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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 A

作為宣教士的你，你去了一個沒怎基督徒的地方傳福音，並成
功建立了教會。但一段時間後，

教會因應種類，階級而分黨分派，黨派之間不但沒有合作，反
而互相仇視。

教會中的丈夫因需和教外人生意合作，與教外人一同進出設有
偶像的夜總會消遣(夜總會內有妓女相陪);妻子因此在家在教會
與丈夫爭吵;丈夫時常拳腳相加;家中爭吵不斷

有時家中兒女們加入爭吵之中,多有頂撞父母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以弗所書 簡介

「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在本書的前部，保羅闡述合一的理論，說明父上帝選召他的子民，
藉他的兒子耶穌基督赦免他們，使他們從罪的束縛中得到釋放，
並且說明上帝的偉大應許是以聖靈為保證。

在後半部，保羅勸勉信徒要在團契生活中實踐與基督的合一。

用比喻來說明上帝子民在基督裏的合一：教會好比人的身體，而
基督是頭；教會好比一所建築物，而基督是基石；教會好比妻子，
而基督是丈夫。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以弗所書一、以弗所：

位於小亞細亞的西海岸，一度是商業中心，在新約時代開始沒落，
但仍為亞西亞省的主要城市。

以弗所城有一亞底米神廟，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傳說廟內
的亞底米女神像是由天上掉下來的，以弗所人就以女神的看管者
自居（ 徒 19:35 ）。

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歸途經過以弗所（ 徒 18:19 ），第
三次旅行佈道則在此住了三年之久。

以弗所教會主要由外邦人組成。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以弗所書二、時間：

我們從送信人可以推知：以弗所、歌羅西、腓利門書是保羅在同
一時期，同一地點的著作。這三封信與腓立比書合稱為監獄書信。

 由於這些書信中顯示保羅有獲釋的可能，傳統上將之列為保羅第
一次被囚於羅馬的作品。

 三、動機：本書沒有言明寫作動機。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以弗所書

四、此書之「在以弗所」等字並不見於一些重要抄本，初期的教
父也暗示這封信有可能是保羅致亞西亞教會的公函，或是老底嘉
傳來的那封信（ 西 4:16 ）。

五、本書之所以以「以弗所書」
聞名，可能主要是由於以弗所教
會所存之抄本的流傳。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以弗所書

 六、主題特色：

 全書的鑰句：「在基督裡」。

 本書思想高超，文字豐富，獨具一格，是保羅書信中最深奧的一卷。

 本書成於歌羅西書之後，常採用該書的詞彙，不過較為深思熟慮，
對同一個字往往賦予更深的含意。兩書的重點不同，歌羅西書強調
作為教會元首的「基督」，而以弗所書則強調作為基督身體的「教
會」。

 以弗所書涉及的範圍非常寬廣，用上「所有」這字不下五十次。



事件 : B

A教會是你在一個遙遠國度中所建立的第一間教會。當你還在那城
時，他們曾與你同工，同心興旺福音。可是，稍後你在家鄉中養病
時，你一方面很高興收到此教會派人帶來的金錢和物資支持，但另
一方面你知道教會的近況 : 

信徒因教會在本地受到逼迫，以及聽到你病重受苦的消息，而感到
意志消沉，心裡不安。

會眾之中有失和的現象，原因有些會友，心懷二意與人不合，其中
尤以其中2位教會執事，他們在主裡不能同心。

有些嚴守傳統之人，在教會中間發動起來，要求謹守傳統，男人要
受割禮，有極嚴格的飲食和生活的規條。怎至質疑你所傳單憑信心
得救得自由的福音不合乎傳統。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立比書

簡介

是保羅寫給他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教會的，是在監獄裏寫的信。
那時，他正遭受教會內其他同工的攻擊，而教會又受異端侵襲，
使他深感困擾。但，保羅對耶穌基督還是有堅定不移的信心。

保羅寫這信的主要目的是向教會道謝；因為在他缺乏的時，他們
接濟他。此外，他亦鼓勵他們，堅定他們的信心，讓他們看見，
雖然自己遭受患難，教會也在困境中，但仍然要保持勇氣和信心。

保羅勸勉教會要學習耶穌的謙卑，不要被自私和驕傲所支配。活
在基督的生命裏是出於上帝的恩典；這恩典是他們藉信心領受的，
不是靠順從猶太人的律法而得到。上帝賜給在基督生命裏的是喜
樂和平安。

強調喜樂、合一、 堅忍不拔的信心和對教會的關愛。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立比書

作者：保羅

時間：西元60-62年左右。徒 28:30 所記載的那兩年的末期或稍
後，保羅在羅馬租屋傳福音的時期。

地點：羅馬（其他另有人認為該撒利亞、以弗所，但較不可能）

原文：希臘文

寫作目的：腓立比教會的使者以巴弗提在羅馬
  染上重病，痊癒後保羅打發他回腓
  立比，並寫這封信說明原委，並向
  教會致謝，同時也針對教會中的一
  些事情，提出一些教導。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立比書

六、收信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腓立比：羅馬的駐防城，此城的人享有羅馬公民權，多有泉水。
位於馬其頓的東北部，附近有金礦和銀礦。是亞歷山大大帝的父
親腓立所建，「腓立比」的意思就是「腓立之城」。

後來羅馬擊敗馬其頓軍隊，將馬其頓領土分為四區，腓立比位於
第一區。

此城的政治、軍事制度都是依照羅馬的制度，居民也是羅馬公民，
因此該城的居民有很強的羅馬公民意識。該城的居民主要是羅馬
退休軍人與後代，另外也有當地的原住民及希臘人的後代。由於
居民複雜，宗教方面也呈現多種宗教混雜的狀況，不過該城猶太
居民不多，沒有猶太會堂。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立比書

腓立比教會

徒 16 對此教會的建立有深刻的記載。路加親自參與了腓立比的
佈道工作。

此處是保羅由亞洲跨海往歐洲傳福音的第一站，可說是「歐洲基
督教的誕生地」。

由於此地猶太人不多，可能教會
的組成份子多為外邦人，婦女在
此教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立比書七、腓立比書的整全性：

（一）關於 腓 2:6-11 頌讚耶穌的詩

有人認為是在保羅之前寫成，保羅略加修改納入信中。

此詩是保羅所寫。

此書是保羅之後的作品，由某編者加插進去。（不過此說不能成
立）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立比書

七、腓立比書的整全性：

（二）三段說：

1.第一部份： 4:10-23 

            第二部份： 1:1-3:1 左右

第三部份： 3:2-4:3 

          2.此說的理由不但沒有說服力，而且本身仍有一些困難。

（三）一般說來，沒有足夠的理由讓我們對腓立比書的完整性產
   生懷疑，此立場與腓立比書的古卷歷史相符，就抄本的證
   據而論，從開始就只有一卷腓立比書。



事件 : C

教會一些知識分子推薦哲學，虛無主義(生命沒有內在價值、
意義或目的)，傳統和世上的蒙學(一種只追求內心感受生活的
學問)。認為這些學問對得救有益的。

又有人鼓吹敬拜天使。因上帝太神聖了，人無法直接來到上帝
面前。固需要透過「中間人」，天使，傳話。

又有人認為人太污穢了，需要透過禁慾(性事，飲食，生活行
為)令自己減少罪愆，以至得救。

又有人認為信徒應致力透過長時間的讀經，默想，苦修來追求
與上帝、耶穌、聖靈之間的直接體驗與心靈上的合一。為了追
求與上帝的合一，怎至可減少工作，照顧家庭和返教會。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歌羅西書簡介

是保羅寫給歌羅西教會的書信。

這教會不是保羅創立的，但他覺得對這地區的教會負有相當的責
任，因為他曾從以弗所派遣同工到那裏工作。

教會出現了假教師；他們堅持人若要認識上帝，得救必須崇拜某
些靈界的「執政掌權者」：人必須遵守特別的禮儀，如割禮，也
必須嚴格遵守有關食物和其他的一些規例。

保羅根據福音的信息寫信反對這種教訓。他認為耶穌基督有完全
的救恩，其他的理論或方法反而把人引入歧途，離開了基督。只
有活在基督的生命裏，世界才有希望獲得拯救。

值得注意的是，替保羅送信往歌羅西去的推基古有阿尼西謀跟他
結伴同行。阿尼西謀是一個奴隸；保羅曾經為他寫信給腓利門。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歌羅西書一、收信人：

歌羅西是弗呂家境內的一座古城，位於利古斯（Lycus）河谷南
岸，老底嘉與西拉波立兩個城市同在該河谷上，三個城市距離很
近，教會間常有來往。

歌羅西位於重要的旅行大道上，不過南北向的大道後來轉移到經
過老底嘉之後，歌羅西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利古斯（Lycus）河谷的這三座城市被稱為弗呂家的城，其主要
的居民為弗呂家人。這裡的居民有神秘幻想和興奮狂歡的傾向，
而且特別迷信。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歌羅西書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歌羅西書一、收信人：

這三個城市都有不少猶太人居住，按照猶太人的塔木德(*)的記錄，
弗呂家的猶太人已經相當世俗化了。

一般認為歌羅西教會並非保羅親自建立的，Lycus河谷的這些教
會，應該是保羅第三次傳到旅行中，住在以弗所的那三年期間，
由保羅的一些同工將福音傳過去的。或者是歌羅西人到以弗所接
觸了福音，而將福音傳回家鄉。

歌羅西教會與以巴弗的關係密切，很可能以巴弗是歌羅西教會的
創立者或傳道人。

(*) 猶太教的拉比一向認為，猶太教的承傳除了律法書以外，還有一本與之一同相傳的口頭傳統習慣。塔
木德就是這一本記載猶太人傳統口耳相傳的生活習慣的書。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歌羅西書一、收信人：

歌羅西附近常常有地震和火山爆發，出產質地極好的羊毛，並且
有許多溫泉可以治病，目前歌羅西城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歌羅西的遺址並未被發掘，所以第一手考古資料並不多。

保羅寫此書前從未到過歌羅西 西
2:1 ，歌羅西教會是以巴弗建立的西
1:7  4:12-13 。該教會應該是以非猶
太人為主，因為整封書信沒有引用舊
約聖經，也沒明確提到舊約律法。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歌羅西書

三、寫作動機：

以巴弗則可能是歌羅西教會的牧者，為異端的事情專程到羅馬來
見保羅求助。

西 2:8 保羅用「理學（哲學）」來描述歌羅西教會遇到的「異
端」，當時顯然沒有一套異端的判定標準，因此保羅用「學說」、
「哲學」來描述之。



無法確認所面對的異端為何，不過可知該異端主張透過神秘經歷，
些禁慾生才能得救。基本上這個異端的思想可以說是諾斯底主義
的雛形與猶太教思想混合的一種型態。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歌羅西書

四、寫作時間與地點：

地點：一般認為可能是羅馬、以弗所、該撒利亞三個地方之一，
而大部分學者認為羅馬最為可能。

時間：保羅在羅馬坐牢的時間大約是西元60-62年，而 4:10 中
提到馬可不久要去探望歌羅西，而他自己也希望在獲釋後親自去
探望歌羅西教會，因此這封信應該是在坐牢末期寫的，且有文獻
顯示西元61到62年間歌羅西發生大地震，此後各種文獻就沒此
城的詳細紀錄，因此保羅寫信時間很可能在地震之前，大約是在
西元61年左右。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歌羅西書

五、特點：

保羅其他的書信較重視基督的工作，而本書重視的是基督的本性。

許多現代學者質疑保羅為本書的作者。持這說法（歌羅西書是有
人假託保羅的名義寫作的）的學者多半認為歌羅西書是保羅死後，
約西元80年著作。

「監獄書信」的寫作年代，比其他保羅書信，晚了幾年~十年，
其間保羅的神學與詞彙也應該有相當的發展。而且當時保羅面對
的挑戰，已經從早期的猶太律法主義為主變成是希臘哲學、諾斯
底主義等，所以書信的內容、思想一定也與早期所關注的不同。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利門書

簡介

本書主要信息是論到保羅憑著愛心，為奴僕阿尼西母求情，懇求
主人腓利門收留和善待他。本書表明在基督裡蒙拯救的肢體，都
被接納為親愛的弟兄，能在平等的地位上彼此接納和相交。

一、收信人：腓利門

腓利門是歌羅西人 ，可能是保羅在以弗所帶領信基督的。

腓利門是一個富有的人，他擁有奴隸，而且住處寬敞，可以供
教會聚會。

 二、作者：保羅。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利門書

三、寫作動機：

腓利門的奴隸阿尼西母可能偷了腓利門的錢而遠走高飛 ，到了
保羅被囚禁的城市（可能是羅馬、以弗所或該撒利亞），在那裡
與保羅接觸後真心悔改，相信基督，並且盡力的服事保羅。保羅
勸阿尼西母回主人腓利門那裡去，就寫信讓阿尼西母帶去給腓利
門，希望腓利門可以饒恕阿尼西母，並將之當成弟兄來對待。

 四、寫作時間與地點：應該與歌羅西書一樣。

地點：一般認為可能是羅馬、以弗所、該撒利亞三個地方之一，
   而大部分學者認為羅馬最為可能。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利門書

四、寫作時間與地點

時間：保羅在羅馬坐牢的時間大約是西元60-62年，而 4:10 中 
   提到馬可不久要去探望歌羅西，而他自己也希望在獲釋後
   親自去探望歌羅西教會，因此這封信應該是在坐牢末期寫
   的，且有文獻顯示西元61到62年間歌羅西發生大地震， 
   此後各種文獻就沒此城的詳細紀錄，因此保羅寫信時間很
   可能在地震之前，大約是在西元61年左右。如果是寫於以
   弗所，則是西元五十年代中期，但此說較不可能。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利門書

五、特點：

本書是保羅書信中最短的一封信，原文只有335個字，25節。

本書沒有教義的深入探討，而且是一封私人的信件，但卻描繪出
基督徒的品格與友愛的模範。

最近找到一些文獻，是關於奴隸或自由人（獲得自由的奴隸）與
主人關係破裂後，透過辯護士幫忙重新與主人恢復關係，這類的
文獻與腓利門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有學者認為此書信是保
羅為阿尼西母實行辯護士工作的文件。

腓利門書與歌羅西書關係密切，問安名單幾乎一致，阿尼西母也
在歌羅西書中提及。

本書沒有提及教義、辯論或倫理教導，是很特殊的新約正典。



新約導論
第五課 : 腓利門書

六、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

奴隸可分為產業奴隸與家奴，前者多半是戰俘與罪犯，幾乎不可
能重獲自由，家奴就比較有可能獲得自由。

羅馬法律規定任何人遇到逃跑的奴隸，必須在二十天內舉報。

重獲自由的奴隸稱為「自由人」，在法律上是自由了，但是在經
濟與社會方面，還是要仰賴過去的主人，繼續服事他。如果沒有
前主人的保護，自由人可能會處於更不安全的狀況中，畢竟奴隸
制度不單只是法律問題，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這也說明保
羅為何沒有直接提出讓阿尼西母自由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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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

保羅是羅馬公民，被拘禁的時候只是寬鬆的管束，但奴隸如果被
囚禁，則一定是嚴厲的管束，因此阿尼西母與保羅不可能是一起
被囚禁的獄友。

保羅在本書信中沒有對當時的奴隸制度表示意見，或者說奴隸
制度不是本書關注的焦點，因此並不適合用這一卷書來說基督教
信仰支持或反對奴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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