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讀經計劃》 

第四十七週 

經文：徒廿二至廿八章，羅第一至十六章 

保羅的書信 

保羅書信在新約正典中共十三本，寫作年期前
後超越十五年〔在他成了基督徒之後約十五年才
開始寫第一封信〕，而這些書信是分別寄給分散
於各地的個人或教會。保羅書信在新約中的編排
次序非根據寫作日期的先後，也並非按照主題。
它們是依據兩個簡單的原則： 

1) 佈道書信：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
太書。首三封是保羅在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完
成的。內容方面，羅馬書和加拉太書是十分接近
的，都是新約系統神學中的重要著作。 

2) 監獄書信：包括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
羅西書和腓利門書。相信這四封書信都是保羅在
羅馬牢中所寫的盡獄書信的特點，就是作者保羅
心情平靜，沒有因為教會問題困擾愁煩，所以書
信中語氣平靜，所寫的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要
教義及基督生活指南，是今日教會發展的指南。 

3) 牧者心聲：包括帖撒羅尼迦前後書，這兩
卷書信的特點是表達牧者對教會的親切關懷，特
別強調末世及主再來的信息。兩封書信內容充份
讓讀者了解牧者的心思情懷，非常特別。 

4) 教牧書信：包括提摩太前後書和提多書，
是保羅快將步向人生終點時所寫的私人信件，提
出作基督徒領袖及牧會原則。臨別贈言，保羅教
導年輕一代的傳道人怎樣在神的家牧養神所交託
的羊群，其中涉及教會牧養工作及行政措施，是
今日教會領袖必讀的書卷。 

羅馬書的特點 

保羅在寫羅馬書時，心目中特定收信對象是由
猶太人和外邦人組成的教會。羅馬書特點之一在
於它的『論文』風格。細察內容，讀者會發現羅
馬書不是一篇沒有時間性的神學論文，而是一封
寫給一間處在特定環境之下的教會書信。換句話
說，羅馬書就像保羅其他書信一樣，是因應情況
而寫的書信。書信的特性清楚顯示出引發保羅寫
作的原因，必然是覺得有需要向初期的一般信徒
談論某些適切的神學問題。 

有學者指出，保羅當時在羅馬帝國東方幾省的
工作似乎告一段落，他期盼到西班牙去闢新工場。
去西班牙必須經羅馬，而羅馬不只是帝國政權的
所在地，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所以保羅先把他
所知道那確鑿不移的真理傳授給羅馬教會，讓羅
馬教會成為傳播全備真理基地，對將來福音擴展
甚為重要。 

此外，亦有不少學者指出，羅馬教會像各地的
教會一樣，面臨隨著保羅腳踪而來那些歸屬基督
教卻帶著猶太律法思想的『律法主義』的攪擾，
保羅必須確保這政治及宗教中心在教義上穩固不
移，所以寫了羅馬書送去給教會。事實上，羅馬
書的確為當時教會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系統神
學基礎，使教會面對教義問題時可以有所依歸。 

讀羅馬書，我們會很快發現，在這本書中，保
羅的神學系統展露無遺。神學內容壓縮地充塞全
書，非慢慢分析不能領會它的整幅圖畫。單讀羅
馬書一 1～7 節，在這引言中，保羅把他的神學思
想一個個緊接在一起鋪排出來，是整個福音內容
的濃縮：包括神在舊約的應許，福音內容，耶穌
基督的身份，耶穌基督的工作，對聖徒的稱呼及
期望。『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說，義人必
因信得生。』〔一 17〕 

羅馬書的主題：全備的福音 

羅馬書本是一篇神學論文，它的主題又是甚麼？
許多聖經學者認為本書卷的中心主題是在於救恩
歷史的廷伸，揀出第九至十一章作為全書的核心，
但另一方面，『因信稱義』的題目明顯地是羅馬
書第一至五章的主題。然而，這些觀點卻沒有一
個具有足夠的廣度，來涵蓋整本書信全部主要內
容。『因信稱義』固然是羅馬書一個重要教義題
目，它亦成了三章 21 節至四章 25 節的要旨；可
是，它在書信的其他部分卻並不見得同樣重要。
因此，若真要找一個能夠涵蓋全書的主題，那必
定是『全備的福音』：『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一 16〕 

保羅指出，人因信而得白白稱義，基於耶穌基
督的救贖。因信稱義的人，與基督一同經歷死，
同埋葬，同復活，一舉一動有新生樣式。這些得
稱為義的人，已經脫離罪的束縛，進入一個由基
督，義，聖靈，恩典和生命掌管的新國度裏。所
以，屬基督的人可以勝過罪惡在生命中的權勢，
在日常生活中不再作罪的奴僕。羅馬書第十二至
十六章是基督信仰實踐的教義，對信徒個人生活，
教會事奉，社會和政治意識，以及宣教參與等方
面，都很有價值。 

 福音是甚麼？羅馬書一 1～17 對福音是甚麼真
理，有全本新約中最完整，最透徹的講解。這
一段又概括了福音的精華，保羅幾乎用全本書
三分之一的篇幅來闡明這段經文的真理。誰需
要福音？羅馬書一 18～三 31 無論是希利尼人，
或是猶太人，都在罪惡之下，都偏離了正路，
都伏在神審判之下。那麼，猶太人按舊約守律



法又有甚麼益處？舊約時代，神明明告誡猶太
人遵守律法，難道這一切都已廢去？都沒有好
處？保羅的回答是，『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
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
人知罪』〔三 20〕 

 福音是人類的轉捩點：『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
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
沒有分別。』〔三 21～23〕在第四章裏，亞伯
拉罕的靈命經歷被引用來證明因信稱義的福音
真理。 

 福音帶來勝罪的新生命：第五章繼續闡明因信
稱義的福音，基督為罪人死的事實，並解釋亞
當與基督為人類帶來不同的結果。第六章指出
基督徒生活上的問題，基督徒信主後要將肢體

『作義的器具獻給神』，如果信徒如此作，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六 14〕福音帶來新生命：
保羅在七 22 稱新生命為『裏面的人』，這裏面
的人喜歡神的律，卻與肉體中另個律爭戰，必
須靠主基督耶穌才能得勝。第七至第八章繼續
在這個題目上解釋，裏面帶著一個極其嚴重的
警告：『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
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
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八 5～6〕 

福音帶來生命的改變，真實的信仰與生活行為
是不可能分割的。羅馬書第十二章，保羅勸基督
徒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不要效法世界，要心
意更新而變化，察驗神的旨意。這原是基督徒生
活的基礎。羅馬書第十三章至十五章，都是保羅
對基督徒生活上非常有說服性的勸告。他用了六
個『因為』，有些在中文譯本上沒有譯出來，仔
細讀來，非常有意思〔十三 8，11；十四 3，10，
17；十五 3〕來解釋我們當如此行的理由。『因為

神已經收納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
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十四 4〕 

每日讀經思想問題 

1) 徒第廿二至廿四章：『保羅被捕，上訴』 
a) 分析保羅在第廿二章中的辯護，他用的方法是

甚麼？結果如何？有甚麼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b) 保羅在公會前申訴，與他在巡撫面前的答辯

〔廿四 10～21〕，有何異同？為何有此差異？ 
c) 為何猶太人不擇手段一定要置保羅於死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徒第廿五至廿八章：『福音更廣傳』 
a) 試比較司提反殉道前的申訴，和保羅在亞基帕

和腓力斯面前的申辯，兩者有何分別？他們強
調的是甚麼事呢？ 

b) 既然亞基帕說可以釋放保羅，保羅為何仍要上
訴？目的何在？ 

c) 猶太人為何堅決不接受福音？保羅可曾為此灰
心？這對我們有甚麼提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羅馬書第一至三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a) 第一章，指出保羅對福音的定義及態度？ 
b) 第二章，神根據甚麼標準審判人？這標準對猶

太人和外邦人是否一樣？ 
c) 在第三章中，保羅怎樣介紹神的屬性？『神的

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何解？ 
d) 基督徒怎樣看律法？『我們因信不是廢了律法，

而是更堅固律法』〔三 31〕甚麼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羅馬書第四至八章：『因信稱義的福音』 
a) 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他的信有甚麼

特別？為何在雅各書二 21～24 卻說亞伯拉罕
是因行為稱義？兩者為何有此矛?盾？ 

b) 第五，六章，人信耶穌後，與神的關係有甚麼
改變？信徒的心態，人生觀當有何不同？ 

c) 第七章，惡慾如何因律法而被發動？若是如此，
律法豈非為人帶來禍患？神為何賜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羅馬書第九至十一章：『選民不全被棄』 
a) 第九章強調神揀選的主權，無人可以向神強嘴。

既然如此，不信的人豈非毫無責任？神絕對的
主權與人的自由意志是否互相排斥？ 

b) 『我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動你們的憤恨』〔十
19〕何解？神為何要如此行呢？ 

c) 第十一章除了說明神不棄絕祂的選民外，亦表
明神的公義。你認為神在新約時期是否同樣強
調祂的公義？同樣有施行公義的時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羅馬書第十二至十六章：『聖徒的品行』 
a) 第十二章，人怎樣可以將自己獻上，『當作活

祭』？具體說明這話怎樣在生活中實行？你是
否已經這樣作，這決定怎樣影響你的人生價值
觀？ 

b) 第十三章，基督徒應該怎樣看在上有權柄的人？
如果掌權者的決定不合聖經原則又怎辦？如果
經過自己分析，不是好的決定，我們又怎辦？
在今日教會中，這原則應該當尊重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