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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導論
第四課 : 加拉太書 簡介

新約聖經中第一卷被寫成的，是保羅在第一次宣教後不久寫的。

目的是要糾正加拉太的各教會受猶太律法主義的影響，對救恩產
生錯誤的觀念。

以為信主之後，還要行割禮，守摩西的律法。

初代教會為救恩而辯論，導致耶路撒冷會議的召開(徒15章)，確定
了「因信稱義」的教義，避免了教會成為猶太化。

為訪問羅馬教會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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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 加拉太書一、 作者：保羅。

二、 寫作時間和地點：

（1） 若是北加拉太說：則寫作時間最早是西元五十七年保
羅第三次旅行佈道時，地點可能是以弗所或哥林多。

（2）若是南加拉太說：

i. 西元四十八年尾，在敘利亞的安提阿（耶路撒冷大會前）。

ii. 西元五十二年，在安提阿（第二次旅行佈道後）。

（3）其中以西元四十八年尾在敘利亞的安提阿最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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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信人：加拉太教會。

可能指以下兩個地方之一：

（1）「加拉太」原指「小亞細亞北部高盧人居住的地區」。這地區是
保羅第二次或第三次旅行佈道時，才聽聞福音。

（2）羅馬帝國的加拉太行省，保羅第一 
  次旅行佈道時，曾到訪加拉太省南 
  部的地方，並設立教會。範圍大概 
  包含弗呂家的城市：彼西底的安提 
  阿、以哥念，呂高尼的城市：路司 
  得、特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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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寫作動機：

（1）解決基督徒是否仍須遵守摩西律法的問題：當時有割禮派的
思想滲入加拉太教會，堅持必須受割禮、守律法，才能得
救。亦即這一派的人認為信耶穌之後還是要進入猶太教
（成為猶太人）才能得救。

（2）澄清保羅使徒的身份以及其教訓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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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拉太的宗教背景：

加拉太地區充滿了外地來的移民。由於此地區人種複雜，許多外來
的勢力都想統治此一地區，而隨著各民族的遷入與帝國勢力的進入，
引進了各種不同的文化，也可以說此地的文化內涵，常受外力的影
響。

後來羅馬軍隊進駐此地，雖然極力地要使這區
域安寧，但整個加拉太地區都在流血。統治者
殘酷的對待，戰爭的威脅，貧窮、疾病與旱災
等等的災禍，使得老百姓居無寧日。所以他們
的宗教和人生觀也時時隨著變更。因此他們可
以說沒有固定的文化、宗教或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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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 加拉太書五、 加拉太的宗教背景：

這樣的背景，一方面給保羅帶來傳福音的方便，而且加拉太人常受
強權的欺壓，一切的宗教信仰都是統治者命令的。但保羅傳的是自
由的信仰與充滿了恩典與愛的福音，這種信息對他們來可說是耳目
一新，也是他們百年來的期待，所以很快就能接受。

而這種特性也使得加拉太人容易離開原來所信仰的道。以致保羅要
寫此書來提醒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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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特點：

（1） 本書是一封辯論的書信，重頭到尾就是圍繞著反駁猶太派基
督徒與保羅使徒的身份兩個論點。

（2） 本書處理的是猶太基督徒把摩西律法與割禮附加在基督教
信仰上，以致基督救恩的全備性與聖靈的中心地位受到動搖。

（3） 近年來有學者認為當時的猶太教是「恩約守法主義（不是靠
行為稱義的）」，不過當時猶太教眾多派別之中，即使有些
人是「恩約守法主義」，也難免有很多人是靠行為稱義的律
法主義者。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對抗的就是這一組律法主義的
猶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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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教會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新的不分種族（猶太人與非猶太人
的羅馬帝國公民），以饒恕代替仇恨，崇尚聖潔的道德規範，與講
究階級，放縱肉體的舊行為模式有了衝突。

而猶太人泥守律法的傳統和基督徒所享的新自由，其間也多爭執。

希臘尚智的文化和一種尚靈的「說方言」的熱情，同時在教會中激
蕩。

保羅離開哥林多不久，便聽到教會出問題的消息，這些問題不少至
今仍在教會中出現。

保羅對這個富有恩賜但尚在「吃奶」階段的年輕教會，寫了他所有
書信中最長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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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者：保羅。

二. 寫作時間和地點：大約在西元五十五年，寫於以弗所。

三. 收信人 : 哥林多教會。

哥林多城：

-) 據估計，在保羅的時代，哥林多城約有二十五萬自由人，四十萬
奴隸，是當日希臘的主要城市。

-) 哥林多古城早已存在，荷馬稱之為「富有的哥林多」。

-) 但這古城在西元前一百四十六年被羅馬所毀。西元前四十四年，
凱撒猶流派人重建哥林多城。到了凱撒奧古斯都時，哥林多城被
定為亞該亞省的首府。

-) 因此雖說這個城有悠久的歷史，但事實上住在哥林多城的人都是
保羅寫作前幾十年才為了商業等理由重新又遷移進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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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城 - 商業

此處有兩個港口，東為堅革哩，西為哩開翁。而哥林多城就位居海
路和陸路交通要道，為附近商品的轉運中心。

而且本身也以產銅和製造銅器出名。此地的銅器價值甚高，比銀子
可貴，差不多比金子更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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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城 - 商業

另外，陶器、染料、玻璃等產品亦非常有名，此城出產的「燈」是
很有名的。

城中的產業主要是服務業（例如由旅遊業衍生的相關服務業等產業）
和轉口貿易、運輸業。

哥林多每兩年舉辦一次地峽運動會（當時奧林匹克是第一大運動會，
地峽運動會是第二大的運動會），每四年舉辦詩歌朗誦和音樂比賽，
宗教朝聖以及療養所均帶來大量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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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城 - 文化

哥林多的文化具有典型希臘文化的特徵 : 希臘哲學，對智慧推崇。

不過因為此地是海港和貿易中心，所以哥林多城也包含了許多各式
各樣的人種、文化、風俗和宗教。

羅馬帝國重建哥林多城後，移入大量的退役軍人、各地人民等，哥
林多成為活力蓬勃的新興城市，所以此城的主流文化是羅馬文化，
有別於周圍其他城市，對各種思潮都能開放包容，然而希臘時期的
文化仍有影響。

移民來此地追求快速致富並提升自己的社經地位，因此形成相當競
爭的社會風氣，不擇手段追求財富，又由於他們原本出身微寒，追
求榮耀（包含權力與維護權利），甚至到不擇手段與浮誇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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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城 - 宗教

哥林多城內至少有十二座神廟。這些神廟中有一座愛神(Aphrodite)
女神的廟，內有廟妓的制度，有說愛神廟蓄有一千名神妓。

近代學者有人認為這是古希臘時代的狀況，而不是保羅時代的現象，
但廟妓制度的確是影響當日的風俗。

有一座醫藥神亞利里比阿(Asc lepieium)神廟，其中的某些宗教儀
式，可能是保羅寫林前8 和 10 「論吃祭偶像之物」的背後原因。

猶太人在此城中也建立了一座會堂，各地來的商賈旅客，也
常在城中建立各地神祇的廟宇，其宗教可說是五花八門，可
惜的是這些宗教並沒有淨化當地的道德文化，反而促使其進
一步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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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城 - 道德

哥林多城淫佚放蕩，更因為供奉愛神的緣故，用宗教之名鼓吹嫖妓，
使得淫風更盛。

由於此城淫佚成風，當時希臘文中「哥林多人」有「放蕩之人」的
意思，而「哥林多化」幾乎被當成是「淫亂」或「賣淫」的同義詞。
在希臘的戲劇中，「哥林多人」則被當成「酗酒者」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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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城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時建立的，保羅在哥林多傳福音
一年半，直到猶太人群起攻擊他，向省長迦流控告保羅不遂，保羅
乃於一段時間之後離開。

除了哥林多前後書之外，保羅還寫了另外兩封信來給此教會。

此教會具有各樣的恩賜，但是因為靈性仍然幼稚，以致內部問題叢
生。

此教會大部份是外邦人，只有少部份
是猶太人。大部份信徒是平民，有奴
隸，也有已得釋放的自由人，也有少
數是富有的人，但仍以中下階層的人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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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寫作動機：由於革來氏的家人帶來教會紛爭的消息，保羅乃去
信糾正信徒分門結黨與敗壞的道德行為，同時答覆教會來信所提出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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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之間的書信來往：

（1） 先前的信：保羅提到這封信的內容是勸誡他們「不可與

淫亂的人相交」。一般認為此信已經遺失，而有些學者認

為此信的內容部份保留於其中。

（2） 你們的信：保羅回答哥林多教會來信中的男女嫁娶事宜。

（3）哥林多前書。

（4）憂愁的信：保羅知道教會問題的嚴重性之後寫的那封信。

（5）哥林多後書：有學者認為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最後一封信，
稱之為和好的信，而 林後 10 到林後 13 的內容則是前項
「憂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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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內容

（1）結黨分派 林前 1:10-4:20 

（2）淫亂 林前 5:1-13  6:9-20 

（3）彼此控訴 林前 6:1-8 

（4）婚姻問題 林前 7:1-40 

（5）信徒參與廟宇祭祀、吃祭偶像之物 林前 8:1-11:1 

（6）女信徒在崇拜中不蒙頭 林前 11:2-16 

（7）聖餐禮出現混亂 林前 11:17-34 

（8）對屬靈恩賜觀念錯誤 林前 12:1-14:33 

（9）不信人在末日復活 林前1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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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哥林多後書》主題：新約的職事與執事。

一. 作者：保羅。

二.  寫作時間和地點：參見 林後
  2:13，7:5 ，應該可以推論該 
  書信是在馬其頓（腓立比） 
  寫成的，日期應該同年的冬 
  季（約為西元55至58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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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寫了哥林多前書後，該地信徒的屬靈情況沒有任何好轉，反倒
呈現惡化的現象，因此保羅親自前往，想要試圖解決教會的問題，
但結果不能達到目的，使得保羅與哥林多教會雙方鬧得非常不愉快
(參見林後2:1)。

離開該教會後，保羅深陷憂愁與痛苦中(參見 林後 2:3 & 7:8)，於
是寫了一封嚴厲責備教會的信，改由同工提多帶往哥林多教會。

在其間，保羅心中萬分焦慮，盼望那封信能使教會回轉。

終於提多帶回信徒悔改的喜訊，於是保羅為之
歡喜(參見林後 7:1-16），於是在馬其頓寫下
哥林多後書，約在西元55至56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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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起保羅其他書信，本書較著重作者個人與信徒的關係，而
少系統化的教導，內容較缺乏條理。但保羅的性情、責任感、感受
則仍然表露無遺。

（二）此書是保羅書信中情緒起伏最大的一卷，許多學者認為此書
也是保羅書信中最難以明白的一封。



新約導論
第四課 : 哥林多後書

六. 內容 :

• 問候語（1:1-2）

• 為神賜安慰而感恩（1:3-11）

• 為個人的言行作解釋：

-) 變更行程的因由及對犯過者的做法（1:12-2:13）

-) 傳道事工的性質

* 使徒忠實的態度（2:14-3:3）

* 新約職事的超越性（3:4-4:6）

* 使徒的受苦和盼望（4:7-5:10）

* 使徒作神使者和僕人的身分（5: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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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內容 :

• 為耶路撒冷信徒籌集款項（8:1-9:15）

• 為信徒身分自辯

• 就別人的批評自辯（10:1-11:15）

• 以愚妄人自居，細訴經歷（11:16-12:13）

• 計畫第三次往哥林多去（12:14-13:10）

• 結語（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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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保羅。但在問候語中提到第二次巡迴佈道時的同伴西拉與提摩太。
雖然保羅才是作者，但信中大部分的「我們」指的是他們三人。只
有在提摩太回帖撒羅尼迦期間，「我們」單單指保羅和西拉
(3:1,2,6)。保羅之所以用複數第一人稱，是因為書信的完成有賴同
伴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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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寫作時間和地點：

（一）一般認為是西元五十年，可能是保羅書信最早寫成的一卷。

（二）在考古學上已由哥林多附近的阿波羅神廟的碑文證實為西元
後五十一年，該碑文確定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年代是西元後
五十一至五十二年徒 18:12-17 。

(三） 寫作地點應該在哥林多。因為
  按照使徒行傳的記載，從保羅
  離開帖撒羅尼迦到重返希臘， 
    保羅、西拉、提摩太同在一處，
  只有在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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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信人 : 帖撒羅尼迦教會。

(1) 此城位於查士的半島的西端，是馬其頓省的重要海港，也是馬其
頓省的首府。

此城有羅馬大道貫穿，商業繁盛。

此城是西元前315年由亞歷山大大帝手下的大將軍所建，並以大將軍的
妻子(亞歷山大大帝同父異母的妹妹)名字命名。

西元前168年，此城成為馬其頓第二區的首府，西元前146年成為馬其
頓的省會。

西元前42年變成自由城，是馬其頓省最繁榮的城市。由於位居主要公
路上，也成為政商活動的中心，有「全馬其頓之母」的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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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信人 : 帖撒羅尼迦教會。

（2）這個城市不論是在希臘或是羅馬時代，此城市都相當風光，是著
名的港口。在昔日波斯王薛西攻打歐洲時，就以這個海港當作海
軍基地。

（3）有人稱它為「羅馬帝國寵愛」的一個城市。

（4）這座城市的原名是帖米(Thermai)，意即溫泉，被建立在帖米灣
  (Thermaic Gulf)海岬的最北端，此灣現稱為撒羅尼迦灣(the  
 Gulf of Salon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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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信人 : 帖撒羅尼迦教會。

（5）保羅時代，當地人口大約有20萬人，包含一群猶太人。徒 17:1-
9記錄保羅、西拉、提摩太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約西元五十年）
時，於此處建立教會的經過。

（6）此城於西元904年被撒爾遜人侵佔、西元1180年被諾爾曼人侵佔、

西元1430年被土耳其人佔領。目前還是希臘的一個都市。現在這
個城市名叫「撒羅尼迦」(Salonica)，是希臘第二大城，人口大約
一百萬人。



新約導論
第四課 :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4. 寫作背景：

（一）帖撒羅尼迦信徒遭受逼迫，保羅曾經多次嘗試要回到該城探望
教會，但總是不能成功。因此只好差提摩太代替他去，又寫信
給教會以補足其無法親身到訪的遺憾。

（二）澄清對保羅的指控，以免帖撒羅尼迦人對保羅及其同工的品格
與動機產生懷疑，以致對他們所傳的福音失去信心。

（三）提摩太拜訪帖撒羅尼迦教會回來之後，提及一些引起保羅注意
的事情。保羅特別勸告那些由異教背景歸向基督的信徒要持守
聖潔的生活，並且對於主再來的真理做了些澄清與教導。也趁
機緩和一下教會中的人際關係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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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寫作背景：

（四）「帖撒羅尼迦書」為何有前書和後書：

 i. 前書和後書有許多相似之處，前後可能隔了幾星期或只有幾天。

ii. 保羅寫第一封書信（前書）時，剛從提摩太得知帖撒羅尼迦教會因

著他短暫的停留仍保有愛心並在信仰上站立得穩，但是同時也聽到
一些他們的狀況令他憂慮，因此提筆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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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寫作背景：

（四）「帖撒羅尼迦書」為何有前書和後書：

iii. 我們不確定為何要分兩封書信，可能的原因是在第一封信裡強調要
儆醒因主的日子會悄悄地降臨( 帖前 5:2 、帖前 5:6 )，但帖撒羅尼
迦人似乎有所誤解變成除了等待之外什麼事情都不做，因此第二封
信針對基督第二次降臨進行更多的澄清，強調會有一些徵兆( 帖後
2:3-12 )，保羅的第二封信似乎是為了矯正他們錯誤的觀念，希望
平息和安撫他們癲狂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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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點：



（一） 帖撒羅尼迦前書被收錄進西元140年的馬吉安正典
（Marcion’s canon），也出現在西元190年左右的穆拉多利
殘卷（Muratorian fragment）中。

（二）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向來稱為「末世論書信」。然而因為本信的
焦點比較是放在教會，稱之為教牧書信是更合宜的。

（三）「基督再來」的勸勉貫串帖撒羅尼迦前書 1:9-10  2:19-20 3:13  
4:13-18  5:23-24 ，可以視為本信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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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點：



（四） 這卷書是保羅書信中最親切的一封，裡面充滿了牧者的心腸，
對這群初信者充滿了關懷、輔導、忠告，因為這個教會座落在
異教大城，在信仰上這些信徒所面對的挑戰，逼迫和社會壓力
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大的試探。因此保羅用簡單並充滿愛心的方
式勸告帖撒羅尼迦教會，期盼他們能在神面前全然成聖。

（五） 保羅欲透過這卷書提醒帖撒羅尼迦教會，他們從他所聽的福音
真理將可以使他們面對生活中的掙扎和疑惑，彼此相愛會把他
們凝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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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點：

（六） 保羅提醒帖撒羅尼迦教會：神所做的工必須等到基督再來才能
完成，所以他們要時刻警醒滿懷盼望等候，每一時刻的生活都
要在神面前忠心。

（七） 絕大多數的保羅書信都在問候語之後加上感恩的話（例如 羅
1:8-15 ;林前 1:4-9 ; 腓 1:3-11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卻各有兩段
的感恩( 帖前 1:2-10 、帖前 2:13-16 ；帖後 1:3-4 、帖後
2:13-14 )，而且帖前甚至有第三段類似的感恩詞句( 帖前 3:9-
10 )。保羅三次的感恩只是純粹因他想到當初在帖撒羅尼迦的工
作而禁不住為他們獻上感謝比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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