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穿越聖經》 
哥林多後書（9）保羅呼籲哥林多教會慷慨奉獻（林後 8:1-15）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哥林多後書 7:1-16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保羅再次要求哥林多教會向保羅和他的同工敞開心胸，並且要求接納他們。為了讓哥林多教

會的信徒認識到保羅的為人，保羅繼續從三方面證明他的為人是正直的。 
 
第一、保羅表明自己未曾虧負過誰。在保羅過去的服事歷程中，他沒有虧負過人，往往都是

別人虧負了他。第二、保羅表明自己未曾損害過誰。保羅指出他並沒有傷害過敎會，並且他

的敎訓和榜樣也沒有敗壞教會或引發不道德的行為。第三、保羅表明自己未曾佔過誰的便宜。

保羅沒有利用他的地位為自己牟取私利，在經濟上也沒有佔過哥林多教會的便宜。 
 
保羅雖然不知道哥林多教會是否會熱情地接納他，但是保羅相信哥林多教會對他的忠誠。保

羅說：“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地快樂。”透過這句話我們

可以肯定，當哥林多教會的信徒順服保羅在信中的嚴厲要求，並採取行動時，保羅的心中是

何等地喜樂。哥林多教會的信徒用行動證明了他們對保羅的忠誠，所以保羅提到，即使仍在

一切患難中，他仍然感到喜樂。 
 
在 2:12-13，保羅曾對他的行程做了一個簡單的說明。保羅不久前由以弗所出發，途經特羅亞，
在那裏停留並且傳福音，主為他開了福音的大門。保羅原來的計劃是在特羅亞等待提多前往

與他會合，但提多卻因故沒能前往，保羅心裏覺著不安，就離開了特羅亞，轉而前往希臘半

島的馬其頓，希望能在路上遇見提多。在 2:14-7:4，保羅致力於為自己的服事辯解，便把提多
的事情放下了。而到了 7 章，保羅接續上了他是如何遇見提多，並從提多帶來的好消息那裏
得到了安慰。 
 
從保羅敍述的事實來看，我們感受到了保羅在傳福音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辛。保羅長途跋涉，

身心疲乏，健康受損，並且奔走於不同的地區，還得應付各方面的需要，處理教外人士的攻

擊和教內信徒的誤會。保羅還得面對其他同工的嫉妒猜忌，以及同工配搭、行程安排的不順

暢，被迫修訂原來的計劃等問題。在修改了原來的計劃之後，保羅還得向受影響的人道歉，

接受他們的不諒解和責難。保羅不能指望別人同情他的難處，只能將別人的難處統統地擔在

自己的身上。 
 
傳福音是一個艱苦的使命。保羅在這裏敢於向哥林多教會揭示他的困難和軟弱。我們看到，

保羅沒有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刀槍不入、屬靈巨人的形象。 
 
保羅在馬其頓面對極大的困境，外憂內患使得他的身心靈都經受著極大的壓力。就在這個情

況下，保羅和他的團隊經歷到了神的安慰。 
 
這安慰是怎麽來的呢？從表面上來看，這是因為提多帶來了令人鼓舞的消息，包括哥林多信

徒願意與保羅重新和好，聽從保羅的吩咐。但屬靈的真相是神安慰了保羅和他的同工。神是

安慰人的神。神首先改變了哥林多信徒的心，藉著這些改變而安慰了在他們中間的提多，然



 

2 
 

後提多再把他所得的安慰帶給了保羅，使保羅也得著相同的安慰。 
 
神是安慰喪氣者的神。保羅曾多次提到了神在他患難的時候賜下了安慰。就像保羅提到的“我

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聽眾朋友，如果你因著基督的緣故受苦，你也

可以從基督那裏尋求安慰。 
 
保羅重提他所寫的第二封書信，就是那封措詞嚴厲，並且帶給他和哥林多信徒極大傷痛的信。

保羅曾為寫了這封信而感到後悔，擔心這樣的信會對哥林多教會造成太大的傷害，甚至破壞

了保羅和他們的關係。但往後的發展卻使保羅消除了這個擔心。因為這封書信帶給哥林多信

徒的痛苦是短暫的，特別是痛苦後産生了正面的效果，那就是哥林多的信徒為從前的行為感

到後悔，隨後就按照保羅的訓示而行。保羅看到他們的悔改便感到高興，之前的擔心也就烟

消雲散了。 
 
在以上的經文中，我們看見保羅集中描述了他的服事，以及保羅願意恢復哥林多教會與他之

間的關係。接下來的兩章經文將要談到捐獻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哥林多後書 8:1-15的內容。 
 
哥林多後書 8:1-2記載：“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就是他們在患難
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 
 
保羅在 8章和 9章討論他心中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接濟耶路撒冷貧窮的聖徒。保羅以經受
嚴重逼迫的馬其頓教會為例，來告訴哥林多教會應該慷慨地奉獻。 
 
馬其頓教會雖然處在極困難的處境中，卻依舊慷慨地奉獻。馬其頓教會不只經歷了“患難”，

而且“在患難中受大試煉”。他們“在極窮之間”，是指他們在“極度貧乏”的狀態中。這

個詞通常描述乞丐一無所有，也沒有討到任何東西的指望。馬其頓教會處境艱難的部分原因，

可能是信徒拒絕拜偶像，導致失去了工作，或者被排擠出了生意圈。 
 
不過馬其頓教會的艱難處境，沒有阻礙他們慷慨地奉獻。事實上，他們是滿有喜樂和自由地

奉獻！馬其頓教會的奉獻，讓我們想起保羅之前提到服事中的那個看似矛盾的話語：“似乎

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這也使我們想起建造會幕和聖殿時，以色列人的慷慨奉獻。

你若在生命中經歷了神的恩典，便不會把環境的艱難當作不奉獻的藉口。 
 
哥林多後書 8:3-4記載：“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地
捐助，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 
 
馬其頓教會不像哥林多教會那樣，需要激勵或提醒才能奉獻。相反的是，馬其頓教會請求保

羅允許他們參與這奉獻的事工。 
 
馬其頓教會是自願奉獻的，也是自發的。他們的奉獻是出於恩典，並不是出於壓力。馬其頓

教會熱心地奉獻，是因為他們蒙受了神的恩典。這恩典不僅把他們從罪中釋放了出來，也把

他們從自我中解脫了出來。神的恩典打開了他們的心和他們的手。他們的奉獻不是出於冰冷

計算的結果，而是出於熱誠的心靈和至高的喜樂！ 
 
哥林多後書 8:5-9記載：“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
給主，又歸附了我們。因此我勸提多，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惠的事，就當辦成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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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識、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上，都格外顯出滿足來，就當在這慈惠的

事上也格外顯出滿足來。我說這話，不是吩咐你們，乃是藉著別人的熱心試驗你們愛心的實

在。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

可以成為富足。” 
 
無論在服事、受苦或犧牲上，耶穌基督永遠是信徒效法的最高榜樣。像耶穌基督一樣，馬其

頓的基督徒把自己獻給了神，又獻給了保羅和他的同工。如果我們把自己獻給了神，那麽在

向神奉獻財物這件事上，就不會有困難。如果我們把自己獻給了神，我們也會把自己委身給

教導我們的人。一個愛神的人不可能忽視鄰舍的需要。耶穌基督為我們捨了自己，難道我們

不該把自己獻給祂嗎？耶穌基督為我們死了，從此我們可以不再為自己活，乃是為祂而活，

並且為其他人捨己。 
 
馬其頓人的奉獻如同基督的捨己一樣，都是出於愛。對於蒙受豐富屬靈祝福的哥林多人來說，

這是何等大的責備！哥林多教會的信徒熱衷於用屬靈的恩賜僞裝自己，以至於忽略了聖靈的

恩典，包括奉獻的恩典。馬其頓教會“在極窮之間”仍然慷慨大方地奉獻。哥林多人雖有豐

富的屬靈恩賜，但在信守諾言和分享財物上，卻顯得非常怠慢。 
 
我們一定不能辯解說，用屬靈恩賜來服事就可以代替慷慨的奉獻。我們不能說：“我既然在

主日學服事，就可以不做奉獻！”這根本不是在解釋，而是在為自己開脫罪責。那些認識到

自己的恩賜是神的禮物的信徒，會主動地為他人奉獻，而不會把服事主當作藉口，推脫奉獻

的責任。我見過有些牧師和傳道人爭辯說，他們既然把全部時間都用在服事上，就沒有義務

再做奉獻。但保羅認為恰恰地相反，正是因為你從神那裏獲得了美善的恩賜，就應當奉獻得

更多！ 
 
保羅很謹慎地向哥林多教會表明，自己不是在命令他們奉獻。事實上，保羅是在對比馬其頓

人和哥林多人奉獻的態度。保羅指明馬其頓人是在效法主的榜樣，他們雖然貧窮，卻甘心奉

獻。哥林多人說他們愛保羅，現在保羅要求他們藉著奉獻來證明這份愛。恩典的給予是愛的

證明，證明了我們對基督的愛、對那些服事我們的神的僕人的愛，以及對那些有特殊需要的

人群的愛。 
 
最後，馬其頓教會的奉獻是獻給神的祭。耶穌基督在哪些方面是豐富的？基督的豐富當然體

現在祂的位格上，祂是永恆的神。基督的豐富也體現在祂擁有無盡的産業，祂有至高的地位，

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基督的豐富還體現在祂的能力，在祂沒有難成的事。然而，基督

卻撇下這一切的豐盛，為我們成了貧窮。 
 
“成了貧窮”，這個詞是指耶穌基督離開寶座，道成肉身。耶穌基督取了人的樣式，降生在

伯利恆，並且取了僕人的形像來到這個世界。耶穌基督放棄了一切的産業，甚至沒有枕頭的

地方。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成為所有窮人中最貧窮的人。 
 
耶穌基督為什麽要這樣做？為的是讓我們成為富足！這說明我們在遇見耶穌基督以前是貧窮

的，而且是完全破産的。但現在我們既然信了主，就得以分享祂一切的豐盛！我們現在是神

的兒女，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既然如此，我們怎能拒絕向他人奉獻金錢呢？

基督成為貧窮，為的是讓我們成為富足！我們怎能不跟隨祂的榜樣，效法那些雖然在極度貧

困，卻仍然慷慨奉獻的馬其頓人呢？ 
 
哥林多後書 8:10-12記載：“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是與你們有益；因為你們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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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經有一年了，如今就當辦成這事。既有願做的心，也當照你們所

有的去辦成，因為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承諾和兌現承諾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哥林多人一年前曾向提多誇口說他們願意參與這次特別

的奉獻，之後他們卻沒有信守諾言。保羅强調信徒奉獻一定要出於甘心，而不是出於勉强。  
 
我們一定要小心不要將甘願的心與實際行動相混淆，因為這兩者必須要齊頭並進。如果你真

心地願意奉獻，而且是在神的旨意中，那麽就一定要有“行動”。保羅從未說過甘願的心可

以代替實際的行動，因為那是代替不了的。我們的奉獻若是被主的恩典所激勵，我們就會樂

意地奉獻，而不是勉强式地奉獻。 
 
神看的是“心的奉獻”，而不是“手的奉獻”。如果一個人心中願意多做奉獻，卻沒有能力

這樣做，神會鑒察並記念。但若一個信徒實際給出的奉獻超過了心中所願的，神是按他心中

所願的來記念他的奉獻，無論他實際奉獻了多少金錢。 
 
我講一個關於奉獻的小故事。一個妻子提醒丈夫，家裏需要一些額外的錢來應付開支。到了

主日，他們去教會做禮拜，當教會收取奉獻時，丈夫向妻子手中塞了一些錢，妻子以為那是

他們的奉獻款，就把錢放進了奉獻袋中。其實那些錢是家裏要用的開銷。這位丈夫說：“好

吧，我們就把它奉獻給神吧，祂會記念的。”後來他們的牧師問：“你本來打算奉獻多少？”

這位信徒回答了一個數目。牧師回答到：“那才是神會記念的，因為神看重的是你的內心。” 
 
神看重的不是奉獻的數目，而是奉獻的比例。倘若我們有能力多做奉獻卻沒有做，神是知道

的。倘若我們希望多做奉獻，實際上卻沒有這個能力，神也是知道的。當我們按照自己的收

入甘心樂意地奉獻時，我們就是在操練慷慨的奉獻。 
 
哥林多後書 8:13-15記載：“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
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如經上所

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保羅沒有建議說，富人需要變窮，從而讓窮人變富。一個基督徒為了償還別人的債務而使自

己負債是不明智的。在整個過程中，保羅提到了一種“均平”，就是指外邦人因著猶太人獲

得了屬靈上的富足，所以就該在物質上使猶太人得著富足。進一步來看，當時外邦人的教會

享受著一定程度的物質財富，而猶太人的信徒卻在受苦。如果有一天情況反過來，那時就需

要猶太信徒來幫助外邦信徒了。誰來做均平的工作呢？是神。 
 
出埃及記 16:18 記載：“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各人按
著自己的飯量收取。”保羅用嗎哪的神蹟來解釋“均平”的原則。不管猶太人每天收取多少

嗎哪，他們總是按著當日需要的得著滿足。那些想要儲藏嗎哪的人發現他們不可能多儲藏，

因為嗎哪會變質發臭。很明顯，以色列民通過這個神蹟要學的功課是：照自己所需的來收取，

盡自己所能的去分享，不要想儲藏神的祝福。如果你信靠神並遵行祂的話，神會看顧你，也

不會讓你有缺乏。 
 
我們奉獻金錢的動力來源於神對我們生命屬靈的祝福，而我們奉獻的數量是按著神在物質方

面給我們的祝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提到：“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保羅沒有

給出任何數學的公式，因為恩典的奉獻不受十一奉獻的限制。恩典的奉獻是有計劃的，但卻

不是律法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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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的奉獻關乎我們的信心：我們順從神並相信，當我們幫助他人、滿足他人需要的時候，

神必會滿足我們的需要。正如猶太人每天收集嗎哪一樣，我們必須依靠神“賜給我們日用的

飲食”。我們絕不能浪費、糟蹋神所賜給我們的，也不能把這些恩典儲存起來。惟有按照神

心意的儲藏才是正確的，就像以色列人在星期五收集一些嗎哪留到安息日吃，嗎哪就不會變

質。但若遠離了神的旨意，我們所積蓄的財富只會讓我們遭受損失，卻不能幫助我們。 
 
總之，保羅透過以下幾點來呼籲哥林多教會要慷慨地奉獻。第一、保羅要他們思想自己在恩

賜和恩典上的富足，希望他們在愛心上也富足；第二、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要思想主耶穌基

督的恩典，並且履行基督徒的責任，那就是愛。第三、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他們早有奉獻

的心意，並且早已預備了這項善舉。保羅提醒他們，這個時候就是奉獻的時候了。第四、神

沒有平均分配世上的財富。關於世上的財富，神給一些人多一點，給另一些人少一點。神希

望，富有人可以幫助貧窮人，行出他們的愛心。同樣的，富有的哥林多人也應該行出他們的

愛心。 
 
聽眾朋友，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提醒也是對你的提醒，希望你能用你的金錢幫助那些有需要

的人，把金錢的價值最大化地發揮出來。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明白的地方，

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