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經小組示範－提多書二章 

壹 帶各種年齡的聖徒過有秩序的生活 二 1～8 
 （問：要如何帶各種年齡的聖徒過有秩序的生活？健康的教訓有哪些顯明的事?） 

1. 請讀 1節，7~8節。 

2. 1節註 1【健康的教訓總是照著信仰（一 13）的真理，（一 14，）乃是使徒教訓的內容，也  

   是神新約經綸的內容；不僅供應信徒生命的供應，醫治屬靈的疾病，而且這樣作也將召會帶  

   進良好秩序的健康光景中。因此，在提前、提後、提多這三卷對付召會混亂和敗落的書信 

   裡，非常強調健康的教訓。】 

2. 7節註 1 【使徒已經囑咐提多，要講那合乎健康教訓的話。（1。）現在，他進一步囑咐提  

   多，要顯出善行的榜樣。他的教訓該是健康的，其中該顯明三件事：(一)不腐化，沒有被腐 

   化或使人腐化的東西，每件事在內容、發表和動機上，都是單純、真實、誠摯的；(二)莊 

   重，值得尊敬的尊嚴；(三)健康的言語，就是無可責備、無可挑剔的言語，（8，）用健康的 

   話（提前六 3）所傳講的，把健康的事物供應人。】 

貳 囑咐奴僕在奴役的社會制度中，要行得好 二 9～15 
 （問：保羅囑咐奴僕在奴役的社會制度中，要行得好，其原因是什麼？奴僕所等候的盼望是什麼?  

        我們得救後所等候的盼望是什麼?） 

1. 請讀 10節下~13節。 

2. 9 節註 1【…保羅當然不贊同奴隸制度。然而，他這位神所指派的教師，且具有屬靈眼光的

人，並沒有去摸既存的社會制度。他若那麼作，就會給讀者印象，他是社會改革者，不是神

經綸的教師，且會混淆他那在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中，在為人生活裡，活出基督神聖生命的教

訓。】 

3. 10 節註 2【…我們這樣的一位救主神不僅渴望拯救我們，也渴望教導我們完全認識真理。

（提前二 4。）因此，這裡題到我們救主神的教訓，這教訓能為那最卑賤的人經過祂恩典的

拯救而變化的品性所美化，光榮。】 

4. 10 節註 3【奴僕的忠信能成為我們救主神教訓的美飾。神的教訓竟然能從奴僕的行為得到光

榮！】  

5. 13節註 2【那有福的盼望，乃是基督在祂榮耀裡的顯現。基督的顯現要帶我們進入完  

滿的兒子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使我們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我們得救乃是為

此。（羅八 21～25。）這就是永遠生命的盼望，（一 2，）永遠福分的盼望，在三一神永遠

的生命裡有福的盼望；保羅成為使徒就是基於這盼望。】 

 

【本章思路】 

 在提多書裡，保羅在關於召會生活，家庭生活，奴僕在奴役社會制度中的行為，以及聖徒與政府

的關係上給與教導。第一章主要的是論到召會生活。我們若要有健康且秩序井然的召會生活，召會

裡就必須有正確的行政(正確的長老職分)，以及照著使徒職事的健康教訓。 

在二章一至八節，保羅說到有秩序的人性生活。尤其他說到家庭生活。這八節給我們神聖生命裡

正確人性生活的根基。為著耶穌的見證，我們需要最高的人性生活，就是照著神所賜給我們的神聖

生命活出的生活。 

保羅說過召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後，接著囑咐奴僕在奴役的社會制度中，要行得好。（二 9～

15。）保羅當然不贊同奴隸制度。然而，他這位神所指派的教師，且具有屬靈眼光的人，並沒有去

摸既存的社會制度。反之，他教導奴僕需要照著人格的最高標準而行。奴僕在他們的人性生活中，

要有耶穌生命的絕佳見證。 

十一節開始於『因為』，指明以下解釋奴僕怎麼可能有照著神標準的人性生活。十一至十四節是

神救恩經綸顯著的摘要。保羅以此作為他在一至十節勸勉的原因。神的恩典就是神自己在基督裡作

我們的一切，給我們享受。這恩典在神救恩的經綸裡，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神的恩典教導我們過自

守、公義、敬虔的生活，並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耶穌基督之榮耀的顯現，要將我們帶進神永遠

的榮耀裏。末了，保羅囑咐提多要講一至十四節中一切的事，好叫人不輕看他，卻引起人的敬重。 

 



【生命讀經選讀】 

講那合乎健康教訓的話 

 健康的教訓總是照著信仰（一 13）的真理，（14，）這乃是使徒教訓的內容，也是神新約經綸的
內容；不僅供應信徒生命的供應，醫治屬靈的疾病，而且這樣作也將召會帶進良好秩序的健康光景
中。因此，在提前、提後、提多這三卷對付召會混亂和敗落的書信裡，非常強調健康的教訓。在提
多書二章一節保羅囑咐提多不要偏離健康的教訓，使徒的教訓。他不該像那些反駁的人，說虛空的
話，教導不同的事，使召會受猶太教和智慧派的影響。 

 健康的教訓不會引起辯論或爭論。我們若充分留意從主得餧養，就不會在意爭論。餐桌不是辯論
或爭論的地方，乃是坐席和滋養的地方。在召會生活中，我們不該將餐桌換成書桌。我們都需要學
習如何將健康的『菜餚』擺在餐桌上餧養聖徒。（提多書生命讀經第三篇。） 

在信、愛、忍耐上都要健康 

 我們若要在信上健康，就需要每天接受來自我們與三一神之間生機聯結的灌輸。二節的信不是指
客觀的信仰，我們信的事物，乃是指我們信的行動。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那能保守我們在生機
聯結裡的信。我們要在信上健康，就需要來到話跟前，並運用我們的靈以活的方式禱告，藉此接觸
主。這樣我們就會有信，使這位活神藉著我們在靈裡與話接觸，而注入我們裡面。所以，信是注入
我們裡面活的人位。我們越留在與這神聖人位的生機聯結裡，我們在信上就會越健康。 

 我們若在信上健康，自然會在愛上健康。我們很可能愛別人太過或不及。在任何一種情形中，我
們的愛都不健康。反之，我們在愛上多少有點毛病。 
為甚麼你非常愛某位弟兄，而幾乎一點也不愛另一位弟兄？這是因為你照著自己的口味愛別人。在
腓立比二章二節保羅說，我們該有相同的愛。這就是說，我們對眾聖徒的愛應當在同樣的水平上。
對不同的聖徒有不同的愛，就是在愛上不健康。但對眾人有相同的愛，就是在愛上健康。 

  我們若有充分的忍耐，就能忍受困擾並苦惱我們的事。我們已指出，年長的人相當容易被困擾。
我有許多兒女、孫兒女，並且與這麼多召會和同工有關聯；我能見證我需要忍耐。譬如，單單處理
每天所接到的郵件，我就需要忍耐。我接到許多郵件，所以我發展出歸檔系統，分類並整理郵件。
甚至這也需要忍耐。我若缺少忍耐，就會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一切郵件。 
  尤其我們年長的人需要忍耐。我們越年長，就越需要忍耐。尤其召會中的長老需要忍耐。譬如，
有時深夜有人打電話來。要合式的應對這樣的電話，就需要忍耐。 
  我要再次強調一個事實，在召會生活中我們渴望過正確的為人生活，有一切的人性美德。我們不
要像天使；我們的願望是要真正的有人性。（提多書生命讀經第三篇。） 

囑咐奴僕在奴役的社會制度中，要行得好 

保羅說過召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後，接著囑咐奴僕在奴役的社會制度中，要行得好。（二 9～
15。）保羅當然不贊同奴隸制度。然而，他這位神所指派的教師，且具有屬靈眼光的人，並沒有去
摸既存的社會制度。他若那麼作，就會給讀者印象，他是社會改革者，而不是神經綸的教師，福音
的使者。保羅與社會制度的改革沒有牽連。反之，他教導奴僕需要照著人格的最高標準而行。奴僕
在他們的人性生活中，要有耶穌生命的絕佳見證。 

主耶穌在地上時，沒有摸社會制度。反之，祂在羅馬帝國主義者控制之下的國家，過著道地猶太
人的生活。主耶穌生在該撒亞古士督的期間。祂受審問的時候，判決是由猶太總督本丟彼拉多宣佈
的。主耶穌對彼拉多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十八 36。）主的國不是屬地的，在性質上是
屬天的。為這緣故，主耶穌在地上時，沒有對付社會制度或任何屬地的政府。保羅表現同樣的態
度。他沒有試圖改革羅馬的社會制度。 

有些人批評保羅沒有試圖改革社會制度。然而，我們曉得保羅是用最糟的社會制度作為機會，囑
咐信徒在其中過耶穌那樣的人性生活。聖徒們若能在想像得出最糟的社會制度之下，過這樣的人性
生活，那麼我們就該能在今天任何一種景況中過這樣的生活。讚美主，藉著神聖的生命，我們甚至
在最糟的社會制度之下也能有最高的人性生活！（提多書生命讀經第四篇。） 

主日三段式讀經材料參考 
選用詩歌：詩歌 382 首第 1、4、5 節，383 首，579 首第 1、3、4 節 
禱讀經節：多二 11~13 節 
選讀註解：多二 11 節註 3，13 節註 2、註 4 
擘餅聚會建議詩歌：詩歌 94 首，154 首，補 501 首；詩歌 12 首，51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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