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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主道》浩瀚的救恩‧大能的子民 

余达心牧师 

 

 

第一讲 以弗所书的历史场景与主题 

 

历史场景 

 

主后六十二年，保罗已在罗马被拘禁两年，早两年在该撒利亚坐了两年监。 

·尼禄皇（Nero）登位数年，荒淫无道，更肆意迫害基督徒。主后六十四年罗马大火，基督

徒被大举杀戮。 

·神秘流行、神祇众多，基督位列其中。 

·基督徒仅一微不足道的小群。 

 

四大主题 

 

主题一 

·对救恩浩瀚不能停断的感恩和赞美 

·三句令人透不过气的句子（1:3-14、15-23，3:14-19） 

 

主题二：基督是中心 

·祂是全宇宙的救主、万物的中心 

·三一结构跃然纸上（1:3-6、7-12、13-14，4:3-10） 

·基督是中心、是依归、是总结 

 

主题三：幽暗的势力 

·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1:21） 

·我们曾追随空中掌权的首领（2:2） 

·天上执政的、掌权的（3:10） 

·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4:8） 

·撒但的诡计和法术（4:14） 

·我们与管辖幽暗世界的恶魔争战（6:12） 

 

主题四：教会是末世群体、大能子民 

·全书聚焦的一节经文（3:10）现在，对，是现在！ 

·人自我中心到了极尽，自恋主义猖獗 

·看我们的世代 

 ~完全否定超越，活在当下，此刻即一切 

 ~否定上帝，人以自己为神，满城偶像 

 ~无尽资讯，失却知识，鄙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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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无常，价值浮移不定 

·信徒备受冲击，教会迷失方向 

 

重读以弗所书 

·重拾末世视野 

·重新确认自我身分 

·改变历史轨迹与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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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浩大救恩的赞歌 

 

（经文：弗 1:1-23） 

 

保罗最后一次宣教旅程 

 

在以弗所宣教三年（徒 20:31），主道兴旺引来骚乱。回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几乎被害，下

放该撒利亚监中两年之久，当时保罗六十歳。被解到罗马受审，经六、七个月危险旅程，在

罗马受拘禁，两年之久。 

·如何能如此毫无保留？ 

·如何能如此奋不顾身？ 

 

强烈的感激之情 

 

止不住的感恩（3-14 节） 

·John Mackay: A cascade of words, rhapsodic outburst of thanksgiving. 

·John Stott & Peter O’Brien: An Outburst of Praise. 

 

3 节：短短的一句用了三个同出一源的字──颂赞（eulogētos）、祝福（eulogēsas）、福气

（eulogia） 

3-14 节：“在基督里”出现了九次。 

4-5 节：“藉基督”共出现十次。 

4 节：凡“在基督里”的人就是神的选民。 

 

圣洁 

 

·原初用来表达本体区分的（Separation, Ontological Distinction），成了神向我们发出的邀

请。 

·分享祂圣洁的性情。被邀作祂的儿女。被祂“领养”（adopt）成为祂家里的人。 

 

得儿子的名份 

 

William Barclay 精彩的解说：父权绝对，一切属于父亲。 

·归入另一人的名下作儿子乃重大的事。 

·两次卖出，再赎回，第三次卖出作实。 

·儿子在新家庭中享有一切权利。 

·旧有的父亲再没有 Patria Protesta。 

·买赎（apolutrosis）可从这角度理解。 

9-10 节：神旨意的奥秘 

·岂止外邦人得救 



4 

·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我们是神的产业（出 19:6；诗 33:12） 

11 节：我们要承受祂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要领取的产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国里特定的位置。 

12 节：在神设计的度大拼图中我是其中的一小块。我的份是完成这拼图 

 

Westminster Catechism：人存在唯一的目的是荣耀神并永远的享受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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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从末世的亮光看自己 

 

（经文：弗 2:1-10、19-22） 

 

世俗化的年代 

 

·世俗化：Secular, Secularization, Secularism──出自拉丁文 Saeculum 

·“Saeculum”就是“现在、现时、当下、此刻”的意思。 

·“当下、此刻”就是意义的全部，没有超越、没有将来。 

·Beatles: “He is a nowhere man, sitting in this nowhere land, making his nowhere plan, for 

nobody.” 

 

末世的生命向度、主再来的等候 

不闻久矣 

 

三十多年前滕近辉牧师的一首诗 

透过主的再来看万事 

透过主的再来看自己 

我的灯是否剔亮？我的油是否添满？ 

是否欣然对主说：主我愿你来？ 

 

Viktor Maag, “Malkut YHWH”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安顿下来，便以为到了历史的终点，失却了历史──末世的向度

（historical-eschatological orientation） 

 

以色列的罪──停顿（Sedentarization） 

不少基督徒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信了主，领了洗，在教会中有了事奉岗位，便以为到了信仰

的终点，安顿了下来。 

 

以弗所书整卷书都透出末世的亮光 

保罗的祈求（1:15-19） 

照明心中眼睛 

·更深的认识神便会更深的认识自己 

·更高层次的属灵事实 

恩召的指望 

·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未来，其实已在我们现时的生命中透出来。 

·我们活在盼望中，也同时活出所盼望的。 

 

我们要得的基业──被神得着，并分享祂生命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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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督复活的大能已赐给了我们，我们超乎得胜，不单有战胜罪恶势力的能力，更有能力成

全神的美善。 

 

2:16 Change, Radical Change 

我们的本相：我们被空中掌权的愚弄、控制，为悖逆之子。 

 

基督复活的大能改变了我们。 

 

1:20 及 2:6 

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我们竟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亲睹曾操控我们的势力伏在我们的脚下（基督的脚下）。 

 

2:7 

·我们所受的恩，我们生命的转变，神要藉我们显明给后来的世代。 

·我们是救恩工程和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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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从浩瀚的救恩历史看教会 

 

（经文：弗 3:1-21） 

 

John Mackay, God’s Order—the Ephesian Letter and the Present Time 

“The Universe is rifted. The fact of a rift is the elemental, decisive fact about the reality in its 

wholeness.” 

 

John Stott, The Message of Ephesians 

· Alienation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况（不计二次大战）： 

·中国内战单是军队已一百二十万人死 

·法国在越战中军队六十多万人死亡 

·韩战军队三百多万人死亡 

·中国大跃进三千八百万人死去 

·文化大革命一千多万人死 

·美国越战三百多万人死亡 

·赤柬屠杀二百多万国民 

·埃赛俄比亚内战（74-91）一百多万人死 

·波斯尼亚种族仇杀数十万人，二百七十万人被迫迁徙 

·卢旺达种族清洗，一百多万图西族人被胡图族人所杀 

 

以色列人的高墙 

·“受割礼的”与“未受割礼的”隔绝 

·分隔的高墙以保圣殿的神圣：至圣所、祭师院、以色列院、女院 

·五级下一道墙，这墙以外再下十四级，另一道厚一米半的墙，之外是外院。 

·警告：“擅闯者必被处死” 

 

人间的隔绝 

·这隔绝、疏离在保罗看来完全是人一手造成的。 

·本来作施福器皿的以色列反成了神施恩的拦阻。 

·各民各族的洪沟。 

 

天上的割裂 

·空中邪恶的灵不断将宇宙断裂 

 

断裂失败 

·拆墙、和好不断在历史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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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人类的医治 

·教会是末世的（eschatological） 

·教会是满载灵恩的（charismatic） 

·教会是立约的（covenantal） 

·教会是以死亡感恩的（Eucharistic） 

·教会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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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末世的群体‧大能的子民 

 

（经文：弗 4:1-16） 

 

·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需要付出代价，甚至生命。 

·教会是人性的革命者，被召改变历史方向，人类命运，直至万物伏在基督脚下。 

·我们的生命要如明光照耀 

 

4:13 

·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身分劝勉信徒：为主被囚的（prisoner for Christ）──为主的缘故

被囚。 

·在 3:1 他称自己为“基督的囚奴”（prisoner of Christ） 

·“行事为人”──peripatēsai──walk 乃指具体的生活 

·这里的“行事为人”与 2:2 的“行事为人”互相呼应，作出对比 

 

天国的核心价值 

三种素质：谦虚、温柔、忍耐 

·谦虚 Tapeinophrosunēs 

 Tapeinos=低贱，没有地位、身分 

 Phroneō=自视，决定 

·温柔 Prautētos 

 自制的力量 

·忍耐 Macrothumia 

 Thumos=heat of anger 怒火 

 Thumia 由 Thumaiō（燃烧馨香之祭） 

 Thumiama 就是馨香的祭 

 

三种生命表现出自一本体：爱──爱生出谦虚、温柔、忍耐 

彼此坚立 Anexomenoi=sustain, erect, bear, endure, hold firm 

 

4:3 

圣徒之能合而为一，因有双重保障 

 

圣灵──和平的联络（bond of peace） 

Bond=sundemos=筋节 ligament 

数一数：共有七个“一” 

 

Peter O’Brien: “The church is the eschatological outpost, the pilot project of god’s purposes, and 

His people are the expression of this unity that displays to the Universe His final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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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清楚指着“我们各人”（each one of us） 

每一个信徒有独特礼物 

保罗书信提及恩赐的四段经文 

三十多种恩赐 

1. 说预言、服事人、教导、劝慰、把财物分配、领导、行善（罗 12:6-8） 

2. 智慧言语、知识言语、信心、医病、行神迹、讲道、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林前

12:8-10） 

3. 使徒、先知、教师、行神迹、医病、帮助人、治理事、说方言、翻方言（林前 12:28-

30） 

4. 使徒、先知、传福音、作牧养和教导的（弗 4:11-12） 

 

每一种恩最基本的内涵──爱 

教会不是 Talent Show 天才表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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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敢问我是谁──新造的人 

 

（经文：弗 4:17-5:21） 

 

教会是上帝阵旅中的一队军队。一队军队无论如何庞大，由将领到士兵，每一个人的素质都

非常重要。人多势众的军队可以兵败如山倒。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淝水之战中的九十七万大军

被敌方的八千轻骑冲击到溃不成军。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描述九十七万大军组成的过程，已清楚给我们看到其败的原因。全

军都是乌合之众。没有作战能力。领军的都是纨绔子弟。谢玄的八千轻骑乃精兵并且抱必死

的心迎敌。 

 

在军旅作战中，每一个单元，无论多微小，都可以非常关键。 

 

4:17 

保罗郑重而迫切地说：“所以，我说”，还补上一句：“我在主里确实地说”。“确实地说”原

文为 martuomai──testify, witness（见证），什么样的见证？ 

 

Marturomai 与 martyr（martus 殉道者）是同一字系。亦即是说，保罗以他的性命作见证。 

 

17-18 节 

John Mackay 的意译：they live blindfolded in a world of illusion, cut off from the life of God 

through ignorance and insensitiveness.” 

 

他们的心刚硬（porosis—calcified 钙化） 

John Stott: Hardness of heart leads to darkness of mind, then to deadness of soul. 

 

4:22 

·“脱去”（apothesthai）Hoehner 认为可解作“put away, lay aside, get rid of”（参罗 13:12 get 

rid of the deeds of darkness）。即弃绝、撇弃。 

·“穿上”（endusasthai）有“furnish”（放进去）的意思。要回复我们原有的“上帝的形象”

（the Image of God） 

 

4:25 

“弃绝谎言”=“弃绝虚假”，践行真实，真诚，诚实无伪。 

 

保罗特别注重说话 

·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出口” 

·5:4“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 

言语不谨谨是传意的媒体，它就是生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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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清理生命的残渣：愤怒、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这一切来自我执。 

 

5:3、5 

淫乱、污秽、贪心 

三种行为连在一起 

贪心的原文是 pleonekchia 

pleon=more 更多，ekchia=have 拥有，即拥有更多之仍要更多。是一种沉溺。 

 

这些都要撇弃。但单是禁绝、撇弃、清理会使人疲累和气馁。 

一定要有积极的追求。关键是生命操练。 

 

5:1 

“你们效法神” 

 

4:20 

“你们学了基督”，不单是“学基督的教训”而是“学基督” 

 

4:21 

·“你们听过祂”不是“听关于祂的事”而是直接地听祂。 

·和合本的翻译：“学了祂的真理”译不出精髓，原意应为“你们在祂里面受教，因为真理

乃在耶稣”我们要学真理就要活在耶稣里面。 

什么是祂所喜悦，什么是祂恨恶的？ 

 

约翰卫斯理名言 

“Give me a hundred men who fear nothing but God, who hate nothing but sin, and who know 

nothing bu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and I will shake the world.” 

“给我一百个除了上帝什么都不怕，除了罪一无所恨，除了耶稣基督一无所识，给我一百个

这样的人，我可以摇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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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新的生活‧新的家庭‧新的社会秩序 

 

（经文：弗 5:15-6:9） 

 

5:15-21 是接驳上下的一段经文，连接 4:17-5:14 及 5:22-6:9 

这两大段，也可以说是我们理解新的家庭、新的社会秩序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希腊文用来表达时间有两个字：kronos、kairos。 

·kronos 乃指时钟一分一秒的时间。 

·kairos 的意思是“契机”（那一刻所赋予的机会）。 

 

保罗要我们赎回的正是 kairos（契机）。我们一度愚昧地虚耗生命，虚耗了不少生命契机。

更深一层的意义：保罗在林前 7:29-31 迫切地说： 

“弟兄们，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

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是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

了。” 

 

“被圣灵充满（plirourthe）（continuous imperfect）”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有一个决定性的位置，在整卷以弗所书中保罗便不断提到圣灵的重

要： 

·1:13“受了所应许的圣为印记” 

·1:14“这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 

·1:17“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2:18“我们两下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前” 

·2:22“我们被建造成为圣灵的居所” 

·3:5“这救恩的秘无人知道如今藉圣灵启示给圣徒” 

·3:16“借着祂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有根有基，叫我们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

阔高深” 

·4:3“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4:4“只有一个圣灵” 

·4:30“我们不可叫圣灵担忧” 

·5:18“圣灵充满” 

·6:17“起圣灵的宝剑” 

·6:18“圣灵多方祷告祈求” 

 

圣灵将感恩、赞美和爱植根在我的生命中，一切也因此而变化。 

“顺服这个字 hypotasso”直译为 put under 放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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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21 这个字的语态（voice）不是主动，也不是被动，而是中间语态（middle voice）即是

说：人主动的将自放在下面（submit oneself to）──这是自愿的举动，与自我降卑有相同意

思。 

 

当这种生命态度在社会中扩散，内里的社会关系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关系中，最容

易出现张力和矛盾的就是涉及权柄和顺服的关系，在政治上如是，在经济结构中如是，在家

庭关系中如是，在一代与另一代之间的关系也如是。权柄、权力在各种不同的人的组织里不

可能避免，但权柄和权力亦是最容易被误用和妄用，因而做成关系的紧张与破裂。 

 

新约学者 Markus Barth 在他的以弗所书注释 Broken Wall（拆毁的墙）中指出，这三种不同

层次的关系──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主人／奴仆──涉及到人存在最基本的三方面的

狀态：人是具有性别而存在于两性关系中；人的生命是具有时间性的，他存在于过去与未来

之间，因此他的生命与上一代并下一代的生命连在一起，息息相关；人也存在于经济结构

中，在经济关系中便有主仆或从属的关系。而在这三方面的基本关系中，基督教彻底地改变

了社会文化历来的错误观念。 

 

新的家庭秩序 

这里的“顺服”并不涉及身分的尊卑，而是在神的设计中，用 John Stott 的说话是一种功能

性的顺服（functional submission）是涉及角色的问题。神决定将 casting vote 交给丈夫。但这

决定性的一票只是功能性的，不表示有了这权利，丈夫便可以用之来制宰妻子。在这种极深

的爱的关系中，男人有权去制宰女人这种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荒谬的，与福音信仰是完全不符

的。 

 

保罗进一步论及父母对子女的权柄。再一次，我们清楚看到，误用或滥用权柄，都是否定

的。背境是希罗文化流行的意识，就是父权是绝对的，儿女彷如父亲的附属品，没有个人独

特的身分，只能有家族要他们有的身分。父权社会似乎是古代社会的常态，直到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的教训将父权的“权”作了一彻底的重新定义。这权的内涵是爱，并且是有规范

的。因为父母有责任以“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6:4）他们听从父母，不单因为尊敬

父母，更因父母传给他们的是主的教训，是生命之道，是关乎他们的生命的。儿女的听从乃

出于对父母的“尊敬”（tima）。原文“timaō”这个字含有“贵重（prized）”之意。父母不应

“惹儿女的气”（parorgizeteo, provoke），令们生出怨愤、愤恨，因为当他们对父母怨愤，他

们便会连主的教训也抗拒。歌罗西书便更详尽的解释什么是“惹儿女的气”，西 3:21“你们

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儿女失了志气便不能长大成人，是严重的

后果。作主人的看見奴仆，不是看到一个身分比他卑下的人，而是看到在他里面的神的形

象。 

 

如何待他，如何作主人？ 

要效法天上的主如何对待我们这些连奴隶也不配的人。以爱、以尊重对待。有了这样的态度

和价值取向，奴隶制度的根基便动摇了，最后全面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