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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原文字义精华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一、「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6） 

 

释义：「再如火挑旺起来」原文是 ἀναζωπυρέω（anazōpuréō），由 ἀνά（aná）「再」、「复」、「向

上」和 ζώπυρον（zṓpuron），「余烬」、「残火」二字复合而成，后者又由 ζωός（zōós）「活」和

πῦρ（púr）「火」二字组成，意思是还在燃烧的火，因此全部合起来的意思是重燃、挑旺余烬、

重新烧炽。又因本字原文是现在式主动语态不定词，表继续不断的动作，就是挑旺余烬保持烈

焰熊熊。古代的家庭总是维持一未熄之炭火，待正式使用时，挑旺余烬使火复燃烧炽，此即保

罗用此字之典故。 

 

保罗对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提后

一 6）面对要来的处境，保罗深深的勉励他在基督里的真儿子提摩太，他想到在他里面「无伪

之信」（5），这信是先在他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友尼基里面的，保罗深信也在他的里面。保罗

更是提醒他，要「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在提前的书信里，他是对提

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提

前四 14）那时是提醒他「不要轻忽」，现在则是要「如火挑旺起来」。同样的恩赐，在这个险

恶的时候，是要更加发旺起来，要像熊熊烈火那样的燃烧，使恩赐能尽得透彻尽得有力。写提

后书信时，保罗再度被捕入狱，被当成重刑犯看待（提后二 9），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他

（一 15），没有人敢或愿意为他挺身而出，那时独有医生路加与他在一起（四 11），他也知道

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6）。他所担心的并不是前面的殉道，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8），他所担心的乃是提摩太所要应付的局面。保罗即将离世，那伟大的基督耶稣的使徒将要

到主那里去，而提摩太仍要留在以弗所，接续保罗的服事，面对艰难的环境。外面有罗马帝国

从主后六十四年开始尼禄王所发起对基督徒的逼迫，教会里面有堕落、背道、错谬、败坏的光

景。在这这种情形下，「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是不够的，更是要将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

来」。好好的运用神所给的恩赐，不浪费、不减损、不放松，总要完完全全、十分十的尽出来。

信徒不当辜负神所给的恩赐，总要让这些恩赐得着合适的发挥。 

 

保罗接着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谨守的灵。」（7，另译）「胆

怯」在这个时候是应付不了局面的！刚强、能力、爱、清明、谨守是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提摩



2 

太身体可以较为软弱，也影响到里面的魂，但最深处的灵却可以满有活力，突破身体软弱、魂

下沉的限制。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灵」，所以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

力、爱、谨守的灵。」灵力能调节魂的功能，也能供应力量给软弱的身体。 

 

提摩太前书，保罗的嘱咐是－「你要为真道（或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提前一 18，六 12）；

提摩太后书，保罗的嘱咐是－「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

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后一 8，参二 3，四 5）。前书是作「基督耶

稣的好执事」（四 6）、「在敬虔上操练自己」（7）；后书是作「基督耶稣的精兵」（二 3）、「军中

当兵的」（4）、「劳力的农夫」（6）。前书是「在真道（信仰）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四 6，「得了教育」或作「得了滋养」）；后书是「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

理的道」（二 15）。前书是「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四 6）；后书是「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

别人的人」（二 2）。前书，神的家是「活神的教会」（15，另译）；后书，神的家变成了「大户

人家」（二 20）。前书，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三 15）、是「大哉，敬虔的奥秘」（16）；

后书则说「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三 15）、「圣经都是神的呼出」（16，

另译）。当教会正常的时候，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教会不正常的时候，教会就不是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了。那时，人当顺从的乃是神的话。教会会有软弱、堕落、背道的时候，神的

话却永不改变！前书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四 12）；后书是「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追求」

（二 22，另译）。前书，保罗是「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彼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

的基督耶稣面前」（六 13）来嘱咐；后书，保罗是「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

耶稣面前，凭着祂的显现和祂的国度」（四 1）来嘱咐。 

 

提摩太是否刚强为主站住，和保罗写给他的第二封书信非常有关系。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提摩太

后来如何，主的工作借着他成就到什么地步，众教会的见证被坚固的情形如何，但我们至少知

道，他后来也为信仰的缘故被捕入狱，因为希伯来书最后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

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十三 23）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这时的提摩太仍是刚强的，仍在圣徒中间服事，他的行踪，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他的确与保罗

一样为福音同受苦难，他也实在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

耐」（提后三 10），也同受了他所受的逼迫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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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或，祂所交托我的）」（12）；「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

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14） 

 

释义：「保全」或「牢牢的守着」原文是 φυλάσσω（phulássō），意思是防备某人、看守谋物、

遵行某事，英文 prophylaxis（由 pro「事先」、「之前」和 phylaxis「防备」、「看守」二字复合

而成，在医学上的意思是「预防」），形容词是 prophylactic，即由本字而来。本字又常和「交

付」或「交托」一同出现，就成了「保全所交付的」、「保全所交托的」、「牢牢守着所交托的」

（提前六 20，提后一 12、14）。在和合本新约圣经里本字译为： 

 

1.「遵守」、「遵行」── 少年的官对主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太十九 20，可十 20，

路十八 21）；主耶稣说，怀祂胎的和乳养祂的，「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十一 28）；

司提反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徒七 53）；保罗和巴拿巴「经过各城，把

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十六 4）；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劝保罗到

圣殿里行行洁净的礼，「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

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二十一 24），「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了信，叫他们

自己谨守，远避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淫乱」（25，另译；和合本译为「谨忌那祭

偶像之物」）；外邦人若「全守律法…」（罗二 26）；「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加六 13）；保罗嘱咐提摩太：「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提前五 21）。 

 

2.「看守」── 在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路二 8）；被鬼附的人，「他

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八 29）；主耶稣形容撒但是「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

的住宅，它所有的都平安无事」（十一 21）；彼得被捉拿，希律将他「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

丁看守」（徒十二 4）；当司提反被害流血时，保罗「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二十二 20）；保罗被千夫长送到该撒利亚，巡抚腓力斯「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的衙门里」

（二十三 35）；保罗「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二十八 16）。 

 

3.「保守」── 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

保守生命到永生」（约十二 25）；主对父说：「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

（十七 12）；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提前六 20）；犹大书说，

神是「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犹 2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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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 保罗说：「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帖后三 3）；洪水

临到时「神…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彼后二 5）。 

 

5.「保全」、「牢牢的守着」── 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

祂的（或，祂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提后一 12）；保罗对提摩太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

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14） 

 

6.「防备」── 面对铜匠亚力山大，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敌挡了我

们的话」（提后四 15）；彼得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彼后三 17）。 

 

7.「自守」── 使徒约翰第一封书信的结语说：「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约壹

五 21） 

 

「交付」或「交托」原文是 παραθήκη（parathḗkē），由 παρά（pará）「在…旁边」和 τίθημι（títhēmi）

「放」、「置」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放置某物在某人旁边，因此是将某物或某事交托给某人。

以物而言，通常是贵重的东西，诸如珍宝等类；以事而言，通常是重要的事情，诸如身家性命

或重要的任务；以受托之人而言，定规是有责任、有忠心、有信用、能受托的人。 

 

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

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或,祂所交托我的），直到

那日。」（提后一 11〜12）虽然原文可有二种译法：或是「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或是「祂

能保全祂所交托我的」；但从上下文来看，这里应当是指主所托付保罗的，而不是保罗交托主

的。虽然保罗是将自己交托主，主也必保守他所交托主的。他曾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

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

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祂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祂将来还要救我们。」（林后一 8～10）就是到了离世前，他仍

然能说：「惟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

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祂的天国。」（提后四 17〜18）他

知道主是信实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主所托付他的。主向保罗显现的那一天，主就对他说：「你

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

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

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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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16～18）后来主又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

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九 15〜16）保罗到了

后来，即使知道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他还是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二十 24）这就是忠心

受托之人的表现。提后这里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一 11〜12）。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保罗所指的是「祂

所交托我的」，不是「我所交付祂的」。保罗一生忠于主所托，打过了那美好的仗，跑尽了当跑

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四 7），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8），但他仍要说：「然而，我今日成

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

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林前十五 10）是「祂能保全」、「祂能保守」！不是我能，是

祂能！ 

 

虽然我们确能将自己的一生、性命、前途、一切全交托主手，祂是信实的，祂必保守我们到底，

祂必负一切的责任。但是谁来体贴主的心意？谁肯忠心受托？难道你没有主所托付的职责、见

证、工作么？主已将祂的旨意、见证、福音托付给了我们，我们都该为祂而活。但愿我们忠心

的向主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祂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若是这样，

那日就要与保罗同得－「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公义的冠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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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一、「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15）；「把真理之道解析得得体」（吕振中） 

 

释义：「按着正意分解」原文是 ὀρθοτομέω（orthotoméō），由 ὀρθός（orthós）「直的」和 τέμνω

（témnō）「切割」二字复合而成，因此是切得直直的、切割准确。本字用于农夫犁田时犁出一

条笔直的犁沟；开路的人开出一条笔直的路；石匠准确的切割石头合于建筑之用；木匠准确的

切割木头合于建筑之用；家里的佣人准确的切割面包或分配食物；祭司准确的切解祭牲为着献

祭用…。我们也可以说，保罗编织帐篷时，切割皮革、羊毛布匹，也必须准确才行。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

后二 15）我们要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必须是一个「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的人，

才能「作无愧的工人」。真理的道若按着正意分解，必叫听见的人得生命、得供应、得喂养、

得滋养、得造就、得鼓励、得安慰、得启示、得亮光、得力量、得喜乐…，反之，会生出为言

语的争辩（14）、世俗的虚谈（16）、偏离了真道的话（18）、谬讲神的话（林后四 2）、错解神

的话，甚或「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前六 5）、「贪不义之财」（多一 11）、「为利混乱神的道」

（林后二 17）。 

 

原则上，神的话在我们手中是否是亮的，和我们这个人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像老师教一

门学问那样，只要教得好，个人的品性道德如何不是很重要，反之，神的话和传讲神的话的人

发生极密切的关系。传讲神的话的人必须和他所传讲的神的话是一，就是话与人必须是一个。

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传什么样的话，这是圣经的原则。不是一个奉献的人，就无法讲奉献的道；

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就无法讲顺服的道；不是一个破碎的人，就无法讲破碎的道；不是一个喜

乐的人，就无法传递喜乐给人；不是一个得神安慰的人，就无法将神的安慰给人…。道人人都

可以讲，话人人都可以传，但是否有感力、有能力，这就不得而知了。「道成肉身」的原则，

是圣经一贯的原则。道与人必须是一！我们只能传讲我们所是的，不能传讲我们所不是的！主

的话必须住在我们心中、满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才能把这生命的活话拿来供应

给人。 

 

除了话与人的调和外，我们也要遵守解经的原则，才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写作背景、原

文字义固然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上下文的思路、每卷书的主题、钥节、钥字，我们也要会以

整卷书、整本圣经的观点来规范一处圣经的解释。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圣灵主宰圣经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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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圣经有「自证」的功能，所以「以经解经」是正确的原则。我们也不能将神的话拿来附和

自己的观点、偏差错误的教义，那是把人的思想读进神的话里，而不是把神的思想读到人里去。

再者，摸着圣经字里行间的灵意、圣灵的思路、思想，遵行圣经的命令，活出圣经的教训，比

起道理的讲说更是重要！ 

 

二、「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22，另译） 

 

释义：「追求」原文是 δίωκε（díōke），意思是追求、追寻、追赶、逼迫，像猎犬紧追猎物不舍

那样，也可更强烈的译为「竭力追求」、「拼命追赶」。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这里的「追求」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认真的、竭力的、迫切的、努力的、拼命的。保罗说到

他还未信主之前时的情形，他说：「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

（徒二十二 4）他「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二十六 11）他多次说他是「逼迫教会

的」（林前十五 9，加一 13、23，腓三 6）。当主从天上如大光向他显现时，就对他说：「扫罗！

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徒九 4〜5，二十二 7〜8，二

十六 14〜15）稀奇的是，保罗得救后，他以从前逼迫基督徒的态度，转过来追求基督。他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

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

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三 12，14，另译）这就是

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保罗以什么态度追求基督，他也要提摩太以同样的态度「同那清心呼求

主的人追求…」。 

 

我们今天的追求如何？主要察验我们，圣灵要催促我们，同伴要激励我们。我们不要那种有气

无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忽前忽后、左顾右盼的追求，我们要有竭力、努力、尽力、拼命

的追求，甚至是强逼着主的追求。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祂出现确如晨光；祂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

地的春雨。」（何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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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一、「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5）；「有敬虔的形式，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吕

振中） 

 

释义：「实意」、「实质」或「能力」原文是 δύναμις（dúnamis），意思是隐藏在某物里面的能量、

力量、动能、能力，因此是能力。英文 dynamic（有能力的，有动力的），dynamite（炸药）即

由本字而来。和合本译为「实意」，而吕振中译为「实质」，是因为「敬虔的能力」是隐藏在人

里面的，「敬虔的外貌」是显在外面的。「敬虔的外貌」必须是出于里面「敬虔的能力」的，否

则便是虚假，成了法利赛人那样的「假冒伪善」。因此，「敬虔的能力」是外面「敬虔的外貌」

的「实意」或「实质」。 

 

保罗对提摩太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提后二 5）人很

容易被「敬虔的外貌」所欺骗，而我们所要注意的却是「敬虔的实意（或实质,下同）」。「敬虔

的外貌」应当出自「敬虔的实意」。所以更重要的是「敬虔的实意」，而不是「敬虔的外貌」。 

 

当初，神要撒母耳去伯利恒，膏耶西的一个儿子作王。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大儿子以利押时，「就

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撒上十六 6）神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

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7）

撒母耳所以为是的，神都不拣选，结果耶西的七个儿子都落选，直到排行第八的大卫从牧羊的

野地被召回，神对撒母耳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12）于是撒母耳膏他作以色列的王。

大卫在诗篇里说：「祢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诗五十一 6），因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

的」（诗七 9，耶十一 20，十七 10，二十 12）。神看透人的实情，人在祂面前无法装假。我们

自己要在神面前蒙光照，知道自己的实情，也要有从神来的鉴别力，能分辨虚实真假。 

 

旧约的先知巴兰面对摩押王巴勒差来的臣仆时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

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民二十二 18）其实他心里是贪爱金银财利的。神早在巴

勒第一次差人来时就对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12）

但他仍是贪心，遂跟他们起行。彼得说到假先知时，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

珥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彼后二 15）巴兰成了贪爱不义工价

之先知的代号！犹大书也说有些人是「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

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犹 11）。启示录里，主对别迦摩的教会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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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

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启二 14） 

 

旧约曾有一神人，遵神命行事，事后耶罗波安请留吃饭，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

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

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王上十三 8〜9）他转头就从别路回去。其事为一老

先知所知，遂骑驴追上神人，欺骗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

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18）于是神人被骗，竟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

吃饭喝水（19）。离去之后，这神人就在半路上被狮子咬死了（24），因他轻忽了神预先叮咛的

话。我们看见，连神人都有受骗之可能，我们不可不慎！ 

 

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约沙法将联手与亚兰王争战，约沙法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王上

二十二 5），亚哈聚来约四百先知，他们都异口同声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

手里。」（6）那时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还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

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11）所有的先知也都跟着附和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必然

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12）后来先知米该雅也被召来，并被严严嘱咐要

说实话。他终于说，有谎言的灵入了这些先知的口，他们对亚哈王说假话，使王上阵送死（19～

23）。这时，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雅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

话呢﹖」（24）亚哈王还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

地回来。」（26）米该雅对王说：「你若能平平安安地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藉我说这话了」

（28 上），他又说：「众民哪，你们都要听！」（28 下）后来，亚哈王虽然故意改装上阵，以为

可以欺瞒对方、轻易逃躲、避开敌军的眼目，不料对方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他的甲缝里，

当天，他就这样重创流血致死（30、34〜35）。所有假先知的预言全部破灭，只有米该雅的话

得了应验。 

 

主耶稣曾说到假先知，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

却是残暴的狼。」（太七 15）保罗也曾说到假使徒，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

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

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林后十一 13～15）。主耶稣曾对文

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

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

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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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

的事。」（太二十三 25～28）这些都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实例。这些话

岂不是我们的警诫么？「敬虔的外貌」必须是出于「敬虔的实意」、「敬虔的实质」。 

 

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16） 

 

释义：「神所默示的」原文是 θεόπνευστος（theópneustos），由 θεός（theós）「神」和 πνέω（pnéō）

「呼出」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神所呼出的、神的呼气、神自己的呼出，或呼出神自己，因此

直译是「神的呼出」，和合本译为「神所默示的」，吕振中整句译为「每一部受上帝灵感的经典」，

达秘新译之为「圣经的每一部份都是神圣的默示（或灵感）」（Every scripture﹝is﹞divinely 

inspired）。「默示」即暗中的启示，或隐藏在后面的启示，因此也是「灵感」，就是「圣灵的感

动」。 

 

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整本圣经里所有的圣言都是神所呼出的、神所默示

的、出于神的灵感的，绝不是出于人意、人的思想、哲理，这正合于彼得所说：「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

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一 20〜21）从一面看，圣经的确是人所写的，作者至少有四十九

位之多，各有不同背景、身分、地位、学习、遭遇、经历…，但从另一面看，圣经又的确是圣

灵所主笔的，因其思路一脉、灵意一致、启示一贯、经经互解、前后对照、相互辉映…。全本

圣经虽历经一千六百余年方成，而且其中每一作者皆有其不同于别人的笔法，但神却能藉他们

说出祂自己要说的话，也准确无误的传达了神的信息。这不是人手能成功的，唯有神的灵在背

后主其事方成。人物可变、年代也变、时空背景也变，圣经的主题却仍旧不变、其基调永远不

变，这说出神主宰一切，圣灵掌握一切。主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

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五 18）又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

废去。」（二十四 35） 

 

圣经是「神的默示」，说出圣经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圣灵暗中的工作、圣灵背后的掌控管理，

是祂引导、推动、感动、规范属神的人，写出祂所要他们写的话来。圣经里面有些是神直接的

说话，由人记载下来；也有许多话是人受圣灵感动说出来的；又有许多话是一个属神的人被神

成全到一个地步，他的所思所想与神是合一的，他就能被神用来发表祂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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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神的呼出」，说出圣经是神所是的呼出，或呼出神的所是，因此神的话满了灵、满了

生命。话、灵、生命三者是不能分开的，有其一必有其二。人读的是神的话，碰着的是字句背

后的圣灵，得着的是话中的生命。 

 

圣经是「神的呼出」又说出圣经将神的心意说出，叫人明白并遵行。所以，圣经不光叫人得粮

解渴、碰着圣灵、得着生命，也是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对人的期盼告诉人。所以保罗才

会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

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 14〜15）取用、享用神的话，和明白并遵行神的

话，这二面同样重要，是不能偏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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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一、「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6） 

 

释义：「被浇奠」原文是 σπένδω（spéndō），意思是献奠祭时将酒奠上、倒出之意，又因本字

原文是现在进行式被动语态，因此是「正在被浇奠」。本字在新约圣经里只用了二次，都是保

罗所用，另一次是腓二 17：「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保罗在最后对提摩太说的话里，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后三 6）这样

的话是取自旧约献祭的背景。那时，人向神献祭有五种基本的祭－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

安祭、素祭，奠祭则是附加的祭，就是奠酒在祭物上，与之一同献上。奠祭本身从未单独献上，

总是与五种基本的祭一同献上。换一句话说，没有基本的祭，奠祭就不能献上，就是献上也没

有意义。「…燔祭，同献的素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奠祭，…」（利二十三 12〜13）；「这

是耶和华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37）；

「平安祭，又要将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民六 17）；「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

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十五 5）。所以保罗曾对腓立比人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

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

与我一同喜乐。」（二 16〜17）若没有腓立比人作为像旧约基本祭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保

罗就无法成为奠祭的酒浇奠其上，但因着腓立比人有「信心为供献的祭物」献给神，保罗就能

以自己的性命为奠祭的酒浇奠其上，与他们的信心一同献上，叫神得着更多、更高、更满足的

喜乐。他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保罗写腓立比书时，人是在罗马受监禁，失去自由，且有殉道之准备。他说：「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

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一 20〜21、23）他在信中说，他

清楚自己还要留在世间，就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

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24～26）现在他到了一生旅程的终点。

当他写提摩太后书时，他被捕下监，无人帮助、无人扶持，面临死亡的到来。不同于上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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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次他清楚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要以他的血、他的命作为奠祭，浇奠在众圣徒的献

祭里，一同献上给神。 

 

当教会在耶路撒冷起头不久，司提反为主殉道。那时，他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看见神

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徒七 55），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56）当众人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59）从那

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八 1）。

但奇妙的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4）他们不因此退却，反而刚强有力的开拓神的

国度。司提反的殉道是个奠祭！ 

 

接着是雅各，他是约翰的哥哥，也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

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十二 1～3）彼得

当时被收在监里，也准备殉道。因着教会的祷告（12），神行了二个神迹，一是彼得的出监（7～

11），一是希律被虫咬死（23）。接着，圣经记载：「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24）雅各

的殉道是个奠祭！ 

 

主复活后在提比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祂和彼得说话，挽回他、恢复他的信心，并将喂养、牧

养的工作托他。末了，主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

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约二十

一 18）约翰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19）可见彼得的死是荣耀神的

死。据教会历史记载，彼得是在罗马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而死。主未受死前曾对彼得说：「但

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二十二 32）回

顾他的一生，从主升天算起，一直到他走完路终，一直都是「作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彼前

四 10，另译）。他刚强开拓神的国、牧养众教会、成全众圣徒，末了，还留下二封书信给我们。

彼得的死是荣耀神的死！彼得的殉道是个奠祭！ 

 

约翰是十二使徒中最后离世的，那时，保罗、彼得都走了，保罗和他的同工恐怕也都相继离世、

殉道。以心情来说，约翰算是最孤单的。他接续保罗的工作，继续牧养亚西亚的众教会。因着

逼迫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那里，主给这历尽沧桑、受苦年老的使徒看见了许多异象，后来

写成了启示录。书中一开头他就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分，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启一 9）。虽然我们不知道约翰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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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殉道而死，但我们知道，他在漫漫长夜中，一直是忠心到底。约翰是「为神的道，并为给

耶稣作的见证」，与同作弟兄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这就是奠祭！ 

 

我们不要想，一个人可以追求个人属灵而成为「奠祭」，因为离了「基本的祭」，「奠祭」无由

存在，也不会存在。我们若未将基督自己多多的供应圣徒，使他们主观的经历基督的各面，使

他们里面的生命长大，以致能将他们所经历、所享受的基督作为祭物献给神，我们就无法成为

「奠祭的酒」浇奠其上，一同献给神，叫神得着满足。基督徒不独善其身、不孤芳自赏，服事

人、成全人乃是神的托付。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

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腓四 1）又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

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

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帖前二 19〜20）这岂不也该是我们的实行么？ 

 

旧约奠祭所献的乃是酒。酒是葡萄成熟投醡压汁所酿制而成的，是葡萄生命的汁浆、是葡萄生

命的精华。酒含高热量、具爆发力、具强烈挥发性、能杀菌、能洁净物品。当酒被泼倒在祭物

上时，瞬间使祭坛上的火猛烈燃烧，使祭物的香气四溢、弥漫空气中，薰烟急速上升天上。因

此，奠祭使整个献祭的过程突然间拔高，达到高潮。旧约圣经里说，酒「使神和人喜乐」（士

九 13）、「酒能悦人心」（诗百零四 15）、「酒能使人快活」（传十 19）。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

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后四 7，8）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预备妥当，他坦然面对所要来临的一切。 

 

当保罗以自己的性命作为奠祭献上时，神和人都喜乐了，神心喜悦了、人心快活了！神在人身

上得着最大的荣耀，信徒大得激励，面对最艰难的处境时不致丧胆，世人也要看见基督人的豪

迈、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