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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雅各書 彼前 彼後 約壹 約二 約三 猶大書

啟示錄

福音書及使徒行傳佔新約60%，保羅書信佔24%，啟示錄佔6%，而普通書
信佔10%。

寫給普通信徒不是寫給某一教會。

雅各書寫給散住羅馬帝國各地的猶太基督徒（雅1：1），彼前寫給分散在
各地寄居的猶太基督徒（彼前1：1）。約二、約三，一般認為是約壹的附
錄，都是寫給個人的。

基督徒的生活： 信心的必須（來1：6）、信心與行為（雅2：14-26）、信
心與見證（來11：1-40）、信心與苦難的關係（彼前1：6-7，2：20-21）、
禱告的重要（雅5：16）、禱告的功效（雅1：5-8。5：13-20）、禱告的阻
礙（雅4：2-3）、長進（來5：12-6：1，彼前2：1-3，彼後1：5-11）、彼此
相愛（約壹1：9-10）、受管教（來12：3-13）、事奉（見證）（來9：14，
10：2，12：28，約三12，猶3）。

普通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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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基督的真實。

寫新約教會裡外的情況：教會內異端增加，外多逼迫，信徒生
活難受。

輔證保羅書信的真理：保羅強調信心為基本要素，雅各言由信
心產生的行為；保羅書信預言末世的危險，彼得直言末世的危
險。

普通書信為歷史(福音與行傳), 教義(保羅書信)及啟示(啟示錄) 
中的橋樑, 它們是前者的續集, 為後者之導引。

普通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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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希伯來」：「渡過」之意思，指亞伯拉罕離開吾珥，後來渡過河到迦
南，人稱呼他為渡過河之人，他們的子孫也稱為希伯來人(創14:13)，
也是今日我們所講的以色列人。

本書作者是誰，因全書始終並未題及其名字，故乃為逾千年仍未解之
謎，古今解經家意見紛紜，莫衷一是。

本書的成書日期極可能是在主後六十五至六十九年間寫成的。

至於寫書地點，可能是在境外義大利人集居之地(如哥林多、以弗所) 或
在羅馬所寫。

本書的受者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七4)，並且『列祖』一詞(一1)表明他們
是猶太人信徒，不但熟悉舊約以色列人信心的先祖(十一24-34)，且也

熟悉舊約律法及禮儀(七4-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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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當時的希伯來信徒正面臨信仰兩大危機：外有羅馬政權的逼迫，要他們放
棄對基督的信仰；內有猶太主義者的勸誘，要他們回到舊約律法底下。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是好
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著益處。」來十三9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一面被毀
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因
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來十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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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本書引用舊約經文、事蹟、教訓特別豐富，可說是一本『舊約要道註解
書』。書內如宗教、禮儀、神學、詞彙，與舊約的《利未記》極為接近。
《利未記》是論及預表中的救恩，而本書所論，是《利未記》所預表救恩
的實際；實體如何比影兒更美且完全。所以本書又被解經者稱為新約的
《利未記》。

本書的首要目的，乃是為著勸勉希伯來信徒(十三22)，堅固其信心，不致
輕易動搖。

使他們對信仰的對象――基督――有正確且深入的認識；祂超越過猶
太教的一切人、事、物，包括天使、摩西、亞倫、律法、禮儀、祭司
和祭物等。

使他們對信仰的內容――新約――有重新的體認；它乃是更美之約，
是舊約所無法與之倫比的。

使他們對信仰的前輩――信心見證人――有所思想和效法；他們都在
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使他們對信仰的結局――盼望――有所嚮往和警戒；我們若要得著天
上更美的家鄉，便須輕看地上世俗的引誘和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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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全書的主題 -「超越的信仰」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祂『超越』過天使和舊約一切偉大人物，而祂所成
就的新約也比舊約『更美』 。

我們這些處在新約時代的信徒，在祂裏面得以藉著『更美』的祭物，進
到『更美』的至聖所，來到神面前。

我們應當持定信心、盼望和愛心，在這多難的世代中，出到『營外』就
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到了時候，就得有分於天上那『更美』的家鄉。

本書的信息與《羅馬書》及《加拉太書》有共同的重要原則，因為這三本書
論及主的救恩，都是以哈巴谷書二4『惟義人因信得生』為基礎。

羅馬書注重『義人』二字，說明人如何才能在神面前被稱義

加拉太書注重『得生』二字，解釋人得救不是憑行為入門，也不是憑行
為成全，乃因領受神兒子的生命；

本書卻注重『因信』二字，列舉舊約信心的偉人，證明信心乃是使人蒙
神喜悅的『明證』(來十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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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滅
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一10-11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
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四14)

「凡是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
替他們祈求。」(七25)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
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又有一位大
祭司治理神的家；…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十
19-22)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十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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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後書

彼前 彼後

作者 彼得 彼得

年份 AD64/65 AD66

對象 散居小亞細亞各地受苦之信

 

徒
面臨假師傅謬理的信徒

主題 為主受苦 生命知識上長進

鑰節 5:12 3:18 

大綱
1.

 

問安(1:1-2) 
2.

 

頌讚神的救恩(1:3-12) 
3.

 

信徒的生活德行(1:13-2:10) 
4.

 

信徒的社會責任(2:11-3:12) 
5.

 

如何面對苦難(3:13-4:19) 
6.

 

對教會的勸勉(5:1-14) 

1.

 

追求上的提醒(1) 
2.

 

真理上的提醒(2) 
3.

 

主再來上的提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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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本書作者自稱使徒彼得（一1），是基督受苦的見證人（五1）。彼得也稱為西
門和磯法。在耶穌最後的受苦中，彼得所看見和感受到的，可能比任何一位
使徒都要深刻（可十四54），因為他曾3次不認主（可十四66-72）。

在彼得前書中，耶穌的受苦最少提及了4次（一11，二23，四1，五1）。
彼得被看為猶太人的使徒，正如保羅被看為外邦人的使徒（加二7）。 

彼得前書的對象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和庇推尼等各省的人，
這些羅馬省份幾乎遍及整個小亞細亞 。

多半學者認為彼得前書是在羅馬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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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彼得前書的寫作年代大概是主後64或65年

雖然其他新約著作也時常提及基督徒的受苦，但彼得前書則特別關注這主
題。

書中常討論基督徒受凌辱時應有何態度（一3-7，二12、20-23，三13-
17，四12-19，五9-12），信中沒有清楚證實有正式官方的迫害；

受凌辱似乎是基督徒在各處皆遭遇的事情（五9）。殘暴的主人有時會
虐待一些基督徒僕人（二18-20）；基督徒妻子可能要忍耐粗暴、不信
主的丈夫（三1-6）；

一般來說，人們會注意基督徒，找機會指斥他們的不是（二12，三9、
16，四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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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彼得前書的主要目的是勸勉基督徒在信徒間要有好品行（三8，五1-
7），在非信徒的社會中更要這樣（二12），以清楚地見證他們在基督
裏的盼望（三15），好歸榮耀給神。

彼得的勸勉是基於救恩的好信息，這救恩是神透過基督的死亡、復活，
和再來而成就的。神是滿有憐憫的（一3，二10），祂是那「賜諸般恩
典的神」（五10），而其子民是站在這恩典上（四10，五12），盼望在
基督再來時看見這恩典最後的顯現（一13）。

神的受苦（一11，四1、13，五1）並不是無意義的悲劇，而是為了祂子
民的好處（二21、24，三18），用祂的「寶血」把人從「虛妄的行為」
中救贖過來（一18、19）。基督雖然肉身受死，但「按著靈性說，他復
活了」（三18）；祂從死裏復活，並得著榮耀（一21，二7），而且在
神的右邊掌權（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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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以基督之復活和再來為基礎的盼望，能改變人的行為（一13-15）。我們不
再需要用傷害人和沒有愛心的方法來尋找滿足感，我們卻是把靈魂交託一
位信實的創造主，以得著滿足（四19，五7），雖然因行善而受苦，我們
也可以耐心忍受（二20），不以惡報惡（三9），並藉著行善，把神的憐
憫帶給其他人（二12、15，三11、16，四19）。

基督徒活潑的盼望並不會引導我們脫離非基督徒的社群，而是改變我們在
其中的行為。基督徒仍是國家的臣民（二13-17），是凶惡主人的奴僕（二
18-25），是不信主之丈夫的妻子（三1-6）。我們在社會制度之下活出新
人的樣式和盼望，人便會因我們的好行為而歸榮耀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二12；太五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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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一章1節清楚指出耶穌所選召的十二使徒之一的西門彼得就是本書的作
者。

傳統相信彼得在主後64年於羅馬殉道。若是這樣，本書大概是在羅馬寫
成，日期是主後70年之前（在彼得的最後教訓被人遺忘之前），以及主
後60年之後（彼得得聞保羅書信的最早可能日期）。

彼得大概從沒探訪過小亞細亞東北部的教會，他在羅馬聽聞他們受逼
迫，便寫了一封信鼓勵他們（彼前），但教會在許多放任派異端的引誘
中，經常內外不斷受敵，因為教會內的領袖也歪曲了道德上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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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正如一章12至15節清楚指出，本書是一個見證，是彼得看見
教會面臨假教師所帶來之分裂時，最後一次用真理來提醒信
徒，這是他嘗試堅固教會的最後努力。

書中有3個突出的神學主題：

呼籲基督徒信守建立教會的使徒傳統；

這呼籲建基於耶穌基督已被提升的地位和祂再來執行的審判，
相形之下，生命中其他的目標就顯得沒有意義了；

在末世的亮光中，指摘那些與世界妥協的人，說他們的道德標
準是比不上基督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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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三章13至17節彼得似乎仍很樂觀，認為基督徒若行善，便沒有人能傷害
他們（第13節）。雖然如此，可能神的心意是叫基督徒行善受苦（第17
節），而這樣總比行惡受苦好，不但因為他們永不應行惡，也因為他們
為義受苦便得著 「賜福」（三14，四14；太五10-12）。

因此，信徒不應害怕人，應害怕基督不喜悅，要在祂的信實裏保持平靜
（參14、15節；賽八12、13）。這樣，信徒便問心無愧，輕鬆自由，以
致他們述說心中盼望的緣由時，他們的行為亦已見證其中的真理（三15
節，一3），辱罵基督徒的人會自覺羞愧，被感化過來（三1），並歸榮
耀與神（二12）。

三章18至22節，是說明彼得勸信徒要無愧於心和忍受痛苦的理由。由於
基督一次為全人類受死，使罪人免除諸罪，開了一條神人相交的路，通
往滿有憐憫之神那裏，所以信徒能夠謙和忍受痛苦。拒絕這種痛苦便表
示信徒不相信那完全信實的創造主（四19），這位創造主顧念祂的兒
女，盼望能承擔他們一切的憂慮（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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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書 約翰二書 約翰三書 猶大書

作者 使徒約翰 使徒約翰 使徒約翰 猶大

年份 AD80-90 AD80-90 AD80-90 AD67-68

背景 1.似乎信徒活在

 

一種真理與行

 

為不致生活中

 

(1:6,2:4,3:17-18) 
2.流行諾斯底派

 

主義，否定耶

 

穌道成肉身

 

(2:23,4:2-3,15) 

1. 好多旅遊佈

 

道者需要信徒

 

接待
2.但一些假師傅

 

混入，亦被接

 

待

同貳書相似，

 

但不同 本書沒

 

題「異端」

彼後寫假師傅

 

出現
而當時真是已

 

出現了, 並且有

 

惡化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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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書 約翰二書 約翰三書 猶大書

目的 1. 堅定信徒所信，

 

知永生(5:13) 
2. 提醒信徒活出真

 

正之生命，不犯罪

 

，彼此相愛(2:1) 

1.叫人行真理 愛
人
2.小心異道的迷惑

1.讚賞過去的接待
2.勉勵繼續的接待
3.責備丟特腓

1.竭力為真道爭辯
2.知道有不虔人
3.保守自己

主題 永生之驗證與表現 真理與愛心 接待 保守真道,保守自己

鑰節 1;3-4 v.10「愛」「真理」 「接待」 v.20「保守」

大綱
1.永生之道(1:1-4) 
2.永生之表現(1:5-

 

2:17) 
3.永生之驗證(2:18-

 

4:6) 
4.永生之特質(4:7-

 

5:21) 

1.引言(1-3) 
2.勸戒(4-11) 
會內信徒的生活
會外異端的危險
3. 結論(12-13) 

1.小引(1-2) 
2.榜樣-該猶(3-8) 
3.鑑戒-丟特腓(9-10) 
4.勸勉-效法善行

 

(11-12) 
5.結語

1.小引(1-2) 
2.為真理竭力爭辯

 

(3-4) 
3.對惡道徹底了解

 

(5-16) 
4.處己身全面留心

 

(17-23) 
5.結語(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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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書

約翰一書是對威脅教會之異端邪說的回應。採用的方法，乃是謹慎而清楚
地闡明基督的真理，把正確與不正確的道理作出明顯的對比。

積極的目的是作者希望他的「兒女」能認識真理，與基督所彰顯的神建立
關係。「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
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約壹一4、5）

五章20節更進一步說明這個目的：「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
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
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對於作者而言，最重要是對基督的本性有真
實的認識。按作者所言，信徒的回應必須是「從神而生」，而且「在他裏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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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書
傳統的看法是：約翰福音及約翰一書的作者同為一人，即使徒約翰。 約翰
一書開首第1節就清楚顯示這一點：「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
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兩卷書內常用的詞彙包括愛、生命、真理、光、子、聖靈、認識、彰顯、肉

體、住、知道、行、誡命 、等。

書信的導言，秉承了第四卷福音書和希伯來書序詞的傳統。它以莊嚴而深邃
的言詞，宣示福音信息的可靠性。作者宣稱親眼目睹父神藉以彰顯自己的重
要事件。他聲稱只是傳揚他曾參與的那些事件；尤其強調他所聽見、看見和
觸摸的事情（這些動詞都經常採用完成時態，以加強那持續的結果），是要
將人視為靈異和只能臆測的事物，顯明出來，置於人可經驗的範圍。

他這樣宣揚，目的是構成相交。這種相交的橫面是在信徒之間運作，縱面是
在信徒與聖父及聖子之間運作（一3）。這目的的第二方面是「使你們的喜
樂充足」（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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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書

書信的主體一開始（一5-10）便立即指出神的屬性是光，這一點有很多重要
的含義。

在神裏完全沒有黑暗（第5節）。

那些行（生活和行為）在黑暗中的人，不能與神相交（第6節）。

與神建立關係（行在光明中），會帶來與其他信徒的相交，並且蒙神的
兒子耶穌潔淨所有的罪（第7節）。

所有犯過罪、卻否認的人，不能改變這事實（第8節）。

只要認罪，那位信實而公義的神便會赦免和潔淨（第9節）。最後那些甚
至否認曾經犯罪 的人，證明他們心中沒有神的話（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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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雅各書

作者 耶穌的兄弟雅各(教會的柱石)
對象 散居十二支派的猶太人

年份 AD64
背景 1. 猶太信主之人對律法十分熟悉

2.很多人自以為有真理，聽了好多道，自以為有信心及敬虔，並且作多人之師

 

傅
3.但在信仰生活中，卻沒有真實應有之表現
4.加上混合了世俗私慾

目的 在患難的環境下給讀者在信心與行為各方面的勸慰與教導

主題/鑰節,字 「真實的信仰生活」2:18,22 「信心」「行為」

大綱 引言(1:1)
1.試煉中要喜樂(1:2-18)  聽道後要行道(1:19-27)  肢體間不偏符(2:1-13)  信心上有行

 

為(2:14-26) 
2.言語中要完全(3:1-12)  智慧上顯善行(3:13-4:10) 弟兄中不批評(4:11-12) 生活中不

 

自誇(4:13-5:6) 
3.主來中要忍耐(5:7-11)  說話裏不起誓(5:12) 凡事上要禱告(5:13-18) 迷失裏要尋回

 

(5: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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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書卷首語，本書作者為「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
」（一1）。傳統皆認為本書信的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他
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徒十二17，十五13，二十一18；林
前十五7；加二9-12）。

雅各書的寫作目的是：

鞏固受試煉的猶太基督徒（一2-4、13-15，五7-11）。

矯正對於保羅有關因信稱義之教義的誤解（二14-16）。

把實用的智慧，傳授給第一代的信徒。

雅各的神學是實踐性的，有明顯的猶太味道。當然也有基督
徒的特色。雅各將拉比的思想，融會在基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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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神學主題，有幾方面尤其突出：試探（試煉）在試煉中
的喜樂，以及試煉本身，都能夠建立品格，並使品格達至完美
，這是典型的猶太教教訓，都在本書卷中出現（一2-4）。

雅各說：「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
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
慾牽引誘惑的。」（一13、14）

試探使人犯罪, 神不會試探人。神是信實的, 祂不會改變 。

整卷書信所涉及的，都是道德的教訓。至於福音的中心真理，
如基督的死和復活等，卻沒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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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行為

在雅各的神學中，信心佔很重要的地位。

信神不單信祂存在，也信祂良善，並以恩慈待人（一6；一
13）

是敬虔的基要條件（一3；參二5）。

信心包括了信神的能力，信祂能夠施行神蹟，而且信心和祈
禱是有密切關係的（五15、16；一6）。雅各對於信心的概
念是充滿活力的，當他談到把信心指向主耶穌基督（二
1），顯然超越了猶太教的範圍。

雅各對於信心的概念，和耶穌的教訓相似。主耶穌說「聽
見我這話不去行的」是無知的人 (太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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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行為

「這樣看來, 人稱義是因著行為, 不是單因著信」(二24)

「人稱義是因著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羅三28)

在希伯來的觀念中，信心是對神的信靠，相信神的存在，就等於有信心。
這信靠不會產生道德的行為。

雅各所說的信心卻不止於此，他不認為這是真正的信心（二14：「若有人
說自己有信心」）。

保羅用「行為」一詞時，心中想的是律法的行為，那就是靠行為稱義，即
在神面前嘗試建立自己的義。保羅的回應是:救恩是神白白賜予的恩典。

雅各對於「行為」一語的用法，和保羅的用法有很大分別。對雅各來說，
「行為」是信心的行為，是真正的虔誠所表彰的倫理操守，特別包括了
「愛心的行為」（二8）（保羅也許把這樣的行為，稱為聖靈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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