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恩信三季度主日学（1） 

生命之道-约翰一书 

第一课 生命之道—真实（约壹 1:1-4） 

  

成书时间：第 1世纪很混乱，因为年代不清楚，大概是主后 60—80 年。 

书卷作者：最可能就是使徒约翰。因为约翰很长寿，这个时间也很难确定。 

成书背景：有很多的异端，在第二-三世纪有一个很大的异端叫“诺斯底主义”。  

成书目的：防备假先知，防备异端和极端的观点。 

书卷主题：生命之道。强调两方面：1）、道—正统的教义；2）、生命—正统的行

为。两方面要一致，都非常重要。 

 

思考： “道”是什么？“生命”是什么？ 

 

一、真实的见证（1:1-2） 

这生命是真实的 

“看过、摸过、听见过”： 

1. 耶稣的生命是真实的可以感受的 

2. 约翰感受过，他在写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  

3. 今天我们也能感受到 

  

应用： 

1.我们要去感受、遇见主。主是真实可感受的？从哪里感受呢？ 

1.1读经、祷告的时候，神对你讲话。 

1.2从生命的经历中。当神的应许实现，你会知道神的真实。 

思考：“听”为什么放在第一位？  

2.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生命。约翰福音叫“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

祂的名得生命。”我们如何让人知道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一个可以触摸、可以听

见、可以看见的爱的神呢？知道我们得的这生命不是一个虚空的不着边际的宗

教？ 

   

思考：约翰面对异端，用什么方法？——讲耶稣。    

 

二、真实的关系（1:3） 

生命之道带来的是与神相交，与人相交。 

思考：我们有真实的生命之道的经历吗？若有，这样的经历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如何理解第三节的「看」与「听」的次序刚好相反。这样的情形最少有五种解释: 

1、第三节的「看」在先，是因为它与最近的节「显现」(一 2)最为接近之故。 

2、第一节的「听」在先，是因为约翰正处理道成肉身的主题，而第三节的「看」

在先，则是约翰正离开道成肉身的主题。 

3、第一节末的词组「生命之道」，是与第三节的动词「我们传」 对应，而形成

「交错体」，如此才会形成次序上的不同。 

4、第三节的「看」之所以置于前面，是因作者想要强调耶稣在地上之时的事工。 

5、可能合适的解释(第五个解释)，乃是把这种次序上的对调视为约翰行文的变

化，并且在意义上也无任何影响。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不难在约翰著作中找到

类似的情形，譬如在约翰幅音三章三十二节的「所见所闻的」，以及约翰幅音五

章三十七节的「听见…看见」，两处经文亦是在用词次序上相反。 

藉着重复与第一节相同的动词:「听见」与「看见」，约翰再次提醒他的读者耶稣

道成肉身的确切性。对于像约翰这样的见证人而言，「听」与「看」的强调是重

要的。因为只有亲身「听见」与「看见」耶稣，才有资格作见证;并且也只有从

耶稣领受使命，才能「传」所领受的信息。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他们

就跟从了耶稣，然后听耶稣的话。 

第一节和第三节的“看”是一个重叠。 

 

约翰传「所看见、所听见的」之目的就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在新约使用“相

交”十九次，约翰著作中只出现四次，而且仅在约翰壹书一章三至七节使用而已

(1-3(2次)、6、7)。 

中文各译本对这个字有不同的译法: 

「相交」(《和合》、《当代》)、 

「心灵相通」(《新译〉)、 

「相通」(《思高》)、 

「团契」(《吕译》《现中》)、 

「交通」(《恢复》)。 

 

约翰并没有把「相交」限制在人与人之间，他在下一个子句中更进一步把它扩大

成与父、子的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相交”是关系： 

 1.“我们和神有这个关系” ； 

2.“我们之间也是这个关系” ； 

3.我们之间的关系基于我们和神的关系； 



1）我们和神的关系：你做一个祂喜悦的人、爱主的人 

2）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对人才会不一样。 

应用： 

1）爱主是服侍的根本。  

2）我们对主的心，与主的关系是改善我们与人的关系的根本。 

3）与神团契是生命中弥足珍贵的关系。   

4、“相交”带来的安慰与调整：  

  

思考：如何实现这个相交？  

 

三、 真实的生命（1:4） 

生命之道让我们喜乐满足。 

 

思考：“这些事”指的是哪些事？  

 

@什么是喜乐？ 

喜乐是一种素质，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预表了末日信徒与基督在天上永远同在

的喜乐， 也是神的国的标志之一（罗 14:17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

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 

「喜乐」在约翰壹书只出现一次，但它在整个约翰著作中的神学涵义却是相当丰

富。「喜乐」与救恩有关，因为「喜乐」是上帝赐给那些属祂的人的，如同只有

得救的人才能与父、子相交，以及彼此相交。从约翰论述的进展来看，「传」生

命之道的最直接目的是建立相交，但它最终的目的是喜乐充足。它是现在可以体

会的经验。从上文得知，「喜乐充足」可以藉着与父丶子其他信徒相交而达到。 

@什么是「充足」？ 

有充满成全、实现、应验、成全、成就、满足等意。中文各译本之间的译法稍有

差异:「充足」(《和合》《新译》)、「圆满」(《思高》)、「完满」(《吕译》)、

「满足」(《恢复》)、「充满」(《现中》、《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因着罪的

缘故，「喜乐充足」(完全的喜乐)在这世界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世界没有完

全的相交。因此第四节所说的「喜乐充足」，是要到天上时才能义生。在这様的

解释下，「充足」就可作「完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下文本身并未显示出清楚的末世性意味。由「充足」的现

在完成时态看，它所表达的文法功能具有「事情的状态」之意义。因此，「充足」

所要指的是，一个人的喜乐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换言之，藉着约翰写给读者

的封信，他们内心用来装载喜乐的容器已达到了顶点，亦即它是在今生就可实现



的。如此，使用「充足」「充满」的字眼，较合适来代表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 

 

思考：如何得到喜乐？  

  

一些观察： 

⚫ 传什么？耶稣。 

  

⚫ 对谁传？你们 

  

⚫ 怎么传？“我们”。 

  

应用：要好好看，学习圣经。我们留在神的话语里，就有充实的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