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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以弗所书（5）保罗奉差遣向外邦人传福音（弗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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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2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在 11-12 节，保罗指出：外邦人未信主之前是被拒于门外、是与神的选民无分的。外邦人未

信之前的境况，是与基督无关，他们是在基督的盼望之外。未信的犹太人都已经对弥赛亚的

来临有盼望，但未信的外邦人却连这个对救主的盼望都没有，他们是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

绝，没有参与在应许之约中的权利，没有指望，没有认识独一真神的途径。 

 

但是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分已经改变，从前本来是远离神的，被神拒于门外，现在却得以

亲近神。这改变的原因，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和“靠着他的血”。 

 

在 14-15 节，保罗进一步解释我们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靠着祂的血，得以亲近。保罗在 14

节的开始与 15 节的完结使用“和睦”一词，使这两节的主题很明显。“和睦”一词在原文的

意思是和平。在这两节中，不但指出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平，祂也借着祂的牺牲，成就

了和平。 

 

在圣经中，和平并不单是指没有战争或没有对抗，而是在生命之中有安全，在与神的立约关

系中享有祂的保守。在这成就和平的过程中，神却使用了很暴力的词句，反映了这工作带来

的挑战。在成就和平时，首先要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保罗更指出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有一

道无形的墙，需要拆毁才能成就和平，这就是在律法中将犹太人与外邦人区分的诫律规条。 

 

神不但要拆毁及废掉将两下隔绝的事，更要以自己的身体终止冤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以祂的牺牲而成就救赎，以祂自己的血满足了律法上的要求，一次性地成全了律法，使这在

律法上的规条，不再成为人进到神面前的拦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使人与神和好，也彼此和好。耶稣基督不但成就了和平，

祂更将这和平的福音传与远处和近处的人。因着耶稣，这和平的福音被传到各地方。主耶稣

要使信徒在各处成为祂的见证。使徒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在他们的世代之中成就了福音的

使命。而我们与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同样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 

 

因着主耶稣，在神的国度中，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同等的身分，同

样都是神的子民，没有分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了在灵里面的一家人，拥有互相照顾

的亲密关系。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以弗所书 3 章的内容。 

 

以弗所书 3:1-3 记载：“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此

句是照对 14 节所加）。谅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

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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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很明显是新的段落的开始，从前面对于外邦信徒身分的改变，转到为他们祈祷的申述。

但是在这一节之后，却又突然转到保罗所领受的职分与奥秘，直至 14 节才回到他祷告的内

容之中。这里保罗是要我们以他为外邦信徒祈祷，作为这一段内容的基础。 

 

“祷告”是以弗所书 1-3 章的重要焦点。在 1 章，前半是一个颂赞的祷文，而后半则是介绍

出信徒生命成长重点的祷告；2 章的内容可以说是对 1 章的祷告作出解释，让读者明白我们

所领受的恩召的指望；而 3 章的禱告，似乎是指向信徒的使命。祷告是信徒对神属性与工作

的回应，我们在祷告中，申述我们对神的认识，确认我们对神的倚靠，也认定神是我们生活

与事奉的目标。 

 

在 1 节，保罗在这里第一次介绍出他作囚徒的身分。在以弗所书里，一直都没有清楚交代写

作的背景，甚至在这里，也没有表达他如何被囚和在哪里被囚。在腓利门书和提摩太后书，

囚徒的描述明显地指向他实在被监禁的处境。而在腓立比书 1:12-17 之中，保罗表明他的被

囚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在这里甚至更进一步地描述自己成为了基督耶稣的囚徒，将实质的经

历形容成为一个属灵的身分，这反映保罗事奉神的使命与理念。他将本来是外在的压迫处

境，转变成为对自己内在属灵身分的肯定。 

 

保罗除了表达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使命之外，他也指出自己被囚是“为着你们外邦人”而作

的。这反映了他的福音使命的焦点，不但是他自己要将福音传到外邦人之中，更是要信徒明

白外邦人在福音上有分。我们是否愿意为基督耶稣的缘故，而甘心地付上代价呢？甚至将自

己的自由摆上呢？ 

 

在 2-3 节，保罗将自己的身分介绍作了更详细的解说。保罗指出，他成为一位“为你们外邦

人作了基督耶稣囚徒”的人，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内在的原因，也不是因外在环境或历史的因

素，而是因为神恩赐的任命，将这职分托付给他。 

 

无论是在使徒行传中的记载，或是在保罗其他书信中的自我介绍，都可以看到，保罗对于他

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使命，是非常重视的，这影响着他对自己身分的理解。在保罗的使命

中，他特别指出他领受了关切外邦人的职分。在新约的时代，这个外邦人使徒的职分具有神

学性和时代性的意义。保罗的使命，反映着耶稣基督福音的普世性，救恩不再只是犹太人专

有的盼望，更可以延伸至所有的民族之中。不但如此，借着使徒保罗的忠心，福音得以在整

个当时的外邦世界中被建立。保罗更指出，他所领受的托付，是用启示让他可以知道福音的

奥秘。虽然这可能是指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所领受的启示，是他个人对这福音大能的经历，但

借着他多次的见证，表示他的职分不是单独的，而是借着他与其他信徒分享的，因为福音的

意义本身就要求这种超越性。救赎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中，表明是普世性的、没有界

限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特别是在以弗所书，很明显地要将他自己所领受了的启示与信徒

分享，他也已经在写这信之前曾经简略地写过，现在更要详细地说明，以至信徒可以全面地

并正确地认识这福音的本质，也因此继承这面向普世的福音职事。 

 

以弗所书 3:4-6 记载：“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

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

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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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未正面地解说这福音的奥秘之前，在 4-5 节先指出这奥秘的性质。保罗在 3-4 节，表

示他已经写过，也深信读者可以从他所写的信息之中知道这奥秘的内容。表面上，4 节似乎

着重保罗自己对这奥秘的认识，但他所强调的，是读者可以借着保罗所写给他们的信息，不

但知道保罗深深了解基督的奥秘，也因此可以借着保罗所写的明白这奥秘的信息。因为若传

讲的人充分掌握他所讲的信息，听的人才可能接收得到整全的信息。 

 

在 5 节，保罗指出：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之中没有让人知道。这并不表示人不可能在已有的

启示中看到这奥秘的内容，只是在历史的事实中，特别在犹太人比较以民族为中心的思想

中，他们并没有从旧约的启示中看出这关乎外邦人的信息。就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人很多

时候是有眼但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到。不是因为神没有发出这信息，而是因为人心的刚

硬，以致不能领受所传的信息。这奥秘如今被启示出来，是借着圣灵向神的圣使徒和先知启

示的。这可能是指在使徒行传 15 章所记载的事迹，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

会”的。因为保罗在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中，明显地见证外邦人在没有领受犹太教的背景

下，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致安提阿的教会差遣保罗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与众使徒讨

论这事。在使徒的见证之后，雅各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引用先知阿摩司的话，确认外

邦人与犹太人同样地有份于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初期教会的理解中，特别是保罗对这事的描述，指出这个大会的议决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决

定，而是圣灵在这样的过程里，让他们可以看清楚他们自己的经历，也明白圣经的启示。神

已经清楚地在圣经中向我们说话，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偏见，让圣灵带领我们谦卑地接受圣

经的教导。 

 

在介绍了这基督奥秘的启示过程和性质之后，保罗就在 6 节将这奥秘的内容清楚地表达出

来。从这里看到，奥秘并不是神秘的，更不是隐藏的，而是借着启示向人清楚表明的。这奥

秘的焦点，是外邦人的角色。这信息在 2 章里也已经略为提及。外邦人，就是那些本来被视

为外人，被认为不被包括在神计划之中的人，却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得以同为后嗣，同为

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复合名词，每一个都是在字的前面加上了表达

联合性的前缀介词，明显地有强调的作用。 

 

首先，保罗指出信徒同为后嗣。虽然在旧约之中，神所赐的福气是给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

裔，但外邦的信徒在基督耶稣里也同样地继承神的赐福，这在 1 章的颂赞里，已经很清楚地

表明。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未经历这福气的最终成就，却因为得到圣灵为印记，初步品尝到这

福气的事实，也可以确实有把握地盼望将来的实现。 

 

第二个字是“同为一体”。这是一个没有在任何其他希腊文文献之中出现的字，在新约里也

只是在这里使用一次，因此学者估计是保罗为着要表达这信息而自创的字。虽然这字没有用

法的历史，但其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表达联合的介词和身体这个名词都是很常用的

字，所以以它们结合而成的字，很容易从两字的意义组合起来理解。 

 

教会是很多本来不同的人，住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因着共同拥有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一个合而为一的新群体。这

正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所在。也因为这样，信徒需要认真地重视这个合一性。我们不单要

承认与普世的信徒之间的合一，更需要在个别的地方教会中实践出不同之中，可以有合一的

团契相交，彼此相爱，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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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保罗指出信徒是“同为蒙应许的人”。这与同为后嗣有首尾呼应的作用，因为我们所

蒙的应许，就是信徒在基督里所要得着的福气。保罗这样的重复，一方面是要强调我们在耶

稣基督里所得的恩典，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要指出这福气的两个层次。同为后嗣比较指向我们

现在的身分，而同蒙应许则比较着重将来的盼望。现在已成就的，与将来必成就的，都是我

们信仰之中的重要部分。 

 

听众朋友，这些身分的改变，是因着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而赐给外邦人的，没有民族的

界线，没有阶级的分别，也没有地理的限制。你是否愿意将这福音的恩典与人分享呢？ 

 

以弗所书 3:7-9 记载：“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

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

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经过 2-6 节对这奥秘内容的解释，保罗到这里才真正处理对自己职分的解说。在 1 节，保罗

表示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囚徒，一方面表达他当时被监禁的处境，另一方面表示他是被耶稣

基督的福音所束缚。而在这里，保罗指出自己是这福音的仆役，同样也是反映出他臣服在耶

稣基督福音的使命差遣之下。 

 

保罗认定，他成为这福音仆役的原因，是照着神的恩赐，是照着神运行的大能赐给他的。既

然神有运行的大能，祂并不是要靠着人来成就祂的工作，而是神在祂的恩典之中，让人有机

会参与在祂的工作之中。事奉不是工作，而是恩赐，是神给予我们认识祂的大能的机会。 

 

在 8 节中，保罗自称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字的表达似乎也是保罗自己创造出来的。

形容词“最小”在这里以外共出现十三次，意义很清楚，都是形容一些东西很小。但是在这

里，保罗却在这个最高级别的形容词之后，加上一个比较级别的字尾，意思是比最小的还

小，清楚地反映保罗自觉的不配。虽然我们不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形容自己，但同样也需要

像保罗一样，对于有机会参与在耶稣基督福音的事奉之中，存着一个不配的心态，以致是更

珍惜这事奉的机会。 

 

保罗在 8-9 节，使用了两个吊诡性的表达。一方面，他指出基督的丰富是测不透的，而且这

是一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要说明这测不透的丰

富是可以传给外邦人的，也因此是可以认识的，而这在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却是众人都可

以明白的。这样的表达，是强调地指出，这福音工作的基础，是神的恩典，因为在祂启示以

外，没有人能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若不是神借着圣灵的介入，没有人可以认识这隐藏

的奥秘。 

 

以弗所书 3:10-13 记载：“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

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

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

的荣耀。” 

 

在这几节经文中，保罗从上文提及他在当时的福音使命，转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完成的永恒

的计划，这更进一步地表达出我们的不配。因为保罗在他自己的福音事奉中，看到神有一个

更超越的作为，不单是要外邦人明白基督的丰富，更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些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应该是指天上的属灵势力，包括事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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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也包括撒但与和它同伙的邪灵，这并不是要在将来实现的，而是在现今的世代之中，

借着教会而成就的。我们虽然不能明白如何成就，却要认同神会借着教会向这些天上的权势

显示祂的智慧。 

 

神要借教会向这些属灵势力所展示的，是祂百般的智慧。“百般”一词原本主要表达多重的

色彩，不论是在衣服、花束或宝石，都是指所表现的多重而丰富的色彩。因此这是指出：神

智慧的丰富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展示出来。这与上文一样，表达神智慧与荣耀的超越性。 

 

在这超越性的永恒计划下，保罗在 12-13 节将信息重点重新放回我们身上。我们要放胆无

惧，也不要丧胆。这里的深信不是从自己而来，而是因信耶稣或从对耶稣的信靠而来。因此

这里应该不是自信，而是绝对地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也只有靠着相信这位完全可靠的耶稣基

督，我们才可以真正放胆无惧地进到神面前。最后，保罗表达出他的恳求，他要求读者，因

着认识神在教会中所要成就工作的丰盛和荣耀，即使看到保罗在这过程中受苦，也不会因此

而失去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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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