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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章主题文章主题文章主题文章 
******************************************************************** 

    

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宣教宣教宣教宣教----关系式关系式关系式关系式」」」」解读解读解读解读
[1][1][1][1]

    

    

温以诺教授温以诺教授温以诺教授温以诺教授 
 

(美国西方神学研究院 跨文化研究博士课程主任)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作为对罗马书研究现有方法的补充，本文对这封致罗马人的书信采用了「宣教-

关系式」解读。作者认为罗马书中，从宣教与关系性两个角度查考，其中「关系导

向」、「社群导向」特强，这个重点，大异于西方文化传统中重「个人导向」的特色。 

 

导言导言导言导言 

作者发现时下流行罗马书研究法，计有批判、法理、及理性派（例如历史批判学

方法和教义方法等）的补充。本文试图以「宣教-关系式」研究法，来读解这封书信。

这种方法将强调罗马书有关段落和主题中，寻找宣教和关系性焦点方面的关注。 

   

 罗马书是一封保罗 ( 一个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犹太人)
1，也是外邦人的使徒所

写，具极强历史处境的一封书信。保罗写罗马书是为了提出某些罗马基督徒社群内部关

心的问题，并为期盼稍后到首都罗马之行，预先联络，然后再往罗马帝国西方扩展福音

事工，即在前往西班牙宣教旅途前介绍自己。  

 

 尽管保罗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性原因，给罗马的基督徒写这封书信，它仍然包含着

可以应用于当代、后基督教西方社会处境、及后现代廿一世纪的今天，原因是信内包含

宣教与关系性的要素。 

 

与时下流行的教义、理性研究法相比，本文采用「宣教-关系式」研究法。这是早前

出版的数篇论文〔「关系实在论」— 温 2006a
2）「关系实在论模式」（温 2006b）和

「关系神学与关系宣教学」（温 2007）〕研究的续篇。 

                                                 
1
 关于古代犹太教，散聚犹太教和第二圣殿犹太教，见汤姆森 1990.（2009年 11月获取） 

http://books.google.com/books?hl=en&lr=&id=xEAnB_ebCisC&oi=fnd&pg=PA1&dq=Paul+as+both+a+Jew+of

+second+Temple+Judaism+&ots=Vvy_HkB9Iq&sig=VaBk2fQnUhLKY7B0KgXoLpISt3E#v=onepage&q=Paul

%20as%20both%20a%20Jew%20of%20second%20Temple%20Judaism&f=false) 
2温以诺:「关系实在论模式」简介 http://www.enochwan.com/chinese/full/articles/12.pdf 



2 

 

2 

 

 

罗马书的宣教学读解罗马书的宣教学读解罗马书的宣教学读解罗马书的宣教学读解  

 毫无疑问罗马书在中世纪宗教改教时期，被认为是圣经中一部影响极强、意义深

远的保罗巨作；作为「因信称义」教义的圣经基础，罗马书在教义神学中地位崇高，尤

其真实。然而，涵盖「因信称义」教义话题的经文，绝大部份只在罗马书三 21-五:21 之

内。就罗马书信整卷而言，罗马书的主题是宣教，而非「因信称义」的教义，亦非系统

神学的「救恩观」。 

 

罗马书的开头与结语包含一个一贯的的重点——「在万国中信服真道」3（借着

使徒的任务 — 十五 15-16，以及借着先知性的经文，十六 26）。保罗拥有一个要“赢得

外邦人”的强烈动力，和一个开拓首都罗马以外，跨越西班牙，直到罗马版图以西的新

疆界的强烈愿望(十五 19-20, 23-24, 28)。 

 

彼得. 奥布列恩(Peter T. O’Brien) 提出，仅仅从罗马书十五 14-33 他可以识别出六

个保罗宣教行动的「突出标志」4。类似地，斯蒂夫.斯特劳斯(Steve Strauss 2003)构想出

罗马书十五 14-33 五项重大宣教策略原理。迪恩.吉连德 (. Dean S. Gilliand 1983) 更深入探

讨罗马书的宣教向度。 

 

 

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焦点焦点焦点焦点是是是是—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宣教宣教宣教宣教神学的主题神学的主题神学的主题神学的主题 

 

 在罗马书中，保罗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福音与恩典真理的理解。5罗马书的中心主

题是「福音」，而罗马书一 16 是全书的主题经文。罗马书「序言」中的「宣教信息」

从「福音」主题来看，可列点如下： 

全书主题是—「福音」，又被称为「基督的福音」（一 16） 

• 它也被称为「神的福音」（一 1） 

• 它也被称为「祂儿子的福音」（一 9） 

• 「福音」的结果 -「神的大能，要救…」(一 16） 

• 「福音」的目标 -「一切相信的」（一 16） 

• 福音的显明 –「神的义，本于信，以至于信」（一 17） 

• 福音的宣教次序6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一 16） 

 

罗马书的宣教学解读，可以“福音” 为主题，也可以用之分析全书，如下所示图解： 

                                                 
3
 所有圣经经文除特别注解之外，出自 KJV英王钦定本 
4
 彼得 T.奥布列恩，保罗著作中的福音与宣教，49 
5
 依据斯蒂夫●斯特劳斯（2003:457），保罗开始在一 16完全地发展他的“福音神学”并在十五 13有一

个“罗马书中主要的结构断层”。见斯蒂夫●斯特劳斯，“罗马书 15:14-33中的宣教神学” Bibliotheca 

Sacra 160（2003年 10-12月）:457-74。 
6
 因为罗二 14-15包括外邦人（没有律法的那些人），因此“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一 16）是一个

方法论次序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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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图一图一图一 —  以以以以““““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为为为为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的的的的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纲要纲要纲要纲要 (温温温温 2005:1) 

 

经文经文经文经文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 

1-8 世人均需要 

福音 

• 两者都可以被福音拯救 (一 16-17) 

• 两者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外邦人 (一 8-32)和犹太人 

(二 1-三 8). 

• 两者都可以因信称义从而得救(三 21—四 26) 

9-11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 

• 两者都是神计划的一部份 (9-11).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徒徒徒徒 

 

12 

福音大能带来的

变化更新(集体) 

 

• 所有人都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并向神献上理所当然的

事奉 (十二 1) 

• 所有人都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且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

寻求神的旨意(十二 2) 

• 所有人都不再放纵私欲 (十三 14) 

13 福音大能带来新

的横向关系 

• 所有人都欠未听闻福音者的债(一 14). 

• 所有人都该谦卑，具同理心，彼此和平共处(十二 14-

18) 

• 所有人都是好公民，顺服掌权者 (十三 1-7) 

14-

15 

福音大能带来新

的社群 

• 彼此相爱(十二 9-13; 十三 8-10). 

• 彼此关顾 (十四 1-8) 

• 彼此建立 (十五 1-3) 

16 向 30+多人问安 • 保罗于到访罗马前，先所寻求福音的伙伴关系 

 

 

 

若以「宣教」 为主题，作为罗马书的宣教学解读，可得下图所示大纲： 

 

图二图二图二图二 —  罗马书主题图罗马书主题图罗马书主题图罗马书主题图解解解解以以以以「「「「宣教宣教宣教宣教」」」」为为为为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的的的的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经文经文经文经文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基督教宣教基督教宣教基督教宣教基督教宣教要要要要素素素素 

 

 

 

1: 

1-17 

 

保罗和其它

人，均为福

音使者 

-蒙召：保罗为「使徒」 

- 地位：「特派传神的福音」  

• 愿望:不是因为私人的——「我们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 

• 责任:「在万国中，为祂的名」（一 5），也有在罗马「你们这

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 蒙召: 作「外邦人的使徒」 (十一 13) 

• 期盼: 同胞以色列人得救 (九 1-3; 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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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 8

章 

 

宣教的信息 

- 有罪的外邦人 (一 18-32) 及 犹太人均需福音  

- 神的信实与人的需要 (三 1-20) 

- 神的公义显明：因信称义(三 21-五 21) 

- 神的公义显明，导致挣扎与胜利(六章-八章)  

9-11

章 

宣教次序 

 

- 「借着赢得列邦，神在持守祂对以色列的应许」 (莱特 2006:528) 

15

章 

保罗的宣教

事奉 

- 宣教原则：「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十五 20), 「但如今在这

里（哥林多）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十五 23) 

- 保罗的祭司性事奉：万邦的信服作为祭物 (十五 16-18)  

15: 

14-

33 

宣教策略  

(首都罗马) 

• 到达前的祷告 (一 8-10) 

• 到达后的访问 (一 11-13) 

• 将罗马作为向西（西班牙）拓展的基地(十五 23-28), 希望罗马

教会成为福音外展的伙伴 

Ch 

16 

问候福音伙

伴 

• 例如百基拉与亚居拉 

• 及家中的教会 (罗 十六 5, 14-15) 

 

 

下列图三中指出了罗马书的双重主题：「福音」与「宣教」 

 

图三图三图三图三  — 罗马书的双重主题之纲要罗马书的双重主题之纲要罗马书的双重主题之纲要罗马书的双重主题之纲要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主题经文主题经文主题经文主题经文:   一一一一 16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宣教宣教宣教宣教」」」」 

一 18- 八 宣教的动力 其显明  「…基督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

救」 「一切相信的…」 也要救希利

尼人 

12-十五 13 宣教的果效 

其方法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九 11 宣教努力的次序 

一 1-17 宣教士的态度 

十五 14-33 宣教的策略 

 

福音的使者 

 

「我不以福音为耻」  

16 宣教士的问候 

 

 

保罗在罗马书中的宣教士身份保罗在罗马书中的宣教士身份保罗在罗马书中的宣教士身份保罗在罗马书中的宣教士身份 

 

保罗的自我定位，身份是奉召传神福音的使徒（一 1）。他是特别蒙召，并特派

传神的福音的宣教使者。带着一个因被饶恕而欠债的人，时常感恩(一 14)，并带着忍耐

与盼望(五 1-5)，这位蒙祝福的仆人，带着福音信息向外拓展，并且被圣灵赋予能力。 

 

保罗在罗马书中显示出他的个人宣教策略中有两个要素：（温 2005:2） 

一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 

  是希腊人。」 

十五 20「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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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上。」 
 

 保罗个人宣教政策的第一个要素是 — 在次序上：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保罗的宣教策略在「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的宣教次序上表明无遗（一 16,2:9-

11）。这一策略也在他的个人行动中表现出来（九 20-22）。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十

三 5,14,42；十四 1；十五 21），保罗被拒绝，被诽谤，被逼迫（十三 44-49）。然而，

他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再次回到犹太会堂（十七 1, 10, 13; 十八 4-5, 19）。即使在他

第三次宣教旅程中，保罗仍旧继续「先向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传道。这首尾一致的宣

教策略，与个人政策：，在罗马书 9-11 章中有详尽的阐述。 

 福音的大能在保罗的悔改与得救经历中，很明显地证明出来，这一经历重复地在

他的书信中提及（三 1-13; 林前 十五 9-11; 提前 一 12-17）。在罗马书中，他指出所有人

都犯了罪，但所有人都能通过信心得到神的恩典（三 21-31; 五 1-2; 21），无论他们是犹

太人、希腊人。保罗也着重声明福音的有效性是对全体的，但次序是先从犹太人开始，

然后扩展开来。 

 

「特派作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他的人生要务，却非全无宣教

策略与计划实际行动。依照神的旨意，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而他却

以极大的努力传扬福音。尽管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就如吉连德(Gillian)指出，保罗

从未失去向同胞传福音的异象及热诚。因为他不能忘弥赛亚的国度，是先给他们的” 

(吉连德 Gillian 1983:30)。 

 

在罗马书 1:3，保罗指出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向拒绝福音的同胞传道事工方面，

保罗是竭尽己力的。被圣灵推动，带着负债者的激情，他努力地向万国传扬福音（一

14-15; 九 1; 十五 17-21）。但同时他对同胞由衷的热情，迫切又持续的竭尽所能（9-11

章），即使冒生命危险，他也决意把福音向他们传送。(温 2005:3) 

 

 保罗个人宣教政策的第二个要素，是开展新工场，绝不重复别人已经做的（十五

20）。因此他期待到访罗马，且于行程前深切问候，这是他宣教策略中重要因素。若能

以首都为福音基地，再向帝国西方的版图扩展，从罗马外展，直到西班牙。他更渴望赢

得罗马教会，发展个人、会众，在福音事工及宣教大业中，建立伙伴关系（十五 22-

29）。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首都，是当时文化、政治、军事的中心，因此对于福音外展

具有重大战略性的因素。罗马教会渐渐成为西方教会的中心，以及福音向西拓展的基地

（一 8,13）。罗杰 E. 海德朗德(Roger E. Hedlund)的看法，有助我们作如下的了解 —— 

保罗的宣教异象是全球性的，然而他的策略是使用重点城市为中心（施特劳斯 Strauss 

2003:462-463），作为他的宣教基地7。 

                                                 
7
 「保罗的使徒事奉，是被导向未受割礼的人的…保罗在以弗所的广泛事工（徒 19）以及他去西班牙的途

中，计划访问罗马（十九 21；十五 24-28）…所谓宣教旅程，真实地描绘系列的建立，从而完成保罗宣教

事工的过程。保罗的宣教基本上是城市的。先是哥林多，然后是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均可成为传福音的

重要宣教中心…保罗在以弗所的策略（十九 10），导致整个省份从一个中心点或基地，渗透式逐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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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积极地要「赢得外邦人信服」（十五 15-16）；因此他决心要开拓新的疆界（十

五 20）。他想要罗马教会在他向西外展的宣教事工中，与他成为福音伙伴（十五 25, 

28-30）。保罗传讲福音的事工包括：「布道与植堂…教会培育」（施特劳斯 2003:463-

464），并且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事工，是他从耶路撒冷到以利哩古（十五 18-20）

「实现福音」的方式（鲍尔斯 Bowers 1987:186）。 

 

 罗马书第一部份（一 17-十一 36）是保罗对于福音的详细阐述，成为第二部份的

「宣教-关系式」应用的基础。下列引述莱特所言，清楚显明这点：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保罗一生致力的目标 — 『在万国中信服真道』 ，先作

小结，然后陈述他的宣教策畧及宗旨，包括期盼将福音带到西班牙，并邀请罗马

教会，支持他此项大计。」（莱特 2006:527） 

 

 

 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式式式式」」」」解读解读解读解读 

 

本项讨论及研究法，是藉用克里斯托夫 J. H. 莱特 (2006:208-211) 提出「纵向」与

「横向」关系架构，但聚焦在选用罗马书部份经文上。保罗在罗马书中的神学理解（即

福音、救恩与恩典），提供了罗马书「关系式」解读的基础。藉助「关系性架构」（温

2006a, 2006b, 2007）以及对「恩典」的关系性解释，罗马书可分两大部份： 

  

图四图四图四图四    ––––    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式式式式」」」」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大大大大 纲纲纲纲 关关关关     系系系系 范范范范                  围围围围 

一般 (1-8):   福音的全体性   

1-11 章  

福音大能拯救的关系（恩典：纵向

地为所有人需要，并可以得到） 特殊 (9-11): 犹太人与外邦人（恩典给予所有人） 

一般 (十二 1-21; 十三 8-14)  

 

 

12-16 章 

 

 

 

 

福音改变的个人在社群中 

（恩典：纵向接受，应当在横向

的「关系性实在」
8 地活出来） 

特殊 

- 对于政府 (十三 1-7) 

- 软弱的与刚强的 (十四 1-15:13)
9
 

- 「福音信使」保罗与罗马教会的「福音伙伴关

系」 (十五 14-34)  

- 问候罗马教会圣徒，为“福音中的伙伴关系” 

(十六) 

   

 

图五— 用关系架构，介绍「关系式福音」的罗马书大纲。 
 

                                                                                                                                                          
的结果。因此保罗可以说：『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因此 『在这里再

没有可传的地方』，他可以继续向罗马和西班牙前进（十九 19,23-24）。」（海德朗德 2002:253） 
8
 这是「关系实在论」图解模式（温 2006b，2007） 
9
 斯蒂夫●斯特劳斯（2003:458）说「保罗完成了他从十四 1开始的对合一的呼唤，他转向基督，因祂乃

放弃自己权利的完美榜样。」 



7 

 

7 

 

关关关关 系系系系 式式式式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与与与与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 
何人何人何人何人? 何何何何       法法法法? 经经经经 文文文文 

使徒保罗 • 特派传福音 一 5 

罗马基督徒 • 耶稣基督所呼召的 

• 为神所爱的, 蒙召作圣徒 

一 6 

一 7 

 

从神 

福音真理 

• 是全人类均需从神得的 

• 神的义显明出来 

• 救恩：神的恩典给予一切相信的 

 

一 18-三 20 

三 21-五 

6:-8: 

• 与主联合  六 1-八 4  

基督徒 • 被圣灵引导 8 

 

 

福音 

 

与 

 

恩典 

犹太人及 

外邦人 

• 守约的神将人类带回归向祂， 

• 又把他们连结一起 

9-11 

恩典 福音纵向影响的个人，应当横向地共同活在恩典、和平中 12-16 

 

就「关系式福音」此点而，吉连德 (1983:34-35)发现保罗所有书信中，有一个「双重

主题」 ( 双向)  —「神为人所做的…以及人们如何响应神主动地采取的行动。」下以罗马

书作图表式列举：  

 

图六图六图六图六    ––––    罗马书中的罗马书中的罗马书中的罗马书中的「「「「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式式式式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双重主题双重主题双重主题双重主题」」」」( 双向双向双向双向) 图解图解图解图解    10101010        

    

神为人所做的神为人所做的神为人所做的神为人所做的 (纵向纵向纵向纵向: 由上而由上而由上而由上而下下下下) 人经历人经历人经历人经历神所作神所作神所作神所作的的的的 (纵向纵向纵向纵向: 从下而上从下而上从下而上从下而上)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

说， 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一
3-4) 

「从祂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一 5)  

-「基督为我们死」 (五 8) 「我们称义…与神和好」 (五, 11) 

 -圣灵 - 神给予新生命的特殊礼物 (五) 

    -圣灵帮助 – 思想内在的引导  

- 圣灵「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五 5) 

- 带入神的旨意中 (七 3; 十一 34; 林前 二 13) 

-「基督从死里复活」 (六 4) -「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六 4) 

-「律法既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

为 罪身的形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八 3) 

-「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八 2) 

- 「神的灵…基督从死里复活」 (八 11) 

- Chrismata, 神的恩赐 (十二 3; 林前十二 28) 

- 「住在你们心里 」(八 11) 

- Diakonia, 在和谐中事奉与生活 (十二 5-18) 

  

「关系式福音」始于神纵向(上而下)的恩典，并且它要求 「在基督耶稣里」（二

26，二 16）来自信徒纵向(下而上)的个人信心。「信心」是一个信徒表达他对神的爱、

神向罪人所显恩典作出「整体的回应」。11
 

 

罗马书的核心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如「称义」（四 25；五 16）、「救赎」（三

24），「收纳」（八 23）、「和好」（五 10-11; 十一 15）和「在基督里」（三 24; 八

1,2,39; 九 1; 十二 5; 十六 3,7,9,10）。在保罗的生活与写作中，「福音的核心总是源自神

的行动，借着恩典…」(吉连德 1983:49)。 

                                                 
10
 改编自吉连德 1983:34-35. 

11
 吉连德 1983:3也提出了有助的一点，最终「信心」实际上成为「保罗常用的宗教名词，并且很早就成

为与基督教同义的一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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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有时互换地使用「称义」与「和好」二词，罗五 9-10 便是其中一例 — 「现在靠

着祂的血称义」与「我们借着祂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称义」是研读罗马书时倾向

于「教义和理性」的学者特喜的术语。他们的重点，在于「称义」的理性及法制了解，

但却把「关系性」抽离或替代。在此点上学者马丁 (1981:37) 的指出，「称义」 是破裂

后被修复的「具位格者」相互关系，这种理解，与本文重点相同。 

 

 

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关系性关系性关系性关系性」」」」解读解读解读解读：：：：序言序言序言序言（（（（一一一一 1-17））））和结语和结语和结语和结语（（（（16 章章章章）））） 

 

罗马书序言，用「关系式」解读可简列点： 

• 关系式呼召：「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一 1） 

• 关系式福音来源：「藉众先知的应许」，「…大卫的后裔」（一 2-3） 

• 关系式福音果效：「我们受了恩惠」，「你们为神所爱」 (一 4-17) 

 

 保罗在罗一 5 为他的使徒职任下了定义，并且在十六 26 再一次重复（莱特

2006:247）。罗马书的主题经文，一 16，是序曲引出保罗在罗马书，阐述的多重乐章。

（莱特 2006:180, 208-215） 

   

罗马书 16 章，详尽地列出 30+次个别问安，显出保罗努力与首都罗马中，渴求

与个人、教会间，建立 「福音伙伴」 的关系，如此解释（十五 22-29），便与本文论点

不谋而合。罗马书 16 章的个人问候，十分引人注目，究其原因：本书个人问候数目，

就是所有保罗书信中的个人问候总数，合算起来仍比不上哩！（温 2005:2）。 

 

 

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式式式式」」」」解读解读解读解读：：：：保罗与罗马基督徒的福音伙伴关系保罗与罗马基督徒的福音伙伴关系保罗与罗马基督徒的福音伙伴关系保罗与罗马基督徒的福音伙伴关系 

 

 保罗提笔写罗马书时，尚未访问过坐落在罗马帝国首府的教会，因而在福音西传

的计划中，罗马教会特具他战略性的一环。保罗虽屡次决意到访罗马教会，但尚未成行

（一 8-13）。故此他写信宣告他的行程计划，并请求那里的信徒为他祷告（一 8-10）。

他意欲在紧急事务办妥后起行，先抵罗马（一 11-13），后由那里被差往西班牙(十五 23, 

28） 。下图显示保罗与罗马众教会的横向关系。 

 

图七图七图七图七 — 使徒保罗与罗马教会使徒保罗与罗马教会使徒保罗与罗马教会使徒保罗与罗马教会的的的的横向横向横向横向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经文经文经文经文 宣教士保罗宣教士保罗宣教士保罗宣教士保罗 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罗马教会 

 

 

1:1-17 

 

虽屡次计划；但未

能成行，现在意更

坚决。 

 

• 「为神所爱，蒙召作圣徒」 (一 7) 

「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一 8) 

• 「我切切地想见你们...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同得

安慰…彼此的信心」 (一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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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 

      33 

 

带着「坚定不移的

信念与充满信心的

确定性」 (克兰菲尔

德 1979:441) 

• 「一个在基督里由真信徒组成的成熟教会」 (施特劳斯

2003:459) 

• 「他们对基督的坚信，藉他们的关系和对福音的督

信，显明出来」 (施特劳斯 2003:459)  

• 预期与他们团契，然后由他们差遣西行往西班牙 

(十五 22-24) 

 

Ch 16 

问候与祝福，来自

渴望伙伴关系的宣

教士保罗 

• 问候: 给超过 30 个位罗马个别信徒与家庭教会问安； 

• 祝福：「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坚固

你们的心」 (十六 25) 

 

保罗在罗马书一 18-十五 13 系统地讲论「福音」与「恩典」的篇幅，有多重目

的，一方面为要赢得外邦人归信主，又盼与罗马信众分享属灵祝福（一 11-13），更望

竭尽所能，预备「这些信徒多方面，尤其是在正确的信仰上，能面对福音事工的挑战，

并成为一个宣教中心（十五 24,28）。」（吉连德 1983:32） 

 

 

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式式式式」」」」解读解读解读解读：：：：和好的福音和好的福音和好的福音和好的福音12、、、、尊尊尊尊基督为主基督为主基督为主基督为主（（（（罗罗罗罗 5:10-11；；；；11:15）））） 

 

  

 罗马书可错综复杂、形式繁多的网落中，「和好」 是其中一个形式 —「纵向」

关系，是正义的神与堕落罪人「和好」。学者吉连德 (1983:25) ，描述「和好的福

音」 ，是关系性的实在： 

 

 「藉恩典带来的『和好』— 是描述福音既简单又易明的方法。这是神主动地，

使人类 (男女不分) 与祂进入和谐关系之中…」 

 

复活主向扫罗显现，面对面的相遇后，他成为一个翻身大变的人: 强使信徒殉道

的扫罗与神和好后，成为「一个终身努力，传讲和好福音的大使，并于和好关系中支取

力量，作有效的事奉」。(吉连德 1983:29) 

   

希利尼人的希腊化世界中，充满了他们的众多神祗。从希腊文化角度，来看「和

好的福音」特具新意： 

 

 「福音」 — 是一个破裂关系，重收旧的好消息，并且保罗在罗马书 5:6-11 与哥

林多后书 5:18-21，所处理的正是这一点。就希腊文化而言，「和好」是包含多

重意义的。一个有罪的人，与 他/她 的神之间的关系，破镜重完，和谐恢复。从

前作神对头，为神震怒倾倒的罪人，神反倒采取主动，拯救世人。该罚的不义

者，如今得靠耶稣，罪得赦免，与神复和。（五 6-11）(吉连德 1983:100) 

 

                                                 
12
 关于“和好”的主题，见马丁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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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中可见的另一种纵向关系的形式，是复活的耶稣，自保罗归信后，成为他

的「主」（徒九 4），并且「作死人并活人的主」（十 9），「外延至人们的生活，…及

所活的世界中」（十 9）（吉连德 1983:26, 51）。 

 

 就保罗而言，耶稣对「世界」的「为主」是一个关系性的理解。如 G.E. 赖德在

《新约神学》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4:397-399)中所解释，保罗使用的“cosmos”

（世界）一词，概指的是宇宙（即一切存在物的总和）（一 20）、所生存的地球、和

人居住的所在（一 8,四 13）。人类（即人类社会的总和）以及灵界（三 6,19；十一

5）。他清楚地说明「它不只是人类世界，而是世界体系以及由人类创造出的关系的综

合体。」 

 

  

罗马书的关系性解读罗马书的关系性解读罗马书的关系性解读罗马书的关系性解读：：：：「「「「欠债欠债欠债欠债」」」」（（（（罗罗罗罗 1:12; 8:12; 13:8; 15:27）））） 

 

“opheilete”一词在罗马书中出现了四次，句含不同意义，计有属灵的、社会的和

宣教学的「横向」与「纵向」关系。 

 

• 宣教外展上的宣教外展上的宣教外展上的宣教外展上的「「「「债债债债」」」」 – 罗罗罗罗 1:14 

   

 保罗白白「纵向」地从神领受了「恩典」（「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罗一

5）。他从此希望以「横向」的与希腊人和外邦人，聪明人与愚拙人分享福

音，来偿还他纵向的「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

都欠他们的债-一 14」）。保罗采取了许多步骤，落坚的向在罗马的人们偿还

「福音债」：为他们祷告（一 8-10），计划访问他们（十五 22-24），与他们

分享属灵祝福（一 11）等等。保罗对失丧者的强烈热情，他牺牲性的事奉，为

福音所受的苦难…是一个「欠债人」的特征，尽他最大努力偿还他「纵向」所

欠的神的恩典和「横向」服事他人的债务。 

 

• 属灵上不欠肉体的属灵上不欠肉体的属灵上不欠肉体的属灵上不欠肉体的「「「「债债债债」」」」 – 罗罗罗罗 8:12 

  一个被福音转变的个人不受肉体的胁迫（「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

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八 12）。他的经历，在八 10 如此描述，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纵向地「那叫耶

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八 11）。

一个被福音转变的个人，是「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引导」（八 14）并且不应该

被肉体辖制，如同他是欠肉体的「债」那样（八 12）。 

 

• 以实际的方式以实际的方式以实际的方式以实际的方式，，，，去去去去偿还偿还偿还偿还爱的爱的爱的爱的「「「「债债债债」」」」- 罗罗罗罗 13:8 

 

福音所变更的个人，合群组成教会，基督身体内部，横向关系是以「爱」为特

征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但爱人者常觉亏欠，认为爱得不不够。」（十

三 8）。误用「自由」将导致「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罗十

四 15）。裂弱者与强者之分，在乎「自由」（十四）。但福音改变的个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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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爱」 被维系在一起（十三 8）。「爱」要以「欠债人」的态度来实行—— 

人接受了神的「爱」 (纵向）后，有义务地活出弟兄之爱(横向) ，来作为偿还

「爱的债」。「保罗爱的命令是多么突出啊！它们涵盖一切态度，判辨一切动

机，保守每一行动。基督徒个人要学习爱『爱』。」因为他已经被「爱」改变

了。爱是圣灵的特征(「果子」)，并且圣灵是爱的来(「根源」)（十五 30；加五

22）。(吉连德 1983:130) 

  

• 属灵祝福的属灵祝福的属灵祝福的属灵祝福的「「「「债债债债」」」」- 罗罗罗罗 15:27 

领受属灵祝福者，是欠债的人，施与受俩者间的横向关系，就以「债」为标

志—「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十五 27）。耶路撒冷的

圣徒与罗马的信徒，都是从神领受恩典者(纵向关系)。然而横向地，罗马信徒

既从耶路撒冷圣徒那儿，领受了属灵的祝福，在属灵方面而言，罗马信徒便成

为欠债的人，因此耶路撒冷圣徒在贫困中，罗马信徒便应在物质上供应他们，

这是欠债者偿还的机会。 

 

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式式式式」」」」解解解解读读读读：：：：「「「「福音福音福音福音」」」」与与与与「「「「恩典恩典恩典恩典」」」」的真理的真理的真理的真理     

 

 保罗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及福音「是神的大能」的真理，因此对于他，福音

是「关于一位永活基督的真理…是他自己（保罗）与复活的基督之间充满活力的联系，

令人惊奇和鼓励…保罗将大马士革路上，生命被突变而更改，面对面领受了神慈爱、恩

典」 (吉连德 1983:23) 。 「纵向」地保罗领受了神慈爱及恩典，他终生勤奋事主，竭力

还「债」。 

 

  

 保罗面对面，与复活的主相遇，同一事件中，导致他归信、蒙召、受差遣13的三

重经历，此等生命突变经历，与他的神学思想，紧密相连。「保罗使人与神之间的个人

关系，成为他神学的一个基本主题— 恩典。若把『恩典』这中心思想抽离，难以想象保

罗的信息变成甚么样子！」 (吉连德 1983:25) 。  下图列出罗马书中，保罗与基督俩者之

间的关系。 

 

 

图八图八图八图八 — 福音的纵向关系福音的纵向关系福音的纵向关系福音的纵向关系：：：：基督与保罗基督与保罗基督与保罗基督与保罗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保罗保罗保罗保罗 经文经文经文经文 

主 一位使徒 一 1 

福音 由于，也为了福音 一 1 

恩典的来源  恩典的接受者 一 5 

使人称义者 被称义 三 26 

义者 被成为义者 三 24 

                                                 
13
 吉连德（1983:29）提出了一个良好的见解，说“要将他的归信与他的蒙召的现象区分开来是不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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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子 福音仆人 一 9 

典范 跟随者  八 29-30 

 

若参照加一 15-16，保罗自我身份的定位 — 「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十一 13），以

与其它使徒区别： 

 

「神…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心

里，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 

 

对于保罗，这个「恩典」（ 十五 5）是他个人变革性的经历，从一个「复活 

主」的逼迫者，突变改为「外邦人的使徒」。与此同理，当犹太人被从埃布尔拉 

罕的树上「折下来」的时候，「恩典」使野枝子的外邦人，被整体地「接上」（十

一 17）。因此罗马书中介绍的「恩典」真理，以及保罗使用的比喻（保罗个人以及

外邦人整体）：更适合于一个关系性的铨释，而不是教义或理性的铨释。 

 

保罗生命的「决定性脉搏」是「将耶稣宇宙性恩典的好消息，无远弗届，遍传各处」 

(吉连德 1983:30)，他广传福音，既忠心又忘我般努力，这是他关系性地，把「纵向」领

受的恩典，「横向」地努力广传褔音，使人「纵向」地与神和好，「纵向」地领受神

恩，「横向」与人分享，从事福音事工，且加倍努力：便是回报所得恩典的好方式。 

  

除了以上图五所示对于「福音」和「恩典」的评论以外，罗马书 1:5 和 16:26 的

「信服」（从信心而来的服从），也应关系性地重新考虑。我们可以看到「信服」

恰是亚伯拉罕在对神的命令和应许之回应中明的证。 

 

 「信心」与「服从」 ，是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中最清楚的两个词（莱特 2006:247）。由 

神「纵向」下行给人的恩典的福音，要由人「纵向」上行地，以信心与服从来回应。莱

特在以下的引文中，适切阐释了这关系性层面： 

 

「所以保罗看待亚伯拉罕，不仅仅（如所有犹太人那样）是『以色列』理应对

神之『约』响应的典范，而且也是将要借着他蒙福的的『万邦』的典范。我们

可以如此总结这双重信息：耶稣的好消息，是万邦将借着保罗的外邦使徒职

分，蒙福的方式；万邦的信心与服从，将是他们进入那个祝福的方式，或者干

脆使用亚伯拉罕式的表述，『祝福他们自己。』」 (莱特 2006:248) 

 

 

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罗马书的「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式式式式」解读解读解读解读：：：：保罗的祭司性事奉保罗的祭司性事奉保罗的祭司性事奉保罗的祭司性事奉 

 

 若参照罗 15:14-16，我们可以从保罗对外邦人、列国（十五 15-16）的“祭司性

事奉”观点 (施特劳斯 2003:459) ，一瞥「关系性福音」。因着他与神的「纵向」关系，

结果是成为福音的仆人（一 1-17）。所有这一切都与他自己的归信、蒙召、委身、被圣

灵充满、以及被差遣，成为向更远地区，福音传递者，紧密联系着（徒九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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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人中的事工（横向），保罗比喻作「一个敬拜的行动，类似于旧约祭司，将

燔祭带到祭坛上」 (施特劳斯 2003:460)（纵向）。保罗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由外邦人

教会的代表陪同（徒廿 4-5）（横向），或许保罗认为，这是「他更大，更具广泛影

响，向神献祭的一个标志和印记」(施特劳斯 2003:460)（纵向）。 

 

  「作为一个祭司，保罗只是神工作的代理人」（纵向），在他「带领外邦国度顺

服」神（纵、横合并）的事工中。 

   

 纵向地，保罗的使徒性呼召是特派传神的福音（一 1&林前一 17），并且他随后

在福音上的事奉（一 9）是终其一生，横向地服事犹太人和万国。保罗的祭司性布道事

工，出现在罗 15:16，「新约中唯一以祭司性词语言，论及自己的事工的一次」 （莱特 

2006:525）。   

 

 

罗马书的关系性读解罗马书的关系性读解罗马书的关系性读解罗马书的关系性读解：：：：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 

 

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兼顾罗马书多处经文，处理讲论三一真神，与基督徒的关

系；下图仅选罗马书 8 章，作个范例。 

 

 

图九图九图九图九 — 三一三一三一三一真神与基督徒的真神与基督徒的真神与基督徒的真神与基督徒的「「「「纵向纵向纵向纵向」」」」关系关系关系关系（（（（罗罗罗罗 8 章章章章）））） 

 

圣父圣父圣父圣父 圣子圣子圣子圣子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 

• 神差遣祂自己的儿子(3) 

• 神的后嗣 (17) 

•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21) 

• 按祂旨意被召的人(28) 

• 预定…呼召… 称义…得荣耀 

(30, 33) 

•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

我们呢 (31) 

• 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

们舍了…把万物白白地赐

给我们(32) 

• 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

的爱隔绝(39) 

• 不定罪 (1) 

• 脱离罪和死的律 (2) 

• 基督在你里面：生命和公义 (10) 

• 与基督同为后嗣 (17) 

• 效法祂儿子的形象 (29) 

• 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29) 

• 基督死了…复活了…坐在神的右

边…为我们代求 (34) 

• 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

绝 (35) 

• 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37) 

• 神的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39) 

• 体贴圣灵的事 (5)神的灵住在

你们心里 (9) 

• 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11) 

• 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 (13) 

• 收纳的圣灵: 呼叫阿爸父 (15) 

• 同证…神的儿女 (16) 

• 有圣灵初结果子 (23) 

•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26) 

• 替圣徒代求 (27) 

 

 保罗只使用了“philadelphia”一词两次（即属地的，朋友之爱，十二 10，帖

前四 9）；但他在别处大量使用“agape”一词。三一真神自我给予的爱向人类纵向移

动，成为福音大能拯救的人们之间横向移动的自我给予的爱之基础。 

 

 

图十图十图十图十  ———————— 三一真神三一真神三一真神三一真神「「「「自自自自我给予的爱我给予的爱我给予的爱我给予的爱」」」」之模型之模型之模型之模型 

 

三一真神三一真神三一真神三一真神 行动中的关系行动中的关系行动中的关系行动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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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父：给予圣子 “祂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八 32) 

圣子给予祂自己 “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五 6) 

圣灵给予祂的同在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八 9) 

 

神把敌对的人类接纳进入祂圣洁的团契，并由此为人类彼此相处设立了模式。米

罗斯拉夫.沃尔夫(1996)对「神圣的自我牺牲」（即，神拥抱叛逆的人类进入神圣的团契

中，并且成为人类之间横向关系的模范，1996:20）的社会意义进行了一项广泛的研究

（沃尔夫 1996）. 

 

 

罗马书的关罗马书的关罗马书的关罗马书的关系性读解系性读解系性读解系性读解：：：：十字架与基督徒十字架与基督徒十字架与基督徒十字架与基督徒 

 

 基督教宣教中「十字架的中心性」由莱特（2006:312-323）充分发展，罗马书提

供了充分的支持材料。「十字架」是保罗在罗马书中关系性关注的中心，如下图所示： 

 

 

图十一图十一图十一图十一————————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神神神神-人纵向关系人纵向关系人纵向关系人纵向关系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实践实践实践实践 

护理 神在十字架上自我牺牲的爱 (三 21-21) 

过程 罪人的接纳 (六-七) 

结果 救恩，和好和得荣耀 (-八十一) 

 

 对于保罗，「十字架」是耶稣的死，信徒首先要在祂的死上，然后才是复活上与

耶稣联合。基督徒曾经因为不顺服和罪而在灵性上死亡（六 8,11；二 1,5），但是现在

向神是活着的。因此对于保罗「十字架」是一个关系性的实在，不仅仅是一个陈述性的

理解。下图显示了基督与基督徒之间纵向的关系。 

  

                   图十二图十二图十二图十二————纵向关系纵向关系纵向关系纵向关系：：：：基督与基督徒基督与基督徒基督与基督徒基督与基督徒 

 

基督 基督徒 经文 

救主 被福音拯救 一 16-17 

恩典之源  恩典之接受者 一 5 

称义者 被称义者 三 26 

义者 被成为义 三 24 

神的儿子 福音的仆人 一 9 

榜样 跟随者  八 29-30 

基督的道 信心  十 17 

献祭的死 活祭 五 17; 八 32; 十二 1 

为罪死 向罪死 六 11 

基督 – 头  身体的肢体（「联合」） 十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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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亚当开始的堕落（五 12-16），「人类就是战争的囚徒（七 23）」； (马丁 

1981:58-59)但是在基督里（纵向关系）有称义与生命（五 17-21）。事实上，整个被造

的秩序都在等待完全的救赎（八 18-25）。因此，「在十字架的圣经神学中所有的比个

人救恩中的更多，圣经宣教学中的比布道更多」(莱特 2006:314)。由罗 8:18-25 导出，

莱特提出十字架的神学在范围上是宇宙性的，整体的和社会的(莱特 2006:312-316)。 

 

图十三图十三图十三图十三————————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保罗与他本族人的横向关系保罗与他本族人的横向关系保罗与他本族人的横向关系保罗与他本族人的横向关系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实践实践实践实践 参考参考参考参考  

动机 

 

自我给予的爱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

愿意。」(九 3) 

过程 罪人的接纳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九 2) 

结果 

 

救恩与和好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祂

以神为乐。」 (五 11) 

 

在罗马书的结束篇章里，我们在亚居拉和百基拉的生活故事中发现了一个「十字

架」的个案研究。他们是罗马来的政治难民，却在哥林多接待宣教士保罗三年多，甚至

救了他的生命。他们陪伴保罗往以弗所，却临时被保罗留下，在以弗所充当临时教会工

人，后又培训了阿波罗。其后乃回罗马，他们在家中再建立了家庭教会（徒十八；罗十

六 3-5）。保罗对他们「十字架」实践的嘉许列举如下。 

 

 

图十四图十四图十四图十四————「「「「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的横向关系的横向关系的横向关系的横向关系————————百基拉与亚居拉百基拉与亚居拉百基拉与亚居拉百基拉与亚居拉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实践实践实践实践 百基拉与亚居拉百基拉与亚居拉百基拉与亚居拉百基拉与亚居拉 

动机 自我给予的爱 「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 十六 4) 

过程 冒生命危险 比较徒 (十八 1-11) 

结果 外邦使徒的生命被保存了，外邦教

会应当感激他们 

「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十六 4) 

 

 

罗马书的关系罗马书的关系罗马书的关系罗马书的关系式式式式解读解读解读解读：：：：福福福福音音音音大能拯救大能拯救大能拯救大能拯救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 

 

 「福音」…不仅仅是「个人的罪愆与个别蒙饶恕」的纵向关系（莱特 Wright 

2006:314）。它也有不容忽视的一个横向(即社会)的维度。这一「社会的」或(横向的)维

度，莱特生动地描述如下： 

  

 「罪横向地在社会里扩散，并且纵向地一代代传播。如此它产生了满载着集体罪

孽的处境与关联。罪成为流感性的和结构性的，深深嵌入在人类历史中的。」

(莱特 2006:431) 

 

保罗在罗 12:4-5 中关于教会的教导，作了美好「关系式」的表述：教会与「头」的纵向

关系（「与基督联合」 — 十二 5），及信徒间横向关系 (彼此作为「身体上的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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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图十五图十五图十五  -  福音大能拯救福音大能拯救福音大能拯救福音大能拯救后后后后，，，，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 

 

经文经文经文经文 分主题分主题分主题分主题 目标群体目标群体目标群体目标群体 

 

 

1-8 

 

所有人都需要「福音」 

 

• 被福音的大能拯救 (一 16-17) 

• 所有人都是罪人，都需要福音：外邦人(一 18-32) & 与犹

太人(二 1─三 8) 

• 所有人都可以被神称义 (三 21─四 25) 

• 所有人都应该像欠债人那样去「爱」 (八 12) 

9-11 福音的次序：先是犹太人后

是外邦人  

• 二者都在神救恩的计划中 (九-十) 

12 福音转变的个人在社群中 • 从世界分别出来 (十二 2) 

• 被“爱”所统治 (十二 9) 

13 福音大能拯救的个人应当顺

服政府权柄 

•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他 (十三 1) 

• 你们必须顺服(十三 4-5) 

14-15 福音大能拯救的个人对信徒

同侪应当爱与分享 

• 彼此关心 (十四 1-6;十五 1-2) 

• 彼此接纳 (十五 7) 

• 接受的「恩典」应当分享 (十五 27) 

 

 

  福音转变的个人之总体，应当集体地在社群中活出并非配得的「恩典」，横向地

在实际生活实践中证明福音的大能14。 

   

  不同的属灵「恩赐」（charistmata，十二），应被理解为纵向地从神而来的并非

配得的赐予，要横向地在教会处境中实践出来。 

 

  在罗 12:1-8，下图十六显示了在社群中集体生活的被福音转变的个人们纵向与横

向的关系。他们活出从「关系性实在」中得到的「恩典」（参见较早期关于关系实在

论”的文章，温 2006b，温 2007）。 

 

图十六图十六图十六图十六————————  福音转变的个人在社群中福音转变的个人在社群中福音转变的个人在社群中福音转变的个人在社群中：：：：罗罗罗罗 12:1-8  

 

纵向纵向纵向纵向 横向横向横向横向 

心意更新而变化 (2) 所赐给保罗的恩 (3)  
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2) 

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3)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

看的 (3) 

    �       � 

 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 (1) 

                (基督 – 头) (4,5) 身体上的许多肢体 

(4,5) 

    �       � 

       所得的恩赐 & 

    信心的程度 (6)  

许多恩赐来服事  (6-8) 

    �       �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14
 这个研究是关于《罗马书》；但值得提及的是罗马书中「十字架」的社会维度和应用由沃尔夫

（1996:22-28）以“身份，他性和复和”很好地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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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致罗马人书信的研究中，作者采用了与其它方法互补的宣教-关系读解，来

获取宣教学上的理解，并证实关系论方法的生命力。罗马书的宣教学读解是以辨明双重

主题：「福音」与「宣教」以及保罗作为「外邦人使徒」的自我身份展开的。关系论方

法在研究「关系性福音」，「欠债」，保罗的「祭司性事奉」以及福音产生的纵向与横

向关系中证明是有帮助的。 

罗马书的宣教学侧面为了后基督教的西方读者而被突出强调，其关系性的洞见也被

介绍给渴求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后现代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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