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穿越聖經》 
提摩太前書導讀：本書要旨是鼓勵和教導年輕的教會領袖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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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查考與分享了耶利米哀歌 2:5-5:22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根據列王紀上 8:1-11 的記載，坐落在耶路撒冷的所羅門王聖殿，是神的“帳幕”和“聚會之

處”，代表神的同在。這聖殿是敬拜的中心，其毀滅象徵著神棄絕這些人民，不在他們中間

了。 
 
對神而言，人們敬拜的地方並不比敬拜的方式更重要。如果一所教堂儘管設計和建築都富麗

堂皇，而裏面的人卻不忠誠地跟隨神，那麽教堂也會從內部朽壞。猶大人雖有美麗的聖殿，

但在日常生活裏卻不遵守敬拜禮節中所認信的，這樣他們的敬拜就變成了假冒的謊言。你在

敬拜時，是否說了些不真誠的話呢？你是否禱告求主幫助，卻不真的相信祂會幫助呢？你是

否口裏說愛神卻無愛神的心呢？讓我們都先熱切地尋求主，體會主的愛和關心，然後再全心

全意地去敬拜神。 
 
四個象徵保障的來源已經先後失去了，分別是城門的保護、君王與首領的領導、法律的準則

以及先知的預言。因為有這四個因素的存在，人民被虛假的安全感欺哄，活在罪惡中且感到

舒舒服服。之後，四個因素逐一被除去，人民不得不作出抉擇：要麽悔改歸向神，要麽繼續

受苦。今天，信徒不應讓虛浮的外在表徵，取代了實實在在的個人與神的關係。 
 
耶利米的眼淚是真誠且充滿憐憫的。悲哀不代表我們缺乏信心和力量，哭泣也沒有什麽不對，

耶穌難過時也掉淚。約翰福音 11:35 記載：“耶穌哭了。”面對令人落淚的社會和道德的淪

陷，我們會有什麽反應呢？也許這不會像敵人進攻那麽明顯，但可以肯定社會會受到破壞。

我們對周圍的道德被腐蝕應該有所警惕。 
 
在耶利米時代，假先知到處皆是，他們常宣布一些假的神諭。當耶利米警告猶大的滅亡和人

民長期的被擄將至時，假先知卻說一切平安無事，用不著懼怕。事實上，耶利米是神派遣的

先知，他的預言才是真的。 
 
“凡過路的都向你拍掌。”這意味著什麽呢？拍掌、嗤笑和搖頭，都是表達輕蔑和嘲笑的方

式，是含有鄙視的姿態。 
 
耶利米哀歌 1 章描述耶路撒冷的淒涼，和請求神報復敵人。2 章包括呼籲人民要全心全意地

聽主的召喚。百姓必須唾棄他們的罪，真誠地為了違背神的事而悲哀。他們因為固執而背叛

神，以致人人受苦且牽連無辜。這些災難是神的錯嗎？不是，這是任性的人民的過錯。犯罪

的人會自食惡果，但可悲的是，不管是好人、壞人，犯罪帶來的後果對他們都會有影響。 
 
苦難和罪惡已將人民帶到神面前，而且悲痛地求神原諒。只有罪傷透我們的心時，神才能解

救我們。僅是為自己的罪感到難過，並不能得到赦免，但是如果我們大聲呼求神的原諒，神

就會赦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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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卷書所描述的可怕景象原是可避免的，因為耶利米已警告人民多年。目睹毀滅真的來臨，

耶利米如萬箭穿心。當我們聽到無辜的人發生不幸的事時，我們總是吃驚不已。無辜的局外

人，常常成為國家受審判時的受害者。因此，罪惡不但能造成悲哀，也常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耶利米感到最黑暗的時候，他因這保證而有了盼望：神一直是信實的，也會繼續持守信實。

耶利米同時目睹了神的審判和神的愛。在審判之時，耶利米仍然認定神的慈愛，正如在順利

之時他會對神的審判有所警惕一樣。 
 
在希伯來原文中，耶利米哀歌的每一章都是離合詩，1、2、4、5 章每句詩的第一個字母都是

按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的順序排列的。3 章有六十六節，是一首三層的字母詩：詩的頭三

句是以希伯來文第一個字母開始，然後三句是以第二個字母開始，如此類推；這是一首典型

的希伯來文詩歌。（其他字母詩的例子有詩篇 37 篇、119 篇、145 篇和箴言 31:10-31 等。） 
 
耶利米在罪惡和悲傷中，看見一綫希望：“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

他的憐憫不致斷絕。”只要我們請求，神就會回答。也許你認為神不會原諒你所犯的一些罪，

但是神信實的愛和憐憫是勝過任何罪惡的，神應許一定赦免悔改回轉的人。 
 
耶利米從個人的經驗中知曉神是信實的。神預言不服從將得處罰，並使之應驗了。但神也應

許將來的復興和賜福，耶利米知道神一定會信守承諾，因此他確實地信靠神。我們若天天忠

實地信靠神的話，便會使我們對神應許未來的承諾更有信心。 
 
“負軛”是指願意接受神的訓誨，並且學習神所教導的話。這包括一些重要的方面：第一，

反思神所要的是什麽；第二，有謙卑懺悔之心；第三，在逆境中克己；第四，存著信心，耐

心地倚靠聖靈來教導我們有關在生活中愛的功課。神為你安排了幾個短期和長期的課程，你

是否正在跟著學習呢？ 
 
“由人打他的腮頰”，是指完全屈服於別人的凌虐，不作抵抗或反擊。根據馬太福音 5:39 的

記載，耶穌教導門徒：若有人打門徒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在被釘十字架前，耶穌

以自己的行動，為世人作了這方面的最高表率。 
 
父母管教孩子，令孩子有良好的行為；神教訓猶大人，令他們過有道德的生活並真誠地敬拜

神。我們不該抱怨管教，應該從中學習信靠神，並改變自己。我們要讓神來管教我們，使我

們的行為能够令神欣慰。 
 
耶利米在宣道期間，曾被丟到枯井中並陷在淤泥裏，生命危在旦夕。神拯救了他，耶利米藉

用此經驗來比喻整個國家陷入罪惡中，如果人民求告神，他們就能得救。 
 
耶利米哀歌 4 章以耶路撒冷被攻打前後的情況作對照，描述出因為人民的罪令繁華的景象和

聲音遠去。本章告誡我們不要認為美好的生活是不變的，也不要因繁榮而高興或感到光榮，

因為這會導致靈命衰敗。 
 
一座城遭圍困時，被困在城中的人民無法到城外去尋找食物或水，因為敵人就在城外扎營。

待城中的食物吃盡了，人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敵人收割地裏的莊稼，大吃大喝。圍困是一種

耐力的考驗，看看哪一方能支持得更久。耶路撒冷被圍困了兩年，生活困乏到人民甚至吃自

己的兒女，街上布滿腐臭的屍體，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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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創世記 18:20-19:29 的記載，所多瑪城因為城中居民的邪惡，被從天而降的硫磺燒毀，變

成神最終審判的象徵。然而，耶路撒冷的罪比所多瑪城的罪更大！ 
 
褻瀆的或污穢之人都不適合進聖殿在神面前敬拜，祭司和先知應該十分小心保持典禮的純潔，

才能繼續在神面前履行職責。但是許多祭司和先知卻做了邪惡和不敬虔的事。他們身居國家

的領導地位，卻成為國民的壞榜樣，以致國家和首都耶路撒冷都滅亡了。 
 
猶大請求埃及幫助攻打巴比倫，埃及卻給猶大一個虛假的希望。埃及起初是出兵來幫忙，後

來卻撤了兵。耶利米警告猶大不要和埃及聯盟，勸告領導者要專一倚靠神，但猶大的領導者

卻充耳不聽。 
 
根據歷代志下 36:11-23 的記載，西底家王雖被叫做“耶和華的受膏者”，卻沒什麽靈性上的

深度和領導的才能。他不但沒聽神的先知耶利米的話，反而聽信假先知的謊言，更糟的是人

民選擇跟從和信賴他們的國王。他們選擇僞信心和自滿，想有安全感超過去遵從神藉著耶利

米傳達的旨意。最後，他們的信心對象西底家王卻被俘擄了。 
 
以東是猶大的主要敵人，雖然他們有共同的祖先以撒。以東過去曾主動幫助巴比倫攻打耶路

撒冷，尼布甲尼撒也把猶大國的邊遠地方給他們作酬勞。耶利米說以東會因背叛兄弟而受審。 
 
在充滿悲傷時，真正信靠神的人應向主禱告。耶利米在這裏為他的同胞禱告。在他禱告結束

前，他提到神“向我們大發烈怒”，但是神不會永遠生他們的氣，正如彌迦書 7:18 所說，神

是“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的。 
 
在和平盛世之時，領導者和城中的長老，會坐在城門口討論政治、神學、哲學和道德操守等

問題。 
 
神的召喚遭到人民的藐視，以致人民遭受災難。耶利米哀歌向我們展示了一幅畫面：耶路撒

冷人民因犯罪而受苦，他們在世的所有生活目標都崩潰了。雖然神遠離他們，但並沒有放棄

他們；那也是他們最大的希望，即使他們過去罪惡深重，但只要他們回心轉意，神便會復興

他們。希望只在神那裏，所以我們的悲傷應該使我們歸向神，而不是使我們遠離神。 
 
到此，我們就完成了耶利米哀歌所有章節的領略與縱覽。結束了這一站舊約聖經耶利米哀歌

的遊覽歷程後，從今天的節目開始，我這個聖經導遊，將繼續帶領大家，隨著我們這輛聖經

巴士，開啓下一站新約聖經提摩太前書的研讀歷程，希望這段新的穿越聖經之旅，會讓你更

加期待，並帶給你更多的驚喜與得著。 
 
提摩太前書帶我們進到一組新的保羅書信。這一組書信共有三封，分別是：提摩太前書、提

摩太後書和提多書，被稱為“教牧書信”，因為書中所記載的都是關乎各地教會的事情。當

然，這些教牧書信和其他書信的區分只是相對而言的。 
 
教會是由所有在基督身體裏的信徒組成，要有好見證。新約聖經中的教會不是有形的建築物，

而是教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有好見證、能遵守主耶穌基督給教會的命令。這三封書信是寫給

兩個與保羅同工的年輕傳道人：提摩太和提多。他們是保羅所結的果子，也就是說他們是保

羅帶領信主的，保羅把他們留下來作助手、教導他們有關教會的事。保羅在這三封書信中教

導兩件事，即教會的教義和教會的品德。在教會裏，信徒要有正確的敬拜；出了教會，信徒

必須要有好品德。敬拜神是內在的；善行是外在的。教會要有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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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三封書信中都談到這兩個主題。例如提摩太前書 1 章提到信心，以及教會的信仰（也

就是教義）。2 章說到教會的規矩。3 章是關乎教會的同工。4 章敍述將要發生的信徒離棄真

道的事。5-6 章說到教會同工的責任。在提摩太後書，保羅在 1 章講到教會的苦難，在 2 章講

教會的作為，在 3-4 章講教會中信徒的離棄真道與忠誠。提多書的主題也是一樣，1 章講教會

的規矩，2 章講教會的教義，3 章講教會的善行，所以教會的內涵是教義，外顯是品德；對內

的是敬拜神、對外是要有善行。教會在當地應該要有好見證。首先，先要有個聚會地點。在

保羅時代是沒有特別的房子，當時沒有這個需要，因為他們不是要造個教堂。他們是在家裏，

或在公共場所聚集。保羅在以弗所租一個學堂。每天中午休息的時候，人們從各處來聽保羅

講道。那就是當時聚會的形態，漸漸成為以弗所教會。 
 
建立一個地方教會，必須要有正確的教義。提摩太前書 1:3 說明保羅在這些書信中的信息，

經文記載：“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

教會必須要有正確的教義。這就是我說教會建築物，不能代表那是一個教會的原因。保羅在

提摩太前書 3:15 又對年輕的提摩太說：“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

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會是由基督的信徒組成的，他們需要

有個負責的同工，使教會能發揮功能。負責的同工必須符合一些要求。教會要有規矩，藉著

好行為能在小區中為主作見證。可惜對許多地方來說這只是理想，因為教會沒有見證。 
 
從這些教牧書信發展出三種不同的教會組織。教會界對教會的教義和運作一直都有不同的看

法。我認為他們能從這三封教牧書信看到三種不同的教會管理：第一種是由一個人或是少數

幾個人負責管理。羅馬天主教會稱管理人是教宗，有的教會稱之為總主教；如果有幾位負責

同工，就都被稱為主教。英國國教和一些其他教會遵循主教制度，他們可能是受到教會以外

的體制控制。第二種管理是長老制或代表制。教會從會員中選出一些人作長老和執事，來管

理教會事工。只是教會會被這個組織限制了。第三種教會管理組織和主教制完全不同，被稱

為會眾制，也就是由教會會友自行決定教會的運作。 
 
你也許會好奇他們怎麽能從教牧書信發展出上述這三種不同的教會組織，那當然是因為在詮

釋上有所不同了。當我們讀教牧書信時，我會提醒你注意這些不同的解釋。可是在早期這三

種教會組織的運作都還很好，但是近年來這三種組織都大不如前了；他們都有在內部發生爭

吵、混亂和不和睦的情形。問題出在哪裏呢？有人會說：“制度有問題！” 
 
有趣的是，民主國家有代表制，其實是來自教會組織的影響。早期的殖民地人民不要國王，

因為國王制是當時僅有的政府制度，他們受够了國王的欺壓。他們不要專制獨裁的政府，不

想被人統治。今天你聽到政客說到“一人一票”，當時的殖民時代女人不能投票，不是地主

的男人也不能投票；只有特權階級的地主才能投票。殖民地人民不要國王統治他們，因為他

們不信任人性，也就是說他們不能互相信任。我們以為那些人是良善、有政治眼光，又愛國

的聖人；其實他們也是有很多缺點的凡人。他們知道不能彼此信任，所以不能把權力放在某

一個人手中；他們也怕把權力放在一群人手中，因為他們也不信任那些人。是大多數人贊成

的比較不會出錯？或是“人民的聲音就是神的聲音”？其實這些都是錯的。 
 
為什麽我們教會組織的運作不如預期呢？我要說清楚，免得被誤解了：我相信保羅在這些書

信上指出教會組織很重要，但是負責人的能力和品格更重要。這些書信列舉了負責同工的條

件，例如不可酗酒、必須只有一個妻子等等。這些條件是必要的，各個教會所注重的又都不

一樣。但有一項最重要的條件，是我從來沒有聽到有爭論的，那就是對負責同工的基本要求。

保羅說負責同工必須要有好的靈性，如果負責同工的靈性好，教會就比較能發揮功能；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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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靈性不好，不管是哪一種制度都會行不通的。問題就在這裏。我們推選一個人，他在

各方面都很優秀，又有領導能力；這些條件都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靈性好不好。保羅强

調負責的屬靈同工要有兩方面的條件：第一，他必須有信心；第二，他必須被愛激勵。不管

他的能力如何，若是他缺少這兩種特質，他是不能推動教會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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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