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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生平 

出生地：保罗的出生地是基利家的大数（徒 22:3）。基利家（Cilicia）在今天土耳其的中南部，

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其省会是大数，原本在波斯帝国统治时已经就是省会，后落入马其顿亚

历山大的控制。主前 67年被罗马获得，主后 47年犹流凯撒到此访问，改名为凯撒城。大数是一

个希腊化的商港，在地中海东岸的贸易大城，商业宗教文化的中心。因靠终年积雪的托鲁斯山脉，

西德努斯河水源充沛，下游注入大海，航运发达，山坡地牧羊甚佳，成为羊毛盛产地。 

出生时间：徒 7：58称他为少年人 – 应该是 20来岁，不到 30。那里的时间大约是主后 34 到 37 

年之间。如果那个时间是主后 34年，保罗的出生就应该在主后 4年到 14年间。 

名字：希伯来名-扫罗（意思是求告或意愿）也是犹太人第一个王的名字。希腊名-保罗，意思是

微小的。 

成长背景：扫罗的父亲如何取到令人羡慕的罗马公民籍，不可得知。但是可能是一位严厉的父亲，

因为后来保罗在教导父亲时，特别鼓励不要伤孩子的志气（弗 6:4）。他父亲很看重自己犹太人

的根，要求年轻的扫罗进入最好的拉比学校（徒 22:3）。他母亲一定是位贤淑的妇人，教子有方，

可能在他幼年就去世，不然他不会那样敬爱鲁孚的母亲（罗 16:13）。保罗幼年一定常用希伯来

文，对圣经很熟悉，可见得他父母是敬畏神的犹太法利赛人。当时法利赛人被视为高贵的人，他

被取以色列第一个王的名字，可见父母的期望。 

扫罗在这样充满宗教情操，高贵又严谨的环境中，却接触了城市中繁华的商业和知识，使他成为

一个年轻却充满自信，志气雄伟，严格律己的人。 

保罗年少就立志要成为犹太人的领袖，尤其对于信仰的忠诚。他知道唯一成功之径就是遵守拉比

的教训，所以他认为去捉拿信从传播基督的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徒 22:3）。他是一个赤胆忠诚，

古道热肠的人，他以后在米利都为以弗所教会领袖的劝勉，上耶路撒冷去被捕之前的道别（徒

20:17-38），都说明他的热情本性。他在当时有名的拉比迦玛列的名下受教。当时教育是如此：

五岁开始学圣经，六岁进入拉比学校，十岁开始学对律法解释的书籍，十三岁受坚信礼成为律法

之子，十六岁留学于耶路撒冷，准备成为拉比。他又跟从犹太人的规矩，学习一技之长古谚说：

「不教儿子谋生技能的，就是教他作贼」，保罗家族是从事羊毛加工，制成粗布的，所以他选择

了织帐篷的（徒 18:3）。 

信仰背景：保罗是犹太人属于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可以从宗教上定义，是指信奉犹太教的；但

保罗是从血统上来说的犹太人（腓 3:5），他是笃信律法的。当他回顾以往，仍然有自豪感（加



1:14），他是个良心清洁，毫无罪疚，自认是无可指责的人。只有在信耶稣之后，他才意识到自

己骄傲的问题，故此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应当不是未得救的保罗。他是先认定基督为答案，才

去思索问题的（腓 3:7）。他为犹太教的热心去逼迫基督徒，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认知，一个被挂

在木头上的是被咒的，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一定是亵渎神的，所以他是替天行道。另方面他对律

法的熟悉，和犹太人靠律法得救的愿望，致使他以后能正确明白律法的功用，和将旧约与新约连

接起来的重要。他所受思考和道德的训练，以及与外邦人的接触，都是为日后所备。 

时代背景：除了神在保罗身上个人的预备，还有整个当时环境的配合。希腊文在罗马帝国的保留

之下，仍然是普遍的通用语言，这使保罗的福音传播变得容易多了。他一口知识份子的希腊文，

使雅典那些博学哲士不得不注意。同时罗马政府杰出的治理，各地的巡抚官员，都得遵守完备的

律法，保罗具有公民身份，导致他旅行的安全和方便（徒 16:37; 22:25-29）。保罗学习的手艺

是织帐篷的，这工作需要工具简单，到处都可买到羊毛，也到处需要粗布作工，虽不能富裕，却

也便于旅行。这些都说明神从起初就预备保罗作使徒。 

司提反的殉道：帶給保罗很大的沖击，尤其他那篇第一个用新約眼光去看旧約的講章，大新耳目。

他從容赴义的态度，也给保罗一个很好的典范。 

归主的经历：当保罗握着抓拿基督徒的文书，快要到大马色的路上，突然强光四面照着，无处可

躲；这也可能使导致以后眼睛不行的原因。他问了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

作什么？」（徒 22:8-10）。 

如果照事件重复记载来决定重要性，保罗在半路遇见主这件事[徒 9：1-19；徒 22：3-16；徒 26：

-18]，仅次于主耶稣的受难；一方面是因为使徒教会的发展与保罗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的改

变是主亲自造成的。主向他的显现，并非异象而是和复活后向其他使徒显现一样真实。主耶稣对

他的召唤，成为他以后一生服事主的信念，又说明了他使徒的身份（林前 9:1），乃是最后一位

见主面的（林前 15:8）；这是接受他的书信成为正典的条件。 

这件事对保罗最大的冲击是，他所逼迫的虽是基督徒，就等于是基督，是犹太人所期盼的救主。

这种完全错误是何等可怕。「用脚踢刺是难的」，那是与主人作对的愚昧。他自视聪明高贵，现

在却垮的无地自容，瞎了眼使他谦卑下来，不得不依靠人的帮助，柔顺的听从亚拿尼亚的话。主

对保罗的托付很神圣，「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徒 26:18）。保罗领受这异

象，以后他一辈子没有违背。 

亚拿尼亚是神所差派第一个要帮助保罗的，因为他知道神要大大使用保罗（徒 9:15）。亚拿尼亚

教导保罗基督的福音，并要他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可以洗去他在众人面前所犯抵档基督的罪（徒

22:16）；他开始传福音作见证，但并没有机会被耶路撒冷的领袖们认可。 

保罗得到基督的启示，和亚拿尼亚的解释，并大马色工作的果效，显然没有多数基督徒的认可，

他需要好好整理一下他的思想，于是选择了亚拉伯的旷野（加 1:16-17），在那里三年的时光中，

他重读旧约的先知启示，思考基督降世的意义，弥赛亚的国度，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和福音

本是神的能力，要救一切世上的人；于是他明白了，基督是神救赎的中心，万世以前所计划的；

于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改变了。 



宣教的开始：从旷野回到大马色，保罗满有能力的展开福音工作，驳倒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但受到的难阻也很大，未得到基督徒的全力支持；他很想得到使徒们的认可，证实他所传的是直

接从基督所领受的。当他要逃避犹太人对他的杀害阴谋而从城墙上缒下逃走，他就去耶路撒冷见

使徒们。在十五天的访问中，他受到多数人冷落，只有见到彼得和主的弟弟雅各（徒 9:26-29;加

1:18-19），但是遇见好心的巴拿巴，从前同为迦玛列的学生，日后成为他宣道的同工（徒

22:17-21）。在耶路撒冷引起基督徒的怀疑，又让觉得他背叛的法利赛人痛恨，要杀害他（徒

26:21），他才离开前往大数。保罗在基利家的工作并非那么有效，他可能停留了 4-5年，直到巴

拿巴来访。 

保罗生平年表 

时间[主后年数] 事件/经文 著作 

5？ 出生/徒 7：58  

35 司提反殉道/徒 7：57-60  

35 扫罗归主/徒 9：1-19  

35-38 亚拉伯之旅/加 1：17，徒 9：13  

38 去耶路撒冷两周/徒 9：26-29，加 1：18-19  

38-43 在叙利亚与基利家宣教/徒 9：30，加 1：21  

43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徒 11：25-26  

43-44 赈饥之旅/徒 11：27-30，12：25；加 2：1-

10？ 

希律死于保罗往返耶城之间/徒 12：19-23 

 

46-48 第一次宣教/徒 13：2-14：28 48/49 自安提阿写加拉太书？ 

49/50 耶路撒冷大会/徒 15：1-29，加 2：1-10？  

50-52 第二次宣教/徒 15：40-18：23 

51/51 迦流公堂前/徒 18：12-17 

51自哥林多写帖前，帖后 

51/52自哥林多加拉太书？ 

52 返耶路撒冷及安提阿/徒 18：22  

53-57 第三次宣教/徒 18：23-21：17 

53-55在以弗所传道/徒 19：1-20：1 

57在耶路撒冷被拿/徒 21：27-22：30 

55自以弗所写林前 

55自马其顿写林后 

57自坚革哩或哥林多写罗马书 

57-59 在该撒利亚被囚/徒 23：23-26：32  

59 去罗马途中船难/徒 27：1-28：16  

59-61/62 第一次罗马被囚/徒 28：16-31 60自罗马写以弗所书，歌罗西

书，腓利门书，腓立比书 

62 自罗马获释  

62-67 第四次宣教-包括在革哩底的事工/多 1：5 63-65自腓立比写提前和提多

书 

67/68 第二次罗马被囚/提后 4：6-8 

67/68受审，殉道 

67/68自玛摩坦地牢写提后 



保罗书信总论 

新约中的书信：新约 27卷书，21卷是书信，13卷为保罗书信。书信把新约与其它宗教的经典分

开，也是与旧约很大的不同之处。旧约借先知用“耶和华如此说”将神权威的启示告诉百姓。而

新约却用使徒们的信亲切地将门徒与他们在基督里新的地位和关系及其意义表明出来。 

书信的适当性：从根本上，基督的信仰就是个人借着对基督的信与神的新的切身关系的建立。书

信所讨论的就是这些切身关系。信徒信主后要人教导把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出来。保罗书信就

是为此写给他们的。信徒读起来就知道是以他们的需要为依据而写的。同时又有圣经的权威将基

督信仰的真理强调出来。 

保罗书信的体裁：是信件[letters]-个人性的；还是书信格式的作品[epistles]。从保罗写作的

亲切和诚恳来看，他的书信称为信件更合适。 

保罗书信的数量：新约中 13封有保罗的名字。King James圣经将希伯来书作“使徒保罗致希伯

来人书”。这是后人加上去的。古抄本只有“致希伯来人书”。圣经中提到一些失传的书信-所以

保罗所写的书信不只是 13卷而已。林前 5：9讲到比前书更早的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林前至多

不过是第二封给哥林多的信而已。西 4：16“从老底嘉来的信”是不是另一封信呢？林后 10：9

提到信是复数。 

保罗书信的缘由：基于实际的需要，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不是为神学上的抽象研究。 

保罗书信的成书过程：多由保罗口述，书记/文士记录，然后保罗亲笔问安，加上结束的话。罗马

书由文士丢德写出，在 16：22结语的时候也加上自己对收信人问安的话。 

为什么保罗不亲笔写信？视力不好？希腊文写不快？制帐篷让手写字不快？ 

保罗的每一封信就像一篇讲章。但不是随意而发的，却是精心设计，全部打好腹稿，再口述出来。 

保罗书信的传递：由私人使者传递。西 4：7-8，弗 6：21-22，腓 2：25-28 提到推基古，以巴弗。

当时的政府邮政系统只为政府服务。 

保罗书信的排序：圣经的排列由长至短，先是给教会的，然后是给私人的。这种排列看似没有逻

辑。其实也有。第一封给教会的罗马书是论称义教义的，最后两本帖前，帖后是讲主的再来。与

我们属灵的经历相合： 

罗马书- 写给自然人的，将福音呈在他面前 

林前，后；加拉太- 写给地方教会的，论及属肉体的人 

以弗所，腓立比，歌罗西- 描述属灵人的地位与权力 

帖前，帖后- 描述教会的盼望和目标 

另有一种排序就是按年代。这种排序争论最多是加拉太书的年代。 



组别 书名 写作时期 特征 

I 帖前 第二次布道 末世论 

帖后 第二次布道 

II 加拉太 第二或三次布道？ 救世论（基督的十

架） 林前 第三次布道 

林后 第三次布道 

罗马书 第三次布道 

III 歌罗西 第一次被囚 基督论（基督的性

格） 腓利门 第一次被囚 

以弗所 第一次被囚 

腓立比 第一次被囚 

IV 提前 第一次被囚后 教会学的（基督的教

会） 提多 第一次被囚后 

提后 第一次被囚后 

哥林多前书导言 

研读圣经的终极目的不是造就一个无所不知的知识分子，却在于成为一个改造了的人。 

哥林多城的位置：两边是海湾，城南是亚科哥林德斯山。往东是 45miles之遥的雅典。 

 



历史：是最早有人居住的地区之一。荷马称之为“富有的哥林多”。是雅典的劲敌争称希腊第一

城。但哥林多一直没有坐上第一把交椅。直到主前 338年，希腊丧失独立，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与

其子亚力山大大帝以哥林多为新的希腊同盟总部。后来希腊要挣脱马其顿的控制，引起罗马的干

涉，结果希腊沦为奴役。罗马的胜利，就是哥林多的沦陷。主前 146年，罗马大将 Luius Mumius

将哥林多掠夺，破坏。到主前 42年，该撒犹流重建。 

保罗访问哥林多时，其居民约有 70万，其中 2/3是奴隶。 

道德，宗教：“哥林多人”有“放荡之人”的意思；“哥林多化”是“从事卖淫”之意。哥林多

的不道德多源于崇拜恋爱女神亚福罗底得[Aphrodite]。在亚科哥林德斯山上有这女神的庙宇。庙

中有成千庙妓。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描写的异教的黑暗画面就是第三次布道时在哥林多所写。 

哥林多教会：由保罗第二次布道时创立（徒 18：1-18）。起初保罗以为在哥林多只是短暂的停留。

结果却呆了一年半以上。教会中的成员大多是外邦人（林前 12：2）。虽然一些出身贵族，大多

数是平民（林前 1：26-31）。亚波罗也在那里有很好的服事（徒 18：24，林前 3：6）。 

哥林多前书写作时间，地点：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在以弗所停留约三年之久（徒 20：31），

接近最后一个五旬节时所写，因林前 16:8 保罗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

下文 16:19「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问你们安」，也可以作为有力的助证。以

弗所教会是亚西亚众教会之首。启示录七教会书信中，最先的是以弗所教会。一般推测亚西亚的

众教会都可能是由以弗所教会产生的。所以保罗在本书代亚西亚众教会问安，暗示他当时正在以

弗所。保罗又为亚居拉和百基拉问安，按徒 18:26，当时他们正在以弗所（徒 19:1 ），这样，本

书大约着于主后 55 年。    

哥林多前书写作原因：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从几处不同的消息来源得悉，哥林多教会正面临一

些难处。从前书可以看出（1：11；5：9），保罗另有一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但给一些人误解了，

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保罗就差派提摩太去教导他们（徒 19：21-22；林前 4：17），刚启程就有两

人从哥林多来（林前 16：17），就一些疑难问题，向保罗请教(参林前 7：1；8：1；12：1；16：

1)。因此，保罗写了前书，托他们带去，其目的如下： 

1． 革来氏家里的人告诉他教会内部有分门结党之事(林前 1：11~12)，因此他用了四章的篇幅

来劝导他们不可高举任何人。 

2． 又有人向他报告了教会中发生淫乱和彼此争讼的事(林前 5：1；6：1)，所以他又用了两章

的篇幅来劝戒他们不可淫乱和争讼。 

3． 针对他们所询问或正面临的各种疑难问题，诸如：嫁娶和守童身的问题(七章)、吃祭偶像

之物和吃喝享受的问题(八至十章)、女人蒙头和吃主的晚餐并爱筵的问题(十一章)、属灵恩

赐的问题(十二至十四章)、复活的问题(十五章)、捐款的问题(十六章)等，保罗都一一给他

们指导。 

以后保罗不放心，就自己亲身又去到哥林多，从以弗所坐船由水路过去（林后 2：1；12：14；13：

1；徒 20：1），但这次访问，保罗严责他们，但因为他未事先通知，引起不满，有人说他反复不

定（林后 1：15），教导效果不彰。回来后他就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叫提多带去。以后提多在马



其顿与保罗相见，带来哥林多教会悔改的好消息（林后 7：5-6）。但仍然有自称为使徒的，批评

保罗（10：10-11；11：6），他为辩明自己身份，再写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前书的宗旨：1）矫正哥林多教会的混乱；2）答复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1. 1：10-6：20教会的错失 

2. 7：1-11：1对问题的答复 

3. 11：2-34教会的错失 

4. 12：1-14：40对问题的答复 

5. 15：1-58教义上的错失 

6. 16：1-14对问题的答复 

哥林多前书大纲 

VI. 引言[1：1-9] 

a. 问安[1-3] 

b. 感恩[4-8] 

c. 被召的确据 

VII. 论及教会的纷争[1：10 -4：12] 

a. 得闻他们有纷争时的反感[1：10-17] 

b. 反对纷争的理由[1：18-4：5] 

VIII. 关于教会中失德的事[5：1-6：20] 

a. 大不道德的事[5：1-13] 

b. 在异教徒面前争讼的事[6：1-11] 

c. 身体的神圣[6：12-20] 

IX. 关于婚姻的事[对他们来信的答复] [7：1-40] 

a. 结婚与守童身的问题[1-9] 

b. 婚姻与分离的问题[10-16] 

c. 基督徒的生活与一个人的属世身份[17-24] 

d. 对没有婚嫁者的忠告[25-40] 

X. 关于祭偶像的食物[8：1-11：1] 

a. 爱心和知识的关系[8：1-13] 

b. 使徒自动约束自由的实例[9：1-27] 

c. 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警告人不可滥用自由[10：1-13] 

d. 拜偶像与基督的信仰不合[10：14-22] 

e. 综论行为上的一般原则[10：23-11：1] 

XI. 关于公共崇拜没有秩序的事[11：2-14：40] 

a. 论女人蒙头[11：2-16] 

b. 在守主餐时不守秩序[11：17-34] 

c. 关于属灵恩赐的问题[12：1-14：40] 

XII. 关于复活[15：1-58] 



a. 基督复活的福音[1-11] 

b. 基督复活的必要[12-34] 

c. 基督徒复活的前瞻[35-37] 

d. 最后，吁请他们要坚忍[58] 

XIII. 关乎实际和个人的事[16：1-24] 

a. 对收集捐款的训示[1-4] 

b. 关于打算来哥林多访问的事[5-12] 

c. 对哥林多人最后的勉励[13-14] 

d. 对哥林多代表团的认可[15-18] 

e. 结尾的问安[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