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叁書註解 
 

約翰叁書提要 
 

壹、作者 

 

 本書和《約翰二書》雖然都很簡短，卻有很多用語相同的地方：(1)都自稱「作長老的寫信」(參 1

節；約貳 1)；(2)也都提到受者「就是我誠心所愛的」(參 1 節；約貳 1)；(3)又都提到因對方按真理而行，

就甚喜樂(參 4 節；約貳 4)；(4)並且在結束時，又都提到還有許多事要寫，卻不願意用筆墨，盼望能儘

快見到，當面談論(參 13~14 節；約貳 12)。 

 由此可見，這兩封書信乃出自同一個人手筆。大多數聖經學者均同意，本書和《約翰二書》一樣，

也是使徒約翰所寫。 

 關於使徒約翰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約翰一書提要》。 

 

貳、寫作時地 

 

 本書的寫作時間和地點，大致與《約翰二書》相同，也就是大約在主後 90~99 年，寫於以弗所。 

 

參、本書受者 

 

 本書的受書人名叫「該猶」(1 節)。從本書的內容可知：(1)他是作者使徒約翰在真理中所親愛的一

位弟兄(1 節原文)；(2)他的身體可能不怎麼健壯(2 節)；(3)他的靈魂(原文「魂」)卻相當興盛(2 節)，對人

滿有愛心(6 節)；(4)他不但心裏存有真理，且按真理而行(3 節)；(4)他經常接待出外為真理作工的客旅弟

兄們(5 節)，被多人在教會面前為他作見證(6 節)。 

 「該猶」在當時的羅馬帝國境內是很通俗的名字，在新約聖經中除本書之外，另有三名該猶：(1)

馬其頓人該猶(徒十九 29)；(2)特庇人該猶(徒二十 4)；(3)哥林多人該猶，他曾接待過使徒保羅，很可能

哥林多教會就在他的家裏聚會(參羅十六 23；林前一 14)。本書的受者或許是這三人中的一位。 

 根據一份教父著作《聖徒合縱錄》，曾提及有一位特庇人該猶，他原是使徒保羅傳福音所結的果子



(參徒十四 20~21)，在保羅去世以後，轉為使徒約翰的屬靈兒女(約叁 4)。就在《約翰三書》成書之後，

使徒約翰到該猶當時所在的地方，親自解決了丟特腓的問題，並革除其教會的牧職，而以該猶取代。 

 

肆、寫本書的動機 

 

 在教會時代初期，使徒們和自由傳道人受聖靈和教會的差遣，出外巡行傳道並建立新教會，又在

所建立的教會中，選立長老們(複數)，以監督各地教會的牧養和治理，並在眾教會間維持交通來往。不

久，眾教會即面臨兩種危機，一種是由外部而來的異端假教師(參徒二十 29；約壹二 18~19；約貳 7~11)，

另一種是從內部簒起的野心領袖(參徒二十 30；約叁 9)，造成初期教會的重大問題。 

 欲對付外來異端假教師所造成的問題，就必須拒絕接納他們，也就是必須對他們關閉教會的門；

但若完全關閉教會的門，則又易招來另一種問題，即縱容內部的領袖，不受節制。所以教會之門的開

或關，必須拿捏得準。《約翰三書》就是針對《約翰二書》的「不接待」而有所調整，亦即凡動機純正

的信徒，應予「接待」(註：接待他們，不一定須提供講壇給他們)。 

 有解經家根據本書內容，將寫書的動機推論如下，雖不一定準確，但可提供吾人參考：在本書之

前，使徒約翰曾寫了一封簡短的書信，給當地的教會，但為丟特腓所拒絕(9 節)。丟特腓本人，大概不

是異端份子，或者僅出於他「好為首」的領袖慾(9 節)，而不順服約翰的權威，故約翰並未對他立即採

取斷然措施，而予容忍，將來會當面「題說他所行的事」(10 節)。丟特腓基於他對使徒約翰的誤解，不

但「用惡言妄論」約翰和他的同工們，並且禁止本地信徒接待約翰的同工，違者「趕出教會」(10 節)。

使徒約翰被迫必須解決此問題，乃寫此書，並託素有好名聲的低米丟攜帶此書(12 節)，送給熱心接待信

徒的該猶(5~6 節)，他可能也是當地教會的另一領袖人物，故未遭丟特腓趕出教會。使徒約翰的用意，

或許是先穩住當地教會一部分信徒，以免全體一面倒的支持丟特腓，然後親自前往，當面解決問題(13~14

節)。 

  

伍、本書的重要性 

 

 本書提供寶貴的資料，使我們明白三種教牧職分之間的潛在危機：(1)使徒職分──約翰所代表的；

(2)本地教牧──該猶和丟特腓所代表的；(3)訪問教牧──低米丟所代表的。 

 本書雖僅就事論事，而未多陳明真理原則，但字裏行間流露出因生命成熟而有的屬靈智慧，使我

們看見當初和歷代教會所共有的難題，以及妥善處理之道。歷代教會的難題為屬靈權柄的誤用與濫用(例

如丟特腓)，而解決之道乃為：(1)更高權柄者(例如使徒約翰本人)須正確地善用權柄；(2)鼓勵其他信徒(例

如該猶、低米丟)積極以正面的行動協助錯用權柄者改正過來(注意，使徒約翰並未要求該猶介入他和丟

特腓之間的矛盾)。 

 



陸、主旨要義 

 

 鼓勵信徒行善，以愛心接待為真理出外作工的客旅；禁戒信徒行惡，有權柄者不可在教會中專權。 

 

柒、本書的特點 

 

 本書的特點如下： 

 一、本書按希臘原文共有 218 個字，是全部聖經中最短的一卷；但其篇幅雖短，內中卻包含了許多

寶貴的教訓。 

 二、本書以三個人物為活教材，教導讀者棄惡行善，在愛中實行真理。 

 三、本書給我們看見身體須與靈魂並重，操練敬虔也須操練身體。 

 四、本書也給我們看見不但自己要按真理而行，並且也要以愛心幫助為真理作工的人。 

 五、本書一面勸勉我們要效法行善的榜樣，另一面也警戒我們不要效法行惡的人。 

 

捌、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約翰一書》的主題是相交和彼此相愛，但同時又指出當時的眾教會中間，存在著異端假教師的

嚴重問題。如何能有正確的相交和彼此相愛，與巡行各地的傳道人如何交接來往，《約翰二書》指明應

當有所拒絕(約二 10~11)，本書則指明應當有所接納(參 5~10 節)。所以本書和約翰二書》可視為《約翰

一書》的補充說明，門戶的開放和關閉，宜有遵行的準則。今將《約翰二書》和《約翰三書》相對的

點列述於後： 

 一、(約貳)真理生發愛心；(約叁)遵行真理顯明愛。 

 二、(約貳)要在真理中相愛；(約叁)要以愛來實行真理。 

 三、(約貳)按真理拒絕接待異端假教師；(約叁)按真理接待為主名出外的弟兄。 

 四、(約貳)接待異端假教師就有分於他的惡行；(約叁)接待主工人的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工。 

 五、(約貳)要小心防備那迷惑人的；(約叁)不要效法那阻擋真理的人。 

 六、(約貳)揭發那敵基督者的教訓；(約叁)揭發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行為。 

 

玖、鑰節 

 

 「親愛的兄弟阿，不要效法惡，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屬乎神；行惡的未曾見過神。」(11 節) 



 

拾、鑰字 

 

 「真理」(1 節「誠心」原文是「真理」，3，3，4，8，12 節)。 

 「接待」(8，9，10，10，10 節)。 

 「見證」(3，6 節「證明」原文是「見證」，12，12，12，12 節)。 

 

拾壹、內容大綱 

 

【榜樣與鑑戒】 

 一、該猶愛心接待的榜樣(1~8 節) 

 二、丟特腓不肯接待的鑑戒(9~11 節) 

 三、低米丟行善的見證(12 節) 

 四、結語和問安(13~15 節) 

 

約翰叁書 
 

壹、內容綱要 
 

【按真理而行】 

 一、引言和祝願(1~2 節) 

 二、對該猶的稱讚(3~8 節) 

  1.因他按真理而行，甚覺喜樂(3~4 節) 

  2.讚賞他忠心接待同工(5~8 節) 

 三、對丟特腓的評論(9~11 節) 

  1.好為首的丟特腓不肯接待又禁止別人接待同工(9~10 節) 

  2.不要效法惡(11 節) 

 四、對低米丟的見證(12 節) 

 五、結語和問安(13~15 節) 

 

貳、逐節詳解 
 



【約叁 1】「作長老的寫信給親愛的該猶，就是我誠心所愛的。」 

 〔原文直譯〕「做長老的寫信給親愛的該猶，就是我在真理中所愛的。」 

 〔原文字義〕「長老」老年人，年長的；「誠心所愛」在真理中愛。 

 〔文意註解〕「作長老的寫信，」『作長老的』按原文有二意：(1)上了年紀的人；(2)某地教會的長老。

按本書作者使徒約翰當時的身分而言，兩者都合適；使徒彼得也曾作過某地教會的長老(參彼前五 1)。 

  「給親愛的該猶，」『該猶』是當時一個很普通的名字，在新約聖經中提過三位該猶：(1)馬其頓人該

猶(徒十九 29)；(2)特庇人該猶(徒二十 4)；(3)哥林多人該猶(羅十六 23；林前一 14)。有關本書該猶的詳

細解說，請參閱『本書提要』之受者。 

  「就是我誠心所愛的，」『我』字在原文結構中是着重的字；『誠心』原文是真理，顯示真理乃是本

書的中心思想；『誠心所愛』按原文可翻作『在真理中所愛』，意指在純正的信仰真理中彼此相愛。 

 〔話中之光〕(一)「親愛的」有可能是書信開頭的客套話，但後面加上「我誠心所愛」，就不僅是口頭

上形式的愛，而是內心實際的愛了。 

  (二)在教會中，我們口頭上以「弟兄姊妹」相稱，但內心裏可能沒有「弟兄姊妹」的情懷；我們應當

作到心口合一，誠心相待。 

  (三)信徒所共有的信仰真理，使我們產生生命聯結的關係，自然而然就能愛從神而生的人了(參約壹

五 1)。 

 

【約叁 2】「親愛的兄弟啊，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原文直譯〕「親愛的，我願你凡事蓬勃，並(身體)健康，正如你的魂蓬勃一樣。」 

 〔原文字義〕「興盛」平坦的道路，順利前進；「健壯」純全無疵，健全，無災無病；「靈魂」魂，氣

息。 

 〔文意註解〕「親愛的兄弟啊，」本書再三重複這個愛的稱呼(參 1，2，5，11 節)，表示這不僅是禮貌

上的措辭，而且也流露出作者心裏實際所關懷的。 

  「願你凡事興盛，」雖然『凡事』包括事業和財物在內，但我們不宜像一些現代『興盛神學』(或稱

『成功神學』、『繁榮神學』)的人，抓住這節聖經認定只要信徒愛神，必然凡事興盛，事業發達，錢財

滾滾而來。因為這句話並不是神的應許，而是使徒的祝願。其實，這句話主要在補充說明下一句的『身

體健壯』。 

  「身體健壯，」這話暗示該猶的健康情形並不好。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靈魂』原文是『魂』，指一個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魂興盛』意指

他的心思健全、情感豐富、意志堅剛。這句話也可解釋作他在神面前的靈性良好。 

 〔話中之光〕(一)異端和極端的人，通常只注意人心靈方面的追求，而忽略人身體的光景；正常的基

督徒，應當兼顧兩者。 

  (二)有些愛主的傳道人，往往不好好照顧身體的健康情形，以致正當中年可以被主大用的時候，就提

早辭世，何等可惜！ 

  (三)正常的基督徒，應當注意自己的靈性和身體有平衡的生活，一面要操練敬虔，以神的話餵養自己，



另一面也要操練身體，適當地攝取營養、保持整潔、作息有規律。 

  (四)維持身、心、靈都健康而喜樂的生活，乃是榮耀神的生活。 

  (五)該猶這個人的靈性很不錯，但他的身體卻虛弱。有些靈恩派的人教導說，只要你的靈性好、信心

強，身體就必然健壯；顯然這樣的教訓與聖經所記載的事實不符。 

  (六)我們不能根據一個人的身體狀況，來判斷他的屬靈狀況。 

 

【約叁 3】「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裏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樂。」 

 〔原文直譯〕「有些弟兄來，見證你(心存)真理，你也在真理中行事，我就大大地喜樂。」 

 〔原文字義〕「證明」作見證；「真理」真道，真實，誠實；「行」行事，行走；「甚」極其，非常地；

「喜樂」歡樂，快樂。 

 〔文意註解〕「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裏存的真理，」『有弟兄』指受書者所在教會中的某些弟兄(原文複

數詞)；『來證明』指帶來見證；『你心裏存的真理』按原文是『你的那真理』，指原屬信仰上的客觀真理，

被受書者持守並經歷的結果，如今成了他那主觀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意指實踐真理，將所領受的真理活出來，讓真理來引導我們前面的道路，

並且規正我們的日常生活；『行』字按原文含有持續不斷地行動的意思。 

  「我就甚喜樂，」這表示遵行真理乃喜樂之源。 

 〔話中之光〕(一)凡我們所說的話，所過的生活，周圍的人都在聽和看，成為我們的「見證」。 

  (二)每位基督徒都是個「見證」，不論是好還是壞，我們若不是在彰顯真理，就是在阻擋真理。 

  (三)一個好的見證人，乃是順服神真理的人：一面有神的真理存在他的心裏，一面按著神的真理把它

行出來，亦即凡事順服真理。 

  (四)真理不是別的，真理乃是主自己(參約十四 6)、聖靈(參約十六 13)和神的話(參約十七 17)；我們要

將這三樣珍藏在我們的心裏，並且順著所得的感動與亮光而行。 

  (五)我們不但要持守真理，而且要活出真理；我們不但要心存真理，而且要順從真理──讓真理在我

們的裏面，也在我們的外面。 

  (六)在這個人人注重現實的世代裏，沒有別的比按真理而行的生活，更能讓人榮耀神。 

  (七)作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兒女聽話，按父母的心意而行，自然會歡喜快樂；一位屬靈的長輩聽到後輩

信徒「按真理而行」，自然更加喜樂。 

 

【約叁 4】「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 

 〔原文直譯〕「我聽見我的兒女們都在真理中行事，我的喜樂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原文字義〕「按真理」在真理中；「大」更大(比較級)。 

 〔文意註解〕「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兒女們』指那些因自己傳福音而蒙恩得救的信

徒(參林前四 15)，以及那些在屬靈上受自己帶領的信徒(參提前一 2)；『按真理而行』就是行道的意思。 

  「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換句話說，這個喜樂比領人歸主更大。因為領人歸主固然令人喜

樂，但若對方得救之後沒有按真理而行，甚至被世上的污穢纏住制伏，他們的情況就如豬洗淨了又回



到泥裏去輥(參彼後二 20~22)，反倒令人痛心。 

 〔話中之光〕(一)真理乃是將我們內心所領受主的愛，在生活上表現出來，叫別人也能一同感受主的

愛。 

  (二)我們不要單單聽道，而且也要行道(參雅一 22)。 

  (三)一個教師的最大喜樂，就是看見他的學生按真理而行。真理使人的思想和行為像神一樣。  

 

【約叁 5】「親愛的兄弟啊，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原文直譯〕「親愛的，凡你向弟兄們──特別是向做客旅的(弟兄們)所行的，都是那麼忠心。」 

 〔原文字義〕「作客旅」陌生人，旅居在外；「行」作工，出力勞動；「忠心」信實的，可信靠的。 

 〔背景註解〕當時羅馬帝國版圖廣大，為了維持穩定的局勢，在各處重要據點均設有軍營，並在各軍

營之間鋪設交通大道，方便支援駐防。如此一來，不但間接促進了工商來往，並且也有益於福音的廣

傳。因此，各地旅店應運而生，但大多客棧兼營色情，顧客多半品行不佳，旅店成了藏污納垢之所，

聲名狼藉，不宜聖徒投宿，於是各地教會鼓勵信徒打開家庭，接待外出為主作工的工人和一般聖徒。 

 〔文意註解〕「親愛的兄弟啊，」注意這封書信的語氣和氣氛真是充滿了『愛』。 

  「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作客旅之弟兄』指為主的名出外(參 7 節)作工的信徒。 

  「所行的都是忠心的，」『所行』原文不定時式動詞，表示不間斷、不辭勞苦；『忠心的』指經常地

作。 

 〔話中之光〕(一)今天的社會越過越傾向個人主義，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往往不相聞問，但在主的教

會中，甚至對素未謀面的信徒，理當具有同屬主大家庭中成員的感覺。 

  (二)主看我們作在祂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祂身上；反之，不作祂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作在祂身上(參太廿五 40，45)。 

  (三)我們對待主內同伴的態度和表現，乃是主判定我們對主是否忠心的根據(參太廿四 45，49)。 

 

【約叁 6】「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了你的愛；你若配得過神，幫助他們往前行，這就好了。」 

 〔原文直譯〕「他們在教會面前見證了你的愛；你以對得起神的方式，幫助他們往前行，你做得好；」 

 〔原文字義〕「教會」聚會，會眾，召出而聚集；「證明」作見證；「配得過」相稱，對得起；「幫助」

行，作；「往前行」送行，助旅費；「這就好了」對的，不錯。 

 〔背景註解〕古時風俗，好客之家在接待完過路客後，還送上盤纏，使客人在路上不致短絀；猶太人

送別拉比時，還會陪他走上一段路。 

 〔文意註解〕「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了你的愛，」『在教會面前』指在弟兄姊妹們的面前；『證明了你

的愛』指見證該猶的愛不只是在言語和舌頭上，並且也在行為和誠實上(參約壹三 18)。 

  「你若配得過神，」『配得過』指對得起；『配得過神』有二意：(1)與神的名相稱，不羞辱神名；(2)

與神向著人的愛心相符。 

  「幫助他們往前行，」意指『協助他們的旅程』，包括在金錢、食物、換洗衣服、交通工具等方面的

幫助(參林前十六 6；多三 13)。 



  「這就好了，」意指這樣作就對了。 

 〔話中之光〕(一)主耶穌說，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約十

三 20)。 

  (二)凡是肯把家向聖徒打開的人，必然也是把他的心向聖徒敞開的人；我們若要嘗嘗聖徒之間愛心的

滋味，可以在接待和被接待之際領受。 

  (三)領受別人愛心照顧的人，若能在教會面前作蒙愛的見證，使眾人同受激勵，何等美好！ 

  (四)沒有甚麼比犧牲自己來事奉他人，更「像神」了；這種行為真是配得過神──與神的名和神的愛

相符，又於神有益。 

  (五)為主出外作工的傳道人，交通和食宿費用，往往憑信心靠主往前行走，而各地教會和信徒個人的

奉獻，就是主藉以成就他們信心的措施；而各地教會和一般信徒，也是藉此和工人們一同為真理作工(參

8 節)。 

 

【約叁 7】「因他們是為主的名(原文是那名)出外，對於外邦人一無所取。」 

 〔原文直譯〕「因他們是為了(主)名的緣故而出外，從外邦人一無所取。」 

 〔原文字義〕「為」為著…的緣故，超過；「出外」離開，出來；「對於」從，由；「一無所去」沒有領

受，不可收受。 

 〔文意註解〕「因他們是為主的名出外，」『是為主的名』意指傳道宣教的目的，是為見證主的名，使

人得以享受主的名所包含的豐富實際；『出外』暗示他們捨棄自己家裏的溫暖和舒適，在外面奔波勞累。 

  「對於外邦人一無所取，」『外邦人』指不信主的世人；『一無所取』此處特別指不接受他們在經濟

上的贊助。基督徒對於外邦人一無所取的理由如下：(1)讓不信的世人不致誤會我們所信的神不足依靠；

(2)又讓他們不致誤會基督徒對自己人沒有愛心；(3)也不會使他們誤以為可以藉此立功討神喜悅，因此

自義而不肯信主。 

 〔話中之光〕(一)正常的傳道人，決不接受不信之世人的施捨，以免羞辱主名；因此，供應主工人所

需，乃是教會和信徒們的責任。 

  (二)基督徒是實踐主所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二十 35)的一班人；基督教的特點是寧願為福音付出，

而不向世人收取酬報。 

  (三)當神的百姓充足地供應神的僕人，對不信的世人來說，是個有力的見證。 

 

【約叁 8】「所以我們應該接待這樣的人，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工。」 

 〔原文直譯〕「所以我們應該接待這樣的人，使我們可以做(他們)真理的同工。」 

 〔原文字義〕「應該」理當，虧欠；「接待」回應，供應，接去，款待，支持，承擔；「叫」為的是；「一

同…作工的」同工，同事。 

 〔文意註解〕「所以我們應該接待這樣的人，」意指接待傳道人乃是理所當然的。 

  「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工，」『一同…作工』亦即所謂「『同工』，由這話可見，同工不一定要

在相同的地點作相同的事，也不一定要服事相同的對象，只要有助於共同的目標，彼此分工合作就是



同工；『為真理作工』指作工的目的是要維持真理的見證。 

 〔話中之光〕(一)接待和供養傳道人的服事，不僅是個機會，也是個義務(加六 6~11；林前九 7~11)。 

  (二)基督身體有許多不同的肢體，各有不同的功用；只要各盡其職，彼此配搭，就是一同有分於事工。 

  (三)正如凡接待那不傳基督的教訓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參約貳 10~11)；照樣，凡接待為主的名出

外作工的人，就是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工。 

  (四)那人撒種，這人收割；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參約四 36~37)；信徒接待傳道人，傳道中所得

的一切祝福都必將歸到我們的帳上(參腓四 17)。 

 

【約叁 9】「我曾略略的寫信給教會，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待我們。」 

 〔原文直譯〕「我曾經略略地給教會寫信；但那在他們中間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納我們。」 

 〔原文字義〕「略略的」某些人或事；「好為首」喜歡作頭，好稱第一；「丟特腓」丟斯撫養者；「不接

待」不接受。 

 〔文意註解〕「我曾略略的寫信給教會，」因無法確定丟特腓所帶領的教會究竟在何地，故也不能確

定這封信是否指《約翰二書》。也有可能這封信已被丟特腓毀損而失傳。 

  「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待我們，」『好為首』意指喜歡作頭，但不一定具有作首領的資

格；『丟特腓』此名可能暗示他的身世不凡，因當時的貴族人家多喜用這名字；『不接待我們』指不接

待使徒約翰和他的同工們，其動機可能有二：(1)單純為著出風頭顯他的威風，不願外面任何人不透過

他而與本地信徒有直接的接觸；(2)由於他對真理的一些看法與作法有不同的意見。 

 〔話中之光〕(一)自古以來，地方教會的獨立自主權，和眾教會之間的屬靈交通，經常有著矛盾和衝

突的現象，因此，如何調和外來和內部的屬靈權柄，乃是歷代教會領袖人物的一大課題。 

  (二)如果人人都能摒棄天然的觀念和看法，單單尋求聖靈藉著純正真理的引導，那麼，就不會有所謂

「專權」或「奪權」的事了。 

  (三)教會中若有所謂的「牧師」或「長老」懷著霸權主義的傾向，那就表明他們忘記了自己只不過是

個服事信徒的「僕人」而已(參太二十 26)。 

  (四)真實事奉主的人，應當謹記要讓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參西一 18)；任何信徒都不可前僭越基督在教

會中的地位。 

 

【約叁 10】「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說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惡言妄論我們。還不以此為足，他自己不接

待弟兄，有人願意接待，他也禁止，並且將接待弟兄的人趕出教會。」 

 〔原文直譯〕「故此我若去，必要提起他的所作所為，就是他用惡言亂講我們；還不以此為足，不但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們，他也禁止那些願意接待的，甚至(把他們)趕出教會。」 

 〔原文字義〕「去」來到，來臨；「提說」提起，提醒，談論，使想起；「行的事」作的工，行為，作

為；「惡言」壞話，邪惡的言詞；「妄論」胡說，說長道短，喋喋不休，說閒話，沸騰，冒泡；「為足」

知足，滿足；「願意」要，有意；「禁止」不許，阻擋，攔阻；「趕出」除掉，丟棄，打發。 

 〔文意註解〕「所以我若去，」此話暗示使徒約翰打算要親自去訪問該地教會，故此寫《約翰三書》，



作事前的準備，為此行鋪路。 

  「必要提說他所行的事，」『提說』原文意思是提醒、令其想起；使徒約翰在本書中的語氣，不像在

《約翰一書》和《約翰二書》那樣，直接且明白的定罪對方是「敵基督的」(參約壹二 18；約貳 7)、「那

引誘你們的」(參約壹二 26)、「魔鬼的兒女」(參約壹三 10)、「謬妄的靈」(參約壹四 6)、「迷惑人的」(參

約貳 7)。據此推論，丟特腓應當不是異端假教師或其同夥者。 

  「就是他用惡言妄論我們，」意指以錯謬虛妄的話控告別人。『妄論』表示所控告的話純屬胡說；很

可惜的一件事實是，歷代教會中總會有人愛聽胡說的話，也有人相信那些胡說的話。 

  「還不以此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還不以此為足』意指尤其甚者。 

  「有人願意接待，他也禁止，」這是在教會中施加不正常的高壓手段。 

  「並且將接待弟兄的人趕出教會，」這是一種專橫的行為，與新約教會的性質背道而馳。 

  丟特腓的錯誤有四：(1)用惡言妄論使徒和同工們；(2)自己不接待使徒和同工們；(3)禁止有心願想接

待的信徒；(4)將實際接待的信徒趕出教會。 

  使徒約翰在處理丟特腓的事上，顯出他真是一位老練又成熟的人：(1)他並沒有要求該猶起而干預丟

特腓的專橫，因為會引起教會分裂；(2)他僅要求該猶繼續作自己所該作的事，在教會中扮演積極的角

色，發揮制衡的作用；(3)他有意先讓該猶認清現狀，站穩立場，等待他本人到來；(4)他僅提說事實，

就事論事，並沒有以惡言還惡言。 

 〔話中之光〕(一)任何單獨個人或少數幾個人超出真理的範圍之外操權，必然危害健全的教會生活，

是基督身體的毒瘤。 

  (二)基督徒必須非常謹慎，不可隨意相信所讀或所聽到有關神僕人的「壞話」或「好話」，因為有很

多純屬胡說。 

  (三)世上沒有一個信徒，對於真理和教會的看法與作法，其意見和另一個信徒是完全相同的；因此，

除了對「三一神和救恩真理」不能容忍以外，至於其他的道理和事務，應當容納別人有不同的自由(參

羅十四 1~6)。 

  (四)教會的懲戒，並不是教會獨裁者用來保護自己的武器，乃是為著維護教會聖潔無酵的性質，所不

得不採取的最後手段(參林前五 6~13)。任何教會領袖人物，決不可濫用「革除」或「隔離」的權柄。 

  (五)異端邪派，擅於為其他不同意見的基督徒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或按他們自己的意圖將別人分

門別類。他們以「狹窄的看法」作為接納或拒絕的基礎，而非以聖經中的信仰真理為根據。 

 

【約叁 11】「親愛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惡，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屬乎神；行惡的未曾見過神。」 

 〔原文直譯〕「親愛的，不要效法惡，但要效法善。行善的屬於神；但作惡的沒有見過神。」 

 〔原文字義〕「效法」模仿，跟隨；「惡」無益的，邪惡的，敗壞的；「只要」但該；「行善」作好事，

善待；「看見」凝視，辨明的看。 

 〔文意註解〕「親愛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惡，」『效法』意指以一個人或一件事作為理想的模型，而予

以模仿；『惡』在此意指丟特腓所行的事(參 10 節)。 

  「只要效法善，」『善』在此意指低米丟的善行見證(參 12 節)。 



  「行善的屬乎神，」『行善的』指行善的人；『屬乎神』指出於神而屬於神。 

  「行惡的未曾見過神，」『行惡的』指作惡的人；『未曾見過神』意指不認識神(參約壹三 6)。 

 〔話中之光〕(一)神是一切善的源頭(參太十九 17)，任何慣常行善的人，乃因神使他如此，故他是出

於神而屬乎神。 

  (二)凡是見過神的人，必然知道神的心意不喜歡人行惡，因此行惡的人未曾見過。 

  (三)慣常行善的人，證明他和神的關係良好；反之，慣常行惡的人，證明他乃是臥在那惡者的手下(參

約壹五 19)。 

 

【約叁 12】「低米丟行善，有眾人給他作見證，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就是我們也給他作見證。你也知

道我們的見證是真的。」 

 〔原文直譯〕「眾人都為底米丟作見證，加上真理本身也(為他作見證)；並且我們也作見證，而你知道

我們的見證是真的。」 

 〔原文字義〕「有」在其下，低於；「作見證」指證，證明；「真的」真實的，誠實的。 

 〔文意註解〕「低米丟行善，有眾人給他作見證，」『行善』指本著愛心顧念並服事別人(參來十 24；

加五 13)；『眾人』指教會中的信徒們；『作見證』指稱讚。 

  「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意指他的所作所為皆按真理而行，且合乎真理(參 3~4 節；約壹三 18~19)；

換句話說，他遵行真理並順服神的話，結果神話語(真理)本身就給他作見證。 

  「就是我們也給他作見證，你也知道我們的見證是真的，」『我們』指使徒約翰和他的同工們，或甚

至與使徒約翰在一起的信徒們。 

  本節乃在舉薦低米丟給該猶。據信，低米丟乃是使徒約翰所在地的同工，受託攜帶此信給該猶。 

 〔話中之光〕(一)你我都不曾親眼看見過神，但是我們可以藉著另一位信徒的好見證，看見神在他身

上的作為，因而得著激勵和鼓舞。 

  (二)所有的人──得救與未得救，好人與壞人──都說你好的時候，乃意味著妥協和偽裝，所以是件

危險的事；但當教會中所有愛主的信徒都一致讚賞你的生活和見證的時候，卻是件美好的事。 

  (三)人的見證未必完全可靠，但若加上真理的見證，那就是神和人同心合意的見證，當然完全可靠。 

  (四)F.B. Hole 說：「注意，這裏不是說他給真理作見證，而是說真理給他作見證。任何人都不是考驗

真理的標準，相反的，真理才是評估信徒的標準。」我們的行為和工作，經過真理的評估之後，若證

明符合標準，真理便給我們作見證。 

 

【約叁 13】「我原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卻不願意用筆墨寫給你，」 

 〔原文直譯〕「我原有許多事要寫，卻不願意用筆墨來寫給你；」 

 〔原文字義〕「原有」持有，得著；「許多事」大量的，極多的；「願意」想，意欲；「筆」葦子。 

 〔文意註解〕「我原有許多事要寫給你，」表示非此簡短書信所能暢所欲言。 

  「卻不願意用筆墨寫給你，」暗示處理丟特腓如此棘手的事例，最好當面談論(參 14 節)。 

 



【約叁 14】「但盼望快快的見你，我們就當面談論。」 

 〔原文直譯〕「我盼望很快就見到你，我們可以親口對談(或作當面談論)。」 

 〔原文字義〕「盼望」指望，仰望，倚靠，信賴；「快快的」立刻，隨即；「當面」口對著口；「談論」

說話，講論。 

 〔文意註解〕(請參閱約貳 12 註解)。 

 

【約叁 15】「願你平安。眾位朋友都問你安。請你替我按著姓名問眾位朋友安。」 

 〔原文直譯〕「願你平安。朋友們都給你問安。請按名給各位朋友問安。」 

 〔原文字義〕「平安」和平，和睦，安息；「朋友」親愛的；「姓名」名字；「問…安」請安，問候，致

意，慶賀。 

 〔文意註解〕「願你平安。眾位朋友都問你安，」『眾位朋友』指與本書作者在一起的同工和信徒們。

『願你平安』是指本書作者個別的問安；『眾位朋友都問你安』是指群體一致的問安。 

  「請你替我按著姓名問眾位朋友安，」『按著姓名』指個別的信徒；『眾位朋友』指與該猶在一起的

同工和信徒們。 

 〔話中之光〕(一)信徒在教會中與弟兄姊妹的關係，有個別和團體兩種；我們不但該有對團體的歸屬

感，並且也該有對個別各人的情誼和接觸。 

  (二)在教會中行事獨裁作風的人，朋友愈來愈少；但按真理而行的人，可以分享基督之愛的朋友愈來

愈多。 

 

參、靈訓要義 
 

【真理與信徒的關係】 

 一、在真理中愛(1 節「誠心所愛」原文) 

 二、存在心裏的真理(3 節上) 

 三、按真理而行(3 節下，4 節) 

 四、為真理作工(8 節) 

 五、真理給信徒作見證(12 節) 

 

【兩個「正如」】 

 一、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2 節)──裏外一致 

 二、你心裏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3 節)──知行合一 

 

【不要效法惡，只要效法善】 

 一、行善： 

  1 該猶所行的： 



   (1)按真理而行(3~4 節) 

   (2)忠心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愛心接待(5~6 節) 

   (3)一同為真理作工(7~8 節) 

  2.行善的屬乎神，又有眾人和真理給他作見證(11~12 節) 

 二、行惡： 

  1.丟特腓所行的事(9~10 節)： 

   (1)在教會中好為首 

   (2)自己不接待，又禁止別人接待 

   (3)用惡言妄論神的僕人，並將接待的弟兄趕出教會 

  2.行惡的未曾見過神(11 節) 

 

【三種見證】 

 一、見證真理──有弟兄來證明(原文「見證」)你心裏存的真理(3 節) 

 二、見證愛心──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原文「見證」)了你的愛(6 節) 

 三、見證行善(12 節)： 

  1.有眾人給他作見證 

  2.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 

  3.就是我們也給他做見證，你也知道我們的見證是真的 

──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約翰三書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