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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系列 01 

标题：千年一盼 

经文：提前 1:1-2 

版权所有 ©  2021王一牧师。作者保留发表、出版、署名、修改、改编权利。请勿用于商

业用途。欢迎转载，请保留文件格式完整。 

 

前言-全书概述 

什么是教牧书信？ 

教牧书信：提前、提后、提多。这些书信不是写给会众的，也不是写给平信徒的，而是写

给教会里的牧师。提摩太是以弗所的牧师；提多是克里特教会的牧师。 

 

为什么我们要讲教牧书信？ 

教牧书信并不是写给平信徒的，而是写给牧师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作为平信徒，我们每个

人也需要读这些书信呢？ 

 

1. 对于教会里担任职分的领袖们，牧师、长老、执事们，教牧书信实际应用性非常的强，

具体处理各种情况。教牧书信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使我们能窥入使徒保罗治理教会的智

慧。帮助恩约教会的成长，帮助我们去选拔未来的教会领袖，明白圣经对教会职分的教

导。 

2. 对于不担任职分的信徒，帮助我们可以进入到教牧生涯的内部去观察了解，帮助我们换

位思考。从牧师的视角去观察教会生活。 

3. 在教牧书信中并不缺乏福音的真理。看到牧师们是用福音彼此劝勉。同一个福音是我们

每个基督徒过敬虔生活的动力。 

 

聚焦在提摩太前书 – 建议会众通读这封书信 

 

时期 

提摩太前书差不多是和以弗所书同一时期的作品，写于 60 年代早期（虽然也有一种可能

是在以弗所书之前写作，50 年代中期）。 

 

结构 

整本书信有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警戒假教师；另一部分是指导真教师如何建造教会。

这两部分交替出现：第 1 章警戒假教师；第 2-3 章指导如何建造教会；第 4 章警戒假教

师；第 5 章指导如何建造教会；第 6 章警戒假教师。 

 

提摩太前书的特点 

和以弗所书一样，这封书信非常专注教会，但所专注的侧面则不同。在以弗所书中（不确

定是否给以弗所教会的，可能是给很多教会），保罗专注于教会的神学含义，教会是上帝

永恒的救赎计划，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尊贵的新娘，教会是圣徒的国度、荣耀的圣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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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军队，教会是极其荣耀的，是上帝百般智慧的彰显之处，是基督永恒的奥秘所在。

但在教牧书信中，则是不一样的画面。保罗开始谈论很多教会事工和治理中的实际问题。

在教牧书信里，我们看到的是教会里繁杂的事务：如何面对假教师，如何分辨各种虚假错

谬教导，如何规范公共敬拜的秩序，如何选拔教会领袖，如何面对有人背道放弃信仰，如

何面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劝勉不同类型的教会成员，老年人、年轻人、老年的妇

人、年轻的女性，老年的寡妇，年轻的寡妇，奴隶，如何对待穷人，如何对待有钱人，如

何处理争端，如何处理对教会领袖的控告等等。 

 

【进入教牧服侍其实是对信心的一大挑战。去读神学是因为喜欢神学，喜欢理性的思辩，

喜欢研究学问，喜欢在人前教导、讲道。但是他们一旦进入真正的教牧工作中才发现，这

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在面对教会各样的人和事，面对事工中出现的难题和压力时，

他们特别需要对耶稣基督福音更深刻的理解，他们需要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汲取喜乐、盼

望和前进的斗志。他们需要看到，正是借着这种泥泞艰难的教牧第一线的工作，借着被人

看为愚拙的福音事工，基督荣耀的身体正在地上被建造，基督的国度在地上不断的进展，

上帝的百般智慧和永恒的奥秘正在这个不信的世代继续信实的传讲下去。】 

 

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开启全新的旅程，一同打开近 2000 年前写下的教牧书信里的

第一封，提摩太前书。 

 

经文开始 
1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2 写信给那因信主
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中心思想：因为上帝拯救我们的怜悯已经在基督里赐下，因此我们当紧紧依靠这怜悯，仰

望基督将来显现的盼望，奔走天路。 

 

首先，作者的身份。 

v.1 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 

以弗所书里的保罗是一位极具文采、创意、令人振奋的神学家；而在教牧书信里的保罗是

一位阅历丰富、谨慎周全的教会人。经历了多年的教牧工作，保罗不再像在年轻时那样火

爆冲动，如今年近 6 旬的他，身体和心灵都伤痕累累，他经历过教会外的逼迫、鞭打、

监牢，也经历过教会内的背叛、诽谤，但此时的保罗充满经验、睿智，是一位身经百战的

老兵。他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年轻的提摩太进行指导和劝诫；但依旧不变的是他对耶稣基督

福音的热诚，他从基督的救赎工作中获得的源源不断的喜乐与感恩，以及他对永恒更加坚

定和迫切的向往。 

 

奉上帝的….命令 

在其他书卷中“奉上帝的旨意”，但是这里特别强调“奉上帝的命令”。保罗把自己的使徒工

作形容成士兵领受命令上战场。他要尽职的完成所托付给他的任务，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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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此外，他也强调了他的权柄源于上帝。因为，后面他让提摩太去“命令”其他人

不要传假道。因此，他在这里先提到了教会里的职分所拥有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命令。

在教会里命令其他人去做什么，对于今天 21 世纪的听众来说有些刺耳。提摩太，你凭什

么命令我？凭着上帝的权柄。因此，保罗一方面他希望提摩太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人。另

一方面他提醒自己所拥有的权柄不是源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所以他们要以敬畏上帝的

心来合理的使用，而不能私自滥用权柄。 

 

这个命令是来自于“上帝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我们的盼望。” 保罗经常把上帝和耶稣基督

并列在一起，他们是同等的，耶稣基督有和上帝一样神圣的权柄。耶稣说：你们看见我，

就等于看见父了。我与父原是一。实际上，保罗在写给提多信上称耶稣基督是至大的上帝

（多 2:13），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他称耶稣是“永远可称颂的上帝”（罗 9:5）。但

在这里，他用上帝这个词来指父，把两个位格加以区别，所以：父不是子，子不是父。 

 

首先，用“救主”这个词形容父上帝是旧约圣经自古以来的用法。出埃及之后，摩西和以色

列民歌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诗篇的作者们常常称上帝

是拯救的主。上帝曾借着受膏的士师和君王不断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敌人的辖制和攻击。保

罗在回顾历史，上帝是他百姓亘古不变的避难所，是拯救的源头。但在保罗的语境下，上

帝是救主则有着更深刻的含义。上帝的拯救最终极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永恒的圣子上帝

亲自成为肉身，背负罪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经历死亡，并用复活来战胜罪恶和死

亡的权势，这是真正的拯救。 

 

保罗接着用“盼望”来形容耶稣。把盼望和拯救两个词放在一起，这里指向的是未来——末

世的审判和救赎，就是我们完全被救赎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将来在荣耀中带着千千万万

的天军天使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我们会被他公开的宣判为义，

我们的灵魂将会被彻底圣化，除去一切的罪污，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披戴永恒不朽的荣

耀，我们要与上帝同住在新创造中，直到永远。就像保罗在另一封写给提多的信里，把这

些概念都融合起来说：我们“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 神，救主耶稣基督荣

耀的显现。”（多 2:13） 

 

保罗用这简单的一句话带着我们的思绪从上古的过去一直跨越到遥远的未来，上帝的信实

亘古不变。如今这位亘古不变者呼召保罗，给他命令来做基督的使徒，他也不断的在各个

时代呼召他的仆人继续传讲使徒所传讲的福音。 

 

我不知道保罗这句话是在提醒自己，还是在提醒提摩太。因为在牧师埋头于教会的繁杂细

节中工作中，他要不断的应对各种假教师、错误教导，他要不停的回应教会成员不同的需

求，面对教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各样的状况，他很容易失去方向，当他的眼光只停留在这个

世界的事和人时，他会怀疑、陷入试探，他会自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一切？”做这一切真

的值得吗？保罗在提醒我们：仰望基督，他是你的盼望！这是多么提神的一句话啊！在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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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时，抬头看到那位已经替我们战胜死亡，复活，住在荣耀的不朽里的基督，他将要再

来，接我们进入荣耀，这就能让我们消除疲劳，重获前进的动力。 

 

收信人的身份 

接下来，信里明确提到收信的人是提摩太：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提摩太是保罗身边亲密的门徒和同工。圣经第一次提到他，是在《使徒行传》16:1：“保

罗来到了特庇，又到了路司得。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

的儿子，父亲却是希腊人。”提摩太有一半的犹太血统，所以为了方便他在犹太人中传

道，保罗给他行了割礼（因为他不是纯外邦人）。接下来，30 岁左右的提摩太跟随保罗

和西拉继续第二次宣教之旅。他至少参与了 4 间教会的治理工作，包括哥林多教会、帖

撒罗尼迦教会、腓利比教会、以弗所教会。 

 

保罗对他的称呼非常亲切：真儿子。 

保罗一生未婚，按照肉身来说，他没有后代。但是因着同样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保罗亲

切的称呼提摩太为他的儿子。而且，他加上“真”字，这表明提摩太的忠心，他不仅对耶稣

基督的信心是真实的，而且他也忠心的跟随保罗一起同工。在此，保罗或许想到了许多曾

经与他暂时同工过的人，后来离他而去，或是背叛放弃真信仰。在书信里保罗提到了许米

乃和亚历山大。 

 

祝福问候 

v.2 b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保罗通常的祝福问候，是“恩惠和平安”，“恩惠”是古希腊罗马书信的标准格式，而平安则

是犹太人问候的方式。但是保罗在这里，第一次加上了一个新的词“怜悯”，为什么呢？ 

 

怜悯在希腊文里 eleos 这个词的含义是对身处困境中的人表达的善意和爱。这个词常用来

翻译希伯来语的 hesed，指上帝对他的圣约百姓以色列的慈爱、忠诚。而这个怜悯/慈爱

特别与赦罪关联起来。 

 

摩西向上帝祈求是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 (hesed) 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

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民数记 14:19） 

 

在 1:12-16，保罗专门讲到自己曾经蒙了上帝的“怜悯”，他蒙了怜悯的结果是获得了耶稣

基督的救恩，并且蒙召来传扬这个福音。因此，他也为提摩太祈求，不仅为他祈求恩惠、

平安，更特别祈求，上帝那忠诚的慈爱和怜悯，永不离开这位年轻的牧者。作为牧师，他

自己需要更加明白自己的卑贱，更加明白上帝浩大的怜悯，他才能真正把这怜悯传扬给其

他人。 

 

真正传扬福音的牧师不是“职业圣人”，他是一个蒙怜悯的罪人。他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

上，批判他人的罪，好像只有自己无比圣洁，像法利赛人一样。会众也不应该这样看待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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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他是一个自己经历罪的悲惨，像保罗一样意识到自己完全堕落，一无是处，他是以罪

人中的罪魁的心态，在传讲罪，在呼召人悔转归向圣洁的主。而他也是因着蒙了怜悯，来

宣扬那拯救他的怜悯。 

 

牧师是干什么的？路德说的：我们都是乞丐，这是真的。牧师是个乞丐，是一个自己领受

了怜恤，然后跑去告诉其他乞丐那里能蒙怜恤的乞丐。 

 

在永恒的造物主面前，在那位亘古长存者的荣耀的光中，我们看到了在基督之外的生命，

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闹剧，在那向自命不凡的罪人招手的坟墓前上演。不论我们多么渴望

并用各种方式欺骗自己是不同的、不可替代的、超越一切的，最终我们都意识到，自己不

过是有限的、傲慢的、必死的罪人。而面对这位上帝，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祈求怜悯。 

 

保罗深知这一点。从大马士革路上的大光中授命，到亚细亚的宣教之旅再到罗马的监狱，

如今六旬的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时，反而更加祈求怜悯，比他刚信主时更加迫切。因为他

越经历怜悯，就越发现上帝的怜悯，如同汪洋一般浩瀚，远超人的想象，而他才刚刚触碰

到一小滴水。这怜悯曾将他从罪恶中拔出，也将一直带领他进入永恒。 

 

在教牧书信里的保罗，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向往末世的永恒。在他为真道争战了一生之后，

他越发迫切的等待主耶稣的显现。两千年来，这也是历代信徒的翘首期盼。保罗的盼望，

也是奥古斯丁的盼望，也是路德、加尔文的盼望，如今也是你我的盼望。千年一盼。教会

朝着这盼望继续在这地上前行。 

 

最后，我想用 6 章里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想这段话极好的展现了保罗的内

心： 

 

“[提摩太啊]，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15 到了
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6 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
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基督]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
能都归给他！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