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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們的教區為回應梵二的呼籲，先後成立了兩個廷壇

培育委員會：一個為聖職人員，另一個為教友。启兩個委員

會的成員定期開會，審視時代徵兆，檢討目前神職人員或教

友的需要，策劃相關的進修講座及聚會。事實上，早在四十

年前，當我在聖神修院擔任神學主任時，已受命負責聖職人

員延續培育委員會，且每年一月初便安排數天舉行司鐸學習

營，有超過百名神父參加。這既可幫助神父延續培育，亦可

促進神父間的弟兄情誼。

去年，聖職人員延纘培育委員會邀請了一位聖言會神

父貝文斯 (Fr. Stephen Bevans, SVD) • 於六月二日（星期

六）上午，為教區神父、會土、紈事、修士主講教宗「信瘠

年」的宗座手諭《信德之門》的內容。

貝神父是美國芝加哥天主教聯合神學院「使命與文化」

的神學教授。他在講座中待別指出， 「信德」的內容，應從

三方面去界定，即：思想條文，心靈情感，生活行為。三方

面互相連結：除非三方面都包含在內，否則不算是有實質內

汩計旳 「亻言｛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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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貝神父的講話很有道理，且切合時宜，不但適

用於神職人員，也適用於一切教友。教區要求預備領洗者要

慕道一年半，但是教友在領洗後，仍當繼噴接受培育。除了

參加堂區或教區的善會或團體，以促進彼此間的支持和學習

外，也鼓勵徨們多看靈修、教理和神學書籍，或參加有關課

程。

我們的教區獲得天主福佑，也十分多謝大家上下一心

努力褔傳，以致近年來，教區每年復活節前夕約有三千五百

成年人領受冼禮。但他們和我們還要緡續接受培育。聖神修

院神哲學院（下稱學院）在新的學年開辦兩個全新課程—

神學證書課程與神學普及課程，期望能為教區的平信徒提供

更多適切的信仰培育機會。為了配合新課程的開辦，學院

與公教真理學會合作，出版一系列教材叢書。我覺得這不但

切合時宜，且屬必須。因此，我作為教區主教，鄭重推薦這

套教材，也祈求上主百倍答謝提供道套教材的作者及工作人

員，並使所有讀者能藉此加深詔識信仰，熱愛信仰，亦能在

生活言行上見証信仰和傳揚福音。

十湯漢樞機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



編者的話

「普及神學教材系列」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為推動神

學普及化的嘗試。這套教材的面世，是為了配合本學院所

開辦的神學證書課程，同時也是為推廣神學本地化的一個努

力。

因此｀整套教材有兩個重要的元素：首先，它是一套

系统的寫作，為渴望進一步明瞭天主教信仰的人，提供一個

理性的基礎。其次，它的設計是以「自學」模式為主，所以

內容力求深入淺出，讓讀者能從閲讀中學到相關的知識，從

而深化信仰，親近天主。

基於以上的元素，煊一系列的教材在編輯上均有幾個

相同的持色：

L 在內容上，整套教材包括了教義、聖經、禮儀、倫

理及其他相關的科目。讀者既可專就其中一個範疇，由淺入

深，逐步學習，也可以綜合其他的範疇，以達觸類旁通之

效。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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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設計上，每一部書共分為十個單元部分，將學習

的內容以提綱挈領形式編寫，力求讓讀者可以循序漸進地誇

識相關課題。

3. 在編排上，每一個單元的開端部分均列出學習目標

及重點：在內容中提供思考問題，有助讀者反省學習內容；

在緒尾部分則提供參考書目，讓讀者更容易尋找到延伸閌讀

的資料。

這個系列的教材帶有自學的色彩，讀者可以單純閲讀

這些教材，學習相關科目的知識。如果希望在學習的過程中

有所交流，甚至測試自己學習的成果，教材可配合本學院的

神學普及課程的授課和神學證書課程的輔助資料，逹到更佳

的學習的效果。

教材得以順利出版，實有賴學院的教授鼎力支持，並

且獲得教會內不同的團體的相助，特別感謝在編輯、校對、

排版上作出貢獻和努力的弟兄姊妹，及為編寫自學教材提供

了寶貴音見的曾婉媚博士和劉煒堅博士。

以中文寫作而有系統的神學教材，並不多見。我們希

望這套教材不僅有助天主教教友提昇自己對信仰的訒識和理

解，也希望拋磚引玉，在未來的日子裡，看到更多質素卓越

的中文神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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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得撒洛尼前書

L 緒言

我們在《宗徒書信（一）》中，為大家介紹過保祿旳

「四大書信 J '而在這本書內，會主續為大家介紹保祿餘下

的九封書信和其他以宗徒名義所寫的部分書信。首先，學者

一般把保祿書信分為四類： 「四大書信」、 「早期書信」、

「獄函」、 「牧函」。本單元及單元二會為讀者介縉保祿的

兩封「早期書信」 ：得撒洛尼前書、得撒洛尼後書，讓讀者

初步訒識這兩封書信，以及它們對了解保祿與早期教會團體

的關係之價值。

這本書在處理個別較短的書信時，與《宗徒書信

（一）》稍有不同，就是並非全都另設背景、內容重點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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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介紹，原因在於本書的篇幅有限，再加上這些書信的背景

與信的內容沒有太密切的閭係，而且由於個別書信的篇幅極

短，甚至如費肋孟書和猶達書都只有一章，因此在解説內容

時，會把內裡的主題和重點一併處理，不會再另開一個小節

來介紹。當然，其中也有幾封書信，或篇幅較長，又或神學

思想較具系统性，也會分段略加説明，請讀者留竟。

2. 單元H標

學習本單元後，讀者應能初步了解：

• 得撒洛尼城的地理位置及當時的政冶、社會及經濟

環境：

• 保祿建立得撒洛尼教會的經過：

• 得撒洛尼前書的背景 作者寫作的動機、年分及地

點：

• 得撒洛尼前書的緒構及內容。

3. 導論

得撒洛尼前書是保祿書信中最早寫成的，更是新约經

卷中最早成書的經卷，與得撒洛尼後書被稱為保祿的「早

期書信」。傳统上，它被視為保祿親自撰寫的一封書信。因

此，這封書信對詞識保祿初期的傳教生店、保祿與他建立的

教會團體之關係、早期保祿宣講的內容、初期教會團體的發

展和面對的問題等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對信友來説，它亦提

供了一些靈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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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單元裡，我們會先介紹書信的背景，然後是內容

重點及重要主題，讓讀者對這封書信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4. 背景

思考：得撒洛尼在今天的那一個地方？你曾否到過此

地？或聽過別人旅遊此地的經歷？

得撒洛尼城位於今天希臘北部，是富庶的海港。它建

於主前汀 3年．到了主前146年，它被正式提升為馬其頓省的

首府，後來成為自由城，自治程度甚高。由於它是海港，交

通又便捷，所以成為了那時代繕濟繁榮的商業重地，居民來

自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少措太人，所以亦有會堂（參閲宗

17: 1-2) 。

從書信中可以得知該地教會是由保祿建立的（參得前

1勺及得前2: l) • 時間估計是王後50年，保祿第二次傳教旅

途中，同行的還有息耳瓦諾和弟茂德。保祿在此地傳教，

成功吸引許多外邦人皈依，因此引起猶大人的嫉妒，並引

發起暴動，最終導致保祿及同行伙伴遭驅逐出境（參閲宗

17:1-9) 。

離開得撒洛尼城後，保祿途涇雅典到了格林多（得前

U) '並在那裡等侍息耳瓦諾和弟茂德。在雅典時，保祿

掛念這個初皈依的團體，擔憂他們抵受不了迫害和誘惑，

便派弟茂德去探訪， 「為在信德上堅固鼓勵你們」 （得前

3: 1-2) 。弟茂德採訪過後，便往格林多與保祿會合，並向

他報告有關團體的信德和愛德的好消息（得前3:6) , 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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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深感安慰，遂執筆寫了得撒洛尼前書，向他們表達自己

的喜樂與感恩，並鼓勵當地教友在信仰上纘墳努力（得前

2:15-16) • 並洽予他們訓誨和勸喻，教導他們基督徒生活的

要素，也解答了他們的一些問題，尤其是有關亡者的去向和

倫理問題。

一般學者訒為本書信是保祿在格林多教會傳教的初期

寫成的。按宗 18:5所示，保祿與息拉及弟茂德由閂其頓到格

林多。在得前 1: 8' 保祿提到阿哈雅省，而格林多就是這個

省分的省府。按書寫的地點推算，成書的時間大概是主後

50-52年。

自二世纪開始，教會傳統一致肯定本書信的完整性和

真實性，確是保祿本人所寫。

由於得撒洛尼前書的縉構有獨抨之處： 「頌謝辭」部

分有兩個頌謝 (1 :2 : 2: 13) • 而且還有兩個最後祝福 (3:12-

13: 5:23-24) • 故有學者以為此書是由雨封書信合併而成

的。除此以外，還有學者對得撒洛尼前書的單一性有懷疑，

籽為部分章節，如2: 13-16是後加的。皿論如何，這些全都是

假設，尚沒有確實證據。

5. 書信內容

思考：在《宗徒書信（一）》裡，我們介炤過保祿書

信的基本格式，你是否可以簡單說明，包括哪

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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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撒凸尼前書雖然只有五章，但它一如其他的保祿書

信，有齊書信的各部分。按書信的結構，內容大致如下。

5.1 致候辭 (1:1)

書信的開首指出信件是由保祿和息耳瓦諾及弟茂漕發

拾得撒洛尼教會的，當中表達得撒洛尼教會所蒙受的恩呃與

平安。

5.2 感謝與回憶 (1:2-10)

保祿向信友閆安，繼而以感恩的方式講論他在值們中

間所做的種種，以及離開後發生的各種事情。保祿稱讚得

撒洛尼教會在苦難中仍遵從福音的訓誨： 「因信德所作的工

作，因愛団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有的堅

忍」 (1:3) '提醒信友他們是蒙召選的 (1 :4) • 獲得天主

的恩寵，接受了福音，因而得救。保祿強調褔音的傳播「不

僅在乎言語，而且也在手德能和聖神，以及堅固的信心」。

為此，信友對天王的信德是重要的。得撒洛尼教會灃著對天

主的信德｀接受和堅持聖道，把昔日不合乎褔音生活的外邦

人之習慣予以革除，傳遍了各地，使團體「成了馬其頓和阿

哈雅眾信者的模範」 (1:7) '即全希膽各教會信友的好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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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同受苦難 (2:1-3:13)

思考：在此部分，保祿提出受苦是基督徒無可避免的

事。對此，你有何戒想？基督徒受苦與信仰之

間，是否有必然的間係？

保祿為自己在得撒洛尼城遭受若干猶太人造謠毀膀、惡

寶中傷一事而自辯 (2: 1-13) • 並稱纘信友在磨難中仍堅守

信何 (2: 14-16) 。他又因從弟茂德的報告中得知有關團體的

信德和愛德的好消息，作第二次頌謝 (2:13-3:13) • 並為信

友求恩祈禱 (3: 11-13) 。

保祿協助信友明白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事： 「不叫任

何人在這些困苦中受到動搖：你們自己原也知道：我們是注

定要受苦的。」 (3:3) 他更把得撒洛尼教會比擬為猶太的

各天主教會，眾團體都同樣遭受同鄉的迫害： 「為此，我

們不斷地感謝天主，因九你們由我們接受了所聽的天主的

言語，並沒有拿它當人的言語，而實在當天主的言語領受

了，這言語在你們信者身上發生了效力。弟兄們，你們的

確像那些在耶祅基督內，在猶太的各天主教會一樣了，因為

你們由自己的同鄉遭受了苦害，正像他們由猶太人所遭受的

一樣；那些猶太人不但殺害了主耶酥和先知們，而且也驅逐

了我們：他們不值使天主不悅，而且與全人類為敵，阻止我

們給外邦人講道，叫人得救，以致他們的罪惡時常滿盈，天

主的憤怒終必來到但們身上。 為此，弟兄們，我們

在一切磨難困苦中，因了你們的信德，由你們獲得了安慰。

因為若是你們在主內站立穩定，我們現在就能活下去。我們

為了你們的原故，在我們的天主前甚為喜樂：對這一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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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我們能怎樣感謝，好為你們稱謝天主呢？我們惟有里夜

白日懇切祈求，為能見到你們的面，為能彌補你們信德的缺

阡1 。」 (2:U-16: 3:6-10) 

同時，保祿藉此機會為自己辯護，就人們對他兩万面

的指控作出澄清：一是在得前2: 1-12中為福傳的動機和他的

人格作出辯護；二是在得前2:17-3 巨中表明他與得撒洛尼教

會信友的闕係，試圖消除信友對保祿及所領受的福音存有的

疑慮。

就第一方面的指控，保祿清楚指出他的福傳使命是來

自天主的委託： 「我們是被天主考驗合格而受委託傳福音

的人；我們宣講，並不是為取悅於人，而是為取悅那考驗我

們心靈的天主。」 12:4) 保祿提醒信友當日他和息耳瓦諾

及弟茂術來到得撒洛尼城傳播福音時的效果。他們雖在斐理

伯吃了苦和受了凌辱，但仍然勇敢地來到他們當中，向他們

宣講天主的褔音，實在是依靠天主。他們迪過了天王的考驗

才獲得福傳的資格· 他們所宣講的內容是來自天主的， 「我

們的講勸並不是出於幻想. 也不是出於不誠，也不是在於欺

詐」 (2:3) 。保祿指出他們所作的一切，不是為要取悅人，

而是為取悅天主，為光榮天主。因此之故，他所行的一切，

是合乎天主的要求。他更請得撒洛尼信友以回想他們與他共

處的實際紅驗去釗围他在福傅上的表現 (2:5-6. 9-llJ) 。保

祿重申他是正直的 (2:3-6) • 他愛得撒洛尼團體有如父母對

子女一樣： 「我們當基督的宗徒，雖有權利叫人敬重我們，

但我們在你們中卻成了慈祥的，像捍育自己孩子的母親」

(2:7) ; 「你們也同樣知道：我們怎樣對待了你們中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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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就像父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2: 11) 。他盡「父

母」的責任，對「孩子」作出勸勉、鼓勵、忠告，為使他

們的行動能「相稱於那召選你們進入他的國和光榮的天主」

(2:12) 。

就第二方面的指控，保祿表明他與得撒洛尼教會有著

緊密的關係。對於遲遲沒有回到得撒洛尼城探望信友，保

祿表明不是不想見他們，而是不能探望他們。他強調當日

是被迫暫時離開，他的離開只是身體的隱開，但值的心並

沒有離開過信友 (2: 17) 。保祿指出他在陸開得撒洛尼團體

後不久，便熱切願望再次見到他們的西 (2:17) 。保祿表示

他確曾一而再計劃回到他們那裡， 「但撒殫卻阻止了我們」

(2: 18) • 以致位未能返回得撒洛尼城（或許是因為健康問

題，參閲格後12:7) 。他唯有打發弟茂德回得撒洛尼城去，

而自己獨自留在雅典等候消息 (3: 1-2) 。保祿在等候消息時

相信是十分掛念他們的，而當他從弟茂德獲得有關團體的信

德和愛德的好消息 (3:6) 後，他感到安慰和喜樂，可見信

友在保祿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保祿也把自己的處境與團

體的相連 (3:1-10) 。

在這封書信中，保祿表現出他對得撒洛尼教會信友的

愛情，為他們祈禱和感恩，而信友應致力持守信仰，愛主

愛人， 「好堅固你們的心，使你們在我們的主耶穌同他的眾

聖者來臨時，於天主我們的父前，在聖德上餌可指搞。」

(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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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勸導與勉勵 (4:1-12)

保祿在這部分以實際的訓誨，要求信友的生活要與他

們的信仰相符合，尤其突出的王題是「天主的旨意」。保祿

勸勉信友要保持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這便是貞潔及成聖

之德 (4: 1-8) 、彼此相愛與勤勞工作 (4:9-12) '也勸慰信

友以平安面對死亡的困擾 (4:13-18) '並以時常醒瘧的心期

待主的再來 (5: 1-11) 。保祿場而向信友提出五種生活上的

勸言，希望他們能保持友愛共融和善待一切人，並為所領受

的神恩感謝天王 (5:12-22) 。

5.5 未世警誡 (4:13-5:11)

思考：初期教會有一錯誤印象，認為基督的再來，近

在眉睫。為何他們會這樣想？另外，如果基督

很快就會再來，讀者會有何困惑？

論末世時期主的再來，是保祿早期書信的神學重點。

末日時主再次來臨的問題可能是由弟茂德轉告保祿，又或是

得撒洛尼教會團體以面件形式向保祿提出的。保祿就這個閆

題給團體的回應，使得撒洛尼前書成為最早顯示早期基督徒

如何看待基督死而復活之意義的文件。

主在末日時再次來臨的問題，反映出當時的得撒洛尼

教會的信友熟切期待主的再來，同時，對末世有疑惑。部

分團體的成員關注及憂慮現在逝世的人能否分享主再來時

的光榮，會否被拒於復活生命之外。保祿以默示注的體裁

作答，以圖像描述末世終緒時的情況，如：總領天使、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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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雲彩等，從而帶出對主基督再來的期待。他不提主何

時、何地或如何來臨，而是把這末世的期待建基於基督的復

活： 「因為我們若是信耶酥死了，也復活了，同樣也必信天

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人同他一起來」 (4:14) • 活著的

信友不會優先復活 (4:15) • 而信友們最後「時常同主在一

起」 (4:17) • 「因為天主沒有捒定我們為洩怒，而是藉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為獲得拯救」 (5:9) 。從這裡看出，在末

世的終結時，那些已逝世的基督徒會被「領」 ，與主耶酥基

督一起來，分享主再來的光榮，不會被拒於復活生命之外。

保祿藉此言論，釋除得撒洛尼教會信友的疑慮。

得撒洛尼教會的部分信友，也關心自己能否在活著時

見證主再來的日子，因為主再來及最後審判是他們信仰的

內容和希望。按声經文4:17 : 「然後我們這些活著還存留的

人，同時與祂們一起要被提到雲彩上，到空中迎接主：這樣

我們就時常同主在一起」 ，這裡顯示，保祿和得撒洛尼教會

的信友似乎期待那日子很快便會來臨。對此，保祿強調王再

來的日子是天主所安排的，是不可預知的： 「你們原確實知

道：王的日子要像夜間的盜賊一樣來到。」 (5:2) 「主的

日子」息於舊约的觀念 「上主的日子」 ，官指天主顯示

自己威巖及公義的日子，而先知有時把那日子描寫得有如世

界末日的審判，有時把它與默西亞的來臨鄢繫，有時將它描

寫得有如上主與邪惡交戰和勝利。後來， 「上主的日子」

成了新約中「基督的日子」或「主的日子」 ，音思是主耶

酥基督的再度來臨和公審判（參閲格前6:3• 斐 1:6• 得前5:2

等） 。保祿把舊约時代先知常用的末世性辭彙 「上主的

日子」 ，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強調基督再來的日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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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日子」 ，從而帶出天主在舊约中的啟示，將在耶穌基

督身上圓滿實現的訊息。為此，信友們既是蒙主基督從工暗

中拯救出來，已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 (5:5) • 「不

應當像其他的人一樣貪睡，卻當醒宦清醒，因為人睡覺是圧

夜睡覺，喝醉的人是工夜喝醉」 (5:6-7) • 意即要以時常醒

瘧的心態，準備自己，以迎接「主的日子」的來臨，積極地

以信、望、愛三德生活，互相安慰，彼此建樹，以善言善行

生活 (5:1-11) 。

5.6 計"示與祝福 (5:12-28)

基督徒團體要按筐聖神的指引生活。信友「不要消滅

神恩，不要輕視先知之恩：但應當考驗一切，好的，應保

持；各種壞的，要遠離」 (5:19-21) 。他們要尊敬管理他們

的領導人， 「本著愛重視他們」 (5: 13) • 不是為了他們有

權威，而是為了他們的辛勞。他們在團體中要友愛共融，平

安相處，彼此勸戒、寬慰、扶持、容卫， 「人對人不要以惡

報惡，卻要時常彼此勉勵，互相善待，且善待一切人，應常

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對你

們所有的旨意」 (5:15-18) 。

最後，保祿先為信友成聖而祝禤 (5:23-24) • 纘而給予

最後的問候和祝福 (5:2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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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摘要

(1) 得撒洛尼前書是寫哈得撒洛尼城的基督徒罔體。這城位於
現今希臘北部的海灣，是重要的政治城市及繁榮的商港。

保祿在第二次傳教旅程中在此建立教會，及後為勢所迫，

離開得撒洛尼城。當他逗留在格林多時，寫了此信，成書

的時間大概是主後50-52年。

(2) 全封書信可分為致候辭 (1:1) 、成謝與回憶 (1:2-10) 、

同受苦難 (2:1-3:13) 、勸導與勉勵 (4:1-12) 、末世譽諴

(4:13-5:11) 及訓示與祝福 (5:12-28) 。

(3) 在「戒謝與回憶」及「同受苦難」的部分，保祿藉此機會

自辯，化解人們對他的人格和動機所作的指控，重申自已

是正直的，自己是出於天主的能力及為取悅和光榮天主而

宣講基督的福音。保祿也表明他與得撒洛尼教會，有箸如

父毋對子女般的緊密關係。

(4) 在「勸導與勉勵」中，保祿勸勉信友要保持基督徒生活的

基本要素，當中包括要貞潔，以及勤勞工作。至於「末世

警諴」，由於部分得撒洛尼教會信友對末世有疑惑。保

祿在回應時，把末世的期待建基於基督的復活，指出信友

們最後與主在一起。保祿也強調「主的日子」是不可預知

的，信友們要以時常醒瘤的心態迎接「主的日子」的來

臨。

(5) 最後是「訓示與祝福」，保祿提醒教友要堅持神恩，不

要輕視，而且要尊重教會的領導，然後保祿再一次祝福教

會，希望他們能夠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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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得撒洛尼後書

L 緒言

單元二承接單元一的內容，繼續為讀者介紹保祿寫給

得撒洛尼教會的另一封書信 得撒洛尼後書，讓讀者進一

步訒識得撒洛尼教會的情況。這兩個單元互有關係，原因是

這兩封書信的關係有多密切，不同的解説會有不同的理解，

這在下文也會處理，也就是往後許多封書信的共同問題：作

者是否保祿？皿論如何，這書信的寫作對象，同樣是得撒洛

尼教會，所以在上一單元裡有關這地方及教會的介紹，也同

樣道用於這個單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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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學習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初步了解得撒洛尼後書的背景；

．初步了解得撒洛尼後書的內容。

1 導論

得撒洛尼後書與得撒洛尼前書是保祿書信中最早寫成

的，更是新約經卷中最早成書的經卷，同被稱為保祿的「早

期書信」。得撒洛尼後書以「末世論」為主要的神學主題，

似乎在緡纘處理得撒洛尼前書提及的問題，因此，兩封書信

看來有密切的關係。為此，若把兩封書信並讀，我們便會明

白當時教會團體對末世的看法，並較容易對當時的末世觀有

一個平衡的看法。

對於得撒洛尼後書是否保祿所寫，即有關這封保祿書

信的真實性，至今仍是一個爭議的問題。本單元會略作交

代。

在這單元裡，我們會按一貫的做法，介招書信的背

景、內容重點及重要的神學主陘，譔讀者對這封書信有一個

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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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背景

得撒洛尼後書的寫作動機較難確定，因為並顯文獻可

供參考，亦不知得撒洛尼教會的信友在得撒洛尼前書及得撒

洛尼後書兩封書信寫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此外，這封書

信是否由保祿所寫的，也影響對寫作動槻的推測確定。

不少人認為得撒洛尼後書，是保祿在發出得撒洛尼前

書不久後所寫的書信，原因是得撒洛尼人看過第一封書信

後，出現迴薯，又或是屎祿收到團體最新的泊息 (3:11) • 

於是才寫這封書信，希望解釋及糾王他們對「王的日子迫近

了」 (2:2) 的錯誤看法，勸勉信友要在目前持守正確的生

活操守，以及因團體信友在迫害和因境中仍能持守信仰而頌

讚感謝天主口 4) 。在辯證的過程中，保祿指正假導師鐠

誤之處，並採用得撒洛尼前書的資科來説明。訒同得撒洛尼

後書是保祿所寫的人，訒為正因保祿在發出前書不久後，便

寫這後書，他對前者記憶猶新，處境仍枏同，這便可解釋兩

封書信的主題、內容相近的原因。

也有學者認為得撒洛尼後書是較後期的作品，可能是

保祿的一位弟子所寫。如是，這封書信就是針對這位弟子

身處的時代中，有人錯誤解讀保祿有關末世的論説，如部

分信友對基督再來的日子快到而產生狂江，以為這就是在

保祿書信中找到的教訓（參閲格前7:29; 10: 11 : 斐4勺 ，故

此，他要借此澄清及反駁謬誤，並繼嘖發揮保祿對末世的看

法，藉以消除謨解。在辯證的過程中，作者用了公義的審判

(1:5) 和信浞真理 (2:13) 等官念：並把保祿和團體美化了

(1:3;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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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言之，作者反映當時基督徒團體面對的主要問題，

藉此推展對信仰的了解 (1:10; 2:2) 和在真實生活上的望德

(2: 16-17) 。

對於得撒洛尼後書的寫作時間，有多於一個説法，而

這與得撒洛尼後書是否由保祿所寫的有著密切的閼係。

若得撒洛尼後書是保祿所寫，由於在內容上與得撒洛

尼前書的十分接近，其寫作時間應緊接著得撒洛尼前書，可

能是主後50-52年間，地點同樣是在格林多城。

若得撒洛尼後書不是保祿所寫，而是保祿的弟子，那

縻，寫作年分便要推至更後的時間，而地點就不容易確定

了。關於這方面，有不少的假設，如：有學者把寫作年分推

至第一世纪末保祿的書信正被收集成冊之時，地點是小亞细

亞。

5. 書信內容

在保祿的書信中，得撒洛尼前書的篇幅與四大書信相

比，顯得較短；至於得撒洛尼後書則比前書還短，只有三

章，但在這短小的篇章中仍具備了書信的各部分。內容如

下。

5.1 致候辭及頌謝辭 (1:1-12)

「保祿和息耳瓦諾及弟茂德，致書名合在天主我們的父

及主耶穌基督內的得撒洛尼人的教會。顾恩寵與平安，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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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和主耶酥基督賜與你們！」 (1: 1-2) 這是得後的致侯

辭，屬於傳统式，大致上與得撒洛尼前書一樣，發信者同樣

是保祿和息耳瓦諾及弟茂德，他們同是得撒洛尼教會的創立

人，而收信的亦是同一教會團體 得撒洛尼教會。它與得

撒洛尼前書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這裡明確地指出恩寵與平

安，是來自天王父和王耶穌基督。

至於頌謝辭 (1:3-10) 亦如同得撒洛尼前書，保祿因為

團體堅卫的信仰表現而頌謝天主，同昉，就基督再來和最後

審判向他們提出警告，指出受迫害的在最終審判中必獲得安

慰。

在單元一裡，我們已介紹過得撒洛尼城，而得撒洛尼

教會是保祿親自建立的團體。這個團體位於一個繁榮而有著

不同又化和價值觀的城市，信友為信仰受了很多艱難困苦，

而保祿為他們在當中的信德而感到安慰： 「為此，弟兄們，

我們在一切磨難困苦中，因了你們的信德，由你們獲得了安

慰。」 （得前3:7)

在得撒洛尼後書裡，得撒洛尼教會的信友面對的艱難

困苦似乎還不斷瑁加，保祿為鼓勵他們持守信仰，讚賞信友

在迫害和艱難中信德的長進、愛德的增加、堅忍（望德即包

含在內）的保持，並為他們感謝天主 (1:3-4) 。保祿更向信

友説明為宣講天國福音而受苦難與迫害是必然的事，而且以

「天主公義審判」和信友要得到的賞報，作為他們在苦難中

的安慰，鼓勵他們缢纘堅忍到底。因為在苦難中表現的堅卫

和信德，是獲得天主公義審判的保證和記號一－為天主的國

而受苦難的人堪得天主的國 (1勺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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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既是公義，必懲罰迫害者，卻賞報受迫害者獲得

天主永遠的安息，與保祿、息耳瓦諾、弟茂德等人懷著永享

天福的望德，因他們都為宣講天主的國而受了苦： 「卻賞你

們受難為的人，同我們一起安寧」 1 :7-9) 。在主再來時，耶

酥基督要在聖徒及信眾身上受光榮和讚美，而聖徒和信眾也

將分享此光榮，當中也會包括得撒洛尼教會的信友，因為他

們相信了保祿為福音所作的證言 (1:10, 12) 。相反，那些

不承認天主和不聽從福音的人要受懲罰，叫他們永遠離開天

主的面 (1 :8-9) 。

總言之，那能持守信仰的基督徒，必能承受天國，分

享主在末世再來的光榮。最後是保祿為團體向天主祈求堅守

信德和向善的心 (1:11-12) 。

5.2 :i: 的再來 (2:1-17)

心 思考：如果你得悉主的再來就在眼前，你會否改變自

已的生活模式？會否如常過活？還是會不再努

力於現今的工作和事奉？

論末世時期主的再來，是保祿「早期書信」的神學重

點。「仰望王的再來」是得撒洛尼前書和得撒洛尼後書的

待色。雖然煊兩封書信以此作為重要的主題，但兩者在表達

上的差異很大。得撒洛尼前書似在暗示主會突然來臨（得前

5:2-4) • 好像在説： 「主快要來，他將突然來到，故此應警

醒！」而得撒洛尼後書卻似在暗示主不會立刻再來，因為保

祿説： 「不要因著什麼神恩，或什麼言論，或什麼似手出於

我們的書信，好像説主的日子妲近了，就迅速失去理智，驚

慌失措。」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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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得撒洛尼前書的內容，反映當時的得撒洛尼

教會的信友似乎期待主再來的時刻很快便會來臨（得前

4: 17) 。對此，保祿假設主的再來臨近了（參閲得前4: 1.3-

18) • 但道日子卻是舞從預計的，因為「主的日子要像褒

間的盜賊一樣來到」 （得前5:2) 。為此｀信友必須時常醒

痞，懷著信、望、愛三德｀積極地生活（得前5 曰 1) 。

然而，得撒洛尼後書的內容卻反映富時有人誤解了保

祿的重點，以為還活著的人不久就要目睹主的來臨。他們

以保祿所講所寫的為依搏｀宣傅「主的日子迫近了」。池們

更進一步表示自己有先知的神恩（參閲格前12及 14章） ，叫

人聽信他們講論的話，引致一些人「失去理智，驚慌失措」

(2:2) • 陷入混亂的狀態。對此，保祿勸導信友不要聽信

那些以為「主的日了迫近了」的人所説的話，指出王的日

子迫近以前，必有一些徵兆叫人知道： 「因為在那日子來

臨前，必有背叛之事，那師法顯天的人，即喪亡之子必先出

現」 (2: 1-3) 。換言之，保祿在此糾正這些誤解，使信友免

受迷惑；他表示主的日子還沒有妲近，王耶託基督不會立刻

再來。

在這裡，保祿提及兩個徵兆。第一個徵兆是「背叛」 , 

指在主耶穌基督所立的教會內，不少信友會背離天主，作惡

犯罪，而保祿在這裡所説的徵兆，亦是耶穌胄預言過世界末

日以前的背信和冷淡的徵兆（瑪24:10-12: 路 18:8) 。

第二個徵兆是「鯛法萁天的人，即喪亡之子必先出

現」。「陣法鉺天的人」是指罪大惡極的人， 「喪亡之子」

是指這罪大惡極的人必然喪亡，最後勝和不屬於他。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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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提到這人是「敵對者」 ，嗌傲自大，他存在的目的是與

天主及天主的國作對，企圖取代天王的地位，在天主的陽中

宣布自己為神。聖經學者稱這個人為「反基督」或「假基

督」 （若一2: 18-22; 4:3) 。當「喪亡之子」出現以後，他會

「依靠撒殫的力量，具有各種德能，行欺鴨人的奇蹟異事，

並以各種邪惡騙術，煽惑那些喪亡的人」 (2:9-10) 。保祿

還未描逕「喪亡之子」的活動，即提及他的悲滲緒局，就是

「主耶穌要以自己 D 中的氣息將他殺死，且以自己來醞的顯

現把值消誠」 (2:8) '意即反基督的人雖窮凶極茫，唯陣

可泊之處，只要耶穌基督口中一發命，即可瓦解反基督的勢

力，不費吹灰之力。正邪之戰最後的勝利屬於基督。為此，

保祿安慰信友對反基督的凶惡勢力，不用茫隍不安。

在這裡，保祿仔细地講述「喪亡之子」的行徑，是為

提醒信徒，不要被錯誤的末世言論誤導，實際上「喪亡之

子」尚未現身，但己涇暗中活動，迷惑人心，用種榫方法引

人犯罪，背離真道。由於「喪亡之子」尚為「阻止者」阻擂

而未能出現，保祿只有將他的行徑揭露出來，以便詰徒有所

辨識。當「喪亡之子」真正現身時，主耶穌基督便會再度來

臨以消滅他，而這亦是世界末日的日子。

雖然，現在信友要面對各種的磨難因苦，但是，卻不

要以為「主的日子」來臨以前要出現的「喪亡之子」已大

行其道，基督的光榮再來已迫近，因而游手好閒：相反要以

差丸誠的態度仰望主的來固，安靜工作， 「行善繕不可澥怠」

(3 曰） 。同時，保祿祝願信友： 「頤主指引你們的心去愛

天主，並學習基督的堅卫」 曰5) '並勸勉他們在各樺苦

鞋中，不要灰心喪志，指出「主是忠信的，他必堅固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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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你們免於凶惡」 U:_,) 。因此，只要信友堅守信仰，

當主再度來臨時，便能分享基督的光榮和領取賞報 (1 :5-7, 

12) 。

5.3 勸言與代禱 (3:1-16)

保祿在這個部分提出數項勸言。保祿鼓勵弟兄之間應

互相代禱 (:q-s) , 並規勸那些閑蕩的兄弟要積極生活，以

迎接基督的再來 (J:6-16 J 。保祿在道一段的語氣，由晏和

的勸告轉為對不務正業者嚴厲的斥責。

在這封書信，保祿強調化友不應陔以為主的日了迫近

了，就不用辛勞工作，甚至放棄工亻午，只是等待主基督的再

來。反之，信友應要好好地過有規律和正常的生活，尤其是

工作生活。這個主題在得撒洛尼前書也有出現， 「你們要以

過安定的生活，專務己業，親手勞作為光榮，就如我們所吩

咐過你們的，好叫你們在外人前來往時有光采，不伺仗任何

人。」 （得前c.\:11-12) 但不像在得撒洛尼後書那樣重複被強

調。

在得撒洛尼後書，保祿強調工作生活的重要忤： 「譙

若不願意工作，就不應吃飯」 (3:10) 。這句話是為針對一

些「游手好閒，什麼也不作，卻好管閑事 0 I 3: 1 口的人而

説的。後來，這句説話常被引用，成為有規律生活的金糾玉

律。要更正確了解保祿這句話的意思，可冒官教宗聖若望保

祿二世在《論人的工作通諭》 (Labo rem Exe re ens) 之序言

為「工作」所下的定義： 「所謂工作，即任何人為的勞力或

勞心的活動，餌詮工作的性質或環境如何；在評多行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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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人能夠做的，或是他的本性或性向所欲做的行動，都可

以也應該被認為是工作。」

保祿勸勉他們道： 「我們因主耶穌基督吩咐這樣的

人，並勸勉他們安靜工作，吃自己的飯。」 (3: 12) 在這句

子中，保祿「囚主耶酥基督吩咐」 ，即因耶穌的權祠，命令

他們，而「吩咐」是一個較嚴厲的用詞，顯示保祿重視他們

的清況。這些人作自己不當作的事，又或不專務工作而好空

談，也許他們以為「主的日子」迫近了，於是放棄工作。保

祿因此一方面「因主耶酥基督吩咐」他們，另一方面勸勉他

們安靜工作，即安心作自己的事，不擾亂他人的平安，以自

己的勞力養活自己。

為勸化他們，保祿更以自己在團體中勤勞工作為榜

樣，鼓勵他們效法他。他説： 「你們自己原知迫怎樣效法

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沒有閑散過，也沒有白吃過人的

飯，而是玉夜白日辛苦勤勞地操作，免得加重你們任何的負

擔。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權利，而是以身作則，洽你們立

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 曰7-9) 他是宣講基督褔音的

宗徒，本有權利受人供養（參閲得前2:7 : 格前9:4-18 : 瑪

10: 10 : 路 10:7) • 郤拒絕了這項權利，為信友立下工作的榜

樣，提出有閼工作的教訓： 「誰若不願寶工作，就不應吃

飯」 (3:10) 。保祿顯然深明「你一生日日勞苦才能得到吃

食 你必須汙流滿面，才有飯吃」 （創3:17-19) 的道理。

工作雖是勞苦，但人應該擔負自己的責任，勤勞工作，不做

社會寄生蟲或加重他人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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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信友要如何對待這些游手好閒者？保祿囑咐

他們： 「弟兄們，我們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

們，要遠離一切游手好閒，或不按得自我們的傳授生活的弟

兄」 (3:6) • 為的是免受他們的影響，因為他們不單不工

作，還散布邪説 (2:2: 3: 11) • 引致許多人聽了祂們的邪説

而放棄工作。然而，值得 l王意的是，保祿勸喻信友仍要以

愛德對待這些人： 「行善德不可澥倉」 (3:13) 。保祿也

沒有要求團體將這些人逐出教會，而是「］巴他記出，不要與

他交際來往」 曰 14) • 希望他們能因慚隗而痛改前翡。他

更向信友提出： 「不要把他當仇敵看待，但要把池當弟兄規

勸。」 (3: 15) 

5.4 祝福辭 (3:17-18)

思考：在保祿時代，許多時候都是由書記代筆，書寫

重要的信件，而在不少保祿的書信裡，都有證

據顯示書信是由書記寫的，你有否留意到？

得撒｛各尼前書和得撒洛尼後書的結語大致是相同的，

兩書的結語不同的地万在於得撒洛尼前書中有提到「天主視

自完全聖化你們，將你們整個的神魂、靈魂和肉身，在我們

的主耶酥基督來臨時，保持的顯瑕可指」 （得前5:23) , 以

及提醒信徒要彼此以聖吻問候（得前5:26) 。

而得撒洛尼後書相比之下較短： 「我保祿親筆問候，

煊是我每封信的記號；這是我的字體。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的恩寵與你們眾人同在！」 (3: 16-18) 保祿在這最後的咭語

裡問候及祝福團體，芷強調信徒現在信中所見的這段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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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祂親手寫的，道便是他的筆跡，以防冒名偽造（參閲格

前 16:21 ; 哥4:18 ; 迦6: 11) 。保祿可能想藉此強調此信的真

確性，希望信友們緊記及實行信中的訊息。

6. 摘要

(1) 得撒洛尼後書的寫作動機，要視乎這書信是否保祿所寫。
若是由保祿所寫，書信是為糾正得撒洛尼人對主的來臨

的錯誤觀念，勸勉信友持守正確生活操守。若不是保祿所

寫，這封書信就是針對這位保祿弟子身處的時代，有人誤

解保祿有關末世的論說，作者糾正之餘，再加以發揮。

(2) 若得撒洛尼後書是由保祿所寫，應在50-52年左右寫於格

林多，若這封書信不是保祿所寫，寫作年分及地黠就不容

易確定。

(3) 得撒洛尼後書雖只有3章，書信的各部分卻很齊備，包括

了致候辭、頌谢辭、正文及緒語。正文包括教義與勸喻兩

個部分，教義主要是以「末世」為主題，而勸咱就是如何

善度基督徒的生活。

(4) 從基本咭構及大概內容看來，得撒洛尼前書和得撒洛尼後

書相當梠似，唯獨論及主再次來臨的段落時，兩者才出現

頤著的分別。得撒洛尼後書的語氣不及得撒洛尼前書的熱

情和親切外，得撤洛尼後書比得撒洛尼前書更多著墨於有

闆末世的道理。

(5) 得撒洛尼前書和得撒洛尼後書的咭語大致是相同的，得撒

洛尼後書在相比之後較為短，較突出的是其中一句指明是

保祿自己親筆所書，以防冒名偽造，亦可能想藉此強調此

信的真確性，希望信徒們緊記及實行信中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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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斐理伯書

L 緒言

由本單元開始，我們會為讀者介紹保祿的四封「獄

函」 (Captivity Epistles) : 斐理伯書、哥羅森書、厄弗所

書和費肋孟書。由於有學者認為這四封書信寫於保祿被囚於

藍獄時期，因而把它們統稱為「獄蔚」。至於它們的寫作次

序，學者們多氫法斷定。這兩個單元會透過這四封書信的介

紹，讓讀者初步訒識保祿「獄函」的寫作背景、主要內容、

神學主題及它們對研究基督學及教會學的價值。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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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學習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簡罡説明斐珅伯書的背景；

• 掌握斐理伯書的緒構及內容：

• 明白斐理伯書中所包含的重要神學主題。

1 導論

斐理伯書是保祿所寫的一封「獄函」 ，也是保祿書信

中，相當個人化的一封，因為在信內展現了保祿與斐理伯教

會團體之間的深厚情誼，保祿甚至願意接受他們在紅濟上的

資助。保祿在這封書信中頃示了慈父的心，也流露出喜樂於

上主的情懷，為此，有學者評為本書是保祿書信中最富感情

的作品，是一封洋溢著愛情的信，也有學者稱之為「喜樂的

書信」。為信友而言，這封書信提供了一些反思基督意義及

基督徒喜樂的霍修內容。

在介紹這封書信時，我們會採取較近於《宗徒書信

（一）》的編排方式，原因是除了簡介本書信的收信人

斐理伯教會團體的一些資科外，我們會按一貫的做法，介紹

書信的背景、竺構及內容重點、重要的神學主題，讓讀者對

這封書信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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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你對斐理伯城有何印象？這地方與格林多城有

沒有分別？兩者是否有相同的地方？

4.1 斐理伯城的地理位置

斐理伯是馬其頓的一座古老名城，约建於主前700年，

原名克勒尼德，於主前360年為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斐理伯

二世重建後，以他的名字命名為斐理伯城，並立它為帝國的

首都。後來，馬其頓帝國瓦解，斐理伯於主前 168年成為睪

閂的屬地，並於主前31年正式歸入羅閂版圖，成為躍馬在意

大利的一個殖民地。

斐理伯城因城冗有一座山，出產金銀二礦，以致商業

甚為發達，加上該城位於一條橫跨閂其頓全境的大道上，

因而成了羅丐帝國的主要交通中心，亦促進了城內的商業發

展。城市頗為繁榮昌盛，居民也較富裕。

在保祿時代，居住在斐理伯城的，除了部分馬其頓本

地人外，大部分是羅馬人（參閌宗 16:21) 。城內的猶太人

不多，按宗 16: 13所載，斐理伯城僅有一個「祈滘所」 ，沒

有正式的「會堂」 ，可見猶太人不算眾多。

斐理伯城有如當代很多大城市一樣，宗教相當混雜，

希臘和罷丐各神祇的崇拜與東万神祕宗教並存。



32 I 宗徒書信（二）

4.2 斐理伯教會的建立

思考：有間斐理伯教會的建立，主要的資料是來自宗

徒大事錄，你是否有印象？這教會的建立並不

容易，也有其傳奇的地方，很值得留意。

保祿在第二次的傳教旅程中 (50-53 年） ，曾在特洛阿

夢見一個異象：他被派往馬其頓博教（宗 16:8-10) 。约於

50-51 年間，他便與息拉及弟茂德同往斐理伯城傳揚褔音並

建立教會。斐理伯教會可謂是保祿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教

會，也是他喜愛的一個教會。

保祿似乎受了許多苦才把斐理伯教會團體建立起來（斐

1 :29-30 : 得前2:2) 。他在斐理伯城受過苦，被拷打監禁過，

又神奇地被解救（宗 16: 19-40) 。然而，苦盡甘來，保祿傳

教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個在磨難中仍堅定地持守信仰的團體

（斐 1:27-30) • 協助他宣傳福音的工作（斐1:5) 。這個團體

的信友以外邦人居多（斐3:2-3) '而女人在傳揚福音的工作

上相當活躍（斐4:2-3) 。

保祿與斐理伯教會團體一直維持密切的關係。一方

面，保祿深愛這個團體，親切地把斐理伯教會團體的信友稱

九： 「我所親愛的和所匱念的弟兄，我的喜樂和我的冠冕」

（斐4: 1) 。他對斐理伯教會念含不忘，曾在第三次傳教旅

程中探望了他們（宗20: 1) ; 又在他最後一次上耶路撒冷

時 (58 年） ，看望了他們，並與他們一起過逾越節（宗

20:6) ; 而保祿在65年離開厄弗所前往馬其頓時，又探望

了他們一次（弟前 1 :3) 。另一方面，斐理伯教會團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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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多次資助保祿在問揚褔音二作上的需要： 「當我在傳福音

之初，離開閂其頓時，沒有一個教會在支收的事項上供應過

我，惟獨只有你們；就連我在得撒洛尼時，你們不只一次，

而且兩次曾哈我送來我的急需。」 （斐4 鬥-16) 這項資助

成為了日後保祿與斐理伯教會通信的理由。事實上，不單

在得撒洛尼，保祿在格林多傳教時，斐理伯教會團體的信

友也曾資助他（格後11:7-9; 12:13) • 可見他們生活條件富

足之餘，也慷慨大方。

4.3 書寫年分及地黏

斐理伯書是保祿的四封「獄函」之一· 由於保祿多次

入獄，因此，對於這封書信寫於何時何地，學者有不同的推

祈，但都是餌法確定的。

傳統的説法詔為這封書信寫於保祿在羅馬初次被囚時

期，约60-仞年間。這個説法是基於斐理伯書中保祿自稱身帶

鎖鏈 (l: 13-1-1-) • 提及「御營」 (1: 13) • 暗示保祿寫作的

地方駐守著保護凱撒的衛兵，又提到「凱撒家」 (4:21) • 

顯示本書信應是寫於羅馬，即保祿在羅馬被囚期間寫成。殃

而，睪馬與斐理伯城相距甚遠，保祿與斐理伯教會的書信往

返應不及書信中所顯示的那麼頻繁。更何況· 「御營」也存

在於一些羅丐轄下的省分。此外，冇學者以為按書信的筆法

和語氣來看，嗎屬於保祿早期大書信的風格。

另一個説法是遺封書信寫於保祿在凱撒勒雅被囚時

期，约5SJ-6 l 年間。這個説法是基於保祿被押解到睪閂前，

曾被囚於凱撒勒雅（宗2-UJ-24:27) 。然而，同樣，凱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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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與斐理伯城相距甚遠，而且交通十分不便，不可能如書信

所顯示的有頻繁的書信往來。

第三個詡法是這封書信寫於保祿在厄弗所被囚旿期，

勻53-54或 56-57年間。這個説法較為合理，基於厄弗所與斐

理伯城距陲較近，而且交通使利，合乎書信所示保祿與斐理

伯教會的書信往返頻繁的事實。 1: 13提及的「御營」 ，可屏

釋九一個駐守厄弗所的兵營，而4:22提到的「凱撒家中的聖

徒」 ，可能是指一些為凱撒做事的人。此外，保祿曾在厄弗

所居住了三年。雖媯沒有外在資料證明保祿曾在厄弗所被囚

（保祿確曾多次坐牢，參閌格後 11:2主 6:5) • 而保祿曾提及

自己在厄弗所遭遇嚴唆的考驗（格前15:-32 : 格後 I :3-8 : 參

閲宗 I 9章） 。九此，保祿在厄弗所寫信洽斐理伯教會的可能

性較大。

涇而言之，傳統上訒為斐理伯書寫於保祿被囚躍馬監

獄時期，而近代學者傾向選擇厄弗所的瓦多，纘叭大家未能

確定保祿曾合冇厄弗所入獄。

5. 書信內容

斐理伯書共有四章。按現在的褚構來看，它有一殷保

祿書信的格式。大體上，這封書信的序言 (1:1-2) 及結語

(4:21-23) 甚為簡短，中間的正文部分有如一篇親切的談

話，保祿看似有很多話題要分享，諴瑄論事：當中有突伉轉

話題的現象（特別在3: 1 與3:2之閆） ，致使段落架構不甚明

頃。以下是本書信的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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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序言 (1:1-11)

這是書信旳引言部分，與其他保祿書信分別不大，格

式相近。

1: 1-.2是致候辭。在這致候辭裡，保祿採用了兩侗職務

的名稱：昷督和執事。在相信是保祿親手庄寫的書信裡，只

有斐理伯書有此兩個名字出現，由此也可誤人探究足兩個職

位的出現旿期。如果保祿在生盱已有這兩個職務，式是説．

早在初期教會，就開始發展出教會有形的架構，這有助的

解早期的教會論。不過，這兩種稱謂所包含的意袁甚廣，故

此，氘沄按字面的稱謂知道這兩項職務的具體I生質和作用。

至於 I :J-~ 是頌謝辭。在此，保終為斐稈伯教會團體信

友在福傳工作上的資助而感恩 (I :3-6) • 也表達他對團體

的深愛： 「我在心內常懷合亻尓們」 (1 :7) • 「天主為我作

證：我是怎樣以耶酥基督的情灃愛你們眾人」 (I:~) 

最傻是 1: Sl-11 的祈禱，屎祿為信友的信仰生活祈襦，祝

陘他們的愛德日增。

5.2 保祿與團體的消息 (1:12 一 2:18)

思考：在保祿的不同書信中，都曾出現有問基督的詩

篇，大部分都與基督的品位有閼，即當時的教

友如何理解基督的身分。你又如何理解基督的

身分？



36 I 宗徒書信（二）

王如在導論所言，保祿與斐理伯教會團體的關係很密

切，所以在引言後，保祿便開始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現況，首

先提到自己雖身在監獄中，卻一點都不害伯 (1: 14) • 因為

他坐牢的處境，令教友與非教友都能夠知曉，是為著基督

的緣故 (1:13-14) • 而且，這亦鼓勵了那些人宣講基督的

福音。不過，事情並非一帆風順，因為保祿敏鋭地發現，

有些人是出於愛而宣講，有些人卻是出於「嫉妒和競爭」

(1: 15) 而宣講。具體情況是怎樣，我們今天鯛法知曉，有

學者誇為，那些惡寶的人，希望透過傳褔音令保祿更觸怒

懽貴，但是書信中並沒有進一步透露內情了。不過，煊也不

重要，因為保祿説： 「那有什麼妨礙呢？駰論如何，或是假

寶，或是誠心，終究是宣傳了基督。為此，如今我喜歡，將

來我仍然要喜歡。」 (1:18) 

保祿所以能如此釋然，固然是因為信仰，也因為斐

理伯團體的祈褶 (1: 19) '而在 1 :20-21 中，保祿顯露出他

信仰基督的全情投入，甚至説「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

是利益」 (1:21) • 可見他並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只要傳

教，而且深感平安喜樂，因為「依靠主，．．一點都不怕」

(1 口） ，而且這沒有妨礙他傳揚褔音的進展， 「或生或

死，纘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頌揚」 (1 :20) 。在面對生、死

的抉擇中，保祿個人願意死： 「渴望能求解脱而與基督同在

一起」 (1:23訂 ，但為福音及信友的益處，他廂意存留於

世上。保祿希望能回到信友那裡，在主耶穌基督內一同喜

樂。

在説過自己的境況後，保祿在1:27-2:18裨，談到斐理伯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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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回想斐理伯教會的情況，知道教會內有分裂的

現象，於是勸喻信友「生活度日只應合乎基督的福音」

(1:27) '並效法基督的友愛謙下： 「彼此竟見一致，同

氣相愛，同心合意，思念同樣的事 只存心諶下 各

人不可只顥自己的事，也認顧及別人的事」 (2:2-4) 。在

2:5-11• 保祿更以詩歌頌揚基督的自謙自卑 (2:6-8) 及被天

主舉揚 (2:9-11) • 勉勵他們「咳懷有基督所懷有的心情」

(2門 ，度倫理生活， 「努力成號自己得救的事」 (2:12) 。

當他們能與天主合作，樅趴遇上困難，也會常常喜樂。

在這裡，要詳细一點説明2 :6-11 中頌揚基督的禮儀讚

歌。這篇詩歌非常震撼人心，綜合論述了基督的先存、降

生、苦難至死、復活升天、光榮的逾越奧蹟，是斐理伯書最

重要的基督論，與弗 l: U-1---1 , 羅 1:2-6• 希 l: l-4等處，哎視為

保祿基督論的基礎。有學者訒為保祿可能引用了一篇在早期

教會團體歌頌基督的詩歌，加以改編；亦有學者以為保祿不

是在引用他人的詩歌，而是寫出他久巳埋藏於心的感觸，一

如格林多前書u章的「愛德頌」 ，以詩歌的體裁來發揮他對

基督的熱愛。保祿以基督空虛自己、眨抑自己、聽命至死、

被天主舉揚並賜予一個超越其他所有名字的名號來反省基督

的逾越奧蹟。

r 空虛自己」 (2:7) 是基督徒反思基督寶義的主題之

一。「空虛」一詞是希臘原又 ekenosen 的翻譯。歷來的經

學家詔為保祿用這詞來表達天主聖子降生為人的奧蹟的深

意，並對這個詞語有不同的譯法，如： 「屈尊紓貴」、 「傾

空了自己」、 「使自己成為虛餌」、 「自謙自下」、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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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光榮」、 「反使自己成為沒有名位的人」等。有學

者茫為保祿所用的「空虛」一詞應該按「信仰的一致性」去

解釋（黽 12:6) , 否則這個詞語可能產生矛盾的意思。按保

祿在2:7所言，基督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而天主子成了人，

就是空虛了自己，因為基督按他的天主性是縉對的實有，絕

不罕虛的；但是，為了成為一個卑賤可憐的人，使自己空

虛， 「取了奴僕的形體」 (2:7) • 顯示值降生成人是多麼

屈嚀就卑。他的外表形狀，如常人一樣，只是沒有罪過（希

4:15 ; 伯前2:22) 。他極度謙卑自下，一生聽命至死，犧牲

自己，接受以極其恥辱的万式，即只為奴隸及懲罰窮凶榻茫

的人所施用的十字架酷刪，來結束自己在世的生命。

耶穌「醮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

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窣虛 眨抑自己，聽命

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2:6-8) 因為值極度謙虛自己，

天主極度舉揚他， 「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

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酥的名字，無

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囯不明言《耶酥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

聖父。」 (2:9-11) 

保祿以一篇詩歌把基督的偉大身分説得透徹後，在

2:12-18' 保祿把基督的特質連結到斐理伯團體身上， 「就如

你們常常聽了命」 (2: 12) , 基督的聽命至死也同樣顯示在

斐珥伯教友身上。有趣的是，保祿在這裡一再強調，他相伝

自己恤論是否與團體一起，他也相信團體能夠「努力成就你

們得救的事」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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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屎掾暗示自己殉這的可能性 (2: 17) • 他自比与

一位祭司，將斐理伯教會團體信友出於信德所作的犧牲奉靨

拾天主，當作生活聖潔的祭品，也把自己將要流的血，用來

作為加於這一祭祀的奠祭，與信友共成為一個祭獻。故此．

因作這祭獻而衍生的喜樂，也是共同的。

歸衲而言，在這部分裡，保祿在此提出三方面的勸

喻：團芍與堅卫 (1:27-30) 、謙遜與忘我皿私 (2曰 1) 、

順從及為世界作證 (2: 12-1 X) 。

5.3 保祿的計測 (2:19-30及3:la)

一殷來說，保祿會在書亡的最後部分式及自己的去

向· 但是在這封書信裡，保祿對未來計劃卻放在中間，而

且在這部分的結尾3: la與干又的開始J: 1 b刃口不銜接，而且下

文談到的提防異喘，與上文的話題也有很大的差異，所以惹

來有關這封書信的單一 1生的討論，這在下文會加以説明。

回到這邰分的內容，保祿希罩能儘早詆遣弟茂德前往斐理

伯城，向信友報告有關保祿在獄中受審的清況及答謝信友，

並且向斐理伯教友劻情地介紹弟茂德，指他是自己所愛的兒

子 (2:19-24) • 同時，保釋也會派遣厄帕洛狄托回到斐理伯

城，原因是厄帕洛狄托曾三病重，而斐理伯的教友對他相雷

闕心，庄以在他康復爰· 保祿就派他回到斐理伯，並請信友

在主內滿心高興地接待他 (2:25-30) 。

然後就是令人疑惑的3: la : 「此外，我的弟兄們！你們

應喜樂於主」。這裡的「此外 ，在希膽文是 loipon' 乜可

以譯作「最後」 ，代表書信快要完結的意思，加上前面談的



40 ! 宗徒書信（二）

是未來行程的計劃，而交待行程是保祿緒束書信前的一貫做

法，因此，有學者推斷這裡該是原來書信的結束。

然而， loipon 也可譯作「此外」 ，用於主題轉換時，但

令人難明的，是「此外」之後的，是「喜樂於主」 ，而接著

的3: lb• 卻又開始另一個看來與前文毫不銜接的主題。

陣論如何，在這句裡的「喜樂於主」 ，確是這封書信

的重要主陘，貫穿全信，都是要斐理伯團體能夠在患難中，

仍因主而喜樂。

5.4 提防假教師 (3:lb-11)

思考：有學者從新約經卷裡，推斷在初期教會時，猶

太人與基督徒之間有一段閼係緊張的日子，而

讀者從不同的經卷中，都能看到這些關係緊張

的證據。你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二者的關係趨

向緊張呢？

在斐理伯教會內出現了一些反對保祿及他所傳布的福

音者，按推測可能是一群較為看重舊法律及外在割損的猶太

人。保祿對他們非常反感，直斥他們為「狗」 ，這為猶太人

來説是非常嚴重的指責。保祿反駁這些人，指出「如果有人

以為自己能將信賴放在外表上，那我更可以」 (3:4) 。這

裡的「外表」 ，指的就是外在的法律，而保祿曾經持守住這

一切。但是，當他遇上基督後， 「凡以前對我有利益的事，

我如今為了基督，都看作是損失。」 (3:7) 保祿以他個人

的歷史及皈依經驗來駁斥他們，從中透露他的心路歷程，現

時的心態及神修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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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反駁那些假教師時，指出自己「就法律的正義

説，是願瑕可指的」 (3:6) • 因為作為法利塞人的他，全

力實踐法利塞人迫求法律正義的理想生活。但是，一切從前

對他有利益的事，在基督的光照下，變得毫胭價值，而且使

他有絕大的損失：沒有及早訒識基督這個至寶。同時，他提

出「成義」並非藉著守法律，而是藉信仰死而復活的基督

(3 :9) • 咿有道樣才能使人脱離罪惡，成為天主的義子，

因為真正的正義只能來自正義的天主，不能來自人的努力。

（參閲迦2: 19-2 口這與「因佑成義」的意思相符，就是人的

得救，甚至日後的死而復活，不是出於守法，而是因為與基

督結合。

5.5 走向基督 (3:12-4:1)

反駁過攻擊團體的人後，保祿從教友行動的角度出

發，而3: 12可視為這部分的主調： 「這並不是説：我已徑達

到這目標，或已成為成全的人；我只顧向前跑，看看是否我

也能夠奪得· 因為基督耶酥巳奪得了我。」在這裡，為基督

所奪是保祿自己的深切感受，也是回應上文有關在基督內成

義的句子。雖然保祿為基督所奪，並不代表保祿就已經「成

全」 ，或是達到目標，反而更需要努力。保祿指自己為基督

所奪，但是自己卻未能奪得該得的獎品，所以他要「忘盡我

背後的· 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馳」 (3: 1 汀 ，這「背後」可能

就是指保祿過去的猶太人身分。

為此，基督徒更應該努力生活所宣講的福音，學習基

督的典範，捨棄自己，放下一切。保祿勉勵信友： 「弟兄

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要注意那些按我們的表樣生活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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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人」 (3: 17) • 如此，信友是「成勁的人」 (3: 15) • 

即心壹成紈老涙於信仰的人（格前2:6; 14:20 ; 希5:14) 。

媯而，信仰也要有行為表現，那些已獲得信仰卻放繻

情慾的人， 「是基督十字架的敵人：他們的結局是喪亡，

他們的天主是肚腹，以羞辱為光榮，只思念地上的事。」

U:18-lll) 對於忠於信仰的信友，保祿恰予徨們希望的訊

息： 「我們的家鄉原是在天上 ．我們等待主耶穌基督我

們的救主從那押降來，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於自己的

大能，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相似他光榮的身體。」 (3:20-

21) 

最後，保祿勸勉斐理伯教會團體要常「吃立在主內」

(4:1) 。

5.6 給團體的勸告 (4:2-9)

保祿藉著對厄敖狄雅及欣提赫的勸告，反映他對整

個教會團鱧的勸告，分別是：團結 (4:2-3) 、喜樂與平安

(4:4-7) 、效法保祿 (4:8-9) 。保祿鼓勵信友樂觀坦向前

走： 「你們應當喜樂！」 (4:4) 在這裡，保祿對斐理伯團

體的喜愛與熱清，再一次呈現，值相信團體的喜樂與寛仁，

會讓人明白信仰基督的美好。

雖然保祿是以勸告的方式，向團體提出要翌樣做，但

是在字裡行閼，顯示出保祿對團體的信心，相信他們能夠做

到「所學得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到的」 (4:9) 

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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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感謝團體的支持 (4:10-20)

保祿再一次感謝斐理伯教會團體對他傳福音工作上的

資助。保祿呃意自食其力，不願因為宗徒身分而享受祂人旳

供養（參閥格前9:4-1 幻 ，只因保祿與團體的感情深厚，彼

此信任，保祿才願寳豁然接受他們的資助。

保祿寫斐珅伯書的近國，是斐理伯教會團體信友聽説

保桴玻囚，為了表達閼溟 (4:10. 14) • 便託教會旳一位首

長厄帕洛狄托探望地，同旿帶給他一羞資助 (2竺-30) • 

並希望厄帕洛狄托留下侍候保祿。保祿為這種關懷的瓦

情深為所動，柄斐理伯教會團們信友的資助為馨香的祭獻

(4: 18) • 並稱這資助為一種產生有永遠價值的利息的本錢

(4: 17) 。厄帕洛狄托抵達没· 患了重柄，病癒後· 保祿便

派他回去，並寫了信，讓他帶回拾斐珅伯教會團體，感謝祂

們的資助，並分享自己在獄中近況口 12-2(, 1 。雖竺保祿未

能視自訪問團體，但也會派弟茂德前往 (2: 19-24) 。

5.8 最後問候與祝福 (4:21-23)

保祿偕同伙伴向斐理伯教會團體信友迏上問候，芍別

是「凱撒家中的聖徒，都問候你們」 (4:22) • 可見當時皇

宮內己有人因保祿的宣講而信仰了某督。

6. 斐理伯書的單一性

今天大部分的聖經學者都同官斐理伯書是保祿的著

仃，並萁異議。然而，斐理伯書是否一封完賠的書信呢？學

者則有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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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者否定斐理伯書是一封完整的書信，正如前

又也略有提及，是因為這封書信有不少前文後語不銜接之

處，譔人懷疑它的一貫性，如3: la 與3: lb接合不順暢； 3: 1-2 

中話題的突轉： 2:25保祿談及要把厄帕洛狄托送回斐理伯

城， 4:18提到的，卻好像厄帕洛狄托剛到達斐理伯城： 4:1 與

第4章似乎是一個矛盾，因為4:2開始另一個敍述，而在4:18

才寫到收信後的感謝辭，故此4: 1 的結束語似乎是一個矛盾

或多餘的。

除此以外，第二世纪教父玻里加 (Polycarp, 69-155) 曾

提及保祿寫縉斐理伯教會團體的眾書信，顯示保祿寫了不止

一封信給斐理伯教會，故此，有學者認為保祿既然與斐理伯

教會團體關係密切，有可能曾寫了數封書信給當地的信友，

而目前所見的斐理伯書，是由數封短信合併而成的。按這假

設推斷，現今斐理伯書可能包括了三封書信：

第一封 (4:10-20): 感謝的短信 保祿在收到斐理伯

教會團體信友透過厄帕洛狄托帶來的資助後寫信感謝。

第二封 (2:1-3:la: 4:2-9, 21-23) : 可能是厄帕洛狄托帶

往斐理伯教會的信件，主要是敍逕保祿在監獄中的近況及表

達他對斐理伯教會團體的愛與鼓勵。

第三封 (3:lb-4:1) : 可能是保祿聽到一些有關斐理伯

教會的消息，得知在斐理伯城有散布謬論者，因而寫下這

段辯論性的文字，作為拾予信友的忠告，提醒值們要小心提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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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部分學者質疑斐理伯書的完整悝，但大部分學者

卻仍認為這封書信是一封完整的信，所持的理由為： （一 I

保祿絕對可以在同一封信內，以不同的語調談及一個激辯

意味重的話題： （二）整封書信的背景看來是一致的，鰭

論是保祿對團體的積榻態度，又或是團體正受張力的情兄

(1:15, 28; 2:21) 。

雖然有兩派不同的官見，這裡仍然傾向視這是一封冗

整的書信，因為這是它出現的面貌，而澹意把它分成三部

分，未必能有助我們理解它的內容。

7. 神學主題

由於這封書信以喜樂為主靼，芷且在不同的垃万也討

論到保祿的宗徒職務，所以這裡作一個小小的歸納，幫助讀

者進一步理解這封書信。

7.1 基督徒的g樂

思考：從生活來反思，什麼因素讓我們的生活趨向喜

樂？外在的條件，還是內心的戒受？信仰帯哈

我們的，是喜樂還是憂苦？為什麼？

「喜樂」這個主題貫穿整封斐理伯書。全封書亻日一共

出現了 16次「喜樂」或「喜歡」一詞（當中有動詞： l: 18; 

2:17; 2:18; 2:28; 3:1; 4:4; 4:10, 也有名詞： l :4; 1 :25; 2:2; 2:29; 

4: 1 ; 以上有四句曾出現兩次） 。事實上，由於保祿與斐理

伯教會團體信友存在著深厚的情誼．他有如荇父一殷向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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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友表達感謝、安叮、喜樂的情懷，勸勉信友愛主愛人，

因此，書信中充滿愛心和喜樂的氣氛。正因為保祿提倡喜

樂，有學者表示，如果路加福音是「喜欒的褔音」 ，那麼斐

理伯書堪稱為「喜樂的書信」。

「喜樂」不正是斐理伯書的重要神學王題，更可以視

為整封書信道胛的綜合。保祿以「你們應當喜樂！」來鼓勵

信友。這份喜樂是王內的喜樂，而喜樂的泉源是耶酥基督。

的確，基督的福音本身就是一個令人喜樂的汩息。正因如

此，基督徒的喜樂不是稍缢即逝的清惑，也不是對幸福快樂

的渺芷盼望，而是一種恆常的內在礱度。「喜樂於上主」

是一份為天主所深愛、被天主救黷的信念。這稠喜樂使為基

督受苦的基督徒仍能在主內滿心歡喜，把一切磨難看成是

促使信友與基督緒合為一的動力，即如保祿身上帶著鎖鏈，

仍能在主內喜歡： 「我或生或死，纘是叫基督在我身上受

頌揚」 (1: 20b) : 「因為在我后來，生活原是基督，死亡

乃是利芷」 (I :21) ; 「即使我應在你們信德的祭祀和供獻

上奠我的血，我也喜歡，且與你們翠位一同喜歡；同樣，你

們也應該喜歡，也陔與我一同喜歡。」 (2:17-18; 參閌 1:22-

23: J: 10- 11) 這份喜樂也能使信友「什麼乜不要掛虐，只在

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向天主呈士你們

的請求」 (4:6) 。

在主內喜樂的信友心胸廣闊，凡是真實的、高尚的、正

義的、純潔的、可愛的、榮譽的，不管是美德還是稱譽，都

該思念 (4:8) • 且與眾人同樂 (1:25-26; 2:17-18) 。同時，

喜樂也是團體性的，表現在信友團體的友愛中 (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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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基督徒的喜樂與他們在信仰上的希罩有著

關連，他們知道現世的喜樂將在末世獲得圓滿： 「我們的

家鄉原是在天上，我們等行主耶穌基督我們的救王從那裡

降來」 (3:20) • 「你們在王內應當常常喜棠，我再説：你

們唐當喜樂！你們的寬仁應富叫眾人知這：王快來了。 4

(4:4-5) 

7.2 與基督結合和宗徒職務

要有攻發揮宗徒職務的作用和意義｀保祿強調宗徒槭

務的一切咭合於基督內的重要性。宗徒必須真實的生活在

基督內，以宗徒身分黽續耶穌基督在世上的使命，因主而喜

樂，使基督受頌揚（參閌 1:21. 23-26; 3:10) 。

「與主岳合」既是保祿宗徒生命的核心，書信中多處

都有相關的訊巴。首先，是保祿多處以「在王內」或「在基

督耶穌內」表達他對「與王洁合」的重視，以及闡釋當中旳

涵義，如： 「我在王耶穌內希望不久打發弟茂德到你們那裡

去 並且在主內我自信，我自己也快去」 (2:llJ,24) : 

「我的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財富，在基督耶銩內，豐富滿足

你們的一切需要」 (4: 19) ; 「你們在主內博常常喜樂」

(4:4) ; 「你們要在基督耶託內問候各位聖走」 (4:21) 。

其次是「聖神的交往」。信友們縉合於聖神內，彼此

相通，建立共融的團體，就如2: 1-2所描述： 「如果你們在基

督內獲得了鼓勵，愛的勸勉，聖神的交往，哀膚和同情，你

們號哂彼此意見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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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參與他的苦難」 (3: 10) 。在這裡保祿提出只

願訒識基督及他復活的德能，並參與基督的苦難。這是在強

調基督徒因詔識基督復活的生命，而能分亨和參與基督的苦

難。的確，只有基督能使人成義（弗 1: 19-20) • 只有他的復

活使人與天主和好（曜4:24-25) • 而只有參與徨的苦難，與

他同死，才能與他共享光榮（醌8:17 ; 格後4: 10-11) 。

保祿寫斐理伯書時，斐理伯教會團體還在面對反對勢

力，為此，保祿鼓勵信友在反對勢力下，持守信仰，至死不

渝。他勸勉信友們學習忘我以達至深度合一，明白為褔音受

苦的奧妙：在苦中與基督緒合，雖是苦，卻是甘飴的。宗徒

與斐理伯教會團體共負一軛，在基督內同甘共苦，加深彼此

的緊密關係，在困難中仍能持守信仰，保持堅茫與喜樂，努

力傳揚福音，而眾信友迫隨基督「心意」的意願要在面對艱

辛時才顯得真實 (1:12-25; 2:1-5; 3:8-16; 4:11-13) 。

7.3 福音

斐理伯書多次提及有關「福音」的記載 I :5, 7, 12, 16, 27; 

2:22; 4:3, 15 , 內有不同的涵寶，大體可歸絪為兩點：

（一） 「福音」指靜態的生活方式與內涵，如： 「生

活度日只應合乎基督的福音」 (1:27) 。

（二） 「福音」指宗徒具體的宣講行動與工作，如：

宣講基督救贖的喜汩 (4: 15) ; 保祿雖曾因褔音入獄

(1:13,17) • 但他仍歡欣，因為另有信友纘壇宣講福音

(I: 12, l 8) ; 參與福音工作的伙伴，如斐理伯教會團體的

信友 (1:5) 、弟茂德 (2:22) 、厄敖狄雅和欣提赫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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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斐理伯書是寫哈斐理伯教會囿體。斐理伯城位於馬其頓東

北部，是羅馬帝國的主要交通中心，因而商業發達，居民

也較富裕。保祿在第二次的傳教旅程中．在這建立了教會

圉體。

(2) 保祿寫斐理伯書一方面是為威謝斐理伯教會圄體的闢懐，

另一方面是就囤體面對的問題提出勸勉。

(3) 斐理伯書桉現在的結構來看，有一般保祿書傳的格式，先

有序言，然後是保祿與圉體的消息，當中包括一首頌揚基

督的歌詠，提及基督「空虛自己」，也要求教友學習。

(4) 然後是保祿說明他的行程計劃，就是派遣弟茂德前往斐理

伯城，然後再派遣厄帕洛狄托回到斐理伯城。

(5) 書信隨即轉向提防假教師，保祿指斥猶太基督徒要求斐理
伯教友行割損禮，而保祿分享自已的內心經歷。然後，保

祿指出要走向基督，因為保祿自己為基督所奪，因此要努

力傳播褔音。

(6) 隨即是哈圉體的勸告．期盼他們能夠做到園咭、喜樂與平

安，並且能仿效保祿。然後則是成謝圄體的支持，以及最

後的問候與祝福。

(7) 學者對於斐理伯書是否一封完整的書信．有不同意見。有

學者認為目前所見的斐理伯書是由三封短信合併而成的，

唯大部分學者仍背定這封書信的單一性。

(8) 斐理 1自書的重要主題，包括基督徒的喜樂、宗徒職務要與

基督咭合．以及多次提及有間「福音」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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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費肋孟書及哥羅森書

L 緒言

在這單元裡，將為讀者介招另外兩封「獄函」 ，它們

都是相當獨咢的書信。費肋孟書是保祿書信中最短的一封，

雖然絕大部分學者都相信它是保祿所寫，但是它為何成為正

典的一部分，卻有不同的猬測。同時，以費肋舌書為分界，

在此以前的吉信，除了得撒洛尼後書外，全都是較確定是保

祿所著的，而由哥縉森書開始· 以下的各封書信是否保祿的

手筆，就有帜多的爭論了。

此外，如同上一單元所言，這兩封書信都屬於「獄

雨」 ，印保祿在獄中所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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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峙，由這單元開始，大部分書信的篇幅較短，所以

就不會再把內容及思想的介紹分開，而是透過解釋經文時，

直接把相關的主題思想説明，請讀者留意。

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廚元後，應能：

• 掌握費肋孟書的背景、內容及主要思想：

• 掌握哥羅森書的背景、內容重點。

1 導論

這單元會介綹兩封書信：費肋孟書及哥黽森書。費肋

孟書要放在哪一個位置來説明，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有學者

評為它是「獄函」 ，這是從保祿寫作時的狀況來考慮；也有

學者訒為可把它歸類為「牧函」 ，從廣義來説，這也是牧養

的問題。

另一決定次序編排的考慮，是書信被確評為保祿所寫

的真確稈度，即把大部分聖經學者都認同為保祿所寫的書

信，放在前面，而有懷疑的放在後面。按此原則，我們便把

費肋孟書編排在較前位置，即在斐理伯書之後，而隨後的，

才是爭論較多的哥羅森書，因為該書信是否保祿所寫，爭議

很大，籽同和反對的同樣多，不容易肯定它是否由保祿所

寫，而再後的各篇書信，都有同樣的問題，甚至是愈發被肯

定，不是保祿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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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肋孟書談到釋放奴隸旳問題，而哥羅森書以叫正錯

誤的哲學思想為中心，在下又裡會較詳细地説明。

4. 費肋孟書

思考＇你曾否讀過這封最短的新約書信？如果讀過，

你會否有黠疑惑，為什麼它會被收錄為新約的

一部分？

費肋孟書是新约中最短的一卷，全信只有25節：同時也

是大部分聖涇學者都訒同，是保祿所寫的信。不過，也有學

者詔為，這是保祿書信裡，最多謎團的一封，原因是它的背

景資科太少，內容太過私人，令後來的學者難以斷定，為何

當時的教會團體，毫不猶疑地視之為信仰的標準而被收錄於

聖徑正典之中。在以下的篇幅裡，大家可以審視這封書信的

內容，嘗試探究這封書信的深層意義。

4.1 背景

严 思考．敖乃息摩在希臘文裡是「有用的人」的意思，

所以稱奴隸為敖乃息摩是相當自然的事情。你

有否留意到這一黠？在這前提下，你如何理解

這封書信中第 11 節？

有關這封書信的背景，都是來自書信本身，如保祿是

在囚時寫這封信，因為在書信的一開首，傈祿就點出自己在

獄中的事實。但是，這是指什麼時候的囚禁呢？有學者主張

這是保祿囚於曜馬時所寫的· 但是這又難以解釋，為何信中

保祿會請費肋孟在家中留一房間給他，這明顯是保祿即將到

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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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收信人是費肋盅，殆肌異議，但他是什麼人

呢？從書信的內容，能得知他在社會上有不俗的地位，而

也有學者推訢，但是哥紲森教會的一分子，因為在書信的末

尾，保祿首先提及的就是厄帕夫辣，哥躍森教會的創立人。

較能確正的事實，是這封信的王要背景，就是保祿為

一位名叫敖乃息摩的奴隸，向但的主人費肋舌求惜，希望

費助孟噸意視敖乃息摩為主內的兄弟。按筐書信的內容，敖

乃息摩可能是費肋孟特意派去服行在獄中的保祿，而在相處

後，保祿非常欣賞敖乃息摩，因此向費肋孟要求，在派敖乃

息摩回去後，要行敖乃息摩如同兄弟。

4.2 內容

這封書信雖叭很短，但是在格式上與其位的保祿書信

並陴分別，相當完整。它以致侯辭開始，配以感恩辭，陝後

是正又，最後則是祝福語。

4.2.1 致候辭和感恩辭 0-7節）

在這封信裨，保綠自稱為「某督耶酥的被囚者」

方面説明自己坐牢的實況，一方面也顯出，這並不是單純

私人的信件，保祿仍然是以宗徒的身分來寫這信。有學者指

出，保祿幷剔稱弟茂德為「弟兄」 (1 節） ，是為後來同樣

稱費肋孟為弟兄，以及更進一步稱敖乃息摩11弟兄而先作補

排，目的是為當套用這稱呼於敖乃息摩身上時，顯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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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書的內容只與費肋孟有關，但是收信人也不廑是

費肋孟，還有「姊妹阿丕雅和我們的戰友阿厝希頗，以及在

你家中的教會。」 (2節）閼於保祿這樣寫，有學者訒為正

好呼應保祿以宗徒身分寫信的表達，所以這封書信具有的音

義，不僅與費肋孟有閏，也與富地教會團體有閭：另一種推

詞，就是指向保祿即荇要求費肋孟所做的事，需要更多助力

來推動，才可以成事，故此保祿不視為私人信件。

這信的致候辭並皿特別· 而在感恩辭裡· 保祿稱費肋

孟為「弟兄」 ，並且強調他的「愛德」帶來「喜樂和安冑」

(7節）。

4.2.2 為敖乃息摩求恩

思考：保祿身為宗徒，要向一位教友提出要求，你認

為該用什麼態度，最為合適？該以權威去命

令？懇求？還是平心靜氣地說道理？

簡單地説，信的正文，翌是保祿向費肋孟發出要求，

希望他能接受放乃息摩回去家裡，成為費肋孟王內的弟兄。

不過，在這信裡，我們不妨欣賞保祿説服別人的技巧。

一開始· 保祿直接説自己因宗徒的身分，可以命令費

肋孟做這事 (8節） ，但是池不向官這樣做，而是「寧茄围

著愛德求你」 (()節） ，正正好呼應上文指費肋孟充滿愛

德，所以這個因愛德而來的請求，就順理成章。這請求所以

需要愛德，首先是因爲它要求費肋孟犧牲，把屬於費肋孟旳

奴隸敖乃息摩留洽保祿， 「不再當一個奴隸」 (16節） 。在

足部分，除了保樣要求洽予敖乃息摩自由外，究竟保懷閂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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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乃息摩留在自己身邊，還是回到費肋孟身邊，並沒有説得

明白，因此不同解釋部有，甚至有學者主張，保祿要求敖乃

息摩留在自己身邊繕纘奴隸的身分。

血論是哪一種具體做法，可以肯定的，保祿要求費肋

孟不要再視敖乃息摩為奴隸，而是「作可愛的弟兄」 (16 

節） 。在這裡，同樣引來神學的討譁。由於整篇書信也沒有

訂論奴隸制度的不當，有學者許為保祿受到時代的限制，不

能看出奴隸制度的不公義。但是，也有學者指出，保祿其實

貫徹自己的神學，就是鯛論生為什麼人，最核心的仍然是基

督徒的身分。因此，保祿對費肋孟的要求，是視敖乃息摩為

「弟兄」 ，即在主內的一份親如兄弟的關係，這代表主人與

奴隸，同樣是天王的子女。

這解釋的好處，是更容易説明保祿在信中所説： 「號

收留他當作收留我罷」 (17節） 。有爭論的是，既然保祿要

本費肋孟不再視敖乃息摩為奴隸，為何又要學價留他在家

裡？所以，並非要脱去奴隸的身分，也許是其中一個解釋。

當然，爭論者則會指出，在 18-19節裡，保祿説要為敖乃息

摩償還債務，這忧代表要求讓敖乃息摩次復自由身，而不是

圯續做奴隸了。

今天我們實難罰斷哪一個才是保祿真正的用意．但是

保祿實在是很期盼費肋孟能夠做到他所期望的，所以他才

説： 「我自信你必聽從，纔給你寫了這信，我知道就是超過

我所説的，你也必作。」 (21節）當然，也可以説，王因為

保祿這要求是符合天主的心雹，所以費肋孟的膺允，並不是

由於保祿個人的因素，而是由於基督的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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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結語 (22-25節）

正如上文所言， 22節似乎代表保祿打算到費肋孟處，然

後就是問候各人和最後的祝福，書信亦至此完緒。

5. 哥羅森書

思考：哥羅森在今天的哪個地方？今天還是否有人住

在哪裡？在保祿時代，它的周遭，還有什麼城

市，同樣有基督徒團體？

哥羅森書在保祿書信裡具有相當獨特的地位。在今天

新约的保祿書信中，四大書信、得撒洛尼前書、斐理伯書、

費肋孟書，都可確託是保祿手筆，而其他書信是否由保祿所

著，就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而哥羅森書可以視為最微妙的

一本。因為支持和反對的證據勢均力敵，難以分別。

另外，這封書信與厄弗所書的內容有不少重複的地

万，又引來其他的猜想，並且就兩封書信的閆係，學者有不

同的設想。

5.1 背景

哥羅森是占代夫黎基雅的重鎮，屬小亞咐亞一帶的重

要城市，位於今天王海與地中海之間的一片土地。不過到了

保祿時代，這城市已經漸趨沒落。這城鄰近還有勞狄刻雅及

耶辣頗里兩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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罽於哥睾森的教會，我們看不到任何證據，證明這裡

的教會是由保祿所建立旳，而按這書信的內容排斷，該地的

教會是由厄帕夫躋所建立的。

如果相信這書信是保祿所寫，該是寫於60年左右，而寫

作的地點就是厄弗所，因為按宗20:31 所言，保祿在此時期

居住在厄弗所三年之久，而厄弗所與哥黽森相距不遠。再縉

合哥縉森書的內容，可以推想，保祿在厄弗所何教時，皈化

了厄帕夫辣，而厄帕夫辣在得到信仰後，再把信仰傳回自己

的故鄉，以及附近的城市。但是當地團體在發展的過程中，
受到異端邪説的影響，於是保祿就寫了這封書信，為哥羅森

教會解釋疑難。

但是，部分聖煌學者從文字風格及神學思想入手，發

現都與保祿書信有差異，因此詔爲這書信的作者不是保祿。

如果這書信的作者不是保祿，而是他的弟子，就難以判斷寫

作的地點與時間了。

有閼這書信的作者並非保祿的推斷，我們在此不作詳

细的解説。本書的傾向認為這封書信是由保祿所穹，而下文

的解説，也以此為根據。

5.2 內容

這封書信的緒構很完整，與上述各項保祿書信一樣。

至於正文部分，保祿由宇宙件基督談起，再以自己所受的

苦，與哥醌森教會分享，然後才進入糾王信仰思想錯誤的部

分，再遮入信仰生活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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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致候辭丶感謝辭及祈禱 (1:1-14)

這封書信的致候辭與格林多後書的幾千一模一樣，但

作用就有分別。在格後，保祿特別提到自己是「宗徒」 ，與

他的權威i生受挑戰有閏。但是在整篇哥羅森書禪，都沒有質

疑保祿宗徒權威性的討論，況且，浞背景裡得知，保祿並沒

有到過哥羅森，所以這裡提到宗徒，也許只是身分的表達，

並沒有特別旳意思。

在致候辭後，這封書信與其池保祿的書信也很相近，

有一段感謝辭以及祈禱。在這裡，保祿感謝哥睪森的信眾

能有信、望、愛三德，表達與得撒洛尼前書相似。另外，屎

祿感謝厄曰夫辣建立哥躍森教會，也有學者託与，這就是保

祿在費肋孟書中提及與他一同坐牢的那位（費:23 節） 。保祿

還稱讚厄帕夫辣是「基督的它信僕役」 ，而這裡值得留音的

是，厄帕夫練所當的僕役，是「為你們」的 (1 :7 J • 可見

厄帕夫辣與哥羅森教會的關係，非常密切。

致候辭後，是一段祈禱，保祿因為得到「報告」而深

感喜悅，但是這裡沒有足夠訊息説明，這是什麼報告。學

者因而控測是指保荳得悉哥黽森教會的建立，並且教友都只

投入信仰。從這段祈禱的內容來看｀保祿祝願哥黽森的教友

有「屬神的智慧和見誡」 (I :9) • 以及「行動相稱於主」

(1: 10) • 而這兩點，都是下文會提及的。

也有學者提出，在祈禧中保祿的用詞顯得非常鷓清，

如用「喜悅」、 「欣媯感謝」等詞，這為一個並不是由保祿

所建立的教會來説，相當不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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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宇宙性基督 (1:15-23)

思考：從天主的本質來看，基督是天主聖三中的其中

一位；那麼，在世界裡，基督又應該處於什麼

位置？他是人類的救主，但是否也是世界的救

主，甚或宇宙的救主？

這段落是由一首讚美詩加上保祿的解説而構成的，而

對於這首讚美詩，學者有不少討論，有學者詔為這首讚美

詩先於書信寫成，而被書信的作者收編入內，並對此加以修

訂，以符合要表達的思想。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作

者所寫的。兩種看法都有其根據，很難就此下判斷，不過這

讚美詩確實表達了保祿在這書信裡要説明的內容，就是這基

督是「宇宙性基督」。

這首讚美詩的開始，就指出耶既基督「是不可見的天

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1: 15) , 這反映初期

教會的基督論，把耶祅提升到萬物以上，超越世界所有的事

物，一切受造物都由耶酥基督而來。這固然代表對耶酥基督

身分的理解，巳經提升到很高的位置，他「是元始，是死者

中的首生者」 (1: 18) • 但也有學者指出，這是針對「唯識

論」中，神性流溢的表達，所以把耶穌基督放在「首生者」

的地位，指出他的超越性。

雖然祖裡沒有直接説出耶酥基督的天主性，怛是作者

用上「圓滿」一詞來形容他： 「天主樂音叫整個的圓滿居在

他內」 (1: 19) • 而這裡「圓滿」的意思，在及後的2:() 中有

進一步的説唁： 「在基督內，真實地住有整個圓滿的天主

性」 ，由此可見，這裡巳間接確詔了基督的天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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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接著指出基督的圓滿，能帶給信眾救恩，使徨們

與天主「重歸於好」 (1 :20) • 這也是保祿書信中重要的觀

點，代表耶酥在天主與人之問的中保地位。這個和好是源自

十字架，人能夠與天主重歸於好，是基於耶酥在十字架上留

下的血。

讚美詩在 1 :20完結，隨後的三節，是由讚美詩而來的

訓示。作者指出，哥華森教友曾經因邪惡而與天主隔絕

(1:21) • 但正如讚美詩所言，教友因耶穌的血而得救，脱

離罪惡· 進入「聖潔，皿瑕和氫可指摘」 (1:22) 的境地，

所以教友該堅定地持守信仰，並（專揚福音，正如保祿自己也

是這樣。

5.2.3 宗徒之苦與任務 (1 :24-2:5) 

思考：在不同的書信裡，保祿都提及自已所受的苦，

甚至有「受苦清單」的出現，讓我們得以窺見

他曾經遭遇的危險。你曾否讀過這些內容？有

何威受？

在這段落，還可以再细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以

「受苦」來首尾呼應的，即「如今我在為你們受苦」 (1:24) 

與「我號是為這事而勞苦」 (l:2lJ) 。在這部分．保祿並非

要為自己的苦而抱怨，他「反覺高興」 (l:24) 及「盡力奮

鬥」 (1 :29) 。保祿當時在牢獄當中，因此在書信中強調自

己的受苦．目的是要鼓勵哥曜森教會，只要是為主而工作．

任何的境況都是喜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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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在苦中能夠喜樂並奮鬥？首先是因為「作了這教

會的僕役」 ，這僕役宣揚「天主的道理」 ，最後達到「好把

一切人」在基督內成全 (1 :25-28) 。簡單地説，就是傳揚福

音，令保祿能在苦中尋樂。

那麼，傳揚的內容是什麼？就是「奧秘」 (J :26) • 這

是光榮的奧秘，而保祿待寶提到這「就是基督在你們中作了

你們得光榮的希望」 (1:27) 。

還要留意，在這部分，保祿特別強調教會團體的意

義。在 I :25裡，保祿提到「作了這教會的僕役」 ，這與 1:23

的説法「我保祿就是這福音的僕役」有微妙的不同，再配合

描述奧秘時，詰別提到「基督在你們中」 ，這也是從團體的

角度來理解奧秘的含意，所以我們可以推想，保祿是希望以

這樣的表達，説明自己的苦與哥罩森整個教會的關係，是相

當密切的，而這正好自然地帶入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2: 1-5• 可視為轉折的部分，把上文説及的

基督論與宗徒的任務，連結糾哥睪森教會上。保祿直説自

己是為了哥羅森及勞狄克雅教會而奮鬥 (2: 1) '希望他們能

夠明白基督的奧秘是一份珍貴的寶藏 (2:2-3) • 而2:4-5就點

出這對書信的寫作因由： 「免得有人以巧言花語欺騙你們」

(2:4) '而保祿希望透過這封書亻Ll' 溟哥黽森教會的信徒，

能有「生活的秩序」和「對基督堅定的信仰」 (2:5) • 而下

文，差開始討論這兩万面的問題了。



單元因·費肋孟書及哥羅森書 钅 63

5.2.4 堅定信仰 (2:6-3:4)

"' 思考：在這書信裡，保祿提到哲學誤導了信仰。在今

天的生活裡，相同的情況是否又再發生？

在這部分，不少人都訐為，保祿是在回答一些特定的

問題，而這些都是哥羅森教會真實地面對的問題，當時的會

眾受到某些人在信仰上的衝擊，因此產生疑問與偏差，而保

祿正要為哥黽森教會糾正祂們的疑惑及錯誤的思想，而這亦

是保祿寫這封信的原因。

2:6-7可説是疸段落的思想基礎。這裨指信友要在基督

內生活，尤其是要以信德九中心。因為信仰是建基於基督，

所以當教友面對信仰上的疑難，要回歸到基督身上。在這基

礎上，保祿有進一步的解説。

保祿所以要重申信仰的基礎，因為「有人以哲學，以

虛偽的妄言，按暄人的傳授，依據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據

基督，把你們勾引了去。」 (2:8) 在書信裨，我們看不出

勾引教友的哲學的具體內容，但可從反駁當中，估計一二。

綜合而言，在哥瑄森教會散布的異端邪説，主要是指向兩方

面：

(1) 基督的身分與救贖：在書信裡，保祿提到基督：

「在基督內，真實坦住有整個圓滿的天主性，你們也是在他

內得到豐滿。」 (2:9) 在這一句話裡，保祿暗示了基督的

身分：他有「圓滿的天王竺」 ，因此也只有在基督的身上，

信友才能得到完全的救贖。這段落中兩次提到「率領者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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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這些天使的類別 (2:10,15) '由此可以推想，那些

勾引哥罷森教會的哲學，可能就是從基督的身分入手，否定

他的天主性，而把基督視為與「率領者和掌權者」在同一地

位上。另外，還提到「敬拜天使」 ，也可以是一個佐證，當

佶有人質疑基督的地位。

如果對基督的「圓滿的天主性」有疑惑，那麼對他帶

來的救恩自然也有意見了。有學者評為，這裡的哲學就是唯

識論，強調人的得救需要有一定的知識，擁有相關的知識，

就可以得到圓滿的救恩。單憑經文的內容，我們不能作出這

樣的判定，但是這説法也有其參考作用，因為保祿特別強調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復活 (2:12,15) • 這是教友能夠得

救的唯一原因，而非其他的事物或思想。保祿這樣説，正好

表示，當時傳入的「哲學」 ，提倡有其他万式，能夠叫人得

救，因而否定了基督作為唯一的救主。這也就引申到第二點

上。

(2) 遵守猶太法律：保祿向哥鄒森的教友説： 「你們

也是在他內受了割損，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損，而是基督的

割損，在乎脱去肉慾之身。」 (2: 11) 從這句就可以推想，

當時的哥黽森教會，如同其他外邦人教會設，面對猶太基督

徒的指責，要求他們都要行割損禮，認為不旌行割損，便沒

有天主的標記，不能算是真正的「選民」。保祿並不認同這

看法，這在其他書信裡也有討論，而在這裡，徨指出聖洗就

是「基督的割損」 ，因為「你們既因聖冼與他一同埋葬了，

也就丙聖洗，藉著信德，即信使他由死者中復活的天主的能

力，與他一同復活了。」 (2: 12) 道説法，與格前15:3-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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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只是在這裡，保祿要強調的是這樣的救贖已壹足夠，教

友不再需要其他的途徑來獲得救恩。

正由於十字架才是信仰的核心，保祿因此説： 「為

此· 不要讓任何人在飲食上· 或在節期或月朔或安息日等事

上，對你們有所規定。」 (2: 16 ! 可見保祿不訒同要守猶太

的法律，因為「這一切原是未來事物的陰影，至於實體乃

是基督。」 (2:17) 有學者指出，這觀點與希伯來書相近'

「法律既叭只有未來美物的影子，沒有那些事物的真相，

所以總不能丙著每年常獻的同樣犧牲，使那些醇意親近天

主的人得到成全：」 （希 10: l) 兩者同樣是指出法律的虛

幻。有學者指出，這裡所提及的「實體」也指向身體，所以

陰影與實體的爭詮，又回到唯識論的爭議，但是這並不見於

壹又裡· 這涅也只是稍一提及。

還有一咕值得留意，是用字上。在2 口裡，保祿用到

「塗抹」和「除去」來表達基督的救恩如何把人的罪洗凈，

用語很強列· 丙為「塗抹」一詞，代表原來寫上的字詞符

號，完全地抹掉，不再留下。

保祿在2:20-23裡，縛結以上兩點的內容，指出教友已痊

與基督同死於世俗，可以免於世俗的局限，所以不用遵守那

些「私寶的敬禮、謙卑和克己」 (2:23) • 因為它們都沒有

真實的價偵。

最後，保祿以3: 1-4來緡縉這部分，指出既然我們已塈

與基督一同復活，那麼就誤闊顧「天上的事」 (3: 1-2) • 所

以不用再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現世只是未來的影子，反

而噸期盼茗永生的光榮（參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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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既可視為反駁當時哥羅森教會面對的異端解

説，亦可以視為保祿為哥躍森教會解説基督復活賦予教友

的意義，並且為下文談到在現世如何能度有信德和義德的生

活，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5.2.5 相稱基督的生活 (3:5-4:6)

思考：中國人傳统的五倫包括「父子」和「夫婦」，

認為應該各安其位，互相尊重，你認為這是否

同樣是基督信仰的要求？

基督徒因基督而得救，那麼，他在世俗裡的生活，又

該如何度過呢？在這問題上，保祿同樣洽予哥璀森教會的教

友清晰的指引。

在3:5裡，保祿洽予教友一個罪惡清單，指明這是「致

死」的罪惡，這包括＼玉亂、不潔、邪情、惡慾和血異於偶

像崇拜的貪婪」。有學者認為渲裡是有序地説明，由品亂閼

始，卻以貪婪為最大的罪惡。顛論這個次序是否有意，但保

祿的重點是，這些只應是教友在領受天主救恩前的罪惡，而

在領冼後，應當戒絕這一切，以及另一個清單上的事情：

「它怒、暴戾、惡意、詬罵和出於你們口中的穢言。」

(3:8) 至於最後一項，就是説謊 (3:9) 。

最後，保祿以「舊人和它的作為」 (3:9) 來苧結地形

容以上兩個罪惡清單的各項，而當中的重點在於「舊」。保

祿在這裡要求受冼者要脱去這個「舊人」 ，好使能進入下

一節所説的穿上「新人」。保祿嘗試以形象生的方法把受冼

的改變突顯出來。在受冼前，丙各種致死的罪惡，所以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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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人，但是當教友領冼，忧穿上新人．把那些舊人和它旳

作為拋掉， 勺月創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為獲得新知識的」

(3:10) '所以新人的含意，包括了天主的肖像，以及「新

知識」。天主的肖像不難明白，這在創世元就使用，旦是

「祈知識」代表什麼，這裡芷沒有明確的説明· 而看接著的

一節，保祿忧新人的形象再加以發揮，指出所有人在領受基

督後，就已在基督內，再氘分種族， 「受割損的或未受割損

的」 (3: 11) • 自由的或是奴隸，全都是天王的人。

正因如此，保祿為教友提供一個德行清單： 「憐問的

心腸、仁琶、謙卑、良善和含卫：如某人對某人有什麼怨浪

的事，要彼此擔待，互相寬恕：就如王怎樣寬恕了你們，你

們也要信樣寛恕人。」 (3: 12-13) 在這清單裡，寬恕成為最

俊一項，如果祖信排列在最佼一項是最重要的，那墅，冇各

項裡，寬恕就成九最重要的了。保祿在説明各項後，以愛德

纘括基督陡的德行， 「因為愛德是全德的恥繫」 鬥 14) • 

這也呼應了格林多前書「愛德頌」的説法。

最後是3: 15-17• 可視為這裡有關罔行的小縉，而接下

去，保祿就會具體談到在不同的人際關係裡，該如何作才是

一個基督徒。在這三節，保祿強調平安與感恩，並以這兩點

來説明以上各個德行所帶來的效果。在信仰中的教友，行不

同的善庁，而最佼能獲得的，正是平安和感恩，並且咽把自

己的一切善行，都歸於基督，歸於天主。

在此以虔，保祿就開始訂論部分人稱為「家規」的倫

理指導，就不同的閼係加以屏説。這一共是三用關係，首先

是夫妻｀妻子誠服從丈夫，而丈夫也不應苦待妻子鬥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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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第二組是父母子女，子女陔聽從父母，而父母也不應

激怒子女 (3:20-21) : 第三組是主人與奴隸，保祿要奴隸

服從王人，要好好做好自己的事 (3:22) • 但有關主人的義

務，卻出現在4: 1• 指主人要正義公平地對待奴隸，反而把

應為總結這些關係的部分，在3:23-25 中寫出來。保祿以總結

的方式來說，順帶説明各人該怎樣做，包括主人。在這三節

的縛緒裡，保祿要強調的其實只有一點： 「你們願論做什麼，

都要從心裡去做，如同是為主，而不是為人。」 (3:23) 也就

是説，保祿在此論述的固然是地上的關係，但是更重要的，

郤是指向天上，號是天主。厭諱我們處於什麼位置，都陔滿

全這位置的責任，因為這是為主而做的。

當然，也有學者用另一種方法來解釋這段經文，認為

由3:22-4: I 都是論述有闊奴隸與主人的關係。所以用這麼長

的篇幅來説明奴隸該如何作，方符合天主的旨寶，因為這信

的其中一個送信人的名字是敖乃息摩，而這名字正是在費肋

孟書裡提及的那位奴隸的名字。因此，有學者認為，保祿是

為此而特別多談有關奴隸該如何處事，不過，這並沒有什麼

實際的證據。

或許當中有一個更屬靈的思想，保祿是要讓我們明

白，每一個人或是世俗的奴隸，或是以天主為主人，只在於

人如何選擇，而當我們能夠以天主為主人時，即使在世俗裡

受到奴役，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説過這一切後，保祿在4:2-6勸諭信友要祈禱： 「你們

要恆心祈禱，在祈禤中要醒唔，要謝恩。」 (4:2) 保祿對

祈禱的重視，在於他以身作則，以祈禱來求天主拾予他傅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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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能力，即使被囚也不會氣餒。逛份勇氣，為保祿而言，

正是來自夭主的。正由於傳教的智隸來自天主，所以保祿説

得出「智慧」、 「把捏時機」與態度要「溫和」近三點，作

為傳福音的重點，並以此作為全書信正文的完緒，這亦代表

保祿對哥羅森教會的期望。

5.2.6 結語及祝福

如果對餌費肋孟書，這裡出現的人名，與費肋孟書中

出現的有很多的重複，因此有學者認為，哥璀森書與費肋孟

書有連繫，但是除了這些人名外，便很難説這連繫指什麼。

如果相信這封信與費肋費書一樣，都是保祿親手所寫的，這

便代表費肋孟與哥羅森教會的關係匪淺，間接證實費肋孟屬

於哥羅森教會。

也有學者指出，即使這封信並不是保祿所寫，也可能

是相近時代的保祿門人所寫，值們按筐自己所理解的保祿，

推想他會如何拾予祝福及問悮。而寫這封信的人，只是從費

助孟書中借用這些名字。這也是另一種猜想。

當然，如果這些具體真實的人名，罹實與保祿闊俘密

切，而這些名字都見於信上，也許最簡單的理解，就是這書

信確實是保祿所寫的了。

在眾多人名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厄帕夫辣，因為有

理由相信，是他建立了哥羅森教會，而按昭4:13的解説，很

有可能，勞狄刻雅及耶辣頗里的教會，也是他有分建立的，

並且為此受了不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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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的訊息也可以留官，因為這足以證明，保祿的書信

即使是專就某一教會而寫，但為其他的教會團體也同樣有意

義，所以不同地方的教會會交換彼此收到的書信，從而更好

地明白保祿的教誨。

5.3 小結

哥瑠森書的內容算不上複雜，如果撇開它是否保祿所

寫而帶來的疑問，書信本身的內容相當清楚明白，就是哥躍

森教會面對異端思想的挑戰，以及猶太基督徒要求他們也要

遵守梅瑟法律，因此而帶來信仰上的衝擊。

為此，保祿重申苯督的身分，讓教友明白基督的品位

超越一切，而他的救贖也超越一切，所以教友不應以知識或

哲學作為自己信仰的基石，也不用在意持守人世間的法律。

6. 摘要

(1) 贄肋孟書是保祿在囚時所寫，書信的目的，是請求哥羅森

教會的費肋孟視奴隸敖乃息摩為自己在主內的弟兄。保祿

在書中指出，自己本可以宗徒的權威來要求，但是他期望

費肋孟以愛德來回應，如同保祿視費肋孟為弟兄，視敖乃

息摩為弟兄。

(2) 有學者批評保祿在這書裡沒有批判奴隸制度，也有學者認

為，保祿要求費肋孟視敖乃息摩為弟兄，貫徹在信仰內一

切人都平等的思想，是從信仰層次來化解現實制度的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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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羅森教會並非保祿建立，但是建立者厄帕夫辣與保祿間

係密切，而當地教會圉體受到錯誤的思想所影響，因此保

祿寫這信來糾正錯誤。不過，這是假設書信確實由保祿所

寫而推想的，而不少學者認為，由於思想與文字的不同，

所以這信該不是保祿所寫．但也有學者指出，這信的神學

與保祿一賞相同，傾向認為是保祿的箸作。

(4) 哥羅森書保持保祿書信基本格式，而正文包括兩個重要

的部分，就是神學思想與具體實踐。保祿先從 r 宇宙性基

督」入手，強調基督超越性地位，然後黠出宗徒職務的艱

苦，但是為傳福音，這是葉可避免的。

(s) 由基督與宗徒作基礎，保祿再向哥羅森教會指出，要求信

友連守梅瑟法律，並不恰當，因為歸於基督者不應再受人

間的法律所隈制，而以知識為中心的信仰亦不合乎基督的

旨意。

(6) 在辨析了信仰的內容後，保祿指出信友該如何生活，當中

包括邪惡清單和德行清單，羅列了壞事與好事，而核心思

想是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讓基督把人徹底改變。最後，

保祿指出不同的倫理間係需要怎樣做，才是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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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

厄弗所書

L 緒言

由這個單元開始介沼的各封「保祿書信」 ，在是否直

接由保祿所寫的問題上，爭議較大，但儘管如此，我們也不

能完全排除，當中多少也有保祿的參與｀只是由他的後人以

各種編輯或代筆的方式寫成。然而，鷈論正些是否保祿的親

筆書信，它們都與保祿的思想一脈相承，而在厄弗所書裡，

保祿的基督論更得以進一步發揮，為讀者訒識保祿其他書信

中的思想｀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一提的是，這也是保祿「獄函」的最後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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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初步判斷本書信是否由保祿所著；

• 掌握書信的內容大要：

• 進一步明白保祿的基督論與教會論。

3. 導論

在本單元裡，我們首先要處理的是作者問題，讀者可

以參考支持與反對的意見，再加以判斷，這書亻口是否由保

祿所寫。氫論這是否保祿的視筆書信，軀可否評，它把保祿

一貫的神學加以淙合發展，思想更趨圓滿，吟別是在基督論

上，是新約的基督論中，非常具代表性的論説。除此以外，

我們也可以看看這書信對基督徒生活的觀點，如何指導教友

度更有官義的信仰生活。

4. 背景

·" 思考：在《聖經導論》裡，我們曾談過原文批判中的

異文問題，即指不同的抄本在經文上有差異，

因而產生解釋上的困難。在厄弗所書裡，同樣

有這問題，你可知道？

有關背景的討論，主要圍纜以下幾個問題：作者、收

信人及寫作動機。關於作者，我們在《新约導論》中巳指

出，不少學者都認為這封書信並不是保祿所寫，不過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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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我們會進一步説明這個問顥。至於收信人，雖然這封信名為

「厄弗所書」 ，但是它是否真的寫洽厄弗所教會，也有爭論，並且

由此可以推論這封書信的穹作動機。

這封書信是否保祿所寫？贊成與反對的寶見都存在，反對者

訒与，深祿在厄弗所居住了三年之久，池與這教會旳關係很深厚，

情感很好，但是在書信裡，完全看不到這種閼係，這是很難想像

旳。況且· 在最古老的抄本裡，這封書信的]: 1 裡的「在厄弗所

的」並不存在，所以在思高版的聖經裡，這也是以異文的万式標

示，由此而有學者推斷，這封書信根本不是寫拾厄弗所教會，也下

是保祿所寫的。

此外，這封書信的內容，以神學論述為主，而當中的禱文的

風格也傾向嚴肅，並且有不少詞詔都很獨特，不見於其值保祿書

信。再者，不少學者認為這封書信悝的神學思相· 屬於更後期的思

想，當中的基督論，比保祿其他書信的看法，來得成款，所以評為

這封書信並不是保祿所寫。除此以外，由於這封書信的內容，與哥

羅森書的內容有大量的吻合，有四成左右的內容重複，因此有學者

推想，這封書信其實是某些保祿的門徒，在稍後的時期，以哥糶森

書的內容為基礎，再加入繼承保祿而發揮出來的神學思想，寫成這

封書信。

不過，同樣有不少學者認為這封書信確是保祿所寫的，他們

也有其觀點。有閼是否洽厄弗所教會這一點，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封

具公開信性質的書卷，它確實不是寫給厄弗所教會，又或是這封書

信的本身的性質，是為整個教會而寫的· 而厄弗所教會的會眾只是

第一批讀者。持這觀點的理據，是因為保祿也曾吩咁哥黽森教會這

樣做： 「幾峙你們宣讀了這封信，務要使這封信· 也在勞狄刻雅人

的教會內宣讀；至於那由勞狄刻雅轉來的信，你們也要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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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4:16) 因此，厄弗所書可能是一封更趨向為各地方教會

公開宣讀的書信，就是在寫作時就預備洽整個教會來看，而

不是針對厄弗所教會的問題，因此，信內沒有提及當地教會

的一切，就變得理所當然了。

至於文字不同，神學思想有異，也可以從代筆人的不

同來解釋。在保祿身處的時代，親自下筆寫書信並不是簡

單的事情，尤其是抄寫在貴重的羊皮紙上。所以，由人作代

筆，也是非常普遍的。這些在《宗徒書信（一）》的單元二

中，已有詳盡的解説，在此不再重複了。而這個口述到寫成

書信的過程，究竟代筆人參與多少，並不容易説得明白。在

厄弗所書上，有學者主張，它所以與其他保椽書信不同，只

是在於代筆者不同。

為今天的我們來説，其實很難對以上的不同主張作出

一個明確的判斷，因為兩者雖各有理據，但當中不少地方，

都是出自推斷，丙此，難以作定論。為此，更合乎現有資科

的説法，是這書信確實有保祿所寫的成分，因為這書信有四

成的內容是來自哥羅森書，而更多人相信，哥羅森書是保祿

所寫。不過，究竟這些相同的內容，是基於保祿的指示而寫

成厄弗所書，還是後來的人採用這些內容，再加入自己的資

料，重編一封書信，就不得而知了。

故此，為解説方便，下文的敍述，仍然是以保祿為作

者，以厄弗所教會為收信人。這雖然不是定論，卻較容易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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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書信內容

5.1 致候辭 (1:1-2)

在 l: 1-2裡，保祿以宗徒的身分寫這封信· 這也是他慣

常的用語。正如上文所言，在古老的抄本裡，並沒有「在厄

弗所的」這幾個字，相信是較後期的抄本才加入的。

同樣地· 在祝福裡所用的「恩寵」與「平安」 ，也是

富時常用的字眼，在保祿的其他書信的致候辭，不少也是這

樣祝福收信人的。

5.2 讚美詩 (1:3-14)

在致候辭後有讚美詩，在保祿很多封書信中都曾巨出

現，但是也有學者指出這裡的将別之處。首先，在其但書信

裡，保祿都會在致候辭中感謝該教會的，但是在這裡，卻在

讚美詩後才感謝。其次，在希臘文的版本裡， 1 :3-14實質是

一句句子，因此有些釋苓書指這是「贅句」 ，即只是一句非

常冗長的句子，但更多的學者訒為，由於這是一篇詩，所以

有這較特殊的寫法。

在這詩歌理，保祿要讚美天主，是因為鬥也於創世以

前，在基督內揀選了我們」 (1 :4) 。有學者指出，這裡要

讚美的，就是天主永恆救贖的主動性，即天主決定要救贖我

們，而且祂的救贖是出於主動的。如何可以看出這救贖是永

固的？就是「於創世以前」這説法了。因為在創世以前，時

問並未出現，故此天主在那時已經揀選了人，這也顯示了道

救贖是永恆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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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的另一個重點，是強調救贖的根源是天父，而天

父是翌由基督，把救贖洽予信友。有關天父作為救贖的根

源，在 1:3 中已經清楚表明出來，因為讚美的對象是天父，

而這位天父是「我們的主耶酥基督的天王和父」 ，這裡帶出

了天父與基督的關係；然後經文又指天父「在基督內已揀選

了我們」 (I :4) 、 「預定了我們藉著耶酥基督獲得義子的

名分」 (1 :5) 等，都顯示出保祿特別強調這重點。

再者，這讚美詩也具懽預定的思想，這從 1: 5 的「預

定」一詞可以看到，而在 1 :9-14的「計劃」 ，也是「早預定

了的」 (1: 1 1) , 所以「你們一聽到了真珅的話，即你們得

救的福音，便信從了」 (1: l3) 。由此可見，保祿有預定的

思想。

為保祿來説，這預定是指天主在永互裡的計劃，而這

計劃「當時期一滿」就實踐，達成的縉果是天地萬物都歸於

「基督元首」 (I: 10) 。

5.3 感謝檣文 (1:15-23)

在讚美詩後，再有一篇感謝禱文，而主題仍然是感謝天

主，雖然保祿譫這感謝的起因，是由於信友的信德與愛德，

故在感謝天主時，也為信友祈禱 (1: 15-16) • 但是由 l: 17 

超，保祿要強調的是天主的能力。天主洽予人「智贊」、

「啟示」、「心靈的眼目」以及「光榮」 (1:17-18) • 這一

切，其實就是顯示天王「所施展的強有力而見效的德能是

怎樣的偉大」 (1: l l)) • 有學者且為這句差是這段禱文的中

心，把天主的能力全面地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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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禱又帶出天主把這種超越的大能拾予基督，舐

耶穌復活，高舉他，成為萬物的元首 (1 :20-22) 。在 1 :20裡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邊」 ，就是高舉的寶思。也有學者

訒為，三者其實都是高舉的意思，但是從文字來看，保祿是

要逐一説明，由復活到高舉，因高舉而成為萬物的元首。也

要留意，這裨的基督是宇宙性的基督，與哥黽森書的觀點

一致，因為耶穌基督不廑是教會的元着，而是萬物的元首，

因此在 1 :23是很有意思的寫法，因爲先説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 ，卻又説這「差是在一切內充滿一切者的圓滿」。「一

切者」正好對應「萬有」 ，所以教會與世界的關係，在這

裡，變得微妙，正在於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但這身體又是一

切，而旦是一切的圓滿，所以兩者有密切闊係，並非對立

的。

5.4 基督與教會 (2:1-22)

友 思考：教會由中世纪以來，就主張「教會以外無救

恩」，因此得救的恩寵是來自教會的。這看

法，也能在厄弗所書中找到支持，你又是否接

受這觀點？

承接上一章談及基督是教會的元首，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第二章就討綸人如何接受天主的恩寵，成為教會內的一

員。可以留意的是， 2: 1-10及2: 11-22可以視為平衡對等的兩

部分，在2: 1-3 中説明人因罪惡而不能與天主相連，只為自己

的肉慾所驅使：在2: 11-12閂指外邦人本來與「以色列社團隔

絕」 (2:12) • 並不訒識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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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來是死於過犯和罪惡，但是「富於慈悲的天主」

(2:4) • 以大愛與恩寵拯救我們。在2:4-7裡，保祿要強調

的就是「恩寵」 ，這恩寵的特質，就是白白的贈予，陣條件

的付出，與「大愛」其實意思相通，因為愛也是羆條件的。

這種「大愛」與「恩寵」 ，把人由罪惡與死亡中解救

出來，而對應2:13-18中的合一，天主的恩寵正是基督能夠把

人合一的根源。正如2:13所言，基督的血，令外邦人得以親

近天主，基督的肉身化解人與人之間的仇匽 (2:14) • 他的

十字架「使雙方合成一體」 ，而基督的大能，正正來自天主

的恩寵。

同時，在這對阿中，保祿很巧妙地把書中的隼點，由

天主轉向基督。由第一章至第二章的前半部分，保祿都是

以「天主偕同基督」的表達方法。但是，由2:12開始，基督

佔據了主位。有學者訒為，這代表保祿思考救恩史的發展，

在舊約裡是以天主為主，但是進入教會的時代，基督才是核

心，所以在記述裡同樣有這樣的表達。

不過，囍論是以天主為主，還是以基督為主，這裡討

論的中心是「因為你們得救是由於恩寵，藉著信德，所以得

救並不是出於你們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 (2:8) 。

這個有閭恩寵的觀點，並不是只在這一節可以看到，

反而由第一章開始，已經可見，是保祿要表達的重要觀點，

就是天主以大能來救贖人類，人的得救是白白得來的， 「不

是出於功行，免得有人自誇」 (2:CJ) 。故此，説這封書信

並非因暉個別教會的問題，反而是有系统地反省的神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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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相當合理的，因為這裡正正是要説明一個適用於普世

的真理，就是人的得救，是由天主的恩寵而來。

如説2: 1-10承接第一章有關天主大能與恩寵的説法，作

為對屑的2: 12-22• 就開始在這個論點上，再加以發揮，即指

出獲得恩寵而得救的人，究竟會怎樣，這就是保祿對教會的

反省。保祿在2: 18-22裡，呼應1:22-23的內容，進一步説明基

督如何為教會的元首，教會如何是基督的身體，就是所有人

因著基督， 「合成一體」 (2:16) • 是「同胞」、 「家人」

(2: 1 SJ) 。保祿採用建築物作教會的圖像，但是這建築不是

靜熊的，反而如同一個有機物殷， 「逐漸擴大」。這建築以

基督為基石，在上是宗徒和先知，然後是領受恩寵的我們，

而這建築就是聖殿，是天主的居所。這個圖像相當優美，而

且為當時的人來説，特別是：：：三歷過聖殿被毀的信眾，對這圖

像就特別有感受了。

5.5 為教會祈禱 (3:1-21)

思考：在厄弗所書裡，教會的奧秘是接受一切人成為

教友。為你來說，今天教會的奧秘是什麼？

在這一章裡，保祿解説教會的基礎後，就以祈襦的方

法，為教友説明教會是一個奧秘。在3:2裡，保祿把「天王

的恩寵」與自己的職分連結起來，呼應第一章對天王恩寵的

重視．而在3:4則説明閲讀上文，即可明白「基督的奧秘」，

亦是承接上又由天主轉移到基督身上的表達，因為教會是基

督的身體，所以要瞭解教會．就是要明白基督的奧秘了。保

祿説這奧秘過去「沒有告訴過任何人」 ，只「啟示洽他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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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和先知」 (3:5) • 所以並不是任何人都得悉這奧秘，

亦要由聖徒或先知才可以説明這奧秘。

這奧秘是什麼？就是「外邦人藉福音在基督耶穌內

與猶太人同為承繼人，同為一身，同為恩旿的分享人。」

(3:6) 值得留意的是，道奧秘由宗徒傳下來，這正好呼應

上一章中，強調宗徒是教會這聖殿的基石。更有學者因此再

加以發揮，指在這書信裡，能看到教會宗徒性的表達。再

者，這句話有兩點是很重要的：首先，是一個教會的概念。

「同為一身」正好代表一個教會的思想，而在下文裡，會再

有呼噸。其次是天主的家的概念。一個教會是一個家，所以

才會説「同為承繼人」 ，因為只有是家內，才採用承緡的想

法。所以，這奧秘是指教會是一個天主的家。

在3:7-9裡，保祿由教會的奧秘，轉到要把這個奧秘傳

播出去的福音工作。教會的工作，就是要宣揚福音， 「光

靼一切人」 (3:8-9) • 以求基督的「永遠計劃」 ，得以施

行。保祿明確指出，這工作是困難的，但也是光榮的，所

以傳播者不要沮喪 (3 口 -12) 。為堅固教友的傳教工作，保

祿在3:14-21裡寫了一首美麗的禱文，懇求天父藉聖神堅固教

友 (3: 16) • 以求教友的信德與愛德都能夠獲得堅固，深明

「基督的愛是怎樣的廣、寛、高、深」 (3: 18) • 由是能夠

成為天主的工具， 「成就一切，遠超我們所求所恕的。」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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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教會的合一 (4:1-16)

在討論「合一」前，保祿在這裡再一次稱自己為「囚

犯」 ，並請求教友的行為要相稱於所受的「寵召」 (---1-: l) ' 

這裡仍然是強調天主的恩寵，可以説與上一章的表達很相

似。隨即在4:2-6裡，保祿説明教會合一的基礎，是因為「只

有一個天主和眾人之父」 (4:6) • 這裡天主的家的圖像再一

次出現，而往後的描述卻是奧秘注的： 「他超越眾人· 貫通

眾人，且在眾人之內。」 (4:6) 這正要説明教會的合一的根

源是天王，而祂的超越讓人得以成為一體，並且以基督來貫

通眾人，又讓聖神居於眾人之內。這幾句話實有聖三的表呈

幅度，因此也有其奧秘性，不容易明白，所以保祿放在解説

教會合一的最後 U

如果按經文的內容，教會的合一，首先是巨－個教

友的態度： 「謙迸、溫和、卫耐，在愛德中彼此擔待」

(4:2) • 然後是建立教友與教友之間的闞係，和平聯繫

以及心神合一 (4:3) • 但這一切不是教友之間的肱誼或

關係，而是建基於「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 (4:4) '彼此

的連繫是基於同為一個希望而蒙召 (4:4) • 而具體地從信

仰的角度説· 就是「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占禮」

(4:5) 。由此可見，這書信為説明教會的合一，很巧妙地

指出了合一的各個層面的含意，讓教友不會誤解合一的真正

意思。

至於4:7-11' 保祿稍微改動了聖詠的説話： 「地帶領俘

虞，升上高天，且把恩皂賜與人」 （詠6R: I 9) • 來説明這

合一的、巨個人都得以分享的恩寵，是由基督而來的。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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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前後呼暉的塲排，相當嚴密，主題也很清楚，在此再一次

出現，就是天主的恩寵，藉基督而拾予教會，分施給我們每

一個人。也有學者詔為引用聖詠的一節，是為承接猶太人的

傳統，因為在猶太傳統裡，道句也會用來解釋梅瑟上西乃山

帶回十誡，讓以色列人成為天主的民族。

同時，這裡也代表基督的死而復活，因為「説他上升

了，吉不是説他曾下降到地下嗎？」 (4:9) 道裡也有兩重

意思，就是指向基督死而復活中，曾下降陰府，但也可以指

聖言成為血肉，基督降生成人的意思。顔論是哪一種解説，

其意思也很清楚，就是指出天主的恩寵，丙基督而給予教

會，而由於基督的降生與升天，教會因此得到莫大的恩寵。

如果只説「一個」 ，那並不是「合一」 ，因為合一是

在一個裡有多元，所以這書信緡而説的，是教會團體內的不

同職務。雖然書信沒有提及保祿的其他書信，但是在這裡的

思想，與格林多前書的看法很相似。

5.7 基督徒生活 (4:17-5:21)

如果説以上的內容，保祿所探討的，仍然是從教會團

體的角度來思考，那麼，在理解過教會團體的本質後，保祿

就進一步討論個人的信仰生活。

在4:17-24中，保祿談到基督徒生活，而當中的核心號是

「新人」。不過，這個「新人」的概念，要先由「外邦人」

談起。書信在前面以種族來作分類，因此有猶太法律以外的

「外邦人」 ，然後説明現今因著基督的福音，不應再有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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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而所有信眾都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新民族。所以，當保祿

在這裡提到「外邦人」時，他指的是「順隨自己的虛妄思

念」 (4:17) 、 「理智受了蒙蔽」 (4: 13) 以及「顯知和固

執」 (4:18) 的人，而這樣的人會樅情色慾，行各種不潔，

因而自然地與天王分隔。也就是説，一個人究竟是否「外邦

人」 ，不是源自血统種族，而是他在心思念慮上，是否與

基督一致。當人用錯誤思想行錯誤行為時，惶就是外邦人：

當人「真聽過他，按照在耶穌內的真理，在他內受過教」

(4:21) 的話，就可以成為「新人」了。保祿用上「脱去」

和「穿上」雨詞，形象化地説明改變的決斷，因為願意歸於

基督的人，要完全地放棄過去，如同脱去舊衣服一樣，而下

能只放棄一部分，保留其他。故此，保祿要求基督徒與錯誤

的過去一刀了斷，才可勉力行善。

在4:25-32 , 保祿以前後呼應的方法，強調德行的重要。

在4:25-26• 保祿以團體的角度説明人要誠實及不要對弟兄

動怒， 「因為我們彼此都是一身的肢體」 (4:25) 。然後在

4:23-29裡，保祿由反入王，先指出錯誤行為的不可取，再指

出如何行善，不要讓聖神憂鬱 (4:30) 。也有學者討論到這

裡特別提出下要喻竊這一點，是否表示皈依的人中，為數不

少是社會的最低下階層，淪至要以偷竊為生的人呢？此外，

也有學者提到，在這段落裡，保祿先提到「不可給魔鬼留有

餘地」 (4:27) '才提到別讓聖神憂鬱，是由被動的防衛到

主動的提昇，即先是防範魔鬼，繼而要取悅聖神，所以是一

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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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惡行與善行的對昭，一邊「毒辣、怨恨、忿

怒、爭吵、毀謗」 (4:31) • 另一邊是「良善，要仁慈，互

相寛恕」 (4:32) 。看惡行的項目，有指全都與人的怒氣有

關，而善行就對唧這怒氣，要求人心平氣和，接衲他人。

這是否噴示厄弗所教會面對的處境中，教友有相當重的怒氣

呢？

有關惡行與善行的對照後，保祿以「應該效法天主」

(5:1) , 來綱緒前面提到的各項命令。然後，就提出「在

愛德中生活」 (5:2) 這個新的方向。愛德生活是指把自己

奉獻合合主，遠離邪惡，待別是和情慾有關的錯謨。雖然在

5:2-7裡，提到不同的惡行，但是核心的仍然是與情慾有關

的，包括「猥褻、放蕩和輕薄的戲言」 (5:4) '這些都與

人的慾望有關。這裡甚至嚴厲地指出，犯上這些罪行後，

不能承受天主的產業， 「所以你們不要作這些人的同伴」

(5:7) 。由此可推想，當時教會團體裡，該有不少慾望的

誘惑，才會令保祿針對這類問題，要求教友過愛德生活，並

且在下面談到光明之子。

在「從你們原是凪暗」 (5:8) 一句，有學者詔為這是

上文5:3-7的總緒，指以上的行為，就是里暗的所為，而隨之

再論述的，就是光明之子。這裡採用光明與黑暗的對比，有

學者認為是保祿刻意強調教會與世俗的對立，因為兩者處於

兩個極端，這也侗面反映，當時社會的習俗行為，與信仰不

容易枏容。

那麼，光明之了的本質如何？有學者認為5:8-14的中心

是「指摘」一詞，代表基督徒有責任把事情揭露出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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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切事，一豆指搞｀便由光顯露出來：因為凡顯露出末

的，號成了光明」 (5:13) • 保祿隨之在5: 14引用一首初期

教會在禮儀中所用的詩歌，也是要帶出相近的意思。如果再

進一步思考，這種「指摘」也是跟隨基督的重要荇質，因為

耶玨來到世上，也是要把一切揭示出來· 而這就是光明之子

的特質了。

到了這部分的最後 (5: l 5-21) • 有學者詔為是更具體

地指出光明之子該如何處世，但是也有學者詝為，這是繼

咭「基督徒生活」這個主題的撮要，而在這裡，我們會採用

後者的看法。在這轰節蝨文裡，保祿指出教友要「明智」 , 

這是最重要的，因為在這圧卫音與光明分明的時代，只有明

智，才不會做出錯誤的選擇。當中提及「醉酒」和「淫亂」

(5: 18) • 也呼膺上文談到基督徒生活上要面對的誘惑，富

中抨別重要的，也是清慾上的引誘。這裡最後強調的，是跟

隨基督， 「又要懷著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順從。」 (5:21) 

5.8 活在世上 (5:22-6:9)

!> 
思考：有些教友在家裡掛起「基督是我家之主」的飾

畫，以強調信仰在家庭裡的重要。究竟在人際

閼係裡，如何視天主為中心呢？

由基督的身分到教會，由教會團體的合一到基督徒生

活，厄弗所書的思想進路是很清楚的，是由高至低地發展下

來，到了最具體的部分，號是在日常生活裡，不同的人際闊

係，該如何以信仰的精裨來處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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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留意的是，這部分與哥羅森書3:18-4:1 有所重複，

而不少學者都認為，厄弗所書是在哥羅森書的要點上加以發

揮，因為兩封書信有關倫理生活的解説，氫論內容、次序與

重點都相同，只是厄弗所書旳篇幅較多，發揮得較詳细。那

麼，究竟二者的關係如何？盅是誰的源流？仍待進一步的探

究。

首先是夫妻關係。由於哥羅森書也有相近的説法，就

是「作妻子的，應該服從丈夫，如在主內所當行的」 （哥

3: 18) • 因此有學者訒為，教會要求女性服從男性。如果我

們看厄弗所書，就會更清楚這理解過於表面化： 「你們作妻

子的，應當服從自己的丈夫，如同服從王一樣，因為丈夫是

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這身體的救主。」

(5:22-23) 這與哥璀森書不同之處，是加入了基督與教會｀

來比喻夫妻的關係：這樣，妻子服從丈夫便與信仰基督有闊

了，因此，我們要從信仰的角度來理解妻子該如何信從丈

夫。而到了5:23• 保祿説得更清楚，就是妻子的服從，建基

於丈夫的愛，如同基督愛教會的愛，就是為教會而犧牲的

愛。至此，我們不難明白，保祿提倡的是一種彼此連結的闊

係，重點不是誰服從誰，而是在關顧與服從的關係裡，走向

一體 (5:28-29) , 保祿更在5:30直接採用創世吧的經文，提

出夫妻一體的闊係。

尤其可以留意的是，這裡解説夫妻關係時，一直都加

入教會的元素，如指夫妻一體時，又提到「我們都是他身

上的肢體」 (5:30) • 可見這裡要談夫妻關係，並不是單純

的倫理訓誨，而是從教會學的角度考慮，即夫妻的關係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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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教會團體的重要元素· 夫妻能成為一體，也是教會的好肢

體了。從這角度來看，我們才明白，為何在收結前，保祿

要説： 「這奧秘真是偉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説的。」

(5:32) 

在夫妻關係後，書信談到父母子女的關係，這是發揮

了哥3:20-21 的內容，所用的説法與哥的經文幾乎一樣，不過

加入了申命玘的經文，加強説服力，並且更強調父母要用

「主的規範和訓誡」來教育自己的子女。

最後談到的是王僕的闊係，這裡也更明確地説是對待

奴隸的態度，因為這裡提到的僕，是指奴隸。有關當奴隸

的，這忠告與哥羅森書沒有分別，只是更重視在生活裡要以

基督為中心．指出服事的不是人，而是主。為人勞役的，即

使生活在社會裡的低下階層，仍然應以為主而服務的態度來

面對。

綜合這三段綵文，雖然各自指向生活裡的不同層面，

但是保祿似手更想強調旳· 是信仰在生活裡的重要住，而

只要我們保持信仰，即使在哪一個位置，都能夠做到該做旳

事，成為一個成全的人。

5.9 最後的勸勉 (6:10-24)

書信到了最後的部分，而這部分還可以分開兩個小

節，首先是勸勉 (10-20) • 然後是祝福辭 (2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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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勸勉帶有默示色彩，以戰鬥的意象來表達基督徒在

當時的生活裡，如何可以捍衛自己的信仰，就是「要穿上

天主的全副武裝，為能抵伉魔鬼的陰謀」 (6: 11) • 這武裝

是「用真理作帶」、「穿上正義作甲」 (6:14) • 和平的福

音作鮭、信德為盾，再以「救恩當盔」 (6: 15-16) • 最後是

以聖神作劍，即以天主的話來表達 (6:17) • 這亦是最重要

的，因為教友的使命，就是傳揚福音。所以在武裝好後，就

要放膽傳教，這亦是勸勉的真正意義。

最後是祝福辭，保祿提到「主的服務者提希苛」

(6:21) • 並指自己派他前去厄弗所，報告自己的情況，以

及安慰當地的信眾。就此，保祿再冠以祝福，就完結這封信

了。

6. 小結

在這封書信裡，保祿討論到幾個重要的神學主題。首

先是有關基督的身分，而書信以此入手，再進一步訂論教會

是在基督內合一的表達，由此可見，這封書信的神學竟味較

重，也成為日後基督學與教會學的重要根據。除此以外，書

信亦就基督徒的生活，恰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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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摘要

(1) 由於在古老的厄弗所書抄本上，並沒有提到這書信是寫哈

厄弗所教會的，加上全信的用詞表達亦不似保祿一賞的風

格，所以不少人懐疑它是否保祿所寫。

(2) 這書信的格式與其他書信一樣，先有致候辭，然後在讚美

詩中，保祿讚美天主為款贖的根源，經由基督把救贖哈信

眾，而這是天主預定的計劃。讚美詩後有一篇成谢禱文，

主題仍然是戍謝天主，同時指出，天主把這種超越的大能

哈予基督。

(3) 書信第一個重點是基督與教會，以對比的方法，指出人的

得救，是由天主的恩寵而來，並進一步況明基督是恩寵的

臨現，同時也是教會的元首。

(4) 書信然後為教會祈禱，藉此說明教會是奧秘。這奧秘由宗

徒而來，教會有責任把這奧秘傳播出去。

(5) 教會亦是合一之所，保祿指出合一的中心是一個天主，而

眾人咭合在父家之中。不過，這結合同樣是奧秘性，超越

眾人的。合一帶來的恩寵由基督而來，並讓人得投。

(6) 在談過基督與教會後，保祿提到基督徒生活，強調新人的

概念，要按照德行而行，而保祿還把惡行與善行對照，以

光明與黑暗的對比，要求教友要「明智」選擇。

(7) 談過倫理原則後，書信便開始論及具體不同的人際間係。

這部分與哥羅森書有不少的重複，同樣是談夫妻、父子及

主奴的間係，而重心是信仰在生活裡的重要性。至於最後

的勸勉，帶有默示色彩，要求教友放膽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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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

牧函（一）

L 緒言

有關保祿書信的分類，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分法，原

因是保祿的書信，往往都不是為單一目標而寫，同樣地，對

象也是多元化的，包括了不同的教會、個人。所以要把全部

書信都歸入不同的類屬，並不容易。不過，由這單元開始的

兩個單元裡，本書把餘下仍未介紹的保祿書信，即弟茂德前

書、弟茂德後書、弟鐸書，歸入「牧函」的類別，原因是這

三封書信的目的相對明確，都是關乎教會的牧養和管理。

從這三封書信裡，讀者能夠窺視初期教會在管理上、

負責管理的人員上的問題，由此借古鑑今，反省今天教會的

牧養問題。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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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瞭解牧函的含意；

• 簡單説明弟茂德前書的寫作背景；

• 指出弟茂德前書的內容重點。

1 導論

,. 4 思考：按照宗徒大事錄的記逑，保祿傳教旅程裡，有

很多不同的助手，你有否留意他們的名字？其

中一個經常出現的名字，就是弟茂德，你有印

象西？

弟茂德前、後書與弟鐸書通常合稱為「牧函」 （也有

稱為「牧靈書信」） ，因為這三封書的寫作對象，是當時地

方教會的牧者。而三封書信裡的不少地方，都是指導他們如

何處理教會的事務，以及如何回應異端邪説。這三封書信的

形式相似，吋譁的主題也相近，所以在保祿的書信裡被歸為

同一類別。

在《新约導論》裡，我們巳經就這三封書信是否由保

祿所寫，有所討論，可以肯定的是，這三封書信與保祿有

關，卻不一定是保祿寫的，可能是由他的弟子甄筆完成的。

一般來説，弟茂德後書當中應該有出自保祿手筆的內容，但

弟茂德前書和弟鐸書中所描述的教會組續，不太可能是保祿

旿代的教會組纖，所以足兩封書信的部分內容，很可能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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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自保祿的手筆，富中的理據和分析頗為複雜，因篇幅所

限，這裡不再討論下去，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探究。而為了

解説的万便，這裡會以保祿為作者的角度來記述。

另外，書信的寫作對象，弟茂德和弟鐸，就是保祿傳

教時的重要助手，所以在這裡也介縉一下他們的生平。

弟茂德來自一個混合婚姻的家庭，月親是猶太人，父

親是希臘人· 因此不為猶大人團體所接吶。弟茂德约在47年

因保祿成為某督徒，並且參與保祿的傳教工（乍，與保綠並肩

作戰達十五年之久。除了迦拉達書外· 弟茂待的名字出現在

保祿所有的書信上。在不少書信上，弟茂德都是作者之一，

而且弟茂德往往協助保祿處理不同地方教會的緝紛，例如格

林多前書便提及弟茂德，相信他還幫忙調解保祿與格林多教

會的衝突。

按閂教會的傳统説法，在保祿被捕，解送往黽馬後，

弟茂德就在他身邊，並且為保祿指詆往厄弗所教會，代表保

祿，所以不少人相化· 弟茂德是厄弗所的主教。

至於有關弟鐸的記載不多，保祿曾稱「他是我的同

伴，為你們也是我的助手」 （格後8:23) • 而弟鐸也幫助保

祿，處理格林多教會的閆題。按教會傳统所言，弟鐸後來成

為克里护教會的王教。訂於%年殉道。

可以肯定的是· 弟茂德和弟鐸都是保祿傳教的重要助

手，而這三封書信所以是寫冷池倆．大概也是基於這原因。

故此· 讀者閲讀時，把當中有開勉勵二人的謊話，視為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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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兩人的提點，亦駰不可，但是從研習的角度來看，這三封

牧函對牧者的提醒，不會受到時代的限制，即使到了今天，

仍然有其重要的價值。

以上簡單説明了牧函的背景，至於其他背景資料，讀

者可以參考《新约導論》，這裡不再重複。下文開始介紹三

封書信的內容。

4. 弟茂德前書

思考：你曾否收過師長輩哈你的信件？在這些信中，

作為老師的口吻有什麼特色？在這封書信裡·

保祿正是寫哈他的弟子，為你來說，有沒有特

別的戒受？

如同保祿的其他書信，弟茂德前書的開首有致候辭

(1:1-11) • 結尾有祝福辭 (6:2lb) • 這是從書信格式來劃

分內容。不過，如果嘗試從內容來理解，便會看到在致候辭

後的引言 (1:12-20) • 實質是與結尾 (6: 11- J 6, 20-21) 互相

呼應的．因為道兩部分都是以弟茂德本身為寫作對象，作用

是要説明這封書信的目的，所以有學者認為，我們可視這前

後兩個段落為「括號」 ，把中間的內容包圍和縛括起來，突

出其重要性。

那麼，在這個「括號」中間的是什樣內容？當中可以

分為四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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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教會秩序 (2:l-3:15) : 

(2) 信仰要理 U:16-4:11) : 

U) 牧者工作 (4:12-6:2) ; 

(4) 提防假教導及善用財富 (6:3-10, 17-19) 。

以下逐一説明這書信的各部分，再纘緒它的思想。

4.1 致候辭 (1:1-11)

在書信旳開始 (J: 1-2) • 保祿在交待寫信人與收信人

以外，就已紅點出牧函書信的重要思想： 「希望」。三封書

信都提到「希望」一詞，而這也可以視為教會團體的一個重

要元素，號是凡事盼望。

另外，保祿形容弟茂德為「信德上作我真子」 ，視弟

茂德為自己的兒子，這也是牧瓦的重要含意。教會不只是信

眾聚會的地方，更是天主的家。

同時，書信在這裡已經開始交待寫作此信的目的，即

在於當時厄弗所教會內有不少錯誤的道理傳播，所以保祿

期盼弟茂德糾正這些鐠誤思想，把夭主的救恩計劃，帶給教

友。在 1 :3-11 中｀保祿指出不同的錯誤，而這是為下文的解

説，作好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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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引言 (1:12-20)

在引言的一開始，保祿就説： 「我感謝那賜與我能力

的我們的主基督耶酥，因為他認為我忠信，就派定了我服

役。」 (1: 12) 這句話正好呼應書信末尾所言： 「弟茂德

啊！要保管所受的寄托，要躲避凡俗的空談，和假冒知識之

名的反論。」 (6:20) 前句代表保祿的能力由基督所賜，而

後句卻代表保祿把這能力交洽弟茂德保管，由此可以明白，

為何有人稱這兩段落把中間的內容包圍和總括起來，因為中

間的內容，正代表保祿要弟茂德保管的重要訊息。

另外，這裡1:12-17是一段感謝的話，也是保祿書信的一

貫作風，不過在其他書信裡，保祿的感謝對象都是天主，在

這裡卻是基督，這做法也令人感到突兀，因此有學者茫為，

這正是書信並非保祿所寫的證據之一。

不過，我們也可以從內容來理解，為什麼保祿在此要

感謝基督。因為在這裡，保祿芍別要指出自己本來是「褻

瀆者、迫害者和施暴者」 (1: 13) • 全憑基督的大能，才能

改變，蒙受憐問，成為別人的榜樣。正因為保祿的改變全因

遇上顯現的耶穌基督，所以他在這裡把感謝的對象，改為基

督，也是順理成章的。

保祿這樣寫，另一個原因就是要展開下文的解説，因

為他其中要説明的一點，忧是錯誤的信仰，這與他未遇上基

督時的清況相近，故此就提醒信眾，要跟隨基督，免得有錯

謨的信仰。



重元六· 牧函(-) I 99 

還可以留意這裡的一句片語： 「這話是確實的」

(1: 15) • 因為在三封牧函裡，凡是要説明信仰裡最核心的

意義、傳承最基本的道理時，作者就會採用這説法，我們在

下文會再提到這片語的運用。

在感謝辭之後，這段落以一句讀美天王的話來結束

(1:17) '所以這是一首由向基督感恩開始，郤以讚美天王

為結的讚美託，相比其徨保祿書信的讚美詩，也是有點抨

別。

到了引言的緒尾 (1:18-20) • 保祿再提到弟茂德的名

字，這有加強「括號」的作用，更清楚地呼應全書信收結

的地方。這裡提到「委託」和「打仗」 ，語氣相當嚴霑·

咢示了弟茂庫面對的難題不少。這裡還要留音兩個名字：

「依默咽勻」和「亞歷山大」 ，保祿「把他們交哈撒殫」

(I :20) • 寶思是驅逐出教會，這説法在格前5: 1-5 巳約解

説過，目的是要譔他們悔改，教訓的意睬大於懲罰，所以才

有「叫池們學習不再褻瀆」 (1:20) 的説法。有趣的是，這

兩人的名字在弟茂德後書也出現過（參弟後2:17-18: 4 口） , 

更説明了亞歷山大的「铜匠」身分，而且在弟後裡，作者還

提出他倆的錯誤在那裡，因此有學者認為，這是一項證據，

支持弟後實則是早於弟前寫成的。

4.3 教會秩序 (2:1-3:15)

' 
思考：今天你身處的教會，牧者與教友的間係如何？

是否平等？你認為教會應該是以領導為尊，還

是強調民主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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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學者對這部分有不同的解讀，但是我們覺得這

一部分的重點，簡明地說就是「秩序」。有關秩序的問題，

作者首先在2: 1-7裡從原則的角度出發，説明秩序的重要性：

接著在2:8-15則論及具體的問題： 3: 1-15又從教會內的職務角

度，説明教會團體的秩序。

在2: 1-7• 書信首先強調的，是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

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 (2:4) • 瑄真理的核心就是「天

主只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 (2:5) 。

這兩節可以説是討論「秩序」時的核心，即所有人在天主前

都可以得到救恩，只要以基督為中心。

如何以基督為中心，書信中提到「虔敬」一詞 (2:2) • 

這在希臘文裡，代表對神明崇敬以及實踐德行的雙重意義。

在三封牧比裡， 「虔敬」一詞不斷出現，反映了牧函特別重

視這種美德。我們可以推想：當時的團體正面對層出不窮的

崇拜万式，或是不符合信仰的道德問題，所以牧函特別重視

教友必須「虔敬」 ，而在本書信裡，再加上「端莊」這態度

問題 (2:2) • 就更清楚顯示，以下要討論的秩序，與我們

能否表達「虔敬」與「端莊」有關。

我們從2:8-15 的記述，明白書信要説的秩序有兩個重

點：

(1) 女口亻可訂苷壽：

(2) 如何度信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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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 (1) 點，從2:3-lJ來看，當時教會在祈禱時，男

士有「發怒和爭吵」的情況出現 (2:8) • 而女士就在衣著

上顯得過度奢華， 「鬆髮和金飾，或珍珠和榻奢華的服裝」

(2:9) • 這些都為書信所指斥。以上兩點都不難明白，囚

為即使在今天的教會聚會裡，我們都強調平和與墻莊。

但是，第 (2) 點的要求，為今天來説，就有點困難

了。因為在2: 11-1.5裡，書信對女性的要求，是她們要「在沉

靜中受教，事事服從」 (2 口）、 「不准許她管轄男人」

(2: 12) • 原因男性受造先於女性，而女性先於男性犯了

「背命之罪」 ，並且指女性要藉生育才能得救 (2:14-1.5) 。

有學者把這觀點與保祿在其他書信中有關女性該在團體中如

何處事的看法相比較，發現保祿在其他地方雖然要求女性沉

默，但是在本質上，男女是平等的，各有自己該做的事情，

彼此以互補的方式結合起來。但是弟前卻似乎有以男性為中

心的看法。

關於這種男女不平等的觀點，如果從詮釋的角度來

看，應該視為文化背景的因素，而不該視為信仰的真理，特

別是這裡的看法與其他保祿書信的看法，並不一致。再者，

我們要留意在2: 15 中，書信要求女人「持守信德、愛德、聖

德和莊重」 ．可見在以上的文化要求之下，這裡亦提到這些

行為背陵所代表的價值。

及至3:1-15• 作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秩序的問題，就

是要説明監督及執事的責任，所以也有學者指這部分是一個

「責任清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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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説明兩個職務的責任，關乎教會團體秩序？要

明白的是，在初期教會的發展中，不同的臘務仍然在形成

的過程中，對於祂們該如何處事才是適當，並沒有清楚的規

定，所以這裡嘗試釐清相關職務者的責任，是為團體的領導

確立標準。而唯有符合這些標準的人，才能夠真正地成為團

體的領導，讓整個團體井然有序。或者，反過來説，如果

團體本身已經有良好的秩序，好的領導便可以加以维持，不

然，團體又會趨向混亂了。

那麼，擔當教會的監督，需要什麼資格呢？歸納3:2-13

的內容，當中大部分的資格都頗為具體和實在的，與當時

擔任政府官員的條件相近。當然，這些條件同樣適用於教會

內，因為能顯出當事人有良好品質，並且有健康的生活。除

此以外， 「不可是新奉教的」 (3:6) , 就是教會團體內的

要求，這是為了避免教友入教不久就擔任管理的職位，因而

會「妄自昀大」 ，反而有害。

不少學者探究，這裡提到的「監督」 ，是否就是後來

的主教？從書信的內容來看，兩者的聯繫不多，唯一是「照

管天主的教會」 (3:5) • 這職務似乎與主教管珅地方教會

的工作相似。此外，便難以斷定了。

至於擔任執事的資格，與監督分別不大，我們只能從

次序的排列上推想，這是在監督以下的職位。由於在3: 11 中

説： 「女人也必須端莊，不誹謗：有節制，凡事忠信」 ，所

以有學者認為，當時是有女執事的。不過，反對這看法的人

問訂為，這裡的「女人」是指執事的妻子。從行文來看，前

者的可能性較大，但卻難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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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説，兩種職務的資格，都指向井鈣有序的生活

狀況，亦唯有這樣的人，能夠帶領教會，度有秩序的信仰生

活，這也就是書信要表達的內容。

由此可見· 這封書信重視的是秩序，所以在縉束這邰

分的最後兩節 U:14-15) , 作者指出，即使作者不能親臨團

體內，他「仍把這些事寫哈你」 (3: 14) • 「這些事」就是

指接著的內容。而這些解說的目的，還是回到「秩序」中．

即教會要作「永生天主的教會」、 「真理的柱石和基礎」

(3: 15) • 信眾如果能夠明白這些道理，就可以知道如何管

理教會，這才符合作為天主的家的特質。由此，書信開始進

入下一部分的解説。

4.4 信仰要理 (3:16-4:11) 

從中文的齟譯中，我們不容易看出3: 16是一首讚美詩，

不過细心一看，不難發現後半部分的排句· 以及其內容的對

比性，可似推門到這是一首詩歌。

在這裡，我們視之為「信仰要理」部分的開首，其實

也可以視為上文論及「秩序」部分的總結· 因為這首詩要說

明的是「虔敬的奧蹟」 (3: 16) '這固趴是秩序的基石，也

是下一部分要説明的信仰要理的核心。

這個奧蹟可以用三祖句子來説明：

(l) 「出現於肉身，受證於聖神」 ：肉身説明耶酥被

釕死是直實的，聖神的證明就是指復活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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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顯於天使，被傳於異民」 ：復活的基督首先

讓天使所見，而由此開始，經宗徒傳到外邦人；

(3) 「見信於普世，被接於光榮」 ：福音終會傳到世

界上所有的地方，而當時期一滿，基督的光榮就會再臨。

這首讚美詩優雅而清晰地説明整個信仰的核心，為以

下説明信仰要理，立下良好的標準。

正由於信仰的核心如此明白清楚，但卻仍然有人違

背，所以作者採取了相當嚴厲的寫法，來指責這種錯誤，就

是以末世時的正義，來與邪惡作對比。要知道，初期教會的

信仰核心固然清晰，但是如何演繹和表達自己的信仰，卻仍

然在探索的階段。可是部分教會內的人士，出於各種原因，

提出一些違背信仰核心的道理，因而干擾團體信仰秩序的觀

點，這就令團體之中出現混亂，甚至有分裂的危機，所以作

者不得不以嚴厲的口吻來加以指責。

在其他兩封牧函裡，對於這些異端邪説，都沒有清楚

指明其內容，有學者評為，原因是作者不想書信變成宣傳

這些錯誤道理的工具。但是在這裡，作者卻明確指出，這

些錯誤的道理，就是「禁止嫁娶」和「戒絕一些食物」

(4:3) 。有學者認為，這兩個主張與上文提及的依默納约

有關，因為他主張「復活已是過去的事」 （弟後2: 18) 。為

什麼説以上兩稠説法，與這主張有關？因為主張復活巳經過

去，意思是指信友在領冼後，實則巳經復活了，所以已經是

屬靈的人，應該戒絕一切人間的事，當中包括婚姻，以及用

克己的万式生活，所以很多食物都不應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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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看法，並下符合教會對基督復活的理解，

正如在3: 16的讚美詩所言，教會仍然期待基督的再來，而我

們會於當時真正地復活。不過，在書信中，作者採用保祿

在格前有關祭過邪神的肉是否可以進食的思路，指出「因為

天主所造的樣樣都好」 口4) . 所以不用戒絕某些東西：

至於婚姻， 「因為樣樣都是藉天主的話和祈禱祝聖了的」

(4:5) • 因此也不用擯棄。

這裡也可以讓讀者感受到，這封書信寫作的時期，與

保祿書寫格林多前書時，明顯地不同。在格前裡，保祿雖然

不反對人結婚，但卻以獨身為尚，因為他覺得期待主再來的

日子是短促的（參格前7:25-38) 。但是，這封書信卻以勸勉

團體在生活中如常度日為主調，所以不少人訒為，這封書信

是寫成於較伎期的時間，而當時的團體巳瓦不再像最初期的

宗徒設，訒為教會生活是短促的、暫時的，反而從長遠的角

度來看待團體的生活。

正因如此· 書信要求弟茂德好好教育他的團體，就頸

得理所當快了。在4:6-10裡，重心的句子是「要在虔敬上操

練自己」 (4:7) ' 「虔敬」一詞再度出來，讓讀者明白，

這是書信的重點，而操練正好代表虔敬是需要長時間的磨

練，不是一時三刻就能達得的。而所謂有聞虔敬的操凍，

「在各方面都有益處｀因為有今生與來生的應許」 (-l:8) • 

可見這時候，作者巳縹開始把今天在世生活的歷練，與主的

再來後的生活，連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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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牧者工作 (4:12-6:2)

f' 思考：今天的牧者工作緊重而多樣，要滿全這職務的

要求，你認為他們需要擁有什麼德行和才能，

才可以達到呢？

在上一部分，也有學者評為可以假導師與真導師的角

度來分析，當中包括假導師的錯誤教導，以及真導師符合虔

敬的教訓，囚為「你要拿這些事去指導和教訓人」 (4:11) 

這一句，就有導師的意味。而由這一句話開始，書信便進入

第三部分，虢是勉勵及教導，以説明如何擔任一個團體的領

導，也就是如何擔任一個真導師了。

在4:12裡，書信提及當牧者的美德： 「在言語行為上，

在愛德、信德和潔德上，做信徒的模範。」有學者以此與

弟茂德後書提及的六大德性作比較： 「罪度、志向、信心、

堅忍、愛心、容卫」 （弟後3: 10) 。二者一併來看，不難發

現，只有信德對暉信心，愛德對暉愛心，其他各項都不相

同。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信德和愛德是牧者的核心

價值，所以兩封寫給牧者的書信，都同時提及：其他幾項，

就是牧者在不同處境時需要的能力，而在弟前這書信的處

境，牧者同時需要的是潔德和在言語行為上實踐出來。

在4曰裡，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牧者的工作是「專務宣

讀、勸勉和教導」 ，這也是後來有關主教工作的主要範圍。

如何是把這些工作做好呢？「你要專心做這些事，全神貫注

在道些事上，為使眾人看出你的進步。應注音你自己和你的

訓言，在這些事上要堅持不變，因為你這樣做，才能救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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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又能救你的聽眾。」 (4:15-16) 在這片段，我們可以留

意到「專心」、 「全神貫汪」、 「進步」及「堅持不變」

四個詞語，也就是能滿全工什的重要條件和標準。當中「專

心」和「全神貫注」的意思較相近，而「進步」一詞，只在

斐理伯書中出現過（參斐!: 12, 25• 不過翻譯為「進展」、I , 

是當時的哲學用語，指一個人在道德和信何上的進化，達

到一個近於神的氣質，成為身邊人的好榜樸。這呼膺之前謊

的，牧者要做信友的模範 (4: 12) • 也對咿下文： 「救你旳

聽眾」 (4:16) 。

如果我們説，那四個詞語代表弟茂怕在履行自己職務

時暉有態度和表現，在4: 16裡提到的，就是工作診有的成

效： 「因為你這樣做，才能救你自己，又能救你的聽眾。」

以上是書信解説牧者本身在職務上需要留心的地方，

而在訂論過這個原則後，書信進一步説明，牧者賅如何對待

不同的人，讓他們可以更好地在團體內生活，在信仰上有所

助益。

在5: 1-2裡，書信首先提綢挈領地説明如何對待不同的

人，原則是不論對待任何教友，都該視之為家人，所以要對

待老年人如自己的父母，待年青人如自己的兄弟姊妹。這裡

可以再一次印證，這封書信的對象如果真的是弟茂傅，那時

他必然仍年纪甚輕勻因為在第四章説： 「不要議人小看你年

輕」 (4: 12) • 在這裡又叫他要視年青人為兄弟姊妹，這亦

可以間接證明，這位牧者年纪輕輕，就擔任這重要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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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牧者對待不同教友的原則後，書信集中討論團

體如何對待寡婦的問題。正如宗徒大事錄談到對待希臘化的

猶太寡婦有所不公的情況，似乎在煊封書信的團體，也有相

類似的困難，所以要待意拿出來討論。

但是要留官的是，在5:3-16的討論裡，重點其實是要求

教會團體援助那些寡婦，這才是問題的核心。由於討論中談

及不同類別的寡婦，引致有讀者把重點放在如何評價守貞一

事上，這就有點軻重不分了。

悰合5:3-16的內容，作者把寡婦分為兩類，以六十歲作

為分界，超過六十歲歸為一類 (5 :CJ) '不夠六十歲的就稱

為「年輕的寡婿」 (5: 11) 。

在這個段落，書信的重心是牧者要公平地對待寡婦，

首先提出要「敬重」真正的寡婦 (5:3) • 但是同時提出有

些寡婦「任性纘慾」 ，隱含不值得敬重的意思。在這作此分

類，目的是作為下文 (5:9-16) 講述教會團體如何協助寡婦

的根據，而教會團體應幫助值得敬重的寡婦。

在這部分的訂論裡，有學者評為，書信呈現對女性的偏

見，因為當中寫寡霑時，指有些寡婦「任性縱慾」 (5:6) • 

又或指那些六十歲以下的寡嫦「情慾衝動」 (5: 11) 。首先

要留意翻譯的問題。思高版譯為「任性樅慾」 ，由於採用

「慾」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性慾，但是其他基督教的譯

本，指向的都是物質享樂（如《和合本》譯為「好宴樂」 , 

《中文標準譯本》譯為「享樂度日」等） 。所以，這封書信

所表達的實況，就是年輕的寡婦不容易一直守寡，原因有兩

方面：一是生活享受，一是情慾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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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書信是就當時的團體的情況所寫，我們反而可以

這樣推想：當時能夠堅持到底，一直保持獨身的人，其實

不多，因為物質的影響不淺，而為早期教會來説，物質世界

不值得留勺，所以才會説正些不能堅持的人「雖生猶死」

(5:6) 。

為何書信要清楚劃分出兩個類別的寡婦？原因在於5:9

中的「錄用」一詞。這「錄用」是記錄的意思，有學者因此

推想，書信中的教會團體有一份關乎年老寡婦的名冊，收綠

在壬上的，差會得到教會的閂顧。由於早期教會能力不強，

也未被社會訂同，所以這個名冊應該是相當嚴格的，並不是

凡滿六十歲的，就能夠被「錄用」 ，同時也要符合5:9-10 中

的各項要求· 而相參照下，這與擔當執事的資格相約。

大概也因為教會當時的資源不多，對寡婦的開顧未必

能夠很全面，所以書信裡特別強調「假使寡婦有兒子或孫

了，池們骨而學著孝敬本家人，報答祖先，因為這是天主所

喜悅的事。 J I 5:4) 另在5: 16也有相同的意思。這裡強調家

庭是一（同唁因，實際困難也是考慮的因素。

及至5:17-25• 作者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究竟長老的身

分是什麼？有些釋亞指這其實是指第三章所提的監督，只是

從不同的角度夫三説，因為在弟鐸書裡，監督和長老是互換

使用的。因此，可以視監督這名稱注重的是職責；長老則是

指道位監督在團體內的地位，應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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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釐清長老的身分後，這裡隨之處理三個問題：

(1) 長老的報醮＼：書信指長老「堪受加倍的敬奉」

(5: 17) • 而引用舊約（申25:4) 和褔音（路10:7) 的繹文

來支持，按這兩段引文的內容，是指工作應有適合的報酬·I 。

有學者託為，由於保祿本身不接受報酬·I, 可能導致他建立的

教會的後繼者，所得到的報醮｛也很微薄，不足以維生，所以

這裡特別強調要給長老足夠的供養。

(2) 犯罪的問題：一方面，書信指出當要指責長老犯

錯時，要慎重，所以要多人同時作控罪的見證，才應該處理

(5: 19) ; 另一方面，如果長老真的犯錯，就要清楚明確地

公布，讓大家都可以加以警惕 (5:20) 。在這裡還可以多提

一點：如果長老就是監督，而監督的工作等同今天的主教，

弟茂德就有監管主教的職責了。

(3) 在5:22裡，作者指出「不可軛易給人覆手」 ，而

這究竟是指按立長老還是修和禮，今天沒有定論。如指前

者，就是不能把長老這職權輕易給予教友，持別是小心他

們是否聖潔：如指後者，就是指長老要细察來尋求修和的教

友，是否巳痙做好自己悔改的本分，如果長老貿然為仍有罪

罰在身的教友施行覆手，會把自己也牽連在罪惡之內。

説明這三點後，作者大概也明白以上的工作並不容

易，因此一方面溫言闊廛收信人，另一方面指出罪惡和善工

都一樣，不容易察覺，但是也必會顯露出來 (5:24-25) 。這

裡背後暗示，只要努力，定能看出閂題所在：只要努力，過

後必會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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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最後談到的，是富時社會的奴隸制度形成旳主

人與奴隸的關係，有學者探究，當時的羅丐社會，有三分一

人是奴隸，這也讓我們明白，為何在不同的書信裡，這問題

經常被提及。在這裡，雖鍶只是兩節 (6:1-2) • 但是值得探

究的地方也很多，我們只集中在一點：尊敬主人。

在這両節裡，提及奴隸的主人時，書信要求信主的奴

隸，不管主人是否信主，都要尊敬但。尊敬不信主的主人，

原因是「以免天主的名號和道理被人褻瀆」 (6: 1) • 這忥

指奴隸應笠做好本分，免得被人覺得，教友並非好榜樣。至

於有信主的主人，又不能因為彼此是弟兄的閱係，而不再重

視兩者身分上的分別。

雖毋、這裡有適暉社會限制的味道，不過讀者也可以留

意，這裡實閂是發揮教友是僕人的思想，即教友也該準備好

自己做偉人，而且我們本就是主耶酥的奴僕。

4.6 提防假教導及善用財富 (6:3-10, 17-19) 

讀者匯留言到，我們在這裡抽起了6: l l-16 , 原因是這段

又字與咭束的關係更富切，因而把它劃入最後收結部分，才

作解説。而6:.,-1() 由假教導説起，已帶出了財富的問題，與

6:17-ll)睬及的話題相同，因此適合把兩段合併· 一同解説。

這部分旳主題是假教導。在6:3-5裡，書信指出「講異

端道理」的人的各種錯誤，最後指出這種錯誤的道理是

「以為虔敬是獲利之源」。淙合這裡的幾節翌文，作者要

指責的是兩類人，也和「發財」有関。一類是「想望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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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6:9) • 另一類是「今世的富人」 (6:17) • 也就是

説，陣論是渴望致富，還是已經富有的教友，往往把財富放

在更高的位置，把信仰視為工具，而作者正要指出， 「我們

沒有帶什麼到世界上，同樣也不能帶走什麼」 (6:7) • 地

上的財富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而嘗試為自己貪財而辯解

的人，是「異端道理」 (6:3) • 只會帶來錯誤。

面對這兩類錯誤，作者指出前者「應有知足之心」

(6:6) '而後者則應「在善工上致富，甘心施捨，樂意通

財」 (6: 18) , 才是真正遵循天主的正道。

4.7 結束部分 (6:11-16, 20-21) 

一殷書信來説，緒束部分是祝福辭，而這裡的祝福辦

很簡單：但是，正如我們在「導論」和「引言」中提及，

這書信的開始和結尾，有前後呼應的作用，能把中間的四個

主題包圍和總括起來，有「括號」的作用。在砸裡，我們可

以看到6 口 -16 中，如何呼應開始的內容，這包括兩處都

以「打仗」來表達弟茂德的工作並不容易，還有前後都提

到「訓令」 (1: 18及6:14) • 而且在引言部分有「預言」一

詞，在此亦提到「在預定的時期」 (6:15) 。

從前後多個字詞的吻合，不難推想，作者並不是隨意

而寫，他確實希望訊息能達到前後呼應的目的，而這個呼

唧，實則是有承傳的含意。如果説在引言部分，弟茂德只是

「作我真子的弟茂德」 ，到了結束，徨已經成為「天主的

人」 (6: 11) • 這名字在舊約裡，多是稱呼先知。所以，保

祿寫這書信給弟茂德，讓自己所領受的得以傳哈他，就是讓

但成為先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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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能與引言部分互相呼膺的，還有兩者都以一首

讚美詩作緒 (6:15-16) 。在這裡，作者以一首優美而富深意

的詩歌，來纘咭這封富教導意義的書信。

5. 弟茂德前書的思想

以上有關內容的注釋，希望能有助讀者明白這封書信

的主要內容，而在這裡，我們簡單地綜合説明這封書信其中

幾個主要的思想，而有關較詳細的解説，其實在上文已經解

説過，這裡不過是把重點標示出來。

i I) 天王之家：如果我們從教會學的角度來看這封書

信，很容易就會看到當中有關教會的圖像是家庭。書信一開

首即稱「我真子的弟茂德」 ，並對膺「天主父」 (1 :2) • 

在引言的末部又稱「我兒弟茂德」 (1: 18) • 都顯出作者以

冢庭成員的閲係來比擬教會內不同成員的關係。而5: 1-2更加

清楚明白地説明，作為教會領導，唧待長者如父母，待年青

教友如兄姊· 同樣是以家庭關係來理解教會。我們説這書信

所展現旳教會圖像，是「天王之家」 ，正由於它所呈現的教

會，如同一個家庭。

值得再進一步理解，就是在當時的羅馬社會，家庭其

中一個重點，是一家之主，而對比於教會團體｀就是教會領

導。因此，教會的領導是以一家之主的權威來管理教會，如

同在家中的家主一樣，而家主要讓整個家庭井然有序，重視

秩序是必然的。故此，當指出天主之家是本書信的重要思想

時，不能不連帶關注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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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秩序與關係：家庭成員因著血脈上的關經，秩序

可謂是天然形成的，因為父母是生育者，子女必然是在下

位，上下之分很清楚明白。但是，當我們以家庭作為教會的

圖像時，這種血脈關係並不能直接地帶進教會，這也是在弟

前裨，作者為何要花不少的篇幅，討論教會內不同人之間的

關係，因為不釐清這些關係，以找到各自在教會內的位置，

就難以建立良好的秩序。在書信裡，作者從不同的方向訂論

到教會內各種閼係，包括弟茂德與監督或長老的關係、與教

友的關係、不同身分教友之間的關係（如主僕的閼係）等，

而每一種闕係都有具體要處珅的困難。書信沒有迴避這些困

難，並嘗試一一解答，但是我們必須留意，任何解答的最後

指向，都是信仰本身。

6. 摘要

(1) 弟茂德前書、弟茂德後書及弟鐸書被歸入保祿的 r 牧函」

一類，都是閼乎教會罔體的秩序與管理，而三封書信是否

保祿所寫，並無定論。

(2) 弟茂德前書的格式基本與其他書信相同，但有學者認為它

的引言與咭語形成一個「括號」，把要表達的內容包括在

其中。在中間部分，共有四個部分。

(3) 首先是秩序問題，這部分先從原則出發，說明秩序的重要

性；再談具體秩序問題，包括如何祈禱及生活；再下去是

從教會職務角度，說明教會囷體的秩序，這裡提及監督和

執事的工作，但是兩者沒有明顯分別。

(4) 第二部分是信仰要理，當中 3:16是一首讚美詩，清晰地說

明整個信仰的核心，但是仍然有教友不能跟隨，所以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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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指責這種錯誤，並命令弟茂德要好好管理相間的囤

體。

(5) 第三部分談及牧者工作，當中提到牧者的美德· 最重要

是信德和愛德· 而當中還勸荀牧者要「專心」、「全呻貫

注」、「進步」及「堅持不變」，作為牧者工作的態度和

褘準，而關鍵是成為好榜樣。

(6) 說明牧者工作上的原則後，書信進一步說明，牧者該如何

對待不同的人，讓他們可以更好地在教會團體內生活，在

信仰上有所助益。其中以不少篇幅說明對待寡婦的原則。

繼而說明長老的身分，涉及長老的報酬、犯罪的問題及何

時花行覆手。最後是奴隸制度中主人與奴隸應有的關係。

(7) 菡四部分的主題是假教導，主要是指人不要沉迷財富，應

以天主為令。以後就是咭束部分，並以－首讚美詩作結。

在思想上，本書信還可總括為「天主之家」和 r 秩序與問

係」兩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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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函（二）

L 緒言

這單元承接上單元的內容，繼墳介紹保祿另外兩封有

閼牧者識務的書信。淙合這兩個單元裡的三封書信，讀者對

初期教會的牧識發展，能有較詳盡的理解。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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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弟茂德後書的背景及內容重點：

• 説明弟鐸書的背景及內容重點。

3. 導論

要討論弟茂德後書，第一個閆題，可能是它與其他兩

封牧面的先後次序的問題。按照思高版聖經的次序，首先弟

茂德前書，之後是弟茂德後書和弟鐸書，但是從內容來看，

有理由相信，弟茂德後書的成書日期，是早於其餘兩封書信

的。原因是這封書信記述了保祿最後一次與弟茂德見面的情

況，而從書信的內容推斷，另外兩封牧函應該成書於這次

會面之後。不過，這又涉及這幾封書信的作者是否傈祿的問

題。如果這些書信確是保祿所著，這個弟後成書早於弟前與

弟鐸書的假設，可算是合理的推斷；但是，如果這幾封書信

並非保祿親手寫，而是在較後期才由後人編寫而成的，這個

拌斷就不再合理了。

正丙這個先後次序的閂題難以定斷，而為了讀者閲讀

上的方便，這裡的次序綱排，仍然是以弟前、弟後、弟鐸書

的排列，不作改變。雖絪這裡較傾向弟後與弟鐸前非保祿親

手所寫，但在行文上，仍然以保祿為作者的角度來敍述，以

求閲讀過程更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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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題來看，三封書信的分別不大，都是圍繞團體與

領導，但是在细節上卻有不少地方，能夠啟發我們今天的教

會團體。

4. 弟茂德後書

與弟前一樣，這封書信也是由致候辭開始，而以祝褔

結束，但是在正文的內容上，這封書信的咭構沒有弟前那

麼清晰，不過同樣可以找到四個主題，只是在主題與主題之

間，夾雞的是保祿對弟茂德的個人説話，或是情感的表逹，

或是私人的教誨。在下文裡，我們嘗試以四個主題為重點，

附帶説明保祿的個人説話。

4.1 致候辭 (1:1-5)

雖陝在不同的書信裡，保祿的致候辭都有其個人的情

感表達，但是在弟後裡卻是非常強列的，這從書信一開始

説： 「么合可愛的兄子弟茂德」 (I :2) • 忧可見一斑。更清

楚的是在其後的感恩詩裡，保祿説自己曰皮祈禱中都掛含弟

茂德，而且特別提到自己服事天主是「繼惰祖先」的，這裡

隱含一種傳承的味道，加強地視弟茂德為子的寶思。

由這個開始來看，我們很難説這書信與保祿槭關，因

為這裡寫哈弟茂德這個人的意思很清楚。實際上，也有學者

訒為，這封書信也顯示了保祿和弟茂德的密切關係，而在這

背景下看全書所論述牧者的工作，會有另一番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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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牧者的召叫與回愿 (1:6-18)

思考：在不同的教會禮儀裡，你曾否領受過「覆手」

禮？有何成受？在教會初期， r 覆手」已經是

很重要的禮儀行動，含意亦很深遠，你是否瞭

解？

有注釋訒為，這一段落是全封書信裡最重要的一部

分，其隼點在於「我們」一詞，就是保祿這位宗徒，與藉

他覆手而按立的弟茂德。這個「我們」承受天主的恩賜和召

叫，因此要全心全意地回應。

這部分的開始，已經可以看到－個很值得留意的字

眼： 「覆手」 (1:6) 。在初期教會裡，覆手代表夭主的恩

賜，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在當時已經是授予職務的標

記，所以保祿在此提到這點，代表弟茂德藉著他的覆手而領

受了天主的恩寵，成為牧者。

在 1: 7 -8• 保祿鼓勵弟茂德做一個好牧者，不要以宣

揚基督的福音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人為恥」

(1 :8) 。以上三節是一個導言，為1:9-10的訊息作好準備。

皿論是保祿還是弟茂德，牧者都應該勇於傳播福音，正因為

這召叫是來自天主的「決寶和恩寵」 (1 : l)) '由基督在萬

世前賜予牧者的，而基督就是「毀滅了死亡，藉著福音彰顯

了不朽生命」 (1:10) 的那位。

有學者指這兩節 (1 且-12) 是渲段落的中心思想，因為

召叫源自基督，回應也是朝向基督。正因為有基督的恩寵，

所以保祿緡嘖説，他如何為此而受難，亦「不以此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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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 亦希望弟茂德效法自己，做一個好牧者，把保祿

寄托給他的愛德和健全道理，保管好。

雖然在這段落裡，保祿的寫作對象是弟茂德，寫來也

很親切，但是讀者不唧視之為私人的書信，因為當中對牧者

的囑咐，適用於所有的牧者。

在這個主題完結後，在 1: 15-18裡，保祿提出不同的信

友，當中有人離棄信仰，也有禧纘追隨保祿的。有學者認為

這裡正好能紙我們對保祿的生平多一點的認識，因為從這浬

可以看到，保祿寫這封書信時，正在羅馬被囚，保祿提到有

人雕棄了他，而敖乃息佛洛卻多次來訪，令他感到快慰，這

正好顯示保祿當時的生活相當孤獨，因為與他一直交往的信

友，都巳一一囍開他。所以· 這一段落也是伏筆，呼應最後

保祿睛求弟茂罔前往羅馬，與保祿見面。

4.3 保祿的要求 (2:1-13)

思考：保祿以三涸比喻來論說傳教的工作，分別是士

兵、運動員及農夫。在今天的社會，你會用什

麼比喻傳教工作者？

在這一部分，保祿對作為牧者的弟茂德提出幾個要

求，而這些要求亦適用於其他牧者。

首先是要求弟茂德堅強： 「你應因那在基督耶酥內的

恩寵堅強起來」 (2: 1) 。不過從文法來説，這是被動句·

意思是保祿要求弟茂德被基督的恩寵堅強起來，因此，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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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堅強起來的閱鍵在於基督，而這也是每一個牧者要留寶

的。牧者如果不能由基督得力，這堅強未必是真實的。

其次，保祿要求弟茂德「傳授」 (2:2) 。這個詞與上

文的「保管」與「寄託」 (1:14) 互相呼應，在意思上一脈

相承，就是在上一個主題裡，保祿強調自己把天主的恩寵傳

洽弟茂德，而在此則要求他把「由我所聽的傳授洽忠信可靠

的人，使他們也能夠教導別人」 (2:2) 。由此可以明白，

保祿要弟茂德「傳授」 ，是指向一個不斷的傳授，即保祿自

己領受的傳給弟茂德，而弟茂德亦嗎傳洽與他一樣忠信可靠

的人，而這些人亦唧該再教導別人。保祿沒有説清楚傳授的

內容是什麼，但是不難推想，指的是信仰的核心，如 1:9-10

的內容。

其三，保祿邀請弟茂德「與我共受勞苦」 (2:3) 。

在這句話後，保祿採用三個比喻，可説是綜合了以上三

個要求的主要含意。第一個比喻是稍兵。這比喻看似簡單，

就是指牧者要如同當兵一樣，但實際是指什麼呢？歷來有很

不同的解釋，當中有約為，精兵是指牧者該專注於自己的工

作，不要被世俗的事務繹身，好能達到工作的目的， 「叫他

的元首喜歡」 (2:4) 。

第二個比喻是運動員，當中有三個重點：競賽、規矩

及花冠。傳播福音是一個競賽，大概是指這需要與世界抗

衡，而規矩膺指弟茂德需要以保祿的言行作爲規範，包括與

保祿一同面對受苦，這是擔任牧者必然要遵行的，所以可視

為規矩。最後是花冠，自然是指基督的賞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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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比噏是農夫，紐浬指農夫的特咕是勞苦 (2:7) • 

而到最後便能「先享受產物」 ，這同樣是指牧者的工作勞

苦，但是卻能得到天主優先的賞賜。

綜合三個比喻，不難看出· 保祿要求弟茂德做好博授

的工作，教導別人，就如同士兵、運動昌及農夫殷要下工

夫，才可以把工作做好· 才能奪得花冠。同時，這一切都會

叫人吃苦，而這是得到最好的果實前，必紅的階段。

有學者巧為，對牧者的要求這個主題，到 2:7 就完緒

了，因為2 丶-13是保祿再一次向弟茂德謊明自己的心清· 並

且勉勵弟茂德走保祿的路。這看法也有道理，不過，這裡作

為補充，説明攻者要受什麼苦難，也可説是對牧者的要求，

所以在王琶tJ9劃分上，不同的釋瘺有不同的處理。

在這部分，保祿回應2:2所捉到的「焊授」 ，核心就是

基督的死而復活，而保祿為傳這福音被囚 (2:9) • 但祂頤

寶吃這苦，為叫基督的光榮得以傳揚，而且他也是效法基

督。因此保採謊： 「如果我們堅召到底· 也必與他一同為

王」 (2: 12) 。這是一個邀請，邀請弟茂德也加入這個「為

王」的行列，同時也是向所有基督徒發出一個永恆忠信於主

的邀請，因為基督是永遠為王的，只要我們頤意跟隨他，我

們也可以一同為王。

4.4 小心假教導 (2:14-3:9)

正如在弟前的記述，在討論牧者的工作時，必叭會探

言1到真假教導的問題· 因為這也是牧者重要的工作：如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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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錯誤的教導，並且提出正確的道理，讓團體的信仰得以端

正。所以在這部分，保祿就把焦點放在假教導上。

在這裡，假教導首先是指「不要在言辭上爭辯」

(2: 14) • 即在教會內有不同的看法，各自爭論是沒有好處

的。其次是「凡俗的空談」 (2: 16) • 而這裡所點出的依默

吶約和非肋托，前者在弟前中也有提及，保祿説巳經把他交

給撒殫，即逐出教會。在這裡，他們的假教導是「復活已是

過去的事」 (2: 18) • 就是主張冼禮後，人已等同復活，所

以不用再等待下一次的復活。

對於這些假教導，保祿引用舊約的經文，一段是戶 16:5 : 

「主詝識那些屬於他的人」 ，當時的情景，是梅瑟向反對自

己的人説這句話，指天主會保護祂揀選的人；另一段「凡

呼號主名的人，應遠雛邪惡」 ，是來自多段經文，包括戶

16:26: 「你們要遠離這些惡人的帳幕！凡是他們的東西你們

不要動，免得你們為了他們的一切罪惡而遭滅絕。」還有：

「上主，我們的天主！除你以外，還有別的主宰治理過我

們；然而我們所稱揚的，只有你，你的名號」 （依26:13) • 

以及： 「你應歸向上主，離棄罪惡」 （德 17:21) 。保祿把這

些經文悰合起來，強調為天主召叫的人，應以自己的純潔回

應天主，而不噸自甘墮落。

由此，書信引申到2:20-21 的比喻。在這裡， 「大戶家

庭」指向教會，而器皿可指牧者。器皿有不同的性質，彼此

固然有所分別，但是器皿的最重要作用，是盛載。所以，保

祿採用器佃作比喻，重點不是要指出彼此的高下貴賤，而

是要帶出牧者應保持聖潔。如果甘於卑賤，糾薯於「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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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談」 ，而不願自潔，就不能成為「各種善工的器皿」

(2:21) 。特別一提，這裡有關器皿的比喻，又可與3:16-17

的內容互相呼應，我們在下又會再進一步解説。

及至2:22-26• 有學者認為這裡回到弟茂德身上，保祿

由自潔開始，教導弟茂德如何可以成為一個好的牧者，引導

信眾。這包括躲避貪慾，而追求正義、信德、美德與平安

(2:22) : 躲避辯論，而追求和氣與忍耐 (2:23-24) 。保祿

指出，溫和有助迷途者回到教會內，而牧者也應該以此作為

開導信眾的做1去。

到了3: 1-l)• 是有關末世時的假教導。如果我們拿默示錄

作對比，其思路是相同的，就是在末日時， 「困難的時期必

要來臨」 ，各種罪惡都會丘現出來 (3:2-4) • 而且會有不少

表百虔敬而內裡邪惡的人出現。不過，如同默示錄最後的新

天新地一樣，保祿亦表示，這些假教導並不能得逞， 「因為

他們的愚昧將要暴露在眾人前」 (3:l)) 。

4.5 真導師 (3:10-4:8)

思考：在這書信裡，你是否成受到保祿對弟茂德的閼

懐？在今天的教會回體，是否能有相類近的師

徒閭係？又或是在罔體裡，信仰的傳授，與教

會內各成員的成情，能否相輔相成呢？

值得留寶的是，這裡有關真導師的教導，保祿也同時

表達了他與弟茂德的情誼。正由於二人的深厚情誼，保祿就

以自己的傳教經歷來勉勵弟茂德，期盼弟茂德能繼承自己的

一切，並且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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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祿説： 「你卻追隨了我的教訓，我度日的態

度、志向、信心、堅召、愛心、容卫、我受的迫害和苦難」

(.3: 10-11) 。這裡提及六種良好的德性，及受迫害和苦難。

有學者詝為六種德性是基礎，後來的迫害和苦難是包括在

六種徳性內的。但是，這似乎不太合理，我們應視前六者是

一組，代表保祿期盼弟茂德在這六方而向自己學習，而迫害

和苦難是第二組，代表保祿為傳教的付出，因為在.3:11 就细

説自己曾翌在那些地方受到迫害，不過， 「王卻從這一切迫

害中救出了我」 (3: 12) 。所以，六種德性是學習的方向，

「迫害和苦難」卻是效法保祿的縉果，不過從保祿親身的經

歷，為主而受迫害，必得主的拯救。

然後是有關研讀聖經的重要性。這段祖文直接談到，

「凡受夭主默感所寫的聖經」 (3: 16) • 成為討論「聖經默

礱」的重要聖經基礎。不過，如果把焦點回到書信本身，保

祿是要指出，聖經可以成為真導師教訓的根源，因為在聖徑

內能得到「信德」和「智慧」 (3:15) 。

還可以留意兩點：首先，在談聖位前，保祿再一次提

到傳授的概念： 「你知道你是由誰學來的。」 (3: 14) 其

次，在3口裡， 「適於行各種善工」 ，正是回應上文闕於器

皿的説法。

在談論過弟茂德擔任牧者需要的美德和知識後，在

4: 1-8裡，保祿隆重地把牧者的職務，傳給弟茂德。這傳授是

很嚴眉的， 「我在天主和那要審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穌前，指

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懇永你」 (4: 1) • 保祿期盼弟茂德

在天主面前隆重地承諾，會全心全意作宣講。保祿很誡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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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弟茂德説明，擔任這工作並不容易，在4:2-5裡，保祿詳细

措述各種困難，以及傳播福音需要的百殷巴性。

及至4:6圣，是保祿自身的感溉，也是保祿自身的繶

縉，在這裨，保祿與自己心愛的弟子分享自己如何看傳教者

的一生。有學者評為保祿在寫此信時，意識到自己巳經不久

於人世，所以才説： 「因為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時期已徑

近了。」 (4:6) 這裡值得汪意的是，保祿沒有採用另一常

用語—－生命的咭束，而以「離世」一詞，來逕説自己的情

況，當中是有深意的。這正代表他對生命的看法，他要指

出，值決要隍開人世，但這卻不是他生命的完結，因此在下

文裡，他再以比賽來比喻人生。另一個詞是「奠祭」 ，保祿

把自己的死亡視仃如同基督的犧牲，是一個祭獻。

不過，亡這裡屎祿並沒有心灰寶冷，反而以比賽比喻

人生。要留言，逕禪説： 「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

跑，我巳跑到亮點」 (4:7) • 並不是指戰場上打仗，而是

頹似拳擊的搏鬥運動，而「賽跑」就很容易明白。兩個比

喻都顯出保祿的傳教生活，動感十足，也要全力以赴。而在

這種高能量的比戸下· 保祿能夠自豪地告訴弟茂德： 「這信

仰，我已保持了。」 (4:7) 這裡「保持」一詞，與傳授、

保管等詞有呼應的作用，代表保祿能夠把自己所承受的純正

信仰，完全保持，再傳洽弟茂德，也期盼池能做到。所以，

在4:8裡，保祿説自己會獲得賞報，同樣地，所有為主作誇

的人，都會獲得賞報。這不僅是保祿對自己人生的肯定，也

是他對弟茂德的期盼，希望值能夠做一個好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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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結束部分 (4:9-22)

這部分包括事務的交待與真正的緒尾祝福，而交待部

分，有助我們瞭解保祿當時的傳教情況，明白那些人有助保

祿傳教，而譙又背棄信仰。不過，更值得留意的是，在這部

分裡，保祿四次請求弟茂德盡快來探訪自己。為保祿來説，

自己的時日囍多以及對弟茂德的闢注，令他有這樣急促的召

喚。

最後的祝福語與保祿書信的一貫寫法非常相近，但有

學者因此懷疑書信並不是保祿寫洽弟茂德的私人信件。然

而，我們亦不能否定，保祿只是按自己一貫的寫法來寫而

已。

5. 弟鐸書

從內容來説，弟鐸書與弟茂德前書很相似，要處理的

問題都很相近。除了致候辭與結語，這書信可以分為兩部

分，都是在弟茂德前書中處理的問題：領導與團體。

5.1致候辭 (1:1-4)

在這書信的開首，保祿採用了雙重稱謂： 「天主的僕

人，作耶酥基督的宗徒」 ，作為自己的名銜，這在保祿的

書信中較特別，因為一般來説，都只提其中一個。有學者認

為，這雙重稱謂，分別代表舊约的先知與新约的見證人的身

分，因為「天主僕人」在舊约裡出現較多，多用於先知身

上，而宗徒身分就更加不用多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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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後，隨即出現一個在牧函中特別受重視的字

眼： 「虔敬」 (1: 1-2) 。在弟茂德前書裡，這字眼同樣出

現，代表的是在信仰上及德行上的實踐。「虔敬」在其他書

信裡未有提及，但在這兩封書信裡卻是重要的概念。

另一個在牧函裡很重要的字眼： 「委托」 (1 :3) • 又

再在弟鐸書中出現。基督的真理就交託給牧者，所以牧者要

「盡道宣講的職務」 (I :3) 。

在致候辭的最後一句，保祿指明收信人的身分，是「在

共同信仰內作我真子的弟鐸」 (1:4) 。這代表保祿對弟鐸的

肯定，也代表教會是一個家庭，保祿視自己的緡承人為真正

的兒子。

還可一提的是，這書信的致候辭略去了感恩的部分。

5.2 領導的條件 (1:5-16)

思考．有學者認為，長老是一個榮譽職務，不屬於今

天的聖统制中任何一個職務。此外，你知道今

天教會內，是否也有類似於「監督」這樣的職

務？如果沒有，是否需要呢？為什麼？

進入正文部分，這書信不長，只談到兩個問題，而在

這一部分，就是擔任牧者的條件。

在這部分一開始，保祿清楚説明自己指派弟鐸留在克

里特，目的是「整頓那些尚未完成的事」及「在各城設立長

老」。在這裡，我們先談設立長老，在下部分裡談的，才是

未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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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説方便，我們先説明下文出現的兩個名稱： 「長

老」與「差督」。這兩個名稱在弟茂德前書同樣出現，一般

來説，都視九對相同的人的不同稱謂，只是側重點不同。

「長老」是指身分，即在教會裡受到尊重的人，而監督是

指職務，即這些長老的工作，是監督教會內的事務。在弟

鐸書這裡，兩個名稱是可以互換的，所以有理由相信，兩者

是指同樣的人。

解説過名稱的問題，可以正式討論擔當長老的條件。

在 1 :6-9裡，保祿很簡潔地對長老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

(1) 家庭上的鉺可指摘：保祿要求擔任長老的人，有

一個具信仰的家庭，而且長老只能有一個妻子。也有學者由

此引申，討論到是否長老必須要有妻子呢？但是一般評為，

這裡強調的，是長老只能有一個妻了，而非必須有妻子。除

此，也要子女都是教友，而且沒有「放蕩不羈的」 (1:6) 。

這要求引來的討論不少，我們選擇其中兩個來説明。

首先，要求長老家庭「餌可指摑」是否太苛求呢？這裡所説

的「匯可指摘」 ，並不是指長老的家庭完全不能犯錯，而是

指長老是否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好使成九教會中其他

人的榜樣，這才是重點。

道也帶出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長老需要一個「匯可指

摘」的家庭？這與當時的教會生后有閼，因為初期教會的

圉體聚會，多在教友的家中舉行，而長老的家自然是其中一

個聚會的「熱點」 ，所以長老的家庭必然會與教友有很多接

觸，而長老能有良好的家庭，就可以成為教友的榜樣，並加

以跟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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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身的陣可指摘：保祿為長老開出了五個「不」

(1 :7) 和六個美德 (1 :8) 。這五個「不」 ，可以分為兩種

類別。一種是有關自身的節制，其中包括「不嗜酒」和「不

貪污」 ，二者都關乎長老個人的欲望，需要受到節制。第二

樺是與別人關係裡的節制· 包括「不自負」、 「不發怒」和

「不暴戾」 ，這就闊手個人的品德修養。

閼於這五個「不」 ，也有學者質疑，為何擔任教會的

長老，其要求與一殷人的品德要求，沒有兩樣？要留意的

是，這只是第一層的要求· 而在這一層，説這些是要求· 倒

不如説這些是基本的質素，代表一個具健全人格的人。

另外，也有學者提出，以上的五個「不」 ，與當時克

里幷教會有密切閎係，因為在下又裡，保祿提及教詞當地的

教友時，提到「貪口腹的懶漢」 (l: 12) • 及叫老婦「不沉

湎於酒」 二勺 ，似乎在當地教會，貪吃和酗酒是一個嚴

重的問題。

在提出五個「不」後，保祿纘提出穴個美德： 「好

客、樂善、慎重、公正、鷓心、有節」 (l :8) 。麂眼一

看，這些都是丟好旳個人特質，長老需要這美德，沒有什麼

奇怪。不過，細先下去，我們從中也可以一窺當時教會的實

況。既然長老的工作是監督，要求長老汀真重」和「公正」

是很合理的。但是，為什麼要「好客」和「樂善」呢？這又

回到上又所言，長老可能需要在家中召開教會的聚會，如果

這位長老並不好客樂善，就不容易誤教友感到親切了，會有

礙教會的成長。最後，是「甄心」和「有節」 ，正兩點並沒

有切實的所指，也有學者認為，當時的教會，主要是依靠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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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富有的教友的捐助來維持，因此長老一方面要熱心去尋找

財源，另一方面又不要為金錢所引誘。不過，這只是推想，

經文內沒有足以佐證的地方。

也有學者把弟前3: 14裡有關當監督的資格的條件，拿來

作比較，當中同樣提及是要「無可指摘」 ，因此只能是有

過一個妻子的丈夫：在五個「不」裡，有三個相同： 「不嗜

酒」、 「不暴戾」及「不貪愛錢財」 ；至於六個德行，只有

「慎重」、 「好客」相同，其他四個都沒有。這些分別，是

否代表兩封書信是來自不同的作者？因為同一個作者，對監

督或長老的資格，暉該是一致的。又還是，兩個教會面對的

情況有不少出入，所以保祿就針對性地提出不同的資格？

(3) 雖然以上兩個條件都是重要的，但是要擔當教會

的牧者，只有以上與個人及家庭的修養培育，是不夠的，所

以保祿最後就提出： 「堅持那合乎真理的真道，好能以健全

的道理勸戒並駁斥抗辯的人。」 (1 :9) 這才是擔當牧者最

重要的一點，就是向教友説出「真道」 ，並且能夠對抗那些

持守異蹭的人。要以真理加以訓導，這點是常理，但這裡抨

別提出要勸戒並駁斥抗辯的人，可以推想，是由於當時的克

里峙教會，持有異端的人不少，固執己見的亦多，所以保祿

在談到選擇長老時，要特別加入這一點。

同時，這也很自然地進入有關牧者的條件的第二部

分，就是他們要如何對應教會的實況。在 1: 10-16裡，保祿指

出，在克里待當牧者的，要有能力對抗這些假導師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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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得文的內容來看，道些假導師與猶太人有關，因為

保祿指他們是「那些受過割損的人」 (1:10) '以及要求當

地教友「不要聽信猶太人羆稽的傳説」 (1: 14) • 可見當

時確有不少這些誤導教友的言論，而煊就與潔淨的問題相

關。因為保祿在説過猶太人提出的駰稽的傳説和違反真理

的規定後，就説「為潔淨人一切都是潔淨的」 ，這與保祿

在羅馬書中所言的互相呼應： 「沒有什麼本身是不潔的」

（羅 14:14) 0 

從其位（呆祿書信與宗徒大事錄中，我們可以知道，當

時部分猶太基督徒要求外邦基督徒都要按梅瑟法律，行割損

禮，以及戒食不嵓之物。但是保祿並不認同這做法，所以在

羅馬書中，他指出沒有什麼是不潔的，信仰基督不在於遵守

這些梅瑟法律。有這樣的背景，我們可以推想，這裡特別提

出潔淨一詞，正代表當時克里特教會的爭論，與是否遵守猶

太人的法律有開。

不過，這是否代表那些破壞克里特教會的人，就是猶

太人呢？不同人各有寶見，我們並沒有確切的答案，只能説

是與猶太人的這些規條有間，而有些人主張信友要遵守這些

規條，而保祿號加以反駁。

保祿反駁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指責這些人崇尚空談，

並不是真的要為團體的好處。在一開始，保祿説有不少人

「不服從」 (1: 10) • 這詞可以對應上文「放蕩不羈」 ，兩

者在原文裡是同一個詞，只是詞境不同而有不同的翻譯。由

此，可以推想保祿的用音，是要由長老管琤家庭，推展到長

老管理教會這個大家庭，而部分的「家庭成員」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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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從的教友，他們正在「破壞人的整個家庭」 (1: 11) 。

思高版聖綢翻譯為「整個家庭」 ，因為在原文裡，這裡家庭

一詞是眾數的，而道正暗示「整個家庭」就是由不同家庭組

成的教會團體了。

故此，保祿主張要把這些好空談和缺德者的口「杜

塞」 (1: 11) 。這詞是指把動物的口栓上，很形象地表達保

祿很嚴肅地對待這些撒播錯誤思想的人。明白此詞的含意，

對於保祿説「他們的理性和良心都是污穢的」 (1: 15) , 就

不會覺得奇怪了。

作一小結，在這部分，保祿指出牧者需要有什麼條

件，而最重要是捍衛信仰。保祿特別指出，當時克里特教會

正受到假教導的困擾，所以牧者需要有能力堅強地對抗這些

假教導。

5.3 團體規籠 (2:1-3:7) 

思考：在教會圍體裡，不同人的共處總有磨擦甚或衝

突，應該如何做，才能夠讓由人維成的圄體，

光滎天主？廛體是否需要一些規矩才能夠成

熟？

正如上一節所言，這封書信關乎兩件事，首先是設立

辰老，因而引申到擔當長老的條件；其次就是「整頓那些尚

未完成的事」 (1:5) '就是要重新建立團體的規範，好讓

教會良好地發展。所以，在這一部分，保祿就是要説明，怎

樣才是一個好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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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曰 0裡，保祿按閂團體成員不同的身分，提出各人

該怎樣做，而每一個人所做的，都對團體有重要的影響。在

這裡，保祿對每一類人的教導，都是先提出該類別，再指出

孩做什麼，跃俊以其效果作生。

首先是老人。有學者指出，老人與長老有別，因為在

古代希臘的文化裨，年齡是一種權威，上年兄的人確實有較

高的社會地位。不過，由於老人和長老是兩個不同的詞，所

以不應理解為同一類人。不過，從保祿對老人要求「節制、

端莊、慎重」 I 2:2) '或許也是代表他們在團體內有較大

的影響力，所以但的言行舉止，也容易影響別人，也會成

為其他人理解團尸旳重要指標，故此保祿指他們「要王確健

全」 (2:2) · 這三好戶應這封書信一直都強調，要講健全

的道理。

第二類是老霑，屎祿要求她們「不毀謗人，不沉湎於

酒，但教人行菩」 (2:3) 。由於其中兩點是很具體的行

為，因此讓人推尸，當時克里特的社會裡，老年婦人多説是

非，也有酗酒的閆題，所以保祿才特別指出。

第三類是青年婦人，保祿要求她們能愛家庭，並且有

女性賅有的德行， 「免得使人抵毀天主的聖道」 (2:5) 。

第四類是青年人，而由於弟鐸也是青年人，所以保祿

以他為對象，説明青年人該怎樣做，就是行善及慎言，目

的是「使反對的人感到漸廆，説不出我們什麼不好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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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類是奴隸，保祿要求他們服從主人， 「不要抗

辯，不要竊取」 (2:9-10) • 要用自己的行為讓「天主的聖

道，在一切事上獲得光榮。」 (2:10) 

保祿固然是要説明團體裡不同人要如何做才是合適，

但同時也帶出當這樣做時所能達到的效果，從中不難看到

兩個重點：一是讓教外的人對團體囍法指責，甚至轉變為欣

賞：二是要光榮天主的殖。這兩點，就是各人在團體內要做

好自己本分的原因，也是團體規範的核心了。

在説明不同類別的教友該如何可以做好自己，讓團體

不為人所攻擊，並受到尊敬後，在2: 11-15中，保祿纊結説明

弟鐸該如何做，才是最妤，就是以言以行，實踐基督的教

訓。在這一部分裡，首先是「的確，夭主救眾人的恩寵已經

出現」 (2: 11) 。這是核心，得救的恩寵已經出現，就是在

這個團體內，而這團體如何呈現出這份恩寵呢？一方面，

是要在行為上，所以保祿説教友要「虔敬地在今世生活」

(2:12) • 把天主的光榮呈現出來，但是不僅如此，因為只

是好好生活，並不足以把信仰圓滿地呈現出來，故此保祿還

要求宣講，而2:13-14就是宣講的內容，也就是信仰的核心。

這一段落相當重要，因為它有助我們明白 3: 1-3 的內

容。這三節裡，保祿強調的是教友應該很正常地生活，而非

離世、避世，要尊重當權者，做人要溫和。這取態固然有其

本身的社會背景，很有可能，當時的政局相對安穩，並沒有

迫害教會的事，所以保祿主張保持安定的生活。但是，這一

切其實也建基於上一部分的説明，就是宣講。團體好好過日

子，讓別人訒同及尊重，目的是把天主的真道，傳揚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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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3:4-7的感恩詩裡，是以冼禮為中心的，道正

是宣講的結果，能為人帶來天主的光榮。既然洗禮讓人成

義，成為基督的纘承人，那麼，宣講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了。

5.4 結語 (3:8-15)

在結束部分，保祿首先重覆第二章的説話，要求弟鐸

對抗異湍，持守信仰，繼而很肯定地説，如果教友仍然堅持

異端道理，弟鐸有責任遠離他們 (3:10) 。然後，保祿再有

其他事務的吩旳及祝福，這封書信就此完緒了。

6. 摘要

(1) 弟前、弟後及弟鐸書有先後次序的疑問，但現仍按思高版

聖經的編排來介總。

(2) 弟後同樣以致候辭開始，而以祝福結束，而正文有四個

主要部分· 並且夾雜保祿對弟茂德的個人連說。致候辭

的形式與其他書信相近，但極富個人畋情。在正文的第一

部分，討論的是牧者的召叫與回應，焦黠在於 r 我們」一

詞，即指保祿和弟茂德，二人都承受天主的恩賜的召叫，

因此要全心全意地回應．以達到一個牧民該有的言行。

(3) 第二部分是保祿的要求，他要求弟茂德竪強、「傳授」及

與保祿同受勞苦，這些都是牧者需要的特質。要傳授的是

基督的死，而也會因此受苦。第三部分是小心假教導，並

指出教會內的爭論沒有好處。卣此，保祿提出牧者的聖潔

方能作好榜樣，對抗這些錯誤思想，並且在最後，指斥有

間末世時的假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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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後一部分是真導師的教導，保祿提到擔任牧者需要的六

種德性、研讀聖經的重要性，然後隆重地把牧者的職務傳

哈弟茂德，再總結自已的人生，以比賽自喻，認為自己已

經打完人生的仗。隨之，就是書信的咭束部分。

(5) 弟鐸書的格式與其他保祿書信梠近，同樣以致候辭開始。

在正文中，先談擔任牧者的條件，當中提及監督與長老，

但都是指向同一類人，而保祿要求長老在自身與家庭上都

無可指摘，並且能竪持真理，對抗異端，有力抗衡那些假

導師的言論，而在這围體裡，假導師與猶太人有間，他們

要求外邦基督徒違守猶太法律，被保祿指責。

(6) 至於第二部分，就是保祿要求重建罔體規範，指罔體內不

同的人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當中包括老人、老婦、青年

婦人、青年人及奴隸，黑論是哪一個身分，都要成為榜

樣，讓教外人無可指責，並光榮天主的道。隨即是書信的

幺士瓿
•"P 。口 。

7. 參考資料

1 思高聖經學會，《宗徒經書上冊》。香港：思高聖鋀學

會， 2007• 頁721-757 。

2. Terence J. Keegan 著，活水編譯小組編譯，《保祿牧靈

書信詮釋》。台北：光啟文化事業， 2015• 頁3-47,

51-84, 86-105 。

3. R. T. Siebeneck 著，陳永禹譯，《弟茂德前書、弟鐸書、

弟茂德後書》。台中：光啟出版社， 1966• 頁25-65 。



重元七· 牧函（二） ; 139 

」曾思瀚，《僕人領袖的教導與領導：提多書、提摩太前

書析讀》。香港：基疽出版社， 2013• 頁46-57及 167-

341 。

5. Robert A. Wild, "The Pastoral Letters",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0, 

pp .894-895, 899-902. 



單元八

希伯來書

L 緒言

在完成有關保祿書信後，開始公函的介紹前，我們會為

讀者介紹相當特別的一封書信，就是希伯來書。正如在《新

约導論》裡的説明，傳統認為這封書信是保祿所寫，但今天

大部分學者都不再同意這一點，故此在編排上，往往把它放

在所有保祿書信的最後，而在看過它以後，就會開始討論公

面。

讀者在讀過多封保祿的書信後，應該對它們的特點，

有一概括的詔識，而閲讀這封書信時，正可以加以對昭，

看看是否能看出，眾多學者茫為它不是保祿書信的原因。另

外，它與公面亦有很大的分別，讀者同時也可以留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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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罡元後，讀者應能：

• 簡單説明希伯來書的正典問題；

• 説明希伯來書的背景－—作者寫作的動機、年分及地

點：

• 説明希伯來書的結構及內容。

1 導論

正如前面的七個單元，我們也會先指出，這封書信在

《新约導論》巳弳簡要地介沼了作者、縉構大啁、內容和重

點，以及神學思想。如果讀者想扼要地訒識這封書信，可以

重溫《新约導論》。

在這裡，我們主要是為讀者較詳盡地介紹這封書信的

內容，希望透過文字、段落及篇章的説明，有助讀者明白這

封書信的內容和思想，從而更能體會天主的啟示。

相比於保祿書信，希伯來書的背景閆題較複雜，因此

在開始時，先會探討它進入正典的過程，順帶討論作者的問

題。然後再進入正文的討論。從形式上來看，這書信更近於

文章，而且緒構嚴密，各個部分環環緊扣，論述信仰，值得

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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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典及作者問題

思考：教會在訂定聖經正典時，主要考慮三個標準：

宗徒傳承、正統教義及教會使用。希伯來書是

否屬於正典，在教會初期有不同的看法，你知

道箇中的原因西？探討這問題為你認識聖經正

典，有何幫助？

要訂論希伯來書的作者問題，首先要説明它進入正典

的經過。在第一世纪時，希伯來書一直都未能成為正典，但

它已經為不少團體所誦讀，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希伯來書一

直處於正典的邊緣。所謂邊緣，是指這本書其實不少團體都

採用，但是大家對於它成聖經正典的一部分，尚有遲疑，原

因即在於作者問題。

初期教會不少人都不訒為這本作品的作者是保祿，特

別是羅丐的克萊孟 (Clement of Rome' 卒於100) 也評為這

本書的作者並非保祿，就更加令人有所疑慮。不過，後來東

方教會多位重要的教父都訒同這書信的作者是保祿，令它的

權威性得以提升，因而訒同它也同樣有宗徒的傳承，所以才

列入正典當中。

那度，我們是否就可簡單推斷説，這書的作者與保喙

毫氘關係呢？在下文裡，我們會分析這書卷的內容，並會

發現，這書卷的思想，其實與保祿的相當一致，只是在表達

上，有所不同。如果细心比較兩者的內容，它們的思想脈絡

很相近，特別是普遍救恩這一點，可以説在希伯來書中的闡

釋，比保祿的書信，更進一步。從這角度來看，我們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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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為何當時的東方教父會評為這是保祿的作品。我們還

要咢別注意，古時對於作品出自何人，並不是採用今天那麼

嚴格的標準，所以，一本與保祿思想一脈相承的作品，被視

為保祿作品的其中一部，為當時的教父來説，不是太大的問

題。

雖然如此，富代的聖鈺學者以現代精細的研臣万法，

再加以仔细研究這書卷後，都詔為從各方面來看，它並不是

出自保祿的手筆。部分學者相信，這書卷的作者，應該與保

祿有關，但是這關係有多密切，就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學

者詔為，希伯來書的作者，只是保祿宣講的聽眾，他由保祿

的講話中得到啟發，再以自己的詮釋而寫成這書卷。

雖然在教會初期，由於道卷書的作者不明，令它匯否

列入正典，有過疑慮，但是，教會最後還是接納它的正典

性。從另一面來看，這也足以説明，希伯來書的內容相當重

要，為初期教會來説．很能表達地們的信仰，所以即使在宗

徒性上有不圓滿的地方，它的內容卻足以補救，令道優美的

書卷，成為聖經正典，讓我們能透過它而更深入認識天主的

啟示。

從列入正典這問題，我們再談到作者的問題。在《新

约導論》裡，我們已緹説過，這書卷可能的作者是誰，但

是，對於這書卷的作者確定不是保祿的原因，卻沒有詳细解

説，因此我們在這裡交待一下。

首先，書卷本身沒有説明自己的作者是誰，這與保祿

書信並不相同，因為大部分保祿書信的內容，都有直接提及



重元 A• 希伯來書 I 145 

保祿本身。由於書卷本身並沒有提及作者，故學者推斷它樹

可能並非出自保祿。

另外就是從書信內容來看，這書卷的希臘文翡常優

美，與保祿的其他書信相比，並不似是同一個作者。在引用

舊约万面，希伯來書亦與其他保祿書信不同。

基於這些原因，再加上它在教會初期遲遲未能列入正

典的歷史，今天的學者較傾向認為這並不是保祿的作品，

雖然，它仍茨是聖江的一部分。故此，今天有些學者把宗徒

書信分類時，不再把希伯來書歸入保祿書信裡，而是歸入公

函。

以上解釋了正典與作者的疑問· 至於推測這書卷的作

者是誰，寫作的對象、地點和年代，就要請讀者參閌《新约

導論》了，這固鉄是下想重複內容，也因為在作者不能有確

證的悄況下· 以上各項都只是推詛估計，所以不再贅言。

5. 書信內容

5.1 引言 (1:1-4)

希伯來書與其他保祿書信不同，它並沒有寫明收信的

人是誰，故此也沒有致候辭等部分。一開始，作者就開宗明

義地説出這書卷要探討的，是耶穌基督的身分。在 1 :1 裡，

作者指出，天主在過去的日子裡，採用不同的方式、透過眾

先知．嘗試把祂的啟示真理告訴世人，而在「這末期」 ，天

主就透過「自己的兒子」來告訴我們，天主的救恩，而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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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耶酥基督就是世界的主宰。在這裡，我們可以視這個引

言為一個重要的指引，它為作者下文的解説，即如何説明基

督的身分，先點出瑄個重要的基礎。

這引言看似簡單，其實意義深長。首先，它點出以色

列民的歷史是救恩史，因為在他們的歷史裡，天主－直都

派遣自己的使者，希望以民能明白歷史的走向，而在最後的

階段，祂更派出自己的兒子，以完成整個救恩計劃。其次是

基督論，這裡明確地指出耶穌基督是「天主本體的真像」

(1 :3) • 這是很哲學化的語言，卻顯出作者對耶穌基督的

身分的認知，已經很深刻，並不僅是停留在類近於嗣子論的

異端看法。

到了 1 :4, 作者特別提到耶酥基督比天使更高，這很自

然地引入書卷接著要討論的課題： 「基督超越天使」。

5.2 基督的崇高地位 (1:5-4:13)

凸 思考；在過去，神學裡有「天使學」，內容是探討天

使的身分與其特質，例如說天使是無形的靈

體，或說天使是天主的第一批子女。為你來

說，又認為天使有何特質？

5.2.1 基督超越天使 (1:5-2:18)

不少人指出，希伯來書近似一篇神學論文或高深的講

道詞，多於是一封書信。這固然是由於這書卷沒有收信人，

在形式上不符合書信的表達万法。另一個原因，就是它的表

達，同樣是有譫文的色彩。這段經文正可以印證道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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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5-14裡，作者為説明耶穌基督超越眾天使，一

口氣引用了七段舊约的經文。在思高聖涇裡，在雙引號

（『…』）之間的文字，就是屬於舊勻的徑又。不過，

學者發現作者所引的亞文，膺該是出自《七十賢士本》，也

就是希臘文的譯本，與我們今天所讀的有所出入，而且引述

也不一定原文抄錄，所以也有不少值得討論的地万。但我們

不在這裡詳细解説這些句子。總括來説，在這裡，作者引述

七段舊勻門仁文，目的在於説明，基督的身分高於天使，有

很確切的根據，因為在舊约的竺文裡，巳紅可以看到，天王

對行天使，與對待自己的兒子，並不相同。

由這種寫法，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本身非常鄣悉舊约，

同時又是一位善用希臘文的人，甚至有學者推論，他的母語

應該是希翌文，這一點明顯與保祿不同了。

回到內容，為什麼作者以天使與基督作比較呢？從內

容中我們不能找到答案，而其中一個可能，是在猶太文化

裡，天使是其中一類為人銦悉的神聖之物，而以此來襯托出

基督的至高地位，就顯得相當有力了。另一個原因，則是天

使作為天主與人之間的使者，有傳遞訊息的作用，而作者強

調基督的品位超越天使，正好代表天主這回所派遣來到人

閼，不再是使者，而是天主的兒子。這裡提到使者受天主派

遣，為施予救恩而服務，也有回應書卷開始指不同時代眾先

知為天主宣講的意思。

這個段落，一方面説明基督的品位，也是承接引言部

分，因為引言正好説基督在世界裡的至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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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1-4• 作者承接上文有關基督與天使的比較，再

帶出救恩的訊息： 「如果藉著天使所傳示的話，發生了效

力，凡違犯抗命的，都得了公平的報復」 (2:2) • 那麼，

基督拾予我們的偉大救恩，我們又豈能視而不見呢？如果我

們視而不見，就會受到莫大的懲罰。有學者指這是勸勉，也

有學者指是警告，但不管如何，這四節的內容，可視為上一

段的小緒，也為作者在下又裡，緡瀆論述基督身分的定調，

就是我們必須要認真地對待基督。

然後，在2:5-18裡，作者繼纘討論基督的品位，並已涉

及基督論的範疇。在這裡，作者的入手點仍然是天使。作者

指出，這世界甚至包括「未來的世界」 ，都並不隸屬於天使

之下，但筆鋒－轉，作者就訂論「人子」 ，並以聖詠的經文

印證天主看顧人子。這看顧引申出以下兩個意思：

(1) 人子的地位稍微遜於天使；

(2) 天主將一切放在人子園下。

在第 1點上，我們如果回到上一節的討論就明白，作者

已在前文作出伏筆，明言基督超越眾天使，所以我們不要為

這裡的經文所迷惑，耶酥基督並不是真的逆於天使，這從第

2點，天主把一切都放在基督的腳下，就清楚表達出來了。

更需要留意的是，作者在2:6裡，先説天王「顧念」

人，然後再説天主「看顧」人子。作者這樣説，目的是要把

人和人子連在一起，人子也是人的一分子。所以作為人，祂

的地位看似「稍微遜於天使」 ，但正因為他是人，才可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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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主的救恩計劃： 「領導眾子進入光榮，藉苦難來成全拯

救眾子的首領」 (2:10) 。這裡的重要訊息是：

(1) 人是天主的子女：這是繼續了保祿的思想。

(2) 基督是人的首領，所以他是真真實實的人：這一

點是希伯來書的重要訊息· 代表這書對基督身分的進一步理

解。耶酥是真實的人，同時，死而復活的基督也是真實的

人，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説明此一事實，包括「孩子既然都有

同樣的血內，他阿樣也取了一樣的血肉」 (2:14) • 就是很

好的例子。

(3) 基督因苦難而得到成全：這解釋基督為什麼是人

的同時，也是眾人的首領，以至地位高於天使，因為祂在苦

難中得到成全。作者沒有謊明為什麼苦難可以令基督成全，

也沒有解釋耶酥是否因這苦鞘的成全才成為基督，只是為

我們提供一個原因。不過，在2: 17-18裡，作者特別強調耶酥

「相似弟兄們」地「親自幺己過試探受了苦」 。這裡是要説

明，儘管耶穌是成全的，但他仍是真真實實的人，與其他人

一樣。

5.2.2 基督超越梅瑟 (3:1-5:10)

有學者認為，希伯末書在第一部分討論基督超越天

使，是由於猶太人重視天使，所以為説明基督的尊貴，就以

天使作比較。那説法在第二部分得到支持，因為在猶太人心

中，梅瑟也是極其重要的人物，而作者在這裡要指出，耶託

比梅瑟更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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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 1-6裡，作者以兒子與家僕的對比，説明耶穌基督

是天主子，而梅瑟只是天主的僕人，誰更尊貴，就一目瞭然

了。

不過，作者把梅瑟與耶穌相比，目的不是要把梅瑟比

下去，而是要指向梅瑟所帶領的群眾。在3:7-11 裡，作者引

用聖詠95:7-11 的內容，説明當日在曠野的以民，冒緡試探天

主，結果就不得進入福地。當時的以民只是面對梅瑟而不能

全心相信天主，就要死在曠野，作者指出今天的信友面對的

是耶嘅基督，這位家主之子，遠比梅瑟為尊崇的人物，如果

信眾仍然有所懷疑， 「他們不得進入安息，是因了背信的緣

古文 。 」 (3:19) 

到了4: 1 , 我們可以視之為3:7-19的總結，從而開啟下

文有閼安息的討論。在3:7-19裡，作者指出以色列民因為

試探天主而不得安息，而4:1就指出，今天旳教友「應存戒

心」 ，不然也會與他們一樣，不得安息。

不過，在這一節裡，作者同時指出， 「進入安息的恩

計仍然存在」 ，而下文就是要説明疸安息的恩許。在4:2-11

裡，作者指出當時的教友「蒙受了喜訊」 (4:2) 如同梅慧

等人得到夭主的召叫，但是喜訊帶來的美好結果，卻需要我

們「懷著信德」去接受，只要我們能夠有此信德， 「乃天主

的百姓，還保留了一個安息的時日」 (4:9) • 這就是教友

希望所在。因此，我們必須要全心全意，以信德來生活，因

為天王能洄悉我們的一切，我們到最後要向祂交賬，在天主

而前，氘事可被隱闢的。 (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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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基督的身分 (4:14-6:20)

5.3.1 基督是大司祭 (4:14-5:14)

思考 在教會裡談論到戍恩聖事時，不時都會聽到一

個說法，在這祭獻裡，耶穌基督既是祭品，也

是大司祭，甚至是唯一司祭。你對此如何理

解？是否知道它源自聖經哪一部經卷？

,~ 
gL 

在第 1 全4章的前半部，什者帶出兩個重要的訊息。首

先，他指出基督的超越性，其次，就是教友要有足夠的伝

德。這兩個訊門，其實是要為這段落開始的討論作一舖排勻

同時是作者開展了在這書卷裡最重要的論點：基督是大司

祭。

雖然沒仁九在的證據支特，但是由研讀這書卷開始，

讀者不難音識到，這書卷的寫作對象是猶太人。從作者大

量引述舊勻7三文這一咕上，已經可以得到印證。正由於作者

的寫作對象是猶大人，所以論述基督為大司祭才倍加困難。

与猶太人束這，由肋未人搶任司祭，在聖瘢中祭獻，是根深

蒂固的傳痘。故此，要説服猶太人，接受基督才是真正的

司祭，以及他的祭獻遠超舊约中的各種祭祀，並不是容易的

事，而這也是書信花大量篇幅在此的主要原因。

在4:l-l-16裡，作者為下文的討論立下重點，指出耶穌基

督這司祭有以下的特點：

(l J 「偉大的，進入了諸天的司祭」 (4: 14) '強調

基督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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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方面與我們相似，故此他是一位能同情我們弱

點的司祭 (4:15) : 這裡強調基督的人性。

雖然當時的基督論仍然在起步階段，但是希伯來書的

表達已經莖含了基督「二性一位」的道理。正由於基督的天

主性與人性同樣真實和圓滿的特點，他的司祭身分，以致徨

的祭獻，才是如此的獨一無二。

在第勺章裡，作者先説明基督所以成為大司祭，不是

「擅取這尊位」 (5:4) '而是他的苦難與服從的繕果，因

他的功績，天主讓他成為這位尊貴、獨一萁二的大司祭。

在5: 11-14裡，作者採用「硬食」 （固體食物）與「奶」的比

喻，與保祿在格前第3章的比喻相同，指希伯來書的讀者仍

然處於信仰不夠成郎的階段。

5.3.2 督責與勉勵 (6:1-20)

在第6章裡，作者繼續發揮「硬食」與「奶」的道理，

譔讀者逐漸明白箇中的深官。作者提到吃奶的嬰孩，其實是

指那些仍然主張遵守舊約教訓的猶太基督徒。作者指我們要

「擱下論基督的初級教理」 ，就是指那些在初皈依入教時的

淺近道理。作者評為信友若要成長，便不能停留在吃奶的階

段，所以作者才會説「不必再樹立基礎」。信友必須向前邁

進，要吃固體食物，也就是要進一步學習成全的道理，才能

在信仰上繼纘成長，否則，不但在信仰上停滯不前，甚至有

背棄正道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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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作者在教訓這些教友後，就對他們加以勉勵

(6:9-20) 。值很正面地指出， 「確信你們將有更好的表

現」 (6: 0 I , 期盼他們能做好善工，而只要他們一心向

主，天主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必會把早巳屬於他們的恩

許，賜洽他們。

在這部分的最後兩節 (6: 19-20) , 作者形象地以錨、

帳幔來表達天主的恩許能帶領我們走進祂的聖所裡。而在

這聖所裡，基督按囯默基瑟德的品位，成為大司祭（參閲

詠口 0:4) 。在教導教友要專心事王，懷抱希望傻，作者又

回到基督作為大司祭的課題上，而在這裡，作者以舊约中提

及的默基瑟德，來諲明基督永為司祭的因由。

5.4 大司祭的工作 (7:1-10:39)

我們可以視這部分是全書的中心，因為作者用上幾章

的內容，同樣是由比較入手，再一次肯定基督大司祭的身

分，然後就指出他洽予我們「真會幕」 ，成為「盟约的中

保」 ，以及更重要的，是以自己作為祭品，從而給予教友贖

罪的祭獻，而這也是作者神學思想的最重要一點。

5.4.1 基督是超越亜巴郎租肋未的司祭 (7:1-28)

正如上文一直強調，希伯來書是以猶太人為寫作對

象，因此在説明基督的司祭身分時，作者繼墳採用舊勻的

內容，以比較的手法，來説明基督身分的獨特性。在這一章

裡，作者採用了創 14:17-20中神秘地出現的撒冷王默基瑟德

來比擬基督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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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默基瑟德的身分超然，因為他得到亞巴郎

的十分之一的財物。默基瑟德並不是以色列中的一員，卻可

以獲得亞巴郎的奉獻。由於負責祭獻的肋未人也是亞巴郎的

子孫，作者因此推論「連那領受什一之物的肋未，也藉著亞

巴郎，交吶了什一之物」 (7 :9) 洽默基瑟德，可見默基瑟

德的品位，遠高於亞巴郎和肋未人。

在作者的珅解中，默基瑟德這品位，正是由耶蚯基督所

承緡。作者處處營造兩者相同的地方，峙別是默基瑟德「賦

父，萁母，餌族譜，生鉺始，壽鯛終：他好像天主子，永久

為司祭」 (7:3) • 就是最明顯的一段。

為何作者要提出默基瑟德這司祭品位呢？原因可見於

7: 11 。作者指出，如果肋未司祭是圓滿的，聖經就不會提到

另一個司祭品位。時常記住，作者要向猶太人屏説，所以祂

要針對猶太人的思想。為猶太人來説，司祭是桐其重要的，

而在猶太文化裡，這是世代以來都是由肋末人擔任的。所

以，作者要提出基督永為大司祭，就要從舊约入手，指出早

在舊约裡，已翌準備另一個司祭的品位。

作者訒九，默基瑟德為司祭，不是匪自他的血脈，也

不是來自猶太的支派，亦不是梅瑟所規定的 (7:13-16) • 這

差是基督的司祭品位，而肋未人原有的司祭職務，只是暫存

的。

在7:20-28裡，作者在討論過默基瑟德與肋未司祭的不

同後，正式説明基督作為司祭的超越匠，而最核心的一點，

就是基督的司祭是永久的，因為「耶鯀因永遠長存，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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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消逝的司祭品位」 (7:2-1- l • 這就連咭到耶穌基督的死而

復活，並且進一步是指向其天王性了。故此，作者進一步指

出： 「這樣的大司祭纔適合於我們，他是聖善的、萁辜的、

鼴玷的、別於罪人的、高於諸天的」 (7:26) 。

5.4.2 基督帶來的新盟約 (8:1-9:27)

作者確立基督是永久司祭後，就由此推論，指出我們

不再需要人為的會幕，因為「這些人所行的敬禮，只是天上

事物的模型和影子」 (8:5) 。（乍者再進一步指出，基督這

司祭是天人四可中更好的中保。在8:6-13裡，作者指出舊约

不夠圓滿，要待祈勻來成全，而耶穌正為我們帶來這新的、

圓滿的璧约。

到了第9章，作者細致地説明在「第一個盟约」裡的各

種規限與祭壇的擺設 (9:1-7) , 但是在這描述後，卻在9:d

裡直截了當地説： 「聖神藉此指明：幾時前邊的帳幕還存

在，到天上聖殿的道路就還沒有打開。」

這乜呼嗎了上文一直所説，舊約是不圓滿的説法，所

以作者缢芍説下去，指出過去的做法， 「奉獻的供物和犧

牲」 (9:9) 、 「外表禮節的規程」 (9:10) • 都不能成全。

竺後，作者提出的觀點，就成為今天信仰的重要觀點： 「可

是基督一到，就作了未來鴻恩的大司祭. …'"一次而永遠進

入了天上的聖殿，獲得了永遠的救贖。」 (9: 11-12) 在上一

部分，作者用上不少篇幅，為説明基督為大司祭，更超越於

梅瑟，而到了這裡，作者生而要説明记大司祭所主持的獻

祭，是「一次而永遠」的，因而能謳信友得到「永遠的救

贖」 ，這就是基督大司祭的超越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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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調基督的救贖與舊约中祭獻的救贖的分別，作者

再以「公山羊和牛壇的血，以及母牛的灰儘」 ，與基督的自

我犧牲作比較，從而帶出：舊约中的祭品，尚可以讓人得到

淨化， 「何況基督的血？」 (9:14) 

至此，新盟约的形成已經清楚明白，所以作者指出，

基督為「新約的中保」 ，而以此讓人得以脱離死亡，獲得永

遠的產業 (9:15) 。在這裡，作者更以遺囑的概念，來令讀

者進一步理解新約特質：正如遺囑一樣，這份新約，要經歷

基督的死亡才能夠成立。由此可見，作者採用當時猶太人的

日常概念，讓他們更能明白新约與基督死而復生的關係。在

9: 19-22裡，作者又回到舊约中，指出即使是梅瑟與天主所立

的盟勺，都需要獻上祭品生命和灑上了血，才得以生效，

「那麼，既然連那些天上事物的模型還必須逍樣潔淨，

而那天上的本物，自然更須要用比疸些更高貴的犧牲。」

(9:23) 這裡再一次點出新約比舊约更為高貴和超越，又巧

妙地指出二者的相通性。

再者，由於新约的祭獻是以基督的流血和死亡作祭

品，作者又以此來解釋，為何這奉獻的祭品是一次而永遠，

「就如規定人只死一次」 (9:27) '所以基督也只要一次奉

獻自己，就能把人的罪過赦免，不用再有其他的祭品。在這

裡，作者是因著盟约的討論，而帶出祭品的問題，指出以基

督作為奉獻的祭品，這樣的祭品遠超舊約中的祭品。而在下

一章，作者順著猶太人的思路，探討祭獻本身，深入説明基

督作大司祭而以自己作祭品的祭獻，如何超越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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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基督帶來的新祭獻 (10:1-18)

在這部分的開始，作者冶用好幾次提及的概念，就是

舊約只是影子，所以原有的「法律」並不是「事物的真相」

(l (): l) '即使每年都作祭獻，也不能讓人成全。作者以

基督的祭獻是「一次而永遠」來衡量猶太人原有的祭獻，

評為那些祭獻如果有效， 「祭獻豈不就要停止嗎？」

(10:2) 所以，作者説那些牛羊等祭品並不能真的令人「除

免罪過」 (1():.--1-) '反而「正因這祭獻才使人每年想起罪過

來」 (HU) 。

作者隨即在 10:5-7引用聖詠40篇的內容，但是在中間巧

妙地加入了「郤洽我預備了一個身體」 (10:5) • 代表原來

詩歌中的「就開了我的耳朵」 ，日的很明項，號是要指出

基督以自己的身體代替了過去的祭品。故此在 10:8-10裡，作

者指出過去的祭獻不再為天主所喜，而今天以基督的身體

作祭品的祭獻，才是事物的真相，才是天主所況衲的。因

此，．「我們就是因這旨荳，藉耶穌基督的身體· 一次而為永

遠的祭獻，得到了聖化。」 I 10:10) 

然後，作者進一步説明，因這祭獻的祭品是基督，而

「基督只奉獻了一次贖罪的犧牲，以後便永遠坐在天主右

邊」 (I 0: 12) 。這有別於一般的司祭· 每天都要奉獻，而

這種祭獻是不能令人除去罪惡的。在這裡，作者是以基督本

身的尊貴作理由，説明以基督作祭品的祭獻，就足以除去

菲惡，所以只要一次， 「就永遠使被聖化的人得以成全」

(10: 14) 。如果讀者细心的話．到這裡，作者已經多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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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全」一詞，顯示基督的救贖在人身上的作用，是原有

的祭獻所不能達成的。在 10:16-18裡，作者又一次以舊约的

經文（耶31:33) • 來印證有關基督救贖的思想，説明當人

與夭主締結真芷的盟约時，盟约的內容巳寫在人的心中，而

且對於人過往的罪，天主不再追究了。但是這裡所指的盟约

並不是舊约，而是新约，是由基督的血並在基督的主祭下完

成的盟约。因著這獨一陣二的祭獻，人獲得新的盟约，從此

以後，就不用再行舊勻的祭獻了。

在這部分裡，作者按筐猶太人一向的信仰及文化，把

基督的救恩引申其中，指出基督所帶來的司祭、祭品、祭獻

以至整個祭獻帶來的效果，都超越了舊有的做法，所以猶太

人該覺悟，跟隨新约了。

5.4.4 堅持信德 (10:19-25)

在分段上，不同的釋經書在此有不同的盾法。有學者

認為這部分已經進入具體的信仰生活，也有學者評為，這

部分是以上有關基督大司祭討論的延纘。我們採取後者的看

法，評為這段落之後，才是討論基督徒生活的開始。

從 10:19-21 中可見，這部分是由上文的基督大司祭的基

礎上述説，作者指出我們可懷著信心，靠著這位「掌管天主

家庭的偉大司祭」 ，便可以進入一條通往天主的道路，開展

下文的基督徒生活的原則。在 10:22-24裡，作者似乎在強調

人在冼禮後，就該能以「完備的信德」和「明認的望德」來

相信並盼望天王，並且得以「激發愛德」 ，做到下一部分所

提及的善行。鍶後，作者訒為領受聖冼後的人， 「決不雛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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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集會，就像一些人所習慣行的：反而應彼此勸勉：你

們見那日子越近，就越該如此。」 (10:25) 從這裡可以看

到，在希伯來書所處的時代，聖冼已經是一個進入教會團體

的條件，而團體也是信仰中的重要因素。

在進入教會後，作者忠告信友，不要犯背信的罪，因

為基督為我們而獻上的贖罪祭只有一個，再沒有另一個了

(10:26) 。作者在這裡，繼纘以「贖罪祭」為連結的重

點，把上文有關基督大司祭的屏説，連結到教友的生活裡，

所以作者萱以梅瑟的法律，與基督以自身為祭品的盟约作

比較 (10:27-29) • 指出在舊约裡，廢棄梅瑟法律的結果是

死，那麼遠比枏瑟法律更高貴的基督的血，如果教友不好

好珍重，反而加以輕優， 「應當受怎樣更厲害的懲罰啊！」

(10:29) 仟者才玉用相當嚴厲的口吻來要求皈依者好妤跟隨

基督，原因大慨與 10:32-34的記述有關。

在 ICU2-旦這部分，作者邀請教友回憶「先前的時日」 , 

就是指他們在接受了基督後，在面對俗世時所受到「嚴厲的

打擊」、 「富眾受嗤笑、凌辱和磨難」、 「財物被搶掠」等

不幸遭遇。我們從內又看不出迫害信友的人是誰，以及為河

要迫害這些新的基督徒，可能是指某一次的教難：又或從

這書卷的猶太背景推想，可能是受到猶太人的迫害。匯論如

何，這樣的日子已繻過去，因為作者是從回想的角度來記

述這些不幸的遭遇，不過從文字的生動來看，這些不幸是

很接近的事情。在這一小節的結尾，作者説教友所以能夠

握過這些苦難，原因是「你們已獲有更高貴且常存的產業」

(10:34) • 就是由天主處獲得的恩寵與祝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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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苦的短暫到天主永匠的賞報之問，作者很自然地

帶出以下要説明的信、望、愛三德，因為要做到這一切，

首先是需要信德，故此在這部分的收結處，作者説： 「我們

並不是那殷退琯以致喪亡的人，而是有信德得以保全靈魂的

人。」 (10:39) 由此開始帶進基督徒德行的論述。

5.5 信丶望丶愛三德 (11:1-13:17)

思考：為你來說，信、望、愛三德，何者最重要？為

何有此看法？在格林多前書裡，保祿譴為愛德

是諸德之首，你又是否同意？

在餘下的三章裡，書卷可以説是以信、望、愛德作為

重點，加以分析。但是，作者並不是要從教義道理的角度説

明渲三種德行，整個論述的重點，反而在於歷史與生活。

5.5.1 因著信德 (11:1-40)

為今天的我們來看， 「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

未見之事的確證。」 (11:1) 在這裡，作者似乎要為信德作

一定義，但是在原文裡，這裡並沒有定義的含意，而只是作

者承接上文談到信眾在生活裡面對困難時，要如何有一份信

德，以在生活裡好好活出信仰。所以，這裡要談的信德，是

占生生的、具體的，這也是作者隨即説「因這信德，先人們

都曾得了褒揚」 (11:2) 的含意，意思就是渲信德在自己的

先人身上，具體地呈現過，故此在11:3-12裡，共有七個「因

著信德」的例子，包括夭主創造天地萬物、亞伯爾的奉獻、

哈諾客的升天、諾厄被救、亞巴郎蒙召、應許土地及撒辣產

子，其根源都是人對天主的全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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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 11:13-16• 作者把前人這種「因著信德」 ，與天圄

連結起來。他先説「這些人都懷著信德死了，沒有獲得所恩

許的，只由遠處觀望，表示歡迎明認自己在世上只是外方人

和旅客。」 (11:13) 「這些人」指誰？有學者評為是指上

文提到的各人，也有認為是專指亞巴郎等人，但是從上下文

的脈絡來看，加上「只由遠處觀望」一句來看，這段是要承

上啟下，説明猶太人的處境。「只由遠觀望」令人聯想到梅

瑟臨於福地前而不得入，正好與上文談及的梅瑟法律互相呼

應。

明白這一小節的對象是猶太人，要掌握其內容就不太

困難。作者要説的是，由亞巴郎開始，天主已經應許給猶太

人莫大的恩許，但是他們都沒能得到，各人到死也看不到這

恩許。猶太人沒有回到自己「所離開的家鄉 J (l l: 15) • 

正如亞巴郎一直飄泊，也如同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他們都

嚙噴走下去， 「其實他們如今所渴望的，實是一個更美麗的

家鄉，即天上的家鄉」 (11: 16) • 雖然地們仍然未達到進

入天上家鄉的標準，但是天王「不以他們為羞恥，因為他已

拾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且 16) 。

然後，在 11: 17-31 中，作者繼續以「因著信憑」 ，訴證

以色列人的傳奇歷史，顯示他們如何以自己的信德，走天主

的路。作者以精練的文字，把出谷的歷史，拒要地説明，並

且把「信德」的意思漸漸地強化。所以到 11 :32-38• 作者説

「我的確沒有足夠的時間再論述基德紅、巴辣克、三松、依

弗大、達味和撒慕爾以及眾先知的事」 (11 :32) • 意思是

在以色列的歷史裡， 「因著信德」不是偶然的，而是貫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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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民族的中心，即使在這裡沒有提及的歷史裡，既有光榮，

也有苦難，但是信傅仍然沒有失去。

有學者訒為這是整部書信中最動人的一段，因為作者

在敍述裡，把自己對於猶太民族的感情表達出來。以色列人

在但們歷史裡， 「因著信德」 ，走天主要他們走的路，至死

不海，而「這一切人雖然因著信德獲得了褒揚，但是沒有獲

得恩許的」 (11:39) '當論述到以民面對這令人感到微底

失望的境況時，作者筆鋒一轉，帶出「因為天主為我們早已

預備了一種更好的事，以致若沒有我們，他們決得不到成

全。」 (11 :40) 

11 :39-40貫質呼應了 11: 13-16的內容，並且由此把舊约與

新勻連結起來。從歴史的回顧中，似乎以民的一切努力，都

是徒然，但是在口 :40中，作者卻説： 「若沒有我們，他們

決得不到成全」。作者相信猶太人在歷史中的作為是有意義

的，是成全的一部分，也是作者所身處的教會的重要基礎。

5.5.2 堅忍到底 (12:1-29)

由於在第 10章的結尾以信、望、愛三德作縉，所以芷

裡也嘗試以這三德來解説11至 13章的內容。這為 11章是完全

契合的，因為「因著信德」貫穿全章：為第 12章來證， 「望

德」一詞並沒有出現，不過，以望德作為一個理解這一章的

引子，仍然可以的。

在12: 1-3裡，作者先説有「眾多如雲的證人」 (12: I) • 

證明天主給予我們的救恩，終於會實踐，於是教友就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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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鬥志， 「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 i 12: 1) 。在上一

章，作者回顧歷史，在這一章，要説的是作者眼前的教友，

要如何走向天主，而作者採用的是「堅卫」、 「卫受」 ，這

可謂從另一面來看望德。為什麼可以壑卫？因為懷有盼望。

要堅卫的是什麼？作者在 12:4-11 中以天王的「懲戒」

來表達。作者沒有清楚説明要堅忍的具體內容，只是重複謊

明，父親為子女的好處，必然要懲戒子女，以讓他們走上正

路，所以人不唧以此為苦，反應視之為樂· 囚為経歷這一切

後，會「 4言出義德的和平果實」 (12: l l) 。如果結合上文

下理，可以推想這裡的懲罰，就如同以色列人的先袒所受的

苦難，一切都是天主的考驗，而到了下文 12:14中提到， 「你

們廊設法與眾人和平相處，盡力追求聖德」 • 也可以作為印

證，説明天王的懲戒，號是下能與人和平相處。

在這一章裡，作者強調堅忍和懲戒，也訐正是要眾人

不要受到誘惑，把自己陔有的名分，如同厄撒烏一樣，為一

餐飯而出賣了 (12: 16-17 J 。從整篇書信的脈咯來看，這裡

再出現上文提及的坦上與天上的分別。正如信德在地上不能

實踐，卻會在天上成為產業，同樣地，人盼望的對象不應是

地上的事物，如同厄撒烏對美食那樣，而是要堅忍地上的誘

惑，仰望上天。

這種地上與天上的對比，在 12: 18-戶中再一次出現，今

次是比對結约的坦方，就是西乃山與「閂雍山和永生天主的

城」 (12:22) 。作者沒有直接説出西乃山的名字，但是引

述的正是天主與以民在西乃山立约時的情境。然而，舊勻中

的以民｀不足以承受天主的誡命， 「都懇求天主不要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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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説話」 (12:19) 。這裡又一次暗示唯有新约的教會才

可以獲得真正的得救，而在 12:23 中， 「成全」一詞再次出

現，亦清楚顯示了這思想脈絡。

到了 12:24• 作者再以基督的血與亞伯爾的血相比較，

同樣是天上與地上的對比，而 12:25-28就有總縉的含意，指

出地上的一切會動搖，受造的必起變化，但是「不可動搖的

事物得以常存」 ，這就是天主的國度。人必須經歷那些可變

的，並且在天主的懲戒下得以不受誘惑，才可以最終走到不

可變的， 「因為我們的天主實是吞滅的列火」 (12:29) • 

作者以這句韻咪深長的話，結束了這部分。

5.5.3 愛德實踐 (13:1-17)

來到基督徒生活的第三個元素，就是愛德的實踐。在

這封書信裡，作者談論信、望、愛這三種傅行，並不是從抽

象的概念入手，反而是以生活化的角度來理解，而在愛德這

一部分就更加清楚明顯。

作者一開始要談的是「弟兄相愛之情」 (13: 1) • 然後

就指人該「款待旅客」 (13:2) • 這實是弟兄之情的擴展，

再下去是關懷被囚的人、婚姻關係 (13:3-4) 。從中可以看

到，這愛德是真實具體的人際互動。

作者進一步説明，這些愛德實踐的根源是基督 (13:5-

8) '唯有在基督內才能行正道。而到了 13:9-11• 作者指出

信友應以基督的恩寵來堅強自己實踐愛德的心，而不應再依

賴聖殿中的祭獻，因為成全新约的基督的血是灑在城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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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信眾應跟隨基督的行徑，以自己的「慈善和施捨」

(13:16) 作祭獻，因為這是天主所喜悅的。

在有關愛德實踐上，作者也是承繼上文有關基督的祭

獻的思想，訒為過去的祭獻不再有效，而領受基督的信眾，

應在生活上做好自己，善待別人，才是新的祭獻的精神。

5.6 結語 (13:18-25)

在 13:18-19 中，作者期盼讀者為他代禱，使作者能回

到團體中。由於作者身分不明，難以判斷實際的情況。接

著的 13:20-21是祝福語，為期盼團體在基督內得到光榮。至

於13:22-23是一個附錄，當中提及弟茂德，有學者訒為這顯

示作者與弟茂德相識，可能是他的傳教夥伴。 13:24-25是問

候，而當中提及「意大利的弟兄」 ，在原文中，這既可指從

意大利來的弟兄，也可以指原來團體中的竟大利弟兄，所以

有不少人以此作推斷，猜想作者是誰，而整封書信就在這問

候語中完結。

6. 小結

閲畢希伯來書後，相信讀者也會承認，這並不是一封

書信，反而更近於一篇有關基督信仰的神學文章。作者從

自己的身分角度，就是一個猶太基督徒的處境，一方面嘗試

指出舊约的不圓滿，另一方面把舊约與基督以自己的血所立

的新约連緒起來。書卷的核心思想 基督永為大司祭、唯

一祭品以及一次而永遠的祭獻一－為教會團體的感恩聖事發

展，提供了重要的神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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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今天大部分的聖經學者都詔為希伯來書芷不是來

自保祿的手筆，但是從內容來看，它確是從另一個角度，發

揮了保祿的神學，卻自成一格，為我們理解基督的救恩，有

莫大的價值。

7. 摘要

(1) 在初期教會，希伯來書遲遲未列入正典，原因是作者不

明。後因柬方教會的背定，得以列入正典。嚴格來說，它

的形式並不是書信，更近於論文。書信的作者應是具深厚

猶太文化的基督徒，思想上與保祿一致，但表達上有不少

的分別。

(2) 在引言部分，並沒有寫明收信者，也沒有致候辭，重黠是

指出以色列民的歷史是救恩史，以及耶穌基督是「天主本

體的真像」，可見這書信的基督論已經趨向成熟。

(3) 隨即是基督身分的探討，作者分別指出基督的身分，既超

越天使亦超越梅瑟，為下文要說明基督是大司祭的身分，

做好準備。基督身分的特點在於基督本身的超越性及人性

的並存，這也是後來二性一位的聖經根據。

(4) 下一部分是督責與勉勵，作者提到吃奶的嬰孩，指的是不

求進取，停留在初入教階段的猶太基督徒。作者勉勵他們

要加深對正道的認識，期盼他們能明白基督的真正身分及

他帶來的救恩。

(5) 然後，作者討論大司祭的工作，也是全書的中心。首先，

作者指明基督是超越亞巴郎和肋未的司榮，並以撒冷王默

基瑟德來比擬基督的身分。由此開始，作者採用新舊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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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方法，強調舊約的不圄滿，而由基督來成全。基督帶

來新鹽约，也帶來新祭獻，而這祭歙的特殊性，在於它的

祭品是基督。

(6) 在最後一部分．書信以信、望、愛三德來說明基督徒的生
活，以猶太人的歷史說明「因箸信德」的重要，以堅忍和

懲戒來說明人要抵抗世上的誘惑，保持盼望，又從具體

生活的行徑說明愛德。最後，作者以祝福和問候完結全書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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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九

公函（一）

L 緒言

在古老的鞏經手抄本裡，七封公函：雅各伯書、伯多祿

前、後書、猶達書以及若望一、二、三書的泣置，是在宗徒

大事錄以後，在保祿書信之前。由此可見，在初期教會，疸

七封書信在教友的心目中，具有比保祿書信更優先的地位。

不過，在西方教會的歷史發展中，保祿書信的重要性漸漸上

升，而為我們今天對新勻的硏習，往往也較側重保祿書信。

然而，公函同樣有其不可代替的地位，而其中的道理，亦為

歷代的教友帶來重要的啟示，故此，研讀道七封公困，與団

讀保祿書信一樣，都是極有價值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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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排上，本書只會談到其中四封公函，而若望一、

二、三書，更適合與若望福音一併介紹，因為能令讀者更清

楚理解當中的脈咯，由此明白它的主題和內容，所以，若望

的三封書信，會在本系列叢書《若望著作》中才加以介紹，

而在這裡，我們只會介紹其惶四封。

2. 單元H標

間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簡單説明何謂公面；

• 説明雅各伯書的背景及內容重點；

• 説明伯多祿前書的背景及內容。

1 導論

思考：在新約中的「公函」，由於沒有明確的收信

人，一般相信是寫哈整個教會的，目的為整個

教會的益處。如果作為類比，你認為今天教會
的什麼文件，頦同於「公函」？

首先要説明「公函」一詞。在新约中，有「公函」

(catholic letters) 和「書信」 (epistles) 兩個類別。在英文

的用詞上，這裡出現了倒置的情況，因為一般來説， letter

是指較私人的信件，而 epistles 是指較正式的信件，但是在

教會的傳統裡，卻分別以 letter 來稱呼「公函」這類別，而

稱保祿的書信為 epistles 。而在中文裡，我們則把 catholic

letters 翻譯為「公函」 ，當中的意思，是指這些函件沒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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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收信對象，並不是寫哈個別的人或教會，而是公開給整

個教會的宣講。

所以，公蔚的內容，並非針對個別教會的問題，而是當

時一些具廣泛性的信仰問題，而在這個單元，首先會探討雅

各伯書和伯多祿前書。

4. 雅各伯書

思考：在聖經裡，由以色列民的祖先雅各伯開始，出

現了多位名叫雅各伯的人物，你想起多少位？

在耶穌傳教的時期，又有誰的名字是雅各伯？

在這部分裡，首先要討論的是雅各伯書的背景問題，

包括作者、寫作年分、地點等，然後就經文的內容，加以解

説，並簡單地説明這書卷的神學思想。

4.1 背景

這封書信的開首是這樣寫： 「天主及主耶酥基督的僕人

雅各伯，祝散居的十二支派安好。」 (1: 1) 從這句經文，

可推想這封書信的作者是「雅各伯」。不過，這位雅各伯是

誰，就不得而知了。由於在新约裡，曾經出現幾位身分相

當重要的雅各伯，包括其中兩位宗徒，以及「主的兄弟」。

三者之中，一般評為這信的作者，最有可能是「主的兄弟」

雅各伯，因為從書信的內容來看，作者訥悉猶太又化，顯露

自己是猶大人出身的特點；此外，作者的説話具權威性．，身

分應極受尊崇；再者，從第一句話可見，他樹有可能不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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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因為宗徒一般都會以此作為自己的稱呼，但這裡只自稱

為僕人。這三點都符合「主的兄弟」雅各伯的身分，因為他

既是「主的兄弟」 ，也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所以具權威

性，而他是猶太人，卻又不是宗徒中的一位。

不過，這推斷同樣有不足，因為這封書信的希臘文寫得

異常流暢秀麗，不像出自一位猶太出生的人的手筆，反而嗎

該是一位純正的希臘人。那麼，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伯

的可籠性又備受質疑。

因此，今天更多人相信，這封書信確實有「主的弟兄」

雅各伯的傳承在內，不過真正完成這封書信的人，卻是一位

希臘人。然而，究竟當中成書的過程如何？有多少口述與筆

錄的成分？兩者是否師傅與門徒的關係？還是這位希臘人借

用雅各伯的名字以及他的思想，寫下這封書信？對於這些問

題，今天已經不能考究了。但是，較多學者接受，這書信的

作者，與雅各伯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只有道樣，教會才會

接受作者以雅各伯的名義來寫這封書信。

至於書信的讀者，從1:1 可見，是「散居的十二支派」。

「散居」一詞，出現於猶太人被放逐於巴比倫時期，意指在

巴勒斯坦以外生活的猶太人，所以這書信的對象是猶太人。

不過，是否特指居於其祂地區的猶太人，則有不同意見。

有學者訒為，這裡牾別採用「散居」一詞在「十二支派」之

前，目的是要説明，這些人最後都會回歸本鄉，並重見新的

以色列王國。當然，在這裡，王國是指耶穌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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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封書信的寫作時期，有學者從書信最後部分所呈

現的教會成孰組織推斷，訝為是較後期的作品。也有學者從

書信的神學思想推斷，訒為當中的內容以天主為主，較少提

及基督，估計是較早期的作品。所以，寫作的日期並沒有確

切的答案。而較多學者認同這是主後60年左右的作品。

這封書信有智慧文學的味道，以勉勵讀者為主。書信的

作者希望能夠提醒當時的教友，他們雖然散居各地，面對不

同的考驗和誘惑，但必須堅忍到底，勉力踐行正道，因為基

督必然會再來的。

簡單説明這封書信的背景後，我們開始進入正文的解

説。

4.2 內容

如果把致候辭與引言連結在一起 (1:1-27) • 視為書

信的開端，那麼芷文就可以分為三部分： 「真正的虔誠」

(2:1-3:12) 、 「真正的智慧」 (3: 13-5:6) 和「真正的祈

禱」 (5:7-20) 。以下我們逐一加以解釋説明。

4.2.1 致候辭和引言

在討論背景時，我們已經介紹了書信首句的簡短致候

辭，這裡不再贅言。在致候辭後是一段頗長的引言，當中

主要討論的課題是「考驗」 ，而圍纜這個主題，作者強調兩

點： 「喜樂」 (1:2-11) 及「有福的」 (1:1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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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2• 作者開宗明義就談到「你們落在各種試探裡」 , 

這些試探，就是當時教友的考驗。究竟這是指什度試探？有

學者從 1:10中作推測，訒為這是指錢財上的，因為作者在這

個引言部分，唯一的具體例子，就是貧賤的與富有的弟兄。

因此，有學者王張，作者所屬的團體，曾有關於貧富的問

題。當叭，金錢可以是一種試探，但是今天讀這得文，也可

以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琿解這試探。

作者提到當面對試探時， 「要認九是大喜樂」 (1:2) 。

這是相當特別的看法，因為任何的試驗都會帶洽人挑戰，甚

至痛苦，但作者釕為，真正的信德，正正要受過考驗， 「好

使你們既成全而又完備，毫氘缺乏」 (1 :4) 。這就是「真

金不怕洪爐火」的意思，唯有涇過考驗，才能夠有成全的信

仰。

不過，並不是每一個教友都能明白這道理，人總難免有

僥倖之心，所以由 1 :5起，作者就説人需要智慧，這智轉不

是一殷人處世的智慧，而是來自天主。因此，人應向天主祈

求，因為天主是「［原溉施恩於眾，而從不責斥」 (1 :5) , 袒

必賜予人有足夠智慧，去堅卫到底，通過考驗，不會如 1 :6-8 

中所言，像那些「三心兩意的人」般，最後也經不起考驗，

失去天主預許的「生命之冠」。

那麼，究竟這些考驗是什麼? 1:9-11 就提出人生貧富囍

常的例子。這裡的表達方沄，實在有智慧文學的風格，但

是卻又較為正面積極。當中指出，貧者「要因高升而誇耀」

(l :9) • 這裡的高升，相信是指他們因堅忍而通過考驗，成

為天主子女的崇高身分。而「富有的，卻要因自卑而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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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這裡要説的，是富人不要因為財富而誇耀· 反而

應自讜自卑，因為囍論如何，財富都要消散，如同「草上的

花一樣」 (I: IO) 。 1:10-11 中有閼花草枯凋的寫法，明顯是

來自依40:6-9的，不過依撒音亞先知指的是人民，這裡郤指

向全錢。

正由於不綸貧富也要面對考驗，所以作者説「卫受試

探的人是有福的」 (1: 12) • 並由此帶到第二部分。在 1: 12 

裡，寫的方式與福音裡「真福八端」的寫法相似，很明顯．

作者曾接觸到福音的臣文。

由 1: 12開始，作者主要是要説明，人所以受到試探，是

源自自己的「私慾」 ，而非天主。在這裡，特別值得留意

的是作者採用生育的圖像，來說明私慾與罪惡及死亡的閼

係， 「私竺懷孕，便產生罪茫：罪惡完成之後，遂生出死

亡來。」 (1: J 5) 這個類比是否影響到教父對罪惡的看法．

值得推敲。

既然罪惡來自人本身· 而墀天王· 作者進一步勸喻教

友，不要犯錯，要走向天王，因為天主給予我們美好和完蕓

的恩賜。在 1:18' 作者也採用相近的類比來説明天主如何飄

人走向美善，就是「用真理之言生了我們，為使我們成為他

所造之物中的初果」。這很明顯是對比，看出服從天主與珝

從私慾不同，而結果亦有天淵之別。究竟作者是否讀過保祿

的書信呢？因為這裡的表達，與保祿的説法很相近： 「但是

基督從死者中實在復活了，做了死者的初果。因為死亡既因

一人而來，死者的復活也因一人而來。」 （恪前 15:21) 如果

説二者有不同之處，格前的「初果」是指基督，而雅各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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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把初果一詞，引申到那些信從了「真理之言」一－基督的

福音—－的基督徒身上。

作者把私慾與天主的美善加以比較，是要讓教友明白咳

如何選擇，也相信教友有其智慧來面對考驗，所以在 1: 19-27 

討論的，是教友在具體上該怎樣做，才能真的經受考驗。

作者指出有三個重點： 「敏於聽教，遲於發言，遲於動

怒。」 (1: 19) 忿怒令人做出錯事，也阻礙人以「柔順之

心」 (1:21) • 來接受天主的聖言，所以不要動怒。但是，

不動怒也不足夠，還要「聽教」 ，敏鋭地接受教會的教訓，

但不要只聽聖言而不去實行。因為「實際力行的，這人因他

的作為必是有福的」 (1:25) • 近似「真福八端」的説法，

再次出現。至於「遲於發言」的意思，在這幾節經文裡，都

沒有清楚地視明，也許是作為下文3: 1-12有關箝制口舌的預

牛~。
口

這段落的最後兩節 (1:26-27) '可視為承上啟下的章

節。一方面，它可視為總結以上的內容，更清楚具體地説

明，人經歷過考驗後，該是虔誠的，而下一個部分，就開始

説明，虔誠的實在意思。

4.2.2 真正的虔誠 (2:1-3:12)

思考：十六世纪馬丁路德提出「因信稱義」，指人唯

有相信基督才能得救，行為本身不能帶來救

恩。不少反對他的人，都會引用雅各伯書的一

句語來反駁，你可有留意到，是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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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詔為在這封書信裡，這部分是核心的內容，甚或

進一步推測，這部分的內容才是真正出於雅各伯的手筆。而

當時寫作的目的，是要平衡保祿宗徒所提出的「因信成義」

的道理，指出實踐信何也需要行為的配合。囍論作者是否真

的有這樣的企圖，無可否訒，這一部分確是全書的最重要的

部分。

在2: 1裨，作者再重申一次教友是信仰「受光榮的主耶穌

基督」 ，緡致候辭之後，這是全書第二次提到基督，也是最

後一次。細看這書信的表達，更多是以天主作為信仰對象，

因此也令人推想，作者的猶太背景，引致作者更傾向以天主

為最終的信仰的對象。

在申明信仰後，作者開始自己要表達的主題，以「不

該按外貌待人」開始。在2:2-3裡，有兩點值得注官。首先是

「會堂」一詞，這是新约裡唯一一處，以「會堂」來指稱基

督徒聚會的地方，這又一次顯出作者的猶太背景。其次，這

裡否定富有者的地位，有別於舊约以世俗的財富來衡量天主

的恩寵，又顯出作者不僅有猶太背景，同時遵從了基督的教

誨。

作者在2:2-3提出一個例子，如有一人外表華麗，另一人

「衣服骯髒」地進入「會堂」 ，基督徒該怎樣做。作者反對

以貌取人，指這是「偏邪的心思」 (2:4) • 是不正當的。隨

即，他進一步以反問的方式提出論述： 「天主不是選了世俗

視為貧窮的人？」 (2:5) 從福音的內容，例如路加福音中

的山中聖訓（路6:20) 和瑪竇福音的公審判（王主25:34-40) • 

我們知道天主願意選擇貧窮者，所以雅各伯書的讀者也該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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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是否有具體的指責，今天沒有證據加以肯定，只能

夠説，作者對於以財富來評價衡量別人的做法，強烈不滿。

正因為這種強烈的不滿，作者進一步以法律的標準來評價此

事，指出「愛人如己」是最高的法律，所以任何近人都該是

教友所關愛的。只願意尊重有錢的人，為作者來謊，是犯了

法。在這裡很容易讓我們想起瑪22:36-40的內容，就是愛天

主和愛近人的法律。

作者垵著在此開始討論成全法靠的問題，在2: 10-13裡，

作者以「誰若遵守全部法律，但只觸犯了一條，就算是全犯

了」 (2:10) 。這説法，不能不讓我們聯想到在福音裡「成

全」這概念。有理由相信，雅各伯書的這部分，目的是要

進一步發揮由福音以來的， 「成全」的道理，就是完完全全

地遵守天主的法律，而這些法律的核心，就是愛。沒有這份

愛，不能夠成全法律。正因如此，在這部分的最後一句，作

者説「隣憫必得勝審判」 (2: 13) • 正是要表明，雖然他由

法律入手，但是真的要成全法律，卻不是單靠遵守法律的條

又就可以做到，而是要實踐愛德，所以作者才會説，憐憫最

後還是勝利的。

以上所言，可視為作者回應新约裡基督的教誨。而承

疫這思想，他進一步說明，教友該如何才能成全法律，達到

愛的法律的圓滿，這就是具信德的行為了。在2:14中，作者

問：沒有行為的信德，為人有何益處呢？為強調這論點，作

者虛擬一個情況，指出一個教友面對缺衣缺食的弟兄姊妹，

如果只是用言語來安慰他們，而不洽予實質的幫助，這為他

們有何益處呢? (2:15-16) 有學者認為，作者在這裡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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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剌的手法，應是指向當時團體裡的實況，即在現實中有些

教友，只重視迫理，卻不能切實地行善。很明顯，這樣做是

沒有用處的，所以作者也自然地説： 「信德也是這樣：若

沒有行為，自身便是死的。」 (2:17) 由此，作者再指出兩

點：首先，沒有信瘠不是透過行為才可以看到的，並沒有純

粹的信德，行為與信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其次，只用口説

相信，並沒有意思，即使是魔鬼都相信天主。 (2:18-20) 

隨即在2:21-26裡，作者以亞巴郎為例，繼續説明沒有

行為的信德是死的。由於保祿曾在睾馬書裡以亞巴郎來説

明「因信成義」的殖理，而這裡採用一樣的例子，因此有

學者推想，雅各伯書是要補充保祿「因信成義」的説法，

因為保祿的説法，容易令人覺得，只靠信德就足夠，並不需

要行為。

為此，作者舉出亞巴郎基於信德的行為，這也可以分

兩方面來看，首先是行為中顯出自己對天主的信仰，如獻子

的行為 (2:21) 。而作者訒為，正由於有這行為，天主才視

亞巴郎有信德，可見信德與行為密不可分。其次是由於有信

德，因此有具信德的行為，如「接待使者，從別的路上將佳

們放走的辣哈布妓女」 (2:25• 參間蘇2: 1-21) • 都顯出與亞

巴郎一樣，在具信德後，同樣有信德的行為。雅各伯書並沒

有很哲學地探討信德與行為的問題，在2:26, 只是以一個很

具體、形象化的方法，説明二者密不可分， 「正如身體沒有

靈魂是死的，同樣信德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2:26) 

在討論過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這道理後，作者進入

第三部分，就是口舌的問題。表面來看，正課題好像突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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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與上文沒什麼關係，但是不要忘記，上文討論的，是單

憑口中的説話能否代表人有信德呢？作者認為不可以，而在

這裡，再進一步説明，説話的危險性，會讓人犯罪，所以要

謹慎以待，特別是為「你們作教師的人」 (3: 1) • 因為言語

可以帶來很大的影響。

因此，作者首先提議，作教師的人不要太多，原因是

口舌招尤太容易了，作者甚至評為， 「誰若在言詛上不犯過

失，他便是個完人，也必能控制全身。」 (3:2) 足證説話

上犯錯是最容易的。由此開始，整段文字 (3:2-12) 的表達

風格，富有智慧文學的特色，採用形象化的比喻，而小心使

用言語，同樣是智慧文學中一個常見的主題。在這部分，作

者用了「舵」與「火」來比喻言語的威力，指二者雖小，卻

能影饗全局，所以不要小看言語的威力，而人可叨服各種野

獸，郤不容易馴服自己的舌頭。最後則用泉水不能同時湧出

甜水和苦水，以及樹只能生出一種果實作比噏，要求人只説

讚美天主的話，不要譔口舌成為破壞天主工作的工具。

4.2.3 真正的智慧 (3:13-5:6)

正如開始部分所言，這書信的正文可分兩個部分，上一

節有關信德與行為，是第一部分，而這裡就是第二部分，內

容提及嫉妒與世俗，而唯有具備真智慧，才能從這些罪惡中

脱身。作者一開始就説人的行為良好是出於真智慧，然後開

始解説，嫉妒帶來的可怕後果，而這一切是「屬血肉的，屬

魔鬼的」 (3: 15) • 並不是真智慧。在3:17-18• 作者列出真

智慧帶來的美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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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者來説，嫉妒源自私慾，所以是屬血肉的，而這會

引來爭端，甚至戰爭。道一切就可歸結為「世俗」。在4:5-6

裡，作者舉出兩段經文來支持自己的看法，不過4:5的來源

不可考， 4:6則是來自箴3:34 。作者引用經文，要説明的是：

「你們要服從天主，對抗魔鬼。」 (4:7) 要做到這一點，就

要潔淨自身，自謙自卑，並且不要彼此詆鷗。 (4:9-11) 

從這段經文來看，作者當時所處身的團體，應有意見相

當紛亂的情況，也許還有人自高自大，並且彼此攻擊，所以

作者抨別提出這幾點，期盼教友能夠改善。

不要嫉妒是真智慧的一種表現，而明白生命掌握在天王

手裡，就是另一種真智慧，這就是4:13-17要説明的思想。在

這裡，作者具體地以人計劃未來為例子，説明人生的羆常如

同一股蒸氣， 「出現片刻，以後就消失了」 (4:14) • 所以

人不要「自誇」 ，這該是指向上一段有關世俗的言論，指人

要謙卑。

最後在5: 1-6• 作者指出富有的人要哭泣哀號 (5: 1) • 

因為世界終歸會走向毀滅。作者以富人為對象，實質是要指

責世俗，因為世俗的一切都會朽壞，而最強烈的對比，就是

富有者囤積的財產，卻一一變成廢物。作者以此來對比歸向

天主與貪戀世俗，讓人明白，真正的智慧，就是走向天主。

4.2.4 真正的祈禱

這是全書信的結尾部分，但是卻沒有如同保祿的書信

這樣的收縉格式，反而是以一段富末世意味的內容作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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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2裡，作者以很明頃的末世色彩，勉勵教友卫耐， 「直

到主的來臨」 (5:7) , 而「主的來臨已接近了」 (5:8) • 

而「審判者巳站在門前」 (5 :l)) '所以只要再堅持下去，

就能夠獲得「上主賜給他的結局」 (5: 11) • 不要在此時犯

錯，要好好等待。

值得留意，這種末世觀是較近於早期的觀點，即相信基

督的再來就在眼前。所以，有學者從這段落來推斷，雅各伯

書屬較早期的書信。

在堅召等待主的再來時，祈禱就是最強大的力量，把心

神朝向天主，讓人得到力量，面對這些艱難。在5:13-18裡，

作者指出祈濤的力量，能讓人氘論苦樂，或是患病，都能從

祈禱中得益。由於5: 14-15談到患病者該請長老來為他祈禧及

傅油，這節涇文，成為病人傅油聖事的根據。不過，從上文

下理來看，這段落更重要的是回應末世的觀點，指出祈禱是

期待主的再來的最好方法，正如厄里亞當年的祈求，終於也

獲得天主的答允 (5:17-18) 。

最後，作者向弟兄們呼籲，應引領迷失者回到天主面前

(5: 19-20) 。而整篇書信，就此結束了。

4.3 小結

有關雅各伯書的內容，上文已經作出一個簡單的解説，

希望有助讀者認識這封書信。由於書信的內容相當明碑，主

要是圍燒信德與行為的問題，在這裡，不再重複一次有關的

思想內容，反而可以再提出一個新的角度，讓讀者思考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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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的內容。有學者訒為，這封書信與肋未纪19:9-18有對應

關係。此外，這書信的思想與用詞，與瑪竇及路加福音，亦

有類似的地方，因此有學者認為，這書信也同時參考過一些

有關耶穌言論的源流。

5. 伯多祿前書

這單元接著介紹的是伯多祿前書，雖然這封公函冠以伯

多祿的名字，但是作者是誰，仍鉄是值得探究的問題，而書

信裡的收信人亦有爭論之處。這些問題都會在背景部分作簡

單介紹，之後我們就會開始訂論這封信的內容。

5.1 背嬝

有關這封信的寫信人和收信人，在]:]裡已經説明： 「耶

穌基督的宗徒伯多祿致書洽散居在本都、迦拉達、卡帕多细

雅、亞細亞和彼提尼雅作旅客的選民。」這裡標明寫信人是

宗徒伯多祿，但是懷疑仍然不少，土要原因是這封信的希臘

文非常優美，不像是一個渔夫所寫；當中不少思想以至表達

方式，與保祿的書信內容極其相似。因為這兩點，有學者詝

為這書信並不是伯多祿所寫，而是較後期的作品。

另一方面，又有學者反對這些觀點，他們指出，信的末

尾説： 「我藉忠信的弟兄息耳瓦諾，給你們寫了這封我評為

簡短的書信。」 (5: 12) 支持信的作者是伯多祿的人，言方為

以上的問題，都是由於息耳瓦諾這個執筆人而來。今天並沒

有息耳瓦諾的歷史資料，而推測也是由信內而來，訒為他是

一個希臘人，並且受保祿的思想影響，所以由他執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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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以上的兩個特點了。但羆可否認，信內有好幾處，確顯

出伯多祿的權威。

因此，這書信是直接來自伯多祿，還是其他人借用伯多

祿之名，寫下這書信，我們實在難以經斷。而在這裡，我們

仍會以伯多祿為作者的角度來解説。

至於收信人，信中列出的地方，都是亞细亞的地區，

而「散居」一詞，所指向的那些不同地點的「選民」 ，與

雅各伯書中的「散居的十二支派」不同。因此，有學者詔為

內裡的含意也有出入。在這裡，由於各個地區都是以外邦人

為主，他們評為這隱含了普世教會的寶思。由此可見，這封

信的對象並不是個別的教會，而是整個教會。此外， 「作旅

客」也帶出另一意思，就是選民各自的散居地並非他們的家

鄉，而在未來，他們就會回到夭家。

5.2 內容

從格式來看，這信較雅各伯書完整，既有致候辭及讚

美，最後也有明確的收緒語。至於正文部分，也可以纸分為

不同的主題：信友對天主的義務 (1:13-2:10) • 日常生活的

見證 (2:11-3:12) • 面對苦難的罪度 (3:13-4且）以及勉勵被

壓迫者 (4:12-6:14) 。

5.2.1 致候辭及讚美

這部分裡有關寄信人與收信人的説明，巳在上文交待

了。還可以留意的是，形容這些地區的教會時，伯多祿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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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被召選，是照天主的預定；受聖神祝聖，是為服事耶

穌基督，和分沾他寶血冼淨之恩。」 (1:2) 這與出谷記中

的説話可以互相呼應： 「但你們為我應成為司祭的國家，聖

潔的國民 …。梅瑟遂拿血來酒在百姓身上説： 『看，

這是盟约的血，是上主本著這一切話同你們訂立的约。』」

（出 19:6; 24:8) 這就更能看出透過基督寶血所訂立的新约，

使這些不同地區的教友，都成了同一個新民族了，亦印證了

以上所説的「散居作旅客」的含意。

同時，這裡也呈現了聖三的幅度，説明這教會的建立，

是在天主聖三的救恩工稈之內。

正因為在致候辭中，作者點明教會是新召選的民族，所

以在 1 :3-12• 作者主要是表達這個民族的聖潔，而重點在於

表達天主所給予的福樂。這裡的表達方法與保祿書信一貫的

寫法不同，以一段讚美代替了感謝辭。

煊段落也可以視為下文的大綢，因為這裡提到的幾個重

點，都與下又相呼應。如指出天主為信友「存留在天上的不

壞、無瑕、不朽的產業」 (1 :4) '所以教友應做好自己，以

便日後能承受這天上的產業。接著談到當教友要做什麼，才

是好教友，當中提及「在各種試探中受苦」 (1:6) • 亦呼應

下文面對苦難態度，更是與最後一部分「勉勵被壓迫者」前

後相呼應。

除此以外，在 1: 8-12裡，伯多祿笞別強調教友並沒有見

過耶穌基督，卻能信仰及愛慕他，這是救恩的果效。這種説

法，帶來幾個訊息：首先，這些教友並非猶太人，又或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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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才信仰基督，才會全都沒有見過耶銩：這種表達方式，譔

人推測，教會正處於苦鞋當中，不叭不用太強調不可見的相

信。

5.2.2 信友對天主的義務 (1:13-2:10)

l: 13-17指出，這些受到召叫的信眾，應賅「在一切生

活上是聖的」 (1: 15) 。所謂「聖」 ，本來是有所區別的意

思，就是指這些教友該能從世俗裡區別出來，因為他們受

到召叫，成了至聖天主的子女。到了 1: 18• 伯多祿進一步説

明，這召叫就是一份救贖，而且不是用世俗「能朽壞的金

銀」 (1: 18) 把信友贖回來，而是用「基督的寶血」 (1:19) 

贖回來的，囚此，信友的義務，就是相信天主在過去與未

來，都已為他們做好準備，並因著基督，把信德與望德都歸

於天主 (1 :20-21) 。

正因如此，教友乙間該「以赤誠的心，熱切相愛」

(1:22) • 因為人生是短暫的，血肉的身體會如同花草殷凋

零，只有天主的聖言是永存的。在這裡，伯多祿引用了依

40:6-8來作證，與雅各伯書引用了同一段繆文。寫到這裡，

不難看出，伯多祿要強調的，是天上的家與地上生活的對

比，他不斷指出，現世的虛幻短暫，而教友應關注的，是天

上永恆的福樂。既然人真正的家是在天上，教友自然該放下

世俗的種稱惡事，而追求「屬靈性的純奶」 (2:2) 。

到了 2:4-8• 伯多祿以「基石」作比喻，説明教友的重

要。基督是這個「屬神的殿宇」的基石，而教友就因為「接

近了」把他們贖回來的基督，也成為這座殿宇的基石，好使

人們可在內裡作奉獻，因此，信眾也是整個教會基石。



重元九· 公函(- l I 187 

不過，為反對天主的人來説，基督這塊基石就如同絆卿

石，反而令池們跌倒，這是指不信主的人，因此就在世俗中

跌倒，不能得到天主的光榮了。在這段落裡，伯多祿引用了

三段猶太人的涇書的內容來支持自己的看法，縊也顯出作者

是一個孰悉猶太文化的人。

除了基石外，伯多祿還指教會是「屬於主的民族」

(2:9) '並且再一次以出 19:6的內容來表達，教會如同當時

在曠野的以民一般，為天主召叫，成為一個神聖的民族，所

以才會對這些外邦基督徒説： 「你們從前不是天主的人民，

如今卻是天主的人民」 (2: 10) 。這代表教會取代了猶太

人，成為新的選民了。不過，也有學者詝為，這裡是指這些

教友，過去不信主，現在卻皈依了。但觀乎上文下理，強調

他們是一個新民族的意思，更加可信。

5.2.3 B常生活的見證 (2:11-3:12)

思考：教友在現實生活裡，應否服從世俗的權力呢？

如杲世俗的見解不同於信仰的價值，你認為我

們應該沉默還是憤起反抗呢？

在上一部分，伯多祿為教會奠定一個神聖民族的身分，

而在這部分，他就從具體生活裡，談教友應該怎樣做。這種

安排，也反映當時教會的實況。一方面，教會期盼天上的生

活，但是在世上，亦要努力實踐天國，所以也需要洽予關乎

世務的指引，做基督徒應有的見證。所以在渲段落的開始，

伯多祿纘在致候辭後，再一次説基督徒是「作僑民和作旅客

的」 (2: 11) '目的正要突顯這種「在世而不屬於世」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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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明白這種思想，就更容易明白，為何在2: 13-14中，伯多

祿要強調服從政權，原因不是要支持當權者，而是要樹立

良好的榜樣，讓外教人因這樣的榜樣，會「歸光榮於天主」

(2:12) 。

服從帝王是為在外教人前樹立好榜樣，同樣地，在其惶

的崗位上，同樣要做到道種服從的榜樣，所以在2:18• 談到

家僕時，同樣強調服從。在這裡，對於「家僕」一詞也有爭

議，有學者認為這裡是指奴隸，但是在希臘又中，這是「家

僕」之意，應是一種與主人較親近的僕人。從下文伯多祿以

依撒官亞的「受苦僕人」來比擬，也可以印證是指向僕人。

但是，這裡談家僕的服從，與保祿在睪馬書中所言的

取態，其實並不相同。在這裡，伯多祿纘續「在世而不屬於

世」的信仰態度，言門為在世上的苦難，是他日在天上獲享光

榮的基礎。即使受到不公義的對待，應忍受，因為「這才

是中悅天主的事」 (2: 19) ' 「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了苦」

(2:21) • 所以教友陔以基督為榜樣。故此，伯多祿並不是

因為世俗的主人是天主的代表，所以要求當家僕的基督徒要

服從，而是因為基督曾受到不義卻仍然全然接受，所以我們

也要學習效法。

及至3: 1-7 , 談夫妻之間的關係，伯多祿也不是討論一

般生活中的關係，而是抨指那些只有其中一方皈依的夫妻，

如何可以讓配偶同樣皈依。所以妻子服從丈夫，是要感化

丈夫，不要以外貌來取悅丈夫，而是以自己的品格來改變丈

夫的心思。同樣地，作丈夫的，也應以信仰為基礎來尊重妻

了， 「這樣你們的祈禱便不會受到阻礙」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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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8' 伯多祿就以上的各項，作－總結的説明。一

殷來説，當討論過夫妻間應有的閼係後，會把討論再擴展到

其他人際關係。但是，這封書信就停在夫妻的關係，隨之以

有關團體生活應有的態度作為一個小結。伯多祿指出，關鍵

在於「同心合意，互表同情，友愛弟兄，慈悲為懷，謙遜溫

和」 (3:8) • 讓外教人能夠明白信仰基督的真正意義，這才

是最重要的。

5.2.4 面對苦難的態度 (3: 13-4: 11) 

在談過日常生活的見證後，伯多祿再進一步討論「為

正義而受苦」 (3:14) 的問題。從內容來看，這裡要説的苦

難，並非針對教會受到的政冶迫害，反而是指一般生活上

受到其他人的誤會或敵視的情況。當中提到面對別人的「誣

告」或「誹謗」 ，大概是指在初期教會裡，不少外教人並

不明白基督徒的各種做法，因而產生疑惑的問題。伯多祿

指出，基督徒首要是「在心內尊崇基督為主」 (3: 15) • 

這是根本，而在具體的做法上，是要「時常準備答覆」

(3: 15) • 自己好好準備別人的質疑，並且「以溫和、以敬

畏之心答覆」 (3: 16) '只要做到這些，一万面會令誹謗者

羞愧，一方面自己也是有福的。 (3:14及 16)

不過，向教友説明面對苦難的基本態度後，伯多祿把

這種生活上的苦難，與基督的苦難連緒起來，由此把人受苦

的意義，提升到跟隨基督上。伯多祿指出基督的死，是「義

人代替不義的人」的犧牲，目的是「將我們領到天主面前」

(3: 18) • 這是基督受苦的目的。也可以留意，伯多祿對於

基督的死亡，也有自己的觀點。他認為： 「就肉身説，他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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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處死了：但就神魂説，他卻復活了。」 (3: 18) 這裡所

説的復活，是指向靈魂方面，但是伯多祿並沒有進一步説

明究竟主的復活是愿樣，只是説這神魂，曾向在基督死而復

活以先的靈瑰宣講，這些「獄中的靈魂」 (3: 19) 就為後來

古聖所的神學見解，提供了基礎。同時，伯多祿提到這些靈

塊包括諾厄一家，由此以諾厄時的洪水作為聖冼的預象。最

後，伯多祿提到基督的升天， 「坐在天主的右邊」 (3:22) 

，代表他的權威超越一切天使。

伯多祿不厭其頃地把教會對基督的信仰重述一篇，目的

是要説明，今天教友所受的苦難，正好讓他們得享基督的救

恩。因此，他們要「與罪惡斷絕了關係」 (4:1) 。在4:2-4

裡，伯多祿指出世俗的各種邪惡，並要求教友不要順從這些

邪惡，即使因此讓那些人覺得自己奇怪，也要拒絶，因為那

些犯罪的人，終歸要向天主交賬。

到了4:7-11• 伯多祿以末世的角度來説明苦難的不可

畏，因為「萬事的結局已臨近了」 (4:7) • 基督徒應該彼此

相愛、醒痞祈裙，以自己的神恩來服事。這部分可以視為面

對苦難的纘咭，代表基督徒即使在苦難中，由於光榮的時日

即將來臨，所以仍能忍耐。

5.2.5 勉勵被壓迫者 (4:12-6:14)

er 'f 
5 才 思考：即使是教友，生活也會不如意，甚或因為信仰

的緣故，受到別人不公平的對待，又或是在追

求公義時受到打壓。那麼，你認為我們應如何

自處？應如何理解這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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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到了最後的部分，承接受苦的主題，伯多祿力圖

勉勵教友，度這不容易克服的困難。伯多祿期盼教友視苦難

為列火般的試煉，以及是分受基督苦難的機會，而這一切，

都會讓他們在基督光榮再來時「也能歡喜踴躍」 (4:13) 。

這裡的缢排有其心思，先談受試煉，纘而描述教友面對的

困難和危險 (4:14-15) • 然後指出要堅定信仰。隨後就筆

鋒一轉，説出： 「丙為時候巳經到了，審判必從天主的家

開始。」 (4: 17) 也就是忥，即使是在天王的家的人，也就

是教友，同樣要噠歷審扛，這是對應上文的考驗，繼續説

明義人也要袒歷審判，那麼「不信從天主福音者的縉局」

(4:17) 會如何呢？伯多祿沒有直接説明，但是寶思巳勾很

清楚。

以上説明了基督苦難與人的苦難的關係，纘而伯多祿勸

勉長老。要留意的是「所以我這同為長老的」一句。如果這

信確實是伯多祿所寫，那麼，宗徒也可以同時擔當「長老」

職務。至於對「眾長老」的勉勵，首先要「盡犀督之職」

(5:2) , 就是管理團體的工作，而最好的做法，是「做群

羊的模範」 ，而非「主宰」 (5:3) 。在5:4裡，出現「禮司

牧」一詞，目的是一再提醒長老們，他們的牧職是來自基督

這位總司牧（參若10:11) • 是基督把牧養羊群的職務交託給

由伯多祿領導的教會（參閲若21: 15-17) 。如果長老能做到

基督所託付的，便能「領受那不朽的榮冠」 (5:4) 。

最後，伯多祿為整篇書信作出總緒，指出教友可把一切

掛慮都交託洽天主 (5:7) • 自身則要節制與醒瘧 (5:8) 。

伯多祿再一次指出，只要西藉信禮，便能對抗世俗與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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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主「必要親自使你們更為成全、堅定、強健、穩固。」

(5:10) 

到了5:12-14• 是問安與祝福，讓讀者知道這封信是由作

者的弟兄息耳瓦諾執筆的。至於「巴比倫的教會」 ，指的是

羅馬，而提及馬爾谷為我兒，都可作為書信作者是伯多祿的

旁證。也有學者討論到，以巴比倫代表羅馬，反映當時的教

會正受到迫害，所以不會直接寫出躍馬，故此書信是較後期

的作品，這也是其中一個支持。

6. 摘要

(1) 按雅各伯書內所言，這封書信的作者是「雅各伯」，但
更多人認為，這書信確實有 r 主的弟兄」雅各伯的傳承在

內，但執筆的是一位希臘人。書信的對象是猶太人，而且

這書信帯有知慧文學的味道。

(2) 書信與保祿書信的格式相近，而一開始的致候辭和引言主

要討論的問題是「考檢」。在內文的第一部分，作者探討

什麼才是真正的虔誠，強調「愛人如已」是最高的法律，

教友該閼心所有的近人，因為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最

後，作者以口舌的問題結束這主題的討論。

(3) 第二部分主題是嫉妒與世俗，而唯有具備真智慧，才能從

這些罪惡中脫身。具體內容上，作者筆下呈現他所處身的

圉體，意見相當紛亂，所以需要合乎天主的智慧來面對。

(4) 最後的咭束並不如同保祿的書信那樣問候各人，而是以真

正的祈禱為主題，帶有末世意味的內容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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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伯多祿前書的作者是否伯多祿，學者們仍有所爭議。收信

者是亞細亞的教會，對象指向普世教會。

(6) 從格式來看，這信較雅各伯書正規，既有致候辭及讚美，

最後也有明確的收咭語。至於內容，首先談及信友對天主

的義務，認為教友應在生活上走向聖潔，因為教友是教會

的基石，而教會是屬於天主的民族，所以必須神聖。然後

就具體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見證，在此伯多祿強調的是服

從，包括服從政權，家僕對主人的服從，以及夫妻間的順

服，原因不是現世的價值，而是要樹立良好的榜樣。

(7) 然後，伯多祿談論如何面對苦難。當時的苦難，主要指

受到其他人的誤會或敵視，伯多祿要信友做好準備回覆別

人，而且把自己所受的苦，提升到跟隨基督的意義上。最

後，伯多祿以烈火般的試煉來勉勵受壓迫的教友，指他們

分受基督的苦難，來日會得到光榮，而且勸勉教友可以把

掛慮付託給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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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公函（二）

L 緒言

這單元承接上一個單元的內容，緡續介紹新约書信裡

的公函。在上一個單元裡，我們介紹過雅各伯書及伯多祿前

書，而在這單元裡，會禮續介紹伯多祿後晝及猶達書。也許

讀者會奇怪，為什麼不把伯多祿前、後書放在一起討論呢？

原囚是伯多祿後書與猶達書的內容更相近，放在一起解説會

更容易。這在下文再緡續説明。

另外，再一次提醒讀者，除了在這兩個單元中提及的四

封信外，還有若望一、二、三書，同屬公匡，但是在本書內

不會討論，留待《若望著作》中再作介紹。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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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緒此單元後，便完成了保祿書信及部分公函的介沼，

希望讀者能透過這兩冊的《宗徒書信》，對新約裡的書信有

較深入的訒識，並有助讀者研習教義、倫理及禮儀的聖經基

礎。

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伯多祿後書的背景及內容重點：

• 説明猶達書的背景及內容重點。

3. 導論

思考：猶達的另一個名字是達陡（瑪 10:3) , 他是宗

徒之一，但是很少人提及他，因為他的名字與

出賣耶穌的猶達斯相同。你對這位宗徒，可有

什麼認識？

在上一單元裡介紹過雅各伯書及伯多祿前書，雖然兩封

信的作者，是否「主的弟兄」雅各伯及宗徒伯多祿都未能肯

定，但一殷都相信，這兩封信與兩人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即

使可能是較後期才完成，但當中所反映的教會，仍然是較早

期的教會情況。

但是，伯多祿後書及猶達書裡所呈現的時代，不少人

都訒為屬於「後宗徒時期」 ，指的是约在主後90年至 150年

之間，那時，大部分宗徒都已經離世了。下文會再説明如

何釗斷它們的寫作年代，而在這裡指出它們屬於「後宗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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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主要是想説明，把這兩封書信放在一起討論的原因，

也在於它們的時代較相近。

另一個原因，則是伯多祿後書幾乎把猶達書的內容，完

全納入自己之內。這是指猶達書的整個內容，同時也出現於

伯多祿後書內，究竟是伯多祿後書引用整封猶達書，還是猶

達書撮寫了伯多祿後書？在下文會緡繒討論道一點。

換言之，這兩封信有很密切關係，這也是本單元把兩者

放在一起，而不是把伯多祿前書與伯多祿後書放在一起的原

因。以下，會先説明伯多祿後書的內容，再介紹猶達書，然

後再討論二者的共同問題。

4. 伯多祿後書

思考：保祿書信本來是保祿寫哈不同教會的信件，但

是今天的學者相信，這些書信在很早期就由有

心人收集起來，成為一個類似文集的系列。那

麼，究竟早至什麼時期呢？在這問題上，伯多

祿後書提供了一些資科哈我們。這是否有助你

能更具體地理解新約正典的形成？

4.1 背景

這信的開首説： 「耶酥基督的僕人和宗徒西滿伯多祿」

(1: I) '這裡清楚指出寫信人是伯多祿，而在3: 1 又説： 「親

愛的諸位！這已是我給你們寫的第二封信，在這兩封信中，

我都用提醒的話，來鼓勵你們應有赤誠的心」。因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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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評為，這裡說的第一封書信，就是伯多祿前書。而兩封

信的寫信人，都是伯多祿。

但是，信的內容，卻讓人廈疑它的寫作時期，遠比伯

多祿殉道的日子為後。首先，信內指出當時一些按私慾生活

的人説： 「那裡有他所應許的來固？因為自從我們的父老長

眠以來，一切照舊存在，全如創造之初一樣。」 (3:4) 這

段話有兩個重點，讓人推斷寫作的時間。當中所説的「父老

長眠」 ，指的是第一代基督徒，即宗徒以及跟隨過耶穌的門

徒的離世，而這句話正是由於他們已離世，但基督仍然未有

再來，因此引起教友對基督再來的懷疑。有異端者更王張，

基督根本不會再來。以上都是明顯是後宗徒時期的情況和想

法，很難想像，在伯多祿時，有這些問題。

另外，書信內把保祿書信視為「經典」 (3:15-16) • 就

是默認保綠書信已經成為正典的一部分，這也不像是伯多祿

時期發生的事情，而且部分保祿書信的寫成，可能遲於伯多

祿殉道。

因此，今天大部分的學者，都不相信這書信是伯多祿寫

的，反而傾向相信是作者以伯多祿名義來寫。最大的可能，

是一位伯多祿的門徒，希睪借用老師的權威，針對當時面對

的處境，希望能叫正錯誤的思想而寫成這書信，這是較合理

的推想。

至於收信人，書信內並沒有指向抨定的教會或地域，只

是説： 「與我們分享同樣寶貴信德的人」 (1:1) • 而且在

信的末尾，亦沒有指向個剔人士的問候辭。所以也有學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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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這封書信屬於「遺訓」類型的文體，即以重要的人物向

自己親密的夥伴或後人告別。這在舊约中屢有所見，如雅各

伯、梅瑟都有這樣的表達形式。這也讓讀者明白，為何這封

書信的首尾都沒有明顯的寫信對象了。

4.2 內容

這是一封不太長的公函，撇除開首的兩節致候辭與最

後兩節的祝褔語，內容可以分開兩個主要部分：確立信仰

(1:3-21) 和駁斥異端 (2:1-3:16) 。雖然在這兩大部分內，

有些巨文的內容未必完全呼應這個主題，但是大體可以如此

劃分。現在開始説明各個部分。

4.2.1 致候辭及確立信仰 (1:1-21)

由於致候辭只有短短兩節，而且在背景部分巳經加以介

紹，這裡就不再贅言。在問好以後，作者指出教友因基督而

獲得賞報，就是「各種闕乎生命和虔敬的恩惠」 (1:3) ' 

當中提及「最大和寳貴的恩許」 ，但信中沒有明確説明，這

「恩許」是指什麼，或是指聖冼，也可能是基督的聖體，而

內裡的指向，必然是基督的救恩。值得留意的是，作者説明

得到道恩許的， 「能成為有分於天主I,生體的人」 (1 :4) 。

作者使用「性體」一詞，這為初期教會來説，並不常見。由

於「性體」是後來在本地化過程裡才採用的字眼，正也是佐

證，顯示這信件成書於較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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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於1:3-4説明教友得到天主的恩許，得以分享天主的

光榮，所以作者進一步列出對信眾的要求： 「奮勉」、 「毅

力」 、 「知識」、 「節制」、 「忍耐」、 「虔敬」、 「兄

弟的友愛」及「愛德」 (I :5-7) 。有學者稱這是一個德行清

單，並且認為第一個「奮勉」是指向「在你們的信仰上還

要 」 ，所以實際上是指「信德」 ，故此整個清單是由信德

開始，以「愛德」作結，代表教友應該踐行的各種德行，要

好好培育自己。奮力實踐基督徒的德行，是從正面去看，作

者隨之以反面的幅度出發，指出如果不能做到，就會變成

「瞎子」和「近視眼」 (1:9) • 所以要盡心竭力做基督徒，

不要跌倒。

在 1:12-15 中，作者指出自己説以上的話，是要「你們

在我去世以後，也時常記念這些事。」 (1: 15) 這正是「遺

訓」文體的表達方式，這種寫法，在聖經中也出現了多次，

最典型的是申命紀中梅瑟的訓示（參閲申31:14-33:29) 。

到了 1: 16-21• 就是這信要説明的重點：基督的再來，是

真實鯛誤的。作者宣告基督的大能和來嵓，是基於「我們親

眼見過」 (1:16) '並且在基督受冼時，以及在耶鯀顯聖容

時，作者也曾「親自聽見」 (1:17-18) 。這裡以目擊者的身

分來加強説明，也是這信要以伯多祿之名來寫的重要原因。

既然有關基督的光榮是作者親身見過和聽過的，那麼基督

再來的「預言」 ，便是真確無誤的了。再者，作者同時指出

經上的一切預言，是不應隨私人的意願而擅自解釋 (1:20)

。可以推想，當時有關基督的再來，有些不正確的「私人

解釋」 ，所以作者才要強調宗徒的見證，並且指出，關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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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再來，不能各自揣測。而這裡也成為信友閲讀聖經的指

引：不應隨意釋經，而要與在教會內經由宗徒傳下來的啟示

互相比照。

4.2.2 駁斥異端及結語 (2:1-3:18)

思考：在不同的書信裡，都會見到「假教師」、 r 假

導師」等人的出現，他們都在散播錯誤的信仰

思想，令教友迷惑甚至走上歧途。有學者認

為，這些人始終是信友，只是在思想上有錯

誤，而又不願意服從宗徒的權威。你認為今天

的教會是否也有這樣的人? -l-至你自已是否也

有這傾向，需要加以反省？

在正文的第一部分，作者為教友立下基調，要謹記基督

的恩許，要實踐德行，要期盼基督的再來：到了第二部分，

作者就要反駁那些動搖這三點的人，以及他們的説法。

作者指出，早在舊約的時代，以色列人當中就已有假先

知，而「假教師」同樣會在教會的團體裡出現。這些假教師

「放蕩」、 「貪吝成性」、 「花言巧語」 ，只想得到利益，

如果跟隨他們，必走向喪亡 (2: 1-3) 。作者在2:4-10 中，列

舉犯錯的均為天主所懲，走向滅亡與地獄，如犯罪的天使、

洪水所滅的惡人，以及充滿罪惡的索多瑪和哈摩辣城；唯有

義人獲得拯救，如諾厄和羅特這樣。

到了2 日 -1 C)' 作者進一步描述這些假教師的醜惡面貌，

指他們如同「匯理性的牲畜」 (2:2) • 只追求眼前的享受。

他們貪婪、引人犯罪、縹情於宴樂、淫邪之中，離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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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質上極其惡劣。作者指值們像「胭水的泉源」及「狂風

所飄颺的雲霧」 (2:17) '官思是他們的生命並沒有方向，

只是隨波逐流。

作者更感慨的是：這些假教師本來認識了主耶穌，得

以脱離世罪，結果卻又再陷入這些罪惡裡，因此他們的菲

更加大了 (2:20) 。所以作者説他們比不曾訂識正道的人更

不堪。最後，仃者以兩句當時的俗語比喻祂們： 「狗嘔吐

的，牠又回來再吃： 母豬冼凈了，又到污泥裡打滾。」

(2:22) 這兩個形象化的比喻，正好讓教友深思：自己既已

得到恩許，為何要回到罪惡當中呢？

在指出假教師的邪惡與不堪後，作者再進一步駁斥他

們的異端邪説，就是有關基督的再來。在強調這是伯多祿的

第二封信後 (3: 1) '作者指出假教帥評為某督不會再來，

世界會一直運作下去， 「全如創造之初一樣」 (3:4) 。可

以推想，由於按宗徒初時的理解，基督很快就再來的，但是

一直都沒有發生。結果，就有人主張，道再來的預言並不是

真實，基督是不會再來的。這封信正要針對此異端，加以駁

斥。

在接著的3:5-7裡，作者列舉一些事實，來謚明夭主的

話是如何真實的：天地的創造、洪水滅世以及「現有的天

地」 ，都是因天主的話才發生或存在。這是要説明，天王

言出必行，不會落空，所以基督已説自己會再來，就必會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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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虔，作者解釋這日子遲遲未到的原因， 「就是在天王

前一曰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3:8) • 以及「其實是他對你

們含卫，不頤任何人喪亡，只頤眾人回心轉意。」 (3: ()) 

作者沒有詳埔説明，以上兩個原因是否也有著因果關係，即

是否天主的時間觀與我們下同，因此可稍作容召，期盼我們

改過，還是主要是天主等待我們改過，因此不重視時間呢？

又或是兩者只是作者要提出的兩個不同的理由，今天不得而

知了。不過．作者參喧了褔音中耶酥的教導，指出「主的日

了必要如玉呋一樣來到」 鬥 10' 參閲瑪24旦--1-4) '也就是

説，這日子並非我們所能預計到的，這也間接再解釋，為何

主的再來，五疍未到。最後，作者指出，到時候，天地都被

焚毀 U:lOl , 由此可見，當時對末日的理解，也是視為大

地的全趴毀滅。

既然天主的話從沒落空，那麼教友自然要懷著信德等

待。在這裡，作者再次提到「所有的原質也要因列火而溶

化」 (3: l ()及 12) • 而這樣的描述，是在一世紀的默示文學

裡常用的寶象，正如在3: 13 中的「新天新地」 ，在若望默示

錄中同樣出現過。不過，在新约的眾多書信裡，唯有這書信

才這麼強調烈火的毀滅，這裡更重複了兩次。看來，作者的

目的，是要強化教友的印象，以求大家都能致力度聖德的生

活。所以，作者接著所説的，忧是要求教友勉力做好自己，

而作者特別提到保祿的著作，能夠幫助大家得救，但是也要

小心假教帥的曲解 (3:15-16) 。

接著就是全書的縉尾｀作為總結，作者提醒教友不要為

假教師所誘惑而犯鐠，要堅守自己的立場。最後，作者以光

榮繕形式的頌謝辭 (3: lti l • 緒束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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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猶達書

思考：在《聖經導論》裡，我們曾介紹有關聖經詮釋

的方法，其中一種就是「傳统評析」（又稱傳

统批判法），當中包括涉及書卷採用傳繞的源

流，又或是採用另一書卷的內容，而伯多祿後

書與猶達書就有此閼係了。你對這些擇經方法

的內容，能夠憶起多少？這是很好機會重溫相

間內容，學以致用。

要討論猶達書，首先要弄清楚它與伯多祿後書的關係，

因為兩封書信的內容，重複的地方甚多。如果我們拿兩封書

信，加以對照，不難看出，猶達書全書的25節中，有 19節的

內容都出現在伯多祿後書裡，包括猶4-16見於伯後2:1-18 ; 猶

17-18見於伯後3:2-3 。詳細的經文比較，可參閲附表。

猶達書 伯多祿後書

4囚為有些早巳被庄定要受 2 1 從前連在選民中，也有

這審判的人，潛入你們中 過假先知；同樣，將來在你

間；他們是邪惡的入，竟把 們中，也要出現假教師，他

我們天主的恩寵，變為放縱 們要倡導使入喪亡的異端，

清慾的機會，並否認我們獨 連救贖他們的主，也都敢否

—的主宰和主耶穌基督。 認＇這是自取迅速的喪亡。

.'.. 

6 至於那些沒有保持自己尊 24天主既然及有寬免犯靠的
位，而離棄自己居所的天 天使，把他們投入了地獄，
使，主也用永遠的鎖鏈，把 囚在幽嘩的深坑，拘留到審
他們拘留在幽暗中，以等候 判之時； ... 
那偉大日子的審判；



7 同樣，索多瑪和哈摩辣及

其附近的城市，因為也和他

們—樣恣意行淫，隨從逆性

的肉慾，至今受著永火的刑

罰，作為艦戒。

8可是這些作夢的人照樣玷

污肉身，拒絕主權者，褻贗

眾尊榮者。

9當總領天使彌額爾，為了

梅瑟的屍體和魔鬼激烈爭辯

時，尚且不敢以侮辱的言飼

下判決，而只説：「願主叱

責你! _J 

10這些人卻不然，凡他們所

不明白的事就褻瀆，而他門

按本性所體驗的事，卻像餌

理性的畜牲一樣，就在這些

事上敗壞自己。

11 這些人是有禍的 I 因為他

們走了加音的路，為圖利而

自陷於巴郎的錯誤，並因科

辣里—樣的判逆，而自取滅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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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又降罰了索多瑪和哈摩

辣城，使之化為灰燼，至於

毀滅，以作後世作惡者的鑑

戒，．．

2 10尤其是存留那些隨從肉

慾，而生活在污穢情慾中的

人，以及那些輕視「主權

者 _J 的入。他們都是些贍大

驕傲的人，竟不怕褻瀆「眾

尊榮者_J ' 

2 11 就是連力量德能大於他

們的天使，也不敢在上主面

前，以侮辱的言詞對他們下

判決。

2:12然而這些入實在如無理

性的牲畜，生來就是為受捉

拿，受宰殺，凡他們不明白

的事就要褻瀆；他們必要如

牲畜一樣喪亡，

2:1 5他們離棄正道，走入了

歧途，隨從了貝敖爾的兒子

巴郎的道路，他曾貪愛迥不

義的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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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他們像噩水的浮雲， 2:17他們像無水的泉原，又

隨風飄盪；又像晚秋不結果 像為狂風所飄颺的雲霧：為

實，死了又死，該連根拔出 他們所存留的，是室暗的幽

來的樹木； 宣/、 。

16這些入好出怨言，不滿命 2:18囚為他們好講虛偽的大

運；按昭自己的私慾行事， 話，用肉慾的放蕩為餌，勾

他們的口好説大話，為了利 引那些剛纔擺脱措謬生活的

益而奉承他人。 人；．．

17但是你們，親愛的，你們 3 2 叫你們想起聖先知們以

要記得我們的主耶鯀基督的 前説過的話，以及你們的宗

宗啶所預言過的話， 徒們傳授的主和救世者的誡

^ ~p 。

18他們曾向你門説過： 「到 3 3 首先你們該知道：在

末期，必有—些好嘲弄入的 末日要出現—些愛嘲笑戲

入，按照他們個人邪惡的私 弄，按照自己的私慾生活的

慾行事。 _J 入，，·

而且，二者的開首語都很相近（猶1-2節及伯後1: 1-2) , 

而猶達書的緒尾 (24-25節）亦呼應伯後3:14,18 。由此可見，

二者的關係芸常密切。兩者既有這樣多的重複，於是要問的

是：誰抄或參阿了誰的內容？比較雨卷書信，可以看出伯多

祿後書較為詳盡，而且猶達書曾經引用兩部偽經的內容，即

第9節的《梅瑟升天錄》 (Assumption~f Moses) 以及第14-15

籠的《哈諾客一書》 (1 Enoch) '而伯多祿後書就把這些

部分刪掉，也可以看出伯多祿後書的作者，並不訒同引用偽

紅的做法，間接可推斷，伯多祿後書是按猶達書的內容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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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寫成的。伯多祿後書引錄了猶達書，也間接説明了，它比

猶達書更五成書。

簡單説明兩封信的關係後，以下開始討論猶達書的背

景，鉄後號進入內容的訂論。

5.1 背最

書信的開始，已清楚説明寫信人是「耶昧基督的僕人，

雅各伯的兄弟猶達」 (1 節） ，而按這裡的自我介紹，這猶

達就是「工的兄弟」雅各伯的兄弟，這是源自瑪 13:55的記

述： 「但 I 指耶穌）的已親不是叫瑪利亞，他的弟兄不是叫

雅各伯、若瑟、西滿和猶達嗎？」他是十二宗徒之一（路

6: 16) • 又名達陡（瑪 10:3; 谷3: 18) 。如果寫信人真的是這

個猖達，他就是初期教會的猶太人。

不過，從書信的內容來看，這信的作者該是一個精通希

臘文的人，而且從信的致候辭「願仁慈、平安、愛情棘富地

賜予你們」 (2節）來看，這種表達方法，與較早期的保祿

書信並不相同，反而與一殷相信較後期才寫成的書信，甚至

是二世纪的書信的表達方法較相近，這也讓人傾向相信，書

信的寫成，比伯多祿後書更遲，同屬「後宗徒時期」。

至於收信人，就是「在天主父內蒙愛，為耶酥基督而保

存的蒙召者」 (1節）。這並不是一個具體的對象，不過也

有學者從下文裡推測，訒為這信的內容是針對一個具體教會

的真實問題而寫的，所以，即使沒有標明是誰，其實是有特

定對象的，但是究竟指向什麼人，現在已經不可考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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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內容

這是一封很短的書信，只有25節，所以這裡不再分段來

解説，以下就全信的內容來加以説明。

致候辭是1-2節，上文已經解説過，這裡不贅。隨後的

3-4節，作者説明寫這封信的動機，是要與收信的對象討論：

「我們共享的救恩」 (3 節） ，以鼓勵教友奮鬥和維護信

仰。原因是這個團體潛入了一些異端者，他們「把我們天主

的恩寵，變為放縱情慾的機會」 (4節） 。從煊句話來看，

這些「潛入者」所宣揚的，很有可能是一種過度自由的信仰

觀，認為在領洗後就完全自由，做什麼也可以，這在保祿所

建立的團體如格林多教會，也有相同的問題。正由於有這樣

的潛入者，作者就要為教友講解信仰的道理。

作者接著引述三個例子，告誡教友要信靠天主，不要

走上邪道。首先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當中不能信靠天主

的，就被天主所滅 (5 節） ；其次是指不能「保持自己尊

位」的天使，亦被天主「拘留在幽暗中」 (6節）。最後是

索多瑪和哈摩辣等城市，因「恣意行淫，隨從逆性的肉慾」

(7節） ，緒果受到火刑的懲罰。

在第 8節裡，作者以「玷污肉身」、 「拒絕主權」及

「褻瀆眾尊榮」的罪名，指控以上例子中的人。接著在9節

裡，作者借用《梅瑟升天錄》，指出縛領天使彌額爾即使面

對魔鬼，也不對他們妄下判決，而要留待天主來執行，從而

與這些「潛入者」作出對比，指責他們以妄語作出褻瀆的行

為，如同「顛理性的畜牲」般行事，結果就如同加音、巴郎

及科辣旱等，走上歧途 (10-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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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 12-13節裡，作者以五個比喻來指出瑄些「潛入

者」的問題： 「愛宴上的污點」、 「囍水的浮雲」、 「晚秋

不縉果實」、 「海裡的怒濤」及「出軌的行星」。寫來頗

具詩意，但是指向這些潛入者在多方面都有嚴重的錯失。因

此，在14-16節裡，作者引用偽經《哈諾客一書》，印證基督

必將再來，並且會審判所有犯罪的人。

引用過偽巨後，作者在17-18節引用宗徒的説話，再一次

加強上文的説法，指這些邪惡之徒，必然會在末期出現。

正如其他各封書信一樣，作者在説過信仰的道理後，也

有具體的生活指示，教導教友該如何生活。有學者評為20-23

節是整封信的高峰，因為這裡正面地説明，究竟基督徒應該

做什麼。在渲四節裡，作者指出要保持信德， 「在聖神內祈

禱」 ，目的是要保存自己在天主的愛內。因著信德與愛德，

即使面對懷疑不信的人，仍然要嘗試説服他們，然後，涇

文的解説有點不太清楚，因為都是説「另一些人」 ，卻沒有

指明是什麼人。第一類「另一些人」 ，作者主張「要拯救，

把他們從火裡拉出來」 (23節） ，這似乎暗示這類人在罪惡

裡，但是仍然要竭力加以拯救。但是第二類「另一些人」 , 

作者一万面要求信友「要憐憫」他們，但同時又要「存戒懼

的心」 (23節） ，而且要非常小心翼翼，免得因接近他們而

受到玷污。究竟第二類是指誰，有學者推測，這是指那些罪

惡已徑根深蒂固的教友，因為他們不僅樂於陷入邪惡中，更

欲引誘其他人脱離三道，與位們一同行惡。因此，對於這類

「另一些人」 ，信友在憐憫但們時，必須加以戒備。

至此，這封信就到了最後兩節，屬讚頌詞，期盼天主的

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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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摘要

(1) 雖然這兩封書信以伯多祿及猶達宗徒的名義來寫，但是觀
其內容，應屬於後宗徒時代，即大部分宗徒已經離世的時

代。而且，它稱保祿的作品為「經典」，也顔示了屬較後

期的作品。

(2) 另一個把兩封書信放在一起的原因，是猶達書的內容大部
分重現在伯多祿後書裡。

(3) 今天大部分的學者認為伯多祿後書的作者不是伯多祿，可
能是他的門人，以他的名義來寫，借用他的權威以對抗異

端。

(4) 內容上，伯多祿後書在致候辭後，就提出以基督救恩為信
仰的中心，並列出一個德行清單，由信德開始，以「愛

德」作咭。如果教友不能實行，就會變成瞎子。最後再

提出基督的再來是真實無誤的。

(5) 確立信仰後，作者就批判異端，指出「假教師」的可惡，

如果跟隨他們，必走向喪亡。他們的異端邪說，主要是否

定基督的再來。作者列舉事實加以駁斥，證明天主的語是

真實的，所以基督說自己會再來，就必會發生。最後，作

者以近於默示文學的風格寫出未來要受到火煉，方得升

夭。

(6) 猶達書以宗徒猶達，雅各伯的兄弟的名義書寫，但從書信
的文字與格式，颜示它不太可能是宗徒時代的作品，而且

書信的收信人也不明顔。至於內容，作者要與信眾分享彼

此都共享的救恩，並鼓勵教友奮鬥，维護信仰，原因是囿

體潛入異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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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者舉出三個例子，告誡教友要信靠天主，不要走上邪

道，包括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不聽天主說話的天使，以及

索多瑪和哈摩辣兩涸罪惡之城，並以「玷污肉身」、「托

絕主權」及「褻瀆眾尊榮」的罪名，指控以上的人。

(8) 另外，作者以五個比喻來指出這些「潛入者」的問題：

「愛宴上的污黠」、「無水的凈雲」、 r 晚秋不咭杲實」、

「海裡的怒濤」及「出軌的行星」。作者在說過信仰的道理

後，也有具體的生活指示，指出教友要保持信德，時常祈

禱，以待他日的得救。最後，作者以讚頌詞期盼天主的保

佑，完咭這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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