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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第十六章  複習 有了正確的神學，還要適當的應用。保羅在第 15 章裡，作了最后的提醒：既然都是因信称义的人，除了彼此同心、彼此接纳之外，还要繼續实践彼此相爱，不求自己的喜悦。 當我們在第 15 章 33 節看到：“願賜平安的神常和你們眾人同在。阿們！”，我們正以為羅馬書要結束了，結果保羅又寫了一章。而且他重復的祝福（16：20，24），表達了他以溫柔的愛作為告別之辭，似乎依依不捨，不想和他們告別。儘管第十六章是保羅私人隨筆的叮嚀，其中還有許多我們可以學到的真理。   帶查經的提示 本章經文的大部分都是問安的話，又因為這些話并無難解之處，所以除了少少需要解釋的名詞之外，可以完全以問題的方式來帶。例如：“這節是什麼意思？對我們有什麼實際的應用？”。   分段 I.  1-16 節 ，主里弟兄姐妹的榜样  II.  17-20 節，要躲避分黨離間的人 III.  21-24 節，與保羅在一起的同伴也隨筆問候 IV.  25-27 節，保羅以莊嚴贊美神的榮耀作結束。  解釋 16:1-16 主裡弟兄姐妹的榜樣。  1節，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非比，他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  堅革哩是連接著哥林多的一個小海港，大約離哥林多一哩半之遠。因此有人認為“堅革哩教會”可能就是哥林多的教會。也有人認為，盡管這兩地是如此接近，但是和哥林多教會不是同一家。保羅先開始推荐非比，她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也是負責送這本書信的女執事。  2節，請你們為主接待他，合乎聖徒的體統。他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他，因他素來幫助許多人，也幫助了我。  在第一節，保羅首先提到非比的職分，然后才在這節才提到羅馬教會接待她，要“合乎聖徒的體統”，因為這是他們的本分，若是他們不好好的待基督的仆人們，就不合乎聖徒的體統，何況她自己曾忠心地幫助聖徒，連保羅也曾受她幫助的事。所以我們應當以愛心來接納基督的肢體，特別敬重并愛那些在教會中有聖職的人。   问：以前的信徒是如何接待信徒的？今天應該如何接待外地來的信徒？  3節，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裡與我同工，4 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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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保羅開始提名問候，目的乃是要使在主裡正直行善的人，得到尊重，使他們的服事沒有攔阻。同時也是為了鼓勵他們在生活上，要與以前所行的善相稱，在屬性上不要倒退，虔誠的心也不要消滅。  百基拉和亞居拉他們原來是在羅馬的，但是因為革老丟的命令被驅逐出羅馬(徒 18:1-19)。保羅與他們在哥林多認識，因著織帳篷的工作與他們一道作工。百基拉是亞居拉的妻子（徒 18：2），保羅給予百基拉與亞居拉的是特殊的推崇，尤其對百基拉這位婦人更是如此，將她的名字列在她丈夫前面。使我們看到使徒謙恭的態度，因他不拒絕，也不羞于承認有婦人作他在主里的同工。。    保羅特別提出他自己當感謝百基拉和亞居拉的理由，因為他們為了要保護保羅而將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但他又說所有的教會都當感激他們，因為他有基督指派的使徒之特別身份，是與外邦人有益的。那麼外邦人按義務來講，對于那些使保羅安全的人應當感激，是理所當然的事。  問：保羅在聖經裡感謝他人，那麼在教會的聚會裡是否也可以感謝人？在崇拜時呢？  5節，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問我所親愛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亞西亞是歸基督初結的果子。  “教會”原文是人聚集的團體。一般用來指教會，但是也可以指他們家裡的眾人。保羅在此用這字來稱呼他們的家，是對于他們的家庭所給的一大尊榮，不一定是說在他們的家設立了教會。   在亞西亞最大的哥林多城裡，有許多神的百姓(徒 18:10) “初結的果子” 是指首批歸信基督，並將自己分別為聖歸于神的人。聖經同樣也說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林前 16:15)。保羅特別敬重他們，為了鼓勵他們繼續忠心到底。  6節，又問馬利亞安；他為你們多受勞苦。 他提到馬利亞，她的背景不能確定。但是她是為羅馬教會受苦，因此無疑地保羅要將她推荐給羅馬人。     問：表揚人為教會受苦，可以嗎？  7節，又問我親屬與我一同坐監的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安；他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裡。  保羅提到猶尼亞和安多尼古，以及 11 節的希羅天，都有親戚關系。但是保羅並不是因此要羅馬信徒尊重他們。保羅曾經多次被下監牢（林后 11:23），其中幾次，看來他遇上猶尼亞和安多尼古。保羅願使羅馬人更認識他們，因為他們與他一同坐監，是為了基督而受的捆鎖，確是值得人們尊敬。信仰不是取消我們的親屬關系，而是確立，聖化，改進我們對親屬的看重。這兩人與保羅同負一軛，為基督受苦，負祂的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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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本節經文中稱他們為“使徒(apostolos)”。這字雖然與林前 1:1 裡“耶穌基督使徒”是同一字，這兒顯然只是指那些，使福音的教訓傳遍各處，因而使教會終于得建立起來的人。因此安多尼古和猶尼亞算是教會的使徒或使者，而不是指基督所設立的“使徒”。聖經其他地方也廣泛的引用使徒 apostolos這字，例如徒14:14，巴拿巴也被稱為“使徒”；在林后 8:23，提多也被稱為 apostolos，中文翻作“教會的使者”（林後 8：23）﹔在腓 2:25 裡，以巴弗提被稱為 apostolos，中文翻作“所差遣的”。所以廣義來說，“使徒”apostolos就是公認被教會差遣的使者，或許可稱為教會的使徒，有別於“耶穌基督使徒”。至於耶穌基督的使徒是基督直接授權的使者，除了 12使徒之外（包括遞補猶大的馬提亞），還要加上保羅，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羅 11:13)。  因為猶尼亞可能是女子的名字，因此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可能是一對夫婦(J MacArthur)。若是如此，猶尼亞可能是新約初期教會裡最高職位的姐妹。因為他們比保羅先因信接納福音，所以他也毫不遲疑地將他們放在自己的前面。   8-10節，8  又問我在主裡面所親愛的暗伯利安。 9  又問在基督裡與我們同工的耳巴奴，並我所親愛的士大古安。10  又問在基督裡經過試驗的亞比利安。問亞利多布家裡的人安。  這裡提到許多我們不熟息的名字。 “暗伯利”與“耳巴奴” 兩個是羅馬名字。接著 “士大古”、“亞比利”、“亞利多布” 是三個希臘名字。羅馬天主教相信當時彼得應當在羅馬，但是我們認為彼得若是在那裡，保羅既然提了那麼多人，絕不可能不提到他的名字。  “在基督裡經過試驗的”是指在信仰上受過考驗，顯出誠實和真誠的人，因此是一個值得信靠，信賴的人。   11節，又問我親屬希羅天安。問拿其數家在主裡的人安。  “希羅天”(Herodian)可能是改信主的猶太人。這里所提的拿其數似乎是人們熟息的名字，可能是羅馬皇革老丟（Clandius）的秘書，或是統治下的自由公民，以放蕩淫逸，聲名狼藉著名，且拿其數本人并沒歸向主。保羅的話特別指出，與他住在一起的人，卻能夠跟隨基督，而不隨從他們屬世的主人。    12-13 節，又問為主勞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撒氏安。問可親愛為主多受勞苦的彼息氏安。13 又問在主蒙揀選的魯孚和他母親安；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  因為“勞苦”是陰性的動詞，因此土非拿、土富撒、彼息是三個婦女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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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並非按血統而言，而是按照基督的愛和靈裡的感情，正是我的“母親”，正如他稱非比是他的“姐妹”。保羅曾經教導提摩太，要待老年婦女如同母親一樣（提前 5:2）。  問：到目前為止，保羅多次提到女性的名字，有什麼不尋常？  14-15節，又問亞遜其土、弗勒干、黑米、八羅巴、黑馬，並與他們在一處的弟兄們安。15 又問非羅羅古和猶利亞，尼利亞和他姊妹，同阿林巴並與他們在一處的眾聖徒安。  這兩節裡，分成前一組5位與後一組五位，可能是兩個不同聚會的團體。   16節，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基督的眾教會都問你們安。  親嘴是猶太人中表示友誼的記號，是他們的習俗。然而此種習慣對于羅馬人卻是較為少見的。在羅馬人中雖然只有親戚才可以親婦女的嘴，但也有例外。然而對于當時的基督徒，在主餐之前，彼此親嘴以示友愛的情形，已成為習慣。  我們又從克里梭斯頓（Chrysostom）的講辭看到，此后他們又奉獻錢財，以行為証明彼此親嘴所產生的效果。從這兩件事上，天主教徒採納了祭司吻聖餐杯以及祭坛的禮節，是沒有聖經根據的。何況舊約裡拜偶像的人是與偶像親嘴的，今天運動員得到獎杯，也連連與獎杯親嘴，實在是信徒不可行的行動。  在此保羅并不是特別吩咐我們，要守某種聖經沒有命令的禮儀，而只是勸勉羅馬信徒要有弟兄彼此相愛的心，應當與世人中間不潔、或是出于虛偽做作的友誼有別。  問：基督徒親吻十字架好嗎？  16:17-19 要躲避分黨離間的人。  17 節，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  “弟兄們…我勸你們”他不是以使徒身份下命令，而是為了愛的緣故來懇求。主耶穌曾預言紛爭與絆倒人的事都會發生。但那帶來這些事情的人有禍了（太 18:7）。這裡說要“留意”（skopein），就是留心他們，和他們所用的方法，他們追求的目的。“躲避”是躲避所有和他們的相交和溝通，免得被他們的酵所感染。   18 節，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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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自己的肚腹”是指他們屬肉體，追求感官與屬世的利益。他們喜悅低賤的私欲：驕傲，野心，貪婪，奢侈，放蕩，這些是他們所追求的。因此腓3:19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他們嘴上敬虔，他們言語的外表看上去敬虔，好像為神大發熱心。他們專門針對對單純的人，向他們顯殷勤，表示愛心，為了吸引他們來聽從自己敗壞的教訓。   19節，你們的順服已經傳於眾人，所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聰明，在惡上愚拙。  “你們的順服”是指羅馬教會裡許多人是單純，就像這節尾的“愚拙”，應該翻譯作“無辜、單純”。假師傅喜歡迷惑單純、順服的人。他們或是利用那些單純的人心軟，說一些傷心、動人的故事，直擊單純人的感情，使他們被勸說。或是以高壓恐嚇的言語，叫人乖乖就伏。因此保羅勸勉他們，單純是好的，但是不夠用。  “在善上聰明”簡單的說，就是在神的真理和道路上熟練，聰明。“善”是神那超越一切的絕對標準，就是真理，只有熟讀神的話語才能入門。“聰明”是經過聖靈的光照讀進去的話語，能領悟、分辨如何在適當的時候，應用出來。但是許多人以為“在善上聰明”就是在自以為是的事上會活用，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話語上。  “在惡上愚拙”就是在“惡事上要作嬰孩”（林前14：20）。    20節，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和你們同在！  請注意這兒保羅首次在羅馬書裡提到“撒但”，“踐踏”就是扎碎(crush)，也就是創 3:15 中“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那“傷”的同義字。這句話不是祈禱，乃是神給羅馬人的應許。保羅應許說：最后勝利是屬于我們的，末日來到時，撒旦要被踐踏于腳下。這裡他也間接的指出，因為撒旦一直要掙脫他的捆綁，要使普世混亂，叫人遠離神。但是主基督自己一直在掌控，使它制服在屬基督的我們腳下，叫我們得勝。   “賜平安的神”這句話提醒了我們，教導真理，絕對不是用嚇唬人的方法，使人就範。許多假師傅喜歡危言聳聽，叫人擔憂眼不能見，感官不能知，靈界裡奇奇怪怪的事，可以收他們為自己的徒子徒孫。人的確應該為罪生出屬靈的憂傷，為了要人去把罪對付清楚後，可以恢復平安。但是硬生生叫人無故的為靈界裡猜疑的事憂慮，沒有平安，就不是聖經教導的事，那不是出自神，而是出自撒但。撒但的命運已定，我們沒有恐懼撒但的必要。何況穿戴了神全副的軍裝，根本就不怕了。    16:21-24 與保羅在一起的同伴也隨筆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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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節，與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親屬路求、耶孫、所西巴德，問你們安。22 我這代筆寫信的德丟，在主裡面問你們安。23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猶問你們安。24 城內管銀庫的以拉都，和兄弟括土問你們安。  這一段眾同工也問安的話，一方面是要使兩方遠離的弟兄可以彼此相顧，并有合一的心，另一方面也要使羅馬的弟兄們知道，他們所熟悉保羅這邊的弟兄們提摩太等，都贊同本書信上所說的一切話。保羅如此提到他們的名字，并不是說他必須有他們的見証，乃是要指出信徒們同心合意有極大的益處。  德丟是為保羅代筆的人，保羅使用一位文士，不是出於尊貴或懶惰的緣故，而是因為他視力軟弱，不是很容易看得清楚，他親自給加拉太人寫信的時候，也為此道歉（加 6:11）。也許這位德丟就是西拉，因為有一些人認為西拉在希伯來文中的意思是“第三”的意思，這和“德丟”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一樣的。  “該猶”不清楚是否是特庇人該猶（徒 20:4），或者還是馬其頓的該猶（徒 19:29），又或者是哥林多的該猶（林前 1:14），也無法確定是否這些人中的某一位，是不是約翰寫約翰三書的對象。然而，保羅稱贊他為人大大好客﹔不僅接待我，還“接待全教會”。意思是，他是一個有機會就接待他們所有人的人，為他們教會聚會打開自己家門，願意隨時接待到他這裡來的所有基督徒客旅，是分擔教會其他人的負擔的人。  “另外一個人是城內管銀庫的以拉都”。他在哥林多城可能是一個擔任公職，又有名譽地位的人。他為了教會的好處，在事奉的工作中擺上自己﹔在提后4:20 也有提到他和提摩太在一起（徒 19:22）。同樣也提到“括土”被稱為兄弟，可能也是七十個門徒之一。    16:25-27 保羅對神的崇敬。   25-26節， 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26 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  雖然在學者們中間對于保羅在本段經文中稱福音為隱藏的奧秘的事，連同弗三 9﹔西一 26 的“奧秘”的解釋，看法不同，但是這裡應該是指外邦人因信稱義得蒙召的奧秘。因為保羅自己在歌羅西書中也是如此暗示的（西一 27）。這奧秘是源自神，向保羅所揭示的福音，是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這是猶太人心硬完全不知的奧秘，因此後面 27 節，保羅頌贊神的“全智”。   “堅固你們(在羅馬人)的心”，是面對極殘酷逼迫的羅馬信徒，最需要的鼓勵，使他們更確實有把握知道神必永遠保守他們到底。神接納我們，猶太人與外邦人為兒女的事實，乃是存留至永遠的，因為祂要使我們同為後祠，同得永恆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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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所傳揚的福音，就是““““耶穌基督”，因為福音都包括在基督的功勞上。他又指出福音的奧秘，出于神永恆的命定，乃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既然主耶穌降世，將這奧秘顯明，這不但叫我們要專心恭聽領受，而且也當使我們更加敬重福音而銘感于心。這個奧秘與世人所尋求虛浮夸大的智慧不同，這反而是世人輕視的奧秘，且完全超過世人一切學識的所能推理、預知。  另一方面，這兩節的用意是，保羅為了要阻止人懷疑，或是爭辯，認為基督的福音太新鮮、不可靠。所以他又特別引用先知的話，證明他們的預言至今已應驗了。    27 節，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們！   首先保羅將榮耀單單歸于神。然后，又要為了指出，因為耶穌基督的功勞，惟有祂配得這個榮耀。再加上祂全智的屬性，一切受造之物在罪中的愚昧，完全証明了神當得稱頌。他也是特意要眾人與他一同來，尊敬、愛慕神的智慧，並發出呼聲，又使受逼迫的羅馬信徒的信心，得以堅固，使他們確切相信，又看到神已賜的大恩，而堅定他們將來的盼望。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