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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内外雙修”的終極意義 - 雅各書/羅馬書 
 

前言 

 

聖經中記載的三位雅各： 

 

1.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 – 十二使徒之一，被希律亞基帕處死（徒十二 2） 

2. 亞勒非的兒子雅各 – 十二使徒之一，“小雅各”（太十 3；可十五 40） 

3. 耶穌的弟兄雅各 – 本不信耶穌，耶穌復活後向其顯現，成爲耶路撒冷早期教會的領袖 

（太十三 55；可六 3；約七 5；林前十五 7；徒十二 17，二十一 18；加一 19，二 9） 

 

成書時間：AD45-49，或 AD60 

 

一. 問候（雅一 1）  

 

    寫作的對象：分散在各地的猶太基督徒，書中以會堂表示教會，具有猶太傳統，但是沒有提及割禮 

   

二. 試探和試煉（雅一 2 – 18）    

   相同詞：πειρασμός（Pirasmos）根據上下文翻譯成爲“試驗、試煉”和“試探、誘惑、迷惑” 

   新約聖經中共出現 20次，例：雅一 2，12；太六 13；彼前一 6；彼後二 9；啓三 10  

    

   試煉 – 從神而來、動機是讓人勝過 

回應方式：以真理爲中心、拒絕誘惑 

 

   試探 – 從撒旦而來、動機是讓人跌倒 

 回應方式：以自我爲中心，接受誘惑 

 

   “欲”是神所造，中性、無對錯之分；類似於“追求、熱情” 

   “私欲”=“欲”+ 自我中心 

“罪”= 私欲 + 接受誘惑 

“死”是罪的結果 

 

   思考：神藉著魔鬼的試探來試驗、試煉人？   魔鬼藉著神的試驗、試煉來試探人？ 

   結論：通過試煉的人會得到生命的冠冕（雅一 12） 

 

三. 聽道和行道（雅一 19 – 二 26） 

 

聽 + 行 = 蒙福（雅一 25）    

虔誠：看顧弱勢群體，保守自己的清潔；沒有個人的目的（雅一 27） 

愛鄰如己：不偏待人（雅二 8） 

遵守和干犯律法（雅二 10）“犯了一條就是犯了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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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行爲（雅二 14 - 26） 

 

雅各書和羅馬書論述“信心和行為”都引用亞伯拉罕的實例 

羅馬書的對象是“外邦人”，雅各的對象是“猶太基督徒” 

 

 保羅 雅各 

信心 贊同以神為中心 反對以自己為中心 

行為 反對以自己為中心 贊同以神為中心 

 

結論：信心是委身和交託，不是心理上的認同度（雅二24），行爲完全信心（雅二22） 

 

四. 基督徒的言語智慧（雅三 1 – 18） 

 

A.完全言語的根源來自於基督徒的内心 

B.追求屬天的智慧 

 

    謙和的行爲 VS 嫉妒和自私 

     

五. 教會中的生活（雅四 1 – 五 6） 

 

A.貪戀世界的妄求的原因是不良的動機：自我中心（四 3） 

B.神的心意“對抗驕傲的人，賜福給謙卑的人” 

C.棄絕互相批評和自誇（參：太七 1 - 6） 

D.對不義富人的警告 

 

六. 其他的教導（雅五 7 - 20） 

 

    A.堅忍等候 

B.不起誓“是就説是、不是就説不是”（參：太五 37） 

C.義人禱告的功效：醫治和赦罪 

 

 

神學思考 

 

1.律法和福音之間是否對立 

 

 

   

 

2.重生之後面對罪的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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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作業:                                              姓名：  

 

1. 雅各書的作者雅各是誰？  

 

 

 

 

2. 信心和行爲的關係是什麽？請列舉經文 

 

 

 

 

 

 

 

3. 試探和試煉有何不同？ 

 

 

 

 

 

4. 聽道和行道的關係是什麽？請列舉經文 

 

 

 

 

 

 

 

如有其他的問題，請提出，下一堂主日學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