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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他在萬有以先，萬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

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西 1: 18）

這封信和以弗所書前呼後應，同時顯示出教會得享元首基督一
切所有的榮耀。保羅首先表達他因歌羅西聖徒滿有信心、愛心與盼

望的感恩，接著告訴他們，他常常為他們禱告，願他們「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並宣告他這樣禱告是為了要他們「行事為人對得起

主」（西 1: 9-10）。

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到以上保羅對他們的要求，主要是源自兩件

事實：因為 神已經「救了我們脫離」罪的權勢； 神已將他們

「遷到他愛子的國裏」（西 1: 13）。

保羅接著在 15-19節中，陳明了救贖主榮耀的位格，這是一段

獨特的經文，顯明出主的榮美：對神而言，祂「是那不能看見之神

的像」；對受造物而言，祂是「首生」的，意指祂超乎一切受造之

物以上，既是萬物之始，也是托住萬有的；而對教會而言，祂既是

元首，同時又是那「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徒最後用一句話來宣

告基督位格的榮耀：「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這句

話總結了這段真理的教導。

神最終的目的是要藉著基督「叫萬有……與自己和好。」（西

1: 20）這和好的途徑就是十字架。和好的結果使得那些「從前與神

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的人，現在能成為「聖潔，沒有

瑕疵，無可責備」的（西 1: 22）。使徒此時也藉此宣稱自己是受神

託付，作了教會的執事，為要傳講這真理，就是神榮耀的計畫是要

藉著教會來成就的。而這封書信的目的，一如使徒所有事工的目的

一樣，是要「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面前」（西 1: 28），因為惟有這樣整個教會才能得以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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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西 2: 9）

如果我們回頭看 1章 24節至 2章 3節這段經文，就可以看到

有關一個奧祕的三方面：第一、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西 1:

24）；第二、信徒個人生活的祕訣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

的盼望」（西 1: 27）；最後，也是最深的奧祕，就是「神的奧祕，

就是基督」（西 2: 3）。使徒明言自己為什麼要如此慎重地陳述這有

關基督的教會真理，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西2: 4）。

這封信的中心主題就在這一章裏：「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

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他裏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

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西 2: 9-10）

在第三章使徒開始討論生活上的實際應用之前，他先從兩方面

說明信徒與基督的關係有怎樣的意義：與基督同死，讓我們在祂和

好的工作上有份。與基督同復活，讓我們能在祂身上一切的榮耀上

有份。

使徒同時也警告歌羅西教會，他們正所面臨的某些危險：一種

危險是有些人企圖使信徒受外在規條的捆綁（西 2: 16-17）。另一

種危險則是，又有些人故意假謙虛地聲稱，鑑於神是絕對高高在上

的，是我們無資格接近的，而在信徒與基督之間引進了「中間

人」，諸如藉敬拜神所造的天使來親近神等，使人與基督的距離拉

遠，中間有了攔阻（西 2: 18）。

使徒在本章中所提出的危險，在歷代教會當中也經常出現。當

一個人照人的章程立約起誓，他就不斷地活在敬拜自己的旨意的危

險當中。當我們讓自己的良心降服於人的教導之下，我們就活在一

種不必要的奴役之下。其實當人服在錯的權威之下，企圖克制肉

體，苦待己身之時，很有可能反而使那地上的肢體（西 3: 5）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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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但是如果一個人時時刻刻能清楚地有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經

歷，結果則會全然不同。

第三章
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邊。（西 3: 1）

信徒應當「求在上面的事」。「求」這個字帶有願望渴想和熱
愛的意味，「在上面的事」是指屬基督國度的事。但要「求」這些

事，信徒就必須先「思念」這些事。這一段經文清楚顯示出信徒的

責任：首先，因為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我們就當「治死……在地

上的肢體」（西 3: 5），而保羅在此也列舉了一串當治死的例子。

同時我們也當「棄絕」心靈裏的邪惡，保羅也同時舉了一些例子。

接下來在 12-17節中保羅論到我們與基督同活的實際表現，他

也同樣地舉例說明這種生命的聯合所產生的效果。這一段最後的總

結是：「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

他感謝父神。」

本章最後一段實際生活的應用，則是論到丈夫與妻子，子女與

父母，僕人與主人的關係。

第四章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西 4: 5）

對一個忠心於基督的聖徒而言，人生真正的目的在於維持一個
雙重的關係 和神的關係，以及和那些不認識神之人的關係。前

者是藉著禱告（包括讚美、認罪與祈求）來維持的，這樣的生命必

須要恆心地澆灌，也一定要常常儆醒。這樣的儆醒不會帶著焦慮，

因為是以「感恩」的心儆醒。這是一個帶著警覺的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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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那些沒有神的「外人」（西 4: 5），聖徒當有智慧與他們

交往。這也和禱告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聖徒的言語更當帶著

和氣，好像用鹽調和；意思是說話要有禮貌，同時另一方面和氣的

言語如鹽，有防止腐敗的功用。

全書最後以一些各人的問安結束，其中提到推基古、阿尼西

母、亞里達古、馬可以及耶數，都不難看出保羅對他們有極高的評

價。但最突出的是對以巴弗的描繪：很顯然在保羅寫此信時，他正

與保羅同在一處。他為自己所屬的歌羅西教會「竭力的祈求」。從

此處，我們可以窺見他的特色。他為他們祈求，願他們「在神一切

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穩。」（西 4: 12）我們為

所愛的人禱告不能比這個禱告更偉大的了；我們為所愛之人所能作

的也不可能比「常為他們竭力的祈求」更重要了。本章的最後一句

話裏帶著一絲的感傷，他似乎從文書的手中拿過筆來，為自己身受

局限有感而發，盼得到他們的同情，而寫道：「你們要記念我的捆

鎖。」（西 4: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