孩童，尤其是女孩子，也幫忙打理 

家 務 。

11. 納 税 ：人 丁 冊 （入息税） 、貢 税 （物業税） 、賦 税 （食 物 、物業 

轉讓和奴隸買賣） 、地 税 、關 税 （出口税）和購物税。

12. 出 遠 門 ：大 都 聯 羣 結 隊 ，以 保 安 全 。方 式 很 多 ，最常以牲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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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有時亦會步行。糧食方面主要是隨身帶備；晚上到人家裏投宿，間 

中也住旅店。

以下兩段是一位作家根據一些真實資料，加上自己的想像力，把一 

般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記載下來。讀 新 約 的 時 候 ，不妨也試試這個方

法 。

拉馬鎮在耶路撒冷以北五哩，沿着曲折的街道徐徐而行，就會找到比雅拿所 

住的地方。他和家人擠在一室，附近的鄰居，與他們差不了多少，只能僅僅 

吃飽。在冬天寒風雪雨的日子裏，便瑟縮在城中，渴望春季早臨，可以下田 

耕種。

他們把兩張禾草造的蓆子鋪在泥地上，一家便蓆地而睡；他們日間穿著的斗 

篷 ，晚上則當作被子保暖。牆角的架上點了一盞黯淡的小油燈，只在白天生 

火時才熄掉，其餘時間就常常點着，因為它就是他們唯一的一盒火柴了！不 

過 ，油燈太暗，晚上醒來的時候，總會驚動家人和園裏的牲畜！所以夜間訪 

客是永不受歡迎的。39

E 從天堂到人間

儘管聖經不時提到人和列國的輭弱與罪惡，但仍不減它的特性，全 

書滿載許多神蹟。在聖經的每一頁裏，都記述神從天上降臨人間，藉着 

人完成祂的工作。這種神人同工的情形，是聖經中常見的。如果沒有超 

自然的層面，神的信息就失去意義。所 以 ，凡要明白神在今時今日對我 

們 説 的 話 ，就當接受和相信超自然的事情。當我們討論如何研讀新約聖 

經 ，以及要注意甚麼內容時，我們會再詳細探討這一方面的資料。 

溫 習 題

1 .  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有何重要？

2 .  耶穌集中在哪些省份傳道？

3 .  新約書信是寫給哪些地方的基督徒？

4 .  耶路撒冷在哪方面是基督敎的中心？

5 .  請從西至東，列出巴勒斯坦的六種地形。

6 .  巴勒斯坦可分為哪兩個季節？

7 .  巴勒斯坦的天氣受哪種風向影響？

8 .  耶路撒冷在逾越節期間（四月底）向來的天氣是怎樣？



6 0 新 約 精 覽

9 .請描述耶穌少年時期，在加利利一小鎮中一個典型家庭裏的生活 

情 況 。

10. —般的希伯來兒童會接受多少敎育？

四 、如何研讀新約？
熟習我們剛討論過的新約背景，對於我們研讀新約聖經，幫助很 

大 。不 過 ，我們仍需要正確的方法。沒有正確的方法和清楚的指引，研 

讀新約聖經種種歷史事實、神學敎義和末世預言時，便會浪費時間，事 

倍 功 半 。此 外 ，當我們讀到艱深難解的經文，我們或會感到灰心沮喪， 

不知所措。但只要我們掌握竅門，便可避免墮入陷阱裏。這些指引可幫 

助聖經學生詳細分析經文時不致偏差。在以後的篇章裏，我們逐一綜覽 

新 約 書 卷 ，會再覆述這些要點。

A 以新約聖經為舊約聖經的實現與注釋

舊約聖經既指向新約聖經，所以新約的部分內容與舊約相似，例如 

獻 羊 為 祭 、安息日和 聖 殿 等 ，一點也不足為怪。新約聖經每次引述舊 

約 ，都是自然、正確而必須的。你若確信這一點，當讀到有關基督敎前 

時代的新約經文時，便不會大惑不解。這類經文包括：①關於基督生平 

及其傳道工作的預言；②舊約聖經有關罪和救恩敎義的應用，例如希伯 

來 書 ；③末世的預言，例如有關以色列國的預言。

這個研讀新約聖經的方法，是建基於新舊約聖經同屬一書—— 聖 

經 。這 書 記 載 神 逐 漸 啟 示 自 己 ，以 及 祂 拯 救 人 類 的 事 蹟 。基士拿 

( N o r m a n Geisler) 這 樣 寫 道 ：

基督立時親自成就了舊約的敎訓、使舊約的影兒成為實體，並實現了舊約的 

預言。有關祂的真理，在舊約聖經萌芽後，便在新約聖經開花；而預言的真 

理 ，亦由閃閃的燐光變為燦爛的神聖啟示。40

這個方法足可證明我們對舊約聖經的認識，實在是研讀新約聖經一 

項最佳的準備。

後頁之圖怎樣説明新舊約聖經的關係？

B 先綜覽，後分析

「以偏概全」是十分危險的，我們必須先從綜覽中，了解整體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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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和 結 構 ，才逐一分析各個細節。本書的目的就是帶領讀者概覽新約全 

書 。至於綜讀的好處和步驟，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

C 認識新約中啟示的主要真理

整本新約聖經均記載了神啟示的主要真理。41研讀聖經時，你若能注 

意到這些真理，便不易產生誤解。下面就是一些主要的真理。42

(一） 救贖是新約啟示的重要課題

全本聖經由頭到尾都是救贖的事蹟—— 神藉着祂獨生子的死，帶領 

罪人歸向祂，與祂和好。基督既是救贖主，又是新約聖經的中心人物， 

當中自然充滿救贖的信息。

罪人的贖價就是基督被釘死在十架上。所以十架的信息遍及整部新 

約 聖 經 。關於這十字架，蘇 雅 （Erich Sauer) 寫 道 ：

十字架是祂在世的主要工作。它是神在整個宇宙歷史的重要作為。它也是神 

的救臏旨意中最叫人驚訝的啟示：「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三 1 6 ) 。43

救贖既是新約聖經的主題，我們可預料它那二十七卷書均根據個別 

目 的 ，在不同程度上展現這個主題。換 句 話 説 ，當某段經文裏沒有救贖 

的 敎 義 ，我們便不應硬把這敎義套進去。

(二） 罪是人基本而無法解決的難題

新約聖經充滿拯救的信息，因為它是神對人基本的問題—— 罪——  

慈愛的回應；而罪的工價乃是永遠的滅亡（羅六2 3 ) 。所 以 ，正如我們 

預料在新約聖經中會讀到許多有關救恩的信息，我們也會讀到與救恩同 

等比重的罪惡問題。擧 例 説 ，羅馬書一章十八節至三章二十節便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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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而跟着的一段—— 羅馬書三章二 i^一節至五章二 i 節—— 則閛述 

救 恩 。

由於罪使人遠離神，神便審斷罪為元兇首敵。所 以 ，神賜下祂的獨 

生 子 ，在十字架上受死。祂的死準確地指明了人的罪： 「祂替眾人死」

(林後五1 5 ) 。

(三） 人在神恩典以外亳無指望

像舊約聖經一樣，新約聖經也不斷敎導這真理。保 羅 寫 道 ：罪人因 

與基督隔絕，他 們 「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弗二12) » 但神的 

恩典帶來一線希望。在新約聖經裏，恩典一詞共出現一百三十多次，經 

文都藉着神因祂的大愛而賜下的禮物44，使人沐浴在光明的得救盼望中。

你會怎樣回答下列問題：①神怎樣才可赦免一個殺人犯？②甚麼令 

神這樣耐心等待罪人？③如果罪人不能憑功德得救，他的希望又在哪 

裏 ？④神怎能讓蒙拯救的罪人得進天堂？以上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就 

是 恩 典 。

凡拒絕接受神的恩典—— 穿上基督義袍—— 的 罪 人 ，永遠與基督隔 

絕 ，活在痛苦之中。神的恩典並不違反或消減祂的聖潔。因此我們將在 

新約聖經中讀到很多有關審判的經文（例如啟示錄便以審判為主） 。神 

一切屬性都是絕對完全，貫 徹 始 終 。神既是聖 潔 的 神 ，祂便要嚴懲罪 

惡 ，但祂的恩典仍然生效。

(四） 福音是普世的信息

耶穌和祂的門徒先把福音（「大喜的信息」）傳給猶太人，因為他 

們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也 就 是 神 應 許 賜 福 的 選 民 （創 一 二 1- 3，一七 

1 - 8 )。由於這個關係，我們可稱福音書的事蹟為舊約律法和五旬節後敎 

會時代之間的過渡。既然以色列拒絕接受彌賽亞的信息，神的呼召便伸 

延至外邦世界。正 如 華 活 特 （John F . Walvo o r d) 所 言 ：

神對大衞的應許沒有立刻實現，而神未曾宣吿的目的卻成為主線，就是從每

個國家呼召祂新的選民，其中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他們在神對以色列的應

許以外，得蒙選召，使命運扭轉過來。45

因 此 ，福音的對象不僅是猶太人—— 先後次序只是神計劃裏時間上 

的問題而已：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羅一 1 6 ) 。不 久 ，歷史 

書 （福音書和使徒行傳）裏記載福音傳到猶太人當中，也傳給外邦人。 

耶穌向祂的門徒頒布大使命時，這普世的福音受眾已烙在祂的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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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並要在耶路撒冷、猶 太 全 地 ，和撒瑪利亞，直 到 地 極 ，作我 

的見證」 （徒一8 ) 。在整本新約聖經中，福音被視為神的大能，要救 

—切 相 信 的 人 （羅一 1 6 ) 。

(五） 基督的工作全賴基督的位格

基督能完成祂所作的，只因為祂是真正的神人。擧 例 説 ，祂可以行 

神 蹟 ，因為祂是神；而祂可以在十字架上成為人真正的代罪羔羊，因為 

祂 是 人 。正由於祂是無罪無瑕，祂才成為神悦納的祭性；也由於袖的人 

性 ，祂與那些受試探的人認同^—— 祂 自 己 也 曾 被 試 探 而 受 苦 （來二 

1 8 ) 。

有些人拒絕接受耶穌所作的（例如祂行的神蹟） ，是因為他們不相 

信耶穌真正的身分。《在整本新約聖經裏，我們時常看見耶穌的位格與祂 

的工作有着重要的關係。如果我們否定基督神人合一的本性，祂的生命 

和傳道事工便是一個謎了。

(六） 神蹟是神啟示的標記

新約聖經充滿神蹟，大部分都是基督所行的。它們的基本目的，就 

是作為標記，或啟示真理。譬如約翰寫道：耶稣的神蹟便是標記，證明 

祂 「是 基 督 ，是神的兒子」 （約二〇31 ;參可八27-29) » 新約聖經中的 

神蹟還有次要的目的，例如減輕疾病的痛苦，或罪惡的刑罰，但它們的 

主要目的還是啟示有關行神蹟者（基督）的 真 理 。

(七） 聖靈積極地在這世代中工作

三位一體真神的1 切 位 格 ，都常常為了每一個受造者而不斷運作。 

祂們的工作雖然性質不同，但同樣重要。舊約聖經記載聖靈為非選民作 

了 許 多 事 情 ，而新約聖經則敎導基督徒從經驗中認識聖靈多方面的工 

作 。華活特如此比較聖靈在新舊約時代的工作： 「……恩典的時代照耀 

着更燦爛的光芒，聖靈充滿眾聖徒，在他們當中不斷工作，前所未有地 

把神的恩典完全彰顯出來。」47

在研讀新約聖經時，你會發現許多關於聖靈位格和工作的經文（如 

羅八章> 。

(八） 世界歷史均朝着末世演進

世界歷史都在神的掌管裏。祂照着自己完美無上的旨意，帶領或容 

許個人或國家遭遇各種事情。而這一切都在耶穌基督登上寶座時達至最 

髙 峯 （參腓二9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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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新約歷史的各個階段：

歷 史 新 約 範 圍

基督生平 四福音

敎會的創立及最早期的發展 徒一至一二章 1

敎會初期的擴展 徒一三至二八章；窨信；啟一至三章

末後的世界歷史 啟四至二一章

略讀新約聖經後，你會發現全書很少提及末世前二千年世界歷史的 

發展 細 節 ；但重要的真理卻不時在經文中出現，給予讀者深遠的透視， 

擧 例 説 ： 「萬有……或是有位的、主 治 的 、執 政 的 、掌 權 的 ，一概都是 

藉 着 祂 造 的 ，又是為祂造的。」 （西一 1 6 >研 讀 聖 經 時 ，絕不能強求 

(繼而捏造）歷史細節的預言或記載。我們應該珍惜那些重要的真理， 

照神的本意去解釋和應用它們。當我們這樣做，新約歷史和預言的完備 

便顯露無遺了。

D 接受新約聖經為神對基督徒生活的最終敎導

基督徒是可以過着討神喜悦的生活。48否 則 ，新約聖經的一切命令、 

勸 勉 、應許和幫助，都只是一個大騙局而已。

新約聖經記載着神對信徒生活的最終敎導。它寫於大約二千年前， 

而且與耶穌奉為聖經的舊約聖經合而為一。新約聖經的應用是不受時間 

限 制 ，因此使徒保羅寫信給他的朋友提摩太，肯定聖經的價值： 「聖經 

都 是神所默示的，於 敎 訓 、督 責 、使 人 歸 正 、敎 導 人 學 義 ，都是有益 

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三16-17)在同 

一封 信 內 ，保羅更提醒提摩太，能 使 他 「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提後三1 5 ) ，正是神的話語。因此我們可以説，從新約聖經而來的所 

有屬靈功課，都直接或間接地提到兩個永恆而重要的生命真理：歸向神 

的 道 路 ，或是與神同行的方法。聖經就是如此合時。所以我們必須打開 

心 門 ，接受它的信息。正 如 楊 格 （E d w a r d J . Y o u n g ) 所 言 ：

研讀聖經時……我們需要記着，我們正向聖地走去。我們要存謙虛的心閲 

讀 ，等候聆聽神的話。聖經屢受諸多批判，被人否定，卻進一步證明我們若 

沒有受敎的心，便無從明白聖經。我們也不用羞於承認聖經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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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思想史中，其中一個最重大的錯誤，就是企圖贬低聖經的神性，把它 

解釋為人的傑作。49

五 、溫習題
1 .  請列出新舊約聖經的四種關係。

2 .  為甚麼我們在仔細分析新約聖經各段經文前（如逐章研讀> ，必 

須先綜讀全書？

3 .  試就你的記憶，列出本章所提及新約聖經的主要真理。

4 .  用你的文字，寫出新約聖經神聖而實際的目的。 * 1

注釋

1 Erich Sauer, The Dawn o f  W orld R edem ption p . 186.
2 J . Barton Payne, The Theology o f  the Older Testament^ p . 3.
3 這些比較引自 W . G raham Scroggie， /Cwow Ybur JM /e，2:15-1_6 〇
4 以斯拉記及尼希米記是舊約歷史書的最後兩卷。瑪拉基書是舊約正典的最後一卷， 

也是舊約聖經最後的預言。

5 新約正典的第一卷書是馬太福音，它是寫給第一世紀的猶太人。

6 Henry Kendall Booth, The Background o f  the Bible, p . 130.
7 若 要 仔 細 研 究 馬 太 福 音 的 字 義 ，可參考 iVew A m e ric a n  S ta n d a r d  £ x /ia u s tiv e  

Concordance o f  the Bible °
8 這事蹟記載於耶利米書四十一至四十四章。

9 瑪拉基書雖寫於大約主前四〇〇年，但卻如先知般描述了猶太人在兩約期間的黑暗 

時 代 。請讀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至三十八節，這段經文記載了這時代裏兩位相信瑪拉基書所 

言 的 人 。

1 0 某些時期的日子較難確定，因為它們究竟於何時開始，均有不同的意見。但每個時 

期的 分 界線，卻沒有那麼撲朔難辨。耶穌降生的日期是主前五年。產生這五年的差異，是由 

於主後五二五年才制定的基督敎紀元日曆在計算上出現錯誤。 （參Robert L. Thomas及Stanley 
N . Gundry， A H arm ony o f t/je Gospe/s，頁 324-28。）

1 1 敍利亞不是主要的勢力。

1 2 有關兩約時期的詳細圖表，可參閲Afew 77me lin e , C hart 1-3, Moody Press
(artist: Bill Hovey) °

13 Henry E. Dosker, “Between the Testam ents” ,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1: 456.

1 4 逼迫常是寫作的背景，特別那些啟示性的作品，以壓迫者所受的審判及被壓迫者得 

到的拯救為題材。

15 Jam es Stalker, The Life o f  Jesus C hrist pp. 35-36.
1 6 耶穌引用的舊約經文，常出自七十士譯本，新約書卷的作者也是一樣。

17 G . T . M anley編 ， TTieiVew 历W e/fandboo* ，頁 2 9 3。

18 Erich Sauer, The Dawn o f  World Redemption^ p . 177.
1 9 同 上 書 ，頁 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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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關於羅馬帝國的皇帝，可參圖表2.6。

21 Erich Sauer, The Dawn o f  World Redemption, p . 181.
22 這地圖引自 HVci/ZTe 五ncyc/opedia，2:1480 〇 
2 3 有關巴勒斯坦的地理形勢，本章稍後再作討論。

2 4 有些王是指提督，而 分 封 的 王 （例 如 ：希律安提帕）是四分一個治區或省份的管治

者 。

2 5 圖表2.6中的分封王和巡撫，任期只到主後七十年，正是耶路撒冷被毀的時候。

2 6 各巡撫的治區範圍並沒有記在圖表2.6上 ，若要認清他們的領土，可參考聖經字典。 

27 弓\ 自 Unger’s Bibie H a n d b oo k，頁7 2 8 。

2 8 早期的基督敎已擴展至各方各地。這些資料雖然沒有記在聖經正典裏，但載於準確 

的歷史文獻中。

29 「巴勒斯坦」 （P alestine) 的名稱來自希伯來文 eres ，意 即 「非利士人之 

地 」 ，非 利 士 （Philistia) 是西南部一個小小的地區，到主前五世紀才泛指整個迦南地。

30 G . T . M anley,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 425.

3 1 這地圖引自Merrill F. Unger，L/h f 历67e ffanc/booA，頁4 8 8。有關耶路撒冷的地理 

環 境 ，可參 77ie iVew jBi’b/e D ictio nary裏的一篇文章 “Je ru sa le m ” (J . D . D ouglas ed., 
pp. 614-20) °

32 季̂初的雨有鬆土作用，而季後的雨則可澆灌種子。

3 3 以上的觀察是基於合理的假設：巴勒斯坦的氣候自新約時期至今，沒有多大的改

變 。

34 對 於 這 個 題目 ， John B. Taylor在他的書A Cft/istfan’s Gii丨We to the CVd T*este/nent 第 

十二至八十頁裏，以敍事手法用了一章去討論它，故極具參考價值。

35 關 於 這 些 名 稱 ， Fred H . W ight的M anners anc/ Ciistoms o f L and 有清楚的記 

載 ；但記着這些名稱並不適用於每個背景。

3 6 以色列人在家的時間平均比西方人短。

3 7 多 過 一 個 房 間 的 屋 子 ，是圍着 露 天 的 庭 院 建 造 。關於這 方 面的詳細資料 ，可參考 

A. C . Bouguet的 •Eveiyday Life in iVew Tiesfainent 77/n e s。
3 8 猶太人被擄至巴比倫期間，他們開始在一個固定的地點聚集敬拜，這地方後來稱為 

「會堂」 （來自希臘文S y n a p s e，意 即 「聚集的地方」> 。雖然沒有記載在舊約聖經被擄歸 

回後的書卷裹，這傅統一直延縯至被擄歸回後。但到了新約時期，會堂已成為悠久的憤例。

39 Taylor, A  Christian^ Guide to the O ld Testament, pp. 12, 17.
40 Norman Geisler, Christ: The Them e o f  the Bible^ p. 68.
4 1 聖經本身已是重要真理的啟示來源。當 你 綜 覽 新 約 各 書 卷 時 ，這特點更加顯而易

見 。

4 2 新約聖經主要真理的範圍極廣。當你研讀書中列出的真理後，可加上你所領受的另 

一 些 真 理 。記 着 ：聖經所有真理都十分重要。

43 Erich Sauer,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p. 56.
4 4 希 臘 文 通 常 譯 作 恩 典 ，有 時 也 譯 作 恩 賜 （如 ：羅六2 3 ) 。

45 John F. W alvoord, The H oly Spirit, p . 81.
4 6 參考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至三十一節。

47 W alv o ord，上 引 書 ，頁7 7 。

4 8 參考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

49 Edward J . Young, Introduction to the O ld Testament, pp. 1 0 - 1 1 . (中 文 譯 本 為 《舊約 

導論》 ，道 聲 出 版 社 。）

第三章

鳥瞰法

如何研讀聖經，大致上決定了研經的成果。在種種查經方法中，最 

主要是綜覽及分析，但綜覽並非草草略讀。我們研讀新約各卷書時，必 

須清楚掌握這個方法，才能應用自如。以下先討論鳥瞰的目的和步驟， 

至於進一步的指引和建議，會在以後各章的綜覽部分提出。本章的下半 

部亦會説明如何使用本書作為讀經的指南。

_ 、鳥瞰之目的與步驟
A 全面性研經

讀經可分以下三個步驟：1 

觀察一 留意經文的內容 

解釋—— 研究文中的意思 

應用—— 把聖經應用在生活上

雖然我們也會用後面兩個步驟，但鳥瞰法最着重的，乃是觀察。鳥 

瞰法就是從不同角度綜讀全書。這方法又稱綜覽、總 覽 、概覽和俯覽。

先 作 綜 覽 ，再逐一分析，這是深入研經的不二法門。若單單鑽研個 

別章節而忽略上文下理，便失去從研經得來更豐富的經歷。若要認識各 

卷書的整體結構和重點，並為日後詳細分析經文作好準備，先作綜覽式 

的略讀是不可少的。

本書不包括詳細的分析，只是用綜覽的方法，研讀新約的二十七卷 

書 。只有與綜覽有關的題材，我們才詳細研究。

B 鳥瞰的目的

由於鳥瞰之目的有二，因此在分析之前，我們應先綜覽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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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意各個重點

讀經時會出現兩個極端，一是過於強調某一部分，一是過於輕忽某 

些 地 方 。所以在分析細節前，先概覽 全 書 要 目 ，就可避免上述兩個極 

端 。

(二） 注意各點的相互關係

在林林總總的資料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對查經有莫大裨益。若單 

獨研讀一節經文而忽略上文下理，會使人困惑不解。解經的要訣就是關 

注上文下理的一致性，而鳥瞰法的價值，也在於幫助我們對經文有全面 

的 認 識 。

除了上述目的外，鳥瞰法還可達至其他重要的目標。

(一）綜覽全書的結構

各卷聖經並非文字連篇而已，這些文字都必具有意義，是作者受聖 

靈默示而寫下來，為要傳達真理，令讀者心有所感。擧 例 説 ，下圖是希 

伯來書的整體結構。你看後有甚麼感想？

希伯來害

使徒保羅很注意聖經中的結構，以弗所書六章二節便是證據。此 

外 ，當 保 羅 説 ：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他 看 到 十 誡 （出二〇 

1-17)的結構是怎樣？他是否正暗示這結構的意義呢？若然的話，它又有 

何 意 義 ？

(二）注意書中內容

鳥瞰法所留意的，就是聖經説些甚麼（即內容）及 它 怎 樣 説 （即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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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當 然 ，在綜讀全書時，我們不會像分析內文般注重細節。我們現 

在只注意重點，就如發生的大事、重要人物和書中着重的真理。要決定 

該書的主旨，這些便是最好的線索。

(三） 融入耆中

投 入 經 文 當 中 ，能使你事半功倍。鳥瞰法能幫助你掌握各書的情 

景 ，令你有如置身其中。

(四） 思索各卷書之間及與新約聖經的關係

綜覽各書後，這一步便易如反掌，而且也是最佳的方法。

(五） 從全窖所得的感動裏找出屬靈的敎訓

綜讀的時候，由於不住留意書中較強調的真理，我們會多看到與生 

命相關的重要事情。因 此 ，在概覽的 過 程 中 ，切勿忽略這個實用的目 

標 。

C 綜覽的步驟

讀完某新約書卷的寫作背景（如作者和寫作日期）後 ，便準備綜讀 

該書的內容。概覽的方法有幾個步驟，不過基本的有三：①熟讀全書內 

容 ；②分段略讀；③注意全書的整體性。每段的發展如何？是否從隱晦而 

至明朗？換 句 話 説 ，它們的進展是：從初現至重現，繼而不斷出現，以 

致印象深刻；或是從雜亂無章，發展至條理分明，思想清晰。

綜讀時應抱有期望之情和忍耐的態度。懷着熱切的期望，視覺就變 

得更加敏鋭，更容易發現那些常被忽略的寶貴真理；而存心忍耐，就不 

會因為失望和疲倦便半途而廢。

新鮮的感覺對讀經十分重要。每次綜讀時，都要懷着驚喜，猶如從 

未讀過一樣，不要把經文中奇妙驚訝、轟天動地的事蹟，當作平常、迂 

腐的陳腔濫調。

綜覽的步驟包括下列各點：2

(一）第 一 步 ：熟習全書內容

1 .  略 讀 ：盡可能一次過速讀全書，避免因沈悶而中途放棄，並且嘗 

試領受書中的信息。暫時不必逐行逐字地細讀，如果你的聖經劃分了段 

落 ，就只需讀每段的第一句便可以，倘若有章題或段題，略讀時也需留

意 。

2 .  第 一 印 象 ：寫下你對全書的第一印象。儘管第一個印象未必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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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但還是需要記錄下來。雖然不用機械式地反問自己： 「我對這書有 

何 印 象 ？」 ，卻要時刻留心全書的發展，並記下自己 的 感 受 ，略讀過 

後 ，問問自己的感覺怎樣。同 時 ，要時常保持通達、靈活的頭腦，預備 

領受新的體驗。

3 .  氣 氛 ：嘗試體會全書的氣氛。不 過 ，在最初的階段裏，未必能察 

覺 得 到 ，但透過一些字詞的基調，例 如 ：愛 、紛 爭 ，便反映出來。

4 .  重 點 ：列出第一次概覽時印象深刻的鎗字和鑰句。當然初次閲讀 

時 ，你找到的可能不多，但總可以留意若干。

(二）第 二 步 ：分段略讀

1.用本書提供的分段方式2 3逐 段 略 讀 ，並找出它們的主題。 （所謂一 

段 ，乃是以文中表達的一個思想為準，長 短 不 一 ，有時橫跨數章，有時 

只是一章中的某一段。4)

各書卷分門法

2. 為每個段落定下標題。 （段題最好引自內文，可用深刻而生動的 

一 個 詞 彙 ，或是一句短句，主要用來提示該段落的主題。例如希伯來書 

一章一節至二章四節的段題可用天使。）這個步驟的價值不在於標題本 

身 ，而在於按着書中的分段變化來思索。

3. 現在你已開始分部研讀，把任何新的觀察和心得寫下來。本書會

在綜讀的過程中，給你提供一些研究範圍。然而更重要是培養及運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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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意和機敏，知道自己研經時要留意甚麼。

(三）第 三 步 ：注意全書的整體性

到目前為止，你所觀察的多為個別項目。在最後一步裏，你必須注 

意這些項目怎樣連成一組。這 樣 ，你便會更加明白全段的主題，也觀察 

得深入一些。記 着 ：不僅要留意神説些甚麽（內容） ，亦須留心祂怎樣 

説 （結構> 。

1 .  留意多方面的資料，如 地 點 、人 物 、事 物 、敎 義 、談話和事件 

等 。例如馬太福音五至七章便是耶穌的長篇講章。

2 .  比較該書的開始及結束，這可幫助你更了解全書，尤以記敍文為

甚 。

3 .  找出書中的轉捩點，但並不是每一卷書都有明顯的轉捩點。上文 

提過的希伯來書，便是轉捩點的好例子。

4 .  留意書中的高潮。如果該書有高潮，就要注意故事怎樣進入高潮

裏 。

5 .  重溫各段的標題。如果該書是歷史書，就須注意情節的變化；若 

然不屬歷史書，便須留心當中的敎義有否轉變。繼續努力吧，直至勾劃 

了全書的大綱。還要靈活地使用你的紙和筆。先前觀察的心得對你很有 

幫 助 。

6 .  試用自己的文字寫出該書的主題，並為該書定出一個能反映主題 

的 書 名 。

7.  綜讀內文後，把你的心得與該書的綜讀圖表作一比較，看看有何 

分 別 。

二 、應用本書為綜覽的指南
本書的宗旨是幫助讀者自己領會新約各書卷的內容。這種自學法好 

比 尋 寶 ，需要你親自發 掘 ；在 發 掘 的 過 程 裏 ，新約對你來説是何等生 

動 。擅長敎授綜覽法的格雷博士（D r . James M . G r a y ) 指 出 ，無論成績 

如 何 ，自己花功夫去研讀聖經，總比抄襲別人最完善的大綱更有價值。 

這不是贬低別人的成果，而是強調讀者應先自己概覽全書，才參考別人 

的 心 得 。

本書不但是一本指南，也包括一些指導性的資料，以支持及輔助你 

的 自 學 。本書並非注釋，亦不是新約導論，不過本書卻兼備了這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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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參考資料。

以下會討論到本書不同的指引和其他輔讀資料。

A 指 南

本書提出的綜覽法，會按新約各書卷而略有不同，不過每卷書的指 

引性質還是沒有分別。

(一） 指 導

應該找些甚麼資料，在哪裏找到，這些都是綜覽的主要部分。大家 

必須把所有心得寫在紙上，這是十分重要，讀得好或讀得馬虎，分別就 

在於各人下了多少功夫，正如有人説過 s 『筆是雪亮的眼睛」 。

(二） 問 題

回答問題是有效的學習方法，盡可能把答案寫下來。如果你誠實地 

回 答 ，照着指 示 做 ，就會在不知不覺間養成有效的讀經方法和習慣。

(三） 填 表

本書有些圖表是沒有填妥的，供讀者把觀察心得填上去。如果你喜 

歡寫在其他紙上，記着注明是哪一個圖表的答案。圖表實在是有效的視 

覺 敎 材 ，能幫助你看見聖經的全貌，達到綜讀之目的。

(四） 應 用

在本書每一章後，均列出應用的方法。擧 例 而 言 ，聖經中的命令可 

説是神永恆的標準；歷 史 乃 是 「作 為 鑑 戒 ，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 

們 」 （林前一 O i l ) ;見證和禱吿能感動人、激 勵 人 ；而預言卻有警吿 

和安慰的作用。此 外 ，對於綜覽時畫下的鎗字鑰句，大家應多用些時間 

去 默 想 。這是在聖經上作記號的好處之一。

(五） 進階習作

有些讀者或想深入研究本書每章末所提供的問題；不過若時間不 

足 ，省略這部分亦不會妨礙大家研讀下去。

B 參考資料

本書除了指引大家綜覽新約聖經外，還提供不同的輔讀資料。

( _ ) 背 景

每章均以新約書卷的背景開始。好 些 資 料 ，例如作者及寫作日期 

等 ，聖經都沒有記載，因此我們會在書中特別羅列出來。但由於篇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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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內容只能從簡。如果要進一步研究，就得參考其他補充資料。

(二 ） 短 評

為幫助讀者綜覽各書，每章均備有短評和注解。

(三） 地 圖

新約聖經甚多歷史記載，或帶有歷史背景，所以認識當時的歷史地 

點是十分重要。地圖可幫助讀者牢記各地的位置。

(四） 歷史圖解

類似圖表2.6的歷史圖解，可説明聖經某卷某段的歷史背景。這類圖 

表對綜覽式研經甚有幫助。

(五） 圖 表

讀完每一卷書，就有一個完整的綜覽圖表。除非書中指示，否則最 

好自己先讀完各卷書後，才翻閲上述圖表。這樣你才會親身體驗發掘的 

樂 趣 。這個圖表還未包羅所有的資料，你可以加上自己的心得和大綱。

(六）  大 綱

本書亦為各卷聖經提供了簡單的大綱，作為參考之用。大綱裏的大 

部分要點早已在讀者的綜覽過程中出現。

C 綜 讀 工 具

以下是基本研經工具：

(一） 好的聖經譯本

最好是字體清晰易讀的串珠聖經。對自助研經者來説，以沒有注釋 

或大綱的譯本為佳，這樣才會集中注意聖經內文。除了特別注明外，本 

書的經文均採自和合本；遇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參考口語化的譯本，如 

《當代聖經》 。

(二 ） 完備的經文彙編3

很 多 時 候 ，你 需 要 査 考 某 些 詞 彙 在 新 約 聖 經 出 現 的 次 數 （或出 

處 > ，有了經文彙編，就可以一目了然。

(三） 全套注釋“

當你碰到一些難解的經文，或有關風俗、地 理 、歷史等問題時，便 

需 要 它 。但即使沒有這些輔助，也能獨力完成大部分的研習功課。

(四） 紙 筆

研 讀 時 ，常要一筆在手，把經文畫下來，或把心得記在紙上，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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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十分重要。有些學生除了用一頁頁的白紙外，還喜歡用筆記簿。札記 

不但能將查經心得記下來，而且可以引發其他思想。

(五）顏色筆

你可以在綜讀某卷書的時候，用藍筆將所有關於神的愛之經文畫下 

來 。你又可以用其他顔色筆畫下別的主題經文，7然後把它們逐一比較， 

必然帶來新的啟發。

三 、 總 結
不論是綜讀或仔細分析，充實的讀經對所有信徒來説，都是一項叫 

人振奮的挑戰。如果你渴望自己在研讀新約聖經上能結果累累，可想想 

下列詞語怎樣套用在你身上：飢 渴 、辛 勞 、時 間 、受 敎 。當開始綜覽新 

約聖 經 時 ，請仔細思想一下吧。

四 、 溫習題
1 .  讀經的三個正確步驟是甚麼？它們的次序為何這樣排列？

2 .  何謂 綜 讀 ？與仔細分析有何分別？

3 .  為甚麼在分析以先，必須概覽全書？

4 .  本章提供的三個基本綜讀步驟是甚麼？試擧出步驟的重點。

5 .  直接的自助讀經法究竟有何價值？

6 .  本書如何指引讀者自助研經？它又有何資料提供呢？

7 .  本書建議的基本綜讀工具是甚麼？

8 .  為甚麼做筆記是那樣重要？

注釋

1 這次 序 非 常 重 要 。例 如 在 解 釋 （解 釋 1 一 段 經 文 前 ，必須先了解它到底説些甚麼 

(觀察丨 。

2 有關研經的各個步驟，不會在以後各章詳細列明，但次序仍根據以下所描述的。

3 大多數綜覽圖表都附有分段大綱。

4•本書 所 用的分段原 則 如 下 ：各段 合 成 一 組 ，各組合成 一 部 。這分 法見於附圖。

5 《經文彙編》宜與和合本中文聖經配合使用。

6 77ie TVydifit BiWe Comm em a/y (中文譯本為《威克理夫聖經註釋》 ，種軒出版社> 

及 77^&«^历 />/6(：〇/1«11««317(中文譯本為《聖經新釋》 ，證 道 出 版 社 >，都是很有參考 

價值的資料來源。

7 過多使用顏色筆把重點金下，反而使它失去原來的效用。所 以 ，只把一些重要的題 

目畫下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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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碁眢生平

基督教是建立在神所掌管的歷史事竇的基礎上。若果這些 

由神計劃及完成的大事，諸如基督的降生、死亡及復活，並不 

是歷史的事實，那麼基督徒的敎義、基督徒的悔改、基督徒的 

生活及基督徒的事奉就不會存在，或充其量只是騙人的。

新約正典開首的幾卷書（四福音及使徒行傳）是歷史的記 

述 ，而不是偶然寫成的。神首先確立基督的事工及敎會的起源 

這些事實的證明，這樣便建立了聖經裏所顯明基督徒的敎義及 

生命的整個架構。

歷史書是記述性的，而這些聖經的歷史卻充滿了重要的敎 

義 、確切的命令、親切的勸勉及應許；這是真正的一本聖經。

開首的四卷歷史書一•福音書一 的焦點是一個人物：耶 

穌 基 督 ；因此卷_ 的主題是辜件：基督生平。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第四章 

基督生平

新約聖經的第一句便提到耶穌基督，祂的生命深廣無限、無可比 

擬 。因 此 ，要綜覽新約聖經，自然是從四福音所記載的基督生平開始。

關於基督的一生，每卷福音書都只是選載某方面的材料，所以必須 

綜 合 四 福 音 ，才看到基督整個生平。1本章旨在綜覽這幅拼合而成的圖 

畫 ；然 後 ，當分別綜覽每卷福音書時，才集中細看圖畫的各個部分。

本章以演繹為主，即是藉着聖經內文來證實其論點。在以後第五至 

八章裏研讀各福音書時，卻轉以歸納法為主，讓你更多投入自助發掘式 

的研經裏。

一 、主降生伯利恆前的大事
基督在世三十三年的工作，與他的自有永有相比，真是微不足道。 

在祂還未生於伯利恆之前，已發生了關乎祂降生的事情；而祂的死亡和 

復 活 ，亦正影響世界歷史的發展。讓我們查考耶穌的生平之前，先看看 

那些預備祂降臨的事件，或許會帶來很大的啟迪。

A 道成肉身前的基督

神的獨生子道成肉身後在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降生於伯利恆城。 

但在此之前，基督早已存在，就像聖父和聖靈一樣，祂是自有永有地存 

着—— 從亙古已經常存。約翰論及耶穌時，説 「太初有道」 （約一 1 > ， 

意思是自創世以來，直 至 如 今 （創一1 ) ，道 （或耶穌）早已存在。

聖經對道成肉身前的基督，或是升天後的主，都少有詳細的記載。 

聖經的資料雖然不多，卻非常重要。請看圖表4.1，並閲讀圖表中有關的 

經 文 ，然後簡單地記下各節的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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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永遠到永逮的基督

道成肉身前的基督

圖表4.1 

升天後的主

永 遠 的 過 去

宇宙萬物邋未被造之先，

袖已存在：

約一 1

八57-58 (參腓二6)

-七 5 

弗一4

原來的創造

祂與父神及聖靈一同劁造了宇宙， 

並使它運行不息：

約一3 ;林前八6 

弗三9 ;西一 15~16*

西一 1 7 ;來一2、10

舊約時代

舊約時代•祂已在信徒的生命中工作: 

- 「耶和華的使者」 ：士六11-23;

王上一九5^7

- 「耶和華」 ：創一九24 ;何一7 

- r 道」 ：約一 1-5

永 遠 的 將 來

來一三8 

啟--- 15

新天新地

啟二一 1 (參彼後三11-12)

A V

千禧年

敎會時期

來四14-16 

約一四2-3

A L

在 世 的 ^

*有譯者將「首生的」譯 作 「原來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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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特別注意腓立比書二章五至八節中有關基督的降卑（由寶座下到 

十架） ，以及腓立比書二章九至 i^一節中有關基督的高升（由十架升上 

寶座） 。

B 耶穌的先祖

從耶穌的族譜，我們看見神至高無上的安排。在祂降生前的許多世 

紀 ，先知已準確地依據神完美的計劃，預言祂的一生，而且每個預言都 

一一應驗。在這些預言中，有四個尤為顯著：

1. 祂 是 為 人 類 而 生 （赛九6上） 。

2 .  祂接續彌賽亞之約的家系（創二二1 8，四九1 0 ) 。

3 .  他是大衞王族的子孫（撒下七1 4、16 ; 賽一一1) »

4 .  祂 是 「全能的神」 （赛 九 6 >。

新約聖經中有兩處記載了耶穌的家譜（太一 1-17 ;路三2 3 - 3 8 )，表^ 

明上述四個預言均相繼應驗。請熟讀這兩個家譜，並注意彼此的異同 f? 

把它們對列起來，可幫助你比較兩者的差別和共通之處（用順序方式抄 

錄兩個家譜，如馬太福音一樣，然後互相比較> 。

圖表4.2頋示了兩個家譜的特點。它們同是耶穌的家譜：路加福音記 

載耶穌母親馬利亞的先祖；而馬太福音則記載耶穌父親約瑟的家系。

基督的家譜 圖表4.2

亞當

路加列出耶穌真正的家譜—— 這是馬利亞的家譜 
(因為耶穌是馬利亞藉着聖靈感孕而生，並非由約瑟而生。） 

這是馬利亞的家譜。

路加福音的家譜---------------------------------------------

亞伯拉罕

------ 馬太福音的家譜-

大衞

拿單
-馬利亞父親

(馬利亞）■

所羅門
雅各

-約瑟父親
約瑟

耶穌J
馬太列出耶穌律法上的家譜—— 這是約瑟的家譜 
(因為按律法|家譜是由男性傳接下來。）

這是約瑟的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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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4.2注解

1. 這兩個家譜追溯至多遠？請 記 着 ：馬太福音是寫給猶太人的；二 

者因而有何分別？

2 .  拿單和所羅門兩兄弟分別是希里（馬利亞的父親）和 雅 各 （約瑟 

的父親）的 先 祖 。他們兩兄弟中哪一位繼承大衞的寶座？ （參王上一 

13)

3 .  馬太把家譜分成三組（為方便牢記之故，每組各有十四代） ：從 

亞 伯 拉 罕 到 大 衞 （神治期） ；從大衞到被擄巴比倫（王治期） ；從巴比 

倫 歸 回 到 基 督 （掌敎政期） 。從舊約聖經中，我們看見這三個時期都是 

以色列史的黑暗期。

4 .  馬太福音用的「生」字 （i y V : begat; N A S B : b o m ; N T V : father) ， 

希臘文是 ege/m e s e n，在猶太家譜中通常指親生兒子，但間中亦指孫兒， 

或 較疏的後裔。擧 例 説 ，馬太福音一章八節寫道： 「約 蘭 『生』烏西 

亞」 ，但歷代志上三章 i^一至十二節卻吿訴我們，約蘭和烏西亞相隔了 

三 代 。這些家譜上的空隙並非聖經的錯誤，只是用字不同而引致的錯覺 

而 已 。

現在讓我們看看耶穌的家譜怎樣應驗了前段列擧的四個預言。

( ― ) 人 子

耶穌以肉身降生世上（加四4 ) ，實在是完完全全的一個人。路加甚 

至追溯到人類的始祖亞當，強調祂是全人類的一分子。馬太則藉着一些 

在道德上蒙污的人物（如喇合） ，以及引述猶大被擄巴比倫的事件，指 

出人性的輭弱，但耶穌卻不受任何人性的限制。

(二） 彌饔亞

在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八節裏，耶穌曾四次被稱為基督（這名稱源 

自希臘文CAri〇，原指音抹的意思） ，與彌賽亞的意思相同。馬太福音一 

開始便稱耶穌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一 1 ) ，特別強調彌賽亞的身分。 

此 外 ，馬太福音的家譜以亞伯拉罕為首；神與以色列立的第一個約，應 

許賜給他們永遠的福分，便是親口對亞伯拉罕説的（參創一二2-3，一七 

3 - 8 ) 。耶穌來到世上，不但成為世界的盼望，也成為以色列的拯救者。

(三） 君 王

馬太福音稱耶麻為「大衞的子孫」 （一1 ) 。在一章六節裏，馬太更



8 2 新 約 精 56

兩 次 重 複 「大衞王」 。馬太福音以大衞的繼承人所羅門為基督家譜的延 

續 ；但值得注意的是路加福音從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起，同樣追溯至大 

衞 。

( 四）神 子

兩個家譜都謹慎地描繪了耶穌的神性，因為祂是藉聖靈感孕而生 

(參太一2 0 ) 。約瑟只是耶穌法律上的父親。馬太福音説約瑟「是馬利 

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 （一 1 6 ) 。 「是」 （of 

w h o m ) 在希臘文屬陰性詞，因此單指馬利亞，而 數 節 以 後 （第23節） ， 

馬太更直呼耶穌為神。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節同樣堅持約瑟並非耶穌的生父，耶穌是從聖靈 

感孕而生。照字面看，本 節 應 為 「耶穌…… （被看為約瑟的兒子） ，2約 

瑟是希里的兒子」 ，希里是馬利亞的父親，故亦為主耶穌的外祖父。所 

以路加福音的家譜一開始便承認神子耶穌是超自然地從童女所生。 （注 

意 ：路加福音的家譜結尾時，提到人類的始祖是神所創造，亞 當 是 「屬 

神」的 。參路三38)

其他兩卷 福 音 書 （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 ，一開始時亦同樣稱耶穌 

為 神 。馬可福音一章一節記載耶穌家譜中的偉大事件： 「神 的 兒 子 ，耶 

穌基督」 ；約翰福音一章一節也清楚地説： 「道就是神」 。

C 神人合一的耶穌

耶穌若非藉着祂的身分，根本不能完成祂在世的工作。反 過 來 説 ， 

祂的工作亦表明了祂的神人二性。當主耶穌傳道和行神蹟的工作達到頂 

峯 時 ，祂 問 門 徒 一 個 重 要 的 問 題 ，關 乎 祂 的 身 分 ： 「人説我人子是 

誰 ？」 （太一六13) 「人子」一詞是指祂的人性。當彼得回答耶穌是誰 

的 時 候 ，他認識耶穌的神性： 「祢 是 基 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 

—六 16)

福音書裏的耶穌，並非擁有兩個不同的身分—— 神 和 人 。袖常是一 

個 位 格 ，卻有兩種屬性，兼具神人二性。這兩種屬性不可分割地凝合在 

一個位格裏。耶穌的人性無損祂的神性，祂的神性亦不減祂的人性，二 

者同時共存，形成耶穌真正的位格。祂並不是神和人，而是神人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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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耶穌在世時代的背景
在第二章裏，我們已簡略提到新約時代的巴勒斯坦背景。以下討論 

的 ，是關於耶穌在世時幾方面的背景。

A 市鎮和鄉村

福音書提到的城鄉，主 要 在 猶 太 、撒瑪利亞和加利利三省之內。 

附近的地區為比利亞、低加波利和 緋 尼 基 。請從地圖2.D 找出這些地 

方 。

新約時代的市鎮

猶 太 撒瑪利亞3與加利利 其他

1 .耶路撒冷 7 . 敍加 16.伯赛大(路九10)

2 .伯利恆 8 .撒瑪利亞 17.格基撒

3 .伯特利 9 .拿因 18 .該撒利亞腓立比

4 .以法蓮 10 .拿撒勒 19.推羅

5 .耶利哥 11 .迦拿 2 0 .西頓

6 .以馬忤斯 12 .抹大拉 

1 3 .迦百農

14 .哥拉汎

15 .伯赛大(加利利海以西，參可六45)

21 .伯大巴喇(約但河外 

的伯大尼）

耶穌在猶太傳道一年，但效果未如理想，儘管來往耶路撒冷和加利 

利的路途上仍不少傳道機會，祂卻集中在加利利一帶巡迴佈道。祂到過 

無 數 城 鄉 ，但福音書提及的只有二十個地方，請參閲上圖。你在巴勒斯 

坦的地圖上，能分辨出多少個地方的位置？請用地圖2.D 核對各地方的位 

置 。

B 政治區域

耶穌在世時，巴勒斯坦是由幾位直接或間接向羅馬政府效忠的官員 

管 治 。圖表4.3列明了這些管治者的名字、領域和掌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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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時代巴助斯坦的管治者 圖表4.3

區 域 管 治 者

猶太及撒瑪利亞 大希律 
(主前434)

亞基老
(主前4至主後6)

地方官長

科坡紐 

安比維修 

魯孚 
革拉士

本丟彼拉多 
(主後26-36)

加利利及比利亞
希律安提帕(主前4至主後39) 

(殺施洗約翰）

以土利亞及特拉可尼 

(加利利海東北）
腓力(主前4至主後34)

圖表4.3注解

1. 大希律於耶稣降生後不久4 (主前四年）死 去 （參太二1 、1 9 ) 。

2 .  約瑟從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就是為了逃避當時的管治者亞基老 

(太二 2 2 ) 。

3 .  耶穌公開傳道時，本丢彼拉多是猶太的羅馬巡撫（路三1 ) ;他亦 

是後來正式宣判耶穌死刑的羅馬官員。

三 、耶穌的公開傳道工作
當我們把四福音有關耶穌的記載組合起來時，基督的一生便歷歷在 

目 ，顯明其救贖工作的各個重要部分。

按福音書所記，耶穌的生平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

1.  屬M 裝 備 ：關於這期間的資料流傳不多，約共三十年。

2 .  公開 傳 道 ：這期間記載詳實，共有三年半之久。

3 .  十架 捨 身 ：是耶穌的工作裏重要的關頭，歷時只有數星期。

圖表4.4表明了耶穌一生的各個階段和動向。請先細讀圖表，再參閲

下列重點。

圖表4.4注解

1.上面已提到耶穌一生中的三個時期：屬靈裝備、公開傳道及十架

基 督 生 平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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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 身 。注意圖表4.4中耶穌一生的兩個階段：事奉和受死；並請留意在袖 

受死前至少一年，祂的傳道工作達至頂峯（從羣眾的反應可知） ；而祂 

的死就是最關鍵的事件。

2 .  耶穌的公開傳道工作歷時三年半。約翰福音所提及的逾越節，5便 

是標明這段期間的日期。只有約翰福音記載耶穌早期在猶太的工作；若 

沒 有 它 ，基督的公開傳道時期便短得多了。

3 .  耶穌每年的傳道工作均有不同的發展：

(a ) 第 一 年 ：寂寂無名。耶穌開始傳道時，並未引起羣眾注意，但 

過了一段時間，祂逐漸由不為人知，成為萬人矚目的焦點。

(b > 第 二 年 ：聲名鵲起。耶穌很快便聲名大噪，極受歡迎。但自此 

以 後 ，祂受羣眾愛戴的程度迅即下降。

(c) 第 三 年 ：四面受敵。不少人公開反對耶穌；祂被釘十架，只是 

時 間 問 題 ，以及神的計劃而已。

4 .  圖表中最高的方格，代表耶穌傳道工作的中心—— 祂廣泛的事 

工 。在 此 之 前 ，還有序幕 的 事 件 （歷四個月） ，然後是祂在猶太早期的 

事 工 （歷八個月 > 。耶穌完成了祂廣泛的事工後，就轉向耶路撒冷，專 

心投入十架路上最後的工作。

5 .  耶穌廣泛的事工都是在加利利進行。祂不但由青少年時期起便生 

活在這北部的省份，更集中在這裏展開祂的工作。請留意祂在其他地區 

的傳道工作，包括祂受死前曾短暫停留的比利亞。

6 .  請參閲圖表4.4裏有關耶穌每個傳道時期的經文。當你研讀基督生 

平的事蹟時，嘗試回想這些經文，因為它們正標誌着祂一生中的各個階 

段 。

以上對耶穌的公開傳道事工作一綜覽，目的是讓讀者先窺耶穌一生 

的 事 工 ；即使各福音書只記述祂部分的事蹟，讀者也不會以偏概全。例 

如路加福音便略去了耶穌在公開傳道的第一年裏大部分事工。請讀圖表 

7.3，看看路加福音對於耶穌一生的事蹟，記載了多少。

分 成 四 行 ，每卷福音書各佔一行，並按時間次序，把它們記載的事 

蹟排列起來，這類工具書通稱福音合參。6當你使用它來分析、比較四福 

音的經文時，請參考圖表4.4，幫助你作全面的了解。

在以後各章分別綜讀四卷福音書時，你或許需要參考有關基督生平 

的 圖 表 （如圖表4.4、5.2、6.1、7.3或8.5> ，以便明白某段經文或某一部

基 督 生 平  87

分與基督整體的傳道工作有何關係。要綜讀四福音，這類圖表是不容或 

缺 的 。

四 、為何有四卷福音書？
耶穌的生平事蹟見於四卷福音書內，它們是由四位不同的作者在不 

同時間寫成。鑑於各書大部分內容十分相近，7我們不期然會問： 「為甚 

麼要重複記載呢？」很 明 顯 地 ，神在正典內編排四卷不同的福音書，必 

有其原因。

雖然路加福音一章一至四節略略提及，聖經卻沒有明顯地説明這個 

理 由 。但如果將四卷福音書逐一比較，我們會發現這樣重複記載是有五 

個 目 的 ，如以下所述。

注 意 ：圖表4.5把馬太 福 音 、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合稱為符類福音 

(照字面解是「一起參閲」的意思） ，因為這三卷福音書有很多相同之 

處 。而相隔多年後才寫成的約翰福音，則較少平行經文，卻包含許多敎

四糴音的比較 圖表4 5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對耶穌 的 描 繪 預言的王 順服的僕人 完全的人 神的兒子

鍮字 成全 立時
(... 就…”')

人子 相信

原來對象  

的文化背录

猶太人

(耶穌:亞伯拉罕的兒子）

羅馬人

(注重行動，沒有家譜）

希臘人

(耶穌：亞當的兒子）

敎會

(耶穌：神的兒子）

作 者 的風格  

與身分
敎師 傳道者 作家 神學家

特 出的部分 講章 神蹟 比喻 敎義

主要概念 律法 權能 恩典 榮耀

廣義的劃分 符類福音：從外在和屬世方面着重基督的人性
第四卷福音書： 

着重基督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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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詮釋。因 此 ，約翰福音從其他三卷福音書中分別出來，稱 為 「第四 

卷福音書 J 。

A 內 容

四卷福音書共存的主要原因，就是各卷書的作者在選材方面均有不 

同的觀點。例如我們可看見四位作者從四個不同角度、不同背景和不同 

筆觸描繪出來的耶穌。若只有一部傳記，便不能帶來這好處了。一位作 

者只能用同一手法去處理有關基督一生的事情，如祂傳講的信息和施行 

的 神 蹟 。 「我們在四個相連的展覽室裏，比在一個狹長的畫廊中，會用 

上更多時間…… ，更加感到自在。J 8

B 溝 通

四卷福音書共存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與不同的對象溝通。在第 

一 世 紀 ，傳道的對象分別來自三個不同文化，就是猶太人、羅馬人和希 

臘 人 ，而 馬 太 福 音 、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便是針對以上各種對象寫成 

的 。約翰福音卻跨越所有文化界限，以普世敎會為對象。時至今日，雖 

然環境有異，但因應不同對象而採用不同的溝通方法，仍是極重要。

C 澄 清

四卷福音書可謂相輔相成，彼 此 補 足 ，當其中一卷看來含糊或不全

時 ，我們可參閲其他三卷。

D 確 證

從四方面印證同一事件，尤其當各卷福音書對同樣事情作出不謀而 

合的記載時，更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E 篇 幅

若把四福音的內容記載在一卷書裏，沒 有 複 本 ，這卷福音書比現存 

的四福音顯然短得多。福音書約佔新約聖經一半篇幅，再一次證明了四

福音的重要。

基 督 生 平  89

五 、結 語
以下的比較十分有趣，可幫助我們體驗四福音在結構上的差異。請 

用圖表4.6作為練 習 ，比較各福音書裏的結語對基督的描繪有何異同。

(圖表中約翰福音的經文是跋言之前的最後一段。）請把經文中的鑰字 

鑰句填在方格內，並把你自己的大綱寫在格旁。每段經文都定了標題。 

馬太福音的部分亦已完成，可作參考。

基督的四幅H 畫 圖表4.6
太 二 八 18-20 可 一 六 16-20

威嚴的律法頒布者 全能的工人

權柄
1 8 耶 穌 説 ：天上地下所有的 

權柄都賜給我了。

耶穌的  

絕 對 權 柄

16

頒 下命令

要 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 ，

奉 父 、1

子 、 卜的名給他們施 洗 。 
聖 蟊 _|

凡我所吩 咐 你 們 的 ，都 敎 訓 ……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20

耶 穌 的常在
20

路二四50-53 

人的朋友

約二〇28-31 

神的兒子

50 28

六 、應 用
我們可從剛剛綜覽的耶穌生平，學習一些重要的屬靈功課。請細看 

下 列 事 件 ，思想能否從中得到實際的應用：

1. 耶穌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為了祂將來的公開傳道作好裝備。

2 .  耶穌受大眾歡迎及擁戴的時間並不長久。

3 .  即使在仇恨和妒忌的烈火中，耶穌仍繼續祂的傳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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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羣眾極之激烈的反對力量仍不能提早把耶穌置諸死地，十字架的 

時刻是按着神的計劃臨到。

5 .  耶麻藉着生與死來完成祂的工作。

6 .  耶穌來不是要奪去，乃是要賜予。

七 、溫習題
1 .  「道成肉身前的基督」是甚麼意思？

2 .  試列擧早在基督降生伯利恆前，一些論及祂的生平和事工之經

文 。

3 .  試列出舊約聖經中有關耶穌的四個重要預言。

4 .  比較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裏耶穌的家譜。

5 .  耶穌降生時，誰是猶太的王？耶穌被釘時，誰作猶太的巡撫？

6 .  試説明基督公開傳道的三個時期。

7 .  基督主要在加利利一帶傳道，是屬於哪一個時期？

8 .  耶穌的公開傳道為期多久？

9 .  試列出聖經中編集了多卷福音書的五個原因。

10. 請就以下範圍，比較四福音的記載：對耶穌的描繪、鎗 字 、原來 

讀者的文化。

注釋

1 即使結合四福音有關耶穌的所有記載，仍 只是袖生平的一小部分（參約二一 25> 。 

但所 忠 實 記 載 的 ，足以表明基督在聖經裏的神聖形象。

2 括號 內 的 插 句 ，可 參 希 臘 原 文 ，意思會更加清楚。參A. T . Robertson, A ffarm ony 
o f  t/ie G ospeh /b r Stuctenfs o f  C7ir/sf，p. 2 6 1 。並比較  Berkeley Version 及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這一節的經文。

3 由於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在宗敎上存有歧見，所以猶太人盡置避免踏足撒瑪利亞境 

內 。可 是 ，耶穌卻随意往來撒瑪利亞傅道（如 ：約四4-42) 。

4 耶鮮大約生於主前五至六年。一般都承認我們現今的曆法在計算上有幾年的誤差。 

參A. T. Robertson， A ffarm ony o ft/je  Gospeis for Students o f  the Li/^ o/'ChrisG p. 262-67 有關 

這方面的討論 。

5 約翰福音五章一節雖然沒有提到是甚麼筵席，但我們相信它應是逾越節的筵席。

6 Robert L. Thomas和 Stanley N. Gundry 以New American Standand Bible (NASB) 為 

經 文 ，著有合參本A H arm ony o f  t/ie Gbspe/s。而 A. T .玖obertson的合參本A H arm ony o f  the 
Gospe/s /br iStucteiits o f  the Life 〇尸 C ftris t，則採用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ASV) ，都極 

具 參 考 價 值 。

7 參D. Edmond Hiebert, An Jiitroduct/on to £/ie iVew 1:160-90，對於前三卷

福 音 書 （符類福音）的 異 同 ，都 有 討 論 。

8 Thomas D. Bernard, The Progress o f  Doctrine in the New Testament, p. 59.

第五章

馬太福音：耶穌舆池應許的國度

耶稣基督是歷史的關鍵人物，也是歷史上偉大的神蹟，是人類唯一 

的 希 望 。耶穌究竟是誰？祂在世上作了甚麼，令袖成為歷史的中心？祂 

是否舊約聖經預言的彌賽亞—— 基督—— 呢 ？祂真是萬王之王、萬主之 

主 嗎 ？馬太執筆記載基督的生平時，便反覆思想以上的問題，希望獲得 

答 案 。馬太福音的第一句在希臘文裏只有八個字，卻包括了四個名稱： 

耶 穌 、基 督 、大衞和亞伯拉罕。這是我們綜讀第一卷福音書的重要線 

索 。

一 、讀前準備
研 經 前 ，必須在心理和知識上作好一切準備，而我們逐一綜覽新約 

書 卷 ，就是很好的裝備。綜覽前的準備有很多種，例 如 ：簡 介 、比較其 

他 經 文 、思索一些問題和期待指引等。本書將在大家綜讀新約每一卷書 

時 ，提供一些簡單的準備練習，希望能幫助大家。

1. 請先溫習第三章討論的綜覽方法，尤其是綜讀的目標和步驟，以 

及如何使用本書。

2.  溫習新約時代巴勒斯坦的地理環境（地圖2.D ) ，包括四福音提及 

的 城 鎮 和 村 落 （第四章） 。

3 .  集中思想馬太福音。你快將研讀馬太福音，所以應集中注意它， 

即使研讀時偶然想到其他書卷的經文，仍要擱下它們，直至你綜覽了整 

卷 書 。在查考新約二十七卷書時，都應抱着這態度。 （本書間中也因着 

某 些 原 因 ，會建議大家參閲其他書卷。）

4 .  如圖表5.1所 示 ，馬太福音常被視作新舊兩約間的橋梁，馬太福音 

顯然是應驗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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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會 把 「四百年沈默期」放在圖表中哪個位置？

馬太驪音—— 兩約間的橋梁 圖表5._

舊約聖經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至

啟示錄

預言

連 接 的 橋 梁  

應驗

5 .馬太福音在主後五十年間成書及流傳開去，那 時 ，早期敎會已成 

立了三十年。 （參圖表9 . 5「使徒行傳綜覽圖表 J ) 地方敎會的希伯來信 

徒從耶穌的講道和敎會的經歷中（如 ：外邦人哥尼流信主0 ，知道耶穌 

救恩的信息同是向猶太人和外邦人傳講的。留心查考聖經的人，亦知道 

類似創世記十二章一至三節的經文，同樣敎導我們神與屬靈之父亞伯拉 

罕所立的約，也把外邦人包括在祂的救贖計劃內（參創一二1 - 3 )。試想 

像在敍利亞安提阿的地方敎會中（地圖2.D ) ，會眾首次誦讀馬太福音抄 

本時的情況。當時大部分會眾都是希伯來籍的基督徒，他們聽見馬太福 

音提到福音信息的對象是猶太人和外邦人時，會大感震驚嗎？

二 、背 景
在早期敎會最初數十年裏，馬太福音是四福音中最受尊崇，並最常 

為信徒誦讀的。我們綜覽這卷書的內文前，先認識一下它的背景。

A 馬 太

正如其他三卷福音書一樣，這卷排列最先的福音書並沒有指明作者 

是 誰 ，但傳統一致認為它的作者是亞勒腓的兒子馬太。

我們對馬太的個人背景所知不多，下列經文是有關馬太的唯一資 

料 ：馬太福音九章九至十三節，十 章 三 節 ；馬可福音二章十四至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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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三章十八節；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二節；使徒行傳一章十三 

至十 四 節 。

根據使徒行傳一章十三至十四節，新約聖經最後記載了門徒馬太甚 

麼 事 蹟 ？那聚會和馬太福音的寫作時期至少相隔二十年。

(一） 名 字

馬 太 的 意 思 是 「耶和華的禮物」 。他的猶太名字是利未（可二14 ; 

路五2 7 ) ，也許他成為主的門徒後，才改名馬太。

(二） 家 庭

馬太的父親是亞勒腓（可二1 4 ) 。這位亞勒腓相信跟馬可福音三章 

十八節及路加福音六章十五節的亞勒腓不同，後者是另一位門徒雅各的

父 親 。

(三） 職 業

馬太是羅馬政府的收税員（「税吏」 ，見 太 一 〇 3>。由於歛財，加 

上貪污舞弊，百姓對税吏往往是恨之入骨。

(四） 財 富

馬太看來十分富有（像一般税吏一樣） ，從他在家中擺設筵席便可 

見 一 斑 （路五2 9 ) 。

(五） 蒙召作門徒

除了馬太的蒙召外（可三13-19 ;路六12 - 1 6 )，他的名字沒有與新約 

聖經中任何事件拉上關係。在接受主呼召以前，馬太可能在不同場合聽 

過耶穌講道。你認為他之所以蒙揀選，是否因為耶穌看見他有著作福音 

書的潛質呢？

(六） 離 世

儘管有些傳統記載指出馬太是殉道而死，但他亦大有可能是死於自然

的 。

B 名 稱

初 期 敎 會 把 這 卷福音書命名為「馬太福音」 （英 文 名 稱 是 “T h e  

Gospel According M a tthew”） ，福音的意 思 是 「好消息」 。那 麼 ，為何 

「依據」 （“according to”）二 字 比 馬 太 「的」 （“of ” > 福音之 

「的」字 ，來得更加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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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原來的對象

從馬太福音的內容看，它顯然是為附近居住的猶太人而寫。2當福音 

書未寫成前，主要是口授相傳，那時的聽眾多為猶太人，3因 此 ，這卷書 

是專為猶太人而寫，解答他們對耶穌的疑問，實在不足為怪，例 如 ：耶 

穌真是大衞的子孫嗎？他怎樣看舊約律法？祂來是要建立舊約聖經所應 

許的國度嗎？由於猶太人對這些問題十分好奇，所以馬太福音在早期敎 

會最初的幾十年裏，流傳廣遠。

然而這卷書也不是單為猶太人而寫，它所記載耶穌的傳道工作，均 

與世界各民族有密切關係，例如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節的大使命，以及 

耶穌與全人類認同，並 自 稱 人 子 （一六1 3 ) 。所以馬太福音的記載亦關 

乎第一世紀的外邦人，更與以後世紀的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D 寫作日期舆地點

馬太福音可能於主後五十八年，4即是耶路撒冷被毀（主後七十年） 

及路加開始執筆寫路加福音之前（參圖表 1. 1) 寫 成 。贊同馬太福音是最 

早寫成的一卷福音書，理由有很多。

馬太寫這卷書時，可能身在耶路撒冷或敍利亞的安提阿。原稿和抄 

本在各方流傳的歷史，我們今天一無所知。可 是 ， 「每卷福音書，以及 

它們對耶穌獨特的描繪，最初似乎只在個別地區的敎會流傳；但直到第 

四卷福音書面世後，才把它們編集起來，被敎會公認為基督極富權威的 

四重福音。」5

E 目的與主題

分別研讀各卷福音書的原因，是要找出每位作者的寫作目的。神讓 

我們擁有四卷福音書，目的是使我們可以從四種不同的觀點認識祂那大 

喜的信息。錫 生 （Henry Thiessen) 寫 道 ： 「我們強調並相信每位作者都 

面對確實的需要，有明確的目標，並在聖靈引導下，抱着他的目標去選

材 。 」 6
馬太寫作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證明耶穌是神應許的王。他嘗試 

「把讀者的回憶和盼望連合起來，證明基督徒的主就是猶太人的彌賽 

亞 」 ，亦即是神應許的王。7馬太福音不時提及猶太人所關注的問題， 

如 ：律 法 、預 言 、彌 賽 亞 、天國和以色列等，亦常常論到舊約預言的應

馬 太 福 音 ：耶 穌 與 他 應 許 的 國 度  95

驗 。這一切都是指向上述的主題—— 耶穌就是神應許的王。

但它亦不是單單針對猶太人而寫的，書中多處向普世宣講福音的信 

息 。正因為這樣，猶太人和外邦人很早便開始讀它。塔 斯 克 （Tasker) 如 

此描述馬太福音在初期敎會的地位：

馬太福音為敎會提供了一樣不可缺少的工具，在猶太人的抨擊下仍能維護真 

理 ；指導從異敎歸正過來的信徒有關基督敎信仰的道德含義；甚至讓信徒每 

星期從這位傳道人那裏有系統地讀到主的言行，好去跟随祂，一起過着嚴謹 

的相交生活。8

為了達到以上的寫作目的，馬太在聖靈的引導下選材，記載耶穌的 

一生和工作中某些片段。圖表5.2顯示了馬太所選錄的材料。圖表的底部 

是馬太福音的參考經文。耶穌的登山寶訓見於馬太福音五至七章，請問 

這篇寶訓是主在其公開傳道的哪個時期傳講呢？

三 、綜 覽
A 綜覽準備

先略略翻閲馬太福音一遍，猶如在摩天大廈頂瀏覽紐約市一樣，但 

求概覽全書，這就是所謂綜讀—— 看看全書的大綱，並且感受一下其中 

的 內 容 。

B 第一次讀

第一次讀馬太福音時，只是略讀而已。每章花數分鐘時間，逐章看 

看當中的特色，9但不用詳盡。這次略讀的目的，主要是先有一個概念， 

了解書中顯著的事件。

1. 你對全書的第一個印象是怎樣？

2 .  你略讀全書時，有否感到任何語調或氣氛？

3 .  有沒有明顯的鑰字鑰句？

C 逐段観察

現在用較慢的速度，細察全書的每一部分。較早時曾經提到，在綜 

覽的時候宜分段分部地研讀，每段的長短不一。參閲圖表5.3，看看馬太 

福音如何分為二十三個段落；有多少段落是以篇章的第一節開始？

現請在你的聖經內標明各段落的開始，然後逐一細看，記下各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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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1()大家可把標題記在表內，如附表所示。

馬太福音的分段標题

細 讀 之 後 ，你對馬太福音有何新印象？

你有沒有留意以下各點：主要人物、重要事件、耶穌的講論，以及 

耶穌面對的反對勢力？

D 全書的脈絡

1 .  試 比 較 卷 首 語 （一 1 ) 和 結 語 （二八1 9 - 2 0 )。擧 例 説 ，比 較 「大 

衞的子孫」和 「所有的權柄」之 含 義 ；並 開 首 兩 章 和 最 後 章 的 內 容 。

2 .  請讀每章開始的兩節經文。11只根據這些經節，列出馬太福音的 

內 容 。你認為可以將各章分成行動、講論或事件等不同類別嗎？可按照 

各 章 的 內 容 是 否 相 連 而 分 成 各 個 段 落 。擧 例 説 ：新 美 國 標 準 聖 經

(N A S B ) 在六章一節和七章一節的引 號 ，便證明這些談話是承接前章 

的 。

3 .  請比較四章十七節和十六章二十一節，注 意 「從那時候」 （「從 

此 J ) 這 句 話 。它就是追尋馬太福音結構的重要線索。這兩節經文對於 

福音書接着的內容有何提示？它能支持你較早時對四至十六章和十六至 

二十八章的觀察心得嗎？若 果 不 能 ，請再細察這兩個部分，直至你有新 

的 領受。試解釋馬太福音四章十二節至二十八章二十節中傳揚和受難兩 

個 詞 語 ：12

四12至一六20 傳揚 「傳起道來」

一六21至二八20 受難 「指示門徒」

4 .  注意四章十二節至十六章二十節中的講論或講道，並在聖經裏把 

它們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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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請再細讀受難的部分（一六21至二八2 0 ) ，哪些是與耶穌的受死 

有 關 ？

6 .  再讀一章一節至四章十一節。重溫你為上述六個分段所定的標 

題 ，並説明這部分的大概內容。想想這個部分與接續的另兩個部分：傳 

揚和受難有何關係。

7 .  你從馬太福音中找到其他鍮字嗎？可參閲詳盡的經文彙編，看看 

下列詞語在馬太福音出現的次數：王 、國和應驗。這些詞語如何支持我 

們先前提到馬太福音的主題？

8 .  馬太福音有沒有高潮？如果有的話，高潮又在哪裏？

E 綜覽圓表

馬太福音的大綱見於圖表5.3 (綜覽圖表） 。

圖表5.3注解

1. 馬太福音可分為哪三個主要部分？請將介紹一詞，與你先前從一 

章一節至四章十一節觀察所得的作一比較。

2 .  圖表大綱的頂部分成兩個部分。關於基督的兩句話均見於四福 

音 ，尤以馬可福音最為顯著。這兩部分的次序有何意義？

3 .  馬太福音的轉捩點是十六章二十一節，請留意其前後的對比。擧 

例 説 ，十六章二十一節 以 前 ，耶穌主要向羣眾傳道；十六章二十一節以 

後 ，卻集中向門徒講解真理。

4 .  請參閲圖表底部，看看馬太福音哪個部分是按題材編排，哪個部 

分是以時間為序；並注意其地理環境。

5 .  有多少篇章描述主的降生和孩童時期？而記載主受死和復活的篇 

章又有多少？

6 .  在第五點所講的兩個重要記述之間，夾着五個講論，每個講論之 

前都有一段敍述作引言。請細讀圖中這種交替的排列，它代表了馬太福 

音的中心。13請注意那五個講論的題目，以及敍述部分中有關耶鮮是王的 

大 綱 。

7 .  在聖經裏，每個講論都用「耶穌講完了這些話 j (七2 8 ) 作 結 ， 

請讀這五句結語。

8 .  留意本書是以耶穌的王位（「大衞的子孫」 ，一 1>開 始 ，亦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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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語 調 作 結 （「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二八1 8 ) 。你先前比較兩者 

時 ，發現了甚麼？ 丨

這些研習旨在集中觀察新約書卷的重要題目，並非分析細節。按照 

綜 讀 法 ，我們是以經文的重點為主。

A 舊約參考

以下是馬太福音常見的主題，均帶有舊約背景，尤以猶太人最感興 

趣 。請讀下列引用的經節。

• 「聖城」 、 「聖地」---- 四5 ，二四1 5，二七5 3 。

• 「大衞的子孫」 ：一 1 、2 0 ，九2 7 ，一二2 3 ，一五2 2 ，二 0  30- 

3 1 ，二一9 、1 5 ，.二二4 2 、45 °

•應驗舊約預言------ 2 2 ，二5 、1 5、1 7、2 3 ，四 1 4 ，八 1 7 ，一二

1 7，一三3 5 ，二一4 、4 2 ，二六3 1 、5 4 、5 6 ，二七9-10 °

•猶太風俗-------五 1-2，二七6 2 。

•摩西律法----五 17-19、21 ' 2 7 、3 1 、3 3 、3 8 、4 3 ，七 1 2 ，-----

1 3，一二5 ，一五6 ，二二3 6 、4 0 ，二三2 3 。

• 「天國」—— 提及超過三十多次，請參閲經文彙編。

•舊約先知—— 提及三十九次，如三3 。

就以上所見，足證新舊兩約聖經是息息相關、相輔相成的。

既然舊約聖經的全部內容都指向新約，讀 這 卷 「連接」之 書 時 ，我 

們 會 明 顯 看 見 「耶穌的降臨並非後來才加上去，也非無緣無故的事，而 

是神長遠的計劃和目的，在歷史上實現了」 。14

B 馬太福音的家譜（一 1-17)

新 約 聖 經 記 載 了耶穌兩個家譜（在第三章已略有討論> 。照一章 

十七節所言，馬太把家譜分為三組。各組屬於哪個年代？請從圖表5.4找 

出 來 。

馬太福音的猶太讀者對舊約歷史瞭如指掌。圖表5.4是舊約歷史的重 

要事項和年代。猶太人讀到一章十七節時，很容易聯想到當中的事情。 

為何馬太特別強調那三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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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馬太在一章一至二節裏，只把耶穌的家譜追溯到亞伯拉罕，而 

路 加 卻 遠 至 亞 當 （路三3 8 ) 。馬太想着的是甚麼？

C 介 紹 （一1至四11>

馬太福音的第一部分篇幅雖短，卻概括了耶穌由降生起在世最初 

三十年的歷史。請按下列經節，把基督的事蹟寫下來：

一 1-17---- 家譜

一 18至二23----

三 1-12----

三 13-17----

四1-11----

D 登山寶 訓 （五3至七27>

這是耶穌在山上傳講的信息，一般相信這山位於迦百農附近。登山 

寶 訓 主 要 是 敎 導 門 徒 ，但 羣 眾 聽 到 這 篇 講 章 嗎 ？請讀馬太福音七章 

二十八節和路加福音六章十七節，然後回答這個問題。

盡可能一次過讀完耶穌的寶訓，可用現代的意譯本；並想像你和其 

他人一起坐在地上，第一次聽到這番話時，有何感受。耶穌傳講這篇信 

息 ，旨在吿訴人如何成為基督徒？或是敎導信徒如何過基督徒生活？ 

這講章可列成不同的大綱。圖表5.5只是其中一種建議的編排方法。

耶 穌 的 登 山 寶 訓 ( 太 五 3 至 七 2 7 )  圖 表 5.5

天 國 的 模 樣

五3 五17 五48 六1 七13 七27

天 國 公 民 天 國 律 法
天 國 公 民 的  

態 度 及 行 為
最 後 的 勸 勉

五13 五21 六19

品格 影響力
成全

律法

新舊

律法

敬拜生活  

-施予 

-祈播 

-禁食

實踐 公民的考驗

馬 太 福 音 ：耶 穌 與 他 應 許 的 國 度  103

注意寶訓的標題。耶穌在傳道初期，想向門徒和羣眾清楚閛明祂來 

要建立的國度是怎樣。

請細讀馬太福音五至七章，看看圖表5.5的大綱如何引自經文。這練 

習可幫助你概要地掌握整篇寶訓。

我 們 熟 悉 的 「主禱文」出自何處？

E 天國的比喻 （一 三 1-53)

耶穌在同一場合裏説出這一連串的比喻，成為馬太福音記載的第三 

組主要講論。 （頭兩組講論的是甚麼？）

耶穌愛用比喻敎訓人（四福音約共有四十個比喻，另外還有許多比 

喻式的例證> 。15耶穌深知道積極傳揚福音的真理，便是福音有力的見 

證 。祂雖然經常與敵搶福音的人舌戰，竭力維護福音，但祂還是把大部 

分時間用來敎導天國的道理。

有 人 將 聖 經 比 喻 為 「別具屬天意義的地上事蹟」 。比喻是借物喻 

意 ，藉以傳達屬靈真理。它亦是用實例啟示真理，使人能夠明白。耶穌 

不向羣眾敎導天國的奧祕，因為他們仍沒有充分的裝備去明白深入的真 

理 （一■三 10-15 ;參西一 '26)。摩 根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用以下一'個 

比喻來閛釋比喻隱蔽的一面： 「它就像一個小孩子把一塊被燻黑的眼鏡 

片放在眼前，來遮掩太陽的強光；但如果把它挪開，他根本無法直視太 

陽 。太陽的強光足以令人眼瞎。相 反 地 ，若把眼睛遮掩起來，便可仰望 

它了 ^ 」16

請列出這組講論的所有比喻，並留意它們有關天國的道理。它們的 

重點不是基督最後在地上作王一千年，而是指着祂在第一和第二次降臨 

之 間 （亦即現今）所建立的屬靈國度説的。17 

請記下各比喻的主要敎訓。

F 主 再 來 （橄欖山上的講論> (二四1至二五46>

耶穌在馬太福音裏最後的一個講論，就是二十四至二十五章的橄欖 

山講論。w這是耶穌在祂受死前幾天—— 逾越節那一周的星期二—— 預言 

祂將要再來的信息。它 把 袖 的 國 （尤其是與以色列國相關的國度）降臨 

地上前的末世，描繪得淋漓盡致。

如圖表5.6所 示 ，馬太福音記載的橄欖山講論，可分成六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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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 欏 山 上 講 諭 的 六 個 部 分 (太二四4至二五46) H 表5.6

細 看 全 文 ，試解釋各個部分為何如此劃分。

這個講論的預言是：經歷各種災難後，基督才再臨世間。這次序見 

於圖表5.6中哪些部分呢？

你如何解釋這個講論，主要決定於你怎樣看聖經預言的千禧年。圖 

表5.7是以色列在前千禧年時期的歷史進程。請讀使徒行傳一章六至八 

節 ，看看耶穌將近升天之前，門徒仍追問袖復興以色列國的日期。 耶穌 

的回答並沒有否定國度的復興，然而祂更正了甚麼？前千禧年説的支持 

者相信在地上建立的一千年國度，是應驗舊約對以色列國的應許；而基 

督榮耀王權的高峯，就是在天上永遠作王。

圖表5.7的主要事件是主再來，它亦是橄欖山講論的主題。請讀馬太 

福音二十四章三、二 十 七 、三 十 、三 十 七 、四 十 二 、四十四和四十六 

節 ，以及二十五章十三和三十一節。在橄欖山講論中，主再來不是指信 

徒 被 提 到 雲 裏 （帖前四1 4 - 1 7 )，而是指主重臨世間。2°

綜覽如橄欖山講論般深奥難明的經文時，我們不可能鑽研預言的細 

節 。綜讀的關鍵在於觀察重點。 （在 「進階習作」中 ，給大家提供了一 

個特別的項目。）

G 其他講論

現在#C已讀過馬太福音的三個講論；按圖表5.3來看，餘下的兩個講 

論是 甚 麼 ？請讀你的聖經，並記下各講論的重要敎訓。

馬 太 福 音 ：耶 稣 與 他 應 許 的 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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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馬太福音的敍述部分

正如我們先前提過，馬太福音每段講論之前，都有一段敍述的經 

文 。以下就是綜覽這些部分的步驟：

1. 列出敍述部分，包括章節所在。可從圖表5.3確定你的答案。

2 .  請讀敍述部分，記下各段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並為各部分定下大

綱 。

3 .  觀察各段敍述如何引入各講論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馬太福音的鋪 

排十分緊密，也解釋了耶穌為何講論該主題。

I 王 的受死和埋葬（二六1至二七66>

耶穌受死前一個星期稱為救主受難周。圖表5.8是耶穌在這星期內的 

活動概況。他是在星期五被釘十字架的。

耶穌不但預言自己受死、復 活 ；祂更準確知道這些事件應驗的曰 

期 。請讀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至二節，再讀出埃及記第十二章，看看以 

色列逾越節的緣起。逾越節在舊約時代有何預表？耶穌在以祂為對象的 

節日 被 害 ，又有何意義？

救 主 受 難 周  圖表5.8

〜 譏諷一 <

向羣眾工作 向門徒工作 獨自工作

禮拜日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活躍期 沈默期 激烈期

權柄 憐憫 順服

耶穌很多講論 耶穌很少 
講論

騎驢進城 
(太二一 1-11)

背着十架被逐出城 
(約一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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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向十架的亊件(太二六1至二七66) 圖表5.9

圖表5.9是馬太福音對救主受難周的記載，試與圖表5.8作一比較。 

請逐段細讀二十六章一節至二十七章六十六節，看看留下甚麼主要 

的 印象。將各段的標題寫在圖表上，可幫助你概覽耶麻那幾天的經歷。

請寫下你從馬太福音有關耶穌、門 徒 、管治者和羣眾的事蹟所學到 

的 功課。

J 王的復活和大使命（二八1-20>

復活就是耶穌王權至高的確證。只有萬王之王能真正説道： 「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太 二 八 18 >。基督教宣稱有一位從墳墓 

裏 復 活 ，現在仍活着的救主；試想想這宣稱在世界其他宗教中，是何等

獨一無二。

讀馬太福音最後一章時，試想像當時所有人（尤其是猶太人）對這 

些事件的反應。擧 例 説 ，四福音中只有馬太福音記載了一次地震： 「忽 

然 ，地大震動」 （二/V2 ) 。請讀哥林多前書一章二十二節，看看猶太人 

如何把超自然現象視作神給予真彌賽亞的憑據。馬太特別為猶太人執筆 

著 書 時 ，會否因為這一點而把地震一事記下來呢？

請讀馬太福音最後一段（二/U 6 - 2 0 ) ，看看這段經文如何為馬太福 

音 作 結 ？

五 、鑰字鑰節
1 .回想你對馬太福音的綜覽。重温馬太福音的主題，再用自己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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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把它寫下來。有沒有任何特出的經節，可代表主題呢？圖表5.3列舉了 

兩節重要的經文。你也可找到別的鑰節。

2 .請列出馬太福音的鎗字鑰節，與圖表5.3作一比較。

六 、 應 用
先前查考馬太福音時，已不時提到應用的方法。以下是另外一些要

點 ：

1. 我們從舊約預言的應驗，學到一些有關神的重要功課，那些功課 

是 甚 麼 ？它們對基督徒生活又有何影響？

2 .  神 「叫」以 色列成為大國（創一二2 ) ，又按應許賜 福 予 她 （創 

一二2 - 3 ) 。不論你是外邦人或猶太人，你從這真理學到了甚麼屬靈功 

課 ，可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3 .  請列出基督徒如何應用從耶穌基督的王權學習得來的真理。

4 .  為甚麼主那樣重視基督徒的生活行為（如登山寶訓） ？

5 .  關於主再來，橄欖山講論敎導了甚麼重要的真理和生活應用？

6 .  馬太福音的信息今天是否仍指向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請説明之。

七 、 溫習題
1 .  馬太福音開首的經文（一 1-17)內容是甚麼？

2 .  為甚麼馬太福音是聖經中的橋梁？

3 .  早期敎會如何稱這一卷書？

4 .  馬太福音原本屬意的讀者是誰？

5 .  馬太福音是在何時何地寫成？

6 .  馬太福音的主旨是甚麼？

7 .  馬太福音對耶穌第一年的傳道工作有多少記載？

8 .  馬太福音可分為哪三個主要部分？請列明各部分的章節。

9 .  馬太福音記載了多少個主要講論？它們各自如何作結？

10. 請説明下列經文的主題：五 至 七 章 、十 三 章 、二十四至二十五

章 。

11. 請列出馬太福音內猶太人尤感興趣的項目和特點。

12. 請擧出馬太福音五個鑰字和一句鑰節。

13. 這卷福音書怎樣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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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進階習作
下列論題不在綜讀範圍以內，可作進深研究之用：

1 .  馬太福音獨有的三十段經文（沒有在馬可、路加或約翰福音記 

載） ，大 部 分 與 「基督作王」的主題有關。參閲福音合參，21概覽耶穌只 

見於馬太福音的生平部分，並看看這些經文有沒有直接或間接地提及天 

國 。

2 .  請比較新約聖經中「天國」和 「神的國」兩個名詞。22

3 .  仔細研讀橄欖山講論，然後比較新約聖經其他兩段有關末世的經 

文 ：馬可福音第十三章和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可參考其他注釋書。

4 .  關於馬太福音的寫作日期，有不同意見。試研究支持以下意見的 

論 點 ：①以馬可福音為最先寫成的福音書；②以馬太福音為最先寫成的 

福 音 書 。

5 .  在下列情況裏，你認為地方敎會的猶太基督徒第一次讀到馬太福 

音 時 ，有 何 感 想 ：①假設馬太福音是最早寫成及流傳的福音書；②假設 

馬可福音比馬太福音成書更早，並最早流傳於世？

九 、大 綱
以下是馬太福音的簡略大綱，可作綜覽時參考之用。

馬 太 福 音 ：耶穌與祂應許的國度

介紹 一 1至四 11

記述基督的降生和孩童時期 一 1至二23

預備作王 三 1至四 11

傳揚 四 12至一六20

初期的傳道工作 四 12-25

講 論 ：登山寶訓 五 1至七29

王的權柄 八 1至九34

講 論 ：差遣十二使徒 九35至一一1

王被拒絕 ----2 至一二 50

講 論 ：比喻 

王的使命

受難

預言被釘死

—三 1-53 

一三54至一六20 

一六21至二八20 

一六 21 至一-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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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論 ：關係 

王的最後事工 

講 論 ：再來

一八1至一九1上 

一九1下至二三39 

二四 1至二五46 

二六 1至二八20王的受死與復活

注釋
1 路加亦在使徒行傅九至十二章中記載這事情。

2 當你綜覽這卷害時，你也會發現這一點。

3 根據四福音及使徒行傅，耶穌和袖的門徒是最早傅講福音敎訓人的。

4 很多學者對馬太福音的成害日期意見不一，最早的可推至主後四十四年，而一般則 

認為是主後五十五年。至於哪個日期為準，則視乎第一卷寫成的福音書究竟是馬可福音或馬 

太福音而定。

5 F. F.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p. 93.
6 Henry C . Thiessen, Introduction to the N ew  Testament, p . 135.
7 參W . G raham Scroggie, ■ Knew Ybur BiWe，2:37 °
8 R . V . G . Taske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 t. M atthew, in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p. 17-18.
9 聖經原文並沒有章節之分。今天聖經所劃分的章節可作參考之用，幫助我們更仔細 

的明白聖 經 。

1 0 段落的標題應該是一些有力的字句，最好取材自聖經內文，至少是明白主要部分的 

線 索 。所 以 ，段落的標題不宜過於詳盡。

1 1 略 讀 全 書 時 ，並不需要硬性依循段落的劃分。

1 2 即使四章十七節是全段的關鍵，馬太福音新的部分是由四章十二節開始。而四章 

十七節卻是指回起點—— 四章十二節而説的。

1 3 耶穌話語的比重，在馬太福音中可見一斑。全書一千零七十一節經文中，耶穌的話 

語佔了六百四十四節。

14 ^Introduction to M atthew** , in T h e W estm inster S tu d y Edition o f the H oly Bible,
p. 21.

15 W . G raham Scroggie, A Gwde to the Gospe/s, pp. 278-86, 549-51，663-64列出所有的 

比 喻 ，並有簡單的描述。

16 G . Campbell Morga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 atthew, p . 141.
17 參John F. W alvoord, M att/ieiv: TYiy /C/ngdom Come ,頁95-97。

1 8 這講論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耶稣傅講它時，正與門徒在橄欖山上。這地方可盡 

覽耶路撒冷及聖殿的全景，實在 美 不 勝 收 ，令人肅然起敬。

1 9 舊約時代的以色列史雖然是一個悲劇，但彌赛亞國度的應許，卻使它榮耀而奇蹟地 

復 興 起 來 。

2 0 這些描述都代表了前千樁年派的觀點。綜覽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及啟示錄時，再詳細 

討 論 。

21 例如Robert L. Thom as及Stanley N . Gunday， A H arm ony o f r/ie Gospe7s 。

2 2 前者是馬太福音慣常的用法，英 文 「國度 J (K ing d o m ) —詞 ，是 「王的疆域」 

(K ing’s dom ain) 的 縮 寫 。W . E. Vine，A/i ZVct/oiia/y o/*iVevv Tesfamenf Words,
2:294-96，曾討論以上問題。

第六章

馬可福音：僕人耶穌

耶穌升天後數十年，世上還沒有福音的文字記載，那 些 年 間 ，福音 

的救贖信息主要根據見證人可靠的記憶，口 述 相 傳 （參徒一五7 ) ，其中 

一些更被寫在皮卷上，作為較長久的記錄。我們雖然不能準確知道各福 

音書的寫作背景，但可以肯定相信各書都是照着神的計劃，在適當時間 

面 世 。馬可福音就是四福音之一。

一 、 讀前準備
首 先 ，試回想你對馬太福音的認識，例 如 ：篇章數目、寫作目的和 

重 點 、鑰字鑰節、大 綱 （可分作三部分）和主要講論等。

現在集中思想馬可福音，即使間中會與馬太福音比較，但綜讀時應 

集中研究馬可福音。為幫助你從馬太福音轉向馬可福音，在下面列擧了 

作者馬可的生平資料。

二 、 背 景  
A 作者馬可

( _ ) 出生和早期生活

馬可生在拿撒勒人耶穌和大掃人掃羅之後十至十五年；所 以 ，當耶 

穌的傳道工作進入關鍵性的時刻，馬可或許還是一名青年。他的父母為 

他 起 名 約 翰 （希伯來文是J b A a n a n，意 即 「耶和華是恩慈」） ，他的羅馬 

姓氏馬可1是後來才採用的（參徒一五3 7 ) 。有關他的兩個名字，赫伯特 

(D . E d m o n d  Hiebert) 這 樣 説 ： 「他的兩個名字，可按着不同情況使 

用 。在猶太人圈子裏，約翰的名字較為適用；但在外邦人中，都以他的 

拉丁名字稱呼他。既然聖經書信從來未提及他的希伯來名字，看來他主



1 1 2 新 約 精 5t

要活躍於外邦人當中。」2

從歌羅西書四章十節所知，馬可是使徒行傳四至十五章主要人物巴 

拿巴的表兄弟。馬可的母親馬利亞看來十分富有，而且很敬虔，可能就 

住在客西馬尼園附近的汲淪谷內。無 論 如 何 ，馬利亞的家是歸神為聖 

的 。從路加在使徒行傳十二章十二至十七節記載的敎會初期歷史，可見 

馬利亞對神的奉獻，那時長老雅各在希律亞基帕手下蒙難，適逢彼得又 

因見證福音被囚，勇 敢 、忠心的馬利亞便把自己的家作為當地信徒聚會 

的 地 方 。耶穌在世時可能曾探訪這個家庭，甚至在那裏分享最後晚餐。 

很多人認為馬可福音十四章五 i^一 節 的 無 名 「少年人」就是馬可 

(參可一四4 3 - 5 2 )。布 拉 克 洛 （E . M . Blaiklock) 根據馬可福音，構想 

了如下一個未必全無可能的故事：

在耶路撒冷富裕的寡婦馬利亞家中樓頂的長房內，主和祂的門徒正一起享用 

最後的晚餐。馬利亞的兒子（稱為馬可的約翰> ，緊張地躺在樓下的房內， 

無法入睡，因為他察覺屋內危機四伏。他聽見猶大匆匆下樓後，更聚精會神 

地聽着。跟着是一陣腳步聲，他知道眾人已離去了。

這個少年人一時情急起來，奪過牀上的麻布被單，披在身上，跟在後面看個 

究竟。他躲在橄樓樹下觀看，更肯定主正面臨生死關頭。只見火光紅紅，賣 

主的猶大出現了。忠心的馬可還不知死活，大聲呼喊抗議，結果很快被兵丁 

捉着了，他於是連忙脱下身上的被單，赤身逃跑。在糾纏間，他的手指被殘 

酷的刀鋒砍斷。因此，傳説在早期敎會中，馬可又被稱為「手指殘缺的 

人j » 3

年青的馬可在稱為聖城的地方長大，也生於一個敬虔的家庭裏，這 

都使他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他必定親眼目睹耶穌在世時的一些事蹟， 

見過神的獨生子。一 直 以 來 ，神不斷裝備他，好去為將來的福音事工努 

力 。他學習聖經，並修讀當時各大城市通用的語文，包括亞蘭文、希臘 

文和拉丁文。

馬利亞把她的房屋、家庭獻給神；神也把袖的獨生子和福音賜給世 

界 。馬利亞的馬可和神的福音連在一起，自此以後，數不勝數的人都極 

之珍惜兩者的結晶品—— 馬可福音。

(二 ）悔改歸主

儘管馬可早年深受猶太傳統薰陶，他也像他的母親一樣，有一天面 

對那位加利利人的宣吿，並且不得不回答祂的問題： 「你們説我是誰」

馬 可 福 音 ：僕 人 耶 穌  113

(可 八 29 >。神可能使用門徒彼得帶領馬可歸向基督，所以彼得稱馬可 

為 「我兒子馬可」 （彼前五1 3 ) 。然而新約聖經並沒有詳細記載馬可悔 

改歸主的經過。

(三）事奉工作

馬太和約翰兩位福音書作者都是耶穌的使徒，至於馬可和路加卻不 

在十二使徒之列。從有關馬可的經文裏，我們可對他的事奉略知一二。 

請讀下列各段經文，並根據前文後理，寫下馬可的生平概要。

經 文 日 期 （ 主 後 ） 事 工 和 地 點 4 同 工

徒一二 1 2 、2 5 4 6

一三 5 4 7

一 三 13 4 7

一五 37-39 4 9

西 四 10 61

門 23-24節 61

提 後 四 11 6 7

彼 前 五 13 6 8

請留意馬可的其他同工，以及保羅和馬可在使徒行傳十三章十三節 

分 手 後 ，不久又重修舊好。你以為馬可在別加離開保羅後，直至他在羅 

馬寫成這福音書的二十年間，有甚麼令他靈命成熟起來？布拉克洛對此 

事 有 如 下 評 注 ： 「他重新肩負自己在別加撇下的工作。……在馬可福 

音……我們見到一位跌倒後再爬起來的人，他藉着朋友的幫助，重建他 

的 見 證 ，並把它寫在一卷不朽的書裏。」5

疋如我們提過，馬可的傳道工作以外邦人為主。這一點可由聖經書 

信內從不提及他的希伯來名字約翰（Jo hanan) ，只用他的羅馬名字——  

馬可—— 稱 呼 他 ，便證明出來。

(四）馬可的性格

只根據聖經的記載，是不可能完全將馬可的性格描繪出來，但從有 

關 他 的 經 文 ，以及馬可福音看來，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容 易 衝 動 、性 

急 、機 警 、熱 心 、友 善 、合 作 、謙卑而誠實的神僕。正如他的屬靈父親 

彼 得 一 樣 ，馬可隨着年歲渐長而變得成熟。他在屬靈高峯的時期，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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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見所聞，充滿喜樂地寫下這卷「不加修飾，卻是氣勢磅礴」6的馬 

可 福 音 。

(五）馬可的離世

傳説他是在彼得殉道（主後六十七年）後不久與世長辭的。

B 名 稱

馬 可 福 音 的 古 希 臘 本 ，通 常 稱 為 「根據馬可而寫成的福音書」

( Kata M a r A o n ) 。它就是馬可按着神的默7K ，把 「耶穌基督 

福音」 （一 1) 7記 載 下 來 。

c 作 者

儘管這卷書裏沒有提及作者的姓名，但經文的內證和早期敎父們的 

外證十分一致，足以證明作者就是那稱為約翰的馬可。8

一般相信馬可有關耶鮮生平記載的資料是來自彼得。彼得在彼得後 

書一章十五節所暗示的，可能就是這卷即將面世的馬可福音（參彼後一 

1 3 - 1 5 > 。

馬可和彼得的關係可能是這樣：當彼得和保羅即將離世時，馬可在 

聖靈的帶領下，心裏籌算要寫一卷記載耶穌傳道工作的福音書。那 時 ， 

馬可和彼得仍然住在羅馬。雖然馬可福音只是精簡地記述耶穌的一生， 

但馬可既非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他顯然沒有親眼看見或親耳聽見耶穌 

許多的言行；相 反 ，彼得不單是耶穌的使徒，而且與祂關係密切，實在 

是為馬可提供第一手寫作資料的最佳人選。我們也許覺得奇怪，為甚麼 

彼得具備寫作的恩賜，但神卻沒有揀選他寫福音書。對於這一點，我們 

只有相信神最清楚知道祂要寫哪一類型的福音書，而馬可就是適當人 

選 。所 以 ，彼得便提供資料，由馬可執筆，神在當中默示。

D 寫 作地點與日期

這書是馬可住在羅馬時寫成的。有關寫作日期，主要有兩方面的觀 

點 ：一早一遲。9本書則支持後者，相信它是在彼得離世後不久，耶路撒 

冷 被 毀 （主後七十年）之 前 ，約於主後六十八年完成》̂ 根據這個見解， 

馬 太 福 音 、路加福音和路加的使徒行傳，成書的時間都比馬可福音早 

(參看圖表1 . 1 )。馬太福音在散居地中海一帶的猶太人當中流傳，使他

馬 可 福 音 ：撲 人 耶 穌  115

們 得 聞 福 音 ；馬 可 福 音 又 如 何 切合羅馬人的需要呢？錫 生 （H e n r y  

Thiessen) 有以下的描述：

使徒行傳記載基督敎如何經過敍利亞、小亞細亞、馬其頓和希臘，繼續向義 

大利進發。這時候，得救的外邦人裏，無疑有很多羅馬人。我們在使徒行傳 

看見羅馬官長如何在各方面善待保羅。最 後 ，時 候 滿 足 ，羅 馬 人 需 要 一 卷 專  

為 他 們 而 寫 的 福 音 軎 。 （這一句是附加上去的）"

E 原來的對象

馬可福音是專為外邦讀者而寫的，其中特別針對羅馬平信徒的需 

要 。12羅馬人對於耶麻的行事和能力方面，比袖的講論及言談，更易留下 

深 刻 的 印 象 （參圖表4 . 5 ) 。思 高 魯 哲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寫 道 ： 

在希臘人看來甚具説服力的理性和哲學，對注重行動多於沈思的羅馬人來 

説 ，可謂毫無意義。 「以 羅馬讀者為對象的福音書，必須從羅馬人的觀點介 

紹耶麻的位格和工作，並且回答他們有關神的能力、工作、律法、得勝及掌 

管全宇宙等觀念。對羅馬人而言，這些就是耶穌的薦書，其重要性便相對於 

猶太人視如珍寶的預言，以 及希臘人奉為至髙的哲學。J 13 

這解釋了作者的寫作風格和內容。如果馬可是於羅馬寫成馬可福 

音 ，最早的讀者當然是羅馬的居民。他們甚至可能曾經要求馬可執筆寫 

這卷福音書。

F 寫作風格

馬可福音的寫作風格有三個特色：發 展 明 快 、細 節 傳 神 、描寫生 

動 。這些都可在綜覽時觀察得到。

G 目的舆主題

馬可深明羅馬人的特性，在記載基督的生平及池所宣吿的福音時， 

特別強調耶穌所行的事，多於祂的言談和講論。

福音書的第一節（一 1 ) 便説明了馬可傳道的目的：以救恩信息為基 

礎 ，記載基督一生的史實。眾使徒和其他聖徒不斷傳揚的福音，就是 

源 於 這些史實。馬可得到神的默示，指出基督常是孜孜不倦地工作， 

「祂 精 力 充 沛 ，在 眾 人 當 中 生 活 作 工 ，降 卑 成 為 人 的 樣 式 ，藉此得 

勝……」14;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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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捨 命 ，作多人的贖價」 ( 一 0 4 5 ) 。馬可自然而然把耶穌描繪成一位 

僕 人 ，夏 里 遜 （Everett Harrison) 寫 道 ： 「馬可曾與巴拿巴、保羅和彼 

得一同事奉，在着重耶穌謙卑的事奉，以記述祂的傳道工作方面，馬可 

可算是上佳人選。」15

在馬可福音成書的前幾年，正值尼祿火燒羅馬（主後六十四年> ， 

並把它歸咎於基督徒，藉此公開迫害他們。馬可執筆著書，或許是要鼓 

勵受逼迫的聖徒。 （本書是符類福音中唯一提及逼迫的一卷書；參一〇 

30)

圖表6.1顯示馬可福音有關基督公開傳道工作的範圍（灰色部分代表 

馬可福音涵蓋的內容） 。這些選材都是神所默示的。從 圖 表 中 ，你發覺 

馬可福音的內容是怎樣？在一至九章裏，記載了多少有關基督的公開傳 

道 工 作 ？十至十六章記載的又是甚麼？馬可對於耶穌第一年的傳道工作 

記載了多少？

三 、綜 覽
A 綜覽準備

綜覽的時候，我們必須知道自己正尋找甚 麼 。可參考先前提及有關 

綜 覽 的 各 個 步 驟 （不必順着次序） ：

1. 發掘全書的主 題 。

2 .  觀察全書在文學結構或組織上的棋式和發展。

3 .  注意全書的重 點 ，並找出研讀各部分的線 索 。

4 .  體驗全書的氣氛和處理手法。

綜讀馬可福音時，須謹記以上各點。

若剛開始研讀，可從以下三點作嘗試：①翻看全書，留意共有多少 

章 ，並各章的篇幅有多長；②注意第一章各節的長度，以及各節的第一 

個 字 ；③朗讀一章一至十三節。

B 第一次讀

1 .  盡可能一次過讀完馬可福音。這次無需細讀各字各句。如果你的 

聖經有分段，只讀各段的第一句已足夠了。你的聖經若有篇章或段落標 

題 ，瀏覽全書時要特別留意。

2 .  寫下你對全書的第一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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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全書整體的氣氛是怎樣？

4 .  寫下你在第一次閲讀中發現的鑰字鑰節。

5 .  比較該福音書的第一節（一 1 ) 和 結 語 （一六19 - 2 0 )。

c 逐段觀察

1.如圖表6.2所 示 ，首先認淸楚馬可福音二十個段落的次序。為幫助 

以後査考之用，請在聖經中畫下各段開首的第一句。 （我們稍後會交代 

各段劃分的理由）

馬可福音的分段標題 圖表6.2

2 .  現在再將全書逐段細讀，為各段定一個標題，寫在圖表6.2中 （參 

例子） 。

3 .  再 讀 各 段 ，用最少的字記下各段的主題（主題或許與各段標題有 

異 ，因為後者未必用來代表主題> 。

4 .  除了你對馬可福音的第一個印象外，你還留意到別的事情嗎？請 

把觀察所得記下來，並與下列各點作一比較：

(a ) 馬可福音大部分事件都如快鏡般一閃即過。試回想你先前從第 

一章各節經文的長度，以及各節第一個而又經常重複的詞語所觀察得來 

的 心 得 。

(b > 大部分經文旨在記載史實，甚少作出評論。在馬可福音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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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接二連三地發生。 「它的發展快得叫人透不過氣來，描繪耶穌不停地 

作 工 。」16有位作者曾説： 「馬可用字有如連環圖。J

(C) 一些最令人顔慄、震撼人心的事件，他都用平淡的筆觸據實記 

載 下 來 。試在第一章中找出例子。

<d ) 立刻一詞不時出現。

(e r 敍述部分沒有記載耶麻的降生和嬰孩時期。

⑴儘管馬可福音以敍述為主，兩段頗長的講論卻出現在四章一至 

三 十 四 節 （比喻> 和 第 十 三 章 （預言） 。17

(g ) 馬可福音經常記載耶穌的一擧一動（三5 ，五4 1 ，七 3 3 ，八 

2 3 ，九2 7 ，一 0 1 6 ) 、耶 穌 的 感 受 （三5 ，六6 、3 4 ，八 1 2 ，一 0 1 4 、 

2 1 ) ，以及羣眾對耶麻傳道的反應（一2 7 ，二7 ，四4 1 ，六 1 4，七3 7 ，一 

四1 ) 。請讀上列引述的經文，並把你觀察所得的其他經文加進去。

5 .我們可以用生動活潑、精簡清晰、層次分明和滿有動感等詞語來 

形容馬可的寫作風格。你能從經文中找出例子證明嗎？

D 全 書 的 脈 絡

跟其他三卷福音書一樣，馬可福音選材自耶穌一生的事蹟。現在讓 

我們看看作者如何把資料組織起來。

(一）找 出 敍 述 部 分 的 轉捩點

我們從四福音清楚看見耶麻來到世上，藉着祂的生命和死亡，服事 

世 人 。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節清楚指出這一點，實可作為馬可福音的鑰 

節 （請讀該節經文> 。耶穌由馬可福音何處起，從服事的階段，轉為明 

確地預言自己將要受死，在十架上捨身？答 案 是 ：八章二十七節。 （請 

讀這節及其後的經文）這就是馬可福音情節上的轉捩點。

請留意八章二十七至三十節中，耶穌的問題和彼得的答案。下圖是 

馬可福音的主要大綱，請 細 讀 。

馬可福音的主要大網
\

他們説 
我是誰？

\

耶穌藉着祂的工作 \  
啟示祂的身分 ^

耶穌着重宣稱 \  
祂就是基督 Z

Z

八31至一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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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章二十七節以前，馬可福音顯示耶穌如何藉着祂所行的事情， 

啟示祂真正的身分。18跟 着 （八2 7 - 3 0 ) ，耶穌詢問門徒有關自己的身 

分 。袖知道人們並不把祂看為神的獨生子，只不過是神差來的使者（就 

如施洗約翰或以利亞一樣） 。祂知道多作同類的啟示，以擴闊祂的公開 

傳 道 工 作 ，亦不能改變羣眾的反應。基 本 上 ，袖已完成了事奉工作的行 

動 階 段 （「因為人子來……乃是要服事人」 ，一〇45上> 。現在祂必須 

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捨棄生命（「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一 〇 

4 5下） ；這不是普通人的生命，而是彼得從天上得到啟示而認識的彌賽 

亞—— 基 督 ，亦 即 受 膏 者 （Krino ) —— 的 生 命 （八2 9 ) 。因 此 ，耶穌開 

始明確地吿訴門徒，祂 （基督）必須受苦、遭人拒絕、被 殺 ，並且三日 

後 復 活 。馬可福音由這一節起，便進入捨身的階段。

圖表6.3是馬可福音的綜覽圖表，請留意我們剛提過的重點。

(二）把資料歸類

重溫圖表6.2，你已在其上寫下各段的標題和主題。細讀你所寫的資 

料 ，並把相類的題目歸為一列，再分組記載。

注意圖表6.2及6.3的段落劃分，二者都是一樣。有些段落並非由篇章 

的 第 一 節 開 始 （如一 1 4 , 三7 ) 。請 翻 開 聖 經 ，解釋為何如此劃分各段 

落 ，圖表6.3的段落主題對你會有幫助。

綜覽圖表顯示了各段如何因題旨相同而被編成一組。擧 例 説 ，以 

十四章一節和十四章四十三節開始的兩個段落，被 列 入 圖 中 「耶穌作祭 

牲」的部分裏。

我們已在第三章提過，較諸一般的大綱而言，綜覽圖表可同時展示 

不同題目的大綱；而且讀者分析各個段落時，更一目了然。

分 部 和 分 組 一 樣 ，我們可以把相關的組別串連起來，成為各個部 

分 。請細讀圖表6.3的 分 部 ，並在綜覽圖表中留意下列各點：

1 .  比 較 開 首 （一 1-13)和 總 結 （一六1-20)的 段 落 。

2 .  哪些大綱顯示全書的兩大部分？

3 .  細讀各分部和分組的大綱。

4 .  注意馬可福音的地理環境。思想這個地理上的模式（由加利利至 

耶路撒冷）跟前文(論及八章二十七至三十節中心支點）的三部分大綱 

有 何 關 係 。

5 .  研 讀 時 ，請在圖表的底部，寫下耶穌面對的反對勢力，以及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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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書中所佔的比重。 （你可以稍後才做這個習作>

6 .馬可福音的高潮在哪裏？為甚麼那部分就是高潮？

(三） 找出主題

馬可福音的主題是甚麼？請用自己的文字作答。你應從綜讀裏找到 

答 案 。請為馬可福音定出一個與主題相符的名稱。注意圖表6.3 的標 

題—— 僕人耶穌。

(四） 摘錄馬可福音的要點

試寫出你個人對馬可福音所作的概要，可以利用你的綜覽心得，加 

上本書提供的一切資料。此 外 ，為了避免有所偏差，最好按照圖表6.3逐 

段 綜 覽 。以下是一個例子，請仔細閲讀，然後寫出你自己的摘要。

當耶穌的救贖工作被宣吿了，祂又受聖靈裔立後（介紹，一丨- 1 3 )，祂便在 

羣眾當中傅道和工作，吸引無數人跟随祂（受人歡迎，一 14-45);但亦引 

起無數人的憤怒（被人反對，二1至 三 6>。耶穌為自己的離世作好準備，開 

始組織一羣親密的門徒（組織，三7-35> ，同時繼續敎導眾人（比喻，四 

1-34)，並且行神蹟（神蹟，四35至五4 3 ) 。儘管祂把愈來愈多的貴任交託 

門 徒 《六 1-32>，祂仍在羣眾當中服事他們，不斷啟示祂自己的真正身分， 

直到祂傳道階段告終（工作髙峯，六33至 八 30>。從這時開始，祂最後一次 

朝着耶路撒冷走去，同時加倍宣稱自己就是基督。祂明確指出自己將會受死 

及復活（耶穌是救贖者，八31至一〇52> ; 自稱帶有神的權柄，而且預言將 

來的事情（耶穌是主，一一1至一三37>。祂的敵人設計要殺害祂（陰謀， 

一四1-丨1)。耶穌與門徒度過最後一次團契（與門徒一起，一四丨2*42> ，就 

被捉拿、審問、釘十架和埋葬（一四43至一五47>。神叫袖從死裏復活，祂 

便向門徒顯現；當祂被接升天時，祂向門徒頒布普世宣敎的使命（得勝，第 

十六章） 。

四 、要 旨
A 介 紹 （一 1-13>

馬可用了僅僅十三節經文，便把耶穌和祂的主要工作介紹出來，随 

即進入福音書的主題，就是僕人耶穌的服事和捨身。要達到這個目的， 

馬可採用了省略（如沒有記述耶穌的降生）和 濃 縮 （注意一 12-13如何記 

載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的 方 法 。

請讀這一段介紹的經文。如此精簡的介紹如何引起人們的注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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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説明了精簡和詳盡的內容，同樣能收強調之效？以下各段如何指向 

耶穌即將展開的公開傳道工作，請説明之。

一 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9-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12-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馬可福音的第一段記載了甚麼主要人物？

參閲圖表6.1。馬可福音一章一至十三節有多少是與耶穌三年的公開 

傳道工作相關？

B 動力舆反動力（一 14至三

這部分主要記載耶穌第二年回到加利利後，在短短的四個月裏擴展 

祂 的 事 工 （圖表6 . 1 ) 。這期間祂受到人們熱烈的歡迎（動力） ，但不久 

又受到人們激烈的反對（反動力） 。 （參圖表6.2)

請讀這段事奉期的各個部分，並記下主要事蹟：

1. 受 人 歡 迎 （一 14-45)

2 .  被 人 反 對 （二 1至三6)

C  對 立 （三 7至 八 30>

馬可福音記載耶穌不斷面對宗敎領袖和羣眾。領袖們常與耶穌為 

敵 ；羣眾也時常追隨這些領袖，但間中亦對這位加利利人大感興趣（出 

於好奇心或被祂的神蹟深深吸引） 。再參閲圖表6.3，這部分是由哪三組 

經文合成？

請讀馬可福音，寫下有關下列大綱的事項：

1 .  開 展 事 工 （三7至六32>

(a )  事 工 的 範 圍 （三7-12)

(b )  事 工 的 助 力 （三 13-19)

(c)  事 工 的 阻 力 （三20-35)

(d )  講 論 上 的 事 奉 （比 喻 ，四1-34)

(e)  工 作 上 的 事 奉 （神 蹟 ，四35至六32>

2 .  事 工 進 入 髙 峯 （六33至八26)

3 .  中 心 支 點 （八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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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神蹟 (四35至六 32 >

馬 可 既 然 強調耶穌的工作，19神蹟在馬可福音中便佔有重要的地 

位 。耶 穌 行 神 蹟 ，是為了表明祂的權柄和能力，並證明祂是從神而來 

的 。請讀這段有關神蹟的經文，並且按照下列大綱，寫下你對能力的心 

得 ：

勝過大自然的力量 四35-41

勝過邪靈的力量 五 1-20

勝過死亡的力量 五2 1-24、35-43

勝過疾病的力量 五25-34

受制的能力 六 1-6上

受託的能力 六6下-13

確認的能力 六 14-29

暫止的能力 六30-32

E 事工的轉捩點（八27至九1>

這是耶穌公開傳道的轉捩點；從 那 時 起 ，祂轉眼望向自己的受死和 

復 活 。當耶穌和門徒回顧過去兩年半以來對羣眾的工作時，祂最關心的 

是 ： 「人説我是誰？」從 門 徒 的 回 答 （八2 8 ) 看 來 ，祂並未成功地向羣 

眾表明自己真正的身分。耶穌便轉問彼得，當祂聽見彼得回答「祢是基 

督」的 時 候 ，祂一定感到十分安慰。2°

耶穌和十二門徒的一段談話，正標誌着祂工作的轉捩點，因為這是 

祂第一次開始明確地向門徒表明自己必須受死，並在第三日復活過來 

(Zv3 1 ) 。之前祂曾暗示，而且用比喻預言這事 （如約二1 9 ，三 1 4 ) ， 

但祂從沒有清楚地公開説明一切（參yV32上） 。

當八章二十七至三十節的事件發生之際，耶穌離耶路撒冷有數哩之 

遙 （參地圖6.A ) 。祂在往聖城的途中，全神貫注地敎導門徒，預備他們 

面對將來的日子。祂亦有限度地與羣眾接觸，也不斷跟祂的反對者激烈 

辯 論 。在這一連串的事情裏，祂屢次表明自己就是救贖者、是 主 、是祭 

牲 、是 永 活 者 ，藉此加倍宣稱袖便是基督、是受膏的彌賽亞。上述四個 

身分如何出現在圖表6.3裏 ？

請把八章二十七節至九章一節的三小段裏，與下列事情有關的敎訓 

寫 下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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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位格 八27-30

基督的工作 八31-33

基督的跟隨者 八34至九 1

耶穌後期的事工 地 圖 6 .A

F 耶穌登山變像（九2-13)

耶穌登山變像的「高山」 ，可能是距離該撒利亞腓立比東北十二哩 

的 黑 門 山 （9,200呎高） 。 （參地圖2刀）

耶穌的登山變像使彼得、雅各和約翰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一個原 

因是它發生的時間—— 只不過在祂提出「人説我是誰」 （八 27>這問題  

大約一星期後。在登山變像中，最重要的話就是父神針對耶穌的身分而 

説 的 ： 「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 j (九7 ) 。讀過整段記載後，試將 

它與八章二十七至三十節連在一起。然後想想在那時候發生的登山變 

像 ，如何為耶穌日後的事蹟和眾門徒的經歷作好準備。

G 在比利亞的傳道工作21 (—〇1-52>

參閲圖表6.1，並留意馬可省略了耶穌在猶太後期的傳道工作，以及 

在比利亞的部分事工。馬可福音第十章全章記載了祂在比利亞後期的工 

作 。圖表6.4顯示這一章的內容編排，讀時請參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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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亞的傳道工作(可-〇1-52) 圖表6.4

我們還記得耶穌離開該撒利亞的腓立比，往耶路撒冷受死時，祂從 

沒有嘗試延遲祂的死期，所以祂跟着用了六個月時間在猶太和比利亞傳 

道 （圖表6 . 4 ) ，並非拖延時間，而是滿足神預定的日期。簡 言 之 ，耶穌 

往比利亞去，是因為祂的時候未到，而且祂在那些地方還有當作的工 s 

第十章的重點是講論抑或工作？

耶穌的敎訓，跟祂將要面臨的死亡、復活和升天有何關係？

馬 可 福 音 鎗 節 （一〇 45)的上下文內容是甚麼？

H 耶穌的受死、埋葬與復活（一 五 2 2至一六 8>

嘗試一口氣把這三個部分讀完。留意所有簡短的經節。你對馬可福 

音有何概括印象？試比較這段和前面的經文。

有人認為馬可福音的原稿在十六章八節便完結了，若 是 真 的 ，你覺 

得這結語怎樣？

I 馬可福音最後的十二節（一六9-20>

馬可福音原稿的最後一節應是第八節、第 二 十 節 ，或是其他經節， 

經文鑑別專家仍是意見紛転。22請讀新美國標準聖經（N A S B ) 十六章八 

節 、九節和二十節的附注。M 「進階習作」的某部分，就是以這些附注作 

為 根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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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讀馬可福音時，不用理會它的結語是長或短。只要認定它真是馬 

可福音的結語，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1. 這段有甚麼不同內容的經文？

2 .  有甚麼人物？

3 .  最後兩節經文記載了甚麼？

4 .  最後兩節經文有何結語的特徵？

五 、 鑰字鑰節
你已留意到立刻是馬可福音的鑰字。2+通常我們不會把又字視為鑰 

字 ，但在馬可福音這卷充滿行動的書裏，它常常出現，十分顯眼。綜覽 

馬可福音時，你有否發現其他鑰字呢？

我們已提過，十章四十五節是馬可福音的鑰節，因為它表彰了耶穌 

以僕人的身分，擔負救贖的工作。除此以外，你綜覽時還發現其他鑰節 

嗎 ？

六 、 應 用
1. 馬可是在敬虔的家庭中長大。神常常從這樣的家庭裏呼召祂的僕 

人承擔袖的工作，你對這一點有何感想？

2 .  馬可的靈命在基督升天後，才漸漸成熟起來。從馬可的屬靈經 

驗 ，以及促使他靈命成長的因素，你學到甚麼功課？

3 .  馬可福音着重耶穌一生中接二連三的真實事蹟，這一點如何堅固 

了基督徒的信心？

4 .  如果有人問你： 「你説耶穌是誰？」你會怎樣回答？

5 .  耶麻是基督—— 那位受膏者。這一點讓我們認識父神和祂自己是 

怎 樣 ？你如何融入其中？

6 .  請列出你綜讀馬可福音時學到的主要屬靈真理。

七 、 溫習題
1 .  馬可何時出生？死時年紀有多大？

2 .  馬可的事奉有何重要之處？

3 .  下列各人如何影響馬可的一生：巴 拿巴、保羅和彼得？

4 .  馬可的性格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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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馬可福音原本的對象是誰？有甚麼證據支持這論點？

6 .  請説明馬可的寫作特色，例如寫作風格等。

7 .  馬可福音的寫作目的和主題是甚麼？

8 .  全書的中心支點在哪裏？在這一點上可怎樣建立一個分成三部分 

的 大 綱 ？

9 .  馬 可 福 音 的 鑰 節 （一〇45>為全書提供了一個怎樣的大綱？

10. 請列出馬可福音一些重要的經文。

11. 馬可福音的鑰字是甚麼？

1 .  馬可福音的寫作日期已經成為懸案，試研究其不同的出處。當 

然 ，我們毋須倚靠寫作日期，才能準確地解釋聖經，否則神也會把日期 

記在經文內。但 一 些 背 景 資 料 （例如原來的讀者已讀過多少卷別的福音 

書） ，仍涉及寫作日期。想想有沒有其他事情是與寫作日期關係密切。

2 .  研究有關馬可福音結語的長短問題。除參考資料外，試比較各聖 

經 版 本 ，看看不同譯者和出版人在這方面的立場；並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

「如果九至二十節是偽作，神在祂的引導和保守下，為何容許它們長時 

期在大部分聖經版本中魚目混珠呢？ i

八 、進階習作

九 、大 綱
馬 可 福 音 ：僕人耶穌

耶穌的服事

介紹

受人歡迎和被人反對 

開展事工 

進入高峯 

轉捩點

一 1至九1 

一 1-13 

一 14至三6 

三7至六32 

六 33至八26 

八 27至九1 

九2至一五47 

九2至一〇52

----1至一三37

一四1至一 _五47 

一六 1-20

耶穌的捨身

耶穌是救贖者 

耶穌是主 

耶穌作祭牲

耶穌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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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希臘文Marfcos是來自拉丁文m arfeus，意 即 「大鍵子 J 。

2 D . Edm ond H iebert,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N ew  Testament: The Gospels and A cts, 
1:89.

3 E. M . Blaiklock, M ark: T he M an and His Message, pp. 9-10.
4 經文中提到的某些地方，乃根據一些人認為保羅是在羅馬寫歌羅西書； 「巴比倫」 

是 羅 馬 的 象 徵 ；而當保羅寫提摩太後書時，提摩太正住在以弗所。

5 Blaiklock，上 引 書 ，頁 1如 15。

6 C . F. D . Moul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 ark, p . 4.

7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寫 成 ： 「關於耶穌基督的福音」 0

8 這些人包括希臘敎父帕皮亞（主後7 0 - 1 5 5 )、猶 斯 丁 （主後10(M 6 5 > 、亞力山太的 

革 利 免 （主後150 - 2 1 7 )、愛 任 紐 （主後120 - 1 9 2 )、俄 利 根 （主後185- 2 5 4 )、優 西 比 烏 （主 

後2 7 0 - 3 4 0 )，以及拉丁敎父特土良（主後150-220)和 耶 柔 米 （主後34 0 - 4 2 0 )。 （大多數日 

期只是約數而已）

9 每一個觀點都有很強的論據。贊 成 較 早 日 期 ，即主後五〇年 的 ，可參W . G raham  
Scroggie， A Guide to the Gospe/s ，頁 17(M 71 ; 而贊成較後期才寫成的，有Henry C . Thiessen, 
Infroc/iict/on to the iVevv Tiesta/n e n f，頁 145-46。至於 孰 是 孰 非 ，無 人能夠定斷，正如Everett 
H arrison所 説 ： 「我們沒有足夠資料去判斷這福音書的成書日期 。 」 （ Everett F. H 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 ew  Testamentt p . 177.)

1 0 馬可在馬可福音第十三章曾預言聖城被毀。

11 Henry C . Thiessen, Introduction to the N ew  Testam ent, p . 145.

1 2 贊成馬可福音的對象原非猶太人的其中一項證據，就是馬可解釋猶太及亞蘭名稱和 

風 俗 時 ，不 大 詳 盡 ，一般羅馬人是不易明白的（例如五4 1 ，七2-4、1 1、3 4 ) 。其他特色包 

括 ：很少引用舊約聖經；清楚向謓者指出橄欖山的位置（一三3 ) ;沒有提到猶太律法。

13 W . G raham  Scroggie, A  Guide to the Gospels, p. 169.
14 W . Graham Scroggie, K no w  Your Bible t 2:27.
15 Everett F.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 ew  Testament, p . 175.
16 D . Edm ond H iebert,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N ew  Testament : The Gospels and A cts, 

1:97.

1 7 比較四福音後，得出基督話語所佔的百分比：馬可福音佔43°/。；路加福音及約翰福 

音約近5 0 %  ; 馬太福音佔6 0 % 。

1 8 在耶穌與羣眾 的 接 觸 中 ，祂也藉着話語啟示祂自己的身分；但馬可卻着重祂的工

作 。

1 9 馬可準確地記載耶穌的比喻（四1 - 3 4 )，因為耶穌的話語和他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 

馬可福音載有十八個神蹟，與其他福音書相比，神蹟在馬可福音裏佔有最高的比例。

2 0 馬太福音 <太一六1 7 ) 記述耶穌吿訴彼得，祂的父神已向彼得啟示袖的彌赛亞身分 

及 神 性 。

21 「比利亞 J (Perea) 的名稱雖然沒有出現在聖經裏，但 聖 經 的 「約但河外 J (一〇

就 是 指 這 地 方 （參地圖2.D ) 。希臘文p eran ro ii J沉da/im/指 出 「比利亞」的名稱從何而 

來 0

2 2 經文鑑別就是重組聖經經文 ，使 它 更接近原來的抄本。整套方法是基於無數的抄 

本 ，但其中沒有一本是原來的抄本。參N o rm an L . G eisler及W illiam E . N ix, A G eneral 
/ntroduct/on to f/ie B/iWe，頁358-93。

2 3 多數附注的聖經都提及這個惹人爭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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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希臘文 Ut/ie〇S在馬可福音共出現四十次，通 常 譯 作 「就 」 、 「随即」 、 「立刻」 、 

「連忙」 、 「便 」等 。它在馬可福音出現的次數，比其他三卷福音書的總和還要多。 第七章

路加福音：人羣中的人子

路加福音是新約聖經中最長，亦是四福音中最詳盡記述基督生平和 

事工的一卷書。讀者查考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後，可繼續向路加福音邁 

進 ，它正熱烈邀請你開展新的里程。

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作者曾在經文中提及他們的寫作目的路加 

這樣吿訴他的朋友提阿非羅： 「……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寫給你，使你知 

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2所以路加蒙聖靈默示執筆寫書時，他心中的 

內 容 就 是 「確實的道」 ，而寫作的形式便是「按着次序」 。他並非説其 

他福音書作者的記載不盡不實，他只在表明自己亦受聖靈引導，照着他 

明言的目的，執筆寫成新約正典二十七卷書的其中一卷。

所有聖經綜覽及分析法都包括以下兩方面：① 聖 經 説 甚 麼 （內 

容） ；②聖經如 何 表 達 （形式） 。所 以 ，我們綜覽第三卷福音書時，會 

集中研究路加執筆時想着的兩點：①以確實的真理作內容，d ® 着先後次 

序 記 載 。但讓我們先研究這卷作品的背景，俾能更懂得欣賞和明白它所 

帶有的信息。

一 、讀前準備
重溫圖表4.5對四福音的比較。路加福音是三卷符類福音書之一。請 

特別留意路加福音與馬太、馬 可 福 音 的 比 較 （曾在前兩章綜覽過） 。首 

先 ，由於路加擅長寫作，也可能受過寫作訓練，所以被公認為一位文筆 

流暢的作家。我們綜覽路加福音時，便可見一斑。

請注意其中的內容（聖經説甚麼）和 形 式 （聖經如何表達） 。聖經 

作者著作時，雖然聖靈沒有逐字逐句默示他，祂卻在他的心中運行和動 

工 。3我們縱使不能確實知道聖靈如何引導各位作者，但我們可確定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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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稿本必是神權威的話語。作者本身對字句、風格和寫作計劃的選擇， 

都反映他們各人的性格、敎育和背景。這種默示過程 > 能否解釋四福音 

的分別呢？如 果 可 以 ，四福音又有甚麼分別？

你認為活於耶穌在世期間的猶太人，對耶穌就是神應許降臨的彌賽 

亞 ，有何程度的認識和尋求，試想想 這 個 問 題 ，然後讀路加福音二章 

二十二至三十八節，尤其留意西面和亞拿兩位聖徒的盼望。

若多認識這卷福音書的作者，便能更加完全地欣賞他的作品。根據 

四福音和使徒行傳所載有關路加一生的零碎資料，我們可以特別為他湊 

合一個全面的形象。以下就是路加的個人資料。小心研究它們，便是你 

綜讀路加福音的上佳準備。

二 、背 景
這 卷 福 音 書 是 按 着 神 的 計 劃 和 時 間 默 示 而 成 ，最後被列為聖經 

六 十 六 卷 書 的 第 四 十 二 卷 。現 在 讓 我 們 看 看 它 的 寫 作 背 景 。

A 路 加

(一） 出生和早年生活

路加的父母是希臘人，所以他可能是新約聖經唯一的外邦作者。他和 

耶 穌 、保羅同期出生。出生地點可能是敍利亞的安提阿，或者是馬其頓 

的 腓 立 比 。父 母 為 他 取 名 路 加 斯 （L u c a s ) ，是羅馬名字路加努斯 

(L u c a n m ) 的 簡稱。他攻讀醫學，也許在雅典或大掃接受這高等敎育。 

從他作品的內容和風格看來，我們推想歷史和文學可能是他喜愛的科目。

(二） 悔改歸主

耶 穌 在 世 期 間 ，路加並非祂的門徒。按使徒行傳十一章二十五至 

二十六節所言，路加可能是因着保羅的傳道工作，在安提阿悔改信主。4

(三） 職業和事奉

路加的恩賜很多，工 作 也 多 ：

1. 醫 生 ： 「所親愛的醫生路加」 （西 四 1 4 >。5如果路加在大掃的大 

學攻讀醫科，他第一次遇上保羅，或許就在校園裏，因為保羅極有可能 

在自己家鄉的大學就讀。

2 .  歷 史 學 家 ：他對歷史的興趣，可從福音書中引述許多歷史時間證 

明 出 來 （如一5 、2 6 、5 6 ，二 1-2、21-22、36-37、4 2 ，= 1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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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作 家 ：很多人都認為路加福音是一部文學巨著。我們在書中看到 

一位造詣頗高的作者，他有豐富的詞藻、生動的風格、歷史的眼光，以 

及與人溝通的恩賜。若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合計起來，路加便是新約 

聖經中篇幅最多的作者。

4 .  傳道者和牧者：他是使徒保羅幾次傳道旅程中的同工，還一直留 

在保羅身邊，直 到 保 羅 離 世 （讀西四14 ;提後四11 ; 門24節） 。路加顯 

然是獨身的。

(四 ） 路 加 的性格

從路加的著作反映了他的性格。我們可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內 

容 與 重 點 ，看見路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讀者眼中的路加是仁慈、謙 

虛 、快 樂 、精 明 、虔誠而溫和。他對神的大能、公義和聖潔，有敏鋭的 

體 會 。他肯定是一位祈禱的戰士，因為他的作品滿載了讚美和代求。擧 

例 説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至五十五節（馬利亞） 、一章六十七至六十 

九 節 （撒迦利亞> 、二章十三至十四節（天使> 和二章二十五節及二十 

九 至 三 十 二 節 （西面） ，都是讚美的頌歌。此 外 ，路加福音比馬太福音 

和馬可福音更多提及耶穌的禱吿；還有三個有關祈禱的比喻，是其他福 

音書沒有的。路加對社會上被剝削的低下階層、婦 孺 、窮 人 ，以及受歧 

視 的 人 ，如撒瑪利亞人等，充滿關愛與同情。他是一位真正的聖徒，對 

貧乏的人感同身受，實 在 是 著 作 「人羣中的人子」這卷福音書的適當人 

選 。

(五 ） 路加的 離 世

有 傳 統 説 法 認 為 路 加 在 希 臘 殉 道 。但反馬吉安主義人士在主後 

一 七 〇年 寫 成 的 「路加福音後記」 ，提 到 「他八十四歲時被聖靈充 

滿 ，在 伯阿提亞離世」 。

B 作 者

在這第三卷福音書裏，沒有提到作者是誰，6但傳統和內證均大力支 

持它的作者就是路加。關於傳統方面，古 特 立 （Guthrie) 説 道 ： 「從沒 

有人懷疑路加福音是否路加的作品，亦無人提出異議。這個傳統已根深 

蒂 固 了 。」7

所 以 ，著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作者，同 屬 一 人 （比較路一 1-4及 

徒一1 ) 。使徒行傳的內證既指出它的作者便是路加，這項證據亦支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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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早已接受的説法：路加也是第三卷福音書的作者。8

C 寫作地點與日期
寫作地點無從稽考，可能是該撒利亞，又可能是羅馬。路加寫使徒 

行 傳 （約主後六十一年）前 不 久 ，大概是主後六十年，才執筆寫福音 

書 。請讀使徒行傳一章一節，看看路加醫生如何把他的福音書稱為「前 

書」 。

D 資料來源

路加參考其他有關耶穌一生和傳道工作的早期文字記載（參路一 

1 - 2 ) ，同時亦訪問過許多曾親眼目睹耶穌生平事蹟的見證人（路一2 ) 。 

保羅起程往羅馬前，被囚在該撒利亞的獄中，因此路加有很多機會在巴 

勒斯坦各大城市裏進行採訪的工作。保羅雖然不是見證人，但他對路加 

福音的寫成卻有一定的影響力，甚至可媲美彼得對馬可福音的影響。福 

音書部分內容是由聖靈直接啟示，但福音書所有記載均是神所默示的。

E 原來的對象

這卷福音書是路加特別為他的好友提阿非羅（「神所親愛的」 ；參 

徒一 1及路一3 ) 寫 的 。提阿非羅可能是希臘一位擧足輕重的平信徒，甚 

至可能是路加帶領他歸主的。第一世紀時，路加福音開始在羅馬帝國流 

傳 ，尤其吸引那些深受歌頌智慧、美感和完人之希臘文化所薰陶的讀 

者 。路加福音優美的文學風格，對這些讀者必定產生難以抗拒的吸引 

力 。

路加寫這卷福音書時，心裏想着的就是全人類，因此耶穌的另一個 

稱謂—— 「人子」—— 遍布全書。此 外 ，他把耶穌的家譜追溯至亞當， 

而非只是亞伯拉罕（參圖表4.2> »

F 目的與主題

正 如 我 們 先 前 提 過 ，路加色在一章一至四節説明了他著書的目 

的—— 就是按着次序、時 間 ，全面而確實地記述耶穌的傳道工作。既然 

福音書不只一卷，卻有四卷之多，我們可以推斷路加福音旨在由另一位 

旁觀者從不同的角度縷述耶穌的事蹟，以補足其他三卷福音書。我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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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四卷福音書作一比較，便發現下圖所列的分別。

四福音的比較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耶穌是 以色列的王 主的僕人 人子 神子

讀者 猶太人 羅馬人 希臘人 普世人類

主要概念 律法 能力 恩典 榮耀

路加福音的主題是關於「……拿撒勒人耶穌的事。祂是個先知，在 

神 和眾百姓面前，説話行事都有大能」 （路二四1 9 ) 。路加筆下的耶 

穌 ，是人羣中往來作工的人子（一九 1 0 ) ，是唯一可以把神的救恩 （三  

6 ) 賜 予 萬 邦 （二四4 7 ) 的 神 人 （參一35> M 也強調救恩的普世性， 「信 

心」一詞亦不時在書內出現。9

三 、綜 覽
A 綜覽準備

開始綜讀路加福音前，先留意全書共有多少章；再翻開你的聖經， 

看看路加福音各章的篇幅平均有多長；然後比較開首的一段歷史記載 

(—5 - 7 )和 結 尾 的 段 落 （二四5 0 - 5 3 )，你觀察得到甚麼呢？

B 第一次讀

盡可能一次過讀完路加福音，毋須逐字逐句地細讀。如果你的聖經 

劃 分 了 段 落 ，只看各段的第一句便足夠。你的聖經若有篇章或段落標 

題 ，瀏覽時請特別注意。

這初次的速讀，旨在體會全書的氣氛，而且捉摸全書的主要目的。 

試寫下你對這卷書的第一個印象，以及速讀時發現的鍮字鑰節。

C 逐段観察

參閲圖表7.2，注意路加福音劃分成二十四個段落。它們大都以每章 

的第一節開始，但哪些是例外的？

現在再速讀路加福音一遍，為每個段落定下標題。段落標題應以簡 

短 為 主 ，最好出自經文，用來提示每段的主要內容。有些研經人士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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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糴音的分段標题 圖表7.1

熟讀這些標題，幫助他們回想全書的發展。現試把你的標題寫在類似圖 

表7.1的作業紙上。

直到目前為止，你對這卷福音書有何印象？

你對下列題目又有何心得：

1.  與耶穌交談和同工的各派人士。

2 .  書中不絕的行動—— 耶穌奔走於各地之間。

3 .  與事工相比，耶穌的講論佔了多少？

4 .  主要在哪些地方發生神蹟？

5 .  主要在哪些地方講述比喻？

D 全書的脈絡

福音書並非雜亂無章地把耶稣的言行記載收錄起來，乃是經過細心 

選 材 摘 錄 ，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聖靈的默示決定了各書選用的素 

材 ，大多以時間為序，其中也有些部分是以論題為主。

現在讓我們看看路加福音的結構。

1.注意圖表7.2是以四章十四節、九章五i^一節及十九章二十八節為 

主要分界線。要明白為何這樣劃分，我們便需要認識神在耶穌一生中的 

整個計劃。請看圖表7.3，陰影部分就是路加福音對耶穌一生的選載。 注 

意路加福音四章十四節、九章五i^一節及十九章二十八節在圖表中的所

屬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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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否由四章十四至十五節起，便開始投入公開的傳道工作裏？ 

看看四章十四節之前發生了甚麽事情，就知道為何以四章十四節為分界 

線 。請為下列各部分定一個簡單的大綱：一1至二2 0 ，二21-52，三 1-20， 

三21-38，四 1-13。

請讀九章五十一節，並注意經文中的地理位置。耶穌就在路加福音 

這 一 節 裏 ，向耶路撒冷進發，開始祂後期在猶太和比利亞的傳道工作 

(參圖表7 . 2 ) 。

讀十九章二十八節，試解釋為何在這裏開始一個新段落。

2 .  注意大部分神蹟和比喻在路加福音何處出現。下面記有這些神蹟 

和比喻。請在圖表7.2的空格內填上✓ 號（神蹟）或X 號 （比喻） ，你自會 

發現它們集中於福音書哪幾章裏。

神 續 ^ 第 四 章 ：趕出污鬼、治好西門的岳母；第 五 章 ：捕 魚 、潔 

淨長大痳瘋的人及醫治癱子；第 六 章 ：治好枯乾了一隻手的人；第七 

章 ：治好百夫長的僕人、叫寡婦之子復活；八章一節至九章五十節：平 

靜 風 浪 、釋放住在墳墓裏的人、醫好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婦人、叫睚魯的 

女兒復活、給五千人吃飽、逐出污鬼及叫害癲癎病的孩子痊愈；第 i^一 

章 ：趕出使人成為啞吧的鬼；第 十 三 章 ：醫治駝背十八年的女人；第十 

四 章 ：醫治職脹病的人；第 十 七 章 ：治好十個長大痳瘋的人；第二十二 

章 ：治好僕人耳朵。

比喻—— 第 七 章 ：兩個欠債者；第 八 章 ：撒 種 ；第 十 章 ：好撒瑪利 

亞 人 ；第 十 一 章 ：半夜來的朋友；第 十 二 章 ：無知的財主；第 十 三 章 ： 

無花果樹、芥菜種和麪酵；第 十 五 章 ：失 羊 、失錢和浪子；第 十 六 章 ： 

不 義 的 管 家 ；第 十 七 章 ：絆 倒 人 的 僕 人 ；十八章一節至十九章二十七 

節 ：不義的官、法利赛人與税吏、財 寶 ；第 二 十 章 ：兇惡的園戶；第二 

十 一 章 ：從無花果樹學功課。

關 於 耶 穌 的 言 行 （比喻和神蹟> ，試比較哥林多前書一章二十二 

節 ：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再讀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十 九 節 ，注 意 「説話行事都有大能」這 句 話 。它如何在圖表7.2裏表示出 

來 ？路加也是使徒行傳的作者，他在使徒行傳一章一節説明了他那卷福 

音書的內容。試想想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九節的兩個鑰字，與 「做」和 

「敎導」有何關係。

3.  研究圖表7.2的 大 綱 ，看看路加福音如何將各分段歸入同一標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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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中 。並且試把你的分段標題編入各大綱的不同部分裏。如果你想進 

—步 查 考 ，也可以把自己的大綱加入圖表之中。

耶穌在世工作的高峯，就是祂的受死和復活，所以四福音的結尾都 

是記載這些重點。圖表7.2則用捨身一詞來表明，在這 之 前 ，路加福音主 

要分作哪兩部分？試將説話和行事與這兩部分拉上關係。路加福音一章 

一節至四章十三節大部分記載，都在其他福音書中找不到。圖表7.2如何 

標明這分法呢？

4 .  注意圖表底部路加福音各部分所佔的時間。其實篇幅最長的部分 

(九51至一九2 7 ) 只有六個月，這部分着重記載耶穌往耶路撒冷途中的

過渡性傳道工作。留意這些篇章的大部分內容均只見於路加福音。

5 .  圖表7.2如 何 比 較 路 加 福 音 的 開 首 （第 一 章 ）和 結 語 （二四

50-53) ? 請 讀 聖 經 內 文 以 證 之 。

6 .  根據圖表7.2，你認為路加福音的主要結構大綱是怎樣？請把這大 

綱 與 馬 太 福 音 （圖表5.3)及 馬 可 福 音 （圖表6.3)的主要大綱作一比較。

7 .  路加福音的結構簡單而清楚，從字裏行間反映作者的寫作風格。

四 、要 旨
以下是路加福音重要的論題，也表露了全卷福音書的主題。

A 基督完全的人性

路加筆下的耶穌是神的兒子（如一35> ，但他特別刻劃祂另一面的 

身分—— 人 子 。這卷福音書對於耶穌的降生、童 年 、家庭和社交生活 

等 ，都有最全面的記載，着重描繪耶穌人性方面的感情（如一 0 2 1 ， 

一九4 1 ，二二4 4 ) ，以及祂的社交生活，例 如 與 西 門 （七36 - 5 0 )、馬大 

和 馬 利 亞 （一〇38-42) 、法 利 賽 人 一 一 37-52，一四1-24)和 撒 該 （一 

九 1-10)的 交 往 。

耶穌的禱吿在全書中尤為特出，再次證明了他的人性。四福音共記 

載了基督十五次的祷吿，而路加福音卻佔了十一次。除此以外，全書亦

記載許多有關祈禱的敎訓（如----5-13，一八1-8，二一3 6 ) 。

路加福音有關耶穌的家譜（三23-38)更 追 溯 至 亞 當 （三3 8 ) ，表明 

耶穌與全人類的關係十分密切。請重溫第四章的有關資料（圖表4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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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讚美舆感謝

試回想你先前觀察路加福音起首和結尾的讚美時有何心得（一9 ， 

二四5 2 ) ;並請細讀下列路加福音獨有的經文，它們都成為敎會偉大詩 

歌的資料來源：11

聖母頌 一 28-31

尊主頌 一46-56

有福頌 一68-79

榮歸主頌 二 14

西面頌12 二29-32

注意在下列經文中，人對神的稱頌：二2 0 ，五2 5 、2 6 ，七 1 6，一三 

1 3 ，一七1 5，一八4 3 ，並請參閲經文彙編，看看有福一詞在路加福音裏 

出現過多少次。

C 歷史的透視

我們從福音書提到的許多日期及政治領袖中，得知它的內容盡皆屬 

賁 ，而且其組織結構亦帶有歷史的透視。擧 例 説 ，路加用歷史學家的手 

法來開展他的福音書，就是先敍述背景資料和最初的事件，然後才逐步 

帶入耶穌降生的大事。所以路加在一章三十一節才首次直接提到耶穌， 

一點也不足為奇。路加用起首的三十節經文作伏筆，跟着一切榮耀乍然 

從 天 降 下 ，出現這美麗的字句： 「你 要 懷 孕 生 子 ，可以給祂起名叫耶 

穌 。」

D 施洗約翰和耶穌相關的傳道工作（一1至四13>

圖表7.2稱路加福音一章一節至四章十三節為裝備時期，13其中的準 

備 有 兩 種 ：施洗約翰的傳道工作能預備人心；耶穌為自己的公開傳道工 

作作好裝備。請讀圖表7.4，看看路加如何把這兩種裝備交織記載下來。 

圖表上的號數亦跟随路加福音的次序。

請從圖表7.4觀察下列交替的編排：

宣吿約翰出生 一5-25

---- 宣吿耶穌降生 一26-56

約翰出生 一 57及其後經文

— 耶穌降生 二 1及其後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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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時期 ( 路 - 5 至 四 1 3 ) 圖 表 7 . 4

人 心 的 裝 備 耶 穌 的 裝 備

主前 6年

1 宣 吿 約 翰 出 生 -5-25 ]- 2 宣 吿 耶 穌 降 生 -26-56

3 約 翰 出 生 ( 主 前 5 年 ）

孩 童 約 翰 被 帶 到 聖 殿 裏  

約 翰 的 成 年

-57-58 

-59-79 

- 8 0 」

4 耶 穌 降 生 （主 前 5 年 ）

孩 童 耶 穌 被 帶 到 聖 殿 裏  

耶 穌 的 成 年

二 1-20 

二 21-39 

二 40-52

主後 26年

5 約 翰 在 曠 野 傳 道 三 1-20 6 耶 穌 受 洗 三 21-38

7 耶 穌 受 試 探 四 1-13

查考一章五節至二章五十二節時，想想這種編排如何強調了約翰和 

耶穌異同之處。他們當中哪一個的出生記述得較詳盡呢？

路加把約翰和耶穌的事蹟交替記述，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讚美耶 

穌 。擧 例 説 ，路加福音第一、二章便先介紹約翰，然後才提到耶穌。雖 

然羣眾同樣為約翰和耶穌的出生而高興萬分，但敍述部分中許多小節都 

暗示耶穌才是主角，是萬福的源頭。此 外 ，約翰比耶麻先投身公開傳道 

的工作上。約翰在這裏為自己發言，但他的説話是指向那一位在他之後 

才 來 的 ，因為他這樣論及基督：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 

是給祂解鞋帶也不配 。」 （三 16)

馬 太 、馬可和路加福音都記載耶穌的受洗（三21-22)和 受 試 探 （四 

M 3 ) 。請讀上述兩段經文，看看這些經歷如何裝備耶穌負起日後的公開 

傳道工作。

路加福音一章五節至四章十三節顯明了哪些重要的真理？

E 聖誕事蹟（二1-20>

只有路加福音如此記述耶穌的降生。這段美麗的事蹟，是任何文學 

作品都無可比擬的。不要因為對故事熟悉得很，便忽略其中重要而奇妙 

的 真 理 。細讀這段經文，並記下你的印象。

F 藉神蹟表明身分（四 14至 九 50)

耶穌表明自己身分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藉着神蹟。“神蹟顯示了祂 

的 能 力 ，特別是祂的神性。這卷福音書記載了二十個神蹟，其中有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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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別的福音書所沒有記載的。請讀八章二十二至五十六節的四個神蹟， 

作為路加福音中神蹟的例子。在每個神蹟裏，耶穌的能力勝過甚麼？把 

答案填在圖表7.5適當的空格內。

路加福音 的 四 個 神 蹟 (八 22-56) 圖表7.5

題目 平靜風浪 

(22-25節）

趕出污鬼 

(26-39節）

醫治血漏 

(43-48®)
睚 魯 女 兒 、 

(40-42'49-56®)

神蹟的範疇 自然界

時間

人 物

請求

顯出的信心

神蹟的種類和程度

影謇

神蹟的主要敎訓

G 藉比喻敎訓人（九51至一九27)

我們已知道路加福音第三個主要部分（九51至一九2 7 ) 記滿了比 

喻 。四卷福音書共有三十五個比喻，其中十九個是路加福音獨有的。15耶 

穌最喜歡用比喻敎訓人。路加福音十五章一節至十七章十節記載了六個 

一組的比喻。閲讀這段經文，把觀察心得記在圖表7.6上 。

神 的 恩 典 與 人 的 資 任 (路一五1至一七10) 圖表7.6

神的恩典 人 的責任

三個失而復得的比喻 三個關於管家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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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天國的教訓 （一 七 11至 一 九 27>

天國是耶穌的敎訓裏重要的題目之一，正如先知所説，祂在末曰將 

坐在大衞的寶座上。根據立約的應許，這國度是特別指向以色列國。但 

耶穌心裏有一個更大的國度，它現今便存在，如福音般浩大，普及世界 

( 「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 ，一七21> »

在耶穌的時期，羣眾對天國有許多誤解，所以池特別敎導他們。請 

讀十九章二十八節，注 意 「耶穌説完了這話」一 句 ，再讀十七章 i^一節 

至十九章二十七節，其 中 載 有 「這話」 。研讀這段經文，看看耶穌藉着 

祂的話語或工作，對現今的國度有何敎訓。

I 偉大的犠牲 （二 二 1至 二 三 56)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一節開始記載耶穌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事蹟。路 

加 記 述 耶 穌 如 何 被 出 賣 （二 二 1 - 6 ) 、耶 穌 和 門 徒 最 後 的 共 聚 （二二 

7 - 4 6 >、宗敎領袖如何煽動民眾輕蔑袖（二二47至二三2 5 ) ，以及祂受鞭 

打 、被 釘 死 的 痛 苦 （二三26-56) »

請把全段經文讀完，然後將你的觀察心得和印象記在圖表7.7上 。

受難周（_ 拜四及禮拜五 )的亊件 (路二二1至二三56) 圚表7.7

J 偉大的神蹟 （二 四 1-53)

路加福音第一章充滿讚美和祝福，它們亦再次出現在最後一章裏。 

勝利的信息從空墳中傳出來，帶着無限的榮耀， 「祂不在這裏，已經復

路 加 福 音 ：人 羣 中 的 人 子  145

活了」 （二四6 ) 。路加寫這卷福音書時，耶穌的復活已是三十年前的事 

了 ；但它一點也沒有被人淡忘。讀路加福音最後四節經文，你便看見路 

加寫完最後一句話時，他內心充滿何等的喜樂。還有其他書卷比它更以 

得勝的語調作結嗎？

K 路加福音其他重要題目

1 .  基督的救贖工作。全書不斷提及恩典和喜信，基督就是人類恩慈 

的 救 主 （一 九 1 0 >。

2 .  聖靈的工作。路加福音有關聖靈的記載，比馬太和馬可兩卷福音

書加起來還要多。請 讀 一章十五、三 十 五 、四 H-----六 十 七 節 ，二章

二 十 五 至 二 十 六 節 ，三 章 二 十 二 節 ，四 章 一 、十 四 、十 八 節 ，十章 

二 H— ■節，二 十 四 章 四 十 九 節 。

3 .  基督向外邦人的傳道工作。例如二章三十二節。

4 .  社會低下層的需要。路加常常提到那些婦孺和被歧視的人。擧例 

説 ，路加福音除了有五章外，每一章均提及婦女們。

5 .  耶穌不同的身分。在路加福音每個主要轉接點附近，都記載了耶 

穌的一個身分。

路加福音有關耶穌的身分

「王是應當 「主果然
稱頌的」 復活」

一九38 二四34

「必稱為 
神的兒子」

r祢是我 
的愛子」

「這是我 
的兒子」

6 .  以 馬忤斯的故事（第二十四章> 。

7 .  醫學名詞及從醫學角度描述，都説明這卷書的作者是一位醫生。

8 .  天 使 。思 高 魯 哲 （Scroggie) 寫 道 ： 「與其他福音書比較，我們在 

這卷福音書看到更多有關靈界的事。我們可聽見天使的歌唱，並他們拍 

翼 作 和 。」16 .

9 .  只在路加福音才找到的短篇經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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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基督為耶路撒冷哀哭（一九41-44 ;參一三34-35)

<b > 在客西馬尼園汗如血下（二二44)

<c> 對十架上的強盜施憐憫（二三40-43)

10.基督的話語在路加福音是十分重要的，差不多佔了全書的一半 

(―千一百五十一節中佔了五百八十六節） 。

五 、 鑰字鑰節
路加福音的鑰節是十九章十節： r人 子 來 ，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 

人 。」其他重要經文計有二十四章十九節及四章十八至十九節。 「人 

子 j 是重要的名稱，共出現了二十五次。它也是耶穌最喜歡的稱謂，新 

約聖經除了一處外，只有耶穌這樣稱呼自己。17你在綜覽時發現了甚麼鑰

字 ？

六 、 應 用
1 .  如果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對祂的感激，以及因祂而得的喜樂，會 

有多深呢？

2 .  為甚麼我們的行事為人，都要彰顯基督？在這 方 面 ，你從施洗約 

翰身上學到甚麼功課？

3 .  路加福音特別顯明耶穌的謙卑。在這方面，你從祂身上學到甚麼 

功 課 ？

4 .  你和低下階層的人士關係如何？

5 .  你是否正介紹你周圍的人認識人子？

七 、 溫習題
1 .  試用你自己的文字，描述路加的為人。

2 .  這卷福音書原來的對象是誰？

3 .  路加福音的主旨是甚麼？試將路加福音的寫作目的，跟 馬 太 、馬 

可福音作一比較。

4 .  路加福音很少記載耶穌三年公開傳道工作中的哪一部分？

5 .  這卷福音書可分成哪四個主要部分？

6 .  路加福音在何處滿載了神蹟和比喻？

7. —章一節至四章十三節如何配合路加福音的結構？

路 加 福 音 ：人 羣 中 的 人 子  1存7

8 .  路加福音的鑰節是甚麼？請引述之。

9 .  請列出路加福音的五個重要題目。

八 、進階習作
1. 施洗約翰在新、舊兩約間的過渡期裏事奉。試用聖經百科全書和 

聖經字典作輔助，進一步研究這題目。

2 .  研究耶穌如何在祂的敎訓中運用比喻。18

3 .  敬拜神是路加福音第一、二章的重要題目。試用經文彙編、釋經 

書和聖經百科全書作輔助，査考聖經裏有關這題目的其他經文；並思想 

關於敬拜的對象、來到神跟前的途徑、人心的取向、公眾崇拜的形式、 

敬拜的果效和崇拜偶像等問題。我們可讀下列經文：出埃及記二十章五 

節 ；列王紀上 i^一章三十三節；歷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節；詩篇二十七 

篇 四 節 ，九十五篇六節，九十六篇九節，一百篇四至五節；以賽亞書二 

章 八 節 ，四十四章十七節；馬太福音四章八至十節；約翰福音四章二十 

至二十六節；腓立比書二章九至 i^一 節 ；提摩太前書二章五節；希伯來 

書八章五節，十章二十、二十四至二十五節；彼得前書二章九節；啟示 

錄 四 章 ，五章五至十四節，七章九至十二節。

4 .  研究法利賽主義的宗敎和基督敎的生命兩者的基本衝 突。

5 .  研究路加福音有關禱吿這重要題目。

九 、大 綱
路 加 福 音 ：人羣中的人子 

裝備

約翰和耶穌的出生 

約 翰 傳 道 ，耶穌受洗及被試探 

身 分

耶穌的信息得到認同、證 明 ，並遭人反對 

開展加利利中期的事工 

耶穌最後數月在加利利的工作 

敎導

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傳道工作 

在城鄉敎訓人

一 1至四13 

一 1 至二 52 

三 1至四13 

四 14至九50 

四 14至六11 

六 12至七50 

八 1至九50 

九51至一九27

九51至----54

一二1至一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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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身

最後的信息 

偉大的犧牲 

偉大的神蹟

六個比喻 

天國的敎訓

一五 1至— bio  

— -bll 至一九 27 

—九28至二四53 

一九 28 至二一 38 

二二 1至二三56 

二四 1-53

注釋
I 路加福音一丨-4 ;約翰福音二〇30>3丨，二一24*25。

2 路加福音一3-4。

3 聖 經 某 些 部分是採用逐字逐句的默示方式（例如十誡） 。參N o rm an L.Geisler•及 
William E. Nix，>4 Genera/ Introc/uct/on to the ByWe，頁 34-36、43-47。

4 使徒行傅比路加福音記載了更多關於路加的資料。使 徒 行 傳 裏 的 「我們」 ，就是指 

他和保羅別的同伴。 （稍後才討論）

5 注意害中的醫學名詞及從醫學角度的描述：路加福音四38-39，八43-44，一三 1 1 ， 

一六20*21。另一特點是路加所載的六個神蹟，並沒有出現在其他福音書襄。其中五個是醫 

治 的 神 蹟 ：七 11-18 (寡婦之子> ，一三 11-17 (十八年駝背的女人） ，一 四 1-6 (患臌脹的 

人 > ，一七 11-19 (十個患痳瘋的人） ，二二50-51 (治好僕人耳朵> 。

6 路加的名字只在新約聖經中提過三次，都是在保羅的監獄書信中出現：歌羅西書四 

14 ; 提摩太後書四11 ; 腓利門書24節 。

7 Donald Guthrie, N 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 p . 99.
8 參Hiebert，A/i In (nx/uct/on to the New T'estamenf，頁 114-24 •，以及Thiessen，J/itroc/iicab/j 

to the iVew T estejnenr，頁 150-54 °

9 在保羅的著作中， 「信心」是 重 要 真 理 ，而保羅與路加的密切關係，亦解釋了為何 

路加福音常常強調這基要敎義。新約聖經中， 「信心」一詞出現二百四十多次，而在保羅及 

路加的著作以外出現的，只有五十三次。

1 0 耶穌基督整個的生平事蹟，可以參考四卷福音書；但沒有一卷涵蓋了所有事件，而 

載有最多基督生平事蹟的，首 推路加福音，約有一半資料是其他福音書沒有記載的。

II Scroggie稱 它 們 為 「希伯來最後的詩篇，也是基督敎最早的聖詩」 (A  Guide to the 
Gospels , p. 371) °

1 2 拉丁文的標題是： 「現在• •…讓 ……離 開 」 。

1 3 事 實 上 ，一章一至四節是本書的引言，可以另成一段 。

1 4 有關基督本質的啟示，以約翰福音的記載較為明顯，我們稍後會詳論之。

1 5 所有出現於路加福音及其他符類福音的比喻和神蹟，可參W . G raham  Scroggie， A 
Guide to the G ospels，頁 351-52 0

16 W . Graham Scroggie, A  Guide to the Gospels , p . 380.
1 7 司提反 曾這樣稱呼耶穌 （徒七5 6 > 。

1 8 關於這題目，有兩個資料來源是值得推薦的，就是G . Campbell Morgan, TTieParaWes 
anc/ Mefa/j/jors o f O u r L o rd ; 以及 Herbert Lockyer，A// the ParaWes o f the B iW e。

第八章

約翰福音：在神子耶穌裏的生命

新約聖經第一卷書寫成後大約四十年，神默示年事已高的使徒約翰 

著作最後一卷福音書，也就是今日眾所周知的第四卷福音書。在許多方 

面 ，它都有別於其他三卷福音書，而且成為基督生平及其工作的至高啟 

示 。今 天 ，我們介紹初信的基督徒查考約翰福音，因為它集許多特點於 

一 身 ，可以作為研經的啟蒙材料：它清楚記載基要的真理，結合事實和 

闡 釋 ，簡潔而有力地表明救恩（如三1 6 ) ，內容多姿多采、生動 吸 引 ， 

它的背景和氣氛也是普世合適的。當你查考這一卷令人讚歎的書時，你 

便清楚看見以上一些特質。

一 、讀前準備
1 .首 先 ，試想想神既然寫成了三卷如此完善而又充滿敎訓的福音書 

(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 ，祂為何還想有第四卷福音書呢？概覽第一 

世紀有關這卷福音書的事蹟，就可找到一些答案。請讀圖表8.1，觀察下 

列 各 點 ：

(a > 起 源 、記載和 M 釋這三個詞語代表了第一世紀的三個時期。 

(b ) 第 一 個 時 期 （至主後三十三年止）是歷史性的開始。例 如 ：耶 

穌 降 生 、被釘和復活。

(C) 第 二 個 時 期 （由耶稣升天到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是三卷 

符類福音書的寫作時期。它們主要記載基督一生的史實，還包括耶穌的 

敎 訓 ，以及神認為當時需要的闡釋。

(d ) 第三個時期是由耶路撒冷被毁後開始，直至第一世紀末。這是 

地中海一帶基督徒團體的鞏固、組織和思索時期。神在主後八十五年默 

示約翰寫第四卷福音書，內裏雖記載福音，卻以闡釋福音為主。約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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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8.1約翰福音在第一世紀歷史中的位置

一位善於反思的神學家身分著書，主要目的是確立那基本的真理—— 基 

督的神性。

你看到下列的邏輯次序嗎？

歷史事賁一記載的事實一對事賁的闈釋

<e > 約翰福音亦切合了神在過渡期中的啟示計劃：

(i)  舊約先知、耶穌及早期門徒，都是先向以色列傳道。

(ii)  馬太福音主要針對猶太人，馬可福音則針對羅馬人，而路加福音則 

是為外邦人而作。

(iii)  約翰特別以整個世界為對象，書中提及猶太人和羅馬人，希臘人更 

在背景之列。

2 . 開始綜讀以前，請思想有關問題。例如哪節經文常被引述？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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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內又有何重要？

3 .  參考圖表4.5四福音的比較，請特別留意約翰福音。

4 .  請讀各卷符類福音書的第一節經文（讀路一5代替路一1 ) ，再讀 

約翰福音一章一節，有 何 感 想 ？

5 .  預備你的心查考這卷寶貴的福音書，求神開啟你的眼睛，並賜你 

受敎的心。

二 、背 景
A 作 者

很多聖經作者都沒有提及自己的名字，約翰福音亦不例外。傳統認 

為它的作者是使徒約翰（又稱為傳道者約翰） ，因此這卷福音書名為約 

翰 福 音 ，或根據約翰而寫成的福音書。1 (聖經各卷書的名稱並非記在神 

默 示 的 原 稿 內 ，是 後 人 為 了 方 便 辨 別 而 加 上 去 的 。）根據二十一章 

二 十 、二十三至二十四節等經文，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便是福音書的 

作 者 。有關這位門徒的記述，我們可參考十三章二十三節，十九章二十 

六 節 ，二十章二節，二 i^一章七節。在上述各例子中，約翰都可能是那 

一位門徒。如果作者真的是約翰，你認為他為何不在上述經文直接把自 

己的名字寫下來？

下面是一些有關使徒約翰的事件及描述，請仔細研讀，務求熟悉作 

者的生平事蹟；並請查考引述的經文。

(一） 家 庭

1 .  約 翰 是 西 庇 太 （二一2 ) 和 撒 羅 米 （參太二七56 ; 可一五40 ; 約 

一九2 5 ) 的 兒 子 。由於撒羅米是耶穌母親馬利亞的姊妹，耶穌和約翰便 

有着表兄弟的關係，這也部分解釋了二人的關係為何如此親密。

2 .  約翰是使徒雅各的兄弟。耶穌稱他們兩人為「半尼其」 ，意思就 

是 「雷子」 ，暗示兩人的性格十分剛烈。 (參路九52-56)

3 .  西 庇 太 、雅各和約翰都是加利利海的漁夫，可見西庇太家境也頗 

為 富 裕 （可一 1 9 - 2 0 )。

(二） 事 奉

1. 耶穌呼召約翰跟隨祂時，他可能是施洗約翰的門徒（可一2 0 ) ， 

當時他年約三十五歲，活到約一百歲才離世。

2 .  約翰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是彼得的好朋友，他的福音書內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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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同年代的人。

3 .約翰後來成為耶路撒冷敎會的領袖之一（加二9 ) 。

(三） 著 作

除了福音書外，約翰還寫了三封書信和啟示錄。啟示錄主要描述末 

世 的 事 。我們可以説，施洗約翰預備人心迎接耶穌第一次的降臨；而使 

徒約翰則為耶穌的再來作好準備。

(四） 後期生活

在福音書的事件以後，只有少數歷史資料提及約翰後期的生活。請 

讀下列經文：

使徒行傳四1-22，八 14-15--- 約翰和彼得

加拉太書二9—— 約翰與保羅的其中一次接觸

啟示錄一1 、4 、9----約翰在大約主後九十五年被放逐

(五） 性 格

根據新約聖經人物生平的記載和其他書信中的資料（雖然資料不 

全 > ，我們可粗略看到約翰的性格。約翰為人勇敢、熱 情 '忠 心 、具屬 

靈洞察力、有愛心和謙卑。愛就是約翰各卷書信的主題。滕 慕 理 （Merrill 

T e n n e y ) 這 樣 説 ： 「當基督馴服他的火爆脾氣、潔淨他那沒有節制的強 

暴 ，約翰便成為愛的使徒，他對神的愛，沒有新約聖經的作者能凌駕其 

上 。J 2 (參約壹四7)

我們研讀約翰福音時，雖然很少留意作者，但也可以從中或多或少 

認識約翰的為人。由這個立場看，我們大可説作者佚名，甚至象徵地 

説 ： 「這卷福音是天使寫的。」

B 寫 作地點與日期

約翰後期的生活是在以弗所（小亞細亞中央的城市）附近敎學、傳 

道和寫作。與他的三卷書信比較，可以看見約翰福音的深度。所 以 ，一 

般相信約翰福音是他較後期的作品，與他的書信寫成日期相隔一段時 

間 。當時敎會正需要重新覆述基督的事蹟，並且加以解釋。所 以 ，我們 

可 推 論 約 翰 是 在 以 弗 所 事 奉 期 間 ，即 第 一 世 紀 末 葉 （約主後八十五 

年） ，執筆寫作約翰福音。3

十 年 後 （約主後九十五年> ，羅馬皇帝多米田把約翰放逐到拔摩海 

島 ，他便在島上完成啟示錄（參 啟 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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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原來的對象

約翰寫作這福音書時，敎會已由猶太人所專有（參徒一〇章） ，成 

熟至向普世伸展。查 考 路 加 福 音 時 （比約翰福音早二十五年寫成） ，我 

們看見福音的普世性，基督的信息是關乎整個世界。因 此 ，約翰福音也 

很自然地以整個世界為對象，當中有不少內證表明了福音的普世性。擧 

例 説 ，約翰知道他的讀者中不以猶太人佔多數，因此他把希伯來文和 

亞蘭 文 翻 出 來 （如西羅亞，九7 ;厄 巴 大 ，一九13 ;各 各 他 ，一九1 7 ) ， 

又對猶太人的宗敎習俗加以解釋（如一九40的葬禮> 。此 外 ，還有其他 

許多寫作特色，足以證明他的對象是整個世界。

儘管約翰福音帶着普世色彩，它 仍 是 「充滿舊約聖經的思想、比喻 

和語言」 。4這確證了聖經兩約的統一性。

D 寫作風格

約翰福音的語言和結構十分簡單，但它的信息卻由顯明（如三16) 

至奧祕 <如一 1 ) 。路 德 （Luther) 謂 ： 「我一生從未讀過一本用字如此 

淺 白 的 書 ，但其中包含的意義卻又深不可測。」另一位神學家則這樣 

説 ： 「它莊重而簡樸，敍述部分帶着朦朧的神泌，語調沈痛而渴望，還 

在整卷書裏投下愛的燦爛光芒—— 這些都為約翰福音添上無可比擬的原 

創性和魅力。」5

約翰福音充滿對比，由憂愁悲痛轉到歡欣喜樂，由逼迫的風暴轉到 

團契的平安，由降世為人轉到榮耀升天，由懷疑轉到確信，由生命轉到 

死 亡 。任何專心研讀的讀者在仔細思想及反省時，都無不深受感動。

E 目的與主題

約 翰的三類著作（福 音 書 、書信和啟示文學）代表着他三個不同的 

基本寫作目的。

1.  福 音 軎 ：敎會的建立和成長。

2 .  軎 信 ：敎會組織的形成。

3 .  啟 示 文 學 ：敎會永恆的結局。6

神竟默示一位作者寫作如此範圍廣闊的內容，真叫人感到有趣。 

圖表8.2表明新約聖經的三類體裁，以及舊約聖經如何記載基督的傳 

道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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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輕裏的基督 ■表8.2
舊約聖經 四福音及使徒行傳 書信 啟示錄

預言祂的事工

(彌赛亞）

展開祂的事工 解釋和應用

祂的事工

證明祂的宣吿 

及完成祂的事工

夕匕f 興 俱 /古 , (土  J

約翰在二十章三十至三 i^一節特別解釋他寫福音書的原因，主要是 

引 領 教 外 人 （猶太人和外邦人）獲致得救的信心。約翰心中也想着要堅 

固信徒的信心，7使敎會更有堅定的見證。

關於約翰在福音書中記載耶穌各項神蹟的目的，請讀二十章三十至 

三 十 一 節 。約 翰 把 神 蹟 稱 為 「記號」 ，因為它們代表了重要的屬靈真 

理 。約翰不但希望他的讀者學習這些脣靈真理，更希望他們藉着相信耶 

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與祂建立個人的關係。他這卷書的主題可名為 

「神子耶穌裏的生命」 。記着約翰福音的鑰字就是相信和生命。請問神 

蹟 、相信和生命三者之間有何關係？

除此 以 外 ，約翰福音還有其他次要而相關的寫作目的，其中一個就 

是反驳那否定耶穌真實人性的幻影説（Docetism ;請留意約翰在一 14的 

「答案」> * 另一方面，它揭露了猶太敎的不信8 (如一 1 1 : 「祂到自己 

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 。

F 與符類福音的關係

正典中的四卷福音書都記載同一位神人耶穌「大喜的信息」 ，但每 

一卷卻有各自的獨特功用。而約翰福音和其他三卷福音書更有顯著的分 

別 ，圖 表 8.3便列出其中一些相異之處。

從圖表8.3大部分的比較中，可以看見各卷福音書的內容均前後一 

致 。例如符類福音也提到耶穌是神的兒子，與約翰福音不遑多讓。請參 

閲圖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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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類糴音與約翰福音 H 表8.3

符類福音 約翰福音

主要關於耶穌在北部 主要關於耶穌在南部
(加利利一帶）的事工 (猶太一帶)的事工

主要是強調「國度」的嗣權
較多強調耶穌個人 

(「我是」)及永生的嗣權

耶穌為大衛的兒子，人子 特別指耶穌是神的兒子

雛形敎會的福音 成長教會的福音

地上的事蹟 天上的意義

記載耶穌簡短的言論(例：比喻） 記載耶穌詳細的講論

其他福音書作者較少釋義 約翰福音作者着重釋義

只有一次提及逾越節
記載三(或四)次逾越節(按此推論，

耶穌的公開事工約為期三年半）

G 舆新約正典的關係

我們已知道約翰是約翰福音、約翰書信及啟示錄的作者。圖表8.4亦 

顯示約翰福音把新約聖經的三類著作（歷 史 、書信和異象）連接起來。 

請注意圖表中有關整本新約正典的其他連鎖關係：

1.路加寫了一卷福音書，與其他三卷福音書相輔相成；他亦著作了

新約書卷的相互關係 圖表8.4

路加 福音書 使徒行傳 書信

☆☆☆☆☆☆☆☆☆☆☆☆☆☆☆☆☆☆☆☆☆☆☆☆☆☆☆☆☆☆
☆
☆

1
☆
☆
☆
☆

保 羅 y 保羅的 其他的

☆

約翰福音

保 羅
雅各
彼得

約 翰 ■ 約 翰

啟示錄

☆
☆
☆
☆
☆
☆
☆
☆
☆
☆
☆
☆
☆
☆

■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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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2 .  保羅的信眷在使徒行傳裏被確立了。

3 .  保羅的書信與聖經裏其他書信相輔相成。

4 .  約翰的三卷書信與聖經裏其他書信相輔相成。

5 .  約翰寫啟示錄。

H 約翰福音的耶穌生平

四福音對耶穌的一生作了不同程度的記載；而各位作者的選材，決 

定於神的默示，以及祂為各卷福音書定下之目的。1D我們已看過各卷符類 

福音對耶穌生平的選載比例，而圖表8.5的灰色部分代表了約翰福音對上 

述方面的摘錄。

1. 約翰福音全面記載了耶穌第一年的傳道工作。這期間的工作主要 

涉及巴勒斯坦哪一地區？

2 .  約翰亦詳盡記載了耶穌最後幾個月的傳道工作。與其他三卷福音 

書 相 比 ，約翰特別着重耶穌的受死和復活。

3 .  翻開聖經，閲讀圖表中引述有關逾越節的四段經文。 （有學者認 

為五1的 「節期」不是指逾越節。> 11

4 .  七章一節概括了耶穌整整六個月裏的專注事工（符類福音卻詳加 

記載這段期間的事蹟） 。為甚麼約翰只把耶穌一生的部分事件選錄於他 

的福音書內？

I 地理環境

我們可從地圖8.A 找到約翰福音提及的地方。綜覽這卷福音書時，請 

參閲此地圖。

三 、綜 覽
A 綜覽準備

我們已讀過約翰福音的背景，從而更加認識它的寫作過程。現在進 

入綜覽的階段時，我們的目標是看看這卷福音書如何強調耶穌的一生及 

其傳道工作。

翻 開 聖 經 ，先略讀約翰福音共二十一章的經文。讀時要有心理準 

備 ，你只是先認識這卷書的梗概。就如你漫不經心地翻閲一本雜誌，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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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糴音的地理 地 圖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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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細讀內裏的文章和特稿。

在這初步的階段，只需要留意各章的長度和標題。12 

你應該選用一本可隨意在其上作筆記的聖經，作為綜讀之用。讀經 

時要筆不離手，隨時把觀察心得記下來。

B 第一次讀

第一次讀約翰福音應以瀏覽為主，用大約一小時的時間（平均每章 

三分鐘> ，看看各章的顯著特色。13在這個階段裏，無需力求詳盡，速讀 

的目的只是初步認識書中的主要內容。

瀏覽時要注意主要人物（如第十一章的拉撒路） 、主要事件和鑰字 

鑰 句 。你不用逐節逐節地讀，只看看各段第一、二 節 已 足 夠 （綜讀時要 

訓練自己只看事件的大概發展，不受細節所躭擱） 。

讀過約翰福音一次後，你第一個印象是甚麼？

C 逐段觀察

從圖表8.6所 見 ，約翰福音每章的第一節均為新段落的起首，另外還 

有三個附加的段落，分別由一章十九節、十章四十節及十二章三十六節 

下 開 始 。請在聖經畫下上述的附加段落。

請逐段逐段的讀完約翰福音，同時在圖表8.6寫下各段落的標題。

你對這卷福音書有何進一步的印象？有沒有明顯的鎗字鑰句？

約翰福音的分段標題 圖表8.6

D 全書的脈絡"

進入這個階段時，要緊記你的段落標題。你在約翰福音可有發現一 

組組的素材，例如有關神蹟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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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找出任何轉捩點，如耶穌成為囚犯的一刹那。請讀聖經的內 

文 ，解釋新的分段為何在一章十九節、十章四十節及十二章三十六節下 

開 始 。15

比較約翰福音開始和結尾的段落，以及約翰福音一章一節和最後一 

節的經文。

這記載是否正向前推展？

這卷書有沒有高潮？若 有 的 話 ，又在 哪 裏 ？

約翰如何在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節説明自己的寫作目的？根據這個 

目 的 ，你會怎樣為這卷福音書命名？

圖表8.7已完成了，寫上各個大綱，你採用下列的研讀建議時，會常 

常參閲它們。問題的答案未必能在圖表上找得到。請盡量參照經文。

圖表8 . 7 注 解

1 .  圖表8.7大致把約翰福音分成多少個主要部分？

2. —章十九節如何開始一個新段落？換句 話 説 ，一章一至十八節和 

一章十九節以後的發展有何不同？圖表8.7把一章一至十八節稱作甚麼？

3 .  大 致 來 説 ，耶穌在一章十九節至十二章三十六節上向甚麼人傳 

道 ？誰是耶穌在十二章三十六節下至十七章二十六節的特別傳道對象？

4 .  第五章的哪些經文記載了人們開始反對及逼迫耶穌？

5 .  研究圖表8.7有關羣眾的不信與門徒的相信，並比較這兩個大綱。 

查考約翰福音時，請記着這兩方面的發展。當中有進展嗎？高潮在哪裏？

6 .  十二章三十六節下的時刻稱為「歇息期」 。這節經文如何成為約 

翰福音的轉捩點？要回答這個問題，先清楚分辨十二章三十七節的「他 

們 」和 十 三 章 一 節 中 「屬自己的人」 。再參閲圖表8.7 , 注意以十二 

章三十六節下為轉捩點的不同大綱。

7 .  哪一章提到耶穌被捕？哪些經文記載他的復活？第二十至二十一 

章與耶穌復活有何關係？

8 .  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節似是福音書的結尾嗎？若是的話，為何仍 

有第二 H-—章 ？留意二H-—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及二十章三十至三 i^一 

節 一 樣 ，都提及第四卷福音書的寫成。你可以説約翰福音有兩個結尾 

嗎 ？作者這樣做又有甚麼目的？圖表8.7將第二十一章當為結語。請把結 

語和一章一至十八節的引言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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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根據圖表8.7，一章十九節至十二章三十六節上歷時多久？請比較 

這段時期和後半卷福音書記載的時間。在研讀有關約翰福音作者的資料 

時已經提過，只有約翰福音記載耶穌在猶太的早期事工。除了這段時期 

外 ，基督的傳道工作看來只得兩年又四個月長。其實約翰只記載了耶穌 

公開傳道時期的二十個工作天，由此可見福音書作者如何挑選素材。若 

想明白為何必須這樣選材摘錄，可讀二十一章二十五節。聖經作者在選 

擇記載的材料時，有否倚靠聖靈的帶領？

1 0 .  約翰福音後半卷的內容以神蹟還是以講論為主？

1 1 .  看看圖表中主要橫線（較粗的一條> 下面的重要大綱（如 「道成 

肉身時期的開始」等） 。這個大綱有甚麼與時間相關的字眼？大綱又如 

何表達我們直到目前為止對約翰福音的綜覽？

把這個大綱跟圖表8.8作 一 比 較 。

約翰福音的四個主要部分 圖表8.8
一 1 五1 一二 36 下 一八 1 二一25

啟示身分 衝突時期 預備日 危機

真正的宣稱 錯誤的指控 親密的團契 救贖的工作

向人介紹 被猶太領袖反對 對門徒的訓示 勝利的經歷

1 2 .  注意圖表中的鑰字鑰句（一些詞語後面的數字顯示它們在全卷書 

中出現的次數） 。每 一 個 鑰 字 （如 「相信」）都暗示着約翰福音內一個 

重要的題目。

1 3 .  注意圖表8.7以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節作為這卷福音書的鑰節。這 

些經節中的主要字眼是甚麼？觀察圖表8.7，看看哪些篇章記載了神蹟。 

耶穌行神蹟主要是為了減輕人們的痛苦嗎？二十章三十一節又如何為這 

個問題提供答案？

1 4 .  注意圖表中施行神踱和自我啟示的大綱。事 實 上 ，基督在約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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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兩大部分中均表明自己的身分。只不過在後半部分裏，祂藉着受死和 

復 活 ，更清楚地證實、更全面地啟示自己的身分。

1 5 .我們可怎樣命名這卷福音書？這名稱與列出的鑰節有何關係？請 

自己嘗試定下一個名稱。

四 、要 旨
A 引 言 （一 1-18>

聖經沒有其他經文比這一段更能扼要地掌握福音的信息。它的開首 

可説是重複了創世記的起頭，約翰更在其後的兩節經冬作出總結，説明 

萬 物 皆 藉 着 「道 」而 造 （第三節） 。不過由這一節開始，約翰福音的引 

言並非旨在描述那無可比擬的創世論，而是顯明這位創造主耶穌怎樣參 

與父神為要拯救沈淪的人類而定下的計劃。

約輸福音一章一節及一章十四節的比較

第 一 節 第 十 四 節

w 谊啤肉身

道與神同在 — — ► 住 在 我 們 中 間

道就是神 — — ►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約翰福音一章一節至四章五十四節把耶穌視為信仰的對象（參圖表 

8 . 7 ) 。請讀 引 言 ，看看耶穌如何被認同為人類所相信的那一位。上圖的 

比較可進一步説明這個獨特的啟示。當中的經文如何清楚指出「道」就 

是耶穌基督？引言中哪一處首次提到耶穌基督的名字？ 「道 」如何説明 

了耶穌對這個世界的主要事工？回 答 這問題時，試 想 想 「將袖表明出 

來」的 一句有何意思（1 - 1 8 )。

B 耶穌和尼哥底母談道（三1-21>

在 此 以 前 ，約翰福音很少記載耶穌的説話，我們只讀到耶穌的一些 

命 令 （如 「你們來看」 ，一3 9 ; 「來跟從我吧」 ，一4 3 ) 和一些預言 

( 如 「你將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一5 0 ; 「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 

來」 ，二 1 9 ) 。任何有關救恩的詳盡闡述，主要局限於福音書作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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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和 施 洗 約 翰 （一29-34)的 話 語 。

在約翰福音的鋪排裏，約翰突然引出耶穌與甚具影響力的猶太人領 

袖尼哥底母一段重要的對話，談到救恩的急需和途徑。而尼哥底母求問 

的 人 ，正 是 「由神那裏來作師傅的」 。

我想約翰也意想不到這節經文（三 1 6 ) 會成為日後普世基督徒的

「金句」 。

請讀這段經文，看看耶穌如何把自己由神而來作師傅和賜生命的雙 

重身分啟示出來。

C 衝突時 期 （五1至一二36上 ）

作者在第五章開始記載猶太領袖怎樣公開反對耶穌，16第五章的鑰句 

是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 （16節 ） 。參閲約翰福音的綜覽圖表（圖表 

8 . 7 ) ，注意五章一節至十二章三十六節上稱為「衝突時期」 。這一部分 

概括了耶穌兩年的公開傳道工作；由於耶穌自稱是彌賽亞，是神的兒 

子 ，猶太領袖便對祂恨之入骨。這些宗敎人士只有一個目的：把耶穌置 

諸 死 地 。

羣眾中許多人曾聽過耶穌的宣吿，當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時，他 

們更把祂當作王一般的接待（一二1 4 ) ，以示他們對祂的支持；羣眾中 

亦有很多人信了主。

跟着還有耶穌的密友和門徒。他們在約翰福音大部分篇章內均隱藏 

於 背 景 中 ；但凡提及他們時，都顯出他們是一羣忠心的跟從者（除了猶 

大 > 。

在耶穌與祂的敵人發生衝突期間，祂都忠心耿耿地履行使命。祂坦 

言説出自己的身分，並藉着神蹟證明之，還邀請所有人相信祂，從而得 

蒙 拯 救 。祂完成了這個使命後，便 「不再顯然行在猶太人中間」 （一一 

5 4 ) ，因為祂要準備對十二門徒作個別的敎導。

敵對的高潮是約翰福音第十九章記載的受難時刻。在耶穌公開傳道 

的最後兩年裏，領袖和羣眾對耶穌的敵意有增無減，甚至耶穌的門徒亦 

間中反對祂。

寫過衢突的部分後，約翰便詳盡記載耶穌被捕、受審前如何與門徒親密 

地 相 交 ；這部分名為預備日（一二36下至一七2 6 ) 。我們可從下圖（在後 

頁）看到約翰福音這四個部分的相互關係。請把這圖與圖表8.8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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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羈音互相關嫌的部分
衝 突 時 期

猶太領袖

\  危機
耶穌的救贖工作

預備日 Z
耶穌的門徒

D 臨別講論 (一四1至一六33>

「耶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任何人提出這個問題，都可在約翰 

福音找到無數的答案。其中尤以十二章三十六節下至十七章二十六節這 

個部分為甚。第十四至十六章記載了耶穌受難前一夜針對門徒而發的三 

篇臨別講論。第十四章的第一篇講論相信是在最後晚餐（第十三章）的 

樓房中説出。17十四章三十一節的最後一句，顯示耶穌和門徒離開了樓 

房 ，開始向東面的客西馬尼園走去。那 麼 ，第 二 篇 （一五1至一六4上） 

和第三篇講論（一六4下-33 )可能是他們靜靜在耶路撒冷街上行走時的談 

話 第 十 七 章 大 祭 司 的 檮 吿 ，可能是耶穌和門徒前往客西馬尼園途中度 

過汲淪谷前的祈禱。

下圖把十四章一節至十六章三十三節分割成三篇講論，並為每篇講 

論加上題目。請把這些建議的題目留作日後進階習作之用。此 外 ，試研 

讀有關耶穌位格的經文。

約翰糴音的三段講諭 （一 四 1至 一 六 33)

第 一 段 講 論 第 二 段 講 論 第 三 段 講 論

一四1 一四31 

父 的 家

一五1 一六4上 

葡 萄 樹 與 枝 子

一六4下 一六33 

耶 穌 的 應 許

E 大祭荀的禱吿（一七1-26>

耶穌在第十七章裏的大祭司的禱吿，被公認為新約聖經最髙貴、最 

純全的祈禱珍寶。凡讀這章經文的基督徒，必定因為他的主在父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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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代求而心裏感到溫馨不已。

我們希望能重建耶穌發出這長達五分鐘的播吿時身處的背景，但除 

了耶穌擧目望天（一七1 ) ，在 H 個 門 徒 面 前 檮 吿 （參一八1 ) 外 ，約 

翰福音再沒有提供任何細節的資料。不 過 ，細 節 雖 少 ，卻啟示了一個極 

其重要的真理：神的兒子為祂的門徒向父神代求。

這禱吿可清楚分為三個主要部分：

1.  耶穌為 自 己 祈 禱 （一七1-5>

2 .  耶穌 為 門 徒 祈 禱 （一七6-19)

3 .  耶穌 為 敎 會 祈 禱 （一七20-26)

查考第十七章時，試想想門徒當時內心的需要。還 有 ，想想耶穌知 

道自己將要面對試煉，祂的感覺如何。希望這些研習能成為你在日常生 

活中應用這禱吿的背景。

F 捨身的時刻（一八 1至一九42>

繼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禱吿後，事件發展的次序如下：

在客西馬尼園心靈受煎熬19

被捕

受審

被鞭打

被釘十架

受死

耶穌沒有嘗試逃避或躭延這些試煉的臨到。到了最後一刻，祂仍然順服 

父神的旨意： 「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 （一八11 ;參太 

二六 1 - 2 )耶穌在福音書中，面對每個試煉時，均流露了強烈的情緒反 

應 ，足證祂對於神定下的計劃並沒有抱着宿命主義的消極態度。這位多 

受 痛 苦 、常經憂患的人，仍 「存 心 順 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J 

(腓二 8) »

(一） 受 審 （一八12至一九16)

耶穌受審時，面對兩個不同的權勢：羅馬的政治領袖和猶太的宗敎 

領 袖 。以下就是這兩方面對立的內容大綱，每個大綱又分成三個階段。 

請留意約翰福音選載的部分。

1.被猶太人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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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在 亞 那 面 前 受 審 （一八12-14、1 9 - 2 3 )。

(b > 清早前被猶太公會非正式查問（一八24 ;太二六5 7 、59-68 ; 

可一四5 3 、55-56 ;路二二5 4 、6 3 - 6 5 )。

(c> 清 早 後 正 式 受 審 （太二七1 ;可一五1 ;路二二6 6 - 7 1 )。

2 . 被羅馬人審問

(a ) 第一次在彼拉多面前受審（一八28-38 ;參太二七2 、11-14 ;可 

一五 1-5 ;路二三 1 - 5 ) 。

(b > 在希律安提帕面前受審（路二三6 - 1 2 ) 。

(c) 最後在彼拉多面前受審（一八39至一九16 ;參太二七15-26 ;可 

一五6-15 ;路二三 1 3 - 2 5 )。

(二 ） 受 死 （一九 17*42)

基督的受死帶來榮耀的救贖，但祂受死時卻是人類歷史最黑暗的一 

刻 ；甚 至 大 自 然 亦 回 應 ，日 頭 昏 黑 ，地 大 震 動 （太二七5 1 ; 路二二 

4 5 ) 。

約翰福音有關耶穌受死的記載雖然簡短，卻很重要。約翰描繪了六

幅 圖 畫 ，分述如下:

寫明了身分 一九 17-22

衣物被沒收 一九 23-24

將母親託顧 一九 25-27

把生命獻上 一九 28-30

證實已死亡 —九 31-37

身體被埋葬 一九 38-42

G 復活的篇章（二〇1-31>

耶穌的復活，是父神所預定的，門徒卻預料不到。耶穌曾清楚吿訴 

門徒有關自己將來的受死和復活（太一六21 ; 可八31 ;路九2 2 ) ，但他 

們當時不能明白，後來亦想不起祂的話語。明白是由相信而來，而相信 

則需憑藉神蹟。約翰福音第二十章記載了一些神蹟，使門徒跟耶穌的關 

係恢復過來，並建立了新的關係，接受這位復活主。挫敗竟能如此突然 

而神奇地變為勝利，確是這一章閃耀的真理。

請回想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節。神續就是這兩節經文的鑰字。約翰 

福音第二十章記載了哪些神蹟？請 觀 察 看 見 （及類似字眼）在這一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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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次數。

五 、 鑰字鑰節
重讀圖表8.7列出的鎗字。把你觀察所得的鎗字加入表內。同時注意 

圖表裏列擧的繪節：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節。約翰福音還有其他重要經 

文 ，你在綜覽時發現得到嗎？

六 、 應 用
1. 為甚麼相信基督的神性，是得救的信心不可或缺的要素？

2 .  你在何時對耶穌行神蹟的信心最為堅固？你會如何描述健康的信 

心 生 活 ？

3 .  基督是為信徒代求的大祭司。這真理怎樣影響你每日的基督徒生

活 ？

4 .  基督對每一個人的關心，敎導了你甚麼功課？

七 、 溫習題
1 .  試描述約翰的家庭背景和性格。他臨終時大約是幾歲？

2 .  約翰還寫了新約哪幾卷書？

3 .  第四卷福音書在何時何地寫成？

4 .  它原來的對象是誰？

5 .  這卷福音書有何目的？

6 .  試將這卷福音書與符類福音作一比較。

7 .  約翰福音較多記載耶穌哪一年的傳道工作，是第一年還是第二

年 ？

8 .  引 言 （一 1-18)的內容是甚麼？

9 .  約 翰 福 音 的 「歇息期」是 指 甚 麼 ？

10. 約翰福音中道成肉身時期的開始有哪五點大綱？

11. 擧出三個鍮字。

12. 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節的要點是甚麼？

13. 結 語 （第二 i■一章）的內容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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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進階習作
1. 研究約翰福音論及耶穌之神性的經文。每章最少提過一次，以下 

就是一些可作參考的經文：一4 9 ，二 1 1 ，三 1 6 ，四2 6 ，五2 5 ，六 3 3 ，七

2 9 ，八 5 8 ，九3 7 ，一 〇 30，----2 7 ，一二3 2 ，一三 1 3 ，一四1 1，一五 1 ，

一六2 8 ，一-b l ，一八1 1，一九7 ，二 〇 28，二一 1 4。

把下列各人對耶穌的神性有何認識列入研究範圍之內：施洗約翰 

(一 3 4 > ，拿 但 業 （一4 9 ) ，彼 得 （六6 9 ) ，基督2° (― 〇 3 6 >，馬大 

(•----2 7 ) ，多 馬 （二 〇 2 8 )，約 翰 （二 0 3 1 ) 。

2 .  這卷福音書提到基督的別名甚多，有 「道」 、 「創造主」 、 「父 

神的獨生子」和 「神的羔羊」 。約翰福音也記載了耶穌幾次「我是」的

見 證 ，見於下列經文：六3 5 ，八 1 2 ，八58 (參出三14> ，一 O i l ，----

2 5 ，一四6 ，一五1 。請逐一研究這些名稱。

3 .  福音書沒有詳細描述羅馬人如何把犯人釘在十字架上。經文常是 

十分簡單，如約翰福音十九章十八節一樣： 「他們就在那裏釘祂在十字 

架上」 。你能否解釋福音書的作者為何少提這些資料？要詳細認識羅馬 

人怎樣以釘十架作為刑法，可參考聖經字典。此 外 ，請讀詩篇二十二篇 

一至二十一節，領略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肉 體 、精神和靈裏所受的 

苦 楚 。請再參閲聖經字典，看看耶穌時代的葬禮是怎樣。

4 .  研究約翰福音裏有關神蹟的題目。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參考魯 

益 師 （C . S . Lewis) 的 《神蹟》 (MiracJes

九 、 大 綱
約 翰 福 音 ：在神子耶穌裏的生命 

道成肉身時期的開始

引言

有關耶穌的見證和發現 

行神蹟者和權威的聲音 

從神而來的師傅 

「這真是救世主」

衝突時期

開始逼迫耶穌 

拒絕生命的糧

一 1至四54 

一 1-18

一 19-51

二 1-25

三 1-36

四 1-54

五 1至一二36上

五 1-47

六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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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拘捕耶穌 七 1-53

拒絕世界的光 八 1至九41

擯棄好牧人

以色列的王進入耶路撒冷 

預備日

最後晚餐 

臨別的講論 

大祭司的禱吿 

捨身的時刻

被捕和受害 

被釘十架和埋葬

— 01-39

一〇40至一二36上 

一二 36 下至一••b 26 

一二36下至一三38 

一四1至一六33 

一-b l -26 

一八1至一九42 

一八 1至一九16上 

一九 16下-42

勝利的黎明

復活主的神蹟 

復活後在加利利顯現

二〇1至二一 25 

二 01-31 

二一 1-25

注釋

1 另一個意見認為這卷書的作者是與使徒關係相當密切的一位門徒，一般稱他為長老

約 翰 。參A. M . H unter, T/je (5os/)e/According1 to J o /i u ，p . 12-14。
2 Merrill C . Tenney， iVew Tbsta/ne/jf Survey, p . 189.(中 文 譯 本 為 《新約綜覽》 ，宣道 

出 版 社 。>

3 約翰福音有 時 被 稱 作 「以弗所福音 」 （ “T he Ephesian Gospel” > 。

4 A. Plummer 引自 W . G raham Scroggie， A Guicte to the Gospe/s ，p. 426 °
5 August Tholuck弓I 自Jo h n Peter Lange，Lange’s Com m entary on the Scriptures,

17 : vii °
6 同上書17:15。

7 77ie iVeiv 丨'sii jBiWe 把二十章三 ~i 節 譯 作 ： “ recorded in order that you may 
hold the faith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 f God.” （中文聖經譯作： 「但 記 這 些 事 ，要 

叫你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 J >

8 「猶太人」一詞在福音書中約共出現了七十次。

9 「符類」 （synoptic) —詞通常指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的共同點。這詞語

來自希臘文 Sy/iopdAos，意 即 「看見整個合在一起」 。

1 0 例 如 ：馬太福音略去耶穌在迦拿婚宴的第一個神蹟；馬可福音略去耶穌的降生；路 

加福音略去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談道；而約翰福音則沒有記載耶穌升天。 （約翰福音也沒 

有記載耶穌的降生、家 譜 、年 青 時 期 、在曠野 受 試 探 ，以及登山變像。）

1 1 五 章 一 節 所 載 「猶太人的筵席」 ，有 些 古 抄 本 寫 成 「筵席……」 ，是指猶太人逾越 

節的主要筵席。有些聖經學者把這筵席解作：逾 越 節 、五 旬 節 、住 棚 節 、普 珥 節 、修 殿 節 。

1 2 新美國標準聖經的分段標題頗值得參考。

1 3 聖 經 原 文 並 沒 有 章 節 之 分 ，這 些 劃 分 只 是 為 了 方 便 今 天 的 讀 者 更 仔 細 地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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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文 而 已 。

14 有關約翰福音的結構，可參Merrill C . Tenney, J b /in: The G o sp e/o f JBeZ/e/'，pp. 25-53; 
^W illiam  Hendricksen, Exposition o f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 pp. 64-66 °

1 5 為何要在這些地方開始新的部分，稍後再作討論。

1 6 福音書中與耶穌為敵的「猶太人」 ，大多數是指猶太領袖。

1 7 有些聖經學者認為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八節乃第一段講論的一部分，但無論如何劃 

分 ，均對內容沒有任何影響。

1 8 要分辨第二段講論的結束和第三段講論的開始，並 非 容 易 ，因為耶穌在閒談中常與 

門徒談論日常的事情。事 實 上 ，耶穌臨別的三段講論，可以看為一段，因為三者之間是互相 

關 連 的 。

1 9 約翰只扼要地提到耶穌與門徒進到客西馬尼園（一八 1 ) 。

2 0 這是耶穌其中一次自稱為神。只有神自己才可以稱自己是神；由於耶穌是神，祂也 

可以如此稱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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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集：

碁督的身體—— 教會

大體説來，在新約裏主要的羣體就是敎會。福音書將基督 

展現為敎會的根基及元首。使徒行傳記錄了敎會的開展及早期 

歷 史 。書信為敎會提供指引，而啟示錄則預言末後的世代及描 

述敎會與基督一起的永恆國度。

以上簡略的描述顯示出使徒行傳在新約完整的正典中的重 

要 性 。

■使徒行傳



第九章

使徒行傳：基督敎會的開展

要了解敎會首三十年的歷史及其超越時空的普世宣敎工作，使徒行 

傳就是標準的課本。這卷書明顯是福音書的續集，書中的記載延續了基 

督在世時獨特和奇異的事蹟。此 外 ，它也提供了一條鎗匙，使人可以更 

全面了解那些在新約正典中，列在使徒行傳之後的書信，這些書信詮釋 

了基督所宣講及活出來的福音。

一 、讀前準備
思想福音書歷史的核心：耶 穌 從 天 而 降 ，在地上完成了天父的旨 

意 ，然後升回天上去；這便是祂那受時空所限卻有永恆影響力的生命。 

福音書記述了這奇妙的生命，不過論及祂復活後數周的事情，卻只有寥 

寥 數 頁 。若果復活的基督在人內心的工作只得屈指可數的幾件事，如那 

兩個人的反應： 「祂和我們説話……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路 

二 四 32>及 多 馬 的 回 應 ： 「我 的 主 ！我 的 神 ！」 （約 二 〇 28 )，聖經歷 

史的結束則未免突兀和空洞了。神在使徒行傳顯明復活基督的福音仍有 

效 力 ，藉此完結福音書的故事。這效力是透過被差到地上的聖靈的工作 

來 改 變 人 心 ，使 他 們 成 為 那 「道 路 」的 見 證 人 。詳細的資料可參圖表 

9.1 °

使徒行傳的成書不是為敎會提供一套敎義體系，也不是要更詳細地 

詮釋福音裏偉大的真理；這工作是由聖靈指派給那些稍後受感寫書信的 

人 去 做 的 。使徒行傳所記錄的是活的福音，基督徒可從中找出那些普 

世 、永 恆 、有歷史根據的原則，讓他和敎會可賴以生活和事奉神。

綜覽使徒行傳時，要把它視作一部連接歷史和顯明敎義的書。關於 

敎 義 方 面 ，它表明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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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與福音書的關係 圖表9.1

二 、背 景
A 名 稱

「使徒行傳」 （Acts of the Apostles) 1這名稱可追溯至第二世紀。本 

書 最 初 寫 成 時 ，作者路加大概將此書與較早所寫的路加福音合併為一 

書 ，後來當路加福音與其他三卷福音書放在一起時，使徒行傳便獨立為 

一 卷 。以下是幾點觀察所得的資料：

1.  書名 的 鑰 字 是 「行傳」 （Acts) ;這些不是使徒的夢想、理論或 

臆 測 ，而是他們的行動、事 蹟 ，以及實際完成了的工作。

2. 「使徒」 （of the apostles) 這字大概是指著書時代那些主要的使 

徒 ，其中主要的領袖是彼得和保羅。

3 .  這卷書一般被認為是記載聖靈透過使徒所作的工作，如此説來， 

這 卷書亦可稱為「聖靈行傳」 ；聖靈這字在本書出現了約七十次。

B 作 者

大部分權威人士都同意路加就是使徒行傳的作者。對 於 這 點 ，現存 

的古代證據，其中有早至主後一七〇年 的 ，都有與此一致的主張。路加 

是使徒行傳的作者最強的內證，就是這卷書與第三卷福音書都是寫給提 

阿 非 羅 的 ，並且使徒行傳曾提及「前書」 ，那顯然是指路加福音（試比 

較路一 1-4及 徒 一 1-5>。

將使徒行傳與路加福音作一比較，使可找到有關作者的其他內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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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①兩書有相似的風格和用語；②在路加福音的結尾與使徒行傳的開頭 

之 間 ，有一種自然的連繫；③兩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 ：婦女在兩書 

中都佔有顯著的地位。此 外 ，使徒行傳的作者曾長時間作過保羅的旅伴 

(在使徒行傳中所用的「我們」顯明這點：一六10-17，二〇5至二一 1 8， 

二七1至二八16) 2 ，而在保羅若干親密的同工中，路加顯然是那位旅伴3。

使徒行傳的寫作風格跟路加福音一樣，都是清晰和有組織的。布拉 

克 洛 （Blaiklock) 將之進一步描寫為： 「生 動 、節奏明快，不論是簡潔的 

摘要或審慎的記錄都是確實和帶有目的，氣氛異常感人，用字精簡卻不 

會使人感到枯燥，全書從獻詞到結尾都吸引着讀者。」4 

有關路加生平的資料，請參第七章的描述。

C 寫作日期與地點

路加大概是在羅馬寫使徒行傳的，時間約為主後六十一年，即保羅 

在那裏被囚兩載的後期。他不可能早於這個時間成書，因使徒行傳記了 

那 次 被 囚 的 資 料 （徒二八3 0 ) ，那時約是主後五十九至六十一年。聖靈 

計劃在使徒行傳裏不再多記保羅的事蹟或敎會的經歷，故袖便在那時感 

動路加寫作。從以下幾點，可以顯出路加並非在較後的時間寫成此書：

1. 對於主後六十六至七十年的猶太戰爭（其高峯是主後七十年耶路 

撒冷被毁的浩劫） ，書中一點也沒提到。

2 .  書中沒有提及主後六十四年羅馬大火後尼祿的反基督敎政策。

3 .  雖然使徒行傳的末段記載了保羅被囚，但卻沒有提到他死期將 

至 ，反而極有可能即將獲釋。保羅大概經過幾年宣敎工作後（他甚至到 

過西班牙） ，才 再 次 被 捕 ，囚在羅馬的死刑室中。在那裏他寫成了其

「遺著」—— 提摩太後書，然後在尼祿自殺前不久被處死（尼祿死於主 

後六十八年六月八日） 。

D 資料來源

路加不但是個出色的作家，也是個出色的研究員。為了寫成路加福 

音 ，他需要走訪很多見證人，以便得到有關耶穌生平的第一手資料。寫 

使徒行傳時，雖然他也要研究一些口傳及文字資料，但大部分的歷史都 

是他自己耳聞目睹或是他的親密伙伴保羅吿訴他的。圖表9.2顯示路加寫 

使徒行傳時最有可能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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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寫使徒行傳的資料來源 圖表9.2

使徒行傳 

大綱

早期 過 渡期 擴 展 宣 敎

路加的 

資料來源

彼得及約翰、 

馬可、拿孫和 

其他人，再加 

上一些文字 

資料

保 腓 保 彼 保
羅 利 羅 得 羅
及 及
腓 1

利
巴
拿
巴

「我們J r我們j r我們」

路加可能親身觀察到 
這整部分的行動

保羅

圖表9.2注解

1. 從 三 段 「我們」的 敍 述 ，可看見路加觀察獨到5。還有一點要留意 

的 ，雖然路加在使徒行傳某些部分沒有用「我們」 ，但他也可能是目擊 

者 ，從使徒行傳二十章五節至二十八章三十一節這一大段記載，可見這 

個講法絲毫不爽。

2 .  保羅是路加主要的諮詢人，他不單能提供自己悔改的經過和宣敎 

工作的資料，也能提供有關初期敎會的其他史實，如司提反的遺訓及其 

殉 道 （六至七章> »

3 .  使徒行傳其餘的資料都是關於敎會早期生活的。大部分資料是巴 

拿 巴 、腓 利 、彼 得 、雅 各 、約 翰 、馬 可 、拿 孫 （徒二一 1 6 ) 等人口述 

的 。路加可能在耶路撒冷、敍利亞的安提阿和該撒利亞等城市拜訪過這

些人。

E 與其他新約書卷的騮係

因為使徒行傳的記述自然地承接了路加福音的故事，故此路加這兩 

本著作—— 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 起初在傳閲時本是為一的。直到一 

世 紀 末 ，作為最後一卷福音書的約翰著作出版之後，路加福音便從使徒 

行傳中抽出來，與其他三卷福音書結集成「福音書」6 。與此同時，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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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前者的結果 徒 後者的背景 k 使

行
及 證 明 >

徒

傳

的著作亦被收集，統 稱 為 「使徒」 。新約書卷中的十七卷便因此被收在 

一起成為兩部分，並由使徒行傳連接起來，請參看圖表9.3。

使徒行傳與新約聖経的關係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圖表9.3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〇

源頭及史實 經歷

等等

CD

闞釋及勸勉

作 者 路 加 傳 道 者 保 羅

F 地 理

使徒行傳一章八節清楚地説明初期敎會所接受的使命是普世性的。 

在使徒行傳的年代，因為宣敎士的根據地不斷遷移，故宣敎工作一直保 

持普世性這特色。路加在使徒行傳所報道的工作進展普遍是由東至西 

的 ：從 耶 路 撒 冷 至 安 提 阿 （敍利亞） 、以 弗 所 ，甚 至 羅 馬 。 （參地圖 

9. A ，並從巴勒斯坦基督徒的立場往西看》) 事 實 上 ，自基督升天之後， 

基督敎是從耶路撒冷開始向各方傳播的。那 麼 ，你以為為何使徒行傳只 

記載向西傳的進程？ 7

G 使徒行傳時代的執政者

圖表9.4顯示在使徒行傳所載三十多年歷史中，羅馬各個皇帝、猶太 

巡撫及大祭司的年期。除此以外，這圖表還能幫助你看到有哪些皇帝、 

巡撫和大祭司是同期的。試找出在使徒行傳第八章敎會被分散時，誰是 

當時的皇帝、巡撫及大祭司。

福
音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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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時代的管治者 圖 表 9.4

|— I ~ I — W ~ ~ i  |

羅 馬 帝 國 之 皇 y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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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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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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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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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目 的

使徒行傳總體目的可用三個詞來説明：記 錄 、辯 證 、敎 導 。

1. 記錄。新舊約大部分都是救贖歷史的文字記錄。個別信徒和神的 

全體子民的經歷都記在聖經之中，向歷代讀者證明神的救恩是真實、積 

極和值得追尋的。神感動路加將初期敎會的事蹟記在聖經裏，為要顯明 

敎會①與過去的關係（延續） ；②與 未 來 的 關 係 （廣傳） 。

(a )  延 續 。路加自己的説話揭示了這特點。他寫路加福音的目的， 

像前人一樣，是要記載基督敎的起源： 「述説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

(路一 1 ) 。使徒行傳第一節經文提及「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敎訓的」 ， 

暗示路加有意指出使徒行傳如何延續耶穌升天及被高擧的故事（徒一2 、

9 ) 。

(b )  廣 傳 。整卷使徒行傳都有一股擴展、廣 傳 、倍增及前進的動 

力 。外 在 方 面 ，這擴展由耶路撒冷伸延至羅馬；內在方面，這擴展由猶 

太人伸延至普世萬民。整體而言，敎會在起初三十年有很奇妙的進展， 

而路加就準確地記載了這一段歷史。

2 .  辯證 。在使徒行傳最後所記載的事情發生不久，這卷書便被寫 

成 。為甚麼它不似得福音書，要隔一段時間才寫成？當我們探討這問題 

時 ，我們要知道，雖然聖經每一卷書基本上都是寫給任何一個世代的， 

但成書日期卻是神所命定，好使其信息能回應當代的需要。研究路加寫 

書的 年 代 ，便可知道使徒行傳顯然是寫給當時的羅馬人，以敎會的歷史 

和信息來證明其神性的來源。敎會要向羅馬政府澄清：基督敎與猶太敎 

絕無關連，縱使兩者都相信同一位神、使用同一本舊約聖經。事 實 上 ， 

路加在使徒行傳中強調猶太敎領袖視基督徒為異端和褻瀆神的，這亦是 

當時門徒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敎會在那時候澄清其身分是有神的旨意， 

因為幾年之後，猶太領袖因為反抗羅馬帝國而帶來戰禍，這一役最終使 

耶路撒冷被羅馬人攻毀（主後七十年> 。敎會表明了身分，使羅馬政府 

知道基督徒並非圖謀反叛羅馬帝國的一分子。8

使徒行傳和路加福音都出於同一位作者，故此同樣有其真確性。此 

外 ，因為路加在使徒行傳記載了保羅的悔改和蒙召，這使保羅書信的信 

息廣泛地被接納。再 者 ，使徒行傳也提供了一些證據，證明其他新約書 

信 的 作 者 （如彼得和雅各）都具有使徒的身分。因 此 ，使徒行傳在新約 

確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然 而 ，我們得認清，這個辯證的目的並非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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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傳成書的一個主要原因。

3 . 教 導 。使徒行傳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敎導人，它是透過默示而寫 

成 ，有助於敎訓、督 責 、使人歸正和敎導人學義，這些都是建立神敎會 

的 事 工。雖然人可以從使徒行傳知道如何能得救，但這卷書主要是為敎 

導信徒如何生活和事奉神而寫的。在研讀使徒行傳時，要對準方向，學 

習它所敎導有關基督徒生活和我們身處的敎會的使命。新約書信提供了 

歷史背景的資料，故此在研讀使徒行傳時參照新約書信，便會有更多的 

收 穫 。

三 、 綜 覽

A 綜覽準備

重溫第一章有關第一世紀基督敎所身處的複雜環境。由 文 化 、宗 

敎 、知 識 、傳統等要素所形成的三大勢力支配了整個環境，塑造了使徒 

行傳裏人物的生活和性格。這三大勢力來自猶太、希臘及羅馬。9以下的 

摘要可幫助你理解使徒行傳那三十多年的背景（重溫第二章> 。

猶太教在當時的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從負面而言，她許多錯謬的 

敎 義 、苛刻排外的傳統、拒絕耶穌為彌賽亞、強烈的愛國主義等，都是 

人盡皆知的。從正面而言，她主張一神信仰、以舊約聖經為神的啟示、 

尋求救恩、身為信仰上的遺民而發揮作鹽的影響力、相信神的命定、忠 

心有恆地在耶路撒冷聖殿和分散在羅馬帝國各會堂中敬拜神。

希臘文化是另一個對當時環境有深遠影響的要素，其主要貢獻包 

括 ：尋根究底的哲學精神，這種精神滲進了當時許多宗敎；一個極富吸 

引力的文化，導人追求美善；而最重要的，就是希臘的通用語言，亦是 

羅馬人普遍用來溝通的語言，為福音提供迅速而有效的傳播媒介。

羅馬帝國給予敎會政治上和管理上一些有利條件。在敵對的局面， 

她保證法治及公義；她提供道路、橋 梁 、海道方便運輸；她採取較寬容 

的宗敎政策，讓嶄新的基督敎得以發展。

在你開始綜覽之前，先想想這條問題： 「為甚麼神會讓使徒行傳這 

一卷書成為聖經正典的一部分？」

B 第一次讀

嘗試一口氣讀完使徒行傳，你可以只閲讀每段的第一句，直到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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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到這卷書的韻味，並盡可能大聲誦讀。你的印象如何？使徒行傳是否 

記載了很多行動？是否有很多講論？是否有很多人物？在這次略讀中， 

能否找到一些重要的字詞或章節？

C 逐段觀察

先參閲圖表9.5，了解使徒行傳的分段。除了以下所臚列的，每段都 

是以每章的第一節為開始。翻 閲 經 文 ，審梘一下以這些經文來開新段是 

否 恰 當 。

1. 九32 :第九章是記載保羅悔改的經過，第三十一節正是故事的總 

結 ，而第三十二節再次提及彼得，故此在這處開新的段落是合理的。

2. —五36 :保羅第二次佈道旅程是從這裏開始的，故應該在此另闢 

新 段 。

3. —八24 :有關保羅第三次佈道旅程是何時開始，經文並沒有清楚 

交 代 。不過在此處作一個新的分段也是必須的。

4 .  二一17 :在保羅結束第三次佈道旅程與在耶路撒冷發生的事情之 

間分段是較為武斷的。我們會選擇以二十一章十七節為新一段的開首。

在你的聖經上按上述分段做記號，以幫助你研讀。

現連讀每段經文，在一張紙上寫上每段的標題（如圖表8.6約翰福音 

的分段標題） 。為每段選好標題後，概 覽 一 次 ，並想像使徒行傳由始至 

終的發展脈絡。現在你大概可以領會到箇中的發展變化。隨時記下有關 

這書的一些新觀點及感想。

到目前為止，你只是做了些基本的綜覽工夫；現在開始研究使徒行 

傳的 結 構 。

D 全書的脈絡

翻閲過個 別 篇 章 （更正確地説，應是分段）的內容後，現在你得找 

出全書的結構。假若認為使徒行傳既是歷史記載，路加就必定是按事件 

的先後次序，用日記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樣的説法未免過分簡單了。要 

知道路加並沒有將敎會最初數十年所發生的事完全記錄下來；而是受聖 

靈 感 動 ，選擇性的記述最切合本書目的的事件。選擇性的記述及非日記 

式 的 手 法 ，加上許多講詞、演 説 ，使整卷書成為一本優美、趣味濃厚、 

引人入勝的文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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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分的研讀裏，你不用再將整本書細閲一次，只需要依照各個 

主 題 ，翻査某些經文或段落，將結構的不同部分詳列在用來寫分段標題 

的 紙 上 。

( _ ) 段落的 組 合

要探究使徒行傳的結構最容易的方法是：找出有相似主題的篇章的 

組 合 ，例如人物、事 件 、地點都是操縱歷史敍述的三大要素。分別思想 

這三項要素，並利用以下的問題，幫助你找出各個組合。

1. 在使徒行傳開首數章的主角是誰？他的身分、工作是甚麼？他在 

使徒行傳的記錄中出現的時間有多長？ （若要馬上得到答案，可以參考 

一本詳盡的經文彙編。）

2 .  最後數章的主角是誰？他在甚麼地方首次出現？又在哪一章再次 

出 現 ，使他依然是關鍵人物？

3 .  據你研讀所得，使徒行傳有沒有任何一部分不是由一位主角代表

的 ？

4 .  現在從事件入手。保羅的傳道旅程共有多少次？每次旅程在何處 

起 訖 ？保羅若非經常在傳道旅程中，試講明他其餘的年日是怎樣的。你 

可以用同樣的方式研究彼得在使徒行傳前半部的生平事蹟。

5 .  査考有關敎會的事件。使徒行傳有否記載敎會的開始？在 哪 裏 ？ 

敎會的經歷可分做哪些時期？ （注 ：現階段的綜覽是要找出各組合，故 

此這問題並非是敎會有甚麼經歷，而是經歷的各個時期。>

6 .  傳福音是使徒行傳中一個特出的主題。在首數章中，使徒一般在 

甚 麼 地 方 ，向甚麼人傳福音？大 體 而 言 ，保羅傳道旅程的宣講對象有否 

改 變 ？對於這問題，第 十 、十一章提供了甚麼答案？

7 .  在使徒行傳裏，地理為一重大要素，特別是福音擴展方面。留意 

使徒行傳在哪裏起始及結束，請參考一章八節。將這節所提及的地區作 

為整卷書的大綱，並標明有關這三個地區的段落。

8 .  你可以現在或留待日後才研究其他的題目。這裏建議兩個題目作 

為 參 考 ： 「迫害」 、 「福音的進展」 。

(二 ） 使 徒 行 傳 中 的 主 要 運 動

循着某一方面去記錄是普遍的寫作方式，使徒行傳也不例外。從你 

所讀及研究的，找出本書的主要運動。你已注意到福音在地理上擴張的 

情 況 。另一方面，逼迫是增加了、減 少 了 ，還是保持不變？書中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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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高潮？在敍述的內容中，找出一些轉捩點或策略上的中心。有沒有 

一些過渡性的段落或明顯對立的段落？

試比較第一章和第二十八章，你觀察到甚麼？這卷書的最後一節是 

關於甚麼？這表示甚麼？

按你的研究，你認為使徒行傳的主題是甚麼？根據這主題，你會替 

本書定一個甚麼的名稱？

E 綜覽圖表

圖表9.5説明劃分使徒行傳經文結構的方法。其中許多內容在你綜覽 

時已經觀察到。對 照 圖 表 ，閲讀以下簡單的討論。

1 .  全書二十八章可分作三部分，以八章一節及十三章一節為分界 

線 。哪些大綱顯示這三重結構？地理的大綱説明了一章八節的經文；而 

敎會的大綱則表示敎會發展的進程。

2 .  使徒行傳也可依據兩位主角來分成兩部分。彼得在一至十二章中 

扮演領袖的角色；十三至二十八章則集中記述保羅的活動。

3..注意與猶太人和外邦人有關的分段。在這卷書的首數章，福音的 

主要聽眾是猶太人。十至十二章是過渡期，敎會明白到她有責任將福音 

傳給外邦人。第十三章以後，世界便成為福音的禾場。

4 .  保羅自由的時候，有出色的傳道工作（一三1至二一 1 6 ) ;被囚時 

仍 是 忠 心 不 移 （二一 17至二八3 1 ) 。

5 .  圖表中的第三欄是關於敎會的大綱。

6 .  留意與保羅有關的各大綱。

7 .  使徒行傳在地理上源於何處？終於 哪 地 ？

8 .  圖 中 的 年 份 並 非 源 自 經 文 本 身 ，只是提供一個年份表以供參 

考 。1(1使徒行傳所經歷的時間有多長？毎次傳道旅程為期多久？

四 、要 旨
使徒行傳裏特出的主題多得很，這裏只能列擧幾個。

A 敎會 誕 生 （二1-47>

使徒行傳第二章記載了神的子民在歷史中對聖靈轿新的經歷。當時 

正 值 七 七 節 （即五旬節）的聖會11，即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每年要往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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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守的三大節期之一。在神的計劃裏，這日子成為聖靈在信徒生命中延 

續事工的開端。

敎會是在五旬節那天誕生的。舊約時代及耶穌在世傳道時，信徒早 

已是一種無形的組織；現 在 ，神的子民-— 敎會12— 藉着一個新的關 

係 ，去 經 歷 、服事這位向人更多啟示自己的神。這進一步的啟示是透過

道 成肉身的基督（「神……藉着祂兒子曉諭我們」 ，來一 1 - 2 ) ，以及住 

在人內心 的 聖 靈 （約一六13 - 1 5 )。基於這點，使徒行傳第二章的五旬節

就是敎會誕生的日子 ，這説法是正確的。

以下是第二章的大綱，説明路加記錄的各重點：

事件 二 1-4

反應 —5-13

解釋 二 14-36

回應及結果 二 37-47

從第二章到末後一章，路加指出三一神在基督敎會初期的三十多年

間扮演了主動的角色13。請參閲圖表9.6。

上帝三個位格的角色 圖表9.6

B 司提反的生命與殉道（六1至七60>

司提反的殉道常為人所記念，他 「以死」事 奉 神 （參看腓一2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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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反的生命及死亡 圖表 9.7

第 -部 分 齡 命
1
• 管 理 飯 食 的 鞟 7n1-6

1k  事奉的果子 六7

第 二 部 分 藉死亡
1
1  話語及行神蹟的事奉 六8至七60

1 事奉的果子 八 1及其後經節

(使徒行傳二十二章二十節的「見證」即 「殉道」的意思。）然 而 ，我 

們也應當記念他「以生命」來 事 奉 神 ，雖 然 短 暫 ，卻是忠心的；他曾是 

耶路撒冷敎會七位執事之一，負 責 管理飯食（參 六 2-3>。圖表9.7説明使 

徒行傳所整理有關司提反的雙重事奉。

當司提反被宗敎敵人誣吿時，大祭司曾請他替自己辯護。他的辯詞 

(七士53> 主要是説那時候的宗敎分子像其列祖一樣，都是罪人， 「你們 

現在的人與你們的祖宗一樣，常常抗拒聖靈。只是你們比列祖更敗壞； 

他們殺了那些預言彌賽亞的神的使者，但你們卻殺了彌賽亞！」 （徒七 

51_5 3 ，筆者意譯）

領袖們和敵對分子聽了就更加憤怒，於是用石頭將司提反打死，他 

臨終的遺言説： 「主 啊 ，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七60)

C 掃 羅 得 救 （九1-19上 ）

信徒在耶路撒冷受迫害，使他們分散到猶太、撒 瑪 利 亞 ，甚至去到 

大馬色這些遙遠的城市(請參看地圖9.B ) <

掃羅 w 這個狂熱迫害基督徒的頭子，將逼迫的浪潮推到最高峯（八 

1 - 3 ) ;於是神在他面前顯現，把他擊倒在地。布 拉 克 洛 （Blaiklock) 説 ： 

「那瘋狂的迫害者是個痛苦的人，很快便被降服，且注定成為敎會歷史 

上最偉大的人物。」15使徒行傳九章一至十九節上的主題就是關於這位自 

稱罪魁的人那奇妙、神蹟般的悔改經歷。

D 敎會接鈉外邦人（九32至一二25 >

在使徒行傳開頭數章，基督信徒大都是猶太人。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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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敎耆散布圈 地圖9 .B

因為福音是要應驗猶太人的聖經；耶穌及其門徒都是猶太人；耶穌主要 

是向以色列家傳道的。因此門徒理所當然地認為福音大抵是給猶太人 

的 ，外邦人只有透過猶太敎制才可加入敎會。這時神前所未有的強調 

福音乃是給外邦人和猶太人的；敎會的領袖彼得是神給予這指示的最 

合理人選。神如何嘵諭彼得的經過都記在九章三十二節至十二章二十五 

節 。

司提反殉道的那天，猶太信徒就開始分散各處，突破了他們那種根 

深蒂固的排外主義，這亦是神最終要消除的。被聖靈充滿的門徒，必然 

會觸動那些與他們接觸過的人的心，不論這些人是甚麼種族或宗敎。在 

八章一節至九章三十一節，敎會不受限制的擴張就證明了這點；九章 

三 H 節更作了一個勝利的總結。

但神要猶太人清清楚楚地明白福音是普世性的，所以祂帶領門徒經 

歷九章三十二節至十二章二十五節所描述的。這一整段可稱為「敎會接 

納外邦人」 。

H^一章十八節是這一段的鍮節，細閲 一 遍 ，你可有留意到其他類似 

的 經 節 ？

請 注 意 ：外邦人得救恩這問題稍後又再出現，這正是保羅寫加拉太 

書的部分原因，也是第十五章耶路撒冷會議商討的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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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宣敎士保羅（一三1至二一 16)

主後四十七至五十六這十年間，保羅擁有一份特權和責任，透過三 

次傳道旅程，帶領早期敎會的傳福音運動（參圖表9 . 5 ) 。不 過 ，第一和 

第二次傳道旅程之間，一度因耶路撒冷會議而受阻（一五1 - 3 5 )。

保羅傳道旅程描要

行程 日期 區域 哩數 經文(使徒行傳）

1 47-48 小亞細亞東南部 1,500哩 —三1至一四28

2 49-52 馬其頓、亞該亞 3,000-4,000哩 —五36至一八22

3 52-56 小亞細亞西部 4,000哩 -八  23 至二一 16

第十三章是一個新段落的開始。16安提阿取代了耶路撒冷的位置，成 

為行動的基地或敎會的總部；掃 羅 （稍後稱為保羅）取代了彼得，成為 

傳道計劃的核心人物。傳福音至各民族各宗敎成為了敎會的責任；耶路 

撒冷敎會則主要仍是向猶太人傳道。雖然在耶路撒冷、猶太及撒瑪利亞 

等對內的傳道工作仍然繼續；但使徒們還要肩負起向亞洲及歐洲宣敎的 

責 任 。

以下數頁是保羅三次傳道旅程的地圖 和 圖 表 摘 要 ，可以幫助你綜覽 

有關的重要篇章。

傳道旅程注解

1 .  在使徒行傳一章八節，耶穌與門徒分享了向普天下傳福音的計 

劃 ；十三章一節正是實行這計劃的時候。我們可以從經文中看到，首先 

發起這事工的並非掃羅或敎會，而 是 聖 靈 （一三2 ) 。這是神的計劃，也 

是神的工作，宣敎士只是祂的工具而已（參看一四26-27) ^

2 .  保羅是在其傳道旅程中受感寫下部分新約書信的，這明顯是要透 

過神的啟示，將福音基礎信息的解釋、含義更深入地闡 明 。

3 .  路加只是簡單隨便的記載了保羅第二次旅程的結束及第三次旅程 

的 開 始 ，因此讀者很難察覺到新的福音運動已展開。第二次旅程於十八 

章二十二節結束，雖然保羅在安提阿耽擱了一段時間，但在下一節18，他 

已再次動身前往加拉太和弗呂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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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傳道旅程所途經的區域

馬其頓及希臘 小亞細亞西部 ;小亞細亞東南部

2 3 1

^  M 安提阿

4 .值得留意的是：保羅在第二次旅程時，越過小亞細亞西部，集中 

在馬其頓和希臘工作。因此很自然地，他在第三次旅程花上大部分時間 

(三年）在 小 亞 細 亞 西 部 （以以弗所為中心） 。

F 囚 犯 保 羅 （二一 17至二八31)

宣敎士保羅成了階下囚，在使徒行傳餘下的記述中他一直是被囚禁 

的 。路加知道他並非要為保羅寫完整的傳記，故此即使保羅日後有機會 

在更大的事工上事奉神，他也要結束對保羅的敍述。這位醫生作者在聖 

靈的引領下，以囚犯保羅面對的一連串審訊作為結束。保羅曾先後在一 

羣憤怒的暴徒、一個毫無組識的公會，以及一班混亂的領袖面前為基督 

徒 信 仰 辯 護 ，最 後 保 羅 來 到 羅 馬 （二 八 1 4 ) ，得 償 所 願 （羅一 10-11， 

一五22 - 2 4 )。布拉克洛寫道： 「保羅所活的是一個最有意義的生命；當 

他來到羅馬，他一生奔波勞碌所要達到的目標實際上已經達成了 。 」 19 

地圖9.F説明保羅被帶往羅馬時所走的路線（二七1至 二 八 1 4 ) ; 圖表 

9.11是使徒行傳最後幾章的綜覽。

五 、鑰字鑰節
這 卷 書 的 鑰 字 是 作 見 證 ，約 出 現 了 三 十 次 。其 他 的 鑰 字 包 括 ： 

「傳 」 、 「放膽」 、 「猶太人」 、 「希利尼人」 。你綜覽時可有特別注 

意到其他鑰字？

一章八節一直被認為是使徒行傳的鑰節，尤其因為這節勾劃出這卷 

書的地理範圍。你有否發現其他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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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第二次傳道旅程摘要 (徒 一 五 36至 一 八 22) 園表99

主 後 49-52

一五36 一五41 -六 11 -七 1 一七10 一七15 -八 1 -八 18 —八22

安

提

阿

敍 基

利 利

亞 家

每 特

西 羅

亞 亞

緋

立

比

帖

撒

羅

尼

迦

庇
哩

亞

雅

典

哥

林

多

以 該 安

弗 撒 提

所 利 阿

亞

小 亞 細 亞 馬 其 頓 亞 該 亞

預 備 及 受 託 第 一 度 宣 敎 ® 第 二 度 宣 敎 ® 第 三 度 宣 敎 © 回 程

參 與 者

持 鑌 的 時 間

決 定 旅 程 的 要 素

事 工

在 哥 林 多 寫 成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 

後 書 18

重 要 信 息

反 對 的 勢 力  

及 使 人 得 釋 放  

的 事 件

神 蹟 奇 事

屬 靈 果 子

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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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第三次傳遢旅程摘 * ( 徒一八23至二一17) 圖表9.1〇

主 後 5 2 - 5 6

-八23 - A24 -九 1 -九8 -九21 二〇1 -07 二 013 二〇17 二一1 二一16

加

拉

太

及

弗

呂

家

亞

波

羅

保

羅

往

以

弗

所

教

導

及

傳

道

暴

亂

馬

其

頓

及

希

臘

特

羅

亞

往

米

利

都

吿

別

往

耶

路

撒
冷

加 拉 太 及 弗 呂 家 以 弗 所 馬 其 頓 及 希 臘 由 特 羅 亞 往 耶 路 撒 冷

第 一 度 宣 教 第 二 度 宣 教 第 三 度 宣 敎  

©

跟 進 新 的 開 始 跟 進 結 束

大 約 三 年 十 至 十 四 個 月

參 與 者

持 續 的 時 間

決 定 旅 程 的 要 素

事 工 寫 成 了 哥 林 多 前 害

在 馬 其 頓 寫 成  

哥 林 多 後 書 |  

在 哥 林 多 寫 成  

羅 馬 書

重 要 信 息

反 對 的 勢 力  

及 使 人 得 釋 放  

的 事 件

神 蹟 奇 事

屬 靈 果 子

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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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應 用
在這一章裏，我們已提過使徒行傳的各種應用，故此不會再詳列其 

他 的 應 用 。當你回想你做過的綜覽，有沒有甚麼屬靈上難忘的應用？

七 、 溫習題
1 .  路加在何時何地寫使徒行傳？

2 .  他有何寫作目的？

3 .  路加有哪些資料來源？

4 .  試比較使徒行傳及其他新約書卷。為何稱它為關鍵性的書卷？

5 .  使徒行傳前後所經歷的時間有多長？

6 .  使徒行傳的經文可分為哪三大部分？根據這三重結構，你能否記 

起三個大綱？

7 .  使徒行傳在哪幾章記載了保羅的悔改？

8 .  第一至七章的主角是誰？第十三至二十八章的主角又是誰？

9 .  你會如何描繪這卷書中間部分的內容？

10. 保羅三次傳道旅程中，每次的地理路線大致如何？

11. 二 H 章十八節以後，囚犯保羅面對過多少次審訊？

12. 這卷書最後一節經文是甚麼？

八 、 進階習作
以下是從使徒行傳眾多主題中挑選出來的，以作進一步的研究：

早期敎會

聖靈在五旬節的工作 

彼得的生平 

保羅的生平

使徒行傳所引用的舊約經文 

使徒行傳裏的神蹟及禱吿 

對魔鬼的信仰 

崇拜偶像 

個人佈道 

基督徒受逼迫

使 徒 行 傳 ：基 督 牧 會 的 開 展 201

九 、大 綱
使 徒 行 傳 ：基督敎會的開展 

敎會誕生

敎會的工作 

敎會的工人 

敎會的靈洗 

敎會的福音 

教會在試煉中成長 

名望的考驗 

忠心的考驗 

財物的考驗 

堅忍的考驗 

責任的考驗 

恩典的考驗 

敎會被分散

撒瑪利亞人得救 

埃提阿伯太監得救 

掃羅得救 

掃羅第一次傳道 

敎會接納外邦人

彼得見異象改變觀點 

安提阿的差傳敎會 

神使彼得從獄中得釋放 

敎會向海外擴展

第一次傳道旅程 

耶路撒冷會議 

第二次傳道旅程 

第三次傳道旅程 

教會領袖受審

保羅面對暴民及公會 

保羅面對官長

一 1 至二 47 

一 1-14

一 15-26

二 1-21

二 22-47 

三 1至七60

三 1-26

四 1-22

四23至五11

五 12-42

六 1-15

七 1-60

八 1至九31

八 1-25 

八 26-40 

九 1-19上 

九 19下-31

九32至一二25

九32至----18

---- 19-30

一二 1-25 

一三1至二一16 

一三1至一四28 

一五 1-35 

一五36至一八22 

一八 23 至二一 16 

二一 17 至二八 31 

二一17 至二三 30 

二三31至二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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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面對皇帝 二五13至二六32

保羅到達羅馬 二七1至二八31

注釋
1 在 早 期 被傅閲時，本書有幾個書名。其中三 個 最 普 遍 的 是 「使徒行傳 」 （ “Acts of 

the A postles” ，見 於 第 二 世 紀 末 《穆拉多利殘卷》 的正典） 、 「使徒行傳 」 （ “Acts of 
Apostles” ，見於第四世紀的《梵帝岡抄本》及 《伯撒抄本》）及 「行傳」 （“Acts” ，見於 

第 四 世 紀 的 《西乃抄本》） 。

2 即使路加曾以第三身來記述事情，但在使徒行傳裏其他的時間，他無疑是與保羅在 

一 起 的 。 （R ichard B. Rackham，T/ie 〇尸the Apost/es，p . xxvii.)
3 對於這 點的證據，參Rackham，p. x v i。
4 E. M . Blaiklock, Acts o f the Apostles, pp. 12-13.
5 「我們」這 種 敍 述 顒 示 作 者 （路加）是 參 與 其 中 的 一 分 子 （如徒一六1 0 ) 。

6 雖然四卷書是從四個不同的觀點描述，但都是記載同一信息，故此是一個自然的組 

合 。W . Graham Scroggie將四福音與新約其他二十三卷書作如下的比較：

福音軎 使徒行傳至啟示錄

基督 敎會

福音的導言 福音的發展

進入世界 在世界中

為我們賜下基督 基督在我們當中

顯現於歷史的基督 顯現於奥祕的基督

(圖表引自 iCnow Vbur J5ib/e, 2:59)

7 有關基督敎在其他地方的傳播歷史，可參考敎會歷史書，如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的A H/stoiy oftfoe o/'Cftristfaniv，1:86-11 3。Latourette提到一個始於早期敎會有關 

在羅馬地區以外宣敎的傳統••「在基督敎最初的幾世紀裏出現了一個傳統，認為十二使徒已 

瓜分了當時已知的世界。這傳統中有一種主張，認為多馬分得巴非亞為工場，馬太得埃塞俄 

比 亞 ，而巴多羅買則得部分的印度。」 （p . 101)
8 有關路加這護敎目的的討論，請參F. F. Bruce, Cbmmenfa/y on the Booi: o f the A cts， 

頁 17-24。

9 要 進 一 步 研 究 ，請參E. M . Blaiklock, Acts o f the Apost/e s ，頁20-44 °

1 0 若要找一個有完善系統的新約年代表，請研氧 Jam es L . B o y er的JVew T estam en t 
Chronological Chart (revised edition, 1968, Moody Press，Chicago) 的 圖 表 。 Professor Boyer 
也清楚的提供了對於決定新約事件的年份有影響的各因素。

1 1 請閲讀出埃及記二三16 ;利未記二三15-21 ; 民數記二八26 ; 申命記一六1 0、16>17。

1 2 在使徒行傳裏第一次出現敎會（會眾 > 這個詞是在二章四十七節。在 此 之 前 ，這個 

詞在新約聖經只出現過三次：太一穴1 8 ，一八 17 (兩次） 。

1 3 若要對聖經所記的歷史有關神三個位格的特出功能作歸類，則可以説在舊約中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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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的 是聖父，在福音睿中是聖子，而在使徒行傅中則是聖靈。

1 4 掃羅第一次被 稱 為 保 羅 （一個羅馬名字）是在使徒行傅十三章九節。此 後 ，路加常 

常稱他為保羅。 （在二十二章七及十三節、二十六章十四節裏，保羅描述其悔改經歷時用 

「掃羅」之 名 。）稍後會討論這兩個名字的重要性。

15 E. M . Blaiklock, The Acts o f the Apostles, The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1 6 第十二章最後一節可視為第十三章的一部分。

1 7 保羅寫此信是要回應提摩太有關帖撒羅尼迦人的報吿（比較徒一八5及帖前三6 ) 。

18 Berkeley Version及New International V ersio n準確地在十八章二十三節開了新段， 

顯示第三次旅程是由這處開始。

19 E. M . Blaiklock, Acts o f the Apostles, p . 12.



卷 三

信息：

碁督—— 救主♦ 

轚着*要來的君王

二十七卷新約聖經書卷裏，佔了二十一卷是書信。這種包 

含個人特徵的寫作，對於四福音及使徒行傳那歷史性的記述， 

是 _種非常自然的延續。五 旬 節 （徒二章）後 ，基督敎會於第 

一世紀在地理上不斷擴展，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團體與 

個人之間的溝通，通常都是藉着信件的。所有新約書信的共同 

特 徵 ，是作者與讀者之間在基督裏有屬靈上的結合，這是一種 

個 人 的 、親密的關係；所以這些書信成為一個合適的途徑，去 

分享個人的見證及傳達勸勉和命令，也可闡釋福音的重要真 

理 。

二十一卷書信裏，有十三卷是以保羅署名的，稱為保羅書 

信 ；其他的則稱為非保羅書信，執筆的包括彼得、雅 各 、約 

翰 、猶大及無署名的作者（希伯來書） 。

沙 夫 （Philip Schaff) 這樣描述新約的書信： 「比較其他 

經卷或人類的作品|除了福音書外，書信將許多的思想濃縮在 

幾個字詞裏。」書信的主題是耶穌基督，其中的信息是：祂是 

罪人的救主，是信徒的聖者，祂也是有一日將要再來永遠地統 

治祂的國度的君王。這個世界必須熱切地聆聽這信息。

保羅香信

■ 羅 馬 書  

■哥林多前、後書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歌羅西書 

■帖撤羅尼迦前、後書 

■提摩太前、後書 

■ 提 多 書  

■腓利門書

非保羅害信

■希伯來書 

■ 雅 各 書  

■彼得前、後書 

■約翰一、二 、三書 

■ 猶 大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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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及其書信

在新約聖經的敎會事蹟裏，保羅在多方面都被視為一個核心神僕， 

是 「神於基督敎會初期賜予的」1。史 托 克 （James Stalker) 認為早期基 

督 徒 羣 體 「極需要一位天賦異稟的人，他要藉其天才將這羣體併入世界 

歷 史 中 ；保羅就正是敎會所需要的人。」2神憑着祂預知的主權，在適當 

的時候將二者連合起來。

本章的目的是透過查考保羅本人，他的生平、事工及書信，為綜覽 

提供背景資料。

— 、保 羅
以下是保羅的簡介；有關保羅及其工作的更多資料，將會於緊接的 

數 章 中 ，綜覽其書信時看到。至於保羅生平及工作的詳細討論，請參考 

其 他 書 籍 。3

A 名 字

保羅的希伯來名字是掃羅（「求問神」之意） ；他的羅馬名字是保 

羅 （「細小」之意> 。4很可能他從小便擁有這兩個名字，在其書信裏他 

常 自 稱 「保羅」 。要知道新約裏有關這兩個名字的經文，可以參看一本 

詳盡的經 文 彙 編 。翻閲使徒行傳十三章九節，這節是保羅稱謂的轉捩 

點 ；這 節 以 後 ，使徒行傳的作者稱「掃羅」為 「保羅」 。然 而 ，在使徒 

行傳二十二章七節、十三節及二十六章十四節，保 羅 卻 自 稱 「掃羅」來 

描述自己悔改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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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出生的時地

保羅約與耶穌同期出世5 ，生於基利家的大數（參地圖2.C ) 。

C 家 庭

保羅的父親是一位巴勒斯坦商人，擁有羅馬戸籍，是一個嚴守律法 

的法利赛人。保羅的母親大概是位虔誠的婦人，他最少有一個姊妹和一 

個 外 甥 （徒二三1 6 ) 。

D 敎 育

保羅年少時曾學習織帳棚的生意；他畢業於大數的著名大學—— 羅 

馬帝國三所主要大學之一；又曾於耶路撒冷迦瑪列門下受拉比訓練。

E 肄業後

保羅大概在完成拉比訓練後，就到巴勒斯坦以外的會堂工作；他於 

基督升天後不久返回耶路撒冷，且很快成為逼迫敎會的領導人。

F 悔 改

在迫害敎會最高峯的期間，保羅於大馬色路上悔改歸信基督（參看 

徒九1-19上或重溫使徒行傳的綜覽> » 保羅一生與基督、敎會的關係分三 

個 階 段 （早 期 敎 育 ；逼 迫 敎 會 ；領導敎會） ，神在這三個階段都充分顯 

出自己的主權。這點可詳見於後頁之附圖，讀後有何感想？

G 宣敎士作家

保羅許多書信都是在傳道期間寫的。圖表10.1説明這兩種互相重疊的 

工作6 (每一項經文的出處請參閲附錄2 ) 。

H 性 格

研究使徒行傳和保羅的書信，便會發覺保羅是新約基督徒中性格最 

獨特的一位。羅 拔 遜 （A . T . Robertson) 對他的性格有以下的詮釋：

除耶穌本身以外，保羅永遠是基督最首要的代表；是最能解釋基督敎的人； 

也是敎會裏最具建設性的天才。從人的角度而言，他的思想在敎會中成了主 

流 。他是無畏的勇士；是最傑出和最有影響力的宣敎士、講者、敎師；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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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內最特出的殉道者。他從第三層天得悉不可言傳的事情（林後一二4 ) ， 

但卻自謙，認為自己不過是泥造的瓦器而已（林後四7 ) 。他在神的面前向

各人的良心自薦，因為他看到基督福音的榮光，亦為基督的緣故成了眾人的

奴 僕 （林後四3- 6 )。

保羅生平的三個睹段

© © (D

I 受審舆殉道

保羅在羅馬第一次被囚獲釋後（徒二/U 6 - 3 1 ) ，過了四年自由的生 

活 ，又再度被拘禁。他在監裏給提摩太寫了第二封信，信中他預料自己 

不 再 獲 釋 （提後四6 ) 。經過簡短的審訊，保羅按傳統被處斬。史托克想 

像當時的情景，描 繪 道 ：

審訊完畢，保羅被定罪，交給劊子手。他被帶出城外，一羣暴徒緊隨着他。

到了刑場，保羅屈膝跪下，劊子手的砍頭斧在陽光中閃爍。斧刃一落，使徒

的頭顱立即滾到塵土上。罪的醜惡已完全得勢；但它的勝利卻是何等可憐虛 

空 ！……這刻，在永恆之城的門外，保羅受到萬千信徒歡迎。即使在地上， 

他仍是永垂不朽的……在每個安息日千萬敎會裏；每天在無數信徒心裏，他 

仍是能言善辯地敎導他不以為恥的福音。9

二 、保羅的書信
新約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書信佔了大部分篇章（二十七卷中有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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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羅 生 平 璽 要 事 讀 大 網  圖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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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這有別於世上所有的宗敎作品。赫 伯 特 （Hiebert) 將此體裁與舊 

約律法體裁作比較：

新約以書信形式作為啟示的途徑，顯出律法與恩典時代相異之處。在律法時 

代 ，神以直接的權威，將要求寫在律法書上；在恩典時代，神進一步顯明自 

己的心意，藉着充滿愛的書信，指導、勸勉祂的子民。1(1 

保羅的作品—— 二十一卷新約書信中最少有十三卷—— 構成新約的 

大部分內容。u第 十 四 卷 書 （希伯來書）也可能是保羅之作。新約二十七 

卷書已分成三組詳列於圖表10.2。是甚麼組別？

保羅有九封信是寫給七間外邦敎會的（就是加拉太、帖撒羅尼迦、 

哥 林 多 、羅 馬 、歌 羅西、以弗所、緋立比敎會） 。在地圖9.A 找出這些敎 

會 的 位 置 （加拉太是區域，其他則是城市> 。

餘下的四封信是寫給個人的，分別是提摩太、提多和緋利門。他寫 

了 四 封 「監獄書信」 至於希伯來書，不論其作者是誰，都是寫給猶太 

基督徒傳閲的。

保羅書信在新約中並非按成書的先後次序排列的。細心研讀圖表 

10.3，留意新約正典循序漸進的增加過程。你可有發現三個組別的主題是 

如何演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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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約聖經所臚列的保羅書信

正如第一章所言（參圖表 1.2 ) ，新約正典中保羅書信是以主題分類 

排 列 的 ，有 兩 大 組 ：寫 給 地 方 敎 會 的 （羅馬書至帖撒羅尼迦後書> ; 寫 

給 個 人 的 （提摩太前書至腓利門書〉 。每組內的書信是順着篇幅由長至 

短排列的 6 w

(一） 給敎會的信

這些書信敎導敎會應有的體統、制 度 ，與基督元首的關係等；也指 

導敎會認識自己的地位、財 富 、特權和義 務 。

羅馬書是一封有關救恩敎義的基礎書信，自然佔着首要位置。羅馬 

書指出神建立敎會的材料：在罪中失落、無助無望的人；也呈現神如何 

藉袖偉大的權柄，將這些無可救藥的人改變成建造敎會的活石，又以基 

督自己作為房角石。以下是正典的次序：

羅馬書

哥林多前、後書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二） 給個人的信

這些書信的信息特別適用於個別信徒，尤其是基督徒的生活和事 

奉 。其 次 序 是 ：

提摩太前、後書 

提多書 

腓利門書

B 研讀新約書卷的不同次序

( _ ) 正典次序

按照書卷在新約出現的次序，也是本書所採用的綜覽次序。

(二）成書次序

參閲圖表1.1 (整本新約）及圖表10.3 (保羅書信） ，這是按書卷在 

第一世紀出現的先後次序來研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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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摩 太 後 書  6 7

歌 羅 西 害

以弗所害

腓 利 門 1

腓 立 比 書

61

提 摩 太 前 害 62

提多 窖 62

加 拉 太 3 4 8

拈 撒 羅 尼 迦

前 、後書

52

哥 林 多 前 、後書 55

羅馬書 56

組別  背景  書信  主 要 論 題  _ 般目的

保 嫌 書 倌 被 納 入 新 約 正 典 的 進 程  圖 表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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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_ 般類別

這種次序見於圖表10.2 6

(四 ）敎義內容

循這門徑亦有不同的次序，以下是其中一個建議（參圖表10 . 4 )。圖 

表 10.4是結合邏輯次序（從馬太福音至啟示錄，中樞是使徒行 傳 ，保羅書 

信並列兩旁）和 敎 義 的 發 展 （救 恩 、基 督 、敎 會 、末世） 。

1 .  福音的基本事實——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

2 .  福音的再思—— 約翰福音

3 .  福音的延續一 - 使徒行傳

4 .  救 讀 （救恩論）一一

(la)  羅 馬 書 ：得救之路

(lb)  希 伯 來 書 ：拯救者

(2a > 加 拉 太 書 ：藉福音得釋放 

(2b > 雅 各 書 ：福音的推動力

5 .  基督之位格及工作（基督論）——

(la)  以弗 所 書 ：基督與敎會

(lb)  歌 羅 西 書 ：基督與宇宙 

(2a ) 腓 立 比 書 ：基督裏的喜樂 

(2b ) 腓 利 門 書 ：基督裏的饒恕

6• 敎 會 （敎會論）——

(la)  哥林多前書：敎會的問題

(lb)  提摩太前書：敎會的牧養

(lc)  提 多 書 ：優良敎會的特質 

(2a ) 哥林多後書：辯明事奉 

(2b ) 提摩太後書：完成事奉

7 .末 後 之 事 （末世論）——

(la) 帖撒羅尼迦前書1 

(lb> 帖撒羅尼迦後書| 

(2a ) 彼得前書 

(2b ) 彼得後書 

(2c ) 猶大書

基督第二次降臨

基督徒的生活

( 3 ) 啟 示 錄 ：神與基督在寶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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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聖 經 各 書 卷 之 主 要 输 題 圖 表 10.4

神
與

基督
在寶座上

啟示錄

末世論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軎]

基督再來

敎會論

哥林多前香| |哥林多後軎 [

教會的問題 辯明事奉

基督論

以弗所害 腓立比書

基督與敎會 基督裏的喜樂

救恩論

I 羅馬書 加拉太軎 I
得救之路 藉福音得釋放

聖

靈

的

工

作

提摩太前軎 提多害 提摩太後窖

(有關末後之事的敎義）

|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

基督徒的生活

猶大軎

(有關敎會的敎義）

教會的牧養優良敎會的特質完成事奉

|約翰-

團契

(基督之位格及工作）

I 歌羅西書 腓利門窖

基督與宇宙 基督裏的饒恕

(有關救恩之敎義）

I 雅各書 希伯來畨 i
福音的推動力 拯救者

約翰福音 福音的基礎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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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羅書信的主要目的

將保羅書信與福音書、使徒行傳作一比較，就可看出保羅書信的目 

的 。福音書特別強調基督救贖工作的事實；書信則詮釋這些史實，吿訴 

蒙拯救的人應如何過基督徒的生活。在 福 音 書 ，基督宣吿祂來的目的是 

建 立 敎 會 （太一六16 - 1 8 ) ;使徒行傳反映了第一個建立階段的敎會；書 

信則説明敎會是如何建立的，採用甚麼材料，屬於榮耀、奧祕團契的成 

員有甚麼地位、關 係 、特權和義務。

保羅書信顯著的特色是依敎義而衍出勸勉、命 令 。書信中看似簡單 

的義務都是建基於崇高的真理，這真理源自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甚難遵 

行 的 命 令 （如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羅一二1 ) 也視之為合理及理 

所 當 然 的 。保羅書信清楚説明，神會在各方面幫助我們去履行池的命 

令 。

然 而 ，保羅和其他新約書信的作者卻不曉得，他們的書信二千年來 

對信徒的生命影響深廣。一位敎會史家曾這樣評價這些書信：

古代文獻無一可與新約書信比擬……它們是時代的產物，卻切合每時代的需 

要 ；雖於短時間寫成，卻蘊含永恆的真理。除福音書以外，它們比任何人文 

或宗敎著作更言簡意賅；討論是崇高的主題，能挑戰每個人的心靈—— 神 、 

基督、聖靈、罪與救贖、道成肉身、代贖、重生、悔改、信心與善行、聖潔 

的生活、死亡……這一切全展示在微不足道的窮人、無文化的工匠、自由 

人 '奴隸面前。14

三 、溫習題
1. 保羅兩個名字的意思是甚麼？哪個在新約經文中最先出現？

2 .  保羅在何時何地出生？

3 .  描述保羅所受過的敎育。

4 .  耶穌公開傳道期間，保羅做過甚麼？

5 .  保羅有哪些書信是與他的傳道旅程有關的？

6 .  描繪保羅的性格。

7 .  保羅何時離世？

8 .  按以下的類別列出新約的書卷名稱：歷 史 、書 信 、異 象 。

9 .  保羅寫了多少封信？這些書信的時間先後次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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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約所臚列的保羅書信可分成哪兩組？

11. 可依循哪幾種不同的次序研讀新約？

12. 保羅書信有何目的？

注釋
1 Jam es Stalker, The Life o f  St. Pauly pp. 7-8.
2 同 上 書 ，頁8 。

3 Jam es S ta lk e r的 The li/fe o f St. Pau7是一本很出色、精簡的 傅 記 。

4 Bruce寫 道 ： 「作為一 個羅 馬 公 民 ，這位使徒必定有三個名字 ： Praem wnen (指俗

名） ，/lomengenti/e 及 cqg73〇/ne/3 (兩個均指姓） ；而 保 羅 （Paullus) 就是他的 cognom en....
可惜這使徒的prae/iomen 及nomen genti/e 已無法查考。」 （F. F. Bruce, Comm em a/y o/ j the 
Book o f  ActSy p p. 264-65.)

5 這 是 極 有 可 能 的 。主 後 三 十 三 年 （司 提 反殉道 > ，保 羅 是 個 「少年 人 」 （徒七 

5 8 > ，而在主後六十一年，他 稱 自 己 是 位 「有年紀」的 人 （門9節 > 。

6 圖表上有一部分是大概的年份。

7 有人認為加拉太書是在較後期才寫成的，可能是主後五十六年，大概是在第三次傅 

道 旅 程 之 後 。

8 A. T . Robertson, Epochs in the Life o f  Paul, p . 4.
9 Jam es Stalker, The Life o f  St. Paul, p . 143.
10 D . Edmond H iebert,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Pauline Epistles t p . 14.

1 1 當 然 ，保羅在其一生中也寫了別的書信，但那些都不是正典，只有由聖靈默示而寫 

的才成為新約的一部分。

1 2 這些信都是保羅在羅馬第一次被囚時寫成的。提摩太後書是保羅的「遺書」 ，是他 

寫於第二次被囚時期。

1 3 這個次序有一處例外，因為加拉太畲比以弗所書稍短。我們不知道這種按篇幅長短 

的次序對正典初期形成的過程有甚麼影響（不論它是在甚麼時候形成的> 。

14 Philip Schaff, History o f  the Christian Church, 1:740-41.

第十一章

羅馬書：神對罪人的救贖

羅馬書是保羅的傑作，是開啟通往聖經豐富寶藏的鑰匙。研讀過這 

封信的人，都會發現其價值難以言喻的。髙 拿 烈 治 （Coleridge) 形容此書 

為 「現存最深奧之書」 ；歌 德 （Godet) 認 為 是 「基督敎信仰的柱石」 ； 

路 德 （Luther) 評 它 為 「新約純正福音最重要的部分」 ；湯 馬 士 （Griffith 

T h o m a s ) 認 為 「透徹研讀此卷書就是一種神學敎育」 。

羅馬書獨特之處並不在於記載了與別不同的福音或薪新的敎訓；而 

是它 清 楚 、全面的講述基督救贖福音的基礎，使人不會對福音各重點含 

混 費 解 。擧 例 説 ：羅馬書吿訴我們罪人如何能與創造主、聖潔的神復 

和 。神計劃透過一封書信，詮釋耶穌宣講的真理，解明給世人知道，保 

羅正是這位被揀選的作者，要寫成這封羅馬書。神的子民靠着聖靈的指 

引 ，將這卷最長的書信放在新約書信的首位。

一 、讀前準備
為了鑑別羅馬書在聖經中所佔的重要位置，我們先要明白墮落的人 

類毫無公義，正如人類歷史所揭露的一樣。

回顧聖經第一卷書至羅馬書的人類道德歷史，可見人類在公義的事 

上 是 （恒常都是）完全失敗的。亞當在伊甸園被試探時已證明他是個失 

敗 者 ，其 後 裔 亦 不 斷 地 重 蹈 覆 轍 f世人都犯了罪」 （羅三23) ; 「沒 

有 義 人 ，連一個也沒有」 （羅 三 1 0 >。

從亞當到亞伯拉罕，神一直都耐心地對待世人，呼顳人返回祂憐憫 

之 下 ；一次又一次的賜給他們機會，讓人去選擇祂和祂的道路，尋求祂 

的 心 意 。可是世人 拒 絕 神 ，結果招致全盤失敗—— 甚 至 神 也 「任憑他 

們 」 ，讓 他 們 繼 續 行 惡 （羅一2 4 、2 6 、2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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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神試驗以色列國的猶太人，就是創世記第十二章至瑪拉基書所 

敍述的事。神供應以色列人一切，好讓他們有絕對的機會去選擇神公義 

的 道 路 ，包 括 ：特別的權利、正確的指引、不可思議的啟示、超自然的 

護 蔭 、無可比擬的盟約和應許。但結果是再一次徹底的失敗，以色列人 

甚至選擇將主耶穌釘死在十架上，又拒絕聽從聖靈藉使徒所説的話，於 

是神棄絕他們，將他們分散全地，讓他們繼續在愚昧黑暗中流離。

神透過羅馬書向全人類，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説話，表明人雖然無 

法達到聖潔的神要求的公義標準，但人類可以因對神公義兒子的信心， 

得着袖賜給世人的公義禮物，亦是人類現在和將來的唯一希望。

二 、背 景
A 作 者

根據羅馬書一章一節，相信保羅乃此書作者。注意保羅在這節如何 

從三方面確證自己的身分，然後用你自己的文字記錄下來。有關保羅的 

生平資料詳見於使徒行傳。

B 寫作日期

此書是主後五十六年，保羅於第三次傳道旅程快結束時在哥林多寫 

成 的 。

C 主後五十六年的羅馬城

保羅寫此信時，羅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 重 要 的 城 市 （估計人口 

為一至四百萬） 。尼祿王剛登基治國（約主後五十四至六十/V年） ，基 

督徒還未受到迫害。這城混雜着一般大城市的特色：財 富 、貧 窮 、資本 

主 義 、奴隸制度、本地公民、外地來客、宗敎信仰、世俗主義等。羅馬 

城住着不少猶太人，約有十二間會堂。赫 伯 特 寫 道 ： 「在各猶太會堂 

裏 ，漸漸有些外邦人主動歸信基督，這 些 『虔敬者』使羅馬城和國內其 

他地方成為一塊宣揚基督敎的沃土。」1

D 原來的對象

這信是寫給羅馬眾聖徒的（羅一7 ) ，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外邦人 

可 能 佔 大 多 數 （參一 1 3，二 1 7 ) ，他們是從地中海各地遷徙到羅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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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無 疑 問 ，他們有些是在保羅和彼得巡迴佈道時引領信主的；有些也許 

是五旬節當日適逢在耶路撒冷「從羅馬來的客旅」 （徒二1 0 ) ，後來把 

基督的信息帶返羅馬。保羅寫此信時還未到過羅馬敎會。

E 寫作動機輿目的

保羅寫此信有幾個動機：要吿訴羅馬的基督徒他即將到訪的計劃， 

並且呼顯他們資助他前往士班雅（羅一五2 3 - 2 5 ) ;他又指導他們有關救 

恩和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真理，好為他將來到訪作準備。保羅寫此信背後 

的 目 的 ，就是要替福音作穩固的詮釋；二千 年 來 ，敎會的歷史亦證明了 

神的旨意已成就。2

三 ' 綜 覽
A 綜覽準備

1 .  要 緊 記 ：每一卷書都是由不同部分組成的。較早時我們曾運用以 

下的名詞去代表不同部分：

(a > 小 段 ：由幾個句子組成（通常是經節 > ，構成一個思想單位， 

如羅馬書九章一至五節。

(b > 大 段 ：由 幾 個 「小段」組 成 ，一大段可以是一章，然而長短各 

有 不 同 ，如羅馬書二章十七節至三章八節。

(c) 分 組 ：由 幾 個 「大段」組 成 ，如羅馬書一章十八節至三章二十

節 。

(d > 分 部 ：是一卷書中最大的單元，例如羅馬書分四部分：序 言 、 

敎 義 、實 踐 、結 語 。這點稍後會再作討論。

2 .  速讀羅馬書一次。這封信有多少章？有沒有一章特別長的？信中 

第一個和最後一個詞是甚麼？保羅是否常引用舊約經文？

B 第一次讀

將羅馬書逐章略讀一次，不必細閲每一個字，但要留意每章的首節 

和 末 節 。第一次綜宽不要像分析經文般躭搁太多時間，否則十六章經文 

一下子壓下來，會使你失去繼續綜覽的興趣。你可有發現重複的詞語， 

尤其是每章的第一節？整卷書是否有一種氣氛瀰漫着？抑或是氣氛不斷 

地 轉 變 ？第十六章與其他各章在內容上有何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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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逐段觀察

現在參看圖表11.1 (羅馬書綜覽圖表） ，這卷書可劃分成二十大段。 

除了一章十八節、二 章 十 七 節 、三 章 九 節 、三 章 二 十 一 節 、九章三十 

節 、十二章九節、十五章十四節外，每段都是由每章的第一節作開端。 

在你的聖經裏給每段畫個記號，作為綜覽的基本分段。然後略讀每個段 

落 ，並定出標題，你可以随便用個方法將這些標題記錄下來。

現在你對羅馬書有沒有新的印象？有否發現甚麼鑰字？

D 羅馬書的結構

現在根據內容或任何轉捩點，找出各分段的組合。在你還未擬定自 

己的大綱前，請勿參閲圖表11.1的 大 綱 。即使你未能寫出一個完整的大 

綱 ，但你在獨立分析上所花的時間是值得的，因為當你嘗試發掘保羅是 

如何撰寫那些真理，你便會更透徹的了解他寫了甚麼。這就是尋索這卷 

書 的 結 構 （或組織）的 方 法 。

略讀羅馬書二十個大段落，解答下列問題：

1. 第一段的內容講甚麼？它如何產生序言的作用？

2 .  保羅的書信大多都是結合敎義性和實用性的。哪一類在羅馬書先 

出 現 ？哪一處開始強調第二類的信息？開展第二類信息的句子如何為後 

來的內容提供伏線？

3.  末 後 兩 段 （一五14>33，一六1-27)是這卷書的結語。它們怎樣總 

結 這 封 信 ？最後三節説些甚麼？

4 .  你已看過這卷書的四大部分，就是序言、敎 義 、實 踐 、結 語 。從 

圖表11.1找出它們的位置。

5 .  保羅在信裏哪處地方特別多提及罪、審 判 、稱 義 、以色列？

6 .  將一章十八節至十一章三十六節經文內容相近的段落組合起來。 

這 些 組 別 稱 為 「分組」 。你能否從分組的排列看出敎義內容上的邏輯脈 

絡 ？若 果 可 以 ，這敎義是甚麼？

7 .  未參閲圖表11.1的大綱前，多看幾遍羅馬書的各個分段及分組。

E 綜覽圖表

圖表11.1顯示序言分成三部分：問候語、個人見證、主題介紹。試從 

經文找出這幾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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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十一章的內容主要是敎義性的，保羅在這幾章裏陳述福音的重 

要 真 理 。這些經文主要涉及哪些敎義？這 部 分 （一 18至—— 3 6 ) 是如何 

作 結 的 ？這部分的結束是否暗示將出現另一主題？

餘 下 的 幾 章 （第十二至十六章）主要都是賁用性的，保羅指出信徒 

應如何實踐他在第一至十一章所敎導的真理。參考腓立比書二章十二至 

十 三 節 ，看看保羅如何講述關於「作成得救的工夫」 。

一章十八節至十一章三十六節在主題方面呈現逐漸提升的進程（如 

圖表箭嘴所示） 。這進程始於神的憤怒（聖潔的神譴賁罪惡> ，終於神 

的 榮 耀 （事奉之目的是使神得榮耀） 。細閲大綱的其他部分，看看是否 

符合這進程。從十二章一節至十五章十三節的經文中，找出基督徒事奉 

的最終目標。

即使基督敎信仰的實踐包含了許多微不足道的任務，但聖經對實踐 

信仰卻予以髙度評價。請留意基督徒的事奉是如何始於他完全的委身 

(―二1 - 2 ) ，並且終於神至高的榮耀（一五8 - 1 3 )。在這兩段經文之間 

記載了保羅的吩咐和勸勉，現在先將兩段經文閲讀一遍。

細看圖表底部以罪使人滅亡為開端的三重結構。這大綱也可分成： 

救恩之需要性、救恩 之 路 、救恩之果效。

有人認為九至十一章是後來加插的，因為這幾章討論的對象是一羣 

特別的民族：以色列人；但在九至十一章前後，保羅談論的都是關於所 

有民族和所有基督徒。然而羅馬書的其他部分，如開首幾章也曾論及猶 

太 人 ；外邦人這課題在九至十一章也很特出。圖表11.1的大綱將這三章視 

作保羅主題的重要部分，而非後補的。這點在稍後於羅馬書要旨部分會 

再作討論。

細閲圖表11.1的其他大綱，務求對羅馬書有一全面的概念。其中最容 

易記得的大綱是罪、救 恩 、成聖…… 。你以為各分組的內容説甚麼？試 

將這些主題與你自己的分段標題作一比較。

四 、要 旨
A 全 世 界 的 人 被 定 罪 （一 1 8至三2 0 )

羅馬書的主旨是因信基督得拯救（一 1 6 - 1 7 )，但保羅開首先指出為 

何人需要救恩：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被判永死。羅馬書的第一個分段可 

分做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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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被定罪 一 18-32

自以為義的人被定罪 二 1-16

猶太人被定罪 二 17至三8

全世界的人被定罪 三9-20

1 .  外 邦人被定罪（一 1 8 - 3 2 )。外邦人是否會滅亡？ 一生從未聽過或 

讀過救恩信息的人被永遠定罪，是否公平？類似這樣的問題，都可以在 

這些經文裏找到答案。保羅堅定地宣稱：神對那些不接受福音的罪人會 

發 義 怒 ，因為祂已透過人的良心（一 1 9 ) 和 大 自 然 （一2 0 ) ，使人有足 

夠的知識來明白祂，虔敬地崇拜和順服祂。若然人仍是拒絕敬拜和服事 

祂 （一2 1 - 2 3 )，神便會放棄他們，任憑他們偏行己路（一 24> 2 6 >，這道 

路最終會引誘他們掉進可怖的邪惡深淵，正如二十六至三十二節所描述 

的 。我們應該明白，神發烈怒是因為祂痛恨罪惡，而不是痛恨罪人。

一章二十八至三十二節是全段的總結，描繪人被神三重「棄絕」後 

的悲慘境況。第三十二節是整段的高潮：犯罪的人明明知道這些罪是會 

招致滅亡的，但他們還鼓勵別人去作，甚至為此感到高興。

這是外邦世界中一幅黑暗、痛苦的圖畫……是一幅人類拒絕神的真理後不再

被神的恩典圍繞、墮落沈淪的圖畫。這正是保羅高舉福音，渴望能到羅馬宣

講的原因。這幾節聖經提醒今天的基督徒讀者，趕快傳揚福音—— 因它是人

類唯一的希望。3

外邦人在神的眼中被定罪，不是因為他們忽視神，而是因為他們對 

神光照的反應是拒絕、忘 恩 、自負、傲 慢 、行 惡 。他們的敗行是無可推 

諉 的 。

2 .  自以為義的人被定罪（二 1 - 1 6 )。此處自以為義的道德家是指律 

法 主 義 者 ，他們相信神接納的生活方式是熱心去幹他們認為道德上無誤 

的 事 ；可是只有絕對公義、公 平 、美善 的 神 ，才是正確判斷的源頭。神 

以其標準宣吿：這些自以為義的道德家被定為有罪。

3.  猶太人被定罪（二17至三8 ) 。這裏所講猶太人的罪，是指他們空 

有宗敎外貌而沒有內在的屬靈生命。這些宗敎主義者藏身於宗敎禮儀背 

後 ，願為那些徒有外表的崇拜付上任何代價。

4 .  全世界的人被定罪（三9 - 2 0 ) 。保羅先明言世人都犯了罪（三9- 

12> ;這罪不但無藥可救，而且是公然反抗神（三 1- 1 8 ) ;最後他清楚地 

記下這 裁 決 ： 「世人在神面前都定為有罪！」 （參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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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幾節，他不單宣吿神對罪人的最後判決，更宣布所有人都是 

無助無望的。保 羅 指 出 ，不論是刻在石版上或心版上的律法（二 1 5 )都 

不能拯救罪人；人一定要循律法以外的途徑才可稱義。保羅在稍後的兩 

章 經 文 （三21至五2 1 ) 會繼續申述這律法之外的途徑。人類經診斷後發 

現其致命傷是人不能 行 善 （三 1 2 ) 。人心都是不公義的，人也沒有能力 

達到公義。往後幾章所記的是治療的方法，吿訴罪人如何可以獲得一顆 

公義的心。這位聖潔而滿有恩典的神，不單替人診病，更提供治療。

B 稱 義 （三 21至五21>

在神面前全世界都有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 的 榮 耀 。

「但 如 今 ，神已向一切相信的人顯明一個與祂和好的方法，就是信靠耶 

穌基督」 （參三2 1 - 2 2 )。4這就是羅馬書第二分段闡明的好消息。

保羅所寫的，是神使罪人得稱為義的恩典，他的思想脈絡如下：

界定稱義 三21-31

闡述稱義 四1-25

稱 義 的 果 子 五 1-21

保羅還寫了其他三項與稱義有關連的敎義，下面是這四項神聖工作 

的 定 義 （請參閲列擧的經文> 。

1. 稱 義 （三2 4 、2 6 、2 8 ) 。神稱信耶麻基督的罪人為義，這人在神 

面前有義人的身分。

2 .  救 讀 （三2 4 ) 。基督的救贖乃是獻上自己的生命作為贖價，為 

要 ：①使人從律法的懲罰、罪惡的權勢、撒但的轄制中得釋放；②使人與 

神建立新的關係，使他在基督裏有新生命。

3 .  挽 回 祭 （三2 5 ) 。挽回祭並非由人去平息神對罪惡的怒氣，而是 

神滿有恩慈的為人預備赦罪的途徑（參來二1 7 ) ，並靠着基督寶血的流 

出得以實現。請讀希伯來書九章五節，注意經文提到的施恩座。舊約時 

代 ，大祭司向施恩座灑血，為罪民的罪獻祭。希 臘 文 的 「施恩座」與羅 

馬書三章二十五節的「挽回祭」是同一個字。

4 .  赦 免 （三2 5 ) 。赦 免 （remission) 這 個 字 在 新 約 （英王欽定譯 

本 ，K J V ) 出現了十次，都 是 跟 罪 （sins) 字連在一起用的，例如赦罪

(remission of sins) 。赦罪就是靈性上的罪得塗抹、寬 恕 、 「逾越」 ， 

是 因 寶 血 流 出 而 成 就 的 （參來九2 2 ) 。基 督 「把 自 己 獻 為 祭 ，好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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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來九26下） 。

現在參考以上各詞的定義，閲讀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一遍，觀察 

基督為罪人所作的四項工作之間的關係。5人類因犯罪被神判定有罪，現 

在有一個好消息，就是神施恩將祂的兒子獻為祭，抵償罪的刑罰。任何 

信耶穌基督的人便算為義，又可 獲 得 永 生 。亞 伯 拉 罕 信 神 ，他的信心 

(不是工作、宗敎或律法）就被算為他的義。神接納罪人，正如接納亞 

伯 拉 罕 一 樣 （四2 4 ) ，又賜給他許多稱義的果子，包 括 永 生 、喜 樂 、仁 

愛 （五 1 - 2 1 )。

C 成 聖 （六 1至 八 39>

對每位信徒而言，成聖是其中一項最實際和最重要的敎義。成聖乃 

是神在信徒生命裏三個時期（過 去 、現 在 、將來）分別所做的工作。成 

聖由信徒得救那刻開始（過去> ，因信基督而在身分上成為聖潔（參林 

前一2 、3 0 ) ;這種經歷在他以後的生命中不斷增添（現在） ，神在祂心 

中 作 工 ，使他越發有基督的樣式；到被提那日，與主面對面相見、有像 

主 的 樣 式 時 （約査三2 ) ，成 聖 便 完 全 了 （將來） 。

在信徒今天的生活裏，成 聖 包 括 ：脱 離 罪 惡 （消極方面）和分別為 

聖 （積 極 方 面 ）的 敬 拜 和 事 奉 神 。這三章主要是討論現在階段的成 

聖—— 得勝的基督徒生活。為方便研究，可將經文分成三部分，請參考 

圖表11.2。

得勝的基督徒生活(羅六至八章） 圖表11.2

六1
原 則

七7
實 踐

八1 八39
力 量

關 鍵 主 題 降服 自我 聖靈

1.基督徒生活的原則（六 1至七6 ) 。犯罪是基督徒生活中最基本的 

問 題 （其實罪的問題在得救時已經一次過解決了） 。保羅在六至八章談 

及罪的問題，以及日常生活中使基督徒犯罪的誘惑。在六章一節至七章 

六 節 ，他訂下了基督徒每天生活的原則：

(a ) 雙 重 身 分 （六 1 - 1 1 ) 。基督徒對罪惡是已死的；對神卻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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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鍵的概念是死亡與活着。

(b > 新 的 服 役 （六 12 - 2 3 )。現在基督徒是義的奴僕。關鍵的概念 

是從前與現今。

(C) 完 全 得 釋 放 （七 1- 6 >。基督徒已從舊生命（律法的控訴）中得 

釋 放 ，進 入 新 生 命 （受聖靈的督導> 。關鍵的概念是新與舊。

2 .  基督徒生活的實踐（七7 - 2 5 )。重生 之 前 ，基督徒所承受的只是 

亞當老我、腐敗的本性；重 生 之 後 ，神授予他一個新的、神 聖 的 、屬靈 

的 本 性 。這兩種並存的本性使他遇着引誘時產生內心衝突。七章十四至 

二十五節如何描繪這衝突？得勝的關鍵是甚麼（七25> ?

3 .  基督徒生活的力量（/U - 3 9 ) 。基督徒可以靠着聖靈的能力，在 

每天的屬靈爭戰中得勝。留意這一章提及有關聖靈的許多真理。

今 天 的 勝 利 （八 1 - 1 7 )、將 來 的 榮 耀 （八 18 - 3 0 )、與神永恆的契合 

(八3 1 - 3 9 )，都是神在信徒心中的成聖工作所帶來美滿的果子。

D 以 色 列 （九1至—— 36)

為了使救恩的論説更完備，保羅也講述以色列人的救贖。這是有需 

要 的 ，因為差不多整個舊約歷史（從創世記第十二章開始）和許多新約 

內 容 ，以色列一直都是神特別關注的對象。此外還有一件事實，就是神 

與以色列已訂立一個永恆不變的約。

保羅在九至十一章特別講論整體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而不是個人， 

因為在一至八章，他已談論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個人得救問題，所以現在 

可以多着墨於比較真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得救。

圖表11.3説明這部分的大綱，請依照大綱閲讀經文。

神在拯救猶太人及外邦人上的主權 圖表n .3

九1
導言

九6
神的主權

九30 -021
人的責任 “ 目的

—— 30 —— 36
結論

保羅關心以色列 (對 於猶太 人及外 邦人 ） (猶 太 人 及外 邦人）
對以色列 

(與 外 邦 人 有 關 ）
神對全人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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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論及猶太人 圖表11.4

過 去  ----- — ► 現 在  —— — ► 將 來

(以色列被揀選）
(九。29)

(以色列被拒絕）
(九 30 至一 021)

(以色列被接納）
(一一1-29)

保羅在九至 i^一章按照不同時期來論述猶太人，如圖表11.4所示。 

保羅在這三章經文裏指出， 「神的主權是神過去對待以色列的關 

鍵 ；神的救讀是神現在對待以色列的關鍵；神的信賁是神應許以色列的 

關 鍵 。」6

保羅循序漸進地表達他對以色列的情感，可以從三處經文轉接的地 

方 看 到 ：

1. 難過—— 「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 （九2 ) 。

2. 渴求一— 「我 心 裏 所 願 的 ，向 神 所 求 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 O L ) °

3. 盼望—— 「神並沒有棄絕祂預先所知道的百姓」 （一一2 ) 。 

神還未完成祂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作的工。神現在拒絕他們，既不是

完 全 的 （一一1 - 1 0 )，也 不 是 最 終 的 （一一11 - 3 2 )。以色列人的幾分硬 

心 仍 會 持 續 ， 「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 25 ; 參看徒一五 

1 4 - 1 8 ) ;那時基督必定再來救拔以色列（—— 2 6 - 2 7 )。

圖表11.5顯示以色列與現今敎會時代的關係。

以色列與敎耆時代的關係

主再來

圖表11.5

以色列的過去(被揀選）
( 敎會時代

以色列的將來(被接納）

以色列的現在(被拒絕)



2 2 8 新 約 精 览

基督徒在實踐上 

出現問題時的立場

神的榮耀
基督徒 

奉獻自己

五 、主題與鑰字鑰節
A 主 題

羅馬書的中心主題是神將公義賜給那些相信主耶穌基督的罪人。哪 

些重要的真理與此主題有緊密的關係？圖表11.1的標題反映出這個主題： 

「神給罪人的救恩」 。

B 鑰 字

羅馬書有很多重要的詞語，以下是保羅常用的：律 法 、義 、信 、相 

信 、罪 、死 、肉 體 、眾 人 、在基督裏、聖 靈 。請加上自己觀察所得的其 

他 鑰 字 。若想知道這些字在羅馬書出現了多少次，可參閲一本詳盡的經 

文 彙 編 。

C 鑰 節
由於一章十六至十七節出現了若干鑰字，故此這兩節可視為羅馬書

E 基督徒的言行（一二1至一五13)

圖表11.1中賁踐的部分，有許多關於基督徒每日言行的寶貴勸勉和命 

令 。參照圖表11.6的 指 引 ，研讀每段經文。

基督徒亊奉的實践(羅 一 二 1至 一 五 13)  圖 表 11.6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基督徒弟兄

51
基

督

的

榜

樣

(
順

服

)

I|

愛

的

原

則

(
關

懷

)

自

由

的

原

則

(
忍

耐

)

光

明
的
兵
器

對

愛
的
態
度

順
服
掌
權
的

對
別
人
的

賁

任

事
奉
的
恩
賜

導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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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鑰 節 。你綜覽的過程中有否觀察到其他鑰節？

六 、 應 用
將你觀察所得，可以實踐於日常生活的應用記錄下來。對於信徒能 

過討神喜悦的生活的力量，這封信保證了甚麼？

七 、 溫習題
1. 保羅在一章一節中從哪三方面介紹自己？

2 .  羅馬書寫於何時何地？寫 給 誰 ？

3 .  保羅為何要寫此信？

4 .  羅馬書共有多少章？請説出主要的四部分。

5 .  從哪章哪節開始是實踐部分？

6 .  請填寫這卷書的大綱：

罪 •* _________ ' •* ' 〇

7 .  哪句鑰節可以代表羅馬書的主題？請用你自己的話語説明這主

題 。

8 .  説出羅馬書的五個鑰字。

9 .  羅馬書哪一部分是關於以色列的？為何這封信要討論這課題？

10. 何 謂 稱 義 、救 贖 、挽 回 祭 、赦 免 、成 聖 ？

八 、 進階習作
1 .  重溫整卷羅馬書，列出其中 的 敎 義 （如稱義） 。

2 .  運用其他資料，研讀聖經中有關以色列的預言，特別是有關末日

的 。

九 、大 綱
羅 馬 書 ：神對罪人的救贖 

序言 

敎義

一 1-17

一 18 至----36

一 18至三20 

三21至五21 

六 1至八39

聖潔的神譴責罪惡 

神的恩典使罪人稱義 

神的權能使信徒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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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主權拯救猶太人和外邦人 九 1至----36

―二 1至一五13

—二 1-21

寘踐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基督徒弟兄

一三 1-14

一四1至一五13 

一五14至一六27結語

注釋

1 D . Edmond Hiebert,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Pauline Epistles y pp. 166-67.
2 保羅沒有在信裏討論所有的敎義，這點可從他絕少論及敎會及末世論中看出。

3 Charles R . Erdm an, The Epistle o f Paul to the R o m an s, p . 31.
4 F. F. Bruce, The Letters o f Paul, p. 191.
5 KJV翻 譯 為 「赦免」 （“remission”）的希臘文字在NASB被 課 為 「逾越 」 （ “passed

6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Rom ans t p . 143.

第十二章 

哥林多書信
哥 林 多 前 書 ：_ 間地方敎會的問題  

哥 林 多 後 書 ：保羅的使徒職分

新約正典中，哥林多前後書雖然列在羅馬書之後，但其成書時間卻 

比 羅 馬 書 早 （參圖表 1. 1) 。它們在正典中的次序顯示出內容主題的重點 

是漸進地發展的1。參閲以下圖表。

耶酥基督的福音

新 約 的 次 序 重 點

福 音 軎  使 徒 行 傳 歷 史 事 實

羅 馬 書 詮釋

哥 林 多 前 、後書 應用

羅馬書詮釋歷史書裏的事實，哥林多前後書則應用這些詮釋。從另 

一 角 度 看 ，哥林多前後書的重點是敎會，敎會是救恩的成果，而救恩正 

是羅馬書的重點。

一 、讀前準備
A 保羅的旅程

重溫保羅的傳道旅程和他撰寫新約書信的工作（見第十章> 。這有 

助我們了解哥林多前後書寫成的時間，糾正我們以為成書時間比羅馬書 

遲的觀念。

B 地方敎會

哥 林 多 前 後 書 （特別是前書> 集中討論地方敎會的運作。請翻查一 

本詳盡的經文彙編，找出教會這個詞出現了多少次。反省敎會在神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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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裏的重要性。新約聖經有三種不同形式的敎會：

1 .  無形的敎會—— 所有的信徒，不論活着的或死去的，都同屬基督 

的 身 體 （請讀弗一22-23，五2 3 、2 5 - 2 7 )。

2 .  整體的有形敎會—— 同一個時代的所有信徒（徒八3 ，比較九31的 

「各處的敎會」） 》

3 .  有形的地方敎會—— 在同一處地方敬拜的信徒團契（如哥林多敎 

會 ，林前一2 ) 。許多人的名字可能記在敎會登記冊上，但他們卻不是信 

徒 （參看啟二至三章） 。

一間地方敎會，例如哥林多敎會，是一個聚集某地信徒的團契，是 

無形敎會外展的有形工作。清楚了解何謂無形敎會及她的組成，這是很 

重 要 的 。請讀哥林多前書十章三十二節，注意經文提及的三種人：猶太 

人 、外 邦 人 、神的敎會。2上述三種分類，可見於圖表12.1。3在以下的討 

論 中 ，請參閲此圖表。

人類種族的源流 圖表12.1

早期的人類沒有像猶太人、外邦人等的界別。亞當的後裔都屬一家 

人 ，都 是 「人的兒女」 ；神向整個人類説話，希望所有人都聽從祂、與 

袖 契 合 。但是人類大都拒絕神，只有寥寥幾個願意跟從祂。人堅持按自 

己的心意行事，不肯遵守神的旨意，變得完全反叛、不 服 從 神 ，於是神 

讓他們偏行己路。

大概在主前二千年，神在芸芸眾生中挑選了一個人—— 亞伯拉罕。 

神從亞伯拉罕建立國度，他的後嗣成為神的選民，是神特別的代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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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他們或透過他們説話、作 工 。圖表12.1最上的一欄代表亞伯拉罕的 

後 裔 ，即猶太人或以色列人；最底的一欄代表外邦人，即其他民族。

並非所有猶太人都是信徒，正如不是全部外邦人都是不信的一樣。差 

不多二千年的時間，神一直耐心地對待祂揀選的以色列人，希望他們不僅 

僅是一羣服從祂、代表祂的遺民。即使有個別以色列人願意服從神，但整 

個以色列國都不斷拒絕祂。這個國度變得腐敗反叛，以致神容讓他們在自 

選的道路上任意妄行。這情況就跟亞伯拉罕以前的人類一樣。

最後神差派祂的獨生子來到人間，拯救失落 的 罪 人 （不論是猶太人 

抑或外邦人） ，並且建立一羣全新獨特的子民，即 敎 會 、基督的身體 

(林前一二2 7 ) 。無形的敎會由重生的男女、孩 童 組 成 ，他們接受耶穌 

基督為救主，並領受從神而來的屬靈本質。

基督受死、復 活 、升天後不久，聖靈從天降臨，居住在敎會首批成 

員的 內 心 ，賜力量給他們。最初的時候，耶路撒冷的信徒一起敬拜神， 

形成一個地方敎會。其後有些人遷移到別的城市，在那裏建立地方敎 

會 。全部的地方敎會加起來就組成一個整體的有形敎會，就是今天神在 

地上的代表，神透過她向不信的猶太人和外邦人説話。

二 、背 景
昔曰的哥林多敎會與今天的大城市很相似，是著名的、繁榮的世界 

商 業 中 心 。哥林多的第一間敎會與今天許多大城市的敎會有極相似之 

處 。在綜覽哥林多前後書之前，請先想像一下兩封信的背景。這樣你便 

會 發 現 ，要將信裏的敎訓應用到二十世紀是既輕易又自然的。毫無疑 

問 ，這信不單是寫給某時代的某地方敎會，而是寫給每個時代、不同地 

方的所有基督徒。

A 哥林多城及當地居民

主後五十年，保羅於第二次傳道旅程中首次到訪哥林多城；堂皇的 

建 築 物 、頻繁的商業活動，一定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個希臘城市不 

但被公認為羅馬帝國的商業中心，更是有利保羅宣揚福音的戰略據點。 

下列的描述會幫助你明白保羅在哥林多城內的所見所聞和經歷。 

( _ ) 名 稱

希臘文名稱尺01*出0 5的 意 思 是 「裝飾品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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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 理

從地圖12.A 可以看到哥林多位於亞得里亞海和愛琴海之間四哩闊的 

地 峽 上 。4義大利和小亞細亞之間的貨船可途經哥林多，避過希臘南端一 

段危險的航道。細小的船隻可以利用路軌橫越地峽；較大的船隻可將貨 

物轉往在東面港口等候的運輸船。5

哥林多的地理 (包括哥林多灣及運河） 地圖12.A

(三 ） 歷 史

哥 林 多 城 的 歷 史 是 環 繞 兩 件 事 發 展 的 ：① 羅 馬 將 軍 蒙 美 奧 斯  

(M u m m i u s ) 在主前一四六年摧毁了舊城；②該撒猶流於主前四十六年 

重 建 此 城 ，成為羅馬殖民地。保羅第一次到訪時，新城有多少年歷史？

(四 ） 人 口

此城當時大概有十萬至七十萬居民，夾雜不同種族的人（羅 馬 人 、 

希 臘 人 、東方人等） ，大部分都是居無定所的（如 海 員 、商賈）及為奴 

隸 的 。

(五 ） 政治地位

哥林多是羅馬殖民地，亞該亞省的首都。保羅到訪時，迦流是該省 

的 地 方 官 （徒 一 八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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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道德情況

新約時代的哥林多新城仍保存了舊城墮落的風俗，例如亞富羅底特 

神 6 (即 美 貌 與 愛 情 女 神 ） 的 廟 內 還 有 妓 女 祭 司 獻 祭 。希 臘文  

Xorint/iiazomai ( 「哥林多化」的意思）後 來 演 變 成 「通蒸」之 意 。一位 

作者形容哥林多為「海員的樂土、酒鬼的天堂、貞節婦人的地獄」 。7

(七） 活 動

1 .  商 業 。哥林多最重要的生意活動是將貨物運過地峽。當地出產的 

貨品部分包括陶器、銅 器 。

2 .  敎 育 。藝術和科學研究興旺，有很多語言中心和哲學院。雖然保 

羅在大數城的大學受敎育，又出身於迦瑪列門下，但是他卻渴望指出他 

們 的 唯 智 主 義 （Intellectualism) 既膚淺又自以為是。 （參閲林前一20- 

2 1 、2 7 ，二 1-8 ; 看看保羅如何講論知識與智慧。）

3 .  運 動 。哥林多是個著名的體育運動中心，每兩年擧行一次「依斯 

提米雅運動會」 （Isthmian G a m e s ) (在某程度上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相 

似 ） 。有趣的是體育比赛普遍都存着貪污舞弊的情況。8 (參閲林前九 

24-27，看看保羅如何講論關於運動的事情。）

4 .  宗 敎 。哥林多是一個充斥着神祇和不同敎派的城市。猶太敎是其 

中一個東方宗敎。保羅初到哥林多時，最喜歡到猶太會堂介紹福音給人 

認 識 （見 徒 一 八 1-4>。

B 保羅舆哥林多人首次接觸

請讀使徒行傳十八章一至十八節，保羅在哥林多首次傳道的歷史性 

記 載 。主後五十年，保羅於第二次傳道旅程期間到訪此地。根據經文回 

答下列問題。

1. 經文有沒有指出亞居拉和百基拉是何時信主的？閲讀以下有關這 

對夫婦的經文，確定他倆是何時信主的（假設他們是遇上保羅之後才信 

主 的 ，參徒一/V2 ) :使徒行傳十八章十八及二十六節、羅馬書十六章三 

節 、哥林多前書十六章十九節、提摩太後書四章十九節。

2.  使徒行傳中有哪些動詞是用來形容保羅的話語工作（如徒一八4 : 

辯論） ？

3 .  保羅在哪些人中間工作？

4 .  聽眾對保羅的信息有何反應？有多少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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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解釋保羅為何會有使徒行傳十八章六節所描述的舉動。

6 .  你以為保羅所敎訓的「神的道」 （一V U 1 ) 有甚麼內容？

7 .  保羅在哥林多做的其中一件重要事情，是寫了兩封信給帖撒羅尼 

迦 人 。9請讀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一至二節關於保羅在哥林多時的工作情 

況 （另參帖前二15) »

C 哥林多的第一間敎會

哥林多敎會約建於主後五十年，由一班核心信徒組成，其中大部分 

是 外 邦 人 （如猶士都，徒一八7 ) ;有些 是 猶 太 人 （如基利司布，徒一V 、 

8 ) 。起 初 ，他們可能是在其中一位組員（如基利司布）家中的閣樓聚 

會 0

大部分的成員都是中等或中下階層的（參看林前一26及其後經節， 

聖經唯一提及此點的地方） 。

敎會成員的信心和品行長進得較慢（參看林前三1及其後經節） ，成 

為保羅心裏的重擔，稱 之 為 「為眾敎會掛心的事」 （林後一一2 8 ) 。保 

羅第二次及第三次傳道旅程之間的某段時間，亞波羅正擔任這間敎會的 

牧師兼敎師。 （請讀徒一八24至一九1 ;林前七處提及亞波羅的經文：一 

1 2，三4-6、2 2 ，四6 ，一六 1 2。最後一處經文是講述保羅再三勸亞波羅前 

往哥林多巡視一趟。）

哥林多前書一章十二節及九章五節反映出彼得有可能曾經在哥林多 

敎會工作。

D 首次到訪後舆寫哥林多前書前的接觸

在保羅首次探訪哥林多，直至寫成哥林多前書這段期間，保羅與哥 

林多的信徒可能有過兩次接觸：

1 .  保羅在哥林多逗留了一段短時間，一方面對抗剛冒起的反對勢 

力 ，另一方面糾正敎會內的罪行。明 顯地，他此次旅程並不奏效。u (請 

讀林後二1 ，一二1 4，一三1-2。留意經文提到將有「第三次」的探訪。）

2 .  哥林多前書五章九節提到保羅曾寫給他們一封信。信裏有部分內 

容是要糾正敎會內存在的罪行。不過這封信沒有納入新約正典，因為在 

定立正典的過程中，聖靈並沒有這樣的引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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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哥林多前書的背景
A 寫作日期與地點

此信是保羅第三次傳道旅程期間，在以弗所三年工作將結束時寫的 

(林前一六8) 13，約為主後五十五年。參閲使徒行傳十九章一至二十 

節 ，此處記載了保羅在以弗所滿有成果的工作。雖然他身不在哥林多， 

但靠着神的大能，他仍竭力幫助這間敎會解決問題。

B 動 機

保羅是個旅行佈道家，常常記掛着如何培育經他傳道而信主的年青 

信 徒 。他從哥林多敎會的領袖或會友（見林前一六1 7 ) 的 報 吿 （見一 

1 1，五1 ) 及 垂 詢 （七 1 、2 5 ，八 1 ，一一2 ，一二 1 ，一五1 ，一六1 ) ，得 

悉他們的問題。若果保羅在敎會建立後作過短訪，他也會獲得部分問題 

的第一手資料。

C  目 的

這是保羅撰寫的其中一封最長的書信，寫作目的如下：①辨明報吿 

和垂詢背後的基本問題；②利用敎義、榜樣提供解決辦法；d 維一步敎導 

其他相關的敎義；④簡短地辯護他使徒的身分；⑤勸勉信徒追求豐盛、成 

熟的基督徒生命。有一位作者稱此信為「成聖之信」 。

D 寫作風格

阿 爾 福 （Henry Alford) 這樣描寫保羅的風格：

他洞悉一切屬靈、道德、學識和自然界的事物；又援引許多大自然的事物作 

比擬。他詳細探究人類的弱點和偏見……有稱讚、斥責、勸導和敎訓。他在 

擊打之處施醫治；他胸襟廣闊，能包涵一切事；在傷感之處他更顯憂傷；他 

亦是喜樂的源頭，也盡力使人快樂。14

E 真確性

哥林多前書在眾多書信中，是其中一封最可以證實其作者和內容統 

一 的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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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哥林多前書綜覽
A 第一次讀

由於你已建立了一套綜覽聖經書卷的方法，故此從現在起，我們不 

會再重複各步驟，但必須緊記下列各點：

1. 快速略讀一次，然後才慢慢細讀。

2 .  觀察鎗字、片語和氣氛。

3 .  替每個段落定標題。 （哥林多前書的每一章為一新段，只有兩處 

例 外 ：H 章二節代替十一章一節作開段；第一章可分成兩段：一至九 

節及十至三 i^一 節 。>

4 .  比較書信開始和結尾的部分。

5 .  找出信中的轉捩點、進程或髙潮。

B 相互 _係

現 在 ，你可以循不同的方向研讀。以下建議一些「尋索方向」 。你 

最終的目標當然是要將你對哥林多前書的觀察連成一幅圖畫。 （注 ：務 

必要翻閲以下列擧的每段經文。>

1 .  嘗試將有共同課題的篇章組合起來。提 示 ：找出保羅的用語如： 

「論到……」 〔七 1 、2 5 ，八 1 ，一二 1 ，一六1 (比 較 一 一 2>〕 。事實

上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書信中結構最簡單的一封，可分成兩重大綱：聽 

取報吿及回答詢問，如圖表12.2所 示 。一至六章及七至十五章分別討論了 

甚麼問題？

2 .  為何説一章一至九節是導言，十六章一至二十四節是結語？

3 .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書信中最實用的一封。將保羅在信中明顯提及 

的問題畫上記號，然後按共同的主題組合起來，再對照圖表12.2的大綱。

4 .  保羅在了解哥林多敎會的問題後，不但提供解決辦法，還加上個 

人經歷作例子。綜覽全書時，留意以下三方面：問 題 、解決辦法、例 子 。

5 .  閲讀全書一遍，在講述敎義的經文旁邊加上記號，並對照哥林多 

敎會的各種罪行。 （這些敎義的篇幅由一段到多過一章不等 a ) 注意保 

羅提供個人見證的地方。

6 .  就經文所討論的主題而言，哪些是鑰章？

7 .  哪些福音的基本敎義於信中重複出現？有否提及基督之死？從經 

文彙編中找出下列字詞的出處：血 、十 字 架 、釘十字架、死 、成 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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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會怎樣形容此信的風格？很多作者發現這信是保羅書信中風格 

變化最多的一封：有 輕鬆、談話式的內容，也有崇高莊嚴的論證。15閲讀 

時 ，有否注意到一些文學手法，如 邏 輯 、詩 歌 、敍 述 、解 説 、提 問 等 ？

C 綜覽黷表

細閲圖表12.2，注意以下各點：

1 .  圖表中的三組問題彼此有何分別？

2 .  第十五章的三節經文提供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每一節經文如何幫 

助基督徒解決其屬靈問題？

3 .  猜想保羅為何在信末討論身體復活的問題？

4 .  留意圖表的標題。有人曾這樣説過： 「沒有別的書信比哥林多前 

書吿訴我們更多有關初期地方敎會的生活 。」另一個可以概括解決敎會 

問題的標題是： 「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一 五 5 7 >。

五 、哥林多前書要旨
A 會眾的問題 (一 10 至六 20)

下列的五段經文分述保羅處理的四個主要問題：

1. 敎 會 分 裂 （一 10至 四 2 1 >。一章十二節如何指出這場紛爭？

2 .  敎會忽視淫 亂 的 事 （五 1 - 8 ) 。

3 .  與犯罪的弟兄相交（五9 - 1 3 ) 。

4 .  公 堂 爭 訟 （六 1 - 1 1 )。

5 .  對淫亂採取放縱態度（六 12 - 2 0 )。

保羅嚴厲的責備（例 如 ： 「我説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 ，六5 ) ， 

證明他一手建立的敎會面對的屬靈癌病是何等可怕。

B 婚 姻 （七1-40>

摩 根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的觀點是對的：哥林多前書無意全面 

地陳述基督敎的婚姻敎義。16此 外 ，要從第七章獲得正確的結論，必須先 

了解哥林多本地的情況，以及書信的內容。下文是簡略的探討。

( _ ) 哥林多本地的情況

我們不清楚哥林多人如何向保羅提出他們的問題，否則第七章的困 

難之處便會迎刃而解。例 如 ：歸信基督前的哥林多異敎徒髙擧獨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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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因此他們歸信後向保羅徵詢究竟基督徒應否堅持過獨身生活。保羅 

的 答 案 是 ： r (是的）……男不近女倒好， （但是）……男子當各有自 

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因為破壞了正常的人倫關係， 

就不免發生淫亂的事。> 」 （七 1-2)

另一點當地的情況，我們只能臆測而已，就是當時信徒遭遇的是何 

種 「艱難」 （七2 6 ) 及其程度如何。那時他們大概受到嚴重的逼迫，因 

此保羅建議他們守素安常，先 不 要 談 婚 論 嫁 （如七26-27> 。

研讀第七章時應緊記：不道德的 性 行 為 （通姦）是威脅哥林多敎會 

存亡的罪行，這與保羅如何回答婚姻問題息息相關。

(二 ）保 羅 在 婚 姻 觀 上 的 全 面 敎 導

綜觀保羅的書信，就會發現他頌揚婚姻為高尚而神聖的。請讀以弗 

所書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另 外 ，提摩太前書提到「禁止嫁娶」 （四 

3 ) 是 「鬼魔的道理」 （四 1 > 。哥林多前書七章十二至十六節論述與不 

信者通婚所產生的問題；在哥林多後書六章十四節，保羅建議預防問題 

出現的方法是不要與不信的人結婚。聖經許多處亦有此論點。

C 基督徒的自由（八 1至 一 一 1>

此段經文討論的問題須審慎處理：祭偶像之物是中性或是不道德？ 

哥林多人提問：身為信徒，我們應否吃祭過偶像的肉類（見八4> ? 肉類 

本身與道德無關，不涉及對或錯；不過哥林多的基督徒可否到異敎廟宇 

經營的市場，購買獻祭後留下的肉類？如此是否意味信徒又再與重生前 

的異敎生活扯上關係？信徒是否需要考慮別人（尤其是那些不成熟的信 

徒）的 想 法 ，即使他本人和神都知道自己無意與異敎分子扯上關係？以 

上都是一些震撼哥林多信徒的問題，也是保羅撰寫此長篇講論時所希望 

探 討 的 。今日的信徒在生活上遇到類似的問題，這些原則的應用仍舊清 

晰 、重 要 。

圖表12.3的大綱説明保羅如何指導、勸勉他們解決問題。參閲經文， 

注意各組原則中描述的細節。

D 屬靈的恩賜 （一 一 2至一 四 40>

保羅先處理崇拜中女人蒙頭（一一2-16)及 混 亂 聖 餐 （一一17-34) 

的 問 題 ，其後三章則論述敎會傳福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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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12.3哥林多前書八章一節至十一章一節
怎樣持守信徒的自由以避免成為他人的絆腳石（八9)

1.  第十二章講及屬靈恩賜，即事奉上神賜予的才幹。

2 .  第十四章比較其中兩種恩賜（説方言和作先知講道） 。

3 .  第十三章是愛的經典篇章，是使恩賜結果子的恩典。

請讀十四章一節，注意此節經文如何點出以上各章的主題。 （注 ： 

上述三章的次序是按邏輯編排，速讀這三章，説明為何保羅將第十三章 

插在中間。）

第十二章並沒有列擧全部恩賜。參看羅馬書十二章六至八節、以弗 

所書四章 十 一 節 ，將經文臚列的恩賜與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的互相對 

照 。再參閲下列有關經文：羅馬書一章十一節及十二章二十六節、哥林 

多前書四章七節、提摩太後書一章六節、希伯來書二章四節、彼得前書 

四章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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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羅 在 第 十 四 章 比 較 兩 種 哥 林 多 敎 會 擁 有 的 恩 賜 ：①作先知講 

道—— 揭示神旨意的恩賜；這恩賜能滿足當時的需要，其後則由新約聖 

經 填 補 ；②説方言—— 用聽者不理解的語言去稱頌神的恩賜。唯獨有翻 

方言恩賜的人才明白這些語言（一二1 0 ) 。

圖表12.4説明第十四章的結構。讀全章一遍，於強烈或重複的字詞旁 

畫 線 。例如要注意提及「造就」這詞的經文。每段有何重點？將你觀察 

所 得 ，與圖表12.4的要義對照一下。

首 四 段 （一四1-25)對比説方言和作先知講道的恩賜，並指出作先知 

講道如何比説方言優勝。n

十四章二十六至三十六節兩段，説明聚會應有的程序，尤其是關於 

這兩種恩賜的運用。

E 聖餐 ( ~ 1 7 - 3 4 )

第二十三至三十四節是新約聖經論及聖餐規則最全備的一處。幾乎 

每次聖餐聚會都會引述這段説話。第二十三至二十六節這「原則」在內 

容 方 面 與 上 文 （17-22節 ） 、下 文 （27-34節）有甚麼關連？

F 愛 （一二31下至一三13>

阿 爾 福 （Hen r y  Alford) 形容這愛的篇章為： 「一塊完美無瑕的寶 

石 ；是世上美麗的思想和優美的文字最高貴的結合。」18沒有人會反對這 

篇文學傑作的信息的重要性遠超乎它的美麗。

以下是本章的大綱：

愛 的 價 值 （一三1-3)—— 從沒有愛得知 

愛 的 特 點 （一三4-7>—— 從擁有愛得知 

愛永不止息的本質（一三8-13)—— 從比較得知 

這一章與上下文有何 關 係 （較早前曾討論過） ？

G 身體復 活 （一五1-58>

這是聖經中討論身體復活的敎義的經典部分。哥林多人詢問保羅關 

於復活的問題，他將這些疑惑判斷為他們一切問題的根源。因此他對復 

活之事的結論，也是對先前所有問題的總結。

下文的背景資料幫助我們明白為何哥林多人對身體復活的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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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陌 生 ：

希臘人大都相信靈魂不朽，但不接受身體復活的主張。他們無法理解身體復 

活之事，因為他們認為身體是人類輭弱和罪惡的源頭。死亡能使靈魂從身體 

中得釋放，所以人歡迎死亡臨到；相反，他們不歡迎復活，因為靈魂要再次 

陷落在身體的墳墓裏。19

以下大綱説明保羅回答哥林多人提問的步驟。

身 醴 復 活 （一五1-58)

問 題 ： 「有沒有死人復活這回事？」 （一五12)

答 案 ：身 體 復 活 的 事 實 （一五1-34)

1 .  宣 吿 ：基 督 已 復 活 （1-11節 ）

2 .  論 點 ：聖 徒 將 復 活 （12-19節 ）

3 .  宣 吿 ：基督已復活，為信徒的將來帶來指望（20-28節 ）

4 .  論 點 ：基督已復活，為信徒的現在帶來意義（29-34節）

問 題 ： 「死人帶着怎樣的身體復活？」 （一五35)

答 案 ：身 體 復 活 的 性 質 （一五35-57)

1 .  超 自 然 的 身 體 （35-38節 ）

2 .  天 上 的 形 象 （39-49節）

3 .  不 能 朽 壞 的 軀 體 （50-57節）

結 論 ： 「務 要 堅 固 ，不可搖動」 （一五58)

六 、哥林多前書摘要與主題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對這間年青敎會作了中肯的判斷，指出解決問題 

的 方 法 ，以及 分 享 見 證 ，好使這間由他建立的敎會回復昔日健康的靈 

命 。

這間敎會羣體的問題包括：分 裂 、造作的唯智主義、會友忽視紀 

律 、與罪為友、民事訴訟等。種種問題都是關心敎會的信徒「報吿」給 

保 羅 知 道 的 （一 10至六2 0 ) 。

敎會中也有個人問題，因此敎會寫信給保羅徵詢他的意見（七 1至 

一五5 8 ) 。這些問題包括：婚姻的責任、應否談婚論嫁、可否吃祭偶像 

之 物 。保羅也回答有關敬拜聚會的問題，尤其是敬拜中男女不同的地 

位 ；混亂聖餐的問題；評估福音工作的各種恩賜。

保羅在主要內容部分的末章閘明基督敎信仰最重要的敎義：復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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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敎會都有自己的問題，但如何解決人類最悲慘的命運一 •死亡之 

約 ？保 羅 的 答 案 是 「在基督裏」復 活 （一五2 2 ) 。這個真理將內容推到 

高 潮 ，保羅並且發出讚美： 「感 謝 神 ，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 

勝 J (一五5 7 ) ; 同 時 呼顳信徒「務 要 堅 固 ，不 可 搖 動 ，常常竭力多作 

主工」 （一五5 8 ) 。

請用一句話説明哥林多前書的主題，從中引伸此書信的標題。

七 、 哥林多前書的鑰字鑰節
綜覽過程中，有否注意到任何鑰字鑰節？將你所得的與圖表12.2所臚 

列的對照一下。將十字架這鑰字與「釘」 、 「死」等字連繫起來。這卷 

書 亦 稱 為 「十字架敎義應用之書」 。

八 、 哥林多前書的應用
1. 研讀哥林多前書之兩大價值是：明白神對我們屬靈毛病的判斷； 

學習祂醫治的良方。列出你認為今日地方敎會裏嚴重的疾病及處方。

2 .  對於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所講及愛至高無上的本質，你有何反 

省 ？連繫基督徒與其他人之間那份超越、獨特的愛又如何？請將你的反 

思記錄下來。

3 .  你認為甚麼導致一個初信者的屬靈生命出現問題？為何新建立的 

地方敎會經常出現屬靈的問題？

九 、 哥林多前書的溫習題
1 .  哥林多前後書寫於羅馬書之前或之後？

2 .  試 分 辨 ：地方敎會、整體的有形敎會、無形的敎會。

3 .  形容保羅初次到訪時的哥林多城。

4. _Korint/jiazomaf的意思是甚麼？用法如何？

5 .  描述保羅建立哥林多敎會時的早期活動。

6 .  試描述哥林多的首間敎會。

7.  保羅首次探訪哥林多後及寫哥林多前書之前，與他們有哪兩次的 

接 觸 ？

8 .  哥林多前書寫於何時何地？

9 .  為何保羅寫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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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請説明哥林多前書結構的主要部分。

11. 信內討論過哪三組問題？

12. 請列出信中的鎗字、鑰 節 。

13.  指出下列主題出現於哪一章：婚姻 '屬 靈 恩 賜 、愛 、身體復活。

利用其他資料進一步研究説方言（gtossdaZ/a ) 的 現 象 。M哥林多敎 

會對説方言確切的本質有兩項不同的觀點：①他們所講的方言是同屬一 

種 語 言 ，例如五旬節當日使徒講的方言（徒二1-13)— 是一些講的人 

自己不懂但其他人卻聽得懂的鄉談；②當人興奮狂熱時發出的、不存於 

世上的語言，只有透過傳譯才可明白。

研究下列課題：

( 1 )  真假方言

( 2 )  是暫時抑或永久的恩賜

( 3 )  近年橫掃基督敎圈子的「方言運動」

十 、哥林多前書的進階習作

十 一 、哥林多前書的大綱
哥林多前軎：一間地方敎會的問題 

導 言

分裂

結黨紛爭 

神的奧泌顯明 

神僕人的合一 

保羅為自己的事奉辯護

一 10-31

二 1-16

三 1-23

四 1-21

腐敗

淫亂

訴訟

放縱主義

五 1至六20

五 1-13

六 1-11 

六 12-20

個人的問題

應否嫁娶

基督徒自由的界限

七 1至一一1 

七 1-40

八 1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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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聚會的問題

男女的地位 

遵守聖餐 

屬靈恩賜 

敎 義 問 題 ：復活

結語

一二1至一四40

一五 1-58

一六 1-24

---- 17-34

十 二 、哥林多後書的背景
哥林多後書是保羅最個人化的一封書信，信裏的個人見證比比皆 

是 ，這書信一向被稱為「保羅生命的辯護 」 (Apologia Pro Vita Sua ) °

a 生平背景

哥林多前後書的背景是息息相關的。下文是事情發生的次序，部分 

屬溫習性質，注意哥林多前後書的寫作日期。

1. 哥林多敎會是主後五十年，保羅第二次傳道旅程期間建立的（徒 

一八1- 1 7 )。當時保羅年約五十歲。他在哥林多逗留了十八個月，與百基 

拉 、亞居拉同住，以兼職製造帳棚來支持自己的傳道工作。

2 .  主後五十二年，保羅第三次傳道抵達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寫哥林 

多前書之前，與哥林多敎會有過兩次接觸：

(a > 短暫訪問哥林多，為要打擊那剛冒起反對他工作的勢力，以及 

糾正敎會內的罪行。明 顯 地 ，保羅這次旅程並不奏效。 （請讀林後二1 ， 

一二1 4，一三1-2。注 意 提 及 「第三次」到訪的經文。）

(b > 哥林多前書五章九節提到先前寫的一封信，部分內容是要糾正 

敎會裏存在的罪行。這封信沒有納入新約正典之內。

3 .  第三次傳道旅程期間，保羅在以弗所進行三年的敎導及傳道工作

(徒一九8 、1 0 ，二 0 3 1  ; 林前一六8> ，滿 有 成 果 （徒 一九 10-12、

1 7 - 2 0 ) ; 此 外 ，他亦經歷了極大的苦難（徒一九9 ，一九21至 二 〇 1， 

二〇31 ;林後一8 ) 。主後五十五年，在旅程將結束時，保羅寫了哥林多 

前 書 ，由提多送交哥林多人。 （倘若保羅寫哥林多前書之前，沒有進行 

上述 短 訪 ，那麼他就是此時探訪哥林多的。）

4 .  保羅曾經心裏難過痛苦的寫了一封信給哥林多敎會（林後二3-4， 

七8 ) 。21內容可能涉及保羅在上述短訪期間，被人攻擊冒犯的事（參林

哥 林 多 書 信  249

哥林多後害時期的地理 地圖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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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二5 - 1 1 )。此信是由提多送往哥林多的。22

'友離開以弗所後，保羅來到特羅亞。由於沒有遇見提多，他便終止 

了此 處 的 工 作 （林後二12 - 1 3 )。見地圖12.B 的 ② 。保羅是否在特羅亞病 

倒 了 ？ （參林後四17及其後經節）

6 .  保羅往馬其頓去，開展此處的工作（見地圖的③；徒二〇1-2 ;林 

後二 1 3 ) 。23但是苦難不斷接踵而來（林後七5 ) 。提多從哥林多來到馬 

其 頓 ，帶來好壞參半的消息：

(a )  哥林多敎會的靈命復興（林後七6及其後經節） 。

(b )  敎會 問 題 仍 未 解 決 （例如林後一〇2、1 0、1 2 ，--- 4 ，一二

1 6、2 0 - 2 1 )。

在 馬 其 頓 ，保羅寫成哥林多後書，為他第三次訪問作準備。提多 

(和兩個友伴> 將信送往哥林多敎會（林後八6 、16 - 2 4 )。

7 .  保羅最後一次探訪哥林多，在那裏工作了三個月（徒 二 〇 2-3)。

期間保羅寫了羅馬書。 （保羅此時的同工名字，詳見羅一六21-23。）他 

避 過 猶 太 人 的 陷 害 （徒二〇3> ，繼 續 往 耶 路 撒 冷 去 （徒二 0 3 至二一

1 7 ) 。

B 哥林多後書的著成

( - ) 日 期

主後五十六或五十七年，視 乎 與 前 書 （主後五十五年）相隔的時間 

有 多 長 。

(二 ）  寫作地點

寫於)馬其頓某地（七 5 > ，傳統認為是腓立比。

(三） 原來的對象

在一章一節的問候語裏，保羅不單向哥林多的信徒問安，也提到亞 

該亞的眾聖徒，大概因為保羅預料敵對他的消息已散布至其他地區，故 

此他希望那些人也可以聽到他的申辯。

(四）  目 的

這封信最少有三個主要目的：①敎導敎義，給予實際的勸勉；②進 

一步指示為耶路撒冷貧苦聖徒籌集捐款的事（徒九1 - 5 ) ;③璧於哥林多 

敎會內某些人的錯誤指摘，保羅為自己使徒的身分作進一步辯護（見林 

後一 〇 10 , ----13-15，一三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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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寫作風格與特色

信中有明顯的風格變化，因為內容決定風格；例 如 ，當保羅以牧人 

身分向哥林多的羣羊説話時，他的語調溫和、從 容 ；但當他為使徒身分 

申 辯 時 ，他則運用強而有力的字句，滔滔不絕地講論。

這 是 「保羅書信中最具有書信特色」的 一封，24信中表現出強烈的個 

人 情 感 ，保羅內心的喜樂和恐懼溢於言表。這封信較新約其他部分更能 

幫助我們了解保羅的性格和生命。

這封信充滿着對比：榮耀與羞辱、生命與死亡、憂愁與安慰、嚴厲 

與 溫 柔 。讀哥林多後書時，可以發現保羅認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為基督 

竭 盡 所 能 ，否則就完全不是真正的生命，當中沒有灰色地帶。

(六 ） 全害的統一性

有若干聖經學者認為，哥林多後書本來的篇幅比現在的短（即第十 

至十三章並非信的一部分） 。25然 而 ，須知道沒有古抄本顯示此信「在某 

處有分部的跡象，或題材編排上有相異之處；此 外 ，亦沒有早期基督徒 

作家評論這信是由不同書信組成，或 非 寫 於 某 時 ，以切合某處境之需 

要 。」26綜 覽 時 ，你將從不同的部分印證結構的統一。

(七） 與哥林多前害比較

思 高 魯 哲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認為兩卷書有以下不同之處：27

哥林多前書及後書的比較

哥 林 多 前 軎 哥 林 多 後 書

客觀及實際 主截及個人化

洞悉一間初期敎會的特質 洞悉保羅的性格及工作

審慎的敎導 令人感動的見證

警吿要防備異敎的影響 警吿要防備猶太敎的影饗

十 三 、哥林多後書綜覽
A 略 讀

花五至十分鐘略讀全書一遍，只須讀每段的首兩節便可。內容大要 

説明甚麼？大部分新約書信的開始和結尾，習慣上都有問安和祝福語， 

注意它們在第一及十三章所佔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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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一次讀

用五十分鐘一口氣讀完此信，盡量開聲朗讀。讀的時候只求對全書 

有一個印象，不要因細節而停頓，然後將印象記錄下來。

C 分段標題

哥林多後書可分為十二分段（導言及結語除外） ，見圖表12.5。先在 

聖經上依分段畫記號，然後再讀一遍，給各段定標題。

基於下列原因，以下各分段不依據每章的第一節作為開端：

—3- 1 1。開場白是保羅的見證。保羅的見證一直延續到以後各個段 

落 （事實上整封信都是他的見證） ，但一章十二節似乎是一個新開端。

一12至二1 3 。留意幾處提及保羅要再去哥林多的經文，這是不以二 

章一節作分段的主要原因。

二14至四6 。這段特別描述保羅的職事，例 如 傳 道 （四5 ) 。

四7至五1 0 。保羅在這部 分 討 論 「外體」 （outward m a n ) 、 「瓦 

器」 （earthen vessels) 、 「身上」 （bo d y) 等 課 題 。

五11至七3 。在 這 段 ，保羅又轉回職分這主題上，特別提及職分的信 

息 （「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 ，五 1 8 ) 。

七4- 1 6。有些聖經在七章五節而不是在七章四節開新段。28然 而 ，七 

章四節談到患難和安慰，七章五節及其後談到得安慰的原因〔英文聖經 

七章五節開首有連接詞「因為 J (for) 〕 ，故此應該以七章四節作新一 

段的開始。

一二14至一三1 0 。十二章十四節及十三章一節都有「第三次」這共 

同 片 語 ，因此十二章十四至二 i-一節及十三章一至十節應該連繫成為一 

個 段 落 。

D 相互關係：全書脈絡

進行下文的研讀時，請參考圖表12.5的 大 綱 。

(― ) 主要分部

請讀第八及九章，留意兩章的共同主題。參照綜覽圖表12.5，注意這 

兩章是信中三大分部的中間部分。略讀第一至七章，找出見證及敎義性 

的 經 文 。然後略讀第十至十三章，留意保羅為其使徒身分申辯的頻密程 

度 。請讀十三章三節，這節是保羅花四章篇幅為其職分自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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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圖表12.5如何以不同方式表達這三大分部。要找出各分部主題的 

邏輯發展或替各分部勾畫詳細的大綱，都是很困難的。29這封信缺乏嚴格 

的邏輯結構，因為它是一封私人的、充滿情感的信。有 人 曾 言 ： 「情感 

不能歸納進一套系統裏；在解剖刀下，它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 保羅的工作

信中哪兩大部分討論這個主題？請 讀 「保羅工作的辯證」中的各段 

經 文 。注意經文重點，然後定下大綱。

(三） 語 調

留意信中語調上的變化。圖表顯示了甚麼？

(四） 生平背景

這三大部分都與歷史背景有關。研讀圖表頂部燦恩（T . Z a h n ) 提供 

的兩個大綱，並緊記先前討論過的背景。我們都已知道，保羅送這封信 

往 哥 林 多 ，是要為他的探訪作準備，希望能夠成功。

(五） 見 證

哥林多後書主要是保羅的見證，尤其是第一部分（一3至七1 6 ) ，他 

全面討論自己的工作。留意圖表指出二章十四節至七章三節，是加插上 

去 的 。圖表12.6説明這段經文前後保羅的生平背景。

保羅的亊工 圖表12.6

(六）恩 賜

中 間 部 分 （第八至九章）的主題內容是捐助。細讀綜覽圖表的大 

綱 ，翻閲第九章的最後一節經文。留意圖表中最下的一欄關於施與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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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結構。接受及拒絕恩賜有何不同？研讀第一至七章有關「恩賜」的 

大綱及所列擧的經文。注 意 ：雖然保羅很清楚自己的患難（如 受 苦 、憂 

愁 ） ，但他從未忘記從上頭來的恩賜。這些恩賜在患難中幫助、感動 

他 。

十 四 、哥林多後書的要旨
A 宣 揚 基 督 的 職 事 （一 3至七 16>

保羅最愛傳揚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當他得救時，神已賦予他這份 

熱 心 。傳道不是他自己選擇的，而是神為他選擇的。使徒行傳九章十五 

節清楚記錄神的呼召：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 

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保羅在這時與哥林多人分享他的傳道職 

分 ，有以下原因：

1.哥林多人首次接觸保羅是透過他的傳道工作。

保 羅 的 使 徒 身 分 （以至他所傳的信息）受到挑戰。

3 .  他想誇耀他所宣揚的「那位」 ，並且澄清他的傳道方法。

4 .  他想哥林多人學習那些對平信徒及傳道人同樣適用的重要屬靈敎 

訓 ，因為他們同是福音的見證人。

二章十四節至七章三節這段加插的經文，敎導了許多有關基督徒的 

職 分 。此段經文的三個分段主題，見圖表12.7。

哥林多後害二章十四節至七章三節 圖表12.7

插語

傳 福 音 的 工 作

二 14 四7 五11 七3

福音的榮耀本質 輭弱的福音傳人 摯愛的福音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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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是 滕 慕 理 （Merrill C . T e n n e y ) 的 大 綱 ：3D

事工的性質 二 14至三18

事工中的忠誠 调 1-6

事工中的恆忍 四7-15

事工的展望 四16至五10

事工的認可 五 11-19

事工的實例 五20至六 10

事工所發的呼顳 六 11至七3

•，也 可 以 用 「使者」 (五2 0 ) 做 主 題 ，進行研究

基督的使者 (五11至七3>

1 .他的動力 五 11-15

2 . 他的信息 五 16-21

3 .他的記號 六 1-10

4 . 他與人的交往 六 11至七3

每個基督徒都以福音見證人的身分，在神的葡萄園中工作。保羅是 

一位傳道者、敎 師 、宣 敎 士 ，但他經歷的見證卻沒有時空的限制，可以 

應用在基督徒的所有事 X 上 。

B 基 督 徒 的 捐 助 （八1至九15>

這段是新約聖經中關於基督徒捐助的重要經文，其背景是哥林多人 

早在一年前已開展的籌款計劃。31在哥林多前書，保羅稱這項計劃作「為 

聖徒捐錢」 （林前一六1 ) 。部分居於耶路撒冷的猶太基督徒飽受貧困煎 

熬 ，保羅堅信適切的經濟援助可以幫助他們度過難關。保羅很有智慧， 

他了解到信徒在計劃裏因捐助帶來的屬靈益處，遠超金錢上的價值。他 

看到這件事具有聖徒共同分享的意義，並提醒他們神的恩典是何等偉 

大 。無怪乎他如此長篇的討論籌款這世俗話題。

耶路撒冷出現貧困情況的原因眾説紛転，現略擧一二：

奥古斯丁（Augustine) 認為耶路撒冷變得貧困，是因為凡物公用（參徒四 

3 2 )……卻沒有完善的人力組織……其他原因是：耶路撒冷有許多貧民，依 

靠定期到訪的遊客過活。從西塞羅（Cicero) 時代開始，他們偶爾會得到猶 

太敎的人的援助，不過猶太基督徒信主後，則被視為離心分子，不再獲得賙 

濟 。使徒行傳四章三十二節的「凡物公用」只是權宜之計，因此，大部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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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一開始就是貧民。他們可能受到不信的猶太人「杯葛」 ，甚至是逼迫（帖 

前二14 ;雅二6 ，五1 - 6 )。他們的地位就仿似被社會階級摒除的印度基督 

徒 ，或西愛爾蘭的更正敎徒。32

這背景雖然距離我們很遠，但其中不受時間限制的原則卻能打破隔 

閡 。留意經文中兩個無上的榜樣：基 督 的 恩 典 （八 9 > 、神 的 恩 賜 （九 

1 5 ) 。

C 保羅工作的明證（一 〇 1至 一 三 10>

保羅撰寫四章的內容（即百分之三十的篇幅） ，為他的使徒工作辯 

護 。在十三章三節，他直截了當的指出其辯白的需要： 「你們既然尋求 

基督在我裏面説話的憑據，我必不寬容。」不是所有哥林多人都抱着懷 

疑和敵對的態度；事 實 上 ，他們大都與保羅同一陣線的，極願意在各方 

面支持保羅的工作（讀七1 6 ) 。煽動反對保羅的，都是哥林多敎會以外. 

的 人 （參看一一4 ) ，企圖引誘基督徒離開他們效忠的信仰。 「這些猶太 

敎 的 煽 動 者 ，尾 随 保 羅 橫 越 小 亞 細 亞 進 入 歐 洲 ，攻擊他的信息及人 

格 。」33只要這根刺一日仍存在敎會內，保羅也會想盡辦法除掉它，以及 

它引起的潰爛。34

我們可以理解第一世紀的基督敎界是何等急需這類護敎立場。當真 

假 福 音 （一一4 ) 同時傳播四方，世人不免會問：誰是福音的真傳道者？ 

誰是假冒的？哥林多後書就提供了答案，對象不單是哥林多敎會的人， 

而且是不同時地的人。綜覽這四章聖經時，特別注意基督真正的見證 

人 ，在福音偉大的事工上應有的明證。

D 生平札記

下文是保羅的獨特經歷，全部都源自哥林多後書：

1.  逃 離 大 馬 色 （--- 32-33)

2 .  他見到的啟示和異象（一二1-6) 35

3 .  他 肉 體 上的一根刺（一二7>

4 .  五次被猶太人鞭打；兩次被羅馬人鞭打；三次壞船；還有無數次 

遭 遇 危 險 （一一 23-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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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重要主題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論及其他重要的主題包括：

1. 對 比 新 舊 之 約 （第三章）

2 .  基督替我們成為有罪（五21)

3 .  使人與神和好的福音（五18-20>

4 .  從 世 俗 分 別 出 來 （六 14至七1>

下列經文敎導了甚麼重要的真理：四7- 1 2，四 16-18，五 1-10，五 

17-21，六4-10，八9 ，九8 » 一一23-33，一二 1-10，一三 14 ?

十 五 、哥林多後書的鑰字鑰節與主題
鑰字詳見於圖表12.5。榮光或榮耀出現約二十次。

請讀圖表12.5所列的鑰節，你有否留意到其他鑰節？

圖表的標題反映出兩大主題：工作與恩賜。請用你自己的説話，講 

出哥林多後書的主題。

十 六 、哥林多後書的應用
這信是一封個人的書信，從中可以學習到許多屬靈上的應用。對於 

下 列 各 點 ，這信有何實際真理的敎導？

1.  基督徒的受苦與試煉

2 .  死亡

3 .  作基督的使者

4 .  基督徒的捐助

5 .  如何面對錯誤的指摘及悖謬的敎導

十 七 、哥林多後書的溫習題
1 .  保羅寫哥林多後書時，身 在 何 處 ？

2 .  保羅為何寫這信？

3 .  試形容這信的內容大要及寫作風格。

4 .  比較哥林多前後書。

5 .  哥林多後書的結構分哪幾部分？請説明各分部的內容。

6 .  保羅為何花那麼多篇幅來辯證自己的工作？

7 .  保羅曾提及他哪些工作上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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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poiogfa pro vita sua ” 是甚麼意思？

9 .  請説出這書信的鑰字。

10.請擧出一個鑰節。

十 八 、哥林多後書的進階習作
利用其他資料，研究十二章一至六節（異象與啟示）及十二章七節 

(身體上的刺）保羅的傳奇經歷。

十 九 、哥林多後書的大綱
哥林多後書：保羅的使徒職分 

保羅工作的概略

苦難中的安慰 

與信徒保持良好關係 

宣揚基督的職事 

神的寶貝在瓦器裏 

基督的使者 

苦難中的喜樂 

呼顢捐助

馬其頓人的捐助 

哥林多人的捐助 

保羅工作的辯證

真正工作的權柄與認可 

真假使徒 

真正工作的明證 

為保羅的探訪作準備

•1至七16

— 12 至二 13 

二 14至四6 

四7至五 10 

五 11至七3 

七 4-16 

八 1至九15 

八 1-9

八 10至九15 

— 0 1 至一三14 

— 01-18

----1-15

----16 至一二 13

一二 14•至一三 14

注釋
1 這種觀察只是從整體而得。例 如 ，福音書及使徒行傳裏有很多詮釋，正如羅馬書裏 

也有很 多 應 用 ，而哥林多前後書裏也有很多詮釋一樣。

2 大 部 分 聖 經 譯 本 （包括NASB) 都 是 用 教 會 （church) —詞代表了有形及無形的敎會 

<在希臘文的原稿裏也是如此） 。在這些英文譯本裏，敎會一詞是用小楷寫的，故此我們要 

從內容上決定其意思。

3 若圖表12.1是要包括末日所要發生的事，便也要寫上保羅對以色列要「重生」的預 

言 。 （比較羅一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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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在保羅三次傅道旅程期間哥林多的地理情況，請參考地圖9.A 。

5 Charles F. Pfeiffer ̂ .H ow ard F. VosfllJ The Wycliffe Historical Geography o f Bible Lands , 
p . 477-87，對保羅初次到訪哥林多的所見所聞有很優美的描述。

6 這個希臘女神被當作是羅馬女神維納斯（Venus) 。

7 Joseph M . Gettys, H ow to Study 1 Corinthians , p . 10.
8 Pfeiffer and Vos, Wycliffe Historical Geography , p . 485.
9 這兩封信之間可能相隔了數月。

1 0 新 約聖經較少論及這方面的事情，故此對這個晦澀不明的課題便有好幾種不同主 

張 。若要更多了解這課題，請多參考幾本書。

11 A. T . Robertson and A. Plummer, First Epistle o 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pp. xxi-xxv 
及Henry Alford， ITje GreeA: T estam ent，2:52-54將這次沒記錄的探訪放在哥林多前書之前。 

Merrill Tenney, N ew  Testament Survey, p. 298S S . Lewis Johnson, First Corinthians in The  
Wydi/fe Com/nentefy，p . 1228則將這探訪放在哥林多前書之後。

1 2 在 保 羅 一 生 中 ，他除了寫成那些受神默示的書信外，顯然還寫了很多其他書信。

1 3 參閲徒二〇31 ; 有關保羅各個工作階段，請參閲徒一九8 、1 0。

14 Henry Alford, The Greek T esta m en t, 2:57.
1 5 同 上 書 。

16 G . Campbell Morgan, The Corinthian Letters o f P a u l, p . 65.
1 7 留意在第十二章的各個名單裏， 「方言」的恩賜常常被列在最後的：一二 1 0、2 8 、

3 0 。

18 Henry Alford, The Greek Testam ent, 2:57.
19 S. Lewis Johnson， “First Corinthians” in T^e 历67亡 Cb/m n en ta iy，p . 1255.在

希臘哲學家中，伊 壁 鳩 魯 派 （Epicureans) 否認死後的存有；斯 多 亞 派 （Stoics) 認為死亡可 

以使靈魂與神明連合，令人性逐漸減退；柏 拉 圖 派 （Platonists) 則絕對否定身體復活。哥林 

多敎會內部分猶太信徒可能也受到撒都該人否定復活的影響（參 使 徒 行 傅 二 三 8>。

20 Merrill C . Tenney,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pp. 859-60; Merrill F. 
Unger, L e e r ’s 历We Dfcobnaiy, pp. 1107-8; Joh n F. W alvoord，77ie Spj.riV’ 這幾本書對此 

有精簡的 描 述。很多書籍及文章都討論過這課題。

2 1 有人認 為 哥 林 多後 書 二 章四節 所 提 及「我 ……寫信給你們」的那封信是哥林多前 

書 ，而那犯罪的弟兄是哥林多前書五章一至五節的那個人。

22 S. Lewis Joh n son, “T h e First Epistle to the C orin th ians” in T 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y p . 1228.

2 3 保 羅 原 來 的 計 劃 （參考林後一 15>16>是從以弗所乘船直接往哥林多，再往馬 其 頓 ， 

然 後 折 返 哥 林 多 （因此對哥林多人而言，這 是 「再次得益」 ，參林後一 1 5 > ，最後往耶路撒 

冷 。後 來 他 改 變 了 計 剌 （徒二0 3  ;林前一六5 - 8 ) ，他先到馬其頓去，再 往 哥林 多 ，然後經 

過馬其頓抵達耶路撒冷。他押後往訪哥林多的原因，是 要 「在未探訪他們之前，讓哥林多人 

靠着神的幫助能糾正他們的罪行」 。 （R . C . H . Lenski，77ie fote/pretat/on o fS t. Pau/’s First 
and Second £ pist/es to t/ie Cbr/n t/iians，p . 8 5 8 . )這改變的其中一個結果是哥林多人指摘保羅 

言 而 無 信 （林後一 1 7 > 。

24 R . V . G . Tasker, The Second Epistle o f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t p . 10.
2 5 有關對整卷哥林多後書統一性的有力爭辯，請參 考 上 引 書 ，頁23-35。

2 6 同 上 書 ，頁23-24。

27 摘錄自 W . Graham Scroggie，尺/2〇以 Vour 历We，2:142-43 °
2 8 例 如 ，留意七章五節如何恢復那在二章十三節暫時中止了的敍事。為 此 緣 故 ，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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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二章十四節至七章四節這一部分是加插於這封書信內的。

29 Alfred Plummer, Second £pis£/e o f Sf. Pau/ to t/ie Co/inc/iians，pp. xx-xxi襄有一個簡單 

的 大 綱 。

30 Merrill C . Tenney, N ew  Testament Survey  ̂p . 300.
3 1 八章十節及九章二節説明了時間上的相隔是一年。可是有人認為希臘文裏譯為「一 

年前」 （“a year ago”）的 那 字 應 該 譯 為 「去年」 （“last year”，N IV > ，這樣就會使相 

隔的時間不足一年了。 (參 V . G . Tasker， The Second Epistle o f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p . 123.)

32 A. T . Robertson and A. Plummer, First Epistle o 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p . 382.
33 W . G raham Scroggie, K no w  Your B ib le, 2:139.
3 4 閲 讀 以 下 經 文 ，它們顯示了這時在哥林多地方裏一些不法的惡行：—— 3- 4，一二

20-21，一*三5-7、11。

3 5 有 關 十 二 章 二 節 襄 「一個人」的 身 分 ，請參考注釋書。



第十三章

加拉太書：從奴役中得釋放

加 拉 太 書 是 保 羅 在 十 年 傳 道 旅 程 期 間 ，第 一 封 受 神 感 動  

(tAeopneust/a ) 寫成並給予加拉太敎會的信。1 (見圖表 1. 1) 我們已經 

綜覽在這期間寫成的羅馬書及哥林多前後書。重溫第一章，雅各書及加 

拉太書大概是新約書卷中最早完成的（雅各書於主後四十五年；加拉太 

書於主後四十八年） 。綜 覽 這 兩 卷 書 時 ，注意兩者的內容都是談論行 

為 。然 而 ，兩 卷 書 卻 各 有 側 重 。雅 各 書 針 對 放 任 的 反 律 法 主 義  

(ant/n o m i a n i s m，希 臘 語 ant/是反對之意；n o m o s即律法）的 錯 謬 ，這 

個主張認為人既因着恩典，透過信心得救，善行就不再重要。 （請讀雅 

二 14-26)加拉太書則針對所謂加拉太主義（Galatianism) 的 錯 謬 ，就是 

説人因信得救，但要遵從律例才能使人完全，所以救恩要靠信心加上善 

行 。更確切地説，加拉太書敎導藉福音得釋放；雅各書則敎導福音的推 

動 力 。這項比較見圖表10.4。一併研讀加拉太書及雅各書，便可得知行為 

在救恩敎義裏的地位，以及新約在這方面平衡的敎導。2

從以上加拉太書重點的描述，就可以理解為何馬丁路德，這位由羅 

馬敎會的律法桎梏中被釋放出來的改革領袖，會如此心愛這卷書。在他 

之前或之後亦有千萬信徒鍾愛此書。有位作家稱此書信為「靈魂解放之 

憲章」 。

一 、讀前準備
重溫保羅三次傳道旅程（第 十 章 ，圖表10 . 1 )，以及留意他在第一次 

傳道旅程期間到訪過的加拉太城市（地圖9.C ) 。在地圖13.A 找出這些城 

市 。根據聖經的記載，保羅有否到過加拉太北面的城市傳道？

路加在使徒行傳十三章一節至十四章二十八節記載保羅第一次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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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的地理 地圖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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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細讀保羅在地圖13.A 顯示的四個加拉太城市裏的工作及遭遇。他在 

這些城市領人歸主、建 立 敎 會 ；加拉太書就是寫給這些敎會的。保羅可 

能在第一次傳道旅程回程時（徒一四2 1 - 2 7 )，第二次探訪加拉太。這時 

加拉太地區的敎會已經建立（徒一四2 3 ) 。

二 、背 景
A 作 者

經文已經説明執筆的是「作使徒的保羅」 （加一 1 ，參看六1 1 ) 。請 

讀加拉太書一章二節，留意保羅與其他基督徒一同問候加拉太敎會： 

「一切與我同在的眾弟兄。J

B 原來的對象

經文説明原來的對象是「加拉太的各敎會」 （加一2 ，參看三 U ， 

故此這信稱為「加拉太書」 。新約中提及加拉太的經文包括：徒一六6 ， 

一八23 ;林 前 一 六 ;提後四10 ;彼前一 1 。

值得注意的是此乃保羅唯一致予多間敎會的信。即使保羅某些書信（如 

以弗所書）的收信人指定為某敎會，但其心意仍是讓眾敎會傳閲的。3

「加拉太的各敎會」究竟位於哪裏？有兩種不同説法：①北加拉太 

論一 •即北面城市的敎會，假設是保羅在第二次傳道旅程，經過小亞細 

亞北面時建立的；②南加拉太論—— 保羅在第一次傳道旅程，經過南部 

城 市 ，如路司得和特庇時建立的敎會。 （這兩個觀點的簡單描述及論 

據 ，參進階習作。）

本 書 以 為 「加拉太的各敎會」位 於 南 方 ，是保羅第一次傳道旅程期 

間前往宣道的地方。以下的討論都採取此立場。

研讀地圖13. A ，此圖説明加拉太城市的地理環境。注意下列城市的 

位 置 ；安 提 阿 、以 哥念、路 司 得 、特 庇 。牢記這些城市的位置，以幫助 

你對此信的背景存有具體印象。

一般人都相信加拉太信徒多是外邦人。以下加拉太書的經節如何支 

持 這 觀 點 ：四8 ，五2 ，六 12 ?

下列經文怎樣描述加拉太的各敎會，以及保羅與他們的關係：一 

6 - 7，一8-11，三 1-5，四 12-15，四 19-20，五7-9 ?

加 拉 太 書 ：從 奴 役 中 得 釋 放 265

C 寫作日期舆地點

加拉太書的寫作日期取決於收信人是北加拉太人，還是南加拉太 

人 。根據後者的立場，保羅於第一次傳道旅程結束（徒一三至一四章） 

及耶路撒冷會議之前（徒一五章）寫加拉太書。因為耶路撒冷會議和加 

拉太書都討論到同樣的問題，所以如果會議已擧行，保羅毫無疑問會在 

信中重申會議的決定。耶路撒冷會議於主後四十九年擧行，這封信可能 

著於主後四十八年。新約書信中成書日期唯一比加拉太書早的是雅各書 

(主後四十五年） 。

保羅可能在敍利亞的安提阿、耶 路 撒 冷 ，或兩個城市之間的某處寫 

此 信 。

D 處 境

加拉太的外邦基督徒信主後首先要面對的，是本地猶太敎不信者的 

逼 迫 （參看徒一三45-50，一四21 - 2 3 )。他們顯然忍受了這些攻擊，因為 

保羅在信中並無詳述有關的問題。因此撒但改變策略，利用其他猶太基 

督 徒 （大概是居於耶路撒冷的）散布懷疑保羅傳道工作的信息。 「咆哮 

如雷的敵對行動失敗了，但游説的狡猾勢力卻獲得成功。」4

事情發展得異常迅速。在第一次的傳道旅程，保羅離開加拉太的城 

市 不 久 ，猶太人便抵達並吿新初信者，他們聽到的不是整全的福音（一 

6 - 7 ) 。這些滋事分子敎導人：要獲得救恩便要①信靠基督，以及②參與 

猶 太 人 的 禮 儀 （如受割禮） 。換 言 之 ，這些外邦的加拉太信徒若不成為 

猶 太 人 ，就不能得救。請讀下列出自加拉太書的經文，留意保羅的對頭 

所敎導的錯誤敎義：一6-9.，二 1 6，三2-3，四1 0、2 1 ，五2-4，六 1 2。請 

記錄以下各節如何形容那些假敎師：一7 ，三 1 ，四1 7，五 1 0、1 2。

猜想為何保羅時代的猶太人難以接受單靠信心得救的敎義。有一位 

作家如此回答： 「他們骨子裏深藏着猶太人兩千年的傳統。」5這傳統有 

何 內 容 （如 祖 宗 、聖殿> ? 請讀使徒行傳六至七章，細察司提反這位猶 

太人如何看神聖的猶太制度的深層意義。這些制度不單指向大衞寶座上 

的彌賽亞，更指到宇宙寶座上的彌賽亞。6

E  目 的

以下是保羅寫此信一些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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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揭露猶太人的錯誤敎導，他們惡意損害初信者的信心。

2 .  為其使徒身分受到猶太人挑戰而作出辯護。

3 .  強調救恩是單靠信心，而不是信心加律法。

4.  勸勉加拉太信徒在基督的自由下生活（五1 ) ，並結出聖靈的果子 

(五2 2 - 2 3 )。

F 加拉太書的特色

這封信的特色包括：

( _ ) 對比繁多

綜覽部分將作詳細討論。

(二 ） 措辭強烈

保羅對於滋事分子的破壞工作感到憤慨是無可非議的。他在第一章 

兩 次 寫 道 ： 「他就應當被呪詛。」有位作家認為這封信的「每句説話都 

是一道雷轟。」尼 爾 （William Neil) 形 容 保 羅 為 「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一位詞鋒有力的辯論家、一個無懼的戰士……他 的 生 命 『與基督一同隱 

藏在神裏面』 。」7

(三 ） 對 信 心 與 行 為 作 為 得 救 的 條 件 有 清 晰 的 分 界

神曾使用這封信為馬丁路德及約翰衞斯理等人帶來靈命復興。路德 

説 ： 「加 拉 書 是 我 的 書 信 ；我已和它結合：它是我的妻子。J

(四 ） 基 督 徒 自 由 的 經 典 之 書

正如上文所述，這 封 信 被 稱 為 「靈魂解放之憲章」 。

(五 ） 沒 有 恭 賀 或 稱 讚 的 説 話

並非因為加拉太信徒的屬靈生活乏善足陳，而是因為這封信是在緊 

急情況下匆匆寫成的。保羅稍後親自探望敎會的時候，便可以稱讚激勵 

他 們 。

G  加拉太書與其他新約書卷的鬭係

前文已經比較加拉太書和雅各書，現另擧兩項有趣的比較。

( _ ) 加拉 太 書 與 羅 馬 書

「行為」同是羅馬書和加拉太書的要旨。羅馬書揭露律法主義認為 

人單靠行為得救的謬誤主張。兩封信皆常常出現因信稱義的主題（請讀 

加二16-17，三 1卜 2 4，五 4;羅 三 20、2 4 、2 8 ，五 卜 9 > 。羅馬書則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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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有較深入的探討。有人認為加拉太書只是「粗略製品」 ，八年後出現 

的羅馬書才顯得較細腻。

(二）加拉太書與哥林多後耆

哥林多後書有部分是保羅使徒身分的辯證（例如林後一〇至一三 

章） ，因為保羅的仇敵挑戰他的使徒資格，藉以煽動哥林多的信徒。加 

拉太書的首兩章，保羅同樣由於受到滋事分子的挑戰，而要為其身分辯 

白 。當你綜覽加拉太書一至二章時，請參照哥林多後書十至十三章的辯 

證 。

三 、綜 覽
A 綜覽準備

1 .  想像一下加拉太年青的信徒第一次讀到保羅的信時有何反應。緊 

記這封信之前所發生的事：

(a > 保羅第一次的傳道旅程

(b )  加拉太居民歸信

(c)  保羅返回大本營：安提阿

(d )  滋事分子及假敎師擾亂加拉太的基督徒

2 .  略讀加拉太書一遍，留意上述事件的章數及篇幅。

B 第一次讀

一口氣讀完整卷書，盡量 投 入 ，像從未讀過似的，為要得出一個印 

象 。

略 讀 一 次 ，找 出 內容大要。第一章有沒有問候語？哪一部分是結

語 ？

首兩章的內容與其他各章有何區別？第三至四章及第五至六章，哪 

一組的命令較多？

綜 覽 過 程 中 ，哪 些 字 詞 、片 語 、主 題 較 為 特 出 ？這封信的氣氛如

何 ？

C 個 別 大 段 及 小 段

參閲圖表13.2，注意加拉太書共分成八大段，包括序言、結 語 。每大 

段有一組小段。由於加拉太書只有六章，故此現階段將會逐段綜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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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找出各小段的主旨，避免在小節上停頓。

參閲圖表13.1，留意段落的劃分（即經文的章節> ，在聖經上畫下分 

部 ，然後閲讀每個段落，定立標題。8

加拉太書的段落標題 圖表13.1

D 找出大小段落的组合

現將全部的段落標題讀一遍。可否根據共同的內容將它們組合起 

來 ？若果不能單靠段落標題找出組合，可以參看經文的提示。

現在考慮各大段。將內容共通的大段組合起來。

信的哪部分最實用？

哪部分敎義最多？

哪部分是自傳？

E 綜覽圖表

細閲圖表13.2加拉太書的結構。注意下列各點：

1. 這信清楚分為三部分，每部分有兩章。注 意 ：敎義之後是實用部 

分 。保羅的應用往往建基於確實的敎義真理之上。

2 .  五章二節是新分部的開始。這説明五章一節是前文自由這主題的 

結 論 （請留意在四2 6 、30-31出現的自主這個詞) .。

3 .  信的首十節是序言。有些聖經譯本或注釋書認為一章一至五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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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一至九節才是序言部分。那麼一章六至十節的作用何在？

4 .  六章十一至十八節是結語部分。若非由第十一節開始，你能否理 

解為何只得第十七至十八節才是結語？

5 .  留意在不同大綱裏，三個分部是怎樣界定的。將圖表的大綱與你 

個人的觀察作比較。

6. 「從奴役中得釋放」這標題是反映五章一節的「奴僕的軛」 。五 

章一節有何實踐的命令？

四 、要 旨
A 保羅的見證（一1至二21>

加拉太書的首兩章記載保羅不同的見證，撮要如下。保羅分享這些 

見證的主要目的，是要指出呼召他作工的是神，不 是 人 。

(一 ）保 羅 信 息 的神聖來源 （一 1-24)

閲讀第一章，留意保羅如何從不同方面強調他的信息是神的啟示， 

而不是人的指點。圖表13.3是保羅在本章的生平注釋。

加拉太書一章十一節至二章十節的年代表 圖表13.3

欺 壓 者 保 羅 使 徒 保 羅

徒七58 徒九3~19 徒九26-29 徒一一30
八1-3 二二 5»11

九1-2 二六 12-18

加一 15>16上 加一 18-20 加二 1-10

在 大 馬 色 首 次探訪 第 二 次探訪
信主 耶 路 撒 冷

徒九30 

一一25-29 耶 路 撒 冷

加一13-14 加一16下-17 加一21-24

厂 在 阿 拉 伯 ：
C 3 6 ^ > 厂 在 敍 利 亞 丨

【 及 大 馬 色 , 1 及 基 利 家 i

約三年 > (加一 18)

約十四年 > (加二 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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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保 羅 的 使 命 得 到 人 的 認 同 （二1-10)

保羅在經文中指出，他 往 外 邦 人 中 間 （加拉太各敎會是其中一部 

分 ）傳福音的使命得到耶路撒冷敎會的猶太領袖全力支持。讀的時候， 

留意保羅如何説明這點。

(三 ） 與 彼 得 衝 突 （二11-21)

逭段是兩章見證的總結。保羅與彼得的衝突，證明他不是在人的管 

轄下傳福音的，包括來自耶路撒冷的使徒。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保羅對猶 

太律例強加於基督徒身上的問題深感不安，即使敎會的柱石彼得，在這 

問題上也作出妥協。

這場衝突大概是保羅從耶路撒冷返回安提阿後不久發生的。這是兩 

人第三次的會面，亦是一次不愉快的接觸。

1. 第 一 次 會 面 （主後三十六年於耶路撒冷） 。保羅剛認識彼得，同 

住了十五天(加一 1 8 ) 。

2 .  第 二 次 會 面 （主後四十六年於耶路撒冷） 。保羅與彼得在福音事 

工 上 攜 手 合 作 ：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彼 得 則 向 猶 太 人 傳 福 音 （加二 

1- 10)  °

3 .  第 三 次 會 面 （主後四十六至四十七年於安提阿) 。保羅公開責備 

彼 得 ，指斥他對猶太基督徒及外邦基督徒有兩副面孔。

請讀加拉太書二章十一至二十一節。根據二章十四節，保羅對彼得 

提出甚麼尖鋭的指控？

他如何説明像彼得這樣的猶太基督徒，對福音應有的正確詮釋？

(參一二15-76)第十七至二十一節如何敎訓我們，得救是靠基督，而不 

是基督加上律例？

B 信 心 舆 律 法 的 比 較 （三 1至五

加拉太書的中間部分是信的敎義核心，此處保羅儼如一位受神指示 

的神學家。

在三章一至二十四節，他比較信心與律法，因為兩者與稱義相關 

連 ；在三章二十五節至五章一節，他論及信徒在基督裏有自由，不受律 

法 束 縛 。這部分的大綱，見圖表13.4。

律 法 一 詞 在 三 章 一 至 二 十 四 節 中 出 現 了 十 四 次 。請讀三章十至 

二 十 四 節 ，這是新約聖經中有關律法的目的之經典篇章。律法有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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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心 與 律 法 的 比 較  在 基 督 裏 的 自 由

用 ？甚麼是律法辦不到的？三章二十三及二十五節如何將律法和信心作 

比 較 ？請參閲下圖：

十字架出現之前及之後的律法

① ©

沒 有 「信 心 」之 前 ■ 

我 們 是 受 制 於 律 法 下

有 了 「信 心 」之 後 i 

我 們 不 再 受 律 法 師 的 管 轄

保羅從未説過神的律法與基督徒的自由是互相衝突 、不能調和的。 

三章二十四節及五章一節指出兩者是有密切關係的，如下圖所示：

律法與自由

加拉太害三章一節至五章一節 圖表13.4

單信基督才可以被稱為義，如以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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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加拉太敎會的猶太人企圖誘惑初信的外邦人重返律法的束縛 

下 。因 此 ，保羅要指出，他們剛從律法中得釋放，使他們可以透過神的 

愛 子 ，與神建立一個全新的、親密的關係。

C 靠聖靈行事 (五 2-26)

這段經文常重複的鑰字是聖靈。基於信徒身分的真理： 「我們若是 

靠聖靈得生」 （五2 5 ) ，保羅呼顳人靠聖靈行事。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 

節 列 擧 的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靠聖靈行事產生的。

五 、鑰字鑰節與主題
注意圖表13.2列擧的鑰字，可否從這些不斷重複的字詞中看出保羅撰 

寫此信的手法？

加拉太書的內容充滿對比。注意圖表13.5的對比中出現了多少個鎗

字 。9

加拉太書的對比 m表13.5

章 數 次 等 局 等

1-2

在亞當裏沈淪

在 肉 體 上 ，所有人都在亞當裏死亡 
另 一 個 福 音 （錯謬的）

人的推理

在基督裏得救

在 靈 性 上 ，所有人都在基督裏得生 

純正的福音 

神的啟示

3-4

律法

善行

死亡的咒詛 

因所行的被定罪 

在束縛裏的奴僕（失敗） 

舊 的 盟 約 （以夏甲為象徵）

恩典

信心

生命的祝福 

因信稱義
在自 由裏的兒子（勝利） 

新 的 盟 約 （以撒拉為象徵）

5-6

在肉醴中生活 

肉體的善行 

從恩典中墜落 

榮耀的對象：世界或個人

在聖靈裏行事 

聖靈的果子 

在恩典中站穩 

榮耀的對象：唯獨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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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加拉太書時，有否留意到任何鑰節？將你的選擇與下列章節 

比 較 ：一 15-16，二 16上 ，二2 0 ，三3 ，三 1 3 ，三2 4 ，四 4 - 6，五 1 ，五 

22- 2 3，五2 5 ，六2 ，六5 ，六 15 °

用自己的話説出加拉太書的主旨。

六 、 應 用
以下是加拉太書的應用範圍：

1. 個人的得救。一個人要符合甚麼條件才能得救？

2.  個 人 的 成 長 （成聖） 。成聖是否可以依靠個人的努力？能力的源 

頭應該是甚麼？

3.  個人的自由。信徒在基督裏的自由有何特權？敎會是否在各方面 

都要有統一的風俗和習慣？保羅要求外邦基督徒仿效猶太基督徒的行 

為 ，還是要求猶太基督徒仿效外邦基督徒行事？

4 .  基督徒的自由有沒有界限？如 果 有 ，是 甚 麼 ？

5 .  五章一節的「站立得穩」是否意味基督徒應有的生活規範？新約 

聖 經常出現的「在基督裏」又表示甚麼？

七 、 溫習題
1 .  回想保羅的生平大事。他在何時寫加拉太書？

2 .  加拉太的各敎會位於哪裏？

3 .  保羅何時首次遇見加拉太人？他有否參與建立加拉太的地方敎

會 ？

4 .  為何有人認為加拉太書寫於耶路撒冷會議（徒一五章）之 前 ？

5 .  為何保羅剛剛完成在加拉太的傳道旅程後不久，又寫信給他們？

6 .  從加拉太書得知當時的處境如何？

7 .  説出四個成書的主要目的。

8 .  這封信有哪些明顯的特色？

9 .  試將加拉太書與雅各書、羅馬書及哥林多後書作一比較。

10. 請説明這封信三大分部的大綱。

11. 擧出一個鑰節。

12.  説出加拉太書的五個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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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進階習作
1.利 用 其 他 資 料 ，包 括 詳 盡 的 經 文 彙 編 及 《內夫主題式聖經》 

(Nave's Topical Bible ) ，進一步研究經文中有關律法與聖靈的比較。 

圖表13.6提供了部分研究範圍。

2.利用其他資料，找出支持南加拉太及北加拉太的論據。1(1下文是一 

些背景及摘要。

南 、北加拉太論

保 羅 時 代 ，加拉太這詞有兩個含義：一 是 人 種 方 面 ，一是地理方 

面 。以下的歷史背景摘要解釋箇中分別：

主前二五〇年 克 勒 特 （Celtic) 遊 牧 民 族 （即高盧人）從西面和 

北面遷移至小亞細亞北部定居。

主前一八九年 族人被羅馬軍征服。

主前二十五年 亞 古 士 督 （Augustus) 使這地區成為羅馬的其中一 

個 省 份 ，並 稱 之 為 加 拉 太 （Galatia源自 G a u l這個

字） 。

主後四十一年原來的疆界向南伸延至特庇等城市及附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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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分別支持這兩個主張的論據。

1. r加拉太的各敎會」是指北部地區的敎會。

(a )  加拉太是指人種方面，是當時一般的用法。

(b )  這些敎會是保羅在第二或第三次傳道旅程中建立的（參徒一六 

6 ，一八2 3 ) 。

(c)  這地區無論是種族或言語，都是真正的加拉太人。

(d )  北面城市有較多外邦人，故此加拉太書提及的問題在這區發生 

的可能性最大。

<e> 早期敎會的敎父將「加拉太」理解為北部地區。

2 .  「加拉太的各敎會」是指南部地區的敎會。

(a > 加拉太是指省份，是當時官方的用法。

(b )  這些敎會是保羅在第一次傳道旅程期間建立的（徒一三至一四

章 ） 。

(c)  沒有資料顯示加拉太北部早期有任何敎會存在。

(d )  加拉太書第二章不止一次提及巴拿巴，彷彿為讀者所熟悉（二

1 、9 、1 3 ) ，但巴拿巴只在第一次傳道旅程才作保羅的同工，並非第二 

次 。

(e)  這封信寫於耶路撒冷會議之前（徒一五章） ，所以亦早於第二 

次傳道旅程，否則保羅一定會在信中提及會議的頒令，即外邦基督徒無 

須遵守摩西的律例，因為這是加拉太書最主要的討論問題。

(f)  現今普遍支持這個主張。

九 、大 綱
加 拉 太 軎 ：從奴役中得釋放

福音的源頭 一 1至二21

序言 一 1-10

保羅從神得來的信息 一 11-24

耶路撒冷領袖的支持 二 1-10

與彼得的衝突 二 11-21

為福音辯護 三 1至五1

信心與律法的比較 三 1-24

基督裏的自由 三25至五1

加 拉 太 書 ：從 奴 役 中 得 釋 放  27 7

福音的應用

基督徒的新生活 

基督徒隨自由而來的責任 * 1

五2至六18

五 2-26

六 1-18

注釋

1 在這章的較後部分，我們會發現這封信的寫作日期是一個仍未能解決的問題。我們

認為這封信是早期寫成的。

2 有 趣 的 是 ，若這兩封信是最早寫成的書卷，則早期敎會最初所得到的敎訓就是這麼 

—個平衡 的 敎訓。

3 在哥林多後書 一 章 一 節 ，保 羅 説 明 是寫信給哥 林多的敎會及「亞該亞遍處的眾聖

徒 」 。

4 C . F. Hogg and W . E. Vine, The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3 p . 7.
5 William Neil, The Letter o f Paul to the Galatians, p . 4.
6 司提反大概是一位説希臘方言、承襄希臘傅統的希臘化猶太人。他在使徒行傅第七 

章裏的那篇演講是在加拉太畲成書前約十五年在耶路撒冷講的。

7 Neil, Paul to the Galatians t p . 89.
8 段落標題及分段標題都有同樣作用，段落標題是直接引自聖經的一個詞語或一句片 

語 ，用來代表一個段落的主要課題。

9 這個表是引自 Merrill F. Unger, t /n g er’s 历扮。Handboofe，p . 659.

10 支持南加拉太觀點的，可參考 R ob ert G u n d ry ， A Survey o f f/ie iVew T estam en t， 
pp. 260-62; Merrill C . Tenney, N ew  Testament Survey, pp. 265-67; D . Edm ond Hiebert, An  
Jncroc/uctfo/i to the i >auZine_Epist/es，pp. 79-83 〇 支持北加拉太觀點的，可參考Everett F.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 ew  Testament, p p . 259-64; W . G raham  Scroggie, K now  Your Biblet 
2:148-50。



第十四章

以弗所書：基督舆敎會

保羅的書信可以分為兩組：①早期，寫於傳道旅程年間；②後期'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捕以後寫成的（徒二一章） 。以弗所書是其中一卷寫 

於後期的書信，屬 於 「監獄書信」一 類 。我們之前研讀過的所有書信， 

都是早期的著作。

一 、讀前準備
倘若你首先對監獄書信有整體的了解，並且思索牢獄經歷對保羅的 

意 義 ，那就能為你研讀以弗所書作好準備。

A 監獄書信

監獄書信是保羅在羅馬首次入獄時寫成的後期的書信。研讀圖表 

14.1，並觀察下列各項：

1. 新約書信可分為兩類：保羅書信及普通書信。普通書信合共有多 

少 卷 ？

2 .  我們尚未綜覽哪幾卷保羅早期的書信？

3 .  保羅後期的書信可分為哪幾組？

4 .  請説出監獄書信的名稱。圖表所示的次序是按成書的先後來排列 

的 。1以基督論來劃分顯示出書信的神學內容，即是關於基督的位格和工

作 。2

5 .  提摩太後書也是著於獄中的，但它並不歸入監獄軎信之 列 。

B 囚犯保羅

四卷監獄書信都直接提到保羅被監禁的事。請讀弗三1 ，四 1 >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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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腓一7 、13 ; 西四3 、18 ; 門1 0、1 3、2 2 、23節 。之 前 ，保羅曾被拘 

禁 （林 後 一 一 23 >，然而他在羅馬首次被囚卻是一次長期的監禁，且涉 

及廣泛的外展事工。讀使徒行傳二十八章十六至三十一節，路加在裏面 

記錄了保羅於這段時期的一些活動。

C 寫作地點

一般人都認為監獄書信是保羅被拘禁在羅馬期間（徒二八章）寫成 

的 。有些人認為本書信的寫作地點是該撒利亞或以弗所。3

D 寫作次序

保羅首先撰寫歌羅西書、以弗所書、腓 利 門 書 ，並且是在同一時間 

由同一位送信人分發開去的。 （請讀弗六21-22 ;西四7-9 ; 門12節 。）腓 

立比書是較後被寫成的。 （稍後研讀該書信時，才再討論那日期。）

二 、背 景
A 作 者

在以弗所書內曾兩次提到保羅乃此書之作者。請讀一章一節及三章 

一 節 。內證如寫作風格和內容，外證如傳統，均支持這個論點。

保羅寫這書信時年約六十五歲。在同一段時期中，保羅寫了腓利門 

書 ，他在書中稱自己為「上了年紀的」 （“the aged” ，門9節 ，聖經新 

譯本） 。

B 寫作日期舆地點

以弗所書的寫作日期被確定為主後六 i^一 年 ，這是基於保羅首次被 

囚於羅馬期間寫本書信，為 期 至 少 達 兩 年 之 久 （主後六 i 至六十二 

年） 。當 時 ，他還寫了歌羅西書、腓利門書及腓立比書。請讀使徒行傅 

二十八章三十至三 i^一 節 。對保羅而言，當時囚室的環境適宜默想、研 

究及寫作嗎？本 仁 約 翰 （John B i m y a n ) 在獄中著成不朽名作《天路歷 

程》 (The Pilgrim ’s Progress、 ，你 曾 讀 過 其 他 「獄中名著」嗎 ？從人 

的角度來看，你怎樣解釋這個奇特的現象？當 然 ，就着以弗所書這樣的 

正 典 來 説 ，神才是寫作背景的始創者和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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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的地

(一） 主要觀點

有關以弗所書原本的目的地，大致上有兩個主要的觀點。

1.  以弗所敎會。這觀點的論據除了一章一節的經文外，還有早期敎 

父傳統稱本書信為： 「給以弗所人書」 （“T o  Ephesians” ，希臘文作 

iVos EpAesious ) 。此 外 ，四章十七節及六章二H-—至二十二節的經文均 

顯示了本書信是寫給一間特定的敎會，不論這是指哪間敎會。

2 .  無明確指定的某幾間敎會。這觀點主要是基於部分重要的古抄卷 

刪去一章一節 的 幾 個 字 ： 「在以弗所」 （“at Ep h e s u s”* ，希臘文作 

en JEpAeso ) 。4再 者 ，在整卷書信中，也看不見保羅式的個人問候語， 

所以它顯然是一卷公開傳閲的書信。5

以上所記的兩個觀點均有其長處及短處。或許將兩個觀點結合，可 

得出答案。有一個作者寫道： 「這封信是寫給以弗所人的，並寄了給他 

們 ，但 ……這個使徒刻意使用一種格式，使到書信也適合周遭敎會的基 

督 徒 閲 讀 ，期望藉此與他們溝通。」6

請翻閲地圖16. B ，那是小亞細亞的詳盡地圖。請從地圖找出一些位 

於以弗所鄰近城市的敎會，她們遲早會讀到保羅的信。請讀使徒行傳 

十九章八至十節及二十章三十一節，那裏提及保羅在以弗所及其周圍地 

區的民居中間事奉了三年之久。

(二 ）  以弗所城

這卷莊嚴的書信，是寫給那些居於以弗所及鄰近地區的基督徒的， 

他們不但見聞廣博，更通曉世界大事。這是由於以弗所城身處一個戰略 

位 置 ，即使以弗所以北九十哩的別迦摩才是亞西亞省的首都，以弗所卻 

仍被公認為這個省份的「第一」大 城 。試透過以下簡短的注釋資料，聯 

想以弗所會眾的本土特色：

1. 商 業 。以弗所是三大國際貿易中心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埃及的 

亞力山太和敍利亞的安提阿。查看地圖2.C ，留意這個城市的商業主導位 

置 。

2 .  藝術與科學。這城市是哲學家、詩 人 、藝 術 家 、演講家的藏身之 

所 。在這些學術的層面上，位於愛琴海對岸的哥林多，是她的其中一個 

勁 敵 。

3 .  宗 敎 。這地區主要是崇拜狄安娜女神（“D i a n a” ，希臘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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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即亞底米女神）的 。亞底米神廟在世界上可謂是聞名遐邇的。 

請讀使徒行傳十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七節，注意底米丢揚言「亞西亞全地 

和普天下」都敬拜亞底米女神（一九2 7 ) 。許多以弗所人也參與對亞古 

士督的帝王崇拜，以及形形色色的邪術（參徒一九13-19 ;弗 六 1 2 >。當 

你研讀以弗所書時，嘗試反覆記着它原來的對象是從偶像崇拜的幽暗中 

回轉歸信的。

(三）以弗所敎會

請讀下列有關以弗所敎會的經文。試從中找出一些事物，諸如第一 

批歸信者、領袖和組織上的增長。

1. 在五旬節當日悔改歸信的亞西亞人。主 後 三 十 年 一 徒 二 9

2 .  保羅在以弗所進行長期佈道之前。主後五十二年—— 徒一八18- 

21 ' 24-26

3 .  在長期佈道的期間。主後五十二至五十六年—— 徒一九章

4 .  保羅憶述往事。徒二017-27

5 .  吿誡以弗所的長老。主後五十五至五十六年—— 徒二028-38

6 .  吿誡提摩太。主後六十四年—— 提前一3

請讀使徒行傳十九章十七至二十節，概覽以弗所人信主前後的情況 

(主 後 五 十 五 年 那 時 的 基 督 徒 並 不 知 道 焚 燒 異 敎 書 籍 的 灰 燼 ，會產 

生出一件屬靈的瑰寶—— 於六年後寫成的一本小書以弗所書。

儘管以弗所內的猶太信徒為數不少，但大部分的信徒都是悔改歸信 

的外邦人。留意使徒行傳十九章十、十七節兩處提及「猶太人……希利 

尼人」 。由於信眾是在主後五十五年悔改信主的，而以弗所書則於主後 

六十一年成書，故此當他們第一次讀保羅書信時，他們信主的年日可説 

是很短的。敎會本身在省內扮演了「母會」的 角 色 。在第一世紀末，使 

徒約翰成了亞西亞基督徒的屬靈牧者，而以弗所敎會則繼承了敍利亞的 

安 提 阿 （她接替了耶路撒冷成為總部） ，成為宣敎事工的總部。觀察啟 

示錄一章十一節，看看以弗所在七間敎會的排名位置。這個排名顯示了 

甚 麼 ？

D 以弗所書的寫作動機與目的

對於以弗所敎會所面對一些特別的問題，以弗所書並沒有提供任何 

線 索 。所 謂 「特別」的 問 題 ，是指一些事如異端邪敎（歌羅西書）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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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紛 爭 （哥林多前書） 、錯 誤 的 指 摘 （哥林多後書） 、錯 謬 的 敎 義 （加 

拉太書） 。然 而 ，當保羅寫以弗所書時，他必定仍想着敎義上的異端此 

等 惡 事 ，正威嚇着隔鄰的歌羅西敎會，而保羅也在歌羅西書中提到這 

點 。 （請留意地圖2.C 及 16.B ，看看歌羅西和以弗所兩地是何等接近。） 

從來沒有敎會能避免褻濱敎義的事，故此使徒在以弗所積極敎導基督純 

淨的真道，可能也是針對那些正困擾着歌羅西敎會的同類問題。而 且 ， 

歌羅西的基督徒最終也會讀到以弗所書，因為這書信會在亞西亞敎會中 

間傳閲。赫 伯 特 （Hiebert) 有這樣的見解： 「從本書信與歌羅西書的密 

切關係來看，促使保羅寫歌羅西書的衝突，也同樣促使他去寫本書信。 

歌羅西敎會的衝突，向保羅顯示了他須要向敎會更全面地解釋，神對道 

個以基督與其敎會的關係為中心的宇宙之計劃。」7

毫無疑問，以弗所敎會也有一些個別的問題，對於初信的基督徒而 

言 ，他們的基本需要是在主裏成長，這是要透過①藉聖靈去加倍認識自 

己與主的關係及祂在他們身上的工作；②行在那光之中的生活經歷。保 

羅受感透過這書信去説明靈命成長的基本需要。今 日 ，這書信對於神的 

兒 女 來 説 ，仍然具有相同的作用。

E  —般特色

以弗所書是一卷至高無上的書。它是保羅書信中最崇高的，並被稱 

為 「聖經的大峽谷」 （“T h e  Gr a n d Ca n y o n of Scripture”） 。書中甚少 

個人記錄和生平資料，而且正如上文所述，也沒有探討任何爭辯或問 

題 。雖然這些都不是重要的，但保羅並沒有因此就略去這些實際的世俗 

的 課 題 。 （本書信至少有一半的篇幅是旨在處理實際問題的。）相反 

地 ，使徒得到一個天上國度的異象，並在那寧靜安穩的獄中生活裏，聖 

靈默示他去與他的讀者分享這個異象。8沙 夫 （Philip Schaff) 就本書這方 

面作了以下的描述：

這無疑是一卷最屬靈、最敬虔的書信，這是從激昂和超越的心靈狀態結合而 

成 的 ，在那裏，神學進升到崇拜、默想進升到演説。這是一卷屬天的書 

信……這位年邁的使徒超脱了一切屬世的事物，升至天上那些看不見和永恆 

的實存事物裏。他從幽暗的被囚之地暫時躍至變像的山上。這個為主被囚的 

人被異敎的士兵用鎖鏈捆鎖着，卻成為一個征服者，披戴着神的甲胄，唱着 

得勝的凱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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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獨特的語文和風格，反映出其信息之豐富深邃。有人發現 

本書信載有四十二個字詞或短語（例 如 「得了基業」 ，一 1 1 ) 是獨有 

的 ，在其他新約書卷中並未出現過；而有四十三個字詞或短語是保羅未 

曾用於其他書信內的。保羅在以弗所書其中一種明顯的寫作風格，就是 

長 句 ，正 如 一 位作家所形容： 「那些句子彷彿奔流於一個澎湃的浪潮 

中 ，在一望無垠而奔騰的大海中一浪接一浪。海水被清勁的大風搖蕩 

着 ，被初升的旭日映照得金光閃閃。」對於研究聖經的人來説，本書信 

具備了一些使人振奮和產生靈感的東西。

F 與其他新約書卷的關係

( _ ) 監獄書信

我們剛才已看過四卷成書時間相若的書信—— 以 弗 所 書 、腓立比 

書 、歌羅西書及腆利門書，這至少已解釋了這些書卷的一些相似之處 

了 。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及歌羅西書是寫給這些城市的地方敎會的；腓 

利門書雖然是特別寫給保羅的一位朋友，但它也是寫給那間在緋利門家 

中 聚 會 的 敎 會 （P12節 ；比較西四1 5 ) ，而這間敎會應位於或鄰近歌羅 

西 0

(二） 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

由於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有着許多相同之處，故 此 被 稱 為 「相聯的 

書信」 （“twin epistles” > 。在以弗所書一百五十五節裏，就有七十八 

個短語是跟歌羅西書的短語非常相似。這個因為兩卷書信都有着大致相 

同的寫作目的：指出基督與祂的敎會的關係，從而保證及扶助年輕的基 

督徒在主裏成長。

然 而 ，這兩卷書信並非是完全相同的。圖表14.2顯示了二者的一些差

別 。

(三 ） 加 拉 太 書 、以弗所書和緋立比書

你之前已綜覽過加拉太書了，這書信的成書日期比監獄書信早十三 

年 之 多 。當你第一次閲讀以弗所書時，你很快便能發現這些書信的相異 

之 處 ，例如語調方面。圖表14.3將加拉太書、以弗所書和腓立比書作一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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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與以弗所書的比較 圖 表 14.2

歌 羅 西 書 以 弗 所 書

基 督 與 宇 宙 基 督 與 敎 會

強 調 基 督 是 敎 會 的 頭 強 調 敎 會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較 個 人 化 ；本 地 化 不 個 人 化 ；較 典 雅

直 接 與 謬 論 對 敵 間 接 與 謬 論 對 敵

語 調 ：像 在 戰 場 上 激 烈 及 混 亂 的 情 況 語 調 ：像 勝 利 後 冷 靜 地 視 察 戰 場

加拉太書、以弗所害及腓立比書的比較 團表14.3

加 拉 太 軎 以 弗 所 書 腓 立 比 書

風 格
大 部 分 都 是  

邏 輯 性 及 議 論 性
敎 義 性 及 激 勵 性 資 料 性 及 安 慰 性

主 要 課 題 救 恩 基 督 喜 樂 的 生 命

目的 矯 正 性 指 導 性 啟 示 性

語 調 尖 銳 、責 備 的 冷 靜 、勝 利 的 溫 柔 、快 樂 的

三 、綜 覽
A 第一次讀

1. 一口氣速讀以弗所書一次。

2 .  寫下你對本書信的第一個印象。

3 .  這卷書整體上的氣氛如何？

4 .  第一次讀這卷書時，你能發現一些特出的鑰字和鑰句嗎？試將



2 8 6 新 約 精 )£

之 列 出 來 。

B 分 段

1 .  重讀本書信之前，請在以下經節旁記下這些段落分部：一 1 、3 、 

1 5 ，二 1 、1卜 1 9，三 1 、1 4、2 0 ，四 1 、7 、1 4、1 7、2 5 ，五3 、6 、1 5、 

2卜 25.，六卜 5 、9 、1 0、1 4、1 8、2卜 23 °

2 .  現在將本書信逐段細讀。請給每個分段加上標題。這練習有助你 

在綜覽的研讀中取得初步的契機。

3 .  本書信有沒有序言及總結？若 有 ，是哪些經節？

4 .  你注意到書中有任何轉捩點嗎？若 有 ，在 哪 處 ？‘

5 .  開始時你曾列出一些鎗字鑰句，現在請將其他鎗字鑰句加上去。

6 .  你觀察到一些諸如姓名等個人資料嗎？

7 .  在以弗所書裏，保羅的檮吿出現在何處？

C 觀察書信的結構

如 今 ，你大概想知道以弗所書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彼此關聯的。尋找 

本書信結構的兩個關鍵是：①主要的轉捩點；②段落的組合。

(一 ） 主要的轉捩點

你可能已經觀察到在本書信的第三章尾有一個轉變。下列各項如何 

支持這點呢？

1. 三章二十至二十一節的內容

2 .  三章二 i ■節最後的一個詞

3 .  四章一節的首兩個詞（編 者 按 ：請參看聖經新譯本）

4 .  比較四至六章和一至三章的大體內容（例如哪幾章是偏重於實踐 

的）

(二 ） 段落的組合

在 研 習 初 期 ，有 些 段 落 的 組 合 仍 是 難 以 察 覺 的 。五章二十一至 

二十四節的主題延伸至下一個段落中，那是甚麼？然 後 ，另一個新的主 

題又在哪處開展了？請替由五章二十一節開始的這個段落定一個標題， 

並嘗試識別本書信其他各個組合。

六章十至二十節如何成為本書信的總結部分（不將六章二十一至 

二十四節計算在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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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綜覽隱表

圖表14.4是以弗所書的綜覽圖表。當你概括地觀察完這書信的大部分 

內容和結構後，請參閲這個圖表。在圖表上觀察下列各項：

1.  以弗所書可劃分作兩個主要部分。哪一個側重於敎義方面，哪一 

個側重於實踐方面？

2. 「因此」 （“therefore” ，四丨，請參聖經新譯本）一 詞 將 「我們 

在基督裏的產業」和 「我們在基督裏的生命」聯繫起來。這點説明了一 

個甚麼實際的敎訓？

3 .  注 意 「我們在基督裏面」和 「基督在我們裏面」這兩個短語。審 

視 第 一 章 ，可找出許多類似「在祂裏面」的 短 語 。接 着 ，再讀三章二十 

節 （參 三 1 7 >，找 出 「運行在我們心裏」 （“works within m ”）這句短 

語 ，它預示了將會在未來數章發展出來的主題：基督在我們襄面。

4 .  三章二至十三節在第三章是一段插語。請讀這一章，並思想為何 

三章二至十三節被梘作插語。

5 .  留心圖表頂部所示的命令（例如知道） ，請讀各節經文。將這些 

命令聯繫那些在它們下面的各個大綱。試比較這些大綱和你研究所得 

的 。

四 、要 旨
A 析禱與讚美

一章三至十四節這段經文被人稱為「恩惠的聖詩」 （“h y m n  of 

grace”） 。以下的大綱如何代表着這首聖詩所含的敎義？

救 恩 ：聖 父 所 計 劃 的 （一4-6)

救 恩 ：聖 子 所 買 贖 的 （一7-12)

救 恩 ：聖 靈 所 運 用 的 （一 13-14)

在一章十五至二十三節及三章十四至二 H 節 ，有兩個值得注意的 

祈 禱 。

( _ )  _ 章十五至二十三節的祈禱

這個祈禱與一章三至十四節的聖詩實在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那首聖 

詩是保羅的見證，藉此讚美神在基督裏賜下無限的屬靈福氣。一章十五 

至二十三節的祈禱，是使徒保羅為眾聖徒發出的代求，使他們知道他們 

在基督裏的福分是何等浩大。故 此 ，一章三至十四節呼顧讀者常存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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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心 ；一章十五至二十三節則呼顯他們要得着智慧的靈。基督徒若能熱 

切地渴慕和培養這兩樣，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必能每天在耶穌基督的恩 

典和知識中成長。

(二 ）三 章 十 四 至 二 十 一 節 的 祈 禱

請讀這篇祈禱，並與一章十五至二十三節的祈禱作一比較。

B 敎 義

以弗所書是一間充滿各樣基督敎信仰的庫房。請觀察下列各項出現 

在書信的哪一處：

1.  救 恩 ：釋 放 自 （from) 和 釋 放 到 （unto) 。

2 .  與基督聯合：一個不可思議卻真實的關係。

3 .  普 世 敎 會 ：她是基督的身子，基督是她的頭。

4 .  聖 靈 ：是基督徒生命中所有福氣和能力的源頭。

5 .  神的旨意和工作：是為了人類的益處和神的榮耀。

6 .  二章四至十節和二章十九至二十二節這兩段經常被人引用的經 

文 ，敎導了甚麼敎義？

C 實 踐

這書信至少佔了一半的篇幅是注目在基督徒的實際言行上9 基督徒 

的 行 事為人（walking，四1 ) 和 身 分 （standing，六 1 1 )的基礎是在於他的 

座 位 （sitting，二 6 > 。他在基督裏面的生命（四至六章）是從他在基督裏 

的 產 業 （一至三章）領受得來的。

第四至六章論到那些居於平原和城市的基督徒，他們的言行正好反 

映出他們是何等樣的人。在一章一節至三章二十一節，使徒保羅縷述了 

基督徒在天上的身分；現 在 ，他轉而論及基督徒在世的言行。以弗所書 

前半部分的重點是基督徒在基督裏面的地位；現 在 ，焦點轉投在基督在 

基督徒裏面。

六章十至十七節這段關於軍裝的經文，是一段描述基督徒身處屬靈 

戰爭中應具備的武裝之經典經文。保羅剛好講畢基督徒應如何行事為 

人 ，將命令一項加一項地頒布給他們，並指出若要榮耀神，便得遵守一 

切 命 令 。現 在 ，他儼如將軍，向他的部隊訓話，且指着那個儲存着無數 

屬靈盔甲的軍械庫保證，若他們使用這些神聖的資源，就必能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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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鑰字鑰節
(一） 鑰 字

以弗所書有為數不少的鎗字（參圖表14 . 4 )。若要將數目減至十個， 

你會揀選哪些？

(二） 鑰 節

找出一句能代表本書信主旨的鑰節。你可能會找到多於一節。

(三） 主 旨

請用你自己的文字寫出以弗所書的主旨。

(四） 標 題

請替以弗所書加上一個與你之前所推測的主旨相吻合的標題。留意 

在圖表14.4的 標 題 。

六 、 應 用
以下的大綱説明了基督徒生活的哪三個不同的範疇：敎 會 合 一 （四 

1 - 1 6 ) ;每 天 言 行 （四17至五20> ;家 庭 責 任 （五21至六9> ? 從這幾部 

分經文可得出甚麼應用？試羅列出來。

將其他重要的應用加上去。

啟示錄二章一至七節簡述了以弗所敎會在保羅寫了以弗所書三十五 

年後的屬靈境況，請閲讀之。你對此有何反省？

七 、 溫習題
1. 保羅寫以弗所書時年紀有多大？他寫作這書信時身在何處？

2 .  以弗所書原來的對象是誰？本書信的兩種主要觀點是甚麼？你有 

何 結 論 ？

3 .  你會怎樣形容主後六十一年以弗所敎會內一般會友的情況？

4 .  以弗所人最初是如何得救的？那處的地方敎會是如何組織起來 

的 ？試重組以上的故事。

5 .  你認為對於以弗所的年輕信徒來説，以弗所書的信息是否太深奧 

難 明 呢 ？今 天 ，誰人應該閲讀和研習以弗所書？

6 .  以弗所敎會跟鄰近城市（例如歌羅西> 的敎會關係如何？

7 .  保羅寫本書信給亞西亞敎會的原因何在？

8 .  以弗所書敎導了哪些重要的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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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請指出本書信的一些特徵，例如在風格和語調上。

10. 比較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你會怎樣解釋二者何以如此相似？

11. 從綜覽以弗所書的學習所得，你認為本書信在今天可以如何實際 

地幫助基督徒？

八 、進階習作
你或許有意深入研究本書信的不同課題。以下列擧了一些可供研究 

的 題 目 ：

1.  從書信中所看見的保羅。例 如 可 參 ：三 卜 8 、1 3，六 19-20。

2 .  從書信中所看見的以弗所信徒。請 參 閲 ：一 1 5 ，二 1 1 ，三 1 3 ， 

四 1及其後經節，六 10及其後經節。

3 .  聖 父 。

4 .  聖 子 。

5 .  聖 靈 （請參圖表14 . 4 )。

6. 「天上」 。

7 .  信 心 、盼 望 、仁 爱 、禱 吿 、能力等題目。

8 .  永 恒 。

九 、大 綱
以弗所窖：基督與敎會 

我們在基督裏的產業

在基督裏的屬靈福氣 

祈求屬靈的智慧 

過去是死亡，現在得生命 

保羅的見證和祈禱 

我們在基督裏的生命 

保守敎會的合一 

基督徒每天言行 

基督徒在家中的言行 

基督徒的軍裝

一 1至三21

一 1-14 

— 15-23

二 1-22

三 1-21

四1至六24

四 1-16

四17至五20 

五21至六9 

六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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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這 本 研 讀 指 引 裏 各 綜 覽 所 依 循 的 是 正 典 的 次 序 ，也 就 是 聖 經 裏 所 列 的 次 序 。

2 腓 利 門 書 是 一 封 很 個 人 的 信 ，裏 面 沒 有 直 接 和 嚴 謹 的 神 學 敎 導 。

3 對這•方面的討論，參 D . Edmond H ieb ert， An Introc/iiction fo the _Pau/丨i e  
pp. 205-11，

4 主 要 例 子 包 括 兩 個 最 初 的 抄 本 ， 《西 乃 抄 本 》 和 《梵 帝 岡 抄 本 》 （第 四 世 紀 ） .，以 

及 Chester Bentty《蒲 草 抄 本 》 （第 三 世 紀 ） 。

5 有 一 個 例 外 是 六 章 二 i ^一 節 。

6 D. Edmond Hiebert,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Pauline Epistles, pp. 266.
7 同 上 書 。

8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 「天 上 」 、 「諸 天 」 或 「天 空 J 一 字 共 出 現 了 九 次 。

9 Philip Schaff, History o f  the Christian Church, 1:780.

第十五章

腓立比書：在基督裏的生命

腓立比書很可能是四卷監獄書信中最後著成的一卷，然而它在新約 

正典裏卻排行第二，是在以弗所書之後。在保羅所有的著作中，本書信 

是最有朝氣、最歡欣喜樂的；而本書信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更新一羣 

基督徒的屬靈生命。

一 、 讀前準備
重溫第十四章有關監獄書信的資料。別忘記保羅在同時期完成以弗 

所 書 、歌 羅 西 書 、緋利門書後不久，就立刻寫信給腓立比的敎會。

二 、 背 景
A 作 者

保羅是本書信的作者。在一章一節的問候語中，他提到同工提摩 

太 ，因保羅撰寫這書信時，提摩太正跟他在一起（參西一 1 ; 卩W 節） 。

B  目的地

( _ ) 腓立比城

腓立比書開首第一節已指明本書信的受信人是腓立比城的會眾。首 

先 ，我們要認識一下這個城市。

1.地 理 。地圖16.B展示監獄書信的地理位置。細心觀察下列各項： 

(a ) 腓立比是首都馬其頓省的一個城市。

(b > 這城位於內陸地區，距離尼亞波利這個海岸城市僅十餘英哩。 

(讀徒一六11-12，它記載了保羅首度前往緋立比時，曾中途停留在尼亞 

波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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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注意腓立比是位於馬其頓其中一條主要的陸上路線----伊格那

修 大 道 （Egnatian W a y ) 之 上 。當保羅從羅馬差遣以巴弗提往腓立比時 

(二2 5 ) ，以巴弗提必然行走亞比烏大道（Appian W a y ) 穿越義大利 

(參看地圖） ，接着乘船八十英哩，橫越亞底亞海，然後再登岸行走伊 

格那修大道。

(d > 保羅在第二次傳道旅程中離開了腓立比之後，曾到訪其他沿岸 

城 市 ，試 觀 察 之 ：暗 妃 波 里 、亞 波 羅 尼 亞 、帖 撒 羅 尼 迦 、庇 哩 亞 、雅 

典 、哥 林 多 。

2 .  名 稱 。在主前三五〇年 ，為着記念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馬其頓王 

腓 立 （Philip of M a c e d o n ) ，這城遂命名為緋立比（Philippi) 。在此之 

前 ，這城原本叫作 Krenictes (小噴泉之意） 。

3 .  政治地位。這城在主前四十二年成為羅馬的殖民地。 「她是羅馬 

的縮影……豁免繳税，而且是按照世界大城市的樣式建造出來的。」1路 

加也承認腓立比廣受稱譽，故此他稱這地為「馬其頓地區的首要城市」

(徒一六1 2 , 聖經新譯本） 。2

4 .  人 口 。在保羅的時代，據估計這城約有二十至五十萬的居民。他 

們大部分是希臘人，當中也有小部分是猶太人和羅馬人。請讀使徒行傳 

十六章十三節，注意保羅在城中何處擧行他的首個福音聚會。保羅每到 

一個 地 方 ，通常都是首先在會堂公開接觸羣眾的；由此觀之，這城是否 

沒有會堂？

有一位作家曾如此描繪一個典型的緋立比市民： 「像昔日的羅馬人 

一 樣 ，馬其頓人是雄壯、率直和親切的。他們不像雅典的哲學家那樣多 

疑 ，也不像哥林多的希臘人那樣驕奢淫逸。J s

5 .  經 濟 。相對來説，緋立比是一個富庶的城市，尤以金礦和異常肥 

沃的土壤聞名。那裏有一個享譽盛名的醫科學校，這使無數人聯想到腓 

立比就是路加醫生的故鄉。

(二）腓立比的敎會

保羅寫腓立比書的時候，腓立比敎會大概已成立了十年。以下是對 

敎會會眾的一些簡略描述：

1.起 源 。最先悔改歸信的人是呂底亞和城中的禁卒。請分別閲讀使 

徒行傳十六章十三至十五節及十六章二十三至三十四節，藉此了解他們 

信主的經過。另 外 ，請留意這兩個家庭的其他成員也在那個時候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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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加稱呂底亞為「一位敬畏上帝的婦女」 （“a worshipper of G o d ” ， 

徒一六1 4，聖經新譯本> ，可見保羅首次遇見她時，她已經歸信了猶太 

敎 。呂底亞的家，很可能是腓立比那些初信的基督徒的首個聚會點（徒 

一六 1 5、4 0 ) 。

2 .  歐洲的首間敎會。腓立比普遍被人視為基督敎在歐洲的發源地， 

因為在歐洲透過一些可知的有組織宣敎工作，就是在此處得着第一批歸 

信者的了。這正是保羅在主後四十九至五十二年進行第二次傳道旅程的 

時 期 ，已記載於使徒行傳十五章三十六節至十八章二十二節了。保羅大 

概在主後五十年第一次到訪腓立比。

3 .  成員和組織。信眾中大多數是希臘人，也有小部分是歸信的猶太 

人 。一般的家庭都屬於中產階層，平均都擁有中等的資產。保羅寫這書 

信 之 時 ，敎會已有一個組織性的架構，其 中 包 括 主 敎 （監督> 和執事等 

敎會職任。 （讀腓一 1>

4 .  早期的日子。保羅完成了他在緋立比的初步事工後，便離開了此 

地的初信者，他的同工路加留下來，無疑是因着協助日後的跟進工作， 

那包括鼓勵和指導初信的基督徒。以下的經文支持了這個論點，請讀

之 ：

使 徒 行 傳 十 六 章 十 至 十 三 節 ：路加在特羅亞加入保羅的宣敎隊伍， 

一同前往馬其頓。這點可見於不斷重複的「我們」這個代名詞。 （路加 

是使徒行傳的作者）

使 徒 行 傳 十 六 章 四 十 節 及 十 七 章 一 至 四 節 ：離 開腓立比之後，路加

並不在保羅的隊伍中。結 論 ：路加一定是留下來了。

使 徒 行 傳 二 十 章 五 至 六 節 ：大 約 在 六 年 之 後 （主後五十六年） ，當 

保羅進行第三次的傳道旅程經過腓立比時，路加再次加入隊伍。

C 寫作地點舆日期

保羅約在主後六 H 至六十二年被囚於羅馬時寫成腓立比書。4請讀 

使徒行傳二十八章十六至三 H 節 ，路加在經文中記錄了這兩年的牢獄 

生 涯 。

D 寫作目的

保羅在這段時間寫信給腓立比的敎會，是有着兩個主要的原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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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討論一些瑣事，其二是要給予一些指示。

(一） 瑣 事

請 讀 下 列 經 文 ，觀 察 保 羅 究 竟 想 向 腓 立 比 人 傳 些 甚 麼 信 息 ：二 

1 9 - 2 4，二 2 5 - 3 0，四2 - 3，四 10-19。

(二） 指 示

保羅全部的書信都符合了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至十七節所描繪的目 

的 。使徒保羅欲跟聖徒分享的一些事是：

1.鼓勵他們在每日的生活中讓基督居於首位。在新約中，大概已沒 

有別的經文比這書信更能生動而清晰地描繪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的 

了 。讀以下的經文：一20-21，三7-14。

一 2 . 呼顳他們醒覺並改正屬靈上的問題（例如四2 - 3 ) 。

3 .敎導基督敎的敎義（例如二6 - 1 1 ) 。

E 特 色

腓立比書被稱為保羅給腓立比信徒的情信，是由於信中那不拘禮 

節 、個人的風格，正大大地反映出使徒保羅親切真摯的性格。較諸其他 

書 信 ，這書信包含了較少的責難，更多的讚美。

因為保羅寫這書信的目的是實用性多於敎義性，故此這封個人書信 

在結構上並沒有一個詳盡的大綱。然 而 ，保羅在書信中仍有敎導有關基 

督的位格和工作。

保羅在信中並無引用舊約經文，而信中有六十五個字詞未見於保羅 

的其他書信中。

F 在新約中的地位

新約的二十七卷書都在聖經中發揮着各不相同的功能。參閲圖表 

10.4，可見腓立比書被列作基督論書信。它若與緋利門書比較又如何？ 

(試在圖表中與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作一比較。>

慕 勒 （H . C . G . M o u l e ) 如此比較腓立比書和其他保羅書信：

每一卷書信都有其神聖和深刻的人性特徵，而當我們環顧其他書信時，會發 

現腓立比書比加拉太書更平和，比以弗所書更個人化和親切，比歌羅西書更 

少叫人憂慮的爭論，比帖撒羅尼迦書信更深思熟慮和均衡，比提摩太書信、 

提多書及腓利門書這類私函當然有着更多的應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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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次讀

閲讀腓立比書一次，不要停留在任何細節上。閲讀完畢後，請回答 

以下 問 題 ：

你有甚麼深刻的印象？

這書信大致上的氣氛如何？

閲讀時你察覺到任何有組織的大綱嗎？

在書信中你觀察到任何轉捩點嗎？若 有 ，在 何 處 ？

在閲讀的過程中，有甚麼深刻的字詞或短句躍現你腦海之中？

B 進階閲讀

在你的聖經下列經文旁作記號，以識別段落的分部：一 1 、3 、1 2、 

2 7 ，二 1 、5 、1 2、1 9、2 5 ，三 1 、1 5 ，四 1 、4 、8 、1 0、2 1 。然 後 ，再讀 

這書信一遍，讀時放慢速度。給每個段落加上標題。

再概覽這書信一遍，找出那些內容相近的段落的組合。例 如 ：

1.  哪些段落主要記述保羅以自己的經歷作見證？

2 .  哪些段落記錄保羅的同工所作的事工？

3 .  哪些段落載有警吿？

4 .  哪些段落主要是涉及忠吿的（包含勸勉和命令） ？

5 .  哪些段落主要提及保羅與腓立比信徒之間的個人關係？

6 .  尋找其他組合。

7 .  比較這書信開首和結束的問候語。

根據這些組合和其他個別的線索，你能否察覺到書信在內容上的大 

體 綱 要 ？ （有些研究聖經的人認為腓立比書並無任何有組織的結構，這 

書信非常私人的性質正是原因之一。綜覽圖表15.1展示了一些一般的模 

式 ，那是不必將任何大綱強加進去也可見於書信中的。）

C 綜覽阊表

這個綜覽圖表顯示了腓立比書的結構和重點。觀察下列各項：

1.在一章二十七節而非二章一節，劃分了一個重要的分部。請讀這 

段 經 文 ，並留意二章一至四節在內容上比一章十二至二十六節更接近一 

章二十七至三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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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四章二節而非四章一節，劃分了一個重要的分部。請讀四章一 

節 ，注 意它似乎是前面經文的總結，多於是其後經文的引子。

3.  這書信的內容可歸納為三個關鍵性的概念：見 證 、榜樣和勸勉。 

將之與你之前所作的段落組合研究作個比較。

4 .  這四部分的大綱是專題式的（即在基督裏的生命、生活中的動 

機 、聖 靈 、喜樂） 。每個大綱都顯示了這些獨特的專題，如何各在四個 

部分中最少出現在一節經文中。那 些 代 表 着 「在基督裏的生命」這標題 

的 分 題 是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樣式、基督是我們的目 

標 、基督是我們的滿 足 。

5 .  留意腓立比書的標題： 「在基督裏的生命」 。圖表上的大綱如何 

支持這個標題？

四 、要 旨
腓立比書的一些主要論題有：①在基督裏的喜樂—— 軎 樂 、歡 喜 、 

歡 樂 、歡 歡 喜 喜 （joy, rejoice) 這類詞語在書信中出現了十七次之多；②

在基督裏信徒合----------章二十七節至二章十八節及四章一至九節是主

要 的 經 文 ；③ 在困境中持守真道；④ 在主裏成長；⑤ 福 音 （gospel) ——  

這詞在信中出現了九次。

許多基督徒都耳熟能詳的經文包括：一21-26，三7-11，三 12-16，四 

4- 7，四8 ，四11-13，四1 9。

接着我們會概要地討論腓立比書幾段重要的經文。

A 基 督 的 虚 己 （二5-11)

在整本聖經中，這是其中一段最榮耀的經文。這是一本敎義書的縮 

影 ，敎導了關於基督位格和工作的真理。這是一本基督徒生活指南，在 

開首的一個崇高的呼顬中總結了基督徒的品行。

這段經文通常被稱作「虛己經文」 （“kenosis passage”） ，是取名 

自 希 臘 文 〔「倒空自己」 （emptied) ，二7 ，聖經新譯本〕 。經 

文當中有一個未有明言的問題：究竟耶穌來到地上時，有甚麼是須要自 

我倒空的？那些堅稱加利利的耶穌只是凡人的人士認為耶穌倒空了自己 

的神性。新美國標準譯本（N A S B ) 的經文注解指那是耶穌「放棄祂的特 

權」 。試將之比較另一種解釋：耶穌放棄自主地行使自己一些相關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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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例 如 ： 「然 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 J ) 。6

請讀這段經文。它的主旨是甚麼？開首那個實際的勸勉是甚麼？虛 

己 （humiliation) 和 升 高 （exaltation) 這兩個詞如何代表了本段落的兩個 

部 分 ？

B 基督是我們的目標（三 1至 四 1)

第三章是腓立比書的高潮所在，以最高的目標來挑戰和激勵它的基 

督 徒 讀 者 （例如三1 4 ) 。

讀這段經文時，緊記以下三個不同的部分：

命令 三 1-3

見證 三 4-14

呼顳 三 15至四

觀察保羅所寫的目標。基督如何跟每一項扯上關係？

全卷腓立比書的中心是耶穌基督的位格。在祂以外不可能有歡喜快 

樂 。祂是基督徒的生命（一2 1 ) 、至 尊 的 榜 樣 （二5 - 1 1 ) 、最大的目標 

(三 10>和 恩 慈 的 供 應 者 （四 1 3 > 。難怪保羅的心志和目標是「使我認 

識 基 督 ，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 （三 1 0 ) 。

C 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四2-23>

腓立比書的結構可看為一個三重的單元：

目前的態度 目標及心志 目前的滿足

- 1 - 27 四2 四23

以上的每個題目是如何聯繫起來的，並如何關聯到基督徒生命的範 

疇 中 ？

請讀四章二至二十三節，留意在不同之處提到基督徒在基督裏的滿 

足 。這些確據如何影響到基督徒的目標和心志？

五 、主題與鑛字鑛節
請寫下一些最能代表本書信重點的鎗字鑰節，然後找出主題，並揀 

選一個能反映這主題的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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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15.1顯示出一章二十一節是一個鎗節。有一位作者曾如此評論這 

節 經 文 ： 「這種對生活的展望，能將困苦化作樂歌，將監獄化作宮殿， 

將羅馬士兵化作為基督贏取的靈魂。」7

六 、 應 用
你曾否想像過當一個作者撰寫了一卷新約書卷後，那一刻他會想些 

甚 麼 ？有一位作者重組了保羅在監獄中完成了神所默示的腓立比書後的 

情 景 ：

那裏寂然無聲，筆被擱在一旁。這些蒲草卷一 無價的原稿，已在適當的時 

間 裏 「整裝待發」了 。可能趁着原稿未乾透之際，宣敎士和他的弟兄們轉而 

進一步討論他們所親愛的腓立比敎會，而且回憶着昔日的許多情景……他們 

再次談論到腓立比基督徒生命中的光明之處，也提及多處的黑暗面；然後， 

當衙門的衞兵驚訝地望着他們，又或是以信徒的身分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 

同心為腓立比禱吿，向聖父、聖子傾瀉出他們的讚美，並且期盼那光榮的日 

子來到。8

那差不多是二千年前的事了。只有神才清楚知道有多少生命曾被這 

書信觸動過。像所有聖經經卷一樣，它是永遠歷久常新、適用於每個時 

代 。它曾向你的心靈説話嗎？試寫下一些你在綜覽這書信的過程中所得 

出的應用。

在下列的基督徒生活之經歷和範疇，腓立比書作出了甚麼敎導？

1. 在基督裏的喜樂

2 .  在基督裏的滿足

3 .  努力和獎賞

4 .  正當的動機

七 、 溫習題
1 .  是甚麼令腓立比在地理上成為一個戰略性的位置？

2 .  你會如何描繪這個馬其頓的城市內一個典型的居民？

3 .  保羅在緋立比首先接觸的是甚麼？

4 .  你認為當保羅撰寫這書信之時，緋立比信眾的狀況如何？

5 .  究竟腓立比出現首批信徒的時間距離這書信的寫作時間有多少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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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路加在腓立比所關注的事和事工是甚麼？

7.  保羅寫腓立比書時身在何處？他首度到訪腓立比城時經歷了何種 

逼 迫 ？將上述兩項觀察與書信中的要旨：喜樂連繫起來。

8 .  保羅寫緋立比書的目的是甚麼？

9 .  列出書信中所討論的一些重要題目。

10.  腓立比書普遍的語調是甚麼？

11. 信中是否有許多訓斥和指摘？

12. 在書信中有哪幾章可劃分為以下各個不同的內容類別：見 證 、榜 

樣 、勸 勉 ？

1. 基督的位格是新約聖經的一個重要敎義。在外界的資料協助下， 

諸如一本有關敎義的書，試研究下列各點：

(a > 基督的人性：它是真實而完美的嗎？耶穌是否必須是人類，才 

能成就對人類的拯救？若 果 是 ，原因何在？

(b )  基督的神性：耶穌真的是神嗎？耶穌是否必須是神，才能成就 

對人類的拯救？若 果 是 ，原因何在？

(c)  耶穌是神人：耶穌如何能同時真的是神又是人？

2 .  在聖經其他的經卷也有提及喜樂這個課題，試深入研究它。請從 

其中找出在聖經中真正的喜樂的定義。

3 .  請詳細研究腓立比書反映了甚麼是有關保羅和腓立比信徒的。關 

於 後 者 ，請參閲下列的經文：一5 、2 7 、29-30，三2 ，四2-10、14-18。

八 、進階習作

九 、大 綱
腓 立 比 臀 ：在基督裏的生命

問候 一 1-2 

一 3-26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基督是我們的樣式 

基督是我們的目標

一 27 至二 30 

三 1至四1

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問安與祝福

四 2-20 

四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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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R obert H . M ounce, “T he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in T h e WyclifTe Bible  

Comm entary 9 p. 1319.
2 事 實 上 ，暗妃波里是那個包括腓立比在內的區域的省會。

3 引自J . Sidlow Baxter, ■ Explore f/ie Boo/:，6:181。
4 信 中 所 提 及 的 「御營」 （一 1 3 ) 和 「該撒家 襄 」 （四2 2 ) 這些用字顯示了這封信是 

來 自 羅馬的。

5 H . C . G . Moule, Philippian Studies y p . 5.
6 比較Henry C . Thiessen，J/Uroducto/y LecmreWn Systeniat/c 77ieoiogy，p . 296.
7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 239.
8 H . C . G . Moule, Philippian Studies, pp. 253-54.



第十六章

歌羅西書：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

歌羅西書是保羅的四卷監獄書信之一，跟以弗所書有許多相似之 

處 。這卷書信是寄給一間規模極小、不顯眼的敎會的，可是書信本身確 

實傳遞着來自神的信息。讀者必然留意到信中高擧耶穌基督的位格和工 

作 。今天研究這書信的人，會對與基督親密契合的深度及豐盛，有着新 

的 洞 察 ；祂 正 是 「包 括 一 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 （三 1 1 ) 。

一 、讀前準備
你剛完成腓立比書的綜覽，這書信的背景和語調，跟歌羅西書的簡 

直有天淵之別；故 此 ，你會遇到一些差異，請作好心理準備，緊記不同 

的 人 、敎會情況和經歷會帶來這些差別。

請參閲圖表1.1，再次留意歌羅西書的寫作時間—— 差不多是二十七 

卷書寫作次序的中間時段。

二 ' 背 景
A 作者舆目的地

歌羅西書一章一節已指出它的作者是保羅，而且可從問候語中確認 

出保羅的同工就是提摩太。第二節説明書信對象是「歌羅西的聖徒，在 

基督裏有忠心的弟兄」 。此 外 ，保羅吩咐歌羅西敎會要把信交給老底嘉 

的 敎 會 （四1 6 ;參二1 ) 。書 信 的 名 稱 「歌羅西」 ，是源自它的目的地。

B 歌羅西城

參看地圖16.A (歌羅西周圍的環境） ，注意歌羅西是古奈士河谷 

(Lycus Valley) 內 的 「三大城市」 （“tri-city”）之 一 。這地方距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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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所大約有一百公哩之遠。 （另參看地圖16.B ，那裏有更詳細的地理資 

料 。）在主前五個世紀，歌 羅 西 被 譽 為 「弗呂家的大城」 （“the great 

city of Phrygia”） ；然而在保羅的時代，她僅是一座小城罷了。這種轉 

變主要是因為當以弗所與幼發拉底谷之間的貿易路線偏離了歌羅西之 

後 ，老底嘉和希拉波立這些鄰近城市便隨之崛起了。1

歌羅西附近的地方 地圖16. A

當保羅寫歌羅西書之時，在這三個城市分別都有一個信徒的聚會 

(四 1 3 ) 。

歌羅西的居民主要是希臘人和弗呂家人，不過那裏還有一羣異常龐 

大的猶太人口。另 外 ，這個地區所出產的柔輭羊毛，亦是享負盛名的。

C 歌羅西的敎會

對於歌羅西的敎會，我們無法從聖經精確地勾畫出她完全的面貌， 

但從以下的描述，我們可見其梗概。在第三次傳道旅程期間，保羅於以 

弗所進行傳道及敎導的事工，極可能跟歌羅西敎會的建立有着莫大的關 

聯 。2有人依據歌羅西書一章三至四節（參二1 ) ，指此地的大部分信眾對 

保羅來説，都是極陌生的。以 巴 弗 （Epaphras) 大概是在保羅引領下信主



3 0 6 新 約 精 覽

鼉
期
团
_
知

薄

涅

3
_
3
萑

S

 

连
國16.B

歌 羅 西 書 ：基 督 是 包 括 一 切 • 又 住 在 各 人 之 内  30 7

的其中一個以弗所信徒，他極可能是這間敎會的建立人（一7 ) ，可能同 

時是老底嘉和希拉波立敎會的建立人（參四1 3 ) 。無 論 如 何 ，他在歌羅 

西信徒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四12) »

歌 羅 西 書 四 章 十 七 節 顯 示 當 保 羅 撰 寫 本 書 信 時 ，亞 基 布  

(Archippus) 是 敎 會的牧者（另參門2節） 。敎會的信徒在腓利門的家中 

聚 會 ，而腓利門正是敎會的活躍分子（西四9 ; P〗 1 、5-7節） 。究竟這羣 

信眾有多少人？我們實在無法知曉。大部分的信徒均有着希臘的背景， 

其餘的是歸信耶穌的猶太人。

D 寫作地點舆日期

保羅約在主後六十一年於羅馬的監獄寫成此書信。正如之前所述， 

腓 利 門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是 在 同 一 時 間 完 成 和 送 遞 出 去 的 ，推基古 

(Tychicus) 和 阿 尼 西 母 （Onesimus) 是這些書信的送信人。 （參看弗六 

21-22 ; 西四7-9 ; 門 1 2、23-24節 。）

e 寫作動機

保羅寫這書信的近因，是歌羅西敎會裏出現了異端。以巴弗向保羅 

報 吿 ，指 出 敎 會 在 那 個 時 候 出 現 了 錯 謬 的 觀 念 和 邪 惡 的 行 為 （參一 

7 - 8 ) 。儘管保羅沒有説出或指明任何異端，可是二章八至二十三節這部 

分的經文已對此有非常仔細的描述。其中涉及的異端有：①猶太敎的律 

法 主 義 ，包 括 割 禮 （二 1 1 ，三 1 1 > 、規 條 （二 1 4 > 、飲 食 、節期等等 

(二1 6 ) ;②嚴厲的禁慾主義（二 1 6、2 0 - 2 3 ) ;③ 敬 拜 天 使 （二18> ; 

④頌揚和髙擧人類的學説（二8 ) 。

保羅純粹將耶穌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這些對應的真理表達出來，從正 

面有力地挑戰和駁倒這些異端。

請讀腓利門書第二十三節，試看以巴弗向保羅報吿後有何遭遇。

F 主題和語調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三 1 1 ) ，這段經文正好貼 

切地點出了歌羅西書的主題。有人這樣説： 「保羅不是傳揚一種制度或 

一 套 哲 學 ，而是一個人—— 耶穌基督。j 基督的神性、祂在十架上受死 

的 功 效 、祂的主權及至高無上的身分、祂持續不斷的中保地位，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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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羅在書信中所要分享的敎義性信息，因為這些敎義均是假師傅所要 

否 定 的 。我們會在綜覽部分中觀察書信內其他重要的課題。

整 體 上 ，這書信的語調是率直、積極和強硬的。保羅採取的方式， 

是進攻而非防守。對於這意見： 「一套強而有力、正面的基督敎神學， 

是對抗錯謬的唯理智體系的唯一方法」 ，保羅是由衷地贊同的。然 而 ， 

書信中也滲透了憐憫之情，保羅在悲愁中吐出了絲絲溫柔的愛和喜 樂 。

G 舆其他新約書卷的關係

重溫我們在較早前對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作出的比較（圖表14. 2 )。 

請也留意歌羅西書在以羅馬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及歌羅西書這四卷 

書為一組的書信中的地位。圖表16.1作了甚麼比較？

敎義性及矯正性的書倌 圖16.1

三 ' 綜 覽
A 第一次讀

一次過瀏覽整卷書信一遍。將你大概的印象寫下來。

書信中的氣氛如何？你記起任何特出的字詞或短句嗎？

B 段落標題

在聖經中記下下列的分段，然後在紙上為每個段落寫下標題：一1 、 

3 、9 、1 3 、2 1 、2 4 ，二 1 、4 、8 、1 6 、2 0 ，三 1 、5 、1 2 、1 8 ，四2 、7 、 

1 0 、1 5 、18_。

將任何新的印象或觀察所得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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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書信結構

再讀這書信數遍，找 出 ：

1 .  內 容 的 結 構 （例如引言、主 體 、結論）

2 .  內 容 的 種 類 （例如 敎 義 、實踐）

3 .  任何中心點或高潮

4 .  要旨

D 綜覽圓表

圖表16.2是歌羅西書的綜覽圖表，當你概略地閲讀過之後，請依從下 

列所提供的研習建議。

1 .  留意圖表中書信卷首和卷末的祝福。另 外 ，留 意 兩個以「主要是 

個人的」為標題的部分。請讀有關的經文，以證明這些描述是正確的。

「主要是敎義性的」這部分始於一章十三節，因為基督這個主題是主要 

集中在這裏引介開去的（「祂愛子」） ，随後的經節再依題發揮。

在以下所提議的綜覽研讀裏，你很可能想知道圖表16.2主要分部的劃 

分為何會在二章四節、三章五節及四章七節。請根據經文，辯證以下所 

作的其他觀察。

2 .  注意書信主體的三個部分。辯論性是指謬誤敎義的反駁，激働性 

在這裏涵括了勉勵和命令。

3 .  讀二章四節，觀察保羅如何開始在這一節論述有關那些正危害着 

歌羅西基督徒的假師傅。另 外 ，請讀二章八、十 六 、十 八 節 。在二章四 

節至三章四節這部分的經文中，你看到甚麼錯誤或荒謬的敎導？

4 .  留意圖表上以三章五節為開始的激勵性部分。請讀三章一至四 

節 ，你會發現這段經文的性質也是激勵性的。不 過 ，由於它與二章二十 

至二十三節這段落有着極密切的關係，故此它被劃入前一個分部內（辯 

論 性 ，二4至三4 ) 。 （例如比較二章二十節和三章一節的首句）

5 .  結尾個人的部分以四章七節為開始，因為保羅在這裏開始帶出個 

人化的事務和問候。

6 .  基 本 上 ，歌羅西書合共有三種內容：敎義性的、實踐性的及個人 

的 。留意圖表頂部的大綱已顯示了這點。

7 .  研究其他代表着歌羅西書主要分部的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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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要 旨
A 感恩和代求（一3-12)

這書信開首的調子是歡欣而愉快的，這是保羅典型的寫作手法。這 

裏絲毫沒有顯示使徒保羅的心靈正被歌羅西的難題重重地壓着；然 而 ， 

那卻是撰寫本書信的主因。

這個分段有兩個段落：

感恩 一 3-8

代求 一 9-12

請 讀 各 段 ，觀察是甚麼構成保羅的感恩和代求。

B 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一 13至二3)

保羅撰寫這書信的主因，就是要高擧耶穌為神和救主。那是因為歌 

羅西的其中一個異端崇拜天使，否定基督的神性。在保羅特別揭示這些 

異 端 之 前 （二4至三4 ) ，他決定先去宣揚那些關於基督位格和工作正面 

的對應真理。

這個段落本身就是這書信的主要敎義性部分。請 讀 經 文 ，並將與下 

列事項有關的所有資料寫下來：

1. 基 督 是 誰 （位格）

2 .  基 督 作 了 甚 麼 （工作）

這個段落的鎗句是： 「萬有也靠祂而立」 （一 1 7 > 。這句話有時被 

稱為歌羅西的律法。 「萬有」一詞無疑是指到所有的領域，包括屬靈上 

和物理上。關於後者，有一點是頗有趣味的，就是所有物理定律都指出 

原 子 的 某 些 部 分 （電 子 、質子）是 會互相排斥的，但是據科學家的觀 

察 ，宇宙的原子仍是完好無缺，這實在令他們大惑不解。有一位科學家 

説 ： 「一些不可動搖的抑制力正毫不鬆懈地將它們繫在一起 。」藉保羅 

的 手 ，歌羅西書一章十七節的經文顯明了基督正是維繫萬物的力量。

C 揭露 異 端 （二4至三4>

保羅在這裏明確地寫到那些威脅着古奈士河谷敎會的異端。他並沒 

有提到個別的人物或組織，但顯然他心中知道某些假師傅，從這些短句 

可窺一二：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二4) ; 「免得有人……把你們 

擄去」 （二8 ，聖經新譯本> ; 「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二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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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表16.3展示了歌羅西異端的思辨敎義之基礎。細心觀察以下各

點 ：

(a )  虛假的宗敎家企圖去解決鴻溝的問題。那是甚麼問題？

(b )  他們建議了兩個解決方法：

(i)  神透過從自己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馨香來接觸人，這是祂的門生所望 

塵 莫 及 的 ，他們的聖潔每下愈況。相 較 天 使 ，人們怎樣看耶穌？

(ii)  人在思想活動的領域中接觸神。4為何人們崇拜智慧和精神？

(c)  因着肉體被視為是本質上的敗壞，故此禁慾主義和律法主義亦 

隨之產生了。甚麼是禁慾主義？聖經是否敎導説肉體本身是敗壞的？

請讀二章四節至三章四節。有哪些經節直接或間接提到下列各個已 

列在圖表16.3上的異端：崇拜天使；否定基督的神性；玄 思 ；聖化人類的 

知 識 ；禁 慾 主 義 ；猶太敎的律法主義？

為了匡正異端的錯誤思想，保羅在經文中敎導了哪些有關基督的各 

種 真 理 ？

歌羅西異端的敎導 圖 表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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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付 諸 行 動 的 基 督 敎 （三 5至 四 6)

至目前為止，保羅在信中曾論及敎義：首先是正確的敎義（一1至二 

3 ) ，然後是錯謬的敎義（二4至三4 ) 。如 今 ，按保羅典型的模式，他將 

注意力集中於基督徒實際的生活上。

留意所引經文中特定的行為和特定的羣體。閲讀時請依循以下的 

大 綱 ：

基督徒的生活

1. 在 個 人 生 活 方 面 （三5-17)

2 .  在 家 庭 生 活 方 面 （三 18至四1>

3 .  與 世 界 的 關 係 （四2-6)

E 基 督 徒 的 相 交 （四7-18>

請 讀 經 文 ，特別留意有關基督徒相交的資料。例 如 在 第 七 、十 、 

十一 節 中 ， 「一同」 （fellow) 這個詞是如何使用的？

五 、 主題與鑰字鑰節
請你用自己的話語，説出歌羅西書的主旨"注意圖表16.2所列的鑰 

字 。每個鎗字如何關連到這書信的主題？將你在綜覽書信時所得的其他 

鍮字加進去。

圖表16.2列了哪個鑰節？除 此 之 外 ，有哪些鎗節可帶出歌羅西書的 

主 題 ？

六 、 應 用
歌羅西書有許多應用的真理，都源自信徒與基督的兩種密切關係：

1.  死亡—— 「你們……與基督同死」 （二20>

2 .  復活—— 「你們……與基督一同復活」 （三 1)

重讀整卷書信一次，觀察那些從以上的真理衍生出來的各種應用。

七 、 溫習題
1 .  在保羅的時代中，歌羅西這個城市有多大？她距離以弗所有多

遠 ？

2 .  保羅對歌羅西敎會的建立，有沒有作出任何貢獻？如果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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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甚麼？

3 .  請説出這羣會眾中的一些活躍分子。保羅寫歌羅西書時，誰人可 

能是歌羅西敎會的牧者？

4 .  保羅跟大部分的會眾只是膚淺的認識嗎？

5 .  最接近歌羅西的兩間敎會位於何處？

6 .  保羅撰寫歌羅西書時，究竟身在何處？他又是在何時寫這書的？

7 .  這書信的成書近因是甚麼？

8 .  有甚麼嚴重的問題正威脅着歌羅西敎會？

9 .  在這卷寫給敎會的書信中，保羅採用了甚麼寫作方式？

10 .  除了歌羅西信徒外，保羅還希望誰讀這卷書信？

11. 歌羅西書的主題是甚麼？

12. 試就主題和目的兩方面，比較歌羅西書及下列各書信：以弗所 

書 、加拉太書、羅 馬 書 。

13. 書信中有甚麼不同種類的內容？你能否記起大綱，並説明每個新 

分部是在哪兒開始的？

14. 保羅在這裏有否沿用他一貫的寫作模式，就是對基督徒生活作出 

呼 顢 前 ，會先論述敎義，以此作為基礎？

15. 在 圖 表 裏 ，歌羅西書的標題是甚麼？

16. 試完成這個大綱：

基督是你們的產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7 .歌羅西書有何鑰字鑰節？

八 、進階習作
1 .  閲讀全卷書信一次，留 意 「基督」的 出 現 次 數 （不 論 是 「基督」 

或其他稱號） 。將保羅每一次對祂所作的論述記下來。這個練習可證明 

歌羅西信徒的基本信念是萬有的元首：基 督 。

2 .  留意信中所提及的所有姓名及保羅對他們各人作出甚麼描述。

3 .  試在其他資料的輔助之下，研究在第一世紀中以不同形式出現的

錯讓哲學----諾 斯 底 主 義 （Gnostic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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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大 綱
歌 羅 西 軎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卷首祝福 

真確的教義

感恩和代求 

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錯謬的敎義 

揭露異端 

基督徒的生活

付諸行動的基督敎 

個人的問候語 

卷末祝福 * 1

一 1-2

一 3 至二 3 

一 3-12 

一 13 至二 3 

二4至三4 

二4至三4 

三5至四18上 

三5至四6 

四7-18上 

四18下

注釋

1 .  老 底 嘉 被 舂 為 「山谷的首府 」 （ “ the metropolis o f the valley”） ，而希拉波立則 

被 稱 為 「聖城 」 （ “the sacred city”） 。

2 .  使徒行傳十八章二十三節至二十一章十七節記載了這次旅程（主後五十二至五十五 

年 > ，請特別閲讀十九章十及二十六節。

3. Karl K . Darrow， Atomic Eneigy > 引自 D . Lee Chesnut， TTie Atom S p e a is，p . 6 7 。

4 .  這是我們今天稱為其中一種異端的智慧主義（Gnosticism) 。



第十七章 

帖撒羅尼迦書信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主耶穌必再來  

帖 撒 羅 尼 迦 後 窖 ：祂還未降臨

基督的第一次降世是世界歷史上關鍵性的事件，而祂的再臨將會帶 

來 高 潮 。祂第一次降臨，為要受死、復 活 。當祂再來時，祂將會招聚那 

些因祂的死而得拯救的人。保羅將這個招聚所帶來的喜樂與榮耀簡單地 

總結起來説： 「這 樣 ，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帖前四1 7 )對使徒 

來 説 ，撰寫帖撒羅尼迦書信1和分享如此的信息是一次令人戰兢的經歷。

在保羅的作品裏，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焦點特別集中在基督再來這 

個主題上。在 這 裏 ，使徒不僅作出詳盡的預言，也指示基督徒應如何在 

主再來的亮光中度每一天的生活。當你研讀這卷書信時，你便會察覺到 

這個實際的重點。

一 、 讀前準備
在你開始閲讀帖撒羅尼迦書信之前，請根據你現在對末世論（有關 

末後的事的敎義）的所知及理解，回答以下的問題：

1. 耶穌會再降臨地上嗎？若 然 ，祂再來之前會有甚麼徵兆？

2 .  聖徒會在基督再臨地上之前被提到天上嗎？若 然 ，那麼在被提與 

基督再臨地上之間是否隔了一段時間？

3 .  基督回來後會作甚麼？

4 .  基督會逗留在地上多久？然後會怎樣？

二 、 帖撒羅尼迦書信的背景
A 帖撒羅尼迦城

( _ ) 名 稱

這個城市原稱為帖爾彌（T h e r m e ) 。卡 森 達 （Cassander) 約於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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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五年重建這城，並以其妻子帖撒羅尼迦之名命名之。

(二 ） 位 置

請參閲地圖16.B ，細心研究帖撒羅尼迦的位置。留意這城位於一個 

戰略性的位置，因她是個海港，並在伊格那修大道（Egnatian W a y ) 上 ， 

這大道是羅馬和小亞細亞之間主要的東西方貿易和軍事路線。2這個戰略 

性的位置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八節？

觀察馬其頓其他兩個重要的城市—— 緋立比和庇哩亞（Berea) ，保 

羅曾在第二次的傳道旅程中到訪這兩個地方。為何保羅的傳道旅程大部 

分集中在帝國的主要城市中？

注意哥林多在地圖上的位置。保羅是在這處寫帖撒羅尼迦書信的。

(三 ） 人 口

在保羅的時代，帖撒羅尼迦的人口估計約有二十萬（相當於現在的 

一半人口 > 。其中大部分是希臘人，但城裏也有許多猶太人。從以下的 

描 述 ，試想像一下保羅在第二次傳道旅程時第一次進入這個熙攘的城市 

的 印 象 （徒一七1 ) :

陸上的商旅擠滿了旅店，港口泊滿了從海外駛來的船隻，老 練 的水手、羅馬

官員及成千上萬的猶太商人在街道上摩肩接踵，帖撒羅尼迦正展示了一幅大

都會的圖畫。這使人聯想到那些反對保羅的猶太人稱保羅和他的同工為「攪

亂天下的」 （徒一七6) » 3

(四 ） 政 府

帖撒羅尼迦在主前一四八年成為馬其頓省的省會。在主前四十二 

年 ，她成為一個自由城市，並直接選出自己的政府官員。 （留意使徒行 

傳十七章六節有關地方官的經文） 。

(五 ） 商 業

如 前 面 所 述 ，這城是一個戰略性的貿易中心，擁有海陸兩路的網 

絡 。這個條件使她成為商業界的「名人」 。帖撒羅尼迦是一個繁榮的城 

市 。

(六 ）  宗 敎

絕大部分的希臘人都敬拜偶像。人 們 每 天 都 在 奧 林 匹 山 （M o u n t  

O l y m p i c ) 附近眺望此座象徵着諸神的山。在 古 時 ，人們相信宙斯

(Zeus) 召集了希臘諸神在奧林匹山的頂峯上擧行會議。

從使徒行傳十七章五節的行動來看，帖撒羅尼迦的猶太社羣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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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龐大，就是極具影響力，甚或二者兼備。使徒行傳記載了保羅是在 

這城的會堂進行他的第一次福音證道（徒一七1 - 4 ) 。

此 外 ，城中也有為數不少的羅馬人，他們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操，效 

忠 於 該 撒 大 帝 （參徒一七7 ) 。

B 帖 撒 羅 尼 迦 的 第 一 間 基 督 敎 會

(一）保 羅的福音運動

在保羅的第二次傳道事工中，帖撒羅尼迦是他所探訪的第二個主要 

城 市 （腓立比是第一個> 。讀使徒行傳十七章一至十節，看看路加對這 

個事工的扼要記述。試觀察下列各項：

1. 保羅抵達這城後，首先與會堂內的猶太人分享福音，這是他慣常 

的 做法。這個傳道旅程維持了多久？

2 .  保羅是根據聖經來進行他的事工。 「與他們辯論」 （徒一七2 ) 這 

個短句顯示了保羅將福音傳給帖撒羅尼迦人時採用了甚麼方式？

3 .  保羅試圖建立三個基本真理，依 次 序 是 ：

(a )  基 督 （應許中的彌賽亞、救贖者）必須受害、死 亡 。

(b )  基督必會從死裏復活。

(c)  他所傳的耶穌就是這個基督。

倘若你今日像保羅一樣，只擁有舊約聖經，你會怎樣以那些經文去 

支持上述這三個真理？開 始 時 ，請先看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

4 .  保羅傳道事工的直接果效（徒一七4 - 5 ) :

(a )  有些猶太人悔改歸信。

(b )  許多敬虔的希臘人悔改歸信。

(c)  不少尊貴的婦女悔改歸信。

(d )  不信的猶太人煽動暴亂。

(e)  保羅被迫離開這城。

5 .  保羅其後與帖撒羅尼迦基督徒的接觸：

(a )  在保羅第一次探訪後不久欲再探訪帖撒羅尼迦，但曾兩度受阻 

(帖前二 1 7 - 1 8 )。

(b )  他打發提摩太前去代替他進行牧養的工作（帖前三1 - 2 ) 。

(<j) 他寫了兩卷書信。

(d ) 使徒保羅進行第三次傳道旅程時，至少兩度探訪這個地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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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1-4 ;林後二12 - 1 3 )。除此以外，他於第一次被囚羅馬後，可能探訪 

過帖撒羅尼迦敎會。

(二）敎 會 的 建 立 及 其 成 員

保羅寫這些書信時，帖撒羅尼迦的敎會不過只是一個嬰孩罷了，然 

而 ，由崇拜偶像改為信仰基督敎，這實在是生命上一個奇蹟性的轉變， 

故此她的名聲便遠播於外了。開始之初，新生的信徒組成一個基督徒團 

契 。使徒行傳十七章四、六 、十節究竟暗示了甚麼是有關這樣的一個團 

契 的 ？在數個月之後，保羅寫信給他們，稱 他 們 作 「帖撒羅尼迦……的 

敎會」 （帖前一1 ) 。無 疑 地 ，起初這個地方敎會的組織是相當簡單的； 

不 過 ，從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十二節的描述來看，我們得知這敎會是有 

領 袖 的 。

敎會大部分的成員，都是離棄偶像、歸向神的外邦人（參徒一七4 ; 

帖前一9> ，其中也有些是猶太人（徒一七4 ) 。從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 

十 一 節 ，我們可以推斷出敎會的大多數成員均是屬於一般的工人階級。

(請看使徒行傳十七章四節下，那裏有個值得注意的例外。）帖撒羅尼 

迦這些初生的基督徒，成了保羅真正的喜樂和激勵，並且他們都是基督 

那可靠和忠實的追隨者。這兩卷書信的歡愉調子，正好肯定了這一點。

三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背景
A 作 者

保羅在書信中曾兩次以他的名字來顯明自己，可見於一章一節及二 

章十八節。無論在這卷書信，又或是帖撒羅尼迦後書、緋立比書、腓利 

門 書 中 ，均沒有出現過使徒這個稱號。有些人猜測這是由於這些書信並 

無討論任何涉及保羅權力的問題。

在卷首的問候語中，提及西拉和提摩太（一 1 > ，他們都是保羅親密 

的 同 工 。請讀以下有關這兩人的經文：

1.  西 拉 ：徒一五2 2 、2 7 、3 2 、4 0 ，一六 19-20 ;彼前五 1 2。

2 .  提 摩 太 ：徒一六1-3 ;腓二19-22 ;提前一2_ ; 提後四9 、2 1 。

B 寫作地點舆日期

在第二次傳道旅程中，保羅離開帖撒羅尼迦後，隨即在哥林多逗留 

了 十 八 個 月 （徒一八 1、11> ，並在那裏寫成帖撒羅尼迦前書。 （請參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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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2 ，緊記保羅生平及事工的排列日期。此 外 ，請留意使徒所撰的每一 

卷書信是在何時何地寫成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約寫於主後五十二年。4在保羅各卷神默示而寫成的 

作 品 中 ，這卷書信是其中一卷最早期的作品。5保羅撰寫這卷書信時，年 

紀約有多大？他悔改得救時年紀又有多大？ （見附錄2)

C 寫作動機與目的

我們已經看到，當保羅被阻止前往帖撒羅尼迦時，他做了兩件事， 

作為部分的彌補：差派提摩太代替他去進行牧養的事工（三 1 - 5 ) ;在接 

到提摩太對這敎會所作出的報吿後，寫 了 這卷書信（三 6-1 3 >。 （請讀三 

章 十 節 ，它記敍了保羅雖然不在帖撒羅尼迦，但卻為他們作了另一件 

事 。）這就是保羅寫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動機了。

保羅寫這卷書信時，懷着多個不同的目的。其中有數個是比較重要 

的 ：

1.  稱 讚 信 徒 的 信 心 （三6)

2 .  揭 示 罪 惡 （例如淫行，四3 ;懶 散 ，四1 1 )和 糾 正 誤 解 （例如有關 

基督再來的見解，四13-17)

3 .  在嶄新的屬靈經歷上，對初信者作 出 勸 勉 （例如四1-12)

4 .  反駁那些針對保羅的錯誤指控。那些傳播開去的指控大概是這 

樣 的 ：

(a )  保羅是個斂財的敎師，他被那些出席聚會的尊貴婦女深深吸引 

着 。保羅的回應，可見於二章三、九 、十節等經文。

(b )  保羅是個諂媚的人，心中藏着自私的動機。請讀二章四至六

節 。

(c)  保羅無膽量再現身於帖撒羅尼迦。請讀二章十七至二十節。

D 特 色

保羅寫給帖撒羅尼迦的書信，有着典型新約書信的特徵。它的內容 

有如一個包着醫生的診斷和藥方的包裹。帖撒羅尼迦前書一些比較特出 

的特 徵 有 ：

1.  親切而坦率。

2 .  它的語調溫和、充 滿 慈 受 ，是 「基督徒友誼的經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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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這書信是簡單、基 要 的 。

4 .  書中充滿冀盼，特別是有關基督的再來。

5 .  這書信勾畫了新約敎會在最初期的面貌。

6 .  信內並無引用舊約。 （在 這 裏 ，我們會記起帖撒羅尼迦大部分的 

基督徒都是外邦人，而非猶太人。）

7.  在這卷書信中，並不像往常一樣充滿敎義（四章十三至十八節是 

一個例外） 。

8 .  這卷保羅書信的寫作風格是極不拘禮節、個人和直接的。

9 .  從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寫作方式和強調之處，我們可以更認識保羅 

這 個 人 。機 智 、愛和謙卑這三種質素是這書信時常提及的。

E 在新約的地位

帖撒羅尼迦書信是保羅的新約作品內其中一卷最早著成的書信，前 

面已略有所提。請參閲圖表1.1，留意有甚麼書信是寫於這兩卷書信以前 

或以後的。

四 、帖撒羅尼迦前書綜覽
A 第一次讀

瀏 覽 這 書 信 一 遍 ，從而取得第一個印象。然 後 ，請回答以下的問

題 ：

1. 這是一卷長信嗎？

2 .  它是否着重實踐多於敎義？

3 .  信內是否有許多有關個人的資料？

4 .  你有否感受到信中有任何獨特的語調或氣氛？

5 .  保羅是否有一個明確的寫作目的？

6 .  你對這書信有何個人的印象？

B 段落綜寛

1. 再閲讀這信一遍，讀時稍為放慢速度。閲 讀 時 ，可開始將那些給 

你深刻印象的字句畫下。

2 .  列出鍮字及鑰句，並在研讀的過程中，將發現到的加上去。

3 .  在聖經內劃分段落的分部，每個段落以下列各經節為始：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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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二 卜  7 、 1 3 、 1 7 ，三 1 、6 、 1 1 ，四 卜  9 、 1 3 ，五 1 、6 、 1 2、2 3 、 

2 5 、28 °

4 .  請讀各段落，並為它們加上段落標題。

5 .  你對這書信有甚麼新的印象？有甚麼部分是明顯地特出的？

C 観察結構

現在嘗試看看帖撒羅尼迦前書十九個段落（思想單元）如何併合起 

來傳遞保羅的信息。以下提議了一些須作査考的事項：

(一 ）  引言和結論

請讀本書信的開首和結尾段落。你認為哪些經節是引言和結論？

(二 ） 相近內 容 的 組 合

重讀這書信一遍，看看你能否找出任何段落是有着相近內容的，例 

如 敎 義 、勸 勉 、個人反省或傅記等。將這些段落記下來。

(三 ） 轉捩點

有 時 候 ，一本書會出現一個轉捩點，就如從敎義轉變為實踐。在帖 

撒羅尼迦前書中，你有否察覺到任何轉變？

(四 ）  高 潮

在寫作的過程中，書信偶然也會達到一個或多個高潮，通常讚美詩 

的出現就是一個線索。你留意到帖撒羅尼迦前書有任何高潮嗎？你認為 

在這書信的結尾有否出現了一個清晰明確的髙潮？若 然 ，它確實在哪 

裏 ？

(五 ）  _ 項重要的敎義

觀察每章章末那些涉及基督再來的經文。書信中哪些段落特別論述 

末日時基督再來這事？

D 綜覽H 表

圖表17.1是帖撒羅尼迦前書的綜覽圖表，它展示了這書信的基本結 

構和不同專題的大綱。細心研習這個圖表。

從圖表觀察下列各點：

1. 一章一節的問候語和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八節，分別為引言和結

論 。

2 .  四章一節將書信劃分作兩個主要部分，它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帖 撒 羅 尼 迦 書 信  323

m4<
HH
M

i4<\lmilPtl
Ml

i f4 < g
S ms塒

Sw s雲
IK dz:
鰣 I

S
m
瓖S
挪
U

酿 I •  jjtk ,
SI

li,
w
盏

f t ®
職

m
垲宙 
嫌 s  
W-R
m m
娜

提L  m
h

賊剛 | i
L  〇g 
1  ^
V w

S
#1
m
赵

m

*InrtiPit1 
餹 1

©  L 俶 

M 赵r  ^
I m M

■ iwSI
l i i

斜 Inin.M S

mnii Co. hjITi
刺( S
l lm

*
酲

5
m  1 
〇s ,
睡
m

坩
Hf
滕

-R 
继 

L 赵 l i 腊

1 S
m
m

姻

<〇

，哑3
雜糰 

截 s
© s
m-m

£
|||'|
_

鮮

睡

|
」
 I

峨

0
 

S

鼷
回

\

| £

弋

穎

眧

_
®
{
葚

运

匯

/

 /

 

i
i

 

嫌

鼬

■Z
I*

醒

(
i
eCNJ
w

)
 r

 i

 s
tse
i
k壊
啪
帐*

擊
盤
S
體
渔
駟
«
爲
崗
州
g
寐
坩
-
护
遮
撕
醵
屮
#
«
擦
®
親
g

u
运
嚷
PK
」

：

铤
鑛

枨
tt
^
t
t匿
4H
:
 
«

 箨

思

 

i
/
Bi
is
s



3 2 4 新 約 精 覽

哪兩個大綱可説明這個雙重的劃分？ 〔注 意 ：四章一節一開首就寫「末 

了」 （現代中文譯本） ，顯示了保羅的思路是從這兒開始轉變的。〕重 

溫到目前為止你所作的綜覽研究，査察一下這個雙重大綱是否代表着書 

信大致上的內容。

3 .  從觀察所得，保羅花了極大的篇幅去描繪他在帖撒羅尼迦所進行 

的 事 奉 。留意那個顯示了這些事奉的三個層面之大綱，而在二章十七節 

作 出 劃 分 ，亦是基於這個觀察。請讀二章十七節前後的分段，從而尋得 

在這裏作釗分的理據。

此 外 ，請研讀那兩個在事奉大綱之下的相關大綱。

4 .  這書信的其中一個要旨是主的再來。之前已經提過，每一章的結 

尾都清晰地提到這件在未來發生的事件。綜覽圖表上所列出的五重專題 

大 綱 ，正是根據觀察書信五章的結尾而組織起來的。這些大綱也反映了 

每一章大致上的內容。譬如第一章的大綱是救恩，它指到帖撒羅尼迦人 

的 歸 信 ，這經歷正説明了他們對基督再來的盼望（「等候祂兒子從天降 

臨」 ，一 1 0 > 。請以這個主旨去研究各個專題大綱。

5 .  留意圖表上的標題是有關主的再來的。如此構思，是要使人預期 

到帖撒羅尼迦後書的標題會是： 「祂還未臨到」 。另外亦請留意鑰節。

五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要旨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要旨反映了保羅寫作的目的。以下就列出了一些 

重要的主題。

1.  基督的再來。書信中關鍵的敎義性經文是涉及敎會的被提，記在 

四章十三至十八節。

2 .  為帖撒羅尼迦信徒的信心和忍耐而感恩。

3 .  鼓勵那些正面對苦難的敎會肢體。

4 .  有關不同課題的敎義。諸如以下所列：

父神

主 耶 穌 （留 意 完 整 的 稱 謂 「我們主耶穌基督」 ：一3 ，五9 、 

2 3 、28)

聖靈

牧養責任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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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會時代
災難期 
7年

3i年| 3士年 
I大制大災難期

千禧年 
1000年

白 座  
/ 的g 判

及瑪各大

吉多頓

3

永遠的地獄

救恩之道 

信徒 

世界 

撒但

5 .勸勉信徒過聖潔的生活。

在後面的篇幅裏，會對以上的一些要旨作出更全面的描述。

A 主的再來

在綜覽研究中，我們觀察到帖撒羅尼迦前書有多處經文曾提及基督 

的 第 二 次 降 臨 ，而首次出現的地方是一章十節。對於基督的第二次降 

臨 ，實在有很多不同的觀點。有些人認為主的再來可分為兩個階段，其 

他人則主張只有一個階段。圖表17.2展示了前千禧年派所主張的兩個階 

段 ，第一階段稱為被提，那時基督會為眾聖徒而來；第二階段稱為顯 

現 ，那時基督會偕同眾聖徒降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這個圖表所展 

示的災前被提觀，説明了將發生在未來世界的大事之先後次序〔故此有 

「災前」 （Pre-tribulation) 之稱〕 。6每當你研讀到那些關於基督再來的 

經 文 時 ，請牢記這個次序。 （在稍後的篇章會有更深入的研討。）

千鞴年前世界大亊的股計 圖表17.2

g
與
聖
徒
在i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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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 約 中 ，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十三至十八節是敎會被提這課題的 

經典經文。 「被提」這個詞的英文是“rapture” ，並未出現在聖經中， 

但它卻極貼切地代表了四章十七節“caught u p” （編 者 按 ：和合本也是 

譯 作 「被提」）的意思。 （此希臘字的拉丁文翻譯是rapiemur，因此我們 

得出 “rapture” 一■詞。>

請讀這段經文，並觀察它對以下各點作出甚麼敎導：①被提的真理 

所帶來的安慰；②被提的真理的根據；③被提時所發生的事件。

保羅論及被提一事，主要是為着安慰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因為在他 

們當中有些人失去了所愛的人。 （請讀四章十三節）對於那些死去的人 

將會有一天復活一事，他們並沒有生疑；他們感到悲傷，只是惟恐基督 

再 臨 時 ，他們的摯愛不能經歷到那些充滿榮耀的事件。他們心中最大的 

問 題是：我們將會在何時復活，並且這事會如何發生。請研讀圖表17.3有 

關人在死亡和復活之間的情況，這可成為這段被提經文的背景。請讀圖 

表內所引的經文。7

在你綜覽帖撒羅尼迦前書時，已察覺到在每章之結尾或接近結尾的 

經 文 ，都提及基督的再來。重讀經文一遍，留意保羅為何要在每章都提 

及這件事情。

B 保羅的事奉 (一1至 五 28>

保羅的敵人將他逐出帖撒羅尼迦城，企圖破壞他的福音工作（參看 

徒 一 七 5-15>。顯 然 ，這些仇敵同時也運用了各種不同的策略來打擊保 

羅 ，例如造謠詆識他的私生活、動機和他推行福音運動的方法等。這解 

釋了為何保羅在這卷短短的書信中花了如此多的篇幅去捍衞他的事奉。 

第 一 、二章的主旨，正是使徒如何論及自己。

重溫圖表17.1有關保羅在帖撒羅尼迦所作的三重事奉。請從經文觀察 

下 列 各 點 ：

(― )個 人 的 事 奉 （_2至 二 16)

留意那個重複出現在第一章的代名詞「你們」和 第 二 章 的 「我們」

(指保羅> 。這兩章都是保羅的見證。他的重點是甚麼？

(二）離 別 後 的 事 奉 （二17至三13)

對於在那時無法親身去到帖撒羅尼迦的信徒那裏，保羅深表遺憾。 

保羅為他們做了哪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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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藉 書 信 事 奉 （四1至五28)

在四章一節，保羅開始特別勸勉帖撒羅尼迦信徒要注意自己在日常 

生活上的言行擧止。在保羅所有的作品中，沒有一卷是未曾呼顳過信徒 

要有彰顯基督和取悦神的操守。使徒保羅提醒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他在 

較早與他們一起的時候已在這些事上作出了敎導。現 在 ，他 寫 道 ：要 

「繼續」如 此 行 ，但 要 「做得更加好」 （四1 ，直譯巴克萊譯本） 。健康 

的基督徒生活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應該是充滿生氣、動 力 的 。基督徒必 

須不斷成長、不斷進步和邁向豐盛。正如有人曾經這樣説： 「存留在世 

的基督徒對於聖潔生活的追求，可説是永無休止的。」

六 、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主旨與鑰字鑰節
你將會如何確定帖撒羅尼迦前書的主旨？留意這主旨成為圖表17.1的 

標 題 。另 外 ，請注意圖表上的鎗字和鑰節。試將圖表上的和你在綜覽時 

所得的作一比較。

七 、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應用
保羅這第一卷寫給帖撒羅尼迦的書信，充滿了實際的應用。思想一 

下你從下列各項所學習到的：

1.  基督再來的安慰和希望

2 .  在苦難中忍耐

3 .  基督徒忠心的事奉

4 .  作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八 、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溫習題
1. 保羅是於哪次傳道旅程中首次到訪帖撒羅尼迦？試説出鄰近兩個 

同時福音廣傳的城市。

2 .  帖撒羅尼迦位於一個怎樣的戰略性位置上？

3 .  試描述保羅時代的帖撒羅尼迦人一般是怎樣的。

4 .  當保羅抵達帖撒羅尼迦城時，那兒的宗敎情況是如何的？

5 .  保羅在會堂裏發表的第一篇講道有甚麼重點？這項事奉有何果

效 ？

6 .  保羅寫帖撒羅尼迦前書時身處何地？他為何要撰寫這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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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試説出這書信的一些要旨？

8 .  這書信有何特色？

9 .  若比較保羅的其他書信，他於何時寫帖撒羅尼迦前書？

10. 信中出現了甚麼關鍵性的教義經文？

11. 書信的二重大綱中的第二部分是在哪處開始的？第二部分的開首 

語是甚麼？

12. 每一章結尾有何共同的課題？

13. 保羅在哪幾章寫了許多關於他事奉的個人見證？

14. 那段耳熟能詳的「被提」經文在哪裏？

九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進階習作
1. 試利用其他的資料作指引，8研究一下聖經對下列各項有何教導： 

(a > 教會被提

(b > 千禧年

(c)  大災難

(d )  基 督 再 臨 地 上 （顯 現 、啟示）

2 .  研習有關被提時間的不同學説（即在地上發生大災難以前、期間 

或以後） 。那些相信在大災難時期前（pre) 被提的前千禧年派和那些相 

信在大災難時期後（post) 被提的後千禧年派之間的一個主要分別，是源 

於對被提的行動（action) 方面之不同詮釋（四1 7 ) 。前千禧年派深信在 

被 提 時 ，主不會來到地上，而是僅會來到地面之上的雲層和大氣中；當 

祂提起那些聖徒後，便會立刻返回天上。這觀點可見於「被提」 （caught 

u p ) 這個鋒利的詞，它的意思是從一處地方運往另一個地方，它在這裏 

的意思是從地上去到天上。 （參徒八39 ;林後一二2 、4 ;啟一二5 ) 另一 

方 面 ，後災難期派相信聖徒會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但他們會馬上陪同 

主一起降臨地上。布 如 司 （F . F . B m c e ) 為這個觀點提供了一些背景資 

料 ：

在古希臘時代，當一個身居要職的人到一個城市進行官方式的探訪或復臨 

(Par〇Ua_a ) 時 ，當地的領袖會出去迎接他，並且會在他旅程的最後階段陪

伴着他，這稱之為apantesis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六節和使徒行傳二十八章十

五節就有類似的用法。故此，人們便想像主是由祂的子民一 那些剛從死裏

復活的及那些存活在世的人—— 陪同着返回地上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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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大綱
帖撒羅尼迦前書：主耶穌必再來

回顧

—間充滿活力的地方敎會 

一個成功的基督工人 

遙距牧養信徒

一 1至三13 

一 1-10

二 1-16

二 17至三13 

四 1至五28 

四 1-12

前瞻

取悦神的生命 

主的再來 

信徒的言行

四13至五11 

五 12-28

十 一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背景
在保羅寫了帖撒羅尼迦前書整個月後，一些環境因素驅使保羅再一 

次 寫 信 。人們如此形容這卷後書： 「它是為同一個病症所開的第二個藥 

方 ，因發現到第一次的治療未能根治好某些頑固的症狀。」1(1事 實 上 ，這 

書信的作用並不止於此。它回答了一些新的問題，並將保羅於較早時所 

作的指示和勸勉擴展到更深更廣的層面。帖撒羅尼迦前書的要義是主再 

來 ，它亦是後書的要義。本書信強調了這個敎義在帖撒羅尼迦信徒生活 

中的重要性。

這卷書信的背景大致上與前書相若。在研習新的資料前，請先重溫 

前面的內容。

A 作 者

保羅在一章一節及三章十七節記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明他的身 

分 。信中的詞彙、風 格 、敎義和氣氛，均顯示了這書信正如前書一樣， 

是保羅的作品。

B 寫作地黠與日期

兩卷帖撒羅尼迦書信都寫於哥林多，那時保羅正進行第二次傳道旅 

程 ，在那兒逗留了十八個月。前書著成後不到數個月（約在主後五十二 

年 > ，後 書 亦 很 快 面 世 了 。這 早 於 發 生 在 哥 林 多 的 騷 動 （見徒一八 

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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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近因與目的

那位替保羅傳遞前書的人，大概在帖撒羅尼迦逗留了一段頗長的 

時 間 ，以致可以將教會的情形報吿給保羅。報 吿 中 的 好 消 息 ，就成了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稱許信徒的內容。報吿中的壞消息，就是信徒誤 

信一些錯謬之言，以 為 「主的日子」已 到 ，萬物的結局正臨近他們。這 

甚至使到某些信徒丢下自己的日常工作和職務，熱切地期待着天上那些 

宣吿主再來的歡呼及號聲。這些正是保羅希望在第二卷簡短的書信中 

談及的事情。故 此 ，這卷書信的目的是1 稱讚及2 教義上和行為上的糾 

正 。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比較 圖表17.4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描寫帖撒羅尼迦人如何得着神的道 提及他們在信心、愛心、忍耐上有長進

敎導主回來的迫切性 糾正有關這事件的誤解

安慰及鼓勵聖徒 肯定將來會審判基督的仇敵

論及敎會 論及撒但、敵基督及世界

四13-18帶出著名的末世經文 二1-2帶出著名的末世經文

論及主再臨(porousto)(來臨、臨在)一一四15 論及末世的事(ap〇Ca/i/pS/S)(顯現)---- 7

論及基督的日子(比較腓利門軎一 10) 論及主的日子(帖後二2)

D 兩卷書信的比較

圖表17.4列出了這兩卷書信的一些主要分別。當你綜覽完帖撒羅尼迦 

後 書 之 後 ，就能清楚明白其要點。

根據這些比較來看，這兩卷書信的分別主要是在於主再來的不同階 

段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第 一 階 段 （被提> 是該書信的主題。在帖撒羅 

尼 迦 後 書 ，主要集中討論第二階段（顯現> 。為了驗證以上分別是正確 

的 ，你必須仔細地分析帖撒羅尼迦書信的經文。然 而 ，這種分析已超出 

綜覽研究的範圍了。為了查證這兩卷書信是否真的強調主再來的兩個不 

同 階 段 ，圖表17.5列出了這兩個階段的相異之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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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及顯現的比較 圖 表 17.5

第 一 階 段 ( 被 提 ） 第 二 階 段 ( 顯 現 ）

基 督 來 迎 娶 新 婦 一 敎 會 基 督 與 新 婦 一 同 回 來

基 督 來 到 空 中 基 督 回 到 地 上

災 難 開 始 建 立 千 禧 年 國 度

即 時 會 有 解 釋 先 出 現 許 多 象 徵

提 出 一 個 安 慰 信 息 提 出 一 個 審 判 信 息

強 調 那 為 敎 會 安 排 的 計 劃 強 調 那 為 以 色 列 人 及 世 界 安 排 的 計 劃

那 解 釋 是 一 個 奧 祕 在 兩 約 裏 已 預 言 這 個 顯 現

信 徒 受 審 外 邦 人 及 以 色 列 人 受 審

以 色 列 的 約 還 未 成 就 以 色 列 所 有 的 約 已 經 成 就

只 有 信 徒 受 影 響 所 有 人 受 影 響

敎 會 被 帶 到 主 面 前 以 色 列 被 帶 進 國 度 裏

十 二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綜覽
A 第一次讀

1 .  閲讀這書信前，先留意它的篇幅。試將它與前書的作個比較。另 

外 ，試比較兩卷書信開首及結束的經節。

2 .  當你一口氣讀完整卷書信時，第一個印象是甚麼？

3 .  這卷書信是否與前書看似有密切的關係？若 然 ，在甚麼方面？

4 .  你是否察覺到信中有一種主要的語調或氣氛？

5 .  信中有甚麼特出的鑰字和鑰句？

B 段落單元

1 .  根據以下的分部，逐 段 閲 讀 這 卷 書 信 （下列各節是各段落的首 

節） ：一 1、3 、5 、1 1 ，二 1 、5 、1 3、1 6，三1 、6 、1 6。請在你的聖經中 

記下各個分部。

2 .  給每個段落加上標題。

3 .  試列出這書信的一些重要題目。

4 .  留意每一處有關基督再來的經文。請在聖經上作記號。

5 .  實際的勸勉集中在哪裏？

6 .  速讀這書信一遍，留意保羅在哪處為帖撒羅尼迦人祈求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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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書信結構

1 .  哪些經節是引言？哪些是結論？

2 .  第三章開首的詞語是「最後」 （“Finally” ，英譯本直譯） 。在 

書信的結構而言，這詞帶來甚麼提示？請觀察第二章最後兩節，並將之 

與這詞聯繫起來。

3 .  二章一節如何引進其後的經文？

4 .  這三章大致上各有何主要的內容？試按着這個觀察，用你自己的 

説話去表達出保羅在書信中正傳達的信息。

D 綜覽圓表

圖表17.6是這書信的綜覽圖表，展示了這三章結合成一個單元的概括 

性 結 構 。細心研習這圖表，將它的大綱和觀察跟你自己的作個比較。請 

在圖表上觀察下列各項：

1. 基本上這書信可分為三個部分，一章為一部分。試研究各個內容 

和目的的大綱。勸勉部分在哪裏？

以下是這三章的其他一些比較（留意每章有着不同的時間因素） ： 

第一章—— 被 提 之 前 ：逼 迫 （大災難）

第二章_ 顯現之前：敵 基 督 （罪惡之子）

第三章—— 基督徒該如何生活

2 .  注意這個焦點： 「主的日子還未臨到！」觀察它與上文下理有何 

關 聯 。試以聖經經文來證實。

3 .  保羅在哪裏特別提及迫害和苦難？將它與圖表上的短句： 「不要 

驚慌」連繫起來。

4 .  保羅在哪處花了不少篇幅去論及罪惡之子？將它與主榮耀的彰顯 

(一章）聯 繫 起 來 。

5 .  留意圖表底部那個有關主再來的大綱。書信的各個段落如何逐步 

展開這些論點？

6 .  觀察圖表上各個不同的勸勉和命令。你在綜覽時有沒有發現到其 

他勸勉和命令？

7 .  試比較這書信和帖撒羅尼迦前書的標題。這兩個標題如何反映出 

兩卷書信所表達的兩種相異的指導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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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要旨
A 被提之前：遍 迫 （一3-12)

保羅的帖撒羅尼迦後書的開首充滿了愉快的調子，他在那裏稱讚聖 

徒在嚴峻的患難中仍能存忍耐和信心（一4 ) 。第一章為二章二節——  

「被提前受逼迫」—— 這個特別的問題提供了背景資料。以下就正討論 

這兩者是如何聯繫起來。

回想保羅在前書中寫下的主要預言性經文（四13 - 1 8 )。保羅已很清 

楚地預言了聖徒被提時將出現的突發（雖然不一定是即時的）事 件 。然 

後 ，他論述那個即將來臨、未經宣吿，並會帶來災禍和痛苦（五1-5>的 

「主的日子」 。無論帖撒羅尼迦人是否將這兩個「再來」演繹為發生在 

不同的時間裏，他們必定已將大災難聯想及主的日子。當他們收到一封 

聲稱主的日子已臨到的書信，12而且信上還附上一個假冒保羅的簽署時， 

他們必定輕易地深信不疑，這是由於他們正經歷着猛烈的逼迫。然 而 ， 

它帶出了一個實在的問題：若主的日子已到，那麼保羅書信中曾提及的 

被提將會是怎樣的？這事已發生了嗎？他們有否存留下來？如 此 ，保羅 

在第一章中闡明了聖徒在被提前受逼迫和受苦的意義及目的（參來一〇 

3 2 - 3 9 )。

患 難 （tribulation) 在這段經文裏出現過四次。請勿將這詞與災難期 

(Tribulation period) 或 大 災 難 期 （Great Tribulation period) 混 淆 ，大 

災難期應出現於被提與顯現之間（太二四21 > <參圖表 17.2>。請讀以下

各 節 ，你會看到該詞關係到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所要忍受的各種試煉： 

約一六33 ;羅五3 ，一二12 ;林後一4 ，七4 ;弗三13 ; 帖前三4 。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將會成為所有不信者的終極審判（圖表17 . 2 )。請 

讀啟示錄二十章十一至十五節，那裏描述了那些最可怖和災難性的事 

件 ，而這正是本段落第八至十節的背景。

B 顯現之前：敵 基 督 （二 1-17)

第二章是後書的關鍵所在。保羅在這裏要處理一個困擾着帖撒羅尼 

迦信徒的難題。在 新 約 中 ，這是描述敵基督的活動和失敗的其中一段最 

為詳盡的經文。在二章三節，這敵基督被稱作「不法的人」 （聖經新譯 

本） 。 （參圖表17.7)本章的重點説明了主的日子仍未來臨，直到敵基督 

首先出現了，並且像神一樣受到世人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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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保羅在第二章作出訓示的背景。

1. 在 前 書 裏 ，保羅敎導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要期待那個突如其來的被 

提 ，就是當已死和在世的信徒一同被提到天上，永 遠 與 基 督 同 在 （帖前 

四 13 - 1 8 )。

2 .  在同一書信裏，保羅論到主的日子—— 審判不信者的時刻—— #  

一聲不響地臨到這個不信的世代，「好像夜間的賊一樣」（帖前五1-3)。

3 .  在接收到這卷書信以後，帖撒羅尼迦信徒仍要繼續為着信仰而慘 

遭 迫 害 。當 時 ，錯謬的敎導正謠傳着主的日子已經來臨，且為帖撒羅尼 

迦人帶來大災難。自然地，敎會發出這樣的問題：保羅不是曾經寫道我 

們將會被提的嗎？那 麼 ，主的日子怎麼又會臨到我們呢？

4 .  因 此 ，保羅便寫了第二卷書信，提醒敎會不要將他們正經歷的迫 

害誤作在主的日子中對不信者的審判，那是將會成就的（帖 後 一 7-9)。

「現 在 ，關於你們對被提如何聯繫到這些所有的事感到混淆：不要受任 

何虚謊的敎導所誤導或擾亂。主的日子還未來到。那日子來到之前，必 

會發生兩件事：首 先 ，會有離道反敎的人大大抵擋神，然後罪惡之子會 

顯 露 出 來 ，他是叛亂的煽動者。J 13

5 .  所 以 ，使徒保羅在這章的目的是要「透過進一步解釋主的日子將 

有何事發生，從而消除歸信者腦海中的疑懼；它 是 與 主 復 臨 （Parousia) 

時發生的事有所不同的。」14

6 .  重讀二章一至十二節，記錄 所 有 關 於 罪 惡 之 子 （敵基督）的資 

料 。然後翻到進階習作部分，從而得到更多關乎這個基督的大敵之資料。

十 四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主題與鑰字鑰節
試為帖撒羅尼迦後書構思一個主題。這主題應集中在這卷書信的主 

要題目上。

請將你在綜覽研究這書信時所得的鑰字鑰句羅列出來。將你列出來 

的與圖表17.6中的作個比較。

十 五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應用
這卷後書滿載着基督徒在生活中可應用的真理。例 如 ，三章一至五 

節對基督徒得勝的生活載有甚麼敎導？三章六至十五節對有紀律的生活 

又有何敎導？重讀這三章，並將你發現到的應用列擧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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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溫習題
1 .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有沒有提到自己的名字？

2 .  他在何時寫成後書？

3 .  保羅寫作的原因是甚麼？

4 .  試從五方面比較前書和後書。

5 .  比較被提和顯現。

請完成以下兩個短句：

被 提 之 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顯 現 之 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  比較前後二書的篇幅。

7 .  請説出前後二書的標題。

8 .  對於基督的再來，帖撒羅尼迦後書有何要點？

9 .  試指出每一章的內容大要。

10. 保羅在哪裏花了最多的篇幅去描述敵基督（罪惡之子> ?

十 七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進階習作
由於敵基督是帖撒羅尼迦後書的重要角色，故此閲讀聖經中其他關 

於他的經文是極有幫助的。 〔帖撒羅尼迦人從舊約和保羅較早時的敎導 

(二5 - 6 )認 識 他 。〕請讀下列經文：結三八至三九章；但七8 、2 0 ，八

2 4 ，----28至一二3 ;亞一二至一四章；太二四15 ; 約壹二1 8、2 2 ，四

3 ; 約贰7節 ；啟一三1-10，一 b̂ 8 。

在聖 經 中 ，這個敵基督擁有多個不同的稱號，它 們 是 「小角」 （但 

七8 ，八9 ) 、將 來 的 「一王」 （但九2 6 ) 、 「任意而行」的 「王」 （但 

一一3 6 ) 、 「那大罪人」 （帖 後 二 3 >、 「沈淪之子」 （帖後二3 ) 、 

「不法的人」 <帖後二8 ) 、 「敵基督」 （約壹二1 8 )及 「從海中上來」 

的 「獸 」 （啟一三1 - 1 0 )。

約翰曾論到這世界有許多反對基督的人，卻特別點出敵基督（約壹 

二 1 8 > 。這個敵基督是個真實存在的人，他 是撒但的密使，魔鬼的化 

身 ，是一切反抗神的力量頂峯。

圖表17.7顯示了敵基督在大災難期短暫的統治。它是與基督再來的兩 

個階段—— 被提與顯現—— 有 關 的 。當你研習第二章時，請將這圖表上 

的時序緊記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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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基督暫時的統治 圖 表 17.7

十 八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大綱
帖撒羅尼迦後軎：等候主再來

問候語 — 1-2

被 提 之 前 ：逼迫 一 3-12

顯 現 之 前 ：敵基督 二 1-17

現在基督徒該如何生活 三 1-15

祝福 三 16-18

注釋

1 雖 然 信 （letter) 及 害 信 （epistle) 這兩個字在內容和用法上有分別，但在本書裏它們 

是交換使用的。 （譬 如 ，請參閲Dwight M . Pratt, “Epistle”，.i:n TTie/hternafio/ia/Sfa/ic/a/K/ 
Bible Encyclopedia, 2:967.)

2 這十五呎闊的大道有部分至今還存留着。

3 Charles F. Pfeiffer and How ard F. Vos, T he WyclifTe Historical Geography o f Bible 
Lands，p. 457.

4 有人認為這日期應早在主後五十年。

5 若加拉太書並非是最早寫成的（許多人如此相信） ，則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就是保羅 

最早受默示而寫成的著作。

6 「災中」 （m id-tribula tion) 觀點認為在大災難期間敎會會被提， 「災後」 （post- 
tribulation) 觀點則認為大 災難期完結後敎會才被提。

7 在耶穌被釘十架以前，已死信徒的靈魂去到陰間（Sheol) 兩個區域的其中一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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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是被祝福的，是只預留給神的子民。耶穌被釘十架以後，只剩下陰間那另外的區域，即受 

苦 之 地 （新 的 名 稱 為 「地 獄 」> ，因 為 此 後 信 徒 死 時 ，其 靈 魂 會 去 到 樂 園 （比較路二三 

43) °

8 其他資料包括聖經字典、百 科 全 書 、手 冊 、有內容標題的書等。

9 F. F. Bruce, ** I Thessalonians** ,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y p . 1159.
10 R . H . Walker, “The Second Epistle o f Paul to the Thessalonia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5:2968.
11 引自J . Dwight Pentecost, 77i/ngs to Cbme, pp. 206-7。
12 「有 言 語 、有冒我名的書信，説主的日子現在到了…… J 《二 2 > 。

1 3 二章一至十二節意譯的摘要。

14 C . F. Hogg and W . E. Vine, The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p . 245.



第十八章

敎牧書信及腓利門書
提摩太前書：敬虔與敎牧關懷 

提 多 書 ：尊榮神的道 

提摩太後軎：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緋 利 門 書 ：懇求寬恕

新約聖經的二十七卷寄，約佔一半是出自保羅的手筆。他最後所寫 

的三卷書信，按次序是提摩太前書、提多書、提摩太後書。人們一向稱 

這些書信為敎牧書信，本文稍後才解釋其緣由。當保羅那顯赫超羣的事 

奉行將結束時，他寫成了這些書信，而事實上它們正是一個應許，為一 

切研讀這些書信的人帶來更深的屬靈洞見和鼓舞。

約在撰寫提摩太前書之前一年，保羅寫了一封短箋給腓利門。在正 

典的次序中，這卷書信於保羅的作品中位列最後。故此我們最後才研讀 

%
敎牧書信和腓利門害的信息分享是坦誠的。在這裏，我們可以更了 

解個別的基督徒：保 羅 、提摩太和提多；腓利門和阿尼西母；以弗所、 

革哩底和歌羅西敎會的會眾。歷世歷代以來，人類的本性並未有改變， 

因此我們極容易理解那些書信的信息，何故還適用於今天。

一 、讀 前 準 備

將這些敎牧書信視為一個整體，會幫助你作好準備去逐卷研究。

保羅給提摩太和提多的三卷書信之所以被稱作敎牧書信，是因為它 

們大部分都是保羅對他那些在以弗所和革哩底地區中擔任牧養（如牧人 

一般）工作的助手們提出的忠吿。1 〔牧 師 （pastor> —詞在新約中只出現 

過 一 次 （弗四1 1 ) ，而它的字義是「牧羊人」 。讀徒二028- 2 9、彼前五 

2-3,那裏用了羣羊或羊羣（flock) ，並留意屬靈上的牧人的不同職责： 

餒 養 、指 導 、監 督 。另 外 ，請讀耶二三1-4。〕

自由派曾質疑這幾卷書信的原作者是否保羅，然 而 ，外證和內證都 

有力地支持了書信的作者就是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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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敎牧書信與保羅的其他作品作個比較，就可看到它們在新約中 

的地位和功用了。細心研習圖表10.3，並注意下列各項：

1. 這些書信都是按寫作的次序排列而成的。 （有些人會將加拉太書 

放在較後期。）

2 .  那裏有三組書信：

旅 行 書 信 ：在傳道旅程期間寫成的 

監獄害信 ：保羅首次被囚於羅馬時寫成的

敎牧害 信 ：保羅從獄中被釋放後寫成提摩太前書和提多書；他在第 

二次被囚於羅馬時寫成提摩太後書

3 .  廣義來説，以上三組書信的主題和目的都是各不相同的。你能從 

各組看到一個進程嗎？

4 .  首兩組的書信都是寄給敎會的，2而敎牧書信則是寄給個人的。

5 .  這些敎牧書信，特別是提摩太前書及提多書，是涉及敎會和她的 

工 人 的 。有 些 時 候 ，這些書信也被列作保羅的敎會論書信。

6 .  提摩太後書有着獨特的地位，因為保羅在信中親自向他那些最親 

密的朋友和同工作出道別。

注 意 ：我們會按敎牧書信的寫作次序來研讀：提 摩 太 前 書 、提多 

書 、提摩太後書。之 後 ，我們會綜覽保羅的腓利門書。

二 、提摩太前書的背景
A 提摩太

在整個新約時代中，提摩太可算是其中一位最叫人喜愛和委身的基 

督 徒 。從人的角度來看，他最大的榮譽就是被挑選為保羅—— 敎會中的 

首席宣敎領袖—— 的 助手。直 到 最 後 ，保羅最親密的朋友仍是提摩太， 

不過他稱呼提摩太為「屬神的人」 （提前六1 1 ) 時 ，實在是確認了他有 

更高的地位和與他有更密切的關係。

在 新 約 中 ，提摩太這名字一共出現了二十四次。你或許希望讀讀這 

些 經 節 ，從而更了解這個人：徒一六1 ，一七14-15，一八5 ，一九2 2 ， 

二〇4 ;羅一六21 ;林前四1 7，一六10 ;林後一 1 、19 ;腓一 1 ，二 19 ;西 

一 1 ; 帖前一 1 ，三2 、6 ; 帖後一1 ;提前一2 、1 8，六20 ;提後一2 ; P31

節 ；來一三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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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家 庭

提 摩 太是特庇（D e r b e ) 人 （參徒一六1及二0 4 ) ，他的父親是外邦 

人 ，母親則是 猶 太 人 （徒一六1 、3 > 。提摩太後書提到他母親和外祖母 

的 名 字 ：友 尼 基 （E u n i c e ) 和 羅 以 （L o i s) (提後一5 ) 。提摩太出生 

時 ，保羅的年齡介乎三十至三十五歲，換 言 之 ，使徒保羅著成提摩太前 

後 書 時 ，他年紀比提摩太大一倍（參提前四1 2 ) 。

當提摩太還是孩子的時候，他已在母親的指導下學習舊約聖經（提 

後一5 ，三 14>15 )，而他的母親從前則是接受母親羅以的敎導。顯 然 ，提 

摩太的外邦父親並沒有阻止兒子接受猶太宗敎的訓練。

(二） 名 字

提 摩 太 （希臘文作 T i n w t h e u s ) 這名字的意思是「榮耀神」或 「神所 

尊重的」 。提摩太的母親很可能因對神有信心而挑選這個名字。

(三） 歸 信

提摩太和他的母親大概是在保羅進行第一次傳道旅程經過特庇時信 

主 的 （徒一四6-7、2 0 - 2 1 )。從哥林多前書四章十四至十七節及提摩太前 

書一章二節來看，我們可以推斷出是保羅引領提摩太信主的。提摩太得 

救時應該是個快要度過少年期的年輕漢子。

(四） 事 奉

當保羅和西拉在第二次的傳道旅程中重訪特庇時，當地的信徒向保 

羅極力推薦提摩太作他的助手（徒一六1 - 2 )。後來保羅應允了，提摩太 

便行了割禮，其後接受按立，為神的道作工（徒一六3-5 ;提前四1 4 ) 。3 

從那時開始，提摩太便成為保羅最親密的伙伴，在以下不同的範疇裏服 

事 ：

1. 作保羅旅途中的助手，做許多必須的服事工作，同時亦協助宣道 

的 事工。

2 .  當保羅在新的地區進行工作時（例子可見於徒一九22及帖前三 

1-2 > ，他便成為 保 羅 的 代 表 ，在年輕的基督徒羣眾中進行跟進的工 

作 。

3 .  在獄中陪伴着保羅（參腓一1 ;西一1 ; 卩11節 ；來一三2 3 ) 。

曾有一位作家如此描述使徒保羅和年輕的提摩太之間的關係：

一位長者能無私地愛護、指導和信賴一位年青人，而這份親密的關係竟能維

持了近乎二十年之久，委實令人欽敬。那位年青人同樣以尊敬、信任和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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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慕來回應，當中沒有半點嫉妒、急躁或不滿，那是同樣值得推許的。這 

兩人的關係非凡地顯露了基督徒最高尚的美德。4 

保羅在第三次傳道旅程中，大約在以弗所逗留了三年（參徒一九8 、 

1 0，二 〇 3 1 )。那 時 ，提摩太正與保羅在一起（參徒一九1 ，一九2 2 ) ， 

以致他跟當地的基督徒非常熟稔。保羅寫提摩太前書約七年後，提摩太 

就正是牧養這個地區。

(五 ） 性 格

有人曾寫道： 「保羅在路司得受到極殘酷的對待，提摩太對他來説 

可算是其中一個極佳的補償。」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的內容，為透視這 

個屬神的人之性格提供了不少背景資料。試從下列各項描述，想像一下 

提摩太這人是怎樣的：5

溫 柔 、有 愛 心 （林前四17 ;腓二20-22)

膽 小 、機 智 （林前一六10-11 ;提前四12 ;提後一6-7)

誠 信 、忠 心 （林前四17)

盡 責 （腓二19-23)

委 身 於 神 （提前六11)

身 體 羸 弱 （提前五23)

當你綜覽完這兩卷以提摩太的名字為題的書信後，你將會越發了解 

提摩太這個人。

(六 ） 離 世

聖經中並無任何資料是明顯提及保羅或提摩太的離世。按傳統的説 

法 ，保羅是被尼祿王處死的，而提摩太則是稍後於多米田（Domi t i a n) 或 

浬 爾 瓦 （N e r v a ) 大帝統治下殉道的。

B 作者保羅

直到保羅寫提摩太前書為止，敎牧書信的背景是由許多與使徒的事 

工 相 關 的 事 情 （如 信 息 、方 法 、人 物 、地方> 所組成的。因 此 ，若此時 

能概略地察看保羅的工作，觀察提摩太前書如何吻合那個模式，對我們 

來説有極大的幫助。

就着這一點，請參閲附錄2-  — 「保羅生平年表 」 ，請留意所有關 

於提摩太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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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弗所敎會

提摩太的事工擴展到以弗所及其周圍的所有地方敎會，故此書卷中 

提 及 的 以 弗 所 「母會」 ，其實也同時包括那些像衞星一樣環繞以弗所的 

敎 會 。請看地圖18.A ，它展示了提摩太前書的地理環境。當 然 ，地圖上 

亦顯示了以弗所鄰近的市鎮和鄉村。

請讀使徒行傳二十章十七至二十一節，那裏記下了保羅首次將福音 

帶 到 以 弗 所 （第三次傳道旅程）時的工作梗概。

保羅在羅馬獲釋後探訪以弗所時，發現敎會於他不在當中的期間， 

竟飽受各種屬靈問題的纏磨。這個本身充滿貪污和偶像的城市，正證明 

了她是敎會信眾的屬靈戰場。人們不難意識到那是許多第一世紀敎會所 

要面對的難題。

「敎會裏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從異敎的敬拜改變為基督敎那純正、簡 

單 的 敬 拜 ，只要你緊記這個轉變是何等巨大，便不會奇怪他們仍過着以 

往 的 生 活 ，或 是 弄 不 清 要 在 甚 麼 事 上 作 出 改 變 、在甚麼事上維持原

狀 。」6

保羅在以弗所停留了一會，竭盡所能去幫助那裏的人。當他要啟程 

往馬其頓時，便留下提摩太在那裏，以延續那些已經開展了的事工（提 

前 一 3 )。

保羅撰寫提摩太前書時，以弗所敎會已建立了五至八年了。在組 

織 、敎 導 、糾正和合一這些重要的事上，仍然衍生着困惱苦痛。提摩太 

進行全時間事奉，協助不同堂會的領袖去完成其事工。

D 寫作日期舆地點

保羅大概於主後六十二年在馬其頓寫成這卷書信7 (提前一3 ) 。他盼 

望 短 期 內 可 返 回 以 弗 所 ，然 而 他 知 道 那 可 能 要 躭 撊 一 段 長 時 間 （三 

1 4 - 1 5 )。

E 寫作動機

從書信本身來看，我們不難認識到以弗所在當時的境況，何以能促 

使保羅寫下這信。閲讀這書信一遍，但勿停留在細節上，而是去觀察那 

些直接或間接與下列問題或需要有關的經文：假道理的散播8 、屬靈冷 

感 、個 人 問 題 、崇拜的問題、與敎會禮儀和看顧寡婦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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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寫作目的

保羅寫這信的主要目的，是要力勸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一3 - 4 ) 。提 

摩太必定極度渴望再次回到保羅身邊工作。一 般 而 言 ，保羅寫這書信有 

兩 個 目 的 ，用以迎合上述動機所帶來的需要：①個人上—— 幫助提摩 

太 ；②敎會上一一幫助以弗所敎會。

保羅對宣揚和維護福音真道常存的負擔，正構成上述目標的基礎。 

當保羅提到福音時説： 「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 （一 1 1 ) ，我們 

清楚地看到使徒正在向他的同工分享他的負擔。

三 、提摩太前書的綜覽
A 第一次讀

一口氣讀完提摩太前書一次。這次初讀的目的，是要去感受整卷書 

的氣氛和捕捉這卷書的主要目的。將你對這書信的首個印象和任何特出 

的鎗字鑰句寫下來。

B 分段與段落

參看圖表18.1，留意這書信的每個分段都是始於每章的首節，以下是 

一些例外的：六章二節下代替了六章一節；一個以三章十四節為始的新 

單 元 。請在你的聖經中記下這些分段。

之 後 ，在新的段落分部的首節寫下記號：一 1、3 、1 2、1 8 ，二 1 、 

9 ，三 1 、8 、1 4，四1 、6 、1 1，五 1 、3 、9 、1 1、1 7 ，六 1 、2下 、6 、1 1、

1 7、2 0 。請讀各段落，並為它們每一個加上標題。

你留意到有甚麼段落的大體內容是相似的？

到目前為止，你注意到信中有甚麼是關於這些課題的：提摩太的生 

平 和 事 奉 、敎 會 、讚 美 、形形色色的罪？

C 結 構

由始至終，保羅的書信都是一個單元 P 它不是一堆毫無組織可言的 

雜 感 。讓我們更仔細地察看其結構關係。

1 .  開首的問候語是甚麼？

2 .  你認為結語在哪裏？

3 .  阿們這個詞是否出現在其他地方，而非出現於書信的尾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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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詞有何作用？9

4 .  在畲信中是否好像有個轉捩點？例如第三章是如何完結的？

5 .  第二章開首的數語，如何顯示出這裏是個新開始？試比較之前 

(第一章）和 之 後 （第二至三章）的 內 容 。

6 .  三章十五節提及敎會的一些甚麼？第 二 、三章的內容是否關乎敎 

會 的 ？試為你的答案提出根據。

7 .  第四至六章一般的主題該是甚麼？

D 綜覽圓表

綜覽圖表18.1顯示了這書信的一些結構。根據你之前的觀察所得，細 

心研讀它。除此 以 外 ，請留意以下各項：

1 .  二章一節是一個主要的分部。這個分作兩個段落的分部有何大

綱 ？

2 .  這書信的關鍵是在於三章十四至十六節，請讀這段經文。它與之 

前和之後的經文內容有何關係？這關係如何顯示在圖表上？

3 .  研究圖表所列各章的內容。敎會規則跟敎牧指導有何不同？

4 .  留意圖表右面那個大綱指示：個人和工作。這是保羅在信中最多 

寫及的兩個主題。例 如 第 一 章 「囑咐提摩太」如何成為其後內容的一個 

適切導言？

5 .  留意圖表中三個詩歌的指示。請讀那三段經文。每首詩歌的內容 

是 甚 麼 ？

6 .  注意圖表頂部所顯示的標題。這個標題內的兩個課題如何在提摩 

太前書中顯露出來？

四 、提摩太前書的要旨
A 代 禱 （二 1-7>

請讀這段經文，觀察一下誰是代禱的對象。除此以外，第一至四節 

作出的敎導還有甚麼是關乎檮吿的？在整個段落裏，保羅還提及甚麼事 

情 ？這些事情又跟代禱有何關係？

B 女 人 （二9-15>

請讀這個段落，細察保羅論述女人時所涉及的不同課題。試將你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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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所 得 的 ，與下列大綱作比較：

二9-10 女人在公眾場所的裝束

二 11-12 女人在敎會的位分

二 13-15 第一個女人：夏娃

在 首 兩 部 分 （二9 - 1 0 ,二 1 1 - 1 2 )的 敎 導 中 ，有甚麼原則是古今皆 

宜 、放諸四海皆準的？在這段經文裏，保羅描述了基督徒婦女尊貴的身 

分 。試找出這些描述出現在何處：敬 虔 的 生 命 、孜 孜不倦地學道、得 

救 。

C 敎會的職員（三 1-13>

保 羅 在 這 裏 論 述 兩 類 照 管 敎 會 的 人 ：監 督 （o v e r s e e r ) 和執事 

(d e a c o n) 。在深入研究這個段落之前，請先讀下列在新約中對這兩個職 

分所作的描述。

在第一世紀，地方敎會的組織是相當簡單和基本的。當 時 ，敎會內 

只有兩個職位：episJtopos和 d /afowios，英 王 欽 定 本 （K J V ) 將這兩個希臘 

文 翻 譯 成 主 敎 （bishops) 和 執 事 （deacons) (參腓一1 ) 。

(一）職 銜

1. £pisiopos。這個希職字的字義是「監督」 （overseer) ，正如新美 

國標準聖經一貫所譯的。這個字曾出現在下列的新約經節：徒二〇28 ; 

腓一 1 ;提前三1-2 ;多一7 。

長 老 （elder) 和監督這兩個名稱其實是指同一個人，而這兩個名稱 

亦經常被交替使用（徒二〇 17、2 8 ; 多一5 、7 > 。監督這個稱號代表了 

這職分的功能。長 老 （希臘文作presbyterm > 這 個 稱 號 ，是從猶太會堂 

的組織遺留下來的，它代表了這職分的尊貴和權力。

2. D i a i o n o s。這希獵字被譯作「執事」 ，意 即 「僕人」 （S e r v a n t， 

和合本又譯作「用人」 、 「執事」）或 「執行者」 （Ministei•，和合本譯 

作 「執事」） 。不 過 ，它與新約聖經一般稱呼僕人的用語（rfoutos ) 是 

有 所 分別的：d i a i o n o s着眼於僕人和工作的關係，而 d〇U7〇S則着眼於僕 

人 與 主 人 的 關 係 。試從英文聖經找出下列各字出現之處：d e a c o n ， 

m i n i s t e r，s e r v a n t。 （編 者 按 ：因在中文和合本中，以上二字都可譯作

「執事」 ，而 “Se_ t”更有多種譯法：僕 人 、用 人 、執 事 。故按英文査 

閲會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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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 能

1 .  監督是地方敎會的管理人。他們在會眾當中，也扮演着敎師和傳 

道者的角色，肩負牧養羊羣的責任（徒二〇28 ;參 彼 前 五 2>。此 外 ，他 

們的職責還包括保守會眾免除屬靈上的損傷（徒二〇29-31> ;作信徒的 

榜 樣 （彼前五3 ) ;看顧有需要的人（雅一2 7 ) 。換 言 之 ，第一世紀初的 

監 督 ，即等同於今天的牧師（pastor) 。1(1

2 .  執事是監督的助手，也在屬靈的事上作出服事，不 過 ，其工作主 

要是在敎會生活中有關物質、世俗的範疇裏。請讀使徒行傳六章一至六 

節 ，那裏可能陳述了新約敎會第一次委任執事一事（儘管執事一詞並未 

出現於經文中） 。

根據以上的討論，你會否認為初期新約敎會對這兩個職位有着非常 

嚴謹的要求？就着 這 點 ，試探究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三章一至十三節所提 

出的資格：監 督 的 資 格 （三 1 - 7 ) ;執 事 的 資 格 （三8 - 1 3 )。

D 敎 義 的 詩 歌 （三 16)

保羅在這裏可能引用了早期基督徒常用的信條詩歌。有何主要的真 

理顯示在詩節中？當 保 羅 以 「大 哉 ，敬虔的奧祕」來帶出整首詩歌時， 

你猜他的用意何在？

E 對 付 錯謬敎導的方法（四1-16>

錯謬敎導是敎會所要面對的其中一個威脅，那是保羅竭力警誡信徒 

要防避的事。事實上*使徒保羅一貫不變的方式是：以正確無誤的真理 

來摧毀虛謊無憑的謬論。這正是四章一至十六節的主題，這時保羅將注 

意力轉移集中在提摩太的使命上，指示他如何在以弗所敎會的需要和問 

題上給予幫助。

保羅在四章一至五節揭露了甚麼假道理和假師傅？在整章經文中， 

他又敎導了甚麼確實無誤的真理？

F 寡 婦 、長 老 、僕 人 （五3至六 2上 ）

敎會在對寡婦、長 老 、僕人的本分上* 出現了一些問題，故此保羅 

特別就着這些問題作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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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寡 婦 （五3-16)

經文裏提及四類寡婦。11不 過 ，只有第一類符合被敎會供養的條件。 

留意經文對每類寡婦的描述和處理方法。

1. 真 為 寡 婦 的 （五3 、5 、9-10)

2 .  有親屬供養的寡婦（五4 、8 、16)

3 .  好 宴 樂 的 寡 婦 （五6-7)

4 .  年 輕 的 寡 婦 （五 11-15)

(二 ）  長 老 （五 17-25)

長老一詞在第十九節之後就再沒有出現了，但保羅看來似乎仍然思 

想着這一羣敎會領袖，直至他在六章一節討論另一個羣體為止。按着這 

個 模 式 ，試觀察下列經文有何敎導是關於長老的：五 17-18、1 9 、2 0 、 

21 ' 22 ' 24-25 °

(三 ） 僕 人 （六1-2上）

基督徒僱員對基督徒僱主是有其義務的，甚至僱主對僱員也同樣有 

義 務 。保羅將福音應用在主人與僕人的處境上，而這處境正是許多身處 

第一世紀新歸信者的家庭所要面對的。保羅在經文中所發出的忠吿，是 

給僕人還是主人的？當他執筆論及此課題時，那些基督徒家庭會否正遇 

到這個難題？若 然 ，那是甚麼問題？

G  財 富 （六 6 - 1 0、17-19)

保羅向那些今世富足的人，發出有力的呼顧。他如何將下列各項跟 

財富拉上關係：敬 虔 、知 足 、罪 惡 、行 善 、永恒的財富？12

五 、 提摩太前書的主題與鑰字鑰節
當你綜覽提摩太前書時，發現到甚麼鑰字鑰節？留意圖表18.1所列擧 

的 。請注意敬虔一詞在書信中出現過八次，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要將它 

列 入 「敬虔與敎牧關懷」這個標題中。

六 、 提摩太前書的應用
1 .重讀整卷書信一遍，留心保羅寫及基督敎牧者的一些事情。請利 

用以下的大綱去組織起你的閲讀。13對於一間敎會的平信徒而言，這些指 

示有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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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他 的 職 分 ：一 1 、1 1、1 2、1 8 ，二7 ，三 1 ，四 1 1，六 1 2。

<b ) 他 的 資 格 ：一 1 6 、1 8 ，三2 、4 - 6，四6 、12 ' 1 5 、1 6 ，五21- 

2 2 ，六 13-14。

<c ) 他作為傳道者的職責：一 4，二7 、8 ，三8-15，四6 、7 、1 1，五 

14-16、2 0 、2 1 ，六 1 、2 、4 、17-19、20-21。

.(d ) 他作為牧者的職責：一3 、4 、18-19，二 卜 2 ，三2 、3 、4-7、 

8-13、1 5 ，五 1-2、4-16、2 0 、2 1 ，六 1 0、1 1、1 2、2 0 。

(e ) 他 個 人 的 生 命 ：一5 、1 6 、1 8 ，三2 、4 、7 、8 ' 1 0 、1 5 ，五 

2 2 、2 3 ，六6-8、9 、20 °

2 .  這書信對於以下各項，作出了甚麼敎導？

(a ) 敎會對會友的物質需要所負的責任

(b > 呼召一個人作牧者後的程序、政策和原則

(c )  我們應竭力成為怎樣的基督徒僱員

(d )  女 人 （無論是寡婦、未婚或是已婚的）蒙神喜悦的品行 

<e > 為何敎會的組織和行政部門不須抑制屬靈的蓬勃發展

3 .  提摩太前書在禱吿方面有何敎導？

七 、提摩太前書的溫習題
1 .  敎牧書信的寫作次序是怎樣的？

2 .  保羅何時首次將福音帶進以弗所？那 時 ，他在那裏事奉了多久？

3. 「提摩太」這名字有何意思？提摩太是何時信主？他又於何時加 

入保羅的宣敎行列？

4 .  提摩太在哪三方面與保羅一起同工？

5 .  提摩太是一個怎樣的人？

6 .  提摩太是否只服事以弗所的「母會」 ？他最主要的職責是甚麼？

7 .  當保羅寫這信給提摩太的時候，在以弗所的會眾中間出現了甚麼 

問 題 ？

8 .  保羅寫這卷書信有兩個主要的目的，那 是 甚 麼 ？

9 .  今 日 ，我們可從這卷新約書信學習到甚麼實際的功課？

10. 提摩太前書有哪兩個結構上的重要分部？

11. 保羅在哪一章作個人的見證，而這見證是與他給提摩太的囑咐相 

關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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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那稱作教會規則的部分中，保羅論及甚麼課題？

13. 保羅在哪章論及寡婦？

14. 試列出本書的五個鑰字。

八 、 提摩太前書的進階習作
1 .  利 用 一 本 詳 盡 的 經 文 彙 編 ，研 究 新 約 聖 經 如 何 使 用 敬 虔  

(godliness) 這 個 鑰 字 。這個詞的希臘文是由兩個字根組成的：eu (美

好 ）和 s e b o m a i (尊崇、敬重） 。14

2. 「這話是可信的」這句子在教牧書信裏出現了五次。試利用下面 

的比較大綱，找出其他方面有關這句片語的研究。15

基督降臨一 - 罪 得 赦 免 之 道 （提前一 15)

基督的工作—— 尊 貴 事 奉 之 道 （提前三1>

基督的生命—— 靈 命 長 進 之 道 （提前四10)

基督的世界—— 榮 耀 工 作 之 道 （多三8)

基督的力量—— 忍 受 苦 難 之 道 （提後二11)

九 、 提摩太前書的大綱
提摩太前書：敬虔與教牧關懷

囑咐提摩太 一 1-20

健全的教義 一 1-11

恩典和爭戰 一12-20

指示提摩太 二 1至六21

教會的公開崇拜 二 1-15

教會職事 三 1-16

對付錯謬教導的方法 四1-16

寡 婦 、長老和僕人 五 1至六2上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 六2下-21

十 、提多書的背景
保羅寫了提摩太前書給最親密的朋友之後不久，便寫了一卷書信給 

他的另一個同工—— 提 多 。這 書 信 被 譽 為 「一本無價、無與倫比的教牧 

指南」 。儘管這信是寫給一間教會的領袖的，但正如其他教牧書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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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這信的信息是給所有信徒的。路德如此論及它： 「這是一卷短小精 

簡 的 書 信 ，然而裏面卻蘊藏了基督敎敎義的精髓，且以精妙的手法寫 

成 ，它實在包含了基督徒在知識和生活層面上的一切所需。J 16 

試重溫你在較早時於本章中對提多所得的認識。

A 提 多

( _ ) 名字與家庭

在保羅的時代中， 「提多」是一個極為普遍的拉丁名字。提多的雙 

親均是希臘人，而他們居住的地方可能是個像敍利亞的安提阿那樣的城 

市 （參加一2 1 ，二 1 > 。

(二 ）  悔 改

正如提多書一章四節所講的，提多可能是因着保羅的福音工作而信 

主 的 。 （參林前四15)

(三 ） 作 為 保 羅 助 手 的 事 奉

提多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使徒行傳中，不過他正是在那段時間首次 

跟保羅相遇。以下是他與使徒保羅一起事奉的摘要。

1. 他與保羅、巴拿巴結伴出席那個記載在使徒行傳第十五章的耶路 

撒冷會議。 （讀加二1-4)

2 .  當保羅進行第三次傳道旅程之際，他在哥林多敎會代表保羅①去 

緩和那裏緊張不安的氣氛（林後七6 、13-14)及②為貧窮的人籌集獻金

(林後八6 、1 6、23 ) _。

3 .  保羅在羅馬第一次被囚得釋放後，他是保羅在革哩底敎會的代表 

(多一4 - 5 ) 。

4 .  他 在 撻 馬 太 （D a l m a t i a) 處 理 一 些 事 工 （提 後 四 1 0 > 。

(四 ） 提 摩 太 與 提 多 的 比 較

這二人的相似和相異之處，已扼要地記於圖表18.2。

(五 ） 性 格

提多是一個充滿強烈情感、勇氣和熱忱，並且獻身於主的基督徒。 

他與人相處時，顯得聰穎而實事求是，以致贏得別人的尊重。 「他懂得 

如何處理那些好爭鬧的哥林多人、虛偽的革哩底人，以及好勇鬭狠的撻 

馬 太 人 。J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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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與提多的比較 圖表18.2

相 似之處

兩人都是年青及有恩賜

兩人都是保羅的同工

兩人都是在艱苦的敎會環境下工作

相異之處

提 摩 太 提 多

有一半猶太人血統 純正的外邦人

由保羅施行割禮 未受割禮

在哥林多及以弗所工作 在哥林多及革哩底工作

性格怯懦而退縮 性格堅強而進取

在使徒行傳中是個特出的人物 使徒行傳並無提及他

B 提 多 書

( _ ) 寫作日 期與地 點

保羅寫了提摩太前書後，立刻寫信給提多，當時使徒保羅大概身處 

馬 其 頓 ，正要往尼哥波立去（多三1 2 ) ，那時約為主後六十二年。

(二 ）革哩底島

正如保羅將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一樣，他將提多留在羅馬省的革哩底

(多一5 ) 。這個多山的島嶼位於希臘的東南面（見地圖18.A ) ，它的面 

積有一百六十哩乘三十五哩。地圖18.B 展示了提多時代多個位於革哩底的 

沿岸城鎮。

這些城鎮的人口極為稠密，一位作家曾如此描述： 「他們內部不 

靖 ，又不能忍受外邦的管治。」在道德和民生上，革哩底於地中海一帶 

可謂臭名遠播。在經典的著作中有兩段描述： 「革哩底人常説識話，乃 

是 惡 獸 ，又饞又懶」 （伊皮麥尼德[Epimenides] ，保羅在一章十二節引用 

了他的説話） ； 「革哩底人都是土匪、海 盜 ，且是不義的」 （流尼得 

[Leonides]) °



3 5 6 新 約 精 覽

革嚜底島(沿岸之城市） 地_18.8

(三）  革哩底敎會

無人知曉福音是於何時、透過何人帶到革哩底的。基督徒羣體最先 

的 核 心 ，極有可能是始於耶路撒冷五旬節時聖靈降臨那天（徒二11> » 

在多次的傳道旅程中，保羅並未探訪過這個島嶼。不 過 ，在他完結了羅 

馬 的 牢 獄 生 涯 後 ，極可能在島上的城鎮作過短期的探訪，傳 揚 福 音 。

(讀多一5 ) 當他寫信給提多時，他在那裏已有許多基督徒朋友（多三 

1 5 > 。在第一世紀的基督徒羣體中，革哩底敎會可説是寂寂無聞的，而 

神竟將這一卷間接寫給革哩底敎會的書信列入新約正典裏，可見神從未 

忽略過那些在人眼中看為微不足道的地方敎會。

(四）  寫作動機

保羅寫提多書的原因，跟寫提摩太前書的大致相同。這 包 括 ：

1. 紛爭和錯謬敎導威脅各地方敎會（多一 10-11)

2 .  敎會肢體的言行不一致

3 .  在敎會組織方面需要指導

(五 ）  害信的目的

在直接的背景下，這書信主要的目的包括：①為提多代表保羅監督 

革哩底一帶敎會一事提供意見（多一5> ;② 指 導 、勸勉提多和眾敎會在 

基督徒的行為上，要合乎基督敎的道理（多一至三章> ; ③向提多指示 

一 些 個 人 的 事 務 （多三12 - 1 3 )。

(六）  主要內容

當你綜覽提多書時，將會發現保羅在書信中所論及的重要課題。繼 

續行善以見證得救的信心，是最特出的主旨。請讀二章 i^一至十四節及

敎 牧 書 信 及 腓 利 H 書 357

三章四至七節，這兩段經文被譽為新約聖經中最全面的基督敎真理。

(七）在敎牧書信中的地位

在敎牧書信中，提摩太前書和提多書無論在背景和內容上都是最相 

似 的 ，故在某種意義來説，它們可稱為相聯的書信。下面的圖表比較了 

三卷敎牧書信。

敎牧書倌的比較

提 摩 太 前 書 提 多 書 提 摩 太 後 書

主要是教牧性的 較少是敎牧性的 主要是個人性的

護衞福音(六20) 實踐福音(三8) 宣揚福音(四2)

十 一 、提多書的綜覽
A 閲 讀

按照你個人既定的一套綜覽步驟和練習來進行研究。請使用以下的 

建議 資 料 ，它們能為你提供不同的探究途 徑 。

1. 請找出這書信的引言和結語。除了慣常的問候語外，保羅在這兩 

部分還另外寫了些甚麼？

2. 將 每 一 章 （不包括引言和結語）視作一個研習單元。請讀各章數 

遍 ，留意保羅所描述的事物及他如何描寫它們。

3. 注 意 之 前 曾 引 用 的 兩 段 全 面 的 敎 義 性 經 文 （多 二 11-14及三4- 

7 ) 。它們的上下文分別是甚麼？它們的內容分別是甚麼？

4. 道 （或作道理，“doctrine”）是提多書的其中一個鑰字。觀察二章 

十節的一 個 短 句 ： 「以致凡事裝飾我們救主—— 神的道」 （按原文直 

譯 ） 。 「裝飾 J (a d o r n ) —詞 的 意 思 是 「使之具吸引力」 （to m a k e  

attractive) (參新國際聖經譯本的翻譯） 。當你閲讀提多書時，留意保羅 

多方面勸勉人行善，這些善行就是福音的裝飾了。注 意 「善行」 （或作

「善事」 、 「正經事業」 ，“go o d deeds”）一詞重複出現在經文中。

5. 在 每 章 中 ，保羅分別寫到甚麼不同類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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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綜覽圓表

細心研究圖表18.3所顯示不同結構的大綱。請留意下面各點：

1. 在這書信中，保羅主要寫到三個羣體：領 袖 、反對者和跟隨者。 

請綜覽經文，辨別他們是誰。

2 .  留 心 以 道 （doctrine) 為中心的大綱。如何從聖經經文推論出這個 

大 綱 ？

3 .  注意出現在圖表上的其他大綱。將它們跟你在綜覽過程所得的觀 

察作個比較。

4 .  這卷書信的標題是甚麼？它是取自哪節經文的？

十 二 、提多書的要旨
A —問敎會中的錯謬敎導（一 1-16)

在一番鼓舞人心的問候（一 1-4)之 後 ，保羅刻不容緩地進到書信的 

要 義 去 。因着革哩底敎會有着一些不是之處，故此保羅盼望提多在那裏 

可 以 「將 ……事都辦整齊」 （一 5 > 。

第一章刻畫了聖經中一個一貫不變的原則：診治是必定有藥方的。 

就保羅所關注的，革哩底海島上的敎會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可以解決，因 

此他寫信給他的朋友和同工。

重讀第一章一次，並觀察以下三部分：

(― ) 道 （一 1 > 4 )

純正的道理是對付錯讓敎導的最佳方法。保羅在這裏提到甚麼不同 

的 道 理 ？

(二 ） 領 袖 （一5 - 9 )

敎會中那些屬靈、經驗豐富的領袖應當負起處理錯謬道理的責任。 

這裏列擧了甚麼資格是領袖所須具備的？

(三） 假 敎 師 （一 1 0 - 1 6 )

觀察那些正煩擾着革哩底敎會不同的假敎師和假道理。

B 尊榮福音（二1-15>

在這一章裏，保羅將注意力轉移到敎會一般的平信徒身上；他透過 

提多去勸勉他們活出言行一致的基督徒生命。在 書 信 裏 ，他已用了許多 

字眼去描述信條的真理，例 如 ：信 心 、真 理 、道 理 、傳 揚 、命 令 、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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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敎訓。現 在 ，他呼顬信徒要有基督徒的品德，而這種品德能使真道更 

吸 引 人 ： 「凡事尊榮我們救主—— 神的道」 （二 10下 ；另參太五1 6 ) 。 

別忘記這節經文代表着整卷書信的中心思想。

保羅在第二章向各個羣體作出甚麼勸勉？

G 一 個信徒的善行（三 1-15)

在最後一章裏，保羅巧妙地將信心和行為這兩個真理融會在一起， 

解答了善行在一個信徒生命中所佔位置的問題。

請閲讀這三段經文，並 留 意 ① 在每一段中提到「善行」的 地 方 ； 

②保羅對於下列課題作出甚麼論述：

預備行善 三 1-7

留心行善 三8-11

經常行善 三 12-15

D 神的恩典 （二 11-14,三 4-7)

如 前 所 述 ，這是新約聖經中兩段最全面論及基督敎福音的經文。試 

比較兩段經文中的道理。

十 三 、提多書的主題與鑰字鑰節
你在綜覽時觀察到甚麼鑰字鑰節？將它們與圖表18.3的作個比較。請 

査考一本詳盡的經文彙編，看看一些字詞在書信中重複出現的次數。

以你自己的話語，説明你如何確定提多書的主題。

十 四 、提多書的應用
在 綜 覽 中 ，你已發現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行來尊榮福音。重新思考 

整卷書信一次，看你能回憶起多少實際的應用。

十 五 、提多書的溫習題
1 .  在福音事工上，提多在哪幾方面協助過保羅？

2 .  比較提多和提摩太。

3 .  試描述革哩底島上的基督徒會眾。

4 .  保羅撰寫提多書主要有哪幾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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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這書信有哪些較特出的重點？

6 .  試比較提多書和提摩太前書。

7 .  請列出提多書的一些鑰字，並引述一個鑰節。

8 .  請完成這個大綱：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敎會；_____________ 。

9 .  保羅在書信的哪部分論述到假敎師和假道理？

1 0 .  「尊榮神的道」這句話有何意思？

十 六 、提多書的進階習作
1 .  字詞研究。試將提多書中所有出現過“w o r k  (s) ’’ 〔編 者 按 ：一 

般英文譯本作“deed (s) ” ，此字在和合本中譯作「事」 、 「行」等 ，故 

查 考 英 文 “w o r k ㈤ ” ，會較便利淸晰。〕的經文作比較研究。

2 .  教 義 研 究 。提 多 書 二 章 十 四 節 提 到 三 個 敎 義 ：贖罪 

(a t onement) 、救 續 （redemption) 及 成 聖 （sanctification) 。這三個敎

義如何互相關聯？ （請使用其他的資源，諸如一本有關敎義的書本。）

3 .  當你研究過雅各書之後，試比較雅各和提多論述信徒生活中的善

行時所持的重點。

十 七 、提多書的大綱
提 多 窖 ：尊榮神的道

問候和引言 一 1-4

敎會領袖對抗假敎師 一 5-16

作榜樣使基督敎的道理更具吸引力 二 1-15

信徒的善行 三 1-11

結語和祝福 三 12-15

十 八 、提摩太後書的背景
在保羅眾多書信裏，語調最溫柔、最使人感動的，是他的最後一卷 

書信—— 提摩太後書。當他在羅馬監獄那個冰冷陰暗的地牢裏撰寫這卷 

書 信 時 ，他已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了。他深知自己時日無多，所以這 

封信可説是他給提摩太這個朋友和同工的「臨終心願」-— 屬靈上的遺 

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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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背 景

我們之前剛研究過提摩太前書的背景，其中有些是跟提摩太後書大 

致 相 同 的 ，故不再贅述。現在重溫那背景對你會有幫助。以下是提摩太 

後書獨特的背景。

( _ ) 寫作日期與地點

保羅約於主後六十七年在羅馬監獄寫成這卷書信，距離他寫提摩太 

前書約有五年的時間。請參閲保羅的生平（見附錄2 ) ，並留意他兩次在 

羅馬被囚的背景資料。其中部分的次序如下：

主後五十八至六十二年第一次入獄—— 寫 成 「監獄書信」

主後六十二至六十六年獲釋及周遊—— 寫成提摩太前書 

主後六十七年第二次入獄—— 寫成提摩太後書 

在 保 羅 獲 釋 期 間 ，羅 馬 發 生 了 一 件 事 ，這事間接導致他第二次入 

獄 。那就是發生於主後六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的羅馬大火。當有充分的證 

據證明尼祿王曾下令放火，而他又無法洗脱嫌疑之際，他將一切罪咎推 

卸 給 基 督 徒 ，並下令拘捕和懲治他們。在他以後的統治期裏，基督敎成 

了一個非法的宗敎（re i ig b if f id ta) ，反基督徒的逼迫浪潮亦隨之席捲整 

個 帝 國 。當保羅在主後六十六年春天東返時，他的仇敵輕易地逮捕了 

他 ，並把他解送到羅馬監獄去。

請讀以下提摩太後書的經文，這涉及保羅第二次入獄的事情：一 

16-17，二3 、9-13，四6-18、1 6。請研習圖表18.4所顯示兩次下監的比較。

保羅兩次下監的比較 B 表18.4

第 一 次 下 監 第 二 次 下 監

被猶太人指控為異端及妖言惑眾 被羅馬人壓迫及拘捕為罪犯

住 在 _ 間 租 來 的 房 子 ，生活環境不錯 

(徒二八 30-31)
身 處 _ 個 寒 冷 、黑 暗 的 地 牢 ，環境惡劣

許多朋友探訪他 差不多是孤獨一人

有許多機會見證基督 機會被限制

期 望 得 自 由 （腓 一24-26) 等 待 處 決 (提後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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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機與目的

保羅寫這信的近因，是由於他渴望再次見到提摩太和馬可（四9 、

1 1、21 > ，並且着提摩太為他帶來那些留在特羅亞的外衣、書籍和皮卷 

(四1 3 ) 。18外衣是用以抵禦地牢裏的濕氣及冬季嚴寒的天氣。保羅要求 

帶 來 的 兩 種 著 作 （書及皮卷） ，後者無疑是包括聖經（舊約）的 ，所以 

在當中強調： 「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 。

保羅寫這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激勵和挑戰提摩太去承接使徒留下福 

音 事工的棒子。從四章十二節看來，提摩太於那時可能已離開了以弗 

所 。若 然 ，他大概已投身於馬其頓或亞西亞的福音事工中。假若保羅於 

提摩太到訪前遭處決，這卷書信對於提摩太來説便更形重要了。19

提摩太收到這信時，尼祿王的士兵剛好令他與他的朋友分離。據提 

摩 太 所 知 ，保羅極可能已遭尼祿這個暴君處決了。以下所載，就是一位 

作家刻畫了提摩太當時的心境：

提摩太極度孤寂地佇立着，將自己極端地暴露在這個充斥憂傷的世界面前。 

他信心的根基可能已被動搖了，他似乎已嘗到絕望的滋味，他將一切卸給 

神 ，期望這些困境會過去。當這幾個令人憂愁的星期過去後，有人給這個心 

靈送來了這封信……它將同情傾注進他的傷痛裏，並吩咐他要再次依靠那活 

着的主耶穌基督而剛強起來。M  

( 三〉語 調

保羅這封最後受感而寫的信被稱為「一封陰霾與榮耀溶在一起的 

信 J 。不 錯 ， 「我現在被澆奠」 （四 6 > 、 「底馬……就離棄我」 （四 

10>這些話確有一絲悲愴。保羅一直以來的真誠，以及他將自己這樣一 

顆受傷的心靈向提摩太顯露，只會催使提摩太與他一起受苦。但即使在 

論及上面曾提到的審訊的時候，這封信特出的語調仍是勝利、榮 耀 、深 

切的感恩。保羅並不沮喪，也不 失 望 ，他只有一個確切的盼望，這才能 

使他產生這樣的一個驚歎：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到了那日要賜 

給我的」 （四8 ) 。

十 九 、提摩太後書的綜覽
A 第一次讀

1.首先在你的聖經上畫上分段記號，各分段是以下列各節作開始： 

一 1、3 ，二 1 ，三 1 ，四1 、6 、9 、2 2 。然後一口氣讀完這信一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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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大聲朗讀，以便得到第一個印象。讀的時候要留心各個段落。

2 .  你在這封信裏感受到甚麼氣氛？

3 .  有甚麼特出的鍮字及鑰句？

B 分 段

1. 按分段再讀這信一遍，替各段起個標題。試確定各分段的主要論 

題 。你是否開始看到各段在內容上的分別？

2 .  在這信的各段落上重複以上的程序，可以利用以下的段落剌分： 

一 1 、3 、6 、1卜 1 5 ，二卜 8 、1 4、2 0 ，三 1 、1 0、1 3、1 4 ，四1 、6 、9 、 

1 9、22 °

3 .  在紙上記下任何新的觀察及印象。

C 結 構

因為這是一封非常個人化的信，故此我們毫不奇怪它不像一般敎義 

性的書信有一個精密的組織（如羅馬書） 。與 此 同 時 ，我們觀察到保羅 

並沒有胡亂堆砌這信；在幾次的閲讀中，你大概已感受到這信在寫作上 

的連繫性。

1. 你認為信中哪部分是序言及結語？

2 .  重溫你給各分段所定的主要論題。有哪些分段若組合起來，其內 

容可成為一個課題？例 如 ，是否有某些部分是集中在勸勉和警吿上？

3 .  多觀察各個段落，留意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時的思路。

4 .  指出各分段所強調的是過去、現 在 ，抑或將來。

5 .  試作出這封信的一個基本大綱。

D 綜覽圓表

小心研讀圖表18.5，留意以下各點：

1.  四章六至八節的臨別的話是這封信的高潮。

2 .  研究一下以為提摩太感恩為開始的大綱。翻閲各章，解釋這大綱

的每一部分。

3 .  留意那分作三部—— 過 去 、現 在 、將來—— 的主要大綱。再細察 

這信 一 遍 ，核對一下這個大綱。這三個時間上的分部是否代表着各段落 

的普遍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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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圖表底部的主題大綱列出在信中出現過關於神的話語的形容，留 

意各個不同的字詞。在 「傳道」這簡單的片語裏，你是否感受到一個高 

潮 ？

5 .  以挑戰為重點、分作三部分的大綱，顯示了保羅這書信的主要思 

路 。請閲讀一章三節至二章十三節，觀察保羅如何以不同形式力勸提摩 

太與他一起忍受苦難。然後留意二章十四節至四章五節裏那重複的主 

題 ：躲開罪人的警吿。注意這信標題裏的兩個主題：忍耐和分離。

6 .  將圖表的大綱與你個人對這信組織上的觀察作個比較。

二 十 、提 摩 太 後 書 的 要 旨

A 基督徒 事 奉 的 根 基 （一3-18)

保羅心裏的負擔是要感動和挑戰他年輕的繼承者提摩太，要他繼續 

見證基督。要忠於基督裏的感召其中要付的代價就是受苦，保羅知道要 

吿訴提摩太這點殊非易事，特別是這年輕傳道者正面臨嚴峻的考驗，且 

在 困 苦 中 不 斷 流 淚 （一 。但 保 羅 有 解 決 辦 法 ，這辦法是他在那位 

三十四年前首次遇見的主的腳前透過經歷所學習得到的。使徒知道福音 

的根基是牢不可破的，而只要提摩太對此恢復信心，他就不會膽怯。

請讀這段經文。保羅如何指出下列的都是基督徒事奉的根基：家裏 

的 訓 練 （一3 - 5 ) 、神 的 工 作 （一 6- 1 0 )、事奉 上 的 呼 召 （一 11 - 1 4 )、肢 

體 上 的 相 連 （一 15-18) ?

B 隱 喻 的 篇 章 （二1-26>

在向提摩太確定了基督徒事奉的根基後，保羅論及事奉本身。他長 

於 使 用 隱 喻 （m e t a p h o r) 來描繪人物、事物及行動。21在這章裏，他運用 

了不少隱喻，如運動員和農夫，來形容基督的工人，並挑戰提摩太要成 

為一個好的工人。因為保羅是在獄中寫信，他每天都見到士兵，無怪乎 

他首先採用的隱喻是士兵： 「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參二3) «

請閲讀此章，觀察每個隱喻，留意保羅在每個隱喻中敎導了甚麼。

C 末 世 的 日 子 （三 1-9、13)

保羅是個務實的人，他預先警吿提摩太關於那將要來到世上的艱苦日 

子—— 受壓迫的日子。使徒稱這時期為「末世」 （三 1 ) 。有時候新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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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裏 「末世」這詞語是指整個彌賽亞時代，包 括 第 一 世 紀 （比較徒二16* 

1 7 ; 約壹二1 8 ) 。根 德 （H o m e r  K e n t ) 這 樣 寫 道 ： 「末世的日子已被延 

長了差不多十九個世紀，並且還會持續一個短時期……每個時代都會出現 

這 些 事 情 （即使在提摩太的年代裏> ，但情況會變得愈來愈差。」22 

當你研讀這段經文時，不僅要觀察裏面如何描述當時的時代，也要 

注意保羅與讀者所分享的致勝策略，他要藉此激勵他們有更大的忍耐。

D 神 所 默 示 的 聖 經 《三 16-17)

這是聖經裏有關各經卷的神聖默示的一段經典論説。 （對 於 這 點 ， 

請重溫本書第一章的討論。） 「神所默示的」這片語是翻譯自一個希臘 

文字 t/ieopneust/a ，其 意 思 是 「神吹氣」 。

請與彼得後書一章二十一節作個比較，那裏敎導有關人如何得着神 

的默示。聖 經 被 稱 為 「神在其話語裏的心意」 。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 

及神的本性這兩方面的見證，證明了原來手稿的無誤。

觀察保羅在第三章「聖經默示」一段之前的各節裏寫了些甚麼。這 

兩部分如何連繫起來？

E 保 羅 的 吿 別 （四1-22)

這是保羅最後的遺言，以一個迫切、勝 利 、溫柔的語調寫成的。這 

一章不僅是本書信的高潮，也是這個從大數來的人整個生平記錄的高 

潮 。

這一章可分為四部分。保羅在每部分寫了些甚麼？

四1-5 提摩太 

四6-8 保羅 

四9-18 主要是保羅 

四1 9 - 2 2 主要是保羅

二 十 一 、提 摩 太 後 書 的 主 題 與 鑰 字 鑰 節

在綜覽提摩太後書時，你選擇了哪些為鑰字和鑰節？將你所選擇的 

與圖表18.5所列的作個比較。

用你自己的文字，寫下你心目中提摩太後書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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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提摩太後書的應用
1. 保羅這最後的書信裏有許多親切的勸勉及強烈的命令，這是可以 

理 解 的 。請列出一些你記憶中較為特出的。

2 .  請列出一章七節所敎導的實際真理，對下面的經文重複這個步

驟 。

二1-7 基督徒的賞賜

二8-20 基督徒生活中的紀律

土21-25 要逃避甚麼和跟隨甚麼（比較第三章）

四1-5 傳道的事奉

四6-8 公義的冠冕

二 十 三 、提摩太後書的溫習題
1 .  追溯一下在這兩封信寫成之年間保羅及提摩太的工作。

2 .  試比較保羅的兩次下監。

3 .  保羅寫提摩太後書有何目的？

4 .  説出在你記憶中提摩太後書裏幾段較特出的經文。

5 .  對於這封信的結構，你記得多少？哪裏是髙潮？

6 .  保羅在信中哪一處挑戰人要與他一起受苦？他在哪裏較多論到要 

避免與惡人交往？

7 .  請列出在書信裏保羅對「話語」的五方面描述。

8 .  你如何將提摩太後書與提摩太前書和提多書作比較？若與其他兩 

封 信 比 較 ，提摩太後書主要是個人性的，間中有點敎牧成分，較少敎 

義 。對於這點觀察，你有何意見？

9 .  列出提摩太後書的一些鑰字。

10.三章十六至十七節的主要敎訓是甚麼？

二 十 四 、提摩太後書的進階習作
以下所建議的是四個供進一步研讀的重要課題：

1. 描述世界在末世的景象

2 .  聖經原稿的無謬誤

3 .  基督徒的賞賜：冠冕

4 .  宣揚真道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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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提摩太後書的大綱
提摩太後書：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 

基督耶穌的精兵 

基督工人與危險時代 

保羅的吿別

—  1-2 
一 3-18

二 1-26

三 1-17 

四 1-18

四 19-22問候和祝福

二十 六 、腓利門書的背景
在保羅的作品中，腓利門書的篇幅是最短的。這書信是保羅寫最後 

一封信—— 提摩太後書—— 之前六年寫成的。保羅是在第一次下監時寫 

成腓利門書的，那時候他也寫了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腓利 

門書被列在新約正典中保羅書信的最後一卷，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很簡

短 。

這封信是一封很得體、機 智 、謹慎地懇求別人有饒恕精神的傑作。 

保羅這封非常個人化的信被形容為「一封由一位寫信大師所寫的模範信 

件」 。

A 信中的人名

1 .  腓利門是保羅一位有錢朋友，居於歌羅西或附近的城市。他大概 

是亞腓亞的丈夫、亞基布的父親，這兩個名字出現於緋利門書第二節。 

緋利門這名字的意思是「可愛」 。 .

2 .  阿尼西母是腓利門家中的一個僕人。腓利門大概是在羅馬歸信後 

便開始與保羅熟落起來。阿尼西母這名字的意思是「有用」或 「有利益 

的 J ，是奴隸常用的渾名。

3 .  腓利門書第十三至二十四節所列的名字在研讀歌羅西書時已經論

及 。

B 寫作動機舆目的

阿尼西母顯然是從主人腓利門家中偷了金錢或貨物（門18節） ，然 

後像其他許多逃亡的奴隸一樣逃到羅馬。在一些我們不知的情況下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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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了保羅，因而認識了主’（門10節） 。保羅當下最關心的是要阿尼西母 

與腓利門和好，因此使徒為阿尼西母向他親密的朋友腓利門寫了這封溫 

柔及動人的代求信。

送信人是阿尼西母及推基古，他們同樣將保羅的信送給以弗所及歌 

羅 西 的 敎 會 （比較西四7 - 9 ) 。

C 寫作地點與日期

保羅約於主後六十一年在羅馬監獄寫信給腓利門；約同一時間，寫 

了其他三封監獄書信：歌羅西書、以弗所書、緋 立 比 書 （圖表1 . 1 )。

二 十 七 、腓利門書的綜覽
A 閲 讀

1. 首先在你的聖經上畫上分段記號，各分段是以下列各節作開始：

1 、4 、8 、1 2、1 7、22節 。

2 .  逐段逐段地將這信閲讀數遍，找出引言及結語。

3.  在信中保羅在哪處第一次提出他的要求？他在四至七節寫了些甚

麼 ？

4 .  找出每個段落的重點，並從這些重點替這信設計一個大綱。

B 綜覽圓表

1 .  研讀圖表18.6，從以下這兩個大綱，留意那有次序的思路發展： 

懇求的目棵—— 懇求—— 懇 求 的 來 源 ；稱讚腓利門^—— 替阿尼西母懇 

求—— 保羅的承諾。

2 .  研讀圖表底部的條目，在聖經中找出這些條目的根據經文。

3 .  這封信的標題是甚麼？

二 十 八 、腓利門書的要旨
A 懇求寬恕

整封信是關於一位基督徒懇求另一位基督徒去原諒一位第三者及與 

他 復 和 。保羅如何以不同形式去懇求腓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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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代 贖 （説明>

請讀十七至二 H 節 ，以擧例説明的方法將下列各片語應用在基督 

為罪人所作代贖之工上：

「就 收 納 他 ，如同收納我一樣」 17節

請讀全書信一遍，找出其他與上述片語相似的字詞。

二 十 九 、腓利門書的主題與鑰字鑰節
在你的綜覽研讀裏觀察到甚麼鑰字及鎗節？將這些與圖表18.6所顯示 

的作個比較。

用你自己的文字，寫出腓利門書的主題。

1. 在信中你找到甚麼例子是關於機智及智慧的？例 如 ，觀察一下當 

保羅提及阿尼西母時，他 沒 有 用 「偷竊」及 「逃走」等 字 眼 。

2. 這封信對於基督徒的主僕關係有何敎導？比較歌羅西書三章二 

十二節至四章一節。將這敎導應用到今天的情況，例如僱主與僱員的關 

係 。

3 .  「憑着愛心求你，就是為……阿尼西母」 （9-10節） 。在這信中， 

你在基督徒的愛上學習到甚麼？

三十_ 、腓利門書的溫習題
1. 腓利門書的寫成是甚麼所促成的？

2. 這書信是在何時何地寫成的？

3. 保羅如何提出請求？

4. 列出這封信的大綱。

5. 列出一些鑰字及鑰句。

三 十 二 、腓利門書的進階習作
對於奴隸制度的課題已有很多論著，這包括新約聖經所論及的。例

「都歸在我的帳上」 

「我必償還」

「虧欠於我」

18節 

19節 

19節

三 十 、腓利門書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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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我們發現在保羅給腓利門的信中，他對於廣泛存在於羅馬帝國的這 

個奴隸制度，並沒有作出正面的攻擊。相 反 ，他提出基督徒品行及關係 

上的一些原則及模式，若能貫徹的實行這些原則，整個制度將不能避免 

地被消滅。請利用新約聖經及一些其他資源，進一步的研讀這個課題。

三 十 三 、腓利門書的大綱
腓 利 門 窬 ：懇求宽恕

問候語及祝福 1-3節

稱讚腓利門 4-7節

替阿尼西母懇求 8-16節

保羅的承諾 17-21 節

結語及祝福 22-25節

三 十 四 、保羅離世
在完成了他的遺作提摩太後書不久，保羅無疑站在尼祿面前等候宣 

判 死 刑 ；聖經沒有提及使徒生命的結束，以下是一位作家憑想像將當時 

可能發生的事情重組起來：

在所有歷史中，從沒有任何事比保羅站在尼祿的法庭內這一幕，能將人生的 

諷刺更使人驚愕的説明出來。在裁判席上，坐了一個穿上皇帝紫袍的人，他 

被稱為這邪惡世界最敗壞及粗野的人。他身上沾滿各種罪行，他將自己的親 

母 、妻子、最好的恩人都謀殺了。他整個人都沈淪在各種有名無名的罪惡 

中 ，以致有人曾説他的身體及靈魂只不過是一堆血和泥。在犯人桐站着的， 

卻是世上最好的人，他為人的好處及神的榮耀而工作，以致他的頭髮都散放 

光芒。

審訊完結，保羅被定為有罪，且被送交給劊子手。他被帶往城外，尾随他的 

是一班最卑賤的暴徒。到了刑場，他跪在刑台旁邊，劊子手的斧頭在陽光中 

閃爍着。斧頭落下，這世界的使徒的頭顱滾在泥土上……這個被誤認為是永 

恒的城市用咒罵將他驅逐往城外，但與此同時，在那個真正永恒的城市的門 

外 ，卻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歡迎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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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在技術上 而 言 ，提摩太及提多並不算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牧 師 ，因為在早期一間敎會 

的牧師是從長老中挑選出來的（比較使徒行傅二0 1 7 、2 8 - 2 9 )。提摩太及提多並非以弗所 

及革哩底敎會的長老。提 摩 太 的 工 作 是「指 揮 、組 織 、監督敎會的工作，協助驅逐那些致力 

破壞敎會工作的錯讓分子。他暫時留下來，要繼續這工作；假若保羅在那裏的話，這理應是 

他 的 工 作 。」 （D . Edmond Hiebert， First 77mot/2y，p . 10.)可幸這兩個人的職銜並無影響這 

幾封信的敎義和應用。

2 除了寫給腓利門之外，腓 利 門 書 也是寫給其他人的（參腓利門書1節 ） 。

3 在這個情況裏行割禮，是為要維持向那些認為提摩太是半個外邦人（徒一 六 3>的不  

信的猶太人開放見證福音之門。

4 Hom er A. Kent, The Pastoral Epistlest p . 19.

5 有時候在一段經文中只包含一種特質。

6 在對哥林多敎會的描述裏 ， James Stalker看到一幅關於保羅傳道旅程期間一般敎會的 

圖 畫 。 The L/fe o fS t. Paui，p . 108.
7 有人認為保羅是在希臘的哥林多寫此信的。

8 請讀保羅較早時對此所作的預言：使徒行傳二0 2 8 - 3 0。

9 有一位作者指出提摩太前書這種對稱的結構，是以書信的三首詩歌為中心的：

囑 咐 （一 3 - 加 ；詩 歌 （一 1 7 ) ; 囑 咐 （一 18-20)

囑 咐 （二 1至三15> ; 詩 歌 （三 1 6 ) ;囑 咐 （四1至六2上 ）

矚 咐 （六2下-15上） ；詩 歌 （六 15下- 1 6 ) ;囑 咐 （六 17-21)

(參W ilbar B. Wallis, KI Timotly** , in The Wycliffe Bible Commentaryy pp. 1368-70.)
1 0 新約敎會這兩種職分的制度逐漸發展為以後各世紀所出現的三種職分：① 牧 師 （傳 

道人一敎師一牧者） ；② 長 老 （協助 牧 師 的 ，尤其在屬靈事情上） ；③ 執 事 （協助牧師 的 ， 

尤其在敎會事務上，如敎會的財務） 。在這裏要留意一點：那些需要完成的工作是不變的， 

但在不同的敎會和不同的時代，對那些負責這些：L作的人的稱呼都不同。

1 1 有人將五章九至十節分別為另外一種寡婦，若是這樣就共有五種寡婦。

1 2 六 章 五 節 最 後 一 句 片 語 帶 出 了 六 章 六 至 十 節 的 段 落 ： 「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 

路 」 。

13 這大綱引自 W . G raham Scroggie， Know VoiirB/We，1:245 °

1 4 在 另 一 節 （提前二1 0 > 裏有另一個希臘字也是翻譯為「敬虔」的 •• cfteo (神 ） Sefcefa 
(尊崇） 。

15 W . Graham Scroggie， Four 2:243. Scroggie認 為 這 話可能 指「某些在早期 

敎會流行的耶穌言論集，或是禮拜儀式的應用 J 。

16 引自 W . Graham Scroggie， ICnow V b u r&.b/e，2:251。
17 Merrill G. Tenney,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t p . 857.
1 8 特羅亞可能是保羅被捕的地方。

1 9 對於提摩太可能趕及探望保羅的主張，參 Frank J . Goodwin, ffarm ony o f the 
o f St. Paul, p . 191 °

20 H . C . G . M oule, The Second Epistle to Timothy 3 p . 14.
2 1 隱喻就是對兩件不同事物隱含的比較。

22 Hom er A. Kent, The Pastoral Epistles, p . 281.

23 Jam es Stalker, The Life o f St. Paul, pp. 142-43.

雜保羅書信

新約聖經可以劃分為四個主要部分：歷 史 敍 述 、保羅書 

信 、非保羅書信及啟示。五 卷 歷 史 書 （四福音及使徒行傳）差 

不多佔了新約全書百分之六十的篇幅，保羅書信佔百分之二十 

四 ，非保羅書信約佔百分之十，而 啟 示 （啟示錄）則佔百分之 

六 。1我們已經綜覽了首兩部分的書卷，接着我們會綜覽其餘兩 

部分的書卷。

以下列擧的是八卷非保羅書信。這些書信被分類為非保羅 

書 信 ，是由於當中沒有任何一卷是以保羅署名的。希伯來書這 

卷不具名的書信，很可能是出自保羅的。除了希伯來書外，其 

他所有書卷多被稱為普通書信。在初期敎會的時候，這七卷書 

被人冠上一個如此含糊不清的名稱，是有着多個理由的：作者 

都是_ 班共同擁有使徒身分的人；無 指 定收信人（無指定某間 

地方敎會） ；相若的內容。2事 實 上 I並無任何總稱能夠清晰而 

全面地代表了新約正典中由希伯來書至猶大書的全部書卷。我 

們 會 使 用 「非保羅」 （non-Pauline) 這個稱號，緊記希伯來書 

的原作者仍是_ 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希伯來書■約翰一書

■ 雅 各 書 ■ 約 翰 二 書  

■彼得前書■約翰三書 

■ 彼 得 後 書 ■ 猶 大 書



第十九章

希伯來書：思想耶穌， 

我們髙天尊榮的大祭司

希伯來書是一卷獨特的舊約書卷的注釋書。它闡釋了舊約的歷史， 

説明了那些預言的應驗，亦顯示了所有崇拜制度的終極目的。這卷書信 

是聖靈以舊約為背景，將基督完美的形象描繪出來。 「思想耶穌」是這 

書信向那些漠視耶穌的信徒發出的緊急呼顬。今 天 ，對於那些落在冷淡 

倒 退 、離棄真道的危機中的基督徒，以及那些本來已得釋放，如今卻又 

貪戀世俗的人，神在希伯來書裏提出很清楚的警誡和勸勉。在 信 仰 上 ， 

沒有基督徒可以幸免於不冷不熱、無動於衷的威脅，希伯來書正是要討 

論這 一 點 。這書信與現今世代可説是息息相關的。

一 、 讀前準備
開始研讀希伯來書前，先思想一下有哪些因素會導致現今的基督徒 

疏遠主耶穌。這樣做會幫助你更加了解這卷書信所高擧的耶穌。

二 、 背 景
A 名 稱

最早期的抄本所用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名稱：p n « H ebra/〇US ( 「給 

希伯來人 j > 。書信的原稿大概並沒有這個名稱，但毫無疑問，這是敎 

會後來加上去的。

B 寫作日期

一般人都接納希伯來書的成書時間為主後六十五至七十年間。有人 

認為這卷書信是寫於主後七十年之前，是基於羅馬將軍提多在主後七十 

年摧毀了耶路撒冷及其內的聖殿之事實。希伯來書清晰地顯示了在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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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之 時 ，聖殿仍然是完好無缺的（參/V 4*5, 一〇11> ，而且書中暗示了

殿內的崇拜不久便會終止（一二2 7 ) 。倘若聖殿已被拆毀，作者或多或 

少也會提及此事，因為他要提出的其中一個重點，便是猶太敎的制度將 

會被一個更完美的制度所取代。

至於説這卷書信的完竣年份並不早於主後六十五年，是因為受信人 

是 第 二 代 的 基 督 徒 （二 1 - 1 4，比較五1 2 ) ，他們的領袖大概已去世了 

〔一三7 ，美 國 標 準 譯 本 （A S V ) 〕 。

C 作 者

俄 利 根 （O r i g e n ) 對這個課題下了一個不朽的結論： 「只有神才知 

道誰是這卷書信的作者。」

就着作者這個問題，許多人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以下列擧本書作者 

的幾個可能性：

(一） 保 羅

這個觀點主要是建基於①希伯來書及其他保羅書信在文字及概念上 

均有很近似的地方；②正如其他保羅書信一樣，希伯來書的中心點是基 

督的位格和工作；③保羅與提摩太是伙伴（參一三2 3 ) ;④ 「保羅式」的 

問 候 語 ： 「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一三2 5 ) 。

(二） 保羅的同工

這觀點是考慮到這卷書信有着保羅及非保羅的特質。亞 波 羅 、路 

加 ' 巴拿巴都有可能是希伯來書的作者，而大部分證據都指向亞波羅。 

亞波羅是 亞 力 山 太 猶 太 人 （徒一八2 4 ) ，他一直與保羅一起緊密地工 

作 ，直 到 保 羅 殉 道 （多三1 3 ) 。他非常熟悉舊約聖經，是一位熱心的敎 

師 及 傅 道 者 （讀徒一八2 4 * 2 6 )。

(三） 其他人

這個可能性最低，包括亞居拉、西 拉 、執事腓力和羅馬的革利免， 

但他們被提出來亦是有着不同的理由的。

D 受信羣體

我們今天對本書信原來對象的一切認識，都是來自書中的內容。受 

信者是一個居於羅馬區域內某處的希伯來基督徒羣體（例如二3 ，五 

11-12，六9-10 ; 比較一三2 3 - 2 4 )，有人認為這個敎會是位於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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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為書信中很強調聖殿及其制度，但這論點仍是存疑的。此 外 ，有 

些人認為這些希伯來基督徒是居於亞力山太、該撒利亞、敍利亞的安提 

阿或以弗所。至於説他們是居於羅馬的看法，就獲得大比數的支持。羅 

馬 書 證 實 了 在 羅 馬 有 一 羣 具 影 響 力 的 猶 太 基 督 徒 （例如羅九至——  

章） ，使徒行傳的記載也顯示了這點，經文説保羅在羅馬監獄曾接觸這 

些 人 （參徒二八17 - 3 1 )。希伯來書十三章二十四節的問候語可能是來自 

那些從義大利來的基督徒，他們向那些住在羅馬的朋友回敬一些祝福的 

説 話 。

認識對象們屬靈上的 經 歷 ，比認識他們在地理上居於何處更形重 

要 。書信裏許多嚴厲的警誡，正顯示那些希伯來基督徒正處於冷淡退後 

的境況中；他們正面臨背叛基督、回歸猶太敎的危機。他們的信心、堅 

定的信念、熱 誠 逐 漸 減 弱 （三6 、9 、1 2、丨4> ，祈 檮 、公開崇拜、聖經 

也 被 忽 略 了 （二1 ，一 〇 25，一二12 - 1 3 )。這些基督徒本來已經作了別人 

的師傅了，但現在竟然仍須接受福音初階的敎導（五 12) »

這些希伯來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上的倒退，是與一件事很有關聯的， 

那就是外在迫害的威脅，正恫嚇着他們，要他們屈服。較早時這些基督 

徒已經堅強地面對種種壓迫（一 〇 32 - 3 4 )，但現在他們卻開始輭弱下 

來 。關於這點，蘭 斯 基 （R . C . H . Lenski) 寫 道 ：

猶太基督徒堅定不移地捱過了主後六十四年發生的恐怖暴行（尼祿皇帝在這 

一年將羅馬焚毀）……但如今，因着彼得已死，因着他們的屬靈父親保羅也 

被剷除了，因着信奉基督敎已被視為犯法，因着沒有別的使徒去加強他們的 

膽量；故此，一些猶太基督徒便開始輭弱下來了，更有許多人倡議回歸猶太 

敎 。倘若他們的會堂成為猶太敎的會堂，正如若干年前一樣，它們便會好像 

其他猶太敎會堂一般安全，因為在羅馬及整個帝國中，猶太敎一直是合法的 

宗敎。3

E 目 的

有人曾説希伯來書是要用來「重燃將殘的燈火」的 。這個時刻最迫 

切的問題是乾枯的靈性、衰竭的熱誠、遲鈍的聽覺，希伯來書就是對此 

情況作出回應，它以一個雙重和弦發出妙音：① 敎 導 ；②警誡及勸勉。

(一）教 導

對付謬論及疑惑的荼毒之最佳策略，便是正面地宣吿已經啟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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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真 理 。希伯來書開首數節就説明了這卷書信的主要敎導是有關三 

個 重 要 的 課 題 ：

1. 啟 示 （「神……曉論」 ，一 1 - 4 >。在多個世紀中，神那些記錄下 

來的啟示可分為兩組：舊約與新約。希伯來書展示了這兩約或盟約的關 

係 。它除了是寫下來神的話語外，更是活的道。

2. —個 人 （「藉着祂兒子」> 。綜觀那些將基督描繪為神子及人子 

的 著 作 ，其 中 希 伯 來 書 可 説 是 內 容 最 豐 富 、全 面 的 新 約 書 卷 。 「思 

想……耶穌」 （三 1 ) 是信中的關鍵句子，對於那些陷溺在屬靈幽谷的希 

伯來基督徒來説，更深認識耶穌是誰如何能為他們帶來幫助？慕安德烈

( A n d r e w M u r r a y ) 如此回答： 「他 （作者> 不斷將他們的弱點與基督的 

身分並排在一起，他肯定只要認識基督，一切都會好轉過來。」4

3. —件 工 作 （「就坐在」） 。基督一次過的犧牲和祂繼續作祭司、 

君王的職任之主題充斥整卷書信。關於犧牲，有人這樣形容希伯來書：

「撕 下 一 頁 ，它便會流出血來。」

(二 ）警誡及勸勉

蝥誡及勸勉兩詞遍及全書，目的是針對書信對象的屬靈情況。這些 

警誡涉及得罪神時應作出的補償，而勸勉則是積極的呼顬及鼓勵，要他 

們行使神兒女的能力及權利，並催促他們表現更完美的基督徒品格。

在希伯來書裏有五個警誡性部分：

1. 小 心 留 意 （二 1 - 4 )。

2 .  不 要 錯 過 安 息 （三7至四1 3 ) 。

3 .  慎 防 怠 惰 及 背 道 （五 11至六2 0 ) 。

4 .  慎 防 故 意 犯 罪 （一026-31 > »

5 .  慎 防 違 抗 基 督 （一二2 5 - 2 9 )。

勸勉的話語貫徹整卷書信（例如四1 、11、1 4、1 6 ) ，但主要的勸勉 

部分是始於十章十九節的經文。

F 聖經中的地位

在 聖 經 中 ，希伯來書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聖靈對摩西五 

經 ，特別是利未記所作的注解。作者在整卷書信中引用了舊約的經文， 

至少直接引用了八十六處經文，可追溯出處的舊約經文也至少上百處。 

希伯來書解釋了整個猶太敎禮儀的意義及重要性。它澄清了所有舊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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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 的 規 律 ，諸如獻祭及祭司所行的宗敎儀式，都預表着基督：袖是偉大 

的贖罪祭牲，是真 祭 司 ，是神人之間唯一的中保。希伯來書載有敎導， 

指出基督徒已從模糊黯淡的影兒進到事實的真像中，即是在基督裏，先 

前所有的預表都應驗了。

希伯來書被稱為第五卷福音書，原因是它講述了耶穌在地上所完成 

的工作及袖在天上仍持嬪不斷的工作。在新約聖經裏，沒有其他書卷能 

像希伯來書般，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基督現在的事工。很多基督徒對於基 

督現在為祂的子民所作的工，只有一鱗半爪的認識，希伯來書讓我們明 

確 地 知 道 ，正如神在過去曾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經過不毛的曠野，保 

護他們免除危難，供應他們所有需要，敎 導 他 們 ，訓 練 他 們 ，最後更將 

他們帶進迦南肥沃之地一樣；基督在今天也同樣透過代求、靈 感 、指示 

與 內 住 ，幫助祂的兒女進入豐盛生活裏的屬靈安息地，預嘗那將要臨到 

的屬天榮耀。

G 希伯來書舆羅馬書的比較

希伯來書常常被人拿來與羅馬書作比較。希伯來書主要是介紹救贖 

者 ，而羅馬書則着重於指示使人得救之道。希伯來書集中在舊約的禮儀 

律 例 ，羅馬書則注目於所有時代的道德律例。 「羅馬書從律法進到恩 

典 ，希伯來書從影兒進到真像。J 5

三 、綜 覽
A 第一次讀

1 .  首先留意希伯來書共有多少章。

2 .  在許可的情況下，速讀希伯來書一遍，取得主要的印象及對這卷 

書 所 生 的 「感受」 。請記下你的印象。

3 .  閲 讀 後 ，你發現有甚麼詞語及句子是較為特出的？

4 .  這卷書信的主題大概是甚麼？有哪些曾討論過的課題能支持這主

題 ？

5 .  比較這卷書信的開首及結尾。

6 .  在 書 信 中 ，實踐部分在哪裏取代了敎義部分？ （實踐部分有較為 

特出的命令和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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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逐段觀察

進行逐段觀察時，請繼續閲讀本書信。

1.  參閲綜覽圖表19.1，並留意段落的劃分。請你在聖經的一些經節

旁作記號，以表示各段之始：一 1 ，一4•，二5 ，三 1 ，四1 4，五1 1，七1 ， 

八 1 ，九 1 ，九 1 3，一 〇 19，----1 ，一二3 ，一三 1 ，一三2 2 。

2 .  給每一段經文加上段落標題。

3 .  書信中的主角是誰？關於這人，信中曾記述了甚麼不同的事情？

4 .  請列出書信中不同的主題。完 成 後 ，將它們與下列的作個比較： 

基督的位格—— 袖的人性和神性

基督的工作—— 例如救贖和代求

舊約與新約—— 兩者的關係

罪—— 特別是不信和不順服的罪

神的話—— 成 文 的 （聖經）及 活 生 生 的 （基督>

信心—— 救恩上和基督徒生活上 

試驗和紀律—— 其目的和賞賜 

基督徒成長—— 靈性成熟的標記 

舊約的律例和新約對應的命令 

利未記裏的禮儀律例之目的

5 .  你有否觀察到一些新的鍮字及鑰句？

6 .  將內容相似的段落組合起來，並嘗試替這卷書信寫一個簡單、綜 

合的大綱。

7 .  希伯來書的主旨是甚麽？

C 書信的結構

當綜覽圖表概括出多個不同的專題研究時，這卷書信的結構便顯而 

易見了。希伯來書綜覽圖表19.1顯示了書信本身的一些結構。小心研讀圖 

表 ，然後記下下列各項如何顯示在圖表中。

1.希伯來書共有十三章。圖中劃分為十三個段落（並非每段都是以 

每章的首節為開始） ，另 加 上 引 言 （主 題 ，一 1 - 3 >及 結 語 （一三22- 

2 5 ) 。在這些段落之下，有五個警誡性部分。哪一個警誡性部分本身已 

佔一整個段落？哪一些警誡性部分是某一個段落的總結？哪一個是在某 

一個段落的中間位置？



3 82 新 約 精 覽

2 .  基 本 上 ，這卷書信有兩個主要的部分：訓 示 （一 1至一〇1 8 )和勸 

勉 （一 〇19至一三2 5 ) 。

3 .  研讀下面的重點大綱。

(a ) 「我們有甚麼？」 （一 1至七 28>這個問題的構思，其實是來 

自八章一節的： 「我 們 所 講 的 事 ，其中第一 要 緊 的 ，就是……」換言 

之 ，作者在第一至七章逐步將信徒所擁有的加上去，回 答 了 「我們有甚 

麼 ？」這 問 題 。我們可以想像希伯來基督徒必定在説： 「我們為何不應 

回歸猶太敎—— 我們若 是 基 督 徒 ，能 擁 有 甚 麼 ？」希伯來書的作者答 

道 ： 「你 們 問 ： 『我們有甚麼？』讓我吿訢你們我們有甚麼！ J

(b )  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八 1至 一 〇 18 >。 「我們有這樣的大祭 

司」這句話是出自八章一節的。請重讀這節經文一次。作者説我們有大 

祭司耶穌，但重點其實是在這樣（such) —詞 上 （在希臟原文裏；它是這 

句話的首字，以作強調） 。在先前的部分，即第一至七章的經文裏，作 

者已指出其超越性。請觀察圖表19.1內的大綱，那裏描述耶穌是神聖的祭 

司 、拯救者的祭司、使徒的祭司、完全的祭司、永遠的祭司。將所有這 

些 加 起 來 ，就 成 了 「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 J 。

雖然八章一節是屬於一至七章內容累積起來的名目，但它也帶出了 

八章一節至十章十八節這個中間段落。在這段落裏，作者繼續展示耶穌 

那 優 越 的 祭 司 職 任 （例如八6 , 九 1 1 ) ，他亦詳細地説明了這職任的工 

作 。

(c)  既有了……我 們 就 當 （一 〇19至一三2 5 ) 。閲讀十章十九至 

二 H■—節 ，找出這句子的來源。觀察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裏的片語

「我們就當」 （let US) ，如此看來，希伯來書的實踐、勸勉部分應該是 

始於十章十九節。對基督徒的所有勸勉，都是基於這個神聖的真理： 

「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 。

4 . 留意圖表中有另一個大綱將希伯來書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稍後當 

你繼續進行分析時，也要記着這個大綱。

希伯來書的重點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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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

戕
州

g

鹡
®

«

®
s
—

农
啲

S

®
塯

,
R
d
a

组
卿
岷
咖
w

^
s

s

屮

-<
哋

駟
w

屮
*

«
•
_



3 8 4 新 約 精 覽

5 .  留意圖表19.1裏那五個警誡性部分出現在何處。

6 .  圖表底部的大綱是這樣的：

基督是神子—— 祂 的 神 性 （一 1至二4)

基督是人子—— 祂 的 人 性 （二5至四13)

基督是祭司—— 袖 的 工 作 （四14至一〇18)

基督是道路—— 祂 的 領 導 （一0 1 9 至一三25)

7 .  觀察圖表19.1的 標 題 是 「思 想 耶 穌 ，我們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 

在你研讀希伯來書的過程中，試給它加上一個標題。

四 、要 旨
A 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希伯來書的主角是耶穌基督。這卷書信的作者確信，若要避免離棄 

真 道 的 事 ，就必須高擧基督的位格之所有尊貴及榮美，以及祂的工作之 

重 要 性 。希伯來書可以説是由一系列有關耶穌的圖畫所組成。我們注視 

祂的神性、祂的人性、祂的救贖工作、祂的祭司職分、祂那君王般的榮 

耀 。細心地研讀希伯來書後，我們必定會較以前更認識基督。

B 耶穌的超越性

有關人類的救贖，希伯來書的作者不斷重複更美這個鎗字，為要強 

調主耶穌的超越性。這書信呈示了一系列猶太敎的好處和基督的更美之 

處二者之間的比較。為了防止猶太基督徒離棄真道，作者按部就班地證 

明基督遠超古時那些替神説話的先知（一 1 - 3 ) ;遠超那些替神執行律法 

的 天 使 （一4至二4 ) ;遠超猶太人偉大的領袖摩西（三 1 - 6 ) ;遠超帶領 

猶太人進入迦南的約書亞（四8 ) ;遠超他們的大祭司亞倫（四 14至五

1 0 ) 。作者在書信中有計劃地逐一介紹舊約的人物及制度，然後介紹基 

督 ，繼而再閛明祂如何較上述所提及的那些更優勝。

C 對 比

書信內有大量的對比，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兒 子 與 天 使 （一4至二4)

兒 子 與 摩 西 （三1-6>

迦南地的安息與神的安息（三 12至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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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與 亞 倫 （四14至五10)

靈性上的嬰孩期與成熟期（五 11-14)

背 道 與 忠 信 （五11至六20)

舊 約 與 新 約 （八 1-13)

律法上的獻祭與基督的獻祭（九 1至一018)

信 心 與 眼 見 （一一1-40)

西 乃 山 與 錫 安 山 （一二18-29)

D 神的兒子基督（一 1至二4>

在這卷書信開首的一段經文中，作者將基督敎的始創者—— 神的兒 

子—— 那 尊 貴 、髙尚的本質刻畫出來。留意他在首段經文中説明基督的 

神性時所採用的不同方式（請找出支持各論點的經文> 。

1 .  神的名。 （例 如 ：神 ，一8 ; 主 ，一 10)

2 .  神的工作。 （例 如 ：創 造 ， 一 2 ;托住萬有 ， 一 3 ;洗淨罪污 ， 一 3)

3 .  神的屬性。 （一3)

4 .  神的地位及榮薷。 （例 如 ：承 受 萬 有 的 t後嗣；| ，一2 ;遠超過天 

使 ，一4-14>

5 .  永遠長存。 （一8)

E 人 子 基 督 （二5至四 13)

基督被描繪為人子，成為人類的拯救者， 「為人人嘗了死味」 （二 

9 > 。祂成為人子，使我們能成為神的兒女；祂來到世上，使我們能到天 

上 去 ；祂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能在袖的公義上有分；祂取了我們的 

樣 式 ，使我們能領受祂的性情。基督成為一個 人 ，使人能從亞當的墮落 

中回轉過來。

作為一個人，基督活在世人中；作為一個人，祂 死 了 ；作 為 人 子 ， 

祂現在為信徒的緣故在神面前。基督必須成為一個人，不僅因為藉此祂 

能 死 亡 ，也因為藉此祂能夠成為一個恩慈與信實的大祭司；祂跟我們一 

樣被 試 探 ；祂清楚了解我們；祂能搭救那些被試探的人（二 17 - 1 8 )。這 

些都是作者在這部分經文裏論及有關基督的人性的一些真理。



3 8 6 新 約 精 覽

F 大 祭 司 基 督 （四14至一〇18>

四章十四節至十章十八節廣泛地發揮了基督作為大祭司的中心主 

題 。二章十七節及三章一節早已提到祂的祭司身分，但那只是導言性質。

在猶太敎裏，大祭司的職分是宗敎上最高的職位。希伯來書的作者 

試圖指出基督敎也有一個大祭司，但祂在各方面都遠遠超越猶太敎的大 

祭司。他澄清猶太敎的大祭司只是基督敎那位尊崇的大祭司的預表。

在這一段篇幅頗長的經文中，作者指出大祭司基督的位格與職任的 

超越性。圖表19.2顯示了這個討論的範圍。

希伯來書四章十四節至十章十八節 圖表192
基 督 位 格 及 職 分 的 超 越 性

四14 七28

位格的超越性(大祭司）

八1 一〇18

職分的超越性(大祭司）

「我們有一位已經 r 我們有這樣的 

升入高天尊榮的 大祭司」(八1) 
大祭司」(四14)

「職任是更美的」(八6)

資格、等次 約 、會幕、獻祭

回憶你的綜覽裏八章一節的扼要敍述：「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J 。 

在圖表19.1中 ，有五個形容基督為祭司的描述。在經文一章四節至七章二 

十八節裏，試找出這五項描述出現在哪處。

在八章一節至十章十八節裏，基督是：

一個更美之約的中保（八6-13)

一個更完備的帳幕的祭司（九1- 12)

一個更美的祭的奉獻者（九 13至一0 1 8 )

G 信 徒 的 安 息 （三7至四13)

三章七節至四章十三節的要旨是安息。生命中那些無可比擬的福 

祉 ，只有來自基督。從基督而來的第一個福氣便是救恩，或是救踱。只 

有被救贖的人，才能在其中享受生命的完全，那便是豐盛的生命，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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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安 息 。邏輯上的次序是：救 贖 ，然後安息。由下面的大綱來看，希伯 

來書的作者是依循着這個次序的：

比較 基督遠超過天使 一 4 至二 4

賜福 救賧 二 5-18

比較 基督遠超過摩西 三 1-6

賜福 安息 三7至四7

比較 基督遠超過約書亞 四 8-13

以上的大綱指出比較部分是如何編排在賜福部分的周圍，用以支持 

「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這個 主 題 。下面的圖表正説明這一點：

一 段 關 乎 「安息」経文的上文下理

基 督 遠 超 過 摩 西 —— ► 安 息  ◄ —— 基 督 遠 超 過 約 軎 亞

參 閲 經 文 ，並留意這些涉及安息的敎導：

1. 這種安息被稱為「祂的安息」—— 神 的 安 息 （三1 8，四1 、3 、5 、 

1 0 ) 。它被稱作祂的安息，是 由 於 這 「安息」是祂自己所享受的，而且 

只有祂才能賜予。

2 .  這種安息或滿足，是神在完成創造工作後所享受的（參創二2 ;來 

四4 ) 。這種安息也是在祂兒子完成救贖大工後所擁有的。

3.  神這種安息是為神的子民預備的（四9 ) 。祂希望祂的子民能享受 

祂自己所享受的安息，就是基督完成工作後所享受的安息及滿足。

4 .  那些進入了神的安息的人，就是那些歇了自己的工，而滿足於神 

藉着耶穌基督為他所作之工的人（四1 0 ) 。

5 .  信心能使信徒進入神的安息，不信及不順服使人無法進到那裏去 

(四2 、1 1 ) 。

6 .  儘管迦南地的安息是現實的一種預表，但神在這章所講的安息， 

是遠超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安息，從四章八至九節便可看出這點。這種 

安息是心靈上的安息，是只有憑着對神真正的信靠及完全滿足於祂所作 

的 一 切 ，才能獲致的。雖然信徒要等到將來他的身體被拯救、與主永遠 

同在的時候，他才能完全享受這安息；但他現在也可得嘗這安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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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警誡性部分

希伯來書裏有五個主要的警誡性部分，試在圖表19.1找 出 來 （本章之 

前已將它們列出） 。對許多研讀聖經的人而言，它們都是最難懂的經 

文 ，特別是因為那些審判的瞥吿都是十分嚴厲的。研究聖經的人在分析 

經 文 時 ，要注意以下所列的一些重要事情：

1. 認清上下文。甚麼導致這個瞥誡性部分的出現？作者在這個部分 

之後寫了些甚麼？

2 .  仔細觀察經文的各部分。

3 .  遇到任何難解的經文時，切勿強加個人的解釋。聖經本身—— 無 

論近或遠的上下經文—— 是經文最可靠的詮釋者。

4 .  用信心接受那些你不明瞭的真理。

5 .  當你進行完個人的研究後，試從其他的可靠資料尋求幫助，以找 

出那些深奧經文的解釋。

I 信心的典範（一一至一二2>

重溫你在這卷書信的綜覽中，看到作者在十章十九節開始將訓示與 

勸勉攙雜在一起，將敎義變成了實踐。觀 察圖表19.1，其中提及基督被視 

作引往更優越生命的道路。基督不僅是通往永生的道路 <約一四6 ) ，正 

如十章十九節至十三章二十五節所描繪的，祂也是基督徒生活的道路。 

基督優越的位格，使那些在基督裏的生命也可變為優越。基督是我們的 

祭 司 ，亦是我們的典範。對於我們這些認識祂就是那引領我們到神那裏 

去的道路的人，希伯來書的最後部分勸勉我們要按祂的心意為神而活。 

它勸勉我們要運用基督徒本身所擁有的優勢及權利，並且作為得救的罪 

人 ，我們要負起自己的一切責任。

成功的基督徒生活的關鍵是信心。細察圖表19.1，其中十章十九節至 

十三章二十五節有四段有關信心的經文。另一章是我們較為熟悉的第 

十 一 章 （一一 1至一二2 ) ，它 被 稱 為 「韋敏斯特修道院之信心名冊 J 

( “T h e  Westminister A b b e y  of Faith” > 。6它是一本記載一些舊約信心 

英雄的摘要。當你研讀這章時，可依以下這個概要的建議大綱：

信心的描寫 一一1-3

信心是取悦神的方法 一一4-16

信心與人生的競賽 一一17至一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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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一至二節的結論是強而有力的。耶穌是一個更崇高的信心典 

範 。在第十一章有很多高尚及偉大的見證人，如同雲彩般環繞我們，而 

耶穌則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和成終者，我們的眼目當定睛在祂身上。

五 、 主題與鑰字鑰節
希伯來書的主題可以如此描述：對於大祭司耶穌是如何侓大的了解 

和 確 認 ，可將那些疑惑不定的信徒從冷漠的屬靈光景提升至成熟和有活 

力 。換 句 話 説 ，個人對耶穌不斷增加的認識，可説是冷淡退後的解毒 

劑 。

希伯來書中有數節經文可引用為鑰節，以代表這封書信的主題。其 

中一節是四章十四節：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當你閲讀希伯來書時，有沒有留意到甚麼鑰字？將你所觀察的，與 

下 面 所 列 的 作 個 比 較 ：更 美 、完 全 、永 遠 、天 上 、血 、獻祭 

(獻……） 、信 、約 、兒 子 、大 祭 司 、職 任 、愛 。參考一本詳盡的經文 

彙 編 ，看看這些字在書信中的出現次數。

六 、 應 用
希伯來書應用的範圍很廣泛。以下所列的是一些建議：

1.  警誡冷淡退後的

2 .  勸勉

3 .  鼓勵

4 .  追求屬靈的產業

5 .  基督的代求職任

6 .  高擧基督

7 .  信心的生活

書信中最重要的敎導，是在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節的祝福中：神的 

能 力 ；基督 之 死 ；祂復活的生命；祂現在的工作；永 恆 的 約 ；基督工作 

的 目 標 ，即恢復人本身因罪而損壞了的神的形象。這些真理建議了甚麼 

不同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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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溫習題
1 .  有關猶太敎的禮儀方面，希伯來書特別提及哪卷舊約書卷？

2. # 伯來書寫於何時？

3 .  有哪些人曾被指為希伯來書的作者？

4 .  「希伯來書」這名稱的來源是甚麼？

5 .  請在地理、社 會 、屬靈層面上確定本書信原來的對象。

6 .  這卷書信的目的是甚麼？

7 .  希伯來書的主題是甚麼？

8 .  希伯來書可分為多少個部分？請根據大綱來確定之。

9 .  八章一節至十章十八節是關於甚麼的？試把它與上下文聯繫起

來 。

10. 書信中有甚麼地方特別討論了基督的神性？

11. 在哪裏特別討論了基督大祭司的職分？

12. 試在希伯來書的內容中找出五個警誡性部分。

13. 説出這卷書信的鍮字及代表主題的鑰節。

八 、 進階習作
1. 在四章十四節至五章十節中，耶穌大祭司的職分與麥基洗德的身 

分及職務扯上了關係。試研究這個舊約人物，找出為甚麼他是大祭司耶 

穌的預表。

2 .  在第一章有很長的篇幅是描述天使。試進一步研究在一章一節至 

七章二十八節的一連串比較中，為何天使首先被提出來與耶穌相比？

九 、 大 綱
希 伯 來 書 ：思想 耶 穌 ，我們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超越的身分 一 1至七28

兒子遠超過天使 一 1至二4

耶穌為拯救者 二5-18

基督遠超過摩西及約書亞 三 1至四13

耶穌遠超過亞倫 四14至五10

對怠惰及背道的瞥誡 五 11至六20

耶穌永遠為祭司 七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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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制度

更美的約與帳幕 

更美的獻祭 

超越的生活

八 1至一 0 1 8  

八 1至九12 

九 13至一〇18 

— 〇19至一三25 

— 019-39信心的把握 

信心的典範 

信心的忍耐 

信心的工作

----"1 至一二 2

一二 3-29

注釋
1 各卷書在篇幅上的比例當然並不代表其重要性。
2 D. Edmond Hiebert, An Jntroducrion to tfte New Testament, 3:16.閲讀此書第十五 

至二十五頁，關於非保羅書信的討論。
3 R. G. H. 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 f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and o f  the Epistle o f  

James, p. 21.
4 Andrew Murray, The Holiest o f A ll , p. 23.
5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 p. 262.
6 倫敦的修道院陳列了過去各個世紀基督徒政治家的墳墓，正如希伯來書第十一章頌 

揚舊約聖賢的信心生活一樣。



第二十章

雅各書：信心的生活

在新約書卷中，雅各書是最早寫成的其中一卷（或許是第一卷> » 

這卷書信的重點是實踐，而非 敎 條 ，正好反映了耶穌升天後，神盼望與 

基督徒羣體分享的那些信息，很快就以著作的形式面世了。

一 、 讀前準備
思想有關聖經的基本信息。準 確 地 説 ，聖經主要是詳盡地閛述兩個 

主 題 ： 「通往神之路」及 「與神同行 J 。人若果不先與神恢復關係，就 

不能與神同行。不少新約經文吿訴我們，一個罪人怎樣可以來到神面前 

和得着永遠的拯救；這方法就是藉着神的恩典，加上個人在耶穌基督裏 

面 的 信 心 （弗二8 ) 。另一方面，雅各書是寫給那些已經透過基督與神復 

和的基督徒，指導他們如何在生活中與神同行。

人類的日常生活包括思想、言語和行為。當下的重要問題是：哪 種  

思 想 、言語和行為，是一個與神同行的基督徒之生命所應具備的質素？ 

在這個問題上，雅各書就正好給予我們神的答案。以上種種，你將會在 

綜覽這卷重要的書信時發現。

二 、 背 景
A 作 者

倘若知道誰是書卷的作者的話，就必定可以更了解及欣賞他的作 

品 。關於雅各這個人，我們所得的資料並不多，但憑我們已知道的，他 

對於我們來説畢竟並不算陌生。1更重要的是，我們基督徒是透過經歷認 

識那位屬靈作者的，那是領略信息的鑰匙。

在綜覽這卷書信前，讓我們先去認識一下雅各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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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名 字

在 新 約 中 ，雅各的英文寫法“J a m e s” ，是從希臘文 i a i o b o s翻譯過 

來 的 。它的希伯來文是 J a i o b，在 舊 約中譯作“J a c o b” 。

(二） 家庭背景

如要認識作者的家庭背景，就要先弄清楚書信的作者究竟是哪一個 

雅 各 了 。事 實 上 ，在新約中就有四個不同的人名叫雅各。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太四21 ;可一 19 ;路五10)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太一0 3  ; 可三1 8，一五40 ;路六5 ;徒一 13)

使徒猶大的父親雅各（路六1 6 ，巴克萊[Berkeley])

「主的兄弟」雅 各 （太一三55 ;可六3 ;加一 19)

有很強的證據顯示，這書信的作者是以上所提的最後一個雅各，此 

見解是依據以下這個研究指引而得出的。雅各是耶穌同母異父的兄弟

(約 瑟 只 是 耶 穌 名 義 上 的 父 親 ，因 耶 穌 是 從 聖 靈 感 孕 而 生 的 ，太一 

2 0 ) 。

除了耶穌之外，雅各最少還有三個兄弟：約 西 （或譯作約瑟> 、西 

門及猶大，此外還有其他姊妹（太 一 三 55 >。雅各成長的家庭環境，必 

定是異於常人的，因為他有一對敬虔的父母：約瑟和馬利亞。然 而 ，父 

母 總 不 能 替 兒 女 作 信 仰 的 決 定 ，使 他 們 接 受 耶 穌 為 救 主 和 主 （彌賽 

亞 ） 。至於雅各何時決志信主，則留待另一部分才討論。

到底雅各有沒有結婚及供養其家人呢？這仍是一個富爭論性的問 

題 。聖經裏唯一一段可能是指到他的婚姻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九章五 

節 。

(三） 悔 改

在耶穌進行公開的事工期間，雅各及耶穌的其他兄弟並不相信祂就 

是救主及主。讀約翰福音七章二至八節，這段經文有沒有提到是甚麼阻 

礙他們去相信耶穌就是主？你認為他們既 在 敬 虔 的 家 庭 （約瑟和馬利 

亞）長 大 ，為何仍是不信？箴言二十二章六節的經文對這問題有甚麼提

示 ？

從使徒行傳一章十四節看來，我們確知雅各在五旬節之前，已經成 

為信徒了。他大概是在耶穌復活後向他顯現時（林前一五7 ) 悔 改 的 ，或 

許他在耶酥被釘十架之時就相信了。無論這個經歷在何時發生，雅各轉 

變為事奉基督的人仍是鐵一般的事實，正如使徒行傳所清楚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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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徒的事奉

正如圖表20.1所 示 ，雅各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為了使你更明瞭其背 

景 ，請緊記這個圖表。

雅各生平的各個階段 _表  20.1

主後

與祂的兄弟耶穌 
的家庭關係

①

在屬靈上面對 
彌赛亞耶穌

②

悔改

③

耶路撒冷敎會 
的同工及領袖

④

福音書時期

彼得作領袖 雅各作領袖

使徒行傳時期

第 三 個 階 段 （悔改）在四個階段中是最短卻又最重要的，從耶穌受 

死 至 五 旬 節 （徒二章） ，2大概佔五十日之久。雅 各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 

僕人」 （雅一1 ) ，他的事工決不會早於他信主之前。從信主初期開始， 

雅各就已經投身於耶路撒冷當地的基督徒組織中，參與祈禱、工 作 ，並 

在不同的職位上事奉（參徒一 1 4 ) 。漸 漸 地 ，他被公認為敎會的領袖， 

故此當敎會的重要領袖彼得（徒一至七章）離 開 耶 路 撒 冷 （徒一二17> 

之 後 ，雅各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他的繼承人。海 斯 （D . A . H a y e s ) 曾這樣 

寫 道 ：

我們不大清楚雅各是何時被推擧為敎會的領袖，但所有跡象都似乎顯示出他 

一早已成為耶路撒冷敎會（即五旬節敎會及使徒敎會）所認可的權威領 

袖……所有的猶太基督徒都視耶路撒冷為他們的團體、信仰之發源地，而耶 

路撒冷敎會的領袖，亦會被他們尊為最髙的權威。3 

雅各大概在這段時間撰寫他的書信，從信中的內容來看，他在寫這 

卷書信期間，應該是一位活躍、積極的基督徒工人和領袖。

我們可根據以下的聖經資料，重整一些有關雅各在世時的事蹟。請 

讀 各 段 經 文 （包括各段經文的上下文> ，並將各段參考經文所提供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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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記錄下來。

在耶穌的公開事工期中

約二12 

太一二 46-50 

約七1-9 

初信期

林前一五7

作耶穌基督僕人的初期

徒一 14

加一 18-19 (比較徒九26)

繼承彼得為耶路撒冷敎會的領袖

徒一二 17 

徒一五13

加二1 、9-10 (在加拉太書二章九節中，雅各首次被保羅形容為三大 

柱石之一。究竟雅各有甚麼重要性？）

徒二一 18-26 (雅各最後一次出現於新約）

(五）性 格

人物的傳記若欠缺個人性格的描述，就不是一篇完整的傳記。重溫 

剛才所讀有關雅各生平的經文，例如雅各是一個禱吿者（徒一 1 4 ) 。曾 

有一位名叫赫格西僕（H e g e s i p p u s，主後一七五年）的敎會歷史學家，特 

別稱揚雅各的檮吿生活，提到他經常花很長的時間去為別人代求，雙膝 

也因而起繭。

若要洞悉雅各的性格，最好的辦法就是研究他的作品。研讀時針對 

這 一 點 ，用數分鐘的時間閲讀他的書信，閲讀時緊記：要了解雅各是一 

個怎樣的人。將你所得的印象記錄下來，並將之與下列各點作比較：禱 

吿 的 人 、純 潔 、有 能 力 、實 際 、樸 素 、執 著 、謙 卑 、誠 實 、忠 心 、正直 

及 公 義 。

關於雅各的名字的特點，就是他在早期敎會被稱為「公義的雅各」

(意思即雅各是正義的）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雅 各 的 父 親 約 瑟 是 個 「義 

人」 （太一 1 9 ) ，而雅各亦稱耶穌為「義人」 （雅五6 ) 。 《國際標準聖 

經百科全書》 （T h e  Znternariona/ Standard J M / e  £ ncy<Jopedia ) 對這個 

思想有詳細的探討，它指出弟弟雅各和兄長耶穌的個性十分相近。4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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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內容和風格而言，二者亦非常相似。

( 六）離 世

據一個可信程度極高的傳説指出，雅各於主後六十二年在耶路撒冷 

殉 道 。這日子約在使徒行傳成書後的一年，且在彼得與保羅殉道之前五 

年 。假 如 約 瑟 夫 （J o s e p h u s，主後三十七至九十五年）及其他人的推測是 

正 確 的 話 ，雅各是被大祭司亞拿尼亞（Anan i a s) 下令用石頭擲死的。

B 書 信 的 對 象

這卷書信稱呼原來的對象為「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 。正如聖經的 

其他經文一樣，這句子可以按字面或象徵意義解釋。

( _ ) 字面解釋

這裏所存的問題，便是對象是否①一般的猶太人，代表那些在新約 

時 代 ，散居在不同地域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他 們 常 被 稱 為 「分散之猶 

太人」 （Z X a ^ o r a > ;或是②那些因各種原因而散居各地的猶太基督徒？ 5 

讀第 一 章 ，看看為何第一個論點（一般的猶太人）是不被接納的。

(二）象徵解釋

分 散 各 處 的 「十二支派」代表了神所揀選的敎會（參加三7 - 9，六 

16 ;腓 三 3 >，住 在 異 邦 （這個世界） ，與他們所屬的國家（天堂）相距 

甚 遠 （比較加四26 ; 腓三20 ;來一二2 2 ，一三 14 ; 彼前一 1 、1 7 ，二

1 1 ) 。

書信的內容本身有力地支持了雅各的對象就是猶太基督徒（不論他 

們住在哪裏）這個觀點。若説這卷書信很早寫成（參看下面的日期） ， 

亦是理所當然的，皆因早期的基督徒大多是猶太人（參徒一至七章） 。

書中指出雅各的對象是猶太人的提示包括（請讀各經節） ：

1. 提 及 「會堂」 （英王欽定本譯作「聚集」[assembly] ) ，而 非 「敎 

會 J (二2) 6

2 .  引 自舊約的例證（例如二2 5 ，五 1 1、17)

3 .  稱亞 伯 拉 罕 為 「我們的祖宗」 （二21)

4 .  提到舊約中使用的名稱「萬軍之主」 (五4)

5 .  沒 有 提 到 「異敎徒」的 敗 壞 ，例如拜偶像、醉酒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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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寫作日期與地點

在本書的立場而言，雅各書 應 是 最 早 （或是最早撰成的其中一卷） 

寫成的新約書卷（參看圖表1.1>。寫作日期大概是主後四十五至五十年。 

在圖表20.2的幫助下，將雅各書的寫作日期與使徒行傳的時代連繫起

來 。

雅备書的寫作日期與使徒行傳的闢係 圖 表 20 . 2

建 立 敎 會 敎 會 分 散 敎 會 擴 展

主 後

舊 約

遺 產
猶 太 人 時 期 普 世 福 音

V
在 這 時 期 • 沒 有 新 約 書 卷 被 寫 成

在 這 時 期 ， 

雅各書 被 寫 成

V
在 這 時 期 I其他 

新約軎 卷 被 寫 成

認為這卷書信是在較後期寫成的人，把寫作日期推至主後六十年， 

即雅各死前的一年。7而支持這書信是在較早時間完成的理由有：

1.  書中提到的敎會秩序與紀律都非常簡單。

2 .  使徒行傳第十五章（主後四十八或四十九年）內的耶路撒冷會議 

未 曾 出 現 ： 「接納外邦人加入敎會的爭端（最早期加入敎會的，都是猶 

太人）似乎仍未發生 。」8

3 .  猶太敎是強調律法、道 德 規 律 ，而敎會在初期十年亦是相當關注 

行 為 的 。

關於雅各書的寫作地點，估計雅各寫作這書時，極有可能是住在巴 

勒 斯 坦 。

D 動機與目的

基督徒被逼迫、信徒仍有非信徒的行為表現（例如言語上） 、對信 

心和罪的敎義所存的謬誤等等，都直接促成了雅各書的誕生。

雅各書絕大部分的內容，都是有關如何糾正基督徒的惡行，敎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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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正確的行為表現。此 外 ，當中還有一些關於主再來的鼓勵和勸勉（例 

如五7) '»這卷書信被稱為「基督徒生活和行為的實踐指南」 。當你綜覽 

這 書 信 時 ，必定可以發掘更多雅各寫作的目的。

E 內 容

雅各強調行為多於信條，因此他被稱為行為良好的使徒，並且與鼎 

足 三 立 的 約 翰 （愛心的使徒） 、保 羅 （信心的使徒）及 彼 得 （盼望的使 

徒 ）相 提 並 論 。書中較少用到系統式神學的表達，對於耶穌和祂的福 

音 ，也很少言及；雖 然 如 此 ，這股思想還是瀰漫於全卷書信，不能從基 

督徒的心靈中被奪去。9有關這一點，海斯寫道： 「雅各較其他新約的作 

者更少提到主，但他的言論較其他作者更加像主。」

F 舆其他書卷的比較

下面是雅各書與聖經其他書卷的一些有趣比較，稍後你可能會想對 

各題目作進一步查考。

(一 ）  舊約的箴言

基 本 上 ，雅各書與箴言都是關注到行為。

(二 ） 耶穌的登山賨訓

雅各書與耶穌的登山寶訓有很多特別相似的地方。

(三 ） 保 羅 書 信 （特 別 是 加 拉 太 書 和 羅 馬 書 ）

最明顯的地方，就是二者所側重的重點不同：保羅強調信心，雅各 

則強調行為。儘管有些神學家斷定以上二者的思想是互相矛盾的，"可是 

在 這 裏 ，二者並無衝突。這兩卷書之間的相異處，只是基於兩個不同的 

觀點角度罷了。保 羅 論 述 「在神面前稱義」 ，雅 各 則 論 到 「在人面前見 

證 J ; 「保羅看見基督在天上建立我們的義，雅各則看見基督在地上吩 

咐我們要完全……」|2»

參閲新約書卷的比較圖表10.4。留意雅各書與加拉太書如何比較： 

加拉 太 軎 ：藉福音得釋放 

雅 各 書 ：福音的推動力

研讀這個圖表，是綜覽新約主要內容的最佳方法。

(四 ） 其他普通書信

雅各書與彼得前書—— 主 要 強 調 倫 理 （基督徒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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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軎與彼得後害—— 末 世 論 （末後事件的敎義）

約翰窨信—— 基督論與倫理

一個相當有趣的發現是：新約書卷的第一位作者雅各與最後一位作 

者 約 翰 ，都不約而同地以權威性的筆調去描述合神標準的行為。

G 寫作風格

從雅各書的問候語來看，可以肯定這是一卷書信；然而它的寫作風 

格 ，卻更像傳道者的講章或舊約先知的呼顢。雅各的寫作簡明、直 率 ， 

就像舊約的作品及耶穌的講論一樣，毫無抽象的文字，而且書中充滿了 

圖像語言。在雅各書中獨有的六十三個希臘字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圖像 

文 字 ，例如 毒 氣 、衰 殘 。這卷書信從頭到尾，都被明確而尖銳的真理重 

重地覆蓋着。海斯這樣形容雅各： 「他擁有戯劇的直覺，掌握了使讀者 

永遠感到趣味盎然的泌訣……他是一個藝術家。J 13

H 語 調

權威性的語調充溢於整卷書信（在一百零八節經文中，有五十四句 

是祈使句） ，因 此 ，雅 各 被 稱 為 「新約的阿摩司」 ，但他的直率與嚴厲 

也融合了熱情和愛心，從經常使用的稱謂「弟兄」及 「親愛的弟兄」 ， 

便可見一斑。試讀其中一些親切、溫柔的語句：一5 、1 7，二5 ，四6及五 

U 、1 9、20 °

I 正典中的地位

因着作者及敎義上的爭論，本書信被一般人接納為神所默示的書卷 

之時間亦隨之延遲了。直至四世紀末，雅各書才被確定為聖經的正典。

三 、綜 覽
當你綜覽雅各書時，別過分仔細，那是分析時才作的事，現在只要 

觀察它的主要重點和整《進 展 。

A 第一次讀

一口氣速讀全書一次，若可以的話，請高聲誦讀。你可以首先選用 

現代新譯本聖經，然後再用研讀時所用的譯本。你對這書信的第一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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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甚麼？有哪些特出的事件？你能否感受到書中的寫作語調或氣氛？ 

有沒有甚麼鑰字鑰節能引起你的注意？

B 再 讀

1 .  再速讀全書一次，在 所 有 「我的弟兄」 （或相關的語句）下畫 

線 。它重複出現了多少次？關於這些句子在哪裏出現，是否有任何模 

式 ？透過這次概略性的研讀，你對這卷書信有何了解？

2 .  試比較開首的經節（例如一 1-4>與結尾的經節（例如五 19-20>。

3 .  請在你的聖經中，於下列各段經文作記號：一 1 、2 、5 、9 、1 3、 

1 6、1 9、2 2 、2 6 ，二 1 、5 、8 、1 4、1 8、1 9、2卜 2 5 ，三 1 、3 、5下 、7 、 

9 、1 3 ，四 1 、4 、1 1、1 3 ，五 1 、7 、1 3、1 9。

4 .  現在請細閲各段經文，並給每段經文加上標題。

5 .  根據書信的經文，觀察下列各個題目的出處：

(a > 與 神 、耶 穌 、主有關的事物

(b > 問題的運用

(c ) 與舊約有關的事物

(d > 象 徵 語 言 （例 如 「雲霧」 ，四14>

6 .  你有甚麼新的發現和印象？

C 觀察書信的結構

重溫你較早前定下的段落標題。再讀本書信一次，並將有着共同主 

題的段落合為一組（這些組稱為分段） 。擧 例 説 ，有哪些段落談到舌頭 

(言語）這個共同主題？這可能是你研讀雅各書最困難的地方，因為這 

卷書信並非一篇正規論文，而是一連串的勸勉，加上其寫作格式絕大部 

分亦不太清晰。雖 然 如 此 ，你還是要接受挑戰，將大綱找出來，通常發 

明都是由此而來的。本 革 爾 （J . Albrecht Bengel) 研究箴言時的經歷，便 

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經常有一種想法，就是不管我之前是否無法 

找到箴言內每一章的脈絡，在 我 來 説 ，這些箴言仍都彷彿呈現着一個最 

美妙的排列。」u其 實 ，花時間去找出聖經書卷的結構，並非浪費時間， 

因為這個成果將會在分析研究的後期階段中，逐漸顯露出來。

確定本書信結構的下一個邏輯步驟，就是辨認那些由段落組成的分 

組 ，接着就是辨認由分組所組成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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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表20.3，有三個由不同作者寫出的大綱，這是以不同方法去概括 

出雅各書結構的例子。15試將它們與圖表20.4的大綱作一比較。

雎 各 書 的 不 同 大 _  _表20.3

- 1 = 1 三1
I 四1 I 五1

= 1 3 五19

①
真宗教
的本質

真信心的本質 真智慧的本質 智慧的目的

②

活潑的信仰 
從試煉中 
得到考驗

活潑的信仰 

從行為中 
被證實

活潑的信仰從品德中 
得到憑據

活潑的信仰 
從逼迫中 
得到操練

四13

③ 信心的考驗 信心的本質 信心的行為 信心的應用

若果雅各書有引言和結論的話，你會怎樣去界定它們？你是否觀察 

到書中有任何轉捩點或高潮？

D 綜覽圖表

細心研讀綜覽圖表20.4，並觀察下列各點：

1. 雅各書開首有一段正式的問候語，但最後沒有一段正式的結語。

2 .  圖表的底部展示了書信的四個主要分部。首三個分部向前進升： 

有關的原則、現今的操練、將來的獎寅。第四個分部好像一段跋言，作 

者再回到現今的操練這個題目中，給予基督徒讀者最後兩個非常實際的 

勸 勉 。

3 .  留意這書信如何先劃分作小分部（在粗的橫線下面的第一個大 

綱） ，接着查考以信心為主題的大分部之大綱。按着你研讀這書時的觀 

察 所 得 ，去查考這個大綱。

4 .  在 圖 表 中 ，有何關於行為的大綱？

5. —章十九節至四章十二節（信心中的行為）的分部較難拆分成大 

綱 。雅各嘗試寫出有關外在與內在的信仰生命的各方面，請注意圖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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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的 題 目 （成 全 、偏愛等等） ，試將這個大綱與你研習所得的作比較。

6 .雅各書的標題已列於圖表之上： 「信心的生活」 。這個標題的意 

義是要顯明行動是信心的必然部分。16這是雅各書中清晰可見的主旨，而 

書 中 的 鑰 節 （二2 6 ) 正好反映這個主旨。

四 、要 旨
A 信心舆試煉 （一 1-18>

請 重 溫 ：逼迫所造成的困難，是產生這書信的部分背景。事 實 上 ， 

雅各書的第一個主題，就是有關試煉的艱苦；由此可見，這是一個最迫 

切的難題。

試觀察雅各將多少個訓示壓縮進一章二至四節這三節經文內。

試 煉 （2節 ）---- 處境

試 驗 （3節上） ----考驗

忍 耐 （3節 下 、4節上）—— 即時的果子 

成 全 （4節下）—— 最終的果子

請讀整段經文，並觀察涉及在試煉中堅忍不屈的其他真理及應用。 

B 救人的信心 （二 14-26)

雅各用不同的方式去描述救人的信心，以下的大綱是其中的一部

分 ：

救人的信心

信 心 產 生 行 為 （二 14-18)

行為與信心互相配合（二14>17)

行為是信心的明證（二 18)

信 心 是 由 心 所 發 （二 19-26)

它不單是理智上的認同（二 19-20)

它是內心 的 順 服 （二21-26)

讀羅馬書三章二 i^一節至五章二節，那裏記載了保羅因信稱義的敎 

導 。保羅認為一個人不能靠行為稱義（例如羅四2 、6 ) ;相 反 ，雅各書 

有一段經文卻説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的（二 2 1 > 。兩段經文似乎出現 

矛 盾 ，但當我們留意內文和兩位作者的觀點時，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 

了 。保羅只是否認行為是救恩的根基，〃他並非指到基督徒的操守，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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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成為基督徒的方法。雅各沒有否認信心是得救之方法，可是他堅持 

真正的信心是會產生出行為來的。海 斯 寫 道 ： 「保羅着重根基，雅各則 

着 重 果 子 ；保羅講述基督徒生命的起點，雅各則講述基督徒生命的延續 

與 至 善 。在保羅而言，他否定了沒有信心的行為，認為那樣的行為是死 

的 ；在雅各而言，他斥責沒有行為的信心，認為那樣的信心是死的 。 」 18

C  舌 頭 （三 1-12)

雅各書三章一至十二節，是關於舌頭的一段耳熟能詳的經文。當你 

研究不同的真理敎導時，請用下列的大綱：

1-2 介紹舌頭這個主題

3-5上 具影響力的舌頭

5下-6 具破壞力的舌頭

7-8 難以制服的舌頭

9-12 反覆無常的舌頭

當你研讀這段經文時，思考一下甚麼會牽涉下列三項活動：思 想 、 

言 語 、行 為 。試想想關於動機、一個受到影響的人、誤解的可能性、悔 

改 與 復 原 。若 行 動 （要 「行道」 ，一2 2 ) 是基督徒生活得力的關鍵的 

話 ，那麼言語的關鍵性影響是否較低呢？

D 基 督 徒 的 派 系 紛 爭 （三 13至四12>

前一段的主題是基督徒和他的言語，現在則是基督徒和衝突。當雅 

各 寫 到 舌 頭 之 時 ，語 氣 並 不 平 淡 ，那是由於他深知舌頭具有駭人的力 

量 。他寫到這一段有關信徒間的爭鬭時，措 辭 強 烈 而 凌 厲 ： 「你們貪 

戀……你們殺害……又鬭毆爭戰」 （四2) ^當和平之子的後嗣為要爭奪 

那利己的獎賞而彼此爭鬭時，雅各必定在想：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

雅各對於這個損害基督徒羣體的問題*下 了 不 少 筆 墨 。讀這一段 

時 ，請參圖表20.5…9看看雅各處理這個問題的不同方法。他提出哪四項 

論自私的論證？

五 、主題與鑰字鑰節
按你的綜覽研究所得，用自己的文字寫出雅各書的主題。

試將你觀察雅各書所得的鎗字鑰節，與圖表20.4的那些作個比較。

雅 各 書 ：信心的生活 4〇5

四 項 输 「自私」的输證
雅各書三13至四12

① 三13
誰 是 聰 明 人 ？

這 是 魔 鬼 的  

(屬 撒 但 ）
這 樣 的 智 慧 不 是 從 上 頭 來 的 ，乃是屬地的  

屬情慾的  

屬鬼魔的

防 與 紛 爭

\

②

範

的

途

唯 獨 從 上 頭 來 的 智 慧 是 … … 清潔  

和平

溫 良 … …

18 -和 平

徑 四1

這 是 不 需 要 的 爭 戰 鬭 毆 是 從 哪 裏 來 的 呢 ？

你 們 戰 鬭 的 私 慾 |  ^  

鬭 毆 、爭 戰  J /  

你 們 妄 求

③

這 是 敵 擋 神 的

四4

與世俗為友

就 是 與 神 為 敵

神

的

-抵 擋 魔 鬼  

- 親 近 神

④

這 是 專 横 的

位

置
11

不可彼此批評  j  
判 斷 人 的 只 有 一 位

/

12 你 是 誰 ？

圖表20.5

主要責備

困境：
-你們渴望擁有 
-你們沒有

主要勸吿

順服

抵擋

親近

潔淨

清潔

受困

悲哀

哭泣

謙卑

智

慧

 

I

 

禱

吿

 

I

 

神
是
我
們
的
朋
友
 

|

 

神

是

審

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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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應 用
自始至終，雅各書內鋭利的文字均為一些應用。試將書中不同範圍 

的應用列出來，並將你所列擧的，與下列的作個比較：禱 吿 、試 煉 、私 

慾 、事 奉 神 、價 值 、好 行 為 、信 心 、愛 心 、論 斷 他 人 、舌 頭 、弟兄之 

愛 、公 正 無 私 、財 富 、主再來。試從各個範圍引申出應用。

七 、 溫習題
1. 新約內有哪四個不同的人物，都是名為雅各的？哪一位最有可能 

是本書信的作者？

2 .  試重溫雅各的家庭背景，有甚麼是眾所周知的？

3 .  在耶穌進行公開事工期間，是甚麼令雅各不相信耶穌？對雅各來 

説 ，最大的阻礙是甚麼？

4 .  重溫雅各生平各個階段的圖表。

5 .  你認為是甚麼原因令雅各相信基督？

6 .  在使徒行傳的三十年歷史中，雅各在耶路撒冷地方敎會扮演甚麼 

角 色 ？試根據新約經文列擧出來。

7 .  試描述雅各的性格和特質。

8 .  傳統認為雅各是怎樣死的？

9 .  你對雅各書原來的對象有何認識？

10. 雅各在何時何地寫成這書信？

11. 雅各因何著書？

12. 試比較這書信與其他新約書卷。

13. 試描述雅各書的風格和筆調。

14. 在圖表20.4那分為四點的大綱，你能否記起其中兩點？

15. 試列出五個鎗字及一句繪節。

16. 本書信的綜覽圖表20.4的標題是甚麼？

八 、 進階習作
以下三個題目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1. 從耶穌基督的時期至現在猶太人多次的分散。

2 .  神的律法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所佔的位置。

3 .  比較雅各書與加拉太書。

雅 各 書 ：信心的生活 40 7

九 、大 綱
雅 各 軎 ：信心的生活

信心經過試驗 一 1-18

信心中的行為 一 19至四12

行道 一 19-27

反對歧視的情況 二 1-13

救人的信心 二 14-26

基督徒和他的舌頭 三 1-12

基督徒中間的爭戰鬭毆 三 13至四 12

信心與未來 四 13至五12

信心與基督徒的相交 五 13-20

注釋

1 我們對雅各的所有認識幾乎都是來自新約歷史；傳統對他的生平提供了幾偭有趣的 

項 目 。

2 「五旬節」 （pemecost) 這 詞 的 意 思 是 「第五」 ，五旬節是舊 約 的 七 七 節 （比 較 ： 

利二三1 5 ; 申 一 六 9 >。五 旬 節 那 日 （徒二丨）是在逾越節後的第五日。

3 D . A. Hayes, “Epistle o f Jam es” ， in The Zntemat/ona/ Standard J5iWe ■Encyc^opedi’a ， 

3 : 1563.關於雅各在這十多年中的領導地位，使徒行傅並沒有提供太多的資料。

4 同 上 書 ，3 : 1567。

5 希臘文D ib p o ra在一章一節中譯作「散住」 。猶太人始自被擄亞述時期（主前七二 

一年）受 到 逼 迫 ，以及經商的緣故，都 令 到 他 們 「分散各地」 。

6 「敎會 」一詞在五章十四節才開始出現。

7 有人認為是較遲寫成的，其 原 因 如 下 ：雅各書二章十四至二十六節是要對保羅在羅 

馬 書 （主後五十六年）所講因信稱義的敎義作出糾正；另外書中提到的迫害，也是支持較後 

期 寫 成 的 。

8 Henry C . Thiesse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t p . 277.
9 兩 節 有 「耶穌」名字的經文是一章一節及二章一節； 「主」一詞在書中出現過十五 

次 之 多 。

10 D . A. Hayes , ^Epistle ofJam es，5 ,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3 ： 1564.

1 1 反駁雅各書較為明顯的例子是馬丁路德，他對雅各書有這樣的論述： 「與保羅及所 

有聖經經卷相違背，因它以履行律法來達至標準，但使徒們卻已用愛成功地實踐了。」 （引 

自H a y e s，3 : 1566.)
12 Henrietta C . Mears, What the Bible Is All A bout, p . 595.
13 Hayes, 3 ： 1564.
14 弓I 白jo h n  Peter Lange，Cbmm en位ry on t/ie iScnp̂fures: Proverbs，p . 33.
15 這些大綱分別是：① Merrill C . Tenney, iVeiv Testament Survey，pp. 263-64;② Merrill 

F. Unger, Uhger ’j  B/We Zfa/idbooA:，p . 784; ©  Walter M . Dunnett， An Oiit/ine o f New Test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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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pp. 143-44。這 三 個 大 綱 已 展 示 出 這 分 組 的 主 要 組 成 單 位 。

16 比較G . Colem an Luck’s Com m entary in the Everym an’s Bible Com m entary series， 
J a / n e s , i n  Act/o/2 之 標 題 。

1 7 讀 提 摩 太 前 書 六 章 十 八 節 及 提 多 書 一 章 十 六 節 和 三 章 八 節 ，保 羅 在 這 裏 指 出 行 為 是  

救 恩 的 成 果 。

18 D . A. Hayes, Epistle o f Jam es, **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3 ： 1566.

1 9 圖 表 20.5是 一 個 節 略 的 分 析 表 ，至 於 寫 分 析 圖 表 的 方 法 可 參 筆 者 著 作  

Bible S tu d y。

第二十一章 

彼得前書：試 煉、 

聖潔生活及主再來

彼得在否認主不久之前，基督曾吿訴他： 「西 門 ！西 門 ！撒但想要 

得 着 你 們 ，好篩你們像筛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 

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路二二31-32)那 時 候 ，彼 

得仍不知道神將會如何使用他。日 後 ，神默示彼得所寫的兩卷書信，不 

單堅固了當時的信徒，還堅固了歷世歷代的信徒。

一 、 讀前準備
研讀彼得書信之前，其中一種最佳的準備功夫，就是先認識彼得的 

金 平 事 蹟 ，這解釋了為甚麼在往後的幾頁中，筆者對彼得的生平作了那 

麼詳盡的論述。

二 、 彼 得
彼得在新約中只寫了兩卷書信，有 趣 的 是 ，較早之前提過在新約 

「鼎足三立」的那三位顯要的作者一 一信心的使徒保羅、愛心的使徒約 

翰及盼望的使徒彼得；其中並無出現在四福音書的保羅，撰寫了最多新 

約 書 卷 ；反 之 ，在福音書中最特出的彼得，卻撰寫了最少新約書卷。1

有些聖經書卷，我們尚未確定作者的身分《例如希伯來書） 。有些 

書卷的作者則是已知的，但我們只有極少有關作者的傳記資料（例如猶 

大書） 。至於彼得前後書、四福音和使徒行傳都有不少資料提到作者的 

生平及性格。

在 新 約 中 ，彼得是其中一個最富趣味性的人物。相較其他基督的使 

徒 ，新約提供了較多關於彼得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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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名 字

彼得原來的名字是西門（S i m o n是一個普通的希臘名字） ，相等於希 

伯來文的 S y m e o n  (徒一五1 4 ) 。耶穌給西門起了一個新名字，預言他將 

來在基督敎圈子裏的身分和地位。這個新的名字就是磯法（C e p h a s，亞 

蘭文）或 彼 得 （P e t e r，希臘文） （約一4 2 ) 。試查考經文彙編，看看 

「彼得 j 這個名字在新約裏是出現得如何頻密；相 對 地 ，磯 法 （亞蘭 

文）只出現了六次。留意在新約中並無其他人稱作彼得。

B 出 生

我們並不知道彼得的出生日期。他的父親是個猶太人，名叫約翰或 

約 拿 （J o n a s，又作J o n a > 。 （讀太一六17 ;約一4 2 ，二一 15-17>彼得至 

少有一個名叫安得烈的兄弟，他的家鄉是加利利的伯賽大（約一4 4 ) ， 

是位於提比哩亞海（加利利）的 北 岸 附 近 （參地圖2.D ) 。

C 生平的四個時期

彼得的生平大致可分成四個階段：①福音前時期；②福音時期；③初 

期敎會時期；④晚年時期。各個時期的重點分述如下：

一）福音前時期

敎 育 。彼得大概有小市鎮正常的猶太兒童所具備的基本敎育程 

度 。使徒行傳四章十三節形容他為「沒有學問和無知的」 （“unlearned 

a n d i g n o r a n d” ，英王欽定本> ，其實較好的譯法是「沒有受過敎育的， 

平常的」 （“unschooled, ordinary” ，新國際譯本） ，與他沒有受過猶太 

拉比的訓練有關聯。當彼得和約翰這些沒有受過拉比敎育的平信徒，竟 

然可以滿有能力地傳講信息時，那些領袖和百姓是何等的驚訝！

2 .  職 業 。很多在加利利海邊長大的男孩子，長大後都是從事漁業的

工 作 ，彼得與他的兄弟安得烈也不例外。當耶穌第一次遇見他們時，他 

們 正 在 忙 碌 工 作 （太四1 8 ) ;而西庇太的兒子雅各與約翰，是彼得與安 

得 烈 的 伙 伴 （路五 10> ，他 們 那 時 住 在 迦 百 農 沿 岸 的 市 鎮 （參可一

2 9 ) 。

3 .  婚姻狀況。從馬可福音一章三十節及哥林多前書九章五節來看， 

彼得在福音時期已經結了婚；至於有沒 有 兒 女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相對 

地 ，四福音及使徒行傳都較少提及有關門徒或使徒的家庭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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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音時期

有關彼得在耶穌公開事工期間生平的重點分述如下，請參閲所引的 

各段經文。

1.  與施洗約翰有關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得烈很有可能聽過施洗約 

翰 的 講 道 （參約一35-37、4 1 - 4 2 }。

2 .  耶穌曾三次呼召彼得：

(a ) 新名字的呼召： 「你要稱為」 （約一42)

(b > 新職業的呼召： 「你要得人」 《路五1-11)

(c ) 新聯盟的呼召： 「祂就設立十二個人」 （可三13-19)

在馬可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節中，提到這個召命的哪三方面？這裏 

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在四段提到十二使徒名字的經文中，彼得的名字都 

是 排 在 最 先 的 （太一02-4 ; 可三16-19 ;路六14-16 ;徒一 1 3 - 1 4 )，最少 

有兩個理由可解釋這個現象：①在耶穌的福音事工中，彼得是最先被呼 

召作門徒的其中一位；②彼得敢作敢為的性格，使他很自然地成為使徒 

中的發言人和領袖（至少在非官式的情況下是這樣） 。彼得作為使徒中 

間的發言人有兩個例子，記載在約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至六十九節及馬太 

福音十六章十六至二十節。

3 .  彼得是耶穌的其中一位「核心門徒」 。十二門徒當中，有少部分 

人不時陪伴着耶穌，那是自然不過的事；而 彼 得 、雅各和約翰就是當中 

的 「核心門徒」 。四福音中記述了三個重要的時刻，都是只有這三個人 

陪伴着耶穌。閲讀有關經文，並推測為何祂只有這麼少的同伴。

(a ) 在睚魯的家—— 可五37 (另參路八51)

(b > 登山變像—— 太一七1 <另參可九2 ;路九28>

(c ) 客西馬尼園—— 太二六37 (另參可一四33)

4 .  在耶穌受難的那一周中，彼得是一個主要的人物。細心閲讀下列 

各 段 經 文 ，並觀察①所涉及的時刻；②反映了彼得有何性格。

太二六33-46、5 8 、69-75

可----2 1 ，一三 13

路二二8 、61-62

約一三 1-11，一八 10-11

5 .  在使徒中的關鍵角色。在耶穌復活和升天之間的四十日中，彼得 

在使徒中亦扮演着一個關鍵的角色。在彼得開始為福音作見證，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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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去牧養敎會之前，他必須恢復與基督的關係，這關係在耶穌受 

世人審判期間曾經破裂了。閲讀下列的經文，注意在各個處境中，對彼 

得有甚麼描述：

約二〇1-10 (可一六7 ;路二四12)

林前一五5 

約二一 1-23

試以你自己的文字，描述福音書結尾部分所記載的「新 」彼 得 。 

(三 ）初期敎會時期

彼得生平中最活躍及最多重大事故的時期，就是使徒行傳首十二章 

所記的那個階段（主後三十至四十七年） 。圖表21.1展示了他在這數章中 

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動向，同時亦顯明了彼得是第一至七章中的主角；而 

在第八至十二章中，他則與腓利、巴拿巴及保羅2等人同樣有着_ 目的地

位 。

彼得生平中的活躍時期 圈表孔̂!

徒一至一二章

- 三 八1 九32

敎會誕生 敎會在試煉中成長 敎會被分散 教會接納外邦人

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及撒瑪利亞

彼得 腓利一巴拿巴一彼得一保羅

使徒行傳接着的經文，展示了彼得的領導地位，並他在被揀選的 

十二使徒和耶路撒冷眾多地方的信徒中所負的責任。3

1 .十 二 使 徒 的 領 袖 （徒一 1 5 - 2 6 )。

2•充滿能力的傳道者（徒二14-40，五4 2 ，八2 5 ，一 〇 34-43>。

3 .行 神 蹟 的 人 （徒三1至四2 2 ，五 12-16，九3 2 - 4 3 )。

4•其他經歷：徒五1-11，五17-41，八 14-24，一 二 1-19。 〔彼得除了 

在第十五章的耶路撒冷會議中再次出現之外，他大致上自使徒行傳十二 

章十七節便開始淡出： 「…… （彼得）於 是 出 去 ，往別處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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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徒一〇1至--- 1 8 ) 。

6 .  耶路撒冷會議的講員（徒一五6*11;參 12-29節 > 。這是使徒行傳 

最後提到彼得之處。正當保羅進行旅行佈道及經歷各種事情（徒一三至 

二八章）之 際 ，彼得於那時所作的，正是他生命另一個階段的主題，那 

階段被稱為晚年時期。

(四 ） 晚年時期

根據新約的一些資料顯示，彼得在耶路撒冷會議之後，他的晚年生 

活可能有以下的重整：

1. 對猶太人的福音事工（加二7 - 9 ) 。

2 .  探望安提阿敎會（在敍利亞） 。保羅曾在那處責備彼得，指他在 

與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相交上，行為不一。4請讀加拉太書二章十一至二十 

一 節 ，彼得那樣做有何害處？

3 .  小亞細亞北部的佈道隊伍。小亞細亞北部的省份，極有可能尚未 

接觸過保羅所傳的福音，在耶路撒冷會議之後，彼得曾作旅行佈道，將 

福音帶到這些地方，這可以部分解釋了彼得前書開首經文所問候的信 

徒 ，何以會居住在本都、加 拉 太 、加帕多家、亞 西 亞 和 庇 推 尼 （彼前一 

1 ) 。5在這段時期，彼得大概是猶太人及外邦人的牧者。

4 .  抵達羅馬。一般人都相信，彼得是在保羅第一次被捕釋放後便抵 

達羅馬的。

5 .  書信的寫作。彼得的兩封書信大概是在主後六十四至六十七年之 

間著成的，兩封信的寫作日期或許相距一段很短的時間。他於撰寫後書 

的 時 候 ，大概知道自己快將離世（彼後一 1 4 ) 。

D 離 世

根據傳統的説法，彼得是在尼祿王執政的時期殉道的（主後六十七 

年 } ，大 概 是 與 他 「所親愛的兄弟保羅」 （彼後三1 5 ) 同時殉道。俄利 

根説彼得是被釘十字架而死的，而且還是他自己要求別人將他倒釘在十 

字 架 上 ，因為他認為自己不配與主耶穌以同一方式釘在十字架上。

E 彼得的性格

比較起其他的聖經人物來説，彼得的性格大概更常被人仔細研究。 

新約聖經將這位富趣味性的人物之有關資料詳盡地展露出來，這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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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的情況。

一個人的性格，在其一生中可能會發生徹底的改變，就仿如人心靈 

的悔改一樣。但他根本的氣質，也成為他永遠形象的一部分。6例如彼得 

是一個勇敢無畏的人，時刻充滿魄力。他作耶穌門徒的早期，就因這種 

性格而導致一些不幸事件的發生，就如彼得斬去大祭司的僕人馬勒古的 

耳 朵 （約一八10 - 1 1 )。五旬節之後，彼得依然是一個行事衝動的人，但 

當他經歷了一些劇烈的經驗之後（例如聖靈的洗，徒二章> ，他根本的 

氣質便有所改變了，亦由此衍生出一種新的感情和一種成熟的遠見。故 

此 ，彼得更加積極進取，終成為新約初期敎會社羣中一個充滿能力的傳 

道人和勇敢不屈的領袖。彼得在使徒行傳中的性格與他在福音書中所表 

現的性格雖然有異，但他基本的氣質仍是相同的。

彼得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徵。其中的描述有： 

不 穩 定 、魯 莽 、輭 弱 、謙 卑 、有 魄 力 、勇 敢 、忠心的僕人、急 躁 、充滿 

信 心 、有 衝 勁 、有領導能力、自信等。至於他在最後十年或生命的最後 

階段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唯一的資料來源，就是他在晚年得默示 

而寫成的書信—— 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兩卷書信。綜覽這兩卷書信後， 

嘗試勾畫出這位使徒那時的性格特徵。

三 、背 景
A 作 者

彼得前書是其中一卷載有作者名字的聖經經卷， 「耶穌基督的使徒 

彼得……」 （一 1 ) 。有關作者的誠摯，這封書信是新約中數一數二的。 

當彼得寫這卷書信時，他已到了垂暮之年，正如五章一節所載： 「你們 

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參五5 ， 「年幼」） 。除此之外，彼得在五章 

一節還如何界定他自己？

B 目的地

若將一章一節按正常字面的意思來解釋，就是説這卷書信是寄給那 

些住在小亞細亞北部的羅馬省份的人，那些省份包括本都、加 拉 太 、加 

帕 多 家 、亞 西 亞 和 庇 推 尼 （參地圖13.A ) 。受信者已經是信徒（彼前五 

2 ) ，並明顯是因為被逼迫而遷往那些地區（「寄 居 的 ，分散」 ，彼前一 

1 > 。彼得對這些地區特別感興趣，是源於在耶路撒冷會議（徒一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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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四十九年> 至尼祿在羅馬城進行的大逼迫（主後六十四年）期 間 ， 

他曾在這些地方熱心地進行福音的工作。從使徒行傳，我們可以得知保 

羅並沒有往小亞細亞北部進行福音的工作—— 事 實 上 ，有一次他想向北 

方的鄰近地區進發，聖靈卻禁止他，引領他從特羅亞往馬其頓去了（徒 

一六 6-12> 。

彼得書信的對象之真正背景，我們很難確定。他們很可能是外邦信 

徒的代表羣體，正如二章十節及四章三至四節所暗示的。

C 寫作日期與地點

彼得前書大約著於尼祿王大迫害發生之時（主後六十四年） 。

從五章十三節來看，我們可以推斷出彼得是在巴比倫寫成這卷書信 

的 。若按照字面去解釋的話，7寫作的地點有兩個可能性：①位於幼發拉 

底 河 （米所波大米> 之上的巴比倫，是猶太基督徒早在主後三十六年已 

聚居的殖民地；②位於尼羅河之上的巴比倫（埃及的一個城市，現名為 

舊開羅） 。8

不少聖經學者喜歡以象徵解釋巴比倫這名字，將它視為與羅馬有關 

聯 的 。滕 慕 理 （Merrill T e r m e y ) 認為書中的巴比倫是「羅馬的一個神祕 

名 字 ，是基督徒用作指稱一切在歷史上與幼發拉底河上的巴比倫扯上關係 

的邪惡事物。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抒發他們的感受而不會被人察覺」 。9 

若 果 用 「巴比倫」一詞的目的，是為了掩飾真正的用意的話，我們就不 

難了解到為何彼得在那節經文用到「巴比倫」一 詞 時 ，並沒带有神祕的 

象徵主義。

D 當時背景

彼得在這卷書信所提到的基督徒，是一羣在信心上經歷過極大試煉 

的 信 徒 （一6 - 7 ) ;其中一個試煉就是受到別人的毀謗（二 1 2 ) 。黑暗依 

然 存 在 ，逼迫的陰影仍然未散，整個羅馬帝國上上下下的基督徒都陷在 

一 片 恐 慌 之 中 ，每個人都知道尼祿王在羅馬的大迫害中曾殺害許多信 

徒 。這些火焰會否蔓延至小亞細亞北部的信徒呢？彼得寫這書信的目 

的 ，不是保證基督徒不會受到迫害，而是鼓勵他們儘管逼迫轉趨激烈， 

他們仍要因着基督的緣故及靠着祂的能力，站立得穩和忍受苦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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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新約中的地位

請參閲圖表10.4，注意彼得書信是歸入末世論之列的。這兩卷書強調 

信徒如何鑒於基督的再來而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綜覽全書之後，思想一 

下這書信與其他新約書卷的關係。

四 、綜 覽
A 第一次讀

速讀彼得前書一次。第一次快速概覽的目的，是要找出這書信給人 

的感覺和氣氛，並捕捉它的主要目的。讀 畢 後 ，寫下你對本書信的第一 

個印象及任何特出的鑰字鑰節。

B 分 段

1 .  首 先 ，在下列的經節旁記下這些段落的分部：一1 、3 、1 0、1 3、 

2 2 ，二卜 4 、9 、1 1、1 3、1 8 ，三 1 、7 、8 、1 3、1 8 ，四1 、7 、1 2 ，五 1 、 

5 、1 0、12 °

2 .  再逐段閲讀本書信，並為每段加上分段標題。

3 .  速讀各個段落，並留意每段開首的字句。這些字句對彼得的寫作 

是否有任何提示？

4 .  試按各個段落的有關內容，作出 比 較 ：例如比較敎義的數量（如 

一 18-19的敎導）和實際命令的數量（如二2的命令） 。

5 .  試比較開首的段落（一 1-2)和 結 尾 的 段 落 《五 12 - 1 4 )。

6 .  你觀察到哪些新的鑰字鑰句？

C 整體結構

聖經中各書卷的結構，並不是可以常常清楚地分辨得到的，彼得前 

書便是如此。無論從聖經經卷中得出甚麼大綱，學者都不應只為了前後 

一致或對稱的大綱，而 強 將 一 些 「人為結構」加諸聖經之內。綜 覽 時 ， 

請緊記下列各項建議：

1.  讀分段標題，並嘗試回想彼得前書的整體進展。

2 .  本書的開首及結尾一段，都是一般書信的典型問候語。

3 .  在構思大綱時，我們要時常尋找那些有相近內容的段落之組合； 

在彼得前書有一組是十分明顯的—— 其中的段落包括關於僕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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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丈夫的等等。在書信中，試找出這些分段。圖表21.2展示了上述那一 

組就是二章十一節至三章十二節的經文。留意開首及結尾的段落，是對 

一般信徒説的；而其他分段，則是針對某些更獨特的羣體説的。試在下 

列 大 綱 中 ，列出各個類別：

二 11-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1 3 - 1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1 8 - 2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8- 1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 這 一 點 上 ，試留意作者對每個羣體所發出順服的呼顳（例如二

1 3 、1 8 ，三 1 、5 ) 。

4 .  毫無疑問，你大概已發現試煉與受苦這兩個主題時常出現在彼得 

前 書 中 。細讀下列每一節經文，並記錄每種受苦情況在説明甚麼。 （第 

一組提到有關受苦的不同形式，都是與基督有關的；第二組則與信徒有 

關 的 ；最後一組提到與受苦有關的題目^ )

第 一 組 ：基督的受苦

一  1 1 ，二 2 1 、2 3 ，三  18_，四 1 、1 3 ，五 1 

第 二 組 ：信徒的受苦

二  1 9 、2 0 ，三  1 4 、1 7 ，四卜 1 3 、1 5 、1 6 、1 9 ，五 9  ' 10 

第 三 組 ：其他參考資料

一 6 、7 ，二 1 2 ，三 1 3 、1 6 ，四4 、1 2 、14 

有哪兩章合起來是最多提到受苦的？

在一章五至九節中，試煉如何與救恩聯繫起來？

5 .  這卷書信提及基督再來的一些重要資料。在一 8 、1 3 ，二 1 2 ，四

7 、1 3 ，五4 中 ，有甚麼敎導？ （還有其他參考資料暗示了基督的再來， 

試找出來。>

D 綜覽圖表

當某聖經書卷的整體結構組織不太清晰時，可先選取書卷中的一個 

重要部分作為基礎或起點，藉此將其他的經文部分連結起來，所得的結 

果便是書卷的重要大綱，但它未必代表全書內容的標準大綱。11讓我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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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式應用於彼得前書中。細讀下列各點時，請繼續參閲圖表21.2。 

( _ ) 基礎部分

讓我們選取二章一至十節為基礎部分。這三個段落是一些以基督徒 

生活為基礎的奇抄真理，那就是關於基督是誰和信徒在基督裏有何地位 

(請讀經文） 。讓我們以獨特的地位這個片語來代表這部分，注意它出 

現在圖表21.2的甚麼地方。嘗試想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片語。

(二 ） 相關部分

二章十一節至三章十二節。我們已概覽過這部分，發現到它是針對 

某些獨特的基督徒羣體而發出的，特別呼顬他們要活出順服的生命，我 

們稱這部分為順服的生命。

一章十三至二十五節。一個強而有力的命令就是「你們要聖潔」

( — 1 6 ) 。儘 管 這 一 部 分 也 出 現 過 其 他 屬 性 （例 如 第 十 七 節 的 「敬 

畏」 ，第二 十 二 節 的 「愛」） ，我們還是稱這一部分為聖潔的生 活 。

三章十三節至五章十一節。在較早時的研習中，我們觀察到這部分 

主要涉及受苦這個主題。請再讀經文一次，看看哪些真理與受苦有關。 

其中一項真理是 榮 耀 .當 每 次 提 到 榮 耀 時 ，請在你的聖經內把它畫下 

來 。我們稱這部分為受苦與榮耀

留意四章十一節結束時的「阿們」一 詞 ，有人認為那是三章十三節 

至四章 H 節的髙潮。試比較三章十三節至四章 i-一節和四章十二節至 

五章十一節，察看二者的異同。

—章三至十二節。這部分似乎有兩個重要的主題：受苦與救恩。試 

讀這部分經文，並看看彼得如何將這兩個題目連結起來。我們稱這部分 

為受苦與救恩。

(三 ） 主要大綱

注意圖表21.2大綱中的用字，主要集中於「神所揀選的人」 ，這是得 

出上述大綱的另一途徑。試比較兩個大綱的不同之處。

基督再來的參考資料也顯示在圖表中。

彼得前書的標題是甚麼？

五 、要 旨
A 基 督 徒 在 世 寄 居 （一 13-25)

彼得前書的其中一個鑰節是一章十七節，它總結了一個命令：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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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基督徒在世寄居應有着不同的 

生活方式和態度。彼得在這段經文所強調的有三點：

成為聖潔 一 15-16

敬畏神 一 17

彼此相愛 一 22

對 於 那 些有生命的，又願意委身的基督徒而言，這些是基本的命 

令 。在本書信稍後的部分（二 11至三1 2 ) ，彼得論及行為的一些特別準 

則 （例如有關僕人、丈夫和妻子> 。

B 基督寶血的救贖 (一 18-19)
在整本聖經中，羔羊不時是基督的預表和寫照。試列出在這段經文 

中有關基督寶血的不同敎導。圖表21.3展示了基督為羔羊的重要參考經 

文 ，這些經文出現在整部聖經中，請讀所引的各段經文之上下文。

聖經中的羔羊 圖表21.3

經文 重要敎訓 背景

1 .創世記四4-8 (亞伯） 羔羊的必須性 對獻祭者

2 .劁世記二二7-8(亞伯拉罕及以撇） 羔羊的供應 對其他個體

3 .出埃及記一二12-14(逾越節） 宰殺及食用羔羊 家庭

4 .利未記一 10 羔羊的性格 國家

5 .以赛亞害五三章 羔羊是一個人 所有被揀選的

6 .約翰福音一29-36 羔羊是那個人 世界

7 .使徒行傅八32-35 那個人是應許的 無論誰人

8 .彼得前軎一18-21 羔羊的復活 任何時間

9 .啟示錄五12-13 羔羊的登位 整個宇宙 丨

10.啟示錄二一至二二章 羔羊的榮耀 永恆

C 順服的生命（二11至三12)

這段經文的鎗字是順服，細讀經文並留心有多少段是以此思想來開 

始 的 。這段經文對於公民、僱 員 、妻 子 、丈夫和敎會信徒在日常生活的 

順 服 上 ，有 何 敎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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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苦舆試煉 （三 13至 五 11>

彼得這個現實主義者，寫了不少涉及基督徒受苦與試煉的信息。請 

讀三章十三節至四章十一節，看看彼得如何描寫基督徒落在患難時的態 

度 ：

1. 行 善 的 態 度 （三 13-17)

2 .  生 命 更 新 的 態 度 （三 18-22)

3 .  從生活中分別出來的態度（四1-6)

4 .  受苦中服侍的態度（四7-11)

彼得在四章十二節至五章十一節中，寫了更多有關基督徒所遇到的 

試 煉 （例如四章十二節的「火煉的試驗」> ，圖表21.4顯示這段經文的 

分 析 。

彼得前害四章十二節至五章十一節的試煉 圖表21.4

四 12 五 1 五5 五 11

審判的試煉 事奉的試煉 順服的試煉

-世界的審判(假的） -資任的擔子 -順服(對其他人）

(對神)

-神的審判(真的） -完善的需要 -但有難阻(撒但）

榮耀與神的幫助，是彼得總結這部分所得出的兩項得勝標記。作為 

一個樂觀者，使徒彼得堅信基督徒的受苦與試煉是可以反映神的榮耀， 

並深信神在每個試煉中都是永遠同在地幫助與激勵。

六 、 主題與鑰字鑰節
彼得前書的主題是嚴峻試煉中的盼望，這盼望是來自對「那賜諸般 

恩典的神 J (五1 0 ) 的堅定信心。

你在綜覽時發現甚麼鑰字鑰節？試將它們與圖表21.1的作比較。

七 、 應 用
思想一下你在彼得前書所發現的各項事物，並將它們應用在下列各 

方 面 ：

1.為一個人的得救而發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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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聖潔的基督徒生活

3 .  基督徒之間純淨而熱烈的愛

4 .  順服他人的生命

5 .  受苦與試煉

八 、 溫習題
1 .  彼得的名字有何意義？

2 .  彼得的生平可分為哪四個階段？試回想每個階段中的一些要點。

3 .  耶穌對彼得有哪三個呼召？每個呼召有甚麼意義？

4 .  彼得在使徒行傳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5 .  試重新構想出彼得在耶路撒冷會議（徒一五章）後的大概經歷。

6 .  試用你自己的文字去描述彼得寫作這書信時的性格特點。

7 .  試形容一下彼得寫信的對象。

8 .  他們住在哪裏？

9 .  他們與彼得有何關係？

10. 那時他們在屬靈上有何特別的需要？

11. 彼得前書的主題是甚麼？

12. 有哪些重要的題目反覆出現於書信中？

13. 試列出圖表21.2其中一個主要大綱重點。

14. 圖表21.2的 鑰 字 ，你能記起多少個？

15. 試憑記憶寫下圖表21.2的 鑰 節 。

九 、 進階習作
1 .  試研究在第一世紀下半葉，在羅馬帝國內的基督徒受逼迫的程

度 。

2 .  試研究在聖經中出現過的一個課題：畏 懼 （fear) 。那包括基督徒 

應 有 的 態 度 （例如彼得前書一章十七節的「敬畏」）和不應有的懼怕

(例如約翰一書四章十八章的「愛 既 完 全 ，就把懼怕除去」） 。

3 .  試查考第一世紀的基督徒與政府當局之間的關係，使徒行傳在這 

方面提供了不少資料。此 外 ，研究一下耶穌對這個問題有何見解。

4 .  從彼得書信中，反映了他的甚麼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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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大 綱
彼 得 前 書 ：神所揀選的人

問候與祝福 一 1-2

他們的受苦與拯救 一 3-12

他們在世寄居 一 13-25

他們獨特的地位 二 1-10

他們應如何生活 二 11至三12

他們的受苦與榮耀 三 13至五11

問安與祝福 五 12-14

注釋

1 保 羅 寫 了十三卷書信（若希伯來書是他寫的，則共十四卷> ; 彼得寫了兩卷；約翰 

寫 了 五 卷 （一 卷 福 音 書 、三 封 書 信 、啟示錄） 。

2 參閲圖表9.4，看看在這些年間統治的皇帝、巡撫及大祭司。

3 原來的十二使徒，因為猶大的疏離和死亡而減至十一人（徒一 1 6 - 2 0 )，當馬提亞被 

選 上 代 替 猶 大 之 後 （徒一2 3 - 2 6 ) ，便再次回復十二人。

4 彼得在這襄的行為在不同的譯本有不同的界定： 「不真誠」 （R S V ) ， 「欺騙」 

(Phillips) ， 「假裝」 （NEB) ， 「偽善 J (NASB 及 N IV > 。

5 關於彼得與敎會的關係，滕 慕 理 （Termey) 曾 寫 道 ： 「雖然沒有記錄的文件指出彼 

得曾建立或探望這些敎會，但也不能排除他曾這樣做 。 」 Merrill C . Tenney, Afew 
Survey t rev. ed., p . 345.

6 有關他不同性格的有趣及實際討論，參O . Hallesby， Tem perament and the Gfor/st/an 
Faith 〇

7 認 為 這 節 （五 1 3 ) 是按字面解釋的主要論點是：這是一句簡單而實際的問安。

8 參G . T . Manley, ed.，77ie iVew JWbie ffaudboo* ，p . 3 9 9。
9 Merrill C . Tenney, N ew  Testamert Survey t rev. ed., p . 348.
1 0 在這時期羅馬城的逼迫是否蔓延到其他地方則不得而知，但 「羅馬省總督正反映皇 

帝 的 意 願 ，尤其是當有些有權勢人士對基督徒立心不良，則會有嚴厲的逼迫爆發 。 」 （Alan 
M . Stibbs， The Hrst Epist/e General o f Peter，p . 5 4 ) 最少到第—■世紀末期，約翰寫啟不錄之 

時 ，小亞細亞的敎會仍受到嚴萬的迫害。

1 1 筆者曾參考七位作者所寫彼得前書的大綱，但發現沒有兩個大綱是相似的（即使章 

節的劃分） ，在這七個大綱中，有三個是集中在受苦的問題，一個是救恩，兩個是基督徒的 

生 活 ，一個是其他的問題。



第二十二章 

彼得後書：真假預言

彼得撰寫前書給那些離鄉別井的聖徒後大約三年，聖靈再次感動他 

去提筆立説。第二卷書信的篇幅雖然較短，卻不減其重要性。

一 ' 背 景
彼得後書並不如前書般，包含那麼多個人資料；然 而 ，憑着這書信 

背景的有限資料，仍可構成一幅清晰的圖畫。

A 作 者

在書信開首的第一節，已指出作者是西門彼得，他是基督的一個使 

徒 。儘 管 如 此 ，彼得的原作者身分卻備受批評家的挑戰。其中有一點， 

就是他們堅持有內證顯示本書信的寫作日期，應晚於彼得在生的年期； 

此 外 ，後書與前書的寫作風格亦有差異。

從外證 方 面 來 看 ，早期接納彼得後書為默示而成的新約正典之敎 

會 ，亦只有極少數。擧例 來 説 ，在 俄 利 根 （約主前二五〇年）之 前 ，並 

沒有任何敎父直接引用過這書信。1到了第四世紀末葉，本書信才被基督 

敎 會 接 納 ，正式列入正典之中。支持彼得是本書信的原作者之論據，非 

常 有 力 ，以下就是有關的內證：

1. 西門彼得的名字出現在內文中（一 1 ) 。2

2 .  作者在一章一節中自稱為耶穌基督的使徒。

3 .  作者提及自己較早前曾寫過一卷書信給相同的對象（三 1 ) 。

4 .  作者是保羅的密友，曾讀過不少保羅書信（三 15 - 1 6 )。3

5 .  這書信中的自傳資料是有關彼得的，請讀下列兩點：

(a ) 登山變像 的 經 歷 （一16-18 ;參可九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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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基督預言彼得的死（一 13-15 ;參約二一 1 8 - 1 9 )。

B 寫作日期與地點

彼得約於主後六十七年在羅馬寫下本書信（一 14 ; 比較提後四6 ，有 

關保羅） ，當時他正面對死亡的臨近。

C  目的地

從三章一節來看，我們可以推斷出彼得前書曾提到的那些散居各地 

之基 督 徒 ，同樣會收到本書信。不 過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其他人收到

本 書 信 。

D 寫作動機與目的

在彼得的首卷書信裏，提到很多源自敎會羣體以外的反對，那多以 

迫 害的形式出現。本書信最常提到的，則是源自敎會內部更嚴重的危 

機 ：背棄真道和錯讓敎導。因 此 ，彼得寫這書信的目的，是要揭露假師 

傅 ，並且指導信徒如何敵擋背道者那些陰險惡毒的恫嚇。

以下是彼得前後書進一步的比較，後書的寫作目的更能藉此呈現出 

來 。4

彼得前後書的比較

彼 得 前 書 彼 得 後 書

! 強 調 ：受苦 強 調 ：錯謬敎導

基督的受苦 榮耀的跟隨

拯 救 標 題 ：基督 管 治標題：主

安慰 警吿

面對試煉—— 盼望 面對錯謬—— 全備知識

二 、綜 覽
A 第一次讀

1 .  快速地概覽全書一次，注意書中的一些事物，並將之與前書作個 

比 較 ，例如它的篇幅。

2 .  請在你的聖經中，於下列各個段落分部的開首經節旁作記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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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6 ，二 1 、4 、10 下 、1 7，三 1 、1 1、1 4。

3. —次過逐段閲讀本書信。全書的氣氛如何？你對本書信的第一個 

印象是甚麼？

4 .  第一次閲讀時，有哪些鎗字鑰節突顯出來？

B 進階閲讀

1 .  再讀這書信一次，並給每段加上標題。

2 .  你認為哪段是本書信的引言和結論？

3 .  你有否發現任何一組的分段，跟整體的內容相似？

4 .  觀察有關真預言和假預言的參考資料。

5 .  請不斷留意鑰字鑰節。例如觀察知道或其同義詞在書中的出現次 

數 。為何彼得在後書中強調那些關於威脅着基督徒的危機之知識？

6 .  注意本書信的各種勸勉和命令。

7 .  嘗試替本書信擬出一個大綱。

C 綜覽隱表

圖表22.1是彼得後書組織結構的簡化圖表。請注意下列各點。

1. 這 書 信 的 開 首 及 結 尾 都 勸 吿 讀 者 當 殷 勤 （試辨別是內文哪幾 

節） 。

2 .  書 信 的主體（一 16至三1 0 )是關於預言的（這既是預示[foretelling] 

又是預吿[forthtelling] ; 既是敎導又是預測） 。

3. —章十六節至三章十節可分作哪三個組別？

4 .  試研究假先知這個分組的四個部分之次序。

5 .  注意本書信的標題。

6 .  以你自己的大綱來闡釋這綜覽圖表。

三 、要 旨
A 對神的認識（一 1-15>

彼得深信對抗那些危害信徒屬靈健康的錯謬敎導及背道者之最佳方 

法 ，就是熟悉神。他在書信的第一部分，便寫下這些信息。當你綜覽經 

文 時 ，請依照下列的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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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神的人

①  這知識是蒙受祝福的（一 1-2>

②  因應這知識的行動（一3-11)

③  不應忘記他所知道的事（一 12-15)

B 真 假 預 言 （一 16至 三 10>

彼得在這裏嘗試激發讀者去關注現在的事和將來的事。從光明面來 

看 ，他提醒基督徒讀者基督要再回來這個令人鼓舞的預言。究竟在一章 

十六至二十一節和三章一至十節中，在主再來的事上有甚麼不同的資 

料 ？從黑暗面來看，他描述到假師傅及其跟隨者的敗壞情況及結局。試 

看 看 假 先 知 （圖表22.1)之下的四部分如何引進下一部分。例 如 ：

二 1-3。普通的陳述。 「將來……必有假師傅」 。

二4>10上。報應的定理。不義之人會在審判中遭到報應（正像義人會 

得賞賜一樣） 。

二 10下-16。不義之人的描述。 （二章四至十節上的那一組人已被找 

出來）

二 17-22。不義之人的結局。 （會更進一步地詳加説明他們的結局）

C 物 質 世 界 的 崩 潰 （三7-10>

在這個二十世紀的核子時代，彼得筆下的物質世界的災難性崩潰， 

並非是希奇難明的事。他 寫 道 ： 「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 

烈 火 銷 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 （三 10)

這個大災難的預言，引起了一些嘲諷者的質疑，他們對基督再來的 

真實預言表示異議：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 （三4>彼得引用三 

件源自 神 的 元 旨 （Decree of G o d ，神的話語）而生的超自然事件，去回 

答這個問題：

(一） 首 先

創 造 宇 宙 （天 、地 ，三5> » 5

(二） 其 後

世 界 被 洪 水 毁 滅 （三6) » ( 「故此」[W h e r e b y ]—詞將洪水和神的 

話語連接起來，它的希臘文字面意思是「藉着這些事件」 ，即是藉着神 

的話語和洪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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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即將發生

「同樣是憑着上帝的話」 （三7 ，現代中文譯本） ，宇宙萬物隨即瓦 

解 ；彼得引用歷史上的洪水事件來反駁那些嘲諷者，他以歷史可以和將 

會再次重演來確立他原先的論點一在「審判……的日子」 （三7 ) ，7另 

一次洪水大災會按着神的命令來臨。這 樣 ，宇宙將會崩潰，彼得宣告主 

的日子 將 會 到 來 （三 1 0 ) 。

四 、 主題與鑰字鑰節
試用自己的文字説明彼得後書的主題。

這書信有哪些鑰字鑰節？它們如何反映這書信的主題？

五 、 應 用
1 .  試説明一章五至七節如何成為基督徒積極的經驗？你能否發現當 

中的漸進步驟？

2 .  在基督快將回來的基礎上，本書信如何指導我們活出基督徒的生

命 ？

六 、 溫習題
1 .  在初世紀時，世人是否很快接納彼得後書為神所默示的書卷？

2 .  試列出一些支持彼得是彼得後書原作者的論據。

3 .  彼得於何時何地寫成本書信？

4 .  誰是本書信原來的對象？

5 .  彼得寫作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6 .  試從不同途徑比較彼得前後書。

7 .  知道一詞如何成為本書信的鑰字？

8 .  試比較彼得後書的開首（一 1-15)和 結 尾 （三 11-18)兩 部 分 。

9 .  在本書信中，有哪四段經文是提到假先知的？

10. 在假先知這個分組內有四個段落，每個段落的主題是甚麼？

11. 試列出圖表22.1的一些鍮字。

12. 在圖表22.1中 ，彼得後書被加上甚麼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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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進階習作
1.  試研究聖經對地獄的刑罰及天堂的獎賞有甚麼敎導。

2 .  試將彼得前後書作一個廣泛詳盡的比較。

八 、大 綱
彼 得 後 害 ：真假預言

問候與祝福 一 1-2

認識神的人 -3-15

真 預 言 ：基督再來的肯定 一 16-21

假預言 二 1-22

普通的陳述 二 1-3

報應的定理 二4-10上

不義之人的描述 二 10下-16

不義之人的結局 二 17-22

真 預 言 ：基督再來的事實與躭延 三 1-18上

三一頌 三 18下

注釋

1 Merrill C . Tenney在Zondervan 说We IVctfonaiy，p . 643提 出 這 原 因 ： 「早期

敎會相對是沈默的，這可以從當時敎會書信的簡賅中見一斑。敎會的沈默其實是會令到這些 

書 信或 容易流失，或遭人忽略的 。 J
2 有一些最早期的原稿只有「西門」這 名 字 ，但 這 是 指 同 一 個 人 （參徒一五1 4 ) 。

3 保羅是於主後六十七年被尼祿王處死的，大約是在彼得寫第二封書信的同一年。

4 引自Merrill F. Unger, t/nger ’s H andbook，p . 809 〇
5 Today’s English Version將三章五節下這樣翻譯 ： “Long ago God Spoke, and the 

Heavens and earth were created. **
6 比較Charles F. Pfeiffer及Everett F. H arrison，eds.，77ie iM /e Comme/ifa iy，

p . 1461 °
7 「審判的日子」又 可 稱 作 「主的日子」 （三 1 0 ) 和 「神的日子」 （三 1 2 ) 。這不是 

指二十四小時的一日，而是指一段延績的時間，黎明時份就是基督再來、敎會被提的時候。

笛 一 + 二 査

約翰書信及猶大書
約 翰 一 書 ：與神及祂的兒女相交  

約 翰 二 書 ：真理與基督徒  

約 翰 三 書 ：屬靈的健壯與豐盛  

猶 大 軎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基督升天後大約半個世紀，聖靈引導長老約翰寫下新約的最後五卷 

書 （一卷福音書、三卷書信、啟示錄） ，其餘的二十二卷新約書卷約在 

主後四十五年至耶路撒冷被毀之前（主後七十年） ，已經著成並分派到 

信徒手中。

作為新約書卷的作者，約翰的經歷是獨特的，他晚年時除了在拔摩 

島 （當他寫啟示錄的時候）得見異象的戲劇性經驗之外，他更蒙福地可 

以長時間默想耶穌生命的奇妙真理。在聖靈的默示之下，他將這些意念 

記錄在福音書和約翰一、二 、三 書 中 。我們先前已經研究過他的福音 

書 ，現在讓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三卷書信中，我們繼而會綜覽猶大書， 

那是新約正典內緊接在約翰書信之後的一卷簡短書信。

一 、 讀前準備
回 想 過 往 曾 經 讀 過 的 所 有 新 約 書 卷 （直到約翰書信及啟示錄為 

止） ，有沒有忽略過任何重要的敎義？若 果 沒 有 ，神為何會將這些新書 

卷加入正典之內？

二 、 約 翰
認識耶穌所愛的這個門徒之個人資料，對 以 下 的 研 究 ，非常有幫 

助 。若要了解約翰這個人，我們就要嘗試將自己代入他的境遇中，並且 

在約翰分享那些他視為寶貴及榮耀的真理時，與 他 融 為 一 體 （第八章曾 

提到這些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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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名 字

在耶穌的年代，約翰這個名字十分普遍，正像在舊約時期或是現今 

世代那樣。這名字的希臓文是 J o a n n e s，源自希伯來文 Y b A a n a n ，意思是 

「耶和華是恩慈的」 ，那通常是父母為表明他們感謝神將首個嬰孩賜給 

他們而使用的名字（參代上三1 5 ) 。

在 新 約 中 ，有五個不同的人物名叫約翰：

1. 施 洗 約 翰 （太三1 ;路一57-66)

2 .  馬 可 約 翰 （徒一二12 ;提後四11)

3 .  西門彼得的父親約拿（約一4 2 ，二一 1 5、17)

4 .  大祭司亞那的親戚約翰（徒四6>

5 .  西庇太的兒子（太四21 > 、耶 穌 的 門 徒 （太 一 〇 2)約 翰 ，他在約 

翰二書及三書中自稱為「長老」 。這位約翰就是本書信的作者。

B 出 生

約翰的出生地可能是位於加利利海北端的伯賽大，那亦是腓力、安 

得烈和彼得的家鄉（約一4 4 ) 。我們雖然不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他最 

少比耶穌年輕五年。

C 家 庭

約翰的母親名叫撒羅米（參太二七5 6 ; 可一五40, 一 六 1 >，若按約 

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節所言，撒 羅 米 是 馬 利 亞 （耶穌的母親）的 姊 妹 ， 

則耶穌與約翰就是表兄弟。這亦可以部分解釋了約翰在耶穌的「核心羣 

體」中 ，何以佔着特別的地位。

約 翰 的 父 親 西 庇 太 （太四2 1 ; 可一 1 9 ) ，是加利利海邊的一個漁 

夫 。約 翰 至 少 有 一 個 兄 弟 ，就 是 使 徒 雅 各 （太四 2 1 ) ，他約於主後 

四十四年被希律王（H e r o d A g r i p p a l ) 所 殺 （徒一二1 - 2 )。耶穌給這兩 

個兄弟起名為半尼基（Boanerges) ，即 是 「雷子」 （S o n  of thunder) 的 

意 思 。這名字大概顯示出這兩個年輕人剛烈的性格（見路九5 2 - 5 6 ) 。 

未 成 為 耶 穌 的 門 徒 以 前 ，約 翰 和 他 的 父 親 及 兄 弟 ，均是以捕魚為生 

的 。

約翰的父母看來似乎是頗為富裕的，正如以下經文所示：

1.他 的 家 有 僱 工 人 （可一2 0 ) 。

約 翰 書 信 及 猶 大 書  433

2 .  撒羅米曾在經濟上支持耶穌的公開佈道事工（參可一五40-41 ;路

八3 ) 。

3 .  撒羅米買了香膏去膏耶穌的身體（可一六1 ) 。

4 .  約翰是大祭司所認識的人（約一八1 5 ) ，通常大祭司都是一些上 

層 人 士 。

D 敎 育

約翰在童年及青少年時期，很可能在家庭接受過一套全面的猶太敎 

訓 練 ，敬虔的猶太人父母如撒羅米，必定會將此事放在優先位置。正如 

前 面 所 述 ，使徒行傳四章十三節的資料顯示彼得和約翰都是一些未曾受 

過敎育的人，其實他們在那時只是未曾在拉比學校接受過正式的訓練罷 

了 。用今日的話來説，他們就是一些沒有神學學位，但卻見識淵博的平 

信 徒 。

作為施洗約翰的其中一個門徒（見約一35) ，約翰必定從這個耶穌 

的先驅者身上學習到不少一生受用的功課。

E 經 歷

約翰的生平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①與耶穌相遇之前；②與耶穌相 

遇 之 後 。對於第一階段，我們實際上是一無所知的；而第二階段可再分 

作兩個時期：①聖靈降臨前（即使徒行傳第二章之前所載之事） ；②聖靈 

降 臨 後 。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這兩個時期，並且記着約翰是走到生命的 

盡 頭 時 ，寫下這些書信；而於這些階段所獲得的經驗，卻將約翰塑造得 

更 完 全 。

( _ ) 聖靈降臨前

這個階段大概有三年半之久，也是耶穌的公開事工期。期 間 ，約翰 

時常伴隨着耶穌，他是主所深愛的門徒（約二一7 、20) 。在 耶 穌 的 「核 

心羣體」的 三 位 門 徒 （彼 得 、雅各和約翰）中 ，約翰最為特出，而彼得 

則 最 為 活 躍 （參太一七 1 ，二六 37 ;可五 37) 。

1 .門徒期。約翰在耶穌的公開事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可劃分為三 

個 時 期 。 （請讀列出的所有經文）

(a > 第 一 期 （在耶穌事工的第一年）

⑴ 約 翰 與 耶 穌 相 遇 ，並且成為袖的其中一個門徒（約一3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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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耶穌公開事工的第一年，約翰經常與耶穌在一起。

(iii> 約翰重操捕魚故業，那至少是暫時性的。 （我們不能確定他轉變的 

情 況 。）

<b ) 第 二 期 （在耶穌事工的第二年之初）

⑴ 耶 穌 呼 召 門 徒 （彼得和安得烈，雅各和約翰）作 「得人漁夫」 （太 

四 18-22 ;可一 16-20 ;路五 1 - 1 1 )。

(ii) 耶穌繼續訓練門徒為祂作見證。

(c ) 第 三 期 （耶穌公開事工第二年的四個月之後）

(i)  約翰及其餘的十一個門徒被委任使徒的職分（太一〇2-4 ; 可三 

13-19 ;路六12 - 1 9 )。在馬可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節中，提到是次 

委任的哪三方面？

(ii)  在客西馬尼園的經歷中，約翰與耶穌仍然保持緊密的關係（讀太二 

六37及其後經節） ；然後在耶穌被捕後，約翰卻不知所蹤（太二六 

5 6 ) 。

(iii)  約翰是其中一個最先看到耶穌之空墓的人（約二〇1-10) »

(iv)  約翰與其他門徒順服耶穌的命令，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的降臨（徒 

一8 、1 2 - 1 4 )。

2 .重要的經歷。約翰在聖靈降臨之前的事奉歷程中，有不少重要的 

經 歷 。以下是一些有關經文（當你讀這些經文的時候，請同時參照上文 

下理） ：太一-t a ，二六3 7 、56 ;可五3 7 ，九2 、3 8 ，一 〇 35，一三3 ，一 

四 3 3 、37 ;路八5 1 ，九2 8 、4 9 ' 5 4 ，二二8 ;約一三2 3、2 5 ，一八 15-16， 

一九2 6 ，二 0 2 - 3 ，二一1-7、. 20-24。

(二）聖靈降臨後

從加拉太書二章九節，我們認識 到 彼 得 （磯法> 、雅各和約翰在聖 

靈降臨後的首年，均為耶路撒冷敎會的領袖。以下的經文記載了約翰在 

這段期間曾作過的一些事，請 讀 之 ：徒三 1及 其 後 經 節 ，四 1 - 2 2 ，八 

14-15。在使徒行傳第八章以後，已沒有再提到約翰了；若他在那時仍於 

附近工作的話，他 肯 定 會參加耶路撒冷會議（徒一五章> 。使徒行傳 

第二十一章沒有提及約翰，當時保羅仍在耶路撒冷，這意味着約翰可能 

是往別處去了。

約翰生平的後期很可能是在小亞細亞的中心城市—— 以 弗 所 度  

過 ，在那兒從事敎導、傳道及寫作的工作。他 所 著 的 聖 經 經 卷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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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三卷書信和啟示錄） ，大概全都在主後八十五至九十六年間寫成 

的 。保羅於第三次旅行佈道中，曾花了三年的時間，在以弗所這個外邦 

城市內傳揚福音，並講解神的話語，使人悔改歸向基督（徒一九1- 2 0 )。 

至於幼嫩的以弗所敎會是怎樣漸趨強大和靈性成熟，可參使徒行傳十九 

章二十節及保羅在羅馬監獄所寫的以弗所書。約翰晚年時，就是在以弗 

所的基督徒中作牧養之工作。

雖然那時約翰的家可能是位於以弗所，但他對附近城市的敎會也非 

常 熟 悉 ，例 如 示 每 拿 、別 迦 摩 、推 雅 推 喇 、撒 狄 、非拉鐵非及老底嘉 

(查閲地圖16.B ，找出它們的位置> 。主後九十五年，約翰在拔摩島得見 

異 象 後 （啟一9 - 1 1 ) ，便把異象寫成書卷，分別寄往以上各間敎會。

F 離 世

約翰大概在寫成啟示錄之後，便死於以弗所，終年約一百歲。讀約 

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節，並留意耶穌向他所説的妙語。就着這一點， 

安 加 （U n g e r ) 在他的著作中有如此的評論：

若真要補充的話（我們對約翰認識良多，這包括了他在拔摩島上的經歷） ， 

便是他較他所有（起碼也是絕大部分> 的朋友長軎，他甚至比那些他在年事 

已高才認識的人還久。漫長的壽數竟敎昔日的那個印象逐漸變得真實起來。 

主的那番話—— 「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 （約二一 23)—— 給曲解了。 

靈裏的渴望令他呼喊出「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啟二二2 0 )的心聲。我們 

把任何可能解釋到那段歷史事實的特徵的材料都記了下來。1 

有誰不想知道當約翰寫罷： 「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啟二二20) 

後 ，他的靈會在甚麼時候進到基督的面前？

G 性 格

正如彼得一樣，約翰也是一個稟性熱情、充滿魄力的人，都被基督 

引導到神的榮耀裏。不 幸 地 ，約翰剛烈的性格，有時只會成為妄言和惡 

行的管道。請讀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至二十八節、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 

節及十章三十五節、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九及五十四節，並觀察這個使徒 

在黑暗時刻中的表現：不 容 忍 、記仇 懷 恨 、過 分 熱 心 ，以及自私的野心 

等 。可 是 ，在新約絕大部分的描述中，約翰卻是一個充滿魅力，同時又 

具有美好品格的使徒。來 利 （Charles C . Ryrie) 説 ： 「在 行 為 上 ，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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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弟兄所表現的愛心，或是對異端所作出的斥責，約翰都是一位出色 

的 使 徒 。：（2

約翰被譽為愛心的使徒。滕 慕 理 （Merrill T e n n e y ) 寫 道 ： 「當基督 

使他收歛他那不適當的熱情、煉淨他那過度狂熱的行為之後，約翰便成 

為一個時刻洋溢着愛心的使徒，再沒有任何一位新約作者可以與他的敬 

虔 媲 美 。」3他對其他基督徒溫婉親切的關顧，從他在書信中稱呼他的對 

象 為 「小子們 J ( m y  little children) 和 「親愛的」 （beloved) ，便可見 

一 斑 了 。當我們研習他的書信時，便能更了解這個基督所摯愛的使徒是 

有着何種性格了。

三 、約翰一書的背景
A 作 者

現在讓我們先查看一些證明約翰為約翰一書原作者的資料。不論是 

聖經的內證或早期敎會的傳統，都有充足的論據去支持本書信和約翰福 

音都是約翰所著的。4至於贊成本書信是別的作者所寫，例 如 稱 為 「長老 

約翰」的另一個約翰，其證據就較為薄弱了。

在 這 裏 ，我們是以約翰為約翰福音及約翰一書原著者作出發點的。 

當我們思想下列各項有關作者的描述後，就可鑒別出第四卷福音書的作 

者就是使徒約翰。 （注 意 ：研 究 這 一 部 分 時 ，除了辨別原作者的身分 

外 ，還可以對約翰這個人作出更深入的認識。）

( _ ) 他是一個巴勒斯坦的猶太人

這可見於他對舊約的引用（約六4 5 ，一三1 8，一九3 7 ) 、他對猶太 

傳 統 的 熟 悉 （約一 19-49，二 g _、1 3 ，三2 5 ，四2 5 ，五 1 ，六 14-15，七26及

其後經節，一 〇 22，----5 5 ，一二 1 3，一三 1 ，一八2 8 ，一九3 1 、4 2 ) 及

他對巴勒斯坦的認識（約一4 4 、4 6 ，二 1 ，四4 7 ，五2 ，九7.，一 〇 23，一 

一 54) °

(二）他是一個見證人

這可見於他對事物詳盡準確的報道（約一2.9，3 5 、4 3 ，二6 ，四4 0 、 

4 3 ，五5 ，一二1 、6 、1 2 ，一三2 6 ，一九 1 4、2 0 、2 3 、3 4 ' 3 9 ，二 〇 7， 

二一 6 )及他能細緻地刻畫一些人物如安得烈、腓 力 、多 馬 、拿但業和尼 

哥底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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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他是耶穌其中 _ 個 親 密 的 伙 伴 ，是 主 「所愛的門徒」

(參約一三2 3 ，一八 1 5 - 1 6，一九26-27)

這些伙伴中，雅各於敎會初期已經被殺了（徒一二2 ) ，而 彼 得 、多 

馬和腓力在福音書中出現時，又經常作第二人稱，因 此 ，我們可以排除 

他們為本書信作者的可能性。最 後 ，剩下來的就只有西庇太的兒子約 

翰 ，他最有可能是福音書的作者。

現在的問題是：第四卷福音書的作者是否等同於約翰一書的作者？ 

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這兩卷書的作者其實是同一人。主要以兩者之間相 

似之處為內證的基礎，顯示出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這些證據包括：

1.  兩卷書的開首十分相似（比較約一 1-18和約壹一丨- 4 ) 。

2 .  兩卷書都有一些相同的片語，例 如 ： 「獨生子」 （約一 1 4、1 8， 

三 1 6 、1 8 ; 約壹四9 ; 比 較 五 1、1 8 > 和 「從神生的」 、 「由神而生」

(例如約一 13 ;約壹三9 ，四7 ，五1 、4 、1 8 ) 。

3 .  語法及風格上類似的結構。

4 .  兩卷書都有一些共同明顯的主旨。例 如 ：愛 、光 、生 命 、住 在 、 

黑 暗 、世 界 、永遠的生命、新 命 令 、道 、太 初 、信 （在福音書中出現過 

九 十 八 次 ，書信九次） 、見 證 （在福音書中出現過三十三次，書信六 

次 > 。

5 .  兩卷書都有證據顯示作者是認識耶穌的（約壹一 1-4,四 1 4 > 。 

當我們在牢不可破的內證上加上外證（如早期敎父所作的見證）

時 ，便可以得出使徒約翰就是福音書及書信的原作者這個確實的結論。

B 寫作日期與地點

雖然約翰書信本身並沒有指明成書的地點，但一般人都相信約翰是 

在以弗所寫成這些書信的。這個結論是基於兩個一致的記錄：①書信是 

約翰在晚年寫成的；②約翰在以弗所度過晚年。

約翰一書大約成書於主後八十五至九十年，這個年期是透過以下的 

方法歸納出來的：本書信是在多米田大帝發動大逼迫（主後九十五年> 

之 前 寫 成 的 （否則本書信一定會提及有關的資料） 。

本書信約在第一世紀末期完成。滕慕理有這樣的提示：①敎會與會 

堂開始分別出來；②信心與行為的爭論大致上已經平息；③開始對基督的 

本質進行哲學性的考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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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翰所撰寫的五卷書中，啟示錄是最後完成的一卷（約於主後九 

十五年） 。福音書與約翰一書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印行。從福音書與書信 

的邏輯關係來看，福音書應比本書信更早寫成。

約翰羈音與約轅一害的比較

約翰福音 約翰一書

為激發信心而寫(約二〇31) 為建立信心的確據而寫(約壹五13)

歷史中的好消息 經驗中的好消息

參考圖表1.1，並察看約翰在何時寫成他的書信。彼得與約翰的著作 

相隔了多久？你認為神所默示的約翰書信，為何會較其他新約書卷的成 

書時間晚了那麼多？你期望在這段時期寫成的書卷會有何重點？為甚 

麼 ？

C 受信人

約翰一書的對象很可能是小亞細亞的會眾或羣體，他們與使徒有密 

切的聯繫。閲讀二章七、十 八 、二 十 、二 i  — 二 十 四 、二十七節及三 

章 H 節 ，由此得知本書信的對象應該是信主很久的人。在約翰寫本書 

信 之 前 ，已經有不同的敎師及傳道人牧養那些居於以弗所一帶的居民。

(其 中 包 括 保 羅 ，徒 一 八 1 9 ，一 九 1-20 ; 百 基 拉 和 亞 居 拉 ，徒一八 

18-19、24-26 ;特 羅 非 摩 ，徒二一29 ; 阿尼色弗一家，提後一 16-18，四 

19 ;提 摩 太 ，提前一3 。）約翰在這書信中沒有引用舊約經文，並在書末 

發出遠避偶像的警吿（五 2 1 > ，都暗示了本書信的大部分對象都是從異 

敎悔改歸正的。

無 論 對 象 是 誰 ，約翰始終是非常熟悉他們，因 此 ，在這卷給他的 

「小子們」的書信中，洋溢了個人的、溫馨的氣氛。

D 寫作動機與目的

約翰這卷書信是寫給那些正被撒但的詭計折磨着的基督徒，那情況 

在今日仍是那麼普遍。對於信徒之間的爭鬭，約翰一針見血地向他們宣 

吿 ： 「唯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也不知道往哪裏去，因為黑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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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眼睛瞎了。」 （二 1 1 )基督徒開始愛慕世上邪惡的事物，因此約翰警 

吿他們與世俗為友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他們當中又有假師傅（約翰稱之為敵基督> 的 出 現 ，企圖以虛假的 

敎義引誘信徒離開基督，約翰勸誡信徒要提防這些假師傅，又鼓勵他們 

要在福音的真道上站穩，並且住在基督裏面。

因為信徒之中有人懷疑自己的得救，所以約翰寫信給他們，將信心 

灌注入他們內心，使疑惑者知道自己有永生（五 1 3 > 。約翰寫約翰福音 

的 目 的 ，是要喚醒他們得救的信心（約二0 3 1 ) ;而約翰一書的目的， 

則是建立這信心的確據。

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嘗試去驳斥的錯讓敎訓，就是初階段的諾斯底主 

義 （Gnosticism) 。諾斯底主義的基本信條是：物質是邪惡的，靈是美善 

的 。其中一個源於此派的異端，是 為 幻 影 説 （Docetism) ，它主張耶穌並 

無一個真正的身體（因為若果耶穌有一個真實身體的話，神即等同於邪 

惡的物質、屬血氣的） ，但對人們來説，他 看 來 好 象 （s e e m e d，希臘文 

是 d o i e o ) 有一副血肉之軀。約翰在本書信中已清楚説明神的兒子耶穌 

降世為人時，是以真正人類的肉身顯現。讀一章一節及四章二至三節， 

觀察約翰如何清晰準確地宣稱這項有關基督的真理。

此 外 ，約翰一書在某程度上可能已提到其他兩種錯誤的觀念：①伊 

便 尼 派 （Ebionites) 否認基督的神性；② 克 林 妥 派 （Cerinthians) 否認基 

督的神性和人性是永久合一的。

在 本 書 信 中 ，約翰曾特別四次提到他為何寫這卷書信。讀這些經 

文 ，並記下約翰的目的：一4 ，二 1 、2 6 ，五 1 3。

E 形式舆風格

(一）形 式

約翰一書在形式及風格的特性上，有一個很獨特的結合。雖然它並 

沒有正常的開首問候語、個人總結、專有名詞 的 資 料 （耶穌除外> ，也 

沒有一些特別有關作者或讀者生活細節的資料；然 而 ，在著作內卻有不 

少個人的資料（例如二1上 ：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 

叫你們不犯罪。J > 足以證明這是一卷書信。從它的內容來看，本書信 

可以説是一卷私人的書信，是一位年邁的基督徒領袖寫給一羣成熟的基 

督 徒 的 ，他們與作者非常熟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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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綜覽部分，我們將會更深入探討本書信的形式結構。

(二）風 格

約翰那短小、簡 練 、直接和形象化的語句，充滿了希伯來文的語言 

風 格 ，只有開首的長句（一 1-3)是例外的。 （編 者 注 ：這情況見於N A S B  

譯 本 中 。）書信中滿是平行與對比，有作者認為本書信的對比有此特 

色 ： 「黑 白 分 明 ，無灰色 地 帶 。」6約翰的語調帶着無限的權威和決定 

性 ，那 全 是 基 於 他 的 個 人 經 驗 （「我 們 ……所看見」 ，一 1 ) ; 另一 

方 面 ，信中卻盈溢着父親般的溫柔愛顧，令讀者無不想暫停下來，默 

想他所宣講的偉大真理。關於這種溫柔與權威的融合，滕慕理曾寫道：

「不可將成熟柔和的敎導……誤作信仰上的含糊或神學上的猶豫不 

決 。J 7

發 拉 爾 （F . W . Farrar) 對本書的風格作出了非常準確的評價： 「它 

的風格甚為獨特，極 具 創 意 ，同時充滿魅力和甜美。在簡單易明的外殼 

下 ，卻隱藏着無可測度的深度。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年幼的孩童或低 

下階層的信徒都能理解的；然 而 ，若進到完全含義的層面上，則最資深 

的神學家也不能測透當中奧祕。」8

四 、約翰一書的綜覽
A 第一次讀

1. 預備 心 靈 ，盡力發掘你在研經中所學到的有關神的偉大真理。當 

你查考經文時，謙卑地請求神以生動活潑的方法將祂自己啟示出來。此 

外 ，於綜覽研究本書信的整個過程中，請持守一個仰賴聖靈光照的態 

度 。

2 .  在你的聖經下列經節旁作記號，以分別這些新的段落分部：

一 1 、5 、8

二 1.、3 、7 、1 2、1 5、1 8、2 0 、2 2 、2 4 、2 6 、28 

三 1 、4 、1 1、19 

四1 、7、1 3 、17 

五 1 、4 、6 、9 、1 3、1 4、18

3. 手持着筆，預備閲讀時隨時在聖經上作記號，並將觀察心得寫下。

4 .  預 備 紙 張 ，將觀察心得記錄下來。

5 .  現在一 口氣讀完五章經文。倘若可以的話，大聲誦讀本書信。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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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時別停留在細節上，應嘗試去理解本書信的主要重點。

6 .  你可以將一些於第一次讀時非常特出的字句畫下來。

7 .  完成這次閲讀之後，詢問自己兩個問題：本書信的語調和氣氛如

何 ？約翰希望讀者可以理解哪些重點？假使你仍然未能找出這些問題的 

答 案 ，可參考這卷書信的一些現代意譯本聖經，例 如學者緋力斯（J . B . 

Phillips) 所 著 的 譯 本 （T h e  iVevv Testament in M o d e m  或 T h e  L / W n g

Bible ) 。

B 進階閲讀

1 .  現在減慢速度再細讀本書信一次，讀時謹記它的分段。在各個分 

段中選出一個字或句，以之代表該段的內容（分段標題） 。

2 .  在圖表23.1上 ，將你的分段標題記錄下來，正如圖表所示一樣。 

在開始研經時，這些簡單的練習可以為你帶來一點推動力。

約翰_書的分段標題 圖表23/1

3 .  當你記錄完各個分段標題後，將整部分連續地再讀一次。你在這 

處或許仍未看到一個形式或層次，因為這些分段標題原意並不是要展示 

整個大綱，但此練習可以幫助你重溫約翰書信的重點。

4 .  有沒有發現哪些分段有相似的內容？

5 .  概讀書信中每處有關神的經文，把你的觀察寫下來。試默想一下

可從這些經文認識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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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請讀下列有關父的經節：一2 、3 ，二丨、1 4、1 5、1 6、2 2 、2 3 、 

2 4 ，三 1 ，四 1 4 ，五7 °

7 .  概覽全書，並注意約翰用來加強自己論點的各個對比。 （正如前 

面 所 提 ，約翰的描寫並沒有灰色地帶，黑白分明才是最顯著的色彩。請 

將你觀察所得的與下列各點作個比較：光明與黑暗、真理與錯謬、愛與 

恨 、愛父的心與愛世界的心、神的兒女與魔鬼的兒女、生 與 死 、基督與 

敵 基 督 、相信者與不信者。為何聖經會有這樣鮮明的對比？

8 .  知 道 （k n o w ) —詞及其同義詞，在本書信出現超過三十次以上之 

多 。研 究 「我們知道」 （w e  k n o w ) 這短語的出現，把每個情況所須知 

道 的 事 寫 下 來 ：二3 (和 合 本 作 「我 們 ……認識 」） 、5 、29 ( 「你 

們 ……知道」> ，三 14 ( 「我們……曉得」> 、1 9、2 4 ，四1 3、1 6 ，五

1 5、1 8、1 9、20 °

9 .  本書信最重要的兩個句子是： 「神就是光」 （一 5 > 及 「神就是 

愛 J (四8 、1 6 ) ，看看這兩個主題怎樣貫穿全書。

10. 觀察約翰在本書信何處及如何展示一些錯謬的敎導。

C 約翰一書的結構

1 .  比較 開 首 段 落 （一 1-4)和 結 尾 段 落 （五 18 - 2 1 )。從上文下理留 

意 一 些 與 「永生」相近的字眼。

2 .  有不少人曾經嘗試為本書信列出大綱。9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約翰 

的表達方式是以反思為主，而非邏輯或辯證，所以本書信的大綱並不清 

晰 明 顯 。約翰在開首一段（一 1-4)點出主旨之後，他接着便從不同的途 

徑去支持這個主題，一項加一項地，直到他得出本書信的結論為止（五 

1 3 - 2 1 )。

雖然於本書信的核心部分（一5至五1 2 ) ，不易察覺到全書的大綱， 

然 而 ，我們卻不難發現三章一節是全書的一個轉捩點。約翰在這裏想以 

另一種稍為不同的觀點去實行肢體相交。再讀第二章一次，然後看三章 

一節及其後的經文。據 你 看 來 ，三章一節是否一個轉捩點？參閲圖表 

23.2，你會發覺本書信是環繞這個轉捩點而構成的。

3 .  留意圖表中有關相交的大綱，它會帶出其他一些你想在綜覽研究 

時發掘的題目大綱，例 如 嘗 試 為 「基督徒生命是甚麼」這題目擬定一個 

大 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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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細察圖表23.2頂部的兩句句子：神是光和神是愛。請在本書信中 

找出 它 們 ，然後將本書信逐段研究，看看這兩句句子如何閛述了本書信 

的 兩 大 部 分 （一5至二29及三 1至四2 1 ) 。

5 .  若果你還未讀過圖表23.2的其他部分，請 讀 之 。參看聖經經文， 

觀察最後兩段（五1-12及五13-21)如何集中在「相信」 （believe) 和 「知 

道 J (k n o w ) 這兩個鍮字上。

6 .  注意圖表23.2所列出的鎗字，並將你在綜覽過程中所發現的鑰字 

鑰句加進去。

五 、約翰一書的要旨
A 相 交 （一1至二2>

( _ ) 相交的人物

約 翰 信 息 的 中 心 並 不 是 一 套 神 學 系 統 或 宗 敎 信 條 ，而是一個人 

物>一~•耶穌。祂 是 約 翰 最 先 描 繪 的 一 位 （一 1及其後經節） 》

除此之外，約翰在書信中還時刻提到那位在開首段落已介紹過的父 

神 （一2 - 3 ) ，當他想到聖子耶穌和父神是如何與信徒（正如他自己）聯 

繫起來時，他腦海最先湧現出來的重大真理便是相交，聖子與父神正是 

相交的成員。

(二）與神相交的條件

在一章五節至二章二節裏，使徒約翰已界定與神相交的條件或要求 

了 ；故 此 ，他的對象都能理解到一個人如何才能享受到這種相交所帶來 

的完全福氣。請細心察看這三個條件：

1.在 光 明 中 行 （一5-7>

2• 認 罪 （一8-10)

3 . 不 犯 罪 （二1-2>

B 敵 基 督 （二8-29 >

論 到 這 一 點 ，約 翰 在 書 信 中 寫 了 不 少 有 關 罪 、撒 但 （那 「惡

者」） 、世界和黑暗。現在他再引介出另一個敵對勢力-------個被稱為

敵 基 督 （希臘文為 antfcbr/stos ) 11的個體。正如經文所描述，約翰將這個 

基督的敵人稱作敵基督。在約翰的時代裏，有 多 少 敵 基 督 （二 18) ? 他 

們如何敵擋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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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比較二章十八節及四章三至四節，那都是有關敵基督的記載。在 

約翰的年代裏，基督徒已知道敵基督終有一日會在世界上出現。不論舊 

約 、耶穌或保羅的著作，均敎導説這個人是個「大罪人」 。試比較帖後 

二4與但—— 36-37 ;啟一三 1-8與但七8 、20及 其 後 經 節 ，八2 4 ，——  

28-30。再讀結三八至三九章；亞一二裏一四章；太二四1 5、24 ;可一三 

22 ; 帖後二 1-12 ;啟一-b 8 。

C 真理和愛（四1-21)

第四章整體上有兩個主題：真 理 的 敎 義 （四1 - 6 )及 愛 的 行 為 （四 

7 - 2 1 )。約翰在三章十八節就簡述了真理與愛的關係： 「愛……在……誠 

實上」 （L o v e ... in truth) ，現在他再詳細地講解這個主題。真正的敎義 

是 與 神 同 在 的 生 命 之 根 基 ，基督徒的愛就是與神同在的生命之自然 

流 露 。

約翰在四章一至六節如何寫出真正的敎義？他在四章七至二 i^一節 

對於愛有何敎導？

D 永生的確據（五13-21)

約翰這卷鼓舞人心的書信，是以確據和保障為結束的高潮，最末的 

九節經文浸沈在這種氣氛中， 「我們知道」這個片語在凱旋的樂聲中不 

斷 發 出 迴 響 。在 約 翰 的 書 信 中 ，他想指出那些相信和遵行福音信息的 

人 ，可以確實地知道永生的獎賞及隨之而來的福分，都是他們現在和永 

久擁有的產業。

細讀各段經文，並將所有有關確據的敎導記錄下來。

六 、 約翰一書的主旨與鑰字鑰節
你在綜覽約翰一書時，發現了哪些鑰字鑛節？試用你自己的文字寫 

出本書信的主旨。

七 、 約翰_ 書的應用
1 .重溫有關敵基督的經文（二 18 - 2 9 )，看看那些人在基督和神的基 

本真理上否認甚麼。這個不認耶穌的靈，今日是否普遍地出現在基督徒 

中 ？現代那些聲稱自己是基督徒的自由派神學家，在甚麼事上不承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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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你認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祂所生的」 ，二2 9 ) 對今日世界中那 

些使人震驚的敵基督運動，應持甚麼立場和採取甚麼行動？

2 .在以下的範疇內，將約翰一書的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a > 基督徒的盼望 

(b > 基督徒的公義行為 

<c ) 基督徒之間的愛 

(d > 基督徒的確據

八 、約翰一書的溫習題
1 .  約翰這名字在希伯來文字面上有何意思？

2 .  新約中有哪幾位約翰？哪一位是聖經的作者？

3 .  試描述這一位約翰的家庭背景。

4 .  試重組約翰在未認識耶穌之前的個人傳記。他和耶穌的年齡相距

多 少 ？

5 .  重溫約翰跟基督在一起時的三個事工時期。

6 .  為何耶穌會揀選約翰為祂其中一個最親密的門徒？

7 .  聖靈降臨以後，約翰留在耶路撒冷進行甚麼事工？

8 .  約翰在以弗所直到離世時，進行甚麼事工？

9 .  約翰寫了哪幾卷聖經？他在甚麼時候寫成的？

10. 試用一段文字去描寫約翰的性格。

11. 有甚麼證據顯示約翰就是第四卷福音書及約翰一書的作者？

12. 約翰在何時何地寫成第一卷書信？他那時年紀若干？試證明你的 

答 案 。

13. 約翰這卷書信是寫給誰的？他是否非常熟悉他的對象？

14. 約翰的對象有何需要？他嘗試怎樣幫助他們？

15. 試描述本書信的形式和風格，並將之與其他書信（例如羅馬書） 

作 比 較 。

16. 試想神將約翰一書納入新約正典之內，究竟有甚麼特別的用意？

17. 按着你的綜覽研究所得，你認為約翰一書的主旨是甚麼？引用一 

個鑰節來印證你的論點。

18. 請界定或描述本書信的兩大部分。

19. 重溫相交之大綱，這大綱是以相交的人物作為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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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書信有哪些鍮字鎗節？

21. 本書信有何語調或氣氛？這是否有助於理解約翰的寫作目的？

22. 書信中最要緊的兩句句子是甚麼？現今的世代對聆聽這些真理的 

需要有多大？

九 、約翰一書的進階習作
1 .  試以新約的用法為基礎，專 題 研 究 相 交 （fellowship，希臘文是

> —詞 。 （這個字主要出現在保羅的著作中，而約翰一書只是 

例外而已。）你可使用經文彙編找出這詞的出處；此 外 ，你可以參考的 

經 文 包 括 ：徒二42 ;林前一9 ;林後八4 ;腓一5 ，三 1 0。

2 .  研究這些在聖經中出現過的字詞：罪 、知道及永生。

十 、約翰一書的大綱
約 翰 一 害 ：與神及祂的兒女相交

相交的人物 一 1-4

在光明中相交 一 5 至二 29

與神相交的條件 一 5 至二 2

住在基督裏面 —3-17

敵基督與基督徒 二 18-29

在愛中相交 三 1至四21

神的愛子 三 1-24

真理與愛 四 1-21

相交的方式 五 1-12

相交的確據 五 13-21

十 一 、約翰二書的背景
約翰二書及三書其中一個寶貴的貢獻，就是將地方敎會的典型樣式 

描繪出來。這些敎會在基督升天後半個世紀才開始存在。其 實 ，今天敎 

會所發生的問題，並非只出現於我們這個時代，來利曾對約翰二書作出 

這樣的評論： 「在第一世紀，這卷私人短笺將那些對事物所抱近乎完美 

的空想粉碎掉；相 對 地 ，它揭示了異端迅速增長的問題。」u有見及此， 

人們便開始理解到神將約翰二書及三書列入聖經之內，是有其美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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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 者
作者 只 自 稱 為 「長老」 ，而聖經內證及傳統都顯示出使徒約翰就是 

本害信的作者。

B 受信人

這卷書信是寫給「蒙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的 ，這個稱呼有兩個 

可能的解釋：

( _ ) 象徵解釋

「蒙揀選的太太」是指地方敎會或敎會整體，而 「她的兒女」是指 

敎會的會眾。

(二 ）字義解釋

「蒙揀選的太太」是 指 一 個 不 知 名 的 女 士 。她或許名叫茜萊亞 

(C y r i a，希臘文是ei/eitaiuria，譯 作 「揀選的茜萊亞」 [elect Cyria]) ； 

又 或 名 叫 以 利 他 （E l e c t a，這個名字的希臘文翻譯過來便是「以利他女 

士」 [the lady Electa] ) 。這女士是約翰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一位有兒 

女 的 母 親 ，而且在社會上也有點名望，她姊妹的兒女也是居於以弗所 

的 。

此書信極具口語化和個人化的風格，加強了字義解釋的可信性。

C 寫作日期與地點

這書信約於主後九十年在以弗所寫成。

D 成為正典的經過

約翰第二及第三卷書信比起他的其他作品，並沒有那麼快就被敎會 

承認為正典。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卷書信較為短小，看來又似乎是私人信 

件 ，所以要經過一段較長時間才能在敎會公開傳閲。13然 而 ，強烈的內證 

和外證均支持這些書信成為正典。

E 寫作動機舆目的

當你綜覽這卷短箋時，便會發現圖表23.3的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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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約翰二書的綜覽
1. 讀這卷短小的書信數遍，並在聖經中把你觀察所得的鍮字鎗句記 

下來。

2. 從內文資料所知，當時有何環境狀況引發約翰寫作本書信？約翰 

寫作此書信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3. 在你聖經的下列經文旁作記號，以顯示每個分段之始：1 、4 、7 、 

12節 。細讀各段經文，並為每個分段加上標題。每段的主題是甚麼？本 

書信有沒有引言和結語？

4. 試比較以第四節和第七節作開始的兩個分段。

5. 試逐段研 究 真 理 （truth) 這一個題目。

6. 研習圖表23.3，試將它的大綱及獨特項目，跟你剛才所觀察的作 

個 比 較 。對於一些新項目，請再查閲經文來證實之。

7. 留意加給約翰二書的標題。

十 三 、約翰二書的要旨
研讀經文，並記下約翰對以下題目作出甚麼敎訓：真 理 （1- 3節 >、 

命 令 （4-6節 ） 、敎 導 （7- 1 1節 >。

十 四 、約翰二書的主題與鑰字鑰節
約翰二書有哪些鑰字鑰節？將你所觀察到的與圖表23.3所列的作個比 

較 。試用你自己的文字寫出約翰二書的主題。

十 五 、約翰二書的應用
試從約翰二書歹咄一些應用的題目。如 ：基督徒遵行真理是甚麼意思？

十 六 、約翰二書的溫習題
1 .  如何從經文中確定作者的身分？

2 .  本書信的對象是誰？

3 .  本書信在何時何地寫成？

4 .  為何早期敎會會較遲接納約翰二、三書為神所默示的正典？

5 .  本書信的四個分段各有甚麼重點？

6 .  列出一些鑰字，並引述一個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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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約翰二書的進階習作
試以專題研究下列三個詞：恩 惠 、憐 憫 、平 安 。

十 八 、約翰二書的大綱
約 翰 二 軎 ：真理與基督徒

問候 1-3節

遵行真理 4-6節

報吿 4節

懇求 5-6節

遵守敎訓 7-11節

警吿遠離假師傅 7-9節

嚴禁接待假師傅 10-11節

問安 12-13節

十 九 、約翰三書的背景
A 作 者 、寫作日期與地點

作者是使徒約翰，而寫作的日期與地點基本上與約翰二書相同：主 

後九十年於以弗所。

B 受信人

約翰二書是寫給一位婦人的，而約翰三書則是寫給一位名叫該猶 

(G a i u s) 的 。我們無法確定這位該猶究竟是誰，這個名字在羅馬帝國中 

非常普遍。在新約中稱作該猶的男子有：

1. 馬 其 頓 人 該 猶 （徒一九29>

2 .  特 庇 人 該 猶 （徒二〇4)

3 .  哥 林 多 人 該 猶 （羅一六23)

4 .  被保羅施洗的該猶，他可能就是哥林多人該猶（林前一 14)

約翰三書並無提到該猶在敎會中所擔任的職位，或許他是敎會中活

躍的平信徒，是約翰的朋友。

C 寫作動機

本書信的成書近因，是丢特腓不接待約翰所差派的福音使者，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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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與丢特腓都是屬於同一間敎會的（約叁9_1〇節 ） 。

二 十 、約翰三書的綜覽
1 .  首 先 ，比較這書信與約翰二書的篇幅。

2 .  比較約翰二、三 書 的 ：

(a > 問安與結語

(b ) 相似而重複的詞句 

(c > 語調 

(d > 敎會問題

(e ).對 神 和 基 督 有 何 敎 導 （解釋約翰三書只有少量神學敎導的原 

因）

3 .  在你聖經的下列經文旁作記號，以顯示每個分段之始：1 、2 、3 、

5 、9 、13 節 。

4 .  閲讀這卷書信數遍，並將鑰字、鑰句及鑰節畫下來。你對本書信 

有何印象？

5 .  為各個分段加上標題。每個分段的主題是甚麼？

6 .  本書信主要是關於甚麼的—— 敎 義 、敍 述 、命 令 、警 吿 、預 言 、 

個人的聯繫？

7 .  約翰在書信的甚麼地方提到真理？試環繞這個概念去構思一個大

綱 。

8 .  約翰三書曾記載了哪一個男子的名字？

9 .  約翰在書信的甚麼地方提及愛？

10. 研究圖表23.4，將你在綜覽本書信時所記錄下來的各點，與大綱 

作一比較。

11. 在圖表上，約翰三書被加上一個甚麼標題？從圖表所示，這個標 

題是從甚麼地方衍生出來的？

二 十 一 、約翰三書的要旨
A 地方敎會

地方敎會是約翰三書的重要題目，研究這書信時，請將你的思緒放 

在二十世紀的敎會上。

觀察本書信有甚麼敎導、意 義 ，並如何將之應用於當代的敎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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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書信非常簡短，當然較難提及敎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但它已將 

一些重要的項目挑選出來，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B 基督徒接待客人

研讀本書信時，特別留意第五至八 節 ，看看本書信在基督徒接待神 

的子民的重要事工上，到底有甚麼訓示。

C 基督徒親切的關係

約翰書信以一些鮮明而親切的話語作結： 「按着姓名」 （約叁15 

節 ） 。這些字句恰好反映了作者本身，普 盧 默 （A . P l u m m e r ) 曾 寫 道 ： 

「作為亞西亞敎會的牧者，聖徒約翰必定效法了好牧人（耶穌） ，清楚 

地知道每一隻羊的名字 。」14

二十二、約翰三書的主題與鑰字鑰節
你在研習時發現了哪些鑰字鑰節？試與圖表23.4所列的作個比較。你 

如何確定這卷個人書信的主題？

二十 三 、約翰三書的應用
根據本書信的敎導，試為現今世代定下十個實際可行的訓誡。

二 十四、約翰三書的溫習題
1 .  約翰三書的作者是誰？本書信是寫給誰的？

2 .  有甚麼直接因素促使本書信的產生？

3 .  約 翰 在 引 言 （1節 ）及 結 語 （13-15節 ）寫了些甚麼？

4 .  以下三部分：2-4節 、5-8節 、9-12節 ，各有甚麼重點？

5 .  試列出約翰三書的一些鍮字，並引述一個鑰節。

6 .  試描述本書信的語調。

二 十五、約翰三書的進階習作
在其他資料的輔助之下，研究約翰三書內的三位人物：該 猶 、丢特 

腓 、低 米 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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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約翰三書的大綱
約翰 三 書 ：屬靈的健壯與豐盛

問候 1節 

2-4節 

5-8節 

9-12節 

13-15 節

基督徒與真理的關係 

基督徒與其他同工的關係

基督徒與善惡的關係

問安

二 十 七 、猶大書的背景
猶大書熱切地懇請基督徒去防備那些玷污信徒靈性的壞人。猶大原 

本想寫一卷敎義書信，詳細講述救恩這個重要的題目，但審於假師傅及 

敗壞分子已廣泛地滲入基督敎圈子，因此猶大在聖靈的催迫和引導之 

下 ，專心一意地寫了本書信，警吿主內肢體要慎防這些嚴重的威脅。

A 作者與受信人

從第一節就可得知作者的名字：猶 大 ；他 的 親 屬 關 係 ：雅各的弟 

兄 ；他與基督的關係：僕 人 （奴隸[bondslave]) 。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雅各是耶穌同母的兄弟，那麼猶大和耶穌便同樣有着這種關係。 （有關 

雅 各 ，請讀太一三55 ;可六3 ;徒一二1 7，一五1 3，二一 18及其後經節； 

加一 1 9 ，二9 。r 若猶大是耶穌的同母兄弟，那麼他應該是在耶穌復活後 

才 成 為信徒的（參看約七5 ;徒一 1 4 ) 。從第十七節來看，猶大並沒有將 

自己歸入使徒之列。

這書信的受信人，可能是巴勒斯坦或小亞細亞猶太敎會的信徒，那 

些大概是猶大當時牧養的敎會。

B 寫作日期

本書信估計是寫於主後六十七至六十八年，即耶路撒冷被毀（主後 

七十年）之前不久。15

C 寫作動機與目的

猶大在書信中已清楚説明是甚麼驅使他寫這卷書信。這些敗壞的 

酵 ，例如道德敗壞、對抗律法、拒絕接受基督為主和好譏諷等惡習，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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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着 「有些人」 （例如第4節 )的 影 響 力 ，開始在敎會蔓延開去。16因 

此 ，這引發猶大寫下正如亞爾佛得（D e a n  Alford) 所形容的書信： 「激 

烈的 抨 擊 ，正是作者在猛烈的旋風中所要急切表達的……運用了強烈的 

字眼和形象化的比喻，刻畫出那些放肆的叛道者之污穢性格，吿誡敎 

會必須提防此等人• J 17由於有着這樣的內容，科 德 爾 （S . M a x w e l l  

C o d e r ) 稱 猶 大 書 為 「叛道者行傳」 （T h e  Acts of the Apostates) 。讀第

三 、十 七 、二 H---- 二 十 二 節 ，那是猶大在充滿威脅的環境下，向受信

人發出的命令。

D 成典過程

正如約翰二、三書 一 般 ，猶大書比其他篇幅較長的新約書卷較遲被 

接納為正典。本書信內容簡短，作者又非使徒身分，加上其抨擊性的內 

容 ，以及它看來使用了旁經的資料，都阻延了敎會承認它為正典。然 

而 ，本書信被接納了以後，便理所當然地在其他新約書卷中間，找到了 

它的位置。18

E 參考舊約歷史的資料

猶大書曾引述過去歷史的背景，可參下表的經文。

猶大書參考舊約聖經的資料

猶 大 書 的 經 文 參 照 舊 約 的 事 件

5節 ：以色列人 民一三至一四章(比較林前一05-10)

6節 ：墮落的天使 比較彼前二4

7節 ：所多瑪與蛾摩拉 創一八至一九章

11節 ：該隱 創四章

11節 ：巴蘭 民二二至二四章

11節 ：可拉 民一六章

14節 ：以諾 比較創五18-24

二 十八、猶大書的綜覽
A 閲 讀

1.請在你的聖經下列經文旁作記號，以示每個分段之始：1 、3 、5 、

約 翰 書 信 及 猶 大 書  45 7

8 、1 4、1 7、24節 。

2 .  讀本書信一兩遍，以作初步的觀察。你的第一個印象是甚麼？給 

每個分段加上標題。

3 .  這卷書信整體的語調如何？猶大的主要負擔是甚麼？

4 .  猶大擧出多少舊約歷史去支持他的信息？

5 .  有哪些段落主要是與舊約歷史有關聯的？從哪些段落可推斷出猶 

大書的寫作日期？

6 .  仔 細 觀 察 「親愛的朋友們」 （b e l o v e d) 及 「可 是 ，親愛的朋友 

們 」 （but y o u , beloved) (參現代中文譯本）兩個句子。

7 .  比較開首兩節和結尾兩節的經文。

8 .  本書信的主要轉捩點在哪裏？

9 .  有人稱猶大書為「通往啟示錄的前廳」 ，它提到哪些將會發生的 

事 情 ？

10. 從猶大提到的事件看來，他如何熟悉他的對象？

B 綜覽圓表

1 .  細讀圖表23.5，試比較圖表所列的和你在綜覽時所得的大綱及觀

察 。

2 .  圖表如何將書中的轉捩點展示出來？

3 .  哪些段落主要是關於勸勉的？

4 .  注意三個位於中心位置的替誡段落。如何界定它們？請參考經 

文 ，以證明這大綱是否正確。

5 .  這書信的標題是甚麼？

6 .  你認為這書信的組織是否十分明確清晰？

二 十 九 、猶大書的要旨
A 神的審判

猶大擧出神過往所作的審判（5-7節） ，是為了強調審判的預言將會 

實 現 （13下-16節） 。第八至十三節生動鮮明地描繪了受審判的罪人及其 

罪 行 。

關於神的審判，猶大所引用的其中一個資料，便是以諾 的 預 言 （讀 

14-15節） 。對於以諾書這卷次經，韋 斯 （W u e s t ) 有這樣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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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卷為第二世紀敎父所認識的書卷，除了一些殘篇斷簡外，已散佚了好幾個 

世紀；但在一七七三年，布如司（Bruce) 發現在衣索匹亞版聖經 （ Ethiopic 
Bible) 之內，收錄了整部以諾書，當中包含了那些聲稱是以諾及挪亞所説的 

啟示。它的目的，是要證明神的保守、宣布罪人將受的懲罰，以及展示這世 

界是神直接掌管的。 19
對於猶大書是否引用了以諾書這本次經，又或參考了創世記中所沒 

有記載下來的以諾預言，聖經學者均沒有一致的見解。M

猶大寫信給他的對象，警吿他們要防備這個可畏的審判。除此之 

外 ，他也積極地建議基督徒要避免跌進不敬虔的人所設的圈 套 。書中兩 

個關鍵的勸勉是： 「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 （3節） 

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J (21節） 。

B 天 使

天使是猶大書的部分信息，留意下列兩點。

1. 墮落的天使， 「不守本位……的天使」 （6節 > 。彼得亦曾敎導有 

關這些犯罪的天使的事（彼後二4 ) 。有人認為後來成為撒但的路西非爾

(Lucifer) ，是這些天使中的其中一位。這些釋經學者從以賽亞書十四章 

十二至十七節、以西結書二十八章十二至十九節、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四 H 節及啟示錄十二章四節這些經文，得出他們的結論來。有些人則 

認為猶大書第六節是涉及創世記六章一至四節的。21可 是 ，不少聖經學者 

認為沒有一段經文記錄了這件事。

2 .  天使長米迦勒（9節> 。這是唯一一處清楚地提到米迦勒的經文。 

他的主要職責是保護猶太人民。猶大引用的故事大概是出於次經中的書 

€  (Assumption o f  Moses 1 。雖然 如 此 ，猶大並沒有承認這書有正典的 

地 位 ，他只是認為這件事是真實的。他在第十四至十五節引用以諾書 

時 ，亦是持着相同的原則。

三 十 、猶大書的主題與鑰字鑰節
猶大書有哪些鎗字鑰節？試用你自己的文字去説明這書信的主題。

三十_ 、猶大書的應用
1 .有哪些如本書信所描述的勢力，正威脅着今天的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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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用你自己的文字去意譯猶大書第十七至二十五節，使之同樣可 

以適用於今日的基督徒身上。

三 十二、猶大書的溫習題
1 .  試鑒別本書信的作者。

2 .  本書信是寫給誰的？

3 .  猶大何時寫成本書信？

4 .  猶大有何寫作目的？

5 .  為何敎會會較遲接納猶大書為神所默示的聖經經卷之一？

6 .  猶大書的主要部分（5-16節）大致上是關於甚麼的？

7 .  猶大書的轉捩點在哪裏？

8 .  列出猶大書的五個鎗字及一個鎗節。

三十 三 、猶大書的進階習作
1 .  試研究猶大書和彼得後書的相似之處。在其他資料的輔助之下， 

試在怎樣得出這些相似之處上，達致一個結論。 （例 如 ：猶大是否引用 

了彼得後書為寫作資料？）

2. 試讀不同作者對下列題目所寫的意見：22

(a )  聖經對犯罪天使堕落之完整敎訓（6節 ） 。

(b )  猶大書有關天使長米迦勒（9節）及 以 諾 （14*15節）的資料來源。

三 十 四 、猶大書的大綱
猶 大 赛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問候 1-2節

有關不敬虔的人之瞀誡 3-16節

書信的動機 3-4節

歷史上不敬虔的人之命運 5-7節

不敬虔的人之描述 8-16節

勸勉那些在叛道者當中的信徒 17-23 節

三一頌 24-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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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Merrill F. Unger, Unger Bible Dictionary f p . 597.
2 Charles G. Ryrie, I , II , IE John/* in The W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t p . 1463.
3 Merrill C . Tenney, New Testament Survey, rev. ed., p . 189.
4 這些作見證的敎父包括有：玻 旅 甲 （Polycarp) 、愛 任 紐 （Irenaeus) 、亞歷山太的 

革 利 免 （ Clement o f Alexandria) 及 特 土 良 （Tertullian) °

5 Merrill C . Tenney, iVew Testament Survey, p . 376.
6 W . Graha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Vol. 2, p . 346.
7 Tenney, New  Testament Survey t p . 381.
8 F. W . Farrar, The Early Days o f  Christianity, pp. 520-21.
9 在書信的結構上可有不同的剌分，以致有以下的類別：

二 重 的 ：一5至二2 7 ，二28至五5

三 重 的 ：一1至二 1 1 ，二 12至四6 ，四7至五21 

四 重 的 ：一5至二1 1 ，二 12-28，二29至三2 2 ，三23至五 17 

五 重 的 ：一5至二 1 1 ，二 12-27，二28至三24上 ，三24下至四2 1 ，五 1-21 

(比奥yam es Moffatt， An ihtroducti’on fo the Literature o f f/ie iVew Testam ent, p . 584.)
1 0 有一位作者有以下的大綱：①喜樂 的 生 命 ，②得勝 的 生 命 ，③防衞的 生命。 （引自 

Robert Lee, The Outlined Bible .)
11 「敵基督」 （antichrist) —詞在新約中只有約翰用過：約壹二1 8、2 2 ，四3 ; 約贰7 

節 。希 臘 文 的 前 綴 “a n ti”可 翻 譯 為 「反對」 （ag a in st) 或 「代替 」 （ instead o f ) 。 TTie 
ZoiKfcrvan Pfctor/a7历bie D icrio iia iy説 ： 「敵基督一詞可解作基督的敵人，或者那些僭奪 

基督的名和權柄的人。」 （p . 47)
12 Charles G. Ryrie, “ I ，I I ， in Jo h n,” The W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p . 1483.
1 3 這兩卷是聖經中最短的書卷，在希臘 原 文 中 ，約翰三書比約翰二書只少一行。

14 A. Plummer, The Epistles o f  St. John t p . 153.
1 5 讀圖表1.1。如果第十七及十八節是指彼得在彼得後書（例如三3 ) 所 講 的 事 情 ，猶 

大書便是在彼得書信之後寫成的。

16 “Antinomianism”是 從 “anti-nomos” （「反對律法」）一詞演變而來的，是代表一 

些反對誡命的規犯的淫蕩之靈。

17 J . H . K err, ihirodiiction to tAe iVew p . 308所 引 用 的 0

18 參D . Edmond H iebert, 77ie iVon-jRau/ine iSpisf/es，pp. 159-64對猶大書正典地位的討

論 。

19 Kenneth S. W uest, In These Last Days, p . 251.

20 讀Charles C. Ryrie， “ I ，I I , III Joh n，’’ The W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t p . 1489.
21 讀S. Maxwell Coder, Ju d e: T/ie Acte o f t/ie Apostates，pp. 36_43對這觀點的辯護。

22 —本非常值 得 推 薦的參考書是 S. Maxwell Coder, Ju d e: 77ie Acts o f tAe Apostates.



■ 四

离灞： 

碁罾的得勝

啟示錄是聖經的高潮，是世界歷史的完結篇。聖經的開首 

書卷創世記，記載了宇宙和人類的起源；而這卷結尾的書卷， 

則預示了將臨的永恆新天新地。在啟示錄中，創世記所記的人 

類墮落和隨之踵至的罪惡，將會在對付罪的神聖審判中得以圓 

滿 解 決 ，繼而進到永恆中。

假若研讀聖經時略去啟示錄，那麼這個研讀可説是殘缺不 

全 的 。

■ 敢 示 錄



第二十四章

啟示錄：耶穌基督的啟示

啟 示 錄 （Revelation或Apocalypse) 記錄了神向祂的其中一個僕人所啟 

示的戯劇性的異象。約翰説自己受命將聽見、看見的事記錄下來，是在 

「主日……被聖靈感動」 （一 1 0 )的 。這卷書是聖經最後的一卷書，其 

戯劇性的內容定能使研讀的人產生樂趣無窮和肅然起敬的感覺。

— ' 背 景
為了作好充足的準備，研讀啟示錄之前應先仔細考究它的背景資

料 。

A 作 者

作者曾經四次提到他的名字叫約翰（一 1 、4 、9 ，二二8 ) 。査考這 

些 經 文 ，留意約翰與其他人有何關係。無論內證和外證都強烈地顯示出 

這個約翰就是耶穌所愛的門徒，亦即約翰福音和三卷書信的作者。有趣 

的 是 ，約翰在福音書和三卷書信中從未提過自己的名字，啟示錄卻是例 

外 的 。這可能是因為預言的本質，是必須明確地顯示作者的真實身分。

B 寫作日期舆目的地

約 翰 大 概 在 主 後 九 十 六 年 撰 寫 這 卷 書 ，那時正值 羅 馬 多 米 田  

(Domi t i a n) 大帝政權的末期（主後八十一至九十六年> 。基於約翰的基 

督 徒 立 場 （啟一9 ) ，多米田將他放逐到拔摩海島上（見地圖24.A ) 。在 

這種艱苦的環境下，使徒約翰領受了從神而來的異象，並將之記錄在卷 

軸 之 內 。

在神的引導下，約翰將神默示的手稿寄往小亞細亞以西（即現今的

啟 示 錄 ：耶 穌 基 督 的 啟 示  465

啟示錁的地理 地圚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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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的七間敎會。請讀記在一章十一節的敎會名單，並觀察她們在 

地圖上的位置，如何影響她們在經文中的排列次序。在這個時期，小亞 

細亞還有其他敎會，例如歌羅西的敎會，保羅就曾寫歌羅西書給他們； 

但在神主權的計劃裏，只指定這七間敎會為這份原稿的接收人。然 而 ， 

這卷書更主要的預定對象，卻是每個世代、每 個 地 方 的 所 有 人 （二7 、 

1 1、1 7、2 9 ，三6 ' 1 3、2 2 > 。

C 歷史背景

研讀圖表24.1，概覽啟示錄的歷史背景。1請從圖表觀察下列各點：

1. 約翰的事工從耶路撒冷至小亞細亞（特別是以弗所城）的地域轉

變 。

2 .  啟示錄成書時，小亞細亞地方敎會的建立年期。

3 .  國家對基督敎的迫害日漸加劇。2

4 .  約翰的作品獨立於其他新約書卷約有十五至二十年，最後被基督 

敎會所接納，使聖經成為一部完整的著作。

D 書卷的名稱

啟示錄的英文名稱“Revelation” ，是來自這卷書的第一個字（一 

1 ) 。這個字的希臘文是 apoiaiypsis，意思是揭開或展露一些原先隱藏着 

的事物。細讀下列載有啟示（revelation) 和 顯 現 （reveal) 或與此意義相 

同的字詞之經文：羅八18 ;林前一7 ;加一 12 ; 帖後一7 ;彼前一7 、1 3， 

四 1 3 ，五 1 。

E 主 題

啟 示 錄 開 首 數 節 經 文 （一 1 - 3 )已展示了這卷書基本的雙重主題： 

①耶穌基督位格的啟示；②給基督徒指引的啟示。3翻閲本書卷時，你 

會發現以下的主題不停重複出現：

(― )耶 穌 基 督 位 格 的 啟 示

1.  關於祂自己的。基督是審判者、救贖者和得勝的君王。啟示錄是 

整本聖經所蘊含以基督為中心主旨的高潮所在。參看圖表8.2。

2 .  從祂及藉祂的。這是透過祂的話語（例如一2 ，二 1至三2 2 ) 和祂 

的 工 作 （例如五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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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給基督徒指引的啟示

1 .  預 言 。這卷書大部分的內容都是預言那些將發生在約翰所處年代 

之後 的 事 ，特別是那些指向末世的事情，而在那個預言部分，大多描述 

神對罪的審判。最後的數章，記述了基督在作王一千年（二〇1-6)和新 

天 新 地 （二一至二二章）中 ，袖榮耀的勝利達到了巔峯。

2 .  歷史的遠景。啟示錄展示了神眼中的末世歷史，還描述到祂向個 

人和列國所施行的公義審判。世界的歷史正掌握在神手裏，將由耶穌基 

督 帶 到 高 峯 （讀一一1 5 ) 。

3 .  敎義上的指導。假如聖經僅僅只有啟示錄一卷書，我們仍然有足 

夠的亮光去理解真理的重要部分—— 例 如 人 、罪 、天 使 、撒 但 、審 判 、 

救 恩 、敎 會 、敬 拜 、天 堂 、地獄及三位一體。

4 .  屬靈上的應用。啟示錄有另一個非常特出的主題，就是勸勉。例 

子可見於一章三節，請 留 意 「唸」 、 「聽 」 、 「遵守」這三個字詞。

F 目 的

儘管啟示錄對不信者發出毫不含糊的警誡信息，但這卷書的受信人 

卻 是 信 徒 （神 的 「眾僕人」 ，一1) » 這 卷 書 是 「寫給一個動蕩不安的世 

代的……在 那 兒 ，黑暗的勢力日深，所有人惶惶不可終日，而可怕的力 

量 、不敬虔及邪惡，湧現在歷史的舞台上。」4

這卷書鼓勵基督徒在迫害的張力之下，務要堅忍到底，盼望那公義 

的 審 判 ，深信耶穌基督在寶座上必然獲得最後的勝利，成為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在約翰的時代，信徒在多米田大帝的殘暴統治之下，飽受牢 

獄及喪命之苦；可 是 ，啟示錄的信息卻為他們帶來令人安慰的蔭庇，也 

為其後歷世歷代那些受盡迫害的信徒，帶來無限的安慰。

此 外 ，啟示錄警誡信徒慎勿墮進離敎背道的困境中，而且必須忠心 

於 主 基 督 。在書信的第二、三 章 裏 ，作者特別強調這些勸誡和呼顳。

啟示錄的目的，並非要去詳細地預言末世的境況，也非縷述歷史發 

展 的 進 程 ；卻詳盡記錄了以下事項的資料：①描述一些關鍵性事件（例 

如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二 0.1 1 - 1 5 ) ;②刻畫世界歷史的轉變與趨勢； 

(D .敎導在神主權計劃之下的屬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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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啟示文學

啟示錄有預言的特徵和啟示文學的形式。5以下是啟示文學的一些主 

要 特 色 ：6

1•主要涉及末世的事（eschatological [escharos ] ，即末期> ;

2 .  於受迫害期間寫成；

3 .  充 滿 異 象 ；

4. 一般以比喻為主，當中充滿象徵。

H 啟示錄的象徵手法

如 上 所 述 ，啟示錄有大量的象徵，例如數目、顔 色 、動 物 、石 頭 、 

人 物 、組 織 、地方及行動。這卷書出現過三種象徵：①在經文中已作出 

解 釋 的 （例如一20) 根據舊約的用法來解釋的；③與聖經並無明顯

關聯的象徵。 （請參看進階習作>

I 解經的學派

對啟示錄的解釋，基本上有四個不同的學派，詳見圖表24.2。觀察圖 

表中各學派對啟示錄二十二章經文所持的觀點，這是了解各學派之主要 

差異的最佳途徑。注意以下對不同觀點之描述：

1.  象徵學派認為啟示錄只是敎導屬靈真理的一連串圖畫，它並無預 

言任何具體的歷史事件。不 過 ，這個一成不變的觀點，顯然並不符合這 

卷書首章和末章內容。

2 .  實現學派認為啟示錄中的一切，已於第一世紀全部實現了，而這 

卷書的最後兩章記述了關於永恆終局的敎導。這種主張深受象徵學派的 

錯謬觀念所影響。

3 .  歷史學派認為啟示錄的預言，是可應用於自基督時代以來的各個 

世 紀 中 。全書只有第十九至二十二章預示到基督再來之後的事情。這種 

主張的擁護者對於這卷書第四至十八章所預言的歷史事件，有極大的分 

歧 。在圖表24.2中 ，展示了一些象徵性的解釋（例如第十章那大力的天使 

是宗敎改革運動> 。

4 .  在 四 個學派中，將來學派主張啟示錄大部分的內容（四至二二 

章）是末世的預言。

5 .  將來學派可分為兩類：①第一類人堅稱第二至三章的七敎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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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士每拿 別迦摩 推雅推喇 撒 狄 - 穸 會

一〇 一二章以後是指 
關鍵章 敎會內在情況•

而不是指時代性的

最後事件 
一九至二二 

碗 恆

表直到被提的敎會歷史時間（如圖表24.2所示） ；②第二類人則認為第二 

至三章並不是預言，只是對約翰時期的敎會之描述，而第四章才是預言 

部分的開端。而 且 ，他們認為那七封書信描述了地方敎會在各個時期至 

末世的境況。

解釋啟示錄的四大學派

(一至二二章）

麵 信 息 :

「善」得到最後勝利）

圖表24.2

= > 對後世只有敎導的價值

大天使 
改教運動

二一至二二永 
將來的結局

教皇制度 
被廢除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康 士 坦 丁  __________  __________ _

[¥¥|| § § I 画 | 主再來)

j 千禧年観

二十章一至六節是有關千禧年的經文，它衍生了三種不同的看法。 

以下是末世論各學派所持的主要信條：

(一）  前 千 樓 年 派 （Premillennialism)

基督會在千禧年之前（故此字的前綴是 p r e) 再次降臨地上，與眾聖 

徒一起管治世界一千年（實際數字） 。在這段時期，撒但的活動與能力 

均被捆綁着。

(二）  後 千 禧 年 派 （Postmillennialism)

基督會在千禧年完結之時或之後（post) 再 來 。這個千僖年是神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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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到世上時一段充滿福樂、繁 榮 和 美 善 的 時 期 （未必一定是實際一千 

年 ） 。根據這種觀念來看，我們現在已身處在千禧年當中了。相對來 

説 ，今天已少有人擁護這個學派了，理由非常簡單，就是撒但的勢力和 

活動明顯在今天仍然滲透着整個世界。

(三 ） 無 千 禧 年 派 （A m i l l e n n i a l )

基 督 並 沒 有 （字的前綴是a ) 實際在地上掌權一千年。普遍來説，他 

們認為千禧年是一個屬靈的國度，即基督和眾聖徒現今在天上作王。 

圖表24.3展示了各個千禧年學派對整卷啟示錄所持的不同見解。

啟示錄的千禧年觀 圖表24.3

啟示錄 _ 至 三章 四 至 一 八 章 — 九 至 二 二 章

前千禧年
第一世紀的敎會 

(可能代表歷史的階段）

大致上與將來 

學派相同

-按字面解，基督再來 

建立一個千禧年國度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新天新地

後千禧年 第一世紀的敎會
大致上與歷史 

學派相同

-基督再來 

-最後審判 

-新天新地

無千禧年 第一世紀的敎會
象徵、賁現 

或歷史學派

-基督再來 

-最後審判 

-新天新地

我們在這處要留意，啟示錄中有關千禧年的經文（二 0 1 - 6 ) 只是啟 

示錄的冰山一角，因為這卷書並非旨在詳盡描述敎會或以色列在末世時 

的 情況。

K 舆其他經卷的関係

啟示錄是其他聖經經卷的高潮和總結。創世記是聖經的開始（「起 

初 」 ，創一 1 ) = 啟示錄則是聖經的完結（「直到永永遠遠」 ，啟二二 

5 ) 。而 且 ，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三節還大膽地宣稱耶穌是所有歷史的中 

心 ，因 祂 説 ：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我 是 初 ，我 是 終 。」



4 7 2 新 約 精 覽

( _ ) 與舊 約 的 關 係

縱然啟示錄並沒有直接引用舊約的比喻和預言，但比喻及預言卻滿 

布 全 書 。在這卷書四百零四節經文中，有二百六十五節包含了舊約大約 

五百五十個出處。下列的圖表，列出了數個引用舊約的例子，請同時參 

閲有關的經文。

啟示錄所引用舊約的經文

舊 約 啟 示 錄 舊 約 啟 示 錄

耶五一章 一 八 章 （巴比倫） 但七 13 ;亞一二1 0 、12 - 7

但七至八章 —= 章 （一期[) 但七9 、1 3 ，一 0 5 - 1 4

但一〇6 ; 結一24 - 1 5
亞四章 草 （做俱樹興炫量 J

賽一一4 ，四九2 - 1 6

但一二7 一二14 (時間）
賽四四6 ，四八12 - 1 7

出一九6 - 6 賽三八10 - 1 8

(二 ）  與 新 約 在 整 體 上 的 關 係

重溫圖表8.2，它顯示了二者的一些關聯。請仔細思考啟示錄如何成 

為其他新約書卷的重要補充。

(三 ）  與 橄 欖 山 講 論 的 關 係 （太二四1至二五4 6 ; 可一三1-37;

路二一5-36)

現在是重讀耶穌這段有關預言的講論的時候了，那涉及末世和祂的 

再 來 。研讀啟示錄時，請緊記那些預言。有些解經家指出橄欖山講論是 

理解啟示錄的預言次序之鑰匙。7

(四 ）  與 約 翰 其 他 作 品 的 關 係

約翰有幸在三卷不同種類的經卷中撰寫生命的福音。它們可作這樣 

的 比 較 ：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傳記） ：

基督徒永恆的生命 

三 卷 書 信 （信件） ：

今日基督徒生活中的神聖生命

啟 示 錄 ：耶 穌 基 督 的 啟 示  47 3

啟 示 錄 （異象） ：

現在直到永遠的得勝生命

約翰在本章末寫下那幾句神默示的句語充滿着得勝的調子，誠非偶 

然 ： 「『是 了 ，我 （耶穌）必 快 來 ！』阿 們 ！主 耶 穌 啊 ，我 願 祢 來 ！願 

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 們 ！」 （二二20-21)

二 、綜 覽
A 第一次讀

概覽啟示錄全書一次，別逐字細讀，只須粗略地看一下全書的內容 

大 要 。把你對這卷書的第一個印象記錄下來，例如這卷書有多少行動？ 

有多少描述？

觀察一卷書的整體情節變化的其中一個有效方法，便是留意每個段 

落開首的數句。按這方法閲讀啟示錄，看看這卷書的主要內容是甚麼。

B 進階閲讀

1 .  重讀這卷書一次，以確定每一章的主題，並把每章的章題記下。

2 .  按內容將各章分組。哪幾章是屬於下列的組別的：給敎會的信； 

七印的審判；號 筒 ；碗 ？請將這些記錄下來。

3 .  歌 ：在你的聖經中，於啟示錄的歌旁邊作記號。8大致上這些歌的 

主題是甚麼？

4 .  時 間 ： 「此 後 ，我觀看」和 「我又看見」等句子經常出現，顯示 

書中有一個井然的次序。你發現到其他例子嗎？

5 .  基 督 ：基督以不同的身分出現，譬如一隻羔羊。滕 慕 理 （Merrill 

T e n n e y ) 的大綱將基督在這卷書中的整體事工羅列了出來。9

啟示錄中的基督

一 1 - 9 四1 -七 1 二一9 二二 6

基 基 活 基 拯 基 戰 K羔 基

督 督 着 督 救 督 士 g羊 督

的 在 的 在 者 在 的

曉

諭

宇 爭

戰 j终局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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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神 ：啟示錄讓我們更深認識神。 「全能神」 （或 作 「全能者」 、 

「主神—— 全能者」 、 「神全能者」）這個名字曾出現過八次，請讀以

下 的 經 文 ：一8 ，四8 ，----1 7 ，一五3 ，一六7 、1 4，一九1 5，二一2 2 。

7 .  書中其他的要旨包括：天 使 （在經文中出現了七十六次> 、爭 

戰 、罪 、撒 但 、獸 、寶 座 、數 目 「七 」 、敎 會 、聖 殿 、國度和地理名 

稱 。你還發現到其他主題嗎？

8 .  在綜覽過程中，你有否發現某些短句經常出現於經文中？試將你

的觀察所得，與下列句子比較： 「我被聖靈感動」 （一 1 0 ，四2 ，一七 

3 ，二一 10> ; 「我又看見」 （出現超過四十次> ; 「閃電……雷森」

(四5 , 八5 , --- 19, 一六 18> ; 「成了」 （一六 1 7 ,二一6) ; 「有福

了」 （或 作 「有福的」 ；一3 ，一四1 3 ，一六1 5 ，一九9 ，二 〇 6，二二 

7 、 14> 。

9 .  按之前的研習所得，你會如何比較啟示錄這三個分部：第一至五 

章 、第六至二十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章？這是綜覽研究的重要練習。

c 綜覽 B 表

若要明確地表達一卷書的內容結構，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 

用 圖 表 。這對於有那麼繁複部分、進展和複雜關係的啟示錄來説，真是 

尤為合適。綜覽圖表其中的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同時觀看到該書卷的各 

個 部 分 ，還可即時作出比較。

細心研讀圖表24.4。觀察下列各點，並與你自己綜覽所得的作個比

較 。

1. 啟示錄可分作哪三個主要部分？為何在第六章劃了一個主要的分 

界 線 ？為何在第二十一章又作出劃分？另 外 ，留心大綱將本書劃分作兩 

個 部 分 ： 「現在的事」和 「將來必成的事」 。這兩個短詞出自一章十九 

節 ，帶出了明確清晰的時間範圍：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 

事 ，並 將 來 必 成 的 事 ，都 寫 出 來 。」為何這個大綱的劃分點會在第四 

章 ？在約翰的時代，啟示錄有多少尚待實現的歷史？試比較一章一節。

2 .  直至第六章，審判才出現。那 麼 ，第一至五章是如何將審判這主 

題引介出來的？

3 .  為了清晰的緣故，圖表中有關審判的三個部分比較起其他部分來 

看 ，有着更寬闊的空間。這 三 樣 東 西 （印一號一碗）是將審判部分結合

啟 示 錄 ：耶 穌 基 督 的 啟 示  475

麻 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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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來 的 要 素 （第六至二十章） 。

4. 一 連 串 的 審 判 （印 、號 、碗）是如何聯繫起來的？例如觀察第七 

印 （八一）構成一連串的號，而 第 七 號 ~ 1 5 ) 則構成一連串的碗。 

究竟有沒有第七碗？ （參看第十六章）

5 .  留意印和號之間、號和碗之間是分隔開來的。究竟每個間隙包括 

多 少 章 ？ （參看圖表24.5)

啟示錄十章一節至十五章四節的上下文 圖表24.5

6 .  觀察圖表24.4的 進 程 ：部分審判—— 嚴厲審判—— 毀滅及最後審

判 。

7 .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第二十章）是人類最終的審判。自此以後， 

啟示錄再沒有提及任何進一步的審判了。

8 .  試從圖表中觀察詩歌如何剛好出現在審判的時期或事件之前。

9 .  按數量而言，啟示錄大部分涉及審判和衝突。這反映了啟示錄其 

中一個目的是關於甚麼的？

10. 第二十一及二十二章如何有別於第六至二十章的整體內容？

11. 順次序列出那些出現在啟示錄的時期，包括基督再臨地上這事 

件 。試將你所列的，與下列的作個比較：

(a > 第 一 世 紀 及 以 後 的 敎 會 一 至 五 章  

(b ) 末世的審判 六至二〇章

啟 示 錄 ：耶 穌 基 督 的 啟 示  4 7 7

(C ) 基督再臨地上 一九章

(d )  千禧年 二〇1-6

(e )  新天新地 二一至二二章

12.請繼續綜覽本書卷，直到你相信自己已能掌握到它的結構、主題 

及 重 點 ，並且能了解神為何把它列入聖經正典之中為止。

三 、要 旨
A 基 督 、神及羔羊的異象（一 至 五 章 ）

約翰在這卷書開首幾章的引論中，已經宣吿過他看到的三個主要異 

象 。請利用下列的大綱，細讀各段經文：

基 督 的 異 象 （基督顯現） 一 9-20

人子耶穌基督

1.祂差派我們 9-11 節

2.祂與我們同在 12-16 節

3.祂安慰和啟示我們 17-20 節

神 的 異 象 （神顯現） 四 1-11

配得稱頌的神

1.祂的寶座 1-6節上

2.祂的屬性 6下-8節

3.祂的作為 9-11 節

羔羊的異象 五 1-14

配得稱頌的羔羊

1.充滿能力 1-5節

2.以寶血救贖 6-10節

3.配受一切頌讚 11-14 節

B 給七教會的書信（二 1至 三 22>

由於這兩章的內容條理分明，所以這是啟示錄最為人所熟悉的部 

分 。這部分以敍述為主，沒有太多艱澀難明的象徵和預言。對於讀者來 

説 ，它彷彿是一面鏡子，透過經文向讀者反照出自己及其地方敎會的境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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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一 1.以弗所

2. 士每拿

3 .  別迦摩 

_  4 .推雅推 _  L  5 .撒狄

6.非拉鐵非 

一  7 .老底嘉

1.聖哉 四8
2.創造 四11
3.拯救 五9 、10
4.七叠頌讚 五12
5.四叠頌讚 五13

漸進：

四-二十四-二十八•千千萬萬-一切所有

基督顯現

基督在其中 

敎會在地上

神顯現

神在賨座上 

羔羊在寶座上

對於啟示錄七封書信（二 1至三2 2 ) 的寫作目的，人們有四種不同的 

揣 測 （參圖表2 4 . 6 ) :

(一 ）  歷史的

把約翰時代的地方敎會作為例子（好或壞的） 。

(二）  代表的

不同類型的地方敎會，亦代表着以後各個世代中同類的地方敎會。

(三 ）  復興的

正如預測所示，某些敎會會在末世復興起來。

(四 ）  將來的

每一間地方敎會象徵着普世基督敎會在某個基督敎時期至末日的屬 

靈 狀 況 。七敎會在聖經中出現的次序，剛好順序地符合了敎會歷史的時 

期 。圖表24.6列出了小亞細亞的七敎會。 （另參地圖24.A )

啟示鐮一至五章：倌息與特歌 圖表24.6

信息 詩歌

好
壤
參
半

徹
底
毀
滅
的
瞀
吿

沒
有
資
格
讚
美

啟 示 錄 ：耶 穌 基 督 的 啟 示  47 9

1.雹與火 -三分一地

2.火山 -三分一海

3.火星 -三分一水
4.月蝕 -三分一光

禍 哉 !!禍 哉 ！禍 哉 ！

5.蝗 蟲 ^ -黑暗

-痛苦

6.馬軍 •三分一人

影 響 ：不 悔 改 九 20

號

1. 白馬—— 征服

2. 紅馬—— 血

3. 黑馬----嫌荒

4. 灰馬一 - 死亡

5. 祭壇下的聖徒—— 殉道者

6. 地震—— 誰能站立得住？

影 響 ：恐懼

部分審判 更嚴厲的審判

聖徒受到部分的影響
受印聖徒免受 

將來的災害
對非信徒

C 印 的 審 判 （六 1至七17>

在三個連串的審判（印 、號 、碗 ）中 ，印的審判是最輕微的。在這 

段 時 期 ，只開啟了六印，而遲些當號的審判快將宣吿時（八 1 ) ，第七印 

始被打開。 （參圖表24.7)六印之中，首四印合成一組，而第五、六印則 

合成另一組。

D 號 的 審 判 （八1至九21>

號的審判較印的審判更為嚴厲，更具破壞性。號的審判對人帶來的 

屬 靈 衝 擊 是 「不悔改」 （九2 0 ) ，而印的審判卻令人恐懼戰兢。六個號 

的審判中的首四號，都是與火有關的（見圖表24 . 7 )。直到啟示錄 H 章 

十 五 節 ，天使才吹起第七號，這先於碗之連串最後的審判。

敎示錄六至九章：印與號 圖表 24.7

天
使
及
聖
徒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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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碗的審 判 （一五1至一六21)

在 第 五 號 （八 1 3 ) 響 起 以 先 ，七碗向全地的民宣吿了三災中那最終 

及 最駭人的審判。當最後一碗倒出時，天上發出簡短卻得勝的宣吿： 

「成 了 ！」 （一六17>

七碗的審判已詳列於圖表24.8中 ，當你讀經時，可參閲此圖表。觀察 

這些審判為地上人類的心靈帶來甚麼屬靈上的衝擊—— 人咒罵神。

參閲圖表24.8，留意第十七、十八章仔細描述了碗的審判。

F 最後的審判（一九1至二〇15)

這兩章總結了啟示錄的審判部分（六至二〇章） 。按內容來説，這 

兩章可分為下表這五個部分。

啟示錄一九 1 至二〇 1 5

一九1 一九11 二〇1 二〇7 二〇11 二〇15

-詩歌 -基督再臨地上
千禧年

-撒但的敗落 白色大寶座 

的審判
-羔羊的婚筵 -哈米吉多頓大戰 -爭 戰 ：歌革、瑪各

在圖表24.9這個前千禧年的時間表中，展示了兩場大戰和白色大寶座 

的 審 判 。究竟於兩場大戰之間發生了甚麼事情？

聖經中最後一句有關審判的話是甚麼？ （二 015)

世界最後兩場大戦 圖表24.9

天上

被提 顯現

U
白色大寶眉g的審判

地上 大災難 千禧年

三年半 1 三年半

(虛線是指災中被提)
( 5 ^ #  多 革 及 瑪 各



4 8 2  新 約 精 觉

G 基督的再來

約翰寫啟示錄時，記錄了基督清楚指明自己會再臨地上的話語，其 

中 包 括 ： 「總 要 持 守 ，直等到我來」 （二25) ; 「我必快來」 （三 

11) ; 「是 了 ，我必快來」 （二二2 0 ，在二二5的異象之後） 。

啟示錄的某些經文顯示當某些記錄下來的異象實現了之後，基督便 

會再臨地上。擧 例 説 ，在第十九章中， 「誠信真實」 （11節）的基督將 

會與地上的君王爭戰（19節 ） 。

前千禧年派人士認為基督再來是有兩個階段的，詳見圖表24.9。111最 

先 是 被 提 ：基督會在地面之上的「空中」 （大氣層）去 「提」那些睡了 

和活着還存留的聖徒（帖前四14 - 1 7 )。第 二 個 階 段 （有時稱作顯現）就 

是祂與那些已經被提的聖徒，在大災難的末期一同攻破撒但的營壘，並 

且開始祂的千禧年國度。在 這 裏 ，一般人常發出這樣的問題：這兩個基 

督再來的階段可在啟示錄中找到嗎？若果可以的話，在 哪 裏 ？

儘管基督再來的真理是啟示錄的一個重要敎導，有關這個題目的一 

些 細 節 ，諸 如 被 提 ，卻 顯 然 未 有 所 載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華活特  

(W a l v o o r d ) 寫 道 ：

被提的敎義並非是啟示錄一書預言之其中一部分，它跟這卷書整體上主要並

非在於带出神對敎會的計劃這個事實是一致的。反而，它的主要目的是描繪

那些引發主再來的髙峯的事件及最終引進的預言國度和永恆的王國。11

大多數的前千禧年派人士均認為被提的信息是記在四章一節或三章 

二十二節至四章一節之間。基督再臨地上的信息則清晰地記在十九章 

~\---至 二 ---節 中 。

H 千 禧 年 （二〇1-6>

這是一段清楚明白地提到千禧年（即 「一千年」）的新約經文。聖 

經對千禧年的描述，大多出現在舊約中。據以下這些預言，千禧年將會

是 怎 樣 的 ：詩七 二 篇 ；賽二2-4，九6-7，----4- 9，三 0 1 5 - 3 3，三 五 章 ，

四 四 章 ，四 九 章 ，六五17至六六14 ;耶二三5-6 ?

千禧年國度是神藉舊約先知宣吿的應許（參 結二〇 34-38>，基本上 

是指神於末日要在地上復興以色列國。一千年過後，千禧年國度亦會完 

結 ，隨之而來的是新天新地（二一1及其後經節） 。 <參圖表24.10)

究竟圖表24.10如何顯示千禧年是猶太信徒及非猶太信徒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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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 聚合

餘民

I 新天 新 地 （二一 1至 二 二 21 >

聖經以神創造天地的故事開始，接着是人犯罪及招致神的呪詛（創 

一至三章） 。聖經以新天新地的出現為結束，接着描述眾聖徒的永恆家 

鄉 ，在那裏再沒有罪惡與呪詛（啟二一至二二章） 。

啟示錄的最後部分是全卷書裏最光芒耀目之處，每一個信徒閲讀至 

這 處 ，必然彷彿從有關審判的數章中（六至二〇章）那又長又黑的墓穴 

裏釋放出來，進到約翰在最後異象所見的清新屬天空氣裏。這個榮耀無 

比的信息，是神給信徒們記下來最後的話語。

沒有任何地上的語言能夠全然刻畫出天堂的榮美。約翰在異象中看 

到的城—— 新耶路撒冷—— 亦只不過是天堂的一瞥罷了。研讀這卷書 

時 ，請參考以下的大綱：

新耶路撒冷 二一 1 至二

1.她在新宇宙中出3!見 二 一  1-5

2.她的居民 二一6-8

3.她的描述 二一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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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結構 二 一  9-14

(b ) 尺寸 二一 15-17

(C ) 裝飾 二一 18-21

4.被排除在外之物 二一 22-27

5.她的生活 二二 1-5

約翰在啟示錄的最後部分（二二6-21)寫了些甚麼？他有提及天堂

嗎 ？

試比較第二十節及二十一節。它們怎樣總結聖經？

四 、 主題與鑰字鑰節
你在研讀啟示錄時，有否觀察到甚麼鑰字鑰節？試將之與圖表24.4所 

列的作個比較。

請用你自己的文字寫出啟示錄的主題。

五 、 應 用
對信徒或非信徒來説，都可以從啟示錄取得不同的應用，而以下只 

是部分範圍而已。若在綜覽時有任何發現，也可將之加進去。

1. 基督徒為信仰忍受逼迫。

2 .  敎會的生活與操守。

3 .  罪與審判。

4 .  基督徒的見證。

5 .  撒但及其黨羽是信徒的敵人。

6 .  今日世界的地位和終局。

7 .  基督的拯救和審判事工。

8 .  屬天的盼望。

六 、 溫習題
1 .  回顧這卷書的作者、寫作日期及目的地。

2 .  試描述約翰寫作啟示錄時，基督敎會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境況。

3 .  用你自己的文字寫出啟示錄的主題，並列出它的重要內容。

4 .  對於那些身處第一世紀末的基督徒來説，啟示錄在哪些方面適切 

到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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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你認為啟示錄原來的對象能夠完全理解本書的所有內容嗎？你認 

為約翰自己可以嗎？若根據現今的歷史和時事來看，這卷書在今天是否 

更容易被理解？試解釋之。

6 .  作為一卷啟示文學，啟示錄有何主要的特徵？

7 .  啟示錄對於聖經的正典，有何顯著的貢獻？

8 .  啟示錄可劃作哪三個分部？

9 .  啟示錄一書有多少篇幅是涉及審判的？

10. 試逐章找出下列各詞在哪裏出現：給七敎會的信、印 、號 、碗 。

11. 千禧年在這卷書哪裏出現？

12. 世界上最終的兩場戰爭是甚麼？

13. 列出啟示錄的一些鎗字。

14. 試列出及描述那些詮釋啟示錄的不同學派。哪一派認為啟示錄的 

大部分預言均實現於未來？

15. 試比較前千禧年派、後千禧年派及無千禧年派的千禧年觀。

七 、進階習作
由於啟示錄所涵蓋的範圍極之廣泛，因此綜覽時會察覺到有很多題 

目是可以作進一步研究的。以下是一些例子：

1.  聖經對神為審判者有何敎導

2 .  永遠的審判

3 .  比較以西結書和啟示錄

4 .  在末後日子的以色列國

5 .  邪靈的世界

6 .  敵基督

7 .  啟示錄中的被提

8 .  啟示錄中的敎會

9 .  千禧年

10. 天堂

11. 啟 示 錄 中 的 象 徵 （有關這個重要的題目，可參考以下的書籍：J . 

P . L a n g e, Revelation , p p . 14-41; Merrill C . T e n n e y , Interpreting Revelation , 
p p . 186-93; J o h n  F . W a l v o o r d , The Revelation o f  Jesus C hrist, p p .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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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 綱
啟 示 錄 ：耶穌基督的啟示 

引言

異 象 、信息和詩歌

約翰那關於基督的異象 

給七敎會的信 

神及羔羊的異象

審判

印的審判 

號的審判

小 書 卷 、兩個見證人及第七號 

婦 人 、龍及兩個獸 

碗的審判 

巴比倫傾倒 

最後的審判

榮耀

眾聖徒永恆的家鄉 

「我必快來 J

—  1-8 

—9至五14 

一 9-20 

二 1至三22 

四 1至五14 

六 1至二〇15 

六 1至七17 

八 1至九21

— 〇1至----19

一二 1至一四20 

一五 1至一六21 

— -b l  至一八 24 

一九 1至二〇15

二一 1 至二二 20 

二一1 至二二 5

二二 6-20

祝福 二二 21

注釋

1 在 啟 示 錄 寫 成 的 期 間 ' 關 於 猶 太 敎 與 基 督 敎 在 羅 馬 帝 國 的 地 位 的 討 論 資 料 ，可 參  

Merrill C. Tenney, Interpreting Revelation , pp. 20-27.
2 當 約 翰 寫 啟 示 錄 時 ，基 督 徒 所 受 的 迫 害 相 當 嚴 厲 ，這 令 到 啟 示 錄 中 的 預 言 信 息 更 貼

切 。

3 在 一 章 一 節 的 希 臘 文 中 ， 「耶 穌 基 督 」 的 屬 格 （genitive)可 以 是 被 動 的 屬 格 （例  

如 ：耶 穌 是 被 啟 示 的 ） ，或 是 主 動 的 屬 格 （例 如 ：耶 穌 是 啟 示 的 那 一 位 ） 。經 文 可 能 包 含 二  

者 的 意 思 ，即 是 M於 基 督 的 啟 示 及 來 自 基 督 的 啟 示 。

4 Wilbur M. Smith, **Revelation,** in The W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p. 1492.
5 聖 經 中 的 其 他 啟 示 文 學 包 括 有 但 以 理 害 、以 西 結 書 及 撒 迦 利 亞 書 。因 為 啟 示 錄 中 的  

啟 示 形 式 與 其 他 新 約 書 卷 的 截 然 不 同 ，所 以 令 到 東 方 敎 會 延 遲 將 這 書 卷 列 入 正 典 之 內 ，而 西  

方 敎 會 則 一 早 就 接 納 啟 示 錄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

6 在 很 多 方 面 ，啟 示 錄 與 非 正 典 的 啟 示 文 學 都 有 分 別 ，例 如 ：整 體 的 樂 觀 主 義 、道 德  

上 的 堅 持 ，以 及 作 者 身 分 的 確 定 。

7 參 Wilbur M. Smith, A Tireasu/y BooAk /br 机 We Study，pp. 235-42，對 這 兩 部 分 經 文  

有 更 廣 泛 的 比 較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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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美國標準譯本聖經將這些詩歌以縮排和大楷的形式排列（例 ：四 1 1 ) 。

9 Merrill C . Tenney, Inre/prering^ eveyatibn，p . 33.這個大綱在以後進深的綜覽研究中 

便 可 得 到 。

1 0 圖表24.9展 示 了 災 中 被 提 的 觀 點 （虛線） 。此 外 ，災後被提的觀點將被提放在大災 

難 之 後 ，基督亦随即降臨地上。

11 John F. W alvoord， TTje o/yestw Gftr/s f，p . 103. Walvoord對 「主再來 J 的參

考資料 是基督 再 臨 地 上 （一九 1U21> ，這是啟示錄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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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鋒2

保羅生平年表
(顯示保羅與提縻太及提多的接觸)

事 件 經 文 曰期

1.出生 約於基督降生時期

2■悔改 徒九1-19上 主後33

3.第一次傳道旅程 徒一三1至一四28 47-48

提摩太在特庇悔改，

大概是在他的青年後期

約在他旅程的後期，在安提阿 

寫成加拉太書

4.耶路撒冷會議 徒一五1-35 ;加二1 49

|提多陪伴保羅 |

5.第二次傳道旅程 徒一五36至一八22 49-52

|提摩太與保羅同工 

包括第一次旅程所到過的 

帖撒羅尼迦，他在哥林多寫成 

帖撒羅尼迦前、後鲁

|

6.第三次傳道旅程 徒一八23至二一17 52-56

與提摩太一起在以弗所 

共有三年時間

探訪馬其頓最少兩次(比較 

徒二〇1-3 ;林後二12-13)

|提多牧養哥林多 

在此旅程寫成哥林多前、後書

| 林後七6 、1 3、14 • 

八6 、1 6 ' 23

7.在耶路撒冷被捕 徒二一18至二三30 56

8.面見腓力斯及非斯都大人 徒二三31至二五12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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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面見亞基帕王 徒二五13至二六32 58

10.去到羅馬，並且被監禁•在獄中寫 
了：歌羅西書、以弗所書、緋利門軎 
及腓立比軎

徒二七1至二八31 58-61

*11.得釋放 比較門22節 ；腓一25 62

12.獲釋後旅程

最後到達小亞細亞

|在以弗所離開提摩太 < 提前-3)|

62-66

往馬其頓 62

|寫信给提摩太 | 

可能返回以弗所再到革哩底

|在革哩底離開提多(多一 5> | 

往哥林多 66

|寫信给提多 i 

其他旅程1

13.羅馬大火；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加劇 64

14.第二次被捕(在特羅亞？） 比較提後一 16-17， 
四 6-18

66 或 67

15.在羅馬第二次入獄

|寫第二封信給提摩太 丨

67

16.死亡
被尼祿處決

67

1.保羅曾在期間（開始或終結）到訪西班牙。至於他在第二次入獄前的旅程及情況* 

就只有簡略的資料。參D. Edmond Hiebert, An /nfroc/ucf/o/i to f/ie Pau//ne Ep/sf/es * 
頁322-23所提供的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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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舊 約 精 覽 》 詹通著

本書採用一章介紹一卷書，先扼要地分析每卷書的時 

代背景，再討論它的獨特主題，然後簡潆地列出它的 

主要內容，以及書與書之間的關係，讓讀者有系統地 

綜覽整部舊約聖經。另書中更附有一百五十多個圖表 

及二十五個地圖，清楚而扼要地把人物、時 間 、地 

方 、主題等串連起來，使讀者一目了然，容易明白其 

中的複雜關係。

《新約綜覽》 滕慕理著
這是一本材料充實的新約概論。第一部分介紹新約時 

代的文化、政治 、經濟、社 會 、宗教、猶太人生活等 

背景。第二部分按着新約歷史的發展過程，討論每卷 

書的內容、寫作的前因後果和新約其他事件的關係。 

第三部分扼要介紹新約的正典、抄本和譯本。

《新約涉獵》 雷建華編譯
「新約涉獵」課程源於北美流行的"Walk T h r u  the N e w  

Testament a n d the 400 Silent Years" ，創辦人是布魯■ 

斯•威爾金森（Bruce Wilkinson) 。十多年前，他開 

始用這活潑方法教授聖經。經過多年的經驗及改進，

這課程受到廣泛的歡迎，而且果效顯著。現 今 ，在北 

美曾接受此課程訓練的老師已有百多位，而中文版 

《新約涉獵》的編譯者正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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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獨聖經》 唐佑之著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 責 、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 

行各樣的善事。」「唯獨聖經」原是十六世紀宗教改 

革的一個口號，也是歷代聖徒奉為純正的信仰。聖經 

是神的默示，指引信徒如何活在神的旨意中。聖經是 

怎樣寫成的？怎樣將六十六卷列為正典？聖經會否有 

錯謬之處呢？我們應持甚麼態度閲讀聖經？作者將在 

本書中一一為你解釋，深盼真理的靈引導你，使你的 

生命得以長進。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注釋》 張永信著

若教會內有人結黨，該怎麼辦？會友中有人犯姦淫， 

應如何執行紀律？信徒應否吃祭過偶像之食物？信徒 

應如何看離婚與再婚？婦女可否在教會中作領袖?聖 

餐有何意義？如何適當地運用恩賜去服事教會？死人 

將如何復活？復活又有何意義？上述的問題，不單是 

昔日哥林多教會所要面對的，也是今日教會不容忽視 

的 。昔日保羅以情真意切的態度，逐一予以教誨。然 

而 ，要正確地運用保羅教導的原則，就必須先探索哥 

林多教會所處的文化背景、保羅書信的特色，以及其 

修辭的運用。

《啟示錄注釋》 張永信著

啟示錄是聖經中一卷較難明白的書，因為全書是用很 

多表象性語言寫成，這些表象所代表的事實和屬靈意 

義 ，並不容易掌握，故此成為歷代教會最富爭論性的 

經卷。張牧師經多年的研究和講學，掌握了整卷啟示 

錄的信息重點，著述成書，有系統地閛釋啟示錄的內 

容 ，並以逐節的形式來剖開此書卷的涵義，令讀者能 

更多了解關於這末世時代神要向我們宣講的信息。

《腓立比書講義》 楊濬哲著

縱使身陷牢獄，•仍滿懷喜樂與平安—— 這正是保羅在 

腓立比書裏的靈性寫真。他透過這卷書信，竭力勉勵 

信徒要靠主喜樂。而在保羅眾多的書信中，腓立比書 

可謂是楊濬哲牧師的至愛，他於本書詳盡地剖析其背 

景資料，逐節講解箇中涵義，當中既顯出學者的嚴謹 

態 度 ，又流露牧者的關懷熱誠，讓讀者全面領悟這卷 

「喜樂的書信」所蘊含的精意。

《天 國 君 王 -----馬太福音講義》 陳終道著

本書是經作者多年嫌研而成的。內容旁徵博引，且解 

釋詳盡，每篇之首均備有讀經提示，引導讀者思考。 

馬太根據舊約聖經的應許，證明基督就是神所差來的 

彌賽亞，所以作者亦以「天國君王」為本書的中心。 

本書適合個人及小組研讀，或用作教學課程，是極具 

參考價值的釋經書。

《直 至 !1地 ®----- 使徒行傳講義》 陳終道著

許多著名的學者均指出，使徒行傳乃第一世紀時期具 

有最高價值的歷史典籍，其地位無可取代。它除了接 

續四福音書，繼續見證主耶穌與人同工的奇妙事蹟 

外 ，當中所載有關初期教會的宣教工作、信徒的生活 

言行等，更成為日後基督教教義的例證和模範。陳終 

道牧師從事寫作數十載，研經類著作尤豐，本書是繼 

《天國君王—— 馬太福音講義》 、《萬王之王—— 啟 

示錄講義》後的另一力作，陳牧師以他深湛的研經手 

法 ，詳解使徒行傳各段經文，使讀者更準確而全面地 

掌握這書卷的精義。本書除可用作研習聖經外，更是 

主日學和講道的參考資料。



《萬 王 之 王 ------啟示錄講義》 陳終道著

很多信徒都聞啟示錄生畏，因為他們不單感到難以明 

白啟示錄中各異象的意義，而且對各解經家對啟示錄 

的不同見解更感迷惑。那就遑論要求他們遵行啟示錄 

的教訓！陳終道牧師以多年研經的心得，從應用的角 

度撰寫本書，以深入淺出的手法把啟示錄中的奧祕清 

楚地向讀者展示，而且每章都附有讀經提示，引導讀 

者作深入的反省，讓他們掌握到書中的要訓，認識主 

耶穌乃萬王之王，從而實踐以基督為王的生活。本書 

除了適合平信徒研讀外，亦適宜用作主日學的教材， 

以及作為傳道人預備講章時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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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詮釋》 馬有藻著

約翰福音是一本言簡意賅，卻又深奧難明的書；以y、 

個神蹟作為架構，又以八個講論將耶穌基督完美的肖 

像刻畫出來，充分表明了祂既是人子，又是神子的身 

分 。為了使讀者能深入了解這本寶貴的福音書，馬有 

藻博士憑他多年研究講授的心得，先扼要地剖析了約 

翰福音的作者、日期、地 點 、特徵及主旨等問題，然 

後逐章逐節地詮釋福音書的內容，還標明題目、大 

綱 、小引等，使讀者容易掌握領會。

《約翰福音講義》 賈玉銘著

作者是中國教會著名的神僕，本書對於約翰福音中耶 

穌每一件的事蹟先加以分析，然後把屬靈的教訓帶出 

來 ，是研讀約翰福音的良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