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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研读：在神的家中 

 

书卷简介 

 

 《提摩太前书》是使徒保罗人生和事奉的最后阶段、殉道前几年所写的书信之一。信

中涉及到许多重要的课题：假教师、教会的本质、教会的治理和牧养、信徒生活、神的工

人，等等。信中提到神对教会和事奉的人的心意有清楚、实际的教导，尤其在教会的组织、

工人的品格、真道的持守方面，对当代华人信徒有特别重要的提醒和指引。 

 

 一位圣经学者总结的很好：“单单对一个行为不检的孩童说：‘小心你的行为！’是不

足够的，尤其是当那孩童不知道要求他的是什么时，别人便要首先告诉他什么才是好行为。

提摩太前书就是向神的儿女，说明这些好行为与神的教会的关系。” 

 

一. 导论 

 

1. 作者和收信人： 

 

i. 保罗： 

 

1）保罗生平的点滴可从圣经记载的《徒》9章、13-28章以及 13封保罗书

信中得知。 

 

保罗原名扫罗，出生在当时犹太人口稠密的罗马殖民地古城大数，父

母犹太人，属便雅悯支派、法利赛人，受教于当代最有名的法利赛教

法师拉比迦玛列，成为犹太教狂热分子和逼迫基督徒的积极分子（徒

7:60; 8:3; 9:1）；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因而信主（大约主后 33

年，徒 9），后被差遣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传福音到土耳其、欧洲，建

立许多教会。神使用他写下新约圣经中的 13 封书信。《徒》三次记载

保罗信主见证（徒 9、22、26 章），关于他的其他资料也出现在他所写

的书信中。 

 

保罗出生地大数曾是基利家省府（徒 21:39）,不是无名小城。此城公

元前 2000年就已经是商业中心，在保罗的时代更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

具有学术中心的繁华城镇，并且以纺织而闻名，也是目前最古老的的城

市之一，而且至今还有人居住。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ity?id=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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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生平年表（大致时间） 

 

时间（公元后） 事件 书信 参考经文 

33 信主  徒 9 

48 第一次宣教  徒 13-14 

50 耶路撒冷会议  徒 15 

50-52 第二次宣教 帖前、后 徒 16-18 

52-56 第三次宣教 加、林前后、罗 徒 18-20 

56-62 罗马之行 监狱书信 徒 21-28 

62 释放 提前、多  

67 殉道 提后  

 

2）外证：早期教父们– 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 A. D. 95）, 坡

旅甲（Polycarp, A. D. 110），特土良（Tertullian, A. D. 150-222）

等引用教牧书信。1 特土良指出保罗死于尼禄王的统治期内，教会历史

学家犹西比乌更指出保罗在尼禄王第十三年殉道，即主后 67年。2 

 

ii. 提摩太：保罗所亲爱的属灵儿子、亲密的同工、使徒的代表（与保罗联名出信，

并多次派往不同教会处理事务），徒 16:1-3，帖前 3:6-8，腓 2:19-24，林前

4:17，提后 1:5, 3:14-15，来 13:23。 

  

提摩太的母亲友妮基是信主的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可能是保罗第一次宣教

到过路司得传福音而信主（徒 16:1-3；提后 1:5）。年轻的提摩太很快成为保

罗得力的助手、同工和属灵的儿子，跟随保罗一同事奉直到保罗殉道。提摩太

有敬虔的外祖母、母亲（提后 1），身体不好（提前 5）。虽然年轻，属灵生命

却很好，深得保罗的信任，成为使徒的代表处理不同教会的问题，被保罗差遣

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坚固信徒（帖前 3），到问题多多的哥林多教会（林前 16），

去过腓立比教会（腓 2:19）,留在被异端影响的以弗所教会（提前 1）。 

 

2. 写作日期： 

i. 提前：公元后 63-65年 

ii. 提多：公元后 63-65年 

iii. 提后：公元后 66-67年 

 

“根据犹西比乌的《编年史》（Chronicle, 约公元 303年；参照 Jerome Vir. 1; 
5; 12），保罗与彼得都是与尼禄在位第十四年，亦即公元 67-68 年殉道。”（21

世纪保罗书信词典下册，页 958。） 

 

                                                             
 

1
 Against Heretics, XXV. 

 
 

2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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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作地点：可能在马其顿 

 

4. 背景： 

 

位于今日土耳其西岸的以弗所，曾是繁华的国际商业中心。在新约时代是罗马帝

国亚细亚省的省会，有最著名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底米女神庙，该城成为当时宗

教、商业、政治、社会的中心。保罗在该城事奉有三年之久（徒 20:31）,许多神重用

的仆人也在此工作过（百基拉、亚居拉、亚波罗、提摩太、马可、使徒约翰等）。 

 保罗多年前曾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发出严重警告，提及将有异端邪说的搅扰（徒

20:29-30）。几年后，以弗所教会果然面临异端的搅扰（提前 1:3、6:3）。大部分学者

认为提摩太前书写于保罗第一次从罗马被囚获释后的期间，也就是使徒行传之后发生

的事情，提摩太作为使徒保罗的代表,留在以弗所处理教会的问题。传播异端的很可能

是教会的领袖（1:7、徒 20:30）。保罗不仅仅教导年轻的提摩太如何解决异端的问题，

还特别让提摩太知道真道是怎样的，特别有关教会的性质、管理、牧养、生活方面的

教导（3:15）。为了显明与假教师的不同，保罗特别强调事奉主的工人应该是怎样的，

不仅劝勉提摩太持守真道、活出真道，也让全教会明白真假之间的区别。 

 

5. 目的：帮助提摩太解决异端的问题，教导什么是真道，教会是什么，并鼓励提摩太

忠心事奉、持守真道。 

 

6. 特色：对教会和工人有比较详细的教导，也因此被誉为“教牧书信”之一。 

 

7. 主旨： 

提前–在神的家如何行事为人（3:15） 

提后– 为福音受苦 

多–传讲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另参：马有藻《保罗书信诠释》- 教牧书信的重点 

 

a. 着重有形教会的组织 

b. 着重人才栽培 

c. 着重品格 

d. 着重秩序 

e. 着重工人 

f. 着重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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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纲 

 

 1:1-2 问安  

 1:3-11 异教  

 1:12-20 真道  

 

 2:1-7 教会的职责  

 2:8-15 弟兄姊妹  

 3:1-13 领袖  

 

 3:14-16 写作目的  

 4:1-5 假教师  

 4:6-16 好执事  

 5:1-16 弱肢  

 5:17-25 领袖  

 6:1-2 奴隶  

 6:3-10 假教师 

 6:11-16 属神人  

 6:17-19 富足人  

 6:20-21 保守真道  

 

 

二. 《提前》：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摘要 

 

1:1-2  

问安的特别之处： 

 强调“救主”和“盼望” 

 与其它保罗书信的问安比较：多了“怜悯” 

 

保罗书信中只有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提前和提后）问安时加了“怜悯”，其它的只有“恩

惠”和“平安”。保罗可能想到提摩太要面对的艰难的环境（内忧外患）、他的身体的软弱、

以及罗马政府的逼迫等等，事奉的人不仅需要神的恩惠、平安，更需要神的怜悯、眷顾、

扶持。 

 

1:3-11 

写作的背景：教会中有人传播异教。 

 

 《提前》提到以弗所教会的主要问题，也是保罗写信的主要原因，就是假教师的问

题。对书信其余部分的理解应该围绕这个背景，包括教会的使命、姊妹的事奉、领

袖的问题、金钱的问题等等。 

 异教的意思：原文指另一个教导，ἑτεροδιδασκαλέω (希腊文); a different 

doctrine (英文)。书信末了再次出现（6:3）,主要意思不是在于“虚假”、“奇怪”、

“新奇”、“错误”，而是“不同” - 不同于使徒的教训。异教或异端是与基督纯

正的话语、敬虔的教导相抵触。另参：另一个福音（加 1:6-9；林后 11:4）；异端（弗

4:14,彼后 2:1）。不是指主内弟兄姊妹不同的领受，乃是基督信仰之外的教导，使

人偏离真道，离开信心、爱心、敬虔的教义。新约大部分书卷都提到假教师或假先

知以及他们所传的异教。 

 异教的内容：没有根据的话、世俗的虚谈、是似而非的道理（1:4、6；6:20-21），



 
 

© 谢章响 2020                                                                                       5 

 

可能跟律法有关。 

 
4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These things promote controversies rather than God's ongoing purpose, which 

involves faith (1:4, ISV)  

 律法的功用基本有三方面：引导人相信基督；限制罪恶的蔓延；劝勉、教导信徒过

合神心意的生活（约 1:17；加 3:24；太 5:17-20）。 

 

斯托得引用加尔文有关使徒与他们的承继者之间的分别: ⸢前者是圣灵真实无伪的书记，因此他们记

录下来的文字应该被视为神的亲喻；至于其他人，他们唯一的职责，是教导那些记录、保存于圣经

中的教训。因此，我们所教导的是: 忠心的牧者不可创制新教义；他们要做的，只是谨守圣经的教

训，这教训出于神，并且神叫万人都坚守不移，没有人例外。⸥ (斯托得，《提摩太前书、提多书》，

圣经信息系列，页 14) 

 

 

 

 

 

 

 

1:12-20 改变生命的福音（真道） 

 

 保罗在书信中常常提到自己信主和蒙召的见证，这一段他再次提及自己如何蒙恩来

服侍主，他感谢神的选召、赦罪、赐福、忍耐。此段目的至少有三方面。其一，这

是接着前面有关异教的话题，显明跟异教不同的是福音真道（正道），而真道带来的

是生命的改变，这是保罗亲身的经历。其二，保罗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鼓励提摩太

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其三，与假教师作对比，强调真正主的仆人是怎样的。 

 保罗述说神对他的恩典后，很自然地使他颂赞神（1:17）。这节颂赞与结尾的颂赞前

后呼应（6:15-16）, 突出保罗对神的认识。这位荣耀、崇高的神是保罗所服侍的，

也是接下来对提摩太教导和劝勉的基础。 

 对提摩太的预言（1:18）可能指在教会中公开承认神对提摩太的选召以及对他事奉

的预言，通常以按手的方式来差遣工人（4:14; 徒 13:1-3）。 

 “交给撒旦”（1:20）= 逐出教会，当作不信者看待，目的是感化犯错的人。（Philip 

H. Towner, 页 231）（参，林前 5:5、13） 

 

 

小结：第一章提到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保罗留下提摩太处理异教对教会造成的影响。

保罗对异教的描述相对来说比较少，他花更多的篇幅去阐述真道是什么。从真道如何

改变他的生命讲起，借此鼓励提摩太忠于神所托付的真道，并为此争战。 

 

 

 

教会是什么？（1：1-11） 

1. 有恩惠、怜悯、平安的地方 

2. 有真理的地方 

3. 罪被对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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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讨论问题 

 

1. 保罗如何称呼神？如何称呼提摩太？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2. 什么是恩惠、怜悯、平安？有什么重要性？  

3. 什么是异教？有什么危害性？如何识别？ 

4. 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理解律法才是“合宜”的？  

5. 保罗如何描述“福音”？福音和律法的关系是怎样的？  

6. 保罗为什么提到“福音”？  

7. 这些假教师是谁？他们教导什么？ 

8. 保罗是如何描述自己的信主经历？他提到这经历的目的是什么？  

9. 这一段如何描述神？  

10.如何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打仗的对手是谁？  

11.“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  

 

2:1-7 教会的使命 

 

 2:1-3:16是一个大的段落，主题在 3:15，就是有关在神的家中如何行事为人。异端

对教会造成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模糊教会传福音的使命；其次是混乱

教会中弟兄姊妹的角色；最后是扭曲教会选择领袖的标准。 

 异端使教会偏离她的中心和使命。保罗首先强调的是教会的使命，他提到为万人祷

告，为君王和一切有权柄的人代祷。紧接着，他提到神拯救万人的心意以及福音的

核心（2:4-6）。为君王代祷有近期的目的，就是能有一个有秩序的环境，而这个环

境是为了更高的目的，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保罗的使命，也是教会的使命。 

 福音是关乎神是谁，基督是谁，神如何拯救罪人。在 2:4-6，保罗简短精炼地点出

了这个核心。中保的意思是中间人（另参，来 8:6; 9:15; 12:24），除非藉着耶稣

基督，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约 14:6）。靠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的，祂都能拯救到

底（来 7:25）。 

 

2:8-15 教会内男女的角色 

 

 保罗曾针对教会敬拜中男女的角色和有秩序的敬拜教导过哥林多教会（林前

11:3-16; 14:34-35）。这一段保罗再次提到男女在教会中如何行事为人才是合宜的，

有可能异端带来对男女角色的混乱（提后 3:6-7）。保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敬

虔男女的图画。针对男女不同的问题，保罗有不同的要求（参，彼前 3:3-6）。 

 这一段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是姊妹是否可以讲道的问题。当然保罗可能是针对当时具

体的问题引发他的回应，但其中的原则却是超越时空的，因为他提到创造的次序和

始祖的犯罪（2:13-14）。这里的“讲道”原文是教导（διδάσκω），与林前 11:5 中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的“讲道”（προφητεύω,预言或作先知讲道）原文是不同

的。讲道（教导）和辖管放在一起，表达一个很负面的意思。通常只有教会的领袖

才能教导（加 6:6;提前 5:17），当妇女在教会聚集中讲道，破坏了神创造时所设立

的权柄的次序。当然，特别的情况不列在其中，比如女宣教士开始一间教会，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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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讲道；在有弟兄所负责的权柄底下女人的讲道；没有男的可以教导的情况，等

等。当男女愿意回到神所设立的次序中的时候，做回自己的角色时，教会的敬拜才

是合宜的。 

 

 

第二章讨论问题 

 

 

1. 保罗首先提到的是什么？为万人祷告的原因是什么？  

2. 为什么教会需要为国家的元首祷告？  

3. 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应是如何？  

4. 这里如何阐述有关基督的真理？  

5.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部落主义、阶级主义、地域主义、精英主义、普救主义有什

么问题？  

6. 神愿意万人得救和神的拣选是否矛盾？  

7. 中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  

8. 这里提到教会很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9. 对弟兄有什么要求？“举起圣洁的手”什么意思？（诗 24:4）这四方面哪一个比较

困难？  

10.对姊妹呢？（彼前 3:3-5）对男女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11.保罗为什么不许女人讲道？（参，林前 11:5）  

12.“在生产上得救”什么意思？ 

 

3:1-16 教会属灵的领袖 

 

保罗花很长的篇幅论述教会中事奉的工人应该是怎样的，包括领袖的挑选以及劝勉提摩太

如何做一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领袖对教会的影响很大，在以弗所教会中引起异端的很可

能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特别注重这方面的教导。这里特别提到监督和执事这两个职分。 

 

 教会很早就有领袖做带领（帖前 5:12;徒 14:23）。在腓立比书和提摩太前书特别提

到监督和执事的职分（腓 1:1）。 

 监督（overseer）的意思是照管、督导、帮助。通常认为跟长老、牧者是同一群人，

负责教会的带领工作（徒 20:28;多 1:5-7;彼前 5:1-4）。领袖虽然被赋予权柄，但

目的是造就信徒（林后 13:10）,用爱来引导、带领、服侍圣徒。 

 作监督的要求更多侧重在属灵生命和品格上，而不是他的才干和其它外在的东西。

这是挑选领袖的标准，但现在的趋势往往是看重才干能力和社会地位过于属灵品格。 

 执事原文的意思是仆人（διάκονος），负责教会中具体的需要和事务，比如早期教

会中管理饭食的责任（徒 6:2-3）。执事的职分是配合监督，服从于监督。执事的资

格类似于监督，也是侧重属灵生命和品格过于恩赐。 

 保罗对监督和执事的要求，是基于教会的本质。这里用“神的家”、“永生神的”和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来描述教会。教会不是社团，不同于世上任何的一个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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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属神的,是神用重价买赎的（林前 7:23）。家庭的观念强调教会内所有人的关系

应该是弟兄姊妹的关系，教会应该是有爱的地方，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劝勉，

彼此建立，彼此守望。因此，根据教会的性质，教会领袖不是家长，虽然保罗是提

摩太和提多的属灵父亲，他也多次形容自己跟教会的关系如同父母（帖前 2），但强

调的是父母般的爱，而弟兄姊妹是属神的，不是属于领袖的。领袖不能辖制弟兄姊

妹，乃是用爱心和恩赐服侍神和弟兄姊妹（彼前 5:1-4）。 

 教会所相信和所传扬的是基督耶稣。16节以颂赞结束，从 6个方面来看主耶稣基督，

总结了神的救恩和教会应该有的使命。 

 

第三章讨论问题 

 

 

1. 如何看待⸢信徒皆祭司⸥与领袖的关系？（弗 4:11-13） 教会需要有领袖吗？ 

2. 监督是谁？（徒 20：17、28）跟“长老”、“牧师”有什么不同？  

3. 对监督有什么要求？注重哪些方面？与世界上领导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4. 为什么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  

5. 这一段几次提到魔鬼？有什么目的？ 

6. 保罗写此书信的目的之一是什么？  

7. 15 节如何描述教会？  

8. 什么是敬虔？  

 

 

4:1-16 作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基督的工人） 

 

保罗说明教会领袖的资格和教会的本质之后，转向对提摩太个人的劝勉，而从提摩太的劝

勉中，我们看到神心意中的工人应该是怎样的。保罗首先提到末世的一个特点，就是背道

的事，从此也看出在以弗所传播异教的极有可能是教会中的领袖。保罗再次回到异端的题

目上。这几节比较具体地提到了异教的性质和内容。这里看到末世有人离弃真道是必有的

事情，因而不需要觉得惊讶。而异教背后是魔鬼和假教师的工作。 

 

 后来的时候 = 末世（提后 3:1; 约一 2:18）= 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

时间段。 

 这里提到假教师的两个错误：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复活教义的

错误理解，认为复活的事已经发生，今世就可以得到末时才有的完全的救赎（提后

2:18）。保罗特别针对食物做进一步的教导，凡物都是好的，只要借着祷告感谢领受，

神就都洁净了（可 7:19; 林前 10:25-26）。真正的福音带来的不是禁欲主义，而是

享受神所创造的，活出敬虔的生活（罗 14:17）。 

 

 4:6-16 事奉的人 

 

 虽然这段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它却适用于所有的信徒，特别是事奉主的工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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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原文是仆人。基督徒都应该是服侍主的人，是主的仆人（约 12:26）。主的仆人跟假教师

有什么不同呢？保罗不仅指出假教师所教导的是异教，有别于使徒的教训，更突出他们的

生命和追求与事奉主的工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事奉的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装备自己：在

真道上装备；在敬虔上装备；在榜样上装备；在服事上装备；在恩赐上装备；在谨慎上装

备。 

 

 

 

 

第四章讨论问题 

 

1. “后来的时候”指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保罗为什么要告诉这些？  

2. 这些人是谁？这些异教产生的缘由有哪些？  

3. 对食物怎么教导？可以吃血吗？为什么？（参，徒 15:28-29, 利 17:10-16）  

讲题：事奉主的人 

经文：提前 4:6-16 

 

引言：第一世纪的仆人（或奴隶）没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身份地位完全属于主人。保罗常常用

仆人（或奴隶）来比喻基督的工人，事奉主的人。这一段讲到怎样才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 

 

1. 操练敬虔（6-10） 

i. 操练身体和操练敬虔的比较：现代人对养生的看重 

ii. 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是什么： 

iii. 基督徒对敬虔的忽视：里面的重要过外面的，有了里面的改变才有外面的改变。 

iv. 十字架的工作带来的是敬虔的生命。 

2. 学作榜样（11-12） 

i. 言语 

ii. 行为 

iii. 爱心 

iv. 信心 

v. 清洁 

作榜样难不难？严于律己。 

3. 谨慎自己（13-16） 

i. 谨慎的意思 

ii. 谨慎的是自己，不是别人：留心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 

iii. 还要谨慎自己的教训（教义）：说的是什么 

iv. 二者的结合：是否里外不一？ 

总结：事奉的人不是仅仅做事情，忙于事务，为主做工；更应该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借着我们所

做的来更新、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活出美好的生活。这是事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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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督的好执事是怎样的？  

5. 在敬虔上操练是什么意思？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6. 这些劝勉中，你觉得哪一样最难？  

7. 什么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两者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更困难做到？  

8. 这一段如何教导年轻人的牧者之道？  

 

5:1-6:2 教会中的人际关系（年老人、年少人、寡妇、长老、奴隶） 

 

教会中最难处理的通常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需要对人有认识，认识

教会中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需要。这一大段是保罗教导提摩太如何处理这些具体的问题，其

中如何牧养和事奉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年轻的传道人，从中我们也看到教会中信徒生活应该

是怎样的以及如何活出所相信和所传扬的福音真理。 

 

 年老和年少是年龄的不同，男女是性别的不同，这些都组成教会中不同的群体，他

们各自有不同的需要。作为事奉的人，需要敏锐地顾及到他们的需要，也能用家人

般的爱心照顾他们。 

 这段是圣经中用最长的篇幅讨论教会中对寡妇的照顾（5:3-16）。教会不仅有传扬福

音真道的使命，也有关心人实际需要的责任，特别对教会内的信徒更要如此（罗

12:13;加 6:10）。对寡妇的照顾源于神自己（申 10:17-19）,而且真正的敬虔是活出

福音真理，其中一点就是照顾有需要的人（1:27）。 

 教会对寡妇的照顾不仅需要有爱心，还需要有智慧，才能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避免有限的资源被滥用。这里提到好几种的寡妇，从保罗的教导中，我们看到对寡

妇的照顾不是仅仅给钱就够了，而是需要有谨慎小心的安排，才能促进人实践敬虔

的生活，使教会在地上有好的见证。 

 紧接着寡妇，是讨论对长老的照顾。教会领袖通常被视为照顾别人的对象，而不是

被照顾的对象，所以他们的需要常常被忽略。保罗在此书信中多次提到教会领袖，

可能是因为假教师对教会造成的破坏，引起大家对领袖的不信任。这里集中讨论对

长老的供应，对长老的控告，对长老的惩治，对长老的挑选等。 

 新约时代，奴隶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个大城市是非常普遍的，据说在许多大城市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E. A. Judge, “Slave, Slavery,” in New Bible Dictionary, 

1124-1125）。奴隶被视为主人的财产，是主人家的一份子。教会里很明显可能同时

有奴隶和奴隶的主人（弗 6:5-9;西 3:22-4:1;另参，彼前 2:18）。 

 

 

 

 

 

 

 

 

 

从四方面看成熟教会的标记 

1. 弟兄姊妹的关系 

2. 对需要的人的照顾 

3. 对教会领袖的关怀 

4. 基层人的属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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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讨论问题 

 

 

1. 1-2 节哪一个字重复出现？有什么重要性？ 神为什么有这样的吩咐？ 

2. 这里提到几类的寡妇？  

3. 这一段对教会照顾寡妇有什么具体的指导？这些原则是否适合其它的需要？  

4. 福音和照顾人具体的需要哪样重要？为什么？ 

5. 这里的“敬奉”是什么意思？传道人可以领薪水吗？为什么？  

6. 保罗如何强调教会要供应传道人生活上的需要？ 

7. 这里提到从哪几方面教会需要关心传道人？ 

8. 保罗如何描述作仆人的处境？仆人和主人的关系通常是怎样的？信主后这关系如何

不同？ 

 

 

6:3-21 钱财的迷惑 

 

保罗在信的结尾又回到了异教的问题（6:3;1:3）。6:3-16节的结构与 1:3-17 的结构相似，

前后呼应，强调两种不同的教训，两种不同的工人，而最终都要在独一的、荣耀的神面前

交账。假教师的问题可以追溯到钱财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论到许多有关钱的事情，

不仅针对假教师，对教会内富有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警告和劝勉。 

 

 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异教的具体教导，却披露了异教的本质，它们有别于基督纯正的

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也不是教导人追求敬虔的生命和生活，接受圣经真理，活

出圣经真理。 

 异教不一定容易辨别。同样地，假教师也不一定能够一眼就被识破。保罗指出他们

深层的问题，那是他们生命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他们对教会所带来的是很大的破

坏和危害。归根结底，他们还是贪财的问题，他们利用属灵、敬虔的方式和外表，

为的是赢得钱财的利益。贪财不仅是假教师的问题，也是领袖的问题，信徒的问题，

历世历代人的问题，所以保罗也论及基督徒应如何看待钱财。 

 为了与假教师比较，保罗列出属神的人应该是怎样的，虽然这是对提摩太的劝勉，

也是对所有事奉的人，所有信徒而说的。在旧约中属神的人（神人）是一个特别荣

耀的称号，摩西、大卫、以利亚和以利沙曾被称为神人（申 33:1; 尼 12:24;王上

17:18;王下 4:7 ），是神特别分别出来服侍祂的人。新约中每一位信徒都是属神的

人（彼前 2:9），同时神也特别呼召一些人、分别他们出来，承担教会的牧养工作。 

 

 

 

 

 

 

 

异教的本质 

1. 与真道的比较 

2. 传异教的人 

3. 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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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谈论异教和假教师的本质、与属神的人有什么不同后，17-19 节保罗又回到钱

财的问题上。教会有寡妇，有奴隶，还有富有的，在结尾保罗特别针对教会中那些

富有的弟兄姊妹而有的教导，这几节的教导是信徒胜过钱财迷惑的秘诀。 

 

 

 

 

 

 

 

 

 

 

 

 

 在最后嘱咐中（20-21节），保罗特别提醒要提摩太保守所托付的。所托付提摩太的

是福音真道，是正被异教所扭曲的正道，那是从主耶稣而来、传于使徒的教训（林

前 15:1-3; 犹 17）,也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 3; 提后 2:2）。不仅提摩太

要保守所托付他的，历世历代的圣徒，特别是教会领袖，更是要竭力保守所托付给

他的真道，因为异端的搅扰是不会停止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那是是似而非的学

问，不是真学问、真知识。尽管面对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大的责任，保罗最后以恩

惠做结束。唯有依靠神的恩典，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和教会的，也是对我们的提醒

和安慰。能够忠心服侍，能够持守真道，能够活出所相信的，失败了能够再起来，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第六章讨论问题 

 

1. 这些传异教的人有什么特点？  

2. 保罗为什么谈论钱的事情？  

3. 基督徒应当如何正确看待金钱？  

4. 这里的得与失各是什么？ 

属神的人 

1. 逃避 

2. 追求 

3. 打仗 

4. 持定 

5. 对神的认识：基础 

富足的信徒 

1. 不要自高 

2. 不要倚靠钱财 

3. 倚靠神 

4. 行善 

5. 预备将来 

6. 持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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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属神的人与传异教的人有什么不同？要逃避什么？追求什么？ 

6. 保罗所颂赞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跟第一章提到的有什么不同？对神的认识如

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和事奉？ 

7. 为什么到最后保罗又提到钱财的事情？如何可以不贪财？ 

8. 托付提摩太的是什么？你有受人所托的经历吗？你觉得如何才能保守所托付

的？ 

9. 最后一句的问安有什么重要性？ 

 

总结 

 

因为以弗所教会受异教的搅扰而促使保罗写下了提摩太前书，用于鼓励并指示提摩太当如

何面对异教带来的挑战。异教的攻击历来就有，保罗要提摩太明白真道是什么，只有真正

认识真道的，才能识别并胜过异教带来的破坏。所以围绕异教和真道，假教师和真工人，

保罗有详细的教导。异教不仅混乱主道，也对信服真道的教会带来破坏。教会是由真道而

生的（各 1:18）,抵抗异教的有力武器是明白教会的本质，以及教会领袖的角色。保罗因

此也花很长的篇幅论述教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异教带来破坏，保罗最后还是描绘了

一幅合神心意的信徒生活。教会有别于世上的任何团体，虽然教会内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

身份，但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爱、照顾和提醒。只有真道才能建立信徒的生命，带来真正

的敬虔。保罗要提摩太保守所托付他的真道的呼吁，也是对我们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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