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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以色列人和福音（三）：以色列的未來  羅十一：1-36 

      神真的棄絕了祂的百姓嗎？絕對沒有！以色列的不信並沒有廢掉神的信實。 

      保羅從當時猶太人的光景來看，他們似乎是被神棄絕了！然而保羅又以他身為猶太基

督徒的身分見證，他所看見猶太人得救的少數正是未來整體得救的先兆，保羅在福音的亮光

下窺見上帝在舊約中的啟示，他揭露了一個奧秘，就是在基督再來的時候，以色列全家都要

得救。 

      以色列目前的跌倒並非永久性的，而只是在上帝救恩計畫中的一個階段，保羅以橄欖

樹的意象來闡釋他的論點：橄欖樹代表神所有的百姓，橄欖根是以色列人的列祖和神的應許，

猶太人是橄欖樹的枝子，由於他們拒絕了基督，許多枝子被砍了下來，在砍下之處，接上去

的是代表外邦人的野橄欖的枝子；彷彿一幕舞台劇，以色列人曾經是舞台上的主角，如今站

在舞台中央的換成了外邦人，在救恩歷史中，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輪流站上舞台的中心，在場

面壯觀的最終一幕中，以色列將重新出現在舞台上，在上帝全備的救恩計畫中占一席之地。       

      上帝的智慧深不可測，無人能全知主的心意！然而上帝並沒有完全隱藏祂的道路。如

今，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奧秘已經被揭露，有朝一日必定完全成就，因為上帝是信實的。 

 

主題 

上帝沒有棄絕以色列 

 

大綱 

（1）、上帝沒有棄絕祂預先所揀選的以色列人（十一：1-10）   

（2）、今日以色列整體被上帝棄絕並不是永久性的（十一：11-24）  

（3）、以色列在未來將得到復興（十一：25-36）  

 

問題討論 

 

一、上帝棄絕了祂的百姓嗎？保羅的答案是甚麼？上帝「預先所知道」是甚麼意思？參摩三：

2a。 

       V.1 譯作「所以我說，神沒有棄絕祂的百姓，不是嗎？斷乎沒有！」從之前的論述來

看，以色列拒絕承認彌賽亞，此舉意味著以色列不再能被稱為神的百姓，保羅卻不同意這個

合乎邏輯的結論，保羅以他自己是個猶太人作為活生生的證據，證明神沒有棄絕祂的百姓。 

「預先知道」的「知道」是指神的揀選，神揀選以色列完全是恩慈的行動，遠在以色列有任

何表現使她夠資格被神揀選之前，神的揀選就已經發生了，神怎能棄絕祂自己的意旨。  

 

二、保羅如何引用舊約證明神沒有棄絕祂的百姓？參王上十九；1-18。上帝在以色列的過去

和現在「保留一群遺民」有甚麼深意？「餘民」能夠成為「餘民」是有甚麼特別的條件嗎？  

     列王記的背景是以色列在沒有指望的情況下，耶和華告訴先知，祂仍然保留了一群忠心

的百姓；如今也是如此，有一小群猶太人接受福音，因此能夠在神的國中有一席之地，神在

過去和現在的作為保證了祂會繼續看顧祂的百姓，保羅在這件事上看到了新的盼望，神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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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群餘民（猶太基督徒），不但證明了祂對以色列的信實，也是以色列未來盼望的一個保證。 

餘民之所以能夠成為餘民完全是基於揀選的恩典。 

 

三、思想十一：7-10 這段經文，整體來說，以色列沒有得著的昰甚麼？參九；31。然而他們

之中是否有些人得著了？保羅如何引用舊約作為以色列人頑梗不化的憑據？參申二十九：4，

賽二十九：10，詩六十九：22-23。 

     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在神面前有一個義的地位），反而得不到律法的義，整體的以

色列人所沒有得到的，「蒙揀選的人」卻得到了，就是以色列中的一小群人。 

     人心的剛硬是否永久性的？參十一：11、25，此處所說神使人剛硬不一定是永遠的狀況，

指的是整體的以色列，而非個人性的剛硬，保羅所說神要使誰剛硬就使誰剛硬是個人永久的

狀況。 

保羅說詩篇中大衛禱告要臨到迫害他的人的那些事，現在神已經讓它們臨到那些抵擋福音的

猶太人身上。     以色列人以前是那樣，現在也是那樣。 

 

四、根據十一：11-15，保羅認為以色列現今拒絕基督會使他們永遠被神棄絕嗎？以色列的拒

絕導至了甚麼後果？參徒十三：44-47，十四：1-3，十八：4-7。保羅在此暗示了以色列的未

來將如何？以色列的未來對外邦人有甚麼影響？ 

      上文可能會使人作出一個推測，就是神使「其餘的」以色列人剛硬是永久性的。保羅

否定了這樣的看法，以色列目前被神棄絕只是救恩歷史中的一個過程，救恩因此轉向外邦人，

當以色列看到外邦人享受到原本屬於他們的福氣時，他們受到刺激，也會想得到那樣的福氣，

那時他們將會大批轉向基督，那時刻也將為世人帶來史無前例的祝福，即救恩最終的成就。      

 

五、十一：16 出現兩個平行的隱喻，保羅使用這兩個隱喻要表達的重點是甚麼？參民十五：

17-21。 

      V.16「初熟的果子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初熟的果子：列祖，麵糰：猶太人。  

樹根隱喻列祖以及神給猶太人的應許，樹枝隱喻猶太人。列祖的聖潔會把類似的聖潔傳到整

個以色列，列祖的「聖潔」並非意謂著列祖有特別的品格，而是因為他們是神所應許的領受

者，他們的聖潔在於他們在救恩歷史上所擔任的角色，他們被上帝分別出來，將屬靈的益處

傳遞給他們的後代。整個麵糰都聖潔不是說每個以色列人都得到救恩，而是說以色列人在上

帝的眼中有特殊的身分 

 

六、在十一：17-24 這段經文中，被折下的枝子隱喻的是誰？被接上的野橄欖枝子又隱喻的是

誰？保羅使用這一幅橄欖樹的意象所要傳達的信息是甚麼？ 

     被折下的枝子：猶太人，野橄欖枝子：外邦人。 

     整棵樹代表神的百姓，涵蓋的是救恩歷史中的兩個群體，猶太人和外邦人。 

保羅首先以枝子和根的隱喻來責備外邦基督徒，最後為猶太人未來的屬靈復興提供了盼望。

猶太人原先因為祖先的原故而領受到屬靈的福氣，卻因為神使他們剛硬以及自己的不信而受

到神的棄絕，原先和神的應許以及列祖沒有任何「自然的」關係的外邦人卻因為神的恩典和

他們的信心而得著了神所應許的福氣；外邦基督徒有可能以為救恩的門已經向猶太人關閉，



 

本套查经材料由蒋怡欣提供，授权橄榄社区使用。 

他們是神的新百姓，取代了以色列，因而鄙視猶太傳統，保羅告訴他們，他們今日所以能夠

得到屬靈的地位，正是藉著那傳統，他們的福氣是來自橄欖樹的根，也就是列祖。保羅以神

的恩慈和嚴厲來警告外邦人，神自己的選民尚且無法逃脫神的審判，何況「非選民」，野橄欖

能違反自然地被接上去，原來的枝子仍保有原樹的特質，豈不更容易被接回自己的樹上。 

橄欖樹代表了神真正的百姓，隱喻的基本意思是神百姓的合一跨越了歷史和族裔的界線，只

有一棵橄欖樹，它的根深深地栽植在舊約聖經的土壤裏，它的枝子則包括了猶太人和外邦人。 

 

七、保羅口中的「奧秘」（十一：25）是甚麼？他如何從舊約中印證這個奧秘？從羅馬教會的

背景來看，保羅在這個時刻揭露這個奧秘的目的是甚麼？ 

      這個奧秘是羅九至十一章的高潮，就是以色列的復興。保羅如何知道這個奧秘？保羅

領受了從神來的啟示，他有先知性的洞見，他在福音的光照下研讀舊約而明白了這個奧秘。

V.26b-32 對保羅這個預言作出強而有力的支持：舊約的印証（26b-27）、神對祂應許和揀選的

信實（28-29）、神的公平（30-32）。保羅揭開這個奧秘的一個目的是要警告羅馬的外邦基督徒，

不要以為自己取代了猶太人而自高自大，目前的狀況是救恩歷史中的一個過程，神救恩計畫

的高潮是以色列的得救。   

 

八、保羅如何陳述救恩歷史中的一個過程？參十一：28-32 上帝的主權和計劃如何在其中運

作？上帝計劃的高峰是甚麼？它如何彰顯出上帝的信實？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強調神向以色列失憐憫的心意，神曾和以色列的列祖立約，揀選了這

個民族和國家，神是信實的，祂對列祖所作的應許不會動搖，猶太人仍然是蒙愛的，救恩歷

史中外邦人和猶太人之間角色的交替是在神主權的計畫中，它的高峰是以色列全家得拯救，

神救恩的作為彰顯出了神的信實、憐憫和公正。 

 

九、保羅關於以色列未來命運的宣告主要是對誰講的？參十一：13、25。由此推知，在羅馬

教會中可能存在甚麼問題？保羅這段論述會對他們有影響嗎？ 

      保羅主要的對象是羅馬教會中的外邦基督徒，從九章至十一章以及十二章之後的信息

可得知，在羅馬教會中，外邦基督徒和猶太基督徒之間存在著緊張不和睦的關係。 

 

十、在論到以色列的命運時，保羅以個人的哀嘆開始（九：1-5），卻以一首榮耀頌作為結束

（十一：33-36），你在這首榮耀頌中如何認識到上帝的奧秘？ 

      當保羅在宣稱他領受了神的「奧秘」之後，他寫下了這首讚美詩，保羅強調人所知有

限，因此警告讀者不要輕易臆測神的作為？此處保羅很可能不是這個意思，因為保羅剛剛才

揭露了這個關於以色列的奧秘，所以他想強調的可能不是關於神道路的隱密性，而是神已經

啟示、讓我們明白的這個部分，我們應該去理解和接受。我們不應該以「神的蹤跡是難尋的」

作為藉口，而錯過或忽視了神已經向我們顯明的真理。 

當神對以色列的計畫被揭露之後，保羅忍不住讚嘆神的智慧和豐富是如此的奇妙。  

 

反思和應用 

（1）、身為有限的受造者，我們怎能明白神的豐富和智慧？然而神已經清楚啟示給我們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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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們卻無法推託說不知道，按照你的理解，神已經明白啟示我們的真理有那些？ 

（2）、保羅以三章的篇幅講述以色列和福音的關係，讓我們明白，在神的救恩計畫中以色列

所擔任的角色，在歷史的盡頭，以色列人將大批歸主，這件大事和耶穌的再來息息相關，它

提醒我們、也激勵我們對以色列人的宣教工作是何等地重要，願神使用我們在救恩歷史的最

後一個階段與神同工，願神的國度早日來到。 

（3）、在以色列和福音的關係中，你如何觀察到神的主權以及祂的信實、公正和憐憫？以色

列這個民族或國家的境遇是否可以成為我們個人的借鏡？你從中學到的教訓是甚麼？ 

 

附註 

十一：2-5 以色列的餘數？ 

保羅所引用的舊約經文來自王上十九：1-18，當以色列在沒有指望的光景中，主耶和華向先

知以利亞保證，祂為自己存留了一群敬虔的百姓；以色列歷史的經驗重覆出現在新約的時代，

出於神恩典的憐憫和揀選，仍然有一小群猶太人歸向基督，保羅在神保留「餘民」這件事上

看到了新的盼望，它是以色列未來盼望的一個保證。 

舊約如何預言以色列的剛硬？ 

保羅引用舊約經文作為神使人剛硬的預言和憑據，引文出自申三十九：4，賽二十九：10，詩

十九篇，然而有人認為，從保羅預言以色列未來的復興來看，神使人剛硬不一定是永久的狀

況，持這種看法的人忽略了保羅所說的是以色列全體性的剛硬是暫時的，並非指個人性的剛

硬。 

橄欖樹的意象？ 

十一：16-24 保羅以橄欖樹的意象來說明救恩歷史中不同的階段，橄欖樹代表神所有的百姓，

橄欖根是以色列人的列祖和神的應許，橄欖樹被折下的舊枝子隱喻的是剛硬的以色列人，野

橄欖樹的枝子隱喻的是歸信基督的外邦人。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V.26a 保羅並不是說每一個猶太人都會得救，「全以色列」是集體性的意思，指全國這個整體，

而非個人，我們無法得知數目，但能肯定的是將有大批猶太人得救，數目眾多到足以代表整

體。 

舊約如何預言以色列的得救？ 

保羅在十一：26b-27 引用的經文出自賽五十九：20-21、二十七：9，藉著這兩段經文，保羅

預言以色列最後蒙拯救是在基督再來之時，藉著在基督裏罪得赦免而蒙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