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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十三卷書信中，「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這四卷書信統稱監獄書信。是保羅被囚在羅馬時寫的，約主後 60~62 年間。 

以弗所書 (共 6 章) 

作者：保羅 

日期：主後 61 年 

地點：羅馬 

受書人：在以弗所的聖徒 

持信人：推基古 

目的：指出教會 (基督的身體) 在神計畫中的地位與意義 

主旨：教會為基督的身體 

鑰節：1 章 23 節 

 

簡介： 

    以弗所書的前三章是聖經中最莊嚴和深奧的經文，描述基督徒在基督裡的 

身分、地位何等崇高；得兒子的名份、被接納、救贖、赦免、得智慧、基業、 

有聖靈的印記、生命、恩典、是神家裡的人等各樣屬靈的祝褔。接下來的三章 

則教導信徒依靠這豐富的屬靈資源，在基督裡過屬靈的生活。 

    本書除了引言 (1：1~3) 及結語外 (6：21~24)，可分為二大段：教義性 (1：

3~3) 及實踐性的 (4~6)。 

 

本書特徵 

1. 用字之美妙為保羅書信之冠，神學之涵義也較保羅其他書信深奧。 

2. 論教會最豐富的一卷，被稱為「屬天之書信」(Heavenly Epistle) 。 

3. 專論信徒在天上的基業，與約書亞論信徒在地上的基業遙應，故被稱為「新

約的約書亞記」。 

4. 鑰字包括「天上」、「教會」、「豐富」、「奧祕」、「在基督裡」(出現 35 次) 。 

 

大綱 

1. 引言 (1 章上) 

2. 在基督裡的生命 (教義) (1 章中~3 章) 

 （1）屬靈的褔氣  

 （2）屬靈的地位 

 （3）保羅的職分 

3. 在基督裡的生活 (實踐) (4~6 章) 

 （1）教會生活 

 （2）家庭生活 



 （3）爭戰生活 

4. 結語 (6 章下) 

 

歷史背景 

1. 以弗所城 

      以弗所位於亞西亞省的西海岸，與東部的安提阿、東南的亞歷山大港，

形成地中海三大貿易中樞，四通八達，商業興盛，人民富庶。 

      按政治言，以弗所是亞西亞省的省會，亦是羅馬版圖中最大的都會。按

宗教言，以弗所受希臘與羅馬雙重的影響頗深，偶像林立，其中的希臘女

神亞底米 (Artemis) (羅馬名 Diana) 的廟宇富麗堂皇，用大理石建造，四圍

的圓石柱有一百二十七根，為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故以弗所城稱為「守

廟之城」。亞底米之崇拜與巫術混成一體，故以弗所城是一座占術、巫術、

邪術、咒語盛行之城。後來君士坦丁接納基督教為國教時，命令拆掉此廟，

今成古跡，供人憑弔。 

 2. 以弗所教會 

      保羅於第二次旅行佈道結束的回程路上，他將同工亞居拉夫婦留在以弗

所工作，不久亞波羅亦加入 (徒 18：19~26)。在他第三次旅行佈道時，便

將雛形的教會組織起來，並在此地牧養三年之久。以弗所教會成為他的工

作基地，以此為中心向外宣教，以致主的道在亞西亞一帶得以傳開 (徒 19：

10)，包括在以弗所周圍一帶的歌羅西、希拉波立、老底嘉等地，均有教會

紛紛建立起來。 

      保羅後因亞底米廟事件之故，結束在以弗所的牧養工作，赴特羅亞、馬

其頓，又赴哥林多 (徒 20：1~3)，並在回耶路撒冷途中經米利都，打發人

請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前來給與最後懇切的教訓 (徒 20：17~38)。 

      在日後歷史中，以弗所教會在新約也出現多次。保羅在羅馬被囚釋放後，

再回去探望他們一次，也把提摩太留在那裡牧養信徒 (提前 1：3)，使徒約

翰也牧養過此教會。至主後九十多年，以弗所教會的屬靈情況，逐漸離棄

了起初的愛心 (啟 2：1~7)，至主後 1431 年，以弗所城及教會為土耳其所

毀成為癈墟，燈臺遂由該處挪去。 

 3. 以弗所書 

      在羅馬獄中，保羅首先獲知歌羅西教會受異端攪擾甚大，他遂著書意欲

解決歌羅西教會在真理上的混亂。推基古既要往亞西亞去，保羅便趁此機

會把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之奧祕釋明，好叫以弗所教會得以明瞭，他們在基

督裡的地位、教會的性質，同時也勸勉他們過一個與褔音相稱的得勝生活。 

      本書是保羅書信中最欠缺「個人味道」的書簡，此時，保羅剛完成歌羅

西書，這兩書中有甚多相通的字彙。在以弗所書的一百五十五節經文中，

七十七節所用的字彙涵義在歌羅西書內出現，此外，在歌羅西書內，保羅

的基督論、救贖論等在以弗所書內重複強調，而教會論則有更詳盡的闡釋。 



腓立比書 (共 4 章) 

作者：保羅 

日期：主後 62 年春 

地點：羅馬 

受信人：腓立比教會 

持信人：以巴弗提 

目的：鼓勵腓立比信徒，在任何境遇中，當以基督的褔音為喜樂 

主旨：基督為人生一切的滿足 

鑰節：1 章 20 節 

 

簡介： 

    腓立比書是一封喜樂洋溢的書信，在書中我們不見保羅慣常之嚴肅神學家 

的面孔，反是一副慈祥、和藹、樂觀的牧者心情，故本書被稱為「喜樂的書札」。 

「喜樂」一詞在全書中出現十七次，每章都有「喜樂」這字。新約中沒有一本 

書像腓立比那樣充滿喜樂的氣氛。 

    保羅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向腓立比的信徒們道謝，因為在缺乏時他們 

接濟他，並且報導他在監禁中的近況。保羅趁這機會鼓勵他們，堅定他們的信 

     心，讓他們看見雖然他遭受患難，而且腓立比信徒們自己也在困難中，但仍然

能靠主保持勇氣和信心。保羅並勸勉他們以耶穌基督的榜樣、祂是至寶，作為

追求的中心及生活的力量。保羅同時改正教會中不同心的問題，勸勉他們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學習基督的謙卑和僕人的樣式，過合一、謙遜和無瑕疵的生

活。同時他也警告他們防備割禮派 (3：2) 及情慾派 (3：18~19) 的錯誤。 

 

     本書特徵 

     1. 為保羅書信中最富感情及最個人性的。 

     2. 也是最以「基督為中心的」一卷。 

 3. 書內一段有關「基督論」重要的經文，稱為「虛己經文」(Kenosis passage)  

(2：5~11) 。(ekenosen—emptied 「倒空自己」) 

4. 鑰字包括「基督」(50 次) 、「褔音」、「想念」、「同」、「喜樂」(17 次) 等。 

 

大綱 

    1. 引言 (1 章上) 

     （1）問安 

     （2）禱謝 

    2. 表明心跡：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1 章中~1 章下) 

     （1）保羅在捆鎖中的見證  

     （2）勸勉為褔音努力受苦 



    3. 主裡勸勉：基督是我們的榜樣 (2 章) 

     （1）以基督的心為心 

     （2）同工的榜樣 

    4. 防備異端：基督是我們的至寶 (3 章) 

     （1）防備割禮派 

     （2）保羅改變的見證 

     （3）警告情慾派 

    5. 勸告同心：基督是我們的力量 (4 章上~中) 

     （1）勸在主裡同心 

     （2）勸專心靠主 

     （3）未盡的勸勉 

    6. 結語 (4 章下) 

     （1）道謝餽送 

     （2）請安祝褔 

 

歷史背景 

1. 腓立比城 

      腓立比 (Philippi) 是馬其頓的一個重鎮，它本名 Krenides「小噴泉之意」，

是亞歷山大大帝之父馬其頓王腓力 (Philip) 於主前 368 年創建；主前 350 

   年，為紀念其父親，遂命名為腓立比。主前 148 年，馬其頓被併入羅馬版圖，

羅馬人在此建築行軍大道名伊格尼修大道 (Egnatian Way)。腓立比便坐落在這大

道上。 

      主前 30 年成為羅馬殖民地，且為「駐防城」，駐重軍於此地 (徒 16：12)，

居民說羅馬話、穿羅馬服裝、守羅馬律法及各種節期禮儀 (徒 16：20)，並賦予

居民豁免納稅權，故又譽為「小羅馬」。此地盛產黃金、染布顏料、羊毛，極其

富庶。據估計這城約有 20 至 50 萬居民，大部份是希臘人，有小部份是猶太人和

羅馬人。按宗教言，因腓立比為一軍防重鎮，宗教活動不及其他各城 (如雅典、

以弗所、哥林多等) 複雜。 

2. 腓立比教會 

      腓立比教會是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時建立的，是時保羅在特羅亞，一夜

得「馬其頓呼聲」，遂轉往歐洲的腓立比去，在那裡帶領賣紫布的婦人呂底亞

一家信主，並趕逐行邪術使女身上的巫鬼，及帶領獄卒一家等人歸主。後因

受逼迫之故，保羅與西拉便離開那裡，轉往帖撒羅尼迦去 (徒 16：7~14) 。

從「我們部份」(We–section) 在腓立比中止可作合理的測度，路加留在該處

牧養新建立之教會。 

       約五年後，保羅在第三次旅行佈道時重回腓立比，時間雖短，但他與教

會的關係卻深遠，他們在經濟上常與保羅同工 (4：15~16) 。又五年後，在

羅馬監牢裡，保羅經常收到腓立比教會的接濟 (4：18)，他們又打發以巴弗



提前來羅馬伺候保羅 (2：25)，可見這教會與保羅確有一份柤當深厚的情誼。 

3. 腓立比書 

      在保羅眾多書信中，腓立比書是最特殊的書卷，它不是專論教義，也沒有

解決教會問題，書內透露的目的有：(1) 向教會致謝過去與現在的關懷，包

括物質上的支援；(2) 向教會提出要提防割禮派人的影響；(3) 勸告教會中兩

位不同心的姊妺，要為福音的緣故同心；(4) 鼓勵會友追求卓越超凡的人生，

勿被環境打倒，正如 1 章 21 節：「活著就是基督」，這是得勝的祕訣，也是喜

樂的泉源。 

 

歌羅西書 (共 4 章) 

作者：保羅 

日期：主後 61 年秋 

地點：羅馬 

受信人：歌羅西之聖徒 

持信人：推基古 

目的：指出基督的褔音乃神之真知識，非人間之遺傳、世上之小學 

主旨：褔音為真理的道 

鑰節：2 章 8 節 

 

簡介： 

    歌羅西書像羅馬書般，是保羅寫給一個從未到訪過的教會 (1：4、7～8，2：

1) 。內容卻是特為駁斥異端而寫成的書信，是本「基督論的課本」。 

    保羅在其中強調基督自己至高的主權，和祂所帶來的完全救恩。書中極力高

舉基督，祂是宇宙的創造主、世人的救主、教會的元首，這有關基督的三大

高舉，為要抵擋在歌羅西教會日益增長的異教之風。 

    信徒和基督的死、復活、在基督裡的聯合，是在地上生活的根基。本書主要

論基督的三大方面：(1) 基督的超越性 (1：15～29)；(2) 基督的完備性 (2：

1～23)；(3) 基督的居首位 (3：1～4：6) 。 

 

本書特徵 

1. 論基督本性與位格最豐富 (1：15～20) 。 

2. 歌羅西書 1 章 15～23 節與以弗所書 1 章 20～23 節、腓立比書 2 章 6～11 節

為書中三段最豐富「基督論」的經文。 

3. 鑰字包括有「豐滿」、「智慧」、「奧祕」等。 

 

大綱 

1. 啟語祝福 (1 章上～中) 



  （1）啟語問安 

（2）祈禱 

2. 基督之超越性 (1 章中～2 章上) 

  （1）基督之超越 

  （2）基督徒之超越地位 

  （3）保羅之職事與關懷 

3. 哥羅西之異端 (2 章中～下) 

  （1）堅守真道  

  （2）防備異端 

  （3）異端特徵 

4. 信徒之新生活 (3～4 章上) 

  （1）新生活之基礎 

  （2）新生活之樣式 

  （3）最後勸勉 

5. 結語 (4 章下) 

 

歷史背景 

1. 歌羅西城 

   哥羅西城處於亞西亞省之中南，與希拉波立、老底嘉形成三角鼎立的形勢。

歌羅西位東，老底嘉處西，希拉波立於北。三城中，老底嘉為人煙稠密的中心，

為一「銀行業中心」(參啟 3：14～22) ；希拉波立城為「礦泉城」，也是一處著

名的療養地。保羅寫信給歌羅西教會時，也叫他們代問候老底嘉教會，要他們交

換書信 (4：15～16) 。 

   按商業言，歌羅西附近為畜牧最理想的平原，故盛產毛織品，又出產含紫色

染料之礦物質，稱「歌羅西蜜」(Colossinus) ，更有助於羊毛織品之貿易。此城

人口混雜，民風承受希臘文化，崇拜各類哲理學問。主前 200 年，鈙利亞王安提

阿古一世將二千戶猶太人由巴比倫移居於此，故此城猶太人為數不少。 

 

2. 歌羅西教會 

  (1) 創立 

     據使徒行傳 19：10 記載，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時，在以弗所居住了三年，

「一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猶太人或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道」。歌羅西離以弗

所約一百哩，自然也聽見主的道，但不是直接從保羅聽來的，也許是經以巴弗之

手而成立教會 (參 1：7，4：12～13) 。他與另二城市老底嘉及希拉波立的教會

關係良好，很可能他是教會的創始人。教會可能在腓利門家聚會 (4：9；門 1～2

節) 。 

 （2）異端 

     歌羅西教會似乎受了一些異端所困擾，這異端似是這教會的「獨有產品」，



別的教會未受波及。 

     a. 諾斯底派的特色 

       諾斯底派是一種古怪的希臘哲派，強調二元論，凡物質皆沾有罪性，因 

       此世界是罪惡的，耶穌也沒有真肉體、真人性，祂不是全人，耶穌是介 

       乎神人之間的二等神 (Demi–god)，正如天使也是二等神，所以人也要拜

天使。因此基督的本質與救贖受輕忽。他們認為凡靈才是純全，神是靈，祂不可

能創造物質世界。故此，創造世界的不是神，而是智慧，所以尋 

       找智慧是人生最大的目標，一旦尋著，他就能明白宇宙的奧祕。 

     b. 猶太教的特色 

       這異端又含有猶太教所強調的飲食律、守節期、宗教禮儀、安息日、行 

       割禮、守律法。 

     c. 禁慾派的特色 

       因這異端堅說身體是罪惡，需視之為仇敵，故此，要修行，叫身服己。 

    綜合說來，歌羅西的異端是一個「三不像」的本土異端，它不像正統的諾斯

底派，也不像威脅加拉太教會的割禮派，也不像愛辛尼派的禁慾主義。 

 

3. 歌羅西書 

  (1) 與以弗所的關係 

     哥羅西書在歷史背景及其他方面，與以弗所書有許多相同處。在主題上，

至少有七十二句經文的涵義可在以弗所書內找到，因兩者皆強調教會是基

督的身體，基督又是教會的頭，是其他書卷少論及的。 

  (2) 動機、目的、主旨 

     哥羅西教會的牧人以巴弗千里迢迢 (一千三百哩外) 從歌羅西到羅馬，保

羅驚悉教會被一種奇怪異端所攪擾。他心焦如焚，於是振筆急書，指出這

異端的錯謬，並鼓勵教會多思念上面的事，及誠實敬畏主 (3：2、22) 。

此時以弗所人推基古 (提後 4：12) 正要由羅馬回家，保羅遂託他將歌羅西

書帶去，同時，歌羅西教會領袖腓利門的逃奴阿尼西母在保羅帶領下信主

了，保羅亦趁著機會勸他回去，與主人和好，時約主後 61 年。 

 

 

 

 

腓利門書 (共 1 章) 

作者：保羅 

日期：主後 61 年秋 

地點：羅馬 

受書人：腓利門 



持信人：推基古 

目的：請求腓利門在主裡赦免，並接納逃奴阿尼西母 

主旨：主內的赦免 

鑰節：17 節 

 

簡介： 

    腓利門書是保羅書信中最短、最親密，也頗具人情味的書卷。從書內可見保

羅處處為人著想、心思細密。保羅的偉大，不單在乎他能闡釋深奧的教義，

同時他能關懷別人的處境，為人著想。 

    本書也是對付羅馬帝國腐敗的社會毒瘤—奴隸制度的機智傑作。腓利門的奴

隸阿尼西母從他主人那兒偷了東西，逃到羅馬，在那裡遇到保羅，並接受

了耶穌基督的褔音。信主後，阿尼西母需要面對一件事：向主人腓利門認

罪賠償。故此保羅遣他攜帶此封信回去，並力勸腓利門饒恕他。阿尼西母

離開時是腓利門的奴隸，但如今回去時，卻成為在主裡的弟兄，保羅說：「不

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弟兄。」(16 節) 

    本書是一封短函，字裡行間充滿著和善、友誼、智慧、親切的感覺和饒恕的

精神。保羅沒有擺出莊嚴的面孔來說教，卻用謙遜溫和的語氣勸服人，並

要腓利門以信心的功效接納、赦免人，顯出信徒愛心的美德、甘心，為使

別人得益處。 

 

本書特徵 

1. 保羅私函中惟一保存下來的一卷，透露保羅具有豐富的人情味，也顯出他成 

  功的地方。 

2. 包含新約中有關赦免與接納的偉大教義。 

3. 本書具有「個人價值」、「倫理價值」、「實用價值」、「社會價值」、「屬靈價值」、

「佈道價值」、「帶領價值」。 

4. 鑰字包括有「愛心」、「信心」、「求」、「收納」、「益處」、「暢快」。 

 

大綱 

1. 引言 (1～7 節) 

2. 保羅的請求 (8～17 節) 

  (1) 憑藉  

  (2) 對象 

  (3) 解釋 

  (4) 目的 

3. 保羅的保證 (18～19 節) 

  (1) 內容 

  (2) 憑據 



4. 保羅的盼望 (20～21 節) 

  (1) 快樂 

  (2) 順服 

5. 結語 (22～25 節 

 

歷史背景 

    腓利門書是新約中惟一透露新約時代一個基督徒家裡情況的書卷，這家主人

腓利門是歌羅西人 (西 4：9)，可能是保羅在以弗所那三年的屬靈果子 (19

節) 。腓利門家境富裕，他有奴僕，家中寬敞可作教會 (2 節) ，亦常濟助 

(5 節) 。亞腓亞可能是他的妻子 (「妹子」有古卷作 agapete，意「親愛的」，

諭「妻子」) ，亞基布是他的兒子。保羅稱腓利門為「同工」(1 節) ，可

見他是位有信心、愛心、服事主的人。 

    保羅在羅馬被囚年間巧遇阿尼西母，並帶領他歸主。因歌羅西教會發生異端

攪擾事故，保羅急書就致該教會書信後，順便寫成腓利門書，將已悔改的

阿尼西母遣返回主人家。由此書中，我們清楚看見保羅對人的心是何等的

寬宏，這也是他對腓利門的勸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