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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Gombis博士，加拉太书，第 3 节， 

加拉太书 1:11-2:10 
© 2024 蒂姆·冈比斯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蒂姆·贡比斯博士对《加拉太书》的讲解。这是关于《加拉太书》1:11-2:1

0 的第三节课。 

 

欢迎来到关于《加拉太书》的第三堂课。在本堂课中，我将讲解《加拉太书》

1.11 至 2.10，这实际上包括从 1.11 到第 1 章末尾的两段文字。保罗报告了

他自己的福音表现。他确实阐述了他的福音的神圣起源，但我喜欢把它看作是

保罗如何表现福音。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福音如何表现保罗。 

 

因为他想要表达的是，他的生活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的启示。他的生活基本上就

是福音的描绘。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加拉太的听众理解福音如何进入他们的社

区，撼动一切，重新安排一切。 

 

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其次，在 2:1 到 2:10 中，保罗谈到了他第一

次访问耶路撒冷，那里的情况，以及他与所谓的耶路撒冷支柱的关系，这些支

柱对加拉太社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所以，我们先看看第 1 章第 11 至 24 节。 

 

正如我所说，保罗福音的神圣起源，或者我喜欢称之为保罗的福音表现。保罗

在这里的修辞有两个层面。实际上，从表面上看，保罗在这一部分中阐明或捍

卫了他的福音和使徒事工的神圣起源。 

 

保罗的使徒使命并非凭空捏造。他接受了上帝的召唤，这就是他做这些事的原

因。他希望加拉太人明白这一点。 

 

此外，保罗还将详细阐述他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践行福音的。也就是说，当你回

顾保罗在接受福音呼召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时，你会发现他与犹太传统有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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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种关系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产生了某些结果。现在，它产生了截然

不同的影响，我们将看到这些影响如何展开。 

 

所以，他讲述的是自己的人生故事，因为这是福音的结果。他的生活已成为福

音的结果。本节从第 11 节开始，有三个连续的句子，每个句子都以连词开

头。 

 

第四节连词。现在，当你看到这样的连词时，通常在我的圣经课上，我会谈论

连词的奇妙和荣耀。现在我不会用这些来烦你。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连续的四个时，它们在起作用。保罗通常是在解释某事，或

者他在阐述他所作陈述的逻辑，或者他在阐述某事，或者他在为他所作的断言

提供依据。这有点不寻常，因为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三个连续的陈述。 

 

在第 11 节中，他说，我要你们知道，我的福音不是来自人。然后，第 12 节

说，因为它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第 13 节说，因为你们听说过我以前

在犹太教的生活方式。 
 

现在，第一条和第二条陈述之间的联系是相互支持的。也就是说，保罗正在为

他的主张提供依据。所以，在第 11 节中，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

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第四，我的意思是，我在这里给你证据：我不是从人那里领受的，也不是人教

导我的，而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中领受的。然后，第二个四，即第 13 节中的

四，第二个联系，将会详尽阐述。所以，在第 13 节中，保罗说了第四，你们

听说过我以前在犹太教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等等。 

 

因此，他在第 11 节中宣称，我希望你们知道，我的福音不是根据人的意愿，

因为它有神圣的起源。现在，让我详细说明一下。现在，这就是我的意思。 

 

我要继续解释我的生活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或者我应该说我的使徒事工

如何成为耶稣基督启示的结果。回到我们对启示的讨论，这不一定是新信息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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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拉太书中，启示更像是对当今世界秩序的某种彻底的入侵，并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因此，人们的生活继续，保罗的生活也继续，而保罗的生活却被彻底

打断了。这几乎就像天堂被打开了，耶稣基督通过他的精神伸手抓住了保罗的

生活，并戏剧性地扭转了局面。 

 

在他被逮捕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整个人生方向

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他的生活方向是由人类领域中的各种社会动态

决定的，而现在，他的生活方向则由来自这个新创造领域的一套全新的动态决

定。 
 

因为那是基督为主的领域，也是保罗现在生活的领域。那么，福音如何改变了

保罗的生活呢？让我们看看这种差异的维度。保罗谈到了他以前在犹太教中的

生活。 
 

犹太教中这种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我只想在这里澄清一下。

当保罗谈到他在犹太教中所从事的生活方式时，这与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宗教犹

太教不同。保罗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但当他使用这个表达方式，即他

以前在犹太教中的生活方式时，他指的是犹太人中热衷于犹太人生活纯洁性、

以色列纯洁性的一个分支群体。 

 

他谈论的是致力于让所有希腊化影响都不受干扰的群体，他们试图清除犹太人

生活中的纯洁性，使其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所以，他谈论的其实是，我不

想使用激进犹太教这个词，而是热情、狂热的犹太教，这将是这个宗教社区、

犹太社区内部的一场运动，它将确保上帝保佑这个社区。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

在犹太教中进步的犹太人。 

 

他参与了这种激烈、狂热、胁迫、热情的活动。他们最终攫取了权力，推动了

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议程。现在，作为这种团体的一部分，他在那种团体中

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所做的事情的一些特点。这种生活的特

点是什么？你们听说过我以前所沉迷的生活方式。 

 

我过去如何极力迫害上帝的教会并试图摧毁它，这真是太神奇了。想想保罗，

作为这个热衷于以色列的纯洁和祝福的社区的一员，他认为自己实际上会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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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并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与上帝作对，试图摧毁上帝在地

球上的工作。他说他在犹太教方面比他的同时代人进步，所以他比其他所有人

都更热心，他实际上还说，他对我的祖先传统更加热心。 

 

我认为有趣的是，保罗并没有说他热爱上帝，他没有热爱圣经，他没有热爱上

帝的荣耀。他忠于传统，他忠于他的团体会告诉自己的所有生活方式、教义和

知识体系，我们忠于这一点，这确保了我们对圣经的忠诚，或者我们忠于这一

点，这实际上是我们对上帝的忠诚的具体体现。如此忠诚是很容易的；任何对

上帝充满热情的人都很容易认为他们对上帝的热情是对上帝的热情，但实际

上，这可能是对过去对上帝的热情所体现的继承方式的热情。 

 

宗教团体中的小团体需要始终扪心自问，他们是忠于传统还是忠于上帝。但保

罗生活的一切，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的模样。这是控制，对控制的热情，一种

通过旧有的继承模式塑造上帝在地球上的现实的热情。 

 

保罗试图将上帝子民的形象融入公认的文化期望中。他基本上是试图驯化上帝

的工作。现在，保罗不会想到这就是他所做的，但回头看，他可以看到他实际

上就是这么做的。 

 

但所有这些的修辞效果，即保罗在犹太教中前进，迫害上帝的教会，试图摧毁

它，热衷于祖先的传统，这一切的修辞效果是，他在这种犹太教中的卓越表现

实际上是在与上帝的旨意作斗争，这对保罗来说会是震惊的。皈依后的保罗明

白，这实际上就是他的追求。好吧，在这种人生追求中，保罗身上出现了上帝

之子的启示，这是第 15 节中非常有趣的表达方式。 

 

但当他从我母亲的子宫里将我分开，并通过他的恩典召唤我时，他很高兴在我

身上显露他的儿子。这就是我说这种转变是上帝的表现，是保罗福音的表现，

因为从皈依前的保罗到皈依后的保罗的转变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在那个

转变的生命中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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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上帝在保罗身上启示他的儿子的这个表述苦苦思索了很久。我曾想过，第 

16 节中关于“在我身上”的这个表述是否可以更好地翻译为上帝向我启示他的

儿子。对我来说，这似乎更有意义。 

 

但我逐渐意识到，启示实际上是发生在保罗内心的启示。我应该说是在保罗身

上。现在，这并不是我们所有人心中都有耶稣，或者保罗心中都有耶稣的内在

意义。 

 

他说的是，他的身体基本上是一个场所，曾经体现了保罗祖先传统的荣耀。现

在它是基督的荣耀。他的身体是一个场所，他的生命是一个场所，已被耶稣基

督接管，现在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让我们看看保罗皈依后的生活，看看他提到的一些方面，看看这个启示到底是

什么样子。我们在第 15 节中看到了上帝对保罗的呼唤。上帝通过他的恩典召

唤了我，并很高兴在我身上揭示他的儿子。 

 

保罗的启示涉及在万国中传播福音的使命。现在，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戏剧性

的逆转。请记住，他在犹太教中的进步是国家中一小群孤立、热情、热心的

人，他们保持纯洁，不受各种外国文化影响的污染，并希望成为净化国家其他

地区的代理人，使其免受所有外国影响。 
 

因为以色列境外是什么？罪人！那是上帝审判的地方。现在保罗已经被上帝召

唤，他将在他的身体里显现耶稣，这将成为他向各国传福音的一部分。所以，

想想那个转变吧。 

 

致力于一个狭隘的议程，该议程排斥国家，现在向国家传播福音。这就是耶稣

基督的启示。想想这对跨越国界的众多关系的影响。 

 

基督徒如何看待其他种族的人？我们如何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如何看待当

代关于移民的争论？外侨、非法移民、合法移民。基督徒如何看待所有这些问

题？如果是这样，耶稣基督对保罗的启示就涉及到他为上帝改变他对国际舞台

上人们的看法。这就是这种转变和启示对保罗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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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这个语境中展开的实际动词时，当这件事发生时，当上帝乐意将他的

儿子启示在我身上时，这就是保罗所做或没有做的事情。他没有立即与血肉之

躯商量。非常有趣。 
 

想想这句话的修辞效果。他没有立即与血肉之躯商议。保罗没有立即去耶路撒

冷与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交谈。 

 

所以，他把耶路撒冷和人类的建筑联系起来了。从修辞上来说，非常有趣。非

常微妙。 
 

保罗还说，我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人。所以，我应该把地

图放回这里，但如果你想想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而他在大马士革，他等了三

年才下到耶路撒冷。如果你只考虑地理运动和加拉太的问题，他们受到耶路撒

冷教会的影响，耶路撒冷教会基本上试图让加拉太基督徒的生活以耶路撒冷为

中心，以犹太教的支柱为中心。 

 

保罗想说的是，上帝并没有被禁锢在耶路撒冷。福音关乎万国。上帝爱耶路撒

冷、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土地，他爱罗马、阿拉伯、埃及。 

 

上帝通过基督的救赎工作是国际性的，保罗的生活就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所

以，当他被改变，当耶稣的一部分在保罗身上显现时，他没有必要急着去耶路

撒冷，因为那不是上帝新工作的中心。相反，他留在那里，他去了阿拉伯，然

后再次回到大马士革。 

 

我认为保罗所说的阿拉伯只是指叙利亚。他并没有去沙漠，但我认为保罗使用

阿拉伯这个词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对听众，对加拉太的犹太基督徒听众更具煽动

性。再说一次，福音的地理工作不是围绕耶路撒冷进行的。 

 

一切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以前，保罗的生活完全围绕着耶路撒冷和犹太教

的净化，而现在，他的生活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保罗确实提到过，有一

次，他去了耶路撒冷。 
 

那是他皈依基督教三年之后的事了（见第 18 节）。三年后，我去耶路撒冷结

识了矶法，和他在一起住了 15 天。我只在那里呆了三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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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我只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三年后，他才去了耶路撒冷的中心。第 19 

和 20 节很有趣，保罗说，除了主的兄弟詹姆斯，我没有见过其他使徒。 

 

现在，在我写给你的信中，我在上帝面前向你保证我没有撒谎。似乎第 19 和 

20 节之所以出现在那里，是因为这些煽动者、传教士的老师，无论你怎么称呼

他们，来自耶路撒冷的加拉太教师可能会说，你知道，保罗的福音是凭空捏造

的。他没有得到耶路撒冷领导层的授权，因为我们在那里时从未见过他。 

 

如果他被任命，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见到他。所以，保罗可以说，也许他需要

说，你知道，我只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我没有到处走动，你知道，参加一场

公关秀。好吧，保罗在第 21 节继续讲述他的表现，他说，然后我去了叙利亚

和基里西亚地区，再次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生活方向

不同。 
 

然而，回报是什么？保罗生命所导致的最终回报是什么？尽管他仍不为犹太教

会所见，但这些教会信奉基督，但他们一直在听。他曾经迫害过我们，现在却

在传扬他曾经试图摧毁的信仰，他们因我而荣耀上帝。基本上，在犹太，保罗

改变的生活和他在各国传福音的新使命导致犹太教会荣耀上帝。所以，保罗在

第一章第 11 至 24 节中所做的是双重的。 

 

他让加拉太的教师们措手不及。他解释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在解释他与耶路撒

冷教会的关系时，他采取了某种防御措施。 

 

但除此之外，这是从福音的角度对耶稣本人接管的生活的神学描述。对历史祖

先遗产的承诺，认为这种承诺也是对上帝的承诺，现在正转变为对福音的真正

承诺，甚至不是对福音的承诺，而是被福音接管，导致了国际事工。因此，狭

隘的关注、强制性的、对抗上帝的、国际犹太人和外邦人服务导致了上帝的荣

耀。 
 

保罗在这里的希望，就像他在许多书信中讲述个人经历一样，是他的读者会开

始思考，好吧，我们看到了保罗的转变，我们看到了福音对他生命的影响，这

就是福音应该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社区生活的典范。保罗希望加拉

太人成为一个非犹太基督徒社区，他们的生活不像教师希望的那样以犹太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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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而是以耶稣为中心，与耶路撒冷保持联系，但不是受耶路撒冷的影响。

所以，思考福音如何改变生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教训。 

 

生活不受旧世界和旧习惯的左右。保罗接受了传统，但他的生活却不受这些方

式左右。此外，社区生活和基督生活是响应上帝的启示而活，而不是响应人类

智慧而活。 
 

它不是由人类智慧引导的。当然，这样的生活会让听到这种转变的教会为上帝

带来荣耀。如果我们就此停下来，这也是我上加拉太书课时通常会做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来思考几个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些问题出现在保罗研究

的历史中，像加拉太书和新约中的其他一些文本，在过去 2000 年里，在教会

和基督徒中兴起的反犹太主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很不幸。 

 

但是，保罗是反犹太主义者吗？我们能说加拉太书，尤其是保罗在第一章中所

说的一些话，是反犹太言论吗？它们是否流露出反犹太情绪？我不得不说，我

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说保罗在这里是反犹太主义者，原因有几

个。首先，保罗并不是在谈论犹太教以前的生活方式。 

 

请记住，犹太教的用法与马加比文献中的用法非常相似，指的是一群热衷于净

化犹太人生活的犹太人。我甚至不想说犹太教，因为它不被认为是一种宗教，

但他们热衷于更新和净化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保罗在《罗马书》第 9 章中说，

他对肉身同胞流露出一种心碎的爱。他认为，以前对净化他的人民的热情是错

误的，这就是他所远离的。 

 

这里没有反犹太的言论。此外，他想说的是，他的生活不再以耶路撒冷为导向

和主宰。他的地理定位点并不从耶路撒冷出发。 

 

然而，他确实去了那里。他想与耶路撒冷的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当我

们阅读加拉太书时，我们可能会再次回顾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这段文字没有任何反犹太色彩。好吧，让我们继续思考一下《加

拉太书》第 2 章第 1 至 10 节的内容。实际上，在我这样做之前，让我在这

里稍微退一步，将其放入启示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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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想我刚才在上一堂课的幻灯片中使用的框架，我有一个这样的场

景，我们生活在时代的交叉点。我说过，这确实是当今的邪恶时代。我会尽量

写出来，这样你就能明白我在这里实际上写了什么。 

 

我们可以说这是旧人性，这是保罗在别处使用的语言。这就是我们被十字架拯

救出来的东西。教会被十字架拯救出来，脱离了这个宇宙领域，而十字架是上

帝创造这个新领域、宇宙存在模式的新创造的手段。 

 

当十字架夺走我们的生命时，十字架就是将我们带入这个新存在境界的手段。

保罗在他的大多数书信中谈到这种动态时，他的目的，以及他在加拉太书中谈

到的，保罗的目的是让他的社区完全以他们作为新造物居民的身份为导向，而

不是以他们与当前邪恶时代的持续联系为导向。保罗确实认识到，教会生活在

这种时代交叠的生活中。 

 

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想看到的是他生活在那个他称之为犹太教的分支群体中。

在我看来，他所处的生活方式完全受当今邪恶时代的引导。现在，我认为这也

是我们可以说保罗的言论不是反犹太的另一种方式。 

 

他热爱并感激自己的犹太血统，但他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小团体，这是一种违背

上帝旨意的生活方式。这不一定是教义问题，而是生活取向问题，因为这是一

种强制性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权力攫取。 

 

这是权力的追求。这使他与他人对抗。有趣的是，他谈到他如何超越许多同时

代人，因为他与他人竞争。 

 

在这个领域中，生活充满了破坏的动力、权力的动力和破坏性的竞争的动力。

它使保罗建立了一种身份，他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其他人需要模仿他和他的

成就或其他什么。 
 

当保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进入这个新造物时代时，所有这些都被废除了，他

现在采取了一种爱他人、服务、谦卑、居住在基督之死中的方式。事实上，他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保罗的生活如何才能像十字架一样。当保罗过着一种权力

委托、权力臣服、服务他人、爱他人、居住在十字架上的生活时，当他过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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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十字架形的生活时，那种生活会产生更多的复活力量。那种生活会产生上帝

同在的祝福。 
 

保罗希望他的社区知道，当你过着被十字架塑造的生活，当你拥有被十字架塑

造的身份时，你会在社区中享受到更多的复活力量，带来更新、恢复、救赎、

团结、共同欢乐和对上帝的荣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特别是在教会中，作

为基督徒，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要松散地控制潜入基督教存在的制度方

面。宗派忠诚、教义传统忠诚、我的教会、我的机构、我的神学院、我的神学

取向。 
 

我很容易对较大的基督教会中的某个小团体产生忠诚和热情，然后根据我对该

小团体的忠诚来构建我的身份。我认为我对教派的热情反映了我对上帝的爱，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招致上帝更多的祝福。要知道，机构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

和欢乐，但如果我们不正确地对待它们，它们也可能成为当今邪恶时代动态的

推动者。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身份真正地由十字架塑造，这样当我看到其他教派的人

时，我该如何看待他们？基督里的兄弟姐妹、姐妹、基督里的兄弟、事工伙

伴、我可以寻求祝福并被祝福的邻居。这些是看待机构的不同方式，也许是我

的教派忠诚度，也许是我在神学上与我意见不同的其他人中如何看待自己。想

想这些不同的姿态，保罗是如何成为一种对他人采取破坏性姿态的典型例子，

以及对他人的姿态如何可以更有成效。 

 

那么，我们继续讨论加拉太书 2 章 1 至 10 节。在这里，保罗将谈论他的福

音和使徒使命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上帝。这尤其与他与耶路撒冷领导层的关

系有关。 
 

首先，让我们谈谈巴拿巴和保罗，以及他们如何把提多带到耶路撒冷作为福音

的试验案例。保罗再次叙述，他正在叙述这个转变的故事。他说，除了 14 年

的间隔外，他没有再上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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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巴拿巴一起去，还带着提多。这又很有趣，因为保罗在第 2 节说，“我上

那里只是因为启示。”我上那里是因为启示。所以保罗再次将他的新生活叙事

描绘为对上帝话语的不断回应。 

 

所以，如果你反对保罗的福音，或者他们来自加拉太，那就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的问题，而不是保罗的使徒问题，你知道，保罗是使徒的问题。所以，他为了

回应启示而前往耶路撒冷，他去那里向耶路撒冷的领袖们提交他的福音。现

在，这不是保罗向耶路撒冷的领袖们提交他的福音，以获得他们对他所传讲内

容的认可。 

 

正如他在其他地方谈到的那样，他知道他的使徒使命和福音的传播是来自上帝

的启示。这不是问题。他的福音不是从人那里得到的。 

 

他从神那里得到了福音。然而，保罗确实提到，他把福音交给他们，是因为担

心我可能白白奔跑或曾经白白奔跑。这并不是说，担心我传的福音全都错了。 

 

他想要做的是确保他的使徒布道能够使犹太教会和非犹太教会统一起来。他

说，这将使基督成为一个整体，他不想看到他的福音事工导致基督教会分裂。

所以，如果他的事工和耶路撒冷领袖的事工之间持续存在这种分歧，那他就白

费力气了。 

 

保罗在第 3-5 节中提到，他们有压力要求提多接受割礼。因此，他们把提多带

到耶路撒冷，作为试验案例。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耶路撒冷领导层会如何看

待这个外邦人呢？好吧，耶路撒冷的支柱并没有向他施加压力。 

 

在这里，他想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其他领袖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没有施加

压力让提多接受割礼。因此，保罗和耶路撒冷的领导层意见完全一致。 

 

然而，一些假弟兄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这些向保罗和巴拿巴施压，要提多受割

礼的假弟兄是谁？这些人很可能是犹太人，也是基督徒，他们和之前去安提阿

并给耶路撒冷议会制造麻烦的人是同一伙人。他们可能和去加拉太并在加拉太

制造麻烦的传教士是同一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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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称他们为假弟兄，保罗这样称呼他们，是相当严重的。这是因为保罗因为

这种情况而非常恼火吗？我不确定我是否想对此发表看法。这只是一个相当严

重的指控，保罗对那些与他想法不同的人说的话相当严重。 

 

但是保罗在第 14 节中提到了福音的真理。他说的话非常有趣，但是当我看到

他们不直接对待福音的真理时，福音的真理，这导致他与彼得的对峙，他在第 

14 节中称彼得为矶法。福音的真理。 

 

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保罗在谈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联合成一个大家庭

时，非常具体地提到了福音的真理。因此，福音的真理与上帝在基督里建立一

个多民族、多国家的人民非常具体有关。再说一遍，回到当代意义，基督教会

不能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正在考虑福音与种族分化、移民问题、种族多样

性、种族紧张、种族主义等问题有何关联。 

 

基督教会不能只是停留在思考层面。基督教会必须认识到福音的真理与所有这

些问题息息相关。因为保罗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当我们不理解上帝正在创造这个多民族的民族，而我们优先考虑一个群体而不

是其他群体时，保罗认为这是一个与福音真理有关的问题。看到这一点后，保

罗基本上是面对彼得说，对不起，我在这里失去了我的位置。回到第 5 节，保

罗说，这些假兄弟巴拿巴和保罗，连一小时也不顺服他们，以便福音的真理可

以留在你们身边。 

 

这就是我要说的。当他在第 5 节中提到福音的真理时，第 14 节中又重复了福

音的真理。他们一小时也没有屈服于他们，以便福音的真理可以留在你们身

边。 

 

所以，保罗把耶路撒冷的冲突和加拉太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如果保罗和巴拿巴

在耶路撒冷与提多的冲突中屈服，那就表明福音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必须

是犹太人，你必须受割礼。 

 

根据摩西律法，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不能停留在原有的状态。你必须是

犹太人才能得救。保罗认为这是与种族差异有关的福音真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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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反对让提多受割礼，这有点有趣，因为在另一个背景下，保罗让提

摩太受割礼。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使徒行传 16 章 1 至 3 节

中，保罗带提摩太作为他的传教伙伴，但前提是他受了割礼。为什么提摩太受

了割礼，而提多却没有受割礼？嗯，在我看来，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是因为他

是犹太人，如果保罗带提摩太去传教，那将是一种冒犯。 

 

人们会因为提摩太不接受割礼而感到不快。这是传道的问题。这需要完全诚实

和尊重；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他反对让提多受割礼，因为如果提多受割礼，那就是对十字架的冒犯。上帝

只基于对基督的信仰而接纳其他人，而不参考摩西律法，这是冒犯。这会冒犯

犹太基督徒，也是对福音的冒犯。 

 

包容，彻底包容那些与我不同的人，那些我过去一直视为罪人的人。这就是提

摩太受割礼的原因。这是事工智慧的问题。 

 

提多没有受割礼，因为这是违反福音的问题。所以，转到第 2 章第 6 至 10 

节，保罗现在提到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如何采取行动来肯定保罗。这很有趣。 

 

保罗在这里称他们为柱石时，用了一些略带讽刺的语言。但那些享有盛誉的

人，那些在第 6 节中享有盛誉的人，对我毫无贡献。他在第 9 节继续说，他

们就是那些享有盛誉的柱石。 

 

为什么保罗似乎以这种讽刺的方式谈论耶路撒冷的领导层？保罗是否对彼得、

雅各、约翰和其他耶路撒冷领导层表现出敌意？在我看来，我不这么认为。我

认为保罗想做的是稍微挖苦一下加拉太人，因为他知道他们有崇拜英雄的倾

向。这些志向远大、非常有趣、人脉广泛的人来自耶路撒冷教会，炫耀着他们

的资历，加拉太人正在接受这一点。 

 

这涉及到所有与形象有关的概念。所以，如果我看起来很有名气，如果我看起

来很有关系，也许我比那些没有关系的人更容易被人听取。保罗对他们进行了

一点嘲讽，这些大人物，这些来自耶路撒冷支柱的教师。 

 



14 

 

另一方面，保罗在与加拉太人交谈时，总是强调福音本身。他让自己越来越不

成问题，这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一种基于新创造现实、基于以十字架姿态开展

事工的事工模式。值得思考。 

 

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中有很多事工模式的例子，这些模式是由腐败的思维方

式和腐败的姿态塑造的。它们来自当今邪恶的时代，我们倾向于根据人们的资

历、个人魅力和成就来尊重他们。这不是保罗对事工的思考方式。 

 

无论如何，保罗不是在批评耶路撒冷的领袖，而是在讽刺加拉太人，他们可能

倾向于屈服于资格认证而不是福音的真理。但保罗说，这些耶路撒冷的支柱对

我毫无帮助。这是肯定的。 

 

他们没有为我做任何贡献，相反，他们看到我被托付给未受割礼之人的福音真

理，就像彼得被托付给受割礼之人一样，他们认识到赐给我的恩典，就向我伸

出了右手，表示与我相交。所以，这是基于对上帝工作的认可而做出的肯定，

这很有趣。我试图在第 9 节中看到“认可”。 

 

识别，或者我应该说看到，常常是末日的预兆词。所以，参与末日的人是预言

家。他们有智慧。 

 

他们有洞察力。通常，知识、视觉或听觉的动词与启示录的情况有关。在这种

情况下，上帝在保罗身上的启示，上帝的儿子，得到了耶路撒冷领导层的认可

和肯定。 
 

所以，这是保罗给加拉太人的另一个论据。他们肯定了他的可信度，因为他们

认识到上帝对他生命的呼召以及上帝赋予他使徒的使命。有趣的是，保罗结束

了这一部分，然后继续前进；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之前，他们确实问保罗一

个优先事项。 

 

保罗说，这也是他急于将其列为头等大事的优先事项。耶路撒冷领导层唯一补

充的是，他们要求我们记住穷人。我急于做的事非常非常有趣。 

 

如果你想想早期教会的两个方面，即在外邦人中的使命和在耶路撒冷受割礼者

中的使命，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但它们又结合在一起。这两翼一致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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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件事就是优先考虑穷人。再想想我们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讨论中，

重点是经济、增长、工资等。 

 

人们很容易想说，好吧，圣经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穷

人是重中之重。理查德·海耶斯说，保罗很可能想到了申命记 15 章 7 至 11 

节。请记住，保罗的思想是受圣经影响的。 

 

思考任何事情时，他都会反复翻阅圣经，思考可以借鉴的经文。所以，很可能

海耶斯在这里已经死了。这就是申命记 15:7 至 11 所说的。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

可硬着心，也不可摁着手不顾你穷苦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慷慨地借给

他，补他所需所缺的。不可心里起卑鄙的念头，说，第七年，就是豁免年快到

了，你就恨恶你穷苦的弟兄，什么也不供给他。 

 

那时，他若向耶和华哀求，你就有罪了。你要多多地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

可忧愁。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所行的，和你手所办的事上赐福给你。地上

必永无穷人。 

 

因此，我吩咐你说，要向你的弟兄，就是你地上贫穷困苦的人，施舍。有些人

认为这是指募捐，这是保罗持续的使命的一部分，以确保耶路撒冷的穷人得到

充分的照顾。但这很可能也与事工的总体方向有关，我认为更有可能与事工的

总体方向有关，无论基督教会在哪里建立，无论哪里有基督教社区，保罗都希

望他们明白，照顾穷人是当务之急。 

 

再者，上帝子民群体所经历的复活生活与整体生存模式息息相关。这并不是说

因为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就应该养成这些习惯和做法。更重要的是，

我们享受上帝在我们群体中的存在，因为我们是新造物的一部分。 

 

充分享受这一点的一个战略方法是对那些一无所有和社会边缘人慷慨和热情好

客。因此，继续保罗到目前为止的论证，直到加拉太书 2:10，保罗不仅为他的

使徒事工辩护，而且还将自己的生活描绘成耶稣基督福音的变革力量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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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蒂姆·甘巴斯博士对加拉太书的教导。这是加拉太书 1:11-2:10 的第三节

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