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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提摩太後書看保羅的榜樣為福音打美好的仗 

第三課 -- 末世警覺及持守真道 

經文：提後 3：1-17 

鑰節：「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 3：12） 

中心思想：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就是假師傅（異端）的出現。保羅更教

導我們如何分辨：（1）他們的特徵：道德敗壞及假敬虔；（2）他們的工作：迷惑無

知的人；（3）他們的目的：敵擋真道；（4）他們的結局-被廢棄。但我們是屬主的人，

已經服從歷代使徒的教訓和他們所忍受的苦難，並知道跟誰學習，更重要是學習聖經

的真道，藉聖經真理來分辨異端。 

本課大綱：（一）認識末世必有假師傅出現（提後 3：1-9） 

（1）這等人的特徵：道德敗壞及假敬虔（提後 3：2-5） 

（2）這等人的工作：迷惑無知的人（提後 3：6-7） 

（3）這等人的目的：敵擋真道（提後 3：8） 

（4）這等人的結局（提後 3：9） 

（二）持守真道力挽狂瀾（提後 3：10-17） 

（1）服從保羅的教訓（提後 3：10-14） 

（2）持守聖經的教導（提後 3：15-17） 

（一）認識末世必有假師傅出現（提後 3：1-9） 

經文：「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提後 3：1） 

註釋：「你該知道」含有你應引以為己任的意思。「末世」最後的日子。始於主耶穌第一次

降生直到祂第二次再來前的那段日子。在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時就已經是末世，可從保羅

吩咐提摩太不要與那些假師傅來往看出，這些人正是這時代的特徵。並且，這末世的現

象將持續並變本加厲，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危險的日子」意思困難、艱難，指這段日

子必充斥反叛神的事，並且情況愈久愈加劇，若不注意便會遭受危害。 

這裡（提後 3：1）前，原文有「然而」，和合本並沒有翻譯出來。主要是承接（提後 2：

25）「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這裡說「然而」，表示這些人不一定會回轉。同時，

保羅提醒提摩太要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末世必有甚麼危險的日子來到？ 

保羅在（2-9 節）給了我們一些指示，就是在（5 節、6 節、8 節）三次提到「這等人」就是

假師傅（異端）。在（9 節）就提到這等人「他們」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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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保羅勉勵提摩太要持守真道（提後 3：10-17）。 

末世「這等人」假師傅（異端）的出現： 

（1）這等人的特徵：道德敗壞及假敬虔（提後 3：2-5） 

（2）這等人的工作：迷惑無知的人（提後 3：6-7） 

（3）這等人的目的：敵擋真道（提後 3：8） 

（4）這等人的結局（提後 3：9） 

（1）

這等人

的特

徵：道

德敗壞

及假敬

虔（提

後 3：

2-5） 

經文：「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

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凶暴，不愛良善，賣

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

意，這等人你要躲開。」（提後 3：2-5） 

註釋：「專顧自己」原文為專愛自己，即心中只有自己。「貪愛錢財」追求滿足自己的

享受，因錢財可供應所需。「自誇」指外在的行為，表現自大。「狂傲」傲慢，自

大，內心自以為是。「謗讟」毀謗，誹謗，以言語傷害別人。原文與褻瀆同字，但

褻瀆專指對神，謗讟則指對人。「違背父母」甚至忤逆自己的父母。「忘恩負義」不

記念或感謝別人的恩情。「心不聖潔」不單沒有追求聖潔，並且心中存有污穢的邪

念。「無親情」對人冷漠無情。「不解怨」剛愎自用，絲毫不顧別人的感覺。「好說

讒言」意思說話像魔鬼（魔鬼的原文字義是讒言）。「不能自約」不能自我約束，缺

乏節制的能力。「性情兇暴」行事為人粗暴殘忍。「不愛良善」恨惡良善，而良善就

是神自己（太 19：17），所以恨惡良善，就是恨惡屬於神的事物。「賣主賣友」叛

逆，不忠；為了一己的利益，甚至可以出賣至親好友。「任意妄為」任性，鹵莽，

想作就去作，不管別人的感受。「自高自大」指被自欺蒙蔽，看不見自己的真相。

「愛宴樂」愛享樂，就是喜愛肉體的享受和舒適的生活。「不愛神」就是不給神獨

尊的地位，不以神為唯一滿足的喜樂。「有敬虔的外貌」指雖然外表裝扮得敬虔的

模樣，卻是虛有其表。「敬虔的實意」就是敬虔的能力，指改變生命及實踐信仰的

能力。「躲開」表示他們以假亂真的影響極大，因此務必要避開。 

保羅在這裡描述末世人背道行惡的可怕，更指出「這等人」假師傅誘惑人的危險。並警

誡提摩太要提防、遠離他們。 

「這等人」假師傅的特徵如下： 

（i）以自我為中心：專愛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心不聖潔、不能自約、性情

兇暴、不愛良善、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 

（ii）對人關係的變質：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賣

主賣友 

（iii）虛偽的宗教實質：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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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人」三個愛和兩個不愛，愛：（i）專愛自己（原文）；（ii）貪愛錢財；（iii）愛宴

樂。不愛：（i）不愛良善；（ii）不愛神。 

專愛自己和貪愛錢財是上面所列眾罪的根源，不單引發許多罪惡，也讓撒但有機會誘惑

人的私慾，使人犯罪離開神。當一個人失去對神的愛，必然只注重外貌的敬虔，而

不是出於內在生命的敬虔。但內在生命有了敬虔的實意，必有敬虔的外貌，因為敬

虔是發自神的生命。最可怕的是，外表似乎很愛主、熱心作主工，其實卻是撒但的

差役，誤導信徒，破壞信徒的信心。保羅再次提醒提摩太要躲開這等人。 

想一想：這樣的人在今日的教會中也常見，我們自己是否也是這樣的人呢？ 

一個人所「愛」的是甚麼？愛神？還是愛世界？決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2）

這等人

的工

作：迷

惑無知

的人

（提後

3：6-

7） 

經文：「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

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提後 3：6-7） 

註釋：「偷進」潛入，緩緩爬入。「人家」家庭。「牢籠」擄掠，俘虜。「無知婦女」

不穩的婦女，因着自己的罪，充滿罪疚感，被情慾牽引，成為假師傅引誘的對象。

亦代表一切靈性軟弱和缺欠分辨能力的信徒。「擔負罪惡」被種種罪惡壓著（罪惡

原文為複數）。「各樣的私慾」指肉體中種種的慾念。「引誘」含有不能抗拒的意

思。「常常學習」表示有心學習，但一直不能夠認識基督，以致得救。 

「這等人」指那些假冒偽善的假師傅，亦是前面（提後 3：2-5）所描述的人。 

他們行事的模式：（1）並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偷偷地潛入；（2）對象不是一般信徒，而

是專門尋找那些容易欺哄的弱者；（3）利用對方的弱點（私慾）來引誘他，使對方

甘心情願受他們驅策。 

當時的女性沒有機會學習，但後來福音傳入，有許多婦女開始可以學習真理。但有些婦

女可能只是為了愛好新奇、跟潮流（宗教），把持不定和缺乏栽陪，結果仍然無法

分辨異端與真理，因而受這等人影響，使她們離開真理。基督徒追求認識真理，必

須先有正確的心思和觀念，必能明白真道。 

（提後 3：6）前句說明這等人（假師傅）的醜惡和詭詐，後句則說明受迷惑的人自己

的敗壞和弱點，她們被騙是咎由自取的。 

想一想：您對信仰、對真理是否也是無知、或只是一知半解？以致很容易受假師傅迷

惑，使得在認識真理上徒勞無功呢？ 

（3）

這等人

的目

的：敵

擋真道

經文：「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他們的心地壞了，在

真道上是可廢棄的。」（提後 3：8） 

註釋：「雅尼和佯庇」舊約聖經並沒有提及這二人，但根據猶太人傳統，一說他們是埃

及皇宮中抵擋摩西的法老兩個術士（出 7：11-12、21-22，8：7）；另說他們曾假意

混入以色列民中，引誘人拜金牛犢，抵擋摩西真道（出 32 章）。「心地壞了」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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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

3：8） 

心思敗壞了（提前 6：5），失去分辨真道的能力。「可廢棄的」可棄絕的，不蒙稱

許的，未被認可的。 

保羅引用舊約這兩個敵擋摩西的人，來形容這等人的目的：就是要敵擋真道。他們的心

思敗壞了，在真道上是可棄絕的。 

（4）

這等人

的結局

（提後

3：9） 

經文：「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像那二人

一樣。」（提後 3：9） 

註釋：「他們的愚昧」他們是指這等人（假師傅）。他們好像很聰明，實則愚拙。「顯露

出來」露出破綻，被眾人識破。「像那二人」指雅尼和佯庇。 

舊約這兩位敵擋者一直敵擋摩西，但他們的結果是失敗的。因此，保羅用這例子說明，

即使末世的景況是如此，但這些假師傅和他們的愚昧將在眾人面前顯露無遺。凡是

假的事物，最終必定會露出破綻。 

在屬靈事上，千萬不要只有敬虔的外表，而沒有敬虔的實質！因在神和人面前遲早也會

顯露出來，要完全真心真意倚靠聖靈和祂的大能建立自己的靈命。 

（二）持守真道力挽狂瀾（提後 3：10-17） 

（1）

服從保

羅的教

訓（提

後 3：

10-

14） 

（i）服從保羅的教訓及屬靈品格（提後 3：10） 

經文：「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提

後 3：10） 

註釋：「服從」在旁跟從、仿效。古希臘文裡，多用來形容門徒對老師的學習態度。

「教訓」按真理教導。「品行」養成的性格、生活模式。「志向」立定心志和方

向，指追求和行動的方向和目標。「信心」對神的信靠。「寬容」包容人的愚拙、

蠻橫和忘恩負義，仍有餘力地堅持到底。「愛心」指對人的憐愛。「忍耐」恆忍，

堅忍，指忍受一切而不動搖的耐力。 

「但你」是本章經文中兩次採用這詞的第一次（提後 3：14），特意用來作為真師傅

和假師傅的鮮明對比。 

保羅提醒提摩太，他已經從保羅身上學習了許多教訓、也曾立定心志和操練許多屬靈

品格等。所以，他要持守所相信的信仰和所學習的教訓等。 

（a）認識方面 – 教訓 

（b）心志方面 – 品行、志向 

（b）屬靈品格方面 – 信心、寬容、愛心、忍耐。 

（ii）服從保羅所受的逼迫（提後 3：11） 

經文：「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我所忍受是何等的

逼迫，但從這一切苦難中，主都把我救出來了」（提後 3：11） 

註釋：「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是羅馬帝國加拉太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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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城市。保羅在第一、二次宣教旅程中曾到過這些地方（徒 13：14-50，徒

14：5-6）。提摩太來自路司得（徒 16：1-2），對保羅在該地受苦之事當有直接的

了解。「何等」表示極嚴重的程度。「救」指從環境中蒙拯救，而不是指靈魂的得

救。「但從這一切…救出來了」甚至沒有被石頭打死（徒 14：19）。 

保羅在此特意提到那些事件，或許是因為：（i）它們對保羅一生立定心志、為主受苦

產生了極大的影響；（ii）提摩太在信主之初即有所聽聞，可能在提摩太心中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想一想：神是信實的，必不叫我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忍受的（林前 10：13）。同時，主

若不許可，任何逼迫或苦難絕不能對主的兒女有何損傷。 

（iii）跟從者也要受逼迫（提後 3：12） 

經文：「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 3：

12） 

註釋：「不但如此」指不單是我一個人。「敬虔度日的」指敬畏神的人，生活行事，

不跟隨潮流，不與罪惡妥協，一心討神喜悅。 

凡立志在主裡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是因為：（a）撒但在人的背後推動；

（b）不敬虔的人，不能容忍別人敬虔的表現。 

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 14：22）。為神的國和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太 5：10）；凡和主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羅 8：17）。 

保羅肯定提摩太已經服從了教訓，甚至連「受逼迫」這件事都已經服從了。 

今天也不例外：「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想一想：您是否已經準備好要為主、為福音受逼迫，付上代價？ 

（iv）作惡者的情況和結果（提後 3：13） 

經文：「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後

3：13） 

註釋：「迷惑人的」行巫術的，騙子，指假師傅。 

越久越惡有兩種意思：（a）本性越來越壞；（b）收場落得更悲慘。不敬虔的人必會每

況愈下；嚴格地說，拒絕接受神帶領的人根本就沒有將來。 

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表示這些人一面是加害者，另一面也是受害者，受魔鬼欺哄

而不自知，這正顯出他的愚昧。 

（v）要將所學存在心裡（提後 3：14） 

經文：「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裡；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提後

3：14） 

註釋：「存在心裡」守住，堅持，停留在心中。「但你」是本章第二次採用此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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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3：10），表示屬神的人應當與那些作惡、欺哄人的人完全不同。 

保羅要提摩太知道是「跟誰學的」，是因為當時假師傅已開始在傳講假道理。因此，

保羅提醒提摩太，他是跟他的母親、外祖母、保羅（提後 1：2、5）學習的，所

確信的，都是純正的真道、是值得信賴的，要存在心裡。 

想一想：凡學習所得的知識，應分為兩類：不可信和可信。採納並忠於那些可信的，

不但確信不疑，並要好好的存記在心裡。 

（2）

持守聖

經的教

導（提

後 3：

15-

17） 

（i）聖經能使人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提後 3：15） 

經文：「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

慧。」（提後 3：15） 

註釋：「從小明白聖經」猶太男孩通常 5 歲起正式學習舊約。提摩太可能更年少就已

在家中受猶太籍母親和外祖母的教導，得以明白和相信聖經。「聖經」主要是指

舊約聖經，因為此時新約有些書卷甚至尚未寫成。從（提前 5：18；彼後 3：15-

16）這些經文顯示，有些新約經卷或一些後來被納入新約聖經的資料，當時已被

公認與舊約聖經具同等權威。「使你因信…智慧」即教導他藉著信基督而得救。 

保羅謹慎的強調透過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因此，單讀聖

經並不能使人有效的得到救恩，惟有透過聖經，明白、相信、接受耶穌基督的救

贖，才能得着救恩。聖經的第一個功用，就是叫我們有得救的智慧。它將神在基

督裡的救法，和人因信得救的途徑，啟示給我們，使我們明白救恩。 

信徒應從小教導下一代認識聖經，這對他們的一生有很大和很深遠的幫助。 

（ii）聖經的超越性及益處（提後 3：16） 

經文：「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譯：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 3：16） 

註釋：「都是」每一。「默示」原文直譯是「吹氣」，呼出，靈的感動。聖經是由神

「吹氣」而成的，是神的啟示（彼後 1：21）。「督責」說服，勸勉，指責。

「使人歸正」回復正常。「都是有益的」具有功效的。 

（a）超越性 –完整啟示，因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文是「聖經是神的呼出」。

意思聖經不是出於人的思想，乃是神將祂的意思、祂的話語，藉著祂的靈，呼到

寫聖經的人裡面，再從他們裡面呼出來。因此，聖經裡面有神的成分和意思。 

（b）「聖經」是有益的，表示「有功效和有價值的」，這裡共有四方面： 

第一：「教訓」指教導，使人認識神、明白神的心意和聖經內的信息。 

第二：「督責」指顯出犯罪，責備人，使人明白是非。 

第三：「使人歸正」指糾正錯誤，使出軌的人回到正道上。 

第四：「教導人學義」指由淺入深、按部就班學習公義，教育或訓練人學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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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和合神心意的生活。（品格的、非單知識性的） 

保羅肯定神主動參與聖經著作的過程，神的參與是如此的全面並有能力，以致寫出來

的是神的話，毫無錯誤並帶有權柄。 

聖經是信徒的信仰和行為的最高準則。信徒最大的快樂和福氣，就是天天能藉著神所

呼出來的話，與神交通、接觸、享受神的同在。聖經也是人生正途的標竿，凡是

想要曉得任何「道理」是對與不對，必須先好好考查聖經（徒 17：11）。 

（iii）聖經的功效（提後 3：17） 

經文：「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7） 

註釋：「完全」精練、完備，這裡指靈裡的完全及豐盛的生命。「預備」裝備整齊妥

當。「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指神的話（聖經）是信徒行事為人必要的裝備，以致

有目標和能力，能追求並行出各樣的善事。 

結果 1 –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結果 2 –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只有屬神的人才能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因有聖經作為行善的根據。凡是不肯好好下工

夫、用聖經裝備自己的人，不能為主作工。 

想一想：您讀了多少聖經？您是否接受聖經作為您生活行事的規範？ 

總結： 

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就是假師傅（異端）的出現。保羅更教導我們如

何分辨：（1）他們的特徵：道德敗壞及假敬虔（提後 3：2-5）；（2）他們的工作：迷

惑無知的人（提後 3：6-7）；（3）他們的目的：敵擋真道（提後 3：8）；（4）他們的結

局（提後 3：9）。 

但我們是屬主的人，已經服從歷代使徒的教訓和他們所忍受的苦難（提後 3：10-14），並知

道跟從正統授訓出來，忠心於主的僕人學習，更重要是學習聖經的真道，藉聖經真理來

分辨異端（提後 3：15-17）。 

今天我們也不例外：「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

後 3：12） 

如何面對末世危險的日子： 

（1）避開 -- 「這等人你要躲開」（5 節）；（2）忍耐 -- 「忍受…逼迫」（11 節） 

（3） 學習聖經 -- 「學習…確信」（14 節上）；（4） 將聖經 -- 「存在心裡」（14 節中） 

（5）注意「跟誰學」（14 節下）；（6）要「明白聖經」（15 節） 

（7）要遵行聖經的教導（16-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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