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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眼光看新約(五)保羅宣教初期的書信 

保羅蒙召作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傳給外邦人，在他宣教的初期，面對兩個挑戰，

一是猶太律法主義，一是希臘文化。保羅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期間，分別寫了

加拉太書和帖撒羅尼迦書，加拉太書針對猶太律法主義，闡述了「信」的真諦。

帖撒羅尼迦書信則是針對希臘文化中的悲觀思想，指出信仰所帶出的「盼望」。 

 

□ 保羅宣教時期寫的書信 

保羅在宣教時期寫了六封書信，配合使徒行傳，可以推測其寫作背景，與他所要

表達的內容大致如下： 

 地點 時間 書信 內容 

第一次

宣教 

加拉太 ~49 加拉太書 指出猶太律法主義的錯誤 

因信稱義的真理 

第二次

宣教 

馬其頓 

亞該亞 

~52 帖撒羅尼迦

前書、後書 

針對希臘文化沒有復活的盼望，指出基督

信仰的永恆概念，並盼望基督再來 

第三次

宣教 

亞西亞 

〔以弗所〕 

~55 哥林多前

書、後書 

教會內部發生紛爭，提出疑問，解決之道

就是「愛」，效法基督十字架、捨己 

探訪眾

教會 

馬其頓 

哥林多 

~57 羅馬書 針對羅馬教會的猶太和外邦信徒，在信仰

真理與生命造就，做出精闢的講論。 

 

□ 加拉太教會的背景 

使徒行傳 13-15 章敘述保羅傳福音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路司德、以哥念和特庇，

那裡被統稱為加拉太地區。那地區有許多猶太人，並且有猶太會堂，許多外邦的

尊貴人也加入猶太會堂，甚至加入猶太教，行割禮，守摩西律法，成為猶太人。

保羅也到猶太會堂傳福音，使許多敬虔的外邦人信從福音，引起猶太人的不滿。 

1. 福音傳到加拉太：保羅第一次宣教來到了加拉太，傳福音給那裡的猶太人和

外邦人，猶太人拒絕福音，但外邦人接受。猶太人卻逼迫保羅，聳動外邦人，

有一半的外邦人受猶太人影響而攻擊保羅，但沒有成功，因聖靈與保羅同在。

保羅藉著聖靈行了神蹟奇事，印證神的福音，並在各城建立教會。 

2. 加拉太教會建立：加拉太教會被建立後，保羅沒有在那裡久留，只勸他們恆

守所信的道，提醒他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過許多艱難。」就在各教會選

立長老，禁食禱告，把他們交託給主(徒 14:21-23)。保羅不時關心教會靈命的

成長，與他們保持聯繫，後來幾次宣教也都路過那裡去看望他們。 

3. 猶太人迷惑教會：猶太人在加拉太有相當影響力，許多尊貴人加入猶太教。

保羅傳福音時，猶太人不能攔阻保羅傳福音，就趁保羅離開後，進到教會，

藉著教導舊約聖經，把律法儀文加給他們，要外邦人受割禮，守摩西律法，

才能得救。加拉太人不能分辨是非，就接受這些教導。保羅聞訊後，就寫了

加拉太書指責加拉太教會，並藉此闡明「因信稱義」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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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會議 

保羅寫了加拉太書，闡明福音真理，但只能糾正加拉太教會，不能影響普世教會。

律法主義者卻到各地宣揚：「若不按摩西規條行割禮，不能得救(徒 15:1)。」這

教訓傳遍外邦教會，甚至到了安提阿，其勢力也影響耶路撒冷教會。保羅和巴拿

巴看到事態嚴重，便要求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長老召開會議，把這議題「說清楚，

講明白」，因此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就有了耶路撒冷會議。 

1. 會議的代表：有使徒、長老，和地方教會的代表，往後教會史上大公會議的

代表，就是採取這模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彼得、雅各，和保羅、巴拿巴。 

a. 外邦人教會：當時外邦宣教才剛起步，教會為數不多，主要的是安提阿

教會，以保羅和巴拿巴為代表，報告他們在外邦人中宣教的見證。 

b. 猶太人教會：當時信主的猶太人為數很多，當中有許多法利賽教門的人，

他們對律法過分執著，就歧視外邦人的教會，認為他們應守摩西律法。 

2. 彼得的見證：神啟示彼得外邦人不再是不潔的(徒 10:15)。神讓彼得傳福音給

猶太人、撒瑪利亞人，和外邦人。並有聖靈的印證(徒 2:38; 8:14-17; 10:44)。 

3. 保羅和巴拿巴的見證：他們靠聖靈，在外邦人中行神蹟奇事，結福音的果子。

外邦人也被聖靈充滿，正如哥尼流一樣，聖靈在他們身上，印證他們已得救。 

4. 雅各的裁決：雅各根據使徒見證，舊約先知的話，宣示神的恩典也要臨到外

邦人，教會要接納他們，但要他們在道德和飲食條例上遵守以下禁令。並非

叫外邦人守舊約律法，因羅馬法律也有不可偷竊、殺人等禁令，不須重覆，

只要稍作修正即可。當中雖有妥協之意，但讓猶太人和外邦人都能接受。 

5. 宣示眾教會：雖然會議是由使徒和長老召開，但從頭到末了都有聖靈的開啟、

引導、和印證。會議肯定保羅和巴拿巴的工作，譴責猶太律法主義者造成的

混淆，所以他們以聖靈和使徒長老之名，派人到各地教會宣導會議的裁決。 

 

□ 耶路撒冷會議的影響 

耶路撒冷會議是教會史上第一次的全教會性的會議，決議信仰中最基要的真理。

後來教會陸續召開了幾次會議，稱之為「大公會議」，討論許多神學爭論，藉著

會議把基要的真理闡釋清楚，奠定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和正統的神學思想。 

1. 外邦宣教之門大開：從此，向外邦人傳福音不再受到束縛，使信仰單純化，

沒有文化、人種的歧見。在基督裡，各國、各族、各民、各方的聖徒都成為

一體，不再憑外在的儀文形式，而是以聖靈作為聖徒蒙恩的記號。 

2. 新約舊約分道揚鑣：猶太人拘泥於律法和傳統，守著舊有的宗教儀文，他們

心裡剛硬，得不著聖靈，也不認識彌賽亞。新約聖徒藉著信，得著赦罪恩，

領受神所應許的聖靈，就得以成為神的子民，進到新約的應許。 

3. 真理必須辨明清楚：真理雖很單純，但仍有其界限，不能隨人的意思、感覺、

偏好來走信仰的道路，而是要按神的旨意。後來教會在一些基要真理上作了

清楚的定義，制定正確的信仰告白和教義答問。這個會議的範疇是神學上的

「救恩論」，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奠定了「因信稱義」的教義。 



 - 19 - 

□ 加拉太書 

1. 寫作背景：大約在西元 49 年，保羅結束加拉太的宣教，回到安提阿不久後，

聽到加拉太教會受猶太人影響，對信仰和真理產生動搖，於是寫了加拉太書

糾正他們。這是保羅所寫的書信中，被選錄在聖經的第一封書信。 

2. 寫作目的：保羅闡明「因信稱義」的真理，外邦人因著信，得著聖靈為印記，

就不要再回到血氣中，想靠律法稱義，就從恩典中墜落。保羅勉勵他們蒙召

是要得自由，不要隨從肉體，只要隨從聖靈，靠聖靈得生，就要靠聖靈行事。 

3. 本書的影響：本書針對外邦人信主，不須遵照摩西律法守割禮，先成為猶太

人才能得救，而只要信就能得救。這對守律法的猶太教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後來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支持本書「因信稱義」的觀點，後來使徒雅各寫了

雅各書，闡明除了信之外，還要靠著行為，讓聖徒的屬靈生命取得平衡。 

 

□ 希臘文化的衝擊 

羅馬帝國時期，希臘文化充斥整個世界。希臘文化的搖籃是雅典，後經馬其頓王

亞歷山大發揚光大，傳遍整個希臘帝國。保羅在第二次宣教時曾到雅典，在亞略

巴古的論壇廣場傳福音，當他說「死裡復活」時，便被人譏笑(徒 17:32)，因為

希臘文化中絕對沒有復活。公元前五百年，希臘悲劇作家阿基拉描述亞略巴古刻

著太陽神亞波羅的神諭：「塵土收取人的血肉身體，一但他死了，就沒有復活。」

雖然亞略巴谷是自由論壇之地，但人們言論的底線是「人死了絕無復活。」保羅

在雅典的宣教遭遇很大的挫折，然而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就是建立在復活的盼望，

所以他寫信給受希臘文化影響很深的帖撒羅尼迦〔馬其頓〕和哥林多〔希臘〕的

教會，都向他們闡述了對復活的盼望(帖前 4:13-18; 林前 15 章)。 

 

□ 帖撒羅尼迦教會 

1. 帖撒羅尼迦：是羅馬帝國馬其頓省的首府，是由亞歷山大大帝的妹夫建造，

按著他妻子的名給城取名，是一個經濟繁榮，人口眾多的商港。在這裡住有

許多猶太人，並有猶太會堂，猶太人有相當的影響力，許多尊貴人加入會堂。 

2.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保羅在第二次宣教時經過帖撒羅尼迦，一連三個安息日

在會堂傳講耶穌基督，使一些猶太人和許多敬虔的外邦人和尊貴的婦女接受

耶穌就是彌賽亞。但不信的猶太人滿心嫉妒，就聳動合城的人來逼迫保羅。

弟兄們為了保羅的安全，就送保羅到鄰近的庇哩亞，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

又尾隨跟來，迫使保羅必須離開馬其頓，便到亞該亞的雅典去(徒 17:1-15)。 

3. 帖撒羅尼迦教會：保羅在帖城沒有停留多久，但教會卻成立了；保羅本人並

沒有牧養他們，而是同工西拉和提摩太來堅固他們的信心，結果很有果效。

當保羅在亞該亞與西拉和提摩太見面後，得知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仰堅固，

屬靈生命的長進，心中大感安慰，就與西拉和提摩太聯名寫信給帖撒羅尼迦

教會，表達他心中的喜樂和對神的感謝。顯示傳福音不在乎人的智慧和努力，

而是神的恩典和聖靈的大能。聖靈引導保羅到馬其頓，使他的事工輕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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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前書 

保羅在帖城傳福音沒有多久，就被迫離開，到亞該亞去。但他很關心那裡的兄弟

姊妹，就寫信勉勵他們。勉勵他們不僅要有復活的盼望，也要預備迎見主的面。 

1. 復活的盼望：帖撒羅尼迦的聖徒過去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在他們思想觀念中

完全不相信復活的事。然而，福音的本質就是傳復活的基督，這對他們而言

是極大的挑戰。保羅提到神應許末日的審判，死人都要復活，也包括在基督

裡死了的人，都要按著次序復活，並要面對審判(約 5:25-29)。 

2. 等候基督再臨：基督再臨時，就是世界的末了，祂要施行審判(太 25:31-32)。

屬祂的人永遠與祂同在，不屬祂的人永遠與祂隔絕。至於基督再臨的時候，

若有還活著的人，就要「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祂相遇。【這是末後的啟示，

其意義尚未顯明，只有祂再臨的時候，才會顯明什麼是「被提」。】 

3. 預備迎見主：基督再臨之前，聖徒將要面對災禍，但那日子像是賊來的日子，

無人知道。聖徒要做的並不是要把那時間弄清楚，但也不可輕忽怠惰，而是

警醒、預備，無論睡著、醒著，都與基督同活，才能妝飾整齊，等候祂來。 

 

□ 帖撒羅尼迦後書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提到基督要再來的信息，引起很大的迴響，但有些人會錯

保羅的意思，以為基督馬上就要來，便忽略正常的生活。因此，帖撒羅尼迦前書

寫完不久後，保羅再寫了帖撒羅尼迦後書，對基督再臨的教導加以補充。 

1. 基督再臨的日子：初代教會廣泛地接受耶穌的教導，其中就是祂將再臨的信

息。但耶穌提到祂再來的日子和時辰沒有人知道(太 24:36)。因此，保羅提醒

帖撒羅尼迦教會不要輕信這些事(太 24:23-26)。甚至保羅說到，即使用他的名

所寫的信也不要輕易相信，更不要驚慌，免得受仇敵的欺騙和攻擊。 

2. 敵基督顯露：耶穌預言祂再臨的預兆就是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太 24:15)，

意思是敵基督〔大罪人〕將要顯露。但當時，這預兆尚未顯露，所以，聖徒

不必過份緊張。敵基督的特徵是，敵擋主，高抬自己，自稱是神。 

3. 聖徒持守真道：不是每個蒙召的人都能進到神的榮耀，必須忠心到底，跟隨

基督到底，才能勝過敵基督(啟 17:14)，與基督一同得勝，也與祂一同得榮耀。

保羅提醒他們不要為了等候基督再來，就不做日常生活該做的事，而是應該

隨時勤奮工作，並努力行善。保羅為他們定下規矩，若不工作，就不能吃飯。 

 

□ 結論 

1. 盼望基督：福音初到歐洲，那裡人受希臘文化的影響，人生充滿虛無和悲觀。

保羅寫帖撒羅尼迦書信，告訴他們信仰的意義，就是要有復活的盼望，並要

警醒預備，等候基督再臨，因為基督再臨時，死了的人都要復活，接受審判。 

2. 現實生活：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與世隔絕，逃避現實，而是積極且樂觀地面對

世事人生，做應該做的事。一方面帶著永生的盼望，隨時思念著天上的事；

一方面也腳踏實地生活，在今生今世活出聖徒應有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