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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以弗所书（2）保罗为着神给予的恩典献上感恩（弗 1:15-2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以弗所书 1:1-14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保罗，受书人是以弗所教会，也可能是各教会，因为部分古抄本没有“在

以弗所”等字。以弗所书虽然是一卷比较短的书，却传递了非常丰富的神学信息，其中特别

着重教会的性质与使命。这书的结构大致上可以分为两部分：1-3 章以两段祷告作为框架，

将神在基督耶稣里所成就的救恩很详细地描述出来，特别是对这个被拯救的新群体的性质有

深入的表达。4-6 章主要提到如何在生活中落实信仰。 

 

以弗所书 1:1-2 是书信的卷首语，希腊与罗马帝国时代的书信通常会很简单地交代写作处

境，但是在保罗的信中，我们可以借着观察他对写信人与收信群体的描述，看到当中所表达

的一些信仰理念。 

 

首先，保罗指出他作为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神的旨意而有的地位。以弗所书 1 章四次重复

使用这个字，反映出这是保罗对这封书信所着重的主题。 

 

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形容词来描述收信人。首先，收信人是“圣洁的”，在新约之中，这个

形容词的众数通常都是翻译为“圣徒”，反映基督徒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群体。第二方面，

收信人被形容为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最后，保罗以他标准的方式作出问安。“恩惠”是希腊化的问候，而“平安”则是犹太化的

问候。保罗的问安充分地反映出他对于救恩的普世性理念。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新群体，是跨

越文化界限的。神的恩典并没有限制，所有的人都是神要拯救的对象。 

 

在以弗所书 1:3-14 中，保罗以“应当称颂”来发出呼吁，然后多次提到“得着称赞”来强化

这个呼吁。 

 

保罗指出神是一切恩惠的源头，呼召读者以颂赞作出回应。颂赞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父神”，指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神是耶稣基督的父，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借

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神面前敬拜祂，这是以弗所书之中的重要信息。 

 

保罗提到我们颂赞的基础是神奇妙的作为。第一个颂赞的原因，是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

们。神的拣选是出自祂自己的旨意和祂喜悦的缘故。这拣选是在基督里发生的。因此我们成

为神的儿女，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神收纳我们，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字基本上是一

个法律的行动，指人将一个本来不是儿子的人立为承继者。因此，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有一个

将来的盼望，而这盼望的身分现在已经确立了。 

 

我们所得的救赎是照着神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的，就像泉水涌溢一样，是极为

充足、加倍地临到信徒身上。我们得到的恩典和救赎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而是神借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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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耶稣基督的牺牲，以基督流血舍命的代价而成就的。 

 

救赎是借着爱子的血而成就的。救赎一定要付上代价，而我们所需要的救赎并不只是政治性

与社会性的，而是我们因过犯而陷入罪恶的权势之下，需要付上赎罪的代价，就是爱子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以祂所流的血挽回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救赎，不单是借着耶稣

基督的血而罪得赦免，更是因着祂的恩典而归到祂的名下。 

 

保罗将神在爱子里所成就的工作，从信徒个人身分的改变，转移到一个普世性的影响。在保

罗的用法中，“奥秘”并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指一些暂时性地被隐藏的事，而且最终一定

是会显露出来的，只是在这显示的过程中，必定需要神启示的介入，不是以人的聪明智慧可

以自己明白的。因此，这里很清楚地指出，我们能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是因为神以诸般的

智慧聪明，按着祂自己的美意而成就的。 

 

保罗回顾了神在犹太信徒中所显的旨意之后，在 13-14 节则转到外邦信徒身上。保罗指出他

们是听见了真理的道，他们本来不认识神，却因为有人将神真理的道向他们传扬，他们才有

机会得到生命的改变。保罗也立即补充解释，这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他们得救的福音。 

 

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神在基督里白白而充足地赐给我们的，神使我们罪得赦免，得以在主

基督里面。愿我们珍惜重视蒙恩的身分。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以弗所书 1 章剩下的内容。 

 

以弗所书 1:15-16 记载：“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

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关于这两节经文，新译本翻译为：“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

心，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吕振中翻译为：“为这缘

故，我既然听见你们中间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就为你们不停地感谢，在祷告

中时常提到。” 

 

在这两节中，有两处需要留意：第一，和合本没有翻译出的“对众圣徒的爱心”；第二，感

谢与祷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这两节由上一段对神恩典发出的颂赞，转到这一段为信徒发出的感恩。关于这一段的解释关

键，是我们对 16 节的理解，很多的译本都在 16 节表达出感谢与祷告两个行动，却没有清楚

地指出这两个行动之间的关系，以致很多人因此将下文 17-23 节的内容看为祷告的内容，而

将感谢神的重点忽略了。 

 

虽然 16 节的主动词是“不住”，作者所不住地去做的行动，理论上是可以包括后面两个分词

所表达的行动，但因为在两个分词之间并没有连接词，所以若将解释为保罗不住地做的行

动，比较不自然。更可能的解释，是将后面描述祷告的分词翻译为一个时间子句，指出当作

者在祷告中记念他们的时候，是没有停止地为他们感谢神。 

 

这样的解释影响我们如何理解 17-23 节的内容，因为若这段主要是保罗为信徒发出的感恩，

下面的一段就是感恩的内容，也因此是神已经做在信徒身上的事。当然，感恩与祈求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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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有时会比较模糊，因为虽然神已经赐予恩典，但我们未必一定对神所赐的完全掌握，需

要一步一步地在实际的生活中去经历，因此，感恩与祷告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 

 

在这感恩之前，保罗先表达出自己为他们感恩的原因，就是保罗听到他们的信心与爱心。以

弗所书不是一封处境性的书信，甚至可能是写给众教会传阅的公开信，因此这里并不是特指

保罗听到一些教会的消息，而是一般性地指出保罗知道他们属灵的状况。一方面是指出他们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反映了他们正确地认识与接纳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持守真理的道；另一

方面，他们对众圣徒有爱心，表明他们拥有神子民的生命，认识到自己是属于在耶稣基督里

的群体，并且彼此之间互为肢体。 

 

信心和爱心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标记。和合本没有翻译出这一点，以致有人将这信心从对耶稣

基督的信仰，延伸至与圣徒群体的认同之上。除了古抄本证明爱心一词的存在，在同时期写

成的歌罗西书 1:4 也可能反映保罗是惯常地将信心与爱心放在一起。这表示保罗认为那些相

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同时必定接受与亲近那些属基督的人。 

 

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时，神已经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叫我们与其他信徒一同成为属神的子

民。愿我们在生活之中，可以活出神恩典带来的改变。 

 

以弗所书 1:17-18 记载：“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

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

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保罗为着神给予的恩典献上感恩。在这感恩祷告文之中，在 18 节，保罗以一个完成式分词

来表达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一般来说，完成式是表示一个过去的行动所产生的结

果，若这里是要求神照亮信徒心中的眼睛，应该使用不定式的分词，而不是完成式。按照这

完成式的表达，这两句可以翻译为一个感恩的祷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已

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他已照亮了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

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 

 

在这样的解读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与上下文有更紧密的联系。神在祂的拣选中，借着祂丰

富智慧的启示，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此外，在 11-14 节，保罗也

已经指出人信的时候就要得圣灵为印记，而这印记是我们被呼召来得指望的凭据，而且在 7-

10 节我们也看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神要在时候满足时，使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在基

督里同归于一，成为神丰盛的、荣耀的基业。 

 

这样解读的结果，并不表示我们不再需要为这些祈求，而是在这祈求中更有信心。若我们认

定这些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些事，我们就确实地知道这些是神的旨

意，虽然可能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尚未充分地掌握了解，但我们可以肯定这是神要我们灵命

成长的方向。神已经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应许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就要顺着

圣灵而行，经常研读神所启示的话。在读经、祈祷中，实践神在祂恩典里对我们的教导，将

圣经的真理活现在我们的群体中，也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更加经历神在我们当中荣耀的作

为。 

 

以弗所书 1:19-23 记载：“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

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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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

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

的。” 

 

在 19-21 节，保罗向我们指出，信徒应该可以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所显的大能，特别在 20-21

节指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现在坐在神的右边，这是我们信仰的重要焦点。因为耶

稣基督所经历、所成就的工作，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基础。教会的存在，正是建立在耶稣基

督从死人中复活的根基之上。 

 

耶稣基督在信的人生命中所显的能力，是难以想像地浩大的。保罗在 19 节使用了一连串的

字眼，很强调地表达这种浩大的能力。和合本没有翻译出这一点。 

 

吕振中把 19 节翻译为：“他的能力对于我们信的人是何等超越的宏大。这是照他力量之权能

所运用的动力。”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神在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不

单是浩大，更是超越的浩大。在 20 节的下半部分，保罗更以三个都是表达能力的词连在一

起描述──“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运行”可以解作动力、功用、作用，比较着重实际的果效；“大能”比较多翻译为权能或

权势；而“大力”很多时候会翻译为力量。保罗将这三个意义重叠的字连在一起使用，很明

显也是强调的作用，让读者感受到神在信徒中所显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 

 

20-21 节为这个无可比拟的能力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例子。虽然我们很难想像神的大能究竟是

何等伟大，但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祂从死里复活所显的能力。复活本身就已经是超

越我们想像的事，人从来都不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

而且祂更是被接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拥有超越一切天上、地上势力的尊名。因此，耶

稣基督的复活，并不只是一次性所彰显的能力，而是因这历史事迹，启示出神掌权的国度在

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就。 

 

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并不是只在头脑上得到一些知识，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知道有一

位可靠的救主，无论我们在怎样的景况中，我们都可以知道，因祂活着，我们可以依靠祂而

活，勇敢地面对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挑战。 

 

耶稣基督活着，是我们信心的基石。因耶稣基督活着，信祂的人就可以面对生命的窄路。在

以弗所书这段感恩祷文的最后结语，保罗指出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升到天上，超越一切执政

的、掌权的，神使万有都要服在耶稣基督脚下，这是基督的权能达到的最终结果。耶稣基督

的死不单成就了救赎，使信祂的人罪得赦免，更完成了神在创世中的计划，使神的国降临。 

 

在 22-23 节中，保罗用了头和身体的关系作为比喻。有人认为头是比喻的来源，指一切都是

出于耶稣基督，但是在上下文的信息内充满了神国度权柄的主题和形象，因此头应该是主权

的象征。 

 

在 22 节最后，保罗指出耶稣基督是为了教会而作万有之首。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祂本

身就成为万有之首，但保罗却要让信徒看到，耶稣基督是为着教会，也代表着教会而成为万

有之首。换句话说，耶稣作万有之首的身分不是为着祂自己，祂要使教会成为神创造计划的

成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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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2 节中，保罗使用了“服在他的脚下”的讲法，可能跟诗篇 8:6-8 的记载有联系：“你派

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

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神在创造中对人的计划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成就。神在创造天地时，按照祂的形象样式造

人，意味着人应该在这世界拥有神这形象的特质，并代表神管理世上一切被造的，只是在人

犯罪后，失去了这样的管治能力。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救赎，使神本来为人所定的计

划，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成就。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信祂的人可以在祂的带领之

下，成就神在创造之中的计划。 

 

最后，保罗指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与耶稣基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约翰福音中，耶稣

用了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比喻祂与门徒的关系，与这里的比喻相似，耶稣都是要指出信徒的

生命应是连结在祂里面，而“在基督里”也成为了信徒身分的标记。保罗更进一步地指出，

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句也可以翻译为“是被那万有的丰盛所充满的”。因为

“充满万有”的原文在歌罗西书 1:19 和 2:9 中，都是指住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切丰盛，就是耶

稣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因此，充满万有者并不是一种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素质，而是神本性

中的丰盛。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与耶稣这葡萄树不能分开的枝子，我们应该在世上

成为基督的代表，将神的荣耀反射出来，作为世上的光。 

 

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感谢神，因为我们不再在黑暗中寻觅神的奥秘，而是在耶稣基督真理

的启示下，知道我们的盼望，明白天父的旨意，相信神的国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就。愿我

们学习有顺服的心，按着天父的带领而活，践行神的使命，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彰显祂的作

为。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