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 加拉太書的背景與主題 
 
讀經： 
 
加拉太書一章一至七節，三章一節，三節，四章十七節，二十一節，五章二節，四節，六章十二節，十五節。 
 
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和歌羅西，四書合成一組，構成新約神聖啟示的心臟。 
 
所以，這四卷書非常重要。以弗所書論到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歌羅西書說到基督是身體的頭；加拉太書和基督有關，腓立比書與經歷基督有關。在
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我們清楚的看見頭與身體；在加拉太書和腓立比書，我們看見基督以及對基督的經歷。 
 
一年如何有四季，我們基督徒的經歷也照樣有四季。這就是說，我們經歷主，會經過夏天，也會經過冬天。冬天的經歷對我們是有幫助的，因為這
樣的經歷使我們豫備好，在春天有新的開始。在冬天，各樣的生命都消減了；藉著冬天所發生的消減，生命就豫備好再長出來。因為在屬靈的經歷
中，我們需要被消減，所以我們必須準備好在命定的時候過冬。我們可以說，加拉太書是一卷冬天的書，牠使我們消減，並除去一切不該長存的事
物。然而，這個消減卻為著一個非常積極的目的：使我們豫備好，在生命裡有更進一步的長大。 
 
我們都需要被消減。不僅在天然或屬世的事上，甚至在屬靈經歷的各方面，我們都需要被消減。為了在主裡更進一步的長大，我們需要被消減。在
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有些事物也許很好，合乎聖經，並且是屬靈的；但只要這些事物不直接是基督自己，就不該長久在我們這裡有地位。在我們
基督徒的生活中，惟有基督自己該有永久的地位。所有其他的事物，甚至最屬靈的經歷，都必須消減。為了使這個消減發生，神命定了冬天。在基
督徒的生活中，我們絕不該盼望夏天沒有止境；反之，我們該盼望春、夏、秋、冬循環不已。每當我們對主的經歷到了冬天，我們該得著鼓勵，因
為春天、夏天會在適當的時候來到。所以，我們該得著鼓勵，願意被消減，好使我們能有另一個新的開始。我希望加拉太書的這些信息能彀達到這
一個目的。 
 
壹 背景 
 
為了要正確的查讀加拉太書，我們要認識這卷書的背景和主題，這是非常重要的。新約裡的各卷書都有特殊的背景。為著這些背景我們感謝主，雖
然大部分的背景並不十分積極。主用消極的背景作為釋放神聖啟示的根據。背景越消極，主就越有機會釋放祂的啟示。背景越糟，就越需要神的啟
示。我們若看見這事，就會為著所有消極的背景感謝主；因著有這些背景，所以纔必須寫出新約中的各卷。約翰福音是新約中，為了反對一種消極
背景而寫成書的一個好例子。這卷福音書寫於第一世紀最後的十年之間。那時有一種趨勢，甚至在基督徒中間也否認基督的神性。有些人懷疑基督
的神性，有些人甚至否認這個真理。使徒約翰以這樣的趨勢為背景，寫了這卷福音書。沒有這卷福音書，我們就無法對基督的神性和祂的永存有充
分的領會，我們也無法領悟基督如何能成為我們的生命。但藉著約翰福音，我們清楚看見基督的神性是永遠而絕對的。在這卷福音書中，我們對永
遠的生命，以及基督如何能成為我們的生命，也有明確的看見。倘若在第一世紀末沒有這樣一個黑暗的背景，這卷美妙的福音書也許就不會寫出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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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書信也是根據某些背景寫的。例如，哥林多前書是因著哥林多召會中的混亂和分裂而寫的。我們若沒有哥林多前書，就不會認識基督如何能
在各樣的境遇中成為我們的享受。這卷書描述對基督的享受，描述的方式是在新約別處找不到的。為著在哥林多的混亂，使這封書信能寫出來，我
們應當感謝主。 
 
歌羅西書也是根據一個特殊的背景寫的，那時文化的背景侵入了在歌羅西的召會。在這樣文化入侵的背景之下，保羅寫了這卷美妙的歌羅西書。沒
有那個背景，今天我們就不會有這卷書。 
 
同樣的原則，在改教時期，因信稱義的恢復，也是由消極的情況和黑暗的背景產生出來的。沒有這樣的情況和背景，因信稱義的真理就不會像今天
這樣清楚。這個真理不能再糢糊下去，因為黑暗的背景使牠明確的突顯出來。 
 
現在我們來到加拉太書的背景。加拉太書寫於主後六十年以前，比以弗所書、歌羅西書還早。加拉太書是在保羅被囚之前，他職事的初期寫的。 
 
為了正確的經歷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我們需要加拉太書。我們需要正確的經歷並領會這封書信所傳輸給我們的一切。今天我們若要實行召會生活，
就需要認識加拉太書中所啟示的基督。 
 
加拉太書啟示基督與宗教並宗教的律法相對。神藉著摩西所頒賜的律法，乃是猶太宗教的根基；猶太教建立在律法上面。加拉太書啟示，我們為著
召會生活所需要的這位基督，乃是與律法和宗教相對。 
 
一 在加拉太的眾召會受熱中猶太教者的迷惑 
 
保羅在二節說到『加拉太的眾召會』，加拉太是古羅馬帝國的一省。因著保羅傳道的職事，召會在該省的許多城裡建立起來。因此，當使徒題到這
些召會時，稱之為『眾召會』，而不說『召會』。 
 
在加拉太的眾召會受到熱中猶太教者的迷惑。（三1。）她們被岔開，從基督轉到猶太教。在加拉太的眾召會中，許多新約的信徒回到老舊的猶太
宗教，努力去遵守律法和割禮的規條。這背景給保羅機會，寫這卷美妙的書信。 
 
保羅寫信給加拉太人，非常坦率而正直；他一點不耍政治。例如，他稱那些攪擾加拉太人的熱中猶太教者為『假弟兄』。（二4。）加拉太的信徒
已經被這些假弟兄迷惑了。 
 
二 在加拉太的眾召會從基督被岔開到律法上 
 
在一章六至七節保羅說，『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在基督的恩典裡召了你們的，去歸向不同的福音。那並不是另一個福音，不過是有些人攪擾你
們，想要轉變基督的福音。』現在保羅說到正題。因著在加拉太的眾召會離開基督的恩典，退回去遵守律法，保羅就有負擔寫這封書信。六節所說
『不同的福音』，指猶太教的遵守律法。基督的恩典是三一神，父、子、靈，經過了過程，成為我們的享受。這恩典與摩西的律法相對。（約一17
與註1。）熱中猶太教者轉變、曲解基督的福音，攪擾召會，錯引信徒回到摩西的律法。然而，遵守律法絕不能是福音，不能使罪人從律法的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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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釋放，並帶他們進入對神的享受；遵守律法只能把罪人留在律法的轄制下作奴隸，受律法的奴軛挾制。（加五1。） 
 
1 與基督隔絕 
 
因著加拉太人從基督被岔開到律法，他們就與基督隔絕了。（五4。）與基督隔絕就是從基督貶為無有。神的救恩把我們帶到基督裡，並使基督在
各方面都與我們有益。神的救贖把我們擺在祂兒子裡面，現今祂是我們的一切。但熱中猶太教者使加拉太的信徒從基督岔開到律法。加拉太人因著
從基督轉到律法，就從基督被貶為無有。照欽定英文譯本所說，保羅對加拉太人說，『基督與你們無效。』加拉太人在一種光景中，使那與人有益
的基督與他們無效了。他們喪失了在基督裡的一切益處，結果就與基督分開，與基督隔絕了。 
 
2 從恩典中墜落 
 
在五章四節保羅又對加拉太人說，他們『從恩典中墜落了』。與基督隔絕，就是從恩典中墜落。這含示我們信徒所在的恩典，就是基督自己。與人
有益的基督對我們乃是恩典，與祂隔絕就是從恩典中墜落。 
 
3 靠律法得稱義 
 
在五章四節保羅也指出加拉太人想要靠律法得稱義。雖然他們已經在基督裡得稱義了，他們卻退後轉去遵守律法，想要靠行律法得稱義。這是魔鬼
的詭計！墮落的人在神面前不能靠遵守律法得稱義。要得稱義，惟一的路是藉著在基督裡的信，藉著相信主耶穌。然而，加拉太的信徒受了迷惑，
所以想要去遵守律法。他們努力要靠自己的行為得稱義，並討神喜悅。 
 
4 行割禮 
 
熱中猶太教者也強迫加拉太人行割禮。（六12，15。）在創世記十七章，神吩咐亞伯拉罕和他後裔中的男子都要受割禮。拒絕受割禮的男子必從神
的百姓中剪除。然而，割禮只是基督釘十字架的豫表。割除肉體的真割禮，不是舊約中所行的割禮，而是基督的釘十字架。我們的肉體惟有藉著基
督的十字架纔能得著對付。基督的釘十字架是割禮這豫表的應驗。我們既有割禮的實際，就不再需要影兒了。然而，熱中猶太教者把加拉太的信徒
從實際轉回到影兒。這是何等無知！ 
 
5 靠肉體成全 
 
再者，加拉太人還想要靠肉體成全。（加三3。）這就是說，加拉太人想要藉著自己的努力，藉著毫無良善之肉體的行為，來成全自己。加拉太人
是何等無知！ 
 
貳 主題 
 
一 拯救受打岔的信徒脫離邪惡的宗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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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的主題與其背景有關，就是拯救受打岔的信徒脫離邪惡的宗教世代。在一章四節保羅說，『基督照著我們神與父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了
自己，要把我們從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救出來。』世代是世界這撒但系統的一部分，指撒但系統的部分、片段、方面、以及現今時髦的表現，為撒但
所利用，篡奪並霸佔人，使人遠離神和神的定旨。我們可以視每十年為撒但之世界系統一個不同的世代或片段。 
 
撒但系統的不同世代表現於某個時期流行的服裝款式上。例如，在五○年代男人的領帶是窄的，但在六○年代末和七○年代大部分時期，就變成寬的
了。現在根據最近改變的式樣，又變得有點窄了。 
 
我年輕的時候，在一家工廠作事，那裡製造外銷西方的髮網。最初髮網是大的，為了適合高塔式的髮型而設計的。以後我很驚奇，我們開始接到訂
單要作小髮網。改變的原因是當時西方的婦女留短髮，所以要小的髮網。由領帶和髮網這些例子，我們能看見撒但的世界系統有不同的世代，不同
的片段。 
 
按本書全文看，一章四節中『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是指宗教世界，世界的宗教系，猶太宗教。這由六章十四至十五節得著證實，那裡把割禮看作
世界（宗教世界）的一部分；對使徒保羅，這世界已經釘了十字架。使徒在這裡著重的說，基督為我們的罪捨了自己，目的是要把我們從猶太宗
教，就是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救出來，拔出來。這是照著神的旨意，把神所揀選的人從律法的監護下釋放出來，（三23，）把他們從羊圈帶出來。
（約十1，3。）因此，保羅在開頭的話中，指明他所要對付的是甚麼，就是要救出那些為猶太教及其律法所岔開的眾召會，把她們帶回到福音的恩
典中。 
 
多年來，我喜歡一章四節，常在信息中用到這一節。然而，我沒有看見本節中『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是指猶太宗教。在保羅的時代，猶太教非常盛
行。他寫信給加拉太人的用意，是要拯救受打岔的信徒，脫離現今邪惡宗教世代的暴虐。 
 
在一章四節保羅指出，基督為我們的罪捨了自己，要把我們從這邪惡的宗教世代救出來。這指明基督死了，為要把我們從猶太教救出來。在約翰十
章我們看見基督是好牧人，進入羊圈，為要領祂的羊從圈中出來，進入草場。約翰十章的羊圈表徵律法，或猶太教這律法的宗教，神的選民被看
守、監管在其中，直等基督來到。在基督來臨之前，神用猶太教作羊圈，看守祂的羊。但基督已經來作牧人，把羊從圈中領到草場，在那裡他們得
以飽嘗祂的豐富。雖然基督來釋放羊脫離了羊圈，熱中猶太教者卻把這位好牧人釘在十字架上。祂死在十字架上，不僅是為著羊的罪，更是要領他
們從羊圈中出來。 
 
按照新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許多事。在以弗所二章我們看見，祂捨了自己，為要廢掉規條，創造一個新人。在加拉太一章我們看見，基
督為我們的罪捨了自己，目的要把我們從宗教，從現今邪惡的世代救出來。 
 
我們應當把一章四節不僅應用到加拉太信徒身上，也應用到今天所有在基督裡的信徒身上。大多數基督徒被扣留在某種宗教的圈中。在新約中，
『圈』這辭的意義不是正面的，但有些基督教的詩歌卻以積極的意義說到被帶回到圈中。我們已經指出，約翰十章裡的『圈』是指猶太教。原則
上，天主教和各宗各派都是羊圈。只有召會是神的羊群。基督已把我們帶回羊群，不是帶回羊圈。我們很多人能作見證，我們已經蒙拯救脫離羊
圈，被帶回到神的羊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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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翰十章的時候，神的百姓，祂的羊，是在猶太教的圈中。但是約翰十章指明，基督來把祂的羊從圈中領出來，並使他們與外邦信徒合成一群，
就是召會。（16。）因此，羊圈是宗教，而羊群是召會。今天，天主教和各公會乃是羊圈，扣留基督的羊。但基督正設法把祂的羊從各種宗教的圈
中救出來，並把他們帶來合成一群。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我們從這邪惡的世代救出來，乃是照著神與父的旨意。因此，拯救羊脫離羊圈，是照著父神的旨意。因著天主教和各公會破
壞神的羊群，他們乃是敵擋神的旨意。他們建立他們的羊圈，來毀壞召會生活。 
 
今天主仍在努力，要把祂的羊從圈中領出來。因這緣故，在宗教與主的恢復之間，有一場爭戰激烈的進行著。主耶穌來不是要偷羊，而是要把羊從
圈中領出來。然而，熱中猶太教者認為祂是偷羊的人。照樣，我們這些在主恢復中的人，也被人指控為改變別人信仰、偷羊的人。我們不是要改變
別人的信仰，但我們的確巴望主的羊能從羊圈被領出來，進到羊群中。 
 
主耶穌來進入羊圈，開了門，並把羊從圈中領出來。熱中猶太教的人把祂釘在十字架上。但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主為我們的罪捨了自己，要把
我們從宗教的羊圈救出來。對保羅時代的信徒和今天我們這班人，原則上都是一樣。 
 
二 保羅成為使徒 
 
在一章一節保羅說到他的使徒職分：『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和叫祂從死人中復活的父神，）…。』
保羅的使徒職分與他所傳的福音很有關係。加拉太書的目的是要收信的人認識，使徒保羅所傳的福音，不是由於人的教導，（一11～12，）乃是由
於神的啟示。因此，保羅一開頭就著重的說，他成為使徒，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基督和神。 
 
保羅在第一節以及全書中的用字都很謹慎。首先他說，他作使徒不是『由於人』；他繼續說，他的使徒職分不是『藉著人』。他成為使徒，乃是直
接藉著耶穌基督，和叫祂從死人中復活的父神。律法是對付舊造的人，福音是使人成為在復活裡的新造。神使保羅作使徒，不是憑著律法，按著他
在舊造裡天然的人，乃是藉著基督的復活，按著他在新造裡重生的人。因此，保羅在這裡不是說，藉著摩西頒賜律法的神；卻說，叫基督從死人中
復活的父神。神新約的經綸不在於舊造裡的人，乃在於藉著基督的復活在新造裡的人。保羅的使徒職分完全屬於新造，這新造乃是藉著我們在靈裡
由神的靈重生所發生的。 
 
在二節保羅繼續說到一切與他同在的眾弟兄。這指明他將與他同在的眾弟兄，當作一同寫信的人，見證並印證他在這封書信中所寫的事。 
 
三 恩典與平安從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眾召會 
 
在三節保羅說，『願恩典與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恩典就是神作我們的享受，（約一17，林前十五10，）平安是恩典所
產生的情形、結果。平安乃是享受我們父神的結果。恩典與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眾召會。這是何等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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