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信徒神學訓練(二) －保羅神學 
第一課：０９月０５日 

（介紹課程內容，認識保羅及其書信） 
 

認識保羅 
 對於保羅的成長我們知道的不多，然而我們卻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在兩種強大文化的影響之下成

長的：猶太文化及希羅文化。 
 我們從他怎麼描述自己信主前的狀態，就能夠知道他是堅信猶太教的。（腓 3:5；加 1:14；徒

22:3）保羅在成為基督徒之後，繼續遵守許多猶太習俗。（林前 9:20）猶太人因為保羅信仰基
督，而嚴厲地迫害他以後，保羅對其民族的認同感和忠誠仍然是那麼強烈。（羅 9:2-5） 

 保羅的背景是如何影響他的基督教神學呢？第一，保羅相信舊約經文的權柄，毫無保留地信任
和順服舊約。（提後 3:14-15）第二，保羅也緊緊的持守著一個猶太信念，就是有一天神要差
派彌賽亞來臨，他就是大衛的偉大後裔，他要來終結以色列人的痛苦，並且把神的國度擴展到
外邦中去。事實上，保羅改信基督教的原因是因為他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因此保羅毫不猶豫
地稱耶穌為基督（Christos），Christos 是希伯來語 Meshiach 或 Messiah 的希臘文翻譯。 

 另一方面，保羅來自於外邦人的城市基利家的大數。（徒 21:39）亦知道他是在耶路撒冷長大
的（徒 22:3）。但是我們看見成長後的保羅再次居住在大數。（徒 9:30；11:25）除此以外，因
為保羅享有完全的羅馬公民資格，所以他與外邦世界的接觸就更為堅固了。（徒 22:28）在使
徒行傳的幾個段落中，我們讀到保羅主動地宣稱他羅馬公民的權利來傳揚福音和為自己辯護。   

 保羅曾稱自己為“外邦人的使徒”。（羅 11:13）他比許多人更清楚外邦人的價值觀和信仰，
他準備充足，能有效地把福音帶到他們當中。事實上，保羅在外邦人中的服侍，使他捲入了第
一世紀教會其中一次最具爭議性的糾紛，那就是應否強迫外邦信徒行割禮的問題。(徒 15 章) 

 保羅許多書信的中心主題，是耶穌已經為外邦人的國度敞開了救贖大門，任何在基督裏的人，
在神眼中都被看成為完全遵守律法的正統猶太人了。 

 使徒的職分：保羅在其寫作中有 20 處以上以“使徒”一詞來描述自己，並且經常談及他作“耶
穌基督的使徒”的資格。當使徒在五旬節那天等候聖靈降臨的時候，彼得決定要立一位新的使
徒來代替猶大。因此，彼得解釋作一個帶有基督權柄的使徒的人，要符合三個標準：首先，他
必須曾經直接受過在世的基督的教導（徒 1:21）；第二，他須是耶穌復活的見證（徒 1:22）；
第三，他必須是被主親自揀選進入這使徒的位分（徒 1:23-26）。  

 保羅記錄了在他信主以後，立即到了阿拉伯的曠野度過了三年的時間。他又提及這個時期的長
短大概等於其他使徒與耶穌在一起的時間。在這三年間，耶穌親自把福音教導給保羅。(加
1:11-18)；保羅也符合了第二個標準：我們讀到保羅確實在大馬色的路上看見了復活的基督。
（徒 9:1-6）；最後，耶穌親自把使徒的職分賜給保羅。（徒 9:15） 

 
保羅的書信 

 新約共有多少卷書？_______ 保羅書信佔多少卷？_______ 
 保羅書信是那幾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羅書信（羅林加弗腓西帖提多門） 
 

 羅馬書作者使徒保羅，他也是新約其他十二封書信的著者。在教義方面來說，羅馬書乃是最偉
大的一部書。在聖經中稱為“福音”的救贖真理的全部，都詳詳細細地記載在羅馬書裡。基督
之死的必需，救贖與結果的完全敍述，都在本書中可以看到。本書的主要思想就是神的義。 

 
 哥林多前後書：哥林多是一繁榮而道德最敗壞的城市。在保羅走了以後，教會中發生許多生活

行為上的問題。這封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是論到有關基督徒生活的實際問題。 
 

 加拉太書：保羅從前曾對這些人傳過福音，他們歡喜領受了神的道。後來他們受猶太教會教師
影響，離棄了福音的真理，成律法主義者。保羅重申因信稱義的道理，本書主點是自由，與羅
馬書有密切的關係。 

 
 以弗所書是“監獄書信”之一，是保羅在羅馬坐監時所寫的。本書題目是“基督為教會元

首”，保羅在此關心的是普世的真教會，或基督的身體。此處所論乃新約中最為深奧而崇高的
真理。很少實踐性的教訓。 

 
 腓立比書是“監獄書信”之一，亦是保羅所寫的一封“謝箋”，特向腓立比教會表達謝意。本

書是保羅所寫一切書信當中最富有情感的一封書信。其中毫無指摘，滿了溫柔和愛心的表示。
總題似乎是在諸般試煉中基督徒都要喜樂。 

 
 歌羅西書是“監獄書信”之一。本書的大題旨就是基督乃是教會的元首，教會乃基督的身體。

歌羅西書與以弗所書有密切關係。異教的禁欲主義，神秘主義，天使崇拜等混進了教會，保羅
特別著重基督的位格來回答他們的一切問題。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論到基督再來，因為保羅在帖撒羅尼迦的工作時期很短，所以必要在真理上

堅固此新生的教會。同時又勸勉他們過聖潔的生活，鼓勵他們雖在試煉逼迫之中也當剛強壯膽。 
 

 提摩太前後書是保羅寫給他的親愛朋友，以弗所教會的牧者提摩太，指教他所應當作的工。提
摩太前書是三封(還有提後與提多)“教牧書信”中之一。題目是教會中的秩序、組織與規程。
後書是保羅寫給他信心子女們的最後一封書信。他不久就要退場了，他寫書鼓勵多人要步他的
後塵，並發出他最後勝利的呐喊。 

 
 提多書所討論的題目是“教牧的工作”，保羅吩咐提多在教會封立長老，並訓練被選職員。 

 
 腓利門書是另一“監獄書信”：腓利門的奴僕阿尼西母偷了他的財物而逃到羅馬。於是保羅寫

了此信給腓利門，求他饒恕阿尼西母，並托他將這信帶給腓利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