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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约翰福音导读



主题、中心思想、钥节

▪ 主题：
– 荣耀圣子的福音书

▪ 中心思想：
– 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圣子，祂道成肉身将圣父显明出来，并将永生赐给一切信

祂的人。

▪ 钥节：
– 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

亡，反得永生。
– 另两节可作钥节的经文。

▪ 约翰福音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
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 约翰福音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作者

▪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 约翰福音21:24 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

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 “那门徒”是谁？西庇太的儿子约翰

▪ 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目击证人，即使徒、十二门徒之一（1:14；19:35；21:24-25）。
– 他经常描述事件的细节。比如，迦拿筵席上的6口水缸、毕士大池边的瘫痪者病了38年、

被彼得削掉耳朵的大祭司仆人名叫马勒古、第二次打渔神迹中的153条鱼。
– 他对巴勒斯坦地区非常熟悉，知道毕士大池、西罗亚池、所罗门廊（这些建筑都在主后

70年被毁）；他很了解犹太人的节期和传统（参 2:6,23；6:4；7:2,37-39；10:22；
19:14,31）。

▪ 彼得的密友（13:24；20:2-10；21:2,7,20-24），三位最重要的使徒之一。考虑
到雅各很早就殉道了（徒12:1-5），所以是约翰。

▪ 教会传统。爱任纽的《驳异端》3.12.：“后来，主的门徒约翰，那也曾经靠着主的
胸膛的，住在亚细亚的以弗所时，自己发表了一本福音书。”（自称从坡旅甲领受
这个传统）



写作时间、地点

▪ 时间：主后70-100年间
– 主后70-100年，即从耶路撒冷被毁到使徒约翰离世的时间段。
– 主后70年后的内证：

▪ 21:19暗示作者知道彼得在公元65-66年殉道
▪ 未提及于主后70年销声匿迹的撒都该人
▪ 称呼加利利湖为当时的“提比利亚海”

– 约翰福音的赖兰德斯残本（P52，John Rylands）源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

▪ 地点：小亚细亚的以弗所
– 教会传统：使徒约翰于公元一世纪后期在以弗所事奉，并在那里写下福音书。
– 与约翰福音同期的约翰书信中有明显对抗当时在以弗所流行异端：幻影说和

诺斯底主义的痕迹。
▪ 克林妥的幻影说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首要威胁。



写作对象与目的

▪ 写作对象：以弗所的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
– 约翰论述的哲学性主题（比如光暗二元论）非来自希腊文化，而是来自犹太

背景（死海古卷为证）。
– 约翰经常介绍希伯来文或亚兰文的涵义，比如“拉比”和“拉波尼”（1:38；

20:16）、“弥赛亚”（1:41；4:25）、矶法（1:42）等。

▪ 写作目的：叫你们信
– 让读者对耶稣和祂的工作产生信心的回应。约翰福音20:30-31 耶稣在门徒

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
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 根据福音书的内容，约翰不仅希望读者得到初步得救的信心，也希望他们获
得成熟的信心，为此约翰福音挑选了一些进深的主题，比如旧约和施洗约翰、
耶稣的七个“”我是“、圣灵的工作、新圣殿等。



文学特征

▪ 简单却深刻
– 基于大众词汇的神学性默想（真理、生命、光、荣耀、世界、同在…）
– 使用平行重复短句式的哲学性论述
– 非注重纪实，有时很难区分是耶稣的话还是约翰的解释，比如3:16-21。
– 教会传统认为约翰福音是对于对观福音的神学性补充，亚历山大的革利免称

之为“属灵福音书”，并说：“最后，约翰察觉到，别的正典福音书已清晰叙
述了外在的事实…他便撰写了一卷侧重于属灵意义的福音书。”（摘自优西
比乌《教会史》6.14.7.）

▪ 叙事的两个场景和两层意义
– 两个场景：主后30年主耶稣在巴勒斯坦的事工，主后70-100年间基督徒与

犹太人之间的冲突。
– 约翰福音把敌对基督的人称为“犹太人”或“犹太领袖”，并且多次提到基督徒

也犹太人的决裂，即被犹太人赶出会堂（9:22；12:42；16:2）。



文学特征

▪ 主耶稣的教导
– 个人面谈（3:1-21；4:1-38）
– 公开辩论（5:19-47；6:25-59；7:14-44；

8:12-59；9:40-10:21；12:23-26）
– 私下教导（14:1-16:33）

▪ 主耶稣的神迹
– 共八个“神迹”或“记号” (sign)。1:19-12:50

中有7个（参 右表）；尾声中有一个，“第二
次打渔”的神迹（21:1-14）。

– 这些神迹都由紧接着的耶稣的话语来解释。
– 对观福音的神迹指向神的国，约翰福音的神

迹指向耶稣自己的身份。

七个记号
seven signs

• 变水为酒（2:1-11）
• 大臣儿子得医治（4:43-54）
• 毕士大池边的瘫子得医治（5:1-15）
• 喂饱五千人（6:1-14）
• 在海面上行走（6:16-21）
• 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9:1-12)
• 复活拉撒路（11:1-44）



文学特征

▪ 隐喻和象征
– 整卷福音书充满隐喻和象征。比如，“道”=神藉着

祂的话语的临在，“神的羔羊”=赎罪祭的祭物，七
个“我是”。

– 隐喻和象征让不信的人不明白。比如，“你们拆毁
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2:19）。

▪ 反讽
– 为了让读者更明白真理，反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比如，“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1:46），“难道
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4:12），主耶稣
把祂被钉十字架称为“举起”（3:14；8:28；
12:32-34）。

七个“我是”
seven “I AM” statements

• 生命的粮（6:35）
• 世界的光（8:12；9:5）
• 羊的门（10:7）
• 好牧人（11:11,14）
• 复活与生命（11:25）
• 道路、真理、生命（14:6)
• 真葡萄树（15:1）



约翰福音与对观福音

▪ 截然不同
– 约翰福音中有90%的内容没有出现在对观福音中，比如八个神迹中的五个是

独特的，以及与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女人的交谈、拉撒路复活、给门徒洗脚、
大祭司的祷告等。

– 对观福音中主耶稣的事工关键特征也没有出现在约翰福音中，比如赶鬼、与
罪人吃饭、比喻的教导等，“神国”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中只出现两次。

– 约翰福音对耶稣事工的整体轮廓描述得更清晰。约翰独特地报道了耶稣常往
返于加利利和犹大之间，并提到了三次逾越节（2:13；6:4；11:55；另：可
能5:1提到的是第四个逾越节）。所以，从约翰福音判断，主耶稣在地上的
事工大约两年半到三年半之间。

– 对观福音强调神的国（参 对观福音的“导读”材料），而约翰福音强调耶稣自
己，比如耶稣作了七个“我是”的宣告。



结构大纲

1. 序言（1:1-18）
– 耶稣是先存的道。

2. 记号之书（1:19-12:50）
– 七个神迹或“记号” 以及对这些记号的解释。

3. 荣耀之书（13:1-21:31）
– 耶稣反复强调祂的十架受难是荣耀（7:39；12:23；13:31-32；17:1,4；21:19）。

4. 尾声（21:1-25）
– 包括第二次打渔的神迹（21:1-14）。



2. 详解

约翰福音导读



序言（1:1-18）

▪ “交错配置”结构（chiasm）

▪ “道”（Logos）
– 犹太人：在旧约中指神的旨意与能力，比

如六天创造。
– 外邦人：在希腊思想中指把次序带给宇宙

的神圣理性。
– “道”是神的自我启示，很贴切地为写作对

象归纳了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

▪ 涵盖约翰福音的重要神学主题
– 基督的神人二性
– 基督的创造与救赎
– 祂是生命的源头和神的荣耀（光）
– 祂是真正的弥赛亚（施洗约翰不是）

A. 道的身份和使命（1:1-5）

B. 施洗约翰为道作见证（1:6-8）

C. 道成肉身（1:9-10a）

D. 对道的回应（1:10-13）

C’. 道成肉身（1:14）

B’. 施洗约翰为道作见证（1:15）

A’ 道的身份和使命（1:16-18）



记号之书（1:19-12:50）

▪ 为耶稣作见证
– 首先的问题：耶稣是谁？“见证”一词在约翰福音出现32次（对观福音24次）。
– 施洗约翰的宣称：

▪ 施洗约翰对自己的谦卑否认：“弥赛亚”、“以利亚”（弥赛亚的先行者，玛3:1;4：5-
6）、“那先知”（像摩西的先知，申18:15）

▪ 耶稣是“神的羔羊”（1:29），即受苦的仆人弥赛亚（赛53:7）。
▪ 耶稣是“神的儿子”（1:34），通过耶稣的洗礼和从天上来的声音（可1:11）。

– 首批门徒的见证
▪ 彼得、安德烈、约翰、腓力和拿但业
▪ “看”一词在约翰福音1章里出现18次。从旧约的“听”（即听从、遵行律法；申6:4）

到新约的“看”（即显明、经历、见证基督）。
▪ 拿但业的初步见证：“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1:49）。



记号之书（1:19-12:50）

▪ 第一个记号：变水为酒（2:1-12）
– 耶稣的“时候”指的是十字架（7:6,8,30；8:20；12:23；13:1；17:1）
– 变水为酒的象征意义：弥赛亚的婚宴即末世的拯救（以赛亚书25:6，在这山上

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
酒，设摆筵席。）。石缸的水代表礼仪上的洁净。所以，这个神迹象征末世的
拯救已经到来。

– 记号显出荣耀，让看见的人信。“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
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2:11）。这预示接下来的所有
记号都是同样的目的。

▪ 洁净圣殿（2:13-25）
– 洁净圣殿的象征意义：圣殿被毁代表旧约献祭制度的结束（2:19，“你们拆毁这

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 耶稣的身体即圣殿，“圣殿被毁”指向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
– 2:23-25表明耶稣对神迹的态度，不希望人们以寻求神迹的心来跟从祂。



记号之书（1:19-12:50）

▪ 与尼哥底母谈重生（3:1-21）
– 尼哥底母深夜到访的原因：耶稣的行动引起犹太宗教领袖的兴趣。同时，尼

哥底母所代表的是犹太宗教领袖的眼瞎。
– “从水和圣灵生”：

▪ “水”的三种说法——（1）身体的重生，（2）洗礼，（3）灵魂的洁净
▪ 第三种说法是最符合当时犹太人的末世更新概念。以西结书36:25-27，我必用清

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
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
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 人子必须被举起是重生的前提：“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
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3:14-15）。

– 3:16-21可能是约翰的评论，讲的是世界上的两类人：信基督的活在光中且
有永生；不信基督的活在黑暗中且已经被定罪。（参3:31-36）

– 施洗约翰为耶稣作的最后的见证：“祂必兴旺，我必衰微”（3:30）。



记号之书（1:19-12:50）

▪ 向撒玛利亚女人传道（4:1-38）
– 犹太拉比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女人：显明的对比（种族、性别、社会地位、对

基督的回应）
– “必须”（4:4）：命定的相遇，活水的福音必定赐给外邦人
– 传福音的方式：

▪ 共同的话题（4:7-9）
▪ 属灵的隐喻（4:10-15）
▪ 罪恶的揭露（4:16-19）
▪ 救恩的道理（4:20-24）
▪ 认识弥赛亚（4:25-26）

– 真实的敬拜（4:23）：不是犹太礼仪（耶路撒冷），而是圣灵（“心灵”）与真理
（“诚实”）。

– 成功的福音传讲带来连锁反应。
– 属灵的食物（4:31-38）：遵行天父的旨意传扬救恩的福音。



记号之书（1:19-12:50）

▪ 第二个记号：医治大臣的儿子（4:39-54）
– 与”百夫长仆人得医治”是同一个神迹（太8:5-13；路7:1-10）的不同版本吗？

▪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 与第一个记号的关联

▪ 首尾呼应：
– 2:1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
– 4:54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 相似之处：
– 相同的地点-迦拿
– 相似的过程-先是不肯并责备，但后来有愿意
– 相同的结局-信心增长

▪ 结论：基督的荣耀彰显于祂的能力与恩典，有信心的人才能看见这荣耀。



记号之书（1:19-12:50）

▪ 第三个记号：毕士大池边的医治
（5:1-15）
– 基督是犹太人各大节期的应验

▪ 5章-安息日
▪ 6章-逾越节
▪ 7-8章-住棚节
▪ 10章-献殿节

– 安息日治病是圣父给圣子的权柄
– 多重见证：施洗约翰（5:33-35），神

迹（5:36），圣父（5:37），圣经
（5:39）。

– 不能接纳基督是因为不信（5:40-47）
– 开启了耶稣与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矛

盾（5-10章）



记号之书（1:19-12:50）

▪ 第四个和第五个记号：五饼二鱼和海面行走（第6章）
– 五饼二鱼（6:1-15）

▪ 唯一一个四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
▪ 旧约预表：末世弥赛亚的筵席（赛25:6-8）、先知以利沙用二十个大麦饼喂饱100人

（王下4:42-44）、旷野吗哪（出16章；民11章）。
▪ 群众的回应：“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6:14），他们想起了摩西。

– 海面行走（6:17-21）
▪ 令人联想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我，不要怕！”彰显掌管海水的大能。

– 生命之粮的讲道（6:22-71）
▪ 天上的粮不是有形的粮食（今生的物质生活），而是基督自己（永恒的属灵生活）。

人子来不是为了让人吃饼得饱，而是让人得到永生。
▪ “吃我肉喝我血”所带来的危机：许多跟从的人离去，除了神拣选的人留下。

– 基督应验逾越节：吃羔羊，过红海，得拯救。



记号之书（1:19-12:50）

▪ 住棚节的教导：我是世界的光（7-8章）
– 基督应验住棚节

▪ 住棚节记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最后一日有浇水和点灯的仪式。
▪ 浇水。7:37-38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

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 点灯。8:12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

得着生命的光。”
– 冲突加剧，渐渐逼近十字架

▪ 7:1-9 不与弟兄同去，而是暗自上去过节。
▪ 7:10-36 在圣殿教导人的时候与宗教领袖起冲突。
▪ 7:40-52 群众也因耶稣起纷争。
▪ 8:13-47 斥责宗教领袖的罪。
▪ 8:48-59 冲突达到高潮。“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8:58）。



记号之书（1:19-12:50）

▪ 第六个记号：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9章）
– 基督应验住棚节

▪ 9:1 住棚节上发生的事，这个记号是住棚节的事件之一。
▪ 9:2-5 生来眼瞎与人的罪和神的荣耀。
▪ 9:6-7 洗涤（旧约先知以利沙医治乃曼的方法，参 王下5:10-14）。
▪ 小结：因为基督是世界的光，所以瞎眼的人得见光明。

– 真正的眼瞎
▪ 生来的瞎子对耶稣看法渐渐转变：“有一个人名叫耶稣”（11节）“先知”（17节）
“从神来的”（33节）“主啊，我信！”（38节）。

▪ 宗教领袖也对耶稣看法渐渐转变：“不是从神来的”（16节）“是个罪人”（24节）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40节）。

▪ 9:39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
了眼。”



记号之书（1:19-12:50）

▪ 献殿节的教导：我是好牧人（10章）
– 献殿节/修殿节/光节，记念马加比起义；以西结书34章中关于坏牧人的教导

已成为该节日礼仪的一部分（安提阿古IV时期的假牧人导致犹太教的腐败）。
– 好牧人：耶稣；顾念羊群、为羊舍命、也是羊进入永生的门。
– 坏牧人：宗教领袖；专顾自己的雇工、甚至是杀害羊群的盗贼。

▪ 第七个记号：复活拉撒路（11章）
– 七个记号中最大的一个，记号之书的高潮，直接预表耶稣自己将从死里复活。
– 11:1-16 耶稣延迟出发，并说拉撒路睡了，显明复活的真实。
– 11:17-37 与马大和马利亚的对话，显明“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真义。
– 11:38-44 复活拉撒路的神迹，为信的人显明神的荣耀。耶稣说：“我不是对

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11:40）
– 11:45-53 导致谋害耶稣的最后阴谋（极大的反讽）。



记号之书（1:19-12:50）

▪ 来到耶路撒冷（12章）
– 马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为祂的安葬作准备（12:1-8）
– 谋杀的阴谋正在上演（12:9-11）
– 弥赛亚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城，应验旧约预言（12:12-19）
– 耶稣宣布“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回应之前的“时候未到”（12:20-26）
– 耶稣宣布祂自己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回应之前的“人子要被举起”（12:27-

36）
– 犹太人仍然不信，而且更加硬心，原因是他们不爱神的荣耀，而爱自己的荣

耀（12:37-43）
– 最后一次呼召群众信祂，就必得到永生（12:44-50）



荣耀之书（13:1-20:31）

▪ 荣耀之书简介：
– 记号之书是基督向世人的自我启示，荣耀之书是祂向门徒的私下教导。
– 可分六部分：为门徒洗脚（13章）、临别赠言（14-16章）、大祭司的祷告

（17章）、被捕与受审（18:1-19:16）、受难与安葬（19:17-42）、复活
（20章）。

▪ 为门徒洗脚（13:1-38）
– 13:31-35 新命令：彼此相爱（门徒的记号，体现基督的爱，总结全部律法）；
– 13:1-20 谦卑服事是彼此相爱的具体方式，耶稣为门徒作榜样；

▪ 彼得的拒绝代表谦卑服事和彼此相爱超越世俗的理念；
▪ 彼此洗脚在逾越节期间发生：谦卑服事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 两个反面例子：
▪ 13:21-30 犹大卖主（若不是真信徒，就不可能彼此相爱和谦卑服事）
▪ 13:36-38 彼得三次否认主（虽然是真信徒，也可能软弱不堪）



荣耀之书（13:1-20:31）

▪ 临别赠言（14:1-16:33）
– 简介

▪ “遗嘱”的模式：伟大领袖最后的话，总结祂的生平，预言将来，任命和劝勉继承者。
类似摩西的最后嘱咐（申命记31-33章）

▪ 强调了圣灵的到来与工作。
– 14:1-14 圣灵被差遣的原因：圣子的离去

▪ 耶稣离去的目的是为门徒预备天家
▪ 耶稣自己就是去天家的路，因为祂是“道路、真理、生命”（可能是重言法）
▪ 耶稣自己就是去天父那里的路，因为祂将父显明

– 14:15-31 圣灵的职分与工作
▪ 圣灵的职分：保惠师（paraclete，即辅导员、辩护人）
▪ 圣灵的工作：教导、引领、安慰（14:16-20,26-27；15:26-27；16:5-16）
▪ 圣灵将圣父与圣子的同在带给门徒



荣耀之书（13:1-20:31）

▪ 临别赠言（14:1-16:33）
– 15:1-17 圣灵工作的前提：门徒必须与基督联合

▪ 葡萄树的比喻中，三次强调门徒必须在基督里才可能有圣灵的果子
▪ 彼此相爱和遵行基督的命令显明在基督里
▪ 彼此相爱和遵行基督的命令是跟从主、谦卑舍己的十字架道路

– 15:18-16:15 圣灵工作的环境：敌对与逼迫
▪ 跟从耶稣必遭世人恨恶和逼迫（赶出会堂，甚至被杀）
▪ 对世人，圣灵要揭露他们的罪和将来的审判；对门徒，圣灵要教导他们真理。

– 16:16-33 圣灵工作的基础：基督在十架得胜
▪ 耶稣在十字架上胜了这世界，带来门徒的平安、忧愁变喜乐、有效祈求
▪ 虽然门徒会软弱，甚至背弃耶稣，但因耶稣的得胜而蒙圣灵保守
▪ 临别赠言以“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结束，同时开启了得胜的十架经历。



荣耀之书（13:1-20:31）

▪ 大祭司的祷告（17:1-26）
– 简介：

▪ 最后的晚餐以大祭司的祷告结束
▪ 中心思想：门徒合一和蒙神保守

– 17:1-5 耶稣为自己祷告
▪ 荣耀的定义：十字架是圣子在世上最荣耀的时刻（ “时候到了…荣耀…荣耀” ）
▪ 永生的定义：认识神和基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 17:6-19 耶稣为门徒祷告
▪ 祷告事项包括：1）因基督的名保守门徒（v11,13,15）；2）因基督的名使门徒合

一（v11）；3）叫门徒心里充满基督的喜乐（v13）；4）藉着真理使门徒成圣
（v17,19）；5）差遣门徒去世上传基督的福音（v18）。

▪ 这些都基于主的工作： 1）向门徒彰显了神的名（即神的本性）；2）引导门徒信
基督；3）教导并确保门徒遵行神的道。

– 17:20-26 耶稣为教会祷告
▪ 合一、相爱、同在



荣耀之书（13:1-20:31）

▪ 被捕与受审
– 被捕、受审、受难、复活都以“耶稣胜了这世界”为主旋律。
– 被捕

▪ 神的预定计划。18:4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
▪ 耶稣是神的显现（theophany）。18:5-6 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说：“我

就是。” 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 耶稣控制场面。18:8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 耶稣主动顺服。18:11 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

呢？”
– 受审（大祭司面前）

▪ 耶稣勇于反驳大祭司。18:20-21 “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
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
道。” 与大祭司形成显明对比。

▪ 耶稣勇于说真话。18:23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
什么打我呢？” 与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形成显明对比。



荣耀之书（13:1-20:31）

▪ 被捕与受审
– 受审（彼拉多面前）

▪ 耶稣敢于盘问彼拉多。18:34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
▪ 耶稣敢于在罗马官员面前谈论另一个国。18:36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 耶稣敢于在罗马官员面前承认自己是君王。18:37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

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
人，就听我的话。”

– 判刑
▪ 耶稣宣称在地上没有人有资格审判祂，而且这样做的人必被神审判。19:11 “若不是从上头

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 耶稣是王，这是永不更改的事实。19:19-22 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彼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荣耀之书（13:1-20:31）

▪ 受难与安葬
– 受难

▪ 应验经上的话：分耶稣的衣服（19:24；诗22:18），口渴（19:28；诗69:21），骨头不折
断（19:36；出12:46；诗34:20），肋旁被扎（19:37；亚12:10）。

▪ 完成最后的工作：把母亲托付给门徒（19:25-27），“成了”（19:30），把灵魂交付给天父
（19:30）。

▪ 这一切都代表是耶稣自己舍弃了生命（10:11,15,17-18；15:13）。
– 安葬

▪ 安葬想要表达的是耶稣真的死了，这为祂的复活作铺垫，以此佐证祂胜了世界。
– 兵丁发现祂已经死了，有血和水流出来（19:33-34）
– 所爱的那位门徒作见证（19:35）
– 安葬祂的人有名有姓：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19:38-39）
– 有一个安葬的仪式（19:40-42）



荣耀之书（13:1-20:31）

▪ 复活
– 由五个场景组成：

▪ 抹大拉的马利亚发现空坟墓（20:1-2）- 彼得和约翰跑去看空坟墓（20:3-9）- 耶稣向抹
大拉的马利亚显现（20:10-18）- 耶稣向门徒们显现（20:19-23）- 耶稣向多马显现
（20:24-29）

– 复活后的三次显现
▪ #1 向抹大拉的马利亚。“不要摸我…”：耶稣的复活身体与之前的不同，这代表我们与祂

的关系不是四福音书中的直接接触关系，而是透过圣灵来相交。
▪ #2 向门徒们。“就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这是过渡性的圣灵内住，直到五旬节。
▪ #3 向多马。“我的主！我的神！”：道就是神，终于被门徒认证。

– 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谁？
▪ 福音书中提到几位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伯大尼的马利亚、用香膏膏主的那个妇人、

行淫被抓的那个妇人。教皇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误称这些马利亚都是同一个
人，错误传统由此产生。

▪ 真实的抹大拉马利亚：一位重要的耶稣跟从者（她在金钱上支持耶稣，曾有7个鬼从她身
上被赶出来，亲眼目睹了耶稣的受难与埋葬以及空坟墓，是第一位见证耶稣复活的门徒）



尾声（21:1-25）

▪ 复活后第四次显现（第三次向门徒）
– 第二次捕鱼的神迹（21:1-14）

▪ 第一次是呼召彼得作门徒（路5:4-7），第二次是呼召彼得作领袖。
▪ 彼得跳海的原因：羞于见主面？急于见主面？
▪ 153条鱼的涵义

– “你爱我吗？”（21:15-19）
▪ 主的三次询问和彼得的三次回答（21:15,16,17），回应三次不认主（18:17,25,27）。
▪ 关于“爱”：agape vs. phileo，基督的迁就vs.只是行文风格。

– 主所爱的门徒和他的见证（21:20-25）
▪ 不是不死，而是不关彼得的事，门徒的命运在主的手中。
▪ 不要关心门徒，而要关心他的见证，即关心门徒所见证的基督。



3. 总结

约翰福音导读



约翰笔下的耶稣

▪ 祂是启示圣父的圣子
– 祂是神的儿子

▪ 祂是神的道（1:1,14,18），凡见到祂就等于见到父（14:9），不藉着耶稣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10:30；14:10）；同时祂就是完全的神（1:1），祂先存于亚伯拉
罕（8:24,28,58）。

▪ 祂有份于神的各样属性：全知全能（1:48；2:24-25；6:15；8:14；13:1,11；
21:17），创造万有（1:3,10），赐人生命并维系生命（5:16-18,26；6:27,35,50-
58），使人复活（5:21,25；4:53；6:39-40,44,54；10:28；11:25-26），审判万
民（5:22,27）。

▪ 祂有完全的神性（本质上与圣父同等，即“本体的同等 ontological equality”），
却完全依靠圣父而行事（凡事上遵行圣父旨意，即“职能的从属 functional 
subordination”）。

– 祂是基督
▪ 祂是弥赛亚（1:41；4:25-26）、以色列的王（1:49；12:13）



约翰福音中的其他角色

▪ 门徒
– 定义

▪ 门徒是一切跟从耶稣的人（对观福音里的“门徒”代表跟从耶稣的特定少数人）。
▪ 门徒的特征：不成熟却忠心跟从，他们经常对耶稣的教导和神迹给出正面的回应，也

经常误解主的话语。
– 两个特殊的门徒肖像

▪ 彼得：被主栽培起来的属灵领袖。一开始很自信（骄傲），但很快就软弱（比如三次
不认主），经过主的门训和十字架的代赎，他得到恢复并赋予领袖的重任，最后为主
殉道。

▪ 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忠心的见证人。最后的晚餐中最靠近主，耶稣被捕后带彼得进入
大祭司的院子，十字架旁蒙主托付母亲，听到复活的消息第一个到达现场，在加利利
湖边第一个认出复活的主，也是此福音书的可靠来源。

▪ 敌对者
– 整个的邪恶系统包括：宗教领袖（“犹太人”出现63次）、这世界、魔鬼撒但



约翰福音的神学主题

▪ 救恩
– 救恩=永生。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观福音中，救恩被定义为“进入神的国”）
– 救恩已经实现但尚未完全，更强调已经实现。

▪ 尚未完全，即将来的末世论（3:16；6:39；10:28；14:3,28；21:23）
▪ 已经实现，即实现的末世论

– 5:24-25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
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 10:10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 复活拉撒路的例子

▪ 认识神就是永生/救恩
– 14:23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 17: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翰福音的神学主题

▪ 启示
– 圣子的启示

▪ 圣父藉着圣子被启示出来。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
表明出来。

▪ 认识子就是认识父，不认识子就不认识父。父与子原为一。
– 圣灵的启示

▪ 圣灵将继续圣子的启示工作。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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