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森（D. A. CARSON ) 博士評語：「以弗所書最好的英語註釋書。j
馬歇爾（丨. H o w a r d  m a r s h a l l ) 、穆爾（D o u g la s  m o o ) 、

亨格爾（MARTIN HENGEL) 推薦

以弗所書I註釋



最重要的是，處理聖經經文的手法既新鮮又深具洞察力，既有豐富 

的資訊又能造就人，極 度 以音為中心，同時卻又極令人感動地努 
力解決其細節。

^  4

■  「這是一本紮實的學術作品，充分熟諳最新的研究動態*仔細的論述，放膽無懼地 

為諸如保羅是本書信作者這樣棘手的議題辯護，清晰翔實的詮釋廣泛處理解經的問 

題 ，體貼的安排使不熟悉希臘文的讓者也很容易理解（同時為有需要的人將專業性 

的内容放在註腳） * 溫馨的行文風格鼓勵讀者分享作者對於經文的鑑賞：聖經帶著 

信息臨到當代人。」

-塊歇爾( I. Howaid Marshall) . 著 《馬歇爾新約冲學》

■  「這本刻意以保守立場撰寫的註釋書非常周全地解釋以弗所書，也對經文獨特的信 

息表現出深切的神學關注。這卷書信往往帶著艱深難解的詞語，歐白恩卻為讀者提 

供新穎且更好的理解。牧師和基督徒教師在預備講章和課程時•都能從本書獲得 

有價値的幫助。經文中的許多問題都獲得透徹而深入的討論，其解決方式也令人

信服。J
-----亨格附 (Marlin Hengel) • H:宵根大學(University of Tiibingen)

■ 卡森（D. A. C a r s o n )的評論是：本書是以弗所書「最好的英語註釋書。歐白恩深思 

熟慮地吸收並過濾之前的註釋書中最佳的材料，但做出自己的貢獻，堅守經文，仔 

細且嚴謹地追溯神學論據，他能使用新約解經學的各種工具，卻不會過度倚重任何 

一個工具。他能反思歷史與社會處境，卻不輕易接受社會科學裏隱含的神學。深感 

榮幸能推薦這本註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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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席

註釋書有特定的目標，這個系列也不例外。「柱石新約註釋 

系列」 （P il la r  N e w  T es tam en t C o m m e n ta ry  ) 首先要清楚說明聖 

經現有的經文。撰寫這些註釋書的學者與最重要的當代爭議互 

動 ，卻避免深陷於不當的專業細節中》他們的理想是結合嚴謹的 

解經與閫述，同時留意聖經神學與聖經在當代的適切性，卻不將 

註釋書與講章混為一談。

這個進路的基本理由是：「客觀學術」 （一個空洞的幻想） 

的憧憬其實可能是褻漬神的。神站在我們之上；我們不是居於審 

判祂的地位。當神藉著祂的話向我們說話時，那些自稱認識祂的 

人必須以合宜的方式回應，而那肯定不同於學者所反映出的獨立 

自主和冷眼旁觀的姿態。然 而 •這並非鬼鬼祟祟地訴諸於不受控 

制的主觀感受。這個系列的作者們期望對於經文抱持公平的開放 

態 度 ，那才是最佳的 ^ 客觀性」。

如果聖經的經文是神的話，我們就應當以敬畏的態度來回 

應 ，就是畏懼、神聖的喜樂、探求的順服。這些價值觀應當反映 

在基督徒的寫作方式上。抱持著這些價值觀，「柱石新約註釋系 

列 」不單會受到牧者、教 師 、與學生的熱烈歡迎，一般讀者也會 

同樣歡迎它們。

* 氺 幸 本 氺

我特別為這本《以弗所書註釋》感 恩 。歐白恩已經為腓立比 

書與歌羅西書撰寫了重要且堪為典範的註釋書，有極佳的裝備來 

撰寫目前這本書。歐白恩博士以謹慎小心且尋根究柢的解經而廣 

受敬重，出於多年擔任宣教士、講道者、大學講師、副院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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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學者的經歷來寫作》他博覽群籍，且與他不贊同的那些人進行深 

思熟慮的互動，使得這本書對於學者和牧者都很有幫助。但最重 

要的是，他處理聖經經文的手法既新鮮又深具洞察力，既有豐富 

的資訊又能造就人，極度以福音為中心，同時卻又極令人感動地 

努力解決其細節。深感榮幸能推薦這本註釋書。

卡 森 （D. A. C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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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筆者於青少年時期成為基督徒，參加我們教會的一個讀經小 

組 。以弗所書是新約聖經中我研讀的第一卷書。那時我不明白這 

卷書中的許多細節，但我還記得當時深受後面幾章的一些勸勉感 

動 。從那以後，以弗所書就一直強烈地吸引我，雖然我一直努力 

解決它裏面長而複雜的句子、以及環環相扣的神學主題。因 此 > 

受 邀 為 「柱石新約註釋系列」撰寫這卷書的註釋，實為筆者的榮 

幸 。在過往的五年中，除了承擔其他的責任之外，它使我能以與 

神話語中這個崇高且富挑戰性的部分搏鬥。以弗所書全面性地論 

述了神的旨意，蘊含重大的主題  > 強調合一、真 理 、與 愛 ，而且 

深深關注神的子民應當活出神在基督裏的新人當過的生活；這卷 

書已經證明是既鼓舞人心，又是深切的挑戰。

完成了這卷書，也實現了想要為保羅每一卷監獄書信撰寫註 

釋書的願望一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註釋》 （W o rd  B ib l ic a l  

C o m m e n ta ry  ) 、 《緋立比書註釋》 （N ew  In te rn a t io n a l G reek 

T es tam en t C o m m e n ta ry  ) ，現在則是《以弗所書註釋》 。我知道 

自己受惠於之前為這卷書撰寫註釋書的人何等的多。我尤其受惠 

於 布 魯 斯 （F. F. B r u c e ，我的老師） 、馬 可 • 巴 特 （M a rk u s  

B a rth  ) 、史納肯伯 （R u d o lf  S ch na cke nb u rg  ) 、林 康 （A n d re w  

L i n c o l n ) 等人早些年的註釋，以及晚近由貝斯特（E rn e s t B e s t)  

撰寫的註釋；這些只是少部分而已。林康的註釋書包含許多解經 

學與神學的洞見，我從中學習很多。甚至在我與林康不同之處 

( 尤其是以保羅為本書作者這個重要問題上） ，我都深深感謝他 

為這些議題鋪下的道路。他幫助我釐清思想，我希望在本註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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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中能公允地呈現他的觀點。也非常感謝霍納（H aro ld  H o e h n e r) ， 

容許我使用他即將出版之《以弗所書註釋》的手稿。

慕爾 學 院 （M o o re  C o l le g e ) 慷慨提供教員離校從事研究工 

作 。這樣的慷慨使我能以先後到三一福音神學院（T r in i t y  E va n 

g e lic a l D iv in i t y  S ch o o l, D e e r f ie ld , I l l in o is  ) 與 丁 道 爾 之 家  

( T y n d a le  H ouse , C a m b rid g e  ) ，在舒適的環境度過愉悅且富有 

成效的日子，終於完成了這本註釋書。

我受惠於許多人，希望能將我的感謝記錄在冊。我尤其珍惜 

神子民當中兩位崇高人士的個人友誼、鼓 勵 、與睿智的學術建 

議 ，那 就 是 「柱石新約註釋系列」的主編唐納 • 卡 森 ，與穆爾學 

院的院長彼得 • 曾 森 （P eter Je nse n) 。他們兩人在數不清的方面 

都是巍巍巨塔，我在神的恩典下深受他們之恩。也感謝麥克琳 

( A n ne  M a c k lin  ) 與梅德門 （R ob M a id m e n t ) 編輯本書的索引。

最 後 ，我由衷感謝內人瑪麗（M a r y ) ，謹將此書獻給她。她 

欣然且滿有愛心的支持、與不住的禱告，在神的掌管下促成了本 

書的完成。最重要的是，她在我們婚姻生活中滿有恩慈的榜樣， 

幫助我更多理解基督愛那回應祂的教會的奧秘。

K  白 恩 ( Peter O ’ B r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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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以 弗 所 書 是 人 類 曾 經 寫 過 的 最 重 要 文 件 之 一 。柯立芝 

( Sam uel T a y lo r  C o le r id g e  ) 稱 之 為 「人類最神聖的作品」 。這 

封書信是加爾文（John C a l v i n ) 最喜愛的*而羅炳森（J. A rm i-  

tage R o b in s o n  ) 後來將之形容為「聖保羅著作的冠冕」 。1布魯 

斯認為它是「保羅主義的精華」 因為它「在極大程度上總結了 

保羅書信最重要的主題*並且說明了保羅做為外邦人使徒之事奉 

的普世含意」 。2 布 朗 （R aym on d  B ro w n  ) 聲 稱 ：「作為對基督 

徒思想與靈命最有影響力的可能書卷」 ，在保羅的著作中，只有 

羅馬書能夠與以弗所書相匹配。3

雖然早期教會針對這卷書撰寫的註釋傳到我們手中的比較 

少 ，這分文件被早期教會視為保羅的作品，從寫成的時候開始就 

對基督徒生活有很重要的影響，從早期基督徒作品的無數引句即 

可見一斑。4 在往後的許多世紀中•它對基督徒的禮拜儀式與敬虔 

發揮了可觀的影響力；禮拜中的禱告與簡短的讀經常常取自以弗 

所 書 （參 ：二 4 〜6 、19〜2 2 ，四 11〜1 3 、2 3〜2 6 )  »

Robinson, v i i 。

2 F. F. Bruce, Paul: Apostle of the Free Spirit (Exeter: Paternoster, 1977)，
4 2 4 。 布魯斯使用的「保羅主義的精華」一詞，原來是由皮克（A. S. 
Peake ) 所 造 的 ，首 次 用 於 他 的 講 座 ‘ St. Paul in  Rome. 4.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 ，BJRL 49 (1967 )，3 0 3。

3 R. E. B row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New Y o rk / 
London; Doubleday, 1997)，620 °

4 . 如 ：史納肯伯（Schnackenburg，311 ) 根據兩卷的《教父的聖經》

( Biblia Patristica ) 所主張的。斯諾德格拉斯（1 2 頁 = Snodgrass， 
. 17 ) -認為：在塑造基督徒的生命與思想上，只有詩篇、約翰福音、與 

羅馬書像以弗所書一樣具有深遠的意義，而這些都是比較長的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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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否因為以弗所書全面論述神的拯救旨意（從祂在創立 

世界以前的揀選，到祂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得高舉的基 

督在這些旨意中的地位和信徒與祂的關係、神在基督裏勝過各種 

權 勢 、對教會宏偉壯闊的描述、充滿了敬拜與禱告的用語、或其 

倫理教訓的範圍與深度，以弗所書都對許多人的生活造成深邃的 

影響 。5
但 是 ，本書信不單對於過往人類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響。它 

也帶著極大的能力向我們當代的處境說話。這個世界似乎失去了 

方向感；這個社會最偉大的成就也不過就是一團糟；對於這樣的 

世界與社會，神對人類尷尬處境所做的分析，連同神那滿有恩慈 

且包羅萬有的救恩（就如在以弗所書二章1〜7 節所見的） ，最終 

為了落在神審判底下的世界提供唯一的盼望。斯諾德格拉斯 

( K lyn e  Snodgrass ) 恰當地評論說：「以弗所書對於福音的理 

解 ，挑戰並重新界定我們這個時代盛行的對於福音的膚淺理 

解 。」6

以弗所書一再叫人注意信徒從前的生活方式與現今在基督裏 

的新生命之間鮮明的對比，這些對比是以從前一如今的格式強調 

的 （尤其注意第二章） 》五 章 8 節言簡意賅地描繪了非信徒與那 

些在基督裏之人的根本差異：「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 

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對於讀者的基督 

徒生活做諸如此類的描繪，顯然是要提醒他們回想自己目前已經 

獲得特權進入的地位，並要勸勉他們照著神與基督的属性而生活

5 注意 Schnackenburg, 311 -4 2 ，‘ The In fluence o f  the Ep istle  th rough
out H is to ry ’ 這一■章 。

6 斯諾德格拉斯’ 1 3頁= Snodgrass，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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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四 3 2〜 五 2 的註釋） 。這也將意味著：他們的生活型態不 

應該受到周遭社會的塑造。

在一個越來越後現代的世界中，以弗所書令人耳目一新，因 

為它極力斷言真理是重要的，也就是神的真理和祂的福音，這真 

理與一切的赝品和缺乏實際相對立。然 而 ，本書信雖聚焦於真 

理 ，卻不是犠牲了愛》恰恰相反。這卷書從頭至尾都將神與基督 

的愛視為不可或缺的，並且勸勉信徒要效法神，其途徑則是要活 

出愛的生活（五 1〜2 ) ，這些字眼大致概括了第二部分的勸勉材 

料 （四〜六章） 。事實上，有人聲稱：除了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以 

外 ，以弗所書比保羅書信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提到愛，尤其是信 

徒在愛中的生活。再 者 ，這樣關注真理與愛的關係，是與合一緊 

密結合在一起的。鑑於神宏偉的拯救旨意（在一〜三章詳盡閩 

述 ） 、以及祂要在基督裏使萬有同歸於一的計劃，保羅勸勉那些 

領 受 了 神 「在基督裏」所 賜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的 人 （一 

3 ) ，行事為人應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四 1 ) 。這個勸勉的核心， 

是一個急迫且滿有能力的命令：「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四 3 ) 。這個勸勉的強烈動機•是以一 

連七個的歡呼表達的（4 〜6 節 ） ，讀者在其中受到提醒：基督徒 

的信仰與生命是基於根本的合一。

在第一〜三章重要的神學斷言之後，本書信第二部分的勸勉 

性材料（四〜六章）是既重要又意味深遠的（注意五 2 1〜3 3 對於 

婚姻的教導） 。但以弗所書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一些規則清單讓我 

們去遵守；它也沒有為我們在神和其他人面前的根本需要提供華 

而不實且簡易的解決辦法。本書信反而是基於我們與基督的聯 

合 ，因此也是基於我們與神的關係，勸勉我們「要徹底改變我們 

的內心與性格」。7 我們生活的每一層面，現在都要照著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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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活 。我們要常常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為了凡事感謝父神 

( 五 2 0 ) 。鑑於神在福音裏的啟示，基督徒必須在認識上成長， 

以便更加認識祂（一 1 7〜1 9 ) 。我們需要神賜給我們能力，以便 

明白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因為神渴望我們能被充滿而達到神豐 

滿的度量（三 1 9 ) 。

以弗所書做了一些與神的子民有關的重要神學斷言。它引入 

一連串意味非常深遠的意象來描寫教會，包括諸如身體、殿 、在 

基督裏、新 婦 、新 人 、家 庭 、與婚姻之類的詞語。因 此 ，聽見許 

多人聲稱新約聖經中的這卷書包含「最崇高的教會論」 ，也就不 

足為奇了。藉著這範圍極廣的意象所指的對象和呈現的具體教訓 

都是很重要的，也必然向我們當代教會裏面膚淺、属 世 、以自我 

為中心、個人主義的現象發出挑戰》

然 而 ，儘管如此，以弗所書所呈現的仍然像是一個謎。我們 

不知道這封信是寫給誰的，是從哪裏寄出的，或者寫信的確實原 

因為何。此 外 ，大多數當代學者並不接受保羅為以弗所書的作 

者 。

7 斯諾德格拉斯，1 4頁= Snodgrass, 1 9 。



- 、作者

— 、作者

作者依照那個時代的慣例，一開始就先宣告自己的身分，說 

他是使徒保羅（弗一 1 ; 參 ：三 1 ) 。此 外 ，本書信包含許多個人 

性的口吻：作者聽見讀者的信心與愛心（一 1 5 ) ；他為他們感 

謝 、禱 告 （一 1 6 ) ；他自稱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 （三 1 ，四

1 ) ，並且請求讀者為他代禱（六 19〜2 0 )  。「自稱為保羅的這 

個人是讀者所認識的，並且深信自己的聲稱不會被推翻。」8除非 

有非常強而有力的相反證據，任何人若聲稱是任何從古代傳到我 

們手中之書信的作者，我們都應該接受。9

這樣斷言保羅是以弗所書的作者，為早期教會所接受，一直 

到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之前都沒有受到質疑》從很早就常常 

有人提及本書信，顯然從羅馬的革利免（Clement  o f  Rome ；主後 

9 5 年 ）開始就如此了。l e伊格那丟引用此信，顯示出他很熟悉神 

的軍裝（六 11〜1 7 ) ；坡旅甲也引用以弗所書四章2 6 節 ，將之 

與詩篇四篇4 節並列為聖經的經文，愛任紐（I renaeus) 引用以弗 

所書五章 3 0 節 ，並且介紹說：「正如聖保羅在他寫給以弗所人的 

書信中所宣告的。」事實上，愛任紐多次將以弗所書歸諸於保羅 

( 《駿異端》 〔Aduersws Haereses〕1.8.5; 5.2.3; 8.1; 14.3; 2 4 . 4 ) 。 

馬吉安（M a r c i o n )認為以弗所書是真正由使徒所寫的一封信，雖

8 D. A . Carson, D. J. M oo, and L. M orri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3 0 6 。

9 ' 舉證的責任落在那些否認作者身分的人身上。

1 0 貝斯特（Best，1 5 ) 對於革利免知道以弗所書存在的結論提出質疑。 

然而 • 他的確承認有1 目當的可能性’ 伊格那丟（Ig n a tiu s) 或坡旅 

甲 （P o lyca rp ) • 甚至兩人• 知道以弗所書的存在」（17) 。注意他 

對於使徒教父的概述（PP. 1 5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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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是 寫 給 老 底 嘉 人 的 （特 土 良 《反駁馬吉安》 〔T e r tu l l i a n， 

Adversus Marcionem ] 5 .17  ) , 而 它 在 〈穆拉多利經目〉 （M u ra - 

to r ian Canon ；約 主 後 1 8 0 年 ）中列為保羅書信之一。在第三世 

紀 ，正統教會與異端對手通常都將之歸於保羅之手。

到了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首先有人挑戰以保羅為作者 

的傳統觀點。包 珥 （F. C. B a u r ) 和追隨他的人極力反對，對於後 

來的學術路線造成了相當可觀的影響，導致今天學者們的分歧意 

見 。大多數學者認為本書信不是保羅寫的。雖然反對保羅作者身 

分的證據並不明顯，那些支持這種論調的人卻仍然聲稱：作者深 

切思考過保羅的書信（尤其是歌羅西書） ，因而融入了他的思想 

中 。但 是 ，如果以弗所書具有這麼多保羅的特色，是否應該如此 

認真地質疑保羅的作者身分呢？

反對保羅作者身分的主要論據如下：

1 .以弗所書不具個人性的特質

以弗所書「隱含的作者」是保羅（一 1 ，三 1 ) ，他聲稱自己 

擁有使徒的權柄，並且形容自己是為基督、福 音 、和外邦人受苦 

的囚犯（三 1 、1 3 ，四 1 ，六 1 9 、2 0 ) 。但他並未在本書信中提 

及他受苦或被囚的細節。他似乎只對讀者有空泛的認識（一 1 3 、 

15 > 1 6 ) ，並且問他們是否曾聽聞神的恩典賜給他在服事外邦人 

上的管家職分（三 2 ) ；他也問他們是否接受了過去所接受的教 

訓 （四 2 1 ) 。信中沒有給以弗所教會成員的個人問候，頗令人吃 

驚 ，因為他對羅馬的基督徒表達了長篇的問候，那時他還沒有造 

訪過那座城市（羅十五〜十六章） 。這一切全都強化了一幅畫 

面 ，即作者與他的讀者沒有任何親密的關係。

根據使徒行傳，保羅首次抵達以弗所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 

的末了（主 後 5 2 年秋天） ，並且在動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在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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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會堂裏有短暫的服事（徒 十 八 18〜2 1 ) 。一年以後，在他第三 

次宣教旅程中，他重返以弗所 * 並在當地停留兩年半，於 主 後 56 

年春離開（十 九 1〜二十 1 ) 。一年以後，他在從哥林多前往耶路 

撒冷途中，於米利都會見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們（二 十 16〜3 8 ) 。 

如果保羅曾經在以弗所停留相當長的時間，怎麼可能會說他「聽 

見 」他們的信心與愛心呢（一 1 5 )  ? 為何他這封信的結尾如此簡 

短 ，道別時又如此淡然而沒有人情味呢？

這個討論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我們如何解釋以弗所書一章1 

節 （見下文的討論） 。我們如果暫時先預設稍後所要達成的結 

論 ，即 「在以弗所」等字不屬原來的讀法，那麼本書信仍然可能 

是由使徒保羅所寫的，作為一般性的書信，送達小亞細亞西南 

部 ，對象主要是外邦人（見 ：一 1 的註釋） 。

2 .遭詞用字與行文風格

有人認為，在遣詞用字與行文風格上，以弗所書顯露出與普 

遍被接受為保羅所寫的書信重大的差異。有四十一個字是只有出 

現在以弗所書的，另外有八十四個字未見於保羅其他著作、卻出 

現在新約聖經其他地方。然 而 ，若與新約聖經其他書卷相比較， 

這些統計數字並不具有重大意義。例 如 ，加拉太書有類似的篇 

幅 ，有三十五個字是僅見於該卷書的，但該書卻普遍被認為是保 

羅的作品。比較重要的或許是：那些獨特的詞當中有許多都出現 

在使徒教父著作中，所以這卷書更接近使徒後的作品》11然 而 ， 

我們會懷疑，會不會是早期教會的教父們知道並使用以弗所書， 

所以反而受到這卷書的影響。

11 例 如 ：胡£ 0 ^  ( 「沒有神」 ；二 1 2 )  , &CT0<t>0? ( 「愚昧人」） ，fcvdTT)!；

( 「一 ，合一」）等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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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一些字詞與片語的組合，是以弗所書獨 

有 的 ，反映出作者獨特的表達方法。它 們 包 括 「屬靈的福氣」 

(一 3 ) 、「創立世界」 （一 4 ) 、「過犯得以赦免」 （一 7 ) 、 

「祂旨意的奧秘」 （一 9 ) 、「真理的道」 （一 1 3) 、「榮耀的 

父 」 （一 1 7 ) 、「肉體所喜好的」 （二 3 ) 、與 「學了基督」 

( 四 2 0 ) 。行文風格上的其他特色包括：以弗所書使用的「在天 

上 」 （一 3 、20 , 二 6 , 三 10 , 六 1 2) , 是與屬天的領域有關 

( 而不是「在諸天上」） ；用 「魔鬼」一 詞 （四 2 7 ，六 11 ) ，而 

不是撒旦（羅十六 20 ；林前五 5 ，七 5 ;林後二 1 1 ，̂ ^一 1 4 ，十 

二 7 ；帖前二 18 ；帖後二 9 )  ； 12此外還使用「所以經上說」這 

個引介的格式語來介紹引句。13但 是 「真理的道」也出現在保羅 

書信其他地方（西一 5 ; 參 ：林 後 六 7 ；提後二 1 5) ，類似的用 

語也出現在新約聖經其他書卷中：「肉體所喜好的」 （二 3 ) 與 

約 翰 福 音 一 章 1 3 節 （「情慾」）類 似 ，而 「榮耀的父」 （一 

1 7 ) 類似於「榮耀的神」 （徒 七 2 ; 參 ：太 十六 27 ; 羅 六 4 ;腓 

二 1 1 ，四 2 0 ) 。這些詞語當中有許多都是保羅書信全集中獨有 

的 ，雖然其中一些在新約聖經其他部分有類似用詞。然 而 ，需要 

牢記在心的是：保羅在他每一封書信中都使用獨特的語彙，而不 

單是在以弗所書中。14這可能歸因於許多因素，涉及到使徒的心

1 2 無論如何，SuipoAoe ( 「魔鬼」）都是一個常見用詞，在新約聖經中出 

現 3 7次 。

1 3 進一步的細節見L in co ln , l x v 。

14 甚至連米頓（C. L. M itto n ,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O xfo rd : C la
rendon, 1951], 2 9 ) 都承認：「毫無疑問真正厲於保羅的書信中，有 

幾封甚至有更高的用詞比例* 是未見於保羅其他著作的；」引用於H. 
W. Hoehner, Ephesians (Grand Rapids: Baker, 2002)，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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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他 與 讀 者 的 關 係 * 以 及 論 述 的 議 題 —— 簡 單 地 說 ，與書信的 
整 個 情 境 有 關 》

以 弗 所 書 的 行 文 風 格 ，曾 經 被 人 稱 為 「冗 赘 重 複 」 ，其特色 
是 長 句 子 ，以 關 係 子 句 或 原 因 子 句 與 分 詞 結 構 延 伸 （如 ：一 3 〜 
1 4 、15〜2 3 ，二 1〜7 , 三 1〜 1 3 , 四 11〜 1 6 ，六 14〜2 0 ) 。昆 
恩 （K . G. K u h n ) 指 出 ：這 些 鬆 散 地 串 接 在 一 起 的 子 句 也 經 常 出  
現 在 昆 蘭 （Q u m r a n ) 文 獻 中 ，尤 其 是 在 感 恩 詩 歌 ，他 認 為 ：它們 

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可 能 是 因 為 延 續 該 傳 統 所 致 。15在以弗所書 

中 ，重 複 出 現 一 些 以 所 有 格 結 構 連 接 起 來 的 同 義 詞 （尤其注意在 
一 1 9 ，三 7 ，六 1 0 表 能 力 的 詞 語 ） ，另 一 些 時 候 ，則將同義詞並 

列 （如 ： 「智 慧 聰 明 」 ，一 8 ; 「過 犯 罪 惡 」 ，二 1 ) 以達到修辭 
效 果 。簡 單 重 複 一 些 關 鍵 字 或 同 源 字 ，則 是 以 弗 所 書 在 修 辭 風 格  
上 的 另 一 特 色 ，例 如 ，堆 砌 一 些 詞 語 來 指 神 的 揀 選 或 旨 意 （一 3 

〜 11 ) 、知 識 （一 1 7 〜 1 8 ) 、或 恩 典 與 憐 憫 （二 4 〜 8 ) 。最 
後 ，在 二 章 1 4 〜 1 8 節 有 一 種 「思 想 的 韻 律 」 ，是 與 「平 安 」 、 

「合 一 」 、以 及 毀 滅 「敵 意 」有 關 的 。16

15 K . G. Kuhn, ‘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in  the L ig h t o f  the Q u m 

ra n  T e x ts 5, in  P aul and  Q u m ra n , ed. J. M u rp h y -O *C o n n o r  (L o n d o n : 

Chapman, 1968)，116—20 ；注意 P. T. O ’ B rie n ，‘ Ephesians I: An 
Unusual In troduction  to a New Testament L e tte r ’ ，NTS 25 (1979)， 
504-16  ’ 尤 其 5 0 7 -9對此說法的討論與互動。

16 A . van Roon, The Authenticity o f Ephesians (Le iden: B r i l l ,  1974), 
13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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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特 色 17主 導 本 書 信 的 第 一 部 分 ，作 者 在 其 中 刻 意 使 用 崇  
高 的 語 彙 來 表 達 頌 讚 、讚 美 、禱 告 、與 頌 榮 。在 其 他 地 方 ，他顯 
示 出 他 能 夠 寫 出 更 直 接 、簡 潔 扼 要 、並 生 動 活 潑 的 論 述 。18再 
者 ，若 與 保 羅 的 其 他 作 品 相 比 較 ，長 句 子 也 不 全 然 是 不 尋 常 的 ， 
縱 使 以 弗 所 書 的 確 有 較 多 的 數 量 。范 榮 （A . van  R o o n ) 已經指 
出 ：在 頌 讚 與 禱 告 中 （弗一 3 〜 1 4 、15〜 23 - 三 14〜 19 ; 參 ：羅 
八 3 8 〜 39 , H^一 3 3 〜 39 ；林前一  4 〜 8 ；腓一 3 〜 8 ；帖前一  2 〜 

5 ；帖後一  3 〜 1 0 ) ，在 含 有 相 當 可 觀 教 義 內 容 的 陳 述 中 19 (弗 二  
1 〜 7 , 三 2 〜 13 ；參 ：羅 三 2 1 〜 26 ；林前一  2 6 〜 29 ’ 二 6 〜
9 ) ，以 及 在 勸 勉 的 題 材 中 （弗 四 1〜 6 、1 1 〜 16 ’ 六 1 4 〜 20 ； 
參 ：林前十二  8 〜 11 ；腓一  2 7 〜二 1 1 ) ，保羅都選擇使用長句 

子 。M 若 說 他 不 能 以 這 種 特 色 來 寫 作 ，其 實 是 質 疑 保 羅 的 足 智 多  
謀 。這 些 句 子 也 並 非 不 符 合 他 其 他 書 信 的 特 性 。或許當時 沒 有 重  
大 的 牧 養 壓 力 ，讓 他 有 心 情 更 多 思 考 ，所 以 使 徒 刻 意 使 用 崇 高 的  
禮 拜 儀 式 用 語 （其 中 有 些 可 能 借 用 自 早 期 基 督 徒 的 敬 拜 ） ，來為 
神 榮 耀 的 救 恩 計 劃 讚 美 祂 （尤 其 是 在 一 〜 三 章 ） ，並且造就這批 
以 外 邦 人 為 主 的 讀 者 。

1 7 也要注意為了修辭效果所用的諧音字與重複的聲音（一 2 3 ) ，以及在 

( 例如）一 章 5 、6 節與四 章 1 2 節把一連串介詞連在一起使用（如 

L in co ln , x lv -x lv i 所指出的） 。

1 8注意提及 「豐富 」之 處 （一 7 、1 8 ，二 7 ，三 8 、1(5) ，以及經常重 

複 出 現 的 「所有」 。林 康 （L in c o ln ，x lv i ) 雖然反對保羅的作者身 

分 ，卻承認這一點。

19 詳見 P. T. O ’ B rie n ，Introductory Thanksgivings in the Letters of Paul 
(Le iden: B r i l l ,  1977) 。

20 A. van Roon, Authenticity, 105-11 ；參 Hoehner, 2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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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以 弗 所 書 中 有 些 遣 詞 用 字 與 行 文 風 格 上 的 差 異 ，但根據 
我 們 的 判 斷 ，它 們 並 不 足 以 讓 人 懷 疑 它 的 真 實 可 靠 性 。如果本書 
信 是 由 使 徒 的 一 位 門 生 寫 的 ，那 麼 這 位 傑 出 作 者 的 程 度 直 逼 保 羅  
自 己 ，卻 在 第 一 世 紀 教 會 中 默 默 無 聞 ，可 就 令 人 驚 訝 了 。

3 . 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的寫作關係

以 弗 所 書 與 歌 羅 西 書 之 間 有 寫 作 上 的 關 係 ，是非常 顯 而 易 見  
的 。艾 伯 特 （T. K . A b b o t t ) 的對照表顯示出這兩卷書一節一節之 

間 驚 人 的 相 似 之 處 。21兩 者 之 間 的 這 個 關 係 ，是 用 來 反 對 以 保 羅  
為 以 弗 所 書 作 者 的 最 關 鍵 因 素 。認 為 以 弗 所 書 是 託 名 著 作 的 學  
者 ，大 多 數 都 聲 稱 這 卷 書 大 大 倚 重 歌 羅 西 書 作 為 主 要 的 寫 作 資 料  
來 源 。22例 如 ，林 康 （A n d re w  L in c o ln ) 相 信 這 是 否 認 保 羅 為 本  

書 信 作 者 的 主 要 理 由 ： 「反 對 以 保 羅 為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最具決 
定 性 的 因 素 在 於 這 卷 書 是 根 據 歌 羅 西 書 而 寫 的 ，而且使用保羅的 
其 他 書 信 ，尤 其 是 羅 馬 書 。」23

21 A bbo tt, x x i i i - x x i v 。

22 例如 C. L. M itto n , Epistle; L indem ann, 9—12; Schnackenburg, 30— 
33 ；與 L in c o ln，x l v i i - l v i i i即如此主張。最近的一個例外是貝斯特

( Best, 20-25 , and ‘ Who Used Whom? The R ela tionship  o f Ephes
ians and Colossians ’ ，NTS 43 [1 9 9 7 ]，72-96 ) ，他聲稱：寫作上的 

關係最能令人滿意的解釋，是要從這兩封信之間「雙向交通」的角 

度 。意味深遠的是，貝斯特堅決主張他的研究「除掉了一個論據，是 

那些相信以弗所書使用歌羅西書而堅決主張保羅不是以弗所書作者的 

人所用的」 （2 5 ) !

23 A . T . L in co ln  and A . J. M . W e d d e rb u rn , The Theology o f the Later 
Pauline Letters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93),
84 ；參 L in co ln , x l v i i - x l v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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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頓 的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歌 羅 西 書 所 用 的 1 ,5 7 0 個 字 ，有百分 
之 3 4 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類 似 經 文 中 ，而 以 弗 所 書 所 用 的 2 ，4 1 1 個 
字 ，有 百 分 之 2 6 . 5 出 現 在 歌 羅 西 書 的 類 似 經 文 中 。這些數字並未 

顯 露 出 這 兩 封 書 信 相 似 的 程 度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是 根 據 歌 羅 西 書 寫  
成 的 人 聲 稱 ：我 們 必 須 考 慮 到 ，歌 羅 西 書 非 常 接 近 以 弗 所 書 獨 特  
的 行 文 風 格 ，而 且 這 兩 封 書 信 的 整 體 結 構 與 先 後 次 序 都 相 似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最 大 的 接 觸 點 是 對 於 推 基 古 的 推 薦 （西 四 7 〜 8 ；弗 
六 2 1 〜2 2 ) 。其 中 接 連 2 9 個 字 竟 然 都 逐 字 相 符 （雖然以弗所書 

省 略 了 「和 我 一 同 作 主 的 僕 人 」 ） 。除 此 之 外 ，只有三個地方的 
相 似 之 處 達 七 個 字 ，另 外 兩 個 地 方 則 有 五 個 字 的 平 行 使 用 。24亞 
諾 德 評 論 說 ： 「根 據 這 一 點 來 假 設 寫 作 上 的 從 屬 關 係 似 乎 是 非 常  
微 弱 的 證 據 。」他 接 著 一 針 見 血 地 補 充 說 ： 「以 弗 所 書中複製的 
最 長 經 文 ，並 不 是 歌 羅 西 書 的 神 學 論 述 或 道 德 訓 勉 ，而是有關推 
基 古 的 奉 差 遣 ，這 似 乎 是 特 別 古 怪 的 。」25我 們 一 定 會 想 ：如果 
一 個 模 仿 者 抄 寫 了 歌 羅 西 書 ，既 然 兩 封 信 的 內 容 有 許 多 相 似 之  
處 ，就 應 該 有 更 多 相 符 的 字 句 才 對 。

上 文 提 及 的 統 計 數 字 上 的 相 似 之 處 ，並 不 能 為 反 對 保 羅 的 作  
者 身 分 提 供 決 定 性 的 證 據 ，所 以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乃 依 據 歌 羅 西 書  
撰 寫 的 人 ，大 多 數 都 比 較 看 重 這 兩 封 書 信 類 似 的 整 體 結 構 與 先 後  
順 序 ，以 及 相 同 的 主 題 資 料 。在 保 羅 其 他 的 所 有 書 信 中 ，歌羅西 

書 最 接 近 以 弗 所 書 獨 特 的 行 文 風 格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兩封

2 4 比 較 ：弗一 1〜2 與西一 1〜2 ( 並非特別重要） ；弗一 7 與西一 1 4 ; 
弗二 5 與西二 13 ；弗 三 2 與西一 25 ；弗三 9 與西一 26 ；弗 四 1 6 與 

西二 19 ；弗 四 3 2 與西三 13 ；弗 五 5〜6 與西三 5〜 6 ；弗 五 19〜 20 
與西三 16〜 17 ；弗 六 1〜4 與西三 20〜 21 ；弗六 5〜9 與西三 22~四  

1 。參 L in c o ln ，x lix  ；與斯諾德格拉斯，20-21 頁 = Snodgrass，2 5 。

25 C . E . A r n o ld ,  ‘ E ph es ians，L e tte r  to  th e ，，D P L ,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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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都 包 含 長 句 子 ，常 用 關 係 子 句 、所 有 格 結 構 、以 及 含 有  
「在 … … 裏 面 」的 介 詞 片 語 。

下 表 是 基 於 席 密 德 （J. S c h m id ) 和 跟 隨 他 之 人 的 作 品 ，26顯 
示 出 以 弗 所 書 與 歌 羅 西 書 有 許 多 共 同 的 主 題 資 料 • 而且兩封信的 

主 要 段 落 都 照 著 相 同 的 順 序 。

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的比較

西 歌羅西書獨有平行資料 以弗所書獨有弗

導言

3 〜 14

15〜20 基督在創造與 
復和中居首位

21 〜23

24 -

從那時的遠離 
到現在的和好

保羅是受苦的 
使徒並為奧秘 
服事

4 警告提防錯謬 
教訓並提醒真 
教訓

稱頌

感恩與代禱

提醒贖者的得救

(猶太人與外邦 
人也和好成為一 
體）

3〜 14 

15 〜 23

二 1 〜 10 

二 11 〜 22

為在愛中得力禱 
告並頌讚

( 基督的頭一勸勉合 -

14 〜21

四 1〜 16

26 J. Schmid, Der Epheserbrief des Apostels Paulus: Seine Adresse, Sprache 
u n d  literarischen  B eziehungen  (F re ib u rg :  H e rd e r, 1 9 2 8 )，4 1 2 。亦參  J. 

Ernst，Die Briefe an die Philipper, an Philemon, an die Kolosser, an die 
Epheser (Regensburg: Pustet, 1974)，254-55; L in co ln , x l ix  ；與 
Hoehner,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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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7

18〜四 1

四 2 〜4

四 5〜6 

四 7 〜9 

四 1 0〜17 

四 18

19
16)

關於舊人與新人 

的勸勉—— 性道 
德、生氣、真理、（光/ 暗對比 
愛、感謝、歌唱 五 8〜 1 4 )

家庭規範 (基督與教會 
五 2 2 〜3 2 )

屬靈的爭戰

對外人的行為 

問候

( 親筆簽名）

勸勉禱告並傳揚 
奧秘

推薦推基古

祝福 ( 平安與愛）

四17〜五20

五 2 2 〜六9

六 10 〜 17 

六 18 〜 20

六 2 1 〜 22 

六 2 3 〜 24

A .以弗所書大量使用歌羅西書

所 有 學 者 都 承 認 以 弗 所 書 與 歌 羅 西 書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而且其 
中 一 封 信 的 作 者 可 能 使 用 另 一 封 信 。有 些 人 認 為 是 以 弗 所 書 先 寫  
成 的 ，27但 大 多 數 人 都 認 為 歌 羅 西 書 寫 作 較 早 》28林 康 是晚近提 
倡 後 一 種 觀 點 的 人 之 一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大 量 使 用 歌 羅 西  
書 。他 的 論 點 如 下 ：29

27 例如  J. C o u tts , ‘ The R e la tio n s h ip  o f  E phes ians and C o lo s s ia n s ’ ，NTS 4 

(1 9 5 8 )，2 0 1 - 7 。范 榮 （A . van  R o o n , Authenticity, 4 1 3 - 3 7 ) 認 為 ：歌 
羅西書可能借用以弗所書，雖然他相信兩封信都是依據一分較早的文 

本寫成的。

2 8 關於貝斯特較為微妙的處理方式，見下文》

29 林 康 （L in co ln , x lv i i i - lv i  ) 受惠於米頓（C. L . M itto n , Epistle) 之處 

頗 多 ，但他在重要的地方修改了後者的作品（如 l i i i - l i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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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以 弗 所 書 是 「基 於 歌 羅 西 書 的 整 體 結 構 和 主 題 順 序 建 構  
的 」 。3e林 康 說 ：在 這 兩 封 信 的 前 半 ，導 言 、感 恩 的 部 分 連 同 代  
禱 的 報 導 、提 醒 讀 者 先 前 遠 離 的 經 歷 和 他 們 現 今 在 基 督 裏 的 和  

好 、以 及 討 論 保 羅 以 使 徒 的 身 分 受 苦 和 他 為 奧 秘 服 事 ，全都是平 
行 的 。31他 承 認 ：每 封 信 以 略 微 不 同 的 方 式 處 理 這 些 形 式 與 主  
題 ，但 甚 至 在 那 些 看 似 獨 特 之 處 ，都 可 以 在 另 一 封 信 中 找 到 相 應  
之 處 （如 ：注意西一  13〜 1 4 的相應之處在弗二  1〜 1 0 有比較詳盡 

的 闡 述 ） 。縱 使 有 一 個 段 落 的 重 要 主 題 是 獨 特 的 ，其中仍有相似 
的 措 辭 （參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在 三 1〜 1 3 使用西一  2 3 〜2 8 ，然後 
在 三 14〜2 1 採用西一  2 9 〜 三 1 0 的 資 料 ） 。 林 康 聲 稱 ：在這兩封 

書 信 的 後 半 ， 「大 部 分 的 道 德 訓 勉 都 有 順 序 大 致 相 同 的 類 似 資  
料 。」32這 包 括 有 關 脫 去 舊 人 並 穿 上 新 人 的 勸 勉 ，兩者都涉及類 
似 的 具 體 命 令 。接 著 是 論 及 基 督 徒 家 庭 關 係 的 吩 咐 ，這些家庭規 
範 在 以 弗 所 書 與 歌 羅 西 書 裏 面 的 順 序 相 似 。兩封信 的 結 尾 都 是 與  
禱 告 有 關 的 類 似 勸 勉 ，推 薦 推 基 古 ，和 一 段 祝 福 。林康再次叫我 
們 注 意 到 每 一 封 書 信 處 理 類 似 資 料 的 獨 特 方 式 。他 聲 稱 「主張這 
兩 封 信 只 是 複 製 了 共 同 的 傳 統 」乃 是 不 恰 當 的 ，因 為 縱 使 「有一 
些 〔這 樣 的 〕使 用 … … ，看 起 來 更 有 可 能 的 主 要 解 釋 必 然 是 以 一  
封 信 作 為 另 一 封 信 的 範 本 。」33

30 L in co ln , l i 。

31 L inco ln , x lv i i i - 1 。
32 L in co ln , 1 。
33 L inco ln , 1 ; 參 H. M e 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nach dem Epheserbrief 

(Munchen: Kosel, 1973)，3 9 。關於到 1973年以前的各種解決辦法的 

概覽 * 見 J. B. P o lh ill, ‘ The R ela tionship  between Ephesians and 
Colossians ’ ，RevExp 70 (1973)，4 3 9 -5 0。關於學者們所採取的各種立 

場 的 廣 泛 清 單 ’ 見 H o e h n e r , 3 3 ，nn . 1 -2  »

69



導論

b . 這 兩 封 書 信 相 似 段 落 中 用 詞 的 相 近 ，全都指向以弗所書依 

據 歌 羅 西 書 而 寫 的 方 向 。34問 候 語 類 似 ，保 羅 書 信 全 集 中 只 有 這  
兩 封 信 形 容 收 信 人 為 「聖 徒 」和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有 忠 心 的  
人 」 。有 一 些 相 似 的 關 鍵 詞 （如 ：救 贖 、和 好 、身 體 、肉 體 ） ， 
尤 其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1〜 1 3 節 ，那 是 基 於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4 〜 29 

節 而 寫 的 （如 ：患 難 、事 奉 、奧 秘 、豐 富 、與 大 能 ） 。在每一封 
信 的 第 二 部 分 ，都 有 關 於 脫 去 舊 人 與 穿 上 新 人 方 面 的 措 辭 ，以及 
惡 行 與 美 德 的 清 單 （西 三 5 〜 17 ；弗 四 17〜 五 2 0 ) ，35而這些都 

顯 示 出 ：以 弗 所 書 是 根 據 稍 早 的 這 封 書 信 寫 成 的 。歌羅西書的家 
庭 規 範 中 所 用 的 所 有 的 字 （西 三 18〜 四 1 ) ，在以弗所書的相關 
部 分 幾 乎 都 照 著 相 同 的 順 序 採 納 （弗 五 2 1 〜 六 9 ) ；然 後 ，又加 

上 作 者 自 己 比 較 成 熟 的 基 督 徒 闡 釋 。最 後 ，禱 告 勸 勉 （西 四 2 〜 
4 ；弗 六 18〜2 0 ) 與 書 信 附 筆 （西 四 7 〜 8 ；弗 六 2 1 〜2 2 ) 部分也 

都 出 現 明 顯 的 用 詞 關 連 。
c . 這 兩 封 書 信 之 間 用 詞 的 關 連 ，不 單 出 現 在 主 要 的 平 行 段 落  

中 > 也 出 現 在 相 當 不 同 的 上 下 文 。36以 弗 所 書 一 章 3 〜 1 4 節的頌 
讚 ，在 歌 羅 西 書 中 沒 有 完 全 相 應 的 部 分 ，卻 包 含 許 多 與 稍 早 這 封  
書 信 相 似 之 處 （比 較 ： 「在 祂 面 前 成 為 聖 潔 、無 有 瑕 疵 」 ，弗一 
4 與西一  22 ； 「我 們 在 祂 裏 面 得 蒙 救 贖 」 ，弗一  6 、7 與西一 
1 3 、1 4 、20 ; 「在 一 切 的 智 慧 悟 性 上 」 ，弗一 8 與西一  9 ; 「天 

上 、地 上 ，一 切 所 有 的 」 ，弗一  1 0 與西一  20 ； 「聽 見 真 理 的

34 L in co ln , l i  ; 參 C. L. M itto n , Epistle， 279-315 用合參方式所做的排
列 。

35 亦參 H. M erk le in , ‘ Eph 4, 1 -5 ，20 als Rezeption von K o l 3，1 -1 7’， 
in  Kontinu itiit und Einheit: F iir  Franz Mussner, ed. P. G. M u lle r and W. 
S te n g e r (H e rd e r :  F re ib u rg /B a s e l/V ie n n a , 1 9 8 1 )，194一210 °

36 L in co ln , l i i - l i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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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就是福音」 ，弗一 1 3 與西一 5 ) 。以弗所書的感恩與代禱的 

報 導 ，與歌羅西書類似的材料（和其他部分）有相似之處（比 

較 _•弗一 1 8 與西一 27 ；弗一 1 9 、2 0 與西二 12 ; 等） 。林康注 

意 到 ：以弗所書三章 14〜2 1 節的第二個代禱報導與頌讚，跟歌羅 

西書一章 2 7 節〜二章 1 0 節在用詞上的關連，並且認為以弗所書 

四 章 1〜1 6 節與歌羅西書的道德訓勉（「勸勉」）題材有明顯相 

似之處（如 ：西三 12〜1 5 ，二 1 9) 。

d . 以弗所書的作者採納並使用歌羅西書中已經表達的關鍵詞 

語與觀念，或使用相同的用詞、但跟歌羅西書中不同的含意，37 

以符合他自己的神學目的。據 說 ：在這兩方面，他顯然都是根據 

前一封書信。以 「身體」一詞為例，38歌羅西書已經將這個字廣 

闊的含意重新解釋為意指「教會」 （西一 1 8 ，二 1 9) ，而以弗所 

書就將這個重新解釋視為理所當然地採用了（參 ：四 15〜1 6 ) 。 

在 此 ，以弗所書作者沒有改變意義，但似乎凸顯了歌羅西書是先 

寫成的。39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oifconomia — 詞 ，4e它可以指神的 

管理的行動（弗一 1 0 ，三 9 ) ，或管理的職分，即使徒的管家職 

分 （西一 25 ; 弗 三 2 ) 。林康聲稱：在不同的上下文中，這個詞 

語可以用於不同的意義，但如果上下文相同（就如在西一 2 5 與弗 

三 2 ) ，「以弗所書的作者就依據歌羅西書先前的用法。」41改變

37 L in co ln , l i i i - l v 。

3 8 希臘文成叫。
39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30-31 ；與 L in c o ln ，l i i i 。
40 希腦文 olKCJVojiia。

41 L in co ln , l i v 。但林康豈不是已經預設了他的結論，即歌羅西書是先寫 
成 的 ？當以弗所書出現詞語的不同用法時，他豈不是比較多採取防衛 
姿態？難道保羅就不可能是這兩封書信這種不同用法的作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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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的一個例子是「奧秘」一 詞 ：在歌羅西書一章2 7 節 ，它是指 

基督在信徒裏面；但在以弗所書三章 6 節 ，卻用這個字來指相信 

主的猶太人與外邦人在基督裏合而為一。「豐滿 / 豐盛」一詞的 

用法也類似，根據林康的說法，它 「決定了此詞在以弗所書中的 

用法」 。同 時 ，「這兩封信之間有了進展，符合它們在視野上著 

重點的改變。」42在歌羅西書，焦點主要在於基督論，而在以弗 

所 書 ，焦點主要是教會論。這些和類似的例子將會在論及以弗所 

書神學的段落中（和下文的註釋部分）重 述 ，但 是 ，這些差異最 

好的解釋是否出自於一位非常熟識保羅的模仿者、或出自使徒保 

羅自己的手筆，這個問題仍在。

e . 林康在為他的觀點下結論時聲稱：以弗所書「在整體結構 

和順序、主 題 、及遣詞用字上」是 依據「先前的歌羅西書」 。然 

而 ，以弗所書的作者顯示出「自由且富有創意的依據，而不是盲 

從的模仿或複製」 。他 「浸淫在自己的資料來源到這樣一個地 

步 ，它已經成為他思想方式的一部分了」 ，43他常常藉著改變字 

序 、省 略 、增 補 、與合併，而修改歌羅西書的資料（和保羅書信 

全集的其他資料） 。44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林康認為作者不可 

能是保羅。

42 L in co ln , l i v 即如此主張。關於以弗所書作者將歌羅西書詞語用於不同 
含 意 上 ，他的處理方式（在 l i i i - l v ) 要比米頓（C. L. M itto n , Epistle, 
84，90，9 7 ) 的 穩 健 ，但卻容易受到相同的質疑：難道這些改變就不 
能出自保羅自己的手筆• 而不是出自一位模仿者？ 。

43 L in co ln , l v 。
4 4 林 康 （L in c o ln ，l v i i i ) 認 為 ：以弗所書使用了保羅書信全集中的其他 

書 信 ，尤其是羅馬書， 「雖然歌羅西書才是他主要的楷模與資料來 
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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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挑戰共識

然 而 ，就著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在寫作上的關係而言，米頓 

與林康的進路有相當的困難。根據我們的判斷，他們的結論引發 

的問題還多過於解決的。我們就以質疑與批判的方式探討下面的 

論 題 。雖然這些論題有許多都是早先的作者們提出的，為了便利 

起 見 ，我們將會特別注意貝斯特晚近的重要作品，因為他已經意 

味深遠地重啟了這兩封書信之間寫作關係的問題。45

a . 賀茲曼（H. J. H o ltz m a n n )於 1 8 7 2 年提出具有影響力的 

研 究 ，下結論說：兩封信之間一些相似之處的證據，比較多指向

45 E. Best, ‘ Who Used W hom?’ ，72-96 ；亦參他的註釋書，2 0 - 2 5 。貝 
斯特在他最近的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論點：「詳細地討論這兩封 
信之間的關係，現在已經大致被學者們放棄了，學術界已經接受了一 
個 信 條 • 即歌羅西書是在以弗所書之前寫成的，後者即根據前者而撰 
寫 。」他補充說：「歌羅西書的居先性現在是被人公認的立場，而且 
被許多拒絕以保羅為以弗所書作者的註釋書所採納；它們的作者… … 
根本不花任何時間提出理由來支持歌羅西書的居先性，只是解釋以弗 
所書的作者如何和為何在使用歌羅西書時修正它；然 後 ，他們往往利 
用所謂的改變，來發掘以弗所書的特殊觀點。他們甚至根本不考慮歌 
羅西書使用以弗所書的可能性。」甚至在列舉兩封信的相似之處時， 
都 假 定 「歌羅西書的居先性是普遍被人接受的，彷彿是已獲證明的事 
實似的」 （‘ Who Used W hom?’ ，7 3 - 7 4 ) 。相對之下，「接受保羅為 
這兩封信作者的保守派學者在列舉其間相似之處的作法上比較公平• 
因為他們沒有壓力，要像那些拒絕以保羅為以弗所書作者的學者們一 
樣 ，以一卷書為依據另一卷書寫成的，並且將它是依據歌羅西書寫成 
的視為他們兵器庫裏面的一個重要論據」 （‘ W ho Used W hom ?’ ，7 3- 
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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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乃是依據以弗所書寫成的方向。46米頓與林康主張：兩 

封信之間的相似之處全部都表明以弗所書單向地依據歌羅西書。 

范榮質疑他這個假設，聲稱沒有找到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任何一 

封信是先寫成的，若有證據也是指向以弗所書的居先性。雖然范 

榮認為歌羅西書與以弗所書都是依據第三分文件的說法非常值得 

懷 疑 ，他卻已經指出基於可取得之證據證明寫作依存性的困難 

度 。47林康拒絕范榮的發現。但證明以弗所書始終是依據歌羅西 

書寫成的問題依然存在。在廣泛的分析之後，貝斯特下結論說： 

「證據不足以使我們確切地支持任何一封信的居先性，雖然略微 

可能的是歌羅西書的作者使用了以弗所書。」48事實上，他堅決 

主 張 ：他的研究「除掉了那些相信保羅不是以弗所書作者的人的 

一個重要論據，是基於以弗所書使用歌羅西書而堅決主張的！」49

b . 這兩封信在整體結構與主題順序上的相似並不令人意外， 

如果兩封信都是在相近的時間內寫給處境有點類似的基督徒 

( 如 ：在小亞細亞） ，就更是如此。這包括引言、書信的主體與 

其相關主題，包括讀者先前與神隔絕並疏離的經歷，他們現今在 

基督裏的和好，以及保羅論及他為福音所受的苦難與服事。在這 

兩封信的第二部分，確 實 「大部分的道德訓勉都有順序大致相同

46 H. J. Holtzm ann, K r i t ik  der Epheser- und Kolosserbriefe: A u f  
G rund e iner Analyse ihres Verwandtschaftsverhiiltn isses  (Le ip z ig : 
W ilhe lm  Engelmann, 1 8 7 2 )。

47 A . van Roon, Authenticity, 4 1 3 -3 7 ，尤其 426 ; 參 C. E. A rno ld , 
‘ Ephesians，Letter to the’，DPL, 2 4 3 。

48 E. Best, ‘ Who Used W hom?’ ，79 ; 亦參他的註釋書，2 2 - 2 5 。
49 Best, 25 ; 參考他進一步的說明： 「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有某種關 

係 ，但不能證明以弗所書的作者使用了歌羅西書；因 此 * 一般的論調 
說他使用該卷書就證明他不是保羅，是站不住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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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類似資料」 。M 同 時 ，其間也有重大的差異。以弗所書一章含 

有一個開頭的berafcah或頌讚，篇幅相當長（3〜1 4節 ） ，一篇開 

頭的感恩報導，以及與後者並列的一篇代禱報導（15〜1 9 節 ） 。 

作者在開頭的 berakah之後插入開頭的感恩，藉此不單使這封信 

不同於歌羅西書，也不同於保羅書信全集中的其他任何一封信。51 

一個模仿者會冒這個風險嗎？ 52根據我們的判斷，最有可能這麼 

做的人就是保羅。再 者 ，以弗所書為何沒有提及歌羅西書中的 

「詩歌」 （一 15〜2 0 ) ，或 者 ，就此而言，為何沒有提及歌羅西 

書第二章對於那些「異端分子」的反駁呢？

c . 這兩封信平行段落的用詞非常相近，未必指向以弗所書是 

單向地依據歌羅西書而寫。這個問題比米頓和林康簡單的聲稱更 

微 妙 。

50 L in co ln , 1 。

51 P. T. O ’ B rien, ‘ An Unusual In tro d u c tio n ’，505, 512-13 °

52 一些人的結論是：感恩是多餘的，作者試圖模仿保羅常用的形式，卻 
不希望省略保羅真正書信不可或缺的部分；參 P. Schubert, Form and 
Function o f the Pauline Thanksgivings (B e rlin : Topelmann, 1939)，44 ; 
與 J. C. K irb y , Ephesians: Baptism and Pentecost (London: SPCK, 
1968)，1 3 1 。然 而 ， 這樣的論據是一把兩刃的劍。所謂真正的保羅書 
信 {H a u p tb r ie fe )中 ’ 有兩封沒有以開頭的感恩起首，即加拉太書一 

章與哥林多後書一章，後者的開頭是為了神的安慰而稱頌神（3 〜 4 
節 ） 。如果真是如畢沮 ( F. W. Beare, ‘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
ians ', IB, ed. G. A. B u ttr ic k  and others, vo l. 10 [New  Y ork/N ash
v il le : Ab ingdon, 1953]，6 1 3 )所聲稱的，以弗所書的作者是依循後者 

的 berakah，為何他沒有省略開頭的感恩呢？事 實 上 • 他並未保留保 
羅的一個作法 • 即小心區分用 dxapiOT^o ( 「我感謝」) 表達為了神 
在收信人生活中的恩典而感恩、以 及 用 e6AoYnT6s ( 「可稱頌的」）表 
達 為 了 神 所 賜 的 福 分 （那 是 他 自 己 也 有 分 的 ）而 讚 美 祂 （P. T. 
O ’ B rien, ‘ An Unusual In tro d u c tio n ，，512-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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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2 節 類 似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2 節 ，可能是 

因 為 兩 者 都 使 用 保 羅 一 般 的 書 信 格 式 ，而 不 是 因 為 其 中 一 封 依 據  
另 一 封 而 寫 。53如 果 這 兩 封 信 都 是 同 一 位 作 者 在 大 約 相 同 的 時 間  
寫 給 類 似 處 境 的 基 督 徒 • 那 麼 ，將 這 兩 群 收 信 人 描 寫 為 「聖 徒 j  

和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有 忠 心 的 人 」 ，也 是 可 以 解 釋 的 》
( 2 ) 如 果 這 兩 封 書 信 涵 蓋 一 些 相 同 的 主 題 ，那 麼 類 似 的 關 鍵  

詞 * 諸 如 救 贖 、和 好 、身 體 、與 肉 體 ，也 是 可 以 解 釋 的 ，事實上 
也 確 是 如 此 （關 於 弗 三 1〜 1 3 與西一  2 4 〜2 9 的 特 殊 關 係 ，見下 

文 ） 。
( 3 ) 再 者 ，論及脫去舊人與穿上新人這個主題的兩段勸勉經文 

( 弗 四 2 2 〜2 4 與 西 三 8 〜 1 2 ) ，相近的用詞未必表示以弗所書是

依 據 「較 早 的 」歌 羅 西 書 寫 成 的 。米 頓 提 出 理 由 支 持 「一種非常 
接 近 的 相 互 依 存 ，卻 對 所 借 用 的 觀 念 作 了 最 自 由 的 發 展 與 重 新 安  
排 」 。54脫 去 舊 人 與 穿 上 新 人 這 個 主 題 見 於 保 羅 稍 早 的 書 信 （羅 
十 三 14 ；加 三 27 ；帖 前 五 8 ) ，而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在這個主 

題 上 有 重 要 的 差 異 。用 不 同 的 字 指 「新 」 （雖 然 這 可 能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歌 羅 西 書 使 用 不 定 過 去 式 分 詞 論 及 過 去 發 生 的 事 ，卻用 
不 定 過 去 式 命 令 語 氣 論 及 尚 未 成 就 的 事 （三 8 〜 1 0 、1 2 ) ，而以 
弗 所 書 只 用 不 定 過 去 式 不 定 詞 （四 2 2 〜4 ) 表 達 相 當 不 同 的 含  
意 。其 間 提 及 更 新 的 過 程 （弗 四 2 3 ) ，是 未 見 於 歌 羅 西 書 的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2 5 節 提 及 不 要 說 謊 ，比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9 節所見的更詳 

盡 ，而 且 不 是 作 為 脫 去 舊 人 與 穿 上 新 人 的 部 分 論 據 ，這處經文乃 
是 位 於 一 個 新 段 落 的 開 頭 ，該 段 落 針 對 基 督 徒 行 為 作 了 詳 盡 的 勸

53 E. Best, ‘ Who Used W hom?，，7 6 。
54 C. L. M itto n , Epistle, 61 ; 參 E. Best, ‘ Who Used W hom?’ ，84-85 的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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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 。以弗所書的告誡是引用撒迦利亞書八章1 6 節 ，與其相應的舊 

約經文在主題、結 構 、與神學上有重要的關連（見 ：四 2 5 的註 

釋 ） ，而不只是改寫歌羅西書的素材，像提倡以弗所書寫作依存 

關係的人所聲稱的。

( 4 ) 若說以弗所書的作者引用歌羅西書三章5 節的惡行清單 

(在 弗 五 3 、5 ) ，卻在資料來源的五項惡行中省略了兩項，這個

說法並不可行，除非我們確定他是使用歌羅西書，並確知他不曉 

得其他資料來源的惡行清單、或者他所知道的清單與這卷書的清 

單無關。兩 位 「作者」都可能依據保羅稍早的資料（在林 前 五 10 

〜1 1 ，六 9 〜1 0 ) ，55或者兩卷書都是保羅所寫的。

( 5 ) 這兩封信中使用家庭法規的平行段落，無法讓我們確知一 

封信與另一封信的依存關係，因為兩封信都直接使用 H austafel

( 直 譯 ：「家庭法規」） 。而 且 ，這法規在以弗所書中的位置 

(五 2 1〜六 9 ) 未必表示作者即依據歌羅西書（三 18〜四 1 ) 。56 

雖然在每一卷書中的法規後面都跟著類似的經文（弗 六 18〜20 ; 

西 四 2〜4 ) ，兩者卻有重大的差異。歌羅西書直接轉往禱告，而 

以弗所書卻以描述與諸權勢的爭戰隔開禱告與法規（六 1 0〜 

1 7 ) 。以弗所書的作者納入這法規、並將之擴充，顯然是為了提 

出他的教會主題，他已經在四章 7〜 1 6 節談過該主題了。在五章 

1 8〜2 0 節 ，再次凸顯教會的主題，藉著一節轉接經文，即 21 

節 ，將之與家庭法規緊密連在一起。由於有重大的差異，以弗所

55 E. Best’ ‘ Who Used W hom?，，7 5 - 7 6 。

56 如 H. M erk le in , ‘ Eph 4，1-5, 20 als Rezeption von K o l 3，1 -1 7，， 
1 9 4 -2 1 0所聲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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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法規可能依據另一傳統 * 像它可能依據歌羅西書一樣。57論 

及奴隸與主人的經文’不能為以弗所書作者使用歌羅西書提供一 

個可以令人信服的論據：有時以弗所書可以看出具有更多的基督 

徒 內 容 （注意加上的「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弗 六 5 ) ; 其他地 

方的著重點則支持相反的方向（奴隸的懼怕是與主有關，而不是 

與主人有關，西 三 2 2 ) 。其間的差異表明兩封信可能都是分別使 

用傳統的材料。

( 6 ) 以弗所書六章2 1〜2 2 節與歌羅西書四章7〜8 節用詞一致 

的程度非常高，這由任一位 M 乍者」使用另一封書信都可以說得 

通 。58然 而 ，貝斯特承認：兩封信可能都是由同一個人寫的（此 

人在問候時都可能提及較早寫成的信） ，這個說法最近獲得史邁 

利 （G_ R. S m i l l i e )極力支持，後者證明用詞的差異反映出保羅 

這兩封信不同的歷史情境。59

( 7 ) 若說以弗所書的作者會以含糊其詞的「說 」 （弗 五 1 9 ) 

取代歌羅西書三章1 6 節明確的慣用語「教導… …勸戒」 ，是無法 

理解的，尤其是因為他非常偏好完整與同義的表達方式。M 在這 

裏 ，如果有寫作上的依存關係，似乎應該是朝相反方向：歌羅西 

書的作者使用以弗所書，或兩封信都是由同一位作者寫的》

57 Best, ‘ Who Used W hom?’ ，80 即如此主張；相反於  H. M erk le in , 
‘ Eph 4，1 -5 ，20 als Rezeption von K o l 3，1_17，，194-210 的觀點。

58 E. Best，‘ Who Used W hom?’ ，7 9 。
59 G. R. S m illie , ‘ Ephesians 6 :19 -20 : A M ystery  fo r the Sake o f 

W hich the Apostle  Is an Ambassador in  Chains，，TrinJ 18 (1997)， 
1 9 9 -2 2 2 。有人認為以弗所書的託名作者改寫了歌羅西書四章3 、4 節 
的 資料，關於這個看法的困難* 見 ：弗 六 1 9的註釋。

60 E. Best，‘ Who Used W hom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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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梅克聯（H. M e r k le in )主 張 ：以弗所書四章 1 節〜五章 

2 0 節是歌羅西書三章 1〜1 7 節的改變與擴充；歌羅西書的倫理學 

利用屬地與屬天的對比，但這一點在以弗所書中變為先前還是異 

教徒的生活與基督徒生活之間的對比。但 是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7〜 

1 6 節對於教會的討論 * 重拾了本書信前半的神學論點，並為第二 

部分提供背景，由四章 2 5 節為下文定下基調。「因此，以弗所書 

的教會論與倫理學是彼此相符的*不需要藉助於歌羅西書來解釋 

以弗所書的倫理學。」61

d. 我們接著來討論這兩封書信之間在相當不同文脈中的用詞 

關連。

( 1 ) 如果這些相似之處是取自傳統的材料，例 如 •可能用於基 

督徒敬拜中的片語（如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弗一 17 ; 

西一 3 ) ，或見於舊約聖經與猶太教中的詞語（諸 如 以 「天地」 

來指整個萬有） ，那麼在決定「這兩封信的居先性與依存關係 j  

時 ，就應該忽略這些例子。62

( 2 ) 有人認為：以弗所書的作者在寫作以弗所書一章 1 7 節 

時 ，合併了歌羅西書一章1 4 、2 0 節 ，以弗所書一章 15〜1 6 節則 

是取自歌羅西書一章9 、4 節 。但 是 ，貝斯特正確地問說這會不會 

就是當時的人使用文獻的方式。他們通常不會去搜尋別人的作 

品 > 在不同之處尋找合適的字眼來表達自己的觀念。「以弗所書 

作者信手拈來，卻被人認為是取自歌羅西書；這一點表明：如果 

他確實依據後者，那麼他寫作時沒有一本歌羅西書在手邊，只是

61 E. Best, ‘ Who Used W hom?’ ，8 3 。
62 E. Best, * Who Used W hom?’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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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腦海中記得它的用詞。歌羅西書的作者若使用以弗所書也是如 

此 。」63顯然地，另一個可能是：保羅是這兩封信的作者。

(3) 另一個可疑的是以弗所書的作者是否使用歌羅西書二章 

1 9 節 （在 弗 四 15b〜1 6 ) ，而這兩封信之間的關連（弗一 4 與西 

一 22 ; 參 ：上文提及的弗一 7 與西一 1 4 、20 ;弗一 8 、9 與西三 

1 6 和一 2 7 ) ，可能是證明兩者分別使用了眾所週知的觀念和片 

語 ，而不是以弗所書的作者改寫歌羅西書。64

( 4 ) 根據貝斯特的觀點，以弗所書的作者在一章1 8 節不可能 

依據歌羅西書一章 2 7 節 ，因為這兩處經文在文法與關係上有差 

異 。此 外 ，以弗所書的作者並未從歌羅西書一章2 7 節採用外邦人 

與教會的關係，雖然那是他的一個重要的主題；這個事實表明他 

並未使用那卷較早的書信。65

e . 根據林康的觀點，66以弗所書的作者使用幾個關鍵的神學 

用 語 ，諸 如 「身體」、「職分」、「奧祕」、與 「豐滿」 ，都是已 

經以不同或略有微妙差別的意義出現在早先那封歌羅西書中的， 

這就證明了後者的居先性。這兩封信之間有了發展，即視野上的 

改 變 ，例 如 ，從基督論到教會論，而以弗所書使用這些詞語，有 

時具有不同的含意 • 來切合他的神學目的。然 而 ，舉個例子來 

說 > 「奧祕」一詞以若干不同的含意出現在以弗所書中（比 較 ：一 

9 與 三 3 、4 、9 的用法） ，往往反映出某一方面的著重點，或更 

多反映出這個詞的廣泛用法。換 言 之 •問題在於延續性與著重

63 E. Best, ‘ Who Used W hom?’，7 6 。

64 E. B e s t, ‘ Who Used W hom?’，8 9 。

65 E. Best, ‘ Who Used W hom?，，8 9 。
66 L in co ln , l i i i - l v 。

80



- 、作者

點 ，而不是中斷性與不同的神學。67若說視野從基督（歌羅西 

書 ）變為教會（以弗所書） ，可能是恰當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 

說明這兩封信共同用詞在意義上的細微差異。68但未必要將之視 

為本書信乃是從歌羅西書發展而來，證明出自不同作者手筆》69

f . 波特爾與柯拉克（K . D. C la rke  ) 近來從正典鑑別學的角 

度 ，就著它們與保羅所用的和好用語的關連，檢視了歌羅西書與 

以弗所書的寫作關係。在兩封沒有爭議的書信中（羅 五 10 ；林後 

五 18〜2 0 ) ，使徒使用動詞「使… …和好」 ，後一處經文將之用 

於不同的方式，說到神是和好工作明顯的主要執行者，這就為保 

羅後來的用法定了基調。™在現存所有的古希臘作品中，歌羅西 

書一章 2 0 、2 2 節與以弗所書二章1 6 節是這個動詞的一個新字形 

最早有記載的例子。71如果歌羅西書是這兩封信當中先寫成的， 

那 麼 保 羅 「顯然就是率先為這個動詞字形加上前綴的創新者」

67 M . N. A . Bockm uehl, Revelation and Mystery in Ancient Judaism and 
Pauline Christianity (Tubingen: M ohr, 1990), 202 ; 參 C. C. Cara
gounis, The Ephesian M ysterion : Meaning and Content (Lund: Gleerup, 
1977)，143 : 「它們不是不同的奧祕 (mystericO  ’ 而是同一個奧祕
( mysterion ) 較廣或較窄的面向—— 神在基督裏的mysfeWon。」 。

68 Bruce，23 卜

6 9 見下文在<  以弗所書的神學重點 > 標 題下。
70 「古代希臘文學中，作者使用動詞KcrraAAdaaw〔「使… … 和好」〕的 

主動語態字形，來談論受冒犯的一方主動採取和好的行動」 ，哥林多 
後書五章18〜2 0 節 「顯然是首例」 ；S. E. Porter and K . D. C larke, 
‘ C an on ica l-C ritica l Perspective and the R elationship o f  Colossians 
and Ephesians，，Bib 78 (1997)，7 8 。

71 艮P <3tTT0KaTaA入da<jw ( 「使 .......和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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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一  2 0 ) 。72這個可能性大過於使徒的一位忠心門生造出新字 

來 表 達 這 樣 一 個 具 有 重 要 神 學 意 義 的 詞 語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6 

節 ，這 個 新 動 詞 再 次 出 現 * 這 一 次 ，和 好 的 受 詞 與 前 一 次 的 用 法  
有 重 大 的 差 異 ：基 督 使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雙 方 在 一 個 身 體 裏 與 神 和  
好 》鑑 於 和 好 先 前 的 受 詞 是 信 徒 、世 人 、或 萬 有 ，現 在根據種族 
/ 救 恩 歷 史 的 路 線 來 劃 分 人 類 的 領 域 ： 「兩 下 」= 猶 太人與外邦 
人 。波 特 爾 與 柯 拉 克 的 結 論 是 ： 「就 著 作 者 身 分 而 言 ，保羅使用 
和 好 詞 語 的 方 式 似 乎 指 向 保 羅 確 實 是 歌 羅 西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73

g . 總 而 言 之 ，以 弗 所 書 與 歌 羅 西 書 之 間 的 寫 作 關 係 * 這個論 
題 遠 比 米 頓 、林 康 、與 其 他 人 所 聲 稱 的 微 妙 。林 康 在 概述了這兩 
封 信 的 這 個 關 係 後 下 結 論 ，聲 稱 ：以 弗 所 書 「在 整 體 結 構 和 順  
序 、主 題 、及 遣 詞 用 字 上 」是 依 據 ^ 先 前 的 歌 羅 西 書 」 。74對大 
多 數 學 者 而 言 ，這 一 點 現 在 已 經 變 成 了 新 的 共 識 ，是 新 約聖經鑑 
別 學 的 一 個 確 定 的 結 果 。但 貝 斯 特 正 確 地 聲 稱 ： 「證 據不足以使 

我 們 能 堅 定 地 支 持 任 何 一 封 信 的 居 先 性 。」75

所 以 ，如 果 因 為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使 用 歌 羅 西 書 ，就下結論說 
這 卷 書 不 是 保 羅 的 作 品 ，是 不 恰 當 的 。歌 羅 西 書 可 能 先 於 以 弗 所  
書 寫 成 ，但 如 果 是 這 樣 ，可 能 這 兩 封 信 是 在 相 隔 很 短 的 時 間 內 寫

72 E. Best, ‘ Who Used W hom?’ ，8 7 。
73 S. E. Porter and K. D. C larke, ‘ C an on ica l-C ritica l Perspective ’， 

8 1 。他們補充說：「歌羅西書與以弗所書的和好用語，雖然有若干重 
大的差異，卻在基本要旨上與保羅的用法一致 > 是十足的保羅用語。 
在其他某些方面，它是既激進又新穎的，但對我們的思想方式而言卻 
又太過激進，不可能是保羅之外的人所杜撰的。」

74 L in co ln , l v 。
75 E. Best, ‘ Who Used W hom?’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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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 ，或 許 不 超 過 一 兩 年 。認 為 保 羅 寫 了 這 兩 封 信 的 觀 點 ，比較 
公 平 對 待 證 據 ，正 如 我 們 將 會 設 法 指 出 的 。

4 .以弗所書的神學重點

許 多 學 者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與 一 般 公 認 的 保 羅 書 信 之 間 有 重 大 的  
神 學 差 異 ，這 些 差 異 為 使 徒 就 是 這 封 信 作 者 的 觀 點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批 判 。這 不 單 表 示 保 羅 的 思 想 有 了 進 展 ，或 說 使 徒 需 要 針 對 一 個  
不 同 於 真 正 保 羅 書 信 送 達 地 的 歷 史 處 境 來 寫 信 。更 是 說 ，有太多 
分 歧 之 處 ，而 這 些 分 歧 表 明 完 全 改 變 的 視 野 ，顯 露 出 後期階段的 
神 學 反 思 。76例 如 ，裘 梅 爾 （W . G. K u m m e l ) 就 如 此 說 ： 「以弗 

所 書 的 神 學 使 得 這 封 信 根 本 不 可 能 是 保 羅 的 作 品 。」77

毫 無 疑 問 地 ，以 弗 所 書 有 其 獨 特 的 神 學 重 點 ，但特別是在基 
督 論 、救 恩 論 、教 會 論 、與 末 世 論 方 面 ，呈 現 出 令 人 懷 疑 保 羅 作  

者 身 分 之 處 。我 們 將 依 序 探 討 這 幾 方 面 ：

A .強調基督的得高舉，過於祂的受死

以 弗 所 書 具 有 崇 高 的 基 督 論 ，被 人 恰 當 地 形 容 為 「廣大無邊 
的 基 督 論 」 （co sm ic  C h r is to lo g y ) 。這卷書在許多方面將基督描 

繪 為 超 越 「萬 有 」 。尤 其 著 重 強 調 祂 的 復 活 、高 舉 、與全宇宙的 
主 權 。有 些 人 認 為 這 是 與 保 羅 相 反 的 ，保 羅 所 強 調 的 耶 穌 的 死 和  
他 的 十 字 架 神 學 ，在 這 卷 書 中 都 退 居 背 景 。只 有 在 二 章 1 6 節提到 
十 字 架 ，而 且 不 論 從 何 種 角 度 來 說 都 還 是 依 據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0 

節 ，而 基 督 的 死 只 有 在 一 些 傳 統 的 慣 用 語 中 觸 及 ，諸 如 一 章 7

76 Schnackenburg，26-28 ；與 L in c o ln ，l x i i i  ◊

77 W. G. Kum m 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 N ashville :
SC M /Abingdon, 1975)，36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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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五 章 2 、2 5 節 。同 樣 地 ，信徒與基督的關係是從他們與基督 
一 同 復 活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的 角 度 來 談 論 的 （二 5 、6 ) ，卻沒有提 

及 他 們 與 祂 同 死 。
關 於 這 些 聲 稱 ，我 們 必 須 做 兩 點 說 明 。第 一 ，以 弗所書強調 

基 督 的 復 活 、得 高 舉 、與 坐 寶 座 ，乃 是 整 本 新 約 聖 經 都 強 調 的 ， 
出 現 在 使 徒 行 傳 的 講 章 （彼 得 的 ：徒二  2 4 〜 3 6 ，三 1 5 〜 1 6 、 
2 1 、26 ; 保 羅 的 ：二 十 三 6 , 二 十 四 14〜 15 , 二 十 六 2 3 ) 、一般 

公 認 的 保 羅 作 品 （羅 八 34 ；林 前 十 五 3 〜 28 ；腓二 9 〜 11 ) 、以 
及 其 他 作 者 作 品 （來一  3 、1 3 ，八 1 ，十 1 2 ，十二  2 ; 彼前三 
22 ; 啟 三 21 ) 。再 者 ，給 予 基 督 的 得 著 高 舉 顯 著 的 地 位 ，是作者 

用 意 的 核 心 ，要 使 讀 者 明 白 基 督 掌 管 靈 界 權 勢 的 重 要 意 義 。78基 
督 與 這 些 執 政 掌 權 者 的 關 係 ，似 乎 是 本 書 信 的 讀 者 當 時 正 在 面 對  
的 問 題 （見 下 文 ） 。在 他 們 生 活 的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中 ，這類的權勢 
是 眾 所 公 認 並 畏 懼 的 。作 者 採 取 了 與 詩 篇 一 一 〇 篇 1 節和詩篇八 
篇 6 節 相 關 的 傳 統 ，是 為 了 強 調 基 督 在 這 些 權 勢 之 上 的 主 權 。藉 

著 基 督 的 復 活 與 得 高 舉 ，已 經 決 定 性 地 征 服 了 的 祂 的 所 有 仇 敵  
(一  2 0 、2 1 ) ; 神 現 在 已 經 將 他 們 服 在 祂 的 腳 下 （2 2 節 ） ，而這 

對 於 本 書 信 的 收 信 人 具 有 深 邃 且 錯 綜 複 雜 的 意 義 。他們已經在祂 
的 復 活 與 得 高 舉 上 與 祂 聯 合 ，結 果 ，祂 的 命 運 已 經 成 了 他 們 的 命  
運 （二 5 、6 )  » 祂 超 越 這 些 權 勢 ，的 確 是 好 消 息 ，因為他們不再 

需要 懼怕這些權勢了  ；相 反 地 ，他 們 可 以 在 每 天 的 屬 靈 爭 戰 中 支  
取 神 的 大 能 （六 10〜2 0 ) 。所 以 ，強 調 他 們 與 祂 的 聯 合 • 乃是基 

於 在 祂 的 復 活 與 得 高 舉 上 與 祂 聯 合 ，過 於 在 他 們 受 洗 歸 入 祂 的 死  
上 與 祂 聯 合 。後 面 這 個 主 題 並 未 退 居 背 景 ，但就著作者直接的目 
的 而 言 沒 必 要 提 及 。

7 8 尤其要注意C. E. A rno ld , 124-29，1 4 5 -5 8 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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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本 書 信 並 未 忽 略 基 督 的 死 。事 實 上 ， 「一如在新約聖 

經 其 他 地 方 ，耶 穌 的 死 是 理 解 救 恩 的 核 心 ，」79縱使本 書 信 中 並  
沒 有 詳 細 閩 述 的 贖 罪 神 學 。用 來 指 基 督 的 死 的 傳 統 用 語 全 都 出 現  
了 ，諸 如 「血 」 （一 7 ，二 1 3 ) 、 「十 字 架 」 （二 1 6 ) 、 「肉 
體 」 （在二 1 5 = 「死 」） 、 「祭 物 」 （五 2 ) 、和 「捨 己 」 （五

2 5 ) 。救 贖 與 赦 罪 已 經 藉 著 祂 的 犠 牲 受 死 而 贏 得 了 （一 7 ) 。在 
被 描 寫 為 以 弗 所 書 的 神 學 中 心 之 處 ，就 是 二 章 14〜 1 8 節 ，也言之 

鑿 鑿 地 說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都 已 經 藉 著 十 字 架 與 彼 此 、並與神和好 
了 。外 邦 人 從 前 是 沒 有 神 、沒 有 指 望 的 ，現 在 已 經 藉 著 基 督 的 血  
被 帶 來 親 近 神 了 （二 1 3 ) 。存在於組成人類的這個成分之間的敵 

意 ，已 經 藉 著 祂 的 死 被 消 滅 了 。耶 穌 已 經 廢 除 了 律 法 ，包括律法 
上 的 誡 命 與 規 條 ，並 且 同 時 在 縱 向 與 橫 向 上 達 成 了 和 好 ，在神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行 動 中 將 雙 方 結 合 在 一 起 ，成 為 一 個 新 的 創 造 （二 
1 4〜 1 6 ) 。這 個 榮 耀 的 和 好 ，被 用 作 本 書 信 後 來 勸 勉 合 一 的 理 由  
( 如 ：四 1〜3 ) ，是神要叫萬有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的恩典計劃 

的 核 心 * 是 已 經 藉 著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大 能 的 死 而 贏 得 的 。再 者 ，基 
督 的 拯 救 工 作 ，尤 其 是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獻 上 自 己 為 祭 ，乃是信徒必 
須 「效 法 」的 生 活 型 態 ，這 與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 包 括 「真正 
的 」保 羅 著 作 （見 ：五 2 ，四 3 2 的 註 釋 ）—— 見 到 的 「效 法 」模 

式 一 致 。信 徒 必 須 「憑 愛 心 行 事 ，正 如 基 督 愛 我 們 ，為我們捨了 
自 己 ，當 做 馨 香 的 供 物 和 祭 物 獻 與 神 」 （五 1〜2 ) 。然 後 ，作為 
這 一 點 的 一 個 具 體 的 例 子 ，丈 夫 愛 妻 子 的 楷 模 與 理 由 ，就是基督 
對 教 會 的 愛 ，這 愛 是 進 一 步 從 祂 主 動 為 教 會 捨 己 受 死 的 角 度 來 描  
寫 的 （五 2 5 )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再次為信徒敬虔的態度和言 

行 舉 止 提 供 了 楷 模 。

79 Best,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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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強調得救，過於稱義

有 兩 個 議 題 與 上 面 這 個 討 論 息 息 相 關 。第 一 ，在以弗所書中 
完 全 沒 有 再 論 及 相 對 於 行 律 法 的 、藉 著 恩 典 、透 過 信 心 而 稱 義 ， 
那 是 在 加 拉 太 書 與 羅 馬 書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以 弗 所 書 反 而 比 較 廣 泛  
地 論 及 得 救 的 問 題 ，並 且 （尤 其 ）在 二 章 8 〜 1 0 節談到得救乃是 
本 乎 恩 ，也 因 著 信 ，那 是 相 對 於 一 般 的 行 為 ，就 是 人 的 努 力 。8<>保 
羅 區 分 現 今 的 稱 義 與 將 來 的 得 救 ，這 也 從 以 弗 所 書 中 消 失 了 ，反 
而 強 調 信 徒 的 完 全 得 救 。第 二 ，學 者 們 也 聲 稱 ：在 「律 法 」方 
面 ，以 弗 所 書 牴 觸 了 保 羅 在 羅 馬 書 的 教 導 。 「歷 史 上 的 」保羅常 
常 費 心 地 指 出 他 所 傳 的 福 音 並 未 廢 掉 律 法 （羅 三 3 1 ) ，但以弗所 
書 卻 說 這 顯 然 就 是 基 督 藉 著 祂 的 死 所 成 就 的 （二 1 5 ) ，而且這兩 

處 經 文 中 用 的 是 同 一 個 動 詞 「使 … … 無 效 或 廢 掉 」 》81

下 列 的 評 論 就 是 與 這 些 領 域 的 關 注 有 關 的 。首 先 ，以弗所書 
較 廣 泛 地 論 及 現 今 的 救 恩 經 歷 ，雖 然 會 留 待 下 文 論 及 末 世 論 的 段  
落 來 說 明 （見 下 文 ） ，但 我 們 務 必 要 認 識 到 ，作 者 似 乎沒有奮力 
對 付 主 張 猶 太 化 的 反 對 者 ，就 是 那 些 因 為 主 張 順 服 律 法 而 興 風 作  
浪 的 人 。82與 其 用 稱 義 這 個 法 律 術 語 ，不 如 用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救 恩  

觀 念 ，尤 其 是 已 經 實 現 的 救 恩 ，顯 然 更 適 合 他 的 目 的 。這使他能 
夠 強 調 信 徒 所 經 歷 之 國 度 的 轉 移 ，向 他 們 保 證 基 督 的 命 運 已 經 成  
了 他 們 的 命 運 ，他 們 不 再 需 要 懼 怕 那 些 靈 界 的 權 勢 了 。以弗所書 
說 沒 有 人 是 憑 著 行 為 得 救 的 （二 9 ) ，但 它 並 沒 有 說 是 「行律

導論

80 見 L in c o ln ，lx i i i - lx iv  ；和他的專文 ‘ Ephesians 2 :8 -10 : A  Summary 
o f  Paul’ s Gospel?’ CBQ 45 (1983), 617—3 0 。

81 希腿文 KaTOpyfw。參 BA G D , 417; Louw  and N ida，§ 7 6 .2 6 。
8 2 如 A rn o ld ，1 4 9 所主張的；筆者在下文的討論受惠於他；參 ：斯諾德 

格 拉 斯 （2 0 頁 = Snodgrass，2 4 ) ，他 說 ：「如果本書信是在主後60 

年左右寫的，主張猶太化之人的問題就不是那麼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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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大 概 是 因 為 收 信 人 主 要 是 外 邦 人 ，雖 然 並 非 沒 有 例 外  
( 參 ：二 11 * 三 1 ) 。8 3 「律 法 」一 詞 在 本 書 信 中 只 出 現 一 次 ， 

那 處 經 文 是 要 提 醒 外 邦 人 ，神 藉 著 基 督 的 死 所 成 就 的 讓 他 們 得 以  
親 近 以 色 列 的 神 （二 1 5 ) 。 「你 們 已 經 稱 義 了 」 ，無 法 像 「你們 
已 經 得 救 了 」那 樣 精 確 地 概 括 那 三 個 複 合 動 詞 （ 「神 叫 我 們  
與 … … 一 同 活 過 來 」 ， 「祂 叫 我 們 與 … … 一 同 復 活 」 ， 「祂叫我 
們 與 … … _ 同 坐 」 ，5 、6 節 ） 。讀者們關注的一個主要的議題似 

乎 是 懼 怕 邪 惡 的 超 自 然 權 勢 ，而 不 是 猶 太 律 法 主 義 者 的 威 脅 。84

第 二 ， 「歷 史 上 的 」保 羅 針 對 律 法 的 地 位 與 功 用 所 做 的 教 導  
是 相 當 微 妙 的 ，甚 至 在 羅 馬 書 與 加 拉 太 書 中 也 是 如 此 ，結 果 ，要 
了 解 他 的 意 思 ，考 慮 上 下 文 顯 然 是 很 要 緊 的 。85律法不 是 被 廢 除  
了 ，而 是 為 不 信 的 人 而 得 著 維 護 ，要 向 他 們 指 出 ：他 們 是 罪 人 ， 
需 要 藉 著 信 來 到 神 面 前 （羅 三 31 ) 。然 而 ，律法對信徒而言已經 
失 去 了 功 效 ，86不 單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如 此 （二 1 5 ) ，在羅馬書中亦 
然 （七 2 、6 ) 。再 者 ，使 徒 斷 言 ：基 督 是 律 法 的 總 結 ， 「使凡信 
祂 的 都 得 著 義 」 （羅 十 4 ) 。祂 就 是 律 法 一 直 指 向 的 那 一 位 ，現 

在 ，既 然 已 經 達 到 了 目 標 ，律 法 的 制 度 就 告 終 了 。87信徒不再是

83 見 320-1 頁 》
8 4 陸 茲 （U. L u z ) 認 為 ：以弗所書二章代表保羅論及稱義、神 的 義 、與 

行律法之教訓的重大改變，其論據受到馬歇爾（I. H. M a rs h a ll) 的批 
判 ，見 ：二 章 8 節的註釋》

85 注意 D. J. M oo, ‘ The Law o f C hris t as the F u lfillm e n t o f  the Law o f 
Moses: A  M o d ifie d  Lutheran V ie w ’ ，in The Law, the Gospel, and the 
Modern Christian, ed. W. S trick land  and others (Grand Rapids: 
Zondervan，1993)，3 1 9 -7 6 對此一重要主題的論述。

8 6 希臘文〖Kiana(a 。
87 注意 D. J. Moo, ‘ The Law  o f C h ris t’ ，358 的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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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律 法 之 下 （加 三 2 5 )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5 節 （見 該 處 的 解 經 ） 

並 未 牴 觸 保 羅 在 羅 馬 書 與 加 拉 太 書 中 論 及 律 法 的 教 導 。

C .以弗所書的教會論

教 會 這 個 主 題 是 以 弗 所 書 的 一 個 重 要 論 題 ，而 且 ，根據一些 
人 的 觀 點 ，它 還 是 本 書 信 首 要 的 主 題 。88本 書 信 教 會 論 的 許 多 面  
向 被 認 為 與 保 羅 的 教 導 不 連 貫 ，所 以 反 映 出 後 來 的 情 境 ，朝向 
「早 期 大 公 主 義 」邁 進 ，雖 然 距 離 目 標 尚 遠 。8 9 「教 會 」一 詞 9e 

原 來 的 意 思 是 「聚 會 或 聚 集 」 ，使 徒 保 羅 最 常 用 來 指 信 徒 們 地 方  
性 的 聚 會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卻 完 全 用 來 指 宇 宙 性 的 教 會 。在本書 
信 中 的 九 個 出 處 全 都 指 向 整 個 基 督 徒 群 體 》91現 在 專 注 在 一 個 宇  
宙 性 的 教 會 ，那 是 一 個 （四 4 ) 、聖 潔 的 （五 2 6 、2 7 ) 、大公性 
的 （一 2 2 、2 3 ) 、和 使 徒 性 的 （二 2 0 ) ，所以是代表保羅事奉之 

後 的 一 個 階 段 。現 在 ，基 督 被 視 為 教 會 的 「頭 」 ，而在稍早的保 
羅 書 信 中 （歌 羅 西 書 除 外 ） ，頭 卻 是 許 多 肢 體 中 的 一 個 肢 體 。不 
像 哥 林 多 前 書 以 基 督 為 根 基 （三 1 1 ) ，使徒與先知越來越受到尊 
敬 （用 「聖 」字 形 容 他 們 就 足 以 證 明 ，弗 三 5 ) ，在神學上被形 
容 為 宇 宙 性 教 會 的 根 基 （二 2 0 ) 。這 甚 至 不 同 於 歌 羅 西 書 ，後者 
說 信 徒 是 「在 祂 〔即 基 督 〕裏 面 生 根 建 造 」的 （二 7 ) 。最 後 ，

88 根據  H. Chadw ick, ‘ D ie A bsich t des Epheserbrie fes ’ ，ZN W  51 
(1960), 1 4 6 。

89 E. Kasemann, "Ephesians and A c ts，， in  Studies in Luke-Acts: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Paul Schubert^ ed. L. E. Keck and J. L. M artyn  
(N ashv ille : Ab ingdon, 1966), 2 8 8 -9 7 ，尤其 288 »

9 0 希臘文〖K K A i id o t。

91 弗 一 22 * 三 1 0 、2 1 ，五 2 3 、2 4 、2 5 、2 7 、2 9 、3 2 。L in c o ln ，Ix iv  ; 
以及 Theology， 92, 9 3 。

88



- ' 作者

有 人 說 ，在 給 予 以 色 列 民 族 延 續 性 的 地 位 上 ，以弗所書與 早 期 的  
保 羅 書 信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對 於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而 言 ，以色列的深 
遠 意 義 已 經 成 為 過 去 。

毫 無 疑 問 ，以 弗 所 書 呈 現 出 「崇 高 的 」教 會 論 ，使用許多重 
要 的 意 象 來 指 神 的 百 姓 ，往 往 與 早 期 的 書 信 所 用 的 不 同 。然 而 ， 
這 些 分 歧 可 能 是 歸 因 於 許 多 因 素 ，可 以 合 理 地 解 釋 為 在 使 徒 保 羅  
生 平 中 發 生 的 。我 們 必 須 提 出 下 列 幾 點 ：

第 一 ，雖 然 「教 會 」一 詞 在 保 羅 早 期 書 信 中 確 實 是 指 在 特 定  
家 庭 中 聚 會 的 個 別 教 會 ，在 歌 羅 西 書 與 以 弗 所 書 的 某 些 地 方 ，這 
個 字 有 比 地 方 教 會 或 家 庭 教 會 更 廣 的 指 稱 。92大 多 數 解 經 學 者 將  
這 些 地 方 解 釋 為 指 著 宇 宙 性 的 教 會 ，是 所 有 信 徒 所 屬 的 ，而且是 
遍 佈 在 世 界 上 的 （即 ：西一 1 8 、24 ; 弗一 2 2 ，三 1 0 、2 1 ，五 23 

〜 2 4 、2 7 、2 9 、3 2 ) 。然 而 ，我 們 已 經 說 過 ，這 個 觀 點 有 其 困  

難 ，M 較 好 的 作 法 是 將 之 解 釋 為 在 天 上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的 聚 集 。保 

羅 已 經 在 論 及 信 徒 時 提 及 過 ：神 已 經 「叫 我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 … 祂 又 叫 我 們 與 基 督 耶 穌 一 同 復 活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 （二 5 

〜6 ) 。這 封 傳 閱 書 信 的 同 一 批 讀 者 ，神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賜 給 」他 
們 「天 上 各 樣 羼 靈 的 福 氣 」 （一 3 ) 。作 者 又 說 基 督 是 「教 會 」 
的 頭 ，教 會 則 是 祂 的 身 體 （一 2 2 〜2 3 ) 。如果這個詞在此理解為 

發 生 在 天 上 的 「教 會 」或 聚 集 ，那 麼 這 就 意 味 著 基 督 徒 在 每 曰 的

9 2 基 於 這 個 觀 點 * 歌 羅 西 書 將 4KKAna(a ( 「教 會 ，會 眾 」）用於三方 
面 ：（a ) 指地方性的聚會（西 四 1 6 ) ，( b ) 指 家 庭 教 會 （西 四 15 ； 
參 ：門 2 ) ，和⑷指天上以基督為中心的聚集（西一 1 8 、2 4 ) ； P. 
T. O ’ B rie n ，Colossians, Philemon (Waco, TX : W ord, 1982), 60—61 o

93 P. T. O ’ B rie n ，‘ E n t ity ，，88-1 19, 307-1 1 ，和 ‘ Church’ ，DPL，125-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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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常 工 作 中 已 經 參 與 了 那 個 聚 集 。他 們 已 經 聚 集 在 基 督 的 周 圍 ， 
這 是 以 另 一 個 方 式 說 他 們 現 在 就 享 受 了 與 祂 的 交 通 。 •

新 約 聖 經 並 沒 有 討 論 地 方 性 的 教 會 與 這 個 天 上 的 聚 集 之 間 的  
關 係 。沒 有 一 個 地 方 明 確 說 明 兩 者 的 關 聯 。地方性 的 聚 會 肯 定 不  
是 神 的 教 會 的 一 部 分 ，也 不 是 神 的 一 個 教 會 ，正 如 哥 林 多 前 書 一  
章 2 節 清 楚 說 明 的 ，使 徒 在 那 裏 寫 信 給 「在 哥 林 多 神 的 〔這 〕教 

會 」 。地 方 性 的 聚 會 ，以 及 在 特 定 家 庭 中 聚 會 的 家 庭 小 組 ，似乎 
是 信 徒 與 主 耶 穌 那 個 新 關 係 的 具 體 可 見 的 彰 顯 。地 方 性 的 聚 集 ， 
無 論 是 在 教 會 中 或 在 家 庭 教 會 中 ，都 是 在 天 上 環 繞 著 復 活 基 督 的  
聚 集 在 地 上 的 彰 顯 。

我 們 可 以 提 出 兩 個 說 明 ：首 先 ，以 弗 所 書 （與 歌 羅 西 書 ）中 
所 用 的 「教 會 」 ，可 以 很 輕 易 從 保 羅 早 期 的 用 法 中 自 然 而 合 乎 邏  
輯 地 發 展 而 來 。其 次 ， 「教 會 」一 詞 在 本 書 信 內 的 出 處 ，縱使不 
是 全 部 ，有 許 多 都 具 有 雙 重 的 含 意 。這 一 點 需 要 進 一 步 地 檢 視 ， 
但 以 弗 所 書 的 一 個 例 子 可 能 就 已 經 足 夠 了 ，那 就 是 三 章 1 0 節 。在 

這 裏 ，神 諸 般 的 智 慧 是 藉 著 教 會 顯 明 給 属 靈 的 權 勢 ，這個不尋常 
的 表 達 方 式 意 味 著 ：這 個 傳 達 並 非 藉 著 傳 福 音 ，也不是藉著社會 
活 動 。倒 不 如 說 ，它 乃 是 表 示 • 教 會 94是 個 多 種 族 的 群 體 ，猶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在 其 中 已 經 被 結 合 在 一 個 身 體 裏 ，她 的 存 在本身就是 
神 豐 富 而 多 樣 之 智 慧 的 彰 顯 。但 是 ，如 果 將 這 個 群 體 視 為 只 是 天  
上 的 聚 集 ，或 者 就 此 而 言 ，是 宇 宙 性 的 教 會 ，乃 是 不 恰 當 的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1 0 節 的 上 下 文 強 烈 地 表 示 ：猶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 

與 他 們 的 主 之 間 的 這 個 新 關 係 有 一 個 具 體 可 見 的 彰 顯 。如 果 「教 
會 」一 詞 偶 爾 指 在 天 上 與 基 督 一 起 聚 集 ，這 就 是 一 個 隱 喻 方 式 ，

9 4 近代的多數解經學者都同意，這是指教會的存在，由猶太人與外邦人 
組 成 • 他們已經與神和好• 也與彼此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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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到 信 徒 與 祂 持 續 不 斷 的 交 通 ，那 麼 ，與 升 天 的 主 之 間 的 這 個 新  
關 係 就 應 當 在 他 們 平 常 的 聚 集 中 有 特 殊 、具 體 的 彰 顯 ，那就是 
「在 教 會 中 」 （參 ：來 十 2 5 ) 。95那 麼 ，根 據 這 些 說 明 ，三 章 10 

節 這 裏 的 「教 會 」可 以 理 解 為 是 在 談 論 這 個 屬 天 的 聚 集 ，是環繞 
著 基 督 而 聚 集 的 ，％ 同 時 也 指 基 督 徒 的 聚 會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在  
其 中 都 是 基 督 身 體 的 肢 體 ，具 體 彰 顯 出 這 個 屬 天 的 實 體 （見 ：該 
處 的 解 經 ） 。

其 次 ，基 督 是 教 會 的 「頭 」 ，其 含 意 顯 然 是 基 於 保 羅 先 前 將  
教 會 描 繪 為 基 督 身 體 的 隱 喻 發 展 而 來 的 ，97但 可 能 使 徒 的 思 想 就  
是 朝 著 這 個 方 向 發 展 的 ，這 或 許 是 因 為 歌 羅 西 教 會 的 需 要 。98他

9 5 在 1 9 6 3 年 • 賈 菊 （E. A. Judge ) 使用當代的政治模式主張：poZis 
( 「城邦」）是 指 「人們的一個可見的聚集，可能帶有重大的理論意 

義 。 的所有理想同樣都完全應驗在它被建立起來的每一個特殊事 
例 中 」 。賈 菊 聲 稱 ，如果這個類比行得通 • 我們就應該可以發現： 
「論 及 efcWesia所能說的每一件事，同樣可以充分地用來論及每一個 

ekklesia。」他補充說：新約聖經語彙學家在將4KKAnci(a — 詞 歸 於 「地 
方性教會」與 「全體教會」這兩個範疇時遇見的困難表明，「這兩個 
範疇本身就是不正確的」 ；‘ Contemporary P o lit ica l M odels fo r the 
In te r-R e la tions o f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es ’ ，RTR 22 (1963)， 
65-76  ’ 尤其 7 4 - 7 5 。

9 6 參 G n ilka ，1 7 4 ，他 聲 稱 ：教會的領域是「在天上的」 ，就像那些執政 
掌權者的領域一樣。

9 7 在 那 裏 ，頭沒有特殊的地位或尊榮（林前十二 2 1 亦 然 ；參 ：羅十二 
4 、5 ) °

98 F. F. Bruce, Paul, 421 ; 參 C. E. A rn o ld , * Jesus C hris t: “ Head”  o f 
the Church (Colossians and Ephesians) ’， in  Jesus o f Nazareth; Lord 
and Christ: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Jesus and New Testament Christ- 
ology， ed. J. B. Green and M. Turner (Grand R ap ids/C arlis le : Eerd- 
m ans/Paternoster，1994)，3 4 6 -6 6 ，他認為以弗所書結合了舊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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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乎 為 了 以 弗 所 書 讀 者 的 益 處 而 對 此 做 了 進 一 步 的 反 思 。保羅自 
己 可 能 在 歌 羅 西 書 與 以 弗 所 書 中 「從 明 喻 用 語 … … 」轉 往 「真實 
且 涉 及 人 際 關 係 的 方 向 」 ，99排 除 這 個 可 能 性 會 引 發 人 對 他 的 能  
力 和 多 才 多 藝 提 出 嚴 重 的 質 疑 ，也 會 假 設 像 保 羅 這 樣 的 作 者 只 能  
使 用 精 密 的 數 學 詞 語 。

第 三 ，保 羅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三 章 9 〜 1 7 節已經使用在根基上建 
造 的 建 築 物 、和 聖 靈 內 住 的 聖 殿 等 用 語 。在 那 裏 ，使 徒 是 工 頭 ， 
立 定 了 根 基 ，就 是 基 督 自 己 ，保 羅 、亞 波 羅 、磯 法 、和其他人繼 
續 在 上 面 建 造 。然 而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0 節 這 裏 ，保留了建造的 
意 象 ，但 改 變 了 個 別 的 部 分 。保 羅 改 變 隱 喻 ，以 表 達 略微不同的 
論 點 ：現 在 ，根 基 是 由 使 徒 和 先 知 組 成 的 ，而基督耶 穌 則 是 房 角  
石 。1W雖 然 意 象 有 了 改 變 ，卻 沒 有 衝 突 ：使 徒 與 先 知 作 為 根 基 ， 
並 不 是 取 代 基 督 。祂 自 己 是 房 角的頭塊石頭，這 個 詞 語特別叫人 
注 意 到 祂 獨 特 的 重 要 性 與 功 用 （參 ：西二 7 ) 。

最 後 ，林 康 認 為 ：教 會 作 為 一 個 新 創 造 （弗二 11〜2 2 ) ，已 
經 取 代 了 以 色 列 在 神 的 計 劃 中 的 地 位 ，對 於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而  
言 ，以 色 列 的 重 要 性 已 成 過 去 。然 而 ，正 如 林 康 自 己 清 楚 指 出  
的 , 1<M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1 〜 2 2 節 是 特 別 針 對 信 主 的 外 邦 人 而 寫

中 以 「頭 」為 「超越」或 「管理」 「身體」的 觀 點 （沿著集體人格的 
路線理解） • 與當代的希腿醫學觀念。

99 F. F. Bruce, Paul, 421 o

100在以弗所書二章所著眼的，是在根基上面被建造的人* 而在哥林多前 
書第三章 * 則特別著眼於建造者與他們所用的材料種類。若以為所有 
的隱喻都必須精確吻合，或其間的差異就證明作者的不同• 這乃是太 
死板地看待隱喻了。見 ：二 章 2 0 節 的 解 經 ，也注意斯諾德格拉斯 
(21 頁 =  Snodgrass, 25-26  ) 的討論。

101 尤其是 L in c o ln ，1 2 4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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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對 比 他 們 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與 以 色 列 特 權 的 關 係 ，和他們現今 
在 基 督 裏 的 地 位 。作 者 想 要 幫 助 他 的 外 邦 讀 者 1()2珍惜他們所經歷 
的 偉 大 救 恩 ，把 這 救 恩 放 在 從 前 以 色 列 人 的 特 權 和 外 邦 人 自 己 在  
屬 靈 方 面 的 瑕 疵 的 背 景 中 （11〜 1 2 節 ） 。他 們 「不再作外人和客 

旅 ，是 與 聖 徒 同 國 ，是 神 家 裏 的 人 了 」 （1 9 節 ） 。他們已經進入 
以 色 列 的 傳 承 中 ，在 神 的 拯 救 歷 史 中 有 一 席 之 地 了 》基督藉著祂 
的 死 已 經 創 造 了 一 個 新 人 ，而 他 們 已 經 成 為 這 個 新 群 體 的 成 員  
了 ，這 個 群 體 超 越 了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的 分 野 》然 而 ，教會與以色 
列 之 間 的 區 別 是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的 一 個 重 要 議 題 ，尤其在羅馬 
書 更 是 特 別 凸 顯 ，但 在 以 弗 所 書 卻 未 提 及 。這 封 信 強 調 信 主 的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納 入 神 的 計 劃 ，但 並 未 詳 述 祂 為 以 色 列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所 定 的 計 劃 。所 以 ，在 談 及 與 以 色 列 的 關 係 時 使 用 「取 代 」 、 
或 說 這 個 國 家 的 重 要 性 已 成 過 去 ，都 是 不 恰 當 的 。1M

一 般 說 來 ，以 弗 所 書 中 崇 高 的 教 會 論 ，最 終 不 能 與 它 崇 高 的  
基督論分開  > 是 與 神 的 百 姓 在 祂 拯 救 計 劃 中 的 地 位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102這不是說這（些 ）教會完全是由外邦人組成的。二 章 1 1 節 與 三 章 1 
節特別挑出外邦人• 此一事實表明：教會裏面也有猶太基督徒》以弗 
所書如此頻繁且明文地使用舊約聖經（與歌羅西書相反） ，這事實也 
可能表明讀者當中有相當大的一批猶太人：參 T. M o ritz , Z  Profound 
Mystery: 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Ephesians (Le iden: B r i l l ,  
1996)，1 -8 ，2 9 -3 1 ，213-18 ；和他的專文 ‘ Reasons fo r Ephesians，， 
Evangel 14 (1996), 8 - 1 4 。

103然 而 ，林康正確地說：以弗所書二章 11〜2 2 節的教會乃是相信的猶 
太人與相信的外邦人合而為一，有別於以色列，而不是像馬可• 巴特 
所主張的* 是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的合一 * 或教會與會堂的合一；參 
L in co ln , ‘ The Church and Israel in  Ephesians 2，，CBQ 49 (1987), 
605-24 ; 和他的 Theology, 159 ; 相對於 M . Barth, The People o f God 
(S he ffie ld : /SOT, 1983) 。亦見 Best, 267-69 近來對此議題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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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的 。由 於 這 封 信 呈 現 出 那 拯 救 計 劃 的 廣 袤 範 圍 ，也就難怪祂的 
百 姓 會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被 描 繪 為 一 個 試 驗 性 的 方 案 ，和一個和 
好 宇 宙 的 模 式 。同 時 ，以 弗 所 書 繼 續 不 斷 將 教 會 論 聯 繫 到 父 神 主  
動 開 始 的 工 作 、子 神 的 和 好 工 作 、與 聖 靈 的 應 用 工 作 。最 終 • 若 
離 了 三 一 真 神 的 作 為 ，本 書 信 的 教 會 論 就 沒 有 意 義 （見 ，如 ：弗 
四 4*〜-6 ) 。

D .已實現的末世論

反 對 以 保 羅 為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 第 四 個 主 要 的 論 據 關 係 到 本  
書 信 的 末 世 論 》許 多 人 聲 稱 ，歌 羅 西 書 清 楚 顯 示 出 一 個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超 越 了 保 羅 的 主 要 書 信 ；然 而 ，以 弗 所 書 卻 代 表 一 個 甚  
至 更 後 期 的 神 學 反 思 階 段 。有 幾 個 顯 著 的 特 性 ：第 一 ，基督的再 
臨 （p a r o u s ia ) 是 保 羅 早 期 的 事 奉 中 持 續 的 期 盼 ，在本書信中卻沒 

有 提 及 ，因 為 它 已 經 退 居 背 景 。本 書 信 比 保 羅 書 信 更 加 強 烈 地 強  
調 救 恩 是 現 今 的 一 個 事 實 ，IM 將 信 徒 視 為 已 經 從 死 裏 復 活 ，並且 
坐 在 天 上 （二 5 、6 ; 參 ：一 3 、2 0 〜 21 ) » 以弗所書比保羅更有 

力 地 強 調 信 徒 新 生 命 的 現 在 特 性 ；這 特 別 浮 現 在 五 章 2 1 節〜六章 
9 節 的 家 庭 規 範 中 ，那 裏 反 映 出 一 個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 或者至少 
是 非 常 遙 遠 的 基 督 再 臨 。未 來 的 期 盼 並 未 完 全 從 本 書 信 中 消 失 ， 
但 卻 較 少 受 到 注 意 （參 ：一 1 8 ，四 4 ) 。以弗所書並未響應保羅 
對 於 這 世 界 的 短 暫 感 （林 前 七 31 ) ；無 需 禁 戒 婚 姻 》反而將婚姻 
高 舉 到 一 個 地 步 ，將 之 比 擬 為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五 2 1 〜3 3 ) 。

104貝 斯 特 （Best，53, 5 4 ) 比較喜歡說到一個「已實現的救恩論」 ，因為 
作者其實較不關心末世論，也較少使用傳統末世論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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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無 疑 問 ，有 一 個 清 晰 的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視 野 貫 穿 整 卷 以 弗  
所 書 》1(15本 書 信 也 的 確 缺 少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所 見 的 某 種 明 確 的  

未 來 末 世 論 詞 彙 （例 如 ， 「主 的 日 子 」 、 「再 臨 」 ） ，也沒有明 
確 提 及 未 來 的 復 活 。然 而 ，雖 然 強 調 救 恩 的 現 在 性 ，卻沒有將未 
來 的 末 世 論 緊 壓 成 為 一 個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11)6作者在本書信開宗 
明 義 即 明 白 地 提 及 未 來 的 完 滿 實 現 ；他 瞻 望 萬 有 的 「同 歸 於  
一 」 ，即 萬 有 在 基 督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統 治 之 下 合 而 為 一 （amifce- 

p h a la id s is )，將 會 「在 日 期 滿 足 的 時 候 」發 生 （一 1 0 ) 。信徒等 

候 著 救 贖 的 日 子 ，他 們 已 經 為 了 那 日 而 受 了 聖 靈 為 印 記 （四 3 0 ， 
一 1 3 ) 。他 們 盼 望 得 著 產 業 ，他 們 為 此 已 經 領 受 了 一 筆 訂 金  

( 《和 合 本 》作 「憑 據 」） ，暗 示 著 還 有 更 多 要 來 到 的 （一 1 4 、 
1 8 ，五 5 )  » 在 最 後 那 天 ，基 督 將 會 把 已 經 得 著 榮 耀 的 教 會 獻 給  
祂 自 己 ，作 為 祂 聖 潔 且 得 著 潔 淨 的 產 業 （五 2 7 ) 。然 而 ，在那一 
天 ，神 的 憤 怒 也 要 傾 倒 在 悖 逆 的 人 身 上 （五 6 ) 。

然 而 ，我 們 應 該 給 予 本 書 信 這 個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的 視 野 充 足  
的 分 量 • 如 果 可 能 的 話 ，還 要 做 出 可 以 令 人 滿 意 的 解 釋 。要辨識

105關於以弗所書中已實現的末世論 • 見 F.-J. Steinmetz, Protologische 
Heils-Zuversicht: Die Strukturen des soteriologischen und christologischen 
Denkens im Kolosser- und Epheserbrief (F rank fu rt: Knecht, 1969)，37- 
49 * 隨處可見；A. Lindem ann, Die Aufhebung der Zeit: Geschichtsver- 
standnis und Eschatologie im Epheserbrief (G iite rs loh : M ohn, 1975); H. 
E. Lona, Die Eschatologie im Kolosser- und Epheserbrief (W urzburg: 
Echter, 1984); G. F. Wessels, ‘ The Eschatology o f  Colossians and 
Ephesians ’ ，Neot 21 (1987)，183-202; A rno ld , 145-58; H. R. Lem- 
mer, ‘ A  M u ltifa rio u s  Understanding o f Eschatology in  Ephesians: A 
Possible So lution to a Vex ing  Issue ’ ，Hervormde Teologiese Studies 46 
(1990), 1 0 2 -1 9 。

106 參 H. E. Lona, Eschatologie, 4 2 7 -2 8 。

95



導論

作 者 對 於 末 世 論 與 救 恩 的 理 解 ，關 鍵 的 經 文 是 二 章 4 〜 1 0 節 。11)7 

在 這 裏 ，用 三 個 過 去 時 態 的 複 合 動 詞 （都 帶 著 前 綴 「與 … … 一 
同 」 ）描 寫 神 為 信 徒 成 就 的 大 能 作 為 ： ^ 〔神 〕叫 我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 （5 節 ） ， 「祂 又 叫 我 們 與 〔基 督 耶 穌 〕一同 
復 活 」 （6 節 ） ，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 （6 節 ） 。然 後 ，以 「你們得 
救 」一 語 概 括 信 徒 因 而 獲 致 的 地 位 （5 、8 節 ） 。1(18顯 然 地 ， M 乍 

者 已 經 強 調 了 救 恩 現 今 的 面 向 ，其 程 度 是 保 羅 書 信 中 無 一 可 以 相  
比 的 」 。 這 一 點 要 如 何 解 釋 最 好 呢 ？亞 諾 德 依 循 並 發 展 羅 納  

( H .  E. L o n a ) 的 論 點 ，11(1聲 稱 ：因 為以弗所書較廣的上下文中 

呈 現 執 政 掌 權 者 的 敵 對 角 色 （二 1〜2 ，一 2 0 〜2 2 ) ，二 章 4 〜 7 

節 可 能 特 別 聚 焦 於 信 徒 蒙 拯 救 脫 離 這 些 靈 界 的 「權 勢 」 。作者重 
拾 一 章 2 0 〜2 2 節 描 述 基 督 復 活 與 得 高 舉 的 用 語 ，將之直接應用在 
信 徒 身 上 （二 4 〜6 、8 ) 。祂 的 命 運 已 經 成 了 他 們 的 命 運 ，在論 

述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他 們 已 經 與 基 督 一 同 復 活 ，一 同 被 高舉到一個 
擁 有 權 柄 與 能 力 的 地 位 ，是 遠 超 過 這 些 邪 惡 的 執 政 者 的 。因為救 

恩 的 現 在 性 ，信 徒 不 再 生 活 在 「空 中 掌 權 者 的 首 領 」和其黨羽的 
暴 政 之 下 。111因 此 ，以 弗 所 書 強 調 救 恩 在 歷 史 中 的 現 在 性 ，是為 
了 強 化 基 督 徒 正 面 對 他 們 環 境 中 與 日 俱 增 的 威 脅 。

然 而 ，這 個 現 今 的 救 恩 並 未 令 未 來 的 期 盼 消 失 。以弗所書的 
作 者 使 用 舊 約 聖 經 與 猶 太 人 的 兩 個 階 段 觀 念 ，談 到 與 基 督 的 掌 權

107 A rn o ld , 1 4 7 -5 0 。
108 這三個不定過去式是 CTuvê cD0TT0(ria£v、cruvriyeipEv、與 ouv£KdGia£V，因而 

造 成 的 地 位 則 以 aeawajiEvoi概括。
109 A rn o ld , 1 4 7 。
110 A rno ld , 147—50; H. E. Lona, Eschatologie, 428—4 8 。
111 A rn o ld , 1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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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的 「將 來 的 世 代 」 （一 2 1 )  • 以 及 一 般 性 的 「將 來 的 世  
代 」 ，後 者 指 神 要 將 祂 的 恩 典 厚 厚 地 、完 全 地 澆 灌 在 信 徒 身 上 的  
「世 世 代 代 ，永 永 遠 遠 」 ，那 是 在 他 們 已 經 在 今 世 取 得 他 們 的 救  

恩 之 後 （二 5 、8 ) 。再 者 ，雖 然 以 弗 所 書 強 調 空 間 的 層 面 （天上 

與 地 上 ） ，這 個 特 性 卻 不 是 取 代 時 間 的 層 面 。作 者 使 用 它 強 調 信  
徒 所 經 歷 的 領 域 轉 移 ，以 證 明 當 讀 者 轉 向 基 督 時 就 與 過 去 有 了 決  
定 性 的 決 裂 。112基 督 決 定 性 地 介 入 歷 史 ，不單造成了兩個世代的 
重 叠 ，以 致 信 徒 同 時 受 到 兩 個 領 域 的 影 響 ；縱 向 的 層 面 也 有 分 於  
兩 個 世 代 的 結 構 》就 像 保 羅 一 樣 ，以 弗 所 書 「可 以 同 時 使 用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詞 語 ，因 為 兩 者 結 合 起 來 ，正 如 天 地 都 涉 及 在 這 兩 個 世  
代 的 結 構 中 」 。113

既 然 信 徒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蒙 受 了 天 上 的 賜 福 （一 3 ) ，並且 

「已 經 」經 歷 了 救 恩 （二 4 〜7 ) ，為何以弗所書的作者還要用半 

封 信 的 篇 幅 在 勸 勉 的 材 料 與 道 德 教 訓 上 ？為 何 要 警 告 讀 者 不 要 退  
回 到 他 們 過 去 的 異 教 徒 生 活 中 （比 較 ：二 11〜2 2 與 四 17〜3 2 ， 
五 8 〜 1 4 ) ，114並 敦 促 他 們 要 小 心 如 何 生 活 ，要 善 用 每 一 個 機

112注意亞 諾 德（A rno ld , 150-51 ) 與 康 哲 曼 （H. Conzelmann ) 、梅克 
聯 、塔 超 （P. T a c h a u ) 、及 林 德 曼（A. L in d e m a n n )等人觀點的互 
動 ，這些人認為空間的觀念已經取代了時間的觀念，救恩歷史的層面 
已經從以弗所書二章消失了。

113 A rn o ld , 1 5 3 ，依循 A. T. L in co ln , ‘ A R e-Exam ination o f  “ The 
Heavenlies”  in  Ephesians’ , NTS 19 (1972- 73)，4 6 8 -8 3 ，尤其 479 - 
8 1 。

114貝 斯 特 （Best, 52-55 ) 認 為 ：在以弗所書中，救 恩 「已經」的層面不 
易與未來的層面調和。本 書 信 「包含兩個難以互相調和的傾向」 。他 
補 充 說 ： 「不可能將支持這兩種觀點的證據從他這封信中消除掉」 
( 5 4 )  ! 但這豈不是類似一般公認之保羅書信中出現的「已經實現一 

尚未完全實現」的張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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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並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五 15〜 1 8 )  ? 他們此時此地的生活方式顯 
然 是 重 要 的 ：他 們 已 經 被 納 入 了 新 人 ，行 事 為 人 的 方 式 就 必 須 與  
這 新 人 一 致 ，因 為 這 新 人 已 經 被 創 造 ，在 真 正 的 公 義 與 聖 潔 上 像  
神 一 樣 （四 2 4 ) 。所 以 ，他 們 必 須 將 眼 目 專 注 在 最 終 的 目 標 上 ， 

他 們 終 究 要 「被 充 滿 ，成 為 神 一 切 的 豐 滿 」 （三 1 9 ， 《恢復 
本 》 ） ；他 們 都 要 「在真道上同歸 於 一 ，認 識 神 的 兒 子 」 ，因為神 
渴 望 他 們 成 為 「長 成 的 人 ，達 到 了 基 督 豐 滿 之 身 材 的 度 量 」 （四 
1 3 ， 《恢 復 本 》 ）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這 些 基 督 徒 讀 者 未 來 的 層 面  
顯 然 是 重 要 的 * 像 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一 樣 。

在 家 庭 法 規 的 若 干 地 方 ，未 來 末 世 論 顯 然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參 ：六 8 ) ，尤 其 是 在 針 對 丈 夫 而 寫 的 段 落 中 （五 2 5 〜2 8 ) 。 

基 督 對 教 會 的 愛 ，是 他 們 在 愛 妻 子 上 應 該 要 效 法 的 榜 樣 （25 

節 ） 。祂 主 動 地 捨 己 至 死 ，為 要 聖 別 並 潔 淨 教 會 ，目的是要將她 
「獻 給 自 己 ，作 個 榮 耀 的 教 會 ，毫 無 玷 污 、皺 紋 等 類 的 病 ，乃是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的 」 ，這 個 表 達 方 式 聚 焦 於 末 日 時 神 臨 在 的 末 世 性  
光 輝 與 明 亮 （見 ：五 2 7 的 註 釋 ） 。作者為丈夫與妻子立下一個崇 

高 的 標 準 ，是 以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為 楷 模 的 ，並 且 前 瞻 末 世 的 來  
臨 。然 而 ，這 個 崇 高 的 婚 姻 觀 並 不 牴 觸 保 羅 對 這 世 界 的 短 暫 感 ， 
後 者 被 認 為 反 映 在 他 對 於 避 免 結 婚 的 勸 戒 中 （如 同 在 林 前 七 2 9 〜 
3 1 ) 。115在 哥 林 多 前 書 七 章 中 ，保 羅 並 未 禁 止 人 結 婚 ；確切地

115貝 斯 特 （Best，34-35 ) 相 信 ：以弗所書與保羅早期書信最重要的差 
異 ，是在於倫理道德的領域，尤 其 「以弗所書的家庭法規侷限於完全 
由信徒組成的家庭」 （3 5 ) 。他 認 為 「非常難以認為保羅會撰寫這樣 
的 法 規 • 或 （如果他是從傳統接受而來）將他所寫的東西納入其 
中 」 。對於貝斯特而言，遺有一個額外的問題，即 保 羅 「忽略信徒與 
他們生活在其中之世界的關係」 • 或撰寫一封「缺乏宣教動力」的書 
信 。參 ‘ The Haustafel in  Ephesians (Eph. 5.22—6 .9 )’ ，in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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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他 乃 是 敦 促 基 督 徒 ，由 於 現 今 的 艱 難 （不 管 其 確 切 意 義 為  
何 ） ，不 要 結 婚 。116在 以 弗 所 書 中 ，作 者 不 是 在 討 論 身 分 的 改  
變 ，而 是 針 對 已 婚 的 人 》兩 處 經 文 的 目 的 並 不 相 同 》

最 後 ，在 與 以 弗 所 書 的 末 世 論 相 關 的 爭 議 中 ，大多忽略了最 
極 峰 的 道 德 訓 勉 經 文 ，那 裏 勸 勉 信 徒 ：在 持 續 與 那 些 執 政 掌 權 者  
進 行 屬 靈 爭 戰 時 • 要 穿 戴 神 的 軍 裝 （六 10〜2 0 )  » 如果這些權勢 
已 經 降 服 於 基 督 （一 2 0 〜2 2 ) ，而且言外之意是他們也已經降服 
於 在 祂 裏 面 的 信 徒 ，那 麼 作 者 為 何 還 要 勸 勉 讀 者 要 繼 續 與 他 們 爭  
戰 ？對 於 那 些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中 充 分 已 實 現 末 世 論 的 人 而 言 ，這段 
經 文 呈 現 出 一 個 主 要 的 難 題 。117但 這 段 經 文 是 整 封 書 信 其 餘 部 分  
所 指 向 的 （見 ：六 10〜2 0 的 註 釋 ） ，恰當地整合了保羅末世論中 

「已 經 實 現 一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的 兩 極 。基 督 勝 過 這 些 權 勢 ，是 
「已 經 」發 生 的 （一 2 1 ) 。因為信徒在祂的復活與得高舉上和祂 

聯 合 （二 5 、6 ) 。他 們 不 再 需 要 懼 怕 這 些 權 勢 。基督得勝的果子 

「尚 未 」充 分 實 現 。然 而 ，那 些 在 祂 裏 面 的 人 擁 有 所 需 的 一 切 資  
源 ，來 抗 拒 魔 鬼 和 其 黨 羽 的 影 響 與 攻 擊 （參 ：六 10〜2 0 ) 。信徒 
必 須 留 意 這 場 衝 突 ，並 且 支 取 神 的 能 力 來 抵 擋 他 們 。在最後那一 
天 ，基 督 的 勝 過 那 些 權 勢 將 要 完 滿 實 現 。

總 結 來 說 ，以 弗 所 書 的 末 世 論 著 重 強 調 救 恩 現 今 的 層 面 。 本 
書 沒 有 出 現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所 見 之 明 確 的 未 來 末 世 論 用 詞 。但 
其 他 聚 焦 於 未 來 的 經 文 卻 出 現 在 書 信 中 重 要 的 地 方 ，特別顯著的 
是 一 章 1 0 節 所 說 的 萬 有 「同 歸 於 一 」 （anafcep/iaiaiSsis ) (亦

189-203 » 見 （下文）五 章 2 2 節 〜 六 章 2 0 節的解經對此觀點的評 
論 °

116關 於 「現今的艱難」的 性 質 ，見 G. D. Fee, The F 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3 3 4 -4 2 。

117正如 A rn o ld，1 5 5 -5 7正確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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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一 13 '  1 4 、1 8 、2 1 ，二 7 ，三 1 9 ，四 1 2 、1 3 、3 0 ，五 5 、

6 、2 7 ，六 8 ) 。我 們 認 為 ：這 樣 強 調 救 恩 「已 經 實 現 」的 層 面 ， 

是 由 於 讀 者 的 需 要 造 成 的 ，作 者 在 描 寫 神 的 宏 偉 計 劃 時 ，想要剛 
強 他 們 。因 為 本 書 信 與 「真 正 」保 羅 書 信 有 許 多 相 似 之 處 ，我們 
相 信 這 個 強 調 反 映 後 期 階 段 的 神 學 反 思 ，但 出 於 保 羅 教 牧 與 使 徒  
的 事 奉 。

5 .保羅的盡像

保 羅 肯 定 是 以 弗 所 書 ^ 隱 含 的 」作 者 。但 這 位 「隱 含 的 」作 
者 描 繪 的 使 徒 畫 像 如 何 ，118跟 我 們 從 「真 正 」保 羅 書 信得到的畫 
像 相 同 嗎 ？許 多 學 者 相 信 ：以 弗 所 書 的 「隱 含 」作 者 呈 現 的 觀  
點 ，是 比 使 徒 保 羅 更 晚 的 。引 致 這 個 負 面 結 論 的 主 要 因 素 如 下 ：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1〜 1 3 節被認為比較像是後人回頭對保羅的使 

徒 職 分 所 做 的 評 價 ，而 不 是 保 羅 在 論 及 自 己 和 他 的 事 奉 。他在三

118 進~■步見  H . M erk le in , Das kirch liche A m t ,  335-45; C. K . Barre tt, 
‘ Pauline Controversies in  the Post-Pauline Period ’ ，NTS 20 (1973 — 
74)，229-45 ; M . C. de Boer, ‘ Images o f  Paul in  the Post-A posto lic  
Period ’ ，CBQ 42 (1980), 359-80; H. M erk le in , ‘ Paulin ische Theolo- 
gie in  der Rezeption des Kolosser- und E pheserb rie fes\ in  Paulus in 
den neutestamentlichen Spdtschriften, ed. K. Kerte lge (F re iburg /B ase l/ 
V ienna: Herder, 1981), 25 -69 ; J. G n ilka , ‘ Das Paulusbild  im  
Kolosser- und Epheserbrie f，， in  Kontinuat und Einheit， ed. P. G. 
M u lle r  and W. Stenger (F re iburg /Base l/V ienna: Herder, 1981)，179- 
93; M . Y. M acDonald, The Pauline Churches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ivers ity  Press, 1988)，123-36; U. Luz，‘ Oberlegungen zum Epheser
b r ie f und seiner Paranese’ ，Neues Testament und Ethik: Fur Rudolf 
Schnackenburg, ed. H. M erkle in  (Freiburg/Basel/Vienna: Herder, 1989)， 
376—96; L in co ln , l x i i - l x i i i ;  Snodgrass, 25-27  ；與 Best, 40—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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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4 節 推 崇 自 己 的 深 刻 見 解 ，被 認 為 是 一 個 人 想 要 「為後來的時 
代 宣 傳 使 徒 教 訓 之 權 柄 」的 技 巧 。同 樣 地 ，賦 予 其 他 使 徒 的 地  
位 ，即 領 受 了 外 邦 人 在 神 計 劃 中 的 特 殊 啟 示 （連 同 用 「聖 」字形 
容 這 些 使 徒 ，三 5 ) ，表 示 其 背 景 是 使 徒 後 的 。三 章 8 節表現出 
的 謙 卑 ， 「我 本 來 比 眾 聖 徒 中 最 小 的 還 小 」 ，被 說 成 是 誇 大 其  

詞 ，本 書 信 中 假 設 在 說 話 的 保 羅 則 被 視 為 受 尊 敬 的 人 物 ，是一個 
顯 要 。以 弗 所 書 中 所 失 去 的 是 保 羅 的 「個 人 臨 在 … … 和 其 熱 情 、 
急 切 、喜 樂 、與 憤 怒 」 ，以 及 他 事 奉 中 的 張 力 與 衝 突 。119

意 味 深 遠 的 是 ，貝 斯 特 整 體 而 言 認 為 使 徒 並 未 寫 以 弗 所 書 ， 
卻 認 為 本 書 信 呈 現 的 保 羅 畫 像 基 本 上 是 與 使 徒 在 自 己 的 書 信 中 所  
描 繪 的 相 符 。某 些 特 色 ，諸 如 他 在 神 計 劃 中 的 獨 特 地 位 ，可能稍 
微 被 誇 大 了 一 點 。但 貝 斯 特 下 結 論 說 ： 「若 說 保 羅 自 己 這 樣 閫 述  
他 的 思 想 ，是 很 容 易 理 解 的 。」 再 者 ，斯諾德格拉斯正確地指 
出 ：三 章 1〜 1 3 節的材料被許多人認為是反對本書信真實可靠性 

的 最 有 力 論 據 ，卻 也 已 經 被 用 作 證 據 ，為 保 羅 的 作 者 身 分 做 了 具  

有 說 服 力 的 辯 護 。121

我 們 現 在 來 看 那 些 偶 爾 有 點 困 難 的 表 達 方 式 。首 先 ，保羅論 
及 自 己 的 使 徒 角 色 的 陳 述 似 乎 有 點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三 3 〜7 ) 。這

119 L in co ln , l x i i i 。
120見 Best, 4 0 - 4 4 ，尤 其 4 4 ，做了詳細的連接。他斷言說：出現明確不 

同的唯一領域是在家庭法規中。他最後明智而審慎的評論值得詳細引 
述 ：以弗所書與其他書信所描繪的保羅畫像有些不同，是理所當然 
的 ，理由很簡單：這是一封短信，不能像比較長的信那樣全面地呈現 
出一幅 畫 像 ，而且任何一封書信所呈現的當然也總是少於整幅的圖 
畫 」 （4 4 ) 。

121斯諾德格拉斯（2 1 頁 -S n o d g ra ss，2 6 ) 。注意他在2 1 -2 2 頁 （= 2 6 -  
2 7 ) 的 論 述 ，我受惠於他。

101



導論

使 得 一 些 人 推 論 說 ：一 位 託 名 的 作 者 想 要 為 自 己 取 得 保 羅 的 權 柄  
與 神 學 》同 時 ，他 自 稱 為 「比 眾 聖 徒 中 最 小 的 還 小 」 （8 節 ）則被 

視 為 矯 揉 做 作 … … 不 自 然 的 誇 大 其 詞 … … 牽 強 而 不 自 然 的 」 。 
然 而 ，被 認 為 （在 同 一 個 段 落 中 ！）存 在 於 保 羅 高 舉 自 己 的 使 徒  
事 奉 （3 〜7 節 ）與 他 的 謙 卑 （8 節 ）之 間 的 張 力 ，卻也出現在他 

早 期 的 書 信 中 。
一 方 面 ，保 羅 意 識 到 自 己 身 為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獲 賜 了 不 可 思 議  

的 特 權 。他 的 角 色 是 被 公 認 為 基 督 的 代 表 ，這是基於 主 耶 穌 在 往  
大 馬 色 的 路 上 所 賜 給 他 的 啟 示 （加一 15〜 1 7 ) ，123而 且 ，根據哥 
林 多 後 書 三 章 7 節 〜 四 章 6 節 ，這 個 榮 耀 的 職 事 ，連同它在福音 

中 的 啟 示 ，都 超 越 了 摩 西 的 職 事 》保 羅 「奉 召 為 使 徒 ，特派傳神 
的 福 音 」 （羅一  1 ) 。身 為 一 個 領 受 「恩 惠 並 使 徒 的 職 分 」的 
人 ，他 的 任 務 是 要 在 外 邦 人 當 中 使 人 信 服 真 道 （羅一  5 ，十五 
1 8 ，十 六 2 6 ) ，這 個 角 色 在 神 的 拯 救 計 劃 中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也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有 其 根 據 （尤 其 是 以 賽 亞 書 ） 。124這 樣 一 來 ，以弗 

所 書 既 如 此 莊 嚴 宏 偉 地 呈 現 了 神 的 拯 救 旨 意 ，尤 其 是 與 祂 的 「奥 
祕 」有 關 （弗一 9 〜 1 0 ) ，保 羅 向 外 邦 人 的 事 奉 既 是 本 書 信 中 如

122 C. L. M itto n , Epistle， 15，36, 1 5 2 。
123 P. T. O ’ B rien , Gospel and Mission in the W ritings o f Paul: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Analysis (Grand R ap ids/C arlis le : Baker/Paternoster, 
1995), 2 -12  ；亦見 R. N. Longenecker, ed., The Road from  Damascus: 
The Impact o f Paul’s Conversion on His Life, Thought, and M in is try  
(Grand Rapids/Cam bridge: Eerdmans, 1997) 。

124 關於此一主題的這個面向’ 見 D. J.-S. Chae, Paul as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His Apostolic Self-Awaren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oteri
ological Argument o f Romans (C a rlis le : Paternoster, 1997) * 尤其 39—
44 : 與 P. T. O 'B rie n , Gospel and Mission, 58-60 , 6 9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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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重要的主題  > 應 該 強 調 它 與 同 一 個 「奧 祕 」的 關 係 （此詞在三 
2 〜9 出 現 四 次 ） ，也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

另 一 方 面 ，他 形 容 自 己 是 「比 聖 徒 中 最 小 的 還 小 」 （三
8 ) ，所 證 明 的 既 不 是 使 徒 這 一 面 以 虛 偽 的 態 度 、或卑恭屈節地反 

對 自 己 ，也 不 是 太 過 自 誇 和 矯 揉 做 作 以 致 眨 損 自 己 ，不敢自稱為 
真 正 的 保 羅 。如 果 像 一 些 人 所 聲 稱 的 ，是 保 羅 的 一 個 門 生 寫 了 這  
些 話 ，就 更 不 可 能 會 以 這 種 方 式 來 談 及 自 己 的 英 雄 了  ！ 125「歷史 
的 」保 羅 知 道 自 己 不 配 承 擔 此 一 擁 有 特 權 的 職 事 （林 前 十 五 8 〜
1 0 ) ; 他 曾 經 以 暴 力 逼 迫 神 的 教 會 （所 加 上 的 字 令 人 注 意 到 這 罪  
的 窮 兇 極 惡 ）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8 節 遣 詞 用 字 的 語 調 與 態 度 ，接近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五 章 的 這 些 話 ，以 及 他 在 哥 林 多 後 書 十 至 十 二 章 為  
自 己 的 使 徒 職 分 所 做 的 辯 護 。

第 二 ，「聖使 徒 與 先 知 」一 詞 （三 5 ) 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沒 有 類 似 之 處 ，被 人 當 做 後 來 一 位 尊 崇 像 使 徒 這 樣 的 人 之 作 者 的  
特 色 。它 也 可 以 解 釋 二 章 2 0 節 ， 「被 建 造 在 使 徒 和 先 知 的 根 基  

上 」 （雖 然 要 注 意 上 文 的 討 論 ） 。形 容 詞 「聖 」是個晦澀不明的 
詞 語 ，因 為 它 被 人 認 為 在 推 崇 過 去 的 使 徒 與 先 知 ，為之添加了這 
樣 的 氣 氛 。然 而 ， 「聖 徒 」一 詞 是 描 寫 基 督 徒 的 常 用 方 式 ，指神 
所 分 別 出 來 的 那 些 人 。如 果 這 是 它 在 三 章 5 節 的 意 義 ，那麼它就 

是 在 將 使 徒 和 先 知 描 寫 為 分 別 出 來 歸 給 神 的 ，因 為 他 們 「作為核 
心 啟 示 領 受 者 的 獨 特 角 色 」 。126

125 F. F. Bruce, Ephesians, 6 3 將 三 章 8 節解釋為「使徒真實可靠性的標 
記 」 。很難想像會有保羅的一個門生給予他如此低微的地位。進一步 
見三章8 節的註釋。

126 滕納 ’ 1292 頁 =  Turner,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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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點 與 前 一 點 有 關 ，保 羅 推 崇 自 己 的 深 刻 見 解 （三 4 ) ， 

並 且 給 予 其 他 使 徒 的 地 位 ，即 領 受 與 外 邦 人 在 神 計 劃 中 之 地 位 有  
關 的 特 殊 啟 示 ，都 造 成 了 某 種 困 難 。但 提 及 不 同 的 領 受 者 並 非 根  
本 的 問 題 。奧 祕 是 藉 著 普 世 傳 講 福 音 而 使 「萬 國 的 民 」得知的 
( 羅 十 六 2 6 ) 。它 是 顯 明 給 神 的 聖 民 的 ，尤 其 是 外 邦 人 （西一

2 6 ) ，因 為 他 們 是 神 藉 著 祂 的 兒 子 所 成 就 之 救 恩 的 受 惠 者 ，因而 

也 是 與 之 有 關 的 啟 示 的 領 受 者 。神 的 奧 祕 是 啟 示 給 「使 徒 與 先  
知 」的 ，因 為 他 們 「是 傳 道 人 ，神 的 真 理 藉 著 他 們 傳 給 與 他 們 一  
同 相 信 的 人 」 。使 徒 們 「代 表 福 音 事 實 之 主 要 見 證 人 的 權 柄 ，而 
先 知 們 代 表 聖 靈 活 潑 的 引 導 ，藉 以 讓 人 在 更 充 分 的 意 義 與 範 圍 上  
明 白 這 些 事 實 」 。127這 是 在 往 大 馬 色 的 路 上 藉 著 啟 示 顯 明 給 保 羅  
的 ，因 為 他 作 為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在 那 些 傳 道 人 當 中 居 首 位 （加一 
11〜 1 2 、15〜 16 ；參 ：徒 二 十 六 12〜 1 8 ) 。

總 之 ，我 們 會 納 悶 ，一 個 託 名 作 者 可 以 從 使 用 三 章 1〜 1 3 節 

這 樣 的 語 言 得 著 甚 麼 益 處 ？為 何 提 到 保 羅 的 被 囚 ，卻又沒有多加 
發 揮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使 徒 勸 勉 他 的 讀 者 不 要 因 他 的  
苦 難 而 喪 膽 （參 ：腓一 12〜 14 ；西一 2 4 ) 。他已經談及了神的永 

遠 計 劃 ，他 的 外 邦 人 讀 者 在 這 神 聖 計 劃 中 的 地 位 ，以及他自己相 
關 的 地 位 。有 鑑 於 如 此 重 要 的 工 作 在 他 蒙 召 時 被 賜 給 他 * 他勸他 
的 基 督 徒 讀 者 不 要 因 他 的 苦 難 而 喪 膽 ，他 是 為 了 他 們 的 緣 故 而 受  
這 些 苦 的 。

127 Bruce, 3 1 5 。注意他對三章5 節的討論，並見我們在下文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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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作者與託名寫作128

在 上 文 的 討 論 中 ，我 們 檢 視 了 當 代 學 術 界 為 了 反 對 保 羅 是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而 提 出 的 許 多 論 據 。儘 管 傳 統 的 觀 點 有 認 知 上 的 困  
難 ，我 們 卻 認 為 反 對 這 種 觀 點 的 論 據 絕 非 已 經 獲 得 證 明 的 》事實 
上 ，否 認 保 羅 寫 了 此 信 ，所 引 發 的 問 題 多 過 所 解 決 的 。129在以弗

128關於託名寫作的問題，已經有了許多專著探討，我們無法在此詳細論 
述 。有限的參考書目包括 H. R. Balz, 4A nonym ita t und Pseudepi
graphie im  U rch ris ten tum ’ ，ZTK  66 (1969 )，403—36; W. Speyer, Die 
literarische Falschung im heidnischen und christlichen A ltertum : Ein 
Versuch ihrer Deutung (M iinchen: Beck, 1971); A . G. Patzia, ‘ The 
Deutero-Pauline Hypothesis: An A ttem pt at C la r if ica tio n *, EvQ 52 
(1980 )，27-42 ; L. R. Donelson, Pseudepigraphy and Ethical Argument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1986); J. D. G. Dunn, ‘ The Problem o f Pseudonym ity ’ ，in  The Living  
Word (London: SCM, 1987), 65—85; D. G. Meade, Pseudonymity and 
Canon: An Investig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o f Authorship and Authority  
in Jewish and Earliest Christian Tradition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iebeck], 1987); E. E. E llis , ‘ Pseudonym ity and C anon ic ity  o f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in  Worship, Theology and M in is try  in the 
Early Church: Essays in Honor o f Ralph P. M artin , ed. M . J. W ilk in s  
and T. Paige (S he ffie ld : Academic Press, 1992), 212-24; S. E. 
Porter, ‘ Pauline A u thorsh ip  and the Pastorals ’ ，BBR 5 (1995), 105- 
23; J. D. G. Dunn, ‘ Pseudepigraphy，，in Dictionary of the Later Nezv 
Testament and Its Developments， ed. R. P. M a rtin  and P. H. Davids 
(Downers G rove/Leicester: In te r-V a rs ity , 1997)，977-84; J. D u ff, 
‘ A  Recon-sideration o f  Pseudepigraphy in  E arly  C h r is tia n ity 5 
(unpublished D. P h il, thesis, O xford , 1 9 9 8 )。

129 A. G. Patzia, ‘ The Deutero-Pauline H ypothesis，，42 , 在他表示贊同 
的概覽中作結論時承認，我們需要問：「試著要釐清環繞著使徒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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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書 的 作 者 這 個 標 題 下 ，還 有 一 個 問 題 是 我 們 現 在 需 要 解 決 的  
( 雖 然 這 個 問 題 影 響 了 新 約 全 書 中 的 其 他 書 信 ，包 括 歌 羅 西 書 ， 

帖 撒 羅 尼 迦 後 書 ，教 牧 書 信 ，與 彼 得 後 書 ） ，那 就 是 託名寫作的 
問 題 。

聲 稱 保 羅 不 是 以 弗 所 書 作 者 的 當 代 學 者 ，主 張 本 書 信 的 作 者  
使 用 託 名 寫 作 的 技 巧 。13(1這 是 一 種 在 猶 太 與 希 臘 一 羅 馬 世 界 中 廣  
泛 使 用 且 被 接 受 的 傳 統 寫 作 手 法 ，作 者 選 擇 假 借 前 一 代 的 著 名 前  
輩 的 名 義 來 寫 作 ，那 人 已 經 是 讀 者 所 認 識 並 尊 敬 的 。就著以弗所 
書 而 言 ，作 者 可 能 曾 經 是 保 羅 的 一 個 同 工 或 伙 伴 ，或許甚至是保 
羅 「學 派 」的 一 個 成 員 ，熟 悉 使 徒 的 思 想 ，並 且 刻 意 模 仿 他 的 思  
想 傳 統 來 寫 作 ，為 了 以 經 過 改 寫 的 形 式 來 為 自 己 的 時 代 保 存 並 傳  
遞 它 。以 弗 所 書 是 作 者 的 一 個 嘗 試 ，及 時 對 後 來 的 一 群 會 眾 重 申  
保 羅 教 訓 的 精 華 。根 據 米 頓 的 說 法 ，本 書 信 ， 「連同它反覆重申 
的 斷 言 、呼 籲 、與 勸 勉 ，都 完 全 適 合 於 第 二 代 的 特 殊 需 要 ，而且 
甚至可以說是已經成了  "■經 過 啟 發 的 』 。」 131

託 名 寫 作 理 論 被 人 指 控 為 構 成 了 偽 造 、欺 騙 、或 杜 撰 —— 這 
些 全 都 具 有 情 緒 上 負 面 的 弦 外 之 音 ••但 一 些 主 張 這 種 理 論 的 人 拒

平和他的寫作活動的一些困難時，這種第二保羅假設的倡議者提議的 
重構類型，是否比現有的理論更沒有問題？」

130託名寫作必須與匿名寫作、使用筆名、和抄襲區別開來（參 Best, lO -
l l )  。就著新約聖經而言，四卷福音書、使徒行傳、希伯來書、與約 
翰書信在形式上全都是匿名寫作。託名寫作的問題只有與明確聲稱作 
者身分的書卷有關，諸如保羅書信與彼得書信，連同雅各書與猶大 
書 。

131 C. L . M itto n , The Epistle, 2 4 2 。晚 近 ，部 恩 （D u n n ) 聲 稱 ：託名寫作 
是 「一種方法，用來證實神的旨意在名義作者的處境與真正作者的處 
境之間的延續性」 ；J. D. G. Dunn, ‘ The Problem ’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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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這 種 指 控 。他 們 反 而 聲 稱 ：託 名 寫 作 的 現 象 是 個 技 巧 ，可能像 
文 學 本 身 一 樣 古 老 ，不 可 以 用 現 代 的 標 準 和 其 「知 識 禮 節 、剽 

竊 、與 著 作 權 法 」來 判 斷 。132然 而 ，託 名 作 者 是 否 有 意 欺 騙 讀  
者 ，學 者 們 對 此 問 題 的 意 見 卻 有 重 大 的 分 歧 。古 代 世 界的一些託 
名 著 作 顯 然 是 有 意 要 欺 騙 。133若 干 近 代 作 家 相 信 ：新約聖經中的 
託 名 著 作 顯 然 是 作 為 杜 撰 作 品 來 撰 寫 和 推 廣 的 • 因 此 「幾乎可以 
肯 定 最 終 的 讀 者 其 實 並 沒 有 受 騙 」 。134但 是 ，一目了然之杜撰作 
品 的 含 意 普 遍 被 拒 絕 ，其 他 人 則 相 信 情 形 遠 比 這 個 不 明 確 得 多 。 
例 如 ，唐 內 森 （L . R. D o n e ls o n ) 論 及 教 牧 書 信 時 率 直 地 說 ：

〔教 牧 書 信 的 作 者 〕為 了 欺 騙 而 捏 造 的 所 有 個 人 性 的 口 氣 、 
這 三 封 信 中 所 有 的 … … 共 通 之 處 … … 〔他 使 用 〕任 何 … …似 

乎 可 以 達 到 其 欺 騙 目 的 所 必 須 的 技 巧 。135

但 是 ，密 德 （D . G. M e a d e ) 認 為 ： 「如果一分文件源自一個 

『學 派 』 ，那 麼 這 文 件 在 該 學 派 內 最 有 可 能 是 眾 所 週 知 並 承 認 為  
託 名 著 作 的 （雖 然 無 損 其 權 威 性 ） 。」 136

林 康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特 別 「刻 意 為 了 在 使 徒 死 後 那 一 代 ，保 
羅 在 小 亞 細 亞 宣 教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而 寫 的 〕」 ， 「其寫作者其實 
是 保 羅 『學 派 』的 一 員 」 。137如 果 本 信 是 在 保 羅 死 後 發 出 的 ，那

132 A. G. Patzia，‘ The D eutero-Pauline H ypothesis ’ ，3 1 。
133 L. R. Donelson, Pseudepigraphy^ 11 ; 參 L in co ln , I x x i。
134 J. D. G. Dunn, ‘ P roblem ’，8 4 。

135 L. R. Donelson, Pseudepigraphy, 24，55 ; 為 E. E. E llis , ‘ Pseudony- 
m ity  and C an on ic ity ’ ，221 所引用。

136 D. G. Meade, Pseudonymity and Canon, 1 9 8 。
137 L in co ln , l x x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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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這 些 教 會 必 然 已 經 知 道 他 的 殉 道 ，而 且 認 出 以 弗 所 書 是 他 們 信  
任 的 一 位 教 師 的 作 品 ，該 教 師 寫 作 此 信 是 符 合 保 羅 傳 統 的 。林康 

補 充 說 ：

所 以 ，寫 作 者 與 原 來 的 讀 者 都 心 照 不 宣 地 參 與 這 種 特 殊 的 交  
流 模 式 ，寫 作 者 希 望 在 其 中 呈 現 他 的 教 導 ，不單將之呈現為 
他 自 己 的 教 導 ，更 要 將 之 呈 現 為 符 合 使 徒 傳 統 ，是以保羅為 
其 來 源 的 。138

關 於 本 書 信 權 威 與 靈 感 的 問 題 ，近 來 託 名 寫 作 的 倡 護 者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的 託 名 寫 作 絕 對 無 損 於 它 的 正 典 地 位 ，或其信息的 
效 力 與 權 威 。無 論 它 是 保 羅 或 他 的 一 位 門 生 所 寫 的 ，以弗所書都 
在 正 典 之 內 。因 此 ，它 就 像 福 音 書 或 保 羅 所 寫 的 羅 馬 書 一 樣 具 有  
權 威 ，是 神 子 民 之 教 導 與 生 命 的 基 礎 》139密 德 評 論 說 ： 「託名寫 
作 的 來 歷 或 匿 名 編 寫 的 發 現 ，絕 對 無 損 於 作 品 的 靈 感 或 正 典 性 。 
在 正 典 的 文 脈 內 ，作 者 的 名 稱 必 然 主 要 是 被 視 為 具 有 權 威 之 傳 統  
的 陳 述 （或 斷 言 ） 。」 14°

託 名 著 作 存 在 並 盛 行 於 古 代 世 界 —— 希 臘 一 羅 馬 ，猶 太 ，與 
基 督 徒 。這 個 事 實 的 證 據 • 是 古 代 作 家 對 於 已 知 作 者 是 假 名 之 作  
品 和 其 他 資 料 —— 尤 其 是 一 種 文 學 類 型 ，是 被 證 明 為 託 名 的 作  
品—— 的 評 論 。141

138 L in co ln , l x x i i 。
139 L in co ln , l x x i i i 。
140 D. G. Meade, Pseudonymity and Canon^ 2 1 5 -1 6 。
141 L. R. Donelson, Pseudepigraphy, 9-23, 2 3 -4 2 ，為 S. E. Porter, 'P au l

ine A u th o rsh ip ’ ，1 1 3 -1 4 所 依 循 。關於希臘一羅馬世界的異教、猶 
太 、與基督徒圈子中作者為了欺騙而廣泛使用假名，見 W. Sp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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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這 個 廣 為 流 傳 的 託 名 寫 作 現 象 ，需 要 說 明 重 要 的 兩 點 。 
第 一 ，我 們 正 在 討 論 的 問 題 不 在 於 託 名 著 作 是 否 存 在 於 古 代 世  
界 。它們的確存在  > 包 括 書 信 在 內 （縱 使 比 較 少 見 ） 。142問題乃 
是 在 於 託 名 著 作 是 否 存 在 於 新 約 聖 經 中 。143林 康 引用正典外的許 
多 猶 太 與 基 督 徒 文 獻 ，作 為 託 名 寫 作 的 例 子 ，144彷彿這就能證明 
託 名 著 作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的 存 在 ，他 並 且 指 出 ：以 弗 所 書 就 是 持 續  
不 斷 的 託 名 傳 統 之 一 。但 這 是 先 入 為 主 之 見 。比 較 可 信的作法是 
主 張 ：這 些 非 正 典 文 獻 證 實 了 一 個 事 實 ，即 它 們 被 發 現 為 託 名 著  
作 ，所 以 不 被 納 入 正 典 中 。145我 們 會 在 下 文 回 頭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第 二 ，處 理 這 些 託 名 著 作 的 方 式 很 重 要 。一 般 的 模 式 是 ：如 
果 一 分 作 品 被 人 知 道 是 託 名 著 作 ，就 會 被 排 除 在 有 權 威 的 聖 典 之  
外 。唐 內 森 提 及 基 督 徒 與 非 基 督 徒 的 文 獻 時 說 ： 「一分文件如果 
是 偽 作 ，似 乎 沒 有 一 個 人 會 接 受 它 作 為 宗 教 與 哲 學 上 的 法 規 。我

Die literarische Falschung, 5 -10  等 ，•並 注 意  E. E. E llis , 'Pseudo
n ym ity  and C an on ic ity ’ ，2 1 7 。

142在猶太人與基督徒當中罕見託名寫作的信函。從猶太來源只有兩封託 
名信函傳到我們手中，即 《耶利米書信》 {Epistle  of Je re m y)與 《阿 
立斯蒂亞書信》 （Lef&r of A r is te a s )，兩者皆不是真正的信函。前者 
使用耶利米的名義來譴責拜偶像，寫於主前四世紀初與二世紀末之 
間 ，是短篇講章或勸勉演說，而不是信函。 《阿立斯蒂亞書信》是敘 
述舊約聖經如何翻譯為希臘文，在主前三世紀與主後一世紀之間寫 
成 。這兩分作品都不被人認為是真實的，所以第一世紀的拉比或基督 
教會都不納入正典中。

143 見 : 例如 S. E. Porter, ‘ Pauline A u th o rsh ip ’ ，113-14 °

144 L inco ln , I x x - lx x i。

145 S. E. Porter, ‘ Pauline A u th o rsh ip ’ ，115-16 即如此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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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道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例 子 。」146在猶太教中照樣有許多託名著作 
的 例 子 。諸 如 《以 諾 書 》 iT h e  Book o f Enoch ) 與 《十 二 列 祖 遺  
訓 》 （The Testaments o f the Twelve Patriarchs  ) ，但它們都是在作 

品 中 提 及 之 人 死 後 數 世 紀 寫 成 的 ，也 不 被 猶 太 人 視 為 正 典 。
早 期 基 督 徒 領 袖 採 取 這 種 傾 向 託 名 著 作 的 進 路 ，尤其是以使 

徒 名 義 撰 寫 的 那 些 作 品 。例 如 ， 《致 老 底 嘉 人 書 》 (E p is t le  to the 

L a o d ic e a n s )顯 然 是 一 封 偽 造 的 信 函 ，自 稱 是 保 羅 所 寫 的 ，大概是 
要 填 補 歌 羅 西 書 四 章 1 6 節 提 及 的 信 函 遺 失 所 造 成 的 真 空 。它是流 

傳 在 基 督 徒 當 中 的 少 數 託 名 信 函 之 一 》它 拙 劣 地 匯 集 了 保 羅 的 經  
文 與 用 語 ，主 要 是 取 自 腓 立 比 書 。作 者 非 常 推 崇 保 羅 ，但毫無疑 
問 地 ，雖 然 這 封 信 的 內 容 合 乎 正 統 ，卻 被 基 督 教 會 拒 絕 。 〈穆拉 
多 利 經 目 〉 （約 主 後 1 7 0 - 2 0 0 年 ）提到它和一封寫給亞歷山太人 

的 信 函 ，說 「兩 者 皆 是 以 保 羅 的 名 義 偽 造 的 」 。147

在 另 一 個 地 方 ’ 一 些 亞 洲 的 長 老 作 證 說 一 位 同 事 是 一 本 保 羅  
行 傳 的 作 者 ，該 書 包 括 一 本 託 名 著 作 《哥 林 多 三 書 》 （3 C o rin th 

ia n s )  ，雖 然 這 位 作 者 的 動 機 是 出 於 「對 保 羅 的 愛 」 ，他們卻譴責 
他 擅 自 以 使 徒 的 名 義 寫 作 。安 提 阿 的 主 教 塞 拉 皮 昂 （S e ra p io n )  

原 先 認 為 《彼 得 福 音 》 (G ospel o f  P e t e r ) 可 能 是 真 實 的 。但進一

146 L. R. Donelson, Pseudepigraphy, 1 1 。他補充說：對比之下 ’ 有 「無數 
相反的例子。希臘與羅馬人都非常在意要維持他們從過去蒐集而來之 
作品的真實性，但託名著作的數量之多令此工作難以執行。」也要注 
意 杜 弗 （J. D u f f ) 的 評 論 ：「我們就是不能主張’ 在早期基督徒周圍 
的異教文化中沒有文學產權感，或不關注真實性」 （‘ Pseudepigra
p hy ’， 2 7 6 ) 。也要注意他與第一世紀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有關的結論 

( 2 7 7 -7 9 ) 。
1 4 7〈穆拉多利經目> 64-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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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研 究 它 以 後 ，他 卻 下 結 論 說 那 是 偽 作 。塞 拉 皮 昂 清 楚 地 對 基 利  
家 的 羅 素 斯 （R hossus in  C i l i c i a ) 教 會 說 出 下 列 的 原 則 ••

因 為 弟 兄 們 ，我 們 接 受 彼 得 和 其 他 使 徒 ，如 同 接 受 基 督 。但 
我 們 既 是 經 驗 老 到 的 人 ，就 拒 絕 假 託 他 們 的 名 義 而 寫 的 作  
品 ，知 道 我 們 並 未 〔從 傳 統 〕接 受 這 樣 的 作 品 。148

其 他 假 託 使 徒 名 義 的 作 品 雖 然 沒 有 引 發 教 義 上 的 異 議 ，卻也 
被 排 除 在 教 會 的 教 規 之 外 。149艾 禮 斯 （E a rle  E l l i s ) 依循鮑爾斯 

( H o r s t  B a l z ) 的 觀 點 ，評 論 說 ： 「排 除 這 類 文 件 的 前 提 是 … … 

『耶 穌 基 督 的 使 徒 們 』擁 有 規 範 性 的 權 柄 ，以 他 們 的 名 義 寫 作 被  
視 為 欺 騙 與 不 誠 實 。」 15°

這 時 我 們 需 要 檢 視 密 德 對 託 名 寫 作 問 題 的 重 要 貢 獻 。他設法 
指 出 ：新 約 聖 經 時 代 所 用 的 這 種 寫 作 技 巧 ，是 基 於 舊 約 聖 經 與 猶  
太 著 作 ，以 較 早 作 者 的 名 義 來 增 補 、解 釋 、並 擴 充 一 些 傳 統 。這 
出 現 在 舊 約 聖 經 的 三 個 主 要 的 傳 統 中 ：先 知 傳 統 、智 慧 傳 統 、與

148 優西比烏《教會歷史》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 istory  6.12.3 ) ；參 
3.25 .4-7  ; 為 E. E. E llis , ‘ Pseudonym ity and C an on ic ity，，218 引 
用 ；參 S. E. Porter, ‘ Pauline A u th o rsh ip ’，1 1 5 ，他引用撒隆紐斯 

( S a lo n iu s ) 主教的例子，後者拒絕撒爾維亞人（S a lv ia n ) 以提摩太 
名義寫給教會的小冊子。

149例 如 ，《彼得啟示錄》 (Apocalypse o f Peter) 、《使徒書信》 (Epistle  
of the Apostles ) 、《保羅與塞尼加信件》 （Correspondence of Paul and 
Seneca ) ；參 《多馬福音〉 （Gospef o f Thomas ) ；關於細節與進一步 
的參考資料，見 E. E. E llis , ‘ Pseudonym ity and C an on ic ity5, 218 ； 
與 Hoehner, 43-44  o

150 E. E. E llis , ‘ Pseudonym ity and C a n o n ic ity ’ ，218 ; 參 H. R. Balz, 
* A nonym ita t und Pseudepigraphie’ ，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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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啟 文 學 傳 統 》在 頭 一 類 之 下 ，他 提 出 第 二 以 賽 亞 書 （四 i 五 
十 五 章 ）與 第 三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五 〜 六 十 六 章 ） ，前 者是根據主 
前 六 世 紀 的 被 擄 到 巴 比 倫 而 寫 的 ，後 者 則 出 現 在 耶 路 撒 冷 被 擄 以  
後 的 時 期 ，在 主 前 四 至 二 世 紀 之 間 ，兩 者 被 加 在 第 一 以 賽 亞 書  
( 一 〜 三 十 九 章 ）之 後 ，目 的 是 要 將 他 的 信 息 當 代 化 。151密德進 

一 步 將 啟 示 與 傳 統 之 間 的 這 個 延 續 性 的 原 則 應 用 在 智 慧 文 學 、但 
以 理 書 、與 《以 諾 一 書 》 。152但 密 德 的 提 議 已 經 受 到 犀 利 的 批  
判 。在 這 三 種 舊 約 聖 經 傳 統 中 ，先 知 傳 統 是 唯 一 適 合 於 討 論 新 約  
聖 經 的 ，但 甚 至 連 這 類 的 文 學 都 有 不 同 。153嚴 格 說 來 、以賽亞書 
是 匿 名 著 作 ，所 以 與 福 音 書 類 似 。文 學 寫 作 的 過 程 不 同 ，因為在 
以 賽 亞 書 中 的 傳 統 被 認 為 是 經 過 擴 充 與 編 寫 ，所 以 文 件 的 篇 幅 增  
加 了 。但 學 者 卻 不 認 為 保 羅 書 信 是 這 種 情 形 ，就 著 以 弗 所 書 而 言  

肯 定 不 是 如 此 。後 者 的 託 名 寫 作 問 題 不 是 關 於 增 加 新 材 料 而 使 文  
件 篇 幅 變 大 。他 認 為 第 二 以 賽 亞 書 與 第 三 以 賽 亞 書 是 數 世 紀 之 後  
將 第 一 以 賽 亞 書 當 代 化 ，他 這 個 舊 約 聖 經 的 模 式 也 不 適 合 保 羅 著  
作 ，因 為 所 謂 的 保 羅 模 仿 者 從 未 在 一 個 世 紀 之 後 將 使 徒 的 教 導 當  
代 化 》再 者 ，密 德 的 假 說 是 基 於 過 去 兩 個 世 紀 批 判 學 派 對 於 舊 約  
聖 經 提 出 的 假 定 ，是 猶 太 或 基 督 徒 群 體 中 都 沒 有 歷 史 證 據 的 。154 

最 後 ，密 德 承 認 ：我 們 不 能 使 用 這 個 工 具 來 發 現 一 個 既 定 作 品  
( 諸 如 以 弗 所 書 ）的 託 名 來 歷 。他 的 提 議 只 能 「在文件 的 材 料 被

151 D. G. Meade, Pseudonymity and Canon, 1 7 -4 3 。
152 D. G. Meade, Pseudonymity and Canon, 4 4 -1 0 2 。
153 D. G uthrie ,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Le icester: A po llos , 1990), 

1027 ; 與 S. E. Porter, ‘ Pauline A u th o rsh ip，，1 1 7 。
154 Hoehner,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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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明 為 託 名 作 品 時 解 釋 傳 統 的 可 能 發 展 」 。155換 言 之 ，它並未解 
決 正 在 討 論 的 這 個 與 以 弗 所 書 （或 其 他 保 羅 書 信 與 彼 得 書 信 ）有 
關 的 問 題 。

我 們 現 在 來 看 新 約 聖 經 中 是 否 有 託 名 作 品 的 問 題 。第 一 ，早 
期 基 督 徒 知 道 如 何 傳 遞 一 位 權 威 人 物 的 教 導 而 不 用 託 名 寫 作 的 技  
巧 。馬 可 介 紹 自 己 的 作 品 為 「耶 穌 基 督 福 音 的 起 頭 」 （可一 
1 ) ，而 路 加 在 使 徒 行 傳 中 則 以 第 三 人 稱 敘 述 使 徒 的 教 導 。他們沒 
有 欺 騙 任 何 人 ，而 相 對 之 下 ， 「 〔上 文 所 述 〕託 保 羅 之 名 和 託 彼  
得 之 名 的 作 者 不 僅 寫 了 一 本 書 的 書 名 ，而 是 涉 及 煞 費 苦 心 且 錯 綜  
複 雜 的 欺 騙 ，要 假 借 使 徒 的 名 義 來 傳 播 自 己 的 觀 念 。」 156

第 二 ，帖 撒 羅 尼 迦 後 書 的 作 者 在 寫 信 時 知 道 有 偽 造 的 信 函 ， 
所 以 警 告 他 的 讀 者 ： 「弟 兄 們 ，論 到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降 臨 和 我 們  
到 祂 那 裏 聚 集 ，我 勸 你 們 ：無 論 有 靈 、有 言 語 、有 冒 我 名 的 書  
信 ，說 主 的 日 子 現 在 到 了 ，不 要 輕 易 動 心 ，也 不 要 驚 慌 」 （二 1 

〜2 ) 。如 果 那 位 作 者 不 是 保 羅 ，而是後來的一位寫作者在進行託 

名 寫 作 （像 新 約 聖 經 的 許 多 批 評 家 所 認 為 的 ） ，那麼他 一 面 在 譴  
責 偽 作 ，同 時 自 己 也 在 寫 本 偽 作 ！另 一 方 面 ，如 果 帖 撒 羅 尼 迦 後  
書 是 使 徒 寫 的 ，那 麼 他 就 是 在 警 告 讀 者 託 名 書 信 的 存 在 ，清楚表 
明 他 不 贊 同 這 種 作 法 （至 少 不 贊 同 別 人 以 他 的 名 義 寫 信 ！） ，並 
且 給 他 們 「一 個 記 號 ，使 他 們 藉 以 知 道 哪 些 作 品 出 自 於 他 ，哪些 
又 是 假 冒 的 」 （帖 後 三 1 7 ) 。157

155 注意 S. E. Porter, ‘ Pauline A u th o rsh ip ’ ，117—18 尖說的批判。
156 E. E. E llis , ‘ Pseudonym ity and C an on ic ity ’，2 2 0 。
157 D. A. Carson, D. J. M oo, and L. M orris , Introduction, 3 6 7 。亦見 J. 

D u ff, ‘ Pseudepigraphy，，2 1 5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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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根 據 以 弗 所 書 不 是 使 徒 所 寫 的 這 種 觀 點 ，託 名 的 作 者  
不 單 小 心 模 仿 使 徒 書 信 的 引 言 ， 也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模 仿 它 們 的 結  

語 ; 158他 也 捏 造 了 保 羅 生 平 的 處 境 ’ 包 括 提 及 他 以 使 者 的 身 分  

( 弗 六 2 0 ) 被 囚 ( 三 1 ， 四 1 ) ， 他 送 了 一 封 短 信 使 讀 者 能 以 掌  

握 保 羅 對 基 督 奧 祕 的 理 解 ( 三 3 〜4 ) ， 並 且 聲 稱 他 已 經 打 發 推 基  

古 到 讀 者 那 裏 去 ， 「好 叫 你 們 知 道 我 們 的 光 景 」 （六 2 1 〜2 2 ) ；

但是  > 在 與 所 假 設 的 保 羅 生 平 處 境 有 關 的 問 題 上 ，託名寫作理論 
最 無 法 令 人 信 服 的 論 據 與 最 嚴 重 的 弱 點 ，或 許 在 於 請 求 讀 者 特 別  
為 保 羅 的 需 要 禱 告 （六 19〜2 0 ) ，因 為 根 據 這 種 論 調 ，本書信是 

後 來 寫 成 的 ，作 者 （或 許 還 有 讀 者 也 ）知 道 那 時 使 徒 已 經 離 世  
了 ！若 不 是 保 羅 請 求 讀 者 為 他 禱 告 ，就 是 某 個 人 想 要 誤 導 讀 者 ，
讓 他 們 以 為 是 他 這 麼 做 的 （見 ：六 1 9〜2 0 的 註 釋 ） 。如果是後 

者 ，這 如 何 符 合 向 一 位 公 義 而 聖 潔 的 神 獻 上 禱 告 應 該 誠 實 與 正 直  
的 觀 念 ？最 後 , 既 然 以 弗 所 書 非 常 強 調 需 要 真 實 （四 1 5 、2 4 、
25 , 五 9 ，六 14 ; 參 ：一 1 3 ，四 21 ) ，159作 者 在 四 章 2 5 節卻譴 

責 欺 騙 ： 「你 們 要 棄 絕 謊 言 ，各 人 與 鄰 舍 說 實 話 ，」這豈不是假 
冒 為 善 嗎 ？

158比較以弗所書一章1 節與哥林多後書一章1 節 ；以弗所書六章23〜24 
節與哥林多前書十六章23〜2 4 節 ；哥林多後書十三章1 1 、1 4 節 ；加 
拉太書六章  18 節 ；E. E. E llis , ‘ Pseudonym ity and C an on ic ity ’ , 
2 2 0 。

159貝 斯 特 （Best，1 2 ) 叫人注意到以弗所書裏面提及「真理/ 誠 實 」的 
一些經文後，補 充 說 ：「需要誠實是絕對的，但每一代和每一個文化 
對於誠實的意義都有不同的觀念；這樣一來，用我們的誠實標準來判 
斷第一世紀是錯誤的。」一般說來這可能是正確的* 但貝斯特是否面 
臨一個危險，即對於第一世紀與我們今日的誠實概念做了過於鮮明的 
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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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結 論 是 ：雖 然 託 名 寫 作 是 古 代 世 界 在 希 臘 人 、羅馬 
人 、猶 太 人 、與 基 督 徒 當 中 非 常 廣 泛 運 用 的 寫 作 慣 例 ，卻沒有確 
鑿的 證 據 可 以 證 明 任 何 已 知 為 偽 作 的 文 件 被 接 受 為 宗 教 與 哲 學 上  
的 法 規 。再 者 ，託 名 寫 作 廣 泛 運 用 的 現 象 並 不 證 明 它 們 存 在 於 新  
約 聖 經 中 * 也 不 表 示 （例 如 ）以 弗 所 書 是 持 續 不 斷 之 託 名 寫 作 傳  
統 的 一 部 分 。16<)事 實 上 ，顛 倒 過 來 反 而 是 真 的 。早期基督徒知道 
如 何 傳 遞 一 位 權 威 人 物 的 教 導 而 不 用 託 名 寫 作 的 技 巧 ，而且他們 

「似 乎 不 再 非 常 需 要 將 使 徒 的 名 字 附 加 在 他 們 非 常 看 重 的 作 品  
上 」 。161新 約 聖 經 中 的 書 卷 有 超 過 半 數 沒 有 寫 上 作 者 的 名 字 。如 
果 託 名 寫 作 的 理 論 是 正 確 的 ，作 者 為 何 放 棄 這 麼 強 烈 的 匿 名 寫 作  
傳 統 ，而 寧 可 用 別 人 的 名 義 （而 不 是 自 己 的 名 字 ） ？沒有證據顯 
明 「新 約 聖 經 教 會 的 任 何 成 員 接 受 這 樣 的 觀 念 ，即虔誠 的 信 徒 可  
以 用 使 徒 名 義 寫 點 東 西 並 且 期 盼 其 作 品 被 人 接 受 。」相 反 地 ，我 
們 擁 有 的 證 據 「是 ：只 要 能 確 定 是 靥 於 這 樣 的 作 品 ’ 它 就 被 拒  

絕 」 。162

密 德 試 圖 指 出 ：託 名 寫 作 是 新 約 聖 經 時 代 使 用 的 文 學 技 巧 ， 

是 基 於 舊 約 聖 經 與 猶 太 人 的 作 品 ；這 個 說 法 必 須 被 判 斷 為 已 經 站  
不 住 腳 了 。他 主 張 說 ：猶 太 教 與 早 期 基 督 教 所 見 的 一 個 持 續 不 斷  
的 傳 統 發 展 ，是 與 它 所 屬 的 那 種 文 學 作 品 不 相 干 的 。但密德沒有 
提 供 證 據 來 證 明 ，基 督 徒 寫 作 的 書 信 ，有 哪 一 本 聲 稱 是 來 自 真 正

160 杜 弗 （J. D u ff, ‘ Pseudepigraphy’ ，272 ) 的 結論是：「在第一與第二 
世紀的基督徒文獻中，根本沒有正面的證據顯示基督徒把託名寫作只 
是視為一種文學技巧來接受 > 雖然他們認為假託作者身分是合理的， 
嚴格說來卻是不誠實的。j

161 D. A. Carson, D. J. M oo, and L. M orris , Introduction, 3 6 8 。
162 D. A . Carson, D. J. Moo, and L. M orris , Introduction, 3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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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之 外 的 一 個 人 、然 後 成 功 地 設 法 使 人 接 受 那 些 書 信 的 真 實 情  

形 。
最 後 ，一 些 人 聲 稱 ：以 弗 所 書 的 託 名 寫 作 絲 毫 無 損 於 它 的 正  

典 性 ，或 其 信 息 的 效 力 與 權 威 。無 論 它 是 保 羅 或 其 門 生 所 寫 的 * 

以 弗 所 書 都 列 在 正 典 之 中 。所 以 ，它 是 具 有 權 威 的 ，應該被是為 
神 子 民 的 生 活 與 教 導 的 根 基 ，正 如 福 音 書 或 保 羅 所 寫 的 羅 馬 書 一  
樣 。163神 的 子 民 需 要 將 以 弗 所 書 視 為 權 威 性 與 根 基 性 的 ，基督徒 
在 公 開 場 合 與 私 底 下 都 應 當 認 真 看 待 它 ，這 些 觀 點 是 我 們 所 同 意  
的 。然 而 ，這 裏 的 論 據 似 乎 有 某 種 的 混 淆 。他 聲 稱 ：因為以弗所 
書 是 在 正 典 中 ，所 以 具 有 權 威 》但 對 於 早 期 教 會 而 言 ，論據卻支 
持 另 一 個 方 向 ：以 弗 所 書 被 承 認 為 使 徒 的 作 品 * 具 有 權 威 ，結果 
才 被 納 入 正 典 中 。它 被 納 入 正 典 中 並 未 賦 予 這 封 書 信 權 威 ；相反 
地 ，早 在 它 被 承 認 並 納 入 正 典 之 前 ，它 就 被 視 為 具 有 權 威 的 使 徒  
作 品 。早 期 教 會 一 致 的 回 應 ，是 拒 絕 將 已 知 或 後 來 被 發 現 為 託 名  

著 作 的 作 品 納 入 正 典 內 ，164既 然 如 此 ，我們是否 能 將 一 分 文 件 視  
為 既 是 託 名 作 品 、又 屬 於 正 典 ，就 有 問 題 了 。165必須從兩者當中 
選 擇 一 個 ，卻 不 能 魚 與 熊 掌 兼 得 》而 且 ，雖 說 本 書 信 属 於 保 羅 傳  
統 ，反 映 了 使 徒 的 教 導 ，學 術 界 與 一 般 人 在 處 理 以 弗 所 書 的 一 些  
主 題 時 ，往 往 把 它 們 眨 低 到 次 要 的 地 位 ，而 一 些 保 羅 神 學 始 終 強  
調 「歷 史 的 」保 羅 與 以 弗 所 書 的 保 羅 之 間 的 差 異 ，尤 其 在 基 督  
論 、教 會 論 、與 末 世 論 的 領 域 。從 事 這 種 工 作 的 人 往 往 沒 有 探 究  
保 羅 神 學 、與 神 叫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旨 意 之 間 的 關 係 （弗

163 L in co ln , lx x i i i  ; 參 D. G. Meade, Pseudonymity and Canon, 2 1 5 -1 6 。

164在這一點上，希伯來書也不例外，因為它從未聲稱是保羅所寫的，縱 
使早期教會剛開始的時候是如此認為的。

165 參 E. E. E llis , ‘ Pseudonym ity and C an on ic ity ’ ，2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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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 〜 1 0 ) ，也 沒 有 掌 握 （例 如 ）使 徒 在 羅 馬 書 九 〜 ~h —章論以 
色 列 的 教 導 、與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4〜 1 8 節說神造成一個新人的旨意 

之 間 的 關 係 。後 者 通 常 被 眨 低 到 次 要 的 地 位 ，而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21 

〜3 3 節 論 婚 姻 的 教 導 ，則 被 視 為 與 「真 正 的 」保羅論婚姻的教導 

有 重 大 的 差 異 。

7 .結論

在 冠 上 保 羅 名 義 的 書 信 中 ，以 弗 所 書 是 獨 特 的 。早期教會一 
致 證 實 它 是 使 徒 的 作 品 ，這 一 點 非 常 重 要 ，不 單 因 為 開 頭 幾 個 世  
紀 的 基 督 徒 比 我 們 更 接 近 它 寫 作 時 的 處 境 ，也 因 為 他 們 小 心 地 衡  
量 並 評 估 他 們 所 根 據 的 文 件 。這 樣 一 致 地 見 證 它 是 使 徒 的 作 品 ， 
不 應 該 輕 易 摒 除 。

但 是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 以 弗 所 書 與 一 般 公 認 之 保 羅 書  
信 之 間 差 異 的 範 圍 ，促 使 許 多 學 者 下 結 論 說 ：這 封 信 不 是 使 徒 保  
羅 所 寫 的 。在 上 文 的 評 估 中 ，我 們 已 經 處 理 了 一 連 串 的 問 題 * 諸 
如 「以 弗 所 書 不 具 個 人 性 的 特 質 」 ，它 的 遣 詞 用 字 與 行 文 風 格 ， 
這 封 書 信 與 歌 羅 西 書 的 寫 作 關 係 ，它 的 神 學 重 點 ，其中所呈現的 
保 羅 畫 像 ，以 及 使 徒 的 作 者 身 分 與 託 名 寫 作 這 個 爭 論 不 休 的 問  
題 。整 體 而 言 ，我 的 論 點 比 我 所 希 望 的 更 為 負 面 ，但這是因為我 
已 經 試 著 公 允 地 評 估 了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託 名 寫 作 上 發 展 出 的 一 個 批  
判 性 的 共 識 ，後 者 幾 乎 是 「新 約 聖 經 鑑 別 學 的 一 個 確 定 的 結  
果 」 。如 果 已 經 提 出 一 些 詳 細 的 論 據 來 「支 持 控 方 」 ，那麼也必 
須 提 供 「支 持 辯 方 」的 大 量 論 據 。當 然 ，已 經 有 人 略 微 公 平 地 聲  
稱 ：如 果 必 須 一 而 再 、再 而 三 地 提 出 這 麼 多 的 答 辯 ， 「就必須質 

疑 所 辯 護 的 立 場 是 否 站 得 住 腳 了 」 。166但 是 ，針對使徒是以弗所

166 L in co ln , I x i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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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的 作 者 提 出 的 這 些 假 設 性 的 困 難 ，並 沒 有 全 部 都 具 有 相 同 的 分  
量 或 價 值 。

再 者 ，主 張 託 名 寫 作 有 許 多 棘 手 的 問 題 ，是 無 法 輕 易 避 免 的  
— 包 括 早 期 一 致 見 證 使 徒 是 作 者 ，以 弗 所 書 中 似 乎 已 經 為 歌 羅  
西 書 作 者 使 用 過 的 措 辭 ，反 駁 新 約 聖 經 書 信 託 名 寫 作 的 證 據 ，使 
得 保 羅 作 為 作 家 與 神 學 家 的 能 力 受 到 限 制 ，以 弗 所 書 中 所 設 想 之  

書 信 情 境 的 改 變 等 等 。那 麼 ，若 說 託 名 寫 作 理 論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比  
它 所 解 決 的 更 大 ，難 道 是 不 公 平 的 嗎 ？167

根 據 我 們 的 判 斷 ，傳 統 觀 點 有 最 多 的 證 據 支 持 。 「認為保羅 
為 了 面 對 不 同 處 境 的 不 同 讀 者 而 重 新 表 述 、闈 釋 、並修正他自己 
的 思 想 ，並 不 是 不 合 情 理 的 。」168舉證的責 任 是 在 那 些 必 須 確 立  
保 羅 無 力 表 現 這 種 多 才 多 藝 的 人 身 上 。我 們 同 意 「最 好 的 解  
釋 … …似 乎 是 ：寫 了 歌 羅 西 書 的 同 一 個 人 在 不 久 以 後 寫 了 以 弗 所  
書 ，腦 海 中 流 動 著 許 多 相 同 的 思 想 ，以 及 他 最 近 表 達 之 觀 念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應 用 」 。169

167 羅 勃 斯 ( J. H. Roberts, ‘ The Enigma o f  Ephesians: R eth ink ing  Some 
Positions on the Basis o f Schnackenburg and A rn o ld ’ ，Neot 27 
[1993], 9 3 -1 0 6 ，尤 其 是 9 4 ) 抱 怨 說 ：反對以保羅為作者的廣泛共識 
意 味 著 「學者似乎不再從所有角度來探究這個問題」 ；他們反而只是 
列舉了支持共識觀點的論據，這現在已經「達到了教條的地位。現在 
只 需 要 斷 言 它 。不 同 的 意 見 被 視 為 脫 離 正 軌 ，是不需要認真看待 
的 j  !

168 C. E. A rn o ld , ‘ Ephesians，Letter to the，，DPL, 2 4 3 。
169 D. A. Carson，D. J. M oo, and L. M orris , Introduction, 3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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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書信的送達地17°

傳 統 認 為 保 羅 這 封 信 是 寫 給 在 以 弗 所 的 信 徒 的 ：這座城市在 
題 詞 「致 以 弗 所 人 書 」 、和 引 言 「給 在 以 弗 所 的 聖 徒 」 （一 1 )  

中 提 及 。然 而 ， 「在 以 弗 所 的 」這 幾 個 字 ，在一些最 好 的 抄 本 中  
付 諸 闕 如 （注意一  1 對 於 文 本 問 題 的 討 論 ） 。本書信不具個人性 
的 口 氣 、和 它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內 容 ’ 也 進 一 步 令 人 懷 疑 「在以弗所 

的 」這 幾 個 字 的 真 實 性 。所 以 ，這 些 特 色 令 許 多 人 認 為 以 弗 所 書  
乃 是 某 種 形 式 的 傳 閱 書 信 。

顧 斯 庇 （E. J. G o o d s p e e d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是 一 封 一 般 書  

信 ，在 第 一 世 紀 末 寫 成 ，作 為 保 羅 書 信 集 的 引 言 。這是由使徒的 
某 個 門 生 造 成 的 ，他 首 先 蒐 集 保 羅 書 信 ，照 著 他 老 師 的 行 文 風 格  
寫 了 這 封 信 ，藉 此 向 他 的 讓 者 介 紹 保 羅 的 一 些 思 想 。m 雖然這個 
理 論 有 段 時 間 廣 泛 被 人 接 受 ，今 天 卻 因 為 它 固 有 的 一 些 困 難 而 幾  
乎 受 到 普 遍 的 拒 絕 。172

170連 同 參 考 書 目 的 細 節 . 進 一 步 見 L in co ln , lx x i i i - lx x x i i i ;  D. A. 
Carson, D. J. M oo, and L. M o rris，Introduction, 305-16 * 尤其 309 - 
11; C. E. A rno ld , ‘ Ephesians, Letter to the ’ ，DPL, 238-49 * 尤其 
243-46 ; R. E. Brown, Introduction^ 620-37 » 尤其 626-27 ；和 Best， 
1-6 ；亦見他的Essays, 1 -2 4 的討論。

171 E. J. Goodspeed, The Meaning of Ephesians (Chicago: U n ive rs ity  o f 
Chicago Press, 1933) °

172 注意 Best, 65-66 的 評 估 ；參 D. A* Carson, D. J. M oo, and L. 
M orris , Introduction, 31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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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諾 德 晚 近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 節 原 來 的 經 文 包 括 了 「在以 
弗 所 的 」這 幾 個 字 ，173採 取 傳 閱 書 信 的 理 論 。他聲稱我們不需要 
假 設 本 書 信 是 寫 給 該 城 市 的 一 間 教 會 的 。收 信 人 的 用 詞 • 「給在 
以 弗 所 的 聖 徒 ，就 是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有 忠 心 的 人 」 ，沒 有 提 及 「教 
會 」一 詞 （它 可 能 表 示 一 群 會 眾 ） 。174在 其 他 上 文 中 • 這個省略 
可 能 不 具 有 特 別 重 要 的 意 義 （因 為 「教 會 」一詞並 未 出 現 在 保 羅  
的 所 有 問 候 語 中 ） ，但 在 這 裏 確 實 有 可 能 （就 如 在 給 羅 馬 基 督 徒  
的 問 候 語 中 ：羅一 7 ) 作 者 是 寫 給 一 群 基 督 徒 ，他們是分散在城 

市 和 其 周 圍 之 家 庭 教 會 的 成 員 ，甚 至 在 更 遠 的 田 野 （如 ：在呂吉 
斯 〔L y c u s 〕河 谷 ）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在 這 個 階 段 ，以弗所的人口 

可 能 至 少 有 二 十 五 萬 人 ；我 們 不 需 要 假 設 （因 為 經文並未要求這 
樣 假 設 ）城 裏 的 所 有 基 督 徒 全 都 「擠 」進 一 間 巨 型 教 會 裏 ！對於 
作 者 而 言 ，說 他 「聽 見 」他 們 的 信 心 與 愛 心 （一 1 5 ) 未必暗示他 

不 認 識 他 們 。它 可 能 只 是 指 他 在 與 他 們 同 在 一 起 以 後 五 年 左 右 ， 
聽 見 他 們 的 進 展 ，以 及 許 多 在 他 離 開 該 城 以 後 悔 改 歸 正 的 人 的 信  
心 。本 書 信 可 能 是 由 在 小 亞 細 亞 西 部 的 許 多 基 督 徒 閱 讀 的 ，以弗 
所 就 居 於 該 地 區 的 中 心 ；由 於 這 個 可 能 性 ，他 們 聽 見 神 賜 恩 給 他  
去 服 事 外 邦 人 也 就 說 得 通 了 （三 2 ; 參 ：四 2 1 ) 。根據亞諾德的 

觀 點 ，沒 有 個 人 性 的 問 候 並 不 特 別 重 要 ，因為保羅在其他寫給自

173 C. E. Arnold, ‘ Ephesians, Letter to the’ ，DPL, 2 4 4 -4 5 。注意他對一章 
1 節所做的文本鑑別評估。

174尤其注意哥林多前書一章 2 節的稱呼 ’ ^KKATia(<? TOO 0eoO  TXi OUCT  ̂

KopivGij), ^cyiaaf^voiq Xpicncp ’ IqcroO，kAiitoi^ dyioii; ( 「給在哥林多神的 

教 會 ，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做聖徒的」） 。後來在這封信 

中 ，保羅提及A ^KxAno(a 5An ( 「全教會」）聚在一起（十四 23 ) ，同 

時又承認個別的家庭教會也會聚在一起（十 六 19) 。關於這個關係的 

重要意義，見 P. T. O ’ B rie n，‘ E n t ity ’ ，8 8-11 9，3 0 7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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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認 識 的 教 會 的 書 信 中 也 沒 有 長 篇 的 問 候 （那 些 書 信 的 作 者 從 未  
受 人 質 疑 ，如 ：哥 林 多 前 後 書 ，加 拉 太 書 ，與 腓 立 比 書 ） 。最 
後 ，他 為 讀 者 禱 告 （一 1 6 ) ，並 請 他 們 為 他 代 禱 ，好叫他可以大 
膽 而 清 楚 地 傳 講 福 音 的 奧 祕 （六 19〜2 0 ) ，此一事實表明本信並 

非 全 然 不 具 有 個 人 性 的 。175

相 對 於 亞 諾 德 ，我 們 主 張 省 略 「在 以 弗 所 的 」等字的文本傳 
統 是 原 來 的 （見 ：一 1 的 註 釋 ） 。同 時 ，大多數抄本的證據並沒 
有 出 現 其 他 的 地 名 ，而 且 其 他 的 所 有 觀 點 都 不 可 能 ，表明此信是 
以 某 種 形 式 送 達 以 弗 所 的 。但 是 ，本 書 信 不 具 個 人 性 的 特 質 與 其  
他 的 一 般 特 色 ，卻 不 應 該 被 低 估 。保 羅 傳 福 音 給 以 弗 所 人 ，並且 
有 三 年 的 時 間 在 他 們 當 中 ，非 常 熟 識 他 們 （徒 十 九 8 、1 0 ，二十 
3 1 ) 。他 現 在 不 大 可 能 是 寫 給 他 曾 經 如 此 長 時 間 服 事 的 一 群 以 弗  
所 會 眾 （徒 二 十 3 1 )  » 縱 使 該 教 會 現 在 包 括 新 近 悔 改 歸 正 的 人 ， 

而 保 羅 只 「聽 見 」他 已 經 認 識 的 那 些 人 在 基 督 徒 生 命 上 有 了 重 大  
的 進 展 （參 ：弗一 1 5 ) ，如 果 本 書 信 是 只 寫 給 他 們 的 ，我們仍然 

會 預 期 他 提 及 他 與 他 們 之 間 溫 馨 的 關 係 。提 及 推 基 古 ，說他會進 
一 步 向 讀 者 提 供 保 羅 的 消 息 和 景 況 （弗 六 2 1 〜 22 ; 參 ：西 四 7 〜
9 ) ，明 確 表 示 本 書 信 的 對 象 是 屬 於 小 亞 細 亞 的 地 理 環 境 的 。它似 

乎 是 為 了 這 個 省 分 的 眾 教 會 而 寫 的 ，或 許 是 在 以 弗 所 和 其 周 圍 ， 
或 許 是 在 往 歌 羅 西 的 路 上 。除 此 之 外 * 我 們 無 法 明 確 知 道 本 書 信  
是 打 算 寫 給 誰 的 。壓 倒 性 的 抄 本 證 據 都 支 持 以 弗 所 ，表明現存的 
大 多 數 抄 本 （除 了 沒 有 地 名 的 那 些 以 外 ）都 可 能 是 從 送 達 以 弗 所  

的 那 一 封 抄 寫 而 來 的 。然 而 ，基 於 這 個 觀 點 ，關於古代以弗所的

175霍納與其他人即如此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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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體 知 識 ，儘 管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資 訊 可 供 我 們 取 用 ，尤其是藉著碑 
銘 ，卻 對 我 們 詮 釋 本 書 信 沒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m

三 、生活情境、目的、與起源 

1 .以弗所書的生活情境

在 保 羅 書 信 全 集 當 中 ，以 弗 所 書 似 乎 是 最 一 般 性 、與當地情 
勢 最 沒 關 連 的 。本 書 信 中 似 乎 沒 有 處 理 特 殊 的 難 題 ，也沒有像保 
羅 其 他 書 信 那 樣 的 急 迫 感 或 回 應 危 機 。

關 於 讀 者 ，我 們 可 以 從 本 書 信 獲 取 下 列 資 訊 。177第 一 ，他們 
是 蒙 神 在 基 督 裏 用 天 上 各 樣 屬 靈 的 福 氣 賜 福 的 （弗一  3 ) 。尤其 
是 ，神 已 經 在 創 立 世 界 以 前 、在 祂 兒 子 裏 揀 選 了 他 們 ，並且在創 
立 世 界 以 前 在 基 督 裏 預 定 他 們 得 兒 子 的 名 分 （一 4 、5 ) 。在他們 

這 一 面 ，他 們 已 經 聽 見 真 理 的 道 ，就 是 使 人 得 救 的 福 音 ，並且接 
受 它 為 己 有 （一 1 3 ) 。

作 者 以 舊 約 聖 經 和 新 約 聖 經 中 用 來 描 寫 神 子 民 的 許 多 名 稱 ， 
來 描 寫 讀 者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他 們 是 「聖 徒 」 （一 1 、1 5 、1 8 ，三 
1 8 ，五 3 ，六 1 8 )  > 相 信 （一 1 、1 3 、15 , 二 1 8 ，三 1 2 ) 並愛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六 2 4 ) 。讀 者 是 「光 明 的 兒 女 」 （五 8 ) ， 

是 神 新 創 造 的 工 作 （二 1 0 )  » 他 們 已 經 經 歷 了 神 的 恩 典 （一 6 、 
8 ，二 5 、8 ) 、和 神 與 基 督 的 愛 （二 4 ，五 2 、2 5 ) 。他們親自明 
白 了 救 贖 的 福 分 （一 7 ) 、赦 罪 （一 7 ，四 3 2 ) 、生 命 （二 5 ) 、 
救 恩 （一 13 , 二 5 、8 ) 、與 和 好 （二 14〜 1 8 ) 。他們已經受了

176參 ：斯諾德格拉斯 ’ 1 6 頁 = Snodgrass，2 1 。
177關於細節 > 見 L in co ln , l x x v - lx x v i i，然 而 ，他卻在以弗所書的背景與 

目的上引致不同的結論。參 Best, 8 3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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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靈 為 印 記 ，直 到 得 贖 的 日 子 （一 1 3 ，四 3 0 ) ，他們知道藉著基 
督 、憑 著 同 一 位 聖 靈 來 到 父 面 前 是 甚 麼 意 思 （二 1 8 ) 。連同其他 
已 經 被 納 入 基 督 裏 的 人 ，他 們 已 經 在 基 督 的 復 活 與 得 高 舉 上 與 祂  
聯 合 ，以 致 祂 的 命 運 現 在 已 經 成 了 他 們 的 命 運 （二 5 〜6 )  »

用 來 描 寫 這 些 基 督 徒 讀 者 的 許 多 意 象 與 隱 喻 ，結 合 起 來 形 容  

他 們 是 靥 於 在 基 督 裏 的 一 個 更 廣 的 群 體 。身 為 聖 徒 ，他 們 也 是  
「與 聖 徒 同 國 」 （二 19 ; 參 ：三 1 8 ，六 1 8 ) ，他們是已經被接 

納 進 入 神 的 家 庭 裏 為 兒 女 的 「弟 兄 姊 妹 」 ，是 神 家 裏 的 人 （參 ： 
六 2 3 ，一 5 ，五 1 ，二 1 9 ) 。他 們 屬 於 教 會 ，那是與得高舉的基 
督 有 關 的 （一 22 ’ 三 1 0 、2 1 ，五 2 3 、2 5 、2 7 、2 9 、3 2 )  ’ 他們 
也 是 祂 身 體 上 的 肢 體 （一 2 3 ，二 1 6 ，三 6 , 四 4 、1 6 ，五 23 ) 。 

這 些 基 督 徒 男 女 是 神 的 殿 的 一 員 ，這 殿 被 建 造 在 使 徒 與 先 知 的 根  
基 上 ，有 基 督 耶 穌 為 房 角 石 （二 1 9〜2 2 ) 。在以弗所書中特別重 

要 的 事 實 是 ：讀 者 羼 於 一 個 新 人 • 是 在 基 督 裏 、從猶太 人 與 外 邦  
人 而 造 的 （二 1 4 〜 1 6 ，三 6 ) ，已 經 與 神 和 好 ’ 也 與 彼 此 和 好  

了 。神 的 這 個 新 造 的 特 徵 是 在 多 樣 性 中 的 合 一 與 長 大 成 熟 （四 1 

~ 1 6 ) 。

這 些 指 稱 適 用 於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所 以 ，並 不 代 表 讀 者 與 其 他  
信 徒 有 所 不 同 。以 這 個 範 圍 而 言 ，以 弗 所 書 裏 的 這 些 描 述 是 一 般  
性 的 。然 而 ，比 較 明 確 的 是 ，本 書 信 特 別 聚 焦 於 外 邦 基 督 徒 ’ 縱 
使 猶 太 基 督 徒 與 外 邦 基 督 徒 都 在 其 視 野 中 （參 ：一 1 1〜 1 4 ) 。所 
以 ，二 章 1 1 節 與 三 章 1 節 顯 然 是 向 著 外 邦 基 督 徒 說 的 ，從他們與 
神 的 子 民 以 色 列 隔 開 來 描 寫 的 （以 及 其 結 果 ，就 是 沒 有 神 、沒有 
盼 望 ，二 1 2 ) ，這 個 特 徵 只 能 應 用 在 先 前 是 外 邦 人 的 人 身 上 。再 

者 • 他 們 受 到 勸 勉 不 要 回 到 從 前 外 邦 的 生 活 方 式 （四 17 ; 參 ：二 
1〜 3 ) 。當 使 徒 說 到 他 的 被 囚 與 事 奉 時 ，他 明 確 地 將 之 與 「你們 

外 邦 人 」連 在 一 起 （三 1 ) ，並 且 勸 他 們 不 要 因 他 的 苦 難 而 喪  
膽 ，那 些 苦 難 是 「為 你 們 」受 的 （三 1 3 ) 。

123



導論

就 著 更 為 具 體 的 歷 史 處 境 而 言 ，使 徒 假 設 他 的 讀 者 認 識 他  
(一  1 ，三 1 ，六 2 1 、2 2 ) ，尤其是他特別向外邦人傳講福音奧 

祕 的 事 奉 （三 2 、3 、7 、8 ) 、以 及 他 的 苦 難 與 被 囚 （三 13 , 四 

1 ) 、或 許 甚 至 還 有 他 的 被 拘 禁 在 羅 馬 ，他在那裏等候要在最高法 
庭 出 庭 ，可 能 有 機 會 在 凱 撒 本 人 面 前 做 見 證 （見 ：六 2 0 的註 

釋 ） 。最 後 ，讀 者 將 要 接 待 推 基 古 的 來 訪 ，他 將 會 把 使 徒 個 人 的  
處 境 告 訴 他 們 ，好 讓 他 們 得 知 他 的 現 況 ，並 且 受 到 推 基 古 帶 來 的  
消 息 鼓 舞 （六 2 1 〜2 2 ) 。

2 . 本書信的目的178

A .從前的一些提議

關 於 「隱 含 的 讀 者 」 ，從 以 弗 所 書 經 文 獲 取 的 資 訊 並 不 特 別  

明 確 。由 於 學 者 們 對 於 本 書 信 的 作 者 、送 達 地 點 、收 信 人 、與寫 
作 曰 期 有 相 當 分 歧 的 意 見 ，也 就 難 怪 對 於 它 的 寫 作 目 的 沒 有 一 致  

的看法了  ！大 多 數 的 保 羅 書 信 都 是 應 時 性 的 ’ 為 了 應 付牧養與神 
學 上 的 具 體 需 要 而 寫 的 。但 要 找 出 促 使 本 書 信 寫 作 的 任 何 特 殊 緣  
由 ，卻 不 容 易 。伴 隨 著 寫 成 的 歌 羅 西 書 （可 能 ）是為了抗衡一個 
異 端 ，那 異 端 已 經 開 始 滲 透 進 入 教 會 中 ，但 以 弗 所 書 卻 沒 有 針 對  
錯 謬 的 教 訓 （見 下 文 ） 。

因 為 以 弗 所 書 的 一 般 性 質 ，一 些 學 者 質 疑 究 竟 是 否 應 該 將 之  
視 為 一 封 書 信 。他 們 反 而 主 張 這 是 一 分 神 學 小 冊 ，一 篇 智 慧 講  
論 ，早 期 基 督 徒 的 一 首 詩 歌 ，一 篇 洗 禮 或 聖 餐 的 禮 拜 儀 式 ，或由

178晚近針對以弗所書寫作目的的概述，連同進一步的參考書目細節，見 
D. A . Carson，D. J. M oo, and L. M orris , Introduction, 309-12; C. E. 
A rn o ld , ‘ Ephesians, Letter to the ’，DPL, 245—46, 248—49; R. E. 
Brown, Introduction, 620-37 ; Best, 63-75 • 和 Hoehner, 9 7 -1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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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羅 門 生 撰 寫 的 一 篇 講 章 （見 上 文 ，我 們 已 經 下 結 論 說 ：以弗所 
書 是 一 封 真 正 的 書 信 ，為 了 廣 泛 的 讀 者 而 寫 的 ） 。但 我 們必須小 
心 * 如 果 沒 有 證 據 ，就 不 要 明 確 指 出 一 封 書 信 是 針 對 甚 麼 具 體 處  
境 或 特 殊 問 題 而 寫 的 。原 則 上 ，一 封 信 在 性 質 上 是 一 般 性 的 ，並 
且 是 為 了 教 導 和 造 就 廣 泛 地 區 的 許 多 教 會 的 基 督 徒 而 寫 的 ，我們 
沒 有 理 由 說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就 著 以 弗 所 書 而 言 ，其莊嚴與書信前 
半 所 陳 明 的 神 宏 偉 拯 救 計 劃 的 廣 袤 範 圍 ，連 同 第 四 〜 六 章 廣 泛 的  
勸 勉 材 料 ，都 表 明 保 羅 可 能 著 眼 於 這 樣 的 目 的 。

然 而 ，在 比 較 明 確 地 轉 向 這 個 議 題 之 前 ，我 們 應 該 簡 單 敘 述  
學 者 們 針 對 以 弗 所 書 寫 作 目 的 所 提 出 的 一 些 建 議 。

a. 一 些 詮 釋 者 強 調 本 書 信 的 洗 禮 背 景 ：以 弗所書若不是一篇 

講 章 ，就 是 給 年 輕 的 外 邦 基 督 徒 的 一 個 提 醒 ，論 及 他 們 的 信 仰 與  
洗 禮 的 含 意 ，勸 勉 他 們 的 生 活 要 符 合 他 們 的 呼 召 ，179再不然它就 
是 與 五 旬 節 有 關 之 洗 禮 誓 約 的 更 新 。18<>但 是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在 
一 封 被 認 為 專 門 談 論 洗 禮 的 書 信 中 ，竟 然 只 有 一 次 提 及 該 詞 ，而 
且 其 上 下 文 是 在 談 論 合 一 ，而 不 是 洗 禮 （四 5 ) 。181

b . 以 弗 所 書 被 人 詮 釋 為 一 封 辯 論 性 的 書 信 ，針對的是各種錯 
謬 的 教 導 。例 如 ，往 往 有 人 聲 稱 ：本 書 信 是 為 了 駁 斥 一 種 正 在 蔓

179 N. A . Dahl, ‘ G entiles, C hristians, and Israe lites in  the Ep istle  to the 
Ephesians ’ ，HTR  79 (1986), 3 1 - 3 9 ，尤其 38 ；亦參 U. Luz, ‘ Oberle- 
gungen zum Epheserbrie f’ s 3 7 6 -9 6 。

180 J. C. K irb y , Ephesians， 145-61 ；注 意貝斯特 的 互 動 （Best, 7 1 - 
7 2 ) 。

18i注 意 卡 拉 古 尼 斯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4 6 ) 與亞諾德 
(-A rnold , 1 3 5 - 3 6 )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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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之 猶 太 式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182但 目 前 新 約 聖 經 學 者 越 來 越 拒 絕 將  
以 弗 所 書 理 解 為 針 對 諾 斯 底 主 義 的 背 景 。貝 斯 特 甚 至 聲 稱 ：以弗 
所 書 的 作 者 「既 不 是 受 到 諾 斯 底 的 激 發 ，也 不 是 要 對 抗 它 在 讀 者  
當 中 的 影 響 力 」 。183費 雪 （K . M . F is c h e r )  184在本書信中察覺到 

雙 重 的 辯 證 要 旨 ：有 一 個 危 機 威 脅 到 猶 太 基 督 徒 與 外 邦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作 者 針 對 這 一 點 寫 信 ，提 醒 那 些 在 教 會 內 誇 耀 自 己 地 位 的  
外 邦 基 督 徒 ：猶 太 基 督 徒 在 教 會 內 也 有 一 席 之 地 。但 是 ，本書信 
裏 面 卻 沒 有 辯 證 性 的 證 據 （包括二  11〜2 2 ) 顯示外邦基督徒藐視 

猶 太 信 徒 。185同 時 ，費 雪 認 為 教 會 發 展 也 出 現 一 個 危 機 ，在小亞 
細 亞 的 外 邦 基 督 徒 會 眾 當 中 正 在 提 倡 一 種 新 的 主 教 統 轄 制 度 。但 
這 個 重 構 極 具 揣 測 性 ，因 為 作 者 完 全 沒 有 提 及 主 教 、長 老 、與執

182 諸如布特曼（R. B u l tm a n n )、席 列 爾 （H. Sch lier ) 、蓋 士 曼 （E. 
Kasemann ) 、史 密 韶 （W. Schm ithals ) 、與 諸 登 （E. Norden ) 等學 
者認為以弗所書是針對諾斯底主義背景；而波康尼（P. Pokorny, Der 
Brief des Paulus an die Epheser [L e ip z ig :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92], 4 4 3 - 4 6 ) 則相信作者想要駁斥許多諾斯底主義傾向。

183 Best, 8 8 -8 9 。他補充說：「檢視以弗所書，並未透露出任何正面的證 
據顯示以弗所書的作者是刻意反對諾斯底主義；」注意他的仔細分析

( 8 7 - 8 9 ) ；亦參  A rn o ld ,  7 - 1 3 。

184 K. M. F ischer, Tendenz und Absicht des Epheserbriefes (G 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3)，21-39 , 7 9 - 9 4 。馬 饒 富 （R. P. 
M a rtin , Ephesians,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A tlan ta : John Knox, 
1991], 5 ) 採取類似的路線提議說：外邦基督徒認為自己與以色列無 
關 ，所以不寬容猶太信徒。他們也誤解保羅的教導，採取一種隨便的 
道德規範。

185 Best, 6 8 。林 康 （L in c o ln ，lx x x  ) 正 確 地 說 ：這 是 「誤解本書信對於 
合 一 、教會與以色列的關係等主題的論述，並且誤會了其修辭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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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査 德 煜 （H . C h a d w ic k )  186基 於 羅 炳 森 的 深 刻 見 解 ，以比較 

正 面 的 口 氣 說 ：以 弗 所 書 強 調 神 為 人 類 所 定 的 旨 意 是 在 基 督 裏 的  
合 一 ；他 認 為 ：本 書 信 的 寫 作 ，是 要 在 面 對 教 會 顯 然 遲 遲 才 出 現  
在 歷 史 舞 台 時 ，指 出 基 督 徒 信 息 的 權 威 與 古 老 性 。再 者 ，因為教 
會 的 合 一 ，跟 保 羅 無 關 的 會 眾 需 要 與 保 羅 所 服 事 的 教 會 和 猶 太 基  
督 徒 合 一 。然 而 ，採 取 這 樣 廣 泛 的 辯 論 角 度 解 讀 以 弗 所 書 是 非 常  
值 得 懷 疑 的 》本 書 信 的 關 注 點 不 是 在 於 過 去 ，而 是 在 於 神 如 何 對  
待 以 色 列 ，好 叫 讀 者 珍 惜 他 們 現 今 的 權 益 • 那 是 跟 過 去 的 疏 離 和  
與 神 的 應 許 隔 絕 相 對 的 。187這 些 解 釋 真 正 的 困 難 都 是 在 於 ：它們 
儘 管 有 差 異 ，卻 都 是 從 辯 論 性 的 角 度 來 理 解 以 弗 所 書 。但這封書 
信 本 身 似 乎 沒 有 跡 象 顯 示 它 的 目 的 是 要 對 抗 反 對 者 ，或駿斥各種 
不 同 的 教 訓 。

c . 近 來 的 許 多 解 經 學 者 都 認 為 ：以 弗 所 書 的 讀 者 正 面 臨 靈 命  
的 危 機 ，本 書 信 就 是 為 了 應 付 這 個 問 題 而 寫 的 。但 他 們 所 說 的 靈  
命 危 機 的 性 質 卻 各 不 相 同 。例 如 ，林 德 曼 就 主 張 讀 者 所 面 對 的 是  
在 多 米 田 （D o m it ia n  ; 主 後 9 6 年 ）任 羅 馬 皇 帝 時 遭 受 逼 迫 的 處  

境 ，他 們 需 要 剛 強 與 鼓 勵 。188以 弗 所 書 六 章 1 0 〜2 0 節所用的戰 
爭 意 象 表 明 了 這 一 點 。但 是 ，要 拿 起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的 勸 勉 * 未必 
要 有 受 逼 迫 的 特 殊 處 境 為 前 提 。 「日 子 邪 惡 」的 意 象 與 「那惡者 
的 火 箭 」未 必 要 有 外 來 的 逼 迫 才 能 說 得 通 ，• 倒 不 如 說 ，這個段落 
是 論 及 每 一 個 信 徒 都 面 臨 與 魔 鬼 控 制 底 下 之 邪 惡 的 靈 界 權 勢 進 行  
的 屬 靈 爭 戰 （見 ：六 10〜2 0 的 註 釋 ） 。189

186 H. Chadw ick, ‘ D ie A b s ic h t，，1 4 5 -5 3 。
187 參 L in co ln , lx x x  ；與 Best, 6 9 -7 0 。
188 A . Lindem ann, Die Aufhebung, 1 4 -1 5 。
1 攻9 注意 Schnackenburg，33-34  ; 與 L in co ln , lx x x - lx x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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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關 於 讀 者 面 臨 的 靈 命 危 機 的 性 質 、和以弗所書寫 作 所 要 應  
付 的 問 題 * 晚 近 的 一 個 有 影 響 力 的 主 張 是 由 亞 諾 德 提 出 的 ，19°他  
想 要 解 釋 本 書 信 極 力 強 調 巨 大 之 靈 界 權 勢 的 理 由 。他 聲稱以弗所 
書 是 一 封 教 牧 性 的 書 信 ，寫 給 小 亞 細 亞 西 部 的 一 些 教 會 。這些教 
會 的 許 多 外 邦 成 員 都 是 從 希 臘 化 的 宗 教 環 境 悔 改 歸 正 而 來 ，那些 
環 境 包 括 神 祕 宗 教 、祕 術 、與 占 星 術 ；他 們 當 中 有 些 人 從 前 還 曾  
沉 緬 在 亞 底 米 女 神 的 崇 拜 中 • 其 祭 祀 儀 式 的 中 心 就 是 在 以 弗 所 。 
其 中 的 一 些 信 徒 非 常 害 怕 邪 靈 和 巨 大 的 權 勢 ，可 能 會 受 到 誘 惑 ， 

想 要 融 合 他 們 過 去 的 祕 術 信 仰 和 作 法 與 新 近 得 著 的 信 仰 。關於基 
督 教 的 角 色 與 這 些 邪 惡 權 勢 之 間 的 關 係 ，或 許 也 有 某 種 錯 謬 的 教  
導 。這 些 新 信 徒 沒 有 親 自 認 識 保 羅 ，但 需 要 正 面 地 植 基 於 使 徒 的  
福 音 。因 為 他 們 過 去 的 異 教 生 活 ，必 須 勸 誡 他 們 培 養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是 與 新 近 在 基 督 裏 得 著 的 救 恩 相 符 的 。191根 據 亞 諾 德 的 說  
法 ，保 羅 強 調 神 的 大 能 ，祂 藉 此 大 能 使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並叫萬 
有 —— 包 括 每 一 個 權 勢 和 權 柄 —— 都 服 在 基 督 的 掌 管 之 下 （弗一 
1 9〜2 2 ) 。因 為 信 徒 在 基 督 的 復 活 和 得 高 舉 上 與 祂 聯 合 ，他們已 
經 與 祂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二 6 )  » 祂 的 命 運 已 經 成 了 他 們 的 命 運 • 

現 在 ，他 們 靠 著 神 的 大 能 而 活 ；在 對 抗 這 些 曾 經 奴 役 他 們 、而且 
試 圖 重 新 控 制 他 們 的 執 政 掌 權 者 ，神 的 大 能 可 以 保 護 他 們 而 綽 綽  

有 餘 。要 支 取 神 的 這 個 力 量 ，未 必 要 訴 諸 於 異 教 的 儀 式 或 作 法 。

190 A rn o ld ，123-24，167-72 , 以及 ‘ Ephesians，Letter to the，，DPL, 
2 4 6 。亞諾德所根據的作品是 H. E. Lona, Die Eschatologie, 4 2 8 -4 8 。

191 C. E. A rn o ld , ‘ Ephesians，Letter to the，，DPL, 2 4 6 。也要注意他最近 
針對第一世紀小亞細亞西部的融合主義撰寫的作品* 尤其是與歌羅西 
有 關 的 ：C. E. A rn o ld , The Colossian Syncretism: The Interfac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Folk Belief at Colossae (Tubingen/G rand Rapids: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Baker, 1995/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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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反 地 ，藉 著 相 信 與 禱 告 ，他 們 要 穿 戴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以便在每 
天 的 屬 靈 爭 戰 中 抵 擋 那 惡 者 和 他 的 爪 牙 （六 10〜2 0 ) 。

亞 諾 德 的 提 議 （不 同 於 早 先 的 許 多 詮 釋 者 的 提 議 ）相當注意 
以 弗 所 書 中 的 「能 力 」 ，這 卷 書 比 保 羅 其 他 任 何 書 信 都 更 常 提 及  
這 詞 。192而 且 ，他 幫 助 我 們 理 解 六 章 10〜2 0 節在本書信思路內 
的 功 用 與 意 義 ，193並 且 針 對 這 卷 書 信 為 何 比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更  
頻 繁 地 提 及 神 的 能 力 ，提 出 合 理 的 說 明 。194然 而 ，他為以弗所和 
其 周 圍 地 區 提 議 的 生 活 情 境 ，不 需 要 限 制 在 這 座 城 市 ，因為宇宙 
性 的 超 自 然 因 素 在 小 亞 細 亞 讀 者 的 一 般 環 境 中 是 重 要 的 因 素 ，而 
不 單 是 經 濟 、政 治 、科 學 、或 藝 術 的 環 境 》但 是 亞 諾 德 自 己 承  
認 ：縱 使 他 為 以 弗 所 提 議 的 生 活 情 境 解 釋 了 能 力 主 題 如 此 顯 眼 的  
原 因 ，卻 「不 足 以 充 分 說 明 以 弗 所 書 寫 作 的 理 由 ，或 … …解釋本 
書 信 所 有 的 神 學 特 色 」 。195他 這 個 在 其 他 方 面 頗 富 創 意 且 新 穎 的  
進 路 ，並 沒 有 充 分 說 明 重 大 主 題 在 本 書 信 前 後 兩 部 分 的 地 位 、以 
及 普 世 在 基 督 裏 和 好 的 關 鍵 主 題 （連 同 關 鍵 經 文 〔一 9 〜 1 0 〕的 

功 用 ） 。再 者 ，他 使 用 的 資 料 來 源 主 要 來 自 埃 及 ，而且大多是主

192參 ：羅 八 38 ；林前二 6 〜 8 ’ 十 19〜21 ’ 十 五 2 4 - 2 6  ；加 四 3 、9 ; 
腓二 1 0 ，以及伴隨此書的歌羅西書中的出處：西一 6 •二  15 ; 參 ：二 
8 、2 0 。關於細節 , 見 ：弗一 2 1 等處的解經。

193 A rno ld , 1 0 3 -2 2 。
194林 康 （L inco ln , lx x x i ) 或 貝 斯 特 （Best, 7 3 ) 似乎沒有充分欣賞從亞 

諾德的作品獲得的這些正面收穫。
195 A rno ld , 1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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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第 三 和 四 世 紀 ，這 一 點 已 經 受 到 質 疑 ，196同 時 ，有人認為沒有 

證 據 顯 明 以 弗 所 書 認 為 亞 底 米 是 邪 惡 而 屬 鬼 魔 的 。197

e . 林 康 198認 為 以 弗 所 書 處 理 了 廣 泛 的 基 督 徒 原 則 ，他針對一 
種 危 險 提 出 警 告 ，就 是 試 圖 為 本 書 信 找 出 明 確 的 背 景 ，或推論說 
本 書 信 的 寫 作 有 其 特 定 的 目 的 。他 對 於 修 辭 情 境 的 分 析 表 明 ：本 
書 信 有 一 廣 泛 的 、普 世 性 的 訴 求 。以 弗 所 書 有 許 多 一 般 性 的 目  
的 ，可 以 幫 助 並 鼓 勵 「在 許 多 情 境 中 的 」基 督 徒 。這些目的包括 
為 了 有 需 要 的 信 徒 提 供 內 在 的 力 量 ，進 一 步 認 識 他 們 的 救 恩 ，更 
珍 惜 他 們 作 為 信 徒 和 教 會 肢 體 的 身 分 ，更 多 關 注 教 會 的 合 一 ，以 
及 在 言 語 、性 、與 家 庭 關 係 等 領 域 裏 活 出 更 一 致 的 生 活 。 例

林 康 將 以 弗 所 書 視 為 屬 於 保 羅 之 後 的 情 境 ，但 是 ，告誡人不 
要 把 它 固 定 在 一 個 特 定 的 背 景 之 後 ，他 接 著 開 始 重 建 本 書 信 所 針  
對 的 歷 史 情 境 。200雖 然 證 據 並 不 確 定 ，以弗所書似乎是與小亞細 
亞 西 部 有 關 的 。作 者 是 保 羅 的 一 個 門 生 ，寫 給 受 保 羅 影 響 的 第 二  
代 基 督 徒 ，他 們 對 於 耶 穌 再 來 的 盼 望 逐 漸 消 失 ，需要明白自己在

196然 而 ’ 要 注 意 亞 諾 德 晚 近 的 作 品 （A rno ld , The Colossiati Syncret
ism ) * 引用了新的證據。

197 如 R. Strelan, Paul, Artemis, and the Jews in Ephesus (B e rlin : de Gruy- 
ter, 1996), 8 3 - 8 6 所主張的。但 是 ，難道我們不該預期會在經外文獻 
中發現這一點嗎？基督徒是否將亞底米崇拜視為厲鬼魔的呢？如果 
是 * 又是何種意義呢？

198 L in co ln , I x x x i - lx x x i i i。
199 L in co ln , l x x x i。

200他提出這個問題：「但這麼一來，論及本書信真實的背景與收 信 人 ， 
又能說甚麼呢？」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示的） 。L in c o ln ，l x x x i。注意 
Hoehner, 102 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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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裏的身分。他們受到勸勉，要藉著基督加添的能力和祂的 

靈 ，在世界上追求具有明顯基督徒特色的生活。2el

林 康 警 告 人 ：無論我們是否認為保羅就是以弗所書的作 

者 ，21)2都不要將明確的背景或特殊的目的歸諸於本書信，這似乎 

是正確的。2M以弗所書的解經學者與研究人員之間有相當可觀的 

差 異 ，表明他們對於本書信的寫作目的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縱使 

他們對於其重要主題的觀點相當一致。21)4

B .前面的路？

關於以弗所書的寫作目的，這樣與前述的學術著作互動，為 

了理解保羅為何寫作此書信的一個可能方式提供了背景。從負面 

來 說 ，以弗所書的寫作顯然不是為了對付特定教會裏面的某個特 

殊的錯謬教訓。一般的要旨、以及比較缺少個人性的細節，使我 

們不能做出這樣的結論。

確切地說，作為一般性的書信*它可能是寫給以外邦人為主 

的許多教會（或許是在推基古將要經過的地區） 。我們同意滕納

201 L in co ln , lx x x i i i - lx x x v i i  o

202斯諾德格拉斯（1 8 頁= Snodgrass, 2 2 ) 勉強承認這一點。

203縱使他尋找本書信真實背景與收信人的作法並不一致。大 致 上 ，根據 
林康的標準，如果保羅是本書信的作者，應該獲致類似亞諾德提出的 
那些結論；但林康拒絕這些結論，因 為 它 「太密切地將背景與以弗所 
本身連在一起了」 （L inco ln , lx x x i ) !

204霍 納 （Hoehner，1 0 2 -1 0 6 )承認這一點，並且聚焦於合一與愛等重要 
主 題 。關於後者，他主張它在本書信居於主導地位。所 以 ，「可以合 
理地推論說：以弗所書的目的是為了提倡彼此相愛，那是以神和基督 
的愛為基礎的。」這就提供了合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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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x  Turner  ) 2(15的觀點：「以弗所書說明一個在歌羅西書已經 

很重要的主題，就是普世在基督裏和好」 （比 較 ：弗一 9 〜1 0 、 

2 0 ~ 2 3  • 二 10〜 22 * 及三 6 ；與西一 19〜2 0 ) 。保羅在歌羅西書 

已經論述了一個特定的問題，就為一群比較一般性的基督徒讀者 

重寫他的信件。他寫以弗所書給他的許多外邦基督徒讀者，他對 

他們肩負著使徒的職責，寫信的目的是要保證他們在神恩典的拯 

救旨意中的地位，並勸勉他們活出與神這個叫萬有在基督裏同歸 

於一的計劃一致的生活（一 1 0 ) ，藉此鼓舞、剛 強 、並激勵他 

們 。保羅想要在信仰上為讀者「提供基礎訓練、塑 造 、並挑戰」 

他 們 。換言之，他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塑造身分」 。2(>6我們在 

下文針對本書信的中心信息、內 容 、與文體類型所做的說明，將 

有助於比較詳細地說明這個斷言。

3 . 以弗所霤的起源

根據我們在上文的討論，我們推斷以弗所書是使徒保羅在他 

被囚於羅馬期間寫的，時為主後 6 1 - 6 2 年前後》這封信與歌羅西 

書之間的關聯，尤其是關於保羅同工推基古個人的細節（見上文

205 滕納 ’ 1280 頁 =  T urner，1223 » 他的長篇論著（M. Turner, ‘ M iss ion  
and M eaning in  Terms o f  “ U n ity ”  in  Ephesians’ ，in Mission and 
Meaning: Essays Presented to Peter Cotterell，ed. A. B ill in g to n , T. Lane, 
and M . Turner [C a rlis le : Paternoster, 1995], 138-66 ) 支持並加強他 

的簡明註釋；在閱讀這篇論著之前，我在以弗所書的寫作目的上獲致 
了與之類似的結論。

206斯 諾 德 格 拉 斯 （1 8 頁 = Snodgrass, 2 3 〔強 調 字 體 為 原 著 標 示  
的 〕） ，依循 J. P- Sampley, ‘ Ephesians，，in The Deutero-Pauline 
Letters: Ephesians, Colossians, 2 Thessalonians, 1-2 Timothy, Titus (M in 
neapolis: Fortress, 1993),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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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 * 表明以弗所書跟歌羅西書是從同一個地點寫的。兩封 

信確實可能都是被囚在以弗所時寫的，這樣本信的寫作日期就是 

在 主 後 5 5 年 ，或者這兩封信可能寫於凱撒利亞，時 約 主 後 58 

年 。但 主 後 6 1 - 6 2 年前後被囚於羅馬是比較可能的寫作日期。我 

已經就著歌羅西書為這個觀點提出了辯護，M7而 且 ，雖然無法獲 

得肯定，從可以取得的證據看來，似乎不必改變這個觀點。使徒 

寫腓利門書，是在把阿尼西母送回他的基督徒主人時。阿尼西母 

是交給保羅的同工推基古照顧的（西 四 7〜9 ) ，後者就帶著保羅 

寫給腓利門個人的信和寫給整個歌羅西教會的信，後者警告教會 

要提防正在出現的錯謬教導。

滕納合理地主張：推基古與阿尼西母在他們的旅途中，可能 

航行到以弗所，然後沿著通往幼發拉底河的羅馬幹道一路往東， 

要到位於呂吉斯河谷的歌羅西去。推基古很可能帶著以弗所書， 

或者是作為給羅馬的整個亞細亞省眾教會（包括啟示錄一〜三章 

提及的七個教會）的傳閱書信，或 者 ，（如果藤納是正確的） 

「它是為了推基古從以弗所到歌羅西沿路所經之地或附近的眾教 

會而寫的，包括每西亞、特 拉勒（T r a l l e s ) 、希拉波立、與老底

207 P. T. O ’ B rie n，Colossians, Philemon，x l i x - l i v 。
208 滕 納 ，1280 頁 = Turner, 1 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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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心信息

普世在基督裏和好並合一，是保羅這封以弗所書的中心信 

息 。這一開始就出現在以弗所書一章9〜1 0 節*那裏說神已經使 

我們得知祂旨意的奧祕 * 其內容就是「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 

同歸於一」 。這處經文提供了解開本書信之榮耀豐富的鑰匙，把 

它的許多重要主題「結合為一體」 ，使我們能對這整封信獲得一 

幅完整的圖畫。我們提出下列幾點：

1 . 以弗所書一章9 與 1 0節出現在保羅於3〜1 4節所寫的長句 

中 ，那裏為了神在基督裏以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福我們而稱頌 

神 。開頭這個段落頌讚神滿有恩慈的旨意在基督裏的成就，提供 

了從永恆到永恆的鳥瞰，其極峰則是提及這奧祕與其內容（9 〜 10 

節 ） 。在句法與結構上，從 「同歸於一」的角度說明此奧祕，乃 

是頌讚的「高點」 ，或如墨瑞慈（T. M o r i t z ) 所說的，是這段經 

文 「位居樞紐的陳述」 （見 ：一 9〜1 0 的解經） 。 2()9頌讚中緊接 

著的措辭（11〜1 4 節 ）強 調 ：已經描述的這些宏偉的福分是為了 

猶太信徒與外邦信徒雙方預備的 。 一旦達到這個 berakah ( 「頌 

讚 」）的高點，作者就轉而解釋誰被包括在這些救恩福分的範圍 

裏 。「使萬有同歸於一」 • 指向永恆，是保羅陳述的高潮。

2 . 正如我們在解釋一章9 和 1 0節時所要指出了，近代學者越 

來越多的共識是：這裏所用的動詞是從一個意思是「重點」 、

「總和」、「摘要」的名詞衍生而來的（參 ：徒二十二 28 ；來八

209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43; T. M o ritz , ‘ “ Summing Up A l l  
Th ings” ； R elig ious P lu ra lism  and U n iversa lism  in  Ephesians’ ，in 
One God, One Lord, ed. B. W. W in te r and A. D. C larke (Cam bridge/ 
Grand Rapids: Tyndale House/Baker, 1991/1992),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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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而 不 是 來 自 「頭 」字 ，其 基 本 意 思 是 「說 明 某 件 事 的 重  
點 J ，或 「總 結 」 。21(1在 基 督 與 許 多 實 體 （包 括 個 人 ）的末世性 
關 係 方 面 ，這 處 經 文 表 明 神 在 基 督 裏 使 這 些 實 體 「同 歸 於 一 」 ， 
是 祂 採 取 行 動 將 萬 有 結 合 在 基 督 裏 （並 在 基 督 之 下 ） ，也就是 
說 ，祂 在 基 督 裏 以 某 種 方 式 將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

3 . 正 如 這 段 頌 讚 其 餘 部 分 一 直 說 明 的 ，神 的 旨 意 是 「在基督 
裏 j ，第 1 0 節 結 束 時 重 複 使 用 的 「在 祂 裏 面 」 （ 《和 合 本 》未 

譯 ）強 調 這 一 點 。雖 然 這 個 措 辭 可 以 理 解 為 憑 藉 用 法 ，表示彌賽 
亞 是 神 藉 以 將 宇 宙 總 結 起 來 的 方 法 （或 媒 介 ） ，更好還是把這片 
語 當 做 是 指 領 域 ，符 合 這 片 語 稍 早 在 這 個 段 落 裏 面 的 用 法 （3 〜 
7 、9 節 ） 。基 督 就 是 神 選 擇 要 在 祂裏面叫宇 宙 同 歸 於 一 的 那 一  
位 ，神 在 祂 裏 面 恢 復 宇 宙 和 諧 的 那 一 位 。祂 是 焦 點 —— 不單是方 
法 、媒 介 、或 執 行 者 ，這 一 切 都 是 藉 著 祂 而 發 生 的 。頌讚中前面 
提 及 「在 基 督 裏 」和 對 等 詞 是 聚 焦 於 神 的 兒 子 是 神 所 揀 選 的 ，信 
徒 已 經 在 祂 裏 面 蒙 神 賜 福 。現 在 ，在 9 和 1 0 節 這 裏 ，著重點在 

於 ：神 為 整 個 受 造 秩 序 所 定 的 這 個 包 羅 萬 有 的 旨 意 都 包 括 在 祂 裏  
面 。現 在 的 重 點 在 於 一 個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重 新 在 基 督 裏 合 而 為 一  
的 宇 宙 。211神 滿 有 恩 慈 地 顯 明 的 奧 祕 ，是 指 宇 宙 支 離 破 碎 、疏離 
的 因 素 在 基 督 裏 總 結 並 整 合 在 一 起 ，基 督 是 其 焦 點 。萬有都要在 
神 的 受 膏 者 裏 面 總 結 ，並 在 祂 裏 面 被 呈 現 為 一 個 完 全 一 致 的 整  

體 。
4 . 關 於 使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時 間 ，經文說這奧祕的內 

容 已 經 啟 示 出 來 了 ：神 已 經 用 諸 般 智 慧 聰 明 將 祂 的 恩 典 厚 賜 給 我

210見下文的細節。
211 L in co ln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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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使我們知道212祂旨意的奧祕。然 而 ，這不是說神的拯救計劃 

確實的成就是已經發生或臻於極致了。213「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這個具有天啟文學色彩的詞語，前瞻神的旨意完滿實現的時刻。 

不定過去式不定詞「使萬有同歸於一」並非指向過去，而是指目 

的 ：使萬有同歸於一是必須達成的目標。然 而 ，神的旨意已經在 

執行中。本書信相當清楚地說明：重要的步驟已經開始，以達到 

這個目標：具體地說 * 這奧祕的內容的啟示，是藉著耶穌的拯救 

工作成就的（一 7〜9 ) ，而神將萬有放在祂腳下，並為了教會而 

任命祂為萬有之首（一 2 2 )  •是朝向這目標實現邁進的重要步 

驟 。但這總結等候完滿的實現，將會在末時發生。

5 . 我們要決定以弗所書一章9〜1 0 節如何為解開本書信的寶 

藏提供鑰匙，對於這個工作特別重要的是動詞「使……同歸於 

一 」在文法上的受詞》神的目的是要在基督裏使整個「萬有」同 

歸於一。這由接著的平行陳述做進一步的閨明，「天上地上」 》 

乍看之下，加上的這幾個字似乎只是裝飾用的修辭。畢 竟 ，提及 

「天上」與 「地上」不正是聖經上用來說到整體或全體的典型方 

式嗎？尤其是聖經的卷首語，「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一 1 ) ， 

意思是神創造了一切。

但比較深入地檢視卻顯明：「天上」與 「地上」這兩個詞語 

代表了貫穿本書信的兩個重要成分，意指兩個分開的領域或領

212關於不定過去式分詞yva>p〖ao5 ( 「叫....... 知道」）與主要動詞hepia-
OEOOEV ( 「祂充充足足賞給」）之間的確切關係，見 ：一 章 9 節的討 
論 。我們認為跟在主要動詞之後的分詞是描寫同時發生的動作：「祂 
用諸般智慧聰明將祂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 是在祂使我們得知 
祂旨意的奧祕時。J 

2,3建築師的建築計畫是在真正動工建造之前提交的，這可能是個有幫助 
的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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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大家都知道：以弗所書特別說到「天上」 （一 3 、1 0 、2 0 ， 

二 6 ，三 1 0 ，六 1 2 ; 參 ：三 1 5 ’ 四 1 0 , 六 9 ) 和 「地上」 （一 

1 0 ，三 1 5 ，四 9 ，六 3 ) 。恰當地理解神要叫萬有在基督裏同歸 

於一的目的，關係到這兩個領域和它們代表的意義、以及兩者的 

關 聯 。在基督裏 anakephalaidsis與這兩個領域有關。同 時 ， 兩者 

之間有不可分割的關聯 • 所以我們可以說天地是一個整體，在祂 

裏面同歸於一。214

卡拉古尼斯（C. C. Caragounis ) 215有一本振奮人心的專著， 

處理以弗所書中的奧祕，他在其中聲稱：當保羅開始詳述並解釋 

anakephalaidsis在整封書信中的意義時，專注在這些領域中的兩 

個主要的代表，即以那些權勢代表「天上」的 * 而 教 會 （特別關 

係到在基督身體裏的猶太人與外邦人）則 代 表 「地上」的 。卡拉 

古尼斯進一步建議說：神要使萬有都在基督裏重歸於一的旨意要 

實現之前，必須先克服兩個障礙：（a ) 這些權勢的悖逆，和 （b) 猶 

太人與外邦人的疏離（二 1 1〜2 2 ，以及兩者與神的疏遠，二 

1 6 ) 。以弗所書的其餘部分，有許多都是用來論及這兩個領域， 

清楚說明神在這過程中採取的步驟，以 「叫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 

一  j  。

在分別探討這兩個障礙之前，我們承認以弗所書和伴隨而寫 

的歌羅西書都預設了宇宙的合一與和諧遭到相當的錯位，甚至破 

裂 ，需要和好或恢復和諧。在歌羅西書一章2 0〜2 2 節 ,使徒說到 

「萬有」與神和好，是已經藉著基督的死成就的，特別把焦點放 

在人類與祂的和好上。後來在歌羅西書中提及征服這些執政掌權 

者 （二 1 5 ) , 必須根據神大能的和好與和平來理解（一 2 0 ) 。以

214 A. T. L in co ln , in  Theology, 9 6 -9 7 。
215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44-46 •參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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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所書二章 1〜3 節特別叫人注意到人在基督以外絕望無助的悲慘 

命 運 ，從死亡、定 罪 、受邪惡且巨大的影響力轄制的角度來描寫 

他們的處境。若不是神以大能、滿有恩慈地介入來施行拯救，悖 

逆的罪人在他們深切的需要中就毫無盼望（二 4〜7 )  »

a . 在以弗所書中，神與那些代表「天上」的權勢爭戰。本書 

信描寫他們乃是悖逆祂的，但也正在影響人類走往相同的方向 

(二 2〜3 ) 。然 而 ，神藉著叫基督從死裏復活，並高舉祂到無與 

倫比的尊榮和掌管宇宙權柄的地位* 已經在與這些權勢的爭戰上 

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一 19〜2 2 ) 。不單使他們臣服於得高舉的 

基 督 ，也將他們放在祂的腳下，眨低為只是一個腳凳（一 2 2 ) 。 

在 四 章 8 節 ，保羅取用詩篇六十八篇的意象，將之應用於基督的 

升天。8〜1 0 節將天與地連接起來，216為一章 19〜2 2 節提供了補 

充的證據，確立基督超越了邪惡的權勢。他們是保羅將詩篇六十 

八 篇 1 8 節應用於基督的升天時所想到的「俘虜」。這處經文「強 

調基督以肉身的方式居於宇宙的首位」 ，217這必然會給正在與黑 

暗大軍從事屬靈爭戰的讀者帶來力量與鼓勵。 「已經實現」與 

「尚未完全實現」之間的張力，持續存在於基督徒與這些權勢之 

間的關係中，因為信徒已經參與了一場持續進行的靥靈爭戰（六 

10〜2 0 ) 。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撒旦和他 

的大軍繼續存在，要與聖徒爭戰，雖然他們的時間短暫，而且被 

神命定最終要被推翻（啟 二 十 3 ) 。這些權勢堅持攻擊基督徒， 

後者被勸勉要站立得穩，並要成功地抵擋他們（1 1 、1 3 、14

216 A . T. L in co ln , in  Theology，97 即如此主張。
217 A rn o ld , 56-58 ， 尤其 58 ; 參 D, G. Reid, ‘Prison, Prisoner，，DPL， 

75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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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信徒在抵擋這些看不見的仇敵時，要穿戴起神自己的軍 

裝 ，抗拒試探，並且藉著坦然無懼地傳揚福音來防禦。

b . 叫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如果是指這些權勢臣服於得高 

舉的基督，好將他們眨低為只是一個腳凳，但將之應用在神的子 

民 ，就是代表「地上」的教會時，意思卻大不相同。根據頌讚開 

頭的措辭（一 3 〜 1 4 ) ，讀者藉著被納入基督裏，已經與屬天的 

領域連在一起，已經享受了那領域裏的福氣，縱使他們仍然住在 

地 上 （一 3 ) 。

但並非總是如此，正如使徒在第二和三章清楚說明的，他在 

那兩章中專注於引致最終之同歸於一的過程》猶太與外邦信徒在 

被納入基督以前，原是與其餘的人一樣陷在同一個可怕的困境 

中—— 後者現在還是如此（二 1〜3 ) 。218但神在祂驚人的恩典中 

已經拯救了他們。祂的方法就是使他們活過來，釋放他們脫離定 

罪 ，拯救他們脫離一度生活在其中的可怕轄制（二 4 〜7 ) 。在一 

連串極度重要的陳述中，保羅指出：基督的命運已經成了他們的 

命 運 （比 較 ：一 2 0〜2 1 與二 5〜6 ) 。神不單叫基督復活。神也 

叫那些與祂聯合的人復活。信徒也已經與祂一同坐在天上（二 

6 ) ，以致他們現今與祂一同超越了這些權勢，也有分於祂恢復宇 

宙和諧的工作。與末世有關的張力依然存在。但 是 ，神要叫萬有 

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旨意，在原則上已經成就了，黑暗的權勢已 

經遭到了挫敗。因為神已經藉著基督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讀者 

受到鼓勵，要站立得穩，穿戴神自己的軍裝，來抵擋這些執政掌 

權 者 （六 10〜2 0 ) 。

在二章 11〜1 8 節 ，直接採用了和好與合一的用語。保羅的外 

邦讀者曾經是沒有神 • 也沒有盼望的，但現在已經與猶太人一同

218注意 M . Turner, ‘ M iss io n ’ ，1 4 3 -4 5 的 討 論 ’ 引致了類似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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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納入這一個新人 ’ 就是基督的身體。基督在自己裏將猶太人和 

外邦人結合為「一個新人」 ，是朝向神永恆旨意實現的一個極度 

重要的步驟，這旨意就是奧祕的完滿實現（一 9 〜1 0 ) 。基督在 

自己裏創造了一個新人，祂將猶太人和外邦人結合為一，是 「地 

上 」的兩個敵對因素和好的結果。基督已經藉著死在十字架上達 

成了這一點。因 此 ，我們可以說這是「已實現的末世論」 。藉著 

祂的死，基督已經廢除了律法，不單是為了將猶太人與外邦人造 

成 「一個新人」 （1 5 b 節 ） ，也要叫他們雙方在一個身體裏與神 

和好。

我們最後來到聚焦於神救恩歷史計劃的宏偉設計的關鍵經 

文 ，就是以弗所書三章 9〜 1 0 節 。意味深遠的是，這處經文跨越 

了兩個領域，就是天與地，也跨越了兩個實體，就是已經和好的 

神之民和這些權勢。這兩節經文與奧祕的完滿實現—— 萬有在基 

督裏同歸於一（一 9 〜1 0 ) — 息息相關》三章 9 節用來指揭露這 

奧祕的詞語，即 「使… … 知道」 、「職分」 、與 「奧祕」 ，全都 

出現在稍早的那段作為範例的經文中。在那裏 *神叫萬有同歸於 

一 ，包括將萬有結合在基督裏（並在基督之下） ，好叫神的這些 

旨意得以實現。現 在 ，猶太人與外邦人已經在基督的身體裏和好 

了 ，這兩個實體也已經被創造成一個新人（二 1 3〜 1 6 ，三 3 〜 

6 ) ，連同這奧祕的揭曉，都是神諸般智慧的確鑿證據，萬有要在 

基督裏同歸於一的一個重大難處已經克服了。神普世計劃的完滿 

實現一天比一天近了，神的子民先前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別， 

雙方的和好就表徵神在基督裏的終極旨意即將達到完滿的結局 

了 。

再 者 ，教 會 （由先前不和好的兩群人組成，就是猶太人與外 

邦人）的存在就是一個提醒：這些權勢的權柄已經遭受了決定性 

的毀壞，他們最終的挫敗也已經迫在眉睫》所 以 ，除掉第二個障 

礙 ，也 就 是 「天上」執政掌權者最終遭到推翻，已經堅定不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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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高峰移動。或許如布魯斯所說的：教會似乎是「神為未來和 

好的宇宙擬定的試驗性方案」 。「猶太人與外邦人在基督裏」的 

合 一 ，「是神和好工作的傑作，應許將有一個時代來到，那時不 

單猶太人與外邦人，而是受造之物當中所有相互敵對的因素，都 

要在同一位基督裏合而為一」 。219教會不單是這個計劃的一個範 

本 ，也是神所用的工具，要顯明祂的旨意正在得勝地向著它們的 

高潮移動。

6 . 以弗所書一〜三章這樣強調神拯救計劃的廣袤無邊，以及 

祂要在基督裏叫萬有同歸於一的旨意，都為四〜六章長篇的道德 

訓勉提供神學的基礎，後者基本上是合一的勸勉。 本書信的第 

二部分一開始先呼召讀者，生活要符合他們的呼召（四 1 ) ;接 

著的特殊焦點就是合一，因為保羅立刻向他們發出一個強制性的 

呼 籲 ，要他們迫切而熱心地保守聖靈的合一（3 節 ） 。這個勸勉 

是照著他們的呼召而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1 節 ） ，它乃 

是基於一種生活，其特徵是基督的諸般恩典（2 節 ） ，而且它的 

動機是基督徒信仰根本的合一（4 〜6 節） 。

描寫信徒的合一所用的方式，是相當驚人的。這是聖靈的合 

一 ，也就是神的靈所創造的合一（《和合本》作 「聖靈所賜合而 

為一的心」） ，不是讀者自己的成就。這合一已經存在了，所以

219 F. F. Bruce, Ephesians, 321-22, 2 6 2 。他補充說：可能還有進一步的 

含 意 ，即教會乃是神要成就這終極的和好工作的執行者。 （參 A. T. 
L in co ln , Paradise Now and Not Yet: Studies in the Role o f the Heavenly 
Dimension in Paul's Thought w 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schatology 
[C a m b r id g e : C a m b rid g e  U n iv e r s i ty  P ress, 1 9 8 1 ], 1 5 5 。）如果真是 
這 樣 ，那麼保羅自己就是神間接使用的「媒 介 ，要達成未來的普世和 
好 」 。

220 注意 M . Turner, ‘ M iss io n ’，148-57 深具洞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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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勸 勉 他 們 要 「保 守 」它 。信 徒 肯 定 不 是 要 去 創 造 它 ，而是負責 
保 守 它 。神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開 啟 了 這 個 合 一 ，就是藉著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1〜2 2 節 所 描 寫 的 那 些 事 件 ，尤 其 是 藉 著 祂 兒 子 的 死 ；結 果 ， 

由 於 這 個 和 好 的 工 作 ，信徒—— 猶太人與外邦人一起—— 已 經 「在 
一 位 聖 靈 裏 」來 到 神 面 前 （二 1 8 ) 。

這 就 給 我 們 一 條 線 索 ，明 白 保 守 聖 靈 的 合 一 為 何 會 那 麼 重  

要 。神 已 經 成 就 了 不 可 能 的 事 。祂 已 經 把 絕 對 不 能 和 好 的 —— 就 
是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 結 合 在 一 起 ，並 且 在 一 個 身 體 ，就是在主 
耶 穌 基 督 裏 ，將 他 們 合 為 一 體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這就證明 
祂 的 主 要 計 劃 （三 1 0 ) 。那 麼 ，如 果 信 徒 不 熱 切 保 守 聖 靈 的 合
一 ，是 何 等 可 悲 呢 ！這 樣 做 就 彷 彿 他 們 還 沒 有 與 神 和 好 或 與 彼 此  

和 好 似 的 。這 就 等 於 是 說 ：耶 穌 的 和 好 工 作 在 他 們 生 活 中 沒 有 真  
實 的 功 效 。這 樣 的 行 為 是 與 神 的 和 好 傑 作 不 相 稱 的 ，最終也與祂 
要 叫 整 個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旨 意 不 相 符 。

7 . 接 著 的 幾 個 段 落 說 明 這 合 一 、以及根據在耶穌裏所啟示的 
這 個 新 造 的 人 而 活 的 其 他 面 向 。例 如 ，四 章 7 〜 1 6 節 ，基督將恩 

典 的 賞 賜 給 了 祂 子 民 的 不 同 成 員 ，其 多 樣 性 是 為 了 促 進 整 個 身 體  
的 合 一 與 長 大 成 熟 。由 於 本 書 信 的 前 半 詳 細 說 明 了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已 經 在 基 督 身 體 裏 達 到 和 好 ，四 章 1 7 節 〜 五 章 2 節也首先描寫 
照 著 這 新 人 而 活 的 意 義 ，是 相 對 於 舊 人 的 （17〜2 4 節 ） ，接著又 

針 對 舊 生 活 與 新 生 活 提 出 明 確 的 勸 勉 ，以 效 法 神 的 勸 勉 為 極 致  
( 五 1 ) 。意 味 深 遠 的 是 ，保 羅 的 勸 勉 是 針 對 造 成 身 體 內 部 不 和  

與 疏 離 的 那 些 罪 ，諸 如 生 氣 與 說 謊 （四 2 5 〜2 6 ) ，也 就 是 說 ，那 
些 破 壞 身 體 合 一 的 罪 。在 五 章 3 〜 1 4 節 ，現在的對比是在於相信 

的 群 體 與 群 體 以 外 的 人 ，這 是 從 信 徒 脫 離 黑 暗 進 入 光 明 的 角 度 來  
描 寫 的 。15〜2 0 節 的 這 個 道 德 訓 勉 ，是從相對於愚昧生活的智慧 

生 活 著 眼 的 。智 慧 的 生 活 包 括 被 聖 靈 充 滿 （五 1 8 ) ，這又從一般 
基 督 徒 生 活 （五 18〜 21 ) 和 信 徒 家 庭 內 部 關 係 （五 2 2 〜 六 9 )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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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述 。以 弗 所 書 內 的 家 庭 規 範 ，尤 其 是 處 理 夫 妻 關 係 的 段 落 （五 
2 2 〜3 3 )  • 已 經 被 人 描 寫 為 「理 想 主 義 」 ，因 為 頗 不 可 思 議 地 ， 

關 於 「信 與 不 信 通 婚 」 、或 夫 妻 生 活 在 疏 離 世 界 中 每 日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 它 竟 然 隻 字 未 提 。但 是 ，保 羅 無 疑 意 識 到 信 與 不 信 通 婚 的  
問 題 （參 ：林 前 七 章 ） ，卻 選 擇 把 注 意 力 的 焦 點 放 在 理 想 的 基 督  
徒 婚 姻 、以 及 它 跟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合 一 的 關 係 上 。基督徒之間的婚 
姻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婚 配 用 作 使 徒 所 想 的 那 種 合 一 的 實 例 ，就是在 
「頭 」 （丈 夫 與 基 督 ）和 「身 體 」之 間 的 合 一 （五 2 5 〜2 7 ) 。這 

樣 的 婚 姻 為 了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的 意 義 作 了 活 潑 的 見 證  > 重新產 
生 了 新 郎 與 新 婦 共 享 之 美 麗 的 縮 影 。在 這 整 封 信 較 廣 的 上 下 文  
中 ，基 督 徒 夫 婦 之 間 的 聯 合 ，是 基 督 與 教 會 之 合 一 的 一 部 分 ，因 
此 也 就 是 神 要 叫 宇 宙 合 一 之 旨 意 的 保 證 。

8 . 以 弗 所 書 四 〜 六 章 的 勸 勉 ，進 一 步 釐 清 了 保 羅 的 觀 點 ，乃 

是 將 這 種 合 一 221視 為 神 拯 救 計 劃 的 核 心 * 這計劃就是要叫萬有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這 個 合 一 的 導 向 不 單 是 個 實 用 主 義 的 問 題 。

正 如 本 書 信 中 居 於 主 導 地 位 的 1  足 前 一 如 今 」的對比所表明 
的 ，它 觸 及 福 音 本 身 的 核 心 ；這樣在愛 中 合 一 是 新 群 體 獨 特  
的 標 記 ，與 疏 離 的 世 界 恰 恰 相 反 ，後 者 是 註 定 要 過 去 的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 「明 白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愛 ，確實已經被神的 
豐 滿 所 充 滿 了 ，最 終 要 在 末 時 叫 萬 有 重 歸 於 一 （三 1 8 〜 
1 9 )  。222

221 關於以弗所書中合一的議題’ 見 A. G. Patzia, Ephesians, Colossians, 
Philemon (Peabody, M A : Hendrickson, 1990)，133-39 的詳細論述。

222 M. Turner, ‘ M iss io n ’，1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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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内容與文體 

1 .内容

以 弗 所 書 分 為 兩 個 清 楚 有 別 、但 又 相 關 的 段 落 ：第一〜三章 
與 四 〜 六 章 。223頭 一 部 分 已 經 被 人 鬆 散 地 稱 為 「神 學 性 」或 「教 
義 性 」的 ，而 第 二 部 分 則 被 稱 為 「倫 理 性 的 」 ，雖然這些描述都 
不 能 充 分 反 映 出 每 個 段 落 的 內 容 ，或 其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

第 -------三 章 是 由 一 個 長 篇 的 頌 讚 與 禱 告 構 成 的 （一 3 〜三
2 1 ) ，為 了 歡 呼 稱 頌 神 在 基 督 裏 成 就 祂 永 恆 的 旨 意 提 供 了 架 構 。224 

這 頭 一 個 段 落 一 開 始 是 一 個 開 頭 的 berakah或 頌 讚 ，為 了 神 「在 

基 督 裏 」將 救 恩 的 所 有 權 益 賜 給 祂 的 子 民 而 讚 美 祂 —— 這些權益 
首 先 是 在 祂 裏 面 的 揀 選 、兒 子 的 名 分 （5 節 ） 、救 贖 、和 赦 罪 （7 

節 ） ，並 且 指 向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的 完 滿 實 現 （一 3 〜 1 4 節 ） 。接著 

的 段 落 是 感 恩 （一 15〜2 3 節 ） ，保 羅 報 導 他 為 讀 者 感 謝 神 （15〜 
1 6 a 節 ） ，以 及 他 為 他 們 代 禱 。他 的 禱 告 是 要 他 們 在 認 識 神 和 祂  
的 大 能 上 成 長 ，而 且 最 終 明 白 祂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為 他 們 成 就 的 事  
( 參 ：3 〜 1 4 節 ） 。提 到 神 的 無 窮 大 能 （1 9 節 ） ，引致一個宣 

告 ，即 這 大 能 至 高 的 彰 顯 * 神 以 這 大 能 叫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並高 
舉 祂 到 天 上 執 掌 權 柄 的 地 位 ，超 越 一 切 敵 對 的 靈 界 權 勢 （2 0 〜 23 

節 ） 。保 羅 一 開 始 的 代 禱 令 人 回 想 起 神 所 為 他 們 贏 得 之 救 恩 的 偉  
大 。第 三 章 以 進 一 步 的 祈 求 重 拾 這 個 代 禱 ，盼望讀 者 能 明 白 並 經  
歷 神 的 大 能 、愛 、與 豐 富 （1 、1 4〜 1 9 節 ） ，然 後 是 一 個 頌 讚 ， 
本 書 信 的 前 半 就 這 樣 完 滿 結 束 （三 2 0 〜2 1 ) 。用來提醒讀者回想

223不包括信首致意（弗一 1〜2 )  • 與結尾的個人性說明和問安（弗六 

21〜2 4 ) ，這兩者使這分文件具有書信的格式。

224 Bruce, 241 ；參 L in co ln , x x x v i- x x x v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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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浩 大 救 恩 的 方 法 《是 將 他 們 的 過 去 與 現 今 在 基 督 裏 的 處 境 進 行  
一 個 雙 重 的 對 比 ：第 一 ，從 靈 命 的 死 亡 改 變 為 在 基 督 裏 的 新 生 命  
(二  1〜 1 0 ) ; 第 二 ，從 前 是 外 邦 人 ，是與神 的 子 民 以 色 列 和 其  

特 權 隔 絕 ，如 今 變 成 在 基 督 裏 屬 於 神 的 新 人 ，得 以 進 到 父 面 前 ， 
在 祂 的 家 與 聖 殿 中 有 一 席 之 地 （二 11〜2 2 ) 。藉著基督締造和睦 
的 工 作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人 已 經 在 這 一 個 新 人 裏 與 神 和 好 ，並彼此 
和 好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1〜 1 3 節 ，雖然在句法上是在保羅代禱內的 
一 個 離 題 （三 1 、14〜 19 ; 參 ：一 17〜 1 9 ) ，卻提醒讀者回想他 

為 他 們 外 邦 人 承 擔 的 特 殊 事 奉 （所 以 他 為 他 們 的 緣 故 而 被 囚 ，並 
且 樂 意 受 苦 * 1 、1 3 節 ） * 以 及 這 事 奉 在 神 奧 祕 內 的 地 位 。藉著 

福 音 ，外 邦 信 徒 有 分 於 神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的 應 許 。接著描述這奧祕 
在 神 永 恆 計 劃 內 的 地 位 ，以 及 教 會 在 神 為 宇 宙 所 定 的 計 劃 中 佔 有  
的 地 位 。從 他 為 他 們 承 擔 的 事 奉 ，保 羅 湧 流 出 為 讀 者 的 代 禱 ，這 
是 從 前 面 的 禱 告 發 展 而 來 ，為 了 能 力 、愛 、與 長 大 成 熟 而 祈 求  
( 三 14〜 1 9 ) 。這 個 段 落 與 本 書 信 頭 一 部 分 的 結 束 ，是只有一句 

話的頌讚  > 讚 美 神 是 「能 充 充 足 足 地 成 就 一 切 超 過 我 們 所 求 所 想  
的 」 （2 0 〜2 1 節 ） 。

以 弗 所 書 第 二 部 分 （四 〜 六 章 ）的 特 徵 是 一 個 長 篇 的 勸 勉  
( p a r a c l e s i s ) ，從 四 章 1 節 開 始 ，至 少 到 六 章 9 節 （而且可能到 

六 2 0 )  • 換 言 之 ，幾 乎 到 這 封 信 的 結 尾 。在 頭 三 章 ，使徒為他的 

讀 者 揭 露 了 神 的 永 恆 計 劃 ，其 目 標 是 要 在 基 督 裏 叫 萬 有 同 歸 於
一 。現 在 ，他 在 第 四 章 的 直 接 呼 籲 ，是 基 於 他 們 在 基 督 裏 的 和 好  
和 成 為 神 的 新 人 的 一 部 分 。事 實 上 ，他 的 許 多 呼 籲 的 內 容 ，通常 
都 是 由 本 書 信 稍 早 的 部 分 賦 予 活 力 》225第 1 節 以 子 句 ^ 我 勸 你

225凱 爾 德 （C aird，7 1 ) 認為以弗所書「在保羅書信中是獨特的, 因為接 
下來三章中豐富的一般倫理教訓，是附屬於頭三章的主要題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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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 … 」表 明 這 是 第 一 個 道 德 勸 勉 （參 ••帖 前 四 1 ; 羅十二  1 ) • 

接 下 來 是 一 個 相 當 固 定 的 模 式 ，標 示 了 轉 接 到 一 個 新 的 段 落 ，都 
是 以 道 德 題 材 為 主 》使 徒 從 頭 至 尾 都 使 用 他 喜 愛 的 一 個 詞 語 ， 
「行 事 〔為 人 〕」 ，來 描 寫 基 督 徒 的 行 為 ，這個鑰詞出現在四〜 

六 章 的 五 個 主 要 段 落 內 （四 1 、17 « 五 2 、8 、1 5 ) 。教會正在通 

往 長 大 成 熟 的 途 中 ，保 守 教 會 的 合 一 是 這 個 勸 勉 段 落 開 頭 的 主 要  
勸 勉 * 這 合 一 是 藉 著 升 天 的 基 督 所 澆 灌 在 祂 子 民 身 上 的 各 樣 職 事  
而 達 成 的 （四 1〜 1 6 ) 。這 幾 節 經 文 為 了 接 下 來 的 四 章 1 7 節〜六 

章 2 0 節 先 行 鋪 路 。在 四 章 17〜2 4 節 ，使徒刻意採用行走的用語 

( 「行 事 」） ，並 且 將 讀 者 在 基 督 裏 的 生 活 方 式 與 在 基 督 以 外 之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相 對 比 （1 7 節 ） 。清 楚 區 分 了 「舊 人 」的生活方式 
的 特 色 ，與 「新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的 標 記 （1 7〜2 4 節 ） ，保羅現在 

提 出 明 確 的 、具 體 的 勸 勉 （四 2 5 〜 五 2 ) ，是直接從這幾節的勸 

勉 衍 生 而 來 的 。思 路 的 發 展 是 從 學 習 基 督 與 新 造 這 些 高 超 之 處 ， 
到 「基 督 徒 行 為 的 實 踐 」 。保 羅 關 注 神 的 子 民 以 實 際 的 方 式 顯 出  
愛 中 的 合 一 》所 以 他 勸 勉 他 們 要 恩 慈 、彼 此 憐 憫 、彼 此 饒 恕 ，最 
後 將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愛 和 基 督 甘 願 獻 上 自 己 擺 在 他 們 面 前 ，作為激 
勵 他 們 的 榜 樣 （四 3 2 〜 五 2 ) 。在 五 章 3 〜 1 4 節 ，再次對比信徒 

與 有 罪 的 外 人 （如 同 在 四 1 7〜2 1 ) ，而且是以光明和黑暗的意象 
來 描 述 的 （8 〜 1 4 節 ） 。然 而 ，信 徒 被 勸 勉 「行 事 為 人 … … 當像 

光 明 的 子 女 」 ，並 且 受 到 鼓 勵 來 思 想 ：光 ，就 是 基 督 ，對於周遭 
的 黑 暗 會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1 4 節 ） 。在 本 書 信 接 下 來 的 段 落 中 （五 
1 5〜 六 9 ) ，使 徒 勸 勉 他 的 讀 者 要 謹 慎 行 事 （最後一次出現這個 
鑰 詞 ） 。有 智 慧 的 行 事 為 人 * 明 白 主 的 旨 意 （1 7 節 ） ，以及被聖 
靈 充 滿 （1 8 節 ） ，全 都 結 合 在 一 起 。使 徒 詳 細 閨 述 其 意 義 ，說明 
給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帶 來 的 結 果 ，就 是 歌 唱 （1 9 節 ） 、感 謝 （20 

節 ） 、並 且 在 所 命 定 的 基 督 徒 家 庭 關 係 內 欣 然 順 服 （2 1 節 ） ：妻 

子 與 丈 夫 （五 2 2 〜 3 3 ) 、兒 女 與 父 母 （六 1〜4 ) 、奴隸和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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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5 〜 9 ) 。保 羅 的 勸 勉 題 材 來 到 結 論 ，本 書 信 也 達 到 高 潮 ，就 

是 呼 召 信 徒 要 在 主 裏 剛 強 ，並 且 穿 戴 神 的 大 能 軍 裝 ，來與邪惡的 
權 勢 進 行 厲 靈 爭 戰 （六 10〜2 0 ) 。

2 . 文體226

A .以弗所書是一封書信

看 完 了 以 弗 所 書 的 內 容 ，我 們 現 在 來 思 考 這 個 作 品 的 文 學 體  
裁 。近 些 年 來 ，學 者 相 當 注 意 新 約 聖 經 書 卷 的 文 體 ，但在以弗所 
書 方 面 卻 很 少 達 到 明 確 的 結 論 。新 約 聖 經 的 其 他 書 卷 都 已 經 被 歸  
入 已 知 的 文 學 類 型 ，並 從 古 代 修 辭 的 角 度 來 討 論 ，這包括新約聖 
經 中 大 部 分 的 書 信 ，但 以 弗 所 書 卻 不 然 。227在 1 9 9 0 年 ，林康聲 
稱 ： 「根 據 古 代 的 書 信 與 修 辭 範 疇 ，以 弗 所 書 不 容 被 歸 於 清 楚 的

226晚近論及此一主題的作品數量龐大。在下文的討論中會提及有限數量 
的 作 品 。關於進一步的參考書目細節，見 E. M outon, ‘ The Com
m unica tive  Power o f the Ep istle  to the Ephesians’ ，in Rhetoric, 
Scripture and Theology: Essays from  the 1994 Pretoria Conference, ed. S. 
H. Porter and T. H. O lb rich t (S he ffie ld : Academ ic Press, 1996)， 
280-307; J. T. Reed, ‘ The E p is tle ’ ，in Handbook o f Classical Rhetoric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330 B.C.-A.D. 400, ed. S. E. Porter (Leiden: 
B r i l l ,  1997)，1 7 1 -9 3。

227注 意 Best，5 9 -6 3 的 討論，尤 其 是 5 9 。他提及一些重要的作品為例： 
G. A.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 tre p re ta tio n  through R hetorica l 
C ritic ism  (Chapel H i l l :  U n ive rs ity  o f  N orth  C arolina Press, 1984)， 
1 5 6 ，主 張 作 者 必 定 是 「有相當可觀之修辭技巧的人」 ；S. K. 
Stowers, Letter W riting  in Greco-Roman A n tiqu ity  (Ph ilade lph ia : 
W est-m inster, 1986); and D. E. Aune, The New Testament in Its 
Literary Environment (Ph ilade lph ia : W estm inster, 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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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中 」 ，228而 且 ，除 了 其 他 少 數 人 之 外 ，從那以後就很少有人 
探 討 這 整 封 信 的 思 想 在 修 辭 上 的 進 展 ，儘 管 文 學 的 探 究 ，尤其是 
修 辭 學 ，仍 方 興 未 艾 。229

就 像 保 羅 的 其 他 書 信 一 樣 ，以 弗 所 書 依 循 書 信 一 般 的 模 式 * 

以 收 信 人 開 始 ，以 結 尾 的 問 候 結 束 ，但 也 跟 其 他 的 每 一 封 書 信 一  
樣 ，略 有 一 些 不 同 。以 弗 所 書 以 尋 常 的 題 詞 開 始  > 提 及 作 者 、收 

信 人 、與 基 督 徒 的 問 候 語 （一 1〜2 ) 。這是以在基督裏與神建立 
的 關 係 來 詳 述 的 ，所 以 保 羅 自 稱 為 「奉 神 旨 意 ，作基督耶穌使徒 
的 保 羅 」 ，而 描 寫 收 信 人 的 稱 號 則 是 「聖 徒 ，就 是 在 基督耶穌裏 
有 忠 心 的 人 」 （1 節 ） 。常 見 的 希 臘 化 問 候 語 被 「願恩惠平安從 
神 我 們 的 父 、和 主 耶 穌 基 督 歸 與 你 們 」取 代 ，這 是 保 羅在其他地 
方 典 型 的 問 候 語 。23°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收 信 人 是 一 般 性 的 ， 
而 非 特 定 的 一 群 人 （見 上 文 ） 。在 問 候 語 之 後 ，保羅通常會以開 
頭 的 感 恩 段 落 開 始 他 的 書 信 ，表 達 他 為 基 督 徒 讀 者 向 神 獻 上 的 感  
謝 （林前一  4 〜 9 ；腓一  3 〜 11 ；西一 3 〜 14 ；帖前一  2 〜 三 13 ； 
帖後一  2 〜 1 2 ，二 13〜 14 ；門 4 〜7 )  ’ 然 後 為 他 們 代 禱 。231然 

而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是 以 一 個 長 篇 的 b e ra ka h 或 頌 讚 232緊跟在問 

候 語 之 後 ，接 著 才 是 開 頭 的 感 恩 ，包 括 祈 求 性 禱 告 的 報 導 。

228 L inco ln , x x x v i i。
229 這一點的例外有 E. Mouton, ‘ The Communicative Power’ ，2 8 0 -3 0 7 ， 

與 C. B. K ittredge, Community and Authority: The Rhetoric o f Obedience 
in the Pauline Tradition (H arrisburg, PA: TPI, 1998), 11 1 -4 9 。注意下 
文的討論。

230以 X知W ( 「恩典」）取 代 X dpeiv ( 「問安」）。見 ：一 2 的註釋。

231 P. T. O ’ B rien , Introductory Thanksgivings。
232 P. T. O ’ B rien ，‘ Ephesians I ’，5 0 4 -1 。這些頌讚類似舊約聖經中一些 

稱頌的例子（詩四H 1 3 ，七十二 18〜 1 9 ，一O 六 4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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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弗 所 書 的 結 尾 類 似 保 羅 其 他 的 書 信 ，結束的 特 徵 也 類 似 希  
臘 化 時 期 的 文 學 作 品 ，差 別 在 於 使 徒 省 略 了 慣 有 的 健 康 祝 願 233和 
告 別 的 話 。但 包 括 了 提 及 使 徒 的 代 表 推 基 古 （遣 詞 用 字 與 西 四 7 

〜8 相 同 ） ，以 及 一 個 平 安 的 祝 願 和 恩 典 的 祝 禱（六 2 1 〜2 4 ) 。 

但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保 羅 沒 有 在 問 安 時 提 及 與 他 在 一 起 的 同 工 或 基  
督 徒 同 伴 ，結 尾 的 問 候 語 也 沒 有 提 及 任 何 收 信 人 的 名 字 。

雖 然 本 書 信 的 開 頭 與 結 尾 顯 示 出 希 臘 化 的 影 響 ，以弗所書的 
主 體 部 分 卻 比 較 難 以 歸 類 ，像 它 那 時 代 的 許 多 類 似 的 作 品 一 樣 。234 

事 實 上 ，有 人 曾 經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以 弗 所 書 到 底 有 沒 有 一 封 書 信  
的 主 體 ？ 235 — 般 說 來 ，要 決 定 保 羅 書 信 的 主 體 從 何 開 始 、到哪裏 
結 束 ，有 其 困 難 ，236以 弗 所 書 也 是 如 此 。然 而 ，它確實包含保羅 

書 信 主 體 部 分 的 許 多 特 色 。它 有 自 己 正 式 的 開 始 ，就是以開頭的 
頌 讚 來 讚 美 神 （一 3 〜 1 4 )  * 和 一 個 感 恩 的 段 落 帶 著 代 求 的 禱 告  

( 1 5 〜 1 9 節 ） 。以 弗 所 書 也 包 含 轉 接 式 的 慣 用 格 式 語 （參 ：四 
1 ) ，以 及 推 薦 保 羅 打 發 到 讀 者 那 裏 去 的 推 基 古（六 2 1 〜2 2 ) 。 

正 如 保 羅 的 其 他 書 信 ，以 弗 所 書 包 含 相 當 數 量 的 教 導 ，一個長段 
帶 著 勸 勉 題 材 的 道 德 訓 勉 ，以 及 各 種 類 型 的 禱 告 資 料 。這封書信 
對 於 舊 約 聖 經 做 了 意 味 深 遠 的 使 用 》雖 然 只 有 四 處 明 確 的 引 句 ，

233 見 J. A . D. Weima, Neglected Ending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uline 
Letter Closings (S he ffie ld : Academic Press, 1994), 3 4 -3 9 。

234 參 J. L . W h ite ,  ‘ T he  G re e k  D o c u m e n ta ry  L e t te r  T r a d i t io n  T h ird  

Century B.C.E. to T h ird  Century C.E.，，Semeia 22 (1982), 92-100 ； 
與 J. T. Reed, ‘ The E p is tle ’ ，1 8 6 -9 2 。

2 3 5 「書信的題詞與附筆幾乎可以用做任何種類之作品的前後框架」 （D. 
E. Aune, Literary Environment, 170 ) 。

236 W. D oty, Letters in Prim itive Christianity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 9 7 3 ), 34 ; 與 D . E. A u n e , L iterary  E nvironm en t^  1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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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 出 現 許 多 的 引 喻 ，從 保 羅 倚 重 舊 約 聖 經 的 措 辭 和 詞 語 、觀念即 
可 見 一 斑 （包 括 提 及 聖 殿 、救 贖 、神 的 揀 選 、盼 望 、憐 憫 、應 
許 、智 慧 、 〔天 〕父 、和 救 恩 的 頭 盔 ，這 裏 只 列 舉 少 數） 。這些 
「顯 示 出 作 者 何 等 深 地 浸 淫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舊約聖 經 的 用 語 影 響  

他 自 己 的 作 品 又 是 何 等 大 」 》237以弗所書也使 用 早 期 基 督 徒 傳 統  
的 資 料 （參 ：可 能 的 四 4 〜6 ，五 1 4 等 ） ，包 括 家 庭 規 範 （五 21 

〜 六 9 ) ，他 藉 以 論 及 基 督 徒 家 庭 內 的 關 係 ：妻 子 一 丈 夫 、兒 
女 一 父 母 、奴 隸 一 主 人 。

雖 然 大 多 數 學 者 都 承 認 ，整 個 以 弗 所 書 分 成 兩 個 主 要 的 部  
分 ，對 於 書 信 主 體 從 何 處 開 始 ，卻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開 頭 的 頌 讚 、 
感 恩 、與 代 求 的 禱 告 （一 3 〜 1 9 〔或 2 3 〕） ，是否應該歸為引言 

的 一 部 分 ，以 二 章 1 節 開 始 主 體 部 分 ，或 者 主 體 部 分 就 以 頌 讚  
(一  3 〜 1 4 ) 、感 恩 、和 代 求 的 禱 告 （一 15〜 1 9 ) 開 始 ？持平而 

論 ，我 們 比 較 喜 歡 後 者 的 觀 點 。首 先 ，以 弗 所 書 中 在 頌 讚 與 感 恩  
部 分 （一 3 〜 1 9 〔或 2 3 〕) 之 後 的 材 料 ，並不包含任何慣用格式 

語 ，就 像 請 求 的 格 式 語 之 類 的 ，可 以 表 示 感 恩 部 分 的 結 束 ，和轉 
接 到 書 信 的 主 體 部 分 。第 2 2 〜2 3 節或第二章的開頭也都不是個新 
的 單 元 ，因 為 兩 者 都 是 接 續 前 一 個 代 求 禱 告 報 導 的 段 落 ，論及神 
為 信 徒 彰 顯 的 大 能 （1 9 節 ） 。神 曾 經 運 行 祂 的 大 能 ，叫基督從死 
裏 復 活 並 得 著 高 舉 ，他 們 現 在 也 經 歷 了 同 樣 的 大 能 。因 此 ，將二 
章 1〜 1 0 節 和 11〜2 1 節 跟 前 面 的 段 落 分 開 是 不 恰 當 的 。同 樣 地 ， 

三 章 1 節 恢 復 代 求 的 禱 告 ，卻 「離 題 」論及保羅在奧祕上的使徒 
職 分 （三 2 〜 1 3 ) 、代 求 禱 告 的 結 尾 （三 14〜 1 9 ) 、連同它高潮 
的 頌 讚 （三 2 0 〜2 1 ) ，都 不 應 該 跟 第 一 和 二 章 分 開 來 （見解經部 
分 ） 。結 果 ，一 章 3 節 〜 三 章 2 1 節 就 結 合 為 一 個 單 元 ，正如許多

237 C . E. A r n o ld ,  ‘ E ph es ians，L e tte r  to  th e ’ ，D P L , 2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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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所 認 為 的 。第二  >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的 結 構 為 以 弗 所 書 提 供 了  
一 個 很 好 的 類 比 • 正 如 晚 近 的 幾 位 作 家 所 承 認 的 。238這封書信也 
沒 有 主 體 部 分 ，因 為 一 章 2 節 〜 三 章 1 3 節這個感恩段落本身就構 

成 了 主 體 部 分 》239再 者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四 章 1 節的請求格式語 
( 「我 們 勸 你 們 … … 」 ） ，提 供 了 轉 往 書 信 勸 勉 題 材 的 轉 接 語 ， 

而 這 顯 然 正 是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 節 同 一 個 格 式 語 的 功 用 （見解經部 
分 ） 。在 這 兩 封 書 信 中 ，它 都 引 入 主 體 部 分 的 第 二 個 主 要 段 落 。 
所 以 ，我 們 同 意 林 康 的 觀 點 ：一 章 3 節 〜 三 章 2 1 節 「的作用等同 
於 主 體 的 第 一 部 分 」 。四 章 1 節 開 頭 的 子 句 （「我 勸 你 們 …… 」） 
用 來 轉 接 到 勸 勉 的 題 材 ，相 當 於 主 體 的 第 二 個 主 要 部 分 。24e儘管 
與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在 形 式 上 類 似 * 比 較 好 還 是 不 要 把 一 章 3 節〜 
三 章 2 1 節 形 容 為 「一 個 長 篇 的 感 恩 」 。2 4 1 「感 恩 」一詞已經用於 

禱 告 的 報 導 （一 1 5 〜 1 6 ) 和 感 謝 的 禱 告 本 身 。所 以 ，我們寧可根 

據 內 容 來 形 容 本 書 信 的 頭 一 部 分 。242

238 C. J. B je rke lund, Parakald: Form, Funktion und Sinn der parakald-Sdtze 
in  den p a u lin ischen  Briefe  (O s lo : U n iv e rs ite ts fo r la g e t ,  1 9 6 7 )，1 8 4 -  

85 ; 與 W. G. K iim m el, Introduction, 351-52 ◊

239 P. Schubert, Form, 16-27 ; 與 P. T . O ’ B rien , Introductory T h a n ks

g iv in g s , 141—46 。

240 L in co ln , x x x ix  ; 參 Hoehner, 7 4 。
241 如 L in co ln , x l i i i  的作法。

242貝 斯 特 （Best，6 3 ) 沿著類似的路線，認為只因為裏面包含了禱告或 
禱告出現在書信的開頭，就 將 一 章 3 節 〜 三 章 2 1 節描寫為禱告的段 
落 ，乃是錯誤的。他 補 充 說 ：「二 章 1 節 〜 三 章 1 3 節不是一個禱 
告 ，不該強迫將它納入那個類別，來符合一個雙重的文體分類。」比 
較好是像布魯斯（Bruce，247 ) — 樣 * 根據其內容來形容它為「神創 
造的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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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 信 主 體 的 第 二 部 分 是 道 德 訓 勉 （四 1〜 六 2 0 ) ，以 「我 
勸 你 們 」一 語 開 始 。243保 羅 已 經 為 基 督 徒 讀 者 能 被 基 督 的 愛 剛 強  
獻 上 禱 告 （三 14〜 1 9 ) ，勸勉的題材進一步強調他們需要在彼此 
的 關 係 上 顯 出 愛 。四 章 1〜 1 6 節 為 接 下 來 在 四 章 1 7 節 〜 六 章 20 

節 的 勸 勉 題 材 先 行 鋪 路 ，用 作 道 德 訓 勉 其 餘 部 分 的 引 介 框 架 。接 
下 來 是 一 連 串 的 小 段 落 ，詳 細 說 明 地 方 教 會 與 基 督 徒 家 庭 應 當 如  
何 留 意 四 章 1〜3 節 的 勸 勉 。關 鍵 的 動 詞 「行 事 〔為 人 〕」是四章 
1 節 開 始 每 一 個 道 德 訓 勉 段 落 的 標 語 （參 ：四 1 7 ，五 2 、8 、 
1 5 ) ，保 羅 描 寫 讀 者 在 基 督 裏 的 生 活 方 式 與 外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之 間  
的 對 比 。道 德 訓 勉 的 最 後 一 個 小 段 ，勸 勉 讀 者 要 在 主 裏 剛 強 ，並 
且 在 與 邪 惡 的 權 勢 進 行 屬 靈 爭 戰 時 穿 戴 神 的 軍 裝 （六 10〜2 0 ) ， 
此 一 小 段 在 本 書 信 中 佔 了 極 度 重 要 的 地 位 。它 不 單 結 束 了 四 章 1 

節 開 始 的 道 德 訓 勉 題 材 ，也 作 為 整 封 信 的 高 潮 ，把 此 信 帶 到 結  
語 。

所 以 ，以 弗 所 書 顯 出 希 臘 化 書 信 的 許 多 特 色 ，不單在它的開 
頭 與 結 束 的 部 分 ，也 在 主 體 部 分 。我 們 不 必 推 論 說 以 弗 所 書 是 穿  
上 了 書 信 外 衣 的 另 一 類 型 著 作 ，244無 論 是 一 篇 神 學 小 冊 ，245或一 
本 將 基 督 當 做 擬 人 化 的 智 慧 之 「智 慧 講 論 」 。246四 章 1 節 〜 六 章 20 

節 這 個 長 篇 的 道 德 訓 勉 不 利 於 將 它 當 做 神 學 小 冊 或 智 慧 講 論 。247

243 C. J. B je rke lund, Parakald， 15-19，1 7 9 -8 7 。
244史納肯伯（Schnackenburg，2 3 ) 評 論 說 ：「書信的格式不是一件讓人 

用來假冒的斗篷 • 而是作者選用的一種文學形式，因為它可能符合他 
寫作的目標或方針。」

245 E. Kasemann, ‘ E p h e s e rb r ie f ’ ，in  RGG 2 :5 1 8 。注意 L inco ln , x x x v ii i  

的評論。
246 Schlier, 2 1 - 2 2 。
247 Schnackenburg, 23 ；與 Hoehner,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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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也 不 應 該 將 以 弗 所 書 視 為 「書 信 式 的 命 令 ，作者詳細列舉神 
和 基 督 帶 給 普 世 的 恩 惠 ，著 手 要 求 獻 上 合 宜 的 尊 榮 ，將後者視為 
受 惠 者 的 道 德 義 務 」 》248

林 康 聲 稱 ：因 為 以 弗 所 書 並 未 針 對 特 定 的 議 題 ，也缺少保羅 
其 他 書 信 典 型 的 個 人 問 候 ，最 好 將 之 理 解 為 「相 當 於 一篇寫成的 
講 章 或 訓 誡 」 。249這 個 看 法 看 似 合 理 ，但 不 應 該 基於以弗所書沒 
有 針 對 特 定 議 題 或 缺 乏 個 人 問 候 語 。再 者 ，如果將以 弗 所 書 視 為  
一 篇 寫 成 的 講 章 或 訓 誡 ，那 麼 我 們 該 如 何 看 待 羅 馬 書 、加拉太 
書 、和 保 羅 另 外 幾 封 書 信 ，因 為 它 們 大 聲 誦 讀 起 來 也 明 顯 像 是 給  
基 督 徒 聽 眾 的 訓 誡 ？

採 用 相 當 於 寫 成 之 講 章 的 観 念 ，以 弗 所 書 的 禮 拜 儀 式 形 式 ， 
尤 其 是 開 頭 採 取 頌 讚 、感 恩 、代 禱 、與 讚 美 的 順 序 ，會使本書信 
在 誦 讀 時 切 合 禮 拜 儀 式 的 背 景 。所 以 ，以 弗 所 書 被 形 容 為 「禮拜 
儀 式 中 的 訓 誡 」 。25<)但 是 ， 「這 個 時 期 沒 有 清 楚 的 證 據 ，可以證 

明 早 期 基 督 徒 或 猶 太 會 堂 的 訓 誡 有 任 何 固 定 的 形 式 。 」251

248 H. H endrix, ‘ On the Form and Ethos o f  Ephesians，，USQR  42 (1988), 
3 - 1 5 ，尤 其 是 9 。他認為這可以解釋以弗所書獨有的一些特色，尤其 
是它的長句和四〜六章的勸勉。貝 斯 特 （Best, 6 2 ) 認 為 ：雖然鏤刻 
在希臘一羅馬紀念碑上要求尊榮的命令可以解釋一章3〜 1 4 節 ，卻
「難以接受它作為本書信其餘部分的模式」 。關於以弗所書中的道德 

命 令 ，這種題材形成早期猶太人與基督徒部分的正常教導。關於把以 
弗所書視為一封書信的其他評論，見 Hoehner, 7 4 - 7 7 。亦見上文〈本 
書信的目的〉 . 1 2 4 - 3 2 。

249 L in co ln , x x x ix 。

250 參 G n ilka ，33 »

251 L in co ln , x x x ix - 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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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弗所書與修辭學

a . 修 辭 學 與 保 羅 書 信 》認 為 以 弗 所 書 大 部 分 相 當 於 一 篇 講  
章 ，自 然 會 引 致 一 個 問 題 ，即 對 本 書 信 進 行 修 辭 分 析 是 否 恰 當 ， 
或 者 甚 至 是 詮 釋 本 文 件 的 最 佳 方 式 。然 而 ，在檢視這 個 特 定 議 題  
之 前 ，必 須 將 之 放 在 修 辭 學 與 保 羅 書 信 這 個 更 廣 的 背 景 內 ，最近 
已 有 相 當 多 學 者 投 入 相 當 可 觀 的 注 意 力 在 這 個 主 題 上 。252

修 辭 鑑 別 學 （R h e to r ic a l c r it ic is m  ) 是 「將 古 希 臘 一 羅 馬 的  

演 講 規 則 應 用 在 新 約 聖 經 的 書 寫 文 本 ，尤 其 是 保 羅 書 信 」 。253它 
已 經 成 了 保 羅 書 信 研 究 的 主 要 方 式 之 一 ，254學者們將注意力集中 
在 構 成 一 篇 演 講 的 五 個 特 色 當 中 的 兩 個 ：（1 ) 修 辭 的 文 體 或 類 型 ，

252 注意下面兩篇重要的論文：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and H is 
Le tte rs ’ ，in Handbook of Classical Rhetoric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330
B .C .-A .D . 400, ed. S. E. P o r te r  (L e id e n : B r i l l ,  1 9 9 7 ) ’ 5 3 3 -8 5  ；與 J. 

T . R eed, ‘ T he  E p is t le ’ ，in  H andbook o f  C lassical R he to ric， 1 7 1 - 9 3 。波 
特爾的論文把他早前論新約書信修辭鑑別學的作品匯聚在一起• 詳細 
說 明 ^ 目前的研究狀況」 ，以批判性的態度分析採取這種方式研究的 
原 則 與 結 果 。

253 J. A . D. Weima, 6R hetorica l C rit ic is m ，，458-59 o

254波特爾說：採取古修辭學範疇的學者依循兩個密切相關的模式之一： 
一個由甘乃迪（G. A. K e n n e d y )代 表 ，「把書信當做基本上乃是演 
說 ，加上了書信的開頭與結尾，這兩者幾乎只是附帶因素」 ；另一個 
則是由貝茨（H. D. B e t z ) 代 表 ’ 它依循修辭手冊傳統，「希望維護 
書信的信函完整性，但也充分考慮到修辭學的特色」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40 ；甘乃迪的主要作品是 New Testament In ter
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而貝茨的則是  GflZflHflws: A 
Commentary on P aul’s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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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 ) 演說部分的安排或結構。255結 果 ，許多近來的註釋書應用 

希臘一羅馬的這些演說規則，以下列方式來解釋保羅書信：（1) 他 

們照著三種類別的演說來歸類一封特定的書信：法 庭 的 （或辯論 

的 ）修辭學，屬於法庭背景，讓聽眾扮演法官的角色，針對過去 

的某個事件進行裁決；審議 的 （或勸說的）修辭學•是屬於公開 

的集會，聽眾必須針對未來要採取的行動做出抉擇；或表現詞藻 

技巧的（或表現的）修辭學，屬於公眾場所（往往是正式場合） ， 

演說者設法說服聽眾採取或重申現有的某個觀點，因而稱讚或責 

備某人或某種素質。（2) 這些註釋書也把保羅書信分成古代講論的 

四個修辭部分：256緒 論 （a o r r f b m ) ，或引言，建立起講員與聽 

眾 之 間 的 融 洽 關 係 ，並且預示演說的重大主題；敘 述 （nar- 
ra t io  ) ，提出主題，並且陳述支持的事實；驗 證 ( p r o b a t i o ) ，提 

出各種論據來支持主題；以及結語（pe ro rflh_o )，或結論，總結論 

據的重點，並且希望博取聽眾支持主題或講員。257

儘管希臘一羅馬的演說規則迅速獲得越來越多的接納，並且 

直接應用在保羅書信的解釋上，這種作法是否合理卻也引發了嚴

255令人驚訝的是，相當少人注意到行文風格的問題• 也就是選擇適當的 
詞 語 和 修 辭 譬 喻 ，來 加 強 論 據 或 使意思更加清晰。另 外 兩 個 「標 
準 」 ，記憶與演說技巧，與保羅書信這類成文的文件不相干。

256我們所指的是「古代修辭學」 ，照著取自古代修辭手冊的類別來分析 
聖經經文，幾乎主導了新約聖經研究中使用的大多數修辭學研究。這 
與基於現代修辭鑑別學的研究法（「新修辭學」）不 同 ，後者比較是 
基於哲學的進路，照著當代修辭學的類別來分析聖經的經文• 並且專 
注在論述的結構、前 提 、與 技 巧 （參 J. A. D. W eima, ‘ R hetorica l 
C rit ic is m ’ ，459 ) o

257 J. A . D. W eima, ‘ R hetorica l C rit ic is m ’ ，460 ; 參 G. A . Kennedy, 
Rhetorical Criticism, 1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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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質疑。在仔細評估新約聖經學者於1 9 7 7與 1 99 5年之間•針 

對保羅的七封書信出版的大約十九分修辭分析（包括六分針對加 

拉太書） ，波特爾258作了下列說明：釋經學者因為分析的不同而 

導致研究結果的歧異，包括修辭學的文體與修辭部分的安排。第

二 ，所 用 的 「類別有很大的分歧」 ，包括亞里斯多德學派（A r i

s to te lia n ) 與希臘一羅馬類別的混合物，是古代修辭學指南本身 

沒有證明的。第 三 ，把保羅的資料納入每一個修辭學類別的數量 

與種類有很重大的差異》第 四 ，也是最嚴重的，這些研究始終出 

現一個困難，即 「修辭學結構與書信結構之間的關係」 。波特爾 

在早先評估此一議題時指出：H 呆羅的作品首要是書信，不管它 

們是否還存在其他任何分析類別，是它們可能適合的。」259

這些發現又引發更廣泛的原則問題，即 「將修辭學類別應用 

在保羅書信文學，在理論上是否有正當的理由」 。 下列幾點與 

此一問題有關：

第一 ’ 提倡用修辭分析研究保羅書信的人一般都認為：使徒 

受過正規的修辭學訓練，或者修辭學的使用在古代世界非常普 

遍 ，以致他不知不覺採用了這些演說規則，而且在寫信時使用它 

們 。朗格聶克在論及加拉太書時即如此說：「古典修辭學的形式 

『瀰漫在空氣中』 ，保羅幾乎是不經意地使用它們來達到他的目

258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 4 1 -6 1 。
259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 6 1 。
260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 6 2 -6 7 。首先引發這個問題的就是一 

篇以此為題的論文，‘ The Theoretica l Ju s tifica tio n  fo r A p p lica tion  
o f R hetorica l Categories to Pauline E p is to la ry  L ite ra tu re ’， in
Rhetoric and the New Testament: Essays from  the 1992 Heidelberg Con
ference, ed. S. E. Porter and T. H. O lb rich t (S he ffie ld : Academ ic 
Press，1993)，1 0 0 -1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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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61但這個假設絕非肯定的，也沒有具體的證據證實保羅知 

道或受過古代修辭學的訓練。保羅的出生地大數，是有名的學習 

中 心 ，尤其是在哲學與修辭學領域。然 而 ，他有可能是在耶路撒 

冷長大的，而不是在大數（參 ：徒二十二 3 ) , 262這樣一來，他 

就不會在出生地接受正規的修辭學訓練。他在耶路撒冷是否能接 

受某種形式的修辭學訓練  > 學者們有不同的見解，但這似乎不大 

可 能 。263雖然有些人認為保羅的語彙表明他曾經正式學習過修辭 

學 ，他使用許多與修辭學有關的字眼只是憑經驗應用當日的希臘 

化的希臘文，而不表示他正式接受過修辭學的訓練。264

新約聖經可以直接證明保羅是個演說家的證據很微弱。哥林 

多後書十章 1 0節 ，「及至見面，卻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 ， 

表明哥林多人不喜歡保羅那種非專業的演說方式和蹩腳的公開表 

現 * 縱使他們承認他的信帶有能力（它 們 「又沉重、又厲害」）。 

哥林多人批評他在公開演說上「粗俗」或 「沒有技巧」265—— 他願

261 R. N. Longenecker, Galatians (Dallas: W ord, 1990), c x i i i。

262保 羅 說 他 「在這城裏」被撫養長大，但究竟是指大數或耶路撒冷，卻 
略 微 不 確 定 。大 多 數 學 者 現 在 支 持 後 者 ；參 M. Hengel, The Pre- 
Christian Paul (London/P hilade lph ia : SCM /TPI, 1991), 1 8 -3 9 。

263 M . Hengel, The Pre-Christian Paul， 58 認 為 ••保羅接受他的基本演說 
訓 練 ，以便幫助在會堂裏的公開演說，但 這 「並不符合那個時代亞提 
喀 （A t t i c ) 風格學校的修辭學」 • 而 且 「不是基於古典文學模式來定 
位的」 ；參 J. A . D. Weima, 'R he to rica l C rit ic is m ’ ，465 ; 與 R. D. 
Anderson, Ancient Rhetorical Theory and Paul (Kampen: K ok Pharos, 
1996) 。

264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 3 6 。波特爾列舉了 dAAiyyoptfiv (加四
24 ) 、pcpaiwaig ( 加五 8 ) 、與 TTapdKAr|aig ( 林前十四 5 ) 。

265希 臘 文 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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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接受這樣的指責（林後H 6 ) ;他並沒有表現出一個修辭學 

家該有的翩翩風采（林 後 十 1 ) 。保羅說自己來到哥林多時「並

沒有用高言大智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

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林前二 1〜2 ) ，被人認為 

意指他刻意選擇不用哥林多人希望的那種專業修辭學家的方式來 

呈現福音。266使徒行傳的證據，尤其是他在十四章 15〜1 7 節與 

十七章 22〜3 1 節所記載的演說，並未提供他修辭能力的任何直接 

證 據 。保羅自己的見證表明：他作為演說家的才能並不大。更為 

意味深遠的是，他在傳講福音的時候選擇不使用古代修辭學。

第 二 ，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把演說文體（口頭講論）與書 

信 文 體 （成文講論）混在一起。雖然書信與修辭學演說是古代世 

界最重要的兩種交流方式，卻是用於相當不同的目的，演說主要 

是為了法庭與公共場所，而書信則是要縮短分隔人的空間距離。261 

如果我們認真看待保羅寫信的事實，那麼就應該可以預期：了解 

這些作品最重要的資源乃是當代的書信指南*而不是口頭講論的 

規 則 ，即修辭學指南。諸如甘乃迪、貝茨和其他修辭分析學者主 

張 （縱使只是暗示性地） ：將古典修辭學類別（尤其是那些與文 

體和演說的安排或結構有關的）應用在古代書信上*是古代人本

266 溫 特 （B. W in te r, ‘ Is Paul among the Sophists?，，RTR 53 [1994]， 
2 8 - 3 8 ，尤 其 3 5 ) 下結論說：「原 則 上 ，保羅並不『用修辭技巧或照 
著詭辯家既定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演說』 （On R/zeMWc 2.139，I I ) 。他 

宣告說在講道中使用演說技巧是不恰當的，因為那是設計來吸引人把 
注意力放在報信者與其修辭能力上，而不是注意他信息的內容；」為 
J. A . D. Weima, ‘ R hetorica l C rit ic is m ’ ，466 引 用。其他人認為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二章1〜2 節的陳述只是拒絕承認他接受過任何正式的 
修辭學訓練。

267 J. T. Reed, ‘ The E p is tle ，, 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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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熟悉的，也是保羅自己刻意使用的》268然 而 ，有幾個因素並 

不支持這個基本的假設。書信指南是與發展書信寫作理論有關 

的 ，並沒有為將修辭學原則應用在書信上提供合理的理由。論及 

兩分相關的指南，《書信的類型》 ( E p is to la r y  Types ；約主前一 

世紀）與 《書信的行文風格》 ( E p is t o la r y  Styles  •，約 主 後 400- 

6 0 0年） ，史坦普斯（D. L. S ta m p s )評論說：「都沒有明確地涉 

及書信寫作與修辭學手法的五個傳統面向（創 作 、安 排 、行文風 

格 、記憶與發表） ，或與修辭學的三個傳統種類（法庭的、審議 

的 、表現修辭技巧的）之間的關係。」269再 者 ，甚至在古代修辭 

學指南中也呈現了相同的畫面。它們很少提及書信，縱使提及， 

通常都是在評論行文風格這個主題時。它們其實絲毫沒有論及創 

作 、演說中所用的論據或證據、或安排、如何組織論據的各種因 

素來達到最有說服力的效果。然 而 ，新約聖經學者投注最多的精 

力 • 要將古代修辭學規則應用在保羅書信上，恰恰正是在這些領 

域 中 ！ 1 1 0波特爾同意：「要為書信形式與修辭學形式既定的關係 

提出辯護，查考這些指南本身乃是順理成章的。」但他補充說： 

「然 而 ，一旦尋求這樣的支持，這樣的支持就非常顯著地消失無

268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65—6 6 。
269 D. L. Stamps, ‘ R hetorica l C ritic ism  o f the New Testament: Anc ien t 

and M odern Evaluations o f  Argum entation*, in Approaches to New 
Testament Study, ed. S. E. Porter and D. Tombs (S he ffie ld : A ca
demic Press, 1995)，1 2 9 -6 9 ，尤其 144-45 ; 參 J. A . D. Weima, 
‘ R hetorica l C rit ic is m ’ ，4 6 3 。芮 德 (J . T. Reed, ‘ The E p is tle ’ ，179) 

認 為 ：「書信理論家沒有規定將修辭學的安排應用在書信結構上 j  ， 

理由之一是「因為書信有自己早已確立的傳統結構 j  。

270 注意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 ;與 J. A. D. Weima, ‘ Rhet- 
o rica l C rit ic is m ’ ，463 的強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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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了 。 」271 — 直 到 主 後 第 四 世 紀 （猶 流 • 維 克 多 〔J u liu s  

V i c t o r ] ) 之 前 ，修辭學指南都不曾討論過書信寫作*甚至到了 

這個時候，所有的評論也僅限於行文風格。這一切的結果是••許 

多註釋書中針對保羅書信的修辭學進行的這種修辭學分析，即種 

類與安排 • 很少有理論上的支持。272

然 而 ，第 三 ，這並不表示書信的組成部分與演說的組成部分 

不可能有任何功能相符之處。例 如 ，一封信的開頭有許多形式上 

的特色，諸如問候與感恩，其功用是要建立並維持發信人與收信 

人的接觸點，並且開啟書信的一些重要主題。感恩的部分也往往 

為書信的主體部分定好基調。類似地，演說的緒論，作用是要向 

聽眾介紹講員，並為交流提供合適的環境。它也可以說明將要論 

述的主題》同 樣 地 ，書信的主體部分閫述書信的主要觀念或內 

容 ，從功用的角度來說，這可能相當於演說的一些部分，諸如提 

出即將論述之重大議題的主題 ( p r o p o s i t i o )、或具有提供證據之 

重要功用的驗證（p r o b f l f io )。273也有人認為：一些書信的類型在 

功用上可能與若干修辭學類別相似（如 ••修辭學中審議與表現詞 

藻技巧等類別） 。但這並不表示作者是基於修辭學指南的模式來 

寫信的。相反地，如芮德所聲稱的：這些相似之處可能指向一個

271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66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註） 。亦見 A. 
J. M alherbe, Ancient Epistolary Theorists (A tlan ta : Scholars, 1988)，2, 

3 ，波特爾引用後者來支持。
272或許作為保羅確實所行之事的一個指標，或者從幫助我們詮釋他的書 

信這個角度而言。

273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569-70 ；參 J. T. Reed, ‘ The E p is tle ’ , 
18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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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裏 面 不 同 族 群 想 要 「說 服 別 人 」的 方 式 ，或 者 只 是 要 見 證 一  
個 事 實 ，即 「這 論 據 既 是 特 殊 的 ，又 是 普 世 性 的 」 。274

第 四 ，古 代 書 信 作 家 與 信 函 理 論 家 確 實 顯 出 修 辭 學 影 響 的 領  

域 乃 是 在 行 文 風 格 方 面 》275在 這 個 標 題 之 下 * 包 括 了 文 法 、句 
法 、與 遣 詞 用 字 。但 是 清 晰 度 、修 辭 譬 喻 、隱 喻 、引句之類的問 
題 ，也 在 書 信 指 南 中 討 論 到 了 。書 信 行 文 風 格 有 兩 個 特 性 特 別 與  
修 辭 學 的 討 論 類 似 ，那 就 是 清 晰 度 與 對 於 處 境 的 適 切 性 。然 而 ， 
甚 至 在 這 兩 個 特 性 的 討 論 中 都 承 認 ：書 信 與 修 辭 學 在 行 文 風 格 上  
有 著 根 本 的 差 異 ，導 致 了 「空 間 的 分 隔 」 。276在被形容為行文風 
格 的 「裝 飾 」層 面 上 ，保 羅 展 現 出 許 多 標 準 的 特 色 。包括長篇的 
隱 喻 （加 四 2 1 〜3 1 ) 、舉 隅 法 （synecdoche  ; 林 後 三 1 5 ) 、誇 
大 （加一  8 ) 、反 敘 法 （lito te s  ；羅一  1 6 ) 、首 語 重 複 法 （ana

p ho ra  ；羅 三 2 2 〜2 5 ) ，以 及 其 他 許 多 範 疇 。波 特 爾 下 結 論 說 ： 

「就 是 在 這 一 點 上 ，可 以 認 為 保 羅 最 接 近 於 古 代 修 辭 學 技 巧 的 使  
用 ，詮 釋 者 若 從 古 代 修 辭 學 的 觀 點 來 分 析 保 羅 書 信 ，乃 是 恰 當  
的 。」277這 不 是 說 使 徒 使 用 了 一 本 指 南 ，裏 面 列 舉 了 這 些 項 目 ， 
或 說 他 必 然 意 識 到 每 一 個 術 語 。倒 不 如 說 ，它 們 是 用 來 描 寫 古 代  
文 件 、包 括 保 羅 作 品 中 所 見 之 行 文 風 格 特 色 的 便 利 名 稱 。

最 後 ，早 期 教 會 ，尤 其 是 教 父 們 ，許 多 人 都 接 受 過 修 辭 學 訓  
練 ，證 據 顯 示 出 ：他 們 並 未 從 修 辭 學 理 論 的 角 度 來 詮 釋 保 羅 書  
信 。在 仔 細 檢 視 過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 包 括 希 臘 教 父 （俄利根

274 J. T. Reed, ‘ The E p is tle ’，174, 1 9 1 。
275 注意 J. T. Reed, ‘ The E p is tle，，182-86 ; 與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 ，576—8 4 。
276 J. T. Reed, ‘ The E p is tle ’ ，1 8 5 。

277 S. E. Porter, ‘ Paul o f Tarsus，，5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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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i g e n〕、巴西流〔B a s i l〕、和屈梭多模〔C h r y s o s to m〕) 與 

拉丁教父（特 土 良 〔T e r t u l l i a n〕 、居 普 良 〔C y p r i a n〕、拿先斯 

的 貴 格 利 〔Gregory o f  N a z i a n u s〕 、和 奧 古 斯 丁 〔 Augu-  

s t i n e 〕 ) ------之後，肯 恩 （P. H. Kern ) 下結論說：

最 早 的 基 督 徒 不 認 為 保 羅 是 個 修 辭 學 家 或 出 身 高 貴 的 演 說  

家 ，而 是 言 語 沉 重 的 謙 卑 書 信 作 家 … … 。對 於 早 期 教 會 而  
言 ，〔補 充 ：書 信 的 〕文 本 有 足 夠 的 力 量 ，不 需 要 「言詞辯論 
巧 妙 而 複 雜 的 外 在 表 現 」… … 。保 羅 雄 辯 滔 滔 的 口 才 與 修 辭  
學 無 關 ，這 使 得 教 父 可 以 自 由 發 展 不 同 種 類 的 講 論 模 式 。278

總 結 ：過 去 二 十 多 年 左 右 ，新 約 聖 經 學 者 對 於 保 羅 書 信 所 做  
的 修 辭 分 析 ，彼 此 顯 出 相 當 可 觀 的 分 歧 ，而 且 對 於 古 代 修 辭 學 的  
傳 統 手 法 的 看 法 往 往 莫 衷 一 是 。然 而 ，更 嚴 重 的 是 ，一些學者專 
注 研 究 修 辭 學 的 文 體 和 演 說 各 部 分 的 安 排 ，並 沒 有 真 正 的 理 論 基  
礎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肯 定 不 認 為 這 些 書 信 確 實 是 演 說 。保羅涉及 
的 「說 服 的 藝 術 」 ，既 是 個 傳 福 音 者 ，也 是 個 書 信 作 家 。他在書 
信 中 使 用 各 種 文 學 技 巧 ，或 所 謂 的 修 辭 學 行 文 風 格 技 巧 （見上 
文 ） 。但 他 的 書 信 不 是 依 據 希 臘 一 羅 馬 修 辭 學 寫 成 的 ，從前的世 
代 也 沒 有 普 遍 使 用 古 典 修 辭 學 來 理 解 它 們 或 新 約 聖 經 的 其 餘 部  
分 。279這 樣 ，不 應 該 「藉 著 古 代 修 辭 學 規 則 的 框 框 」來詮釋保羅

278 P. H. Kern, Rhetoric and Galatians: Assessing an Approach to Paul's 
Epistle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98)，167—2 0 3 ， 

尤其 203 *他在那裏引用了 F lo re s c u。

279 P. H. Kern, Rhetoric and Galatians, 2 0 3 。他補充說 • • 「直到宗教改革 
時期以前，我們不曾見到有人以重要的方式藉助於修辭學來處理保羅 
的 經 文 * 甚至在那時期以後，如果採取這種方式，也都意識到正在將 
經文以外的範疇強塞在經文上」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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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信 。有 種 觀 念 主 張 ， 「這 種 方 法 比 其 他 任 何 方 法 更 好 地 掌 握 了  
詮 釋 學 之 鑰 ，可 以 解 開 使 徒 著 作 的 真 實 意 義 ；」這種觀念是有嚴 
重 缺 陷 的 。28°

相 反 地 ，由 於 保 羅 確 實 設 法 要 在 書 信 中 說 服 讀 者 ，更適合的 
方 式 是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使 徒 自 己 於 書 信 內 部 使 用 的 論 述 方 法 ，有些 
功 能 可 能 與 古 代 演 說 理 論 相 符 ，反 映 出 普 世 性 的 論 述 法 ，而不是 
把 外 來 的 範 疇 強 加 在 他 的 書 信 上 。

b . 修 辭 學 與 以 弗 所 書 。我 們 已 經 指 出 ：過 去 二 十 多 年 來 ，新 

約 聖 經 學 者 極 力 使 用 修 辭 分 析 來 研 究 七 封 普 遍 被 接 受 的 保 羅 書  
信 ，卻 很 少 有 人 針 對 以 弗 所 書 作 這 樣 的 研 究 》主要的例外是林康 
的 作 品 。

林 康 將 修 辭 學 範 疇 應 用 在 以 弗 所 書 ，認 為 本 書 信 的 兩 個 主 要  
段 落 使 用 了 修 辭 學 的 兩 個 因 素 。281第 一 部 分 是 表 現 詞 藻 技 巧 ，作 
者 設 法 要 與 讀 者 建 立 起 一 個 有 價 值 的 群 體 。以 弗 所書一〜三章開 
頭 的 感 恩 與 禱 告 • 是 「一 個 有 效 的 修 辭 策 略 」 。藉著為讀者感恩
與 禱 告 ，他 們 「獲 得 肯 定 ........... 博 取 了 他 們 的 同 感 .............鞏固了
與 神 和 基 督 的 共 同 關 係 ，以 及 植 根 於 這 個 關 係 的 共 同 價 值 」 。282 

這 種 的 修 辭 學 避 免 針 鋒 相 對 。保 羅 為 他 們 禱 告 ，強調他們與神的

280 J. A . D. Weima, ‘R hetorica l C rit ic is m ，，4 6 8 。

281 L inco ln , x l i 。他的學生紀而（R. R. Jeal,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logy and Ethics in  the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 n ive rs ity  o f  Sheffie ld , 1 9 9 0 ] ) 相 信 ••以弗所書一■〜三 
章與四〜六章彼此難以調和。「書信分析無法解釋這兩個部分怎麼能 
夠 整 合 在 一 起 。」他認為以弗所書這分文件可以形容為一篇「講 
章 j  > 「結合了表現詞藻技巧的修辭文體與審議的修辭文體，沒有論 
述特定的議題或爭論」 （作者的摘要） 。

282 L inco ln , x l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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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和 與 基 督 徒 同 伴 的 關 係 ，後 者 就 是 猶 太 信 徒 與 外 邦 信 徒 ，已 
經 屬 於 在 基 督 裏 的 這 一 個 新 人 。以 弗 所 書 的 第 二 部 分 主 要 是 審 議  
的 修 辭 學 ，作 者 試 圖 說 服 讀 者 採 取 某 些 行 動 。它 可 能 包 括 一 個 呼  

召 ，要 保 存 已 經 擁 有 的 ，作 為 他 們 共 同 價 值 觀 的 一 部 分 ，或者它 
可 能 促 使 他 們 必 須 調 整 自 己 的 行 為 。所 以 ，在 第 四 〜 六 章 ，保羅 
勸 勉 他 們 ，要 根 據 他 們 與 基 督 和 與 信 徒 同 伴 的 新 關 係 ，來改變他 
們 的 行 為 。林 康 最 後 為 以 弗 所 書 提 供 一 個 簡 短 的 修 辭 學 綱 要 ，包 
括 緒 論 或 引 言 （一 1〜2 3 ) 、敘 述 感 恩 的 理 由 （二 1〜 三 21 ) 、 
勸 勉 （ ；四 1〜 六 9 ) 、與 結 語 （六 10〜2 0 ) , 演說的 

最 後 一 個 段 落 設 法 總 結 重 要 的 主 題 • 並 激 發 聽 眾 採 取 行 動 ，在此 
是 要 在 屬 靈 爭 戰 中 站 立 得 穩 。

我 們 依 序 提 出 幾 個 評 論 ：第 一 ，林 康 跟 其 他 修 辭 分 析 學 者 面  
對 一 個 類 似 的 張 力 （見 波 特 爾 在 上 文 的 評 估 ） 。他的修辭 結 構 似  
乎 是 他 的 書 信 分 析 的 另 一 版 本 ，無 疑 因 為 林 康 認 為 以 弗 所 書 是 一  
封 書 信 ；同 時 他 又 將 這 卷 書 、或 至 少 是 其 主 體 部 分 ，視為一篇講 
章 。第 二 ，林 康 用 來 劃 分 以 弗 所 書 的 類 別 或 文 體 ，即表現詞藻技 
巧 的 修 辭 學 與 審 議 的 修 辭 學 ，在 某 些 限 度 內 有 用 ，283但並不適合 
以 弗 所 書 。284例 如 ，審 議 的 修 辭 學 侷 限 於 講 員 試 圖 在 一 些 主 題 上  
說 服 一 般 集 會 的 一 個 成 員 ，亞 里 斯 多 德 稱 之 為 「道 路 與 方 法 ，戰 
爭 與 和 平 ，保 衛 國 家 ，進 口 與 出 口 ，以 及 制 定 法 律 」 。附加的宗

283 P. H. Kern, Rhetoric and Galatians, 1 2 5 -2 9 。
284 P. H. Kern, Rhetoric and Galatians, 1 2 6 。針 對 紀 垂 棋 ( C. B. K i t 

tredge, Community and Authority, 145-49 ) 也可提出相同的問題，後 
者 不 同於林康 * 她 的 結 論 是 ：整卷以弗所書最好都視為審議的修辭 
學 。她 聲 稱 ：以弗所書的作者「設法要感動收信人朝向合一的念頭移 
動 ，這合一被建構為一個階級體制，地位較低的人應該以順服對待地 
位較高的人」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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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禮 儀 屬 於 政 治 文 脈 。同 樣 地 ，西 塞 羅 （C ic e r o ) 從 關注國家的 

角 度 來 思 考 它 。再 者 ，表 現 詞 藻 技 巧 的 講 論 在 指 南 中 很 少 受 到 注  
意 。285最 後 ，林 康 在 他 註 釋 書 每 一 段 落 結 尾 的 評 論 中 設 法 要 決  
定 ：（1 ) 每 一 小 段 在 書 信 論 述 過 程 中 的 功 用 ，所 以 還 有 （2 ) 作者如 

何 在 說 服 讀 者 時 提 出 相 當 合 理 的 說 詞 。但 未 必 要 訴 諸 於 古 典 修 辭  
學 範 疇 來 支 持 他 的 進 路 》286

根 據 保 羅 書 信 所 做 的 一 般 性 修 辭 分 析 的 這 些 結 論 ，以弗所書 
的 任 何 研 究 都 應 該 聚 焦 於 使 徒 自 己 在 書 信 本 身 內 所 用 的 論 述 方  
法 。如 果 我 們 要 決 定 使 徒 如 何 設 法 說 服 他 的 讀 者 ，就不應該從演 

說 世 界 將 文 體 和 安 排 強 加 在 他 的 書 信 上 。287

285 注意 P. H. Kern, Rhetoric and Galatians, 126-29 的討論。
286 牟頓近來的論文（E. M outon, ‘ Reading Ephesians E th ica lly : C rite ria  

towards a Renewed Id e n tity  Awareness?’ Neot 28 (1994)，359-77 ； 
與 ‘ The Com m unicative Power’ ，2 8 0 -3 0 7 )顯示出刻意「將正式的古 
代修辭學類別沒有區別地應用在新約聖經上」 （280 ) 。他在處理以 
弗所書的時候，意 識 到 「在人類所有語言的日常用法中應用普世性的 
交流與說服的手法」 （2 8 3 ) 。牟頓在應用時是否全然避免了波特爾 
與芮德叫我們注意到的危險，仍 有 待 討 論 ，但他正確地下結論說：
「以弗所書的作者鼓勵讀者要根據他們應該採取的新地位來思想自 

己一 是與神的子民同國，是神家裏的一員* 是一個在基督裏的人， 
是一個新人」 （3 0 3 ) 。

287在這本註釋書內，我們也照樣會在每個段落的結尾，設法決定每一小 
段是如何在整個論述中發揮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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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信首致意（一 1〜2 )

貳 、新 人 ：神的創造（一3 〜三21 )

一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 〜 

14)

1 . 為各樣屬® 的福氣而讚美神（一3 )

2 .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一4 〜6 )

3 . 為救贖和赦罪而讚美（一7〜8 )

4 . 為奧秘—— 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 而讚 

美 （一9〜10 )

5.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一 11〜14)

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2 3 )

1.為讀者們的信心和愛心而感謝（一 15〜16上）

2.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6下〜19)

3.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一2 0〜2 3 )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0)

1.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二 1〜3 )

2 . 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 4 

〜 7 )

3.神的新創造（二 8〜10)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1.外邦人先前的慘況和如今的光景（二 11〜13)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3 .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 2 )

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13)

1 .保羅開始代求的禱告（三 1)

2.保羅為奧秘的管家（三2〜7 )



分析

3 . 傳 揚 神 旨 意 中 的 奧 秘 （三8 〜 13)

六 、保 羅 的 代 求 ：為 了 能 力 、愛 、和 靈 命 成 熟 （三 14〜2 1 )

1 . 為 了 能 力 、愛 、和 靈 命 成 熟 而 禱 告 （三 14〜 19)

2 . 頌讚這位能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神（三20〜2 1 )

#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1〜六2 0 )

一 、基 督 身 體 裏 的 合 一 、多 樣 性 、與 成 熟 （四 1〜 16 )

1 . 教 會 的 合 一 為 當 務 之 急 （四 1〜6 )

2 . 合 一 中 的 多 樣 性 引 致 成 熟 （四7 〜 16)

二 、生 活 ：照 著 新 人 ，而 不 是 舊 人 （四 17〜2 4 )

三 、關 於 舊 生 活 與 新 生 活 的 特 殊 勸 勉 （四2 5 〜五2 )

四 、從 黑 暗 到 光 明 （五3 〜 14)

1 . 禁 戒 淫 亂 與 貪 婪 （五3 〜7 )

2 . 從 前 黑 暗 ，但 如 今 光 明 （五 8〜 14)

五 、謹 慎 自 己 如 何 生 活 ：一 般 性 的 與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 （五 15〜 
六9 )

1 . 這 樣 ，要 謹 慎 自 己 如 何 生 活 （五 15〜2 1 )

2 .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 關 係 （五2 2 〜六9 )

a . 妻 子 與 丈 夫 ：基 督 與 教 會 （五2 2 〜3 3 )

b . 兒 女 與 父 母 （六 1〜4 )

c . 奴 隸 與 主 人 （六5 〜9 )

六 、屬靈爭戰（六 10〜2 0 )

1 . 要 在 主 裏 剛 強 （六 10〜 13)

2 . 站 立 得 穩 並 穿 戴 神 的 軍 裝 （六 14〜 17)

3 . 警醒 禱 告 （六 18〜2 0 )

肆 、 書信的結尾（六2 1〜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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壷 、信首致意（一 1〜2 )

1奉 神 旨 意 ，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 

徒 ，就是在基督耶穌褢有忠心的人。2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 

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以 弗 所 書 的 序 言 照 一 般 保 羅 書 信 的 格 式 ，包 含 三 部 分 ：發信 
人 的 名 字 ，受 信 人 ，和 致 意 。雖 然 保 羅 致 意 的 結 構 與 當 時 一 般 書  
信 所 用 的 相 似 ，他 卻 根 據 每 封 信 的 背 景 ，修 改 了 對 自 己 和 自 己 撰  
寫 每 封 信 的 資 格 的 描 述 • 用 不 同 詞 語 來 形 容 他 的 基 督 徒 讀 者 群 ， 
並 在 致 意 中 加 入 神 學 內 涵 —— 這 些 都 是 對 開 場 慣 用 語 作 了 具 有 創  
意 的 變 化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此 處 提 到 「基 督 」這 名 稱 ，與致意中的 
三 個 部 分 都 有 關 聯 》就 像 在 羅 馬 書 （和 教 牧 書 信 ）裏 ，保羅的名 
字 是 單 獨 出 現 的 ：而 在 他 的 其 他 書 信 中 ，則 會 同 時 提 到 一 位 或 多  
位 同 工 。

- 1 .  「保 羅 」馬 上 指 出 他 自 己 是 本 書 信 的 作 者 ，所用的是 
他 在 希 臘 一 羅 馬 世 界 中 的 名 字 ，而 非 他 的 猶 太 名 字 「掃 羅 」 。他 
接 著 又 加 上 「奉 神 旨 意 ，作 基 督 耶 穌 使 徒 」的 自 我 稱 謂 ，1這與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 節 及 哥 林 多 後 書 一 章 1 節 相 同 （參 ：林前一  1 ) 。 
他 一 開 始 就 確 定 自 己 的 資 歷 ，如 此 就 令 人 注 意 到 他 的 書 信 的 正 式  
性 質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 「使 徒 」一 詞 被 用 來 指 ：（1) 蒙耶穌呼召並 
稱 為 使 徒 的 那 十 二 位 （太 十 2 〜 4 ；可 三 16〜 19 ；路 六 13〜 16 ； 

徒一 1 3 ) ，當 主 耶 穌 在 地 上 事 奉 時 ，他 們 與 祂 同 在 ，並見證祂的 
復 活 （徒一 2 2 〜2 3 ，四 3 3 )  ； (2 ) 保羅在那十二位以外所認可的

1 關 於 「使徒」這個題目’ 見 P. W. Barnett, ‘ A p os tle ’ ，in DPL, 45-51 ;

C. K. Barre tt, The Signs of an Apostle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972); 

E. Best, ‘ Paul’ s A posto lic  A u th o rity  — ?’ ，in  Essays on Ephesians 

(Ed inburgh: T &  T C lark, 1997), 2 5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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壷、信首致意（_  1〜2 )

一 些 人 ，包 括 巴 拿 巴 （林 前 九 5 〜7 ；參 ：徒 十 四 4 、1 4 ) 、主的 
兄 弟 雅 各 （林 前 十 五 7 ; 加一 1 9 ) 、和 亞 波 羅 （林 前 四 6 、9 ) 、 
並 其 他 人 ；（3 ) 保 羅 有 時 也 將 這 詞 用 於 非 術 語 的 意 思 ，指眾教會的 
「信 使 」 （林 後 八 2 2 〜23 ; 腓二 2 5 ) 。然 而 ，在 他 的 書 信 裏 ，絕 

大 多 數 情 況 都 是 指 術 語 意 思 的 「使 徒 」 ，就 是 那 些 被 基 督 呼 召 和  
差 遣 的 人 。保 羅 常 自 稱 為 使 徒 （林前一  1 ; 林後一  1 ; 西一 1 ; 提 
前一 1 ; 提後一  1 ; 多一 1 ) 。他 「藉 著 耶 穌 基 督 」領受他的使徒 
職 分 （羅一  5 〔參 《呂 振 中 譯 本 》 、 《思 高 聖 經 》 〕 ；參 ：加一 

1 ) ，因 為 耶 穌 已 「呼 召 」他 為 使 徒 ，並 為 神 的 福 音 將 他 「分 別 」 
出 來 （羅一 1 ; 林前一  1 ) 。這個職事的目標是要在外邦人中叫人 
信 服 真 道 （羅一 5 ，十一 13 ; 參 ：弗 三 1〜 1 3 ，並見該處更深入 

的 討 論 ） 。
以基督耶穌 的 使 徒 自 稱 ，不 但 表 示 他 是 屬 於 基 督，也說明他 

是位獲得基督充分授權 2 及 差 遣 的 信 使 。身 為 使 徒 ，他有權柄以口 
頭 和 文 字 方 式 傳 揚 福 音 ，並 且 設 立 和 堅 固 教 會 （參 ：二 2 0 和四 
1 1 的 註 釋 ） 。他 是 「奉 神 旨 意 」3 被 呼 召 從 事 這 事 工 ，這種表達 
方 式 在 短 短 幾 節 之 內 出 現 四 次 （第 1 、5 、9 、1 1 節 ，見 下 文 ） ， 

並 與 神 的 救 贖 計 劃 或 它 的 某 個 層 面 有 特 殊 的 關 係 。保羅蒙召作外

2 關於使徒觀念來源的各種說法，見 P. W. Barnett, ‘ Apostle ’，DPL, 

4 5 - 4 6 的 概 述 及 50-51 ( 更多的文獻） • 貝 斯 特 （Best，9 7 ) 正確地 
評 論 道 ：「不論使徒的基督徒用法是否源自希伯來文的shaKach，保 
羅都自視為基督的代表或使者》」

3 介 詞 Sui ( 「經由」）表示能產生果效的原因或動力，保羅藉此領受他 
的使徒職分；見 B A D G ，180; C. F. D. M oule , An Idiom Book o f New 

Testament Greek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59), 

57 ；和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An Exegetical 

Syntax o 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6), 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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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信首致意（一 1〜2 )

邦 人 的 使 徒 ，是 在 那 恩 典 之 神 的 計 劃 中 （參 ：三 1〜 1 3 ) 。不是 

他 將 自 己 任 命 到 這 職 位 上 ，而 是 神 揀 選 了 他 。因 此 ， 「奉神旨 
意 」一 語 有 不 配 而 蒙 受 神 恩 典 的 含 義 ，強 調 不 是 因 為 保 羅 的 個 人  
成 就 而 使 他 成 為 、或 繼 續 為 使 徒 。

信 首 致 意 裏 的 第 二 部 分 提 到 本 信 的 收 信 人 ，他們的 身 分 牽 涉  
到 著 名 的 文 本 問 題 。4 雖 然 《和 合 本 》 、 《新 國 際 版 》等 譯 作 「寫 
信 給 在 以 弗 所 的 聖 徒 ，就 是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有 忠 心 的 人 」 ，但經文 
證 據 的 重 點 卻 顯 示 ， 「在 以 弗 所 的 」一 詞 很 可 能 並 非 書 信 原 稿 的  
一 部 分 。5 這 與 本 書 信 的 內 部 證 據 相 符 （見 〈導 論 〉 ） ，因為從信 
的 內 容 看 不 出 這 是 寫 給 一 個 被 保 羅 牧 養 了 將 近 三 年 的 教 會 ，它沒 
有 提 到 「受 信 人 中 的 個 人 或 團 體 * 沒 有 指 出 當 地 情 況 的 特 徵 或 問

4 關於完整的討論，見 E. Best, ‘ Recipients and T itle  o f  the Le tte r to 

the Ephesians: W hy and When the Designation “ Ephesians” ？’ ，in 

ANRW , 3247-79; ‘ Ephesians 1.1，，in Essays on Ephesians (Ed inburgh: 

T &  T C lark, 1997)，1-16; ‘ Ephesians 1.1 A g a in ，，in  Essays, 17- 

24 ；亦 參 ：貝斯特的註釋書（Best，pp. 98-101 ) ；參 L in c o ln ，1- 

4 。

5 抄 本 的 憑 證 如 下 ：h  ’ E和 叫 ( 「在以弗所的」）在 伞 46 S B 424° 

1 7 3 9 、和巴西流、俄 利 根 • 顯然也有馬吉安（他稱本信為「給老底嘉 
人 的 書 信 」） 、及特土良等人的作品中都被省略 ：ToV 6y(oig rol? 
oGaiv Kai marol? ( 「給眾聖徒，也就是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徒」） 。蛩46 

稍 有 異 於其他抄本，因 為 它 省 略 了 在 o5mv ( 「是 」）之前的 
( 「那些」） 。絕大多數的抄本都讀作TOls &yioi? Toll； OIJCTIV iv  'ElpEOta 

Kai UlOTO-l； ( 「給 在 以 弗 所 的 聖 徒 ’ 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 
人 」） 。然 而 屯 46 ( 年代被定為第三世紀初期，是我們所擁有的本信 
最早的抄本） 、K 和 B 結合起來，成為原典中並無地名之有力的外來 
證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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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信首致意（一 1〜2 )

題 」 。6 除 了 保 羅 之 外 ，唯 一 提 到 的 個 人 就 是 推 基 古 ，使徒差他去 
讀 者 那 裏 ’ 把 他 個 人 的 情 況 告 訴 他 們 （六 2 1 〜2 2 ) 。

但 難 處 是 ，省 略 了 「在 以 弗 所 的 」一 詞 的 諸 抄 本 並 沒 有 放 入  
甚 麼 來 取 代 。7 這 項 省 略 產 生 一 個 困 難 的 文 法 結 構 ： 「給 眾 聖 徒 ， 
就 是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的 信 徒 」不 是 一 種 自 然 的 稱 謂 。布魯斯認為原 
著 中 沒 有 「在 以 弗 所 的 」等 字 ，並 且 此 種 結 構 必 須 有 某 些 關 於 地  
點 的 線 索 ，而 本 信 又 有 巡 迴 書 信 的 樣 式 ，因 此 他 推 測 在 動 詞  
「是 」的 後 面 留 了 一 個 空 位 ，讓 推 基 古 能 填 入 一 個 適 當 地 名 ，就 

是 他 要 將 本 書 信 抄 本 送 達 的 每 一 個 地 方 。8布魯斯承認很難證明在 
第 一 世 紀 時 有 這 種 作 法 ，但 仍 然 覺 得 此 說 法 頗 具 說 服 力 。9 然 而 * 

這 種 作 法 在 一 個 使 用 影 印 機 的 時 代 固 然 可 以 理 解 ，但在每一分副 
本 都 得 靠 手 抄 寫 的 時 代 就 不 那 麼 確 定 了 。如 果 整 卷 都 用 手 寫 ，就 
似 乎 沒 甚 麼 理 由 要 省 略 地 址 的 兩 個 字 了 。再 者 ，令 人 訝 異 的 是 ， 
除 了 寫 給 以 弗 所 的 之 外 ，這 封 巡 迴 書 信 沒 有 任 何 的 副 本 存 留 下  

來 ，即 使 那 些 不 含 「在 以 弗 所 的 」這 字 樣 的 抄 本 也 沒 有 其 他 地 方

6 Bruce, 2 5 0 。

7 雖然本信在馬吉安的正典中被稱為「給老底嘉人的書信」 * 但在所有 
抄本中都找不到這樣的目的地，在抄本當中唯一找得到的地方是以弗 
所 。

8 Bruce, 250 。

9 布魯斯引用 G. Zuntz, The Text o f the Epistles (London: B rit is h  A ca

demy, 1954)，2 2 8 ，後者指出：在希臘化時代，同樣內容的王室書信 
的諸抄本會被送到不同地方，這些都是根據一分正本抄寫的，該正本 
在送達地點部分留下空白。但 裘 梅 爾 （W. G. KUmmel, Introduction， 

p. 355 ) 認 為 ： 「一封信在信首致意中留下空白、或之後再填上地 
址 ，這個假設在古代沒有類似的作法；」這話也引述於D. A. Carson, 
D. J. M oo, and L. M orris , Introduction  p.3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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壷 、信首致意（一 1〜2 )

的 名 稱 。另 有 一 個 假 設 是 ，在 信 首 致 意 裏 原 有 兩 個 地 名 ，希拉波 
立 和 老 底 嘉 ，m 但 仍 然 沒 有 抄 本 的 證 據 支 持 這 論 點 。

有 幾 個 修 正 案 被 提 出 來 ，U 卻 沒 有 一 個 有 充 分 的 說 服 力 ，這 
個 文 本 難 題 沒 有 令 人 滿 意 的 解 決 之 道 。亞 諾 德 和 霍 納 宣 稱 ，多數 
含 有 「在 以 弗 所 的 」字 樣 的 抄 本 代 表 原 著 ，保羅確 實 是 要 讓 他 的  
信 被 送 到 以 弗 所 （儘 管 是 作 為 巡 迴 書 信 ） ，12但 是 缺 乏 個 人 性 的

10 范 倫 （A. van Roon，Authentic ity， 80-95 ) 及 林 康 （L in c o ln ，3 -4  ) 即 
如 此 主 張 。其 論 點 是 ，它 的 優 點 是 能 解 釋 文 中 顯 得 怪 異 的 ^

( 「和 」 ，《和合本》作 「就是」）一字 。如眾所周知的是，馬吉安 
認為本信其實是要寫給老底嘉人的，但現存抄本中，沒有任何提到老 
底 嘉 的 地 方 ；而 且 ，若說這就是歌羅西書四章 1 6 節所指的那封書 
信 ，那麼既然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如此相似，人不禁會問為甚麼還需 
要交換書信；再 者 ，若以弗所書寫於歌羅西書之後，歌羅西書四章16 

節所指的就是另一作品了。
11 范 倫 ( A. van Roon, Authenticity, 80-85 ) 主 張 ：在 to i^ Ayioig toi^ 

ouaiv tv  ... Kai h i ... TTicrroiq Xpicrr分 ’ IqaoO 裏原有兩個地名，而這兩個 
地名被遺漏，但 仍 然 存 留 , 因此產生B 抄本的經文。范倫認為這 
兩個地名是希拉波立和老底嘉（亦 參 L inco ln , 3 - 4 ) 。可是這麼一來 
就必須有兩個抄寫錯誤，這是相當可疑的。

1 2 亞諾德認為：若原文省略了纟v ’E栲 叫 ( 「在以弗所的」）一 詞 ，以弗 
所書一章1 節就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因此他拒絕接受伞46 A B 424c 
1 7 3 9 、巴 西流、俄 利 根 ，顯然還有馬吉安（他稱本信為「給老底嘉人 
的書信」） 、及特土良等代表的文本傳統• 而主張另一傳統，他的理 
由 是 ：（1 ) 仍有強而有力的抄本支持包括~  ’ E ^a V 「在以弗所的」一 
詞 ；（2 ) 以弗所為目的地是初代教會一致的傳統, 也是所有現存古譯 
本中唯一明確提到地名的讀法；（3 ) 在 早 期 ，因 為 「本信的應用是一 
般 性 的 ’ 而非局部性的」 （B. M . M 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 tu ttga rt: Deutsche B ibe lgese ll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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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信首致意（一 1〜2 )

細 節 ，卻 又 與 此 說 牴 觸 。如 果 這 信 真 是 寫 給 以 弗 所 的 ’ 我們會期 
待 有 更 多 如 腓 立 比 書 所 顯 示 的 那 種 溫 馨 的 口 氣 ’ 而非現有 這 樣 一  
般 性 的 口 氣 。我 們 的 結 論 是 ，以 弗 所 書 是 封 寫 給 在 小 亞 細 亞 西 南  
部 （主 要 是 外 邦 人 信 徒 ）的 一 般 性 書 信 ，它 在 早 期 就 被 連 結 到 以  
弗 所 ，可 能 是 因 為 那 是 具 有 策 略 性 地 位 的 教 會 ，也可能因為那是 
此 信 被 送 達 的 幾 個 城 市 之 一 。

稱 讀 者 們 為 「聖 徒 」 （直 譯 為 「聖 者 」 ） ，是保羅對 基 督 徒  
的 一 貫 描 述 （參 ：林前一  1 、2 ; 林後一  1 ; 羅一 7 ; 腓一 1 )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有 這 詞 的 先 例 ：以 色 列 人 是 神 聖 潔 的 國 民 （出十九 
6 ) - 為 祂 所 揀 選 ，受 命 事 奉 祂 。因為帶領他們進入聖約關係的那 
位 是 聖 潔 的 ，以 色 列 自 己 也 當 為 聖 潔 的 國 度 （利十一  4 4 ，十九 
2 ，等 等 ） 。基 督 徒 為 「聖 徒 」 ，意 思 並 非 指 他 們 是 非 常 虔 誠 的  

人 ，而 是 因 為 神 帶 領 他 們 進 入 一 個 新 的 關 係 裏 ，這不是因為他們 
自 己 的 作 為 或 善 行 ，而 是 由 於 基 督 所 作 的 。他 們 為 了 祂 和 服 事 祂  
的 緣 故 而 被 分 別 出 來 ，身 為 祂 的 百 姓 ，是 在 末 世 被 揀 選 的 群 體 ， 
他 們 的 生 命 是 要 以 敬 虔 的 行 為 為 標 記 。在 一 章 4 節 ，保羅會詳述 
這 詞 的 意 思 ，那 裏 說 聖 潔 是 神 的 揀 選 所 當 有 的 結 果 ，五 章 2 6 、27 

節 將 它 視 為 基 督 為 祂 的 教 會 而 死 的 功 效 。對 受 信 人 的 第 二 個 描 述

1994], 5 0 5 即如此認為） ，眾教會為了各自教導的目的，省略抄本中 
信首致意裏的地名，將受信人一般化；（4 ) 使 徒 說 他 「聽見」以弗所 
人 的 「信心和愛心」 （一 15 ) ，這可以指基督徒們在他離開之後的長 
進 • 和新近悔改歸正之人的信心；（5) 缺乏個人性的問候並不特別重 
要 * 因為在他寫給熟悉教會的書信中（學者並未質疑這些書信的作 
者 ） • 也沒有長篇的問候（如哥林多前後書 • 加 拉 太 書 ，和腓立比 
書 ） ；見 A rn o ld ，5 -6  , 及他在 ‘ Ephesians，Letter to the’ ，DPL, 244— 

4 5 這篇專文，及霍納對於一 1 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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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信首致意（一 1〜2 )

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 * 13與其說這是指他們的忠心或可 

靠 ’ 14不如說是指他們身為「信徒」 （參 ：林 後 六 1 5 ，那裏這詞 

與 「不信主的」相 對 ；提前四 1 0 、1 2 ，五 1 6 ，六 2 ;多一 6 ) 。 

在基督耶穌裏，說到他們在祂裏面被招聚一起，進入活潑的團契 

( 關 於 「在基督裏」的重要意義，見 ：一 3 ’ 二 5 、6 的註釋） ， 

而不僅是指他們相信了祂。後者固然正確，卻非保羅此處特別要 

表達的。所 以 ，一開始保羅就先描述他的讀者們，說他們被神標 

示為祂聖潔的百姓，也提到他們以相信來回應福音，這回應至終 

也歸因於神恩典的作為（參 ：二 8 ) 。15

— 2 . 保羅信首致意的第三部分是「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 

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基本上，這是在使徒的所有書信 

中固定不變的（羅一 7 ；林前一 3 ；林後一 2 ；腓一 2 ；帖後一 

2 ; 門 3 ) 。他不用希臘化時期標準的致意chairei/ i  ( 「問安」） ， 

而採用發音類似、卻更具深邃神學內涵的 charts ( 「恩惠」） ， 

加上將猶太人「平安」的致意翻譯為希臘文。與此很類似的，是 

在某些猶太人的問候中結合了「憐憫和平安」 （參 ：《敘利亞文 

巴錄啟示錄》 〔2 Apoc. B a r . )七 十 八 2 ) 。在以弗所書這裏，這 

兩個具廣泛意思的祝福被說是出自雙重的源頭，即神我們的父和 

主耶穌基督。從本信一開始，保羅的思想就是以神為中心，強調 

神在基督裏的作為》這種表述將基督與神作密切的連結，證明基 

督在保羅思想裏的崇高地位。復活且得著高舉的基督已經在天上

13 nicrrote tv  Xpicrrai 'ItictoO ( 「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與 「聖徒」
為同位語，指的是同一群人。

1 4 這 是 THOT6g — 字可有的意思，也被保羅用來說到他的同工們的忠心
( 西~ ■ 7 * 四 7 、9 ) °

15 L in co ln , 6 即正確地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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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信首致意（一 1〜2 )

坐在神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 權 的 、有 能 的 、主治的 

(一 2 0〜2 1 ) 。在救恩的完成和賜下上，神與基督完全為一。

在某種程度上’保羅的讀者們已在主耶穌基督裏經歷了神的 

恩典和平安。使徒了解這點，在他的致意裏，他表達了他的渴 

望 ，就是要他們（特別是透過這封書信本身）更深入地認識和經 

歷這兩重祝福，因為整本以弗所書一再地談到這兩個主題。16

X cip i; ( 「恩 惠 」）出現於一  6 、 
2 9 ，六 24 ; 而 dpi^vTi ( 「平 安 」
15 。

7 ，二 5 、7 、8 , 三 2 、7 、8 , 四 7 、
) 則出現於二  1 4 、1 5 、1 7 ，四 3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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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  : 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_  3〜 14 )

— 、開頭的頌譎：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 
(— 3 〜14 )

3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襄曾賜給 

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4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襄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5又因 

愛 我 們 ，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 

得兒子的名分，6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祂在愛 

子襄所賜給我們的。7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 

赦 免 ，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8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9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 

知道祂旨意的奥秘，1(>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 天 上 、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襄面同歸於一。11我們也 

在 祂 裏 面 得 〔或 作 「成 」 〕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 

萬 事 的 ，照著祂旨意所預定的，12叫祂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 

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13你們既聽見真理的 

道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祂，就 

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4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原 文 作 「質 」〕 ，直等到神之民 〔原 文 作 「產 業 」〕被 贖 ，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在致意之後，保羅通常以起首的感謝開始他的書信，聚焦於 

神在他的讀者們生命中的作為（羅一 8 ；林前一 4 ；腓一 3 ；西一 

3 ，等等） 。然 而 ，在以弗所書中此處，這開頭段落卻是向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父神迸發出頌讚（參 ：林後一 3 〜 4 ；彼前一 3〜5 ) ， 

其風格是依照舊約聖經和猶太人典型的長篇頌讚或berafcah (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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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_ 造 （一 3〜三 21 )

是當稱頌的，祂已… … 」） 。1分詞子句。祂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層靈的福氣」 （第 3 節 ） ，表達了這頌讚的理由。接下 

來 則 以 第 4 節 的 「就如」子句和隨後的字句，詳述這些被稱為 

「在基督裏」的廣泛福氣》隨著保羅談到的揀選（第 4 節 ） 、兒 

子的名分（第 5 節 ） 、神的旨意（第 5 節 ） 、祂的恩典（第 6 

節） 、救 贖 （第 7 節 ） 、智 慧 （第 8 節 ） 、奧 秘 （第 9 節 ） 、萬 

物同歸於一（第 1 0 節 ） ，接著說猶太和外邦信徒（「我們」和 

H 尔們」）都被納入基督裏面（第 11〜1 4 節） ，各種意念也紛至 

沓來。這頌讚從第 3 節延伸到第 1 4 節 ，而且就像在哥林多後書第 

一章一樣，它也把作者包括在福氣的範疇裏（「祂……曾賜給我 

們 」 ，第 3 節 ） 。但起首的感謝並沒有被這頌讚（一 3〜1 4) 所 

取 代 ，而是被放在berafcah之後的第 15〜1 6節裏。

B erakah或頌讚最早、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宣告性的讚美」

( 借用魏斯特曼〔W es te rm a n n〕的詞彙）的例子，就是人以一個 

句子喜樂地回應神的拯救或供應（創 十四 2 0 ，二十四 2 7 ) 。2之 

後 ，它與祭祀儀式及以色列的崇拜有關（王 上 八 1 5 、5 6 ) 。最 

後 ，一個發展成熟且在敬拜儀式上更具完備形態的berofcah，為詩 

篇的各卷提供了頌讚性的結尾（詩四十一 1 3 ，七十二 19〜2 0 ，等

1 在新約聖經以外 • 似乎沒有以頌讚來開始一封書信的先例。（歷代志 
下 二 章 1 1 、1 2 節 ，希蘭給所羅門的信中有一段頌讚，但如列王紀上 
五 章 2 1 節 〔《和合本> 五 7 〕所 示 ，那是獨立於該信之前。）哥林多 
後書一章3〜4 節 berafcah的格式接近較早、較簡單的形式，而以弗所 
書一章3〜1 4 節和彼得前書一章3〜5 節中較長的berafcah • 則更為接 
近較晚期的頌讚》

2 參 ：「神是應當稱頌的！祂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 （詩六十六 2 0 ) 。 
注意 C. Westermann, The Praise o f God in the Psalms (London: 

Epw orth , 1966)，87-8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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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褰所賜的福氮而嫌美（_ 3 〜14)

等 ） 。它在猶太教的拉比圈內（參 ：猶太會堂敬拜的「十八項祝 

福 」 〔the E ighteen Bened ic t ions ] ) 和昆蘭文獻（《感恩詩集》

〔1 Q H 〕5:20; 1 1 : 1 5 )中仍佔重要地位。除了在舊約聖經（和猶 

太教）中的根源外，這頌讚的基督教層面，首先出現於用來描寫 

以色列的神的方式：稱 頌 祂 為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第 3 

節 ） 。3在新約聖經裏有另外兩處重要的頌讚也以這種方式開始， 

就是哥林多後書一章3 節和彼得前書一章3 節 。其 次 ，不斷地重 

複 「在基督裏」 （或 「在祂裏面」）這片語，顯示這種頌讚的純 

基督教層面。神為祂百姓所作的一切，和稱頌祂的緣由，都是在 

基督裏並透過基督完成的。

以弗所書一章 3〜1 4 節是個長句（有 2 0 2 個字） ，它的特色 

是堆砌了關係子句和片語，彼此間的關係常常難以確定。4這造成 

學者間不同的、而且其實是相牴觸的見解，從常被引用的諾登的 

諷剌評語，到梅森（C. M a s s o n )的讚賞，前者說：「這是最恐怖 

的文句堆積，是我在希臘文裏前所未見的；」後者則說：「人會 

被它字詞的豐富、儀式的威嚴、和從始至終可感受的節奏所震 

憾 ！」5實際上 . 以弗所書含有八個長句（一 3〜1 4 、15〜 23 ’ 二

3 關 於 「頌讚」主題與EiJAoy-詞組的關係（和更多的參考文獻） • 參 P. 
T. O ’ B rie n ，‘ Bened ic tion，Blessing, D oxo logy, T hanksg iv ing ’ ，DPL, 

68-71 °

4 關於這頌讚的範圍，見 Best, 106-7 » 這經文包含一連串的關係子句 
(第  6 、7 、8 、9 、1 1 、1 3 、14 節 ） 、分 詞 （第 3 、5 、9 、13 節 ） 、 

與不定詞（第 4 、1 0 、1 2 節 ）結 構 ，大量的介詞片語（包括十五次的 
iv  • 其中大多數是4v X p io ry 〔在基督裏〕或同義語） ，和以所有格串 
聯一起的同義字 > 以及其他的所有格結構。

5 E. Norden, Agnostos Theos: Untersuchungen zur Formengeschichte religi- 

oser Rede (L e ip z ig /B e rlin : Teubner, 1913)，253 ; 與 C. Ma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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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1 〜7 ，二 2 〜 1 3 、14 〜 1 9 ，四 1 - ^ 6 、11 〜 1 6 *  六 14 〜2 0 )  * 其 

中二個是讚美和禱告（一■ 3 〜 1 4 、15〜23 ,三 14〜 1 9 ) 。在禱告 

和敬拜的記載裏出現長句的稱頌文字不足為奇。許多行文風格上 

的特色是受閃族文化的影響，有些則可在昆蘭文獻裏找到非常類 

似的例子。6

儘管有許多人嘗試要確定本段的形式和結構，7卻未能達成共 

識 。桑德斯 U .  T. S a n d e r s )聲 稱 ：「每一個想要找出以弗所書一 

章 3〜1 4節詩歌結構的嘗試都已失敗，」8即使在他下此斷語之後 

仍有人作更進一步的嘗試，這斷語至今仍然正確。但這並非表示 

我們對這段經文束手無策。這頌讚的組成相當慎重，可 從 第 3 節 

中看出端倪，其 中 「福 」出現三次。9有些重複的片語，諸 如 「按

L 'Epitre de Paul aux Ephesiens (Neuchatel: Delachaux &  N iestle , 

1953), 1 4 9 。

6 R. Deichgraber, Gotteshymnus und Christushymnus in der frtihen  

Christ-enheit: Untersuchungen zu Form, Sprache und Stil der 

fruhchristlichen Hymnen (G 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67)， 
72-75 ; 與 K. G. Kuhn, ‘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116 特別指 
出這一點；後者評論說：「閃語句法在以弗所書裏出現的頻率，較所 
有保羅書信全集的其他書信高出四倍。」這話是特別指條件句而言》 
然 而 ，在以弗所書一章3〜1 4 節中卻沒有意合連接（p a ra ta x is ) 或連 
接詞省略（a s y n d e to n )的例子。

7 霍納在他最近的探究中至少與十八種作法互動；亦 參 Best, 1 0 7 -8 。 
也有許多人嘗試要在一章3〜1 4節找出原本的詩歌• 卻未成功。

8 J. T. Sanders, ‘ H ym nic Elements in  Ephesians 1 -3 ，, ZN W  56 (1965),

214-32 - 特別是 p. 2 2 7 。

9 E6A0ynT<Sg ( 「可 稱 頌 的 ，有 福 的 」 ， < 和合本 > 作 『頌 讚 』 ） ，b 

euAoynac^ ( 「祂 曾 陽 〔福 〕」） ，和 eiiAoy(a ( 「福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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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 14 )

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第 5 、9 、1 1 節） ，和 「使祂的榮耀得著 

稱讚」 （第 6 、1 2 、1 4 節） ，後者出現在父、子 、聖 靈 （按此次 

序 ）的工作之後。常常使用介詞「在… …裏 」 （特 別 是 「在基督 

裏 」及與其同義的片語）和 「照著」 。三個重要的分詞—— 「曾 

賜給」 （第 3 節 ） ，「預定」 （第 5 節 ） ，及 「叫… … 知道」 

( 第 9 節 ）—— 代表本段文意動向裏的重要步驟。在此段中還有 

更深入的進展，就是從讚美神的宣告（第 3 節 ）到描寫祂偉大的 

旨意及其運作（第 4 〜1 0 節 ） （這是欣喜稱頌的基礎） ，再繼續 

到它在讀者們生活中的應用，這些人就是猶太和外邦的眾信徒 

( 第 11〜1 4節） 。

在許多近代學者中漸漸形成的共識是*這頌讚是作者使用崇 

高的儀式文字特別創作而成的，包含了舊約聖經及傳統基督教的 

材 料 。1(1在頌讚的範疇裏，以一個長句中的許多字詞描述神的旨 

意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以弗所書一章 3〜1 4 節歌頌神從永遠到永遠的拯救旨意，清 

楚地說明這是三一神的作為。" 第 一 ，信徒享有「各樣屬靈的福 

氣 」 ，其源頭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第 3 節 ） ，祂也是 

「我們的父」 （第 2 節） 。祂的主動處處可見：是 祂 「賜給我們 

福氣」 （第 3 節 ） ，「揀選了我們」 （第 4 節 ） ，「預定我們得 

兒子的名分」 （第 5 節 ） ，「將祂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

1 0 林 康 （L in co ln , 1 4 ) 評 論 說 ：「傳統材料的性質及數量並不足以支持 
一 種 假 設 ，即 ……這段經文是根據一篇當時已有的頌讚改寫而成 
的 。」

" 這 是 許 多 學 者 公 認 的 ，包 括 斯 托 得 ，3 5 - 3 7 頁 = Stott, 33-36 ； 
L in co ln , 43 ; 和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The Holy 

Spirit in the Letters of Paul (Peabody: Hendrickson, 1994)，6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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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 第 6 、8 節） ，使我們得知祂對這世界的計劃和旨意（第 9 、10 

節 ） ，並且照著祂的旨意成就萬事（第 1 1 節 ）。其中也明顯地提 

到神的愛、恩 典 、旨意、目的、和計劃。父神已將祂的愛和恩典 

澆灌在我們身上，現在正進行祂的永恆計劃。第 二 ，子 神 ，主耶 

穌基督，是神的福氣被賜下和領受的範圍。在本信最開頭的十四 

節 裏 ，「基督」 （或其同義詞或人稱代名詞）這名字或稱號出現 

不下十五次。「在基督裏」 ，或 「在祂裏面」這片語出現了 i ^一 

次 》神賜福給我們，是在基督裏，也就是因為我們被歸入祂裏 

面 。在祂裏面，猶太信徒（已成為神的百姓，第 11〜1 2 節）和外 

邦信徒（已受印記為屬神的人，第 13〜1 4 節）現在同屬被救贖的 

人 。神的旨意是使萬物在基督的權柄下同歸於一（一 9 、1 0 ) 。 

第 三 ，本段的開頭和結尾都顯示聖靈的同在。祂在每一項福氣上 

印上自己的特質（它們是「屬靈的」 ，第 3 節 ） ，祂標示神的所 

有 權 ，也是祂的旨意必要成就的保證（第 1 4節） 。

然 而 ，在這位三一神作為的框架裏，這頌讚有三重的重點。 

以神為中心的主旨瀰漫整段經文。神是救恩的出處和來源，也是 

它的目標。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這整個頌讚裏都顯出祂的主 

動 性 。祂恩典性的揀選計劃塑造了過去、現 在 、和未來。其終極 

目標乃是使神自己得榮耀—— 因 此 有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這 

叠 句 （第 6 、1 2 、1 4 節 ） 。 本段也有關於基督論的重要層面，基 

督是神的福氣的中間人和「範圍」 ，祂的目標是父的榮耀。最 

後 ，其中也強調信徒雖不配* 仍然是神恩典性拯救作為的受益 

人 。保羅再三談到「我們」乃是神的百姓，是 神 「在基督裏以各 

樣屬靈的福氣賜福」的對象（第 3 節直譯；參 ：第 4 、5 、6 、7 、

8 、9 、1 1 、1 2 、1 4 節） 。第 4〜1 4 節談的是同一批人。保羅以第 

一人稱複數包括了自己和他的讀者們。同 時 ，使徒想到的是神的 

所有百姓，包括整體及個人（見下文） 。「神是救恩的源頭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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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  : 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 美 （_ 3 〜 14)

標 ，基督為其媒介 • 眾信徒是它的領受者—— 這些主題賦予此段 

經文三重的焦點：以神為中心、基督論、及教會論。」12

神在歷史中的恩典計劃涵蓋一切，祂因這啟示而受稱頌》本 

段讚美祂在基督裏成就了恩典性的旨意，涵蓋的範圍是從永遠到 

永 遠 ，在提到奧秘及其內容時達到最高潮（第 9 、1 0 節 ） 。就句 

法和結構而言，以 anafcepha〖aio6 ( 「同歸於一」）來說明這奧 

秘 ，是這頌讚的「高峰」 ；或者照墨瑞慈的話，是本段經文的 

「樞紐句」 。13 AnafcephaZaioS ( 「同歸於一」）一字往前指向永 

恆 ，是保羅這些陳述的頂峰。因 此 ，這頌讚後面的字句（第 11〜 

1 4 節 ）所強調的，就是適才所描述那些榮美的福氣，是為猶太和 

外邦的眾信徒而預備的。一旦達到這頌讚的頂峰，作者就轉而說 

明 ，是哪些人被包括在這救恩福氣的範疇裏。

這頌讚有幾個重要的運作方式。第 一 ，當保羅開始寫這封一 

般性書信給小亞細亞的基督徒時，他思想神在基督裏恩慈的旨 

意 ，心裏就湧出對神的讚美。他切望這樣的崇敬也能感染他的讀 

者 ，使他們受到激勵，如他一樣回應，為所賜給他們諸般恩典的 

福氣歸榮耀給神。他 盼 望 「以新的方式提醒他們回想在基督裏所 

蒙的救贖和所經歷的救恩，藉此喚起讀者在認知上和情感上的回 

應 」 。14第 二 ，這頌讚的運作就像是一個起頭的感謝段落：15它 

觸及本書的要旨，引 入、預示其中許多重要的觀念。其中有些會 

在書信本身的主體裏解釋及詳述（例 如 ：第 3 節 的 「天上」 ；第

12 L in co ln , 4 3 。

13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43; T. M o ritz , ‘ Summing Up A l l  

T h in g s ’ ，9 6 。

14 A rn o ld , 70 , 照著 Schnackenburg, 47-49 , 67-69 所 說 。

15 參 P. T. O ’ B rien , Introductory Thanksg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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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9 、1 0 節 的 「奧秘」 ；和 第 1 3 節 〔參 ：第 3 節 〕的 「聖靈」） ； 

有些以對比的方式闌述（一 3 與二 3 ; — 1 3 與二 3 ) ；而某些主 

題則為作者在四章1 節到六章 2 0 節規勸他的讀者時，提供了他道 

德勸導的神學基礎（參 ：一 1 3 和 四 3 0 ，五 1 8 ) 。16因此’本段 

在作者教導和勸戒的目的上有引介的功能，箇中細節在讀這信時 

就會清楚了。

16 有 關 更 多 的 細 節 ，參 P. T. O ’ B rien ，‘ An Unusual In tro d u c tio n ’， 
5 1 0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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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各樣属® 的福氣而讚美神（一3) 1

— 3 . 開頭的字句，採用舊約聖經和猶太行文風格中典型的長 

段稱頌，或 berakah的形式（^ 神是應當稱頌的，祂已……」） ， 

向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迸發出頌讚（參 ：林後一 3 〜4 ；彼前一

3〜5 ) 。使徒以稱頌神開始，因為祂賜給我們各樣屬靈的福氣。 

這讚美的文字成了這整個段落的「主題」句和標題》2

在新約聖經裏，「應當稱頌的」一直是指神。3祂被稱頌為創 

造的主（羅一 2 5 )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林後一 3 ，十一 

3 1 ; 及弗一 3 ) 、及在萬有之上的彌賽亞（羅九 5 ) 。有人說，這 

詞表示神是「配得讚美的」 （而非祂確實被* 美） ，因 此 「這頌 

讚表達的是巧妙地促使人思想神的作為，並將祂當得的榮耀歸給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 14 )
1 .為各樣属靈的福氣而讚美神（一 3 )

1 關於本節之解釋的歷史’ 見 E. Best, ‘ Fashions in  Exegesis: Ephes

ians 1:3 ’， in  Scripture: Meaning and Method, Essays Presented to 

Anthony Tyrrell Hanson, ed. B. P. Thompson (H u ll: H u ll U n ive rs ity  

Press, 1987)，7 9 -9 1 。

2 戈 登 . 費 依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 6 6 ) 認為開頭 
這幾個字是這整封信的「次標題」 。湯姆森（I. H. Thomson, Chias
mus in the Pauline Letters [S he ffie ld : Academic Press, 1995], 52，53 

等 ）認 為 第 3 節 是 第 3 〜 1 0 節 的 引 言 ’ 他認為後者採取了交錯配置 
法 。

3 這 是 當 ( 「可 稱 頌 的 」）被 用 來 翻 譯 希 伯 來 文 的 Mrfifc 

( 「可稱頌的 • 當讚美的」）時 。除了在保羅書信中用了五次之外， 
EuAcynTO； ( 「可稱頌的」）也出現於馬可福音十四章6 1 節 ；路加福音 
一 章 6 8 節 ；和彼得前書一章3 節 。在使徒書信裏有三次（羅一 2 5 ， 
九 5 ；林後i ^一 3 1 ) 使用簡短的讚美感嘆語（與 EOAoynTk〔「可稱頌 
的 」〕） ，但在新約聖經他處卻未出現。若 要 稱 人 們 為 「有福的」
( 如在福音書裏) ’ 就 用 etiAoyru^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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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4但是 > 保羅在這裏確實是為了神大能的救恩而歸榮耀給祂5 

( 參 ：林後一 3 ) 。6當使徒回想神在耶穌基督裏奇妙的救恩計劃 

時 ，感謝再次湧流在他心裏。同 時 ，這整段的歡樂頌讚歌是要指 

教讀者，使他們也能作出回應，來尊崇、榮耀這位配得他們讚美 

的 神 》當保羅宣告神是福氣的源頭時，他的頌讚不是表達一個願 

望 ，而是描述一個事實（「神是當受稱頌的」 ） 。7

這頌讚獨特的基督教特徵出現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這幾 

個字裏。在舊約聖經中，這讚美的對象被稱頌為以色列的神（王 

上一 48 ；代下二 12 ；詩七十二 1 8 ) 、閃的神（創 九 2 6 ) 、至高 

的 神 （創十四 2 0 ) 、和耶和華（詩三十一 2 1 ) ，現在按著保羅的 

認 識 ，貤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雖然就基督教的頌讚來 

說 ，這格式似乎已成定型（參 ：林後一 3 ；彼前一 3 ) ，但在以弗 

所 書 一 章 1 7 節卻賦予「天父是耶穌基督的神」這一點特別的意 

義 。信徒已經獲得權利，滿有自由與確據地（三 1 2 ) 來到天父的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8 0 。

5 如同舊約聖經裏多數的beroAioth或 頌 讚 ，以弗所書一章3 節裏的述語 
( 「父 神 」）是 第 三 人 稱 （參 ：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 

的 」 ，詩四H 1 3 ) 。在後來猶太作品的許多頌讚裏* 稱謂都是用第 
二 人 稱 ：「哦 ！主我們的神，宇宙的王，你是應當稱頌的！你使地發 
出糧食」 ( 《米示拿》 〈論祝福〉 〔Berafcot〕6:1) 。

6 但 是 ，在神是配得讚美和實際被讚美之間的分界線是很微妙的：讚美 
乃是對配得者而發的；而祂就是因配得尊榮而被讚美。

7 HuAoyriT6g ( 「當稱頌的」）之後省略的連繫詞應當理解為直說語氣 
( t a r i v ，「是 」） ；參 ：羅一 25 ；林後十一 31 ；彼 前 四 11 ; 這也與 
《七十士譯本》譯者的偏好一致。參 BDF §128(5); Schnackenburg, 

50 * 及其他大多數解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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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嫌：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_ 3 〜14)
1 .為各樣屬靈的福氣而嫌美神（_  3 )

面 前 （二 1 8 ) ，這完全是藉著神的愛子。對於過去曾相信許多其 

他神明的外邦基督徒來說 * 這誠然是個好消息。

在舊約聖經典型的berafcoth裏 ， 神的名之後是個關係代名詞 

及一個分詞子句，說明讚美神的原因：「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詩七十二 18) 。新約聖經裏的頌讚遵循 

同樣的結構（林後一 3 ; 彼前一 3 ) ，此處同樣以一個分詞子句表 

達讚美神的理由：「祂已賜福8給我們」 （《和合本》做 「祂已賜 

給我們」） 。前面提過，這裏是有意地作文字遊戲，因為在這短 

短的一節經文裏，三個出自同一字根的詞彙被緊湊地串聯起來： 

「神是應當稱頌的！祂 … … 曾以……各樣靥豳的福氣賜福了我 

們 」 （直譯） 。同一動詞可以用於不同的意思，來描述人稱頌 

神 ，和祂賜福給他們。前者是以稱頌表示歸讚美給神，後者則以 

這動詞描述神賜下祂的福分。同源名詞「福氣」修飾這動詞的第 

二種用法，完成了這三元組。

〔以〕各樣屬靈的福氣，這是三個以介詞「在 … …裏 」或 

「以 」開始的片語中的第一個，修飾動詞賜福。這三個片語以不 

同方式描述神所賜之福氣的內容。這頌讚的其餘部分闡釋了它的

8 不定過去式分詞WAoyiiao; ( 「賜福」）曾被認為是指過去發生的一個 

明確的事件，或是差遣神的兒子（Abbott) ，或指當信徒被歸入基督 

裏而領受福氣之時（據席列爾與亞戴〔】. A da i〕的觀點，就是在他們 

受洗時）。但是，說讀者們在與基督聯合時蒙神賜福，在神學上固然 

是正確的，這樣主張此處的不定過去式分詞特別指向過去的時間，卻 

又另當別論了。神的其他拯救作為，包括祂的揀選及預定（第 4〜5 
節） * 祂在耶穌基督拯救作為裏的恩典工作（第 6 節），和祂所啟示 

的奧秘（第 9 節），都是以不定過去式表達，很難說是指時間。舉例 

來說 * 這詞語也可以翻譯為「祂 〔如今〕賜福我們」，指的是將祂所 

有的福氣視為一個榮耀的整體》

195



贰 '  新 人 ：神的創造（_  3〜三 21 )

意 思 。基督徒透過神在基督裏的拯救作為所領受的一切，都含括 

在各樣屬靈的福氣這幾個字裏面了。這裏的形容詞屬® 的 ，意思 

是 「關乎或屬於聖靈的」 ，因 此 ，「屬靈的福氣」表 示 「確實與 

聖靈生命有關的」》9這形容詞主要不是要指出它與物質的（如 ： 

申二十八 1 ~ 1 4 ) 、世俗的、或今世的之間的對比；保羅的用詞 

也不是僅僅指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3〜 1 1 節所列的那些厲靈的恩 

賜 。在這頌讚裏接下來的字句（第 4〜1 4 節 ）說明了這些恩賜的 

性 質 ，包括被揀選成為聖潔、被收納為神的兒女、救贖及赦罪、 

認識神要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恩典計劃、聖靈的恩賜、及 

榮耀的盼望等。雖然神的每項恩賜都是透過聖靈傳遞給我們，本 

段所描寫的一切也一直認定是祂的作為，使徒的用詞卻沒有清楚 

地說聖靈本身就是這福分。m 接下來的經節解釋各樣屬®的福氣

9 $0 G. D. Fee，God rs Empowering Presence, 666-67 ; 及 H. R. Lem m er， 
‘ R ec ip roc ity  between Eschatology and Pneuma in Ephesians 1 :3 -1 4 ’， 
N eot 2 1  ( 1 9 8 7 ) ,  1 5 9 -8 2 ，特別是  1 6 8 - 6 9  所 主 張 的 。參 L o u w  a n d  

N ida § 1 2 .2 1 ，「属於從聖靈而來、或與聖靈有關的—— 『厲 靈 的 ，從 
聖靈而來的』」 ；和 B A G D ，6 7 8 -6 9 。貝 斯 特 （Best，1 1 4 ) 評 論 說 ： 
「整個福氣都被說是属靈的* 因為它屬於聖靂的範圍。」

1 0 這是近代有些德國學者們極力主張的觀點，特 別 是 W. Schenk, Der 
Segen im Neuen Testament: Eine Begriffsanalytische Studie (B e rlin :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50 ；以及更為詳盡的 J_ A d a i， 
Der Heilige Geist als Gegenwart Gottes in den einzelnen Christen, in der 

Kirche und in der Welt: Studien zur Pneumatologie des Epheserbriefes 

(F ra nk fu rt/ Bern/New Y ork : Peter Lang, 1985)，5 3 -6 0 。他們認為各 
樣雇靈的福氣這片語指的是「厲理福氣的整體」 。n 电 的 意 思 是 「全 
部 」或 「整個」 ，而 非 「每 個 ，每種」 。「屬靈的」則著重於福氣的 
本 質 。他們的主張是，只有聖靈自己才有資格算是神賜給信徒之福氣 
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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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  :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_  3〜14)
1 . 為各樣屬® 的福氣而*美神（一 3 )

的內容，卻沒有作如此的認定。況 且 ，若使徒真想如此作，在希 

臘文裏有更容易的表達方式，就像是加拉太書三章 1 4 節所顯示 

的 。" 第一次毫不含糊地提到聖靈是在第13〜1 4 節 裏 ，祂在那裏 

被領受作為「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第 3 至 第 1 4節之間所有的恩 

賜都被視為這福氣的一部分，所以也是讚美的理由。12

「我們」是神的這些恩賜的領受者。本段中，使徒幾乎在每 

節經文裏 13都 說 到 「我們」是神的百姓，已領受祂的大能的救 

恩 。本段有個著重點，就是神恩弗拯救作為的那些受惠人。因為 

第 4〜1 4 節裏說明每一項靥靈福氣的內容，其中的「我們」定然 

是 指 第 3 節裏所提的那些人。顯然保羅將他自己14和他的讀者們 

都包括在這福氣的範疇內。但這段落的思路及所描述之神恩賜的 

性質顯示，使徒想到的是神的所有百姓，包括全體和個人》15

這些福氣是在屬天的領域裏（《和合本》作 「天上」）被享 

用的。這個片語僅見於以弗所書中（一 3 、2 0 ，二 6 ，三 1 0 ，六

11 「所應許的聖靈」 （A toO irv£i5naT(^ ) 意 思 是「這應許就是聖 
靈 」 ，這似乎被等同於「亞伯拉罕的福（EOAoYict)」 ^

12 Schnackenburg, 50 °

13 第 3 節 ；參 ：第 4 、5 、6 、7 、8 、9 、1 1 、1 2 、14 節 。

1 4 保羅書信開頭的感恩聚焦於神在其他人生活中的作為，但他的頌讚卻 
是為了他自己也有分的福氣而讚美神。當保羅自身也在福氣的範圍裏 
時 ，這來自猶太背景的慣用格式語顯然就更為合適了  ；見 P. T. 
O ’ Brien, ‘ Benediction，Blessing, Doxology, Thanksgiving，，DPL, 68 o

1 5 有人認為這段文字（特別是有關揀選部分）只是從集體的角度談到神 
的百姓，見 ：第 4 節的註釋。

197



贰 、新 人 ：神的劊造 （— 3〜三 21 )

1 2 ) ，16始終用於地域性的意思。然 而 ’ 令人訝異的是，這片語 

同時用來指神或基督的領域（一 3 、2 0 ，二 6 ) ，以及那邪惡之 

「執政的、掌權的」所在之處（三 1 0 ，六 12) 。這個詞語符合舊 

約聖經和猶太的傳統 * 而非諾斯底傳統，它後面是有數層「天 」 

的觀念（參 ：四 1 0 ) 。基督已遠升諸天之上（四 1 0 ) ，並在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 ；執政的、掌權 

的則位於低層的天，在空氣的範圍裏（參 ：二 2 ) ，這世界的幽 

暗之中（六 1 2 ) 。但 是 ，在屬天的領域裏並不是描述某種天空的 

地 形 ，因為這地域性的意象所傳遞的意思是隱喻性，而非字面的 

意 思 》在屬天的領域裏與神的拯救事件密不可分，我們當透過保 

羅的末世觀來了解它。按猶太人兩個世代的結構，天堂是從那將 

要來之世代的角度來看的，那世代現在已藉著主耶穌基督的死和 

復活而被引進了。但它同時又是現今邪惡世代的一部分，直到最 

終完滿實現的時候，因為敵對的權勢現今仍活躍於屬天的範圍裏 

( 參 ：三 1 0 ，六 1 2 ) 。信徒從神所領受救恩的福氣，將他們與屬 

天的領域連結起來。對我們而言，這些恩賜不是單屬未來的好

16 'Enoupdvio; ( 「天上的」） ，與 oOpdvioi；同 義 ’ 在新約聖經不同文脈 
裏 出 現 十 四 次 ，其 中 五 次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的 固 定 片 語 iv T 0 l5 
lnoopov(oiS ( 「在屬天的領域裏」） ，此 外 遺 有 ：太 十 八 35 ；約三
12 ；林前十五40 ( 兩次） 、4 8 、49 ; 腓二 10 ; 提 後 四 18 ；來 三 1 ’ 

六 4 ，八 5 , 九 23 , H— ■ 16 * 十二 2 2 。在 iv  Toig Jnoupaviotg 這片語 
裏可能是中性複數，表 示 「在天上的地方」或 「在天上的領域裏」 ， 
而 非 「在屬天的存有當中」 。有關全盤的討論，見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46—52; A. T. L in co ln , ‘ A  R e-E xam ina tion ’ ，468-83 ; W. 

H. H arris , ‘ “ The Heavenlies”  Reconsidered: OOpavo^ and *Enoupdviog 

in  Ephesians ’ ，BSac 148 (1991), 7 2 - 8 9 ，特別是 73-74  ；和 Best，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 美 （一 3〜 14)
1 .為各樣屬靈的福氣而讚美神（_  3 )

處 • 更是現今的實際，因為神在基督裏的拯救作為已經為我們贏 

得這一切。正如接下來的經文清楚地說明的，這些福氣與整個救 

恩歷史是密不可分的，它們已被聖靈加諸於信徒身上。

信徒們領受的靥天福氣乃是在基督裏。這修飾動詞賜福的第 

三個片語，表示神的恩賜臨到，不僅是透過基督的代理，也是因 

為領受者們已被納入祂裏面，而祂自己又是在屬天的領域裏。 

在基督裏這個片語及它的同義詞「在祂裏面」 ，於本段中出現十

1 7 以弗所書以不同的方式使用4v Xpiorv ( 「在基督裏」）及其同等語 ’ 

所以其確定的意義必須視上下文而定。它常常用於憑藉用法• 表示 
「藉 著 基 督 的 媒 介 」 。但 亞 嵐 （J. A. A lla n , ‘ The “ In  C h ris t” 

Form ula in Ephesians，，NTS 5 [ 1958-59 ], 54-62 • 特別是 59 ) 聲 
稱 ：此 片 語 「若非完全地，就是極顯著地」作憑藉用法—— 因此進一 
步證明以弗所書不是保羅所作的—— 這說法忽略了〖v X p ia iQ 在一些地 
方有地方性的意思 * 含有被納入基督裏的觀念；參 ：二 6 ，那裏說 
「神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裏U v  XpiOTW ’ ItltJoG)與祂一同復活，一同坐 

在天上」 （《新譯本》） ，是刻意呼應一章2 0 節 。過去用來描寫基 
督 的 ，現在被用來描寫信徒* 因為他們被包括在祂裏面。貝 斯 特 （E. 
Best, One Body in Christ [London: SPCK, 1955], 8 )  : 「基督是信徒 
們 所 在 的 『地 方 』 ，救 恩 也 在 祂 裏 面 。」參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 5 2 -5 7 ，後者認為基督是神的決策被制定及執行的「領 
域 」 ，祂不僅是信徒被神的揀選計劃安置的「處所」 ，信徒將來的存 
活也是在祂裏面。 （用 介 詞 將 許 多 人 納 入 一 個 代 表 性 人 物 的 概  
念 ，出 現 於 《七十士譯本》裏關於亞伯拉罕（創十二 3 ; 譯 按 ：原著 
誤植為創十二 3 0 ) 及 以 撒 （創二十一 1 2 ) 的 記 載 ，也出現在保羅所 
作關於亞當的論述中（林前十五2 2 ) ; 參 C. F. D. M oule , The Origin  
of Christology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77)，54- 

62 ；與 L in co ln , 2 1 。關 於 參 考 文 獻 細 節 ，見 M. A . S e ifr id ，“ In 
C hris t” ，in DPL, 4 3 3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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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一 次 。就是因為「在基督裏」 ，神在永恆裏揀選了我們（第 3〜4 

節 ） 。天父已經「在愛子裏」將恩典澆灌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如 

今 ^ 在祂裏面」得享救贖及赦罪（第 7 節 ） 。在基督裏，首批猶 

太人信徒被揀選成為神的百姓（第 11〜1 2節） ，而外邦信徒也藉 

著聖靈被包括「在祂裏面」 ，並受印記證明他們是属於祂的（第 

13〜1 4 節 ） 。意味深遠的是，神 「在基督裏」定下祂的計劃，要 

使 萬 物 「在祂裏面」 ，或在祂的元首權柄之下同歸於一（第 9〜 

1 0 節 ） 。這段頌讚鳥瞰神的整個救贖計劃；這個不斷重複的慣用 

語在其中有一基本的功能：從亙古到永遠，神都是單單「在基督 

裏 j 賜福給人。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讃美（_  3〜 14 )
2 .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_ 4 〜6 )

2 .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一4〜6 )

一 4 • 第 4 節的就如子句及其後的經文《闡述了第 3 節所說 

的那 些 「在基督裏」的全面性的福氣。在 這 berafcah其餘的部分 

裏 *保羅詳細闡述他們在基督裏所領受的各樣厲靈的福氣：從創 

立世界以前就被揀選、被預定得兒子的名分、藉基督犠牲的死得 

蒙救贖、赦罪等等—— 也就是關乎過去、現 在 、及未來的福氣。 

同 時 ，這子句又有表示原因的意思（因 此 《思髙聖經》與 《新國 

際版》譯 作 「因為」） ：1神已經如此豐富地賜福我們，因為祂已 

在基督裏揀選我們，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等等。

當保羅回想創世之前，在時間開始以前，進入那只有神自己 

存在的永恆中時，他首先談到的是神的揀選這個偉大的主題。這 

個壯闊的段落描述神恩典、拯救旨意的各個面向，揀選是其中數 

個重點之一：注意預定（第 5 、1 1節 ）、美 意 （第 5 、9 節） 、旨 

意 （第 5 、9 、1 1節） 、奧 秘 （第 9 節）、預 定 （第 9 節 〔編 按 ： 

不同於 5 、1 1節的預定〕；參 ：第 1 1節 ）、成了基業（第 1 1節 

《和合本》小 字 ，見該處註釋） 、及計劃（第 1 1節 ；《和合本》 

作 「旨意」）等字眼。

在舊約聖經裏，神揀選亞伯拉罕，賜福給他，並使地上萬國 

都因他蒙福（創十二 1〜3 ) 。其 後 ，神又從萬民中揀選以色列人 

作自己寶貴的產業。她之所以蒙揀選，全然出於神恩典的決定， 

與以色列人的選擇或義行完全無關（申 七 6〜8 ，十 四 2 ) 。因為 

神愛她，持守向她列祖所起的誓，因此揀選她歸於自己。在以弗 

所書這裏，神揀選的對象是我們，也就是眾信徒，如今是属神的 

百 姓 ，並且將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神的揀選顯然有

1 注 意 Kaek ( 「就如」）在保羅書信開頭感恩部分的這種用法（林前
一 6 ；腓一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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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的層面。神的旨意是要為自己創造一群百姓，是完全效法祂 

愛子模樣的（羅 八 29〜3 0 ) 。然 而 ，若說在基督裏的揀選主要是 

集體性 ’ 而非私人或個人性，卻是不當的。2我們已經看到，這整 

個段落不斷提到「各樣屬靈福氣」的領受者（第 3 、4 、5 、6 、 

7 、8 、9 、1 1 、1 2 、1 4 節 ）—— 這種方法被稱為「教會論的焦 

點 」 。顯然是指同一批人。神的一些恩賜，例如在基督裏的救贖 

和 赦 罪 （第 7 節 ） ，以及在相信救恩的福音後領受聖靈的印記 

( 第 1 3 、1 4節） ，都必須理解為是以私人及個人的方式臨到眾信 

徒 （並沒有因而否定其整體性） 。複 數 （「我們」）是指共通 

性 ，而非整體性。神已經在基督裏揀選一群子民（包括其中的成 

員 ）歸祂自己。再 者 * 若主張在基督裏的揀選「主要關係到的不 

是個人的救恩，而是神的旨意」 ，3就會造成「只能二選一」的情 

況 ，那是不必要的。神的預定是要藉著神子與父神建立關係*在 

第 5 節以領養的意象描述（《和合本》作 「得兒子的名分」） 。 

這 與 第 4 節表達神揀選的目的相符，因為祂的旨意是要他們在那 

最後的曰子「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見下文） ，這一 

定是指最終的救恩。

2 注意斯諾德格拉斯，5 0 頁 = Snodgrass, 49 . 與 Best, 1 1 9 -2 0 所強調 
的 ；以及 W. W. K le in , The New Chosen People: A Corporate View of 

Elec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0), 179-80 ; 和 C. C. 

Newman, ‘ E 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in  Ephesians 1:4 -6a: An 

Exegetica l—Theolog ica l Study o f  the H is to rica l, C h ris to log ica l 

R ea liza tion  o f God’ s Purpose，，RevExp 93 (1996)，237-47 * 特別是 
2 3 9 的論述。

3 如 B e s t ，1 1 9 所 說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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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_  3〜 14)
2 .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一 4〜6 )

神 「在 基 督 裏 」揀 選 祂 的 百 姓 ，是 揀 選 的 新 要 素 。基督就是 
那 位 無 與 倫 比 的 蒙 揀 選 者 （路 九 3 5 ，二 十 三 3 5 ) 。4 但這並不表 

示 ：因 為 基 督 徒 意 識 到 自 己 是 「在 基 督 裏 」 ，他 們 就 知道自己是 
蒙 揀 選 的 （即 使 基 於 其 他 理 由 看 來 這 或 許 是 正 確 的 ） 。倒 不如 
說 ，這 是 客 觀 性 的 意 思 ，表 示 神 的 百 姓 是 在 祂 裏 面 蒙 揀 選 的 。既 
然 萬 物 都 是 「在 祂 裏 面 」被 造 的 （西一 1 6 ) ，那麼同樣可以正確 

地 說 • 我 們 之 蒙 揀 選 ，是 於 更 早 的 時 候 發 生 在 祂 裏 面 。 「祂是 
〔那 〕根 基 、源 頭 、和 執 行 者 ：關 乎 揀 選 的 一 切 及 其 果 子 全 都 有  

賴 於 祂 」 ，5 揀 選 永 遠 、且 唯 獨 是 在 基 督 裏 。
在 基 督 裏 的 揀 選 發 生 於 永 恆 中 ，在 時 間 和 創 造 開 始 之 前 ，這 

是 片 語 從 創 立 世 界 以 前 6 清 楚 表 示 的 。7 在 創 立 世 界 以 前 就 揀 選 ， 
這 樣 的 字 句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出 現 多 次 ，尤 其 是 在 感 恩 的 上 下 文 中  
( 帖前一  4 , 二 13 ; 參 ：羅 八 29 ；提後一  9 ) ，作為對神奇妙恩

4 然 而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4 節 與 馬 可 • 巴 特 （B arth，1 0 7 - 9 〔參 ：K. 

B a r th 〕) 的觀點不同：他認為神所揀選的是基督；但在這裏，神揀選 
的對象是如电 ( 「我們」） ，就是在基督裏的人，而 非 Xpurr6v。加拉 
太書第三章的重點稍有不同：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子孫（第 1 6 節 ） 》 
在祂裏面，亞伯拉罕的福已經臨到外邦人（第 1 4 節 ） 。因 此 ，因為 
他們是屬基督的，也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了。

5 Bruce, 254—55 。

6 相同的片語出現在約翰福音十七章2 4 節及彼得前書一章2 0 節 （亦 
參 ：太十三 35 ’ 二 十五 34 ；路^^一 50 ；來 四 3 ，九 26 ; 啟 十 三 8 ’ 

十 七 8 ) 。KcmxpoA爿是奠定或安放根基的行動（參 ：來 六 1 ) ; 參 ： 
Louw  and N ida § 4 2 .3 7 。

7 神於創造以前在基督裏揀選 信 徒 ，是以基督的先存為先決條件（參 ： 
西一 15〜1 6 ) 。這並非暗示神百姓的先存，因為在創立世界以前的不 
是 教 會 • 而是他們之被揀選，見 L in c o ln ，2 3 -2 4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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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典 表 示 感 謝 的 一 部 分 。說 揀 選 發 生 於 創 造 之 前 ，表示神的揀選是 
出 於 祂 自 己 的 自 由 抉 擇 和 愛 ，這 並 不 取 決 於 時 間 中 的 情 況 或 人 的  
優 點 。祂 揀 選 的 原 因 乃 根 源 於 祂 深 邃 的 恩 典 、至 高 無 上主權的本 
質 。肯 定 這 點 使 基 督 徒 有 了 確 據 ，知 道 神 對 他 們 的 旨 意 乃 是 至  
善 ，對 那 些 從 萬 古 以 先 就 在 基 督 裏 蒙 揀 選 的 人 而 言 ，適當的回應 
就 是 讚 美 如 此 豐 厚 賜 福 給 我 們 的 那 位 。

神 在 基 督 裏 揀 選 祂 百 姓 的 目 的 ，是 要 我 們 在 祂 面 前 ，在愛中 
成 為 聖 潔 ，無 有 瑕 疵 （參 《呂 振 中 譯 本 》 、 《新 譯 本 》 ） 。揀選 
確 實 包 含 特 權 ，但 也 有 附 帶 的 責 任 。在 我 們 的 蒙 揀 選 中 ，神的目 
的 不 是 只 要 修 復 罪 所 帶 來 的 損 害 ，也 要 實 現 神 最 初 對 人 類 的 心  
意 ，就 是 為 自 己 創 造 一 群 全 然 效 法 祂 兒 子 模 樣 的 人 （羅 八 2 9 〜 
3 0 ) 。我 們 又 一 次 看 到 ，神 的 揀 選 完 全 出 於 祂 的 恩 典 ，因為若祂 
的 心 意 是 要 我 們 在 祂 面 前 成 為 聖 潔 ，無 有 瑕 疵 ，那麼當祂揀選我 
們 的 時 候 ，我 們 必 定 是 不 聖 潔 且 當 受 責 備 的 ，因 此 就 當 受 審 判 ， 

而 非 得 著 神 兒 子 的 名 分 。8

在 祂 面 前 成 為 聖 潔 ，無 有 瑕 疵 ，這 呼 應 了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2 節 
的 措 辭 。在 那 裏 ，基 督 使 人 與 神 和 好 的 作 為 ，目的是要使祂的百 
姓 成 為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無 可 責 備 」 ，把 他 們 「引 到 自 己 面  
前 」 。聖潔和無有瑕疵 9 這 兩 個 形 容 詞 ，在舊約聖經中用來描述獻 
祭 的 動 物 ，是 被 分 別 為 聖 獻 給 神 的 ，是 無 瑕 疵 的 （出 二 十 九 3 7 〜 
38 ; 參 ：來 九 14 ；彼前一  1 9 ) 。但 是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這個措辭 

已 被 用 來 描 述 道 德 上 的 潔 淨 （如 ：詩 十 五 〔 《七 十 士 譯 本 》十 
四 〕2 ，十 八 2 3 〔十 七 2 4 〕）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2 節和以弗所書

8 斯 托 得 ，40-41 頁= Stott, 3 6 。

9 希 臘 文 k«\ <imi|iouS ; 二詞都以類似的觀念出現於以弗所書五章 
2 7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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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 14)
2 .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讃美（一 4〜 6 )

一 章 4 節 裏 ，這 兩 個 詞 都 失 去 了 任 何 祭 祀 儀 式 上 的 含 義 （參 ：弗 
五 27 ；腓二 15 ; 猶 2 4 ) ，而是指倫理上的聖潔及道德上的無瑕 
疵 。在 腓 立 比 書 一 章 9 〜 1 0 節 和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三 章 12〜 1 3 節 ， 

保 羅 在 他 的 代 禱 裏 同 樣 為 了 基 督 徒 的 這 些 恩 典 而 祈 求 ，就是在現 
今 的 愛 ，以 及 在 主 再 臨 時 的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哥 林 多 前 書 一 章 8 

節 展 望 哥 林 多 人 「在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日 子 無 可 責 備 」 。此處則 
說 聖 潔 和 無 有 瑕 疵 是 「在 祂 面 前 」 。因 為 這 整 個 語 句 講 的 是 揀 選  
的 目 的 ，也 就 是 要 他 們 在 基 督 裏 得 以 完 全 ，這可能是 指 主 耶 穌 的  
那 個 日 子 。神 在 基 督 裏 揀 選 祂 的 百 姓 ，最 終 的 目 的 是 ：要他們將 
來 出 現 在 祂 面 前 時 ，是 聖 潔 和 無 有 瑕 疵 的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因 此 就  
不 必 在 意 現 今 生 活 中 的 聖 潔 和 無 有 瑕 疵 。 「 丨非聖潔沒有人能見 
主 』 （來十二  1 4 ) ，這聖潔被聖靈逐漸刻劃於信徒在地上的生活 

中 ，將 於 主 再 來 時 在 榮 耀 裏 得 完 全 ，那 也 就 是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 4 節 
及 四 章 3 0 節 所 盼 望 的 『得 贖 』的 時 候 。」1(1對 信 徒 而 言 ，清楚的 

含 義 就 是 ：即 使 是 現 在 ，他 們 也 當 照 著 神 的 旨 意 而 活 。
有 一 點 不 確 定 的 ，就 是 「在 愛 中 」究 竟 應 當 與 上 文 連 用 （如 

聯 合 聖 經 公 會 〔U B S 〕的 希 臘 文 經 文 、 《呂 振 中 譯 本 》 、 《新譯 

本 》 ） ，或 與 下 文 連 用 （如 《新 國 際 版 》及 《和 合 本 》 〔 「因 
愛 」 〕所 示 ；參 ： 《修 訂 標 準 版 》 ） 。若 是 前 者 ，它就為聖潔和 
無 有 瑕 疵 加 入 一 特 定 的 展 性 ：神 的 旨 意 ，是 要 祂 的 百 姓 有 聖 潔 、 
無 瑕 疵 的 特 徵 ，並 加 上 愛 ；若 屬 後 者 ，那 麼 「在 愛 中 」所表達 
的 ，就 是 當 神 預 定 要 接 納 祂 的 百 姓 得 著 兒 子 名 分 、進 入 祂 家 中  
時 ，神 對 他 們 的 態 度 。整 體 看 來 • 較 好 的 讀 法 是 將 「在 愛 中 」與

10 Bruce,  2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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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前 面 的 文 字 連 結 ’ 視 之 為 揀 選 所 要 達 到 的 部 分 目 標 ，也 就 是 「在 
神 面 前 的 生 活 ，是 聖 潔 、無 有 瑕 疵 、並 活 在 愛 中 的 」 。"

- 5 . 如 果 神 從 創 立 世 界 以 前 就 已 揀 選 祂 的 百 姓 ，那祂就已 

預 定 他 們 藉 著 耶 穌 基 督 得 兒 子 的 名 分 ，被 接 納 為 兒 女 ，進入祂的 
家 中 。這 裏 ，是 從 神 接 納 那 些 已 蒙 揀 選 之 人 為 兒 子 的 目 的 ，來閘 
述 第 4 節 的 思 想 。12信 徒 稱 頌 父 神 ，因 為 祂 揀 選 他 們 的 目 的 ，是 

要 他 們 以 兒 女 的 身 分 與 祂 自 己 建 立 個 人 的 關 係 。

11 L in co ln , 1 7 。將 dydrrtl ( 「在愛中」）連結到上文的原因是：（1) 本 
書中其他地方用到「愛 」字 時 ，絕大多數都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愛：一  

1 5 ，四 2 、1 5 、1 6 ，五 2 、2 5 、2 8 、33 - 六 2 3 、24 ° 但要與二 4 ，三 
1 7 、1 9 作 比較》或許也可以合理地說，因為以弗所書後半部是道德訓 
勉 性 的 材 料 • 我們可以預期這些例子都是指基督徒的愛。（2 ) 當 iv  

dydTiti ( 「在愛中」）這字句出現在以弗所書裏時（四 2 、1 5 、1 6 ，五
2 ；比 較 三 17 ) ，它多半是指信徒的愛。（3 ) 當 dydrni ( 「愛 」）出現 
在保羅書信開頭的感恩（不論是代求或感謝）裏 時 ，它都是指人的愛 
(腓一 9 〜 10 ；西一 4 、8 ; 帖 前 三 12〜1 3 ) ；反過來說，從來沒有 

將神的愛與預定或揀選連在一起的，雖然那是神學上可接受的觀念。 
( 4 ) 雖然我們應當小心使用結構方面的論點，有人說若 tv  dydon, 是結束 
這 一 行 ，它就與這頌讚其餘部分的模式一致，因為每一部分都是以 iv  

的介詞片語結束的。在這整個段落中，每個子句的動詞都位於修飾它 
的 片 語 前 面 （Caird, 3 5 ) 。卡 拉 古 尼 斯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8 4 ) 提出一個反對此種解釋的意見，說 dydnn ( 「在愛 
中 j  ) 乃 出 現 於 KaTEvoSmov auToO ( 「在祂面前」) 之 後 。他從語意學 
的 角 度 ，對 於 將 4v dydnn ( 「在愛中」）與上文連用提出進一步的批 
判 （ 8 5 - 8 6 ) ，但並無說服力；參 Hoehner, 1 8 0 -8 5 。

1 2 解經家對於限定動詞揀選（咩d 战c r ro )與 分 詞 預 定 （Tipoopka; ) 間的 
關係有分歧的見解：（1 ) 分詞的表達是以不同字眼重複第4 節的同樣 
真 理 （斯 托 得 ，3 9 頁 = Stott, 36 ； Best, 122-23 ) ； (2) 這講的是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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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 14)
2 .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 一 4〜 6 )

動 詞 「命 定 、預 定 」13在 新 約 聖 經 裏 共 出 現 六 次 ，而且全都 
用 於 神 （羅 八 2 9 、30 ；林前二  7 ；弗一  5 與 聖 子 有 關 ；參 ：一 
11 ; 徒 四 2 8 )  » 它 強 調 神 在 使 我 們 得 救 上 全 然 的 主 動 和 權 柄 。預 

定 是 為 了 神 所 定 的 旨 意 ，在 這 裏 就 是 「得 兒 子 的 名 分 」 。14在希 
臘 一 羅 馬 法 律 裏 對 得 兒 子 名 分 的 認 識 ，是 指 將 那 些 非 親 生 的 人 領  
養 為 兒 子 。它 表 示 進 入 一 個 享 受 特 權 的 地 位 》保 羅 從 希臘一羅馬 
世 界 裏 擷 取 這 詞 ，將 它 應 用 到 信 徒 與 神 的 特 殊 關 係 上 。如此談到 
的 得 兒 子 的 名 分 ，也 當 透 過 以 色 列 與 神 的 關 係 為 背 景 來 理 解 ，在 
這 背 景 中 ，以 色 列 是 神 的 「長 子 」 （出 四 2 2 ; 賽一 2 ) 。那是在 

出 埃 及 時 所 建 立 的 關 係 ： 「以 色 列 年 幼 的 時 候 • 我 愛 他 ，就從埃 
及 召 出 我 的 兒 子 來 」 （何 ^^一 1 ) 。保 羅 堅 稱 ，兒子的名分是以 
色 列 擁 有 的 特 權 之 一 （羅 九 4 ) ，它 現 今 屬 於 基 督 徒 （參 ：羅九 
2 6 ; 林 後 六 1 8 ) 。神 旨 意 的 成 就 ，就 是 那 （在 最 終 ） 「得著兒子 

的 名 分 」 ，這 是 那 些 「有 聖 靈 初 結 果 子 」的 人 堅 定 盼 望 的 （羅八

選 的 方 式 ： 「祂揀選我們… … 藉著預定我們… … 」 （Bratcher and 
N ida, 13 ; 參 D. B. W allace，Greek Grammar, 629 ) ； ( 3 ) 藉著談到~ ■ 

個新的層面而作了一個新的開始，在這裏就是指預定的目的（G n ilka ， 
7 2 及他人） ；（4 ) 分詞子句是表原因，說明揀選的理由：「祂因已預 
定了我們而揀選我們」 （Hoehner，1 9 3 -9 4 ) 。

13 npoopi^w，根據 B A G D ，709 (參  Louw  and N ida §30.84 ) ，意思是
「事先決定」 ，講到神時就是「預定」 。

14 希臘文 u(oGe<r{a，關於詳細的研究，見 J. M. Scott, Adoption as Sons o f 

God: An Exeget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ackground o f YIO &EIIA in the 

Pauline Corpus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1992), 3 -  

117 ; 及 ‘ A dop tio n，Sonship，，DPL, 15 — 18 ；亦參 F. L y a ll, Slaves, 

Citizens, Sons: Legal Metaphors in the Epistl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1984)，67—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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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但 我 們 因 為 有 「聖 靈 初 結 果 子 」 ，已經可以享受與天上的 
父 神 之 間 的 這 個 新 關 係 了 （羅 八 15〜 1 6 )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5 節指 

出 ，神 在 時 間 開 始 之 先 ，就 已 定 意 要 領 養 人 們 與 祂 自 己 建 立 個  
人 、親 密 的 關 係 。15被 領 養 進 入 祂 的 家 為 兒 子 （和 女 兒 ） ，是了 
不 起 的 特 權 ，因 為 那 些 現 在 能 呼 叫 祂 為 天 父 的 人 ，過 去 曾 是 「悖 
逆 之 子 」和 「可 怒 之 子 」 （二 2 、3 ) 。這種個人關係只有藉著耶 
穌 基 督 才 有 可 能 ，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字 眼 ，指 向 祂 居 間 執 行 的 身  
分 。16只 有 藉 著 神 的 兒 子 ，就 是 那 位 蒙 愛 者 的 工 作 • 信徒才能被 
領 養 為 兒 子 （參 ：弗 四 13 ；羅 八 29 ；加 三 2 6 ，四 4 、5 ) 。

神 預 定 我 們 成 為 祂 的 兒 女 ，這 行 動 的 基 礎 或 標 準 ，是以複合 
片 語 按 著 自 己 意 旨 所 喜 悅 的 陳 述 出 來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多次為了 
強 調 而 使 用 同 義 字 詞 ，這 是 其 中 之 一 ，在 昆 蘭 文 獻 裏 也 有 類 似 的  
例 子 （參 ： 《大 馬 色 文 獻 》 〔C D 〕3 : 1 5 ) 。即 便 如 此 ， 「喜 悅 」 

和 「意 旨 」之 間 的 區 別 仍 然 存 在 。喜 悅 17曾用來指保羅 裏 面 那 種  
帶 強 烈 感 情 的 關 切 （羅 十 1 「願 」 ） ，和 促 使 在 羅 馬 的 一 些 基 督  
徒 傳 揚 基 督 的 崇 高 動 機 （腓一  1 5 「善 意 」） ，在此所指的不僅是 
神 的 旨 意 ，也 是 祂 對 祂 計 劃 的 喜 悅 。它 有 溫 馨 、個 人 性 的 含 義 ，

15 Eig OOTOV ( 「為 祂 」 ； 《呂振中譯本》與 《思 髙 聖 經 》作 「歸於 
祂 」）延 續 第 4 節以神為中心的焦點，可以意譯為「〔神預定我們〕 
為祂自己的兒子」 。基督論的重點出現於前面的字眼• 「藉著耶穌基 
督 」 ， 參  Schnackenburg, 55 。

16以 弗所書二章 1 8 節 說 ：「藉 著 祂 〔基督〕」 ，猶太人和外邦人得以 
藉著同一位聖靈來到天父面前。本書信其他地方以Sid ( 「藉著」）來 
指神的旨意（一 1 ) ，基督的血（一 7 ) ，信 （二 8 ，三 1 2 、1 7 ) ， 
十 字 架 （二 1 6 ) ，福 音 （三 6 )  * 教 會 （三 1 0 ) • 及 聖 靈 （三 
16) °

1 7 希臘文dS O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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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頭的頌*  : 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嫌美（一 3〜14)
2 .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 — 4〜 6 )

令 人 注 意 到 神 樂 意 並 喜 悅 施 恩 。意 旨 則 表 示 那 被 定 意 、打 算 的 ，18 

強 調 的 是 祂 積 極 的 決 心 和 救 贖 的 意 願 （參 ：一 章 9 節接連使用這 
兩 個 詞 語 ） 。介 詞 「按 著 」 （f c a t a ) 指 規 範 或 標 準 ，意 即 ：祂揀 

選 多 人 ，使 他 們 與 自 己 有 特 殊 的 關 係 ，是 符 合 祂 所 喜 悅 去 行 的 和  
祂 的 拯 救 計 劃 》 「祂 樂 於 將 祂 的 豐 富 賜 與 許 多 兒 女 。」19因 此 ， 
當 人 們 湧 出 讚 美 （第 3 、6 、1 2 、1 4 節 ） ，以 神 為 樂 ，乃是回應祂 

樂 意 施 恩 給 他 們 。
— 6 . 關 於 祂 自 發 、喜 悅 地 揀 選 人 們 成 為 祂 的 兒 女 ，神的心 

意 是 要 使 祂 榮 耀 的 恩 典 得 著 稱 *。雖 然 這 裏 的 上 下 文 強 調 的 是 以  
神 的 恩 典 為 稱 讚 的 受 詞 ，而 非 祂 的 榮 耀 ，這 複 合 片 語 卻 與 第 1 2 及 
1 4 節 裏 的 類 似 。 （多出的關係子句聚焦於神在愛子裏恩慈地傾倒 

祂 的 愛 ，這 加 強 了 對 神 恩 典 的 強 調 。）恩 典 是 以 弗 所 書 的 一 個 重  
要 主 題 ：我 們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二 5 、8 ) ，我們過犯的赦免是基於 
神 豐 富 的 恩 典 （一 7 ) ，而 保 羅 之 領 受 福 音 、他 蒙 召 服 事 外 邦  

人 、及 使 他 能 有 始 有 終 地 完 成 宣 教 事 工 的 能 力 ，全都是因為神的 
恩 典 （見 ：三 2 、7 〜8 的 註 釋 ） 。

這 整 個 片 語 的 焦 點 是 神 的 旨 意 ，要 信 徒 為 祂 的 恩 典 而 稱 頌  
祂 》其 中 的 名 詞 「榮 耀 」 （所 有 格 ）是 形 容 詞 用 法 ，宣稱這恩典 
真 是 榮 耀 的 。聖 經 裏 常 用 「榮 耀 」描 述 神 與 祂 百 姓 同 在 的 彰 顯 * 

指 祂 拯 救 性 的 同 在 。常 常 從 璀 璨 的 光 輝 這 個 角 度 來 描 述 榮 耀 （出 
十 六 10 ；王 上 八 1 0 〜 11 ；結 十 3 〜4 ) 。因 此 ，說神的恩典真是 

榮 耀 的 ，就 表 示 它 反 映 出 祂 的 榮 耀 和 祂 所 啟 示 的 屬 性 ，所以配得 
我 們 的 讚 美 》若 神 揀 選 人 為 祂 的 兒 女 是 出 於 祂 的 恩 典 ，那麼神的 
這 個 預 定 的 最 終 目 標 ，就 是 它 會 反 映 對 那 榮 耀 恩 典 的 讚 美 。

18 希腦文 OeAi^a ° Louw and N ida § 3 0 .5 9 。

19 Barth,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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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叠 句 「使 祂 榮 耀 的 恩 典 得 著 稱 讚 」重 複 出 現 在 第 1 2 及 14 

節 ，表 示 這 裏 是 一 個 段 落 的 結 束 。但 一 個 關 係 子 句 促 使 我 們 繼 續  
深 入 * 它 對 神 榮 耀 的 恩 典 作 出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陳 述 • 預備我們來面 
對 它 在 歷 史 中 的 彰 顯 （第 7 〜9 節 ） 。M 這 子 句 21強 調 ，神是在愛 

子 耶 穌 基 督 裏 將 祂 的 恩 典 傾 倒 在 我 們 身 上 。譯 作 白 白 地 賜 （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 ； 《和 合 本 》作 賜 ）的 動 詞 ，是 名 詞 恩 典 的 同 源  
詞 ，22強 調 神 所 賜 之 救 恩 的 豐 富 ，也 暗 示 祂 身 為 賞 賜 者 的 慷 慨 態  
度 。在 本 段 裏 ，恩 典 與 救 恩 幾 乎 是 相 同 的 意 思 。

「在 愛 子 裏 」一 語 承 續 一 個 觀 念 ，就 是 神 的 所 有 福 分 都 是  
「在 基 督 裏 」臨 到 我 們 （第 3 、4 節 ，參 ：第 5 節 ） 。 「愛 子 」將 

基 督 標 示 為 父 神 之 愛 最 主 要 的 對 象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 3 節 ，祂被 
稱 為 「祂 愛 的 兒 子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儘 管 缺 乏 在 基 督 教 之  
前 就 有 這 種 用 法 的 確 切 證 據 ，在 主 後 第 一 世 紀 的 猶 太 人 中 ，這稱 
謂 可 能 是 彌 賽 亞 的 一 個 稱 號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用它指以色列人是 
神 所 愛 的 百 姓 （申 三 十 三 12 ；賽 五 1 、7 ; 耶 i ^一  1 5 ，十二 

7 ) 。23之 後 在 早 期 的 基 督 徒 中 ，它 則 成 了 彌 賽 亞 的 稱 號 （伊格那 
丟 《致 士 每 拿 人 書 》 〔Lette r to the Smyrnaeans ] ； 《巴拿巴書 
信 》 三 6 , 四 3 、8 ) 。耶 穌 在 受 洗 和 改 變 形 像 時 ，

20 Best, 1 2 7 。

2 1 關係代名詞^  ( 「這 」) 是所有格，是受先行詞X如 ( 「恩典」） 
牽引所致；參 BDF §294(2) 。

22 X a p iT 6 u > 的 意 思 是 「賜 恩 惠 ，高 度 偏 愛 」 。在 新 約 聖 經 （參 ：路一 
2 8 ) 和早期基督教作品裏，它 只 被 用 來 指 神 的 X知W ( 、恩典」 ； 
BAG D , 879 ；參 Louw  and N ida §88 .66 ) 。

23 'A y a T T T m e v o i ;  ( 「蒙愛的」）出 現 在 《七十士譯本> 的申三十二 1 5 ，三 
十 三 5 、2 6  ; 及賽四十四2 ，翻譯耶窨崙這個「暱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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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  : 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 14)
2 .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_ 4 〜6 )

被 父 神 稱 為 祂 的 「愛 子 」 （可一  1 1 ，九 7 及 平 行 經 文 ；參 ：十二
6 ；路 二 十 1 3 ) 。在 保 羅 書 信 的 其 他 地 方 ，在 揀 選 的 場 景 裏 ，這 

樣 稱 以 色 列 為 「蒙 愛 者 」的 描 述 被 應 用 在 信 徒 身 上 （帖前一  4 ； 
帖後二  13 ；羅 九 25 ; 西 三 1 2 ) ：他們已經在基督這位蒙愛者裏 
被 揀 選 ，並 為 神 所 摯 愛 。在 第 6 節 這 裏 ， 「愛 子 」一 詞 表 示 ：神 
揀 選 信 徒 為 祂 的 兒 女 ，乃 是 與 他 們 在 這 位 被 揀 選 的 基 督 裏 密 切 相  
關 的 （參 ：第 5 節 ） ；而 且 祂 厚 賜 給 他 們 的 ， 「基本上就是被吸 
引進入那存 在 於 父 神 與 子 神 之 間 的 愛 」24 ( 參 ：約 三 3 5 ，五 2 0 ， 
十七 2 3 、2 6 ) 。

24 Caird,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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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3 .為救贖和赦罪而讚美（一 7〜 8)

- 7 〜8 . 在 為 了 神 「在 基 督 裏 」揀選及使人得著兒子的名分 

而 稱 頌 神 之 後 ，保 羅 接 著 為 祂 「在 愛 子 裏 」的 救 贖 ，並赦免我們 
的 過 犯 而 讚 美 祂 。神 拯 救 旨 意 中 的 這 個 階 段 ，發生於歷史的平面 
上 。神 在 基 督 裏 慷 慨 地 賜 下 祂 榮 耀 的 恩 典 ，那些為 此 而 稱 頌 祂 的  
人 ，可 以 因 他 們 從 過 犯 中 被 釋 放 而 歡 欣 ，那 是 透 過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犠 牲 的 死 而 完 成 的 。

救 贖 一 詞 有 從 監 禁 和 捆 鎖 中 被 釋 放 的 意 思 ，它不僅僅 是 我 們  
盼 望 的 目 標 （雖 然 在 這 頌 讚 的 結 尾 ，第 1 4 節 ，它確實有此種意 
義 ；參 ：弗 四 30 ; 羅 八 23 ) 。在 這 裏 ，它 是 現 存 的 實 際 ，是現在 

就 已 經 擁 有 的 （注 意 動 詞 我 們 得 蒹 ） ，1就像在保羅書信其他地方 
一 樣 （羅 三 24 ；林前一  30 ；西一 1 4 ) ，它 「與耶穌這人密不可 

分 」 。2 「在 愛 子 裏 」 ，我 們 才 有 這 拯 救 ，因為神使祂成為我們的 
救 贖 （林前一  3 0 ) 。保 羅 關 於 救 贖 的 觀 念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已 有 先  
例 ，就 是 描 述 奴 隸 被 釋 放 （出二十一  8 ; 參 ：利 二 十 五 4 8 ) ，更 
特 別 指 神 以 大 能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脫 離 埃 及 的 奴 役 （申 七 8 ，九 2 6 ， 
十 三 5 ；代 上 十 七 2 1 ，等 等 ） 。有 些 時 候 ，會特別提到為達成這 

樣 的 救 贖 而 付 出 的 贖 金 。3 保 羅 聲 稱 ，信徒們已被所付的代價買回

1 現 在 式 ， ( 「我們有」） ，與周圍的不定過去式形成對比。

2 F. B flchse l，TONT 4 :3 5 4 。

3 莫 理 斯 （L. M o rris ,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of the Cross [London: 

Tyndale, 1 9 6 5 ] ) 主 張 • 救瞭詞彙必然傳遞一個觀念 > 就是付出價錢
或贖金而得釋放。他 說 ： 「當新約聖經談到救贖時 ...........它的意思
是 ：基督已經為我們的救贖付出代價」 （5 8 ) 。就語言學方面•此說 
法受到紀大衛（D. H i l l ,  Greek Words and Hebrew Meanings: Studies in 

the Semantics o f Soteriological Terms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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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酸美（_  3〜14 )
3 . 為救贖和赦罪而讚美（一 7〜8 )

( 林 前 六 2 0 ，七 2 3 )  * 基 督 為 我 們 成 了 咒 詛 ，因此救贖我們脫離 
了 律 法 的 咒 詛 （加 三 13 ; 參 ：四 5 ) 。在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7 節 ，我 

們 在 愛 子 裏 得 蒙 救 贖 ，是 藉 著 祂 的 血 而 得 到 的 。這簡略 的 表 達 方  
式 含 有 豐 富 的 意 思 ，它 表 示 基 督 作 為 犠 牲 ，在十字 架 上 遭 受 殘 酷  
的 死 亡 ，就 是 為 我 們 贏 得 拯 救 的 途 徑 （參 ：羅 三 25 ) 。4 這是付 

出 昂 貴 代 價 才 得 到 的 。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救 贖 等 於 過 犯 得 以 赦 免 ，或 至 少 是 同 位 語 ，5 因 

為 它 牽 涉 的 是 從 神 對 我 們 過 犯 的 公 義 審 判 下 被 拯 救 出 來 。因 此 ， 
我 們 現 在 得 以 自 由 來 到 我 們 的 天 父 面 前 ，知 道 我 們 已 被 救 贖 和 赦  
免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救 贖 、赦 免 、和 基 督 的 犠 牲 偶 而 會 被 連 結 起  
來 ，形 成 早 期 基 督 教 的 三 元 組 ，可 能 被 用 於 敬 拜 儀 式 或 教 義 教 導  
的 目 的 （參 ：羅 三 2 4 〜25 ；多二 1 4 ; 啟一 5 ) 。在保羅的著作 

中 ， 「過 犯 得 以 赦 免 」6 並 不 常 出 現 。通 常 ，他 提 到 「罪 」時用的 
是 單 數 形 ，指 那 藉 著 亞 當 的 行 動 而 進 入 世 界 的 權 勢 （羅 五 1 2 ) ；

s ity  Press, 1967], 7 3 - 7 4 ) 的 質 疑 （參 L in co ln , 27-28 ) ；馬歇爾也 
略微修正他的 觀 點 （I. H. M arsha ll, ‘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Con

cept o f Redemp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in Reconciliation and Hope: 

New Testament Essays on Atonement and Eschatology, Presented to L. L. 

M orris on His 60th Birthday, ed. R. J. Banks [Exeter: Paternoster, 

1974], 1 5 3 - 5 4 ) 。馬歇爾承認，基督的死是為我們的救贖所付的「代 
價 」 ；但 是 ，並非每一次提到救贖用詞時都含有這種意思。

4 J. Behm, TDNT  1:174 : 「新約聖 經 的 興 趣 ，不在於基督物質性的 
血 ，而 是 在 於 ：祂所流的血是指祂的生命被殘酷地奪去。就像十字 
架 ，『基督的血』只是從救恩論的意義上，描寫基督之死的另一個更 
為生動的表達片語。」參 L. M orris , Preaching, 112-28 <>

5 參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1 9 9 。

6 有 關 「過犯」與 「罪惡」的關係，見••二 1 的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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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從 那 時 起 ，這 權 勢 就 轄 制 人 類 ，直 到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死 亡 將 它  
擊碎 為 止 （羅 八 3 ，等 等 ） 。然 而 ， 「罪 / 過 犯 得 以 赦 免 」是隱 
含 在 保 羅 著 作 中 稱 義 （參 ：羅 四 5 〜8 ) 及 和 好 的 重 要 主 題 內 ，所 
以 我 們 不 當 就 這 「遺 漏 」大 作 文 章 。在 講 約 翰 的 洗 禮 時 曾 提 到  
「罪 / 過 犯 得 以 赦 免 」 （可一 4 ) ，使 徒 行 傳 也 不 斷 指 出 它 是 救  

恩 的 內 容 （徒二 3 8 ，五 3 1 ，十 4 3 ，十 三 38 ’ 二 十 六 1 8 ) 。因為 

與 基 督 分 離 的 人 們 是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 （弗二 1 ) ，要恢復 
與 天 父 的 關 係 • 就 非 有 神 的 赦 免 不 可 。

意 味 深 遠 的 是 ，論 及 我 們 的 過 犯 、神 的 救 贖 和 赦 免 ，是被框 
在 關 於 神 厚 賜 給 我 們 恩 典 的 重 要 陳 述 中 （第 6 b 、7 c 〜 8 a 節 ） 。7 

蒙 拯 救 脫 離 神 對 我 們 過 犯 的 審 判 ，這 個 決 定 性 的 行 動 完 全 符 合 神  
豐富的 恩 典 ，這 恩 典 是 神 ……充 充 足 足 賞 給 我 們 的 。再 說 ，神豐 
富 的 恩 典 就 是 我 們 得 救 贖 的 終 極 原 因 ，因 為 其 中 所 用 的 介 詞 ，一 
方 面 講 到 支 配 事 物 的 標 準 （= 「照 著 」） ，同時又提供了拯救的原 
因 （= 「因 為 」 ） 。8 這 個 關 於 神 恩 典 之 豐 富 的 陳 述 ，藉 著 名 詞  

「豐 富 」9 —— 在 歌 羅 西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裏 ， 「神 的 豐 富 」是個重要 
的 觀 念 • 指 祂 在 基 督 裏 慷 慨 地 賞 賜 祂 的 福 分 （西一 2 7 ，二 2 〜 3 ； 
弗一 1 8 ，三 8 、1 6 ) —— 和 動 詞 「充 充 足 足 地 賞 給 」1(1來 加 強 ， 

這 兩 個 字 都 有 財 富 及 沒 有 限 制 的 含 意 • 它 極 其 清 楚 地 表 示 ，讀者 
們 得 蒙 救 贖 全 然 出 於 恩 典 。文 字 實 在 很 難 表 達 神 的 賞 賜 那 種 無 窮  
的 特 質 （參 ：弗二 7 ; 羅 五 1 5 、2 0 ) 。

7 史納肯伯（Schnackenburg, 5 6 ) 說 ：「『照祂豐富的恩典』一 語 ’ 其 
實就是重述、並強化第6 節的思想。」

8 希臘文 KOTd。BAG D , 4 0 7 。

9 希滕文 ttAoOtos。

10 希腿文 TT£piaaei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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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_  3〜 14 )
3 . 為救贖和赦罪而» 美 （一 7〜8 )

關 於 「用 諸 般 智 慧 聰 明 」一 語 ，雖 然 有 些 釋 經 學 者 認 為 它 是  
修 飾 隨 後 的 字 句 ，就 是 「叫 我 們 知 道 」 （第 9 節 ） * 是指神自己 
的 智 慧 和 聰 明 （參 ： 《新 修 訂 標 準 版 》 '  《和 合 本 》 、 《思高聖 
經 》 、 《新 譯 本 》 ） ；11但 持 平 而 論 ，最 好 是 將 它 連 結 到 原 文 裏  
前 面 的 關 係 子 句 這 恩典是神……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參 ： 《呂 
振 中 譯 本 》 「使 我 們 有 全 備 的 智 慧 和 明 達 」 、 《新 英 語 聖 經 》 、 
《新 國 際 版 》 、 《耶 路 撒 冷 聖 經 》 ） ，將 這 智 慧 聰 明 理 解 為 指 著  

神 恩 典 的 賞 賜 說 的 。在 一 章 1 7 節 的 禱 告 裏 ，保羅為讀者們祈求類 
似 的 屬 靈 恩 賜 ；而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9 節 的 平 行 經 文 中 ，保羅禱告 
的 是 ：求 神 用 「一 切 屬 靈 的 智 慧 、悟 性 」充 滿 信 徒 。接 著 ，這片 
語 帶 有 韻 律 性 的 節 奏 ，使 本 段 經 文 裏 這 部 分 （第 8 節 ）像前一個 
部 分 （第 6 節 ）一 樣 ，用 一 個 關 係 子 句 和 一 個 介 詞 片 語 結 束 ，預 

示 了 下 一 個 部 分 的 主 題 。12伴 隨 13神 恩 典 的 豐 富 賞 賜 而 來 的 ，是 
其 他 的 屬 靈 恩 賜 ，就 是 所 有 的 智 慧 、悟 性 ；提 到 它 們 是 因 為 與 下  

文 有 關 。
智 慧 、聰 明 （注 意 它 與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9 節 的 平 行 ） 、和洞察 

力 這 些 主 題 ，常 常 以 不 同 組 合 出 現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裏 。14在昆 
蘭群 體 的 作 品 中 * 「知 識 」 、 「悟 性 」 、和 「智 慧 」被視為神的

1 1 貝 斯 特 （Best, 132-133 ) 為此解釋作了極佳的論證。

12 Schnackenburg, 48 ；參 L inco ln , 17, 29;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93 ；及霍納的近作。

1 3 注意布魯斯（Bruce, 260 ) 所 說 ’ 4 v 是伴 隨用法 （com ita tive  ) ’ 表 
示 「隨 著 〔所有的智慧、悟性〕j 。

1 4 分別使用 cro+kt ( 「智慧」）和 （fpdvricju; ( 「聰 明 ，悟 性 ’ 洞察力」） 
這兩個字。見 ：出三H 3 ’ 三 十 五 3 1 、35 ; 申三十四9 ；代上二十
二 12 ；箴一 2 , 三 19 , 八 1 ; 耶 十 12 ；但二 21 ’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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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賜 ，就 是 祂 藉 著 聖 靈 賜 給 這 群 體 裏 忠 心 的 成 員 的 （ 《社 群守 
則 》 〔1 Q S 〕4 : 3 - 4 ; 《祝 福 守 則 》 〔lQ S b 〕5 :2 5 ) 。這裏所用的 
第 二 個 詞 彙 「聰 明 」 ，符 合 作 者 堆 積 同 義 詞 彙 的 風 格 ，很可能是 

要 強 化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智 慧 」一 詞 ，與 之 形 成 一 個 單 一 觀 念 。15 

神 豐 厚 的 恩 典 所 已 經 澆 灌 在 我 們 身 上 的 ，不 僅 是 救 贖 ，也伴隨著 
所 需 的 一 切 智 慧 和 悟 性 ，藉 此 ，我 們 得 以 有 智 慧 地 生 活 （參 ：五
1 5 ) ，特 別 是 根 據 祂 在 基 督 裏 的 救 恩 計 劃 （下 文 即 闈 述 這 一  

點 ） 。

1 5 在歌羅西，保羅所說的「一切智慧」 （西一 9 、2 8 ，三 16 ) ，應當從 
小亞細亞那種宗教融合的背景來理解。那侵入該群體的錯謬教導僅有 
「智慧之名」 （西二 2 3 ) • 但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基督裏面 

藏 著 （西二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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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為奧秘一~ 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 而讚美（一 

9〜10)

- 9 . 神 的 心 意 是 要 我 們 明 白 祂 救 恩 的 目 的 。因 此 ，藉著叫 

我們知道1祂旨意2 的奧秘，祂 「用 諸 般 智 慧 聰 明 」 ，將祂的恩典 
充 充 足 足 地 賞 給 我 們 ，而 祂 旨 意 的 內 涵 就 是 使 萬 有 都 在 基 督 裏 面  
同 歸 於 一 （見 ：第 1 0 b 節 ） 。雖 然 在 句 法 上 ，第 9 節乃從屬於神 
澆 灌 在 我 們 身 上 的 恩 典 （第 8 節 ） ，並 解 釋 它 的 意 思 ，但用這幾 

個 關 乎 神 奧 秘 的 字 眼 ，在 這 頌 讚 裏 有 了 重 大 的 發 展 ，達到它的巔 
峰 。神 的 救 恩 計 劃 在 永 恆 中 就 已 定 下 ，它 們 最 終 的 目 的 ，就是要 
將 所 有 在 天 上 和 地 上 的 事 物 ，都 在 基 督 裏 聯 合 為 一 ，而它的細節 
則 在 下 文 中 說 明 。

「叫 … … 知 道 … … 奧 秘 」指 顯 明 從 前 隱 藏 的 秘 密 。在保羅的 
世 界 裏 ， 「奥 秘 」被 用 在 古 代 異 教 的 祭 祀 儀 式 、哲 學 、世俗用 
法 、和 諾 斯 底 主 義 裏 。但 是 在 最 近 的 聖 經 學 術 界 裏 ，則將注意力 

聚 焦 於 舊 約 聖 經 及 猶 太 教 ，特 別 是 智 慧 文 學 和 天 啟 文 學 ，以它們 
作 為 了 解 保 羅 和 其 他 新 約 聖 經 作 者 使 用 「奧 秘 」一 詞 的 背 景 。在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 14 )
4 . 為奧秘—— 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 而讚美（一 9〜10)

1 不定過去式分詞丫心卩化叫( 「使… …知道」）與主要動詞 iTTEpkaEUCJEV 

( 「祂充充足足賞給」) 之間的正確關係沒有定論（參 ：第 4 、5 
節 ） 。卡拉古尼斯（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9 3 ) 把分詞視為獨 
立 的 ，將論述帶入下一階段。但其他人，包括許多早期解經者，和最 
近 的 波 特 爾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84 ) 及 華 勒 斯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625 ) , 都正確地認為主要動詞後面的分詞 
乃是描述同時的行動：「祂用諸般智慧聰明，將祂的恩典厚賜給我 
們 , 因為祂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j

2 根據卡拉古尼斯（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9 3 - 9 4 ) 的 觀 點 ’ 所 
有 格 「祂旨意的」 （TOO O sA nnaTO ; auT O O ) 是一個同位語，因此當讀作 
1  也使我們明白奧秘，也就是祂所定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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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啟 文 學 的 著 作 裏 ，它 通 常 指 一 個 將 在 歷 史 結 束 時 被 顯 露 的 事 件  
( 《以 斯 拉 四 書 》十 四 5 ) ，但 神 的 先 見 可 能 會 先 知 道 ，因為祂 

已 將 那 些 「末 後 必 有 的 事 」啟 示 給 他 們 （ 《七 十 士 譯 本 》但二 28 

〜2 9 ) 。 「奧 秘 」是 亞 蘭 文 裏 同 義 字 的 翻 譯 ，常出現在但以理書 
中 （二 1 8 、1 9 、2 7 、等 等 ） ，這為它在以弗所書裏的用法提供了 

幾 個 類 似 的 用 法 ：它 意 指 神 的 旨 意 ，就 是 帶 有 末 世 和 宇 宙 層 面 的  
統一■計 劃 。3

「奧 秘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共 出 現 二 十 一 次 （在整本新約聖經中 
有 二 十 七 次 ） 。它 有 不 同 的 用 法 ，但 使 徒 通 常 用 它 來 指 啟 示 ，就 

是 那 從 前 被 隱 藏 、而 現 今 已 經 被 神 揭 露 的 事 （羅 十 六 2 5 〜 26 ；林 
前二  10 ; 西一  2 6 〜 27 ；弗 三 3 、5 ) 。 「神 的 奧 秘 」 （林前二

1 ; 參 ：第 7 節 ）的 焦 點 ，是 透 過 耶 穌 基 督 的 十 字 架 而 成 就 的 救  

恩 。人 無 法 透 過 自 己 的 智 慧 了 解 它 ，而 需 由 神 藉 著 祂 的 聖 靈 啟 示  
給 那 些 愛 祂 的 人 （第 1 0 節 ） 。複 數 形 的 「奧 秘 」可能使人注意到 
這 奧 秘 的 一 些 基 本 要 素 （林 前 四 1 ) ，或 任 何 超 越 人 類 理 解 能 力  
之 事 （十 三 2 ; 參 ：十 四 2 ) 。在 羅 馬 書 十 六 章 2 5 節 ，這奧秘的 

揭 露 和 保 羅 的 傳 講 耶 穌 基 督 之 間 ，存 在 著 相 互 的 關 係 。這奧秘和 
外 邦 人 的 救 恩 之 間 的 關 聯 ，是 歌 羅 西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閩 述 的 特 色 ； 
而 羅 馬 書 十 一 章 2 5 節 可 能 著 眼 於 一 個 新 的 教 導 要 素 ，就 是 這 「奧 
秘 」乃 指 向 猶 太 人 的 救 恩 。

3 亞蘭文 r&z ( 「奧 秘 、秘密」）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3 4 - 

3 5 。 關 於 「奧 秘 」在保羅著作裏的用法，見 G. Bornkamm, TDNT  

4 :802-28 ; R. E. Brown, The Semitic Background o f the Term "M ystery" 

in the New Testament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968) ; 及 M . N. A. 

Bockm uehl, Reve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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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歌 羅 西 書 裏 ， 「奧 秘 」指 保 羅 信 息 的 核 心 ，它 與 神在基督 
裏 的 救 恩 計 劃 於 此 時 此 處 的 成 就 有 關 （一 2 6 〜2 7 ) 。這 項 「公開 
的 秘 密 」的 特 徵 是 「豐 盛 」 （因 為 在 其 中 ，神 的 豐 富 已 經 以 奇 妙  

的 方 式 被 慷 慨 地 賜 下 ）和 「榮 耀 」 ，後 者 表 示 它 也 具 有 神 自 己 的  
特 質 。它 的 內 容 是 「基 督 在 你 們 〔歌 羅 西 人 〕心 裏 成 了 有 榮 耀 的  
盼 望 」 （參 ：二 2 ，四 3 ) 。

在 歌 羅 西 書 裏 的 觀 念 ，這 奧 秘 就 是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救 恩 計 劃 在  
末 世 的 成 就 。這 與 以 弗 所 書 裏 的 用 法 類 似 ：一 9 ，三 3 、4 、9 ，五 
3 2 ，和 六 1 9 。以 弗 所 書 裏 揭 示 了 這 奧 秘 的 不 同 層 面 。這關鍵的主 

題 是 指 神 總 括 一 切 的 旨 意 ，它 的 最 終 目 標 是 要 在 基 督 裏 叫 天 上 、 
地 上 的 萬 有 同 歸 於 一 。同 時 ，這 奧 秘 有 一 較 窄 的 層 面 ，它的焦點 
是 ：外 邦 人 與 猶 太 人 一 同 被 納 入 基 督 的 身 體 ，因此也有分於神的 
救 恩 。保 羅 把 這 救 恩 傳 給 外 邦 人 ，這在達成 使 他 們 歸 入 基 督 的 目  
的 上 扮 演 了 關 鍵 的 角 色 ，最 終 也 實 現 了 這 奧 秘 本 身 的 目 的 》因 
此 ，聲 稱 以 弗 所 書 裏 這 奧 秘 的 全 部 內 容 是 單 單 侷 限 於 外 邦 人 為 神  
接 納 ，和 他 們 在 基 督 裏 以 相 同 的 立 足 點 與 猶 太 人 聯 合 （弗 三 3 〜
4 ) ，這 樣 的 說 法 是 不 恰 當 的 。就 像 在 保 羅 書 信 的 其 他 地 方 一 樣 ， 
在 本 信 裏 ，要 真 正 了 解 這 奧 秘 ，起 點 應 是 基 督 。並 沒 有 數 個 「奧 
秘 」 ，各 有 其 有 限 度 的 應 用 ；而 是 只 有 一 個 至 高 的 「奧 秘 」 ，具 

有 多 種 的 應 用 。4

「 〔祂 叫 〕我 們 〔知 道 〕」 ，這 話 表 示 ，關 於 這 奧 秘 ，不僅 
有 它 救 恩 歷 史 的 層 面 ，也 有 個 人 的 層 面 。領 受 這 揭 示 的 是 基 督 徒  
群 體 ，5 因 此 ，他 們 能 夠 為 著 神 厚 賜 給 他 們 的 慈 愛 而 讚 美 祂 。6 他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袠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 14)
4 . 為奧秘—— 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 而讚美（一 9〜 10)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 4 3 。

5 在 昆 蘭 ，「奧秘」可以指一個事件，是已經在這群體中實現的；參 ： 
《社群守則》1 1 :5 _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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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並 非 進 入 某 個 秘 密 團 體 的 人 ，而 是 那 些 已 經 領 受 神 的 話 語 的  
人 ，因 為 這 奧 秘 的 啟 示 ，乃 是 發 生 在 有 效 地 傳 揚 和 敎 導 福 音 之 時  

( 參 ：林前二  1 、7 ，四 1 ; 弗 三 8 '  9 ’ 六 1 9 ) 。後來在頌讚裏 
( 第 11〜 1 4 節 ；參 ：三 2 〜 1 3 ) ，保 羅 將 會 解 釋 ’ 猶太人和外邦 

人 如 何 一 同 被 包 括 在 關 乎 這 奧 秘 之 福 氣 的 範 疇 裏 。就像神之揀選 
信 徒 ，將 他 們 收 納 為 自 己 的 兒 女 ，乃 是 按 著 自 己 意 旨 所 喜 悅 的  

( 第 5 節 ） ；同 樣 的 ，祂 使 人 知 道 祂 救 恩 計 劃 的 奧 秘 * 也是完全 

符 合 祂 的 主 權 和 永 恆 旨 意 ，就 是 更 早 時 祂 就 已 在 基 督 裏 定 意 的 。 
「神 細 心 規 劃 使 人 得 知 這 奧 秘 的 策 略 ，就 像 這 奧 秘 本 身 一 樣 ，焦 

點 都 一 直 在 基 督 身 上 。」7

~  1 0 . 現 在 ，在 此 頌 讚 的 高 峰 • 8 詳 細 說 明 這 奧 秘 的 內 容 ， 
乃 是 藉 著 第 1 0 b 節 的 解 釋 用 的 不 定 詞 子 句 將 它 深 刻 地 表 達 出 來 •• 

就 是 「使 天 上 、地 上 一 切 所 有 的 都 在 基 督 裏 面 同 歸 於 一 」 。現代 
學 者 們 漸 有 的 共 識 是 ，此 處 所 用 的 這 個 不 尋 常 的 動 詞 ，源自一個

6 尚未說明的是，神究竟如何使人知道祂旨意的奧秘。這會在本書信的 
進展中逐漸顯明：神已藉著聖靈，將它啟示給祂的聖使徒和先知（弗 
三 5 )  • 又給保羅特別的看見（弗 三 3 )  »使徒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 
富 傳 給 外 邦 人 ，又 使 眾 人 明 白 這 奧 秘 的 安 排 （三 8 〜9 ) 。動詞 
yvopiCa. ( 「使知道」) 在啟示的詞彙裏有確定的意思* 也被保羅用在 
下列經文中：三 3 、5 、10 , 六 19 ( 參 ：第 2 1 節 ；羅 九 2 3 ，十六 
26 ；林前十二 3 • 十 五 1 ; 林後八 1 ; 加一 11 ; 西一 27 ) 。

7 L in co ln , 3 1 。

8 從句法和結構上說* 用 anafc印/ia!aio6 ( 「使… … 同歸於一」）來說明 
這 奧 秘 ，是 這 頌 讚 的 「高 潮 」 ；或如墨瑞慈所說，是 本 段 的 「樞紐 
句 」 （T, M o ritz , ‘ Summing Up A l l  T h ings ’ ，9 6 ) 。 《修訂標準 
版 > 、《新英語聖經》 、和 《新國際版》都以開始一個新的句子表達 
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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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 :為神在基督袠所賜的福氣而躜美（一 3〜14 ) 
4 .為奧秘—— 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 而讚美（一 9〜10)

.

意 思 為 「要 點 」 、 「總 數 」 、或 「摘 要 」的 字 （參 ：徒 二 十 二  
2 8 ; 來 八 1 ) ，而 非 「頭 」 ，它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將 某 事 帶 入 要  

點 」 ，或 「總 結 」 。9 關 於 在 末 時 ，基 督 與 萬 有 （包 括 各 人 ）的關 
係 ，本 處 經 文 說 ，神 之 使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 > 乃是祂 
「使 萬 有 歸 入 基 督 裏 （和 之 下 ） ，就 是 說 祂 以 某 種 方 式 ，使它們 

在 基 督 裏 聯 合 」 。1(>

9 'AvctKeitxjXaioo)被 認 為 是 出 自 KE<|)dAaiov ( 「要 點 ，摘 要 」） •而 非  
K£<(.aAn ( 「頭 」） 。這說法似乎與它在新約聖經其他地方唯一的出處 
的用法吻合，就是羅馬書第十三章9 節 ，在 那裏，十誡的第二部分的 
所有誡命都被總結在愛鄰舍這命令之內，但鑑於它在一直到羅馬時代 
的整個古希臘修辭學的用法，指演說或書信的結論，這基本意思仍然 
適 用 （參 ：詩七H 2 0 《狄奧多田譯本》 〔T he od o tion〕） 。至於選
用 動 詞 dvaKEifiaAaiiiactaeai ( 「使 ....... 同歸於一」）是否因為它帶有
KE(|>aAii ( 「頭 」）一詞的意味，就不得而知了。參 G. W. Dawes, The 
Body in Question: Metaphor and Mean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phesians 5:21-33 (Le iden/B oston /K o ln : B r i l l ,  1998), 1 4 2 -4 4 ，特g[J 

是 1 4 3 。

10 M. Turner, ‘ M iss io n ’ ，1 3 9 ，依循 L in co ln , 3 3 。最近根據 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所作的研究，也 支 持 「使 ....... 同歸於一」的 意 思 ；J.
B. Maclean, ‘ Eph 1:10 in  P a tris tic  Exegesis: C o n tro llin g  the 

M eaning o f a V o la tile  T ra d it io n ’ ， SBL Paper in  the ‘ Pauline 

Epistles Section ’ read on November 20, 1994 in  Chicago 也是同樣 

看 法 。亦見 M. K itchen , ‘ The dvoncE^aAaimaig o f  A l l  Things in  C hrist: 

Theology and Purpose in  the Ep istle  to the Ephesian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Manchester, 1988) ，及他的 Ephesians (London/N ew  

Y ork : Routledge, 1994), 3 5 - 4 2 。編 按 ：另參本書作者的專文，‘ The 

Summing Up o f A l l  Things (Ephesians 1 :10)’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Its F irst Century Setting: Essays on Context and Background in Hon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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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在 這 頌 讚 的 餘 下 部 分 裏 ，神 的 偉 大 旨 意 被 稱 為 「在 基 督  
裏 」 ；結 尾 部 分 （總 結 ）也 是 一 樣 ，最 後 在 第 1 0 節 藉 著 重 述 「在 
祂 裏 面 」 （ 《和 合 本 》未 譯 ）來 強 調 。雖 然 可 以 將 這 個 詞 語 理 解  
為 憑 藉 用 法 ，表 示 神 總 結 宇 宙 的 媒 介 （或 憑 藉 ）乃 是彌赛亞 ；11 

但 更 好 的 解 釋 ，是 照 著 在 本 段 中 的 先 例 （第 3 〜7 、9 節 ） ，認定 

這 片 語 乃 是 以 祂 為 範 疇 。基 督 是 神 所 揀 選 ，要 在 祂裏面總結宇宙 
的 那 位 ，也 是 神 要 在 祂 裏 面 恢 復 宇 宙 和 諧 的 那 位 。祂不僅是這一 
切 事 情 發 生 的 途 徑 、憑 藉 、或 執 行 者 ，更 是 焦 點 所 在 。 「在基督 
裏 」及 其 同 等 用 語 在 這 bera fcah前 面 出 現 時 ，都集中注意 於 聖 子  

是 神 所 揀 選 的 那 一 位 ，信 徒 在 祂 裏 面 領 受 福 分 。在 第 9 和 第 1 0 節 
這 裏 的 重 點 ，是 在 於 神 為 整 個 受 造 世 界 所 定 的 那 個 包 羅 萬 有 的 旨  
意 都 含 括 在 祂 裏 面 。現 在 所 強 調 的 ，是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並在祂裏 
面 重 新 聚 合 的 宇 宙 。12神 恩 慈 顯 明 的 奧 秘 所 指 的 焦 點 ，是將宇宙 

( 「一 切 所 有 的 」）那 些 破 碎 、疏 離 的 部 分 ，總 結 於 基 督 裏 ，使 
之 完 全 。

接 下 來 的 平 行 用 語 「天 上 、地 上 … … 的 」 ，詳 述 了 神 要 使  

「一 切 所 有 的 」全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心 意 。乍 看 之 下 ，這些多 
出 的 字 眼 似 乎 只 是 修 辭 上 的 添 加 。畢 竟 ，用 「在 天 上 的 」和 「在 
地 上 的 」來 指 整 體 或 全 體 ，豈 不 是 聖 經 詞 語 的 典 型 用 法 麼 ？特別 
是 聖 經 的 卷 首 語 說 「起 初 ，神 創 造 天 地 」 （創一  1 ) ，表示神創 
造 每樣事物。但 經 仔 細 查 驗 後 ，「在 天 上 的 」和 「在 地 上 的 」這

o f B. W. 'Winter on His 65th Birthday， ed. P. J. W illiam s , Andrew  D. 

C larke, Peter M . Head, and D avid  Instone-B rew 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pp. 2 0 6 -1 9 。

1 1 希 臘 文 t<5 XpiOTtp可能有此意味。

12 L in co ln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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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片語，顯然並非只是為了描述某種宇宙現象而作修辭上的添 

加 。它們所代表的，是貫穿本書信進展的兩個重要線索，表示兩 

個不同的範疇或領域。在以弗所書裏，對 於 「天上」 （一 3 、

1 0 、20 , 二 6 ,三 10 ,六 12 ; 參 ：三 15 , 四 1 0 ，六 9 ) 和 「地 

上 」 （一 10 , 三 15 , 四 9 , 六 3 ) 都有清楚的講論。要正確了解 

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心意，就離不開這兩個範疇裏的任 

何一個，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意義，還有這兩者之間的關聯。在基 

督裏的 anafcepha〖a i6 s is與每一範疇都有關 ° 同 時 ，在它們之間又 

有不可分的關聯，因此我們可說，天和地都在祂裏面被總結為一 

個整體 。13

卡拉古尼斯14在他論以弗所書中奧秘的專文裏主張，當保羅 

在本書信中繼續詳述和解釋使萬有同歸於一的意思時，他所專注 

的 ，是這些範疇的兩個主要代表，一個是那些權勢，代 表 「在天 

上的」 ，另一個是教會（特別是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身體裏的 

合一） ，代 表 「地上的」 。他接著又說，神要使萬有在基督裏重 

新合而為一，在這心意得著滿足之前，必須克服兩個障礙：（1) 那 

些權勢的悖逆，和 （2 ) 猶太人與外邦人的疏離（二 11〜2 2 ，以及 

兩者與神之間的隔閡，二 1 6 ) 。以弗所書的其餘部分，大多都是 

就這兩個範疇，解釋神在此過程中為達成這至高旨意所採取的步 

驟 。

關於 amifcephaZa仿sis ( 也就是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

時 間 ，經文顯示，雖然這奧秘的內容已經啟示出來（第 9 節 ） ，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14)
4. 為奧秘—— 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 而_ 美 （一 9〜10)

13 A. T. L in co ln , in  Theology, 9 6 - 9 7 。

14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 4 4 -4 6 ，參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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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但 神 救 恩 旨 意 的 外 顯 作 為 卻 尚 未 完 成 。15在 日 期 滿 足 的 時 候 這 一  
具 有 天 啟 文 學 色 彩 的 措 辭 ，就 是 展 望 這 事 發 生 的 時 候 。在希臘世 
界裏  > 這 裏 所 用 的 重 要 字 眼 安 排 ，16通 常 是 用 來 指 神 對 宇 宙 的 安  
排 和 管 理 * 它 有 主 動 的 意 思 ，就 是 關 於 祂 對 這 奧 秘 （祂的秘密心 
意 ）的 「命 令 、安 排 、或 執 行 」 。17這 詞 所 指 的 ，是 「神的心意 

在 人 類 歷 史 中 行 出 的 方 式 」 ，18而 非 該 心 意 或 救 恩 計 劃 的 內 容  
( 後 者 是 此 詞 在 第 二 世 紀 時 的 術 語 意 義 ） 。在 天 啟 文 學 裏 ， 「曰 

期 滿 足 」指 「在 神 引 導 之 下 的 一 連 串 時 段 」 （參 ： 《七 十 士 譯  
本 》但二  21 , 四 37 ; 及 《社 群 守 則 》4 :18  ; 《戰 卷 》 〔1 Q M 〕 

1 4 : 1 4 ) ；而 「滿 足 」一 詞 所 表 示 的 ，是這一連串的時段將會達到 

它 預 定 的 巔 峰 或 滿 足 的 程 度 。19因 此 * 這 詞 語 可 以 翻 譯 作 「為了 
曰 期 滿 足 時 的 施 行 」 。2(>根 據 加 拉 太 書 四 章 4 節 「及 至 時 候 滿

15 一個可能有幫助的類比是，在一個建築物實際開工興建之前，建築設 
計圖就早已被送進去。神已啟示祂的完美計劃，並在基督裏採取決定 
性的歩驟來完成它，但我們還是要等待它的最後完成》

1 6 希腦文o丨Kovopia。

17 H. K u h li, EDNT  2:500 ；與 BAGD 559-60 不 同 。見 ：三章 2 節對 
oiKovopia 的討論。

18 Robinson, 1 4 5 。OlKovon(a可 指 （1 ) 命 定 、安 排 、管理的動作（弗一 
1 0 ，三 9 )  ； ( 2 ) 被管理之事* 就是救恩計劃本身；和 （3) 管理者的職 
分或工作（如 保 羅 ：林 前 四 1 • 九 17 ; 弗 三 2 ; 西一 2 5 ) 。保羅所用 
的 oiKOVopkt詞 彙 ，許多都出現在「奧秘」一詞附近，表示後者對了解 
oiKovojiia的意思來說是很重要的。

19 L in co ln , 3 2 。nAip<uM<x ( 「滿足」）一詞在這裏不是按神學術語的意思 
使 用 。見 ：一 2 3 處更多的討論。

2 0 所 有 格 toO rrAripa>MaTog twv Kaipaiv ( 「時候滿足的」）是作定義用（參 
Robinson, 145 ) °



足 j  ，就 是 當 祂 來 臨 的 時 機 成 熟 時 ，神 就 差 遣 祂 的 兒 子 來 到 世  
上 。當 「祂 的 旨 意 完 滿 實 現 」的 時 機 成 熟 時 ， 「祂及時的改變世 
界 的 走 向 ，這 完 滿 實 現 就 會 成 就 了 」 。21

不 定 過 去 式 不 定 詞 「使 一 切 所 有 的 同 歸 於 一 」不是指過去的 
時 間 ，而 是 表 示 目 的 ：使 萬 有 同 歸 於 一 是 要 達 成 的 目 標 》22這不 

表 示 神 計 劃 的 實 行 尚 未 開 始 。實 際 上 * 本 信 明 白 地 表 示 ，為達成 
這 個 目 標 的 重 要 步 驟 已 在 進 行 之 中 ：特 別 是 ，這 奧 秘 的內容乃是 
透 過 耶 穌 的 拯 救 工 作 而 被 顯 明 的 （一 7 〜9 ) ；而神將萬有放在祂 
的 腳 下 ，為 教 會 立 祂 作 萬 有 之 首 （一 2 2 ) ，這是實現這個目標的 
一 個 重 要 步 驟 。但 同 歸 於 一 則 有 待 完 滿 的 實 現 ，那是在末時才要 
發 生 的 。

以 弗 所 書 和 伴 隨 著 它 的 歌 羅 西 書 都 有 一 個 前 提 ，就是宇宙的 
一 體 與 和 諧 都 受 到 相 當 的 擾 亂 ，甚 至 破 裂 ，需 要 和 好 或 回 復 和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14)
4 . 為奧秘—— 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 而讚美（一 9〜 10 )

21 Bruce, 2 6 2 。根據 M. Turner, ‘ M iss io n ’ ，142 • 「日期滿足的時候 j  

也 有 「在 『這邪惡世代4 結束之後的時段」之 意 ，即使這不是它的主 
要 含 義 （一 21 ; 參 ：二 2 ，五 1 6 ，六 13 ) 。那滿足可能始自基督事 
件 （馬 可 • 巴 特 、史納肯伯、和林康即如此認為） ，但 「若說作者會 
相信這宇宙… … 〔的總結〕已經完成，是很難不令人懷疑的」 。林德 
曼 （A. Lindem ann, Die Aufhebung, 95-96 ) 不同意任何以為在這片語 
裏有談到歷史高峰的說法。他 認 為 ：任何有關時間的項目都在基督裏 
被 止 住 了 ，所以我們無法區分歷史與末世論。但正如 林 康 （L in c o ln ， 
3 2 ) 正 確 指 出 的 ： 「如此就會完全忽略本節經文措辭的天啟文學背 
景 、它在早期基督教末世論裏的文脈、和以弗所書與保羅的福音之間 
的延續性。」也要注意亞諾德（A rn o ld , 1 4 5 - 5 8 ) 的看法。

22 這與林德曼（A. Lindemann, Die Aufhebung, 96-99  ) 的主張不同' 他 
排除所有關乎這詞的未來性含義，主 張 「同歸於一」已經發生。他聲 
稱這不定過去式不定詞乃指向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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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諧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0 〜2 2 節 ，使 徒 談 到 使 「萬 有 」都與神和 

好 ，那 是 已 經 藉 著 基 督 之 死 成 就 了 的 ，特 別 的 焦 點 乃 在 於 人 類 與  
祂 的 和 好 。在 歌 羅 西 書 後 面 提 到 將 那 些 執 政 的 擄 來 （二 1 5 ) ，這 
應 當 透 過 神 藉 著 大 能 成 就 的 和 好 與 和 平 來 了 解 （一 2 0 ) 。以弗所 
書 二 章 1〜3 節 特 別 使 人 注 意 到 人 類 在 基 督 以 外 那 種 絕 望 的 慘 狀 ， 

用 來 描 述 他 們 情 況 的 ，是 死 亡 、定 罪 、受 邪 惡 權 勢 的 轄 制 等 詞  
語 。若 非 神 大 能 、恩 典 的 介 入 來 拯 救 ，悖 逆 的 罪 人 在 這 樣 極 度 的  
需 要 中 是 沒 有 任 何 指 望 的 （二 4 〜7 ) 。在 歌 羅 西 書 中 ，這和好已 

藉 著基 督 的 死 成 就 了  ；但 以 弗 所 書 則 不 同 ，乃 是 以 使 宇 宙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作 為 神 計 劃 的 終 極 目 標 ，這 目 標 目 前 尚 未 實 現 。這奧 
秘 的 內 容 已 被 揭 示 出 來 （一 9 ) ，由 於 祂 的 愛 子 已 經 得 著 高 舉 ， 
神 已 將 萬 有 放 在 基 督 腳 下 ，立 祂 為 萬 有 之 首 （第 2 0 〜2 2 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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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一 11〜14)

第 11〜 1 4 節 繼 續 從 第 3 節 開 始 的 長 句 子 ，它藉著一個關係代 
名 詞 「在 祂 裏 面 」與 前 段 （第 1 0 節 ）連 接 ，這又將焦點放在基督 

身 上 ，就 是 眾 信 徒 都 被 包 含 在 祂 裏 面 的 那 位 。但 是 ，為了表達的 
清 晰 ，許 多 譯 本 和 註 釋 書 都 從 第 1 1 節 開 始 一 個 新 的 段 落 ，強調神 
的 福 分 同 樣 是 屬 於 猶 太 和 外 邦 信 徒 的 （見 以 下 討 論 ） 。第 11〜 14 

節 的 結 構 顯 示 ，這 兩 群 人 都 有 分 於 神 的 恩 典 。其 中 的 動向是從我 
們 （第 11〜 1 2 節 ；這包括保羅和 他 的 猶 太 同 胞 信 徒 ） ，到你們也 

( 第 1 3 節 ；指 外 邦 人 讀 者 們 ） ，再 到 我 們 的 基 業 （第 1 4 節 ；是 

這 兩 群 人 平 等 分 享 的 ） 。這 預 示 了 以 弗 所 書 第 二 章 14〜 1 8 節裏所 
說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和 好 的 主 題 ，這 與 神 及 與 彼 此 間 的 和 好 ，已經 
藉 著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死 成 就 了 。

- 1 1〜 1 2 . 神 要 使 天 上 、地 上 一 切 所 有 的 都 合 而 為 一 ，這計 

劃 的 中 心 就 是 基 督 ，我 們 也 是 在 祂 裏 面 被 神 得 為 產 業 。這裏出現 
的 不 尋 常 動 詞 ，意 思 是 「藉 著 抽 籤 來 指 定 或 選 擇 」 ；其被動語態 

( 如 此 處 所 用 ）可 以 表 示 「藉 著 抽 籤 而 被 指 定 」 。有人曾對它採 
取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解 釋 ，意 思 是 「我 們 被 命 定 或 揀 選 」 （蒲紙文獻 
中 的 含 意 ；參 ： 《修 訂 標 準 版 》 ） ，因 此 與 第 4 、5 節裏的揀選用 
語 為 同 義 詞 。但 這 樣 的 翻 譯 引 起 質 疑 ，因 此 《新 英 語 聖 經 》將這 
被 動 語 態 解 釋 作 「我 們 已 經 被 賜 予 我 們 在 這 產 業 裏 的 分 」 ，也就 
是 說 ，神 「已 經 指 定 了 我 們 的 那 一 分 」 ，因此指我們從 祂 所 受 的  
產 業 （參 ： 《和 合 本 》 、 《欽 定 本 》 ） 。但 是 ，譯 作 「我們被神 
宣 告 為 祂 的 分 」 ，比 較 正 確 地 表 達 這 被 動 語 態 的 意 思 ，1同時也比 
較 合 乎 舊 約 聖 經 裏 的 先 例 。在 摩 西 之 歌 （申三十二  8 〜9 ) 裏 ，世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瞀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14)
5.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一 11〜14)

1 注意羅炳森所作詳盡推理的結論：「意思必定是『我們已被揀選為神 
的分 j 」 （Robinson,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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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列 國 被 分 給 「神 的 眾 子 」 （參 《呂 振 中 譯 本 》 ） ，也就是給 
眾 天 使 ，但 耶 和 華 卻 保 留 以 色 列 為 祂 自 己 的 產 業 ••

耶 和 華 的 分 本 是 祂 的 百 姓 ；
祂 的 產 業 本 是 雅 各 。

( 參 ：詩 三 十 三 12 ；申 四 20 ’ 九 29 ；王 上 八 51 ；詩一
〇 六 40 ；等 等 ） 。

現 在 ，在 基 督 裏 ，不 論 男 女 都 是 神 的 選 民 ，被祂宣告 為 自 己  
的 產 業 。2 但 是 ，我 們 成 為 神 的 分 ，這 裏 的 我 們 是 誰 呢 ？乍看之 
下 • 這 子 句 似 乎 在 描 述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就 是 第 3 〜 1 0 節的頌讚裏 

所 提 到 的 ，那 些 領 受 在 基 督 裏 各 樣 福 氣 的 人 。但 是 ，第 1 1 節裏的 
我 們 是 被 限 定 的 ，因為下一節說同一批人 3 是 那 些 「首先在基督裏 
有 盼 望 的 」 （第 1 2 節 ） 。所 說 的 是 保 羅 和 他 的 猶 太 同 胞 信 徒 。4 

這 封 書 信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不 被 包 括 在 這 稱 號 之 內 ，但卻以 某 種 對 比  
方 式 被 明 顯 地 提 到 ，那 就 是 第 1 3 節 的 你 們 》

2 Bruce, 2 6 3 。根據歌羅西書一章1 2 節 . 歌羅西的眾信徒已被神預備， 
有分於神的聖民的永久產業。較之任何地上的迦南產業，這產業屬於 
更高的層次，也延績更久》它不會被戰爭、饑 荒 、或其他類似的事所 
毀 壞 ，因為它乃屬於那要來世代的光明範疇》

3 第 1 1 節 和 1 2 節之間並沒有間斷：4KAnpoSeiui£v ( 「我們成了基業」 ， 
第 1 1 節 《和合本》小字）裏 的 「我們」 * 就 是 如 與 ... TOUg TTpOTlATTlKO- 

( 「我們這首先有盼望的」 ，第 1 2 節 ）裏 的 「我們」 。

4 Ernst, 278; Caird, 40—41; Bruce, 264; G. D. Fee, God rs Empowering 

Presence, 669 ; 及 I. H. Thomson, Chiasmus, 7 7 - 7 9 。墨 瑞 慈 （T. 

M o ritz , ‘ Summing Up A l l  T h ings ’ ，9 7 ) 聲稱這種解釋符合猶太人在 
救恩歷史中的優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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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14)
5 .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_  11〜14)

反 對 此 種 區 分 的 人 則 聲 稱 ，第 11〜 1 2 節 中 所 主 張 的 一 切 ，都 

適 用 於 一 般 信 徒 ：5 他 們 的 被 神 預 定 、他們被指定為神的產業而使 
祂 的 榮 耀 得 著 稱 讚 、以 及 他 們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有 了 盼 望 的 事 實 ，這 
些 都 被 認 為 是 同 樣 適 用 於 猶 太 和 外 邦 信 徒 。但 是 ，由 於 以 下 原  
因 ，這 看 法 不 能 令 人 信 服 ：（a) 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已為了使祂的榮 
耀 得 著 稱 讚 而 被 預 定 、被 指 定 為 神 的 產 業 （參 ：第 4 、5 節 ） ，如 
此 說 法 固 然 正 確 ，但 第 1 1 和 1 2 節 卻 未 特 別 表 達 這 一 點 。反 之 ， 

這 裏 正 在 斷 言 的 是 ，在 神 救 恩 計 劃 的 廣 泛 旨 意 中 ，為了使祂的榮 
耀 得 著 稱 讚 這 目 的 而 被 揀 選 的 ，是 那 些 猶 太 裔 的 人 ，他 們 是 那  
「應 許 之 約 」比 較 直 接 的 承 受 者 ，也 是 最 早 接 受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這可 能 包 括 耶 穌 起 先 的 門 徒 們 ，和 其 他 如 保 羅 一 般 的 人 們 ） 。 

他 們 代 表 神 的 百 姓 ，是 以 色 列 有 信 心 的 餘 民 ，被 神 宣 告 為 祂 的  
分 。這 樣 解 釋 完 全 符 合 剛 才 所 引 用 的 摩 西 之 歌 （申 三 十 二  8 〜 
9 ) ，及 其 他 的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那些經文都 說 主 的 產 業 / 分就是祂 
的 百 姓 雅 各 或 以 色 列 。應 驗 這 些 舊 約 聖 經 應 許 的 ，就是這些首先 
接 受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猶 太 人 。（b ) 另 外 那 種 說 法 未 能 充 分 解 釋 的 ，是 
第 1 3 節 裏 轉 換 到 第 二 人 稱 複 數 （「你 們 」）的 重 要 意 義 。（c ) 將 
這 動 詞 翻 譯 為 「 〔我 們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盼 望 了 」 ，據我看並 
不 理 想 （見 下 文 ） 。（d ) 我 們 可 提 出 質 疑 的 是 ，這樣的解釋是否充 
分 考 慮 到 本 信 中 猶 太 人 一 外 邦 人 問 題 的 神 學 意 義 ，及它與這奥秘

5 L in co ln , 9, 3 6 -3 8 。這說法的另一形式是 R. A. W ilson , ‘ “ W e”  and 

“ Y ou”  in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SE 2，ed. F. L. Cross (B e rlin : 

A kadem ie -V erlag , 1964)，6 7 6 -8 0 ，他認為以弗所書裏的「我們」全 
是指所有的信徒。「因 此 * 所 說 關 乎 『我們』的 ，都適用於所有的基 
督 徒 ；而所說關乎『你們』的 ，則適用於新信徒或剛受洗者」 （6 7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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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的 關 係 。在 第 3 〜 1 4 節 裏 展 望 到 這 一 點 並 不 希 奇 ，6因這書信 

裏 的 許 多 重 要 神 學 主 題 都 出 現 在 開 頭 的 頌 讚 中 。7 ( e ) 最 後 ，正如 
林 康 所 主 張 的 ，第 1 4 節 回 到 第 一 人 稱 複 數 的 「我 們 」來指所有的 

基 督 徒 ，這 並 未 「壓 倒 性 地 否 定 這 提 議 」 。但保羅 既 已 先 提 到 猶  
太 基 督 徒 被 神 宣 告 為 祂 的 產 業 ，相 信 的 外 邦 人 也 受 了 所 應 許 的 聖  
靈為 印 記 （這 正 是 使 徒 行 傳 第 十 和 第 ^一 章 哥 尼 流 事 件 所 表 達  
的 ） ，那 麼 宣 稱 所 應 許 的聖靈就是 我 們 得 基 業 的 憑 據 ，不論猶太 
人 或 外 邦 人 都 一 樣 （見 下 文 ） ，應 是 全 然 合 適 的 》同樣的論點也 
可 以 用 來 了 解 加 拉 太 書 三 章 1 3 、1 4 節 裏 保 羅 的 言 語 。

雖 然 神 救 恩 歷 史 的 計 劃 乃 是 出 於 祂 天 命 的 安 排 ，在這較廣泛 
的 旨 意 裏 ，猶 太 基 督 徒 被 神 宣 告 為 祂 的 分 ，是以強 調 的 方 式 表 明  
這 是 祂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之 旨 意 的 重 要 部 分 。保 羅 使 用他先前所 
用預定8 和 神 旨 意 的 言 語 （第 5 節 ） ，在 這 裏 將 之 應 用 到 那 些 「首 

先 在 基 督 裏 有 盼 望 」的 人 ，說 他 們 被 揀 選 為 主 自 己 的 產 業 。此 
外 ，在 使 徒 為 此 讚 美 神 的 同 時 ，他 也 強 化 了 這 些 人 在 神 的 計 劃 中  
有 特 殊 地 位 的 觀 念 ；他 是 用 另 外 兩 個 以 「照 著 」開 始 的 片 語 ，和 
意 思 是 「計 劃 」和 「果 斷 的 決 心 」的 兩 個 同 義 名 詞 》向 「應許之

6 恩 斯 特 （Ernst, 278 ) 恰當地評論：「若我們認為以弗所書的一般主 
題 是 『猶太人及外邦人所組成的這一個教會』 * 那麼出現強調性的 
『我們』 （第 1 1 節 ）和 『你們』 （第 1 3 節 ）就不足為奇了。在耶穌 

基督裏救恩的福音，不僅屬於猶太人中首先被稱為基督徒的，也屬於 
來自異教背景的那些人。j

7 見 P. T. O ’ B rien , ‘ Ephesians I ’ ，5 0 4 -1 6 ，那裏對這點有更詳盡的解 
釋 。

8 不定過去式分詞TIPOOP1O^VT£5 ( 「已被預定」 ，第 1 1 節 ）與主要動詞 
iKAnpoiermEv ( 「我們被宣告為神的產業」 ，第 i i 節 ）是同時的事件； 
參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 8 4 。

230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 美 （_  3〜 14)
5 .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一 11〜 14)

約 」的 信 心 後 嗣 施 行 恩 惠 的 那 位 ，就 是 照 祂 的 旨 意 、以大能成就 
萬事—— 祂計劃的一切 —— 的 那 一 位 。所 強 調 的 ，是祂那無任何條 
件 限 制 的 自 由 ；因 此 ，不 論 祂 計 劃 、決 定 要 作 任 何 事 ，都肯定會 

照 樣 成 就 。
第 5 節 說 ，信 徒 們 得 著 神 兒 子 的 名 分 ，這是他們被預定的目 

的 ’ 最 終 是 要 使 祂 榮 耀 的 恩 典 得 著 稱 讚 。這 裏 也 一 樣 ，使祂的榮
耀 得 著 稱 讚 ，是 那 些 「首 先 在 基 督 裏 有 盼 望 的 人 」9被揀選為神產 
業 的 目 的 》神 對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參 ：第 1 4 節 ）恩惠旨意的彰 

顯 ，是 為 了 祂 自 己 的 榮 耀 。 「當 那 些 得 蒙 救 贖 脫 離 罪 惡 的 人 照 著  
祂 的 旨 意 而 活 、展 現 出 印 證 他 們 為 祂 兒 女 的 那 種 家 庭 屬 性 時 ，祂 
就 在 世 人 和 天 使 掌 權 者 面 前 」被 尊 崇 ，祂得榮耀 的 目 的 就 實 現 了  

( 至 少 是 部 分 地 實 現 了 ） 。1()

一  1 3 . 但 主 的 產 業 或 屬 祂 自 己 所 有 的 ，並 非 只 有 猶 太 信 徒 ， 

因為這裏也明確地說到外邦基督徒 —— 你們也—— 聽到並接受真理 
的 信 息 ，就 受 了 所 應 許 的 聖 靈 為 印 記 ，成 為 祂 所 有 的 。神在基督 
裏 的 永 恆 旨 意 ，外 邦 信 徒 也 在 其 中 被 納 入 神 的 這 群 百 姓 中 。他們 
在 神 產 業 裏 的 分 ，與 那 些 猶 太 裔 、首 先 在 基 督 裏 有 盼 望 的 人 們 所  
擁 有 的 一 樣 完 全 。所 以 • 在 這 蒙 贖 之 民 的 新 群 體 中 ，沒 有 頭 等 、 
次 等 公 民 之 分 ！

9 npOE^TIl^在新約聖經裏僅見於此處• 前 綴 i rp c ^ 可以是強調「之前」 
或 「事先」的 觀 念 。因 此 • 這複合動詞可指那些在基督來臨之前就已 
在盼望的人們，或 者 * 按我們的看法，指猶太信徒• 也就是在基督的 
死和復活所開啟的世代裏，神百姓中初熟的果子》林 康 （L inco ln , 
3 7 ) 根據前述的看法，將這前綴理解為強化動詞裏的現有意思，他把 
這動詞解釋作「我們已經盼望」 。見 B A G D ，705 ；和 Louw  and N ida 
§25.60 •>

10 Bruce, 2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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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3 節 開 頭 的 字 句 ， 「在貤裏 面 你 們 也 … … 」 （參 《呂振中 

譯 本 》 ） ，並 不 完 全 。可 以 加 入 動 詞 「是 」 ，來 補 足 這被省略部 
分 的 意 思 ，可 參 考 《新 國 際 版 》的 翻 譯 ：你 們 〔外 邦 人 〕也被包 
括 在 基 督 裏 面 （直 譯 ） 。本 節 的 第 二 部 分 又 重 複 片 語 「在祂裏 
面 j ，11指 的 是 主 要 句 子 ， 「你 們 〔在 基 督 裏 〕受 了 印 記 」 •表  
示 當 外 邦 人 相 信 之 時 ，他 們 就 在 祂 裏 面 領 受 了 應 許 給 以 色 列 之 同  
一 聖 靈 的 印 記 》

就 像 在 他 們 之 前 的 猶 太 信 徒 一 樣 ，外 邦 人 聽 到 福 音 ，體會到 
其 中 所 說 的 救 恩 也 是 為 他 們 預 備 的 。他 們 所 聽 到 使 徒 的 宣 告 被 稱  
為 真 理 的 道 ，就 是 那 叫 你 們 得 救 的 福 音 。這 文 字 與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5 節 非 常 類 似 ，它 是 保 羅 和 其 他 佈 道 者 們 所 用 早 期 基 督 教 宣 教 詞  
彙 的 重 要 部 分 ；參 考 ： 「聽 道 」 （參 ：羅 十 14〜 17 ; 徒二 3 7 ，十 
三 7 、44 , 十 九 1 0 ) , 以 使 徒 的 福 音 為 真 理 （參 ：加二 5 、14 , 

五 7 ; 林 後 四 2 ) ，為 「主 的 道 」 （帖前一  8 ; 帖 後 三 1 ) ， 「神 

的 道 」 （帖前二  1 3 ) ， 「基 督 的 道 理 」 （西 三 1 6 ) ，和 「生命的 
道 」 （腓二  1 6 ) 。這 真 理 的 道 應 從 舊 約 聖 經 的 背 景 來 了 解 ：神的 

話 乃 是 向 人 類 所 說 、所 啟 示 的 ，它 含 有 祂 的 特 質 ，並 且 絕 對 可  
靠 。因 此 詩 篇 作 者 禱 告 說 ， 「求 你 叫 真 理 的 話 總 不 離 開 我 口 」 

( 詩 一 一 九 4 3 ) 。在 歌 羅 西 書 裏 ，福 音 被 稱 為 「真 理 的 道 」 （一
5 ) ，似 乎 是 要 與 傳 講 異 端 者 的 錯 謬 教 導 作 對 比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真 理 的 道 啟 示 神 的 真 理 ，特 別 是 因 為 它 關 乎 神 救 恩 的 目 的 和  
人 類 在 其 中 的 地 位 。同 位 語 ，叫 你 們 得 救 的 福 音 12 ( 參 ：羅一

11 A . T. Robertson, A Grammar o 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ew Y ork : Hodder &  Stoughton, 1919), 5 4 0 。

1 2 關 於 「福 音 」這重要主題的討論 * 見 P. Stuhlmacher, ‘ The Theme: 
The Gospel and the Gospels’ ，in The Gospel and the Gospels, e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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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14)
5 .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一 11〜14)

1 6 ) ，使 用 了 強 調 的 人 稱 代 名 詞 你 們 ，提醒讀者 們 回 想 他 們 自 己  
的 悔 改 歸 正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這 大 能 的 信 息 為 他 們 成 就 的 ：它帶 
來 「一 個 拯 救 行 動 ，蒙 拯 救 脫 離 靈 命 的 死 亡 、神 的 烈 怒 、邪惡權 
勢 及 罪 與 肉 體 的 轄 制 」 13 ( 參 ：弗二 1〜 3 ; 根據二  5 、8 ，讀者們 
已 藉 著 基 督 而 被 拯 救 ；五 23 ) 。

外 邦 人 在 相 信 福 音 的 時 候 ，就 受 了 所 應 許 的 聖 靈 為 印 記 。14 

在 這 文 脈 中 ，不 定 過 去 式 分 詞 「相 信 」最 好 的 解 釋 ，是將它當作 
與 主 要 動 詞 「你 們 受 了 印 記 」同 時 發 生 的 。分詞在 這 裏 並 不 表 示  
先 前 的 行 動 ，15彷 彿 說 外 邦 人 先 相 信 ，然 後 才 受 了 聖 靈 的 印 記 。 
事 實 上 ，相 信 和 受 印 記 乃 一 體 之 兩 面 。使 徒 行 傳 十 九 章 第 2 節裏 
有 同 樣 動 詞 形 成 的 類 似 組 合 ，在 那 裏 ，保 羅 問 一 群 在 以 弗 所 的  
「門 徒 」 ，當 他 們 相 信 的 時 候 是 否 領 受 了 聖 靈 。16在以弗所書這

Stuhlmacher (Grand Rapids: Eerdmans，1991)，1-25 •特別是  19-

23 ;禾口他的 ‘ The Pauline G ospel，，in The Gospel and the Gospels， 149- 

72 ; 和 P. T. O 'B rie n , Gospel and Mission, 7 7 -8 1 。

13 L in co ln , 39 °

14 J. A da i, Geist, 6 8 ，與他過去所提出的一致，宣稱聖靈的印記是這整 
段 頌 讚 、而 非 僅 僅 第 1 3 節的高潮。他 又 說 ，領受聖靈不只是成為基 
督徒的一個層面，更是它的目標。

1 5 波 特 爾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83-85 ) 解 釋 說 ：當不定過去式 
分詞出現在主要動詞之前時（就像在這裏） ，它傾向於表示先前的當 
作 。但他也指出有例外的情況，本處似乎就是其中之一。參 Hoehner， 
237-38 。

1 6 同樣的，moTdaovTW ( 「相信了」）應被視為與主要動詞同時發生的 
不 定 過 去 式 分 詞 ；參 J. D. G. Dunn,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London: SCM, 1970), 158-59; Bruce, 265 ；和 L in co ln , 3 9 。戈 登 • 

費 依 （G. D. Fee, God rs Empowering Presence, 670 ) 認為這不定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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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稱 之 為 「所 應 許 的 聖 靈 」 ，這 或 許 是 閃 族 語 ，指舊約聖經裏 
所 應 許 的 聖 靈 ，17在 五 旬 節 被 得 著 高 舉 的 耶 穌 澆 灌 下 來 （注意使 
徒 行 傳 二 章 3 3 節 ，那 裏 說 到 「所 應 許 的 〔= 那 就 是 〕聖 靈 」） 。 

當 外 邦 人 領 受 聖 靈 時 ，舊約聖經 的 應 許 就 成 就 了  ；如同加拉太書 
三 章 1 4 節 ，這 裏 的 聖 靈 當 被 理 解 為 應 許 的 內 容 。另 一 方 面 ，這種 

表 達 也 被 認 為 是 表 示 聖 靈 帶 來 了 將 要 來 之 榮 耀 的 應 許 （參 ：弗四 
3 0 )  °

說 到 以 聖 靈 為 印 記 ，是 指 著 所 有 權 和 保 護 的 觀 念 說 的 。牛 
群 ，甚 至 奴 隸 ，會 被 他 們 的 主 人 打 上 烙 印 ，表 示 他 們 是 靥 於 誰  
的 。主 人 就 因 此 保 住 他 們 的 財 產 免 於 遭 竊 ；從 這 方 面 看 ，印記是 
保 護 的 記 號 或 保 證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神 在 祂 的 選 民 身 上 設 立 記  
號 ，將 他 們 標 示 為 祂 自 己 的 產 業 ，保 守 他 們 免 於 被 毀 滅 （結 九 4 

〜 6 ) 。保 羅 在 哥 林 多 後 書 一 章 2 2 節 使 用 打 印 記 的 意 象 說 到 聖  

靈 ： 「神 已 經 使 他 們 成 為 不 可 侵 犯 的 產 業 ；其 保 證 就 是 神 的 靈 在  
心 裏 。」1 8藉 著 賜 聖 靈 給 外 邦 信 徒 ，神 現 在 為 他 們 打 上 「印 
記 j  ，證 明 他 們 為 祂 所 有 ，祂 將 保 護 他 們 行 過 今 生 的 考 驗 和 試 探  

( 參 ：六 10〜 1 8 ) ，直 到 祂 在 「得 贖 的 日 子 」 （四 3 0 ) 最後得著 
他 們 （參 ：第 1 4 節 ）為 止 。19

式分詞乃先於主要動詞，但他的了解是，這只是遍輯上的在先。他又 
補 充 說 ：「這兩個動詞絕不是指單獨、個別的信仰經歷」 。不論文法 
或 上 下 文 ，都 沒 有 理 由 「讓人認為保羅在這裏指的是兩種不同的經 
歷 」 。

1 7 參 ：加 三 1 4 ，那裏的聖靈是為外邦人應驗了所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18 G. F itzer, TDNT 7 :9 4 9 。

19 參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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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有 許 多 人 聲 稱 ，用 聖 靈 打 上 印 記 的 意 象 與 洗 禮 的 經 歷 相  
符 ，但 在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 3 節 和 四 章 3 0 節 （或林後一  2 2 ) 裏卻沒 

有 直 接 談 到 洗 禮 。 實 際 上 ，以 弗 所 書 裏 唯 一 明 確 提 到 洗 禮 的 地  
方 是 在 四 章 5 節 ，其 上 下 文 是 講 到 合 一 ，而 不 是 洗 禮 ！印記指的 

是 讀 者 們 實 際 領 受 聖 靈 。保 羅 將 聽 到 福 音 、相 信 、和 領受聖靈連 
在 一 起 ，這 些 都 是 悔 改 歸 正 一 加 入 教 會 的 重 要 因 素 。

- 1 4 . 當 外 邦 人 相 信 福 音 時 就 受 了 聖 靈 為 印 記 ，這聖靈在這 

裏 被 稱 為 我 們 得 基 業 的 憑 據 。21在 這 翻 譯 的 後 面 ，是 個 表 示 「訂 
金 」或 「抵 押 品 」的 字 ，22它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只 被 用 於 保 羅 的 作 品  
中 ，並 且 都 是 指 神 的 靈 。這 字 源 於 閃 族 語 言 ，到 了 希 臘化時期的 
希 臘 文 中 ，成 了 一 常 用 的 商 業 用 語 ，意 思 是 訂 金 或 頭 期 款 。23根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14)
5.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一 11〜14)

20 G. F itzer, TDNT  7 :9 4 9 。參 J. D. G. Dunn, Baptism， 1 6 0 。亞諾德 
(A rn o ld , 1 3 5 ) 說 ，「任何關於洗禮的暗示都非出自〔弗一 1 3 的 〕 

上 下 文 ，」他主張應當對於把以弗所書當作「洗禮的講道」這觀念存 
疑 。只有一處清楚地提到這詞（四 5 ) ，「不是為了洗禮本身的緣 
故 ，而 是 以 之 為 構 成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許 多 要 點 之 一 」 （見 ： 〈導 
論〉） 。

2 1 關於文本問題 * 究 竟 保 羅 寫 （或口述）的 是 3 ( 中性關係代名詞， 
「那… … 的 」) ，與 先 行 詞 TweGMa ( 「聖靈」）一 致 ，或是陽性字欠 
( 「那人」） ，受到它的述詞名詞dppotp^v ( 「憑據」）牽 引 ，見 B. 

M.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 tu ttgart: Deutsche B ibe lgese llschaft, 1994), 6 0 1 -2 。不論如何，都 
是同樣的意思，聖靈的位格不是問題所在。

22 希臘文 dppapoSv。

2 3 希伯來文的Y rd的n 在創世記三十八章17〜2 0 節裏出現三次，講到猶 
大將私人的財產交給他瑪作「當頭」 。參 B A G D ，109 : 作為分期付款 
的頭款，它 是 「預先付了部分價錢，因此取得了相關物件的法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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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哥 林 多 後 書 一 章 2 2 節 ，哥 林 多 人 領 受 聖 靈 這 「訂 金 」 ，保證了 

他 們 未 來 救 恩 的 實 現 。他 們 對 天 上 住 所 的 渴 慕 （林 後 五 1〜5 ) ， 
是 來 自 聖 靈 這 預 付 款 所 帶 給 他 們 的 確 據 （參 ：羅 八 2 3 ) 。在 第 14 

節 這 裏 ，所 領 受 的 聖 靈 是 我 們 得 基 業 的 憑 據 ：神 將 祂 賜 給 我 們 ， 
不 僅 是 應 許 給 我 們 最 終 的 產 業 ，實 際 上 更 是 讓 我 們 預 嚐 它 的 滋  
味 ，即 使 它 「不 過 是 未 來 產 業 的 一 小 部 分 而 已 」 。24

「基 業 」25 — 詞 ，很 合 宜 地 繼 續 第 1 1 節 的 觀 念 （參 ：第 18 

節 ） ，就 是 「我 們 被 神 宣 告 為 祂 的 分 」 （直 譯 ） 。在 那 裏 ，使徒 
所 說 的 是 猶 太 基 督 徒 ，他 們 首 先 在 基 督 裏 有 盼 望 ，被神宣告為祂 
的 個 人 財 產 ，祂 的 基 業 。在 這 裏 的 表 達 中 ， 「我 們 得 基 業 」指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26都 有 確 切 的 盼 望 ，要 承 受 福 音 所 應 許 的 那 將 來 世  
代 之 生 命 的 榮 耀 （參 ：第 1 8 節 ） 。因為聖靈在他們心裏和生命中 

的 工 作 ，他 們 現 在 就 得 以 享 受 這 永 存 的 產 業 。所 領 受 的 聖 靈 ，就

權 ’ 或是使契約生效」 ；和 A. Sand, EDNT  1 :1 5 7 -5 8 。這字在現代 
希臘文裏的意思是「訂婚戒指」 》

24 L ig h tfo o t, 324 °

25 KAr|povoii(a ( 「基業」) 與 動 詞 iKAipu50T^Ev ( 第 1 1 節 ）同 源 。有關保 
羅書信中廣泛論及的基業這個題目•見J. D. Hester, P aul’s Concept of 
Inheritance: A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 f Heilsgeschichte 

(Ed inburgh: O live r and Boyd, 1961) ; 和 J. H. F ried rich , EDNT  

2 :298-99 ( 及其所引用的文獻） 。

26 戈 登 • 費 依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69 ) 正確地 
說 ：「藉著微妙的代名詞轉換，保 羅 從 『我們』 〔= 猶太人〕得到基 
業 ，轉 到 f 你們』 〔= 外邦人〕受 了 『所應許的聖® 』為 印 記 ，再轉 
到聖靈是神為^ 我們』 〔= 猶太人和外邦人一起〕最終的基業所付的 
訂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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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神 兒 女 們 在 那 要 來 的 世 代 裏 將 擁 有 產 業 的 頭 期 款 和 保 證 （第 5 

節 ） 。
接 下 來 的 詞 語 「為 了 產 業 的 贖 回 」 （直 譯 ； 《和 合 本 》小字 

作 「直 等 到 神 之 產 業 被 贖 」 ） ，有 兩 種 主 要 的 解 釋 方 式 。第 一 ， 
有 人 認 為 這 片 語 所 說 的 ，是 眾 信 徒 領 受 聖 靈 為 基 業 的 訂 金 或 樣 品  
的 方 式 （第 1 4 a 節 ） ，在 將 來 得 贖 的 那 日 （弗 四 3 0 ) ，這基業將 

全 然 為 他 們 所 有 。翻 譯 作 「產 業 」的 這 詞 ，被 當 作 代 理 性 的 名  
詞 ，指 眾 信 徒 「擁 有 」他 們 的 基 業 。有 人 說 ，在 帖 撒 羅尼迦前書 
五 章 9 節 和 帖 撒 羅 尼 迦 後 書 二 章 1 4 節 裏 ，這字是指基督徒得到最 

後 的 救 恩 或 榮 耀 ，在 此 處 也 當 以 類 似 的 方 式 來 了 解 它 。所以這片 
語 被 認 為 是 時 間 性 的 ，被 解 釋 為 「直 到 被 贖 ，得 到 〔我 們 的 產  
業 〕 」 。27

較 有 可 能 的 是 第 二 種 解 釋 方 式 ，將 這 表 達 當 作 是 指 眾 信 徒 為  
神 的 產 業 * 而 非 他 們 擁 有 所 應 許 的 基 業 。28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贖 回 都 是 指 神 的 作 為 。在 這 裏 亦 然 ，祂 是 救 贖 的 行 動 者 ，也 
是 擁 有 祂 子 民 的 那 位 。祂 使 他 們 歸 入 祂 的 名 下 ，他們是祂 的 寶 貴  
產 業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耶 和 華 稱 神 的 百 姓 以 色 列 為 「萬民中屬我 
的 子 民 」 （出 十 九 5 ; 參 ：申 十 四 2 ，二 十 六 18 ；特 別 是瑪三 
1 7 ，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說 ： ^ 在 我 所 定 的 日 子 ，他 們 必 屬 我 ，特特 
歸 我 』 」） 。這 詞 也 以 同 樣 的 意 思 出 現 於 彼 得 前 書 二 章 9 節 ，那 
裏 稱 信 徒 為 「被 揀 選 的 族 類 ，是 有 君 尊 的 祭 司 ，是 聖 潔 的 國 度 ， 
是 屬 神 的 子 民 」 。 「為 了 產 業 的 贖 回 」這 整 個 片 語 並 無 純 時 間 性

— 、開頭的頌讚：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一 3〜14)
5.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一 11〜14)

2 7 史納肯伯（Schnackenburg, 45，6 7 ) 最近就持這樣的意見，他是持這 
樣看法的人之一。

28 見 ：如 I. H. M arsha ll, Reconciliation, 161-62; Bruce, 266-67 ；和 
L in co ln , 4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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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它所指的，是主要動詞 H 尔們受了印記」所描述之行動 

的目標。29當神將祂的聖靈賜給外邦人信徒為印記和憑據時，祂 

所展望的，是他們完全、最終的得贖，作為祂寶貴的產業。在一 

章 7 節 裏 ，救贖是現今的「屬靈福氣」 ，在這裏則表示最後的拯 

救 （參 ：四 3 0 ) ，就是當神全然擁有那些已經屬祂之人的時候。

舊約聖經裏用來稱以色列為神寶貴產業的言語，如今也被用 

在外邦人信徒身上，這誠然是好消息。那些人過去曾經是「與基 

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 

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二 1 2) ，如今在屬神子民的群體 

裏 ，有了確定的地位。他們完全與「他們那些猶太血統的信仰同 

伴共享當前的福氣和未來的盼望」 。3<>

那 些 「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被揀選的目的，是使神的 

榮耀得著稱讚（第 1 2 節 ）。神以聖靈作為外邦信徒印記的最終目 

的 ，在此歡樂地描繪為使祂的榮耀得著 稱 讚 ，這與之前所述形成 

一個平行的高潮。預示給猶太信徒的最終目標（第 1 2 節） ，如今 

也被分派給外邦基督徒（H 尔們也」 ） > 因為救恩全然開展的最 

終目的，就是神的榮耀。如布魯斯所認為的：這裏可能是呼應舊 

約聖經的言語，特別是以賽亞書四十三章2 0〜2 1 節 ，在那裏，神 

說 ：「我的選民… … 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

29 「為了產業的贖回」在文法上曾被連結到前面片語裏的憑據* 而非主 
要 動 詞 「你們受了印記」 （參 ：《新美國聖經》 ，「為完全贖回神所 
立為祂自己百姓而付出的頭款」 〔直 譯 〕） 。但意思上的差異並不 
大 。

30 Bruce, 2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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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的頌*  ：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嫌美（一 3〜14)
5 .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一 11〜14)

德 。」31祂應當受讚美，不僅是因為祂所已經作成的，也是因為 

展望到祂完成救贖、全然擁有祂的百姓的景象。

第 3〜1 4 節的頌讚是以一連串的讚美開始《那是保羅為著神 

在主耶穌基督裏澆灌在祂百姓身上的各樣屬靈福氣而讚美祂》藉 

著重複出現的「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第 6 、1 2 、1 4 節） ，讚 

美的意味貫穿全段。這樣詳述神在祂愛子裏的大能作為，激勵這 

些廣泛救恩福氣的領受者們和保羅，表達他們的感謝和讚美。

本段經文以神為中心的特質 • 以基督為焦點，特別是神要使 

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心意，它對神恩典的強調，以及神呼召 

一群百姓歸祂自己，這些都是這整封書信的主要題材。第 3 〜 14 

節的頌讚提供了本書信的主旨，展現許多在書信主體重複出現的 

重要觀念 ’ 確定它的風格和語氣，也為保羅的教導和勸勉的目的 

提供了引言。

31 Bruce,  2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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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戚謝 ' 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5〜 23 )

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_ 15〜 
23 )

15因 此 ，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16就為 

你們不住地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17求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 

們 ，使你們真知道祂，18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 

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 

的 榮 耀 ，19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 

大 ，2()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褢 

復 活 ，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21遠超過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有能的、主 治 的 ，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22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 

會作萬有之首。23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 

的 。

在他這壯闊的頌讚之後，保羅加入一個開頭的感謝段落，他 

在其中為他的讀者們感謝神（第 15〜 1 6 a 節 ） ，接著又為他們代 

求 （第 16b〜1 9 節） 。接下來的經文（第 2 0〜2 3 節）是同一句子 

的繼續，向神獻上讚美，因為祂行使大能，使基督從死裏復活， 

並為教會而高舉祂作萬有之首。以弗所書第一章開頭的頌讚，或 

berakah，並未取代感謝的結構 , 而是將感謝放在後面。1

1 這種開頭的感謝形式也出現在希臘化猶太教中（參 ：《馬加比二書》 
一 10〜1 3 ) 。保羅使用這種希臘化書信的格式• 常在他書信的開頭用 
來表達他對耶穌基督之父神的感謝，這是為了祂在讀者的生活中所成 
就的事而感謝 • 其中絕大多數是外邦人》但 是 * 雖然保羅感謝的結構 
属於希臘化時代，我們卻有充分理由相信它的內容（除了其中明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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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3〜三 21 )

以弗所書的感謝部分很短，緊接在頌讚（第 13〜1 4 節 ）之 

後 。因為它雖然包含大部分的結構要素 • 2但保羅感謝的原因卻很 

簡 短 。在感謝部分裏本當有的許多要素都已經出現在頌讚中（見 

上文） 。但這並不表示對神所發的感謝是多餘的。保羅為了他自 

己也有分的救恩福氣而使用頌讚的格式（第 3〜1 4 節 ，特別是第

1 1 、1 2 節 ） ，並使用感恩詞彙表達他對神在他的受信人生活中的 

作為而感謝祂；保羅仍然在兩者之間保有他慣有的區別。現在他 

在這感謝段落中轉向後者。

本 段 （特別是第 15〜1 9節 ）與第 3〜1 4節的頌讚相連。開頭 

的字眼因此（第 1 5 節 ）指前面整段，特別是第 13〜1 4 節 ，那裏 

將頌讚應用在受信人身上，就是如今在基督裏與猶太人有同等地 

位的外邦人。是表原因的字句，我既聽見，就像它在歌羅西書裏 

的對應詞（西一 4 )  一 樣 ，表示作者已經收到關於受信人信心的 

消息。它也可能與第 1 3 節裏的信有關，這或許是這感謝報導如此

基 督教的因素，像是福音等等）顯示了舊約聖經和猶太人思想的影 
響 。

2 在保羅書信全集裏，可以看出開頭感謝部分的兩種基本格式，是在感 
謝 的 動 詞 djcopurr^) ( 「我感謝」）之 後 ：（1 ) 較詳細的格式• 含有可 
達七項的基本要素，以 t v a 子 句 （或其對等用詞）結 束 ，列出使徒為 
讅者代求的內容：腓一 3〜 11 ；西一 3〜 14 ；門 4 〜6 。（2) 第二種格 
式較為簡單，也是以向神感謝開始，但 卻 以 子 句 結 束 ’ 指出這樣 
表達感謝的原因：林前一 4 〜 9 ；參 ：羅一 8〜1 0 。以弗所書一章15 

〜1 9 節臑於第一個類別，感謝的動詞雖然沒有受詞（「神 」） •但第 
1 7 節裏的整個稱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已清楚地 
表示了感謝的對象。 （關於這兩種主要格式的詳細討論，及混合的結 
構 ，見 P. Schubert, Form and Function, 10-39 ; 及 P. T. O ’ B rien, 

Introductory Thanksgivings, 6 -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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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的另一個原因。如果以弗所書真的是一封巡迴傳閱的書信， 

我們就能理解為甚麼這報導會如此簡短。保羅在頌讚中已經提到 

福音和宣教詞彙 | 以及外邦人讀者受了聖靈為印記，就沒有必要 

在感謝報導中予以重複。

保羅在第 17〜1 9 節裏的代求與他的感謝禱告連結。這段落裏 

的幾個觀念重拾頌讚中的主題和思想。3這代求是為了叫頌讚裏的 

福氣實現在讀者們的生命中而禱告。第 17〜1 9 節幾乎是禮拜儀式 

的風格，如果保羅希望受信人能了解第3〜1 4 節中偉大的主題， 

那麼特別強調智慧和知識就可以理解了，因為它與真正明白這奧 

秘有密切的關聯。如 同 berafcah裏所閣明的屬靈福氣，這樣的智 

慧只能由神賜下（第 17〜1 8 節 ） 。若 第 17〜1 9 節裏的代求禱告 

回顧了這頌讚中的部分主題，那它也同時預示了第三章14〜1 9 節 

的禱告。它基本上是個祈求，要那些如此蒙神厚厚賜福的人們得 

以認識盼望、榮耀、和能力。

這代求的言語，幾乎是不知不覺地轉換為讚美神的崇高言 

語 ，因神為了教會的緣故而高舉基督作萬有之首（第 2 0 〜 23 

節 ） 。4 如果這幾節經文為這感謝段落（雖然從某個角度來說，整

3 注 意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 （第 1 7 節 ） ，這稱謂與 
第 3 節的字眼並無不同，而 「榮 耀 」則 出 現 在 第 1 8 節的祈求中。
「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真知道祂」 （第 1 7 節 ） ，呼 應 了 「叫 

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第 9 節 ） ，而 「豐富」 、「智慧」 、「基 
業 」 、「盼望」和它們的同義詞也都再次出現。也 留 意 「信心」和神 
的 「榮耀」這些主題的重複。

4 有時這幾節經文被認為是早期基督教的一首詩歌• 或至少是基於這樣 
的詩歌而改寫的》其中有幾個片語似乎與教導或禮拜儀式的材料類 
似 ，但這並不表示它們就是一首詩歌或正式的信仰告白 > 或是從兩者 
之一修飾而來的。要嘗試從第 20〜2 3 節重組一首詩歌，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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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一 3〜 三 2 1 都可被視為開頭的感謝）帶來了末世論的高潮，5 

那麼著重點就落在基督目前的統治，因此就是在已實現的末世論 

上 》這的確符合第一〜三章裏對「已經實現」層面的明顯強調》 

這整個段落是由一個長句子構成的，包含了感謝（第 15〜 

1 6 a 節 ） 、代 求 （第 16b〜1 9 節 ） 、和信仰告白的材料，以讚美 

那曾使基督復活並高舉祂的神（第 2 0〜2 3 節） ，它從寬廣的視野 

將神對祂百姓的心意呈現出來。6 像前面的頌讚（第 3〜1 4節）一  

樣 ，當保羅描述三一神為祂的百姓所作的工作時，他的思想模式 

含括了過去、現 在 、和未來。關於過去，所提到的是神使基督復 

活 ，並將祂高舉到最高的榮耀地位，也提到祂呼召信徒歸祂自 

己 。關於現在，焦點是神的百姓所擁有的特權，特別是祂的能力 

( 那是他們可以支取的） ，還有基督目前統治宇宙，和教會與祂 

的關係。關於未來，所提到的是基督徒蒙召而有的盼望，和那要 

來的世代。這代求是向天父發出的（第 1 7 節） ，因祂為祂的百姓 

作 工 。基督是天父行動的焦點—— 祂使基督復活、高舉祂、使萬 

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聖靈是啟示的執行 

者 ，「祂解釋神的行動，使信徒們得以支取那已經為他們成就 

的 」。7 再一次，像在頌讚中一樣，它有神論、基督論、和教會論

作 法 。注意以下的討論：R. Deichgrober, Gotteshymnus und Christus- 

hymnus， 161-65; T. G. A lle n , ^Exaltation and S o lid a rity  w ith  C hrist: 

Ephesians 1:20 and 2 :6，，JSNT 28 (1986), 103-20 ；和 Best，1 5 7 。

5 J. T. Sanders, ‘ The T rans ition  from  Opening E p is to la ry  Thanksg iv

ing to Body in  the Letters o f  the Pauline Corpus，，JBL 81 (1962), 

348-62 ；和 L in co ln , 50 °

6 注 意 L in c o ln ，8 1 -8 2 裏的深刻講解。

7 L in co ln , 8 1 。



二 、戚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5〜 23 )

的焦點。保羅所禱告的，是他的讀者們能更多認識神呼召他們的 

盼 望 ，祂在他們中間所得豐富的基業，及祂在他們身上運行的浩 

大 能 力 》這些都是在基督裏為他們贏得之大能救恩的各個層面 

( 第 18〜1 9 節 ）。在這段經文裏，特別強調了教會在神旨意中的 

地 位 ：它以感謝和為信徒禱告開始，這又轉而說明神在基督裏為 

他們所定的旨意。本段落是以教會在宇宙場景中的角色結束的： 

基督之統管萬有，乃是為了祂百姓的益處。

顯 然 ，使徒希望他的讀者們能更充分地支取「各樣靥靈的福 

氣 」 ，就是神已經在基督裏滿有恩典地賜給他們的。保羅希望他 

們明白的是，身為神的百姓，他們在神的旨意裏所佔的地位。在 

基督裏所已經成就的，是為了他們的益處：那些相信的人可以得 

到神在祂裏面的能力（第 1 9 節） ，基督之統管宇宙是為了他們的 

益 處 （第 2 2 節） 。這一切都含有深刻的意義。但他們暫時必須先 

領會神在祂愛子裏宏偉旨意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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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讀者們的信心和愛心而感謝（一15〜16上）

— 15〜1 6 a . 緊接在開頭的 berafcah或頌讚之後，保羅述說

他為他的讀者們所獻上的感謝（第 15〜1 6 a 節 ）和代求（第 16b 

〜1 9 節 ） 。他提到他為了所得到關乎他們的好消息而不住地感謝 

神 ，並向他們保證說他不斷為他們代求。1在頌讚裏，保羅為了他 

和他的基督徒同伴所領受的福氣讚美神；現 在 ，在他的感謝中， 

他則為了神在他的讀者們生活中的作為表達他的感恩。

這感恩在句法上與頌讚連結：因此可能指整段的頌讚，但特 

別是指第 1 3 和 1 4 節 ，在那裏提到外邦讀者們（「你們」） ，引 

入神救恩心意的範疇中。「至於」保 羅 （「我也」 〔中文譯本在 

1 5 節都沒有譯出「也 」字 〕） ，他已勾畫出神宏偉計劃的廣泛範 

圍 ；現在進而為著所聽到關於讀者們的消息而感謝神。

雖然這感謝的篇幅很短，但它與歌羅西書一章3 、4 節的類似 

之處卻頗引人注意：保羅已經「聽見2 〔讀者們〕信從主耶穌，親 

愛眾聖徒」 。在這兩封信裏，基督徒的愛心和信心都清楚地證

•見 P. T. O ’ Brien, ‘ Thanksg iv ing  w ith in  the Structure o f  Pauline 

Theo logy，, in  Pauline Studies: Essays Presented to F. F. Bruce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D. A. Hagner and M. J. H arri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5 0 - 6 6 。

2 這是藉著一個表原因的分詞子句表達的：AkoMo? ( 「聽 見 」 ，弗一
15 ; 參 ：dK0t3cravT£i; ，西一 4 ) 。消息傳到使徒耳中；這句話本身並不 
否定保羅是以弗所書這一封巡迴傳閱的、或送達以弗所的書信的作者 
( 與 L in co ln , 5 4 所說不同） 》保羅也可能不時收到關於那些他本已 

認識之人的報導，而 且 ，如果以弗所書確實是封巡迴傳閱的書信• 那 
麼他也可能對小亞細亞西部各教會裏的其他人並不熟悉。 （見 ：〈導 
論〉中關於本信作者和目的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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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戚謝、代求、為神离舉基督而稱謝祂（ —1 5 ~2 3  )
1 .為讀者們的信心和愛心而感謝（一 15〜1 6上 ）

明 • 神 已 經 在 他 們 中 間 施 行 大 能 的 作 為 。3 但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 
有 力 的 抄 本 證 據 顯 示 ， 「親 愛 」乃 是 在 抄 寫 的 過 程 裏 ，因受歌羅 
西 書 一 章 4 節 影 響 而 被 加 入 原 文 中 ，因 此 應 當 刪 除 。如果這種較 

短 的 讓 法 是 正 確 的 話 ，收 信 人 的 「信 從 」就 應 該 包 括 他 們 的 忠 心  
的 觀 念 ，因 為 它 實 行 出 來 ，不 僅 是 「在 主 耶 穌 裏 」 （ 《新譯 
本 》 ） ，也 是 向 著 他 們 所 有 的 信 仰 同 道 。但 整 體 來 看 ，還是以較 
長 的 讀 法 為 佳 。4

因 此 ，使 徒 表 達 感 謝 的 理 由 ，乃 是 人 們 所 熟 悉 的 基 督 徒 三 元  
組 （信 心 一 愛 心 一 盼 望 ；帖前一  3 ；帖後一  3 ; 參 ：羅 五 1〜5 ； 
加 五 5 〜6 ；弗 四 2 〜5 ) 中 的 前 面 兩 項 。他們的 信 心 / 信 從 是 「在 

主 耶 穌 裏 」 ，這 不 是 指 他 們 信 心 的 對 象 ，而 是 它 生 活 行 動 的 範 疇  
( 參 ：一 1 ，那 裏 稱 讀 者 們 為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有 忠 心 的 人 ） 。讀者 

們 的 愛 心 / 親 愛 已 向 眾 聖 徒 表 現 出 來 。若 聖 徒 一 詞 是 指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或 猶 太 基 督 徒 （它 有 時 是 這 個 意 思 ） ，那 麼 ，這些外邦讀者 
們 的 愛 ，就 證 明 那 自 古 分 隔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的 障 礙 已 經 除 掉 了  

( 這 是 以 弗 所 書 的 中 心 論 點 ） 。5 然 而 ，這裏不否認這些古時的障 
礙 正 被 除 去 ，但 此 處 提 及 讀 者 們 表 達 關 懷 與 關 切 的 實 際 對 象 ，乃 
是神的所有 6 聖 民 ，這 是 泛 指 以 弗 所 內 外 的 所 有 基 督 徒 ，不分猶太 
人 或 外 邦 人 。這 與 以 弗 所 書 後 面 提 到 的 「眾 聖 徒 」 （三 1 8 ，六

3 在開頭的感謝中• 他所帶領信主之人的生活中顯出的恩典• 與之前神 
藉著福音而行的作為，兩者之間的關係，見 P. T. O 'B rie n , 'Thanks- 

g iv in g  and the Gospel in  P aul，，NTS 2 1 (1974 -75), 1 4 4 -5 5 。

4 有 一 個 可 能 是 ，這 字 在 早 期 由 於 漏 寫 而 消 失 。詳 細 的 討 論 • 見 
L in co ln , 46-47  ； #  B. M . M etzger, Textual Commentary, 6 0 2 。

5 參 Caird, 4 3 。

6 Udvjoq 一字強調愛的廣度（中文譯本都譯為r 眾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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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劇造（_  3〜三 21 )

18 ; 參 ：六 2 4 ) ，和 保 羅 在 其 他 書 信 開 頭 的 感 謝 裏 （參 ：西一
4 ; 門 5 ) 的 用 法 一 致 。基 督 徒 藉 著 愛 而 彼 此 服 事 ，根據傳到保羅 

的 消 息 ，這 些 大 多 數 為 外 邦 人 的 信 徒 也 都 知 這 樣 彼 此 服 事 。三元 
組 中 的 第 三 項 ，盼 望 ，沒 有 出 現 在 感 謝 中 ；它 已 在 berafca/i (第  
1 2 節 ）裏 提 到 ，也 將 成 為 保 羅 為 他 的 讀 者 們 代 禱 的 重 要 部 分 （第 
18 節 ） 。

如 同 保 羅 大 多 數 的 感 謝 報 導 （林前一  4 ; 腓一 3 ; 西一 3 ; 帖 
前一 2 ；帖後一  3 ，二 13 ; 門 4 ) ，保羅在這裏也向他的讀者們保 

證 • 他 不 斷 地 為 他 們 感 謝 神 。說 就 為 你 們 不 住 地 感 謝 神 ，並非指 
無 間 斷 的 禱 告 或 不 停 的 感 謝 》以 諸 如 此 類 的 詞 語 來 形 容 禱 告 （如 
「不 住 地 」 、 「一 直 」 、 「晝 夜 」 ） ，是 古 代 猶 太 和 異 教 書 信 行  

文 風 格 的 重 要 部 分 （見 ：六 1 8 的 註 釋 ） 。保 羅 的 意 思 是 • 在他禱 

告 的 時 候 ，他 經 常 為 他 們 感 謝 ：早 晨 、中 午 、晚 上 （每天習慣性 
的 三 個 小 時 ） ，以 及 他 任 何 時 候 的 禱 告 。這 裏 ，禱告的時候這片 
語 * 進 一 步 解 釋 了 為 你 們 不 住 地 〔感 謝 〕裏 表 示 時 間 的 意 思 。甚 
至 就 在 他 寫 這 封 信 時 ，對 神 的 感 謝 也 再 次 湧 流 在 他 裏 面 。



• -f-

2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6下〜19)

— 1 6 b .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開 頭 的 感 謝 相 當 短 。沒有必要進一 

步 提 到 福 音 、宣 教 詞 語 ，或 是 讀 者 們 的 受 聖 靈 為 印 記 ，因為這些 
都 已 經 在 頌 讚 中 提 到 了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保 羅 直 接 轉 到 他 的 代 求  
禱 告 的 報 告 。既 已 為 他 的 讀 者 們 感 謝 神 * 他 又 加 上 為 他 們 經 常 獻  
上 的 祈 求 禱 告 。提 到 一 詞 等 於 是 「祈 求 」 ，它 是 保 羅 在 他 的 開 頭  
段 落 裏 用 來 表 示 祈 求 （特 別 是 代 求 的 ）禱 告 的 數 個 詞 語 之 一 。1就 
像 他 的 感 謝 ，他 為 那 些 處 身 在 他 的 使 徒 責 任 範 圍 裏 的 人 獻 上 代  
求 °

使 徒 認 為 * 在 他 自 己 和 他 帶 領 信 主 的 人 之 間 的 互 相 代 求 極 為  
重 要 。他 知 道 ：他 的 讀 者 們 在 基 督 徒 生 命 上 的 成 長 ，和他自己在 
福 音 事 工 上 的 進 展 ，都 完 全 依 靠 永 活 的 神 ，當 祂 的 兒 女 們 在 禱 告  
中 求 告 祂 時 * 祂 就 豐 富 地 賞 賜 他 們 。因 此 ，保 羅 常 常 為 他 帶 領 信  
主 的 人 、和 他 所 牧 養 及 肩 負 使 徒 責 任 的 人 們 獻 上 代 求 。在他這位 
使 徒 的 軍 械 庫 裏 ，祈 求 性 的 禱 告 是 不 可 少 的 武 器 。保羅知道他所 

從 事 的 是 一 場 致 命 的 屬 靈 爭 戰 ，必 須 使 用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他遵循 
自 己 給 人 的 勸 告 ：要 「靠 著 聖 靈 ，隨 時 多 方 禱 告 祈 求 」 （弗六

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5〜23 )
2.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6下〜19)

1 Mveiotv TioioOnai ( 「提到」） ：羅一 9 ；帖前一 2 ; 門 4 ; 參 ：提後一

3 ; 5£Tiaiv TioioOnai ( 「祈求」） ：緋一 4 ； Tipoaeuxojiai ( 「禱告」） ： 
腓 一 9 ; 西一 3 、9 ; 帖 後 一 11 ； Seojiai ( 「要 求 ，祈 求 」） ：羅一
10 ；帖 前 三 1 0 。關於進一步的參考資料，見 G. P. W iles, Paul’s 

Intercessory Pray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cessory Prayer Passages 

in the Letters o f St. Paul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 9 7 4 ) 。不 幸 的 是 ，他沒有詳細分析以弗所書或歌羅西書裏的禱告， 
因為他認為這兩封書信並非保羅所作。亦 見 ：六 1 8 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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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同 時 ，他 也 敦 促 他 的 讀 者 們 在 他 們 的 禱 告 中 支 持 他 （六 
1 9 、2 0 )  °

- 1 7 . 第 17〜 1 9 節 列 出 （注 意 開 頭 的 「求 」）保羅經常為 

他 的 讀 者 們 代 禱 的 內 容 》2 他 的 禱 告 呼 應 了 頌 讚 裏 的 幾 個 主 題 ，要 
他 們 能 明 瞭 神 在 基 督 裏 已 經 為 他 們 成 就 的 事 ，和 第 3 〜 1 4 節所列 

的 事 項 。祂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賜 給 他 們 各 樣 屬 靈 的 福 氣 ；保羅現在禱 
告 的 ，是 求 祂 開 啟 他 們 的 眼 睛 ，使 他 們 能 全 然 明 白 所 有 這 些 特 權  
的 意 義 。與 當 代 的 許 多 基 督 徒 不 同 的 是 * 使 徒 不 是 為 新 的 屬 靈 福  
氣 禱 告 * 好 像 他 不 知 道 神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恩 慈 地 賜 給 他 們 每 樣 屬 靈  
特 權 一 樣 。另 一 方 面 ，保 羅 也 不 希 望 他 的 讀 者 們 自 滿 。一切都在 
基 督 裏 成 為 他 們 的 ，但 他 不 會 因 為 這 樣 就 假 設 他 們 不 需 要 在 認 識  
或 經 歷 基 督 徒 的 這 些 福 氣 上 長 進 。因 此 ，他 才 為 他 們 代 求 。斯托 
得 說 得 很 恰 當 ： 「保 羅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一 章 所 作 、所以也鼓勵我們 
效 法 的 ，就 是 既 為 著 我 們 在 基 督 裏 得 著 所 有 屬 靈 的 福 氣 而 不 斷 讚  
美 神 ，也 為 了 我 們 得 以 認 識 祂 所 賜 給 我 們 的 豐 足 而 不 斷 禱 告 。」3

使 徒 這 個 豐 富 代 禱 的 對 象，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也被稱 
為 「榮 耀 的 父 」 。這整個頭銜 4 有 禮 拜 儀 式 上 的 意 味 ，是由頌讚開

2 關於這裏和其他地方的 t v a 子 句 （跟 在 禱 告 、代 求 、感謝等動詞之 
後 ） ，究竟是表示相關禱告的內容* 或是它的目的，在較早期的作者 
們當中有許多的討論。 我們略微傾向於前者（參 Best，161 ) • 理由 
是 ，當 請 求 、講 說 、要求等動詞後面接著W a 子 句 時 ，所列出的是內 
容 。但是這兩者之間其實不易區別* 因為所要求的內容也可能顯示要 
求的目的。

3 斯 托得 ，56 頁 = Stott, 5 1 -5 2 。

4 意味深遠的是，以弗所書兩個代禱裏用來稱呼神的頭銜• 較之保羅其 
他書信開頭的感謝段落裏的同類詞更為完備，而且兩次都特別強調神 
為 父 ：在 一 章 1 7 節 這 裏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被 稱 為 「榮耀的

250



二 、慼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 23 )
2 .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 6下〜19)

頭 的 稱 謂 （第 3 節 ）變 化 而 來 ，詳 述 並 強 調 神 為 父 的 觀 念 。第一 
個 述 語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神 ，似 乎 特 意 要 使 人 想 到 b e ra fca h裏 
的 類 似 稱 諝 。保 羅 祈 求 的 對 象 是 神 ，祂 已 經 在 主 耶 穌 基 督 裏 賜 福  
給 我 們 了 （第 3 節 ） ；因 此 ，為了這些福氣在讀者生活中實現而 

獻 上 的 任 何 禱 告 ，都 可 用 充 足 的 信 心 獻 在 祂 面 前 。因為使徒常採 
用 的 稱 謂 是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父 神 」 （第 3 節 ） ，第二項頭銜 

「榮 耀 的 父 」就 打 斷 了 這 次 序 ，而 且 特 意 加 以 強 調 。這看法的依 
據 ，乃 是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14〜 1 9 節 與 此 密 切 相 關 的 禱 告 ，在 那 裏 ， 
謙 卑 地 稱 神 為 「父 」 ，接 著 又 說 「天 上 地 上 的 各 家 ，都是從祂得 

名 」 （三 14〜 1 5 ) 。這 樣 強 調 神 的 屬 性 是 「榮 耀 的 父 」 ，有何意 

義 呢 ？
近 來 對 新 約 聖 經 的 信 仰 告 白 和 禱 告 中 用 來 稱 呼 神 （或 基 督 ） 

之 頭 銜 的 探 究 ，顯 示 之 所 以 選 用 這 些 頭 銜 是 因 為 它 們 特 別 適 合 禱  
告 、讚 美 言 語 、或 信 仰 告 白 的 內 容 。例 如 ：在 哥 林 多 後 書 第 一 章  
開 頭 的 頌 讚 中 • 保 羅 就 如 此 為 了 他 所 得 的 安 慰 而 讚 美 神 ，稱祂為 
「發 慈 悲 的 父 ，賜 各 樣 安 慰 的 神 」 （林後一  3 ；比 較 ：羅 十 五 5 

和 第 4 節 ） 。也 不 乏 其 他 的 例 子 。在 祈 求 性 禱 告 裏 ，用來稱呼神 
的 頭 銜 常 強 調 祂 的 靥 性 或 救 恩 行 動 的 某 種 層 面 ，是特別適合該祈 
求 的 內 容 的 。這 禱 告 的 稱 諝 好 像 在 說 ：神 的 恩 典 、能 力 、和榮耀 
都 是 沒 有 限 量 的 ；祂 絕 對 能 滿 足 我 們 的 需 要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一 章  
這 裏 ， 「榮 耀 的 父 」這 頭 銜 特 別 適 合 第 17〜 1 9 節 裏 的 祈 求 （見下 
文 ） 。因 此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 7 節裏整個稱謂的措辭都指向兩個方 

向 ：第 一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神 ，是 帶 著 信 心 的 確 據 回 顧 頌 讚 ，

父 」 ，而 三 章 14〜1 5 節則接續前面的祈求，保羅聲稱他向「父 」屈 
膝 ，而 且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祂得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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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述 語 「榮 耀 的 父 」則 聚 焦 在 祈 求 性 的 禱 告 上 ，求 的 是 知  
識 、智 慧 、盼 望 、榮 耀 、和 能 力 。

「榮 耀 的 父 」顯 示 了 閃 語 的 影 響 ，就 是 舊 約 聖 經 不 容 置 疑 的  
影 響 。雖 然 這 特 定 的 表 達 是 別 處 所 沒 有 的 ，在 舊 約 聖 經 和 猶 太 教  
裏 ，神 被 稱 為 「榮 耀 的 神 」 （詩 二 十 九 3 ; 參 ：徒 七 2 ) ， 「榮耀 
的 王 」 （詩 二 十 四 7 、1 0 ; 參 ： 《戰 卷 》12:8 ; 1 9 : 1 ) ，和後來的 

「榮 耀 的 主 」 （《以 諾 一 書 》二十二  1 4 ，二 十 五 3 、7 等 ） 》 5 

「榮 耀 的 主 」這 頭 銜 也 被 用 在 基 督 身 上 （林前二  8 ；雅二 1 ) 。在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 7 節 這 裏 ， 「榮 耀 的 」是 形 容 詞 用 法 的 所 有 格 ，表 

示 神 是 榮 耀 的 父 。同 時 ，與 類 似 述 語 （如 「發 慈 悲 的 父 」 ，林後
一 3 )  一 致 的 是 ，這 所 有 格 是 表 來 源 的 ，表 示 父 是 所 有 真 正 榮 耀  
的 源 頭 。這 裏 兩 種 意 思 都 有 ，但 中 英 文 翻 譯 為 榮 耀 的 父 卻 無 法 充  
分 表 達 兩 者 的 意 思 》榮 耀 也 指 神 臨 在 的 光 輝 和 明 亮 。

此 外 ，對 保 羅 而 言 ， 「榮 耀 」和 「能 力 」常 被 當 作 同 義 詞 使  
用 ；例 如 ，基 督 的 復 活 乃 是 歸 因 於 神 的 能 力 （林 前 六 1 4 ) ，也被 
認 為 是 祂 榮 耀 的 彰 顯 （羅 六 4 ) 。神 身 為 榮 耀 的 父 ，是一切榮耀 
和 能 力 的 源 頭 。祂 是 全 能 的 ，因 此 完 全 有 資 格 以 祂 無 窮 的 資 源 ， 
來 回 應 使 徒 那 廣 泛 範 圍 的 祈 求 。所 以 ，保 羅 滿 有 確 信 地 向 「榮耀 
的 父 」祈 求 ，求 祂 照 亮 他 的 讀 者 們 屬 靈 的 眼 睛 （注 意 林 後 四 4 、
6 ，將 神 的 榮 耀 和 知 識 的 光 連 在 一 起 ） ，使他們得以更完全地知道 

祂 恩 召 的 指 望 ，祂 榮 耀 基 業 的 豐 富 ，及 祂 能 力 的 超 然 浩 大 。
神 已 經 用 諸 般 智 慧 聰 明 ，將 祂 的 恩 典 澆 灌 在 我 們 身 上 ，使我 

們 知 道 祂 旨 意 的 奧 秘 ，並 且 因 此 而 受 到 讚 美 （第 8 〜9 節 ） 。現 
在 ，使 徒 再 次 使 用 這 言 語，求 神 將智慧和啟 示 的 B 賜 給他的讀者

5 關於主的榮耀充滿全地的觀念，見 ：民 十 四 21 ；詩七十二 19 ；賽六 
3 ，六十六 18〜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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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5〜 23 )
2 .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 6下〜 19 )

們 ，使 你 們 真 知 道 祂 〔就 是 神 〕 。他 也 為 歌 羅 西 人 獻 上 類 似 的 祈  
求 ：就 是 「願 你 們 在 一 切 屬 靈 的 智 慧 悟 性 上 ，滿 心 知 道 神 的 旨  
意 」 （一 9 )  。 「智 慧 和 啟 示 的 靈 」這 片 語 可 能 是 指 信 徒 自 己 的  

靈 （ 《思 高 聖 經 》 、 《修 訂 標 準 版 》 、 《新 美 國 聖 經 》 ） ，領受 
了 神 的 靈 所 傳 遞 的 能 力 ，可 以 理 解 神 的 實 際 。但 是 ，因 為 「啟 
示 」這 詞 組 一 貫 描 述 出 於 神 、基 督 、或 聖 靈 所 賜 的 揭 示 ，或是所 
成 就 之 事 件 造 成 的 結 果 ，6 這 個 片 語 更 可 能 是 指 聖 靈 ；因 此 《新國 
際 版 》譯 作 「智 慧 和 啟 示 的 〔聖 〕靈 」 （參 《和 合 本 》 「賜人智 
慧 和 啟 示 的 ® 」） 。 「智 慧 的 靈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出 現 多 次 （但 

「啟 示 的 靈 」卻 沒 有 ） ，其 中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以 賽 亞 書 i ^ 一 章 2 

節 ，那 裏 說 神 的 靈 住 在 彌 賽 亞 身 上 。 「智 慧 」與認識神的 旨 意 有  
關 （西一 9 ) ，就 是 祂 的 救 恩 心 意 ，這 必 然 牽 涉 到 行 事 為 人 對 得  
起 主 （一 1 0 ) 。智 慧 通 常 與 明 白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作 為 相 關 ，這在以 
弗 所 書 裏 是 特 別 與 奧 秘 結 合 的 （弗一 8 〜9 ) 。聖靈將神的智慧啟 
示 給 信 徒 ；保 羅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二 章 6 〜 1 6 節對此行動作了最清楚 

的 闡 釋 。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7 「啟 示 」的主題特別與顯示奧秘或其不同層 

面 有 關 》所 以 在 三 章 5 節 ，聖靈將神那公開的秘密啟示給祂的聖 
使 徒 和 先 知 ，而 在 三 章 3 節 ，這 啟 示 則 是 賜 給 保 羅 自 己 。在 第 17 

〜 1 9 節 這 裏 ，使 徒 在 代 求 時 向 神 禱 告 的 ，是要那已在讀者們悔改

6 太H 2 5 、2 7 ，十六 17 ；羅二 5 ，八 19 ; 林前一 7 ，二 10 ; 加一 
1 2 、16 ; 弗三 5 。

7 名 詞 diroKdAiH|ni; ( 「啟示」 ；參 ：三 3 )  ’ 同源動詞diroKoAiirmo ( 「啟 
示 」 ；三 5 ) ’ 和同義字yvojpguj ( 「使知道」 ；一 9 , 三 3 、5 、1 0 ， 
六 1 9 ) 等字的出現，都與這奧秘的各個層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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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_  3〜三 21 )

相 信 時 賜 給 他 們 的 聖 靈 （參 ：第 1 3 節 ） ，8將智慧和啟示賜給他 
們 ，使 他 們 得 以 更 全 然 了 解 神 的 救 恩 計 劃 ，並 活 在 它 的 光 中 。這 
奧 秘 已 在 基 督 裏 被 顯 明 （第 9 〜 1 0 節 ） ，但讀者們必須領會它的 

全 部 意 義 ，特 別 是 他 們 自 己 在 其 中 的 地 位 。聖靈怎樣在他們當中 
運 行 ，賜 給 他 們 悟 性 ，又 啟 示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旨 意 ，他們也照樣要 
在 認 識 神 的 知 識 上 長 進 》9

保 羅 對 知 識 的 看 法 主 要 來 自 舊 約 聖 經 。認 識 神 的 意 思 就 是 與  
祂 有 親 密 的 個 人 關 係 ，因 為 祂 已 經 將 自 己 顯 明 。這裏是指順服並 
滿 懷 感 激 地 承 認 神 為 祂 的 百 姓 所 行 的 作 為 》對神的 認 識 始 於 敬 畏  
祂 ，這 與 祂 的 要 求 有 關 ，常 被 形 容 為 知 道 祂 的 旨 意 。在舊約聖經 
和 保 羅 著 作 裏 ，知 識 不 是 一 個 定 量 ，而 是 當 人 們 順 服 時 ，在他們 
生 命 中 成 長 的 事 物 。

「知 道 / 認 識 」 1(> 一 詞 出 現 在 保 羅 四 封 監 獄 書 信 的 代 求 禱 告  
中 （除了弗一  1 7 之 外 ，還有腓一  9 ; 西一 9 〜 10 ; 門 6 )  • 但卻 

沒 有 出 現 在 這 些 書 信 之 外 的 禱 告 事 項 裏 。知 識 與 「認識基督並模

8 戈 登 • 費 依 (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76 n. 5 5 ) 評論 
道 ：「這禱告不是求更多領受聖靈，而是要他們已領受、並住在他們 
裏面的聖靈 • 賜給他們更深的智慧和啟示》」他後來又補充說：「啟 
示 」一 詞 （而非歌羅西書一章9 節所用的「悟性」）格外適用於這個 
禱 告 ，因 為 是 「透過聖靈的啟示，他的讀者們才能也明白他們在神百 
姓裏的地位」 （692 ; 黑體字的強調為作者標示） 。

9 ’ Ev iTTiyvioaei a 6 ro0的 意 思 是 「在對祂的認識上」 ，其 中 的 「祂 」指 
神 ，而非基督。知識上的長進乃是經由聖靈啟示和賞賜悟性的行動而 
來 。有 人 認 為 片 語 「在對祂的認識上」是指賜下智慧和啟示的目的
( 參 Bruce, 269 ) 0

1 0 希臘文纟TT(Yvwa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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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_  15〜 23 )
2.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6下〜19)

成 祂 的 樣 式 」息 息 相 關 ，後 者 「是 神 的 自 我 啟 示 的 實 質 」 。U 保 
羅 在 此 處 使 用 這 詞 （參 ：西二 2 ，三 1 0 ) 和 它 的 同 源 名 詞 12 (弗 三  
19 ; 參 ：西二  3 ) ，可 能 是 警 覺 到 流 行 於 小 亞 細 亞 地 方 ，關於智 

慧 和 知 識 的 錯 謬 觀 念 。所 以 他 的 禱 告 是 求 神 的 真 知 識 。第 18〜 19 

節 記 載 這 禱 告 的 其 餘 部 分 ，解 釋 了 它 的 意 思 。
— 1 8 . 保 羅 繼 續 為 讀 者 們 的 屬 靈 智 慧 求 告 ，因為他要他們知 

道 （1 ) 神 呼 召 他 們 的 盼 望 ，（2 ) 祂 在 他 們 中 間 所 擁 有 的 豐 富 基 業 ， 
和 （3 ) 祂 使 他 們 得 力 的 大 能 。這 些 都 是 在 基 督 裏 為 他 們 所 贏 得 之  

大 能 救 恩 的 不 同 層 面 。
他 用 舊 約 聖 經 的 一 個 詞 語 （ 「你 們 心 中 的 眼 睛 」 ，詩 十 三 3 

〔 《七 十 士 譯 本 》十二 4 〕 ，十 九 8 〔十 八 9 〕）為 他 們 禱 告 ，要 

他 們 有 屬 靈 的 悟 性 ，13得 以 明 暸 神 旨 意 中 的 真 理 。哥林多後書四 
章 6 節 使 用 類 似 的 文 字 ，指 出 神 已 經 光 照 祂 百 姓 的 心 ，叫他們知 
道 「神 榮 耀 的 光 14顯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面 上 」 。認 識 神 自 己 ，必然的

11 C. F. D. M oule , The Epistles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Colossians and to 

Philemon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62), 161 (黑 
體字是他所標示的） 。

1 2 希 臘 文 ( 「知識」） 。

1 3 分 詞 片 語 「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的一般意思雖然清楚，但在句法上 
卻很_ 扭 。有人將 TT£(|)a)Tio^voug Toug 6<j)0aA|iOu<; Tfj  ̂ KapSia^ [6叫v ] 視為 
5^1 ( 「賜給」 ，第 1 7 節 ）的第二個直接受詞。這樣一來, 所祈求的 
是要神賜下（1 ) 智慧和啟示的靈，和 （2 ) 已被照亮的心中的眼睛。但 
最 好 還 是 將 這 子 句 與 ( 「你們」) 連 結 ，並將直接受格（而非間 
接 受 格 ）解釋為受到緊接著的直接受格和不定詞結構的影響，參 
M eyer, 72; Robinson, 149 ；和 L in co ln , 47 °

14 OtoTia^og ( 「照明」）一字出自這裏所用的動詞<|kot咖 ( 「啟 發 ，照
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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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3〜三21 )

結 果 就 是 明 白 祂 的 道 路 和 祂 的 目 的 。15保 羅 的 讀 者 們 曾 一 度 「心 
地 昏 昧 」 （弗 四 1 8 ) ，連 他 們 自 己 都 可 以 被 描 述 為 「暗 昧 」 （五
8 ) 。但 是 ，隨 著 他 們 的 悔 改 歸 正 ，發 生 了 一 個 決 定 性 的 轉 變 ：他 

們 已 經 被 神 的 靈 光 照 。保 羅 現 在 禱 告 的 ，是 要 他 們 心 裏 的 眼 睛 能  
看 見 。這 裏 的 心 ，是 舊 約 聖 經 的 習 慣 用 法 ，講 的 是 一 個 人 肉 體 、 
靈 性 、和 心 智 生 命 的 所 在 。它 指 肉 體 生 命 （詩一〇一  5 ，一〇三
15 ；徒 十 四 1 7 ) 、和 整 個 內 在 生 命 的 中 心 和 源 頭 ，這內在生命包 
含 感 覺 或 情 緒 （羅一 2 4 ，九 2 ; 林後二  4 ; 等 等 ） 、意 志 （林後 
九 7 ) 、和 思 想 ，如 此 處 所 說 的 （弗一 18 ；林 後 四 6 ) 。照明一 

詞 是 神 秘 宗 教 的 一 個 術 語 • 用 來 指 入 教 的 儀 式 ，而在後來的基督 
教 傳 統 裏 ，它 則 將 光 或 光 照 的 景 象 描 述 為 洗 禮 的 奧 秘 （游斯丁 

[ J u s tin  ] ) 。但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不 論 這 裏 或 其 他 地 方 • 都沒有將 

光 照 等 同 於 洗 禮 。
這 個 屬 靈 看 見 的 目 的 ，是 要 保 羅 的 讀 者 們 知 道 三 件 事 ：16

( 1 ) 祂 的 恩 召 有 何 等 指 望 。這 不 是 說 「你 們 蒙 召 的 盼 望 」 ，後 
者 可 以 作 個 人 性 或 狹 義 性 的 解 釋 ，這 裏 乃 是 指 「祂 〔指 神 〕的呼

15 Bruce, 2 7 0 。

1 6 照亮心的目的（藉 著 t 6 與不定詞dWvm ujia? 〔「使你們知道」〕 
表達）是用三個子句表達的，分 別 以 、和 ( 每個都可以翻 
譯 為 「何等」) 開 始 ，這也詮釋了頌讚（第 3〜1 4 節 ）裏所提到的救 
恩 的 更 深 層 面 ；參 Best, 1 6 6 。至 於 保 羅 為 何 用 動 詞 o〖Sot ( 「知 
道 」） ，而 非 yivtioKo) ( 「知道」） ，似乎沒甚麼特別重要的意義；見 
M. S ilva, ‘ The Pauline Style as Lex ica l Choice: HNQSKEIN and 

Related Verbs，，in  Pauline Studies: Essays Presented to F. F. Bruce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D. A. Hagner and M . J. H arris  (Grand Rapids: 

E e rd m a n s ,  1 9 8 0 )，1 8 4 - 2 0 7 ，特別是  2 0 2 ，2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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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 23 )
2.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6下〜 19 )

召 的 盼 望 」 ，17我 們 必 須 從 它 與 神 在 祂 救 恩 旨 意 中 的 呼 召 （見 ： 
四 4 的 註 釋 ）之 間 的 關 聯 ，對 它 作 全 盤 性 的 了 解 。神 呼 召 的 根  
源 ，在 於 祂 從 創 立 世 界 以 前 在 基 督 裏 揀 選 了 祂 的 百 姓 （一 4 ) ， 
並 且 藉 著 傳 講 福 音 （羅 八 3 0 ) ，在 他 們 的 生 命 中 產 生 功 效 ，如同 
讀 者 們 的 情 況 一 般 。18保 羅 為 他 的 讀 者 們 禱 告 ，要他們能更全面 
地 明 暸 這 盼 望 ，就 是 神 藉 著 祂 的 呼 召 帶 領 他 們 進 入 的 （參 ：弗四 
4 ) ，就 是 那 存 在 於 福 音 裏 的 盼 望 （西一 1 5 )  »

保 羅 用 名 詞 「指 望 」和 它 的 同 源 動 詞 「盼 望 」來表示盼望的 
動 作 ，和 指 望 的 客 觀 內 容 ，就 是 所 盼 望 的 。對 保 羅 而 言 ，指望乃 
是 朝 向 未 來 的 未 見 之 事 ，有 不 同 的 方 式 描 述 它 的 內 容 ：救 恩 （帖 
前 五 8 ) 、義 （加 五 5 ) 、復 活 為 不 朽 壞 的 身 體 （林 前 十 五 5 2 〜 
5 5 ) 、永 生 （多一 2 ，三 7 ) 、及 神 的 榮 耀 （羅 五 2 ) 。有時名詞 

和 同 源 動 詞 都 可 以 表 示 盼 望 的 行 動 或 意 向 ，就 像 在開頭的頌讚中 
一 樣 （弗一 12 ; 參 ：羅 四 1 8 ，五 5 ，十二 12 ；林 前 十 三 7 ) ，但 
羅 馬 書 八 章 2 4 〜2 5 節 也 顯 示 ，在 同 一 文 脈 裏 ，使徒可以將這組字 

用 在 這 兩 種 含 意 上 。就 像 在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 8 節 這 裏 一 樣 ，在歌羅 
西 書 （參 ：一 5 、2 3 、2 7 ，和 三 1〜4 的 相 關 觀 念 ）裏 ，凸顯了它 

具 體 的 意 思 ：名 詞 表 示 「盼 望 的 內 容 」 ， 「所 盼 望 的 」 。19神呼 
召 他 們 來 得 的 這 個 盼 望 乃 是 連 結 於 「使 一 切 所 有 的 都 在 基 督 裏 面

17 希臘文 A eA ttii; T fi?  k A iio e o )?  a u T o O 。

1 8 就此意思看來，這子句是回顧過去，當讀者們受神呼召與祂自己建立 
關 係 的 時 候 。而 盼 望 本 身 則 指 向 未 來 。參 D. W iederkehr, Die 
Theologie der Berufung in den Paulusbriefen (F re iburg : U n ive rs ita ts- 

v e r la g ,  1 9 6 3 )，1 9 9 - 2 1 0  • 特別是  2 0 5 。

1 9 被描述為「神藉著祂的呼召* 帶領他們進入的指望」 （A. T. L inco ln , 
in  Theology, 1 1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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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_  3〜三 21 )

同 歸 於 一 」 ，那 是 神 在 祂 愛 子 裏 救 恩 行 動 的 最 終 旨 意 （一 1 0 ) 。 
盼 望 是 這 些 外 邦 讀 者 們 在 信 主 之 前 所 沒 有 的 （二 1 2 ) 。在其他地 
方 ，保 羅 將 神 呼 召 信 徒 來 得 的 盼 望 描 述 為 分 享 神 的 榮 耀 （羅五
2 ) ，就 是 盼 望 在 基 督 顯 現 時 與 祂 一 同 顯 現 在 榮 耀 裏 （西 三 4 ) 。

( 2 ) 祂 在 聖 徒 中 所 得 的 基 業 那 榮 耀 的 鹽 盛 。基 於 第 1 4 節所說 
的 「我 們 的 基 業 」 ，和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 2 節 的 平 行 經 文 （說到父神 

「叫 我 們 能 與 眾 聖 徒 在 光 明 中 同 得 基 業 」） ，部 分 學 者 認 為 這 裏  
所 指 的 是 神 將 要 賜 給 我 們 的 基 業 》M 但 這 經 文 說 的 是 「祂 的 〔就 
是 神 的 〕基 業 」 ，所 以 最 好 將 它 理 解 為 屬 祂 的 分 ，也就是祂自己 
的 百 姓 • 21而 非 祂 所 賜 的 基 業 。根 據 第 1 1 節 ，首先在基督裏有盼 
望 的 人 們 乃 是 祂 的 選 民 ’ 他 們 已 被 祂 宣 告 為 祂 的 分 或 基 業 。外邦 
信 徒 也 受 了 神 的 聖 靈 為 印 記 和 保 證 ，所 展 望 的 是 他 們 最 終 的 完 全  
得 贖 ，作 為 祂 寶 貴 的 產 業 （第 1 4 節 ） 。神 已 經 使 他 們 歸 祂 自 己 ； 

他 們 是 祂 所 寶 貴 的 產 業 ，祂 將 要 在 末 日 完 全 地 救 贖 他 們 。

在 所 有 格 的 複 合 片 語 「祂 的 基 業 之 榮 耀 的 豐 富 」 （直 譯 ） 
裏 > 抽 象 的 「榮 耀 」可 以 視 為 形 容 詞 用 法 ，意 思 是 「榮 耀 的 基  
業 」 ，而 「榮 耀 的 豐 富 」可 能 是 表 示 程 度 的 所 有 格 結 構 。因 此 * 

這 整 個 片 語 可 以 翻 譯 作 「非 常 榮 耀 的 基 業 」 ：22神 的 百 姓 ，包括

2 0 例 如 ，M eyer，74 • 他把基業解釋作彌赛亞的救恩；Schnackenburg， 
75 ；和斯托得 • 60-61 頁 = Stott, 5 6 -5 7 。

21 如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66; Bruce, 2 70 -7 1 ; A rno ld , 88 ；和 
L in co ln , 5 9 - 6 0 所主張的。在舊約聖經裏，神的基業常是祂的百姓以 
色列的同義詞；見 ：如 申 四 2 0 ，九 2 6 、29 ; 撒下二^"一 3 ；王上八 
5 1 、53 ; 詩二 十 八 9 , 三 十 三 12 , 七 十 八 6 2 、7 1 ，一 〇 六 5 、40 ; 

赛十九25 , 四~|■*-1  6 , 六十三 17 ；耶 十 16 , 五 ---- - 19 ’ 等 等 。

22 參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67; Bruce, 2 7 0 。其他的可能性有
「祂的榮耀基業的豐富」和 「祂那豐富而榮耀的基業」 。布拉轍與奈

258



.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23都 是 祂 的 基 業 ，祂 親 自 擁 有 的 ，在 他 們 當  
中 ，祂 要 向 宇 宙 彰 顯 祂 的 榮 耀 那 未 曾 被 述 說 過 的 豐 富 。

「這 個 罪 人 的 群 體 雖 然 從 永 刑 中 被 拯 救 出 來 ，卻 仍 然帶著他 
們 從 前 生 命 的 許 多 痕 跡 ，但 神 竟 然 如 此 看 重 他 們 ；若非清楚說明 
祂 是 在 基 督 裏 看 他 們 ，亦 即 祂 從 起 初 就 在 基 督 裏 揀 選 了 他 們 ，這 
就 令 人 很 難 以 置 信 了 。」24因 此 保 羅 禱 告 ，要 他 的 讀 者 們 珍 惜 神  
格 外 看 重 他 們 的 價 值 。祂 看 他 們 為 在 祂 的 愛 子 裏 面 ，並且據此來 
估 算 他 們 。所 有 「在 基 督 裏 」的 人 都 是 如 此 。因 此 ，我們身為基 
督 徒 ，就 當 體 會 神 的 旨 意 「是 要 藉 著 〔我 們 〕—— 未 來 和 好 的 宇  
宙初熟的果子—— … … 成 就 祂 恩 典 的 計 劃 」 。25但願我們的生活能 
與 這 崇 高 的 呼 召 相 稱 （參 ：弗 四 1 ) ，以 感 謝 和 真 正 的 謙 卑 ，領 

受 祂 厚 厚 澆 灌 在 我 們 身 上 的 恩 典 和 榮 耀 》

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瞀而稱謝祂（— 15〜 23 )
2.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6下〜 19 )

達 （Bratcher and N ida, 3 3 ) 承 認 ，無人能確定這片語當如何翻譯。 
他們相當正確地主張：「重要的是整個片語的修辭效果」 ，而非每個 
字的個別意義。 畢 洱 （B e a r e )說 這 片語是「全然多餘的表達，對於 
清晰毫無助益」 。

23 "Ayl0i 一 詞 （「眾 聖 者 , 眾聖徒」) 固然可以指天使（申 三 十 三 2 〜
3 ；詩八十九5 、7 ; 但 八 13 ; 參 ：《社群守則》1 1 :7 -8 ) ，而且有人 
認為它在以弗所書一章1 8 節 指的是天使（參 S ch lie r，84; G n ilka , 

91 ; 和 Schnackenburg, 7 5 ) > 但 片 語 「在聖徒中」 （ Tolg (iy io ii;) 

其實是指信徒群體，猶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樣。這符合基業乃是屬神的 
觀 念 ，也符合頌讚中對神的百姓為祂產業的強調，還有以弗所書中其 
他 提 到 「聖徒」的 地 方 （一 1 、1 5 ，二 1 9 ，三 8 ) ，而且本書信是聚 
焦於神的百姓在祂旨意裏的地位（參 ：三 2 1 ，五 2 7 ) ；所以林康
( L in co ln , 6 0 ) 所說的是正確的。

24 Bruce, 2 7 0 。

25 Bruce, 2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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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 1 9 . 保 羅 已 經 禱 告 ，要他的讀者們知道神呼召他們來得的 

盼 望 ，和 他 們 身 為 祂 所 珍 惜 的 產 業 是 何 等 的 寶 貴 。他 第 三 個 、也 
是 形 成 高 潮 的 祈 求 ，因 為 與 第 2 0 ~ 2 3 節 的 關 聯 而 特 別 受 重 視 ，他 

這 個 禱 告 的 焦 點 是 在 神 為 信 徒 所 行 作 為 的 奇 妙 能 力 上 。保羅的祈 
求 * 是 要 讀 者 們 能 明 白 和 經 歷 （3 ) 祂 〔神 〕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 
的 能 力 是 何 等 浩 大 》活 在 兩 個 重 叠 時 代 中 的 信 徒 ，能 支 取在基督 
裏 的 大 量 資 源 。其 中 格 外 重 要 的 就 是 神 的 大 能 ，使他們有能力來 
進 行 持 續 的 屬 靈 爭 戰 （參 ：六 1 0 〜 1 2 ) ，最 後 且 有 分 於 神 的 榮  

耀 。神 要 他 們 得 到 全 備 的 救 恩 ，祂 也 已 經 提 供 他 們 所 需 的 憑 藉 。
神 的 大 能 這 個 觀 念 是 歌 羅 西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的 重 要 特 點 ，26在 

此 以 一 種 不 尋 常 的 強 調 方 式 引 介 出 來 。首 先 提 到 的 ，就 是 它 的  
^ 格 外 浩 大 」 。27接 著 ，在 採 用 一 般 性 用 詞 ^ 能 力 」之 後 ，保羅 

又 額 外 使 用 一 個 片 語 ，含 有 三 個 同 義 詞 ，強 調 這 特 殊 力 量 的 基 礎  

或 標 準 ： 「照 祂 所 運 行 的 大 能 大 力 」 。介 詞 、照 〔著 〕」在其他 
地 方 也 出 現 在 保 羅 的 祈 求 和 感 謝 （參 ：弗 三 16 ；腓 四 1 9 ) 及其他

2 6 弗 三 7 、1 6 、2 0 ，六 10 ; 西一 1 1 、2 9 ，二 12 »注意對以弗所書相關 
經文的解釋。

2 7 使用動詞 ijrepPdAAoi ( 「越 過 ，超 越 ，勝過」 ；參 弗 二  7 , 三 1 9 ) 的 
分詞作形容詞用，加 上 形 容 詞 ( 「偉 大 ，大小」） 。這種組合 
以最強烈的方式，表達出向那些相信的人所顯能力的浩大。這兩個字 
都出現在以弗所的秘術蒲草紙和數個銘文中。參 PGM X I I .2 8 4 。（G. 
H. R. H orsley, New Documents 4 [1987], 1 0 7 。）其他表達能力的詞 
語有時會為了效果的緣故而被串聯在一起，這些都普遍存在於希腿文 
的猶太作品和秘術蒲草紙中。有關本段的細節和討論• 特別是關乎表 
示肯g力的言司語’ 見 A rn o ld , 7 2 - 7 5 。參 K . W. C lark, ‘ The M eaning o f  

*Ev£pyetu and KaTapyEto in  the New Testam ent，，JBL 54 (1935), 9 3 - 

101 ；和 Best，1 6 8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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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 23 )
2.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一 16下〜 19 )

文 脈 中 ，28將 神 的 能 力 、恩 典 、或 榮 耀 視 為 賜 給 領 受 者 們 福 氣 的  
源 頭 。在 禱 告 的 文 脈 裏 ，供 應 是 照 著 神 本 性 的 豐 富 ，足以滿足需 
要 而 綽 綽 有 餘 。雖 然 有 人 認 為 對 這 裏 所 用 關 於 能 力 的 同 義 詞 具 有  

稍 微 不 同 的 語 意 ，29但 所 要 強 調 的 是 它 們 之 間 的 類 似 之 處 。保羅 
之 所 以 堆 積 這 些 同 義 詞 • 是 為 了 要 說 服 他 的 讀 者 們 相 信 ，神的能 
力 正 為 信 徒 們 的 益 處 而 運 行 ，這 能 力 是 無 與 倫 比 的 ，能將他們帶 
到 最 終 的 救 恩 。

這 祈 求 包 含 一 個 重 要 的 轉 變 ，就 是 從 第 二 人 稱 變 為 第 一 人  
稱 ：神 的 大 能 是 「為 我 們 這 信 的 人 」運 行 的 ，而 非 只 是 「為你 
們 J ，即 讀 者 們 。M 藉 著 用 第 一 人 稱 ，保 羅 將 自 己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也 包 括 在 內 。31神 的 能 力 對 所 有 相 信 的 人 都 有 功 效 。使徒和其他 
基 督 徒 們 已 進 入 第 3 〜 1 4 節 頌 讚 中 福 氣 的 範 疇 裏 。由 於 他 在 第 17 

〜 1 9 節 的 代 求 是 個 禱 告 ，要這些福氣有效地實現在所有收信人的 

生 活 中 ，因 此 ，在 這 裏 把 圈 子 擴 大 是 完 全 適 當 的 。此 外 ，前面的 
兩 個 祈 求 ，將 讀 者 們 包 括 在 神 的 旨 意 的 廣 泛 範 圍 內 ：他們要體驗 
「祂 的 〔神 的 〕恩 召 的 指 望 」 ，和 「祂 的 基 業 之 榮 耀 的 豐 盛 」 。

特別注意腓立比書三章2 1 節 ，在 那 裏 ，信徒們軟弱、必死的身體被 
改變為基督榮耀身體的樣式，是 「根 據 」或 「符 合 」 （KOTd) 祂使宇 
宙歸服的大能。

包 括 Stivanw，表 示 成 就 某 事 的 「力 量 」或 「能 力 」 ’ 〖V纟p ye ia表示 
Suvajiig的 運 行 或 實 現 • KPdT05 指 克 服 障 礙 的 力 量 ， 指行使力
量 °

用 如 ％ ( 「你們」）的文本證據幾乎全厲西方抄本。在代求中用第一 
人稱顯得很突兀，可能因此導致這差異；Best, 168也如此認為。

3 1 這不只是行文風格上的變化（不同於L in co ln , 6 1 的觀點）



贰 、新 人 ：神的劇造（一 3〜三21 )

因 此 ，在 第 三 個 祈 求 裏 ，將 神 的 浩 大 能 力 當 作 是 為 所 有 信 徒 們 運  
行 的 ，包 括 保 羅 自 己 ，這 也 是 與 上 文 一 致 的 。

同 時 ，若 如 亞 諾 德 所 說 ，有 些 人 是 從 秘 術 、亞 底 米 異 教 崇  
拜 、或 占 星 術 信 仰 等 背 景 中 悔 改 歸 正 的 ，那 麼 這 個 帶 有 清 楚 信 心  
的 禱 告 ，就 會 給 這 封 巡 迴 傳 閱 書 信 的 受 信 人 帶 來 特 別 的 安 慰 。他 
認 為 以 弗 所 書 是 「為 了 一 群 在 小 亞 細 亞 西 部 的 教 會 而 寫 ，他們亟 
需 幫 助 ，以 發 展 出 關 於 『能 力 』的 基 督 教 觀 點 ，在他們與這些邪 
惡 屬 靈 勢 力 的 持 續 爭 戰 中 也 需 要 鼓 勵 。」他 舉 出 這 祈 求 中 數 個 極  
罕 見 、但 也 出 現 在 秘 術 蒲 紙 文 獻 和 以 弗 所 銘 文 中 的 詞 語 。32他 
說 ，這 些 在 稚 嫩 的 基 督 徒 教 會 裏 的 信 徒 們 「生 活 環 境 的 特 點 ，是 
活 躍 的 秘 術 、著 名 的 亞 底 米 異 教 崇 拜 、和 弗 呂 家 其 他 許 多 密 教 和  
占 星 術 信 仰 」 。33這 種 宗 教 多 元 化 的 共 同 特 徵 ，就是人 們 極 度 畏  
懼 敵 對 的 屬 靈 勢 力 。保 羅 的 禱 告 預 設 並 強 調 神 能 力 的 超 越 性 ，特 
別 顯 明 在 基 督 的 復 活 、並 被 高 舉 到 掌 權 管 轄 萬 有 的 位 置 上 。鑑於 
這 位 按 祂 自 己 旨 意 行 作 萬 事 之 神 的 超 越 能 力 ，讀 者 們 不 當 再 有 任  
何 理 由 懼 怕 這 些 凶 暴 的 邪 惡 勢 力 。

雖 然 這 些 詞 語 實 際 上 結 束 了 保 羅 的 代 求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1 節 
又 開 始 另 一 個 密 切 相 關 的 禱 告 ，在 一 長 段 的 插 入 句 之 後 ，那禱告 
在 三 章 14〜 1 9 節 完 成 。另 外 ，第 1 9 節 裏 所 堆 積 的 能 力 詞 語 ，預 
示 了 後 面 的 禱 告 和 三 章 2 0 〜2 1 節 的 榮 耀 頌 》

32 A rn o ld , 1 6 7 。

33 A rn o ld , 167 ’ 和其他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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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一20〜23)

第 三 項 祈 求 是 要 更 多 認 識 神 超 越 一 切 的 大 能 （第 1 9 節 ） ，這 

引 向 一 個 宣 告 ，就 是 這 能 力 至 高 的 彰 顯 ，乃 是 發 生 在 神 使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並 將 祂 高 舉 到 在 天 上 掌 權 的 地 位 ，超 越 一 切 敵 對 的 靈  
界 勢 力 》這 幾 節 經 文 繼 續 前 面 的 句 子 ，使 第 15〜 1 9 節的開頭感謝 
更 為 完 整 ；在 這 幾 節 經 文 中 ，神 受 到 讚 美 ，因 為 祂 施 展 大 能 ，使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並 為 教 會 的 緣 故 （第 2 2 〜2 3 節 ）高舉祂作萬有 
之 首 （第 2 0 〜2 1 節 ） 。

- 2 0 . 本 節 藉 著 一 個 形 容 詞 用 法 的 子 句 與 前 段 連 結 ，1就是 

照 祂在基督身 上 所 運 行 的 ，修 飾 「祂 … …所 運 行 的 大 能 是 多 麼 強  
大 」 （第 1 9 節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 ） 。它 所 斷 言 的 是 ，信徒所能支 

取 之 神 的 能 力 ，乃 是 清 楚 地 彰 顯 於 祂 使 基 督 復 活 並 得 高 舉 、將一 
切 有 能 力 的 都 臣 服 於 祂 、以 及 使 祂 為 教 會 作 萬 有 之 首 。因 此 ，這 
整 個 段 落 （第 2 0 〜2 3 節 ） ，2 乃 是 為 了 二 章 4 〜7 節 鋪 路 ，那裏對 

眾 信 徒 與 主 一 同 復 活 和 一 同 坐 在 寶 座 上 作 了 重 要 的 斷 言 。
動 詞 「運 行 」已 用 在 第 1 1 節 （「行 作 」） ，它的同源名詞出 

現 在 第 1 9 節 ；在 此 描 述 神 的 大 能 在 基 督 裏 的 運 行 。祂的浩大能力 

首 先 運 行 在 耶 穌 的 復 活 上 。3 在 保 羅 書 信 的 其 他 地 方 ，特別是同一

二 、親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5〜 23 )
3.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 20〜 23 )

' 這連結在句法上是透過關係代名詞和 ( 「就是…… 」）造 成 的，這是 
依 附 於 ( 《現代中文譯本》 「運行」） ；在語言學上’ 則是 
藉著同源動詞4viipYna£v ( 「運行」）和繼續能力這主題而達成的。

2 關於這幾節經文是不是早期基督教的詩歌* 見 L in c o ln ，50-52 ；和 
Best, 157的 討論，以及其中所引的文獻。

3 限 定 動 詞 iviipyriaev ( 「運 行 」）支 配 第 2 0 節 的 兩 個 分 詞 h d p a ； 
( 「使復活」）和 Kaeiaag ( 「使坐下」） ，和 第 2 2 節的兩個限定動 

詞 6 t c t o ^ £ v ( 「使臣服」）和 BtoK£v ( 「給 」）。這些字描述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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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個 名 詞 出 現 的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1 2 節 ，都說是神的能力導致基督的復 
活 （參 ：林 前 六 14 ；羅一 4 ；腓 三 1 0 ) 。祂 的 能 力 帶 來 生 命 。祂 

藉 此 使 耶 穌 從 死 裏 復 活 ，現 在 它 成 為 復 活 耶 穌 之 生 命 的 源 頭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決 定 了 信 徒 的 生 命 。稍 後 使 徒 將 會 討 論 ，這賜生 
命 的 能 力 與 那 些 與 基 督 一 同 復 活 並 同 坐 之 人 是 相 關 的 （比 較 ：一 
2 0 與二  5 、6 ) 。費 兹 梅 （J. A . F i t z m y e r ) 作 了 妥 當 的 評 論 說 ： 

這復活的能力

來 自 父 神 ，在 耶 穌 復 活 時 使 祂 從 死 裏 活 過 來 ，賜給祂新的生
命 力 ，最 後 ，也 從 祂 流 露 出 來 ，成 為 那 賜 給 「新 造 」和新生
命 的 活 力 ，就 是 與 基 督 聯 合 的 基 督 徒 們 所 經 歷 、活 出 的 。4

此 外 ，這 能 力 也 保 證 眾 信 徒 未 來 的 復 活 （林 前 六 1 4 ，十五 
43 ；腓三 21 ) 。

當 描 述 神 在 基 督 裏 所 成 就 的 事 時 ，這 裏 沒 有 提 到 耶 穌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死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這 是 嚴 重 的 省 略 ，因 此 下 結 論 說 ，這必 
定 是 將 早 期 基 督 教 的 一 首 詩 歌 作 了 大 幅 修 改 之 後 才 納 入 本 段 。但 
姑 且 不 論 這 裏 是 否 真 用 了 一 首 詩 歌 ，注 意 力 的 焦 點 乃 是 在 神 能 力  
的 最 高 顯 現 —— 因 此 所 提 到 的 是 耶 穌 的 復 活 和 得 高 舉 ，而非祂的

在基督裏運行的方式：（1 ) 與基督復活的關係 ’ (2 ) 關於祂的作王掌 
權 ，（3 ) 關於那些權勢臣服於祂 ’ 和 （4 ) 關於基督被立為教會之首。 
參  W. H. H arris , ‘ “ The Heavenlies”  ’ ，76 ; 和 Best, 1 7 0 。

4 J. A . F itzm ye r，‘ “ To Know  H im  and the Power o f  H is Resurrect- 

io n ”  (P h il 3 .10 )’ ，in  Melanges Bibliques en hommage au R. P. Beda 

Rigaux, ed. A. Descamps and A. de H a lleux (G em bloux: D ucu lo t, 

1970), 4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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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 23 )
3 . 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一 20〜 23 )

死 。若 要 強 調 的 是 神 的 愛 ，那 麼 保 羅 自 然 會 寫 到 關 於 基 督 的 十 字  
架 ，以 之 為 這 愛 的 至 高 彰 顯 （弗 五 1〜 2 ; 參 ：羅 五 8 ) 。

神 的 浩 大 能 力 也 運 行 於 基 督 的 被 高 舉 （第 2 0 b 〜2 3 節 ） 。5這 
幾 節 經 文 引 喻 兩 段 不 同 的 詩 篇 經 文 （一 一 〇 1 ，八 6 ) ，二者都曾 
被 用 在 早 期 基 督 教 的 講 道 中 。6 基 督 的 高 升 是 神 大 能 的 作 為 ，將祂 
提 升 「到 一 個 無 與 倫 比 之 榮 耀 和 普 世 權 柄 的 地 位 」 。7祂升到神的 
右 邊 ，是 早 期 使 徒 講 道 中 重 要 並 常 見 的 部 分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各 處  
都 可 以 見 到 它 的 迴 響 。8 要 了 解 這 幾 節 經 文 的 意 思 ，我們必須回到 
詩 篇 —— 〇 篇 1 節 對 於 彌 賽 亞 的 解 釋 ： 「耶 和 華 對 我 主 說 ： 『你 
坐 在 我 的 右 邊 ，等 我 使 你 仇 敵 作 你 的 腳 凳 。』 」當耶穌被帶到耶 
路 撒 冷 的 公 會 前 時 ，祂 將 這 些 話 用 在 自 己 身 上 （太 二 十 六 64 ；可

5 所用的動詞是KamcTa? • 出 自 Kotegco • 意思是「使坐下，就座」 （在來 

— 3 ，八 1 ，十 1 2 ，十二 2 ，它的意思是「坐 」） 。參 Louw  and 

N ida § 8 7 .3 6。

6 關於在這文脈裏一併使用詩篇第八篇和第一一〇篇的討論，見 A. T. 
L in co ln , ‘ The Use o f  the OT in  Ephesians ’ ，JSNT 14 (1982), 16- 

57 ’ 特別是 40-42 ; M. Gese, Das Vermdchtis des Apostels: Die Rezep- 

tion der paulinischen Theologie im Epheserbrief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1997), 190-93 ；和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9 - 2 2 ，他質疑詩篇第八篇是否真如人們宣稱的，那麼廣泛地 
用在新約聖經中。他認為以弗所書的作者以深具創意的手法將兩篇詩 
篇經文連在一起，意識到每一處舊約經文的上下文，並 知 道 「詩篇第 
八篇與聖經的創造敘述經文之間的文本互涉關係」 （2 2 ) 。

7 M . J. H arris, Raised Immortal: Resurrection and Im m ortal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M arsha ll, M organ &  Scott, 1983)，8 5 。

8 徒二 33〜3 5 ，五 3 1 ，七 5 5 ~ 5 6  ；羅八 34 ；西 三 1 ;來一 3 、13 ,八

1 ，十 1 2 ，十二 2 ；彼前三 22 ；啟三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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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十二 36 ；路 二 十 4 1 〜4 4 ) 。在 祂 復 活 和 升 天 後 ，使徒的宣告是祂 

已 坐 在 寶 座 上 。9 基 督 的 復 活 是 祂 的 彌 赛 亞 和 聖 子 身 分 的 證 明 ，雖 
然 祂 的 高 升 與 復 活 密 切 相 關 ，但 在 新 約 聖 經 若 干 處 的 經 文 裏 卻 將  
二 者 作 了 區 別 ，因 為 祂 的 高 升 乃 是 與 祂 主 宰 身 分 的 成 立 有 關 。1(>

「復 活 所 宣 告 的 是 『祂 活 著 —— 直 到 永 遠 』 ；而 高 升 所 宣 告 的 則  
是 『祂統治—— 直 到 永 遠 』 」 。"

聖 子 被 安 排 坐 在 父 的 旁 邊 ，這 是 指 祂 完 成 了 父 所 交 付 的 任  
務 ；祂 已 經 完 成 地 上 的 使 命 。祂 所 坐 之 處 是 在 神 的 右 邊 ，這與祂 
已 經 坐 下 的 事 實 同 樣 重 要 。在 某 人 的 右 邊 就 是 處 在 一 個 有 特 殊 榮  

耀 和 特 權 的 位 置 （王上二  1 9 )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主神的右邊是個 
蒙 恩 惠 （詩 八 十 17 ； * 耶二十二  2 4 ) 、得 勝 （詩 二 十 6 ，四十四
3 ；賽四^^一  1 0 ) 、和 能 力 （出 十 五 6 ；詩 八 十 九 13 ；賽四十八 
1 3 ) 的 位 置 。因 此 ，基 督 被 安 排 坐 在 神 右 邊 的 意 思 ，就是分享父 
的 寶 座 （啟 三 2 1 ) 。雖然以弗所書後面說到神使眾信徒與基督一

9 D. M . Hay, Glory at the Right Hand: Psalm 110 in Early Christianity  

(N ashv ille : Ab ingdon, 1973), 1 5 聲 稱 ：在新約聖經各處，約有三十 
三處引用或引喻詩篇一一〇篇（第 1 和 第 4 節 ） ，出現的各處上下文 
都指向耶穌或基督徒們坐在神的右邊（羅 八 34 ; 弗一 2 0 ，二 6 ; 西三
1 ；可 十 四 6 2 ，等等） ，這些地方斷言各樣權勢都歸服於基督（林前 
十 五 25 ；弗一 20 ；來 十 12〜 13 ；啟 三 2 1 ) ，也作了關乎耶穌的代求 
和祭司職分的陳述（羅 八 34 ; 參 ：來 七 2 5 ) 。

1 0 羅 八 34 ；弗 一 2 0 ，二 6 ; 西 三 1 ; 參 ：徒二 32〜 33 ; 彼 前 三 21〜
22 °

11 M . J. H arris , Raised Immortal, 8 5 。他 又 說 * 基 督 的 r 復活必然的結果 
就是祂的高升，因為每當新約聖經描述基督的現況時，都將祂描繪為 
不僅是在天上，而且還是在位的君王j  。

_ 譯 註 ：原作誤植為八十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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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坐 在 天 上 （二 6 ) ，但 意 味 深 遠 的 是 ，那 裏 沒 有 說 他 們 是 被 安  
置 在 「祂 的 右 邊 」 。無 人 能 分 享 基 督 高 升 的 地 位 。 「在 神 的 面  
前 ’ 天 使 站 立 或 俯 伏 敬 拜 （王上二十二  19 ；啟 四 1 0 ) ；唯有高升 
的 聖 子 坐 著 。」 12

所 以 ，神 在 信 徒 生 活 裏 運 行 的 能 力 ，就 是 祂 用 來 使 基 督 復  
活 、分 享 祂 寶 座 的 同 樣 能 力 。13神 的 寶 座 是 在 天 上 • 那是基督的 
百 姓 「在 祂 裏 面 」獲 賜 以 「各 樣 靥 靈 的 福 氣 」 （第 3 節 ）的範 

疇 。隨 著 基 督 被 升 到 天 上 ，所 指 涉 的 中 心 也 從 地 上 轉 到 天 上 ，就 
是 祂 現 今 所 在 之 處 （參 ：六 9 ) 。祂 在 那 裏 ，關係著信徒們生命 
的 延 續 （參 ••弗 二  5 〜6 ; 西 三 1〜4 ) 。

— 2 1 . 因 為 基 督 已 在 神 的 右 邊 被 立 為 王 ，祂現在擁有父的所 

有 權 柄 。祂 的 地 位 超 過 了 所 有 可 以 想 像 的 敵 對 勢 力 。雖 然 那 些  
「執 政 的 和 掌 權 的 」是 住 在 天 上 （弗 三 1 0 ，六 1 2 ) ，基督被高升 

到 神 的 寶 座 ，那 卻 ^ 遠 超 過 」14這 一 切 之 上 。所 有 階 層 的 權 柄 ， 
包 括 死 亡 ，都 臣 服 於 復 活 並 高 升 的 主 之 下 。

為 了 強 調 基 督 的 超 越 性 ，這 些 權 勢 的 各 種 稱 謂 都 被 列 舉 出  
來 ：_ 切 執 政 的 、掌 權 的 、有 能 的 、主 治 的 。不 論 在 宇宙中有多 
少 級 別 的 能 力 ，全 都 臣 服 於 祂 。與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對 詩 篇 ——  

〇篇 的 用 法 一 致 ，保 羅 將 這 詩 篇 中 的 「仇 敵 」等 同 已 臣 服 於 基 督

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23 )
3.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 20〜23 )

12 M . J. H arris , Raised Immortal, 7 9 。

13 Bruce, 2 7 3 。參 M . Gese, Das Vermdchtis, 2 2 6 -2 8 。

14 'Ynepdvoj ( 「遠超過」 ；參 ：弗 四 1 0 ) 在這裏可能是有意將基督與這 
些權勢的地位相對比，在秘術蒲紙文獻裏，認為這些權勢是位於「上 
面 」 （參 PGM IV .569; X I I .2 5 6 ) 。這副詞出現在 <利未遺訓> ( T. 

Lev i) 三 4 , 指神的居所。參 A rn o ld , 78, 1 9 6 ，但要留意霍納的警告
( Hoehner, 2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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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劊造 （_  3〜三 21 )

的 那 些 看 不 見 的 「權 勢 」 。他 首 先 將 他 們 描 繪 為 「執 政 的 」和 
「掌 權 的 」 ，又 加 上 含 括 性 的 「一 切 」來 指 整 個 群 體 。提到這一 

對 的 屬 靈 勢 力 （也出現在西一  1 6 ，二 1 0 、1 5 ) ，是為以弗所書三 
章 1 0 節 和 六 章 1 2 節 的 重 要 討 論 作 預 備 。15第 三 項 表 述 ， 「有能 
的 」 ，被 用 來 指 掌 權 的 天 使 （參 ：林 前 十 五 24 ; 羅 八 38 ; 參 ：彼 
前 三 2 2 ) ，是 源 自 舊 約 聖 經 ，常 出 現 在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一詞中 

( 《七 十 士 譯 本 》 ） 。將 耶 和 華 描 寫 為 君 王 和 主 ，被 天 軍 圍 繞 。 
同 一 個 字 「有 能 的 」指 「天 上 的 萬 象 」 （ 《七 十 士 譯 本 》王下十 
七 16 , 二 H 3 、5 , 二 十 三 4 〜 5 ) ，是 以 色 列 人 不 可 敬 拜 的  

( 申 四 1 9 ) 。這 種 「有 能 的 」擬 人 化 的 意 思 ，在後來的猶太教和 

混 合 主 義 的 秘 術 蒲 紙 文 獻 裏 非 常 普 遍 。在 這 已 經 臣 服 的 「仇 敵 」 
清 單 裏 ，保 羅 的 第 四 個 詞 是 「主 治 的 」 。和 前 面 三 項 一 樣 ，它指 

的 是 「天 使 的 權 勢 中 的 一 個 特 殊 階 層 」 。16

最 後 ，為 了 強 調 基 督 至 高 地 位 的 浩 瀚 範 疇 ，保羅宣稱祂已被 
立 為 王 ，遠 超 過 … … 一 切 有 名 的 ；不 但 是 今 世 的 ，連來世的也都 
超 過 了 。所 有 可 想 像 得 到 的 掌 權 者 都 被 涵 蓋 在 主 耶 穌 基 督 大 能 的  
統 治 之 下 。在 腓 立 比 書 二 章 6 〜 1 1 節 所 謂 的 「詩 歌 」裏 ，神將這 

位 降 卑 的 耶 穌 升 為 至 高 ，賜 給 祂 「那 超 乎 萬 名 之 上 的 名 」—— 祂 
自 己 的 名 字 「主 」—— 以 及 因 這 名 而 來 的 所 有 榮 耀 和 權 柄 。父神

1 5 保羅在羅馬書八章3 8 節 用 6pXa ( 來 指 「掌權的」 ，在哥林多前書十五 
章 2 4 節則用战oucrim ( 「掌權的」） （參 ：彼 前 三 2 2 及其所列已臣 
服的權勢） 。以弗所書反映了猶太人對靈界的看法，這裏所列的四個 
詞都出現在《以諾二書》二十〜二十二章。到第一世紀時• 猶太教對 
於靈界極感興趣，因此產生了複雜的魔鬼論• 其中包括長串的名字和 
類 別 。他們相信神已把管轄列國的權柄賜給眾天使，所以他們在天上 
所經歷的也會影響地上的列國（參 ：但 十 1 3 、2 0 ) 。

16 BAG D , 461 ；和 A rno ld ,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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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 23 )
3 . 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一 20〜 23 )

的 旨 意 ，是 要 叫 全 宇 宙 的 歡 呼 和 稱 頌 ，都 歸 給 地 位 超 越 其 他 一 切  
的 那 位 。在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2 1 節 這 裏 ，前面的四項稱謂並非要包含 
一 切 ，17所 以 使 徒 直 接 講 明 * 說 基 督 是 遠 超 過 一 切 有 名 的 。上下 
文 顯 示 ，這 些 掌 權 者 是 從 神 得 名 ，因 而 表 示 他 們 不 及 祂 。若神賜 
給 他 們 名 字 ，又 差 遣 基 督 ，那 麼 基 督 之 超 越 他 們 就 更 為 確 定 了 。 
這 個 具 全 面 意 思 的 句 子 明 確 說 明 ，不 論 稱 謂 或 頭 銜 ，在天上和地 

上 每 一 個 治 理 的 掌 權 者 都 低 於 那 位 在 神 右 邊 的 基 督 。18

基 督 的 統 治 超 越 一 切 顯 要 的 名 字 ，不 論 今 世 的 或 來 世 的 ，現 
在 的 或 未 來 的 。這 「今 世 」與 「來 世 」的 分 別 ，出自猶太的天啟 

文 學 。因 著 主 耶 穌 第 一 次 降 臨 ，新 的 世 代 已 進 入 現 今 的 世 代 ，兩 
個 世 代 有 了 重 叠 。將 要 來 的 世 代 已 經 開 始 ，卻 尚 未 完 滿 實 現 ，保 
羅 在 這 裏 所 指 的 ，就 是 這 種 未 來 的 意 思 。以 弗 所 書 強 調 「已實現 
的 」末 世 論 ，就 是 神 已 在 基 督 裏 成 就 的 。聚 焦 於 基 督 已 經 被 升 到  
天 上 ，和 祂 已 為 信 徒 贏 得 的 救 恩 益 處 ，與 這 個 特 點 一 致 。但這封 
書 信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並 未 終 結 未 來 的 末 世 論 （參 ：一 1 4 ，二 7 ， 
四 3 0 ，五 5 、2 7 ，六 8 、1 3 ) 。我們也不需要說時間的範疇已經 

不 重 要 了 。基 督 高 升 ，超 越 今 世 一 切 之 名 的 勝 利 也 延 續 到 將 來 的  
世 代 。基 督 的 超 越 性 乃 是 在 今 世 、在 人 類 受 捆 鎖 的 光 景 裏 成 就  
的 • 在 祂 的 掌 控 下 ，即 使 是 掌 權 者 也 都 會 在 新 秩 序 中 找 到 他 們 的

17 S. H. T. Page, Powers o f Evil: A Biblical Study of Satan and Demons 

(Grand Rapids/Leicester: B aker/A po llos, 1995)，2 4 1 - 5 4 ，特別是 
2 4 5 。他 又 說 ，「和一切有名的」一 詞 暗 示 ：前面的各個稱謂是「相 
當不嚴謹的用法，可能沒有明確的指涉對象」 。這些字在新約聖經其 
他地方的不同組合證實了這種說法。因 此 ，「要根據指稱這些勢力的 
詞 彙 ，來重建他們等級的作法是不智的」 。

18 參 C. T. G. A llen , ‘ God the Namer: A  Note on Ephesians 1:21b ’ ， 
NTS 32 (1986)，47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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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適 當 位 置 。縱 然 那 些 管 轄 這 幽 暗 世 界 的 已 被 擊 敗 （弗 六 1 2 ) ，他 
們 在 今 世 仍 然 對 個 人 和 列 國 有 相 當 大 的 掌 控 。但 在 將 來 的 世 代  
裏 ，他 們 的 轄 制 將 成 為 過 眼 煙 雲 。所 以 保 羅 特 別 告 訴 他 的 讀 者  
們 ，他 們 不 必 對 未 來 心 存 畏 懼 。

在 歌 羅 西 混 合 主 義 的 教 導 中 ， 「執 政 的 、掌 權 的 」佔有重要 
的 地 位 。在 那 裏 ，那 些 鼓 吹 這 虛 假 「理 學 」的人隨時 準 備 論 斷 人  
(西 二  1 6 、1 8 ) ，而 且 以 為 必 須 安 撫 這 些 超 自 然 的 屬 靈 勢 力 ，認 

為 他 們 藉 著 嚴 守 律 例 ，特 別 是 在 飲 食 和 聖 日 方 面 （二 1 6 、2 1 ) ， 
掌 控 神 與 人 之 間 溝 通 的 途 徑 。他 們 的 說 法 是 ，這種教導超越了以 
巴 弗 教 導 的 基 本 的 十 字 架 福 音 ，使 參 與 這 些 苦 修 行 為 的 「成熟 
人 j 能 在 靈 界 進 入 天 堂 ，參 與 「天 使 對 神 的 敬 拜 」 ，這就成為他 
們 目 前 生 活 經 驗 的 一 部 分 （二 1 8 ) 。保 羅 對 此 的 回 應 是 ，即使是 
宇 宙 間 那 些 有 能 的 和 掌 權 的 ，也 都 是 在 基 督 裏 造 成 的 （一 1 6 ) 。 

祂 是 創 造 者 ，一 切 都 臣 服 於 祂 。此 外 ，敵 對 的 掌 權 者 也 被 同 一 位  
主 征 服 。沒 有 誰 需 要 被 安 撫 。他 們 的 存 活 都 在 於 祂 ，他們已被祂 
征 服 ，本 當 順 服 於 祂 （二 1 0 、15 ) »

歌 羅 西 的 這 個 背 景 也 反 映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它 比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任 何 書 信 包 含 了 更 多 關 於 掌 權 者 的 事 ，也 提 供 了 對 這 些 屬 靈 權 勢  
最 詳 細 的 回 應 。19與 當 時 猶 太 人 和 希 臘 化 世 界 盛 行 的 信 仰 一 致 的  

是 ，以 弗 所 書 也 承 認 邪 靈 確 實 存 在 。使 徒 所 用 的 許 多 詞 語 • 也被 
猶 太 人 和 希 腿 化 群 體 用 來 指 掌 權 的 。這 與 卡 爾 （W . C a r r ) 的看法 

不 同 ，他 說 以 弗 所 書 裏 提 到 的 是 圍 繞 神 寶 座 的 聖 潔 天 使 ，而一大 
群 鬼 魔 掌 權 者 的 觀 念 是 在 第 二 世 紀 時 才 形 成 的 ；但保羅說執政的

1 9 以弗所書裏用不同的詞語提到「掌權的」 ，包括一 1 0 、2 1 ，二 2 ，三 
1 0 、1 5 ，四 8 、27 • 六 1 1 、1 2 、和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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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掌 權 的 是 邪 惡 的 勢 力 （六 12 ; 參 ：二 2 )  ； M 詩 篇 —— 〇篇第 
1 節 和 八 篇 第 6 節 這 兩 處 引 喻 的 結 合 ，表示他們是被放在基督腳下 

的 「仇 敵 」 。
此 外 ，溫 克 （W a lte r  W i n k ) 認 為 ，應當將這些掌權者去神秘 

化 ，或 縮 減 為 人 間 的 統 治 者 或 壓 迫 百 姓 的 政 治 結 構 ；但這是不對 
的 。保 羅 相 信 這 些 掌 權 者 是 在 天 上 的 靈 界 代 表 ，置身於地上和人 
類 組 織 之 後 （參 ：六 1 2 )  » —切事物都臣服於基督現時的統治之 
下 （一 2 2 、2 3 ) ，這 也 特 別 包 括 執 政 的 、掌 權 的 ，基督被高舉到 

天 上 ，超 越 他 們 。這 些 靈 界 的 勢 力 能 夠 透 過 地 上 的 結 構 運 作 ，而 
且 也 確 實 這 麼 做 ，這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但 若 將 他 們 等 同 於 這 些 結  
構 ，就 太 過 簡 化 了 。21

— 2 2 . 保 羅 現 在 引 用 詩 篇 第 八 篇 第 6 節 ：神已經將萬有服在 

祂 的 腳 下 ，這 是 以 一 個 嶄 新 的 方 式 ，進 一 步 強 調 22基督那無所不

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 23 )
3 . 神的大能彰顥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一 20〜23 )

20 對於卡爾的 觀 點（W. Carr, Angels and Principalities: The Background,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uline Phrase h a i a rch a i k a i h a i 

e xo u s ia i [Cam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81], 9 3 - 

1 1 1 )的評論，見 P. T. O ’ B rie n ，4P rinc ip a litie s  and Powers: Oppo

nents o f  the C hurch ', in  D. A. Carson, e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hurch (Exeter: Paternoster, 1984), 110—50 ’ 特別是 125-28， 
133-36 ；和 A rno ld , 47-51 o

21 參 ：斯 托 得 ，267-74  頁 = S to tt，267-75 ；和 P. T. O ’ B rie n ，P r in 

c ipa litie s  and Powers’ ，1 4 1 -4 3 。對於 W. W ink , Naming the Powers: 

The Language of Power in the New Testament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 9 8 4 )的評論 ’ 見 : A rno ld , 4 7 - 5 1 ，和 L in co ln , 6 4 。

22第 2 0 〜2 3 節的最後兩個主要句子都是透過限定動詞表達（第 22 

節 ） ，而不是 像 第 2 0 節裏的分詞（見上文） 。主要思想仍然在於神 
在基督身上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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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_  3〜三 21 )

包 的 統 治 。基 督 不 僅 已 獲 賜 一 個 權 柄 的 位 分 ，坐 在 父 的 右 邊 ；如 
今 當 萬 物 都 服 在 祂 的 腳 下 時 ，祂 也 得 以 運 用 那 權 柄 。眾掌權者不 
僅 是 低 於 基 督 ，他們也臣服 23於 祂 。

這 子 句 是 繼 續 從 第 2 0 節 開 始 的 描 述 ，說到神的大能如何在基 
督 裏 彰 顯 出 來 。當 詩 人 滿 懷 敬 拜 之 情 ，為 著 創 造 者 賜 給 人 類 的 尊  

榮—— 也 就是賜給他們權柄管理祂所造之物 —— 而 讚 嘆 時 ，他想到 
了 創 世 記 第 一 章 2 6 〜2 8 節 的 言 語 。在新約聖經裏  > 這篇詩篇的字 
句 被 用 在 基 督 身 上 ，以 祂 為 末 後 的 亞 當 （林 前 十 五 27 ；來二 6 〜
9 )  » 詩 篇 裏 的 「萬 物 」是 指 在 創 造 的 階 層 裏 低 於 人 類 的 部 分 ，現 
在 則 是 指 整 個 宇 宙 ，就 是 天 和 地 （參 ：一 1 0 、2 3 ) ，特別是臣服 
於 基 督 的 靈 界 勢 力 》雖 然 必 須 等 到 死 亡 被 摧 毀 、神是一切且在一 
切 之 內 時 ，這 些 話 語 才 會 完 滿 實 現 （林 前 十 五 27 ；來二 8 ) ，基 
督 現 今 卻 已 在 神 的 右 邊 作 王 ，這 一 點 就 「足 以 保 證 這 應 當 稱 頌 的  
完 滿 實 現 必 將 來 臨 」24。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基督對宇宙的統治 
被 視 為 已 經 發 生 （腓 三 21 ; 西二 1 5 ) 。

既 已 詳 盡 地 談 論 了 基 督 超 越 宇 宙 的 觀 念 （第 2 0 〜2 2 a 節 ） ， 
保 羅 就 將 之 與 一 個 斷 言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就 是 神 在 關 乎 教 會 的 事  
上 對 基 督 的 心 意 。在 第 1 9 節 裏 已 提 到 ，神使基督復活的浩大能力 

是 「向 我 們 這 信 的 人 所 顯 的 」 。與 這 一 致 的 是 ，基督對宇 宙 的 統  
治 乃 是 為 了 信 徒 們 的 益 處 ：神 「使 祂 為 教 會 作 萬 有 之 首 」 。25第 
一 章 最 後 的 這 三 個 子 句 ，就 是 第 2 2 b 〜2 3 節 ，是這書信中最難解 
的 一 部 分 。

2 3 關於動詞dTiOTdaaa) ( 「置於… …之 下 ，降服」） ，見 ：五 2 1 的註釋。

24 F. F. Bruce, Ephesians, 4 3 。

2 5 重 點 是 在 這 子 句 最 後 面 的 邛 ( 「為教會」） ，這在後續部分 
中進一步強調（參 L in co ln , 6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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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動 詞 「使 」被 理 解 為 舊 約 聖 經 裏 y 壬 命 」或使就職的意 
思 （ 《新 國 際 版 》 ） ，以 弗 所 書 裏 其 他 地 方 的 用 法 26卻 顯 示 ，這 
動 詞 在 此 處 應 當 是 它 一 般 性 的 意 思 「賜 」 。27這 強 調 神 對 教 會 的  
恩 典 ，也 是 以 弗 所 書 其 他 地 方 的 重 點 。 「萬 有 之 首 」表示基督超 
越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28包 括 那 些 執 政 的 和 掌 權 的 。這些都 在 平 行 經  
文 裏 明 確 提 到 ， 「基 督 … … 是 各 樣 執 政 掌 權 者 的 元 首 」 （西二
1 0 ) ，這 也 是 保 羅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特 別 關 注 的 。本節的後半又提到 

了 詩 篇 引 句 裏 的 「萬 有 」 ：既 然 神 已 將 萬 有 放 在 祂 的 腳 下 •祂 就  
是 「萬 有 之 首 」 。 「首 」和 「腳 」 、 「超 越 」和 「之 下 」等詞語 
顯 然 都 是 互 補 的 。 「首 」29常 出 現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裏 ，用來翻

二 、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5〜 23 )
3 . 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 20〜 23 )

2 6 就 是 當 ( 「賜給」）與一個間接受格的間接受詞一同出現時：
一 17 •三  2 、7 、8 、1 6 ，四 7 、8 、1 1 、2 7 、2 9 ，六 19 ; 參 ：西一
25 °

2 7 但 是 《修訂標準版》 、《新英語聖經》 、《新國際版》 、和 《新修訂 
標準版》都將這字譯作7 壬命」 。

28 不 是 「至高的元首」 ，如 F. Mussner, Christus, das A ll und die Kirche: 

Studien zur Theologie des Epheserbriefes (T rie r: Paulinus, 1955)，30-3 1; 

BAG D , 839 ；和 Bruce，272，2 7 4 所認為的（《呂振中譯本》與 《思 
高聖經》的 「至上」） 。根據這觀點， T Tdvra是 k ^ o ^ v 的情態特 

質 （「超越萬有之首」) 。留 意 貝 斯 特 （Best，182 ) 對此觀點的評 
。

2 9 根據魯弗與奈達（Louw  and N ida §87.51 ) 的 說 法 * 灯<))0̂ 是 喻 義 用  
法 ，指 「在命令或吩咐的權柄上有超越或顯著地位的人」 ，衍生為表 
示 「為 首 的 、優 越 的 、超越的人」 。關於五章第 21〜3 3 節裏 
的 討 論 ，特 別 是 指 「首 」或 「源頭」之 意 ，見下文的解釋（有關參考 
書目的細節，見 Best，189 ；和 Hoehner，2 8 5 - 8 6 ) 。留意最近G.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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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希 伯 來 文 的 「統 治 者 」或 「首 領 」 （申 二 十 八 13 ； 士 十 1 8 ，十
一 11 ; 撒下二十二  44 ; 賽 七 8 、9 ) ；權柄的觀念是與希伯來文 

用 詞 裏 領 導 地 位 的 觀 念 有 關 。基 督 為 首 的 觀 念 並 非 來 自 教 會 是 祂  
身 體 的 意 象 。M 保 羅 以 另 成 一 格 的 方 式 得 出 這 一 點 （參 ：林前十
一 3 ) ; 頭 與 身 子 的 主 題 可 以 是 相 當 分 離 的 （林前十二  12〜 27 ； 
參 ：第 2 1 節 ） 。此 處 基 督 的 元 首 位 分 關 乎 祂 與 宇 宙 間 的 關 係 ；接 
著 才 講 到 身 體 （第 2 3 節 ） ，用 它 來 描 述 教 會 ，基督就是神所賜給 

教 會 的 。 「首 」一 詞 表 示 祂 統 治 的 權 柄 。鑑 於 「萬 有 之 … … 」一 
詞 ，翻 譯 為 「源 頭 」是 不 恰 當 的 ，實 際 上 也 無 法 解 釋 。31

「教 會 」一 詞 ，在 保 羅 作 品 中 常 是 指 在 某 一 特 定 地 方 的 當 地  
基 督 徒 會 眾 （帖前一  1 ; 帖後一  1 、4 ，二 14 ; 加一 2 ；等 等 ） ， 

或 是 在 一 個 家 庭 裏 的 聚 會 ，也 就 是 一 個 「家 庭 教 會 」 （羅十六 
5 ；西 四 15 ; 門 2 ; 等 等 ） ，它 有 時 可 以 指 更 廣 的 範 圍 。32雖然大 

多 數 解 經 家 都 將 這 些 詞 語 解 釋 為 普 世 教 會 ，就 是 眾 信 徒 所 歸 屬 、 
並 且 分 散 在 世 界 各 地 的 ，這 看 法 卻 有 嚴 重 的 問 題 。33較好的解釋

Dawes, The Body, 122-49 , 特 別 是 139-42 , 討論近代學術界對於以 
弗所書一章2 2 節的處理，並與它們互動。

30 「基督為首，不是因為教會是祂的身體，而是因為萬有都已臣服於祂 
的 腳 下 ；」G. Howard, ‘ The Head/Body Metaphors o f Ephesians，， 

NTS 20 (1974)，353 °

31 C. E. A rn o ld , 4Jesus C h ris t，，365 ；參 Best, 196 ；和 G. W. Dawes, 

The Body, 139 • 後者評論說，「從前後文顯示出的第一件事就是… … 

K£((>aAii 一字一定有『權柄』的 意 思 。」他認為引喻詩篇第八篇就清楚 
顯明這一點。

32 西一 1 8 、24 ;弗一 2 2 ，三 1 0 、2 1 ，五 23〜2 4 、2 7 、2 9 、32 °

3 3 第 一 ，纟KKAriakt — 詞不能再是它一般性的意思「聚集」或 「集 會 」 ’ 

因為很難想像這普世的教會如何能聚集在一起’ 因此必須以另一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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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從 隱 喻 的 角 度 來 了 解 這 詞 ，指 在 天 上 圍 繞 著 基 督 的 聚 集 ，這是 
眾 聖 徒 已 參 與 在 其 中 的 （參 ：來十二  22〜2 4 ) 。本書的讀者們已 
經 「在 基 督 裏 」獲 賜 以 「天 上 各 樣 屬 靈 的 福 氣 」 （一 3 ) ，神已 

經 使 他 們 與 祂 一 同 活 過 來 ，與 祂 一 同 復 活 ，並使他們 與 基 督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二 5〜6 ) 。說 「教 會 」是 個 發 生 在 天 上 的 集 會 ，信徒 

們 已 經 在 那 裏 ，聚 集 在 基 督 周 圍 ，這 是 以 隱 喻 的 方 式 ，說他們現 
在 享 受 與 祂 的 團 契 。這 是 一 種 喻 義 用 法 ，表 示 基 督 徒 們 與 基 督 有  
個 人 性 的 關 係 * 就 如 他 們 彼 此 間 有 關 係 一 樣 。在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中 ，保 羅 的 要 點 是 ，基 督 為 宇 宙 元 首 的 身 分 乃 是 為 了 祂 百 姓 的 益  
處 ，就 是 那 些 在 團 契 中 圍 繞 祂 的 人 們 。

然 而 ，這 中 間 也 有 當 地 會 眾 的 層 面 。新 約 聖 經 沒 有 討 論 地 方  
教 會 與 天 上 集 會 間 的 關 係 。雖 然 沒 有 明 確 講 到 這 個 連 結 ，但地方 
教 會 和 在 特 定 家 庭 中 聚 集 的 家 庭 小 組 ，就 是 信 徒 和 主 耶 穌 間 這 種  
新 關 係 具 體 而 可 見 的 彰 顯 。不 論 是 在 教 會 中 或 家 庭 教 會 裏 ，地方 
性 的 集 會 都 是 那 圍 繞 復 活 基 督 的 天 上 集 會 在 地 上 的 彰 顯 （參 ：來 
十 2 5 ) 。所 以 ，這 裏 就 像 以 弗 所 書 其 他 地 方 （如 ：三 1 0 )  — 樣 ， 

使 徒 也 想 到 了 基 督 徒 的 地 方 教 會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其 中 同 為 基  
督 身 體 上 的 肢 體 ，也 是 這 天 上 實 體 的 具 體 表 現 。34

— 2 3 . 頭 / 首 被 用 來 指 基 督 ，祂 統 管 萬 有 ，神又將祂賜給教 

會 。因 此 頭 與 身 子 不 同 》但 是 藉 著 「教 會 是 祂 的 身 體 」這個同位

二 、戚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5〜 23 )
3 . 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一 20〜23 )

式解釋這字 ’ 來表示一個機構或社會。第 二 ，如歌羅西書一章15〜20 

節這類經文的場景是在天上的層面運作，這表示此處所說的不是地上 
的 現 象 ，而 是 超 自 然 和 属 天 的 。見 R. Banks, Paul's Idea o f Com
m un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44 -47 ; P. T. O 'B rie n , 

‘ E n t ity ’ ，88-119，307-11 , 和 ‘ C hurch ’ ，DPL, 123-31 的深入討論。

34 參 M . V o lf, After Our Likeness: The Church as the Image o f the T rin ity  

(Grand Rapids/Cambridge: Eerdmans,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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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句 ，將 頭 與 身 子 被 並 列 一 起 。兩 者 也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 8 節裏 
( 參 ：二 1 9 ) 作 了 類 似 的 聯 繫 —— 有 人以此為以弗所書裏這構想 

的 源 頭 —— 並 在 以 弗 所 書 後 面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參 ：四 1 5 ，五 
2 3 ) 。

保 羅 將 頭 與 身 子 並 列 ；學 術 界 對 此 作 法 的 來 源 有 相 當 分 歧 的  
意 見 。它 被 追 溯 到 幾 個 不 同 來 源 ，包 括 宇 宙 為 一 身 體 的 觀 念 ，諾 
斯 底 派 關 於 「原 始 人 一 救 贖 者 」形 成 一 巨 大 身 體 的 思 想 ，拉比文 
學 對 亞 當 身 體 的 揣 測 ，當 時 的 政 治 理 念 ，基 督 教 的 聖 餐 ，頭掌控 
腦 部 、腦 部 指 揮 身 體 其 他 神 經 系 統 的 生 理 模 式 ，以及舊 約 聖 經 裏  
關 於 群 體 人 格 的 觀 念 。35

最 理 想 的 ，或 許 是 把 這 個 頭 與 身 子 的 並 列 理 解 為 從 保 羅 先 前  
的 書 信 自 然 發 展 而 來 ，在 那 些 書 信 中 ，用 身 子 的 術 語 及 它 的 組 成  
部 分 指 教 會 成 員 的 彼 此 關 係 和 義 務 （羅十二  4 〜5 ；林前十二  12〜 
2 7 ) 。這 思 路 在 歌 羅 西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裏 有 更 深 的 進 展 • 談論到教 
會 與 基 督 的 關 係 ，前 者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後 者 則 是 身 體 的 頭 》36保

3 5 詳盡的討論，見 L in co ln , 6 7 -7 2 。關於保羅作品中「身體」的 主 題 ， 
見 R. H. Gundry, Soma in Biblical Theology, w ith  Emphasis on Pauline 

Anthropology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76) ；和 G. 

W. Dawes, The B ody。

3 6 布 魯 斯 （F. F. Bruce, Paul, 4 2 1 ) 指 出 ，「從哥林多前書和羅馬書裏 
明喻的言語，進展到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裏所表達那實際、彼此的關 
連 ，可能是因保羅想到歌羅西異端的問題而被激發出來的。」關於對 
這進展的各種看法 * 見 P. Beno it, 'B ody, Head, and Pleroma in  the 
Epistles o f  the C a p tiv ity ，， in  Jesus and the Gospels, vo l. 2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4), 59-78 ; A . Perriman, ‘ “ H is body， 
w hich is the church … Coming to Terms w ith  M etaphor ’ ，EvQ  62 

(1990)，123-42 ; 與 J. D. G. Dunn, ‘ “ The Body o f  C h ris t”  in  Pa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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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基 督 的 身 體 」的 觀 念 ，可 能 來 自 他 在 往 大 馬 色 路 上 遇 見 得 高  
舉 的 基 督 ，在 那 裏 ，復 活 的 基 督 與 祂 的 跟 隨 者 們 認 同 ： 「掃 羅 ！ 
掃 羅 ！你 為 甚 麼 逼 迫 我 ？」 （徒 九 4 ，二十二  7 ，二 十 六 1 4 ) 。 

此 外 ，基 督 身 體 的 思 想 也 可 用 舊 約 聖 經 中 群 體 人 格 的 觀 念 作 部 分  
的 解 釋 ，在 那 種 觀 念 中 ，個 人 與 眾 人 間 的 活 動 可 以 用 這 一 詞 語 表  
達 ，但 又 有 合 一 的 含 義 。對 保 羅 而 言 • 基 督 是 末 後 的 亞 當 和 第 二  
個 人 ，代 表 新 的 人 類 （羅 五 12〜21 ；林 前 十 五 2 2 、4 5 〜4 9 ) ， 

所 以 一 個 人 不 是 「在 亞 當 裏 」 ，就 是 「在 基 督 裏 」 。
但 這 仍 然 未 處 理 一 個 難 題 ，就 是 如 何 解 釋 「頭 」與身子之間 

的 關 係 。若 將 舊 約 聖 經 中 「頭 」的 觀 念 ，與 希 臘 醫 學 裏 關 於 頭 相  
對 於 身 體 及 其 各 部 分 的 功 能 合 併 來 看 ，那 麼 頭 或 許 就 當 被 理 解 為  
「驅 使 、治 理 、弓丨導、組 合 、維 持 能 力 、活 動 的 主 因 、整體的中 

心 、和 它 生 命 之 所 在 」 。37這 不 是 將 基 督 和 祂 的 身 子 分 離 ，而是 
將 頭 顯 示 為 「對 身 子 而 言 是 有 聚 合 力 及 賦 予 活 力 的 因 素 」 。因 
此 ， 「以 弗 所 書 （和 歌 羅 西 書 ）強 調 一 個 大 能 者 的 親 自 同 在 ，藉 
著 基 督 是 『頭 』的 觀 念 而 使 人 得 力 。」38這 是 對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6 

節 和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1 9 節 （「靠 祂 〔頭 〕… … 身 體 漸 漸 增 長 ）最好 
的 解 釋 ，也 與 頭 「保 養 」身 子 的 思 想 一 致 （弗 五 29 ) 。39

二 、戚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一 15〜2 3 )
3 . 神的大能彰顯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 20〜 23 )

in  Worship, Theology and M in is try  in the Early Church: Essays in Honor 

of Ralph P. M artin , ed. M. H. W ilk in s  and T. Paige (S he ffie ld : Aca

demic Press, 1992), 146-62 o

37 L ig h tfo o t, 2 2 7 。馬 可 • 巴 特 （B arth，1 9 0 ) 接受這看法並予以延伸， 

他檢視了相關的醫學證據；亞 諾 德 （A rn o ld , 8 0 - 8 2 ，和 他 的 ‘ Jesus 

C h ris t’ ，3 4 6 - 6 6 ) 也接受這看法。

38 A rn o ld , 8 2 。

3 9 見 ：弗 四 1 6 ，五 2 9 的解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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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合 本 》將 第 2 3 節最後的子句譯為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 《新 國 際 版 》作 「那 位 以 各 種 方 式 充 滿 萬 有 者 的 豐 滿 」 ） ，是 
以 弗 所 書 裏 最 複 雜 的 部 分 之 一 。4°它 造 成 多 種 解 釋 和 大 量 不 同 的  
翻 譯 。下 列 重 要 問 題 是 必 須 處 理 的 ：

( 1 ) 在 此 文 脈 中 ，關 鍵 詞 「豐 滿 」當 如 何 解 釋 ？ 「豐 滿 」在以 
弗 所 書 裏 共 出 現 四 次 （一 1 0 、2 3 ，三 1 9 ，四 1 3 ) ，在歌羅西書 
中 有 兩 次 （一 1 9 ，二 9 ) ，在 保 羅 著 作 其 他 地 方 則 共 出 現 六 次  
( 羅H 1 2 、25 • 十 三 1 0 ，十 五 29 ；林 前 十 26 ；加 四 4 ) 。保 

羅 早 期 使 用 這 詞 時 並 無 術 語 的 意 思 ，41但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和 歌 羅 西  
書 裏 （除了弗一  1 0 之 外 ） ，它 卻 與 神 或 基 督 有 關 。

這 詞 語 可 能 不 是 反 映 華 倫 提 努 派 （V a le n t in ia n ) 的諾斯底主 

義 或 斯 多 亞 主 義 ，而 是 受 舊 約 聖 經 的 影 響 ，表 示 神 同 在 的 彰 顯 。 
它 的 名 詞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出 現 於 固 定 的 表 達 詞 句 中  > 像是海和其中 
所 充 滿 的 ，42但 是 《七 十 士 譯 本 》並 沒 有 特 別 用 它 來 表 示 神 的 能  
力 和 榮 耀 。然 而 ，它 的 同 源 動 詞 和 形 容 詞 （ 「充 滿 的 」 ）卻常常 
帶 著 這 些 觀 念 出 現 （結 四 十 四 4 - 「耶 和 華 的 榮 光 充 滿 耶 和 華 的  
殿 」 ；參 ：四 十 三 5 ；賽 六 1 ; 耶 二 十 三 24 ；該二 7 )  ’ 保羅似乎 

是 用 這 名 詞 來 表 達 舊 約 聖 經 中 神 的 同 在 和 彰 顯 的 觀 念 ，就是後來

40 希腦文 ttA爿po^ia toO Ta navTa TTfiaiv nAripou^evou。除了解經書裏的 
詳細討論外 * 見 R. Yates, ‘ A  R e-Exam ination  o f  Ephesians 1:23 ’， 
ExpTim  83 (1 9 7 1 -7 2 )，146-51 ; 和 G. W. Dawes’ The Body, 237-  

4 8 ，他的結論是，這子句有模糊之處，「反映了基督與教會間關係的 
模糊」 （2 37 ) !

4 1 羅H 1 2 、2 5 ，十 三 1 0 ，十 五 29 ；林前十26 ；加四4 。

4 2 代上十六32 ；詩九十六1 1 ，九十八7 ; 參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詩二 
十 四 1 ; 耶 八 1 6 ，四十七2 ；結十二 1 9 ，十 九 7 * 三 十 12) » 以及世 
界和其中所充滿的（詩 五 十 1 2 ，八 十九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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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太 教 的 「舍 建 拿 （S h ek in ah  ；神 的 臨 在 ） 」 。43如 果 「豐 滿 」 

是 表 示 如 神 的 能 力 、本 質 、和 榮 耀 之 類 ，這 就 適 當 地 解 釋 了 所 提  
到 的 「神 的 豐 滿 」 （弗 三 1 9 另 譯 ）和 「基 督 的 豐 滿 」 （弗 四 13 

另 譯 ；參 ：西一 1 9 ，二 9 ) 。 根 據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 9 節 ，神喜悅以 

祂 全 然 的 豐 富 居 住 在 基 督 裏 面 。神 所 有 的 屬 性 和 作 為 —— 祂的 
靈 、話 語 、智 慧 、和 榮 耀 —— 都 完 美 地 在 基 督 裏 彰 顯 出 來 。神的
一 切 豐 富 都 有 形 有 體 地 居 住 在 祂 裏 面 （西二 9 )  »

( 2 ) 那 麼 《這 裏 的 「豐 滿 」是 指 甚 麼 ？神同在和彰顯的觀念可 
能 表 示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2 3 節 裏 的 這 關 鍵 字 ，乃 是 描 寫 基 督 （就是 
第 2 2 b 節 的 「祂 」 ) 是 那 位 在 萬 有 中 充 滿 萬 有 之 神 的 「豐 滿 」 

( 參 ：西一  1 9 ，二 9 ) ，有 不 少 的 解 經 家 以 這 種 方 式 解 釋 這 詞  
語 。但 是 從 句 法 和 文 脈 的 立 場 看 ，更 恰 當 的 讀 法 是 把 「身 體 」當 
作 「豐 滿 」的 同 位 語 ，指 的 是 教 會 。44

二 、威 謝 、代 求 、為 神 高 舉 基 督 而 稱 謝 祂 （一 15〜23  )
3 . 神 的 大 能 彰 顯 在 使 基 督 復 活 並 得 高 舉 上 （一 2 0 〜2 3 )

43 留意 A rn o ld ，83-85 ; L in co ln , 72-76  ；和 Best, 183-89 對於 TTAiipwua 

( 「豐滿」）的討論。
4 4 在句法上，較自然的讀法是將TiXiipania ( 「豐滿」）的同位語視為緊接 

在前的adina ( 「身體」） ，而不是十二個字之前的oh3t6v ( 「祂 」) 。 
照著後者的看法 * 子 句 「是祂的身體」就 與文脈脫節* 成為離題的 
話 。此 外 ，第 2 2 b 節和第 2 3 a 節的重點在於神旨意中的教會。鑑於保 
羅 論述的進展，這最後的子句自然應該是與教會有關的。最 後 ，以 
TTAnpu>Ma ( 「豐滿」）指 「身體」 * 是與以弗所書三章1 9 節 一 致 ，保 
羅在那裏的禱告是要讓者們被神一切的豐滿所充滿。參 ：西二 1 0 ，保 
羅在那裏提到基督是神的豐滿之後（第 9 節 ） ，說歌羅西人也已經在 
與祂聯合時被充滿了。馬 可 • 巴 特 （B arth，1 5 8 ) 恰 當 地 評 論 說 ： 
「以弗所書一章2 3 節以同位語的形式， 包含了教會的兩個定義：她 

是基督的身體，她也是祂的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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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豐 滿 」是 主 動 或 被 動 的 含 義 ？換 言 之 ，它 的 意 思 是 「那 
充 滿 的 」 • 還 是 「那 被 充 滿 的 」 ？這 問 題 的 答 案 部 分 取 決 於 如 何  
了 解 其 同 源 動 詞 的 現 在 式 分 詞 （見 ：下 文 ） 。但 是 ，鑑於前面認 
為 「豐 滿 」是 指 「身 體 」的 結 論 ，這 裏 比 較 可 能 是 被 動 的 ：說的 
是 教 會 被 基 督 充 滿 或 成 全 ，而 非 教 會 充 滿 或 成 全 祂 。後者的觀念 
完 全 在 以 弗 所 書 和 歌 羅 西 書 的 思 想 之 外 —— 其 實 也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餘 部 分 之 外 》在 其 他 地 方 ，描 寫 基 督 主 動 充 滿 信 徒 。就像歌羅西 
書 二 章 1 0 節 一 樣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 3 節 講 到 信 徒 達 到 基 督 的 豐  

滿 > 而 使 徒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的 禱 告 ，則 是 要 讀 者 們 被 神 一 切 的 豐 滿  
所 充 滿 （三 1 9 ) 。45

( 4 ) 《和 合 本 》將 最 後 的 字 句 譯 為 「那 充 滿 萬 有 者 」 （ 《思高 

聖 經 》譯 作 「在 一 切 內 充 滿 一 切 者 」 ，參 ： 《恢 復 本 》 、 《標準 
譯 本 》 ） ，46這 是 甚 麼 意 思 ？明 確 地 說 ，當 如 何 了 解 這 現 在 式 分  
詞 ：它 是 被 動 語 態 ，關 身 語 態 ，或 是 帶 有 主 動 意 思 的 關 身 語 態 ？ 
這 分 詞 可 以 當 作 被 動 語 態 * 所 以 表 示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豐 滿 ，基督則 
是 「被 （神 ，或 教 會 ）充 滿 的 」 。支 持 這 解 釋 的 因 素 是 ，這動詞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僅 見 於 此 處 ，而 在 其 他 地 方 ，它 甚 少 有 主 動 的 意  
味 。但 是 ，根 據 歌 羅 西 書 ，基 督 已 經 是 神 的 豐 滿 。神 的一切豐盛 
現 在 都 有 形 有 體 地 居 住 在 祂 裏 面 （西一 1 9 ，二 9 ) ，因此說以神

4 5 留 意 林 康 （L in co ln , 7 3 - 7 6 ) 的詳細討論及對其他觀點的回應。恩斯 
特 ( J. Ernst, Pleroma und Pleroma Christi: Geschichte und Deutung eines 

Begriffs der paulinischen antilegomena [Regensburg: Pustet, 1970], 

1 2 0 ) 的 結 論 是 • TfAî oHiot ( 「豐滿」）的使用是特意模稜兩可的（亦 
參 G. W. Dawes, The Body’ 2 4 8 ) ，因此它的意思同時包括教會被基 
督 充 滿 ，以及教會成全了祂。根據神學脈絡，這結論不可能是正確 
的 。

46 ToO id. TTdvTa tv TTSaiv ttAtipouhevou。

280



二 、戚 謝 、代 求 、為 神 高 舉 基 督 而 稱 謝 祂 （— 15〜 23 )
3 . 神 的 大 能 彰 顯 在 使 基 督 復 活 並 得 高 舉 上 （一 2 0 〜 23 )

的 同 在 充 滿 祂 是 不 恰 當 的 。另 一 方 面 ，說 教 會 已 經 是 「豐 滿 」 ， 
而 基 督 卻 仍 然 在 被 充 滿 ’ 這 是 很 奇 怪 的 。此 外 ，在以弗所 書 其 他  
地 方 • 只 有 基 督 （弗 四 1 0 ) 和 聖 靈 （五 1 8 ) 被視為主動充滿的能 
力 ’ 表 示 基 督 在 這 裏 也 是 扮 演 同 樣 的 角 色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1 0 節證 
實 這 個 観 點 ，在 那 裏 ’ 教 會 是 神 充 滿 的 領 受 者 》因為在通用期希 
臘 文 （K o in e  G re e k ) 裏 ，關 身 語 態 可 以 有 主 動 的 意 思 ，所以較佳 

的 處 理 是 ，如 許 多 作 者 一 樣 ，將 分 詞 當 作 有 此 處 的 這 個 意 思 （= 

「充滿… … 的 那 位 」 ） 。47

( 5 ) 這 樣 ，我 們 怎 麼 解 釋 這 樣 將 「身 體 」和 「豐 滿 」劃上等號 

呢 ？在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裏 ，論 點 的 進 展 是 要 向 讀 者 們 保 證 ：他們在 
神 的 能 力 和 榮 耀 中 有 分 。祂 的 百 姓 是 祂 的 產 業 ，祂 要 在 他 們 當  
中 * 向 宇 宙 彰 顯 祂 的 榮 耀 那 種 說 不 盡 的 豐 富 （第 1 8 節 ） 。祂那無 
可 比 擬 的 大 能 是 「為 我 們 」 （第 1 9 節 ） ’ 而 身 體 則 是 從 我 們 的  

頭—— 就是基督—— 得 著 能 力 與 引 導 。在 第 2 3 節 這 裏 ’ 保羅說我 

們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已 經 有 分 於 神 的 「豐 滿 」 。我 們 或 許 會 同 意 賴  
福 特 （J. B . L i g h t f o o t ) 所 說 的 • • 「神在祂裏面的所有恩典都已賜 

給 她 〔教 會 〕 ；祂 的 『豐 滿 』也 給 了 她 ’ 因 此 她 可 以 被 稱 為 祂 的  
p le ro m a  [ 『豐 滿 』 〕」 。48在 這 書 信 後 面 ，使 徒 禱 告 ，要他的讀 
者 們 「得 以 被 神 一 切 的 鹽 滿 所 充 滿 」 （三 1 9 ’ 直 譯 ） 。因 此 ’ 保 
羅 末世論的兩邊—— 「已 經 實 現 」和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 就完全

47 BDF §316(1); BAG D , 6 7 1 和一些解經家們即如此認為。分 詞力叩00- 

#vou — 向被理解為真的關身語態’ 其 中 「採取的行動’ 是為了與主詞 
有相當關係的益處」 （G. E. Howard, ‘ The Head/Body M etaphors ', 

351 ) , 因此強調基督是為祂自己而充滿萬有。但是這樣的強調似乎 
沒有充分的理由，因為神是第2 2 b 節的主要子句的主詞°

48 J. B. L ig h t fo o t，為 A rno ld , 84 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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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衡 了 。但 是 ，在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中 ，使 徒 所 關 切 的 是 要 向 讀 者 們  
保 證 ••他 們 在 基 督 裏 的 資 源 是 何 等 豊 盛 ，強 調 的 是 「已 經 」 。

( 6 ) 基 督 是 那 位 完 全 充 滿 「萬 有 」的 ，49後者是指一切的受造 
之 物 ，不 論 地 上 或 天 上 的 ，包 括 所 有 人 類 和 整 個 天 使 界 ，特別是 
那 些 悖 逆 的 權 勢 。這 充 滿 的 性 質 不 應 當 用 物 質 或 空 間 的 意 思 來 解  
釋 ：基 督 以 祂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統 治 充 滿 萬 有 ，引導萬有到他們被 
命 定 的 結 局 （參 ：來一  3 ) ，這 包 括 祂 以 大 能 統 治 者 的 身 分 管 轄  
那 些 執 政 的 （一 21 ) ，並 且 將 恩 典 和 力 量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就是教 
會 （四 1 3 、15〜 1 6 ) 。

總 而 言 之 ，我 們 對 第 2 3 節 的 解 釋 雖 然 不 能 確 定 ，但可作如下 

的 結 論 ： ^ 〔教 會 ，也 就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 ，是 那 以 各 種 方 式 充 滿  
萬 有 者 （就是基 督 ）的 豐 滿 。」神 為 教 會 的 緣 故 ，已經立基督為 
萬 有 之 首 。祂 之 超 越 宇 宙 ，被 認 為 是 為 了 祂 百 姓 的 益 處 。就如在 
歌 羅 西 書 裏 （一 1 8 、2 4 ) ，在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2 2 〜2 3 節 這 裏 • 教 

會 也 照 樣 被 稱 為 基 督 的 身 體 。這 說 法 沒 有 被 用 在 宇 宙 上 ，因為即 
使 祂 以 主 的 身 分 統 治 「萬 有 」 ，卻 唯 有 教 會 有 「與祂之間的特別 
關 係 ，那 是 以 身 體 的 隱 喻 顯 示 的 」 。5(1第 2 3 節最後的子句又說明 
一 點 ，就 是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豐 滿 。在 歌 羅 西 書 裏 ， 「豐 滿 」一詞被 
用 於 基 督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它 卻 是 指 教 會 。身 為萬有之首  > 基 
督 藉 著 「充 滿 」宇 宙 行 使 祂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統 治 。但只有教會是

49 Td ndvra tv  natnv— 貫被當作副詞用法• 表示教會是基督的豐滿，基督 
則完全被神充滿（參 《現代中文譯本> 小 字 的 「被上帝完全充滿的那 
位 基 督 」） ，但 較 理 想 的 是 按 锫 T ld v T O t ( 「萬 有 」）的自然意思解 
釋 • 作為子句的受格，意思是整個受造界，而 4v n a a iv則 指 「在所有 
方面」 （BAG D , 633 ) 。

50 G. W. Dawes, The Body, 1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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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戚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5〜 23 )
3 . 神的大能彰顳在使基督復活並得高舉上（_ 2 0 〜23 )

祂 的 身 體 ，祂 以 一 種 特 殊 的 方 式 ，用 祂 的 靈 、恩 典 、和恩賜來治 
理 （就 是 充 滿 ）她 ：她 是 祂 的 豐 滿 。51透 過 指 出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和 「豐 滿 」 > 保 羅 特 別 強 調 她 在 神 旨 意 裏 的 重 要 性 。然 

而 ，她 在 神 計 劃 中 的 榮 耀 地 位 卻 不 構 成 誇 耀 、傲 慢 、或 展 現 「優 
越 感 」的 理 由 ，因 為 教 會 全 然 依 靠 基 督 。她 自 己 是 一 無 所 有 。她 
的 優 越 地 位 乃 出 於 與 祂 的 關 係 ，祂 是 她 的 頭 ，並 以 祂 恩 典 的 同 在  
充 滿 她 。

保 羅 這 個 長 的 段 落 是 跟 在 壯 闊 的 頌 讚 （第 3 〜 1 4 節 ）之 後 ， 
報 導 他 為 讀 者 們 向 神 獻 上 的 感 謝 （第 1 5〜 1 6 a 節 ） ，並為了頌讚 
中 提 到 的 福 氣 能 實 現 在 他 們 的 生 活 中 而 代 求 （第 1 6b 〜 1 9 節 ） ， 
它 採 用 信 仰 告 白 的 材 料 ，讚 美 神 行 使 大 能 ，使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 

並 為 教 會 的 緣 故 高 升 祂 作 萬 有 之 首 （第 2 0 〜2 3 節 ） 。再 一 次 ，在 

這 段 落 裏 有 神 論 、基 督 論 、和 教 會 論 的 焦 點 。保 羅 要 他 的 讀 者 們  
明 白 、並 且 珍 惜 神 的 救 恩 ，特 別 是 他 們 因 為 身 為 神 的 百 姓 而 在 神  
的 旨 意 中 所 佔 的 地 位 。在 基 督 裏 所 成 就 的 乃 是 為 了 他 們 的 益 處 ： 
相 信 的 人 能 夠 支 取 神 在 祂 裏 面 的 能 力 （第 1 9 節 ） ，基督對宇宙的 
統 治 是 為 了 他 們 的 益 處 （第 2 2 節 ） 。這 些 在 小 亞 細 亞 ，絕大多數 

是 外 邦 人 的 基 督 徒 們 ，可 能 生 活 在 周 圍 混 合 宗 教 的 壓 力 之 下 ，那 
些 宗 教 也 有 其 真 理 宣 告 和 異 教 的 生 活 形 態 ；這 些 基 督 徒 要 因 著 神  
為 了 他 們 的 益 處 、在 祂 的 愛 子 裏 以 恩 典 和 大 能 成 就 的 而 得 到 激  
勵 。

51 L in co ln ,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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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 10)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1 
〜 1 0 )

1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2那 時 ，你 

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 

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3我們從前也都在 

他 們 中 間 ，放 縱 肉 體 的 私 慾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 

行 ，本為可怒之子，和 別 人 一 樣 。4然 而 ，神既有豐富的憐 

憫 ，因祂愛我們的大愛，5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 

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6祂又叫我們 

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7要將祂極豐富的恩 

典 ，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襄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 

世 代 看 。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 因 著 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 

己 ’ 乃是神所賜的；9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10我 

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保羅已經禱告，要他的基督徒讀者們得知神向他們所顯能力 

的浩大（一 17〜1 9 ) ，接著又讚美神，因為祂用同樣的大能使基 

督從死裏復活，並為教會的緣故高舉祂作萬有之首（第2 0 〜 23 

節 ） 。他現在提醒他們那已經實現在他們生活中的重大改變：他 

們過去在靈命上是死的（二 1〜3 ) ，但神卻因著祂浩大的恩慈和 

憐 憫 ，使他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並且同被高舉（第4〜7節 ） 。

關於以弗所書第二章在本書信結構裏的位置，學者們有不同 

的見解。一些人認為本書信的開頭段落是第一章1〜23節 •主張以 

弗所書的主體是從第二章1節開始，保羅從這裏開始提綱挈領地描 

繪本書信的主題，就是他將在整本書信裏進一步說明的。雖然這 

個論點有微妙的平衡，我們的傾向是以第一章3〜14節的開頭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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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書信主體的開始（見 〈導論〉） ，並將二章1〜22節 （包含兩個 

平行段落：二 1〜10與二 11〜2 2 ) 理解為延續這個主要主題，並 

將之應用在讀者身上；保羅現在就要開始這主題，就是神在基督 

裏作為的能力。保羅這個提醒的前半部分（第 1〜10節 ）是以死 

亡 、罪 惡 、受邪惡勢力及肉體的束縛等，來說明讀者們過去的光 

景 ，而第二部分（第 11〜22節 ）則描述他們過去是與以色列的應 

許之約無分，並與神隔絕的，相對的，是以屬神的新的百姓（由 

這新人類裏的猶太人和外邦人組成）並與神和好，來描述現今的 

景況。

在此論述的這個新階段裏，使徒不尋常地強調了基督（一20 

〜2 1 ) 與信徒們（二 5〜7 ) 之間的親密關係。其間的連結及相互 

關係不只是寫作的技巧而已。1保羅的讀者們也經歷了神的能力， 

就是那成就基督的復活和高舉的。神已使他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 二 5 ) 。信徒們已經與祂一同從死裏復活（二 5 、6 ; 參 ：一

1 9) ，已經在天上與祂同坐（二6 ; 參 ：一 2 0 ) ，並且兩段經文都 

特別提及「後來的〔諸 〕世代」 （一2 1 ，二7 ) 。基督的命運也已 

經成了他們的命運。2

本段在原文裏是由兩個句子組成：第1〜7節和第8〜10節 。句 

子的主詞（「神 」）和主要動詞（「使… …活過來」）一直到第4 

和第5節才出現。因 此 ，第一個句子（第 1〜7節）就分成兩部分： 

第 1〜3節的破格文體（a n a c o l u t h o n )和第4〜7節的相對陳述。本 

段落如此的句法劃分反映了與其內容有關的三重分段：（1 ) 第 1〜 3

1 T. G. A lle n , ‘ E xa lta tion  and S o lid a r ity ’ ，1 0 3 -4 。他 又 說 ：「這相互 
關係顯示作者的堅固信念：在這兩段經文中神都扮演主要角色，祂在 
基督裏所成就的，也已經為信徒們成就了。」

2 Schnackenburg,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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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描 述 讀 者 們 過 去 的 、及 其 餘 人 類 的 邪 惡 光 景 ，（2 ) 第 4 〜7 節 ， 
講 到 神 的 大 愛 和 憐 憫 ，祂 使 讀 者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和 （3 ) 第 8  

〜 10節 ，總 結 神 所 成 就 的 這 個 救 恩 的 性 質 。這三個小 段 是 藉 著 重  
複 的 用 詞 連 結 起 來 的 ： 「死 在 過 犯 中 」 （第 1 、 5 節 ） ，將 第 1 〜 3  

節與 第 4 〜 7 節 連 結 ；而 「你 們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 （第 5 、 8 節 ） ，則 
將 中 間 段 落 （第 4 〜7 節 ）與 總 結 的 結 論 （第 8 〜 1 0 節 ）連 起 來 。動 
詞 「活 / 行 」 ，在第 2 節 說 到 成 為 基 督 徒 以 前 的 生 活 方 式 ，在 第 10 

節 則 說 到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因 此 它 的 功 用 是 一 個 首 尾 呼 應 ，或是像 
信 封 一 樣 ，將 全 段 結 合 為 一 個 整 體 》

以 弗 所 書 第 二 章 的 顯 著 特 徵 之 一 ，是 信 徒 們 過 去 與 基 督 無 關  
時 的 光 景 、與 他 們 現 在 蒙 福 的 救 恩 經 歷 之 間 的 許 多 生 動 對 比 。那 

些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的 人 （第 1節 ） ，現 在 已 經 「活 過 來 」 
( 第 5 節 ） 。隨 從 「今 世 的 風 俗 」 • 順 服 「空 中 掌 權 者 的 首 領 j  

(第 2 節 ） ，和 與 基 督 有 關 係 、並 與 祂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第 5 、6 節 ） ， 

形 成 了 鮮 明 的 對 比 。神 的 烈 怒 （第 3 節 ）因 祂 的 憐 憫 、慈 愛 、恩 
典 、和 恩 慈 （第 4 、5 、 7 節 ）而 得 到 平 衡 ，而讀者們過去為可怒之 
子 的 光 景 （第 3 節 ） ，則 與 靠 恩 典 得 救 （第 5 、8 節 ）平 行 。3 (也  
要 留 意 第 1 1 〜 1 3 節 裏 的 對 比 。）

有 人 從 修 辭 學 的 觀 點 ，主 張 本 段 與 下 一 段 （二 1 1 〜2 2 ) 的功 
能 是 事 實 的 敘 述 ，講 到 過 去 已 經 成 就 的 事 ，要 勸 讀 者 以 此 為 他 們  
思 想 和 行 動 的 基 礎 。但 對 於 將 修 辭 批 判 原 則 應 用 到 保 羅 書 信 的 文  
體 和 結 構 一 事 ，我 們 已 提 出 嚴 重 的 質 疑 （見 〈導 論 〉 ，1 5 4 - 6 6  

頁 ） 。林 康 就 二 章 1〜 10節 裏 的 勸 說 策 略 所 說 的 幾 點 似 乎 不 錯 • 但 

其 實 沒 有 必 要 用 修 辭 分 析 來 支 持 我 們 的 解 釋 。 「本 段 裏 ，在讀者 
們 的 過 去 和 他 們 的 現 在 之 間 ，有 一 戲 劇 性 的 對 比 ，這是直接針對

3 關 於 「從前 _ 如 今 」的 對 比 ’ 見 下 文 ：291-92 ’ 334 ’ 3 4 1 ，3 7 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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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者 們 所 做 的 對 比 ，訴 諸 他 們 的 心 思 和 情 感 ， 〔就 是 當 〕作者使 
他 們 深 刻 地 記 得 ，神 在 基 督 裏 所 成 就 的 對 他 們 的 幫 助 是 何 其  
大 。」4 但 這 是 從 對 經 文 本 身 的 釋 經 清 楚 顯 示 的 ，而非靠將外來的 
範 疇 加 諸 這 材 料 之 上 》

4 L in co ln , 9 1 即如此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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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E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 10)
1 .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二 1〜3 )

1 ■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二1〜3) 1

在 開 頭 的 頌 讚 和 禱 告 之 後 ，保 羅 現 在 以 一 種 特 殊 的 方 式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他 的 讀 者 們 身 上 。他 說 他 們 是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 

以 此 描 述 他 們 在 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的 經 歷 （第 1〜2 節 ） 。在神使他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之 前 ，他 們 深 深 地 被 邪 惡 、強大的影 響 力 所  
左 右 。這 包 括 他 們 的 環 境 （今 世 的 風 俗 ，第 2 節 ） 、趨向邪惡的 
內 心 傾 向 （肉 體 的 私 慾 ，第 3 節 ） 、和一個強大的超自然反對者 
( 空 中 掌 權 者 的 首 領 ，就 是 現 今 在 悖 逆 之 子 心 中 運 行 的 邪 S ，第 

2 節 ） 。就 像 其 他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人 一 樣 ，他 們 與 神 沒 有 交 通 ，因 
為 他 們 本 為 可 怒 之 子 （第 3 節 ） 。

二 1 . ，有 些 較 早 的 解 經 書 認 為 開 頭 的 「而 」 （ 《和 合 本 》未 
譯 ）與 「你 們 」密 切 相 關 ，顯 示 論 述 的 一 個 新 階 段 。2 同 時 ，它也 
表 示 二 章 1〜 1 0 節 與 前 一 個 段 落 之 間 主 題 的 延 續 。保羅以強調性 

的 你 們 直 接 稱 呼 的 那 些 人 ，首 先 是 他 在 小 亞 細 亞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3

1 見 P. T. O ’ B rien , ‘ D iv ine  A nalys is  and Comprehensive So lution: 

Some P rio ritie s  from  Ephesians ’ ，RTR 53 (1994 )，1 3 0 -4 2 。

2 關於類似的用法 ’ 見 ：徒 一 15 , 二 1 ，六 7 ’ 十 五 1 ; 羅 十 三 11 ; 林
前二 1 ，三 1 。

3 林 康 （L in c o ln ，9 1 - 9 2 ) 承認這些讀者「主要是外邦人基督徒（參 ：
二 11 ) 」 ，但又說這無法從kc<( ( 「而 」）的 語 勢 ，或是使用第二人 
稱 複 數 （而非第一人稱複數）推論出來。然 而 ，在解釋上有一悠久的 
歷 史 , 認為這些和前面的第二人稱複數（見 ：一  13〜1 4 等的註釋） 
是指外邦人基督徒。 （有幾位近代釋經家否定這看法，有趣的是• 他 
們也否認 保 羅 是 本 書 信 的 作 者 ，如 ：除 了 林 康 之 外 ，還有葛尼喀 
( G n ilka  ) 和 史 納 肯 伯 。）在 一 章 13〜1 4 節 以 「你 們 」來指外邦 

人 • 可以視為保羅的一個典型作法，預想到這書信後面要更完全成形 
的 主 題 （二 11 〜22 ；特別注意三 6 ; 參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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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3〜三 21 )

他 之 所 以 如 此 提 到 他 們 ，是 為 了 在 第 1 1 節明確稱他們為外邦人而 
先 行 鋪 路 。

但 他 又 很 快 地 說 （第 3 a 節 ） ，我 們 從 前 也 都 照 樣 而 行 （因此 

加 入 他 自 己 和 他 的 同 胞 猶 太 人 ） ，接 著 以 提 到 「別 人 」 （第 3b 

節 ）作 結 束 。4 當 讀 者 們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時 候 ，他們和其餘人類的屬 
靈 光 景 就 是 死 。使 徒 的 描 述 並 非 指 「某 些 格 外 敗 壞 的 蠻 荒 部 落 或  
社 會 的 低 下 階 層 ，甚 至 也 不 是 他 那 個 時 代 中 極 端 腐 化 的 異 教 主  
義 」 。反 之 ，那 是 「聖 經 對 各 處 墮 落 社 會 裏 每 一 個 墮 落 的 人 的 診  

斷 」 。5

保 羅 說 他 們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羅 馬 書 十 四 章 9 節說到肉身 
的 死 亡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2 0 節 則 講 到 在 基 督 的 死 上 與 祂 聯 合 ，都是 

按 字 面 的 意 思 使 用 「死 」這 個 字 。但 他 在 這 裏 是 以 隱 喻 用 法 ，用 
形 容 詞 「死 的 」來 描 述 失 喪 、或 處 於 死 亡 權 勢 下 的 景 況 （ 《和合 
本 》沒 有 譯 出 現 在 式 分 詞 「是 」 〔b e in g 〕） 。這有時被稱為靈命

Presence, 6 69 ) ’ 而 二章 1 ~  1 0節與二章11 ~ 2 2 節之間的類似處（林 
康顯然也承認這一點）只是強化了傳統的解釋。第 1 節的你們，在第 
1 1 節特別詳述為你們… …外邦人。

4 第 1 節開始的分詞子句KCti如ag 6vto; vekpou? ( 「而你們是死了的」） 
需要一個限定動詞，像 是 「祂使你們活過來」 。但這句子卻一直不完 
全 • 因為保羅不僅詳細講論他的讀者們靈命死亡的光景（第 1〜 2 
節 ） ，也談到所有人類的景況（第 3 節 ） 。他 從 第 4 節開始一個新句 
子 ，在 第 5 節重新採用這分詞子句（KCli SVTCK； f|MOC vEKpou? ) ，然後才 
引進主要動詞OWVE《0)O1TO〖TlCT£V ( 「祂使我們一同活過來」） 。

5 斯 托得，75 頁 = S to tt，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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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 0 )
1 .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二 1〜 3 )

的 死 亡 ，表 示 與 神 疏 遠 或 隔 離 的 景 況 。6 這個可憐而又當受責備的 
光 景 ，是他們 的 過 犯 和 罪 惡 7 所 造 成 的 （間 接 受 格 可 能 表 示 原 因 ； 
參 ：羅 i ^一 2 0 ) 。同 時 ，這些字眼將他們從前在基督以外的生活 

描 寫 為 在 靈 命 上 是 死 亡 的 ，因 此 說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 。複數 
的 過犯 8 使 人 注 意 到 個 別 的 罪 行 ，而 加 上 同 義 詞 罪 惡 （複 數 ） ，則 
有 助 於 形 成 一 個 觀 念 （重 言 法 ） ，對 人 類 的 惡 作 一 全 面 的 敘 述 。 
它 所 傳 遞 的 觀 念 ，是 讀 者 們 過 去 罪 惡 的 滿 溢 及 多 樣 性 。因 此 ，他 
們 當 時 沒 有 指 望 ，遠 離 神 （參 ：二 1 2 ) ，且 與 祂 的 生 命 隔 絕 （四 
1 8 ) -

二 2 . 讀 者 們 過 去 就 是 在 這 樣 的 過 犯 和 罪 惡 中 ，9過他們的生 
活 。1(1在 這 三 節 經 文 裏 ，時 間 性 副 詞 「那 時 」出 現 兩 次 （第 2 、3

6 梅 爾 （M eyer，9 2 ) 認為這是預期描述法，「當得永遠死亡的」 ■’ 然 
而 ，我們認為這是指那些與基督分離之人現今的光景，是沒有屬靈生 
命 的 。

7 見 E. Best, ‘ Dead in  Trespasses and Sins (Eph. 2 :1 )，，in Essays, 6 9 - 

8 5 對於罪和它與死之間關係的討論。

8 napdiTT<uMa - 「過 犯 ，罪 」 ，通 常 指 「一個人由於錯誤行動或失敗所作 
出違反神旨意或律法的事」 （Louw and N ida §88.297 ；參 BAG D, 

6 2 1 ) 。這字被用來指亞當的過犯（羅 五 16〜2 0 ) 、和以色列的過犯
( 羅H 11〜1 2 ) ，那裏它有悖逆神的意思。注意羅 馬 書 四 章 25 

節 ；馬太福音六章1 5 節 》這子句最後的6ni5v ( 「你 們 的 〔過犯和罪 
惡 〕」 ；《和合本》未譯）與開頭的如a? ( 「你 們 〔是死了的〕」） 
形成平衡。

9 關 係 代 名 詞 iv  ciU ( 「在其中」) 在文法性上與較近的先行詞如op- 
Time ( 「罪惡」）一 致 。

10 n EpmaT£(0 ( 直 譯 作 「行 走 」）是一希伯來語法，常見於舊約聖經中 
( 翻 譯 h d ia f c ) ，指倫理行為或一種生活方式。此處它是關乎讀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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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_  3〜三 21 )

節 ， 《和 合 本 》分 別 譯 作 「那 時 」 、 「從 前 」） ；保羅以早期基 
督 教 宣 講 中 常 用 的 簡 短 修 辭 格 式  > 將 讀 者 們 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的 過  
去 ，與 他 們 目 前 在 基 督 裏 的 地 位 作 一 鮮 明 的 對 比 （參 ：西一 2 1 〜 
2 2 )  ： 「那 時 你 們 … … 但 如 今 你 們 … … 」 。這種技巧幾乎完全出 
現 在 新 約 聖 經 的 書 信 文 體 中 （但 見 ：徒 十 七 3 0 ) ，可 在 教 義 、勸 
誡 、或 個 人 的 文 脈 中 （加一  23 ; 參 ：提前一  13 ; 門 11 ) 中見 

到 。它 常 為 保 羅 所 用 ，11但 新 約 聖 經 的 其 他 作 者 們 也 用 到 它 》12 

那 已 經 被 經 歷 到 的 救 恩 的 奇 妙 * 與 神 已 經 釋 放 他 們 脫 離 的 失 喪 光  
景 相 對 比 。提 到 過 去 的 光 景 時 ，說 的 是 關 於 罪 （羅 五 8 〜 1 1 ，七 
5 ；弗二 1 ) 、倫 理 作 法 、與 神 和 祂 的 百 姓 隔 絕 （西一 21 ；弗二
3 ) ，或 是 受 邪 惡 、超 自 然 力 量 的 捆 綁 （弗二 2 )  »

成為基督徒之前的行為。保羅常用動詞「行走/ 行 事 〔為人〕」來描 
述基督徒的生活或舉止（加 五 16 ; 參 ：第 2 5 節 ；羅 六 4 ，八 4 • 十四
15 ；林後四 2 ；弗二 1 0 ，四 1 ，五 2 、15 ; 腓 三 17 , 等等） 。希伯來 
文的對等字常見於昆蘭作品中• 描述那些行在「黑暗道路上」之人的 
行 為 （《社群守則》3 : 2 1 ) , 或是那些顯示自己是真正光明之子’ 以 
正直態度行在神面前之人的行為（《社群守則> 1 :8 ) 。後者照著神的 
旨 意 而 行 （《社群守則》5:10; 9 : 2 4 ) ，不肯取悅自己（與 《大馬色 
文獻》3:12 相反） 。參 R. Bergm eier, EDNT  3 :7 5 -7 6 。

1 1 羅 五 8 ~ 1 1  ’ 七 5〜 6 ’ ~j'•一 30〜 32 ；林 前 六 9 ~ 1 1  ; 加一 23 ’ 四 3 

〜7 、8 〜 10 ; 西二 1 3 ，三 7 。注意 P. Tachau, * E inst' und ‘Jetzt’ im 

Neuen Testament (G 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2), 12, 

5 2 - 8 5 對這形式的討論。雖 然 這 種 「從前一如今」的對比是希臘修辭 
學裏一種行文風格的筆法，它在新約聖經裏的用法卻遠超過修辭，而 
是牽涉到成為基督徒之前的過去、與基督徒的現今之間對比的實質因 
素 (P . Tachau, ‘E ins t’ und ‘Jetzt’， 94 ) 。

12彼前二 1 0 、25 ; 參 ：來十二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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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 恩 典 得 救 ：與 基 督 同 復 活 、同 被 离 舉 （二 1〜 1 0 )
1.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二 1〜3 )

然 而 ，他 們 先 前 光 景 的 嚴 重 性 卻 彰 顯 了 神 的 憐 憫 的 奇 妙 。回 
憶 過 去 並 非 因 為 那 是 重 點 所 在 ，而 是 要 引 人 注 意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大  
能 作 為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4 節 雖 然 沒 有 明 確 使 用 「現 今 」 •卻 大  

力 強 調 這 組 對 比 的 正 面 一 方 ： 「然 而 ，神 既 有 豐 富 的 憐 憫 」 ，就 
已 經 為 那 些 本 為 可 怒 之 子 的 人 行 了 決 定 性 的 作 為 ；祂已經使他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使 他 們 復 活 ，並 叫 他 們 在 天 上 與 祂 同 坐 （第 
5 〜 6 節 ） 。 過 去 與 現 在 之 間 已 經 斷 開 了 。第 8 〜 1 0 節強調這對 

比 ，其 方 法 是 重 複 「你 們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 （第 8 節 ）這 子 句 ，和 
指 出 「行 」善 的 目 的 （第 1 0 節 ） ，那 正 與 本 段 開 頭 的 「在 其 〔過 
犯 罪 惡 〕中 行 事 為 人 」 （第 2 節 ）相 反 。

讓 者 們 過 去 的 生 活 形 態 也 是 所 有 在 基 督 以 外 之 人 的 特 徵 ，那 
不 是 真 正 的 自 由 ’ 只 是 證 明 他 們 受 制 於 自 己 無 法 掌 控 之 力 量 的 可  
怕 捆 綁 》有 三 股 強 大 的 影 響 力 主 導 他 們 的 生 活 ：世 界 （第 2 

節 ） 、魔 鬼 （第 2 節 ） 、和 肉 體 （第 3 節 ） 。這些邪惡影響力中 

的 前 二 者 是 藉 著 對 等 片 語 描 述 的 ，而 且 都 用 相 同 的 介 詞 「隨 從 /  

順 服 」引 入 ：（1 ) 「隨 從 今 世 的 風 俗 」 ，和 （2 ) 「順服空 中 掌 權 者  

的 首 領 」 。
在 （1 ) 裏 的 鑰 字 13 通 常 的 意 思 是 「世 代 」或 「時 段 」 。 

然 而 ，這 詞 在 希 臘 文 化 裏 很 普 遍 ，指 一 個 有 位 格 的 神 祇 ，它多次 
以 這 種 意 思 出 現 在 秘 術 蒲 草 紙 裏 。在 拿 . 戈 瑪 第 （N ag H a m m a d i)  

和 其 他 諾 斯 底 文 獻 中 ，它 也 是 個 指 有 位 格 的 權 勢 的 常 用 字 。若是 
如 許 多 解 經 家 所 認 為 的 ，在 這 裏 它 指 的 是 神 祇 「愛 安 」 

( A i o n ) ，那 麼 對 外 邦 讀 者 們 來 說 應 該 是 很 容 易 辨 識 的 。14

1 3 希臘文aU3v。

1 4 如 ：馬 可 • 巴 特 、布 魯 斯 、葛 尼 喀 、諾 克 （N ock ) 、薩西 
( S a s s e ) 、史納肯伯和席列爾等都持此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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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但 是 根 據 上 下 文 ，這 詞 應 當 按 猶 太 人 的 用 法 來 瞭 解 ，指一個 
時 段 。保 羅 在 一 章 2 1 節 已 經 用 了 這 字 ，提到典型的猶太人兩個世 
代 的 架 構 ，在 幾 節 之 後 （第 7 節 ） • 他 又 將 它 用 於 時 間 性 的 意  

思 。15整 個 片 語 「隨 從 今 世 的 風 俗 」表 示 處 在 那 特 別 時 段 裏 的 世  
界 。這 三 次 所 提 到 的 ，在 舊 世 代 的 標 記 和 新 世 代 的 標 記 之 間 產 生  
一 個 對 比 ，新 的 世 代 是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開 始 顯 明 的 》 「隨從今世的 
風 俗 」是 談 到 墮 落 人 類 生 存 的 空 間 及 時 間 層 面 的 一 種 方 式 。讀者 
們 過 去 的 生 活 形 態 受 制 於 現 今 的 邪 惡 世 代 （參 ：加一  4 ) 以及這 
個 世 界 ，而 不 是 專 心 於 天 堂 和 將 來 世 代 的 生 命 。16他 們 的行為舉 
止 決 定 於 社 會 的 態 度 、習 慣 、和 喜 好 的 強 力 影 響 ，那些是與神和 
祂 的 標 準 背 道 而 馳 的 。17因 此 《新 國 際 版 》翻 譯 作 ： 「當你們隨 
從 這 世 界 的 道 路 而 行 時 」 。

15保羅在一章2 1 節 將 cxUSv用於時間性的意思，如果在二章2 節轉到這 
個具有位格的指稱• 在 第 7 節又轉回時間性的意思，卻不表明是有意 
改變意思 • 就會使他的讓者們感到困惑了。此 外 ，這麼一來，在整個 
保羅文集裏，這是唯一明顯地以具有位格的意思使用aWSv。但若將之 
理 解 為 「這個世界的世代」 ，這片語就成了以所有格結構堆積同義詞 
的另一個例子• 那也是以弗所書的特徵。參 A rno ld , 59-61 ；和 S. H. 
T. Page, Powers, 1 8 5 。

16 L in co ln , 95 °

1 7 斯 托 得 （7 7 頁 = S to tt，7 3 ) 提供下列現代的解釋：「『世代』和 『世 
界 』這兩個詞都是表達一個與神格格不入的整個社會價值體系。它彌 
漫 、實際上是轄制非基督徒社會，使人無法脫離。不論何處，當人們 
不被當作人對待時—— 藉著政治迫害或體制的專權，藉著世俗的看法 
( 否認神） ，無 道 德 （摒棄絕對性）或物質主義（推崇消費市場） * 

藉著貧窮、饑餓或失業或種族歧視，或藉著任何形式的不公義——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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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 恩 典 得 救 ：與 基 督 同 復 活 、同 被 高 舉 （二 1〜 1 0 )
1.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二 1〜 3 )

( 2 ) 那 些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人 們 ，不僅屈服於當今邪惡世代無所不 
在 的 捆 鎖 之 下 ；他 們 也 被 具 有 位 格 的 邪 惡 權 勢 鼓 動 和 驅 使 》保羅 
將 這 第 二 個 敵 對 勢 力 描 述 為 一 個 有 力 、超 自 然 的 實 體 ，統治著一 

群 邪 靈 ：空 中 章 權 者 的 首 領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以 弗 所 書 裏 論 及 執  

政 掌 權 者 的 材 料 ，較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任 何 書 信 都 多 ，並 對這些属靈 
權 勢 提 供 了 最 詳 細 的 回 應 （見 ：一 2 1 的 註 釋 ） 。此 外 ，它還特別 

令 人 注 意 到 藏 身 於 他 們 後 面 的 那 有 最 大 權 柄 的 惡 者 ，就 是 魔 鬼  
( 四 2 7 ，六 1 1 ) 或 是 惡 者 （六 1 6 ) ，在 這 裏 稱 他 為 「首 領 ，或 

君 王 」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這 詞 被 用 來 指 一 位 全 國 性 、地 方 性 、或 
部 落 的 領 袖 ，18這 裏 說 他 在 這 些 黑 暗 權 勢 之 中 為 首 領 或 領 袖 。在 
福 音 書 中 ，他 被 稱 為 「鬼 王 」 （太 九 3 4 ，十二 24 ；可 三 22 ；路 
十 一 1 5 ) 和 「這 世 界 的 王 」 （約十二  3 1 ，十 四 3 0 ，十 六 11 ) 。 
他 是 這 世 代 的 神 （參 ：林 後 四 4 ) ，邪 惡 勢 力 的 一 個 具 有 位 格 的  

中 心 。

這 邪 惡 的 統 治 者 掌 控 「空 中 的 國 度 」 （ 《新 國 際 版 》 ； 《和 
合 本 》做 「空 中 掌 權 者 」） 。如 同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 3 節 一 樣 ，19 

在 此 處 譯 作 「國 度 」的 字 * 是 指 魔 鬼 影 響 力 的 「領 域 」或 「範 
疇 」 ，而 不 是 他 的 個 人 權 柄 。那 領 域 又 進 一 步 界 定 為 「空 中 」 。 
根 據 古 代 的 世 界 觀 ’ 空 中 是 位 於 地 與 天 堂 之 間 的 範 疇 。它是邪靈

們就能從其中察覺到『這世代』和 『這世界』那種眨低人類的價值 

觀 。」

1 8 希臘文 fipxw v。創十二 15 ；民二 3 、5 、7 ; 士八 3 ；結七 2 7 。

1 9 那裏將线o u d a翻譯為「〔黑暗的〕權勢」。

2 0 希臘文刮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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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_  3〜三 21 )

所 居 之 處 （正 如 秘 術 蒲 草 紙 文 獻 21和 猶 太 教 著 作 22所 證 實 的 ） ， 
而 不 是 帶 有 觀 念 、態 度 等 類 的 輿 論 氛 圍 ，後 者 是 晚 近 西 方 的 理  
解 。因 此 ， 「空 中 的 國 度 」是 以 另 一 種 方 式 來 指 「天 上 」 •根 據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1 2 節 ，它 是 那 些 執 政 的 、掌 權 的 、 「管轄這幽暗世 

界 的 」 ，和 「屬 靈 氣 的 惡 魔 」居 住 之 處 ，基 督 的 百 姓 就 是 與 他 們  
爭 戰 。敵 對 的 權 勢 居 住 在 天 上 的 領 域 （參 ：弗 三 1 0 ，六 1 2 ) ，這 

個 觀 念 在 舊 約 聖 經 和 猶 太 思 想 中 都 有 先 例 。23若 空 中 的 國 度 和  
「天 上 的 領 域 」有 任 何 區 別 ，那 就 是 前 者 表 示 「該領域較低的部 

分 • 因 此 所 強 調 的 是 邪 惡 權 勢 之 鄰 近 ，和 它 對 世 界 的 影 響 」 。24

接 著 又 進 一 步 將 魔 鬼 描 述 為 對 人 類 生 活 施 展 有 效 、強大力量 
的 靈 ：25現 今 在 悖 逆 之 子 心 中 運 行 的 邪 ® 。對 於 他 運 作 方 式 的 描

21 PGM  1 .97-194; IV .2 6 9 9 。見 A rn o ld , 60 - 他主張 PGM C I.39 可能是 
與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節 最 相 似 的 ： 「我再次靠著掌管空中的那位 （K O T d 

to O  ?x0VT0C t 6 v  d e p a ) 召喚你  j 。關 於 > 見 BAG D , 20 和 H. 
M erk le in , £D N T  1 : 3 4  ’ 及所引用的文獻。

2 2 注 意 《便雅憫遺訓》 （T. Benjamin ) 三 4  : 「因為一個敬畏神並愛他 
的 鄰 舍 的 人 , 不能被那属彼列的空中 之 靈 （dEp(0U TTVEUHOTOI；) 提 擾 ， 
因為他受到對神的敬畏護庇。」參 A r n o l d ，6 0 ，1 9 1 。

2 3 伯一 6 ; 但 十 1 3 、21 ; 《馬加比二書》五 2 ; 參 ：斐羅 <論夢》 （De 

Somniis ) 1 .134-35，141 ；留 意 《論偉人》 （De Gigantibus ) 6 -那裏 

說神的天使是「飛翔在空中的靈魂」》

24 L in co ln , 96 ；參 Schnackenburg, 91 °

2 5 所 有 格 TOG TTV£UMO TO ?  ( 「靈 的 」) 有以下的解釋：（1 ) 與緊鄰的先行詞 
TOO d £ P 0 5  ( 「空 中 的 」 ) 為 同 位 語 ，因此將空中解釋為掌控悖逆之子 
的 屬 靈 氣 氛 （Caird, 5 1 ;  Schlier, 104 ; 參 S. H. T. Page, Powers, 

1 8 5  ) ，或 （2 ) 與 T f ^ 战o u c K a ?  ( 「掌權者」）平行 > 附 靥 於 t 6 v  f i p x o v T a  

( 「首 領 」） ，表示這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裏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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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0 )
1. 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二 1〜3 )

述 • 是 透 過 一 個 表 達 活 潑 能 力 的 詞 彙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這詞與它 
的 同 源 名 詞 26全 是 指 超 自 然 的 能 力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這詞已被用 
來 說 到 神 照 著 祂 的 旨 意 以 大 能 成 就 萬 事 （一 1 1 ) ，在基督的復活 
和 高 升 上 祂 也 運 用 祂 的 大 能 大 力 （一 2 0 ) 。在 此 處 ，這字所指的 

是 這 靈 的 邪 惡 、超 自 然 的 活 動 • 他 藉 此 向 人 類 生 活 施 行 強 力 、不 
可 抗 拒 的 影 響 。實 際 上 • 他 現 今 那 種 邪 惡 的 作 為 是 如 此 的 有 效  
力 ，以 致 保 羅 說 他 的 受 害 者 們 是 「悖 逆 之 子 」 ，也就是 以 悖 逆 為  
生 活 特 徵 的 人 們 。他 們 抗 拒 神 的 旨 意  > 喜 愛 回 應 仇 敵 之 首 的 剌  
激 。27這 些 人 沒 有 以 感 恩 或 讚 美 來 回 應 神 的 永 能 和 神 性 的 證 據 ， 
就 是 祂 在 受 造 之 物 當 中 所 顯 明 的 （羅一 1 9〜21 ; 參 ：二 8 ) 。他 
們 拒 絕 福 音 （參 ：帖後二  8 ) ，忽 視 祂 的 旨 意 。這並非如部分當 
代 基 督 徒 所 認 為 的 ，表 示 那 些 活 在 悖 逆 神 之 中 的 人 們 一 定 是 被 邪  
靈 「附 身 」的 。所 有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人 都 活 在 一 個 稱 為 「黑暗的權

行之饉的首領（L inco ln , 9 6 ) 。但 說 「現今在運行的那靈的首領」縱 
使不是很彆扭 • 也是相當不尋常的• 較好的解釋是（3 ) 將 所 有 格 toO 

TtvEunaToi; ( 「靈 的 」）當 作 t6v fipx0VTa ( 「首 領 」）的同位語之一 
( 參 BDF § 1 6 7 ) ，或認為它受到緊接在前的所有格片語牽引（參 

G nilka , 115; A rno ld , 61 ; 和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79 ；但注意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104 ) 。因此 * 這片語並 
非附屬於之前的片語，而是與之平行的。這饉顯然就是魔鬼，所有靈 
界勢力的統治者。

2 6 希 臘 文 ( 「運 行 ，工作」）和 ( 「工 作 ’ 作法」） ， 
可能的焦點是在相關的活力或力量上（Louw and N ida  §42 .3 ) 。

27 亞 諾 德 （C. E. A rno ld , Powers o f Darkness [Le icester: In te r-V a rs ity , 

1992]，1 2 5 ) 指 出 ：「保羅在這裏所強調的， 是邪靈在人裏面、而非 
在制度中的作為。」關 於 「魔鬼的」結構的問題，見 P. T. O ’ B rie n ， 
‘ P rinc ip a litie s  and Powers’ ，1 4 1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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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勢 」 （參 ：西一  1 3 ) 的 國 度 裏 ，惡 者 在 其 中 掌 權 。但不是所有的 

「悖 逆 之 子 」都 是 被 魔 鬼 附 身 的 。
儘 管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已 經 擊 敗 了 今 世 的 掌 權 者 （西二  1 4 〜 

15 ; 參 ：來二  1 4 〜 15 ；弗一  2 0 ~ 2 2 ) - 後 者 卻 仍 在 作 困 獸 之  

鬥 ，並 繼 續 顯 示 他 那 強 大 的 影 響 力 。他 在 那 些 沒 有 領 受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拯 救 益 處 的 人 當 中 行 有 效 的 作 為 ，並 繼 續 對 眾 信 徒 構 成 威 脅  

( 羅 八 3 8 〜 39 ; 弗 四 27 ) ’ 他 們 必 須 依 靠 神 的 能 力 ，堅定地抵擋 
他 （弗 六 10〜 20 ；參 ••彼 前 五 8 〜9 ) 。

二 3 . 繼 提 醒 他 的 外 邦 基 督 徒 讀 者 們 回 想 他 們 過 去 的 異 教 生  

活 之 後 ，保 羅 現 在 說 ，在 他 和 其 他 的 猶 太 信 徒 悔 改 歸 正 之 前 ，他 
們 也 落 在 類 似 的 絕 望 光 景 中 ，因 為 我 們 從 前 也 都 包 括 在 悖 逆 之 子  
當 中 。2 8 他 說 ，我 們 猶 太 人 的 生 活 形 態 也 是 隨 從 「肉 體 的 私  
慾 」 。保 羅 的 重 點 與 羅 馬 書 一 章 1 8 節 〜 三 章 2 0 節 的 論 述 類 似 ， 
那 裏 清 楚 顯 示 猶 太 人 並 不 比 外 邦 人 強 。雙 方 都 是 「在 罪 惡 之 下 」 
(三  9 ) 。

談 到 「肉 體 」的 角 色 ，保 羅 現 在 從 一 個 不 同 的 角 度 ，描述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生 活 的 性 質 。根 據 第 1 和 第 2 節 ，在基督之外的人 

深 受 邪 惡 、強 大 力 量 的 影 響 —— 環 境 （ 「今 世 的 風 俗 」 ) 和一個 
超 自 然 的 強 力 對 手 （ 「空 中 掌 權 者 的 首 領 ，就 是 現 今 在 悖 逆 之 子  
心 中 運 行 的 邪 靈 」） 。這 裏 是 以 我 們 墮 落 、自我中心的人性來描 

述 過 去 的 生 活 。在 這 上 下 文 裏 ， 「肉 體 」不 是 指 一 個 人 肉 身 的 生

28 ’Ev olg ( 「在他們中間」）指緊臨的先行詞「悻逆之子」 * 而 非 第 1 

節的過犯和罪惡（大多數解經家即如此主張，與 R obinson, 1 5 5 的主

張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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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髙舉（二 1〜 10)
1 .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二 1〜 3 )

命 ，29而 是 處 在 罪 惡 和 悖 逆 神 之 中 的 人 類 。在 那 個 範 嘛 裏 • 一個 
人 是 無 法 討 神 喜 悅 的 （羅 八 8 ) 。那 些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人 曾 經 在  
「肉 體 的 情 慾 」中 而 行 （參 ：加 五 1 6 、2 4 ) ，但我們不當認為那 

只 是 指 性 慾 或 感 官 上 的 慾 望 》它 們 包 括 生 氣 、嫉 妒 、狂 怒 、不 
和 、以 及 自 私 的 野 心 （加 五 2 0 ) 。 隨著… … 心 中所喜好的去行 

( 《思 高 聖 經 》作 「照 肉 身 和 心 意 所 喜 好 的 」 ） ••保 羅 又 說 * 過 
去 我 們 的 舉 止 曾 是 隨 著 這 個 未 經 重 生 之 觀 點 的 欲 望 ；它左右我們 

的 生 活 ，我 們 作 它 所 吩 咐 的 。M 連 我 們 的 心 思 意 念 31都 敗 壞 了 ， 
而 後 者 卻 控 制 我 們 的 行 為 。32

2 9 注 意 「肉體」在以弗所書其他地方的用法••二 1 1 、14 ( 《和合本》在
15 節 ） ，五 2 9 、31 * 六 5 、1 2 。

3 0 參 Bruce，2 8 4 。梅 爾 （M eyer，101 ) 主 張 ：分 詞 子 句 p行肉體的意 
思 」表 示 「這種生活的方式和態度」 。

31 Aictvoia ( 「思 想 ，心 意 ，性格」）通常以單數出現。不好的含義不是 
出自複數形（參 ：《七十士譯本》民 十 五 3 9 ) ，而是從上下文而來。 
注意 B A G D ，1 8 7 ，和 M. Lattke, ED N T  1 :309-10 °

32 aapK O t； ( 「肉體的」）和 t<3v 5 ia v o tc 3 v  ( 「心意的」）之間的確切 

關係有些難以確定。有 些 人 認 為 這 整 個 用 語 eeA ii^ a T a  Tfji; o a p K d q  x a i  

xw v 5 i a v o i ( 5 v 的意思是「我們的身體和心思所渴想的」 *以 表 示

「身體」 ，8i<ivoiai 表 示 「心思」 （例如 B ratcher and N ida, 42-43 等 
所主張的） 。這說法的難處是，odpg在一節經文裏有兩種不同的意 
思 ：「肉體」表 示 「未經重生之人的本性」和 「身體」 ◊ 林 康 （L in - 
co ln, 83, 98 ) 把 tGv Siavoiwv ( 「心 意 」）當作與 GeArjuaTa 

aapK6g ( 「肉體所喜好的」) 不同的類別，但在某種意思上又有類似 
之 處 。他承認這樣可能是偏離了保羅的用法。最好的解釋可能是如布 
魯 斯 （Bruce，284 ) 所 說 ，以 t (5v  8iavoiwv ( 「心 意 的 」）為 
aapxog ( 「肉體的」）的同位語或解釋，並 且 承 認 ：在 這 裏 ，肉體的 
慾望與心中所喜好的並無不同。參 M eyer，1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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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3〜三 21 )

保 羅 和 他 的 同 胞 猶 太 人 不 單 是 已 死 的 ，是 被 奴 役 的 ；他們也 
是 被 定 罪 的 ： 〔我 們 〕生 來 就 是 義 怒 之 子 （ 《思 高 聖 經 》 ； 《和 
合 本 》作 「本 為 可 怒 之 子 」） 。 「生 來 」直 譯 為 「按 本 性 」 （如 

《新 國 際 版 》 ） ，在 加 拉 太 書 二 章 1 5 節 只 能 是 「生 來 」的 意 思 ， 

那 也 是 它 在 此 處 的 意 義 。 「可 怒 之 子 」是 希 伯 來 風 格 的 表 達 ，就 
像 卜 淳 逆 之 子 」一 樣 （第 2 節 ） ，表 示 當 受 神 的 審 判 。33保羅和 

他 的 同 胞 猶 太 人 配 受 、也 當 受 震 怒 ，就 如 外 邦 人 一 樣 。據保羅 
說 ，這 樣 的 窘 境 乃 是 承 繼 於 一 人 ，透 過 那 人 ， 「罪 … …入 了世
界 ........... 於 是 死 就 臨 到 眾 人 ，因 為 眾 人 都 犯 了 罪 」 （羅 五 1 2 ) 。
如 果 因 為 全 人 類 都 被 包 在 一 個 人 裏 面 ，而 他 的 過 犯 的 結 果 造 成 所  
有 人 類 被 定 罪 （第 1 8 節 ） ，那 麼 這 就 是 說 ，所 有 的 人 本 來 （按本 
性 ）就 當 被 定 罪 。34這 裏 所 說 的 是 同 樣 的 意 思 ：和 別 人 一 樣 ，表 
示 所 有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人 都 處 在 這 種 罪 惡 的 光 景 中 ，並要承受它的 
後 果 （參 ：羅一 18〜 三 2 0 ) 。

所 說 的 「忿 怒 」是 指 神 對 罪 的 聖 潔 憤 怒 ，以 及 它 所 帶 來 的 審  
判 （參 ：弗 五 6 ; 西 三 5 、6 ) 。這不是一個不具位格的因果關係 

的 過 程 ，不 是 神 報 復 性 的 憤 怒 ，不 是 無 約 束 、不 義 的 報 復 ，也不 
是 強 烈 情 緒 的 爆 發 。忿 怒 所 描 述 的 ，不是與神並列 的 某 個 獨 立 自  
主 的 個 體 ，也 不 是 與 祂 的 個 性 無 甚 關 聯 的 某 種 報 應 原 則 。此 外 ， 
神 的 忿 怒 與 祂 的 慈 愛 和 憐 憫 沒 有 牴 觸 。正 如 下 一 節 經 文 清 楚 顯 示  
的 ，忿 怒 與 慈 愛 並 非 互 相 排 斥 的 ：然 而 ，神 既 有 鹽 富 的 憐 憫 ，因

3 3 注 意 「死亡之子」 （撒下十二 5 《恢復版》附註）一 詞 ，意 思 是 「他 
該死」 （如 《和合本》） 。

34 Bruce, 2 8 4 -8 5 。關於對亞當的罪具洞見的神學講論’ 見 H. B locher, 

Original Sin: Illum ina ting  the Riddle (Le icester: A po llos , 1997) ’ 特別 
是 6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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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 10 )
1.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二 1〜3 )

祂 愛 我 們 的 大 愛 （第 4 節 ） 》祂 是 聖 潔 的 神 ，因此當人們行為不 

義 、違 背 祂 的 律 法 、鄙 視 祂 這 位 創 造 者 、或 輕 蔑 祂 的 恩 慈 和 憐 憫  
時 ，祂 不 會 袖 手 旁 觀 。祂 會 按 公 義 行 動 ，在 現 時 ，特別是在那最 
後 之 日 ，懲 罰 罪 惡 。但 神 也 會 免 除 罪 人 的 罪 ，只有那對祂忿怒的 
嚴 重 性 稍 有 認 識 的 人 ，才 能 被 祂 浩 大 的 憐 憫 降 服 》反 之 亦 然 ，只 
有 那 經 歷 過 神 浩 大 憐 憫 的 人 ，才 能 稍 稍 明 白 祂 的 忿 怒 的 嚴 重 性 。35

在 他 對 人 類 光 景 所 作 的 深 刻 分 析 裏 ，使 徒 從 三 個 不 同 的 角  
度 ，描 述 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的 生 活 特 質 —— 世 界 （第 2 節 ） 、魔鬼 

( 第 2 節 ） 、和 肉 體 （第 3 節 ） 。這 分 析 與 雅 各 （參 ：雅 三 1 5 )  

和 約 翰 （約壹二  15〜 1 7 ，三 7 〜 1 0 ) 的 教 導 一 致 。 「邪惡傾向的 

源 頭 在 人 的 裏 面 ，也 在 人 的 外 面 ，它 也 是 超 自 然 的 。每個人的內 
心 都 有 趨 向 邪 惡 的 傾 向 ，他 們 的 環 境 … … 也 有 力 地 影 響 他 們 。」36 

結 果 是 ，人 們 無 法 獨 立 面 對 生 活 中 的 決 定 。他 們 深 受 邪 惡 、強大 
勢 力 的 影 響 。這些影 響 力 可 以 說 是 環 境 （「今 世 的 風 俗 」） 、一 
個 超 自 然 的 強 大 對 手 （ 「空 中 掌 權 者 的 首 領 ，就 是 現 今 在 悖 逆 之  
子 心 中 運 行 的 邪 靈 」 ） 、和 一 個 內 心 趨 向 邪 惡 的 傾 向 （ 「肉 
體 j ) 。這 裏 值 得 把 亞 諾 德 對 這 種 光 景 的 評 論 全 部 引 述 出 來 ：

保 羅 的 教 導 認 為 ，對 我 們 行 為 的 解 釋 不 全 在 於 人 性 ，或世界 
的 影 響 。同 樣 的 ，把 偏 差 的 行 為 完 全 解 釋 為 魔 鬼 的 作 為 又 是  
過 度 短 視 。實 際 上 ，我 們 應 當 基 於 人 性 、環 境 、和魔鬼來解 
釋 行 為 —— 同 時 從 三 者 的 角 度 。可 能 其 中 之 一 是 主 要 的 ，但 
三 個 部 分 都 當 予 以 考 慮 。37

35 G. S tahlin , r D N r  5 :4 2 5 。

36 C. E. A rn o ld , Powers, 1 2 5 。

37 C. E. A rno ld , Powers, 1 2 5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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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 3〜三21 )

以 弗 所 書 相 當 重 視 靈 界 的 「權 勢 」 。這 顯 然 是 因 為 書 信 的 背  
景 ，其 中 許 多 讀 者 清 楚 意 識 到 魔 鬼 「權 勢 」的 運 作 ，針 對 這 些  
「權 勢 」在 與 基 督 和 信 徒 的 關 係 上 所 佔 的 地 位 ，需 要 （進一步 

的 ）教 導 。但 保 羅 對 於 「肉 體 」的 觀 念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並 未 被 對  

罪 的 另 一 個 解 釋 取 代 。世 界 和 肉 體 的 影 響 是 與 邪 惡 「權 勢 」的影 
響 並 列 的 。保 羅 認 為 這 三 種 影 響 力 是 互 補 的 ，引 人 進 入 罪 惡 、過 
犯 、和 悖 逆 之 中 。38



, *

2.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4〜 7 )

二 4 . 神 所 造 成 的 偉 大 改 變 現 在 被 歡 樂 地 宣 告 出 來 。祂出於 

恩 典 的 主 動 作 為 和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行 動 ，與 第 1〜3 節所描述墮落 
人 類 那 種 絕 望 的 光 景 形 成 奇 妙 的 對 比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人 們 是 神 震  
怒的對象  > 然 而 神 向 他 們 發 憐 憫 。我 們 過 去 是 死 的 ，然而祂叫我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我 們 過 去 受 邪 惡 權 勢 的 轄 制 ，然而神使我 
們 在 天 上 與 基 督 同 坐 。一 個 嶄 新 的 情 況 出 現 了 ，因為祂採取每一 
個 必 要 的 步 驟 來 扭 轉 我 們 在 罪 中 的 景 況 。

甚 麼 因 素 促 使 神 為 我 們 的 緣 故 ，如 此 慷 慨 、憐 憫 地 行 事 ？使 
徒 使 用 四 組 文 字 ，說 明 神 主 動 的 救 恩 作 為 的 源 頭 ，乃是在於祂的 
憐 憫 （第 4 節 ） 、祂 的 大 愛 （第 4 節 ） 、祂 豐 富 的 恩 典 （第 5 、 

7 、8 節 ） 、和 祂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向 我 們 所 施 的 恩 慈 （第 7 節 ） 。這 

整 段 強 調 ，祂 為 我 們 所 作 的 * 純 粹 是 因 為 祂 自 己 的 恩 典 、憐憫的 
屬 性 。我 們 原 來 完 全 不 配 有 救 恩 的 經 歷 ，因為我們過去 是 死 在 我  
們 的 過 犯 之 中 * 被 世 界 、魔 鬼 、和 肉 體 所 纏 繞 ，所以命定當受神 

的 審 判 。
本 段 到 此 為 止 尚 未 提 到 主 詞 或 主 要 動 詞 。1主詞神在這裏被引 

入 ，而 主 要 動 詞 「使 … … 活 過 來 」則 出 現 於 第 5 節 。然 而 ，在描 
述 神 介 入 拯 救 之 前 • 又 插 入 兩 個 分 詞 子 句 。第 一 個 是 ^ 〔神 〕既 
有 豐 富 的 憐 憫 」 ，這 令 人 注 意 到 祂 使 我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的 環  
境 或 原 因 ；而 第 二 個 是 「我 們 死 在 過 犯 中 」 ，重 述 了 第 1 節所說 
靈 命 死 亡 的 要 點 ，但 這 裏 是 將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都 包 括 在 內 。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0 )
2. 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 4〜7 )

1 藉由這種筆法（破格文體） ，第 2 、3 節 解 釋 第 1 節 ；同時更有力地 
呈 現 出 第 4 節的對比。「信徒的新地位全是神的本性和作為的結果」 
(B e s t, 213 • 強調字體是筆者標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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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既 有 豐 富 的 憐 憫 。舊 約 聖 經 常 常 如 此 描 繪 神 ：祂 「有憐 
憫 」 （出 三 十 四 6 ; 詩 一 〇 三 8 ; 拿 四 2 ) ，實 際 上 ，祂喜悅如此 

( 彌 七 1 8 ) 。 「憐 憫 」通 常 表 示 希 伯 來 文 — 詞 ，它被認為 
是 指 耶 和 華 堅 定 不 移 的 、與 聖 約 有 關 的 信 實 和 愛 ，特別是當以色 

列 人 不 忠 時 。然 而 ，安 德 生 （F. I.  A n de rsen  ) 已 經 指 出 ：這是 
「一 個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的 愛 和 慷 慨 的 表 達 」 。2 雖然耶和華應許要施 

憐 憫 ，3 因 而 導 致 祂 對 祂 的 百 姓 堅 定 不 移 ，這卻不是在責任和義務 
的 範 疇 裏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祂 的 憐 憫 常 是 自 發 性 的 。它是向一個 

落 在 絕 望 、無 助 景 況 中 的 領 受 者 施 行 出 來 ，這 常 與 祂 的 愛 、恩 
典 、和 憐 恤 有 關 （特 別 注 意 ：出 二 十 5 〜6 ，三 十 四 6 〜 7 ；民十四 
1 8 〜 19 ；申 七 9 〜 1 0 ) ，這些特 徵 都 清 楚 地 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二  

章 的 文 脈 中 》4

保 羅 在 其 他 地 方 談 到 以 色 列 人 大 規 模 地 拒 絕 福 音 時 ，講到神 
慷 慨 的 憐 憫 （羅 九 1 5 、1 6 、1 8 ) ，也講到神最終要拯救以色列人

2 F. I. Andersen, ‘ Yahweh，the K in d  and Sensitive G od ’，in  God, Who 

Is Rich in Mercy: Essays Presented to Dr. D. B. Knox, ed. P. T. O ’ B rien  

and D. G. Peterson (Homebush West, NSW: Lancer, 1986)，4 1 - 8 8 ， 
特別是4 4 。

3 直 譯 為 「行和 s d 」 。
4 名詞 lAeoc，「憐 憫 ，憐 恤 ’ 同情」 （BAG D , 250 ；參 Louw  and N ida 

§ 8 8 . 7 6 ) ，和它的同源詞在新約聖經中出現不下七十次。在對觀福音 
書 裏 ，神的憐憫特別彰顯在耶穌的事奉中* 就是當祂醫治病人（可十 
4 7 、4 8 和平行經文；路 十 七 1 3 ) 、趕 鬼 （太十五2 2 ，十 七 15 ；可五 
1 9 ) 、和宣告神賜給那不配得之人的赦罪（太十八 3 3 ) 時 。那些自己 
已領受神的憐憫的人，應當向其他人顯出憐憫（太 五 7 • 十 八 3 3 ) 。 
亦見 F. Staudinger, EDNT  1:42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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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外 邦 人 的 計 劃 （羅十一  3 0 〜3 2 ) 。5 根 據 以 弗 所 書 第 二 章 ，有 

豐 富 的 憐 憫 的 這 位 ，已 將 它 豐 厚 地 澆 灌 在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人 身 上  
( 這裏 的 我 們 為 含 括 性 的 ） 。

神 的 愛 與 祂 的 憐 憫 結 合 ，成 為 神 主 動 拯 救 祂 百 姓 的 另 一 個 動  
力 。6 形 容 詞 大 和 所 用 的 同 源 字 「因 祂 愛 我 們 的 大 愛 」格外強調這 
愛 。7 因 為 保 羅 已 強 調 了 神 的 憐 憫 的 豐 富 ，他現在就宣稱祂的愛的 
浩 大 。神 對 祂 在 基 督 裏 的 百 姓 的 愛 ，是 羅 馬 書 的 一 個 特 別 的 動 力  
( 參 ：五 5 、8 ，八 39 ) 。就 像 在 羅 馬 書 五 章 8 節 一 樣 ，在此處神 

的 愛 乃 聚 焦 於 基 督 的 愛 ，那 使 祂 捨 棄 自 己 ，為 祂 的 百 姓 成 為 犠 牲  
(弗 五  2 、2 5 ) 。

二 5 . 保 羅 繼 續 本 段 開 頭 的 字 句 ，回 到 從 第 1 節 開 始 的 思  

路 。然 而 ，他 作 了 兩 個 改 變 。第 一 ，他 省 略 了 片 語 你 們 … …過犯 
罪 惡 之 中 裏 的 名 詞 罪 惡 ，那 裏 將 這 字 與 同 義 詞 過 犯 併 用 ，形成單 
一 的 觀 念 。這 裏 的 省 略 實 際 上 對 意 思 並 無 影 響 。第二個改變更為 
重 要 ，是 從 你 們 變 成 我 們 。對 照 第 2 節 ，它表示猶太人和外邦人 
現 在 一 起 被 包 括 在 那 些 靈 命 死 亡 的 人 中 ：當我們死在 過 犯 中 的 時  
候 。開 頭 的 「而 」 （ 《和 合 本 》未 譯 ）也 是 繼 續 第 1 節 ，把這兩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0 )
2.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 4〜7 )

5 保羅自己已經從主領受憐憫（林 前 七 2 5 ) ，使他能成為使徒（林後四
1 ; 參 ：提前一 1 3 、1 6 ) 。在這些經文裏，神的憐憫是與救恩或保羅 
蒙召為使徒息息相關的。在腓立比書二章2 7 節 裏 ，如同在對觀福音 
書裏的例子一樣，神施行憐憫的對象是一個在身體上有極大需要的 
人 ：是神自己至高無上主權的憐憫行動，使以巴弗提恢復健康。

6 介 詞 S id 與表示情感的字的直接受格連用，表示動機’ 在這裏應當譯 
作 「出 於 〔祂的大愛〕」 （B A G D ，181; L in co ln , 1 0 0 即如此主張； 
參 ：太二十七18 ; 路一 78 ; 約 七 13 ; 腓一 15 ) 。

7 注意同源名詞和動詞在以弗所書一章6 、1 9 、2 0 節 ，四 章 1 節的類似 
用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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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個 分 詞 子 句 連 接 起 來 ，這 些 一 起 對 神 所 成 就 的 作 全 面 性 的 描 述 ： 
因 為 祂 的 大 愛 ，並 且 當 我 們 死 在 我 們 的 過 犯 中 的 時 候 ，祂使我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8

直 到 現 在 ，支 配 本 段 的 主 要 動 詞 才 被 引 入 ， 〔神 〕使我們活 
過 來 ，這 是 三 個 由 介 詞 「與 … … 一 同 」形 成 的 複 合 動 詞 中 的 第 一  
個 ，這 三 個 動 詞 都 指 基 督 和 祂 的 跟 隨 者 們 之 間 的 聯 合 （參 ：一 
2 0 ) 。講 到 那 已 經 成 就 的 大 能 救 恩 ，保 羅 說 信 徒 們 已 經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與 祂 一 同 復 活 ，並 在 天 上 與 祂 同 坐 。9神在基督裏已經 
成 就 的 ，祂 也 已 經 為 眾 信 徒 成 就 了 。在 一 章 2 0 〜2 1 節 和 二 章 1〜 
7 節 ，特 別 是 一 章 2 0 節 和 二 章 6 節 （亦 見 下 文 ）之 間 ，不論思想 

或 文 字 都 有 關 聯 。其 間 的 相 似 之 處 絕 非 巧 合 。其 中 所 著 眼 的 是 與  
基 督 的 關 係 ，這 關 係 影 響 信 徒 的 命 運 ，因 為 他 們 在 這 關 係 中 有 分  
於 祂 的 命 運 。

正 當 我 們 靈 命 死 亡 的 時 候 * 神 就 叫 我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1(1 

當 講 到 末 世 從 死 裏 復 活 的 時 候 ，動 詞 「使 活 過 來 ，賜 生 命 給 」是

8 也有可能是，開頭的K0C( ( 「而 ，並且」）強化這個分詞子句，因此表 

示 ：甚至當我們還處在死亡的悲慘景況中時，神就如此恩慈地對待我 

們 。vOvT0t<;強調罪人的光景「就是」死 亡 ；參 Schnackenburg，9 4 。

9 希 腿 文 ouvf^woTToiriaev ( 「祂使 .......與 ........一同活過來」 ) ’ auvttyei-

P£v ( 「祂使…… 與 …… 一同復活 j  ) ’ 與 auvEKdeurev ( 「祂使……  

與……一同坐」） 。關於我們「與基督」同 死 、同活這個主題* 見 R. 
C. Tanneh ill, Dying and Rising w ith Christ: A  Study in Pauline Theology 

(B e rlin : T6pelmann, 1967); E. Schweizer, ‘ D y ing  and R is ing  w ith  

C h ris t，’ NTS 14 (1967 )，1-14 ;和 M . A. S e ifr id ’ ‘ In  C h ris t，’ DPL, 

433-36 。

1 0 不同於林德曼的觀點（A. Lindem ann, Die Aufhebung, 119) *他主張 

「使… …與… …一同活過來」是指基督徒彼此間的聯合—— 不論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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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作 動 詞 「使 起 來 」11的 同 義 詞 （比 較 ：林 前 十 五 2 2 和 羅八
1 1 ) 。複 合 動 詞 「使 … … 與 … … 一 同 活 過 來 」僅見於歌羅 西 書 二  
章 1 3 節 和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5 節 。保羅的讀者們已經與那曾經死了而 

又 復 活 的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因 此 ，他 們 的 新 生 命 乃 是 分 享 祂 從 死  
裏 復 活 時 所 領 受 的 新 生 命 。只 有 當 與 祂 聯 合 時 ，死 亡 才 會 被 克  
服 ，也 才 能 領 受 神 的 新 創 造 中 那 不 可 或 缺 的 新 生 命 。因為之前已 
經 說 過 ，信 徒 先 前 的 光 景 是 死 亡 （第 1 、5 節 ） ，這裏就沒有直接 

提 到 基 督 的 死 ，或 信 徒 有 分 於 祂 的 死 。反 而 是 呈 現 出 我 們 從 前 在  
基 督 之 外 的 光 景 、和 與 祂 一 同 活 過 來 之 間 的 鮮 明 對 比 。

由 於 第 5 、6 節 這 裏 清 楚 地 引 喻 了 基 督 復 活 的 歷 史 事 件 （一
2 0 ) ，以 及 信 徒 與 該 事 件 的 明 確 關 聯 ，最 好 的 理 解 是 認 為 ：保羅 

的 焦 點 乃 在 於 基 督 自 己 的 復 活 ，而 非 信 徒 在 受 洗 時 支 取 祂 的 復  
活 。12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1 0 節 的 文 脈 與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12〜 1 3 節不 

同 ，沒 有 關 乎 洗 禮 的 暗 示 。
信 徒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的 觀 念 ，在 第 6 節 裏 閫 述 ，更確切地 

將 神 的 作 為 描 述 為 叫 他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復 活 ，並 與 基 督 同 坐 。因為 
二 章 1〜3 節 描 繪 的 靈 命 死 亡 包 括 （受 到 世 界 、魔 鬼 、和 肉 體 ）可 

怕 的 轄 制 和 神 的 審 判 ，使 我 們 活 過 來 的 拯 救 行 動 ，就暗示了罪得 
赦 免 * 以 及 得 著 釋 放 脫 離 這 些 凶 暴 的 勢 力 。在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13 

節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是 和 赦 罪 及 得 釋 放 脫 離 那 些 執 政 、掌權 
者 緊 密 相 關 的 （第 13〜 1 5 節 ） 。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 10)
2. 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 4〜 7 )

邦基督徒與猶太基督徒之間* 或泛指一般基督徒；這乃是指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這預設了正確的讀法是珣XpujxQ ( 「與基督」） ，而非 
tQ Xpicrrw ( 「在基督裏」） 。參 Schnackenburg，9 4 - 9 5 。

11 Zwottoi^d是 作 的 同 義 詞 使 用 。

1 2 或是受聖靈的印記，如 馬可 • 巴 特 （B arth，232-38 ) 所主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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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_  3〜三 21 )

接 著 是 一 段 插 入 語 （保 羅 將 會 在 第 8 節 對 它 作 更 詳 盡 的 討  
論 ） ，他 藉 此 對 他 的 （主 要 是 外 邦 人 ）讀 者 們 講 說 ，用救恩的言 
語 ，宣 告 那 已 經 為 他 們 成 就 的 。他 使 人 注 意 到 一 個 大 能 的 拯 救 ， 
那 是 出 於 神 恩 典 的 主 動 作 為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實 現 ，並對他們有持 
久 的 果 效 ：你 們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13實 際 上 ，這 喜 樂 的 歡 呼 ，14概 
括 了 神 在 使 他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使 他 們 與 祂 一 同 復 活 、和使 
他 們 在 天 上 與 祂 同 坐 之 事 上 已 經 作 成 的 。

恩 典 15是 最 能 清 楚 表 達 保 羅 對 基 督 拯 救 工 作 之 了 解 的 神 學 觀  
念 （參 ：羅 三 2 3 〜2 4 ) 。使 徒 的 信 息 是 「神 恩 惠 的 福 音 」 （徒二 
十 2 4 ) ; 它 與 任 何 工 作 或 功 德 的 觀 念 相 對 一 實 際 上 ，這字的中 

心 意 思 就 是 禮 物 的 觀 念 （白 白 的 ，而 非 賺 得 的 ） （參 ：弗二 8 〜
1 0 ) 。恩 典 ，就 是 「施 予 人 們 恩 惠 ，與 他 們 所 當 得 的 正 好 相  
反 」 ，在 神 和 罪 人 間 的 關 係 裏 被 歸 於 神 （羅 三 2 1 〜2 6 ，四 4 ’ 五 
1 5 ，等 等 ）和 基 督 （羅 五 15 ; 林 前 十 六 2 3 ) ，因為神對罪人那恩 

慈 的 態 度 也 是 基 督 的 態 度 （林 後 八 9 ; 參 ：羅 五 8 ) ；而且是耶穌 
的 工 作 ，特 別 是 祂 的 死 ，彰 顯 出 神 的 恩 典 （羅 三 2 4 ，五 2 ; 弗一 
6 〜7 ) 。那 是 整 個 救 恩 工 作 的 根 基 。

1 3 間 接 受 格 X如m 是 一 個 表 原 因 的 間 接 受 格 ，最 好 翻 譯 為 「藉著恩 
典 」 ，而 非 「因為恩典」 ，因為後者可能被認為是「僅指出神的動 
機 ，而不是我們救恩的基礎」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167- 

6 8 即如此主張） 。

1 4 那些死在罪惡中的人居然能有分於基督的復活生命* 這是神恩典浩大 
的 彰 顯 ，「這要求人以立即稱頌那恩典來回應」 （B n iCe，2 8 6 ) 。

1 5 關 於 保 羅 思 想 中 的 「恩 典 」 ，更 多 的 細 節 ，見 K. Berger, EDNT  
3 :457-60 和 A . B. Lu te r, ‘ Grace，，DPL, 3 7 2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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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 0 )
2 . 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 4〜7 )

恩 典 是 以 弗 所 書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主 題 。根 據 開 頭 的 頌 讚 （弗一
3 〜 1 4 ) ，神 在 愛 子 裏 將 祂 的 恩 典 豐 厚 地 澆 灌 在 我 們 身 上 （第 6 〜 

8 節 ） ，特 別 是 救 我 們 脫 離 我 們 的 過 犯 所 受 的 審 判 。神恩典的豐 
富 是 我 們 得 贖 的 最 終 因 素 （第 7 節 ） ，並且提供了那樣拯救的理 

由 。保 羅 之 領 受 福 音 、他 蒙 召 服 事 外 邦 人 、以 及 他 從 始 至 終 得 以  
完 成 他 的 宣 教 任 務 的 能 力 ，完 全 是 因 為 神 的 恩 典 （三 2 、7 〜 
8 ) 。在 緊 接 著 的 二 章 7 〜9 節 的 文 脈 裏 ，對這恩典的意義作了補 

述 和 進 一 步 解 釋 ，尤 其 是 用 一 些 對 比 。特 別 要 注 意 的 是 ，雖然保 
羅 的 讀 者 們 在 今 世 已 經 歷 了 神 的 恩 典 的 實 際 * 但 根 據 第 7 節 ，祂 

的 心 意 乃 是 要 將 祂 豐 盛 恩 典 的 全 部 ，澆 灌 在 那 要 來 世 代 的 信 徒 身  
上 °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 「救 恩 」這 詞 組 16僅 被 用 於 人 類 與 神 之 間 的  
關 係 。這 些 詞 語 常 帶 有 末 世 的 意 味 ，所 以 從 負 面 來 看 ，它們指在 
最 後 審 判 時 蒙 拯 救 脫 離 神 的 震 怒 （羅 五 9 〜 10 ；林 前 三 1 5 ，五
5 ；帖前一  1 0 ，五 9 ) ，從 正 面 來 看 ，則是指重 新 有 分 於 神 的 榮  
耀 ，就 是 人 因 為 罪 而 失 去 的 （羅 八 18〜30 ; 帖後二  13〜 1 4 ) 。17 

但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5 節 （參 ：第 8 節 ）這 裏 ，救恩是已經成 

就 和 經 歷 了 的 。動 詞 「得 救 」18包 括 神 使 我 們 活 過 來 、復 活 、並

例 如 ( 「極救」）和 aumipia ( 「救恩」） 。

亦 參 ：羅 十三 1 1 ; 腓一 2 8 ，二 12 ; 帖前五8 。

有人質疑，如果保羅真是以弗所書的作者，為何他要用救恩言語，而 
非更常見的「稱義」詞 彙 。我們的回答是：第 一 ，如 果 改 用 「你們已 
被稱義」這 詞 語 ，是否能正確地概括前後的三個動詞• 是值得懷疑 
的 ’ 其中每一個動詞都是以auv- ( 「同… … 」) 開始的。第 二 ，對讀 
者們的威脅似乎並非來自那些以遵行律法大作文章的猶太律法主義 
者 。「律法」一詞僅出現一次（弗二 1 5 ) ，而在二章9 節 ，保羅說沒 
有人是靠行為得救，他沒有提到「行律法」 ，若他是在對付主張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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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 新 人 ：神的創造（— 3〜三 21 )

與 基 督 同 坐 的 作 為 》它 描 述 蒙 解 救 脫 離 死 亡 、震 怒 、和 束 縛 ，並 
且 被 遷 移 到 一 個 新 的 國 度 ，享 受 這 國 度 裏 多 重 的 福 氣 》迂說法 

( p e r ip h ra s t ic  ) 的 現 在 完 成 式 結 構 使 人 注 意 到 救 恩 的 結 果 。19

但 是 ，以 弗 所 書 這 樣 強 調 救 恩 的 過 去 和 現 在 層 面 ，我們卻不 
當 為 此 感 到 驚 訝 。M 在 一 章 3 〜 1 4 節 的 頌 讚 裏 ，為了神所已經賜 

給 信 徒 的 救 恩 福 氣 而 讚 美 祂 。在 保 羅 著 作 的 其 他 地 方 ，救恩有它 
現 在 2 1 和 過 去 的 層 面 。使 徒 在 羅 馬 書 八 章 2 4 節 說 ： 「我們得 
救 」 。22但 這 馬 上 用 「在 盼 望 中 」 （《和 合 本 》作 「在 乎 盼 望 」） 

來 修 飾 ，那 是 指 向 未 來 的 片 語 ，那 時 信 徒 將 全 然 經 歷 救 恩 的 所 有  
意 義 。最 後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7 節 （參 ：一 21 ) 的 未 來 層 面 ，平衡 

了 第 5 、6 節 的 不 定 過 去 式 和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23因 此 印 證 的 是 ， 

這 樣 強 調 救 恩 的 現 時 性 ，並 沒 有 完 全 取 代 未 來 的 末 世 論 》24

二 6 . 第 6 節 閩 述 信 徒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的 思 想，以他們 

與 基 督 一 同 復 活 並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的 角 度 ，更 精 確 地 描 述 神 的 作

化的反對者，這詞語就應該會出現。第 三 ，救恩的言語，加上與基督 
同死同復活的詞語，顯示國度的遷移，對於活在懼怕魔鬼權勢中的讀 
者來 說 ，這是格外恰當的。注 意 A rno ld , 1 4 9的討論。

19 因此 * 波 特 爾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468 ) 將 aeatpojicvoi 譯 
為 「你們是在得救的狀態裏」 ；參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5 7 5 。被動語態和著重地提到恩典，都強調它是來自神的禮物。

2 0 不 同 於 A. Lindem ann, Aufhebung, 1 3 7 ，他認為這想法「完全不像保 
羅 」 。

2 1 林前一 1 8 ，十 五 2 ；林後二 1 5 ，六 2 ; 腓二 1 2 。

2 2 用的是不定過去式的

23 L in co ln , 1 0 5 。

24 注意 H. E. Lona, Die Eschatologie, 427-28 的 結論，和 A rn o ld , 145- 

4 9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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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5保 羅 有 意 利 用 一 章 2 0 節 與 基 督 有 關 的 陳 述 • 使用兩個字首 
為 「一 同 」的 複 合 動 詞 ， 「一 同 復 活 」 （syngge iren ) 和 「一同 
坐 」 （synefcath isen) ，這 兩 個 字 又 用 介 詞 片 語 在基督裏 （意思是 

「在 我 們 與 基 督 的 聯 合 裏 」 ）修 飾 ，26表 示 神 為 基 督 所 成 就 的 ， 
祂 也 同 時 為 信 徒 成 就 了 。因 此 就 強 調 了 基 督 之 復 活 和 被 高 舉 的 含  
括 性 ，那 不 只 是 信 徒 們 伴 隨 基 督 走 過 同 一 個 區 域 的 旅 程 而 已 。27

這 裏 就 像 在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1 2 節 和 三 章 1 節 一 樣 ，信徒們與基 
督 一 同 復 活 是 已 經 發 生 的 了 。有 些 人 主 張 這 個 觀 念 與 「真 正 的 」 
保 羅 書 信 牴 觸 ，在 那 些 書 信 中 信 徒 的 復 活 仍 屬 於 未 來 的 盼 望  

( 參 ：羅 六 5 〜 8 ; 林 後 四 14 ；腓 三 1 1 ) 。但 是 ，雖然就信徒有 

分 於 基 督 復 活 生 命 的 觀 念 來 說 ，歌 羅 西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比 其 他 書 信  
表 達 得 更 清 楚 ，這 並 不 表 示 在 較 早 的 書 信 中 無 此 觀 念 ，或是這用 
字 遣 詞 乃 他 人 所 為 ，因 此 能 以 保 羅 自 己 都 作 不 到 的 方 式 ，將使徒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0)
2 .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 4〜7 )

2 5 接下來的兩個動詞進一步地解釋「神……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 aove^wOTioiiiaEv ) 」 ：「也 就 是 說 （ica( ) ，祂叫我們與祂一同復活 
( a o v r j y E i p E v  ) , 與 祂 一 同 坐 （auvEi<dOi<JEv ) 在 天 上 」 （Schnacken- 

burg, 88，95 即如此主張；參 A . L indem ann, Die Aufhebung, 1 2 1 。這 
不同於斯托得〔8 4 頁 =  Stott, 8 0 -8 1 〕的 看 法 ，後者主張：「這三個 
動 詞 〔『使活過來』 ，『使復活』 ，和 『使坐下』] 指的是在耶穌的 
拯救事工裏三個連續的歷史事件，通常被稱為復活、升 天 ，和坐寶 
座 」） 。

2 6 而 非 「透過基督耶穌的代理」 ’ 那 是 J. A. A lla n , ‘ The “ in  C h ris t” 

F orm u la ', 58 ’ 和 G n ilka , 120 的看法。注意 T. G. A lle n , ‘ E xa lta tion  

and S o lid a r ity，，1 1 6 。

27 T. G. A lie n ， ‘ E xa lta tion  and S o lid a r ity ’ ， 105 ；參 B. Weber, 

‘ “ Setzen”  一 “ W andeln”  一 “ Stehen”  im  Epheserbrie f’ ，NTS 41 

(1995)，47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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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的 中 心 思 想 作 更 清 楚 的 表 達 ！較 早 的 書 信 認 定 在 基 督 裏 的 復 活 生  
命 是 現 時 的 經 歷 。不 論 我 們 認 為 羅 馬 書 六 章 5 和 8 節的未來時態 
是 邏 輯 上 或 是 實 際 的 未 來 ，在 第 1 1 和 1 3 節 ，當保羅要他的讀者 
們 將 自 己 獻 給 神 ，並 向 神 而 活 時 ，他 相 信 的 顯 然 是 ，他們身為基 
督 徒 ，在 此 地 、此 時 正 享 受 一 個 新 的 生 命 。如 果 信 徒 們 仍 然 是 死  
的 ，被 埋 葬 的 ，在 最 後 號 角 吹 響 之 前 沒 有 復 活 指 望 的 ，那麼怎能 
期 待 他 們 「一 舉 一 動 有 新 生 的 樣 式 」 （羅 六 4 ) ，或是行為舉止 
像 「從 死 裏 復 活 的 人 」一 樣 （第 1 3 節 ；參 ：第 9 節 ） ？用詞差異 

對 於 以 弗 所 書 （和 歌 羅 西 書 ）作 者 問 題 的 重 要 性 ，還不如它們為 
回 應 各 自 不 同 情 況 而 作 的 不 同 強 調 。28

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與 基 督 同 死 、同 復 活 的 言 語 （如 ••羅  
六 3 〜4 ；西二 11〜 1 2 、20 , 三 1 、3 ) 特別聚焦於在救恩歷史事 

件 中 與 基 督 聯 合 。與 祂 同 死 、同 復 活 的 意 思 ，是 從 舊 的 國 度 被 轉  
移 到 新 的 國 度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6 節的焦點是神已經在基督裏使信 

徒 復 活 ，表 達 了 同 樣 的 意 思 。以 弗 所 書 裏 的 另 一 個 要 素 ，是保羅 
的 任 何 其 他 書 信 未 曾 提 過 的 ，就 是 神 已 經 使 他 們 與 基 督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29但 是 ，這 一 新 的 論 點 只 不 過 是 清 楚 表 達 了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1 

〜 3 節 隱 含 的 意 思 ，那 裏 說 信 徒 們 有 分 於 在 天 上 的 基 督 復 活 的 生  

命 • 在 那 基 礎 上 ，他 們 受 勸 告 要 思 念 上 面 的 事 。3Q讀者們不僅有 
分 於 基 督 復 活 的 生 命 ，他 們 也 分 享 祂 的 高 升 和 隨 後 的 勝 過 諸 權  
勢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6 節 的 格 式 與 一 章 2 0 節 的 表 達 相 似 ，只有一個

28 參 P. T. O ’ B rie n ，Colossians, Philemon^ 26，119—21，168—7 2 。

29 注意 W. H. H a rris，‘ “ The Heavenlies” ’ ，77-78  °

3 0 在保羅書信其他地方也有現時就經歷天堂的觀念（參 ：加 四 26 ; 林前 
十 五 4 7 〜 49 ；林後十二  2 〜 3 ；腓 三 2 0 ) ; 參 A. T. L in co ln , 

‘ Sum mary’ ，621-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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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味 深 遠 的 差 異 ，就 是 保 羅 沒 有 加 上 「在 祂 的 右 邊 」 。基督在天 
上 被 髙 升 的 位 置 是 無 人 能 夠 分 享 的 ，因 為 祂 與 父 神 的 關 係 是 獨 特  
的 。

鑑 於 「掌 權 者 們 」在 以 弗 所 書 較 廣 的 上 下 文 中 扮 演 敵 對 者 的  
角 色 （參 ：一 2 1 ，二 1〜2 ，三 10 , 六 10〜2 0 ) ，這樣強調已實

現 的 末 世 論 ，以 及 明 確 提 到 信 徒 們 在 天 上 與 基 督 同 坐 ，是相當合 
適 的 。根 據 一 章 19〜2 2 節 ，保 羅 稱 頌 神 那 無 比 的 大 能 ，祂藉此大 

能 使 基 督 復 活 ，並 高 舉 祂 到 一 個 地 位 ，是 「遠 超 過 」所有層級的 
權 勢 的 。現 在 ，這 崇 高 的 基 督 論 被 直 接 用 在 本 信 的 讀 者 們 身 上 》 
因 為 他 們 已 經 在 基 督 的 復 活 和 高 舉 中 與 祂 聯 合 了 ，他們也有超越 
的 地 位 * 和 勝 過 邪 惡 權 勢 的 權 柄 》他 們 不 再 活 在 「空中掌權者的 
首 領 」 （二 2 ) 的 權 柄 和 脅 迫 之 下 。這 意 思 很 清 楚 ：因為他們已 

從 舊 領 域 被 遷 移 到 基 督 的 新 統 治 之 下 ，他 們 不 需 要 屈 服 於 那 惡 者  
的 計 謀 。31當 他 們 活 在 這 世 界 中 時 ，就 能 支 取 神 那 使 耶 穌 從 死 裏  
復 活 的 能 力 （參 ：二 10 ’ 四 1 、1 7 ，五 2 、8 '  1 5 )  • 站 立 得 穩 ’ 

抵 擋 魔 鬼 的 計 謀 ，並 與 在 天 空 屬 靈 氣 的 惡 魔 爭 戰 （六 11〜 1 2 ) 。 
最 後 ，信 徒 們 在 今 世 的 生 活 中 自 處 ，尚 未 經 歷 救 恩 的 全 然 豐 富 ， 
但 盼 望 神 在 那 要 來 的 世 代 裏 ，將 祂 恩 典 的 全 部 豐 富 澆 灌 在 他 們 身  
上 （二 7 ) ，這 表 示 以 弗 所 書 的 末 世 論 是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的 ，還包 

含 一 個 未 來 的 層 面 。
二 7 . 神 將 祂 的 憐 憫 厚 賜 給 罪 人 ，使 他 們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復 活  

並 被 高 舉 ，這 還 有 更 深 的 目 的 ，就 是 他 們 要 永 遠 地 顯 明 祂 那 非 比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 10)
2 .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 4〜7 )

3 1 亞 諾 德（A rno ld , 1 4 8 ) 提到與基督「同坐」時 說 ：「沒有其他的神學 
結 構 • 能如此有效、活潑地向讓者傳達：他們能支取復活主的權柄和 
能力」 （參 ：1 4 8 -5 0) 。也注意他在Powers, 1 M -1  5 的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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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常 的 恩 典 。32第 4 、5 節聚焦在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的憐 
憫 上 ，已 經 開 始 了 這 個 思 路 ，在 此 以 最 後 這 個 子 句 作 為 結 論 和 高  
潮 。33在 一 章 3 〜 1 4 節 的 開 頭 頌 讚 中 已 經 指 出 ，救恩的最終目的 
是 為 了 神 的 榮 耀 （第 6 、1 2 、1 4 節 ） 。祂 慷 慨 、喜悅地揀選人成 

為 祂 的 兒 女 ，是 要 「使 祂 榮 耀 的 恩 典 得 著 稱 讚 」 （第 6 節 ） 。這 
裏 又 表 達 一 個 類 似 的 思 想 ：神 拯 救 罪 人 ，為 要 使 他 們 展 現 祂 恩 典  
的 那 種 超 然 豐 富 》

既 已 談 過 了 神 的 憐 憫 和 慈 愛 （第 4 節 ） ，使徒就特意強調神 
恩 典 的 豐 富 （參 ：第 5 、8 節 ） 。形 容 詞 「格 外 的 、非 比 尋 常 的 」

( 《和 合 本 》作 「極 」 ）34與 名 詞 「豐 富 」結 合 ，表 示神的恩典 
是 如 何 無 比 的 豐 富 。接 下 來 ，保 羅 說 到 神 的 恩 慈 ：35神 「極豐富 

的 恩 典 」顯 明 在 「祂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向 我 們 所 施 的 恩 慈 」上 。這是 
個 很 令 人 驚 嘆 的 陳 述 ，因 為 領 受 這 慷 慨 的 人 們 曾 經 與 神 為 敵 ，並 
且 當 受 祂 的 震 怒 （第 3 節 ） 。但 他 們 現 在 是在基督耶穌裏，神看 

他 們 就 如 看 祂 的 愛 子 一 樣 》在 使 基 督 復 活 並 高 舉 祂 時 ，神展現祂

32 Bruce, 2 8 8 。

3 3 表目的的 t v a ( 「要 」）子句不是單單與前面論及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 
坐在天上的子句O a i auvEKdeiaev ktA.) 連 結 , 而是作為第4 ~ 7 節的結 
論 ，說明神整個救恩作為的目標。參 S chnackenburg , 9 6 。

3 4 希 臘 文 使 用 動 詞 Cm£ppdAAo>的分詞作形容詞用，意 思 是 「成為格外 
的 、非凡的」 • 在英文翻譯裏被譯為形容詞。根搛魯弗與奈達（Louw 
and N ida  §78.33 ) 的 說 法 ，「6n£ppdAAov 和 itAoOtoi;都是表示程度； 
OueppdAAov暗 示 比 較 ，而 Trto0TOS 則 不 僅 表 示 程 度 很 高 ’ 還表示價 
值 。」一 個 合 適 的 翻 譯 是 「祂 那 非 常 、非常大的恩典」 。亦 見 G. 
D e llin g , TD NT 8 :5 2 0 -2 2 。

35 XpnordTT,?表 示 「良 善 、恩 慈 、慷慨」 （參 ：羅二 4 ’ i "一 22 ；多三
4 ；見 BAG D , 8 8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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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能 力 是 何 等 浩 大 」 （一 19〜2 0 ) ; 在 使 我 們 復 活 並 髙 舉 時 ， 

祂 也 顯 示 了 「祂 極 豐 富 的 恩 典 」 。‘

這 樣 顯 明 神 的 恩 典 的 環 境 ，是 透 過 表 時 間 36的 片 語 「後來的 
世 代 」說 明 的 。許 多 人 認 為 這 個 表 達 與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2 1 節 的 「來 
世 」相 同 ，那 裏 反 映 了 將 時 間 劃 分 為 兩 個 世 代 的 傳 統 。但這是不 
可 能 的 。這 裏 使 用 複 數 的 「諸 世 代 」 ，不 僅 在 風 格 上 與 單 數 形 有  
異 • 也 是 一 個 更 一 般 性 的 觀 念 ，暗 示 「一 個 世 代 接 著 另 一 世 代 ， 
就 像 連 續 的 海 浪 一 般 • 直 到 可 想 像 到 的 未 來 」 。照 著 這 意 思 ，可 
作 如 此 宣 告 ： 「在 時 間 過 程 和 在 永 恆 中 ，教 會 這 個 由 已 蒙 赦 免 之  
悖 逆 者 所 組 成 的 群 體 * 被 神 設 計 為 祂 的 良 善 的 偉 大 創 作 。 」37

在 第 4 〜7 節 裏 ’ 使 徒 的 思 想 繞 了 一 個 大 圈 ：他在開始時講到 

神 的 憐 憫 和 慈 愛 ，說 那 是 祂 主 動 拯 救 祂 百 姓 的 動 機 （第 4 節 ） ； 
接 著 保 羅 把 讀 者 們 的 注 意 力 引 到 那 出 於 神 恩 典 作 為 的 大 能 拯 救  

( 第 5 節 ） ，然 後 他 在 作 結 論 時 宣 稱 說 ：神將祂的憐憫厚賜給那 

些 悖 逆 的 人 ，是 要 向 未 來 的 所 有 世 代 顯 明 祂 的 恩 典 。神為那些在 
基 督 裏 的 人 所 作 的 是 個 實 際 ，但 只 有 在 要 來 的 世 代 中 才 能 完 全 看  
到 它 》鑑 於 神 恩 典 性 的 拯 救 工 作 ，信 徒 們 將 人 們 的 注 意 力 從 他 們  
自 己 身 上 轉 向 為 他 們 帶 來 救 恩 的 那 位 。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0)
2 .因祂的憐憫和慈愛，神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 二 4〜7 )

• 編 按 ：一 章 1 9 節 的 「浩大」與 二 章 7 節 的 「極 」 ，希臘文為同一個 
字 uTTeppdAAov °

3 6 雖 然 有 人 認 為 aW vg ( 「世 代 」）是 指 具 有 位 格 的 權 勢 （參 ：三 
1 0 ) ，此種解釋卻有很大的困難（如 H. E. Lona, Die Eschatologie, 

3 6 5 -6 6 所說明的） 。較自然的意思是時間性的，^ 〔在要來的〕那世 
代 〔裏 〕」 。

37 Bruce, 2 8 8 ，他 又 說 ：「當祂作成未來那被和好的宇宙時，教會將為 
這宇宙提供一個應該仿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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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 三 21 )

3•神的新創造（二8〜10)

保 羅 剛 剛 已 經 說 明 ，發 生 在 信 徒 身 上 的 ，是 出 於 神 奇 妙 、豐 
富 的 恩 典 ，這 也 會 在 要 來 的 諸 世 代 中 繼 續 展 現 出 來 ，讓所有看見 
的 人 都 要 驚 奇 ，並 且 讚 美 神 。在 前 一 個 句 子 裏 • 保羅打斷自己的 
思 路 ，宣 稱 神 賜 給 讀 者 們 的 救 恩 乃 是 基 於 祂 的 恩 典 。這救恩滿足 
了 落 在 艱 難 景 況 中 的 人 類 的 極 度 需 要 ，它 包 括 得 解 救 脫 離 第 1〜 3 

節 所 描 述 的 死 亡 、震 怒 、和 奴 役 。1 現 在 ，在本段最後這幾節經文 
裏 ，他 使 用 幾 個 重 要 的 神 學 詞 彙 ，解 釋 這 救 恩 的 性 質 ：在信徒與 
基 督 的 聯 合 裏 ，恩 典 和 信 心 是 重 要 的 因 素 ，使 徒 拒 絕 一 種 觀 念 ， 
就 是 說 他 們 的 「地 位 的 改 變 ，從 靈 命 死 亡 到 生 命 和 與 基 督 同 被 高  
舉 > 是 出 於 任 何 人 的 努 力 。他 下 結 論 說 ：救 恩 是 呼 召 人 來 過 行 善  
的 生 活 」 。2

我 們 來 到 一 個 小 段 落 ，常 被 稱 為 保 羅 福 音 的 核 心 ， 「因為 
〔它 〕捕 捉 並 概 述 了 他 在 羅 馬 書 和 加 拉 太 書 中 閭 述 的 一 些 重 要 思  

想 的 精 華 」 。3

二 8 . 保 羅 已 經 正 確 地 聚 焦 在 神 奇 妙 、豐 富 的 恩 典 上 ，因為 
藉 著 它 ，4 已 經 為 外 邦 人 預 備 了 救 恩 。5 在 第 5 節裏打斷思路的你

1 P. T. O ’ B rie n ’ ‘ D iv ine  A n a lys is ’ ，1 3 9 -4 0 。

2 Patzia, 1 8 3 。

3 Patzia, 1 8 3 ，參 L in co ln , ‘ Sum mary’ ，6 1 7 -3 0 。

4 在 T f j y d p  x < ip iT i  i f fT E  a £ 0( (» o p £ v o i ( 直 譯 「因為你們已經是靠著這恩典被
拯救了」）一語裏的定冠詞T(j ( 「這 」） ，是重新提起的冠詞，回頭 
指 向 已 經 在 第 5 、7 節 提 到 的 「恩 典 」 ，也就是那在基督耶穌裏運 

作 、且將在要來的那些世代中顯明的恩典（Best, 225 ) 。rdp ( 「因 
為 」 ，《思高聖經》 ；《和合本> 未譯）表示保羅說到神那「播豐富 
的恩典」是全然適當的。參 M eyer, 113; A bbo tt,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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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10)
3.神的新創造（二 8〜 10)

們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這 偉 大 的 呼 聲 ，現 在 又 用 一 個 新 的 形 式 提 起 和 加  
強 ，特 別 是 關 乎 信 心 和 行 為 。加 上 的 片 語 ^ 因 著 信 」6 與 「本乎 
恩 」密 不 可 分 ，這 兩 個 詞 語 一 起 ，清 楚 地 駁 斥 了 任 何 關 乎 人 的 功  
德 的 主 張 。

這 裏 的 「信 」通 常 被 認 為 是 指 人 的 回 應 ，藉 此 領 受 神 的 救  
恩 。如 果 神 的 恩 典 是 救 恩 的 基 礎 ，那 麼 信 心 就 是 支 取 它 的 途 徑 。 
而 信 心 本 身 不 是 一 個 具 有 功 德 的 行 為 ；它 是 領 受 那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為 我 們 成 就 之 事 的 回 應 。因 此 ，在 此 論 及 救 恩 時 所 加 上 的 這 一  
點 ，在 其 他 地 方 是 用 於 關 乎 稱 義 的 宣 告 ，7 就 是 說 ，它是因神的恩

5 關於迂說法現在完成式結構的意義，見 ：第 5 節 的 註 釋 。

6 A i d  n iO T E u)?  ( 「藉 著 信 」 ） 。在 保 羅 著 作 裏 更 常 見 的 是 同 義 語 &  

m 'a T « o s  ( 「靠著信」 ) ，但他是交替使用這兩個片語（加二 16 ；羅三 
25〜2 6 、30 ) -

7 陸 兹 （U. L uz，‘ R echtfertigung bei den Paulusschtilern ’ ，in Fest

schrift fu r  Ernst Kdsemann zum 70. Geburtstag， ed. J. F ried rich , W. 

Pohlmann, and P. Stuhlmacher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1976)，365-83 ) 極力主張，因為沒有使用「稱義」和 「神 
的義」等可以確定為保羅所用的鑰字，而以救恩的觀念取代它，還有 
以弗所書第二章這裏使用不帶保羅色彩的鑰詞「拯 救 」和 「善 行 」 
等 * 這些都顯示作者修改了保羅的教導（雖然是無意的） 。但 是 ，馬 

歇 爾 （I. H. M arsha ll, ‘ Salvation, Grace and W orks in  the Later 

W r i t i n g s  o f  the P a u l in e  C o r p u s ’， N T S  42 [ 1 9 9 6 ] ,  3 3 9 - 5 8 ，特另[ j是 
3 4 2 - 4 8 ) 指 出 ，當保羅寫到福音時，用救恩的詞彙是相當正常的（特 
別是羅一 1 6 ，十 9 〜 10 ；帖前二 16 ；林前十五2 ) 。馬歇爾認為，與 
其將稱義和救恩相對比，還不如把兩者都視為同時具有現今和未來的 
因 素 。「就救恩的基本結構來說，在所謂真正的保羅書信和以弗所書 
之間似乎沒有任何重大差異」 （3 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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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典 而 白 白 賜 下 的 （羅 三 2 4 ) ，而 且 不 是 在 行 律 法 的 基 礎 上 來 領  
受 ，而 是 透 過 信 心 （加二 16 ; 參 ：腓 三 9 ) 。

與 這 觀 點 一 致 的 是 * 有 些 人 堅 持 ，這 裏 的 「因 著 信 」暗示耶 
穌 基 督 是 信 的 對 象 ，因 為 加 拉 太 書 二 章 1 6 節明確地說祂是信的對 
象 （「信 耶 穌 基 督 」 ；參 ：羅 三 2 2 、26 ; 腓 三 9 ) 。 然 而 ，若將 

後 面 這 個 用 語 中 的 所 有 格 「耶 穌 基 督 的 」當 作 是 主 詞 所 有 格 ，8那 
麼 這 片 語 的 意 思 就 是 「耶 穌 基 督 的 信 心 〔或 忠 心 〕」 。以弗所書 
二 章 8 節 這 裏 較 短 的 用 語 可 能 是 同 的 樣 意 思 。根 搛 這 個 解 釋 ，保 

羅 是 在 宣 稱 ：神 滿 有 恩 典 之 救 恩 的 臨 到 ，乃 是 透 過 基 督 的 忠 心 而  
來 ，也 就 是 祂 對 父 神 旨 意 那 種 毫 不 退 縮 的 順 服 。9 因此接下來的字 
句 （第 8 b 、9 節 ）就 顯 得 更 為 突 出 》

為 了 強 調 救 恩 唯 獨 藉 著 神 的 恩 典 ，是 透 過 信 心 而 得 ，保羅加 
上 兩 個 負 面 句 子 作 為 平 衡 ：第 一 ，這 並 不 是 出 於 自 己 ，乃是神所 
賜 的 （第 8 b 節 ） ；第 二 ，也 不 是 出 於 行 為 ，免 得 有 人 自 誇 （第 9 

節 ） 。第 一 個 子 句 強 調 神 的 主 動 和 作 為 ，有 人 認 為 其 中 的 這 是 特  
別 指 緊 接 在 前 面 的 「信 心 」 。1(>因 此 ，意 思 就 是 說 ，信心的回應 
不 是 從 任 何 人 的 方 面 而 來 ，而 是 神 的 恩 典 。如 果 這 詞 是 表 示 「信

8 注意 P. T. O ’ B rien，The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398-400 對排立比書三 

章 9 節的討論。有關近代主張要如此解釋以弗所書中的「信心」的 ， 
見 I. G. W a llis ,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in Early Christian Traditions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95), 128-34 »

9 馬 可 • 巴 特將之描述為「基督對神和人的順服與愛」 （注意他的討 
論 ，Barth, 224-25 和 347 ) 。參 ：羅三 2 2 、26 ; 加二 1 5 、1 6 、2 0 ，
三 2 2 、26 ; 弗 三 12 ; 腓 三 9 。

10參 Caird, 5 3 。早 期 持 這 看 法 的 解 經 家 包 括 奥 古 斯 丁 ，賀 智 （C. 
Hodge ) > 和辛普森 ( E. K. Simps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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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离舉（二 1〜 10 )
3.神的新創造（二 8〜 10)

心 」 ，而 非 基 督 的 「忠 心 」 ，這 解 釋 在 文 法 上 就 說 得 通 ，U 也與 
保 羅 其 他 地 方 的 教 導 一 致 （參 ：腓一 2 9 ) 。但 是 根 據 上 下 文 ，應 

當 將 這 理 解 為 指 整 個 的 靠 恩 得 救 * 包 括 藉 以 領 受 這 救 恩 的 信 心  
( 或 忠 心 ) 。12

神 救 人 脫 離 死 亡 、震 怒 、和 束 縛 ，這 偉 大 的 拯 救 完 全 出 於 恩  
典 。它 既 非 源 自 13讚 者 們 ，也 不 是 由 他 們 作 成 的 。反 之 ，它是神 
自 己 的 恩 賜 ，保 羅 改 變 正 常 的 字 序 ，把 「神 的 」和 「你 們 的 」作 
對 比 * 14就 是 特 意 要 強 調 這 一 點 。用 來 表 示 恩 賜 的 特 定 字 詞 15雖 
然 很 普 遍 ，卻 未 出 現 在 保 羅 文 集 中 的 其 他 地 方 》保羅用其 他 具 有  
類 似 意 思 的 字 ，來 談 論 在 基 督 裏 的 義 和 生 命 ，說 那 是 神 的 恩 賜  
( 羅 五 15〜 17 , 六 2 3 ) 。

二 9 . 第 二 個 平 衡 的 子 句 強 調 救 恩 全 靠 恩 典 ，並 經由信心或 

忠 心 而 來 ，那 就 是 也 不 是 出 於 行 為 ，免 得 有 人 自 誇 。若救恩不是 
出 於 人 的 主 動 （第 8 節 ） ，那 它 也 不 會 是 對 善 行 的 獎 賞 》因為沒 

有 考 慮 人 的 優 點 的 餘 地 ，也 就 沒 有 讓 人 誇 口 的 基 礎 了 。

" 代 名 詞 toOto ( 「這 個 」）是副詞用法的直接受格（「而 且 ，特別 
是 」 ；BDF § 2 9 0 [5 ]) ，它 是 中 性 ，但 ( 「信 心 ，忠 心 」）卻 
是陰性。羅 炳 森 （Robinson，1 5 7 ) 同意說：「文法性的差異不致全然 
否定這看法 > 」但他基於文脈的理由所作的結論是，應當是更廣泛地 
指 「靠恩典得救」 》

1 2 大多數的近代解經家們也如此認為（亦 參 ：加爾文） 。若 r tk r rw 指基 
督的忠心，那就提供了進一步的理由，把指示代名詞「這 」當作是指 
整個救恩。

1 3 介 詞 & 表 示 「源 頭 、來 源 、導因」 ；B A G D ，2 3 4 -3 5 。

1 4 把 0£00 ( 「神的」）放在前面，以 與 H 尔們」）作 對比。這子
句的直譯是「這禮物是神的」 。

1 5希臘文SC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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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在 與 那 些 認 為 律 法 和 福 音 是 明 顯 對 立 的 攪 擾 者 們 相 爭 時 ，保 
羅 常 用 的 片 語 是 「行 律 法 」 。這 頗 具 爭 議 性 的 詞 語 所 指 的 • 不是 
「律 法 主 義 」 ，而 是 摩 西 律 法 所 要 求 的 行 為 ，也 就 是 因 順 服 律 法  

而 採 取 的 行 動 ，可 能 包 括 猶 太 教 規 定 的 作 法 ，像 是 割 禮 、食物條 
例 、或 守 安 息 日 等 。16因 此 ，使 徒 宣 稱 ，沒 有 人 「因 行 律 法 」而 
被 稱 義 （羅 三 20 ；加二 1 6 〔三 次 〕） 。稱 義 不 是 由 此 途 徑 而 來 ， 
因 為 一 個 人 被 稱 為 義 ， 「不 在 乎 遵 行 律 法 」 （羅 三 2 8 ) 。事實 
上 ， 「行 律 法 」不 能 傳 遞 聖 靈 或 行 神 蹟 （加 三 2 、5 ) ，所有依靠 
這 些 行 為 的 人 都 是 在 咒 組 之 下 （加 三 1 0 ) 。

在 羅 馬 書 第 三 和 第 四 章 裏 ，表 示 所 作 行 動 的 簡 單 用 語 「行 
為 」與 完 整 的 片 語 「行 律 法 」為 同 義 詞 。羅 馬 書 三 章 2 0 和 2 8 節 
用 完 整 的 片 語 ，和 四 章 1〜5 節 的 「行 為 」之 間 有 直 接 的 關 聯 ，後 
者 說 亞 伯 拉 罕 既 非 靠 他 的 「行 為 」 （第 2 節 ） ，也 非 靠 他 的 M 乍 
工 」 （第 4 〜 5 節 ）而 稱 義 。使 徒 所 說 的 「行 律 法 」 ，是 與 「行 

為 」有 關 的 ：因 此 ，稱 義 不 是 「靠 行 為 」 （羅 四 2 ; 參 ：九 
3 2 ) 。它 是 在 「行 為 以 外 」 （四 6 )  > 揀 選 也 一 樣 • 不 是 「靠行 
為 」 （羅 九 1 2 ，-(------ 6 ) 。

以 弗 所 書 這 封 信 的 讀 者 主 要 是 外 邦 人 ，主 要 的 著 眼 點 不 在 於  
「行 律 法 」 ；17「行 為 」代 表 人 類 一 般 性 的 努 力 ，這個含意見於保 

羅 著 作 中 其 他 地 方 。 「這 個 對 人 類 活 動 的 含 括 性 指 稱 沒 有 排 除 猶

1 6 有關這有爭議性片語的簡短討論 . • 和參考文獻細節（至 1 9 9 3 年為 
止 ） ，見 T. R. Schreiner, ‘ W orks o f  the L aw ，，DPL, 975-79  ；注意 
霍納所提的更多細節（Hoehner，3 4 4 ) 。

1 7 唯一提到v6叫g ( 「律法」）的 地 方 ，上下文是在提醒外邦讀者們，神 
在過去已經讓他們能親近祂這位以色列的神（弗二 15 ; 但 是 ，要注意 
在弗六2 提到的第五條誡命；參 L in c o ln ，112; A rn o ld , 1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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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教 所 要 求 的 習 慣 ，而 是 將 它 們 包 括 在 內 」 。18在 羅 馬 書 九 章 i i  

〜 1 2 節 ，將 「行 為 」定 義 為 「善 惡 … … 作 出 來 」 ，並且將它排除 

在 獲 得 救 恩 的 途 徑 之 外 。救 恩 不 是 基 於 人 的 表 現 ，或任何要贏得 
神 讚 許 的 努 力 。如 果 它 是 ^ 出 於 恩 典 ，就 不 在 乎 行 為 ；不 然 ，恩 
典 就 不 是 恩 典 了 」 （羅 十 一 6 ) 。事 實 上 ，鑑 於 已 經 談 到 在 基 督  
以 外 之 人 的 絕 望 光 景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在 震 怒 之 下 ，活在可 
怕 的 束 縛 裏 （弗二  1〜3 ) ，讀者們不可能回頭以他們從前的行為 

模 式 作 為 達 到 救 恩 的 基 礎 。造 成 他 們 的 慘 況 ，而 必 須 獲 得 解 救 脫  
離 的 ，正 是 他 們 從 前 的 生 活 和 行 為 。

神 所 提 供 的 救 恩 是 在 任 何 人 的 努 力 和 成 就 之 外 ，祂這麼做的 
心 意 19是 要 排 除 所 有 人 的 誇 口 。 「誇 口 」是 個 帶 有 保 羅 特 色 的 主  
題 ，M 常 常 出 現 在 辯 論 的 文 脈 裏 。21我 們 應 當 透 過 當 時 的 詭 辯 者

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二 1〜 10)
3 . 神的新創造（二 8〜10)

18 I. H. M arsha ll, ‘ S a lva tion ’ ，345-46 * 依循 F. Mussner, Der Brief an 

die Epheser (G iite rs loh /W urzburg : M ohn/E chter，1982)，67 的觀點。

1 9 藉 t v a 问 ( 「免得」）子句表達。

20 KauXdoMai ( 「我誇口」）和它的同源詞。這動詞在新約聖經裏出現三 
十 七 次 * 其中三十五次是在保羅的作品中。有關細節見R. Bultm ann, 

TD NT  3 :645-54  ；和 J. Z m ije w s k i，EDNT  2 :2 7 6 -7 9 。

2 1 在舊約聖經裏有許多格言，警誡人不要榮耀自我或誇口（王上二十
11 ；箴 二 十 五 1 4 ，二 十 七 1 ) 。那不只是一個不經意的錯誤* 而是愚 
昧 、不 敬 虔 人 的 基 本 心 態 （詩五十二 1 〔《七十士譯本》五十一 
3 〕 • 九 十 四 4 〔九 十 三 3 〕） ，因為在其中，人看到的是一個倚靠自 
己 、不倚靠神的人。在另一方面，與倚靠自己的誇口相反的，是真正 
的 誇 口 ，那是出於在神面前謙卑自己（耶 九 23〜2 4 ) ，因為祂是以色 
列所讚美的（申 十 2 1 ) 。這樣的誇口關乎「確 信 、喜樂和感恩• 而弔 
詭 的 是 ，如此誇口的人是將眼目轉離自己，因 此 ，他的誇口乃是與神 
有關的信仰告白 j  ; R. Bultm ann, TDNT  3 :6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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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 新 人 ：神的劊造（一 3〜三 21 )

們 （和 其 他 人 ）的 專 業 作 法 、以 及 猶 太 人 的 背 景 ，來理解使徒為 
何 提 到 這 點 ；後 者 的 基 本 態 度 是 在 神 面 前 倚 靠 自 己 ，深信他們在 
聖 約 之 民 裏 的 會 籍 和 守 律 法 可 以 為 自 己 帶 來 尊 榮 。保羅怎樣抨擊 
靠 行 為 稱 義 的 教 條 ，也 照 樣 反 對 所 有 基 於 信 靠 自 我 的 誇 口 。根據 
羅 馬 書 三 章 2 1 〜2 6 節 ，稱 義 是 基 於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的 救 贖 • 是從神 
來 的 恩 賜 。根 據 羅 馬 書 三 章 2 7 節 ，想 藉 著 自 己 的 成 就 誇 口 ，要在 

神 面 前 肯 定 自 己 的 一 切 嘗 試 ，都 被 排 除 了 。誇口等 於 將 一 個 人 的  
信 心 放 在 肉 體 上 ，使 徒 直 截 了 當 地 否 定 這 一 點 （參 ：腓 三 3 ；加 
六 1 3 ) 。人 們 沒 有 任 何 憑 據 ，可說自己在蒙神接納一事上有任何 

一 點 功 勞 （注 意 保 羅 在 羅 四 1〜8 節 的 論 述 ） 。但是在這和好的福 
音 裏 ，稱 義 來 自 基 督 的 死 ，人 們 如 今 就 可 以 「在 主 裏 誇 口 」 （羅 
五 9 〜 1 1 〔 《和 合 本 》作 「以 …… 為 樂 」 〕 ；林前一  31 ；腓三

3 )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使 徒 明 白 地 說 ，靠恩典得救摧毀了所有人 

的 自 誇 。人 們 任 何 屬 於 自 己 的 事 物 ，沒 有 一 個 可 以 帶 到 永 活 神 的  
面 前 。

二 1 0 . 前 面 已 經 用 從 死 裏 復 活 、從 奴 役 中 得 解 放 、和從定罪 
裏 被 拯 救 ，描 述 神 的 救 恩 。現 在 又 說 這 救 恩 是 一 個 新 的 創 造 ，並 
且 提 供 了 進 一 步 的 理 由 （ 《呂 振 中 譯 本 》 「因 為 」 ；參 ：第 8 

節 ） ，說 明 為 何 救 恩 不 是 出 於 人 ，因 此 不 能 成 為 人 誇 口 的 基 礎 。 
它 從 始 至 終 都 是 神 的 工 作 ，眾 信 徒 已 經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被 造 成 ，22 

為 要 行 善 。這 些 「善 行 」不 能 是 我 們 救 恩 的 基 礎 或 誇 口 的 題 材 ， 
因 為 它 們 是 這 新 創 造 的 目 的 。它 們 是 救 恩 的 果 子 ，而非後者的基 
礎 或 導 因 。所 以 ，在 這 壯 麗 的 段 落 中 ，使 徒 再 次 清 楚 解 釋 ，我們 
完 全 依 靠 神 那 恩 典 且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作 為 ，那 是 為 了 我 們 的 救 恩  
而 行 的 。

2 2 注意被動語態的KTUJ^VT^ ( ^ 被創造」) ，這暗示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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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离舉（二 1〜 10)
3 . 神的新創造（二 8〜 10 )

譯 為 工 作 （ 《恢 復 本 》作 「傑 作 」）的 字 常 見 於 《七十士譯 
本 》 ，表 示 創 造 是 神 的 工 作 ，23它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唯 一 出 現  
的 場 合 （羅一 2 0 )  • 也 帶 有 同 樣 的 語 意 ，就 是 實 際 的 創 造 。但是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0 節 這 裏 所 強 調 的 ，是信徒們因神的緣故而成為 

何 等 樣 的 人 ，24這 裏 堆 積 了 創 造 的 詞 彙 ，包 括 這 字 和 造 成 ，以及 
善 行 （ 《和 合 本 》作 「行 善 」 ） ，直 接 應 用 到 這 「新 的 」創造 
上 。這 個 新 的 群 體 超 越 了 自 然 的 分 隔 ：神 的 目 的 ，是要從猶太人 
和 外 邦 人 中 創 造 一 個 新 人 （弗二 1 5 ) 。在 這 新 範 疇 裏 ，不論受割 
禮 或 不 受 割 禮 都 無 關 緊 要 （加 六 1 5 ) 。

接 下 來 的 分 詞 為 「神 的 傑 作 」下 定 義 ：我們是為了善行的目 
的 而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被 造 成 的 。25介 詞 片 語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可 以 當 作  
憑 藉 用 法 ，表 示 「藉 著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作 為 」 ；26但 它 也 可 以 指  
「在 我 們 與 基 督 耶 穌 的 聯 合 裏 」 ，而 根 據 上 下 文 （特 別 是 第 6 、7 

節 ） ，後 者 的 語 意 可 能 是 正 確 的 。基 督 耶 穌 是 神 的 新 創 造 的 「範 
疇 」 ，正 如 神 的 揀 選 （一 4 ) 是 在 祂 裏 面 一 樣 。但 同 時 ，神透過 

祂 啟 動 這 新 的 創 造 ，這 樣 說 在 神 學 上 也 是 正 確 的 。因 此 ，在這兩

2 3 希 臘 文 TldllMCX ( 「所 作 的 ，工 作 ’ 創造」） ：《七十士譯本》詩九十 
— 5 ( 《和合本》九十二 5 ) ,  一四二 5 ( 《和合本》一四三5 ) 。

2 4 注意為了強調而把CttiTOG ( 「祂的」）放在這主要子句的開頭：「祂的 
工作是我們」 （直譯） 》保 羅 在 一 章 1 9 節的祈求裏，提到神那無比 
的大能在信徒裏面工作。在 二 章 1 0 節 這 裏 ，則說他們自己是祂大能 
工作的產物。

2 5 同 一 動 詞 ( 「作 • 創 造 」某種前所未有之物；Louw and N ida 

§42.35 ) 在 二 章 1 5 節用來指神創造「一個新人」 ’ 也在四章2 4 節裏 
指 照 祂 的 形 象 而 造 的 「新 人 」 。參 ：三 9 ，那 裏 說 祂 創 造 了 「萬 
物 」 ，包括舊的及新的創造。

26 照 L inco ln , 1 14 所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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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不 同 解 釋 中 作 選 擇 或 許 是 不 必 要 的 。神 在 基 督 裏 ，又是藉著基 
督 ，重 新 造 了 我 們 。

在 歷 史 中 《這 新 的 創 造 已 經 在 人 們 的 生 命 裏 開 始 了 。信徒現 
在 就 是 神 的 工 作 。我 們 已 經 為 了 行 善 而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被 造 。以賽 
亞 書 六 十 五 章 1 7 節 和 六 十 六 章 2 2 節 所 說 的 新 天 新 地 ，已經出現 

在 這 新 次 序 中 了 ，這 新 次 序 是 在 神 的 愛 子 裏 被 造 的 （參 ：林後五 
1 7 ) 。27但 就 如 我 們 已 經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看 到 的 ， 「已 經 實 現 」和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互 相 影 響 ，而 不 是 像 許 多 解 經 者 所 宣 稱 的 ，只 

是 一 面 倒 地 強 調 前 者 。著 重 點 或 許 是 那 已 經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成 就 的  

事 。但 並 沒 有 忽 略 未 來 的 層 面 ；神 對 這 新 的 創 造 的 心 意 將 在 最 後  
那 曰 完 滿 實 現 ，那 時 萬 有 都 要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一 9 〜 1 0 ) ， 

在 這 裏 ，這 心 意 就 是 要 我 們 行 神 所 預 備 要 我 們 行 的 善 事 。
「為 要 叫 … … 行 善 」這 個 簡 短 、卻 又 非 常 重 要 的 片 語 ，是表 

示 目 的 • 28指 向 下 文 ，那 是 本 句 的 髙 潮 ，說 出 神 對 這 新 的 創 造 的  
心 意 。接 下 來 的 兩 個 子 句 ， 「就 是 神 所 預 備 的 」和 「為要叫我們 
行 在 其 中 」 （直 譯 ； 《和 合 本 》 作 「就 是 神 所 預 備 叫 我 們 行  
的 」 ） ，在 文 法 和 邏 輯 上 都 是 依 附 於 這 個 目 的 片 語 ，提到信徒們 
行 在 這 些 行 動 裏 ，與 本 段 開 頭 的 行 字 （第 2 節 ）形 成 首 尾 呼 應 > 

尤 其 是 藉 著 對 比 ，那 裏 說 尚 未 悔 改 歸 正 時 的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世 界 的  
特 色 是 行 在 過 犯 罪 惡 中 （第 1 節 ） 、和 肉 體 的 私 慾 裏 （第 3

27 Bruce, 2 9 0 。

2 8 介 詞 帶 間 接 受 格 可 表 示 目 的 、目 標 、或 結 果 ：B A G D ，287; BDF 

§235(4) ; 參 S. E. Porter, Idioms o 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 he ffie ld : 

Academ ic Press, 1994), 16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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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29這 首 尾 呼 應 或 封 套 把 注 意 力 引 到 從 負 面 往 正 面 的 移 動 ， 
就 是 從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的 生 活 形 態 ，轉到行在神所 
預 備 要 我 們 行 的 道 上 ，因 為 祂 恩 典 的 救 恩 已 經 來 到 了 。

在 前 面 眨 抑 行 為 （第 9 節 ）之 後 ，正 面 性 地 提 到 善 行 ，令不 

少 作 者 感 到 訝 異 ，他 們 認 為 這 反 映 一 個 「幾 乎 不 像 保 羅 」的看 
法 • 出 自 於 保 羅 的 一 個 弟 子 ，那 人 墮 落 回 到 猶 太 基 督 教 的 思 想 世  
界 中 ，或 是 照 著 道 德 主 義 者 的 方 向 抽 取 保 羅 關 乎 稱 義 的 教 導 ！ M 

但 如 此 的 評 論 ，顯 示 出 不 理 解 保 羅 在 他 的 論 述 進 展 裏 所 作 的 說  
明 、和 善 行 在 基 督 徒 生 活 中 的 地 位 。由 於 是 善 行 • 它 們 就 與 第 9 

節 的 行 為 成 了 尖 銳 的 對 比 ，因 為 那 些 行 為 絕 非 善 行 ！善行是神為 
祂 的 新 創 造 而 預 備 的 ，是 出 於 祂 的 恩 典 性 救 恩 的 結 果 或 果 子 。31

新 約 聖 經 ，特 別 是 這 位 使 徒 • 不 斷 規 勸 那 些 已 經 經 歷 神 恩 典  
性 救 贖 的 人 ，要 過 聖 潔 和 敬 虔 的 生 活 。一 個 「真 正 而 且 活 潑 的 」 
信 心 是 要 在 愛 中 活 出 來 （加 五 6 ) 。神 的 百 姓 受 規 勸 ，要在各樣 
的 環 境 中 行 善 （帖 前 五 15 ；加 六 10 ；林 後 五 10 ；羅 十 三 3 ) 。32 

在 伴 隨 此 信 寫 給 歌 羅 西 人 的 書 信 裏 ，保 羅 禱 告 ，既然他的讀者們 
滿 心 知 道 祂 為 他 們 生 命 所 定 的 旨 意 和 目 的 ，就 要 「在一切善事上 
結 果 子 」 （西一 10 ; 參 ：林 後 九 8 ；帖後二  1 7 ) 。片 語 「善 行 」

29 nepmaTEo. ( 「行 走 • 行 事 為 人 」）出 現 在 第 2 、1 0 節 ，而同義字 
d v a c rp f^  ( 「按… …行 ，生活」）則見於第3 節 。

3 0 注意林德曼（A. Lindem ann, Aufhebung, 138 ) 對此一討論的概述。

3 1 它 們 「既非功德，亦非救贖的先決條件」 ；J. Baumgarten, EDNT  1:6 

即如此主張。

3 2 注意耶穌對那些為鹽為光的天國門徒所說的話：「你們的光也當這樣 
照 在 人 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 」 （太 五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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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次 出 現 在 教 牧 書 信 中 。33提 多 書 三 章 8 節的文脈與以弗所書的 
相 似 ：神 拯 救 人 ，是 因 為 祂 的 大 憐 憫 ，而 非 他 們 所 行 的 義 （第 5 

節 ） 。既 已 信 靠 神 ，他 們 現 在 就 應 該 「留 心 行 各 樣 的 善 事 」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0 節 裏 的 善 行 是 敬 虔 行 為 的 一 般 性 及 全 面 性 的 表 達  
語 。它 沒 有 被 進 一 步 下 定 義 ，但 本 信 的 勸 勉 段 落 （四 17〜 六 2 0 )  

將 會 提 到 它 的 含 義 ，並 且 予 以 補 充 。簡 而 言 之 ，神的心 意 是 要 那  
些 屬 於 新 的 創 造 的 人 ，在 生 活 形 態 上 能 根 本 反 映 出 祂 自 己 的 屬 性  
和 作 為 的 特 質 。34

這 個 關 乎 神 恩 典 性 救 恩 的 震 憾 性 段 落 的 結 語 ，強 調這些善行 
的 重 要 性 ，以 及 它 們 源 自 於 神 ： 「就 是 神 所 預 備 叫 我 們 行 的 j  。 
有 人 認 為 ：這 種 行 動 在 實 際 行 出 之 前 ，不 能 說 它 們 是 存 在 的 ——  

即 使 神 也 不 能 事 先 預 備 行 為 ，因 為 它 們 在 實 際 行 出 之 前 都 不 存  
在 ，而 實 行 是 人 的 行 動 ，不 是 神 的 —— 為 了 解 決 這 難 題 * 有人主 
張 「神 所 預 備 的 」這 子 句 應 當 譯 為 「這 些 善 行 就 是 神 設 計 我 們 的  
目 的 」 （ 《新 英 語 聖 經 》 ） 。但 是 這 動 詞 的 意 思 是 「事 先 預  
備 」 ，35不 應 該 削 弱 它 的 意 思 為 只 是 「打 算 或 設 計 」 ，而且那已

3 3 提前二 10 ’ 五 1 0 、25 ’ 六 18 ; 多二 7 、14 ’ 三 8 ; 參 ：徒 九 36 ；來 
十 24 »注意在提後二 21 . 三 17 ; 多一 16 •三1 裏的類似用語「各樣 
的善事」 。

3 4 這很容易令人想到腓立比書一章6 節所說的神的「善工」 （連同舊約 
聖經裏提到祂的工作之處） ，和這裏所說的，祂為信徒們預備的「善 
行 」之間的關聯》

3 5 希 臘 文 irporroHK^cu ； BA G D , 7 0 5 。在羅馬書九章2 3 節和以弗所書二 
章 1 0 節 ，事先預備都是展望最終的目標• 或是榮耀 • 或是善行；參 
W. Radi, EDNT 2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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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被 預 備 好 的 ，就 是 善 行 本 身 》36另 外 唯 一 用 到 這 動 詞 的 羅 馬 書  
九 章 2 3 節 ，呈 現 出 強 烈 的 預 定 的 主 題 ，可 能 這 前 綴 「事 先 」表示 
神 的 預 備 是 在 創 立 世 界 以 前 。在 頌 讚 （b e ra fc a / i)裏 ，祂已經受到 

讚 美 ，因 為 祂 在 創 造 世 界 以 前 就 揀 選 信 徒 ，在 祂 面 前 成 為 聖 潔 ， 
無 有 瑕 疵 （一 4 ; 參 ：第 5 、1 1 、1 2 節 ） 》信 徒 是 神 的 工 作 ，祂 

所 預 備 要 我 們 行 的 善 行 只 能 藉 著 祂 所 加 的 力 量 完 成 ，這善行可被 
視 為 是 在 永 恆 之 前 就 已 經 在 祂 的 心 中 預 備 周 詳 了 。37祂從古時所 
定 的 計 劃 ，是 不 僅 藉 著 祂 的 愛 子 ，讓 祂 的 兒 女 們 進 入 與 祂 自 己 的  
關 係 裏 ，也 要 把 我 們 全 然 帶 進 榮 耀 中 （參 ：來二 1 0 ) ，這也包括 
使 我 們 達 到 這 最 終 目 標 的 中 間 步 驟 （參 ：帖後二  13〜 1 4 ) 。這些 
包 含 了 祂 事 先 為 我 們 所 定 的 善 行 。所 以 使 徒 再 次 強 調 神 的 恩 典 的  
絕 對 重 要 性 。

同 時 ，那 些 屬 於 神 的 新 創 造 的 人 應 該 要 行 在 敬 虔 的 道 路 中 。38 

我 們 身 為 神 的 新 創 造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造 成 的 ，這有道德上 的 重 要  
結 果 》藉 著 目 的 子 句 強 力 表 達 的 神 的 心 意 ，是 我 們 當 活 在 善 行  
中 。我 們 有 活 在 世 界 裏 的 責 任 ，是 要 討 祂 的 喜 悅 。過去我們曾經 
活 在 悖 逆 和 罪 惡 之 中 ，隨 從 今 世 的 風 俗 ’ 深 受 魔 鬼 的 捆 綁 ’ 命定 
當 受 震 怒 。但 現 在 由 於 神 大 能 的 救 恩 ’ 已 經 發 生 了 榮 耀 的 改 變 ’ 

藉 著 聖 靈 的 幫 助 ，我 們 應 當 顯 出 一 個 改 變 了 的 生 活 形 態 。我們的

36 ( 「那 」）這個關係代名詞可能是受到間接受格的〖PYoie ( 「行 
為 」）牽 引 （原來應該是 5 ) ’ 而不是關係間接受格（不 同 於 《新英 
語聖經》 ；參 A bbo tt, 54-55 ) 。

37 L inco ln , 1 1 5 。

3 8 使 用 「行 」 （TiEpniO T^)這個醒目的字眼 ’ 刻 意 與 二 章 2 節 ’ 四章 
1 、1 7 節 （兩次） ’ 五 章 2 、8 、1 5 節 連結。其中六次是在第四、五章 
的道德訓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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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度 和 行 為 應 該 顯 出 這 新 的 創 造 的 所 有 標 記 。當 我 們 照著符合祂 
旨 意 的 方 式 生 活 時 ，祂 自 己 就 在 我 們 的 生 活 中 運 行 祂 的 大 能 （腓 
二 1 2 、1 3 ) 。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11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 

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 

人所起的。12那 時 ，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 。13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褢，靠著祂 

的 血 ，已經得親近了。14因祂使我們和睦（原 文 作 「因祂是我 
們的和睦」） ，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15而 

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 

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既在 

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 

好 了 ，17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逮處的人，也給那近處 

的 人 。18因為我們兩下藉著祂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 

面 前 。19這 樣 ，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襄的人了  ； 2G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 

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21各 （或 作 「全 」）房 靠祂聯絡得合 

式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藉 

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本 段 是 所 有 保 羅 書 信 裏 對 於 和 平 及 和 好 所 作 最 好 的 描 述 之
一 。1 這 裏 在 神 救 恩 計 劃 的 架 構 中 ，討論這中心救恩福氣的橫切面 
與 縱 切 面 。此 外 ，這 廣 泛 和 好 的 中 心 ，以 及 這 整 封 書 信 的 基 本 神

1 關 於 二 章 11〜2 2 節 的 大 量 （且不斷增加的）文獻的近代詳細書目， 
見 Best’ 2 3 3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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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基 礎 ，2 都 包 含 在 第 14〜 1 8 節 裏 ，那裏說信徒們藉著主耶穌基 

督 的 拯 救 性 死 亡 ，得 以 「親 近 」神 與 彼 此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人 ） 。
一 章 3 〜 1 4 節 的 頌 讚 ，是 稱 頌 神 在 基 督 裏 所 成 就 的 恩 典 旨  

意 ，它 涵 蓋 的 範 圍 從 永 遠 到 永 遠 。前 面 我 們 主 張 這 頌 讚 的 高 潮 是  
這 奧 秘 和 它 的 內 容 ，也 就 是 神 要 使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心 意  
(一  9 〜 1 0 ) 。在 神 的 旨 意 成 就 之 前 ，有兩個障礙有待克服—— 眾 

掌 權 者 （代 表 「在 天 上 的 」 ）的 臣 服 ，以 及 教 會 ，特 別是猶太人 
與 外 邦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代 表 「在 地 上 的 」 ) 。在 二 章 11〜2 2 節 這 ‘ 

裏 特 別 談 到 後 者 ，並 在 結 尾 經 節 （第 19〜2 2 節 ）達 到 高 潮 ，那裏 

將 基 督 那 大 能 和 好 工 作 的 結 果 ，用 一 連 串 的 意 象 刻 畫 出 來 ，這些 
意 象 描 繪 神 的 百 姓 的 特 權 • 這 群 百 姓 已 超 越 古 老 的 猶 太 一 外 邦 分  
隔 ：那 從 前 沒 有 神 、沒 有 盼 望 的 外 邦 人 ，現 在 與 聖 徒 同 國 ，是神 
家裏的人了  > 因 此 他 們 一 起 成 為 主 的 聖 殿 ，和 神 藉 著 聖 ® 居住的 
所 在 。因 為 這 些 理 由 ，本 段 被 視 為 「或 許 是 新 約 聖 經 裏 論 及 教 會  
的 最 重 要 的 經 文 」 。3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整 個 文 脈 裏 ，二 章 1 1〜2 2 節 與 前 面 一 段 平 行 。 
在 二 章 1〜 1 0 節 中 ，保 羅 提 醒 他 的 外 邦 基 督 徒 讀 者 們 ，關於神使 

他 們 從 死 裏 復 活 、進 入 在 基 督 裏 的 新 生 命 所 帶 來 的 奇 妙 改 變 。在

2 參 Barth, 275 ；和斯諾德格拉斯，1 2 9 -3 0 頁 = Snodgrass, 1 2 3 。滕納
(T u rn e r, 1 2 3 0 = 《證 主 2 1 世紀聖經新釋> , 1 2 8 8 頁 ）認 為 ：以形 

式 而 言 ，第 11〜2 2 節是題外話。但從另一方面來說• 它 們 又 是 「這 
書信的神學中心，因為其中所包含的真理支持並解釋了保羅的頌讚和 
禱 告 ，並強化它們的信息」 。他 又 說 ：「如果以弗所書是保羅神學著 
作的王冠，二 章 11〜2 2 節可能就是其中央的珠寶；但就像一個經過 
精 美 雕 琢 的 寶 石 * 它也有不容易用三言兩語概括的深度和精細之 
處 。」

3 斯諾德格拉斯，129頁 -S n o d g ra ss，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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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 1 ~ 2 2  )

後 面 這 段 經 文 中 ，這 「從 前 一 如 今 」的 架 構 再 次 出 現 （第 1 1 〜
1 3 、1 9 節 ） ，但 這 次 卻 是 更 明 確 地 提 供 一 個 對 比 ：對讀者們過去 

的 描 述 ，是 根 據 他 們 與 以 色 列 從 前 在 神 的 救 恩 計 劃 裏 優 越 地 位 的  
關 係 ，而 描 述 現 在 的 ，則 是 他 們 「藉 著 基 督 的 血 」被 帶 來 親 近  
神 ，並 且 得 以 在 祂 裏 面 彼 此 親 近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信 徒 們 ） 》第 1 

〜 1 0 節 和 第 11〜2 2 節 都 是 延 續 一 章 15〜2 3 節 ，保羅在那裏禱告 

的 是 ，要 他 的 讀 者 們 能 更 認 識 神 為 他 們 運 行 的 能 力 。這奇妙的改 
變 在 這 兩 段 中 都 是 以 「從 前 一 如 今 」的 架 構 強 調 的 ，這形式不只 
是 個 修 辭 筆 法 而 已 ，這 改 變 是 神 在 他 們 的 生 命 中 施 行 大 能 作 為 的  
見 證 。

近 來 有 些 人 藉 著 對 第 1 1 〜2 2 節 進 行 「鏡 射 閱 讀 」 （m ir ro r  

r e a d in g ) 的 嘗 試 ，要 從 書 信 或 修 辭 中 ，找出猶太和外邦基督徒之 

間 有 現 存 問 題 的 背 景 ，卻 無 法 令 人 信 服 。4 近代作者們無法提出可 
信 的 見 解 ，這 只 是 強 調 了 已 經 提 過 的 論 點 ，就 是 以 弗 所 書 可 能 是  
封 巡 迴 傳 閱 的 書 信 ，寫 給 保 羅 向 外 邦 宣 教 中 的 幾 個 教 會 ，幫助他 
那 些 大 多 數 為 外 邦 人 的 讀 者 們 認 識 他 們 救 恩 的 偉 大 。這救恩有它 
的 歷 史 ，而 他 們 已 經 進 入 了 以 色 列 的 傳 統 中 。在這關鍵段 落 中 使  
用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不 論 是 明 顯 的 （參 ：第 1 3 、1 7 節 ） ，或是引喻 
的 或 呼 應 的 （參 ：第 19〜2 2 節 ） ，都強調了外邦基督徒和神給以 

色 列 的 應 許 之 間 的 延 續 性 （參 ：創十二  1〜 3 ；賽 四 十 九 5 、6 ) 。 
但 是 ，本 段 中 更 強 調 的 是 一 個 中 斷 的 要 素 ：外 邦 人 所 厲 的 這 個 新  

群 體 不 僅 是 從 以 色 列 中 發 生 出 來 的 ，它 也 是 個 新 的 創 造 （第 15 

節 ） ，而 不 是 由 以 色 列 人 和 外 邦 人 中 最 好 的 部 分 組 成 的 某 種 混 合  
物 。即 使 不 信 的 以 色 列 人 和 悖 逆 的 外 邦 人 仍 繼 續 存 在 ，所產生的

4 特別注意L in co ln , 1 3 2 -3 3 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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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新 人 類 仍 跨 越 這 兩 個 舊 團 體 。5 外邦人所享受的特權是基於應許要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福 氣 ，卻 又 超 越 後 者 （第 19〜2 2 節 ） 。

雖 然 如 柯 爾 庇 （K i r b y ) 、貝 栗 （B a i l e y ) 、喬 維 尼 （G ia - 

v i n i ) 、和 湯 森 （T h o m s o n ) 等 作 者 察 覺 到 的 ，本段有一個循環或 

交 叉 配 置 的 結 構 ，但 最 好 還 是 把 本 段 裏 重 複 的 字 或 觀 念 當 作 平 行  
特 徵 的 證 據 ，而 非 有 意 作 交 叉 配 置 的 ，部 分 原 因 是 在 第 11〜 1 3 節 
和 第 19〜2 2 節 之 間 的 明 顯 平 行 ， 。6

這 個 段 落 （第 1 1〜2 2 節 ）分 為 三 個 很 容 易 界 定 的 部 分 ：第
一 ，第 11〜 1 3 節 描 述 保 羅 的 外 邦 人 讀 者 ，在成為基督徒之前與以 
色 列 人 的 關 係 （第 1 1 、1 2 節 ） ，以及他們如今在基督裏的優越地 
位 （第 1 3 節 ） 。第 二 ，第 14〜 1 8 節 提 供 了 中 心 部 分 ，說明如何 

藉 著 基 督 和 好 性 的 死 亡 ，使 這 親 近 成 為 可 能 。第 三 ，透 過 「從 
前 一 如 今 」的 對 比 ，第 19〜2 2 節 把 第 14〜 1 8 節 的 真 理 ，應用到 

讀 者 們 在 基 督 裏 新 有 的 優 越 地 位 上 。保 羅 使 用 建 築 物 和 家 庭 的 意  
象 ，說 他 們 是 神 的 新 群 體 的 成 員 ，這 新 群 體 超 越 了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之 間 的 分 隔 。

5 在本段裏同時有持續和中斷的要素，重點是在後者。我們沒有理由， 
一方面使用「替代範嘛」 （參 N. T. W r i g h t ) - 或另一方面’ 忽略基 
督已經創造了一個新團體（參 J. D. G. Dunn ; 見 ：第 1 5 節的註
釋 ） 。

6 正如貝斯特（Best, 236 ) 所 說 的 , 人們得到的印象是’ 「過多的解釋 
被強加入一個事先已經計劃好的方案中」 。但這並不是要否定像湯森 
( I .  H. Thomson, Chiasmus, 8 4 -1 1 5 ) 那一整章中那些有用的解經洞 

見 ，他是奠基於貝栗（K. E. B a i le y ) 的作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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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保 羅 開 始 了 本 信 的 一 個 新 段 落 ，提 醒 他 的 讀 者 們 ，當他們還 
是 未 悔 改 歸 正 的 外 邦 人 時 ，7 乃 是 在 應 許 以 色 列 人 的 約 以 外 》同 
時 ，藉 著 一 直 很 明 顯 的 「從 前 一 如 今 」的 架 構 （第 1 1 〜 1 3 、19 

節 ） ，使 本 段 與 前 段 （二 1〜 1 0 ) 連 結 ，並 且 平 行 。說到過去與 
現 在 的 對 比 ，在 前 段 裏 是 以 活 在 悖 逆 、罪 惡 、和 束 縛 中 ，相對於 
救 恩 、新 生 命 、和 與 基 督 同 坐 （二 1 〜 1 0 ) ，現 在 則 是以救恩歷 

史 範 疇 詳 細 說 明 ，特 別 是 讀 者 們 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的 過 去 ，與以色 
列 人 在 神 的 救 恩 目 的 中 的 特 殊 地 位 之 間 的 關 係 。再次以他們先前 
景 況 的 嚴 重 性 凸 顯 出 神 恩 典 的 奇 妙 。如 同 第 1〜 1 0 節 ，回憶過去 

不 是 因 為 那 是 重 點 所 在 ，而 是 要 把 注 意 引 到 基 督 為 他 們 所 作 的 大  
能 工 作 上 （第 14〜 1 8 節 ） ，要 激 發 一 個 對 神 深 深 感 恩 的 態 度 ，並 

要 力 勸 讀 者 們 承 擔 成 為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新 創 造 所 牽 涉 的 一 切 。

7 前面提到你們（一 13〜1 4 ，二 1 ，等等）是為在二章 11〜2 2 節這裏 
( 參 ：三 6 ) 明確提到的「你們外邦人」作 伏 筆 。見 ：2 2 7 -3 1 ，289 

頁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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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1.外邦人先前的慘況和如今的光景（二 11〜 13)

二 1 1 . 所 以 ，鑑 於 神 已 經 成 就 的 改 變 （二 1〜 1 0 ) ，和祂已 
經 將 他 們 不 配 得 的 福 氣 賜 給 他 們 （參 ：一 3 〜 1 4 ) ，使徒的外邦 

讀 者 們 應 當 從 另 一 觀 點 來 記 念 1 還 沒 有 成 為 基 督 徒 時 的 光 景 。要記 
念 的 勸 勉 好 像 是 加 在 第 1 1 、1 2 節 之 上 的 標 題 （ 《新 國 際 版 》在第 
1 2 節 又 重 複 這 動 詞 ） ，它 不 表 示 他 們 實 際 上 已 經 忘 了 過 去 的 身  

分 ，而 是 保 羅 要 他 們 注 意 這 些 事 情 ，以 致 更 深 了 解 和 體 會 過 去 、 
以 及 基 督 以 大 能 為 他 們 所 成 就 的 扭 轉 。如 果 他 們 仔 細 思 想 自 己 是  
從 怎 樣 的 靈 命 光 景 中 被 救 出 來 ，就 會 更 加 珍 惜 現 今 所 享 受 的 權 益  
了 。2

在 伴 隨 此 書 信 寫 給 歌 羅 西 人 的 信 中 ，用 了 一 些 詞 語 （二 1 1 、 
1 3 ) 來 描 述 歌 羅 西 基 督 徒 從 前 疏 離 的 景 況 ，保 羅 在此使用這些詞

1 這個要他們記念的命令，與申命記中要以色列人記念在埃及為奴的呼
顬 （申 五 1 5 ，十 五 1 5 ，十 六 12 , 二十四1 8 、2 2 ) 相 似 。這不只是回 
想到某些事實或情況，也不只是一項智力活動》它牽涉到要評估所發 
生的事件 ’ 並據此採取行動。林 德 曼 （A. Lindem ann, Die Aufhebung, 

1 4 6 - 4 7 ) 有一合理的論點，就是不當將二章11〜1 2 節的陳述視為對 
一 個 「客觀」 、能被觀察出的既往所作的描述• 那是讓者們自己如今 
在他們的意識中要被「主觀」提 醒 的 。他 們 無 法 「記得」過去在肉體 
上曾是外邦人，那時他們在猶太人眼中是異教徒。史 納 肯 伯 （Schna- 
ckenburg, 1 0 2 - 3 ) 稱在闌述中的這種神學用法及稱謂（「你們」）為 
anamnesis ( 從 動 詞 「記念」而來） 。它 「不是要給一個新指示• 只是 
要提醒讀者們承認」他們已經領受了的，為的是使他們更意識到它， 
並且激勵他們作適當的回應。他 說 這 種 「神學的記憶彌漫在這整本書 
信 中 ，但在二章1 1節〜三章2 1 節裏尤其明顯」 。

2 Bruce,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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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但 加 上 一 點 變 化 ） ，3 說 他 的 讀 者 們 從 前 按 肉 體 是 外 邦 人  
( 《新 國 際 版 》譯 作 「生 來 是 外 邦 人 」 ） 。這樣的 描 述 是 出 於 猶  

太 人 的 觀 點 ，因 為 沒 有 羅 馬 人 或 希 臘 人 會 稱 自 己 為 「外 邦 人 」 》4 

「按 肉 體 」指 實 際 身 體 上 的 差 別 ，但 是 鑑 於 基 督 的 工 作 ，這差別 
已 經 不 再 那 麼 重 要 了 。

稱 為 「沒 受 割 禮 的 」 ；道 名 原 是 那 些 憑 人 手 在 肉 身 上 稱 為  
「受 割 禮 之 人 」所 起 的 ，這 些 字 句 繼 續 從 猶 太 人 的 立 場 來 描 述 。 

即 使 他 們 在 當 時 並 非 唯 一 有 割 禮 習 俗 的 人 ，5這猶太人的習俗在第 
一 世 紀 時 卻 是 相 當 特 別 ，使 他 們 被 稱 為 「受 割 禮 之 人 」 ，而他們 
則 輕 蔑 地 稱 其 餘 的 世 人 為 「沒 受 割 禮 的 」 。猶 太 人 的 割 禮 是 神 賜  
給 亞 伯 拉 罕 的 （創 十 七 章 ） ，是 他 們 與 主 、全 地 的 神 ，所立之約 
在 身 體 上 的 記 號 》它 指 向 以 色 列 與 這 聖 約 的 神 之 間 特 殊 、獨有的 
關 係 。外 邦 人 未 受 割 禮 ，是 他 們 與 神 疏 離 的 證 據 ，在 猶 太 人 眼  
中 ，唯 一 的 解 決 方 式 就 是 外 邦 人 歸 信 猶 太 信 仰 。

保 羅 曾 經 以 他 「第 八 天 受 割 禮 」為 傲 （腓 三 5 ) 。在他悔改 
歸 正 之 前 ，很 可 能 是 個 熱 心 勸 人 皈 依 猶 太 教 的 人 （參 ：加五 
1 1 ) 。但 是 自 從 成 為 基 督 徒 以 後 ，他 就 知 道 割 禮 與 敬 虔 無 關 （加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1 .外邦人先前的慘況和如今的光景（二 11〜13)

3 「割 禮 、沒受f j 禮 的 、肉 體 、〔非 〕人手所行的」 。但是在歌羅西書 
裏是以隱喻的方式使用割禮的言語。

4 Td E0VT1 £V a o p K i裏的定冠詞的效果• 是把這些外邦人歸入他們自己、 
或別人眼中的一個階層（參 ：加 六 1 ) 。猶太人稱非猶太人為「外邦 
人 」 。這障礙是猶太人造成的（C aird，55 ; 參 M eyer, 119 ) 。（關於 
省 略 aopxi之前的定冠詞，見 BDF §272 ) 。

5 'AKpoPoaTia ( 「沒受割禮」）和 TTEplToM ( 「受割禮」）都是作為集合 
名詞用的抽象名詞。布 魯 斯 （Bnxce, 292 ) 說 ：在更早的舊約聖經時 
代 ，其他閃族人和埃及人都有割禮的習俗* 而非利士人則是以不受割 
禮出名的人（撒上三H 4 ; 撒下一 2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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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五 6 ；林 前 七 1 9 ) 。他在以弗所書這裏描述外邦人先前的景況， 

是用猶太人的言語來指他們「外在的」情 況 ，這描述加上意味深 

遠的修飾，表示他顯然不喜歡這樣的描述：他們所有的，是 「所 

謂的」割 禮 ，是 「在肉身上」—— 是外在的，不過如此。但或許 

最具批判性的評論就是說這割禮是4 愚人手〔所行的〕」 ，6這詞 

語清楚說明那不過是屬人的，與神的工作相對。它屬於猶太教的 

舊 次 序 ，帶有外在、物質的特徵，與因為基督降臨而開始的新 

的 、屬靈的次序相對。在舊約聖經裏《摩 西和眾先知都講到真的 

割 禮 ，或說是神期待在祂的百姓身上看見的，就是內心的潔淨 

( 申 十 1 6 ，三 十 6 ；耶 四 4 ) 。憑人手 在 肉身上所行的割禮不是 

真正的割禮。真割禮是「非人手所行的」 ；它 是 「基督的割禮 j  
(西二 1 1 ) ，如今在主耶穌福音的新次序裏，外邦人和猶太人都 

能領受（參 ：羅二 2 8 、29 ; 腓三 2 、3 ) 。

6 形 容 詞 xnpcmo^nTog ( 「憑人手所行的」）在 《七十士譯本》裏用來指 
偶 像 （利二十六1 ; 賽二 1 8 ) ，一個偶像的居所（賽十六 12 ) ，假神 
( 賽二^^一 9 ) ，或 形 象 （利二十六 3 0 ) 。因 此 ，它描述這些神衹是 

人手所作、且與永生神相反的。在新約聖經裏，X£iponohrroS ( 「憑人 
手所行的」）的所有出處，它的功用都是在人手所作和神的工作之間 
作 對 比 （E. Lohse, TD NT  9:436 ；參 ：可 十 四 58 ；徒 七 48 ’ 十七
24 ；來 九 1 1 、2 4 ) 。所 以 • 說 某 物 「非 人 手 所 造 」 （dx£ipOTTO(iv 

t o ? ) ，就是說神親自造了它：就如耶穌在三日內要造成的殿（可十四 
5 8 ) 、信徒們死時所要獲賜的那在天上的房屋（林 後 五 1 ) 、以及那 
與猶太人的割禮相對的割禮，那真是神的工作 ’ 也就是基督的死（西 
二 11 ) 。注意 P. T. O ’ B rien , Colossians, Philemon, 1 1 5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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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1 .外邦人先前的慘況和如今的光景（二 11〜13)

二 1 2 . 在 對 他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作 了 相 當 長 的 描 述 之 後 ，保羅回 

到 他 的 重 點 ，力勸他們要記念 7 他 們 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的 不 完 全 ，使 
他 們 能 更 充 分 珍 惜 現 今 在 基 督 裏 的 身 分 所 帶 來 的 諸 多 屬 靈 福 氣  
(一  3 ) 。帶 時 間 意 味 的 那 時 繼 續 第 1 1 節 的 從 前 ，回頭指向讀者 

們 悔 改 歸 正 前 的 時 候 。這 個 詞 語 不 是 表 示 「基督降生 之 前 的 整 個  
時 段 」的 救 恩 歷 史 。8 因 為 他 們 如 今 是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他們在回顧 
時 ，就 能 明 白 在 他 們 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的 景 況 是 如 何 的 窘 迫 。

這 裏 列 出 這 些 外 邦 基 督 徒 讀 者 們 的 五 項 缺 陷 ，這全都是因為 
他 們 在 神 的 百 姓 以 色 列 、以 及 祂 的 救 恩 旨 意 之 外 。使徒使用這些 

詞 語 描 述 他 們 靈 命 上 的 窘 況 ，清 楚 顯 示 那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特 權 確  
實 是 可 觀 的 。在 羅 馬 書 第 九 章 裏 ，基 於 某 些 不 同 的 目 的 ，使徒對 
於 神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福 氣 也 作 了 類 似 的 說 明 。猶 太 人 不 僅 有 「神 
的 聖 言 交 託 他 們 」 （羅 三 2 ) ，還 有 「兒 子 的 名 分 、榮 耀 、諸 
約 、律 法 、禮 儀 、應 許 都 是 他 們 的 。列 祖 就 是 他 們 的 祖 宗 ，按肉 
體 說 ，基 督 也 是 從 他 們 出 來 的 」 （羅 九 4 、5 ) 。保羅的外邦讀者 

們 過 去 都 被 排 除 在 這 些 特 權 之 外 。
從 前 這 些 不 利 條 件 裏 的 第 一 個 就 是 「 〔那 時 〕你們與基督無 

關 」 ，它 有 時 被 認 為 是 指 所 有 非 信 徒 ，不 論 猶 太 人 或 外 邦 人 ，9 而

7 第 1 2 節 的 ST l子句繼續第1 1 節的思路 ’ 就像在那裏的類似子句’ 它 
也 是 nvruiov£ikT£ ( 「記念」）的直接受詞。參 Best, 2 4 0 。

8 這 是 斯 托 得 （9 9 頁 = S to tt，9 5 ) 所 說 的 ，他是幾位持此看法的人之 
一 。反 之 • 柯 K a ip tp  ^ K E IV V  ( 「那時」) 是 繼 續 第 1 1 節 的 TT0T纟（「從 
前 」） ，與 第 1 3節 的 viM  8e ( ^ 〔但 〕如今」）形成對照。

9 把 XpiaroO ( 「與基督無關」）當作副詞用法, 與表時間的片語 
連 結 ，譯 為 「〔你們應當記念〕在與基督無關時，你們是在……之外 
的 j  。根 據 這 看 法 ，「與基督無關」被 理 解 為 「界定所有人類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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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特 別 針 對 外 邦 人 的 窘 況 則 出 現 在 下 文 中 ： 「你 們 〔外 邦 人 〕在以 
色 列 國 民 以 外 ，在 所 應 許 的 諸 約 上 是 局 外 人 … … 。」與基督無關 
是 個 包 羅 萬 有 的 詞 語 ’ 具 有 提 綱 挈 領 的 作 用 ，指 在 救 恩 範 疇 以 外  
的 所 有 人 類 的 生 活 景 況 ，然 後 再 以 接 著 的 四 個 詞 語 來 補 述 ，並解 
釋 它 與 貧 乏 的 外 邦 人 的 特 定 關 係 。

但 是 ，希 臘 文 經 文 比 較 自 然 的 解 讀 ，應 該 是 把 「與 基 督 無  
關 」當 作 表 示 外 邦 人 從 前 的 不 利 條 件 中 的 第 一 個 ： ^ 〔你們應當 
記 念 〕那 時 • 你 們 與 基 督 無 關 ，在 以 色 列 國 民 以 外 … … 。」U 這 

些 構 成 外 邦 人 窘 境 的 五 項 不 利 條 件 只 是 逐 一 列 舉 出 來 。此 外 * 前 
面 的 第 一 種 解 釋 是 因 為 誤 解 了 「基 督 」一 詞 而 得 到 的 結 論 。保羅 
設 想 中 的 基 督 是 屬 於 以 色 列 的 彌 賽 亞 。彌 賽 亞 第 一 、也是最重要 
的 ，就 是 以 色 列 的 王 ，神 的 拯 救 目 的 乃 是 透 過 祂 完 成 的 。這是在 
羅 馬 書 九 章 4 、5 節 特 別 指 出 的 。然 而 ，在以弗所書二章緊鄰的文 
脈 裏 ，從 第 1 2 到 第 1 3 節 ，保 羅 的 措 辭 卻 有 了 微 妙 的 轉 變 ，支持 

這 樣 的 解 釋 • •外 邦 人 與 「基 督 」無 關 ，但 如 今 他 們 卻 是 「在基督 
耶 穌 裏 」—— 他 們 所 認 識 的 這 位 以 色 列 的 彌 賽 亞 ，就 是 基 督 耶 穌  

( 第 1 3 節 ） 。不 信 的 猶 太 人 與 耶 穌 分 隔 ，但不是與彌賽亞的盼望

活 ，包括外邦人和猶太人」 ；A. Lindem ann, Aufhebung, 1 4 8 即如此 
主 張 。

10 H. M e rk le in , Christus und die Kirche: Die theologische Grundstruktur des 

Epheserbriefes nach 2, 11—18 (S tu ttgart: K B W  Verlag, 1973)，17, 18 o

u 因此這是按敘述用法解釋。不論在文法或句法上，都沒有線索顯示這 
四個詞語——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 
人 」 、「沒有指望」 、 「在世上沒有神」—— 是解釋性、補充說明、 
或連貫性的。飢 爾 德 （C aird，55 ) 、林 康 ( L in co ln , 136 ) 即如此主 
張 ；亦 注 意 《新修訂標準版> 和 <新國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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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
1 .外邦人先前的慘況和如今的光景（二 11〜13)

分 離 ，因為神的聖言已經交託給他們了（羅 三 2 ) ，這些聖言說 

到 的 • 就是這位彌賽亞。

在 過 去 ，這 些 外 邦 人 也 是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譯作 

「在… …以外」12的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其他地方只出現兩次， 

是表示與神隔絕或疏遠的意思（西一 21 ;弗 四 1 8 ) ，就是說，與 

他們從前曾經有關係的那位隔絕。此 外 ，這兩個指稱令一些人注 

意到受信人本身也難辭其咎。但 是 ，以弗所書第二章這裏的上下 

文 ，並沒有暗示這些外邦人先前曾與以色列有團契，隨後才從其 

中退出，或者說他們現在的景況是因為原來的聯合破裂而造成的 

( 如 《修訂標準版》的 「疏遠」可能暗示的） 。13保羅只是說這 

分隔的事實；他沒有說誰當負起這個責任。 《新國際版》譯作 

「公民權」 （參 《呂振中譯本》 「公民團契」）的字更可能是指 

全體國民。14與選民以色列分隔是嚴重的不利情況，因為這表示 

在神的揀選範圍之外，並與任何跟祂之間的聖約關係分離。所以 

保羅的讀者們對所應許的諸約來說是局外人。與列祖所立的約一 

直保有賜大福給「地上萬國」的應許，但直到基督降臨，福音被 

公開傳揚時，相信的外邦人才得以「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 

福 」 （加 三 9 ) 。這裏複數的諸約所表示的，是與亞伯拉罕（創 

十 五 7〜2 1 ，十 七 1〜21 ) 、以 撒 （創二十六 2 〜5 ) 、雅 各 （創 

二 十 八 1 3〜1 5 ) 、以 色列（出二十四 1〜8 ) 、及 大衛（撒下七

12 希獵文 < 3 tn r iA A o T p ia ) |^ v o i。

1 3 參 Best, 2 4 2 : 「沒有暗示他們曾一度歸屬。」

14 希腦文 uoAiTeia。BAG D , 686; L in c o ln ，137 ; 和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108即如此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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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劊造 （_  3〜三 21 )

章 ）所立的一連串的約，15而所有格「應許的」可能是指神對亞 

伯拉罕所作的根本應許》16外邦人被摒除在神百姓的群體之外 ’ 

表示他們在這些應許彌賽亞救恩的約中無分（特別注意羅九

4 ) °

保羅對他們嚴重不利的情況所作的長段敘述•現在繼續進展 

到一個悲劇的高峰。在悔改歸正前，他們是沒有指望的。雖然面 

對死亡時沒有任何盼望是常見於當時的文獻和銘文中’這卻不表 

示外邦人對未來沒有盼望或抱負是因為他們的黃金年代已經過 

去 。反 之 ，保羅評估性的說明所指的是，他的讀者們過去是在神 

的百姓和祂應許之約的範圍以外》所 以 ，他們無分於以色列的盼 

望 ，就是所應許的彌賽亞救恩（或是復活：帖 前 四 5 、13) 。唯 

有基督在外邦人中的同在能帶來那盼望（參 ：西一 2 7 )  »

1 5 霍 納 （Hoehner, 359 ) 認為這裏的上下文所著眼的，是與亞伯拉罕所 
立 的 約 （創十二丨〜4 ’ 十 三 〗4 〜1 8 ，十 五 1〜2 1 ’ 十 七 1〜2 1 ) ’ 

和其他予以堅固的應許之約，就是與大衛所立的約（撒 下 七 12〜1 7 ， 
二十三 5 ； 詩八十九3 、27〜3 7 、4 9 ，一三二 11〜1 2 ) 和 新 約 （耶三 
^■"一 31〜 34 , 三十二 38〜40 ；結三十六23〜3 6 ) >這些全是具體且 
無 條 件 的 。但是在以弗所書第二章的進展中，將與以色列所立之約 
( 外邦人是與以色列分隔的）包含在內是合適、甚至是必要的，因為 

保羅在此處所著眼的，並不是要區分亞伯拉罕之約與西乃之約• 以前 
者為應許之約，後者為律法之約（參 ：加 三 16〜2 2 ) 。

1 6 布 魯 斯 （Bruce，292 ) 認 為 所 有 格 T̂TCtyyeAiai; ( 「應許的」）是 
S ia G r iK o iv  ( 「諸 約 」) 的增添說明 * 把這片語譯為「〔體 現 〕此應許 
的諸約」 ；注 意 ^nayyeAiaq ( 「應許的」）在了母TTVEunan Tffe T̂Tay- 

yeAiag ( 「所 應 許 的 聖 靈 」 ；弗一 1 3 ) 裏 的 類 似 作 用 。史納肯伯 
( S c h n a c k e n b u r g ,  1 1 0 ) 說 它 是 「情態所有格」 ，單數形是指一個特 

定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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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1 .外邦人先前的慘況和如今的光景（二 11〜13)

最 後 ，他們活在世上沒有神，17表示他們與真神，就是以色 

列的神，沒有關係。如同許多其他外邦人一樣，他們可能誠心膜 

拜一群神衹（參 ：林 前 八 5 、6 ; 加 四 8 ；帖 前 四 5 )  •但保羅的 

評論並非要描述那些不相信一個神或眾神、或是不虔誠的人，而 

是像前面的陳述一樣 • 是個評估《這次是相對於以色列的那些 

人 ，以色列是與真神有關係的，這些人卻是被神棄絕的》

二 1 3 .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發生了一個巨大的改變。他們從 

前的位分是無權益的外邦人，是與以色列及她的神分隔的，與此 

對比的是，保羅的讀者們如今藉著基督犠牲的死已經得親近祂 

了 。〃從前一如今」對比的第一部分已在第1 1 、1 2節提到，在第 

1 3 節這裏，特別就他們曾是「遠離的」作一總結。但 是 ，現在已 

經發生了一個大扭轉。這巨大的改變與神在第1〜1 0 節所作的扭 

轉 類 似 （也是藉著 4 足前一如今」的架構描述的：然 而 ，神 ，第 

4 節 ） ，那 裏 ，神因著祂的大愛和憐憫，使那些死在自己過犯罪 

惡中的人在基督耶穌裏活過來。

在基督耶穌裏這幾個字不該解釋為敘述用法，表 示 「〔但如 

今 〕你們是在基督耶穌裏了」 。其 實 ，它們是與 H 尔們……已經 

得親近了」連 用 。18不是說讀者們在他們親近之前就在基督裏

17 VA0£O? 一字沒有再出現於新約聖經或《七十士譯本》的其他地方。在 
希臘文學裏，它指一個從未聽過諸神衹的人，他 憎 惡 、否認真神或諸 
神 衹 ，或此人被諸神所棄絕（參 ：B A G D ，20; L in co ln , 138 ) 。編 
按 ：《和合本》將 「活在世上」置 於 「沒有指望」之 前 。

18 ’ Ev Xpiorv -Itiaou uMr i5 ( 「在基督耶穌裏，你們」) 這幾個字並非要補 
充 £ia(v ( 「是 」）或 Svtn ( 「是 」） ，而是與 ^/Evrieirre iyyoi; ( 「你 
們來或被帶來附近」）連 用 。梅 爾 （M eyer，1 2 5 ) 即如此主張’ 他正 
確地指出，讀 者 們 「在基督耶穌裏」 * 不是在他們來親近之前，而是 
後者的立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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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了 ，反 之 ，他 們 在 基 督 裏 ，是 這 個 親 近 的 立 即 結 果 。他們在祂裏 
面 被 帶 來 親 近 神 ，結 尾 的 片 語 說 出 這 親 近 發 生 的 途 徑 —— 那是藉 
著 基 督 的 犠 牲 受 死 。如 上 所 述 ，外 邦 人 過 去 無 分 於 「基 督 」 ，就 
是 神 的 拯 救 旨 意 藉 祂 行 出 的 那 位 彌 賽 亞 ，但 如 今 他 們 已 經 認 識 基  
督 耶 穌 。他 們 被 納 入 的 這 位 基 督 ，正 是 耶 穌 這 位 歷 史 性 的 人 物 。

保 羅 使 用 聖 經 中 常 見 的 意 象 ，來 表 達 在 他 們 景 況 中 的 對 比 。 
近 與 遠 的 隱 喻 出 自 於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七 章 1 9 節 ，19在 第 17〜 1 8 節 

的 描 述 中 佔 主 要 地 位 ，而 那 裏 正 是 照 著 以 賽 亞 書 的 遣 詞 用 字 。然 
而 ，有 人 主 張 ，使 徒 在 第 1 3 節遣詞用字的方式更接近猶太教的特 
殊 用 法 ，後 者 把 「帶 來 近 處 」用 在 非 以 色 列 人 身 上 ，意思是使之 
改 變 信 仰 ，與 他 們 一 樣 成 為 以 色 列 人 （參 ： 《論 法 規 》 〔M e- 

k ilta  ] 對 出 十 八 5 的 解 釋 ） 。當 靠 近 以 色 列 會 眾 時 ，這 人 也 就  

「親 近 」神 了 ，因 為 神 「靠 近 」祂 的 百 姓 。鑑 於 保 羅 在 第 1 1 、12 

節 對 外 邦 人 和 以 色 列 之 間 關 係 的 描 述 ，他 在 陳 述 這 個 改 變 時 ’ 可 
能 是 用 改 變 信 仰 的 傳 統 言 語 。第 1 3 節 所 稱 「你 們 從 前 遠 離 」 ，M 

概 述 了 第 1 1 、1 2 節 所 提 他 們 從 前 的 缺 陷 。
但 是 ，正 如 許 多 人 21注 意 到 的 ，這 言 語 經 歷 了 一 些 轉 變 。首 

先 ，它 不 僅 用 於 皈 依 猶 太 教 的 人 ，也 用 在 外 邦 人 身 上 。第 二 ，他

1 9 雖 然 4丫丫化yivojiai ( 「親近」）一語在新約聖經裏僅見於此處’ 在舊約 
聖 經 中 ，外邦國家被說是在「遠方」 （申二十八 4 9 ，二 十 九 22 ；王 
上 八 41 ；賽 五 26 ；耶 五 1 5 ) , 而以色列則被認為是「相 近 的 」 
( 參 ：詩一四八14 ) 。

2 0 外 邦 人 是 「遠離的」 • 這觀念在使徒行傳二章3 9 節的使徒信息中暗 
示 了 （「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遠方的人」） ’ 也 
在主給保羅的使命中表達出來：「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裏去」 
(徒二十二 2 1 ) 。參 Bruce, 2 9 5 。

21 注 意 ：如 L in co ln , 1 3 8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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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M  (二 11〜22)
1 .外邦人先前的慘況和如今的光景（二 11〜 13)

們並非變為以色列國的成員，而是成為一個新造群體的一員，這 

群體超越以色列和她的特權，外邦人和猶太人在這群體裏面立於 

平等地位。他們都是「在基督耶穌裏」 •同為祂這一個身體的肢 

體 （參 ：二 19〜22 • 三 6 ) 。此 外 ，他們的親近意味著來到神自 

己面前，這樣的和好是藉著基督的犠牲受死而成就的（見 ：一 7 

的註釋） 》要進入這種特殊關係不需要先決的條件，例如滿足律 

法等。



贰 ' 新人：神的創造（_  3〜 三 21 )

這幾節經文形成二章11〜2 2 節的中心部分，它解釋了基督的 

死如何使讀者們可以親近神。這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因為它顯示 

出 ：在基督降臨之前，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分隔是何等的深， 

以及祂為了把這兩個團體合為一個新人類所作的事。1相對於第 

11〜1 3 節 及 第 19〜2 2 節裏的行文風格H 尔們」 ，保羅在這裏使 

用 「我們」的行文風格（第 1 4 、1 8 節） ，藉著濃縮的神學論述， 

帶領我們進入他對和好的了解的核心。因為第 14〜1 8 節顯然自成

一 個單元，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它們是一首詩歌的殘篇。2

根據開頭的「祂自己」 （第 1 4 節 ，《呂振中譯本》）看 來 ， 

中心人物顯然是基督，而非在前面各段落（一 3 〜 1 4 、1 5〜2 3 ， 

二 1〜 1 0 ) 裏居於主要角色的神。現在重點放在基督的和好工作 

上 ，在 第 14〜1 8 節這一整段中一直強調這點。這裏用一些限定動 

詞及分詞，都聚焦於和好及挪去分隔，祂就是它們的主詞。這個 

雖短、卻又極為重要的段落’與 第 11〜1 3 節的論題密切相關（注 

意開頭的因） ，並且用一個首尾呼應或封套作進一步說明，其中

2•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

Hoehner, 3 6 3 。

2 這經文在形式上的特徵，包括獨特的詞語、分詞的運用、強烈的基督
論 內 涵 、句子間的平行、以 及 「我們」風格打斷了「你們」風 格 ( 第 
1 3 、19〜2 2 節 ) ，使大多數學者們下結論說它是詩歌體（如 L in co ln ,
M a rtin , 和 B a r t h ) 。但 是 ，司 徒 眉 齊 （Stuhlmacher ；參 Schna- 

ckenburg ) 和貝斯特都不同意如此將第14〜1 8 節認定為詩歌殘篇， 
司徒眉齊認為這是基督徒採取猶太教的釋經法（m id ra sh ) 來解釋以 
賽亞書五十七章1 9 節 （和以賽亞書另外兩處經文） 。有關詳細的討 
論 （及參考文獻） ’ 見 L in co ln , 126-29; I. H. Thomson, Chiasmus, 

84-115 > 特別是 84-86 ;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25-29  ；和 
Best, 2 4 7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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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 「我們的」所指的，涵蓋了猶太及外邦信徒：基督是 

「我們的和睦」 （第 1 4 節 《和合本》小字） ，藉 著 祂 「我們兩 

下… …得以進到父面前」 （第 1 8節） 。

本段的結構相當精密。開 頭 的 句 子 「祂是我們的和睦」

( 《和合本》小字）成為這部分的標題，將基督與和睦等同。緊 

接著的是三個以基督為主詞的分詞（「使 」 ，第 1 4 節 ；「拆 

毀 」 ，第 1 4 節 ；及 「廢掉」 ，第 1 5 節） ，它們形成「一連串正 

面與負面的陳述，論及使合而為一、或拆毀各樣的仇恨」。3這些 

分詞又引到兩個目的子句（「為要… … 造成」 ，第 1 5 節 ，及 

「使… …和好」 ，第 1 6 節） 。第 1 7 、1 8 節是個新句子*指基督 

傳揚和睦給外邦人和猶太人（第 1 7 節） ，並加上這個宣告的基礎 

( 「因為」 ，第 1 8 節 ） 》這可以用以下的格式表達出來（直 

譯） ：

祂自己是我們的和睦

祂使兩下成為一

且拆毀了這障礙，就是分隔他們的藩籬，

既 然已經以自己的身 體 廢 掉 冤 仇 ，
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藉著自己將兩下造成一個新人*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
2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 18)

S. E. Porter, KceraXXdaaw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w ith  Reference to 

the Pauline W ritings (Cordoba: Ediciones el A lm endro, 1994), 171 。 
他也令人注意到憑藉性句子的使用，表示這些行動得以成就的方式： 
「以自己的身體」 • 「藉著自己」 （第 1 5 節 ） ，「在一個身體裏」
( 《呂振中譯本> ) ，「在十字架上」 ，和 「在自己身上」 （第 16 

節 ，《思高聖經》與 《呂振中譯本》附 註 ；（和合本》作 「藉這十字 
架 」） 。注意下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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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使兩下與神和好，

已經滅了冤仇》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 •

也給那近處的人；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祂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二 14〜1 5 . 保羅以一個關於基督的重要陳述開始，確認並解 

釋讀者們是如何藉著祂的死而得以親近（第 1 3節）：因為祂自己4 

就是我們的和平（《呂振中譯本》） 。開頭這幾個字就像是整段 

經文的標題，引 入 「和平」這個重要主題（第 14〜1 8 節 ） 。5當 

保羅在這既短又濃縮的部分裏解釋基督那奇妙的和好工作時，四 

次使用「和平 / 和睦」一 詞 （第 1 4 、1 5 、1 7 〔兩 次 ；《和合本》 

僅譯出一次〕節 ） ，並加上與和好有關的主題（第 1 6節 ） 、將兩 

下合而為一（第 1 4 節） 、造成一個新人（第 1 5 節） 、在同一位 

聖靈裏得以進到父面前（第 1 8節 ） 。此 外 ，又使用了和平的反義 

詞 「冤仇」 ，來說明這敵對的性質，這敵對已經在基督的和好工 

作中被祂摧毀和「殺死」了 。以弗所書第二章14〜1 8節被認為是 

保羅書信中論及和平的最著名的經文，這有任何值得困惑之處嗎 

( 參 ：羅 五 1〜 11 ) ?

在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裏，「和平」一詞指最廣泛的福祉， 

包括救恩，唯獨神是它的源頭和賞賜者。「和平」被用來指人際

4 在以弗所書裏，所有加強語氣的人稱代名詞OttiTde ( 「祂 」）的 指 稱 ， 
都是著重地聚焦於基督身上：二 14 , 四 1 0 、1 1 • 五 2 3 、2 7 。

5 S. E. Porter, ‘ Peace, R eco nc ilia tio n *, DPL, 698-99 ；和他的 KaraA- 
Xaaom, 169-71, 1 8 5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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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和諧（徒 七 26 ;加 五 22 ;弗 四 3 ；雅 三 1 8 ) ，特別是指彌 

賽亞的救恩（路一 7 9 ，二 1 4 ，十 九 4 2 ) 。這詞可以描述所有基 

督教講道的內容及目標，因它的信息本身被稱為「平安的福音」 

(弗 六 15 ; 參 ：徒 十 36 ；弗二 1 7 )  » 聖經中關於和平的觀念是 

與健全有關的，特別指人際關係。和平所描述的，是這位和平之 

神所立定的次序（林前十四 33 ; 參 ：羅 十 五 3 3 ，十 六 20 ；腓四

9 ) 。基督自己就是那和平的中保（羅 五 1 ;西一 2 0 ) 。祂賜下平 

安給信徒（帖後三 1 6 ) ; 實際上，祂自己就是那平安。6

將基督等同於和睦，乍看之下會令人訝異。我們通常想像祂 

是成就和睦（第 1 5 節 ） 、或是宣告和平，而非它本身。7雖然在 

希臘一羅馬世界裏，當 談到 Pax Romana ( 「羅馬和平」) 時會將 

它擬人化，但保羅將和平描述為具有位格的，其源頭卻是舊約聖 

經中著名的彌賽亞頭銜，「和平的君」 （賽 九 6 ; 參 ：彌 五 5 ， 

「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 。在他這個提綱挈領性的陳述裏，保 

羅使用含括性的我們的，這表示對於猶太和外邦基督徒’包括他 

自己，基督就是和平的體現。8所 以 ，注意力的焦點首先倒不在於 

與神之間的和睦，雖然第 16〜1 8節表示，這種縱切面的和平乃是 

恢復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關係的基礎。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 (二 11〜22 )
2.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6 基督不僅帶來平安及和好；祂就是這平安，換 言 之 ，平安是一個人> 
耶 穌 基 督 （在 西 三 15 • 「基督的平安」同時指祂所體現並帶來的平 
安 ；參 ：約十四2 7 ) 。

7 Best, 2 5 1 。

8 在保羅著作中其他地方，將基督等同於救恩的福氣：祂是神賜給我們 
的 「智 慧 」 （接 下 來 以 我 們 的 公 義 、聖 潔 、救 噴 來 詳 述 ：林前一 
3 0 ) ，我 們 的 「盼望」 （西一 27 ; 參 ：提前一 1 ) • 和 我 們 的 「生
命 」 （西 三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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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祂是我們的和睦」這提綱挈領性陳述的意思，以三個關係 

子句閫述出來，9它們的主詞是基督，所說的是使兩下合而為一， 

或是摧毀冤仇。祂就是那位成就和睦、除去各樣敵意的中心人 

物 。第一個關係子句「將兩下合而為一」 ，指造成猶太和外邦信 

徒之間的合一。1(>有點奇怪的是 • 名 詞 「兩下」及 「一 」都是中 

性 ，表示團體。鑑於第 11〜1 3節 ，我們可能會以為應該用陽性複 

數來指先前提到的兩群人 • 就是外邦人和猶太人。但是中性可以 

用來指多人或多群人（參 ：林前一 2 7 、28 ; 加 三 22 ；約 六 3 7 、 

3 9 ，十 七 2 ；約壹五 4 ) ，11毫無疑問地，保羅在這文脈裏想到的 

是這兩群人》12他們已經被帶入一個相互關係之中*以及一個他 

們前所未有的合一裏（參 ：第 1 5 、1 6 、1 8節） 。「成就了這點， 

基督就已經超越了第一世紀世界裏的一個根本分歧。」13如果猶 

太人說人類分為猶太人和外邦人，那麼保羅就是作了三分法：猶 

太 人 、希臘人（就是外邦人） 、和神的教會（林 前 十 3 2 ) 。後來

9 藉 著 三 個 分 詞 表 達 出 來 ：6 TtoiiiatK； ... Aoaa? ... KaTapynaai; ( 「祂 
將… …拆毀… …廢掉」） 。

10 「嚴格說來，這兩個團體並非猶太人和外邦人；而是來自這兩個團體 
的基督徒被組成一個新團體。而原來的猶太人和外邦人仍然是獨立的 
團體」 （Best, 253 ) 。

" BDF § 1 3 8 (1 )評 論 道 ：「談到人時，若所要強調的不是個人，而是一 
般性的特質，有時可以用中性詞。」參 P. Stuhlmacher, ‘ “ He Is Our 
Peace”  (Eph. 2:14). On the Exegesis and S ignificance o f  Eph 2 :14 - 

18’， in  Reconciliation, Law, and Righteousness: Essays in Biblical 

Theology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986), 1 8 5 。

12 G. W. Dawes, The Body, 1 7 1 。

13 L in co ln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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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 督 徒 們 稱 自 己 為 「第 三 族 類 」或 「新 族 類 」—— 既 非 猶 太  
人 ，亦 非 外 邦 人 。14

接 下 來 ，是 以 兩 個 平 行 子 句 （第 1 4 節 下 〜 1 5 節 上 ） ，描述 

基 督 將 兩 下 合 而 為 一 的 方 式 ：祂 「拆 毀 了 中 間 隔 斷 的 牆 ，而且以 
自 己 的 身 體 廢 掉 冤 仇 ，就 是 那 記 在 律 法 上 的 規 條 」 》保羅使用一 
個 不 尋 常 的 隱 喻 ，解 釋 基 督 如 何 將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造 成 一 個 超 越  
舊 有 區 分 的 新 群 體 。第 一 個 片 語 應 該 翻 譯 為 「隔 斷 的 牆 ，就是藩 
籬 」 ，15接 下 來 的 子 句 則 解 釋 它 的 意 思 。

隔 斷 的 牆 這 隱 喻 從 何 而 來 呢 ？（a ) 席 列 爾 16主張這類比來自諾 

斯 底 主 義 的 觀 念 ，就 是 存 在 於 下 面 的 世 界 和 上 面 的 「豐 滿 」17世 
界 之 間 的 一 個 障 礙 。但 是 除 了 相 關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材 料 年 代 較 晚 之  
外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之 間 的 阻 隔 是 縱 向 的 ，而 非 橫 向 的 。因此這 

整 個 宇 宙 的 牆 的 觀 念 就 被 排 除 了 。
( b ) 有 些 人 對 這 阻 隔 的 了 解 是 ，它 是 指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中 ，分隔 

外 邦 人 院 和 內 院 及 聖 所 的 圍 欄 。在 這 圍 欄 上 ，每 隔 一 定 距 離 就 貼  
上 希 臘 文 和 拉 丁 文 的 告 示 ，警 告 外 邦 人 止 步 ，否 則 將 被 處 死 （約 
瑟 夫 《猶 太 戰 記 》5 .1 9 4 ) 。這種說法強而有力地象徵了外邦人與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 18)

1 4 參 ：革 利 免 《雜篇》 （Clement, Stromateis) 6.5.41.6 ; 《致丟格那妥 
書》 （Epistle to Diognetus ) 1 。

15 M£cj<5tOIXOv 的意思是卩將一個區域與其他地方分隔的牆或藩籬」 ，所 

以是一個「隔斷的牆」 （Louw and N ida §7 .6 2) 。大多數解經家都 

正確地認為 TOG (j)payiioO ( 「藩籬的」) 是個同位語所有格，「分隔的 

牆 ，就是藩籬」，或 「中間的隔斷的牆」 （Louw  and N ida  §34.39 ) 。

16 H. Schlier, Christus und die Kirche im Epheserbrief (Tubingen: M ohr, 

1930), 2 7 - 3 7 。

17 希臘文  T tA f jp w 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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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以 色 列 人 的 分 隔 ，也 使 得 保 羅 在 本 章 後 面 所 說 ，外邦人和猶太人 
成 了 在 主 裏 的 聖 殿 （第 2 0 〜2 2 節 ） ，顯 得 更 為 突 出 。但本信的外 
邦 人 讀 者 們 居 住 在 小 亞 細 亞 ，他 們 是 否 知 道 這 典 故 ，就不得而知 
了 。此 外 ，這 聖 殿 的 牆 ，是 「把 以 色 列 人 世 界 觀 以 小 宇 宙 模 式 呈
現 的 一 部 分 （參 ： 《米 示 拿 》 〈論 器 皿 〉 〔K d im 〕1 : 6 - 9 ) ...........

是 律 法 書 所 啟 發 ，以 空 間 來 呈 現 以 色 列 及 列 國 之 間 的 區 別 」 。18 

以 色 列 人 在 聖 殿 裏 的 內 院 敬 拜 ；禁 止 外 邦 人 進 入 該 地 區 的 實 際 圍  
欄 ，只 是 摩 西 誡 命 的 外 在 表 現 。

( c ) 實 際 上 ，真正的阻隔乃是摩西的律法本身和它詳盡的聖潔 

法 典 。而 且 ，因 為 我 們 最 好 將 「拆 毀 了 隔 斷 的 牆 ，就 是 藩 籬 」與 
「廢 掉 冤 仇 ，就 是 … … 律 法 … … 」當 作 平 行 ，那 麼 這 藩籬最自然 

的 意 思 就 是 指 律 法 了 》19當 然 ， 「口 傳 」律 法 在 猶 太 教 裏 被 視 為  
環 繞 律 法 的 「圍 欄 」 （《米 示 拿 》 〈先 賢 集 〉 〔）A b o t〕l : l ) ，但 

甚 至 連 律 法 本 身 也 是 環 繞 以 色 列 的 圍 欄 。M 它 在 宗 教 和 社 會 層 面

18 D. G. Reid, ‘ T riu m p h ’ ，DPL, 951-54 , 特別是 9 5 1 。

1 9 各子句之間的關係並不全然清楚。文法上是有可能以Tf|v I Xepctv ( 飞  

仇 J  ) 作 為 WCTO； ( 「拆毀」）的第二個受詞，與 T(i HEOO TOIXO V ( 「隔 
断的牆」) 為 同 位 語 ，但 Woo? ( 「拆 毀 」）的這兩個受詞被分詞隔 
開 ，卻 顯 得 很 彆 扭 。所 以 最 好 把 T和 £XepOV ( 「寃 仇 」) 當 作 K01T- 
apy^ocu; ( 「廢掉」）的第一個受詞 ’ 並 以 v6Mov k tA .作為第二個受 
詞 • 解 釋 「冤仇」的 內 容 。幸虧結構沒有大幅影響到意思• 但這種解 
釋保持了各子句間的平衡。Robinson, 161; Bruce, 298; Schnacken

burg, 1 1 3 及其他人即如此主張。

2 0 注 意 常 被 引 用 的 主 前 第 二 世 紀 的 《阿立斯蒂亞書信 〉 i  Epistle of 

Aristeas) 139 : 「那位賜給我們律法的……用無法穿越的柵欄和鐵壁 
把我們全然圍繞起來，使我們不致與其他國民有任何混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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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都 把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分 隔 ，造 成 根 深 柢 固 的 敵 意 。猶太人因分 
隔 而 產 生 的 敵 意 ，往 往 伴 隨 著 他 們 的 優 越 感 。21

但 是 ，基 督 已 經 以 自 己 的 身 體 廢 掉 冤 仇 ，也 就 是 「藉著祂的 
死 」 （注 意 西 一  2 2 裏 更 完 整 的 表 達 ， 「藉 著 基 督 的 肉 身 受  

死 」 ） 。藉 著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一 舉 而 竟 全 功 地 把 自 己 當 作 完 全 的 祭  
獻 上 （參 ：弗二 1 3 、1 6 ) ，基督已經廢去那分隔猶太人與外邦人 
的東西—— 「規 例 中 誡 命 的 律 法 」 （《呂振中譯本》 ） 。

在 這 含 義 豐 富 又 具 重 要 神 學 意 義 的 段 落 （第 14〜 1 8 節 ）裏 ， 
第 1 5 a 節 的 這 幾 個 字 可 算 是 最 難 解 釋 的 了 。雖然以弗所書風格的 

特 色 是 堆 積 同 義 字 句 如 「律 法 」 、 「誡 命 」 、 「規 條 」等 ，但是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卻 沒 有 與 它 類 似 的 。以 下 是 我 們 試 圖 決 定 這  
子 句 的 意 思 時 所 談 到 的 一 些 問 題 ：

( 1 ) 在 中 英 文 譯 本 中 常 常 譯 作 「廢 掉 Z 廢 除 」 （a b o lis h e d )  

的 動 詞 的 深 遠 意 義 。這 字 可 以 表 示 「使 無 效 用 、或 無 力 ，使失 
效 」 ，22它 的 喻 義 用 法 ，指 廢 掉 神 的 信 實 （羅 三 3 ) 、使神的應許 
無 效 （加 三 1 7 ) 、或 廢 掉 那 些 現 存 的 （林前一  2 8 ) 。在以弗所書 
二 章 1 5 節 這 裏 ，這 動 詞 表 示 ，基 督 藉 著 祂 的 死 ，已經使律法失去 

功 效 。祂 廢 掉 了 它 ，使 它 不 再 有 約 束 力 。祂 藉 著 廢 掉 律 法 「廢 
掉 」冤 仇 。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

21 Bruce, 2 9 8 。

2 2 動詞是KdTopyh。參 B A G D ，4 1 7 。它在哥林多後書三章6〜1 5 節出現 
四 次 （第 7 、1 1 、1 3 、1 4 節 ） ’ 指舊約或它的榮光在基督裏被「廢 
去 」 。見 H. Hubner, EDNT  2 :267-68 對於 KaTopyb 的 討 論 ，他 說 ： 
除了哥林多前書十三章1 1 節 之 外 • 「保羅神學用法的一個醒目層面 
是 ，KCtTOpY^在文法上或邏輯上的主詞都是神或基督。 」他 指 出 ，以 
弗所書二章1 5 節 （以及帖後二 8 ; 提後一 10 ；和來二 14 ) 與這點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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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規例中誡命的律法」這詞語。那已經被「廢掉」的卩律 

法 」就是摩西的律法。所 有 格 「誡命的」是指律法的內容，而片 

語 「規例中、法令中」23則表示誡命頒布的基本形式。24這三個 

名詞傳遞了「律法的所有誡命那種壓迫性的感覺」 。25

布 魯 斯 （Bruce，2 9 9 ) 把 卜 56ynaaiv翻 譯 作 「規條及一切」 （照著歌 
羅 西 書 二 章 1 4 節的類比，雖然希臘文稍有不同） 。這片語可以翻譯 
為 「由規條組成」或 「包括在規條中」 。新約聖經裏以不同的方式使 
用 「規條」 （56Yh<x) — 字 ，指該撒亞古士督有關報名上冊的「旨意」 
(路二  1 ; 參 ：徒 十 七 7 ) 和 耶 路 撒 冷 大 會 的 「條 規 」 （複數形 

56yMa T a ) ( 徒 十 六 4 ) 。在保羅文集中，這字在其他地方出現的唯一 
地方是在歌羅西書二章1 4 節 ，那裏用複數形的「律例」 （̂3YMaTot) 

指禁慾的規條，而非律法（參 ：第 2 0 節裏的同源字5oYMcrr〖C£a0ca〔服 
從規條〕) 。在希臘化猶太教中* 將神的誡命稱為S6YMaTct ( 《馬加比 
三書》一  3 ；《馬加比四書》十 2 ；關於它在約瑟夫和斐羅著作裏的 
使用 * 參 G. K itte l, TD NT  2 :230-32 ) 。羅 傑 爾 （C. J. Roetzel, 

‘ Jewish C hris tian—G entile  C hris tian  Relations: A  D iscussion o f  Eph. 

2,15a’ ，ZN W  74 (1993), 8 1 - 8 9 ，特別是 8 4 ) 遵循伞46 和 vgms 的異 
讓 ，認為這片語是後來被加入正文中，是為了對抗一個思想而被加 
入 ，那就是說，對 「屬靈的」基督徒而言，基督的降臨使得誡命成為 
過 時 。但這是不可能的，注意以下的評論：M . K itchen , ‘ The Status 

o f  Law in  the Le tte r to the Ephesians', in  Law and Religion: Essays on 

the Place o f the Law in Israel and Early Christianity, ed. B. L indars 

(Cam bridge: James C larke &  Co., 1988), 141-47，187 » 特別是 145- 

47 ； Best, 260 ；和 Hoehner, 3 7 5 -7 6 。

梅 爾 （M eyer, 130-31 ) 即 如 此 主 張 。布 魯 斯 （Bruce, 299 ；遵照 
Robinson, 1 6 1 ) 說在此處講到的律法，「是個含有多重規範的法規’ 

以確切的規條表明出來，他宣告這些已經被廢掉了。」波 特 爾 （S. E. 
Porter, Idioms, 1 5 7 ) 以為它表示的是範疇：「在 規 條 〔的範疇〕裏的 
誡命律法 * 」雖然他也承認這有可能是憑藉用法（「藉著」） 。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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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許 多 人 難 以 接 受 一 個 觀 念 ，就是基督解決律法的負面效果 
( 諸 如 它 將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分 隔 ）的 方 式 ，是 廢 掉 律 法 本 身 ，因 

此 在 解 釋 「律 法 」一 詞 的 修 飾 語 時 ，僅 僅 聚 焦 在 它 的 一 個 因 素 上  
( 儀 式 上 ，而 非 道 德 上 ） ，錯 誤 的 使 用 律 法 ，或僅是它的一個層 

面 。例 如 ，席 列 爾 26認 為 這 ^ 律 法 」是 指 律 法 主 義 》所 以 ，被基 
督 之 死 廢 掉 的 ，是 錯 誤 的 （律 法 主 義 的 、或 詭 辯 的 ）使 用 律 法 ， 
而 非 律 法 本 身 。馬 可 • 巴 特 2 7主 張 ，所 廢 棄 的 ，是 律 法 的 分 隔  

性 ，而 非 它 本 身 》可 是 ，雖 然 上 下 文 顯 示 ，在 律 法 和 它 的 分 隔 性  
之 間 有 密 切 的 連 結 ，若 說 被 廢 掉 的 只 是 律 法 的 一 個 層 面 ，那就是 
忽 略 這 子 句 的 明 顯 意 思 了 。在 史 瑞 納 （Thom as S c h re in e r ) 這一 

面 則 主 張 ，保 羅 在 這 裏 。總 結 了 律 法 發 號 施 令 的 焦 點 」 。他 「具 
體 地 以 律 法 的 規 定 來 定 義 它 」 。28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5 節和哥林多前 
書 七 章 1 9 節 （後 者 把 割 禮 排 除 於 誡 命 之 外 ） ，表示保羅所想到的 

是 一 個 經 縮 減 後 的 律 法 。如 此 聚 焦 於 律 法 的 道 德 層 面 並 不 全 然 令  
人 驚 訝 ，因 為 早 期 猶 太 教 也 是 一 樣 。道 德 律 法 受 到 重 視 ，而祭祀 
禮 儀 律 法 則 退 居 幕 後 。 「就 猶 太 文 獻 強 調 道 德 律 法 這 一 點 來 說 ，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I I 來到父面前（二 14〜 18)

種英文譯本顯然認為~ 是 與 ativ ( 「一起」）或 ( 「和 」）等 同 ， 
因 此 《修訂標準版》譯 作 「誡命和規條的律法」 ，《新修訂標準版》 
譯 作 「律法連同它的誡命和規條」 ，《新英語聖經》譯 作 「律法連同 
它 的 規 則 和 條 例 」 ， 《新國際版》譯 作 「律法連同它的誡命和條 
例 」 。

25 L in co ln , 1 4 2 。梅 爾 （M eyer，1 3 0 ) 以 為 「所 展 現 的 . 是這律法原則
〔整 體 ，而非僅僅部分… … 〕的霸道特質」 。

26 Sch lie r, 1 2 5 -2 6 。

27 Barth, 2 8 7 -9 1 。

28 T. R. Schreiner, The Law, 3 9 。他 又 說 ：「為了強調這一點’ 他說這
■■誡命的律法』是由規條所組成的，」iv  S6yiaamV 可能是同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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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保羅教導的先驅，就是說道德律法必須被實踐。」29布魯斯 

也持類似的看法。那在基督裏被廢棄的，不 是 那 「啟示神的靥性 

和 旨 意 」的 律 法 ，而 是 「以 死 亡 作 威 脅 ，而不賦予生命的字 

據 」 。所 以 ，當 「這樣的律法被廢棄時，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 

阻隔就被挪開了 ；猶太人的特殊身分，和外邦人之被排除在外， 

都成為過去了」 。3°
( 4 ) 這些作者們聲稱，第 1 4和 15節不是談整個摩西律法，而 

是律法中已經停用的禮儀規定。神的道德律是它的基礎，仍然有 

效 。31但 是 ，雖然我們不願否認神的道德律仍然有效（保羅在其 

他地方聲稱他「不是沒有律法」 ，實際上是「在基督面前•正在 

律法之下」 ，林 前 九 2 1 ) ，或說律法已不存在，或與基督徒沒有

29 T. R. Schreiner, The Law, 1 5 5 -5 6 。

30 Bruce, 2 9 8 -9 9 。參 E. Faust, Pax Christi et Pax Caesaris: Religions- 

geschichtliche, traditionsgeschichtliche 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n 

zum Epheserbrief (F ribourg /G 6 ttingen: U nivers ita tsverlag /V anden- 

hoeck &  Ruprecht, 1993), 117-21 ’ 他認為儀式律法是個分隔的牆和 
敵意的根源。

3 1 華 德 • 凱 瑟 （W_ K a is e r ) 在數人合寫的一本書(The Law, the Gospel 

and the Modern Christian: Five Views, ed. W. S trick land  and others 

[G 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 397 ；編 按 ：此書現改名為 Five 

Views on Law and Gospel) 裏即如此主張。他 又 說 ，「律法並非一龐大 
的 整 體 。」以 弗所書二章 1 5 節所談的，不是整個摩西律法，而是律 
法中的儀式規定。也要注意班森在同一本書中所說的* 他主張以弗所 
書 二 章 1 4 、1 5 節 的 描 述 「不適用於舊約聖經的道德律上」 （G. L. 

Bahnsen, 1 0 4 ) 。有關對此看法的反駁，和基督廢止律法所牽涉到更 
廣的釋經及神學上的問題，特 別 見 ：穆 爾 （D. J. M o o ) 在上述合著中 
的文章 ，‘ The Law o f C hris t as the F u lfillm e n t o f the Law o f  Moses 

A  M o d ifie d  Lutheran V ie w ’ ，3 1 9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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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聯 ，但在這文脈裏最有可能是泛指摩西律法。使徒也可能是間 

接地指猶太人關乎整本律法書的教導。這經文顯示，基督所廢棄 

的是律法本身。32它 已 經 「被變為無效力」 ，因 此 「對神的百姓 

而 言 ，不再代表直接的權柄」 。33無可否認，以弗所書第二章不 

是保羅所談律法的全部，在 第 1 5 節作此宣告之後 > 他又採用那些 

誡命中的一條（六 2 ) 來支持他的道德訓勉，這不是沒有重要意 

義 的 。保羅像雅各一樣，「重新應用」律法內的幾條摩西的誡命 

( 加 五 14 ；弗 六 2 ; 參 ：雅二 8〜1 2 ) 。意味深遠的是，十條誡 

命中有九條被包括在基督的律法裏。34但是摩西的律法與西乃山 

之約堅固地連結，「對於新約的信徒而言，它不是一個直接、立 

即的引導。」35

( 5 ) 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的，是說那被廢去的乃是「律法之 

約 」 ，也就是把整個律法視為一個約。而它現在被一個賜給猶太 

人和外邦人的新約取代了》在舊約和新約的規條之間的關係還有 

待釐清》但是因為舊的律法，就是律法之約，已成過去，它就不 

再能成為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重大障礙了。36

使徒現在從負面轉到正面，從廢掉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冤 

仇 ，轉到一個新的、無分隔的人類的創造。基督藉著廢掉律法而 

除去冤仇有雙重目的：（1 ) 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_ 個新人（第 15b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 22 )
2.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 18)

3 2 注 意 ：V如OV ( 「律法」）是動詞的直接受詞 ’ 也是基督使之無效的。

33 D. J. Moo, ‘ The Law o f C h ris t’ ，3 6 7 。

3 4 唯一的例外是安息日的誡命，希伯來書第三〜四章說它在這新的世代 
中已經完全實現了。

35 D. J. Moo, ‘ The Law o f C h ris t’ ，375 ( 強調部分為他所加） 。

3 6 謝謝卡森博士提供的這點意見，他在我們的私人通信中提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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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和 （2 ) 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 （第 1 6 a 節 ） 。37這個 

使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彼 此 仇 視 的 分 隔 性 律 法 一 旦 被 廢 除 ，就沒有甚 
麼 能 使 人 類 的 這 兩 部 分 繼 續 分 隔 了 。基 督 以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作 為  
將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這 不 啻 是 個 新 的 創 造 。保 羅 已 經 從 新 造 的 角 度  
談 過 神 的 救 恩 （二 1 0 ) 。信 徒 們 是 祂 的 工 作 ，已經在基督耶穌裏 
造 成 的 ，為 了 要 行 善 ，這 些 是 神 對 這 新 的 創 造 的 部 分 心 意 。在第 
1 5 節 這 裏 ，使 用 同 樣 的 創 造 言 語 38來 談 到 這 個 新 創 造 ，但是注意 
力 的 焦 點 （像 第 14〜 1 8 節 這 一 整 段 一 樣 ）如今是在基督的大能作 

為 上 ：祂 藉 著 祂 的 死 ，成 為 一 個 新 人 類 的 創 造 者 。
這 個 新 人 類 ，或 說 「一 個 新 人 」 （參 ：弗 四 2 4 ) ，39是個群 

體 ；所 用 的 這 詞 語 代 表 基 督 的 百 姓 （包 括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是 
祂 在 自 己 裏 面 創 造 的 》4° 他 們 是 祂 身 子 的 肢 體 （注意以弗所書四 
章 1 3 節 裏 的 「長 大 成 人 」） ，已 經 在 祂 裏 面 合 而 為 一 ，祂是這新 

秩 序 的 含 括 性 的 表 現 。41根 據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1 1 節 ，將人們彼此分 
隔 的 阻 礙 —— 種 族 、宗 教 、文 化 、和 社 會 —— 都 在 基 督 裏 被 廢 掉  
了 ，基 督 是 一 切 ，又 在 一 切 之 內 （參 ：加 三 2 8 ，六 15 ) 。在以弗

3 7 馬 可 • 巴特的看法是，教會已經被納入歷史的以色列之中了。有關對 
此的評論，見 ：第 1 6 節的註釋。

3 8 希臘文

39 希職文  d q  t v a  x a i v 6 v  & v 0 p a > i r o v 。

4 0 史 納 肯 伯 （Schnackenburg, 1 1 5 ) 評 論 道 ：「基督並非扮演一個建築 
商的角色，那樣的人用不同的材料 ’ 建成一個新的、整個的建築物 ’ 

展現在人面前；基督卻是在自己個人裏面造成這個新群體’ 那是祂自 
己在一個新層面裏的展現。J

4 1 神的心意是要從猶太人和外邦人中造出一個新人類。有關這點在保羅 
神學中所佔的中心位置 ’ 見 ：林前十二 13 ；加 三 28 ；西 三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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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書第二章這裏 • 猶太人和外邦人曾被深深地分隔，並且彼此仇 

視 * 現在卻被造成一個新人了。要超越雙方之間的鴻溝，需要的 

是一個新的創造，一個全新的群體。它是藉著基督之死造成的， 

這結果並不是這二者裏最好成分的混合物，而是一個超越此二者 

的 「新人」 。這新人類不是靠著把外邦人轉化為猶太人，42或是 

反過來。藉著這新的創造，基督確實「成就了和睦」 。43這些字 

句部分解釋了本段的標題：祂是我們的和睦（第 1 4 節 ） 。第 15 

節所著眼的和睦是那介乎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正與冤仇相 

對 。就神學上說，它的基礎就是與神之間的和睦，這就是使徒接 

下來要談的。

基督在自己裏面使猶太人和外邦人成為一體，成 為 「一個新 

人 」 ，這對達成神的永恆計劃—— 那奧秘的完滿實現（一 9 〜 

1 0 ) —— 來 說 ，是極為重要的一步。神最終旨意的中心，就是使 

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這歸一的受詞就是「一切所有的」 （一

1 0 ) ，平行片語「天上的」和 「地上的」補充並解釋了這詞語的 

意 思 。基督在自己裏面創造一個新人，是特別指向後者的範疇， 

就 是 「地上的」 。祂使猶太人與外邦人合一，就是使這裏在「地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M  (二 11〜22 )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 來到父面前（二 14〜 18)

42 不同於 J. D. G. Dunn, The Partings of the Way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 r the Character of Christianity 

(London/P hilade lph ia : SC M /TPI, 1991)，1 4 9 ，他未能指出的是，在 
以弗所書第二章的上下文裏• 基督已經創造了一個新群體。

43 馬 可 . 巴 特 （M. Barth, Israel and the Church，95 ) 主 張 ，因為在這裏 
的上下文中沒有提到信心，表示所有的猶太人和外邦人都被基督聯合 
起 來 了 ，這 個 新 的 群 體 不 限 於 「僅僅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而 
已 」 。他說每一個猶太人都被包括在內• 「不論他是個忠心遵守律法 
的人或是悖逆的違犯律法者，一個法利赛人或撒都該人，正統或是世 
俗化的」 （Barth, 255 ) 。見 下 文 ，3 6 1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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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上 的 」兩 股 敵 對 勢 力 達 成 和 睦 。原 則 上 ，這 工 作 已 經 完 成 了 。基 
督 藉 著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死 ，已 經 成 就 這 事 了 。因 此 ，這可以說是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 。然 而 ，其 中 還 是 有 未 來 的 層 面 ，因為猶太 

人 和 外 邦 人 之 間 的 新 關 係 仍 有 待 完 成 。稍 後 保 羅 將 宣 稱 ，此 地 、 
此 時 在 教 會 之 中 有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就 是 向 「天 上 執 政 的 、掌權 
的 」顯 示 神 百 般 智 慧 的 偉 大 證 據 （三 1 0 ) 。

二 1 6 . 在 前 面 幾 節 經 文 中，保 羅 的 焦 點 是 橫 向 的 層 面，就是 

基 督 除 去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之 間 的 仇 恨 。現 在 要 談 到 與 神 和 好 這 題  
目 時 ，就 清 楚 地 加 入 縱 向 的 層 面 。基 督 已 經 藉 著 祂 的 死 廢 掉 律  
法 * 為 的 不 僅 是 使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兩 下 成 為 「一 個 新 人 」 （第 
1 5 b 節 ） ，也 是 要 使 他 們 在 同 一 個 身 體 裏 與 神 和 好 。

雖 然 保 羅 的 主 要 書 信 中 有 和 好 的 觀 念 （羅 五 1 0 、1 1 ，̂ ^一 
15 ；林 後 五 18〜2 0 ) ，這 裏 卻 用 了 一 個 不 尋 常 的 複 合 動 詞 ，來表 
達 「和 好 」的 意 思 （參 ：西一 2 0 、22 ) 。44通 常 ，和好的基礎在 

於 神 恩 典 的 主 動 作 為 （在 羅 馬 書 五 章 8 節 ，這 基 礎 是 神 的 愛 ，而

44 'ATTOKaTaAXdaaa) ( 「和好」）是 動 詞 KaTaAAdaacu ( 「和好」）加上加強 
性前綴的字形，最早出現的地方是在歌羅西書一章20〜2 2 節和以弗 
所書二章 1 6 節 。雖然使徒可以用KcrraXAdaCTU) ( 「和好」 ；參 ：林前七
11 ；羅 五 10 ；林 後 五 1 8 、1 9 、2 0 ) ，但或許是因為他「在討論基督 
的工作時，覺得必須特別強調這行動」 。對於這兩封書信中的和好的 
討 論 ，和進一歩的文獻細節• 見 S. E. Porter, Idioms, 140，1 4 1 ，亦見 
他的文章 ‘ Peace, R eco nc ilia tio n ’ ，DPL, 6 9 7 -9 9 ，和他的書 
Adcrcno, 169-71，185-89 (亦參 L in co ln , 145; Best, 2 6 4 ) 。最近波特 
爾 與 柯 拉 克 （S. E. Porter and K . D. C larke, ‘ C a n o n ica l-C ritica l 

Perspective ’ ，77-81 ) 主 張 ：使用加上加強性前綴的字形（A t t o w x t o X -  

Xdaaw » 「和好」） • 表明保羅乃是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的作者（見 ： 
〈導論〉 ，8 2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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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一章 2 0 節則指向神所喜悅的；參 ：林 後 五 1 8 ) 。以弗 

所書二章 1 6 節凸顯出幾個特點：第 一 ，成就和好的是基督，而非 

神 。如上所述，這樣強調基督的作為，與 第 14〜1 8節中強調祂為 

中心人物相符。那些本來與神為敵的人，現在被和好了。如今得 

有適當關係的這兩群人是猶太人和外邦人（兩 下 ） ，這是發生在 

一 個 身 體 裏 面 ，指的是教會，45而非基督實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 

血肉之體（或說兩者都是） 。46修飾性的形容詞「一 」清楚表明 

了這一點（參 ：第 1 4 、1 5節 ） 。另 外 ，在整本以弗所書裏，基督 

的 「身體」都是指教會（一 23 • 四 4 、1 2 、1 6 ，五 2 3 、3 0 ) 。47 

這裏的 一 體 ，與 第 1 5 節 的 「一個新人」所指的一樣，第 1 8 節的 

「一個聖靈」也與此相符》

有人主張，因為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和好，是在他們雙方 

與神和好之前就被提到的，這表示在以弗所書裏有一重要觀點的 

改 變 ，與保羅的看法相牴觸。他們宣稱，藉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死 亡 ，「教會首先被創造，作為救恩的範疇，而和好乃是透過她 

而被賜下的。」這 「教會論超越救恩論」是以弗所書作者的風 

格 。48但這種主張的產生，乃是由於未能了解作者在本段中論述 

的進展》從 第 1 1節 起 ，他所關切的，就是要提醒他的外邦讀者們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I ! 來到父面前（二 14〜 18)

45 「如果我們不以教會為一個教會組織，而 是 第 1 5 節所說的那個新 
人 」 （Caird, 5 9 即正確地如此認為） 。

46 司徒 眉 齊 （P. Stuhlmacher, “ ‘He Is Our Peace” ’，1 9 0 ) 就是如此理 
解這片語。

4 7 近代作者中持此看法的有Schnackenburg, 117 ; 和 R. Y. K. Fung, 
‘ Body o f C h ris t’ ，DPL, 8 0 。

4 8 梅 克 爾 （H. M erke l, EDNT  2:263 ) 即 如 此 主 張 ，他 遵 循 的 是 H. 
M erk le in , Christus, 6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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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_  3〜三 21 )

( H 尔們」） ，談到與以色列人的關係時，他們在成為基督徒以 

前的景況（第 1 1 、1 2節） ，以及他們目前在基督裏這樣的特殊地 

位 （第 1 3 節） 。他的目的，是要他們對於過去、以及基督已經為 

他們贏得的偉大扭轉，有更深的認識和珍惜*使他們能領受身為 

神的新創造所牽涉的一切。讀者們與神的百姓以色列及聖約的所 

有特權分隔，這是第 1 1〜1 3 節 所 「呈現的問題」 ，作者要先談這 

問題是很自然的。但是橫向的層面並沒有從第1 6 節中消失，因為 

這兩群人是在一個身 體 裏和好了。因此我們不當強解這用字，說 

它的意思是猶太人和外邦人的教會首先被造，然後才在十字架上 

與神和好。事實上，若非與神和好，猶太人與外邦人怎麼可能和 

好 ？ 49

猶太人與外邦人這樣在一體裏和好，是與基督「藉著自己造 

成一個新人」 （第 1 5 b 節 ）平行。雙 方 （「兩 下 」）與神和好， 

引入一個新要素，它的前提是，因為罪的緣故與神疏離的，不僅 

是外邦人，連 以 色 列 人 也 一 樣。根據第 11〜1 3節的文脈可以清楚 

看 見 * 外邦讀者們與以色列的彌賽亞分隔，且被排除於神百姓的 

群體之外，這表示他們與那應許彌賽亞救恩的約無分，也與神自 

己疏離。但即使是被揀選的以色列國，神恩典之約中諸應許的領 

受者和看管者，整體來說也沒有為自己取得這些應許。第 1〜3 節 

首先談到保羅的外邦人讀者們，說他們在歸信之前是死在過犯罪

4 9 史 納 肯 伯 （Schnackenburg, 116 ) 說 到 「在基督那一個帶來和平的作 

為裏面，兩個相互關連的履面。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 祂使這兩個 
從前疏離的團體與神和好，又使他們彼此和好」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 
示的） 。亞諾德在他重要研究的總結裏（A rn o ld ，163, 1 6 4 ) 主 張 ： 
「以弗所書仍然保有保羅書信中基督論的首要地位。清楚地說，在以 

弗所書裏，教會論是基督論的一項功能」 （強調字體為他所標示） 。 
參 L in co ln , 144 ；滕 納 ，1289 頁=  T urner，12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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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之 中 （第 1 、2 節 ） ；然後說到猶太基督徒們（包括使徒自 

己 ） ，在他們悔改歸正之前，也落在類似的絕望情景中（第 3 

節 ） ，所以他們也本為可怒之子，因此也像其餘人類一樣。從基 

本 意 義 上 看 來 ，以色列也是與神疏離的。 「猶太人和外邦人 

〔《和合本》作 『希利尼人』〕都在罪惡之下」 （羅 三 9 )  ’ 50雙 

方都需要與神和好。我們可以補充說’那使外邦人與以色列人分 

離 、因此也與以色列的神分離的律法，也可被視為使以色列自己 

與神分離。51猶太人和外邦人一樣，因著他們之間的差異彼此為 

敵 ，並且與神疏離；因此迫切需要這雙重的和好，這就是保羅歡 

欣地肯定的：它已經藉著基督的死成就了》

猶太人和外邦人一樣，都在罪惡之下，雙方都需要與神和 

好 ，因為他們都是祂震怒的對象；鑑於這事實，馬 可 •巴特說教 

會已被納入歷史上的以色列中的這觀點就不正確了。馬 可 •巴特 

認 為 ，因為以弗所書第二章目前的上下文中沒有提到信心，表示 

所有猶太人（不論是不是基督徒）和外邦人都在基督裏合一了， 

這不限於「僅僅猶太基 督 徒和外邦基 督 徒而已」 》52因此就沒有 

必要對猶太人傳講救恩的信息，53包 括 、忠心遵守律法的人或是 

悖逆的違犯律法者，一個法利赛人或撒都該人，正統或是世俗化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2 . 藉著基« ，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5 0 雖 然 林 康 （L inco ln , 145，1 4 6 ) 最後也達成這個神學結論，若他一開 
始就以外邦人和猶太人解釋第1〜3 節 ，開頭的困難就會大幅減少了 
( 見 ：一 11〜1 4和二 1〜3 的註釋） 。

5 1 注意在保羅主要書信中的同樣意思：加 三 10〜22 ；林 後 三 7〜 11 ；羅 
三 1 9 、20 , 可能還有七7 〜25 , 九 30〜~h 4 。

52 M . Barth, Israel and the Church, 95 ；亦見 7 4 - 7 5 。亦 參 ：他的 The 

People o f God (S he ffie ld : JSOT Press, 1983)，4 5 - 7 2 。

53 M. Barth, Israel and the Church, 108-15 (為 Hoehner, 380 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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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54但是整本書信的進展，以及緊鄰的上下文，都假定組成 

這個新群體的，是相信的猶太人和相信的外邦人。保羅為讀者們 

的信心感謝神（一 15) 。猶太人和外邦人雙方都需要神的拯救恩 

典 ，他們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注 意 二 章 1 0 節的 

「我們」 ，包括猶太和外邦的基督徒） 。只有那些在基督裏的 

人 • 不論遠近，才被祂的犠牲受死帶來親近，祂已來臨，傳和平 

的福音給這兩群人。第 14〜1 7節所說的合一，不是猶太人和外邦 

人的合一，而是在基督裏蒙救贖的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55

所 以 ，在這個重要的神學段落裏，再次以基督的犠牲受死為 

和好的基礎：第 1 3節 說 ，那些遠離的人，已 經 「靠著祂的血」得 

親近了 ；第 1 5節講到基督「以自己的身體」 ，就是祂的死，廢掉 

冤 仇 ，在這裏，再次肯定基督十字架的中心地位，這次是作為和 

好的基礎，藉著它，在一個身體裏的猶太人和外邦人被帶來親近 

神 （注意基督之死在一 7 ，五 2 、2 5 的深遠意義） 。

十字架的意象顯然令使徒想到死亡的言語，所以他說基督滅 

了 冤 仇 。 「死亡的基督是被殺的，但這位被殺者也是個殺滅 

者 。」56最後這個子句與分詞子句「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 j  
( 第 1 5 節 ）類 似 ，也 與 第 1 5 節最後的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平行。 

中文聖經譯本與《新國際版》都將代名詞的先行詞理解為緊接在

54 Barth, 255 ；亦 參 ：他的 The Broken Wall: A  Study of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Chicago: Judson, 1959), 122, 1 2 8 。

55 A . T. L in co ln , ‘ The C hurch，，605-24; B. W. Fong, 4Addressing the 

Issue o f  Racia l R econc ilia tion  according to the P rinc ip les o f  Eph 

2 :1 1 -2 2 ’ ，JETS 38 (1995)，565-80 ；和 Hoehner，3 8 0 -8 1 。參 Best, 

268-69  。

56 Robinson,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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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的 十 字 架 ，故 譯作藉這十字架，指 基 督 藉 著 祂 的 死 殺 滅 了 冤  
仇 。然 而 ，鑑 於 第 14〜 1 6 節 裏 指 基 督 的 「祂 」和 「祂 的 」出現的 

次 數 ，5 7或 許 我 們 應 當 把 這 片 語 理 解 為 指 基 督 自 己 （= 「藉著 
祂 」） ，雖 然 這 裏 特 別 著 眼 於 祂 的 死 （參 ：第 1 5 節 • 「以自己的 

身 體 」） 。二 者 的 基 本 要 點 都 是 一 樣 的 。58

但 那 被 滅 掉 的 冤 仇 又 是 甚 麼 呢 ？許 多 人 認 為 它 是 第 1 5 節所說 
的 「冤 仇 」 ，就 是 那 存 在 於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之 間 的 仇 恨 ，是因為 
摩 西 的 律 法 而 產 生 的 ，基 督 已 經 在 祂 的 身 體 裏 廢 掉 這 律 法 了 （第
1 4 、1 5 節 ） 。如 此 看 法 的 理 由 是 ，兩 處 都 用 相 同 的 詞 語 「冤 

仇 」 ，而 不 定 過 去 式 分 詞 「滅 了 」 ，則 「回 頭 指 向 在 一 個 身 體 裏  
與 神 和 好 之 前 ，基 督 所 行 的 作 為 」 。59但 是 有 幾 個 因 素 強 烈 否 定  
這 看 法 ：第 一 ，保 羅 論 述 的 進 展 顯 示 ，所 著 眼 的 是 一 個 雙 重 的 冤  
仇 。在 第 1 6 節 這 裏 ，縱 向 層 面 與 橫 向 層 面 一 同 被 引 入 ，在此之 

前 * 後 者 一 直 是 注 意 力 的 焦 點 。這 論 述 已 經 進 到 一 個 新 階 段 。此 
外 ，林 康 認 為 分 詞 「滅 了 」是 描 述 一 個 行 動 ，這 行 動 發 生 於 基 督  
在 一 個 身 體 裏 使 二 者 與 神 和 好 之 前 。但 近 來 關 於 保 羅 著 作 裏 分 詞  
觀 點 （a s p e c t ) 的 研 究 顯 示 ，當 不 定 過 去 式 分 詞 出 現 在 主 要 動 詞  

後 面 時 ，具 有 「一 個 明 確 的 傾 向 ，表 示 〔與 主 要 動 詞 〕同時的動 
作 」 。6° 如 果 這 是 正 確 的 話 ，加 上 它 與 此 處 思 路 的 進 展 一 致 ，那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B 來到父面前（二 14〜18)

5 7 以 「祂 〔cn iT^〕是我們的和睦」開 始 （第 1 4 節 ） ，也 注 意 「以自己 
的 〔CKiToO〕身 體 」 （第 I 5 節 ） ，及 同 樣 的 片 語 「藉著自己」 （h  

auTio) (第  15 節 ） 。

58 參  S. E. Porter, KaraAAaaaw, 1 8 7 。

5 9 林 康 （L in c o ln ，1 4 6 ，遵 循 M eyer，1 3 6 ) 即如此主張。不定過去式分 
詞 是 （inoKTdva? ( 「滅了」） 。

60 注意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 8 3 -8 4 。（見 ：一 13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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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基督就是在祂使猶太人和外邦人在一個身體裏與神和好的時 

候 ，滅了冤仇。這是從兩個角度來描述同一事件：首先從正面角 

度 （和睦） ，然後從負面的角度（除去冤仇） 。保羅談到的，是 

那已經被除去的雙重隔離，就是介乎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不 

和 ，以及他們雙方與神之間的敵視。61

基督已經廢掉了律法，就是那使人與神隔離、使猶太人與外 

邦人分隔之物。祂創造了一個新人，超越從前深深的分隔，在他 

們之間帶來和睦。祂在這一個身體裏，已經滅掉了冤仇，使猶太 

人和外邦人雙方與神和睦。但這並不表示整個人類已經被聯合並 

且和解。在基督的工作裏還有進一步的階段，這是使徒現在要談 

到的。

二 1 7 . 在深入談過基督和好的工作之後，保羅現在轉而談論 

祂向外邦人和猶太人雙方傳揚和平的信息。那 位 「是我們的和 

睦 」 、並且藉祂的十字架成就和睦的，現在向那些在遠處和那些 

在近處的人宣告這和睦。使 徒 在 第 1 3 節裏用了遠離和靠近的詞 

彙 ，他的方式與猶太教裏提到歸信之人的特殊用法非常相似，最 

終還是出自以賽亞書五十七章1 9 節 。這經文現在經過修飾後被引 

用 ，與五十二章 7 節一併從基督論的角度來解釋，背景則是基督 

為外邦人和猶太人雙方所作的和睦工作。

開 頭 的 字 句 ， 「並 且 祂 已 經 來 了 ，傳和平的福音」 （直 

譯 ） ，是個出名的棘手難題：基督甚麼時候來了，並且傳揚和平 

的福音？這是指祂的成為肉身、祂的事奉、祂的十字架與復活、

6 1 斯 托 得 （1 0 5 頁 =  S to tt，1 0 2 ) 正確地指出’ 在人與神之間的冤仇裏有 
「某種相互性」 。「不僅我們對祂的態度是悖逆的 ’ 祂 的 f 震怒 J 也 

因著我們的罪而臨到我們身上（第 3 節 ） 。只 有 『藉著十字架』才終 
結了這個雙向的冤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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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復 活 後 的 顯 現 ？還 是 聖 靈 藉 著 眾 使 徒 ，宣 告 祂 為 被 高 舉 的 基  
督 ？

(1 ) 有 幾 位 近 代 學 者 宣 稱 ，祂 來 傳 和 平 的 福 音 特 別 指 基 督 的  
死 。他 們 主 張 ，第 1 7 節 這 裏 從 基 督 論 來 解 釋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7 

節 和 五 十 七 章 1 9 節 ，第 14〜 1 6 節 是 為 此 鋪 路 ，開頭的這幾個字 

最 好 理 解 為 重 述 並 總 結 前 面 幾 節 經 文 。傳 和 平 的 福 音 一 語 呼 應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7 節 ，而 本 節 其 餘 部 分 則 大 致 遵 照 五 十 七 章 19 

節 。祂 來 的 意 思 不 是 指 基 督 死 後 的 降 臨 。反 之 ，它 「提供一個過 
渡 階 段 ，來 總 結 這 預 備 的 材 料 」 。62所 以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工  
作 ，就 是 祂 向 外 邦 讀 者 們 和 猶 太 人 雙 方 傳 揚 與 神 和 睦 的 福 音 。他 
們 主 張 ，動 詞 「傳 … … 的 福 音 」63在 此 並 不 是 指 基 督 徒 傳 福 音 的  
術 語 （像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8 節 一 樣 ） ，而是當按以賽亞書五十二章 
7 節 的 意 思 來 了 解 ，它 在 那 裏 所 描 述 的 ，是 報 信 者 宣 告 耶 和 華 勝  

過 世 界 。在 目 前 這 處 經 文 裏 ，這 動 詞 是 指 宣 告 一 個 新 的 實 際 ，就 
是 第 14〜 1 6 節 提 到 的 ，是 已 經 藉 著 基 督 的 死 而 成 就 了 。因 此 ，這 

「傳 揚 和 平 是 發 生 在 耶 穌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救 贖 性 的 死 亡 裏 」 。64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62 L in co ln , 1 4 8 。根據 H. M e rk le in ，Christus，58 * 「來 」一字所指的，
「就是說基督是那位從神來的* 且被描繪為末世的信使」 。

63 希臘文 eiiayYeAKopai。

64 史密斯（D. C. Smith, ‘ The Ephesian Heresy and the O rig in  o f  the 

E p istle  to the Ephesians ’ ，Ohio Journal o f Religious Studies 5 [1977], 

8 5 ) ，他 又 說 ，「使徒的信息是傳講這救贖性的死亡，因此就是基督 
藉著十字架傳講和平的邏輯性延伸」 。根 據 史 密 斯 的 說 法 * 「用 
E6ayyE^i；o\xax來描述這事件的原因，是因為提到了以賽亞書五十二章7 

節 。」參 H. M erk le in , Christus, 58 » 並注意 E. Faust, Pax Christi, 

1 6 5 -6 6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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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這 種 解 釋 ，就 無 需 再 去 找 任 何 其 他 的 降 臨 來 解 釋 這 詞 語 的 意  
思 ，不 論 那 是 在 十 字 架 之 前 或 之 後 。

但 是 這 方 式 也 有 它 的 難 題 。譯 作 「祂 來 」的 分 詞 固然可以按 
重 述 或 過 渡 的 意 思 來 使 用 ，但 在 對 動 詞 「傳 … … 的 福 音 」的解釋 
上 ，卻 有 嚴 重 的 瑕 疵 。這 不 僅 是 因 為 在 保 羅 的 著 作 裏 ，這動詞和 
它 的 同 源 名 詞 「福 音 」經 常 指 福 音 的 信 息 和 對 它 的 宣 揚 ，65也是 
因 為 誤 解 了 訴 諸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7 節 的 目 的 ，那其實是為了表 

示 這 宣 告 的 內 容 是 關 乎 耶 和 華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因此有異於任何 
「福 音 」的 觀 念 。在 舊 約 聖 經 的 文 脈 裏 ，傳 喜 訊 的 人 向 錫 安 宣 告  

救 恩 的 信 息 ， 「你 的 神 作 王 了 」 。這 不 是 關 於 耶 和 華 在 世 界 之 上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某 種 一 般 性 宣 告 ，而 是 特 別 關 乎 祂 歸 回 錫 安  

( 第 8 節 ） 、安 慰 並 救 贖 祂 的 百 姓 （第 8 、9 節 ） 、且差遣祂的僕 

人 為 他 們 受 苦 （五十二  13〜 五 十 三 1 2 ) 。換 言 之 ，這報信者所宣 

告 的 就 是 福 音 。基 督 「成 就 和 睦 」 > 是 在 十 字 架 上 完 成 的 * 這與 
祂 的 「傳 揚 和 睦 」不 同 ；就 如 神 在 祂 愛 子 裏 使 世 人 與 祂 自 己 和 睦  
的 作 為 ，有 別 於 祂 把 這 和 好 的 信 息 託 付 給 祂 的 眾 使 者 一 樣 （林後 
五 18〜2 0 ) 。二 者 密 切 相 關 卻 又 不 同 ；前 者 是 後 者 的 基 礎 。因此 
我 們 認 為 ，從 第 14〜 1 6 節 到 第 1 7 節 ，保 羅 思 路 的 進 展 與 這 「重 

述 」觀 點 所 主 張 的 不 同 。
( 2 ) 第 二 種 主 要 的 解 釋 ，認為基督的降臨和傳講和平的福音是 

指 在 祂 死 後 的 一 次 降 臨 • 持 此 解 釋 者 彼 此 間 稍 有 差 異 。66這可能

6 5 有 關 對 EiktyYEAiCopai ( 「傳講福音」）和 £i5ayY£Aiov ( 「福音」）的詳
細 檢 視 ’ 見 P. T. O 'B rie n , Gospel and Mission, 6 2 -6 5 ’ 7 7 -8 1 。

6 6 但 是 ，米頓和費雪（K. M . F ische r) 認為這詞語是指傳揚在地上的耶 
穌 ’ 而司徒眉 齊 和 其 他 人 （參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50， 
5 3 ) 則認為它是泛指基督的整個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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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到 在 祂 復 活 後 的 顯 現 裏 ，對 眾 使 徒 所 說 的 第 一 句 話 就 是 「願你 
們 平 安 」 （約 二 十 1 9 ) 。_ 其他人認為這是指傳揚這位被高舉的 
基 督 ，就 是 祂 的 聖 靈 在 祂 的 使 者 眾 使 徒 裏 面 所 說 的 ，我們認為這 
是 最 可 能 的 意 思 。67史 納 肯 伯 持 調 和 性 的 看 法 ，認 為 提 到 「來 」 
只 是 要 引 入 基 督 的 傳 講 ，後 者 才 是 重 點 所 在 。本 書 信 的作者最多 
是 想 到 使 徒 的 傳 講 （參 ：三 8 ，四 1 1 ) ，其 中 的 傳 道 者 還 是 耶  

穌 。68這 中 間 清 楚 呈 現 的 是 ，基 督 自 己 就 是 這 傳 道 者  > 以赛亞書 
中 傳 喜 訊 的 信 使 ，祂 的 宣 講 乃 基 於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死 • 是個王者 
的 宣 告 ，說 冤 仇 已 經 了 結 。

保 羅 在 這 頗 富 創 意 的 基 督 論 的 解 釋 裏 ，綜 合 了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1 節 和 五 十 七 章 1 9 節 ，69帶 出 幾 個 重 要 的 強 調 點 。第 一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七 章 1 9 節 本 來 是 應 用 在 神 賜 給 在 聖 地 的 猶 太 人 （「歸 

與 近 處 的 人 」 ） 、以 及 散 居 各 地 的 猶 太 人 （ 「歸 與 遠 處 的 人 」 ） 
的 福 氣 上 。雖 然 後 來 猶 太 人 對 這 經 文 的 解 釋 ’ 提 到 以 色 列 之 內 的  
其 他 區 分 ，例 如 ，在 悔 改 的 罪 人 與 義 人 之 間 ，甚 至 在 歸 信 猶 太 教  
的 人 和 生 來 為 猶 太 人 的 之 間 （參 ： 《主 要 米 大 示 》 《論 民 數 記 》
C N um bers Rabbah ] 8 ) ，在 這 裏 ，保 羅 就 像 他 在 本 段 前 面 （第 13 

節 ）一 樣 ，認 為 舊 約 聖 經 的 這 處 經 文 已 經 達 到 一 個 新 層 次 的 應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 ( 二 11〜 22 )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 譯 註 ：原作誤植為十四2 7 。
67 K. O. Sandnes, Paul -  One of the Prophets? A  Contribution to the 

Apostle's Self-Understanding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iebeck], 

1991), 2 2 9 。

68 Schnackenburg, 118 。

6 9 關於在以弗所書二章1 7 節裏使用以賽亞書五十七章1 9 節 ’ 見 A. T. 
L in co ln , ‘ The Use’，25-30 ；他的註釋書，146-48 ；和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4 2 -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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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基 督 將 祂 的 彌 賽 亞 「和 平 」帶 給 外 邦 讀 者 們 和 猶 太 人 》第 
二 ，在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裏 提 到 的 雙 重 和 平 （ 「願 和 平 加 上 和 平  
〔 《和 合 本 》作 『平 安 康 泰 』 〕歸 與 遠 處 的 人 ，也 歸 與 近 處 的  

人 」 ， 《七 十 士 譯 本 》的 賽 五 十 七 1 9 )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7 節 

被 分 開 ，因 此 ，在 這 裏 ，是 特 意 向 每 個 團 體 宣 告 和 平 ： 「和平歸 
給 你 們 遠 處 的 人 」及 「和 平 給 那 近 處 的 人 」 （ 《和 合 本 》省略第 
二 次 的 「和平 」） 。這 改 變 的 結 果 ，強 調 了 基 督 所 傳 和 平 的 縱 向  
層 面 。這 不 表 示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七 章 1 9 節 的 文 脈 並 非 如 此 ：第 16 

和 1 7 節 明 白 表 示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顯然是因為人的罪惡導致與神 
之 間 破 裂 的 關 係 和 神 的 震 怒 。™ 那 位 說 「和 平 加 上 和 平 … …我要 
醫 治 他 們 」的 已 經 恢 復 這 關 係 了 。保 羅 藉 著 這 改 變 ，選擇聚焦在 
這 個 層 面 上 ，這 是 很 自 然 地 從 第 1 6 節 延 續 下 來 ，那裏顯然著眼於 
與 神 和 好 。此 外 ，這 又 在 第 1 8 節 強 化 ，那 裏 說 ，藉 著 基 督 ，這兩 

個 團 體 如 今 可 以 一 同 「來 到 父 面 前 」 。最 後 ，以 賽 亞 書 的 原 文 沒  
有 提 到 「你 們 」 。這 對 稱 已 被 使 徒 「打 破 」了 ，他 藉 著 加 入 H 尔 
們 」 ，明 顯 著 眼 在 他 的 外 邦 基 督 徒 讀 者 身 上 。在 萬 民 中 ，基督向 
他 們 傳 福 音 ，祂 得 勝 地 宣 告 和 平 以 及 與 神 和 好 ，就是他 們 曾 經 與  

之 隔 絕 的 那 位 。
二 1 8 . 前 面 說 到 ，基督已經向那些遠處的人和那些近處的人 

宣 告 和 好 並 結 束 隔 離 • 現 在 則 說 明 這 宣 告 的 理 由 ：71因為我們兩

70 #  M . W o lte r, Rechtfertigung und zukunftiges Heil: Untersuchungen zu 

Rom 5, 1-11 (B e rlin : de G ruyter, 1978)，7 2 。

71 林 康 （L in co ln , 149 ) ; 和 戈 登 . 費 依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82 ) 及 其 他 人 即 如 此 主 張。另 一 方 面 ，貝 斯 特 （Best， 

273 ) 認 為 第 1 8 節總結、並解釋了前面所說的，有些人則認為它表示 
結 果 ：「基督傳講和平給猶太人和外邦人，結果是我們雙方都得以來 
到父面前」 （Hoehner，3 8 8 即如此主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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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 1 ~ 2 2 )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下 藉 著 祂 被 一 個 聖 8 所 威 ，得 以 進 到 父 面 前 。因 為 外 邦 人 —— 特
別 是 保 羅 的 讀 者 們 （你 們 ，第 1 7 節 ）—— 和猶太人雙方現在都能 
來 到 父 面 前 ，很 自 然 的 ，基 督 把 同 樣 的 和 平 信 息 傳 給 這 雙 方 面 。

這 句 話 與 第 1 6 節 平 行 ，保 羅 在 那 裏 強 調 ，基督已經藉著十字 
架 使 雙 方 在 一 個 身 體 裏 與 神 和 好 。72但 是 ，第 1 8 節並非僅僅重複 
前 面 句 子 所 說 的 。那 裏 的 注 意 力 所 在 ，是 基 督 使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雙 方 在 一 個 身 體 裏 與 神 和 好 的 工 作 ，而 這 裏 的 焦 點 則 是 他 們 與 父  
之 間 持 續 的 關 係 ，那 是 基 督 和 好 作 為 的 結 果 。

保 羅 的 言 語 和 羅 馬 書 五 章 1 和 2 節 的 類 似 ，那裏把與神相和 
及 進 入 恩 典 中 連 結 起 來 。鑰 詞 「進 到 」73都 出 現 在 這 兩 處 經 文 ， 
和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1 2 節 。雖 然 在 古 典 希 臘 文 裏 ，這詞給人的印象是 

一 個 東 方 宮 廷 裏 的 景 象 • 就 是 臣 民 蒙 准 晉 見 王 或 皇 帝 ，並被引到 
他 面 前 > 74更 可 能 的 是 ，保 羅 的 意 象 來 自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祭 祀 背  
景 ，即 為 了 來 到 神 面 前 而 獻 祭 （參 ：利一 3 ，三 3 ，四 1 4 ) 。這 

字 加 上 它 在 祭 祀 儀 式 上 的 含 義 ，指 向 自 由 進 入 聖 所 中 ，就是神所 
在 之 處 。舊 約 聖 經 確 實 展 望 到 外 邦 人 來 到 神 面 前 ，為要在聖殿裏

7 2 這平行可以用如下的方式表現出來：
第 1 6 節 第 1 8 節
「〔使 〕祂叫… …與神和好」 「我們… …得以進到父面前j  

^ 兩下」 ^ 兩下」
「一體」 「一個聖靈J

「藉這十字架」 「藉著祂」 。

7 3 古典文學作者們固然是按及物動詞的意思使用irpoaaywyii，意 指 「引入 
或使接近」 ，但在新約聖經的這三處文脈中（羅 五 2 ；弗二 1 8 ，三 
12) * 不及物動詞的意思「進到」較為合適。 「進到」是外邦和猶太 
信徒們現在所擁有的（〖XO^v) 。

74 參 ••色 諾 芬 《古列的教育》 （Xenophon，Cyropaedia) 1.3.8; 7 .5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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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和 敬 拜 （王 上 八 4 1 〜 43 ；參 ：賽 五 十 六 6 〜 8 ；亞 八 2 0 〜 
2 3 ) 。但 在 這 裏 ，保 羅 不 是 僅 僅 聲 稱 外 邦 人 現 在 享 受 猶 太 人 的 權  

益 而 已 》舊 的 範 疇 已 經 被 超 越 了 。他 們 得 以 進 前 來 ，乃是透過基 
督 ，並 且 ^ 不 限 於 某 一 特 定 地 點 ，例 如 聖 殿 」 。75此 外 ，戈 登 • 

費 依 以 為 「我 們 兩 下 」不 是 只 表 示 「我 們 兩 下 都 一 樣 能 進 入 」 ， 
而 是 「我 們 兩 下 一 起 進 入 」 ，如 果 他 是 正 確 的 話 ，那就有另一層 
語 意 了 。這 不 只 是 說 個 別 的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人 都 能 無 攔 阻 地 進 到 神  
面 前 ，雖 然 那 已 經 非 常 好 了 。更 有 甚 者 ，他 們 雙 方 現 在 已 經 成 為  
一 個 新 人 ，並 且 以 此 身 分 進 到 祂 面 前 。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一 起 作  
為 一 群 百 姓 站 在 神 的 面 前 ，舊 有 的 區 別 已 無 關 緊 要 了 。」76這對 
天 上 那 些 執 政 、掌 權 者 的 含 義 ，將 會 在 三 章 1 0 節 談 到 。

猶 太 和 外 邦 眾 信 徒 能 如 此 自 由 、無 攔 阻 地 來 到 祂 面 前 的 這  
位 ，被 稱 為 ^ 父 」 。在 基 督 裏 ，這 雙 方 都 成 為 祂 家 庭 的 成 員 ；他 
們 能 稱 祂 為 「阿 爸 ！父 ！」 （耶 穌 就 是 如 此 稱 呼 祂 的 ；參 ：加四 
6 ；羅 八 1 5 、1 6 ) ，因 為 在 這 個 家 裏 ，祂 「不區分那些生來就是 

猶 太 人 和 那 些 身 為 外 邦 人 的 兒 女 」 。77他 們 成 為 祂 的 兒 女 ，是個 
奇 妙 的 改 變 ，因 為 雙 方 在 靈 命 上 本 來 都 是 死 的 ，落在可怕 的 捆 綁

75 L in co ln , 1 4 9 。在希伯來書裏也有關乎這舊約與新約之間對比的類似 
觀 念 • 前者是只有大祭司有權在贖罪日進入至聖所，而後者則是所有 
信徒都可以就近施恩座（四 16 * 七 2 5 ，十 2 2 ，十二 2 2 ) 。

76 戈 登 • 費 依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83 ) 正確地主 
張 ，這 是 在 第 1 4 和 1 6 節兩次出現「兩下」所要強調的。但不大能確 
定 的 ，是他認為這裏的片語「在一個聖靈裏」是表示位置（與以弗所 
書中其他地方的用法不同：二 2 2 ，三 5 ，五 1 8 ，六 18 ) ，然而他也 
承 認 ，這表位置的用法也混有憑藉的意思* 像 《和合本> 的 「被一個 
聖靈」 （684，685 ) 。

77 Bruce, 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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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在 神 的 震 怒 之 下 （二 1〜3 ) 。 「在 一 個 聖 靈 裏 」與 「歸為一 
體 」 （第 1 6 節—— 四 章 4 節 把 二 者 並 列 ）相 呼 應 ，再次強調猶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在 教 會 中 為 一 體 。同 一 個 聖 靈 住 在 這 一 個 身 體 裏 並 作  
工 。78最 後 ，保 羅 也 在 這 段 經 文 裏 從 三 一 真 神 的 角 度 來 談 救 恩 ： 
基 督 使 人 和 睦 的 工 作 ，叫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雙 方 得 以 藉 著 一 個 聖 靈  
來 到 父 面 前 。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2 . 藉著基督，我們已經靠同一位聖靈來到父面前（二 14〜18)

78 戈 登 • 費 依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84 ) 延伸這 
點 ，令人略微懷疑：「他們雙方之所以在一個身體裏，是因為他們雙 
方也是在一個聖靈裏。… … 一個身體之有可能，是因為基督的死；一  

個身體之能成為實際，是因為他們共同、豐富地經歷了神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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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3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2)

二 1 9 . 基 督 成 就 和 好 的 大 能 工 作 （第 1 4〜 1 8 節 ） ，給這些 

外 邦 讀 者 （你們）帶 來 的 結 果 ，1現在被描述為超越舊有猶太人一 
外 邦 人 的 分 隔 ，並 說 他 們 的 新 地 位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 

人 。保 羅 使 用 國 民 和 家 庭 的 意 象 來 描 寫 教 會，又 重 述 了 第 11〜 13 

節 裏 的 對 比 架 構 。2 過 去 ，他的外邦讀者們在與神的百姓以色列的 
關 係 上 是 外 人 和 客 旅 。現 在 他 們 的 身 分 已 大 幅 改 變 了 。如今他們 
在 神 的 新 群 體 中 有 特 殊 的 地 位 。

要 在 「外 人 」和 「客 旅 」之 間 作 清 晰 的 區 分 是 很 困 難 的 。3前 
者 用 在 第 1 2 節 裏 ，說他們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當它在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當 作 名 詞 使 用 時 ，意 思 是 「外 人 或 陌 生 人 」 。4 第

1 vApa o5v ( 「結 果 • 因此」 ；《和合本》作 「這樣」）是 根 據 第 14〜 
1 8 節所作的推論，也成為進入下一段落的轉接語》它是一個「強調性 
的推理連結」 ；M. E. T h ra ll, Greek Particles in the New Testament: 

Linguistic and Exegetical Studies (Le iden: B r i l l ,  1962), 10-1 1 即如此 
主 張 。 參 BDF § 4 5 1 (2 b )；和 BAG D , 1 0 4 。在新約聖經裏，只有保羅 
的著作才有這種組合（羅 五 1 8 ，七 3 、2 5 ，八 1 2 ，九 1 6 、1 8 ，十四 
1 2 、19 ; 加 六 10 ; 弗二 19 ; 帖前五6 ; 帖後二 15 ) 。

2 注 意 oiiic^ri i<TT£ ... dAAa ^ctte的 對 比 （包 括 在 dAAd之後為了強調而重 
複動詞） ：「你們就不再是… …乃是」 （《呂振中譯本》） 。

3 希腦文 Mvoi Kai ndpoiKoi。

4 作為形容詞時• ( 「未 知的，不熟悉的」）在使徒行傳十七章18 

節和希伯來書十三章9 節按字面意思使用，在以弗所書二章1 2 節則 
是喻義用法。作 為 名 詞 （「陌 生 人 • 外人」） • 它被用於馬太福音二 
十五章 3 5 、3 8 、43〜4 4 節 ，二十七章7 節 ；使徒行傳十七章2 1 節 ；
以弗所書二章1 9 節 ；希伯來書十一章1 3節 。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M  (二 11〜22 )
3 .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 2 )

二 個 稱 謂 譯 作 「客 旅 」 ，描 述 一 個 住 在 自 己 家 以 外 地 方 的 人 。5 這 
兩 個 詞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裏 常 做 同 義 詞 用 》若 真 有 任 何 區 別 ，就 
在 於 前 者 描 述 一 個 來 自 另 一 個 部 落 或 國 家 的 人 ，後者則是指一個 
以 外 來 居 民 身 分 居 住 此 地 的 陌 生 人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這兩個名 
詞 一 起 ，焦 點 是 在 於 保 羅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從 前 的 「局 外 人 」身 分 。

但 是 ，基 督 的 工 作 已 經 改 變 了 這 一 切 。如 今 他 們 以 一 種 前 所  
未 有 的 方 式 有 了 歸 屬 。他 們 既 不 是 無 家 可 歸 者 ，甚至不是在他人 
國 家 裏 的 次 等 公 民 。6 反 之 ，7 他 們 已 經 是 ^ 與 聖 徒 同 國 」 8 了 。 
雖 然 保 羅 沒 有 閩 述 這 隱 喻 ，他 似 乎 是 間 接 提 到 在 神 國 裏 的 公 民 身  
分 。根 據 腓 立 比 書 三 章 2 0 節 ，信 徒 們 乃 屬 於 一 個 天 上 的 國 度  
( 參 ：一 2 7 * ) ，也 就 是 天 國 。他 們 屬 於 一 座 天 上 的 城 ，那在上的 

耶 路 撒 冷 （加 四 2 6 ) 。在以弗所書裏已經提到他們有分於天上的 
範 疇 （弗二  6 ) 。這 裏 ，保 羅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與 「聖 徒 」同為國 

民 ， 「聖 徒 」這 稱 謂 不 是 指 猶 太 人 ，但 有 可 能 是 指 猶 太 基 督 徒 》 
如 果 這 是 正 確 的 話 ，那 麼 這 些 外 邦 基 督 徒 在 完 全 成 為 這 信 仰 群 體  
的 成 員 時 ，就 與 那 些 「首 先 在 基 督 裏 有 盼 望 的 人 」 （弗一 1 2 ) 成

5 ndpoiKoS 一詞出現在使徒行傳七章6 、2 9 節 ；彼得前書二章1 1 節 ； 
和以弗所書二章1 9 節 。

6 L in co ln , 1 5 0 。

7 ’ AAAd ( 「但 是 ，相反的」) 在這裏的功能是強烈的反義字，但中文譯 
本都未譯出。

8 是 「一個社會一政治團體裏同為會員者—— 『同胞』」 ： 
「你們與神的百姓為同胞」 ，或 「你們加入神的百姓，和他們一起為

同胞 j  ( Louw  and N ida § 11.72 ) 。

• 編 按 ：該 處 的 「行事為人」不同於保羅書信其他地方所用的，而是 
TToAiTEuojiai ( 可直譯為「像公民一樣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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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21 )

為 同 胞 了 。9 但 這 詞 可 能 是 著 眼 於 所 有 信 徒 ，因 為 這 是 「聖 徒 」一  

詞 在 整 本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所 指 的 （見 ：一 1 8 的 註 釋 ） 。1(1這些外邦 
基 督 徒 如 今 有 了 一 個 祖 國 或 國 家 。他 們 身 為 其 他 信 徒 們 的 同 胞 ， 
「歸 屬 於 」那 個 被 神 統 治 的 天 上 國 度 。

現 在 ，意 象 從 政 治 範 疇 轉 到 親 密 家 庭 的 範 圍：U 你 們是神家 

裏的人了。在 基 督 裏 ，外 邦 人 不 僅 在 神 的 統 治 之 下 與 猶 太 信 徒 同  
為 國 民 ；他 們 也 在 神 的 家 中 同 為 兒 女 。使 徒 剛 剛 才 寫 了 來 到 父 面  
前 的 那 新 而 榮 耀 的 途 徑 ，那 是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人 藉 著 基 督 得 以 一 同  
享 受 的 （第 1 8 節 ） 。他 已 經 使 人 注 意 到 雙 方 都 被 接 納 進 入 神 的  
家 ，成 為 兒 女 的 福 氣 （一 5 ) 。後 面 他 會 說 到 神 那 作 為 典 範 的 父  
性 （三 1 4 、1 5 ) ，以 及 「一 神 ，就 是 眾 人 的 父 」 （四 6 ) 。但是 

這 裏 的 重 點 卻 是 外 邦 人 在 神 的 家 中 。
出 現 在 保 羅 著 作 裏 的 家 庭 詞 語 ，有 助 於 了 解 神 的 百 姓 與 彼  

此 、並 與 他 們 的 天 父 之 間 的 關 係 。在 教 牧 書 信 中 ，家庭的觀念被

9 Bruce, 302，3 0 3 。參 Caird, 6 0 。"Ayioi ( 「聖徒」）在保羅著作其他 
地方是指猶太基督徒（羅 十 五 2 5 、2 6 、31 ；林 前 十 六 1 ; 林 後 八 4 ， 
九 1 、12 ) 。

1 0 基於下列各點，歐洲大陸的許多學者們認為這裏是指「天使」 ：（1)舊  
約聖經將天使描述為「聖者」 （伯 十 五 15 ；詩八十九5 、7 ; ( 2 ) 在昆 
蘭文獻裏有力的類似用法（《社群守則》11:7, 8 等等） ；和 （3 ) 在新 
約聖經其他地方（特別是來十二 2 2 ) • 在天上的範晡裏把信徒和天使 
相提並論。對於這些憑據的評估• 見 L in co ln , 150-51 ；參 Hoehner, 

9 3 2 -9 3 的長篇討論。

1 1 實 際 上 • 這 是 第 19〜2 2 節 裏 ’ 從 oIko? 這字根衍生出來的六個家庭詞 
語之一 ：TTdpOlKOl ( 「客 旅 ，外 人 」） ，oIkeIoi ( 「家庭成員J ) ,

£1TOIKO8OHI10£VT£(； ( 「建造在....... 之上 」 ） • oIko8oh4 ( 「建築物」） ，
CTUVOlKO8o(Igla0E ( 「同被建造」） ，和 KaT0lKr|T4pl0V ( 「居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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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3 .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 2 )

用 在 教 會 上 • 目 的 是 要 鼓 勵 合 宜 、負 責 的 舉 止 （提 前 三 15 ；提後
二 2 0 、21 ) »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二 章 這 裏 所 表 達 的 稍 有 不 同 。在當時 

的 羅 馬 世 界 裏 ，身 為 「一 個 家 庭 的 成 員 ，至 少 就 主 人 能 力 所 及 而  
言 ，表 示 藏 身 處 和 保 護 。它 也 表 示 身 分 ，並 因 著 歸 屬 感 而 帶 來 安  
全 感 」 。12在 第 1 9 節 這 裏 ，當使徒告訴他的外邦讓者們他們是神 

家 裏 的 人 時 ，就 是 想 要 在 他 們 中 間 產 生 這 種 確 據 （參 ：加 六 1 0 ) 。
二 2 0 . 使 徒 所 用 的 意 象 再 次 改 變 。讀者們不僅是神家中的親 

密 成 員 * 他 們 在 祂 的 建 築 物 和 殿 ，就 是 祂 的 居 所 裏 ，也有特殊的 
地 位 。這 裏 從 一 個 隱 喻 到 另 一 個 隱 喻 的 轉 折 是 很 自 然 的 ，因為 
「房 子 」一 詞 的 意 思 可 以 是 「家 」或 「殿 」 。13所 以 ，家的圖案 

很容 易 就 與 關 於 這 個 在 基 督 裏 新 群 體 的 其 他 意 象 結 合 起 來 。
在 第 2 0 〜2 2 節 裏 ，保 羅 解 釋 他 關 乎 這 新 聖 殿 的 觀 點 ，較其他 

任 何 地 方 都 更 為 詳 盡 。當 他 在 閨 述 這 意 象 時 • 談 到 「房子的根基 
和 房 角 石 ，整 體 結 構 和 它 個 別 的 石 頭 ，它 的 凝 聚 和 成 長 ，它目前 
的 功 能 和 （至 少 暗 示 ）它 未 來 的 命 運 」 。14麥 克 維 （R. J- M c K e l-  

v e y ) 宣 稱 ，保 羅 在 第 1 1〜 1 9 節 的 言 語 和 觀 念 有 鋪 路 的 功 用 ，要 

把 神 的 百 姓 這 個 新 群 體 呈 現 為 聖 殿 。 「遠 」和 「近 」的字眼被用 
來 描 述 外 邦 人 的 地 位 （第 1 3 、1 7 節 ） ，它們原是舊約聖經用來描 
寫 猶 太 人 與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關 係 的 稱 謂 （賽 五 十 七 19 ; 但 九 7 ) ， 
但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之 間 的 和 睦 （弗二 1 4 、1 7 ) 「使人想到末世的

12 注意 P. H. Towner, ‘ Households and Household Codes’ ，DPL, 4 17 - 

19 - 特別是4 1 8 的討論。

1 3 凱 爾 德 （Caird, 60，61 ) 即如此主張 ’ 他正確地指出，撒母耳記下七 
章 5〜1 1 節 使 用 「房子」 （0〖k % ) 這個雙關語，用它來指一個建築物 
和一個朝代。

14 斯托得 ’ 109 頁=  S to tt，1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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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平 ，人 們 相 信 ，當 以 色 列 和 列 國 在 錫 安 聯 合 崇 拜 時 ，這和平將 
得 勝 」 （賽二 4 ; 彌 四 3 ) 。此 外 ，猶太人和外邦人得以一同親近 
神 的 觀 念 （弗二  1 8 ) 似 乎 屬 於 同 類 的 思 想 。保羅身為外邦人的使 
徒 （三 1〜6 ) ，認 為 「非猶太人被包括在教會中是偉大應許的實 

現 ，這 些 應 許 就 是 ：在 末 後 世 代 ，耶 和 華 會 恩 慈 地 接 納 列 國 進 入  
祂 的 家 中 」 。15

這 些 外 邦 信 徒 們 是 這 新 建 築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神 16已經把 
他 們 當 做 活 石 • 安 置 在 使 徒 和 先 知 的 根 基 上 。這 大 概 是 發 生 於 他  
們 被 納 入 基 督 之 時 。保 羅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三 章 9 〜 1 7 節已經用了在 
根 基 上 建 造 、和 被 聖 靈 所 居 之 聖 殿 的 言 語 。在 那 裏 ，使 徒 是 工  
頭 ，奠 定 了 根 基 —— 基 督 自 己 ，而 他 、亞 波 羅 、磯 法 、和其他人 
在 其 上 繼 續 建 造 。但 是 在 這 裏 ，雖 然 保 留 了 建 造 的 意 象 ，個別部 
分 卻 有 了 改 變 》保 羅 修 改 這 些 隱 喻 以 表 達 稍 微 不 同 的 意 思 ：17這 
根 基 現 在 是 由 使 徒 和 先 知 組 成 ，基 督 耶 穌 則 是 房 角 石 ，這詞使人 
注 意 到 祂 特 殊 的 功 能 和 重 要 性 》

15 R. J. M cK e lvey , The New Temple: The Church in the New Testament 

(O xfo rd : O xfo rd  U n ive rs ity  Press, 1969)，111-12 (有關他對第 20〜
22 節的討論  * 見 ：108-20 ) 。也注意  O. M ic h e l,  ‘ va6s’ ，TDNT  

4 :880-90 ; ‘ oLcos’，TD NT  5 :119-59 ; 與 I. H. M arsha ll, ‘ Church and 

Temple in  the New Testam ent’，TynBul 40 (1989)，2 0 3 -2 2 。

1 6 分 詞 ^roncoSo叫e b T g  ( 「被建造」) 可 能 是 個 「以神為動作者的被動 
語態」 ，表示神是建造者（參 Best, 2 7 9 ) 。

1 7 以弗所書二章2 0 節所注重的 * 是那些在根基上被建造的人們，但哥 
林多前書三章特別著眼的• 卻是建造者和他們所用的材料。若說所有 
這些隱喻都必須精密地吻合，或說其間的差異是不同作者的證據，就 
偏於死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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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 1 ~ 2 2 )
3 .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2)

使 徒 和 先 知 的 根 基 是 個 不 尋 常 的 詞 語 。早 期 的 解 經 學 者 們 顯  
然 為 了 將 這 片 語 與 哥 林 多 前 書 三 章 1 1 節 調 和 ，將 它 理 解 為 「使徒 
和 先 知 所 立 的 根 基 」 。18但 如 此 就 混 淆 了 這 意 象 ，並且與修飾片 
語 「有 基 督 耶 穌 自 己 為 房 角 石 」不 符 。更 自 然 的 讀 法 ，是大多數 
解 經 家 所 贊 同 的 ，就 是 把 這 根 基 理 解 為 「由 使 徒 和 先 知 所 組 成  
的 」 。,9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的 ，M 使 徒 是 那 些 被 主 耶 穌 基 督 特 別 託 付  
和 差 遣 的 人 。這 包 括 十 二 使 徒 和 保 羅 自 己 ，加 上 其 他 一 兩 位 （林 
前 十 五 7 ；加一 1 9 ，二 7 〜 9 ；參 ：羅 十 六 7 ；林 前 九 6 ) 。他們 

為 別 人 提 供 了 與 他 們 主 人 之 間 的 必 要 連 結 ，他們的角 色 是 根 基 性  
的 。雖 然 保 羅 有 時 會 以 非 術 語 性 的 意 思 使 用 「使 徒 」一 詞 ，來指 
眾 教 會 的 「信 使 」 （參 ：林 後 八 2 2 〜 23 ; 腓二  2 5 ) ，但在他的書 

信 中 ，絕 大 多 數 時 候 都 是 按 術 語 意 思 提 到 「使 徒 」 ，就是那些被 
基 督 呼 召 和 差 遣 的 人 。他 們 透 過 聖 靈 領 受 神 的 啟 示 ，得以明白基 
督 的 奧 秘 ，他 們 的 使 命 是 傳 揚 祂 的 福 音 給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就保 
羅 的 情 況 而 言 是 特 別 傳 給 後 者 ） （弗 三 1 〜 9 ; 參 ：林前二  6 〜 
1 6 ) 。他 們 以 口 頭 和 寫 作 的 方 式 執 行 這 任 務 （羅 十 六 2 5 〜 26 ；林 
前二 1 3 ; 弗 三 3 〜4 ) 。 「神 在 教 會 所 設 立 的 ，第_ 是 使 徒 」 （林

18 TOv dnocrroAtov xai npo^riTuv ( 「使徒和先知的」）過去被認為是表來源 
的所有格（參 M eyer, 142 - 注 意 《新英語聖經》 ；後 來 在 《修訂英語 
聖 經 》和 《佳 音 聖 經 》裏 被 修 改 ） 。現 代 支 持 此 說 的 是 K. O. 
Sandnes, Paul, 229 °

19 這所有格是同位語性質（如 A. T. Robertson, Grammar, 498; Schna

ckenburg, 122—23; Bruce, 304; L in co ln , 153 ；和 Best，280 等人的看 
法 ；參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100 ) 。

2 0 見 ：一 1 的 註 釋 （以及相關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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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前十二  2 8 )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0 節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是十二使徒加 

上 保 羅 這 個 圈 子 ，以 之 為 這 些 外 邦 人 已 經 在 其 上 被 建 造 的 根 基 》 
先 知 說 的 是 新 約 聖 經 的 先 知 ，而 不 是 舊 約 聖 經 的 。21有人聲 

稱 ，因 為 以 一 個 定 冠 詞 涵 蓋 ^ 使 徒 」和 ^ 先 知 」這 兩 個 詞 ，22我 
們 就 當 將 這 兩 個 詞 語 結 合 在 一 起 ，當 作 是 指 同 一 群 人 ，就 是 「說 
預 言 的 使 徒 」 。例 如 ，格 魯 登 （W ayne  G rudem  ) 根 據 句 法 和 解  
經 理 由 主 張 這 點 ，堅 持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0 節 （參 ：三 5 ) 說的只是 

身 為 這 新 建 築 物 根 基 的 一 群 人 ，也 就 是 說 預 言 的 使 徒 》23他的釋 
經 是 對 新 約 聖 經 預 言 更 廣 研 究 的 一 部 分 ，24他 在 其 中 聲 稱 ，在保 
羅 著 作 裏 ，預 言 的 權 威 地 位 遠 不 及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的 。舊約聖經先 
知 的 合 法 繼 承 人 和 接 班 人 不 是 新 約 聖 經 的 先 知 ，而 是 眾 使 徒 。保 
羅 把 基 督 教 先 知 的 權 柄 置 於 他 的 權 柄 之 下 （林 前 十 四 3 7 〜3 8 )  ^

2 1 第 一 ，文 字 次 序 （「使徒和先知」）不容將它們認定為舊約聖經的先 
知 ，事 實 上 ，本信中其他提到 itpcxhTai的地方也是一樣（三 5 •四 
1 1 ) 。在 三 章 5 節中平行且類似的詞語• 「祂的聖使徒和先知」 ，所 
指 的 似 乎 是 二 章 2 0 節所說的同一群人，這不可能指舊約聖經的先 
知 ，因為這奧秘是如今被啟示給他們，也就是在這新的世代（參 K. O. 
Sandnes，Paul， 233 ：「救恩歷史的vG v〔『如今』〕絕不容許我們把 
他們解釋為舊約聖經裏的先知」） 。同 樣 ，四 章 1 1 節 說 ，升天的基 
督在升天之後，賜下使徒、先 知 、傳福音的，及其他。

22 希腿文是 i ir i to> iwy dTTOOT6Aa)v Kai npo<|)riTOJV。

23 W. A . Grudem, The G ift o f Prophecy in 1 Corinthians (W ashington，DC: 

U n ive rs ity  Press o f  Am erica, 1982), 8 2 -1 0 5 。也注意他的 The G 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W estchester, IL : Crossway, 

1988) 。 亦參 D. H i l l ,  New Testament Prophecy (London: M arsha ll, 

M organ &  Scott, 1979)，1 3 9。

2 4 雖然這是重要的神學課題，但卻超過了本書的範圍》



,*

事 實 上 ，整 體 來 說 ，預 言 在 他 的 著 作 裏 的 角 色 ，遠低於舊約聖經 
中 先 知 著 作 所 享 有 的 。例 如 ，對 帖 撒 羅 尼 迦 人 的 要 求 是 ，不要藐 
視 先 知 的 講 論 （帖 前 五 2 0 ) ，而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四 章 裏 ，保羅必 

須 把 預 言 提 升 到 方 言 之 上 。這 恩 賜 被 加 上 嚴 格 的 限 制 （林前十四 
2 9 、3 0 、36 ) ，這 使 得 它 看 來 「相 當 馴 服 」 。25保羅的外邦讀者 

們 在 「說 預 言 的 使 徒 」這 根 基 上 被 建 立 ，這 種 看 法 與 預 言 被 賦 予  
的 低 姿 態 一 致 。作 先 知 的 先 知 不 是 這 根 基 的 一 部 分 。

但 是 ，即 使 格 魯 登 就 一 般 性 預 言 所 說 的 一 些 要 點 是 對 的 ，他 
的 解 釋 還 是 有 解 經 上 的 困 難 。第 一 ，從 句 法 上 說 ， 「說預言的使 
徒 」究 竟 是 不 是 希 臘 文 適 當 的 翻 譯 還 有 待 商 榷 。一個有力的主張 
認 為 ：這 詞 語 雖 然 包 括 一 個 定 冠 詞 和 兩 個 名 詞 ，卻是指 使 徒 和 先  
知 。26特 別 重 要 的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 1 節 ，保羅區分使徒和先 
知 ，把 他 們 視 為 兩 個 個 別 的 團 體 。27且 不 說 第 一 世 紀 的 世 界 ，就

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
3.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2 )

25 參 D. A . Carson, Showing the Spirit: A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 f 1 

Corinthians 12-14 (Grand Rapids: Baker, 1987)，98 = 卡森著，何劉玲 

譯 ， 《聖靈的大能》 （So. Pasadena : 美國麥種傳道會，2005 ) ’ 

1 7 6 頁 。注 意 他 在 91-100 ( = 《聖靈的大能》 ’ 1 6 3 -7 8 頁 ）的討 
論 ，然而在那裏，他對格魯登的立場持保留態度。

26 注意華勒斯的 討 論 （D. B. W allace, ‘ The Semantic Range o f the 
A rtic le -N ou n -fca i-N ou n  P lura l C onstruction in  the New Testam ent’ ， 
Grace Theological Journal 4 (1983 )，59-84 ( 亦 參 ：他的 Greek Grammar, 

284-86 * 及他所列的文獻） 。

27 「祂 所 賜 的 * 有 使 徒 • 有先知」 (3moaToAoug, tou^ 5 e 叩0中十 
T o g  ; 見 ：四 章 1 1 節的解經） 。有關預言的一般性的討論，見 D .  E .  

Aune, Prophecy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 關於保羅著作裏所談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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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_  3〜三 21 )

是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預 言 這 詞 組 所 涵 蓋 的 現 象 範 圍 已 相 當 可 觀 。28 

例 如 ，根 據 使 徒 行 傳 第 二 章 ，說 其 他 的 語 言 （第 4 、6 節 ）被歸類 
在 「預 言 」的 項 目 之 下 （第 1 7 、1 8 節 ） 。這詞語廣泛的語意範圍 

可 以 包 括 幾 種 說 話 的 行 動 ，因 此 至 少 在 理 論 上 ，在保羅的書信中 
有 不 同 預 言 種 類 的 可 能 。格 魯 登 將 舊 約 聖 經 的 預 言 與 新 約 聖 經 的  
先 知 作 對 比 ，這 作 法 主 導 他 對 這 段 經 文 的 解 釋 ，但這是 過 度 簡 化  
的 。舊 約 聖 經 記 載 了 先 知 「學 校 」的 存 在 • 但 這 不 表 示 在 某 一 特  
定 「學 校 」裏 的 每 一 個 人 都 享 有 如 以 賽 亞 或 以 西 結 般 的 地 位 。
「不 存 在 一 個 單 一 的 、模 式 化 的 舊 約 聖 經 預 言 ，也沒有另一個模 

式 化 的 新 約 聖 經 預 言 。」29

因 此 ，持 平 而 論 ，我 們 認 為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是 使 徒 和 先 知 雙 方
( 參 ：三 5 ) 。如 果 哥 林 多 前 書 第 十 二 到 十 四 章 裏 的 預 言 詞 組 可  

以 指 必 須 仔 細 查 驗 的 預 言 （參 ：林 前 十 四 2 9 ) ，這就假定它們可 
能 「在 品 質 上 有 摻 雜 ，必 須 把 麥 子 從 稗 子 中 分 別 出 來 」 ，3° 那  
麼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0 節 （和 三 5 ) ，先 知 與 使 徒 連 結 ，與他們 
同 享 一 個 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所 未 有 的 角 色 。就 這 詞 組 的 語 意 範  

圍 來 說 是 有 此 可 能 。先 知 與 使 徒 一 起 ，都 是 首 批 領 受 並 傳 揚 神 在  
基 督 裏 啟 示 的 人 ，是 有 權 威 的 。如 果 「使 徒 」和 「先 知 」這兩個

言 * 注意 C. M . Robeck, ‘ Prophecy，Prophesying’，DPL, 755—62 * 及 

所引用的進一步文獻。
28 參 D. E. Aune, Prophecy ；和 C. Forbes, Prophecy and Inspired Speech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Its Hellenistic Environment (T tib ingen: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1995), 1 8 8 -2 5 0 。

29 卡 森 著 ， 《聖靈的大能 > ，176 頁 （= D .  A. Carson, Showing the 
Sp irit， 9 8 ) 即如此主張。

30 M . Turner, ‘ S p iritua l G ifts  Then and N ow ’，Vox Evangelica 15 (1985), 

7 - 6 4 ，特 別是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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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 2 )
3 .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2)

名 詞 前 面 的 單 一 冠 詞 不 是 指 身 分 上 的 等 同 ，那 麼 它 就 可 能 聚 焦 在  
某 種 合 一 上 。 「使 徒 和 基 督 徒 先 知 二 者 ，都 被 視 為 神 向 他 們 顯 示  
福 音 啟 示 的 人 ，」31他 們 也 是 首 批 傳 揚 它 的 人 》因 此 ，說這些外 

邦 信 徒 是 建 立 在 使 徒 和 先 知 上 面 ，就 是 說 他 們 之 所 以 成 為 神 百 姓  
的 成 員 ，乃 是 基 於 出 乎 神 啟 示 的 規 範 性 教 導 。32他們有 合 法 的 根  
基 ，無 人 能 質 疑 他 們 在 神 的 新 群 體 裏 的 成 員 資 格 。

意 義 甚 至 更 為 深 遠 的 事 實 是 ，這 些 讀 者 們 已 經 被 建 造 在 基 督  
上 ，因 為 只 有 祂 （注 意 這 強 調 用 法 的自己）是房角石。因為祂是 
根 基 ，使 徒 和 先 知 沒 有 取 代 祂 。實 際 上 ，本 節 最 後 面 的 獨 立 所 有  
格 結 構 ，是 用 來 區 分 基 督 與 使 徒 和 先 知 、以 及 那 些 被 建 造 在 這 根  
基 上 的 人 ；這 子 句 使 人 注 意 到 祂 的 地 位 和 特 別 的 功 能 。33至於此 
處 所 用 不 尋 常 的 字 眼 ，34究 竟 是 指 這 建 築 物 奠 基 的 石 頭 （就是房 

角 石 ） ，或 是 這 宏 偉 建 築 最 高 處 的 石 頭 ，在 目 前 新 約 聖 經 學 術 界  
裏 有 不 同 看 法 。主 張 後 者 的 說 法 是 ，撇 開 新 約 聖 經 之 外 的 證 據 不  
談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其 他 地 方 賦 於 基 督 的 崇 高 地 位 （參 ：一 2 0 〜 
2 3 ，二 6 ，四 8 〜 1 0 ) ，以及祂那相對於這建築其他部分的特殊位 

置 ，都 指 向 祂 是 這 建 築 物 最 高 處 的 石 頭 。35但 是 ，許 多被用來支

31 K. O. Sandnes, Paul, 2 3 5 -3 6 。

32 如麥克維（R. J. M cK e lvey, The New Temple, 113) 形容的 ’「歷史性 

基督教的基石。j

33 vOvto? dKpoytuviaiou auToO XpiaToO ’ Ir|(joO (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 

石 」） 。

34 希腿文 dKpoyomalos。

3 5 注意林康對這些論據所作的概述（L in co ln , 154-55 ) 。《辛馬庫譯 

本》 （S y m m a c h u s )的詩篇一一八篇 2 2 節 ，《七十士譯本> 的列王 

紀下二十五章1 7節 ，希坡律陀（H ip p o ly tu s )，特土良，和 《所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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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進 （_  3〜三 21 )

持 這 解 釋 的 聖 經 以 外 的 材 料 ，它 們 的 年 代 都 相 當 晚 ，而就緊鄰的 
上 下 文 來 看 ，房 角 石 的 意 象 更 合 情 理 ，特 別 是 鑑 於 基 督 與 眾 使 徒  
的 關 係 ，以 及 一 個 繼 續 擴 大 且 尚 未 完 成 的 建 築 物 的 圖 案 。就尊貴 
和 時 間 來 看 ，把 這 意 象 理 解 為 房 角 石 ，會 增 強 、而非減弱本信裏 
賦 於 基 督 的 超 越 地 位 （見 下 文 ） 。36

以 賽 亞 書 二 十 八 章 1 6 節 對 於 這 解 經 的 結 論 來 說 很 重 要 。耶利 
米 亞 （Jo ach im  J e r e m ia s ) 說 此 處 所 著 眼 的 不 是 這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 

林康 37認 為 《七 十 士 譯 本 》的 以 賽 亞 書 二 十 八 章 1 6 節 的 使 用 ，和 

哥 林 多 前 書 三 章 1 1 節 基 督 論 的 意 象 ，不同於以弗所書作者在其他 
地 方 的 觀 點 。但 我 們 不 贊 同 他 們 的 觀 點 。我 們 應 當 透 過 舊 約 聖 經  
這 處 經 文 來 理 解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0 節 。前 者 是 這 詞 彙 在 《七十士譯 
本 》裏 的 唯 一 出 處 ，38和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的 經 文 一 樣 ，那裏將它與 

「根 基 」一 詞 並 列 。毫 無 疑 問 ，希 伯 來 原 文 和 大 幅 強 化 這 點 的  
《七 十 士 譯 本 》 ，都 著 眼 於 建 築 物 底 部 的 房 角 石 。39「我在錫安 

放 … … 作 為 根 基 … … 是 穩 固 根 基 … … 房 角 石 」 ，這個表 達 方 式 反

遺訓》 （Testament o f Solomon ； 第二或第三世紀）裏的證據’ 都被提 
出來支持「這宏偉建築的頂端石頭」的意思。

36 Best, 2 8 6 ，他認為無法確定此處所指究竟是房角石或頂石• 但仍然根 
據前後文下結語，說 作 者 「希望將這建築物裏的一個位置歸給基督， 
那是有別於使徒和先知所有的，而且較他們的位置更為重要」 》

37 L in co ln , 1 5 5 。

3 8 在古典希臘文文獻裏沒有這字。
39 R. J. M cK e lvey, The New Temple, 201 評論道：「將 dKpoyomalc^ 與 

GefieAiov並 列 ，加上重複di; tA Oe^Aia , 毫無疑問地表示，所想到的是 
建 築 物 的 底 部 」 。在 昆蘭的猶太人以及眾拉比也如此相信（2 01 - 
2 ) 。也要注意 H. M e 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144-52 的詳細論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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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
3.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2 )

映 當 前 的 建 築 方 式 ，以 安 放 房 角 石 為 開 始 奠 立 根 基 的 標 記 （參 ： 
耶五^^一  26 ；伯 三 十 八 6 ) ，然後建造者才能用它來決定建築物 

的 「位 置 」和 線 條 。
所 以 ，保 羅 似 乎 要 表 達 下 列 各 點 ：基 督 就 是 這 重 要 的 房 角  

石 ，建 築 物 是 在 祂 上 面 建 造 的 。根 基 和 上 部 結 構 裏 所 有 石 頭 的 位  
置 都 決 定 於 祂 。祂 是 「根 基 的 其 餘 部 分 由 此 沿 著 規 劃 的 牆 線 向 外  
被 建 造 」的 那 位 。因 此 ，聖 殿 是 從 在 基 督 裏 所 賜 的 啟 示 ，向外和 
向 上 建 造 的 ，有 使 徒 和 先 知 詳 細 說 明 並 解 釋 這 奧 秘 ，就是聖靈已 
經 使 他 們 知 道 的 （三 4 〜 1 1 ，特 別 是 第 5 節 ） 。 「但一切都建於 

基 督 之 上 ，由 基 督 支 持 ，建 築 物 繼 續 施 工 的 位 置 和 形 狀 也 是 由 基  
督 這 房 角 石 決 定 的 。」4°

二 2 1 〜2 2 . 第 11〜2 2 節這個長段落以兩個平行的關係子句 
結 束 （第 2 1 、2 2 節 ） ，41 二 者 都 以 「在 祂 裏 面 」 （《和 合 本 》作 

「靠 祂 」 ）開始—— 顯 然 是 指 基 督 耶 穌 為 房 角 石 。這 些 平 行 句 子  
詳 述 了 祂 對 這 建 築 物 的 合 一 、以 及 它 成 為 在 主 裏 的 聖 殿 的 重 要 意  
義 （第 2 1 節 ） ，並且使人注意到保羅的外邦讀者們在神的這個居 
所 中 所 佔 的 位 置 （第 2 2 節 ） 。一 直 要 到 第 2 2 節 ，思路才到了它

40 滕 納 ，1290—91 頁 =  Turner, 1232—3 3 。參 Schnackenburg，124 °

4 1 第 2 1 、 2 2 節都以 b  (5 ( 「在祂裏面」）開 始 ，這回頭指向第2 0 節的 
「基督耶穌」 。SuvapnoAoYouMvri ( 「聯絡得合式」 ，第 2 1 節 ）和 

auvdKoSo^laee ( 「你們同被建造」 ，第 2 2 節 ）這兩個動詞是平行 
的 ，後者特別令人注意到讀者們在神居所中的位置，而這建造過程的 
目的 d s  va6v fiyiov ( 「成為聖殿」 ，第 21 節 ）與 e l; kotoiktittipiov toO 

0£oO ( 「成為神… …居住的所在」 ，第 2 2 節 ）為同義。最 後 ，修飾的 
片 語 iv  KUPh  ( 「在主裏」 ，第 2 1 節 《呂振中譯本》 ；《和合本》作 
「主的」) 與 匕 TTVEWcm ( 「在聖靈裏/ 藉著聖靈」 ，第 2 2 節 ）相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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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結 尾 ，並 且 完 成 了 這 個 以 談 到 讀 者 們 與 基 督 和 祂 聖 約 之 民 分 隔  
開 始 的 段 落 （第 1 1 、1 2 節 ） 。基督在這建築物一 也就是這新群 

體—— 目 前 的 建 造 中 所 扮 演 的 中 心 角 色 ，與 祂 帶 來 和 睦 （ 「在祂 
自 己 身 上 」 ，第 1 6 節 《呂振中譯本》附 註 ） 、並使眾人得以來到 
神 面 前 （「藉 著 祂 」 ，第 1 8 節 ）的 角 色 相 呼 應 。這 裏 所 強 調 的 ， 

是 祂 在 關 乎 教 會 的 合 一 及 成 長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地 位 ：在這節經文的 
開 始 談 到 祂 ， 「在 祂 裏 面 」 ，而 結 尾 的 片 語 「在 主 裏 」 （ 《呂振 
中 譯 本 》 ）再 次 提 到 基 督 （而非 神 ） 。這 建 築 物 只 有 在 與 祂 相 連  
時 才 得 運 作 。

二 21 . 儘 管 有 希 臘 文 文 本 上 的 難 題，42最好的讀法是像大多 
數 中 英 文 聖 經 譯 本 一 樣 ，把 這 子 句 的 主 詞 翻 譯 為 「這建築物的全 
部 」或 「這 整 棟 建 築 物 」 （ 《和 合 本 》小 字 「全 房 」） 。使徒不 
是 在 談 「每 一 個 建 築 物 」 （ 《和 合 本 》 「各 房 」） ，43指每一個 
地 方 性 的 教 會 ，說 他 們 像 被 連 結 的 各 部 分 ，構 成 一 個 普 世 或 大 公  
教 會 。這 在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裏 說 不 通 。他 用 「建 築 物 / 房 」 ，也不

4 2 無 定 冠 詞 的 Tiacra oiKoSojin是比較難解的讀法，雖然支持的抄本證據 
( N* B D  F G 及大多數的抄本）強過異讀 iracra i*| oIkoSo^ii ( S 1 A C P 

及少數的小草體抄本） 。前者可能被認為是表示「每一個建築物」 • 

因此在後來的眾抄本裏可能就加入這個冠詞，表 示 「這整棟建築 
物 」 。但 i t a o c t  o i K o S o n n 應當被視為希伯來語法（意 思 是 「每一個建築 
物 」) ，它影響了通用期希滕文的用法（參 ：太二 3 ，三 15 ; 徒二
36 ；羅H" — 26 ；參 BDF § 2 7 5 [4 ]及其他） 。

4 3 主張如此翻譯 iraoot oiKoSoM̂ 這詞語的人，認為這個「在主裏的聖殿」 
就像猶太人的聖殿一樣，裏面有許多建築、房 間 、和各部分，構成這 
「整 個 聖 殿 」 。米 頓 （M itto n , 115 ) 在 文 法 上 偏 向 用 「每一個結 

構 」 • 使它具有隨喻性，而非字面的意思，把 各 「部分」當作構成這 
一個普世或大公教會的地方性教會。參 M eyer, 146, 1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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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二 11〜22 )
3 .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2 )

是 指 「造 就 」或 「建 立 」44的 過 程 （後 面 的 四 1 2 、1 6 、2 9 才是這 

個 語 意 ） 。實 際 上 • 「這 建 築 物 的 全 部 」是 指 整 個 建 築 物 —— 房 
角 石 、根 基 、和上層結構—— 一 起 構 成 整 體 》

在 這 句 子 裏 ，混 合 著 建 造 以 及 生 機 體 的 意 象 ，就 是這整個結 
構 「聯 絡 得 合 式 」和 「長 」成 為 在 主 裏 的 聖 殿 。房角石聯合整個 
建 築 物 ， 「因 為 就 生 機 體 和 結 構 上 說 ，它 們 都 是 相 連 的 》」所以 

說 這 建 築 物 聯 絡 得 合 式 ，就 不 只 是 說 一 塊 石 頭 與 另 一 塊 聯 合 • 也 
是 指 整 個 結 構 與 房 角 石 聯 合 （並 且 在 它 裏 面 ） 。45這兩個動詞也 
一 同 出 現 在 四 章 1 5 、1 6 節 * 它 們 聚 焦 在 持 續 過 程 的 觀 念 上 。那裏 

也 有 類 似 的 混 合 隱 喻 ，說 到 身 體 「聯 絡 得 合 式 」 ，並且從元首基 
督 被 「建 立 」 。

將 組 成 神 的 這 個 新 群 體 整 個 結 構 的 各 部 分 聯 絡 起 來 ，是個持 
續 性 的 活 動 。這 建 築 物 仍 然 在 建 造 之 中 （參 ：林 前 三 6 、7 ; 林後 
九 1 0 ) ，這 是 以 另 一 種 方 式 ，說 神 的 這 個 新 群 體 正 在 成 長 中 ，步 

向 它 最 終 的 目 標 ，就 是 聖 潔 ，這 目 標 不 僅 是 個 人 性 或 個 別 性 ，在 
目 前 的 文 脈 裏 也 必 定 是 群 體 性 的 。46另 一 方 面 ，說這建 築 物 在 建  
造 中 • 要 長 成 在 主 裏 的 聖 殿 ，並 非 暗 示 唯 有 在 最 後 那 日 ，當這建 
築 物 完 工 時 ，神 之 內 住 於 聖 殿 才 會 實 現 。即 使 祂 的 殿 仍 在 增 長 ， 
神 卻 已 經 居 住 在 其 中 了 。這 新 建 築 的 特 質 來 自 居 於 其 中 的 神 • 就 
是 說 ，它 是 聖 潔 的 。

44 Robinson, 70，165強調建築的過程* 認為這片語的意思是「所有被建 
造的」 ，也就是正在被建造的，不是完工的產物，而是正進行中的建 
造 。關於oIkoSoM的不同語意，見 B A G D ，558, 5 5 9 。

45 R. J. M cK e lvey , The New Temple, 1 1 6 。

4 6 兩個以o u v -為前綴的動詞說明了這點：auvapnoAoYOuMvti ( 「聯絡得合 
式 」）和 ouvoiKoSopeloGe ( 「同被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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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在 保 羅 較 早 的 書 信 中 ，以 隱 喻 性 的 方 式 ，用 。神 的 殿 」47這 
意 象 來 指 在 哥 林 多 當 地 的 會 眾 （林 前 三 1 6 〜 1 7 ) ，以 及 地方教 

會 ，和 包 括 保 羅 在 內 的 其 他 基 督 徒 （ 「我 們 是 永 生 神 的 殿 」 ，林 
後 六 1 6 ) ，神 藉 著 祂 的 聖 靈 居 住 在 他 們 當 中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1 

節 這 裏 ，這 「在 主 裏 的 聖 殿 」不 是 大 多 數 人 所 說 的 「普 世 教  
會 」 。而 是 說 ，神 的 這 個 居 所 是 個 在 天 上 的 實 體 。信徒們因為與 
他 們 那 位 復 活 和 升 天 的 主 聯 合 ，就 已 經 與 基 督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了  
(二  4 〜6 ) 。因 為 「與 聖 徒 同 國 」 （二 19 ; 參 ：腓 三 2 0 ) ，這 

些 外 邦 讀 者 們 也 是 這 天 上 城 市 的 成 員 。48藉 著 基 督 的 和 好 工 作 ， 
他 們 得 以 進 到 在 天 上 的 「父 」面 前 （二 1 8 ) 。根據舊約聖經的預 

言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將 是 列 國 在 末 世 前 來 敬 拜 永 生 神 、向祂禱告的 
所 在 （賽 六 十 六 18〜20 ；參 ：賽二  1〜5 ；彌 四 1〜5 ) 。49這裏 

聖 殿 的 意 象 當 被 視 為 這 些 應 許 的 實 現 。現 在 藉 著 基 督 ，外邦人被 
帶 來 親 近 神 ，他 們 與 猶 太 人 一 同 成 為 新 的 聖 殿 ，就是神的同在所 
居 住 之 處 。

談 到 這 聖 殿 的 屬 天 特 質 ，並 非 否 定 它 的 成 員 （或 「石 頭 」 ） 
在 地 上 存 活 的 事 實 ；就 像 保 羅 雖 說 歌 羅 西 人 已 經 與 基 督 一 同 復  
活 ，他 們 的 生 命 與 祂 一 同 藏 在 神 裏 面 （西 三 1〜4 ) ，卻不表示他

47 希臘文 vadi; Syioi；。

48 「說信徒們已經是那聖殿城市的公民，就是說他們現在（與基督聯 
合 ）就有分於那在天上的城市裏，它最後將被啟示出來，取代一切我 
們所知關乎這個世代的實際」 （M. Turner, ‘ M iss io n ’ ，145 • 強調字 
體為原作者標示；參 P. T. O ’ Brien, ‘ E n tity ’ ，88-105 ) 。

4 9 猶太教主要期待的，是在要來世代中的耶路撒冷裏，那座在天上的聖 
殿 。猶太教中已經有些部分認為• 神的百姓將成為神的神聖居所。在 
昆蘭文獻裏，世上的選民與天上居民之間的連結，是聖殿意象中不可 
少的部分（《社群守則》1 1 : 7 , 8 ) 。參 L in c o ln ，156，1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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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 (二 11〜22 )
3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二 19〜22)

們 在 這 「地 上 」就 沒 有 整 體 和 共 同 的 責 任 一 樣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5 

節 〜 四 章 6 節 全 面 又 廣 泛 的 勸 勉 ，說明那屬天生活所牽涉到的某 
些 部 分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2 節 這 平 行 句 子 裏 ，使 徒 將 聲 稱 • 這聖 

殿 的 成 員 身 分 表 示 在 此 地 此 時 就 被 神 的 靈 內 住 ，而以弗所書四〜 
六 章 的 勸 勉 材 料 ，則 把 讀 者 們 引 導 到 他 們 身 為 那 靥 天 群 體 的 成 員  
所 當 負 的 責 任 。M

二 2 2 . 在 第 二 個 平 行 子 句 裏 （參 ：第 2 1 節 ） • 注意力聚焦 

在 這 些 外 邦 讀 者 們 在 神 的 這 個 居 所 中 的 位 置 （第 2 2 節 ） • 使這論 
述 達 到 它 的 巔 峰 。保 羅 直 接 對 他 們 講 話 （你 們 也 ） ，告 訴 他 們 ， 
在 他 們 與 基 督 的 聯 合 中 ，他 們 也 和 猶 太 基 督 徒 一 起 ，如 活 石 般  
( 參 ：彼前二  5 ) 被 建 造 成 為 這 天 上 的 殿 _ 就是神 藉 著 祂 的 聖 靈  

居 住 的 所 在 。
這 些 讀 者 們 景 況 的 改 變 是 何 等 的 大 。他 們 過 去 與 彌 赛 亞 隔  

絕 ，在 聖 約 群 體 以 外 ，沒 有 神 ，也 沒 有 指 望 （第 1 1 、1 2 節 ） •.相 

較 之 下 ，他 們 現 在 正 被 建 造 成 為 神 自 己 的 居 所 。保羅似乎要強調 
這 劇 烈 的 改 變 ，在 本 段 的 開 頭 和 結 尾 都 使 用 首 尾 呼 應 的 你 們 ，以 
及 「在 肉 體 裏 」 （第 1 1 節 ）和 「在 聖 靈 裏 」 （第 1 9 節 ）這兩個 

相 對 的 範 疇 。
在 主 裏 的 聖 殿 （第 2 1 節 ）和 神 藉 著 聖 理 居 住 的 所 在 （第 22

節 ）這 兩 個 詞 語 ，是 對 同 一 事 物 所 作 的 平 行 描 述 。51後 者 ， 「居

5 0 因 此 ’ 戈 登 • 費 依 在 他 的 近 作 裏 （Gordon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89 ) 所表達的關切 * 就是解釋這段普世教會的經文（他稱 
之 為 「雲般的實體」） ，而不將它聯繫到地方教會，這作法是適切 
的 。如果我們認為這聖殿是個天上的實體，而 非 「普世教會」 ，費依 
的關注就再適合不過了。

51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155，156 ; 和 R. J. M cK e lvey, The 

New Temple， 1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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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住 的 所 在 」 52 ( k a t o ik e t e r io n )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被 大 量 用 來 指 神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裏 （王 上 八 1 3 ) 、和 祂 在 天 上 的 居 所 （王上八 
3 9 、4 3 、4 9 )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二 章 這 裏 ，這 殿 是 神 在 天 上 的 家 ， 

祂 的 居 所 。但 這 殿 也 是 祂 的 百 姓 ，祂 藉 著 聖 靈 住 在 他 們 中 間 。地 
上 的 信 徒 ，就 是 這 封 巡 迴 書 信 的 受 信 人 ，在 復 活 主 的 靈 裏 ，也藉 
著 祂 ，與 天 上 的 範 疇 有 了 連 結 。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1 0 節 怎 樣 提 醒 了 這 些 外 邦 基 督 徒 讀 者 們 ， 

在 他 們 景 況 中 發 生 的 巨 大 變 革 ，這 裏 也 照 樣 提 醒 他 們 ，他們身為 
神 的 新 群 體 的 優 越 地 位 ，應 能 激 勵 他 們 向 神 有 深 刻 的 感 謝 態 度 ， 
並 且 願 意 領 受 他 們 成 為 在 基 督 裏 新 造 的 人 所 牽 涉 的 一 切 。他們受 
到 提 醒 ，基 督 在 這 個 新 人 裏 使 他 們 與 神 、也 與 猶 太 信 徒 和 好 ，因 
此 他 們 成 為 神 家 中 的 親 密 成 員 ，在 神 藉 著 祂 的 聖 靈 居 住 的 建 築 物  
和 聖 殿 中 有 優 越 的 地 位 。在 第 11〜2 2 節 裏 ，使徒說明這些外邦基 

督 徒 藉 著 基 督 成 就 的 和 睦 工 作 而 得 進 入 的 優 越 地 位 （第 1 4 〜 18 

節 ） ，這 是 為 以 弗 所 書 第 三 章 作 預 備 。在 緊 接 的 長 篇 插 入 語 中  
( 三 1〜 1 3 ) ，保 羅 把 他 那 特 別 的 、神 所 賜 的 角 色 描 述 為 領 受 、 

並 且 傳 揚 這 奧 秘 ，就 是 他 們 和 其 他 外 邦 信 徒 被 包 括 在 神 的 百 姓  
中 。此 外 ，保 羅 的 代 求 禱 告 （第 14〜 1 9 節 ）是要他們裏面的人被 
神 的 靈 堅 固 ，以 致 能 更 充 分 地 認 識 基 督 的 愛 ，並 被 充 滿 而 達 到 神  
一 切 的 豐 滿 ，這 禱 告 的 最 終 目 的 • 是 要 他 們 得 力 ，盡好他們在神 
旨 意 中 的 角 色 。

52 希滕文 KaTOiKiyn^piov ( 參 Louw  and N ida, §85.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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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五 、神的奥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1〜13 )
1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祈 

禱 （此句是對照十四節所加）。2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 

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3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 

略略寫過的。4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5這奥秘 

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祂的聖使徒和先 

知一樣。6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襄，藉著福音，得以同為 

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7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神的恩 

賜 ，這恩賜是照祂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8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 

的還小，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 

邦人，9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奥 

秘是如何安排的，10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 

知神百般的智慧。11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 

定的旨意。12我們因信耶穌，就在祂裏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 

到神面前。13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 

原是你們的榮耀。

保 羅 用 因 此 開 始 他 的 代 求 禱 告 （第 1節 ） ，但卻又幾乎馬上岔 
開 話 題 ，為 要 交 代 他 在 外 邦 人 中 那 個 特 殊 的 事 工 ，和它在神所啟 
示 給 他 的 奧 秘 中 的 地 位 。一 直 到 第 14節 才 又 繼 續 他 的 禱 告 ，那裏 
重 複 了 開 頭 的 字 眼 因 此 * 他 也 清 楚 地 說 出 他 祈 求 的 內 容 （第 1 4〜 
19節 ） 。所 以 ，就 著 句 法 上 說 ，這 個 段 落 是 在 一 個 代 求 禱 告 裏 的  

題 外 話 。
但 第 1〜 13節 又 同 時 與 前 一 個 段 落 有 許 多 主 題 上 的 關 聯 ，那段 

落 論 及 保 羅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被 納 入 基 督 和 祂 的 新 群 體 之 中 （二 1 1 〜 
2 2 ，特 別 是 第 1 9 〜2 2 節 ） 。實 際 上 , 使 徒 的 外 邦 人 事 工 之 有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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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劊造（一 3〜三21 )

能 ，全 是 因 為 基 督 的 和 好 工 作 創 造 了 一 個 新 人 類  > 使猶太人和外 
邦 人 都 與 神 和 好 （二 1 5 、1 6 ) 。所 以 ，在 第 1節裏明白地稱讀者們 
為 你 們 外 邦 人 （參 ：二 1 1 ) ，而 第 5節 則 提 到 聖 使 徒 和 先 知 （參 ： 
二 2 0 ) 。有 三 個 以 「同 」開 始 的 詞 語 ，描 述 外 邦 基 督 徒 現 今 的 身  
分 （第6 節 ；參 ：二 1 9 ) ，和 他 們 有 分 於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的 應 許 （第 
6節 ；參 ：二 1 2 ) 。最 後 ，本段也提到外邦基督徒如今也有來到父 
面 前 的 自 由 （第 12節 ；參 ：二 1 8 ) 。因 此 ，這個新段落強化了前 

面 所 閫 述 的 觀 念 ，但 現 在 是 從 它 們 與 保 羅 的 關 係 來 論 述 的 ，後者 
是 把 這 奧 秘 傳 給 外 邦 人 的 傳 揚 者 。第 13節 回 到 開 頭 所 說 的 話 （第 1 

節 ） ，關 於 保 羅 為 外 邦 人 的 緣 故 忍 受 患 難（成 了 為耶穌基督被囚 
的 ） ，並 繼 續 引 到 第 1 4〜 19節 的 代 求 禱 告 。因為他們如今在神的 

救 恩 計 劃 裏 有 分 ，也 享 有 特 別 的 權 益 ，成 為 祂 的 新 聖 殿 的 一 部  
分 ，保 羅 的 禱 告 是 ，即 使 面 對 各 樣 的 抵 擋 ，他 們 仍 能 得 著 力 量 ， 

像 主 耶 穌 基 督 一 樣 去 愛 人 （其 中 細 節 在 第 四 〜 六 章 清 楚 說 明 ） 。
在 三 章 1〜 13節 裏 有 幾 個 重 要 的 主 題 ，與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4 〜 

2 8 節 非 常 相 似 。1在 以 弗 所 書 裏 ，這些平行經文的次序與在歌羅西 

書 裏 的 相 同 。如 保 羅 的 介 紹 （西一23 ；弗 三 1 ) 、他 的 受 苦 （西一 
24 ；弗 三 1 ，參 ••第 13節 ） 、所 賜 給 他 的 恩 典 或 職 分 （西 一 25 ； 
弗 三 2 ) 、奧 秘 的 啟 示 （西 一 26 ; 弗 三 5 ) 、它 的 內 容 （西 一 2 7 ;  

弗 三 6 ) 、以 及 把 這 奧 秘 傳 揚 給 外 邦 人 （西 一 28 ; 弗 三 8 )  •這 些  

都 是 構 成 這 兩 段 經 文 中 心 的 非 常 重 要 的 主 題 。但 它 們 同時又有稍 
微 不 同 的 重 點 ，部 分 原 因 是 各 書 信 不 同 的 寫 作 背 景 ，和保羅寫作

! 有關的詳細分析’ 見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t, 1 6 0 -7 1 。但是 
沒有必要像梅克聯和其他人，基於這些類似之處，就下結論說以弗所 
書並非保羅所著（見 〈導論〉中 「保羅的畫像」部 分 的 討 論 • 100- 
105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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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的 目 的 。他 蒙 召 為 外 邦 人 的 宣 教 士 ，在 歌 羅 西 書 裏 不 如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那 樣 明 確 （三 8 ) ，在 後 者 ，他說自己是為外邦人的緣故作了 

基 督 耶 穌 的 囚 徒 ，他 傳 講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乃 是 針 對 他 們 。 
另 一 方 面 ，以 弗 所 書 中 絲 毫 未 提 保 羅 要 補 滿 基 督 患 難 的 缺 欠 （西 
一 2 4 ) 。此 外 ，使 徒 講 道 的 目 的 也 以 某 些 不 同 的 方 式 表 達 ：保羅 

在 歌 羅 西 書 公 開 傳 講 基 督 是 主 ，這 包 含 大 量 的 教 導 和 勸 戒 ，目的 
是 「要 把 各 人 在 基 督 裏 完 完 全 全 地 引 到 神 面 前 」 （一 2 8 ) ，而他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的 使 命 則 是 「把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傳 給 外 邦 人 」 

( 第 8節 ） ，另 外 ，第 二 個 要 素 是 ，使 眾 人 都 明 白 這 ……奧秘是如 
何 安 排 的 （第 9節 ） 。最 後 ，在 歌 羅 西 書 中 關 乎 這 「奧 秘 」的語句 

( 一 2 5 〜2 7 ) ，比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4 〜8 節 裏 對 這 重 要 題 目 的 長 篇 、 

又 富 含 深 意 的 討 論 更 為 簡 短 。
這 題 外 話 緊 接 在 代 求 之 後 ，是 在 第 1節 裏 岔 出 的 ，它包含三個 

句 子 ，兩 個 長 句 （第 2 〜 7 、8 〜 12節 ） ，和 最 後 的 一 個 短 句 （第 
13節 ） 。 第 2 〜7 節 說 到 神 的 恩 典 體 現 在 福 音 中 ，它聚焦在如今被 

顯 明 的 奧 秘 上 ，就 是 外 邦 人 也 有 分 於 其 中 的 。第 8 〜 12節談到保羅 

傳 揚 在 神 永 恆 計 劃 裏 的 奧 秘 ，以 及 教 會 在 神 對 宇 宙 的 旨 意 中 的 角  
色 。 因 此 ，這 令 人 想 到 前 面 在 一 章 9 〜 10節 裏 提 到 的 奧 秘 》第 2 〜 

12節 的 內 容 說 明 並 解 釋 了 第 1節 裏 保 羅 的 舉 動 。本 段 最 後 的 字 句  
( 第 13節 ）指 他 受 苦 的 觀 念 ，這 是 在 第 1節 裏 的 分 岔 點 ，也為本段 

畫 上 完 美 的 句 點 。2 這插入語的目的是要加強作者與讀者們之間的 
關 係 。保 羅 說 自 己 是 那 將 要 為 他 們 再 次 禱 告 的 人 。他也提到他為 
了 他 們 外 邦 人 而 成 為 基 督 耶 穌 被 囚 的 （第 1節 ） 。神已派定他把這 
奧 秘 向 他 們 顯 明 ’ 因 此 他 為 他 們 經 歷 患 難 （第 1 、13節 ） 。同 時 ’ 

保 羅 詳 細 說 明 他 們 身 為 外 邦 信 徒 的 新 身 分 ，乃 是 與 猶 太 人 一 同 分

2 見 C. C . C a ra g o u n is , M ysterio n ^  7 2 - 7 4 。

391



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享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的 應 許 （第6 節 ） 。因 此 ，本 段 確 定 並 解 釋 了 「為 

你 們 外 邦 人 作 了 基 督 耶 穌 被 囚 的 」 （第 1節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並繼 
續 引 到 第 1 4 〜 1 9節 的 禱 告 ，在 那 裏 為 他 們 代 求 的 就 是 他 們 的 使  

徒 • 為 他 們 受 患 難 的 那 位 》3

3 注意 C. C . C a ra g o u n is , M y ste r io n ， 5 5 -5 6  的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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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開始代求的禧告（三1)

三 1 . 保 羅 簡 短 地 開 始 他 的 代 求 禱 告 。本 節 以 不 尋 常 的 表 原  
因 的 連 結 語 因 此 開 始 （參 ：第 1 4 節 ；多一 5 ) ，它提供了與二章 
11〜2 2 節 的 連 結 ，特 別 是 第 19〜2 2 節 ，那 裏 將 第 11〜 1 8 節作了 

摘 要 ，並 說 出 它 的 結 果 》因 此 * 使 徒 將 要 為 他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禱  
告 ，他 們 現 在 成 為 這 個 新 聖 殿 的 一 部 分 ，神 藉 著 祂 的 靈 居 住 在 其  
中 。但 是 ，這 禱 告 幾 乎 馬 上 就 被 打 斷 了 。這 句 子 尚 未 完 成 ，只有 
強 調 性 的 指 稱 我 保 羅 和 提 到 他 為 你 們 外 邦 人 作 了 基 督 耶 穌 被 囚  
的 。這 些 都 是 作 為 接 下 來 對 使 徒 特 殊 事 工 敘 述 的 基 礎 。

我 保 羅 這 個 詞 語 在 使 徒 書 信 中 出 現 少 數 幾 次 ，表示特別的強 
調 。1 就 像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3 節 裏 一 樣 ，它在這裏是強調他傳福 
音 給 外 邦 人 的 呼 召 ，就 在 這 個 不 平 凡 的 角 色 上 ，他會再次為他的 
讀 者 們 禱 告 。在 這 強 調 性 的 自 稱 上 ，又 加 上 「為 基 督 耶 穌 被 囚  
的 」 ，那 是 當 他 寫 信 給 腓 利 門 （第 1 、9 節 ）和 提 摩 太 （提後一
8 ) ，講 到 他 被 囚 景 況 時 所 用 的 言 語 。他 之 所 以 身 陷 囹 圄 ，是因他 
為 基 督 受 捆 鎖 （參 ：腓一 12〜 1 7 ) ，但是他在這裏所要特別表達 
的 ，在 於 這 全 是 為 你 們 外 邦 人 ，因 為 他 如 今 身 陷 獄 中 ，就是他的 
外 邦 人 使 命 的 直 接 結 果 。他 向 外 邦 人 宣 告 這 脫 離 律 法 的 福 音 ，直 
接 導 致 他 在 耶 路 撒 冷 、凱 撒 利 亞 、和 羅 馬 等 地 的 被 捕 和 監 禁 （比 
較 ：徒 二 ■)̂ 一 1 7〜3 6 及 羅 十 五 1 4〜3 2 ) 。現在他明白地稱他的 

讀 者 們 為 你 們 外 邦 人 （參 ：二 11〜2 2 ) ，他 岔 題 的 目 的 ，是要確

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13 )
1. 保羅開始代求的禱告（三 1 )

1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1 8 節的上下文是，保羅已經用了第一人稱複 
數來講自己和同僚 ’ 他 又 用 「我 ，保羅」 （4 y (in a0AO5) 引入一個個人 
性 的 句 子 。他兩次使用這種表達方式來開始「一個嚴肅的懇求或警 
告 」 （林 後 十 1 ; 加 五 2 ) ，有一次是用來正式承諾要「還清債務」 
(門  19) ; 參 Bruce, 3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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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 的 創 造 （一 3 〜 三 21 )

認 和 解 釋 他 在 將 神 的 奧 秘 傳 給 外 邦 人 一 事 上 的 地 位 ，藉此強化他 
們 與 他 之 間 的 連 結 。



五 、神 的 奧 秘 和 保 羅 的 管 家 職 分 （三 1〜 1 3 )
2 . 保 羅 為 奧 秘 的 管 家 （三 2〜 7 )

2.保羅為奧秘的管家（三2〜7 )

在 保 羅 向 外 邦 人 宣 教 的 文 脈 裏 ，他 談 到 神 所 賜 給 他 的 奇 妙 恩  
典 ，次 數 之 多 令 人 驚 訝 （參 ：加一  1 5〜 1 6 ) 。本 段 中 ，他偏離了 
話 題 ，特 意 以 最 強 的 語 氣 來 強 調 這 恩 典 ：他 不 僅 使 用 「恩 典 」 

( 第 2 、7 、8 節 ）和 「恩 賜 」 （第 7 節 ）等 詞 ，也 三 次 使 用  

「賜 」這 動 詞 （第 2 、7 、8 節 ） ，嚴格 說 來 ，這三次都是不必要 

的 。除 此 以 外 ，這 整 段 聚 焦 在 神 向 保 羅 和 外 邦 人 所 顯 的 恩 慈 上 ， 
他 們 是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的 領 受 者 （第 8 節 ） 。

三 2 . 這 題 外 話 的 開 始 ，諒 必 你 們 曾 聽 見 ，1暗示部分受信人 

並 未 親 身 認 識 保 羅 。如 果 以 弗 所 書 是 一 封 巡 迴 書 信 ，寫給使徒和 
他 的 同 工 們 都 不 認 識 的 小 亞 細 亞 地 區 會 眾 的 話 • 這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若 是 寫 給 在 以 弗 所 的 朋 友 們 ，他 大 概 就 會 寫 「你 們 知 道 」 。2 

讀 者 們 應 該 已 經 聽 到 的 * 是 為 了 外 邦 人 而 賜 給 保 羅 的 「神恩典的 
管 家 職 分 」 （《和 合 本 》作 「關 切 你 們 的 職 分 」） 。

譯 作 「管 家 職 分 」的 字 ，在 此 處 的 意 思 仍 有 爭 議 ，它可以指 
保 羅 身 為 管 家 的 行 動 、神 的 恩 典 所 賜 給 他 的 職 分 、神的計劃以及 
祂 的 經 管 、或 是 這 些 意 思 的 某 種 組 合 。3 這 字 用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指 
的 是 下 列 兩 者 之 一  ：（1 ) 保 羅 執 行 他 的 使 徒 職 分 （林 前 九 17 ；

1 這 句 話 開 始 的 結 構 Y £在新約聖經裏只出現五次（林 後 五 3 ；加三 
4 ；弗 三 2 ，四 21 ; 西一 2 3 )  • 它使前面聲言中隱含的假設明朗化。 
在 這 裏 ，它並非表示懷疑（「假 若 ，你們確實聽到」） ，而是暗示信 
心或確定：「你們一定聽到了。」參 M. E. T h ra ll, Particles, 87，88， 
9 0 。

2 Bruce, 3 1 1 。

3 J. Reumann, 'OIKONOMIA —  Terms in  Paul in  Comparison w ith  

Lucan Heilsgeschichte，, NTS 13 (1966 -67), 1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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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 的 創 造 （一 3〜三 21 )

參 ：四 1 ，那 裏 他 把 自 己 描 述 為神奧秘事的管家之一） ，或 （2 ) 神 
之 經 管 世 界 和 救 恩 （弗一 1 0 ，三 9 ; 參 ：三 2 ) 。4在前者所提到 

的 地 方 • 保 羅 是 個 管 家 （林 前 四 1 ) ，受 託 執 行 一 項 使 命 （林前 
九 1 7 ) ，他 不 能 從 這 神 聖 的 任 務 中 退 出 ，而 是 要 順 服 地 完 成 它 。 

他 是 神 奧 秘 事 的 管 家 （林 前 四 1 ) ，很 自 然 的 ，對他的期許是要 
有 忠 心 （四 2 ; 參 ：路 十 六 2 ) 。在 後 期 的 保 羅 作 品 中 ，重點是在 

神 的 經 管 上 。5 這 詞 出 現 在 保 羅 作 品 中 ，大 多 都 很 靠 近 「奧 秘 」一 
詞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林 前 九 1 7 ) ，這 表 示 後 者 對 於 了 解 「經 管 」的 

意 思 來 說 很 重 要 。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5 節 對 這 詞 來 說 是 個 關 鍵 經 節 ：在保羅文集 

中 ，它 正 處 於 使 用 這 字 的 早 、晚 期 之 間 。在 歌 羅 西 書 的 文 脈 裏 ， 
這 字 似 乎 有 雙 重 的 意 思 ：神 所 經 管 的 計 劃 ，以及使 徒 的 任 務 或 行  
動 ，因 為 使 徒 說 它 「已 經 託 付 我 了 」 。所 以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5 節 
可 以 意 譯 為 ： 「我 照 神 的 計 劃 作 執 事 ，在 關 乎 你 們 的 事 上 ，已經 
受 託 執 行 這 職 分 。」6 在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 0 節 和 三 章 9 節 ，它顯然 

是 有 關 神 的 福 音 計 劃 或 奧 秘 ，加 上 神 的 安 排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2 節 
與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5 節 相 似 ：它 特 別 提 到 所 賜 給 保 羅 的 角 色 ，這顯

4 O. M ich e l, TD NT  5 :151-53; J. Reumann, ‘ OIKONOMIA — Term s ’ ， 
147-67 。

5 這不一定就暗示，在寫先前的書信時• 保羅沒有神的救恩計劃的觀 
念 ；J. Reumann, ‘OIKONOMIA —  Term s’ ，155-66 亦正確地如此主
張 。

6 J. Reumann, ‘ OIKONOMIA —  Term s’ ，163 ； 0  P. T. O ’ B rien , Colos- 

sians, Philemon, 81 。

396



五 、神 的 奧 秘 和 保 羅 的 管 家 職 分 （三 1〜 13 )
2 . 保 羅 為 奧 秘 的 管 家 （三 2 〜 7 )

然 是 指 他 使 人 得 知 這 奧 秘 。根 據 這 觀 點 ，它 的 意 思 並 非 純 粹 指 神  
的 救 恩 計 劃 ，也 指 這 奥 秘 的 實 現 或 安 排 。7

在 三 章 2 節 ，當 保 羅 說 到 「神 恩 典 的 管 家 職 分 」時 ，他所想 

到 的 ，與其說是使徒職分的恩典 8 ( 那 是 在 第 7 節 提 到 ，並 在 第 8 

〜 1 2 節 閫 述 的 ） ，不 如 說 是 「神 的 恩 典 9 在 福 音 裏 被 體 現 和 宣  

揚 」 。1()傳 揚 這 福 音 是 保 羅 的 特 殊 權 益 。顯 然 ，這 兩 者 密 切 相  
關 ，但 就 像 在 加 拉 太 書 第 一 章 ，那 裏 他 首 先 講 到 福 音 的 啟 示 （第 
11〜 1 2 節 ） ，然 後 才 是 他 受 託 付 去 傳 揚 它 （第 15〜 1 7 節 ）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三 章 這 裏 也 一 樣 ，保 羅 首 先 聚 焦 於 神 給 他 的 啟 示 ，就

7 在 一 章 1 0 節 和 三 章 9 節 ，oUovoHiot — 詞特別聚焦於神的作為，但在 
三 章 2 節則是聚焦於保羅的使徒職分》但這不當被看作是不正常的。 

林 康 （L in co ln , 174 ) 即正確地如此主張。參 S chlier, 63，147-48, 

155; J. Reumann, ‘ OIKONOMIA —  Term s，，165 ；和 S. K im , The 

O rigin  of P aul’s Gosp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2)，2 1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9 7 宣 稱 ，三 章 2 節所需的意思是「能帶出作 

者 與 o Ik o v叩i c t 之連結的」 。關於一個不同的進路，見 M i t t o n ， 1 2 0  ； 

和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t, 1 7 4 。

8 這是席 列 爾 （S ch lie r，148 ) 的 解 釋 。參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t, 174 ; 手口 S. K im , O rig in，2 1 - 2 2 。

9 就 句 法 上 說 ，所 賜 給 保 羅 的 ，是 Tffe TOO 0£OU ( 「神的恩
典 」） ，而非 ti^v oiKovoniov ( 「管家的職分」） 。卡拉古尼斯（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9 8 ) 宣 稱 ：o〖Kovo|i(a ( 「管家的職分」) 與 
Xdpig ( 「恩典」) 緊密連結，二者都被賜給使徒。

10 Bruce, 311 和 Best，3 1 3 。注 意 ：斯 托 得 （118 頁 =  S to tt，1 1 5 -1 6 ) 提 
到有兩個密切相關的權益被賜給保羅。 （在福音裏體現的神的恩典在 
使徒行傳二十章 2 4 節 稱 為 「神恩惠的福音」 。）根據這 看 法 ，t 屯 
XOpiTo?是個受詞所有格（大多數解經家亦如此主張） ，或表內容的所 
有 格 （J. Reumann, ‘ OIKONOMIA —  Term s’ ，1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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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 新 人 ：神 的 創 造 （_  3 〜 三 21 )

是 關 於 外 邦 人 有 分 於 救 恩 的 這 個 奧 秘 （第 2 〜7 節 ） > 然後才清楚 
說 明 達 到 這 目 的 的 方 法 ，11就 是 藉 著 他 對 他 們 教 導 這 奧 秘 （第 8 〜 
1 2 節 ） 。神 的 恩 典 不 是 只 為 了 保 羅 的 個 人 益 處 而 被 賜 下 。實際 

上 ，它 是 為 了 外 邦 人 的 緣 故 ，如 接 著 的 為 你 們 （ 《和 合 本 》作 
^ 關 切 你 們 」）所 顯 示 的 。

三 3 . 在 接 下 來 的 字 句 中 ，保 羅 解 釋 並 補 述 第 2 節 的 意 思 ， 

說 他 是 在 這 奧 秘 被 啟 示 給 他 時 ，領 受 了 神 的 恩 典 的 管 家 職 分 。關 
於 奧 秘 這 關 鍵 主 題 ，見 ：一 9 〜 1 0 的 註 釋 。 在 那 裏 ，它指神總括 

一 切 的 旨 意 ，那 旨 意 最 終 的 目 標 就 是 使 天 上 、地 上 、一切所有的 
都 在 基 督 裏 面 同 歸 於 一 。這 裏 則 是 關 於 這 奧 秘 的 比 較 有 限 的 層  
面 ，聚 焦 於 外 邦 人 與 猶 太 人 一 起 被 納 入 基 督 的 身 體 之 內 ，因此就 
有 分 於 神 的 救 恩 。

賜 給 保 羅 的 啟 示 是 發 生 在 往 大 馬 色 的 路 上 ， 「 〔神 〕… …樂 
意 將 祂 兒 子 啟 示 在 我 心 裏 」 （加一  1 2 、1 5 〜 1 6 ) 。12在 這 裏 ， 

《和 合 本 》譯 為 「使 … … 知 道 」的 詞 語 ，原 來 是 被 動 語 態 ，藉此 
表 現 了 神 的 主 導 ，而 「用 啟 示 」這 個 片 語 被 放 在 子 句 的 最 前 面 作  
為 強 調 ，提 供 了 一 個 衡 量 的 標 準 ，指 保 羅 得 以 熟 悉 這 「奧 秘 」的 
根 據 或 基 礎 （參 ：羅 十 六 25 ) 。13這 事 件 本 身 、保羅身為這啟示

11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7 4 。

1 2 凱 爾 德 （Caird, 6 3 - 6 4 ) 宣 稱 ：「藉啟示」並非指基督在保羅往大馬 
色的路上向他顯現 • 而 是 指 「後來經歷到像先知一樣的感動……特別 
是透過感動重新解釋舊約聖經」 。雖然我們不接受凱爾德主張的「後 
來經歷到像先知一樣的感動」 ，但有可能的是• 當保羅因著在往大馬 
色路上藉著「耶穌基督的啟示」而明白這奧秘之後，會很自然地轉向 
聖 經 ，默想那些講到神的奧秘的經文》

13 Korrd後面帶直接受格，可 以 4 旨某事的根據或基礎• 因此就是提供評 
估 標 準 的 事 物 」 ，S. E. Porter, Idioms, 163 ；參 BAG D , 40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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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 的 奧 秘 和 保 羅 的 管 家 職 分 （三 1〜 13 )
2 . 保 羅 為 奧 秘 的 管 家 （三 2 〜7 )

的 領 受 者 、特 別 是 使 他 得 以 熟 悉 這 奧 秘 的 根 據 ，這些都是他希望 
他 的 讀 者 們 注 意 的 。

關 於 這 奧 秘 的 啟 示 ，保 羅 宣 稱 ：正 如 我 以 前 略 略 寫 過 的 。這 
可 能 是 指 讀 者 們 見 過 的 某 種 文 件 。或 許 他 所 指 的 是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5 〜2 7 節 ，因 為 與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2 〜 1 3 節這個較為完整的陳述相 

比 * 使 徒 在 那 裏 「略 略 」講 到 他 的 管 家 職 分 ，以及向外邦 人 展 示  
這 奧 秘 的 內 容 。但 是 ，我 們 不 知 道 這 些 讀 者 們 是 否 看 過 歌 羅 西  
書 。因 此 最 可 能 的 是 ，保 羅 想 到 的 是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9 〜 1 0 節和二 
章 1 1 〜2 2 節 ，特 別 是 第 1 4〜 1 6 節 ，其中提 到 在 基 督 裏 創 造 的  

「一 個 新 人 」 》
三 4 . 所 以 ，他 先 前 所 寫 的 會 成 為 衡 量 的 標 準 ，讀者們藉此 

能 察 驗 他 深 知 基 督 的 奧 秘 。開 頭 的 片 語 ， 「根 據 這 個 」 （ 《和合 
本 》未 譯 ） ，指 第 一 、二 章 所 寫 的 （見 上 文 ） ，介詞表示他們能 
用 來 作 為 判 斷 的 標 準 。14說 到 念 了 ，可 能 著 眼 於 在 會 眾 中 公 開 宣  
讀 這 信 。因 此 ，保 羅 要 他 們 明 白 神 的 「公 開 秘 密 」的 意 義 ，那是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被 揭 示 出 來 了 的 。保 羅 希 望 所 有 基 督 徒 都 擁 有 一 個  
素 質 ，就 是 對 神 的 旨 意 和 奧 秘 能 有 屬 靈 的 領 悟 和 了 解 。為 此 ，他 
曾 為 歌 羅 西 人 禱 告 （一 9 ; 參 ：二 2 ) ，也為他的以弗所讀者們獻 

上 類 似 的 代 求 （參 ：弗一  1 7 ) 。在 目 前 的 文 脈 中 ，深 知 這 奧 秘  
的 ，乃 是 使 徒 自 己 ，但 是 他 渴 望 他 們 藉 著 思 想 他 已 經 寫 給 他 們  
的 ，也 一 樣 能 明 白 。

L in co ln , 175 ；這不同於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99 的觀點。關 
於這片語是表示揭示之方式的看法，見 A b b o tt，79;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 m t， 198 ；和 M. N. A . Bockm uehl, Revelation, 2 0 1 。

1 4 希臘文 TTp6g。M eyer，1 57即如此主張；參 B A G D ，710 (加二 14 ；林 

後 五 10 ；路十二 4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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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 的 創 造 （_  3 〜 三 21 )

雖 然 「奧 秘 」一 詞 已 經 出 現 在 一 章 9 節 ，就 是 「祂 〔指 神 〕 
旨 意 的 奧 秘 」 ，三 章 3 節 這 裏 卻 沒 有 為 它 下 定 義 。現 在 保 羅 15談 

到的  > 是 他 深 知 1 6 「基 督 的 奧 秘 」 ，這 表 達 方 式 表 示 這 奧 秘 等 同  
於 基 督 ，17或 者 ，更 可 能 的 是 指 那 在 基 督 裏 所 包 含 的 —— 它是那 
「在 祂 裏 面 揭 示 的 奧 秘 」 》18根 據 後 者 ，這 位 不 能 被 人 看 見 的 神  

在 基 督 裏 全 然 顯 示 出 來 。

1 5 有個錯誤的主張，認 為 第 4 節一定是出於一個仰慕保羅的學生，而非 
使徒自己，因為用字遣詞與「使徒的尊嚴」不 符 * 或者可能顯示他是 
在尋求好處》但是寫出這些字眼可能並沒有任何高傲的意思。保羅並 
非 在 「誇耀他的知識」 （如 L inco ln , 1 7 6 所認為的） 。「他是說他適 
才寫給他的讀者們的教導，是基於神的啟示，而他現在則請他們自行 
判斷他所說的是否正確」 （C aird, 6 4 即正確地如此主張） 。其 實 ，主 
張保羅沒有寫這些字句的論述* 是一把兩刃的劍：難道是他人冒保羅 
的 名 ，把 如 此 「自我炫耀」知識的話放在使徒的口中嗎？此 外 ，林康 
( L in co ln , 176, 1 7 7 ) 、史 納 肯 伯 （Schnackenburg, 132 ) 和其他人 

所提出的其他可能情況• 造成的問題比所解決的更多。

16 Iuveot; ( O U V lt lM l)  4V ( 「深知」）這表達方式不是古典希臘文，可能取 
自希腿文舊約聖經，特別是但以理書，那裏用它來指明白夢和異象， 
隱含的意思就是它與啟示有關（一 4 、17 , 九 1 3 、2 3 ，十 1 、11 ) ； 
參 Best, 3 0 3 。 並不令人意外的是• 它也出現在昆蘭文獻裏類似的文脈 
中 • • 《感恩詩集》12:20 ； ( 社群守則〉9:18 ( 注 意 K. G. Kuhn, ‘ The 
E p is tle，，118-19 ) 。

1 7 這是將TOO XpioroO ( 「基督的」）當作同位語所有格；參 ：西一 2 7 。

1 8 根據這看法，TOO XptoroO ( 「基督的」）屬於增添說明• 所有格是表 
示 定 義 （參 Bruce, 3 1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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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 的 奥 秘 和 保 羅 的 管 家 職 分 （三 1〜 13 )
2 . 保 羅 為 奧 秘 的 管 家 （三 2 〜 7 )

前 面 說 過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裏 的 「奧 秘 」 ，代 表 加 拉 太 書 一 章  
1 2 、15〜 1 6 節 裏 的 「福 音 」 。19以 弗 所 書 三 章 3 節 說 ，這奧秘是 

藉 著 「啟 示 」使 保 羅 知 道 的 ，而 在 加 拉 太 書 一 章 1 2 節 ，他宣稱他 
領 受 的 福 音 ， 「乃 是 從 耶 穌 基 督 啟 示 來 的 」 。就像加拉太 書 一 章  
裏 ，福 音 的 內 容 是 耶 穌 基 督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4 節 裏 ，奧秘的內容 

也 是 基 督 。雖 然 有 人 辯 稱 • 三 章 6 節 對 於 奧 秘 做 了 更 多 的 陳 述 ， 
表 示 重 點 轉 到 救 恩 歷 史 和 教 會 層 面 ，但 是 在 加 拉 太 書 一 章 與 基 督  
有 關 的 福 音 和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與 教 會 有 關 的 奧 秘 之 間 • 其實沒有牴 
觸 。根 據 前 者 ，神 將 祂 的 兒 子 啟 示 在 保 羅 心 裏 ，為的是使他能在 
外 邦 人 中 傳 講 基 督 • 以 祂 為 福 音 的 內 涵 。保 羅 所 傳 揚 的 是 與 律 法  
無 關 的 福 音 ，就 因 為 與 律 法 無 關 ，它 才 能 同 樣 適 用 於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人 。外 邦 人 過 去 因 為 律 法 的 阻 隔 而 與 猶 太 人 分 離 ，如今卻得益 
於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拯 救 行 動 ，與 猶 太 人 一 同 被 包 括 在 祂 裏 面 了 。以 
弗 所 書 第 三 章 強 調 的 ，是 這 「秘 密 」已 經 被 顯 示 的 層 面 。

三 5 . 在 說 明 這 奧 秘 的 內 容 之 前，先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它 的 末 世  

特 質 上 ，這 是 藉 著 一 個 所 謂 「啟 示 架 構 」的 「從 前 一 如 今 」對比 
而 達 成 的 。M 本 節 的 對 照 平 行 包 含 三 個 對 比 要 素 ，可 以 排 列 如  
下 ：

19 根據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193-209 » 特別是 2 0 8 -9 。注意 
S. K im , O rig in，2 3 -2 4 對此所作的仔細評估。

2 0 也 注 意 ：羅 十 六 2 5 〜 27 ；林前二 6 〜 10 ；提 前 三 16 ；提後一 9 〜 

11 ；多~ ■ 2 〜 3 ；彼前~ ■ 20 ° N. A. Dahl, ‘ Form —C ritic a l Obser

vations on E arly  C hris tian  Preaching’ ，in Jesus in the Memory o f the 

Early Church (M inneapo lis : Augsburg, 1976)，30-36 » 特另[J是 3 2 - 

3 3 。參 P. Tachau, 'E ins t, und ‘Jetzt’ ；和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164-70，181-87 °

401



贰 、新 人 ：神 的 創 造 （一 3 〜 三 21 )

這 奧 秘 （1) 「在以前 ⑵ 「沒有 （3 ) 「叫人」 （5a節 ）

的世代」 … … 知 道 」

( 1 ) 「像如今」 （2 ) 「藉 著 聖 （3 ) 「祂的聖 （5b節 ）

靈啟7T：」 使徒和先知」

^ 基 督 的 奧 秘 」沒 有 讓 人 類 先 前 的 世 代 知 道 。21在 神 22選擇 
將 它 啟 示 出 來 以 前 ，人 類 都 完 全 無 法 理 解 。基 本 上 ，羅馬書結尾 
的 頌 讚 （十 六 2 5 〜2 7 ) 與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5 〜 2 7 節 也 確 認 了 這  

點 ，前 者 說 保 羅 的 福 音 是 「永 古 隱 藏 不 言 的 奧 秘 」 ，後者則說使 
徒 所 要 傳 得 全 備 的 「神 的 道 理 」 • 就 是 「歷 世 歷 代 所 隱 藏 的 奧  
秘 」 。

但 是 ，這 不 表 示 保 羅 的 福 音 是 個 新 思 想 ，23其 實 正 好 相 反 》 
使 徒 在 其 他 地 方 堅 稱 ，它 是 從 前 就 在 聖 經 裏 藉 著 眾 先 知 應 許 了

21 'Eripmq  yevedig ( 「其他的世代」）是表達從前世代的方式，並將它與 
現在對比（S ch lie r，149;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01 ; 參 A . T. 

Robertson, Grammar, 523 ；與 BDF §200[4 ] ) ，後者在此藉著 vGv 呈 
現 出 來 。關於這裏「從前一如今」對比的討論， 見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181-87 ( 不同於 F. J. Steinmetz, Protologische H eils- 

Zuversicht, 5 1 - 6 7 ，特 別 是 6 6 ，他主張這裏的對比基本上不是時間 
性 ，而是神學性） 。

2 2 兩個被動語態動詞o k  4Yvo)p(o6ti ( 「沒有叫人知道」）和 dnEKoAqer! 
( 「啟示」) • 強調唯獨神自己把基督的奧秘顯示出來。關於 

和 dTTOKoAihm)之間意思上可能有的區別，見 Schnackenburg, 1 3 3 。

23 注意鄧恩的重要討論，J_ D. G. Dunn, ‘ How New Was Paul’ s Gospel? 
The Problem o f C on tinu ity  and D iscon tinu ity *, in  Gospel in Paul: 

Studies on Corinthians, Galatians and Romans fo r Richard N. Longen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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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2 . 保羅為奧秘的管家（三 2〜 7 )

(羅 一  2 ) ，並 有 律 法 和 先 知 為 證 （三 21 ) — 事 實 上 ，這福音 
在 更 早 時 就 傳 給 亞 伯 拉 罕 （加 三 8 ) 。此 外 ，在 律 法 書 、先知 

書 、和 其 他 書 卷 裏 ，都 能 找 到 神 要 藉 福 音 賜 福 給 外 邦 人 的 證 據 ，24 

這 些 經 文 都 是 保 羅 在 羅 馬 書 十 五 章 8 〜 1 2 節 所 提 到 的 ，表示基督 

的 降 臨 不 是 只 為 了 猶 太 人 和 他 們 的 子 孫 ，也 是 為 外 邦 人 ，他們要 
「因 祂 的 憐 憫 榮 耀 神 」 ，並 要 清 楚 講 明 他 的 外 邦 宣 教 事 工 的 舊 約  

聖 經 基 礎 。25

如 果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眾 先 知 已 經 盼 望 神 的 救 恩 旨 意 ，並且外邦 
人 和 以 色 列 人 一 同 被 包 括 在 其 中  > 那 麼 ，說 這 「奧 秘 」是個新啟 
示 ，究 竟 是 甚 麼 意 思 呢 ？那 是 指 這 旨 意 實 現 的 方 式 —— 藉著將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都 納 入 基 督 的 身 體 —— 尚 未 被 顯 明 。直 到 它 實 現 的  
時 候 ，這 一 直 是 個 奧 秘 ，保 羅 身 為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和 這 奧 秘 的 頭 號  
管 家 ，享 有 將 其 奧 妙 顯 明 給 他 的 讀 者 的 特 權 。

因 此 ，如 今 26事 情 有 了 戲 劇 性 的 轉 變 。過 去 被 隱 藏 的 如 今 被  
神 揭 露 出 來 了 。根 據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9 節 ，這 個 啟 示 就 在 現 今 發  
生 ，也 就 是 在 主 耶 穌 的 死 和 復 活 之 後 。再 一 次 ，羅馬書十六章和

ed. L. A . Jervis and P. R ichardson (S he ffie ld : Academ ic Press, 

1994), 367-88 °

2 4 從律法書：申三十二 43 ；從先知書：賽十一 10 ；從其他書卷：詩十 
八 4 9 ，------ 七 1 (B ruce , 314 ) °

25 Bruce, 3 1 4 。

26 vOv不 當 按 「同樣程度」或 「不如… …那樣清晰」等比較的意思來 
解 釋 （如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02-3 所 詳 細 論 述 的 ；參 
Caird, 6 4 ) ，而是像第9 節 ，對照的意思很明顯，表 示 「外邦人藉由 
彌赛亞被 收 納 為 兒 子，進 入神的 百 姓 中，是件新奇的事」 （B arth， 
334 ；參 Schlier, 150; Schnackenburg, 133 ；和 Best, 307 ; 參 M . N. 

A. Bockm uehl, Revelation, 201 : 「重點不在於啟示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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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裏 的 平 行 經 文 以 稍 微 不 同 的 字 句 確 認 同 樣 的 真 理 。
在 前 者 ，過 去 被 保 守 為 秘 密 的 「如 今 顯 明 出 來 ............藉眾先知的
書 指 示 萬 國 的 民 」 （羅 十 六 2 6 )  • 而 在 後 者 ，從 前 隱 藏 的 奧 秘  

「如 今 向 祂 的 聖 徒 顯 明 了 j  。
在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5 節 這 裏 ，以不尋常的方式描述這啟示的領 

受 者 們 ：這 奧 秘 … … 如 今 藉 著 聖 靈 2 7 啟 示 「祂 的 聖 使 徒 和 先  
知 」 。這 措 辭 顯 然 與 之 前 論 及 使 徒 和 先 知 在 教 會 中 的 根 基 角 色 的  
陳 述 有 關 聯 （二 2 0 ) 。句 法 顯 示 ， 「祂 的 」和 「聖 」這二詞都只 

是 修 飾 「使 徒 」 ，而 非 同 時 修 飾 兩 個 名 詞 。28因 此 ，這裏特別著 
眼 的 乃 是 使 徒 ，這 或 許 不 足 為 奇 ，因 為 這 裏 的 上 下 文 是 保 羅 正 在  
講 論 他 的 使 徒 職 分 。雖 然 「祂 的 」可 以 指 基 督 ，以 之 為 第 4 節裏 

明 顯 的 先 行 詞 ，但 比 較 恰 當 的 理 解 還 是 指 神 ，因 為 祂 是被動語態 
動 詞 「啟 示 」隱 含 的 主 詞 （參 ：西一 2 6 ) ，因 此 《新 國 際 版 》譯 
為 「神 的 聖 使 徒 和 先 知 」 。

形 容 詞 聖 帶 來 一 些 困 難 ，因 為 它 被 認 為 是 反 映 了 後 來 的 「早 
期 天 主 教 」對 「聖 徒 」一 詞 所 加 的 限 制 ，但 保 羅 卻 將 它 用 在 所 有  
基 督 徒 身 上 。但 在 整 本 以 弗 所 書 裏 • 「聖 徒 」常常以廣泛 的 意 思

27 一些釋經者們認為 tv  n v^V cm 是 修 飾 「先知」而 已 ；但不同於他們的 
觀 點 ，這片語實際上是修飾動詞，表示所給予使徒和先知二者的這個 
啟 示 ’ 是透過、或藉著聖靈成就的；參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 9 2 。

28 A6to0 ( 「祂的」）分 隔 「使徒」和 「先知」這兩個名詞• 而不是在這 
二者之後 * 也 因 為 Ayioig ( 「聖 」）字似乎只是修飾dtTOtrnSAou; ( 「使 
徒 」） 。注意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187-88; Schnacken
burg, 133-34 ；和 L in c o ln ，178-79 等人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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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2 . 保羅為奧秘的管家（三 2〜 7 )

出 現 。29此 外 ，作 為 形 容 詞 的 「聖 」 ，與 作 為 名 詞 用 的 複 數 形 有  
不 同 的 含 意 ，後 者 是 泛 指 神 的 百 姓 ， 「聖 徒 」 。保羅稱眾使徒為 
聖 • 不 是 要 特 別 為 他 們 封 聖 而 眨 抑 其 他 信 徒 ，因 為 他 在 第 8 節說 
他 自 己 比 眾 聖 徒 中 最 小 的 還 小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6 〜2 7 節 說 ，這奧 
秘 已經向 祂 的 聖 徒 顯 明 了  • 那 裏 的 措 辭 與 以 弗 所 書 的 相 近 。很可 
能 保 羅 在 這 裏 使 用 先 前 的 措 辭 （保 留 了 「聖 」字 ） ，卻改變了焦 
點 ，因 為 他 正 在 討 論 他 向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職 分 。所 以 ， 「聖 」是對 
「眾 使 徒 」的 描 述 ，說 他 們 是 被 分 別 出 來 歸 神 的 ，為 了 「他們作 

為 核 心 啟 示 領 受 者 的 獨 特 角 色 」 。3<>

因 此 ，這 個 特 殊 措 辭 被 人 說 成 與 形 容 領 受 這 奧 秘 之 人 的 其 他  
稱 呼 不 一 致 ；但 是 ，這 一 點 不 一 定 就 會 導 致 第 2 〜7 節 這 部 分 （如 

果 不 是 全 書 的 話 ）並 非 出 自 保 羅 手 筆 的 結 論 》31這奧秘被顯明給 
不 同 的 領 受 者 ，這 觀 念 不 應 造 成 難 題 。它 已 經 藉 著 在 普 世 傳 揚 福  
音 ，被 顯 明 「給 萬 國 的 民 」 （羅 十 六 2 6 ) ; 它 被 揭 示 給 神 的 聖  
民 ，特 別 是 外 邦 人 （西一 2 6 ) ，因為他們是神透過祂的愛子完成 

之 拯 救 工 作 的 受 益 人 ，所 以 也 是 關 乎 它 的 啟 示 的 受 益 人 。神的秘

29 弗一 1 、4 、1 5 、18 , 二 1 9 ，三 8 、18 , 四 1 2 ，五 3 , 六 1 8 。見 〈導 
論〉 ’ 1 03頁 。

3 0 滕 納 ’ 1 2 9 2 頁 = Turner, 1 2 3 4 。 注 意 斯 諾 德 格 拉 斯 ’ 2 2 - 2 3 頁 =  

Snodgrass, 26-27 ；和 K. O. Sandnes, 231-36 的討論。

31 戈 登 • 費 依 (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92 n. 113 ) 承 
認這措辭在關乎本書是否為保羅所著的問題上帶來的問題，但 又 說 ： 
「同樣難以理解的是，一個託名作者怎麼可能會犯下這樣的錯誤，然 

後 在 第 8 節又說保羅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而 且 ，「尤其難以理 
解 的 是 ，一個以保羅名義寫作、能抓住保羅思想和文字的微妙處的 
人 ，為甚麼不寫『給我們這些使徒和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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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密 被 啟 示 給 「使 徒 和 先 知 」 ，32因 為 他 們 「是 傳 道 人 ，神的真理 
經 由 他 們 而 傳 遞 給 其 他 信 徒 」 。使 徒 們 「代 表 福 音 事 實 的 主 要 見  
證 人 的 權 柄 ，而 先 知 們 則 代 表 聖 靈 的 活 潑 引 導 ，使人得以 更 充 分  
了 解 這 些 事 實 的 意 義 和 範 圍 」 。33它 在 保 羅 往 大 馬 色 的 路 上 ，藉 
著 啟 示 被 揭 示 給 他 ，因 為 他 身 為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在那些傳道人中 
居 首 位 （加一  11〜 1 2 、15〜 16 ；參 ：徒 二 十 六 12〜 1 8 ) 。

三 6 . 現 在 清 楚 說 明 了 神 的 「公 開 秘 密 」 （第 4 節 ）的內 

容 。34為 了 加 強 效 果 ，也 為 了 更 精 確 地 描 述 它 ，保羅蒐集 三 個 類  
似 的 複 合 形 容 詞 > 35每 個 都 以 「同 … … 」的 前 綴 字 開 始 ，宣告外 
邦 人 「與 〔那 些 生 來 為 猶 太 人 的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藉 著 福 音 ，得 
以 同 為 後 嗣 ，同 為 一 體 ，同 蒙 應 許 」 。36

3 2 為了克服關於這些特別領受者們的難題，凱 爾 德 （C aird，6 5 ) 宣 稱 ： 
「使徒和先知不是要在個人聖潔上、或按立聖職上與教會的其他會友 

區 別 ，而是要與其他世代的人區別。」他 又 說 ：「勿》̂是個同樣適用 
於所有基督徒的字眼• 它之所以適用於他們，完全是因為他們饜於基 
督 。因 此 ，在目前的文脈裏，它 與 『基督徒』的意思非常接近。j 但 
是 ，如此的調和方式不但沒有必要，也沒有說服力。

33 Bruce, 3 1 4 -1 5 ，特別是 3 1 5 。注意 G. D. Fee, God rs Empowering Pre

sence, 6 9 1 -9 2 裏很好的討論。

3 4 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不定詞elvm ( 直 譯 為 「成為」）是增添說明，解 
釋奧秘的意思。

3 5 使徒在以弗所書二章19〜2 2 節用了三個以ouv- ( 「同…… 」）開始 
的 複 合 字 ，要強調悔改歸正的外邦人與其餘基督徒群體的合一： 
cjujiTtoXiTai ( 「同為國民j  ) ，第 19 節 ；ouvapnoAoYoufi£vri ( 「聯絡」） ， 
第 2 1 節 ；和 ouvoikoSo邮 aGe ( 「同被建造」） ，第 2 2 節 。

3 6 這三個希臘字是auYKAr}pov6pa , auaaw^ia，和 a u ji^T o xc t。關於它們的意
思 * 見以下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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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 的 奧 秘 和 保 羅 的 管 家 職 分（三 1〜13)
2 . 保 羅 為 奥 秘 的 管 家（三 2〜 7 )

第 一 ， 「同 為 後 嗣 」來 承 受 同 樣 的 福 氣 。37神 應 許 亞 伯 拉  
罕 ，要 賜 福 給 他 的 後 裔 ，地 上 的 萬 族 也 都 要 因 他 得 福 （創十二  2 

〜3 ) 。現 在 ，神的計劃被顯明出來了  ：藉 著 福 音 ，地上的萬族不 

僅 要 因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蒙 福 ，也 要 被 算 在 他 的 兒 女 之 中 。他們也 
有 分 於 「亞 伯 拉 罕 的 信 心 」 ，亞 伯 拉 罕 是 「我 們 世 人 的 父 」 （羅 
四 1 6 ， 《和 合 本 》為 1 7 節 ） 。他 們 同 為 後 嗣 ，因為他們是神的 
後 嗣 ，並 且 是 與 基 督 同 為 後 嗣 （羅 八 1 7 )  » 38在 以 弗 所 書 前 面 * 

「基 業 」的 觀 念 指 有 分 於 在 未 來 榮 耀 中 的 某 種 盼 望 ，藉 著 聖 靈 • 

也 就 是 那 未 來 產 業 的 保 證 者 ，這 樣 的 歡 樂 已 經 開 始 了 （參 ：一 
14 , 五 5 ) 。

第 二 ， 「同 為 一 體 」 。保 羅 藉 著 一 個 沒 有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出 現 的 複 合 字 ，說 出 這 奧 秘 的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就是外邦基督徒 
亦 如 猶 太 信 徒 ，被 納 入 同 一 個 身 體 ，因 此 在 基 督 的 身 體 裏 同 為 肢  
體 。39保 羅 擷 取 二 章 1 6 、19〜2 2 節 的 觀 念 ，4°那是講到基督的目 

的 是 要 在 祂 自 己 裏 面 創 造 一 個 新 人 ，並 藉 著 十 字 架 使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一 個 身 體 裏 與 神 和 好 ，保 羅 顯 然 造 了 一 個 新 字 來 「表達

37 IuyKAnpov6Ma 指一個人與他人一同領受財產• 所 以 是 「一個也是接受 
的 人 、接 受 者 、共同繼承人」 ；Louw  and N ida § 5 7 .1 3 4 即如此認 
為 。他們又說其中沒有「成為一個已死之人的『繼承人』的暗示」 。
「焦點是在接受一個不勞而獲的禮物。」

38 見 B ruce，315-16 的釋經。

39 lu a a w jia 「肯 定 是 設 計 來 表 達 與 afijia toO X piaToO間強調性的關係 
的 」 ，E. Schweizer, TDNT  7 :1 0 8 0 。魯 弗 與 奈 達 （Louw  and N ida 

§ 1 1 .9 )認為這詞表示「某人為一團體的一員，重點是他與這團體其他 
成員間整體的關係」 ，因 此 是 「同為肢體」 。

40 E. Schweizer, TDNT  7 :1 0 8 0 ，和 H. M e 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t, 

2 0 5 正確注意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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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 新人：神的創造（_  3〜三21 )

〔這 個 〕革 命 性 的 … … 觀 念 ，就 是 在 與 猶 太 人 相 同 的 立 足 點 上 ， 
把 外 邦 人 包 括 在 神 的 百 姓 中 」 。41

賜 給 外 邦 人 的 第 三 個 特 權 • 據 馬 可 • 巴特說或許是 這 系 列 中  
的 最 高 潮 ，42就 是 他 們 同 蒙 43應 許 。 「應 許 」一 詞 令 人 回 想 到 以  
弗 所 書 前 面 的 兩 段 經 文 ，講 到 「應 許 之 約 」 ，在 外 邦 人 藉 著 基 督  
之 死 而 被 帶 來 親 近 神 之 前 ，他 們 被 排 除 於 這 約 之 外（二 1 2 ) ; 還 
有 「所 應 許 的 聖 靈 」 ，藉 著 祂 ，他 們 在 相 信 的 時 候 受 了 印 記 。因 
此 有 人 說 ，外 邦 人 成 為 「應 許 的 共 同 領 受 者 」這 個 特 權並非重複 
第 一 個 福 氣 「同 為 後 嗣 」 ，而 是 指 這 應 許 的 實 質 ，就是聖靈自己 

( 參 ：一 1 3 ) 。 「因 為 祂 的 同 在 彰 顯 了 神 在 祂 的 百 姓 當 中 的 同  

在 ，聖 靈 確 實 是 神 的 應 許 的 縮 影 。」44這 提 議 與 我 們 在 其 他 地 方  
看 到 的 頗 為 相 符 ，45就 是 說 ，在 一 章 3 〜 1 4 節 開 頭 的 bera fca h裏 
所 預 示 的 重 要 主 題 ，不 斷 地 在 書 信 的 主 體 部 分 被 解 釋 和 應 用 。因 
此 ，提 到 外 邦 人 （注 意 一 章 1 3 節 裏 強 調 用 的 H 尔們」）受了所應

41 Bruce, 3 1 6 。

42 Barth, 3 3 8 。

43 X u ^T O xa的意思是「一個分享一件財物、或一個關係的人」 ，因此是 

個 「分享者 , 夥伴」 （Louw  and N ida  §57.8 ) 。

44 Barth, 3 3 8 。 有些近代學者們把這第三項福氣解釋為應許的聖靈； 

見 ：如 Sch lie r, 151 ;和 N. A . Dahl, ‘ B ibe lstud ie  tlber den Epheser- 

b r ie f，，Kurze Auslegung des Epheserbriefes, ed. N. A. Dahl and others 

(G 6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5), 7-83 ’ 特另[J 是 4 2 - 

4 3 。布魯斯（Bruce，316 ) »按著使徒更早在加拉太書三章6〜2 9 節 

的解釋來理解保羅這句話（那裏也提到「應許的聖靈」 • 第 1 4 節 ； 

參 ：第 2 、5 節 ） ，但是加拉太書的焦點在於外邦人成為亞伯拉罕的 

後 裔 ，因此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

45 P. T. O ’ B rie n ，‘ Ephesians I ’，5 1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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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2 . 保羅為奧秘的管家（三 2〜 7 )

許 的 聖 靈 為 印 記 ，不 僅 在 四 章 3 0 節 的 勸 勉 文 脈 裏 重 提 和 應 用  
( 「不 要 叫 神 的 聖 靈 擔 憂 ；你 們 原 是 受 了 祂 的 印 記 ，等候得贖的 

曰 子 來 到 」 ） ，也 在 這 段 教 導 性 的 經 文 中 用 來 解 釋 基 督 的 奧 秘 。 
此 外 ，這 提 議 也 與 平 行 的 經 文 （二 16〜 1 8 )  — 致 ，那裏說猶太人 
和 外 邦 人 都 能 藉 著 基 督 ，在 一 個 聖 靈 裏 來 到 父 面 前 （第 1 8 節 ） 》 

這 些 外 邦 人 得 以 有 分 的 每 一 個 福 氣 被 說 是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 ，並 且 是 「藉 著 福 音 」而 得 （第 6 節 ） 。前面的片語修飾所 
有 三 個 名 詞 （「同 為 後 嗣 」 ，「同 為 一 體 」 ，和 「同 蒙 應 許 」） ， 
而 不 僅 是 最 後 一 個 。這 不 當 理 解 為 憑 藉 的 意 思 ， 「藉 著 基 督 」 ；46 

事 實 上 ，它 所 表 示 的 是 ，外 邦 人 被 包 括 進 來 一 事 是 發 生 在 基 督 耶  
穌 這 範 圍 裏 》在 基 督 ，也 就 是 以 色 列 的 彌 賽 亞 裏 面 ，並且只有在 
祂 裏 面 ，外 邦 人 承 受 了 賜 給 亞 伯 拉 罕 的 應 許 。此 外 ，這一切之發 
生 乃 是 藉 著 福 音 。它 宣 告 一 個 基 礎 ，在 這 基 礎 上 ，外邦人與猶太 
人 一 同 成 為 神 的 兒 女 ，都 被 作 成 基 督 身 體 上 的 肢 體 ，並且領受所 
應 許 的 聖 靈 。47那 基 礎 就 是 基 督 的 死 和 復 活 ，這 是 使 徒的宣告的 
一 部 分 。當 這 福 音 被 宣 告 時 ，聽 到 它 的 信 息 ，並 且 為 自己的益處 
而 接 受 它 的 外 邦 人 ，就 在 主 耶 穌 的 死 和 復 活 上 與 祂 聯 合 》因 此 ， 
福 音 不 僅 宣 告 神 的 恩 典 計 劃 ，宣 告 基 督 的 奧 秘 的 內 容 ；它也是個 
工 具 ，48神 用 它 來 成 就 祂 的 旨 意 ，使 外 邦 人 歸 信 ，並 將他們納入 

祂 的 愛 子 裏 。藉 著 積 極 地 傳 揚 福 音 ，神 吸 引 人 歸 向 祂 自 己 （參 ： 
帖後二  1 4 ) 。

4 6 這是以接下來的片語「藉著福音」裏 的 表 達 的 。

47 M itto n , 1 2 3。「福音就是宣告基督讓人能夠領受的一切特權，以及此 

地 、此時就將這些特權提供給那些以真信心回應的人。」

48 參 R. E. B rown, Mystery,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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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總之  > 基 督 的 奧 秘 或 公 開 秘 密 就 是 「藉 著 雙 方 都 與 基 督 聯  
合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得 以 完 全 合 一 。與 基 督 聯 合 ，又 與 彼 此 聯  
合 ，這 個 雙 重 的 聯 合 就 是 這 1r 奧 秘 』的 實 質 內 容 」

由 於 這 樣 描 述 這 奧 秘 的 內 容 是 不 尋 常 的 * 常 有 人 主 張 ，這詞 
彙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三 章 裏 的 意 思 ，完 全 不 同 於 保 羅 以 前 的 用 法 ，包 
括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6 〜2 7 節 。5<)但 是 ，使 徒 有 時 會 用 「奧 秘 」一詞 

來 指 他 的 信 息 裏 的 某 個 特 殊 要 素 （參 ：用 「福 音 」來指一個重要 
部 分 的 類 似 用 法 ） 。例 如 ， 「奧 秘 」就 如 此 用 來 指 在 末 日 時 信 徒  
會 被 轉 變 為 靈 性 的 身 體 （林 前 十 五 5 1 ) ，還有以色列在她暫時被 
棄 後 至 終 將 會 得 救 （羅 ^^一 2 5 ) 。51藉著一部分而談到整體是完 
全 適 當 的 ，絕 不 致 於 與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用 法 不 符 。事 實 上 ，有人 
說 ，除 了 一 章 9 〜 1 0 節 以 外 ，關於這奧秘的更廣泛的觀念已經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三 章 裏 呈 現 出 來 了 （就 是 第 8 、1 0 節 ） 。而 且 ，歌羅 
西 書 一 章 2 7 節 與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4 、6 節 的 差 異 很 小 ：在這兩段經 

文 裏 ，奧 秘 都 是 聚 焦 在 基 督 身 上 ，在 前 者 ，這詞是關 乎 基 督 在 萬  
國 中 被 傳 揚 ，以 及 祂 內 住 在 祂 的 百 姓 中 ，不 論 是 猶 太 人 或 外 邦  
人 。包 括 金 世 潤 （S eyoon K im  ) 在 內 的 一 些 人 指 出 ，奧秘所描述 

的 ，不 僅 是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末 世 作 為 ，也 有 將 外 邦 人 包 括 在 受 益 人  
中 的 拯 救 行 動 》52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6 〜2 7 節 和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3 〜 
6 節 裏 ，奧 秘 都 有 基 督 論 和 救 恩 歷 史 或 教 會 論 的 層 面 。這兩封書

49 斯托得 ’ 120 頁 =  Stott, 1 1 7。

5 0 特別注意M itto n，8 9 。

51 Bruce, 313 指出的。

52 S. K im , O rigin, 2 2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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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1 3 )
2 . 保羅為奧秘的管家（三 2〜 7 )

信 的 差 別 在 於 重 點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強 調 前 者 ，以弗所書三 章 則 強  
調 後 者 。53

三 7 . 在 一 個 轉 折 性 的 經 節 裏 ，保 羅 回 到 本 段 （第 2 〜7 節 ） 

的 主 要 思 路 ，就 是 他 在 神 恩 典 的 背 景 裏 領 受 這 奧 秘 的 管 家 職 分 ， 
並 且 為 著 即 將 論 及 他 的 使 命 作 預 備 ，這 使 命 就 是 向 外 邦 人 傳 講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第 8 節 ） 。第 7 節 一 再 提 到 神 的 恩 典 , 是接 
續 第 2 節 裏 的 這 個 重 要 主 題 （ ^ 神 賜 恩 給 我 」） ，具有首尾呼應 
的 作 用 ，因 此 框 住 這 段 落 （第 2 〜 7 節 ） ，54也 為 第 8 節進一步的 

陳 述 鋪 路 。這 種 修 辭 方 式 強 調 一 點 ：保 羅 在 本 段 中 所 說 的 每 一 件  
事 ，關 於 所 賜 給 他 奧 秘 的 啟 示 、外 邦 人 被 納 入 基 督 的 身 體 、和他 
的 使 命 等 • 都 出 自 神 滿 溢 的 恩 典 • 也 只 能 根 據 這 個 背 景 來 理 解 。

既 已 談 到 賜 給 他 這 奧 秘 的 啟 示 ，使 徒 現 在 就 將 注 意 力 轉 到 藉  
著 他 傳 講 這 奧 秘 。神 的 拯 救 旨 意 所 牽 涉 的 ，不 只 是 把 福 音 的 奧 秘  
啟 示 給 保 羅 ，也 要 催 促 他 投 入 這 福 音 的 事 奉 中 。55當他在往大馬 
色 的 路 上 悔 改 歸 正 時 （第 2 、8 節 ） ，就 成 了 這 福 音 的 「執 事 」 

( 參 ：西一  2 3 ) 。保 羅 蒙 召 成 為 外 邦 人 的 宣 教 士 ，不是出於自己 

所 為 ，而 是 完 全 由 於 神 恩 典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介 入 。他非常清楚 
自 己 的 不 配 ，因 為 他 曾 是 抵 擋 主 耶 穌 的 人 。他 以 強 調 的 方 式 點 明  
了 深 藏 心 中 的 這 個 真 理 ：第 一 ，藉 著 指 出 他 是 被 神 「作 成 」
( 《和 合 本 》翻 譯 為 M 乍了」 ）這 福 音 的 執 事 ；56第 二 ，藉著堆

53 如 S. K im , Origin, 23 ；依循 C. F. D. M ou le , Colossians, 82-83; 

Bruce, 86 ; 與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 m t，209.。

54 C. Reynier, Evangile et Mystere: les enjeux theologiques de I ’Epitre aux 

Ephesiens (Paris: Cerf, 1992), 61-68 即如此認為。

55 S. K im , Origin, 2 4 。

5 6 若是要強調被動語態lY〜iienv 的 話 ；參 Barth, 3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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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砌 關 於 恩 典 （如 上 述 ）和 能 力 的 措 辭 。他 認 為 傳 揚 神 信 息 的 使 命  
確 實 是 無 上 的 光 榮 * 他 接 受 這 使 命 的 原 因 是 「照神所賜給 我 恩 典  
的 恩 賜 」 。57

雖 然 保 羅 在 他 更 早 的 書 信 裏 沒 有 用 「福 音 的 執 事 」一 詞 ，58 

他 卻 的 確 說 過 他 自 己 和 他 的 同 工 們 是 「執 事 」 ，特別是當他要強 
調 他 們 和 他 雙 方 都 在 相 同 的 立 足 點 上 ，是 神 藉 以 作 工 的 僕 人 （特 
別 是 林 前 三 5 ) 。在 這 些 書 信 裏 ，這 些 執 事 們 顯 然 是 話 語 的 僕  
人 ，是 在 傳 揚 和 教 導 福 音 的 （比 較 ：林 後 三 6 ，以及二  1 7 和四 
2 ) 。59「執 事 」出 現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3 節 和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7 節 ； 

在 這 兩 處 經 文 的 文 脈 裏 ，保 羅 要 說 的 是 ，這 信 息 就 是 他 有 幸 以 僕  
人 的 身 分 服 事 的 大 能 福 音 ，這 信 息 聚 焦 在 基 督 是 主 、和 好 、以及 
神 救 恩 歷 史 計 劃 的 成 就 ，藉 此 將 外 邦 人 納 入 基 督 的 身 體 。他在萬

57 F. F. Bruce, An Expanded Paraphrase of the Epistles o f Paul (Exeter: 

Paternoster, 1965), 2 7 3 。Awped 是 「禮 物 ，神慷慨的禮物」 （B A G D ， 
2 10 ) * 而 Tffe x^piTog則是表品質或定義的所有格。

58 有些釋經學者們（參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222-24 ) 主 
張 ，當 「福音的執事」這頭銜在這裏用在保羅身上時，這實在是使徒 
時代以後的聲音* 回頭將他視為使徒職分的保衛者。所 以 ，（西 一 23 
與 弗 三 7 的 ）這些字句是後來的世代在聲稱保羅的福音有約束力，因 
為它具有使徒的特質。但 是 ，如此解讀其情境，沒有掌握到（a ) 明顯 
省略的重要詞語「使徒」 （dn6orc)A( ^ ) ，而這詞很切合假設中這位保 
羅之後的作者的意向，（b ) 保 羅 使 用 「執事」一 詞 ，是要強調他和他 
的同工們是僕人* 神透過他們行事。見 〈導論〉 ，1 0 0 -1 0 5 頁 。

59 根據 E. E. E llis , ‘ Paul and his C o-W orkers*, Prophecy and Herme

neutic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Testament Essays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1978), 6 - 1 0 ，Sidxovoi ( 「執 事 ，僕人」）是個 
特別的同工階層，積極從事講道和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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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2 . 保羅為奧秘的管家（三 2 〜 7 )

民 中 成 為 福 音 的 執 事 。他 如 此 刻 畫 自 己 • 乃 是 暗 示 ：他和他那些 
身 為 「執 事 」的 同 工 們 乃 是 在 同 一 水 平 上 。6°

保 羅 在 第 7 節 最 後 的 片 語 ，照 祂 運 行 的 大 能 ，提 出 另 外 兩  
點 ，更 清 楚 地 說 明 他 對 這 宣 教 事 工 及 其 執 行 的 呼 召 的 認 識 。第 
一 ，這 片 語 與 「賜 給 我 的 〔神 的 恩 賜 〕」連 結 。61保羅被呼召為 
僕 人 是 靠 神 的 恩 賜 ，那 是 由 於 神 的 能 力 有 效 的 運 行 》62若非神大 
能 的 介 入 ，就 沒 有 甚 麼 能 使 他 從 一 個 迫 害 者 轉 變 為 基 督 徒 ，而要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福 音 的 執 事 」 ，也 照 樣 需 要 同 一 個 大 能 有 效 的 運  
行 。第 二 ，因 為 在 其 他 文 脈 裏 ， 「運 行 」和 「能 力 」都把注意力 
放 在 神 持 續 的 大 能 作 為 ，63在 這 裏 ，使 徒 就 不 是 只 聚 焦 於 神 在 恩  
典 中 差 遣 他 的 大 能 作 為 。這 措 辭 也 指 向 他 不 斷 意 識 到 ，每一天他 
都 在 履 行 他 的 宣 教 呼 召 時 經 歷 「祂 大 能 的 運 行 」 。不只在神的初 
次 呼 召 裏 ，也 在 其 後 的 賦 予 能 力 中 ，他 都 知 道 神 的 能 力 在 他 裏 面  
大 力 地 運 行 。這 是 他 在 平 行 經 文 （西一 2 9 ) 和他的著作中其他地 
方 清 楚 表 明 的 ，特 別 是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五 章 1 0 節 ：

6 0 作為一個描述保羅職責的詞彙，它 「不是一個強調他的重要或個人聲 
望的字眼」 （Best, 3 1 4 ) 。

6 1 大多數解經家的主張是：本節的這兩個Kcrrdi ( 「照 」) 子句不是並列 
結 構 （c o o r d in a te )；據我們判斷，這觀點也是正確的。

62 「保羅在他的事奉裏所經歷的恩典是出於神浩大的能力」 （L in c o ln ， 
182 ) 。

6 3 常常有人說：在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裏（西一 2 9 ，二 12 ; 弗一 1 9 ， 
三 7 、1 6 、20 • 六 1 0 ) ，神的能力都是一個明顯的主題，這是指當祂 
使基督從死裏復活時所運行的能力，祂如今也藉這能力運行在祂的使 
徒和百姓的生命中，也透過他們的生命行事（見 ：一 1 9 的註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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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3〜三 21 )

然 而 ，我 今 日 成 了 何 等 人 ，是 蒙 神 的 恩 才 成 的 ，並且祂所賜 
我 的 恩 不 是 徒 然 的 ，我 比 眾 使 徒 格 外 勞 苦 ；這 原 不 是 我 ，乃 
是 神 的 恩 與 我 同 在 。

因 此 ，我 們 在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2 〜7 節 發 現 到 ，不 斷 強 調 的 是 ： 

保 羅 在 他 的 使 徒 事 工 裏 所 成 為 的 及 所 成 就 的 ， 「不 是 他 自 己 所
作 * 而 是 神 的 恩 典 的 結 果 —— 神 揀 選 他 ，神 呼 召 他 ，神 賜 他 能  
力 。」64在 他 向 外 邦 人 行 使 他 的 使 徒 職 分 時 ， 「他把實際的果效 
歸 於 神 的 計 劃 , 就 是 藉 啟 示 讓 他 知 道 的 。」65



. *

3 .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三8〜13)

三 8 . 當 他 思 想 他 的 使 命 ，就 是 奉 基 督 差 遣 向 外 邦 人 宣 教 ， 

保 羅 為 了 所 賜 給 他 的 這 個 不 平 常 的 特 權 而 充 滿 驚 奇 。1他使用一個 
非 常 引 人 注 意 的 措 辭 ，在 這 措 辭 中 ，他 既 不 是 陶 醉 於 虛 偽 中 ，也 
不 是 在 自 我 貶 抑 中 羞 愧 ，2而是表明他深深意識到自己的不配以及 
基 督 所 賜 給 他 那 滿 溢 的 恩 典 ：我 本 來 比 眾 聖 徒 中 最 小 的 還 小 ，然 
而 祂 通 賜 我 這 恩 典 。3 好 像 最 高 級 的 「最 小 的 」 （使 徒 中 ，林前十 
五 9 ) 或 「第 一 和 至 大 的 」 （罪 人 中 ，提前一  1 5 「魁 」）還不足 

以 表 達 他 的 不 配 ，保 羅 創 作 了 這 希 臘 文 形 容 詞 的 一 個 新 字 形 ，就 
是 一 個 最 高 級 的 比 較 級 （「比 最 小 還 小 的 」） 。4 有何理由要如此 
自 我 眨 抑 呢 ？馬 可 • 巴 特 正 確 地 指 出 ，使 徒 不 是 僅 僅 從 一 般 的 角  
度 想 到 他 肉 體 的 軟 弱 ，或 「舊 人 」與 「新 人 」之 間 的 持 續 相 爭 。 
他 想 到 的 是 一 生 的 軟 弱 、試 探 、和 未 能 成 為 所 有 信 徒 的 表 率 。事

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13)
3. 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13)

1 從這裏開始一個新句子，直 到 第 1 2 節 結 束 。現在思路從神的恩典在 
福音裏的體現（第 2 節 ）前進到傳講那福音的過程（參 ：第 7 節 ） 。 

它包括三個步驟，「按著傳講的對象而彼此有別」 ：外 邦 人 （第 8 
節 ） ，眾 人 （第 9 節 ） ，和執政、掌 權 的 （第 9 、1 0 節 ） ；Best, 316 

即如此認為。
2 斯 托 得 ，122 頁=  S to tt，1 1 9 。

3 席 列 爾 （Schlie r, 1 5 2 ) 恰當地評論：「向外邦人傳道是個特權，弔詭 
的 是 • 它被賜給眾聖徒中最小的一位。」

4 希腿文  4AaXiCTT<5TEp< ^ 。參 BDF §§60(2), 61(2) ; 參 S. E. Porter,

Idioms，124 ; 與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3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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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實 上 ，他 在 這 裏 想 到 的 是 他 曾 狂 熱 地 迫 害 神 的 5 教 會 （林前十五
9 )  » 他 一 再 明 確 地 提 到 他 是 迫 害 者 的 角 色 ，顯 示 他 的 罪 惡 感 。6

但 是 ，雖 然 保 羅 確 實 自 覺 不 配 ，本 段 的 主 旨 卻 不 在 此 。他已 
經 歷 到 神 的 奇 異 恩 典 ，所 以 他 特 意 離 題 來 強 調 它 。在 這 裏 ’ 「所 
賜 的 恩 典 」就 是 那 使 他 能 以 盡 他 宣 教 使 命 的 恩 典 ，雖然我們必須 
意 識 到 這 個 「特 別 的 」恩 典 乃 是 整 體 恩 典 的 主 要 部 分 ，他是藉著 
後 者 成 為 基 督 徒 的 。另 外 ，神 大 有 果 效 地 在 保 羅 的 生 命 中 作 工 ， 
因 為 雖 然 他 深 深 感 到 自 己 的 不 配 ，這 卻 沒 有 妨 礙 他 承 擔 向 外 邦 人  
宣 教 的 責 任 》7 他 滿 有 活 力 地 進 行 這 使 命 ，深知那是神呼召他去作 
的 。

5 ToO GeoO ( 「神的」）強調這罪行的重大：保羅想要毀壞的，是神的教 
會 。

6 馬 可 • 巴 特 （Barth, 340 ) 又 說 ：「因為這意識有一特別的焦點，它 
有別於一種 病 態 ，即專注在自己、或一般的罪上。他的自我卑微不像 
是表達隱藏的驕傲和隨之而來的尋求恭維。」參 O. Haas, Paulus der 
Missionar. Ziel, Grundsatze und Methoden der Missionstdtigkeit des 

Apostels Paulus nach seinen eigenen Aussagen (Munsterschwarzach: 

V ie r T urm e-V erlag , 1971), 19 ；和 Caird, 6 6 。有些人主張：「我本 
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這片語過於誇張和做作，如此的自我詆毀 
不是真的出於保羅。但更不可能的是 • 如果像他們所認為的，是保羅 
的門生寫了這卷書，這位門生竟然會以這樣的方式來說他的英雄丨另 
一 方 面 ，如果馬可 • 巴特的主張是對的，那麼使徒的話就相當可以理 
解 了 。（注 意 ：例如 *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302 對 L in co ln , 

1 8 3的批判 。)

7 席 列 爾 （S ch lie r，1 5 2 ) 正確地解釋說：「給外邦人」是接績第1 節的
「為你們外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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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3 . 傳掲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13)

所賜給保羅的恩典就是 8 叫 他 「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 
邦 人 」 。這 個 深 刻 的 修 辭 所 描 述 的 ，是 一 個 傳 揚 的 行 動 ，它的內 
容 既 榮 耀 又 廣 泛 。本 段 已 經 說 過 ，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和藉著福音 
為 媒 介 ，外 邦 人 承 受 了 賜 給 亞 伯 拉 罕 的 應 許 （第 6 節 ） 》使徒現 
在 以 福 音 的 詞 語 ，就 是 藉 著 同 源 動 詞 「傳 揚 福 音 」 ，來談他的使 
命 ，這 並 不 足 為 奇 。

這 動 詞 的 受 詞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相 當 不 尋 常 。通 常 ， 「宣 
告 福 音 」這 個 動 詞 會 特 別 用 「福 音 」或 它 的 某 一 要 素 作 為 直 接 受  
詞 （林 前 十 五 1 ; 林後 i ^一 7 ；加一 1 1 、23 ; 參 ：羅 十 1 5 ) 。在 

其 他 沒 有 清 楚 提 到 受 詞 的 地 方 ，上 下 文 明 顯 表 示 所 著 眼 的 是 傳 講  
福 音 （羅一 1 5 ，十 五 20 ；林前一  17 ；等 等 ） 。9 但 是 ，在以弗所 
書 三 章 8 節 這 裏 ，保 羅 使 用 修 辭 學 的 文 字 來 表 示 ：他所傳揚的乃 

是 關 乎 神 的 恩 典 和 榮 耀 的 豐 富 ，那 是 基 督 自 己 所 擁 有 、並且慷慨 
地 賜 給 其 他 人 的 。l e 修 飾 「豐 富 」的 形 容 詞 ，意 思 是 「無法測度

8 A bbo tt, 86; G n ilka , 170 ; 與 Barth, 3 4 0 即如此認為。這相當於席列 
爾 （S ch lie r，152 ：保羅傳講福音是藉著所賜給他的恩典）和鮑克慕爾
( M . N. A. Bockm uehl, Revelation, 202-3 ；他認為恩典被賜給保羅 
「為 的 是 叫 他 將 它 傳 講 給 外 邦 人 」 ；亦 參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 0 6 ) 所說的。

9 參 Best, 3 1 8 。有 關 進 一 步 的 細 節 ，見 J. H. Schiitz, Paul and the 

Anatomy o f Apostolic A u thority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75), 3 9 ，和 P. T. O ’ B rien , Gospel and Mission, 6 2 - 6 5 ，後者 

也 說 明 動 詞 dayyeMCoMai ( 「傳揚福音」) 可以涵括廣泛範圍的活 
動 ，從初次宣告福音，到建立信徒，並使他們在信仰上堅固。

1 0 雖然所有格 toG XpiaroO ( 「基督的」）可以作受詞，表 示 「基督自己 
是這福音豐富的內容」 （L in c o ln ，183，1 8 4 即如此認為） ，但較好的 
解讀法是把它當作歸屬用法，表 示 「基督的豐富」 ，就是祂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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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 可 能 理 解 的 」 ，U 已 經 在 羅 馬 書 裏 被 使 徒 用 來 指 神 的 救 恩  
計 劃 裏 那 深 邃 的 奧 秘 ，祂 的 旨 意 是 藉 著 它 向 眾 人 施 憐 憫 ，包括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祂 的 判 斷 何 其 難 測 ！祂 的 蹤 跡 何 其 難 尋 」 （羅 
H^一 3 3 ) 。在 約 伯 記 裏 （《七 十 士 譯 本 》五 9 ，九 1 0 ，參 ：三十 
四 2 4 、2 8 ) ，神 創 造 和 天 命 的 奇 妙 是 「不 可 測 度 的 」 。基督的豐 

富 也 類 似 。它 們 太 大 ，以 致 無 法 全 窺 ，太 深 ，以 致 無 法 測 度 。12

如 果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就 是 祂 自 己 所 擁 有 、而 且賞賜給那 
些 「在 祂 裏 面 」之 人 的 豐 富 ’ 那 麼 保 羅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一 、二章的 
閩 述 就 已 經 提 到 它 們 的 某 些 內 容 了 ，特 別 是 一 章 3 〜 1 4 節開頭的 
頌 讚 中 ，那 裏 清 楚 地 闌 明 了 神 救 恩 計 劃 的 重 要 因 素 —— 將外邦人 
包 括 在 福 氣 的 範 圍 裏 。因 為 神 在 基 督 裏 這 些 奇 妙 的 豐 富 是 真 正 的  
財富  > 所 以 ，保 羅 的 聽 眾 們 在 聽 見 他 所 傳 講 的 福 音 時 ，如果有所 
回 應 ，這 福 音 就 會 使 他 們 得 到 無 可 測 度 的 豐 富 。這 裏 * 神的豐富 
已 經 以 奇 妙 的 方 式 賜 下 了 。保 羅 是 如 此 堅 信 這 點 ，以致當他想到 
神 竟 然 賜 給 他 特 權 ，成為一 個 宣 教 士  |來 傳 揚 神 在 主 耶 穌 基 督 裏  
的 浩 大 恩 慈 ，他 幾 乎 不 能 自 已 。

那 些 。同 時 ，這些豐富是為了其他人，因為它們是使徒宣告的主題》 
三 章 8 節的所有格TOO Xpi(TTO0 ( 「基督的」） ’ 功用不同於以弗所書 
中其他地方• 就 是 當 後 面 接 著 受 詞 所 有 格 表 示 某 一 特 別 素 質  
時 ’ 例 如 X如IT0S ( 「恩典」）或 86^% ( 「榮耀」） ；參 ：一 7 、18 • 
二 7 • 三  1 6 。

11 Louw  and N ida  § 3 2 .2 3 即如此認為。除了此處和羅馬書H 章 3 3 節 
以 外 ，6ve纟ixviaoTog ( 出 自 Xxvos ’ 「足 跡 、軌 道 」）沒有出現在新約
聖經其他地方。

12 Best, 318 : 「〔這字〕隱含的意思包括神作為的奇妙• 以及人類心智 
的 不足，即使在領受啟示之後• 仍然無法推論或探索出神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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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3 . 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 13 )

有 點 弔 詭 的 是 ，使 徒 一 方 面 寫 道 ：這 福 音 的 奧 秘 正 被 啟 示 給  
他 （第 3 節 ） ，另 一 方 面 ，他 又 說 這 信 息 是 聚 焦 於 基 督 的 豐 富 ， 

而 那 是 「無 可 測 度 的 」 ！基 督 耶 穌 已 經 在 往 大 馬 色 的 路 上 讓 保 羅  
認 識 祂 ；但 使 徒 卻 尚 未 完 全 了 解 在 祂 裏 面 「所 積 蓄 的 一 切 智 慧 知  
識 」 （西二 2 〜3 ) 。當 他 悔 改 歸 正 時 ，是以極度個人性的方式認 

識 基 督 ，所 以 能 說 「以 認 識 我 主 基 督 耶 穌 為 至 寶 」 （腓 三 8 ) ； 
但 是 他 這 一 生 的 雄 心 壯 志 和 目 標 是 要 多 而 又 多 地 認 識 基 督 （腓三 
9 〜 1 0 ) 。基 督 的 福 音 是 從 啟 示 而 來 的 ，在 這 福 音 裏 ，大量積蓄著 

祂 的 豐 富 ，是 還 沒 有 被 探 索 的 ，它 們 的 深 度 也 尚 未 被 使 徒 自 己 或  
任 何 其 他 基 督 徒 量 度 過 。祂 的 豐 富 是 「無 限 的 」 。所以當神啟示 
自 己 時 ，是 恩 慈 地 把 自 己 賜 給 人 ，但 是 祂 沒 有 被 他 們 理 解 ，也沒 
有 使 自 己 受 人 類 智 慧 或 科 技 的 控 制 。 「啟 示 會 創 造 驚 奇 、敬 畏 、 
和 尊 重 ，而 非 毀 滅 它 們 。」 13

三 9 . 神 所 賜 給 保 羅 的 恩 典 不 僅 在 於 叫 他 把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竇 富 傳 給 外 邦 人 （第 8 節 ） ，也 在 於 他 向 眾 人 顯 明 神 的 「隱藏的 

旨 意 」要 如 何 「產 生 功 效 」 （ 《新 英 語 聖 經 》 ） 。與 神 的 「管理 
或 安 排 」14有 關 的 關 鍵 字 再 次 被 用 上 ，而 且 ，如 同 在 歌羅西書一 
章 2 5 節 和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2 節 ，有 個 角 色 被 賜 給 保 羅 ，就是傳揚 

它 。這 個 啟 迪 的 行 動 雖 然 與 他 向 外 邦 人 傳 講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13 Barth, 3 4 1 。馬 可 . 巴特又引用高格勒（E. G a u g le r )的話說：「已經 
被理解的神… …全是偶像。」

14 0iK0v0(i i a 不是指神的「計劃」 ’ 而是把這奧秘行出來，或使之發生果 
效 ；見 ：第 2 節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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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卻 非 相 等 ’ 因 為 第 9 節 不 是 只 重 複 第 8 節已經說 過 的 而  

已 。15

「使 … … 明白」這 個 動 詞 16可 以 有 「照 亮 、光 照 」之 意 • 意思 
是 顯 明 某 物 的 本 相 （參 ：約一  9 ) - 在 這 裏 是 喻 義 用 法 ，指 「揭 
露 ，讓 人 知 道 」 ，因 此 就 是 「啟 示 或 照 明 」 ，在保羅書信 其 他 地  
方 ，若 指 現 今 將 從 前 隱 藏 的 事 物 啟 示 出 來 時 ’ 也 會 有 這 語 意 （林 
前 四 5 ；提後一  1 0 ) 。17在 這 裏 ，保羅的使命同時具有救恩歷史 

的 層 面 和 個 人 的 層 面 。關 於 後 者 ，如 果 採 用 較 長 的 文 本 ，18那麼 

這 個 啟 迪 行 動 的 直 接 受 詞 就 是 「所 有 的 人 」 （如 《和 合 本 》 「眾 
人 」 ） ，而 修 飾 奧 秘 的 字 詞 則 表 達 了 時 間 上 和 救 恩 歷 史 上 的 意  
思 ，就 是 說 ，它 是 「歷 代 以 來 隱 藏 」在 神 裏 面 的 奧 祕 。19被啟迪

1 5 不 定 詞 「又使… … 明白」 （K0d (H T km ) — 語不是擴充或詳述第8 節的 
不 定 詞 「傳 講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 」 （doyY£M<raoem ) 。米頓 
(M itto n , 1 2 5 ) 說保羅傳揚福音的方式「使得它的意思非常清楚’ 使 

所有的人都看到神那正在展開的計劃」 （強調字體為原作者標註） 。
1 6希臘文

17 參 B A G D，872-73 »

1 8 較短的讀法（省 略 TTdvrog • 「眾人」) 說 ：透過使徒的事工，神的秘 
密被顯明，並在它本身的光中照耀。另一方面 * 大多數的文本（包括 
TTdvTOC ’ 「眾人」）強調這奧秘的安排是向所有的人顯明（不只是外 
邦 人 ，如 馬 可 • 巴特所主張的） 。較短的讀法可能是抄寫的錯誤，而 
在 三 章 1〜1 3 節裏論述的進展是從「被顯明的奧秘本身到神恩典的眾 
多受益人」 ：B arth，3 4 2 即如此認為。參 L in c o ln ，丨6 7 ，他有力地主 
張應該包括TTdVTO； ( 「眾人」）一 詞 。

19 'Ev T<v 0e<3 ■ 「〔隱藏〕在神裏面」 ，有表示位置的意思•所講的是這 
奧秘過去一直是安全的。 「它的實現」是確鑿的.不僅因為過去無人 
能 取 得 ，也因為它一直被穩妥地藏在神裏面（參 L in co ln , 1 8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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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3 . 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 13 )

的 內 容 是 這 奧 秘 是 如 何 安 排 的 ，就 是 神 選 擇 如 何 來 成 就 祂 的 旨
意 °

保 羅 怎 樣 完 成 他 的 使 命 ，把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傳 講 給 外 邦  
人 ，藉 著 這 福 音 的 宣 告 ，人 們 也 照 樣 透 過 神 的 愛 子 主 耶 穌 與 神 建  
立 關 係 。他 們 在 基 督 的 死 和 復 活 上 與 祂 聯 合 ，因此與猶太基督徒 
同 為 同 一 個 身 體 上 的 肢 體 。如 此 ，從 前 所 隱 藏 的 奧 秘 （第 6 節所 
描 述 的 ）就 以 一 種 奇 妙 的 方 式 實 施 出 來 ：神 正 在 將 祂 萬 世 之 久 的  
計 劃 付 諸 實 行 ，那 是 未 曾 被 見 過 或 想 像 過 的 ，而 保 羅 身為外邦人 
的 使 徒 ，擁 有 非 常 大 的 特 權 ，將 神 這 宏 偉 的 安 排 顯 明 給 地 上 的  
人 > 不 論 是 猶 太 人 或 外 邦 人 （眾 人 ） 。因 此 ，保羅的使命 包 括 這  
第 二 個 要 素 ，不 是 在 福 音 的 宣 告 之 外 或 與 之 無 關 ，而是它整體的 

一 部 分 。
這 奧 秘 從 永 恆 起 就 被 隱 藏 在 神 裏 面 ，祂 就 是 創 造 萬 物 的 那  

位 。經 文 明 說 ，這 位 救 贖 祂 的 百 姓 ，並 藉 著 基 督 的 死 使 他 們 與 祂  
自 己 、並 與 彼 此 和 好 的 神 ，就 是 那 創 造 萬 物 的 神 。祂 的 「奧 秘 」 
雖 然 未 被 人 們 了 解 ，卻 是 祂 這 位 創 造 者 從 永 恆 起 就 計 劃 好 了 的 。 
在 創 立 世 界 以 前 ，祂 就 在 基 督 裏 為 自 己 揀 選 了 一 群 百 姓 ，預定他 
們 為 祂 的 兒 女 （弗一 4 、5 ) 。祂 在 創 造 之 前 就 預 備 了 這 計 劃 ，並 

在 合 適 的 時 候 施 行 出 來 。祂 的 創 造 作 為 對 於 救 贖 與 和 好 絕 無 一 點  
妨 礙 。相 反 地 * 它 有 利 於 它 們 的 實 現 ，因 為 所 有 事 情 的 發 生 都 是  
「那 位 隨 己 意 行 做 萬 事 的 ，照 著 祂 旨 意 所 預 定 的 」 （弗一 1 1 ) 。M 

神 沒 有 改 變 ，祂 在 基 督 裏 作 成 一 個 新 的 創 造 ，並 不 是 藉此撇棄祂
原 初 的 創 造 。救 恩 、以 及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在 基 督 裏 的 合 ----------- 直
都 是 祂 的 旨 意 （見 ：一 9 〜 1 0 的 註 釋 ） ；祂 創 造 天 地 ，是實現那 

計 劃 的 一 個 重 要 步 驟 。在 起 初 就 心 存 這 目 標 而 創 造 萬 有 的 那 位 ，

20 Bruce 3 2 0 。亦參 Best, 3 2 1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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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也會在最後那日完成祂再次創造的工作，那時祂要使萬有都在祂 

的愛子—— 主耶穌—— 裏同歸於一（一 1 0) 。

三 1 0 . 神的旨意 • 是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得 

知祂那多采多姿的智慧。本節指出保羅「傳 」 （第 8 節 ）和 

「使… … 明白」 （第 9 節 ）的目的，21它們一併說出了他的宣教 

任務的內容。22他已經蒙了恩典，去傳揚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 第 8 節 ） ，並使人明白神從前所隱藏的計劃是如何付諸行動的 

( 第 9 節 ） •,這些行動的目標 > 是要使人知道神的智慧。因 此 ， 

第 1 0 節總結了前面這個段落，如果不是指神的救恩歷史計劃的宏 

偉設計的話，就是指出它的一個重要目的（參 ：《修訂標準版》）。

神百般的智慧在神的旨意中是要在現今這個時候被認識的，23 

它是個特殊的措辭。這複合形容詞的意思是「多重的、色彩繽紛

2 1 它是以h a 子句開始的（「為 要 、以致」） 。

22 包括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 0 8 ，與 G n ilka , 174 在內的人即 
如此認為。這個解釋比起下列二者更為可取：（1) 把這子句連結到前 
面 第 9 節的字句（「創造萬物之神」） ，將之理解為表示神創造萬物 
的目的是要藉著教會把祂的智慧顯給天使看。這就不必要地限制了保 
羅所提到的 * 也與本句的其餘部分不相符，因為本句所強調的是他傳 
講基督那測不透的奧秘、並使人明白神對這奧秘的安排。此 外 ，這個 
解釋也不符合這整段（第 2〜1 3 節 ）的思路。（2 ) 把這子句與第9 節 
所說的那隠藏的奧秘作密切的連結。如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所 
譯 ：「以往的世代… … 神把這奧祕隱藏起來* 目的是要在現今的世 
代… … 。」參 ：（新英語聖經> 和 《新國際版》 • 它 們 從 第 1 0 節起 
開始一個新句子：祂的用意是現在要… … 。

23 NOv ( 「現在」）與 如 6 T(Sv aioivov ( 「歷代以來」 ，第 9 節 ）相 對 ， 
有救恩歷史的深遠意義：只 有 在 「現在」 ，神奧秘的計劃才被揭示給 
靈界那些執政掌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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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丨3) 3.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13)

的 、非常多面的」 ，24它源自於詩詞，指 「多重色彩的外衣」錯 

綜複雜、彩繡般的圖案，或 「花圈」的多重顏色。25在此是喻義 

用 法 • 指神的智慧之豐富、多面的性質。26以弗所書前面幾章就 

清楚地顯示神那百般的智慧，可以用一章 3〜1 4 節來概括它，從 

祂那預定的智慧—— 在創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裏揀選猶太人和外 

邦 人 （第 4 節 ）—— 開 始 ，直到那些作為祂產業的人最後得贖 

( 第 1 4 節 ）》但 是 ，在我們目前的文脈裏，這個多樣性的智慧是 

特別指神的豐富多樣的作為方式，產生一個多種族、多文化的群 

體 ，被聯合起來在基督的身體裏同為肢體。27換言之，它與這奧 

秘是密不可分的：「這奧秘是由神的智慧塑造的，是它的成品。 

同 時 ，神的智慧也在這奧秘裏被反映和顯示出來。」28這多樣的 

智慧不僅是屬於神的，也是祂將它揭示（因此用被動語態的「得 

知 」）給天上那些執政掌權者。保羅可能積極地傳講基督那測不 

透的豐富，使所有的人都明白神那隱藏的旨意如何實行出來，因 

為這是他宣教使命的一部分。但最終還是神彰顯這多樣的智慧。 

從某方面說  > 這也不足為奇。但令人驚嘆的是，向天上執政、掌 

權者們顯明這智慧，卻是藉著教會來完成的。

24 希腦文 TTOAUTTOiKlAOl；。

2 5 歐 里 披 蒂 《伊斐格妮亞》 （Eurip ides，Iphig. Taur. ) 1149 ’ 和友布羅 
《雅典納烏斯》 （Eubulus，Af/zen. ) 1 5 .7 。

2 6 注 意 《所羅門智訓》七 22〜2 3 裏神的智慧的多樣性。H. Seesemann, 

TD NT  6:485 : 「在 基 督 裏 ，神的智慧顯示出它本身的多樣性是過於 
人 所能衡量的，在某種程度上說，它超越了從前與它有關的所有知 
識 。」

2 7 關於本段經文如何解釋智慧，進一步的細節，見 Best, 3 2 3 。
28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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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在 這 封 書 信 前 面 提 到 「教 會 」的 地 方 （一 2 2 ) ，表示這詞彙 
應 當 按 隱 喻 的 意 思 解 釋 ，指 在 天 上 在 基 督 周 圍 的 聚 集 ，那是信徒 
們 已 經 有 分 的 了 （參 ：來十二  2 2 〜2 4 ) 。我們看到  > 說 「教 會 」 
是 個 在 天 上 的 聚 會 ，這 是 喻 義 式 的 說 法 ，表 示 他 們 現 在 享 受 與 祂  

的 團 契 ；他 們 與 基 督 有 個 人 的 關 係 ，因 此 也 與 彼 此 有 關 係 （見 ： 
一 2 2 的 註 釋 ） 。因為這種與升天之主的新關係應當清楚地表現在 
信 徒 們 經 常 的 聚 集 中 ，就 是 「在 教 會 裏 」 （參 ：來 十 25 ) ，那麼這 
詞 彙 在 三 章 1 0 節可能應該解釋為在天上聚集於基督身旁的聚會 29 

和 當 地 基 督 徒 的 一 個 聚 會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其 中 同 為 基 督 身 體  
的 肢 體 。後 者 提 到 當 地 的 聚 會 是 與 基 督 之 間 的 這 個 關 係 在 地 上 的  
彰顯  > 在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中 是 合 理 的 ，因 為 這 裏 說 神 百 般 的 智 慧 是  
藉 著 教 會 顯 明 給 靈 界 的 掌 權 者 。大 多 數 解 經 學 者 們 相 信 ，保羅心 
中 所 想 的 ，不 是 神 的 百 姓 所 作 的 傳 福 音 、社 會 行 動 ，也不是任何 
其 他 額 外 的 活 動 。3(1實 際 上 ，藉 著 教 會 所 表 示 的 是 * 這個多種族 
新 群 體 的 存 在 本 身 就 是 神 豐 富 多 樣 智 慧 的 彰 顯 ，31在 這 群 體 裏 ，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一 個 身 體 裏 合 而 為 一 。它 的 存 在 ，是神藉以將 
祂 自 己 豐 富 多 樣 的 智 慧 揭 示 32給 眾 掌 權 者 的 途 徑 。使徒將會在後

2 9 參 G n ilka ，174 - 他主張教會的範畴是「在天上」 ，就像那些執政的和 
掌權的一樣》

30 不同於 W. W ink , Naming the Powers, 93，95-96 - 他錯誤地主張教會 
在這裏的任務是「向掌權者傳講」 * 即使他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難以 
理 解 （注 意 A rn o ld ，6 3 的評論） 。

31 參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09; A rno ld , 63 ; 也注意 S. E. 

Porter, Idioms, 149, 1 5 0 。

3 2 被 動 語 態 動 詞 「使 得 知 」 （Yvo)Pla0fi) 表示神自己是這揭示的動作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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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奥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3 . 傅搨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 13)

面 指 出 ，這 個 藉 著 基 督 之 死 而 贏 得 的 寶 貴 合 一 ，正 是 「聖靈的合 
— 」 ，那 是 他 們 應 當 要 渴 望 並 且 熱 切 保 守 的 （四 3 ) 。

「神 的 智 慧 的 這 個 實 際 教 訓 被 展 示 出 來 」 ，33對 象是那些執 
政 的 和 掌 權 的 ，他 們 是 在 天 上 的 領 域 裏 （見 ：一 3 的 註 釋 ） 。34 

這 些 掌 權 者 可 能 包 括 所 有 的 天 使 ，不 論 善 惡 ，35雖然使徒特別關 
切 的 顯 然 是 敵 對 的 權 勢 。36邪 惡 權 勢 存 在 天 上 的 範 疇  > 此一事實 
表 示 天 上 和 地 上 一 樣 ，也 饜 於 保 羅 的 兩 個 世 代 的 末 世 論 架 構 。它 

也 與 目 前 的 邪 惡 世 代 有 牽 連 ，住 在 天 上 的 這 些 權 勢 已 經 被 基 督 之  
死 擊 敗 ，現 在 正 等 候 他 們 最 後 的 覆 亡 》雖 然 保 羅 沒 有 清 楚 說 明 傳  
遞 給 這 些 掌 權 者 的 見 證 的 性 質 ，學 者 推 論 說 ：這 是 教 會 「給這些 
天 上 權 勢 一 個 明 確 的 提 醒 ，就 是 他 們 的 權 柄 已 被 徹 底 擊 碎 ，一切 
都 要 臣 服 於 基 督 」 。37福 音 被 傳 給 外 邦 人 ，或他們 與 猶 太 人 一 同  
被 納 入 基 督 的 身 體 ，都 是 這 些 權 勢 不 能 阻 擋 的 。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9 、1 0 節與這 奧 秘 —— 就 是 使 「萬 有 」都在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一 9 、1 0 ) —— 的 完 滿 實 現 有 重 要 的 關 聯 。三 章 9 

節 用 來 表 達 揭 示 這 奥 秘 的 詞 彙 ， 「使 明 白 」 、 「安 排 」 、和 「奧

33 F. F. Bruce, Ephesians, 6 4 。

34 亦注意 W. H. H arris , ‘ “ The Heavenlies” ’ ，7 8 -7 9 。

3 5 注意舊約聖經和天啟文學裏關於敵對天使存在天上的背景（參 ：伯一
6 ；但 十 1 3 、21 ; 《以諾一書》六十一 1 0 ) 。根據彼得前書一章12 

節 ，基督徒救恩的預言和成就，是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的 ；關於 
這 一 點 ，布 魯 斯 （Bruce, 3 2 1 ) 說 ：「沒有理由認為現今的天使們不 
能從神救恩計劃的進行中學到關於神作為的功課》」

3 6 注意整本以弗所書裏多次提到邪惡的「權勢」 * 以及亞諾德著作裏不 
時出現的詳細討論。

37 A. T. L in co ln , Paradise,丨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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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秘 」等 ，都 曾 在 前 面 一 章 9 、1 0 節 討 論 奧 秘 時 使 用 過 。在 那 裏 ， 

基 督 使 萬 有 同 歸 於 一 ，包 括 使 「天 上 〔的 〕」 （主要的代表就是 
這 些 權 勢 ）和 「地 上 〔的 〕 」 （特 別 是 教 會 ）都 服 在 基督的主權 
下 ，使 神 的 這 些 旨 意 得 以 成 就 。但 由 於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基 督 的  
身 體 裏 和 好 ，二 者 被 造 成 一 個 新 人 （二 13〜 1 6 ，三 3 〜6 ) - 加上 

這 事 的 揭 示 被 當 作 神 百 般 智 慧 的 確 切 憑 證 ， 「萬 有 」都要在基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一 個 困 難 就 解 決 了 。神 的 宇 宙 計 劃的完滿實現就曰 
近 一 日 了 ，這 個 和 好 是 個 標 誌 ，表 示 祂 在 基 督 裏 的 這 個 最 終 的 旨  
意 即 將 達 成 。38

另 外 ，如 果 教 會 的 存 在 是 個 提 醒 ，說 這 些 權 勢 的 權 柄 已 被 徹  
底 破 碎 ，而 且 他 們 最 後 的 失 敗 已 迫 在 眉 睫 ，也 就 完 全 克 服 了 第 二  
個 阻 礙 * 就 是 那 些 「在 天 上 的 」 》或 許 如 布 魯 斯 所 主 張 ，教會好 
像 是 「神 為 未 來 和 好 的 宇 宙 擬 定 的 試 驗 性 方 案 」 。 「猶太人與外 
邦 人 在 基 督 裏 」的 合 一 ，是 「神 和 好 工 作 的 傑 作 ，應許將有一個 
時 代 來 到 ，那 時 不 單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而 是 受 造 之 物 當 中 所 有 相  
互 敵 對 的 因 素 ，都 要 在 同 一 位 基 督 裏 合 而 為 一 」 。39教會不單是 
這 個 計 劃 的 一 個 範 本 ，也 是 神 所 用 的 工 具 ，要顯明 祂 的 旨 意 正 在  

得 勝 地 向 著 它 們 的 高 潮 移 動 。
最 後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文 脈 裏 ，第 1 0 節的這些字句對讀者們來 

說 是 極 大 的 安 慰 。這 些 基 督 徒 們 為 掌 權 者 們 所 苦 • 現 在 受 到 提

38 注意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43-46 ；和 A rn o ld ，68，69 的討
oTitta

39 F. F. Bruce, 321 -22，2 6 2 。他補充說：可能還有進一步的含意，即教 
會 乃 是 神 要 成 就 這 終 極 的 和 好 工 作 的 執 行 者 （參 A. T. L in co ln , 
Paradise， 1 5 5 ) 。如 果 真 是 這 樣 • 那麼保羅自己就是神間接使用的
「媒 介 ，要達成未來的普世和好」 （Bruce，3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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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
3 . 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13)

醒 ：教會—— 基督的身體 —— 的 存 在 ，表示這些掌權者的權柄已被 
擊 碎 ，不 能 阻 礙 福 音 的 進 展 ，而 且 萬 有 都 要 臣 服 於 基 督 。在他們 
進 行 屬 靈 爭 戰 、並 等 待 最 後 的 那 日 來 到 時 ，這 樣 的 確 據 肯 定 會 激  
勵 他 們 。4<)

三 1 1 . 神 透 過 教 會 ，向天上這些掌權者顯示祂那多采多姿的 
智 慧 ，祂 從 萬 古 之 前 就 定 意 要 這 麼 做 ，如 今 祂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成 就  
了 。在 一 章 3 〜 1 4 節 的 頌 讚 ，神 在 基 督 裏 揀 選 人 為 祂 的 產 業 ，是 

照 著 祂 的 永 恆 計 劃 （一 1 1 ) ；在 這 裏 • 那藉著教會顯示給這些掌 
權 者 的 內 容 ，也 同 樣 可 被 追 溯 到 祂 的 永 恆 旨 意 。41形 容 詞 「永恆 
的 」 （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 、 《思 高 聖 經 》 、 《新 譯 本 》 、 《新國 
際 版 》 ； 《和 合 本 》作 「從 萬 世 以 前 」）直 譯 為 「歷 世 」 ，42指 
神 在 時 間 還 沒 開 始 之 前 所 作 的 決 定 。祂 過 去 所 計 劃 的 ，祂如今在 
我 們 主 基 督 耶 穌 43裏 成 就 了 ，我 們 都 在 等 候 它 最 終 的 結 果 。這裏 
所 用 的 措 辭 ， 「祂 所 定 的 永 恆 旨 意 」 （直 譯 ） ，被許多人 理 解 為  
指 神 的 計 劃 初 次 的 成 形 ，也 就 是 祂 在 永 恆 中 所 作 的 決 定 。但是從

40 A rno ld , 6 4 。

4 1 同樣的片語kcxtA Trpdeemv ( 「照… … 旨意」） ，都出現在這兩處經文 
中 。三 章 1 1 節開頭的KCtTA Trp6e£mv ( 「照… … 旨意」） ，在句法上是 
與 第 1 0 節 相 連 ，表示神藉著教會彰顯祂的智慧乃是照著祂的永恆計 
劃 。

42 [T T p o 0 £ a iv ]  TWV a i t o v t o v 這 措 辭 是 希 伯 來 語 法 ，所 有 格 「萬 世 的 〔旨 
意 〕 」作 形 容 詞 用 （參 ：三 21 ; 提前一  17 ; 也 注 意 BDF 

§165[1 ] ) 。

4 3 馬 可 • 巴 特 （Barth, 347 ) 主 張 ：「p耶穌』這名字可以附在『彌賽 
亞 』和 『主 』這兩個頭銜上，為的是使人注意到這位道成肉身且被釘 
十字架者的事工（參 ：二 13〜18 ) ，而非這位於萬古之先就存在者的 
職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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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文 脈 來 看 ，將 之 理 解 為 指 神 旨 意 的 成 就 更 好 （ 《思 高 聖 經 》 、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 、 《新 譯 本 》 、 《和 合 本 修 訂 版 》 、 《中文標 

準 譯 本 》 、 《修 訂 標 準 版 》 、 《新 英 語 聖 經 》 、 《新 國 際 版 》即 
如 此 認 為 ） 。在 第 9 、1 0 節 的 啟 示 計 劃 裏 ，神的智慧藉著教會顯 
明 給 那 些 執 政 的 和 掌 權 的 ，但 在 第 1 2 節裏就提到我們已獲得了自 
由 、有 信 心 地 來 到 神 面 前 的 特 權 。提 到 基 督 的 主 權 ，不只表示神 
計 劃 的 成 形 ，也 表 示 它 的 實 現 ，而 一 章 1 1 節的平行經文則是論及 
神 達 成 「祂 的 旨 意 」 。動 詞 「作 」在 以 弗 所 書 其 他 地 方 的 出 處 ， 
都 支 持 這 裏 是 表 達 成 就 的 觀 念 。44因 為 神 涵 蓋 一 切 的 旨 意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實 現 ，它 的 最 終 結 果 也 就 確 定 了 。

三 1 2 . 繼 解 釋 神 的 救 恩 計 劃 之 後 ，就說明它對信徒現今處境 

的 影 響 。讀 者 們 已 經 受 了 保 證 ：藉 著 基 督 ，猶太和外 邦 信 徒 同 樣  
都 已 經 「被 一 個 聖 靈 所 感 ，得 以 進 到 父 面 前 」 （二 1 8 ) 。現在又 
以 稍 微 不 同 的 含 意 重 複 這 保 證 ：在 與 基 督 的 聯 合 裏 ，他們如今有 
勇 氣 ，並 且 有 信 心 地 來 到 神 面 前 ，這 不 是 敵 對 權 勢 和 掌 權 者 們 所  
能 阻 撓 的 。

基 督 的 中 心 性 再 次 被 凸 顯 出 來 ： 「在 祂 裏 面 」這片語指的是 
基 督 • 出 現 在 本 節 的 開 頭 ，表 示 只 有 當 他 們 與 祂 聯 合 時 才 能 如 此  
滿 有 信 心 地 來 到 神 面 前 ，而 結 尾 的 字 眼 「藉 著 祂 的 〔就 是 基 督  
的 〕信 實 」 （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附 註 、 《恢 復 本 》附 註 、 《和合 
本 修 訂 版 》附 註 ； 《和 合 本 》作 「因 信 耶 穌 」 ） ，聚焦於祂對父

4 4 有人主張 • 要表示神的旨意的成就，就必須有個比TKU& ( 「作 」）更 
強的動詞。但 是 • 二 章 3 節 的 ttoioDvtw Td 0£Aiinorra的意思是「執行意 
願 」 ，而且保羅在以弗所書其他地方也有力地使用這個動詞：二 1 4 、
15 , 三 2 0 。參 M eyer, 170, 171; Schnackenburg, 141 ；與 L in co ln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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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 13)
3 . 傅搨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 13)

神 旨 意 的 順 服 ，藉 此 提 供 了 來 到 恩 典 寶 座 前 的 這 個 奇 妙 特 權 。45 

「正 如 祂 在 神 面 前 的 地 位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他 們 的 也 一 樣 ，因為他 
們 乃 是 『在 祂 裏 面 』 。」46

「放 膽 無 懼 」和 「來 到 … … 面 前 」分 別 出 現 在 新 約 聖 經 的 類  
似 句 子 裏 。47但 只 有 在 這 裏 是 這 兩 個 詞 同 時 出 現 ，並且進一步以 
片 語 「篤 信 不 疑 地 」強 化 。因 為 這 兩 個 名 詞 都 受 同 一 個 定 冠 詞  
「這 」支 配 ，最 好 可 能 是 將 它 們 視 為 形 成 單 一 的 觀 念 （重言法 
[ h en d iad ys  ) ) ，而 片 語 「篤 信 不 疑 地 」則 修 飾 第 二 個 名 詞 ，並

4 5 雖 然 大 多 數 的 解 釋 都 把 TfV； TTIOTEU)? a U T O O 理解為信徒對基督的信 

心 • 「藉著它，他們可獲得這新的境遇」 （例 如 L in co ln , 1 9 0即如此 

認為） ，但也有充分理由（如弗二 8  — 樣）把這裏所說的認定為「基 

督的信實」 ，是藉著這個客觀的途徑 • 才可能有來到神面前的勇氣。 

在 此 ，主 觀 的 因 素 則 是 藉 著 n £ T t o i 0 n a £ i表 達 的 （林康也承認這 

點） ，基本上就等於「在信心裏」 （參 B A G D ，643 ) 。再一次，在一 

段 含 有 [ T f V ; ]  t i i o t e o , ; 這個爭議片語的經文裏，把 i r i a r w 解釋為我們 

的回應，實際上是重複了本經文中的另一個措辭》關於最近支持此看 

法 的 ，見 I. G. W a llis , Faith, 128-34 -特別是 131-32 - 他解釋說： 

( 1 ) 在以弗所書裏，Sui ( 「透 過 、藉著」）後面接著用來指稱基督的 

所有格，通常是描述獲取救恩的途徑（一 5 、7 ，二 8 、1 6 、18 , 三 

6 、1 6 、17) ; ( 2 ) 三章 1 2節與二章 1 8節之間的相似之處’「強力否 

定把 5 i &  T f ) ;  m c r r e o x ;  a u T o O 解釋為受詞所有格（就 是 『信祂』) ’而傾 

向於指基督自己的信（例 如 ， ^ … … 在 祂 〔即耶穌基督〕裏 面 ，藉著 

祂 的 〔就是基督的〕信 心 〔我們也有分於其中〕 ，我們有勇氣和信心 

來到神面前……」） 。注意貝斯特（Best, 330 ) 的評論，但他認為在 

本書信其他地方沒有充分的證據來確定這一點。

46 Bruce, 3 2 2 。

4 7 羅五 2 ；弗二 18 ；來三 6 ，四 16 • 十 1 9 、35 ;約壹二 2 8 ，三 2 1 ，四 

17 ’ 五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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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化 這 個 觀 念 ，使 得 整 個 措 辭 表 達 了 「篤 信 不 疑 地 進 前 的 勇  
氣 」 ，或 「有 信 心 地 進 前 的 勇 氣 」 。48保 羅 為 了 他 的 讀 者 們 而 暫  
時 離 題 ，盡 他 所 能 的 就 此 確 據 作 了 最 強 力 的 宣 告 。他們需要知道 
自 己 有 進 到 父 面 前 的 這 個 特 殊 、確 定 的 特 權 。

在 古 典 希 臘 文 裏 ， 「放 膽 無 懼 」49表 示 「言 論 自 由 」 ，在新 
約 聖 經 裏 ，包 括 以 弗 所 書 ，它 有 時 用 來 指 無 畏 、公開地傳揚福音 

( 六 19 ; 參 ：第 2 0 節 ；徒 四 31 ) 。這裏的文脈指的是另一種自 

由 ，就 是 基 於 基 督 的 拯 救 工 作 ’ 以 歡 樂 的 信 心 進 到 神 面 前 。這關 
乎 一 種 不 帶 懼 怕 和 限 制 的 方 式 ，基 督 徒 要 以 此 方 式 來 到 恩 典 的 寶  
座 前 （來 四 1 6 ) ，以 這 方 式 ，他們藉著耶穌的寶血進入天上的聖 
所 （來 十 1 9 ) 。 （關 於 「進 前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背 景 和 意 思 ， 
見 ：二 1 8 。）另 外 一 個 片 語 、篤 信 不 疑 地 」w 的 焦 點 ，是信徒來 

到 神 面 前 時 的 確 據 和 篤 定 。當 保 羅 在 第 14〜 1 9 節的禱告中屈膝在 

父 神 面 前 時 ，幾 乎 立 時 流 露 出 一 種 類 似 的 態 度 。

48 希腿文用詞是  TTpooaywyî v bf TT£TTOi0iia£i。華 勒 斯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286 ) 主 張 ，在 「放膽無懼」和 「來到....... 面 前 」之
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指的是「與外在實際相呼應的內心態度」。

49 希腦文 TTappncjia。見 Louw  and N ida §25.158; W. C. van U nn ik, ‘ The 
C h ris tian ’ s Freedom o f Speech in  the New Testam ent’ » 和 ‘ The 

Sem itic Background o f FIAPPHSIA in  the New Testam ent’ ，in Sparsa 

Collecta， pt. 2 (Le iden: B r i l l ,  1980), 269-89, 290-306; S. B. M arrow , 

^Parrhesia in  the New Testam ent’ ，CBQ 44 (1982)，431-46 ；和 D. E. 

Fredrickson, ‘ nappqoia in  the Pauline E p is tles，，in Friendship, F lat

tery, and Frankness o f Speech: Studies on Friendship in the New Testament 

World, ed. J. T. F itzgera ld  (B r i l l :  Leiden, 1996)，1 6 3 -8 3 。

50 nenoienaig ( 「信 任 、信 心 」）在新約聖經裏是只有保羅使用的字眼
(林後一 1 5 ，三 4 ，八 2 2 ，十 2 ; 腓三 4 ) 。參 B A G D，6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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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傅搨神旨意中的奥秘（三 8〜 13 )

三 1 3 . 本 段 最 後 的 話 語 ，是懇求讀者們不要因保羅所受的患 

難 喪 膽 。推 論 性 的 語 助 詞 所 以 M 帶 出 他 已 經 呈 現 在 他 們 面 前 的 偉  
大 真 理 （第 2 〜 1 2 節 ）的 意 義 。保 羅 已 經 寫 過 神 永 恆 的 旨 意 、他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在 神 計 劃 裏 的 地 位 、以 及 他 自 己 的 相 關 角 色 。神已 
經 派 定 他 使 他 們 得 知 這 奧 秘 ，因 此 他 為 他 們 受 苦 。鑑於在他的呼 
召 裏 所 賜 給 他 的 任 務 是 如 此 重 要 * 他 懇 求 他 們 52不要因他的苦難 
而 喪 膽 ，53那 是 他 為 了 他 們 的 緣 故 而 承 擔 的 。

在 其 他 地 方 ，保 羅 說 他 的 受 苦 乃 是 他 使 徒 事 工 的 一 部 分 ，54 

因 此 它 們 與 清 楚 傳 揚 福 音 密 不 可 分 。55對 他 來 說 ，苦難與這個福 
音 事 工 結 合 不 是 一 件 新 事 ；在 最 開 始 的 時 候 ，就 是 當 他受呼召把 
基 督 傳 揚 在 外 邦 人 中 之 時 ，他 就 受 到 祂 的 警 告 （參 ：徒 九 1 6 ) 。 
在 第 1 3 節 這 裏 提 到 保 羅 的 受 苦 ，使 人 想 到 本 章 開 頭 的 話 ， 「基督 
耶 穌 被 囚 的 」 （第 1 節 ） 。他 的 被 捕 和 隨 後 的 被 囚 ，對 福 音 、和 
外 邦 人 在 神 的 新 百 姓 中 與 猶 太 人 平 等 的 努 力 ，似 乎 是 一 大 挫 敗 。 
對 於 他 被 剝 奪 了 自 由 ，不 再 能 周 遊 各 地 傳 福 音 和 堅 固 教 會 ，他的 
讀 者 們 會 感 到 氣 餒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5 1 希臘文SuS。

5 2 保羅是在要求他的贖者們• 而非向神禱告。他為他們向神代求是從第 
1 4節才開始。

5 3 翻譯作喪臁的動詞U Y K O K & )也出現在保羅書信其他地方• 表示喪膽 
( 林 後 四 1 、1 6 ) 或 喪 志 （加 六 9 ；帖 後 三 13 ; 參 ：《新修訂標準 

版》） 。使徒在此不是求神使他堅定》如此的解釋與本段經文滿有信 
心的語氣不符* 特 別 是 第 1 2 節 》事 實 上 ，他是在懇求這群讀者們不 
要喪膽。

5 4 林前四9 ~ 1 3  ；林後H 2 3 ~ 3 3  , 十二 9 、1 0 ，十三 4 ；和 加六 1 7 。

5 5 林後四4 ~ 6 與 7〜1 8節 ，五 18〜2 1 與 六 1~ 11  ; 參 ：帖前一 5 、6 , 
三 3 、4 和徒十四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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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是 清 晰 又 正 面 ：保 羅 使 用 一 個 關 鍵 詞 「患 難 」 ，56是已 
經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4 節 裏 為 了 稍 微 不 同 的 目 的 使 用 過 的 ，57在這 
裏 ，保 羅 談 到 他 的 受 苦 是 為 你 們 ，而 且 是 你 們 的 榮 耀 。58雖然這 
難 以 理 解 的 結 束 子 句 一 向 被 認 為 是 說 「為 了 你 們 的 榮 耀 或 聲 望 」 
和 「為 了 你 們 的 益 處 」 ，較 好 的 解 釋 是 一 般 性 的 榮 耀 。本書信前 
面 提 到 這 詞 時 是 指 神 的 榮 耀 （一 6 、1 2 、1 4 、1 7 ) ；但這裏所說 
的 是 信 徒 們 有 分 的 榮 耀 ，包 括 現 在 就 有 分 （見 ：一 1 8 的 註 釋 ）和 
在 最 後 那 日 全 然 得 著 的 （二 7 ; 參 ：西一  2 7 ，三 4 ; 帖後二 
1 4 ) 。保 羅 在 其 他 地 方 清 楚 說 明 了 受 苦 和 榮 耀 之 間 的 基 本 關 係  
( 林 後 四 17 ；羅 八 1 7 、1 8 )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也 一 樣 ，受苦是榮 

耀 的 前 奏 ，只 是 在 這 裏 受 苦 的 是 保 羅 ，而 榮 耀 卻 將 屬 於 他 的 讀 者  
們 。在 另 一 個 地 方 ，使 徒 說 他 的 受 苦 引 導 別 人 領 受 救 恩 （林後一 
6 ) 和 生 命 （林 後 四 1 2 ) ；在 這 個 文 脈 裏 的 意 思 也 大 致 相 同 。所 
以 ，使 徒 的 話 語 畢 竟 還 是 與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 4 節 類 似 ，在那裏他看 

自 己 是 在 榮 耀 完 滿 實 現 之 前 ，幫 助 成 全 彌 賽 亞 的 患 難 。59有關保 
羅 事 工 的 這 個 觀 念 ，在 提 摩 太 後 書 二 章 1 0 節清楚地表達了  ： 「所

5 6 希臘文0入叫15。

5 7 歌羅西書的經文特別強調：保羅在他的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 
欠 」是 「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 ，而以弗所書三章 3 節則是 
說 ：使徒的受苦是為了讀者們的榮耀。

5 8 這子句是解釋性質，目的是要激勵讀者滿足保羅的懇求；參 M eyer， 
173 °

5 9 注 意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12 : 「將會導致你們得榮耀；」 
參 Schnackenburg，142 ；和 L in c o ln ，191, 1 9 2 。關於歌羅西書~ . 章

24 節裏彌賽亞的患難，見 P. T. O ’ B rien，Colossians, Philemon, 7 5 -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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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的奧秘和保羅的管家職分（三 1〜13)
3 . 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三 8〜13)

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 

和永遠的榮耀。」

提到使徒的患難，使人想到本章開頭的字句《「基督耶穌被 

囚的」 ，也為他在第 1 4 節的代求作預備。這位在父面前屈膝、並 

且獻上以下代求的，正是那位被任命要把奧秘傳揚給他們、並且 

因而為他們的緣故經歷了患難的。保羅是個服事基督的囚犯，他 

所作的是為了他們這些外邦人的益處；事實上，那是為了他們最 

後的榮耀》



贰、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三 14〜 21 )

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三 
14 〜21 )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 15 (天上地上的各〔或 作：全 〕家 ， 

都是從祂得名，）16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祂的靈，叫你們 

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17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 

們的愛心有根有基，18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 

高深，19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了你們。2<)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21但願 祂 在 教 會 中 ，並在基督耶穌 

裏 ，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第 14節 開 頭 的 措 辭 因 此 ，與 第 1節 是 相 同 的 ，在 那 裏 ，保羅要 

在 禱 告 中 ，把 他 對 他 的 外 邦 讀 者 們 的 關 切 陳 明 在 神 面 前 。但他幾 
乎 立 即 岔 開 ，為 要 向 他 們 解 釋 他 針 對 他 們 的 事 奉 ，以及他們在神 
所 啟 示 給 他 的 那 奧 秘 裏 的 特 殊 地 位 。現 在 ，他 完 成 了 第 1節的句 
子 > 說 出 為 他 們 代 求 的 內 容 （第 14〜 19節 ） ，這個代求因為三章 2 

〜 1 3節 所 謂 的 題 外 話 中 一 切 所 說 的 而 更 加 豐 富 》保 羅 在 此 所 作  

的 ，就 是 為 他 的 讀 者 們 代 求 ，這 是 很 自 然 地 來 自 他 的 服 事 —— 事 
實 上 ，這 也 是 服 事 他 們 外 邦 人 的 一 部 分 意 義 》這 裏 所 看 到 的 ，是 
一 位 福 音 的 僕 人 ，他 的 服 事 需 要 深 深 的 委 身 ，為了他的讀者們最 
終 的 成 熟 代 求 。

保 羅 在 第 14〜 19節 的 禱 告 報 導 ，接 續 並 重 複 了 一 章 1 5 〜 19節 

的 某 些 重 要 主 題 ，它 的 希 臘 文 原 文 是 一 個 長 句 子 。開 頭 的 經 節  
( 第 1 4 、15節 ）引 入 這 禱 告 ，並 且 稱 神 為 「父 」 ：祂 是 「天上地 

上 的 各 家 都 是 從 祂 得 名 」的 那 位 。第 1 6〜 19節詳細說出使徒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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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內 容 。1 它 包 含 兩 個 主 要 的 祈 求 （第 1 6 〜 17a節 、1 7 b 〜 19a 

節 ） ，加 上 一 個 形 成 高 潮 的 總 結 性 祈 求 ，希 望 讀 者 們 能 被 神 的 一  
切 豐 富 所 充 滿 （第 19b節 ） 。第 一 項 祈 求 （第 16〜 17a節 ）是為了 

他 們 的 內 心 能 藉 著 神 的 靈 而 得 到 剛 強 。這 個 祈 求 是 由 兩 個 平 行 的  
不 定 詞 子 句 組 成 ，第 二 個 是 說 明 、或 解 釋 第 一 個 的 意 思 ：藉著聖 
靈 使 心 裏 的 力 量 剛 強 起 來 （16b節 ） ，與基督因他們的信住在他們 
心 裏 （第 17a節 ）相 呼 應 。第 二 項 祈 求 （第 17b〜 19a節 ）建立在第 

一 項 之 上 ，基 本 上 是 祈 求 神 使 讀 者 能 以 認 識 ：（1 ) 四 個 量 度 （第 
18b節 ） ，和 （2 ) 基 督 的 愛 （第 19a節 ） 。最 後 ，第 19b節結束了保 

羅 的 代 求 禱 告 ：它 被 視 為 第 三 個 ，也 是 形 成 高 潮 的 祈 求 ，或是總 
結 性 的 祈 求 ，實 現 了 前 面 兩 個 祈 求 的 內 容 。使 徒 渴 望 的 是 「神一 
切 所 充 滿 的 充 滿 了 」他 們 。

這 經 文 是 以 一 個 單 一 句 子 的 榮 耀 頌 結 束 （第 2 0 〜2 1 節 ） ，根 
據 剛 才 所 獻 上 意 義 深 長 的 禱 告 （第 1 4〜 19節 ） ，因 為 神 「能充充 

足 足 地 成 就 一 切 ，超 過 我 們 所 求 所 想 的 」而 讚 美 祂 。使徒盼望神 
能 在 教 會 裏 和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得 著 榮 耀 ，直 到 永 永 遠 遠 》這 種簡 
短 、而 且 是 自 發 性 地 將 讚 美 歸 給 神 的 榮 耀 頌 ，常 出 現 在 禱 告 、詩 
歌 作 品 、和 保 羅 書 信 裏 作 為 結 尾 的 慣 用 語 。2 它們有三層的基本結 

構 ：第 一 是 提 到 讚 美 的 對 象 （例 如 ，那 位 能 「充 充 足 足 地 成 就 一  
切 ，超 過 … … 」的 ，三 2 0 ) 。接 下 來 是 讚 美 的 話 ，通 常 是 「榮

1 注意最近亞諾德（A rn o ld , 8 5 - 1 0 2 ) 對這代求（三 14〜19 ) 和結尾的 
榮 耀 頌 （第 20〜2 1 節 ）的詳細分析。

2 注意 R. Deichgraber, Gotteshymnus und Christushymnus in der fruhen  
Christenheit (G o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67), 25-40  

的 重 要 分 析 。參 P. T. O ’ B rie n ，‘ Benediction，Blessing, Doxology, 

Thanksgiving，，DPL,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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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 （第 2 1 節 ，或 類 似 的 字 詞 ） 。最 後 ，這榮耀頌以一 個 時 間 性  
用 詞 結 束 | 通 常 是 一 個 表 示 永 恆 的 慣 用 語 （ 「永 永 遠 遠 」 ，第 21 

節 ） 。在 大 多 數 情 況 下 ，榮 耀 頌 後 面 會 有 「阿 們 」 。一 方 面 ，這 
榮 耀 頌 對 第 1 4 〜 19節 的 祈 求 禱 告 來 說 是 個 適 當 的 結 尾 ，另一方 

面 * 對 整 封 書 信 的 前 半 部 也 是 如 此 （見 以 下 的 釋 經 ） 。
這 代 求 禱 告 和 頌 讚 都 與 本 書 信 前 面 的 主 題 相 呼 應 。特別是它 

們 含 有 與 第 一 章 中 的 讚 美 和 禱 告 的 幾 個 平 行 對 照 。從某種意思上 

說 ，三 章 1 4 〜2 1 節 可 當 作 是 前 面 禱 告 所 閩 釋 之 觀 念 的 進 一 步 應  
用 ：3 祈 求 是 向 父 神 獻 上 的 （一 17 - 三 1 4〜 1 5 ) ；是為了聖靈的 
工 作 而 祈 求 （一 1 7 ，三 1 6 ) ；所 關 切 的 是 知 識 和 充 滿 （一 1 8 〜 
1 9 ，三 1 8 〜 1 9 ) ; 知 識 和 能 力 之 間 的 關 連 （一 1 9 ，三 1 9 ) ; 最 

後 ，將 讚 美 和 榮 耀 歸 給 神 （參 ：一 6 、1 2 、14 ’ 三 21 ) 。同 時 ’ 

保 羅 的 代 求 和 榮 耀 頌 ，提 供 了 從 第 一 〜 三 章 的 「神 學 」到第四〜 
六 章 的 「道 德 訓 勉 」之 間 的 過 渡 》4

3 Patzia, 2 2 0 即如此認為。

4 參 Best, 3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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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劇造 （_  3〜三 21 )

1 .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而禱告（三14〜19)

三 1 4 . 藉 著 開 頭 的 因 此 ，保 羅 繼 續 、並 且 完 成 了 他 從 第 1 節 

開 始 的 句 子 ，進 入 他 的 代 求 禱 告 中 ，表 達 了 他 對 他 的 讀 者 們 最 誠  
摯 的 關 切 。這 個 為 他 們 獻 上 的 代 禱 ，因 著 第 2 〜 1 3 節 的 「題外 
話 」而 更 為 豐 富 ，那 段 話 令 他 們 想 起 自 己 在 神 百 姓 中 的 地 位 、和 
教 會 在 神 的 宇 宙 計 劃 裏 的 角 色 。同 時 • 他 的 代 禱 是 他 服 事 那 些 人  

的 一 個 極 其 重 要 的 部 分 ，保 羅 剛 剛 才 如 此 流 暢 地 敘 述 他 為 了 他 們  
承 擔 的 使 徒 職 責 。因 此 特 別 回 頭 指 向 第 二 章 結 尾 的 話 ，那裏說他 
的 讀 者 們 已 經 成 為 新 聖 殿 的 一 部 分 ，神 藉 著 祂 的 聖 靈 居 住 在 其 中  

( 第 19〜2 2 節 ） ；但 它 也 回 頭 指 向 二 章 1〜 1 0 節 ，那裏詳細敘述 

了 神 為 他 們 所 行 恩 典 的 救 恩 作 為 。在 祂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恩 典 裏 ， 
神 將 失 喪 的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人 帶 入 一 個 新 人 、一 個 新 群 體 裏 ，是藉 
著 祂 的 愛 子 在 十 字 架 上 和 好 的 工 作 而 成 就 的 。然 而 ，以弗所書第 
二 章 與 一 章 15〜2 3 節 的 禱 告 和 感 謝 密 切 相 關 ，所 以 ，從某種意思 

上 說 ，這 個 代 禱 「詳 細 說 明 並 補 充 了 第 一 個 禱 告 」 ，藉此重拾了 
「第 一 個 禱 告 的 負 擔 」 。1 因 此 ，這個代禱終究是基於神所宣告的 

旨 意 ，就 是 要 在 基 督 裏 創 造 一 個 新 人 ，那 是 祂 使 萬 有 在 祂 愛 子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至 高 計 劃 裏 的 一 個 基 本 要 素 （一 1 0 ) 。

第 1 4 、1 5 節 鄭 重 的 引 言 加 重 了 這 禱 告 的 分 量 。兩個因素使這 

引 言 顯 得 特 殊 ：第 一 是 提 到 屈 膝 ，第 二 是 謙 卑 地 稱 他 禱 告 的 對 象  
為 父 ，接 著 卻 又 說 祂 是 「天 上 地 上 的 各 家 都 是 從 祂 得 名 」的那位 
( 第 1 5 節 ） 》在 猶 太 人 和 早 期 基 督 徒 的 禱 告 裏 ，較普遍的姿勢是 

站 著 （可 i ^一  2 5 ; 路 十 八 1 1 ) ，但 是 屈 膝 卻 非 罕 見 （王上八

1 A rn o ld , 8 6 即如此認為。布 魯 斯 （Bruce, 309, 3 2 4 ) 以 為 三 章 1 、14 

〜1 9 節 是 「繼 續 」一 章 15〜1 9 節 的 禱 告 ，後者的觀點比較值得懷 
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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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 ；拉 九 5 ；路二十二  41 ；徒 二 H 5 ) 。後者表示深深的尊重 

和 順 服 ，特 別 凸 顯 出 敬 拜 者 謙 卑 的 態 度 ，這 人 是 如 此 強 烈 地 感 受  
到 他 的 需 要 ，以 致 無 法 在 神 面 前 站 立 （參 ：拉 九 5 、1 5 ) 。這 

裏 ，保 羅 的 話 語 顯 示 ，他 可 能 是 呼 應 以 賽 亞 書 四 十 五 章 2 3 節的話 
( 參 ：羅 十 四 11 ; 腓二  1 0 ) ，在 那 裏 ，屈膝是向宇宙之王致敬的 

表 示 。帶 著 對 需 要 的 強 烈 感 受 ，頭 伏 於 地 ，他 把 最 誠 摯 的 請 求 帶  
到 這 位 權 能 的 王 面 前 》他 在 敬 畏 中 屈 膝 的 對 象 被 稱 為 父 ，2 這在古 
代世界中  > 不 僅 是 個 表 示 親 密 的 詞 彙 ，也 有 尊 嚴 和 權 柄 的 含 義 》 
一 個 父 親 不 只 尋 求 他 的 家 庭 的 好 處 ，他 也 管 理 宗 族 或 家 庭 。3使徒 
在 禱 告 中 就 近 的 這 位 神 ，是 位 權 能 而 又 慈 愛 的 天 父 。保羅已經強 
力 地 宣 稱 • 藉 著 基 督 ，眾 信 徒 「被 一 個 聖 靈 所 感 ，得以進到父面 
前 」 （二 1 8 ; 參 ：三 1 2 ) ; 這 裏 他 就 勇 敢 、滿有信心地採取這途 

徑 ，當 他 的 讀 者 們 有 需 要 時 為 他 們 代 求 。因 為 天 父 必 然 會 回 應 祂  
最小的僕人 —— 如 保 羅 自 己 （第 8 節 ）—— 的 代 禱 ，他就滿有信心 

地 向 祂 發 出 這 個 禱 告 。
三 15. 在 這 裏 以 「天 上 地 上 的 各 家 都 是 從 祂 得 名 」形容天 

父 ；這 稱 謂 強 化 了 神 那 統 管 萬 有 的 普 世 性 權 能 。翻 譯 為 家 的 字 ， 
是 就 前 面 的 「父 」字 所 作 的 文 字 遊 戲 ，4 表示出自同一先祖的任何 
團 體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裏 ，它 被 用 來 指 一 個 家 庭 、宗 族 、部

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三 14〜 21 )
1 -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而禱告（三 14〜 19)

2 注意以弗所書中其他提到「父 」的 地 方 ：一 2 、3 、1 7 ，二 1 8 ，四 
6 ，五 2 0 ，六 23 «

3 「當猶太人說神是父時，他們的意思是，祂統治這個本當順服於祂的 
世界」 （滕 納 ，1293 頁 = T urner，1235 ) 。

4 n a xp id是基於Ticmip所作的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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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落 、甚 至 一 個 國 家 。這 裏 最 好 把 它 看 作 是 指 每 一 個 家 庭 或 家 族 。5 

有 些 釋 經 學 者 ，像 《和 合 本 》小 字 與 《新 國 際 版 》的 翻 譯 「 〔祂 
在 〕天 上 地 上 的 全 家 都 是 從 祂 得 名 」 ，認 為 這 是 指 一 個 家 庭 ，就 

是 教 會 或 神 的 百 姓 ，包 括 已 過 世 的 聖 徒 （注 意 天 上 一 詞 ） 。6但是 
如 此 解 釋 必 須 在 希 臘 文 中 有 個 定 冠 詞 ，但 此 處 並 沒 有 。事 實 上 ， 
「各 家 」要 比 「全 家 」為 好 。天 上 的 各 家 指 天 使 的 家 族 以 及 各 層  

級 （見 ：一 2 1 的 註 釋 ） ，7 不 論 是 善 的 或 是 悖 逆 的 ’ 他們都出於 

神 ，而 地 上 的 各 家 是 指 人 類 的 家 族 ，所 以 是 指 人 類 關 係 的 基 本 結  
構 ，那 也 是 由 祂 而 來 的 。

在 古 代 的 思 想 裏 ， 「名 字 」不 僅 是 辨 別 人 的 一 個 方 法 ；它是 
特 別 指 顯 示 一 個 人 的 內 心 ，就 是 其 本 性 的 方 法 （參 ：創 二 十 五  
26 ；撒 上 二 十 五 2 5 ) 。所 以 ，神為活物起名不是只給它們一個標 

籤 ，而 是 表 示 祂 創 造 牠 們 、統 治 牠 們 （參 ：詩 一 四 七 4 ；賽四十 
2 6 ) 、並 且 賜 給 每 一 個 活 物 適 合 的 角 色 。所 以 ，這一節經文確定 
天 父 是 所 有 活 物 的 創 造 者 （參 ：弗 三 9 ；林 前 八 6 ；西一  1 5 〜
1 8 ) ，牠 們 的 存 在 和 意 義 也 決 定 於 祂 》這 是 強 調 祂 的 偉 大 ’ 因此 

也 是 強 調 祂 在 天 上 和 地 上 的 至 高 能 力 和 權 柄 。所 以 ，懼怕敵對權

5 參 B AG D , 636 » 在新約聖經其他地方只有出現在路加的作品裏（路二 
4 ; 徒 三 25 ) 。雖然有些人把第1 5節解釋為神是父親的原型，宇宙中 
所有其他的父親職分都是出自於祂的父親職分，這卻是基於把 irctTpui 

當 作 「父親職分」的錯誤理解。
6 凱 爾 德 （Caird, 6 9 ) 的 理 解 是 ，地上的各家指相信的猶太人和外邦 

人 ，天上的各家指已經和好的掌權者，而 米 頓 （M itto n , 1 3 1 -3 2 ) 也 
將此描述侷限在救贖的範圍裏。

7 後來當拉比們說到天使時，用 的 是 「在天上的家」 （參 《巴比倫他勒 
目> 〈論公會〉 〔LSfln/iedW n〕9 8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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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三 14〜 21 )
1 .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而鞴告（三 14〜 19)

勢 威 脅 的 讀 者 們 ，再 次 受 到 進 一 步 的 保 證 ，就 是 神 確 實 能 實 現 使  
徒 為 他 們 獻 上 的 代 禱 。8

三 1 6 . 保 羅 為 他 的 讀 者 們 所 獻 上 的 第 一 個 代 禱 （1 6 〜 17a 

節 ） • 其 中 心 是 祈 求 能 力 。9 他 已 經 禱 告 ，要他們得以知道神向他 
們 這 些 信 的 人 所 顯 的 能 力 是 何 等 浩 大 （一 1 8〜 1 9 a ) 。現在他更 

直 接 地 祈 求 神 的 能 力 —— 就 是 神 藉 著 祂 的 聖 靈 ，使 他 們 的 內 心 剛  
強 起 來 》le 如 果 使 徒 已 經 力 勸 他 的 基 督 徒 讀 者 們 不 要 因 他 所 受 的  
患 難 喪 膽 （三 1 3 ) ，那麼他為他們能因神的能力得著剛強而獻上 

的 禱 告 ，就 是 要 滿 足 這 個 需 要 。
為 了 滿 足 這 個 信 心 的 祈 求 而 可 以 支 取 的 資 源 是 無 限 的 ：它們 

是 （直 譯 ） 「按 著 祂 的 榮 耀 的 豐 盛 」 ，這 措 辭 與 前 面 一 章 1 8 節的 

禱 告 所 用 的 類 似 ，在 那 裏 ，讀 者 們 身 為 神 的 產 業 ，有 分 於 「祂的 
榮 耀 的 豐 盛 」 （直 譯 ） 。那 榮 耀 是 神 的 榮 光 或 華 美 ，傳達出祂的 
屬 性 和 作 為 的 完 美 。祂 的 榮 耀 常 與 能 力 結 合 （羅 六 4 ；西一
1 1 ) ，並 與 祂 的 恩 慈 平 行 （比 較 ：出 三 十 三 2 2 與 1 9 節 ） 。這裏 
的 介 詞 常 被 保 羅 用 在 祈 求 和 感 謝 裏 （弗一 19 ; 腓 四 1 9 ) ，11它不

8 A rno ld , 9 6 。

9 第 1 6 和 1 8 節 的 Wot ( 「就是」 ，《和合本》未譯）子句表示保羅禱 
告 的 內 容 ，而 第 1 9 節 的 Tva ( 「便叫…… 」) 則是個總結性的祈求 
( 見下文） 。參 A rn o ld ，8 6 。

1 0 這禱告的直譯是：「就是祂要賜給你們… … 被能力所堅固」 （W a 岣 
u^iv ... §uvdfi£i KpaTaia>0fivai) 。

11 Kara ( 「按 著 」) 後面帶直接受格，出現在舊約聖經和保羅的禱告 
裏 ，指神的能力、恩 典 、或榮耀等是受信人領受福氣的源頭（見 ：一
19 的註釋） 。注意 * 根據 G. Harder, Paulus und das Gebet (G utersloh: 

Bertelsm ann, 1936)，45 * 詩 篇 （五十一■ 1 ，一'O 九 26 ; 參 ：三十六 
7 ) 似乎影響了後來猶太人的禱告，例 如 ，《瑪拿西禱文》 14 ；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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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 （— 3〜三 21 )

僅 使 人 注 意 到 源 頭 的 觀 念 ，因 此 表 示 「出 於 祂 的 榮 耀 的 豐 富 」 ， 
也 表 示 祂 的 賞 賜 是 與 祂 那 不 會 枯 竭 的 榮 耀 豐 富 一 致 的 。它的程度 
與 祂 的 榮 耀 相 符 ：祂 按 著 只 有 祂 才 能 有 的 慷 慨 來 賞 賜 。因 此 ，使 
徒 在 他 的 禱 告 裏 經 常 提 到 「充 滿 」 、 「富 足 」 、和 「豐 富 」 （羅 
十 五 13 ；林前一  4 〜 5 ；帖後一  11 ；也注意雅一  5 ) ，也就不足 

為 奇 了 。他 向 之 求 告 的 那 位 會 豐 富 、慷 慨 地 賞 賜 ： 「我的神必照 
祂 榮 耀 的 豐 富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使 你 們 一 切 所 需 用 的 都 充 足 」 

( 腓 四 1 9 )  » 使 徒 照 著 這 些 意 思 來 獻 上 他 的 禱 告 ，向他的讀者們 

保 證 ，天 父 完 全 能 滿 足 他 們 的 需 要 。
這 個 禱 告 如 同 類 似 的 一 章 15〜2 3 節 ，充滿了表示能力的詞彙 

( 第 1 6 、1 8 節 ） 。當 保 羅 為 他 們 裏 面 的 剛 強 求 神 時 ，他首先使用 

一 個 譯 作 「使 … … 剛 強 」的 罕 見 希 臘 字 ，12接 著 加 上 「以 能 力 」 
( 閃 語 的 表 達 方 式 ，參 《呂 振 中 譯 本 》 「因 大 能 而 剛 強 」 ， 《思 

高 聖 經 》 「以 大 能 堅 固 」 ；參 ：撒下二十二  3 3 ) ，13來強調神的 

大 能 作 為 。神 這 樣 加 添 能 力 ，乃 是 藉 著 神 的 靈 作 成 的 ，14根據保 
羅 在 一 章 1 7 節 的 禱 告 ，這 同 一 位 聖 靈 賜 下 智 慧 和 啟 示 ，使讀者們 

得 以 更 深 認 識 神 。聖 靈 是 賦 予 神 的 能 力 的 媒 介 ，這符合新約聖經

42 ( 《七十士譯本》 ，參 《思高聖經》 ；未 見 於 《馬所拉文本》 ） 
( 亦 參 ：腓 四 19 ) 。

12 KpaTai6oj的 意 思 是 「成 為 強 壯 的 ，成為有力的」 （Louw  and N ida 

§ 7 6 . 1 0 ) 。這裏的被動語態使人注意到神的作為（就像在林前十六13 

一 樣 ；參 ：路一 8 0 ，二 4 0 ) 。這動詞在新約聖經裏僅出現在這四處 
地 方 。注意 A rn o ld , 8 7 - 8 8 。

1 3 注意昆蘭作品裏的類似表達： 《感恩詩集》7:17, 19; 12:35 ； 《戰 
卷》1 0 :5 。見 L in co ln , 205 , 他是依循K. G. K u h n 的研究。

14 這與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95 的解釋相當不同’ 他 
說聖靈是那個加添能力的「源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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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地 方 將 聖 靈 與 能 力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時 的 教 導 （徒一  8 ；羅一
4 >十 五 13 ；林前二  4 ；帖前一  5 ) 。

這 個 使 之 剛 強 的 事 發 生 的 範 圍 ，15是 「裏 面 的 人 」 （ 《恢復 
本 》 ；參 《呂 振 中 譯 本 》 、 《思 高 聖 經 》 、 《新 譯 本 》 、 《標準 
譯 本 》 ； 《和 合 本 》譯 作 「心 裏 的 力 量 」 ） * 這 是 新 約 聖 經 裏 只  
有 保 羅 使 用 的 詞 （參 ：羅 七 22 ; 林 後 四 1 6 ) 。有 些 人 認 為 * 這措 

辭 是 指 「在 那 些 藉 著 信 而 與 基 督 聯 合 的 人 裏 面 ，藉著聖靈 在 內 心  
所 成 就 的 新 造 」 （參 ：西 三 10 ; 弗 四 2 4 ) 。16但 是 ，較好的理解

是 * 這 裏 面 的 人 是 指 「我 們 的 裏 面 … … 個 人 意 識 之 所 在 ............

〔以 及 〕我 們 道 德 之 所 在 」 。17它 是 一 個 人 生 命 中 心 的 焦 點 ，是 
聖 靈 作 那 堅 固 及 更 新 工 作 的 所 在 。實 際 上 ，鑑 於 我 們 與 罪 的 爭 戰  
( 羅 七 2 2 ) ，和 需 要 每 日 被 更 新 （林 後 四 6 ) ，裏面的人需要被 

加 添 力 量 。當 信 徒 的 「外 面 的 人 」日 漸 毀 壞 時 ， 「裏 面 的 人 」卻 
逐 日 被 更 新 （林 後 四 1 6 ) 。在 哥 林 多 後 書 第 四 章 的 上 下 文 （第 6 

節 和 五 1 2 ) 及 這 裏 的 下 一 節 （第 1 7 節 ） ，心 與 「裏 面 的 人 」是 

平 行 的 》18

三 1 7 a . 接 下 來 的 子 句 解 釋 、並 且 補 充 了 前 面 的 禱 告 ，那是 

要 藉 著 神 的 靈 使 讀 者 們 的 內 心 得 以 剛 強 ： 「使 基 督 因 你 們 的 信 住

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三 14〜21 )
1-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而禱告（三 14〜19)

1 5 根據這看法，片 語 T 6 v  gao> fivGpCOTTOV中的介詞 E k 被翻譯作「在裏 
面的人裏面」 • 因此等於是4V ( 參 BDF §205 ) 。大多數解經家認為 
這片語指的是神使人剛強一事將要發生的範圍。

16 Bruce, 3 2 6 。

17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 9 5 -9 6 。

1 8 與以弗所書五章1 9節 不 同 ，「心 」在那裏是指整個人（見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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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在 你 們 心 裏 。」19若 干 中 英 文 聖 經 譯 本 都 把 這 句 話 當 作 是 上 文 的  
目 的 （或 結 果 ） （參 《新 國 際 版 》的 「以 致 」 ） ，這給人的印象 
是 ，保 羅 要 他 的 讀 者 們 先 從 聖 靈 得 能 力 ，好 使 基 督 後 來 能 住 在 他  
們 心 裏 。M 這 樣 的 解 釋 在 句 法 上 雖 然 有 可 能 ，卻 不 可 能 正 確 。這 
兩 個 子 句 的 文 字 是 平 行 的 ，經 歷 聖 靈 堅 固 的 行 動 與 經 歷 基 督 的 內  
住 ，二 者 是 相 同 的 （參 ：林 前 十 五 45 ；林 後 三 17 ；羅 八 9 、10 ; 

加 四 6 )  » 在你們心裏與第 1 6 節裏面的人 等 同 ，基督的內住是更 
精 確 地 為 第 1 6 節 裏 聖 靈 的 堅 固 角 色 下 定 義 。祂的內住不是在這堅 

固 行 動 之 外 。裏 面 的 人 從 聖 靈 得 力 ，就 表 示 基 督 自 己 住 在 他 們 心  
裏 。

保 羅 禱 告 求 基 督 住 在 信 徒 們 的 心 裏 ，乍 看 之 下 似 乎 很 奇 怪 。 
祂 不 是 已 經 住 在 他 們 裏 面 了 嗎 ？回 答 是 ，要 注 意 ：這個祈求的焦 
點 不 在 於 基 督 的 初 次 內 住 ，而 是 祂 不 斷 的 同 在 。這禱告中所用的 
動 詞 很 強 烈 ，表 示 一 個 永 遠 的 內 住 ，而 非 某 種 暫 時 的 停 留 》21在 
歌 羅 西 書 裏 已 經 用 它 來 指 神 性 的 豐 富 永 遠 居 住 在 基 督 裏 （參 ：西

1 9 這第二個不定詞子句以KOCTCMKfVjm ( 「住 」）開 始 ，在句法上與第一個
子 句 （KpaTaio)9f)vai k t A . ，「被堅固.......」 ，第 1 6 b 節 ）平 行 ’ 附觸於

動 詞 5<p ( 「祂會賜給」）之 下 。但是第二個子句並不是說明這堅固行 
動的目標或結果，實 際 上 ，它 詳 述 、並且解釋第一個子句。所 以 ，大 
多數的解經家們，包括最近的貝斯特（Best，341 ) ，都 認 為 tv  TdiS 
KapSiaiq u t̂Sv ( 「在你們心裏」 ，第 17a 節 ）與 elq t6v 6v0pamov 

( 「在裏面的人裏」 * 第 1 6 b 節 ）等 同 ，而基督的內住則與第1 6 節 
裏聖靈的角色平行。祂的內住不是在這堅固行動之外，而是進一步定 
義 它 。

2 0 霍 納 （Hoehner, 481 ) 認 為 第 1 7 a 節是不定詞 KpaTauoefjvm ( 「被堅 
固 j  ) 的 「沉思的結果」 。但見前一個註腳的不同看法◊

21 K a T O lK E W 表 示 「定居」 ，與 TTOpOlK^O ( 「暫住」）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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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9 ，二 9 ) ，22而 基 督 「在 你 們 外 邦 人 裏 面 」的 觀 念 ，是這封 
平 行 書 信 裏 的 一 個 重 要 思 想 （一 2 7 ) 。基督繼續同在的範疇是在 
你 們 心 裏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的 ，這 就 等 同 於 你 們 裏 面 的 人 （第 
1 6 節 ） 。如 同 以 弗 所 書 其 他 的 地 方 一 樣 ，23這 裏 的 「心 」是按著 
舊 約 聖 經 的 習 慣 用 法 ，指 一 個 人 個 性 、思 想 、意 志 、感 情 的 中  
心 ，以 及 任 何 其 他 位 於 我 們 全 人 的 中 心 的 。如 果 基 督 住 在 我 們 心  
裏 ，祂 就 是 在 我 們 生 活 的 中 心 ，在 我 們 一 切 所 是 、所為上行使祂 
的 權 柄 。24這 樣 的 內 住 乃 是 因 〔你 們 的 〕信—— 也 就 是 說 ，當他們 
信 靠 25祂 時 ，祂 就 以 他 們 的 心 為 祂 的 居 所 。因 此 ，使徒的禱告的 
含 義 就 是 ，聖 靈 愈 使 他 們 的 生 命 得 力 ，他 們 就 愈 會 轉 變 為 基 督 的  
樣 式 ，這 是 本 書 信 整 個 後 半 部 所 要 闡 述 的 要 點 。

三 1 7 b 〜 1 8 . 接 下 來 的 分 詞 子 句 你 們 的 愛 心 有 根 有 基 ，在保 

羅 的 這 個 代 禱 （三 14〜 1 9 ) 裏 的 功 能 不 是 很 清 楚 。學者提出以下 

的 解 釋 ：（1 ) 是 一 個 附 屬 的 請 求 ，由 前 面 關 於 基 督 內 住 （和聖靈加 
添 力 量 ）的 祈 求 衍 生 出 來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分 詞 可 以 表 示 願 望  

( 或 規 勸 ） ，26在 這 個 禱 告 （三 1 4〜 1 9 ) 的 文 脈 裏 ， 「有 根 」和

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 命成熟（三 14〜 21 )
1. 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而禱告（三 14〜19)

2 2 保羅常談到聖靈內住（Q’I K & ) 於眾信徒（羅 八 9 、1 1 ) 或 教 會 （林前
三 1 6 ) 裏 。稍 早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2 節 ，用 同 源 詞 KOTmicnTiipuJv 

( 「居所」）指教會是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23 一 18 , 四 18 , 五 1 9 ，六 5 、2 2 。

24 L. M orris , Expository Thoughts on the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Grand 

Rapids: Baker, 1994)，104 即如此認為。

2 5 這 裏 ，信心指人的回應，而非基督的信（實 ） 。注意在二 5 、8 ，三
1 2 處的討論。

26 B D F  §46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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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 的 創 造 （一 3〜 三 21 )

「有 基 」被 認 為 是 有 禱 告 祈 願 的 語 氣 。27 (2 ) —個略微不同的看法 
是 ：這 兩 個 併 列 結 構 的 分 詞 打 破 了 限 定 動 詞 後 面 接 著 兩 個 不 定 詞  
的 模 式 （第 16〜 1 7 a 、18〜 1 9 節 ） ，應 該 當 作 一 個 祈 願 禱 告 ，說 

明 內 住 / 堅 固 的 目 標 。 結 果 ，基 督 內 住 的 目 標 之 一 ，是要在一個 
堅 固 的 愛 的 基 礎 上 建 立 眾 信 徒 。28 ( 3 ) 我 們 的 主 張 • 是把你們的愛 

心 有 根 有 基 當 作 表 示 前 面 兩 個 不 定 詞 所 期 望 的 結 果 ，這又轉而提 
供 了 下 一 個 祈 求 的 條 件 。藉 著 神 的 靈 使 裏 面 的 人 得 著 剛 強 ，又因 
著 基 督 內 住 在 他 們 心 裏 ，讀 者 們 要 在 愛 中 被 建 立 ，使他們得以明 
白 基 督 之 愛 的 浩 大 。29

為 了 強 調 這 裏 所 展 望 的 愛 的 根 基 性 質 ，把 兩 個 隱 喻 密 切 連 結  
起 來 ，一 個 是 關 於 植 物 ，另 一 個 是 有 關 建 築 （這在西一  2 3 ，二 7 

裏 是 與 「所 信 的 道 / 信 心 」緊 密 連 結 ） ：3°在 愛 心 中 紮 根 並 被 建  
立 。原 文 的 字 序 31強 調 愛 ，而 兩 個 現 在 完 成 式 被 動 語 態 分 詞 所 描  
述 的 觀 念 則 是 進 展 和 結 果 的 狀 態 。32愛 是 信 徒 在 其 中 紮 根 和 生 長

2 7 如 ：葛 尼喀、史納肯伯、布拉轍和奈達、以及林康等都如此認為。
28 參 A rno ld , 9 8 ，他承認分詞 &ppiCw|i^voi K a l  TEOeneAiounevot ( 「有根有 

基 」）在句法上是不規則的，因為它們是主格。他認為最好把他們當 
作是期望語氣的祈願禱告• 而非用分詞表達命令語氣。

29 注意 M eyer, 180-81 ; 和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75 ；參 《修訂 
標準版》和 《耶路撒冷聖經》 。根據這看法，〜 dydiTT, Kai 
T£0£Jl£AlO)Jl£VOI ( 「愛心有根有基」）是要帶出第 1 8 節 的 W a 子 句 ，而 
非與前面的句子連用。

3 0 關於扣00) ( 「使之紮根」）和 eeneAuSa) ( 「建立」）的 用法，見 P. T. 

O ’ B rie n ，Colossians, Philemon， 107，6 9 -7 0 。

31 ’ Ev 6y&nx\ ( 「在愛中」）出現在最前面。
32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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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命成熟（三 14〜 21 )
1 . 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而禱告（三 14〜19)

的 土 壤 ，也 是 他 們 在 其 上 被 建 造 的 根 基 。33這 裏 所 著 眼 的 a g a p g ， 
是 神 在 基 督 裏 啟 示 、並 藉 著 聖 靈 澆 灌 在 祂 百 姓 心 裏 的 愛 （參 ：羅 
五 5 、8 ，八 3 5 〜3 9 ) 。以 弗 所 書 已 經 指 出 ：神的愛是我們救恩的 
源 頭 （二 4 ; 參 ：五 2 、25 ) ，而在這個禱告後面則特別提到基督 
的 愛 （第 1 9 節 ）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愛 提 供 了 動 力 ，使 信 徒能愛別 

人 ，這 個 禱 告 具 有 深 遠 的 意 義 ，預 示 了 後 面 幾 章 的 勸 勉 （參 ：四 
2 ，五 2 ) 。那 些 因 為 聖 靈 而 得 以 剛 強 、並 有 基 督 內 住 的 人 ，他們 

的 生 活 乃 是 紮 根 並 奠 基 於 愛 中 。
使 徒 代 求 禱 告 裏 的 第 二 個 祈 求 （第 18b〜 1 9 a 節 ）基本上是祈 

求 能 認 識 ：（1 ) 四 個 量 度 （「長 闊 高 深 」） ，但沒有明確寫出其受 
詞 （第 1 8 b 節 ） ；和 （2 ) 基 督 的 愛 （第 1 9 a 節 ） 。34第二個祈求 

是 以 第 一 個 為 前 提 ，並 奠 基 於 其 上 ：保 羅 的 渴 望 是 ，當他的讀者 

們 被 神 的 靈 剛 強 、並 被 基 督 內 住 ，使 他 們 的 愛 心 有 根 有 基 時 ，使 
他 們 「滿 有 力 量 ，能 和 眾 聖 徒 一 同 領 略 何 為 那 闊 、長 、高 、深 ， 
並認 識 基 督 那 超 越 知 識 的 愛 」 （《恢 復 本 》 ） 。

顯 然 只 有 神 自 己 能 把 這 樣 的 知 識 賜 給 保 羅 的 讀 者 們 ：不僅因 
為 祂 是 使 徒 懇 求 的 對 象 ，也 因 為 這 祈 求 的 前 言 （ H 吏你們滿有力 

量 ，得 … … 領 略 」 ； 《和 合 本 》作 「能 以 … … 明 白 」 ）暗示了必 
須 有 神 所 賜 的 能 力 。35所 用 的 是 只 出 現 一 次 的 詞 語 ，屬於能力的

3 3 斯 托 得 ’ 1 3 8 頁 = Stott, 135 ；和 L in co ln , 207 » ( 參 《修訂英語聖 
經》 ：「有深的根和堅固的根基」 。）

34 A rn o ld , 8 9 。

35 參 A rn o ld , 8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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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彙 ， 「帶 有 能 夠 達 到 目 標 的 語 意 」 ，36而 根 據 亞 諾 德 的 觀 點 * 

與 知 道 有 關 的 字 ， 「被 用 來 強 調 ：要 認 識 這 目 標 的 巨 大 和 重 要  
性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 。37

保 羅 首 先 祈 求 的 * 是 要 他 的 讀 者 們 得 以 和 眾 聖 徒 一 同 明 白 何  
為 那 「闊 、長 、高 、深 」 （第 1 8 b 節 ） 。保 羅 這 樣 求 告 時 ，完全 

沒 有 提 到 這 四 個 量 度 的 受 詞 。這 樣 的 表 述 方 式 是 表 示 宇 宙 的 體 積  

嗎 ？或 是 某 個 物 件 的 無 限 浩 大 ？另 外 ，這 個 表 述 方 式 和 這 祈 求 的  
第二個要素 —— 就 是 讀 者 們 能 「明 白 基 督 的 愛 」一 有 甚 麼 關 係 ？ 

有 關 這 個 令 人 困 惑 的 措 辭 的 背 景 與 意 義 ，以 下 是 學 者 們 提 出 的 一  
些 最 重 要 的 看 法 ：38

( 1 ) 神 的 大 能 。這 四 個 量 度 （闊 、長 、高 、深 ）長久以來就被 
公 認 是 常 出 現 在 秘 術 文 獻 中 ，用 作 關 乎 光 和 明 亮 的 咒 語 。最 近 ， 
亞 諾 德 極 力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主 要 課 題 的 背 景 與 秘 術 習 俗 有 關 ，他 
認 為 這 四 個 量 度 是 能 力 的 屬 靈 本 質 或 表 現 。它 們 會 傳 遞 給 讀 者  
「某 種 關 於 神 的 能 力 的 觀 念 」 。在 三 章 14〜 1 9 節 的 禱 告 裏 ，它們 

的 功 能 是 「在 修 辭 上 活 潑 有 力 地 表 達 神 能 力 的 浩 大 」 。39像這裏

36 Best, 343 » ’ EgiCJX如 的 意 思 是 「能 夠 、夠 強 、在 某 個 地 位 上 J ； 
BAG D , 2 7 6 和 Louw  and N ida § 74 .10亦如此認為。這動詞在希臘文 
聖經其他地方只有出現在《便西拉智訓》七 章 6 節 異讀。

37 A rn o ld , 9 0 。KaTaAanPdvo)( 關身語態）在徒四 1 3 ，十 3 4 ，二十五 25 

和 弗 三 1 8 的 意 思 是 「理 解 、發 現 、明 白 」 。B A G D ，4 1 3 和 Louw 

and N ida  § 3 2 .1 8 亦如此認為。這動詞被用來描述「與一個強大對手 
的 爭 鬥 ，或掠奪一個堅固城」 ，「要完成這兩個任務• 都需要力量」
(A rn o ld , 90 ; 參 ：士 九 45 ；撒下十二 26 ；注意在希腿文秘術蒲草紙 

裏與此處頗類似的措辭：PGM X I I I .2 2 6 ) 。

3 8 注意林康（L in co ln , 208-13 ) 的仔細評估，我從其中獲益頗多。

39 A rn o ld , 90，95 ；注意他在9 3 -9 6 的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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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爱、和靈命成熟（三 14〜21 )
1 .為了能力、愛 ' 和靈命成熟而禱告（三 14〜19)

一 樣 ，在 一 系 列 中 使 用 這 些 術 語 的 獨 立 用 法 ，並 不 需 要 有 個 明 講  
出 來 的 受 詞 。因 此 ，第 18〜 1 9 節 的 祈 求 是 為 了 知 識 ，首先是關於 

「神 的 能 力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的 浩 大 」 ，其 次 是 關 於 「基 督 的 愛 … … 

是 過 於 人 所 能 測 度 的 」 。有 人 聲 稱 ，這 樣 的 解 釋 為 三 章 14〜 1 9 節 
的 頭 兩 項 祈 求 提 供 一 個 平 行 架 構 （在 每 一 個 裏 面 ，能力都與愛並 
行 ） ，並 且 和 一 章 15〜2 3 節 的 禱 告 一 致 。亞諾德整個論述的要點 

有 不 少 是 推 介 這 觀 點 ；但 將 這 四 個 量 度 解 釋 為 神 能 力 的 浩 大 ，卻 
遇 上 兩 個 特 別 的 困 難 。第 一 ，他 所 提 到 的 許 多 秘 術 文 獻 （P G M  

IV .9 6 0 -8 5  ) 都 是 主 後 第 四 世 紀 的 作 品 。第二  * 如果讀者們熟悉這 

些 秘 術 傳 統 ，以 致 沒 有 必 要 提 說 一 個 作 修 飾 語 的 受 詞 ，使徒為何 
不 明 說 這 四 個 量 度 乃 是 指 神 的 能 力 ，而 不 是 指 這 些 屬 靈 的 本 質 ？ 
原 來 的 含 義 已 經 改 變 了 。

( 2 ) 救 恩 的 奧 秘 》這 四 個 量 度 的 言 語 被 理 解 為 取 自 舊 約 聖 經  

( 有 人 說 還 取 自 斯 多 亞 主 義 ）的 修 辭 格 式 ，是與基 督 和 在 祂 裏 面
的 救 恩 有 關 的 。有 些 作 者 ，像 史 納 肯 伯 ，將 它 與 以 弗 所 書 第 一 、 
三 章 的 奧 秘 連 結 起 來 ，把 第 1 8 節提到的四個量度解釋為神救恩的 

偉 大 計 劃 。 雖 然 在 整 本 以 弗 所 書 裏 ，保 羅 確 實 致 力 要 使 他 的 讀  
者 們 體 會 在 基 督 裏 為 他 們 贏 得 的 救 恩 的 偉 大 （注意一  3 〜 1 4 的頌 
讚 ，以及二  1〜 1 0 、11〜2 2 ) , 三 章 9 節 也 提 到 奧 秘 的 知 識 ，但 
卻 難 以 解 釋 保 羅 在 這 裏 所 用 的 長 、闊 、高 、深 ，還有他為何不加 

上 「奧 秘 的 」或 「救 恩 的 」 ，使 它 的 意 思 更 清 楚 。
( 3 ) 神 百 般 的 智 慧 。約 伯記 ^ ^ 一 章 8 〜9 節強調神智慧的無窮 

範 圍 ，並 將 之 等 同 於 「神 深 奧 的 事 」 ，那 裏 確 實 提 到 這 四 個 量  

度 ：

40 Schnackenburg, 151-52 ；注意 J. A . R o b in s o n 、F. M u s s n e r、E. 

P e rc y 、與 J. E rn s t等稍微不同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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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神 的 奧 秘 〕高 於 天 ，你 還 能 做 甚 麼 ？
深於 陰 間 ，你 還 能 知 道 甚 麼 ？
其量比地長，

比海寬。」

( 參 ： 《便 西 拉 智 訓 》一 3 ；伯 二 十 八 12〜 1 4 、2 1 〜2 2 )

這 些 經 文 的 目 的 是 要 聚 焦 在 神 智 慧 的 無 限 量 ，而不是這宇宙 
的 巨 大 。有 人 說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保 羅 著 眼 的 不 是 這 宇 宙 的 實 際  
量 度 ，而 是 隱 喻 神 那 無 限 智 慧 的 量 度，在 本 章 前 面 稱 之 為百般的 

( 第 1 0 節 ） 。歌 羅 西 書 裏 的 平 行 經 文 談 到 基 督 時 說 ， 「所積蓄的 
一 切 智 慧 知 識 都 在 祂 裏 面 藏 著 」 （二 2 〜3 ) ，這被引證來支持這 
四 重 量 度 是 指 神 無 窮 的 智 慧 ，而羅馬書 i ^ 一 章 3 3 〜3 4 節用量度的 

術 語 4 荣 」說 到 神 智 慧 的 無 法 測 度 ，引 向 一 個 榮 耀 頌 ，就如在以 
弗 所 書 這 裏 一 樣 。41如 果 保 羅 確 實 將 神 的 智 慧 理 解 為 「闊 、長 、 
高 、深 」這 四 個 量 度 的 未 明 說 的 受 詞 ，那 麼 那 無 窮 智 慧 的 焦 點 就  
是 在 第 1 9 節 的 基 督 的 愛 。42把 這 四 個 量 度 連 結 到 神 的 智 慧 ，一個 
困 難 是 缺 乏 直 接 的 證 據 。

( 4 ) 基督那無比的愛。在 解 經 家 中 最 普 遍 的 看 法，是把這四個 
量 度 的 受 詞 理 解 為 基 督 的 愛 ，就 是 緊 接 著 的 子 句 （第 1 9 a 節 ）清

41 注意 A . F e u i l le t、M . B a r th 、和 F. F. B ru c e 。

42 參 ：滕 納 ，1294 頁 = T urner，1 2 3 6 。甚至 N. A. Dahl, ‘ Cosmic 
D imensions and R elig ious K now ledge ', in  Jesus und Paulus: Fests

chrift f i i r  Werner Georg Kummel zum 70. Geburtstag, ed. E. E. E llis  and 

E. Gresser (G 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5), 57-75 ，特 
別 是 7 4 - 7 5 ，他認為這四個量度應保有它們的宇宙性含義，主張應當 
將這措辭理解為第1 9 節在修辭上的前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要認識 
基督之愛的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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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1命成熟（三 14〜 21 )
1. 為了能力、愛 、和靈命成熟而禱告（三 14〜19)

楚 提 到 的 。這 些 量 度 ， 「闊 、長 、高 、深 」 ，被 視 為 一 個 整 體 ， 
因 為 它 們 都 屬 於 同 一 個 定 冠 詞 。它 們 是 「一 個 全 體 • 使人想到某 
一 特 定 物 件 的 廣 大 」 。43根 據 此 看 法 ，這 四 個 量 度 的 受 詞 在 接 下  
來 的 平 行 子 句 中 清 楚 表 明 ，因 此 提 供 一 個 高 潮 性 的 效 果 。第 19a 

節 的 連 接 詞 在 這 兩 個 子 句 之 間 作 緊 密 的 連 結 ，而 提 到 那 愛 是 「過 
於 人 所 能 測 度 的 」 ，是 作 為 四 個 量 度 的 同 等 語 ，使人注意到它的 
廣 大 。 在 羅 馬 書 八 章 3 5 〜3 9 節 ，保 羅 已 經 提 到 這 些 量 度 中 的 兩  

個 ，都 與 基 督 的 愛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 「高 」和 「深 」 ； 《和 合 本 》 
作 「高 處 」和 「低 處 」 ） 。因 此 ，在 保 羅 的 禱 告 裏 的 動 向 ，是從 
愛 心 有 根 有 基 （第 1 7 b 節 ）的 觀 念 ，到 讀 者 們 領 受 能 力 ，得以明 

白 那 愛 的 浩 大 程 度 。
雖 然 我 們 不 可 能 確 定 ，但 根 據 上 下 文 ，較 好 的 理 解 是 指 基 督  

的 愛 。44如 果 這 是 正 確 的 話 ，就 可 以 理 解 ，要 明 白 基 督 那 涵 蓋 一  
切 的 愛 ，是 必 須 與 其 他 信 徒 共 享 的 ，因 此 才 有 片 語 和 眾 聖 徒 一  
同 ，這 是 指 基 督 徒 （參 ：一 1 、15 , 三 8 ，六 1 8 ) , 而 非 天 使 。 

使 徒 禱 告 祈 求 的 知 識 ，不 是 某 種 對 新 入 教 者 個 人 來 說 難 以 理 解 的  
神 秘 知 識 ，而 是 神 為 了 所 有 信 徒 的 益 處 而 賜 下 的 真 知 灼 見 。

三 1 9 . 如 上 所 述 ，第 一 個 子 句 「明 白 基 督 的 愛 ……是過於人 
所 能 測 度 的 」 ，與 前 面 第 1 8 節的話—— 「能 以 … … 明 白 ……是何

43 L inco ln , 2 1 2 。除了林康自己之外，其他持此看法的包括加爾文、梅 
爾 、艾 伯 特 、飢 爾 德 、米 頓 、范 榮 、卡拉古尼斯、布拉轍和奈達、與 
貝斯特。

4 4 這個簡短的概述並沒有呈現出釋經歷史上所有主要的不同說法。其他 
人認為這四個量度的受詞是天上的基業（根據立方體理解的，就像啟 
示錄二Ĥ  — 章 1 6 節裏天上的耶路撒冷） ，基督的十字架在每一個量 
度上都涵蓋整個世界 • 簡單說就是全宇宙。見 ：Barth, 395-97 ；和 
L in co ln , 2 0 8 -1 3 更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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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長 闊 高 深 」一 平 行 ，並 且 延 伸 它 。保 羅 希 望 讀 者 們 得 著 能  
力 ，得 以 明 白 基 督 那 超 越 人 所 能 測 度 的 愛 。這 個 祈 求 相 當 特 殊 > 

因 為 雖 然 使 徒 已 經 在 第 一 〜 三 章 中 說 了 很 多 關 於 他 的 讀 者 們 在 基  
督 裏 的 事 ，但 他 卻 假 設 他 們 並 未 充 分 體 會 基 督 的 愛 。而 且 ，也需 
要 神 的 大 能 才 能 明 白 它 的 量 度 ；因 此 他 在 禱 告 中 為 他 們 求 能 力 ， 
使 他 們 能 明 白 它 是 何 等 浩 大 。45這 禱 告 不 是 要 他 們 更 愛 基 督 （雖 
然 這 也 是 重 要 的 ） ，而 是 要 他 們 能 明 白 基 督 對 他 們 的 愛 。46此 
外 ，他 們 明 白 這 一 點 不 單 是 純 智 力 的 活 動 。這 顯 然 是 親 身 的 認  
知 • 雖 然 這 無 疑 包 含 洞 察 神 的 愛 在 救 贖 計 劃 中 的 重 要 性 ，卻不能 
把 它 降 格 為 只 是 思 維 上 的 沉 思 。保 羅 要 他 們 得 能 力 ，才能明白這 
愛 在 他 們 自 己 的 經 歷 中 的 程 度 。

弔 詭 的 是 ，這 個 禱 告 是 要 他 們 能 認 識 基 督 那 「超 越 知 識 的 」
( 《和 合 本 》作 過 於 人 所 能 測 度 的 ）愛 。前 面 的 措 辭 ， 「何等長 

闊 高 深 」 ，聚 焦 在 基 督 之 愛 的 浩 大 程 度 上 。現 在 ，藉著更特定的 
對 等 語 ，凸 顯 了 它 的 浩 大 和 無 法 理 解 。但 是 ，這 個 禱 告的措辭絲 
毫 沒 有 眨 抑 知 識 之 意 》畢 竟 ，保 羅 認 為 被 啟 示 出 來 的 知 識 是 基 督  
徒 生 活 所 不 可 缺 的 （參 ：一 9 ，三 3 〜5 、9 ，四 13 , 五 1 7 )  ’ 而 

且 為 了 這 事 替 他 的 讀 者 們 祈 求 ，尤 其 是 在 這 禱 告 裏 兩 度 為 此 祈 求  
( 第 1 8 、1 9 節 ；參 ：一 1 7 、1 8 ) 。實 際 上 ，說 基 督 的 愛 「超越 

知 識 」 • 意 即 它 是 如 此 浩 大 ，以 致 人 無 法 全 然 認 識 它 。我們絕對

4 5 特 別 注 意 卡 森 的 論 述 （卡 森 著 ，潘 秋 松 譯 ， 《保羅的禱告> 〔So. 
Pasadena ：美國麥種傳道會，2 0 0 5 〕 ，276-78 頁 = D . A. Carson, 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Priorities from  Paul and His Prayers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191 ) 。

46 ’ H dydrrn toO XpiaroO不可能指贖者們對基督的愛，而是指祂對他們和
其他人的愛。實 際 上 ，使徒沒有明講是誰被愛，因為他的強調點在於 
基督是那位愛人的。



.y

無 法 探 測 它 的 深 度 或 了 解 它 的 大 小 。不 論 我 們 對 基 督 的 愛 知 道 多  
少 * 我 們 多 麼 充 分 地 進 入 祂 的 愛 中 • 總 會 有 更 多 有 待 認 識 和 經 歷  
的 》47根 據 接 下 來 的 字 句 ，這 含 義 就 是 ，除 非 我 們 從 神 得 著 能  
力 ，得 以 「體 會 基 督 之 愛 的 無 限 廣 大 」 ，我 們 的 靈 命 就 無 法 達 到  
當 有 的 成 熟 。48

保 羅 向 天 父 的 禱 告 在 這 最 後 、總 結 的 求 告 中 達 到 高 潮 。49當 
基 督 藉 著 他 們 的 信 住 在 他 們 心 裏 時 ’ 信 徒 們 的 內 心 就 因 神 的 靈 得  
著 堅 固 ，他 們 也 就 更 切 身 體 會 基 督 那 無 法 衡 量 的 愛 ，以致他們能 
「被 充 滿 ，達 到 神 一 切 豐 滿 的 度 量 」 （直 譯 ） 。 （以弗所書四章 

1 3 節 表 達 一 個 類 似 的 思 想 ，那 裏 說 ，神為祂的百姓所定的旨意是 
要 他 們 達 到 「基 督 之 鹽 滿 身 量 的 度 量 」 〔直 譯 〕 》) 充滿他們的 
乃 是 神 ，正 如 這 個 以 神 為 動 作 者 的 被 動 語 態 動 詞 表 示 的 ，而祂活 
潑 的 作 為 顯 然 著 眼 於 趨 向 一 個 特 定 的 目 標 ，就 是 神 一 切 的 豐 滿 。 
「神 的 」是主詞所有格  > 因 此 指 全 然 完 美 的 神 ，包 括 祂 的 同 在 、 

生 命 、和 能 力 。那 樣 的 豐 滿 或 完 美 ，就 是 他 們 被 充 滿 所 要 達 到 的  
標 準 或 水 平 （因 此 《新 國 際 版 》譯 作 達 到 神 一 切 璧 滿 的 度 量 ） ， 

所 以 這 也 可 能 暗 示 他 們 被 這 豐 富 所 充 滿 。51

六 、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 、和》命成熟（三 14〜21 )
1 .為了能力、愛、和I I 命成熟而禱告（三 14〜19)

47 M o r r is ,  1 0 7 。

4 8 卡 森 著 ，潘 秋 松 譯 ， 《保 羅 的 禱 告 》 ，2 8 2 - 8 3 頁 = D .  A .  C a rso n , 

S p ir itu a l R eform ation , 1 9 5 。

49 注意 A r n o ld ,  86 , 9 6 -9 7  ；參 L in c o ln ，1 9 7，2 1 4 。

5 0 包 括 斯 托 得 （1 4 0 頁 =  S to t t，1 3 8 ) 在 內 的 一 些 人 亦 如 此 認 為 。B A G D ， 
6 7 1 認 為 d g  ( 「到 」）就 是 指 這 目 標 。

51 D . B . W a lla c e , G reek G rammar^ 375 說 ： 「因 此 ，ttAtip<Sw〔充 滿 〕明顯 

的 內 容 就 是 神 的 豐 滿 」 （強 調 部 分 為 他 所 標 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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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人：神的創造（一 3〜三21 )

根 據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2 3 節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已經享有祂的 

豐 富 。但 是 ，保 羅 現 在 禱 告 的 是 要 讀 者 們 被 充 滿 而 達 到 神 一 切 豐  
滿 的 度 量 。我 們 當 如 何 解 釋 這 個 明 顯 的 矛 盾 呢 ？ 「已 經 實 現 」和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之 間 的 張 力 ，是 新 約 聖 經 、特 別 是 保 羅 末 世 觀  

點 的 一 部 分 》因 為 他 們 與 這 位 復 活 、被 高 舉 、並 擁 有 神 性 一 切 豐  
盛 的 基 督 聯 合 ，神 的 百 姓 ，就 是 教 會 ，也 就 有 了 神 的 豐 富 。根據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 9 節 和 二 章 9 節 ，神 性 的 一 切 豐 富 都 在 基 督 裏 ，由 

於 祂 ，信 徒 們 已 經 得 著 生 命 的 豐 富 （參 ：二 1 0 ) 。保羅這些以外 
邦 人 為 主 的 讀 者 們 ，已 經 在 基 督 的 死 、復 活 、和 得 著 高 舉 上 與 祂  
聯 合 （弗二 5 、6 ) 。但 他 們 仍 然 需 要 活 在 生 命 的 新 樣 裏 ，並且必 
須 達 到 這 個 豐 滿 的 地 步 （四 13 ; 參 ：五 1 8 )  » 他們必須成為他們 

已 經 是 的 。他 們 活 在 兩 個 世 代 之 間 的 張 力 裏 ，必 須 有 神 所 賜 的 能  
力 （三 1 9 ) ，52而 被 聖 靈 充 滿 則 是 這 過 程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途 徑 （五
1 8 ) 。使 徒 渴 望 他 的 讀 者 們 藉 著 聖 靈 而 得 剛 強 ，並且經歷基督內 

住 的 果 效 ，使 他 們 能 被 充 滿 ，達 到 神 一 切 豐 滿 的 度 量 ，他所禱告 
的 是 要 他 們 能 「完 全 成 為 神 要 他 們 成 為 的 」 ，也 就 是 屬 靈 的 成  
熟 。因 為 神 自 己 ，也 就 是 基 督 自 己 ，就是標準  > 所以這個意思是 

要 完 全 ，像 祂 一 樣 完 全 ，要 聖 潔 ，像 祂 一 樣 聖 潔 。53

5 2 亞 諾 德 （A rn o ld , 9 7 ) 正確地解釋說，在以弗所書二章19〜2 2 節裏顯 
然也有同樣的末世張力• 在 那 裏 • 外邦人信徒們雖然已經在神所居住 
的建築物裏享有特殊的地位，卻也同時需要在主裏長成一座聖殿（參 
P. T. O 'B rie n , ‘ E n tity ’ ，8 8 - 1 1 9 ) 。這 種 在 「已經實現」和 「尚未完 
全實現」之間的張力卻被林德曼（A. Lindem ann, A u fh e b u n g )挪 去 ， 
他將以弗所書裏的末世論解釋為已全然實現。

5 3 卡 森 著 ，潘 秋 松 譯 ’ 《保羅的禱告> ’ 2 8 2 -8 3 頁 = D . A. Carson, 
Spiritual Reformation, 1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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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和靈命成熟（三 14〜21 )
1 .為了能力、愛、和S 命成熟而禱告（三 14~19)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裏 保 羅 的 禱 告 ，在 為 接 下 來 的 勸 勉 材 料 作 準 備  
上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這 個 代 禱 接 續 、並 且 閩 述 前 面 一 章 17〜 1 9 節 
那 個 祈 求 的 幾 個 主 題 （見 上 文 ） 。在 那 裏 > 使 徒 的 禱 告 是 要 他 的  
讓 者 們 得 以 認 識 神 為 他 們 運 行 的 能 力 是 何 等 浩 大 。現 在他向天父 
祈 求 ，要 他 們 能 被 祂 的 能 力 堅 固 ，為 要 認 識 並 經 歷 基 督 那 超 越 知  
識 的 愛 。藉 此 ，他 們 可 達 到 全 然 的 靈 命 成 熟 》保 羅 強 調 ：如果他 
們 要 「遵 行 主 要 的 道 德 命 令 —— 照 著 基 督 自 己 的 榜 樣 彰 顯 愛 」 

( 濃 縮 在 五 章 2 節 的 勸 勉 裏 ， 「也 要 憑 愛 心 行 事 ，正如基督愛我 

們 ，為 我 們 捨 了 自 己 」） ，就 必 須 要 有 神 所 賜 的 能 力 ；他已經藉 
此 為 接 下 來 的 勸 勉 奠 下 基 礎 。54本 信 的 前 半 部 分 以 這 個 祈 求 達 到  
高 潮 ，就 是 要 在 基 督 的 愛 中 被 建 立 ，並 明 白 這 愛 的 廣 大 ，使他們 
的 靈 命 得 以 成 熟 。

54 A rn o ld , 1 0 0 。第四〜六章含有一系列的愛的命令（四 2 、1 5 、16 , 五 
2 、2 5 、2 8 、3 3 ，六 2 4 ) • 五 章 2 節這句話為它們作了最貼切的總 
結 。注意亞諾德針對保羅的代禱（將能力和愛這兩個主題交織在一 
起 ）與本信接下來的勸勉之間的關係所作頗具洞見的討論。



贰 、新 人 ：神 的 創 造 （_  3〜三21 )

2 . 頌 讚 這 位 能 成 就 一 切 超 過 我 們 所 求 所 想 的 神 （三 2 0 〜 21 )

三 2 0 . 使 徒保羅慣於為他的基督徒讀者們向神求大量的福氣 
(腓 一  9 ，四 19 ; 西一 9 〜 14 ；帖 前 三 12 ；帖後一 3 ; 參 ：林前 

一 5 ) 。這 裏 他 才 剛 剛 求 天 父 賜 下 非 凡 價 值 的 屬 靈 福 氣 ’ 包括求 

神 使 他 們 被 充 滿 ，達 到 神 一 切 豐 滿 的 度 量 。羅炳森 談 到 這 個 祈 求  
時 說 ： 「在 所 有 曾 經 表 達 的 禱 告 中 ，沒 有 一 個 比 這 祈 求 更 大 膽  
了 。」1 那 麼 ，使 徒 是 不 是 ^ 太 過 分 了 」 ？不 是 的 ，因為天父的賞 
賜 超 過 他 們 能 祈 求 、或 甚 至 能 想 像 的 程 度 ，因此就不 可 能 祈 求 過  
多 了 。

使 徒 恰 當 地 以 一 個 榮 耀 頌 結 束 他 的 長 篇 代 禱 ，那是簡短而又 
自 發 地 將 讚 美 歸 於 神 ，因 為 祂 是 行 事 能 充 充 足 足 地 成 就 一 切 、超 
過 我 們 所 求 所 想 的 那 位 。這 榮 耀 頌 不 僅 接 著 保 羅 的 祈 求 禱 告 ，也 
與 它 密 不 可 分 ：在 「歸 與 祂 ，就 是 能 …… 的 」 （ 《呂 振 中 譯  

本 》 ）的 稱 謂 裏 將 能 力 歸 給 神 、提 到 祂 在 讀 者 們 裏 面 運 行 的 能 力  
( 參 ：第 1 6 節 ） 、以 及 祂 能 成 就 超 過 他 們 （在 禱 告 中 ）所能求的 

這 事 實 ，在 在 清 楚 顯 示 這 裏 將 讚 美 歸 給 神 乃 是 與 前 面 的 代 禱 密 切  
相 關 。

在 新 約 聖 經 的 榮 耀 頌 裏 ，第 一 項 要 素 就 是 提 到 歸 榮 耀 的 對  
象 ，這 要 素 是 最 具 變 化 的 ，在 第 2 0 和 2 1 節 這 裏 也 不 例 外 。這榮 
耀 頌 以 將 能 力 歸 給 神 開 始 。翻 譯 為 「神 能 … … 」 ，模 糊 了 第 1 6 和 
2 0 節在能力上 2 的 關 連 。祂 是 那 「大 能 者 」 （參 ：羅 十 六 25 ；猶 
2 4 、2 5 ) ，能 夠 為 祂 的 百 姓 成 就 他 們 無 法 想 像 的 偉 大 作 為 。或許

1 Robinson, 89 • 他 又 說 ：這個祈求是「關 於 irappridot、言論自由、和 
保羅剛才說到的『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2 的一個不平常的例子」
( 參 L in co ln , 215 ) 0

2 Aovanevw ( 「能 ....... 」）與 Sdva^ui; ( 「力 量 ，能力」）為同源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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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羅 所 想 到 的 * 是 天 父 要 在 祂 的 基 督 徒 讅 者 當 中 實 現 「天上各樣 
厲 靈 的 福 氣 」 （一 3 ) 。3 即 使 像 前 面 幾 節 經 文 裏 那 樣 大 的 祈 求 ， 

或 是 人 類 的 想 像 力 那 樣 不 受 拘 束 的 能 力 • 絲 毫 都 不 能 限 制 神 作 為  
的 浩 大 能 力 》當 讀 者 們 被 吸 引 來 分 享 他 的 禱 告 負 擔 ，就 是 「一 
切 … … 我們所 求 所 想 的 」 ，使 徒 的 話 語 就 被 延 伸 到 極 限 了  ：他用 
的 是 一 個 罕 見 的 複 合 副 詞 的 比 較 級 ，最 好 的 翻 譯 是 「無限量地超 
過 」 。4 神 所 能 作 的 沒 有 任 何 極 限 。

在 前 面 第 一 章 的 代 禱 裏 說 ，神 向 信 徒 們 所 顯 的 能 力 （一
1 9 ) ，就 是 祂 在 基 督 復 活 一 事 上 所 蓮 行 的 「大 能 大 力 」 （一
2 0 ) 。現 在 ，那 使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使 祂 坐 在 天 上 的 寶 座 、然後 

使 我 們 復 活 並 且 與 祂 同 坐 寶 座 的 同 一 個 能 力 ，也 在我們心裹運 

行 ，5 為 要 沒 有 限 量 地 成 就 一 切 超 過 我 們 所 能 求 或 想 的 。因 此 ，在 
這 榮 耀 頌 裏 ，保 羅 為 了 神 藉 著 祂 的 聖 靈 賜 下 力 量 給 祂 的 百 姓 而 讚  
美 祂 ，也 肯 定 神 對 他 們 、和 在 他 們 當 中 的 恩 典 計 劃 是 可 能 全 然 實  
現 的 。6

六、保羅的代求：為了能力、愛、和靈命成熟（三 14〜21 )
2 .頌讚道位能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神（三 20〜21 )

3 如 A rn o ld , 101所主張的。

4 希臘文CmEpEKTiEptcraoO » BAG D , 8 4 0 。它所強調的是到了 ^不尋常的程 
度 ，包括遠遠超過原來期待的」 （Louw and N ida §78 .34 ) , 被形容 
為保羅所創的幾個「最高的最高級」之 一 （F. F. Bruce, Ephesians, 
7 0 ) 。

5 雖然動詞 4vEpy0UMvriv ( 「運行」）在這裏和歌羅西書一章2 9 節可能
是關身語態，但更可能是被動語態，暗示神是這動作的主詞。在歌羅 
西書的文脈裏，它指神在保羅裏面運行的大能。在以弗所書這裏，是 
神 在 一 般 信 徒 裏 面 大 能 地 運 行 。注 意 P. T. O 'B rie n , Colossians, 
Philemon, 9 1 ，和 A rno ld , 101，201 的討論。

6 Bruce,  3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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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三 2 1 . 新 約 聖 經 榮 耀 頌 的 第 二 個 要 素 ，7 是 將 「榮 耀 」 （或 
它 的 對 等 詞 語一 尊 榮 、偉 大 、或 能 力 ）正 確 地 歸 給 神 • 因為這 

本 是 屬 於 祂 的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d o x a 主要表示神同在的明亮或光 

輝 。將 榮 耀 歸 給 神 ，並 非 把 某 個 東 西 加 給 祂 ；而 是 積 極 地 承 認 或  
稱 頌 祂 的 所 是 、或 祂 已 作 成 的 事 （詩 二 十 九 2 ，九 十 六 8 ) 。雖然 

新 約 聖 經 的 許 多 榮 耀 頌 裏 沒 有 動 詞 ，但 卻 都 假 設 有 直 說 語 氣 的  
「是 」或 「屬 於 」 ：榮 耀 頌 是 個 確 認 ’ 而 非 願 望 。8 例 如 ：在加拉 

太 書 一 章 5 節 就 是 如 此 ，榮 耀 是 雇 於 神 ，因 為 「主 耶 穌 基 督 … … 

為 我 們 的 罪 捨 己 ，要 救 我 們 脫 離 這 罪 惡 的 世 代 」 ，乃是照著祂的 
旨 意 。

但 願 祂 在 教 會 中 、並 在 基 督 耶 穌 裹 得 著 榮 耀  > 這個措辭並不
尋 常 ，因 為 在 新 約 聖 經 的 榮 耀 頌 裏 ，只 有 這 裏 同 時 出 現 「教 會 」 
一 詞 和 片 語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 （但 參 ：羅 十 六 2 5 〜 27 ；猶 2 4 〜 
2 5 ) 。但 鑑 於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和 第 一 〜 三 章 更 廣 的 上 下 文 •二 者 都  

顯 為 合 適 。教 會 是 得 贖 之 人 的 群 體 ，包 括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是神 
的 恩 典 的 傑 作 （參 ：二 7 ) 。她 是 祂 同 在 和 掌 權 的 領 域 （一 2 2 、 
2 3 ，二 2 2 ) ，也 是 藉 以 使 天 上 的 眾 掌 權 者 得 知 祂 的 智 慧 的 媒 介  
( 三 1 0 ) 。我 們 在 前 面 主 張 > efcfci办ia  ( 「教 會 」）是指一個在天 

上 的 集 會 ，是 身 為 基 督 肢 體 的 眾 信 徒 現 在 就 有 分 的 （見 ：三 1 0 的 
註 釋 ；參 ：二 5 、6 ) 。 這 個 集 會 的 完 滿 實 現 將 發 生 在 最 後 那 曰 ， 

但 她 的 特 點 現 在 卻 已 經 透 過 各 地 的 基 督 徒 集 會 表 現 出 來 了 。因 
此 ，在 收 到 這 封 巡 迴 書 信 的 地 方 教 會 裏 ，榮 耀 被 歸 給 神 》信徒們

7 在 第 2 0 節將能力歸給神之後，又 藉 著 c«3T(p ( 「歸給祂」）重複了開 
頭部分。

8 參 BDF §128(5) ; 和 P. T. O ’ Brien, ‘ Benediction, Blessing, D oxo

logy, Thanksgiving ’ ，DPL,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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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就 享 受 與 在 天 上 的 基 督 之 間 的 交 通 ，他 們 此 時 此 地 在 地 上 這  
樣 歸 榮 耀 給 神 不 過 是 部 分 的 。在 得 贖 之 民 最 後 的 聚 集 裏 ，也就是 
完 全 創 造 好 的 新 人 裏 （二 1 5 ) ，神 將 得 著 完 全 的 榮 耀 （參 ：三
13 , 五 2 7 ) 。9

神 在 教 會 中 的 榮 耀 不 能 與 祂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的 榮 耀 分 離 。這種 
合 併 的 措 辭 ，表 示 信 徒 們 之 所 以 能 將 榮 耀 歸 給 神 ，乃 是 因 他 們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的 緣 故 （見 ：一 3 的 註 釋 ） 。就 如 「各樣屬靈 

的 福 氣 」是 「在 基 督 裏 」賜 給 我 們 的 （一 3 ) ，我們承認父神的 

榮 耀 也 是 完 全 因 為 基 督 耶 穌 ；這 是 出 自 於 那 些 已 經 被 納 入 祂 裏 面  
的 人 。祂 是 將 神 的 作 為 傳 達 給 我 們 的 中 保 ，也是將我 們 讚 美 的 回  
應 傳 遞 給 神 的 中 保 。l e 就 如 我 們 只 能 奉 主 耶 穌 的 名 感 謝 神 （五
2 0 ) ，也 只 有 在 基 督 耶 穌 的 範 疇 裏 才 能 將 榮 耀 歸 給 神 。

如 此 將 榮 耀 歸 給 神 是 永 無 止 境 的 。當 神 不 斷 藉 著 祂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向 我 們 所 施 的 恩 慈 顯 明 祂 那 無 比 豐 富 的 恩 典 時 （二 7 ) ，現 
今 和 要 來 的 世 代 就 成 為 無 窮 讚 美 的 場 合 了 。保 羅 榮 耀 頌 的 第 三 項  
要 素 是 個 時 間 性 的 詞 語 ：直 到 世 世 代 代 ，永 永 遠 遠 ，雖然表達了 
以 弗 所 書 的 行 文 風 格 特 色 ，11但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卻 無 類 似 的 用 法 。 
在 要 來 的 世 代 中 ，並 直 到 整 個 永 恆 ，榮 耀 都 當 歸 給 神 。關於永 
恆 ，更 常 用 的 慣 用 語 是 「永 永 遠 遠 」 （參 ：加一 5 ；提前一  17 ；

六 、保 羅 的 代 求 ：為 了 能 力 、愛 、和 靈 命 成 熟 （三 14〜21 )
2 . 頌 讚 道 位 能 成 就 一 切 超 過 我 們 所 求 所 想 的 神 （三 2 0〜2 1 )

見 W. J. D um bre ll, The Search fo r Order: Biblical Eschatology in Focus 

(Grand Rapids: Baker, 1994), 2 6 6 -6 8 。

10 Schnackenburg, 156 ; 和 L in co ln , 217 °

11 Hi? TTCtaâ  t 知 yeveca; toO aiwvo^ tw v aiwvwv ( 直 譯 「直到所有時代的所 
有 世 代 」) 。使 用 yeved ( 「世 代 」）一 詞 ，並 將 它 與 aWv ( 「時 
代 」）的 單 、複數形併用，是個獨特的特色。關於榮耀頌中多變化的 
第三項要素，見 R. Deichgreber, Gotteshymnus，27,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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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 人 ：神的創造（一 3〜三 21 )

提 後 四 1 8 ) ，那 是 《七 十 士 譯 本 》常 用 的 另 一 個 強 調 性 的 措 辭 ， 
表 示 無 止 境 之 意 的 「整 個 永 恆 」 （參 ：詩 八 十 五 5 ) 。

當 這 榮 耀 頌 在 每 一 個 教 會 裏 宣 讀 時 ，隨 之 而 來 的 ，是他們自 
動 以 阿 們 聲 表 示 對 它 的 贊 同 。在 歷 史 和 永 恆 裏 ，在教會中和在基 
督 耶 穌 裏 ，榮 耀 的 確 屬 於 神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 「阿 們 」是人在嚴 
肅 場 合 裏 ，為 要 堅 立 一 個 咒 詛 或 祈 求 、接 受 祝 福 、或使自己與榮 
耀 頌 連 結 而 發 出 的 回 應 。結 束 詩 篇 中 前 四 卷 書 的 榮 耀 頌 （詩四十 
一 1 3 ，七十二  19 , 八 十 九 52 , — 〇 六 4 8 ) , 每 一 個 都 是 以 「阿 

們 」結 束 的 ，新 約 聖 經 裏 的 禱 告 和 榮 耀 頌 也 都 以 它 來 強 化 和 認 同  
(羅 一  25 ；加一 5 )  » 「阿 們 」清 楚 地 表 示 ，將讚美歸給神不是 

有 口 無 心 的 ，而 是 整 個 教 會 自 發 性 的 回 應 。在 其 他 地 方 ，保羅很 
顯 眼 地 將 信 徒 們 「阿 們 」的 回 應 連 結 到 神 的 信 實 ，祂對祂在基督 
裏 的 所 有 應 許 都 說 「是 」 （林後一  2 0 ) 。本書信的前半部就在這 

響 亮 的 「阿 們 」聲 中 結 束 了 。

在 保 羅 禱 告 最 後 的 榮 耀 頌 結 束 了 本 書 信 的 前 半 部 分 ，所用的 
語 調 與 開 頭 頌 讚 的 起 頭 相 同 （一 3 〜 1 4 ) ，也 就 是 ’ 為了神大能 

的 救 恩 而 讚 美 祂 ，這 救 恩 開 始 於 永 恆 之 中 ，在 基 督 裏 施 行 ，為要 
在 永 恆 中 使 神 榮 耀 的 恩 典 得 著 讚 美 。保 羅 要 他 的 讀 者 們 對 神 的 大  
能 救 恩 旨 意 有 神 學 的 觀 點 。他 禱 告 ，要 他 們 因 基 督 、藉著祂的靈 
而 得 著 剛 強 ，使 他 們 能 行 在 愛 中 ，就 如 基 督 愛 我 們 ，為我們捨了 
自 己 （五 2 ) 。第 三 章 的 禱 告 和 榮 耀 頌 發 揮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功 用 ， 

為 隨 後 在 本 書 信 第 二 部 分 針 對 愛 發 出 的 勸 勉 鋪 路 。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 、在基督身體褢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1 
〜 16)

1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 

的恩相稱。2凡事謙虛、溫 柔 、忍 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3用 

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4身體只有 

一 個 ，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5 —主 ， 

一 信 ，一 洗 ，6—神 ’ 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 

人 之 中 ，也住在眾人之内。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 

給各人的恩賜。8所以經上說：「祂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 

仇 敵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9 ( 既 說 「升上」 ，豈不是先 

降在地 下 嗎 ？10那 降 下 的 ，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 

的 。）11祂所賜的有使徒，有 先 知 ，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 師 ，12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13直等 

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 

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1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 

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 飄 去 ，就 

隨從各樣的異端；15惟用愛心說誠實話 ’ 凡 事 長 進 ’連於元 

首 基 督 ，16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 

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保 羅 的 祈 求 禱 告 和 榮 耀 頌 圓 滿 地 結 束 了 以 弗 所 書 前 三 章 ，然 
後 ，他 開 始 他 的 長 篇 勸 勉 （p a r a c le s is ) ，範 圍 從 四 章 1 節直到六 
章 2 0 節 ，換 言 之 ，幾 乎 到 了 本 書 信 的 結 束 。以我勸你們開始的子 

句 ，連 同 開 頭 的 所 以 （ 《呂 振 中 譯 本 》 、 《思 高 聖 經 》 、 《現代 
中 文 譯 本 》 、 《恢 復 本 》 、 《標 準 譯 本 》 ； 《和 合 本 》未 譯 ； 
參 ：帖 前 四 1 ; 羅十二  1 ) ，標 示 出 這 個 道 德 勸 勉 的 開 始 ；開頭的 
「因 此 」是 遵 循 一 個 相 當 固 定 的 模 式 ，它 在 此 處 的 功 能 ，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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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從 第 一 〜 三 章 的 教 義 材 料 ，到 第 四 〜 六 章 的 實 行 指 示 之 間 的 轉  

折 。1

在 以 弗 所 書 前 半 部 裏 ，使 徒 把 神 要 使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面 同 歸 於  
一 的 永 恆 計 劃 展 示 給 他 的 讀 者 們 。他 在 第 四 章 裏 的 直 接 呼 籲 ，是 
基 於 他 們 在 基 督 裏 已 經 和 好 、成 為 神 的 新 人 的 一 部 分 。他的勸勉 
材 料 的 內 容 ，常 受 前 面 所 寫 的 頌 詞 、感 謝 部 分 、和教導段 落 的 影  
響 。2 關 於 他 們 被 神 呼 召 要 有 的 崇 高 命 運 ，讀 者 們 已 經 受 到 提 醒 ， 
現 在 他 們 被 告 知 的 ，是 這 呼 召 的 盼 望 ，在 於 他 們 必 須 活 出 與 之 相  
配 的 生 活 。 「因 此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行 為 被 視 為 不 僅 是 對 神 在 基  
督 裏 所 成 就 之 事 的 回 應 ，也 是 適 當 地 伴 隨 著 對 神 的 讚 美 ，那是第 
一 〜 三 章 裏 的 兩 個 主 題 。 」3

1 它 的 格 式 ，通常是一個第一人稱單數或複數的動詞（TTOpOKOAfi，「我 
勸或告誡」） • 後面帶連接詞o5v ( 「所以」) 或一個同等語，直接 
受 詞 ( 「你們」） ，偶而會有呼格的dSeA())d ( 「弟兄姐妹們」） 
與這直接受詞連接• 然後是一個以Sl(4 ( 「藉著」）或 ( 「在… … 

裏 」）開始的介詞片語，而勸勉的內容，則是藉著一個不定詞、命令 
語 氣 、或 Wot ( 「以致」）子句表達出來（參 ：羅十二 1 ，十 五 3 0 ， 
十 六 17 ；林前一 10 • 四 1 6 ，十 六 15 ; 林後二 8 , 六 1 ，十 1 ; 帖前
四 1 、10 , 五 14 ; 門 8 ~ 1 0 ) 。注意 C. J. B je rke lund, ParafcaW 的重 
要 討 論 ，和 L in co ln , 226, 227 的批判。亦參 M. Breeze, ‘ H orta to ry  

D iscourse in  Ephesians ’ ，Journal o f Translation and Textlinguistics 5 

(1992), 313-47  。

2 注 意 ，例 如 ：第一〜三章提到聖父對聖子（一 6 ) 和在基督裏眾信徒 
(一  4 ，二 4 ，三 1 7 、1 9 ) 的 大 愛 ，後面接著的就是愛的勸勉（四

2 、1 5 、1 6 ，五 2 、2 5 、2 8 、33 , 六 2 4 ) 。但有一點需要進一步說明 
的 ：在第四〜六章裏，關於基督之愛的神學性的「直說語氣」 ，是與 
「命令語氣」交織並用的（五 2 、2 5 ，六 23 ) 。

3 B es t ,  3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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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 「神 學 」和 「道 德 」被 分 別 放 在 第 一 〜 三 章  
和 第 四 〜 六 章 這 兩 個 彼 此 分 隔 並 且 密 閉 的 部 分 裏 。正 如我們的釋 

經 已 經 顯 示 的 ，在 本 書 信 的 前 半 部 裏 ，神 學 和 道 德 已 經 緊 密 纏 結  
在一起了  ：對 使 徒 教 導 的 正 確 認 識 ，應 當 在 態 度 和 行 為 上 產 生 深  
遠 的 影 響 。此 外 ，就 像 在 歌 羅 西 書 裏 一 樣 ，保 羅 經 常 合 併 神 學 和  
道 德 的 陳 述 （參 ：西 三 1〜 四 6 ) ，前 者 常 成 為 後 者 的 基 礎 （如 ： 
弗四 4 〜 1 6 、3 2 ，五 2 、8 、2 3 〜3 2 )  °

第 1〜 1 6 節 為 後 面 四 章 1 7 節 〜 六 章 2 0 節 所 說 的 作 預 備 ，也 

詳 細 說 明 了 「第 1 節 的勸勉當如何在不同的群體和家庭關係中行 

出 來 」 》4 就 思 路 結 構 來 說 ，本 段 經 文 可 分 為 兩 個 主 要 部 分 。第一 
部 分 （第 1〜6 節 ）以 規 勸 讀 者 們 生 活 當 與 所 蒙 的 恩 相 稱 開 始 ，這 

規 勸 是 基 於 本 書 信 的 前 半 部 分 ，而 且 很 快 就 聚 焦 於 保 守 在 聖 靈 裏  
合 一 的 呼 籲 上 （第 1〜3 節 ） 。第 1 節 是 本 書 信 其 餘 部 分 的 「主題 

句 」 ，隨 後 的 勸 勉 ，都 是 說 明 行 事 為 人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這 話 所 涵  
括 的 意 思 ，他 們 要 在 愛 中 如 此 行 ，並 且 要 保 守 在 聖 靈 裏 的 合 一 。 
這 導 致 對 此 信 仰 之 基 本 實 際 的 一 個 七 重 宣 告 * 成 為 前 面勸勉的基 
礎 。第 一 〜 三 章 的 主 要 課 題 ，例 如 讀 者 們 的 蒙 召 、為 愛 禱 告 、神 
的 百 姓 在 聖 靈 裏 為 同 一 身 體 、和 一 切 都 是 基 於 三 一 神 論 等 ，都在 
第 1〜6 節 這 個 簡 短 的 段 落 中 提 到 了 。

但 是 恩 典 賜 給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第 7 節 《呂 振 中 譯 本 》 ）清楚 

標 示 了 本 段 落 第 二 部 分 的 開 始 ，保 羅 在 此 引 入 多 樣 性 的 意 思 》這 
多 樣 性 與 整 體 的 合 一 並 無 牴 觸 * 也 不 是 以 犠 牲 合 一 為 代 價 。高升 
的 基 督 把 各 樣 恩 賜 ，特 別 是 使 徒 、先 知 、傳 福 音 的 、牧師和教師 
的 恩 賜 ，賜 給 教 會 ，目 的 是 要 建 立 整 個 身 體 ，使 她 得 臻 於 成 熟 及  
合 一 （第 1 3 節 ） ，在 這 樣 的 合 一 裏 ，每 個 人 都 有 其 完 整 、不可或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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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缺 的 角 色 （第 1 6 節 ） 。各 樣 事 工 的 目 的 ，是 要 裝 備 整 個 身 體 來  

「服 事 」 ，使 她 得 以 「長 大 」成 為 健 康 （成 熟 ）的 身 體 ，以基督 
為 元 首 ，整 個 身 體 都 從 祂 得 著 生 命 ，而 長 成 祂 的 樣 式 （第 12〜 16 

節 ） 。



.*

1•教會的合一為當務之急（四1〜6)

本 段 落 是 關 於 保 守 合 一 的 必 要 ’ 它 可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第一部 
分 的 開 始 是 個 「主 題 句 」 ，那 是 一 般 性 的 勸 勉 ，要讀者們的生活 
與 所 蒙 的 恩 相 稱 （第 1 節 ） ，所 以 （ 《呂 振 中譯本》等 ）表示這 
勸 勉 是 奠 基 於 本 書 信 的 前 三 章 。1 但 是 ，怎樣的行為才算是與所蒙 
的 恩 相 稱 ，又 如 何 分 辨 它 ？隨 後 的 字 句 說 明 了 這 個 一 般 性 的 勸  
勉 ，保 羅 用 三 個 修 飾 語 力 勸 他 的 讀 者 們 竭 力 保 守 聖 靈 所 賜 合 而 為  
一 的 心 （第 2 〜3 節 ） ，包 括 四 個 美 德 （謙 虛 、溫 柔 、忍 耐 • 用愛 

心互相寬容） 。第 二 部 分 （第 4 〜6 節 ）由對這信仰合一的實際所 
作的 七 重 告 白 組 成  > 它 們 為 這 合 一 的 呼 籲 提 供 了 強 烈 的 動 力 。這 
幾 節 經 文 藉 著 呼 召 的 用 詞（第 1 節 ） ，特 別 與 第 一 段 連 結 ，然而 
目 前 所 強 調 的 ，是 出 自 這 呼 召 的 一 個 指 望（第 4 b 節 ） 。

四 1 . 基 於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浩 大 救 恩 ，讀 者 們 受 到 勸 勉 ，要過 
與 他 們 的 崇 高 命 運 及 呼 召 一 致 的 生 活 。保 羅 以 我 ……勸你們開始 
本 書 信 的 勸 勉 部 分 * 這 是 他 書 信 的 特 色 ，標 示 過 渡 到 一 個 新 段 落  
的 轉 折 。如 同 此 處 一 樣 ，在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四 章 1 節和羅馬書十 
二 章 1 節 裏 ，書 信 的 主 要 道 德 訓 勉 都 是 以 這 子 句 開 始 。2 這動詞本 

身 涵 蓋 廣 泛 範 圍 的 意 思 ，但 它 在 這 裏 是 表 示 「力 勸 」或 「勸 勉 」

— 、在基® 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1 -教會的合一為當務之急（四 1〜6 )

1 陸 兹 ( U. Luz, ‘ Oberlegungen zum Epheserbrie f’ ，379-86 ) 認 為 ： 
第四〜六章的勸勉材料，乃是以一章15〜2 3 節和三章 14〜2 1 節的禱
告為基礎。

2 但 是 ，與畢爾克倫（C. J. B je rke lund, Parakald， 140 ) 等人所說不同 
的 是 ，TTapaKaAG子句不僅是書信寫作的功能而已，它表達使徒的勸 
勉 ’ 也 是 「基督教特有的勸勉」的一部分（Schnackenburg，1 6 2 亦如
此認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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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0 )

的 意 思 。3 雖 然 保 羅 期 待 他 服 事 的 眾 教 會 承 認 他 的 權 柄 ，但他通常 
是 求 或 勸 勉 他 的 讀 者 們 ，而 非 命 令 他 們 ，他所用的動詞 也 反 映 了  
這 方 式 。4 他 通 常 將 「弟 兄 們 」一 詞 與 這 片 語 連 結 （羅十二  1 ，十 
五 30 ；林 前 十 六 15 ；帖 前 四 1 0 ) ，但這詞沒有以稱謂的用法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個 省 略 是 與 本 書 信 的 一 般 性 質 一 致 的 。
這 勸 勉 出 自 一 位 自 稱 為 「我 為 主 被 囚 的 」之 手 ，這很像前面 

的 自 稱 我 保 羅 … … 作 了 基 督 耶 穌 被 囚 的 （見 ：三 1 的 註 釋 ） 。就 

如 他 的 整 個 基 督 徒 生 活 都 是 「在 主 裏 」 ，他 之 身 為 囚 徒 也 同 樣 是  
在 基 督 主 權 的 範 疇 內 。這 重 複 出 現 的 囚 徒 的 主 題 似 乎 有 它 修 辭 上  
的 功 能 ：5 保 羅 牧 者 的 呼 籲 ，因著提到他自己付出重大代價的委身 
而 受 到 強 調 。他 之 所 以 被 囚 ，是 為 了 這 封 書 信 受 信 人 的 緣 故 ，也 
因 為 他 委 身 於 現 在 所 要 求 於 他 們 的 合 一 （見 ：三 1 3 ) 。

行 事 為 人 就 當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這 勸 勉 乃 出 於 神 恩 典 、拯救 
的 旨 意 ，那 是 已 經 在 前 面 三 章 中 呈 現 出 來 的 （參 ：林 後 五 2 0 ) 。 

這 個 呼 籲 就 像 保 羅 在 道 德 方 面 的 其 他 「命 令 語 氣 」一 樣 * 是基於 
陳 述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拯 救 作 為 所 用 的 「直 說 語 氣 」 。6 它是個全面性 
的 勸 勉 （參 ：帖前二  12 ；羅十二  1 ; 林 前 十 31 ；腓一 27 ；西一

3 希臘文 n a p c n c a A f i j。B A G D ， 6 1 7  ；不 同 於 畢 爾 克 倫 （C .  J .  B j e r k e l u n d ,  

Parakalo, 185-87 ) 所 主 張 的 ，他因強調友善的因素而減弱規勸的層 
面 。霍 納 （Hoehner, 503 ) 亦正確地如此認為；參 S. R. L lew e lyn , 

Nezv Documents 6 (1992), 145-46 o

4 注意 L. L. B e lle v ille , ‘ A u th o r ity ’ ，DPL, 54-59 關於保羅的權柄及其 
行使的討論（及更多參考文獻細節） 。

5 D. G. Reid, ‘ Prison, P risoner’ ，DPL, 752-54 ；和 滕 納 ，1295 頁 =  

Turner, 1 2 3 6 。（亦 參 ：腓一 7 、1 3 、1 4 、17 ; 門 1 、9 。）

6 注 意 S. C. M o tt, ‘ E th ics ’ ，DPL, 2 6 9 -7 5 和進一步的參考文獻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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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M 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1 .教會的合_ 為當務之急（四 1〜6 )

1 0 ，三 1 7 ) ，涵 蓋 讀 者 們 生 活 的 每 一 層 面 ，成 為 後 續 部 分 的 「主 

題 」句 子 。整 個 道 德 訓 勉 接 下 來 的 勸 勉 • 都 說 明 了 行 事 為 人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的 含 意 。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使 徒 已 經 使 用 「行 事 為 人 」一詞來 描 述 讀 者  
們 從 前 在 罪 惡 和 死 亡 中 的 生 活 形 態 （二 1〜 2 ; 參 ：第 3 節 ） ’ 然 

後 又 用 它 來 描 述 神 預 備 要 他 們 行 的 善 行 （二 1 0 ) ，作 為 對 照 。現 
在 ，在 第 四 〜 六 章 勸 勉 材 料 的 開 頭 地 方 ，這 個 重 要 的 主 題 再 次 出  
現 ，讀 者 們 受 訓 誨 ，要 過 一 個 與 所 領 受 的 呼 召 相 符 的 生 活 • 這就 
像 一 條 鮮 紅 色 線 ，貫 穿 接 下 來 的 兩 章 （四 1 7 ，五 2 、8 、1 5 ) 。

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 「呼 召 」指 神 藉 著 福 音 的 傳 講 ，吸引 
人 來 與 祂 的 愛 子 相 交 （林前一  9 ; 羅 八 3 0 ) ，或進入祂的國度或 

榮 耀 裏 （帖前二  1 2 )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保羅勸勉讀者們行事為 
人 當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7藉此提醒他們回想神過去在他們當中的作 
為 。身 為 信 徒 ，他 們 已 經 蒙 召 進 入 帶 有 奇 妙 指 望 （一 1 8 ) 的救恩 
福 氣 裏 （一 3 〜 1 4 ) 。他 們 已 經 在 基 督 的 復 活 和 被 高 舉 裏 與 祂 聯  

合 ，所 以 他 們 現 在 也 同 享 祂 對 這 新 創 造 的 統 治 （一 2 0 〜 2 2 ，二 
6 )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都 已 藉 著 基 督 之 死 與 神 和 好 ，蒙召進入這新 
人 裏 （二 13〜 1 6 ) 。他 們 已 經 成 為 神 的 家 ，就 是 主 的 新 聖 殿 （二

1 5 、1 9 、21 ) 的 成 員 ，得 以 藉 著 同 一 位 聖 靈 ，自由地來到父面前 
(二  1 8 )  » 他 們 已 經 蒙 召 進 入 一 個 身 體 ，就 是 教 會 （參 ：西三 

1 5 ) ，在 神 為 宇 宙 所 定 的 旨 意 裏 ，有 神 所 派 定 的 角 色 （弗三

7 在 TTepnraTfiaai t%  KAî aeu)? fj? 4kA^0tit£ ( 《呂振中譯本》附 註 「行
事為人要對得起你們所蒙呼召的呼召」）一 語 中 ，關 係 代 名 詞 M 
( 「以此」）受 前 面 的 名 詞 ( 「呼召」) 牽引而為所有格》另 

外 ，「呼召」的同源名詞和動詞（<cAfjalS • koAew) 一併 使 用 ，這也是 
以弗所書中常見的寫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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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1 0 ) 。但 神 恩 慈 的 呼 召 不 只 是 賜 給 他 們 非 常 的 特 權 而 已 ，也有隨 

之 而 來 鄭 重 的 責 任 。祂 揀 選 、預 定 他 們 得 著 兒 子 的 名 分 ，被接納 
進 入 祂 的 家 中 （一 4 、5 ) ，和祂事先就預備了要他們行在其中的 
善 行 （二 1 0 ) ，並 沒 有 免 去 他 們 聽 從 使 徒 命 令 的 責 任。8 他們應 

該 回 應 神 主 動 開 始 的 作 為 ，而 神 的 呼 召 則 樹 立 了 他 們 行 為 所 當 遵  
循 的 尺 度 或 準 則。9 接 下 來 的 勸 勉 更 詳 盡 地 說 明 了 他 們 的 責 任 ，這 

是 在 一 個 呼 籲 的 架 構 下 提 出 的 ，那 呼 籲 則 是 基 於 他 們 已 經 接 受 的  
救 恩 的 福 音 。

四 2 . 行 事 為 人 當 與 神 呼 召 的 恩 相 稱 的 勸 勉 ，現 在比較清楚 

地 解 釋 出 來 ，就 是 指 讀 者 們 在 和 平 的 連 結 下 ，竭 力 保 守 在 聖 靈 裏  
的 合 一 ，以 謙 虛 、溫 柔 、忍 耐 、愛 心 的 寬 容 等 美 德 為 特 質 的 生  
活 。重 要 的 是 ，在 基 督 身 體 內 的 關 係 ，特 別 是 以 和 睦 為 特 質 的 舉  
止 ，是 保 羅 談 到 的 第 一 個 課 題 ，作 為 與 蒙 召 之 恩 相 稱 的 生 活 的 基  
本 要 素 。一 直 到 第 1 7 節 有 意 地 重 拾 「行 事 」一 詞 時 ，在基督裏的 
生 活 才 與 外 在 的 生 活 相 對 照 。

接 續 第 1 節 勸 勉 的 ，不 是 命 令 語 氣 ，而 是 兩 個 介 詞 片 語  
( 《呂 振 中 譯 本 》 「以 完 全 的 謙 卑 與 柔 和 、用 恆 忍 」） ，和兩個 

作 命 令 語 氣 用 的 分 詞 子 句 （ 「用 愛 心 互 相 寬 容 」和 「竭 力 保

參 L in co ln , 2 3 5 。

9 這是埤丨叫( 「相 稱 * 以相配的方式」) 一字的意義。使徒經常為了勸 
勉而在片語裏使用鹆 (叫 ，而 且 通 常 是 與 動 詞 tTEpunrrb ( 「行事為 
人 ’ 生活」 ：帖前二 12 ；西一 10 ; 弗 四 1 ; 但 注 意 ：羅十六2 ; 參 ： 
約 叁 6 ) 併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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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1 .教會的合一為當務之急（四 1〜6 )

守 … … 合 而 為 一 的 心 」） 。這 些 勸 勉 「引 至 一 條 向 上 的 路 線 ，朝 
向欲達到的目標—— 保 守 合 一 」 （第 3 節 ） 。le

「謙 虛 」 、 「溫 柔 」 、 「忍 耐 」這 三 個 美 德 ，連 同 「互相寬 
容 」和 「愛 」的 觀 念 ，都 出 現 在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12〜 1 5 節類似的正 

面 勸 勉 材 料 裏 ，” 但 它 們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的 功 能 是 不 可 少 的 美 德 ， 
沒 有 它 們 • 就 無 法 達 成 這 勸 勉 的 目 標 ，也 就 是 保 守 身 體 的 合 一 。 
實 際 上 * 所 要 求 於 讓 者 們 的 ，是 要 培 育 可 在 基 督 的 完 全 裏 看 到 的  
美 德 。其 中 大 多 數 都 出 現 在 加 拉 太 書 五 章 2 2 〜2 3 節那分聖靈果子 
的 九 重 清 單 中 ，具 體 說 明 了 藉 著 基 督 之 死 而 為 讀 者 們 贏 得 的 和 好  
( 弗二 1 4 〜 18 ) 。

前 兩 項 美 德 「以 完 全 的 謙 卑 與 柔 和 」 （ 《呂 振 中 譯 本 》 ）彼 
此 緊 密 相 關 ：它 們 被 一 個 介 詞 「以 」 （ 《和 合 本 》未 譯 ）連 結 > 

「完 全 的 」 （ 《和 合 本 》作 「凡 事 」）是 保 羅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的 常  
用 字 ，被 用 在 這 兩 個 名 詞 上  > 強 調 他 認 為 這 些 道 德 特 質 在 他 的 讀  
者 們 生 活 中 是 何 等 必 要 。如 眾 所 周 知 的 ， 「謙 虛 ，謙 卑 ，卑 微 j  

僅 偶 而 出 現 在 希 臘 文 學 作 品 中 ，並 且 大 多 帶 有 如 奴 僕 般 屈 從 、軟 
弱 、或 可 恥 的 卑 微 等 眨 抑 性 的 意 思 。12但 是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形容

10 Schnackenburg, 162 ; 參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99， 
700 , 後者主張：在文法上， irdcnv； Tonr£ivo())poauvrii; k t A. ( 「凡事謙
虛… … 」）修飾主要動詞，但在觀念上* 它乃歸屬於所指向的最後的 
分詞子句。

11 「謙 虛 、溫 柔 、忍耐」這三個美德，是歌羅西書三章1 2 節的清單中 
最後的三個名詞• 在此以同樣的次序出現。有關那段經文的討論，見 
P. T. O ’ B rien , Colossians, Philemon, 1 9 5 -2 0 6 。

1 2 在 《伊比德圖》 （E p ic te tus ) 3 .2 4 .5 6 裏 ，有一分不當受鼓勵的特質 
清 單 ，居首位的就是帶有 如 奴 僕 般 屈 從 意 思 的 Tmrnvo^ocnivri (為 
Best, 362 所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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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詞 「卑 微 或 謙 卑 」及 其 同 義 詞 出 現 不 下 2 5 0 次 ，其上下文通常是 
談 到 主 打 倒 驕 傲 和 強 橫 的 人 ，高 舉 信 靠 祂 的 卑 微 人 或 窮 人 。13在 
新 約 聖 經 裏 ，這 名 詞 表 示 一 個 人 事 奉 主 —— 就 像 保 羅 在 以 弗 所 人  
中 服 事 時 是 「凡 事 謙 卑 」 （徒 二 十 1 9 )  14— 或順 服 其 他 基 督 徒  
(腓 二  3 ; 西 三 12 ；彼 前 五 5 ) 的 那 種 「謙 卑 」 。耶穌是其樣式 

或 典 範 ，祂 邀 請 人 來 到 祂 這 位 「心 裏 柔 和 謙 卑 」者 的 面 前 （太十 
一 2 9 ) 。舊 約 聖 經 所 點 出 的 謙 卑 和 高 舉 這 兩 個 要 旨 ，在腓立比書 
二 章 6 〜 1 1 節 表 達 得 再 清 楚 不 過 了 ，它 說 耶 穌 卑 微 自 己 ，以至於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神 就 藉 著 賜 給 祂 那 超 乎 萬 名 之 上 的 名 來 高 舉 祂  
( 第 9 節 ） 。基 督 謙 卑 自 己 的 舉 動 是 信 徒 的 典 範 ，他們在謙卑中 

當 尊 重 別 人 過 於 自 己 ，並 且 關 切 他 人 的 福 祉 （第 4 節 ） 。
^ 溫 柔 」或 ^ 柔 和 」的 形 容 詞 字 形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15指窮人 

和 被 壓 迫 的 人 ，他 們 在 極 度 的 貧 乏 中 謙 卑 地 尋 求 主 的 幫 助 。 「溫 
柔 」是 耶 穌 掌 權 的 標 誌 之 一 。祂 實 現 彌 賽 亞 君 王 的 角 色 ，不使用

1 3 在先知書中是以審判的警告表達（摩二 6 、7 ，八 6 、7 ; 參 ：賽二 9 、 
1 1 ) ，歷史書則是提到這類事件（士 四 2 3 ; 撒上一 11 ) ，而詩人則 
是在他們的禱告中提到這要旨（詩 十 1 7 、1 8 ，二 十 五 1 8 ，三十一 
7 ) ，在智慧文學的箴言裏， 「謙 卑 」是經驗的果子和生活的準則 
( 伯 五 11 ; 箴 三 3 4 ，̂ "一 2 ) ，有 時 和 「敬畏神」平 行 （參 ：箴十五 

3 3 ) 。見 W. Grundmann, TDNT  8 :1 -26  ; 和 H .-H . Esser, N ID N TT  

2 :2 5 9 -6 4 的深入討論。

1 4 使徒行傳二十章 1 9 節 ，當路加提到保羅在以弗所的事工時，用了完 
全相同的措辭Jiefdi Taneivo<|)poouvTig ’ 「凡事謙卑」 。重要的是，
當保羅以卑微、如基督般的態度在以弗所人當中從事他的事工時，受 
到百般謙卑服事的（注意 動 詞 乃 是 主 。

1 5 關 於 「溫柔」在舊約聖經和昆蘭群體中的用法，見 F. Hauck and S. 
Schulz, TD NT  6:645-51 ; 和 W. Bauder, N ID N T T  2 :2 5 6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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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身《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1 .教會的合一為當務之急（四 1〜6 )

武 力 帶 來 救 恩 （太二H 5 ; 參 ：亞 九 9 ) ，描述自己為心裏柔和 
謙 卑 （太^^一  2 9 ) 。保 羅 說 ： 「基 督 的 溫 柔 」是耶穌在世上生活 

時 對 待 其 他 人 舉 止 的 特 色 ，他 就 是 基 於 這 典 範 來 勸 勉 哥 林 多 人  
( 林 後 十 1 ) 。 「溫 柔 」應 當 是 基 督 徒 面 對 其 他 犯 了 罪 的 信 徒 時  

的 特 色 （加 六 1 、2 ，藉 著 擔 當 彼 此 的 重 擔 ，他 們 就 「成全了基督 
的 律 法 」 ；提後二  2 5 ; 參 ：林 前 四 2 1 ) 。它是聖靈 的 一 個 果 子  

( 加 五 2 3 ) ，被 列 在 一 組 美 德 中 ，作 為 基 督 徒 之 愛 的 具 體 表 現  
( 參 ：提 前 六 11 ；彼 前 三 4 ) 。這 個 溫 柔 不 當 與 軟 弱 混 淆 （如當 

代 的 希 臘 一 羅 馬 思 想 所 認 為 的 ） ，而 是 出 於 對 別 人 的 關 切 ，願意 
放 棄 自 身 的 權 利 。

第 三 項 美 德 ， 「忍 耐 」 ，出 現 在 舊 約 聖 經 和 新 約 聖 經 裏 ，描 
述 神 對 祂 的 百 姓 的 「耐 心 」 （特 別 是 ：出 三 十 四 6 ) 。16因為祂對 
他 們 的 寬 容 ，他 們 也 當 以 同 樣 的 態 度 對 待 他 人 （參 ：惡 僕 的 比  
喻 ，太 十 八 2 3 〜35 ；帖 前 五 1 4 ) 。在 某 些 文 脈 裏 ，這字可以表示 

「堅 定 」或 「堅 忍 」 ，在 這 裏 就 是 這 樣 的 意 思 ，因 為 後 面 的 子  
句 ， 「用 愛 心 互 相 寬 容 」 ，說 明 了 它 的 意 思 。 、忍 耐 」是長期受 
苦 ，它 能 容 忍 他 人 的 缺 陷 ，忍 受 不 公 而 不 發 烈 怒 或 一 心 報 復 。它 
是 聖 靈 的 一 個 果 子 （加 五 2 2 ) ，也是維持基督身體內正當關係的 

一 個 必 要 特 質 （參 ：帖 前 五 14 ；林 前 十 三 4 ；林 後 六 6 ) 。
保 羅 的 勸 勉 接 著 使 用 兩 個 分 詞 ， ^ 〔互 相 〕寬 容 」和 「竭 

力 」 （第 3 節 ） ，每 一 個 都 是 作 命 令 語 氣 用 。17第 一 個 澄 清 了

1 6 希 臘 文 （iaKpoeunia。 「耶 和 華 ，耶 和 華 ，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 
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這字在世俗希臘文中不是很重 
要 ，但由於神向祂的百姓的作為，被賦予一個新的、未曾想到的深刻 
意 義 ，使人們現在對、忍耐」的態度有了新的看見。

17 參 BDF §468(2) ；和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76, 3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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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忍 耐 」的 意 思 。互 相 寬 容 是 忍 耐 的 實 際 表 現 。18當信徒們在緊 
張 和 衝 突 中 寬 容 19彼 此 的 M 軟 弱 和 失 敗 時 （參 ：四 3 2 ) ，他們就 
表 現 出 與 神 對 他 們 的 呼 召 一 致 的 生 活 形 態 了 。如 此 舉 止 只 有 可 能  
是出於神的愛 —— 這 是 藉 著 添 加 的 用 愛 心 清 楚 表 達 的 要 點 。21使徒 
才 剛 向 神 禱 告 ，要 他 的 讀 者 們 的 愛 心 有 根 有 基 （三 1 7 ) 。現在他 

向 他 們 表 達 他 迫 切 的 呼 籲 ，要 他 們 如 此 活 出 來 。
四 3 . 使 徒 懇 求 他 的 讀 者 們 要 顯 示 謙 虛 、溫 柔 、忍 耐 、寬 

容 ，和 愛 ，因 為 它 們 對 於 達 成 這 勸 勉 的 目 標 來 說 是 不 可 少 的 ：用 
和 平 彼 此 聯 絡 ，竭 力 保 守 聖 靈 所 賜 合 而 為 一 的 心 。若 沒有這些使 
他 們 得 以 生 活 在 一 起 的 美 德 ，他 們 就 沒 有 希 望 可 以 保 守 聖 靈 所 賜  
合 而 為 一 的 心 ，而 保 羅 深 深 關 切 的 ，就 是 這 種 在 基 督 身 體 裏 的 合  
一 。這 第 二 個 分 詞 子 句 （ 「竭 力 …… 」）在 風 格 上 與 前 面 一 個 平  

行 ，也 是 作 命 令 語 氣 用 。22

18 A bbo tt, 106 亦如此認為；參 M eyer，1 9 5 。

19 •Avcxo^ai在這裏有長度的含義，表 示 「忍 受 、承 擔 、忍耐」 ；參 ：西
三 13 ；林後^ ---- - 19 ( BAG D , 6 5 ) 。這個主格分詞dv£x<^£voi * 是個
根 據 直 覺 的 結 構 ， 因 為 TTepiTTaTTiaai ( 「行事為人當與 .......相

稱 」）在 邏 輯 上 的 主 詞 是 如 ( 「你們」） 。

20 ’ AAAr^a>v ( 「互 相 」） ，所 有 格 ，用在一個表情感的動詞後面；BDF 
§176(1) ; A. T. Robertson, Grammar, 508 即如此認為，後者正確地 
補 充 說 ，這裏所著眼的，是忍耐會眾中的其他成員。

2 1 片 語 dyarrn ( 「用愛心」）與前面的子句連接* 指出互相寬容的基 
礎 ，而非與後面的子句連用。

2 2 開 頭 的 分 詞 anou5<^ovTei; ( 「竭 力 」）與 <iv£x6nevoi ( 「寬 容 」）平 
行 ，而 以 〖V 結束的介詞片語（fev Ttp Tfjq cipnvTii; ，「用和平彼
此聯絡」）則 與 〖v dtydnn ( 「用愛心」）平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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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1 .教會的合_ 為當務之急（四 1〜6 )

保 羅 的 呼 籲 是 迫 切 的 ，很 難 將 它 翻 譯 成 中 英 文 。他所用的動 
詞 含 有 匆 忙 、緊 迫 、甚 至 危 機 的 意 思 ，2 3 馬 可 • 巴 特 將 之 解 釋  
為 ： 「主 動 權 在 於 你 們 ！現 在 就 作 ！」24此 外 ’ 這是個 不 尋 常 的  
勸 勉 。保 羅 將 教 會 的 合 一 描 述 為 聖 ® 〔所 賜 〕的 合 一 ，25表示是 
神 的 靈 所 創 造 的 合 一 ，26所 以 不 是 讀 者 們 自 己 的 成 就 ，但他們受 
到 懇 切 勸 勉 ，要保守27它 。神 已 經 藉 著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1〜2 2 節所 

描 述 的 事 件 ，設 立 了 這 個 在 基 督 裏 的 合 一 ，以 致 包 括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的 眾 信 徒 得 以 「被 一 個 聖 靈 所 感 」而 進 到 父 面 前 （二 1 8 ) 。 
這 合 一 包 含 了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基 督 身 體 裏 的 關 係 ，但又不限於 
此 ，28在 接 下 來 的 經 文 中 ，用 一 系 列 關 於 一 的 宣 告 來 強 調 《表示

23 B iOUS d i> 的 意 思 是 「熱切或熱心」 、「煞費苦心」 、 「竭力」 （參 ： 
加二 10 ; 帖前二 17 ；提後二 15 * 四 9 、21 ; 多三 12 ； BAG D , 763; 

Louw  and N ida §25.74 ) 。

2 4 馬 可 • 巴 特 （B arth，428 ) 即如此主張，他 評 論 道 ：「所指的不僅是 
匆忙和熱心而已，而是全人全心的投入，涉及他的意志、情感……整
個 態 度 。這分詞作命令語氣用..........排除了被動、無所作為、和袖手
旁觀的態度。」

2 5 在新約聖經裏，〖v6tm ( 「合一」）一詞只出現於此處和第1 3 節 ，但 
它常出現在伊格那丟的作品中。

2 6 最好把所有格TOG TTV£_aTOS ( 「聖靈的」）當作表示來源或出處。

2 7 動 詞 Tipelv ( 「保持或維持」) 表 示 ：在這勸勉之前，這合一就已經 
存 在 了 。參 J. D. G. Dunn,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Grand 

Rapids/Cambridge: Eerdmans, 1998)，562 o

2 8 貝 斯 特 （Best，3 6 4 ) 正確地指出，它也同樣可能指「猶太人與猶太人 
之 間 ，和外邦人與外邦人之間的關係，就如指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 
關係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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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它 是 「無 法 毀 壞 的 ，如 神 自 己 那 樣 」 。29最 終 ，藉著基督之死而 
贏 得 的 合 一 及 和 好 （二 14〜 1 8 ) ，是 屬 於 神 旨 意 的 一 部 分 , 這旨 
意 就 是 要 使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一 9 、1 0 ) 。因為神將教會 

設 計 為 祂 恩 慈 的 傑 作 ，也 是 將 來 要 作 為 範 本 來 使 宇 宙 和 好 的 模 式  
( 見 ：二 7 的 註 釋 ） • 信徒應該要以一個與神的這旨意一致的態 

度 來 生 活 。要保守這合一  * 定 然 表 示 要 以 可 見 的 方 式 來 維 持 它 。 
如 果 聖 靈 所 賜 的 這 個 合 一 是 真 實 的 話 ，它 一 定 是 清 楚 顯 明 的 ，信 
徒 們 在 神 面 前 就 有 責 任 確 定 它 確 實 如 此 。生 活 的 方 式 若 毀 壞 聖 靈  
所 賜 的 合 一 ，就 是 藐 視 基 督 所 作 恩 慈 的 和 好 工 作 。那 就 等 於 說 ， 
祂 的 犠 牲 受 死 雖 然 恢 復 了 與 神 和 與 他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也帶來了進 
到 神 面 前 的 自 由 ，但 對 我 們 卻 沒 有 實 際 的 影 響 ！

這 「聖 靈 所 賜 合 而 為 一 的 心 」是 要 「用 和 平 彼 此 聯 絡 」來維 
持 的 ，也 就 是 以 和 平 作 為 聯 繫 的 力 量 。3<>雖 然 這 片 語 一 向 被 理 解  
為 憑 藉 用 法 （參 ： 《和 合 本 》的 翻 譯 「用 和 平 彼 此 聯 絡 」 ） ，使 
得 具 有 連 結 功 效 的 和 平 成 為 受 信 人 能 維 持 並 顯 示 聖 靈 所 賜 之 合 一  

的 途 徑 ；31但 根 據 保 羅 的 用 詞 和 文 脈 裏 的 次 序 ，比較好 是 把 這 片  
語 解 讀 為 表 示 位 置 ，意 思 是 維 持 他 們 的 合 一 的 地 方 ，就是在和平

29 斯托得 ’ 154 頁 = Stott, 1 5 2 。

30 IuvSeoho? ( 「連結」) 指將事物連結起來的》最自然的作法，是以 
eipiivne ( 「和 平 的 」）為同位語所有格• 把和平本身理解為這連結
(如  M eyer, 197; Sch lie r, 185 ; 與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 0 1 等人即如此認為） 。在歌羅西書三章1 4 、1 5 節的平行 
經 文 裏 • 愛是導致完全的連結，而基督的平安則在信徒的心中作主。

31 贊 同 此 說 的 人 中 有  M itto n , 139; Schnackenburg, 164， 165 ；和 
L in co ln , 237 °

476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1 .教會的合一為當務之急（四 1〜 6 )

這 個 聯 繫 的 力 量 中 。32因 此 ，當 讀 者 們 聽 從 使 徒 的 命 令 ，盡力保 
持 他 們 在 地 方 教 會 裏 的 合 一 ，也 與 更 廣 的 其 他 信 徒 間 保 持 合 一  
時 ，在 他 們 的 生 活 中 ，和 平 就 將 更 清 楚 地 展 現 出 來 ，這和平是基 
督 已 經 為 他 們 贏 得 的 ，也 是 將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連 結 為 神 的 一 群 百  
姓 的 。

四 4〜6 . 但 是 使 徒 並 非 在 談 一 個 不 計 代 價 的 合 一，以致犠牲 

福 音 的 基 本 真 理 。為 了 給 他 的 合 一 的 呼 籲 一 個 有 力 的 動 機 ，他提 
出 一 個 含 有 七 項 告 白 的 系 列 ，每 一 個 都 用 到 「一 」字 ，提醒讀者 
們 注 意 基 督 教 信 仰 和 生 活 之 根 基 的 基 本 合 一 。當 使 徒 從 勸 勉 （第 
1〜3 節 ）轉 到 告 白 時 ，就在沒有任何連繫的連接詞或動詞的情況 
下 ，從 第 4 節 開 始 這 個 神 學 的 基 礎 。一 個 身 體 和 一 個 聖 ® 的主題 

是 宣 告 性 的 ，但 它 們 也 有 呼 籲 的 力 量 。33這 七 重 的 清 單 基 本 上 分  
成 三 部 分 ，因 為 這 些 合 一 中 有 三 項 是 指 三 一 神 的 三 個 位 格 ，而其 

餘 四 項 則 指 信 徒 們 與 聖 靈 、聖 子 、和 聖 父 之 間 的 關 係 。
有 人 主 張 保 羅 是 引 用 早 期 基 督 教 的 一 個 信 仰 告 白 或 信 條 。這 

有 可 能 ，但 大 概 不 是 如 此 。它 的 次 序 （聖 靈 、主 、和 父 ）與早期 
信 仰 告 白 中 的 次 序 （聖 父 、聖 子 、聖 靈 ）大 不 相 同 ，而有幾個子 
句 則 表 明 是 特 別 為 此 而 創 作 的 。例 如 ， 「正 如 你 們 蒙 召 同 有 一 個  
指 望 」這 句 子 不 是 一 般 信 條 的 風 格 ，而 是 具 有 保 羅 自 己 措 辭 的 特  
色 。因 此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能 說 的 頂 多 就 是 ，保 羅 可 能 採 用 某 些 信  
條材料 34來 強 調 合 一 的 必 要 。35

32 M eyer, 197, 198; A bbo tt, 107 ; 與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 0 1 。

33 參 Schnackenburg，1 6 0 。

34 賀拓鐸 （L. W. Hurtado, ‘ L o rd ’，DPL, 5 6 4 ) 主 張 ：「信條 」一 詞 「或
許有些使人誤解」 。這 些 片 語 「既非要作為早期基督教的全部信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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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緊鄰的上下文說明了在聖父和聖子之前提到聖靈的原因 

(參 ：林前十二 4 〜6 ) 。保羅才剛勸勉他的讀者們要「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這項勸勉的神學基礎來自以弗所書第 

二 章 ：藉著基督，猶太和外邦信徒已經「在一個身體裏」和好了 

(二 1 6 ) ，並且得以「被一個聖靈所感」來到父面前（二 1 8 ) 。 

使徒現在將注意力放在只有一個聖靈的事實上，直到這系列後面 

他才提到一主和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上下文也解釋了頭兩項的次序，就是身體和聖靈。首先提到 

的是一個身體，因為這是使徒在這些勸勉中主要關切的。這個身 

體就是教會，基督的身體（一 2 3 )  > 由猶太和外邦信徒組成。它 

是天上的聚集，圍繞著基督，是眾信徒如今就有分的。基督的身 

體當然是一個。每一個教會都是這個天上的實體在當地的彰顯， 

而非僅是她的一部分。所 以 ，雖然使徒所寫的是關乎在天上的一 

個身體，但他所說的全都適用於每個地方的教會，因為身體的合 

一就是在這裏顯明出來。藉著祂的內住和賦予活力的作為，這一 

個聖靈為身體帶來合一及凝聚力（第 3 節 ） 。「我們……都從一 

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 （林前十二 13 ; 參 ：羅 八 9 ) 。由 

於聖靈的工作，信徒們成為這身體的肢體。如同只有一個身體一 

樣 ，也只有一個聖靈。

白 ，也不是教義審議的結果」 。實 際 上 • 賀拓鐸傾向稱它們為「歡 
呼 」 ，他更明確地認為那是出於「基督徒圈子裏集體敬拜的場合」 。

3 5 凱 爾 德 （Caird, 7 2 ) 聲 稱 ：「近代要在書信裏找出信條和禮拜儀式格 
式語的熱心• 遠超過證據所顯示的。」他又說：「這 些 ^ 格式語』中 > 

沒 有 一 個 曾 被 原封不動地引用過兩次• 這誠然是應當謹慎的好理 
由 ！」凱爾德自己的主張是，保羅在這些經文中每一處比較可能都是 
「按照基督教信仰和經歷來採用猶太人的信仰告白「示瑪」 （Shema ； 

即 ：申六4〜9 )  • 但這說法本身也當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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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1 .教會的合一為當務之急（四 1〜6 )

第 4 節結尾的子句「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格外與 

第 1 節 的 「主題句」連 結 ，後者是對讀者們作一般性的勸勉，要 

他們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它為本書信其餘部分的道德訓勉 

提供了架構》雖 然 第 4 節 的 「正如」子句打斷了這個勻稱的序 

列 • 但因為它提到呼召，就有如信封（首尾呼應法）般的功能， 

這是保羅為了使它更為緊迫，而直截了當地重提已經說過的。但 

現在所強調的是出於這呼召的一個指望》神的呼召的源頭，乃是 

祂從創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裏揀選祂的百姓（弗一 4 ) - 藉著福 

音的傳揚，這呼召在他們的生命中產生果效（羅 八 3 0 ) 。當神呼 

召眾信徒與祂自己建立關係時，祂乃是呼召他們來得一個特別、 

確切的指望（弗一 1 8 ) ，36這指望是確切的，因為是建立在祂的 

信實上—— 外邦讀者們從前與基督分離，沒有真正的指望（弗二

1 2 ) 。它有時被稱為「福音的盼望」 （西一 2 3 ) ，因為是存在於 

福音的拯救信息中；或 是 「榮耀的盼望」 （一 27 ; 羅 五 2 )  •因 

為盼望能在基督顯現時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西 三 4 ) 、並且 

同享祂的榮耀。在以弗所書裏，特別從神的恩典旨意來表達這盼 

望 ，就是要使在天上和地上的萬有都在基督裏同歸於一（一 9 〜 

1 0 ) 。教會的存在只是預嚐這個偉大的指望*她是由蒙赦免的叛 

逆者們組成的群體，是個多族裔的群體，其中猶太人和外邦人被 

領 來 ，在一個身體內合一，她也是被神使用的媒介，來向天上執 

政的和掌權的顯示祂豐富、多樣的智慧。因 此 ，保羅提醒他的讀

36 在 「祂 （神 ）的恩召的指望」 （ JAttii; Tfig KAnaea)? auToO • 弗一 18) 

這語句裏，KAficru;應當全面性地理解為神在祂的拯救旨意裏的呼召， 
但 是 在 第 四 章 4 節 中 ， 「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 ik tA ir k  rns 

KAna£(ue 6M<5v) • 注意力是更專注地集中在已經蒙召的讀者們身上。但 
是 ，厲於這呼召的「指望」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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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者們回想他們呼召的指望，藉此強化了他的勸勉。所 以 ，一個期 

待的意識應當能激勵、並統一他們的行動。

在以一系列與聖靈工作有關的合一開始之後，保羅不加解釋 

地 繼續提到第二個三元組 ’ _ 主 ，_ 信 ，一 洗 （第 5 節 ） 。37這 

可能是傳統上在洗禮中的誓詞 * 因為在第三項提到洗禮，也因為 

相信耶穌為主通常是洗禮告白中的焦點（如 ：徒二 34〜3 9 ，十九

5 ) 。38但是我們也不當假設如此的告白僅侷限於這種場合中。

「主 」是舊約聖經中耶和華的頭銜，它早在保羅悔改歸正之 

前 ，就被初代信徒們用來稱頌耶穌。39在使徒的書信裏，偏好用 

「主 」作為耶穌的頭銜， 以弗所書也不例外。他和其他的基督

3 7 在 此 ’ 希臘文的「一 」從陽性變為陰性，再變為中性：

3 8 布 魯 斯 （Bruce, 336 ) 評 論 道 ： 「不 難 理 解 為 什 麼 『一 信 』和 『一
洗 』會 與 『一主』連在一起：祂是祂的百姓信心的標的..........他們乃

是受洗歸入祂（羅 六 3 ；加 三 2 7 ) 。」在羅馬書十章9 、1 0 節 ，以耶 
穌為主的信仰告白乃是與相信祂的復活連在一起的。

39在保羅之前就已經稱耶穌為k6P105 ( 「主 」）了 ，最早的證據是在哥 
林多前書十六章2 2 節 • 使徒未加解釋地使用亞蘭文marcmatha ( 「主 
必要來」） ，這 表 示 （1 ) 他從早期說亞蘭語的猶太基督徒那裏，原封 
不動地採用這詞，和 （2 ) 哥林多的基督徒們明白這措辭的含義，因為 
保羅在更早之前就對他們說過。

4 0 對保羅來說 • 大多數時候 Kl5PlOI； ( 「主 」）都是指耶穌基督；有時當 
保羅引用舊約聖經時，會 用 K<3plOI; 來 指 神 （如 ：羅 四 8 ) 。偶而在談 
到耶穌在地上生活的時候，也 會 用 到 「主 」 （參 ：林前二 8 ；加一
1 9 ) ，但這頭銜通常是指在天上、已高升的主（弗 六 9 ; 西 四 1 ) ， 
祂曾死了（加 六 14 ；林前H 26)  • 又從死裏復活（林 前 六 14 ; 林 
後 四 1 4 ) ，將來會再來（帖 前 四 1 5 、16 ; 林 前 四 5 ) 。祂是與祂的 
百姓同在的主。這字常被用來指耶穌基督的地位乃是統管一切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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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裏的合一 、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1.教會的合一為當務之急（四 1〜 6 )

徒 們 同 享 一 個 信 念 ，就 是 耶 穌 因 祂 的 復 活 和 被 高 舉 到 最 高 榮 耀 的  

位 置 而 為 主 （參 ：林 前 八 6 ，十二 3 ；羅 十 9 ，十 四 8 、9 ; 腓二 9 

〜 11 )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有 大 約 二 十 處 提 到 耶 穌 是 主 ，使徒在前面 
已 經 說 過 ，主 耶 穌 基 督 是 每 個 屬 靈 福 氣 的 源 頭 （一 3 ; 參 ：第 2 

節 ） ，是 信 心 運 作 的 範 疇 （一 1 5 ) ，神的新創造—— 就是聖殿——  

也 是 在 祂 裏 面 增 長 的 （二 2 1 ) 。當 保 羅 說 自 己 是 「為 主 被 囚 的 」 

( 四 1 ) ，以 這 身 分 勸 勉 讀 者 們 時 ，神 的 永 恆 旨 意 已 經 在 我 們 的  
主 基 督 耶 穌 裏 成 就 了 。耶 穌 是 那 位 以 祂 的 權 能 統 治 充 滿 宇 宙 的 主  
(一  23 ; 參 ：四 1 0 ) ，祂 已 經 被 賜 給 教 會 作 教 會 的 頭 了 （一 

23 ; 參 ：四 1 5 、1 6 ) 。

根 據 戈 登 • 費 依 的 說 法 ，一 主 這 個 詞 語 之 後 引 入 了 兩 個 「入 
門 」的 經 歷 ：一 信 和 一 洗 。41如 許 多 解 經 家 所 認 為 的 ，前者可能 
是 客 觀 的 ，指 一 個 人 信 仰 的 實 質 內 容 （猶 3 「真 道 」） ，就是他 
們 共 同 的 信 仰 。這 似 乎 是 本 章 後 面 的 「信 」 （1 3 節 ； 《和 合 本 》 
作 「真 道 」 ）的 意 思 。如 果 照 比 較 不 可 能 的 解 釋 ，把一信當作主 
觀 的 經 歷 ，那 麼 它 所 指 的 ，就 是 相 信 基 督 的 行 動 或 態 度 ，那是這 
一 個 身 體 裏 所 有 肢 體 共 通 的 。不 論 如 何 ，基 督 徒 都 確 實 有 「一 」 
共 同 的 信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文 脈 裏 ，並 不 是 猶 太 人 有 一 信 ，外邦人 
有 另 一 個 信 （如 羅 三 2 0 清 楚 顯 示 的 ） 。只 能 有 一 信 ，因為只有一

徒在順服的生命中當臣服於祂，祂是基督徒的主（參 ：西 三 18〜四 
1 ) 、他的新生命的源頭、和他的祈求及讚美的對象（羅 十 9 、10 ; 林 
前十二 3 ) 。當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8 節 說 到 「我主」時 • 他表達出 
這 種 強 烈 的 個 人 關 係 。有 關 更 多 的 細 節 和 參 考 文 獻 ，見 L. W. 
Hurtado, ‘ L o rd ’ ，DPL, 5 6 0 -6 9 ，但其中卻沒有任何關於以弗所書的討 
論 ，或 其 他 「被廣泛地認為是託名作品的保羅著作」 。

41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04 , 他又說這最能解釋為何 
保羅在這個文脈裏不提主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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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主 。此 外 ，只 有 一 洗 ，因 為 只 有 一 位 主 耶 穌 基 督 （眾信徒被聯合 
在 祂 裏 面 ） ，只 有 一 個 身 體 （所 有 基 督 徒 都 被 納 入 其 中 ） 。那些 
受 洗 歸 入 基 督 的 人 是 已 經 披 戴 基 督 了 （加 三 2 7 ) 。重 要 的 是 ，在 
加 拉 太 書 三 章 2 7 〜2 8 節 以 及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二 章 1 3 節 裏 ，洗禮與 

合 一 相 提 並 論 。使 徒 在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不 是 要 區 分 水 禮 或 聖 靈 的  
洗 。二 者 之 中 缺 少 任 何 一 個 都 是 不 正 常 的 。然 而 ，在保羅書信其 
他 地 方 許 多 有 關 洗 禮 的 教 導 ，至 少 也 著 眼 於 屬 靈 上 與 基 督 的 聯  
合 ，不 然 的 話 ，就 沒 有 意 義 了 （羅 六 3 、4 ; 林 前 十 2 ，十二 13 ； 
加 三 27 ; 西二  12 ; 但 參 ：林前一  13〜 17 , 十 五 2 9 ) 。

最 後 ，保 羅 為 了 神 涵 蓋 宇 宙 的 統 治 和 存 在 ，而 稱 頌 這 位 一  
神 ，就 是 眾 人 的 父 ，他 的 三 重 歡 呼 也 達 到 了 頂 點 （第 6 節 ） 。這 
歡 呼 就 像 哥 林 多 前 書 八 章 6 節 （本 身 就 是 申 命 記 六 章 4 節 的 「示 

瑪 」的 基 督 教 修 訂 版 ） ，極 富 特 色 地 將 一 神 歡 呼 為 父 ，接著就斷 
言 42祂 至 高 、超 乎 眾 人 之 上 、和 無 所 不 在 的 臨 近 ，貫 乎 眾 人 之  

中 ，也 住 在 眾 人 之 內 。但 是 「眾 人 」一 詞 當 如 何 解 釋 呢 ：當作陽 
性 ，因此指人  > 或 作 中 性 ，表 示 「萬 有 」 ，也 就 是 宇 宙 ？ 43

( 1 ) 許 多 釋 經 學 者 們 認 為 「萬 有 」是 陽 性 ，因 此 指 人 ，而非中 
性 ，表 示 「所 有 事 物 」 。這 通 常 被 認 為 是 指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 ，

4 2 就像哥林多前書八章 6 節 ’ 接下來的形容用法的子句，6  M  TTOVTCOV 

K a i Sid tt<4vto)v K a i bt ndaiv ( 「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 
眾人之內」） ，詳述了神為父這句子的意思。

43 「一 神 ，就是眾人的父」 （ e lq  0 e 6 ^  K ai n c rrf ip  TTdvrtov ) 這詞語和「眾 

人 」有三重關係：祂 是 「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 

之內 」 （6  ^ tt i  n a v T w v  Kai S i6  t to v tw v  K ai t v  t tQ o iv ) 。如果把在「眾人的 

父 」 （TTO^IP T T d v T 0 > v )中 的 「眾人」當作陽性*那麼接下來的三個也都 

是陽性，但 是 ，如果把它當作中性，接下來的就理解為中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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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
1 .教會的合一為當務之急（四 1〜6 )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文 脈 裏 表 示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一 起 ，44而非毫無區別 
的 「萬 民 」 。45這 個 看 法 有 三 重 的 理 由 ：第 一 ，在一連串著眼於 
教 會 合 一 的 歡 呼 的 文 脈 裏 ，有 人 主 張 ，在 此 處 使 用 一 個 原 本 可 能  
屬 於 宇 宙 論 的 慣 用 語 ，用 於 教 會 的 成 員 身 上 。第 二 ，在保羅書信 
中 ，神 是 基 督 的 「父 」 （參 ：弗一  3 ) ，也 是 那 些 在 祂 裏 面 之  
人—— 也就是基督徒—— 的 父 （羅 八 15 ; 加 四 6 ; 弗一 2 ) 。以弗 
所 書 三 章 1 5 節 例 外 ，那 裏 的 眼 界 延 伸 到 包 括 所 有 的 被 造 物 ，有人 

主 張 這 樣 的 例 外 不 適 用 於 此 處 ，因 為 「眾 人 〔的 父 〕」又 以 「我 
們 各 人 」 （第 7 節 ）這 詞 語 來 重 述 ，所 以 只 可 能 是 指 教 會 的 成  

員 。最 後 ，雖 然 有 些 抄 本 寫 的 是 「在 我 們 眾 人 之 內 」或 「在你們 
眾 人 之 內 」 ，所 加 的 代 名 詞 一 般 被 認 為 是 附 加 的 註 解 ，46但仍被 
認 為 是 正 確 的 ，認 識 到 只 有 基 督 徒 才 能 滿 有 信 心 地 稱 神 為 父 。基 
於 這 個 解 釋 ，使 徒 所 說 的 是 * 神 超 越 祂 所 有 的 兒 女 ，他們是祂的 
器 皿 或 代 理 人 ，祂 透 過 他 們 行 事 ，他 們 是 祂 在 聖 靈 裏 的 居 所 》

( 2 ) 然 而 ，在 這 裏 的 上 下 文 中 ，將 之 理 解 為 「萬 有 」 ，指全宇 

宙 ，47也 是 合 理 的 。第 一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著 眼 於 神 和 基 督 之 主 權  
的 重 要 地 方 ， 「萬 有 」都 是 指 整 個 宇 宙 （一 1 0 、1 1 、2 2 、2 3 ，三

44 Bruce, 3 3 7 即如此認為，他 又 說 ，如今神的百姓是「來自每個民族的 
選民」 》

4 5 但 是 ’ 布拉撤與奈達（Bratcher and N ida, 96, 9 7 ) 認 為 ndvTiov是指 
「萬民」 ，也就是整個人類。

46 一 種 異 讀 （參 D F G K L 等 ）在 TTSmv後 面 有 ( 「我們眾 
人 」） ，這 與 第 1 節 的 如 如 ( 「我們」）一 致 ，而另一種異讀（保存 
於 〈公認經文〉 〔Textus R eceptus〕裏 ）則 把 ( 「對你們」）放 
在 n a m v之 後 （「你們眾人」） 。但是省略此二者的較短讀法有最強 
的抄本證據：伞46 X A B C P 082 6 ，等 等 。

4 7 把 1TS5當作中性，表 示 「萬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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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9 ; 參 ：四 1 0 ) 。第 二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類 似 （信 仰 告 白 ？）的慣 
用 語 裏 （林 前 八 6 ；羅^^一 36 ; 西一 1 6 ) ，若 將 不 同 的 介 詞 （如 

「從 」 、 「進 入 」 、 「在 … … 裏 」 、 「藉 著 」）巧妙地連在一起 
使 用 ，以 說 明 神 或 基 督 與 「萬 有 」的 關 係 時 ，這 字 通 常 表 示 「每 
一 事 物 」 ，不 僅 是 人 、甚 至 基 督 徒 而 已 。第 三 ，雖 然 在 形 式 上 ， 
保 羅 的 言 語 和 斯 多 亞 學 派 所 用 的 詞 彙 相 近 ，特 別 是 他 如 何 使 用  
「萬 有 」一 詞 ，以 及 用 介 詞 所 作 的 文 字 遊 戲 ，藉 此 表 達一切存在 

的 最 後 合 一 ，但 使 徒 的 觀 念 與 斯 多 亞 學 派 的 思 想 大 為 不 同 。事實 
上 ，他 的 觀 念 是 基 於 舊 約 聖 經 中 與 神 有 關 的 陳 述 ，祂 充 滿 天 地  
( 耶 二 十 三 2 4 ) ，祂 的 榮 耀 充 滿 殿 中 和 地 上 ，祂將能力賜給彌賽 

亞 ，行 使 於 全 體 受 造 物 上 ，而 不 只 是 信 徒 身 上 而 已 （參 ：詩 二 ， 
八 篇 ） 。48

這 種 解 釋 實 際 的 困 難 在 於 以 「萬 有 的 父 」這 詞 語 指神為一切 
受 造 之 物 的 父 ，而 保 羅 經 常 說 祂 是 耶 穌 基 督 和 那 些 在 祂 裏 面 之 人  
的 父 。但 是 ，以 弗 所 書 三 章 1 4 〜 1 5 節 已 經 說 到 ，神 是 「父 … … 

( 天 上 地 上 的 各 家 ，都 是 從 祂 得 名 ） 」 。祂 是 一 切 活 物 的 創 造  
者 ，他 們 的 存 活 和 意 義 都 在 乎 祂 。根 據 這 樣 的 解 釋 ，保羅是在確 
認 神 是 至 高 、超 越 「萬 有 之 上 」 ，祂 完 全 無 所 不 在 ：祂 「經由萬 
有 ，並 在 萬 有 中 」作 工 。如 果 後 者 的 了 解 是 正 確 的 ，那麼神宇宙 
性 的 主 權 和 臨 在 就 被 陳 明 為 聖 靈 所 賜 的 合 一 最 重 要 的 基 礎 ，這合 
一 是 眾 信 徒 所 當 保 持 的 。祂 行 使 宇 宙 性 的 權 柄 ，為要成就祂使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最 終 心 意 。教 會 的 合 一 ，是神百般的智慧 
向 宇 宙 展 現 的 途 徑 。教 會 是 末 世 中 的 前 哨 、神 的 旨 意 的 指 標 性 計  
劃 ，祂 的 百 姓 是 這 個 合 一 的 表 現 ，向 宇 宙 顯 示 祂 最 終 的 目 標 。

48 Barth, 471 ; 參 P. T. O ’ B rien，Colossians, Philemon，4 7 -4 8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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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2•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7〜16)

第 7 節 的 開 頭 ， 「但 是 … … 賜 給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 （ 《呂振中 

譯 本 》 ） ，就 合 一 這 整 個 主 題 開 始 了 一 個 新 段 落 ，講到基督將恩 
典 賜 給 每 一 個 別 的 信 徒 ，引 入 多 樣 性 的 主 題 。第 7 〜 1 6 節是整個 
段 落 （第 1〜 1 6 節 ）裏 的 一 個 明 顯 的 單 元 ，第 7 和 1 6 節 裏 的 「各 

〔人 〕」就 強 調 這 一 點 ，形 成 這 個 小 段 的 一 個 信 封 （首 尾 呼  
應 ） 。我 們 從 對 合 一 的 強 調 （第 4 〜6 節 ） ，進 展 到 第 7 〜 1 0 節裏 
的 多 樣 性 ，然 後 又 在 第 11〜 1 6 節 回 到 合 一 。

乍 看 之 下 ，這 個 多 樣 性 似 乎 與 使 徒 適 才 所 談 包 含 一 切 的 合 一  
有 所 牴 觸 。但 這 多 樣 性 其 實 有 助 於 身 體 的 合 一 ，因為基督之所以 
將 不 同 的 恩 賜 賞 給 各 人 ，就 是 為 了 使 整 體 更 為 豐 富 ，使所有的人 
都 預 備 好 要 在 見 主 面 時 臻 於 完 全 成 熟 （第 1 3 節 ） … 基督之賜下 
恩 賜 （第 8 節 ） ，又 以 引 用 的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1 8 節 來 支 持 。第 9 、 
1 0 節 採 用 這 篇 詩 篇 中 「祂 升 上 」和 「祂 降 下 」的 字 句 ，用在基督 
身 上 。升 上 也 含 有 降 下 的 意 思 ：已 升 上 去 的 基 督 是 恩 賜 的 賞 賜  
者 。因 此 ，第 11〜 1 6 節 解 釋 了 所 引 用 詩 篇 的 第 二 句 話 ，詳述被高 

舉 之 基 督 的 恩 賜 在 神 百 姓 的 環 境 裏 的 性 質 （第 1 1 節 ）和 目 的 （第 
12〜 1 6 節 ） 。第 1 1 節從參與某種服事和傳道之人的角度詳述這 

些 恩 賜 的 本 質 。這 些 服 事 之 人 對 於 其 他 信 徒 的 功 能 （也是所有人 
當 努 力 的 目 標 ） ，首 先 從 正 面 （第 1 3 節 ） ，接 著 從 負 面 （第 14 

節 ）來 說 明 （第 1 2 a 節 ） 。藉 著 一 個 額 外 的 分 詞 子 句 （第 15 

節 ） ，保 羅 談 到 連 於 元 首 基 督 而 長 進 。最 後 ，第 1 6 節以總結的方 
式 ，回 顧 前 面 所 說 的 目 的 ，就 是 增 長 和 建 立 身 體 ，它們是源自基 
督 ，以 及 身 體 每 一 個 肢 體 的 積 極 參 與 。

1 注意使徒在羅馬書十二章3〜8 節和哥林多前書十二章4 〜1 1 、12〜 
3 1 節裏類似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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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四 7 . 在 對 合 一 這 全 面 性 主 題 作 詳 細 說 明 的 這 個 段 落 裏 ，現 

在將注意力的焦點轉到 2 與 基 督 分 派 恩 典 有 關 的 多 樣 性 。在 第 4 〜 
6 節 使 用 「一 」這 字 來 談 這 七 重 的 合 一 ；現 在 它 是 指 組 成 整 個 身  

體 之 合 一 的 個 人 （我 們 各 人 ） 。因 此 ，稍 微 比 較 強 調 對 個 別 信 徒  
的 呼 籲 ，3 而 第 一 人 稱 複 數 的 「我 們 」 ，表示保羅自己也包括在這 
將 整 個 教 會 建 造 為 一 體 的 過 程 中 。在 第 7 〜 1 1 節 的 思 路 裏 ，關鍵 
主 題 在 於 基 督 的 賞 賜 ： 「恩 典 賜 給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乃是 
「照 基 督 所 量 給 各 人 的 恩 賜 」 （第 7 節 ） ； 「祂 … … 將 ……恩賜 

賞 給 」 （第 8 節 ） ；和 1 也所賜的」 （第 1 1 節 ） 。基督以祂至高 

無 上 的 主 權 ，把 祂 的 恩 賜 分 派 給 祂 身 體 裏 的 所 有 肢 體 。領受者不 
限 於 某 些 特 定 團 體 ，像 是 第 1 1 節 的 那 些 傳 道 人 。4 「我 們 各 人 j

2 開 頭 的 况 （「但是」 〔《呂振中譯本》 〕 ；《和合本> 未譯）表示一 
個新段落的開始 • 改變了主題。然 而 • S彳( H 旦是」）在此並非用作 
一個強烈的反義字》我們乃是在當前所談合一的主題之內（第 11〜 16 

節 ） • 從 合 一 （第 4 〜6 節 ）轉到多樣性（第 7〜1 4 節 ） ；參 Best, 
375 °

3 'EKdorv ( 「給 每 個 人 」）本身就足夠傳達這意思了  ’ 卻 又 以 4v{

( 「給一個人」）來 加強。
4 梅 克 聯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59-62 ；參 Schlier, 191 ) 

以相當的篇幅主張，作 者 自 己 （「我們各人」）與 第 1 1 節所提到的 
那些傳道人認同。但 雖 然 第 7〜1 1 節有很緊密的結構（所引用的詩篇 
六十八篇1 8 節加強了第7 節 ，而它本身又以第1 1節來解釋） ，第 11 

節提到那少數人，並 非 要 把 第 7 節 的 「我們各人」侷限於這些傳道 
人 。第 7 節 和 第 1 1 節有不同的強調重點• 前者說基督的恩典被賜給 
各 人 ，後者則說提到的那些人是基督賜給教會的恩賜。第 1 1 節最好 
理解為前面經文的論據。注意馮蔭坤（〈新約的事奉〉 • 《中國神學 
研究院期刊》5 [1988], 45-76  =  R. Y . K . Fung, ‘ M in is try  in  the New 

Testam ent’ ，in The Church in the Bible and the World, ed. D. A . C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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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廣泛的意思來理解，因為它包括保羅和他的所有讀者們（所 

以與哥林多前書十二章7 、1 1 節為同類） 。沒有一人錯失了基督 

的厚賜。

在這身體的合一裏，每一肢體都必須發揮特定的功用，使整 

體能有效地運作。發揮這功用的能力來自那已高升的基督所賜給 

各 人 的 、恩典」 。這恩典以不同的方式運作在各人的生命中，因 

此意思很近似保羅在平行經文中用恩賜（c h a r i s m a )表 達 的 （林 

前十二 4 ;羅十二 6 ) 。這裏用 charis ( 恩典） ，而 非 char ism a 

( 恩賜） ，或許是要強調賜下這些恩賜的源頭乃是神的恩典。但 

是 ，並非所有的信徒都有同樣的能力或領受同樣的恩賜。恩典是 

以不同的度量分賜給各人，這至終是出於基督至高無上主權的分 

派 。5使徒在其他地方也強調按度量分配恩賜：根據哥林多前書十 

二 章 1 1 節 ，是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 ，而羅馬書十二章3 節則 

有神將不同程度的信心分給各人的類似觀念。在以弗所書第四章 

裏 ，這種衡量像一般性的賞賜一樣，是已高升的基督的工作。所 

以 ，恩典被賜給保羅是為了他服事外邦人的緣故（參 ：三 2 、7 、 

8 ) ；如今它也被賜給每個個別基督徒，為使整個身體得益處。

四 8 . 高升了的基督賞賜恩賜的觀念，現在使用一節重要的 

舊約聖經經文來確認—— 詩篇六十八篇 1 8 節 。這個引句是以慣用

一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 （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Exeter: Paternoster, 1987], 154-212，318-42 , 特別是 321-22 ) 、 
史 納 肯 伯 （Schnackenburg, 174-75 ’ 他修正了自己先前的看法） 、 
林 康 （L inco ln , 241 ) 、和貝斯特（Best, 376-77 ) 的詳細論述。

5 Koct6( t6 (i£Tpov Tfi? Scopccii; TOO XpicrroO 這語句可以翻譯作：「按著基督 
已分派好的賞賜」 。這 裏 W o v 的意思是「經度量後而有的分量」 ； 
參 ：第 1 3 、1 6節 （BAG D , 5 1 5 即如此認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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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語 「所 以 說 」引 入 的 （參 ：弗 五 1 4 ) ，6 那 可 能 暗 示 「經 上 說 」 
( 如 《和 合 本 》 ） ，雖 然 對 使 徒 來 說 ， 「經 上 說 」 ， 「神 說 」 ， 

和 「大 衛 說 」等 ，只 是 表 達 同 一 件 事 的 不 同 方 式 ：7所引用的字句 
是 神 的 ，並 且 帶 有 祂 的 權 柄 。

《新 國 際 版 》將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1 8 節 翻 譯 如 下 （直 譯 ） ：

當 你 升 上 高 天 時 ，
你 引 導 在 你 行 列 中 的 眾 俘 虜 ；
你 從 人 受 了 禮 物 。

詩 篇 六 十 八篇原來的文脈 8 是 呼 求 神 來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第 1〜 
3 節 ） 。為 了 祂 過 去 拯 救 和 供 應 祂 百 姓 的 作 為 ，祂是應當受稱頌

6 A i o  Uyex ( 「所以它說」）也出現在雅各書四章 6 節 （引用箴言三章 

3 4節） 。關於這慣用語在以弗所書五章1 4節的用法，見 6 1 7頁 。

7 當保羅引用舊約聖經時，是用不帶主詞的細 ( 「他或它說」 ；羅九
25 , 十 2 1 ，十 五 10 ；加 三 1 6 ) ，但他也會用以下的慣用語：「經上 
說 」 （羅 四 3 ’ 九 1 7 ，十 11 ’ i ^一 2 ; 加四 30 ; 提前五 18) •「神 

說 」 （羅 九 15 ; 林 後 六 2 、1 6 ) ，和 「大 衛 〔或以赛亞等〕說 」 （羅 
四 7 、8 ，和i ^一 9 、1 0 ，那裏引入詩篇六十九篇） 。有關進一步的討 
論 ，見 E. E. E llis , P aul’s Use o 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23 • 和較早的 B. B. W arfie ld , The Inspiration and 

A uthority  o f the Bible (Ph ilade lph ia :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48)，2 9 9 -3 4 8 。

8 關於詩篇六十八篇的歷史背景、重要主題、和神學目的等在解釋上的 
困難 ，都已在 R. A. Tay lo r, ‘ The Use o f Psalm 68:18 in  Ephesians 

4:8 in  L ig h t o f  A nc ien t Vers ions’，BSac 148 (1991)，319-36 詳加敕 

述 了 ，特別是 3 2 0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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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裹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的 （第 4 〜6 節 ） 。在 出 埃 及 後 ，祂 在 他 們 前 面 昂 首 而 行 （第 7 

節 ） , 使 西 乃 山 震 動 （第 8 節 ） ，君 王 也 四 散 逃 跑 （第 1 1 〜 14 

節 ） 。上 主 要 以 錫 安 山 為 祂 的 居 所 （第 1 6 節 ） ，所以祂從西乃而 
來 ，降 臨 在 祂 的 聖 所 （第 1 7 節 ） ，並領著在祂行列中的眾俘虜升 
上 高 峰 。第 1 8 節 的 「你 」是 指 神 升 上 錫 安 山 ，這可能是以得勝君 

王 的 身 分 （或 者 可 能 是 指 在 錫 安 設 立 約 櫃 ，那 表 示 以 色 列 的 神 無  
形 的 同 在 ） 。祂 在 勝 利 的 遊 行 行 列 裏 領 導 祂 的 眾 俘 虜 登 上 聖 殿  
山 。9

保 羅 把 這 幅 圖 畫 用 在 基 督 的 高 升 上 ，並 非 因 為 這 兩 個 事 件 之  
間 有 模 糊 的 相 似 處 ，而 是 因 為 他 從 基 督 的 高 升 裏  > 看到了神的勝 
利 進 一 步 實 現 了 。這 詩 篇 中 原 有 的 字 句 ， 「你 已 經 升 上 高 天 」 ， 
是 緊 接 著 主 勝 利 地 升 上 錫 安 山 後 對 祂 說 的 ，現 在 它 被 理 解 為 指 基  
督 的 高 升 ，le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2 0 〜2 2 節 清 楚 表 示 ，這是個具有極重 

要 神 學 意 義 的 事 件 。
一 般 認 為 ，既 然 使 徒 在 這 裏 主 要 關 切 的 ，是 基 督 得 勝 的 高 升  

和 恩 賜 的 問 題 ，他 就 不 會 對 基 督 引 導 一 群 俘 虜 這 觀 念 作 詳 細 敘 述  
或 聞 釋 。但 是 亞 諾 德 宣 稱 ：第 8 〜 1 0 節 為 以 弗 所 書 一 章 19〜2 2 節 

補 充 了 證 據 ，確 定 基 督 超 越 邪 惡 權 勢 的 至 高 地 位 。當保羅將詩篇 
六 十 八 篇 1 8 節 用 在 基 督 的 高 升 上 時 ，他 心 中 所 想 到 的 H 孕 虜 （仇

9 關於另一■綱 要 ’ 見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6 6 。

1 0 從第二人稱單數（「你已經升上」）轉變為以弗所書裏的第三人稱， 
是為了符合文脈中的論述而改寫的結構》第一個限定動詞「你升上」 
被改成分詞（如邙电） ，使接下來的動詞「祂擄掠」 （fjxMO^TEUa£v )  

和 「祂賞給」 （B o jk e v )成為主要陳述。 「升上高天的這位’ 已經成 
就了一項至高、得勝的作為，接著又以一種慷慨、及時的方式分派恩 
賜 」 （Schnackenburg, 1 7 7 ) 。保 羅 為 第 9 、1 0 節的第一句和第11 

節的第二句作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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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敵 ） 」就 是 那 些 權 勢 。這 經 文 「以 一 種 新 鮮 的 方 式 強 調 基 督 在 宇  
宙 中 的 至 高 地 位 」 ，11在 讀 者 們 與 黑 暗 權 勢 進 行 的 屬 靈 爭 戰 中 ， 
這 能 帶 給 他 們 更 深 的 安 慰 。 （有 關 這 些 俘 虜 〔仇 敵 〕的身分的另 
一 種 看 法 ，見 下 文 之 （5) » )

關 鍵 的 子 句 ， 〔祂 〕將 各 樣 的 恩 賜 賞 給 人 ，是個出 名 的 棘 手  
難 題 。它 對 使 徒 的 講 解 很 重 要 ，因 為 這 經 文 （第 8 節 ）加 強 12 了 
他 在 第 7 ~ 1 1 節 中 關 於 恩 典 為 基 督 所 賜 的 論 述 。但主要的難處在 
於 希 伯 來 文 經 文 和 《七 十 士 譯 本 》都 寫 作 「 〔你 〕受 了 禮 物 」 ， 
而 非 「賞 賜 禮 物 」 ，13乍 看 之 下 ，似 乎 保 羅 把 詩 篇 的 原 意 完 全 顛  
倒 了 。

( 1 ) 因 此 有 人 認 為 ，使 徒 在 這 裏 錯 誤 引 用 了 舊 約 聖 經 。他將不 
當 有 的 神 學 解 釋 讀 入 詩 篇 ，把 措 辭 從 M 尔受了」改 成 H 尔賞賜」 ， 
為 的 是 鼓 吹 他 的 觀 點 。14

(2 ) 另一個建議是  > 就 像 新 約 聖 經 的 其 他 作 者 們 一 般 ，保羅憑 

著 記 憶 引 用 部 分 舊 約 聖 經 ，因 此 導 致 些 微 的 差 異 。但這提議無法 
使 人 信 服 ，因 為 所 牽 涉 的 改 變 太 過 有 意 而 且 明 顯 。

u A rno ld , 5 6 - 5 8 ，特別是 58 ; 參 D. G. Reid, ‘ Prison，Prisoner’，DPL, 

754 °

12 的意思是「所 以 * 因為這緣故」 （B A G D ，198) 。

13這是除了把動詞從詩篇中的第二人稱單數改變為以弗所書裏的第三人 
稱 （上文所提）之 外 。

14 費 兹 梅 （J. A. F itzm yer, ‘ The Use o f E x p lic it  O ld Testament Quo

tations in  Qumran L ite ra tu re  and in  the New Testam ent’，NTS 7 

[1960 -61 ), 2 9 7 -3 3 ，特 別 是 325 ) 即如此斷言：「保羅在這裏完全忽 
視 詩 篇 的 原 始 文 脈 • 為 的 是 要 保 留 『祂 升 上 』和 『祂 賞 給 』等用 
詞 。」注 意 R. A. Tay lo r, ‘ The Use’ ，3 2 4 對此說法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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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3 )  一 個 要 解 決 這 困 難 的 更 嚴 肅 的 嘗 試 ，是從舊約聖經抄本傳 
統 裏 的 一 個 不 同 版 本 開 始 。敘 利 亞 文 的 《別 西 大 譯 本 》 （S yria c  

P e s h i t t a ) 把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1 8 節 翻 譯 作 H 尔已經賜下恩賜」 ，雖 

然 學 術 界 對 於 以 它 作 為 憑 據 的 價 值 有 不 同 意 見 ，但它可能代表一 
個 有 異 於 《馬 所 拉 文 本 》和 《七 十 士 譯 本 》 的 經 文 傳 統 。15此 
外 ，亞 蘭 文 《他 爾 根 》 （A ra m a ic  T a rg u m  ) 對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18 

節 所 作 的 意 譯 非 常 好 ，它 的 譯 文 類 似 《別 西 大 譯 本 》 ： H  尔賜 
給 」而 非 H 尔受了」 （如 《馬 所 拉 文 本 》 ） 。新 約 聖 經 對 這 段 經  
文 的 措 辭 不 可 能 影 響 《他 爾 根 》 ，雖 然 詩 篇 的 《他 爾 根 》譯本時 
代 較 晚 ，它 卻 反 映 了 一 個 更 早 期 的 傳 統 和 經 文 版 本 》16韋考克斯 

( M .  W i l c o x ) 謹 慎 地 下 結 論 說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在 此 是 直 接 、 

或 是 照 著 意 思 ，引 用 一 個 類 似 《他 爾 根 》的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傳 統 ， 
而 它 在 這 點 上 與 《七 十 士 譯 本 》和 《馬 所 拉 文 本 》所保存的傳統 

不 一 致 。」 17

1 5 注 意 R. A. T ay lo r, ‘ The Use’ ，3 3 5 對這些議題所作的評析。

16 W. H. H arris , The Descent of Christ: Ephesians 4:7-11 and Traditional 

Hebrew Imagery (Le iden: B r i l l ,  1996), 64-142 對此有詳盡的查驗。

17 R. A . T ay lo r, ‘ The Use，，2 4 ，引用 M_ W ilco x , The Semitisms o f Acts 

(O xfo rd : Clarendon Press, 1965)，2 5 。也注意韋考克斯最近的討論
( W ilco x , ‘ Text Form ，，in I t  Is W ritten: Scripture C iting Scripture, ed. 

D. A. Carson and H. G. M . W illiam son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88], 193-204 * 特別是 1 9 8 - 9 9 ) 。泰 勒 （R. A. 

Tay lo r, ‘ The Use5, 332-35 ) 所贊同的看法是，保羅熟悉保存於《他 
爾根》譯文中的一個不同的經文版本（其中一個子音的位置被掉換 ’ 
以 致 讀 作 如 一 〔「分 享 * 分割」〕 ，而非旧?1叫 〔「收受」〕） * 而 
他之所以選擇這個，而不是更普遍的經文，是因為這樣就更符合他在 
此處的神學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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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因 此 有 人 說 ，保 羅 取 用 反 映 於 《他 爾 根 》 裏 的 經 文 傳 統  
( H 尔賜給」） ，運 用 早 期 猶 太 人 釋 經 中 一 個 常 用 的 技 巧 ，名為 

米 大 示 註 釋 (m id ra s h  p e s h e r) ，把他根據這經文在基督裏的應驗 

所 作 的 解 釋 ，納 入 實 際 的 經 文 引 用 之 中 。18這樣的過 程 也 發 生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其 他 地 方 所 引 用 的 舊 約 聖 經 ，這可解釋以弗 所 書 四 章  
8 節 裏 的 差 異 。

將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1 8 節 應 用 到 基 督 的 高 升 和 隨 後 分 派 恩 賜 ，與 

《他 爾 根 》裏 所 反 映 的 拉 比 傳 統 形 成 對 比 ，後 者 是把詩篇六十八 
篇 1 8 節 與 摩 西 登 西 乃 山 連 在 一 起 ，那樣的登高被理解為上到天上 

去 領 受 律 法 書 和 其 他 屬 天 的 秘 密 。19與 這 種 對 詩 篇 的 解 釋 連 在 一  
起 的 「摩 西 神 秘 主 義 」相 當 普 遍 ，顯 然 很 早 就 出 現 在 拉 比 著 作 和  
斐 羅 的 作 品 中 》2<>如 果 所 著 眼 的 是 這 樣 的 背 景 • 那麼保羅可能就 
是 有 意 將 基 督 呈 現 為 比 摩 西 更 為 偉 大 。祂 上 升 遠 超 諸 天 之 上 ，為

18 E. E. E llis , Paul’s Use, 144, 1 4 9 。參 R. N. Longenecker, Biblical Exe

gesis in the Apostolic Perio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 125; 

Bruce, 342-43; B. L indars, New Testament Apologetic (London: SCM, 

1961)，53 ；和 L in co ln , 2 4 2 -4 4 。根 據 泰 勒 的 說 法 （R. A. Tay lo r, 

‘ The Use’ ，328-29, 3 3 3 -3 6 ) , 保羅是有限度地使用猶太人的這種釋 
經 技 巧 ，選用詩篇六十八篇1 8 節的不同經文版本，因 為 那 「格外適 
合他在以弗所書第四章裏的神學論述」 （ 335 ) 。有關近來的討論和 
詳 細 的 參 考 文 獻 ，見 I. H. M arsha ll, ‘ An Assessment o f  Recent 

Developm ents’ ，in I t  Is W ritten i 1-21 • 特別是 1 0 -1 5 。

1 9 參 ：《詩篇米大示》 (M idrash T h illim  ) 論詩篇六十八篇1 1 節 ，和 
〈拉 比 拿 單 的 先 賢 集 〉 （ de Rabbi Nathan )  2 . 2 a  ；注意 W .  H .  

H arris , The Descent, 64-142 的詳細討論。

2 0 參 • • 《詩篇米大示> 論詩篇二十四篇1 節和一O 六 篇 2 節 ；《巴比倫 
他勒目》 〈論安息日〉 （h  S # W f)  88b ; 見 L in c o ln ，2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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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要 充 滿 萬 有 （第 1 0 節 ） 。祂 的 禮 物 不 是 律 法 書 ，而 是 恩 典 （第 7 

節 ） ，但 是 祂 在 事 奉 上 所 賜 的 恩 賜 是 為 了 建 立 整 個 身 體 （第 11〜 
1 6 節 ） ，不 是 要 給 少 數 菁 英 的 天 上 秘 密 。在猶太會堂裏禮拜儀式 

的 習 俗 把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連 結 到 五 旬 節 ，那 是 逐 漸 被 當 時 的 猶 太 人  
當 作 紀 念 在 西 乃 山 上 賜 律 法 給 摩 西 的 節 期 。對某些 基 督 徒 學 者 們  
來 說 ，使 徒 在 此 使 用 詩 篇 的 背 景 ，就 是 五 旬 節 。 「這 樣 ，保羅使 
用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 … 來 指 基 督 教 的 五 旬 節 ，形成一 個 非 常 好  
的 類 比 。就 如 摩 西 領 受 了 律 法 ，然 後 給 以 色 列 人 ，基督也領受了 
聖 靈 ，把 祂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為 要 將 神 的 律 法 寫 在 他 們 心 裏 ，又藉 
著 祂 所 設 立 的 牧 師 們 （第 1 1 節 ）教 導 他 們 真 理 。」使徒行傳二章 
3 3 節 把 「賜 給 」和 「領 受 」彼 此 相 連 的 觀 念 作 了 適 當 的 說 明 ： 

「高 舉 在 神 的 右 邊 ，又 從 父 受 了 所 應 許 的 聖 靈 ，就 把 你 們 所 看  
見 、所 聽 見 的 澆 灌 下 來 》」21

( 4 ) 儘 管 在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1 8 節 的 動 詞 「受 了 」和以弗所書四 
章 8 節 的 動 詞 「賞 給 」之 間 有 差 異 ，但是在基督教的解經中有一 

傳 統 ，主 張 在 舊 約 聖 經 的 文 脈 裏 也 隱 含 有 「賞 給 」的 觀 念 。22有 
人 說 ，翻 譯 作 「受 了 」的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有 的 時 候 有 「為 給 予 〔他 

人 〕而 接 受 」的 意 思 ，或 可 能 是 「取 來 」 。在 古 代 世 界 裏 ，每一 
次 征 服 之 後 ，都 會 有 接 受 貢 物 和 分 發 賞 賜 。征 服 者 的 擄 物 被 分  
割 ，戰 利 品 被 分 享 （創 十 四 章 ；士 五 30 ; 撒 上 三 十 2 6 〜 31 ) 。根 

據 這 樣 的 解 釋 ，詩 篇 和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在 翻 譯 上 的 「矛盾只是形式

21 斯托得 ’ 1 5 8 、159 頁=  Stott, 157，158 ；進一步的細節’ 見 L inco ln , 

2 4 1 ,242 。

2 2 屈 梭 多 模 （C h ry s o s to m )不認為有實際的困難存在’ 所以他有句常被 
人引用的話：「這 個 〔字 〕和那個一樣；」 「領受」就是為了給別人 
而接受。參 R. A. T ay lo r, ‘ The Use’ ，3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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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 ( 四 i 〜六 2 0 )

上 ，而 非 實 質 內 容 上 的 」 。23但 是 ，這 雖 然 很 俐 落 地 回 答 了 這 問  
題 ，卻 有 了 語 言 學 和 經 文 上 的 難 題 。24

( 5 ) 神 接 受 禮 物 為 要 將 它 們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這 觀 念 由 史 密 斯  
(G .  V . S m i t h )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表 現 出 來 。25他宣稱詩篇六十八篇 

乃 是 緬 懷 神 過 去 的 得 勝 （第 1〜 1 9 節 ） ，包括以色列歷史中的出 

埃 及 和 在 曠 野 期 間 ，以 及 祂 在 西 乃 山 上 顯 現 ，使 天 下 垂 ，使地震 
動 （第 8 節 ） 。神 擊 敗 迦 南 人 ，揀 選 錫 安 設 立 祂 的 聖 所 。在無數 

天 使 的 伴 隨 中 ，祂 降 臨 在 高 處 ，領 著 擄 獲 的 俘 虜 ，從 人 、甚至悖 
逆 的 人 接 受 禮 物 ，為 要 住 在 他 們 當 中 （第 1 8 節 ） 。史密斯不認為 
應 當 將 第 2 4 節所說的行進理解為約櫃和以色列人在敬拜儀式裏進 

入 聖 所 。實 際 上 ，它 所 指 的 是 「神 在 過 去 和 現 今 歷 史 中 的 行 動 和  
同 在 ，如 今 被 顯 明 於 憐 憫 （第 1 9 、2 0 、2 8 節 ）的 行 動 中 」 ，以及 
「審 判 」 （第 2 1 節 ） 、和 特 別 是 神 的 顯 現 （第 1 、8 、16〜 1 8 、 

3 5 節 ） 。最 後 的 部 分 是 展 望 末 世 ，那 時 ，神 居 於 祂 「在耶路撒冷 

的 聖 殿 裏 ，全 然 統 管 所 有 的 君 王 和 國 度 」 。26

23 斯 托 得 ，158 頁 = Stott, 1 5 7 。

2 4 泰 勒 （R. A. Tay lo r, ‘ The Use’ ，327 ) 指 出 • 在舊約聖經所謂的平行 
經 文 中 （創 十 五 9 、十 八 5 ; 出二十五2 等等） ，沒有一處的希伯來 
文 ( 「領 受 」) 被翻譯為希腿文裏某種形式的 MSona ( 「給 
予 」） ，那是如果原文有「為給予而接受」的語意時所當有的翻譯》 
此 外 ，當希伯來文的動詞有「取來」的意思時，它通常會跟著一個介 
詞 片 語 ，而那是詩篇六十八篇1 8 節所沒有的。最 後 ，如果原文中確 
有 所說的意思，那是否足以解釋另一經文傳統的存在，就 如 《他爾 
根> (或者 <別西大譯本》）裏所顯示的？

25 G. V. Smith, ‘ P au l’ s Use o f Psalm 68:18 in  Ephesians 4 :8 ’ ，JETS 18 

(1975)， 181-89 。

26 G. V . Sm ith, ‘ P au l’ s Use’ ，1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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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_ 、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1 7 和 1 8 節 的 軍 事 用 語 是 詩 詞 性 的 ，不應當按 
字 面 意 思 理 解 。它 的 功 用 是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這 篇 詩 篇 的 主 要 重 點  
上 ，就 是 神 進 入 祂 在 錫 安 的 聖 所 。但祂首先登山  > 並且帶著俘虜 
( 第 1 8 a 節 ） 。這 些 俘 虜 們 不 是 外 邦 的 仇 敵 ，而是常常悖逆的以 

色 列 人 （第 5 〜6 、1 8 b 節 ） 。史 密 斯 宣 稱 ，詩篇六十八篇本身是 

談 到 更 早 的 經 文 ， 「呼 應 」民 數 記 第 八 和 十 八 章 的 言 語 ，那裏說 
利 未 人 是 從 以 色 列 民 中 被 神 揀 選 （八 6 、1 4 ) ，27因為他們是以 
一 種 特 殊 的 方 式 歸 屬 於 祂 （「利 未 人 便 要 歸 我 」 ，第 1 4 節 ；參 ： 
三 4 5 ) 。但 在 取 他 們 歸 自 己 以 後 ，祂又把他們當作禮物回賜給百 
姓 ，來 服 事 會 眾 。因 此 ，民 數 記 十 八 章 6 節 說 ， 「我已將你們的 
弟 兄 利 未 人 從 以 色 列 人 中 揀 選 出 來 歸 耶 和 華 ，是 給 你 們 為 賞 賜  
的 ，為 要 辦 理 會 幕 的 事 。」如 果 按 這 樣 的 認 識 來 讀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那 麼 當 耶 和 華 進 入 祂 的 聖 所 時 ，祂 的 行 列 中 的 俘 虜 就 不 是 祂  
的 仇 敵 ，而 是 服 事 的 人 們 ，就 是 祂 所 揀 選 ，然 後 又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為 祂 的 緣 故 來 服 事 他 們 的 （參 ：賽 六 十 六 2 0 〜2 1 ) 。

既 知 道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本 身 是 指 更 早 的 經 文 （民數記八和十八 
章 ） ，並 且 耶 和 華 之 所 以 從 百 姓 受 了 禮 物 ，就 是 被 揀 選 的 人 們 ， 
目 的 是 要 把 他 們 回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來 服 事 ，保 羅 就 引 用 這 詩 篇 ，以 
一 種 解 釋 性 的 方 式 使 用 動 詞 「賞 給 」 ，把 重 點 放 在 所 賜 的 人  

( 「恩 賜 」 ，第 8 、1 1 節 ） ，以 及 有 待 他 們 完 成 的 事 工 （第 11〜
1 6 節 ） 。史 密 斯 說 ， 「保 羅 要 他 的 讀 者 們 明 白 ，在 整 個 歷 史 中 *

27 G. V . Sm ith, ‘ Paul’ s Use’ ，1 8 6 。近來對於這種有意將更早經文的一 
部分放在較晚經文中的研究，稱 為 「文本互涉」 （‘ in te r te x tu a lity ’ ） ; 
見 R. B. Hays, Echoes o 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 f Paul (New Haven: 

Yal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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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神揀選特別的人物作為信徒群體的領袖。」28為了完成這些不同 

的責任而賜下的恩典可能不同（參 ：第 7 節） 。因 此 ，使徒對詩 

篇六十八篇所作的釋經不是「米大示釋經」 ，「而是基於詩人所 

用的民數記八章 6〜1 9 節和十八章 6 節經文的註釋，重塑詩篇六 

十 八篇 1 8 節的思想。……關鍵要素是對這經文的文法一歷史背景 

的了解 。」29

以上所提各種建議沒有一個能完全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但 

是史密斯的提案頗吸引人，它使人注意到存在於民數記第八和十 

八 章 、詩篇六十八篇、和以弗所書第四章之間的幾個可能的連 

結 。神接受利未人為禮物，接著又為了牧養會眾的緣故把他們回 

賜給祂的百姓，這樣的行動與以弗所書四章裏高升的基督引導眾 

俘 虜 ，然後賜下恩賜的情況相似。但是這些連結是否清楚顯示文 

本 互 涉 、重複的預表模式、或只是平行經文而已  > 就更難確定 

了 。

四 9〜1 0 . 在引用詩篇六十八篇之後，使徒提到基督的高升 

和賜下恩賜給祂的百姓，來解釋該引句的意思。特別解釋的是從 

詩篇中選用的兩個動詞、以及它們的意思和 含 義 ：祂 升 上 （第 

9 、1 0 節） ，和 祂 賜 （第 1 1 節 ） 。第一個 ，祂 升 上 ，3° 原本是指

28 G. V. Sm ith, ‘ Paul’ s Use’ ，1 8 8 。

29 G. V. Sm ith, ‘ Paul’ s Use’ ’ 1 8 9 。

3 0 這直接的引句是以中性的定冠詞開始（t<5，參 ：可 九 23 ；太十九 
1 7 、1 8 ) 。t6 Si &v印n 回頭指向 * v«P电 （「升上」 ，第 8 節 ） 。保羅 
所引用的是基本意思（<iv雄n ，「祂升上」） • 而非一模一樣的字形• 

可能是要更突顯它與之後的koct雄n ( 「祂降下」）之間的平行；K. L. 
M cKay, A  New Syntax o f the Verb in New Testament Greek: An Aspectual 

Approach (New Y ork : Lang, 1994), 98-99  即如此認為。但 是 ，華勒 
斯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238 ) 認 為 ，雖然詩篇六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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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神 從 西 乃 而 來 ，尊 嚴 地 升 上 錫 安 （詩 六 十 八 篇 ） ，這 在 （後來 
的 ）猶 太 教 中 被 用 來 指 摩 西 ，他 登 上 神 的 山 （錫 安 山 ） ，領受律 
法 的 法 版 ，而 在 這 裏 則 指 基 督 從 地 上 回 到 最 高 的 天 上 ，這是在一 
章 2 0 〜2 1 節 中 已 經 提 到 的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的 高 升 。在那裏神是這行 

動 的 主 詞 ：祂 使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並 且 「使 祂 坐 在 天 上 」 。而在 
這 裏 ，基 督 自 己 是 主 詞 ：升 上 的 乃 是 祂 。但 在 這 兩 者 之 間 並 沒 有  
確 定 的 二 分 法 。

在 中 英 文 聖 經 版 本 中 ，第 9 節 通 常 被 當 作 是 個 問 題 （參 ： 
《和 合 本 》 ：既 說 「升 上 」 ，豈 不 是 … … 嗎 ？） 。但這只是修辭 

疑 問 句 ，因 為 它 並 不 是 要 尋 求 答 案 。實 際 上 ，它 是 要 讓 人 特 別 注  
意 「祂 已 升 上 」這 片 語 ，它 被 視 為 是 暗 示 基 督 也 「曾 降 下 」 。但 
這經文所指的是怎樣的降下呢—— 下 到 陰 間 、基督在成為肉身時的 
降 下 、還 是 被 高 舉 的 基 督 在 聖 靈 裏 降 下 ？

(1 ) 下 到 陰 間 。基 督 降 到 死 人 之 地 ，這種解釋在以弗所書的釋 
經 史 上 雖 然 有 長 久 而 且 強 烈 的 影 響 力 ，今 日 贊 同 此 說 的 已 不 如 從  
前 多 了 。31初 代 教 父 把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9 節 連 結 到 彼 得 前 書 三 章 19 

節 （ 「祂 … … 曾 去 傳 道 給 那 些 在 監 獄 裏 的 靈 聽 」 ） ，將它解釋為 
基 督 「橫 掃 地 獄 」 。但 是 ，以 弗 所 書 此 處 並 沒 有 明 顯 提 到 陰 間 和  
地 獄 。傳 統 的 看 法 是 ，下 到 陰 間 是 從 地 上 下 到 陰 間 或 死 人 之 地 。 
雖 然 羅 馬 書 十 章 6 、7 節 和 腓 立 比 書 二 章 8 〜 1 0 節 （ 「地底下 

的 」 ）都 被 用 來 支 持 這 看 法 ，但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9 、1 0 節這

1 8 節裏只有一個字dv邙ri ( 「祂升上」）被 重 複 ，「這語法顯示所著 
眼的乃是整節經文》」華勒斯主張，作者不是在問，「『祂升上』是 
什 麼 意 思 ？」 ，而 是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1 8 節被用在這裏是什麼意 
思 ？」

3 1 包括席爾溫（E. G. Selwyn ；彼得前書的釋經） 、畢 洱 、羅 炳 森 、亞 
諾 德 、和 韓 松 （A. T. Hans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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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裏 ，乃 是 在 對 比 升 到 天 上 和 從 那 裏 降 下 。對 「地 的 低 下 之 處 」
( 《恢 復 本 》 ；參 ： 《標 準 譯 本 》 ）這 種 不 尋 常 的 措 辭 有 更 好 的  

翻 譯 ，就 是 ^ 下 面 的 地 」 ，32而 非 死 人 所 居 之 地 。保 羅所作的對 
比 * 「不 是 在 於 地 的 一 部 分 和 另 一 部 分 之 間 ，而 是 在 整個地上和 
天 上 之 間 ，」33這 看 法 符 合 本 書 信 的 兩 重 宇 宙 論 ，其 中 的 「萬 
有 」包 括 「天 與 地 j 。

( 2 ) 基 督 在 成 為 肉 身 〔和 死 亡 〕時 的 降 下 。已 經 上 升 ，如今充 

滿 宇 宙 （又 將 各 樣 恩 賜 賞 給 我 們 ）的 這 位 ，與當初 為 我 們 的 緣 故  
降 下 ，成 為 肉 身 、並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那 位 乃 是 同 一 人 （參 ：弗二 
1 4〜 1 7 ) 。這 樣 的 順 序 與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的 次 序 平 行 ，那裏耶和華 

首 先 降 下 ，解 救 祂 的 百 姓 ，勝 過 祂 的 仇 敵 ，然 後 升 上 祂 的 居 所 。 
而 且 ，這 與 約 翰 福 音 裏 救 贖 主 的 降 下 和 上 升 （三 1 2 ，六 62 ; 參 ：

3 2 在 tA KaTtOTEpa [(i£pTll Tfj； 丫 氓 裏 的 所 有 格 丫 和 ( 「地的」）是同位語 
( 「較低的領域 • 就是地上」） ；近代大多數的解經家亦如此認為。 

也有人指出，如果保羅想到的是三層的宇宙的話，他應該不是用比較 
級 ，而是用最高級，「地的最低部分（KaTdiTaTCX)」 ，這種用法在詩 
篇中有好的例證（六 十 三 9 - 一 三 九 1 5 ) 。此 外 ，以弗所書是採兩重 
的宇宙論：常在天上和地上之間作區別。最 後 ，根據以弗所書，基督 
之勝過諸權勢不是發生在祂下到陰間之時，而是在祂得勝上升的途 
中 。有關進一步的細節和參考文獻，見 Barth, 433-34 • 和 W. H. 
H arris, ‘ “ The Heavenlies” ’，8 0 -8 5 。有關不同的看法，見 W, J. Dum- 

b re ll, Search, 300 °

3 3 加爾文即如此認為，他 又 說 ：「他彷彿是在說：『祂從高處的居所降 
臨到我們的深淵 j 」 （John C a lv in , The Epistles o 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Galatians, Ephesians, Philippians and Colossians, trans. T. H. L. 

Parker [Edinburgh: O live r &  Boyd, 1965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176) ，為 Bruce, 343 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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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

六 3 3 、3 8 、5 0 〜 51 ’ 二 十 1 7 ) 、和 腓 立 比 書 二 章 6 〜 1 1 節裏基 

督 之 先 降 卑 然 後 升 高 ，都 屬 同 樣 的 觀 點 。 （因 此 ，保羅心中所想 
的 ，或 許 不 在 於 空 間 裏 的 降 下 和 上 升 ，而 是 降 卑 和 被 高 舉 ，結 
果 ，基 督 將 祂 的 恩 賜 賞 給 教 會 ，為 要 使 她 得 臻 成 熟 。）34雖然這 
樣 說 基 督 在 祂 成 為 肉 身 和 死 亡 時 的 降 下 ，被 認 為 是 離 開 了 使 徒 的  
主 要 目 的 ，35但 這 似 乎 是 要 表 示 詩 篇 的 這 段 經 文 一 定 是 指 基 督 ， 
因 為 上 升 就 暗 示 之 前 的 「降 下 」 ，而 基 督 是 唯 一 在 上 升 之 前 曾 經  
( 從 天 上 ）降 下 的 。36

( 3 ) 被高舉的基督在聖 ® 裏 的 降 臨 。一個晚近的解釋認為基督 

的 降 臨 發 生 在 祂 升 天 之 後 ，37所 以 是 指 祂 於 五 旬 節 時 在 聖 靈 裏 的  
降 臨 。有 人 主 張 ，從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來 看 ，這 看 法 更 有 道 理 ，使第 
9 、1 0 節 不 必 被 當 作 插 入 句 。基 督 在 聖 靈 裏 的 降 臨 很 妥 當 地 砌 入  

這 經 文 的 兩 個 主 要 焦 點 中 ，就 是 祂 的 升 天 和 賜 下 恩 賜 。保羅已經 
談 到 聖 靈 使 這 身 體 合 一 的 工 作 （第 3 、4 節 ） ；他現在將它與聖靈 

的 降 臨 作 重 要 的 連 結 。透 過 猶 太 人 釋 經 的 傳 統 來 看 ，這是頗吸引 
人 的 解 釋 ，這 傳 統 是 把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所 說 的 上 升 用 在 摩 西 身 上 ： 
他 為 了 領 受 律 法 而 升 上 ，為 了 把 它 傳 給 以 色 列 人 而 降 下 。因 此 ，

34 斯托得 ’ 160 頁 =  S tott, 1 5 9 。

3 5 許多文本和翻譯（包 括 《新國際版》及 《和合本》）把 第 9 、1 0 節放 
在括號裏’ 表示論述是從第8 節直接進入第1 1 節 。

36 參 B ratcher and N ida, 9 9 。但是林康（L in co ln , 225 ) 說 ’ 這些經文 
「被解經家們當作題外話，卻沒有對它們的目的達成共識」’ 。

3 7 有 幾 個 重 要 抄 本 在 K a T 印T1 ( 「祂 降 下 」) 後 面 加 上 T ip iiT O V  ( 「首 
先 」）一 字 。若原文真是如此，那麼就會對第（3 ) 種觀點造成「一個 
無 法 克 服 的 難 題 」 。但 是 較 短 的 文 本 可 能 是 原 典 。TTpfiiTOV ( 「首 
先 」）似乎是後來的抄寫者們為了使意思清楚而添加的（參 W. H. 
H arris , ‘ “ The Heavenlies”  ’ ， 8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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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根 據 凱 爾 德 的 說 法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不 再 是 關 於 摩 西 的 猶 太 人 五 旬  
節 詩 歌 ，而 是 「基 督 教 的 一 首 五 旬 節 詩 歌 ，慶 祝 基 督 的 升 天 和 祂  
隨 後 在 五 旬 節 時 的 降 臨 ，為 要 賜 給 教 會 屬 靈 的 恩 賜 」 。38這第三 
種 看 法 雖 然 有 可 能 ，但 它 的 困 難 在 於 把 五 旬 節 事 件 看 為 基 督 的 降  
臨 。39此 外 ，第 1 0 節 所 表 示 的 ，是 基 督 升 天 ，從 天 上 充 滿 萬 有  

( 見 ：一  2 3 的 註 釋 ） ，而 非 祂 再 次 從 天 降 臨 來 賜 下 恩 賜 。

所 以 ，整 體 來 看 ，道 成 肉 身 是 這 降 臨 最 明 顯 的 解 釋 。但我們 
必 須 牢 記 的 是 ，雖 然 這 降 臨 引 發 了 許 多 討 論 ，保 羅 的 主 要 焦 點 ， 
乃 是 基 督 在 祂 賞 賜 恩 賜 的 場 景 裏 的 升 上 。

在 祂 成 為 肉 身 降 臨 地 上 之 後 ，基 督 又 遠 升 諸 天 之 上 。 「諸 」 
表 示 所 著 眼 的 是 多 數 的 天 。不 論 所 說 的 是 三 層 （參 ：林 後 十 二  
2 ) 、七 層 、或 更 多 層 的 天 ，基 督 已 遠 升 這 一 切 之 上 ，到達一個至 

高 之 處 。這 樣 的 字 句 與 祂 被 高 舉 「在 天 上 」坐 在 寶 座 上 ， 「遠超 
過 一 切 執 政 的 、掌 權 的 、有 能 的 、主 治 的 」 （一 2 0 〜 21 ) 平 行 。 
有 鑑 於 這 樣 類 似 的 措 辭 ，和 接 下 來 與 一 章 2 3 節 字 句 （基 督 「充滿 

萬 有 」）相 對 應 的 目 的 子 句 「 〔為 〕要 充 滿 萬 有 」 ，最 好 將 「諸

38 G. B. Caird, ‘ The Descent o f  the S p irit in Ephesians 4 :7—11 ’ ，SE 2 

( = TU 87; B e rlin : Akadem ie, 1964), 5 3 5 -4 5 ，特別是 5 4 1 。E. D. 

Roels, God's Mission: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in Mission Perspective 

(Franeker: W ever, 1962), 161—63; L in co ln , 246—47; W. H. H arris, 

The Descent, 1 7 1 -9 7 ，和他的 ‘ The Ascent and Descent o f  C hris t in  

Ephesians 4 :9 -1 0 ’ ，BSac 151 (1994)，198-214 也都是如此認為；參 
B. L indars, Apologetic, 5 1 - 5 9 。

3 9 雖 然 林 康 （L in c o ln ，247 ) 嘗試克服這難題 * 他 宣 稱 ：在以弗所書的 
其 他 地 方 * 基 督 和 聖 靈 「其實是可以互換的』 （比 較 ：一 1 3 和四 
3 0 ，三 1 6 和 1 7 ，一 2 3 和 五 18) » 但他的論點並不令人全然信服。 
有關的一些 批判，見 Hoehner，5 3 1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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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天 」理 解 為 以 隱 喻 的 方 式 來 指 諸 掌 權 者 ，就 是 一 章 2 1 節所說如今 
已 臣 服 於 祂 的 。4<)

基 督 升 到 至 高 之 處 的 目 的 是 「要 充 滿 萬 有 」 。最後這個子句 
與 「那 充 滿 萬 有 者 所 充 滿 的 」 （一 2 3 ) 相 呼 應 ，在 那 裏 ，動詞 
「充 滿 」的 意 思 是 「藉 行 使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而 控 制 」 。基督不是 

以 某 種 半 物 質 的 形 式 充 滿 萬 有 ，41而 是 藉 著 祂 對 萬 有 的 權 能 統 治  
( 見 ：一 2 2 〜2 3 的 註 釋 ）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也 有 類 似 這 樣 的 觀 念 ， 

後 者 將 行 使 至 高 統 治 之 意 的 充 滿 宇 宙 用 在 神 身 上 ： 「耶 和 華 說 ： 
『我 豈 不 充 滿 天 地 嗎 ？』 」 （耶 二 十 三 2 4 ) 。這裏將這觀念轉用 

到 基 督 身 上 ：祂 藉 著 對 萬 有 行 使 祂 的 主 權 而 充 滿 萬 有 。這牽涉到 
祂 身 為 諸 執 政 者 之 上 的 權 能 統 治 者 的 作 為 （一 2 1 ) ，並將恩典和 
力 量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四 1 3 、15〜 1 6 ) ，藉 著 他 們 實 現 祂 的 旨 意 。

四 1 1 . 基 督現在開始 42實 現 充 滿 萬 有 的 目 的 ，供應43祂的百 
姓 一 切 所 需 ，為 要 促 成 身 體 的 成 長 和 完 全 （第 1 3 節 ） 。既已藉著 
祂 的 得 勝 升 天 而 統 管 一 切 的 權 勢 ，44祂 就 以 至 高 無 上 的 權 柄 把 恩

40 W. H. H arris , ‘ “ The Heavenlies” ，84’ 亦如此認為，他主張  t <5v  

oOpavtov ( 「天上的」) 是 「一個單純的替代性的隱喻」 ，因 此 ，一章 

2 1 節的那些「掌權的」就 「以提到的他們的居所… …來取代」。另一 

方 面 ，林 康 （L in c o ln ，248 ) 認為基督上升的語句是弔詭性的：祂既 

在天上的範疇裏（一 20 ; 參 ：六 9 ) ，同時又在諸天之上（四 10) 。

4 1 持這看法的人宣稱：t v a 子 句 「要充滿萬有」 （tva TTAriptoari ra  TTavTa) 

乃是與基督的降下和升上連在一起的。但從句法上說，tv c t子句僅附 

屬於升上，祂之充滿萬有與祂對萬有的至高無上主權有關。

4 2 第 1 1節開始另一個又長又複雜的句子，直到第 1 6節最後才結束。

4 3 根據華勒斯（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375 ) 的觀點，基督是 

充滿萬有的那位，第 1 1節則補充「祂賞賜屬靈恩賜的細節」。

44 W. H. H arris , ‘ “ The Heavenlies” ，，84 ;參 A rn o ld , 56,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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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賜 分 派 給 祂 身 體 上 的 肢 體 。45身 體 的 建 造 與 祂 的 心 意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祂 的 心 意 就 是 要 藉 著 祂 的 統 治 來 充 滿 萬 有 ，因為教會是祂的 
工 具 ，用 以 完 成 祂 對 宇 宙 的 旨 意 。46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二 章 4 〜 1 1 節 ， 「各 樣 的 恩 賜 」指聖靈所分 

派 不 同 的 職 事 和 運 用 它 們 的 能 力 ，而 在 這 裏 的 恩 賜 乃 是 人 們 自  
己 ，由 升 天 的 基 督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使 他 們 能 按 著 他 們 當 有 的  
樣 式 來 運 作 和 成 長 。47基 督 將 有 恩 賜 的 傳 道 人 供 應 給 教 會 。48所 
提 到 的 有 四 （或 五 ）個 項 目 ：使 徒 、先 知 、傳 福 音 的 、牧師和教 

師 。49「祂 將 各 樣 的 恩 賜 賞 給 人 」這 話 並 不 限 於 這 些 人 ，但他們是

4 5 被高舉的基督以祂的統治充滿萬有，祂也是詩篇所說的那 位 ，「祂將 

恩賜賞給人」 （注 意 第 1 1 節 的 a im k 〔「祂 」〕，乃是接續第 1 0 節 

的 oci1t 65 ) 。

4 6 第 1 0 c 節 （「要充滿萬有」）與 第 1 1 節間的連結，要比貝斯特 

(B es t, 388 ) 可能主張的更為自然。

47 Bruce, 3 4 5 。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裏，保羅提到的，不僅有先知的恩 

賜 （第 1 0節 ） ，也有在教會中被設立的「先知」 （第 2 8 節） 。同樣 

的 ，在羅馬書十二章 6〜8 節 裏 *他也無拘束地遊走於能力和人之 

間 。以弗所書四章這裏所說的恩賜是指有恩賜的人，這點不令人訝 

異 ，只是說明「在個人與他所擁有的恩賜之間的緊密關係」 ；K. S. 
H em ph ill, Spiritual Gifts: Empowering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N ashv ille : Broadman, 1988), 180 即如此認為。

4 8 貝斯特（Best, 388 ) 評論道：「這些恩賜不是賜給人的恩賜，而是以 

人為恩賜，就是那些在教會中扮演特別角色的人們》」他依循加爾文 

的觀點，又 說 ：「但可以假設的是，各人扮演的角色所需要的恩賜也 

會被賜下。」

4 9 保羅使用 Tok n^v ... to6? U  ... toCk; 8e . . . 列出他的清單•並加以區

分 。定冠詞可能直接歸屬於緊接著的名詞，而非名詞用法，再把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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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 具 體 的 例 子 說 明 了 基 督 的 得 勝 所 帶 來 的 一 切 恩 賜 ，5(1祂藉此賞 
賜 教 會 。用 來 開 始 詩 篇 引 句 的 詞 「所 以 」 （第 8 節 ） ，表 示 第 7 

節 的 所 有 恩 典 都 是 從 基 督 的 擄 物 而 來 的 恩 賜 。第 1 1 節刻意強調這 
些 恩 賜 ，因 為 他 們 以 基 督 的 教 導 供 應 教 會 ，為 要 建 立 基 督 的 身 體  

( 第 1 2 節 ） ，並 且 避 免 錯 謬 的 教 導 （第 1 4 節 ） 。他們使其他人 

得 以 行 使 各 自 的 服 事 ，使 身 體 被 建 造 ，達 到 成 熟 、健 全 、及合 
一 。這 裏 所 列 出 來 的 這 些 人 ，是 服 事 神 話 語 的 人 ，福音透過他們 
被 啟 示 、宣 告 、和 教 導 。第 1 2 節 又 回 到 了 「各 人 」 ，並且提到 
「聖 徒 」 ，就 是 受 到 使 徒 在 此 所 列 舉 之 傳 道 人 裝 備 的 人 。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共 有 五 個 這 樣 的 清 單 （羅十二  6 〜 8 ；林前十二 
8 〜 1 0 、2 8 〜 30 ；弗 四 11〜 12 ；參 ：彼 前 四 1 0 〜 1 1 ) , 其中有超 
過 二 十 項 不 同 的 恩 賜 ，有 些 並 不 是 那 麼 顯 眼 （參 ：羅十二  8 ) 。 
每 一 清 單 都 與 其 他 的 有 顯 著 差 異 。沒 有 一 分 清 單 是 完 全 的 ，每個 

都 是 選 擇 性 、說 明 性 的 ，也 沒 有 要 把 諸 恩 賜 強 行 歸 入 某 種 清 晰 方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當作述語使用。因 此 ，《和合本》的 ^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 

知 、有傳福音的，等等」 ，優 於 《新國際版》的翻譯「〔祂讓 〕某些 

人為使徒，某些人為先知，某些人為傳福音的，等等」。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73-75 ; Schnackenburg, 180; L in co ln , 249; R. A. 

Cam pbell, The Elders: Seniority w ith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Ed inburgh: 

T &  T C lark, 1994), 109 ；和 E. Best, ‘ M in is try  in  Ephesians’ , in  

Essays, 157-77 ( 特 別 是 1 6 2 ) ; 和 BDF § 2 5 0等亦如此認為。波特 

爾 （S. E. Porter, Idioms, 1 1 3 )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當 p v  ... 8启與 

冠詞併用時，就使它的功能更像是個代名詞，在這裏有表示部分的意 

思 ：「祂讓部分人為使徒，部分人為先知，部分人為傳福音的，部分 

人為牧師和教師。」

50 滕納 ’ 1296 頁 = Turner, 1 2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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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案 的 嘗 試 。即 使 把 這 五 個 清 單 合 併 ，也 沒 有 包 括 所 有 的 恩 賜 項  
目 。

首 先 特 別 提 到 的 ，是 基 督 賜 下 使 徒 和 先 知 ，這 與 前 面 二 章 20 

節 和 三 章 5 節 所 說 的 相 呼 應 （見 前 面 的 釋 經 ） ，那兩處經文說到 

他 們 作 為 根 基 的 角 色 ，就 是 基 督 奧 秘 之 權 威 性 的 領 受 者 和 傳 揚 者  
( 也 注 意 他 們 被 置 於 保 羅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二 章 2 8 節那分清單的最 

前 面 ） 。因 為 提 到 傳 福 音 的 、牧 師 和 教 師 ，許 多 現 代 解 經 家 51下 
結 論 說 ，在 寫 以 弗 所 書 時 ，使 徒 和 先 知 已 成 過 去 ，被第二代的傳 
道 人 取 代 。但 這 樣 的 結 論 是 不 必 要 的 。傳 福 音 的 、牧師和教師在 
眾 使 徒 的 時 候 及 之 後 行 使 他 們 的 職 分 ，他 們 無 疑 是 讀 者 們 曾 遇 見  

的 教 會 同 工 。許 多 人 不 認 識 使 徒 保 羅 。以 弗 所 以 外 的 地 方 ，福音 
是 藉 著 像 他 一 樣 傳 福 音 的 人 傳 揚 開 來 的 ，而 在 他 事 奉 的 末 期 ， 
「牧 師 」或 「牧 者 」這 詞 彙 與 「監 督 」和 「長 老 」一併用來描述 

教 會 的 領 袖 （參 ：徒 二 十 1 7 、2 8 ，那 裏 「長 老 」是 「牧 養 」群羊 

的 「監 督 」 ） 。52 ( 特 別 注 意 以 巴 弗 的 例 子 ，在 歌 羅 西 、老 底 嘉 、 
希 拉 波 立 等 地 的 教 會 都 是 經 由 他 設 立 的 ：西一  7 〜 8 ，四 1 2 〜 
1 3 。）

51 注 意 ，如 ：Schnackenburg, 1 8 0 -8 1。貝 斯 特 （E. Best, ‘ M in is try’， 

157-58 ) 表達這個微妙的差別 * 他宣稱 • 使徒和先知的職分是「教會 

的根基」及 ^ 『福音是為外邦人和猶太人預備的』這樣啟示的領受 

者 」 ，即便擁有這兩個職分的人仍然活著，這兩個職分卻已成為過

去 o

5 2 滕 納 ，1296頁 =  T urner，1238即正確地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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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M 裏的合一 、多樣性、和成熟（四丨〜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傳 福 音 的 53所 從 事 的 是 傳 講 福 音 。保 羅 著 作 中 其 他 地 方 沒 有  
提 到 他 們 ，只 有 提 摩 太 後 書 四 章 5 節 例 外 ，那 裏 勸 勉 提 摩 太 要  
「作 傳 福 音 人 的 工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這名詞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唯 一 的 出 處 是 在 使 徒 行 傳 二 十 一 章 8 節 ，稱 腓 利 （使徒行 
傳 六 章 3 〜6 節 那 「七 個 」裏 的 一 個 ）為 「傳 福 音 的 」 。身為福音 

的 傳 揚 者 ，傳 福 音 的 要 繼 續 眾 使 徒 的 工 作 。雖然這 詞 可 能 包 括 周  
遊 各 地 、主 要 是 從 事 傳 福 音 的 人 們 ，卻 不 僅 限 於 此 。給提摩太的 
勸 勉 「作 傳 福 音 人 的 工 」是 在 一 個 固 定 教 會 的 背 景 中 發 出 的 ，54 

這 大 概 是 同 時 針 對 信 徒 和 非 信 徒 的 事 工 ，它 的 同 源 動 詞 被 翻 譯 作  
^ 傳 揚 福 音 」 ，55所 涵 蓋 的 行 動 範 圍 ，從 主 要 是 傳 福 音 和 建 立 教

53 EGayyeAioTi^在希腦文學裏不常見 （JwscripHtmes Gnzeaze XII. 1.675.6) ， 
可能是基督教所創的字。參 U. Becker, N ID N T T  2 :1 1 4 ;  G. Strecker, 

EDNT  2:70 ; 和 F. S. Spencer, The Portra it of Philip in Acts: A  Study of 

Roles and Relations (S he ffie ld : Academ ic Press, 1992)，262-69 (特別 
是 2 6 3 - 6 5 ) ；以及 B e s t，‘ M i n i s t r y ’ ，1 6 3 -6 6  的 討 論 。

5 4 雖然提摩太所受到的指示 * 確實可能沒有像「要使未信者悔改歸正」 

(E . Best, ‘ M in is try ’，1 6 4 如此認為）這麼長，但是他傳講和教導神 

的話語的職事（參 ：提 後 四 2 ) ，即使是在教會裏面執行的，也是同 

時針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於貝斯特所說） 。福音是對信徒及 

非信徒說的。關於保羅在教牧書信中所表達的關切*就是提摩太和其 

他信徒，身為教會的肢體，要全然委身於福音的傳揚，見唐書禮的近 

作 （P. H. Towner, 1-2 Timothy &  Titus [Downers G rove/Leicester: 

In te r-V a rs ity , 1994], 29 ；編 按 ：可以參看同作者更新、更詳細的論 

述 ：唐書禮著，潘秋松、陳志文、李忠晉、梁永勝譯* 《提摩太與提 

多書信註釋》 〔So. Pasadena : 美國麥種傳道會，2 0 0 8〕，7 7 - 7 9 頁 

= P. H. Towner, The Letters to Timothy &  Titu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 55—56) o

55 希臘文 £6ayy£A<o|i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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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會 ，到 繼 續 建 造 基 督 徒 及 建 立 固 定 的 教 會 （參 ：羅一 11〜 1 5 ) 。56 

在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這 裏 ，傳 福 音 的 是 升 天 的 基 督 所 賜 下 的 ，目的是 
要 建 立 祂 的 身 體 ，這 包 括 深 度 和 廣 度 上 的 成 長 。

「牧 師 」一 詞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只 有 在 這 裏 用 來 指 教 會 中 的 一 項  
服 事 ，但 相 關 動 詞 「牧 養 」以 這 種 意 思 出 現 了 幾 次 （徒 二 十 28 ； 
彼 前 五 2 ; 參 ：約 二 十 一  1 6 ) ，名 詞 「羊 群 」57則 用 來 指 教 會  

( 徒 二 十 2 8 〜 29 ；彼 前 五 2 、3 ) 。牧 師 的 職 責 與 監 督 （參 ：腓一
1 ) 和 長 老 （比 較 ：徒 二 十 1 7 和 2 8 ，以 及 十 四 23 ；提 前 四 1 4 ， 
五 1 7 、1 9 等 等 ）相 似 • 是 藉 著 餵 養 和 關 懷 會 眾 來 行 使 領 導 職 分 。 
他 們 治 理 教 會 （帖 前 五 12 ；羅十二  8 ) ，也 當 「因 為 他 們 的 勞  
苦 」而 受 到 愛 心 的 敬 重 。牧 者 的 意 象 曾 被 用 在 神 身 上 （創四十九
24 ；詩 二 十 三 1 ，八 十 1 ; 賽 四 十 1 1 ) ，指祂照顧和保護祂的百 

姓 的 態 度 ，它 也 被 用 在 以 色 列 的 領 袖 們 身 上 （不 論 好 壞 ） （撒下 
五 2 ；詩 七 十 八 71 ；耶 二 十 三 2 ；結 三 十 四 1 1 ) , 現在又用在教 

會 領 袖 身 上 ，就 是 那些繼續耶 穌 的 牧 養 事 工 的 人 。祂 是 好 牧 人 ， 

照 管 神 的 羊 群 （約 十 11〜 18 ；太 十 八 12〜 14 ；路 十 五 3 〜 7 ；來 
十 三 20 ；彼前二  2 5 ，五 4 ) 。教 會 裏 的 領 袖 受 到 勸 勉 ，要 「牧養 
神 的 群 羊 」 （彼 前 五 2 ；徒 二 十 2 8 ) ，照著基督的榜樣來從事他 

們 牧 者 的 事 工 。
在 希 臘 文 裏 ，牧師和教師 在 這 裏 用 一 個 定 冠 詞 連 結 ，58表示 

在 一 個 教 會 裏 服 事 的 這 兩 類 傳 道 人 在 功 能 上 是 緊 密 連 結 的 （參 ： 
二 2 0 ) 。雖 然 常 有 人 主 張 這 兩 群 人 是 相 同 的 （也 就 是 「教導的牧

56 注意 P. T. O ’ B rien , Gospel and Mission, 61-64 等處的詳細討論。

5 7 這些詞彙都厲於no叫和詞組。

58 Tou^ 5e noi(ieva? Kal SiSaoKaAoui；。注意 E. Best, ‘ M in is try ’ , 166—70 對 
於牧者和教師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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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 督 身 體 裏 的 合 一 、多 樣 性 、和 成 熟 （四 1〜 1 6 )
2 . 合 一 中 的 多 樣 性 引 致 成 熟 （四 7 〜 1 6 )

師 」 ） ，59更 可 能 的 是 ，這 詞 語 是 描 述 重 疊 的 功 能 （比 較 ：林前 
十二 2 8 〜2 9 和 加 六 6 ，在 那 裏 「教 師 」是 個 單 獨 的 團 體 ） 。6(1所 

有 的 牧 師 都 作 教 導 的 工 作 （因 為 教 導 是 牧 養 事 工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但 並 非 所 有 的 教 師 也 都 是 牧 師 。61後 者 以 神 的 話 語 餵 養 祂  
的 羊 群 ，藉 此 盡 他 們 的 領 導 職 分 。

教 導 62經 常 是 對 聖 經 經 文 的 解 釋 或 應 用 （徒 十 五 3 5 ，十八 
1 1 、25 ; 羅二 2 0 、21 ; 西 三 16 ；來 五 1 2 ) ，或是解釋和重述使 
徒 的 命 令 （林 前 四 17 ；羅 十 六 17 ；帖後二  15 ；提後二  2 ，三 
1 0 ) 。在 教 牧 書 信 裏 ，教 導 似 乎 是 個 具 有 權 威 的 功 能 ，關乎忠實 

傳 遞 使 徒 的 教 義 或 傳 統 ，被 託 付 給 特 別 蒙 揀 選 的 人 （如 ：提後一 
13〜 14 > 二 1〜 2 ；提 前 三 2 ，五 17 ; 多一 9 ) 。提 摩 太 受 勸 勉 ， 

不 僅 自 己 要 追 求 教 導 的 職 分 ，也 要 把 他 所 學 到 的 交 託 給 那 些 忠  
心 、也 能 教 導 他 人 的 人 （提 前 四 1 3 、16 ; 提後二  2 ) 。教師們不 

只 是 傳 遞 資 訊 、或 開 啟 新 的 思 想 方 式 而 已 。他 們 也 勉 勵 聽 眾 要 遵  
照 他 們 所 教 的 來 生 活 （弗 四 2 0 〜2 1 ) 。這職分對於基督身體的建 

造 非 常 重 要 ，所 以 要 為 它 在 後 來 世 代 的 延 續 作 安 排 。

5 9 根 據 馬 可 • 巴 特 （B a r t h ,  4 3 8 - 3 9 ) 的 觀 點 ，所描述的乃是一個職分， 
就 是 「作教導的牧者」 》

6 0 貝 斯 特 （E .  B e s t ,  ‘ M i n i s t r y ’ ，1 6 7 - 6 8 ) 雖承認這裏所著眼的可能是兩 
群 人 ，但認為有時同樣的人可能會行使牧養和教導的不同職分。他又 
說 • 我們不應想像兩者之間有嚴格的分隔。

61 華 勒 斯 （D .  B .  W a l l a c e ,  Greek Grammar, 2 8 4  ) 基於句法而主張：t t o i -  

l i e v a Q  ( 「牧 師 」）是 S iS a o ic d A o u i； ( 「教 師 」）的 一 部 分 。這 「符合複 
數名詞結構的語意學」 ，其 中 「『第一個是第二個的部分集合』這個 
類別 有 相 當 的 證 據 」 。加 爾 文 （C a l v i n ,  1 7 9 ) 也得到類似的釋經結 
言命oUna

62 參 L i n c o l n ,  2 5 1 - 5 2  ；和 B e s t ,  3 9 1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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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以 弗 所 書 第 四 章 聚 焦 在 基 督 把 這 些 「傳 道 人 」賜給教會的行 
動 。我 們 可 以 假 設 他 們 是 經 常 性 地 從 事 使 徒 、先 知 、傳福音的這 
類 的 職 分 * 他 們 的 事 工 也 被 眾 教 會 接 受 和 認 可 。因 此 ，說他們是 
「在 職 者 」也 不 為 過 。但 是 ，萬 一 如 費 依 所 主 張 的 ，說 第 1 1 節的 

清 單 「乃 是 關 乎 功 能 ，而 非 職 位 」 ，可 就 引 入 一 個 錯 誤 的 對 比  
了 。63亞 諾 德 的 評 論 較 為 中 肯 ： 「基 督 把 有 恩 賜 的 人 賜 給 教 會 ， 

祂 供 應 恩 賜 和 職 位 ，兩 者 是 一 個 不 可 分 割 的 整 體 。」64

四 1 2 . 基 督 把 這 些 恩 賜 賞 給 教 會 的 目 的 ，是以三個連續的介 

詞 片 語 表 達 的 ，它 們 確 切 的 意 思 和 結 構 並 不 全 然 清 楚 （直 譯 ） ： 
「為 要 成 全 聖 徒 」 ， 「為 了 服 事 的 工 作 」 ，和 「為了建立基督的 

身 體 」 。65對 這 三 個 片 語 的 看 法 * 主 要 的 有 下 列 兩 種 ：
( 1 ) 直 到 最 近 之 前 最 普 遍 的 看 法 ，是 把 第 一 個 片 語 「為要成全 

聖 徒 」直 接 連 於 主 要 動 詞 祂 所 賜 （第 1 1 節 ） ，表示基督賜下這些

63 G .  D .  F e e ,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 0 6 - 7 。部恩、( J .  D .  G .  D u n n ,  

Jesus and the Spirit [ L o n d o n :  S C M ,  1 9 7 5 ] ,  2 5 4 ) 等人也主張這樣的觀 
點 （他 極 力 主 張 ： 「恩 賜 一 定 是 個 事 件 ，是神透過人而行的恩典作 
為 ，」它 在 一 個 特 別 景 況 ，而 且 只 在 那 景 況 中 ，彰顯神的恩典和能 
力 ） ；但 滕 納 （M .  T u r n e r ,  ‘ S p i r i t u a l ’ ，3 1 - 3 2 ,  3 5  ) 和 瑪 蔭 坤 （R .  Y .  

K .  F u n g ,  ‘ M i n i s t r y ’ ，1 6 2 - 7 9  ) 卻 拒 絕 它 。保 羅 可 以 講 到 信 徒 「有 」
( 羅十二 6 ) 不同的恩賜，可以勸勉他們要使用或行使它們來服事這 

群 體 （參 ：彼前四 10 ) 。見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79-80 , 
348-92 進一步的討論；也注意 L. M. W hite , ‘ Social A u th o rity  in  the 

House Church Setting and Ephesians 4 :1 -1 6 ，，ResQ 29 (1987), 209— 

2 8 的討論。

64 A rn o ld , 1 5 9 。

65 n p d ; tov  KaTopTion6v twv dyiwv ； g i i  Epyov Siaicoviag ；與 oixoSoiiriv 

toO acojiaro^ toO Xpicrr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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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傳 道 人 的 原 因 。然 後 ，配 合 介 詞 的 改 變 ，66片 語 ^為 了 服 事 的 工  
作 」被 認 為 是 附 属 於 第 一 個 「為 要 成 全 聖 徒 」之 下 ，而下一個片 
語 「為 了 建 立 基 督 的 身 體 」 ，又 附 屬 於 前 兩 個 片 語 之 下 （參 ： 
《標 準 譯 本 》 〔 《新 國 際 版 》類 似 〕 ：為了要裝備聖徒去做服事 

的工作，以建立基督的身體） 。67根據這 看 法 ，基 督賜下這些傳 

道 人 ，是 要 裝 備 眾 信 徒 ，在 基 督 徒 的 服 事 中 運 用 他 們 的 恩 賜 （第 
7 節 ；參 ：第 1 6 節 ） ，以 致 透 過 傳 道 人 和 眾 信 徒 的 一 般 性 事 奉 ， 

使 基 督 的 身 體 得 被 建 立 。有 人 說 ，這 樣 的 解 釋 合 理 說 明 了 希 臘 文  
中 介 詞 的 變 換 、第 1 1 節 對 於 基 督 賜 下 傳 道 人 的 強 調 、以及每位信 
徒 在 基 督 身 體 的 成 長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第 1 6 節 ） 。68

( 2 ) 但 是 這 個 普 遍 的 看 法 已 經 受 到 挑 戰 ，69由 《欽 定 本 》和 
《修 訂 標 準 版 》所 代 表 的 一 個 較 早 的 解 釋 更 多 被 人 接 受 。第 1 2 節 

的 三 個 片 語 被 認 為 是 併 列 結 構 ，都 附 屬 於 基 督 的 賞 賜 。賜 下 第 11

- 、在基 督身體裏的 合 一 、多 樣 性 、和 成 熟 （四 1〜 16)
2 . 合 一 中 的 多 樣 性 引 致 成 熟 （四 7〜 16)

6 6 從 Tip欠 變 為 E l? ( 兩者都表示「要 」或 「為了」） 。

6 7 注 意 Robinson，99 ’ 關 於 第 二 個 片 語 ，他 說 ：「這是一個過程 ’ 

前面所說的一切，都是為了它的進展。」他是近代第一位挑戰舊有看 
法 （基 督 為 了 三 個 不 同 目 的 而 賜 下 恩 賜 給 祂 的 教 會 ）的 人 （見 
( 2 ) ) 。其實羅炳森主張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直接的—— 「為要裝備聖 
徒 來 作 服 事 祂 的 工 」 ’ 另一個是最終的—— 「為了建立基督的身 
體 」 。許多解經家都接受羅炳森的看法。

68 R. Y. K. Fung, ‘ The Nature o f  the M in is try  according to Paul’ ，EvQ 

54 (1982), 1 4 0 -4 1 即如此認為。除了其他許多著作之外，要注意費依 
的 近 作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 0 6 。

69 Schnackenburg, 182-84; L in co ln , 253-55; T. D. Gordon, ‘ “ Equip- 

p in g ”  M in is try  in  Ephesians 4?’ JETS 37 (1994), 69-78 ; R. A. 

Cam pbell, The EZrfers, 110 ；和滕納 * 1297 頁 =  T urner，1238 ’ 他改 

變了更早時在 ‘ S p iritu a l G if ts ’ ，2 9 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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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節 的 那 些 不 同 傳 道 人 ，是 「為 要 成 全 聖 徒 」 ， 「為 了 服 事 的 工  
作 」 ，和 「為 了 建 立 基 督 的 身 體 」 。這 樣 的 解 釋 認 為 ，介詞的改 
變 並 不 如 前 一 個 看 法 所 說 的 那 麼 重 要 （可 能 只 是 寫 作 風 格 上 的 變  
化 ） ，也 沒 有 文 法 或 語 言 學 上 的 理 由 將 第 一 和 第 二 個 片 語 連 在 一  
起 。這 個 觀 點 受 到 一 個 指 控 • 說 這 代 表 「神 職 人 員 主 導 」的解 
釋 ，對 此 的 回 應 是 ：在 第 7 和 1 6 節保存了所有信徒積極參與的角 
色 ，而 第 1 2 節文脈的焦點乃是在於基督所賜之特殊恩賜的任務和 

功 能 上 ，也 就 是 使 徒 、先 知 這 一 類 的 ，並 不 是 在 於 所 有 的 聖 徒 。 
根 據 這 看 法 ，一 般 翻 譯 作 「預 備 」或 「裝 備 」的詞彙在這裏應該 
譯 為 「成 全 」 ，而 且 不 需 要 加 上 一 個 片 語 如 「為 了 服 事 的 工 作 」 
來 補 充 。這 樣 的 措 辭 被 認 為 是 指 第 1 1 節所提到那些傳道人的特別 
事 工 ，而 非 一 般 性 的 基 督 徒 服 事 。贊 同 這 種 解 釋 的 人 懷 疑 • 在另 
一 看 法 後 面 的 動 機 ，是 要 避 免 神 職 系 統 ，並 支 持 教 會 的 「民 主 」 
模 式 ！ 10

這 第 二 種 看 法 有 句 法 和 文 脈 上 的 難 處 。介 詞 的 變 換 不 是 最 終  
的 決 定 因 素 ：就 句 法 上 說 ，這 三 個 片 語 都 可 能 依 附 於 動 詞 「祂所 
賜 」 。但 是 ，倘 若 如 我 們 所 主 張 的 ，在 第 1 2 a 節 和 1 2 b c 節 之 間 ， 

是 從 討 論 這 些 傳 道 人 的 事 奉 （第 1 1 節 ）轉 移 到 討 論 神 百 姓 的 事  
奉 ，那 麼 介 詞 的 變 換 就 確 認 了 那 樣 的 轉 移 ，並 且 第 1 2 a 節提到 
「聖 徒 」也 強 調 了 這 點 。如 果 這 三 個 片 語 所 描 述 的 活 動 是 單 單 這  

些 傳 道 人 參 與 的 ，那 麼 「聖 徒 」一 詞 就 應 當 出 現 在 轉 移 點 ，就是

70 L in co ln , 253 即如此認為。參 R. A. Cam pbell, The Elders, 110 ：「必 
須讓這經文脫離時代錯置的解經，根據那樣的解經，它的目的是要教 
導 『平信徒事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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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M 裏的合一 、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第 1 2 C 節 ，然 而 ，它 卻 出 現 在 第 一 個 片 語 ，就 是 第 1 2 a 節的結 

尾 ， 「為 要 成 全 聖 徒 」 。71

此 外 ，這 整 封 書 信 都 在 強 調 基 督 的 豐 富 是 所 有 的 聖 徒 領 受 的  
(一  3 〜 1 9 ，三 2 0 ) ，第 7 〜 1 6 節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有 一 個 框 架 ，起 

於 段 落 開 始 處 堅 稱 每 一 信 徒 都 蒙 「恩 」 （第 7 節 ） ，結尾則說當 
每 一 部 分 （第 1 6 節 《呂振中譯本》 ）各盡其職時  > 全身便連於元 

首 ，漸 漸 增 長 。如 果 只 是 第 1 1 節 裏 的 領 袖 們 成 全 聖 徒 、作服事的 
工 作 、和 造 就 基 督 的 身 體 ，那 就 有 異 於 保 羅 平 時 所 堅 稱 的 ，每一 
肢 體 都 受 裝 備 來 服 事 。72因 此 ，最 好 是 把 第 1 1 節所列的那些人當 
作 是 要 幫 助 和 引 導 教 會 的 其 他 成 員 ，使 眾 人 都 能 為 了 整 體 的 益  
處 ，進 行 他 們 多 重 的 事 奉 。對 「話 語 」職 事 的 強 調 ，與羅馬書十 
二 章 6 〜8 節 和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二 章 2 8 節 的 排 列 相 呼 應 《而在這些 

「特 殊 的 」傳 道 人 及 其 他 人 之 間 的 連 結 ，則 增 進 了 我 們 對 有 恩 賜  
的 肢 體 和 有 恩 賜 的 領 袖 們 之 間 關 係 的 了 解 。

《新 英 語 聖 經 》將 第 一 個 片 語 翻 譯 為 「要 裝 備 神 的 百 姓 」 ， 
其 意 義 取 決 於 一 個 沒 有 出 現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的 名 詞 ，73但它 
的 同 源 動 詞 卻 頗 為 常 見 。後 者 有 好 幾 個 相 關 的 意 思 ，包 括 「修 
補 」 （太 四 1 9 ; 可一 1 9 ) 、 「裝 備 、預 備 」 、 「成 全 」 、和 「訓 

練 、管 教 」 。74最 符 合 這 裏 文 脈 的 ，是 裝 備 或 預 備 的 觀 念 ，意思

7 1 注 意 Best, 3 95 -9 9 的論述，特別是398 »

72 K. S. H em ph ill, Spiritual Gifts, 176-79 ；參 ：滕納早先的看法（M. 

Turner, ‘ S p iritu a l G if ts ’ ，2 9 ) 。

73 希臘文 KorapTia^g。

74 E. Best, ‘ M in is try ’ ，173 * 照 著 L S J 所 說 * 即 如 此 認 為 。採上述第 
( 2 ) 種觀點的入認為比較可取的意思是「成 全 」 ，特別是藉著修復和 
訓 練 而 「成全」 。根據這觀點，基督所賜的那些傳道人（第 1 1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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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是 使 人 能 勝 任 處 理 某 件 事 情 。但 是 它 需 要 一 個 受 詞 ：人們為了某 
種 目 的 而 被 預 備 。那 目 的 是 「為 了 服 事 的 工 作 」 ，也就是領袖們 
要 預 備 和 裝 備 聖 徒 ，讓 他 們 去 進 行 的 工 作 。基 督 已 經 賜 下 「特殊 
的 」服 事 人 員 ，要 他 們 「使 神 的 百 姓 完 全 合 格 」 ，使他們得以藉 
著 彼 此 服 事 來 服 事 他 們 的 主 。7 5《和 合 本 修 訂 版 》將 原 來 《和合 

本 》的 「各 盡 其 職 」修 改 為 「做 事 奉 的 工 作 」 ： 「工 作 」所描述 
的 ，是 在 「事 奉 」中 所 見 的 持 續 性 的 活 動 （參 ：林 前 十 五 58 ；腓
二 30 ；帖前一  3 ；提 後 四 5 ) 。 「事 奉 」一詞在保羅書信中有時 

指 特 定 的 話 語 服 事 （林 後 三 6 〜8 ，四 1 ，五 1 8 ，六 3 ; 羅 -f^一 
13 ; 西 四 1 7 ) ；但 在 這 裏 它 是 用 於 更 廣 泛 的 意 思 ，指眾信徒一般 

性 的 服 事 —— 就 如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二 章 5 節 那 分 類 似 的 清 單 裏  
( 參 ：羅十二  7 ；林 前 十 六 1 5 ) 。 「這 些 在 職 者 服 事 的 成 就 ，不 

是 在 於 他 們 本 身 的 存 在 ，而 僅 在 於 預 備 他 人 去 服 事 的 行 動 。 」 76 

第 1 1 節 所 提 的 服 事 ，在 主 的 旨 意 中 實 現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角 色 ：它屬 
於 先 鋒 的 性 質 ，因 為 是 在 前 領 導 、服 事 主 的 百 姓 （就 是 「聖 
徒 」 ；見 ：一 1 、1 5 的 註 釋 ） ，並且裝備他們去從事他們自己的 
服 事 。根 據 這 種 解 釋 ， 「做 事 奉 的 工 作 」乃 是 附 屬 於 第 一 個 片 語  

「為 要 成 全 聖 徒 」 ，指 眾 信 徒 一 般 性 的 服 事 。因 此 ， 「事奉的工 
作 」就 與 「所 量 給 各 人 的 恩 賜 」 （第 7 節 ）相 呼 應 ，那是本段的 
主 題 。

使 徒 、先 知 、和 其 他 人 在 預 備 聖 徒 上 為 他 們 作 的 ，以及由聖 
徒 透 過 在 基 督 徒 服 事 中 行 使 恩 賜 所 作 的 ，都 是 「為了建立基督的

是達成這個成全的途徑，他們之所以能成就這點，是藉著他們的傳 
揚 、教 導 、和領導的服事。如 L in co ln , 2 5 4 等即如此認為。

75 Louw  and N ida  §75.5 ；參 BAG D , 4 1 8 。

76 E. Best, ‘ M in is try ’ ，1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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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M 裏的合_ 、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_ 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身 體 」 。77在 第 1 1 節 和 第 1 2 節 頭 兩 個 片 語 所 說 的 一 切 ，都是針 
對 建 立 基 督 身 體 的 目 的 ，所 以 第 1 1 節 那 些 服 事 的 人 和 「聖 徒 們 」 
一 起 致 力 於 神 所 定 的 這 個 目 標 。保 羅 又 把 成 長 的 觀 念 加 入 建 造 的  
隱 喻 。在 前 面 談 建 造 聖 殿 時 ，他 就 用 過 生 物 學 上 成 長 的 意 象  
( 參 ：二 2 1 ，四 1 6 ) ；現 在 他 使 用 建 築 的 意 象 來 談 教 會 是 個 身  

體 。這 片 語 裏 所 用 的 關 鍵 詞 語 ， 「為 了 建 立 78基 督 的 身 體 」 * 在 
這 裏 表 示 建 立 的 行 動 。同 源 動 詞 在 新 約 聖 經 以 外 用 於 字 面 意 義 ， 
指 建 造 房 屋 、殿 宇 、和 其 他 結 構 ，喻 義 用 法 則 指 建 立 個 人 或 國  
家 。7 9 《七 十 士 譯 本 》將 這 個 動 詞 用 於 字 面 及 喻 義 意 思 的 建 造  
( 參 ：撒 下 七 11〜 1 3 ，那 裏 這 兩 者 的 意 思 都 有 ） 。根據舊約聖經 

的 先 知 文 學 ，所 應 許 以 色 列 在 被 擄 的 審 判 之 後 的 恢 復 ，是神要為 
自 己 建 立 一 群 百 姓 （耶 二 十 四 6 ，三H 4 ，三 十 三 7 )  * 祂把祂 

的 話 語 放 在 祂 的 先 知 口 中 ，藉 以 達 成 這 個 應 許 （耶一  9 〜 1 0 ) 。
馬 太 福 音 十 六 章 1 8 節 （「我要把我的教 會 建 造 在 ...........陰間的權

柄 不 能 勝 過 她 」）所 表 達 的 觀 念 是 ，這 位 建 造 或 建 立 神 百 姓 更 新  
的 群 體 之 人 ，乃 是 彌 賽 亞 耶 穌 。

77 參 Foulkes, 120 °

78 OiKoSonn可以指建造的行動（羅 十 五 2 ；林 前 十 四 3 、1 2 、26 ; 林後 
十 8 , 十 三 10 ; 弗 四 1 6 、2 9 ) 或所造成的建築（太二十四1 ; 可十三 
1 、2 等等 ) 。魯弗與奈達（Louw  and N ida §42.34 ) 的評論是：「某 
事物的建造 > 焦點在於建造的事件或這事件的結果；」因此它的意思 
是 「建 立 、建 造 、建 築 」 。在這裏是前者的意思（參 B A G D ，558- 
59 ) 。

79 P. V ie lhauer, Oikodome: Aufsatze zum Neuen Testament (M unich : 

Kaiser, 1979), 4 -52  ; 也注意 D. G. Peterson, Engaging w ith God: A  

Biblical Theology o f Worship (Le icester: A po llos , 1992)，206-15 ’ 特別 
是 2 0 6 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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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與 這 種 救 恩 歷 史 層 面 一 致 的 是 ，以 弗 所 書 第 四 章 指 出 ，這位 
被 高 舉 的 彌 賽 亞 賜 下 話 語 的 職 事 ，裝 備 神 的 百 姓 來 服 事 祂 ，為要 

建 立 祂 的 身 體 。8(1這 種 建 造 有 廣 度 和 深 度 的 層 面 。在提到使徒和 
傳 福 音 的 恩 賜 時 （第 U 節 ） ，所 暗 示 的 是 量 的 成 長 ，而引入身體 
的 隱 喻 所 暗 示 的 觀 念 是 ，教 會 乃 是 藉 由 神 所 賜 給 她 的 生 命 ，從內 
部 成 長 的 一 個 生 機 體 。81雖 然 建 立 一 詞 有 時 被 解 釋 為 個 人 性 的 ， 
那 卻 是 不 恰 當 的 ，因 為 它 在 使 徒 的 教 導 中 經 常 有 群 體 的 層 面 ，而 
且 這 顯 然 是 它 在 目 前 的 文 脈 裏 的 意 義 。

四 1 3 . 建 立 基 督 的 身 體 這 個 過 程 所 要 達 成 的 最 終 目 標 ，是要 

「在 真 道 上 同 歸 於 一 ，認 識 神 的 兒 子 ，得 以 長 大 成 人 ，滿有基督 
長 成 的 身 量 」 。基 督 所 賜 下 的 那 些 「傳 道 人 」 （第 1 1 節 ） ，連同 
「眾 聖 徒 」 （第 1 2 節 ） ，一 同 服 事 ，使神的百姓得以達成這個目 

標 ，而 且 他 們 應 當 繼 續 服 事 ，直 等 到 達 成 這 目 的 。82這裏所用的 
動 詞 （ 《和 合 本 》沒 有 譯 出 ； 《思 高 聖 經 》作 「達 到 」）是喻義 
用 法 ，表 示 「實 現 或 達 到 特 定 的 狀 況 」 ，注 意 力 乃 是 集 中 在 終 點

8 0 有 關 「基督身體」的討論，見••一 2 3 ，二 16 , 四 4 的註釋。

81 OiKoSonn在哥林多後書十8 , 十二 19 , 十 三 1 0 的 用 法 ，表 示 「除了 
起初傳福音的任務之外，造就也牽涉到教導和勉勵的過程」 。它包括 
「建 立 、維 持 、和擴展教會」 （D. G. Peterson, Engaging w ith  God, 

208 • 依循 P. V ie lhauer, Oikodome, 7 2 ) ; 也注意 H. R idderbos, 

Paul: An Outline of His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 

4 2 9 -3 8 ，所表達的重點是，造就牽涉到量的增長，以及堅固教會為神 
在末世的建築。

8 2 由 ( 「直等到」）開始的表時間的子句，有預期的和結語的含 
意 ；BDF §383(2) ；和 L in co ln , 255 即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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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83重 要 的 是 ，基 督 徒 的 成 長 或 進 步 不 是 在 孤 立 的 情 況 下 發  
生 ，因 為 保 羅 在 這 裏 的 措 辭 是 展 望 神 的 百 姓 一 同 （我 們 眾 人 ）邁 
向 這 個 重 要 的 目 的 。

有 三 個 詞 語 描 繪 這 最 終 的 目 標 ，每 一 個 都 以 相 同 的 介 詞 開  
始 。84第 一 個 是 「 〔直 等 到 我 們 眾 人 〕在 真 道 上 同 歸 於 一 ，認識 
神 的 兒 子 」 。藉 著 二 章 11〜2 2 節 所 述 事 件 在 基 督 裏 開 始 的 ，也是 

讀 者 們 被 力 勸 要 保 守 的 合 一 （就 是 第 3 節 所 說 「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 的 心 」 ） ，在 這 裏 則 說 是 他 們 要 達 到 的 合 一 。因 此 ，這合一也 
有 在 「已 經 實 現 」和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之 間 的 張 力 ：它已經被宣 
告 為 一 個 既 成 的 事 實 ’ 但 現 在 又 被 說 成 基 督 徒 努 力 的 目 標 ，是只 
有 所 有 人 一 起 努 力 才 能 達 成 的 目 標 ，最 終 要 在 基 督 再 來 、使祂的 
百 姓 全 然 成 熟 時 才 會 發 生 。這 末 世 的 張 力 在 第 一 部 分 裏 （真道上 
的 合 一 ）就 很 明 顯 了 。這 真 道 已 經 被 賜 下 （第 5 節 ） ，但它的合 

一 仍 有 待 全 然 被 支 取 。鑑 於 真 道 和 認 識 之 間 在 句 法 上 的 關 連 、85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對 教 導 的 強 調 （第 1 1 節 ） 、談到面對錯謬教導時要 
堅 定 （第 1 4 節 ） 、以 及 第 5 節 裏 的 信 可 能 是 指 所 相 信 的 內 容 ，在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83 Louw  and N ida §13 .16即如此認為。KcrravTdo)在新約聖經裏出現十三 

次 ，其中八次是到達某地的字面意思（參 ：徒 十 六 1 ，十 八 1 9 、2 4 等 
等 ） 。其 他 地 方 ，包 括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 3 節 ，則 是喻義用法，表示 
「達 到 、實現」某 事 （徒 二 十 六 7 ; 腓 三 11 ; 參 ：林 前 十 11 , 十四 

3 6 ) ； O. H o fiu s，EDNT 2:265 ；參 BAG D , 4 1 5 。

8 4 希 臘 文 呶 。
85 T取 TT(OT£ws ( 「真道」）和 £TTiyvwa£0)Q ( 「知識」）二者都與同一 

個 名 詞 “ 67% ( 「合一」）為所有格關係：「真 道 〔的合一〕及認識 
的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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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這 裏 最 好 把 它 理 解 為 它 的 客 觀 內 容 ，而 非 讀 者 們 相 信 的 行 動 。％ 
因 此 ，這 裏 的 要 點 是 ，神 的 百 姓 正 朝 向 一 個 目 標 邁 進 ，就是要支 
取 這 個 真 道 裏 包 含 的 一 切 。

同 樣 的 ，這 語 句 的 後 半 部 ，就 是 在 認 識 神 的 兒 子 上 的 合 一 ， 

也 有 存 在 於 已 經 實 現 和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之 間 的 末 世 張 力 。神已經使 
讀 者 們 得 知 祂 在 基 督 裏 救 恩 旨 意 的 奧 秘 （一 9 〜 1 0 ) 。使徒已經 

禱 告 ，要 他 們 得 以 在 屬 靈 的 悟 性 上 有 長 進 ，更 多 知 道 他 們 的 盼  
望 、神 的 基 業 、以 及 祂 為 他 們 的 緣 故 而 運 行 的 大 能 （一 17〜 1 9 ，
三 16〜 1 9 ) 。現 在 所 要 達 到 的 目 標 是 在 「認 識 神 的 兒 子 」上的合 

一 。就 像 前 面 的 真 道 ，這 裏 的 認 識 也 可 能 是 客 觀 性 的 ，因此指對 
神 的 兒 子 的 認 識 。87雖 然 這 是 關 乎 裏 面 藏 有 一 切 智 慧 和 知 識 的 那  
位 （西二 2 〜3 ) ，因 而 有 令 人 驚 嘆 的 各 種 變 化 ，至終它裏面仍有 
合 一 （參 ：第 5 節 ） 。因 此 ，使 徒 所 著 眼 的 是 ，當眾信徒一同團 

契 時 ，不 斷 支 取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之 救 恩 所 包 含 的 一 切 」 ，88這樣 

的 目 標 是 要 藉 著 適 當 地 運 用 恩 賜 而 達 成 的 。

86 K. S. H em ph ill, Spiritual Gifts, 1 8 6 主 張 ：這裏的真道「必須有客觀 
的內涵」 。他 又 說 ：「個人對基督的信仰使一個人委身於他所受客觀 
真理的 教 導（西二 6 〜 7 ；弗 四 20〜2 1 ) 。」而 認 識 「他們在基督裏 
被教導的真理（四 2 1 ) 能使這些初代基督徒在對抗錯謬教導時得以堅 
定 」 。參 C aird, 76 ; 和 L in co ln , 2 5 5 。但布魯斯（Bruce, 350 ) 認為 
這 「不可能是指信仰的內容」 。

87 「神的兒子」 （TOO uioO TOO eeoO)這詞語只是認識的受詞，而非同時 

是 「真道 J ( T f K  mareox;) 的受詞—— 不論這在神學上有多正確—— 因 

為定冠詞 d s ) 重複出現在「認識」的前面 （Tffe ETTiyvuiaeug ) •因此 

把 「認識神的兒子」與 「真道 」 （Tffc niorea.?) 分 隔 ；這 與 M eyer, 

2 2 2 所說不同。

88 注意 L in co ln , 2 5 5 -56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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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

指出神的百姓在末日時所要達到之目標的第二個句子是 

^ 〔我們眾人〕得以長大成人」 。89所有信徒都朝向它而努力的 

這個目標，被認為是一個整體：對它的描述並非個人性的，W 而 

是以類似於二章1 5節 的 「一個新人」的措辭，指身為基督身體的 

全體信徒（參 ：第 1 2 節） 。91片 語 「長大成人」有些不尋常，因 

為所用的詞彙是指一個成年男人或完全長大的男人，而非指人或 

人類的一般性字眼》92這形容詞並非「完全的」之 意 ，而是意指 

「成熟的」 （參 ：林前二 6 ，十 四 20 ; 來 五 14) ，聚焦在成熟的 

成年人，相對於第 1 4節的小孩子，後者不成熟且不穩定，如同被 

風暴翻騰的船，被錯謬教導的狂風吹得四處漂流。

第三個詞語更確切地界定了所要達到的全然成熟：那 是 「完 

全以基督全然長成的身量來衡量」 （《新英語聖經》） 。翻譯作 

「身量」的字雖然可以指「年紀」 ，而且鑑於小孩子和成年人之

89 希獵文 ek S v S p o c  t e A e i o v 。

9 0 如 M itto n ,  1 5 4 所 認 為 的 。但 保 羅 所 寫 的 不 是 £is fivSpag teAeioui;

( 「成為成熟的人們」） ，因 為 他 視 ndvTW ( 「眾人」）為 一 人 (參 
M eyer, 223 ) 。

9 1 大多數解經家都如此認為。但 馬 可 • 巴 特 （Barth, 4 8 4 - 9 6 ) 主 張 ：這 
是指主耶穌為「完全的人」 ，教會是基督的新婦，將會在祂榮耀顯現 
時與祂相會。但這個主張被另外兩個片語否定了，它們乃是附屬於動 
詞 KaTavnVjo^v ( 「〔直等到〕我們達到」 ) »

9 2 也 就 是 如 如 而 非 Svepomoi； » 沒有必要如席列爾（H. S c h lie r) 和其他 
人 一樣，要 找 出 如 如 TeXeioq ( 「完全的人」）這詞語的諾斯底主義背 
景 。關於了解以弗所書與諾斯底主義之間關係的一般性問題，見 
A rn o ld , 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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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間的對比，確實有人把後者當作這字的意思，93但 是 「完全 j 的 

意象比較適合空間的類別，所 以 「身量」在這裏更為合適。教會 

已經是基督的豐滿（一 23 ; 參 ：四 1 0 ) 。因 此 ，她的存在有已經 

實現的層面。但她有未來的部分：使徒禱告，要讀者們得以「被 

充 滿 ，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三 1 9 《恢復本》） ；在這裏緊鄰的 

上下文中所要達到的目標是成熟的人，而且是由基督的豐滿來界 

定 的 。這成長的成熟度完全以基督長成的身量來衡量。「得榮耀 

的基督為祂的百姓提供了努力的標準••團體的基督無法以達不到 

個人的基督為滿足。」94
四 1 4 . 第 1 3 節裏的三重描述指向神的百姓在末日時的終極 

目的。現 在 ，藉著負面的對比，保羅說明了比較直接的目標，是 

與這最終的目的相符、也是讀者們在現今的處境中應當在生活中 

表現出來的。開頭的子句，「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附屬 

於 第 1 3 節 ，是對他們目前情況的一般性評論（參 「不再」） ，同 

時又指出如果真要有進展的話，當是怎樣的情況。被高舉的基督 

已經把祂的恩賜賞給教會，因此藉著建立祂的身體，就能逐漸脫 

離不成熟和不穩定。「賜下這職事不只是要使教會得以成長，也 

要使她能抵擋任何可能敗壞或摧毀她的力量。」M 保羅很有技巧

93 M eyer, 2 2 3 -2 4 把 解 釋 作 「年紀」 ’ 然後又更明確地以toO TrAn- 

painaTo; toO XpiaroO ( 「基督的豐滿」）來 定 義 • 是以時間性的意思來 
了 解 》

94 Bruce, 3 5 0 -5 1 。「當目標終於達到、基督的身體充分長到能與元首相 
配的地步時，就能看到完全長成的人，就是基督和祂的肢體一起。這 
樣的奇觀要到他們與祂一同得榮耀的那日才會全然顯現出來；但是對 
那日的期待會成為現時靈命成長的一大激勵」 （F. F. Bruce, Ephe
sians, 87-88 ) 。

95 Best, 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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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寫 出 這 段 話 ，因 為 他 使 用 第 一 人 稱 複 數 的 我 們 ，把自己與他的 
讀 者 們 連 結 起 來 （參 ：腓 三 1 5 ) 。和 他 們 一 樣 ，他也渴望能站立 
得 穩 、不 被 飄 來 飄 去 ，而 是 在 愛 中 說 誠 實 話 ，長 進 於 元 首 基 督  

( 第 1 5 節 ） 。
在 第 1 3 節 的 「長 大 成 人 」與 這 裏 的 「小 孩 子 」之間有鮮明的 

對 比 。不 僅 後 者 的 無 知 和 不 穩 定 對 比 於 長 大 成 人 的 知 識 （參 ：林 
前二  6 ，三 1 ; 來 五 1 3 、1 4 )  • 96所 用 的 複 數 名 詞 「小 孩 子 們 」 

( 暗 示 個 人 主 義 ）也 與 一 個 合 為 一 體 的 「長 大 成 人 」成 了 對 比 。 
接 下 來 的 子 句 和 片 語 ，生 動 地 描 繪 了 小 孩 子 不 成 熟 的 性 質 ：他們 
不 穩 定 、沒 有 方 向 、搖 擺 不 定 、受 人 玩 弄 。如 同 無 舵 的 小 船 ，他 
們 被 浪 搖 動 ，並 且 隨 著 流 行 的 風 飄 來 飄 去 。97導 致 他 們不穩定的 
直 接 、但 卻 非 最 終 的 原 因 ，98就 是 「每 一 股 新 鮮 的 教 導 之 風 」

( 《新 英 語 聖 經 》 ） 。雖 然 有 人 認 為 這 教 導 是 「被各樣風潮危及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9 6 有 時 vim m  ( 「嬰 兒 、小孩子」）一字可以沒有爭辯的含意（在太十 
一 25 - 二i ^一 16 ；路 十 2 1 ，v iit t io i指 「小孩子般的、天真的」人 ’ 

是神所喜悅的；B A G D ，537 ) » 但是在一些經文裏，如同此處一樣， 
當牽涉到價值判斷時，這個字就表示那些不穩定和不成熟的人；參 
Barth, 4 4 1 -4 2 。

9 7 動 詞 KAu5wvi?6nevoi出 自 kAi35wv ( 「連續的浪」） ，表 示 「隨著浪的移 
動而前後飄盪」 （Louw and N ida §16.12 ) ，而 7Tepi<))ep6nevoi 的意思 
是 「隨 〔風 〕四處飄流」 。這兩個隱喻對古人來說很自然* 因為他們 
對航海及風浪的大力心存畏懼。注意詩篇一〇七 篇 23〜2 7 節 * 那裏 
對於翻騰大海給那些不慣航海之人留下的印象作了生動的描述。參 
Barth, 442 ；和 Schnackenburg, 1 8 6 。

9 8 間接受格ttovtI dvemp [Tfjg 5i8aaKaAiag] ( 「被每一股〔教導〕之風」 )

是個表原因的間接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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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和 曲 解 」的 基 督 教 教 義 ，" 但 它 其 實 是 指 錯 謬 的 教 導 。  ̂ 一切異 
教 之 風 」這 整 個 詞 語 所 指 的 ，是 指 各 種 不 同 的 教 導 （注 意 ：西二 
2 2 ) ，與 讀 者 們 所 當 達 到 信 仰 及 認 識 上 的 合 一 （第 1 3 節 ）相 對 。 

因 此 ，正 如 大 多 數 解 經 家 的 觀 點  > 最 好 把 保 羅 所 指 的 當 作 是 會 危  
及 、或 淡 化 使 徒 福 音 的 各 樣 宗 教 哲 學 。1<M)這 裏 沒 有 說 明 細 節 （但 
注 意 ：五 6 〜 1 3 ) ，表 示 使 徒 所 著 眼 的 ，是 在 於 一 些 持 續 性 的 、 

一 般 性 的 危 險 ，它 們 會 絆 倒 那 些 未 在 真 道 上 紮 穩 根 基 的 人 。這些 
人 無 法 確 定 所 信 的 、或 評 估 各 樣 的 教 導 ，很 容 易 成 為 每 個 新 的 神  
學 時 尚 的 犠 牲 者 。

這 個 危 險 而 錯 謬 的 教 導 會 使 不 成 熟 的 信 徒 飄 來 飄 去 ，它的背 
後 是 一 些 慣 於 欺 騙 之 人 ，想 要 用 邪 惡 的 詭 計 操 縱 他 們 。保羅的字 
眼 即 使 不 是 直 截 了 當 的 ，也 很 生 動 。引 發 這 麼 多 紛 爭 的 錯 謬 教 導  
乃 是 出 於 人 的 詭 計 。詭 計 的 字 面 意 思 是 丟 骰 子 ，隱喻用法指出於 
狡 詐 的 詭 計 ，而 人 的 （如同在西二  8 、2 2 ) 這 個 修飾語則說這是 
屬人的—— 也僅止 於 此 —— 因 此 就 是 與 基 督 和 祂 的 教 導 為 敵 。第二 

個 片 語 ， 「欺 騙 的 法 術 」強 化 了 第 一 個 片 語 。它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預 備 作 任 何 事 」 。雖 然 用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裏 時 是 正面或不具

99 Schnackenburg, 186 ; 參 H. M erk le in , Das kirchliche Am t, 1 0 7 。這種 
看法的依據是，帶著定冠詞的纟6i8aaKaAia ( 「這教導」）在羅馬書十 
二 章 7 節 ，十 五 章 4 節 ，和教牧書信裏，都是指基督教的教導，它在 
教牧書信中幾乎成了一個術語（參 ：提前一 1 0 ，四 6 、1 3 、1 6 ，五 
1 7 ，六 1 ; 提 後 三 1 6 ，等等） • 而錯謬的教導則通常以複數表示（太 
十 五 9 ；可 七 7 ；西二 22 ；和提前四1 ) 。

100與大多數解經家們一致，L in c o ln ，2 5 8 亦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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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眨 的 意 思 ，它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的 五 個 出 處 卻 都 有 負 面 的 含 意 ，im 

在 這 裏 它 表 示 假 教 師 們 的 惡 意 欺 騙 ，為 要 誤 導 不 穩 定 的 人 走 岔  
路 。

但 除 此 之 外 • 使 徒 也 可 能 想 到 ：這 攻 擊 人 性 弱 點 的 「騙人的 
法 術 」還 有 另 一 個 源 頭 • 就 是 那 惡 者 自 己 。保 羅 用 同 一 個 字 來 談  
到 蛇 「用 詭 詐 」誘 惑 夏 娃 （林後十一  3 ) ，而出現 在 下 一 個 片 語  

裏 的 同 義 字 則 指 一 個 「為 了 欺 騙 而 行 的 奸 計 」 ，11)2描述的是魔鬼 
的 詭 計 （弗 六 1 1 ) 。撒 旦 的 陰 謀 是 有 「方 法 」的 ；他的目的是要 
誤 導 那 些 不 成 熟 的 人 ，他 們 沒 有 紮 根 在 使 徒 的 教 義 裏 。如果所著 
眼 的 是 這 樣 的 牽 連 ，那 麼 在 這 錯 謬 教 導 的 後 面 _ 就不只是 那 些 藉  
著 製 造 錯 誤 的 計 謀 來 達 到 他 們 可 恥 目 標 的 人 》1M還有一個超自然 
的 、邪 惡 的 權 勢 ，要 以 邪 惡 的 詭 計 欺 騙 他 們 ；人 們 應 當 靠 神 的 軍  
裝 （六 1 1 ) 的 幫 助 ，竭 力 抵 擋 他 的 「陰 謀 」 。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101希 腿 文 Tiovoupyia ( 路 二 十 23 ；林 前 三 19 ；林 後 四 2 - ■■一 3 ；弗四 
1 4 ) ; 形 容 詞 iravoOpyoi；(林後十二  1 6 ) 有 「狡 猾 的 」之 意 。參 
A bbott, 122 ；和 BAG D , 608 ；不同於 C a ird，77 »

102根 據 C. Spicq, TLNT  2 :4 6 2 ，n£0O5da 可以定義為「經過深思熟慮、
講究方法地將人導入歧途 ..........『陰謀』」 。也 注 意 W. M ichae lis ,

TDNT 5:102-3  » 編 按 ：《和合本》作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呂 
振中譯本》作 「謬妄之詭計」 ；《標準譯本》譯 為 「陷入那迷惑人的 
騙局 」 ；《恢復本》作 「將人引入錯謬系統」 ；《現代中文譯本》 、 
《新譯本》 、與 《和合本修訂版》皆錯誤地省略了此一片語。

103 nAdvr, ( 「錯 誤 、欺 騙 」) 經常指錯誤的教導（參 ：猶 11 ; 約壹四 
6 ；彼後二 1 8 ，三 1 7 ) ，與使徒所行的（帖前二 3 ) 及 真 理 （參 ：帖 
後二 1 1 、1 2 ) 相 對 . 如 第 1 5節這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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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在 第 7 〜 1 6 節 的 文 脈 裏 所 呈 現 的 危 險 ，只是襯托出已高升的 

基 督 把 祂 話 語 的 職 事 賜 給 祂 百 姓 的 重 要 性 。他 們 必 須 穩 固 地 紮 根  
在 使 徒 的 教 導 裏 ，使 他 們 得 以 脫 離 一 切 的 不 成 熟 和 不 穩 定 。

四 1 5 . 保羅現在從正面聚焦在他和他的讀者們所要達到的最 

終 目 標 上 ，他 渴 望 他 們 能 一 起 長 進 ，連 於 元 首 基 督 。這種成長的 
出 現 ，是 因 為 他 們 在 愛 中 說 誠 實 話 ，而 不 是 被 假 教 師 們 的 邪 惡 計  
謀 誤 導 。一 個 交 錯 配 置 （c h ia s m u s ) 強 化 了 在 第 1 4 節最後的措辭 
和 第 1 5 節 開 頭 這 個 子 句 之 間 的 鮮 明 對 比 。與 「奸 計 」相 對 的 ，是 

「在 愛 中 」 （ 《和 合 本 》作 用 愛 心 ）這 詞 語 （本書信的一 個 關 鍵  
片 語 ，見 下 文 ） ，而 說 誠 實 話 則 與 「錯 謬 」 （ 《恢 復 本 》 ； 《和 
合 本 作 「異 端 」》 ）相 對 。因 此 ，用 愛 心 說 誠 實 話 顯 示 了 與 假 教  

師 之 間 的 雙 重 對 比 ：後 者 以 欺 騙 的 態 度 講 說 錯 謬 的 教 義 ，但與此 
相 對 的 ，是 神 的 百 姓 要 藉 著 在 愛 中 傳 揚 真 理 而 成 長 。1M

基 於 語 義 和 文 脈 的 理 由 ，在 學 術 界 裏 有 相 當 大 部 分 的 人 主  
張 ：翻 譯 為 「說 誠 實 話 」的 動 詞 ，在 這 裏 其 實 是 指 「活 出 真  
理 」 。11)5但 根 據 我 們 的 判 斷 ，有 更 有 力 的 理 由 認 為 這 字 在 這 裏 是  
指 口 頭 的 見 證 。有 時 它 在 世 俗 希 臘 文 裏 有 「說 誠 實 話 」的 意 思 ，心

104 K. S. H em ph ill, Spiritual Gifts, 1 9 0 。

105希 腿 文 dAneeW。包括羅炳森、布 魯 斯 、米 頓 、斯 托 得 、布拉轍與奈 
達 、帕 齊 亞 （a . G. P a t z ia ) 、和莫理斯》這片語通常翻譯為「在愛中 
行 真 理 」 • 被 認 為 是 指 「在 愛 的 心 態 中 活 出 真 理 」 （H. HUbner, 
EDNT  1 :5 8 將它翻譯作「〔在愛中〕真 誠 、正直」）。注 意 C. Spicq, 

TLNT  1 :8 1 -8 2 的詳細討論。

106 有關細節見 C. Spicq, TLNT  1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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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而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裏 ，這 更 是 它 一 貫 的 意 思 》1<>7這字在新約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只 出 現 於 加 拉 太 書 四 章 1 6 節 ，保 羅 在 那 裏 談 到 他 「將 
〔福 音 的 〕真 理 告 訴 」讀 者 們 （參 ：加二  5 、14 ) 。1(18同樣的意 

思 更 符 合 以 弗 所 書 第 四 章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109在 這 裏 ，升天的基督 
賜 下 從 事 話 語 職 事 的 人 ，而 且 ，與 假 教 師 們 的 計 謀 、和狂掃當時 
地 方 官 治 理 的 亞 細 亞 地 區 的 危 險 教 義 之 風 相 比 ，說真理 就 成 了 一  
個 尖 銳 的 對 比 。因 此 ，使 徒 不 是 在 規 勸 他 的 讀 者 們 要 有 一 般 性 的  
誠 實 、或 彼 此 說 誠 實 話 ，當 然 那 也 是 適 當 或 重 要 的 。但他是要他 
們 成 為 一 個 「表 白 信 仰 的 」教 會 的 成 員 ，他 們 見 證 的 內 容 是 「真 
理 的 道 」 ，就 是 他 們 救 恩 的 福 音 （一 1 3 ) 。這 真 理 有 神 的 保 證 ， 
被 描 述 為 祂 自 己 軍 裝 的 一 部 分 ，是 信 徒 在 抵 擋 惡 者 猛 烈 攻 擊 時 用  
來 束 腰 的 腰 帶 （六 1 4 ) 。

當 基 督 徒 見 證 福 音 的 真 理 時 ，他 們 的 方 法 不 可 跟 假 教 師 或 那  
試 探 人 者 所 用 的 相 同 ，因 為 藏 身 在 後 者 背 後 的 是 邪 惡 的 作 為 。反 
之 ，他 們 當 在 愛 中 說 明 這 真 理 ，ne這 是 個 排 除 了 一 切 詭 計 和 欺 騙  
的 措 辭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愛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本 書 信 的 前 半 部  

( 第 一 〜 三 章 ）以 一 個 禱 告 達 到 高 潮 ，所 求 的 是 要 讀 者 們 被 建 立

107如 ：創 二 十 16 . 四十二 16 ；箴二H 3 ；賽四十四26 ；《便西拉智 
訓》三十四4 ( 不同於C. Spicq, TLNT  1 :8 2 的一些翻譯） 。

108 J. D. G. Dunn, The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London: B lack, 1993), 

237 °

109 特別注意 B arth，444; K. S. H em ph ill, Spiritual G ifts’ 190; Schna

ckenburg, 187 ；與 L inco ln , 259—60 ; 參 BAG D , 36 * 和 Louw  and 

N ida §33.251 °

110雖然在句法上是可以把 iv  dydnt, ( 「用愛心」) 與 cu^ilai^ev ( 「我們 
將成長」）連 用 ，使 它 與 第 1 6 節裏在愛中增長的觀念平行• 但大多 
數解經家都認為較合適的是把這片語與前面的「說誠實話」連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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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在 基 督 的 愛 裏 、以 及 他 們 得 以 更 認 識 這 神 聖 之 愛 的 浩 大 （三 1 7 、 
1 9 ) 。後 半 部 （第 四 〜 六 章 ）則 包 括 一 系 列 愛 的 命 令 ，它們的實 

現 也 就 是 使 徒 禱 告 的 結 果 。這 些 命 令 都 以 「憑 愛 心 行 事 ，正如基 
督 愛 我 們 ，為 我 們 捨 了 自 己 」 （五 2 ) 的 勸 勉 概 括 了 。這裏的關 

鍵 片 語 「在 愛 中 」在 本 書 信 裏 出 現 六 次 ，⑴ 這 個 關 於 基 督 身 體 之  
合 一 、多 樣 性 、和 成 熟 的 段 落 ，就 是 以 它 開 始 ，也 以 它 結 束 的  

( 四 2 、1 5 、1 6 ) 。因 此 ，它 形 成 這 段 經 文 （四 1〜 1 6 ) 的一個 

首 尾 呼 應 、或 信 封 。所 有 受 規 勸 要 過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之 生 活 的 人  
( 第 1 節 ） ，都 要 在 愛 中 互 相 寬 容 （第 2 節 ） ，並且在愛中見證 

福 音 的 真 理 （第 1 5 節 ；亦 見 ：第 1 6 節 的 註 釋 ） 。在愛中描寫基 

督 徒 生 活 的 範 疇 ，說 出 了 所 有 人 的 服 事 當 有 的 樣 式 。它與真理併 
列 並 非 偶 然 。這 兩 者 的 要 求 不 當 被 視 為 是 在 一 種 張 力 關 係 裏 。被 
宣 揚 的 真 理 離 不 開 愛 ，也 不 當 為 了 傳 揚 真 理 而 犠 牲 愛 ，而一個愛 
的 生 活 也 當 體 現 福 音 的 真 理 》

因 此 ，藉 著 用 愛 心 說 誠 實 話 ，我 們 就 都 能 凡 事 長 進 ，連於元 
首 基 督 。雖 然 在 文 法 上 可 以 把 動 詞 「長 進 」當 作 及 物 動 詞 的 意 思  

( 「我 們 得 以 使 世 界 增 長 」） ，112指 神 的 百 姓 使 世人在基督裏成 
長 和 成 熟 ，但 是 用 法 和 上 下 文 都 傾 向 把 它 當 作 不 及 物 動 詞 ，指教 
會 的 長 大 以 至 於 成 熟 。這 字 在 以 弗 所 書 和 歌 羅 西 書 其 他 地 方 都 是  
不 及 物 用 法 。113可 是 保 羅 著 作 裏 其 他 地 方 從 未 說 宇 宙 會 長 進 連 於

111在新約聖經中，沒有任何其他著作比以弗所書更多使用這個慣用語： 
一 4 ( 《和合本> 5 節 ） ，三 1 7 ，四 2 、1 5 、16 • 五 2 。

112林前三6 ；林 後 九 1 0 。
113 參 BDF §101，§309(2); BA G D , 121-22 ；和 Barth, 4 4 5 。注意重要的 

參考經文：弗二 2 1 ，「全房靠祂聯絡得合式• 漸漸長大（a^ El) 成為 
主的聖殿」 （直譯） ；亦 參 ：四 16 ; 西一 10 , 二 19 ( 參 ：一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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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 督 ，但 神 的 百 姓 肯 定 是 應 該 成 長 的 。信 徒 們 應 該 在 信 心 上 （林 
後 十 5 ；帖後一  3 ) 和 認 識 神 上 （因 此 ，使 徒 才 會 為 這 目 的 禱 告 ， 
西一 1 0 ) 長 進 。根 據 與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 5 節類似的歌羅西書二章 
1 9 節 ，基 督 的 整 個 身 體 是 完 全 靠 頭 來 得 滋 養 及 成 為 一 體 ，她是 
「因 神 大 得 長 進 」 。這 裏 的 長 進 是 全 面 性 的 ：神 的 百 姓 要 「在凡 

事 上 」114長 進 ，連 於 基 督 ，也 就 是 在 信 心 、知 識 、合 一 、及 （特 
別 在 這 裏 的 文 脈 裏 ）愛 心 上 。115

身 體 的 這 個 長 進 是 以 基 督 為 它 的 目 標 ：祂 是 我 們 所 要 成 長 而  
連 結 的 那 位 。前 面 提 到 的 長 進 強 調 了 祂 那 不 可 或 缺 的 地 位 ，就是 
作 為 建 築 物 的 基 石 ’ 這 建 築 將 長 成 為 在 祂 裏 面 的 聖 殿 （二 2 1 ) 。 
在 本 段 接 下 來 的 經 文 裏 ，祂 是 這 身 體 成 長 的 源 頭 （ 「本 於 祂 」
〔 《恢 復 本 》 、 《標 準 譯 本 》 〕 ； 《和 合 本 》作 「靠 祂 」 •四  

1 6 ) 。第 1 5 節 所 強 調 的 是 目 標 ，就 是 讀 者 們 朝 向 祂 而 長 進 和 成  

熟 。信 徒 們 一 起 越 來 越 像 他 們 的 主 ，使 他 們 全 然 、完全地被納入 
祂 裏 面 。再 一 次 ，藉 著 使 用 第 一 人 稱 複 數 （直 譯 作 「為使我們得 
以 成 長 」 ） ，使 徒 把 自 己 包 括 在 現 今 正 在 長 進 和 成 熟 、要連結於 
祂 的 那 些 人 之 中 。在 本 書 信 裏 曾 經 說 基 督 是 為 教 會 —— 就是祂的 
身 體 （一 2 2 、2 3 ) —— 作 萬 有 之 首 。這含義就是祂為教會之上的 

元 首 。現 在 這 觀 念 被 明 說 出 來 ，因 為 身 為 信 徒 們 成 長 目 標 的 那 位  
被 指 明 是 基 督 ，祂 是 身 體 之 首 ，這 表 示 祂 治 理 或 管 理 這 身 體 。

四 1 6 . 本 段 （第 7 〜 1 6 節 ）結 尾 的 這 節 經 文 ，以總結的形式 

重 複 前 面 說 明 中 的 幾 個 重 要 思 想 ，像 是 身 體 的 合 一 和 多 樣 性 ，以 
及 身 體 在 愛 中 增 長 等 。此 外 ，也 從 「支 持 的 韌 帶 」 （ 《和 合 本 》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114「凡 事 」 （锫 TTdvTct)這 詞 語 是 表 關 係 的 直 接 受 格 （accusative o f 

respect) ; 參 BDF § 160; 和 BAG D , 6 3 3 。

115 參 Schnackenburg, 1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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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作 「百 節 」 ）和 「各 體 」 ，對 身 體 的 隱 喻 作 進 一 步 的 閩 述 。基督 
不 僅 是 身 體 增 長 的 目 標 （第 1 5 節 ） ；既 為 統 管 身 體 的 元 首 ，祂就 

是 它 增 長 的 最 終 源 頭 （ 「本 於 祂 」 〔 《恢 復 本 》 、 《標 準 譯  
本 》 〕 ； 《和 合 本 》作 靠 祂 ） ，" 6 因為祂為它的福祉而供應它一 
切 所 需 ，包 括 它 的 合 一 、養 分 、和 進 展 。

保 羅 的 焦 點 是 在 整 個 身 體 的 增 長 上 ，117而非個人在基督裏變 
為 成 熟 的 必 要 性 ，雖 然 那 也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這 句 子 的 主 詞 ， 「全 
身 」 ，和 最 後 的 詞 語 ， 「在 愛 中 建 立 自 己 」 ，都清楚地證實這個 
整 體 性 的 重 點 》118雖 然 藉 著 子 句 照 著 各 體 的 功 用 彼 此 相 助 ，強調 
了 個 別 肢 體 對 整 體 生 命 及 發 展 的 特 殊 貢 獻 ，重點仍然 是 在 身 體 的  
整 體 成 長 上 。接 下 來 的 兩 個 動 詞 進 一 步 強 調 眾 信 徒 之 間 的 合 一 及  
他 們 整 體 成 長 的 觀 念 。第 一 個 是 「聯 絡 」 ，它 已 經 用 來 談 到 將 教  
會 合 適 地 建 造 為 「主 的 聖 殿 」 （二 2 1 ) ; 第 二 個 是 「凝聚在一 

起 」 （ 《和 合 本 》作 「各 按 各 職 」） ，也 出 現 在 歌 羅 西 書 裏 ，那

116 ’E纟oC ( 「本於祂」）回頭指向基督（第 1 5 節 ） 》這裏所提到的增長 
是 出 自 「基督這個人，而非指祂是元首」 （那樣的話，嚴格說來就需 
要 用 战 fj? ； Best, 4 1 0 即 如 此 認 為 ，他 是 依 循 E. D. Roels, God's 

Mission, 107-9 的 說法；參 G. Howard, ‘ The Head/Body M etaphors ', 

3 5 4 )。 即 使 Ke<))aAii ( 「頭 」）是先行詞，那也不表示這詞的意思就是
「源頭」 （那樣就是把指涉與意義相混淆了） ；倒不如說，基督是身 

體 的 元 首 ，藉 著 引 領 它 及 供 應 它 的 需 要 來 行 使 祂 的 統 治 。G. W. 
Dawes, The Body, 1 4 4 -4 7 未能清楚區分這一點。

117 E. Best, One Body, 150; Barth, 446 ；和 D. G. Peterson, Engaging 

with God, 2 0 9 。

118 注意 C. E. A rn o ld , ‘ Jesus C h ris t’ ，3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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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16)

裏 它 是 指 單 靠 元 首 ，使 身 體 聯 絡 為 一 個 整 體 （西二 1 9 ) 。119這兩 
個 動 詞 基 本 上 是 同 義 詞 ，表 示 身 體 有 個 持 續 、m  — 致 的 增 長 。它
「不 是 沒 有 形 狀 的 」 ，而 是 「有 秩 序 及 合 一 的 ........... 適當地形成

和 聯 結 起 來 」 。m

雖 然 成 長 的 能 力 是 從 上 面 賜 下 ，這 身 體 的 肢 體 本 身 卻 充 分 參  
與 在 這 過 程 中 。保 羅 繼 續 以 生 理 學 的 文 字 ，122以 隱 喻 的 方 式 , 123

119有 關 ( 「凝 聚 在 一 起 」 ）的 討 論 ，見 P. T. O ’ B rien, 

Colossians, Philemon， 1 4 7 。

120 luvap^oAoyounevov ( 「聯絡在一起」）和 aunpipa^nevov ( 「凝聚在一 
起 」) 這兩個分詞都是現在式。因 此 K. S. H em ph ill, Spiritual Gifts, 

1 9 1 說這是卩目前的成長過程」 。至於被動語態的解釋* 則是表示在 
聯絡和凝聚身體的過程中施行有效作為的那位，乃 是 神 （透過基 
督 ） ，或是基督自己。

121 E. Best, One Body, 1 5 1 。

122關於晚近對古時醫學著作證據的一個評估，見 C. E. A rn o ld , ‘ Jesus 

C h ris t’ ，3 4 6 -6 6 。他的結論是：「保羅訴諸當代醫學作者對頭與身體 
的生理學關係的了解，使他所說教會是一整體的觀念更為豐富…… 。 
醫學作者對頭的描述是，它不僅是管理身體的部分* 也是身體的補給 
中心」 （ 366 ) 。斐羅特別思想頭的功能這種相同的觀念，但所闡述 
的是這意象的隱喻用法，與領導及頭供應活力和生命有關（參 ：《創 
世記問答》 〔Qwflesf. Gew.〕1.10 ) 。

123有些解經家基於關節本身沒有力量的看法，否認使徒的醫學圖象，這 
樣是忽略了保羅隱喻文字的要點。關節就像是槓桿的支點，神所賜的 
能 力 透 過 它 而 被 放 大 及 運 用 （參 K. S. H em ph ill, Spiritual Gifts, 
191 ；和 C. E. A rn o ld , ‘ Jesus C h ris t，，362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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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用 它 來 談 透 過每一個支持的124韌帶125輸 送 神 的 能 力 。韌帶與身體 
的 其 他 部 分 連 結 ，是 從 頭 輸 送 養 分 的 管 道 。

但 是 這 些 「韌 帶 」究 竟 何 所 指 ？是 那 些 「特 殊 的 傳 道 人 」 
( 參 ：第 1 1 節 ） ，或 是 這 身 體 的 所 有 肢 體 ？答案有部分是取決於 

片 語 「照 著 各 體 的 功 用 」 ：它 是 澄 清 前 面 的 語 句 ，藉著每一個支 

持的韌帶 （ 《和 合 本 》作百節各按各職） ，還 是 說 出 另 一 個 要  
點 ，更 廣 泛 地 指 身 體 的 每 一 個 肢 體 ？ 「每 一 個 韌 帶 」就 等 於 「各 
體 」嗎 ？還 是 後 者 廣 泛 地 指 每 一 個 肢 體 ，而 韌 帶 則 指 較 小 的 一 群  
人 ？以 下 是 對 這 問 題 的 兩 種 主 要 的 解 決 途 徑 ：

(1 )  一 般 的 解 釋 認 為：「照 著 各 體 的 功 用 」是 澄清藉著每一個 

支持的韌帶（ 「百 節 各 按 各 職 」 ） * 而 「每 一 個 韌 帶 」就 是 「各 
體 」 。因 此 ，這 些 韌 帶 （百 節 ）就 被 認 為 是 代 表 身 體 的 所 有 肢  
體 ，而 非 「特 殊 的 傳 道 人 」或 承 擔 職 位 的 人 們 。有人主張單數的 
「韌 帶 」 （ 「節 」 ）加 上 「每 一 個 」 （ 「百 」 ）強調了每一部分 

對 全 體 所 作 的 貢 獻 ，而 片 語 「照 著 各 體 的 功 用 」只出現在以弗所

124 ’ Emxopny(c( 表 示 「支 持 、幫 助 、或供應」 （參 ：腓一 19) •最好理解 
為主動的意思。同 源 動 詞 ( 「供 應 、給 予 、支 持 」）在新 
約聖經裏出現五次（加 三 5 ；以 及 林 後 九 10 ；西二 19 ；彼後一 5 、
11 ) 。’EmXOpny(a —字屬於數個範圍：在婚約裏’ 如蒲紙文獻所示， 
它 表 示 「對配偶的供應」 ；在雅典的戲劇節期裏，它 表 示 「合唱團的 
配置」 ：在醫學術語中，就像在這裏（參 ：西二 19) • 它 表 示 「發揮 
支持功能的韌帶」 。

125 ’ A M 直譯的意思是「關 節 ，或連結」 ’ 與 動 詞 ( 「觸摸」）類 
似 ；參 B A G D ，1 2 5 。馬 可 . 巴 特 （Barth, 4 4 9 ) 將這名詞解釋為「接 
觸 」之 意 ，但這在此處緊鄰的上下文裏、或在歌羅西書的平行經文
(二  1 9 ) 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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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 裏 ，也 「強調每一個別肢體積極貢獻的重要性」 》126這就是 

說 ，兩個詞語所著眼的都是身體的每一個肢體，這與歌羅西書二 

章 1 9 節提到筋節一致。因 此 ，每個信徒的屬靈恩賜就成了將神的 

能力注入教會生命的導管。

( 2 ) 另一種看法認為每一個支持的韌帶（「百節」）乃是指 

「服事神的話語的特殊人員」 ，而非一般的教會肢體。例 如 ，林 

康就宣稱：「這裏強調的，是傳道人在這整個被基督治理和滋養 

的身體裏的角色 * 而 且 ，就像在第 U 節 裏 ，基督所賜的乃是體現 

在特定的人中，同樣… …在 第 1 6 節 〔的這片語裏〕，從基督而來 

的增長也是透過特定的人們居間達成的。」127然 後 ，下 一句「照 

著各體的功用」才是更廣泛地提到每一個肢體。在 第 1 6 節這幅總 

結的圖畫裏，具備恩賜的傳道人們和具備恩賜的肢體雙方，在身 

體的增長上都有要參與之處》前者是以韌帶表示，提供了與身體 

其他部分的連結，而後者則在關乎整體的福祉上有他們要扮演的 

特殊角色。

第二種解釋與本段（第 7 〜 1 6 節 ）裏思路的進展一致：第 

一 ，恩典是照著基督所量的分量賜給每個信徒（第 7 節 ） 。然 

後 ，焦點就縮小到升天的基督所賜「特殊的傳道人」 ，以及他們 

的服事功能（第 8〜1 2 b節 ） ，接著才擴展到建立基督身體的聖徒 

( 第 1 2 c 節 ） ，和在信仰及對神兒子的認識上達到合一的「我們 

眾人」 （第 1 3 節） 。在 第 1 6 節這個總結的句子裏，再次斷言基 

督的決定性角色（第 1 6 a節） ，而特殊的傳道人（第 1 6 b 節）及 

所有肢體（第 1 6 c 節）也都有要扮演的角色。128傳道人們被描繪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和成熟（四 1〜16)
2.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7〜16)

126 參 C. E. A rno ld , ‘ Jesus C h ris t，，3 6 2 。

127 L in co ln , 263 ；參 Schnackenburg, 173，18 9 -9 0 。

128 特別注意 Schnackenburg, 1 8 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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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為 支 撐 或 供 應 身 體 其 他 部 分 的 途 徑 ，這 與 本 段 前 面 強 調 神 話 語 的  
職 事 、和 作 教 導 之 領 袖 的 角 色 一 致 （參 ：第 8 〜 1 2 b 節 ） 。

每 個 肢 體 對 整 個 身 體 的 成 長 作 出 積 極 貢 獻 的 重 要 性 ，以照著 
各 體 的 功 用 彼 此 相 助 這 詞 語 表 達 出 來 ，它 使 人 想 到 第 7 節的措 
辭 ，特 別 是 「各 人 」 （及 「照 … … 所 量 」） 》129身體的每一個肢 
體 都 已 經 領 受 了 升 天 的 基 督 所 賜 的 恩 典 （第 7 節 ） ，他們也領受 

了 執 行 各 自 功 能 所 需 的 能 力 ，使 整 個 身 體 的 成 長 是 照 著 各 自 的 分  
量 ，並 且 據 以 調 適 。1M以 弗 所 書 已 經 提 到 神 賜 下 超 自 然 的 能 力 ， 
描 述 祂 使 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它 如 今 也 在 信 徒 身 上 運 行 （一 1 9 ) ， 
包 括 運 行 在 保 羅 的 生 命 中 ，作 為 一 個 典 範 （三 7 ; 參 ：西一 
2 9 ) 。鑑 於 神 透 過 基 督 活 潑 有 力 地 加 添 力 量 ，信徒們應當 為 了 整  

體 的 益 處 ，熱 心 地 行 使 他 們 的 職 分 。在 這 身 體 內 存 在 有 恩 賜 的  
人 ，這 一 點 使 我 們 彼 此 依 靠 ，當 每 個 基 督 徒 都 為 了 身 體 的 增 長 而  
充 分 使 用 自 己 的 恩 賜 時 ，就 可 經 歷 神 的 豐 滿 了 。

現 在 ，藉 著 建 築 的 意 象 （參 ：二 2 1 〜2 2 ) ，在這最後的片語 

裏 重 述 了 基 督 徒 成 長 的 最 終 目 標 ， 「在 愛 中 建 立 自 己 」 。顯然整 
個 身 體 都 參 與 在 這 個 建 造 的 過 程 中 ，不 僅 是 那 些 領 袖 或 有 特 殊 職  
事 的 人 而 已 。 「自 己 」加 強 了 前 面 所 提 教 會 的 積 極 參 與 （雖然最 
終 基 督 才 是 增 長 的 源 頭 ） ，而 作 為 本 段 開 頭 和 結 尾 的 詞 語 在 愛 中  
/ 用 愛 心 （注 意 ：第 1 5 節 的 討 論 ；參 ：第 2 節 ） ，進一步加強了

129 'Evi 6纟 ^Kdcrrq) rnifiiv ( 「給我們各人」 ，第 7 節 ）呼應 kvdg lKd<rroo 

( 「各體的」 ，第 1 6 節 ） ，而 K<rr<i t6 ^ t Pov ( 「照所量的」 ，第 7

節 ）則 使 人 想 到 N  M£ T P l(. ( 「依 其 分 量 」 ，第 1 6 節 《呂振中譯
本》） 。

130 L in co ln , 2 6 6 即如此認為，他的結論是：「整個身體必須積極促成自 
己的建立和生命品質的增長• 就是當這生機體的每一部分透過一個不 
斷互相調適的過程和諧地運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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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樣性 '  和成熟（四 1〜 16)
2 . 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四 7〜 16)

保 羅 對 a g a p € 的 強 調 ，以 之 為 建 立 身 體 所 不 可 少 的 途 徑 。如果身 

體 只 有 在 愛 中 才 能 增 長 ，那 麼 ，真 正 的 基 督 徒 事 奉 也 只 有 在 愛 中  
才 會 有 助 於 身 體 的 建 立 。 「屬 靈 上 有 恩 賜 的 群 體 之 所 以 出 眾 ，不 
只 是 因 著 它 擁 有 全 備 的 恩 賜 ，使 神 的 能 力 藉 此 流 出 而 已 ，而是因 
為 它 也 有 神 厲 性 的 標 誌 。」131因 此 ，愛就成了評估 教 會 真 正 成 長  
的 尺 度 。如 果 沒 有 愛 ，即 使 是 恩 賜 的 全 然 彰 顯 也 沒 有 屬 靈 的 價 值  

( 參 ：林 前 十 三 章 ） 。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 1 6 節開始了佔本書信一半篇幅的明顯勸勉 
部 分 （第 四 〜 六 章 ） 。它 由 兩 個 主 要 小 段 組 成 （第 1〜6 節 和 7 〜 

1 6 節 ） ，第一個小段是提醒讀者們回想他們被呼召為基督身體的 
肢 體 （四 1 ) 。這 個 長 段 落 的 其 餘 部 分 則 強 調 保 羅 對 教 會 合 一 的  
特 別 關 切 ，因 為 他 以 最 迫 切 的 心 ，告 誡 他 的 讀 者 們 要 保 守 聖 靈 所  
賜 的 合 一 （第 3 節 ；參 ：二 14〜 1 8 ，三 6 ) ，這合一在機能上與 

神 要 使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心 意 有 關 （一 9 、1 0 ) 。第二小 
段 （第 7 〜 1 6 節 ）引 入 多 樣 性 的 意 思 ，指出它如何促成身體的合 

一 ，因 為 基 督 之 所 以 將 恩 典 的 不 同 恩 賜 賞 給 各 人 ，是為了整體的 
增 長 ，使 所 有 的 人 都 預 備 好 ，在 迎 見 他 們 的 主 時 得 以 全 然 成 熟  

( 第 1 3 節 ） 。因 此 ，這 整 個 段 落 都 是 關 於 合 一 、多 樣 性 、和成 

熟 。
這 個 重 要 段 落 特 別 聚 焦 在 教 會 上 。信 徒 被 神 呼 召 來 與 祂 的 兒  

子 建 立 關 係 ，就 是 進 入 這 個 範 疇 。關 於 這 群 體 的 一 個 主 要 意 象 就  
是 身 體 （第 4 、1 2 、1 6 節 ） ，它 又 與 建 築 （第 1 2 、1 6 節 ）和基督 

的 豐 滿 （第 1 3 節 ）等 言 語 一 併 使 用 。基 督 已 經 賜 下 諸 職 事 ，特別 

是 話 語 的 職 事 ，要 使 基 督 的 身 體 得 臻 最 終 的 目 標 ，就 是 「在真道

131 K. S. H em ph ill, Spiritual Gifts, 1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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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 六 2 0 )

上 同 歸 於 一 ，認 識 神 的 兒 子 ，得 以 長 大 成 人 ，滿 有 基 督長成的身 
量 J ( 第 1 3 節 ） 。從 一 方 面 來 說 ，基 督 的 身 體 已 經 完 全 了 ：它是 

真 實 的 身 體 ，而 非 僅 是 身 體 的 一 部 分 。從 另 一 方 面 說 ，這身體還 
必 須 成 長 達 到 完 全 ，那 是 個 要 到 最 後 那 日 才 會 完 成 的 過 程 》這身 
體 的 隱 喻 反 映 了 兩 個 世 代 間 「已 經 實 現 一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的張 
力 。它 已 經 完 全 ，但 仍 需 成 長 。它 是 一 個 天 上 的 實 體 ，但也是地 
上 的 實 際 ；它 既 是 現 在 的 ，也 是 未 來 的 ，要 在 主 再 來 時 才 會 臻 於  
圓 滿 。

在 本 段 經 文 裏 ，雖 然 教 會 是 保 羅 思 想 中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基督 
論 卻 未 如 某 些 人 所 主 張 的 縮 減 為 教 會 論 。基 督 為 主 的 身 分 在 整 段  
中 都 很 明 顯 。祂 仍 然 是 「一 主 」 （第 5 節 ） ，祂 被 高 舉 ，為了教 
會 的 緣 故 賜 下 恩 典 給 個 人 （第 7 節 ）和 服 事 話 語 的 人 們 （第 11 

節 ） 。教 會 是 祂 的 豐 滿 （第 1 3 節 ）和 祂 的 身 體 （第 1 2 節 ） 。基

督 身 為 治 理 她 的 元 首 ，也 是 她 增 長 的 源 頭 和 目 標 （第 1 5 〜 16 

節 ） 。132



二 、生活：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二 、生活：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17〜24)

17所 以 我 說 ，且在主裏確實地說，你 們 行 事 ，不要再像 

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18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 

隔絕了 ’ 都因自己無知，心 裏 剛 硬 ；19良心既然喪盡，就放 

縱 私 慾 ，貪行種種的污穢。2<)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21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22就要 

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 

壞 的 ；23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 

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 1 6 節 為 接 下 來 四 章 1 7 節 〜 六 章 2 0 節的勸 

勉 部 分 鋪 路 ，作 為 之 後 道 德 訓 勉 的 引 導 架 構 。接 下 來 的一連幾個 
段 落 ，詳 細 說 明 地 方 教 會 和 基 督 徒 家 庭 應 當 如 何 遵 行 四 章 1〜3 節 
的 勸 勉 。在 他 開 頭 的 命 令 裏 ，保 羅 告 誡 他 的 讀 者 們 行 事 為 人 當 與  
他 們 所 受 的 神 聖 呼 召 相 稱 （四 1 ) 。重 要 的 是 ，當他談到他們行 
事 為 人 與 這 呼 召 相 稱 的 必 要 因 素 時 ，使 徒 提 到 的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在  
基 督 身 體 內 的 關 係 ，特 別 是 以 和 諧 為 特 質 的 舉 止 （第 1〜3 節 ；亦 
注 意 第 4 〜 1 6 節 ） 。現 在 ，在 四 章 17〜2 4 節 裏 ，就是接下來幾個 

主 要 段 落 中 的 第 一 個 ，保 羅 刻 意 再 次 使 用 「行 事 〔為 人 〕 」一 
詞 ，將 讀 者 們 在 基 督 裏 的 生 活 形 態 與 外 邦 人 的 作 對 比 （第 17 

節 ） 。
在 這 第 一 個 段 落 （四 17〜2 4 ) 和 後 續 的 兩 個 段 落 （四 2 5 〜五 

2 ，五 3 〜 1 4 ) 裏 ，有 一 種 能 感 受 到 的 「進 展 ，就是從對早期基督 

徒 環 境 的 負 面 描 繪 ，轉 到 對 基 督 徒 生 活 及 生 活 形 態 的 正 面 描



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述 j 。1第 17〜2 4 節由兩個部分組成：（a) — 個強烈、緊迫的勸 

勉 ，就是不可像外邦人那樣生活（第 17〜1 9 節） 。保羅以黑暗的 

色調描繪他們外邦式的生活形態（注 意 ••羅一 2 1 、2 4 和西三 5〜 

1 1 裏的類似觀念） ，以拜偶像的思想、不可理喻地忽視神、和悖 

逆祂開始，進展到更為昏暗的悟性，並陷入罪的漩渦。他們的光 

景可以用「隔絕」一 詞 （第 1 8 節 ）來總結》(b) 與此形成鮮明對 

比 的 ，是清楚列出那些「學了基督」之人當有的生活形態（第 20 

〜2 4 節 ） 。祂是那新造之人的樣式。因 此 ，保羅將他正面的期待 

描述為讀者們被更新，穿上以仁義和聖潔為特質的新人（注意西 

三 9〜1 0裏舊人與新人的主題） 》

神的百姓以異於周圍列國的方式「行事為人」 ，這樣的觀念 

可追溯到舊約聖經（特別是利十八 1〜5 、2 4 〜 30 • 和 二 十 2 3 的 

聖潔規章） 》「兩種生活形態」的對比也有舊約聖經（詩一篇； 

申i ^一 2 6 〜 28 ’ 三 十 15〜 20 ；耶二H 8 ) 和猶太教（《亞設遺 

訓》 [ T .  Asher  ) 一 3 、5 ; 《社群守則》3，4 ) 的背景，也出現 

在馬太福音七章 1 3 、1 4 節 ，《十二使徒遺訓》 (Didache)  一〜 

五章和《巴拿巴書信》十八〜二十章裏。2

本段也反映了初代基督徒關於以下的教導：因悔改歸正而來 

的新生命（參 ：羅六 4 ；加 六 15 ；林後五 17 ；西 三 10 ；多三 5 ； 

彼前一 2 2 ，二 2 ;雅一 1 8 ) 、必須棄絕舊的生活形態（羅十三

1 Schnackenburg, 1 9 3 。注意 E. Best, ‘ Two Types o f Existence ’ ， 
Essays， 139-55 , 對以弗所書四章17〜2 1 、22〜2 4 節 ， 五 章 8 、15〜 
1 8節的檢視，是關乎基督徒生活與非基督徒生活形態的對比。

2 參 ：《黑馬牧人書》 〈命令篇〉 （Hermas， 6.1 ; 伊格那丟 
《致馬內夏人書》 (Letter to the M agnesians)五 章 ；《革利免二書》
( 2 Clement) 四 章 ( L in co ln , 2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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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12 ; 西 三 8 ;彼前二 1 ;雅一 2 1 ) 、提及要脫去的惡行和罪以及 

要披戴的恩典（西三 5〜1 2 )  »

四 1 7. 使徒現在把他的注意力，從基督身體內的關係（四 1 

〜16) • 轉到他在第 1〜3 節開始的直接勸勉上（「所以」） 。他 

力勸他的讀者們，不要再回到他們從前外邦人生活形態下的思想 

和行為模式，接下來他就以黑暗的色調描繪那種生活形態（第 18 
〜1 9 節 ） 》所用的言語，顯示保羅的警戒既重要又急迫，並且帶 

有神的權柄：我 說 ，且 在 主 裏 確 實 地 說。第一個動詞， 「我 說 ， 
告訴」 ，被第二個動詞「我確實地說，宣告」所 強 化 （參 ：帖前 

二 1 2 ) ，3那是強調它的莊重和重要性，而加上在主 裏 則指向它 

權柄的源頭。保羅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規勸他的讀者們。他是以 

「為主被囚的」 （四 1 ) 這個身分寫信，他的警戒帶有主權柄的 

全部分量（參 ：帖前四 1 ) 。

這勸勉的內容4 是你們 行 事 ，不 要 再 像 外 邦 人 存 虛 妄 的 心 行  
事 。讀者們在認識基督之前，是未悔改歸正的外邦人，即使現 

在 ，他們仍然能被稱為「你們外邦人」 （三 1 ; 參 ：二 11) 。更 

有甚者，他們如今是生活在外邦人的環境中。雖然他們曾經像未 

悔改歸正的外邦人般行事為人（二 1〜2 ) ，但他們如今卻必須棄 

絕這樣的生活方式。神已經叫他們從死裏復活，在天上與基督同 

坐 （二 6 ) ，成為這「一個新人」的肢體（二 1 5 ) 。他們就當顯 

示合乎這新人（就是耶穌基督自己）特質的生活態度。神已經在 

基督裏造了他們，為要叫他們行善，就是祂所預備叫他們行的；

3 希臘文動詞分別是和 (lapTiipoHai。

4 T o O to  ( 「這個」 • 《和合本》未譯）指以下警戒的內容，後面所用的 

是不定詞TT£piTTC(T£lV ( 「行事」）和直接受格，代替命令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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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現 在 他 們 當 在 那 些 善 行 中 「行 事 為 人 」 ，表 明 他 們 真 是 這 新 創 造  
的 一 部 分 （二 1 0 ) 。

接 下 來 的 幾 個 子 句 ，以 最 黑 暗 的 色 調 描 繪 外 邦 人 的 生 活 形  
式 。這 樣 的 畫 面 符 合 傳 統 的 猶 太 人 護 教 法 ，5和保羅自己在羅馬書 
一 章 18〜3 2 節 對 當 時 外 邦 文 化 道 德 淪 喪 更 為 充 分 的 描 述 。第 17 

〜 1 9 節 裏 的 介 詞 片 語 和 各 子 句 不 是 要 提 供 嚴 謹 的 邏 輯 關 聯 ，而是 

要 呈 現 其 思 路 進 展 ，就 是 從 外 邦 人 的 心 思 和 態 度 ，到它們對曰常 
生 活 的 影 響 。

保 羅 的 外 邦 基 督 徒 讀 者 們 應 當 撇 棄 過 去 的 生 活 ，其 思 想  
( 《和 合 本 》作 心 ）—— 也 就 是 心 態 6—— 是 極 度 扭 曲 的 ，以致有 

虛 妄 的 特 徵 ，甚 至 成 為 愚 昧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裏 ，這 個字7表示 
偶 像 崇 拜 的 虛 妄 ，以 及 人 類 尋 求 長 久 滿 足 之 努 力 的 虛 空 。8在新約 
聖 經 裏 ，這 詞 組 可 以 指 偶 像 崇 拜 （參 ：徒 十 四 1 5 ) ，但是在以弗 
所 書 四 章 1 7 節 這 裏 ，外 邦 人 心 態 的 「虛 妄 」卻 不 限 於 偶 像 崇 拜 。 

因 為 與 神 之 間 沒 有 真 正 的 關 係 ，外 邦 人 的 思 想 就 承 受 了 與 實 際 失

5 《所羅門智訓》十二〜~h 五 章 • 十 八 10〜1 9 ; 《阿立斯蒂亞書信〉 
140， 277 -

6 No0S 是 關 於 「理 解 、推 理 、思 考 、和決定的心理機能」 ，因 此 是 「心 
思 j  ( Louw  and N ida  §26.14 ) 。使徒所指的，不 是 「他的讀者們推 
理能力的瑕疵，而 是 他 們 ^ 心態』的 缺 陷 * 就是從思考的層面所觀察 
到的全人 j  (B es t, 4 1 7 ) 。

7 希臘文Marm6Tne • 表 示 「空 洞 、徒 勞 、無意義、短暫」 （BAG D , 495; 

Louw  and N ida §65.37 ) ° 參 H. Balz, EDNT  2 :396-97 °

8 《七十士譯本》的赛二十八29 , 三 十 1 5 ，三 十 三 11 ；特別注意傳道 
書中多次提到 [ioraiOTtv; ( 「虛空 j  ) (一  2 、1 4 ，二 1 、1 1 、1 5 、17 

等 等 ） ，這些可能影響了保羅（參 P. W. C om fort, ‘ F u t i l i ty ’，DPL, 

3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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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聯 的 後 果 ，在 無 意 義 的 瑣 事 和 無 價 值 的 議 題 上 摸 索 。羅馬書第一 
章 對 人 類 慘 狀 的 陳 述 ，與 以 弗 所 書 第 四 章 類 似 ，它說那些 不 敬 虔  
的 人 不 認 識 或 不 榮 耀 神 ， 「他 們 的 思 念 變 為 虛 妄 ，無 知的心就昏 
暗 了 。」保 羅 的 指 控 從 虛 妄 轉 到 愚 昧 ，再 到 偶 像 崇 拜 （第 2 1 〜23 

節 ） 。
四 1 8 . 外 邦 人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絕 望 光 景 ，現在被描繪為他們的 

心 地 昏 昧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人 與 神 疏 遠 這 方 面 ，使 徒格外強調 
理 解 和 心 智 的 層 面 。外 邦 人 的 心 態 已 經 受 到 嚴 重 的 影 響 （第 17b 

節 ） ，他們的心地 9 變 為 愚 鈍 * 以 致 看 不 見 真 理 ，而他們之所以與 
神 隔 絕 ，是 因 自 己 無 知 。他 們 思 想 中 的 這 種 愚 蒙 不 是 暫 時 的 光  
景 ；如 這 個 強 調 用 的 迂 說 法 的 結 構 w 所 表 示 的 ，他們理解力的亮 
光 已 經 熄 滅 ，所 以 他 們 現 在 的 景 況 是 不 能 明 白 神 的 真 理 和 祂 的 福  
音 。如 前 面 所 說 ，如 此 描 述 外 邦 人 的 屬 靈 昏 暗 ，與使徒更 早 時 在  
羅 馬 書 一 章 2 1 節 所 說 的 話 類 似 ： 「他 們 … …無 知 的 心 就 昏 暗  

了 ；」然 而 ，在 以 弗 所 書 第 四 章 這 裏 ，像 是 要 配 合 勸 勉 的 場 景 ， 
更 強 調 他 們 自 己 要 為 屈 服 於 罪 一 事 負 起 責 任 （見 ：第 1 9 節的註 
釋 ） 。11形 成 鮮 明 對 比 的 是 ，保 羅 的 基 督 徒 讀 者 們 藉 著 所 賜 給 他  
們 「智 慧 和 啟 示 的 靈 」加 添 的 能 力 ，能 夠 更 多 認 識 神 ，並且明白 
祂 旨 意 的 真 理 （弗一 17〜 1 8 ) 。

9 Aidvoia ( 「思 想 、心 思 」）通 常 與 Kap5(a ( 「心 」）交 替 使 用 ，在 
《七十士譯本》裏用來指人的認知的中樞（參 ：創 八 2 1 ，十 七 1 7 ， 

二十四45 - 二十七41 ；出二十八3 ) 。參 L in co ln , 2 7 7 。

1 0 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 K 0™ 4vm  ( 「〔他們是〕昏暗的」） * 加 
上 另 外 的 分 詞 ( 「是 」） ，非 常 「強烈地表達了……事物狀態的 
持續性」 （B D F §352  ) 。參 ：西一 2 1 。

11 注 意 ：滕納 ’ 1298 頁 =  Turner，1 2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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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外 邦 人 不 僅 在 他 們 的 悟 性 上 是 昏 聩 的 ；他 們 也 與 神 所 賜 的 生  
命 隔 絕 了 ，12那 生 命 是 屬 於 神 自 己 的 ，也 被 祂 賜 給 祂 的 兒 女 。不 
屬 基 督 的 外 邦 人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二 1 、5 ) ，與永生神沒 
有 任 何 關 係 （二 1 2 ) 。他 們 與 祂 的 生 命 隔 絕 的 景 況 13是因自己無 

知 。保 羅 對 於 知 識 和 無 知 的 看 法 ，大 致 來 自 舊 約 聖 經 。認識神的 
意 思 是 與 祂 有 親 密 的 個 人 關 係 。知 識 乃 是 關 乎 全 人 順 服 和 感 恩 的  
回 應 ，而 不 只 是 理 性 上 的 贊 同 。同 樣 的 ， 「無 知 」14是未能感恩 
和 順 服 。它 描 述 的 是 人 的 整 個 態 度 ，包 括 情 感 、意 志 、和 行 動 ， 
而 不 限 於 思 想 的 反 應 。不 認 識 主 就 是 忽 視 祂 ，對 祂 的 要 求 說  
「不 」 。這 樣 的 無 知 當 受 責 備 。它 不 是 一 個 犯 罪 的 藉 口 ，雖然在 

當 代 思 想 中 往 往 是 如 此 理 解 的 。外 邦 人 不 能 明 白 神 真 理 的 光 ，這 
不 能 成 為 他 們 與 祂 之 間 破 碎 關 係 的 藉 口 。實 際 上 ，所 加 的 詞 語  
「自 己 裏 面 的 〔無 知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和 合 本 》作 「自 

己 無 知 」 ） ，表 示 責 任 最 終 不 在 於 外 界 因 素 。15責任恰 恰 落 在 他  
們 的 肩 上 。

12 Schnackenburg, 196 主 張 ，由於兩個分詞的併列（4ctkoto)(i£voi 和 dmiA- 

AoTpiconevoi ) 加上一個迂說法的語助詞（6vtE5) ，所以這兩個詞語是 
彼此相聯。至於這結構是否當被視為單一的迂說法，以第二個分詞修 
飾 第 一 個 分 詞 （就 是 說 「他 們 心 地 昏 昧 ，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 
了 」） • 或是個 共 用 5 v t% 的雙重迂說法（「他們心地昏昧，而且是 
局外人 j  ) • 相關的討論見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4 7 5 。

1 3 注 意 這 現 在 完 成 式 的 分 詞 AmiAAoTpuoWvm ( 「隔 絕 」 ，已經用在二
12 ; 參 ：西一 21 ) • 它聚焦於一個持續而不斷地與一切生命源頭之神 
分離的情況。

1 4 關 於 fiyvoia ( 「無 知 、欺 騙 」）和它的同源詞，見 W. Schm ithals, 
EDNT  1 :2 1 。

15 注意 Barth, 501 ; 和 Schlier, 2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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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 ：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24 )

好 像 要 強 調 這 點 似 的 ，保 羅 又 說 他 們 的 蒙 蔽 是 「因為心裏剛 
硬 」 （ 《和 合 本 》未 譯 出 「因 為 」 ） 。這 第 二 個 表 原 因 的 子 句 是  
附 屬 於 第 一 個 之 下 ，16而 非 與 它 併 列 或 平 行 ：外 邦 人 當 受 責 備 的  
無 知 是 出 於 他 們 頑 固 地 排 斥 神 的 真 理 。雖 然 翻 譯 作 剛 硬 的 字 也 被  
解 釋 為 「瞎 眼 」 17 ( 參 《欽 定 本 》 ；也 注 意 加 爾 文 的 註 釋 ） ’ 在新 
約 聖 經 中 它 卻 一 貫 是 指 「頑 固 」 ，在 此 處 它 表 示 「異教的道德敗
壞 是 ……蓄 意 且 當 受 責 備 的 ........... 是 他 們 有 意 拒 絕 自 己 思 想 和 良
心 裏 可 以 有 的 道 德 之 光 的 結 果 」 。18頑 固 地 排 斥 神 的 真 理 ，是這 
可 怕 的 邪 惡 墮 落 之 路 的 開 始 。

四 1 9 . 詳 述 外 邦 人 生 活 形 態 的 結 尾，是簡短但清晰地刻畫他 

們 沉 淪 於 其 中 的 道 德 敗 壞 。他 們 心 裏 剛 硬 ，這 思 想 以 他 們 「失去 
所 有 的 感 覺 」 （參 ： 《呂 振 中 譯 本 》 、 《思 高 聖 經 》 、 《新譯 
本 》的 「麻 木 〔不 仁 〕」 ； 《和 合 本 》作 「良 心 既 然 喪 盡 」）這 
句 子 延 續 下 去 ，19這 是 個 生 動 、典 型 的 用 詞 ， 字面的意 思 可 以

16 M eyer, 240 » 外邦人的無知當受責備，那是由於心裏剛硬的緣故。參 
L in co ln , 278 ；與 Best, 4 2 0 所說不同，後者認為第二個片語（「因為 
心裏剛硬」）與第一個（「因自己無知」）平 行 。

1 7 最特出的是Robinson, 2 6 4 -7 4 。但 是 ，布 魯 斯 （Bruce, 355 ) 正確地 
說外邦人的剛硬乃是「良心漸漸失去使他們認錯的能力」 。ndpujms 
( 「剛 硬 、頑固」）經常出現在舊約聖經裏（出四 2 1 ，七 3 ，九 12 ; 

詩 九 十 五 8 ; 赛 六 1 0 ，六 十 三 1 7 ) ，常常指以色列人對福音的回應 
( 可 三 5 ; 約十二 4 0 〔引 用 賽 六 1 0 〕 ；羅^"一  7 、2 5 ; 林後三 

1 4 ) 。然 而 • 在以弗所書這裏，將剛硬的觀念更廣泛地應用於外邦人 
的 世界。

18 Houlden, 317 。Louw  and N ida §27.52 亦$口此認為。

1 9 表特質的關係代名詞otnvw  ( 《呂振中譯本》作 「這種人」 ，《思高 
聖經》譯 為 「這樣的人」） 「可以強調某個特有的素質」 ，藉 此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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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指 皮 虜 硬 化 ，不 再 感 到 疼 痛 。在 這 裏 的 意 思 是 「失去感 到 羞 愧 或  
不 安 的 能 力 」 ’ 21而 現 在 完 成 式 所 描 述 的 ，是 一 個 導 致 （或伴隨 
著 ）失 去 所 有 自 制 的 狀 態 。= 因 為 他 們 缺 乏 道 德 感 和 分 辨 力 ，就 
沒 有 任 何 約 束 可 使 他 們 不 致 陷 入 各 樣 敗 壞 的 行 為 中 。他們使自己 
放 縱 於 淫 蕩 （ 《和 合 本 》作 「私 慾 」 ） 、污 穢 、和 貪 婪 中 。根據 
羅 馬 書 第 一 章 ，所 強 調 的 是 神 的 懲 罰 ：神 任 憑 人 類 （第 2 4 、2 6 、 
2 8 節 ）行 他 們 自 己 的 慾 望 ，特 別 是 違 背 自 然 的 惡 行 （第 2 4 〜 32 

節 ） ，因 為 他 們 拒 絕 接 受 祂 的 自 我 啟 示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的 道 德  
訓 勉 文 脈 裏 ，將 這 「任 憑 」歸 於 異 教 徒 「自 己 」 ，以 片 語 「要 
行 … … 」 （ 《新 國 際 版 》及 《和 合 本 》作 放 縱 ）凸顯他們 活 躍 地  
追 求 行 惡 。這 兩 種 強 調 並 無 衝 突 ：神 任 憑 人 類 去 行 的 ，是他們喜 
歡 選 擇 的 墮 落 行 為 。神 的 審 判 發 生 在 人 的 行 動 中 ，而這同時又是 
一 個 自 我 審 判 》23

異 教 徒 放 縱 自 己 的 三 項 惡 行 是 淫 蕩 （ 《和 合 本 》 作 「私 

慾 」 ） 、污 穢 、和 貪 婪 ，它 們 經 常 出 現 在 惡 行 清 單 中 。24 ^淫

實前面的陳述」 （B A G D ，587 , 和 L in co ln , 2 7 8 亦如此認為） ，或者 
是替代簡單的關係代名詞，繼續前面的思想（參 G nilka , 225 ’ 他從具 
體的角度談到人們剛硬之心的表現；以 及 Schnackenburg，198) 。

20 希臘文 dTTOAY& J。

21 Louw  and N ida  §25.197 ；參 BAG D , 8 0 。這是新約聖經裏唯一用到 
動 詞 AiraAy^u的 地 方 （參 ：瑟西狄斯《歷史》 〔Thucydides, History  ] 

2.61 ；波 里 比 烏 〔P o ly b iu s 〕1.35.5; 9 .4 0 .4 ) ，它在此是以現在完成
式出現。

22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 9 9 。

23 Schnackenburg, 1 9 8 。

2 4 見 下 文 就 每 一 詞 彙 所 談 到 的 ，並 注 意 P. T. O 'B rie n , Colossians, 
Philemon, 17 3 -8 4 裏更廣泛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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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 ：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蕩 」 ，根 據 加 拉 太 書 五 章 1 9 節 （「邪 蕩 」） ，是 情 慾 的 事 ，這惡 

行 「抛 棄 一 切 約 束 並 且 自 我 炫 耀 • 『不 因 羞 恥 或 害 怕 而 畏 懼 』 ， 
不 顧 自 尊 、他 人 的 權 利 和 感 受 、或 公 眾 觀 瞻 」 。25外 邦人自己放 

縱 於 其 中 ，為 要 沉 溺 於 各 樣 的 「污 穢 」 。這 詞 26有 很 廣 泛 的 意  
思 • 包 括 不 守 規 矩 、放 縱 的 生 活 ，它 可 以 指 無 約 束 的 性 行 為 。雖 
然 這 裏 可 能 特 別 著 眼 於 後 者 • 但 它 所 說 的 卻 不 限 於 此 ，因為經文 
說 的 是 「種 種 的 污 穢 」 。最 後 ， 「貪 〔婪 〕」27是這清單 的 高 潮  

( 參 ：它 在 弗 五 5 和 西 三 5 裏 的 類 似 位 置 • 那 裏 特 別 強 調 它 ，因 

為 它 與 偶 像 崇 拜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 。雖 然 也 可 以 把 「貪 婪 」當作是 
第 三 項 惡 行 ，與 淫 蕩 、污 穢 併 列 ，但 介 詞 片 語 「以 貪 婪 」 （ 《呂 
振 中 譯 本 》 ）表 示 ：剛 才 所 描 述 的 下 流 舉 止 是 在 一 種 贪 求 無 厭 的  

心 態 下 行 的 。異 教 徒 生 活 形 態 的 特 質 是 一 種 無 可 滿 足 的 欲 望 ，要 
參 與 在 多 而 又 多 種 類 的 不 道 德 之 中 。 「至 終 ，它 變 成 一 個 惡 性 循  
環 • 因 為 必 須 尋 求 新 的 惡 行 來 取 代 舊 的 。 」28

四 2 0 〜 21 . 與 他 們 從 前 生 活 形 態 形 成 鮮 明 對 比 的 是 ，29保羅 

提 醒 讀 者 們 回 想 他 們 所 受 到 關 於 基 督 的 教 導 ，不 論 是 福音的初次

25 Bruce, 3 5 6 。希 臘 文 dc^Ay£ia ；參 ：可 七 22 ；羅 十 三 13 ；林後十二

21 ；彼前四 3 ；彼後二 2 、7 、18 ; 猶 4 。

2 6 希臘文 dKaeapaia。羅一 24 ；林後十二 21 ; 加 五 19 ; 弗 五 3 、5 ;西 

三 5 ；帖前二 3 ’ 四 7 。

2 7 希 臘 文 ttAe o v 电 a 。可 七 2 2  ；羅一 2 9  ；林 前 五 1 0 、1 1  ( 參 ：弗五 

5 ) ；西三 5 ；彼後二 3 。注意 P. T. O ’ B rien , Colossians, Philemon, 

1 8 2 - 8 4 的討論。

28 Patzia, 249 ；參 M itto n , 1 6 1 -6 2。

2 9 貝斯特（Best, 425 ) 說 ，本節突兀的開始，強調了基督徒與非基督徒 

在生活上的對比。 ( 「你們」）是強調性的（貝斯特又說：「不



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傳 揚 或 透 過 隨 後 的 教 導 。M 相 對 於 用 來 刻 畫 他 們 所 曾 歸 臑 的 外 邦  
世 界 的 剛 硬 、無 知 、和 敗 壞 ，保 羅 現 在 清 楚 說 明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之  
教 導 的 整 個 過 程 》他 在 第 2 0 和 2 1 節 裏 的 措 辭 相 當 醒 目 ， 「令人 

想 起 學 校 的 景 象 」 。31

第 一 個 明 確 的 表 述 ， 「你 們 學 了 基 督 ，卻 不 是 這 樣 」 ，沒有 
與 它 相 似 的 。在 希 臘 文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沒 有 「學 習 某 人 」這樣的 
片 語 ，到 目 前 為 止 ，在 任 何 早 於 聖 經 的 希 臘 文 獻 中 也 找 不 到 先  
例 。在 歌 羅 西 書 中 ，用 同 一 個 動 詞 指 讀 者 們 從 以 巴 弗 「學 習 」了 
「神 的 恩 惠 」 ，他 曾 有 系 統 地 教 導 他 們 福 音 （西一 7 ) 。在以弗 

所 書 這 裏 ，基 督 自 己 是 讀 者 們 學 習 時 受 教 導 的 內 容 。就如祂是使 
徒 傳 道 和 教 導 的 主 題 （林前一  2 3 ，十 五 12 ；林後一  1 9 ，四 5 ’ 

i ^一 4 ；腓一  15 ; 參 ：徒 五 4 2 ) ，祂 也 同 樣 是 聽 道 者 們 「學 習 」 

和 「領 受 」的 。這 個 表 述 的 意 思 是 ，當 讀 者 們 接 受 基 督 為 主 時 ， 
他 們 不 僅 歡 迎 祂 進 入 他 們 的 生 命 中 ，也 領 受 了 傳 統 上 關 於 祂 的 教  
導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6 及 7 節 （與 這 裏 的 表 達 語 最 接 近 的 平 行 經  

文 ）說 明 了 類 似 的 要 點 ： H 尔 們 既 然 接 受 了 主 基 督 耶 穌 」 ，那裏 
所 指 的 ，不 僅 是 歌 羅 西 人 親 自 委 身 於 基 督 （當 然 這 觀 念 顯 然 包 括  
在 內 ） ；這 句 子 也 指 出 他 們 接 受 祂 為 他 們 的 信 仰 傳 統 （這 動 詞 32

是每個人的生活基礎都被改變，而是只有基督徒的」） ，而 o«3X ootu,5 

( 「不是這樣」）則組續第17〜1 9 節 》

3 0 雖然大致的意思相當清楚，本 句 （第 2 0〜2 4 節 ）的句法卻不易分 
析 。凱 爾 德 （C aird，8 0 ) 說 它 是 「混 亂 的 • 任何翻譯都只是權宜之 
計 j  ! 起頭的字句開始了與讀者們從前外邦生活形態的對比。關於這 
些子句和片語的關係，見下文。

31 Barth, 5 0 4 。

32 希腿文 TTOpaAanpd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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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 ：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有 這 種 半 術 語 的 意 思 ） 。學 習 基 督 的 意 思 ，是 把 祂 當 作 活 的 人 來  
歡 迎 祂 ，並 且 受 祂 教 導 的 薰 陶 。這 包 括 服 详 祂 公 義 的 管 治 ，以及 
回 應 祂 的 呼 召 _ 就 是 要 有 與 他 們 過 去 所 知 完 全 不 同 的 標 準 和 價  
值 。

接 下 來 第 2 1 節 裏 的 雙 重 句 子 ， 「如 果 你 們 聽 過 祂 的 道 ，領了 

祂 的 教 」 ，更 充 分 地 說 明 「學 了 基 督 」所 包 含 的 。第 一 個 句 子 ， 
W 尔 們 聽 過 祂 的 道 」 ，使 人 注 意 到 起 初 對 基 督 的 回 應 ，而第二 

句 ， H 尔 們 領 了 祂 的 教 」 ，則 重 述 了 接 續 不 斷 教 導 的 要 點 。33開 
頭 的 「如 果 真 」 （ 《思 高 聖 經 》 ）並 非 表 示 懷 疑 ，而是暗示信心 

和 確 定 （《新 國 際 版 》與 《現代 中 文 譯 本 》作 無 疑 ） ，因為它肯 
定 了 前 面 所 說 ，讀 者 們 已 經 如 此 學 習 基 督 ，因 此 他們不再處於外 
邦 人 的 黑 暗 和 無 知 裏 。34雖 然 第 一 個 語 句 直 譯 作 H 尔 們 聽 過 祂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思 高 聖 經 》 、 《新 譯 本 》 ） ，被認為是表 
示 基 督 已 經 透 過 基 督 徒 教 師 的 口 指 教 讀 者 們 ，希 臘 文 的 結 構 卻 表  
示 ：他 們 所 聽 到 的 ，乃 是 關 乎 祂 。35在 福 音 的 傳 揚 中 ，他們首次 
聽 到 基 督 （參 ：一 1 3 ) ，然後又以他們所受的系統教導來加強從 

前 所 聽 的 道 ，36這 都 是 透 過 升 天 的 主 耶 穌 特 別 裝 備 的 人 作 的 （四
11 ; 參 ：二 20 - 三 5 ) °

33 注意 M eyer, 243 ；和 A bbo tt, 1 3 5 。

3 4 注意在以弗所書三章2 節 對 Y£ ( 「諒必」）的討論。

3 5 雖然在新約聖經裏有些差異 ’ 在 動 詞 dncotio) ( 「聽 」）後 面 ，某人聽 
到有關一個人的事，有時會以直接受格表示（如以弗所書四章2 1 節 
這 裏 ；參 ：林前一 23 ；林後一 1 9 ) ，而聽見某人的話語，則以所有 
格 表 示 ；如 BDF § 1 7 3 (1 )所認為的；參 BAG D , 3 1 -3 2 。

3 6 基督是這教導的焦點》在兩個子句裏提到的「祂 」都是強調用法，因 
為它出現在限定動詞的前面：「關於祂你們聽到了 >而且在祂裏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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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在 學 習 基 督 時 ，讀 者 們 聽 到 祂 ，並 在 祂 裏 面 受 教 ，都是按照 
在 耶 穌 內 的 真 理 （《思高聖經》 ；《和 合 本 》作 學 了 祂 的 真 理 ） 。 
這 子 句 乃 是 修 飾 之 前 的 ，使 整 個 語 句 與 第 一 個 表 述 「你們學了基 
督 」 （第 2 0 節 ）類 似 。第 2 0 節 的 「卻 不 是 這 樣 」作出一個對 

比 ，表 示 在 耶 穌 裏 體 現 的 真 理 是 讀 者 們 在 基 督 之 福 音 傳 統 上 受 教  
的 標 準 ，因 此 與 第 1 7 〜 1 9 節 所 描 述 之 外 邦 人 的 生 活 形 態 格 格 不  

入 。37

即 使 在 某 些 細 節 上 有 難 題 ， 「按 照 在 耶 穌 內 的 真 理 」這子句 
的 大 致 意 思 卻 相 當 清 楚 。第一  • 原 文 裏 名 詞 真 理 沒 有 冠 詞 ，但英 
文 卻 譯 為 「這 真 理 」 ，因 為 這 在 這 裏 的 文 脈 中 是 最 合 理 的 。38不 
帶 冠 詞 的 抽 象 名 詞 （如 ：罪 、死 、和 恩 典 ）並 非 罕 見 ，39在保羅

們被教導」 （c»5t6v ^KOuaaTE xai hi aurai ^8i5ax0TiT£ ) 。布 魯 斯 （Bruce， 
357 ) 主 張 ，「在基督裏受教就是在基督徒團契的環境中受教。」馬 
可 • 巴 特 （B arth，530 ) 認 為 ：「在祂裏面」這片語是把基督描述為 
「教導及學習活動在其上發生的基礎、發生於其中的範疇、或是發生 

於其經管之下」 。
37 注意 M eyer, 243 ；和 L in co ln , 283 的討論。

3 8 其他的解釋則充滿相當多的難題。例 如 ：馬 可 • 巴 特 （Barth, 505， 
533-36 ) 認 為 《00火是引介一個引句「真理是在耶穌裏！」 （這也包 
括 第 22〜2 4 節 ）的格式語，這看法所解決的難題，還不如它所造成 
的 多 ；而狄拉波特瑞（I. de la Potterie , 'Jesus et la ve rity  d 'apres 
Eph 4 ,21 ’ ，AnBib  18 [1963], 4 5 - 5 7 ) 堅 稱 ：因為 dAiieeia 無定冠詞， 
它就一定是居於述語位置（表 示 「正如他在耶穌裏是真理」） ，但這 
也是說不通的。 「正如在耶穌裏有真理」的意思很清楚，但在這裏的 
文脈中似乎太過不明確。注 意 L in co ln , 2 8 0 -8 3 充分的討論。

39 XApiq ( 「恩典」) 在以弗所書二章5 節裏沒有定冠詞，但在第 8 節裏 
卻有定冠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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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 ：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書信裏的真理就是一個例子，顯然是為了各種不同的原因。4<)在 

以弗所書這個段落，自始至終都相當強調「真理」 。使徒呼籲這 

些基督徒不要被假教師們邪惡的陰謀誤導，倒要在愛中說福音的 

真 理 ，使他們得以長進，連於元首基督（第 1 4 、1 5 節 ） 。接著提 

到的是一個新人，那 是 「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潔 」 （第 2 4 節 ） ，而在基督裏的新生命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各 

人應當抛棄虛假，與鄰舍說真理（第 2 5 節 ；參 ：五 9 ，六 1 4) 。

第二個不尋常的特點是用到「耶穌」這 名 字 （《思高聖經》 

按照在耶穌內的真理；《和合本》作學了祂的真理） ，這是它在 

以弗所書中單獨出現的唯一的地方（但 是 參 ：一 1 5 的 「主耶 

穌 」） 。從 「基督」這頭銜改用這個名字，似乎是有意的，但不 

是 因 為 「耶穌」這名字是針對諾斯底主義把天上的基督與地上的 

耶穌分離的教導，41而是要強調這位歷史性的耶穌本身就是真理 

的體現。42使徒提醒他的讀者們，他們在福音的傳統中領受的教 

導實際上就是「在耶穌裏的真理」 。

四 2 2 . 他們所受基督徒教導的內容是在耶穌這個人裏面（第 

2 1 節 ） ，如今在第 2 2〜2 4 節裏又藉著三個不定詞來補述：「要 

脫去」 （第 2 2 節） 、「要改換一新」 （第 2 3 節） 、和 「穿上」

4 0 注 意 ，如 ：羅二 2 ，九 1 ; 林後十二 6 ；弗 四 25 , 五 9 ，六 14 ; 西一 
6 。參 BDF §258 ；和 L in co ln , 2 8 1 。

4 1 包括席列爾和葛尼喀在內的一些人持這看法。但在以弗所書其他地方 
似乎沒有坪擊諾斯底主義（參 A rn o ld ，7 - 1 3 ) ，而 且 四 章 2 1 節緊鄰 
的上下文不是關乎基督論• 而是道德訓勉。外邦人被吸引入第17〜 19 

節的道德敗壞中，並沒有線索顯示是因為一個錯誤的基督論的緣故》
4 2 參 Best, 4 2 9 -3 0 。這變化似乎不只是在行文風格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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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 第 2 4 節 ） 。雖 然 這 三 個 不 定 詞 被 一 些 人 解 釋 為 命 令 語 氣 ，43表 

示 這 教 導 的 目 的 、44或 表 示 讀 者 們 受 教 的 結 果 ，45最 妥 善的作法 
似 乎 是 把 它 們 當 作 增 添 的 說 明 （e p e x e g e t ic ) ，所 以 ，是說明所傳 
遞 給 他 們 的 福 音 傳 統 的 三 個 基 本 層 面 》46《新 國 際 版 》是這種解釋 
的 代 表 ，它 重 複 第 2 1 節 的 你 們 受 了 教 導 ，然 後 繼 續 ，關於你們從 
前 的 生 活 方 式 ，要 脫 去 … … （第 2 2 節 ） ；要 被 更 新 … … （第 23 

節 ） ；而且要 穿 上 … … （第 2 4 節 ） 。讀 者 們 已 經 受 到 教 導 ，要成 
為 信 徒 就 表 示 與 過 去 徹 底 來 個 一 刀 兩 斷 》同 時 ，在這個勸勉的文 
脈 中 ，這 三 個 不 定 詞 也 似 乎 有 隱 含 的 命 令 語 氣 的 作 用 ，意思不是

4 3 不定詞和分詞有時都能當作命令語氣使用，特別是在道德規範中（注 
意 ：羅十二 9〜1 5 ) 。參 B arth，505-6 » 見道筆有關拉比文獻用法的 
論 述 （D. Daube, 'P a rtic ip le ' and Im perative  in  1 Peter’ ，in E. G. 

Selwyn, The F 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London: M acm illan , 1947], 4 67 - 

8 8 ) ；有關歌羅西書三章 9 〜1 0 節 ，見 P. T. O ’ B rie n ，Colossians, 

Philemon, 1 8 8 -9 2 。但是有人主張，出現如8? ( 「你們」）加上不定 
詞 dTioe&em ( 「脫去」） ，排除了這種命令語氣用法的解釋。

4 4 讀者們受教導（iStSdxeiyrE) ，為 的 是 叫 他 們 得 以 脫 去 如 每  
KTA.)舊 人 ，並穿上新人》

4 5 他們受教的結果是他們已經脫去舊人、正在被更新、並且已經穿上新 
人 。因此這解釋被認為與歌羅西書的平行經文（三 9〜10) — 致 。但 
歌羅西書所表達的要點卻稍有不同（見下文） 。

4 6 有幾位解經家，包括羅炳森、侯 登 （H o u ld e n ) 、凱 爾 德 、布 魯 斯 、 
和 林 康 即 如 此 認 為 。梅 爾 （Meyer, 244-46 ) 、葛 尼 喀 （G n ilka ， 
2 2 9 ) 和斯托得（ 1 8 2 -8 3 頁 = Stott, 1 7 9 -8 0 ) 則認為這三個不定詞是 
解釋在耶穌裏的真理。這在意思上只有非常小的差異，但是就句法上 
說 ，更自然的是把它們連結到i&SdxetvTE ( 「你們受了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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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 ：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說 讀 者 們 要 重 複 脫 去 舊 人 和 穿 上 新 人 的 事 情 ，而 是 說 他們要不斷 
活 出 他 們 與 過 去 一 刀 兩 斷 的 意 義 。47

脫 去 和 穿 上 外 衣 的 描 繪 在 古 代 世 界 裏 是 很 普 遍 的 ，也被神秘 
宗 教 用 來 論 及 入 教 的 行 動 。穿 上 外 衣 使 入 教 者 分 別 為 聖 ，以致能 
被 宇 宙 的 能 力 充 滿 ，有 分 於 神 明 的 生 命 》在 諾 斯 底 派 的 文 獻 裏 ， 
穿 上 外 衣 表 示 救 贖 已 經 來 到 ，這 救 贖 將 會 在 後 來 成 為 完 備 。但 
是 ， 「脫 去 舊 人 」和 「穿 上 新 人 」這 措 辭 的 背 景 既 非 諾 斯 底 主  
義 ，亦 非 神 秘 宗 教 。48在 舊 約 聖 經 裏 就 有 穿 戴 道 德 和 宗 教 特 質 的  
例 子 ，例 如 能 力 （賽五 i "一  9 , 五十二  1 ) 、公 義 （詩一三二  9 ； 
伯 二 十 九 1 4 ) 、威 嚴 （詩 九 十 三 1 ) 、尊 榮 （詩 一 〇 四 1 ; 伯四 
十 1 0 ) 、和 救 恩 （代 下 六 4 1 ) 。49但 是 ，不論舊約聖經或聖經以 

外 的 希 臘 文 著 作 ，都 沒 有 說 過 穿 上 一 個 「人 」 。
所 以 ，保 羅 的 措 辭 沒 有 字 面 上 完 全 相 同 的 用 法 。羅馬書十三 

章 1 4 節 講 到 披 戴 主 耶 穌 基 督 ，而 在 加 拉 太 書 三 章 2 7 節 裏 ，披戴 

基 督 就 等 於 受 洗 歸 入 基 督 。脫 去 各 樣 罪 惡 的 觀 念 也 出 現 在 保 羅 書

47 注意 R. A. W ild , ‘ “ Be Im ita to rs  o f God” ; D isc ip lesh ip  in  the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in Discipleship in the New Testament, ed. F. F. 

Segovia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985), 1 2 7 - 4 3 ，特 別 是  133; 

Schnackenburg, 199-200 ；和 L in c o ln ，2 8 5 -8 6 。

48 見 P. T. O ’ B rien, Colossians, Philemon, 188-89 的討論。

4 9 與披戴羞辱（詩 一 〇 九 2 9 ) 及 咒 餌 （詩 一 〇 九 1 8 ) 比 較 。拉比文獻 
談到穿戴屬靈和道德的特質，例如妥拉以謙卑和敬虔為衣（《米示 
拿》 〈先賢集〉六 1 ; 有關進一步的參考文獻，參 Str-B 2.301 ) ，與 
這裏的措辭類似（弗 四 2 2 、24 ; 參 ：西 三 8 、1 2 ) 。注 意 P. W. van 

der Horst, ‘ Observations on a Pauline Expression，，NTS 19 (1972 - 

73), 1 8 1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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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信 的 其 他 地 方 ，5<)羅 馬 書 六 章 6 節 說到信徒的舊人與基督同釘十 
字 架 。在 歌 羅 西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中 ，穿 戴 的 意 象 直 接 連 於 「舊 人 」 
及 「新 人 」 （第 2 4 節 ） 。這兩個詞語與其說是談到亞當和基督分 

別 代 表 舊 造 和 新 造 的 元 首 ，不 如 說 是 指 認 同 於 這 些 生 活 形 態 的 個  
人 。這 裏 的 「舊 人 」就 像 在 羅 馬 書 六 章 6 節 和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9 節 

裏 一 樣 ，指 一 個 被 罪 轄 制 之 人 的 全 人 。51在 羅 馬 書 和 歌 羅 西 書 的  
經 文 裏 ，與 舊 人 徹 底 一 刀 兩 斷 是 發 生 在 過 去 。而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讀 者 們 被 教 導 要 「脫 去 」舊 人 。假 使 如 上 文 所 主 張 的 ，這個 
增 添 說 明 的 不 定 詞 有 隱 含 的 勸 勉 作 用 ，那 麼 這 裏 就 更 加 強 調 在 脫  
去 舊 人 的 直 說 語 氣 和 命 令 語 氣 之 間 、以 及 在 「已 經 實 現 」和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之 間 的 張 力 。52讀 者 們 從 前 〔的 〕行為已經 在 前 面  
被 刻 畫 為 「肉 體 的 私 慾 」 （二 3 ) ，這 裏 則 明 說 那 是 要 拆 毀 的 。 

若 再 讓 它 影 響 他 們 的 生 活 ，那 就 是 愚 昧 了 。反 之 ，他們應當活出 
那 已 經 發 生 在 他 們 裏 面 的 劇 烈 改 變 的 意 義 。

「舊 人 」與 「新 人 」成 了 鮮 明 的 對 比 ，正 如 各 自 的 同 位 語 子  
句 清 楚 顯 示 的 。53前 者 正 在 被 虛 假 的 私 慾 敗 壞 的 過 程 中 ，而後者

5 0 羅十三 12 ；西 三 8 ( 參 ：來十二 1 ; 雅一 21 ；彼前二 1 ) 。

51 參 E. Larsson, Christus als Vorbild: 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paulin

ischen Tauf- und Eikontexten (Uppsala: A lm qv is t and W ikse lls , 1962), 

1 9 7 。

5 2 見 上文 ’ 9 4 -1 0 0 頁 。

53 與 TTaAai6v 6v0pa)TTov ( 「舊人 」 ，第 22 節）和 t6 v  Kaiv6v &vGpamov

( 「新人」 ，第 2 4 節 ）分別為同位語的兩個子句是鮮明的對比• 可 
排列如下：

t^v  <|>0eip<5jifvov Kardc rag drrarnc

「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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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則是在真正的公義和聖潔中照著神的形象造的（見 ••第 2 4 節的註 

釋 ） 。動 詞 「漸漸變壞」的主動語態是指「毀壞或摧毀某物」 ， 

在這裏則是用被動語態，指 「舊人」在道德上的持續敗壞，那是 

個腐化和毀壞的過程，最後以死亡告終（參 ：羅 八 21 ；加六 

8 ) 。54這最終瓦解的導因55就是那迷惑人陷入罪和錯謬的有害私 

慾 。它們已經被稱為「肉體的私慾」 ，這是舊的生活方式的特質 

(二 3 ) 。現在它們被稱作「迷惑的」私 慾 。它們是虛幻的，因 

為與現實脫了節，並且導致舊人的毀壞。因為是出於迷惑的私 

慾 ，它們就與福音的真理相對，這真理被保羅認為是神百姓成長 

所不可或缺的（四 15 ; 參 ：第 2 1 、2 4 節） 。

四 2 3 . 在我們所脫去的舊人（第 2 2 節 ）和穿上的新人（第 

2 4 節 ）這兩幅對比的畫面之間的，是 第 2 3 節 ：〔你們被教 

導〕… …要將……改換一新。讀者們受教導，不僅要脫去舊人及 

他那虛假的生活方式，並且要穿上新人；他們也被教導需要作裏 

面的更新。這裏單獨強調這個更新的觀念，而且它的功用不同於 

歌羅西書三章1 0節的平行經文裏所見的。

為了描述脫去舊人（第 2 2 節 ）和穿上新人（第 2 3 節 ） ，保 

羅用了兩個不定過去式的分詞：56他把每個動作都描繪為一個完

tov Kara 0eov KTiaGevTa 亡v SiKaioauv̂ Kai 6aiorr|Ti Tf]g dAr)0£iag
「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5 4 參 Louw and N ida §20.39 : (|)0e(p⑴的意思是「毀壞或摧毀某物’含義 

是使某物敗壞，以致消滅」，因此就是「摧毀」（林前三1 7 ) 。亦見 

BAG D , 8 5 7 ，那裏說毀壞某人是「藉著錯謬的教導或不道德」。意味 

深遠的是，純正的教導和與之相對的不道德都出現在這文脈裏。

5 5有關介詞KCtTd後面帶直接受格表示某事的根據或基礎，見 ：三 3 。

56 ’Atto祝oGai ( 「脫去」）和 &v56CTaa0ai (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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巻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整 或 不 可 區 分 的 整 體 。51但 是 ，在 第 2 3 節 談 到 裏 面 的 更 新 時 ，所 
用 的 卻 是 現 在 式 不 定 詞 。58保 羅 將 這 更 新 描 繪 為 一 個 過 程 。最好 
把 這 動 詞 當 作 被 動 語 態 （意 思 是 「被 更 新 」） ，而 非 關 身 語 態 ，59 

這 表 示 是 神 作 成 持 續 更 新 祂 的 百 姓 的 工 作 。同 時 ，隱 含 的 勸 勉  
( 見 上 文 ）強 調 了 信 徒 面 對 不 斷 挑 戰 的 觀 念 。當 讀 者 們在基督裏 

受 教 導 的 時 候 ，他 們 受 到 勸 勉 要 被 更 新 。他 們 當 使 自 己 降 服 在 神  

面 前 ，使 自 己 裏 面 的 人 被 更 新 》保 羅 給 在 羅 馬 的 基 督 徒 的 勸 勉 裏  
也 有 類 似 的 要 點 ，其 中 的 命 令 語 氣 是 以 被 動 語 態 表 達 ： 「只要心 
意 更 新 而 〔被 〕變 化 」 （羅十二  2 )  »

57 「不論該動作實際上是如何發生的」 • 這 都 是 真 的 （S. E. Porter, 
Idioms, 2 1 ) 。

58 *Avav£oOa0ai ( 「被更新」） 。

5 9 關身語態似乎沒有「更新自己」的 反 身 意 思 （BAG D , 5 8 亦如此認 
為 ；參 Louw  and N ida §58.72 ) 。雖 然 有 些 人 認 為 在 vto<; ( 「新 
的 」）和 KCUV欠 ( 「新的」）及它們各自的同源詞之間，有一特意作 
的 區 分 ，認為前者主要是表時間的形容詞，意 思 是 「年輕的」 * 而後 
者則有素質上的含義，指取代舊有的新事物，但這兩個講到新的字卻 
是同義字 * 二者都可有質或時間上的含義（參 R. A. H a rr is v ille , ‘ The 

Concept o f  Newness in  the New Testam ent’，JBL 74 [ 1955], 69-79 ; 

E. Larsson, Christus, 200 ) 。所 以 ，他們認為這裏（參 Schnacken- 

burg, 2 0 0 ) 在 新 人 （Kaiv<5< ;)和以 dvaveoOaGai ( 「被更新」 ，是 v《o<; 

的同源詞）所表達的更新之間是有區別的* 前者指素質上的差異* 因 
為它是神的創造，後者則是一個人變得年輕的活動；但這樣的說法不 
能成立。見 P. T. O 'B rie n , Colossians, Philemon， 190; L in co ln , 286 ； 
關於這個和有關「新 」的 經 文 ，注 意 C. B. Hoch, A ll Things New: The 
Significance o f Newness fo r Bib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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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 活 ：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根 據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2 3 節 ，這 更 新 發 生 的 範 疇 是 「你們心思的 

靈 」 （ 《恢 復 本 》 ； 《和 合 本 》作 「你 們 的 心 思 」 ） ，這是個不 
尋 常 的 措 辭 ，在 其 他 古 希 臘 文 獻 裏 沒 有 類 似 的 。許多人認為這片 
語 是 指 聖 靈 ，把 本 節 譯 作 「使 你 們 的 心 思 被 聖 靈 更 新 」 。W在以 
弗 所 書 其 他 地 方 ，這 詞 從 未 指 人 的 靈 ，但 整 本 書 信 都 強 調 聖 靈 在  
信 徒 生 命 中 的 作 為 （一 1 7 ，三 1 6 ，四 3 ，五 1 8 ，六 1 8 ) 。第 3 

節 （提 到 保 守 聖 靈 的 合 一 ）較 廣 的 上 下 文 ，和 第 2 4 節比較緊鄰的 

上 下 文 都 支 持 這 是 指 神 的 靈 說 的 。有 人 說 ，保 羅 力 勸 他 的 讀 者  
們 ，要 他 們 的 心 思 被 聖 靈 更 新 ，並 且 「穿 上 新 人 」 ，這是表示同 
一 實 際 的 兩 種 方 法 ，而 這 「被 更 新 過 的 心 思 」在 基 督 徒倫理中所 
扮 演 的 角 色 （羅十二  2 ) 基 本 上 是 同 樣 的 重 點 。61此 外 ，根據提多 
書 三 章 5 節 ，執 行 這 更 新 的 顯 然 是 聖 靈 。

但 與 這 種 多 數 解 釋 不 同 的 是 ，經 文 說 的 是 「你 們 的 心 思 的  
靈 」 ，而 非 「在 你 們 的 心 思 裏 」 ，很 難 想 像 神 的 靈 怎 麼 可 能 被 描  
述 為 屬 於 「你 們 的 心 思 」 。如 果 保 羅 要 說 的 是 「心 思 被 聖 靈 更  
新 」 ，通 常 需 要 不 同 的 文 法 結 構 。62所 以 更 妥 善 的 是 把 「靈 」和 
「心 思 」二 詞 理 解 為 以 弗 所 書 裏 堆 積 同 義 詞 的 另 一 個 例 子 。因 

此 ，這 個 更 新 工 作 的 範 疇 就 是 在 這 人 的 最 裏 面 （參 ：三 1 6 的 「裏

6 0 如 ：席 列爾、侯 登 、葛 尼 喀 、恩 斯 特 、史納肯伯等即如此認為，注意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1 10—1 2 。

61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 1 0 -1 1 。

62 例如 Zv nvEu^ari toO \odq u^oiv。費 依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11 ) 的傾向是把這詞語理解為指向聖靈，但他基於文法和 
用 法 ，勉強承認這片語是「一個極度奇特的方式，談到人內在的生 
命 」 。但是費依卻說，雖然第一個所指的是人的靈，我們卻當預備承 
認 「聖靈就在一旁盤旋」 （7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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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面 的 人 」 ） ，意 思 就 是 「我 們 思 想 的 模 式 、動 機 、和方向都必須 
被 改 變 」 。63從 神 學 上 說 ，這 種 裏 面 的 更 新 是 聖 靈 的 工 作 （多三 
5 ) ，漸 進 地 將 信 徒 轉 變 為 基 督 的 形 象 ， 「榮 上 加 榮 」 （林後三 
1 8 ) 。是 聖 靈 的 能 力 使 裏 面 的 人 每 日 被 更 新 （四 1 6 ) 。而 且 ，雖 

然 這 種 持 續 的 改 變 是 從 裏 面 發 生 ，但 是 下 一 節 所 提 到 的 仁 義 和 聖  
潔 卻 表 示 它 對 信 徒 的 行 為 舉 止 也 有 影 響 。

這 與 本 段 前 面 的 部 分 （第 17〜 1 9 節 ）形成的對比是再鮮明不 

過 了 。那 裏 將 在 基 督 以 外 之 外 邦 人 的 絕 望 光 景 描 述 為 心 地 昏 昧 ， 
以 致 看 不 見 真 理 ，而 且 他 們 之 所 以 與 神 隔 絕 ，是他們裏面無知的 
結 果 。結 果 ，他 們 就 使 自 己 沉 淪 於 各 樣 的 墮 落 活 動 中 。而 這 裏 ， 
心 思 的 不 斷 改 變 導 致 公 義 和 聖 潔 的 生 活 ，反 映 出 神 自 己 的 屬 性  
( 參 ：' 羅十二  2 ) 。保 羅 論 述 的 進 展 所 暗 示 的 是 ，若沒有神的更 

新 ，人 的 心 思 根 本 無 法 引 導 或 保 守 我 們 活 在 討 神 喜 悅 的 生 活 方 式  
中 。 「如 果 異 教 徒 的 墮 落 是 因 為 他 們 心 思 的 虛 妄 ，那麼基督徒的 

公 義 就 有 賴 於 我 們 心 思 的 不 斷 更 新 了 。j  64

四 2 4 . 讀 者 們 被 教 導 的 福 音 傳 統 的 第 三 個 基 本 層 面 （參 ：第 
2 2 〜2 3 節 ）是 穿 上 新 人 ，這 新 人 的 被 造 ，是要彰顯屬於神的道德 

特 質 ，如 公 義 和 聖 潔 等 。而 且 ，這 第 三 個 不 定 詞 ，穿 上 ，像前兩 
個 一 樣 ，隱 含 命 令 語 氣 的 作 用 ，但 意 思 並 非 他 們 要 不 斷 穿 上 新  
人 ，而 是 他 們 應 當 照 著 神 已 成 就 的 大 能 改 變 來 過 他 們 的 日 子 。

63 D. G. Peterson, Possessed by God: A  New Testament Theology o f Sanctifi

cation and Holiness (Le icester: A p o llo s，1995), 1 3 2。注意他在  pp. 

126 -32有關更新主題的論述。

64 斯托得 ，184 頁 =  Stott, 1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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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 ：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 「新 人 」有 整 體 和 個 別 的 含 義 。65這詞語已 
經 出 現 在 二 章 1 5 節 * 指 包 括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內 的 新 人 類 ，他們 
雙 方 在 基 督 裏 被 聯 合 ，作 為 這 新 團 體 包 容 性 的 代 表 。在 第 2 4 節這 
裏 ，這 整 體 的 表 達 變 為 個 別 性 的 。就 如 舊 人 是 在 目 前 的 邪 惡 世 代  
的 轄 制 之 下 ，這 新 人 也 是 新 創 造 以 及 那 要 來 世 代 的 一 部 分 。它是 
神 的 大 能 作 為 • 而 非 我 們 的 ；但 是 * 信 徒 要 穿 上 這 新 身 分 ，此一 
事 實 表 示 祂 的 新 創 造 被 信 徒 歡 喜 地 接 受 。這 就 謹 慎 地 平 衡 了 神 的  
作 為 和 人 的 回 應 （參 ••腓 二  1 2〜 1 3 )  而 結 尾 的 片 語 ， 「在出 

自 真 理 的 公 義 和 聖 潔 中 」 （參 《和 合 本 修 訂 版 》 ； 《和 合 本 》作 
「有 真 理 的 仁 義 和 聖 潔 」） ，表 示 這 種 穿 上 新 人 有 重 要 的 道 德 含  

義 。
在 這 結 束 本 段 落 （第 17〜2 4 節 ）的 形 容 詞 子 句 裏 ，有數個關 

於 這 新 人 的 重 要 特 徵 吸 引 了 我 們 的 注 意 ： 「 〔這 新 人 〕是在出自 
真 理 的 公 義 和 聖 潔 中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造 的 」 （ 《和 合 本 》作 「是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造 的 ，有 真 理 的 仁 義 和 聖 潔 」 ） 。第 一 ，這個實體 
是 神 親 自 作 成 的 新 創 造 ：動 詞 「造 」在 這 裏 用 的 是 被 動 語 態 ，指 
神 創 造 性 的 作 為 （參 ：弗二 1 0 ， 「我 們 原 是 祂 的 〔即 神 的 〕工 

作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造 成 的 」 ） 。67就 定 義 上 說 ，這新的創造是神 
自 己 的 工 作 ，而 公 義 和 聖 潔 是 解 釋 片 語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 * 因 
此 ，它 們 的 道 德 本 質 也 被 認 為 主 要 是 神 的 創 造 》如 此 ，這新人就 
與 那 漸 漸 毀 壞 的 「舊 人 」 （第 2 2 節 ）形 成 鮮 明 的 對 比 。

65 希腿文 kcuv6s Sv0pti)iTO5。參 L in co ln , 2 8 7 。

66 注意 P. T. O ’ B rien , Philippians, 273-89 就腓立比書二章 1 2~ 1 3  節 
裏 ，神的作為和人的回應之間關係的討論》

67 希腿文 。Schnackenburg, 201 ; 和 R. A. W ild , ‘ “ Be Im ita 

to rs" ’，133’ 1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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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第 二 ，神 不 僅 是 這 大 能 作 為 的 作 者 ；祂 也 是 這 新 創 造 的 模 式  
或 典 範 。它 是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 （直 譯 為 「根 據 神 」 ）造 的 ，68 

也 就 是 被 造 「像 祂 」 。所 以 • 這 新 人 的 特 質 是 公 義 和 聖 潔 ，這兩 
個 特 質 在 舊 約 聖 經 和 新 約 聖 經 裏 都 用 來 描 寫 神 ，也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 《七 十 士 譯 本 》的 類 似 經 文 堅 稱 ，那 真 正 公 義 和 聖 潔 的 乃 是  
神 ；在 申 命 記 三 十 二 章 4 節 ，就 這 樣 因 著 祂 的 偉 大 而 讚 美 祂 ：

祂 是 磐 石 ，祂 的 作 為 完 全 ，
祂 所 行 的 無 不 公 平 。

是 誠 實 無 偽 的 神 ，
又 公 義 ，又 正 直 。

( 參 ：詩 一 四 五 〔《七十士譯本》一 四 四 〕17 ；啟 十 六 5 。）69

第 三 ，在 這 個 勸 勉 的 文 脈 裏 ，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可能也有目 
的 論 （t e le o lo g y ) 的 含 義 。™ 這 新 人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被 創 造 ；

6 8 介詞片語 k o t 6  0 £ 6 v 指出這新人與神的關係，可以翻譯為「照著神」、 

「與神相似」 、或 「像神」 。「照著神的旨意」雖然在神學上是正確 

的 ，但卻沒有充分掌握這文脈的含意；它指的只是「一個自願的關 

係 」 （參 R. A. W ild , ‘ “ Be Im ita to rs ”  ’ ，142, 135 ) - 而 且 ’按著結 

尾的介詞片語  i v  S iK a io o u v t )  K a i  6 < 7 i 6 t t ) t i  T f)； d A r i 0 d a 5  ( 「在出自真理的 

公義和聖潔中」） ，這並不是妥當的翻譯。

6 9 申命記九章 5 節否定人的公義和聖潔與以色列之領受其產業有任何關 

連 ；倒不如說 ’ 那是因為主對祂百姓的愛，以及祂信守向他們列祖所 

起的誓（七 7〜8 ) 。《所羅門智訓>  九 章 3 節講到人間的政府「以聖 

潔和公義」管理世界 • 但其上下文強調是神建立這樣的秩序的（九 1 

~ 2 )  ； R. A . W ild , ‘ “ Be Im ita to rs ”  ’ ，134 亦如此認為》

70 R. A . W ild , ‘ “ Be Im ita to rs ”  ’ ，1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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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 ：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四 17〜 24 )

因 此 就 是 要 像 祂 。原 則 上 ，信 徒 們 已 經 是 神 的 新 創 造 的 一 部 分  
(二  1 0 、15 ; 參 ：林 後 五 17 ；加 六 1 5 ) 。所 以 ，他們的行為舉 

止 必 須 符 合 他 們 在 基 督 裏 的 新 地 位 和 身 分 。71他 們 應 當 公 義 ，就 
如 祂 是 公 義 的 ，應 當 聖 潔 ，就 如 祂 是 聖 潔 的 。 「聖 潔 」和 「公 
義 」72這 兩 個 詞 一 起 （參 ：路一  7 5 ) ，是指整個具有崇高德行的 

生活—— 這 種 意 思 符 合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並與一般希臘一羅馬世界的 
語 言 用 法 一 致 ，雖 然 在 意 義 上 稍 有 差 異 。73所 以 ，這一對詞語解 
釋 了 「神 的 形 象 」的 意 義 。本 段 中 存 在 於 舊 秩 序 和 新 秩 序 之 間 的  
張 力 ，與 保 羅 著 作 裏 其 他 地 方 所 謂 「直 說 語 氣 」和 「命 令 語 氣 」 
之 間 的 相 互 影 響 類 似 ：信 徒 要 成 為 他 們 在 基 督 裏 之 所 是 。在這文 
脈 裏 的 文 字 與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1 0 節 的 平 行 經 文 有 些 不 同 ，那裏引喻 
創 世 記 一 章 2 6 節 ，說 這 新 人 是 「在 知 識 上 漸 漸 更 新 ，正如造他主

71 A rn o ld , 1 4 3 。

7 2 就像在以弗所書五章9 節和六章 1 4 節 裏 ，SiKcaoaiivri在這裏表示一項 
倫理美德。

73 衛 爾 德 （R. A. W ild , ‘ “ Be Im ita to rs ” ，’ 134-35，142 nn. 49，5 0 ) 叫 
我 們 注 意 到 柏 拉 圖 （ 《申 辯 辭 》 〔A pok幻/ 〕35D ; 《克 力 同 》

C Crito  ] 54B ; 《泰 阿 泰德 》 〔Theaetetus ) 172B, 176B ) 和斐羅 
( 《論亞伯與該隱之獻祭》 [ De Sacrificiis Abelis e t 57 ; 《論特 

殊法律》 〔De Specialibus Legibus ) 1.304; 2.180 ；《論美德》 〔De W?*- 

tutibus ) 5 0 ) 的 作 品 ，在那些例子中，這兩個詞一起出現，表示一般 
崇高品德的生活以及所謂的像神是甚麼意思。他的結論是：「我們也 
可以很穩妥地假定，一個希臘一羅馬的聽眾會將這片語理解為一個包 
羅甚廣的語句，包括所有美德和優點的總和」 （135 ) 。衛爾德認為 
保羅的操練的目的是，照著傳統柏拉圖思想，「被神同化」 ，但 「同 
化 」是否確實能描述保羅的觀點，則有待質疑（見 ：五 1 的註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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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的 形 象 」 。74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沒 有 引 喻 亞 當 受 造 的 典 故 ，重點 
在 於 效 法 神 的 生 活 。

最 後 ，結 尾 的 所 有 格 片 語 「真 理 的 」 ，最好理 解 為 表 示 來 源  
或 源 頭 。這 新 人 的 特 色 是 聖 潔 和 公 義 ，這 兩 個 美 德 來 自 「真 
理 」 ，這 是 以 另 一 個 方 式 表 明 來 自 神 自 己 。祂 就 是 真 理 。這些特 
質 出 自 於 祂 ，與 祂 的 屬 性 一 致 ，至 終 也 是 實 際 的 。就 這 意 思 而  

言 ，它 們 可 說 是 「真 正 的 聖 潔 和 公 義 」 。在 以 弗 所 書 更 廣 的 文 脈  
裏 ， 「真 理 」就 是 福 音 的 真 理 （一 1 3 ) ，是讀者們在基督耶穌裏 
受 教 時 所 學 習 的 （見 ：四 2 1 的 註 釋 ） 。這真理相對於錯謬的教導 
和 各 樣 的 詭 計 （第 1 4 節 ） ；而 彰 顯 這 些 出 自 福 音 真 理 的 美 德 ，立 

即 的 結 果 就 是 每 個 信 徒 都 應 脫 去 虛 假 ，向 各 人 的 鄰 舍 說 實 話 （第
25 節 ） 。

這 段 經 文 繼 續 從 四 章 1〜3 節 開 始 對 讀 者 們 的 談 論 ，它是個直 

接 的 勸 勉 ，詳 細 說 明 ：對 信 徒 所 蒙 的 召 而 言 ，有 哪 些 是 不 合 適  
的 ，又 有 哪 些 是 合 適 的 。這 些 讀 者 大 多 數 都 是 從 外 邦 和 異 教 背 景  

中 被 領 入 與 神 之 間 的 活 潑 關 係 。因 此 ，使 徒 在 「舊 人 」特有的生 
活 方 式 及 「新 人 」的 標 誌 之 間 作 了 清 楚 的 區 別 （四 17〜2 4 ) ，力 

勸 他 的 讀 者 們 不 要 返 回 舊 有 的 方 式 。他 已 經 為 接 下 來 更 詳 細 、特 
定 的 道 德 勸 勉 奠 下 基 礎 》

74 注意 P. T. O ’ B rien , Colossians, Philemon, 191-92 對此片語所做的討 
論 。布 魯 斯 （Bruce, 359 ) 認為這兩段經文之間的差異很小。他將 
「照著神」這片語解釋為「在神的形象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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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 25〜五 2 )

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25〜五2)
25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 

是互相為肢體。26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曰落，27也不 

可給魔鬼留地步。28從前偷竊的，不 要 再 偷 ；總 要 勞 力 ，親 

手做正經事，就 可 有 餘 ’ 分給那缺少的人。29污穢的言語一 

句不可 出 口 ，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 

處 。30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祂的印記，等候 

得贖的曰子來到。31—切 苦 毒 、惱 恨 、忿 怒 、嚷 鬧 、毀 謗 ’ 
並一切的惡毒 （或 作 ：陰 毒 ）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32並要 

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 饒 恕 ，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 

了你們一樣。w 所 以 ，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 

樣 。2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 

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 與 神 °

保 羅 現 在 繼 續 清 楚 說 出 特 定 、具 體 的 勸 勉 ，這是直接從前一 
段 的 道 德 訓 勉 衍 生 出 來 的 ，那 裏 對 舊 的 生 活 方 式 及 新 的 生 活 方 式  
作 了 清 晰 的 區 分 （四 17〜2 4 ) 。思 路 的 進 展 ，是從學習基督和新 

造 的 崇 高 意 境 ，轉 到 「基督徒行為的基本細節—— 說誠實話和控制 
我 們 的 脾 氣 、在 工 作 上 誠 實 及 言 語 帶 恩 慈 、饒 恕 、愛 、以及節制 
性 行 為 」 。1 每 一 項 勸 勉 都 與 基 督 身 體 內 的 人 際 關 係 有 關 （第 25 

節 ） 。特 別 的 是 ，目 的 是 要 培 養 神 百 姓 的 合 一 ，就是讀者們曾受 
熱 切 勸 勉 要 竭 力 保 守 的 聖 靈 的 合 一 （第 3 節 ） ，而 「要避免的惡 
全 都 是 會 毀 壞 人 類 和 睦 的 」 。2 在 第 2 5 〜3 1 節 裏 ，保羅提到負面

1 斯托得 ，185 頁 = Stott, 184 »

2 Houlden,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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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的 行 為 方 式 ，是 受 信 人 應 當 避 免 的 。在 每 個 例 子 裏 （除 了 第 2 6 、 
2 7 節 裏 的 生 氣 之 外 ） ，3 每 一 個 負 面 的 禁 令 都 有 一 相 對 的 正 面 勸  

勉 來 平 衡 。使 徒 勸 他 的 讀 者 們 不 僅 要 棄 絕 說 謊 、偷 竊 、和 生 氣 ； 
也 需 要 說 誠 實 話 、努 力 工 作 、並 以 恩 慈 對 待 他 人 。此 外 ，在每個 
命 令 後 面 都 有 一 假 定 或 暗 示 的 鼓 勵 性 子 句 ，那 等 於是個神學上的 
理 由 。在 四 章 3 2 節 〜 五 章 2 節 裏 的 勸 勉 則 純 粹 是 正 面 的 ，讀者們 

受 勸 勉 * 要 彼 此 以 恩 慈 、憐 憫 、和 饒 恕 相 待 。保 羅 接 著轉到愛這 
個 核 心 的 要 求 ，然 後 提 到 以 基 督 的 愛 為 典 範 來 結 束 這 部 分 ： 「正 
如 基 督 愛 我 們 ，為 我 們 捨 了 自 己 ，當 作 馨 香 的 供 物 和 祭 物 • 獻與 
神 」 （五 2 ) . 。

第 2 5 節 以 所 以 開 始 ，在 邏 輯 上 是 連 結 到 前 面 的 段 落 ，因為保 

羅 在 此 從 一 般 性 的 勸 勉 轉 入 更 特 定 的 勸 勉 。動 詞 「棄 絕 」已經在 
第 2 2 節 用 來 指 「脫 去 」舊 人 ，而 關 鍵 字 「真 理 」 （《和 合 本 》作 
「實 話 」）是 取 自 第 2 4 節 結 尾 的 片 語 。雖然有人主張這部分的道 

德 訓 勉 （從 第 2 5 節 起 ）結 束 在 四 章 3 2 節 ，但 基 於 更 有 力 的 理  
由 ，結 尾 應 該 是 在 五 章 2 節 。4 要活在愛中的勸勉總結了前面的特

3 然而要注意：在 第 3 1 和 3 2 節 裏 ，以饒恕所需的正面特質，取代了與 
生氣有關的負面特徵的清單；而接下去的就是鼓勵性的子句，「正如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4 把段落設定在五章2 節 （而 非 四 章 3 2 節 ）結束的理由如下：（1) H - 

v£aee oi5v ( 「所 以 ，你 們 當 〔效 法 〕」 ，五 1 ) 是 重 複 四 章 3 2 節的 
yiveoee丨况] ( 「要 」 〔恩慈〕） 。四 章 3 2 節提到神饒恕的愛，在此成 
了基督徒彼此相待的典範。所 以 五 章 1 節是重述前段，而非開始一個 
新 的 主 題 。（2 ) 這段經文以一個正面的語氣結束，以 「要憑愛心行 
事 」 （五 2 ) 這個勸勉圚滿結束了前面的特定勸勉。（3 ) 五章 3 節轉到 
道德教導的一個新的範圍，就是關於性的部分，這 是 在 四 章 25〜 32 
節裏未曾提到的。所 以 TiopvEict S£ ( 「至於淫亂」）開始了一個新段

558



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勘勉（四 25〜五 2 )

定 訓 誡 ，而 關 於 基 督 之 死 的 鼓 勵 性 子 句 則 提 供 了 這 訓 誡 的 神 學 基  
礎 > 以 一 種 形 成 高 潮 的 方 式 完 成 這 個 段 落 。

四 章 2 5 節 〜 五 章 2 節書信體裁的道德訓勉包含一系列的勸勉 

句 子 ，提 供 了 日 常 生 活 中 行 為 舉 止 的 規 範 。這 些 道德句子也常出 
現 在 希 臘 化 時 期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裏 ，並 且 被 希 臘 化 猶 太 教 採 用 ，它 
們 所 用 的 是 一 種 普 遍 的 道 德 訓 勉 格 式 ，就 是 惡 行 與 美 德 的 清 單 。5 

在 新 約 聖 經 裏 ，這 類 的 清 單 是 用 於 護 教 和 勸 勉 的 文 脈 中 （羅一 29 

〜 31 ；林 前 五 10〜 11 ；加 五 19〜 23 , 等 等 ） ，有時是勸勉本身 
的 一 部 分 （弗 四 3 1 〜 32 ; 參 ：腓 四 8 ) 。關於這些美德及惡行清 

單 最 初 的 來 源 • 學 者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所 提 到 的 包 括 舊 約 聖 經 、猶 
太 教 的 「兩 條 道 路 」的 模 式 、昆 蘭 文 獻 、斯 多 亞 主 義 、和流行的 
希 臘 一 羅 馬 哲 學 等 。

更 重 要 的 是 以 弗 所 書 如 何 使 用 這 些 道 德 清 單 。雖然眾解經家 
都 正 確 地 注 意 到 這 清 單 與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8 〜 1 4 節那分清單的相似 
之 處 ，6 但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2 5 節 〜 五 章 2 節 這 裏 ，保羅明確地 
提 到 舊 約 聖 經 （第 2 5 、2 6 節 ） ，7以及使用令人想到先前經文的 
文 字 和 引 喻 等 （第 3 0 節 ，五 章 2 節 ） ，8 來 補 充 他 的 勸 勉 。在保

落 。注意 Schnackenburg，204 的 詳 細 討 論 ；參 L in co ln , 294 ，和 
Best, 4 4 3 。

5 注 意 L in c o ln ，2 9 4 -9 7 裏的討論和參考文獻 ’ 及 C. G. Kruse, ‘ V ir -  
tues and V i c e s ’ ，DPL, 9 6 2 - 6 3  o

6 見 P. T. O ’ B rie n ，Colossians, Philemon, 179-81，1 8 6 -2 0 4 。

7 亞 八 1 6 ; 詩四 4 。

8 赛六 十 三 10 ；詩四十5 ( 《七十士譯本》三十九6 ) ；出二十九18 ； 
結 二十 4 1 。關於以弗所書裏引用舊約聖經的重要意義• 見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 s te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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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羅 福 音 的 基 督 論 和 末 世 論 層 面 裏 ，惡 行 被 視 為 「舊 人 」運作的結 
果 ，而 德 行 或 美 德 則 是 在 「新 人 」裏 產 生 的 ，反 映 出 基 督 的 屬  
性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前 面 的 四 章 1 7〜2 4 節的上下文標示了神學和 

道 德 的 基 礎 。所 提 到 的 惡 行 都 是 會 攪 亂 神 百 姓 間 的 合 一 的 ，這合 
一 是 在 四 章 1〜 1 6 節 文 脈 裏 的 一 個 極 重 要 的 議 題 ’ 而諸美德則促 

進 了 群 體 的 生 活 。有 時 使 徒 會 強 調 他 在 本 書 信 前 面 所 用 的 神 學 詞  
語 ；所 以 第 2 5 節 裏 表 達 動 機 的 子 句 《 「因 為 我 們 是 互 相 為 肢  
體 」 ，所 指 的 是 第 1 2 及 1 6 節 的 「身 體 的 語 言 」 ，而提到神的聖 
靈 ， 「你 們 原 是 受 了 祂 的 印 記 ，等 候 得 贖 的 日 子 來 到 」 （第 30 

節 ） ，則 是 重 述 一 章 13〜 1 4 節 那 處 提 到 聖 靈 的 重 要 經 文 。

若 說 所 列 出 的 罪 行 或 美 德 與 它 們 出 現 的 上 下 文 無 甚 關 連 ，雖 
然 可 能 失 之 太 過 ，這 類 道 德 訓 勉 的 材 料 有 很 廣 的 適 用 性 ，這表示 
我 們 不 應 當 只 是 在 每 一 個 收 信 的 群 體 中 找 出 特 定 和 詳 細 說 明 的 問  
題—— 例 如 ，第 2 5 和 2 8 節 表 示 保 羅 知 道 ：在這些教會裏存在有 

竊 賊 和 說 謊 者 ，是 他 必 須 直 接 責 問 的 。而 所 談 到 的 論 題 • 就是說 
實 話 、處 理 怒 氣 、努 力 工 作 、造 就 人 的 話 、恩 慈 、和 愛 ，如四章
1〜 1 6 節 清 楚 表 示 的 * 在 在 顯 示 ：保 羅 所 關 切 的 ，是神的百姓能 

以 實 際 的 方 式 彰 顯 在 愛 中 的 合 一 。9

四 2 5 . 現 在 ，保 羅 提 出 一 系 列 的 特 定 勸 勉 ，目的是要培育出 

符 合 這 「新 人 」的 行 為 舉 止 ，詳 細 說 明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被 造 的 結  
果 。m 這 裏 是 刻 意 與 前 段 作 連 結 ：動 詞 「棄 絕 」已 經 在 第 2 2 節用 
來 指 脫 去 舊 人 • 而 關 鍵 性 的 觀 念 「真 理 / 實 話 」則 是 重 拾 第 2 4 節 
結 尾 的 片 語 （參 ：第 1 5 、2 1 節 ） 。讀 者 們 已 經 受 到 教 導 ，要脫去 
那 因 私 慾 的 迷 惑 而 漸 漸 變 壞 的 「舊 人 」 （第 2 2 節 ） 。他們現在就

9 L in co ln , 2 9 9 。

10 A i6 是個強烈的推論性連接詞，意 思 是 「因 此 ，為這緣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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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 25〜五 2 )

應 當 「脫 去 」 （ 《和 合 本 》作 「棄 _ 」 ） 11 一 切 謊 言 ，12那是他 
們 過 去 的 生 活 樣 式 及 它 帶 傷 害 性 和 欺 哄 性 手 段 的 特 色 。

但 是 ，單 單 棄 絕 謊 言 還 不 夠 。每 位 13讀 者 都 要 向 自 己 的 鄰 舍  

說 真 理 / 實 話 。保 羅 用 了 一 個 對 應 的 正 面 命 令 來 平 衡 他 的 負 面 禁  
令 。他 們 已 經 穿 上 了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而 造 的 「新 人 」 。因 此 ，來自 
神 自 己 （第 2 4 節 ） 、也 在 耶 穌 裏 （第 2 1 節 ）的真理就應當是他 
們 言 談 的 特 殊 標 誌 。

你 們 要 … … 各 人 與 鄰 舍 說 實 話 ，這 勸 勉 是 引 自 撒 迦 利 亞 書 八  
章 1 6 節 ，從 這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裏 選 用 了 關 鍵 字 「真 理 」和 「鄰

1 1 動 詞 dtroe知even ( 「脫 去 ，棄絕」）呼應它在第 2 2 節裏的用法，又是 

喻義用法，這次是以 t6 î eOSog ( 「謊言」）為直接受詞。最好把這分 

詞理解為命令語氣的含意（「要棄絕謊言」） ，而非回頭指過去神所 

成就的改變生命的事件（「在棄絕謊言之後」） ；但注意歌羅西書三 

章 9 節有不同的重點。見 Schnackenburg, 206 ；和 L in co ln , 3 0 0的論 

述 。

12 「謊 言 」 （t6 ^eOSo  ̂ ) 令 人 想 到 在 他 們 過 去 生 活 形 態 裏 迷 惑 人  
(dTTdTti，2 2 節 ）的 私 慾 。某些人認為：抽 象 名 詞 4  ^eOSog所描述 

的 * 不是抽象的虛假，而 是 「那謊言」 ，而且有人主張保羅在此處所 
指 的 是 「偶像崇拜的大謊言」 （參 ：羅一 2 5 ) 。保羅的讀者們已經棄 
絕了異教絕大的謊言，如今受到敦促，要棄絕所有較小的謊言，並且 
說 誠 實 話 （參 ：斯 托 得 ，1 8 6 頁 = S to tt，184-85 ) 。但 是 ，單數丁6 

和0 6 % 是集合用法 * 指 「諸謊言」 ，或說謊的作法和習慣，而且平行 
經文也與這種解釋相左（西 三 8〜9 ) 。

1 3 形容詞〖k o o tm ，加上第二人稱複數AoA^te ( 「你們各人必須說」） ， 

強調了他們各人要說誠實話的個別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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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舍 」 。M 有 人 說 ：保 羅 引 用 撒 迦 利 亞 書 的 這 節 經 文 ，是希望為他*
自 己 的 道 德 勸 戒 加 上 舊 約 聖 經 教 導 的 分 量 。有 人 聲 稱 ，他的用意 
是 要 表 示 他 自 己 的 道 德 教 導 符 合 舊 約 聖 經 的 倫 理 ，以致他的外邦 
讀 者 們 會 知 道 ： 「各 人 向 鄰 舍 說 實 話 的 勸 勉 ，被 視 為 主要是基督 
教 的 一 般 道 德 教 導 。」15這 說 法 可 能 是 正 確 的 。

但 是 ，在 撒 迦 利 亞 書 八 章 和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之 間 ，以及它們各 
自 書 寫 對 象 的 群 體 之 間 ，還 有 很 深 的 救 恩 歷 史 和 預 表 上 的 關 聯 。 
「各 人 與 鄰 舍 說 話 誠 實 」是 撒 迦 利 亞 書 八 章 的 勸 勉 部 分 （第 16〜 

1 9 節 ）一 系 列 勸 誡 （ 「你 們 所 當 行 的 是 這 樣 」 ，第 1 6 節 ）中的 

第 一 項 ，該 部 分 是 緊 接 在 神 關 乎 新 耶 路 撒 冷 的 應 許 （第 1 〜 15 

節 ）之 後 。第 1 6 節 的 命 令 是 針 對 神 百 姓 中 的 餘 民 。他們將住在錫 

安 ，就 是 那 將 被 稱 為 「誠 實 的 城 」 ，16因 為 有 耶 和華居住在其中 
( 第 3 節 ） 。17祂 的 百 姓 的 特 色 是 誠 實 、公 義 、和 聖 潔 ’ 因 此 ’

1 4 以弗所書四章2 5 節緊緊遵照 <七十士譯本》 ’ 唯一的差別是在以弗 
所 書 裏 使 用 介 詞 ( 「與 」） ’ 而 非 《七十士譯本 > 所 用 的 up知 
( 「向 」） 。

15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88-89 , 特別是 89 , 即如此認為。

1 6 撒迦利亞書的預言裏有六處提到「誠實」 。除了在七章9 節 
裏警告神的百姓要按「至理」 （直 譯 為 「真理的公義」）而行以外 ’ 
「誠實」的所有出處都在第八章裏（第 3 、8 、1 5 、1 6 、和 1 9 節 ） 。 

在以弗所書裏• 有七處使用dAiieEux ( 「真 理 ，誠實」）詞 組 ’ 其中六 
次是在第四〜六章的道德訓勉裏• 包括本章中的四次（第 1 5 、2 1 、 
2 4 、25 節 ；參 ：五 9 ’ 六 14) »

1 7 新 耶 路 撒 冷 將 成 為 神 啟 示 的 中 心 • 萬 民 都 要 來 朝 聖 （第 2 0 〜 23 

節 ） ，這是應驗以騫亞書二章2〜4 節的期盼。當神的百姓遵循第16 

〜1 9 節的勸誡時，他們的正直就會反映出神的同在。在這新世代裏， 
外邦人的反應將會是重複從前非利士人亞比米勒對亞伯拉罕所作的告

562



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 25〜五 2 )

也 應 當 以 誠 實 對 待 身 為 群 體 成 員 的 鄰 舍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2 5 節重述 
這 第 一 個 勸 勉 ，對 這 個 在 基 督 裏 的 新 群 體 講 說 ，也 就 是 在 「真理 
的 仁 義 和 聖 潔 」裏 被 造 、應 當 像 神 的 「新 人 」 。在 這 個 新 社 會  
裏 ，一 個 人 的 鄰 舍 就 是 其 他 的 信 徒 ，他 有 權 得 知 真 理 。在舊約聖 
經 那 處 經 文 中 ，用 新 耶 路 撒 冷 來 預 言 神 的 百 姓 在 末 世 的 前 途 ，保 
羅 將 這 預 言 用 在 這 「新 人 」身 上 ，就 是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新 群 體 ，諸 
世 代 的 結 尾 已 經 臨 到 他 們 了 。在 這 兩 個 群 體 之 間 救 恩 歷 史 及 預 表  
上 的 關 連 ，包 括 附 帶 的 實 際 的 勸 勉 ，都 相 當 明 顯 。18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要 說 實 話 的 勸 勉 ，又 訴 諸 一 個 事 實 來 強 化 ： 
我 們 是 互 為 肢 體 的 （參 ••羅十二  5 ) 。本 書 信 已 經 提 到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這 觀 念 （一 23 ; 參 ：二 1 6 ，四 4 、1 2 ) , 四 章 1 5 、16 

節 又 特 別 提 到 身 體 的 肢 體 互 相 依 靠 （雖 然 直 到 五 章 3 0 節才明確地 
將 「肢 體 」和 「身 體 」這 兩 個 詞 語 連 起 來 ） 。根 據 四 章 1 5 節 ，這 
個 身 體 被 建 立 的 方 式 是 在 愛 中 說 福 音 的 真 理 。在 四 章 2 5 節 這 裏 ， 

使 徒 的 重 點 是 ，身 體 乃 是 和 諧 關 係 的 典 範 ，在 這 個 身 體 裏 ，容不 
下 真 理 以 外 的 任 何 事 物 。我 們 「不 再 是 彼 此 疏 離 、獨 立 的 個 體 ，

白 ，「〔在你所作的一切事上〕 ，神都與你同在」 （創二i "一 2 2 《恢 
復本》） 。來錫安朝聖的外邦人將會在主所更新的百姓中認出神的同
在 。

18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 f God: The Divine Warrior from  

Isaiah to Ephesians (S he ffie ld : Academ ic Press, 1997), 133—34 注意到 
在撒迦利亞書八章和以弗所書四章之間數個這類重要的關連，並 說 ： 
「我們很難抗拒作這樣的結論：以弗所書四章2 5 節裏簡短引用的撒 

迦 利亞書八章 1 6 節 ，就著撒迦利亞書八章在以弗所書作者思想中所 
扮演的角色而言• 不過是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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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如 今 乃 是 彼 此 合 一 、彼 此 相 屬 的 ，我 們 不 可 奪 去 他 們 賴 以 作 決 定  
或 行 動 的 真 理 。 」19

四 2 6 〜2 7 . 在 神 的 新 社 會 裏，信徒們不可因縱容自己生氣而 

犯 罪 ，因 為 這 對 身 體 內 的 和 諧 關 係 來 說 是 個 嚴 重 的 障 礙 。跟四章 
2 5 節 〜 五 章 2 節 這 個 道 德 訓 勉 中 的 其 他 勸 勉 不 同 的 是 ，這第二個 

主 題 句 是 以 一 個 正 面 的 勸 誡 開 始 （但 注 意 下 文 對 於 它 的 意 義 的 說  
明 ） ，接 著 是 一 個 負 面 的 勸 戒 （ 「不 要 犯 罪 」） ，然後才說出要 
立 即 處 理 怒 氣 的 理 由 （第 2 7 節 ） 。

再 次 引 用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這 次 是 詩 篇 第 四 篇 4 節 。M 在這 

裏 ，舊 約 聖 經 的 上 下 文 對 於 明 白 它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的 用 法 而 言 同 樣  
很 重 要 。詩 人 受 到 相 當 不 公 的 控 告 ，說 他 犯 了 某 個 罪 行 或 罪 孽 ， 
雖 然 他 知 道 自 己 無 辜 ，卻 深 為 這 樣 的 羞 辱 所 苦 。但神除去了這個 
因 他 人 的 謊 言 而 產 生 的 怒 氣 （第 2 節 ） ，另賜給他一個滿有喜樂 
和 平 安 的 心 （第 7 〜8 節 ） 。所 以 當 他 進 一 步 安 慰 和 堅 固 自 己 時 ， 

也 警 戒 他 的 聽 眾 們 不 要 在 他 們 的 怒 氣 中 犯 罪 。21所 以 ，保羅所極 
力 勸 勉 這 「新 人 」的 （弗 四 2 4 ) ，已經在詩人自身的經驗中預示 
了 （詩 四 7 〜8 )  »

本 句 裏 的 兩 個 命 令 語 氣 ， 「生 氣 卻 不 要 犯 罪 」 ，令解經家們 
感 到 困 惑 。有 人 因 為 詩 篇 第 四 篇 5 節裏的希伯來文慣用語有一個

1 9 滕 納 ，1 2 9 8 頁 = Turner, 1 2 4 0 。鑑於以上的評論，這個對說實話的動 
機可能比貝斯特（Best，4 4 8 ) 所 想 的 「更具神學或基督論的性質」 。

20 ’Opy(?£O0£ Kal M  AjiopTdveTE是一字不變地引用《七十士譯本》 （詩四 
5 ) °

2 1 根 據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89-90 >以弗所書裏的勸誡與此 
類 似 。注意 P. C. C ra ig ie , Psalms 1-50 (Waco, TX : W ord, 1983), 7 7 - 

8 3 裏對詩篇第四篇所作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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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 25〜五 2 )

可 能 ，而 主 張 第 一 個 命 令 語 氣 的 功 能 是 個 條 件 或 讓 步 子 句 （「如 
果 〔或 雖 然 〕你 們 生 氣 ，要 確 定 你 們 不 會 犯 罪 」 ） 。22因 此 ，這 
勸 勉 是 容 許 和 限 制 生 氣 ，而 非 真 正 命 令 人 要 生 氣 。中文就相當於 
在 你 的 怒 氣 中 不 要 犯 罪 。但 這 句 子 可 能 應 當 理 解 為 命 令 語 氣 的 命  
令 用 法 之 內 的 正 常 變 化 ，即 使 翻 譯 的 結 果 沒 有 重 要 差 異 ： 「生氣 
〔如 果 你 的 確 生 氣 〕 ，卻 不 要 犯 罪 」 。23因 為 沒 有 明 白 地 稱 「生 

氣 」為 「罪 」 ，有 人 就 主 張 這 裏 所 說 的 是 義 怒 ，而 第 3 1 節所要除 
去 的 忿 怒 則 顯 然 是 不 義 之 怒 》義 怒 有 其 適 當 的 地 位 ，但也要注意 
有 個 「微 妙 的 試 探 ，把 自 己 的 生 氣 看 作 義 怒 ，把 別 人 的 生 氣 當 作  
純 粹 的 壞 脾 氣 」 。24如 果 我 們 的 憤 怒 離 不 開 受 傷 的 驕 傲 、惡 意 、 
或 報 復 的 心 ，它 就 已 經 惡 化 為 罪 了 。雅 各 書 一 章 19〜2 0 節的警告
說 出 同 樣 的 重 點 ： 「但 你 們 各 人 要 ......... 熳 慢 地 動 怒 ，因為人的怒

氣 並 不 成 就 神 的 義 。」
為 了 防 止 怒 氣 惡 化 為 罪 ，就 必 須 為 它 設 下 一 個 嚴 格 的 時 間 限  

制 ： 「不 可 含 怒 到 日 落 」 。 「怒 」是 個 特 殊 的 字 ，在新約聖經裏

2 2 麥 凱 （K. L. M cKay, A  New Syntax’ 81 ) 說 ：這類的命令，包括正面 

和 負面的 ’ 可以用來表示一個假想的狀況或是一個假設。參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 5 2 -5 3 ，和 Idioms, 226.亦見 Schnackenburg, 

207 ;  L in c o ln ,  301 ；禾口 T . M o r i t z ,  A  P ro found  M y s te r y , 8 9 - 9 0 。注 
意 ：約二 1 9 。

23 D. B. W allace, ‘ ’Opy(;£a0£ in  Ephesians 4 :26:  Command or Condi- 

t io n ? ’ Criswell Theological Review 3 (1989)，353-72 ；和 Greek Gram

mar, 4 9 1 - 9 2 。華 勒 斯 又 說 ：「在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2 6 節 裏 ，保羅把一個 
在 必 要 時 發 怒 的 道 德 責 任 加 諸 信 徒 身 上 」 （W allace，‘ Ephesians 

4 :26 ’ ，372 ) 。他認為這一定與教會紀律有關，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此 
處所考量的是這個問題（注意貝斯特的評論，Best，4 9 9 ) 。

24 Bruce, 3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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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 0 )

僅 出 現 在 這 裏 。在 其 他 地 方 ，它 通 常 表 示 一 種 主 動 、導致生氣的 
^ 激 怒 」 ，就 是 生 氣 的 導 因 ，而 非 結 果 。25顯 然 這 是 個 箴 言 性 的  

諺 語 。普 魯 塔 克 （P lu t a r c h ) 提 到 ，如 果 畢 達 哥 拉 斯 學 派 的 人  
( P y thago reans ) 因 怒 氣 而 致 爭 吵 ，他 們 絕 對 會 在 日 落 之 前 握  

手 、彼 此 擁 抱 、並 且 和 解 。26在 昆 蘭 文 獻 裏 也 有 類 似 的 文 句 。11 

曰 落 被 視 為 一 些 行 動 的 時 間 界 限 ，例 如 付 工 資 給 窮 人 ，若不這麼 
做 ，就 會 被 定 為 有 罪 （申 二 十 四 15 ) 。28在 使 徒 的 勸 誡 裏 ，這詞 

語 ，連 同 所 提 到 的 日 落 ，被 用 來 警 戒 人 不 要 沉 浸 於 怒 氣 中 ，或使 
之 滋 生 。必 須 立 即 處 理 ，儘 早 達 成 和 睦 。

關 於 生 氣 的 第 三 項 勸 勉 ，不 可 給 魔 鬼 留 地 步 （第 2 7 節 ） ，提 

供 了 立 即 處 理 怒 氣 的 動 機 。29這 如 果 被 拖 延 ，撒 旦 就 可 利 用 在 基  
督 徒 群 體 裏 產 生 的 緊 張 關 係 來 達 成 他 的 目 的 。譯 為 地 步的字直譯 
的 意 思 是 4 也方」 ，但 它 可 以 指 「可 能 性 、機 會 、或 機 遇 」 （參 ：

25 希臘文 TTapopyioii<55。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491 亦如此認 
為 ；例子包括王下二十三26 ；以及王上十五30 ；王下十九3 ( 《和合 
本》作 「凌辱 j  ) ; 尼 九 18 ; 《所羅門詩篇》 （Ps. S o l . ) 八 8〜 9 ； 
唯一的例外是耶利米書二Ĥ  — 章 5 節 。

2 6 普魯塔克《道德論叢》 （Mcrah'fl) 4 8 8 c 。

2 7 《大馬色文獻》7 :2，3; 9:6 ；《社群守則》5 :2 6 -6 :1 。

28 墨 瑞 慈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9 0 ) 認 為 ，在某種程度上 ’ 

這句話的靈感來自詩篇第四篇5 b 節 （《和合本》4 b 節 ：「在床上的 
時 候 ，要心裏思想* 並要肅靜」） ，以弗所書借用申命記二十四章15 

節 的 話 ，說出詩篇裏隱含的觀念。因 此 ，兩段舊約聖經的經文在以弗 
所書四章2 6 節裏像珍珠般串起來了》

2 9 否 定 的 反 義 語 助 詞 繼 續 前 面 的 否 定 ，「不 〔M>1〕可含怒到曰落」 
( 第 2 6 節 ） ，可 以 翻 譯 作 「也 不 要 〔給魔鬼… … 〕」 。參 BDF 

§ 4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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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25〜五2 )

徒 二 十 五 1 6 ) 。因 此 ，本 節 可 以 翻 譯 為 ， 「不要給魔鬼機會來發 

揮 他 的 影 響 力 》」M 在 羅 馬 書 十 二 章 1 9 節 ，保羅以類似的方式使 
用 這 詞 ，他 說 ： 「親 愛 的 弟 兄 ，不 要 自 己 伸 冤 ，寧 可 讓 步 〔直譯 
為 給 一 個 地 方 或 機 會 〕 ，聽 憑 主 怒 。」使 徒 沒 有 解 釋 魔 鬼 在 信 徒  
的 生 命 裏 能 得 到 怎 樣 的 「地 步 」 ，31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這裏沒有 
說 怒 氣 的 產 生 是 出 於 撒 旦 》這 源 頭 顯 然 是 在 各 人 自 己 裏 面 。怒氣 
能 給 魔 鬼 機 會 ，在 個 人 和 群 體 的 生 命 裏 引 發 爭 執 。32應當藉著適 
當 和 迅 速 地 處 理 怒 氣 • 來 避 免 這 樣 的 不 和 。

保 羅 只 有 在 以 弗 所 書 和 教 牧 書 信 裏 才 使 用 「魔 鬼 」這 稱 謂 。33 

在 保 羅 著 作 其 他 地 方 總 是 稱 他 為 「撒 旦 」 （在提前一  2 0 ，五 15 

也 一 樣 ） 。34但 我 們 不 當 因 此 就 對 以 弗 所 書 的 作 者 問 題 下 結 論 。 
雖 然 在 教 牧 書 信 裏 確 實 出 現 這 稱 諝 ，但 提 到 撒 旦 的 次 數 本 來 就 不  
多 。這 字 常 用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裏 （包 括 保 羅 剛 才 在 第 2 5 節引用 
的 撒 迦 利 亞 書 ） ，目 前 的 文 脈 裏 用 它 來 指 一 個 毀 謗 者 是 很 恰 當  
的 ，他 抓 住 因 生 氣 的 痛 苦 而 產 生 的 機 會 ，製 造 身 體 內 的 分 裂 。

信 徒 們 已 經 與 基 督 一 同 復 活 ，並 與 祂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二
6 ) 。雖 然 如 此 ，他 們 現 在 從 事 的 ，是一場與空中那些執政掌權者 

之 間 的 屬 靈 爭 戰 。他 們 必 須 穿 戴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才能抵擋魔鬼的

30 BAG D , 8 2 3 。

3 1 但他也沒有如羅炳森（Robinson, 1 1 2 ) 所主張的，說這是表示「給邪 
靈入侵的機會」 》

32 參  S. H. T. Page, Powers, 1 8 8 -8 9 。

3 3 希臘文 SidpoXo5 ’ 弗 四 27 ’ 六 11 ; 提 前 三 6 、7 、11 : 提後二 2 6 ，三
3 ；多二 3 。

3 4 羅 十 六 20 ；林 前 五 5 ，七 5 ; 林後二 11 , ^^一 14 - 十二 7 ；帖前二
18 ；帖後二 9 ；提前一 20 ’ 五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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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詭 計 （六 10〜2 0 ，特 別 是 第 1 1 節 ）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2 6 〜2 7 節為 

如 何 打 這 場 屬 靈 爭 戰 提 供 了 一 個 例 子 。這 爭 戰 是 發 生 在 道 德 的 範  
疇 裏 ，也 就 是 在 信 徒 的 心 裏 和 生 活 中 。撒 旦 能 藉 著 不 加 以 控 制 的  
怒 氣 ，在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中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但 怒 氣 卻 不 是 魔 鬼 用 以  
達 到 他 的 惡 謀 的 唯 一 途 徑 。在 第 2 5 〜3 1 節 的 勸 勉 文 脈 裏 ，禁止說 
謊 （第 2 5 節 ） 、偷 竊 （第 2 8 節 ） 、和 「污 穢 的 言 語 」 （第 29 

節 ） 。要 行 任 何 這 些 事 的 試 探 ，或 在 這 方 面 要 照 著 「舊 人 」的樣 
式 去 行 （第 2 2 節 ） ，大概都是屬靈爭戰的時機  > 是魔鬼能佔上風 

的 機 會 。35信 徒 必 須 抗 拒 每 一 個 試 探 ，才 能 抵 擋 惡 者 的 影 響 力 。 
對 保 羅 而 言 ，沒 有 中 間 地 帶 或 名 義 上 的 基 督 教 。36

四 2 8 . 第 三 個 說 明 從 舊 的 生 活 方 式 轉 變 為 新 的 生 活 方 式 （第 
2 2 〜2 4 節 ）的 議 題 是 • 信 徒 們 要 努 力 工 作 ，不 再 偷 竊 ，使他們有 

餘 ，能 與 有 需 要 的 人 分 享 。照 著 第 2 5 節 的 模 式 ，先有一個負面的 
禁 令 ，然 後 是 正 面 的 勸 勉 ，接 著 是 為 後 者 提 供 動 機 。

這 個 現 在 式 分 詞 一 向 被 認 為 是 指 發 生 於 主 要 動 詞 之 前 、持續 
性 的 動 作 ，翻 譯 為 「從 前 常 偷 竊 的 人 」 。37但 是 這 分 詞 並 不 是 指  
時 間 ，而 當 理 解 為 相 當 於 名 詞 用 法 ， 「竊 賊 」 。38偷竊在舊約聖

35 「靥靈的得勝和失敗 > 是處理日常試探之方式的結果」 （S. H. T. 
Page, Powers, 189 ) 。

36 亞諾德（C. E. A rn o ld , Powers o f Darkness, 1 2 8 -2 9) 即如此正確地主 

張 。也注意S. H. T. Page, Powers, 1 8 8 -8 9頗具洞見的討論。

37 BDF §339(3); C. F. D. M oule, Idiom Book, 206 ; 與 K . L. M cKay, A  

New Syntax, 80 o

38 A. T. Robertson, Grammar, 892，1116;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79 ；和 E. Best, ‘ Ephesians 4:28: Thieves in  the C hurch，，Essays， 

1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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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勘勉（四 25〜五2 )

經 裏 被 視 為 大 罪 （出 二 十 15 ；申 五 19 ；賽一  23 ；耶 七 9 )  • 違 

背 社 會 行 為 規 範 （利 十 九 1 1 ) 。 「不 可 偷 盜 」這誡命重複出現在 
新 約 聖 經 對 十 誡 的 摘 要 裏 （可 十 1 9 和 其 平 行 經 文 ；羅 十 三 9 ) 。

有 人 主 張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提 到 偷 竊 ，只 是 因 為 它 是 道 德 訓 勉  
的 一 個 傳 統 題 材 》39但 這 勸 誡 可 能 是 讓 我 們 看 到 ：在第一世紀時 

成 為 基 督 徒 的 是 怎 樣 的 人 ，而 這 並 不 限 於 小 亞 細 亞 ，這 表 示 「他 
們 發 覺 ，要 脫 離 他 們 悔 改 歸 正 之 前 的 社 會 倫 理 準 則 是 何 等 困  
難 」 。 貝 斯 特 主 張 ，雖 然 保 羅 想 到 的 可 能 是 奴 隸 （參 ：門 1 8 ， 
關 於 阿 尼 西 母 ） ，41但 是 按 他 們 的 地 位 而 言 ，無 法 有 普 遍 的 偷 竊  
行為  > 也 不 能 在 不 偷 竊 之 後 專 注 於 生 產 ，以 促 進 群 體 的 福 祉 。42 

因 此 ，他 認 為 所 著 眼 的 可 能 是 按 日 計 酬 的 勞 工 或 精 明 的 商 人 ，他 
們 的 工 作 可 能 是 季 節 性 的 。當 他 們 沒 有 工 作 時 ，也沒有福 利 制 度  
幫 助 他 們 ，許 多 人 就 被 迫 靠 偷 竊 來 養 活 他 們 自 己 和 家 人 。

如 果 偷 竊 是 某 些 基 督 徒 在 悔 改 歸 正 之 前 的 生 活 方 式 的 一 部  
分 ，他 們 就 不 要 再 偷 。偷 竊 是 與 他 們 已 經 穿 上 的 「新 人 」不符 
的 ，這 新 人 的 生 活 形 態 特 徵 是 仁 義 和 聖 潔 （第 2 4 節 ） 。反 之 ，43 

要 以 努 力 工 作 代 替 偷 竊 。偷 竊 時 所 用 的 小 聰 明 和 努 力 ，如今應當

39 L in co ln , 3 0 3 亦如此認為。參 Schnackenburg, 2 0 8 。在其他地方* 保 
羅把竊賊與其他作惡之人一同歸入那些不能「承受神的國」的 人 （林 
前 六 10 ) 。

40 E. Best, ‘ Th ieves，，1 8 1 。

41 有關這討論，見 P. T. O ’ B rien , Colossians, Philemon, 2 9 9 -3 0 0 。

42 E. Best, ‘ Th ieves’ ，1 8 2 -8 3 。

43 MQAAov Se ( 「反而要」 ；《和合本》作 「總要」）標示了與之前否定 
句之間的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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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用 在 誠 實 的 工 作 上 。44在 舊 約 聖 經 和 猶 太 教 裏 （出 二 十 9 ；詩 一 〇 
四 23 ；箴 六 6 ，二 十 八 19 ； 《便 西 拉 智 訓 》七 1 5 ) , 以及在一 

般 希 臘 一 羅 馬 世 界 中 （伊 比 德 圖 《演 講 》 〔 〕 
1 .1 6 .1 6 -1 7 ; 3 .2 6 .6 -7  ；金 口 狄 奧 《祈 禱 》 〔D io  C h ryso s to m , 

O ra t io n s  ) 7 .11 2 , 1 2 4 -2 5  ) ，都 賦 予 工 作 很 高 的 價 值 。保羅藉著 

他 用 皮 革 製 作 帳 篷 的 工 匠 工 作 支 持 他 的 宣 教 事 工 ，並勸勉他所服 
事 的 眾 教 會 也 要 用 他 們 的 手 做 工 （帖 前 四 1 1 、12 ; 帖 後 三 6 〜
1 2 ) 。45

這 裏 翻 譯 為 勞 力 的 字 ，是 指 勞 力 到 筋 疲 力 盡 的 地 步 。 （和它 
的 同 源 名 詞 一 起 ，所 描 述 的 是 一 般 性 的 工 作 ，特 別 是 勞 力 的 工 作  
〔林 後 六 5 ，十一 2 7 〕 ，以及基督徒在群體之內或為群體而作的 

事 工 》 ) 46從 前 輕 而 易 舉 就 可 到 手 的 ，如 今 必 須 殷 勤 勞 力 才 能 得  
到 。接 下 來 以 表 示 方 式 的 分 詞 指 出 竊 賊 現 在 當 如 何 勞 力 ，就是要 
親 手 做 正 經 事 。這 句 話 並 不 是 說 人 只 能 作 勞 力 的 工 作 。倒 不如 
說 ， 「親 手 做 」強 調 靠 辛 苦 工 作 來 獲 得 ，與 從 前 靠 偷 竊 相 反 。信 
徒 們 不 再 用 他 們 的 手 來 偷 竊 ，而 是 善 加 利 用 雙 手 來 努 力 工 作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美 善 的 事 」 （ 《標 準 譯 本 》附 註 ； 《和 合 本 》譯作 
「正 經 事 」） ，就 像 在 加 拉 太 書 六 章 1 0 節 和 其 他 地 方 一 樣 ，表示

44 E. Best, ‘ Th ieves’，1 8 3。

4 5 在舊約聖經、猶 太 教 、和新約聖經裏關於工作這題材，見 G. A g re ll, 
Work, Toil and Sustenance (Verbum : Hakan Ohlssons, 1976), 126-

32 ；有關保羅對工作的態度，注 意 R. F. Hock, The Social Context of 

Paul's M in is try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 9 8 0 )的深刻見解。

4 6 名 詞 K6TTM和動詞KOmda)都被用來指保羅的使徒事工（林 前四 12 • 十 
五 10 ; 加 四 11 ; 腓二 1 6 ，等等） ，以及其他基督徒的勞苦（林前三
8 * 十 五 58 * 十 六 16 ；帖 前五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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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25〜五2 )

對 他 人 有 益 。47在 以 弗 所 書 裏 ，信 徒 們 已 經 被 描 述 為 神 的 工 作 ， 
他 們 被 造 就 是 為 要 「行 善 」 （二 1 0 ) 。在 目 前 的 文 脈 裏 ，用自己 
的 手 努 力 工 作 被 視 為 行 善 ，而 且 ，鑑 於 接 著 提 供 的 動 機 ，它指向 

藉 此 與 有 需 要 的 人 分 享 。48

要 看 顧 窮 人 和 缺 乏 之 人 的 勸 勉 （參 ：羅十二  1 3 ，「聖徒缺乏 
要 幫 補 」 ） •反 映 了 在 早 期 耶 路 撒 冷 的 基 督 徒 之 間 對 於 分 享 需 用  
的 強 調 （徒二  4 5 ，四 3 2 〜 五 11 * 六 1〜7 ) - 那導致外邦的眾教 
會 為 他 們 收 取 奉 獻 （羅 十 五 2 6 〜27 ；林 後 八 〜 九 章 ；加二 1 0 ) 。 

慷 慨 ，特 別 是 對 其 他 信 徒 所 行 的 ，49應 該 是 基 督 徒 生 活 形 態 的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路 六 2 9 〜36 ；林 後 八 1〜 1 5 ，九 6 〜 1 2 ) ，但 是 ’ 

「如 果 這 是 由 一 位 過 去 的 竊 賊 行 出 來 的 ，就 與 他 以 往 的 生 活 方 式  
完 全 相 反 。」5<>

4 7 林 後 九 8 ；西一 10 ；帖 前 五 15 ；帖後二 17 ；提 前 六 1 8 。注 意 E. 

Best, ‘ Th ieves’ ，185-86 > 和 Hoehner, 626 對 於 「善 」所作的討論。

4 8 動 詞 M£TaS(S(4a ( 「給一部分、給一分」 ；參 ：羅 一 11 ’ 十二 8 ；帖前 
二 8 ) 在此表示：努力工作的人會有東西來與他人分享。他的辛苦努 
力顯然會使自己得益，但這裏的要點是他必須與其他有需要的人分享 
他所得的好處》

4 9 這不是說信徒們不當幫助窮乏的非基督徒》保羅在其他地方勸勉他的 
讀 者 們 「向眾人行善」 》但 他 們 向 「信徒一家的人」有特殊的責任 
( 加 六 1 0 ) ，在以弗所書四章2 5 節的文脈裏• 基督徒必須向鄰舍盡 

特別的責任 * 這鄰舍就是其他的信徒。保羅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是互 
相為肢體」 。

50 Bruce, 362 » 林 康 （L inco ln , 3 0 4 ) 恰當地評論道：「當舊的生活方 
式中的不法收穫被新生活方式裏的慷慨給予取代時，竊賊就變成慈善
家 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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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四 2 9 . 第 四 句 又 回 到 言 語 的 話 題 （參 ：第 2 5 節 ） ，但這次 

所 說 的 是 「好 」與 壞 ，而 非 「真 實 」和 「虛 謊 」 。引人注意的字 
眼 「好 」與 「需 要 」 （ 《和 合 本 修 訂 版 》 ； 《和 合 本 》 作 
「事 」）造 成 第 2 8 節 與 本 節 之 間 的 連 結 。 ‘ 在 前 面 的 命 令 裏 ，好 

與 壞 之 間 的 對 比 跟 行 動 有 關 ，這 裏 則 是 與 言 語 有 關 ，與 口 有 關 ， 
而 非 與 手 有 關 。在 兩 種 情 況 裏 ，使 徒 勸 勉 的 目 的 都 是 他 人 的 福  
祉 。信 徒 們 應 當 以 他 們 的 口 和 他 們 的 手 來 行 善 ，這善被定義為對 
他 人 有 益 處 。51

基 督 徒 不 僅 要 保 守 自 己 的 口 不 說 謊 （第 2 5 節 ） ，也要避免任 
何 不 健 康 的 （ 《和 合 本 》作 「污 穢 的 」 ）言 語 。保羅的 勸 勉 是 全  
面 性 的 ：包 括 他 的 所 有 讀 者 ，就 是 那 些 已 經 穿 上 「新 人 」的 人 ，52 

而 且 強 調 他 們 所 說 的 話 應 該 沒 有 一 句 是 有 害 的 。5 3 「污 穢 的 」這 

個 形 容 詞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按 字 面 意 思 使 用 ，指結出壊果子 
的 壊 樹 （太 七 17〜 18 • 十二 3 3 ) ，和 不 好 的 魚 （太 十 三 4 8 ) 。

• 編 按 ：
28 節 ：cpya^ojievo^ t o i ^  i§iai^ x £ P a 'l v  6ya66v, ...

ji£Ta8i8ovai tco 爸x0VTl

( 親手做正經事… …

分給那缺少的人）
29 節 : et t i^  dya96^ Trp6g o*iKo8o r̂|v Tf^ xp£(°^

(隨著需要說造就人的好話） 。
51 L in co ln , 3 0 6 。

52單 數 的 口 （016叫）是閃語中表分布的單數• 是關乎群體裏的每一成 
員 》所有的人都要遵行使徒的命令。

5 3 放在無定冠詞的名詞A6y0(; ( 「話 語 」）前 面 的 118? ( 「每 一 個 、各 
個 」） ，表示保羅想要強調：「每一個字」都必須是有益的•而非僅 
是某些重要的字（參 BDF §275 [3 ]; BAG D , 6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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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25〜五2 )

這 字 在 這 裏 是 喻 義 用 法 ，指 「有 害 的 」或 「不 健 康 的 」言 語 。54 

所 以 ，這 裏 被 禁 止 的 是 任 何 一 種 有 害 的 言 語 （參 ：西 三 8 ; 弗五 
4 )  > 包 括 辱 罵 的 言 語 、下 流 的 話 、或 毀 謗 和 輕 蔑 性 的 言 談 。說這 
類 話 語 的 口 不 僅 污 穢 說 的 人 （太 十 五 1 1 ) ，也 毀 壞 群 體 的 生 活 。 
我 們 的 主 已 經 提 出 了 警 告 ，在 最 後 那 日 • 人 所 說 的 閒 話 ，必要句 
句 供 出 來 （太十二  3 6 ) 。

相 對 的 ，基 督 徒 必 須 謹 慎 說 話 ，使 它 們 能 造 就 他 人 ，對別人 
產 生 好 的 影 響 》既 已 說 出 負 面 的 警 戒 ，現 在 保 羅 就 說 出 正 面 的 部  
分 ：5 5「只 要 隨 著 需 要 說 造 就 人 的 好 話 」 （ 《和 合 本 修 訂 版 》 ； 

《和 合 本 》作 「只 要 隨 事 說 造 就 人 的 好 話 」） 。56基督徒之間的 
談 話 應 當 是 健 康 、有 益 處 的 （第 2 8 節 ） ，以 致 能 造 就 人 ，而非傷 

害 、毀 壞 人 。當 有 需 要 時 ，我 們 都 要 以 這 種 建 設 性 的 方 式 使 用 我  
們 在 話 語 上 的 特 別 恩 賜 （參 ：第 1 6 節 ） 。這個正面勸勉的鼓勵性 

目 的 是 「叫 聽 見 的 人 得 益 處 」 。我 們 既 已 穿 上 新 人 ，就應當發展

54 Louw  and N ida §20.14 即如此認為，他 們 又 說 ：aanp<35 是與 dya66?

對 比 》後 者 的 意 思 是 「好 的 」 ，也 就 是 「使人得著所需的造就」之 
意 ，因此就是「有益的」 。反 之 • aOTp65 的意 思 是 「有害的」或 「不 
健康的」 。BAG D , 7 4 2 譯 作 「邪惡的」 。

55從句法上說，第二個子句沒有勸勉的動詞，但那是隱含在前一個子句 
之 內 。’AAA6 a  T15 dya06q irp6? oiKoSonr|v TfjQ XPÊ 01? 直 譯 為 「但若有任 
何能造就缺乏之人的善〔言 〕」 。表條件的語助詞加上不定代名詞d  
T ig ，基 本 上 就 等 於 不 定 關 係 代 名 詞 ，可以翻譯為「任何事物，每 
個 .......的 」 ( A .  T. Robertson, Grammar, 956 ；和 BAG D , 220 ) 。

56片 語 「需要的」 （TV x p d a O 可以是表素質的所有格，指 「所需的造 
就 」 ，或是受詞所有格（「為了造就所需的或所缺乏的」） ，二者在 
意思上非常接近（參 BAG D , 8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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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出新的談話準則  > 使 我 們 的 話 語 成 為 祝 福 ，57甚 至 可 能成為神的 
恩 典 （ 《和 合 本 》作 「益 處 」）臨 到 那 些 聽 到 之 人 的 途 徑 》

四 3 0 . 在 第 四 個 勸 勉 之 後 是 另 一 個 禁 令 ，敦促讓者們不要作 

出 任 何 會 讓 神 的 聖 靈 擔 憂 的 事 。併 列 結 構 的 連 接 詞 「並 且 」
( 《和 合 本 》未 譯 出 ）把 這 勸 勉 與 第 2 9 節的否定命令語氣連在一 

起 ，所 以 這 兩 個 子 句 可 以 翻 譯 為 ： 「污 穢 的 言 語 一 句 不 可 出
口 ........... 並 且 不 要 叫 神 的 聖 靈 擔 憂 。」後 面 這 個 禁 令 是 作 為 前 面
關 於 話 語 的 勸 告 的 動 機 • 與 第 2 7 節 的 動 機 —— 不可給 魔 鬼 留 地  

步 —— 類 似 ，那 也 是 以 禁 令 的 形 式 表 達 的 。在 身 體 裏 的 和 好 及 合  
一 （二 1 8 、2 2 ，四 3 〜4 ) 這 些 事 上 ，聖 靈 是 神 的 執 行 者 ，當肢體 

們 彼 此 說 污 穢 的 言 語 時 ，會 格 外 令 祂 擔 憂 。
同 時 ，這 個 不 可 令 聖 靈 擔 憂 的 命 令 對 這 整 個 段 落 （四 2 5 〜五 

2 ) 而 言 極 端 重 要 ，它 也 為 先 前 的 那 些 警 告 提 供 了 另 一 個 動 機 ，而 
不 僅 是 為 第 2 9 節 的 警 告 而 已 。58它 「成了對第一部分那些勸勉的

57 Xdpiv 8 i66va i這表達方式的意思是「給予好處、幫助」 。這裏所著眼 
的觀念可能是神的「恩典」 ，雖然歌羅西書四章6 節的平行經文卻不 
大可能指神的恩典。 在 那 裏 • iv  X<4piv ( 《和合本》作 「帶著和氣 j  ) 
的 意 思 是 「恩慈的」或 「令人高興的」 。霍 納 （Hoehner，630 ) 認 
為 ：以弗所書的文脈強調「使人得力」的 觀 念 ，所以所說的話必須能 
使 「信徒滿足……他們當中的〔任何〕缺乏或需要 j  。

5 8 馬 可 • 巴 特 （Barth, 5 4 7 - 4 9 )主 張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Au- 

i t e I t O 」這簡短的否定命令語氣，在形式上與十誡相似。與 第 17〜 24 

節裏的其他禁令不同的是，這一個沒有補充性的正面命令，這 表 示 ： 
第 3 0 節論到一項冒犯神的罪，它似乎是獨立性的• 為這整個段落提 
供一個有效的動機。在這禁令開始處那個鬆散的連接詞kci( ( 「並 
且 」） ，表示這個禁令與前面幾節有關，特 別 是 第 2 9 節 （Schna- 
ckenburg, 2 0 9 亦如此認為 ’ 還有其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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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25〜五2 )

一 個 平 衡 的 回 應 ，該 部 分 是 以 『也 不 可 給 魔 鬼 留 地 步 』結束 
的 」 。在 對 讀 者 們 保 證 基 督 已 勝 過 那 些 掌 權 者 一 事 上 ，聖靈扮演 
主 導 的 角 色 ，在 這 個 重 要 的 勸 勉 材 料 裏 ，祂 很 自 然 是 與 魔 鬼 相 對  
的 。59因 此 ，當 神 的 百 姓 繼 續 犯 任 何 的 罪 ，而 分 裂 和 毀 壞 身 體 的  
合 一 時 ，就 會 令 聖 靈 擔 憂 了 。

如 同 以 弗 所 書 中 其 他 地 方 ，保 羅 的 話 語 「呼 應 」了舊約聖經 
經 文 的 用 語 • 在 這 裏 是 以 賽 亞 書 六 十 三 章 1 0 節 • 《>而 且 ，明白該 

處 經 文 的 文 脈 對 於 解 釋 以 弗 所 書 這 段 經 文 來 說 也 同 樣 很 重 要 。在 
描 述 彌 賽 亞 的 審 判 和 受 膏 者 的 得 勝 （賽 六 十 三 1〜6 ) 之 後 • 先知 
集 中 注 意 力 在 神 過 去 的 恩 惠 和 祂 的 百 姓 如 今 的 淒 涼 光 景 ，就受到 
感 動 獻 上 滔 滔 不 絕 的 代 求 。先 知 在 回 顧 神 的 恩 慈 作 為 時 ，是從出 
埃 及 開 始 ，回 憶 耶 和 華 如 何 引 導 祂 的 百 姓 以 色 列 進 入 與 祂 自 己 立

59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13 亦如此認為，他 又 說 ：第 
25〜3 2 節裏的勸勉不僅為這兩種行事方式提出具體的例子’ 也指出它 
們 各自的源頭：「分 裂 、並因而毀壞身體合一的那些罪直接來自撒 
旦 ；繼續行它們之中的任何一件都會令聖靈擔憂，他們已經受了這位 
聖 靈 為 『印記』 ，『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60 保羅所用的希臘文是 Kod A u t t e I t e  t 6  ir v e O n a  t o  fiy iov  toO 0eoO ( 「不要 
叫神的聖靈擔憂」） ，而 《七十士譯本》的以賽亞書六十三章1 0 節 
則是 Ka'i TTapoŜ uvav t o  ttveOho t o  ayiov auToO ( 「並且他們使祂的聖靈憂 
慮 」） 。保羅用動詞AutteIte ( 這字更接近希伯來原文，也 符 合 《七十 
士譯本》裏一般對那個希伯來動詞的翻譯） ，把以賽亞書的這個直說 
語氣變成一個命令語氣（理由見下文） 。參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9 2 。 對於以弗所書四章3 0 節是根據以賽亞書六十三章10 

節 ，貝 斯 特 （Best, 4 5 7 ) 持相當保留的態度，我們認為那是沒有必要 
了 。見以下的評論，我們將會談及出埃及記三十三章和以賽亞書六十 
三章之間的經文關係，以及我們所認為這段新約聖經經文和它的舊約 
聖經先例在救恩歷史和最終的神學上的重要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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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約 的 關 係 中 （第 8 節 ） 。第 9 節所使用的文字直接令人想到出埃 
及 記 三 十 三 章 12〜 1 4 節 ，說 在 曠 野 拯 救 神 的 百 姓 的 ，是祂自己的 

^ 同 在 」 ，而 不 僅 是 一 個 天 使 或 使 者 而 已 。61而 以 色 列 這 方 面 卻  
「悖 逆 ，使主的聖 I I 擔 憂 」 （第 1 0 節 ） 。雖 然 如 此 ，主仍然差祂 

的 聖 靈 到 祂 的 百 姓 中 間 ，解 救 他 們 ，並 且 使 他 們 得 安 息 （第 14 

節 ) °

在 以 賽 亞 書 的 經 文 裏 ，將 神 的 「同 在 」解 釋 為 「聖 靈 」 （第 
1 0 、1 1 節 ） 。雖 然 出 埃 及 記 的 敘 述 明 白 地 說 ，耶和華自己領祂的 
百 姓 行 經 曠 野 ，並 賜 給 他 們 安 息 （特 別 注 意 出 埃 及 記 三 十 三 章 14 

節 ， 「我 必 親 自 和 你 同 去 ，使 你 得 安 息 」 ） ，以 賽 亞 書 六 十 三 章  
1 4 節 卻 毫 不 含 糊 地 說 ，賜 給 他 們 安 息 的 乃 是 「主 的 聖 靈 」 。在下 

一 句 裏 所 作 的 結 論 ， 「照 樣 ，你 也 引 導 你 的 百 姓 」 ，強調神的同 
在 等 於 祂 的 聖 靈 。62

這 兩 段 聖 經 經 文 之 間 的 連 結 非 常 重 要 ，表 示 這 兩 個 事 件 在 神  
的 聖 約 之 民 的 歷 史 中 有 預 表 關 係 。以 賽 亞 書 六 十 三 章 回 顧 出 埃 及

61 「這 樣 • 祂就作了他們的救主」 （赛 六 十 三 8 ) 這字句似乎是回頭指 
向出埃及記十四章3 0 節 • 那裏用動詞「拯救」來 泛 指 「紅海事件，
〔該 事 件 〕完 成 了 整 個 計 劃 ，並且證明那是拯救的工作」 ；J. A. 

M otyer, The Prophecy o f Isaiah (Leicester: In te r-V a rs ity , 1993), 5 1 3 。

62 賴 特 （J. W righ t, ‘ S p ir it and W ilderness: The In te rp lay  o f  Two 

M o tifs  w ith in  the Hebrew B ib le  as a Background to M ark 1 :2 -1 3 ’， 
in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Text: Festschrift fo r F. I. Andersen, ed. E. 

W. Conrad and E. G. New ing [W inona Lake, IN : Eisenbrauns, 1987], 

269-98 » 特 別 是 2 8 9 ) 在評論以赛亞書六十三章時說道：「本章中的 
靈並不是作為特殊恩賜而賜給古時領袖們那樣的靈• 而是神自己在權 
能 和 作 為 中 所 彰 顯 的 同 在 。」注 意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13-14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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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 25〜五2 )

事 件 ，將 耶 和 華 描 繪 為 以 色 列 的 救 主 ，祂 救 贖 祂 的 百 姓 離 開 埃  
及 ，使 他 們 與 自 己 建 立 約 的 關 係 ，以 自 己 的 同 在 （就 是 祂 的 聖  
靈 ）引 導 他 們 行 經 曠 野 ，並 賜 給 他 們 安 息 。而 在 聖 約 之 民 以 色 列  
這 方 面 ，他 們 卻 悖 逆 她 的 主 ， 「使 祂 的 聖 靈 擔 憂 」 （第 1 0 節 ） 。 

在 以 弗 所 書 裏 ，保 羅 稱 這 新 約 的 群 體 為 「一 個 新 人 」 （二 1 5 ) ， 
由 被 救 贖 （一  7 ) 、並 且 藉 著 基 督 的 十 字 架 與 神 和 好 （二 1 4 〜
1 8 ) 的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組 成 。他 們 在 主 裏 成 為 聖 殿 ，就是神自己 
藉 著 聖 靈 居 住 的 所 在（二  2 1 〜2 2 ) 。保羅使用以賽亞書六十三章 
1 0 節 的 文 字 ，向 這 新 群 體 發 出 警 告 ，不 可 叫 神 的 聖 靈 擔 憂 ，就像 

在 曠 野 時 「以 色 列 人 所 作 的 」 （參 ：林 前 十 1〜 1 1 ) ，他們既然 
受 了 同 一 個 聖 靈 為 印 記 ，等 候 得 贖 的 日 子 來 到 （四 3 0 ) ，就更應 

該 如 此 》63從 直 說 語 氣 （ 「他 們 〔以 色 列 〕使 祂 的 聖 靈 擔 憂 」） 

到 命 令 語 氣 （ 「不 要 叫 神 的 聖 靈 擔 憂 」） ，這 轉 變 是 刻 意 的 ，在 
這 勸 勉 的 文 脈 裏 是 完 全 合 理 的 。保 羅 選 用 的 這 節 經 文 ，出自以賽 
亞 書 的 一 章 ，這 一 章 強 調 神 的 聖 靈 （= 神 親 自 的 同 在 ；賽六十三 
1 0 、1 1 、1 4 ) 的 作 為 ，而 且 與 舊 約 聖 經 主 要 的 救 恩 歷 史 事 件 ——

6 3 在前一節’ 就是以賽亞書六十三章9 節 ，先知回顧出埃及事件，談到 
耶 和 華 「以慈愛和憐憫」救贖祂的百姓（這 與 「祂 的 使 者 〔也就是祂 
的聖靈〕拯救他們」平行） ，又前瞻以色列人在被擄中將要經歷的新 
出埃及的事件。以賽亞書使用出埃及的模式，來描述以色列在將來得 
蒙救贖脫離被擄情況的新出埃及，最近被證明是為馬可福音的基本架 
構 、和理解路加福音所述耶穌的使命提供了重要的模式》分別注意 R. 
E. W atts, Isaiah's New Exodus and M ark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1 9 9 7 )，和 M . Turner, Power from  on High: The Spirit 

in Israel's Restoration and Witness in Luke-Acts (S he ffie ld : Academ ic 

Press, 1996), 2 4 7 -6 6 ，等 等 。 以弗所書第四章這裏的平行經文表示： 
保羅也知道這新出埃及的焦點與其外邦基督徒讀者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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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就 是 出 埃 及 —— 有 關 。常 常 有 人 批 評 保 羅 ，說 他 在 使 用 這 段 經 文  
時 採 取 的 解 經 方 法 是 沒 有 絲 毫 真 實 性 的 ，但 其 實 不 然 。反 之 ，他 
讓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時 ，充 分 瞭 解 其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它在救恩 歷 史 進  
展 過 程 、以 及 （顯 然 的 ）新 的 出 埃 及 預 表 模 式 中 的 地 位 。保羅解 
釋 這 段 經 文 是 根 據 它 清 楚 的 意 思 ，將 它 應 用 於 新 約 的 群 體 ，諸世 
代 的 末 了 已 經 臨 到 他 們 身 上 了 （參 ：林 前 十 1 1 ) 。

保 羅 在 勸 勉 他 的 讀 者 們 不 可 叫 神 的 聖 靈 擔 憂 時 ，所用的這個 
崇 高 的 頭 銜 呼 應 了 以 賽 亞 書 的 文 字 。神 的 聖 靈 在 其 他 地 方 不 曾 出  
現 ，是 個 含 有 豐 富 意 義 的 詞 語 （參 ：帖 前 四 8 ) ，格外強調這位 
可 能 被 冒 犯 者 的 身 分 ，因 此 也 強 調 使 祂 擔 憂 的 嚴 重 性 。祂就是那 
「靈 」 ，其 特 徵 是 聖 潔 ，所 以 對 任 何 不 聖 潔 的 都 很 敏 感 》祂就是 

神 的 靈 ，而 神 就 是 在 那 些 於 出 自 真 理 的 仁 義 和 聖 潔 中 、照著神的 
形 象 造 的 人 裏 面 作 工 的 那 位 （第 2 4 節 ） 》保羅對聖靈的了解是完 

全 具 有 位 格 的 ，因 為 只 有 具 有 位 格 的 才 會 憂 傷 或 感 到 痛 苦 和 難  
過 。64他 的 命 令 相 當 顯 眼 ，因 為 所 指 的 ，不 是 直 接 攻 擊 聖 靈 ，而 
是 信 徒 們 從 事 前 幾 節 經 文 所 提 到 的 那 些 罪 行 （特 別 是 有 害 的 言  
語 ） ，摧 毀 身 體 內 部 的 關 係 ，所 以 就 阻 礙 了 聖 靈 建 立 基 督 百 姓 的  
工 作 （參 ：二 2 2 ，四 3 、4 ) 。任何有悖教會合一或純潔的事物都 

與聖 I I 的 本 性 不 符 ，所 以 就 使 祂 憂 傷 。65

6 4 動 詞 A u n b 的基本意思是憂傷或難過• 經常出現在《七十士譯本》裏 
( 參 ：創 四 十 五 5 ；撒 下 十 九 2 ) ，在新約聖經裏共出現二十六次， 

其中大約十五次是在保羅著作中（參 ：林後二 2〜5 ，七 8〜11 ) 。在 
這 裏 ，這 動 詞 的 意 思 是 「使 某 人 難 過 • 憂 傷 、或痛苦」 ；參 Louw 
and N ida §25.75 <»

65 斯 托 得 ，190 頁= S to tt，1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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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勘勉（四 2 5〜 五 2 )

接 下 來 的 子 句 * 「你 們 原 是 受 了 66祂 的 印 記 ，等 候 67得贖的 
曰 子 來 到 〔或 作 『為 了 得 贖 的 日 子 』 〕」 ，為保羅的勸勉提供了 
動 機 。神 以 祂 的 聖 靈 作 為 聖 徒 的 印 記 ，不 論 是 外 邦 人 或 猶 太 人 ， 
祂 用 祂 自 己 的 屬 性 印 了 他 們 ，並 且 保 證 要 保 護 他 們 （見 ：一 1 3 的 
註 釋 ） ，直 到 祂 在 7 导 牘 的 日 子 」最 終 擁 有 他 們 為 止 。這位聖靈 
把 他 們 標 記 為 神 的 產 業 ；如 果 他 們 現 今 的 舉 止 使 祂 憂 傷 ，那將是 
何 等 的 忘 恩 呢 ！

「得 贖 的 日 子 」僅 出 現 於 以 弗 所 書 中 ，指 的 是 最 後 施 行 救 恩  
和 審 判 的 那 日 ，也 就 是 歷 史 的 目 標 。在 保 羅 著 作 中 其 他 地 方 ，稱 
它 為 「主 的 日 子 」 （帖 前 五 2 ；帖後二  2 ；林前一  8 ，五 5 ; 林後
一 1 4 ) ，或 「基 督 的 日 子 」 （腓一 6 、1 0 ,  二 1 6 ) 。信徒們已經 
經 歷 了 現 今 的 救 贖 ，包 括 赦 罪 在 內 （一 7 ) ，但 是 這 救 贖 尚 有 一  

部 分 有 待 實 現 。68在 最 後 那 日 ，神 將 「救 贖 」祂 自 己 的 產 業 ，而 
祂 為 此 付 出 的 保 證 就 是 祂 曾 以 聖 靈 作 他 們 的 印 記 。提到將來的得 
贖 ，與 以 弗 所 書 裏 其 他 提 到 未 來 的 地 方 一 致 （參 ：一 1 0 、1 4 ，二 
7 ，五 5 、2 7 ，六 8 、1 3 ) - 表示保羅並不認為救恩已經全然或完 

全 實 現 。實 現 尚 未 來 到 ，這 是 信 徒 們 熱 切 期 待 的 。但 是 在 現 階  
段 ，使 徒 的 目 光 是 專 注 於 聖 靈 在 他 們 當 中 的 同 在 上 。他們應當在

66 ’ Ev <?可以指眾信徒受印記的範囀（「在祂裏面」） ，但可能是指他 
們受印記的憑藉（「被祂」） 。

6 7 介 詞 £〖5 可以表示目的 • 也 就 是 「為 了 〔得贖的日子〕」 （L inco ln , 
307 ) ，或者也可指時間，「直到或著眼於得贖的日子」 （Hoehner， 
632-33 ) 。布 魯 斯 （Bruce, 360, 363 ) 認為聖靈的印記是「針對得贖 
的日子」 。

6 8 根據羅馬書八章2 3 節 ，信徒們有聖靈初結的果子, 並且熱切地等候 
他們的身體得贖》

579



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此 地 此 時 活 出 未 來 ，直 到 得 贖 的 那 「日 子 」來 臨 ，而這樣提醒他 
們 說 聖 靈 是 神 自 己 的 印 記 ，應 該 成 為 要 有 聖 潔 生 活 和 言 語 的 動  
機 。

四 3 1 〜 3 2 . 第 六 個 句 子 回 到 第 二 句 的 主 題 —— 生 氣 （第 26 

節 ） 》69在 本 段 中 見 到 的 三 重 模 式 再 次 出 現 ：第 一 是 個 負 面 的 勸  
誡 （呼 籲 除 去 怒 氣 和 相 關 惡 行 ，第 3 1 節 ） ，接下來以一個對應的 

正 面 勸 勉 來 平 衡 ，就 是 彼 此 間 要 以 恩 慈 、憐 憫 、和 饒 恕 相 待 （第 
3 2 節 ） 。最 後 的 子 句 說 明 動 機 （ 「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 

樣 」） ，那 等 於 是 個 神 學 的 理 由 ，圓 滿 結 束 了 此 一 議 題 。
一 切 形 式 的 怒 氣 以 及 與 之 相 關 的 惡 行 ，都 當 從 讓 者 們 當 中 完  

全 除 去 ，10這 對 那 些 已 經 脫 去 屬 乎 舊 人 習 性 的 人 而 言 （四 2 2 、
2 5 ) 是 合 宜 的 。保 羅 的 清 單 似 乎 是 漸 漸 形 成 高 潮 ，從 內 心 的 憎  

惡 ，經 過 憤 怒 的 爆 發 和 烈 怒 • 到 公 開 的 叫 嚷 和 惡 毒 的 言 語 或 咒  
詛 。n 雖 然 第 2 6 節 承 認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一個人可能生氣卻不犯 

罪 ，但 這 情 緒 的 危 險 非 常 大 ，所 以 在 所 有 其 他 情 況 下 都 必 須 將 它  
完 全 根 除 。這 裏 的 措 辭 是 強 調 性 的 ：開 頭 的 形 容 詞 「一 切 」 ，表 
示 「每 一 種 形 式 〔的 生 氣 〕」 ，列 出 五 種 不 同 層 面 的 生 氣 ，又加

6 9 雖然其中的兩個字（icpctu#〔「嚷鬧」〕 • 和 〔「毀謗」〕） 
是關乎以言語表達的怒氣• 但 是 第 3 1 和 3 2 節的議題與其說是不當的 
言語而已，不如說是與之有關的生氣和惡行（與 Bruce, 3 6 4 所說不 
同 ） 。

7 0 動 詞 cffpw ( 「除 滅 、拿 走 、除去」）的被動語態不是一個以神為動作 
者 的 被 動 語 態 ，那樣就表 示 這 行 動 是 神 所 作 的 （與 B a r th 所說不 
同 ） ，但這似乎是個寫作的筆法 • 類似中文的表達法「這必須被除 
去 」 。

7 1 包括馬可 • 巴 特 、斯 托得、史納肯伯、和林康等人皆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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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勘勉（四 25〜五2 )

上 一 個 一 般 年 的 「一 切 的 惡 毒 」 。這 些 特 性 顯 示 人 必 須 完 全 棄 絕  
的 憤 怒 和 相 關 的 惡 。

首 先 要 除 去 的 是 「憎 惡 、或 苦 毒 」 。72接 著 是 惱 恨 和 忿 怒 ， 
後 面 兩 個 詞 語 常 常 當 作 同 義 詞 使 用 （參 ：西 三 8 ) 。如果這裏是 

有 意 作 任 何 區 別 ，那 麼 第 一 個 就 表 示 怒 氣 的 發 作 ，而第二個則指 
不 斷 地 積 蓄 烈 怒 。兩 者 都 會 摧 毀 在 基 督 身 體 裏 的 和 睦 ，所以必須 
予 以 棄 絕 。第 四 個 詞 73是 用 來 指 大 聲 尖 叫 或 呼 喊 的 聲 音 。它可以 
指 歡 呼 （路一 4 2 ) 、哭 號 （啟 二 H 4 ) 、或是人們在爭吵中彼 
此 對 嚷 （徒 二 十 三 9 )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是 沒 有 約 束 ，因此翻譯作 

嚷 鬧 》在 這 五 項 惡 行 清 單 中 的 最 後 一 個 是 「毀 謗 」 ，在聖經以外 
的 希 臘 文 裏 ，它 的 意 思 是 無 禮 或 辱 罵 的 言 語 。在 舊 約 聖經和新約 
聖 經 裏 ，這 字 最 常 用 來 指 ^ 冒 犯 神 的 言 語 」 ，因 此 翻 譯 作 「褻 
瀆 」 。74指 攻 擊 他 人 時 ，它 有 毀 謗 的 意 思 • 涵 蓋 所 有 形 式 的 醜  
化 ，不 論 是 透 過 說 謊 或 是 閒 話 。在 此 處 的 文 脈 裏 ，它 可 譯 為 「辱 
罵 的 言 語 」或 「咒 詛 」 。

72 n ix p ia 表 示 「一 種 尖 銳 、強烈憎惡或恨的狀態」 ；Louw  and N ida 

§ 7 9 .4 0 亦如此認為。亞里斯多德將它描述為「造成長久烈怒、不易和 
解 、維持長時間怒氣的一種態度」 （《尼各馬可倫理學》 〔 Ethica 
Nicomachea ] 4 .5 .1126A ；為 Barth, 521 所 引 用 ；參 ：徒八 23 ; 羅三
14 ；來十二 15 ) 。

7 3 希臘文Kpauyh。

7 4 希 臘 文 PAa<7<|)t̂ a 。在舊約聖經裏，即使被攻擊的對象是人• 往往也是 
在某種意義上代表神的人（如 ：王 下 六 22 ’ 十 九 4 ；赛五十二 5 ；結 
三 十 五 1 2 、1 3 ) 。在新約聖經裏，「褻漬」乃是直接攻擊神（啟十三 
6 ，十 六 1 1 、2 1 ) 、攻擊祂的名（羅二 24 ; 提 前 六 1 ; 啟 十 六 9 ) 、 
攻擊祂的話語（多二 5 ) 、攻擊摩西和神，因此就是攻擊領受律法啟 
示 的 人 （徒 六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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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如 此 堆 積 關 於 生 氣 的 詞 彙 ，具 有 很 強 的 修 辭 效 果 ，再加上總 
結 性 的 片 語 「並 一 切 的 惡 毒 」 ，表 示 ：一 切 形 式 的 生 氣 ，連同與 
其相關75的 每 一 種 形 式 的 惡 毒 ，76都 必 須 從 他 們 當 中 完 全 除 去 。

與 行 這 些 毀 壞 基 督 徒 群 體 合 一 的 惡 行 相 反 的 是 ，讀者們受規 
勸 「要 以 恩 慈 相 待 ，存 憐 憫 的 心 ，彼 此 饒 恕 」 。這三項美德的清 
單 比 它 在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12〜 1 3 節 裏 的 平 行 經 文 要 短 ，在那裏提到 

五 項 。根 據 舊 約 聖 經 ，恩 慈 是 神 自 己 具 體 顯 示 的 特 質 ，不只是對 
祂 所 造 的 人 ，更 是 特 別 對 祂 的 聖 約 之 民 。77眾 先 知 講 到 神 面 對 以  
色 列 的 罪 時 所 顯 的 奇 妙 恩 慈 （耶三 十 三 〔《七 十 士 譯 本 》四 十 〕
11 ; 參 ：二 十 四 2 、3 、5 ) 。 （保 羅 在 這 裏 的 勸 勉 將 恩 慈 與 饒 恕  

連 在 一 起 ，是 不 是 意 味 深 遠 呢 ？）在 其 他 地 方 ，使徒重複 提 到 神  
那 測 不 透 的 恩 慈 ，彰 顯 在 祂 向 罪 人 的 恩 慈 態 度 和 作 為 中 （見 ：弗
二 1 的 註 釋 ；參 ••羅 i ^一 22 ; 多 三 4 ) 。為了回應祂那滿有憐憫 

的 恩 慈 ，那 些 已 穿 _[：新 人 的 人 ，也 當 以 恩 慈 對 待 基 督 徒 群 體 裏 的  
其 他 人 。這 不 是 自 然 發 生 的 ，也 無 法 靠 一 個 人 本 身 的 力 量 作 出

77

關於與生氣相關的惡行清單 • 見 ：斐 羅 《論醉酒》 （De Ebrietate) 
223 ；在 斯 多 亞 學 派 中 ，注 意 ：克 萊 希 普 《殘 篇 》 （C hrysippus， 
frag. ) 395 和塞尼加《論怒氣》 （Seneca, De Ira )  1.4 ( L in co ln , 309 

亦如此認為） 。

Kodct是個一般性的詞* ，意思可從「麻煩」 （沒有道德上的含意’ 太 
六 3 4 ) 到肯定當受貴備的「邪惡」態 度 。它可以指單一的惡行，例如 
行邪術的西門的貪婪慾望（徒 八 2 2 ) ，或者更一般性地指人們對彼此 
所 行 的 惡 。 在這裏的文脈裏，它 所 指 的 是 「惡 毒 、惡 意 」 （B A G D ， 
397 ) • 就像在其他清單中一樣（羅一 29 ; 西 三 8 ; 多 三 3 ; 彼前二
1 )  »

祂的憐憫和隨時準備幫助是詩篇的重要主題（如 ：詩 二 十 五 〔二十 
四 〕7 ，三H" — 〔三十〕1 9 ，六 十 五 〔六十四〕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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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 25〜五2 )

來 ；這 是 聖 靈 的 果 子 （加 五 2 2 ) 。雖 然 如 此 ，它仍然像其他的美 
德 一 樣 ，是 那 些 曾 受 過 在 耶 穌 裏 真 理 之 教 導 的 人 應 當 活 出 來 的  
( 弗 四 2 1 )  » 接 著 ，讀 者 們 受 鼓 勵 要 有 柔 軟 的 心 ，或存憐 憫 的  

心 。 卜隣憫的心」經 常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用 來 形 容 神 或 基 督 對 罪 人 的  
無 窮 憐 憫 （太 九 3 6 ，十 四 1 4 ，十 八 27 ；路一  7 8 ，七 13 , 十 
3 3 ，十 五 2 0 )  » 78以 弗 所 人 心 地 必 須 柔 軟 ，意思是對他們在基督 
裏 的 弟 兄 姊 妹 的 需 要 心 存 同 情 。

最 後 ，他 們 應 當 彼 此 79饒 恕 。8(1這 個 回 應 的 動 機 屬 於 最 高 的  
層 次 ： 「正 如 神 在 基 督 裏 饒 恕 了 你 們 一 樣 。」這 句 話 是 新 約 聖 經  
的 「效 法 」模 式 的 一 部 分 ，81在 這 樣 的 模 式 中 ，神或基 督 的 拯 救

78 有 人 說 ，在 《十二族長遺訓》 (Testaments o f the Twelve Patriarchs ) 

裏 常 用 cmAdyxvov詞組來說到神憐憫的愛, 這為新約聖經的用法鋪路 
( 如 《利未遺訓》四 4 ；《拿弗他利遺訓》 〔T. Naphtali ] 四 5 ; 《西 

布倫遺訓》 〔T. Zebulun ] 八 1 、2 ) 。

7 9 反 身 代 名 詞 ( 「對 你 們 自 己 」) 的 功 用 與 相 互 代 名 詞 比  
dAAnAoug ( 「對彼此」）類 似 ，後 者 已 經 和 xpnoro( ( 「恩慈」 ；參 ： 
五 19) 一 併 使 用 。 這改變只是行文風格上的（參 ：西 三 13 ；注意 
BDF §287 ) ，但這兩個代名詞都表示所著眼的是這（些 ）教會裏的 
其他成員。

80 XccpiCoum可 以 指 「為施恩而免費、恩慈地給予」 * 在這裏有「饒恕」 
的特殊語意。它不是表示寬恕或饒恕的常用字（那 是 d<))(ruu) ，但具 
有豐富的含意，強調饒恕的恩慈性質（參 ：耶穌關於兩個欠債者的比 
喻 ， 路 七 4 2 ) 。X a p ty畔v m 這個現在式的觀點（注意它與接下來的不 
定過去式直說語氣〖XoP(ckxtq之間的對比）可能表示：這樣的饒恕應當 
是不止息、甚至不倦怠的（參 ：太十八2 2 ) 。

81 特別注意 N. A. Dahl, ‘ F o rm -C ritica l O bservations’ ，34-35 » 許多解 
經家們都依循他這分頗具影響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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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作 為 ，特 別 是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犠 牲 ，被 當 作 信 徒 們 的 生 活 形 態  
所 當 「效 法 」的 典 範 。開 頭 的 「正 如 」有 比 較 和 表示原因的作用 

( 參 ：五 2 、2 5 、2 9 ) : 在 第 一 〜 三 章 裏 非 常 詳 盡 地 說 明 了 神  

「在 基 督 裏 」82為 信 徒 們 所 作 的 • 這 為 他 們 的 行 為 舉 止 提 供 了 典  
範 和 根 據 。在 這 裏 ，神 饒 恕 他 們 • 是 他 們 彼 此 饒 恕 的 典 範 。歌羅 
西 書 三 章 1 3 節 裏 的 語 意 稍 有 不 同 （「主 〔就 是 基 督 〕怎樣饒恕了 

你 們 ，你 們 也 要 怎 樣 饒 恕 人 」 ） ，但 基 本 要 點 卻 是 一 樣 。他們必 
須 彼 此 饒 恕 • 那 樣 的 饒 恕 要 在 他 們 之 間 持 續 性 的 關 係 裏 行 出 來 。

五 1〜2 . 結 尾 的 這 個 句 子 有 正 面 的 勸 勉 ，你們該效法神和也 
要 憑 愛 心 行 事 ，總 結 了 前 面 的 命 令 （四 2 5 〜3 2 ) ，而 且 ，連同鼓 

勵 性 的 子 句 * 基 督 愛 我 們 ，為 我 們 捨 了 自 己 ，以 正 面 的口氣圓滿 
結 束 這 整 個 段 落 。8 3 開 頭 的 「所 以 」 ’ 加 上 重 複 「該 〔效 
法 〕」 ，* 說 出 前 面 勸 勉 的 結 果 。讀 者 們 受 到 勸 勉 ，要效法他們的 
天 父 ，照 著 祂 向 他 們 所 顯 的 ，向 他 人 也 顯 示 同 樣 大 方 的 饒 恕 。84 

稱 他 們 為 好 像 蒹 慈 愛 的 兒 女 一 樣 ’ 這 稱 謂 不 只 是 父 親 與 兒 女 之 間

8 2 若翻譯為「藉著基督」 （如 《現代中文譯本》） ，是 把 片 語 XpiOTV 

當作憑藉用法，沒有掌握保羅意思的整個範圍。神是在基督裏赦免祂 
的 百 姓 ，基 督 是 這 工 作 的 範 疇 。在 基 督 裏 • 祂 賜 給 他 們 救 贖 （一
7 ) ，正如神是在祂裏面「叫世人與自己和好」 （林 後 五 1 9 ) 。此 
外 ，這片語不應該翻譯為「在你們與基督的聯合裏」 • 因為這與字序 
不 符 。’ Ev X p io ry 是 與 6 0e6g ( 「神 」）連 用 ，而 非 與 60V ( 「你 
們 j  ) 。

8 3 關 於 以 五 章 1〜2 節當作前面段落的結束• 而非一個新部分的開始* 
見 5 5 8 頁 • 註 腳 4 。注 意 Hoehner，6 4 3 和 Barth, 5 5 5 都抱持不同的 
看 法 。

* 編 按 ：yiv£a0£ 出現在四章3 2 節開頭與五章1 節開頭。

84 Bruce, 3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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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 25〜五 2 )

的 比 較 ，而 是 表 明 要 作 效 法 者 這 個 命 令 的 基 礎 。85他們已經被接 
納 進 入 神 的 家 （參 ：一 5 ) ，是 祂 所 愛 的 兒 女 。祂的愛如今已被 
聖 靈 澆 灌 在 他 們 心 裏 （參 ••羅 五 5 )  » 他 們 既 然 已 經 豐 富 地 經 歷  

那 樣 的 愛 ，就 應 當 效 法 祂 以 顯 家 風 》
保 羅 在 他 的 書 信 裏 其 他 地 方 ，使 用 效 法 的 文 字 ，86來命令他 

所 服 事 的 眾 教 會 裏 的 信 徒 要 效 法 他 ，如 同 他 效 法 基 督 一 樣 （林前 
四 1 6 ，十 3 1 [̂ 一 1 ；腓 三 17 ；帖前一  6 ；帖 後 三 7 、9 ) 。有 

時 使 徒 會 要 求 他 服 事 的 教 會 效 法 其 他 教 會 （參 ：帖前二  1 4 ) 。保 
羅 效 法 主 耶 穌 自 己 謙 卑 以 至 於 死 的 榜 樣 ，在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上 自 己  
成 了 奴 僕 （參 ：林 前 九 1 9 ) 。他 按 著 主 的 這 個 榜 樣 過 活 ，嘗試要 

顯 出 真 實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形 態 。87但 是 只 有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他才 
命 令 信 徒 要 「效 法 神 」 。雖 然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確 有 要 全 心 跟 隨 主 的  
觀 念 （如 ：民 十 四 2 4 ，三十二  1 1 、12 ; 書 十 四 8 、9 、14 ; 撒上 
十二 1 4 ) ，88而且在聖潔典章裏也經常勸勉人要聖潔  > 因為主是 
聖 潔 的 （參 ：利 十 九 2 ) ，但 事 實 上 ，不 論 在 舊 約 聖 經 或 新 約 聖  

經 裏 ，都 沒 有 其 他 地 方 明 白 提 到 要 效 法 神 。耶 穌 教 導 祂 的 門 徒 ， 
如 果 他 們 愛 他 們 的 仇 敵 ，並 且 向 他 們 行 善 ，他 們 就 是 「至高者的 
兒 子 」 。祂 要 求 他 們 ： 「你 們 要 慈 悲 ，像 你 們 的 父 慈 悲 一 樣 」

85 Schnackenburg, 212 ; 參 R. A . W ild , ‘ “ Be Im ita to rs  o f  God”  ’ ，143 
n. 60 o

86 MinnTnq 詞 組 。

8 7 關於以保羅為典範、它的目的、和照他的榜樣行的勸勉是否合乎基督 
徒的謙卑, 此議題見 P. T. O ’ B rien , Gospel and Mission, 83-107 ; 和 
A. D. C larke, ‘ “ Be Im ita to rs  o f  M e ” ： P au l’ s M odel o f  Leadersh ip ’， 
TynBul 49 (1998), 3 2 9 -6 0 ，以及相關的次要文獻。

8 8 注意 B arth，5 5 6裏更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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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0  )

( 路 六 3 5 〜 36 ；參 ：太 五 4 4 〜4 8 ) 。神 的 恩 慈 和憐憫應該是他 

們 舉 止 的 典 範 。
在 希 臘 化 猶 太 教 裏 也 有 效 法 神 的 觀 念 ，特 別 是 斐 羅 。89他引 

用 柏 拉 圖 的 話 ，力 勸 他 的 讀 者 們 要 從 地 上 逃 到 天 上 。這種逃避的 
意 思 就 是 要 像 神 ，它 牽 涉 到 成 為 聖 潔 、公 義 、和 智 慧 ，W這與目 
前 的 文 脈 類 似 ：在 這 裏 ，新 人 是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造 的 ，有真理的 
仁 義 和 聖 潔 」 （四 2 4 ) 。 斐 羅 以 摩 西 為 例 ，說明一個人應當儘可 

能 效 法 神 ，91因 為 再 沒 有 更 大 的 善 了 》效 法 神 的 表 現 就 是 顯 出 恩  
慈 和 饒 恕 ，92而 這 兩 個 主 題 也 類 似 地 接 連 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32 

節 〜 五 章 2 節 這 裏 的 論 述 中 。保羅可能知道在第一世紀希臘化猶 
太 教 裏 面 這 個 效 法 神 的 傳 統 。在 以 弗 所 書 目 前 的 文 脈 裏 ，呼籲人 
要 效 法 神 的 基 礎 ，是 在 神 家 裏 面 的 新 關 係 ，這 關 係 至 終 是 基 於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拯 救 工 作 ，如 第 2 節 所 顯 示 的 。

「要 在 每 件 事 上 效 法 神 是 不 可 能 的 》」93保 羅 勸 勉 讀 者 要  
H i 愛 心 行 事 」 （第 2 節 ） ，比 較 明 確 地 94說明這樣效法神所應

8 9 根 據 R. A . W ild , ‘ “ Be Im ita to rs ”  ’ ，128-33 ’ 斐羅的幾個解經論述顯
示與以弗所書五章1 節之間有重要的對照，許多近代的解經家都遵循 
他的研究結果。

9 0 斐 羅 《論逃走與尋獲》 （De Fuga et Inventione) 63 • 引用柏拉圖的 
《泰阿泰德》1 7 6 A -B 。

9 1 斐 羅 《論美德> 1 6 8 。

9 2 斐 羅 《論特殊法律》4.73, 1 8 7 -8 8。

93 Best, 4 6 6 。他 又 說 ：「因為人類是祂創造的一部分，他們既不能創造 
祂 ，也不能創造彼此。j

94 Kct( ( 「和 ，就是」）是個增添說明的連接詞• 為 第 1 節的命令提供進 
— 歩的說明；參 BDF §442(9) 。參 A. T. L in co ln , in  Theology, 1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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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 於 舊 生 活 與 新 生 活 的 特 殊 勸 勉 （四 25〜 五 2 )

該 要 作 的 。這 兩 句 彼 此 平 行 ，因 為 效 法 神 就 是 憑 愛 心 行 事 。在本 
書 信 的 後 半 部 （第 四 〜 六 章 ） ，這 是 讓 者 們 第 三 次 受 到 指 示 當 如  
何 以 基 督 徒 的 身 分 「行 事 」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1 節那個全面性的勸 

勉 涵 蓋 了 他 們 生 活 的 每 一 個 層 面 ，成 了 後 面 部 分 的 「主 題 」句 
子 ，在 那 裏 ，保 羅 力 勸 他 們 行 事 為 人 要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在四章 
1 7 節 ，他 們 應 當 在 聖 潔 中 行 事 ，不 要 像 外 邦 人 般 生 活 。現在則勸 
他 們 要 憑 愛 心 行 事 ，這 表 示 他 們 的 思 想 、態 度 、和舉止都要顯出 
基 督 恩 典 的 特 質 。 （在 後 面 的 道 德 訓 勉 中 ，還 會 兩 次 提 到 正 確 的  
行 事 方 式 ：五 章 8 、1 5 節 。）以 弗 所 書 的 後 半 部 （第 四 〜 六 章 ） 

包 含 一 系 列 愛 的 命 令 （四 2 、1 5 、1 6 ，五 2 、2 5 、2 8 、3 3 ，六 
24 ; 見 ：四 1 5 的 註 釋 ） ，這 些 命 令 的 實 現 ，乃是使徒禱告的結果 

( 三 1 7 、1 9 ) 。這 一 切 現 在 都 以 第 2 節的這個勸勉作了簡要的總 

結 。因 此 ，五 章 1 、2 節 不 僅 以 正 面 的 語 氣 圓 滿 結 束 了 四 章 2 5 〜 
3 2 節 的 命 令 ，也 說 明 了 效 法 神 的 意 思 。具 關 鍵 性 的 詞 語 4 愚愛心 

行 事 」也 總 括 了 本 書 信 後 半 部 裏 要 去 愛 的 命 令 。
他 們 憑 愛 心 行 事 之 生 活 的 範 例 和 基 礎 95乃 是 基 督 的 愛 和 獻 上  

自 己 為 祭 。這 是 再 次 使 用 「效 法 」的 模 式 ，但 這 次 是 與 基 督 的 拯  
救 工 作 有 關 ，而 四 章 3 2 節 則 是 與 神 饒 恕 我 們 的 行 動 有 關 。在以弗 

所 書 中 • 這 裏 是 第 一 次 提 到 基 督 的 愛 。在 前 面 ，提 到 我 們 的 得  
救 ，是 出 於 天 父 的 愛 （二  4 ) 。但 這 兩 者 並 無 差 別 ，就 如 四 章 32 

節 裏 重 複 說 到 的 ： 「神 在 基 督 裏 饒 恕 了 你 們 》」讀者們 憑 愛 心 行  
事 就 是 效 法 神 ；但 那 憑 愛 心 行 事 乃 是 以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清 楚 顯 示

9 5再一次，開頭的 KOce# KOI ( 「正如… … 也 」）有比較和表示原因的作 

用 （見 ：四 3 2 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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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的 愛 為 範 本 。所 以 效 法 神 至 終 也 就 是 效 法 基 督 。％因 此 ，眾信徒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應 當 以 高 代 價 、犠 牲 的 愛 為 特 色 。

在 之 前 的 一 封 書 信 裏 ，保 羅 寫 到 他 個 人 是 受 惠 於 。神 的兒
子 ........... 祂 是 愛 我 ，為 我 捨 己 」 （加二  2 0 ) 。根 據 此 處 的 上 下

文 ，這 對 每 一 個 信 徒 也 是 真 實 的 ： 「基 督 愛 我 們 ，為我們捨了自 
己 。」這 裏 是 有 意 地 把 第 二 人 稱 複 數 （ 「你 們 」） ，變為第一人 
稱 複 數 （ 「我 們 」） ，前 者 講 到 他 的 讀 者 們 ，後者則是指 保 羅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後 面 當 他 要 斷 言 基 督 對 教 會 整 體 的 愛 時 ，他說基督 
愛 教 會 ，並 且 為 教 會 捨 己 （弗 五 2 5 ) 。接下來的子句詳述基督如 

何 愛 我 們 ，就 是 講 到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犠 牲 的 死 ：祂 為 我 們 捨 了 自  
己 ，當 作 馨 香 的 供 物 和 祭 物 ，獻 與 神 。動 詞 「捨 了 」連同反身代 
名 詞 「自 己 」 ，表 示 基 督 是 主 動 地 把 自 己 交 付 死 地 。祂 自 願 犠  
牲 ，步 向 十 字 架 ，97祂 如 此 行 是 為 了 眾 信 徒 （ 「為 我 們 」 ） ，這 
文 字 至 少 表 示 代 表 ，甚 至 是 替 代 （參 ：加 三 13 ；林 後 五 1 4 、
21 )  °

基 督 之 死 的 犠 牲 性 質 以 同 位 片 語 清 楚 表 明 ：當作馨香的供物 
和 祭 物 ，獻 與 神 。 H 共 物 和 祭 物 」這 兩 個 詞 可 能 是 重 言 法 ，也出 
現 於 詩 篇 四 十 篇 6 節 （ 《七 十 士 譯 本 》三 十 九 篇 7 節 ） ，98包括

96 參 L in co ln , 3 1 1 。

9 7 這裏可能特意將基督把自己交付死地的行動（TTÔ Swicev ia UT6v) ，和 
外邦人的「放縱私慾」 （ mxp^uKOv，四 19 ) 相對比。

98 ripoo<|>opd K a i Guaia。關 於 這 兩 個 詞 的 討 論 ，見 W. Schenk, EDNT  

3:178 • 和 H. Thyen, EDNT 2 :1 6 1 -6 3 。希伯來書的作者（十 5 ) 引用 
詩篇四十篇6 節 ，他不斷以祭物來描寫基督的工作。保羅有時也會如 
此 ：羅馬書三章2 5 節 ，作 為 「挽回祭」 ；八 章 3 節 • 作為贖罪祭； 
和哥林多前書五章7 節 ，作為已經被殺獻祭的逾越節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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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讕於舊生活與新生活的特殊勸勉（四 25〜五 2 )

所 有 種 類 的 犠 牲 ，不 論 是 穀 類 或 動 物 》獻 與 神 一 語 最 好 是 與 前 面  
的 名 詞 連 用 （ 「當 作 供 物 和 祭 物 獻 與 神 」） ，" 而 最 後 的 片 語 ， 
「當 作 馨 香 」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是 用 來 指 利 未 人 儀 式 裏 所 有 主 要 形  

式 的 祭 物 ，100指 討 神 喜 悅 的 。保 羅 在 此 掌 握 了 舊 約 聖 經 中 真 正 蒙  
神 悅 納 之 獻 祭 的 意 思 。基 督 甘 心 將 自 己 當 作 祭 物 獻 給 神 ，這是完 
全 為 天 父 所 喜 悅 的 。

使 徒 的 重 點 很 清 楚 。基 督 為 了 祂 的 百 姓 而 將 自 己 交 付 死 地 ， 
這 是 祂 愛 他 們 的 至 高 彰 顯 。因 為 祂 是 他 們 愛 心 的 根 基 和 典 範 ，所 
以 他 們 的 生 活 也 當 以 重 價 、犠 牲 的 愛 為 辨 別 的 標 記 。％ 以這種方 
式 服 事 他 人 不 僅 取 悅 神 ；也 是 效 法 神 和 基 督 。

保 羅 盡 可 能 以 最 強 烈 的 言 詞 * 描 繪 出 在 當 時 社 會 中 ，讀者們 
過 去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他 們 現 今 在 基 督 裏 的 生 活 之 間 的 對 比 。這段經 
文 所 呈 現 的 標 準 與 周 遭 世 界 的 生 活 形 態 大 相 逕 庭 。這並不是說有 
些 衛 道 之 士 會 不 同 意 使 徒 的 評 論 而 提 出 相 反 的 勸 告 。有些人會同 
意 他 的 一 些 觀 點 。在 當 時 的 希 臘 一 羅 馬 和 希 臘 化 猶 太 教 的 著 作  
中 ，都 可 見 到 類 似 保 羅 所 寫 的 美 德 和 惡 行 清 單 ，以及負面和正面

9 9 比起把這片語連結到前面距離頗遠的動詞TiopiSojKev ( 「祂捨了」） ， 
或 是 接 下 來 的 片 語 6<mf|V £00)8(0? ( 「當作馨香」） ，這是更為自然 
的 讀 法 ，因 為 若 是 後 者 ，珣 0£(S ( 「獻 與 神 」）應 該 跟 在 60的V 

£00.5(0；之 後 （在舊約聖經裏幾乎每個例子都是如此） 。注 意 Hoehner, 
6 4 9 -5 0 的討論》

100它被用於燔祭（利一 9 ) 、素 祭 （利二 2 ) 、平 安 祭 （利 三 5 ) 、和贖 
罪 祭 （利 四 31 ) 。

101意味深遠的是，保羅用基督的犧牲來描寫腓立比人對他那種犧牲的 
愛 • 那 是 「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四 1 8 ) ; 參 
P. T. O ’ B rien, Philippians’ 5 4 0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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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的 命 令 。但 是 使 他 的 「道 德 教 導 條 理 清 晰 ，並 且 具 有 基 督 教 特  
色 」的 ，是 「以 他 的 福 音 所 提 供 的 動 機 為 架 構 」 。1(12格外重要的 
動 機 是 不 要 使 神 的 聖 靈 擔 憂 ，他 們 原 是 受 了 祂 的 印 記 ，直到得贖 
的 日 子 來 到 （第 3 0 節 ） 。神已經用祂自己的屬性在讀者們身上打 

上 印 記 ，並 且 保 證 要 保 護 他 們 ，直 到 最 後 那 日 。這位神已經用聖 
靈 將 他 們 標 示 為 屬 祂 自 己 的 ；如 果 他 們 現 在 的 舉 止 使 聖 靈 擔 憂 的  
話 ，那 會 是 多 麼 的 忘 恩 負 義 呢 ！此 外 ，他 們 應 當 饒 恕 他 人 ，正如 
神 在 基 督 裏 饒 恕 了 他 們 一 樣 （第 3 2 節 ） ，而且他們也當憑愛心行 

事 ，藉 此 來 效 法 神 。如 此 愛 的 生 活 的 典 範 和 基 礎 ，乃是基督在十 
字 架 上 清 楚 顯 示 的 愛 。所 以 ，至 終 ，效 法 神 就 是 效 法 基 督 ，而且 
在 與 彼 此 的 關 係 中 ，信 徒 們 的 特 色 應 該 是 重 價 、犠 牲 的 愛 》



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3〜14 )
3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 

方合聖徒的體統。4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 

的話。5因為你們確實地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 

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襄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 

樣 。6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 ’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 

之子。7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8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 

主襄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9光明所結的果 

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1(1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11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12因為 

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13凡事受了責備，就被 

光顯明出來 ’ 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14所以主說：

「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

從死襄復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前 一 個 段 落 的 具 體 勸 勉 （四 2 5 〜 五 2 ) 聚焦於舊生活與新生 
活 之 間 的 差 異 ，尤 其 是 在 言 語 和 行 為 上 。使 徒 以 正 面 的 口 氣 結 束  
那 個 段 落 ，勸 勉 讀 者 要 有 愛 心 ’ 正 如 基 督 愛 我 們 、為我們捨己一 
樣 （五 2 ) 。在 目 前 這 個 段 落 中 （3 〜 1 4 節 ） ，對比信徒與外面那 

些 罪 人 （正 如 在 四 17〜2 1 ) ，而且是用光明與黑暗的意象來呈現 
的 （8 〜 1 4 節 ） 。關 鍵 動 詞 「行 事 〔為 人 〕 ，生 活 」是道德訓勉 

部 分 每 一 段 落 的 標 語 （從 四 1 開 始 ） ，再 次 出 現 在 第 8 節的勸勉 
中 ： 「行 事 為 人 就 當 像 光 明 的 子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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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羅 再 次 使 用 一 個 常 見 的 勸 勉 形 式 ，就 是 罪 惡 清 單 （3 〜 5 

節 ）和 美 德 清 單 （9 節 ；見 ：四 2 5 〜 五 2 的 註 釋 ） ，1 以 及 「從 

前 一 如 今 」對 比 架 構 的 另 一 個 例 子 ，這 種 架 構 在 第 二 章 已 經 使 用  
得 非 常 顯 著 了 （ 1〜 1 0 節 、1 1〜2 2 節 ） 。也 有 一 個 引 句 ，以 「所 
以 主 說 」一 語 引 入 （1 4 b 節 ） ，後 者 在 以 弗 所 書 四 章 8 節與聖經 

引 句 一 起 出 現 （ 《和 合 本 》作 「所 以 經 上 說 」） 。在 五 章 1 4 b 節 
這 裏 的 三 行 句 子 ，呼 召 沉 睡 的 人 要 醒 過 來 ，並 從 死 裏 復 活 ，同時 
應 許 說 「基 督 就 要 光 照 你 了 」 ，通 常 被 認 為 是 取 自 早 期 基 督 徒 的  
詩 歌 或 詩 歌 殘 篇 ，是 讀 者 所 熟 悉 的 。然 而 ，它 可 能 更 多 依 據 舊 約  
聖 經 以 賽 亞 書 的 上 下 文 ，遠 超 過 大 多 數 解 經 學 者 所 承 認 的 ，而它 
的 意 義 （無 論 是 不 是 詩 歌 ）必 須 在 本 段 的 思 路 內 來 決 定 （見下文 
的 解 經 ） 。

這 個 段 落 分 成 兩 部 分 ：第 一 部 分 是 3 〜7 節 ，以負面的語氣開 

始 ，告 誡 信 徒 不 要 像 外 邦 世 界 一 樣 犯 下 任 何 不 道 德 的 性 行 為 與 貪  
婪 。結 束 時 有 兩 個 警 告 ，論 及 耽 溺 於 不 道 德 性 行 為 的 嚴 重 後 果 ， 
即 從 神 的 國 度 被 趕 逐 出 去 ，經 歷 神 的 憤 怒 （5 、6 節 ） 。第二部分 
是 8 〜 1 4 節 ，藉 第 7 節 與 第 一 部 分 相 連 • 呈現光明與黑暗持久的 
對 比 》保 羅 使 用 一 分 美 德 清 單 （9 節 ）與 引 用 一 分 （可能是詩歌 
的 ）殘 篇 （1 4 節 ） ，提醒他的讀者要改變他們生活中已經發生的 

事 。從 前 他 們 屬 於 黑 暗 的 國 度 。現 在 * 藉 著 他 們 與 主 的 關 係 ，他 
們 已 經 是 光 明 領 域 的 成 員 了 。這 樣 ，他 們 的 生 活 就 應 當 像 光 明 的  
子 女 （8 b 〜 1 0 節 ） 。這 就 意 味 著 ：他們的生活中應當結出光的果 
子 （9 節 ） ，他 們 將 會 發 現 如 何 才 能 討 主 的 喜 悅 （1 0 節 ） ，他們

1 雖然如貝斯特（Best, 4 7 8 ) 所 說 的 ，第 4 節的三個惡行全都是新約聖 
經中僅見一次的詞語，而且在新約聖經之外通常不出現在惡行清單
rj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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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也 將 不 再 有 分 於 黑 暗 無 益 的 行 為 （1 1 節 ） 。結 語 （1 4 b 節 ）概述 
了 要 離 開 黑 暗 與 死 亡 領 域 的 呼 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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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戒淫亂與貪婪（五3〜7)

五 3 . 保 羅 開 始 一 連 串 嶄 新 的 警 告 ，是針對完全與基督徒生活 

方 式 背 道 而 馳 的 行 為 提 出 的 ，回 到 了 基 督 徒 群 體 與 外 面 的 人 之 間  
的 對 比 ，就 是 稍 早 在 四 章 17〜2 4 節 所 見 的 勸 勉 題 材 。當他從犠牲 
自 己 的 愛 這 個 主 題 （五 2 ) 轉 向 其 相 反 的 一 面 ，即耽溺於感官享 

受 ，從 效 法 神 的 行 為 與 行 在 愛 中 轉 向 完 全 相 反 的 生 活 方 式 時 ，居 
於 主 導 地 位 的 是 性 犯 罪 。後 來 在 這 個 段 落 中 提 及 「暗 昧 無 益 的  
事 」與 「暗 中 所 行 的 」 （1 1 、1 2 節 ） ，就是特別著眼於淫亂與貪 

婪 的 罪 。這 裏 所 列 舉 的 三 項 惡 行 中 ， 「淫 亂 」與 「貪 心 」這兩項 
已 經 出 現 在 四 章 1 9 節 的 三 元 組 中 （見 該 處 的 討 論 ） 。正如在歌羅 
西 書 三 章 5 節 那 分 包 含 五 項 內 容 的 類 似 清 單 ，首 先 提 及 「淫 

亂 」 。它 在 肉 體 行 為 的 清 單 中 名 列 前 茅 （加 五 1 9 ) ，那些行為是 
信 徒 必 須 禁 戒 （帖 前 四 3 ) 、或 必 須 躲 開 的 （林 前 六 1 8 ) ，而 

且 ，正 像 這 裏 一 樣 ，使 徒 通 常 會 叫 他 的 外 邦 讀 者 注 意 到 淫 亂 是 與  
神 的 國 水 火 不 容 的 （林 前 六 9 ; 參 ：五 9 〜 11 ; 西 三 5 ) 。這詞指 

任 何 不 合 法 的 性 交 行 為 ，尤 其 是 姦 淫 和 跟 妓 女 發 生 性 關 係 。1 一個 
人 若 屈 服 於 淫 亂 ，最 終 就 表 示 自 己 已 經 與 神 決 裂 了 。相對於希臘

1 nopve ia詞 組 在 《七十士譯本》中 （翻譯希伯來文zdndh) 用來指不貞 
潔 、賣 淫 、妓 女 、和 姦 淫 （創三十四31 * 三 十 八 15 ；利 十 九 29 ；申 
二十二 2 1 ) 。在後來的拉比文獻中，這名詞被理解為不單包括賣淫和 
任何種類的婚外性交，也指拉比律法所禁止的所有親屬通婚（參 S tr-  
B 2 .729-30  ) 。亂 倫 （《流便遺訓》 〔T. Reuben ] 一 6 ；《猶大遺 
訓》 〔T. Judah ) 十 三 6 ; 參 ：利 十 八 6〜18 ) 和所有種類的不自然性 
交 （如 ：《便雅憫遺訓》 〔T. Benjamin ] 九 1 ) 都被視為姦淫（irop- 
veia) 。注意 B. M a lina , ‘ Does Pomeia Mean Forn ica tion? ’ NovT  14 

(19 72 ), 10-17 ’ 與 J. Jensen, ‘ Does Pomeia Mean Forn ication? A  

C ritique  o f  Bruce M a lin a ', NovT 20 ( 1978)，161-84 之間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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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1 .禁戒淫亂與贪婪（五 3〜7 )

化 世 界 盛 行 的 放 蕩 生 活 ，新 約 聖 經 （尤 其 是 保 羅 著 作 ）的教導要 
求 無 條 件 地 順 服 於 禁 戒 「淫 行 」的 命 令 （注 意 保 羅 給 哥 林 多 人 的  
警 告 ：林 前 五 1 ’ 六 12〜2 0 ，七 2 ，十 8 ; 林後十二  21 ) 。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的 第 二 個 惡 行 「污 穢 的 」 ，雖 然 可 以 指 不 受 約  
束 的 性 行 為 ，而 且 有 時 與 「淫 亂 」結 合 在 一 起 （帖 前 四 3 、7 ; 加 
五 19 ; 林後十二  21 ) ， 「一 切 」一 詞 不 單 指 向 不 貞 的 性 行 為 ，也 
指 其 他 更 多 的 行 為 （見 ：四 1 9 的 註 釋 ） 。它 也 是 肉 體 的 行 為 （加 
五 1 9 ) ，是 與 在 聖 靈 裏 的 生 命 水 火 不 容 的 （帖 前 四 7 、8 ) 。這兩 

個 惡 行 的 出 現 ，指 向 成 為 基 督 徒 之 前 的 不 道 德 狀 態 ，指向那些由 
天 然 情 慾 決 定 其 行 動 之 人 的 行 為 舉 止 。外 邦 人 太 容 易 回 到 悔 改 歸  
正之前的生活方式—— 所 以 要 這 樣 勸 誡 他 們 。

在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5 節 ， 「貪 婪 」出 現 在 五 項 惡 行 清 單 的 最  
後 ，而 且 特 別 被 強 調 為 嚴 重 的 罪 。在 那 裏 ，使 徒 從 罪 惡 的 外 在 表  
現 開 始 （ 「淫 亂 」） ，轉 向 內 心 的 熱 望 （ 「惡 慾 」 ） ，從姦淫轉 
向 貪 婪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貪 婪 出 現 在 三 項 惡 行 清 單 的 最 後 。它 
以 轉 折 的 語 助 詞 「或 是 」與 前 兩 項 區 分 開 來 ，因為保羅要從不道 
德 與 不 潔 淨 的 行 為 轉 向 它 們 內 在 的 源 頭 —— 「貪 心 」 ，就是想要 
獲 得 更 多 的 、貪 得 無 厭 的 慾 望 ，甚 至 為 了 滿 足 一 己 的 私 慾 而 貪 戀  
別 人 的 身 體 。

這 一 切 形 式 的 淫 亂 與 貪 婪 都 非 常 嚴 重 ，在 神 的 百 姓 當 中 甚 至  
連 提 及 都 不 可 。否 定 的 反 義 連 接 詞 最 好 譯 為 「甚 至 連 … … 都不 
可 」 ，連 同 第 1 2 節 的 重 複 使 用 ， 「因 為 他 們 暗 中 所 行 的 ，就是提 

起 來 ，也 是 可 恥 的 ，」都 表 明 信 徒 不 單 應 該 遠 避 這 些 罪 惡 ，也要 
避 免 思 想 和 談 論 它 們 。很 顯 然 地 ，這 裏 必 須 在 清 單 中 提 及 這 些 惡  
行 ，但 它 們 不 能 成 為 基 督 徒 談 話 的 主 題 。思 想 與 談 論 性 犯 罪 「會 
營 造 一 個 氛 圍 ，在 其 中 寬 容 它 們 ，而 且 甚 至 可 能 … …推廣這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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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2 避 免 這 類 談 話 的 動 機 是 要 符 合 3 「聖 徒 」的 體 統 （參 ：一 
1 ) 。名 詞 「聖 徒 」前 面 沒 有 定 冠 詞 ，強 調 性 質 上 的 含 意 ，也就是 
他 們 作 為 神 百 姓 的 聖 潔 。他 們 受 到 提 醒 ：祂 已 經 呼 召 他 們 ，要他 
們 在 祂 面 前 成 為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一 4 ) 。他們的 生 活 方 式 符 合  
這 個 聖 潔 的 呼 召 ，乃 是 合 宜 的 （帖 前 四 3 〜7 ) 。

五 4 . 第 3 節 警 告 讀 者 要 遠 避 性 犯 罪 ，在此以三個一組的詞語 

來 延 續 ，論 及 有 罪 的 言 論 ：淫 詞 、妄 語 、和 戲 笑 的 話 ，都必須避 
免 ，因 為 完 全 不 適 合 聖 徒 。然 而 ，與 這 些 和 前 面 在 第 3 節提及的 
惡 行 相 對 的 是 感 謝 ，這 是 基 督 徒 基 本 的 感 恩 回 應 ，是那些經歷了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恩 典 之 人 所 表 現 的 （參 ：一 3 〜 1 4 ) 。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這 三 個 用 來 指 有 罪 言 論 的 詞 * 淫 詞 、妄 語 、 
和 戲 笑 的 話 ，每 一 個 都 只 出 現 在 這 裏 。在 目 前 的 上 下 文 中 ，頭一 
個 最 好 理 解 為 具 體 方 面 ，指 可 恥 的 言 談 ，4 而且根據前面那些性犯 

' 罪 而 把 它 譯 為 淫 詞 。第 二 個 詞 的 意 思 是 「愚 蠢 的 或 無 聊 的 談

2 L in co ln , 3 2 2 。

3 動 詞 ( 「符 合 的 ，適 宜 的 • 正確的」）出現在提摩太前書二章
1 0 節與提多書二章1 節 ，表示動機’ 在 第 4 節這裏則用一個類似的動 
機 dv^KEv ( 「符 合 的 ，適宜的」） ；參 Louw and N ida §66 .1 。呼籲 
行為要適合，是斯多亞派的行為標準，但保羅不是照著斯多亞派的方 
式 來 使 用 它 * 因 為 後 者 乃 是 指 與 天 性 相 符 （參 E. Best, Ephesians 
[S he ffie ld : Academ ic Press, 1993], 8 0 ) 。

4 A loxpdm ?通常指向「猥亵的行為；醜 陋 ，或邪惡」 ；如 BAG D , 25 ； 
與 Louw  and N ida  § 8 8 .1 4 9 所主張的。然 而 ，歌羅西書的類似用詞 
( aicrxpoAoyia，三 8 ) 卻 表 明 ：保羅在以弗所書五章4 節這裏是著眼於 

這個比較明確的含意。霍 納 （Hoehner, 655 ) 認 為 ：a〖axp<STiK泛指一 
般 性 的 「羞恥」 ，與行為和言談有關• 因此用作轉接語，接著兩個詞 
就聚焦於有罪的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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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14)
1 .禁戒淫亂與贪婪（五 3〜7 )

話 」 。這 三 個 一 組 的 詞 ，第 三 個 在 古 典 希 臘 文 中 用 於 好 的 意 思 ， 
指 「機 智 」 ，或 風 趣 ，被 視 為 好 的 社 交 談 話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然 
而 ，甚 至 在 很 早 的 時 候 ，這 個 詞 就 可 以 有 負 面 的 含 意 ，或許是 
「粗 俗 的 滑 稽 或 某 種 無 人 情 味 或 卑 鄙 的 玩 笑 」 。范 德 荷 斯 特 （P. 

W . van  der H o r s t ) 認 為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4 節的上下文表明它的意 

思 是 粗 俗 的 笑 話 ，具 有 使 人 產 生 邪 念 的 弦 外 之 音 和 雙 重 的 含 意 。5 

這 三 個 詞 語 全 都 是 指 骯 髒 的 念 頭 ，表 現 在 粗 俗 下 流 的 交 談 中 。在 
神 所 分 別 為 聖 的 那 些 人 當 中 ，必 須 避 免 這 種 言 語 ，因為是完全不 
恰 當 的 。

與 所 有 形 式 的 淫 亂 和 淫 詞 的 對 比 非 常 不 尋 常 6—— 讀者必須要 
說 感 謝 的 話 ，這 是 基 督 徒 言 語 的 獨 特 標 記 。一 些 作 家 認 為 高 尚 的  
談 話 或 誠 實 的 言 談 會 比 較 適 合 這 裏 的 對 比 。但 是 ，感謝的話是與 
前 面 在 第 3 和 4 節 的 六 個 惡 行 相 對 ，而 不 單 是 與 第 4 節的粗俗下 

流 的 言 論 相 對 ，表 明 一 個 根 本 不 同 的 態 度 ： 「性 方 面 的 不 頁 與 貪  
婪 都 表 現 出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的 貪 得 無 厭 ，感 謝 則 恰 恰 相 反 ，因此也 

是 所 需 的 解 藥 ；它 乃 是 承 認 神 的 寬 宏 大 度 。」7感謝幾乎是基督徒 
生 活 的 同 義 詞 。它 是 以 感 恩 的 態 度 回 應 神 在 創 造 與 救 贖 上 施 行 的

P. W. van der Horst, ‘ Is W ittiness U n-C hris tian?  A  Note on euTpa- 

TieAia in  Eph. v .4 ’ ，in Miscellanea Neotestamentica, vo l. 2, ed. T. Baard, 

A. F. J. K l i jn ，and W. C. van U nn ik  (Le iden: B r i l l ,  1978)，163-77 ’ 

尤 其 1 7 5 ，林 康 （L in c o ln ，323 ) 也依循他的觀點。亞里斯多德認為 
EurpaneAia ( 「機 智 風 趣 」）是 個 美 德 （《歐台謨倫理學》 〔Ethica 

Eudemia ) 3 .7 .1234a.4-23 ) ，卻也意識到這個詞語具有負面的含意 
( 《歐台謨倫理學》4 .8 .1 1 2 8 a .l4 -1 5 ) 。

6 注 意 強 烈 的 反 義 詞 ，《思高聖經》譯 作 「反 」 （《和合 
本》作 「總 」） 。

7 Houlden, 324 ，他這段話常常被人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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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拯 救 作 為 ，因 而 承 認 祂 是 一 切 福 分 的 終 極 源 頭 。作 為 神 所 造 之  
物 ，所 有 的 人 都 應 該 將 感 謝 與 榮 耀 歸 給 祂 ，但 卻 沒 有 這 麼 做 （羅
一 21 ; 參 ：提 後 三 2 的 「忘 恩 負 義 」 ，描 寫 末 後 日 子 的 人 性 ） 。 
基 督 徒 因 為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所 賜 給 他 們 的 恩 典 （參 ：一 3 〜 1 4 、15 

〜2 3 ) ，必 須 以 喜 樂 感 恩 的 態 度 活 出 他 們 的 生 活 。它應該伴隨著 

每 一 個 活 動 ，是 那 些 已 經 被 神 的 靈 充 滿 之 人 當 有 的 回 應 （弗 五 18 

〜 20 ) 。8 在 第 4 節 這 裏 ，感 謝 的 話 反 映 出 基 督 徒 對 於 性 的 態 度 ， 

是 與 異 教 徒 那 種 不 道 德 和 下 流 的 態 度 相 反 的 。
五 5 . 接 著 是 兩 個 嚴 重 的 警 告 。用 來 作 為 前 面 第 3 和 4 節那些 

勸 誡 的 基 礎 ，並 且 要 鞭 策 基 督 徒 嚴 肅 地 看 待 它 們 （注 意 開 頭 的  
「因 為 」 ） 。這 兩 個 警 告 詳 細 說 明 那 些 不 道 德 的 人 或 在 性 方 面 貪  

得 無 厭 的 人 悲 慘 的 後 果 ：第 一 個 警 告 （5 節 ）肯 定 地 說 他 們 與 基  
督和 神 的 國 無 關 ，第 二 個 （6 節 ）則 說 他 們 會 經 歷 到 神 的 忿 怒。

希 臘 文 開 頭 的 幾 個 字 ，是 不 尋 常 的 迂 說 結 構 ，9 雖然一般含意 
相 當 清 楚 。可 以 將 之 當 做 命 令 語 氣 ，翻 譯 為 「你 們 應 該 清 楚 知

8 P. T. O ’ B rien , ‘ T hanksg iv ing ’ ，in Pauline Studies, 6 2 -6 3 。

9 VIOT£ yiVUOKOVTEe ( 「〔你 們 〕知 道 」） 。"IOTE 是動詞 oTSa ( 「知 
道 J ) —— 迂說結構通常應該用動詞「是 」 （‘ to be ’ ）—— 的現在式 
直說語氣或命令語氣，而 y iv i5 C T K 0 V T £ s則是另一個動詞■ y ivokn co )(意思 
是 「我知道」）的現在式分詞。有人認為這是希伯來文的獨立不定詞 
結 構 ，強化動詞的觀念，但這裏這兩個表示「知道」的字並不相同。 
另一些人承認這可能不是希伯來文的風格* 但卻認為它就像獨立不定 
詞 一 樣 ，把 W te 當做命令語氣（「要非常確定這一點」） 。波特爾
( S. E. Porter, 'T ctte y ivuoK ovT E ^ in  Ephesians 5, 5 : Does Chiasm 

Solve the Problem ?’ ZN W  81 [1 99 0 ]，2 7 0 - 7 6 ) 將之視為直說語氣， 
主張這個迂說片語應該理解為第3 〜5 節的一個交錯配置結構的一個 
組 成 因 素 。但 是 ，這個交錯配置結構裏面有些因素卻不容易各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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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1 .禁戒淫亂與贪婪（五 3〜7 )

道 」 （ 《思 高 聖 經 》 ，直 譯 為 「既 知 道 ，就 要 知 道 」） ，或者當 
做 直 說 語 氣 ，翻 譯 為 肯 定 句 ，因 為 你 們 確 實 地 知 道 （直 譯 為 「既 
知 道 ，你 們 就 知 道 」 ） 。無 論 如 何 ，保 羅 都 是 在 叫 人 注 意 一 個 確  
鑿 的 事 實 ：1(1持 續 犯 罪 的 人 是 被 排 除 在 神 的 國 之 外 的 。在 第 3 

節 ，他 已 經 譴 責 了 淫 亂 、污 穢 、和 贪 婪 等 罪 》現 在 * 他又回頭論 
及 這 些 罪 ，責 備 那 些 習 慣 犯 這 些 罪 的 人 。11正 如 在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5 

節 ，這 裏 也 著 重 地 強 調 貪 婪 的 危 險 ：在 此 ，那 在 性 行 為 方 面 沒 有  
節 制 、貪 得 無 厭 的 人 ，就 是 拜 偶 像 的 人 。12在 猶 太 人 的 勸 勉 中 ，

位 。亦見他的 Verba; Aspect, 286，362, 465 ；也要注意 BAG D , 556 ； 
與  BDF §353(6); §422 。

1 0 指示代名詞TO0TO ( 「這 」）指接著的內容 • StI TTO? TTOpVOl； KTA. ( 「無 
論是淫亂的……」） 。

1 1 用三個名詞相當明確地指稱犯了第 3 節所描述的那些行為的人： 
TTopvoi; ( 「淫 亂 的 」） 、dKd0apTOS ( 「污 棟 的 」） 、與 ttAeov€ktt^ 

( 「有貪心的」） * 與 第 3 節那三個字同源，而且照著相同的順序》 
再次使用閃語風格的Tia? ... OUK ( 「每一個… … 不 」 ； 《和合本》作
「無論 ....... 無 」）結構來否定動詞（參 A. T. Robertson, Grammar,

753 ) ，而 n a g 位於不帶冠詞的名詞之前，意 思 是 「每一個」 （BDF 

§ 2 7 5 [ 3 ] ) 。所 以 ，保羅是說：這三類人當中，「沒有一個」能夠承受 
神的國。

12 nAeovEKTrig 5 icrriv dSuiAoAdTprv; ( 「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 
中性關係代名詞5 可能是原來的讀法（而不是陽性的％ ，「那……的 
人 」） • 因為有較強的抄本支持，而且是較難的讀法，可能會被早期 
的抄寫者改為陽性。中性關係代名詞重拾整個觀念或一般的貪婪含意 
( A. T. Robertson, Grammar, 713; BDF § 13 2 [2 ]) , 但仍然應該譯為 
「那… … 的人」） 。單數關係代名詞只是指「有貪心的」 •而不是指 

三 個 一 組 的 所 有 成 員 （ 「淫 亂 的 」 、 「污 穢 的 」 、與 「有貪心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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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 ~ 六 2 0 )

貪 婪 與 拜 偶 像 這 兩 個 罪 並 列 在 一 起 ，並 被 定 罪 為 異 教 主 義 令 人 恐  
怖 之 事 的 部 分 ；13尤 其 是 ，姦 淫 與 性 慾 都 跟 拜 偶 像 連 在 一 起 。14 

連 同 對 財 富 與 權 勢 的 貪 戀 ，性 慾 也 是 著 迷 於 偶 像 崇 拜 ；它把自我 
滿 足 或 另 一 個 人 放 在 生 命 的 中 心 ，這 是 敬 拜 受 造 之 物 ，卻不敬拜 
造 物 主 （羅一 2 5 ) 。

持 續 犯 罪 的 人 ，像 是 淫 亂 的 、污 穢 的 、與 有 贪 心 的 ，都肯定 
是 與 神 的 天 國 無 分 無 關 的 》信 徒 已 經 獲 得 保 證 ：他們擁 有 穩 妥 的  

盼 望 ，可 以 承 受 將 來 世 代 的 榮 耀 生 命 （見上文對一  1 4 、1 8 的註 
釋 ） 。但 他 們 在 此 受 到 警 告 ，不 要 像 非 信 徒 一 樣 地 生 活 ，因為那 
些 人 將 來 不 能 承 受 基 督 與 神 的 國 。那 些 耽 溺 於 淫 亂 、污 穢 、和貪 
婪 的 人 ，縱 使 自 稱 為 基 督 徒 * 也 顯 明 自 己 是 與 永 生 無 分 的 。使徒 
不 是 在 斷 言 說 ，凡 是 曾 經 在 這 些 罪 上 失 足 的 人 都 自 動 被 排 除 在 神  
的 國 之 外 。倒 不 如 說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是 毫 無 羞 恥 地 屈 服 於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而 不 悔 改 的 人 。15

保 羅 覺 得 有 必 要 一 再 向 他 所 帶 領 悔 改 歸 正 的 人 提 出 這 個 蓍  
告 。他 提 醒 哥 林 多 人 說 ：不 義 的 人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國 ，然後就開始 
在 一 分 由 十 項 惡 行 構 成 的 清 單 中 描 寫 這 種 不 義 的 行 為 （林 前 六 9 

〜 10 ; 參 ：加 五 21 ) » — 些 哥 林 多 人 過 去 的 生 活 就 是 這 樣 。但他

1 3 根 據 《猶大遠訓》十 九 章 1 節 ，貪婪掌控一個人• 帶領他偏離神，並 
且播掠他去拜偶像。在猶太思想的其他地方，「貪婪」受到嚴厲的定 
罪 （斐 羅 （論特殊法律> 1.23-27 ；參 G. D e llin g , TD NT  6:270 ；關 
於拉比著作的例子，見 S tr-B  3.606, 607 • 也注意昆蘭文獻中對於與 
貪婪有關的財物所做的負面評價：《哈巴谷書註釋> 〔lQ p H a b 〕6 : l ;  
8:11, 12 ；《社群守則》10:19; 1 1 :2 等 ） 。

1 4 《所羅門智訓》十 四 12 ；《流便遺訓》四 6 ；《猶大遺訓》二十三 
1 °

15 斯 托 得 ，200 頁 =  S to tt，1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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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1 .禁戒淫亂與贪婪（五 3〜7 )

們 已 經 被 洗 淨 、成 聖 、稱 義 了 （ 1 1 節 ） 。然 而 ，事 實 上 ，甚至在 
悔 改 歸 正 以 後 ，他 們 仍 然 需 要 在 這 樣 的 惡 行 上 受 到 警 告 ，就證明 
在 異 教 的 環 境 中 ，想 要 回 到 舊 生 活 的 試 探 何 等 強 烈 。16

使 徒 在 此 論 及 無 分 於 属 天 產 業 的 用 語 相 當 驚 人 ：首 先 ，不同 
於 他 從 前 的 道 德 訓 勉 ，那 裏 的 動 詞 「承 受 」是 用 未 來 式 （ 「必不 
能 承 受 」 ，林 前 六 9 、10 ; 加 五 21 ) ，以 弗 所 書 卻 是 用 現 在 式 ： 

淫 亂 的 人 「都 是 無 分 的 」 。可 能 像 波 特 爾 所 主 張 的 ，這 是 「指未 
來 的 現 在 式 」 ，17因 而 表 示 作 惡 的 人 將 來 在 神 的 國 中 絲 毫 無 分 。 
但 比 較 好 的 作 法 是 將 現 在 式 的 「無 〔分 〕」18理 解 為 意 指 一 個 過  
程 ，不 管 是 過 去 、現 在 、或 未 來 ：淫 亂 的 人 沒 有 一 個 在 神 的 國 裏  
有 任 何 的 分 。

這 樣 根 據 動 詞 的 觀 點 所 做 的 解 釋 ，由 雙 重 的 用 語 基 督 和 神 的  
國 獲 得 證 實 ，後 者 是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僅 見 的 （參 ••啟十一  1 5 )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有 一 個 傾 向 ，要 區 分 天 國 的 兩 個 階 段 ，把 「神 的 國 」 
一 詞 保 留 給 未 來 永 恆 的 階 段 （林 前 六 9 、10 • 十 五 50 ；加五 
2 1 ) ，19而 「基 督 的 國 」則 是 指 神 的 掌 權 現 今 的 階 段 （林前十五 
24 ；西一 13 ；亦 參 ：弗二 6 ；提 後 四 1 、1 8 ) ，是被命定與未來 

合 併 在 一 起 的 。所 以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五 章 2 4 節 ，基 督 掌 權 ，直 

到 萬 有 都 服 在 祂 腳 下 之 後 ，要 將 神 的 國 交 給 父 神 》因 此 ，基督與 
神 的 國 這 個 雙 重 的 表 達 方 式 同 時 指 神 的 國 現 今 與 未 來 的 兩 個 面  
向 • 那 些 耽 溺 於 淫 亂 、污 穢 、與 貪 婪 的 人 是 被 排 除 在 外 的 。這同

16 Bruce, 3 7 1 。

17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2 3 0 -3 2 。

18 OOk ，使不完成式的觀點符合語法要求。

19 「神的國」的其他例子（如 ：羅十四丨7 ；林 前 四 20 ；西 四 11 ；帖前 
二 12 ; 帖後一 5 ) 的指涉是比較一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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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一 個 國 度 同 時 厲 於 基 督 和 神 ，也 同 時 由 基 督 和 神 掌 管 。M 所 以 ， 
讀 者 要 注 意 保 羅 的 勸 勉 。那 些 受 自 己 性 慾 奴 役 的 人 肯 定 是 被 排 除  
在 基 督 與 神 的 掌 權 之 外 的 。

五 6 . 信 徒 太 容 易 受 到 周 遭 世 界 的 影 響 ，而屈從於它的思想與 
行 為 方 式 。結 果 ，今 日 文 化 所 能 接 受 的 也 就 成 為 在 教 會 中 可 以 接  
受 的 。在 當 代 西 方 社 會 中 ，在 性 道 德 的 領 域 上 尤 其 如 此 。

保 羅 現 在 要 以 第 二 個 警 告 來 加 強 他 的 第 一 個 警 告 （5 節 ） > 

勸 勉 讀 者 留 意 要 遠 避 淫 亂 與 淫 詞 的 勸 誡 （3 、4 節 ） 。若有任何人 

鼓 勵 性 放 縱 ，以 為 這 樣 的 行 為 無 關 緊 要 ，他 們 不 應 該 受 到 誤 導 。 
這 種 論 調 是 「虛 浮 的 」 ，沒 有 真 理 的 （參 ：西二 4 、8 ) ，因為它 

們 沒 有 考 慮 到 神 對 於 罪 惡 的 聖 潔 審 判 。那 些 可 能 試 圖 將 他 們 引 入  
歧 途 的 人 的 身 分 ，並 未 明 確 指 出 。21他 們 可 能 是 基 督 徒 群 體 的 成  
員 （或 許 帶 有 解 放 的 或 諾 斯 底 式 的 傾 向 ） ，卻 不 嚴 肅 看 待 罪 惡 。 
但 是 ，上 下 文 提 及 「那 悖 逆 之 子 」 、 「與 他 們 同 夥 」 （7 節 ） 、 
以 及 「從 前 你 們 是 暗 昧 的 」 （8 節 ） ，可 能 指 向 不 信 的 外 邦 人 ， 
他 們 試 圖 將 自 己 的 惡 行 辯 解 為 無 關 緊 要 的 。22這 個 主 張 有 其 優

20 注意 M. J. H arris , fcsus as God: The New Testament Use o f Theos in 

Reference to Jesus (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261-63 對於與此片 
語有關之文法問題所做的討論。

2 1 動詞如aTd w 意 指 「欺 騙 ，誤導」 （參 ：提前二 14 ; 雅一 2 6 ) ，類似 
同 源 名 詞 dndTt! ( 「欺 騙 ，詐 欺 」） • 後者已經出現在以弗所書四章 
2 2 節 。

2 2 尤其注意M eyer，269 • 他認為不信的外邦人可能試圖將基督徒拉回他 
們 從 前 的 外 邦 生 活 方 式 。亦 參 Schnackenburg，220 ; 與 L in co ln , 

3 2 5 。另一方面，B arth，567 ；與 Best, 4 8 4 則認為這是指教會裏犯錯 
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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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1.禁戒淫亂與食婪（五 3〜7 )

點 ，即 維 持 這 段 經 文 始 終 出 現 的 「內 部 的 人 / 外 面 的 人 」之間的 
對 比 。然 而 ，無 論 這 個 試 探 來 自 何 處 ，讀 者 都 不 可 被 導 入 歧 途 。

不 要 被 這 種 虛 浮 的 論 調 欺 騙 ，理 由 是 ：因 這 些 事 （就 是 3 〜 5 

節 所 譴 責 的 那 些 惡 行 ） ，神 對 於 罪 惡 的 聖 潔 而 公 義 的 忿 怒 必 臨 到  
那 悖 逆 之 子 。23正 如 在 二 章 2 節 ， 「悖 逆 之 子 」這個強烈的表達 

方 式 ，不 是 指 那 些 偶 然 表 現 悖 逆 行 為 的 人 ，而 是 指 以 悖 逆 為 其 生  
活 特 徵 的 人 。他 們 不 順 服 神 的 權 柄 ，反 而 喜 歡 掌 管 自 己 的 生 活 ， 
偏 行 己 路 。現 在 式 （臨 到 ）被 一 些 人 認 為 ：甚 至 就 在 現 在 ，這樣 
的 罪 人 都 經 歷 到 神 的 忿 怒 。另 一 些 人 則 認 為 ：這 動 詞 的 現 在 式 往  
往 帶 有 未 來 的 含 意 ，因 而 表 示 神 的 忿 怒 將 會 在 末 日 彰 顯 出 來 ，或 
同 時 出 現 在 目 前 與 未 來 。然 而 ，這 個 現 在 式 可 能 將 這 個 行 動 的 發  
生 描 寫 為 一 個 過 程 ：那 些 悖 逆 之 子 經 歷 神 的 忿 怒 （參 ：羅一 18〜 
3 2 ) ，無 論 是 在 今 世 ，或 是 在 它 末 後 的 完 全 彰 顯 時 。

五 7 . 既 然 淫 亂 生 活 的 結 果 是 如 此 嚴 重 ，讀 者 受 到 強 烈 的 勸  

勉 ，不 要 與 悖 逆 的 外 邦 人 在 他 們 有 罪 的 行 為 上 同 夥 。雖然與他們 
等 字 可 以 理 解 為 是 指 前 面 描 寫 的 那 些 惡 行 （3 〜5 節 ） ，比較可取 
的 是 將 其 先 行 詞 理 解 為 指 著 這 些 人 本 身 ，也 就 是 「那 悖 逆 之  
子 」 。24但 是 ，保 羅 不 是 禁 止 信 徒 與 這 樣 的 人 有 任 何 的 接 觸 或 交  
往 ，如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所 理 解 的 （ 「不 要 跟 這 些 人 來 往 」 ； 
參 ： 《修 訂 標 準 版 》 ） 。25如 果 這 是 使 徒 的 意 思 ，那 麼他們就必 
須 完 全 脫 離 世 界 方 可 （注 意 他 在 林 前 五 1 0 的 論 述 ） ！倒 不 如 說 ，

2 3 關 於 神 的 「忿 怒 」和 ^ 悖逆之子」的 討 論 ，見 ：二 章 2 、3 節的註 
釋 。

24 如 M eyer, 270; Bruce, 372 ; 與 Schnackenburg, 221 等人所主張的。

2 5 昆蘭文獻勸勉其群體的成員要實行徹底的分離，尤其與其他猶太群體 
分 離 （《社群守則》1:4, 5; 5:10, 11 ；《大馬色文獻》6:14,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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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同 夥 一 詞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僅 見 於 此 處 與 三 章 6 節 ，是 用 來 指 「一個
同 享 一 分 財 產 或 一 個 關 係 的 人 j  

們 不 有 分 於 悖 逆 的 外 邦 人 的 淫 行  
審 判 （參 ：林 後 六 14〜 七 1 ) 。 

有 分 於 基 督 耶 穌 應 許 的 人 （三 6 

這 兩 種 的 有 分 是 互 相 排 斥 的 。

。26所 以 ，讀 者 務 必 要 確 定 ，他 
，因 而 得 以 逃 脫 那 確 實 要 臨 到 的  
那些藉著福音而與猶太信徒一同 
) ，不 能 有 分 於 異 教 徒 的 罪 惡 。



四 '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2 .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 14)

五 8 . 在 這 裏 ，信 徒 不 要 涉 及 悖 逆 之 人 的 淫 行 ，正 面 的 理 由 ， 
不 是 神 未 來 的 審 判 （如 同 在 第 6 節 ） ，而是他們悔改歸正時發生 
在 他 們 生 活 中 的 巨 大 改 變 。從 第 8 節 開 始 的 這 整 個 段 落 ，使用了 

光 明 與 黑 暗 的 豐 富 象 徵 * 而 且 保 羅 再 次 引 入 「從 前 一 如 今 」對比 
的 架 構 （見 ：二 1〜 1 0 、11〜2 2 的 註 釋 ） • 將注意力集中在信徒 
所 經 歷 的 主 權 轉 移 上 。他 們 從 前 屬 於 黑 暗 的 轄 制 （參 ：西一
1 3 ) ，但 如 今 ，因 為 他 們 與 主 的 新 關 係 ，他 們 屬 於 光 明 的 領 域 》 
那 麼 ，他 們 如 果 涉 及 過 去 的 淫 行 ，將 會 是 多 麼 的 矛 盾 呀 ！如果他 
們 是 光 明 的 ，那 麼 他 們 行 事 為 人 就 應 當 像 光 明 的 子 女 ，這就意味 
著 他 們 生 活 的 價 值 觀 是 與 他 們 周 遭 社 會 那 些 人 的 價 值 觀 完 全 相 反  
的 。

信 徒 與 非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差 異 ，已 經 從 「舊 人 」和 「新 人 」的 
角 度 描 述 過 了 （弗 四 2 2 、2 4 ) 。現 在 ，藉著黑暗與光明的意象來 

描 述 其 差 異 ：不 信 的 人 是 黑 暗 ，基 督 徒 是 光 明 。1光與暗的這個象 
徵 在 古 代 一 般 宗 教 世 界 很 普 遍 ，而 且 經 常 出 現 在 舊 約 聖 經 、2 昆蘭 
文 獻 、3 與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尤 其 是 約 翰 著 作 。4 在 以 弗 所 書

2.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8〜14 )

1 在其他地方，也將黑暗與光明的意象用於與悔改歸正有關上：徒二十 
六 18 ；西一 1 2 、13 ; 彼前二 9 ；也要注意：來 六 4 ，十 3 2 。參 ：斐 
羅 <論美德》1 7 9 。

2 光代表生命與救恩• 其源頭是神（詩 二 十 七 1 ; 賽 九 2 • 十 1 7 ，四十 
二 6 、16 , 四十九6 »六 十 1 ) 。

3 在昆蘭文獻中，往往用光與暗的象徵意指與神有關的兩種生活方式。 
這 在 《戰卷> (1 :1 -1 6 ; 3 :6，9; 13:16; 14:17 ) 與 <社群守則》 （1:9， 
10; 3:13, 19-21，24，2 5 ) 中尤其明顯；如 K . G. Kuhn, ‘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1 2 2 -2 4 所指出的• 近代許多解經學者都依循他的 
觀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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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中 ，黑 暗 代 表 無 知 、錯 謬 、與 邪 惡 （參 ：四 1 8 ) ，尤其是指那些 

與 神 隔 絕 之 人 淫 亂 的 生 活 方 式 。另 一 方 面 ，光 代 表 真 理 、知識 
( 參 ：一 1 8 ) ，這 裏 則 代 表 聖 潔 ，這 些 都 是 來 自 於 神 。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不 單 將 讀 者 描 繪 為 曾 經 在 黑 暗 的 領 域 、而如 
今 在 光 明 的 領 域 中 ，雖 然 這 也 是 非 常 確 實 的 （參 ：約 八 12 ；彼前
二 9 ；約壹一  5 〜7 ，二 9 ) 。這裏所設想的不是他們的環境或他 

們 和 其 餘 人 類 生 活 的 範 圍 。這 裏 乃 是 指 他 們 自 己 從 前 是 暗 昧 的 ， 
但 如 今 在 主 裏 面 是 光 明 的 。那 些 受 到 黑 暗 國 度 或 光 明 國 度 管 轄 的  

人 ，就 在 他 們 自 己 的 人 格 上 代 表 了 那 個 國 度 》所 以 * 當他們悔改 
歸 正 了 ，從 黑 暗 變 為 光 明 的 乃 是 他 們 的 生 活 ，而不是他們周遭的 
環 境 。這 個 激 烈 的 改 變 乃 是 發 生 在 主 裏 面 。5祂是那造成決定性差 
異 的 ，而 且 ，藉 著 與 祂 聯 合 ，他 們 已 經 進 入 了 新 的 國 度 ，並且變 

成 了 光 。
現 在 要 從 正 面 來 說 明 這 個 改 變 的 含 意 。他 們 的 行 為 必 須 符 合  

他 們 的 新 身 分 。保 羅 從 表 達 他 們 在 主 裏 的 身 分 的 「直 說 語 氣 」 •

4 約一 4 、5 、7〜9 ’ 三 19〜2 1 ，八 12 ’ 九 5 等 ；約壹一 5 ’ 二 8 » 在 

保羅書信中，它出現在羅十三1 2 、13 ; 林後四 4 、6 ，六 14 ; 西一 

1 2 、13 ; 帖前五 5 ；提前六 16 ；提後一 1 0 。進一步的細節見G. L. 

Borchert, ‘ L igh t and Darkness*, DPL, 5 5 5 -5 7 。

5 頭兩行的對偶平行體顯示出：第二行的 〖V K U p b  ( 「在主裏面」）等 

字在第一行沒有平行字眼，造成了明確的差異。黑暗一詞沒有修飾 

語 ，光卻加上了 ~  KUpiO)這個片語： 

f\T£ ydp ttot£ ctk6to<;t 

VQy S色 老V KUplU).

「從前你們是黑暗，

但如今在主 裏 面〔是〕光」 ( 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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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2 .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 ~ 1 4  )

轉向他們應該如何生活的「命令語氣」 。因為讀者現在是光，6行 

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必須以光為特 

徵 。接著幾節就說明這一點所涉及的含意。關 鍵 動 詞 「行事為 

人 」已經出現在道德訓勉的重要地方（見 ：四 1 、1 7 ，五 2 、15 ; 

參 ：二 2 、1 0 ) ，這裏再次使用。

五 9 . 在一個簡短的離題中，7保羅首先提及基督徒的三個美 

德 * 以解釋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兒女是甚麼意思：良 善 、公 義 、誠 

實 。這三者被形容為「光明所結的果子」 ，與 「暗昧無益的事」

( 1 1 節 ）形成強烈對比。8 除 了 「果子」或 「產品」的字面意義 

之 外 ，這個詞語也用於喻義用法，指一個行動的結果、後 果 、或 

利 益 。9所 以 * 使徒可以將這詞語用於隱喻用法，指他盼望從他的 

事奉看見的結果（羅一 1 3 ) 。在 此 ，它意指光明在道德上的結

6 再次出現本書信中已實現末世論的口氣：甚至在現在，信徒在主裏面 
就 是 光 》但 是 ，正如在保羅書信全集的其他地方，信徒在祂裏面，因 
此現在也必須承搪相當可觀的責任。

7 《呂振中譯本》 、《恢復本》 、《和合本修訂版》正確地將第 9 節翻 
譯為插入語。第 1 0 節 以 SoKUldCoVTW ( 「察 驗 」) 引入一個分詞子 
句 • 進一步定義何謂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子女（8 節 ） 。

8 直 譯 為 「光明的果子在於一切良善、公 義 、與誠實」 。這個句子沒有 
動 詞 ，所以需要補充動詞；連同接著的介詞片語4v T id a r ,  dyaetoauvti k tA .

( 「在於一切的良善… … 等 」） ，它 表 示 「在於」或 「以 〔一切的良 
善 〕為特徵」 。光明的果子表現在良善、公 義 、與誠實的領域。參 
Hoehner, 6 7 3 。

9 魯 弗 與 奈 達 （Louw  and N ida §42.13 ) 將 之 視 為 從 Kapii6^ ( 「果 
子 j  ) 的字面意義延伸的喻義用法，所行之事的自然結果—— 「行 
動 * 活 動 ，行為的結果」 。關於 icopir如在保羅書信中的用法，見 P. T. 
O ’ B rie n，Philippians, 8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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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果 ，並且將之視為神的大能。光對於那些接受它的人有顯著的影 

響 。它表現在良善、公 義 、與誠實等美德上，這些美德都反映出 

神自己的屬性（見 ：四 2 4 的註釋）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來，光 

明的果子在意義上非常接近「聖靈的果子」1()( 加 五 22 ; 參 ： 

「仁義的果子」 ，腓一 1 1 ) 。

簡短描述新生活該有樣式的這三個特性，令讀者想起已經涵 

蓋的一些重點，尤其是在四章2 0 節〜五章 2 節 。頭一個譯作「良 

善 」 ，與它的同源形容詞「好的」一樣有非常廣的意義，雖然它 

可 以 有 「慷慨」之 意 ，像在舊約聖經中一樣，後者有時是指上主 

的 良 善 。11根據以弗所書，神已經在基督耶穌裏創造了祂的百 

姓 ，為了叫他們行善（二 10 )  » 同樣地，保羅禱告希望歌羅西人 

能 夠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西一 1 0 ) 。以弗所書中的「新 

人 」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彰顯那些厲於神自己的倫理素質，諸如 

公義與聖潔，這兩者都是源自祂的真理（四 2 4 ) 。結 果 ，這個新

1 0 若 干 抄 本 （包 括 沦 46 D 2 T  88 104 ) 讀 作 「聖 靈 （TTVEiVaTog ) 的果 
子 」 ，而 不 是 「光 明 （< N t 4 ) 的果子」 。然 而 ，後者是有較佳證據的 
讀 法 ，因為在亞歷山太與西方文本傳統中分布較廣，日期較早（包括 
伞49 X A  B D * 許多小草體抄本，以及重要的古譯本和教父著作） 。再 
者 ，「光 明 的 果 子 」較適合上下文，而 讀 作 TrvEi^aTO? ( 「聖 
靈的」) 可能是從加拉太書五章2 2 節進入這個傳統中。

11 'Ayaeojcnivri • 不曾出現在古典希臘文中，在 《七十士譯本》中大約出 
現十四次，涵蓋很廣的語意範畴，包括某人所顯出的善行（士 八 35 ； 
代 下 二 十 四 1 6 ) 、慷 慨 仁 慈 （形容上主，尼 九 2 5 、3 5 ) 、道德上的 
良 善 （詩五十二 3 ) 、以及幸福和快樂（傳 四 8 ，五 1 0 等 ） 。魯弗與 
奈 達 （Louw  and N ida § 5 7 .1 0 9 )將 之 譯 作 「慷慨大度」 ，指 「慷慨 
施 捨 」的 行 動 ，「具有與良善相關的含意》」注 意 C. Spicq, TLNT  
1 :3 -4  , 與 Hoehner, 673-74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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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人就在愛心中說誠實話（四 1 5 、2 5 ，原文與「真理」同字） ，因 

為他已經在耶穌裏找到了真理（四 2 1 )  »

作為光明的果子，良 善 、公 義 、與誠實，都是神創造活動的 

結 果 。然 而 ，在保羅道德訓勉的文脈內，尤其是行事為人就當像 

光明的子女這個命令（8 節 ） ，讀者自己應當彰顯出基督徒的這 

些 美 德 。在本書信中，神的活動與人的回應再次獲得小心平衡 

( 參 ：腓二 12〜1 3 ，並 見 ：四 2 4 的註釋） 。這三個一組令人想 

起彌迦書六章 8 節 ，那裏說神要求人必須行公義、好憐憫、存謙 

卑的心與祂同行。12

五 1 0 . 在 第 9 節這個簡短的插入語之後，保羅詳細說明他要 

讀者如何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子女，就是要他們「察驗何為主所喜 

悅的事」 。1 3 譯 作 「察驗」的動詞，可 以是「進行試驗，檢查」 

之 意 ，或者可以指檢査的結果，所以意指「接受為經過驗證的， 

經過檢驗而認可的」 。14在這裏的上下文中，它是前者之意，指

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
2 .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 14 )

1 2 這三個一組的清單在歷代志下三十一章2 0 節 （原 著 誤 作 「二十一章 
3 0 節 」）與昆蘭文獻（《社群守則》1:5; 8 : 2 ) 也有相似之處，雖然 
都未將這三個美德形容為「果子」 。

1 3 現在 以 分 詞 SoKlnd^OVTEI； ( 「察 驗 ，分辨）附屬於命令語氣 TT£pmaT£tT£ 

( 「行事為人，生 活 ，行走」） ，來繼續主要的論題。

14 希臘文 SoKindCw。B A G D ，202 ；參 Louw  and N ida § 2 7 .4 5 。前一個含 
意的其他例子，見 ：林前i '■一 28 ；林 後 十 三 5 ；加 六 4 ；帖前二 4 ， 
五 21 ；提 前 三 10 ; 而 指 向 檢 驗 的 結 果 ，因 而 是 「接受為經 
過驗證的，經過檢驗而認可的」之 意 ，例 子 有 ：林 前 十 六 3 ；林後八 
22 ；腓一 1 0 。霍 納 （Hoehner, 675-76 ) 認為此動詞在這裏的意思是 
「贊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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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檢驗和評估問題，15以決定正確的行動方針，在此被形容為「主 

所喜悅的事」 （參 ：西一 10 )  » 16

這個詞組在使徒的倫理 教 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這處經 

文特別接近的是羅馬書十二章2 節 ，那裏勸勉在羅馬的基督徒， 

要藉著更新他們的心意而被變化，以便能夠察驗並贊同神那善 

良 、純 全 、可喜悅的旨意。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1 0 節的禱告報導 

中所禱告的，是要信徒的愛心能夠在知識上增多，好叫他們可以 

選擇他們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參 《和合本》小 字 「喜 愛那美好 

的事」） ；而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2 1 節 ，教導讀者要察驗每一 

樣事物，並持守那美善的。

明白神旨意的猶太人必須「贊同」律法的基礎所不可或缺的 

(羅二 1 8 ) 。17然 而 ，基督徒已經「學了基督」 。他們已經回應 

福 音 ，從那些受到升天之主耶穌特殊裝備的人（四 11 ; 參 ：二 

2 0 ，三 5 ) 接受了與祂有關的進一步的教導（四 2 0 、21 ) 。因 

此 ，他們的生活必須 按 照 在 耶 穌 內 的 真 理 （四 2 1 《思高聖 

經》） 。這個以基督為中心的教導聚焦於福音的真理，是信徒的 

衡量標準，在特殊處境中用來分辨何為主所喜悅的事。那些屬於 

光明的人，行事為人必須像是光明的子女：身為基督的肢體*他 

們必須在集體與個人雙方面都成長，而他們支配一切的目標是要

1 5 史 皮 克 （C. Spicq, TLNT  1 :3 5 6 ) 認 為 ：Sokijic^o)在以弗所書五章10 

節 這 裏 意 指 「『分 辨 』甚麼是重要而該做的事，可以採取的最佳方 
針 ，所做的決定，尤其是分辨何為主所喜悅的事，」像在保羅書信其 
他地方一樣。

1 6 在這兩處經文中，主都是指主耶穌，而不是指神。

1 7 與昆蘭群體的門徒守則一致，在 那 裏 ，回到摩西律法的每一條誡命是 
人藉以尋求神旨意的途徑（《社群守則》5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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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所有環境中討祂喜悅（參 ：羅十二 2 ，十 四 18 ; 林 後 五 9 ；腓 

四 18 ；西三 2 0 ) 。

五 1 1 . 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子女（8 節 ） ，不單必須在生活中 

結出光明的果子（9 節 ） ，也不可有分於暗昧無益的行為。生活 

在光明中（結果是良善、公義、與誠實），然後又採取那些仍然 

在黑暗中之人的生活方式，是全然不恰當的  > 因為光明與黑暗是 

水火不容的。讀者已經受到勸勉，行事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8 

節 ） ；現在他們受到勸誡，不要有分於暗昧無益的事。18稍早他 

們已經受到警告，不要與不順服的外邦人同夥（7 節 ） ，這並不 

是禁止他們與外邦人有任何接觸或交往，而是吩咐信徒不要有分 

於他們的淫亂。現 在 ，第 1 1 節清楚表明這一點，提及不要在他們 

的惡行上與他們同行。19

從 第 8 節開始光明與黑暗的這個鮮明的二分法，因而得以延 

續 ：光明結出良善、公 義 、與誠實的果子，但黑暗只能產生無 

益 、沒有價值、不結果子的（太 十三 22 ；可 四 19 ；多 三 14 ；彼 

後一 8 ; 猶 1 2 )  2 0 「行為」 （就 像 「肉體的行為」一 樣 ，加五

1 9 ) 。這些行為不能討主喜悅（相反於第 1 0 節 ） 。它們的源頭是

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
2 .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 14 )

18 ' O q  T£K va ((lOJTOl； TT£piiraT£lT£ ( 「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這個正 

面的勸勉，後面跟著負面的K ai n n  au y K 0 iv d )v e iT £  k tA . ( 「不要與人同行 

〔那暗昧無益的事〕……」）。

1 9 同義動 詞 CTuyKOivaiv^j ( 「參 與 ，合 夥 ’ 有關連」 ；Louw  and N ida 

§ 3 4 . 4 ) ，在腓立比書四章 1 4 節用來指腓立比人在保羅的患難上與他 

感同身受，而在啟示錄十八章 4 節 ，聖徒們受到 警 告 ，要從那墮落的 

巴比倫城出來，免得與她_ 同有罪》

20 見 C. Spicq, TLNT  1 :5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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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暗 眛 ，也 具 有 這 個 領 域 的 標 記 ，21那 就 是 死 亡 的 領 域 。再 者 ，表 

現出這些 行 動 的 人 本 身 可 以 被 形 容 為 黑 暗 （注 意 ：信徒先前的情 

景 被 稱 為 「黑 暗 」 ，但 如 今 卻 是 「光 」 ，8 節 ） ：他們的行為暴 

露 出 他 們 真 實 的 光 景 ，顯示出他們在自己的人格上體現了這個領 

域 。

不 要 有 分 於 暗 昧 無 益 的 行 為 ，這個負面的勸誡現在用正面的 

對 比 來 平 衡 ：信 徒 反 而 要 把 這 種 事 揭 發 出 來 （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 ） 。由於這個責備行動的受詞（在 這 裏 和 第 1 3 節 22) 是 「無 

益 的 事 」 ，而 不 是 這 些 人 本 身 ，較可取的作法是將這個動詞理解 

為 「暴 露 或 揭 發 」這 些 行 為 之 意 ，23而不是說服或證明那些 24從

2 1 所 有 格 OK<5T0Uq ( 「暗昧的」）既是來源所有格，也是表特徵的所有 
格 。

22 ’EWYx w 再次出現在那裏。第 1 1 節的受詞是從第一個子句暗示而得， 
在 第 1 3 節則明確指出：「當一切的事被公開出來的時候（fd  St Tidvra 

4A£yx6^£va) 」就被光顯明出來。

23 如 BAG D , 249 所 說的。不同於 T. Engberg-Pedersen, ‘ Ephesians 5, 

12—13: iXcyxciv and Conversion in  the New Testam ent，，Z N W  80 

(1989)，8 9 -1 1 0 ，他 主 張 ：動 詞 iWyXEw 的字根意義是勇敢地面對某 
人或某事，目的是要指出他或它是難辭其咎的。他 聲 稱 ：在以弗所書 
中 ，信徒不單受吩咐不要與暗昧的行為有任何瓜葛，也要藉著言詞的 
責備來面對它們，為要指出它們的虛謊。但 是 • 在這裏的上下文中* 

要面對的是這些行為本身，而且方法是以敬虔的生活方式將它們暴露 
出 來 。柏 時 齊 （F. Porsch, EDNT  1 :4 2 8 )得體地評論說：「這個勸勉 
鼓 勵 信 徒 將 『暗昧無益的事』揭 發 出 來 ，好叫它們真正的特性（黑 
暗 ）可以被暴露在光中。」

2 4 無論是理解為在落入罪中時受到糾正或責備的信徒同伴（如 G n ilka， 
255-56 ；與 E. Best, Ephesians [1993], 52，8 2 ) , 或受勸勉要悔改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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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 14)
2 .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 14 )

事 於 這 類 活 動 的 人 。論 述 的 思 路 和 與 黑 暗 有 關 的 文 脈 都 表 明 ：被 
揭 發 出 來 的 無 益 的 行 為 是 非 信 徒 的 罪 。光 明 子 女 的 行 為 會 像 燈 塔  

般 照 亮 別 人 ，將 他 們 的 惡 行 揭 發 出 來 。這 樣 將 這 個 動 詞 詮 釋 為 暴  
露 罪 惡 ，並 非 暗 示 基 督 徒 在 面 對 罪 惡 時 要 保 持 緘 默 或 默 然 不 語 。 
這 裏 特 別 要 表 明 的 意 思 是 過 敬 虔 的 生 活 ，以 及 顯 出 惡 確 實 是 惡 。

五 1 2 . 現 在 ，為 了 第 11節積極與消極層面的勸勉~ *讀者不 

應 該 與 暗 昧 無 益 的 行 為 有 任 何 瓜 葛 ，反 而 要 揭 發 它 們 —— 提出另 
一 個 理 由 ： 「因 為 他 們 暗 中 所 行 的 ，就 是 提 起 來 也 是 可 恥 的 。」25

前 面 所 用 的 表 達 方 式 「那 暗 昧 無 益 的 事 」 （1 1 節 ） • 是 一 般  
性 的 ，可 以 包 括 公 開 行 的 與 暗 中 犯 的 。這 樣 的 描 述 聚 焦 於 它 們 邪  
惡的性質 —— 它們是屬於黑暗的領域—— 以及它們全然沒有益處的 
事 實 。這 些 「事 」是 第 3 節 提 及 的 那 些 性 方 面 的 惡 行 （或許甚至 

是 變 態 ） ，而 不 是 像 一 些 所 認 為 的 ，指 異 教 徒 不 道 德 的 宗 教 禮  
儀 。現 在 將 它 們 形 容 為 「他 們 暗 中 所 行 的 」 ：那 些 行 這 些 事 的 人  

( 即 6 、7 節 那 些 「悖 逆 之 子 」）不 希 望 他 們 的 罪 行 被 公 開 （參 ： 
約 三 2 0 ) 。但 保 羅 斷 言 ：他 們 暗 昧 的 行 為 是 如 此 可 憎 ， 「就是提 

起 來 也 是 可 恥 的 ，」若 是 去 行 就 更 不 用 說 了 》26他徹底地駁斥這 
些 性 罪 行 ，但 希 望 在 表 達 其 嚴 重 性 的 同 時 不 提 及 其 邪 惡 的 細 節 。 
保 羅 和 他 的 讀 者 知 道 那 是 甚 麼 ，他 不 要 因 為 提 到 它 們 而 反 倒 抬 高

正的非信徒（如 K. G. Kuhn, ‘ The Ep istle  to the Ephesians’ ，124- 
31 ) 。

25 參 L inco ln , 3 3 0 。

26 之 前 的 Ka( 應該理解為上升用法：「甚至連提起來都是可恥 
的 ’ 」更不用說在暗中做這些事了。這 是 與 mnrtv ( 「做 」）形成不 
言而喻的對比。參 M eyer，2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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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它 們 的 身 價 了 。相 反 地 ，他 要 福 音 的 光 照 透 讀 者 的 生 活 ，暴露這 

些行為的真面目。

五 1 3 . 這兩節經文的意義並不完全清楚，引起了形形色色的 

解 釋 。論述的思路是從暴露黑暗的行為（1 1 節 ） ，經由它們被光 

照 明 （1 3 a 節 ） ，到 聚 焦 於 光 本 身 （1 3 b 節 ） 。這 樣 一 來 ，似乎是 

在描寫黑暗被轉化為光明的過程。

信 徒 過 去 習 慣 於 黑 暗 ，但 如 今 在 主 裏 已 經 成 為 光 了 （8 

節 ） 。藉 著 他 們 公 義 的 生 活 方 式 ，他 們 必 須 暴 露 出 「暗 昧 的 事 」 

的 真 面 目 （1 1 節 ） 。現在解釋這樣暴露的時候所發生的事： 「一 

切 事 受 了 訐 發 ，2 7都 是 被 光 所 顯 露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 28

「一 切 事 」不 是 泛 指 所 有 的 事 ，而 是 指 在 暗 中 所 做 的 一 切 ，也就 

是他正在談及的在暗中的性犯罪（1 2 節 ） 。黑暗隱藏了醜惡的犯

2 7 介詞片語加 6 toO (|)cot6; ( 「被 光 」）可 以 與 JAEyx6ii£va ( 「受了訐 

發 j  ) 或 ^VEpoOTm ( 「被顯露」）連 用 。意義上的差別極微，但此 

片語可能是與後者連用比較好：第 1 1 節談到暴露時沒有明確提及 

光 ，基於這個解釋•第 1 3 節就與它一致了。現 在 •恰當地將光與照 

明連在一起。而 且 ，以弗所書裏的介詞片語傾向於放在所修飾的限定 

動詞或分詞之前，而不是跟在後面（參 ：一 4 ) 。因 此 ，將 6tt6 toO 

< | k d t 6 i ;與 （(lavEpoDTm連 用 （「被光照 明 ，顯露 」）是較可取的。參 

M eyer, 275-76 ; Schnackenburg, 226; L inco ln , 330-31 ；與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 s te ry ,  113 ；不同於 Hoehner, 683-84 ;斯諸德 

格拉斯，2 9 6 頁 =  Sn0dgraSS, 273 ；和許多中英文譯本，包 括 《新譯 

本》 、《標準譯本》 、《新國際版》 、與 《新修訂標準版》 。

2 8 限 定 動 詞 <|>avEp0DTm ( 以 及 1 4 a 節 〔《和合本》在 1 3 b 節 〕的分詞 
^avepou^vov)最好理解為被動語態（「被 顯 明 ，被光照」） ，而不是 
主動意思的關身語態；如 B A G D ，8 5 2 -5 3 與大多數解經學者所主張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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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14)
2 .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 14)

罪事實，但光卻將它們顯明出來。這 樣 ，罪惡的真面目便被暴露 

出來，沒有任何隱藏的可能。

但 是 ，除了消極的作用之外  > 光也有積極的作用》在這論述 

的過程中，1 4 a節 （《和合本》1 3 b 節）進一步的解釋，「因為一 

切能顯明的就是光」 ，表明了這一點。大家都承認，保羅的用語 

很簡潔，但邏輯似乎是：光不單暴露真相，它也改變（參 ：林後 

四 6 ) 。藉著信徒的生活而將人的罪暴露出來，使他們可以看見 

自己行為的本質。一些人放棄了罪惡的黑暗，並且回應這光，因 

而自己成為光。這樣的理解由第 8 節證實，那裏說到已經在讀者 

經歷中發生的轉化；第 1 4 節的信仰告白也證實這一點。此 外 ，它 

也符合約翰福音三章19〜2 1 節 ，那 裏 ，一方面是指黑暗中的人不 

肯來到光這裏，免得自己的行為被暴露出來，另一方面，也談及 

行真理的人便來到光這裏，好叫自己的行為的真相可以顯明出 

來 。腓立普斯（J. B . P h i l l i p s ) 的翻譯常常被人引用，非常恰當 

地傳達了 1 4 a 節的力度：「光甚至可能（它畢竟已經發生在你身 

上了 ！）將它所照耀的東西也轉化為光。」因 此 ，光對於普遍的 

黑暗具有雙重的效果：顯明與轉化》

然 而 ，其他的幾種解釋認為這光是照在信徒身上，而不是轉 

化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29

( 1 ) 例 如 ，史納肯伯認為：1 3 b 節的道德訓勉只是「一般性的 

陳 述 ，說明光的功用」 ，並且重述第 8 節的要點，即信徒已經在 

主裏成為光了。3°

29 注意 Schnackenburg，227; L in co ln , 3 3 0 -3 1;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13-15 ；與 Hoehner，684-85 晚近的討論 6

30 Schnackenburg, 2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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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 2 ) 霍納則聲稱：上下文是談及信徒的恢復。他們已經在非信 

徒的行為上同夥了。當他們的行為被暴露出來，並且被顯明為暗 

昧無益的事，「靠著聖徒的幫助，信徒將會改變為光的果子，就 

是良善、公義、與誠實（9 節 ） 。」31

(3) 墨瑞慈拒絕可恥事物本身會在被光照的過程中轉化為光的 

觀 點 。32當一樣東西被暴露在光中，並不會變成光。它若一直在 

光的影響範圍內，也只是反射那光。33所 以 ，他認為基督的光照 

活動是指基督徒說的》當可恥的事被信徒揭發出來，乃是被基督 

自 己 （祂就是光）所光照，因而將祂自己顯明出來了。「這樣受 

真光照明的人，」就是信徒，將會繼續被基督光照，因 而 「受到 

裝備去揭發更多可恥的事」 。34這處經文的用意是「要提醒讀 

者 ：最好將過去拋諸腦後，自己必須繼續受到基督的光照明」 ， 

接著出現的早期基督徒詩歌（1 4節 ）解釋了這一點》35

這些論點有若干相當有力，尤其是墨瑞慈的。但 是 ，由於前 

面提出的理由，我們相信這處經文是在描寫黑暗被轉化為光的過

31 Hoehner, 6 8 4 -8 5 。貝 斯 特 （E. Best, Ephesians [1 99 3 ]，5 2 ) 也做了類 
似的聲稱：這 是 指 「群體裏一位犯罪的成員受到別人的責備」 ，這樣 
就將隱藏的罪暴露出來了。然 後 ，貝 斯 特 主 張 ：接 下 來 的 詩 歌（14 

節 ）支持這個解釋（見下文） 。

3 2 他 主 張 ：開 頭 的 ydp ( 「因為」）並不是解釋前面的陳述* 「一切被 
暴露的東西都成了被光顯明的，」而是必須理解為連績用法* 因為它 
提出另一點（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14-15 ) 。但這說法值 
得 懷疑。

33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stery9 1 1 3 -1 4 。

34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 1 4 。

35 T_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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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光有雙重的功用：它暴露非信徒的罪，並且轉化他們，好叫 

他們進入光的領域（參 ：西一 1 3 ) 。

五 1 4 . 第 8〜1 4 節的勸勉題材現在以一個引句達到高潮，引 

介的慣用格式語和以弗所書四章8 節用來引介詩篇六十八篇1 8 節 

的 相 同 ： 「所以主說」 （《和合本》在 那 裏 譯 作 「所以經上 

說 」） 。雖然這個引介的格式語表明此引句直接來自舊約聖經，36 

而且引句的實質內容是根據聖經，但遣詞用字卻沒有相同的聖經 

經 文 》結 果 ，學者對於引句的來源和其潛在觀念有相當多的爭 

論 ，提議的來源包括舊約聖經的經文，諸如以賽亞書二十六章 19 

節 （「睡在塵埃的啊，要醒起歌唱！」） ，六 十 章 1 節 （「興 

起 ，發 光 ！因 為 你 的 光 已 經 來 到 ！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 

你 」） ，和約拿書一章 6 節 （H 尔這沉睡的人哪，為何這樣呢？ 

起 來 • 求告你的神！」） ，以及其他的資料  > 例如神祕宗教與諾 

斯底派思想。晚近的學者大多數拒絕以1 4 節為改寫自舊約聖經的 

引 句 ，37比較喜歡將之理解為一首早期基督徒詩歌的殘篇，該詩 

歌原來與洗禮有關。讀者會被提醒而想起他們在受洗時所受的要 

醒起的呼召和應許》結 果 ，他們現在受到勸勉要根據那改變生命 

的經歷來生活。

然 而 ，在為這個詩歌部分於 8〜1 4 節思路中的意義與功用提 

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之前，我們必須針對目前學界盛行的觀點提出 

若干警告。正如墨瑞慈所聲稱的，這些問題似乎比學者的共識更

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14)
2 .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 14)

3 6 林前一 3 1 ，二 9 ’ 三 19b • 九 9 ’ 十 五 21 ；林 後 四 13 ；提 前 五 18b ； 
提後二 1 9 b 等處引句的來源並不全然清楚，雖然都出現引介的格式 
語 ；參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9 7 。

3 7 神祕宗教或諾斯底派提供的背景，都無法恰當地解釋這引句的意象或 
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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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為 微 妙 。38首 先 ，依 附 於 舊 約 聖 經 以 賽 亞 書 文 脈 的 關 連 性 ，比大 
多 數 近 代 作 家 所 承 認 的 要 強 得 多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指 出 的 ，以弗所 
書 與 以 賽 亞 書 還 有 其 他 的 關 聯 ，39因 此 ，我 們 必 須 在 舊 約 聖 經 預  
言 更 廣 的 神 學 與 救 恩 歷 史 脈 絡 中 ，來 檢 視 以 賽 亞 書 二 十 六 章 1 9 節 
與 六 十 章 1 、2 節 。其 次 ’ 無 論 這 三 行 詩 歌 原 來 的 背 景 為 何 （是否 

與 洗 禮 有 關 ） *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8 〜 1 4 節都關係到信徒的行為和它 

對 生 活 在 黑 暗 中 之 人 可 能 的 影 響 。詩 歌 的 部 分 必 須 在 這 幾 節 經 文  
的 脈 絡 內 來 詮 釋 ，而 不 是 根 據 某 種 假 設 的 「早 期 生 活 」 。

( 1 ) 雖 然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1 4 節並未完全符合任何舊約聖經的經 
文 ，或 明 顯 符 合 這 類 經 文 的 組 合 ，卻 與 以 賽 亞 書 二 十 六 章 1 9 節和 
六 十 章 1〜2 節 有 結 構 、語 言 、及 觀 念 上 的 關 聯 。4(1根據墨瑞慈的 
說 法 ，這 三 行 的 早 期 基 督 徒 詩 歌 是 受 到 舊 約 聖 經 這 幾 處 經 文 的 影  
響 。下 列 幾 點 應 該 注 意 ：

( a ) 以 賽 亞 書 二 十 六 章 1 9 節 的 韻 律 模 式 與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1 4 節 

的 相 近 ，而 且 兩 處 經 文 有 重 要 的 用 詞 關 連 。41兩 節 經 文 都 用 「醒 
過 來 」與 「復 活 」 ，以 及 「死 」 。42以 弗 所 書 使 用 「睡 著 的 人 j  

作 為 死 亡 的 婉 詞 （見 下 文 ） ，與 「睡 在 塵 埃 的 」 （賽 二 十 六 1 9 )

38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9 7 -1 1 6 。

3 9 注意下列各組關連：弗二 1 3 、1 7 與赛五十七 19 ；弗 四 3 0 與赛六十 

三 10 ；弗 六 1 4 、1 5 、1 7與赛五十九 17 ; 參 ：赛^^一 5 ,五十二 7 。 

參 P. Qualls and J. D. W. Watts, ‘ Isaiah in  Ephesians ’ ，RevExp 93 

(1996), 249-59  °

40 如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00-105 所主張的，我受惠於他的
討 論 。

41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 0 1 -2 。

42 vE ye ip£、dvdcrra、與 o l v£K p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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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14)
2 .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 14 )

相 符 。以 賽 亞 書 的 經 文 出 現 在 敘 事 中 ，所 以 這 幾 個 動 詞 都 用 直 說  
語 氣 。另 一 方 面 ，以 弗 所 書 使 用 命 令 語 氣 ，而 不 是 直 說 語 氣 。這 
不 表 示 兩 處 經 文 缺 乏 關 連 ；它 只 顯 示 出 保 羅 將 敘 事 的 題 材 改 寫 ， 
以 符 合 新 的 勸 勉 背 景 。43

( b ) 以 弗 所 書 的 文 脈 與 以 賽 亞 書 六 十 章 1 〜2 節 有 實 質 的 關  
聯 。44光 一 暗 的 主 題 主 導 了 舊 約 聖 經 這 段 經 文 開 頭 幾 節 ，提供了 
與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8 〜 1 4 節 很 自 然 的 連 接 點 。在 這 首 詩 的 第 三 行 ， 
原 來 的 「主 」 （耶 和 華 ）被 改 為 「基 督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而出現 
比 較 有 力 而 強 烈 的 動 詞 「光 照 」 ，4 5 以 取 代 意 思 為 「顯 現 、照 
耀 」這 個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詞 組 。4 6 「光 照 」這 個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只 出  
現 一 次 的 動 詞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 中 用 來 描 寫 太 陽 （伯 三 H^ —

2 6 ) 與 月 亮 （伯 二 十 五 5 ) 的 照 耀 ，傳 達 的 觀 念 是 支 配 的 、轉化 

的 光 出 現 在 黑 暗 當 中 。這 樣 ，這 首 詩 的 最 後 一 行 使 用 這 個 強 烈 動  
詞 「光 照 」 ，總 結 了 以 賽 亞 書 六 十 章 開 頭 那 提 綱 挈 領 的 幾 節 經  
文 ，後 者 提 及 上 主 的 榮 耀 像 太 陽 一 樣 升 起 ，照 耀 錫 安 ，造成了上 
主 百 姓 的 轉 化 。這 個 更 廣 的 舊 約 聖 經 文 脈 很 重 要 ，有助於決定這 
首 詩 歌 在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8 〜 1 4 節 內 的 功 用 。

(c ) 一 方 面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1 4 節 與 以 賽 亞 書 二 十 六 章 1 9 節 ， 

六 十 章 1 、2 節 之 間 的 差 異 ，另 一 方 面 ，舊約聖經的題材與以弗所 

書 經 文 之 間 在 語 言 、觀 念 上 的 關 聯 ，最 能 獲 得 令 人 滿 意 的 解 釋 ， 
是 在 我 們 假 定 已 經 存 在 一 首 早 期 基 督 徒 的 詩 歌 （或保羅自己的創

4 3 注意在以弗所書四章8 、3 0節也分別改變了相關的舊約聖經經文。

44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 0 2 -4 。

45 希腦文 iiri(|)ai5aK(o。

4 6 希 臘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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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作 ） ，是 基 於 舊 約 聖 經 這 兩 處 經 文 而 寫 的 。47以 弗 所 書 五 章 1 4 節 
呼 召 人 要 睡 醒 ，也 與 以 賽 亞 預 言 中 類 似 的 呼 召 （五十二  1 ， 「錫 
安 啊 ！興 起 ，興 起 」 ；參 ：五 i ^一 9 、1 7 ，六 十 1 、2 )  — 致 ，並 

且 是 受 到 後 者 啟 迪 的 。
( 2 ) 支 配 學 術 界 的 觀 點 聲 稱 ：以弗所書這首詩歌原來的背景與 

洗 禮 有 關 。這 樣 一 來 ，這 個 所 謂 的 背 景 決 定 了 這 處 經 文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的 功 用 ：它 叫 讀 者 回 想 起 自 己 受 洗 時 所 接 受 的 呼 召 與 應 許 。 
但 是 ，這 是 否 確 實 是 原 來 的 背 景 ，卻 遭 到 嚴 重 的 質 疑 。縱使可以 
獲 得 證 明 ，這 處 經 文 仍 然 必 須 在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中 來 詮 釋 ，而且比 
較 好 是 從 悔 改 歸 正 的 角 度 來 談 論 ，而 不 是 從 洗 禮 的 角 度 。48

連 接 詞 「所 以 」是 與 1 4 a 節 （《和 合 本 》的 1 3 b 節 ）連 接 ，49 

還 有 第 8 節 ，光 與 暗 的 意 象 是 從 那 裏 開 始 的 》讀 者 應 該 知 道 ：光 

所 顯 明 的 或 照 亮 的 ，就 靥 於 光 的 領 域 ，因為他們 自 己 悔 改 歸 正 時  
已 經 這 樣 經 歷 這 光 （參 ：8 節 ） 。第 1 4 節 的 功 用 似 乎 與 第 8 節形 

成 首 尾 呼 應 ： 「從 前 你 們 是 暗 昧 的 ，但 如 今 在 主 裏 面 是 光 明  
的 ，」因 此 強 調 了 本 段 從 黑 暗 往 光 明 移 動 的 方 向 。

這 幾 個 命 令 語 氣 稱 呼 非 基 督 徒 為 睡 著 的 人 ，要 他 們 醒 過 來 ， 
並 從 死 裏 復 活 。這 樣 解 釋 好 過 於 把 這 個 詞 語 理 解 為 指 著 不 順 服 或  
背 道 的 基 督 徒 ，其 行 為 或 生 活 被 其 他 基 督 徒 暴 露 出 來 。睡覺有時 
會 用 作 身 體 死 亡 的 一 個 意 象 （參 ：伯 十 四 1 2 )  - 5°雖 然 在 這 裏 的  
上 下 文 中 ，睡 覺 、死 亡 、與 黑 暗 都 是 顯 著 的 象 徵 用 語 ，描寫個人

47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04-5 o

48 如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stery， 108-9 正確地主張的。

4 9 引 介 的 S i6 最好理解為表因果關係，「所以」 （L in c o ln )  •而不是指 
結 果 ，「這樣一來」 （T. M o r itz ) 。

50 Louw  and N ida §23.104 也要注意《所羅門詩篇> 十 六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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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黑暗到光明（五 3〜14)
2. 從前黑暗，但如今光明（五 8〜14)

在 基 督 以 外 的 光 景 ，是 在 屬 靈 死 亡 的 狀 態 中 • 那 是 罪 惡所造成的 
( 參 ：弗二 1 、5 ) 。51睡 覺 也 是 忘 卻 與 酩 酊 的 狀 態 ，是有罪的黑 

暗 世 界 的 一 部 分 （帖 前 五 5 〜 8 ；羅 十 三 11〜 1 4 ) 。當 醒 過 來 ！從 

死 裏 復 活 ，這 個 呼 召 是 指 悔 改 歸 正 時 的 徹 底 轉 向 ，包括被帶領脫 
離 黑 暗 ，進 入 基 督 的 光 明 》基 督 與 光 的 照 耀 之 間 的 關 聯 ，已經在 

以 赛 亞 書 的 措 辭 中 表 達 了 。基 督 是 那 支 配 一 切 的 轉 化 之 光 ，根據 
舊 約 聖 經 的 意 象 ，祂 已 經 照 耀 祂 的 百 姓 ，並 拯 救 他 們 ： 「求 
你 … … 使 你 的 臉 發 光 ，我 們 便 要 得 救 」 （詩 八 十 3 、7 、19 ; 參 ： 
申 三 十 三 2 ；詩 五 十 2 ) 。52

無 論 這 幾 句 話 是 一 首 早 期 基 督 徒 詩 歌 ，或 保 羅 自 己 的 創 作 ， 
都 是 基 於 舊 約 聖 經 ；保 羅 引 用 它 們 ，叫 讀 者 回 想 起 他 們 的 悔 改 歸  
正 ：他 們 已 經 蒙 神 呼 召 ，要 從 他 們 靈 命 死 亡 的 沉 睡 中 醒 過 來 ，離 

開 老 舊 的 生 活 。他 們 已 經 回 應 了 這 個 呼 召 ，基 督 大 有 能 力 的 光 也  
照 耀 在 他 們 身 上 ，拯 救 了 他 們 （參 ：二 5 、8 ) 。現 在 ，他們要活 
出 這 個 奇 妙 改 變 在 倫 理 道 德 上 的 含 意 （1 5 節 ） ，保羅將會在接下 
來 幾 節 經 文 詳 細 說 明 其 含 意 。同 時 ，讀 者 被 提 醒 ：基督那轉化他 
們 黑 暗 的 光 也 能 改 變 別 人 的 生 活 。

保 羅 再 次 將 神 聖 潔 百 姓 與 周 遭 社 會 的 生 活 和 行 為 做 了 鮮 明 的  
對 比 （3 節 ） 。這 整 段 經 文 主 要 的 意 象 是 光 與 暗 ；沒有中間地帶 
或 灰 色 的 陰 影 部 分 。使 徒 希 望 他 的 基 督 徒 讀 者 體 認 到 ：他們藉以

5 1 詩歌的第二行證實了這一點，那是直接指著死亡說的（「要從死裏復 

活 」） ，解釋了第一行之睡覺的意義（「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 

來 」） 。進一步的參考書目，見 Best, 498 »

5 2 在新約聖經其他地方，將基督描寫為照耀的光：路二 32 ；約一 4 、

5 、9 ，三 19〜2 1 ，八 1 2 ，九 5 ，十二 46 ；啟一 16 ；參 L in co ln ,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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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生 活 的 價 值 觀 與 他 們 當 代 世 界 的 標 準 是 完 全 背 道 而 馳 的 ，這些價 
值 觀 包 括 性 貞 潔 與 有 益 的 談 話 。信 徒 非 但 不 可 受 到 周 遭 黑 暗 的 敗  
壞 影 響 ，還 必 須 對 它 發 揮 他 們 的 影 響 力 。保 羅 對 於 周 遭 的 社 會 並  
非 採 取 失 敗 主 義 者 的 態 度 。基 督 是 光 ，祂 呼 召 讀 者 要 醒 過 來 ，並 
從 死 裏 復 活 。祂 已 經 光 照 了 他 們 ，使 他 們 在 主 裏 成 為 光 。身為光 
明的子女  > 他 們 的 生 活 必 須 像 燈 塔 般 照 耀 ，暴露出 周 圍 黑 暗 的 真  
面 目 。一 些 坐 在 黑 暗 中 的 人 可 能 會 被 吸 引 來 到 光 這 裏 ，甚至選擇 

進 入 光 中 。



五、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五 、謹慎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 
的 （五15〜六9)

在 前 面 的 三 個 段 落 中 （四 1 7 〜 24 • 四 2 5 〜 五 2 , 五 3 〜
1 4 ) ，保 羅 使 用 「行 事 〔為 人 〕」一 詞 （四 1 7 ，五 2 、8 ) ，來描 

寫 讀 者 在 基 督 裏 的 生 活 方 式 與 外 面 之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之 間 的 對 比 。 
現 在 ，在 本 書 信 接 下 來 的 段 落 中 （五 15〜 六 9 ) ，使徒勸勉他的 
讀 者 要 小 心 如 何 行 事 為 人 ，最 後 一 次 出 現 同 一 個 動 詞 。這是從一 
般 基 督 徒 生 活 （五 18〜2 1 ) 、和 信 徒 家 庭 裏 面 三 個 基 本 關 係 ——  

妻 子 與 丈 夫 （五 2 2 〜3 3 )  ’ 兒 女 與 父 母 （六 1〜4 ) ，以及僕人與 
主 人 （六 5 〜9 ) —— 的 角 度 來 詳 細 閲 述 的 。

為 了 方 便 起 見 ，我 們 將 會 分 別 來 看 每 一 個 小 段 。然 而 ，在主 
題 與 結 構 上 ，五 章 1 5 節 〜 六 章 9 節形成一個接合得非常好的單 
元 。五 章 2 2 節 〜 六 章 9 節 這 段 家 庭 法 規 的 教 導 ，是直接地接著五 
章 2 1 節 的 勸 告 （「又 當 存 敬 畏 基 督 的 心 ，彼 此 順 服 」） ，後者本 
身 又 是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之 勸 勉 的 重 要 表 現 （1 8 節 ） 。這整個單元有 

明 顯 的 移 動 ，不 應 該 在 每 一 個 小 段 之 間 作 強 烈 的 劃 分 》
這 個 小 段 一 開 始 （五 1 5 ) 就 用 關 鍵 動 詞 「行 事 〔為 人 〕」 ， 

那 是 最 後 一 次 的 出 現 ，在 第 四 〜 六 章 已 經 使 用 四 次 ，詳細說明神 
永 恆 計 劃 的 倫 理 含 意 （和 其 他 的 內 容 ） ，包 括 讀 者 在 基 督 裏 的 和  
好 ，成 為 神 的 新 人 的 一 部 分 （一 〜 三 章 ） 。這個關 鍵 動 詞 出 現 的  
「主 題 句 子 」 ，我 ……勸 你 們 ：既 然 蒹 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 

恩 相 稱 （四 1 ) ，引 入 了 道 德 訓 勉 的 題 材 ，並且以 本 書 信 頭 三 章  
為 其 理 由 （ 「所 以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和 合 本 》未 譯 ） 。在 
四 章 1 7 節 ，讀 者 受 到 勸 勉 要 在 聖 潔 中 行 事 為 人 ，不要回到從前外 
邦 生 活 方 式 的 思 想 與 行 為 模 式 。在 五 章 2 節 ，要在愛中行事的勸 
勉 ，解 釋 了 效 法 神 所 表 明 的 意 義 ，而 在 第 8 節 ，那 些 從 前 是 黑  
暗 、但 如 今 在 主 裏 成 為 光 的 人 ，行 事 為 人 必 須 像 光 明 的 子 女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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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就 是 說 * 他 們 賴 以 生 活 的 價 值 觀 必 須 與 周 遭 的 社 會 相 反 。這個道 
德 訓 勉 的 關 鍵 動 詞 「行 事 〔為 人 〕」最 後 一 次 出 現 ，是勸勉讀者 
要 非 常 謹 慎 自 己 如 何 行 事 （1 5 節 ） 。這 樣 ，他 們 必 須 有 智 慧 （15 

節 ） • 明 白 主 的 旨 意 如 何 （1 7 節 ） ，並 且 被 聖 靈 充 滿 （18 

節 ）—— 最 後 一 點 導 致 信 徒 用 詩 篇 彼 此 對 說 ，向 主 歌 頌 ，感謝 
神 ，並 彼 此 順 服 （19〜 2 1 節 ） 。



. *

1_這樣，要謹慎自己如何生活（五15〜21 )

15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16要愛惜光 

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17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 

何 。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 乃要被聖靈充滿。19當用詩章、 

頌詞、靈歌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地讚美主。2°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21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五、謹 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 與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五 15〜六9 )
1. 道 樣 ，要 謹 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21 )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15〜2 1 節被人恰當地稱為四〜六章這段道德訓 
勉 的 「摘 要 的 高 潮 」 。1保羅用來界定基督徒倫理道德的關鍵動詞 
「行 事 〔為 人 〕」 ，再 次 出 現 在 這 個 段 落 的 開 頭 。這段經文再次 

解 釋 「既 然 蒙 召 ，行 事 為 人 就 當 與 蒹 召 的 恩 相 稱 」 （四 1 ) 的意 
義 * 後 者 是 從 四 章 1 節 延 伸 至 六 章 9 節的長篇勸勉題材開頭的命 

令 與 「主 題 句 子 」 。
雖 然 1 5 節 開 始 本 書 信 結 構 的 下 一 個 主 要 單 元 （五 1 5 〜六

9 ) ，它 所 引 介 的 這 個 小 段 （五 1 5 〜21 ) 同 時 與 上 文 和 下 文 連  
接 。行 事 要 像 智 慧 人 （1 5 節 ） ，類 似 在 愛 心 中 行 事 （2 節 ） ，或 
行 事 為 人 要 像 光 明 的 子 女 （8 節 ） 。神 既 然 將 祂 的 恩 典 與 智 慧 豐  

富 地 賞 賜 給 他 們 （一 8 ; 參 ：1 7 節 ） ，現 在 他 們 受 到 勸 勉 ，行事 

為 人 要 與 這 一 點 相 符 ，也 就 是 作 智 慧 人 （五 1 5 ) 。這樣的生活方 
式 與 愚 眛 人 的 相 反 ，後 者 是 異 教 的 外 邦 人 ，他 們 的 心 虛 妄 ，心地 
昏 昧 （四 1 7 、1 8 ) 。前 一 個 段 落 強 調 感 謝 的 重 要 性 （五 4 ; 亦 
參 ：一 1 6 ) 。在 那 裏 ，感 謝 是 讀 者 言 談 的 特 色 。現 在 ，在 2 0 節 

這 裏 ，為 了 神 所 成 就 的 一 切 而 感 謝 乃 是 基 督 徒 的 基 本 回 應 ，是必 
須 常 常 奉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獻 上 的 ，也 是 那 些 被 聖 靈 充 滿 之 人 的 合  
宜 回 應 。最 後 ，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這 個 顯 著 的 勸 勉 （1 8 節 ）與本

1 斯諾德格拉斯 ’ 3 1 0頁 =  Sn0dgr ass，2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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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書 信 前 面 提 及 聖 靈 在 信 徒 生 活 中 的 工 作 有 關 ，而 且 是 基 於 後 者  
(一  3 、1 3 、1 4 、1 7 ，二 1 8 、2 2 ，三 16 > 四 30 ; 參 ：六 1 7 、 

1 8 ) 。有 關 聖 靈 的 這 個 勸 勉 為 本 小 段 其 餘 的 部 分 定 下 了 方 向 （19 

〜2 1 節 ） ，因 為 被 聖 靈 充 滿 所 涉 及 的 是 以 四 個 子 句 來 解 釋 的 ，分 
別 以 「說 」 （1 9 節 ） 、 「唱 」 （1 9 節 ） 、 「感 謝 」 （2 0 節 ） 、 
與 「順 服 」 （2 1 節 ）這 四 個 分 詞 引 介 。2

1 5〜2 1 節這段勸勉性的題材延續了神的百姓與非信徒在行為 
上 的 對 比 。在 前 一 個 段 落 中 （ 3 〜 1 4 節 ） ，保羅已 經 從 光 與 暗 的  

角 度 呈 現 了 這 個 對 比 ，聚 焦 於 淫 亂 的 性 行 為 的 問 題 上 。現 在 ，在 
15〜2 1 節 ，道 德 訓 勉 的 要 旨 是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雖然一些人認為這 

些 勸 勉 是 比 較 特 殊 的 ，與 群 體 的 團 體 敬 拜 有 關 ） ，而且是從智慧 
與 愚 昧 的 角 度 來 呈 現 行 為 上 的 對 比 。第 一 個 勸 勉 ，你們要謹慎行 
事 （1 5 節 ） ，彷 彿 標 題 一 般 ，在 接 下 來 的 子 句 中 由 三 組 「不 
要 … … 要 」的 對 比 來 解 釋 ：（1 ) 不 要 像 愚 昧 人 ，乃 要 作 智 慧 人  
( 1 5 b 節 ） ；（2 ) 不 要 作 糊 塗 人 ，乃 要 明 白 主 的 旨 意 （1 7 節 ） ； 

( 3 ) 不 要 醉 酒 ，乃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1 8 節 ） 。3

關 於 1 8 節的兩個命令語氣（「不要醉酒」與 「乃要被聖靈充滿」： 

與接下來的五個分詞之間的關係，見 ：18〜2 1 節的註釋》

1 5 、1 7 、與 1 8節的三組對比，詳細說明了 15a節那個一般性勸勉一

PA£TT£T£ o u v  (incpiPwi; JtQq TTepiTTaTe^TC ( 「你們要謹慎行事」）--------的意義

它們採取M  ... dAAd ( 「不要… …要」) 的形式，顯示出三者是平行的：

\ii\ <b<; &ao<|>oi 

「不要像愚昧人 * 

的 yiV£O0£ 钟pOV£g 

「不要作糊塗人 

叫 J1£0UOK£O0£ OlVtp 

「不要醉酒… … ’

dAA* oo^oi ...

當像智慧人……」 （1 5 b節 ） 

dAAa a u v i£ T £  t i  t 6  Ge入lp a  toO Kupioo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1 7 節 ） ( 

dAAd TTAripoOaGe 纟v nvEujiaTi 

乃要被聖靈充滿」 （1 8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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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 樣 ，要謹慎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五 1 5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保 羅 再 次 使 用 關 鍵 動 詞 「行事 

〔為 人 〕」 ，勸 勉 讀 者 要 非 常 謹 慎 他 們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行 為 ，以便 
說 明 行 事 為 人 就 當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是 何 意 義 （四 1 ) 。經文直譯 
為 「所 以 要 仔 細 留 意 、你 們 怎 樣 地 行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譯 
為 「仔 細 」的 詞 意 指 正 確 無 誤 地 、一 絲 不 苟 地 、或小心留 意 之 後  
才 去 行 。與 命 令 語 氣 「留 意 」一 起 使 用 ，4表示這個關係到敬虔行 
為 的 勸 勉 既 重 要 又 迫 切 。

這 樣 一 來 ，一 個 人 要 如 何 行 事 為 人 ，就 由 三 組 對 比 的 第 一  
組—— 不 要 像 愚 眛 人 ，當像智慧人—— 來 解 釋 。雖然這兩個形容詞 
都 不 曾 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前 面 ，智 慧 用 語 卻 已 經 在 本 書 信 的 三 個 重  
要 地 方 出 現 過 。智 慧 用 語 往 往 需 要 從 上 下 文 來 定 義 ，稍早的這三 
個 例 子 ，為 我 們 如 何 理 解 「智 慧 人 」和 「愚 昧 人 」提供了一些線 
索 。根 據 一 章 8 、9 節 ，神 的 旨 意 是 要 信 徒 明 白 祂 的 拯 救 計 劃 。所 

以 ，祂 「用 諸 般 智 慧 聰 明 」將 祂 的 恩 典 充 充 足 足 地 賜 給 我 們 ，使 
我 們 得 知 神 的 奧 秘 ，其 內 容 就 是 祂 完 滿 的 旨 意 ，就是要 叫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在 接 下 來 的 代 禱 性 的 禱 告 中 （一 17〜 1 9 ) ，使 
徒 祈 求 這 位 在 讀 者 悔 改 歸 正 時 將 祂 的 靈 賜 給 他 們 的 神 ，將同一位 
智 慧 和 啟 示 的 靈 賜 給 他 們 ，使 他 們 能 更 充 分 地 明 白 祂 的 奧 秘 ，並 
且 照 此 而 活 》這 奧 秘 已 經 在 基 督 裏 顯 明 出 來 了 （一 9 〜 1 0 ) ，但 
讀 者 還 需 要 掌 握 它 充 分 的 意 義 。第 三 次 提 及 的 是 神 的 智 慧 （三
1 0 ) ，那 與 祂 豐 富 而 多 樣 的 行 事 方 式 有 關 ，這智慧 導 致 一 個 多 種

4 雖然一些文本讀作TOS5 ，因而將「小 心 ，謹慎」與 「行事」連

用 ’ 而不是與「留意」連 用 ’ 外在的證據卻支持dKPlpa5 TTO(；,副詞是 

修 飾 「留 意 」 （注意  B. M . M etzger, Textual Commentary, 608; 

Schnackenburg, 234; L in co ln , 337 ；與 Best, 503 的 討 論 ；不同於 

Hoehner, 691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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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 0 )

族 的 、多 文 化 的 群 體 ，結 合為基督身體的肢體（三 】0 ) 。整體而 

言 ，神 的 智 慧 與 奧 秘 有 關 。後 者 是 由 神 的 智 慧 塑 造 的 ；同 時 ，它 

就反映並顯明在那奧秘中。

因 此 ，智 慧 與 奧 秘 是 並 行 的 。真 正 要 明 白 這 奧 秘 ，就必須作 

智 慧 人 ，而且要求信徒的生活方式要效法神在基督裏拯救人的奇 

妙 計 劃 。要 作 智 慧 人 ，就必須掌握主旨意的深遠意義，正 如 1 7 節 

的 平 行 對 比 清 楚 顯 明 的 （ 「不 要 作 糊 塗 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  

何 」） ，那是以另一個方式提及祂的拯救計劃。這一切必然包括 

智 慧 人 要 在 行 事 為 人 上 與 主 相 稱 （參 ：西一  9 〜 1 0 ) 。但愚眛人 

的生活卻像那些藐視或沒有真正明白神恩典旨意的人 。5

智 慧 與 愚 昧 、智 慧 人 與 糊 塗 人 之 間 的 對 比 ，乃是源自舊約聖 

經 的 智 慧 傳 統 ，尤 其 與 箴 言 的 「兩條道路」的 教 導 有 關 （四 1 0〜 

1 4 ，九 章 ，十 8 、 14 ; 參 ：詩 一 篇 等 ） ，後者反映在後來的昆蘭 

文 獻 中 。6 根 據 箴 言 ，聖約群體成員必須行走的智慧之路，要對神 

的旨 意 有 深 刻 的 了 解 與 認 識 。這 不 單 涉 及 頭 腦 上 的 知 識 （雖然包 

括 在 內 ） ，也 涉 及 生 活 上 的 技 巧 ，倫 理 道 德 上 的 行 為 。這個意義 

的 智 慧 ，是 在 實 際 的 行 為 上 彰顯出的認知與見識（參 ：箴一  1〜 

7 ) 。然 而 ，歸 根 結 柢 ，舊約聖經的這個智慧是為了聖約群體，所 

以是在神為祂百姓所定之救贖計劃的背景內。那些認識祂拯救旨 

意 的 人 ，既 是 神 的 百 姓 ，行為舉止就應該聖潔。

5 他 們 對 於 「事 物 的 真 實 性 質 」沒 有 深 刻 的 見 解 （Hoehner, 691 - 
9 2 ) 。

6 昆 恩 （K .  G .  K u h n ,  ‘ T h e  E p i s t l e  t o  t h e  E p h e s i a n s ’ ，1 2 5 - 2 6  ) 叫人注 
意 到 《社群守則> 4 : 2 4 ，作 為 「智慧」與 「愚拙」的這個用法的非常 
類似之處：光明之子行在智慧中，黑暗之子則行在愚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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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_ 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這樣，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21 )

有 些 人 聲 稱 ：以弗所書在此處與其他地方的關注要比歌羅西 

書 窄 （參 ：四 5 ) ，後者明確論及信徒在與外人的關係上表現的 

行 為 》例 如 ，貝 斯 特 堅 決 主 張 ： 「以弗所書沒有針對信徒在與教 

會外的世人的關係上如何生活提出任何勸告。」7 但 是 ，保羅在這 

段 經 文 中 的 目 的有略微不同的焦點；它顯然要比貝斯特所暗示的 

微 妙 得 多 。使 徒 使 用 智 慧 用 語 ，來描述神救贖計劃—— 那奧秘一  

的 廣 闊 宏 偉 ，因 為 他 要 開 闊 讀 者 的 視 野 ，鼓勵他們根據神所宣告 

為 宇 宙 所 定 的 旨 意 而 生 活 。這將延伸至 他 們 所 有 的 人 際 關 係 上 ， 

包括與信徒同伴和神百姓以外之人的關係。這處經文與其他經文 

( 見 ：例 如 ，六 1 5 、1 7 、1 9〜2 0 的 註 釋 ）令人嚴重質疑貝斯特 

的 主 張 ，即本書信作者的關注是「對 內 的 」 ，而 不 是 「對 外 的 」 。

五 1 6 . 智 慧人會對時間抱持正確的態度。出現在但以理書二 

章 8 節 的 措 辭 ， M尔們是企圖爭取時間」 （《呂振中譯本》 ） ， 

論 及那些無法 為 尼 布 甲 尼 撒 解 夢 、因而企圖在死前爭取時間的迦 

勒 底 人 * 與 此 處 所 用 的 類 似 （「要 充 分利用機會」 〔《呂振中譯 

本 》附 註 〕 ； 《和合本》作 「要愛惜光陰」） 。8如果以弗所書這 

裏 的 意 思 相 同 ，那 麼 其 力 度 就 在 於 ：信 徒 正 生 活 在 末 後 的 日 子 ， 

所 以 他 們 應 該 努 力 爭 取 時 間 ，好 叫 他 們 的 行 事 為 人 能 討 主 的 喜  

悅 。 《和 合 本 》的 「愛 惜 」 ，直 譯 為 「贖 回 」 ，這個動詞取自市 

場 的 商 業 用 語 ，其 前 綴 表 明 加 強 的 活 動 ，竭 盡 一 切 所 能 來 買 。因 

此 ，將這個詞語理解為隱喻用法似乎較好，意 思 是 「充分利用時 

間 」 。9 信徒要把握每一個可能的機會，智 慧 地 行 事 。 1(1

E .  B e s t ,  Ephesians ( 1 9 9 3 ) ，8 2 。

8 K a i p o v  6\iei(； ^ ^ a y o p a ^ E T E  ( 《七十士譯本》） 。

9 見 R .  M .  P o p e ,  ‘ S t u d i e s  i n  P a u l i n e  V o c a b u l a r y :  R e d e e m i n g  t h e  

T i m e ’，ExpTim  22  ( 1 9 1 0 - 1 1 ) ，5 5 2 - 5 4  ；與 F .  B u c h s e l ,  T D N T  1 : 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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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 0 )

要 充 分 利 用 每 一 個 時 機 的 理 由 是 ：現 今 的 世 代 邪 惡 。雖然有 

人 認 為 這 個 時 間 用 語 只 是 一 般 性 的 描 述 ，指邪惡存在於這個世  

界 ，而 且 如 今 已 經 變 成 「廣泛流行且傲慢強大的」 ；" 但考慮到 

保 羅 的 末 世 視 野 ，他 的 用 語 提示了一個額外的含意。使徒延續了 

舊 約 聖 經 與 猶 太 天 啟 文 學 的 思 想 ，區 分 兩 個 世 代 ， 「現今的世 

代 」與 「將 來 的 世 代 」 ，12後 者 是 救 恩 的 時 代 。前 者 被 稱 為 「現 

今這個邪惡的世代」 （加一  4 《恢復本》 ；參 ：羅 八 1 8 ) 。在天 

啟 文 學 中 ，邪 惡 被 理 解 為 末 後 日 子 的 一 般 特 徵 ；13這個世代受到 

掌 權 者 或 鬼 魔 權 勢 的 掌 管 ，這 些 權 勢 是 註 定 要 過 去 的 （林前二 

6 、7 ) 。 「現在的日子很險惡」 （《呂振中譯本》 ） ，其含意似 

乎 與 加 拉 太 書 一 章 4 節 的 「現 今 這 個 邪 惡 的 世 代 」的觀念類似

2 8 。參 L o u w  a n d  N i d a  § 6 5 . 4 2  ( 慣用語，直譯為「買出時間」 ，充分 

利用任何機會—— 「善用每一個機會，利用每一個機會的優勢」） 。 

關身語態意指主詞本身的利益；如 A .  T .  R o b e r t s o n ,  Grammar, 8 1 0 主 

張 的 ；參 D .  B .  W a l l a c e ,  Greek Grammar, 4 2 1 。

1 0 分詞子句找 aYopo；6M£vm t6v kouP6 v ，明確地指讀者藉以達成要作智慧 

人這個命令的途徑或方法，即藉著充分利用每一個機會。

11 M i t t o n ,  1 8 8  ; 參 ：斯諾德格拉斯，3 1 3  頁 = S n o d g r a s s ， 2 8 8 ，與 E. 

B e s t ,  Ephesians  ( 1 9 9 3 ) ，5 2 。林德曼 （A .  L i n d e m a n n ,  Die A ufhebung , 

2 3 2 - 3 4 ) 主 張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智慧人不應該看重它*但可以 

充分利用它。然 而 ，林德曼想要消除以弗所書的時間範疇，他這個特 

殊的解經法並未獲得學者們青睐。在 此 ，經文断言一個人應該善用機 

會 ，而不是忽視它，因為日子邪惡》

1 2 猶 太 天 啟 文 學 中 區 分 兩 個 愛 安 （a e o n s ) 的 關 鍵 陳 述 ，是 《以斯拉四 
書 》七 章 5 0 節 ， 「至高者所造的不是一個世代，而 是 兩 個 。」

1 3 《但遺訓》 ( T .  D a n )五 4  ；《西布倫遺訓》九 5 、6  ; 提 後 三 1 ;彼 

後三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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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 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 參 ： 「險 惡 的 日 子 」 ，弗 六 1 3 《呂 振中譯本》 ） 。14這 「險 
惡 」的 日 子 是 在 空 中 掌 權者的首領控制之下（弗二  2 ) ，他是敵 

對 神 和 祂 的 旨 意 的 。他對於基督以外的男女運用有效且強制性的 

權 柄 ，讓他們一直受到可怕的轄制（二 1〜3 ) 。但 是 ，以弗所的 

基 督 徒 已 經 有 分 於 將 來 的 世 界 ，新 世 代 的 大 能 已 經 臨 到 他 們 身  

上 * 他 們 已 經 「在 主 裏 」成 為 「光 」 （五 8 ) 。雖然他們生活在 

這 些 險 惡 的 日 子 中 ，等 候 最 終 的 得 贖 ，卻無需避免或害怕這些曰 

子 。他 們 反 而 要 過 智 慧 的 生 活 ，在這墮落的世界中善用每一個機 

會 ，行 事 為 人 討 神 喜 悅 。接下來幾節經文就詳細說明要如何做到 

這 一 點 。

五 1 7 . 第 1 5 節敦促基督徒讀者要非常謹慎自己如何行事為 

人 ，那個一般性的勸勉以這個第二組對比作進一步的解釋：15他 

們 受 到 告 誡 ，不 要 作 糊 塗 人 ，乃 要 明 白 主 的 旨 意 如 何 。雖然這個 

勸 勉 與 1 5 b 節 （不 要 像 愚 眛 人 ，當 像 智 慧 人 ）平 行 ，卻不只是重 

述 後 者 ：第 1 7 節有思想上的發展，而且焦點也略微不同，集中在 

主 的 旨 意 上 。

形 容 詞 糊 塗 ，就 像 1 5 節提及的智慧和愚昧一樣，根源於舊約 

聖 經的智慧傳統。它 描 寫 的 「愚 妄 人 」 （箴 十 1 8 、2 3 ) 是漫不經 

心 的 （箴 十 四 2 4 ，二十一  2 0 ) ，缺 少 見 識 （箴 十 七 1 8 ) ，且藐 

視 智 慧 （箴一  2 2 ) 。他 拒 絕 倚 靠 神 ，行事愚昧且自以為是，這人

1 4 如 A r n o l d ,  1 1 3 所 主 張 的 。亞 諾 德 依 循 哈 德 （G .  H a r d e r ,  T D N T  

6 : 5 5 4  ；參 B A G D ,  2 7 1 ，與 R .  D a b e l s t e i n ,  E D N T  2 : 1  ) 的 觀 點 ，認 
為 ：「現在的日子很險惡」一語與末世的關聯，表 明 保 羅 「著眼於必 
然 迅 速 來 到 的 結 局（即 ，基 督 再 臨 ） 」而 強 調 「迫 切 」的 含 意 。然 
而 • 這 個 含 意 是 否 能 從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獲 得 支 持 ，卻 值 得 懷 疑 （注意 
L i n c o l n ,  3 4 2  ’ 與 H o e h n e r ，6 9 4 - 9 5  的警告） 。

1 5 關 於 1 5 、1 7 、與 1 8 節 的三組對比 , 見 上 文 。

631



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0  )

在 實 際 的 生 活 中 缺 乏 辨 識 力 。16信徒必須 非 常 謹 慎 自 己 如 何 行  

事 ，故 此 （《呂振中譯本》 ） ，17他們不應該回到過去那種無知 

的 生 活 方 式 （弗 四 1 8 )  » 他 們 受 到 勸 勉 • 要明 白 主 的 旨 意 ，與作 

個糊塗人形成鮮明的對比，也是一個矯正的方式 。 18

「神 的 旨 意 」顯 然 是 保 羅 的 一 個 用 語 ，19出現在以弗所書的 

重 要 文 脈 中 。在 本 書 信 的 第 一 部 分 （一 ^三 章 ） ，它廣泛用來指 

神 的 拯 救 計 劃 ，在不同上下文中描寫其不同的面向。在 一 章 9 〜 

1 0 節 ，將 神的旨意等同於奧秘，2° 那是一個包羅廣泛的觀念，其 

內容是祂有意要將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神照著祂旨意的目的 

行 作 一 切 （一 1 1 ) ，預定人得著兒子的名分（一 5 ) 。同 樣 地 ，

1 6 魯弗與奈達 （Louw and N ida §32.52 ) 評 論 說 ：&t>piov意 味 著 「不使 
用自己的悟性，尤其是在實際的事務上」 ，他們將之翻譯為「愚昧 
的 ’ 無 知 的 ’ 不智的」 。參 D. Z e lle r, E D N T  1 : 1 8 4 -8 5 。

1 7 霍 納 （Hoehner, 695 ) 認 為 ：8iA toOto ( 「因 此 • 故此」）將前面第 
1 5 與 1 6 節的討論帶入結論。然 而 ’ 更好是將第1 7 節這個引介的 
toOto ( 「因 此 ，故此」）視 為 基 於 1 5 節而提供進一步的勸勉：因為 
必 須 (iKfnpas ( 「謹慎」）行 事 ，「所以… … 」 。參 A b b o tt，1 6 0 。

1 8 正如我們已經說明的 • dAAd ( 「但 」 ，《思高聖經》）是作為強烈的 
反 義 詞 。它所引介的子句聚焦於要明白主的旨意的內容（T() • 它也 
可能提供作糊塗人的相對面或矯正辦法。注意腓立比書四章6 節的 
d A A d的類似功用。

19羅一 10 ’ 二 18 , 十二 2 , 十 五 32 ；林前一 1 ; 加一 4 ；帖前四3 ’ 五
18 ；提後一 1 »

2 0 我們已經說過（見 ：一 9 的註釋） ：所 有 格 「祂旨意的（toO 0£AnnaTog 

a o roO )奧秘」是同位語所有格 ’ 應該譯為「這 奧 秘 • 也 就 是 祂 〔神 〕 
所願意的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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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 憤 自 己 如 何 生 活 ：一 般 性 的 與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 （五 15〜 六 9 )
1 . 道 樣 ，要 謹 憤 自 己 如 何 生 活 （五 15〜 21 )

保 羅 蒙 召 成 為 基 督 耶 穌 的 使 徒 * 乃 是 藉 著 神 的 旨 意 ，就是照著祂 
恩 典 的 救 贖 計 劃 （一 1 ; 參 ：1 1 節 ） 。

意 味 深 遠 的 是 •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後 半 （四 〜 六 章 ） ，兩次提及 
神 的 旨 意 （五 17 • 六 6 ) ，都 是 出 現 在 勸 勉 的 文 脈 中 ，著重點放 

在 信 徒 有 責 任 每 日 行 出 那 旨 意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頭 三 章 ，使徒以廣 
泛 的 筆 觸 在 一 幅 大 畫 布 上 面 描 繪 神 的 旨 意 ；現 在 ，在本書信的後 
半 ，他 轉 而 勾 勒 神 宏 偉 傑 作 的 精 緻 的 細 節 。根 據 六 章 6 節 ，奴隸 

在 順 服 主 人 時 ，應 該 發 自 內 心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像 是 基 督 的 僕 人 ， 
全 心 服 事 主 。 （參 ：西 四 1 2 ，在 那 裏 提 及 神 的 旨 意 ，上下文是為 

信 徒 代 求 的 禱 告 ，希 望 他 們 能 在 末 日 的 光 中 站 立 得 穩 ，得以完 
全 。）

轉向 五 章 1 7 節 的 片 語 「主的旨 意 」 ，有若干重要特色必須說

明 ：
(a ) 信 徒 受 到 勸 勉，要明白神的 旨 意 ，雖然神已經將它顯明出 

來 了 （一 9 ) 。使 徒 不 是 說 讀 者 對 此 旨 意 一 無 所 知 。而是在道德 

訓勉的文脈中，勸 戒 他 們 要 更 充 分 地 將 它 應 用 在 自 己 身 上 。神已 
經 在 主 耶 穌 基 督 裏 將 祂 旨 意 的 奧 秘 啟 示 給 他 們 知 道 。他們要持守 
它 ，明 白 它 對 他 們 每 日 生 活 的 意 義 。以 一 個 直 說 語 氣 說 明 神 所 已  
經 作 成 的 事 ，再 跟 著 一 個 命 令 語 氣 ，是 保 羅 的 典 型 作 風 。這又是 
神 的 行 動 與 人 的 行 動 相 互 作 用 的 另 一 個 例 子 （參 ：腓二 12〜 1 3 ， 
那 裏 勸 勉 腓 立 比 的 基 督 徒 ： 「當 恐 懼 戰 兢 作 成 你 們 得 救 的 功  

夫 」 ，因 為 H 尔 們 立 志 行 事 都 是 神 在 你 們 心 裏 運 行，為要成就祂 
的 美 意 」） 。

( b ) 這 裏 所 用 的 動 詞 意 指 「明 白 ，理 解 ，深 入 了 解 某 樣 事  
物 」 ，21而所要掌握的內容 22是 神 的 旨 意 。第 1 7 節緊鄰的上下文

21 希腦文 o u v i r i n i 。B A G D ，7 9 0  ；參 L o u w  a n d  N i d a  § 3 2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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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 0 )

與 較 廣 的 上 下 文 都 清 楚 顯 明 ：使徒心中想到的不僅是理智上明白 

主 的 旨 意 。認 知 層 面 顯 然 包 括 在 內 ，但 在 真 正 的 希 伯 來 風 格 中 ， 

信徒明白神恩典的拯救計劃必須導致正確的行為。23事 實 上 ，過 

著 敬 虔 而 沒 有 瑕 疵 的 生 活 方 式 ，是 神旨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  

素 ，因為這是讀者在基督裏蒙揀選的目的（一 4 、5 ) 。因為神的 

計 劃 是 要 叫 萬 有 在 祂 裏 面 同 歸 於 一 （一 9 、1 0 ) ，也關係到一個 

人被塑造成創造者的形象，擁 有 家 庭 的 樣 式 （參 ：四 2 4 ) ，明智 

且小心的行為是神旨意的一部分。

( c ) 有 點 不 尋 常 的 是 ，保 羅 說 的 是 主 的 旨 意 ，而 不 是 神 的 ，24 

後 者 才 是 他 的 習 慣 用 語 （注意類似的羅十二  2 ) 。雖然有些人認 

為 主 是 指 神 ，25它 在 以 弗 所 書 其 他 地 方 都 是 指 基 督 ，在這裏也應 

該 如 此 理 解 。其間的 差 異 可 能 不 是 特 別 重 要 。然 而 ，在前一個段 

落 中 的 焦 點 是 在 基 督 論 方 面 （8 〜 1 4 節 ） ，其思路從提及信徒如 

今 在 主 裏 成 為 光 開 始 （8 節 ） ，移至他們找出甚麼是能討主喜悅 

的 （1 0 節 ） ，並以基督要光照他們的陳述達到高潮（1 4 節 ） 。提 

及 「主 」和 「基 督 」 ，形 成 前 後 的 框 架 ，是 一 個 修 辭 技 巧 ，把這 

個 小 段 框 在 裏 面 ，然後引入本書信最後一個勸勉的段落（五 1 5〜 

六 9 ) 。再 者 ，基 督 論 的 焦 點 符 合使徒稍早的陳述：這些信徒已

2 2 動 詞 o u v k T E  ( 「明白」）後面跟著 Ti t6 e^Arina toO  Kupiou •是表內容 

的直接受格，意 指 「主的旨意是甚麼 j 。

2 3 布 魯 斯 （B ruce, 3 7 9 ) 恰當地說：「遵行祂的旨意不是感情的衝動 • 

而是理性上的反映與行動」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示） 。

2 4 許多抄本，包 括 A 81 365 ( 和若干古譯本） ，讓 作 toO 0eoO ( 「神的 

〔旨意〕」 ，藉以讓本處經文與保羅常見的用語一致。然而•比較困 

難的讀法 toO Kupiou ( 「主的」) 顯然是原來的。

2 5 晚近的霍納（H oehner, 698 ) 就是如此主張的。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這樣 ，要諶愦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經 「學 了 基 督 」 ，他 們 的 生 活 是照著在耶穌裏的真理塑 造 的 （四 
2 0 、21 )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的 教 導 ，焦 點 在 於 福 音 的 真 理 ，使他們 
能 以 在 特 殊 處 境 中 辨 識 何 為主所軎悅 的 事 （1 0 節 ） 。現 在 ，他們 

要 思 想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旨 意 必 然 的 結 果 ，並 據 此 而 生 活 。
在 我 們 當 代 的 處 境 中 ，基 督 徒 常 常 將 「主 的 旨 意 」理解為指 

著 個 人 引 導 的 事 ，因 而 指 神 為 他 們 的 未 來 所 定 的 直 接 計 劃 。但 

是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尤 其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神 的 旨 意 雖 然 不 忽 略  
個 人 的 層 面 • 卻 有 不 同 的 焦 點 。 「神 的 旨 意 」與 神 恩 典 的 拯 救 計  
劃 息 息 相 關 ，甚 至 等 同 ，而 且 ，其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是 ，一個人 
被 塑 造 成 基 督 的 樣 式 ，在 末 日 將 會 是 純 潔 沒 有 瑕 疵 的 。使 徒 在 17 

節 的 勸 勉 預 設 了 這 些 重 點 。如 果 不 先 從 神 為 祂 的 世 界 所 定 這 個 恩  
典 拯 救 計 劃 的 架 構 ，來 理 解 神 的 旨 意 ，當 代 以 個 人 引 導 為 前 提 的  
作 法 是 方 向 錯 誤 的 。事 實 上 ，在 「引 導 」上 個 人 化 的 關 注 可 能 是  
糊 塗 人 的 證 據 ，與 真 正 明 白 主 的 旨 意 恰 恰 相 反 • 需 要 被 後 者 矯  
正 。

五 1 8〜2 1 . 第三組對比進一步詳述謹慎而明智的生活對於基 
督 徒 讀 者 的 意 義 （1 5 節 ） ，是 以 1 8 節 的 雙 重 勸 勉 表 達 的 ，先是 

禁 戒 醉 酒 ，然 後 是 積 極 的 命 令 ，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 。特別著重的 
是 後 者 ，為 本 段 經 文 其 餘 的 部 分 定 下 了 方 向 》保羅主要的 關 注 是  
要 勸 勉 讀 者 ，必 須 繼 續 靠 聖 靈 而 生 活 。這個勸 勉 在 以 弗 所 書 四 〜  
六 章 的 道 德 訓 勉 題 材 中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它 為 四 章 1 7 節開始的 
一 連 串 長 篇 的 勸 勉 做 了 結 論 ，並 引 入 一 些 分 詞 ，論及基督 徒 一 般  
的 關 係 （19〜2 1 節 ） ，以 及 基 督 徒 家 庭 內 比 較 明 確 的 關 係 （五 22 

〜 六 9 ) 。

中 英 文 譯 本 常 常 忽 略 的 一 點 是 ，18〜2 1 節 形 成 一 個 長 句 ，以 
五 個 分 詞 修 飾 命 令 語 氣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 ： 「 〔彼 此 對 〕說 」 

( 1 9 a 節 ） ， 「唱 」 （1 9 b 節 ） ， 「發 出 音 樂 」 （1 9 b 節 ；參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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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復 本 》 「頌 詠 」 ） ， 「感 謝 」 （2 0 節 ） ，與 「 〔彼 此 〕順 服 」 
( 2 1 節 ） 。26這 個 句 子 的 基 本 結 構 如 下 ： .

不要醉  酒 … …

乃 要 ……充滿  被 聖 靈 ，
彼此對駄

用 詩 章 、頌 詞 、靈 歌 ，

用你們的心向主歌 唱 並發 出 音 樂 ，

感謝神
為 所 有 的 事 _

' 奉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
彼此順服

存 敬 畏 基 督 的 心 ，
妻 子 對 丈 夫 … … 。27

雖 然 有 人 將 這 些 分 詞 理 解 為 命 令 語 氣 （尤 其 是 最 後 一 個 ， 
「要 〔彼 此 〕順 服 」 ，2 1 節 ） ，比較好還是將它們視為附屬的分 

詞 ，28表 示 結 果 ，2 9 描 寫 信 徒 被 聖 靈 充 滿 後 的 湧 流 或 表 現 。被聖 
靈 充 滿 的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特 徵 ，是 歌 唱 、感 恩 、與 彼 此 順 服 。

2 6 例 如 ：《新國際版》掩蓋了希臘文的結構。它用了五個句子，有六個 
命令和一個分詞，來翻譯原來的一個句子（18〜2 1 節 ） ：命 令 是 「不 
要醉酒」 ，「要被充滿」 （1 8 節 ） ，「說 」 • 「唱 」 ，「頌詠」 （19 

節 ） ，與 「順服」 （2 1 節 ） ，分詞則是「感謝」 （2 0 節 ） 》

27 參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 1 9 。

2 8 理 由 如 下 ：（1 ) 在新約聖經中，作命令語氣用的分詞要比一些人所主
張 的 少 。注意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650-52 晚近的討論 
( 進一步的參考書目細節，參 6 1 3 ) ；相反於BDF § 4 6 8 (2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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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這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第 2 1 節 是 一 個 樞 紐 ，引 入 五 章 2 2 節 〜 六 章 9 節的家庭法 
規 。許 多 解 經 學 者 將 之 與 下 文 連 用 ，以 致 這 個 段 落 從 五 章 2 1 節到 
六 章 9 節 。但 這 個 結 構 遮 掩 了 一 個 事 實 ：五 個 分 詞 （包 括 2 1 節的 

「順 服 」 ）全 部 都 是 修 飾 命 令 語 氣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 ，而且

( 2 ) 以弗所書五章18〜2 1 節在語意學與行文風格上的處境，不同於其 
他例子中作命令語氣用的分詞。在 這 個段落中，五個分詞都不帶冠 
詞 ，而且跟在主要動詞TTAnpOOa0£ ( 「要被充滿」）之 後 。在行文風格 
上 ，以弗所書有其他附厲分詞的例子，最明顯的例子是一章 3 〜 14 

節 ，那裏有幾個這樣的分詞串在一起。（3 ) 在 2 2 節省略連接詞* 以及 
缺 少 命 令 語 氣 Cmcrrdc7a«je£ ( 「要 順 服 」 ） ，促 使 一 些 文 本 （如 
N A 27) 、譯 本 （如 《和 合本》 、 《修訂標準版》 、 《新修訂標準 
版》 、《新國際版》） 、以及註釋書從2 1 節借用6TT0TC«7Cj6n£Vm ( 「順 
服 」） ，當作命令語氣。但 是 ，儘 管 離 1 8 節有點距離，CmoTaaadjifvoi 

( 「順 服 」）最好還是與前面四個分詞一起—— 希臘文沒有跡象顯示 
應該將它與它們分開來。在 2 2 節的家庭法規的開頭沒有連接詞，對 
於以弗所書而言並不尋常：這段論家庭的經文，是本書信主體部分唯 
一不用連接詞開始的一個主要段落。這表示五章2 2 節 〜 六 章 9 節不 
是一個單獨的單元，而是與前一個段落有密切的關聯，超過許多人所 
認 為的。如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651 所主張的（參 639， 
644-45, 659 ) ，他 補 充 說 ：當讀者轉到論及家庭的長篇段落時• 18 

〜2 1 節的教導仍「在譖者的耳中響起」 ◊ 參 G. D. Fee, God's Empow

ering Presence, 7 1 9 ；與斯諾德格拉斯，310—11 頁 = Snodgrass，286 - 

8 7 。

2 9 這一個結論比另一種觀點更適合上下文，後者認為這些是表方法、態 
度 、或伴隨環境的分詞。注 意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639, 
644—45 的討論。晚近白勺 L in co ln , 345;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21 ；與 斯 諾 德 格 拉 斯  ’ 311 頁 = Snodgrass，287 (參  
Schnackenburg, 233 ) 把這些分詞理解為描述被聖靈充滿的有福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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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跟 著 在 五 章 2 2 節 〜 六 章 9 節 的 「家 庭 法 規 」 ，是 「在基督身體內 

順 服 的 明 確 的 例 子 」 。M 另 一 方 面 ，在 2 2 節開始一個獨立的段落 
破 壞 了 與 2 1 節 的 順 服 主 題 之 間 的 關 係 ，31而 在 2 1 節開始一個新 

段 落 的 中 英 文 譯 本 （參 ：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 、 《和 合 本 修 訂  
版 》 、 《新 國 際 版 》 ） ，失 去 了 「焦 點 在 於 順 服 乃 是 被 神 的 靈 充  
滿 的 一 個 不 可 或 缺 的 標 記 」 。32在 主 題 與 結 構 上 ，五 章 1 5 節〜六 
章 9 節 都 形 成 一 個 接 合 得 很 好 的 單 元 。

五 1 8 . 開 頭 的 禁 令 ， 「不 要 醉 酒 」 ，有 點 出 人 意 料 之 外 ，我 

們 也 會 納 悶 讀 者 究 竟 有 多 少 準 備 會 讀 到 這 句 話 。這個命令比較明 
確 的 性 質 、與 《七 十 士 譯 本 》箴 言 二 十 三 章 3 1 節 的 措 辭 相 符 （見 
下 文 ） ，都 引 入 了 與 前 面 的 一 般 性 勸 勉 不 同 的 改 變 。這個禁令有 
特 殊 的 理 由 嗎 ？或 者 它 是 屬 於 比 較 一 般 性 之 勸 勉 題 材 的 一 部 分 ， 
也 作 為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這 個 積 極 勸 勉 的 陪 襯 呢 ？下 列 提 議 值 得 考  
慮 ：

(1 )  一 些 人 聲 稱 ：保 羅 知 道 小 亞 細 亞 基 督 徒 當 中 錯 誤 的 行 為 ， 

類 似 於 所 謂 （雖 然 不 大 可 能 ）哥 林 多 人 在 主 桌 子 前 的 醉 酒 （林前 
十一  21 ) 。然 而 ，這 種 說 法 沒 有 證 據 支 持 。而 且 ，如果醉酒是他 

們 聚 會 時 的 特 殊 問 題 ，使 徒 的 批 判 應 該 會 更 加 明 確 》33

3 0 斯諾德格拉斯，3 1 0 頁 -S nodgrass , 286 ( 強調字體是他標示的） 。

3 1 注 意 「敬畏Z 敬重」重複出現在2 1 與 3 3 節 ；這個詞的作用是一個修 
辭技巧，將這整個段落（21〜3 3 節 ）框在裏面 • 作為一個單元，使徒 
轉向他開始時的主題。

3 2 斯諾德格拉斯，3 1 1 頁= Snodgrass, 2 8 7 。

33 郭 斯 森 ( P. W. G osnell, ‘ Ephesians 5 :18-20  and M ealtim e Pro

p r ie ty ',  TynBul 44 [1993], 363-71 ) 主張希臘一羅馬的用餐背景，在 
隆重的餐宴後跟著舉行嚴肅的討論，甚至是宗教性的討論。如果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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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樣 ，要諶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 2 ) 另 一 些 人 認 為 保 羅 的 禁 令 是 針 對 異 教 的 秘 術 祭 祀 慶 典 • 尤 
其 是 酒 神 丟 尼 修 （D io n y s iu s ) 的 祭 祀 儀 式 ，外邦基督徒讀者從前 

可 能 曾 經 參 與 這 個 儀 式 。這 個 崇 拜 儀 式 的 一 個 主 要 特 色 ，是縱酒 
狂 歡 ，爛 醉 如 泥 。目 的 是 要 叫 丟 尼 修 進 入 並 充 滿 崇 拜 者 的 身 體 ， 
以 致 那 人 可 以 遵 從 神 明 的 意 旨 。根 據 這 個 背 景 來 解 釋 1 8 節 ，顯然 
頗 有 吸 引 力 ：要 以 被 聖 靈 充 滿 來 取 代 醉 酒 ，用 詩章說話並在心中 
向 主 唱 歌 ，與 「醉 酒 的 崇 拜 者 胡 言 亂 語 地 歌 頌 讚 美 丟 尼 修 」形成 
鮮 明 的 對 比 ，34而 2 1 〜3 3 節 詳 細 閩 述 的 基 督 徒 在 婚 姻 中 的 行 為 ， 

必 須 取 代 假 丟 尼 修 之 名 縱 情 酒 色 的 行 為 。然 而 ，這種解釋真正的 
困 難 在 於 缺 乏 清 楚 的 證 據 》雖 然 這 類 的 祭 祀 儀 式 很 盛 行 ，卻沒有 
跡 象 顯 示 它 們 仍 繼 續 影 響 小 亞 細 亞 的 眾 教 會 。

( 3 ) 從 四 章 1 7 節 開 始 ，保羅將不信世界和神百姓的行為特色 
做 了 鮮 明 的 對 比 。在 四 章 17〜2 4 節 ，以陰暗的色彩描繪異教徒的 

生 活 方 式 ，勸 勉 讀 者 不 要 回 到 往 日 的 這 些 生 活 。相 反 地 ，身為已 
經 「學 了 基 督 」的 人 （2 0 節 ） ，他 們 必 須 照 著 「新 人 」而 活 。這 

兩 條 「道 路 」之 間 的 對 比 ，首 先 繼 續 出 現 在 接 下 來 之 道 德 訓 勉 的  
具 體 勸 勉 中 （四 2 5 〜 五 2 ) ，然 後 在 五 章 8 〜 1 4 節繼續以光暗的 

對 比 來 描 繪 ，特 別 提 及 他 們 已 經 「在 主 裏 」成 為 「光 」了 （8 

節 ） ’ 最 後 則 提 及 智 慧 與 愚 昧 ，就 是 剛 剛 在 前 一 段 中 出 現 的 （15 

〜 1 7 節 ） 。在 1 8 節 這 裏 拒 絕 醉 酒 （以 及 相 對 的 勸 勉 ：要被聖靈 

充 滿 ）是 延 續 相 同 的 這 個 對 比 ，因 為 醉 酒 在 保 羅 的 道 德 訓 勉 中 被

者醉酒，就會阻礙討論。郭斯聶認為以弗所書五章18〜2 0 節的陳述 

可能反映作者的假定 • 即讀者常常在用餐的場合下聚集。

34 C. Rogers, ‘ The D ionysian  Background o f Ephesians 5 :18，，BSac 

136 (1979), 2 4 9 -5 7 ，尤其 257 ’ 為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9 4 -9 5 等人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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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描 寫 為 黑 暗 道 路 的 縮 影 （帖 前 五 6 〜 8 ；羅 十 三 1 2 、1 3 ) 。它35引 

致 36放 蕩 ，也 就 是 無 節 制 的 性 行 為 與 縱 情 酒 色 ，37因為那些醉酒 
的 人 耽 溺 於 放 蕩 無 度 的 行 為 。醉 酒 是 讓 者 過 去 那 種 毀 滅 性 且 不 蒙  
悅 納 之 生 活 方 式 的 核 心 ，也 與 神 的 新 百 姓 的 成 員 身 分 不 一 致 。因 
此 ，使 徒 的 這 個 禁 令 是 比 較 一 般 性 之 勸 勉 題 材 的 一 部 分 ，不是像 
乍 看 之 下 那 樣 打 岔 了 前 面 的 勸 勉 ，也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38而 且 ， 
保 羅 使 用 舊 約 聖 經 的 一 處 智 慧 經 文 （箴 二 十 三 3 1 ) ，出現在一個 
小 段 內 （2 9 〜3 5 節 ） ，其 上 下 文 是 拒 絕 醉 酒 、以之為不適合主聖

3 5 注意新約聖經其他提及這個惡行之處：太 二 十 四 49 ；路十二 45 ；林 
前 五 1 1 ，六 10 ; 提前三8 ；多二 3 ；彼前四3 »

36 'Ev <5 4cmv dau,T(a意 思 是 「在其中是無節制」 。表示關係的介詞片語
(3 ( 「在其中」） • 重 拾 前 一 個 子 句 的 (lefluoKeoeE otvq) ( 「不要醉 

酒 j  ) ，而不只是名詞otvu) ( 「酒 」) : 無節制或魯莽是在酒所造成 
的沉醉中。

37 *Aau.T(a ( 根 據 Louw  and N ida §88.96 ’ 此字意指對於行動的後果欠缺 
考慮或思想的行為—— 「愚蠢的行為，魯莽的行為，魯莽」) 在提多 
書 一 章 6 節 （長老的兒女不可被人指控為「放蕩」的 ） 、與彼得前書 
四 章 4 節 （與醉酒有關，是那些從異教悔改歸正之人先前的行為特 
色 ）受到譴責。在路加福音十五章1 3 節 ，相關的副詞（dc^T(o; ) 描寫 
浪 子 的 「放蕩生活」 ，因而浪費了他的產業。

38 參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20 > 依循 Schnackenburg, 

236 ；與 L in co ln , 3 4 5 -4 6 。A. W. D. H u i, ‘ The Concept o f  the H o ly  

S p ir it in  Ephesians and Its  Rela tion to the Pneumatologies o f  Luke 

and P aul，(Ph.D. thesis, U n ive rs ity  o f  Aberdeen, 1992), 3 11 正確地 
認 為 ：五 章 15〜2 1 節 「對比兩個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信徒被聖®  

充滿的生活對比於醉酒之人放縱的生活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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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諶慎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這 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約 之 民 的 ，39這 在 保 羅 勸 勉 讓 者 要 智 慧 行 事 的 道 德 訓 勉 直 接 的 思  
路 中 是 合 理 的 （弗 五 15〜 1 8 ) 。4°

( 4 ) 「不 要 醉 酒 」的 禁 令 ，是 要 襯 托 出 與 之 相 對 的 積 極 面 ，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 ，後 者 是 使 徒 特 別 關 注 的 。雖 然 永 遠 不 要 41醉 

酒 的 瞽 告 是 切 合 時 宜 的 ，著 重 點 卻 是 放 在 後 面 這 個 命 令 ，而充滿 
的 結 果 則 以 接 著 的 分 詞 子 句 詳 述 （見 上 文 ） 。讀 者 已 經 受 到 吩 咐  
說 ：他 們 已 經 受 了 聖 靂 為 「印 記 」 ，不 可 叫 祂 「擔 憂 」 （一 1 3 ，

3 9 不可醉酒的這個禁令，措辭與亞歷山太抄本的《七十士譯本> 箴言二 
十 三 章 3 1 節 完 全 相 同 \xeQ6okeoQe otvV ) 。一些人主張：以弗所書 
使用這句話，是間接透過猶太倫理傳統而來的。常常被提及的是《十 
二族長遺訓》 （尤 其 是 《猶大遺訓》十 四 1 ; 參 《以薩迦遺訓》 〔r .
Issachar ] 七 2 〜3 ； 《猶大遺訓》 H---- - 2 » 十二 3 ，十 三 6 ，十六
1 ) ，因為那裏針對醉酒提出的警告，就像在以弗所書這裏一樣，是 
與針對縱情聲色提出的警告相連的（參 G nilka , 269; L in co ln , 3 4 0 ， 
並注意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9 4 的討論） 。雖然這處經文可 
能是經由猶太倫理傳統而來* 根據以弗所書其他地方處理舊約聖經經 
文的方式看來• 問題可能要複雜得多。

40 A. J. Kostenberger, ‘ What Does I t  Mean to Be F ille d  w ith  the Spirit?  

A  B ib lic a l In ves tig a tio n’，JETS 40 (1997)，232 正確地說：醉酒是與 

愚 昧 （1 5節）平行的。

4 1 用現在式表達的 勸 勉 M 畔e6oKeo0£ ( 「不要醉酒」） ，並非表示以弗 
所人曾經醉酒、而保羅勸勉他們停止。倒不如說，它的意思是禁止一 
個行動進程，將之視為持續的過程。注 意 D. B. W allace, Greek Gram
mar, 714-17 的 討 論 ，依循 K. L. M cKay, ‘ Aspect in  Im pera tiva l 

Constructions in New Testament G reek ’ ，NovT  27 (1985), 201-26 這 
篇開創性的作品；參 A. T. Robertson, Grammar， 854，890; C. F. D. 

M oule , Idiom Book, 21;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57 ；與 Idioms,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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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四 3 0 ) 。現 在 ，他們則受到吩咐要被聖 ® 充 滿 ，這是與他們作為 
光 明 的 兒 女 （8 節 ） 、且 要 智 慧 行 事 （1 5 節 ）一 致 的 。

保 羅 這 個 命 令 語 氣 的 措 辭 並 不 尋 常 ，因 為 它 在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沒 有 類 似 之 處 。使 徒 並 非 勸 勉 基 督 徒 讓 者 要 「滿 有 聖 鎏 」 （那是 
與 滿 有 酒 比 較 接 近 的 ） ，而 是 勸 他 們 「要 繼 續 被 聖 鲤 充 滿 」 。42 

這 個 勸 勉 常 被 翻 譯 為 「被 以 聖 靈 充 滿 」 ，但 這 個 譯 法 比 較 含 糊 不  
清 * 因 為 「以 」可 能 被 理 解 為 憑 藉 用 法 （所 以 等 於 M 愚 」 ） ，43 

或 者 ，根 據 主 流 的 觀 點 ，可 以 把 聖 靈 理 解 為 信 徒 被 充 滿 的 內 容 。 
一 些 解 經 學 者 跟 隨 羅 炳 森 的 領 導 ，認 為 原 文 可 以 同 時 意 指 （1) 信 
徒 必 須 藉 著 聖 靈 被 充 滿 ，以 及 （2 ) 被 以 聖 靈 充 滿 • 聖靈是充滿的 

內 容 。44但 後 者 引 起 重 要 的 句 法 難 題 。在 希 臘 文 聖 經 中 ， 「充

4 2 現在式命令語氣 TTAnpo0oee ( 「被充滿」）表示聖®的充滿是持續性 
的 。

4 3 霍 納 （Hoehner, 7 0 3 - 4 ) 主 張 將 nv£uMa r . 理解為憑藉用法’ 但將這 
個勸勉翻譯為「要被以聖靈充滿」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註） 。

4 4 羅 炳 森 （Robinson，2 0 3 - 4 ) 主 張 ：介 詞 h 意指憑藉（或 媒 介 ；參 ： 
林前十二 3 、13 ; 羅 十 五 1 6 ) ，因而將這個子句翻譯為「讓你們的豐 
滿是藉著聖靈而來的」 。但他的結論是：雖 然 「被以聖靈充滿」 「嚴 
格 說 來 並 不 準 確 ，卻足以表達這處經文的一般含意」 。也要注意 
Bruce, 379-80  ; 斯諾德格拉斯，314 頁 = Snodgrass, 290; L inco ln , 

3 4 4 ，他 說 ：「信徒要被聖靈充滿，因而也被以聖靈充滿；」和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21 , 他 認 為 ： nvcuiiom 表示信徒 
被 充 滿 的 「方法」 。然 而 ，他接著聲稱：這距離將聖靈視為一個人被 
充 滿 的 「實 質 內 容 」 「只 有 一 小 步 」 。參 A. J. K6stenberger, 

‘ F ille d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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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 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21 )

滿 」這 個 動 詞 沒 有 跟 著 這 個 介 詞 片 語 來 表 示 內 容 的 例 子 。45論述 
的 思 路 並 不 要 求 作 這 樣 的 解 釋 （事 實 上 * 恰 恰 相 反 ） ，而 將 en 

p n e u m a t i理 解 為 憑 藉 用 法 的 間 接 受 格 ，46表 示 信 徒 被 充 滿 的 方 法  

( 即 ，被 聖 霣 充 滿 ） ，47在 句 法 上 比 較 可 取 • 意 思 也 較 合 理 。
基 於 這 種 解 釋 ，並 未 明 確 提 及 充 滿 的 內 容 。然 而 ， 「豐 滿 」 

一 詞 稍 早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的 用 法 ，對 於 理 解 五 章 1 8 節這裏的充滿是 
何 意 思 具 有 決 定 性 。根 據 一 章 2 3 節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已經有 
分 於 祂 的 豐 滿 。 （在西一  1 9 ，二 9 ，神 的 豐 滿 完 全 出 現 在 基 督  
裏 * 信 徒 已 經 從 祂 得 到 生 命 的 豐 盛 ，二 1 0 。）在 三 章 1 9 節那個 
引 入 以 弗 所 書 後 半 段 的 「樞 紐 式 」禱 告 中 ，使 徒 祈 求 的 高 潮 是 要

4 5 也 就 是 ，介 詞 tv  ( 「在… …裏 ，以 * 被 」）帶間接受格（如此處的 
TTVEujiaTi) 。艾 伯 特 （A bbo tt, 161 ) 評 論 說 ：「使用 tv  帶 nArip6u 表達 
一樣東西被充滿的內容• 是沒有先例可循的》」表充滿的動詞通常跟 
著一個所有格，來表示一個人被充滿的內容（參 ：腓一 11 ) 。
( 「充滿」）帶間接受格表內容 ’ 有三個可能的例子（羅一 29 ; 林後 

七 4 ; 路二 4 0 ) ，但介詞4 v 帶間接受格卻沒有清楚的例子。

4 6 憑 藉用 法 的 4V TTVEl̂ Om ( 「藉著f g / 聖遵」） ，與保羅書信其他地方 
的用法一致（林前十二 3 、13 ; 羅 十 五 16) ，雖然在以弗所書的上下 
文 中 ，出現了以聖11為手段來使信徒受印記的含意；在 四 章 3 0 節說 
到神的聖®  ：他 們 是 「藉著祂」 （4v ( ? ) 受 了 印 記 的 ；見 C. F. D. 
M oule , Idiom Book, 76，77;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93, 94， 
170-71，375 ；與 Hoehner，7 0 3 -4 。雖然一些解經學者承認纟v ttveu- 

p c rn可以指聖® 的 範 圍 （= 「在聖靈裏」） ，大多數仍偏好憑藉含 
意 ；注 意 Hoehner，7 0 3 -4 的討論 °

4 7 早年的解經學者將這個表達方式理解為「在自己的靈裏被充滿」之意 
( 注 意 ：如 A bbott, 1 6 1 - 6 2 ) 。但這個觀點無法令後來的學者信服• 

因為與保羅的一般 用 法 、這 整 封 信 （除了二 2 • nveOMa的其他所有出 
處都是指聖靈） 、或緊鄰的上下文都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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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基 督 徒 讀 者 能 「被 充 滿 而 達 到 神 一 切 的 豐 滿 」 ’ 48那 不單是指父 
神 ，而 是 指 三 一 神 ，祂 是 這 豐 滿 的 內 容 。根 據 四 章 1 0 節 ，得著高 
舉 的 基 督 是 充 滿 萬 有 的 執 行 者 ，祂 藉 著 賜 下 傳 道 人 給 祂 的 百 姓 來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四 1 1 ) 。基督的身體正在移動的最後目標是長大 
成 人 ，這 被 界 定 為 基 督 的 豐 滿 （四 1 3 ) 。

這 樣 ，根 據 「豐 滿 」一 詞 稍 早 的 這 些 例 子 ，我 們 可 以 推 論 ： 
信 徒 已 經 （或 正 在 ）被 充 滿 的 內 容 是 （三 一 ）神 或 基 督 的 豐 滿 。 
以 弗 所 書 （或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沒 有 別 的 經 文 特 別 聚 焦 於 以 聖  
靈 作 為 這 豐 滿 的 內 容 。 因 此 * 更 好 是 將 五 章 1 8 節理解為聖靈居間 
將 神 和 基 督 的 豐 滿 傳 給 信 徒 。49換 言 之 ，保 羅 的 讓 者 必 須 被 聖 饉  
改 變 為 神 與 基 督 的 樣 式 ，這 些 觀 念 是 與 稍 早 在 四 章 3 2 節 〜 五 章 2 

節 的 勸 勉 完 全 一 致 的 。意 味 深 遠 的 是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只 
有 以 弗 所 書 的 這 處 經 文 勸 勉 信 徒 要 效 法 神 （五 1 ) 。這 樣 ，受到 
吩 咐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 ，意 味 著 保 羅 的 讀 者 受 到 勸 勉 ，要讓聖靈 
越 來 越 多 地 改 變 他 們 ，成 為 神 與 基 督 的 形 象 ，這 個 含 意 與 保 羅 在  
其 他 地 方 的 神 學 一 致 》這 個 解 釋 非 常 切 合 歌 羅 西 書 的 平 行 經 文 ， 
「當 把 基 督 的 道 理 豐 豐 富 富 地 存 在 心 裏 * 以 各 樣 的 智 慧 ，用詩 

章 、頌 詞 、靈歌  > 彼 此 教 導 ，互 相 勸 戒 ，心 被 恩 感 * 歌 頌 神 」 
( 西 三 16 - 《和 合 本 》小 字 ） 》它 也 與 前 面 在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15〜 

1 7 節 的 上 下 文 相 符 • 那 裏 勸 勉 信 徒 要 智 慧 地 行 事 （1 5 節 ） ，並要 

明 白 主 （就 是 基 督 ）的 旨 意 為 何 。

48 希獵文 TrAripwGfiTe ei<; t to ^  t 6  nAi^pu>^a toO  G eoO 。

49 L in co ln , 3 4 4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375 基於基督乃是四章 
1 0 節之充滿的執行者* 而 主張：在 五 章 1 8 節 ，「信徒要被基督透過 
聖靈以神的豐滿為內容而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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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 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從 以 弗 所 書 中 提 及 豐 滿 用 詞 的 這 些 經 文 可 以 明 顯 看 見 ：要被 
聖 靈 充 滿 的 勸 勉 * 是 「已 經 實 現 」與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的末世張 
力 的 一 部 分 。5<>身 為 基 督 的 身 體 ，教 會 已 經 有 分 於 祂 的 豐 滿 （一
2 3 ) 。然 而 ，保 羅 為 讀 者 獻 上 的 祈 求 （三 14〜 1 9 )  * 乃是基於神 

在 主 耶 穌 裏 成 就 的 大 能 拯 救 ，也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頭 三 章 描 述 ，就是 
要 叫 他 們 可 以 被 充 滿 而 達 到 神 一 切 的 豐 滿 （1 9 節 ） 》保羅的代求 
乃 是 預 設 讀 者 尚 未 被 充 滿 ：神 此 時 此 地 就 開 始 回 答 這 個 祈 求 • 在 
最 後 那 一 日 也 要 完 全 實 現 祂 的 工 作 • 那 時 讀 者 將 要 被 祂 一 切 的 豐  
滿 充 滿 。同 樣 地 ，基 督 的 身 體 尚 未 達 到 長 大 成 人 的 身 量 ；她還在 
朝 向 基 督 的 豐 滿 移 動 （四 1 3 )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聖靈滿有能力地 

運 行 ，改 變 信 徒 個 人 與 群 體 ，變 成 基 督 的 樣 式 。
再 者 ，雖 然 非 常 強 調 神 正 在 帶 領 祂 百 姓 達 到 豐 滿 的 作 為 ，這 

個 轉 化 的 工 作 卻 不 是 與 他 們 親 自 的 參 與 無 關 的 。這裏再次出現了 
神 與 人 的 交 互 作 用 。三 章 1 9 節 的 祈 求 預 示 了 這 個 勸 勉 ，是向著 

「父 」發 出 的 ，這 一 點 ，連 同 被 動 語 態 的 「使 你 們 被 充 滿 」 （《新 
譯 本 》 、 《恢 復 本 》 ） ，清 楚 表 明 神 是 那 完 成 這 整 個 充 滿 工 作  
的 。51根 據 四 章 1 0 節 ，基 督 充 滿 萬 有 ，將特殊的傳道人賜給祂的 
百 姓 ，最 終 引 致 祂 的 身 體 達 到 豐 滿 。在 五 章 1 8 節 ，神的百姓是 

「藉 著 聖 靈 」被 充 滿 的 。同 時 ，信 徒 個 人 和 群 體 也 必 須 完 全 而 徹  
底 地 參 與 在 這 個 充 滿 的 過 程 中 》所 有 的 人 都 積 極 地 參 與 建 造 基 督  

的 身 體 ，好 叫 她 可 以 達 到 長 大 成 人 的 身 量 ，那 就 是 祂 的 豐 滿 （四 
12〜 1 3 ) 。所 有 人 都 受 到 勸 勉 ，要 效 法 神 ，包括跟 隨 基 督 愛 的 榜  
樣 ，在 愛 心 中 行 事 為 人 （五 1 、2 ) 。信 徒 是 五 章 1 8 節這個勸勉

5 0 令人驚訝的是，雖然以弗所書這樣強調已實現的末世論，大 多 數 「豐 
滿/ 充滿」的經文卻都是屬於末世論中「尚未完全實現」的部分。

51 參 A . J. KOstenberger, ‘ F ille d ’ ，2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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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的 領 受 者 ，因 為 雖 然 不 是 我 們 充 滿 自 己 ，我 們 卻 必 須 接 受 聖 靈 轉  
化 的 工 作 ，使 我 們 變 成 神 與 基 督 的 樣 式 （就 是 豐 滿 ） 。我們必須 
降 服 於 聖 靈 的 管 治 （參 ：一 1 7 ，三 1 6 ) ，那就等於讓基督的話掌 
管 我 們 的 生 活 （西 三 1 6 ) ，好 叫 我 們 可 以 智 慧 地 行 事 （弗五
1 5 ) ，52並 且 更 充 分 地 明 白 主 的 旨 意 （1 7 節 ） 。目標是要達到我 

們原則上已經在基督裏擁有的 —— 豐 滿 與 靈 命 的 成 熟 。
五 1 9 . 如 果 醉 酒 會 引 致 放 蕩 的 行 為 ，那 麼被聖靈充滿的基督 

徒 則 呈 現 一 幅 非 常 不 同 的 畫 面 ，其 生 活 特 色 是 歌 唱 、感 謝 、與順 
服 。這 些 受 神 感 動 的 、喜 樂 且 感 恩 的 表 現 ，令 人 想 起 開 頭 的 頌 讚  

( - 3 - 1 4 ) ，那 裏 鼓 勵 基 督 徒 要 讚 美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父 神 ， 
因 為 祂 在 基 督 裏 已 經 以 各 樣 屬 靈 的 福 氣 賜 福 了 我 們 （3 節 ） 。現 

在 ，那 些 被 神 的 靈 充 滿 的 人 能 夠 加 入 使 徒 的 行 列 ，一起為了三一 
神 在 基 督 裏 所 成 就 的 一 切 向 祂 獻 上 合 宜 的 讚 美 。

要 被 聖 靈 充 滿 的 勸 勉 ，後 面 跟 著 五 個 分 詞 （19〜2 1 節 ） ，描 

寫 被 充 滿 的 結 果 ，53頭 三 個 都 與 唱 歌 有 關 ： 「 〔用 詩 章 、頌 詞 、 
靈 歌 〕說 」 、 「唱 歌 」 、 「發 出 音 樂 」 （1 9 節 ，另 譯 ） 。本節經 

文 的 結 構 如 下 （另 譯 ） ••

要 以 聖靈感動的證篇 _、詩 歌 、與 歌 曲 彼 此 對 說 ，用你們的心
向主唱 歌 並發 出 音 樂 。54

52 A . W. D. H u i, ‘ The Concept’ ，3 0 6 -7 說 ：在以弗所書中，聖饉積極做
工在信徒的倫理生活中（三 1 6 ) ，將 「智慧和啟示」分賜給神的百姓 
( 見 ：一 1 7 的註釋） 》

5 3 注意上文的討論。
54 A oAoOvtei;  JauT o !^ [ i v ]  ipaAnoli; Kai u n vo i?  Kai (JS a i; n ve una riK d iQ  

$S ovt£< ; Kai 屮dAAovTeg Tfj K apS ig t t(3  K upitp  °

646



五 、諶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 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由於以弗所書常常重複鍮詞、同源詞、和同義詞，這節的平 

行體表示這兩部分應該緊密連在一起。「以詩篇與歌曲說話」和 

「唱歌並發出音樂」是相同的，第一個子句的兩個名詞「詩篇」 

和 「歌曲」 、與第二個子句同樣兩個字的動詞形式交錯配置的關 

係 ，強調了這一點。所 以 ，使徒不是指用歌曲說話（1 9 a 節 ）和 

唱 歌 （1 9 b 節 ）兩個分開的回應，而是從不同的角度描寫同一個 

活動。這樣一來，每一個子句都有自己特殊的焦點與重點：

( 1 ) 第一個子句有橫向與集體的層面，因為它提及信徒用聖靈 

感動的詩章、頌詞和歌曲彼此說話（1 9 a 節 ） ，大概是在正式的 

崇拜中，但也在其他場合。55這類似歌羅西書三章1 6 節 ，那可能 

是基於以弗所書五章1 9 節 ，歌羅西教會的成員要用詩章和頌詞彼 

此教導、勸 戒 。在以弗所書，以比較一般性的動詞「說 」取代明 

確 的 「教導與勸戒」 （西 三 1 6 ) ，但含意似乎相同：56使徒著眼 

於相互教導、造就、與勸勉，那是藉著許多被聖靈激發的歌曲。57 

這樣的歌曲可以被形容為「靈 」歌 ，與它們的自發性無關，焦點 

反而是在它們靈感的源頭，也就是聖靈。而信徒以這些詩章與歌

5 5 許多晚近的學者假定以聖靈感動的歌曲說話是發生在公開的「崇 拜 j  
中 。雖然這無疑包括在內，經文卻沒有做這樣的限制。被聖靂充滿的 
信徒大概也可以在非正式的場合中，藉著歌唱彼此造就。

5 6 晚近的若干學者即如此主張，包 括 L in co ln , 345; M. Hengel, ‘ Hymns 

and G h ris to log y，，in Between Jesus and Paul (London: SCM, 1983), 

79 ；與 Hoehner, 707 ; 參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22 ■>

5 7 雖然形容詞nvEi^cmKo^ ( 「被聖靈激發的」) 符合希腿文的用法’ 在 
文法上與最後一個詞語恥dis ( 「歌 」）一 致 • 卻是指所有的三個名 
詞 。大多數解經學者都如此認為；但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6 5 3 -5 4 卻持不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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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曲彼此對說，58此一事實顯示出保羅著眼的是可以理解的交流， 

不是默想、沒人了解的言談、或方言。

「詩章」 、「頌詞」與 「歌 」這三個詞語是不可能做明確的 

區分的。它 們 是 《七十士譯本》中最常用來指宗教歌曲的字，59 

交替出現在詩篇的標題中。第一個，「詩章」6<)被路加福音用來 

指舊約聖經的詩篇 * 61雖然它後來也用來指比較一般性的讚美歌 

( 林前十四 26 ; 西 三 1 6) ，可能將舊約聖經的詩篇視為其屬靈的 

楷 模 。第二個詞語，「頌詞」 ，62指 任 何 「節期的讚美詩」 （赛 

四十二 10 ; 參 ：徒 十 六 25 ；來二 1 2 ) 。它在新約聖經出現兩 

次 ，是指向神或基督表達讚美（西 三 1 6 與此處） 。第三個字， 

「歌 」63在新約聖經中指用來讚美或榮耀神作為的歌曲（參 ：啟 

五 9 ，十 四 3 ，十 五 3 ) 。雖然這三個詞語不可能做死板的區分， 

也不能基於不同的字詞對新約聖經中的詩歌做精確的歸類，64

5 8 正如在四章 3 2 節 ，反 身 代 名 詞 ( 「對你們自己」）當做相互 
代 名 詞 ( 「對彼此」）使 用 ；參 A. T. Robertson, Grammar， 

690 ；與 Best, 5 1 1 。

59 M . Hengel, ‘ Hymns and C h ris to lo gy ’ ，8 0 。

60 希臘文 vlmAjKSi；。BAG D , 891; Louw  and N ida  §33.112 ；與 H. Balz, 

EDNT  3 :4 9 5 -9 6 。

6 1 路二十4 2 ，二十四44 ; 徒一 2 0 ， 十 三 3 3 。

62 希朦文 Gjivog。B A G D ，836; Louw  and N ida  §33.114 ；與 M . Ruten- 

franz, ED N T  3 :3 9 2 -9 3 。

63 希 臘 文 。B A G D ，895; Louw  and N ida  §33.110 ；與 W. Radi, 

EDNT 3 :5 0 5 -6 。

6 4 新約聖經學術界聲稱：腓立比書二章6 〜1 1 節 •，歌羅西書一章 15〜 
2 0 節 ；提摩太前書三章1 6 節等可能提供早期基督徒讚美詩的例子。 
亨 格 爾 （M. Hengel, ‘ Hymns and C h ris to lo gy ’ ，81 ) 依循戴葛柏（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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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慎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 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詩章」 、「頌詞」 、與 「歌 」結合在一起，卻是描寫「被聖靈 

激發的整個歌唱的範圍」 。65藉著這些歌曲，繼續被聖靈充滿的 

群體成員將會彼此教導、造 就 、勸 勉 。

( 2 ) 第二個子句的焦點是以整個生命向主耶穌歌唱。「唱歌」 

與 「發出音樂」這兩個分詞應該當做一個單元來考慮，因為兩個 

詞 以 「並 」連接起來，而 且 ，這兩個詞是結合在一起，被後面的 

修飾語用你們的心……向主修飾的，而不是分開來》「唱歌」與 

^ 發出音樂」這兩個動詞，66都是從前一個子句重拾了它們的同 

源 名 詞 》加 上 「用你們的心」等 字 ，並非明確地指內在的性格 

( 《新國際版》 ：在你們心中） ，彷彿使徒是指安靜的敬拜，相 

對 於 「用你們的聲音」 》倒不如說，這裏的心是指全人。整個人 

都應該充滿讚美的歌曲，藉以表達在聖靈裏之生命的實際。

在歌羅西書的平行經文中，是向神唱歌（西 三 1 6) 。在以弗 

所書這裏，是向主獻上讚美，根據這一章（8 、1 0 、1 7 、2 0 節 ） 

與本書信其餘的部分，這 是指「基督」 。67啟示錄中的詩歌是同 

時向神與基督唱的（五 9 、1 3 ，七 1 0 ，十二 1 0) ，而新約聖經其

D e ic h g ra b e r)的觀點 • 主 張 ：在早期基督徒的崇拜中，向基督唱讚美 
詩的證據要比向神唱的讚美詩多。進一步的討論與參考書目的細節， 

見 R. P. M artin , ‘ Hymns, Hymn Fragments, Songs, Sp iritua l Songs’， 
DPL, 419—2 3 。

65 E. Lohse,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 Ph iladelph ia: Fortress, 1971), 

151 ；參 M . Hengel, ‘ Hymns and C h ris to lo g y，，80 ■>

6 6 有一個觀點認為：<MAAco的意思是藉著唱歌發出音樂，沒有樂器伴奏 
的任何暗示；見 B A G D ，891 ；與 Hoehner, 7 1 2 。

67 M . Hengel, ‘ Hymns and C h ris to lo gy ’ ，81 評 論 說 ：「向主.......肯定必
須 從基督的角度來解釋。」參 G nilka , 271; Schnackenburg, 2 37 - 
38 ; 與 J. A da i, Der Heilige Geist, 229, 4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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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他 所 謂 的 詩 歌 ，一 般 的 特 性 （如 ：緋二 6 〜 11 ；西一 15〜 20 ；提 
前 三 1 6 ) 是 聚 焦 於 耶 穌 是 主 ，就是神藉以成就祂末世救恩的這位 
兒 子 。皮 里 紐 （P l i n y ) 寫 給 他 雅 努 （T r a j a n ) 的 著 名 信 函 描 寫 ： 

基 督 徒 一 早 就 聚 在 一 起 ，輪 流 向 基 督 唱 讚 美 詩 ，以 祂 為 神 ；這封 
信 函 往 往 被 引 用 為 向 基 督 唱 歌 的 證 據 (E p is tle s  1 0 .9 6 .7 ) 。

( 3 ) 這 樣 ，根 據 這 種 解 經 法 ，1 9 節 從 不 同 的 、雖然息息相關 

的 角 度 ，描 寫 那 些 被 聖 靈 充 滿 的 人 唱 詩 章 、頌 詞 、與 歌 曲 。1 9 節 
的 兩 個 子 句 不 是 指 兩 個 分 開 的 回 應 或 活 動 ，而 是 指 同 一 個 活 動 ， 
只 是 各 自 帶 有 略 微 不 同 的 焦 點 。首 先 ， 「對 象 」不 同 。根 據 19a 

節 ，信 徒 是 用 詩 章 、頌 詞 、與 歌 曲 彼 此 對 說 ，彼 此 提 醒 要 紀 念 神  
在 主 耶 穌 基 督 裏 成 就 的 事 。另 一 個 區 別 是 這 樣 唱 歌 的 目 的 ，就是 
要 教 導 並 造 就 身 體 裏 的 肢 體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這樣唱歌的焦點 
是 在 橫 向 與 集 體 的 層 面 上 。在 1 9 b 節 ，唱 歌 與 作 樂 是 向 著 主 耶  

穌 。因 此 ，這 個 活 動 的 焦 點 是 縱 向 的 ，有 個 人 的 層 面 ，因為信徒 
是 「以 他 們 的 全 人 」讚 美 主 耶 穌 。藉 著 唱 歌 與 作 樂 ，教導並造就 
身 體 裏 的 其 他 肢 體 ，並 藉 此 向 主 耶 穌 獻 上 讚 美 。同樣的唱歌具有 
雙 重 的 功 用 與 目 的 。68

五 2 0 . 被 聖 靈 充 滿 的 基 督 徒 不 單 會 向 基 督 唱 詩 歌 ，也會常常 

奉 聖 子 的 名 ，為 了 父 神 厚 賜 給 他 們 的 豐 富 而 向 祂 獻 上 感 謝 。開頭 
的 分 詞 「感 謝 」 ，是 一 連 五 個 分 詞 當 中 的 第 四 個 （參 ： 1 9 、21 

節 ） ，這 五 個 分 詞 都 是 描 寫 信 徒 被 聖 鏤 充 滿 的 結 果 。這個分詞有

68 費 依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22 ) 正確地評論說： 
「所有種類的唱歌… … 的功用是既教導相信的群體，又讚美並敬拜 

神 」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註） 。參 ：斯諾德格拉斯 • 3 1 5 頁 =  Sru)d- 

grass, 291 : 「唱歌的目的是既讚美神，又教導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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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 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四個修飾詞 * 叫人注意到感謝的重要特性。結 果 ，就特別強調感 

謝在基督徒生活中包羅甚廣的性質（見 ：五 4 的註釋） 。69 

這節經文的結構可以排列如下：

「要感謝 常常

為每一件事

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向父神」。

首 先 ，把注意力放在他們感恩的頻率上：必 須 「有規律地 j  

或 「時常」 （而不是「始終」或 「持續地」） ，因為這是該副詞™ 
的意義（見 ：一 1 6 的註釋） 》神的百姓，無論是集體或個人，都 

必須有發自心思與內心的感恩態度，常常表現出感謝與讚美。他 

們若經常表達對神的讚美，就顯明他們全人都充滿了向神的感

6 9 關於感謝的主題，見 ：一 1 6 ，五 4 的註 釋 ；參考書目的細節，見 P. 
T. O ’ B rien , ‘ Benediction，Blessing, Doxology, Thanksgiving’ ，DPL, 

68-71 。

7 0 雖 然 18〜2 0 節的上下文表示：信徒必須一再向主唱歌作樂，副詞 
t t o v t o t £ 特別修飾 e i i x a p u n i o ) ( 參 M eyer，288 ) ，表明感恩就像禱告一 
樣 ，不單是基督徒生活中常見的活動，也幾乎就是基督徒的同義詞。

7 1 英 文 的 「感謝」 （th a n k ) 的 意思，是因為個人所受的好處而表達感激 
之 情 • 所以可能是比較以自我為中心的；然 而 • 對使徒而言，感謝近 
似我們所謂的「讚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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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第 二 ，這 樣 受 聖 靈 激 發 的 感 謝 有 很 好 的 理 由 。我們必須為了 
凡 事 72而 感 謝 神 ，這 個 詞 語 必 須 理 解 為 包 羅 萬 有 的 。 「我們從神 
領 受 的 無 數 恩 恵 ，為 了 喜 樂 與 感 恩 產 生 新 的 肇 因 。」73信徒在耐 
心 忍 受 試 煉 與 苦 難 期 間 ，也 必 須 感 恩 ，不 是 因 為我們已經失去了 
所 有 的 道 德 意 識 ，也 不 是 因 為 我 們 不 再 能 區 分 善 惡 。我們乃是謙 
卑 且 感 恩 地 降 服 於 祂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知 道 祂 在 凡 事 上 做 工 ，要 
叫 那 些 愛 祂 的 人 得 益 處 ，就 是 按 祂 旨 意 被 召 的 人 （羅 八 2 8 ) 。這 
不 是 說 神 是 邪 惡 的 始 作 俑 者 ，也 不 是 為 了 祂 所 憎 恨 的 事 而 讚 美  
祂 。74但 我 們 承 認 ：祂 甚 至 使 用 臨 到 我 們 身 上 的 苦 難 ，來產生品 
格 、堅 忍 、與 盼 望 （羅 五 3 〜5 ) 。一 個 充 滿 感 恩 的 生 活 ，自然會 
以 詩 章 、頌 詞 、和 歌 曲 來 表 達 。

第 三 ，基 督 徒 的 感 謝 是 向 著 所 有 事 物 終 極 的 源 頭 與 目 標 ，就 
是 父 神 ，75而 且 是 奉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在 歌 羅 西 書 的 平 行 經  
文 中 ，整 個 一 生 都 是 活 在 主 耶 穌 的 權 柄 下 ，並 且 向 祂 感 恩 、效 
忠 。每 一 件 事 都 必 須 奉 祂 的 名 而 行 ，同 時 要 藉 著 祂 向 父 神 獻 上 感  
謝 （西 三 1 7 ) 。雖 然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2 0 節是新約聖經唯一提及感 

謝 要 奉 耶 穌 的 名 獻 上 之 處 ，其 他 地 方 則 說 要 「藉 著 祂 」 （除了西

72 -Yuep TidvTOJv可以譯作「為所有人」 （把 TldvTlOV當做陽性） ；然 而 • 

緊鄰的上下文與歌羅西書三章1 7 節的平行經文都表明：這個片語是 
中性的 • 意 思 是 「為了所有的事」 。

73 C a lv in , 2 0 4 。

7 4 注意斯托得（2 0 8 -9 頁 = Stott, 2 0 7 ) 對此議題的討論。

7 5 這是符合夏普規則（G ranv ille  Sharp r u l e ) 的一個例子：一個帶冠詞 
的 有 位 格 的 名 詞 珣 ( 「神 」) ，跟著 Kd ( 「和 」） ，連同一個不 
帶 冠詞、跟第一個名詞相同格的名詞trcrrpi ( 「父 」） 。詳細的討論， 
見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270-90 ；並要注意  Hoehner, 

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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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道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三 1 7 ，要注意羅一  8 ; 參 ：林 前 十 五 5 7 ) ，亦 即 ，現在可以透過 

祂 這 位 中 保 向 神 獻 上 感 謝 ，因 為 祂 已 經 打 開 了 通 到 神 面 前 的 道  
路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 「名 」是 指 一 個 人 所 代 表 和 成 就 的 一 切 。76 

因 此 ，被 聖 靈 充 滿 的 基 督 徒 向 父 神 獻 上 感 謝 • 乃 是 基 於耶穌的所 
是 、以 及 祂 藉 著 祂 的 死 與 復 活 為 祂 百 姓 成 就 的 一 切 。這段經文中 
「無 意 識 的 」三 一 神 論 焦 點 確 實 是 非 常 有 力 的 。

五 2 1 . 最 後 ，信 徒 的 生 活 若 已 經 被 神 的 靈 充 滿 ，就會在神所 

安 排 的 井 然 有 序 的 人 際 關 係 中 顯 露 出 順 服 的 標 誌 。正如我們已經 
看 見 的 ，第 2 1 節 是 個 樞 紐 ：動 詞 「順 服 」是 附 屬 於 命 令 語 氣 「要 
被 充 滿 」的 第 五 個 、也 是 最 後 一 個 分 詞 （1 8 節 ） > 而且結束了那 
些 在 基 督 裏 被 聖 靈 充 滿 之 人 生 活 特 色 的 清 單 （1 8 〜 2 1 節 ） 。同 

時 ，2 1 節 引 介 了 「順 服 」這 個 新 的 主 題 ，然後在整個家庭法規中 
來 閫 述 （五 2 2 〜 六 9 ) ，尤 其 是 在 五 章 2 2 〜3 3 節 ，那是新約聖經 

中 針 對 夫 妻 關 係 所 做 的 最 長 的 陳 述 。
這 裏 使 用 的 關 鍵 動 詞 •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安 排 在 … … 之 下 」 。77 

它 通 常 是 用 來 描 寫 某 人 在 一 個 井 然 有 序 的 安 排 下 順 服 另 一 個 人 ，

7 6 斯諾德格拉斯，3 1 6 頁 = Snodgrass，2 9 1 。關 於 「名 」在新約聖經不 
同文脈中的意義’ 見 H. B ietenhard, TDNT  5:270-81 ；與 N ID N TT  

2 :652-55  。

77 'YuoTdaao)，相當後期才出現在希臘文學作品中，主動語態的意思是 
「放在底下」 、「使服從」 ，關身語態則是「安排自己在〔一位領導 

者 〕之下」 （參 ：約 瑟 夫 《猶太戰記》2:566，578; 3 0 9 ) ，因為懼怕 
而 「自己順服」 、或 「自己甘願順服」 （參 ：西 三 1 8 ) 。在 《七十士 
譯本》中 • 這個字並不是非常普遍，但用於主動語態時意思是「放在 
底 下 」 、 「服 從 」 ，尤其是用來指神使其他受造之物順服人（詩八 
6 )  • 百姓順服大衛（一 四 三 〔《和合本》 ：一四四〕2 ) ，列國順服 
大 衛 （十 七 4 8 〔《和合本》 ：十 八 4 7 〕） ，以及列國順服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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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後 者 是 在 某 方 面 高 於 前 者 的 ，例 如 ，軍 隊 中 的 士 兵 順 服 階 級 較 高  
的 長 官 。這 個 詞 語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約 出 現 二 十 三 次 ，78都與次序有 
關 。馬 可 • 巴特79辨 識 出 兩 組 的 陳 述 ：（a ) 如 果 用 主 動 語 態 的 「順服」 
( 或 以 神 為 動 作 者 的 被 動 語 態 ） ，應 該 順 服 的 權 柄 唯 獨 只 有 神 （林 

前 十 五 2 4 〜 28 ；羅 八 20 ；弗一 2 1 、22 ; 腓 三 21 ) ； 80 (b ) 使徒 

使 用 這 個 動 詞 的 關 身 語 態 直 說 語 氣 、分 詞 、或 命 令 語 氣 ，描寫基 
督 順 服 神 ，教 會 的 肢 體 彼 此 順 服 ，也 用 來 描 寫 有 先 知 恩 賜 的 信  
徒 、或 妻 子 、兒 女 、與 奴 隸 （林 前 十 五 2 8 ，十 四 32 ；西 三 18 ； 
以 及 弗 五 2 1 、2 2 等 ） 。81在 新 約 聖 經 大 約 四 十 次 的 出 處 中 ，這個 

動 詞 帶 有 權 柄 以 及 順 服 或 服 從 權 柄 的 弦 外 之 音 》82

( 四 十 六 4 〔《和合本》 ：四 十 七 3 〕) 。此動詞的關身語態意指 
「自己順服」 、 「默默順從」 、以 及 「承認某人的管轄權或能力」 ， 

諸如耶和華的和祂百姓的（代上二十二 18 ) 。它 變 成 「順服神」 （詩 
三 十 六 7 〔《和合本》 ：三 十 七 7 「默然倚靠」〕 ，六十一 2 、6 

〔《和合本》 ：六十二 1 、5 「默默無聲，専等候」〕）和 「自己在祂 
面前卑微」 （《馬加比二書》九 1 2 ) 之 意 。細 節 見 G. D e llin g , TDNT  
8 :4 0 。參 Louw  and N ida  § 3 6 .1 8 ，與 C. Spicq, TLNT  3:424, 4 2 5 。

7 8 同 源 字 Tdyna ( 「次 序 」 、 「分 配 」）與 Siaray4 ( 「法 令 」 、 「指 
揮 j  ) 各出現一次， ( 「次序」）兩 次 ，與 ( 「順服」 、 
「服從」）四 次 。

79 Barth, 709-15 ； 參  G. D e llin g , TDNT  8 :4 1 -4 5 。

8 0 參 ：羅十三1 ; 來二 8 ；彼前三22 ；路 十 1 7 、2 0 。

8 1 然 而 ，道 依 （G. W. Dawes, The Body, 2 0 7 - 1 2 ) 將這幾個地方的Cmo- 

T d a a o Ma i 理解為被動語態，而不是關身語態的例子，描寫信徒受勸勉 
要 「順服」的各種關係。

82 如晚近的 G. W. Dawes, The Body， 207-12 ；與 A. Perriman, Speaking 

of Women: Interpreting Paul (Le icester: A po llos , 1998)，52-53 即如此



五 、諶镇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道樣 ，要諶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21 )

然 而 * 由 於 若 干 理 由 ，這 節 經 文 的 意 義 仍 有 爭 議 ：第 一 ，這 
順 服 是 否 應 該 理 解 為 「相 互 的 」 ？第 二 ，2 1 節 與 家 庭 法 規 （五 22 

〜 六 9 ) 緊 密 連 接 （見 上 文 ） ，但 其 內 容 有 何 關 連 ？下列是回應 

這 些 問 題 的 主 要 詮 釋 路 線 （雖 然 有 幾 個 中 間 立 場 ） ：
(1 )  一 個 廣 泛 接 受 的 觀 點 是 ：2 1 節 說 明 所 有 被 聖 露 充 滿 的 基  

督 徒 在 基 督 身 體 內 彼 此 順 服 的 一 般 原 則 。在 接 下 來 的 家 庭 法 規 中  
說 明 了 丈 夫 與 妻 子 、父 母 與 兒 女 、主 人 與 僕 人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焦 
點 在 於 根 搛 這 個 一 般 原 則 應 用 的 各 種 具 體 的 相 互 順 服 》學者提出 
下 列 論 據 來 支 持 這 種 詮 釋 ：

( a ) 雖 然 動 詞 是 個 強 烈 的 動 詞 ，意 思 是 「順 服 」或 「服 從 」 
( 主 動 語 態 ） ，保 羅 在 2 1 節 這 裏 使 用 的 是 關 身 語 態 ，意指自願的 

順 服 或 服 從 ，這 就 意 味 著 以 一 種 愛 心 的 、體 貼 的 、捨己的方式對 
待 彼 此 。這 樣 自 願 地 讓 步 給 別 人 的 需 要 ，是 基 督 徒 群 體 特 色 的 捨  
己 之 愛 的 一 個 例 子 。83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參 ：腓二  3 ) ，84尤

主 張 。凯 撒 琳 • 克 羅 格 （C. C. Kroeger, ‘ The C lassical Concept o f 

Head as “ Source”  ，，in Equal to Serve, ed. G. G. H u ll [London: S crip 

ture U nion, 1987]，267-83 » 尤其 281 ) 聲 稱 ：UTTOTaaaeiv 可 以 有 「使 
一樣事物附厲於另一樣，或將一個人或一樣事物等同於另一個」之 
意 ；道 依 （Dawes，2 1 0 ) 正確地拒絕這種觀點，認 為 它 「在新約聖經 
中根本沒有類似的用法」 。這樣的翻譯落到這個字的語意範疇之外。

8 3 林 康 （L in c o ln ，365 ) 承 認 ： 「在 保 羅 書信全集中，只有這裏使用 
『順服』這個動詞來指信徒當中的相互關係。」在其他地方，這個含 

意只用來指特定群體的 態 度，例 如 ，婦 女 、孩 子 、或 奴 隸 • 或信徒對 
國家的態度。正文提及的觀點（2 ) 避開了林康承認的問題。

8 4根據戴凌（G. D e llin g ，TD NT 8 : 4 5 )的說 法 ，「彼此順服」這個一般 

原 則 「要求人願意為別人的緣故放棄自己的意志，那就是 dydm]，並 
且要優先考慮別人。」戴凌與康拉（E. Kam lah, YTTOTdaaecrGai in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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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其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本 身 ，都 做 出 這 樣 的 勸 勉 ，後 者 說 ：為 了 「竭力 
保 守 聖 靈 所 賜 合 而 為 一 的 心 」 ，就 必 須 「用 愛 心 互 相 寬 容 」 （四 
2 、3 ) 。再 者 ，這 是 基 督 愛 教 會 的 模 式 ，五 章 2 5 〜3 1 節就以此為 

丈 夫 應 該 效 法 的 榜 樣 》
( b ) 有 人 聲 稱 ：這 個 觀 點 公 允 地 對 待 相 互 代 名 詞 （「彼 此 〔順 

服 〕 」 ） 》例 如 ：白 利 希 黔 （G ilb e r t  B i le z ik ia n  ) 承 認 ：動詞 

「順 服 」無 論 出 現 在 新 約 聖 經 甚 麼 地 方 ，自 然 的 意 義 是 「使自己
服 從更高權勢的權柄 ...........順 服 領 導 者 」 。然 而 ，在 五 章 2 1 節這
裏 加 上 相 互 代 名 詞 彼 此 ， 「完 全 改 變 了 它 的 意 思 。… … 當 然 ，彼 
此 順 服 就 排 除 了 階 級 的 差 異 。 」他 拒 絕 在 2 1 〜2 4 節有任何順服權 
柄 的 想 法 ，反 而 聲 稱 說 「彼 此 順 服 」是 恰 當 的 ，而 且 這 「表示平 
輩 之 間 橫 向 的 互 動 」 。85這 樣 ，對 於 白 利 希 黔 而 言 ，相互代名詞 
「彼 此 」的 出 現 就 具 有 決 定 性 。結 果 ，2 1 節支配了我們對於五章 

2 2 節 〜 六 章 9 節 的 理 解 。彼 此 順 服 的 要 求 是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不 

管 地 位 、功 用 、性 別 、或 階 級 ，都 必 須 在 愛 中 互 相 服 事 （加五
1 3 ) 。所 有 的 人 都 彼 此 順 服 ， 「他 們 當 中 就 沒 有 任 何 正 當 理 由 可  
以 區 分 統 治 者 與 部 属 。」白 利 希 黔 的 結 論 是 ： 「基於以弗所書五 
章 1 8〜2 1 節 所 定 義 的 彼 此 順 服 ，是指在基督的主權之下相互作僕

neutestam entlichen H austa fe ln ’ ，in  Verborum Veritas: Festschrift fU r G. 

Stahliti zum 70. Geburtstag, ed. O. Bocher and K. Haacker [W upperta l: 

Brockhaus, 1970], 237-43 ) 都 主 張 ：順 服 （6m>Tdaaonai) 與基督徒的 
謙 卑 （Taireiv(%>0a6vn ) 有密切的語意關係，後者出現在腓立比書二章 
3 節 。

85 G. B ile z ik ia n , Beyond Sex Roles (Grand Rapids: Baker，21985), 154 ； 
參 C. S. Keener, Paul, Women and Wives: Marriage and Women rs 

M in is try  in the Letters o f Paul (Peabody, M A : Hendrickson, 1992), 168-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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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謹 憤自己如何生活：一 般 性 的 與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五 15〜六9 )
1. 道 樣 ，要 謹 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21 )

人 的 關 係 。」 「這 種 關 係 的 這 個 相 互 性 • 使 得 階 級 劃 分 在 教 會 與  
家 庭 的 基 督 徒 群 體 裏 面 變 為 不 恰 當 的 。」86所 以 ，妻 子 必 須 順 服  
丈 夫 ，丈 夫 必 須 順 服 妻 子 ，兩 者 完 全 相 同 》

(2 )  — 種 不 同 的 解 釋 認 為 ：2 1 節 是 個 一 般 性 的 標 題 ，勸勉被 

聖 靈 充 滿 的 信 徒 要 順 服 或 服 從 。87然 後 ，以 妻 子 、兒 女 、和僕人 
在 家 庭 法 規 內 的 行 為 ，詳 細 說 明 基 督 徒 彼 此 順 服 的 特 殊 方 式 》所 
著 眼 的 並 不 是 彼 此 順 服 ，像 第 一 種 解 釋 法 所 聲 稱 的 那 樣 ，而是順 
服 合 宜 的 權 柄 。他 們 提 出 下 列 理 由 來 支 持 這 種 解 釋 ••

( a ) 主 要 的 論 據 關 係 到 譯 為 「順 服 」之 動 詞 的 意 義 。正如已經 

說 明 的 ，這 個 詞 語 通 常 用 來 描 寫 某 個 人 在 井 然 有 序 的 行 列 中 順 服  
另 一 個 高 過 他 的 人 ，也 就 是 有 權 管 理 他 的 人 。88再 者 ，出現這個

86 G. B ile z ik ia n , Beyond Sex Roles, 1 5 6 。也要注意 C. S. Keener, ‘ Man 

and Woman’ ，DPL, 583-92 , 尤 其 5 8 8 。參考書目（592 ) 中引述的觀 
點 ’ 大多數都支持「相互順服」的 含 意 （觀 點 [ 1 ] )  • 但彼此有些差
異 。

8 7 大多數支持這種観點的人都把CmoTdaaopm視為關身語態，而不是被動 
語 態 。然 而 ，見 ：註 腳 7 7 、8 1 。

8 8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這 個 動 詞 用 來 指 耶 穌 順 服 祂 的 父 母 （路二 
5 1 ) ; 指鬼順服門徒（路 十 1 7 、20—— 意思肯定不可能是「深思熟慮 
或經過思考之後的行動」） ；指公民順服政府當權者（羅 十 三 1 ; 多 
三 1 ; 彼前二丨3 ) ；指宇宙順服基督（林前十五 27 ; 弗一 2 2 ) ；指 
看不見的權勢順服基督（彼 前 三 2 2 ) ；指基督順服父神（林前十五 
2 8 ) ; 指教會成員順服他們的領袖（林前十六 15〜16 ; 彼 前 五 5 ) ； 
指 教 會 順 服 基 督 （弗 五 2 4 ) ；指 僕 人 順 服 主 人 （多二 9 ；彼前二 
1 8 ) ；指基督徒順服神（來十二 9 ；雅 四 7 ) ；指妻子順服丈夫（西 
三 18 ；多二 5 ; ；彼 前 三 5 ; 參 ：弗 五 2 2 、2 4 ) » 關於詳盡的細節 ’ 

見 W. Grudem, in  Recovering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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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動 詞 時 的 關 係 是 從 來 不 曾 顛 倒 過 來 的 ：從 來 沒 有 吩 咐 丈 夫 要 順 服  
妻 子 ，也 沒 有 吩 咐 父 母 要 順 服 兒 女 ，也 沒 有 說 政 府 要 順 服 公 民 ， 
也 不 曾 吩 咐 門 徒 順 服 魔 鬼 。這 個 詞 不 是 描 寫 一 個 「對 稱 」的關 
係 ，因 為 它 始 終 論 及 一 個 有 次 序 的 關 係 ，其 中 的 一 個 人 「在 

上 J ，另 一 個 人 「在 下 」 。從 這 個 角 度 而 言 ，這 個 詞 語 的 力 度 並  
不 是 相 互 性 的 。2 1 節 「並 非 特 別 聚 焦 於 夫 妻 的 關 係 」 。在論述的 
思 路 內 ，一 直 到 2 2 〜2 4 節 之 前 ，並 沒 有 特 別 涉 及 此 一 議 題 。但甚 
至 在 2 1 節 這 裏 ，也 不 是 要 求 「所 有 基 督 徒 對 於 彼 此 的 相 互 順  

服 」 。89這 是 誤 解 了 這 個 詞 的 語 意 範 疇 。相 反 地 ，信 徒 受 到 勸  
勉 ，要 順 服 那 些 掌 權 管 理 他 們 的 人 。如 果 使 徒 的 論 述 採 取 一 個 不  
同 的 方 向 ，W 這 大 概 可 能 包 括 教 會 的 成 員 順 服 他 們 的 領 袖 （林前 
十 六 15〜 16 ；彼 前 五 5 ) ，公 民 順 服 政 府 當 權 者 （羅 十 三 1 ; 多 
三 1 ; 彼前二  1 3 ) ，或 教 會 順 服 基 督 （弗 五 2 4 ) 。再 者 ，這個動

Response to Evangelical Feminism， ed. J. P iper and W. Grudem (W hea

ton: Crossway, 1991), 493 o

89 不 同 於 韋 瑟 林 頓 （B. W ith e ring to n ，Women in the Earliest Churches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88], 5 6 ) 的觀點 * 他認 
為 ：因 為 2 1 節並非談論夫妻關係—— 那 要 到 22〜2 4 節才會論及——  

保羅在這裏的勸勉是一般性的，針對所有的基督徒，勸他們要彼此順 
服 。道 依 （G. W. Dawes, The Body, 2 1 6 ) 的觀點也類似，他 聲 稱 ： 
「在 2 1 節 ，所有的信徒都必須彼此『順服』 ，」但 「在 2 2 節 ，卻只 

有要求妻子要這樣順服」 。韋瑟林頓或道依都沒有掌握到一點，即 
u n o T d a a o ^ a i是 論 及 在 有 次 序 的 關 係 內 的 順 服 。因 此 ，道依對派博 
( P ip e r ) 與 格 魯 登 （G ru d e m )所做的批評太離譜了，也是他自己的 

結論出現分歧（如果不是一個不能容忍的張力）的一個理由（參 232 - 
3 5 ) 。

9 0 然 而 • 它事實上直接地引入2 2 節 ，正如我們會在下文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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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1 .這樣，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21 )

詞 在 新 約 聖 經 的 其 他 地 方 ，其 語 意 範 疇 並 不 包 括 經 過 深 思 熟 慮 或  
思 考 而 採 取 的 行 動 ，或 顯 出 相 互 的 禮 貌 、服 從 、或 尊 敬 。這 樣 ， 
不 應 該 將 其 語 意 範 疇 之 外 的 意 義 加 在 這 個 詞 上 ，尤其是它常見的 
意 義 在 這 上 下 文 中 很 合 理 時 。我 們 不 是 表 示 以 愛 心 、體 諒 、捨己 
的 方 式 行 事 沒 有 出 現 在 家 庭 法 規 中 ；它 只 是 用 「服 從 、遵 從 、或 
順 服 」以 外 的 字 ，來 描 寫 這 種 愛 心 的 服 事 （參 ：2 5 、2 8 、2 9 節 ） 。91

( b ) 代 名 詞 「彼 此 」未 必 始 終 完 全 是 相 互 性 的 。雖然支持彼此 

順 服 解 釋 的 人 認 為 這 個 希 臘 文 代 名 詞 表 達 的 關 係 總 是 對 稱 的 （因 
此 意 思 是 「每 一 個 人 對 每 一 個 人 」 ） ，這 卻 完 全 取 決 於 上 下 文 。 
有 時 候 ，這 個 代 名 詞 確 實 有 充 分 的 相 互 性 的 意 義 （弗 四 25 ; 參 ： 
約 十 三 3 4 、3 5 ，十 五 1 2 、17 ; 羅一  1 2 ) 。但 在 其 他 的 上 下 文  

中 ，卻 不 可 能 是 指 對 稱 的 意 義 。例 如 ，啟 示 錄 六 章 4 節 ， 「使人 

彼 此 相 殺 」 ，不 可 能 是 指 每 一 個 人 都 在 被 殺 的 同 時 也 殺 死 別 人 。92 

同 樣 地 ，加 拉 太 書 六 章 2 節 ， 「你 們 各 人 的 重 擔 要 互 相 擔 當 ，」 

並 不 是 指 「每 一 個 人 都 應 該 與 其 他 每 一 個 人 交 換 重 擔 」 ，而是指 
「一 些 比 較 有 能 力 的 人 應 該 幫 助 擔 負 其 他 較 沒 能 力 之 人 的 重 擔 」
( 亦 參 ：林 前 H 33 ；路二  1 5 ，十二 1 ，二 十 四 32 ) 。93這 樣 ， 

在 目 前 的 上 下 文 中 ，如 果 「順 服 」是 單 向 的 ，指 順 服 權 柄 ，而且

9 1 所 以 ，有人聲稱（見 ：註 腳 8 4 ) : 顯 出 「謙卑」 （TOTEm^poativTi ; 腓 
二 3 ；弗 四 2 ) 與 「用愛心互相寬容」 （dvsx如evoi dAAî Awv cv dyaTT̂  ； 
弗 四 2 ) ，在語意學上相當於「順 服 」 （6TtOTdaa叩m ) ，這是不正確 
的 。

9 2 自然的意義是「好叫一些人殺死別人」 。若 說 dAAiiAoug是充分的相互 
用 法 * 是不合理的。

93 注意格魯登的討論（W. Grudem, in  Recovering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493-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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畚、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這 個 代 名 詞 並 非 總 是 指 對 稱 的 關 係 ，那 麼 比 較 可 取 的 解 釋 是 ： 
「彼 此 順 服 」這 個 子 句 是 指 順 服 合 宜 的 權 柄 * 而 不 是 相 互 順 服 。94

( C ) 第 2 1 節 的 論 述 • 「當 存 敬 畏 基 督 的 心 ，彼 此 順 服 ，j 是 

個 提 綱 挈 領 式 的 陳 述 ，引 介 了 「順 服 」的 主 題 ，這 又 以 五 章 2 2 節 
〜 六 章 9 節 的 家 庭 法 規 來 閩 述 。這一節經文與緊接在下面的經文 
密 切 連 接 在 一 起 ：第 2 2 節 沒 有 動 詞 ，所 以 必 須 根 據 2 1 節 的 「順 
服 」來 理 解 其 意 義 。2 2 節 沒 有 重 複 「順 服 」這 個 動 詞 ，卻解釋其 
觀 念 。使 徒 彷 彿 是 在 說 ： 「要 彼 此 順 服 * 我 的 意 思 是 ：妻子要順 
服 你 們 的 丈 夫 ，兒 女 要 順 服 你 們 的 父 母 ，僕 人 要 順 服 你 們 的 主  
人 。」將 2 1 節 從 上 下 文 抽 離 出 來 解 釋 ，不單誤解第一世紀的讀者 

如 何 掌 握 動 詞 「順 服 」的 意 義 ，也 沒 有 看 出 使 徒 論 述 的 自 然 思  
路 。95彼 此 順 服 的 意 義 ，就 在 家 庭 法 規 中 詳 細 說 明 ，其中涉及了

94 這是 J. B. H urley, Man and Woman in Bibl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in 

Role Relationships and A u thority  (Le icester: In te r-V a rs ity , 1981), 

140-44; S. B. C lark, Man and Woman in Christ: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s o f Men and Women in Light of Scripture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Ann A rbor: Servant, 1980)，74-76 ; 與 W. Grudem, in  Recovering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493-94 等人採取的路線。不同於 G. 

B ile z ik ia n , Beyond Sex Roles, 154 的 觀 點 ，加上相互代名詞 <iAAî Aoiq

( 「彼 此 」）根本沒有改變動詞 6m>Tdaa(Hica的 意 義 。道 依 （G. W. 

Dawes, The Body, 2 1 4 ) 批評派博與格魯登（也以暗示的方式批評其 
他人） • 說 他 們 沒 有 從 上 下 文 證 明 是 用 於 被 限 定 的 含 意 上 * 

所以不是充分的相互用法。但是道依沒有認識到：在目前的上下文中 
所 用 的 CmoTdaaojim ( 「顒服」）的語意範疇，與關係中的階級次序有 
關 ，因 此 ，必 須 將 理 解 為 非 對 稱 的 意 義 。

95 因為桑普雷（J. P. Sampley, 'And the Two Shall Become One Flesh’: A  

Study o f Traditions in Eph 5:21-33 [Cam bridge: Cambridge U n ive rs ity  

Press, 1971]，116, 1 1 7 ) 將這個順服視為相互性的，就遭遇到整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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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I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1 .這樣 ，要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五 15〜 21 )

社 會 中 井 然 有 序 的 排 列 》而 彼 此 順 服 是 被 聖 靈 充 滿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結 果 。

結 論 ：基 於 語 意 學 、句 法 、與 保 羅 論 述 的 思 路 ，我們認為後 
一 種 解 釋 較 為 可 取 。使 徒 所 說 的 彼 此 順 服 ，不 是 指 相 互 從 靥 ，而 
是 順 服 在 自 己 之 上 的 權 柄 。

如 果 這 樣 的 順 服 是 信 徒 被 聖 靈 充 滿 的 結 果 ，那麼它 的 動 機 就  
是 「存 敬 畏 基 督 的 心 」 。％雖 然 現 代 的 許 多 譯 本 將 這 個 詞 語 的 意  
思 降 低 為 「敬 愛 」或 「尊 敬 」 （參 ： < 修 訂 標 準 版 》 、 <新英語 
聖 經 》 、 《耶 路 撒 冷 聖 經 》 、 （新 國 際 版 》 、 《新 修 訂 標 準  
版 》 ） • 這 兩 個 譯 法 卻 太 過 和 緩 • 沒 有 捕 捉 到 所 要 表 達 的 含 意 。
「敬 畏 」仍 然 是 最 好 的 翻 譯 。雖 然 它 並 未 為 那 些 在 基 督 裏 的 人 傳  

達 「恐 怖 」或 「恫 嚇 」的 觀 念 ，卻 意 指 在 這 位 既 是 主 又 是 要 來 的  
審 判 者 面 前 的 敬 畏 感 。97以 敬 畏 神 為 動 機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非 常 顯

節 （「一個一般性的命令，要求彼此順服」）與接下來的家庭法規的 
困 難 。那是作者完全不同意的觀點。為了解決這個困難• 桑普雷將21 

節 當 作 「作者批評家庭法規形式的基本立場，在這種法規中，一群人 
受吩咐要順服另一群人，卻又被賦予管理後者的權柄！」林 康 （L in - 
co ln, 3 6 6 ) 正確地問道：「如果作者同意這種說法，為何在這封書信 
中又如此長篇大論地使用它？」遺憾的是• 林康自己的解決辦法無法 
令人滿意，他沒有從順服合宜權柄的角度來理解GrroTdcraQucu »

9 6 希 臘 文 《tx5Pĉ  XpurroO。除了這裏以外，「敬畏」的動機也出現在家庭 
法 規 中 ：弗 五 33 ( 《和合本》作 「敬重」） ，六 5 ( 「懼怕」） ；西 
三 22 ；彼前二 1 7 、18 ’ 三 2 、6 。在以弗所書五章3 3 節重複出現 
「敬畏/ 敬重」一 詞 • 作 為 21〜3 3 節這整個單元的框架：保羅回到 

他開頭的主題。
97 注意 Barth, 6 6 2 -6 6 8 ，與 J. P. Sampley, 'And the Two’， 117-21 對此 

片語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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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著 ，尤 其 是 對 祂 大 能 作 為 的 回 應 。它 在 舊 約 律 法 中 （利 十 九 1 4 、 
32 ；申 十 三 1 1 ，十 七 1 3 ) 、以 及 舊 約 聖 經 一 般 的 詩 歌 體 中 （詩一 
〇 三 1 1 、1 3 、17 ; 箴一  7 ，二 十 三 1 7 ) 意 味 深 遠 ，並且引至順服 

祂 的 旨 意 。98在 新 約 聖 經 的 其 他 出 處 ， 「敬 畏 」一詞有四次跟著 
一 個 指 稱 神 格 中 一 位 的 名 詞 （受 詞 所 有 格 ） 。這 是 提 及敬畏基督 
的 唯 一 地 方 。在 其 他 地 方 都 說 「敬 畏 主 」 （徒 九 3 1 ; 林 後 五 1 1 ) 

和 「敬 畏 神 」 （羅 三 18 ; 林 後 七 1 ) 。保羅書信的三處經文上下 

文 都 論 及 審 判 ，因 而 指 向 信 徒 因 為 著 眼 於 末 後 的 日 子 而 對 神 抱 持  
的 敬 畏 之 心 。正 如 蓋 士 曼 （E rn s t K asem ann ) 恰 當 地 說 ： 「敬畏 

主 在 此 不 是 空 洞 的 措 辭 。」" 由 於 基 督 的 大 能 與 聖 潔 ，信徒必須 
順 服 那 些 在 他 們 之 上 的 權 柄 。

98 H. R. Balz, TD NT  9 :189-219 ；與 L in co ln , 3 6 6 。

99 為 Hoehner, 719 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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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22〜六9 ) 1

以 弗 所 書 這 一 個 長 段 （連 同 它 的 平 行 經 文 ，西 三 18〜 四 1 )  2 

包 含 一 連 串 的 命 令 ，依 序 向 妻 子 與 丈 夫 、兒 女 與 父 母 、奴僕與主 
人 發 出 。這 個 段 落 的 開 頭 沒 有 使 用 任 何 連 接 的 語 助 詞 引 介 ，3 因此 
可 能 原 來 就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單 元 ，但 如 果 是 這 樣 ，它已經意 味 深 遠  
地 被 納 入 了 本 書 信 的 道 德 訓 勉 中 。再 者 ，論 及 丈 夫 與 妻 子 的 小 段  

( 五 2 2 〜3 3 ) 頗 有 創 意 地 連 接 到 更 大 的 視 野 ，即教會乃是基督的 

新 婦 / 身 體 ；保 羅 將 神 學 與 倫 理 學 的 關 注 結 合 在 一 起 ，連接到神 
要 叫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的 旨 意 （一 9 、1 0 ) 。馬丁  • 路德 

( M a r t in  L u t h e r ) 稱 這 個 組 合 為 H a u s ta fe l，意 思 是 「家庭規則的 

清 單 」 ，但 通 常 翻 譯 為 「家 庭 法 規 」 （h o u s e - ta b le ) 。為了支配 

基 督 徒 家 庭 內 的 行 為 模 式 而 制 訂 的 規 則 ，也 被 稱 為 「崗 位 法 規 」 
( s ta t io n  c o d e s ) ，因 為 是 按 照 每 一 個 成 員 在 家 庭 中 的 角 色 與 地  

位 來 向 他 們 說 話 的 （妻 子 Z 丈 夫 ，兒 女 / 父 母 ，奴 僕 / 主 人 ） 》 
每 一 個 都 先 指 定 對 象 （如 ： 「你 們 作 妻 子 的 」 ） ，發 出 命 令 （用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
2. 基瞀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9 )

1 越來越多針對這個主題撰寫的次要文獻• 見 L inco ln , 355-65; E. Best, 
‘ H austa fe l’ ，146-60 ；他的註釋書，尤其是 519-20 ；以及 Hoehner 

在他註釋書中五章2 2 節〜六章9 節部分的引言。

2 類似的經文見於：提前二 8〜 15 , 六 1〜 10 ；多二 1〜 10 ；彼前二 18 

〜 三 7 ；亦見於使徒教父著作（《十二使徒遺訓》四 9 〜11 ；《巴拿 
巴書信》十 九 5〜 7 ；《革利免一書》 〔1 C tonenf〕一 3 , 二-f■•一 6 〜
9 ；伊 格 那 丟 《致坡旅甲書》 〔Poiycarp〕四 1〜 六 2 ；坡 旅 甲 《致腓 
立比人書》 〔Polycarp，Philippians ] 四 2 〜 六 1 ) , 雖然這些經文中 
並未出現相互的責任（而 那 卻 是 「家庭法規」的一個獨特標記） ，而 
且它們也不是出自家庭的處境。

3 雖 然 從 2 1 節補充了動詞「順服」 ，但不是作分詞，而是作命令語氣 
( 見下文的解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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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命 令 語 氣 ，例 如 ： 「當 順 服 自 己 的 丈 夫 」 ） ，然 後 提 供該行為的 
動 機 說 明 （「因 為 丈 夫 是 妻 子 的 頭 」 ，2 3 節 ） 。

學 術 界 對 於 新 約 聖 經 中 家 庭 法 規 的 來 歷 與 起 源 有 相 當 多 的 討  
論 ：他 們 是 源 自 斯 多 亞 派 的 道 德 哲 學 ，是 基 督 徒 獨 特 的 創 作 ，或 
是 由 希 臘 化 猶 太 教 傳 入 早 期 基 督 教 。4 然 而 ，最 近 以 來 ，則是根據 
希 臘 一 羅 馬 世 界 的 家 庭 管 理 背 景 ，來 理 解 這 些 家 庭 法 規 ，這就成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爭 論 領 域 。5 其 討 論 涉 及 丈 夫 一 妻 子 、父 母 一 兒 女 ， 
主 人 一 奴 僕 ，在 權 柄 和 順 服 的 問 題 上 的 關 連 ，而且將家庭 理 解 為  
與 更 廣 的 國 家 問 題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6在希臘一羅馬世界中  > 將家庭 
視 為 國 家 的 根 基 。這 樣 一 來 ，合 宜 地 管 理 家 庭 就 是 社 會 與 政 治 上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關 注 。家 庭 管 理 的 主 要 路 線 是 由 亞 里 斯 多 德 定 下  
的 ，7 延 續 到 主 後 第 一 世 紀 ，遊 方 學 派 （P e r ip a te t ic s ) 、金口狄 

奧 、塞 尼 加 和 其 他 許 多 人 都 將 它 與 政 治 上 管 理 國 家 的 各 種 方 式 相  
比 較 》8 在 丈 夫 一 妻 子 、父 母 一 兒 女 、主 人 一 僕 人 的 合 宜 行 為 上 ，

4 簡短的概覽•見  P. T. O ’ B rien , Colossians, Philemon, 2 1 4 -1 8 。早先的 
共識認為新約聖經的家庭法規是經由希臘化猶太教傳給早期基督教 
的 ，這種觀點是基於 J. E. Crouch, The O rigin  and Intention o f the 
Colossian Haustafel (GS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 9 7 2 )。

5 注 意 Hoehner, 7 2 0 -2 8 詳盡的參考資料》

6 參 L in co ln , 357—5 8 。

7 參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Poh_fica) 1.1253b, 1259a。

8 斯多亞派哲學家亞略 • 低 土 馬 （Are ius D i d y m u s ) ( 例 如 ：君主政 
體 ’ 貴 族 政 體 、或民主政治） 。參 D. L. Balch, Let Wives Be Sub- 

missive: The Domestic Code in 1 Peter (Ch ico, CA: Scholars Press, 
1981)，3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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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鼸 憤自己如何生活：一 般 性 的 與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五 15〜六 9 )
2 .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 關 係（五 22〜六 9 )

諸 如 斐 羅 與 約 瑟 夫 等 猶 太 作 家 ，也 採 取 亞 里 斯 多 德 為 家 庭 管 理 觀  
念 勾 勒 的 藍 圖 ，尤 其 是 順 服 。9

雖 然 希 臘 一 羅 馬 的 家 庭 管 理 觀 念 與 新 約 聖 經 的 家 庭 法 規 有 重  
要 的 接 觸 點 ，卻 也 有 重 要 的 差 異 。新 約 聖 經 沒 有 將 家 庭 與 城 市 或  
國 家 等 政 治 實 體 相 比 較 * 如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其 他 人 那 樣 。新約聖經 
在 處 理 家 庭 規 章 時 （如 ：弗 五 2 2 〜 六 9 ；西 三 18〜 四 1 ; 彼前二 
18〜 三 7 ；提前二  8 〜 15 ’ 六 1〜 10 ；多二 1〜 1 0 )  • 沒有提及國 

家 （然 而 • 參 ：彼前二  13〜 1 7 ) ，而 保 羅 在 討 論 國 家 時 （羅十三 
章 ）也 沒 有 提 及 家 庭 。也 有 其 他 的 差 異 被 提 及 ，尤其是 法 規 的 基  
礎 或 雛 型 ：在 希 滕 化 世 界 中 的 基 礎 是 政 治 上 的 ，但 在 （例 如 ）以 
弗 所 書 與 歌 羅 西 書 中 ，基 礎 與 動 力 卻 是 基 督 自 己 。在 這兩分家庭 
法 規 中 * 妻 子 、兒 女 、與 奴 僕 ，是 跟 丈 夫 、父 母 、與主人相提並 
論 的 。雖 然 這 不 是 全 新 的 作 法 ，現 存 的 例 子 卻 沒 有 一 個 像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1 8 節 〜 四 章 1 節 與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2 2 節 〜 六 章 9 節那樣徹 

底 ，那 樣 強 調 相 互 的 義 務 。要 善 待 奴 隸 ，不 單 因 為 這 樣 可 以 讓 他  
們 更 有 生 產 力 （如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建 議 的 ） ，而 是 因 為 奴 隸 與 主 人  
同 有 一 位 主 ，每 一 個 人 都 要 向 祂 交 賬 （六 9 )  »

因 此 ，對 於 新 約 聖 經 家 庭 法 規 的 來 源 ，學 者 們 的 觀 點 沒 有 多  
少 一 致 之 處 。111甚 至 連 林 康 都 承 認 ：雖 然 當 代 希 臘 一 羅 馬 世 界 對  
於 家 庭 管 理 的 討 論 可 能 影 響 基 督 徒 採 納 這 個 主 題 ，基督徒的法規 
卻 沒 有 直 接 依 據 哪 個 單 一 的 模 式 。11貝 斯 特 認 為 ： 「形式來源的

9 斐 羅 （為猶太人辯護》 （Hypoffceficrfl) 7.3 ; 約 瑟 夫 《斥阿皮昂》

( Against Apion ) 2.24§199 o

10 P. H. Towner, ‘ Households and Household Codes’，DPL, 418—1 9 。注 

意 Hoehner，720-29 的討論。

11 L in co ln , 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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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問 題 可 能 根 本 不 是 那 麼 重 要 ！」12然 而 ，有 其 他 的 傳 統 材 料 ，尤 
其 是 創 世 記 二 章 2 4 節 （還 有 利 十 九 18 ；出 二 十 12 ；結 十 六 1〜
1 4 )  > 支 持 並 提 供 了 五 章 2 2 〜 3 3 節 的 神 學 基 礎 （參 ：六 1 〜 
2 )  °

在 任 何 社 會 中 ，對 於 生 活 的 次 序 自 然 會 有 明 確 的 規 則 ，無論 
是 政 治 的 、家 庭 的 、社 會 的 、或 宗 教 的 。信 徒 既 是 社 會 的 一 部  

分 ，可 能 會 被 認 為 他 們 也 需 要 一 個 行 為 規 範 。以 弗 所 書 的 家 庭 法  
規 ，以 基 督 徒 倫 理 學 的 角 度 論 及 這 一 點 。13這 引 至 與 目 的 有 關 的  
問 題 ：新 約 聖 經 的 書 信 為 何 要 包 括 這 些 家 庭 法 規 ，尤其是在以弗 
所 書 中 ？ 一 般 而 言 ，有 人 聲 稱 ：儘 管 他 們 皈 依 了 一 個 新 的 信 仰 ， 
基 督 徒 妻 子 與 奴 隸 仍 然 應 該 順 服 ，因 而 平 息 了 教 會 外 面 之 人 的 批  
評 （參 ：彼 得 前 書 ） 。14由 於 希 臘 一 羅 馬 世 界 非 常 強 調 家 庭  >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 關 係 必 然 會 影 響 周 圍 的 社 會 。尤 其 是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雖 然 家 庭 法 規 本 身 沒 有 提 及 與 教 會 以 外 之 人 的 關 係 ，保羅卻 
將 信 徒 的 合 宜 行 為 與 在 世 界 上 的 智 慧 行 為 結 合 在 一 起 * 後者包括 
必 須 善 用 每 一 個 機 會 ，明 白 主 在 現 今 的 旨 意 （見 ：五 15〜 1 7 的解 
經 ） 。

12 Best, 5 2 1 。

13 J. M . G. Barclay, ‘ The Fam ily  as the Bearer o f  R e lig ion  in  Judaism 

and Early C hris tian ity ’ ，in Constructing Early Christian Families: Family 

as Social Reality and Metaphor, ed. H. Moxnes (London/N ew  Y ork : 

Routledge, 1997), 6 6 - 8 0 ，尤其 76-78 ;與 S. C. Barton, ‘ L iv in g  as 

Fam ilies in  the L ig h t o f  the New Testam ent’ ，In t  52 (1998)，130- 
4 4 ，尤其 1 4 1。

14 D. L. B a lch，Let Wives Be Submissive, 81-116 即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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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若 真 要 說 ，早 期 基 督 徒 的 家 庭 法 規 就 著 社 會 而 言 乃 是 保 守  
的 ，顯 示 出 信 徒 不 應 該 推 翻 社 會 次 序 》這 些 法 規 是 家 長 制 ，或者 
至 少 是 等 級 制 的 ，" 當 時 世 界 的 主 要 規 範 就 是 妻 子 順 服 丈 夫 * 兒 
女 順 服 父 母 ，奴 僕 順 服 主 人 。16但 若 說 這 些 法 規 只 是 遵 奉 習 俗 ， 
卻 是 不 正 確 的 ，因 為 「在 它 們 所 支 持 的 等 級 制 社 會 次 序 中 • 它們 
是 激 進 的 ，而 且 是 解 放 色 彩 非 常 濃 的 」 》17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妻 子 、兒 女 、與 奴 僕 ，跟 丈 夫 、父 母 、和 主 人 相 提 並 論 （五 
22 ; 參 ：六 1 、5 、9 ) 。他 們 在 主 面 前 有 自 己 的 呼 召 ，像 丈 夫 、 

父 母 、主 人 一 樣 是 必 須 負 責 任 的 、可 尊 敬 的 、且 重 要 的 。18凡事 
都 要 向 著 主 而 作 ，祂 是 不 偏 袒 徇 私 的 ， （例 如 ）奴隸與主 人 同 樣  
是 要 負 責 任 的 。那 些 擁 有 權 柄 的 人 擔 任 不 同 的 角 色 ，要負更大的 
責 任 ，但 並 不 是 更 好 的 角 色 。基 督 徒 家 庭 成 員 中 居 於 從 屬 地 位 的  
人 ，其 重 要 性 、尊 嚴 、與 價 值 並 不 低 於 那 些 擁 有 權 柄 的 人 。這些 
法 規 非 但 沒 有 與 加 拉 太 書 三 章 2 8 節 及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1 1 節 不 同 • 

反 而 證 實 它 們 。而 且 ，意 味 最 為 深 遠 的 是 ，以 弗 所 書 為 婚 姻 提 供  

了 基 督 徒 的 一 個 激 進 的 見 解 ，以 之 為 「一 體 」的 關 係 ，反映出基 
督 與 祂 的 新 婦 —— 就 是 教 會 —— 之 間 的 婚 姻 （二 1 4〜 1 8 ，四 1〜
1 6 ) ，而 且 最 終 指 向 帶 領 萬 有 同 歸 於 一 （一 9 〜 10 ; 見 下 文 ） 。

然 而 ，最 後 ，家 庭 法 規 等 級 制 的 模 式 所 反 映 的 不 單 是 家 長 制  
的 模 式 ，而 且 是 創 造 的 模 式 （注意保羅所用的創二  2 4 ) ，而 且 ，

15見本段結尾對於以弗所書的家庭法規反映家長制或等級制模式之觀念 
的討論。

16 D. C. Verner, The Household o f God: The Social World o f the Pastoral 

Epistles (Ch ico, CA: Scholars Press, 1983), 2 7 - 8 1 。

17 滕納 ’ 1300 頁 = Turner, 1 2 4 1 。

18 滕 納 ， 1300 頁=  Turner，1 2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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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 ~ 六 20 )

根據他在 25〜3 3 節的陳述，是與基督救贖祂百姓的角色完全一致 

的 。（事實上，從保羅書信其他地方與新約聖經其餘的部分，我 

們可以相當公允地主張：這 「奧秘」的核心是一個「三一神論」 

的模式。）真正的基督徒婚姻將會反射出基督與祂的教會之間的 

關 係 。這兩者是密切交織在一起的。再 者 ，這 個 「反射」同時涉 

及丈夫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以及妻子欣然順服丈夫，如同 

教會必須順服基督一樣。愛與順服這兩個因素在這個關係中是不 

容討價還價的。在神學上，我們沒有自由一方面保留一個崇高的 

基督徒婚姻觀（強調愛的服事、委 身 、信 任 、與成長） ，另一方 

面卻拋棄家長制的順服或服從的模式（因為這些模式表達了第一 

世紀過時的世界觀，在我們當代的處境中是無法接受的） 。

在這個家庭法規中，保羅處理古代「家庭」或 「家族」中具 

體的人際關係，而不是抽象的條例。在形式上，它與歌羅西書三 

章 1 8 節〜四章 1 節那個家庭法規相同，也類似於彼得前書二章 

1 8 節〜三章 7 節的那一個。這法規中的三組成員，第一組是針對 

妻子與丈夫。這是新約聖經論及夫妻關係中最長的陳述；這個長 

段包含十二節經文（22〜3 3 節 ） 。第二組論及兒女與父母•只有 

四 節 （六 1〜4 ) ，而第三組論及奴僕與主人，則以五節來處理 

( 六 5〜9 ) 。在論及妻子與丈夫的長段中，有 4 0 個字是對妻子 

說 的 ，對丈夫說的則有115個 字 。

第 2 1 節介紹了「順服」的主題；接著的家庭法規則根據前面 

那個提綱挈領式的陳述，以三個小段舉出基督徒順服的例子。首 

先提及的是附屬的成員，勸勉他們要「服從」或 「順服」 》妻 

子 、兒 女 、與奴僕 • 和他們的丈夫、父 母 、及主人相提並論》就 

像丈夫、父 親 、與自由人那樣，他們是在倫理道德上應該負責任 

的伙伴，應 該 行 「理所當然」的 事 （六 1 ) ，「如同對主一樣」 

( 五 22 ; 參 ：六 5 ) 。但 是 ，給附屬成員的勸勉並非單獨出現 

的 ；立刻就對每一組的相對成員說話，提醒他應盡的责任。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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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對出現的命令是結合在一起的，不應該脫離第二個命令來解釋第 

一個命令。家庭或家族的每一個成員是在受造的次序中站在自己 

的位置上（在林前十一 9 ，保羅清楚地提及創造的條例） ，有某 

些責任當盡。



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a .妻子與丈夫：基督與教會（五22〜33)

22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23因為丈 

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24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 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25你們作丈夫 

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26要用水藉 

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27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 

會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28丈夫也當 

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29從來沒 

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36因 

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 （註 ：有 古 卷 在 此 有 「就 是 祂 的 骨、祂的 
肉」）。31為這個緣故 ’ 人要離開父母 ’ 與妻子連合 ’ 二人成為一 

體 。32這是極大的奥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33然而你們 

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2 1 節那個樞紐式的陳述，吩咐信徒要存著敬畏基督的心彼此 

順 服 ，接著在五章 2 2 節〜六章 9 節的家庭法規詳述（見上文） ； 

除了 2 1 節以外 • 五 章 22〜3 3 節這個勸勉的題材可以分成三個主 

要的部分。第 一 ，22〜2 4 節勸勉妻子要順服丈夫，如同順服主一 

樣 。2 2 節提出開頭的勸勉，理由是：丈夫是妻子的頭•就像基督 

是教會的頭一樣（2 3 節 ） 。2 4 節重複這個命令，並且添加「凡 

事 j 兩字來加強。這一次，句子的順序顛倒過來，把教會順服基 

督的類比，放在妻子應該要順服的勸勉之前》

第二個小段是家庭法規中最長的，在 五 章 25〜3 2 節勸勉丈 

夫 。這又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25〜2 7 節）吩咐丈夫要愛妻 

子 ，如同基督愛教會一樣，而第二部分（28〜3 2 節）又重複勸勉 

要愛妻子 • 但這次的理由是一個人愛自己 * 基督也愛教會。組成 

第一小段與第二小段的因素（22〜2 4 節 與 25〜2 8 a節 ）有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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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 構 。首 先 ，發出一個命令（分別對妻子〔2 2 節 〕與 丈 夫 〔25 

節 〕） 。然 後 ，描寫基督與教會的關係，作為應該效法的楷模 

( 「怎樣……基督」 〔2 4 節 〕 ；「正如基督」 〔2 5 節 〕） 。最 

後 ，重 述 這 個 命 令 （「妻子也要怎樣 … … 」 〔2 4 節 〕 ； 「照 

樣…… 」 〔2 8 節 〕） 。重要的差異是，保羅在第二小段填補基督 

與教會之關係的細節（即 ，論及丈夫的部分） ，比第一段多了很 

多 。 最 後 ，在 3 3 節以兩個總結的勸勉圓滿結束了這個討論，簡短 

地重述了夫妻的責任與義務。1

有人提出一個問題：在以弗所書這裏的家庭法規中，保羅為 

何如此極力強調婚姻關係？ 2正如本書信其餘的部分，我們在此也 

照樣對於讓者明確的生活情境所知有限》或許教會裏面一些已婚 

的肢體在婚姻生活中沒有活出信仰的特色，行為舉止像他們鄰居 

的 非基督徒一樣。有人更明確地主張••淫亂是個真實的威脅 

( 參 ：四 1 9 ，五 3〜6 、1 2 、18) , 因此保羅要強調基督徒的婚 

姻在神旨意中的特殊地位 * 以便對抗這個危險。另一方面，歌羅 

西書二章 16〜2 3 節必須對抗禁欲的傾向，這可能是小亞細亞西部 

的一個危險，保羅這封傳閱的書信正是寫給那裏的。但最後，這 

個地區可能沒有特定的困難，導致他在此詳述基督徒的婚姻。由 

於神的旨意是要叫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一 9〜10) ，包括祂 

的百姓在那末世視野中的合一，基督徒家庭的和諧是這個合一不 

可或缺的因素，保羅就是詳細閩述夫妻在神的旨意中這個極其重 

要的合一。「婚姻關係是讓人更大規模且一目了然地看見神的旨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 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1 關於基督與教會跟婚姻之間的相互關係，見解經部分與結尾的說明。
2 注意林康（L in c o ln ，364-65 ) 的概述與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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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意 ........... 家 庭 裏 沒 有 別 的 關 係 如 此 充 分 地 反 映 出 神 在 宇 宙 中 的 旨
意 。」3

五 2 2 . 在 婚 姻 關 係 內 ，首先針對妻子4 說 話 ，勸勉她們要順服 

她 們的 5 的 丈 夫 ，如 同 順 服 主 一 樣 。雖 然 本 節 不 包 含 任 何 動 詞 ，卻 
繼 續 使 用 2 1 節 的 「順 服 」 ，但 理 解 為 命 令 語 氣 ，而 不 是 分 詞 》6 

現 在 雖 然 沒 有 重 複 使 用 動 詞 ，卻 詳 細 解 釋 前 一 節 的 順 服 的 含 意 。7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譯 為 「順 服 」的 關 鍵 字 ，是關係到一個在 
井 然 有 序 的 排 列 中 的 人 順 服 另 一 個 在 上 之 人 ，也 就 是 有 權 柄 管 理  
前 者 的 人 。在 這 順 服 的 核 心 是 「等 次 」的 含 意 。神已經在 家 庭 裏  
建 立 了 某 些 承 擔 領 袖 職 分 與 權 柄 的 角 色 ，順 服 乃 是 謙 卑 地 承 認 神  
所 安 排 的 那 個 等 次 。使 徒 不 是 勸 勉 每 一 個 女 人 要 順 服 每 一 個 男

3 J. P. Sampley, 'And the Two \  149 ’ 為林康引用 ( L in co ln , 365 ) 。

4 在此用主格帶冠詞 （ort y o v d lK E ； ) 表 稱 呼 ， 而 不 是 用 呼 格 （參 BDF 

§ 1 4 7 [ 3 ] ) 。這裏所指的是「妻子」 ，而不是泛指婦女。

5 雖 然 形 容 詞 原 來 意 指 「屬於自己的」 ’ 在新約聖經時代卻跟反 
身或所有代名詞沒有多大差別。在此處的上下文中，譯 作 「她們的丈 
夫 」 （如 B A G D ，369; Bruce, 384; Schnackenburg, 246 ；與 Best, 
532 ) 。

6 動 詞 「順服」並沒有出現在最好的希腿文文本中，所以本節在意義上 
是附屬於2 1 節的分詞。這是屯46 B 、革 利免、俄 利根、和 （根據耶柔 
米 〔Je rom e〕) 幾 分 希 滕 文 抄 本 的 讀 法 。其他的文本傳統在 
i8foi? dvSpdaiv ( 她 們 的 丈 夫 ）之 前 或 之 後 補 充 6TtoTdcraeiv ( 「順 
服 」）的某個字形 • 諸 如 6noTdaa£a0e ( 「你們要順服」）或 imoTaat^- 

aea>aav ( 「讓她們順服） 。大多數的編者主張省略這個動詞• 因為這 
是較 短 的 讀 法 • 可能是後來的抄寫者為了使意義清晰而納入這個動 
詞 。詳細的討論見 B. M . M etzger, Textual Commentary, 6 0 8 -9 。

7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6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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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使 用 這 個 動 詞 的 關 身 語 態 （參 ：西 三 1 8 ) ，強調這順服的自 

願 特 性 。保 羅 給 妻 子 的 命 令 ，是 呼 籲 自 由 與 負 責 任 的 人 ，只有這 
樣 的 人 才 能 自 願 地 留 意 ，而 不 是 藉 著 除 掉 或 違 背 人 的 意 志 ，更不 
是 藉 著 奴 役 擺 佈 。8

一 般 、以 及 在 家 庭 中 ，順 服 權 柄 的 觀 念 ，是 這 個 重 視 放 任 與  
自 由 的 世 界 所 不 喜 歡 的 。基 督 徒 往 往 受 到 這 些 態 度 影 響 。順服給 
深 受 憎 恨 的 剝 削 與 壓 迫 甩 了 一 巴 掌 。但 權 柄 並 不 是 專 制 的 同 義  
詞 • 而 使 徒 所 說 的 順 服 不 是 暗 示 劣 等 。妻 子 與 丈 夫 （以及兒女與 
父 母 ，僕 人 與 主 人 ）各 有 神 所 指 定 的 不 同 角 色 ，卻 有 相 等 的 尊  
嚴 ，因 為 他 們 都 是 照 著 神 的 形 象 造 的 ，也 都 在 基 督 裏 穿 上 新 人 ， 
這 新 人 是 受 造 要 像 神 的 （四 2 4 ) 。9 既 已 描 寫 神 在 祂 兒 子 裏 創 造  

的 一 個 新 人 • 而且焦點在於萬有 —— 尤其是猶太人與外邦人—— 在 
基 督 裏 的 合 一 （參 ：西 三 11 ; 加 三 28 ) ，使 徒 「現 在 並 不 是 〔在 

家 庭 法 規 內 〕豎 立 起 性 別 、年 齡 、與 階 級 上 的 新 障 礙 ，它們在神 
的 新 社 會 裏 面 都 已 經 廢 除 了 」 。1(>動 詞 「順 服 ，服 從 」可以用來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8 參 Barth, 6 0 9 。賀 里 斯 （M. J. H arris ,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178 ) 評 論 說 ：「這是種自願的順服，乃是 
承認丈夫由神任命的領導職分，以及神在創造中所命定的等級次序
( 參 ：林前H-----3 〜9 ) 。」

9 「價值上的平等* 並非角色上的相同。」尤 達 （J. H. Y o d e r) ，為斯 
托 得 （2 1 9 頁=  S to tt，2 1 8 ) 弓丨用。

1 0 斯托得 * 2 1 8 頁=  S to tt，2 1 7 。注意他根據當代態度對於2 2 節進行切 
合時宜的討論（215-21 頁 =  S to tt，2 1 5 -2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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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指基督順服父神的權柄（林前十五 28)  •顯示出它可以指職能上 

的順服，而不暗示次等，或較少的尊敬與榮耀。11

妻子順服丈夫的動機，以最後一個子句解釋：如 同 順 服 主 。12 

2 1 節的一般性命令，要存著「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於妻子 

在婚姻中的處境找到具體的表現：她怎樣順服她的丈夫，也就照 

樣以那個行動來順服主。她必須願意如此回應，不是因為她在社 

會中的角色，也不是將這回應理解為跟她的順服基督分開的。相 

反 地 ，它乃是她服事主耶穌的方式之一（參 ：西 三 2 3 ，指僕人全 

心投入在為主人服務的工作中，並且以那個行動服事他們在天上 

的主） 。

五 2 3 . 現 在 ，藉著表原因的子句表達妻子要順服丈夫的理 

由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在以弗所 

書 前 面 ，曾經兩次使用「頭 」這個關鍵字，都是指基督（一 22 
「首 」 ，四 1 5 「元首」） 。現 在 ，首次陳述丈夫為首的事實，並 

且作為他的妻子順服的基礎。這裏並未詳細說明這個為首職分的 

來 源 ，雖然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3〜1 2節與提摩太前書二章11〜 

1 3 節較充分的論述中，是以受造的次序為基礎的，尤其是創世記 

第二章的敘述（參 ：林前H 8 、9 ) 。

不 同 於 白 利 希 齡 的 觀 點 （G. B ile z ik ia n , ‘ Herm eneutical Bungee-
Jumping: Subordination in  the

6 8 ) 。

12 「主 」 （K6Pl0q ) 不是指她的丈夫 
就應該用複數的「她們的主人們」 
丈夫們 j  ( toIs iSioig dv8pdaiv) 。

Godhead ’ ，JETS 40 [1997], 5 7 -

• 像一些人所聲稱的那樣。不然 *
( TOl  ̂ KUpiOl? ) »以符合「她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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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H 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這個詞語在以弗所書前面出現時，每一次都表示「頭 」乃是 

「統治者」或 「權柄」之 意 ，13而 不 是 「源頭」 ，14或 「突 出 ， 

卓越」的人。15在一章 2 2 節 ，「首 」表達的觀念是基督居首位， 

且是在宇宙、尤其是邪惡權勢之上的權柄，祂為教會的緣故而運 

用這個權柄（參 ：西一 1 8 ，二 1 0 ) 。四 章 1 5 節描寫祂掌管祂的

13 $口 Grudem, ‘ Does kep h a le  ( ‘ h e a d ，）Mean “ S o u rc e ”  o r  “ A u t h o r i t y  

O ver”  in  Greek L iterature? A  Survey o f 2,336 E xa m p le s ' TrinJ 6 

(1985), 38—59 ；與 ‘ The M eaning o f ( ‘ Head’）： A  Response to 

Recent Studies ’ ，TrinJ 11 (1990), 3 - 7 2 。注意費茲梅對此一爭議所做 
的 概 述 （J. A. F itzm yer, 'Kephale in  1 C orinth ians 11:3 ’ ，In t 47 

[1993], 52-59 ) ；亦見道依的詳細討論（G. W. Dawes, The Body， 

1 2 2 -4 9) ，後者的結論是：K£<|>aAii是用作 隱 喻，指 「在上的權柄」 。 

然 而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這個詞語只有這一節才有「兩個不同的指 

涉 」 * 即基督與丈夫。
14 支 持 「源頭」之意的包括 S. Bedale，‘ The M eaning o f  ke^oAti in  the 

Pauline E p is tles ’ ，JTS 5 (1954), 21 1-15; G. D. Fee, 1 Corinthians, 

502-5 ; C. C. Kroeger, ‘ Head’，267-83 ；與 ‘ Head’，DPL, 3 7 5 -7 7 。

15 A. Perriman, Speaking o f Women, 1 3 -3 3 ，他拒絕以「源 頭 ，來源」和
「領 導 ，在上的權柄」為 Ke巾o A ii的 意義，主張這詞乃是意指「突出」 

或 「卓越」 。他 承 認 ：這 可 能 「也具有權柄或領導」之 意 ，但 「若將 
它納入這個詞語的一般含意卻是錯誤的」 （31 ; 參 Hoehner，7 3 9 ) 。 
然 而 ，這個解釋卻難以處理「基督是教會的頭」一 語 （保羅不單是說 
基督在與教會的關係上是卓越的，雖然這也是真的） ，而他對於23〜 
2 4 節的解釋（ 55-57 ) 無法令人信服◊ 2 4 節 的 dAAd ( 「但 」 * 《呂振 
中譯本》）並非表示著重點從頭（2 3 節 ，只與突出或卓越有關）轉向 
順 服 ，含有在別人之上的權柄之意。倒不如說，反義詞dAAd ( H 旦」) 

乃是與前一個子句「祂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2 3 c 節 ）形成對比， 
後者不適用於丈夫和妻子的關係（見 ：2 4 節的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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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百 姓 ，以 祂 的 保 養 顧 惜 來 表 達 這 個 元 首 的 地 位 ，而且祂領 導 他 們  
乃 是 成 就 了 神 的 旨 意 。16在 這 裏 ，根 據 一 章 2 2 節 的 用 法 、希臘一 
羅 馬 家 庭 權 柄 結 構 的 一 般 背 景 、17以 及 2 2 〜2 4 節所說妻子在婚姻 
中 順 服 丈 夫 * 18丈 夫 為 首 的 地 位 乃 是 指 他 在 妻 子 之 上 擁 有 權 柄 ； 
因此 > 他 是 她 的 領 導 者 或 統 治 者 。19

光 是 因 為 在 這 上 下 文 中 出 現 「頭 」與 「順 服 」這 兩 個 詞 語 ， 
這 一 點 本 身 並 未 「為 男 性 與 女 性 的 行 為 確 立 死 板 的 模 式 」 。2<)不 

同 的 文 化 可 能 賦 予 男 人 和 女 人 、丈 夫 和 妻 子 不 同 的 角 色 。在這 
裏 ，要 緊 的 是 ：丈 夫 在 神 的 新 社 會 中 為 首 的 性 質 • 是從基督為元 
首 的 角 度 來 解 釋 的 。丈 夫 是 妻 子 的 頭 ，如 同 21基 督 是 教 會 的 頭 。
「雖 然 〔保 羅 〕… … 將 丈 夫 為 首 的 事 實 植 基 於 創 造 ，卻從救贖主 

基 督 為 首 來 界 定 此 一 事 實 的 意 義 。」22基 督 是 教 會 的 頭 ，表現在

16 C. E. A rn o ld , 'Jesus C h ris t’ ，3 6 5 。

1 7 晚近針對希臘一羅馬家庭中的權柄結構所做的討論，見 L in c o ln ，357 - 
59 ；與 Hoehner，7 4 0 -1 。

18 參 L in co ln , 369 °

19 注意 P. C o tte re ll and M. Turner, Linguistics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SPCK, 1989)，1 4 1 -4 5 2 對此的詞彙語意學的討論• 以及針 
對 以 「頭 」為 「來源」之意的觀點所做的若干批判。他們的結論是：
「頭 」具 有 「戶主」或 「主人」之 意 。

20 斯 托 得 ，225 頁 = S to tt，2 2 5 。

21 A ?  Ka( 具 有 比 較 之 意 ， 「正 如 ........也 」 。參 B A G D ，8 9 7 、與
Hoehner, 7 3 8 。

22 斯 托 得 ，226 頁 = Stott, 2 2 5 。相對於 Schnackenburg, 246 - 後者承認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是從創造來論述，卻認為這個論據「對我們 
不再具有說服力」 。根據以弗所書五章2 3 b 節所表達的，基督是頭 • 

這個論據已經失去了它的地位。但 是 ，如 果我們假定：以弗所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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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祂 愛 教 會 ，為 教 會 捨 了 自 己 的 性 命 ，就 像 2 5 〜2 7 節如此清楚指出 
的 》這 對 於 丈 夫 以 頭 的 身 分 對 待 妻 子 的 行 為 具 有 深 邃 的 意 涵 （28 

節 ） 。
加 上 「祂 … … 是 教 會 全 體 的 救 主 」一 語 ，乍看之下似 乎 有 點  

意 外 • 使 得 解 經 學 者 質 疑 這 是 否 指 丈 夫 作 為 妻 子 保 護 者 的 角 色 ， 
或 者 是 基 督 一 教 會 / 丈 夫 一 妻 子 之 類 比 的 一 部 分 ，就 此 表 明 ：正 
如 基 督 是 身 體 的 救 主 ，丈 夫 從 某 方 面 來 說 也 是 妻 子 的 救 主 。雖然 
「救 主 」一 詞 可 以 用 於 一 般 性 的 含 意 ，指 妻 子 幸 福 的 保 護 者 或 供  

應 者 • 以 致 基 督 與 教 會 之 關 係 的 類 比 可 能 類 似 於 丈 夫 「拯 救 」他 
的 妻 子 ，句 法 與 用 法 卻 都 反 對 這 種 可 能 。

倒 不 如 說 ，這 個 子 句 特 別 聚 焦 於 基 督 ，而 不 是 丈 夫 ：人稱代 
名 詞 「祂 自 己 」 （ 《恢 復 本 》 ）的 出 現 與 位 置 都 是 強 調 用 法 ，而 
且 顯 然 是 指 基 督 。在 上 下 文 中 ，從 來 沒 有 將 妻 子 視 為 丈 夫 的 身  
體 ，像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那 樣 。23再 者 ， 「救 主 」一詞在新約聖 
經 中 出 現 二 十 四 次 ，總 是 指 耶 穌 或 神 ，但 從 未 指 人 類 。24因 此 ，

M 乍者」反映的觀點跟哥林多前書十一章所表達的類似，「如同基督 
是教會的頭」一語為何會推翻了丈夫為首的地位？比較好的作法是根 
據基督為首的地位來界定或解釋》符列肯 斯 坦 （K. H. F leckenstein, 
Ordnet euch einander unter in der Furcht Christi: Die Eheperikope in Eph 5, 

21-33: Geschichte der Interpretation, Analyse und Aktualisierung des 

Textes [W urzburg: Echter, 1994], 216 ) 認為：丈 夫 是 「妻子的頭」 ’ 

這個角色是從「古代家庭的父權結構」衍生而來的，但並未將之與創 
造連在一起。

2 3 夫妻乃是「一體」 （五 3 1 ) ，而且丈夫要愛妻子，如 同 愛 「自己的身 
子 j  • 但這是指丈夫的身體，而不是妻子的。

2 4 指 耶 穌 ：路二 11 ；約 四 42 ；徒 五 31 • 十 三 23 ；腓 三 20 ; 提後一 10 
等 。指 神 ：路一 47 ; 提前一 1 ’ 二 3 ，四 1 0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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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將 這 話 詮 釋 為 指 著 基 督 說 的 ，25切 合 使 徒 論 述 的 思 路 。保羅已經 
勸 勉 妻 子 們 要 順 服 她 們 的 丈 夫 。這 個 勸 勉 的 理 由 在 於 丈 夫 是 頭 ， 
就 如 基 督 是 教 會 的 頭 或 治 理 教 會 一 樣 。然 後 ，保 羅 補 充 說 ：教會 
的 這 個 頭 不 是 別 人 ，乃 是 身 體 的 救 主 。祂 拯 救 的 作 為 ，尤其是祂 
的 犠 牲 代 死 （二 14〜 18 ; 參 ：五 2 ) ，是為了拯救處於悲慘的靈 
命 危 險 當 中 的 男 女 （二 1〜 1 0 ) 。

在 本 段 後 面 ，使 徒 將 會 勸 勉 丈 夫 們 ：身 為 妻 子 的 頭 ，他們應 

該 在 愛 中 服 事 她 們 。他 們 的 榜 樣 是 主 耶 穌 ，祂 為 元 首 的 地 位 表 現  
在 祂 愛 教 會 、並 且 為 教 會 捨 己 ，為 了 要 將 她 無 瑕 無 疵 地 獻 給 自 己  
( 2 5 〜 27 節 ） 。

五 2 4 . 教 會 之 順 服 基 督 ，現 在 被 描 繪 為 妻 子 順 服 丈 夫 的 榜  
樣 。這 裏 重 複 2 2 節 給 妻 子 的 勸 勉 ，並 且 加 上 「凡 事 」來 加 強 。然 

而 ，這 裏 將 2 2 節 的 順 序 顛 倒 過 來 。先 提 及 教 會 順 服 基 督 的 類 比 * 

然 後 吩 咐 妻 子 要 凡 事 順 服 丈 夫 。
本 節 以 反 義 連 接 詞 「但 」 （ 《呂 振 中 譯 本 》 ）開 始 ，可是 

《和 合 本 》並 未 譯 出 ，該 詞 表 明 了 與 前 一 個 子 句 「祂又是教會全 
體 的 救 主 」 （2 3 c 節 ）的 對 比 。26但 丈 夫 與 妻 子 的 關 係 卻 不 是 如

2 5 有人認為：哥林多前書七章1 6 節 （提及信主的配偶乃是不信之配偶 
得救的媒介）與 《多比傳》六 章 1 8 節 （多比娶他的親戚撒拉為妻• 

以 拯 救 她 ）為丈夫是妻子的救主提供了重要的類似經文；但林康 
(L in c o ln , 370 ) 與 霍 納 （Hoehner, 742-3 ) 都已經證明這種說法無 

法令人信服。注 意 G. W. Dawes, The Body, 150的討論。

2 6 大多數解經學者都如此主張 • 包 括 加 爾 文 、艾 福 德 （A lfo r d ) 、梅 
爾 、艾 伯 特 、馬 可 • 巴 特 、桑 普 雷 、史納肯伯、林 康 、與 霍 納 。這勝 
過 將 dAAd視 為 概 括 用 法 （「因 此 」 ；如 Robinson, 124, 205 ；與 
Bruce, 385 所主張的）或連績用法（S. F. M ile t ic , "One Flesh” : Eph. 

5.22-24, 5.31: Marriage and the New Creation [Rome: P o n tif ica l

678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此 。雖 然 他 要 為 她 的 幸 福 負 責 ，卻 不 是 她 的 救 主 （見 ：2 3 節的註 
釋 ） 。所 以 ，藉 著 反 義 連 接 詞 「但 」 （= 「儘 管 有 這 個 差 異 」 ） , 21 

保 羅 先 區 別 基 督 與 丈 夫 ，苒 比 較 教 會 對 基 督 的 順 服 與 妻 子 對 丈 夫  
的 順 服 。28保 羅 使 用 同 一 個 動 詞 「順 服 」 （原 來 是 關 身 語 態 ） ， 
藉 此 強 調 教 會 順 服 基 督 的 特 性 是 甘 心 樂 意 的 ，因 而 強 調 2 2 節已經 

斷 言 過 的 ，就 是 妻 子 順 服 丈 夫 的 性 質 是 自 由 且 甘 心 樂 意 的 。
但 是 ，教 會 順 服 基 督 涉 及 甚 麼 ？這 對 於 妻 子 順 服 丈 夫 又 有 何  

啟 發 ？教 會 與 基 督 的 關 係 是 以 弗 所 書 裏 面 幾 處 經 文 注 意 力 的 焦  
點 ，這 些 經 文 詳 細 說 明 她 順 服 主 的 重 要 面 向 。神 已 經 滿有恩慈地 
將 萬 有 放 在 基 督 的 腳 下 ，使 祂 為 教 會 作 萬 有 之 首 。教 會欣然順服 
祂 仁 慈 的 治 理 （一 2 2 ) 。基 督 是 極 其 重 要 的 房 角 石 ，神的建築物 

就 是 在 其 上 建 造 的 。當 這 個 新 群 體 仰 望 基 督 時 ，她 就 成 長 ，並且 
朝 向 最 終 的 聖 潔 目 標 前 進 （二 2 0 、21 ) 。基 督 住 在 祂 百 姓 的 心  
中 ，建 造 他 們 ，使 他 們 能 以 明 白 祂 浩 大 的 愛 （三 1 7 、1 9 ) 。教會

B ib lic a l In s titu te , 1988], 102-3 ) 。中英文譯本的各種譯法（「所
以 」 ：《欽定本》 ；「但 」 ：《呂振中譯本》 、《修訂版》 、《美國
修訂版》 、《新美國標準版》 、《英語聖經》 ；「而 且 」 ：《標準譯
本》 、 《今日英文版》 、 《耶路撒冷聖經》 、《新耶路撒冷聖經》 ； 
「那麼」 • • 《新國際版》 ；或未譯出這個連接詞：《和合本》 、 《修

訂標準版》 、《新修訂標準版》）表明譯者們在理解這個連接詞上有
點 困 難 （如 Hoehner, 7 4 4 所說的） 。

27 參 A bbo tt, 1 6 6 。

2 8 比較語助詞化（「怎樣」) 開始這個比較，並且以作副詞用的語助詞 

OOTCUg ( 「怎樣」）和連接詞 K0C( ( 「而且」 ，「也 」）平 衡 ；後面這 

兩個字引入了第二個子句。妻 子 （Oti yuvaiKE?) 是這個命令的主詞•必 

須補充現在式關身語態命令語氣 imtncrot^oewcjav ( 「讓她們順服」）

( A. T. Robertson, Greek Grammar, 394 ) 。

679



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接 受 了 基 督 恩 典 的 賞 賜 （四 7 ) 和 祂 為 了 豐 富 祂 的 整 個 身 體 而 賜  
下 的 傳 道 人 （四 1 1 、1 2 ) 。因 此 ，教 會 朝 向 她 的 頭 成 長 ，其最終 
的 目 標 是 基 督 豐 滿 的 完 全 度 量 （1 3 節 ） ，而教會也從祂領受了這 
個 成 長 所 需 的 一 切 （1 5 、1 6 節 ） 。神 的 百 姓 順 服 他 們 的 主 ’ 就已 

經 「學 了 基 督 」 ：他 們 把 祂 當 作 一 個 活 著 的 人 來 接 待 ，並且受祂 
的 教 訓 塑 造 （2 0 節 ） 。這 包 括 順 服 祂 的 公 義 角 色 ，並且照著與他 

們 所 知 完 全 不 同 的 標 準 和 價 值 而 活 。教 會 必 須 效 法 基 督 捨 己 的 愛  
( 五 2 ) 。藉 著 良 善 、聖 潔 、與 誠 實 的 生 活 ，也藉著明白祂的旨 

意 （五 1 7 ) ，尋 求 討 主 的 喜 悅 （五 1 0 ) 。祂的百姓歌頌讚美祂 
( 五 1 9 ) ，在 敬 虔 中 存 著 敬 畏 與 尊 崇 祂 的 心 而 活 （五 21 ) 。所 

以 ，教 會 的 順 服 基 督 意 味 著 「仰 望 元 首 施 行 仁 慈 的 統 治 ，憑著祂 
的 標 準 而 活 ，經 歷 祂 的 同 在 與 愛 ，從 祂 接 受 那 能 使 他 們 長 大 成 熟  
的 恩 賜 ，並 且 以 感 恩 和 敬 畏 來 回 應 祂 」 。29妻 子 受 到 勸 勉 要 順 服  
她 的 丈 夫 ，就 是 要 發 展 這 些 態 度 。

強 化 這 個 勸 勉 的 附 加 因 素 （參 ：2 2 節 ）是 結 尾 的 片 語 ， 「凡 

事 」 。在 歌 羅 西 書 的 家 庭 法 規 中 ，用 類 似 的 詞 語 「凡 事 」指兒女 
聽 從 父 母 （西 三 2 0 ) ，奴 僕 聽 從 主 人 （西 三 22 ; 參 ：多 三 9 ) 。 

雖 然 這 個 片 語 引 起 了 現 代 人 對 於 妻 子 順 服 丈 夫 的 限 度 提 出 質 疑  
( 因 為 當 代 人 渴 望 抑 制 某 人 權 柄 的 範 圍 ，尤 其 是 當 權 之 人 所 能 作  

的 決 定 ） ，3° 「凡 事 」表明妻子必須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中順服她 
的 丈 夫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說 ，這 是 含 括 一 切 的 ，而 不 是 像 一 些 人 所

29 L in co ln , 3 7 2 。參 S. F. M ile t ic , (tOne Flesh", 43 , 後者恰當地評論 
說 ： 「基督 / 教會的關係為了妻子順服的舉動提供方向（「向著 
主 」） 、觀 念 （丈 夫 是 「頭 」 ，如 同 基 督 是 「頭 」一 樣 ） 、與榜樣
( 以教會為典範） 。j

30 S. B. C lark, Man and Woman, 83 正確地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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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說 的 ，只 侷 限 在 性 關 係 ，或 他 們 關 係 的 另 一 個 特 定 的 領 域 上 。 
「她 的 生 活 沒 有 一 個 部 分 應 該 在 與 丈 夫 的 關 係 之 外 ，在順服他之 

外 。」31正 如 教 會 凡 事 順 服 基 督 ，妻 子 也 應 該 在 每 一 個 領 域 上 照  
樣 順 服 她 們 的 丈 夫 。這 麼 做 的 動 機 是 真 正 且 敬 虔 地 敬 畏 基 督 （五 
21 ; 參 ：33 節 ） 。

再 者 ，要 在 「凡 事 」上順服的勸勉  > 應 該 在 本 章 論 述 的 思 路  
內 來 解 讀 。藉 著 神 的 設 計 ，夫 妻 本 為 「一 體 」 （3 1 節 ；創二
2 4 ) ，神 的 目 的 是 要 叫 他 們 「在 一 個 頭 底 下 一 起 發 揮 功 用 ，而不 
是 兩 個 獨 立 存 在 的 個 人 生 活 在 一 起 」 》32妻 子 這 樣 順 服 丈 夫 ， 
「有 實 際 的 一 面 ，就 是 當 他 們 成 為 一 體 而 一 起 工 作 時 ，締造了更 

大 的 效 果 。」33而 它 預 示 了 神 終 極 的 目 的 ，就 是 要 叫 萬 有 都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一 10 ; 見 下 文 ） 。

這 樣 ，這 裏 並 未 論 及 一 個 問 題 ，即 不 管 丈 夫 命 令 甚 麼 ，妻子 
都 得 順 服 。但 是 「凡 事 」二 字 不 管 如 何 解 釋 ，都 不 是 要把以弗所 
書 四 〜 六 章 的 道 德 訓 勉 中 已 經 給 所 有 信 徒 的 吩 咐 與 勸 勉 顛 倒 過  

來 。在 家 庭 法 規 中 給 妻 子 的 這 個 勸 告 不 可 被 理 解 為 一 個 框 架 • 藉

31 S. B. C lark, Man and Woman, 8 3 。如 果 「凡事」是指夫妻關係的每一 
個 領 域 ，那 麼 ，若 說 「完 全 聽 從 」或 「充 分 且 全 然 順 服 」 （如 
L in co ln , 373 ) ，就混淆了問題。

32 G. W. K n igh t, ‘ Husbands and W ives as Analogues o f C hris t and the 

Church: Ephesians 5:21-33 and Colossians 3 :1 8 -1 9 ’ ，in Recovering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A  Response to Evangelical Feminism, 
ed. J. P iper and W. Grudem (W heaton, IL : Crossway, 1991)，1 7 0 。 

他 補 充 說 ：妻 子 的 「順服是與他們關係的所有面向有共同的空間 
的 」 。

33 S. B. C lark, Man and Woman,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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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以根據丈夫權柄的利益來過濾前面的所有勸勉。34而 且 ，它也沒 

有說在有罪或違反神命令的事上妻子不要順服（參 ：徒五 2 9 ) 。

這並不表示要順服的勸勉是要扼殺妻子的思想或行動。她不 

應該片面採取行動，反而要甘心樂意地順服丈夫的領導。「正如 

教會應該甘心樂意在凡事上順服基督，而 且 ，如果真是這樣*她 

不會覺得那是令人窒息的、有損人格的、或使得成長和自由變為 

單調乏味的，妻子也照樣應該甘心樂意地在凡事上順服丈夫，而 

且 ，如果這麼做，她們不會覺得那是令人窒息的、有損人格的、 

或單調乏味的。」35正如家庭法規內的其他勸勉一樣，神發出這 

些命令都是為了我們的益處。

所 以 ，妻子順服丈夫不是以他效法基督的愛的榜樣來愛她、 

或對她顯出無微不至的體貼關懷為條件的。在後面，使徒將會清 

楚說明：丈夫不應該麻木不仁地管轄他們的妻子（2 5〜2 7 節） 。 

那些有權柄的人不應該「轄管」那些受帶領的人（林後一 2 4 ) 。 

但 是 ，妻子順服的回應 • 並非不加思索地順服他的領導，而是欣 

然地順服，不管丈夫是否留意到明確對他發出的命令。當代許多 

西方思想是：只有當丈夫愛妻子的時候，妻子才必須順服丈夫； 

那是與此大相逕庭的。我們已經看見：教會順服基督就引致福 

分 、成 長 、與神百姓的合一。類似地，妻子順服丈夫，想要以此 

尊崇主耶穌基督時，最終會為自己和別人帶來神的賜福。

3 4 馬 可 • 巴 特 （Barth, 620-21 ) 指 出 ：「凡事 j 不可能只是指盲目的順 
服 ，尤其是在它可能會違背神的命令的時候》另一方面，「匯集一分 
或短或長的免責清單，以 證 明 ■■凡事』的意思其實『不是凡事』 」 > 
是不恰當的（621)  !

35 G. W. K n igh t, ‘ Husbands and W ives，，1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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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2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22〜六9 )

五 2 5 . 妻 子 順 服 丈 夫 有 相 對 的 一 面 ，就是丈夫有责任愛他的 
妻 子 。36丈 夫 的 這 個 勸 勉 開 始 了 家 庭 法 規 的 第 二 個 主 要 的 段 落  

( 2 5 〜 3 2 節 ） 。37這 是 到 目 前 為 止 最 長 的 段 落 ，由 兩 個 部 分 組  
成 ：第 一 部 分 （2 5 〜2 7 節 ） • 勸 勉 丈 夫 要 愛 妻 子 ，如同基督愛教 
會 ，而 第 二 部 分 （2 8 〜3 2 節 ）則 重 複 這 個 勸 勉 ，並且再次以基督 

對 教 會 的 愛 和 丈 夫 對 自 己 的 愛 為 論 述 的 根 據 》
丈 夫 是 妻 子 的 頭 （2 3 節 ） ，雖然是在給妻子的勸勉部分提及 

的 （2 2 〜2 4 節 ） ，保 羅 在 這 裏 ，或 在 論 及 此 事 的 其 他 地 方 ，並不 

是 勸 丈 夫 要 轄 管 他 們 的 妻 子 。他 從 來 沒 有 告 訴 他 們 ： 「運用你們 
作 頭 的 地 位 」 ！他 反 而 一 再 勸 勉 他 們 要 愛 妻 子 （2 5 、2 8 、與 33 

節 ） 。這 就 包 括 每 一 個 丈 夫 都 必 須 為 了 妻 子 的 整 個 幸 福 ，而顯出 
不 止 息 的 關 懷 與 愛 心 的 服 事 。在 舊 約 聖 經 與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 
愛 的 命 令 要 求 那 些 說 話 的 對 象 要 全 心 回 應 （參 ：利 十 九 18 ；太五 
4 3 ，十 九 1 9 ) 。在 這 裏 ，讀 者 也 要 全 心 回 應 使 徒 的 吩 咐 。結 果 ， 

他 們 的 愛 就 包 括 意 志 的 行 動 ，而 不 單 是 情 感 上 或 物 質 上 的 回 應 。 
在 以 弗 所 書 前 面 ，將 愛 視 為 恩 典 ，是 所 有 的 信 徒 都 應 該 在 彼 此 的  
關 係 上 顯 出 的 （一 4 ，三 17 , 四 2 、1 5 、1 6 ，五 2 ) 。現 在 ，是 

在 夫 妻 關 係 上 對 丈 夫 的 要 求 。

3 6 意思不是像斯諾德格拉斯（3 2 1 頁 = Snodgrass，296 ) 所 聲 稱 的 •• 

「歸根結柢，順服和犠牲捨己的愛（a g a p e )是同義詞。」見 ：上文對 
五 2 1 、2 2 的註釋。

3 7 勸勉丈夫要愛妻子，在新約聖經之外只有偶爾出現（見 ：託福西萊德 
名 〔P seudo-P hocy lides〕195-97 ；和拉比傳統的《巴比倫他勒目》 
〈論叔娶寡嫂的婚姻〉 〔b. Yebamot ] 62b ；參 L in co ln , 374 ) ，而在 

聖 經 之 外 ，（iy d m i詞組根本沒有出現在希臘人的家庭規則中；如 W. 
Schrage, ‘ Zur E th ik  der neutestam entlichen H austa fe ln ’，NTS 21 

(1974—75)，1—2 2 ，尤其 12, 13 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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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 0 )

丈 夫 愛 妻 子 的 榜 樣 或 理 據 ，38是 基 督 對 教 會 的 愛 。接下來的 
子 句 就 詳 細 描 述 這 愛 的 特 性 ：為 教 會 捨 己 。39動 詞 「捨 」再次與 
反 身 代 名 詞 「己 」連 用 ，強 調 一 個 事 實 ：基 督 採 取 主 動 將 自 己 交  
於 死 地 （五 1 、2 ) 。祂 前 往 十 字 架 • 甘 心 犠 牲 自 己 ，為了祂的百 

姓 採 取 的 這 個 行 動 ，是 祂 對 他 們 的 愛 至 高 的 彰 顯 。這樣捨己的愛 
為 稍 早 的 呼 召 提 供 了 理 由 ：所 有 的 信 徒 都 要 效 法 神 ，在愛中彼此 
服 事 （1 、2 節 ） 。4° 現 在 • 它 提 供 了 基 礎 ，41來勸勉丈夫要為了

3 8 正如在四章3 2 節與五章2 節 ，K o tto g  k q { ( 「正如」）同時具有比較與 
原因的用法。它是新約聖經中的「效法」模式的一部分，將神或基督 
的 拯 救 作 為 ，尤其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犠牲，描繪為生活方式的榜 
樣 ，是信徒必須「效法」的 （見 ：四 3 2 的註釋） 。

3 9 斯 托 得 （2 2 7 頁= S to tt，2 2 7 ) 說 ：保羅使用五個動詞 ’ 說 明 了 「基督 
委 身 給 祂 的 新 婦 —— 教 會 —— 逐 漸 展 開 的 五 個 階 段 」 ，也就是 
「愛 」 、「捨己」 、 「洗淨」 、「〔使 〕成為聖潔」 、與 「獻 」 。他 

說 ：這 五 個 階 段 「描繪了基督從過去到未來的永恆對祂教會的眷 
顧 j  。基督愛教會一語，「出現在祂為教會捨己之前，似乎回顧了祂 
永恆的先存，祂那時就定意要愛祂的百姓》」雖然最後這一點在神學 
上是十分可接受的 > 但根據使徒在其他地方的用法，比較好還是把 
K a l i a o T i v  n a p 纟Scukev  u i r i p  a u r f ) ?  ( 「並且為她捨己」) 理解為 i iy d n r |a e v  

T n v  ^K K A n a ia v  ( 「〔基 督 〕愛教會」) 的 解 釋 。兩個詞語都是指十字 
架 。

4 0 注意以弗所書前面提及基督的死及其深遠意義之處：一 7 ，二 1 5 、
16 ，五 1 、 2 。

4 1 在 五 章 2 節 • 基督的愛與捨己的受詞是「我們」；在 2 5 節這裏重複 

這 句 話，除了將受詞改為「教會」之 外 。參 Bruce，386, 387 ；與 K. 
H. F leckenstein, Die Eheperikope, 1 8 7 。然 而 ’ 其間的差異未必表示 
「我們」個 人 與 「教會」全體有明顯的區別。



五、謹懷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2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22〜六9 )

妻 子 的 幸 福 而 犠 牲 自 己 的 利 益 。他 們 的 愛 是 以 基 督 對 教 會 的 愛 為  
榜 樣 ，意 味 著 他 們 最 終 甚 至 願 意 犠 牲 自 己 的 性 命 。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婚 姻 的 意 象 往 往 用 來 描 寫 耶 和 華 與 祂 百 姓 以  

色 列 之 間 聖 約 的 關 係 。42耶 穌 採 納 這 個 教 導 ，大 膽 地 指 祂 自 己 為  
新 郎 （可二  18〜 20 ；參 ：約 三 2 9 ) 。祂 將 自 己 描 繪 為 「耶和華的 

角 色 ，與 聖 約 之 民 締 結 了 神 聖 的 婚 姻 」 》43保 羅 在 哥 林 多 後 書 十  
一 章 1〜3 節 與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這 裏 擴 大 這 個 意 象 ，特 別 聚 焦 於 「屬 

天 新 郎 對 祂 的 新 婦 那 犠 牲 、堅 定 的 聖 約 之 愛 」 。44丈 夫 要 效 法  
的 ，正 是 這 犠 牲 的 愛 。

如 果 他 們 留 意 使 徒 的 這 個 吩 咐 ，丈 夫 們 的 行 為 就 不 會 表 現 出  
不 可 一 世 的 態 度 。婚 姻 生 活 的 所 有 領 域 都 會 以 這 種 捨 己 的 愛 和 饒  
恕 為 特 色 。創 造 者 原 來 命 定 的 次 序 ，受 到 罪 惡 的 轄 管 和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而 混 亂 ，而 且 以 肉 欲 之 愛 （e r o s ) 的 暴 虐 和 性 的 奴 役 告 終 ， 
現 在 卻 可 以 生 活 在 愛 與 饒 恕 中 。

五 2 6 . 如 果 基 督 對 教 會 的 愛 要 在 捨 己 上 作 為 丈 夫 的 榜 樣，那 
麼 也 要 在 它 的 目 標 上 做 他 們 的 榜 樣 （2 6 〜2 7 節 ） 。所 以 ，保羅接 

著 就 藉 著 三 個 目 的 子 句 ，詳 細 說 明 基 督 為 教 會 捨 己 之 愛 的 目 的 ： 
祂 要 使 教 會 「成 為 聖 潔 」 （2 6 節 ） ， 「可 以 獻 給 自 己 」 （27a

4 2 賽五十四5 〜 8 ；耶二 1〜3 ’ 三H 31〜32 ；結二十三章；何一〜三 

章 。進一步的細節見 R. C. O rtlund, Whoredom: God’s Unfaithful Wife 
in B ib lica l Theology (Le icester: A po llos , 1996) ’ 其焦點是「神的婚姻 
之 愛 ，以及… … 祂的百姓現在所行的邪淫，但最終他們將以忠心來回 
應 」 （176) 。

43 R. C. O rtlund, Whoredom, 1 3 9 。他補充說：「舊約聖經期盼耶和華與 
祂百姓的婚姻將要恢復，並且永遠享有；這盼望藉著耶穌自己的教導 
進入到新約聖經神學的架構中。」

44 斯托得 ’ 227 頁 =  Stott, 227 ；參 B ruce，3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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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節 ） ，並 且 使 她 成 為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 （2 7 c 節 ） 。正如上文所 

說 ：舊 約 聖 經 中 論 及 神 與 以 色 列 的 關 係 ，是 這 裏 用 於 婚 姻 類 比 背  
後 根 據 的 意 象 。尤 其 是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2 6 〜2 7 節的背景可能是以 
西 結 書 十 六 章 1〜 1 4 節 ，那 裏 描 寫 神 關 愛 、洗 淨 、迎 娶 、並以光 

輝 裝 飾 祂 的 百 姓 。45

三 個 目 的 子 句 的 第 一 個 ，說 明 基 督 為 教 會 捨 己 的 目 的 是 要 叫  

她 「成 為 聖 潔 」 。 「使 分 別 為 聖 或 使 成 為 聖 潔 」這個動詞的基本 
觀 念 ，是 把 某 個 人 分 別 出 來 歸 給 神 ，為 了 要 服 事 祂 。基督徒被描 
寫 為 「在 基 督 耶 穌 裏 成 聖 」的 人 （林前一  2 ) ，神已經奉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為 自 己 將 他 們 分 別 出 來 （林 前 六 11 ) 。2 6 節使用一個詞 
語 ，是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不 曾 出 現 過 類 似 的 措 辭 的 ，斷言教會是藉著 
基 督 的 死 被 分 別 為 聖 的 （注 意 強 調 位 置 的 「她 」 〔 《和 合 本 》作 
「教 會 」 〕） 。一 些 人 將 這 裏 的 動 詞 （和 一 般 的 成 聖 用 語 ）理解 

為 描 寫 道 德 更 新 與 改 變 的 過 程 ，46之 前 先 是 洗 淨 脫 離 罪 惡 。47但 
是 這 個 動 詞 是 指 教 會 正 被 帶 入 「與 神 的 一 個 全 然 獻 身 的 關 係 中 ， 
是 新 約 的 聖 潔 之 民 」 （參 ：林前一  2 ，六 1 1 ) ，48而不是指一個 

持 續 成 聖 的 過 程 ，而 分 詞 子 句 「用 … … 洗 … … 來 潔 淨 」 （ 《呂振

4 5 注 意 ：斯 諾 德 格 拉 斯 （ 3 2 1 -2 2 頁 = Snodgrass, 297-98 ) 近來所說 
的 ；參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50-5 1 。

46 注 意 ：例 如 ’ 斯托得 ’ 228 頁 =  Stott, 228; Hoehner，7 5 1 。

4 7 將不定過去式分詞Kaeoplao? ( 「洗淨」）理解為在「使成為聖潔」的 
動作之先。

48 D. G. Peterson, Possessed by Gorf, 1 3 6 。反 對 「一■般的假設，即新約聖 
經主要是將成聖視為一個過程」 ，他 認 為 其 「著重點在於成聖是個決 
定性的事件」 。史 納 肯 伯 （Schnackenburg，249 ) 與斯諾德格拉斯 
( 3 2 2 頁 =  Snodgrass，2 9 8 ) 都將以弗所書五章2 6 節 的 「成為聖潔」 

理解為基督拯救工作的一個綜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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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 2〜六9 )

中 譯 本 》 ） * 最 好 可 能 是 採 取 其 他 的 解 釋 （見 下 文 ） 。藉著祂犠 
牲 的 死 ，基 督 宣 告 教 會 是 厲 於 祂 自 己 的 ，要 成 為 祂 聖 潔 的 子 民  

( 參 ：2 7 節 ） 。 「基 督 死 了 ，為 要 將 教 會 獻 給 自 己 ，那是跟婚姻 

中 獨 佔 且 永 遠 的 關 係 類 似 的 》」49其 中 包 含 兩 個 因 素 ：從一切不 
潔 與 罪 惡 的 事 物 分 別 出 來 《分 別 為 聖 歸 給 神 和 祂 的 旨 意 。

與 基 督 使 教 會 分 別 為 聖 的 工 作 息 息 相 關 的 ，是 祂 「用水的 
洗 ，用 話 語 」 （ 《呂 振 中 譯 本 》 ）來 「洗 淨 」教 會 。這個洗淨用 
不 定 過 去 式 分 詞 表 達 ，往 往 被 認 為 是 在 主 要 動 詞 之 前 的 一 個 動  
作 ，譯 作 「既 已 洗 淨 」 （h a v in g  c le a n s e d ) 。5° 根 據 這 個 觀 點 ， 

教 會 的 洗 淨 被 認 為 是 在 她 的 成 聖 或 分 別 為 聖 之 前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這 是 將 成 聖 視 為 一 個 過 程 ） 。另 一 些 譯 本 與 解 經 學 者 認 為 這  
個 分 詞 的 動 作 是 與 動 詞 「成 為 聖 潔 」同 時 的 ，譯 作 「洗 淨 」 

( c l e a n s i n g ) 。51艾 伯 特 主 張 ：洗 淨 是 與 分 別 為 聖 同 時 發 生 的 ，

49 D. G. Peterson, Possessed by Gorf, 5 3 。分別出來歸腸於自己，這個含 
意顯然正是婚姻中所做的，因此適合以西結書十六章的意象。保羅是 
否 也 想 到 时 a s h 在拉比文獻中的特殊意義 ’ 意指在婚姻中「為自己 
分別出來」 （如 J. P. Sampley, 'And the Two \  4 2 -4 3 所認為的） ，是 
值得懷疑的。注意 B ruce，387; L in co ln , 375 ；與 Hoehner，754 提出 
的批判。

5 0 如 《修訂版》 、 《美國標準版 > 、 《修訂標準版 > 、 《新修訂標準 
版》 ；參 M eyer，294 ；與斯托得，227 頁 =  S to tt，2 2 7 。

5 1 《欽定本》 、 《新英語聖經》 、 《耶路撒冷聖經》 、《新國際版》 、 
《新耶路撒冷聖經》 ；參 ：晚近的許多解經學者 * 包 括 B arth，626; 

Schnackenburg, 249; L in co ln , 375 ；並注意斯諾德格拉斯 * 322 頁=  

Snodgrass, 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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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但 在 邏 輯 上 卻 先 於 後 者 。52然 而 ，根 據 晚 近 對 於 動 詞 觀 點 的 研  
究 ，主 要 動 詞 「使 成 為 聖 潔 」 （不 定 過 去 式 假 設 語 氣 ）與不定過 
去 式 分 詞 「洗 淨 」都 不 是 基 於 時 間 。因 為 分 詞 在 此 是 在 主 要 動 詞  
之 後 ，這 個 洗 淨 可 能 是 與 使 成 為 聖 潔 同 時 發 生 的 。53這兩個不定 
過 去 式 將 每 一 個 動 作 都 視 為 完 整 的 全 體 （不 是 已 經 完 成 的 ） ，任 
何 時 間 的 指 涉 都 必 須 從 上 下 文 來 決 定 。這 樣 ，最好是將這 分 詞 理  
解 為 指 藉 以 完 成 主 要 動 詞 之 動 作 的 方 法 。基 督 為 教 會 而 死 ， 「要 
藉 著 洗 淨 她 來 使 她 成 為 聖 潔 」 （ 《新 修 訂 標 準 版 》 ） 。洗淨是指 
除 掉 罪 惡 ，而 成 為 聖 潔 則 聚 焦 於 分 別 出 來 歸 給 神 。使用系統神學 

的 範 疇 來 說 ，這 裏 所 著 眼 的 是 地 位 的 或 決 定 性 的 成 聖 ，而不是漸 
進 的 成 聖 。

這 個 洗 淨 是 「用 水 的 洗 • 用 話 語 」 （ 《呂 振 中 譯 本 》 ）成就 
的 （參 ：多 三 5 ) 。許 多 解 經 學 者 假 定 「這 洗 」是 指 洗 禮 。54但提 

及 洗 或 水 ，未 必 就 是 指 洗 禮 ，而 且 這 整 封 信 中 唯 一 提 及 這 個 主 題  
的 就 只 有 四 章 5 節 ，那 裏 將 它 列 在 七 項 信 仰 告 白 裏 面 ，但並沒有 

特 別 強 調 。倒 不 如 說 《當 保 羅 談 到 「洗 」的 時 候 ，就像在哥林多

52 A bbo tt, 1 6 8 。近 來 ，霍 納 （Hoehner, 752 ) 依循這個觀點 ’ 主 張 ：這 
個分詞是指分別為聖的方法、態 度 、或 原 因 （！） ，這個措辭最好翻 
譯 為 「目的是既已洗淨她，就可以將她分別為聖」 。

5 3 波特爾的研究已經說明：在保羅書信全集中，跟在主要動詞之後的不 
定過去式分詞（總 數 1 2 0 中 佔 4 2 次 ）顯 示 出 「一個朝向同時發生之 
動作的確定傾向」 （S. E. Porter, W rb d  Aspect，3 8 4) (引用以弗所 

書五章2 6 節為例） 。

5 4 定 冠 詞 「道洗」 （珣 A o o rp v )被一些人認為是指特定的事件，而且聲 
稱讚者可能會想到他們受洗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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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S 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前 書 六 章 1 1 節 ，他 的 焦 點 是 在 於 基 督 所 成 就 的 羼 靈 潔 淨 • 而不是 

洗 禮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從 來 沒 有 說 過 教 會 受 洗 ！ 55

再 者 ，2 6 節 比 較 像 是 受 到 以 西 結 書 十 六 章 8 〜 1 4 節的婚姻意 

象 與 猶 太 婚 禮 習 俗 在 婚 前 的 洗 滌 的 影 響 ，過 於 受 到 洗 禮 考 量 的 影  
響 。所 以 ， 「用 水 的 洗 」一 語 很 可 能 有 次 要 的 指 涉 ，指新娘的沐 
浴 。56當 耶 和 華 與 耶 路 撒 冷 進 入 婚 約 時 ，祂 就 用 水 洗 她 ，洗淨她 
身 上 的 血 （9 節 ） ，用 油 抹 她 ，為 她 穿 上 華 麗 的 衣 裳 • 使她異常 

美 麗 ，配 得 王 后 的 尊 榮 》基 督 為 教 會 而 死 ，是 要 用 水 的 洗 將 她 洗  
淨 ，藉 此 使 她 成 為 聖 潔 ，這 跟 新 娘 的 沐 浴 類 似 。

大 多 數 解 經 學 者 都 把 最 後 的 片 語 「藉 著 道 」與緊接在前的詞 
語 「水 的 洗 」緊 密 連 在 一 起 ，將 之 理 解 為 伴 隨 著 洗 禮 的 。因 此 ， 
將 它 翻 譯 為 「帶 著 道 」 ，解 釋 為 洗 禮 的 信 仰 告 白 ，或 對準備接受 
洗 禮 的 人 宣 告 的 洗 禮 慣 用 語 。這 些 解 經 學 者 聲 稱 ：後者包括提及 
基 督 的 名 （參 ：徒二  3 8 ) ，因 而 指 祂 已 經 為 信 徒 成 就 的 事 。但 
是 ，我 們 已 經 對 於 2 6 節 是 否 提 及 洗 禮 發 出 了 嚴 重 的 質 疑 ，而 

「道 」字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從 未 與 洗 禮 連 用 》較好的 解 釋 是 將  
「藉 著 道 」這 個 片 語 與 「洗 淨 」連 在 一 起 * 將 之 理 解 為 意 指 「藉 

著 福 音 的 道 」 》這 顯 然 正 是 「道 」這 個 特 殊 詞 語 在 以 弗 所 書 其 他  
地 方 的 用 法 ，即 所 傳 講 的 福 音 的 道 ，是 被 聖 靈 用 作 祂 的 寶 劍 的  

( 六 17 ; 參 ：羅 十 8 、17 ; 來 六 5 ；彼前一  25 ) 。而 且 ，這與此 

一 詞 語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每 一 次 的 用 法 一 致 （除 了 林 後 十 三 1 之 
外 ） ，後 者 是 指 從 神 或 基 督 而 來 的 話 。在 目 前 的 上 下 文 中 ，使徒 
斷 言 教 會 是 藉 著 靥 靈 的 潔 淨 而 成 為 聖 潔 的 （ 「用 水 的 洗 」 ） ，而

5 5 如斯諾德格拉斯（3 2 2 -2 3 頁= Snodgrass, 298 ) 所 說的》

5 6 晚 近 的 一 些 解 經 學 者 ，包 括 布 魯 斯 、林 康 、與 霍 納 （參 T. 
M o r i t z ) ，贊成這是暗指新娘的沐浴。

689



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且 這 是 藉 著 福 音 那 潔 淨 的 道 成 就 的 —— 這 含 意 類 似 於 我 們 的 主 所  
說 的 ，祂 的 門 徒 被 祂 所 說 的 道 洗 淨 且 成 為 聖 潔 了 （約 十 五 3 • 十 
七 1 7 ) 。57這 個 字 不 是 在 「用 水 的 洗 」完成的靥靈潔淨之外附加 
的 東 西 ，而 是 福 音 恩 典 的 道 ，是 藉 以 成 就 這 潔 淨 的 方 法 》在目前 
的 上 下 文 中 ，這 是 愛 的 道 • 藉 此 ， 「新 郎 與 自 己 的 『新 婦 』契 
合 ，在 愛 中 帶 領 教 會 歸 祂 自 己 。」58

基 督 為 教 會 捨 己 ，要 藉 著 洗 淨 她 而 使 她 成 為 聖 潔 。這個洗淨 
是 藉 著 屬 靈 的 洗 完 成 的 ，後 者 則 是 透 過 基 督 在 福 音 中 的 恩 典 之  
道 。祂 對 教 會 的 愛 ，其 目 的 與 目 標 ，以 及 捨 己 的 本 身 ，都要作為 
丈 夫 的 榜 樣 （2 5 節 ） 。基 督 完 全 捨 了 自 己 ，是 要 使 教 會 成 為 聖  

潔 ，並 且 潔 淨 她 ；據 此 看 來 ，丈 夫 應 該 完 全 致 力 於 妻 子 的 整 個 幸  
福 ，尤 其 是 屬 靈 的 福 祉 。

五 2 7 . 基 督 這 個 聖 別 且 洗 淨 的 工 作 ，其目標—— 因此也是祂 
為 教 會 捨 己 之 愛 （2 6 節 ）的終極 目 的 —— 是 「可 以 獻 給 自 己 ’ 做 

個 榮 耀 的 教 會 ，毫 無 玷 污 、皺 紋 等 類 的 病 ，乃 是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的 。」正 如 在 2 6 節 • 基 督 是 那 使 教 會 成 為 聖 潔 的 ，祂在這裏也照 

樣 是 要 將 榮 耀 的 教 會 獻 上 的 主 詞 。在 歌 羅 西 書 中 ，也出現將信徒 
獻 上 為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的 一 般 觀 念 ，但 完 全 沒 有 明 確 提 及 婚 姻  

( - 2 2 ) ，而 根 據 哥 林 多 後 書 十 一 章 2 節 ，保 羅 作 為 新 郎 的 朋  

友 ，其 角 色 乃 是 將 哥 林 多 人 獻 給 基 督  > 彷 彿 頁 潔 的 童 女 。然 而 ， 
在 以 弗 所 書 這 裏 * 加 上 了 人 稱 代 名 詞 「自 己 」 （中文譯本都未譯

5 7 許多人認為片語 tv  (SnMflTi ( 「藉著道」）是指潔淨的附加物。這洗淨 
是 藉 著 水 的 洗 為 媒 介 成 就 的 • 而 且 伴 隨 著 所 傳 講 的 基 督 的 話 ； 
Hoehner, 754-7 ；參 L in co ln , 3 7 6 。加 爾 文 (C a lv in , 2 0 6 - 7 ) 把 「水 
的洗」當做是指洗禮，而 「道 」是解釋聖禮記號之意義的應許》

58 D. G. Peterson, Possessed by God, 53 » 依循 Barth, 6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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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連 同 反 身 代 名 詞 「給 自 己 」 ，保 羅 越 過 了 他 的 一 般 說 法 ， 
強調是基督 —— 不 是 新 郎 的 朋 友 ，也不是新婦自己—— 將教會獻給 
祂 自 己 的 （參 《恢 復 本 》 「祂 好 獻 給 自 己 」 ） 。祂做成了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所 需 的 一 切 。

這 樣 將 教 會 當 做 祂 的 新 婦 獻 上 ，是 「榮 耀 的 」 ，59這個詞語 
可 能 反 映 了 以 西 結 書 十 六 章 10〜 1 4 節 的 意 象 • 那裏說耶和華為祂 

的 新 婦 穿 戴 華 麗 的 衣 裳 與 珠 寶 ，使 她 「十 分 美 貌 ，是 因我加在你 
身 上 的 威 榮 ；這 是 主 耶 和 華 說 的 」 （1 4 節）。6(1保羅沒有說這會在 

何 時 發 生 • 但 他 似 乎 可 能 是 想 到 基 督 的 再 臨 ，因 為 得 榮耀的教會 
將 會 在 那 時 永 遠 與 基 督 同 在 ，而 且 將 會 被 視 為 「榮 耀 的 」 。61這 
樣 解 釋 的 理 由 如 下 ：

( a ) 將 「榮 耀 的 」理 解 為 神 在 末 日 臨 在 時 的 末 世 性 光 輝 與 明  
亮 ，好 過 於 指 教 會 現 今 有 分 的 榮 耀 。這 榮 耀 是 神 的 光 輝  > 是祂的 
臨 在 所 照 射 並 彰 顯 出 來 的 。 接 著 在 2 7 節 的 陳 述 ，將教會描繪為 

「毫 無 玷 污 、皺 紋 等 類 的 病 」 ，詳 細 解 釋 了 「榮 耀 」的 意 義 ，而 
且 ，根 據 接 著 的 目 的 子 句 （叫 教 會 可 以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 ，最

五 、謹愼自己如何 生 活 ：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 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 2 〜 六 9 )

59 vEv8o^o? ( 「出色的；榮 耀 的 ，燦爛的」）用來指君王宮廷中可以見到 
的精緻衣裳（路 七 2 5 ) ，耶穌所行的「榮耀的」事 （十 三 17 ) ，以 
及哥林多人認為他們自己是「有榮耀的」 ，與 使 徒 們 相 反 （林前四
10 ) ; 參 B A G D ，263 ；與 Louw and N ida, § 7 9 .1 9 。

6 0 參 L in co ln , 3 7 7 。晚近對於以西結書十六章的一個解釋，見 R. C. 
O rtlund, Whoredom, 1 0 1 -1 7 。

61 一些學者認為基督要將教會獻給自己是發生在現今這個世代，包括史 
納 肯 伯 、林 康 、貝 斯 特 、與斯諾德格拉斯；而另一些人主張是指基督 
再 臨 時 ，包括加爾文、梅 爾 、桑 普 雷 、斯 托 得 、布 魯 斯 、莫 理 斯 、與 
霍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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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好 是 理 解 為 指 著 在 末 日 時 属 靈 與 道 德 上 的 完 美 。榮 耀 是 「主所賦 
予 她 的 完 美 特 性 」 。62

( b ) 動 詞 「獻 」出 現 在 保 羅 書 信 的 文 脈 中 * 只 能 是 指 末 日 （林 
後 四 14 ; 參 ：羅 十 四 10 ；林 前 八 8 ) 。63特別是當這個動詞用在 

一 些 地 方 （如 ：西一 2 2 、2 8 ) ，以 相 同 的 （「聖 潔 」 、 「沒有瑕 

疵 」 ）或 類 似 的 詞 語 （ 「無 可 責 備 」 、 「完 完 全 全 地 」）聚焦於 
大 審 判 的 場 合 ，就 更 是 如 此 。信 徒 將 會 在 基 督 再 臨 時 完 美 無 瑕 地  
被 獻 給 基 督 。

(c ) 在觀念上最接近目前這處經文的類似句子出現在哥林多後 
書 i ^ 一 章 2 節 ，保 羅 在 那 裏 說 他 將 哥 林 多 教 會 的 人 如 同 「貞潔的 

童 女 」獻 給 基 督 。最 好 是 將 它 理 解 為 發 生 在 世 界 末 日 時 （林後十 
一 2 ) ，64因 此 ，這 就 類 似 啟 示 錄 二 十 一 章 9 〜 1 1 節 ，那裏顯然是 

在 基 督 再 臨 時 ，基 督 的 「新 婦 」將 要 被 獻 給 祂 ， 「有 神 的 榮  
耀 」 。

( d ) 最 後 ，如 果 因 為 以 弗 所 書 在 末 世 論 方 面 乃 是 著 重 「現在 

〔已 經 實 現 〕」的 部 分 、過 於 ^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的 部 分 ，就
主 張 必 須 照 樣 解 讀 2 1 節 ，藉此進一步地證明這封書信不是出自保 

羅 手 筆 ，乃 是 不 當 的 。就 像 一 般 所 接 受 的 保 羅 書 信 一 樣 ，以弗所 
書 除 了 已 經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陳 述 之 外 ，也 包 含 未 來 末 世 論 的 陳 述  
( 見 9 4 -1 0 0  頁 ） 。

62 Bruce, 3 8 9 。

6 3 動 詞 napaoTficTm ( 「獻 」）往往用於法律用語，意 思 是 「把另一個人 
帶到法庭前」 。 一 些人就是這樣理解哥林多前書八章8 節與哥林多後 
書四章 1 4 節 （參 ：羅 十 四 10 ；提後二 15 ) 。

64 參 P. Barnett,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Grand Rapids/ 

Cambridge: Eerdmans, 1997)，499 o 參 Bruce, 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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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慎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9 )

現 在 從 肉 身 的 角 度 來 描 寫 「榮 耀 的 」教 會 是 何 意 義 。保羅使 
用 一 個 可 愛 的 年 輕 婦 女 的 意 象 ，說 她 毫 無 玷 污 、皺 紋 等 類 的 病 。 
當 基 督 將 祂 的 新 婦 獻 給 自 己 的 時 候 ，甚 至 連 有 損 於 她 皮 膚 光 澤 的  
最 小 斑 點 或 皺 紋 都 沒 有 ，她 那 無 與 倫 比 的 美 麗 沒 有 一 點 兒 缺 點 。 
她 的 光 輝 將 會 是 高 雅 、無 可 超 越 、無 可 匹 敵 的 。因為現今在地上 
的 教 會 「往 往 衣 衫 襤 褸 且 破 爛 ，齷 齪 而 醜 陋 ，受 藐 視 且 被 拒  
絕 」 。65基 督 的 百 姓 可 能 公 正 地 被 指 責 為 有 許 多 的 缺 點 與 失 敗 。 
但 神 恩 典 的 旨 意 是 要 叫 教 會 成 為 聖 潔 、沒 有 瑕 疵 的 ，這樣的措辭 
是 說 到 道 德 與 屬 靈 上 的 美 麗 。這 兩 個 詞 都 已 經 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神 從 創 立 世 界 以 前 就 揀 選 了 信 徒 ，目的是要叫他們在祂面前 
成 為 聖 潔 、無 有 瑕 疵 （一 4 ) 。在 歌 羅 西 書 中 ，也用這兩個詞指 
在 末 世 、在 基 督 再 臨 時 將 信 徒 呈 獻 在 神 面 前 （西一 2 2 ) 。聖潔與 
沒有瑕疵將會是基督新婦—— 教會—— 在 那 榮 耀 之 日 的 特 徵 。

五 2 8 . 丈 夫 已 經 受 到 勸 勉 要 愛 他 們 的 妻 子 （2 5 a 節 ） 。這個 

命 令 的 理 由 和 實 例 是 基 督 對 教 會 那 捨 己 的 愛 （2 5 b 〜2 7 節 ） 。現 

在 ，再 次 勸 勉 丈 夫 要 愛 妻 子 時 ，引 用 基 督 的 愛 作 為 結 論 的 應 用  
( 照 樣 ） 。66保 羅 以 一 個 強 調 責 任 的 動 詞 來 加 強 他 的 斷 言 ，說明 

了 2 5 〜2 7 節 的 重 點 ： 「丈 夫 當 愛 妻 子 。」

65 斯托得 ’ 228 頁= Stott, 2 2 8 。

66 O u t u ,?  ( 「如 此 ，照樣」）可能是指向接下來的#  ( 「如同」） ，結 
果就翻譯為「丈夫也當照樣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 （如
《和合本》 ；參 ：3 3 節 ） ；注 意 Bruce, 391 ；與 Schnackenburg, 

252 » 但 是 ，持平而論 • 比較好是將 0知叫kcci ( 「也照樣」）理解為 
以 2 5 節 的 kccWm; k « (  ( 「正如」) 開始之陳述的結論。那 麼 ，合適的 
翻 譯 是 ：「正如基督也愛教會… … 丈夫也當照樣愛他們的妻子》」這 
種行文結構類似2 4 節 （「教 會 怎 樣 〔化 〕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 
C oOto? k « ! ] … … 」 ） ，而且在保羅書信其他地方也不是不常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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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他 們 要 愛 自 己 的 妻 子 ，如 同 愛 自 己 的 身 子 。這個陳 述 相 當 令  
人 驚 訝 ，被 認 為 是 ：（1) 從基督的愛那樣崇高之處降到愛自己這個 
相 當 低 的 標 準 上 ；（2 ) 太 過 貶 低 人 格 且 有 失 體 面 ，因為只把妻子視 
為 有 如 丈 夫 的 身 體 ；67或 （3 ) 充 其 量 只 是 一 個 老 生 常 談 ，在其關 
心 自 己 的 進 路 上 相 當 務 實 。68但 是 ，問 題 要 比 這 些 看 法 更 為 微  
妙 。這 個 陳 述 暗 示 了 第 二 大 的 誡 命 ， 「要 愛 人 如 己 」 （利十九 
1 8 ) ，直 接 引 至 丈 夫 應 該 要 愛 他 最 親 最 近 的 人 ，就 是 他 的 妻 子 》69 

布 魯 斯 就 這 樣 主 張 ，他 指 出 ：利 未 記 十 九 章 1 8 節 的 「鄰 舍 」

( 《和 合 本 》譯 為 「人 」 ） • 「雅 歌 中 的 良 人 在 對 他 的 佳 偶 說  
話 、或 對 別 人 談 到 她 時 」一 再 使 用 （歌一  9 、1 5 ，二 2 、1 0 、 
1 3 ，四 1 、7 ，五 2 ，六 4 ; 用 的 是 其 希 伯 來 文 的 陰 性 字 形 ） 。10

(羅五 12 與 1 8 ，五 1 9 、2 1 ，六 4 ) 。參 J. P. Sampley, 'And the 

Two \  141; Barth, 630; L in co ln , 378 ；與 B. W ithe ring ton , Women, 

5 9 。 見 Hoehner, 7 6 2 - 5 的 詳 盡 討 論 ，包括他對文本鑑別問題的論
述 。

如 ：梅 爾 、艾 伯 特 、與 馬 可 • 巴 特 。為了消除困難 * 把 希 臘 文 化 tq  
^aurdiv ooS^ara的意思理解為「如同是他們自己的身體」 。但下一個句 
子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2 8 b 節 ） ，卻支持它顯而易見的意義， 
而 3 3 節 表 明 ：4  ^auTOv ( 「如同自己一樣」）就 等 於 #  Td ^auTdiv 

aw^aTa ( 「如同自己的身子」） 。見 L in co ln , 3 7 8 等 。

注意 E_ Best, Ephesians (1993), 7 9 。

如 J. P. Sampley，‘And the Two \  3 2 -2 3 ，139-42; Bruce, 391; G. W. 

K n igh t, ‘ Husbands and W ives ’ ，172，173; M orris , 186 ；與斯諾德格 
拉 斯 ， 3 2 1  頁 =  S n o d g r a s s ，2 9 7 。林 康 （L i n c o l n ，3 7 8 ,  3 7 9  ) 認 為 ：
3 3 節反映了利未記十九章1 8 節的用語，但 2 8 節論述的思路卻未必如 
此 （參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steryt 1 4 9，與 Hoehner, 765 ) 。

Bruce, 39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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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 镇 自 己 如 何 生 活 ：一 般 性 的 與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 （五 15〜 六 9 )
2 .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 關 係 （五 22〜 六 9 )

利未記與以弗所書都假定一個人會關注自己的利益和福祉。同樣 

地 ，耶穌在祂的「金科玉律」中勸勉聽眾：他們希望別人如何對 

待他們，也要照樣對待別人（太 七 1 2) 。

使 用 「如同自己的身子」 ，而 非 「如同自己」 （利未記經文 

的相同用語） ，大概是因為創世記二章2 4 節的影響，後 者 是 31 

節引用的。舊約聖經這處經文宣告說：在婚姻中，夫妻本為「一 

體 」 。在以弗所書五章的上下文中，「身體」與 「肉身」是意義 

相同的（注 意 ：《和合本》在 2 8 節與 2 9 a節兩次使用「身子」 ， 

但原文不同；參 《呂振中譯本》與 《思高聖經》 ，都將不同的原 

文區分為「身體」與 「肉身」） 。這樣一來，夫妻就被視為一個 

人 ，是單一的實體。所 以 ，丈夫要愛妻子如同自己的身子，這個 

責任不單是愛別人像愛自己一樣。事實上，那就是愛自己。71最 

後 ，丈夫愛妻子如同自己的身體，這觀念反映出了基督的榜樣， 

祂對教會的愛可以視為愛祂自己的身體（參 ：2 3 、3 0 節） 。

五 2 9 . 當使徒繼續勸勉丈夫要愛妻子時，支持並閩述他的陳 

述 ，即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畢竟72從來沒有人恨惡73自己的 

身 子 ，總是保養顧惜」 （《新國際版》） 。人看自己的身體為重

71 然 而 ’ 注意 G. W. Dawes, The Body, 153-54 的討論。

72 r d p 用作強調的語助詞（「確實 ，誠 然 」） ；注 意 ：羅二 25 ； J. P. 
Sampley, 'And the Two \  143 即如此主張；參 B A G D ，1 5 2 。又進一步 
以語助詞 ttoh ( 「從來」）來強化這一點◊

7 3 這裏的不定過去式（知(a ip e v )被 視 為 「格言的」或無時間性的，因為 
它表達一般性的事實* 在此是一個格言諺語，沒有特殊的時間指稱。 
K. L. M cKay, A New Syntax, 47 艮 匕 主 張 ；參 S. E. Porter, Idioms, 

3 8 ，他評論說：「使用語言的人用來指稱事件的方式之一，不是單單 
將它們視為侷限於時間的領域（過 去 、現 在 、或未來） ，而是視為超 
越 時 間 ，或許是代表慣常發生的那種事，尤其是在自然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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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要 ，是理所當然的。雖然有些古怪的人會進行自殘，苦修主義者 

有時認為讓身體不舒服是值得稱讚的，人們通常不會這麼做。

相反地，每個人，保羅特別想到作丈夫的*都盡一切可能來 

照顧自己的身體（直 譯 「肉身 」） 。74他 「保養」 、「顧惜」身 

體 ，這兩個詞語充滿情感，是取自護理用語，與恨惡自己的身子 

恰恰相反。「保養」後來也出現在家庭法規中，指 父 親 「養育」 

兒 女 （六 4 ) ，而 「顧惜」出現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7 節•指 

保羅關心帖撒羅尼迦人，如同一個護士關心照顧自己的孩子一 

樣 。然而 > 兩個詞也以倒過來的順序出現在蒲紙文獻中，描寫丈 

夫根據婚約應盡的責任：他 必 須 「顧 惜 、保養她，並為她提供衣 

服 」 。75在以弗所書五章的思路中，丈夫溫柔地保養並珍惜他的 

妻 子 ，是非常合適的，因為兩人其實已經成為「一體」了 （31 

節 ） 。

但 是 ，保羅再次訴諸於基督那偉大的榜樣。76基督的身體， 

就是教會，儘管有許多不完美之處，基督卻保養、並溫柔地照顧 

她 。祂既是頭，又是救主（一 2 2〜2 3 ，四 15 , 五 2 3 ) 。祂為教 

會捨己，為要使她成為聖潔（五 2 5 、2 6 ) ，祂不斷地提供她所需

74 2 8 a 節 稱 為 「身 子 」 （c n ^ o ra )的 ，在 2 8 c 節 變 為 「自己」 Uotu- 

t 6 v  ) ，在 2 9 a 節 變 為 「肉 身 」 （adp纟； 《和 合 本 》仍 譯 為 「身 
子 」） 。 「肉身」 （crdp4)在 此 與 「身 子 」 （郝叫）交 替 使 用 ，所以 
沒有任何負面的含意。大多數解經學者同意：在 此 改 用 「肉身」 •是 
為了 3 1 節 引 用 創世記二章 2 4 節 先 行 鋪 路 ：「二人成為_ «  ( £ k  
<«iipKa ji(av ; 直 譯 『一個肉身』） 。

75 細節見 G n ilka , 285; Schnackenburg, 253 ；與 L in co ln , 379-80 °

7 6 在以弗所書中，再 次 以 K O te #  KQ ( ( 「正像… … 一樣」) 引入與基督的 
比 較 。見 ：四 3 2 的註釋。

696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褰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的滋養與成長（四 11〜1 6 ) 。77所 以 ，每一個丈夫都要效法基督 

的榜樣，全心地珍愛、並溫柔地照顧自己的妻子。

五 3 0 . 保羅以一個莊嚴宏偉的陳述來支持78他的勸勉，強調 

一個事實：他與他的讀者都必須與基督如此親密地聯合，成為祂 

的一部分。在前面的論述中說到基督對教會的關愛•全都適用在 

他們身上。他 們 （和我們）已經被接納進入基督裏面，現在是祂 

身體上的肢體，就是祂保養顧惜的對象。「對於保羅而言，『身 

〔體 〕』不是一個含糊籠統的教會觀念；相反地，這個詞語表達 

了信徒與基督的聯合為一。」79確 實 ，這個真理是這麼與個人息 

息 相 關 ，以致保羅中斷他的行文，改用第一人稱複數的「我 

們 」 ，藉此將自己包括在這有福的範圍內。就像他們一樣，他也 

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而且知道自己必蒙祂保養、顧 惜 。在以弗 

所書前面，說基督徒是互相為肢體，這為說誠實話提供了神學的 

動 機 （四 25 ) ；現在則斷言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8°

再 者 ，在本段的思路中，基督與祂的教會之間的關係，不單 

被描繪為丈夫與妻子在婚姻中的關係理想的典範，也是將他們與 

其他基督徒都包括在內的實際》81丈夫與妻子，就像其他信徒一

7 7 亞 諾 德 （A rno ld , 1 2 7 ) 認 為 ：這 個 「保養」裏的一個因素是為信徒提 
供神的能力，使他們能從事屬靈的爭戰》

78 墨 瑞 慈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34 ) 以相當篇幅討論 29 節 
與 3 0 節的關連 , 認為可能不應該過度強調ST l表原因的用法。他偏好 
翻 譯 為 「畢竟」 ，而 不 是 「因為」 。

7 9 斯諾德格拉斯 ’ 3 2 3 頁 = Snodgrass, 2 9 9 。

8 0 參 Robinson, 2 0 8 ，他 說 ：「在此強調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正 如 2 5 節 
強調整體中的一些部分與其他部分的關係一樣。」

81 Schnackenburg, 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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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樣 ，深深受惠於基督，因為他們知道祂每一日都愛他們，珍惜他 

們 。這處經文提醒「丈夫與妻子回想他們共同擁有的，因為他們 

都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 。M 因 此 ，丈夫既然瞭解基督溫柔 

的情感與保養，就當效法這個榜樣來愛他的妻子。83

五 3 1〜3 2 . 保羅使用了主耶穌基督保養顧惜祂的教會為榜 

樣 ，再次勸勉丈夫要愛妻子（2 8〜2 9 節 ；參 ：2 5〜2 7 節 ） 。他提 

醒他的讀者們：他們已經是基督溫柔照顧的接受者。畢 竟 ，他們 

與他們的主有親密的聯合，成為祂的一部分（3 0 節 ） 。現 在 ，使 

徒要來到本段的高峰，他引用為他這一整個思想提供基礎結構的 

經 文 ，就是創世記二章2 4 節 ，這是舊約聖經中論及神對婚姻的計 

劃最根本的陳述。84在它原來的上下文中，創世記第二章的敘事 

者描寫神如何從男人的肋旁創造女人，成為他的伴侶。然後補充 

說 ：「因 此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舊約聖經這處關鍵經文，是引自《七十士譯本》 ，85在 2 8 節 

開始就已經隱隱浮現：「體 」一 詞 （出現在創二 2 4 ) 已 經 在 29 

節使用，與 2 8 節 的 「身子」交替使用。這個引句出現時並沒有開 

頭的引介語，而它開頭的片語 為 這 個 緣 故 ，被不同的人詮釋為將

82 G. W. Dawes, The Body, 1 5 6 。

8 3 後來的一些古抄本加上了，「就是祂的骨、祂的肉」 （如 《和合本》 
小字所反映的） • 來 詳 述 「祂身上的」這個片語。這顯然是從創世記 
二 章 2 3 節而來的。見 L in c o ln ，3 5 1 的文本說明。

84 Foulkes, 1 6 1 。

8 5 措 辭 只 與 《七十士譯本》稍 微 不 同：6 v rl to u to u  ( 「為這個緣故」） 
取代了〖VCKCV to u to u  ( 「因為這個緣故* 因為這個理由」） * 在 Trcnipa 

( 「父 」）與 MnWpa ( 「母 」）之後省略了所有代名詞MtoO ( 「他 
的」） 。這些對於整體的意思毫無影響（然 而 * 見下一個註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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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9 )

2 2〜3 0 、2 5〜3 0 、或 2 9〜3 0 節連到創世記的經文。根據我們的 

判 斷 ，創世記二章 2 4 節這處經文在此是回頭指向3 0 節 ，「因我 

們是祂身上的肢體。」沒有開頭的引介語，是因為開頭的片語， 

為這個緣故，與保羅的論述非常吻合，也合乎邏輯。86保羅非常 

清楚地知道舊約聖經這處經文字面的意義，但現在他說：這是指 

基督與祂的教會的聯合，因而為了他所斷言的信徒是基督身體上 

的肢體提供理據。因為特別聚焦於基督與教會之間屬靈的婚姻， 

只有引句的後半，「二人成為一體」 ，適合於保羅的目的》87

使徒接著評論說「這是極大的奥秘」 （3 2 節 ） ，88也就是意 

義深遠且深邃的。然 而 ，在我們能以理解這個出了名的難題之

8 6 亦 見 ：弗 四 25〜2 6 與 六 2 ，那裏將舊約聖經的引句與它們新的文脈天 
衣無縫地融成一體，沒有出現在以弗所書四章8 節 與 五 章 1 4 節的那 
種開頭的引介語。參 R. C. O rtlund, Whoredom, 153 » 另一方面’ 墨瑞 
慈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 3 5 ) 認 為 ：從 《七十士譯本》的 
文本改變為AvtI t o u t o u  ( 為這個緣故）是刻意如此的，使得從 3 0 節轉 
接 到 3 1 節時更加流暢。然 而 ，他 認 為 30〜3 2 節是作為「一個解釋性 
的題外話」 ，不是整個段落「在句法上的高峰」 （ 135-36 ) ，這一點 
卻是不正確的。對於保羅的論述而言• 這幾節經文遠比墨瑞慈的說法 
更為重要，凸顯出基督一教會之關係的重要性（墨瑞慈始終低估了這 
一點的重要意義） 。見下文。

8 7 大多數解經學者都如此認為。這並不表示引句的每一部分都適用於基 
督與教會，因而採取寓言的方式來解釋，指基督離開天上的父母• 為 
了要與教會聯合，這種說法根本是錯誤的（參 L in co ln , 3 8 0 ) 。

8 8 比較好是將M y a 視為敘述用法的形容詞，「這奧秘是大的」 （《呂振 
中譯本》 、《思高聖經》 、 《修訂版》 、 《美國標準版》 、 《新美國 
標準版》） • 以 toOto  ( 「這 」）修飾叫o n ip io v  ( 「奧秘」） ’ 而不是 
將它視為形容用法的形容詞，「這是極大的奧秘」 （《和合本》 、 
《現代中文譯本》 、 《新譯本》 、 《欽定本》 、 《新英語聖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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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前 ，必須先處理幾個不同的問題，雖然它們也是相關的：首 先 ， 

「這奧秘」一語是甚麼意思，以及它與這個詞語在以弗所書中的 

其他出處是否一致？第 二 ，「這奧秘」是指甚麼？還有第三，在 

這裏的上下文對它有何說明？

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下列幾個是比較重 

要 的 ：

( 1 ) 「奧秘」是指婚姻關係。

認 為 「這奥秘」是指婚姻關係的觀點，採取兩個主要的形 

式 。第 一 ，羅馬天主教的神學家，根據他們的「聖禮」神 學 ，認 

為這是說到人間的婚姻。《武加大譯本》 （V u lg a te ) 把這個希臘 

字譯為「聖禮」 （sacram entum) ，天主教教義主張婚姻制度傳達 

恩 典 。

第二是比較普遍的，一些解經學者聲稱：這個段落是論及基 

督徒夫妻的生活，是出自於保羅對婚姻的觀點（2 2〜3 0 節 ） ，因 

為創世記二章 2 4 節顯示出這樣的關係確實符合婚姻是「一體」的 

意義》根據這種觀點，保羅在 2 2〜3 0 節論述的思路是關於人間的 

婚 姻 。基督與教會的關係是這要旨中附帶一提的，與夫妻關係若 

有任何類似之處，都只是說明性的》稍早論及基督，只是補充用 

的 ，因為它對保羅的教牧勸勉而言只是附帶一提的。89

《新國際版》 、 《新修訂標準版》 ） 。前 一 個 表 達 了 「這奧秘的宏 
偉 、重 要 、或淵博」 （Hoehner, 775 ) ，而後者向現代讀者傳達一個 
觀 念 ：這 Huoriipuw是神秘的或難以瞭解的• 這個含意並不適合此處。

89 一 般 說 來 ’ 墨端慈晚近的解經作品（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 1 7 - 5 2 ) 就觸於這個類別。基督與教會之間的關係，對於本段的主旨 
而言是附帶一提的，本段基本上是關於人的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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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觀點有些困難，因 為 它 將 「奧秘」限制在夫妻關係 

上 ：第 一 ，這個詞語在以弗所書中通常是指從前隱藏、但現在已 

經啟示出來的真理。縱使把婚姻當作聖禮，它本身幾乎可以確定 

不是如此的。911再 者 ，基於這種解釋，引用創世記二章2 4 節並未 

充分解釋 3 0 節的意思，「因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在結構上， 

保羅從 2 2 節 （或 2 5 節）到 3 1 節的論述並非侷限於夫妻關係。事 

實上 > 我們可能會納悶：保羅的論述到底有沒有必要引入基督 /  

教會與婚姻的類比。91雖 然 3 2 節是個出了名難解的問題，它提及 

奧秘的偉大，表明使徒引用創世記的經文還有一個更深邃的層 

面 。最 後 ，這個方法並未正確地說明「奧秘」的內容與所指的對 

象 ，而婚姻制度本身完全沒有「奧秘地」分賜神的恩典。92

( 2 ) 這 「奧秘」是基督與教會的聯合。

第二個主要的解釋將以弗所書五章3 2 節 的 「奧秘」 ，當作是 

直接指基督與祂的教會的聯合。不同於第一種觀點，有人聲稱：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9 )

90 注意 A. J. Kostenberger, ‘ The M ystery  o f  C hris t and the Church: 

Head and Body, “ One Flesh”  ’ ，TrinJ 12 (1991), 79-94  , 尤其 86-87 

的 批判。
9 1 如 R. C. O rtlund, Whoredom, 1 5 4 所指出的。遺憾的是，這是墨瑞慈 

對這段經文的詳細論述( A  Profound Mystery, 1 1 7 -5 2 ) 所面對的主要 
困 難 。雖然他為讀者提供許多深具洞見的評論 > 並且勉強承認：「作 
者對於創世記二章2 4 節的見解是預表性的，因為將基督事件以前的 
婚姻視為預示了以基督為中心的婚姻；」但 他 （1) 其實卻是將基督與 
教會之間的關係視為這個段落之主要論點的附帶事件，（2 ) 認 為 30〜 
3 2 節是段題外話 ’ 而不是高峰 • （3 ) 排除了耶和華（或基督）與祂的 
百姓進入婚姻關係的可能性》

92 A. J. KOstenberger, ‘ The M ys te ry，，8 7 。也要注意 Barth, 747-49 的 
批 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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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強調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這個主題。這樣一 

來 ，與本書信的論述比較一致的，是 將 「奧秘」理解為指著這個 

較大的主題。有人聲稱：這個進路也符合這個詞語在以弗所書其 

他地方的用法。在 五 章 2 2〜3 3 節的結構中，著 重 點 （尤其是在 

28a〜3 2 節）轉移到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而創世記二章 2 4 節 

的引句直接指向子句「因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 （3 0 節 ） 。再 

者 ，「這奧秘」裏的指示代名詞可能指向「婚姻聯合的某一面 

向」 ，就 是 「二人成為一體」 > 那是與基督一教會關係密切結合 

在一起的。M 最 後 ，保羅在 3 2 節結束時斷言，^但我是指著基督 

和教會說的」 ，是以對比的方式表達，94而且表示他不再是在論 

述夫妻肉身的聯合，而是在清楚說明這奧秘就是基督與教會的聯 

合 。

雖然這個詮釋包含許多深刻的見解（我們將會以它們為基 

礎 ） ，它真正的缺點是沒有考慮到這整個段落中婚姻與基督一敎 

會關係之間的關聯，下一個詮釋方法試圖克服這個缺點。

93 如 J. P. Sampley, 'And the Two’, 8 6  所 說 的 ’ 他承認：to O to  ( 「這」） 
可 以 指 2 1 節開始的這個段落的任何部分；參 A. J. Kostenberger, 
‘ The M ys te ry ’ ，8 7 。

94 ’ E #  St A£yo ( 「但我說」）被認為是表示：（1) 主題從人間的婚姻轉 
向基督與教會之間的關係（如 A. J. Kostenberger, ‘ The M ys te ry ', 

8 7 ) ，( 2 ) 將創世記二章2 4 節理解為指基督與教會的聯合，這是他自 
己特殊的解釋（L in co ln , 382 ；然 而 ’ 要 注 意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 4 3 的批判） ，或 （3 ) 使徒是在說到他自己的某件事，有待 
他去完成的工作。在其他地方， 敁 Aeyu) ( 「但我說」）在馬太福 
音第五章出現六次（2 2 、2 8 、3 2 、3 4 、3 9 、4 4 節 ） ，耶穌對摩西律 
法做出祂的解釋，相對於一般所接受的觀點。參 L in co ln , 3 8 2 ，與 
Hoehner, 7 7 9 -8 0。見下文 • 706 頁 * 註腳 1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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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這 奧 秘 是 指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作 為 婚 姻 的 預 表 。支持這
種 觀 點 的 學 者 認 為 ：

( a ) 從 2 8 節 開 始 ，創 世 記 二 章 2 4 節 就 構 成 本 段 的 基 礎 ，並且 
應 用 在 人 間 的 婚 姻 上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2 9 節 的 「身 子 」一詞是從 
舊 約 聖 經 這 處 經 文 而 來 的 ，跟 「身 體 」一 詞 同 義 （2 8 節 ） 。基本 
上 ，妻 子 是 丈 夫 的 身 體 * 因 為 創 世 記 二 章 2 4 節 宣 告 說 ：婚姻使得 
夫 妻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 。保 羅 十 分 清 楚 知 道 這 處 經 文 字 面 的 意  
義 * 而 且 照 著 使 用 它 。95

( b ) 從 創 世 記 二 章 2 4 節 引 用 的 經 文 ，是直接指基督與祂的教 

會 的 聯 合 。正 如 我 們 所 主 張 的 ，這 個 引 句 是 回 頭 指 向 3 0 節 。誠如 
歐 德 倫 （R aym on d  O r t l u n d ) 所 說 的 ：保 羅 的 這 個 斷 言 （ 「我們 

是 祂 身 上 的 肢 體 」）與 摩 西 五 經 的 陳 述 （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 ，
「驚 人 地 並 列 在 一 起 ，湧 現 出 生 命 來 。」％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翮係（五 22〜六 9 )

9 5 斯諾德格拉斯（ 3 2 3 頁 = Snodgrass，299 ) 說 ：「作者假定了創世記 
二 章 2 4 節的適切性是在夫妻關係上。」在哥林多前書六章1 6 節 ，保 
羅使用這處經文，指隨意與妓女交合造成的「聯合成為一體」 ；參 B. 
W ithe ring ton , Women, 6 0 。

96 R. C. O rtlund, Whoredom, 1 5 6 。道 依 （G. W. Dawes, The Body’ 178-

8 5 ) 在 討 論 「這奧秘」時 ’ 正確地承認：「一體」一 詞 （3 1 節 ）有雙 
重的指涉，即 「以描寫夫妻在身體上聯合的用語，來描寫教會與基督 
的聯合」 。他 稱 之 為 「一個隱含的隱喻性關連」 ，但僅此而已，並沒 
有說後者是婚姻的一個預表，但根據救恩歷史的路線卻必須如此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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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 C ) 這 樣 ，創世記的經文證實了  ：婚 姻 使 夫 妻 成 為 一 體 ；它也 

闡 釋 了 基 督 與 教 會 之 間 的 聯 合 。97這 兩 者 平 行 並 列 ，是作者論述 
的 核 心 ，98最 好 是 從 預 表 的 角 度 來 理 解 兩 者 的 關 係 》 ^首 先 的 亞  

當 愛 他 那 與 自 己 為 一 體 的 妻 子 ，末 後 的 亞 當 愛 祂 自 己 的 新 婦 ，就 
是 祂 的 身 體 ；這 兩 者 是 … … 一 個 預 表 ，為 了 達 到 保 羅 在 牧 養 上 的  
目 的 ，就 是 為 基 督 徒 的 婚 姻 提 供 一 個 典 範 ，這 婚 姻 是 植 根 於 原 初  
的 人 類 、並 反 映 出 終 極 的 神 聖 實 際 的 。」" 在 神 學 上 ，保羅的論 
述 並 不 是 從 人 的 婚 姻 移 向 基 督 和 祂 的 教 會 ；lW 相 反 地 ，基督和教 
會 在 愛 中 的 關 係 ，是 基 督 徒 夫 妻 的 典 範 。

( d ) 根 據 這 種 觀 點 ，3 2 節 是 個 總 結 性 的 斷 言 ： 「這 奧 秘 」不 
是 單 單 指 緊 接 在 前 的 3 0 節 的 話 ，1(11而 是 指 貫 穿 這 段 經 文 的 思 路 ，

97 林 康 （A. T. L in co ln , in  TTieoZo^/，123 ) ：「作者在五章 3 1 、32 節引 
用並解釋創世記二章2 4 節 • 藉此同時強調了基督和教會的聯合，以
及婚姻的合一。」

9 8 林 康 （L in c o ln ，382 ) 頗有助益地說：「在以弗所書一章2 2 節已經從 
亞當的角度來理解基督… … 因 此 ，現在可以用論及亞當身體聯合的經 
文來指稱基督與教會的聯合。」參 ：滕 納 ，1301頁 =  Tum er ，1 2 4 2 。

99 R. C. O rtlund , Whoredom, 1 5 6 。

100 如 R. A . Batey, New Testament Nuptia l Imagery (Le iden: B r i l l ,  1971)， 
3 0 所認為 的 ：「作 者 從 『一體』這個觀念—— 夫妻成為一個身體——  

看出理解基督與祂的身體（教會）維持合一的一把鑰匙。」注 意 R. C. 
O rtlund, Whoredom, 157-58 的批判。

1 0 1「這奧秘」不可能是回頭指向創世記二章2 4 節的引句。我們也不應 
該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指向這處經文更深的意義（參 G. Bornkamm , R. 
E. Brown, M . Barth, F. F. Bruce 等 ） * 飽克慕爾 ( M . N. A. Bock

muehl, Revelation, 2 0 4 ) 稱 後 者 為 「一個解經學上的奧秘：一處聖經 
經文更深的（在此為寓意的或先知的）意 義 ，是藉著某種受靈感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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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慎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就 是 「基督與教會，以充滿活力的方式反映出基督徒真正的婚 

姻 j 。 因 此 ，「奧秘」的用法是與以弗所書其他地方一致的。 

在其他地方，它是指神從前隱藏的計劃如今在耶穌基督裏已經啟 

示出來了。任何一處上下文可能強調這奧秘的不同面向；但並沒 

有許多的奧秘，而是一個奧秘的幾個面向。1M例 如 ，在以弗所書 

三 章 ，特別著重猶太人與外邦人在基督裏結合為一個身體。在五 

章 3 2節這裏，m 同樣有著救恩歷史的視野，從創造移向新造，聚 

焦於福音中基督與教會的奥秘。「舊約經文與它所論及的婚姻關 

係 ，與這奧秘結合在一起，但它們的結合在於指向現在已經啟示 

出來的秘密，就是基督與教會之間的關係。」 這奧秘並不是指 

任何特定的婚姻或婚姻本身；它是指基督與教會的聯合，反映在 

基督徒真正的婚姻上》這樣的奧秘確實是「深邃的」 。

經得出的。」這 種 「奥秘」感在以弗所書其他地方、或 （就這一點而 
言 ）新約聖經其他地方都沒有類似的用法，雖然在昆蘭文獻中見到 
( 注 意 L in c o ln ，3 8 1 的批判） 。對於鮑克慕爾而言，「這奧秘」是 
「創 世 記 二 章 2 4 節 更深的意義 ’ 以預表的方式指向基督與教會」 
(20 4  ) 。我 們 認 為 ’ 這奧秘關係到人間婚姻和基督與祂教會的神聖 

婚姻之間的互動。我們同意道依（G. W. Dawes, The Body, 1 79 -8 0 ) 

的 說 法 ：這 裏 的 （luorilpiov ( 「奧秘」) 不 是 指 「一處經文的隱藏的意 
義 」 ；但他的結論卻是沒有必要的，他 認 為 「沒有表明作者希望叫人 
注意它在聖經上的來歷」 （見下文） 。

102 R. C. O rtlund, Whoredom, 1 5 7 。

103 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1 3 6 -4 6 ，尤其 1 4 3 。

104雖然卡拉古尼斯（C. C. Caragounis, Mysterion, 5 9 ) 對此採取不同的
看 法 ，認 為 它 是 「這個詞語的一個特殊用法，比較趨向於基督與教會 
之聯合的不可理解性」 。

105 L in c o ln ,  3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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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 e ) 使 徒 最 後 說 ： 「但 我 是 指 著 基 督 和 教 會 說 的 」 （32b 

節 ） ，其 實 是 在 說 ： 「人 類 的 婚 姻 之 所 以 值 得 他 這 個 人 留 意 ，主 
要 是 因 為 它 說 到 基 督 與 教 會 。」1<>6他是在 告 訴 我 們 有 關 他 自 己 的  
某 件 事 ，就 是 有 待 他 去 完 成 的 工 作 。正 如 他 在 神 面 前 的 責 任 是 傳  
揚 福 音 的 奧 秘 ，就 是 外 邦 人 與 猶 太 人 一 起 被 納 入 基 督 的 身 體 裏

( 三 2 〜9 ) ，也 照 樣 知 道 宣 揚 基 督 與 教 會 這 奧 秘 的 負 擔 。

( f ) 正 如 這 個 段 落 所 設 想 的 ，基 督 徒 的 婚 姻 是 「要啟示出這個 
奥 秘 ：基 督 愛 祂 那 有 所 回 應 的 教 會 。這 樣 的 婚 姻 為 『二人成為一 
體 』的 意 義 作 了 活 潑 的 見 證 。」它 小 規 模 地 複 製 了 這 位 偉 大 新 郎  
與 新 婦 共 享 的 榮 美 。而 且 ，藉 著 這 一 切 ，將 福 音 的 奧 秘 顯 明 出  
來 。1OT再 者 ，在 整 卷 以 弗 所 書 較 廣 的 上 下 文 中 ，基督徒丈夫與妻 
子 之 間 的 聯 合 （這 是 基 督 與 教 會 之 間 的 合 一 的 一 部 分 ） ，因而是 
神 為 宇 宙 合 一 所 定 之 旨 意 的 一 個 保 證 。」 1(18

在 上 文 所 檢 視 的 這 三 種 觀 點 中 ，最 後 一 個 使 得 2 2 〜3 3 節的意 
義 最 為 合 理 ，尤 其 是 3 1 節 所 引 用 的 創 世 記 二 章 2 4 節 。這個進路 

並 沒 有 將 基 督 一 教 會 的 關 係 視 為 家 庭 講 論 的 附 帶 事 件 （如 第 [1 ] 

個 觀 點 那 樣 ） 。它 也 避 免 了 一 個 易 犯 的 錯 誤 ，即 從 基 督一教會關

106 R. C. O rtlund, Whoredom, 1 5 8 。亦 見 ：702 頁 ，註腳 9 4 ，針對 8k 

Aeyco ( 「但我說」) 一語所做的說明。

107 R. C. O rtlund, Whoredom, 157，1 5 8 。奈 特 （G. W. K n igh t, 'H u s 

bands and W ive s ', 1 7 6 ) 恰當地評論說：「保羅看見：當神設計原始 
的婚姻時，祂已經想到了基督與教會。這是神在婚姻中的偉大計劃之 
一 ：要描繪基督與祂所救贖的百姓之間永遠的關係！」 （強調字體為 
原書標註） 。

108 A . T. L in co ln , in  Theology,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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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係的角度來理解這整段經文•只把人間的婚姻當作次要的主題 

( 參 ：解釋 [2] ) 。

婚姻的這種特殊觀點在舊約聖經中有先例可循，那裏將婚姻 

當作預表，用來指神與祂聖約之民的關係。在舊約聖經中，往往 

用婚姻的意象來描寫耶和華與祂的百姓以色列的關係（賽五十四

5 〜8 ；耶二 1 〜3 ’三十一 3 1 〜32 ；結二十三章；何------三

章）。耶穌採用這個教導，並且大膽地把祂自己當作新郎（可二 

18〜20 ；參 ：約三 2 9 ) 。祂將自己描繪為「神與聖約之民的婚姻 

中耶和華的角色」。W9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1〜3 節與以弗所 

書五章這裏詳細閫述這個意象，並且特別聚焦於「屬天的新郎對 

祂新婦那犠牲、堅定不移的聖約之愛」。lle這樣，在某個層面 

上 ，保羅論婚姻的教導是基於舊約聖經，而在另一個層面上，教 

會與基督的婚姻已經在亞當與夏娃身上預示了。

五 3 3 .保羅現在以兩個總結的勸勉完滿結束他的討論，他在 

這兩個勸勉中簡潔扼要地重述了丈夫與妻子的責任和義務。開頭 

的連接詞在其他地方是作反義用法的「然而」或 M旦是」，也可 

以結束一個討論並強調重點。這就是它在這裏的意義，所以將這 

個字譯作「無論如何」或 「於是」 。 111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109 R. C. O rtlund, Whoredom, 1 3 9 。他補充說：「舊約聖經期盼耶和華與 
祂百姓的婚姻將要恢復，並且永遠享有；這盼望藉著耶穌自己的教導 
進入到新約聖經神學的架構中》」

110 斯托得 ’ 227 頁= Stott, 227 ；參 Bruce, 3 8 6 。

111 n M v 以類似的用法出現在腓三1 6 ，四 14 ; 與林前i ^一 1 1 。它在太十 
一 2 2 、24 ；路二十二 2 2 等處則作反義詞。注 意 B A G D ，669; BDF 

§449(2); A. T. Robertson, Grammar, 1187 ; 與晚近的大多數註釋書。 
亦參 M . E. T h ra ll, Particles,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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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在前面幾節經文中，使徒已經說明了他對婚姻的崇高觀點。 

基督與教會之間的關係，對於基督徒夫妻的關係具有極大的重要 

性 。基督一教會的相似之處不單是婚姻的一個例證，而是「產生 

〔保羅〕這整個描繪… … 的神學中心」。112同時，這個深邃的神 

學是要用來達到實行上的目的。丈夫與妻子需要清楚掌握基督一 

教會關係對於他們婚姻的含意。所以 * 這裏同時對雙方說話，雖 

然是按照相反的順序。既然已經在2 5〜3 2 節聚焦於丈夫的責任， 

保羅就先勸勉他們。113這個勸誡是經過個人化的：「你們各人都 

當114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這是直接且個人性地對收到這 

封傳閱書信之教會中的每一個為人丈夫的說話，而不是只對領袖 

們 。毫無例外地，每一個人都必須以愛心服事妻子，為她捨己， 

好叫她可以成為神心目中的妻子》

這個命令重拾了稍早的吩咐：丈夫要愛他們的妻子，如同愛 

自己的身體一樣（2 8 節），這裏也納入了 2 5 節的勸勉：他們應 

該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再者，由於 3 1 與 3 2 節指出：基督 

對教會的愛包括與她成為一體，以致祂愛教會如同愛自己，保羅 

可以在結論的時候要求丈夫愛他的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115正 

如在 2 8 節 （見上文），這裏的用語呼應了第二大的誡命，「要愛

112 R. C. O rtlund , Whoredom，156 °

113 Kai ( 「你 們 也 」 ， 《呂振中譯本》 、 《恢復本》 、 《標準譯 
本》） ，是略微強調的，意 指 「除了厲天的新郎之外，你們這些為人 
丈夫的基督徒」 （M o rr is ，188) 。

114分配用法的片語o l  kcxG ’  e v a  e K aaxoq  ( 「各人」）將 如 和 ( 「你們」）
個 人 化 ，而命令語氣 （StyaTTdTw ( 「當愛」) 也是單數的。參 Hoehner， 
781-2 。

115 L in c o ln ,  3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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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諶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人如己」（利十九 1 8 ) ，並且直接應用在丈夫身上，要他愛他最 

親最近的鄰舍，就是他的妻子。這個勸勉並未包括愛自己的另一 

個命令；它乃是假定我們每一個人都愛自己（見 ：2 9 節的註 

釋）。這樣，使徒總結了他在2 5〜2 9 節已經說過的。然而，這裏 

的命令是特別給每一個人的。

對妻子說話的用詞，也像對她的丈夫一樣，也與稍早的命令 

不同（2 2 節）。也是以單數向她說話，116這強調了她個人有責任 

要留意使徒的勸勉。這裏使用一個不同的結構，而不是慣用的命 

令語氣，但仍然有命令語氣的作用，可以譯作「讓妻子敬畏她的 

丈夫」。117代之以稍早要順服丈夫的勸勉（2 2 節），這裏乃是要 

求她「敬畏」 （《恢復本》 ；《和合本》作 「敬重」）他 。動詞 

「敬畏」與家庭法規開頭出現的名詞（2 1 節）同源。保羅以頭尾 

呼應或封套結束這一長段有關婚姻的道德訓勉：在 2 1 節開頭的呼 

籲中，敬畏基督為順服提供了動機。因此，2 1 與 3 3 節是這重要 

段落的框架。在此，譯 作 「敬畏」也可能比「「敬愛」或 「尊 

重」好 。但這不是著眼於奴性的畏懼。相反地，妻子對丈夫的敬 

畏 ，反映了信徒對那些在他們之上的權柄所存敬畏的心（ 21

116在新約聖經的家庭法規中* 只有這一節經文是以單數來向家庭成員說 
話 的 。

117這個結構是？v a 加上假設語氣（tva <|>oPnTai ) 。最好不要將它理解為表 
示目的或結果，而 是 以 ？v a 表示命令的用法在新約聖經中少見的例子 
之 一 （可 五 23 ；林 後 八 7 ；加二 1 0 ) 。與本節前半的命令語氣 
•iyandTU平 行 ，表 明 U a 子句的附屬意義，而假設語氣 topiVrm卻是主 
要動詞。晚近的文法學者當中 ’ C. F. D. M oule, Idiom Book, 144-45; 
K. L. M cKay, A New Syntax, 82; S. E. Porter, Idioms, 223-24 ；與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476-77 等都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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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節），乃是承認神所賜給丈夫的地位，就是頭。"8她是作為一個 

自由且負責任的人而做出這個回應（注意動詞「敬畏」的關身語 

態），既非有條件的，也不是因為她丈夫的優點或成就。她的回 

應所反映的不單是她所做的事，還有她這麼做的態度。

保羅在2 1 節那個提綱挈領的陳述中呼召人要在神所命定的關 

係中順服，然後他針對婚姻做出勸勉，先轉向妻子們：身為在道 

德上負責任的行事者，她們要甘心樂意、自願地在凡事上順服她 

們的丈夫。要求這樣的順服，不是因為這是希臘一羅馬社會中妻 

子的傳統，而是因為這是她們用來服事主的部分方式（2 2 節）。 

丈夫擁有在妻子之上的權柄，正如基督是教會的頭一樣，而後者 

順服基督，是妻子順服丈夫的典範（2 3〜2 4 節）。保羅論婚姻之 

道德訓勉的下一個、也是主要的部分，分成兩個階段，專門論及 

丈夫的角色（2 5〜2 7 、2 8〜3 2 節）。這兩個部分都勸丈夫要愛妻 

子 ，如同基督愛教會一樣。祂的權柄是以愛教會、為她捨己犠牲 

來運用的；他們也要照樣愛妻子。基督甘心樂意地為祂的百姓捨 

己至死，提供了一個基礎，要丈夫為了別人的福祉而犠牲自己的 

利益（2 5 節），也為這麼做的目標提供一個榜樣，是為了妻子的 

幸福（2 6〜2 7 節）》在第二個部分•保羅強調丈夫有責任要愛妻 

子 ，如同愛自己的身體；畢竟 > 丈夫與妻子是一個人 > 因此，丈 

夫愛妻子，其實就是愛自己。這反映了基督的榜樣，祂對教會的 

愛可以視為愛祂自己的身體（2 3 、3 0 節）。他們是基督身體上的 

肢體，這身體也得著基督的保養與顧惜，因為祂充滿愛心地供應 

她的成長，將她分別為聖並潔淨。保羅在把這勸勉的所有頭緒整

118 B. W ithe ring ton , Women, 61 (依循 E. K a h le r) ；與 G. W. K n igh t, 

‘ Husbands and W ives，，1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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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合在一起時，來到這個段落的高峰，並且引用一處經文，是已經 

為這一整段的思想提供基本結構的 > 那就是創世記二章2 4 節 ；他 

斷言：舊約聖經這處經文是指基督與祂的教會的聯合，因而提供 

了一個理由，來主張信徒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創世記這處經文 

證實了：婚姻使得夫妻成為一個身體；它也解釋了基督與教會之 

間的聯合。保羅在總結性的斷言中說：基督徒真正的婚姻反映出 

基督與教會的聯合，這聯合是個「深邃的奧秘」。這樣的婚姻為 

「二人成為一人」的意義作了活潑的見證，因此，在整卷以弗所 

書較廣的上下文中，基督徒夫妻的聯合是基督與教會合一的一部 

分 ，保證了神為宇宙所定的合一旨意。在 3 3 節結束這個勸勉題材 

段落時，保羅以兩個總結性的勸勉，簡潔扼要地重述丈夫和妻子 

的責任與義務，完滿地結束了他的討論。

在這針對基督徒婚姻所做的獨特教導中，保羅描繪了基督與 

教會、以及丈夫與妻子在預表上的關係，不單結合了這整封信在 

神學與倫理學上的關注，119也闡述了稍早在本書信中針對基督與 

教會的關係所寫的，就是，祂是頭 ’ 愛信徒，並為他們捨己，藉 

著祂拯救性的死產生教會，保養、顧惜教會，將她分別為聖，關 

心祂的新婦的榮耀與純潔（2 7 節）。現在，祂與教會的關係可以 

描寫為屬靈的婚姻結合。事實上，這是神原初的旨意，那時祂設 

立婚姻制度，就是要描繪基督與祂所救贖之百姓的關係》

119 L in c o ln ,  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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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b . 兒女與父母（六1〜4)

1_2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褢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3要 

孝 敬 父 母 ，使 你 得 福 ，在 世 長 壽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 

命 。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養育他們。

在給妻子與丈夫的勸勉之後，保羅現在說明兒女與父母的相 

互責任。第 1 〜4 節這一組的教導，就像接著給奴隸和主人的那一 

組一樣（5〜9 節），在形式上比針對婚姻的勸勉材料（五 2 2〜 

3 3 ) 短了很多。在結構上，開頭勸勉「作兒女的」 （六 1 ) 和 

「作奴僕的」 （六 5 ) 要順服，就像勸勉妻子要甘心「順服」丈 

夫一樣（五 2 2 ) ，都是在神所命定的關係中順服的明確例子，那 

是五章2 1 節那個提綱挈領式的陳述所要求的：「當存敬畏基督的 

心 ，彼此順服。」而這個順服（那是以第五個表結果的分詞表達 

的 ，附屬於命令語氣「要被充滿」，1 8 節）結束了那些在基督裏 

之人被聖靈充滿的生活應有的回應清單（1 8〜2 1 節）。基督徒兒 

女與奴隸要留意使徒這個順服的勸勉，妻子要甘心順服自己的丈 

夫 （2 2 節），顯示出他們領受了聖靈改變人的工作*使他們成為 

神與基督的樣式。他們彰顯出自己明白主的旨意（1 7 節），為智 

慧且敬虔的生活方式提供具體的例子（1 5 節）。

在 1 〜9 節 ，正如斯諾德格拉斯敏銳地說明的，「保羅把他在 

四章2 5 節〜五章2 1 節描寫的倫理道德應用在家庭關係上》」1所 

以 ，1 節的「理所當然的」重拾了「方合聖徒的體統」（五 3 ) 、 

「相宜」（五 4 ) ，或以「公義」所描寫的（五 9 ) ，而在六章4 

節 ，保羅勸勉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呼應了他稍早在四

1 斯諾德格拉斯 ’ 3 4 6 頁= Snodgrass, 3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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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章 2 6〜2 7 、3 1 節對於「生氣」的關注。2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養育他們，這個正面的勸勉令人想起稍早對於學習基督徒教導傳 

統的強調（四 2 0〜2 1 ) 。在給奴隸和主人的教導中，出現鑰詞 

「善事」 （六 8 ) ，正如在稍早的段落中一樣（四 2 8 、2 9 ) ，而 

未來審判的觀念已經在五章5〜6 節非常嚴肅地提起過，現在成了 

奴隸和主人行為合宜的動機（六 8 、9 )  »

這兩個小段的結構簡單明瞭（六 1〜4 、5〜9 ) ，與歌羅西書 

三章 2 0 節〜四章 1 節非常接近。正如稍早部分的家庭規範，給兒 

女和父母的教導（1〜4 節 ）呈現類似的表達方式。首 先 ，是針對 

從厲的族群，在此是 H 乍兒女的」 ，3然後跟著一個命令語氣「要 

在主裏聽從父母」 （1 節 ） 。接著則是其動機或理由，「這是理 

所當然的」 （l b 節 ） 。然 後 ，保羅引用舊約聖經（出 二 十 4 〜 

6 ) : 這為他的吩咐提供另一個理由（2 〜3 節 ） ，也包含給兒女 

的另一個勸勉。接著又加上另外兩個表達動機的子句，「使你得 

福 ，在世長壽」 。在給父母的呼籲中，明確地向「作父親的」發 

出一個簡短的勸勉，同時包含負面（「不要惹兒女的氣」）與正 

面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的因素（4 節） 。

六 1 . 保羅從妻子與丈夫的相互責任，轉向兒女與父母的相互 

責 任 （1〜4 節） ，然後是奴隸與主人的相互責任（5〜9 節） 。從 

這些勸勉可以明顯看見：使徒認為地方教會包含整個家庭，他們 

聚集在一起 * 不單是為了讚美神，也是要聽祂對他們所說的話。

2 napopyl^u ( 「惹 ........的 氣 」）與 6pyij ( 「忿 怒 」 . 四 3 1 ) 、
napopyiopog ( 「生氣」 ，26 節）、和 6pygonai ( 「含怒」 ，26 節）同

源 。

3 再 一 次 以 主 格 帶 冠 詞 T E K V O )作呼格用，參 ：五 2 2 、25 , 六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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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當家庭法規被誦讀時 ’ 兒女們也要學習他們的基督徒職責*像其 

他的家庭成員一樣。

「作兒女的」一詞4 主要是指關係，而非年齡•偶爾也可包含 

成年的兒子和女兒在內，他們應該要孝敬父母，尤其是父親，後 

者一直到死亡以前，都可以維持在家庭裏的權威。在這裏，經文 

設想的兒女是在學習與成長的過程中（參 ：4 節 ） 。他們大概年 

紀夠大，可以理解他們與主的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委身。兒女 

有責任順服他們的父母，這雖然在古代世界被視為理所當然，但 

根據使徒的說法，悖逆父母卻是外邦人敗德惡行的表徵（羅一 

3 0 ) ，或末日邪惡的徵兆（提後三 2 )  »

在此向兒女們說話，把他們當做教會中應當負責任的成員。 

他們必須「聽從」父母雙方（雖然在第 4 節只向父親發出相對的 

勸勉） ，這是在神所命定的關係中順服的另一個例子*那是神的 

新社會該有的表現（五 2 1 ) 。給兒女的這個吩咐，就像給奴隸的 

一 樣 ，要比給妻子的強烈（注 意 五 2 2 、2 4 對 於 1 頃服」的討 

論 ） ••動 詞 是 「聽從」的主動語態命令語氣 ’ 指絕對的順服。在 

保羅書信中，此 詞 （與它的同源名詞「聽從」）通常是指順服基 

督 、福音、與使徒的教導。5基督徒兒女順服他們的父母，是與他 

們順服基督完全不可分開的：加上表動機的片語「在主裏」 ，6其

4 希臘文W kvci。

5 'YTTaKoua. ( 「聽從」）。羅六丨7  ’ 十 1 6  ; 腓二 1 2  ；帖後一 8  ’三

1 4  ; 參 ：太八 2 7  ；可一 2 7  ,四 4 1  :來五 9  ’  -|---- - 8  °'Yttokoii ( 「聽

從 j  ) :羅一 5  ’五 1 9 ，六 1 6 ，十五 1 8  ’十六 1 9 、2 6  ;林後十 5 、

6 °

6 雖然有人認為片語~  K O piU . ( 「在主裏」) 是後來的抄寫者所加•為 

了符合以弗所書五章2 2 節與六章 5 節 ’或受到歌羅西書三章2 0 節的 

用詞同化，但這兩個解釋都無法令人信服》較長讀法的文本證據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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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是 跟 「如 同 〔順服〕主 」或 「好 像 〔聽從〕基督」同 義 （參 ： 

五 2 2 ，六 5 ) ，7表示他們的順服是他們基督徒門徒職分的一部 

分 。之所以順服 ’ 不單因為他們父母更大的權柄或地位。

正如妻子的順服，保羅在此照樣將他的教導建立在一個小心 

鋪陳的根基上。除了他對基督徒委身的呼籲（「在主裏」） ，使 

徒為基督徒兒女應當順服父母另外提供若干理由。第一個動機8是 

這樣的順服乃是「理所當然的」 。一般認為此一詞語9 的意思是： 

保羅是在訴諸於一般所認為的合宜與正確（參 ：腓 四 8 ；西四 

1 ) ，然後他連上了舊約聖經的引句。根據希臘一羅馬一般的倫理 

道 德 ，順服自己的父母是正確的，是該作的事。1(1事實上，大多 

數的文明都將承認父母的權威視為一個穩定的社會所必要的。然 

而 ，最近有人認為：以弗所書可能是結合「正確的事與律法所要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瞀徒家庭裏的（五 15〜六9 )
2.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9 )

早 、分 布 廣 、也 有 力 （包括伞46 X A  D 1 33 1739 1881 vg sy c o 與 
「主 流 經 文 」 〔m a jo rity  t e x t〕） 。所 以 ，帶 有 fv  KUpitp ( 「在主 

裏 」）的 讀 法 較 可 取 ，是 原 典 所 有 。注 意 晚 近 在 B. M. M etzger, 
Textual Commentary, 609;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53 ; 與 
Hoehner, 785-6  的討論。

7 這個吩咐並不表示兒女只需順服那些「在主裏」的父母，即基督徒父 

母 。這個介詞片語最好是與動詞連用》兒女必須在主裏順服（參 ：西 

三 2 0 ) 。

8 藉著丫如（「因為」 ，《和合本》未譯）表達 。

9 T o O to  y a p  ^ o t i v  S ix a io v  ( 「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

1 0 注意林康（L i n c o l n ，3 9 8 - 4 0 2  ) 對於相關之希臘一羅馬文獻的概覽。 

例 如 ：斯多亞派相信，兒子順服父母乃是不證自明之理。它是理性所 

要求的，屬 於 「事物的本性」。

715



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求的事」 ，而不將兩者區分開來。" 所 以 ，比較好是將子句「這 

是理所當然的」理解為引介舊約聖經的誡命（就是接著在 2 、3 節 

所引用的） ，而不是為聽從父母的勸勉提供單獨的一個理由。

六 2〜3 . 保羅引用十誡的第五條誡命，「要孝敬父母」 ，來 

支持他對於兒女應當聽從父母的勸勉。他 引 用 《七十士譯本》的 

出埃及記二十章 1 2 節 ，12但 是 ，在開頭引用這幾個字之後，他補 

充說這是律法中頭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要孝敬父母這條誡命在十誡中的顯著地位，以及舊約聖經其 

他地方賦予它的重要性，13顯示出真正順服這條誡命乃是源自並

11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71-74 , 尤其 1 7 1 。他 主 張 ：（1) 只 
有四節之前（弗 五 31 ) ，就 以 y d p 結構將一處摩西五經的經文引入本 
書 信 中 ；（2 ) 舊約聖經本身通常把S{Kmog ( 「正確」) 的事與遵守律 
法連在一起（參 ：詩 三 十 七 28〜3 1 、34 ；箴 二 十 八 1〜1 2 等 ） ；和 
(3 ) 以弗所書的作者在其他地方設法將神在舊約中的子民與在新約中 
的子民之間在倫理上的延續性連接起來（參 ：弗 四 25〜3 2 ) 。稍早的 
作者也指出「正確」的事與誡命之間類似的關連性；參 C alv in , 212; 
M eyer, 313—14; Robinson, 127 ; 與 G. Schrenk, TDNT  2 :1 8 8 。

1 2 至於引用何種版本的第五條誡命* 是出埃及記二十章1 2 節或申命記 
五 章 1 6 節 ’ 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以弗所書六章2 、3 節比較接近《七 
十士譯本》的出埃及記二十章1 2 節 （雖然這一節的《馬所拉文本》 
省略了子句「使你得福」） ，過於申命記五章1 6 節 。除了省略最後 
幾 個 字 「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 ，而將這應許「普及化」 ，保羅僅 
對該處經文作些微的改變。見 L in co ln , 396-97; T. M o ritz , A Pro

found Mystery, 154-55 ；與 Hoehner, 790-1 的討論。

1 3 在 十 誡 之 內 ，甚至在整本摩西五經中，要孝敬父母的誡命都是置於 
「水平」層面誡命的第一位。它 為 「與神的聖潔有關頭四條誡命和其 

餘誡命之間提供一個樞紐，因為父母居於神的地位，應當受到尊榮 • 
並且將神的旨意傳達給全家人」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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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反映出一個人與耶和華的關係。要孝敬父母的勸勉很廣泛，與 

「敬畏」父母一語類似（利 十 九 3 ，《恢復本》附註） ，後面這 

個動詞往往保留於對神的合宜回應（利 十 九 1 4 、34 ; 申 四 10 

等 ） 。根據舊約聖經，孝敬父母就意味著順服他們，而不孝敬就 

是不順服》根據這條誡命，必須孝敬父母雙方，而不是只有父 

親 。對於生活在家中的兒女（「養育」 ，弗 六 4 ) ，這表示順服 

父 母 ，而對於已經離家的成年兒女，它不單涉及尊敬的態度，還 

有在父母年邁時照顧他們。14意味深遠的是，在以弗所書的上下 

文 中 ，兒女順服父母是屬於他們「在主裏」的基督徒委身的一部 

分 。這是出於敬虔地敬畏基督而順服的一個例子（五 21 ) ，而這 

順服是那些被神的靈充滿之人的一個獨特標記（五 1 8) 。

但 是 ，出埃及記二十章 1 2 節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這是甚 

麼意思呢？有人認為：第二條誡命，談到不可製作和敬拜偶像 

( 出二十 4〜6 ) ，包括了一個應許，即神要向那些愛祂、守祂誡 

命的人施憐憫。所 以 ，要孝敬父母的勸勉就被當成是與其他人的 

關係上頭一條帶著應許的（如果不是絕對意義的頭一條：葛尼喀 

即如此主張） ，或說它是從重要性或難度來說「第一」的 （席列 

爾 ） 。但 是 ，嚴格說來，第 6 節說神要向千萬個愛祂的人施憐 

憫 * 並不是附加在第二條誡命的應許，而是描寫耶和華的屬性：

1 5 8 ) 。在舊約聖經其他地方，也都吩咐人要這樣孝敬父母，而不順 
服或悖逆父母則等於不尊敬耶和華。與叛國和拜偶像相提並論。見 ： 
例 如 ，出二i ^一 1 5 、17 ; 利十九3 - 二 十 9 ；申二^一  18〜21 , 二十 
七 1 6 。父母一兒女的關係是那麼重要，這個意象甚至被應用在耶和華 
與祂子民之間的關係上（申一 3 1 ，八 2 〜 5 ；箴 三 11〜12 ) 。

1 4 這是舊約聖經（尤其在箴言中）與猶太教都表達的關注：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59-63 , 叫人注意到斐羅、約瑟夫、《馬加比四 
書》 、和一些拉比著作中對這一點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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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一方面，祂是一位忌邪的神，要懲罰悖逆（5 節 ） ，另一方面， 

祂要向千萬代施慈愛（6 節） 。因此，把出埃及記二十章 1 2 節視 

為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乃是合宜的。如果有人表示異議說：十條 

誡命裏面就只有這一條帶著應許，那是因為保羅把出埃及記二十 

章 1〜1 7節這十條誡命視為妥拉裏面許多誡命的開端。15

要孝敬父母的誡命，在新約聖經其他地方又出現五次，16但 

只有在以弗所書六章這裏也引用了附加的應許。在出埃及記二十 

章原來的上下文中，給予順服的兒女的應許，是在神將要賜給祂 

子 民 的 （以色列）地上過著長久而美好的日子。意味深遠的是， 

當保羅把這條誡命「重新應用」在基督徒讀者身上時，他把以色 

列地完全略而不提，將這應許「普及化」 ：「使你得福，在世長 

壽 」 。17斐羅的著作為新約聖經的家庭法規提供了最接近的類 

比 • 也完全略而不提這地，但他把獎賞屬靈化，從 「不朽」的角 

度理解長壽。18然 而 ，這卻不是以弗所書的意思，19比較好是將

15 L in co ln , 404;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56 ; 與 Hoehner, 790-

1 ( 有充分的討論）都如此主張，依循早期的釋經學者。
1 6 太十五4 , 十 九 19 ；可 七 1 0 ，十 19 ; 路十八2 0 。

1 7 保羅省略了子句「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 （《七十士譯本》的出埃 
及 記 二 十 章 1 2 節 ） ，並將這應許普及化，用 意 是 ：它應該繼續對他 
這封信的讓者有效力》這不單是強調這條帶應許之誡命的重要性（如 
林 康 〔L in co ln , 4 0 5 〕正確主張的 • 不同於史納肯伯的觀點〔Schna- 
ckenburg, 2 6 1 〕 ） °

1 8 斐 羅 《論特殊法律> 2.262 » 斐羅也將「使你得福」一語屬靈化• 認為 
它 是 指 「美德」 。 .

1 9 雖然一些解經學者認為保羅這話是指一章1 4 節 ，三 章 6 節的屬天產 
業 （如 Schlier, 2 8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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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諶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這幾個字理解為說到在世上的這一生。2<>正如在舊約聖經中，孝 

敬或順服父母的兒女蒙受的福分，是應許有壽數充足的一生，在 

新約時代，這個一般性的原則也適用於順服的基督徒兒女。舊約 

與新約中都有例外 • 21但無損於神的這個應許•就像我們的主應 

許我們禱告必蒙垂聽的確據：「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 找 ，就 

尋 見 ；叩 門 ，就給你們開門」 （太 七 7 ) ，並沒有因為缺乏信 

心 、不願饒恕、或把禱告當做經驗看待而減損一樣。對於基督徒 

兒女而言，這條誡命附帶的應許在被納入「基督的律法」時經過 

了改變，22不再侷限於地理方面。順服的兒女受到保證：他們必 

要得福，並且要在地上得享長壽，無論他們生活在何處。

正如林康所說的，單純從群體的角度來理解這個應許，意思 

是 ：兒女照顧年邁者的社會是個穩定的社會，這 是 「現代的重 

釋 」 。另一方面，與林康一樣主張這幾個字只可能是一個跟從保 

羅的猶太基督徒所寫的，卻是沒有必要且不正確的，因 為 「教會 

在地上長久存在」的觀念是與使徒格格不入的，他所期盼的是基 

督很快就要再臨。23

20 在 kioi<poxp6vio5 ^tri Tfj; yfj^ ( 「在世長壽」）一語裏的形容詞 jiotKpo- 
Xpovio^ 是 指 「長時間」 （B A G D ，488; Louw and N ida, §67.89 ) , 但 
不是不朽的漫長時間。再 者 ，使徒如果希望聚焦於永生的話• 可以輕 
易 地 省 略 了 介 詞 片 語 Ttig yx\q ( 「在這地上」） ，正如他省略了接 
著的字一樣。

2 1 在 戰 爭 、災 難 、或疾病期間所造成的例外，而不順服的兒女偶爾也會 
得 福 、長 壽 。

2 2 關於妥拉與基督的律法之間的關係，這個重要但複雜的問題• 見 ：二 
1 5 的討論》

23 L in co ln , 405，4 0 6 。保羅同其他的使徒都盼望基督的再臨會在自己有 
生之年發生。但他假設在主來的日子以前會發生不同的事件（參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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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六 4 . 基督徒兒女受到勸勉要順服父母，後者一 尤其是作父 

親的—— 則受到吩咐不要惹兒女的氣。相反地，他們要照著主的 

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家庭裏的每一群人都有責任，而不單是從 

屬的族群。24雖然兒女要順服雙親（1 節） •父親卻對兒女負有特 

殊的責任，這裏就是特別針對為人父親的說的。25在那時代的社 

會 中 ，羅馬人的父權 ( patria potest a s ，也就是一家之主的權威） 

賦予父親對兒女有無限的權力，這條法律對於一般希臘化文化發 

揮了相當可觀的影響力。26在希臘化猶太教中，可以對不順服的 

兒女施行嚴厲的懲罰》27然 而 ，這並不表示：羅馬時期的證據沒 

有家庭中較為溫柔之愛的例子。但 是 ，儘管如此，「在主裏」的

後二 5 ) 。再 者 • 新約聖經對於基督再臨的急迫性的觀念，與其說是 
時間很近了，不如說是指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所以人人都應該做好 
準 備 。注 意 H. R idderbos, Paul, 4 8 7 -9 2 的 討 論 ，受到鄧恩（J. D. G. 

Dunn, Theology, 313 ) 以贊許的口氣引用。

2 4 兩個勸勉之間的關聯是以第4 節 開 頭 的 Ka( ( 「而 」 ，《和合本》未 
譯 ）和 K(ri o\ TTOT£p£e ( 「而你們作父親的」）表達的。

25 01 TiaT£P£S 可以泛指父母（來H 23 ；參 BAG D , 635 ) ；但 第 4 節的 
措辭有了改變（從 第 1 節所用的yoveV • 「父母」） • 表 明 ol narepeg 

的 意 思 是 「父 親 」 ，而 第 2 節的誡命明確提及父母之後沒有提及母 
親 。再 者 • 在古代世界中，包括希腿一羅馬人與猶太人的著作，父親 
都是負責教育兒女的。

26 G. Schrenk, TDNT  5:950, 9 5 1 。

2 7 斐羅要求父母這一面要嚴厲，是歸因於這個影響：斐 羅 《為猶太人辯 
護> (Hypothetica) 7.2 ; 《論特殊法律> 2.32 ; 參 ：約 瑟 夫 《斥阿皮 
昂 》2.206, 217 ； < 猶太古史》4.264 ；注意 J. E. Crouch, Origin, 

11 4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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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慎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關係卻是新的 > 而且在這家庭法規裏（參 ：西 三 21 ) ，完全沒有 

談到父親施加在兒女身上的權力。反而是詳述他們的責任。

在消極方面，保羅勸勉父親「不要惹兒女的氣」 。28在稍早 

的道德訓勉中，使徒表達了他對於神子民當中的怒氣的關注（四 

2 6〜2 7 、31 ) ，勸勉他的讀者要迅速處理怒氣。如果怒氣延長， 

撒旦可能會利用它來達到他的目的，利用基督徒群體內部發展的 

張力來遂行其意》現 在 ，特別是在家庭內，勸勉父親要避免那些 

會激怒孩子的態度、話 語 、和 行 動 （插 入 「你們的」 〔《和合 

本》未譯〕 ，是否要提醒父親說兒女是屬於他們的呢？） 。實際 

上 • 使徒是排除「過度嚴厲的管教，不合理的嚴苛要求，濫用權 

柄 • 武 斷 ，不公平，持續嘮叨與責備，貶抑孩子《以及所有形式 

的粗心，無視於孩子的需要與感受」 。29在這樣抑制父親的權威 

背 後 ，是清楚地承認：兒女雖然應該要在主裏順服父母，卻也是 

有自己權利的人，不應該被操縱、剝削、或壓榨 。3(1

然 而 ，使徒並沒有停在給父親的消極方面的教導上。相反 

地 * 31他用積極方面來補充，勸勉他們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

28 動詞 nopopyCoj ( 「使被激怒 ’ 使生氣」 ；Louw  and N ida §88.177 ) 

只出現在這裏與羅馬書十章1 9 節 （指神觸動以色列人的怒氣） ，雖 
然同源名詞TtopopyuT^ !； ( 「怒氣」）稍早出現在以弗所書四章2 6 節 
的 道 德 訓 勉 中 。目 前 這 個 禁 令 TTapopy(C£T£，「不 要 惹 …… 生 
氣 」）具有一般戒律的作用。這種禁令並沒有說明該動作是不是持續 
不 斷 的（參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724-25 ) 。

29 L in co ln , 4 0 6 。

30 斯托 得 ，246 頁 = S to tt，2 4 6 。

3 1 注 意 強 烈 的 反 義 詞 ( 「但是」） 。保羅在此並非提供動機，像在 
歌羅西書三章2 1 節 一 樣 （「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 而是提出他積 
極方面的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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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戒 」養 育 兒 女 。動 詞 「養 育 」已 經 出 現 在 五 章 2 9 節 ，論及基督 
「保 養 」教 會 ，在 這 裏 則 是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用 法 ，指撫養或 養 育 兒  

女 長 大 成 人 。3 2 「教 訓 」與 「警 戒 」這 兩 個 名 詞 有 時 被 認 為 是 表  
達 一 個 觀 念 。33這 兩 個 字 雖 然 常 常 一 起 使 用 ，在 此 可 能 有 略 微 不  
同 的 含 意 。第 一 個 詞 組 可 以 指 綜 合 性 的 教 育 或 訓 練 （徒 七 2 2 ，二 
十二 3 ；提 後 三 16 ; 多二 1 2 )  >或比較明確的紀律或管教的含意 

( 林 前 H 2 ；林 後 六 9 ；來十二  5 、7 、8 、1 1 ) » 在以弗所書六 
章 4 節 這 裏 ，似 乎 是 著 眼 於 一 般 的 含 意 ，第 二 個 詞 （林 前 十 11 ； 
多 三 1 0 ) 則 指 向 「這 訓 練 比 較 明 確 的 面 向 ，藉著口頭的勸誡或糾 

正 來 達 成 的 」 。34

父 親 必 須 給 予 的 這 個 教 訓 與 警 戒 ，進 一 步 被 描 寫 為 「主 
的 」 。這 個 片 語 可 以 理 解 為 主 詞 所 有 格 ，表 示 在 那 些 教 導 與 管 教  
兒 女 的 人 背 後 乃 是 主 自 己 》歸 根 結 柢 ，父 母 親 所 關 心 的 不 單 是 他  
們 的 兒 女 應 當 順 服 他 們 的 權 柄 * 而 是 要 藉 著 這 樣 敬 虔 地 訓 練 與 警  
戒 ，叫 他 們 的 兒 女 得 以 認 識 並 順 服 主 自 己 。在 神 學 上 ，這個解釋 
很 合 理 ，也 符 合 舊 約 聖 經 的 經 文 ， 「耶 和 華 的 管 教 」 （箴三 
1 1 ) 。但 是 ，如 果 將 「教 訓 」理 解 為 比 較 廣 泛 的 意 義 ，那 麼 「主 
的 」可 能 是 表 示 素 質 的 所 有 格 ，表 明 這 教 訓 與 警 戒 是 在 主 的 領 域  
內 ，或 者 以 祂 為 參 考 點 。換 言 之 ，這 是 真 基 督 徒 的 教 訓 。這個解 
釋 符 合 稍 早 所 提 及 的 ，學 了 基 督 和 在 祂 裏 面 受 教 （四 2 0 〜2 1 ) 。

32 Louw  and N ida  § 3 5 .5 1 。這 往 往 是 藉 著 「提供身體與心理方面的需 
要 」來達成的。

3 3 斯諾德格拉斯（4 4 9 頁 = Snodgrass, 3 2 2 ) 近來即如此主張。這兩個 
希滕文分別是TTaiSda與 vou0ea(a。

34 L in co ln , 407 * 依循  G n ilka , 298 ；與 Schnackenburg, 263 ；參 
Hoehner, 7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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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所 以 ，學 習 基 督 與 在 耶 穌 的 真 理 上 受 教 ，不 單 是 在 整 個 基 督 徒 群  
體 裏 面 發 生 的 ，也 是 特 別 發 生 在 家 庭 裏 ，來 自 父 親 ，他們的生活 
受 到 這 個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的 使 徒 傳 統 塑 造 。

與 當 日 的 標 準 相 反 的 是 ，保 羅 要 基 督 徒 父 親 成 為 他 們 的 兒 女  
溫 柔 、有 耐 心 的 教 育 者 ，其 主 要 「兵 器 」是 聚 焦 於 效 忠 主 基 督 的  
基 督 徒 教 訓 。基 督 徒 父 親 必 須 有 別 於 周 遭 的 社 會 。當家庭法規裏 
的 這 些 話 向 他 們 誦 讀 時 * 他 們 大 概 已 經 聽 見 過 並 且 記 得 保 羅 稍 早  
在 本 書 信 所 寫 的 ，即 他 們 的 父 親 職 分 是 來 自 「一 神 ，就是眾人的 
父 」 （三 14〜 1 5 ，四 6 ) ，而且神已經在祂兒子裏施行大能的和 

好 作 為 • 為 了 形 成 「神 的 一 個 多 國 的 、多 文 化 的 家 庭 。因 此 ，他 
們 既 是 為 人 父 親 的 ，就 當 「照 顧 他 們 的 家 庭 ，好 像 父 神照顧祂的 
家 庭 一 樣 」 。35

35 斯 托 得 ，245 頁 = Stott,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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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c . 奴 隸 與 主 人 （六5〜 9)

5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 

人 ，好像聽從基督一般。6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褢遵行神的旨意，7甘心事奉，好像服事 

主 ，不像服事人。8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 

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賜。9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 

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 

並不偏待人。

家 庭 規 範 的 第 三 組 是 奴 隸 與 主 人 。保 羅 描 寫 每 一 組 的 相 互 責  
任 。這 一 組 的 教 導 ，就 像 給 兒 女 與 父 母 的 教 導 一 樣 （1〜4 節 ） ， 

要 比 論 婚 姻 的 勸 勉 材 料 短 。開 頭 的 命 令 ，是 勸 「作 僕 人 的 」要 
「聽 從 」 （5 節 ） • 是 在 神 所 命 定 的 關 係 內 順 服 的 另 一 個 例 子 • 

是 那 個 提 綱 挈 領 式 的 陳 述 所 要 求 的 ： 「要 存 敬 畏 基 督 的 心 彼 此 順  
服 」 （五 2 1 ) 。這 個 順 服 是 有 關 智 慧 生 活 之 教 導 的 一 部 分 （參 ： 
五 15〜2 0 ) ，也 是 被 聖 靈 充 滿 的 結 果 （五 18) »

六 章 5 〜9 節 的 結 構 與 這 個 法 規 先 前 的 段 落 類 似 ，也與歌羅西 
書 三 章 2 2 節 〜 四 章 1 節 非 常 接 近 。最大的差異出現在詳述命令語 
氣 的 段 落 中 。 附 屬 的 族 群 ，即 奴 隸 , 又 是 首 先 說 話 的 對 象 （5a 

節 ） 。然 後 ，接 著 是 對 他 們 應 該 提 供 的 服 事 所 做 的 四 個 描 述 ，每 
一 個 都 帶 著 「像 / 好 像 」片 語 ： 「要 懼 怕 戰 兢 ，用 誠 實 的 心 … … 

好 像 聽 從 基 督 一 般 」 （5 b 節 ） ， 「不 要 只 在 眼 前 事 奉 ，像是討人 
喜 歡 的 」 （6 a 節 ） ， 「要 像 基 督 的 僕 人 ，從 心 裏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 

( 6 b 節 ） ， 「甘 心 事 奉 ，好 像 服 事 主 … … 」 （7 節 ） 。引介動機 

的 是 「因 為 曉 得 」主 必 按 照 各 人 所 行 的 事 來 審 判 （8 節 ） 。給主 
人 的 吩 咐 要 比 給 奴 隸 的 短 很 多 ：在 習 慣 性 的 稱 呼 之 後 ，就吩咐他 
們 「待 僕 人 也 是 一 理 」 。這 又 以 子 句 「不 要 威 嚇 他 們 」來 詳述

724



五 、謹愐自己如何生活：_ 般性的與基® 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瞷係（五 22〜六 9 )

( 9 b 節 ） * 引 介 動 機 的 又 是 「因 為 知 道 」他 們 同 有 一 位 主 在 天  
上 ，祂 並 不 偏 待 人 （9 b 節 ） 。

在 這 裏 與 歌 羅 西 書 （三 2 2 〜2 5 ) 的 家 庭 規 範 清 單 中 ，給奴隸 

的 命 令 要 比 給 主 人 的 廣 泛 得 多 ，也 對 他 們 提 出 特 殊 的 鼓 勵 。這可 
能 反 映 出 這 些 教 會 的 社 會 結 構 （在 彼 得 前 書 二 章 1 8 節 〜 三 章 7 節 
的 家 庭 規 範 中 ，給 奴 隸 的 命 令 沒 有 給 主 人 的 相 關 教 導 ） 。在以弗 
所 書 與 歌 羅 西 書 中 ，使 徒 沒 有 針 對 當 時 的 習 俗 做 出 社 會 性 的 評  
論 。他 是 在 對 基 督 徒 讀 者 說 話 。問 題 不 在 於 接 受 法 律 所 認 可 的 一  
個 制 度 ，那 也 是 希 臘 一 羅 馬 社 會 結 構 的 一 部 分 ；這也不是如何回 
應 廢 除 奴 隸 制 度 之 呼 聲 的 問 題 。倒 不 如 說 ，它 乃 是 關 係 到 在 基 督  
裏 所 賜 的 自 由 （參 ：西 三 1 1 ) 、與基督徒奴隸要繼續服事地上主 
人 的 「奴 隸 制 度 」 （參 ：林 前 七 2 1 〜2 4 ) 之 間 的 張 力 。

甚 至 連 那 些 最 極 力 主 張 保 羅 採 取 希 臘 主 義 或 希 臘 化 猶 太 教 之  
家 庭 規 範 材 料 、並 將 之 基 督 教 化 的 學 者 都 承 認 ：這些命令新近經 
過 了 系 統 的 閩 述 ，成 為 具 有 基 督 徒 特 色 的 教 導 。1

六 5 . 正 如 家 庭 規 範 的 前 兩 個 段 落 一 樣 ，這裏也是先對附屬的 

族 群 說 話 。在 此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保 羅 直 接 勸 勉 奴 隸 的 方 式 是 沒 有  
前 例 的 ，因 為 在 討 論 家 庭 管 理 的 傳 統 材 料 中 * 注 意 力 的 焦 點 都 是  
在 於 主 人 如 何 管 理 他 的 奴 隸 》在 保 羅 的 家 庭 規 範 中 ，是把奴隸當 
做 應 該 負 起 倫 理 道 德 責 任 的 人 物 看 待 的 ，就 像 妻 子 和 兒 女 一 樣  

( 參 ：西 三 2 2 〜2 5 ) 。他 們 要 像 基 督 教 會 裏 面 的 其 他 成 員 一 樣 ， 

這 封 巡 迴 書 信 是 送 給 他 們 的 ，就 像 送 給 他 們 的 主 人 一 樣 。再 者 ， 
這 個 寫 給 奴 隸 的 段 落 明 確 提 及 使 徒 已 經 對 所 有 基 督 徒 提 出 的 勸

1 如狄比流與葛瑞分（D ibe lius-G reeven，4 7 ) 即 如 此 說 ：「這整個段 
落 〔西 三 22〜2 5 〕一 相反於前一個段落一 已經根據原來的基督教 
觀念塑造過」 （為 J. E. Crouch, Origin, 1 1 6 -1 7 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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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勉 ，即 他 們 要 討 主 的 喜 悅 ，行 祂 的 旨 意 ，並 且 要 順 服 （五 1 0 、 
17 、 2 1 ) 。 2

奴 隸 受 到 勸 勉 ，要 聽 從 他 們 肉 身 的 主 人 。這 是 刻 意 使 用 希 臘  
字 ky rio s  ( 「主 人 ，主 」 ） ，這 字 通 常 譯 作 「主 」 ，指 基 督 （4 

節 ）或 神 。形 容 詞 肉 身 的 ，不 應 該 理 解 為 負 面 的 或 眨 抑 的 意 思 ； 
確 切 地 說 ，它 表 示 這 些 主 人 是 在 肉 身 領 域 裏 的 主 ，3在人類關係的 
範 圍 內 ，相 反 於 那 位 在 天 上 的 主 （9 節 ） 。歸 根 結 柢 ，基督徒僕 
人 是 屬 於 一 位 主 ，就 是 耶 穌 基 督 （6 節 ） ，而 他 們 順 服 肉 身 的 主  
人 是 與 他 們 服 事 祂 完 全 相 符 的 （7 、8 節 ） 》

然 而 ，儘 管 如 此 ，他 們 服 事 這 些 主 人 必 須 全 心 全 意 ，且真 
誠 。在 積 極 方 面 ，必 須 卜 曜 怕 戰 兢 ，用 誠 實 的 心 聽 從 你 們 肉 身 的  
主 人 ，好 像 聽 從 基 督 一 般 」 。 「懼 怕 / 敬 畏 」的 主 題 已經出現在 
家 庭 規 範 ，在 五 章 2 1 、3 3 節 用 作 婚 姻 的 道 德 訓 勉 前 後 的 框 架 。4 

在 此 使 用 的 雙 重 用 語 「懼 怕 戰 兢 」 ，5 偶 爾 也 出 現 在 《七十士譯 
本 》 ，幾 乎 總 是 作 為 一 個 固 定 的 用 語 ，通 常 是 指 人 在 面 對 神 的 同  
在 與 大 能 作 為 時 的 敬 畏 。6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只有保羅使用這個詞語

2 斯諾德格拉斯 ’ 3 4 9 頁 = Snodgrass, 3 2 3 。

3 KotA adpKa字面的意思是「照著肉身的〔主人〕」 ，相對於描寫另一 
位 主 人 ，就 是 主 耶 穌 的 oupavo-i; ( 「在天上」 ，9 節 ） ，所以譯作 
「肉身的」 、「属地的」 （根 據 Bruce, 293 • Kordt adpica特別指現今 

的世界制度） 。

4 也要注意提及僕人的「懼怕」之 處 ，彼 得前書二章 1 8 節 ；妻 子 的 ’ 
三 章 2 節 ；與公民對國家的，羅馬書十三章7 節 。

5 M e ta  <)>6pou K a i t p o m o u  ( 「懼怕戰兢」) 表明僕人應該順服主人的態
度 。

6 在摩西之歌中即是如此（出 十 五 16 ) ，當迦南人得悉主為祂子民以色 
列施行大能的作為，拯救他們脫離埃及，並將他們安置在他們承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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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二 3 ；林 後 七 15 ；腓二 1 2 ) ，在這些地方，每一次都與 

《七十士譯本》的用法一致，此片語都是與態度有關，指在神同 

在中應該有的尊敬與敬畏，信徒在面對末日時敬虔的敬畏（亦 

見 ：五 2 1 、3 3 的註釋） 。這不是不信之人卑屈的畏懼，也不是單 

單面對著人的態度。7以弗所書六章5 節勸勉奴僕要聽從他們的主 

人 ；這聽從應該帶著在神與基督面前的尊敬和敬畏（注意片語 

「好像聽從基督一樣」 ，與 西 三 2 2 ) ，8 是想到末日時敬虔的懼 

怕 （正如稍早的兩個出處所表明的） 。

在那個時代的世界中 * 主人藉著懼怕支配他們的奴隸，因為 

一般人相信懼怕產生更大的效忠。9然 而 ，基督徒奴隸的視野已經 

改變了。他們已經蒙拯救脫離了人的恐嚇的轄制，現在是主耶穌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業之地時 * 「驚駭恐懼」將會臨到這些迦南人。在以賽亞書十九章16 

節 ，「戰兢懼怕」描寫主未來舉手審判埃及人時，埃及人的反應，而 
在 詩 篇 二 篇 1 1 節 ，主採取決定性的行動，任命祂的兒子，警告悖逆 
的列國與地上的臣宰，說他們的毀滅已迫在眉睫，他們合宜的反應是 
「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 當 「存戰兢而快樂」 。創世記九章 2 節似 

乎是個例外* 因為這個詞語是描寫受造的動物對於挪亞和他兒子的懼 
怕 態 度 。然 而 ，縱使是在那裏，這懼怕都是神的命令所造成的，是祂 
大能干預的結果。進一步的細節，見 P. T. O ’ B rie n ，Philippians, 282 - 
84 °

7 P. T. O ’ B rie n ，Philippians，283—8 4 。

8 尤其要注意C aird，90 ；相反於L in co ln , 4 2 0 。

9 K. R. B radley, Slaves and Masters in the Roman Empire: A  Study in 

Social Control (O xfo rd : O xfo rd  U n ive rs ity  Press, 1987)，1 1 3 -3 7 。進 
一步的參考書目細節，見 A . A . Rupprecht，‘ Slave，Slavery’ ，DPL, 

883; Best, 571; Hoehner, 800-1 ; 與 M . J. H arris , Slave o f Christ 

(Le icester: A po llos ,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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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基 督 的 「僕 人 」了 。這 樣 一 來 ，他 們 對 主 人 的 服 事 ，就必須出於 
對 祂 的 尊 敬 與 敬 畏 。其 特 色 也 應 該 是 誠 實 和 專 一 的 目 的 —— 在此 
稱 為 誠 實 的 心 。心 是 決 定 態 度 與 行 動 的 內 在 中 心 ，其標記是誠實 
與 純 正 的 動 機 。m 基 督 徒 僕 人 不 是 受 到 錯 誤 的 、別有用 心 的 動 機  
驅 策 ，而 是 要 負 責 盡 職 地 、誠 實 地 服 事 主 人 。只 有 當 僕 人 承 認 ： 
在 服 事 他 們 的 主 人 時 ，他 們 是 在 順 服 天 上 的 主 基 督 ，才可能有這 
種 內 在 的 委 身 。他 們 在 地 上 工 作 的 行 為 表 現 ，與祂在他們生活中 
的 掌 權 有 關 》這 樣 ，歸 根 結 柢 ，聖 與 俗 之 間 的 區 別 打 破 了 。無論 

多 麼 卑 微 ，任 何 工 作 都 屬 於 祂 主 權 的 領 域 ，也是為 了 討 祂 喜 悅 而  
行 的 。他 們 的 工 作 「好 像 聽 從 基 督 一 樣 」 ；他 們 的 順 服 是 「像基 
督 的 僕 人 」 （6 節 ） ，他 們 的 全 心 服 事 是 「好 像 服 事 主 」 （7 

節 ） ，因 為 他 們 知 道 他 們 的 每 一 個 善 行 都 將 要 得 「主 」的 賞 賜 （8 

節 ） 》這 些 教 導 為 使 徒 在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1 7 節 那 個 綜 合 性 的 勸 勉 ， 

「無 論 做 甚 麼 ，或 說 話 、或 行 事 ，都 要 奉 主 耶 穌 的 名 ，藉著祂感 
謝 父 神 ，」提 供 一 個 具 體 的 應 用 。

六 6 . 奴 隸 要 以 誠 實 的 心 聽 從 主 人 ，這 個 呼 召 進 一 步 詳 加 解  

釋 ，首 先 是 負 面 的 ， 「不 要 只 在 眼 前 事 奉 ，像 是 討 人 喜 歡 的 ，」 
然 後 是 正 面 的 ， 「要 像 基 督 的 僕 人 ，從 心 裏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譯 
作 「在 眼 前 事 奉 」的 詞 ，在 保 羅 著 作 之 前 未 獲 證 實 （參 ：西三 
2 2 ) ，可 能 是 使 徒 創 作 的 ，意 指 所 行 的 服 事 只 是 為 了 吸 引 人 的 注

10 K a p S i a 是 「一個人心理生活在各個面向的肇因，但特別強調思想」 
( 如 Louw  and N ida  § 2 6 .3 所說的） ，可以翻 譯 為 「心 ，內在的自 

我 ’ 心 思 」 。’ E v  T f j?  K a p S ia ^  , 「以心中的單一」 （BAG D ,

8 6 ) ，指一個人內在的部分是單純且誠摯的（參 ：代 上 二 十 九 17 ； 
《所羅門智訓》一 1 ; 《流便遺訓》 (T . Reuben) 四 1 ; 《西緬遺 

訓》 (T . Simeon) 四 5 ；《利未遺訓》 (T . Levi ) 十 三 1 ; 林後H 

3 ；西三 2 2 ) 。參 Louw  and N ida  § 8 8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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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意 ，而 不 是 為 了 服 事 本 身 、或 為 討 神 喜 悅 、或 為 自 己 良 心 的 緣  
故 。U 這 樣 行 事 的 人 是 「討 人 喜 歡 的 」 ，設 法 討 好 他 們 的 主 人 ， 
而 不 是 討 神 的 喜 悅 。12然 而 ，基 督 徒 僕 人 受 到 吩 咐 ，聽從他們的 
主 人 不 是 以 這 種 態 度 。

相 反 地 ，他 們 在 事 奉 時 必 須 想 到 最 終 乃 是 效 忠 於 基 督 ，承認 
他 們 是 祂 的 奴 僕 ，欣 然 且 全 心 地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在兩節經 文 中 第  
二 次 強 調 他 們 行 為 的 動 機 是 與 基 督 有 關 的 》在 使 徒 的 勸 勉 中 ，將 
會 再 有 兩 次 以 顯 著 的 地 位 提 及 他 們 與 耶 穌 為 主 的 關 係 （7 、8 

節 ） 。那 些 服 事 肉 身 主 人 的 僕 人 們 ，在 此 被 形 容 為 「基 督 的 僕  
人 」 ，這 是 一 個 具 有 特 權 的 指 稱 。他 們 在 家 中 服 事 的 態 度 ，被描 
寫 為 「從 心 裏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 。神 的 旨 意 已 經 從 神 恩 典 的 拯 救 計  
劃 來 理 解 ，祂 的 旨 意 是 要 叫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一 5 、9 、 
1 1 ) 。在 以 弗 所 書 的 後 半 • 神 的 旨 意 （五 1 7 ，六 6 ) 出現在勸勉 

的 文 脈 中 ，著 重 點 在 於 信 徒 逐 日 遵 行 那 旨 意 的 責 任 （見 ：五 1 7 的 
註 釋 ） 。在 這 裏 ， 「基 督 的 僕 人 」要 在 每 一 天 的 家 庭 生 活 中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他 們 必 須 「從 心 裏 」 （直 譯 「從 魂 裏 」）服 事 主 人 ， 
這 個 詞 語 其 實 是 跟 第 5 節 的 「誠 實 的 心 」同 義 。它強調內在的動

11 •O^eoAiioSouAia的 意 思 是 「眼 前 的事奉，為要叫人注意自己而服事」 
( 如 Louw  and N ida § 35 .29所 說 的 ；參 B A G D ，5 99 ) 。注意狄奧多 

勒 （T h e o d o re t)對 於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6 、7 節 的 評 論 ，為 E. Lohse,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1 6 0 引 用 ：「他稱眼前的事奉為不是發自誠摯 
之心的那種事奉，而是滿足於純屬外表的事物。」

1 2 這 個 字 （dvepomdpeoKm ) 在新約聖經之前僅見的出處是詩篇五十三篇 
5 節 （《七十士譯本》的五十二 6 ) ；《所羅門詩篇》四 7 、8 、1 9 。 
魯弗與奈達 （Louw  and N ida § 2 1 5 .9 8 )認 為 ：這個詞語屬於「使人 
高 興 ，含意是與使神喜悅相反的，或犠牲某個原則的」 。這個詞有時 
可以譯作「那些只是企圖使人喜歡他們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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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機 是 毫 無 保 留 的 ，是 與 那 些 「討 人 喜 歡 」的 人 「只 在 眼 前 事 奉 」 
恰 恰 相 反 的 》

六 7 . 保 羅 在 勸 勉 基 督 徒 僕 人 要 聽 從 主 人 時 ，重述他稍早的幾 
點 （在 5 、6 節 ） ：13他 們 必 須 發 自 內 心 且 熱 心 地 這 麼 做 ，顯示出 

他 們 最 終 並 不 是 在 服 事 人 間 的 主 ，而 是 服 事 在 天 上 的 主 。用來描 
寫 他 們 的 服 事 態 度 的 詞 語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僅 見 於 此 ，意 指 「熱 
心 ，熱 切 ，全 心 」 。14他 們 的 熱 心 服 事 顯 然 會 叫 主 人 獲 益 。但保 
羅 提 醒 這 些 僕 人 ，他 們 的 行 為 有 一 個 意 味 深 遠 的 理 由 或 動 機 ：15 

他 們 是 在 服 事 主 ，而 不 單 是 服 事 人 。16當 他 們 在 全 心 服 事 主 人  
時 ，也 照 樣 在 那 樣 的 行 動 中 尊 崇 並 榮 耀 他 們 在 天 上 的 主 。

六 8 . 最 後 ，使 徒 要 僕 人 聽 從 主 人 的 勸 誡 連 同 相 關 的 呼 籲，其 

理 由 乃 是 在 於 知 道 僕 人 將 會 在 最 後 審 判 時 因 其 善 行 而 得 著 天 上 的  
主 獎 賞 。17在 以 弗 所 書 的 勸 勉 題 材 內 ，再 一 次 出 現 未 來 的 視 野 ， 
這 次 是 末 日 ，為 現 今 的 合 宜 生 活 提 供 一 個 動 機 （參 ：五 5 、6 ) 。

1 3 藉著分詞子句 |i£T’ euvoia^ 8ouAeuovt£^ ( 「甘心事奉」） 。

14 Louw  and N ida § 2 5 .7 2 。

15 ( 「好像」) 往往帶一個分詞，表發生之事的理由或動機，但新約 
聖 經 ，就像古典希臘文，如果從上下文可以清楚意思時就以縮寫的方 
式 表 達 ：例 如 ，帖後二 2 ; 見八. T. Robertson, Grammar, 1140; BDF 
§425(4) 。

16注 意 珣 KUpitp ( 「主 」）與 06k dv0P(UTTOl? ( 「不 是人」）之間的對
比 。

1 7 如 L in co ln , 422，425 ；與 Hoehner, 8 1 1 所 主 張 的 ，後者聲稱分詞 
£i56r£q ( 「曉 得 」) 是 表 原 因 的 * 附 靥 於 主 要 動 詞 6TTOK<MkTe ( 「聽 
從 」） 。第 9 節的平行用詞elSdTeg ( 「知道」）也 類似。參 ：斯諾德 
格 拉 斯 ，3 5 0 頁 =  Sn0dgraSS，324 ’ 他 說 ：「這個倫理道德的主要動 
機… … 〔是 〕最後的審判」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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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使 用 動 詞 「曉 得 」表 明 ：使 徒 是 在 回 想 基 督 徒 熟 悉 的 一 個 教 導 模  
式 ，是 他 現 在 可 以 使 用 的 》

他 們 受 教 導 的 內 容 是 ：他 們 在 天 上 的 主 將 為 每 一 個 人 所 行 的  
善 而 獎 賞 他 們 。毫 無 疑 問 地 ，許 多 僕 人 行 善 是 不 受 主 人 注 意 的 ， 
所 以 沒 有 受 到 他 們 該 得 的 獎 賞 。18結 果 ，基 督 徒 僕 人 可 能 像 別 人  
一 樣 ，會 特 地 想 要 確 保 自 己 所 行 的 任 何 服 事 都 要 受 到 主 人 的 注  
意 。但 他 們 無 需 如 此 回 應 。沒 有 一 件 事 是 天 上 的 主 看 不 見 的 。無 
論 他 們 地 上 的 「主 人 」如 何 對 待 他 們 ，他 們 仍 然 有 一 位 主 ，19他 
們 可 以 信 靠 祂 ，因 祂 將 會 在 末 日 獎 賞 M 他 們 。祂 注 意 到 各 人 所 行  
的善事—— 注 意 強 調 的 「各 人 」—— 必沒有任何一個人的任何善行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 徒家庭褰的關係（五 22〜六 9 )

1 8 在那個時代對於家庭管理的討論中，都建議說要以不同的獎賞作為激 
發 奴隸的動機 • 諸 如 食 物 、衣 著 、和 其 他 利 益 （色 諾 芬 《經濟學》
[ Xenophon, Oeconomicus ] 13.9-12 ；見 L in co ln , 422 ) 。 一 些主人 

甚至承諾奴隸可以獲取自由、但卻沒有實現他們的承諾（塔 西 圖 《編 
年史》 〔Tacitus, A nnfl/s〕14.42 ) 。

19 nopd Kupiou ( 直 譯 「從一位主」） 。論及歌羅西書三章22節的平行經 
文 時 ’ 賴 福 特 ( J- B. L ig h tfo o t, Saint Paul's Epistles to the Colossians 

and to Philemon [London: M acm illan , 1890], 226 ) 聲 稱 ：片語 
Kopiou ( 「從一位主」）裏面沒有定冠詞是值得注意的，他試著以下 
面的方式捕捉這個省略的深遠意義：「無論你們地上的主人如何對待 
你 們 ，你們還有一位主人…… 。」

2 0 動 詞 可 以 指 「得 回 ，重新獲得」 （太 二 十 五 27 ；來 i ^一 
1 9 ) ，但 意 思 往 往 是 「接 受 ，獲 得 」 （林 後 五 10 ; 西 三 25 ；來十
36 • ■"一 1 3 、39 ; 彼前一 9 , 五 4 ; 彼後二 13 ) 。後面這個意思最適 
合 此 處 的 上 下 文 ，所 以 譯 作 「得著回報」 （B A G D ，442-43 ; Louw 
and N ida  §57.126，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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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會 被 忽 略 的 。2 1 這 裏 並 沒 有 應 許 要 立 刻 獎 賞 或 解 放 奴 隸 ；相反 
地 ，這 乃 是 保 證 ：當 他 們 同 其 他 信 徒 一 起 站 在 基 督 的 審 判 台 前 ， 
他 們 將 會 為 所 行 的 善 獲 得 賞 賜 （林 後 五 1 0 ) 。

與 新 約 聖 經 其 餘 部 分 （事 實 上 ，是 整 本 聖 經 ）一 致 ，保羅認 
定 審 判 乃 是 照 著 行 為 （參 ：羅二 6 ) 。行 為 與 獎 賞 之 間 顯 然 有 關  

連 ，雖 然 獎 賞 的 內 容 在 此 並 未 詳 述 。在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2 4 節的平行 
經 文 ，將 獎 賞 等 同 於 為 信 徒 預 備 的 永 遠 產 業 （參 ：西一 5 、1 2 、 
2 7 ，三 1〜 4 ) 。22再 者 ，歌 羅 西 書 三 章 2 4 〜2 5 節的焦點是負面 

的 ，該 處 經 文 的 作 用 是 警 告 ： 「那 行 不 義 的 ，必 受 不 義 的 報  
應 。」在 以 弗 所 書 ，承 受 產 業 的 主 題 比 較 顯 著 （一 1 4 、1 8 ，五 
5 ) • 卻 沒 有 將 產 業 與 獎 賞 等 同 起 來 ，像 在 歌 羅 西 書 一 樣 。另一方 
面 ，以 弗 所 書 的 要 旨 是 正 面 的 ，使 徒 要 鼓 勵 基 督 徒 家 庭 中 的 奴  
隸 。

要 站 在 基 督 的 審 判 台 前 • 並 為 自 己 的 行 為 受 到 報 應 的 不 是 只  
有 奴 隸 ，還 有 自 由 人 和 奴 隸 的 主 人 》附 加 的 字 眼 ， 「不論是為奴 
的 、是 自 主 的 」 ，顯 示 出 ：所 有 的 人 都 要 以 類 似 的 原 則 受 到 獎  
賞 。在 這 一 點 上 ，社 會 地 位 毫 無 作 用 ，沒 有 人 會 受 到 特 殊 待 遇 或  
偏 袒 ，因 為 所 有 的 人 都 要 照 著 相 同 的 標 準 受 審 判 —— 行 為 的 標 準  

( 參 ：羅二  6 )  » 維 持 奴 隸 與 主 人 、或 基 督 徒 家 庭 裏 的 其 他 任 何  

族 群 之 間 的 區 別 無 論 多 麼 正 確 且 合 宜 ，根 據 將 來 的 審 判 ，所有的

21 Ti Ayaeov ( 「任何善事」 ；《和合本> 未 譯 「任何」）一詞是包羅廣 
泛 的 。ToOto ( 「這 」）回頭指向 Ti dya06v ( 「任何善事」） • 而且是 
位於強調位置：將要受到注意與獎賞的是「這個」善 事 。

2 2 在歌羅西書三章2 4 節使用明顯具有利益意味的詞語• 諸 如 「賞賜」 
與 「報應」 ，使徒是說到我們與神的關係：在此根據那與在神面前之 
生活有關的產業來描寫獎賞• 而刑罰則是被剝奪與祂的交通• 從祂面 
前被趕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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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別 最 終 都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參 ：加 三 28 ; 西 三 11 ; 與林前十二 
13 ) 。

六 9 . 與 這 個 家 庭 規 範 的 模 式 一 致 ，保羅現在對那些居於權柄 

地 位 的 人 說 話 ，在 這 裏 是 奴 隸 的 主 人 ，針 對 他 們 對 於 奴 隸 的 責 任  
來 勸 勉 他 們 。家 庭 裏 面 的 每 一 群 人 都 再 次 有 自 己 的 責 任 ，而不是 
只 有 附 屬 的 成 員 。在 此 ，明 確 指 出 了 給 奴 隸 的 勸 勉 與 給 主 人 的 勸  
勉 之 間 的 關 聯 ，23因 為 保 羅 想 要 強 調 這 兩 群 人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 
雖 然 那 並 不 是 對 稱 的 關 係 。24

使 徒 給 主 人 的 命 令 ，是 對 於 第 一 世 紀 希 臘 一 羅 馬 世 界 中 奴 隸  
擁 有 人 的 一 個 震 驚 的 勸 勉 ：待僕人也是一理。根據塞尼加的一個有 
名 的 格 言 ： 「所 有 的 奴 隸 都 是 敵 人 ，」而 許 多 主 人 則 是 暴 君 ，虐 
待 人 的 。2 5 為 了 對 付 奴 隸 ，主 人 們 向 來 都 是 威 脅 要 毒 打 、性騒 
擾 、或 把 男 性 奴 隸 賣 掉 以 致 他 們 與 自 己 所 愛 的 人 分 離 。26保羅這 
個 奧 祕 的 勸 勉 是 令 人 吃 驚 的 。然 而 ，它 並 不 表 示 主 人 要 服 事 僕

五 、謹憤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2 3 首 先 ，第 8 節結束的字說到主獎賞每一個行善的人，ene SoOAo; e\te 

t ^ E p o q  ( 「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為 了 第 9 節給主人的勸 
勉提供一個轉接。 然 後 ，就 像 在 第 4 節 一 樣 ，對 主 人 說 的 話 以 Ka( 
( 「而 」 ，9 節 ，《和合本》未 譯 ）與對奴隸說的話連接起來。最 

後 ，呼籲主人們要對奴隸採取類似的態度，表現出合宜的行動：地 
auTa ttoieIte trpot; auTOu  ̂ ( 「待僕人也是~ •理 」） 。

2 4 雖然主人受到勸勉要以「一理」對待僕人* 他們的態度和行動要與僕 
人受要求的那些態度和行動相符，但他們並沒有受到吩咐要「聽 從 」 
( 5 節 ）或 「服事」 （7 節 ）他們的僕人。

25 塞 尼 加 《道德書信》 （Seneca，Epistulae Morales ) 4 7 .5 。

26 T. W iedemann, Greek and Roman Slavery (London: Croom Helm , 
1981), 2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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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人 ，如 屈 梭 多 模 所 認 為 的 。27它 也 不 單 是 指 他 們 的 善 行 ，像 在 第 8 

節 一 樣 。比 較 可 能 是 指 他 們 的 態 度 與 行 動 ，就 像 奴 隸 一 樣 ’ 必須 
由 他 們 與 天 上 之 主 的 關 係 支 配 。28結 果 ，主 人 將 會 放 棄 對 奴 隸 使  
用 威 嚇 。29這 不 是 說 不 可 以 警 告 奴 隸 ：如 果 他 們 犯 錯 就 會 受 到 懲  
罰 。倒 不 如 說 ，這 個 子 句 拒 絕 所 有 形 式 的 操 縱 、眨 低 人 格 、或以 
威 脅 的 方 式 恐 嚇 奴 隸 。M 在 緊 鄰 的 上 下 文 中 ，已 經 教 導奴隸要顯 
出 尊 敬 、誠 實 的 心 、與 善 意 ；現 在 ，勸 勉 主 人 要 以 類 似 的 態 度 對  
待 他 們 。

保 羅 在 給 主 人 的 呼 籲 中 ，再 次 令 讀 者 想 起 他 們 熟 悉 的 教 導 模  
式 ，也 是 他 可 以 使 用 的 。他 的 呼 籲 有 雙 重 的 理 由 。31主人要以一 
理 對 待 僕 人 ，因 為 （1 ) 僕 人 和 他 們 的 主 人 同 有 一 位 主 在 天 上 ，他 
們 雙 方 都 要 向 祂 交 賬 》基 督 徒 僕 人 已 經 受 到 勸 勉 要 服 事 肉 身 的 主

2 7 屈梭多模認為這勸勉是指SouAe&vtw ( 「像僕人一樣服事」） ；《講 
道 集 》 ( Ho mi l y  ) 22; 6:9 (M igne, Patrologia Graeca 62:157) * 為 
Hoehner, 813 引 用 。

28 L in co ln , 423，4 2 5 。

2 9 分 詞 子 句 dvi纟VT&; Tr|v dneiAiiv ( 「不要威嚇他們」）詳 述 前 面 的 T<i 

a u T a  t t o i£ i t £  TTpog a u T o u g  ( 「待僕人也是一理 」) 。在 此 ，動 詞 辦〖叩1 

與 dneiAii ( 「威 脅 」 ；Louw and N ida §33.291 ) 連 用 ’ 意 思 是 「放 
棄 * 終 止 ’ 停止」 （B A G D ，69; Louw  and N ida  §68.43) 。

30 參 L in c o ln ，4 2 5 。

3 1 分 詞 dS<5TN ( 「知 道 」 ）是 表 原 因 的 • 附屬於主要動詞
( 「待」）；注意第 8 節的類似結構。他們受教導的內容與現在應該 

促使基督徒主人留意使徒勸勉的理由，是 以 6 n  ( 「知道」 ) 

之後的兩個子句表達的：（1) Kai auToiv Kai ujiaiv 6 xupio^ ktA. ( 「他們和

你們同有一位主 .........」） ’ 和 （2) Kai TipoatoiToAr)mpia ouk ecrnv ktA.

( 「祂並不偏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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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謹慎自己如何生活：一般性的與基督徒家庭裏的（五 15〜六 9 )
2 .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五 22〜六 9 )

人 ，如 同 服 事 主 耶 穌 。現 在 則 提 醒 基 督 徒 主 人 ：他 們 也 是 僕 人 > 

事 實 上 ，是 與 他 們 自 己 的 僕 人 同 作 僕 人 的 ，有 同 一 位 主 。在末 
曰 ，主 人 也 要 為 他 們 所 行 的 一 切 向 這 位 天 上 的 主 交 賬 ，尤其是為 
他 們 如 何 對 待 僕 人 （參 ：西 四 1 ) 。

( 2 ) 僕 人 與 主 人 要 向 主 交 賬 ，而 這 位 主 並 不 偏 待 人 。在神的審 

判 台 32前 ，沒 有 「偏 袒 」或 3 3 「偏 愛 」 。主 人 擁 有 較 高 的 社 會 地  
位 ，神 卻 沒 有 給 他 們 任 何 特 權 。神 不 容 許 自 己 受 到 外 貌 的 影 響 。 
沒 有 人 能 與 祂 進 行 「特 殊 交 易 」 。所 以 ，主 人 要 根 據 一 個 事 實 來  
對 待 僕 人 ，即 他 們 是 同 作 這 位 天 上 之 主 的 僕 人 的 。

正 如 家 庭 規 範 的 前 兩 個 段 落 （五 2 2 〜 六 4 ) ，要求信徒必須 
在 神 所 命 定 的 關 係 內 順 服 （五 2 1 ) ，並 證 明 他 們 是 被 聖 靈 充 滿  
( 1 8 節 ） 、行 在 智 慧 中 的 （1 5 節 ） * 在 最 後 這 個 小 段 也 是 如 此  
( 六 5 〜9 ) ，首 先 向 附 屬 的 群 體 說 話 。以一個毫無先例可循的方 

式 ，把 奴 隸 當 做 在 倫 理 道 德 上 應 該 負 起 責 任 的 人 看 待 （參 ：西三 
2 2 〜2 5 ) ，就 像 他 們 的 主 人 一 樣 ，他 們 也 是 基 督 身 體 的 成 員 。他 

們 受 到 勸 勉 要 順 服 主 人 ，承 認 他 們 在 服 事 肉 身 的 主 人 時 其 實 是 在

3 2 雖然史 瑞 吉 （W. Schrage, ‘ Zur E th ik ’ ，9 - 1 0 ) 認 為 ：這不是指未來 
主再來時的審判，但 第 8 節說到未來得到回報，卻強烈地表明第9 節 
的審判是在同一個時間架構內》在舊約聖經中，描寫神在審判時是不 
偏袒徇私的；在這裏與歌羅西書三章2 5 節 ，這是在描寫主基督。

33 npoaionoAn^ia ( 「偏待人」）雖是在新約聖經中首次出現（參 ：羅二
1 ；弗 六 9 ；西 三 25 ；雅二 1 ) ’ 卻可能已經在希臘化猶太教中使用。 
它是從希伯來文形成的，意 思 是 「舉起臉」 ，該詞語常常見於舊約聖 
經 中 ，指 尊 敬 人 ：利 十 九 15 ；申一 27 , 十 六 19 ; 參 E. Lohse, 

TD NT  6 :7 7 9 -8 0 。 這詞組意指「不公平地區分人• 對待一個人比另一 
個人好」 ，所 以 是 「顯出偏愛，偏袒徇私 • 偏 心 」 ；Louw  and N ida 
§88 .238即如此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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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服 事 天 上 的 主 。然 而 ，他 們 最 終 乃 是 向 祂 負 責 的 。所 以 ，他們要 
自 視 為 基 督 的 僕 人 ，目 標 是 要 藉 著 全 心 、毫無保留地遵 行 神 的 旨  
意 來 討 祂 喜 悅 。他 們 的 服 事 要 熱 心 、真 誠 ，不 是 只 有 表 面 的 工  
作 ，後 者 是 那 個 時 代 的 世 界 中 非 常 盛 行 的 ，為 了 要 吸 引 主 人 的 注  
意 ，並 博 得 他 們 的 歡 心 。他 們 所 行 的 善 必 要 得 著 報 償 ，但不是從 
肉 身 的 主 人 獲 得 人 間 的 稱 讚 、物 質 的 利 益 、甚 至 解 放 ，34而是由 
主 在 最 後 審 判 時 獎 賞 他 們 。保 羅 給 奴 隸 主 人 的 勸 勉 頗 令 人 意 外 ， 
他 吩 咐 他 們 要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對 待 僕 人 —— 換 言 之 ，他 們 的 態 度 與  
行 動 ，就 像 他 們 的 僕 人 一 樣 ，必 須 由 他 們 與 同 一 位 在 天 上 的 主 的  

關 係 來 決 定 。
保 羅 的 吩 咐 仍 然 是 一 般 性 的 。態 度 與 動 機 顯 然 是 重 要 的 。然 

而 * 在 這 個 家 庭 規 範 的 段 落 中 所 凸 顯 而 意 味 深 遠 的 （除了把奴僕 
當 做 應 該 負 責 任 的 信 徒 來 對 待 之 外 ） ，是 稱 基 督 為 主 （注意歌羅 
西 書 的 平 行 經 文 ） 。35這 些 奴 隸 是 「基 督 的 僕 人 」 ，應該順服祂 
為 主 （5 、7 節 ） 》他 們 最 終 乃 是 服 事 祂 ，祂 知 道 他 們 所 行 的 事 ， 

和 他 們 行 事 的 動 機 。他 們 要 發 自 內 心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6 節 ） ，尋 
求 討 他 們 的 主 喜 悅 ，因 為 知 道 祂 必 在 末 日 為 他 們 所 行 的 善 而 獎 賞  
他 們 （8 節 ） 。同 樣 地 ，主 人 也 應 該 向 祂 負 責 任 ，祂 不單是他們 

在 天 上 的 主 ，也 是 他 們 奴 隸 的 主 和 主 人 。所 有 的 人 最 終 都 要 向 祂  
交 賬 》祂 住 在 神 所 在 的 天 上 ，不 偏 袒 人 ，但 祂 必 在 末 日 為 了 這 些  
敬 虔 而 順 服 的 主 人 向 奴 隸 所 行 的 善 而 獎 賞 他 們 （8 、9 節 ） 。基督 

是 奴 隸 和 主 人 雙 方 的 主 ，其 實 已 經 改 變 了 他 們 雙 方 關 係 的 動 力 ， 
將 他 們 彼 此 的 態 度 和 行 為 提 升 到 一 個 新 的 層 面 上 。

34 參 L in co ln , 4 2 5 。

35 參 P. T. O ’ B rien , Colossians, Philemon, 2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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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 0 ~ 2 0 )

六 、屬靈爭戰（六10〜20)

10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 

強的人。11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2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 

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註 ：兩 「爭戰」原 

文 都 作 「摔跤」） 。13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 

的日子抵擋仇敵 ’ 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14所以要站穩 

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15又用平安的 

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16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17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 

劍 ’ 就是神的道。18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 

不倦，為眾聖徒祈求，19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 

口講明福音的奥秘， ( 我為這福音的奥秘作了帶鎖鏈的使者）並 

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以 弗 所 書 勸 勉 題 材 的 這 個 最 後 的 段 落 ，勸 勉 讀 者 要 在 主 裏 剛  
強 ，並 且 在 與 邪 惡 權 勢 進 行 屬 靈 爭 戰 時 穿 戴 神 的 大 能 軍 裝 ；這個 
段 落 在 本 書 信 中 佔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這 個 段 落 不 單 結 束 了 四 章  
1 節 開 始 的 道 德 訓 勉 題 材 ，也 作 為 整 封 信 的 高 潮 ，1將整封信做個 
總 結 。這 個 小 段 既 不 是 以 弗 所 書 「不 當 的 附 錄 」 ，也 不 是 書 中  
「插 入 的 旁 白 」 ，而 是 本 書 信 其 餘 部 分 所 指 向 的 關 鍵 因 素 。2

' 最 近 ，斯諾德格拉斯，361-62 頁= Snodgrass, 334-35;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81-83; and T. Y .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f 
God, 1 1 0 -1 1 即如此主張。

2 A rn o ld , 103，105 即如此主張。戈 登 . 費 依 （G. D. Fee, God’s Em

powering Presence, 723 ) 甚 至 主 張 ：在 「本書信最後這個段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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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在 這 裏 ，使 徒 從 一 個 較 廣 的 、即 宇 宙 性 的 視 野 ，檢視基督徒 
生 活 在 世 界 上 的 責 任 。他 所 處 理 的 道 德 議 題 不 單 是 個 人 的 偏 好 ， 
好 像 我 們 當 代 與 後 現 代 世 界 的 許 多 人 所 主 張 的 。相 反 地 ，它們乃 
是 善 惡 雙 方 的 勢 力 廣 大 的 衝 突 裏 面 的 根 本 因 素 。3在這論及屬靈爭 
戰 的 整 個 小 段 中 ，保 羅 持 續 使 用 的 意 象 是 取 自 以 賽 亞 的 預 言 ，描 
寫 耶 和 華 和 祂 彌 賽 亞 的 軍 裝 （賽 i ^一 4 〜5 ，五 十 九 17 ; 參 ：四十 

九 2 ，五十二  7 ) 。以 賽 亞 書 的 經 文 描 寫 萬 軍 之 主 乃 是 一 個 戰 士 ， 

穿 戴 軍 裝 出 戰 ，要 為 祂 的 子 民 伸 冤 。讀 者 受 到 勸 勉 要 穿 戴 「神所 
賜 的 全 副 軍 裝 」 ，去 參 與 一 場 極 度 重 要 的 靥 靈 爭 戰 （1 1 節 ） ，那 
是 耶 和 華 自 己 的 軍 裝 ，祂 和 祂 的 彌 賽 亞 所 穿 戴 的 ，現 在則是賜給 

祂 的 子 民 ，讓 他 們 去 從 事 爭 戰 （見 下 文 的 解 經 ） 。
從 四 章 1 節 開 始 ，讀 者 受 勸 勉 ： 「行 事 為 人 」要與他們從神 

領 受 的 崇 高 呼 召 相 稱 。在 四 〜 六 章 的 道 德 訓 勉 材 料 中 ，五次出現 
關 鍵 動 詞 p e r ip a tM  ( 「行 走 ，生 活 ，行 事 為 人 」） ，指向讀者現 

在 必 須 採 行 的 全 新 而 截 然 不 同 的 生 活 方 式 （四 1 、1 7 ，五 2 、8 、 
1 5 ) 。這 五 次 當 中 的 最 後 一 次 聚 焦 於 聖 靈 充 滿 的 基 督 徒 ，在家庭 
關 係 內 行 事 為 人 要 有 智 慧 （五 2 1 〜 六 9 ) 。現 在 ，道德訓勉即將 

告 一 段 落 ，保 羅 提 出 一 個 有 效 的 總 結 ，強 化 了 稍 早 的 勸 勉 ，4 並挑

也極有可能是來到了保羅對收信人的主要關注。」他把這段資料放在 
「最 後 的 強 調 位 置 ，表 明 他 刻 意 建 構 這 一 封 信 ，一路指向這個高 

潮 」 。
3 S. H. T. Page, Powers, 2 4 8 。

4 R. A . W ild , ‘ The W arrio r and the Prisoner: Some R eflections on 

Ephesians 6 :1 0 -2 0 ’ ，CBQ 46 (1984)，284-98 ’ 尤其 298 - 說 ：結尾 

這個段落的五個命令語氣其實是重申了四章1 節〜六章9 節的三H"  — 
個命令語氣》也要注意s. H. T. Page, Powers, 2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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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2 0 )

戰 他 的 讀 者 採 取 行 動 》保 羅 使 用 戰 爭 的 意 象 ，呼 籲 他 們 在 那 已 經  
在 進 行 的 屬 靈 爭 戰 中 站 立 得 穩 。

同 時 • 整 封 信 中 許 多 的 關 注 又 再 次 以 強 調 的 方 式 吸 引 了 讀 者  
的 注 意 。正 如 近 來 的 幾 位 作 者 已 經 指 出 的 ，重 述 本 書 信 前 面 各 段  
落 不 同 議 題 、主 題 、與 措 辭 的 重 點 ，令 人 印 象 非 常 深 刻 。5 例 如 ， 
要 在 主 裏 剛 強 的 命 令 語 氣 （六 1 0 ) ，令 人 想 起 神 的 大 能 ，這大能 
曾 經 彰 顯 在 基 督 的 復 活 與 得 高 舉 中 ，現 在 是 信 徒 可 以 得 著 的 （一 
1 9 〜 2 0 ) 。靠 神 得 著 能 力 的 命 令 ，也 將 信 徒 藉 著 聖 靈 得 著 能 力  
( 三 1 6 ) 、與 為 了 神 在 他 們 身 上 運 行 的 大 能 而 讚 美 祂 （三 2 0 ) 連 

結 起 來 。以 弗 所 書 一 〜 三 章 與 六 章 10〜2 0 節 在 主 題 上 的 關 聯 ，凸 
顯 了 在 基 督 裏 已 經 成 就 的 事 、以 致 信 徒 現 在 經 歷 了 「新 時 代 」的 
生 命 ，與 現 今 有 這 些 權 勢 在 其 中 運 行 、信 徒 也 仍 生 活 在 其 中 的 這  
邪 惡 的 世 代 之 間 的 張 力 。基 督 「已 經 」勝 過 了 這 些 權 勢 （一 2 1 ， 
三 1 0 ) 。但 他 們 仍 然 存 在 ，而 且 仍 然 不 順 服 地 活 躍 著 （二 2 ) 。 

藉 著 他 們 的 君 王 ，他 們 企 圖 獲 得 一 個 抵 擋 信 徒 的 基 地 （四 2 7 ) 。 
六 章 1 2 節 所 列 舉 的 這 些 超 自 然 的 邪 惡 權 勢 ，是 一 章 2 1 節與三章 
1 0 節 提 起 過 的 執 政 掌 權 者 ；他 們 運 作 的 領 域 是 在 天 上 （六 1 2 ，三 

1 0 ) ，他 們 支 配 的 現 今 世 代 ，則 被 描 寫 為 黑 暗 （六 1 2 ) 或邪惡的 
曰 子 （五 16 ) 。基 督 勝 過 這 些 權 勢 是 「已 經 」發 生 了 的 （一 
21 ) ，所 以 信 徒 無 需 生 活 在 對 他 們 的 恐 懼 中 。但 是 ，那個得勝的

見 A rn o ld , 103-22; L in co ln , 4 3 2 -4 1; and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81-83 的 討論；參 ：斯諾德格拉斯，3 6 2 -64 頁 = Snodgrass, 

3 3 4 -3 6 。墨瑞慈叫人注意到本書信全部六章與六章10〜2 0 節之間廣 
泛的關聯，指出了將一章1 3 節與六章 14〜1 7 節 （出現了舊約聖經的 
兵器意象）連接起來的一連串重要的神學詞語（真 理 、公 義 、信 心 、 
道 、與聖靈） 。他下結論說：六 章 10〜2 0 節 「應該用整封書信來詮 
釋 」 （M o ritz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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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果 實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所 以 基 督 徒 必 須 留 意 那 衝 突 ，並且受到 
神 大 能 的 裝 備 ，來 抵 擋 他 們 。6 .

與 六 章 14〜 1 7 節 的 各 樣 軍 裝 息 息 相 關 的 實 際 ，已經在本書信 

前 面 各 章 發 揮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如 真 理 （一 1 3 ，四 1 5 、2 1 、2 4 、 
2 5 ，五 9 ) 、公 義 （四 2 4 ，五 9 ) 、平 安 （一 2 ；尤其二  1 4〜 
1 8 ，四 3 ; 參 ：六 2 3 ) 、福 音 （一 1 3 , 三 6 ; 參 ：二 1 7 ，三 8 )  

或 神 的 道 （一 1 3 ，五 2 6 ) 、救 恩 （一 1 3 ，二 5 、8 ，五 2 3 ) 、與 
信 心 （一 1 、1 3 、1 5 、1 9 ’ 二 8 ’ 三 1 2 、1 7 ’ 四 5 、1 3 ) 都是重 

要 的 神 學 主 題 • 在 論 及 信 徒 面 對 屬 靈 爭 戰 應 該 穿 戴 的 全 副 軍 裝 時  
扼 要 重 述 。此 外 ，六 章 16〜 1 8 節對於禱告的命令重拾了本書信稍 
早 已 經 使 用 過 的 詞 語 ：一 章 1 6 節 ； 「眾 聖 徒 」 （三 1 8 ) 、 「奧 
祕 」 （一 9 ’ 三 3 、4 、9 ’ 五 3 2 ) 、 「放 膽 無 懼 」 （三 1 2 ) ，以 

及 保 羅 的 被 囚 （三 1 ，四 1 ) 。7

晚 近 的 幾 位 作 者 注 意 到 論 屬 靈 爭 戰 段 落 與 第 一 章 開 頭 頌 讚 與  
感 恩 段 落 （連同 其 感 恩 與 代 禱 ）之 間 有 許 多 相 關 的 措 辭 與 觀 念。 

本 書 信 的 頭 尾 有 觀 念 與 主 題 上 的 關 聯 ，8在神所受的讚美和獻上的 
代 求 （一 3 〜 1 4 、1 6〜2 3 ) 、與為了 基 督 徒 抵 擋 那 惡 者 所 領 導 之  

邪 惡 靈 界 權 勢 而 預 備 的 資 源 之 間 也 互 有 關 連 。

6 尤其注意 L in co ln , 438-39 的 論述；參 Q.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 2 4 。

7 L in co ln , 4 3 9 。亦見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stery, 182 ’ 與下文的解
經 。

8 保羅的若千書信都有這個特色。 例 如 ，比較腓立比書一章3〜1 1 節開 
頭的感恩與四章10〜2 0 節之間明顯的關連• 兩個段落形成整封書信 
的首尾呼應 ( P. T. O ’ B rien , Philippians, 513-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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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 20 )

這 樣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10〜2 0 節 連 同 稍 早 的 道 德 訓 勉 （四 1〜 
六 9 ) 、與 整 個 一 ^ ^ 六 章 之 間 有 何 關 連 ？晚 近 新 約 聖 經 研 究 的 修  

辭 鑑 別 學 將 這 極 度 重 要 的 小 段 等 同 於 結 語 • 就是演說 的 最 後 一 個  
段 落 ，設 法 總 結 重 要 主 題 ，並 激 發 聽 眾 起 來 行 動 。9但採取這種修 
辭 鑑 別 學 進 路 來 為 保 羅 書 信 歸 類 * 面 對 了 無 法 克 服 的 困 難 ，le縱 
使 演 說 與 書 信 的 一 些 部 分 之 間 有 功 能 上 的 關 聯 。這個重要段落的 
目 的 是 「詳 述 並 加 強 、重 申 並 激 發 起 來 行 動 」 ，11然 而 ，將它歸 
入 修 辭 學 範 疇 的 結 語 部 分 卻 是 不 當 的 。任何出色 的 作 品  > 都會在 
結 束 時 提 出 具 有 臨 門 一 腳 作 用 的 論 據 * 設 法 激 勵 讀 者 ’ 以弗所書 
就 很 有 力 地 做 到 了 這 一 點 》

這 個 段 落 分 成 三 個 小 段 ：（a) 10〜 1 3 節命令讀者要在主裏剛 
強 ，並 在 抵 擋 邪 惡 的 超 自 然 權 勢 時 穿 戴 神 的 軍 裝 。（b ) 在 14〜 17 

節 ，命令語氣要站穩了  * 後 面 跟 著 一 分 必 須 穿 戴 之 軍 裝 的 清 單 。
( c ) 最 後 • 1 8〜2 0 節 聚 焦 於 需 要 持 續 為 眾 聖 徒 禱 告 並 警 醒 ，為身 

陷 囹 圄 的 使 徒 自 己 更 要 如 此 ，好 叫 他 可 以 放 膽 無 懼 地 宣 講 奧 祕 。

A. T. L inco ln , ‘ “ Stand， Therefore …” ： Ephesians 6 :10-20  as 

Peroratio\ B ib in t 3 ( 1995), 99-1 14 即如此主張；參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f God, 110-11; C. B. K ittre d g e ，Community and 

Authority, 1 4 4 -4 5 。注 意 ：下文在論及第1 9 節時對此所做的批判。

' ° 見 〈導論〉之 「以弗所書與修辭學」 ，1 5 4 -6 5 頁 。

1 1 斯諾德格拉斯，3 6 2 頁 = Snodgrass，3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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巻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1.要在主裏剛強（六10〜13)

六 1 0 . 結 束 了 他 給 基 督 徒 家 庭 內 不 同 族 群 的 指 示 （五 2 1 〜六 
9 ) 之 後 ，保 羅 現 在 對 他 的 所 有 讀 者 說 話 ，勸 勉 他 們 要 在 主 裏 、靠 

著 祂 的 大 能 大 力 剛 強 。理 由 是 他 們 在 與 黑 暗 權 勢 進 行 一 場 持 久 的  
屬 靈 爭 戰 ，正 如 接 著 幾 節 經 文 所 表 明 的 。 「我 還 有 末 了 的 話 」引 
入 第 1 0 節 ，從 家 庭 規 範 轉 接 到 結 尾 這 個 勸 勉 題 材 的 段 落 （六 10 

〜2 0 ) 。1 開 頭 這 個 勸 勉 為 本 段 經 文 其 餘 部 分 引 介 了 主 題 ，並定下 

基 調 。
第 一 個 命 令 語 氣 ， 「要 作 剛 強 的 人 」 ，最 好 理 解 為 被 動 語  

態 ，2 意 思 是 「要 被 剛 強 ，被 加 添 力 量 」 。3 這 符 合 三 章 1 6 節之禱

1 ToO Ao itto O 往 往 具 有 時 間 的 含 意 （ 「從 現 在 起 ，未 來 ；參 ：加六 
1 7」） ，一些解經學者在此偏好此意義•理由是這裏著眼於未來的衝 
突所需的力量。但上下文清楚說明：這爭戰是現在就在進行的• 現在 
就需要神的能力（不同於 T. Y .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 f God, 

1 0 9 -1 0 的 觀 點 • 他主張表示時間的含意，「從今以後」 •是無法令人 
信服的） 。ToO AomoO與較常用的直接受格诧Aom6v ( 「最 後 」）同 
義 ，表示六章10〜2 0 節是一連串勸勉的最後一個。參 B A G D ，4 8 0 。

2 希臘文4vSuvanoQCT0£。並不是如布魯斯（Bruce, 403 ) 、波 特 爾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59 ) 、與 鈕 斐 德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 f God, 1 1 2 ) 所解釋的關身語態。支持被動語態的觀點，見 
BA G D , 263; L in co ln , 441 ; 與 Hoehner, 820 等 人 。參 ：提後二 1 的 
相同結構 * H 尔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UvSuvajioD) 」 。

3 複數命令語氣 ivSuvanoOoeE ( 「要被剛強」）已 經 為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 f God, 111所採用的，認為是對整個群體說話。他 
評 論 說 ：「整個群體都被呼召要被加添能力」 ，又補充說：這個勸勉
「不應該從個人的角度來理解• 像常見的解釋那樣」 。但鈕斐德呈現 

了一種錯誤的二分法。這裏的複數（正如以弗所書其他地方常見的）

742



六 '  雇靈爭戰（六 1 0 ~ 2 0 )
1 .要在主裏剛強（六 10〜13)

告 中 相 關 的 被 動 語 態 ， 「藉 著 祂 的 靈 叫 你 們 心 裏 的 力 量 剛 強 起  
來 J ' 表 示 不 是 信 徒 加 給 自 己 力 量 ，縱 使 他 們 必 須 留 意 使 徒 的 命  
令 ，並 且 支 取 神 為 他 們 預 備 的 資 源 。這 反 而 是 表 示 ：他們的剛強 
是 來 自 外 在 的 源 頭 ，接 著 的 片 語 就 表 明 那 源 頭 是 主 耶 穌 。信徒已 
經 與 祂 聯 合 （參 ：二 2 1 ，四 1 、1 7 ，五 8 ，六 1 、21 ) , 因 此 ， 

他 們 現 在 是 在 祂 裏 面 過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 並 且 從 祂 得 著 他 們 的 力  
量 。他 們 不 再 落 在 空 中 掌 權 者 首 領 的 暴 政 之 下 （二 2 ) ，而是在 

基 督 慈 愛 的 管 理 與 主 權 之 下 。因 此 ，他 們 可 以 被 勸 勉 要 「在祂裏 
面 剛 強 起 來 」 ：祂 供 應 他 們 在 屬 靈 爭 戰 中 所 需 的 一 切 。

要 在 爭 戰 中 「剛 強 」的 呼 召 ，有 許 多 舊 約 聖 經 的 先 例 ，最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約 書 亞 ，他 受 到 勸 勉 要 「剛 強 壯 膽 」 （書一  6 、7 、 
9 ; 參 ：申三 H 6 '  7 、2 3 ) 。 大 衛 在 一 次 生 死 攸 關 的 處 境 中 ’ 

也 「倚 靠 耶 和 華 他 的 神 ，心 裏 堅 固 」 （撒 上 三 十 6 ) ，而後來神 

說 到 要 召 聚 祂 的 子 民 從 被 擄 之 地 回 家 時 說 ： 「我 必 使 他 們 倚 靠  
我 ，得 以 堅 固 」 （亞 十 1 2 ) 。4 後 面這幾個例 子 明 確 提 及 這 樣 剛  

強 的 外 在 來 源 是 「耶 和 華 」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則 是 指 主 耶 穌 。
這 樣 剛 強 的 來 源 ，比 較 明 確 地 描 寫為倚賴祂的大能大力。5 這 

個強 而 有力的片語 6 已 經 用 來 指 神 那 滿 有 權 能 的 力 量 ，曾叫基督從

意指共同的行動：信徒個人與集體都必須留意使徒的命令。當他們與 
邪惡的權勢進行這場重要的靥靈爭戰時，他們不單要自己被加添力 
量 ，因而能站立得穩，也要鼓勵信徒同伴這樣做，以致他們能結合為 
一來抵擋魔鬼。

4 Bruce, 403 °

5 K a i纟v iQ KpdTEi Tffe laxuoi; auToO ( 「倚賴祂的大能大力」) 一語裏面
的 Kd ( 「並且」 * 《和合本》未譯）是解釋用法 • 說 明 「靠著主作剛 
強的人」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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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死 裏 復 活 ，並 高 舉 祂 到 尊 榮 之 地 ，遠 超 過 一 切 執 政 掌 權 者 （一 19 

〜2 0 ) 。使徒禱告  > 希 望 他 的 讀 者 可 以 明 白 並 經 歷 神 那 為 他 們 而  
運 行 的 非 比 尋 常 的 大 能 （一 1 9 ) 。現在他呼召他們來支取這個能 

力 ，這 能 力 已 經 在 耶 穌 身 上 證 明 是 足 以 勝 過 魔 鬼 那 強 大 的 反 對 。
六 1 1 . 保 羅 現 在 解 釋 為 何 基 督 徒 需 要 在 主 裏 剛 強 ，以及如何 

支 取 祂 的 大 能 大 力 ：他 們 正 在 進 行 一 場 生 死 攸 關 的 屬 靈 爭 戰 ，站 

在 神 這 一 邊 來 對 抗 魔 鬼 ，他 們 如 果 要 得 勝 ，就必須 穿 戴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

在 句 法 上 ，7 命令語氣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8 解釋如何實行 
第 1 0 節 的 命 令 ：要 靠 著 主 作 剛 強 的 人 。9 只 有 穿 戴 神 的 全 副 軍

6 這 是 一 章 1 9 節的所有格結構（完整的片語是 K tr rd  T r|v  J v e p y E io tv  ioQ 

KpdTQoi; ttii; iaxuoi； quToO ’ 「照著祂大能之大力的運行」） • 在 六 章 10 

節加上一個以h 帶間接受格的介詞片語。亞 諾 德 （A rno ld , 108，依循 
R. A . W ild , ‘ The W a rrio r ’ ，2 8 7 ) 主 張 ：作者在寫以弗所書六章1 0 節 
時可能想到了以賽亞書四十章2 6 節 * 因為該處舊約經文將KpdTOK與 
iox6og 二詞並用* 而且他的許多措辭和隱喻都受到以赛亞書的重大影 
響 ，尤其是提及神的軍裝（見下文） 。

7 雖然沒有用連接詞將第1 1 節 與 第 1 0 節連接起來 ’ 將 iv5uvcvo0aeE 與 
£v6uaaa6£這兩個同樣是「穿上」之意的動詞並列卻顯示出：第二個動 
詞是解釋第一個（參 ：1 3 節 ） 。再 者 ，主的大能（1 0 節 ）與神的軍 
裝 （1 1 節 ）平 行 。大多數作者都如此主張，包 括 A rn o ld ，109 ；與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 f God, 1 1 8 。

8 S. E. Porter, Verbal Aspect, 3 5 9 有幫助 地 說 ：本段落的第一個勸勉
^vSovcvoOaec ( 1 0 節 ）是 現 在 式 命 令 語 氣 （要 〔靠 著 主 〕作剛強的 
人 ） 。然 後 ，保羅以一連串不定過去式命令語氣具體說明所涉及的 
事 ：iv56(jaoee ( 「要穿戴」）神 的 軍 裝 （1 1 節 ）與 dvaAdp£Te ( 「拿 
起 」）神的軍裝（1 3 節 ）這兩個命令語氣後面跟著四個不定過去式分 
詞 ：用真理的帶子nepi^iKTdnevoi ( 「束腰」，1 4 節） * &v5ua<Vevoi ( 「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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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20 )
1 .要在主裏剛強（六 10〜 13 )

裝 ，信徒才能有充分的裝備來抵擋魔鬼的攻擊。要穿戴神的軍 

裝 ，這個勸勉令人想起稍早有關「穿上新人」的命令，這新人是 

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四 2 4 ) 。這個關連符合 

本書信論述的思路：從四章2 5 節開始，保羅已經在道德訓勉材料 

中詳述了脫去舊人所涉及的事。現在，藉著詳細列舉應該穿戴的 

軍裝，他閩述穿上新人的觀念。1()因此，基本上，「穿上新人j 

就跟穿戴神的軍裝是一樣的。

「全副軍裝」一詞是指「在防禦或進攻的戰爭中使用的全副 

器具」 • 1 1是重裝步兵穿戴的。雖然接下來幾節並沒有提及全部 

的兵器，這裏的著重點是在於穿戴「全副軍裝」，以便在®靈爭 

戰中受到充分的保護。保羅喜歡使用較簡單的詞語「兵器」（羅 

六 1 3 「器具」，十三 12 ; 林後六7 ，十 4 ) 。但他在此使用較完 

整的詞語，譯作「全副軍裝」，可以「解釋為一個集合用法，代 

表上下文所列舉的大量武裝」，凸顯「讓者所面對之威脅的危險 

與嚴重性，所以更強烈地強調全然倚靠神大能的重要性」 。 12

上 」 ，I 4 節 ）公義的護心鏡，你 們 的 腳 ( 「裝備」）妥 
當 （1 5 節 ） ，並 dvoAopdv™； ( 「拿起」）信心的盾牌，最後還有一個 
不定過去式命令語氣，S托ao0£ ( 「戴上」）救恩的頭盔（I 7 節 ） 。

9 不定過去式命令語氣本身並不表示急迫• 如 H o e h n e r，8 2 2 所認為 
的 。見前一個註腳》

1 0 如 L in co ln , 4 4 2 所主張的；參 ••斯諾德格拉斯，3 6 6 頁 = Snodgrass, 
3 3 8 。

1 1 希臘文 iravonAia。魯弗與奈達（Louw and N ida §6.30 ) 說 ：通 常 「著
重點在於防禦性的軍備，包括盔甲、盾 牌 、護心鏡」 。

12 A rn o ld ,  1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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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神 〔所 賜 〕的 軍 裝 」可 以 理 解 為 神 所 供 應 的 軍 裝 （如 《和 
合 本 》的 譯 法 所 表 明 的 ） 、13神 自 己 穿 戴 的 軍 裝 、甚至這軍裝就 

是 神 自 己 。上 下 文 清 楚 暗 示 了 第 一 個 選 擇 ，即 神 為 信 徒 提 供 的 兵  
器 》同 時 ，以賽亞書 H^ — 章 5 節 ，五 十 二 章 7 節 ，五 十 九 章 1 7 節 
描 述 耶 和 華 和 祂 彌 赛 亞 的 軍 裝 ，是 保 羅 在 這 整 段 經 文 （尤 其 14〜 
1 7 節 ）持 續 使 用 之 意 象 的 核 心 ；根 據 那 裏 的 描 述 * 我們務必要認 

識 到 ：所 賜 給 信 徒 的 軍 裝 是 神 自 己 的 軍 裝 。14以 賽 亞 書 的 這 些 經  
文 將 萬 軍 之 主 描 繪 為 一 個 戰 士 ，穿 戴 著 自 己 的 軍 裝 出 戰 ，要為祂 
的 子 民 伸 冤 》 ( 見 ：14〜 1 7 節根據舊約聖經背景對於軍裝的詳細 

討 論 。）再 者 ，信 徒 必 須 穿 戴 的 一 些 兵 器 ，即 真 理 、公 義 、與救 
恩 ，都 表 明 我 們 穿 上 神 自 己 ，或 者 至 少 是 穿 上 祂 的 屬 性 ，而這個 
觀 念 在 意 義 上 接 近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1 節 那 個 特 殊 的 勸 勉 ： H  尔們該 
效 法 神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推 論 說 ： 「最 終 說 來 ，整個軍裝用語 
是 一 種 談 論 方 式 ，論 及 與 神 和 祂 的 旨 意 認 同 。」 15

讀 者 要 穿 戴 神 的 軍 裝 ’ 目 的 是 為 了 叫 （p r o s ) 他 們 「能 站 穩 、 
來 抵 擋 魔 鬼 的 詭 計 」 （ 《呂 振 中 譯 本 》 ） 。使 徒 四 次 （1 1 、13 

〔兩 次 〕 、與 1 4 節 ）使 用 站 立 、站 穩 、或 站 立 得 住 的 用 語 （同一 

個 動 詞 的 不 同 字 形 • 描 寫 信 徒 在 屬 靈 爭 戰 中 的 整 體 目 標 ） 。17

13 例 如 ：Hoehner, 823 (依循 G n ilka , 305 ) 與其他人把 toO 0eoO ( 「神 
的 」）當做來源的所有格。

1 4 晚近的許多作者都如此主張’ 包 括 T. Y .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f God, 1 1 8 。

1 5 斯諾德格拉斯 ’ 3 6 6 頁 = Snodgrass, 3 3 9 。

1 6 動 詞 to rrnu的各種形式。〈和合本》的翻譯如下：orfivm ( 「抵擋」 ，
11 節 ） ，dvTiCTTfjvai ( 「抵撞」 ） ，CTTfjvai ( 「站立得住」 ，13 節 ） ， 

與 OTfVre ( 「站穩」 ，1 4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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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20 )
1 .要在主裏剛強（六 10〜 13 )

第 一 次 提 及 「站 住 」涉 及 了 抵 擋 魔 鬼 「陰 險 的 詭 計 」 （見 ：1 4 節 
的 註 釋 ）或 站 穩 立 場 ，免 得 他 們 屈 服 於 他 邪 惡 的 反 對 ，反而能勝 
過 它 。 「詭 計 」一 詞 必 然 帶 有 不 好 的 意 思 ，在 此 使 用 複 數 字 ，表 
明 這 些 攻 擊 是 不 斷 重 複 或 變 化 多 端 的 。第 1 6 節再次說到魔鬼攻擊 
的 變 化 多 端 的 特 性 ，雖 然 用 語 略 有 不 同 ：那 「惡 者 」對聖徒發射 
「火 箭 」 。這 些 不 同 的 措 辭 不 單 表 明 要 引 誘 作 惡 的 內 在 試 探 ，也 

指 「那 『惡 者 』的 每 一 種 攻 擊 和 襲 擊 」 。18

根 據 四 章 2 7 節 ，撒 旦 企 圖 獲 取 一 個 立 足 點 ，藉著無法控制的 
怒 氣 （2 6 節 ）和 19虛 謊 （四 25 ) 、偷 竊 （2 8 節 ） 、不健康的談 
論 （2 9 節 ）對 基 督 徒 生 活 發 揮 他 的 影 響 力 ，其 實 就 是 藉 著 「從前 
行 為 上 的 舊 人 」特 有 的 任 何 行 為 （2 2 節 ） 。2° 再 者 ，那惡者致力 

於 攔 阻 福 音 的 擴 展 和 神 要 叫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之 旨 意 的 實 現  
(一  1 0 ) 。他 會 藉 著 他 「陰 險 的 詭 計 」 ，來使信徒不再追求基督 

的 目 標 ，不 再 向 這 目 標 前 進 。
斯 諾 德 格 拉 斯 的 評 論 值 得 詳 細 引 述 ：

提 及 魔 鬼 的 「詭 計 」 ，令 我 們 想 起 邪 惡 與 試 探 在 我 們 生 活 中
表 現 出 的 欺 騙 與 詭 計 。在 達 到 其 目 的 之 前 ，邪惡很 少 讓 人 看

17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 f God, 120 ：「一開始就將這爭戰 
的特性描繪為抵擋… … 敵人的策略與權謀。」

18 Schlier, 2 9 7 ，為 A rno ld , 118 引 用 。

1 9 在 25〜3 1 節上下文的勸勉中，針對這許多罪提出的禁令表明魔鬼能 
夠使用這些當中的任何一個（不單是怒氣）來遂行其目的。見 ：四 27 

的註釋。
20 R. A. W ild , 'The W a rrio r ’ ，2 4 8 說 ：由於六章10〜1 8 節是以弗所書 

道德訓勉的高潮，自然可以將之理解為強化稍早的道德勸勉（參 S. H. 
T. Page, Powers, 2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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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出 其 邪 惡 的 真 面 目 ；它 似 乎 很 吸 引 人 、很 值 得 羨 慕 、而且完 
全 是 合 情 合 理 的 ，從 而 找 到 它 的 機 會 。這 是 一 個 誘 餌 和 偽 裝  
的 陷 阱 。21

然 而 ，使 徒 勸 勉 讀 者 要 穿 戴 神 的 軍 裝 ，用意是要 叫 他 們 可 以  
勝 過 這 個 敵 人 的 計 謀 與 權 術 。保 羅 要 看 見 基 督 徒 剛 強 、穩 定 、與 
健 壯 （參 ：四 14 〜 1 6 ) ，好 叫 他 們 可 以 抵 擋 魔 鬼 的 詭 計 。與撒旦 

和黑暗 權 勢 爭 戰  > 這 觀 念 H 以 乎 是 個 嚇 人 的 前 景 」 ，事 實 上 ，對 
抗 這 樣 可 怕 的 敵 人 ，單 單 憑 著 「一 個 人 自 己 的 資 源 必 會 醸 成 災  
禍 」 。信 徒 沒 有 保 護 ，暴 露 在 敵 人 致 命 的 攻 擊 下 。但是這個段落 
「並 不 是 要 培 養 一 個 恐 懼 的 態 度 。整 段 經 文 都 充 滿 信 心 與 盼 望 之  

靈 ，留 給 讀 者 的 不 是 沮 喪 感 ，而 是 可 以 擊 敗 撒 旦 的 意 識 」 。22

這 種 確 信 （然 而 不 是 僭 妄 ）的 根 本 理 由 在 於 ：神已經在基督 
裏 對 於 這 些 權 勢 贏 得 了 決 定 性 的 勝 利 （一 19 〜22 ; 參 ：四 8 ) 。 

不 單 這 些 權 勢 的 權 柄 已 經 被 打 破 ，而 且 他 們 最 終 的 挫 敗 也 已 經 迫  
在 眉 睫 了 ，教 會 是 由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組 成 的  > 他 們 藉 著基督的死 
已 經 與 神 和 好 ，也 在 同 一 個 身 體 裏 彼 此 和 好 ，其存在就證明神的 
旨 意 正 歡 欣 雀 躍 地 朝 向 其 高 潮 前 進 （三 1 0 ) 。這些權勢最終不能 

阻 擋 福 音 的 擴 展 ，萬 有 最 終 都 必 臣 服 於 基 督 。信 徒 置 身 於 這 場 戰  
役 中 ，乃 是 因 為 神 在 祂 兒 子 裏 的 得 勝 》23我 們 不 是 受 到 勸 勉 要 去  
贏 得 勝 利 ；而 是 要 抵 擋 魔 鬼 的 陰 謀 詭 計 ，並 且 站 立 得 穩 ，這個姿 
態 同 時 包 括 了 防 禦 與 攻 擊 的 態 勢 （見 下 文 ） 。信徒生活在 兩 個 世  
代 重 叠 的 領 域 中 ，在 「已 經 實 現 」與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之 間 》基

21 斯諾德格拉斯，366-67 頁 = Snodgrass, 3 3 9 。

22 S. H. T. Page, Powers, 187 ; 參 ：斯 托 得 ，2 6 6  頁 = Stott, 2 6 6 。

23 Lincoln, 4 4 2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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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層靈爭戰（六 10〜20)
1.要在主裏剛強（六 10〜13)

督 已 經 坐 在 天 上 ，遠 超 過 一 切 執 政 掌 權 者 ；神 已 經 將 萬 有 都 服 在  
祂 腳 下 （一 2 1 、2 2 ) ，我 們 也 已 經 與 祂 一 同 復 活 ，一同坐在天上 
(二  5 、6 ) 。 但 基 督 徒 需 要 支 取 那 已 經 為 他 們 贏 得 的 一 切 ，在目 

前 的 上 下 文 中 ，這 就 意 味 著 穿 上 神 的 軍 裝 《並 在 戰 爭 中 站 立 得  
穩 。

六 1 2 . 保 羅 進 一 步 解 釋 ：信 徒 如 果 想 要 站 立 得 穩 • 為何需要 

神 大 能 的 軍 裝 。那 是 因 為 努 力 從 事 的 爭 戰 並 不 是 面 對 人 間 的 敵  
人 ，而 是 面 對 具 有 大 權 能 的 邪 靈 權 勢 （1 2 節 ） 。24這個敵人超自 

然 的 、大 有 能 力 的 、狡 猾 的 性 質 ，使 得 信 徒 絕 對 必 須 使 用 神 的 軍
裝 。

用 來 描 寫 這 場 爭 戰 的 字 ，是 在 希 臘 文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不 曾 出 現  
的 詞 語 • 但 卻 是 第 一 世 紀 常 用 來 指 摔 跤 運 動 的 詞 語 。25我們可能

2 4 第 1 2 節 並 非 作 為 12〜2 0 節 的 核 心 因 素 （如 R. A. W ild , ‘ The 

W a rrio r ', 2 8 6 -8 8 所聲稱的） ，而是讓我們得知敵人的性質（A rn o ld ， 
105，202; L in co ln , 431 ；與 斯 諾 德 格 拉 斯 ，367 頁 = Snodgrass, 

337 ) ，因而解釋穿戴神的軍裝以便站立得住的勸勉。

2 5 希 臘 文 Ttd^l。摔跤是小亞細亞競技遊戲中普遍的事件• 尤其是在以弗 
所 、士 每 拿 、與別迦摩，但也在奧林匹亞（O ly m p ia ) 、希 臘 。亞諾 
德 （A rno ld , 116，1 1 7 ) 即如此主張，他引用一分碑銘，是向一位亞 
歷 山 大 （A le x a n d ro s )致 敬 的 ，此 人 「在 地 峽 （Is th m ia n ) 競技賽中 
贏得了摔跤 U d A n ) ，那是亞細亞常常在以弗所舉行的競賽……和其 
他的許多競赛」 ；H. Engelmann, D. Kn ibbe, and R. M erkelbach, Die 

Inschriften von Ephesos (Bonn: Rudolph Habelt, 1984), no. 1123 (亞 
諾德的翻譯） 。關於進一步的參考資料，見 A rn o ld ，1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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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預 期 他 會 用 比 較 常 見 的 字 來 指 稱 爭 戰 或 衝 突 。26但摔跤 在 小 亞 細  
亞 西 部 的 盛 行 ，可 以 說 明 此 字 在 此 的 使 用 ，如 果 它 是 要 「凸顯這 
場 衝 突 與 邪 惡 權 勢 的 密 切 關 係 」 ，就 更 是 如 此 。27他的讀者們都 
熟 悉 血 肉 之 軀 的 摔 跤 ；但 與 此 相 反 的 ，使 徒 斷 言 「信徒真正的衝 
突 是 一 場 屬 靈 能 力 的 會 戰 ，需 要 有 屬 靈 的 兵 器 」 。28這個運動用 
語 可 以 轉 移 到 與 軍 事 有 關 的 上 下 文 中 ，代 表 任 何 的 戰 役 或 競 賽 ，29 

這 似 乎 就 是 它 在 這 裏 的 含 意 。M 在 這 種 近 身 的 衝 突 中 ，所設想的 
是 肉 搏 戰 ，而 不 是 從 遠 方 發 射 由 電 腦 操 控 的 導 彈 ！再 者 ，保羅說 
這 場 戰 役 是 我 們 的 爭 戰 ，藉 此 在 這 場 靥 靈 的 衝 突 中 與 他 的 讀 者  

( 也 暗 示 了 與 所 有 基 督 徒 ）認 同 。
在 一 個 對 比 性 的 陳 述 中 ，使 徒 宣 告 說 ：這場屬靈 爭 戰 並 不 是  

面 對 人 的 反 對 （ 「屬 血 氣 的 」 ；直 譯 為 「血 和 肉 」 ；參 ：來二 
1 4 ) ，也 就 是 軟 弱 與 脆 弱 的 人 （太 十 六 17 ；林 前 十 五 50 ；加一

2 6 例 如 ：（ia x i ( 「衝 突 ，爭戰」 ；林 後 七 5 ；提後二 23 ; 多 三 9 ; 參 ： 
雅 四 1 ) ; orpaTEia ( 「戰 爭 ，戰役」 ；林後十4 ；提前一 18 ) ; 甚至 
6y«iv ( 「衝 突 ，戰鬥」 ；腓一 30 ; 西二 1 等 ） 。

27 C. E. A rno ld , Powers of Darkness, 1 5 3 。顧 譯 夫 ( M . E. G udorf, ‘ The 

Use o f  tidAn in  Ephesians 6 :12，，JBL 117 [1998] 3 3 4 ) 聲 稱 ：作者使 
用這個詞語，因而利用一個全副武裝的人物，也是一個技藝嫻熟的摔 
跤 手 • 藉此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即 「在此描繪的爭戰是涉及近身 
衝突的」 。

28 A rn o ld , 1 1 7 。

2 9 參 ：斐 羅 《論亞伯拉罕》 （De Abrahamo ) 243 ； ( 馬加比二書》十 
28 - 十 四 18 , 十 五 9 。

3 0 正如霍納的評論：「一個摔跤手肯定不需要14〜1 7 節所描寫的任何 
一個軍裝」 ！有一個不同、但不大可能的說法* 認為可能是指在第一 
世紀的角鬥場上搏鬥’ 見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2 0 7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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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雇靈爭戰（六 10〜20 )
1 .要在主裏剛強（六 10〜 13)

1 6 ) ，而 是 面 對 更 為 殘 忍 的 敵 人 ，只 能 藉 著 神 的 能 力 來 抵 擋 。然 

而 ，使 徒 的 對 比 並 不 是 絕 對 性 的 ，因 為 他 並 沒 有 否 定 信 徒 可 能 會  
受 到 其 他 人 、甚 至 還 有 其 他 基 督 徒 的 試 探 或 欺 騙 。讀者已經受到 
警 告 ：有 些 騙 子 企 圖 藉 著 邪 惡 的 詭 計 操 縱 他 們 ，不要被 那 些 人 誤  
導 （四 1 4 ) 。再 者 ，信 徒 需 要 小 心 ，免 得 落 入 四 章 2 5 〜3 1 節提 

及 的 那 些 罪 ，他 們 自 己 可 能 是 苦 毒 、暴 怒 、生 氣 、吵嚷之類的對 
象 。這 樣 一 來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他 們 的 展 靈 爭 戰 是 面 對 人 的 敵  
對, ，面 對 「血 與 肉 」 。但 保 羅 在 這 裏 強 而 有 力 的 論 點 是 ：基督徒 
的 整 個 一 生 都 是 一 場 巨 大 而 全 面 性 的 屬 靈 爭 戰 ，在 其 中 ，福音擴 
展 和 道 德 整 全 所 遭 遇 的 最 終 的 反 對 ，乃 是 來 自 邪 惡 的 、超自然的 
權 勢 ，那 是 在 這 世 界 的 神 掌 控 之 下 的（見下文） 。

在 第 1 1 節 ， 「魔 鬼 」 （「那 惡 者 」 ，1 6 節 ）是信徒的反對 
者 。在 第 1 2 節 這 裏 ，基督徒在這場屬靈爭戰中必須對抗的敵人是 

多 數 的 權 勢 （在 保 羅 書 信 全 集 中 僅 見 於 此 ） ：我們……乃是與那些 
執 政 的 、掌 權 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31 

頭 兩 個 詞 語 ， 「執 政 的 、掌 權 的 」 ，已 經 提 及 過 了 （見 ：一 2 1 ， 
三 1 0 的 註 釋 ） ，是 基 督 在 今 世 與 來 世 所 掌 管 的 。第 三 個 指 稱 ， 

「管 轄 這 幽 暗 世 界 的 」 ，並 未 出 現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或新約聖經 
其 他 地 方 。 「管 轄 世 界 的 」一 詞 出 現 在 主 後 第 二 世 紀 的 占 星 術 與

一連四個介詞片語• 沒有連接詞，是個有力的修辭技巧，相當凸顯出 

信徒爭戰的對象。這幾個片語可以排列如下：

T I p \  TOC； d p x o ? .

irp6g tAi; ^o u aia? ,

TTp6g Toug KoaiaoKpdTopa;

TOO OKOTOU<； t o u t o u ,

t 6l TTveunorriKd T fjg  n o v n p ia ^

hi jo iq  ETToupavioi?.

「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天空厲靈氣的惡魔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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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秘 術 的 傳 統 中 ，論 及 星 球 和 它 們 對 人 類 事 務 的 影 響 ，以 及 諸 神 ， 
諸 如 撒 拉 皮 斯 （S a r a p is ) 與 希 耳 米 （H e rm e s ) 。32亞諾德根據以 

弗 所 秘 術 的 背 景 來 解 釋 這 個 詞 語 ，認 為 它 可 能 是 指 諸 如 亞 底 米 之  
類 的 神 祇 ，聲 稱 說 ：稱 邪 靈 的 權 勢 為 「管 轄 世 界 的 」 ，接近於保 
羅 所 說 的 ，異 教 的 神 祇 與 鬼 魔 的 權 勢 息 息 相 關 （林 前 十 2 0 ) 。33 

修 飾 用 的 片 語 這 幽 暗 世 界 • 表 明 這 些 掌 權 者 是 屬 於 現 今 這 個 黑 暗  
的 邪 惡 世 代 ，34信 徒 已 經 藉 著 基 督 得 著 釋 放 脫 離 了 那 黑 暗 （五 8 、 
1 1 ; 參 ：西一 1 3 ) 。最 後 一 個 描 述 ， 「屬 靈 氣 的 惡 魔 」 ，並非指 

向 另 一 類 別 的 巨 大 權 勢 ，而 是 一 個 包 羅 廣 泛 的 詞 語 ，涵蓋敵對之 
靈 的 所 有 類 別 ，35而 加 上 的 片 語 天 空 則 表 達 他 們 的 所 在 。這些掌

3 2 在 後 來 曼 底 安 （Mandaean ) 分 支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中 ，Koâ OKpdTOpEi； 
( 「管轄世界的」) 描寫太陽與其他星球（參 Gfnzfl 99.15-32; 104.5， 

6 等 ） 。注 意 L in co ln , 4 4 4 。這詞在秘術蒲草紙中用來指自稱擁有宇 
宙性權勢的神祇，見 A rn o ld , 6 5 - 6 8 。 「管轄世界的」在主後第二世 
紀指邪蕙的權勢；《所羅門遺訓》 （Tesfflmenf 0/ S e rm o n )十 八 章 2 

節即是如此（參 ：八 2 )  • 鬼魔向所羅門自稱為「管轄這世代之幽暗 
世界的」 （作者的用語可能受到以弗所書影響） 。

33 A rn o ld , 67, 69 ；也要注意 L in co ln , 444 °

3 4 這個陳述用來說明「他們影響力的驚人力量與他們計畫的廣泛範圍， 
從而強調處境的嚴峻j  ； W. M ichae lis , TD NT 3 :9 1 4 即如此認為。

3 5 雖然一些譯本認為：形 容詞 nvEuncmKd應 該 被 視 為 TrveÔ a ( 「靈」） 
的另一個寫法，翻 譯 為 「靥於靈的事物」 • 即屬靈的權勢或因素（如 
《和 合 本 》 、 《新美國標準本》 、 《新國際版> 、 《新修訂標準 

版》） ，比較好的作法可能還是將之視為T<i HVEtiHOTCC ( 「諸靈」）的 
另一個寫法，因而描寫屬靈的軍隊（《修訂版> 、 <修訂標準版》 、 
《耶路撒冷聖經》 ） 。這符合目前的上下文和另外三個名詞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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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屬靈爭戰（六 10~20)
1.要在主裏剛強（六 10〜13)

權 者 並 不 是 地 上 的 人 物 ，而 是 超 自 然 的 存 有 ，其 根 本 的特性乃是 
邪 惡 。雖 然 他 們 大 有 能 力 ，而 且 被 形 容 為 在 天 空 的 ，信徒卻不應 
該 因 此 而 受 到 驚 嚇 ：我 們 在 基 督 裏 已 經 獲 賜 以 天 上 每 一 樣 屬 靈 的  
恩 賜 （一 3 )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並 坐 在 這 個 領 域 中 （二 6 ) ，所 

以 我 們 乃 是 與 已 經 被 征 服 的 權 勢 爭 戰 。他 們 可 以 統 治 黑 暗 而 邪 惡  
的 領 域 ，但 基 督 徒 已 經 從 這 個 領 域 被 遷 移 出 來 了 （五 8 、16 ; 

參 ：西一 13 ) 。

這 四 個 描 述 不 是 要 表 示 存 在 著 四 個 類 別 的 邪 豳 （或者甚至七 
個類別—— 如果把一  2 1 提 及 的 那 些 包 括 在 內 ） 。不同的用詞指向 

同 一 個 實 體 ，任 何 想 要 排 列 其 階 級 的 作 法 都 純 属 臆 測 。36這些權 
勢 與 魔 鬼 的 關 係 並 未 具 體 詳 述 ，但 上 下 文 卻 描 寫 他 們 與 他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他 們 是 屬 於 「這 幽 暗 」的 ，被 稱 為 「屬 饉 氣 的 惡 魔 」 。 
他 們 是 在 那 惡 者 的 權 勢 之 下 ，形 成 一 個 聯 合 陣 線 。事 實 上 ，1 2 節

dpxa( ( 「執 政 的 」） • 战ouCT(ai ( 「掌 權 的 」） 、和 KoojioKpdTopES

( 「管轄世界的」） ，它們指特定的靈界存有（參 Hoehner, 828 ) 。

36 S. H. T. Page, Powers, 2 5 0 。這些詞語在不同的權勢清單中的不同組 
合 （參 ：西一 16 ；弗一 2 1 ，六 1 2 ) 顯 示 出 ：就像新約聖經的其他作 
者 ，保羅毫不在意天使的各種等次或階級，也不對此進行揣測。歌羅 
西 書 一 章 1 6 節的意思是：這個世界中看不見的權勢，不論厲於何種 
地位或階級 • 都無法與基督相匹敵。亞 諾 德 （C. E. A rn o ld , 3 Crucial 
Questions about Spiritual Warfare [Grand Rapids: Baker，1997], 39 =  

吳蔓玲譯， < 向魔鬼宣戰？—— 有關厲靈爭戰的三大難題》 〔台 北 ： 
校 園 ’ 2 0 0 3 〕）說 ：縱 使 第 1 2 節所用的四個詞語暗示了鬼魔領域裏 
的階級制度，我們也無法辨識出各種的階級。再 者 ，雖 然 這 些 「詞語 
似乎來自第一世紀的一個廣大的語彙庫• 人們用來論及鬼魔的靈」 ， 
它們卻無法讓我們對鬼魔的領域有任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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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

可 能 是 第 1 1 節 提 及 之 「魔 鬼 的 詭 計 」的 擴 充 。37這裏並非描寫這 
些 靈 界 的 權 勢 是 與 魔 鬼 的 活 動 無 關 的 ，而 是 作 為 後 者 的 執 行 者 ， 
與 他 有 共 同 的 對 象 ，使 用 共 同 的 策 略 。保 羅 描 寫 抵 擋 這 些 權 勢 的  
策 略 ，肯 定 不 是 與 抵 擋 魔 鬼 時 所 用 的 不 同 。38這 裏 乃 是 假 定 ：他 
們 有 「共 同 的 性 質 、目 標 、與 攻 擊 的 方 法 ，使 得 信 徒 必 須 倚 靠 神  
的 大 能 來 抵 擋 他 們 」 。39

魔 鬼 和 他 的 黨 羽 能 夠 管 轄 那 些 屬 於 他 「黑 暗 權 勢 」的男女 
(西 一  1 3 ) ——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2 節 稱 他 們 為 「悖 逆 之 子 」—— 而 

這 些 權 勢 利 用 文 化 與 社 會 體 系 ，試 圖 破 壞 神 創 造 與 拯 救 的 工 作 。 

本 書 信 第 一 世 紀 的 讀 者 和 我 們 自 己 都 需 要 了 解 這 場 爭 戰 的 屬 靈 層  
面 ，對 手 的 超 自 然 、邪 惡 的 性 質 ，以 及 必 須 為 了 這 場 爭 戰 穿 戴 神  
的 軍 裝 。如 果 我 們 以 為 基 督 徒 生 活 只 是 人 的 奮 鬥 或 努 力 ，那麼我 
們 就 誤 解 了 這 場 爭 戰 的 性 質 ，不 能 抵 擋 那 惡 者 的 火 箭 。

我 們 的 解 經 所 引 致 的 結 論 是 ：這 些 邪 惡 的 權 勢 是 有 位 格 的 ， 
有 魔 鬼 的 智 力 的 。然 而 ，相 當 多 的 學 者 致 力 要 決 定 保 羅 書 信 與 一  
般 新 約 聖 經 教 導 中 這 些 權 勢 的 身 分 ，卻 獲 致 了 不 同 的 結 論 。第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來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解 釋 ，是 將 這 些 權 勢 等 同 於 決 定  
人 類 存 在 的 思 想 結 構 （傳 統 、習 俗 、法 律 、權 威 、與 宗 教 ）和沒

37 S. H. T. Page, Powers, 247 ；與斯諾德格拉斯，368 頁 = Snodgrass, 

3 4 1 。

38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1 2 節的上下文絲毫都沒有表示：這些權勢用來攻擊 
信徒的方法，與魔鬼自己所用的有任何差異」 （S. H. T. Page, Powers, 

2 47 ) o

39 A rn o ld , 1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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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屬I I 爭戰（六 10〜20)
1 .要在主裏剛強（六 10〜13)

有 位 格 的 社 會 勢 力 》4e雖 然 有 些 人 極 力 且 熱 心 地 為 晚 近 的 這 種 解  
釋 （或 它 的 某 種 不 同 的 版 本 ）辯 護 ，溫 克 即 是 一 個 值 得 注 意 的 例  
子 ，41但 這 種 解 釋 並 未 公 允 地 對 待 新 約 聖 經 的 歷 史 背 景 （在那個 
背 景 中 ，普 遍 相 信 靈 界 的 存 在 ） ，也 沒 有 恰 當 地 解 釋 保 羅 書 信 與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書 卷 對 於 這 些 權 勢 的 明 確 陳 述 ，而 且 在 神 學 與 詮 釋  
學 上 都 有 嚴 重 的 瑕 疵 。42

然 而 * 拒 絕 將 這 些 權 勢 與 人 類 傳 統 和 社 會 政 治 結 構 等 同 ，並 
不 是 否 認 這 些 擁 有 超 自 然 智 力 的 存 有 可 以 藉 著 這 類 的 執 行 者 來 運  

作 ；畢 竟 ，新 約 聖 經 說 整 個 世 界 都 臥 在 那 惡 者 的 權 勢 之 下 。撒旦 
與 其 黨 羽 存 在 的 目 的 ，就 是 要 將 他 們 邪 惡 且 破 壞 性 的 影 響 力 帶 到  
世 界 與 人 類 的 每 一 個 層 面 上 。43那 惡 者 藉 著 歷 史 事 件 而 運 作 ，包 
括 了 他 一 再 攔 阻 保 羅 回 到 帖 撒 羅 尼 迦 （帖前二  1 8 ) ，環繞約伯生 
平 的 環 境 （伯 一 〜 二 章 ） ，將 信 徒 下 在 監 牢 裏 （啟二 1 0 ) ，與生

4 0 關於所涉及之釋經學議題在晚近的討論與 互 動 ，見 P. T. O 'B rie n , 
‘ P rinc ip a litie s  and Powers’ ，110-50 ；斯 托 得 ，267-74 頁 = Stott, 

267-75; A rno ld , 42 -51 ; Powers o f Darkness, 167-93; ‘ Power’，DPL, 

7 2 3 —25; D . G. R e id ,  ‘ P r in c ip a l i t ie s  and P o w e rs ’ ，D P L, 7 4 6 - 5 2  的概述 
與相關的參考書目；還有最近的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f 
Got/，12 1-24 ; 與 G. R. S m illie , ‘ A  M ys te ry ’ ，2 0 4 -7 。

41 在他的三部曲作品中：W alte r W ink , Naming the Powers, Unmasking 

the Powers: The Invisible Forces That Determine Human Existence 

(Ph ilade lph ia : Fortress, 1986) ，與 Engaging the Powers: Discernment 

and Resistance in a World of Domination (M inneapo lis : Fortress, 
1992) 。

42 見 ：筆者在 ‘ P rinc ip a litie s  and Powers’，110-50 的論據，以及上文 

提及的其他互動。

4 3 更詳盡的細節，見 H. T. Page,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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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俱 來 的 痛 苦 （參 ：羅 八 3 8 ) ，疾病偶爾也是因為他們這些鬼魔的 
活 動 而 造 成 的 （太 九 3 2 ，十二 22 ；路 九 4 2 ) ，而基督徒教師和 

他 們 的 教 導 則 是 執 政 掌 權 者 攻 擊 與 曲 解 的 對 象 （參 ：林 後 ^^一 13 

〜 1 5 ) 。異 端 就 是 歸 因 於 他 們 的 活 動 （提 前 四 1 ; 參 ：約壹四
1 ) ，而 根 據 歌 羅 西 書 二 章 2 0 〜2 1 節 ，宇 宙 的 原 始 之 靈 （《和合 

本 》作 「世 上 的 小 學 」）利 用 假 教 師 在 律 法 上 的 要 求 ，為了要使 

基督 徒 受 到 轄 制 。社 會 的 、政 治 的 、司 法 的 、與 經 濟 的結構都可 
以被 撒 旦 和 其 邪 惡 權 勢 利 用  > 來 為 他 們 惡 毒 的 目 的 效 勞 。撒旦和 
其 黨 羽 叫 人 類 面 對 的 最 後 且 最 大 的 敵 人 就 是 死 亡 。男 男 女 女 ， 
「一 生 因 怕 死 而 為 奴 僕 」 ，受 到 「那 掌 死 權 的 ，就 是 魔 鬼 」的轄 

制 （來二 14〜 15)  » 「所 以 ，死 亡 是 這 些 仇 敵 權 勢 最 高 的 焦 點 。 

他 們 聞 起 來 就 有 死 亡 的 味 道 。他 們 沉 迷 於 其 中 。他 們 散 播 它 。」44 

因 此 ，使 徒 在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發 出 響 亮 清 澈 的 呼 召 ，要信徒認 
識 我 們 所 從 事 之 屬 靈 爭 戰 的 性 質 與 範 圍 ，並 且 支 取 神 的 軍 裝 ，以 
便 活 潑 有 力 地 抵 擋 那 惡 者 的 猛 烈 攻 擊 （參 ：雅 四 7 ) 。當代的許 

多 基 督 徒 似 乎 沒 有 意 識 到 有 一 場 戰 爭 正 在 進 行 ，縱 使 意 識 到 ，他 
們 也 以 為 是 在 純 屬 於 人 的 層 面 來 爭 戰 的 ，所 以 憑 藉 著 地 上 的 資 源  
就 完 全 足 以 進 行 這 場 戰 爭 。第 1 2 節 警 告 我 們 ：我們正在與這世界 

的 神 和 其 黨 羽 進 行 一 場 殊 死 戰 ，我 們 不 是 與 屬 血 氣 的 —— 就是別 
人—— 爭 戰 ，而 是 與 撒 旦 自 己 領 軍 的 邪 靈 權 勢 爭 戰 。神 已 經為我 
們 而 打 造 了 祂 自 己 的 軍 裝 ，供 我 們 裝 備 使 用 ，以 致 我 們 可 以 順 服  
祂 的 命 令 而 站 立 得 穩 。在 這 場 攸 關 生 死 的 衝 突 中 ，只有属靈的兵 
器 才 有 價 值 。所 以 使 徒 將 會 重 複 他 的 迫 切 呼 召 ，要譖者穿戴神的 
這 個 軍 裝 。

44 M. Green, I  Believe in Satan's Downfall (London/G rand Rapids: 

Hodder &  Stoughton/Eerdmans, 1981)，90 o

756



六 、屬a 爭 戰 （六 i o ~ 2 o  >
1 .要在主裏剛強（六 10〜13)

六 1 3 ■ 第 1 1 節 （「就 能 抵 擋 魔 鬼 的 詭 計 」）和 1 2 節 （因為 

我 們 乃 是 與 大 有 權 柄 的 邪 靈 權 勢 爭 戰 ）已 經 說 明 要 穿 戴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的 理 由 》這 個 理 由 現 在 用 作 一 個 基 礎 （ 「所 以 」 ） ，來重複 
1 1 節 的 命 令 語 氣 ，但 所 用 的 形 式 不 同 ，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 1 3 節 ） 。45再一次表明目的是要叫讀者能夠站立得住。在 1 3 節 

這 裏 ，為 了 強 調 而 重 複 這 個 動 詞 的 兩 個 形 式 ： 「好 … … 抵擋仇 

敵 ，46並 且 … …還 能 站立得住。」要 獲 得 神 的 能 力 ，這個命令本 
身 並 不 是 目 的 ：需 要 神 的 大 能 大 力 ，是 為 了 一 個 特 定 的 目 的 ，就 
是 叫 信 徒 （包 括 個 人 和 結 合 為 一 體 ）可 以 抵 擋 黑 暗 的 權 勢 ，並且 
成 功 地 抵 擋 他 們 。第 1 0 、1 1 、與 1 3 節 的 三 個 勸 勉 ，意 思 類 似 ， 
強 調 需 要 神 的 能 力 ，同 時 提 醒 讀 者 ：可 以 抵 擋 魔 鬼 ，因為神已經 
預 備 了 這 場 爭 戰 所 需 的 一 切 資 源 。

信 徒 要 抵 擋 魔 鬼 和 他 的 大 軍 的 時 間 ，是 「在 磨 難 的 日 子 」 。 
這 個 片 語 不 曾 出 現 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雖 然 加 拉 太 書 一 章 4 節 
提 及 了 類 似 的 片 語 「這 罪 惡 的 世 代 」 ，’ 而 且 複 數 的 「因為現今的

4 5 第 1 1 節使用 ivSikraaeE ( 「穿戴」） ，而 第 1 3 節出現dvoAdp£TE ( 「拿 
起 」） 。「神的軍裝」 （了如TTavoirAiav toO 0eoO ) —詞在這兩節完全相
同 °

46 -AvTiarnvai ( 來 自 d v e ia r r ^ O ，基本的觀念是「抵 擋 ，反 對 ，抗 拒 」 
(B A G D , 67; Louw  and N ida §39.18) ’ 在古典希臘文與《七十士譯 

本》皆用於軍事文脈中（見 B D B ，426, 7 6 4 的參考資料） 。它出現在 
新約聖經中的意思是反對一個觀念或信息（路二十一 15 ; 徒 六 10 ; 
提 後 四 1 5 ) ，或敵對的人（徒十三 8 ；加二 11 ；提 後三 8 ) 。這個動 
詞也用來指抵擋惡人（太 五 3 9 ) 、魔 鬼 （雅 四 7 ；彼 前 五 9 ) 、或神 
和祂的旨意（羅 九 1 9 ，十 三 2 ) 。

* 編 按 ：加 拉太書一章 4 節 的 「罪 惡 」與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1 3 節 的 「磨 
難 j ，是同一個希臘文m m p k 的不同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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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 0 )

世 代 邪 惡 」也 已 經 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作 為 信 徒 要 善 用 現 今 每 一  
個 機 會 的 理 由 （五 1 6 ) 。完 全 相 同 的 片 語 ， 「磨 難 的 日 子 」 ，出 
現 在 舊 約 聖 經 的 三 處 先 知 書 經 文 （耶 十 七 1 7 、18 ; 俄 13 ; 參 ：但 
十二  1 ) ，47具 有 天 啟 文 學 的 口 氣 ，以 及 末 時 的 含 意 。延續舊約聖 

經 與 猶 太 天 啟 文 學 思 想 ，使 徒 區 分 兩 個 世 代 ： 「現 今 的 世 代 」與 
「將 來 的 世 代 」 ，前 者 的 特 色 是 邪 惡 ，由 掌 權 者 或鬼魔的權勢掌 

管 ，是 命 定 要 過 去 的 （林前二  6 、7 ) ，後 者 則 是 救 恩 的 時 代 （注 
意 ••弗 五 1 6 的 討 論 ） 。

解 經 學 者 將 「磨 難 的 日 子 」理 解 為 ••（1 ) 與 以 弗 所 書 五 章 16 

節 的 「邪 惡 的 世 代 」同 義 ，因 此 是 指 耶 穌 兩 次 來 臨 之 間 的 整 個 現  
今 的 世 代 （梅 森 、林 德 曼 ） ；（2 ) 在基督再臨之前的特殊災難的一 
個 曰 子 ，是 撒 旦 的 反 對 達 到 頂 峰 的 時 候 （梅 爾 、狄 比 流 、席列 
爾 ） ；（3 ) 指 向 信 徒 生 活 中 的 關 鍵 時 間 ，是魔鬼的敵對最為猛烈的 
時 候 （韓 滴 生 〔H e n d r ik s e n 〕 、米 頓 ） ；（4) 結 合 第 一 種 與 第 二 種  

觀 點 ，將 現 今 的 世 代 理 解 為 邪 惡 的 日 子 ，會 於 邪 惡 在 未 來 最 後 爆  
發 時 達 到 頂 峰 （葛 尼 喀 、馬 可 • 巴 特 、史 納 肯 伯 、林 康 ） ；48或

4 7 但 以 理 書 十 二 章 1 節 說 到 在 拯 救 之 前 的 纟 ( 、患難之 
曰」 ；《和合本》作 「大艱難」） ，這成了天啟文學猶太教的一個重 
要 主 題 （參 《亞伯拉罕啟示錄》 [Apocalypse o f Abraham ) 二十九2 、 
8 起 、13 ’ 三 十 4 ; 《巴錄第二啟示錄》 〔2 Apocalypse of Baruch ] 四 
十 八 31 ； 《禧年書》 〔/MWees〕二 十 三 16〜 21 ； 《但遺訓》 〔r .  

D a n } 五 4 起 ；也要注意《戰卷》15:1-2 ; 16:3; 18:10, 12 ) 。進一步 
的細節見A rn o ld , 2 0 4 。

4 8 林 康 （L in co ln , 4 4 5 - 4 6 ) 主 張 ：現今與未來的兩個視野重叠在一起。 
讀者已經在磨難的日子了• 然而這些日子必定會在最後的一個邪惡曰 
子 達 到 頂 峰 ，那時特別需要使用神的軍裝來抵擋。參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1 9 6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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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2 0 )
1. 要在 主裏剛強 （六 10〜 13)

( 5 ) 結 合 第 一 種 與 第 三 種 觀 點 • 現 今 的 世 代 是 指 現 今 「邪惡的世 
代 」 （五 1 6 ) ，而單數的磨難的日子是指撒旦攻擊格外猛烈的特 

定 時 間 ，那 時 想 要 屈 服 的 試 探 會 特 別 強 烈 （布 魯 斯 、亞 諾 德 、霍 
納 ） 。49我 們 認 為 最 後 一 種 觀 點 比 較 可 取 ；根 據 這 種 觀 點 ，使徒 
不 是 單 單 說 到 耶 穌 兩 次 來 臨 之 間 的 這 個 現 今 的 時 間 ，也是警告信 

徒 要 在 現 今 這 個 邪 惡 世 代 中 的 一 些 關 鍵 時 機 提 防 魔 鬼 的 詭 計 。基 

督 徒 可 能 會 遇 見 暫 時 紆 緩 的 時 間 * 但 他 們 不 可 放 鬆 警 惕 ，而有錯 
誤 的 安 全 感 ，以 為 戰 爭 已 經 過 去 ，或 者 不 會 特 別 困 難 。他們必須 
常 作 準 備 ，穿 戴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因 為 魔 鬼 將 會 在 最 為 料 想 不 到 的  

時 候 發 動 攻 擊 。
最 後 ，很 要 緊 的 是 ：當 信 徒 成 就 了 一 切 之 後 ，還 站 立 得 穩 。 

根 據 波 里 比 烏 （P o ly b iu s ) 的 說 法 ，羅 馬 百 夫 長 必 須 是 那 種 可 以  

信 賴 的 人 ，在 壓 力 之 下 堅 定 站 立 ，而 不 放 棄 。5°在 軍 事 戰 爭 中 也  
必 須 有 同 樣 的 決 心 。當 他 們 成 就 了 一 切 ，51也 就 是 說 ，為了戰爭 
做 好 所 有 必 要 的 準 備 ，並 且 全 副 武 裝 之 後 ，基 督 徒 必 須 站 立 得  
穩 ，抵 擋 邪 惡 權 勢 的 猛 烈 攻 擊 。一 些 人 認 為 這 個 子 句 的 意 思 是  
「既 已 制 服 或 征 服 一 切 ，他 們 必 須 站 立 得 穩 」 ••得 勝 已 經 完 成  

了 ，信 徒 現 在 必 須 能 夠 站 立 得 住 。52但 是 ，這 個 動 詞 在 新 約 聖 經

4 9 以定冠詞明確限定該日子U v  i f l  f| ^ P<? in  ttovtip? ) ，從某個角度凸顯 
出那是一個關鍵的日子，特別試煉或危險的日子（如 Hoehner, 833-4 
所主張的；參 G. Harder, TDNT  6:554 ) 。注意 A rn o ld ，113-15 對於 
爭戰時候的討論。

5 0 波里比烏《歷史〉 (H is to ry )  6.24 ; 弓丨用於Bruce，4 0 6 。

51 希臘文 K<rrepYd<onai。

52 M eyer, 331-32; M itto n , 223 ；和晚近的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 f God, 128-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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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 六 20 )

中 共 出 現 二 H 次 ，意 思 都 是 「成 就 ，完 成 ，作 」 ，這個意思在 
這 裏 也 說 得 通 。w 魔 鬼 和 他 的 使 者 都 大 有 能 力 ，但並不是 無 所 不  
能 的 。基 督 徒 穿 戴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靠 著 主 得 著 剛 強 之 後 ，就能夠 
站 立 得 穩 ，抵 擋 邪 惡 的 權 勢 。

53 B A G D ，421; Louw and N ida § 4 2 .1 7 。再 者 ，本段論述的思路表明是在 
敵人面前站住，而不是象徵勝利的站住。第二 • 第 14〜1 7 節是以推 
論性的連接詞「所以」 （o 3 v ) 引 介 的 ，該詞解釋了 ：信徒已經穿上各 
種軍裝之後就站住了。最 後 ，如果已經贏得了戰爭，第 1 4 節的命令 
語 氣 「要站穩了」就不尋常了（注 意 Hoehner, 8 3 5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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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2•站 立得穩並穿戴神的軍裝（六 14〜 17)

六 1 4 . 當 信 徒 存 著 正 確 的 目 標 、為了爭戰而作一切必要的準 

備 ，然 後 1 他 們 必 須 「站 立 得 穩 」 。這個勸勉在此之前已經重複三 
次 （1 1 、1 3 〔兩 次 〕節 ） ，但 這 一 次 是 用 命 令 語 氣 表 達 。2 這是 

本 段 經 文 的 主 要 命 令 ，而 根 據 整 段 中 使 用 的 戰 爭 意 象 ，都指向一 
個 決 心 反 對 仇 敵 、在 格 鬥 中 的 戰 士 的 姿 勢 。對 保 羅 而 言 ，信徒在 
基 督 徒 生 活 中 站 立 得 穩 的 觀 念 顯 然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這是保羅書信 
其 他 地 方 很 顯 眼 的 一 個 著 重 點 。3

在 這 個 簡 短 的 勸 勉 之 後 ，詳 細 地 描 寫 第 1 1 節所宣告的神的全 
副 軍 裝 （參 ：1 3 節 ） ，將 每 一 個 軍 裝 等 同 於 神 的 某 個 美 德 或 恩  
賜 。在 討 論 這 些 個 別 的 兵 器 中 ，保 羅 詳 細 說 明 裝 備 神 的 全 副 軍 裝  
的 重 點 。他 也 指 出 為 了 爭 戰 而 做 好 所 有 必 要 的 準 備 是 甚 麼 意 思 。 
命 令 語 氣 「要 站 穩 了 」之 後 的 四 個 分 詞 ，即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 
腰 」 ， 「用 公 義 當 作 護 心 鏡 遮 胸 」 （1 4 節 ） ，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 作 預 備 走 路 的 鞋 穿 在 腳 上 」 （1 5 節 ） ，並 「又拿著信德當作籐

六 、屬 B 爭 戰 （六 10〜2 0 )
2 . 站 立 得 穩 並 穿 戴 神 的 軍 裝 （六 14〜 17)

1 這是必須做出的推論（o；3v) 。

2 這 個 關 鍵 動 詞 先 前 三 次 出 現 都 是 在 目 的 子 句 裏 ：1 1 節 ，TTPd)(； T6
SuvaaGai ujia? crrfivai ( 「你們.......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3節 ，
i v a  5 u v t i 6 f |T £  d v T ic r r f iv a i  ... K a i ... c r r f iv a i  (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 》

3 它常常以命令語氣出現在保羅書信的道德訓勉段落中，他用它來勸勉 
基督徒讀者要站立得穩（帖後二 1 5 ) : 「在真道上」 （林前十六 
1 3 ) • 「要 靠 主 」 （腓 四 1 ) ，在 基 督 已 經 贏 得 的 自 由 上 （加五 
1 ) ，或 「同有一個心志」 （腓一 2 7 ) 。也 要 注 意 ：羅 五 2 ，Ĥ  — 
20 ；林前十 1 2 ，十 五 1 , 十 六 13 ；林後一 24 ；西 四 12 ；帖前三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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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四 1〜 六 2 0 )

牌 」 （1 6 節 ） ，詳 細 說 明 信 徒 要 站 立 得 穩 必 須 採 取 的 行 動。4 根 

據 上 下 文 ，這 些 分 詞 也 可 以 理 解 為 隱 含 著 命 令 語 氣 的 作 用 。
關 於 他 們 的 第 一 個 軍 裝 ，讀 者 受 到 勸 勉 要 「用真理 當 作 帶 子  

束 腰 」 。對 於 一 個 羅 馬 士 兵 而 言 ，這 個 帶 子 可 能 是 指 懸 在 軍 裝 下  
面 、保 護 大 腿 的 皮 製 圍 裙 ，而 不 是 配 戴 刀 劍 的 帶 子 ，或穿在軍裝 
上 保 護 用 的 腰 帶 。5 在 腰 部 穩 妥 地 束 緊 衣 裳 。這觀念意指預備採取 
幹 勁 十 足 的 行 動 （路十二  3 5 、3 7 ，十 七 8 ) ，在這裏是指準備爭 

戰 。6 使 徒 的 用 語 清 楚 地 引 喻 《七 十 士 譯 本 》的 以賽亞書 H^ — 章 ， 
後 者 論 及 彌 賽 亞 ： 「公 義 必 當 祂 的 腰 帶 ，信 實 必 當 祂 脅 下 的 帶  
子 」 （4 〜5 節 ） 。在 舊 約 聖 經 的 上 下 文 中 ，神的受膏者在神國度 

中 的 掌 權 ，將 會 以 公 義 和 真 理 為 特 色 。彌 賽 亞 在 戰 爭 中 所 穿 戴 的  
軍 裝 ，現 在 供 應 給 祂 的 子 民 ，讓 他 們 去 參 與 靥 靈 的 爭 戰 。 「真 理 」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佔 了 重 要 的 地 位 ，指 神 在 福 音 中 啟 示 （一 1 3 ，四 
1 5 、2 1 、2 4 ) 的 真 理 （四 2 4 ，五 9 ) ，表現在如今已經成為新人

4 參 L in c o ln ，431，4 4 7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6 2 9 ，將分詞 
n£piCtoadji£voi ( 「束腰」）歸類為表示方法的分詞，也暗示接著的三個 
分詞是這種用法。這個分詞常常與「模 糊 的 、一般性的、抽 象 的 、或 
隱喻性的限定動詞」連 用 ，表明主要動詞的動作是如何完成的。參 ： 
太二十七4 。這個動詞先出現* 而且在其語意範疇上是一般性的。

5 A . Oepke, TD NT  5:303, 307 °

6 如 Louw and N ida  § 7 7 .5 所主張的。 「腰 」可能是力量的隱喻，而 
「束腰」在舊約聖經中是用作顯出力量與勇氣的象徵：耶和華以大能 

束 腰 （詩 六 十 五 6 ) ，也以力量為詩人束腰，使 他 能 爭 戰 （詩十八 
32 '  3 9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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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 的 信 徒 生 活 中 （四 2 5 ，五 9 ) 。7 在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這 裏 ，真理 

的 這 兩 個 面 向 結 合 在 一 起 。8當信徒束緊了彌賽亞軍裝的這個部分 
時 • 他 們 將 會 從 神 在 福 音 中 啟 示 的 真 理 獲 得 力 量 ，結 果 • 他們將 
會 在 態 度 、言 語 、和 行 為 上 彰 顯 出 這 位 受 膏 者 的 属 性 》他們這樣 
抵 擋 魔 鬼 ，不 給 他 在 他 們 身 上 有 可 趁 之 機 （四 2 7 )  »

其 次 ，基 督 徒 如 果 要 抵 擋 黑 暗 的 權 勢 ，就 需 要 穿 上 「公義的 
護 心 鏡 」 。對 於 羅 馬 士 兵 而 言 ，這 護 心 鏡 是 「遮 蓋 胸 部 的 一 片 軍  
裝 ，保 護 它 免 受 毆 打 或 箭 的 傷 害 」 。9保羅在這裏的用語是取自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九 章 1 7 節 （參 《所 羅 門 智 訓 》五 18 ；在 賽 i ^ 一 章 ， 

公 義 是 彌 賽 亞 的 腰 帶 ） ，在 那 裏 ，耶 和 華 穿 上 「公 義 的 護 心  
鏡 」 ，出 發 去 拯 救 祂 的 子 民 ，刑 罰 以 色 列 國 的 敵 人 。根據以弗所 
書 六 章 ，信 徒 若 要 受 到 保 護 * 免 受 靈 界 敵 人 的 毆 打 或 箭 的 傷 害 ， 
就 需 要 穿 戴 神 自 己 的 公 義 為 武 裝 。一 些 解 經 學 者 認 為 這 公 義 是 指  
神 那 稱 人 為 義 的 、具 有 法 庭 背 景 的 義 • 使 人 在 祂 面 前 有 合 宜 的 立  
場 （參 ：羅 三 2 1 〜2 6 )  ； 1()根 據 這 種 觀 點 ，神在祂至高無上的主 

權 中 ，藉 著 基 督 的 死 宣 告 人 無 罪 開 釋 的 判 決 ，為 信 徒 在 屬 靈 爭 戰  
中 站 立 得 穩 提 供 了 基 礎 。然 而 ，晚 近 的 許 多 解 經 學 者 根 據 「公

六 、）《B 爭 戰 （六 10〜2 0 )
2.站立得穗並穿戴神的軍裝（六 14〜 17)

7 鈕 斐 德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f God, 1 3 4 ) 認 為 ：在六 
章 1 4 節 出 現 「真理」這個重要的主題》作 用 是 「重述以弗所書中重 
複彈奏之音調的要點」 。

8 然 而 ’ 墨 瑞 慈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stery，2 0 2 ) 認 為 ：這裏所著 
眼的是客觀的福音的「真理」 。

9 希腿文 。Louw  and N ida § 6 .3 9 。

1 0 如 B arth，796-97; A. Oepke，TDNT  5 :3 1 0 所主張的；晚近的墨瑞慈 
也是如此（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stery，203 ) ，後者強調「公義」 
作為恩賜的重要性，雖然他確實承認也有倫理道德的層面。

763



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義 」在 以 弗 所 書 前 面 的 例 子 （四 2 4 ，五 9 ) ，認為它是指倫理道 

德 上 的 義 。11在 這 個 詞 語 所 引 喻 的 舊 約 聖 經 的 上 下 文 中 ，公義是 
與 救 恩 平 行 的 ；12如 果 根 據 這 一 點 來 理 解 這 個 詞 語 ，那麼說穿戴 
神 自 己 的 義 或 支 取 祂 的 救 恩 ，其 實 就 是 再 次 勸 勉 讀 者 要 穿 上 四 章  
2 4 節 的 「新 人 」 ，這 新 人 的 受 造 ，是 為 了 在 公 義 和 聖 潔 上 像 神 。13 

藉 著 穿 上 神 的 義 ，信 徒 致 力 於 效 法 祂 （五 1 ) ，並且在他們所有 
的 行 為 舉 止 上 表 現 出 公 義 的 舉 動 。

六 15. 基 督 徒 也 需 要 穿 上 適 合 的 鞋 子 ，來 預 備 作 戰 》羅馬士 
兵 常 常 穿 著 ca Z ig a，一 種 半 統 靴 ，嚴 格 說 來 不 是 一 個 兵 器 ，而是他 

的 部 分 配 備 ，尤 其 是 用 於 長 途 行 軍 時 。14保 羅 在 此 並 沒 有 直 接 地  
提 及 信 徒 穿 在 腳 上 的 東 西 ；反 而 使 用 一 個 不 尋 常 的 詞 與  > 說 「用 
平 安 的 福 音 當 作 預 備 走 路 的 鞋 穿 在 腳 上 」 。15

1 1 不單早期的加爾文和梅爾，還有晚近的史納肯伯、布 魯 斯 、林 康 、和 
斯諾德格拉斯。參 ：帖 前 五 8 • 那 裏 以 「信和愛」當作基督徒的護心 
鏡 。

1 2 注 意 從 以 賽 亞 書 的 文 脈 對 第 1 7 節 所 做 的 討 論 ：B. G. Webb, The 
Message o f Isaiah: On Eaglesr Wings (Le icester: In te r-V a rs ity , 1996)， 
2 2 9 。 他認為公義是指神信守祂聖約的應許，如祂在拯救的作為中所 
顯 出的》

1 3 這其實就是穿上基督（羅十三1 4 ) ; 見 ：弗四 2 4 的註釋。

1 4 當軍隊向前線推進時，一個典型的士兵可能得走許多哩路（薛西斯 
C Xerxes ) 從波斯帶領他的軍隊一路前行，企 圖征服希臘！色諾芬 
《長征記》 〔Awflbflsis〕4 .5 .1 4 ) 。

15 -YTToSEDMai與在腳上穿東西有關，諸 如 鞋 子 、靴 子 、或 帶 子 鞋 ，意思 
是 「穿 上 、綁 上 、或 穿 著 （腳 上 的 東 西 ）」 ；如 Louw and N ida 
§ 49 .17所主張的。這動詞與GTToSiHorct ( 「帶 子 鞋 • 鞋子」）有 關 •後  
者可以用來指軍隊用的帶子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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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 爭 戰 （六 10〜 20 )
2.站立得穩並穿戴神的軍裝（六 14〜 17)

這 個 措 辭 顯 然 是 從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7 節 借 用 而 來 的 ： 「那 
報 佳 音 、傳 平 安 … … 的 … … 這 人 的 腳 登 山 何 等 佳 美 ！」—— 使徒 
也 曾 以 一 個 較 短 的 形 式 使 用 這 段 話 ，指 那 些 奉 差 遣 去 傳 揚 基 督 徒  
福 音 的 人 （羅 十 1 5 )  » 在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原 來 的 上 下 文 中 ，所 

描 繪 的 畫 面 是 一 個 孤 單 的 報 信 者 • 他 佳 美 的 腳 走 在 山 頂 上 ，彷彿 
母 鹿 的 蹄 一 般 快 捷 （歌二 1 7 ，八 1 4 ) ，傳 好 消 息 給 耶 路 撒 冷 。當 

他 來 到 城 內 居 民 聽 力 可 及 的 範 圍 內 ，就 大 聲 喊 出 「平 安 」 、 「好 
消 息 」 、 「救 恩 」 、 「你 的 神 做 王 了 」 （基 本 上 是 跟 賽 四 十 9 〜 
1 1 相 同 的 安 慰 信 息 ） 。

在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1 5 節 這 裏 ，改 寫 了 以 賽 亞 書 的 措 辭 ，以符合 

這 個 句 子 的 句 法 模 式 ：16讀 者 已 經 受 到 勸 勉 要 「站 立 得 穩 」 （14 

節 ） ’ 如 果 他 們 要 恰 當 地 以 神 的 軍 裝 來 裝 備 自 己 ，需要採取的一 
個 行 動 （注 意 1 4 、1 6 節 的 另 外 三 個 ）是 要 把 鞋 子 穿 在 腳 上 • 以 
「預 備 走 路 」 。然 而 ，這 個 隱 喻 用 語 的 意 思 和 它 在 10〜2 0 節的思 

路 中 的 深 遠 意 義 卻 有 爭 議 。我 們 需 要 探 討 下 列 議 題 ：

( 1 ) 譯 作 「預 備 〔走 路 〕」 （《和 合 本 》 、 《新 國 際 版 》 ）一 
詞 的 意 義 。這 個 詞 不 曾 出 現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雖然同源動詞 
常 常 出 現 ） ，17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7 節 也 沒 有 使 用 它 。然 而 ，它

1 6 在 14〜1 6 節 ，命令語氣aTfVre ( 「站立 」）後面跟著四個不定過去式 
分詞+ 兵器/ 身體的一個部位+  — 樣美德/ 恩 賜 。在 1 5 節維持這個 
結 構 ，使用 iiTToSriadnEvoi ( 「穿 上 」）+  Touq TToSag ( 「腳 」）+  

iToitiaai? ( 「預 備 ，準 備 好 」) ，雖 然 在 擴 充 這 個 模 式 時 提 及 roO 

euayyEAiou tt); eipTivti? ( 「平安的福音」） ，後者與 feTOi(iacKa ( 「預 
備 」）是所有格關係，而且最終是來自以賽亞書（參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 ystery，193 ) o

1 7 它在新約聖經中出現四十次，但只有三次是在保羅書信全集中：林前 
二 9 ；提後二 21 ; 門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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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中 的 確 出 現 了 十 餘 次 ，往 往 具 有 預 備 好 了 或 堅  
穩 的 根 基 之 意 。18所 以 ，一 些 人 認 為 它 在 這 裏 意 指 ^ 穩 定 的 步  
伐 」或 「堅 定 不 移 」 ，並 且 將 之 與 「站 立 」的 整 個 勸 勉 連 在 一  
起 。19但 是 ，這 個 詞 語 在 別 的 地 方 並 沒 有 「穩 定 的 步 伐 」之 意 ， 
而 預 備 、預 備 好 、或 準 備 妥 當 是 比 較 常 見 的 意 思 ，也適合這裏的 
上 下 文 。2<>這 個 措 辭 是 隱 喻 用 法 ，意 指 恰 當 地 配 備 神 的 軍 裝 ，腳 
上 穿 好 東 西 ，準 備 好 、預 備 妥 當 要 投 入 屬 靈 的 爭 戰 中 。

( 2 ) 所 有 格 用 語 「福 音 」的 功 用 。使 徒 說 到 的 預 備 ，是指由福 

音 帶 來 的 （來 源 所 有 格 ，或 者 或 許 是 主 詞 所 有 格 ） ，或是願意分 
享 並 宣 揚 平 安 的 信 息 （受 詞 所 有 格 ）呢 ？學 者 對 此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 a ) 支 持 前 者 的 學 者 聲 稱 ：保羅是指從神大能的平安信息而來 
的 預 備 或 準 備 妥 當 ，21這 樣 的 預 備 使 基 督 徒 能 留 意 重 複 的 命 令 ， 

「要 站 立 得 穩 」 》這 通 常 被 理 解 為 意 指 採 取 防 衛 的 姿 態  > 嚴守已 
經 贏 得 的 立 場 • 面 對 黑 暗 權 勢 而 堅 定 不 移 並 抵 擋 試 探 。22然 而 ， 
我 們 仍 然 必 須 問 一 個 問 題 ：保 羅 的 用 語 暗 示 信 徒 只 需 採 取 防 禦 的

1 8 用來指立場或基地：拉二 68 . 三 3 ; 亞 五 11 ; 參 Robinson, 215 »

19 參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203 , 他 認 為 它 的 意 思 是 「堅 
定 j  °

2 0 詩九丨7 ( 《七十士譯本》九 3 8 ) ; 《所羅門智訓》十 三 12 ；《阿立 
斯蒂亞書信》 182 ；約 瑟 夫 《猶太古史》1 0 .1 .2 等 ；L in c o ln ，4 4 9 。

2 1 將 toO EOoyyeAiou理解為來源所有格》

2 2 有人聲稱：穿鞋的意象適合這個意義。這個段落中提及的攻擊性武器 
只 有 「聖靈的寶劍」 （1 7 節 ） 。但 亞 諾 德 （C. E. A rno ld , Powers of 
Darkness, 1 5 7 ) 主 張 ：配備好的鞋子使士兵可以在戰爭中採取防禦的 
姿 態 。他可以在軍隊向前線推進時旅行許多哩路，然後追擊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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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 靈 爭 戰 （六 10〜2 0 )
2 . 站立得穏並穿戴神的軍裝（六 14〜 17)

姿 態 嗎 ？他 們 肯 定 必 須 接 受 並 保 守 平 安 的 福 音 ，在道德 領 域 中 抗  
拒 每 一 個 試 探 ，並 且 抵 擋 那 惡 者 的 各 種 影 響 。但 是 ，站穩了也可 
能 包 括 攻 擊 敵 人 的 領 土 ，或 藉 著 宣 告 神 要 拯 救 在 黑 暗 領 域 中 被 擄  
之 人 的 應 許 而 搶 奪 撒 旦 的 國 度 。23與 他 在 其 他 地 方 使 用 的 軍 事 意  
象 一 致 ，保 羅 說 到 他 在 爭 戰 中 所 用 的 兵 器 具 有 神 的 大 能 ，可以拆 
毀 堅 固 的 營 壘 ，推 翻 所 有 為 了 阻 擋 人 認 識 神 而 設 立 的 論 據 和 每 一  
個 託 詞 （林 後 十 4 ) 。這 無 疑 包 括 了 攻 擊 敵 人 的 領 土 ，那顯然就 
是 採 取 攻 擊 的 姿 態 。

( b ) 另 一 個 作 法 是 將 「福 音 的 〔預 備 〕」詮 釋 為 受 詞 所 有 格 ， 
指 願 意 分 享 或 宣 講 平 安 的 福 音 。採 取 這 條 路 線 的 理 由 如 下 ：第 
一 ，這 個 名 詞 「意 指 預 備 行 動 的 狀 態 —— 『預 備 要 ，準 備 要 』 ， 
這 個 片 語 翻 譯 作 「準 備 〔要 宣 講 〕平 安 的 好 消 息 」 。24根據這種 
觀 點 ，福 音 原 來 是 表 示 媒 介 的 名 詞 ，意 指 「宣 講 或 分 享 〔平安 
的 〕福 音 」 ，它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另 外 出 現 六 十 次 ，超過半數是這個 
意 思 。第 二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7 節 的 上 下 文 支 持 這 種 解 釋 ：在 
山 頂 上 留 下 佳 美 腳 蹤 的 報 信 者 預 備 25要 向 錫 安 宣 告 好 消 息 。26第 
三 ，以 弗 所 書 中 呼 應 舊 約 聖 經 這 處 經 文 的 地 方 ，即 二 章 1 7 節 ，叫

2 3 注意亞諾德極力主張的觀點，認為基督徒必須採取防禦的姿態和攻擊 
的 姿 態 （C. E. A rno ld , Powers o f Darkness, 156- 58 ) 。

24 Louw  and N ida  §77.1 ；參 Robinson, 215; Bruce, 408 ；饒 德 （W. 

Radi, EDNT 2 : 6 8 ) 認 為 ：這片語意指「預備為福音〔爭 戰 〕」 ；莫 
理 斯 （M o rr is ，206 ) ：「這整個詞語指向充分預備要傳講福音；」參 
A rn o ld , 111 ; 亦見他的 Pozvers o f Darkness, 1 5 7 。

2 5 雖 然 hmnoKiia ( 「預備」）一詞沒有出現在以賽亞書五十二章7 節的 
經 文 中 ，但顯然具有報信者預備向錫安宣告好消息的含意》

2 6 參 Robinson, 215 ；布 魯 斯 （Bruce, 408 ) 依循他的觀點；也要注意 
斯托得 * 279 頁 = Stott, 2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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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人 注 意 基 督 ，祂 是 報 好 消 息 的 使 者 ，基 於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成 就 和 睦  
的 工 作 ，前 來 向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宣 告 和 睦 。焦 點 在 於 傳 揚 平 安 的  
福音  > 對 象 則 是 祂 已 經 為 了 他 們 贏 得 和 好 工 作 的 那 些 人 。最 後 ， 
平 行 經 文 （西 四 6 ) 強 調 信 徒 對 外 人 說 話 的 口 氣 要 有 恩 典 》

( C ) 如 果 把 「福 音 的 」這 幾 個 字 當 作 表 示 來 源 的 所 有 格 ，即觀 
點 （a ) ，那 麼 保 羅 的 措 辭 指 向 一 種 預 備 妥 當 的 狀 態 ，是從平安的福 

音 而 來 的 ，這 福 音 是 信 徒 已 經 支 取 了 的 》因 為 這 樣 滿 有 能 力 地 宣  
告 和 好 的 消 息 已 經 在 他 們 生 活 中 發 揮 了 力 量 ，27他們不單 會 抵 擋  
這 些 權 勢 的 邪 惡 影 響 並 抗 拒 試 探 ，也 會 藉 著 與 別 人 分 享 並 宣 講 這  
好 消 息 而 進 攻 敵 人 的 領 土 。如 果 採 用 另 一 種 解 釋 （b ) ，那 麼 「福音 
的 預 備 」就 是 聚 焦 於 那 些 已 經 支 取 平 安 福 音 的 人 分 享 福 音 。所有 
格 「福 音 的 」雖 然 可 以 有 這 兩 種 解 釋 ，差 異 並 不 大 ，尤其是當我 
們 認 識 到 福 音 的 大 能 層 面 時 。

因 為 所 有 參 與 屬 靈 爭 戰 的 人 都 被 勸 勉 要 穿 上 鞋 子 ，以便這樣 
為 福 音 作 準 備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二 章 7 節用來描寫那位君尊的報信 

者 ，和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1 7 節 描 寫 彌 賽 亞 自 己 的 ，現在也用來描寫所 

有 的 信 徒 。
( 3 ) 「平 安 的 福 音 」的 深 遠 意 義 。根據舊約聖經中以賽亞書五 

十 二 章 的 上 下 文 、和 以 弗 所 書 稍 早 在 二 章 11〜2 2 節那段基礎性的 

經 文 中 提 及 的 「平 安 Z 和 睦 」 ，使 徒 描 寫 基 督 徒 必 須 把 「平安的 
福 音 」當 做 預 備 走 路 的 鞋 子 穿 上 ，具 有 非 常 豐 富 的 意 義 。當以賽 
亞 書 中 的 報 信 者 來 到 耶 路 撒 冷 居 民 聽 力 所 及 的 範 圍 ，將安慰的信

2 7 保 羅 往 往 會 離 開 正 題 ，說 到 福 音 是 大 有 能 力 的 • 甚至是爆炸性的 
( 參 ：羅一 16 ; 腓二 1 6 ) ，所 以 ，純粹從防禦性的角度來談及它， 

可能是與事實相違的。關於腓立比書二章1 6 節在這一點上的意義 • 
見 P. T. O ’ B rien , Gospel and Mission, 1 1 8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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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S 爭 戰 （六 10〜20 )
2 . 站立得穩並穿戴神的軍裝（六 14〜 17)

息帶給這座城時（參 ：賽 四 十 9 〜 11 ) ，他所呼喊的第一個字就 

是 「平 安 ！」 （五十二 7 ) 。28後面跟著同義詞「好消息」與 「救 

恩 」 ，然 後 以 「你的神作王了」來詳述其內容。耶和華榮耀地回 

到 錫 安 （9 節 ） ，那是祂的子民迸發出喜樂歌聲的原因，從祂為 

祂百姓採取大能作為的角度來解釋（祂 已 經 「安慰了祂的百姓」 

並 「救贖了耶路撒冷」，9 節） ，而根據以賽亞書四十九章6 節 ，‘ 

這引致了世人的蒙福（祂 「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地極的人 

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了」 ，五十二 1 0) 。29耶和華的使者所帶來 

的平安同時涉及縱向與橫向的關係。這顯然就是以弗所書二章14 

〜1 8 節的焦點，那裏說神的彌賽亞藉著祂的死成就了平安：祂摧 

毀了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疏離，在祂自己裏面將兩下創造成一 

個新人，並且在祂的身體裏使雙方都與神和好（1 5〜1 6節） 。

我們已經說過：信徒所穿戴的軍裝是耶和華或祂的彌賽亞的 

軍 裝 。以弗所書六章所列舉的兵器’大部分都與以賽亞書五十九 

章 1 7 節耶和華的軍裝、和十一章 4 〜5 節祂彌賽亞的軍裝有對應 

之處。這一點的例外是以弗所書六章1 5 節提及的鞋子。但 是 ，將 

「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與彌賽亞的關連要 

比往往所以為的更為密切，如果清楚辨識出以賽亞書五十二章 7 

節 、以弗所書二章 1 4〜 1 8 節 、與以弗所書六章 1 5 節之間的關

28 《七十士譯本》讀作 tt65ei; EuayyeAiConEvou <3acor|v Elp^vri; ( 「那傳平安
信息之人的腳」） 。

* 編 按 ：原著誤植為「四十九章3 節 」 。

2 9 魏斯特曼認為：耶和華大能的作為是在萬國眼前（1 0 節 ）為以色列施 
行 的 （9 節 ） ；這雖然有可能，較好的作法似乎是將萬國必要「看 
見 」詮釋為意指有分於耶和華的救恩。如 莫 德 （J. A . M otyer, Isaiah, 
4 2 0 ) 所主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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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連 ，就更是如此。耶和華的使者向祂的百姓耶路撒冷宣揚平安的 

好消息。以弗所書二章 1 7 節採用舊約聖經的這處經文；根據前 
者 ，基督就是平安的具體化（1 4 節 ） ，祂已經藉著祂的死成就了 

平 安 ，並且既遠且廣地向猶太人與外邦人宣揚這個好消息。那些 

已經為自己支取這平安的人，已經這樣「預備」了自己的腳，就 

是預備要宣揚平安的福音。弔詭的是，他 們是在進行 屬 靈爭戰的 

時候預備要宣揚平安的福音！ 3°

六 1 6 . 除了31信徒需要穿戴的軍裝，32他們還必須拿著「信 

德當作籐牌」 ，因為他們藉著它33將會受到充分的保護，免受那 

惡者向他們發動的各種攻擊。籐牌不是指圓形的小盾牌，那無法 

保護身體的大部分部位；它乃是指羅馬士兵攜帶的大盾牌，34把

斯諾德格拉斯（3 7 0 頁 = Snodgrass, 342 ) 認 為 ：所 設 想 的 「預 備 」 
是指整個生命，而不僅是願意分享福音。
第四個使用不定過去式分詞的子句（<SvoAocP<5Vt £(; ，「拿著」）是 由 Jv 

n a a iv 引 入 的 ，後 者 可以是「在所有環境中」之 意 ，但最好是理解為 
「此外」 （《和合本》 ；參 ：《新國際版》） 。它並不是意指「最重 

要的」 （《欽定本》） ，彷彿是所有兵器中最重要的。
三個分詞 TT£piGwCTd(i£voi ( 「束腰 」 ’ 14 節 ） 、4v8ucrdnevoi ( 「遮 」 ’ 

1 4 節 ） 、與 CmoSrpd^vcn ( 「穿 」 ，1 5 節 ）都是指綁在信徒身體或腳 
上的軍裝。現 在 ，他 們 必 須 「拿 著 」 （dvaAap6VTE ;) 信心 的籐牌（參 
Hoehner, 845 ) 。第四次使用的不定過去式分詞是由「此 外 」引介 
的 。

附 加 的 一 個 關 係 子 句 SuviicTEoGE ktA. ( 「你們可以藉此… … 」 ） ’ 

解釋這個籐牌使信徒能以滅盡那惡者射來燃燒的箭。
即希滕文 eUpE知 ，是 scutum ; 尺寸為四呎長、兩呎半寬，形狀就像一 
扇 門 （參 e t ip a ) 。通常是用木頭做的• 覆蓋著帆布和牛皮；頂部與底 
部又用金觸來加固（注意波里比烏的描述〔P o lyb ius，6 .2 3 .2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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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 爭 戰 （六 1 0 ~ 2 0 )
2 . 站立得穩並穿戴神的軍裝（六 14〜 17 )

整個人都遮蓋起來。在舊約聖經中，這個盾牌用作神保護祂百姓 

的意象（創十五 1 ; 詩 五 1 2 ，十八 2 、3 0 、3 5 ，二十八 7 等 ） 。35

「投靠祂的，祂便作他們的盾牌」 （箴 三 十 5 ) 。在這裏，信徒 

必須拿著的盾牌是「信德的籐牌」 ；這個所有格最好理解為同位 

語所有格，36意即信心本身就是這籐牌》「信心」已經出現在整 

本以弗所書的關鍵之處（一 1 3 、1 5 、1 9 ，二 8 ，三 1 2 、1 7 ，四 

5 、1 3 ，六 2 3 ) ，尤其是作為獲取神的能力的方法（一 1 9 ，三 16 

~ 1 7 ) 。雖然可以將這裏的信心詮釋為神或基督的信實，比較可 

取的作法是將之理解為信徒在惡者的攻擊中抓住神的資源，尤其 

是祂的大能。37這 樣 ，拿著信心的籐牌就是支取神給我們的應 

許 ，深信祂必在爭戰中保護我們。根據彼得前書五章8〜9 節 ，堅 

固的信心可以描寫為^ 堅定的決心」 ，是抵擋魔鬼所必須的》38 

信徒以這個方式來回應，就 「可以39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 

箭 」 。羅馬士兵所用的大盾牌是特別設計來撲滅危險的投射武器 

的 ，尤其是浸過瀝青並點燃之後才發射的箭。這些燃燒的投射武

3 5 在詩篇三十五篇2 節 （《七十士譯本》三 十 四 2 ) ，把神當做神聖的 
戰 士 ，呼求祂拿起兵器和盾牌（eupE6s ) ，為祂的受苦者進行干預； 
參 T. Y. N eufe ld , Put On the Arm our of God， 1 4 0 。

36 Best, 601 ；與 Hoehner, 8 4 6 。

3 7 晚 近 的 解 經 學 者 大 多 如 此 主 張 。然 而 ，墨 瑞 慈 （T. M o ritz , A 
Profound Mystery, 2 0 4 ) 認 為 ：這是同時指基督的信實與人回應的信 
心 。

38 Bruce, 408 , 引用 S e lw y n 。參 《感恩詩集》2 :2 5 -2 6，2 9 。

3 9 未來式的SuviaEoOE ( 「你們將能夠」) 是邏輯的未來式’ 表明拿著盾 
牌 的 結 果 • 並不表示爭戰本身是在未來的（不 同 於 T. Y. N eufe ld, 
Put On the Armour o f God, 110 的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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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器往往在士兵當中造成致命的傷害或混亂，除非先將盾牌吸過 

水 ，能以熄滅它們。4° 在這裏，燃燒的箭41是以極具隱喻性的用 

語 ，描寫魔鬼和其黨羽對神的百姓發動的每一種攻擊。它們就跟 

那些推波助瀾的「詭計」一樣的廣泛（1 1 節 ） ，不單包括每一種 

不敬虔行為的試探（參 ：四 2 6〜2 7 ) 、懷疑、與沮喪，也包括外 

來的攻擊，諸如逼迫或錯謬的教訓。42保羅的措辭表達了極端危 

險的感覺。「那惡者」43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強大，我們若單憑 

自己的裝備肯定會失敗。但這些燃燒的箭卻不能傷害那些靠著 

「主 、倚賴祂的大能大力」的 人 （1 0 節 ） 。他們能夠抵擋並勝過 

撒旦的這些攻擊。

六 1 7 . 必須接受44的最後兩樣軍裝是救恩的頭盔和聖靈的寶 

劍 ，後者就是神的道。羅馬士兵所用的頭盔是銅製的，涵蓋臉頰

4 0 注意李維生動地描述這些箭如何造成驚慌，使得士兵想要拋下著火的 
盾 牌 ’ 因而使得他們容易受到敵人的長矛傷害（L iv y , History  2 1 .8 ) 。

41 BeAoq在新約聖經中僅見於此，意 指 「投 射 武 器 ，包 括 箭 （用弓射 
出）或 標 槍 （用手抛撤）」 ，如 Louw and N ida  § 6 .3 6所主張的。

42 參 S. H. T. Page, Powers, 1 8 8 。梅 爾 （M eyer, 337-38 ) 正確地說：
「火 箭 」這 個 措 辭 「以強烈的色彩呈現出撒旦攻擊的敵意與毀滅 

性 j 。
4 3 所 有 格 toO TiovnpoO ( 「那惡者」）可能是表示歸属的（「那惡者的火 

箭 j  ) 或來源所有格（從那惡者而來的火箭） 。用這個頭銜稱呼魔鬼 
( 參 ：1 1 節 ） ，不曾出現在保羅書信全集的其他地方（然 而 • 參••帖 

後 三 3 ) , 但卻曾出現在太十三19 ；約 十 七 15 ；約壹二 1 3 、14 , 五
18 、 19 。

4 4 這是藉著一個新的命令語氣表達的，s线ao0£ ( 「接 受 J ; 《和合本》 
作 「戴 上 」） ，與前面的幾個分詞平行（14〜1 6 節 ） ，並 且 以 koK 

( 「並 」）連接起來；但 霍 納 （Hoehner, 8 4 9 ) 持不同的觀點’ 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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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20 )
2 . 站立得穩並穿載神的軍裝（六 14〜 17)

的部分，所以可以保護頭部。保羅在這裏的用語又是取自以賽亞 

書五十九章，在那裏，耶和華這位得勝的戰士「以拯救為頭盔」 

( 1 7 節） ’來拯救祂的百姓 > 審判他們的敵人。45現 在 ，根據以 

弗所書，祂將祂的頭盔賜給信徒 • 來保護他們》這個頭盔就是救 

恩 本 身 （同位語所有格：「救恩就是這頭盔」） ，46而信徒受到 

勸 勉 ，要在進行颶® 爭戰時抓緊它。

在本書信稍早，已經使用救恩用語來概括神所已經為信徒成 

就 的 ：47祂使他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使他們復活，並與基督一 

同坐在天上（二 5 、6 ) ，全部都被描寫為祂已經藉著恩典拯救了 

他 們 （5 、8 節） 》這裏著重地強調救恩現今的面向：48神已經拯 

救他們脫離死亡、忿 怒 、與轄制，並且將他們遷移到基督掌管的 

新國度中。他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得著能力與權柄，這個地 

位大過於「他們那些大有能力的超自然敵人所擁有的」 。49當他

為 Sga0e£ ( 「接 受 」）平 行 於 1 4 節 的 命 令 語 氣 OTfjTE ( 「要站穩 
了 」） （亦 見 ：1 1節的註釋） 。

4 5 這處 經 文 （根 據 《七十士譯本》）說 ：「祂 〔耶和華〕穿上公義為護 
心 鏡 ’ 在頭上戴著救恩的頭S  ( iTEpiKeijKiAaiav aumpiou) >以報仇為衣
服和外袍。」 。

4 6 也 要 注 意 「公義的護心鏡」 （1 4 節 ）和 「信心的盾牌」 （1 6 節 ） ， 
每一個都是以後面的因素代表前面的（按照中文的字序） 。

4 7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8 節 ，以 「得救的盼望」為 頭盔，因為在那封 
信 中 • 救恩是信徒「被命定… … 要藉著主耶穌基督… … 得著的」——  

在祂再來時。

4 8 然 而 ，這不是說救恩已經是完全實現了的。保羅也說到將來的一個世
代 ，未 來 的 完 滿 實 現 （一 1 0 ) • 以 及 要 來 的 「得贖的日子」 （四 
3 0 ) ° 參 A rno ld , 149 °

49 A rn o ld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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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們更充分地支取這救恩，並且根據他們在基督裏的地位而活時 • 
就有一切的理由對那爭戰的結局深信不疑。

保羅勸勉信徒抓住的軍裝中的最後一項是「聖靈的寶劍」 。 

他們不單必須抵擋魔鬼發射出的燃燒的武器，也必須防備黑暗的 

權 勢 。這裏的用詞5<>是指短柄的劍，是近身格鬥時重要的防身兵 

器 。在 「聖靈的寶劍」一詞裏，並不是將聖靈等同於寶劍（即同 

位語所有格） ，51「聖靈的」可能是來源所有格*表示聖靈使這寶 

劍有力且有效，52給予它鋒利的劍刃（參 ：來 四 1 2 ) 。這個聖靈 

的寶劍就是「神的道」，53這個詞語在保羅書信中往往是指福音。 

然 而 ，他通常使用 logos ( 「道 」） ，而不是這裏所用的 r h g m a。 

這兩個詞語往往可以互換，但後者傾向於強調所說或宣講的道 

(如 在 五 2 6 ) 。54如果這裏維持這樣的區分，那麼保羅是指福音

5 0 參 ：羅 八 35 ’ 十 三 4 。Mdxoupa是 「一把 比 較 短 的 劍 （甚至是匕 
首 ） ’ 用於切割或戳刺」 • 有 別 於 （bo的 ，後 者 是 「一把大的、寬的 
劍 ’ 用於切割與刺穿」 （Louw and N ida  § 6.33 ) 。見 Hoehner, 851 

的詳細討論》

5 1 正如稍早提及的兵器：公義的護心鏡* 信心的盾牌，或救恩的頭盔。
52 參 Schnackenburg, 279; L in co ln , 451 ; 與 G. D. Fee, God’s Empower

ing Presence, 728 » 這不是來源所有格，意指這寶劍是從聖靈而來的。

5 3 在下一個子句中，中性關係代名詞S ( 「這」）是回頭指向「聖靈的 
寶劍」整個片語（而不單是「聖靈」） 。

5 4 然 而 . 相 反 於 Louw and N ida §33.98 - 他 們 認 為 彡 與 「已經陳述 
或說過的有關 • 主要聚焦於交流的內容」 ，所以意思是「話 ，言 論 ‘ 

信 息 • 陳 述 ，問題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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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屬 I I 爭 戰 （六 10〜2 0 )
2.站立得穩並穿戴神的軍裝（六 14〜17)

( 參 ：羅 十 1 7 ) ，但強調真正說出的信息 > 由聖靈賦於它穿透力 

與能力 》55

在 1 4 節已經提及的以賽亞書Ĥ  — 章 5 節與真理的腰帶有關。 

保羅再次使用以賽亞書十一章的意象，那裏說上主的靈在彌賽亞 

身 上 ，祂將用口中的話擊殺全地，用祂口中的氣56滅絕惡人 （4 

節 ） 。以賽亞書的經文是指彌賽亞將來要擊殺列國，如啟示錄十 

九 章 1 5 節描寫的。在以弗所書這裏所著眼的，是持續不斷與天空 

中的邪惡權勢爭戰，57基督徒可以再次使用彌賽亞赴戰時所配戴 

的相同兵器。在他們與黑暗權勢的爭戰中，他們必須抓住神的 

話 ，就是福音（參 ：一 1 3 ，六 1 5 ) ，靠著聖靈的大能來宣講它。 

這個寶劍要同時用於自我防禦—— 「靠著聖靈加添能力的福音是 

武裝妥當的基督徒蒙保護的方法」58—— 和信徒「為神而出發去攻 

擊並進行新的征服」時 。59這裏所設想的並不是特別對撒旦說的 

話 ，彷彿我們對他說的話擊敗了他。倒不如說，這是在黑暗的領 

域中忠心地傳講福音，好叫那些被撒旦轄制的男女可以聽聞這個 

釋放人、賜人生命的話語，獲得釋放脫離他的轄制。M

55 如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28-29; Barth, 771 ; 與 
L in co ln , 4 5 1 所主張的。關於其他選項的討論，見 Best，6 0 3 -4 。

5 6 這又是问叫。

5 7 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8 節 , 保羅採用以賽亞書十一章4 節 ，說主耶 
穌將要以祂口中的氣擊殺那不法之子。

5 8 斯諾德格拉斯， 3 7 1 頁 = Snodgrass，3 4 4 。

59 M itto n , 2 2 7 。

6 0 注意費依對此的敏銳評論，針對的背景是現代一些基督徒迷戀於對魔 
鬼說話就可以挫敗他（G. D. Fee, God's Presence, 7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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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3■譬醒禱告（六 18〜2 0 )

這是論屬靈爭戰段落的第三小段，聚焦於所有的信徒都需要 

持續地禱告與警醒，尤其是為了身繫囹圄的使徒自己，叫他可以 

放膽無懼地宣講奧祕（18〜2 0 節 ） 》

六 1 8 .在與黑暗權勢爭戰的上下文中，禱告比 14〜1 7 節所列 

舉的各樣兵器都佔了更顯著的地位》這顯然是因為，第 一 ，1 8 節 

藉著兩個分詞與上文密切連結，1這兩個分詞強調需要持續在聖靈 

裏 「禱告」 ，並且堅持不懈地「警醒」祈 求 。這兩個分詞最好是 

與主要的勸勉「要站穩了」連 用 （1 4 節 ） ，2而不是與命令語氣 

「戴上」連 用 （1 7 節 ） ，3 並且強調一點，即站穩與禱告是結合

1 《新國際版》以 第 1 8 節開始一個新的命令語氣，並 且 在 第 1 9 節開始 
一個新的段落，而 《新修訂標準版> 則 以 1 8 節開始新的命令語氣和 
段 落 。結 果 ，就 失 掉 了 思 想 的 連 貫 性 ，同 時 • TtpooEux如even ( 「禱 
告 」) 與 dypmrvoOvT^ ( 「警醒」) 這兩個分詞是否應該解釋為命令語 
氣 ，仍是值得懷疑的。參 ：斯諾德格拉斯，3 7 1 -7 2 頁 = Snodgrass， 
344 ; 不 同 於 J. A da i, Geist, 2 3 4 ，後 者 認 為 1 8 ~ 2 0 節 形 成 「一個獨 
立的段落」 。我 們 將 18〜2 0 節與前文分開來，是為了便利的緣故， 
不是因為我們認為基於結構或解經的理由而一定要把兩個段落分開。

2 如 Bruce, 411; A rn o ld , 106，112; L inco ln , 451 ; 與 Best, 604 所主張 
的 。

3 在 文 法 上 ，這兩個分詞可以與較近的命令語氣S战aoeE ( 「戴 上 ，接 
受 」 ，1 7 節 ；如 ：斯諾德格拉斯，3 7 2 頁 =  Sn0dgraSS，3 4 4 等人所主 
張的）連 用 。然 而 ，這就表示保羅是在勸勉他的讀者：只有在戴上頭 
盔 、拿起寶劍時才需要持續地禱告並警醒》在這整個段落的思路內， 
並 根 據 1 4 節的主要命令語氣OTfVTE ( 「要站穩了」）所佔的顯著地位 
看 來 • 比較好是將這兩個分詞與後者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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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閫靈爭戰（六 1 0 ~ 2 0 )
3 .警醒禱告（六 18〜20 )

在一起的。第 二 ，禱告本身並未等同於任何兵器。4軍事隠喻侷限 

於 14〜1 7 節 ，而呼求神加添力量是信徒站立得穩並穿戴神軍裝的 

方法。第 三 ，保羅使用同源字與同義詞，5 描寫這個活動，藉此詳 

述禱告的主題，並 且在 1 8 節四次使用「所有」一 詞 （《和合本》 

各有不同的譯法）來強調其重要性：信徒受到勸勉要在所有的時 

候 （「隨時」） 、用所有的禱告與祈求、帶著所有的堅忍來禱 

告 ，而且要為所有的聖徒祈求》最 後 ，這樣強調禱告在 1 9 節又進 

一步擴充，使徒請求為他自己代求，使他可以有果效地使用聖靈 

的寶劍這個靥靈的兵器，就是福音》保羅要他的讀者了解：禱告 

是 「使用其他所有兵器的根基」 ，6所以是他們要在屬靈爭戰中站 

立得穩非常重要的。他已經顯出對他們的關切，這是藉著禱告求 

神使他們可以認識神能力的浩大（一 15〜2 3 ) ，並且得著力量， 

可以明白基督對他們的愛的長闊高深，並被神一切的豐滿所充滿 

( 三 14〜2 1 ) 。使徒要他們明白：如果他們要在與黑暗權勢進行 

的屬靈爭戰中成功，在禱告中倚靠神的生命是不可或缺的。

4 不同於 W. W ink , Naming, 88 ; 與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

sence, 7 3 0 的 觀 點 ；然 而 ，後 者 確 實 承 認 ：禱 告 並 未 與 「這類的軍 
裝 」連在一起。貝 斯 特 （Best，6 0 4 ) 說 ••如果禱告或警醒是個兵器*

「就應該附帶著厲靈的活動，像軍裝的其他部分一樣……或者本身就 
應該修飾物質軍裝的某個部位。」

5 A id  TTaari^ n p o a e u x n g  K a i SEi^gEtag T T pogeuxo^E vo i … 亡v  TTaa^i [TTpocncapTepAaei 

K a i ]  ( 「藉著每一個 禱 告 和 祈 求 ，在 所 有 的 〔警 醒 與 〕祈求 
中.......禱告」 。

6 A rno ld , 1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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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在第一個子句中，讀者受到鼓勵要站穩了，「以7每一種禱告 

和祈求來禱告」 。第一個名詞譯做「禱告」 ，雖然偶爾用來泛指 

禱 告 ，在舊約聖經與新約聖經中通常用來指祈求。8在保羅書信 

中 ，它往往具有為別人「祈求」之 意 ，也就是代禱。9 第二個字， 

「祈求或懇求」 ，原來是指一個「缺欠」或 「需要」 ，然後指一 

個 「懇求」 ，在新約聖經中全部用來指向神「禱告」 ，尤其是 

「祈求」或 「懇求」 。 在這裏，這個字與第一個字做同義詞使 

用 。然後分開重拾這兩個因素：首 先 「隨時在聖靈裏禱 告 」 ，然 

後 ， 「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 求 」 。這樣為祈求性的禱告堆 

砌詞語（一個動詞與兩個同義名詞；參 ：腓四 6 ) ，11作用是著重 

地強調相信與滿懷盼望的禱告在基督徒爭戰中的重要性。

信徒必須持續地12禱 告 ，因為他們與黑暗權勢的爭戰永無窮 

盡 。而且他們的禱告必須是「在聖靈裏或藉著聖靈」 ，即受聖靈

7 介 詞 Std ( 「帶著」）用來指伴隨的環境；如 C. F. D. M oule , Idiom 

Book, 57; BDF §223(3) ；與 Best, 605 所主張的。

8 希臘文 irpocTEUxd。撒 下 七 27 ; 參 ：2 9 節 ；王下十九4 . 二 十 5 ；詩四 
1 • 六 9 等 ；可 九 29 ；徒 十 31 • 十二 5 。注 意 BAG D , 713; H. 

Greeven, TD NT  2 :807-8 ; G. P. W iles, Prayers, 1 9 。

9 羅一 10 , 十 五 30 ；弗 一 16 ；西 四 2 、12 ; 帖前一 2 ; 門 4 、2 2 。

1 0 希 臘 文 S扣 。羅 十 1 ; 林後一 1 1 ，九 14 ; 腓一 4 ，四 6 ; 提前二 
1 ，五 5 ; 提後一 3 。還有路一 1 3 ，二 3 7 ，五 33 ; 來 五 7 ；雅 五 16 ； 
彼前三 12 ；見 B A G D ，1 7 1 -7 2 。

11 見 P. T, O 'B rie n , Philippians， 4 9 1 -9 3 。

12 ’Ev t t o v t I  K a i p a i直 譯 為 「在每一個機會」 。他 們 需 要 「隨時」禱 告 ， 
是保羅書信中常常提及的，雖然使用不同的措辭* 如 TTPOOKOPTEP̂ ，
「繼 續 ，恆切」 ，羅十二 12 ；西 四 2 ; 參 ：徒二 4 2 、4 6 ，六 4 ; 06 

TTauoji£0a , 「不 住地」 ，弗一 1 6 ; 西一 9 ;  vukt6^ Kal fmepag ,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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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20 )
3 . 警醒禱告（六 18〜20 )

感動並引導，他們已經藉著同一位聖靈，滿有信心地來到父面前 

(二  1 8 ) 。他們是被建造成為神在聖靈裏居住的所在（二 2 2 ) ， 

並且正被聖靈充滿（五 1 8 ) ，必須受到聖靈的驅策與引導，來向 

父禱告。這不是指用方言禱告，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須 

如此禱告，但每一位參與靥靈爭戰的信徒都必須藉著聖靈獻上具 

體的祈求。13甚至在我們不知道該禱告甚麼時，聖靈都來幫助我 

們 ，用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們代求，那是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直 

譯 「照著神的旨意」 ，羅八 2 6〜2 7 ) 。

要致力於這種禱告，14信徒就必須保持警醒。這樣的警醒要 

伴隨著堅忍與為所有聖徒祈求》15要 「警醒禱告」的勸勉，是早 

期基督徒傳統的一部分，源自耶穌的教導，祂鼓勵信徒要警醒提 

防試探（可 十 四 3 8 ) ，並且著眼於祂將在人意想不到的時候回來 

(路二 i ^一 3 4〜36 ；可 十 三 3 2〜3 7 ) 。在這裏，保羅不單描寫 

信徒隨時都要警醒禱告的一般態度。他所說的注意與禱告也不是 

相對於遲鈍且沉睡的禱告。確切地說，這裏所用的詞語「警 醒 ，

譯 ） 「晝夜」 ，帖 前 三 10 ; 提後一 4 ; ，「不住地」 ，羅
一 9 ；帖前一 2 ，二 1 3 ，五 17 ; 參 dSiaA£(TiTOv ’ 「不住的」 ’ 提後一
3 °

13 不同於 G.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730-3 1 的觀點 * 他引 
用羅馬書八章26〜2 7 節作為部分的支持◊針對這是指用方言禱告的 
觀點提出的批判，見 P. T. O ’ B rien, ‘ Romans 8:26, 27: A  R evo lu 

tiona ry  Approach to Prayer?5 RTR 46 ( 1987)，6 5 - 7 3 ，尤其 7 0 -7 1 。

14 Hi; q u t o  ( 「向著這個結局，為了這個目的」) 表示警醒的目的是要持 
續不斷地禱告。

15 片語 t \  TTao^ T T p o o K a p T e p ^ a e i x a \  Sei^aei i r e p i  T id v T w v  t w v  & y (u > v  (  「帶著戶斤
有的堅忍與為所有聖徒的祈求」）表達伴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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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警 戒 」 ，16連 同 其 同 義 詞 「保 持 清 醒 ，注 意 」 ，通常用於光明的 
兒 女 教 義 問 答 的 文 脈 中 ，指 保 持 清 醒 並 棄 絕 現 今 這 黑 暗 世 代 的 靈  
命 沉 睡 ，心 思 中 想 到 基 督 的 來 臨 與 盼 望 的 完 滿 實 現 。17清醒的概 
念 具 有 末 世 性 的 特 質 • 似 乎 可 以 合 理 地 假 設 ：使 徒 在 這裏是鼓勵 
讀 者 要 警 醒 地 期 盼 主 的 來 臨 （參 ：林 前 十 六 22 ；啟二十二  2 0 ) 。 
堅 持 不 懈 與 禱 告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地 方 相 提 並 論 （羅十二  12 ；西四
2 ; 參 ：徒一 14 , 二 42 , 六 4 )  » 在 這 裏 ，信 徒 必 須 堅 持 不 懈 ， 

以 勝 過 疲 勞 與 沮 喪 ，不 落 入 靈 命 的 沉 睡 或 自 滿 。
他 們 必 須 「為 眾 聖 徒 」代 求 ，也 就 是 為 那 些 已 經 加 入 神 百 姓  

的 新 群 體 的 人 （參 ：一 1 5 ，二 14〜 1 8 ，三 1 8 )  » 使徒一直在談 

論 的 屬 靈 爭 戰 ，是所有的信徒 —— 包 括個人與團體—— 都在參與的 
爭 戰 ；他 們 如 果 要 在 激 烈 的 爭 戰 中 站 立 得 穩 ，就 需 要 基督徒同伴 
的 代 禱 。本 節 四 次 出 現 的 「所 有 的 」 ，在 所 有 的 時 候 禱 告 、用所 
有 的 禱 告 與 祈 求 、帶 著 所 有 的 堅 忍 來 禱 告 ，為 所 有 的 聖 徒 祈 求 ， 
以 最 強 烈 的 方 式 強 調 使 徒 賦 予 這 種 相 互 代 禱 的 重 要 意 義 。

六 1 9 . 除 了 鼓 勵 讀 者 要 為 神 的 所 有 百 姓 獻 上 祈 求 ，保羅也特 

別 請 求 他 們 為 他 自 己 代 禱 。18他 希 望 • 在 他 身 繫 囹 圄 的 時 候 ，可 
以 有 機 會 放 膽 且 清 晰 地 宣 講 福 音 的 奧 祕 。他 知 道 ：在 属 靈 爭 戰  
中 ，這 樣 拯 救 男 女 脫 離 魔 鬼 轄 制 的 事 奉 ，需 要 有 神 的 資 源 。

16 參 Louw  and N ida § 2 7 .5 7 。

17 E. Lfivestam, Spiritual Wakefulness in the New Testament (Lund: 

Gleerup, 1963)，64—77 • 尤其 7 5 -7 7 。

1 8 連接詞KCt( ( 「也 」）將加印印的（「為我」）與緊接在前的介詞片語 
TTEpi TldVTtDV TWV dyitOV ( 「為眾聖徒」) 並 列 ，而且可能有附屬的含 
意 ，「並且要特別為我禱告」 ；如 G. R. S m illie , ‘ M ys te ry ’ ，199- 
2 2 2 所主張的，尤 其 2 0 8 。

780



六 、属靈爭戰（六 10〜20 )
3 .譬醒_ 告 （六 18〜20 )

在 他 書 信 的 結 尾 ，保 羅 往 往 談 到 為 他 自 己 和 他 的 同 工 禱 告 ， 
尤 其 是 為 他 們 福 音 的 事 奉 （羅 十 五 3 0 〜32 ；林後一  11 ; 西 四 3 、
4 ；帖 前 五 25 ；帖 後 三 1 、2 ; 參 ：腓一 1 9 ) 。這裏的措辭與歌羅 
西 書 四 章 3 〜4 節 類 似 ，雖然兩者的差異可能反映這兩封信不同的 

歷 史 環 境 （見 下 文 ）19現 在 請 求 為 保 羅 的 事 奉 獻 上 祈 求 性 的 禱  
告 ，使 他 可 以 「講 明 」福 音 的 奧 祕 。神 已 經 滿 有 恩 慈 地 使 所 有 的  
信 徒 「得 知 」祂 旨 意 的 奧 祕 ，尤 其 是 祂 要 使 萬 有 在 基 督 裏 同 歸 於  
一 （一 9 〜 1 0 ) 。這 個 奧 祕 也 藉 著 啟 示 「顯 明 」給 使 徒 ，他現在 
的 工 作 就 是 要 將 這 一 切 教 導 出 來 （三 3 〜6 、9 ) 。這個奧祕的核 
心 就 是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在 基 督 的 同 一 個 身 體 裏 和 好 （弗 一 〜 三  
章 ） ，此 一 特 性 對 於 第 2 0 節 顯 然 間 接 提 及 的 特 殊 環 境 深 具 意 義  

( 見 下 文 ） 。
使 徒 自 己 是 因 為 神 的 恩 典 而 明 白 這 奧 祕 （三 2 、7 、8 ) ，他 

在 傳 講 這 奧 祕 時 同 樣 需 要 神 的 幫 助 。所 以 他 請 求 基 督 徒 讀 者 禱  
告 ， H 吏 我 得 著 口 才 ，能 以 放 膽 開 口 講 明 福 音 的 奧 秘 。」2°被 動

1 9 有人認為：以弗所書託名的作者改寫歌羅西書四章3〜4 節的資料， 
因為這個請求是特別為了保羅的需要；但這個觀點無法令人信服，而 
且是託名寫作理論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弱點。林 康 （L in co ln , ‘ Stand, 
there fo re ’ ，108 ) 基於第一世紀修辭學家昆提連（Q u in t i l ia n ) 的意 
見 ，嘗試解釋作者消除了保羅的個人特性，以便賦予結語活潑的氣 
息 ；但這個作法並不恰當。 「昆提連不是指託名寫作，而是指使用對 
話 ，使讀者或聽者知道是在呈現另一個人的話，正如他所舉的例子表 
明 的 」 （斯 諾 德 格 拉 斯 ，3 7 3 頁 = Snodgrass, 345 ；見 Q u in tilia n , 

Institutes 9 .2 .29-37 ) 。若不是保羅請求為他自己禱告，就是某個人 
試圖誤導讀者以為是保羅在提出這個請求。

2 0 歌羅西書的平行經文Tva 6 Geog d v o i^  rijflv 96pav toO Xoyou ( 「求神給 
我們開傳道的門」）並不完全等於以弗所書六章1 9 節 。首 先 ，歌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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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 0 )

語 態 的 「被 賜 給 」 （ 《和 合 本 》作 「使 得 著 」 ）表 示 這 個 「口 
才 」 （直 譯 「話 語 」）是 由 神 滿 有 恩 慈 地 提 供 的 （所以是向祂祈 
求 ） ，而 這 裏 的 用 詞 意 思 是 「言 論 」 ，即 在 他 開 口 宣 講 福 音 的 奧  
祕 時 說 出 正 確 的 話 。保 羅 不 是 說 這 奧 祕 的 實 質 內 容 對 他 來 說 仍 是  
個 謎 ，更 不 是 說 他 在 尋 求 某 個 新 鮮 的 啟 示 》在 以 弗 所 書 前 面 ，他 
詳 細 說 明 了 這 個 已 經 啟 示 給 他 的 奧 祕 的 內 容 （一 9 、17〜2 3 ，三 3 

〜 1 0 ) 。21倒 不 如 說 ，就 像 每 一 個 活 潑 的 傳 道 人 一 樣 ，他渴望 

「聖 靈 的 釋 放 ，可 以 自 由 地 、清 楚 地 、大 膽 地 表 達 它 」 。22「開 口 」 
一 詞 出 現 在 莊 嚴 的 文 脈 中 ，即 將 發 表 一 個 從 神 而 來 的 嚴 肅 或 重 要  
的 言 論 （尤 其 注 意 ：詩 七 十 八 2 ；太 五 2 ；徒 八 3 5 ，十 八 14 ) 。23 

如 果 保 羅 正 被 羈 押 在 羅 馬 ，等 候 要 在 最 高 法 院 出 庭 ，而且可能有 
機 會 在 凱 撒 本 人 面 前 作 見 證 ，這 個 請 求 就 格 外 有 意 義 （見下 
文 ） 。

西書的經文是指保羅和他的同工，以 弗所書六章 1 9 節卻僅僅著眼於 
使 徒 （「使我… … 開口」） 。其 次 ，在歌羅西書四章3 節 ，所祈求的 
是為傳揚福音信息開門，這裏則是特別聚焦於神的道活潑的特質（林 
前 十 六 9 ；林後二 1 2 ) 。然 而 ，在以弗所書中 , 「開口」關係到不受 
約 束 、清 晰 、大膽地講話》

2 1 再 者 ，使徒不是在暗示「一個特別超然的發言被置於他的口中」 （耶 
~ ■ 9 ；結二 * 三章） ；參 G. R. S m illie , ‘ M ys te ry ’ ，2 1 5 。

22 G. R. S m illie , ‘ M ys te ry ’ ，2 1 5 。

2 3 雖然可以將這個表達方式理解為指神開保羅的口，比較好的方式還是 
像大多數解經學者那樣，將之理解為保羅開口，那時神將賜給他當說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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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2 0 )
3 . 譬醒禱告（六 18〜20 )

神 將 當 說 的 ^ 話 」賜 給 使 徒 的 結 果 ，24是 他 將 「放 膽 」25傳 
揚 福 音 的 奧 秘 。這 個 詞 語 （見 ：三 1 2 的 註 釋 ）表示無拘無束講話 
的 自 由 ，也 就 是 清 晰 地 或 大 膽 地 。關 於 保 羅 在 這 裏 與 第 2 0 節 （那 
裏 出 現 同 源 動 詞 ）是 指 「大 膽 」或 「清 晰 」 ，學 者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基 於 語 意 學 和 上 下 文 的 理 由 ，可 以 主 張 兩 種 意 義 同 時 並 存 。 
結 果 ，一 些 人 把 這 個 表 達 方 式 翻 譯 為 「大 膽 而 清 晰 地 」 ，26雖然 
英 文 的 ‘ w ith  f r e e d o m '或 ‘ f r e e ly ’ 捕 捉 了 希 臘 文 的 這 兩 種 含 意 》 

或 許 這 是 預 示 了 保 羅 即 將 要 在 面 對 法 庭 審 訊 時 勇 敢 而 清 晰 地 陳 明  
福 音 的 奧 秘 。所 有 格 「福 音 的 」可 以 是 主 詞 用 法 ，意思是福音宣 
告 了 這 奧 秘 ，也 就 是 說 ，福 音 的 道 宣 講 奧 秘 ，這奧秘就是基督的 
身 體 ，由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祂 裏 面 合 而 為 一 組 成 的 （弗 二 ，三 
章 ） 。然 而 ， 「福 音 的 」比 較 可 能 是 解 釋 用 的 所 有 格 ，27表示這 
奧 秘 就 是 福 音 （參 ：西 四 3 ) 。當 然 ，正 如 布 朗 （R aym ond  

B ro w n  ) 指 出 的 ，這 兩 者 「只 是 同 一 基 本 事 實 的 兩 個 不 同 的 面

24 如 A. T. Robertson, Grammar, 1090 ; 與 D. B. W allace, Greek Gram

mar, 5 9 4 所主張的。

2 5 副詞片語「放膽」描寫保羅傳揚這奧秘的態度。
2 6 林 康 （L in c o ln ，4 2 9 ) 在 第 1 9 與 2 0 節 使 用 「大膽且公開地」 。范溫 

尼 克 ( W.  C. van U nn ik, ‘ The C h ris tian ’ s Freedom o f Speech’ ，466 - 

8 8 ) 指 出 ：在保羅向猶太人傳揚福音而引發尖銳對立且危及性命的背 
景 中 ，TToppnaia — 詞應該翻譯為「勇氣」 （徒 九 2 7 、28〜 29 , 十三 
4 6 ，十 九 8 等 ） 。同 時 ，TToppnakt往往與反義詞「晦澀地」或 「讓人 
捉摸不透地」成對出現，所以應該翻譯為「清楚地」或 「清晰地」 。 
參 ：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2 節 * 那裏似乎同時著眼於這兩個面向。見 
G. R. S m illie , ‘ M ys te ry ’ ，2 1 4 -1 6 的 討 論 ，他最後寧可翻譯為「清楚 
地 」 。

27 M. Bockm uehl, Revelation and M ysteryy 205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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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向 」 。他 補 充 說 ： 「這 奧 秘 本 身 意 指 神 的 計 劃 的 隱 密 性 ；福音則 
是 那 計 劃 向 著 受 它 影 響 之 人 的 外 在 顯 明 。」28歌 羅 西 書 和 以 弗 所  
書 清 楚 地 指 出 ：這 個 福 音 是 給 每 一 個 人 的 。它已經 公 開 啟 示 出 來  
了 ，也 必 須 公 開 地 傳 揚 。

六 2 0 . 保 羅 為 這 福 音 的 奧 秘 成 了 使 者 。29在他早期的書信中 

已 經 論 及 他 自 己 3° 是 基 督 的 使 者 ，神 藉 著 他 宣 講 祂 那 使 人 和 好 的  
信 息 （林 後 五 20 ; 參 ：門 9 ) 。31現 在 , 在 請 求 禱 告 的 上 下 文  

中 ，再 次 使 用 這 個 崇 高 的 詞 語 來 指 一 個 合 乎 標 準 的 代 表 。他是代 
表 神 的 使 者 ，神 託 付 他 一 個 使 命 ，就 是 要 向 外 邦 人 傳 揚 這 奧 秘  

( 三 2 、7 、8 ) 。他 的 任 務 是 向 他 們 傳 揚 基 督 那 測 不 透 的 豐 富 ， 

並 使 每 一 個 人 明 白 這 奧 秘 是 如 何 安 排 的 （8 、9 節 ） 。

然 而 ，保 羅 描 寫 自 己 是 帶 鎖 鍊 的 使 者 ，這 縱 使 不 是 自 相 矛  
盾 ，也 是 諷 剌 性 的 。在 這 個 時 期 ，一 個 囚 犯 卻 扮 演 這 樣 的 角 色 ， 
顯 然 是 「史 無 前 例 且 有 違 其 身 分 ，因 為 使 者 的 特 性 乃 是 尊 榮 與 名

28 R. E. Brown, Semitic Background, 6 4 ，為 G. R. S m illie , ‘ M ys te ry，， 
2 1 3 引 用 。

2 9 在 句 法 上 • ( 「這 ....... 的 」））的 先 行 詞 可 以 是 t6 nuariipiov TOO

euocyyeAiou ( 「福 音 的 奧 秘 」 ， 《和 合 本 》 ) 、t6 [iucn^piov ( 「奧 
秘 」） 、或 euayyeAiov ( 「福音」） 。然 而 ，意義上的差別不大， 
如 果 toG euayyeAiou ( 「福音的」）是 解 釋 ^ucrrtipiov ( 「奧秘」） 
( 見 ：1 9節的註釋） ，就更是如此。

3 0 晚近有一種觀點認為：保羅使用複數的「我們作基督的使者」 （林後 
五 2 0 ) 時 ，意指他自己是個使徒，見 P. Barnett, 2 Corinthians, 319- 
2 1 。

31 注意 A. Bash, Ambassadors fo r Christ: An Exploration of Ambassadorial 

Language in the New Testament (Tubingen: J. C. B. M ohr [Paul 

S iebeck], 1997)，8 7 -1 1 9針對解經與神學議題所做的詳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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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屬靈爭戰（六 10〜 20 )
3.警醒禱告（六 18〜2 0 )

望 」 。事 實 上 ， 「使 者 的 被 囚 會 被 視 為 嚴 重 地 侮 辱 差 遣 他 的 人 和  
這 位 使 者 。」32但 保 羅 的 鎖 鍊 不 單 是 指 他 的 身 繫 囹 圄 ，也象徵性 
地 見 證 他 的 呼 召 。他 的 鎖 鍊 表 明 他 是 身 負 重 任 的 ，所以也表明他 
做 為 使 者 的 資 格 。33如 果 歷 史 背 景 是 他 的 上 訴 於 凱 撒 ，那麼他在 
羅 馬 的 被 囚 就 為 他 敞 開 了 一 扇 門 ，可 以 向 皇 帝 或 他 的 高 級 文 武 官  
員 說 話 。縱 使 沒 有 多 少 希 望 可 以 有 其 他 的 收 穫 ，保羅也可以用被 
指 控 的 囚 犯 身 分 發 言 ，也 就 是 「帶 鎖 鍊 的 使 者 」 。

這 可 能 有 助 於 解 釋 保 羅 對 於 其 處 境 的 驚 人 反 應 。他並未表現 
出 自 憐 或 憤 恨 的 感 受 ，或 請 求 為 他 獲 釋 離 開 監 牢 而 禱 告 ，反而因 
其 使 命 而 狂 喜 。保 羅 並 沒 有 隱 藏 他 被 囚 的 事 實 ，也沒有為之辯解 
或 抗 辯 。對 於 以 外 邦 人 為 主 的 讀 者 而 言 ，他 的 苦 難 不 是 失 望 的 源  
頭 ；相 反 地 ，這 些 患 難 是 他 們 的 榮 耀 ，並 且 引 致 他 為 他 們 的 代 求  
禱 告 （三 1 3 、1 4 ) 。34

32 如 A. Bash, Ambassadors, 132 所說的 °

33 G. R. S m illie , ‘ M ys te ry ’ ，211, 2 1 2 ，依循 M . N. A . Bockm uehl, 

Revelation and M ystery’ 192, 2 0 5 。也要注意：目非~ - 7 、8 、12 ; 9 、

13 ；弗三 1 ，四 1 ;提後二 9 ；與徒二十八2 0 。

34 A. Bash, Ambassadors, 1 3 2。巴 席 （B a s h )正確 地 說：在以弗所書四 
章 1 節 ，保羅強調他的被囚，「彷彿那是他的道德訓勉具有效力的基 
礎 。」關於第一世紀與被囚有關的榮辱問題，見 B. Rapske, Paul in 
Roman Custody, Vol. 3: The Book o f Acts in Its F irst Century Setting, ed. 

B. W. W in te r (Grand R ap ids/C arlis le : Eerdmans/Paternoster, 1994), 

28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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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 人 ：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 20 )

保羅服事他們，是神恩典的賞賜（三 7 ) ，而他再次提及自 

己渴望大膽而清晰地說話35 ( 參 ：1 9 節 ） ，這渴望適合於一位使 

者 。36他的一生完全在神的掌控與引導之下，甚至到一個地步， 

他是以基督合格的代表身分被囚的。他必須傳揚福音，那是神所 

加給他的責任（林 前 九 16〜1 7) 。他要無拘無束且大膽地宣告這 

福音的奧秘，因為他就是應該如此傳揚它的。37

結果如何？如果提摩太後書四章1 7 節是在敘述他的上訴所獲 

的聽證，那 麼 ，雖然沒有人前來支持使徒，這裏所請求之禱告的 

回答是：「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盡都傳明， 

叫外邦人都聽見。」

六 章 10〜2 0 節的結尾呼籲，捕捉了本書信的許多神學與倫理 

道德方面的關注；保羅在這裏從廣泛的角度描寫信徒生活在世界 

上的責任。他繼續使用屬靈爭戰的意象，將基督徒的生活描寫為 

對抗邪惡的超自然權勢的爭戰。信徒受到勸勉，要認識這爭戰的 

性質與層面，並且穩定站立，抵擋那列陣攻擊他們的魔鬼和其黨 

羽 （1 1 、1 3 、1 4 節 ） 。雖然基督已經擊敗了這些敵人（一 2 0〜 

2 3 ) ，他們卻仍繼續存在，而且仍然活躍著，企圖叫跟隨基督的

35 這是第二個 tva 子句 ’ Tva iv auTai n a p p i i o id a u ^ a i  k t A .  ( 「使我....... 放膽
講論」） ，可 能 是 與 1 9 節的第一個並列，進一步提及請求禱告的內 
容 。見 Best, 609 ；與 Hoehner, 8 6 5 。

36 A . Bash，Ambassadors, 1 3 1 。

37 Art ( 「當 」 ，「必須」）所暗示的強制作用 ’ 是指神所指定的• 而 4  

可能是表達態度（「照著當盡的本分」） • 而不是原因（「因為我必 
須說它」） 。參 M. J. H arris , Colossians and Philemon，195 與其他許 
多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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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層靈爭戰（六 10〜2 0 )
3 .警醒禱告（六 18〜2 0 )

人與祂分離。為了剛強抵擋這超自然的、狡猾的、且大有能力的 

反對者 * 信徒需要神的保護與裝備。保羅列舉一些具體的軍裝， 

是他們要在對抗這些權勢時站立得穩必須穿戴的（14〜1 7 節） 。 

這些兵器包括真理的腰帶、公義的護心鏡、腳上穿著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信心的盾牌藉以充分保護免受惡者所發動的 

每一種攻擊。此 外 ，信徒必須戴上救恩的頭盔，藉以受到保護， 

免受惡者的攻擊，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換言之，就是 

聖靈所宣講並加添能力的福音。本書信最後勸勉的第三個段落 

( 18〜2 0 節 ）清楚說明：穿戴神的軍裝，以便在爭戰中站立得 

穩 ，是必須在禱告中倚靠神的生活。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持警 

醒 ，並且免於靈命的沉睡與自滿。他們的禱告也包括為所有的信 

徒祈求，尤其是要為使徒自己祈求，使他可以在身繫囹圄中獲得 

話 語 ，大膽而清晰地傳講福音的奧秘。這段經文呼籲讀者要站立 

得 穩 ，形成的結語不單適合保羅道德訓勉中的倫理道德勸誡，也 

適合整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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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新人：在地上的生活（四 1〜六20)







肆 、嘗信的結尾（六 21〜24 )

21今有所親愛、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並 

我的景況如何全告訴你們，叫你們知道° 22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 

那 襄 去 ，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23願平 

安、仁愛、信心 ’ 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24並願所有 

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保羅已經請求基督徒讀者為他大膽傳講福音禱告，然後提醒 

他們想到他身繫囹圄的處境。他如今在結語中提到，他正打發推 

基古去告知他們有關他的景況與處境。這封信的結尾由兩個段落 

組 成 ：第 一 ，推薦推基古•並解釋說他的任務是作使徒的特使 

( 2 1 〜2 2 節） ；第 二 ，平安的祝願與最後的祝禱（2 3〜2 4 節 ） 。

第 2 1 與 2 2 節為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完全相符的字句提供最 

長的例子：原文有三十二個字是逐字逐句相符的，除了以弗所書 

六章 2 1 節加上我 的 景 況 如 何 ，以及歌羅西書四章7 節加上和我一 

同 作 主 的 僕人以外。看起來似乎是第二分文件的作者從第一分文 

件複製而來的。許多人聲稱以弗所書的作者使用了歌羅西書；但 

正如貝斯特指出的，如果他先前使用歌羅西書的方式表明他不是 

在複製後者，為何會在這裏改為這麼做呢？加上與省略之處相互 

抵 消 ，所 以 ，歌羅西書使用以弗所書的可能性，也像倒過來一樣 

高 。雖然不是他偏好的選擇 • 貝斯特仍然承認：「也有可能這兩 

封信有一共同的作者，他只是在第二封信或多或少地重複了第一 

封信的內容。」1這當然就暗示了 ：這兩封信是在大約相同的時間 

寫 的 ，而且作者的記憶力很好，或者他在寫第二封信時手頭仍有

1 Best, 6 1 3 。見 他 在 ‘ Who Used W hom?’ 7 2 - 9 6 的詳細論述，和我們 
在 〈導論〉中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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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書信的結尾（六 21〜24 )

第一封。如果像我們所主張的，保羅是這兩封書信的作者，可能 

是推基古帶著這兩封信前往小亞細亞的。

六 2 1〜2 2 . 推基古將擔任保羅的信使，使教會知道2他個人 

的處境。3 「你們也」 （《呂振中譯本》）這個表達方式*很可能 

是指送達其他收信人那裏的書信，諸如歌羅西書，那也是由推基 

古傳送的。4 這個時候，他很可能一直是使徒派到亞細亞省各教會 

的特使，這些教會都是保羅在以弗所事奉期間建立的。在使徒行 

傳二十章 4 節提到他是亞細亞省的人，當時與保羅一起在希臘， 

並且在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結束時陪他旅行到特羅亞。當使徒把 

從外邦眾教會為了在耶路撒冷貧窮的猶太弟兄募集的款項送到耶 

路撒冷時，他也陪著保羅。根據提摩太後書四章1 2 節 ，保羅打發 

他到以弗所執行一個沒有指明的任務，後來又打算派他或亞提馬 

到革哩底接替提多（多 三 1 2 ) 。連同其他幾個人，他似乎在保羅

2 rvcoplCu. ( 「告訴」） ，已經用來指神使人得知奧秘（弗一 9 ，三 3 、
5 、10 ; 參 ：六 1 9 ) ，在 此 用 於 世 俗 的 含 意 （林前十二 3 ，十五 
1 ) ，像 它 在 《七十士譯本》中偶爾見到的用法一樣：王上一 27 ；尼 
八 12 ；箴 九 9 。

3 Td K Q T ' ( 「我的事情」) 是一個常見的表達方式，描寫一個人的處 
境 • 如 ：希羅多特（H erodo tus) 7.148 ；《以斯拉一書》九 17 ; 《多 
比傳》十 9 ；《馬加比二書》三 40 ；徒二十四22 • 二 十 五 14 ；以及 
尤 其 是 ：腓一 1 2 。

4 確切的意義並不完全清楚。Kcd in ie -iq 的意思可能是：以 致 7 尔們在你 
們那一面」可以知道我的景況，好像我在我這一面已經聽見你們的景 
況 一 樣 （參 ：弗一 1 5 )  ； Robinson, 2 1 7 即 如 此 主 張 。艾伯特 
(A b b o tt, 190 ；參 B arth，8 0 9 ) 認為這是一般性的，描寫那些尚未親 

身認識保羅的信徒。用意是要叫他們「也 」可以得知他的景況，就像 
其他人確實知道他的處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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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書信的結尾（六 21〜2 4 )

事 奉 的 後 期 階 段 與 他 有 非 常 密 切 的 關 係 ，而 且 可 能 是 本 書 信 的 收  
信 人 認 識 的 。

保 羅 推 薦 推 基 古 ，說 他 是 所 親 愛 、忠 心 事 奉 主 的 兄 弟 （參 ：
西 四 7 ) 。在 這 裏 的 文 脈 中 ，兄 弟 一 詞 與 其 說 是 指 「基督徒同 
伴 」 （雖 然 推 基 古 顯 然 如 此 ，而 且 這 詞 語 在 2 1 節 有 這 意 思 ） ，不 

如 說 是 「同 工 」或 「助 手 」之 意 。5整個詞語強調他與保羅密切的 
同 工 關 係 ，以 及 他 在 事 奉 基 督 的 紀 錄 上 是 經 過 試 驗 的 。對於所交 
託 給 他 的 任 務 而 言 ，這 樣 的 條 件 很 重 要 ，因為他的任務 是 要 把 保  
羅 的 消 息 告 知 讀 者 ，並 且 鼓 勵 他 們 • 這 樣 的 事 奉 符 合 保 羅 在 本 書  
信 中 表 達 的 關 注 。

保 羅 差 遣 推 基 古 攜 帶 此 信 ：原 文 的 動 詞 應 該 理 解 為 書 信 的 不  
定 過 去 式 ，也 就 是 從 收 信 人 讀 此 信 時 的 立 場 來 看 這 個 動 作 ，所以 
應 該 翻 譯 為 我 正 打 發 ；6 《修 訂 標 準 版 》譯 為 「我 已 經 打 發 」 ，可 
以 詮 釋 為 推 基 古 在 保 羅 寫 此 信 之 前 即 已 動 身 。希 臘 文 的 用 詞 就 像  
一 封 信 的 信 封 附 註 一 樣 ，上 面 提 及 帶 信 的 人 。

六 2 3 . 在 古 代 世 界 ，作 者 通 常 為 讀 者 的 幸 福 祝 願 ，以此結束 
他 們 的 信 件 。保 羅 把 這 個 祝 願 轉 變 為 一 種 祝 福 式 的 禱 告 。7原文分 
別 用 「平 安 」與 、恩 惠 」來 開 始 2 3 節 與 2 4 節 。兩者皆見於本書 
信 的 問 候 語 （一 2 ) ，但 在 本 書 信 的 最 後 兩 節 以 相 反 的 順 序 提

5 E. E. E llis , in  Prophecy, 3 - 2 2 。

6 如大多數解經學者所主張的；亦 參 D. B. W allace, Greek Grammar, 

563 °

7 見 J. A . D. Weima, Neglected Endings ’ 與 ‘ The Pauline Le tte r C los

ings: Analysis and Hermeneutical S ignificance，，BBR 5 ( 1995), 177-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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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書信的結尾（六 21〜2 4 )

及 。在 其 他 七 個 地 方 ，保 羅 使 用 與 一 章 2 節 完 全 相 同 的 字 序 ；8但 

在 此 卻 不 同 。9

「平 安 」在 這 裏 居 於 顯 著 的 地 位 ，無 論 這 是 因 為 它 是 本 書 信  
首 要 的 主 題 之 一 （參 ：二 14〜 1 8 ，六 1 5 ) ，或因為它是祝禱的一 
個 重 要 用 詞 （羅 十 五 33 ；帖 後 三 1 6 ) ，或者因為它頻頻出現在各 
書 信 的 結 尾 附 近 （加 六 16 ；彼 前 五 14 ；約 叁 1 5 ) 。它在此居於 

強 調 位 置 ，肯 定 與 以 弗 所 書 的 神 學 相 符 ，二 章 14〜 1 8 節說平安與 
和 好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而 且 其 實 就 相 當 於 救 恩 （參 ：二 5 〜8 ) 。保 
羅 渴 望 「弟 兄 （和 姊 妹 ）們 」有 平 安 ，使 用 第 三 人 稱 ，而不是 
「你 們 」 ，後 者 才 是 他 稱 呼 讀 者 的 正 常 風 格 。在 一 封 巡迴傳閱的 

書 信 中 ，用 第 三 人 稱 表 達 這 個 熟 悉 的 詞 語 來 指 不 同 教 會 的 成 員 ， 
無 論 是 猶 太 人 或 外 邦 人 。在 以 弗 所 書 前 面 ，稱 保 羅 與 他 的 讀 者 是  
「互 相 為 肢 體 」 （四 2 5 ) ，並 且 說 他 們 屬 於 同 一 個 家 庭 （二 

1 9 ) 。但 這 卻 是 第 一 次 出 現 「弟 兄 〔和 姊 妹 〕們 」 。這 樣 ，使徒 
提 醒 他 的 讀 者 想 起 神 的 平 安 ，那 是 他 們 的 ，而 且 他 渴 望 它 可 以 藉  

著 他 們 流 向 別 人 。
保 羅 也 渴 望 「仁 愛 、信 心 」可 以 賜 給 讀 者 們 。在 保羅書信最 

後 的 祝 福 中 提 及 愛 ，而 且 可 以 指 神 的 愛 （如 在 林 後 十 三 1 4 )  •或  
保 羅 自 己 的 愛 （如 在 林 前 十 六 2 4 ) 。它 在 這 裏 是 指 前 者 ，因為與 
「平 安 」和 「信 心 」平 行 （2 4 節 ） 。 「同 著 信 」 （ 《恢 復 本 》 ） 

這 個 表 達 方 式 ，不 是 指 信 心 居 於 優 先 地 位 ，而 是 表 示 愛 心 是 伴 隨  
著 信 心 的 。 1(1它 在 此 與 愛 心 連 在 一 起 ，是 重 拾 了 保 羅 在 一 章 1 5 節

8 羅一• 7 ；林前~ ■ 3 ；林後^ ■ 2 ；加~ • 3 ；排一■ 2 ; 帖後~ • 2 ; 門 3 。

9 託名作者不大能會在這裏偏離保羅一般的行文風格。

1 0 介詞畔Td ( 「同著」）意指關連，表示這兩個名詞有密切的關連，或 
許是強調愛心。參 BAG D , 509 ；不同於Barth, 8 1 1 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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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書信的結尾（六 21〜24 )

的 感 恩 （參 ：三 1 7 ) ，他 在 那 裏 表 達 自 己 ^見 讀 者 的 信 心 和 他 們  
向 眾 聖 徒 所 顯 的 愛 心 時 的 喜 樂 。然 後 ，在 這 裏 ，在 本 信 的 結 尾 ， 
他 「禱 告 求 同 樣 的 這 兩 個 素 質 可 以 繼 續 成 為 他 們 的 特 質 」 。正如 
引 言 祝 禱 中 的 恩 惠 與 平 安 （一 2 ) 是 來 自 兩 個 神 聖 的 源 頭 ， 「平 

安 、仁 愛 、信 心 」在 此 也 照 樣 源 自 並 流 自 父 神 和 主 耶 穌 基 督 。
六 2 4 . 「願 恩 惠 與 你 們 同 在 」是保羅在一封書信結尾的基本 

祝 禱 ，然 而 ，它 在 這 裏 特 別 適 合 ，必 然 深 深 打 動 讀 者 ，因為稍早 
已經強調了  ：讀 者 （連 同 其 他 所 有 基 督 徒 ）已 經 領 受 的 一 切 ，都 
是 藉 著 神 與 基 督 的 恩 寵 ，而 且 那 不 是 人 所 當 得 的 （參 ：一 6 、7 ， 
二 5 、7 、8 ，四 7 ) 。而 保 羅 常 用 的 祝 禱 一 般 都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擴  

充 ，在 這 裏 的 措 辭 不 同 ，因 為 不 是 以 第 二 人 稱 複 數 表 達 ，而是用 
第 三 人 稱 ：所 有 誠 心 愛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人 （參 ： 「歸 與 弟 兄  
們 」 ，2 3 節 ） 。羅 炳 森 認 為 ：這 「符 合 本 書 信 的 巡 迴 傳 閱 性  

質 」 ；但 如 果 是 這 樣 ，它 的 巡 迴 傳 閱 性 質 並 沒 有 阻 止 作 者 在 2 1 〜 
2 2 節 使 用 第 二 人 稱 。u 保 羅 在 2 3 節 的 祝 願 禱 告 ，說到了從神和基 

督 而 來 的 愛 ，而 這 裏 的 祝 禱 則 是 希 望 恩 典 臨 到 所 有 以 愛 基 督 來 回  
應 的 人 。林 康 說 ： 「在 本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已 經 提 到 神 對 信 徒 的 愛  
( 參 ：二 4 ) 和 基 督 對 他 們 的 愛 （參 ：三 1 9 ，五 2 、2 5 ) ，信徒 

的 彼 此 相 愛 （參 ：一 1 5 ，四 2 ) ，信 主 的 丈 夫 對 妻 子 的 愛 （參 ： 
五 2 5 、2 8 、33 ) ，信 徒 一 般 的 愛 心 （參 ：一 4 《和 合 本 修 訂  
版 》 ，三 1 7 ，四 1 5 、1 6 ，五 2 ，六 2 3 ) ，但這是唯一明確提及 

他 們 對 基 督 的 愛 的 地 方 。」然 後 ，他 敏 銳 地 補 充 說 ： 「這 樣 ，本 
書 信 結 尾 強 調 信 徒 與 基 督 個 人 的 關 係 和 委 身 。」12讀 者 （也以暗 
示 的 方 式 加 上 所 有 信 徒 ）需 要 知 道 的 ，不 單 是 神 在 基 督 裏 為 我 們

11 見 Bruce, 4 1 5 。

12 L in co ln , 4 6 6 ，我受惠於他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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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書信的結尾（六 21〜24 )

贏 得 之 浩 大 救 恩 的 客 觀 福 氣 ，還 要 知 道 以 合 宜 的 方 式 回 應 。再 
者 ，雖 然 可 以 從 回 應 保 羅 福 音 或 使 徒 教 訓 的 角 度 ，這裏卻是從回 
應 這 位 愛 我 們 、為 我 們 捨 己 之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角 度 ，來描寫我們承 
認 ：我 們 歡 欣 地 屈 膝 順 服 。

保 羅 最 後 的 片 語 ，譯 做 以 不 死 的 愛 （ 《新 國 際 版 》 ； 《和合 
本 》作 ^ 恆 心 」 ） ，以 華 麗 的 詞 藻 結 束 本 書 信 ，但其意義卻不全 
然 清 楚 。名 詞 是 指 「不 死 ，不 朽 」 ，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描 寫 復  
活 生 命 的 特 徵 （林 前 十 五 4 2 、5 0 、5 2 〜 54 ；羅二  7 ；提 後一 

1 0 ) 。13但 是 這 個 片 語 與 甚 麼 連 用 呢 ？ 一 些 翻 譯 者 認 為 應 該 與 緊  
接 在 前 的 字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連 用 ，因 而 將 祂 描 寫 為 「在不朽 
中 的 」 （參 ：提前一  17 ; 雅二  1 ) 。但 這 是 值 得 懷 疑 的 ，因為 

「不 朽 」一 詞 在 其 他 地 方 不 曾 用 於 地 方 意 義 。其 他 人 將這片語與 
「所 有 愛 … … 的 人 」連 用 ，所 以 保 羅 的 祝 願 禱 告 是 ：恩典可以賜 

給 所 有 用 不 死 的 愛 來 愛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人 （《新 國 際 版 》 ） 。14 

不 朽 屬 於 將 來 世 代 的 生 命 ，信 徒 已 經 有 分 於 其 中 ，所以他們的愛 
也 照 樣 屬 於 那 個 世 代 。雖 然 這 個 解 釋 有 可 能 ，較 可 取 的 作 法 是 認  
為 不 朽 比 較 直 接 與 神 或 祂 的 一 個 福 分 相 連 ，勝過與 信 徒 愛 心 的 素  
質 相 連 》所 以 ， 「以 不 朽 」最 好 是 與 前 面 的 名 詞 、恩 惠 」連 用 ， 
雖 然 在 句 法 上 有 點 距 離 。介 詞 「以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往 往 這 樣 用 來

參 《所羅門智訓》二 2 3 ，六 1 8 、19 ; 《馬加比四書》九 2 2 ，十七
12 °

因 此 ，tv  d^eapai? ( 「用 不 朽 」）是個副詞用法的片語，修飾分詞 
<iycmaivTu.v ( 「那些愛… … 的人」） 。《和合本》 （「誠心」) 、 《現 
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h g 心 」） 、 《思高聖經》 （「以永恆不變的
愛 」） 、 《新譯本》 （「以不朽的愛」）都採取類似的見解。也注意 
A bbott, 191; Robinson, 138，220 ；與 Hoehner, 8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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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接 兩 個 名 詞 （二 7 ，三 1 2 ，六 2 ) 。15所 以 ，恩惠與不朽這兩 

個 屬 於 新 世 代 的 福 分 ，就 是 保 羅 希 望 能 更 豐 富 地 賜 給 他 的 讀 者  
的 。這 兩 個 福 分 並 非 互 不 相 干 的 ：恩 惠 常 常 出 現 在 以 弗 所 書 中 ， 
是 不 朽 壞 的 ，是 不 受 制 於 敗 壞 的 ，而 從 神 的 恩 典 湧 流 而 出 的 不 朽  
顯 在 現 今 的 世 代 ，也 顯 於 將 來 的 世 代 （參 ：二 7 ) 。

保 羅 以 兩 個 重 要 的 因 素 結 束 他 這 封 信 ：推 薦 推 基 古 ，就是他 
所 差 往 讀 者 那 裏 去 告 知 他 景 況 詳 情 的 （2 1 、2 2 節 ） ，以及平安的
祝 願 與 恩 惠 的 祝 禱 。與 這 整 封 信 （-------三 章 ，四 〜 六 章 ）相符的
是 ，2 3 與 2 4 節 首 先 聚 焦 於 神 滿 有 恩 慈 的 賞 賜 ，那是已經在主耶 

穌 基 督 裏 賜 給 信 徒 的 • 其 次 則 聚 焦 於 他 們 必 須 以 愛 欣 然 回 應 基  
督 。

15 一些人把介詞h  ( 「在 裏 面 ，以 」）當做這種伴隨（c o m ita tiv e ) 含 
意 ，包括 Bruce, 416; Schnackenburg, 291 ；與 L inco ln , 4 6 6 -6 8 。注 
意 《新英語聖經》與 《耶路撒冷聖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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