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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原文字义精华 
 

以弗所书第一章 

 

一、「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4），「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5） 

 

释义：「拣选」原文是 ἐκλέγω（eklégō），由 ἐκ（ek）「出于」或「从…出」和 λέγω（légō）「说

出」、「拣出」、「挑选」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从一群人或一堆东西中选出中意的，就如从许多

人中选出合己意的人选，从许多宝石中选出自己喜欢的，或从许多水果中选出自己觉得好的，

因此是拣选、挑选、选出。又因为本字是关身动词，因此是神「为自己的缘故」而有的拣选。 

 

「预定」原文是 προορίζω（proorízō），由 πρό（pró）「先」和 ὁρίζω（horízō，其名词 ὃριον，

hórion，界限、彊界）「定界」、「划定」、「拟定」、「筹划」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预先定出界

限、事先筹划妥当、早己拟妥，因此是预定。 

 

保罗在以弗所书开头就说：「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

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3～4）我们的蒙拣选

是发生在「创立世界以前」，并且是「在基督里」的。宇宙万有从被造至今已年代久远，少说

也有几百亿年了，但我们的蒙拣选却是发生在这一切之先。我们可以说，在宇宙还没有之前，

我们已在基督里蒙了神的拣选。神在万有被造以先就看中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不仅如此，祂

还要「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

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4 下～6 上）从一面说，神拣选

了我们，是我们得了福气，蒙了大恩；从另一面说，神拣选了我们，乃是为着祂自己。祂「预

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女，为要「归于祂自己」（5，和合

本未译出），「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从神的拣选到使祂自己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中间经过漫长的过程。神有耐心，有智慧，有能

力成就这一切，祂是不失败的神。祂一旦定下的旨意，就是经过千辛万苦、排山倒海，祂也一

定使它成就。祂是永不失败的神！神按着祂无所不知的先见预知了我们；按着预知祂预定了我

们；按着预定祂拣选了我们；然后在时间里，祂呼召了我们，我们蒙了重生，得了称义，成圣

归神，至终要得荣耀，被模成神儿子的形象，并被带进荣耀里。这是神既定的方向，也是我们

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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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10） 

 

释义：「同归于一」原文是 ἀνακεφαλαιόω（anakephalaióō），由 ἀνά（aná）「在…之中」（活全

新约希腊文解经 VII，页 173）、「上」（「up」, W. E. Vine－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p. 1105）、「再」（「again」, K. S. Wuest－Word Studies i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Eph. p. 46），和从名词 κεφάλαιον（kephálaion）而来的动词（此字来自 κεφαλή，kephalḗ「头」）

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头在上面，其他都在头以下，或再度回到与头正常的关系里。以身体为

例，即头立于元首的位置，身上四肢百体皆服其权、受其指挥、联络合宜、配搭和协、彼此帮

补，就是「凡事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全身都靠祂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四 16～17）。又好像一个房子，内部本来杂乱无章，庭院杂草丛生、到处脏

乱，经过一番整理后，每样物件各归本位，成了井然有序、干净美丽的住处。因此意思是统合

起来、总合起来归于一元首（之下）、归于一，可译为「同归于一」（和合本）、「都总归于基督」

（吕振中）、「都归属基督，以祂为首」（现代中文译本）。又因为本字为关身动词，因此是神「为

自己的缘故」使万有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 

 

保罗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

于一。」（10）神给整个宇宙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是照祂心中的美意所订制的，这个订制就成

了祂的旨意。宇宙中有了天使的背叛、人的堕落，打岔了神的旨意，也使整个宇宙分崩离析、

混乱无章，失去和协平安。虽然万有还因基督得以维系（西一 17），祂也「用祂大能的话托住

万有」（来一 3，另译），但这仍不是神心意中的宇宙。神的工作没有停歇过，若宇宙万有仍在

混乱虚空之下。「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

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八 19～22）为此主耶稣说：「我父作事直到如

今，我也作事。」（约五 17）可见圣父、圣子、圣灵未曾停歇过他们的工作。感谢神，祂要照

着所安排的，有程序、有步骤、有计划、一点一滴的进行祂的工作，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要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进到神在以过永世里所已订下的美好旨意里。万有要完全在和平、和协、美丽、安息、有次有

序里，叫神完全得着满足，叫神完全得着彰显，也叫神完全得着荣耀。将来神为我们预备了一

个新天新地（启二十一 1）。 

 

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归在祂这一个元首之下，并不表示连撒旦、堕落的天使、鬼魔、拒绝福音的

世人，有一天也要得救与神和好。所谓的「普救论」（Universalism）的说法，只是人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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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理论调，与整本圣经的真理、启示不合。这是我们应当拒绝的。若将来有一天撒旦、堕落

的天使、鬼魔、拒绝福音离世的世人都要得救与神和好，那今天我们何必向人传福音？我们何

必抵挡撒旦、鬼魔？我们我们何必自洁，凡事要讨神喜悦？我们尽可大大犯罪作恶，并且吃吃

喝喝，反正总有一天要与神和好呢！神禁止我们有这思想！神的确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

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一 20），

但撒旦、堕落的天使、鬼魔若不回头，他们的结局早已讲明－「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

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二十 10）

就是不信、敌挡神的世人若不悔改，他们的结局也早已讲明－「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湖里。」（15）「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

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二十一 8）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帖后一 9） 

 

三、「在祂里面成了基业」（11），「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质）」（14） 

 

释义：「基业」原文是 κληρόω（klēróō）「抽签」，名词为 κλῆρος（klḗros），「签」、「分得之物」、

「分得之地」，意思是掣签分地，如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分得迦南美地那样，因此转为人所分得、

所拥有之业分，可译为基业、业分。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信徒在基督里，一面成了神的基业，另一面神也成了他们的基业。信

徒与神之间是互为基业的。神以拥有我们作祂的基业为满足为喜乐，我们也以拥有神作我们的

基业为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喜乐。为使我们成为祂的基业，神安排、筹划一切，运用祂诸般的智

慧、大能、权柄，使这事得以成就，使我们被成全、被作成祂的基业。就如神愿与人互为居所，

使神住在人里面，人也住在神里面；照样，神也愿与人互为基业，使神拥有人，人也拥有神。

我们是什么，我们算什么？神竟不看我们的卑下、不堪、残缺、无知、无能，竟愿意让祂自己

成为我们的基业，让我们承受，让我们享受，也愿意使我们成为祂的基业，让祂以我们为满足，

为享受。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竟然比天地、宇宙万有更叫神满足、喜乐！「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赛六十六 1～2） 

 

在未全得、全享神作基业之前，神已赐下圣灵，内住我们信徒灵里，这圣灵作为我们将来得神

作基业的凭据或质。这凭据或质也可译为抵押品、典当。这字是古代买卖时双方的用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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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买卖土地的双方，土地的所有人拿出该土地的样品作为保证、凭据，等对方付清购地款项时，

就取得整块的土地，而这土地与原样品是一样的。或购买整园水果时，园主先给初熟的果子做

为凭据或质，保证将来成熟的水果，品质与原来初熟的果子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初熟的果子

是预尝，保证将来的全享，其品质是一样的，只是将来是全部，量有不同，程度有不同。凡预

付的部分与将来全付的部分一模一样的，其预付的部分都可以说是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凭据或

质。若抵押品为手表，再出钱赎回该手表，则手表不是这里所说的凭据或质，因为手表和钱是

不同的二个东西。若欠人十元，先还一元，以保证将来还清。后来再还九元时，并不取回原先

的一元，则原先还的一元就是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凭据或质。希奇的是，圣灵作为我们得神全

部基业的凭质、保证、定金，不是我们付出的，而是神亲自给我们的，保证祂必会将一切福份

都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或质，向我们保证神不撒谎，也借此给我们这仍在肉身里，尚未完全

得赎的人预尝来世的权能、永世的福分。今天我们经历身体的医治，将来要经历完全的医治；

今天我们在灵里与主交通，仿佛对镜观看，模糊不清，将来要面对面看主；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有限，将来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十三 12）；今天我们如镜返照主荣光，将来主

若显现我们必要像祂，正如祂所是的（约壹三 2，另译）；今天我们靠主不犯罪，胜过罪的权

势，将来主将罪完全除去；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西一 27），将来我们要与祂一

同显现在荣耀里（三 4）。 

 

四、「直等到神的产业得赎」（14） 

 

释义：「产业」原文是 περιποίησις（peripoíēsis），由 περί（perí）「关于」和 ποιέω（poiéō）「行」、

「作」、「创造」、「工作」二字复合而成，原意是「买得」、「取得」（帖前五 9，帖后二 14，徒

二十 28），后用作「保全」、「保有」、「拥有」（路十七 33，来十 39），因此转为「所有物」、「产

业」、「财产」之意。 

 

圣灵虽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或质，但我们若要完全成为神的基业，也全得、全享神作我们的基

业，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必须完成。「直等到」说出这过程的必须。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一 13），同时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质）」，但我们必须到达完全得赎的地步，神才能成为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才能成为神的基业。

这工作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作成的。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作工，要将基督的品格、神的神圣属性

作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至终被模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而这工作的终极显出，就是我们的身体

得赎。当我们身体得赎之日，就是我们真正完全承受、全享神的基业的开始，也就是神真正完

全得着、拥有我们作祂基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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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18） 

 

释义：「照明」原文是 Φωτίζω（phōtízō），意思是光照、照明，本字原文是现在完成式被动分

词，指明继续不断的动作，因此是不断的得光照、一直的被照明。又因为是现在完成式，语法

特别，保罗似乎是表达，他盼望信徒心中的眼睛一直被照明，而这件事能真正落实、成就在信

徒里面。 

 

信徒心中的眼睛要一直被照明才能看见属灵的事。属灵的事要看见不仅须要明亮的眼睛、好的

视力，还要有从神来的光。所以保罗才为圣徒祈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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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真知道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17～18）。

圣灵所照明的心眼才能使我们「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

荣耀；并知道祂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18～19）。求神使我们心中的眼睛

常是明亮的，常有从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的光，使我们看明属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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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第二章 

 

一、「与基督一同活过来」（5），「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6） 

「与圣徒同国」（19），「在祂里面，全房同被联络」（21，另译），「在祂里面同被建造」（22，

另译） 

 

释义：「一同活过来」原文是 συζωοποιέω（suzōopoiéō），由 σύν（sún）「同」和 ζωοποιέω（zōopoiéō）

「使之活」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使之同活过来，因此是一同活过来。 

 

「一同复活」原文是 συνεγείρω（sunegeírō），由 σύν（sún）「同」和 ἐγείρω（egeírō）「使之起

来」、「使之从死里起来」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使之从死里一同起来、使之一同起来，因此是

一同复活。 

 

「一同坐」原文是 συνκαθίζω（sunkathízō），由 σύν（sún）「同」和 καθίζω（kathízō）「使之坐」

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使之同坐，因此是一同坐。 

 

「同国」原文是 συμπολίτης（sunpolítēs），由 σύν（sún）「同」和 πολίτης（polítēs）「公民」、「国

民」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同国的公民、国民，因此是同国之民。 

 

「同被联络」原文是 συναρμολογέω（sunarmologéō），由 σύν（sún）「同」、ἁρμός（harmós）建

筑物的「节」和 λέγω（légō）「积」、「选择」三字复合而成，意思是使建筑物的各部因着节而

联络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又因为本字原文是被动式，因此是同被联络、同被联结。 

 

「同被建造」原文是 συνοικοδομέω（sunoikodoméō），σύν（sún）「同」和 οἰκοδομέω（oikodoméō）

「建造」、「建筑」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一同被建造、同被建造在一起，又因为本字原文是被

动式，因此是同被建造。 

 

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用了许多次「一同」的字，来说到他从神所得的启示和看见，那就是信徒

一面与主相连，一面也与圣徒相连。与主相连是因为我们从祂得生命，祂如何我们也如何。因

着信祂，我们与祂「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也「一同坐在天上」。另一面因着与主相连，

我们也与其他信徒相连，就是那些有主生命、与主相连的信徒。我们「与圣徒同国」，就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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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基督耶稣的国（启十一 15），这国是神爱子的国（西一 13），我们都是这国里的子民。另一面，

我们与其他圣徒又像一栋宏伟建筑里彼此堆叠紧连一起的建材。这栋属灵建筑的各部份因着主

「同被联络」、「同被建造」，各得其所，各司所职，有使徒和先知所得的启示作根基，有基督

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今天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从罪、死中被救出，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5），

也与祂「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6），并且「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

是神家里的亲人」（19），我们应当关心神所要的，那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众人都「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在祂里面，全房同被联络，长成在主里的圣

殿；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20～22）「主里的圣殿」和「神在灵

里的居所」是神所要的，这是神救恩的目的。神因此得满足、安息和喜乐。 

 

救恩是为着我们，也是为着神的。没有祂，我们就没有救恩；没有祂，建造也无从着手，更无

从完成。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祂爱我们的大爱（4），祂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使我们与祂联结，

祂活过来，我们也与祂一同活过来；祂复活，我们也与祂一同复活；祂升天，我们也与祂一同

升天；祂坐在天上，我们也与祂一同坐在天上。可以说，基督与我们是「生命共同体」，也是

「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在基督里」、联于基督、与基督一同，才能产生真正建造的工作。

「主里的圣殿」或「神在灵里的居所」，都是我们「在基督里」、联于基督、与基督一同，才能

成功的。离了主，我们就不能作什么（约十五 5）。 

 

新约书信里头用「一同」的字最多的乃是保罗，列之如下： 

 

1. 信徒与基督、圣灵的「一同」：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罗六 6，加二 20）、「同死」（提后二 11，参罗六 8，西二 20）、「同埋

葬」（罗六 4，西二 12）、「一同活过来」（弗二 5，西二 12）、「一同复活」（6，西二 12，三 1）、

「一同坐（在天上）」（6）、「一同受苦」（罗八 17）、「一同得荣耀」（17）、「同作后嗣」（17）、

（在祂死的样式和复活的样式上与祂）「同长」（六 5）、「同活」（8，提后二 11）、「一同作王」

（林前四 8，提后二 12）；圣灵「一同背负」（罗八 26）我们的软弱、与我们「同证」（罗八 16，

九 1）我们是神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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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徒间的「一同」： 

 

「同活」（林后七 3）、「同死」（林后七 3，提后二 11）、「同乐」（罗七 22）、「同行」（林后八

19）、「同去」（林后八 18，22）、「同工（一同效力）」（动词，罗八 28，林前十六 16，林后六 1）、

「同工」（名词，林前三 9，林后一 24，八 23，腓二 25，四 3，西四 11，帖前三 2，门 1，24）、

「同轭」（腓四 3）、「同魂」（腓二 2）、「同助」（提后四 16）、「同受苦」（林前十二 26）、「同受

恶待」（提后一 8，二 3）、「同效法」（腓三 17）、「同被建造」（弗二 22）、「同得安慰」（罗一

12）、「同国之民」（弗二 19）「同为后嗣」（三 6）、「同为一体」（6）、「同为有分者」（6）、「一

同有分」（五 11，腓四 14）、「一同分享」（罗十一 17，林前九 23，腓一 7）、「带着同行」（加

二 1）、「一同受苦」（林前十二 26）、「一同欢乐」（林前十二 26， 十三 6，腓二 17）、「一同竭

力」（罗十五 30）、「一同努力（一同劳苦）」（腓一 27，四 3）、「一同坐监」（罗十六 7，西四

10，门 23）、「一同假冒（随伙装假）」（加二 13）、「同得安息」（罗十五 32）、「一同配合帮助」

（林后一 11）、「同作奴仆」（西一 7，四 7）、「同被联络在一起」（弗二 21，四 16，西四 16）、

「同被结合在一起」（弗四 16，西二 2、19，参林前二 16）、「同被建造在一起」（弗二 22）、「被

模成同样式」（罗十二 2）。 

 

3. 其他： 

 

万物「一同叹息」（罗八 22）、「一同受生产之苦」（22）。 

 

二、「我们原是祂的工作」或「我们原是祂的杰作」（10） 

 

释义：「工作」、「杰作」原文是 ποίημα（poíēma），英文字 poem（诗章、诗篇）就是源于本字，

其意思是一个人手中的工作，可以是画家的画、作家的文章、雕刻家的艺术品、音乐家的乐章、

建筑师的建筑物…，这些都是他们呕心沥血之作，因此是杰作（masterpiece），令人叹为观止。 

 

保罗说：「我们原是祂的工作（杰作），在基督耶稣里创造成的…」（另译），意思就是我们乃是

神的精心杰作，是祂这位巧匠，用祂智慧、能力、巧思所创造出来的。「杰作」原文是单数，

说出我们得救的人虽多，杰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教会。虽然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神的杰

作，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彰显基督的点滴，乃是我们全体－古今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才能将

基督彰显得完满，彰显得淋漓尽致，彰显得透透彻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

的丰满」（弗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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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美丽的诗章，一篇感人的文章不可能只有一个字；一首优雅动听的乐章不可能只有一个音

符；一幅千古争传的名画不可能只有一个线条、一点色彩；一座气象雄伟的雕像不可能只有一

处凿痕；一栋美轮美奂的建筑物不可能只有一二块砖石。字字连成美丽诗章；音符谱成优雅乐

章；笔笔成就千古名画；点滴凿刻成雄伟雕像；建材成就美轮美奂建物。教会也是如此，有个

人的一面，也有团体的一面，二者都不可缺。教会就如交响乐团，所呈现的是交响乐，不是独

奏。乐团的成员个个都该有高超的音乐造诣，好的弹奏技巧，要拉的准、弹得对、敲得好，但

更重要的是在整首乐曲演奏的过程，每个人都该知道何时拉、弹、敲、吹、奏，音量、时间都

要拿捏合宜。成员的弹奏技巧要受成全、被调整，自己也要勤练习，合奏时还要完全听命于指

挥，才能有好的演奏。神赐许多有职分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来做成全

的工作，圣灵做指挥。当我们弹奏出美妙的音乐时，天使、世人、万有就做听众、观众。保罗

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四 9）然而最喜乐、最满足、最得意、最

荣耀的乃是我们的神。 

 

保罗说这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造」字原文是「创造」，就是神全新的创造，不是

任何旧的东西。虽然新造是由旧造而出，在神眼中与旧造无关，是祂全新的创造。教会是神在

基督耶稣里所创造成的新人（二 15，四 14），她乃是新造的新人，全然属天、属灵、神圣。出

于亚当的才是夏娃；照样，出于基督的才是教会。教会是基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二

23）。 

 

旧造是出于神的权能、智慧，「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诗三十三

6）「祂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三十三 9），「因祂一吩咐便都造成」（百四十八 5）。新造更是

出于祂的权能、智慧。神要把一个一个的罪人变成义人，把「悖逆之子」、「可怒之子」作成爱

祂、顺服祂、行祂旨意的人，祂必须舍爱子、赐恩典、施怜悯，一切又要符合祂的公义、圣洁、

荣耀。保罗说这是「神百般的智慧」（弗三 10）。神把完全不像样、不合祂心意的人救来，又

在他们身上作工，最后作成祂心意中的杰作，为「要将祂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二 7）教会乃是神的杰作，要永远展现在宇宙中。 

 

保罗说：「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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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第三章 

 

一、「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3），「我深知基督的奥秘」（4），「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

有叫人知道」（5），「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9） 

 

释义：「奥秘」原文是 μυστήριον（mustḗrion），由动词 μυέω（muéō）「引进秘密里」而来，而

μύω（mύō）则是闭口不言，不为外人道也。保罗说他已学「得了秘诀」（腓四 12），知道怎样

处任何的环境，所用的就是这字。而 μύστης（mústēs）则是经由秘密仪式被引进社团里的人。

从上可知 μυστήριον（mustḗrion）是秘密不为人所知之事，若当事者不说出，别人一定不懂、

不知，因此是奥秘。就像神有「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罗十六 25），若祂不愿让任何受造之

物知道，就没有能知道的。「奥秘」一词新约圣经共用了二十七次，其中福音书三次，启示录

四次，其余均为保罗所用，而保罗的书信用了二十次，其中以弗所书则用了六次，为所有书信

中最多的。可见这几乎是保罗所专用、爱用的字。 

 

「奥秘」一词在以弗所书中出现的地方如下： 

1.「都是照祂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一 9） 

2.「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三 3） 

3.「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三 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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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 

5.「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五 32） 

6.「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六 19） 

 

神自己是奥秘，神的旨意、计画、安排是奥秘，宇宙、万有是奥秘，福音是奥秘，基督与教会

也是奥秘，这一切神若闭口不言，就没有人能知道、能明白。若神真的闭口不言，也不愿让任

何人知道，这一切将成「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因为是「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的。

约伯记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祂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作什

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十一 7～9）但感谢神，祂乐意将

这一切向人打开，让人知道。神将他心中的奥秘、秘密向我们打开，与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

这就叫作「启示」。所以「奥秘」的对面就是「启示」。没有启示，奥秘永远是奥秘，人永远无

法测透，也无法知道、明白。但保罗说，神「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加一 16），且「照

祂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弗一 9），又「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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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在灵里启示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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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5～6）圣灵又

使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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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神

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藉众先知的书，

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罗十六 25～26） 

 

神不愿意藏在祂心中的奥秘永远是奥秘，不为人所知，祂乃愿意人能知道、明白、分享，使祂

心中所要的能显明出来。所以圣经讲的「奥秘」，是「启示出来的」奥秘。虽是如此，启示出

来的奥秘仍需要圣灵在人的心里作工，人才能明白。所以保罗为圣徒祈求，求神赐给他们「智

慧和启示的灵」（弗一 17），使他们对神的旨意有透彻的领会。没有圣灵的开启，人无法领略

这「启示出来的奥秘」。神的旨意「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十一 25）。

「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

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林前二 9～10）乃是借

着圣灵的启示，人的心眼得开，才能看见并领略神的旨意。人的聪明在领会、明白神旨意的事

上是毫无用处的！ 

 

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8） 

 

释义：「测不透的」原文是 ἀνεξιχνίαστος（aneksichníastos），由 ἀ（á）置于字首为反义之意和

ἐκ（éκ）「出于」，并 ἰχνιάζω（ichniázō，其名词为 ἴχνος（íchnos））「足迹」、「脚踪」三字复合

而成，所以意思是无法追溯、不知其足迹、脚踪，因此是测不透或追测不尽。新约只出现二次，

分别是这里和罗十一 33，后者是说到神的智慧无法测透；这里则是说到基督的丰富是测不透

的、追测不尽的。 

 

本字最早出现于七十士译本的约伯记中－「祂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伯五

9，九 10）约伯说：「祂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祂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11）

又说：「…我往前行，祂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祂。 祂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

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祂。」（二十三 8～9）若是神的行踪都那么难测，何况隐藏祂心中的旨

意呢！保罗说：「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恩典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祂运行的大能赐给我

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祂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

外邦人」（弗三 7～8，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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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表而言，迦南地预表基督和祂那测不透的丰富。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地中之地。

摩西对神的百姓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

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

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申八 7～9）他又说「…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

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祂

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榖、新酒和油…。」（十一 11～12、14）

这应许之地虽然美好，但以色列人若要实际享有那地，必须凭信往前，据有那地，才能实际享

有那地。神对他们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

到西海，都要作你们的境界。」（24）从约书亚纪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据有那地的路只能凭信

进入，靠神争战得胜。甚至连年老的迦勒都能凭信进入，靠神有勇力，靠神争战得胜。他对约

书亚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

意回报他；…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

孙永远为荣，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

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

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争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书十四 7～13）迦勒凭信前去攻打

全迦南地最坚固的营垒，亚衲族人（伟人）所盘据的希伯仑，这是全迦南地最肥美的地。当初

十二个探子窥探那地时，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是两个

人用杠抬着回来的。以实各谷就在希伯仑（民十三 22～23）。可见，那地是有何等的肥美！而

最肥美的地却是由最顽固、坚强的仇敌所把守的。要取得并享用这一块最肥美的地，人就要有

像迦勒这样的信心才能。 

 

迦南是全地最美之地，而希伯仑又是全迦南地最肥美的地，是美地中的美地。但是这块地却是

被迦南七族邪恶的势力所霸占、盘据，希伯仑更是被亚衲族人所占有。以预表而言，若迦南地

预表基督和祂那测不透的丰富，则迦南七族预表空中执政掌权的堕落的天使和鬼魔，而盘据希

伯仑的亚衲族人更是堕落的天使中最邪恶、最强壮的属灵势力。进迦南如何要凭信、靠神，照

样，要取用、经历、享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也要凭信、靠神。每一次我们取用、经历、享用

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时，就是黑暗、邪恶、属灵势力一次的落败，也是基督身量在我们身上一

次的增长。我们每一次对基督有经历、享受时，都不是凭空、平白得来的。迦南七族、希伯仑

的亚衲族人该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若吃下他们，对基督的经历将更高更深，我们属灵的身量将

得着增长。再者，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是穷尽我们一生也无法尽享、尽得的。基督的丰富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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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性的度量，绝非我们个人可以述尽说竭，也非一二肢体可以尽享、尽得。保罗说：「能以和

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

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弗三 18～19）基督的丰富需要祂的身体所有的肢体才能完全领略、

经历、享受！ 

 

在追求、经历、享受基督的事上，使徒保罗是我们众人的榜样，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

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

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三 7～8）这是他从得

救信主之日起就有的态度。即使在写腓立比书时，他的属灵生命已经非常成熟，他仍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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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12～14）他不仅得着、支取、经历、

享受基督，他也如此传扬，他更盼望众圣徒一同进入他所传杨之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里。所以

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

指示你们；然而，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都当照着同样的法则而行。」（15～16，另译） 

 

主把一生量给我们，我们都要好好跑、好好过，我们要认真、竭力追求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

经历、享受，使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弗四 13），也让基督完全成形在我们里面（加四 19）。

彼得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后一 11） 

 



14 

以弗所书第四章 

 

一、「以和平的绳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3，另译） 

 

释义：「竭力」原文是 σπουδάζω（spoudázō），原意快速、热切、热心、赶紧、竭力、殷勤，

其翻译由上下文定夺。本字在新约圣经里共出现十一次，其中保罗用了七次，从字意本身就可

以看出，保罗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只要他看明是神的旨意，他会

立刻遵行，不计任何代价。又因为本字原文是现在分词，表示继续不断的动作，因此是一直竭

力保守那灵的一。以下是新约圣经里出现的经文： 

 

保罗说记念穷人的事，是他本来就「热心去行的」（加二 10）；他劝信徒要「竭力保守那灵的

一」（弗四 3）；他与帖撒罗尼迦弟兄们分离，他和他的同工们「极力地想法子」（帖前二 17）

要去见他们的面；保罗勉励提摩太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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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结束地上旅程时对他说：「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四

9）；又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21）；他也这样对提多说：「你要赶紧往尼哥波

立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意在那里过冬」；希伯来书劝勉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四 11）；

彼得也劝勉弟兄们说：「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后一 10）；他

说他自己「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事」（15）；他又对弟兄们说：「你

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三 14）。 

 

信徒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着彼此间的来往交通而言，要学习「以和平的绳索，竭力保守那

灵的一」。大家同信一主，同有基督生命，在身体里应当彼此接纳、包容。圣灵赐下合一，信

徒要共同维护这一个合一。要「以和平的绳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下的合一，每一个人都得

学习接受圣灵活的引导、带领、约束和感动。「竭力」说出「保守那灵的一」是要用力气的；

「保守」说出「那灵的一」是已有的，我们不要让它失去。「那灵的一」表明这「一」是出于

圣灵，也是属于圣灵的。圣灵所成就、带进的合一，我们都当快快、热切、热心、赶紧、竭力

的保守。有了「那灵的一」，才有「一个身体」（弗四 4）的实际，否则身体的一只是空谈，身

体的见证也要失去。基督身体的见证最明显、最重要的就是合一，对比于世间人与人之间的不

合和分裂。基督徒能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只要是同信一主，同有圣灵，不同的都不成为难处，

都能放在一边，诸如语言、种族、社经地位、背景、口味、个性、想法、衣食习惯…等等，但

世人就无法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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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了圣徒的成全」（12，另译） 

 

释义：「成全」原文是 καταρτισμός（katartismós），由动词 καταρτίζω（katartízō）而来，而动词

由 κατά（katá）「下」置于字首作加强用，和 ἀρτίζω（artízō，名词 ἄρτιος,ártiοs「完成」、「完成」、

「修补」）二字复合而成，意思是完全得着回复、彻底修补完整。本字用于医生为病人治疗、

手术，接合其断骨，整复其脱臼之关节。动词用于太四 21、可一 19 的「补网」；加六 1「挽回」；

帖前三 10「补满」信心的不足；提后三 17 装备「完全」；来十三 21 在善事上得着「成全」。

名词则只用于弗四 11 这里。 

 

神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赐给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圣徒的成全，成就服事的工

作（或职事的工作），成就基督身体的建造。」（12，另译）可见圣徒的成全是重要的，因为圣

徒受到良好的成全才能有正确、合宜的事奉，也才能成就基督身体的建造。 

 

「成全」包括启发、装备、教导、改正、学习…。圣徒有了合适的成全，才能有合适的尽职。

但是圣徒不是学成了才能开始尽职，而是边尽职边学习，边服事边调整，边事奉边规正。有恩

赐的人成全圣徒，圣徒有分于服事、事奉，个个尽职，便叫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我们当以

服事、事奉、尽职为天职，照着神所给的恩赐，照着自己的度量来尽功用。 

 

人一讲到「服事的工作」，是为着成就「基督身体的建造」，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像

这样的重责大任，不会轮到我的，我哪里够格，那敢高攀。若人人都做如是想，基督的身体怎

能得着建造呢？「普遍的祭司职分」是新约的启示，也是神的心意，我们当体贴神的心意。 

 

当我们照着所得的恩赐服事、事奉、尽职时，就是尽神所给我们个人的职事。保罗说：「要告

诉亚基布：务要留心你在主里所领受的职事，好尽得完全。」（西四 17，另译）他又对提摩太

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提后四 5）我们个人的职

事是否成形、成熟，尽职的时候是否老练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忠心、殷勤尽职。

我们总该边做边学，边学边做。我们若一开始就退缩畏惧或轻看不理，我们就亏负了赏赐给我

们恩赐的神了。若是这样，我们自己就受了亏损，也叫基督身体受亏损。再者，每个人的服事、

事奉、尽职的那一份，乃是照着神所给的恩赐。恩赐有种类的不同，也有大小的不同，没有一

个人可以强求。我们个人的恩赐是神所赐的，神也是量着我们个人的度量给我们的，当我们尽

职的时候，就要照着神所量着我们个人的度量来尽职。因为「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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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二 4～6）而恩赐的给与「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11）彼得也说：「各

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彼前四 10）在身体里不尽职或尽

职不完全是不妥的，但若强求或越份以致践踏别人，或者包办、取代、独大就更是不妥。 

从上下文看「服事的工作」（或「职事的工作」）与「基督身体的建造」乃同位语，指明同一件

事。这里的「服事的工作」原文乃是单数，说出无论有多少人照着他们个人所得的恩赐在身体

里服事、事奉、尽职，其「服事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神绝不抹杀我

们个人的职事（或职分），但神所要的绝对是成就「基督身体的建造」。这是平衡的看法。所以，

我们的服事、事奉、尽职，都该是在身体里的，也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的。神给我们每个人

有个人的职事，但无论有多少个人的职事，都该是包括在那一个「职事的工作」里的，也是为

着「基督身体的建造」的。凡是出于天然、肉体、血气、联于世界、不圣、不洁的服事，都不

是神所要的「服事的工作」，也绝无益于「基督身体的建造」。这样的「职事」绝不在那「职事

的工作」里。 

 

弗四 11～12 是成全工作的总论，13～16 则是详论成全工作的内容，那就是成全「直到我们众

人都达于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于长成的人，达于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被波浪漂来漂去，并被一切教训之风所摇动，这教训是人的欺骗手法，

是导入错谬系统的诡诈。惟在爱里说真实的话，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本于祂，

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被联络一起，并被结

合一起，这增长的身体，便在爱中把自己建造起来。」（弗四 13～16，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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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第五章 

 

一、「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16，另译） 

 

释义：「赎回」原文是 ἐξαγοράζω（exagorázō），由 ἐκ（ek）「出于」、「出来」和 ἀγοράζω（agorázō）

「买」、「赎」二字复合而成，因此意思是买出、赎出。ἀγοράζω（agorázō），原意是前往贩卖

奴隶的市场买奴隶，字首加上 ἐκ（ek），就成了从贩卖奴隶的市场买「出」奴隶来。ἐκ（ek）

亦可作加强语气之用，表明全然买得，又因为后面联着「光阴」，因此成了捉住机会、把握机

会的意思。本字在弗五 16，西四 5 皆为关身动词，因此是「为自己」的缘故赎回光阴、爱惜

光阴、捉住机会、把握机会。 

 

保罗劝我们「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日子之所以邪恶，是因为整个世界的体系是卧在

那恶者的手下，我们稍不小心，光阴就要被吃掉，机会就要丢失。撒旦是处心积虑要吃掉我们

的时间和机会的，所以，我们要「抢」时间、「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一生的年日

实在是短暂，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多一分一秒都不可能。年日是飞逝而过，我们的「年日

窄如手掌；…一生的年数…如同无有。」（诗三十九 5）我们「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

不能存留。」（伯十四 2）所以圣经劝我们：「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传十 10）。「一寸

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要抢的，机会也是要捉的，否则一溜烟就过去了。 

 

主耶稣出来作工三年半，分秒必争；保罗得救之后，就竭力追求，一点不浪费时间，我们都当

效法。读经、祷告、聚会、看望、传福音、奉献时间、体力、心力、智慧、财物…，都须要儆

醒、捉住机会。主耶稣捉住每一个接触人的机会，保罗捉住机会，才能有至少三次出外旅行布

道。马利亚捉住机会，「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祂的头上。」（太

二十六 7）「趁」字说出马利亚是一个捉住机会的人。其他妇女也预备了香料想要膏主，但机

会已过，主已复活了（路二十三 56）！主也举例夸奖一个不义的管家，因他作事聪明。他被主

人辞退前，捉住他最后的机会，叫来欠债的人，减少他们的债务，因他心里说「主人辞我，不

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作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 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

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路十六 3～4）他的不义是错的，但他的捉住机会却是

主要我们学习的。主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8）主以此指教

我们当如何使用钱财，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

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9）为福音的缘故费财费力，也是我们捉住机

会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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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神、事奉神，在今生都是要捉住机会的。保罗离世前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

（提后四 9、21）又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

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13）他盼望在离世前再有机会读些书，更重要的是读神的话，

他想也许神再给他有新的看见、新的启示，若不，也能再次享用主话的甘甜。在捉住机会的操

练上，保罗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二、「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教会」（26，另译） 

 

释义：「洗涤」原文是 λουτρόν（loutrón），本字就是旧约会幕中的「洗濯盆」，所以重在洗濯。

旧约的祭司经由会幕的外院进到圣所时，必须先经过洗濯盆的洗濯，使自己得着洁净，方能进

入圣所里服事。新约本字只用在弗五 26「话中之水的洗涤」和多三 5「重生的洗涤」二处。 

 

保罗在这里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弗五 25），然后就说：「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

净教会。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26～27）可见基督救赎的工作不光是流血舍命，解决罪的问题而已，祂还要圣化祂的教会，

使她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好作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救赎的工

作是借着血；圣化的工作是借着水。罪的问题是一次而永远的解决了；圣化的问题却是继续不

断的持续下去，直到成就的日子。教会今天不能说是已经完全圣洁了、无罪了，正如我们今天

也不能说是已经完全圣洁了、无罪了。罪的权势今天仍在，但到有一天，罪的痕迹、罪的生命

都要完全离开我们。 

 

一个爱主、追求主的基督徒，靠着主应能逐渐脱离罪的权势，直到有福的那日，他也要完全的

脱离罪的生命。血所对付的是罪；水所对付的则是天然、旧造、老衰。「玷污」（斑点）是指污

点、缺欠；「皱纹」则是指生命老衰，在脸上所显生的皱纹。教会要与基督匹配，必须是全然

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罪的玷污，也没有老旧所显出的皱纹。这样的工作乃是借着话中之水的

洗涤所成就的。既说「水」就必与圣灵有关。神的话与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主对我们所说的

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灵中有话，话中有灵，二者合而为一，方有洗涤之功能。洗涤带来

洁净，洁净就是圣化。基督做大祭司向父的祷告乃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祢的道就是

真理。」（约十七 17）基督如何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彼前一 19，来九 14），照样，作

为基督新妇，就是羔羊的妻的教会（启二十一 9），也必须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祂如何像是

「刚被杀的羔羊」（启五 9），是新鲜的，教会也该是新鲜的，没有一点老旧、皱纹。我们个人

如何在基督里蒙拣选，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弗一 4），「使自己没有玷污，无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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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见主」（彼后三 14，另译）；照样，团体的教会也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弗五 27）。

基督所迎娶的教会，作为祂的新妇，必是全然美丽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

有瑕疵的，最后更是「预备好了…妆饰整齐」（启二十一 2），等候基督的迎娶。 

三、「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29） 

 

释义：「保养」原文是 ἐκτρέφω（ektréphō），由 ἐκ（ek）「出于」、「出来」和 τρέφω（tréphō）「喂

养」二字复合而成，因此是养育、抚养、喂养。而介系词 ἐκ（ek）置于字首作加强用，表完

全之意，所以是养育、抚养直到长大或完成养育、抚养的工作。本字亦用于弗六 4「你们作父

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顾惜」原文是「乳养」原文是 θάλπω（thálpō），意思是「使之温暖」，就像母鸟蹲伏窝巢温

暖幼雏或孵蛋（申二十二 6「伏」字），故可引申为养育、爱惜、乳养。在以弗所五 29 这里是

指人对身体的保养「顾惜」，在帖前二 7 则表达保罗和他的同工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态度－「只

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帖前二 7）保罗对帖城的信徒，如同母亲

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他们是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女。母亲对儿女的天性是满了慈爱，所以

表现是温柔、温和、体贴、亲切、慈祥。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身体，就是「顾惜」。 

 

保罗劝勉我们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弗五

28）然后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

祂身上的肢体。」（29～30）基督怎样爱教会，丈夫也当怎样爱妻子，如同人对待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那样。谁都不愿身体有病、软弱或受伤，平常总是保养顾惜，有了问题时，更是

费时、费力、费心思的去休息调养、保养顾惜，好让身体得着好的恢复。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

肢体，每一个肢体主都宝爱。祂巴不得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得着好的喂养，长得正常健壮，没有

残疾。若有软弱、生病或受伤，祂总盼望给他好的照料，圣灵总做帮同扶持的工作，好使他尽

快恢复生机的功能，恢复旺盛的活力。身体的头－基督－总是这样「保养顾惜」祂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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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第六章 

 

一、「这黑暗的世界管辖者」（12，另译） 

 

释义：「世界管辖者」原文是 κοσμοκράτωρ（kosmokrátōr），由 κοσμος（kosmos）「世界」和 κρατέω

（kratéō）「抓住」、「握住」、「掌控」、「管辖」、「管治」二字复合而成，因此意思是抓住、握住、

掌控、管辖、管治世界，可译为世界管辖者、世界统辖者。本字在原文是复数，因此是这世界

诸多的管辖者、统辖者。 

 

保罗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这黑暗的世界管辖者，

以及天空邪恶的灵摔跤。」（弗六 12，另译）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世界，是受辖于堕落的天使，

它们是盘据整个地球及其领空的邪灵。这黑暗国度，撒但是王，邪灵中则有「主治的」、「执政

的」、「掌权的」…，它们一同参与撒旦邪恶的勾当，也成了「这黑暗的世界管辖者」，而堕落

的人则成了它们的俘虏和成员，一同有分于背叛神、抵挡神的工作。主耶稣说撒旦是「魔鬼」

（约八 44）、是「这世界的王」（十二 31，十四 30，十六 11）；保罗说它是「这世界的神」（林

后四 4），它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弗二 2），也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2）；

约翰则说它是「魔鬼」（约壹三 8，启十二 9）、是「那恶者」（二 13～14，三 12，五 18～19）、

是「大红龙」（启十二 3）、「古蛇」、「撒但」（9）。「魔鬼」，说出它的狡猾、使人迷惑；「这世

界的王」，说出它统治、掌管这黑暗的世界；「这世界的神」，说出它篡夺人对神的敬拜；「那恶

者」，说出它的邪恶、诡计；「大红龙」，说出它的残暴、残忍、多饮人血；「古蛇」，说出它的

年代久远、老奸巨猾；「撒但」，说出它成了神的对敌、敌挡神的。约翰说「全世界都卧在那恶

者手下」（约壹五 19），任其宰割、受其奴役；保罗则说它和它的仆役，乃是「这黑暗的世界

管辖者」，人是完全在它们的掌控之下过活。但以理的时代有「波斯国的魔君」（但十 13）、「希

腊的魔君」（20）这些邪恶的天使，盘据各国空中，要拦阻破坏神的工作、苦待神的圣民，今

天，世界各国仍在它们的掌控之下，短暂的将来也仍要如此，唯有等到基督的来到，它们才完

全被扫除到永火里去。圣经预言将来「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天使释放了。那四个天使就被

释放；它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启九 14～15）真是

可怕极了！全世界若有六十亿人，一时之间将死去二十亿人，这的确是恐怖到了极点。这种手

法只有泯灭人性、没有良心、毫无怜悯的「人」做得出来，但恐怕也只有天使才有这么大的能

力做得到（参王下十九 35，「当夜，耶和华的一个天使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达秘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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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属灵的事实而言，我们信主之后神已「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西一 13），但今天我们仍活在撒但和其邪恶仆役下的世界，这也是事实，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主并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世界，或到深山旷野去隐居，主是为我们向父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

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十七 15～

16）。地上的国还未成为主基督的国，我们等于是在敌军的国度里生活似的，也「如同羊进入

狼群」（太十 16）中间一样，因此，基督徒所有的生活、工作、事奉，都是在争战中渡过的。

我们若认真，撒但魔鬼绝不会让我们轻松度日，因为主藉我们的得胜，就是它的失败，主在我

们身上显出得胜，就是黑暗国度的溃败。福音的传扬、罪人的归主、圣徒的看望、聚会的荣耀、

教会的服事、个人的追求、恒切的祷告、主话的顺服、弟兄的相爱、同心和意、同灵同魂…，

无一不是争战得来的，也无一不是在争战中显出的。面对这样争战的局面，保罗在以弗所六章

这里用了许多命令句（祈使句），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要在主里，在祂力量的权能里得着

加力」（10，另译）；「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1）；「要拿起神所赐

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13）；「要站稳

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14）；「要用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

恩的头盔，并圣灵的剑，就是神的道」（17，另译）。并且保罗在这里用了许多动词分词，因为

争战是无间时刻的、持续进行的，所以这里基督的战士全身的装备都是一直未离身的：真理的

腰带「一直是束着的」；义的胸甲「一直是穿着的」；和平福音的鞋「一直是穿着的」；信的盾

牌「一直是拿着的」，就能灭尽那恶者不断射来「一直烧着的箭」；救恩的头盔「一直是戴着的」；

圣灵的宝剑「一直是拿着的」。基督的精兵是时时在灵里「祷告不歇」，也在这事上「儆醒不倦」

的。（参 15～18） 

 

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19），「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20） 

 

释义：「放胆开口」原文是παρρησιά（parrēsiá），「放胆讲论」原文是παρρησιάζομαι（parrēsiázomai），

παρρησιά（parrēsiá）一字由 πᾶς（pás），「全部」和 ῥῆσις（hrḗsis）「话」复合而成，因此是「说

出全部的话」。本字在希腊民主政治里的用法是言论自由、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大放厥词之

意。本字亦用于帖前二 2，保罗对帖城圣徒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

的；然而还是在我们的神里面，放开胆量，在大争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保罗无论到那里，传福音的态度上总是坦然无惧、放胆直言，像他在亚基帕王、巡抚非斯都和

文武百官面前也是「放胆直言」（παρρησιάζομενος λαλῶ，徒二十六 26），一点没有畏惧，他也

说这是他「当尽的本分」。但他请求众圣徒背后的代祷，使他能有合适的「口才」、「发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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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胆开口」，并「讲明福音的奥秘」。「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一 16），

要讲明这福音的奥秘使人归主，不是人「用高言大智…宣传神的奥秘」（林前二 1）就能奏效

的。他对哥林多人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

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4～5）既是属灵的事，就不是人的口才、

办法所能成功的。属灵的事要用属灵的办法才能成功，因此，个人的祷告、仰望、依靠是必需

的，圣徒背后的代祷也是必需的。保罗深知众圣徒背后代祷的需要，他在许多书信中都向圣徒

们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他深知基督身体扶持的力量。除了以弗所书六章这里他说：「也为我祈

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19～20）其他列之如下：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 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罗十五 30）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话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

间一样。」（帖后三 1）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儆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

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西四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