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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弗所書（2）保羅爲著神給予的恩典獻上感恩（弗 1:15-23）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以弗所書 1:1-14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以弗所書的作者是保羅，受書人是以弗所教會，也可能是各教會，因為部分古抄本沒有“在

以弗所”等字。以弗所書雖然是一卷比較短的書，卻傳遞了非常豐富的神學信息，其中特別

著重教會的性質與使命。這書的結構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部分：1-3 章以兩段禱告作為框架，將

神在基督耶穌裏所成就的救恩很詳細地描述出來，特別是對這個被拯救的新群體的性質有深

入的表達。4-6 章主要提到如何在生活中落實信仰。 
 
以弗所書 1:1-2 是書信的卷首語，希臘與羅馬帝國時代的書信通常會很簡單地交代寫作處境，

但是在保羅的信中，我們可以藉著觀察他對寫信人與收信群體的描述，看到當中所表達的一

些信仰理念。 
 
首先，保羅指出他作為基督耶穌的使徒，是奉神的旨意而有的地位。以弗所書 1 章四次重複

使用這個字，反映出這是保羅對這封書信所著重的主題。 
 
保羅在這裏用了兩個形容詞來描述收信人。首先，收信人是“聖潔的”，在新約之中，這個

形容詞的眾數通常都是翻譯為“聖徒”，反映基督徒是一個被分別為聖的群體。第二方面，

收信人被形容為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 
 
最後，保羅以他標準的方式作出問安。“恩惠”是希臘化的問候，而“平安”則是猶太化的

問候。保羅的問安充分地反映出他對於救恩的普世性理念。耶穌基督所建立的新群體，是跨

越文化界限的。神的恩典並沒有限制，所有的人都是神要拯救的對象。 
 
在以弗所書 1:3-14 中，保羅以“應當稱頌”來發出呼籲，然後多次提到“得著稱讚”來强化

這個呼籲。 
 
保羅指出神是一切恩惠的源頭，呼召讀者以頌讚作出回應。頌讚的對象是“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父神”，指出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神是耶穌基督的父，而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我們藉

著耶穌基督，可以到神面前敬拜祂，這是以弗所書之中的重要信息。 
 
保羅提到我們頌讚的基礎是神奇妙的作為。第一個頌讚的原因，是神在基督裏“揀選了”我

們。神的揀選是出自祂自己的旨意和祂喜悅的緣故。這揀選是在基督裏發生的。因此我們成

為神的兒女，不是與生俱來，而是神收納我們，使我們“得兒子的名分”，這字基本上是一

個法律的行動，指人將一個本來不是兒子的人立為承繼者。因此，我們在基督裏可以有一個

將來的盼望，而這盼望的身分現在已經確立了。 
 
我們所得的救贖是照著神豐富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的，就像泉水湧溢一樣，是極為

充足、加倍地臨到信徒身上。我們得到的恩典和救贖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工作，而是神藉著愛

子耶穌基督的犧牲，以基督流血捨命的代價而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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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是藉著愛子的血而成就的。救贖一定要付上代價，而我們所需要的救贖並不只是政治性

與社會性的，而是我們因過犯而陷入罪惡的權勢之下，需要付上贖罪的代價，就是愛子耶穌

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犧牲，以祂所流的血挽回我們。我們所領受的救贖，不單是藉著耶穌

基督的血而罪得赦免，更是因著祂的恩典而歸到祂的名下。 
 
保羅將神在愛子裏所成就的工作，從信徒個人身分的改變，轉移到一個普世性的影響。在保

羅的用法中，“奧秘”並不是神秘莫測的，而是指一些暫時性地被隱藏的事，而且最終一定

是會顯露出來的，只是在這顯示的過程中，必定需要神啓示的介入，不是以人的聰明智慧可

以自己明白的。因此，這裏很清楚地指出，我們能够知道神旨意的奧秘，是因為神以諸般的

智慧聰明，按著祂自己的美意而成就的。 
 
保羅回顧了神在猶太信徒中所顯的旨意之後，在 13-14 節則轉到外邦信徒身上。保羅指出他

們是聽見了真理的道，他們本來不認識神，卻因為有人將神真理的道向他們傳揚，他們才有

機會得到生命的改變。保羅也立即補充解釋，這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他們得救的福音。 
 
我們所領受的恩典，是神在基督裏白白而充足地賜給我們的，神使我們罪得赦免，得以在主

基督裏面。願我們珍惜重視蒙恩的身分。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以弗所書 1 章剩下的內容。 
 
以弗所書 1:15-16 記載：“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地感

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關於這兩節經文，新譯本翻譯為：“因此，我聽到你們在主耶穌裏的信心，和對眾聖徒的愛

心，就不住地為你們獻上感謝。我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呂振中翻譯為：“為這緣

故，我既然聽見你們中間對主耶穌有信心，對眾聖徒有愛心，就為你們不停地感謝，在禱告

中時常提到。” 
 
在這兩節中，有兩處需要留意：第一，和合本沒有翻譯出的“對眾聖徒的愛心”；第二，感

謝與禱告之間的關係是什麽呢？ 
 
這兩節由上一段對神恩典發出的頌讚，轉到這一段為信徒發出的感恩。關於這一段的解釋關

鍵，是我們對 16 節的理解，很多的譯本都在 16 節表達出感謝與禱告兩個行動，卻沒有清楚

地指出這兩個行動之間的關係，以致很多人因此將下文 17-23 節的內容看為禱告的內容，而

將感謝神的重點忽略了。 
 
雖然 16 節的主動詞是“不住”，作者所不住地去做的行動，理論上是可以包括後面兩個分詞

所表達的行動，但因為在兩個分詞之間並沒有連接詞，所以若將解釋為保羅不住地做的行動，

比較不自然。更可能的解釋，是將後面描述禱告的分詞翻譯為一個時間子句，指出當作者在

禱告中記念他們的時候，是沒有停止地為他們感謝神。 
 
這樣的解釋影響我們如何理解 17-23 節的內容，因為若這段主要是保羅為信徒發出的感恩，

下面的一段就是感恩的內容，也因此是神已經做在信徒身上的事。當然，感恩與祈求之間的

界綫有時會比較模糊，因為雖然神已經賜予恩典，但我們未必一定對神所賜的完全掌握，需

要一步一步地在實際的生活中去經歷，因此，感恩與禱告基本上是不能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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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感恩之前，保羅先表達出自己為他們感恩的原因，就是保羅聽到他們的信心與愛心。以

弗所書不是一封處境性的書信，甚至可能是寫給眾教會傳閱的公開信，因此這裏並不是特指

保羅聽到一些教會的消息，而是一般性地指出保羅知道他們屬靈的狀況。一方面是指出他們

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反映了他們正確地認識與接納了耶穌基督的福音，持守真理的道；另一

方面，他們對眾聖徒有愛心，表明他們擁有神子民的生命，認識到自己是屬於在耶穌基督裏

的群體，並且彼此之間互為肢體。 
 
信心和愛心可以說是基督徒的標記。和合本沒有翻譯出這一點，以致有人將這信心從對耶穌

基督的信仰，延伸至與聖徒群體的認同之上。除了古抄本證明愛心一詞的存在，在同時期寫

成的歌羅西書 1:4 也可能反映保羅是慣常地將信心與愛心放在一起。這表示保羅認為那些相

信接受耶穌基督的人，也同時必定接受與親近那些屬基督的人。 
 
在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時，神已經改變我們生命的本質，叫我們與其他信徒一同成為屬神的子

民。願我們在生活之中，可以活出神恩典帶來的改變。 
 
以弗所書 1:17-18 記載：“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啓示的靈賞給

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

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保羅為著神給予的恩典獻上感恩。在這感恩禱告文之中，在 18 節，保羅以一個完成式分詞來

表達神“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一般來說，完成式是表示一個過去的行動所産生的結果，

若這裏是要求神照亮信徒心中的眼睛，應該使用不定式的分詞，而不是完成式。按照這完成

式的表達，這兩句可以翻譯為一個感恩的禱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已把那

賜人智慧和啓示的靈賜給你們，使你們真正認識他，他已照亮了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

道他呼召你們來得的指望是什麽，他在聖徒中所得榮耀的基業是何等豐盛，” 
 
在這樣的解讀之下，我們可以看到這與上下文有更緊密的聯繫。神在祂的揀選中，藉著祂豐

富智慧的啓示，讓我們可以認識神在耶穌基督裏所成就的救恩。此外，在 11-14 節，保羅也

已經指出人信的時候就要得聖靈為印記，而這印記是我們被呼召來得指望的憑據，而且在 7-10
節我們也看到，在耶穌基督的救贖裏，神要在時候滿足時，使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在基督裏

同歸於一，成為神豐盛的、榮耀的基業。 
 
這樣解讀的結果，並不表示我們不再需要為這些祈求，而是在這祈求中更有信心。若我們認

定這些是神已經賜給我們的，神已經為我們成就了這些事，我們就確實地知道這些是神的旨

意，雖然可能我們在生命的歷程中尚未充分地掌握瞭解，但我們可以肯定這是神要我們靈命

成長的方向。神已經賜聖靈住在我們裏面，也應許聖靈要帶領我們進入真理，我們就要順著

聖靈而行，經常研讀神所啓示的話。在讀經、祈禱中，實踐神在祂恩典裏對我們的教導，將

聖經的真理活現在我們的群體中，也藉著我們生命的改變，更加經歷神在我們當中榮耀的作

為。 
 
以弗所書 1:19-23 記載：“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

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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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將萬有

服在他的脚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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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1 節，保羅向我們指出，信徒應該可以知道神在我們當中所顯的大能，特別在 20-21
節指出：耶穌已經從死裏復活，並且現在坐在神的右邊，這是我們信仰的重要焦點。因為耶

穌基督所經歷、所成就的工作，是整個基督教的信仰基礎。教會的存在，正是建立在耶穌基

督從死人中復活的根基之上。 
 
耶穌基督在信的人生命中所顯的能力，是難以想像地浩大的。保羅在 19 節使用了一連串的字

眼，很强調地表達這種浩大的能力。和合本沒有翻譯出這一點。 
 
呂振中把 19 節翻譯為：“他的能力對於我們信的人是何等超越的宏大。這是照他力量之權能

所運用的動力。”主耶穌基督的愛是超過人的知識所能測度的。神在信徒身上所顯的能力不

單是浩大，更是超越的浩大。在 20 節的下半部分，保羅更以三個都是表達能力的詞連在一起

描述──“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運行”可以解作動力、功用、作用，比較著重實際的果效；“大能”比較多翻譯為權能或

權勢；而“大力”很多時候會翻譯為力量。保羅將這三個意義重叠的字連在一起使用，很明

顯也是强調的作用，讓讀者感受到神在信徒中所顯的能力，是無可比擬的。 
 
20-21 節為這個無可比擬的能力提供了一個合適的例子。雖然我們很難想像神的大能究竟是何

等偉大，但我們可以在耶穌基督身上看到祂從死裏復活所顯的能力。復活本身就已經是超越

我們想像的事，人從來都不能够勝過死亡的權勢，耶穌從死裏復活是一個歷史性的奇蹟，而

且祂更是被接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邊，擁有超越一切天上、地上勢力的尊名。因此，耶穌

基督的復活，並不只是一次性所彰顯的能力，而是因這歷史事蹟，啓示出神掌權的國度在耶

穌基督裏得以成就。 
 
明白耶穌基督復活的能力，並不是只在頭腦上得到一些知識，而是在我們的生命裏知道有一

位可靠的救主，無論我們在怎樣的景況中，我們都可以知道，因祂活著，我們可以依靠祂而

活，勇敢地面對我們生命中各式各樣的挑戰。 
 
耶穌基督活著，是我們信心的基石。因耶穌基督活著，信祂的人就可以面對生命的窄路。在

以弗所書這段感恩禱文的最後結語，保羅指出耶穌從死人中復活，升到天上，超越一切執政

的、掌權的，神使萬有都要服在耶穌基督脚下，這是基督的權能達到的最終結果。耶穌基督

的死不單成就了救贖，使信祂的人罪得赦免，更完成了神在創世中的計劃，使神的國降臨。 
 
在 22-23 節中，保羅用了頭和身體的關係作為比喻。有人認為頭是比喻的來源，指一切都是

出於耶穌基督，但是在上下文的信息內充滿了神國度權柄的主題和形象，因此頭應該是主權

的象徵。 
 
在 22 節最後，保羅指出耶穌基督是為了教會而作萬有之首。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祂本身

就成為萬有之首，但保羅卻要讓信徒看到，耶穌基督是為著教會，也代表著教會而成為萬有

之首。換句話說，耶穌作萬有之首的身分不是為著祂自己，祂要使教會成為神創造計劃的成

全者。 
 
在 22 節中，保羅使用了“服在他的脚下”的講法，可能跟詩篇 8:6-8 的記載有聯繫：“你派

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海

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5 

 

神在創造中對人的計劃在耶穌基督身上得到成就。神在創造天地時，按照祂的形像樣式造人，

意味著人應該在這世界擁有神這形象的特質，並代表神管理世上一切被造的，只是在人犯罪

後，失去了這樣的管治能力。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成就救贖，使神本來為人所定的計劃，都

在耶穌基督裏面得到成就。因為耶穌基督救贖的工作，信祂的人可以在祂的帶領之下，成就

神在創造之中的計劃。 
 
最後，保羅指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與耶穌基督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約翰福音中，耶穌

用了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比喻祂與門徒的關係，與這裏的比喻相似，耶穌都是要指出信徒的

生命應是連結在祂裏面，而“在基督裏”也成為了信徒身分的標記。保羅更進一步地指出，

教會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這句也可以翻譯為“是被那萬有的豐盛所充滿的”。因

為“充滿萬有”的原文在歌羅西書 1:19 和 2:9 中，都是指住在耶穌基督裏的一切豐盛，就是

耶穌基督擁有完全的神性。因此，充滿萬有者並不是一種存在於萬物之中的素質，而是神本

性中的豐盛。教會作為耶穌基督的身體，是與耶穌這葡萄樹不能分開的枝子，我們應該在世

上成為基督的代表，將神的榮耀反射出來，作為世上的光。 
 
聽眾朋友，讓我們一起感謝神，因為我們不再在黑暗中尋覓神的奧秘，而是在耶穌基督真理

的啓示下，知道我們的盼望，明白天父的旨意，相信神的國要在耶穌基督裏得到成就。願我

們學習有順服的心，按著天父的帶領而活，踐行神的使命，成為神榮耀的見證，彰顯祂的作

為。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