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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這些是我自己研讀聖經的筆記。多年來我分發了給達拉斯神學院聖經課的學生，也提供給

我的教會。這些筆記比研讀本聖經較為詳細，但比許多註釋少一點學術性。 

這些筆記一直在更新。我自 2011 年 6 月從 DTS 退休以後，專心改編這些筆記，有機會

也講道和教導。每當授課我就分發筆記，我打印出最新的版本，用講授課程的那一年作出

版年份。因此出版年份就是我最近一次教學用的筆記。 

我獻這些筆記給想更了解聖經的人。它們不是完善的，因為我不是。它們反映了我目前了

解的程度。新版本可以取代舊的。各位讀者可以打印或在網上閱讀，也可隨意複印分發 

(譯者按: 中譯本在起步階段，請代禱)。各筆記均有版權，請勿更改。 

數本聖經筆記有錄音，是從多年來成人主日學的課程錄製。該系列產品可在

soniclight.com 網站購買。 

Thomas L. Constable, Th.D. 

Dallas, Texas 

 

 

  



	

介紹	
  

歷史背景	
 

本書信的作者明顯是主耶穌基督的同母弟弟雅各 (加 1:19)1。 他也是猶大書作者的兄弟 

(太 13:55)2。 這是早期教父和作者們的想法。 這位雅各不是使徒約翰的兄弟， 那是西庇

太的兒子，在教會歷史的初期已經殉道。他 也不是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可 3:18) ， 更不是

猶大的父親(路 6:16) 。 他是早期耶路撒冷教會的柱石, 曾在公會裏發言，有經學者相信

雅各書所用的希臘文與使徒行傳 15 章的文詞相似而認為本書的作者就是那位雅各。事實

上作者希臘文的流暢不能否定這位雅各, 他很可能是很有恩賜的加利利人, 精通亞蘭文與

希臘文。 

 

受信人是散居各地的猶太基督徒, 這些分散在巴勒斯坦各處的人相信了耶穌基督(1:1). 本

書多次引用猶太文化, 證明是猶太人寫給其他的猶太人 . 

 

約西法說雅各死於主後六十二年，他並沒有說明日子，但卻指出同年代的非斯都 (Portius 

Festus) 死在主後六十二年。 所以雅各寫本書是在主後 62 年之前。 許多解經家相信雅各

書沒有提到耶路撒冷公會, 所以本書在公會開會前寫成。 不過這說法稍為牽強。 雅各書

的題目不在耶路撒冷公會討論範圍之內， 因此不需要引用耶路撒冷公會， 根據傳統說法，

雅各書早在大會舉辦之前寫成。. 雅各書很可能是最早的聖靈感動下寫成的書， 那就可能

是在主後 45 年到 48 年間寫成。 許多學者認為雅各少引用其他的新約經文證明這個立場， 

本人亦相信沒有其他值得懷疑本書早年寫成的觀點。. 

 

雅各的基督徒的生涯大部分在耶路撒冷， 所以本書著作的地點極可能就在此地。 根據尤斯伯

(Eusebius) ， 法利賽人和文士將雅各從殿頂拋下, 落在 170 英尺下的汲淪谷, 用石頭打，洗布者 

(第一世紀的洗衣人) 又用棍敲破他的頭。 
 

1至於別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沒有看見。 
2  



特點  

本書有幾個特點。沒有收信人的姓名。結束時沒有祝福。信中有非常多的命令，大約每一

兩節就有。有許多比喻引寓，可能比所有保羅的書信加起來更多。[8] 雅各引用舊約聖經

20 多次。他提到許多舊約人物，如亞伯拉罕，喇合，約伯，以利亞，並提到十誡和摩西

的律法。一位解經家指出「這本書的猶太明星比新約任何其他一本書要多。[9] 引用很多

自然界的現象。這是雅各時代猶太拉比的教學特式，也有主耶穌基督登山寶訓教導的引用 

[10] 。不過只有兩次提到耶穌(1:1; 2:1)，這導致馬丁·路德質疑本書是否值得列入新約

[11]。在他的 1522 年的新約序言中雅各書被誣蔑為「禾稭書信」。馬丁路得有一次說假

如有人能將雅各和保羅取得和諧，他寧願將自己的博士帽子給他。[12]  

納斯理(Nestle)的希臘版新約旁註說雅各用了 38 次馬太福音的文句。兩本書似乎都是同

期代寫成，就是主後 40 年代末期。 

兩位作者馬太和雅各似乎都針對同類的社團。[13]  

雅各首要的主題有完美，智慧和賙濟窮人。[14]  

讀完雅各書之後, 我們會說這人是傳道人多於作者。[15]  

本書的風格有時像箴言，有時像先知的斥責，有時又像福音書的比喻。[16] 

本書特點之一就是率直，所說的透明度徒很高。[17]  

雅 各 書 無 可 否認 是 新 約 中 ， 除 了 腓 利門 書 之外 ， 最 少 神 學 思 想 的 書 信 。 

三個教義常常浮現。最重要的是有關神的教義。其次，本書的倫理性亦常常談到罪的教義。

第三，令人驚訝的是末世論。[18] 

雅各書不比登山寶訓更為反保羅神學。[19]  

 

目的 

 

本書信一方面鼓勵收信人忍受試探，另一方面警誡他們教義和實踐上的某些錯誤。[20]  

這本強有力信件的目的是去鼓勵早期基督徒要成熟和過聖潔的生活。這封信多次提到基督

徒信仰的實行要比觀念重要。雅各告訴他的讀者如何通過自信的立場，以達到屬靈的成熟，



富有同情心的服務，小心的講話，懺悔的順服，並關懷性的分享。他涉及基督徒生活的每

一個層面：他是誰，他所做的，他所說的，他的感受，他的所有。[21]  

書信的主要目的是加強猶太基督徒在面對富有的猶太人的迫害時候如何加添信心和忠誠。

[22]  

 

大綱	
I.          介紹 1:1 

II.         試煉和真正的宗教 1:2-27 

   A.     試煉的價值 1:2-11 

      1.         對試煉的正確態度 1:2 

      2.         試煉的最終產品 1:3-4 

      3.         採取這種態度的幫助 1:5-8 

      4.         境况的宏觀 1:9-11 

   B.            試煉的選項 1:12-18 

      1.         試煉的終端 1:12 

      2.         試煉的來源 1:13-14 

      3.         試煉的進展 1:15 

      4.         神的良善 1:16-18 

  C.     試煉正確的反應 1:19-27 

     1.         不正確的反應 1:19-20 

     2.         必需的反應 1:21 

     3.         完全的反應 1:22-25 

     4.         外在的行為 1:26-27 

III.    偏袒和活潑的信仰 第 2 章 

  A.     偏袒的問題 2:1-13 

     1.         負面性的命令 2:1 

     2.         目前的不正確的實施 2:2-4 

     3.         偏袒的不一致性 2:5-7 

     4.         基督徒的責任 2:8-9 

     5.         不偏袒的重要性 2:10-11 



     6.         個人判斷的含義 2:12-13 

  B.     活潑信仰的重要 2:14-26 

     1.         雅各的強調 2:14 

     2.         雅各的舉例 2:15-16 

     3.         雅各重述 2:17 

     4.         一個反對 2:18 

     5.         雅各的駁斥 2:19-23 

     6.         雅各最後的論點 2:24-26 

IV.    言語和屬靈的智慧 第 3 章 

  A.        控制舌頭 3:1-12 

     1.         負面的警告 3:1 

     2.         警告的理由 3:2 

     3.         危險的例證 3:3-8 

     4.         舌頭不受控制的本性 3:7-8 

     5.         舌頭的不一致性 3:9-12 

  B.        控制思想 3:13-18 

    1.         謙卑的重要 3:13 

    2.         恩慈的重要 3:14-16 

    3.         愛好和平的重要 3:17-18 

V.        衝突和謙卑的交託  第 4章 

  A.        個人內心和人際間的張力 4:1-10 

    1.         衝突的來源 4:1 

    2.         衝突的解釋 4:2-3 

    3.         選擇的本質 4:4-5 

    4.         正確選擇的資源 4:6-10 

  B.        抬高自己 4:11-12 

  C.        自我依賴 4:13-17 

    1.         自我中心的人 4:13-16 

    2.         結束的勸勉 4:17 

VI.    金錢和忍耐 5:1-18 

  A.        對富人的警告 5:1-6 



    1.         問題介紹 5:1 

    2.         財富的腐蝕性 5:2-3 

    3.         財富的錯用  5:4-6 

  B.     正確的態度 5:7-12 

    1.         忍耐的勸勉 5:7-9 

    2.         忍耐的例子 5:10-11 

    3.         忍耐的證明 5:12  

  C.     正確的行動 5:13-18 

    1.         得釋放的方法 5:13 

    2.         幫助的配方 5:14-16 

    3.         禱告的能力 5:17-18 

VII.   回到信心的生活 5:19-20 

 

信息	

 
雅各書教導我們對神的信心應有的行為是與神的旨意和諧。這本書的主題是「憑信生活」

或「屬靈的成熟」雅各書就像是一系列的講章重寫出版（參希伯來書和猶大書）。 

雅各擔憂的是基督徒的行為（道德）能表達基督教的信仰（教義）。雅各書極少提到基督

教的基本教義。他最關心的是基督教的實踐，救恩應如走在路上的鞋子。 

這封書信的教導出自耶穌的登山寶訓, 當然那是耶穌偉大的倫理談述。雅各書作了不下 18

次的引用或暗示太 5-7 章。雅各書闡述了寶訓的主要思路。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三大啟

示，雅各書提出並闡述了。 

首先，耶穌在馬太福音 5:20 說到信徒的行為。耶穌說：「你們的義若非勝於文士和法利

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入天國。」耶穌說公義的行為如何表彰。雅各說及他的讀者應當在五

方面表現他們的公義。順便說一句，雅各和耶穌說的「義」，是正確的行為。這是比較常

見的舊約聖經對這名詞的用法。相反的保羅提到的「義」是指信徒在基督裏的地位。 

第二, 耶穌說明信徒的目標。在 太 5:48, 耶穌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神要求每個信徒的目標就是要成熟直到滿有基督的形象(參 弗. 4:13)。 雅各也要每個信徒

將目標放在心上，然後努力向前。 



第三，耶穌照明信徒在行為上達到成熟階段（完美）的方法。在太 6:1，耶穌說：「你們

要小心不要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耶穌教導信徒應該得到神的認可，不是人的認可。雅

各教導信徒這五種行為的應付方法。他說出如何為神而活而不是求人的批准。 

耶穌登山寶訓的三大啟示提出一個隱藏的架構，雅各在這架構上提出了對他讀者的挑戰。

這些挑戰都是針對屬靈的不成熟的。登山寶訓就像是房子的框架。約翰在這框架上加上他

的解釋。他所說的和耶穌所說的密切相連。 

第一章所討論的問題是試探：每個信徒一生中都會體驗到的困難。雅各透露神對每個信徒

的計劃就是容許我們去經驗試探以致成熟。他更解釋說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耐心地

接受試探是出於神。 

第二章針對的行為是偏見。神對信徒的目標，偏見往往挫敗，是對所有的人的愛。要達到

神的計劃就要操練對神真正的信心。本章中雅各解釋偏見和信仰的關係。 

第三章的行為是說話。神的目標要我們的言語成為別人的祝福：神自己，和所有其他人。

方法是領受和使用從神而來的智慧。 

 第四章的行為是人際交往和個人耐心的矛盾。神的目標是要我們與他人和好，方法是順

服神。 

雅各書的短句和突然冒出的段落被比喻為一串珍珠 － 每個都是獨立的個體 。[23] 

第五章的行為是使用金錢。我們的目標是，用金錢來為他人服務，而不是囤積佔為己有。

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有二：耐心等候和向神禱告。 

我想肯定這書信以下的兩個應用： 

首先，信仰的生活充滿危險。如果要實現神目標的義行，我們必須克服橫亙在道路上的障

礙。對抗來自三方面，每一個雅各都有詳細的討論。 

我們必須挑戰「世界精神（大眾哲學）」。世界說：避免試探（1 章）。優待那些可以幫

助你的 ( 2 章）。用說話抬舉自己 ( 3 章）。爭取自我的權利（4 章）。儘量獲取金錢（5

章）。 

雅各說我們也必須否定肉體的慾望。肉是我們所面對的危險的第二個來源。順便一提，新約的作

者對肉體有三種用法，一個是字意兩個是隱喻。從字面上看，它指的是我們的身體。隱喻指的是

重生之前在亞當內的，或是指天生的罪性。雅各在這裏所說的是我們犯罪的本性。肉體說：放縱

自己，向經常有的試探屈服 (1 章)。愛自己，不愛別人（2 章）。榮耀自己，不抬舉別人, 不推廣

和榮耀神（3 章）。表揚自己，不順服神（4 章）。服侍自己，不服侍他人（5 章）。 

雅各也告誡我們要「抵擋魔鬼」。這是敵對神的工作 。不讓我們產生公義行為的第三個來源。撒

旦說：神恨你，試探就是恨你的證據 (1 章)。撒旦說：神扣留你應得的好東西，如果你偏袒那些

有利於你人（ 2 章）。撒旦說：上帝拋棄了你，所以你需要為自己說話（3 章）。撒旦說：上帝



不會保護你，所以你必須更加張揚自我（4 章）。撒旦還說：上帝不會供應你，所以你必須囤積

錢財，而不是作好管家去分發（5 章）。 

總括本書教導應用的第二個肯定是：信心的生活是大能的，也是危險的生活。從雅各處理

的這五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信心的生活強於不信的生活。 

信心勝過世界精神（哲學）。它比我們的肉體的情慾強大，頑固地抗拒對惡魔的攻擊。因

此，我們應繼續過信心生活。雅各偉大的主題是，我們要不斷地信任和服從上帝。正如我

們憑信得生，我們要繼續住每日憑信活著，而不是回到從前的自信，行為像不信的人。

[24] 
 

詳釋                                                                                                    

第	1 章	
I. 引言 1:1 
筆者先向收信人自述身份，問安，介紹自己。. 

雅各可能是主耶穌基督的同母弟弟，在耶穌世上的末期成為信徒（約 7:5; 林前 15:7）。

他是耶路撒冷早期教會的領袖（加 2:9; 徒 15:13-21）。 

「除了保羅和彼得，早期教會沒有比雅各在歷史和傳奇的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是耶

路撒冷的第一位主教。」[25] 

雅各稱自己是「神和主耶穌基督的僕人」（希臘文 doulos 是契定奴僕）。只有他和猶大，

主的另一位同母的弟弟，在他們的書信稱自己是契定的奴僕。這可能表明早期教會的人都

認識他們,  沒有必要詳細介紹自己 [26] 。雅各沒有提到自己是「耶穌的兄弟」或「教會

的領袖」。他顯然不想用肉身的耶穌抬高自己（林後 5:16），只是他的「主和神」。作

為上帝的奴僕是他最重要的關連（羅 1:1; 腓 1:1; 多 1:1; 彼後 1:1; 猶 1; 啟 1:1）。他將耶

穌與神放在平等的層面，說他是神和主耶穌基督的奴僕。 

 

第一世紀的契定奴僕沒有侮辱的含意。七十士本用契定奴僕描寫以色列高貴尊榮的領袖

（例如，摩西 [申 34:5;等]; 大衛 [撒下 7:5;等]; 眾先知 [耶 7:25;  44:4; 摩 3:7]）。雅各使

用這稱號驕傲地聲明，他的身體和靈魂屬於神和耶穌基督。[27] 



「他只關注耶穌基督僕人的身份，因為這是本書信的主題：我們應如何活出像主耶穌基督

的僕人。」[28] 

「散居的十二支派」（太 19:28; 徒 26:7）自然是指散居巴勒斯坦以外的猶太基督徒。十

二支派是猶太民族的代名詞 [30]。雅各完全不知道十個所謂的「失落的支派」; 他認為以

色列是合一和完整, 仍有十二個支派。 這些猶太人很可能是司提反殉道不久後離開耶路撒

冷的信徒(徒 8:1,4; 11:19-20）。有些學者認為他們生活在巴勒斯坦[31]。然而，收信人

的居址不影響書信的解釋。雅各寫給猶太基督徒同胞的信也適用在外邦的基督徒，因為兩

個群體在基督裏成為了一體。有的將十二支派稱作「新以色列」-- 教會，這是不自然的

解讀[32]。「以色列」每當出現在新約或舊約, 向來是指雅各的後代。況且，沒有其他的

啟示（即聖經的教導），說教會像以色列一樣由十二部份組成。 

雅各用很好的希臘文寫; 他的文法，句法和用字都非常優秀。 「問安」是他讀者所熟悉的

希臘詞。 

 
II.  試煉和真信仰 1:2-27 

雅各的信在許多方面是講座，處理信徒遭遇的試煉。早期教會的猶太基督徒從他們不信的

同胞經歷了許多迫害，這在使徒行傳清楚地記載了。站在主立場的基督徒不斷要面對這些

試煉。因此雅各啟發性的建議非常重要。 

 

A.  試煉的價值 1:2-11 

筆者指出試煉的價值，鼓勵他的讀者對這些經驗採取積極的態度，忍受並視為上帝的工具。

神使用試煉塑造信徒來榮耀自己。 

 

1. 對試煉的正確態度 1:2  

雅各說的是什麼試煉？他是指麻煩，像錢用完了，或是學校考試不及格，為生病的孩子熬

夜: 日常的煩惱？ 是。希臘文翻譯成「試煉」（peirasmois）是「證明」，就是「考驗

一個人的忠誠，誠信，美德，堅貞。。。也是引誘和試探 [33]。」這是各種離開神旨意

的試探。上下文也支持這結論。第 3 節重申了這些試煉是為了考驗信心。「雅各講的是

不同類型的試煉，誘惑我們和罪人同行，不忠於救主。他沒有區分內在和外來的試探 



[34]。」試煉來自兩個方向（14 節）。任何試煉都可以成為信仰的考驗，引誘我們不信

任和不服從神。 

「正確面對的試煉無害，不正確的會成為罪惡的試探。」[35] 

注意雅各是對基督徒說話:「我的弟兄們」。這個對讀者的稱呼在本書出現 15 次 (參. 

1:16, 19; 2:1, 5, 14; 3:1, 10, 12; 4:11; 5:7, 9, 10, 12, 19)。 

「即使草草閱讀 1:2-18 節, 也會看出作者向基督徒說話。甚至可以說是信內沒有一處 -- 

即使 2:14-26 -- 也沒有絲毫可以懷疑他的聽眾不是真正的主內兄弟姐妹。，如果不看清

楚這個簡單明顯的事實，我們可能陷入歪解的泥潭，就像雅各書許多的評論者所做的。」

[36] 

以下是關於基督徒遇到引誘應該如何應對的指示。 

雅各勸告讀者看明白所遇到「各種」的「試煉」和磨難，都是生命成長的機會。他沒有催

廹他們在試煉中喜樂。他不是主張自虐的態度在痛苦經歷下不自然地歡欣。相反，他吩咐

他們看試煉, 即使不愉快, 卻是有益的。 「大喜樂」的另一種翻譯是「純粹的喜樂」。相

反的是「小(有些)喜樂」兼有大量的悲傷。雅各提倡的態度可以抽去一切的辛酸，即使是

最不舒服的試煉。無論困難的來源來自世界，自身，或魔鬼，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過渡時

高興。其原因如下。 

 

2. 試煉的最終產品 1:3-4 
上帝使用試煉讓信徒成為榮燿他名的人, 即成熟（「完美完全」）的基督徒。 「試驗」

（希臘文 dokimion）有試驗東西真正的品質的含義。真金在火上顯出本色，同樣，基督

徒內在的神性，因為聖靈的內住，通過試驗(如果反應正確)就變得明顯。 

這是信仰的試驗，將我們對上帝的信任和服從緊綳到極限。試驗導致「堅忍」，堅定或恆

心（不僅是「忍耐」[AV]）。希臘文（hypomonen）可翻譯成「堅忍」描述一個人面臨

風暴時站立得住的質量[37]。如果我們順從這些試驗，最終就得以成熟完全（完全發育，

完美，參太 5:48; 19:21）, 就是生命的每一個基要領域都開發了。希臘文 holokleros

「完美」是指一個人滿足了上帝創造他的目的，完全達到上頭來的呼召 [38]。因此，我

們不應該試圖逃離試驗，而是用忍耐和喜樂去順從這成熟的過程。我們必須學會忍耐，否

則就學不到多少。 

上帝使每一位信徒 一 忍受試驗不逃跑的人 一 在他們的堅忍下進到成熟的地步。雅各認為我們應

該在試驗時歡欣，不是反抗。試驗是上帝完成我們的工具。 

「在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事工之後，我深信靈命不成熟是教會的頭號問題。」[39] 



雅各第一次介紹「因信而活」的理念，似乎是凝合全書信的主題。另一位作家建議為「因

信而活的考驗」[40]。基督徒不僅是過去「因信稱義」，現在要「因信而活」（信靠和順

服神），這就是雅各所說的「活的信心」。 「活的信心」在 2:14-26 論到信仰和工作時

非常重要。 

「讀者困擾的根本在於誤解了因信得救的本質, 和信與基督徒每日生活的關連; 信也是基

督徒性格發展的試金石。」 [41] 

 

3. 採取這態度的幫助 1:5-8 
雅各提到的「一無所缺」(4 節）使他暫時離開試煉的話題, 來解釋（至第 8 節）妥善處理

試煉必需的智慧。 

1:5                  雅各解釋什麼是神聖的「智慧」: 神對生命的看法。然而，不接受這種智

慧的世界，一般不欣賞忍受試煉的價值。基督徒也容易採取世界對試煉的觀點，不從神上

帝的看法，不惜代價去逃避試煉。一個證據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離婚率相等，至少在美

國是如此。大多數人看逃脫試煉為「大喜樂」，忍受試煉為「大憂傷」。 

 雅各用舊約智慧文學的「智慧」（希臘文 sophia）一字。那裡指的是神對人生的啟示。智慧是

智者所呈獻固定正義人生的次序 [42]。新約聖經的作者往往看智慧為聖靈所賜的至高無上的恩賜，

有時是聖靈本身[43]。這樣, 聰明的基督徒就是有神啟示（他的聖言）的人生觀的人。 

如果我們不明白神觀點的人生觀，雅各催促我們「求」（希臘文是現在必行式）神讓我們

明白。這是希臘文文法的第一式假定, 就是假定是真確的情況。每一個基督徒都在一定程

度上缺少這種智慧。智慧是從神的角度看人生。需要更多智慧，不斷求神打開眼睛和心的

基督徒，可以肯定必蒙應允。他會白白地每當有需要時將智慧給我們 (厚賜、不斥責)，

（賽 42:3; 太 12:20）。這形容將神和第 8 節心懷二意的人對比。 

要正確地理解這節經文, 我們必須閱讀上下文。這不是神應許給每個人更高的智商。本章

的文義是，上帝應許我們有看清忍受試煉和忠心堅守的重要的能力。 

 

1:6                 經文中的「信心」不外乎兩樣。要就是相信神會按照應許去做，或是他沒

有應許，卻相信他會做到人的請求（太 8:1-4; 可 4:35-41） 。 

「雅各教導信心是祈禱的必要條件。」[44] 

「美國標準聖經(NASB)不幸將本句翻譯為:「沒有任何懷疑，因為懷疑的人。。」。希臘

字 diakrinomenos，在本節經文的確用了兩次。較好的翻譯是:「讓他用信心求，沒有分

歧的動機和態度，因為這樣的人就像海浪。」[45] 



缺乏對神信實或大能的信心, 表現了信徒生活的不一致。雅各將這種不穩定的摇擺比作

「海中的波浪」,被自身以外的東西驅動。波浪是不一貫服從上帝旨意的基督徒，被自身

或外力，不是內住聖靈的力量推動。「波浪」（希臘文 kludon）可指風吹動的浪的頂部

（路 8:24）。生命的低壓和高壓情況類似地吹動我們。 

 
1:7                  這人的問題不僅是主觀的感受自己不是被神而是受環境支配，問題也是客

觀的現實。他真的被環境擺佈, 一切不由他控制。這類的不一致（「心懷二意」或「不定」

8 節）的人抵抗神在他生命的工作。不僅是單純地通過試煉以致成熟的，神也要管教（教

育）他有關對試煉的態度。 

本節的「什麼」主要是指智慧（第 5 節）。如果這樣的人不相信上帝（「憑著信心求」6

節），他無法享受來自知道上帝掌控試煉的信心，那就「不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屬靈

智慧）。廣泛的說，當然，我們的不信, 能奪去「所有神啟示是真」帶來的信心。 

 

1:8                 本處文義中「心懷二意」（希臘文 dipsychos「雙面」; 4:8）的人是只在

部份時間相信並服從神，不是全時間。 「心懷二意」的人意見分义或不效忠一主（如，

羅得, ;太 6:24; 克利免一書 11:2）。他的不穩不定善變踉蹌像個醉漢。[46] 

「這人是內戰的化身，信神和不信神在內心不斷地戰鬥。」[47] 

總之，如果我們「求」, 神必定幫助我們看到本章 3-4 節解釋的神的觀點。我們可以也應

該在體驗試煉中快樂, 雖然知道試煉可能引我們離開上帝的旨意。我們要看為「大喜樂」，

因為知道我們仍然忠於上帝，他會用試驗的結果榮耀自己的名，給我們好處，就是靈裏的

成熟。 

 

4. 情況的宏觀 1:9-11 

雅各敦促他的讀者用神的觀點看試煉（2-4 節）。現在，他回到這個問題，開闊了視野，

鼓勵他們用神的觀點看目前的情況。 

1:9                  缺乏物質（卑微）的信徒要從專注屬靈豐富的思想中（升高）獲得喜悅。 

 

1:10                相反，物質富裕的（富足）應該記住財富是短暫的（必要過去），人的情

況在神面前實在卑微（降卑以致榮耀）。 

「基督的十字架抬起窮人, 扯下高高在上的人。這是世間最大的平等。」[48] 

『古諺語: 「壽衣沒有口袋。」』[49] 



許多地方的草耐寒，但巴勒斯坦的某些區域，草只保持幾個星期的綠色。「草上的花」顯

然引用以賽亞書 40:6-8。這是兩個思想的組合，就是「草必枯乾」和「花必凋殘」。希

伯來文混合比喻是濃化思想的方式。[50] 

解經人士對雅各指的「富人」有不同見解。許多認為雅各說的是信徒，那是根據第 9 節

的並行句。他們將第 9 節的動詞 kauchaomai（引以為榮; 和合本作「喜樂」），也用在

第 10 節。這樣第 9 節的主詞「弟兄」似乎也是第 10 節的主詞[51]。其他的解經人士認

為上下文指向未得救的富人[52]。我個人認為證據支持他們是基督徒的觀點，可能是猶太

基督徒（5:1-6）。但雅各不說明這一點卻建議, 這是合用在各種各樣人的常理: 財富在死

亡和審判面前沒有用處 ( 提前 6:9-10，17 -19）。 

「沒有比作為神仁慈關愛的對象更為尊貴。」[53] 

 

1:11                  「草」和「花」指生長繁茂階段的青綠，是草生命力的巔峰。，中東的

草很快變成棕色（太 6:30）。「富人」也同樣的褪色消逝（4:13）。 

「一個富裕的非信徒說起他的一個貧窮的基督徒朋友: 「當我死，我要離開我的財富，當

他死，他去得到他的。」[54] 

「試驗和世上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這一事實應該幫助我們忍受試驗，不致作對勝利太自

信。」[55] 

「 雅各似乎指出試驗可除去貧富兄弟表面的區別。」[56] 

「本章的介紹（2-11 節）和全書的結尾平衡（5:7-20）。兩段都談到忍耐（1:2-4; 5:7-

12）和禱告（1:5-8;5:13-18），又以生活中的對比結束（1:9-11; 5:19-20）。」[57] 

「罪是在情慾的推銷下放棄了意願, 不聽從理智指引的結果。」[58] 

 

B. 試煉中的選項 1:12-18 

到目前為止，雅各透露了試煉的價值，神如何使用它使基督徒完美，人如何從神的觀點看

試煉。接下來，他解釋服從和不服從的後果，試探的來源，使他的讀者能有效地管理試煉。 

 

   1. 試煉的終局 1:12  

既然神使用試驗在我們的生命中，我們應該快樂地持守神的旨意。在試驗中不偏離神旨意

不降服於誘惑的基督徒，表明了對神的愛。雅各用了和第 2 節相同的希臘字「試驗」，

但這裡有負面的意思「試探」。正是那些為了對神的愛堅忍試驗的人，神會賜與「生命的

冠冕」（啟 2:10）。只有通過嚴重考驗和試探的人才得到這祝福。[59] 



「。。雅各用「有福的」makarios，是馬太福音 5:3-10「有福了」的口氣，尤其是

5:11-12 主耶穌鼓勵忍受「辱罵..逼迫」的人將來的賞賜。那些相信基督，愛神憑信而活, 

試驗中也順服的人。最終得到生命的冠冕，永生的實現, 和基督同得尊榮。。。」[ 60] 

「上帝應許的生命很明顯不僅是得救時給每個信徒的永恆生命（約 5:24）。因為這是初

信以後的成就而得的獎勵，它必定是指更高品質的生命。」[61] 

「很多基督徒目前走的是以掃的道路（輕看長子的名分），這樣的基督徒有一天會到達以

掃相同的地位。他們雖然有長子的承受權（每一個基督徒都是神的長子），至終卻喪失這

權利。他們將不能蒙福」[62] 

「所有基督徒都愛神的想法是虛構的。即便我們的主也感到有必要告誡他內圍的十一個門

徒（約 14:21-24）。。沒有比試驗 更能顯出一個基督徒愛不愛神。」[63]  

對愛神其他的應許，可參 出 20:6; 申 7:9; 30:16，20; 士 5:31; 詩 5:11; 賽 64:4; 林前 2:9; 

提後 4:8。新約作者提到的其他「冠冕」，可能是其他特性的豐盛完美。這些特性在各書

卷中可見(帖前 9: 2; 提後 4:8; 彼前 5: 4; 啟 2:10）。他們可能不是有形有體的冠冕，而是

像這裏的冠冕 -- 忠誠，忍耐，領導，忠於基督，傳福音，克服世界 -- 品質上的豐滿。換

句話說，我們也許將冠冕看為喻意性。不過新約也有介紹信徒貴重金屬（林前 3:8-14)和

服飾（啟 3:5，18; 19:7-8））的獎勵。忍受試驗的人證明了對神的愛將會充分發揮生命

的潛力，現在和未來。 

 

  



 

信徒的冠冕 

名稱 原因 參考 

不朽的冠冕 過有節制的生活 林前 9:25 

喜樂的冠冕 
 

傳道和培訓 帖前. 2:19 

公義的冠冕 
 

愛主的顯現 提後 4:8 

生命的冠冕 忍受試煉 各 1:12; 

  啟 2:10 

榮耀的冠冕 忠心牧養 

神的羊群  

彼前 5:4 



  



  



 

信徒未來產業 

所有信徒必承受的 忠心信徒額外承受的 

進入神的國度 

約 3:3, 5; 林前 6:9; 加 5:21; 

弗 5:5 

豐盛的永恆生命 

各 1:12;  啟 2:10 

永恆生命 

約 3:16, 36; 等. 

與基督一同作王 

路 19:17, 19; 提後 2:12; 啟 2:26-27 

被神接納 

羅 5:1; 8:31-39 

被神稱讚 

太 25:21, 23; 路 19:17; 約 12:26; 提後 4:8;  彼前

1:7; 5:4 

不定罪 

羅 5:9; 8:1; 帖前 1:10 

與基督親近 

約 15:14 

復活或改變 

林前 15:53-57;  帖前 4:13-

17 

 

得榮耀 

彼前 1:9 

各種的賞賜: 太 5:12, 46; 6:1, 2, 4, 5, 6, 16, 18; 

10:41-42; 16:27; 可 9:41; 路 6:23, 35; 林前 3:8, 

14; 9:16-18, 25, 27; 林後 5:9-11; 腓 4:1; 哥 3:24;

帖前 2:19; 提前 4:14; 5:18; 提後 2:5; 4:8; 來 11:6; 

彼前 5:4; 約二 8; 啟 2:7, 11, 17, 28; 3:5, 11, 12, 

21; 11:18; 22:12 

 
  



 
2. 試探的來源 1:13-14 
 
雅各不要我們下這樣的結論: 因為神容許我們受試驗, 神就是試探的來源。這想法可能鼓

勵我們向罪投降。 

 

1:13                上帝永遠不會是試探的來源。他不試圖讓我們去犯罪（他自己也不試探

人），即使有人推卸犯罪的責任給上帝。  

「有些猶太人推理說，既然上帝創造了一切，他也創造了邪惡的衝動。既然邪惡的衝動引

誘人犯罪，最終是創造它的上帝要負責。」[64] 

神根本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因為他和罪是完全隔開的[65] 。上帝唯一和罪

惡的存在有關連之處, 就是他允許一些事來誘惑我們: 世界，肉體，魔鬼（伯 1-2）。雅各

在這裡 沒有提到這一點。 

耶穌教導門徒禱告:「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太 6:13; 路 11:4）。耶穌用一個比喻（即溶

滙性 litotes），他用負負得正的字眼。 溶滙性的例子是：「不少」意指「許多」和「不

罕見」意指「常見」。無論是雅各在這裡，和耶穌在主禱文，都沒有暗示上帝有時使我們

陷入誘惑。雅各的論點是，神可以幫助我們遠離試探。耶穌的意思是我們應該祈求上帝，

讓我盡可能少遇試探（可 14:38）。雅各沒有違反耶穌的教導。 

「我們都知道在麻煩或悲劇的壓力下不再與神同行的人太多了。」[66] 

 

1:14                我們需要認識屈服於試探是自己的責任, 不應責怪上帝。上帝沒有任何回

應罪的成份，我們卻有許多。 

「私慾, 慾望」（epithymia）不一定都是負面的（路 22:15; 腓 1:23），但在這裡，也是

新約中常見，指的是肉體的，自私的，非法的願望。這詞通常描述性慾，這裏的單數建議

一個更廣泛的概念。」[67] 

上帝試探我們, 還是他允許我們體驗試探, 有什麼具體的區別呢? 也許，我們將上帝當作父

親就可以領略其間的差異。世上沒有父親會故意勾引孩子犯罪，讓他跌倒。然而，每一個

好父親都會刻意讓孩子進入某種情况，必須做出道德性的選擇。我們在孩子適當的年齡送

上學，進到社區，是對孩子好的，他們會因此成熟。同樣，上帝允許某些經驗（包括試探）

來困擾我們，雖然他自己只提供好的禮物（18 節; 路 11:13 ）。一個好老師考他的學生，

幫助他們成長，但他絕不會引誘他們行惡。 

 



3. 試探的漸進 1:15  
「私慾」在這文義下是離開神的旨意, 想做想擁有的願望。慾望比較隱蔽，但有時也會公

然表現。如果我們不克制（迅速控制和停止）慾望，就會導致犯罪。如果我們不承認又離

開罪，就會導致死亡（羅 6:21-23; 8:6）。一位解經家列出試探的七個漸進階段。[68] 

「罪是在情慾的推銷下放棄了意願, 不聽從理智指引的結果。」[58] 

「馬丁·路德用這種新穎的方式表達：”你不能不讓鳥從你頭上飛過，但你可以不讓它在

你的頭上搭窩。」[70] 

「私慾」可以導致信徒肉體的死亡（約一 5:16），可以導致非信徒肉體和靈性的死亡。

雅各用生產過程生動地描寫私慾，罪與死亡之間的關係。神要帶我們進入豐盛的生命

（12 節），但如果我們回應不恰當，落在誘惑中，我們就無法得生命的冠冕，反倒死亡。

第 15 節的死亡和第 12 節的生命相反。屈服於試探的最終結局是死亡。(箴 10:27; 

11:19 ;12:28 ;13:14 ;19: 16），反抗試探的最終結果就是豐盛的生命（約 10:10）。  

「這矚目的形象要讓罪人在軌道上停下，看到死亡是一生犯罪的自然和可怕的結局，不僅

是某些罪人偶然的結果。」[71] 

 
4. 神的美善 1:16-18 
雅各現在對懷疑的人, 和在試探的時候放棄希望的人, 悍衛神的善良及可靠，雅各總結說

這是他們的「命運」。[72] 平反神性格的神學名稱是「神正論」(theodicy)。 

 

1:16                雅各希望他的讀者對神對待他兒女的目的和方法沒有懷疑。「不要看錯」

的同樣表達在林前 6:9; 15:33; 加 6:7 是「不要自欺」; 約一 3:7 是「不要被人誘惑」。神

絕對不是試探的創作者。 

 當上帝命令亞伯拉罕獻以撒為祭（創 22:2），似乎是神引誘亞伯拉罕去謀殺。但上帝阻

止他殺死以撒（創 22:12）。這是考驗亞伯拉罕的服從，不是聳湧他犯罪。 

雅各在下面兩節經文說明上帝的旨意和方法（加 4:7）。第 15 節警告不要屈服於誘惑, 用

上帝的審判提醒我們，第 17 節用神的慈愛提醒我們。 

 

1: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希臘文 dosis）和「各樣全備的賞賜 (希臘文 dorema）

都源出於神。這不包括引誘犯罪。上帝創造太陽和月亮（大小光），從中我們看到光的變

化。但是神對待他所創造的萬物卻是「不變的」（約 1：5）。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

己的榮耀和他創造物的好處。  



「希臘文有兩個不同的字形容神的「給」。第一個字（dosis）是「施與」，伴以形容詞

「美善」，第二個字（dorema）是實際收到的禮物，伴以形容詞「完美」。第一個表達

強調接受神禮物的美善，第二個是神給的禮物的完美素質。他的賞賜又好又不斷, 禮物本

身總是完美的。」[73] 

「從上頭 」，是耶穌在約 3:7 使用的相同希臘字（anothen），在那裡他告訴尼哥底母，

他一定要「重生」。新的生命是「好的」或是「完美的禮物」都是從神來的。 

 

1:18                上帝給信徒最偉大的的禮物就是在基督裡的新生命。神刻意提供這個禮物

（按自己的旨意）。他傳達給我們特別的啟示（真道, 福音）。本節和上節清楚地表明，

雅各相信永恆的生命是上帝的恩賜。當我們讀到第 2 章信心和行為的討論, 我們需要記住

這一點。雅各也同意保羅，救恩出自全權神的旨意（羅 4:21-22; 林後 4:6）。他「按自

己的旨意」啟動救恩。 

「初熟的果子」大概是指所有試驗中堅持著的基督徒。所有信徒都榮耀了神的名字，但忠

於基督的信徒大大的討神喜悅, 好像以色列人獻給神的初熟的果子。希臘文翻譯成初熟的

果子（aparche）指的是頭等榮譽，首要順序。聖經作者用來描寫高於同儕的人。[74] 

這些經文的重點（17-18）似乎是神對所有人的心意，特別是信徒，是要他們蒙福。我們

不要看誘惑是天上來的神的意旨，而看是屬靈成長的潛在敵人。不要被誘惑壓倒，要打起

精神對付。我們可以做到，因為知道努力將使我們在墳墓的這一邊更好，更帶來墳墓的另

一邊美好的獎賞。撒旦試探我們要引出我們的最壞，但神讓我們被誘惑以帶出我們的最好。 

「雅各寫下試探的來源,  試探的步伐, 並試探的解答。」[75] 

 

C. 對試煉適當的回應 1:19-27 

解釋了試煉的價值和試煉的選項，接下來雅各告誡他的讀者要對試煉作出適當的回應。這

一節他強調神的話語，因為這是抵抗誘惑和對試煉適當回應的關鍵（太 4:1-11）。 

「接受神的話語，回應神的話語，順服神的話語, 是靈命成長至關重要的。我們必須接受

神的話語，採取行動，並遵守。」[76] 

 

1. 不適當的回應 1:19-20  

 



1:19                雅各的讀者在前面的經文已經被提醒過「這是你們所知道的」(17-18; 箴

10:19; 13:3; 14:29; 15:1; 17:27-28; 29:11，20; 傳 7:9）。然而，他們需要在行動和知

識取得和諧。 

「雅各用「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被騙)」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邁向死亡的罪惡本性 

(16 節); 又用「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說出新的生命。(19 節上）。」[77] 

我們可能抱怨試煉又或發怒來回應。雅各勸他的讀者保持沉默（慢慢地說）和冷靜（慢慢

地動怒），並順從地聽神的話（快快地聽）（23 節）。 

「人可能每日讀經，達到的不過向前移動書籤: 這不是讀經的精神。」[78] 

很多 人看到我 們 有兩隻耳朵和 一張嘴巴， 這應該 提醒我 們要聽是說的兩倍（箴

10:19;  17:27）。顯然斯多葛學派(Stoicism 苦修) 的創始人芝諾 (Zeno) 是已知的最古老

的觀察者。[79] 

「說話不停的人很容易墮為激烈的爭議者。」[80] 

「健談的人很少是好的聽者，耳朵在憤怒時比任何時候更加關閉。」[81] 

有人給一位偉大的語言學家這樣的推崇:「他可以在七種不同的語言下沉默。」[82] 

「事工最有效的方法是回應需要;不是傾缷負擔。」[83] 

 

1:20                對誘惑的憤怒的反應（人的怒氣）不會推進屬神性格和行為的「義」。這

「義」是神要信徒有的。生活困難的目的是使我們「更好」不是「更苦」。 

「雅各譴責的是以政治動機和圖謀暴力去推廣自由( 4:1-3 討論這樣的努力）的策略。」

[84] 

 
2. 必要的回應 1:21 

「污穢」似乎是指各種神旨意之外的不潔行為，包括憤怒和烈怒。「盈餘的邪惡」是從未

得救的世界帶來的生命的邪惡習慣（詩 17:4; 路 6:45）。信徒應該順從地接受上帝的啟示

（存溫柔的心領受），好好的回應命令。神的話語就有良好的土壤生長，在信徒中生長出

豐盛的正義行為。 

「我們祈求平安不是纯潔，因為我們看不到不純潔的危險。」[85] 

有些解經家認為釋「救你們靈魂」，表示雅各讀者的靈魂仍需要從永恆的詛咒中被救贖。

既然這些讀者都是基督徒（1-2 節），有人就認為信徒犯罪就失去了救恩，要重新得救。

不過雅各用的字從上下文看，顯明不是這意思。 「救自己的命」或「救你自己」（ 希臘

文 psychas）是較好的翻譯。(太 16:24-27; 可 3:4; 路 6:9; 9:56; 各 5: 20; 彼前 1:9）。



新約中我數了四十個例子(AV 版)，將希臘字 (psyche)譯為「生命」，不是「靈魂」[86]。

希臘文的「靈魂」，不同英語的用法，往往不是描述身體某部分而是指全人。 

「[救你的靈魂]在新約聖經中從來不是指轉換的經驗！」[87] 

「順從神的話語信徒可以從犯罪的後果「救(保存)自己的命」（他的全人: 身體，魂, 靈）。

罪對信徒的最終後果是早死（不是永恆的死）（參 1:15; 5:19-20; 箴 10:27; 11:19; 

12:28; 13:14; 19:16; 羅 8:13; 林前 11:30; 約一 5:16）。[88]」雅各還在談論服從與不服

從上帝的後果:「生命的冠冕」（第 12 節）或「死」（第 15 節）。 

「人常發現雅各書是所有新約聖經中最清楚地反映了舊約的智慧文學。死亡是罪的後果是

常見的主題, 尤其是在箴言。這是很明顯的舊約概念，成為了雅各的思想背景。明白這一

點闡明了許多。」[89] 

 
3. 完全的回應 1:22-25 
 
19-21 節強調聽道的重要，22-25 節強調實踐道的必要: 應用。 

 

1:22                「行道」(行出上帝的話)，此文義是持守神的旨意，尤其是當我們遇到誘

惑離開它的時候。聽到神的旨意固然好，也是不可少的，但服從要跟着。有些基督徒「自

己欺哄自己」,以為知道神的旨意已經足夠，但那只是行神旨意的基礎。 

「學習神的話並不蒙福，要行出神的話。」[90] 

「行道」是雅各教導的中心。這是全書信息的總結: 實踐自稱所信的, 1:22 節可能是雅各

書的關鍵。[91] 

雅各原來的讀者習慣在會堂裡每週聽聖經朗讀一次。[92] 

 

1:23-24           圖像如此清晰普遍，實在不需要評論。希臘動詞 katanoeo 指的是仔細觀

察。這不是有些人建議的草草瞥過。 

 

1:25               雅各說的「律法」是聖經啟示的神的旨意（太 5:17）。這是「全備」的，

因為它是完美的神完美的旨意。 

「不像前例的不完善的金屬鏡子，法律能給觀者一個真正不扭曲的自我的顯示。」[93] 

「首先, 神的律法是「全備」(完美) 的，因為它完美地表達了神的本性，其次，因為它完

全吻合我們。」[94] 



它是「自由」的律法，因為服從它，我們就從罪及其後果（現實生活）得到真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有能力和機會去表達真正的我。」[95] 

注意雅各同意保羅所說基督徒活在相對自由的「基督律法」之下（加 5:1; 6:2; 太 11:30）。

聽從遵守神的話語是目前, 也在末世論中的未來, 經歷神祝福的關鍵（見太 5:3-11）。 

「這封信比新約其他的寫作是更深入更普及的「律法書」。」[96] 

「因此本段可分為三部分，每部分對神所說的有明確的回應：聽（19 下-20），接受

（21）和服從（22-25）」[97] 

 
4. 外在的行為 1:26-27 

雅各繼續在 1:26-2:13 解釋什麼是行道的人所行的（1:25）。 
 
1:26                 「虔誠」（希臘文 threskos 新約只用在此）指敬畏神的人。特別是外表

呈現出內裏所相信的後果（即父母，善行），不是相信甚麽，或是多深。，雅各的原讀者

猶太人，通常認為施捨，祈禱，齋戒，參加崇拜，遵守聖日和節期 一 就是真正的靈命

（太 6:1-18）。雅各都卻說靈命更好的測試是人對舌頭的控制（3:1-12）。 

 

1:27                  「看顧...孤兒寡婦」（行為）是神貼心的任務（出 22-24; 申 10:18; 賽

1:17; 耶 5:28; 結 22:7; 亞 7:10）。然而許多自稱愛神的人卻忽略了（詩 68:5; 傳 4:1; 可

12:40）[98]。同樣，個人道德的純潔（性格）是敬虔最好的外在指標（徒 15:20; 提前

5:22）。 

「當我們讀到雅各的指令「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1:27），我們傾向用嚴格的道德觀去

理解 一 不犯罪的禁令。但這也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界錯誤的思想，不正確的世界觀。

我們必須學習識別和抵抗今日主流的虛假世界觀。」[99] 

雅各主張務實。他不希望我們欺騙自己，以為自己屬靈，而順服神只是表面工夫。 

「雅各像耶穌一樣，認為崇拜不是守外在的律法, 而是內心善良的表達。」[100] 

22-27 節堅定認為，一個人的虔誠必須多於表面工夫。聽屬靈的真理(22-25 節），參加

正規宗教活動（第 26 節）是不夠的。一個有真實宗教經驗的人會把屬靈真理化為實踐，

他的人生在神面前有聖潔和愛人的標記。“[101] 

雅各在本章處理試煉和試探。他用這個題目提醒他的讀者, 如何應用非常基本的真理在基

督徒的生活中。其中兩方面是：對神一貫的委身和服從他的話。當我們對離開神旨意的誘



惑做出適當的反應, 我們就顯明任何人都能做到的真正的宗教行為。適當的回應包括拒絕

和在其中喜樂，因為相信神利用這些使我們成熟, 榮耀他的名。 

 

第	2 章 
III。偏待與活潑的信心 第 2章 

聖靈在雅各書給了教會耶穌登山寶訓的詮釋。這詮釋有非常豐富日常生活的應用。[102] 

 

馬太福音第七章和雅各書第二章題材和結構很相似。注意下圖表太 7:1-27 和各 2:1-26 

的平行體裁, 尤其是太 7:12（參太 22:39; 利 19:18）。[103] 

馬太福

音       7 章 

  

雅各

書    2 章 

 

1-2 禁止判斷 
 

1 禁止判斷性的偏待 

3-5 先除去自己的缺點，才能幫

助他人除去缺點。 

 

2-4 除去自己的偏待，才能

判斷或教導。 

6 不要鄙視聖物，而偏向能傷

你的豬狗。 

 

5-7 不要鄙視弟兄， 而偏向

能傷你的富人。 

7-11 鼓勵去求和相信 
   

12 待人如待己 
 

8-11 愛人如愛己 

13-14 走引到永生的窄路 
 

12-13 從能得自由的律法 

15-23 提防假先知，介紹真正的考

驗: 行事 

 

14-19 提防死信心，介紹真正

的考驗: 行事 

24-27 比喻証明實踐基督的話 
 

20-26 例子証明實踐信仰 

 



雅各第二章論到偏袒（或偏待）和活潑的信心。1-13 節介紹偏袒的問題。基督徒的偏待

表現出愛人的不一致。偏袒讓我們不愛當愛的人。雅各全書談到基督徒行為的不一致。我

們在第一章見到了。那裏的不一致是看神的禮物時好時壞。第三章的不一致是我們的說話。

第二章是對人的不一致。一致性在神學和生活上都非常重要，其他許多方面，如烹飪，也

是一樣。 

 

B. 偏袒的問題: 2:1-13  

雅各之前所說虛偽的虔誠（1:26-27）似乎令他想起當代猶太基督徒的一個問題，這問題

今天仍有。這是愛人的不一致，表現在我們如何對待人。雅各在本章勸誡他的讀者好好處

理生活上的基本矛盾，以致靈命性進步成熟。 

「 針對歧視的警告明顯地和第一章相連。奔向富人和冷漠地 (或更糟) 對待窮人是一個銅

版的兩面，也是 1:27 和 2:8 的試金石所排斥的。」[104] 

「他[信徒]必須以禮貌向所有的人，同情所有人，對所有人一致。平等，愛和忠誠都是至

要的配料。」105] 

 

1.負面的命令 2:1 

雅各的單刀直入讓我們確切地知道他的關注。個人的「偏袒」不是光榮的特點，和敬拜光

榮的主耶穌基督不一致（太 22:16; 徒 10:34）。在光榮的主面前世上的區別都消失了

（來 1:2-3）。雅各這裏稱他的讀者「我的弟兄們」真的非常恰當，因為他繼續鼓勵他們

操練兄弟相愛。這樣的行為是光榮的，與「榮耀的主耶穌基督」相符的。 

「本書信強烈的猶太特色我們有理由相信筆者用的是猶太人熟悉的光榮概念「舍吉拿」

Shekinah。「光榮」出自希伯來文字根 shkn，意思是「住」。猶太人間接地用來代表神，

神同在的表達。」[106] 

「基督徒是（或應該是）最後一個被社會的假榮耀感化的人。」[107] 

雅各書的「 偏心待人」是希臘文 prosopolepsia。新約它處譯作「偏待」的有羅 2:11; 

弗 6:9; 西 3:25; 徒 10:34。下面是「偏待」prosopolepsia 的一些同義詞。 

「過錯在判定的人身上。他只憑外表不憑內在的價值去尊敬富人，出身高貴，有權有勢者，

不是沒有這些禮物的人。」[108] 

「偏待」是因為個人的喜愛關連去優待人或事物。舉例來說，我們說一個指揮偏愛某位作

曲家，因此多演奏他的作品，。「偏待」可能出於偏愛或偏見。偏愛可能因受惠人的背景，



氣質等形成，傾向到優待優惠。我們可以說某人偏愛懸疑小說。偏見是先入為主，不合理

的判斷或意見，通常是不利的，有猜疑，恐懼，不容忍，或仇恨的成份。我們可以說種族

偏見能煽動暴亂。「偏」是精神上，不知是否正確之先，贊同或反對某人某事。我們可以

說某人特愛或偏愛藍色。雅各要物對待的是偏袒。 

 

2. 目前不當的措施 2:2-4 

雅各在第 2-3 節所描寫的情況就是所謂的「近視的招待」。”有的認為這是雅各虚構的

情況[109]。也有的認為這是實況[110]。究竟這情況是真是假已無從證實也不重要。 

「有說:『有人上教堂去閉眼，有人去開眼界。』」[111] 

 

2:2-3            「會堂」是「猶太會堂」。初期教會的猶太信徒在猶太會堂聚會 - 直到他

們不信的猶太弟兄們趕了出去！這暗示雅各很可能在教會的早期寫這封信。 

解經家對會堂聚會有些爭論。究竟是崇拜聚會還是裁判會[112]? 早期的基督教文獻一般

指「會堂」是崇拜，但以下經文亦可以建議是裁判會。不過這問題不影響本段所論。 

「早期教會的成是主要是窮人和下層人士。因此如果一個有錢人轉變，來參加基督徒的團

契，一定會有很現實的誘惑去奉迎他，把他當作獎杯。」[113] 

會堂的招待稱為 chazzan（希伯來文字根 HZN，即管事人）。[114] 
 
2:4                這種形式的希臘文需要肯定的回答：「你是，不是嗎？」招待犯了兩個錯

誤。首先，他偏待富人，認為他可能為教會帶來好處。他應該每個人都一樣。這也反映出

招待的心懷二意（虛偽）的態度，一邊想著上帝, 另一邊有世界的思想（1:8）。 

其次，迎來，招待代表所有信徒，在安排座位上有邪惡的動機。他的動機是教會可以從他

們得到什麼，不是能給他們什麼。基督徒和教會應主動地為他人服務，不是讓別人來為他

們服務（可 10:45）。  

「偏見指出具有它的人性格上的邪惡。」[115] 

 

3. 偏袒的不一致 2:5-7 

希臘文的結構清楚地指明, 雅各的三個問題都要肯定的回答。 

 



2:5                 既然神選擇「世上的貧窮人」去接受（承受）他的祝福（國度），扣留他

們的祝福是不一致的作風（太 5:3; 路 6:20）。事實上，神揀選的窮人多於富人（路 1:52; 

林前 1:26）。「國」可能是彌賽亞的千賜禧年國度，是愛主的基督徒都有份的[116]。從

上下文可以看清楚。承受這「國」的人就是信徒（參 1:12; 太 5:3,5; 可 10:17-22; 林前

6:9-10; 加 5:21; 弗 5:5）。 

 

2:6                 當基督徒羞辱「貧窮人」，他就是和神對待他們的方式相反（林前 11:22; 

彼前 2:17）。雅各提醒讀者富人沒有優待基督徒，反而「欺壓」他們（可 13:9; 徒 4:1-3; 

13:50; 16:19; 19:23-41）。輕視朋友尊敬對手是何等的不一致！本處的欺壓可能是人身

攻擊或訴訟（拉你們到公堂）。 

 

2:7                 富人不僅通常反對基督徒，他們通常也反對基督（褻瀆你們所敬奉的尊

名）。這在雅各 的時代和今日都一樣。尊重那些鄙視信徒所愛戴的主人真是不一致! 「褻

瀆」或誹謗（希臘文 blasphemeo）指故意嘲笑或輕蔑神。可能褻瀆基督的名的是不信

的猶太人（徒 13:45) [117]。「所敬奉的尊名」(或譯被稱) 不是用這名被稱，而是他們站

在這名的保護下。[118] 

 

4. 基督徒的責任 2:8-9 

2:8 雅各不是說基督徒不要尊重富人，我們應該愛每一個人，待人如待自己（太 7:12; 利

19:18）。 「至尊」（希臘文  basilikos）是「皇族」，是君王所定之法（GR。

basilikon），是信徒要繼承的法律（第 5 節）[119]。這「至尊」也是主要之意; 管理人

際關係所有的其他法律（太 22:39; 利 19:18）。此外，它也配得上君王的所行 120]。

「至尊的律法」反映了聞名位羅馬帝國的核心法律 (拉丁文 lex regia )。[121] 

 

2:9                 在 這首詩中 ， 雅 各 本節用 的動詞和第 1 節的相同 ，即希臘文 

prosopolepteo（按著外貌待人）。雅各說這種的對「待」違反了至尊的律法（2:1-

13），因為看低一些人又特別優待另一些（徒 10:34）。它也違反了神所啟示人際交往的

旨意(太 7:12; 利 19:15）。 

本段要求一致的愛，不只是禮貌上歡迎來賓。低收入的人也要完全歡迎進到教會。事工上

應該對經濟的差異盲目。窮人配得我們牧養關心, 正如那些能拯救教會脫離財務危機的人。

“[122] 



「偏袒的人犯了愛鄰居的最高律法，一條貫串所有人與人關係的律法。」[123] 
5. 偏袒的重要性 2:10-11 
2:10              有些雅各的讀者可能覺得優待是很重要。因此他指出這違反了神的律法。我

們已經「犯了眾條」，不是說我們反法律的每一條。”誰也不能自稱為義，因為守了神一

部分的律法。 

「猶太人很會把法律看作一系列分開的禁令。守了一些禁令就得分, 犯了一些就減分。因

此人可以加加減減, 守法犯法好像銀行的賬户。」[124] 

「服從神的旨意不能有所選擇; 我們不能選擇自己喜歡的部分，而忽視其他的部分。神的

旨意不是零碎的; 全律法都是他向百姓的表達; 構成了龐大的統一。打破玻璃 g 的一角，

就是打破整塊玻璃。跨越邊界的某一點, 就是跨越了邊界。」[125] 

 

2:11               雅各用兩個假設印證嚴重的違法。不是所有罪的後果同樣嚴重，有些罪的

後果以較大，但所有的罪都同樣的嚴重，所有的罪都是違反了上帝的旨意。 
6. 私人判斷的含義 2:12-13 
               
2:12 「自由的律法」（1:25）是目前神釋放我們的法律，「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

以自由」（加 5:1），這就是「基督的律法」（加 6:2），和摩西律法相對。我們在基督

的律法下是自由的，但我們必須記住，上帝會審評判我們（羅 14:10-13; 林前 3:12-15; 

林後 5:10）。我們要有相應的說話和行動，就是不以偏見待人。 

「既然他說的是信徒，這必定是信徒在基督台前的審判（林後 5:10）。」[126] 

 

2:13              神不會偏袒地審判我們: 他會無情地懲罰無情（不憐憫人的也得不著憐憫）。

我們需要在其他啟示的光照下了解神將如何審判信徒的這句話。我們沒有失去救恩的危險，

即使要經歷神的憤怒。如果我們不憐憫地偏袒，我們卻會失去獎賞，（林後 5:10; 太 5:7; 

6:15; 7：1;18：23-25）。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以仁慈待人，當我們站在神面前（太 25:34-40）他也會以仁慈相待。 

「恩慈勝過審判，”就像愛勝過偏袒。我們應該以禮貌，同情和一致彼此接納。」[127] 

現代生活中，偏袒有時也會出現。經濟水平，種族，宗教，政治觀點，教育背景和個人觀

點的差異都會引起偏袒[128]。對基督徒來說，平等對待誇耀己罪的人和承認犯了罪的人

相當困難。但是，因為基督為所有的人死，我們應該像他那樣伸出手來，而不是不友善和

劃清界線。這些人可能是同性戀者，愛滋病人，殺害胎兒的兇手，騙子，姦淫，盜賊，說

讒言，貪食者，等等。伸出手準確指出我們是被基督的愛所掌管（1:27）。 



這段經文可能會引出雅各如何看基督徒和摩西律法關係的問題。他是暗示我們去守全部的

摩西律法嗎？他在耶路撒冷會議的說話表明這不是他的觀點（徒 15:13-21）。神給了摩

西律法去調節以色列人的生活，並向以色列人和所有人啟示他的性格和目的。當耶穌死在

十字架上, 律法的調節功能停止了（羅 10:4; 來 7:12）。它啟示的價值永存; 這是聖經的

一部份，依然與我們有益（提後 3:16）。雅各說的道德啟示，在十字架之前到現在依然

適用。神仍然希望人住在律法的光中。神終止了一個法律的體系，但某些命令在「自由的

律法」下依然生效。這些都是影響今日人類行為的律法，不同於只影響以色列人的摩西律

法。基督徒活在新的法則下，自由的律法。以色列人活在不同的法則下，摩西的律法。

「金律」(太 7:12) 是摩西律法和基督律法的一部分，但不表示我們仍在摩西律法之下。

[129]  

 
B. 活潑信仰的重要 2:14-26 

有人看信仰和工作的關係是新的課題，而前面討論的是偏袒（1-13 節）。在我看來，本

段和上段和 1:19-27 與 1:2-18 以同樣的方式連接; 討論的是更大更基本的實際問題。 

。 本 段 雅 各繼續擴大對耶 穌 基 督 的 信 心 的含義和 性質， 從第 1 節所說的 

prosopolempsia 尊敬人的不一致出發。」[130] 

在討論偏袒時，雅各主張真誠，避免膚淺的自我欺騙。更大的問題是對上帝的心。雅各寫

本段挑戰讀者對上帝的信心是否活潑。信心有否付諸實踐，應用於行為上？他們待人的不

平等使雅各提出心中的問題。 

「成熟基督徒不僅要忍受試煉（各 1），他也行出真理。這是雅各書 2 章的主題。不成熟

的人談信仰，成熟的人活出信仰。聽神的話（各 1:22-25）和談神的話永不能代替行神的

話。[131] 

這段經文有三個看法。第一種看法是指信徒，但已經失去了救恩。他有過得救的信心，但

不再有了。這是大多數亞美尼亞派 (Arminians) 的觀點。第二種看法指自稱是基督徒但

是不信的人，從未有過基督裡得救的信心。他的信心只是知識上贊同福音的真理，沒有得

救的信心[132]。一個同意這解釋的人寫:「他[雅各]將兩種信心比對: 一種得救一種不得救」

[ 133]。第三種看法是指沒有信心生活的信徒。他信的和行的不一致[134] 。前兩種看法

說這段描述非信徒，第三種看法說是信徒。看完本段後我們應該能夠決定那一種看法正確。 

 
1.  雅各的肯定 2:14 
 



亞美尼亞派解釋這節經文如下(上述第一看法)。如果一個人聲稱自己是基督徒，但生活上

沒有真正信仰的證據，他可能從來沒有得救，或是他可能失去了救恩。一個改革宗的觀點

(上述第二看法)是，如果一個人自稱是基督徒，但他的生活方式沒有真正信仰的證據，他

就從來沒有得救[135]。第三種解釋 (上述第二看法) 是如果一個人自稱是基督徒，但沒有

他的生活方式沒有真正信仰的證據，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他可能沒有得救，或是他可能得

救，但沒有活出信仰，實踐自己所信的。 

雅各剛說完自稱愛人的基督徒，偏袒卻證明他沒有。現在他提出信徒更大的問題就是生活

沒有信仰的證據。他開始質疑這信仰的活潑性。希臘文這種問法需要否定的答复。如果我

們這樣翻譯: 「這樣的信心能救他嗎？」或者，「這信心能救他嗎？」 - 我們可能會誤導

讀者。相同的結構在 1:2-4; 2:17，18，20，22，26; 和林前 13:4 出現 - 加上的「這樣」

或「這」是明顯地較為不當的翻譯(譯者按: 信心能救他嗎？)。強調的是「信心」。雅各

說沒有行為的信心不能救人。工作是某種救贖的條件。 

這說法似乎和保羅肯定的工作不是得救條件相矛盾（例如，弗 2:8-9; 羅 11:6;等）。然而，

保羅和雅各談論的是不同的救恩方面。雅各先前所說，他的基督徒讀者（1:18）如果聽從

上帝的話就能夠拯救他們的「靈魂」（更好的生命）（1:21）。 

「就像有人說過:”保羅和雅各不是面對面的敵對，而是背靠背的面對敵人。」[136] 

耶穌也給了類似的警告，如果他的門徒不繼續跟隨他，他們可能會失去「靈魂」（即「生

命」;參太 16:24-26; 可 3:4; 8:34-37; 路 9:23-25）。他用雅各同樣的字，來形容人的全

人或生命（即靈魂）。但是，「生命」翻譯成「靈魂」可能誤導我們每當到「靈」

(psyche)就看是肉體的生命。相反 psyche 描述的是全人，不只是肉體的生命和永恆的生

命（參彼前 1:9）。上下文會告訴我們說的是生命的那一方面。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我們是為行為得救; 這是基督徒生活的雙胞真理，保羅的重點集

中在第一個真理，雅各的重點集中在第二個真理」[137] 

雅各在第 14 節回到了 1:21-22，救人脫離死亡的思想。這裡他的觀點是信仰不能替代順

從。沒有好行為的正統信心不能保護基督徒因罪而來致命的後果（即，至少與神阻隔，至

多肉體的死亡; 參 5:20; 約一 5:16）。信心不能救他不受神對信徒的管教。信心加上好行

為是那種解救（拯救）的必要。許多解經家認為雅各是指末世的救贖（即，從永恆的詛咒

得拯救）。這種解釋顯然涉及到將工作變成救贖的某種條件，違背了明確的從地獄得救是

單單本乎恩的啟示。 

「很難找到比聖經的救贖更豐富更多樣化的概念。救贖的意義是如此寬廣，預期目標是如

此壯麗，在很多情況下找不到精確的定義。然而，這些困難沒有防礙眾多解經家，往往不



根據上下文，就將救贖解為 「自地獄得救贖」或「死後上天堂」。第一世紀讀者對「救

贖」（  希臘文 soteria）的用法可能令他們驚訝。舊約不同的希伯來字翻譯成「得救」”

或「救贖」的，812 次的使用中只有 58 次（7.1％）指永生的救贖。」[138] 
 
2. 雅各的描繪 2:15-16  
像 2-4 節一樣，雅各提供具體的情況來說明他的觀點（15-16 節）。他設想一個耶路撒

冷教會很可能發生的情況。當時有許多貧困的聖徒（羅 15:25-31; 林前 16:3）。鑑於雅

各稱他們為弟兄，似乎都是真正的基督徒（1:2; 2:1, 14; 3:1）。這裏刻劃出自稱有活潑

信心（即，信心付諸實踐）沒有行為（即不順從神的話語; 約 3:17 -18）的荒謬。祝福無

法救飢餓的人， 只有麵包可以。 

 

一位希臘學者意譯 14-17 節如下： 

我的基督徒弟兄們，如果你們當中有人說他有信心，但行不出來，有什麼好處呢? 信心不

能維持他的生命，能嗎？同樣，如果一個人對你說有生活上的急需，你說平安地回家吧,

穿暖一點吃飽一點。但是你沒有給他飽暖的需用，有什麼好呢？請問你的自信救得了他的

命嗎？同樣地當單有信心，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你這不活出的信心好像你無用的話，對你

有困難的弟兄一樣是死的。它一點都沒有維持生命的力量！“[139] 
 

3. 雅各重述重點 2:17  

雅各不是說回應另一個基督徒的需要，像在 15-16 節的人，顯明他活不出信心就是沒有

永生。他只是說，「信心」沒有「工作」（即順從神的話）的陪伴是「死」（即無效）的。 

我們可以心誠意正的說: 「我同情窮人，不包容種族主義」。但雅各說:「如果你沒有做任

何事情，去幫助窮人或癒合種族之間的不信任和不公平，有什麼好處呢？有些基督徒採取

有個人信仰卻沒有個人行動的立場。舉例來說:「“我個人不同意墮胎，但我不會去試圖

改變別人的想法。」雅各堅持問我們:「你做了什麼去以保護受害者 -- 受害的嬰兒與受害

的母親」。[140] 

「死」不等於不存在，只是處於非活動狀態，不活潑，休眠，無用（14 節）。這是非常

重要的一點。 

『雅各用「死」來形容「活不出」的信仰，通常沒有被深究。但是將這和「拯救生命」的

主題相連的時刻，一切都變得簡單了。雅各關注的是生死的問題（他不是討論救離地獄的

事！）他心目中的真理是箴言:「恆心為義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惡的，必致死亡」[箴



11:1 9; 參箴 10:27; 12:28; 13:14; 19:16]。死的信心能救基督徒免死嗎?  答案就在問題

本身。用「死」作形容詞非常適合雅各的說法。』[141] 

 
4. 一個異議 2:18 

雅各接下來推出反對他「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不動用）的異議。他假想一個反對者的說

話。異議和答覆的文學風格很常見，保羅也這樣使用（例如，羅 9:19-20;林前 15:35-

36）。這是「對罵」式[142]。「對罵」式幫助我們確定以是反對者的說法，接著是雅各

的回答。 

NIV 版聖經版聖經將反對者說的前半句「你有信心，我有行為」用引號，雅各的回答在

下半句。NASB 將全句放入引號 (譯者按: 和合本亦然), 就是整句都是反對者所說。誰比

較正確？希臘文古卷沒有標點符號，我們必須要從最有意義的基礎上來。反對者似乎要開

始辨論，而不是做簡單的聲明。這事實從雅各下面的反駁（19-23 節）似乎清晰地看到。

因此我更喜歡 NASB 版的標點符號。 

反對者聲稱好的「工作」是「得救信心」的必要標誌。他說: 「你不能證明你有信心，除

非你有工作，但因為我有工作，你可以看到我有信心[143]。這是許多福音派人士用過的

說法: 一個人得救 (稱義) 的證據，是他的「好行為」（成聖）。如果他沒有好的「工作」，

他就沒有得救。他們說「工作」一直是信心的證據。但如果這觀點正確，那為什麼耶穌教

導門徒說一些「在我裏面」的人不結果子（約 15:2, 6）？ 

『「必須先有成聖的證據，罪人才能有稱義的確保」是加爾文之後，某些改革宗的傳教士

推廣的。這想法既不出自聖經，也不是加爾文持守的。日內瓦的泰奧多爾 ·貝扎 

(Theodore Beza) 和英國的威廉·帕金斯 (William Perkins)，是從加爾文有關信心和確保

的教導偏離的主要人物。』[144] 

我們得救的確據主要是根據聖經中上帝的應許（約 1:12; 3:16，36; 5:24; 6:47; 10：27-

29; 20：31;等。 ）。這不在於生命有沒有好的「工作」（果子）。耶穌教導說，葡萄樹

有些枝子「不結果子」（太 13:22; 可 4:7; 路 8:14; 約 15:2,6）。但是仍然分享葡萄樹的

生命。它似乎很清楚，每一個真正的信徒接受了耶穌基督為救主, 會體驗生命徹底的改造

(加 2:20;羅 6:13; 弗 5:8; 西 1:13;等。）。然而聖經沒有說，每一個真正信徒的生活方式

一定會有外在的改造。外在表現取決於信徒約神旨意的回應。屬肉體的基督徒（林前

3:1-4），就是選擇放縱肉體，不順服聖靈管理的人。正如有些果樹結很少的果子或根本

沒有水果，有些真正的基督徒也可能很少甚至沒有永生的外在證據。聖靈改變每個信徒的



內在。通常情況下會產生外面的改造，除非信徒在聖靈試圖通過他或她彰顯基督的生命時, 

銷滅聖靈的感動使他憂傷。 

 
5. 雅各的反駁 2:19-23 

2:19  雅各反駁 18 節表示異議的說法。真正的信仰不一定有好的工作。鬼魔「相信」上

帝啟示 自己是真的。 示瑪 The Shema（申 6:4）過去和現在都是虔誠的猶太人日常的信

仰告白。儘管真理是「獨一真神」，萬有的主宰，鬼魔繼續實行邪惡的工作。他們理解也

「相信」他們的行為將會帶給他們的，卻不轉離自己的惡行，只是「戰驚」，因為他們預

見到必然的審判。    

我覺得雅各選擇「鬼魔」為例子，因為他們是最極端最明顯的活物，信念正確但行為不當。

他選擇他們不是因為失落 (他們也的確失落了)。雅各書是對真正的基督徒說話（14，15，

21，23，25，等）。就像鬼魔，基督徒也會堅持地反抗上帝的意志，即使他們知道有一

天自己將在基督的審判台前站立（林後 5:10）。 

有些人得出的結論是雅各之所以用惡魔為例證，是為了顯示單憑理智贊同真理是不夠的。

要體驗重造的生命，一個人不僅要接受福音的信息是真，也要靠救主的拯救。雖然理智贊

同福音不能得重造的生命是不錯，但這不是雅各用這例子的觀點。 

他的觀點似乎是，好的工作不一定是正確信仰的結果（1:26-27; 4:17）。在亞伯拉罕是

對的（21-22 節），但鬼魔不是。進一步證明這結論正確，就是雅各說鬼魔相信的不是

福音。雅各不是在談論如何成為基督徒。  

「本節常被引用來證明有些活物能相信，但不能得救。這和救恩無關，只能說鬼魔是一神

論者。」[145] 

有學者認為，19 節的反對者也 18 節發言[146]。他們根據希臘字 choris（翻譯為「沒

有」）有一些古希臘手稿是 ek（翻譯為「由」）。大多數希臘學者認為 choris 是正確的，

19 節是雅各說的[147]。我也同意是雅各的話。 

 

2:20              雅各認為反對者的說法是愚蠢的。他肯定地說「沒有」好的「工作」，人

對上帝的信是沒用的，不是不存在，是「無用」（希臘文 argos 無效，失業; 比照太 

20:3，6）。 

停止靠信心生活的基督徒，就像身體器官失去加功能。正如器官死了，這基督徒的信心也

死了 一 無用了。此外，他死去的信仰導敬致他肉體的死亡，就像死的器官會縮短壽命。 



雅各繼續在 21-23 節解釋「無用」。注意雅各多少次說，他寫的是沒有工作伴同的信心

是無用的，而不是沒有工作就沒有信心（1:26，2:14，16，20）。 

 

2:21             本節一開始似乎否定其他經文「亞伯拉罕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創 15:1-6; 羅 4:1-5）一句。問題的解決辦法在於什麽是「稱義」。這字向來是在法律

下宣稱人的「公義」的人，不是使人的行為「公義」（出 23:7;申 25:1;王上 8:32）。不

從聖經的定義去解譯「稱義」，導致了一些改革宗人士的結論 一 每個「稱義」的人都終

有公義的行為。 

NIV 版翻譯為「認為正義」有點誤導（第 25 節）( 和合本:「稱義」)。亞伯拉罕不止一次

被稱為義。大多數解經家明白他第一次的「稱義」是他的「新生命」，這是新約的用語

（創 15:6）。這就是當上帝宣稱亞伯拉罕為義的時候。雅各在亞伯拉罕稱義大約 20 年後

說，他再被在「稱義」了。聖經一貫教導我們，上帝所稱義的信徒永遠不會失去在上帝面

前的正義地位（羅 5:1; 8:1;等）。他們不需要再次得救。 

亞伯拉罕隨後的第二次「稱義」，顯然是聲明他的正義。雅各說這第二次是亞伯拉罕的

「工作」宣稱他為義。「工作」見證了他的信心[148]。「工作」不常見證信心（19 節），

但有時是的。當信徒繼續靠信心生活，工作就作為見證。亞伯拉罕就是一個有好行為（順

服上帝）的信徒，工作見證了他的義。他繼續憑信而活，就像他的因信稱義。 

「顯然雅各說的是宣稱為義，不是歸功於義。」[149] 

 

2:22               亞伯拉罕的「工作」使信心「完全」，這是工作使信心更堅強的意義。這

也是雅各在 1:2-4表達的另一種方式。當我們在試驗時堅持上帝的旨意，我們就成熟了。

當上帝饒了以撒的命，亞伯拉罕的信心無疑比以前更堅強。 

「稱義的信心。。。可以在順服信徒的生命中發揮積極和重要的作用。如亞伯拉罕，也可

能是高超服從的行為的動力。在過程中，信心可以得到「完全」'。希臘文「完全」的字

義是發展和動機。信心就是這樣被工作哺養和加強。」[150] 

本節經文的希臘文是單數的「你」，表示雅各仍然向反對者說話。 

 

2:23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時候創 15:6 就應驗，亞伯拉罕的信心在當時情況下表

現非常清楚。當始祖在試驗中信賴和順服神, 神從前說到的亞伯拉罕的信現在透現了。 

「獻以撒的事表達出所說的全部意義（創 15:6）。。。許多年前, 亞伯拉罕得子應許的信

心已蒙稱讚」。[151] 



雅各指出一個事實，神稱亞伯拉罕為「朋友」有下面的原因。不斷服從的信心，不僅是最

初得救的信心，使人成為神的親密朋友（4:4; 代下 20:7; 賽 41:8; 約 14:21; 15: 14）。 

「一個人因信稱義，就在上帝面前得蒙不配的接納（羅 4:：6）。但只有上帝才能看到這

種屬靈的成交。當一個人因行為稱義，他和神的親密也向人顯露。他然後被稱為「上帝的

朋友」。耶穌也說:「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約 15:14）。」[152]  

雅各為什麼把亞伯拉罕帶進他的辯論？亞伯拉罕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人有可能被上帝稱義

不一定要籍工作。只有在亞伯拉罕繼續靠信心生活（繼續信任和服從上帝），因信神而稱

義的大約 20 年後，他的工作稱他為義。通過不停的信任和服從神，如亞伯拉罕一樣，雅

各的基督徒的籍讀者也可以籍看良好工作驗證他們的因信稱義，而成為神真正的朋友。 

 
6. 雅各最後的辯論 2:24-26  
2:24               本節使用希臘文複數的「你」，表示雅各結束了對反對者的回應。現在再

直接對讀者說話（參 14-17 節）。(譯者按: 和合本用「這樣看來」轉變話風) 

工作不宣明我們為義（希臘文 dikaioo 的現在被動式），意思是工作向旁觀的人證明了

我們行使得救的信心。這是外在的果子，見證內裏的永生。然而, 雅各表示 「這樣看來，

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並非每個信徒都會有可見的果子（17; 約 15:2）。

這種信徒沒有出產的信心是「死」的，儘管他有信心。有些不信的人好像也產生得救信心

的果子，但神終有一天會暴露他們的「麥子」其實是「稗子」（太 13:30）。  

". . .  『保羅和雅各最好看作在解決相當不同的情況。。。保羅的觀眾有依賴托「工作」

得救的危險，雅各的讀者籍口「不作善工」，因而顯示死的信心。。』[153] 

一位作家認為，這裡的伸寃(稱義)適用於所有的信徒，並有救贖的文義[154]。我的看法

是，伸寃只是在別人面前，沒有救贖上的文義。 

 

2:25    雅各本可結束對先祖亞伯拉罕的論說，但他加上「得贖妓女」喇合的插圖」。

[155] 

『喇合。。。非常適合捆扎在他的思路中。本段開始隱含他的主題（2:14 ;1:21）。不難

料出，喇合被選為因「工作」而「性命得救」的突出例子。』[156]  

顯然喇合在間諜到她家門之前已經相信神（書 2:9-13）。她不是以色列人，是一個改信

猶太教的人。因此用這兩個例子，雅各表明信徒工作的必要性，無論這人的背景和淵源。

亞伯拉罕和喇合是南轅北轍。 



對比很鮮明: 亞伯拉罕，重要的聖經人物; 喇合，小人物。亞伯拉罕信心之父; 喇合一個外

邦人。亞伯拉罕受尊重; 喇合聲名狼藉。亞伯拉罕男人; 喇合女人。正如往常，對比意在

提醒我們一個綜合的聲明 一 覆蓋的情況從亞伯拉罕到喇合再返回。信心主要的工作就是

亞伯拉罕和喇合的工作，沒有例外地適用於所有的人。 

「什麼是亞伯拉罕的工作？他沒有留下什麼不給神的。上帝說:「我要你的兒子」，亞伯

拉罕就「清早起來」（創 22:3）急急地順從。什麼是喇合的工作？她伸手照顧貧困和無

助的人，不計代價。」[157] 

 

2:26              沒有行為的信心就像沒有精神的身體是「死」的，沒有實用價值的。這是雅

各到對這個問題的最終描繪與肯定。當我們停止服從神，信心變成死的傳統。活潑的信心

變成死的信心。屍體與死的信心都曾經活過。  

難道雅各和保羅的恩典教義相反，或是否定約翰堅持的信心是永生的單一條件？ 大錯特

錯了。不過，他也不支持廣泛的概念 一 死的信心不能存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諷刺的是，

這正是他警告要防範的。因此，誤會他的話不僅孕育永生條件不必要的混亂，同時也剝奪

了教會急需的和有益的警示。  

「將死的信心」的危險是真實的，但沒有地獄的成份，雅各沒有這個建議。儘管如此，罪

仍然是基督徒的死敵，可以結束我們肉體的生命。為此，舊約的智慧見證了雅各的警告。

如果一個人要從這樣的後果得救，他必須要有工作。“[158] 

「雅各從來沒有問富人 一 或窮人 一有沒有得救。他也不告誡他們去引起他們質疑自己有

否得救。他從來不說，例如，「你們這些人的問題是還沒有得救」。他沒有提出救恩的計

劃; 也不用虛假的保證去警告他們; 他不談得救信心的基礎。」[159] 

明白本段的關鍵在正確的認識什麼是「死的信心」。雅各用「死」(17，26 節），作為

「無用」（14，16，20 節）的同義詞。他不是說有死信心的人沒有信心，他沒向得救。

他的意思是有死信心的人有得救的信心，但現在沒有過信心的生活。信仰對他目前的生活

方式沒有重大的影響。他不是每天過著信靠和順服神的日子。「無用」的意思是沒有實用

的價值; 並不是不存在。其他重要的名詞是「稱義」和「得救」。 「稱義」(21，24 節），

意思是「宣稱為義」不是「使其成義」。而「得救」（14 節），包括稱義，成聖，和得

榮耀，不是簡單的稱義。 

「本段[2:14-26]提到的信心可以假定每個基督徒都有。。。雅各用意不在教條，而注重

實際: 他告誡基督徒要實踐自己的信仰，就是他們的基督教要由工作表現」。[160] 



總而言之，我相信雅各寫 14-26 節的含義: 好的工作不一定防止我們去地獄。不過卻能保

守我們不落在神的紀律懲罰下，這甚至可能導致過早的肉身死亡。可能基督徒不實踐信仰，

不因信而活。這種情況下的信仰是沒有實際的用途。因此，我們作基督徒的應小心繼續一 

一天又一天 一信靠服從上帝。基督徒有可能行使「“得救的信心」，又停止「因信而

活」。這就是雅各警告我們要避免的。他的全書主要是處理成聖，不是稱義。這是基督徒

生活的教導，不是教導如何成為基督徒。 

「雅各強調單一的信心表示他肯定信心的必要; 他反對的是拒絕必要服從基督為主的信

心。」[161] 

當耶穌說:「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 7:16）。他是給人一般的評價，

不是說人的工作一定表明他的救贖。否則每當基督徒犯罪，他就會證明自己沒有得救。工

作是相當可靠的人的得救指南，但並不是完全可靠的指南。有很多例外（例如，小麥和稗

子的比喻; 太 13:24-41）。有些基督徒住在屬肉體的狀態多年，甚至在這情況下死去。然

而他們死後去了天堂，因為他們一度相信基督。他原諒了他們的罪，宣稱他們為義。 

我相信雅各的觀點是，我們應該繼續過信心的生活，天天相信上帝，不只是憑信得到永生。

許多基督徒每天的生活中極少相信上帝。他們的禱告生活就是證據。雅各在本章中說的偏

袒可能表明一個不因信而活的人坐。正常的基督徒有好的工作，但這不是自動化或不可避

免的。西 2:6 說: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多 3:8 說:「那些已信 

神的人留心做正經事業（或譯：留心行善）」。彼後 1:5-7 說: 「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

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

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

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162]  

 

第	3 章	
IV. 言語和屬靈的智慧  3 章 

我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言語，我們會有文字工作, 但是常常是用言語。言語中也會

有偏袒的成分。雅各給讀者們說話的方式, 幫助他們明白及應用神的旨意。  

 

A. 控制舌頭 3:1-12 

雅各討論的是舌頭在崇拜教導和教會生活命中的使用。(林前. 12:3; 14:27-39). 題目從空

洞的信心至空洞的言語。 



 

1.  負面的警告 3:1 

和上兩章一樣，雅各開始一個新的題目加上命令 (參. 1:2; 2:1). 

每個基督徒都有責任去分享教導所領受到的神的話語 (太:28:19; 來 5:12).，不過雅各特別

說到做教師的人，像當時代的拉比。雅各警告這些職業性的教師，若不能稱職就當下臺。
[166] 
「教師是必須有的，但不夠資格不配者遺害更大」[167] 

猶太人在雅各的時代十分尊重教師, 他們有很崇高的地位 (Matt. 23:8)。普通人在會堂敬

拜的時候有機會發言 (參 徒 13:15). 這種機會一直延續到早期的教會。(參林前. 14:26-

33). 因此雅各的讀者中雖然不夠資格，但為了名聲或其他的動機，一心想當教師。雅各

說這些人會受更嚴厲的審判。 因為教師應當知道真理並實行出來。 審判者可能是聽眾之

一，但神一定會參與。[168] 

「這不是評擊教師或教學的功能，因為雅各自己也是教師，不過他想給不夠資格當教師的

人潑冷水。」[169] 

「 雅各以迴旋方式返回到講述的主題(1:19, 26) ，警告基督徒們 舌頭的危險。」 [163] 

「任何一位教師都有成為「傳聖諭」的風險。沒有其他職業更容易招致精神和理智的驕

傲。」[170] 

「[本章]和末章同樣將理論的高估和實踐進行比較。」[164] 

在他的視線內的顯然是被呼召來控制和引導教會生活和方向的領導人。因此用馬嚼環(3

節)和船舵雙重圖像 ( 4 節)。[165] 

 

2. 警告的理由 3:2 

多說話的人會多犯錯（錯失），因為舌頭（5-12 節）是身體器官中最難控制的。沒有人

能夠掌握它，除了耶穌基督。然而屬靈的成熟需要馴服舌頭。 (參 多 1:11). 

“雖然一個人的罪未必和他人的相同，至少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罪，就是舌頭的罪。[171] 

 

3. 危險的例證 3:3-6 

3:3                   馬和人是相同的。如果能控制舌頭，就能控制全身。  

沒有東西比晃動的舌頭更能絆倒信徒。[172] 

 



3:4                  第二幅插圖加入另一元素。受控的舌頭可以克服障礙。雅各看過很多加利

利海上的船，或許在地中海，被強風推動，尚且由一個小小的舵指導。 

 

3:5               雅各以下指出前兩個插圖同一的特徵。舌頭雖小似乎不重要，卻會影響完全

不成比例的變化。嚼環船舵和舌頭，即使小，卻都具有指導的能力。這解釋似乎比將第 5

節的「大話」看為誇張合理。雅各之前這種說法，但這句話卻和前節相連接。 

   

舌頭有火花的破壞力，可以燒毀大片森林。雖然嬌小，但功能強大（小...卻能說大話）。 

 

3:6                  「火」是舌頭效果很好的例證。這是一個反常和強大的「罪惡世界」。 

所有墮落世界邪惡的特點: 貪婪，偶像敬拜，褻瀆，慾望，情慾，都能通過舌頭表達。
[173] 

「從上下文最好的解釋是，雅各認為舌頭是龐大的罪孽體系。」[174] 

 

地獄的邪惡通過舌頭像火一樣的蔓延，點着生命接觸到的每一個領域。(....生命的輪子點

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這是在新約四福音之外唯一提到「地獄」 (原文

geennes)。「全身」(原文 soma) 代表全人。不過也可能暗示教會。[175] 

 

4.  舌頭不受控制的本性 3:7-8  

3:7                  人類控制了不同形式的動物（不同物種）。例如，人教會獅子老虎猴子跳

火圈，教會鸚鵡和金絲雀說話唱歌。馴服了蛇。訓練海豚和鯨魚執行各種技能。古人對馴

服獸類的能力感到自豪。 [176] 「馴服」，或許過於強烈。 「制服」可能是希臘文

（damazo）較好的翻譯。 

 
3:8             除非聖靈幫助，現今沒有人能制服（馴服）自己的舌頭。它比任何致命的動物更加危

險，因為它從不休息，單用言語就可以破壞。火動物和舌頭都有摧毀的力量（參 5節）。    

 

5. 舌頭的不一致性 3:9-12 

3:9          我們用言語頌讚上帝，轉過來又咒詛人，這是不一致的, 因為人是照著神的形像

所造。(創 1:27). 

這功課就是詛咒照著神的形像所造的人, 就是詛咒創始的樣版。[177] 



 

“頌讚神是人舌頭最崇高的功能; 虔誠的猶太人每天三次背誦十八福，最後總是說，神啊, 

你是配得頌讚的。”[178] 

 

“虔誠的猶太人，無論是口述或語寫作，每次提到上帝總要加上他是配得稱頌的。這封信

的讀者顯然延續這種做法。”[179] 

 

3:10          這不僅是矛盾的現象（祝福與詛咒來自同一張嘴），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也違

背了自然規律。  

       

“雖然信徒具有聖靈控制舌頭的潛力，他可能不適當用這潛力.”[180] 

 

“對那些在崇拜中讚美神，然後在家中或工作上辱罵人的人，雅各的命令是本週內潔淨你

的言語。對那些自稱說話太多然後一笑置之的人，他強調：「你們要快快地聽，慢慢的

說」。對那些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不管傷害到讚，雅各並不欣賞。他命令，「說話要有

節制。」對那些說我知道自己閑話太多，但我控制不了的人, 雅各要他:「控制你的舌頭」。

對那些習慣嘲笑或挖苦人的人，雅各要求 「改變你的說話習慣」。他期望基督徒生命中

有節制。任何基督徒可以求所需的恩典，神也慷慨地(1:5)賜好的禮物(1:17)。那麼，今天

的教會就沒有理由有腐敗的說話習慣。[181] 

 

「聖經沒有說存在腦中的知識有太大的價值，除非它能塑造生命。[182] 

 

這裏不是指粗言穢語，但顯然指教會內的憤怒的爭執及誹謗言論。 (參 4:1-2, 11-

12)."[183] 

 

3:11-12        例證描寫出這種天然的不一致(參 太 7:16)。一個水泉只能產生一種水 (活水

或死水）。 一種樹只能產生一類果實。鹽泉不能出甜水，正如墮落的人性不能自然地說

出純淨的言語。噴泉樹和舌頭都有能力討人的喜悅（參 5,8 節）。  

 

「小而有影響力的舌頭必須加以控制; 鬼魔般和傳染性的舌頭一定要控制, 鹹的和不一致

的舌頭必須清洗」。[184] 



 

前面的章節中，雅各談到人類行為的根本原因，天性與神的旨意不和諧。他所教的與耶穌

所斥責的膚淺和虛偽的宗教教師所教的成為強烈的對比。雅各當然是描繪不在聖靈影響下

成聖的人的自然行為。 

 

B. 控制思想 3:13-18 

正如前兩章實際的勸勉 討論人的話語，然後進入更基本的話題。 以下他說控制人思想的

重要性，使讀者能明白如何控制舌頭。 智慧的思想影響人使用舌頭。 注意 13 和 17 兩節

的關鍵詞「智慧」。「智慧」與和平 是 17 和 18 節的重點。 

 

1.謙卑的重要 3:13  

教師真正的智力是「智慧」(從神的角度觀察生命的能力) 和「明暸」(思想的理解和分析)。

雅各想的可能是舊約的先哲先賢。[185] 我們能容易地看出別人是否明白，但不容易看到

人的智慧。雅各書說看出人的智慧應當看他的行為。雅各書的智慧不在人的想法而在他的

做法。[186] 

 

思維的一個特點是「溫柔」 (謙卑或謙虛)。希臘文的 prauteti (溫柔) 在聖經外的文章用

來描寫被馴服了的馬匹，甘心套上嚼環。[187] 這是一幅受控制的力量的描寫，特別是聖

靈的控制。這分明是接受聖靈管理的態度。唯一能夠控制舌頭的就是甘心將思想交託聖靈

管理 (順從他的旨意 太 11:27; 林後 10:1)。雅各的智慧觀念是希伯來式不是希臘式，是道

德不是理智。 (參 1:5)  

「問題似乎是有些自以為重要的人士，覺得自己有超人的智慧和分析力, 用他們的教導分

裂了教會，誤用了舌頭。」[188] 

 

「對知識的驕傲往往是職業教師最大的罪。」[189] 

 

「傳道人和教師的確很難保持謙卑; 但這是必要的。」[190] 

 

2.恩慈的重要 3:14-16 



3:14                苦毒 (14 節)。希臘文的「苦」(pikos)是雅各用來形容 3:11 苦水的同一個

字, 特徵是強烈的刺鼻。嫉妒是 zelos 可以易為妒忌或熱心。 雅各在第十六節說嫉妒可能

引致混淆及各樣的惡事。 

「自誇」(自求)（第 14 節）。希臘文是 eritheia，更好的翻譯是「衝突」。生動的翻譯

是「派別」或「黨爭」。“這是人類罪性的表達, 自我的放縱 一 專行己路。創建了熟悉

的「我們 - 他們」的症狀。這是野心的極端。191] 

 「嫉妒」和「野心」是傲慢的表現（原文 katakauchaomai，自誇），結果是推崇自我，

而不是作老師要負責的傳遞真理。「假冒」（原文 pseudomai）「反對真理」是指教導

學不真實的，違反真理的。這種智慧的誇張沒有跟從上帝，因為謙遜不是他們生活的標誌。

這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真的。 

 

3:15                這類的所謂「智慧」從嫉妒和野心生出，不是出于敬畏上帝。它來自「世

界精神」（理念）（參 2:1-7）。它出自自然力，沒有聖靈超自然的影響力。此外，它也

是「魔性」的：惡魔一樣的欺騙虛偽和邪惡。 

 

「智慧不用度數而用行為衡量。這不是獲得真理的講題課，是真理應用於生活的問題。」 
[192] 

 

3:16                 上帝是不是「混亂」（希臘文 akatastasia，騷動，騷動）的神，而是秩

序與和平（創 1; 林前 14:33）的神。他反對「各樣的惡事」（約 I 1:5 毫無黑暗 )。因此，

無禮的嫉妒和個人（自私）的野心不是他所供應的智慧。 

「有一種無疑是聰明的人，有敏捷的頭腦和熟練的舌頭，但他在任何委員會的作用，任何

教會，任何小組，只會造麻煩, 將人分開，挑起紛爭，鬧事，擾亂人際關係。要記住這種

人擁有是魔鬼的智慧，不是神，這樣的人從事撒旦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193] 

 

3. 愛好和平的重要 3:17-18 

3:17                 相比之下，上帝所給「從上頭來的智慧」有幾個特點：它是「純潔」

（希臘文 hagnos），字意是沒有玷污。它是「和平的」（希臘文 eirenikos），就是：

愛和平，操作和平，產生和平。它是「溫柔」的;（希臘文 epiekes）是為他人著想的。

它是「合理的」（希臘文 eupeithes），就是接受理由又願意聽從合理的要求。它是「滿

有慈悲」的（希臘文 eleos），就是積極的同情窮人。它是「滿有....善果」的（希臘文 



karpos,，善行）。它是「堅定不移」的（希臘文 adiakritos）: 全心忠於上帝，而不是心

懷二意。最後是「不假冒」（希臘文 anupokritos）即所表現的是真的。 

「因此，純潔不是各種質量之一，是所有的關鍵」。[194] 

 

3:18               致力於維護（製造）「和平」的人必須教導神的話語（播下和平的種子），

才能收獲「公義」（參 1:20）。如果教師播種煽動和敵對人的話語，就不會生出善果。 

(參. 提前 5:1-2; 提後 2:14, 24-26). 

 

「從上頭來的智慧關心公義和平。」[195] 

 

「種植公義需要一定的氣候。公義的作物不能長在苦毒和自我追求的氣候。公義必要在和

平的氣候下生長。」196] 

 

「動聽的演講來自明智，受控的舌頭來自培養的思路。充滿讚頌的嘴來自滿有純潔的思

念。」[197] 

 本章重申雅各的思想。要發展神呼召去作的事工, 言語非常重要。控制舌頭很不容易，因

此不要急於教學事工。唯一能控制我們舌頭的是上帝，只有他可以給我們「從上頭來的智

慧」。他給的智慧是謙遜恩惠和平的。 

 

雅各警告不結善工果實: 徒勞的宗教(1:25-26),，徒勞的信心(2:26)，和徒勞的智慧 (3:17-

18). 

 

第	4 章	
V. 衝突和謙卑的交託. 4 

雅各在本章鼓勵指示他的讀者能夠與神人己和好。本章緊密聯接第 1 章（參 4:6, 1:5, 21; 

4:8 下 , 1:6-8，15，21，27; 4:9-10 及 1:21）。 

 

A. 個人內心和人際間的衝突 4:1-10 



雅各書第 4 章繼續紛爭的主題。現在不僅是 3:14 的老師, 也包括有同樣罪的弟兄姊妹。

紛爭從內心發出，被世俗釀製（1-3 節）。愛神和愛世界不能共存(4-6 節）; 基督徒必須

抵擋魔鬼又親近神（7-10 節）。[198] 
 
1.衝突的來源 4:1 

如前面的章節，雅各開始清楚地介紹他的讀者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他剛才提及避免衝突的

重要 (3:14-16) 和愛好和平(3:13, 17-18)。現在他抨擊信徒內心和彼此間的衝突問題（爭

吵與衝突）。 

「雅各不是談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是基督徒的爭吵和派別。」[199] 

沒有「我的弟兄們」（見 1:2; 2:1; 3:1）的稱呼表示本段和下一段（13 節）的嚴重。 

「從 3:17-18 屬天智慧管理的美麗畫面突然轉成第 4 章驚人的畫面。但它有效地演示出

給世俗精神轟烈斥責的需要。」 

俗世精神一直是教會的問題; 它往往以各種微妙的方式表現。雅各討論其在信徒生活四個

不同地區的體現。世俗顯示在他們的自私衝突(4:1-12)，在業務規劃上自給自足的態度

(4:13-17)，不公平經驗的錯誤反應(5:1-11)，使用利己的誓言（5:12）。[200] 

「爭戰」（希臘文 polemoi，戰爭）可指幾個或多個人之間的糾紛，而「鬥毆」（希臘

文 machoi，打仗）大概是描述個人內心或數人間的緊張關係。這兩種類型的衝突，無論

大小，都是和平的敵人。雅各用誹謗（參 2:18）一字，所以「你們中間」是泛指，沒有

特 別 的 針 對 。 [201] 

雅各用反問式指出「宴樂」是兩種衝突的根源。 宴樂滿足慾望（參 路 8:14; 多 3:3）。

雅各不是說信徒樂於作戰，既作圍攻，就難免攻擊對方。慾望的滿足是一種樂趣，人花許

多時間金錢和精力去爭取。難道我要花費這些資源去私慾, 還是主要去上帝的意願？個人

的慾望是人本性的一部分，活在現今的身體將永遠不能擺脫。然而，絕不能讓慾望主宰我

們的生活。神要我們做到這一點（太 6:33 生）。文化頌揚個人慾望的滿足，這也是多數

人，包括基督徒，的首要追逐。 

 

2. 衝突的解釋 4:2-3 

4:2                 「色慾」的終端，人可能或不可能滿足的强烈慾望，是“謀殺”。人類歷

史可以看到，謀殺從該隱（創 4）大衛亞哈（ 撒下 11; 王上 21）到現今越演越烈 。雅各

可能不是指責他讀者們謀殺 (但至少一位學者相信 [202]) ，卻是提醒滿足個人私慾的嚴重

後果。 



 

「從上文的強烈字眼「爭戰」（polemo）和「鬥毆」（machai），（phoneuete）似

乎不如譯為仇恨。「仇恨和貪戀」比「殺害和貪戀 」較合自然順序。此外，太 5:21-2 及 

約一 3:15 也說仇恨等於謀殺。」[203] 

同樣的原理，慾望沒有達到會引起爭到和打架。 

「人生確實很少罪惡不能追溯到本節中的貪婪和嫉妒。貪婪並不一定擁有，嫉妒也不一定

佔上風 一 必然的結果是衝突和紛爭。」"[204] 

「這是情慾交托給聖工人員的狀況; 他們失望，互相折磨。」[205] 

「不滿足的慾望導致謀殺。。 。野心的失望導致爭吵和打架。」206] 

唯一得到滿足的辦法就是「問上帝要」。我們得不到上帝要我們得到的，因為我們不去問

祂要。[207] ] 這是聖經中關於禱告的最重要的經文之一。有些事情除非我們求神就不能得

到（參路 11:5-13）。 

「禱告生活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不是沒有禱告？」[208] 

知道神是賜與一切美好事物的主宰，他也邀請我們去求他，卻不去求 --- 就像人知道寶藏

埋在哪裏卻不去挖掘，所得的同樣的利益。"[209] 

 

4:3                   但是，我們常問神要滿足私慾的東西（錯誤的動機）。例如，我們要更

多的時間，更多的錢，更多的精力 一 去達到願望（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但這不是神

願望。我們要求更多應許成就和明白他旨意的願望。我們還需要少一點違背他旨意的願望

（太 7:7-11）。 

「如果祈禱只是公式（合宜的話，夠信心，認罪，成就），那基督徒就像變魔術: 可以操

縱神或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神，因為他必要回應。相反，新約的祈禱出自父子的互相信任, 

而父親的意志才是至上。」[210] 

「一位全職牧師可能盡心去關懷病人, 逐家去傳福音，而不好好的準備講道。這也許可以

稱為「校正優先次序」，但也可能只是「取悅自我」。也有牧師鎖上書房門。星期天踏上

講壇, 精神上已經踏上了下週的講壇。他們可能會說，講壇是最好的牧養關懐，這是最最

重要的，但實際上可能只是激情的放縱。[211] 

 

3. 選擇的本質 4:4-5 

4:4            真正的問題是：我愛神或是愛世界？ 



「最簡單字義上，世界是每個人的自然環境，他生於斯死於斯。感受到的是現在和暫時，

感受不到將來和永恆。。。」[212] 

世界催廹我們愛自己，自我的歡樂先於神的歡樂。這想法是不忠的屬靈新婦娘，甚至是”

「神的敵人」。“我們故意追隨世界的理念，而不是神的旨意。我們跟從世界哲學就不能

與神為友了（太 6:24）。世界要我們從生活的各方面排除神。神希望我們的生活中處處

有他，因為他是生命的所有，離了他，我們「就不能作甚麼」。(約 15:5). 

「沒有以世上成功為目標的人能做神的朋友」。[213] 

 

4:5                  雅各在本節引用聖經他所說的 (第 4節)。不過他沒有沒指某節經文，而是

明顯地總結聖經中有關神嫉妒的教導（參 出 20:5; 34:14; 詩 42:1; 84:2; 亞 8:2）。[214] 

這句話很難翻譯，最好的描繪可能如下: 「上帝嫉妬地渴望著他放在我們裏面的精神」

[215]。 另一種翻譯是:「他所安放內住的聖靈嫉妒地渴望我們全心的奉獻」（羅 8:11; 林

前 3:16; 加 

4:6;  弗 4:30，約 7:39; 16:7）。[216] 這兩種翻譯都合上文。「愛世界的上帝子民已經

犯了精神的淫亂」（第 4 節），但上帝（或他的靈）「嫉妒渴望得到他們的愛」（第 5

節）。 

此外，這些翻譯準確的代表了希臘文。原文 pros phthonon 字意是「羨慕」，也是成語

中的「嫉妒」[217]。epipothei 這動詞指「嚮往」，而不是「趨向」。 

「這是一段震撼的經文，它說聖靈的愛，在某種意義上不同於天父或聖子的愛; 相關經文 

請參 羅 8:26-28。弗 4: 30;帖前 5:19。」[218] 

我不認同另一種觀點，是人類屬靈本性有嫉妬的私慾。[219] 

雅各在第 4 節指責靈內不忠的讀者。如果他們不願意接受起訴，第 5 節問他們怎樣看舊

約中上帝嫉妒性的渴想他的子民。難道他們認為經文不合理或是空談？當然，他們不會這

樣想。因此，必要相信與世界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這是靈內的不忠。“[220] 

 

4. 正確選擇的資源 4:6-10 

4:6                  神對全心愛他忠於他的子民有很高的標準，但他給的恩惠大於他嚴格的要

求。引用的箴言 3:34 提醒我們，上帝反對驕傲追求自我享樂的人, 欲賜恩給謙卑將神的

意願放在生命首位的人。他賜恩惠（幫助）去承受血肉和外在世界的衝擊。 

 



4:7                  鑑於神供應的恩典，我們對捲入衝突的人應有明確的立場。在 7-10 節連串的迫

切命令需要果斷的行動。這是像軍令的吩咐反映出雅各對心懐二意的看法。[221] 

對神，我們必須謙卑地順服。這就是他看為重要的我們也看為很重要，我們的優先與神的

優先和諧。這就是不去滿足個人的野心，而一生去滿足神的意願。順服不等於降服。順服

包括自我意願的放下，以至降服。 

我們一定要強烈地「抵擋」撒旦（參彼前 5:9）。這樣，他就會逃離我們。什麼是撒旦要

我們做的？他的誘惑，包括對夏娃和耶穌基督的記載，表明他要我們懷疑，否定，無視和

違背神的話語（參創 3; 太 4）。我們拒絕做這些事就是「抵擋魔鬼」了。 

「不要和魔鬼爭論，他[路德]說，『他有五千年的經驗。他用詭計試了亞當，亞伯拉罕和大衛，

他知道弱點在那裏。』」[222] 

 

4:8                  我們一方面抵擋抗撒旦，同時也必須親近神。這樣他就會親近我們。”要

親近神，我們必須經過淨化過程, 像以色列祭司所行的。我們必須洗（潔淨）我們的手，

象徵我們外在的行動; 和清潔我們分了的心，象徵我們內在的態度和動機。我們通過認罪

和悔改去洗和潔淨。我們必須除去手中的罪, 心中的不專一。專一是目的專一，就是為神

的榮耀而活，不是為神的榮耀和自己的私慾而活（參 1:8）。 

 

4:9                   雅各呼籲讀者，那些跟從享樂主義而與世界妥協的人，去與神和好。追

求個人慾望的有歡笑與快樂, 但我們必須在悔改的過程中放棄這些。雅各不是說基督徒要

不斷地愁苦，悲哀，哭泣。這些只是從以前罪態生活的悔改的外在標誌（太 5:3-4）。 

 

4:10               結束本段時（7-10 節），雅各重述開始的話: 謙卑順服神（在主面前自

卑），將他放在自我之先。結果一定是立時或最終神的抬舉（升高）。因為這是神使用我

們的最隹加狀況。他將繼續為他的榮耀而做（太 18:4; 23:12; 路 14:11; 18:14; 彼前

5:6）。 

「拉爾夫·貝爾，葛培理佈道協會一位虔誠的傳道，說到學會依賴恩典的特殊情形。貝爾

是加拿大出生的黑人, 在美國事奉。他年輕時經歷過種族歧視和侮辱。尤其是歧視來自一

些不遵守雅各不徧待人命令的基督徒，特別令他傷痛。貝爾與他的母親分享，母親勸他注

視耶穌，耶穌不會讓他失望。當他實行這建議，恩典讓他看到種族主義是別人的問題。他

進一步求神潔淨自己除去對惡待他的人的仇恨。用雅各的話說，拉爾夫·貝爾在主前自卑，



然後發現自己被神的恩典舉起, 能夠去愛他的敵人。一個人怎能愛充滿敵意傷害自己的人

呢？答案是超自然的，依賴上帝給謙卑人的恩典。」[223] 
 

B. 抬高自己 4:11-12 

處理了信徒間(一般人相同)的人際關係和個人的內心衝突後，，雅各接下來從不同層面處

理同一的問題。這樣是為了進一步激勵他的讀者拋棄自我第一的世界理念。批評別人是危

險的，不僅是自私的一種形式，也是因為批評別人時高舉了自己, 甚至在神之上。 

 

4:11                這裏的「批評」（希臘文 katalaleo，邪話，惡性）帶有輕蔑性，看不起另一個基

督徒。批評（毀謗）別人, 首先認定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這是判斷，像法庭的法官。 「律

法」從上下文可能是指一般的神的律法。當我們批評弟兄就是犯了反對神律法的罪，，因為神說

過不可反對或判斷弟兄（參 利 19:15-18; 太 7:1 ）。我們應該彼此順服（加 5:13;弗 5:21; 腓

2:3）。這樣的人高舉自己為法官, 不是採取謙卑的地位（第 10節）。 

「我們必須注意雅各教學深遠的影響：必要尊重法律和秩序，為了社會的健康，但雅各接著提醒

我們（12節），既然神是一切法律的淵源，在一個「寬容」的社會要尊重神的權威。」[224] 

 

4:12               雅各說的是沒有神授權的判斷，因為「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

當然上帝委託民事判斷給了政府，教會規章給了長老，兒童行為給了父母。同樣，靠聖靈

而行的基督徒，當看到其他基督徒跌倒，應該以愛挽回而不是忽視他們（加 6:1）。 

批評和我們相等的人是常見的體肓運動，但對必死的人是不恰當的。我們都要向神負責，

最終，必須讓他判斷他的僕人（羅 14:1-13）。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和想要判斷的人是平

等的。我們都是兄弟和鄰舍（參 申 32:39; 撒上 2:6-7; 王下 5:7）。雅各在這段指出我們

應該非常謹慎地判斷別人，因為神會用我們彼此判斷的同樣烈度來評判我們（太 7:2）。

這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批評任何人，但是判斷有判決的意義，我們不應該作出最後判決，因

為只有法官有這樣的權力.. 

 

C. 自我依賴 4:13-17 

正如前面的章節，雅各開始闡述實際的問題，然後轉移到更大的背景問題，就是生活背境。

他已經指也人際關係和個人內心衝突的來源是自我中心，也解釋了批評就是將批評昔者放

在上帝應坐的位置。現在他描寫自我中心人生活。他這樣做是要讀者清晰地看到這個問題

的根源。  



雅各作一個自誇聲明的例子[13 節]，定這自誇的罪[14 節]，提出了可行的解決自誇方案

[15-17 節]。”[225] 

1. 自我中心的人 4:13-16 

4:13                雅各像舊約先知一樣面對他的觀眾。他說，「來吧」（賽 1:18..;等）。雅

各的例子可能是一個猶太行商。當代繁榮資產階級的核心人物[226]。猶太商人常見於雅

各時代的文化, 他們中間一定有基督徒。這人的計劃本身沒有錯。 

4:14                問題是商人沒有考慮 : 他完全要依賴神（路 12:18-20; 約 15:5）

〔227〕。   

「你一生的方向被基督再來的知識影嚮到什麼程度？我們大部分的思想和行為受眼前或過

去所看到的事件形成的。然而，聖經有力地說到基督再來的事實，這就指引我們如何生活。

這確定的未來應成為基督徒的動機〔227〕。」 

4:15                 商人應該在他的計劃中有依賴神的意識（主若願意，我們可以。。。），

承認神在他生命主權（徒 18:21; 林前 4:19; 16:7; 腓 2:19，24）。拉丁文的 deo 
volente（神若願意 簡稱 D.V.），今天仍有一些基督徒使用。 

「主若願意」這句子的使用中, 新約明確指出不是在未來計劃的每句話都機械性地重複。

如，保羅用在徒 18:21 和林前 4:19，但他不在徒 19:21; 羅 15:28; 或林前 16:5, 8 使用。

但無淪保羅有否明說，他的計劃總是在「主若願意」的條件下 [228]。 

4:16                 雅各斥責讀者生活上忽視神的態度。他們感到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而喜

悅。這是「白手興家」的圖像, 將神給的當作自己得來的（你在你的傲慢”）。這種「自

誇」是不現實的，是把人放在神的地位的背逆態度，因此是邪惡的。 

「雅各這裏提出四個忽視神旨意的愚拙的論點: 生命的複雜（13 節），生命的不確定

（14 節上），生命的短暫（14 節下），人的脆弱（16 節）。」[229] 

2. 結束的勸勉 4:17 

雅各剛才描繪的是人疏忽的罪（路 16:19-31 的比喻，人知道當做的事卻不去做。。。就

是罪了）。人不承認神在他生命的地位（約 9:41）。雅各在結束衝突的討論中，提醒讀

者將知道的實行出來。他們應避免放肆和自信，要謙卑地服從神，否則就是犯罪。 

“他們不能躲在「沒有做錯」的後面; 聖經清楚指出疏忽的罪和親犯的罪同樣真實而嚴峻。

〔230〕 

雅各書信每主要部分(即每章)的總結常用諺語。每一節的結尾概括先前所說，並用容易記

憶的簡明字句。然而這節（4:17）的聲明適用在全本雅各書。 

 



第	5 章	

VI. 金錢和忍耐 5:1-18  
雅各解決的最後實際問題是金錢。他警告讀者一種危險，告知他們問題的後果，勸誡他們

要適當處理。這是他第三次提到及貧富（參 1:9-11; 2:1-12）。我們也可以考慮 4:13-17，

以及 5:1-6，來處理財富。[231] 

 

A.   對富人的警告 5:1-6  

這是雅各的平衡風格，以囑託開始和結束（2:1 - 5:6）對富人的教導。本章還有雅各的鼓

勵神的旨意要持守, 尤其當誘惑來臨時（參 1 章）。因此，本書展示了捲簾格的結構。 

財富帶來惶恐 ( 1 節)，引至腐蝕 (2-3 節)，最後是譴責 (4-6 節)。[232] 

 

1. 問题介紹 5:1 

雅各再次用先知去面對讀者（4:13)。 富人通常為擁有的財富高興。雅各卻挑戰富有的讀

者在痛苦中「哭泣，哀號」，不是悔改。聖經從無譴責富人的富有。金錢不是罪惡（提前

6:10）。不過神的話語一直警告財富帶來的誘惑。誘惑包括：安全的錯覺，控制他人的願

望，自我驕傲。富人不應該太高興。物質的痛苦可能轉眼間來臨（1:10-11）。 

這裏說的不是 4 章 13 節的人。譴責的不是那些無心的俗世繁忙客商，而是不公正的世界

資本主義家或業主的致命世界觀。”[233] 

雅各心目中的「富人」是富有階級，無分信徒還是非信徒。 

 

2. 財富的腐蝕性 5:2-3 

5:2                   腐爛的「財富」大概是易腐商品，如食品和飲料。 「衣式」是聖經時代

最流行的顯示財富的形式之一。人們甚至用它們「衣式」來支付，也是傳家寶和流行的禮

物（太 6:19）。 

 

5:3                「金銀」不會生鏽。他們會腐蝕和玷污。不過腐蝕和生鏽一樣，破壞了金

銀的價值。基督徒應該使用金錢，不是囤積。因此，「銹」或富人庫中「腐蝕」的金見證

這人管理財富的不忠。雅各警告說，毁壞金銀的過程，和毁壞收集金銀的過程是一樣的。

囤積財富是信徒的特別嚴重的罪，因為我們活在主再來前夕的日子（路 12:20-21）。我

們應該用金錢去完成主的工作，不是去過奢華和懶惰的生活（太 6:19-24）。 



「積攢財寶在天上」 是指神財富的管家要用盡所有。你我可能擁有許多，但並不屬於我

們的。神是萬物的主人，我們是他的管家。 

「聖經並不反對儲蓄，甚至投資，卻譴責囤積。」[234] 

這裡的囤積是指積財就是為了積財，為安全感，名聲，或只是自私。 

 

3.  財富的錯用 5:4-6 

5:4                    一些雅各的讀者通過欺騙僱傭工合理的工資而致富（參見申 24:15）。 

這些被壓迫的人要求公義的呼聲已經進到神的耳朵，即使他們的雇主聽不見（創 4:5; 

18:20-21）。「安息日之主」的稱號 (「萬軍之耶和華」「全能主」 參賽 5:9; 羅 9:29）

強調神的主權和無所不能。雖然被壓迫者在地上沒有捍衛者，但是幫助從天上無所不能的

神而來。 

 

5:5                 富人往往軟性放縱（路 16:19-31; 摩 6:1-6）。這有奢侈的內涵，我們的

文化縱容但聖經譴責。 肆意的快感意味鋪張浪費。在他們貪婪的佔有欲，富人比喻性的

養肥了自己（嬌養了你們的心），有時也有字面上的意思。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只是像祭牲

一樣預備受「宰割」（審判）。 

「 雅各像舊約先知譴責他們的肆意奢侈, 警告要來臨的厄運。」[235] 

這警告應該挑戰信徒, 購買的時候 避免浪費和放縱。我們要量入為出。要常常核算開支, 

一個方法是檢查納稅記錄，收入和扣除比較一下。 

 

5:6                   富人的壓迫延伸到「治死」擋路的人，即使這些人只是公義性的「抵擋」

（不用暴力）。如 4:2 節，雅各可能是說喻意的「治死」。許多基督徒經歷到守護自己經

濟安全的人的迫害（如，徒 8:18-24; 19:23-28）。但是，如果短工得不到當天的工資可

能會死。 

「找不到工作或收不到錢，對於短工是很嚴重的。為此，雅各將工資人性化，看是受剝削

的人哭出來的血。農夫也相同。農夫死亡，因為傾力工作但得不到成果。他們恢復不下體

力，因為富人扣壓了他們的工資。所以雅各指責富人定罪殺害義人（5:6）」[236]。 

這些都是強硬的話。雅各顯然認為他的讀者在這生活範圍犯了錯，而需要大的震撼！猶太

人很會賺錢，他們在追求利益上需要控制。我們也需要這樣的警告，因為現代文化中金錢

的價值很高。 



如 1:10，問題是雅各究竟指的是富有的信徒還是富有的非信徒。我傾向於認為雅各兩處

指的都是富有的信徒。他兩處(1:10 和 5:1-6)都似乎很正式地對信徒和非信徒說話，但實

在為了在富有迫害者手中的基督徒讀者的益處。[237] 

 

財富的世界觀 財富的屬靈觀 

金錢帶來自由 金錢的渴望奴役甚致破壞 

(提前 6:7-10) 

金錢帶來安全 金錢十分不安全;  

很快過去 (1:10). 

真正安全在認識和信靠神 

(耶 9:23, 24; 提前 6:17-19). 

金錢是一切. 基督和神的國度是一切 

(太 6:33; 門 3:7-10). 

權力來自金錢. 權力來自聖靈充滿 

(徒 1:8; 3:1-10). 

金錢建立人身價值  人身價值基于神所說 

不是銀行賬户所說 

(約 3:16; 弗 1:3-14). 

金錢使人成功 成功來自認識和行出神的話 

(書 1:8). 

金錢給人選擇 最終是神給人選擇 

(弗 3:20). 



金錢帶來快樂 金錢帶來短暫的快樂，最後帶來的是許多”愁苦”.( 提前 6:10). 

長久的歡樂來自認識神 

(5:1-6; 約 15:11; 16:24). 

金錢是報酬 

存下用在自己身上 

儘量施捨 

(太 6:19-24; 徒 20:35;  林後 

. 9:6-11; 提前 6:18). 

金錢是你擁有的，隨

己意使用 

你所有的都屬於神, 讓他隨意使用。你只是他財富的管家。 

(詩 24:1; 路 19:11-27; 林後 5:10).[238] 

 

 

B. 應有的態度 5:7-12 

雅各基本譴責富人的態度是:「盡可能, 盡快, 不論手段去得到。」下面他督促貧與富的讀

者用不同的態度: 操練耐心。 

1. 耐心的勸告 5:7-9 

5:7                  因 為 雅 各 剛才所說 的 危險 ， 信 徒 應採 取 「耐 心 」 的 態 度 。

makrothymesate 這動詞描寫「不貿然報復的自我約束」[239] 。主再來「近」(8 節; 可

13:32-37; 門 4:5; 彼前 4:7; 約一 2:18). 

「早雨」降在巴勒斯坦種植後不久的十月底和十一月初。「晚雨」在農作物成熟的三月下

旬和四月初。這論點意味著本書信寫在巴勒斯坦。雅各懂得巴勒斯坦的農耕。雅各用農夫

的比喻似乎說明，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主要是播種和培植, 不是收穫。 

這是一幅巴勒斯坦小農夫的圖片。。。小農夫，活過了幾個月的缺糧和挨餓，小心播下保

存的種子，盼望有收穫。全家的活計，也的確是全家的性命, 全靠豐收: 欠收帶來半飢餓, 

失去田地, 甚至死亡。所以農夫等待一個預期的未來事件（ekdechetai）; 每有人比他更

知道糧食的珍貴。。“[241] 

 



5:8                   當主回來，我們要在基督的審判台前領獎。目前我們應該「忍耐」，得

著勉勵（堅固我們的心）。知道神應許的獎勵就面前（太 6:20）。表現為典型的富人不

是沒有就是看不見這個盼望。他們活着盡可能積累更多此時此地的「獎賞」。 

「終點就在前面：重要的是，現在不要放棄而失去所有為此受苦的」。[242] 

「凡會發生的可能今天發生，這是合理的「近」的感受。”[243] 

 

5:9                 我們很容易將目前的不適彼此責怪（埋怨）。 

這裏禁止的不是對別人高聲苦澀的譴責，而是沒有表達的怨恨, 或是用呻吟或嘆息表達的

怨悵。」[244]  

雅各禁止這個，因為這是不正當的判斷（4:11-12）。信徒的審判很快來到。這一節明確

地表明早期的基督徒預計主耶穌即將返回。[245] 如果（既然）耶穌隨時可能回來，他就

會在七年大災難之前。聖經說大災難要在他再來在地上建立天國之前。因此被提和主再來

至少有七年的分隔。 

「早期的基督徒相信主再來是「近了」或「就在眼前」，這表示他們完全相信在很短的時

間內會發生 -- 但不是必定。」[246] 

「迫近」意味可能很快發生，但不是必要發生。」[247] 

基督即將回來的概念和新約教導他廹切到來的事實，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災前被提的觀點

最適合新約對基督即將來臨的教導。這是唯一可以誠實地說，基督隨時會來，因為只有它

單獨教導，基督會在但以理書九章的七十個七之前來提教會, 或災難時期之前, 來他再來

之前沒有必須發生的事了。[248] 

雅各描寫耶穌（法官）安祥地站在天堂門口，歡迎信徒到他天上寶座前。祂「近了」（隨

時）返回的昐望應該大力也激勵我們耐心和犧牲性地活在當下。 

 

     2. 忍耐的例子 5:10-11 

5:10              任何一位希伯來先知都是忍耐的例子  (參 1:4)。 

 

5:11                 約伯不常有耐心，卻決定忍受一切可能降臨的，因為他等待神澄清他痛

苦之謎（參約 . 13:10,15;16:19-21;19:25). 。 在 7-10 節， 雅 各勸告用「耐心」

makrothymia 去抑制而不報復。這裡，他主張用「恆心」（hypomone）渡過困難（參

1:3; 來 11:25）。 



約伯在試煉結束後（神的作為），得了豐厚的獎賞。我們看到神的「惻隱」和「憐憫」，

尤其是在約伯經驗的末了，雖然神很已顯出這些特性。約伯決定繼續過信心生活，即使他

被誘惑離開神的旨意（參 1:2-4）。 （新約唯一引用約伯的經文） 

「雅各一直關心要幫助信徒克服因世界的不公而效法世界的傾向。世界的本質就是和神並

他的國度對立，一定會敵對神的子民。但是，如果真理掌握住子民的心，他們就能不用世

俗的反應去克服世俗的精神。」[249] 

 

3. 忍耐的證據 5:12 

髒話是不耐心的證據。 

「雅各的意思是，困難和患難中常見的表現，就是妄稱神的名, 使用爆炸性言詞和急燥不

敬的宣誓。」[250] 

當我們不耐煩，失去自我控制，往往會說出不該說的話。這些包括髒話，濫用主的名，呼

天喊地  --- 去確認我們說的是真話（太 5:33-37）。 

「 馬太和雅各明顯地在說一般談話中的宣誓 -- 不是正規法庭宣誓的誓言 (參詩 110:4; 林

後 1:23; 加 1:20)。」[251] 

「猶太人謹慎於不褻瀆，避免神的名諱，不認為犯這種罪，就像今天基督徒使用的「虔誠

的誓言」，卻是違反耶穌所禁止的。」[252] 

這裏討論的不是使用髒話。 

雅各的智語是: 我們不應該用宣誓去證明「這次我是說真的」！相反，我們應該「常常說

真的。」[253] 

「 每 句 話 應 是 完 全 值 得 信 賴 的 簽 署 文 件 ， 法 律 上 正 確 和 完 全 。 」 [254]  

雅各看到富人不當行為問題的根源，往往因拒絕或忘記神啟示的未來, 而導致不耐煩。未

來的知識，神已經在聖經中透露，直接應用到日常生活。這應該影響我們對金錢和事物的

看法。 

 

C. 正確的行動 5:13-18 

「雅各鼓勵讀者禱告，也要有耐心，能夠克服活在當下和停止信心生活的誘惑。雅各不僅

用試探開始和結束，也用祈禱作管理試探的工具和方法的開始（1:5-8）和結束（5:13-

18）。」[255] 

1.得釋放的方法 5:13  

向神祈禱，不是褻瀆，是憂傷的出口; 這憂傷是正在耐心忍受的痛苦造成的。 



「雅各本節強調祈禱, 因為少有事情比禱告更能有效地鞏固毅力。他最後分析有毅力的生

活也是祈禱的生活。」[256] 

正確表達喜悅的方法是讚美神（歌頌），不是說髒話。 

 

2.  幫助的配方 5:14-16 

雅各突然說疾病並不奇怪。 他指出基督徒離開了神的旨意, 就會走上若非改正就會走上肉

身不期而死的路程(1:15, 21; 5:20)。屬靈軟弱包括身聽病症也會從有罪的生活而來。雅各

在 14-20 節指示如何處理這些弊端。 

屬靈軟弱和身聽病症通常發生在病人最艱難的時間 (如 約伯）。 

用油膏抹是雅各時代相當於使用藥物（提前 5:23）。 

「古代的油看為有高度治療的功能。」（賽 1:16; 路 10:34）[257] 

「油」使人舒適性的功能多於真正治療重病，但人當作藥物飲用和塗抹。「用油塗抹」在

希臘文是指塗抹藥材，不是宗教禮儀的塗抹 [258]。雅各用 aleiphein（擦）不是用 

chriein（膏）。前字是俗用常用詞，指的是各種摩擦，後字是「神聖和宗教性」用來形

容宗教儀式。[259] 

雅各指示，基督徒屬靈或身體軟弱的時候，應該問（請求）教會的「長老」來為他們「祈

禱」服待, 以耶穌的名（即作為耶穌的僕人）「膏抹」他們 [260]。今天多少的基督徒進

了醫院，卻沒有請求教會的長老前來為他們祈禱。更常見的是簡單地發出祈禱短訊請求朋

友和同事或教會會員為他們祈禱。 

“祈禱是長老兩項任務中更重要的一項。「祈禱」是主要動詞，「膏抹」是分詞 (形容)。

而且全段強調的是祈禱。所以膏抹是次要的。[261] 

病者或疲累的人「召喚長老」的事實給了這個人的病與某種屬靈狀態有關的線索。15 節

證明了這情况。.今天的醫生通常提供醫療程序。長老們需要處理影響病人的精神因素(如

果有的話)，因為他們有對羊群（來 13:17）屬靈益處的責任。在此文義下，雅各所看的

是有屬靈根源的疾病。其實，所有的疾病是都可追溯至「墜落」，雖然不是所有的罪都能

追溯到某項具體的罪（約 9:3）。 

我們的大兒子，丹尼爾，小時候患了非常嚴重的疾病。他被緊急送去丹佛兒童醫院，照顧

他的是一位優秀的兒科醫生也是一位堅定的基督徒。當我和妻，吉恩，站在氧氣帳的旁邊

醫生和我們分享了一些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忠告。 

他說:「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丹得到最好的藥物。現在，我們必須交托他給上帝。」他繼

續說:「我找到治愈的最佳組合是够量的青黴素和祈禱。」[262] 



有趣的是，雅各沒有叫他的讀者呼喚有醫治恩賜的人。顯然這樣的人很少見，即使是早期

雅各時代的教會。 

「也許這種治療提醒病人聖靈的力量，這是舊約中「膏抹」的標誌。」[263] 

「用擦 (Aleiphein) 字不用膏 (chrieinc) 字, 可能是選擇通用的字眼, 但仍有膏抹只是象徵

性的意思。」[264] 

這節經文是羅馬天主教「極端膏抹」的教義基礎（替臨終的人抹油去得到神的賞賜）。

[265]這做法始於第八世紀。[266] 

 

5:15                             

「决定上一節「抹油」究竟指是什麼的困難, 不應該讓我們忽略 13-18 節的重點，就是祈

禱。是祈禱不是抹油醫治了病人。[267] 

「長老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原文 sosei 字意是「拯救」,  「使(病人)好」;參太

9:21-22; 可 6:56）。原文 egerei 是 「振興」「扶起, 抬起」）。 「出於信心」指相信

神力量的信心 ，如果是神的旨意, 必得醫治（太 8:1-13; 可 5:35-42）。同樣，「主必叫

他好起來」(康復)，如果這是他的意志（約 14:13; 約一 5:14）。 

「藥不治病，它幫助自然界（上帝）去做。醫生配合自然界的上帝。」[268] 

富蘭克林據稱說: 「神醫治，醫生收費」。 

沒有聖經依據說有信心的祈禱後，事情必會發生。這因為祈禱而發生是流行的看沒法。

（參 1:5-6; 林後 12:7-10）。信心必要有上帝或所相信對像的承諾才能有效。 

「信心的祈禱，就是相信上帝, 並出於對他的委身。因為只有這樣的禱告才有效。」[269] 

有的認為這是特殊的信心，上帝保證是他的旨意來醫治（林前 12:9）[270]。不過， 雅各

似乎說的是對神簡單的信心。 

如果患者犯了某些罪，而造成目前的情況，雅各補充說，上帝會原諒那些罪。原諒要發生

在罪人向神認罪之後（約一 1:9;太 6:12）。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犯罪的直接結果（參 約

9:1-3）。 

「雅各的觀點很簡單，就是兩者(病和罪)既然相連, 就當一併處理。」[271] 

 

5:16                 由於罪帶來的精神和肉體的疾病，信徒應該彼此認罪（私下）。此外，

他們應該“彼此代禱」上帝就可以醫治他們（包括精神和肉體）。 

「這裡有許多未表達的假定。」[272] 



「雅各假定這些事實，我相信，與聖經作者其他地方有關祈禱的啟示給是一致的。」

[273] 

「古人認為罪和病在一起，所以要為病人的祈禱有功效, 認罪是必須的。不僅對長老（或

其他傳道人) 認罪 ，也要彼此認罪，那就是，向得罪了的人。」[274] 

夫妻需要在家裏營造高透明度的氣氛（西 3:12-13）。對配得偶要完全接納（約 4:18）。

我們還需要有不斷饒恕的態度（弗 4:31-32）。配偶應該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情緒，沒有保

留或放棄。這涉及到承認我們的情緒，解釋和描述感受，分享我們的感受不論配偶的反應。 

以下是改善表達情緒的一些建議。實習和你的伴侶分享情緒。找一個透明的模式(他或她)

來學習。閱讀詩篇看詩人如何表達他們的情緒。背誦有關自己困難的箴言選句。注重溝通

的專題。分享歡笑。[275] 

「我們絕不能認罪超出罪的影響力圈子。私人的罪要私人表白; 公開的罪要公開承認。基

督徒認罪不應該像晾衣服，這樣的「認罪」可能弊大於罪。」[276] 

「也許需要交代的罪是忠實耐力的空檔，雅各全書所警告的。」[277] 

「難道向弟兄認罪是神的法它？不，認罪不是法定，這是讓罪人得到上帝的幫助。可能一

個人靠著神的恩典可以突破到有確定，新的生活，十字架，和友誼，而不需要向弟兄認罪。

一個人也可能永不知道什麼叫懷疑自己得到赦免和認罪的絕望，他也許私下向神懺悔一相。

我們是為那些沒有這確定的人說的。馬丁路德本人就相信沒有彼此認罪的基督徒生活是不

可思議的。在「大問答」中，他說:「因此，我勸基督徒要認罪。那些盡力追求和努力，

卻無法得到交誼的喜悅，十字架，新的生活，和上帝所給「彼此認罪」後的祝福。懺悔是

基督徒的自由。誰能拒絕而沒有損失，上帝認為是提供幫助前的必要？」[278] 

「告解」(auricular confession) 不是羅馬教會的規定, 直到 1215 年諾森三世主特的拉特

蘭大會普遍設立強制性甚至，下令每個成年人應該每年向神父「告解」一次。所有其他教

會認罪仍然是選項。[279] 

「義人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可以解救別人的精神和肉體，以利亞的祈禱就證明了

（17-18 節）。本節的「義人」是承認自己的罪並獲得寬恕的人。 

「祈禱有力量的原因只有一個。它是我們借助神力量的法則。」[280] 

「雅各顯然實行自已傳講的禱告。尤西比烏斯(Eusebius)，早期教會的歷史學家引用經學

家哈格斯拍斯 (Hegesippus)，敘述雅各的真確事績:「他有獨自進入聖殿的習慣，常看到

他跪下為百姓代禱求，因此他的膝蓋堅硬如駱駝，是他習慣跪在上帝面前懇求的结果。」

“[281] 



「雅各書 5:13-16 的真理適用於今天的信徒。雅各不是討論一般的病，不一定是醫生不

能治的重病。他說的是不義的行為引起的病。雅各沒有寫給基督徒明確治病的方法。本段

揭示了上帝在早期教會對付他不喜悅事情的方式。文中說到得罪上帝的人，尤其是用舌頭

犯罪的人。如果今天教會的人看重這段經文，必會有顯著的效果，就像當年以利亞的禱告。

當基督徒認出有罪的態度和錯誤的行為又轉向神，結果是蒙寬恕得復興。特別在因犯罪而

得病的個案中，可以得醫治。」[282] 

沒有所謂「非屬靈的治療」。當阿司匹林生效，那是神使它生效; 當醫生設置斷肢和碎骨，

是神使它合口。每一樣好的禮物都來自上面！。沒有任何情况是基督徒找醫生而不找神。

“[283] 

 

3.  禱告的能力 5:17-18 

雅各用以利亞為例說明禱告的力量，（王上 17:1; 18:1, 41-45）。基於以利亞收到不平

常的答案，雅各提醒聽眾先知只是一個普通人（與我們一樣性情）。 

「重點不在於以利亞特別熱切的祈禱, 他只是祈禱而已。」[284] 

「懇切禱告」的字面意思是「用祈禱來祈禱」。這節經文不是呼籲熱切的祈禱而要有祈禱

時段（書 4:16）。 「義人祈禱...大有功效」。因此，祈禱蒙應允是每個信徒都可以得到

的（路 11:9-13）。但是，正如前面所說，雅各耶穌和說的「義」指有正確的行為。 

因為他的祈禱，以利亞影響了上帝施行他的法令[285]。即使今天上帝也讓我們通過祈禱

去影響他（在他掌控事件中），以及在他旨意中的某些範圍。範圍之一是他如何對待離開

他旨意的基督徒。 

「....以利亞自信大膽地向耶和華請願，因為他意識到他的請求附合上帝的旨意。他自信地

堅持求雨（王上 18:42-44）, 因他知道神曾答應賜雨（王上 18:2），他能堅心祈禱，因

為知道他的請求與上帝所表達的意願和諧。 
「知道神的旨意是有效祈禱確定的基礎。」(約一 5:14) 
「聖經教導禱告是與神同工的一定途徑，這完全符合他恩慈的神性。神渴望信托他的兒子，也讓

他們分享他旨意的成就。祈禱的應允在世事的安排有明確的地位。他故意安排讓相信的兒女們可

以，並邀請, 在通過代禱完成救贖人類的旨意上有份。聖經充滿了上帝國度透過應允子民的祈禱來

推動的圖書畫。」[286] 

「以利亞的例子就是通過祈禱和順服神的旨意去得到和平解決的方案。」[287] 

一位作家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認為雅各 5:13-18 不是指一般的治療，是針對沮喪和抑鬱

[288]。希臘文的「病」（14-15 節）和「醫治」（16 節）可以這樣翻譯。我認為根據上



下文應該採用一般的譯法。上下文沒有任何限於心理狀況的醫治。我相信雅各用病人去證

明祈禱可以有的功效。為了鼓勵他的讀者為那些因罪而得病的人。他更鼓勵他們忍耐不是

活在當下。 

 

VII. 回到信心的生活 5:19-20 

雅各結束了本大段和全書，解釋犯錯的弟兄如何返回到與神相交，恢復信心的生活。這些

教導是雅各在第 5 章解釋過的，不過也指引人回頭的路 --凡是雅各在本書中說到錯失跌

倒的人。 

5:19 本節也聯在雅各剛剛說過禱告的特權和義務。信徒（你們中間），不只是長老，可

以幫助弟兄回到正確的道路（14 節; 參結 33:1-9）。 

「以前和現在的人都很容易離開真理的基督引入歧途。」[289] 

 

5:20              「救靈魂不死」是背道犯了許多罪過者的靈魂。”也許我們應該明白這裏, 

和雅各書信其他地方, 的「靈魂」代表整個人（1:21）[290]。「死」是人身暫時的毀滅，

不是他或她永恆的詛咒（林前 3:15; 約一 5:16）。恢復的犯罪信徒的懺悔使罪過得「遮

蓋」(寬恕)。寬恕的描述可以追溯到舊約聖經作者的筆法，描述用遮蓋代表赦罪。雅各這

種用法是可以理解的，他是猶太人又主要是寫給其他的猶太信徒（1:1; 太 7:1-5; 加 6:1-

5）。他的描述和其他新約經文有關寬恕的啟示並無衝突。 

這封書信講到五個實際的問題。每一個成熟與否的信徒，想過信心生活的時候都會遇到。

作為熟練的醫生，雅各不僅發現問題，更發現了來源，指出複雜的因素，配下療程去克服

--從他的讀者越來越靈性成熟的觀點。問題的本身和雅各處理的方法，說明本書在教會歷

史上的普及和事奉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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