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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导读
圣经纵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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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引言

• 七封普通书信（the Catholic Epistle）之一，
在新约书信中有独特的主题和风格，富有许
多值得记忆的格言，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智慧
和行为。

• 与加拉太书同属“抗议的作品” （但与加拉太
书强调的因信称义相反，它强调没有行为的
信心是死的），曾被马丁路德称为毫无福音
的“干草书信”（an epistle of straw）。

• 中心思想&钥节
• 真实的信仰是不求今生富足，藉着试炼成为

圣洁，并以爱的实际行动印证的信心生活；
这是基督徒的人生智慧。

• 钥节一 2:17 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 钥节二 1:27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

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
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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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作者

• 雅各。1:1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 保罗承认他是“主的弟弟”（加1:19），见过主耶稣复活的使

徒（林前15:7），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加2:1-10；公元44-
62年/殉道）。

• 在使徒行传中出现三次：a. 彼得被天使带出监狱后让信徒把
这个神迹告诉他（12:17）；b. 在耶路撒冷大会上他是主要
发言人之一（15:23-29）；c. 保罗结束三次宣教之旅后向他
汇报（21:18-20）。

• 约瑟夫在《犹太古史》中称他为“义人雅各”（James the 
Righteous）。

• 会是另外的雅各吗？
•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十二使徒之一，公元44年被希律亚基帕一

世谋害（徒12:2）；时间太早不太可能成为雅各书的作者。
• 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十二使徒之一，新约书信未提及他；如果

是他的话，为何不在信中说明，与其他雅各加以区别？
• 小雅各（James the Younger），他的母亲是主钉十架的见证

人；如果是他的话，也因在心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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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受众

• 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1:1 …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 散居：他们因逼迫的缘故从耶路撒冷分散到周边地区(徒8:1,4)，

彼得前书可能写给同一批人(彼前1:1)。
• 犹太基督徒：称他们为“十二个支派”（1：1），提到“会堂”

（2:2），犹太思维模式贯穿整卷书信，多次提到摩西律法。

• 写作时间
• 公元40年代中期（早于48-49年的耶路撒冷大会和加拉太书）
• 相关证据：

• 语言风格接近使徒行传15章记载的雅各的大会发言；
• 没有明显区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迹象，反而反映了第二圣殿时期

犹太智慧文学的特征；
• 没有回应保罗、彼得、约翰等书信的迹象（除了看似反对保罗的

因信称义教义）；
• 反映了主耶稣的教导，却没有参考四福音书的痕迹；

• 雅各书不是为了反对保罗的因信称义教义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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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写作背景与目的

• 在耶路撒冷的长期严酷逼迫环境中，教会渐渐出现了许多问题：物质贫穷、信心软弱、不圣洁、
贪爱世界、不愿为主受苦、缺乏爱心、自夸与论断。

• 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看到了教会中种种不真实信仰的表现，写下雅各书劝勉散居在各
地的犹太基督徒，要他们明白：真实的信仰要有行为的印证；而且，不追求今生的富足，甘愿藉
着经历试炼而成为圣洁，才是基督徒的人生智慧。

• 整体特征
• 围绕“真实信仰”这一主题，展开多个伦理主题的讨论，包括智慧、试炼、舌头、信心与行为、贫

穷与富足、祷告、末世的奖赏等；多个主题穿插在一起，很难进行分段。
• 注重基督教伦理而非教义理论，基督论谈及甚少，圣灵未被谈及；表达了“真实的信仰是活出来

的信仰”这一观念。
• 强调末世观，包括末世翻转（1:9-11；2:5；4:6,9-10；5:1-3）、末世拯救（1:21；2:5；

5:11,15,19-20）、末世审判（2:12-13；3:1；4:12；5:4,9）、末世奖赏（1:12），以及时间有
限（4: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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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文学特征

• 浓郁的犹太智慧文学意味
• 以古代智慧导师的口吻，频繁引用箴言或警句，以及祈使语气表达

的直接命令，包括智慧格言（1:20；2:13a；2:13b；2:26；3:5；
3:18；4:4；5:16）、带有箴言意味的经文（1:12；1:27；2:5；
2:10；3:2；3:8；3:12；4:12；4:17；5:20）、以警句形式出现的
命令（1:19；3:1；4:7-8；4:10），全书108节经文中有50多个祈
使句。

• 使用犹太解经方式来引用和解释经文，表述上有强烈的闪族语意。
• 对律法的正面维护，以犹太人的方式描述律法的细则。

• 优雅的希腊语和古希腊的讽刺文学哲辩文体
• 使用古希腊文学中的经典词汇和语法（其他新约书信中甚少）
• 取材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隐喻、古代名人典故
• 运用虚拟对话、强烈对比，语气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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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神学主题（基督教伦理）

• 两个维度：个人的圣洁和群体的关爱。
• 1:27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

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 群体关爱包括彼此代祷（5:13-20）和物质上关爱穷人（2:5-7）。

• 两个动机：已经显明的神的道和对将来的盼望
• 已经显明的道。神已经用真道生了我们（1:18），叫我们信了耶稣

基督（2:1），并把道栽种在我们心里了（1:12）。
• 对将来的盼望。神要降卑今生富足的人（1:10-11；5:1-6），升高

今生贫穷的人（2:5）；神要在末后的日子施行审判（4:11-12）。
• 伦理主题

• 如何使用财富。今生的财富不是人的荣耀，而是帮助穷人的责任。
• 如何使用时间。时间也是宝贵资源，要珍惜光阴（4:13-15）。
• 降卑。今生的降卑才是将来在永恒中升高的道路。
• 坚忍。忍受试炼是为了信心增长，这是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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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大纲（Dan McCartney’s BECNT）

I. 问安（1:1）
II. 信仰生活的总览（1:2-27）

A. 信心与智慧（1:2-8）
B. 骄傲与财富（1:9-12）
C. 信心与试炼（1:13-18）
D. 行神的道（1:19-25）
E. 真实的信仰（1:26-27）

III. 第一段论述：信心与行为（2:1-26）
A. 信心、偏好与律法（2:1-13）

1. 信心与偏好（2:1-7）
2. 信心与律法（2:8-13）

B. 信心与行为（2:14-26）
IV. 第二段论述：信心与言语和智慧（3:1-18）

A. 师傅、舌头和嚷闹（3:1-12）
B. 从上头来的智慧（3:13-18）

V. 第三段论述：缺乏信心与彼此争斗（4:1-
12）
A. 情欲与悔改（4:1-10）
B. 指责与非难（4:11-12）

VI. 插入：两则警告的预言（4:13-5:6）
A. 对商人的警告（4:13-17）
B. 对地主的警告（5:1-6）

VII. 第四段论述：看向神（5:7-18）
A. 信心与耐心（5:7-11）
B. 禁止起誓（5:12）
C. 信心与祷告（5:13-18）

VIII.最后的呼召：相互的责任与祝福（5: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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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生活的总览
• 信心生活是一种人生智慧（2-8）

• 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属灵经历（1:2-4）是神的智慧和基督徒的人生智慧，所以缺少这智慧的人要向神祷
告祈求这智慧（1:5）；这种人生智慧就是信心生活，疑惑的人没有这智慧（1:6-8）。

• 真实的信心生活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不求世上的富足（1:9-11）、经受神的试验（1:12-18），以及行
出信心的行为（1:19-27）。

• 真信心是不求今生的富足（1:9-10）
• 富足却不降卑是一种罪。

• 真信心是忍受神的试验（1:12-18）
• 试验（test）和试探（tempt）的区别。
• 神使用试探来试验我们。

• 真信心是行出信心的行为（1:19-26）
• 行道表现：温柔的心
• 单单听道而不行道的人
• 行道表现：勒住的舌头

• 真实的信心生活（小结；1:27）
• 个人圣洁与群体关爱。1:27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

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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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论述
• 总体特征

• 以“弟兄们”+吩咐/质问开始（2:1；2:14；3:1；3:13；4:1；4:11；5:7；5:12；5:19），以格言
（apophthegm）/ 箴言（proverbial saying）结束（2:13；2:26；3:12；3:18；4:10；4:12；
5:11b；5:18；5:20）。

• 总览中的主题（人生的智慧：不求世上的富足、经受神的试验、行出信心的行为）交织在四篇论述里。

• 第一篇（2:1-26）—— 如何对待穷人
• 偏好与律法：偏好是自我中心，遵行律法则是敬畏神。
• 信心与行为：行为不是称义的手段，却能印证信心的真实性。

• 第二篇（3:1-18）—— 如何使用舌头
• 勒住舌头是属天的智慧

• 第三篇（4:1-12）—— 如何平息争斗
• 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

• 第四篇（5:7-18）—— 如何面对艰难
• 全然交托的生活：忍耐与祷告

• 插入：两个警告的预言
• 结语：回转活出真信仰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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