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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 15 

标题：虚假教导的严重后果 

经文：提摩太前书 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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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几周，我们讲解了保罗对教会里各种不同人群的特别教导，寡妇、长老、奴隶。现在保

罗最后又一次回到假教师的问题上。这与他这封信的开头前后呼应。一开始，保罗在整封

书信中，描述了假教师们的错误教导，他们喜欢教导律法，以及律法中一些毫无根据的神

话故事，无尽的家谱，他们教导禁欲主义，禁戒食物、禁止嫁娶等等。他们的教导几乎没

与基督的福音毫无关系，完全是在胡言乱语。而在这封信接近尾声时，保罗对他们的品

格、动机，和产生的严重恶果进行的批判。他们的动机是污秽的，他们不仅渴望得到尊贵

的身份，而且还渴望得到金钱。保罗把他们的邪恶品质，作为证据，表明神学和行为之间

的紧密联系。拙劣的神学必定产生不正当的行为。 

 

骄傲的内心 
3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保罗最后一次回到假教师的问题上，他说，这些人所传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不一样的教

导。因为他们内心不服从基督纯正的（健康的）福音，和敬虔的真道。 

 
4 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 

然后，保罗提到假教师的品质：这样的人是自高自大的，自我膨胀的。而这种膨胀并非源

自于知识，而是源自于无知：一无所知。骄傲和无知是双胞胎。 

 

保罗这里所说的无知，不是对一般知识的缺乏，而是对福音知识的匮乏。一个人真的对基

督的福音有真知识，他必然是谦卑的人。因为如果他明白自己是可悲的罪人，明白他被上

帝接纳完全不是因为自己的任何功德，而是单单的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

这种知识必然产生谦卑之心。相反，对福音的无知，以及假教师律法主义的错误，会使他

们骄傲。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接纳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人，这会使人越发膨胀。 

 

这种骄傲表现在他们很喜欢争论：他们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这里和合本翻译的很简略，

在最新的中文标准译本把原文的意思翻译的更准确：“他们只对辩论和言词上的争执有病
态的嗜好”。这里把“病态的嗜好”这个词翻译出来。他们不肯谦卑聆听福音，反而对争论

和文字游戏却有着异常的、病态的热情。 

 

有时，出现辩论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会议上，使徒们和长老们为着外邦人

是否要行割礼而辩论（徒 15:7，ζητήσεις）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之前也起过争辩（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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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ζητήσεις）。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里，一个辩论是因为福音的真理而产生的正当的

辩论，另一次辩论并不是关于对福音的理解，而是在事工上有不同的想法。这些辩论是必

要的、健康的。 

 

但是假教师们的辩论是病态的，指的是“一种强烈的分歧，但不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

（L&N, 33.440, ζητήσεις），换言之，这种辩论不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单

纯为了辩论而辩论。保罗接下来又用了一个词来进一步解释这种辩论，他说：是“言词上

的争执”，他们的争论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只是断章取义，喜欢做一些文字游戏的把戏

而已。假教师们不只是教导本身无益，而且他们的为人也是无知、愚昧，喜欢猜测和争论

文字游戏。 

 

4b 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 5 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
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假教师们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开始更了解自己的罪并谦卑自己，更加了解解耶稣基督拯

救的福音，更被恩典更新，而是反而使人们更加败坏。 

 

保罗说，那些跟随虚假教导的是“坏了心术、失丧真理的人”。这里的动词都是被动式，

“坏了心术”= 他们的头脑、思想被虚假的教导败坏了，“失丧真理”=他们被假教师们剥夺了

真理，反而追随荒渺的神话、无尽的家谱、错谬的教导。结果是：嫉妒、纷争、毁谤、猜

忌，持续不断的争竞。 

 

假教师贪财的动机 

然后，保罗揭露了假教师和跟随他们的人的动机：不是因为他们在追求真理，而是他们

“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或许你会认为，辩论怎么会赚钱呢？这在古希腊罗马是很常见的。在当时有很多辩论家，

在各个城市办各种辩论或演讲，并以此赚取名声和金钱。1 有一些贵族，在家里供养着一

些辩论家，在宴席上，会让他们出来辩论作为表演来观看，先让他辩论某个主题，然后再

让他反驳之前的主题。所以，很有可能，这些假教师们也模仿辩论家，用自己发明的新颖

的说法，来吸引听众，获得大量的跟随者和财富，并且承诺跟随他们的人，也能获得金钱

和财富。 

 

今天，你看到把“敬虔当作得利门路”的假教师了吗？用今生可见的利益，俘获了成千上万

的追随者。 

 
1 Silvia Montiglio. “Wandering Philosophers in Classical Greec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20 (2000): 8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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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橙县的居民，应该都知道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那是一个自由派改革宗假教

师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建的。他在 50 年代，在 Garden Grove，开始在一个露天

戏院布道，搞新颖的发明，开着车就能来聚会（Drive-thru service），在 80 年代，造价

1800 万美金，建了能坐下 3000 人的水晶大教堂。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了这些人呢？他的

讲道的内容里有什么呢？没有罪，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十字架，没有代赎，没有复活，没

有再来审判，换句话说，福音的奥秘在他的讲道里一个也没有。那有的是什么呢？是什么

吸引这么多人呢？成功神学的正面思考（positive thinking）。 

 

这股正面思考运动在 30-50 年代是由 RCA 的牧师诺曼·皮尔（Norman Vicent Peale）带领

的，他从 1952 年写作了一本畅销书叫《积极思考的力量》。visualization 视觉心像

（mental image），用意念改变现实，想象并宣告你正在成功，发展强烈的自我形象，你

已经得到神的力量，你可以通过神的力量来改变现实。耶稣存在的目的就是来帮助我摆脱

负面情绪、贫穷、苦难，实现我的梦想。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从古希腊赫尔墨斯主义的通神

术（theurgy）来的，形成一些神秘主义团体，例如玫瑰十字会，神智会（Theosophy 

society）。他们一到节庆就有各种盛大的活动，管弦乐队，诗班，表演，然后卖门票，结

果因为 2008 年经济危机，加上经营不善，2010 年宣布破产，负债 5500 万美金。讽刺的

是，舒勒自己宣扬的正向意念，也未能改变自己教会破产的危机。 

 

把敬虔当作得利门路的最佳代表或许就是德州的成功神学布道家肯尼特·科普兰（Kenneth 

Copeland），身价 7 亿 6 千万美金，名下有 5 架私人飞机，坐拥亿万豪宅。那他传讲的是

什么信息呢？：你奉献的钱会成百倍的回报，a hundredfold return，现在就是时候，索取

那本来属于你的，你过去这么多年的奉献，现在就向耶稣索取，你在天上的账户，那只属

于你的财富。 

 

贪财的假教师宣扬的成功神学自然也吸引贪财的跟随者：9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
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保罗形容贪财的人，像一个无知的猎物一样，陷入网罗陷阱里，最后等待他们的是灭亡。

【猎人捕猎的例子：用一些食物，来一点点的引诱】贪婪之心往往目光短浅，只看眼前的

利益（所以贪婪的人都被股票套牢了）。 

 
10 贪财是万恶之根。 

想想人们因为贪财，产生了多少愁苦。因为贪财，生出了各样的欺诈、欺骗、偷窃、抢

夺，因为贪财，家人之间反目成仇，夫妻彼此互相控告，兄弟之间互相残杀；因为贪财，

银行、甚至政府弄虚作假，导致千万人流离失所；因为贪财，人变成残暴野兽，烧杀抢

掠。 

 

10b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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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财的不只是非信徒，基督徒也同样被贪财的心俘获。贪婪的心会使人远离真道，远离基

督的信仰。为什么？因为贪婪是拜偶像，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上帝为乐，认为自己的

福乐是建立在受造物之上，而往往是金钱。 

 

贪婪的试探虚假的承诺幸福和安全感，但最终的结果是使人受引诱，远离真道，给自己带

来痛苦。欲望是荆棘，那些陷入贪婪的人，把自己的灵魂刺透。 

 

【贪婪的罪在每个人心里，小孩子贪婪看动画片，或者贪婪吃甜食一样。我再看一个就会

幸福，就会快乐了，不会的。我再吃一个冰激凌就会快乐了。不会的。有没有发现，每次

你看了很久之后，你会变得很痛苦。】 

 

 

知足的益处 

 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虚假错谬的教导产生了贪婪之心，而正确的福音教导则激发知足的心。这里的“知足”这个

词，可以理解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客观上指的是自足，能够在经济上供养自己，有衣

有食的客观状态。在主观上，指的就是知足的心理。古希腊斯多葛哲学也强调知足，今天

许多非基督教的心灵自助书籍有时候也会谈到知足。保罗在这里谈的不是一般心灵鸡汤里

所说的知足，而是敬虔的知足，基督徒的知足，而这种知足是源自于对基督的依靠。 

 

保罗在腓立比书 4:11-13 中描述了这种知足的状态： 

11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
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基督徒的知足源自于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保罗说，我靠着是那加给我力量的。这种知足不

是靠着我们拥有的外部世界本身的丰富，也不是靠着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换位思考或者

精神满足（斯多葛哲学），而是源自于基督，源自于福音。这是基督徒的知足与其他心灵

自助所谈的知足的区别所在。 

 

如果说，贪婪是因为目光短浅，那么保罗为了抬升我们的眼光，说了这句话：7 因为我们
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为了医治贪婪的病，保罗让我们想到了人生两

个端点：出生和死亡。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当一个人经历生死时，他才学会放下对金钱

的追逐和贪婪。为什么？因为他的目光看到更远的东西了，不只是今生，他看到了死亡的

真实，他看到了面对死亡时，金钱的价值消失了。他意识到金钱无法拯救自己脱离死亡。

他心中的优先次序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把赚钱的事的优先次序降下来，开始花更多时

间思考永恒的问题。他开始思考：到底什么能拯救我脱离罪和永恒的死亡？我该怎么面对

永恒的造物主的公义、圣洁的审判？我今生所赚的一切财富都无法拯救我，我的内在精神

力量无法拯救我，我的正向思维拯救不了我，这一切在永恒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5 

 

而当一个人发现，唯一能拯救我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才是唯一的答案时，他

才真的获得了超越生死的安慰和满足！ 

 

因此，这是基督徒知足的真正来源，源自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已经拯救我们脱离最终

极的困境，就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忿怒。如果基督为我死了，为我复

活了，那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不论是生、是死，不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再不属

于我自己，而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不必担心吃什么、穿什么，因为我的主都知

道了，他也必定牧养我，看顾我。8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总结 

保罗对假教师的品格、动机，和错误教导产生的严重恶果进行的批判。他提醒我们，基督

徒也会受到贪婪的试探。 

 

基督徒在世上，也会陷入到焦虑、恐惧，经历失业、经济匮乏，面对未知的忧愁。因此，

我们必须不断的回到福音中来，免得我们被自己的忧虑带走，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属于谁。 

 

对生活基本物质需要的诉求，并不是贪婪。我们的主耶稣也曾教导我们要向天父祈求日用

的饮食。我们可以怀着信心真诚的祈求所需的一切，并且怀着感恩和知足的心享受上帝赐

给我们的物质资源。但我们必须远离那些基于人的贪婪的错误教导，成功神学的引诱。要

记得，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既然为我们舍命，也必看顾我们，直到他再来。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