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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哥林多後書（15）保羅的提醒和問候（林後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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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12章的前半部分是，保羅為自己使徒職分辯護的高峰，也是保羅表達對哥林多教會愛的高峰

。保羅對於個人的特殊經歷一向保持沉默，但現在為了解決哥林多教會的問題，保羅不得不

談論他特殊的屬靈經歷。 

 

保羅有被神接升天、又回到地上的經歷。這個經歷是如此地美妙，甚至保羅自己都不十分確

定，神到底是把他的肉身帶到了天堂，還是只是帶著他的靈離開了身體。神還讓保羅在天上

聽到了“隱秘的言語”。這些事情惟有神和天使可以講說，人是無法言表的。保羅提到自己

的特殊經歷，猶太主義者會有類似的經歷嗎？沒有！即便是摩西，他與神如此地親密，但摩

西也只是在山上與神相遇。而保羅卻是在樂園中遇到神。有趣的是，保羅對這段經歷保持沉

默了十四年之久！ 

 

有這麼偉大的經歷，保羅為何還能如此地謙卑呢？保羅回答說：“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

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

。”神加給保羅肉體上的“刺”是為了讓他遠離罪。被提升天又再次回來的屬靈經歷，帶給

人無比的興奮，卻可能令人自我膨脹。驕傲會帶來各種各樣罪的試探。倘若保羅的心中充滿

了驕傲，那麼他在接下來的十四年裡就會遭遇不斷的失敗，絕不可能達到後來的成就。 

 

保羅曾三次求神挪去這根“刺”，但是神給他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夠你用的”。神的恩典

是永遠不會缺乏的。神對我們屬靈的事工、物質的需要，以及肉體的需要都有充足的供應。

如果神的恩典足以拯救我們，那麼我們在艱難中，神也一定能夠保守、堅固我們。 

 

神允許撒但使保羅受苦，正如神允許撒但使約伯受苦一樣。雖然我們無法完全理解宇宙中惡

的來源，也無法理解神允許邪惡臨到的背後，到底有著怎樣的心意。但我們知道所有邪惡的

權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甚至可以讓這些勢力成為榮耀祂的工具。若沒有神的允許，撒但

就無法攻擊信徒。 

 

神知道如何平衡我們的生命。如果我們只是從主那裡領受祝福，就會變得驕傲，因此神許可

有重擔臨到我們身上。在天上那極寶貴的經歷，可能會摧毀保羅在地上的事奉，所以神按照

祂美善的旨意，許可撒但攻擊保羅，從而保守保羅不至驕傲。 

 

毫無疑問，神賜給保羅這個榮耀的經歷是他生命和事奉得以持續的動力。無論在監獄裡、在

大海上，還是在危險的旅行中，保羅都知道神與他同在，所以喜樂和心裡的平安常常伴隨著

保羅。 

 

保羅大大自誇之後，知道他這樣做其實是一個愚蠢的作法。但保羅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是被

哥林多教會逼的。保羅說：“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們強逼的，我本該被你們稱許才是。”

事實上，保羅是說：“你們哥林多人強迫我要如此自吹自擂，而實際上，我是應當受你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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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才是。” 

 

保羅讓哥林多人感到羞愧的第一件事，是他們對保羅的身分缺乏認識。哥林多教會本該以保

羅誇口，而不應該迫使保羅以自己誇口。但哥林多人卻更願意以那些“最大的使徒”誇口，

就是那些贏得了他們的喜愛，從而操縱教會的猶太主義者。 

 

保羅真的比這些人資歷低嗎？根本不是！哥林多人之前看到過保羅的服事，他們的心也曾歸

附於保羅。保羅已在他們中間行了神蹟，證實了自己的使徒職分。保羅不顧外在的逼迫和內

心的愁苦，堅持在哥林多服事。並且保羅沒有花教會的任何錢。保羅以暗諷的手法寫道：“

除了我不累著你們這一件事，你們還有甚麼事不及別的教會呢？這不公之處，求你們饒恕我

吧。” 

 

在這封書信接近尾聲的時候，保羅心中對哥林多人深深的愛，促使他發出了最後一個請求。

保羅不希望自己對哥林多教會的第三次探訪成為雙方痛苦的經歷，因為哥林多教會因著彼此

的嫉妒而產生紛爭、暴怒，教會中充斥著屬肉體的詭計和謠言。除了這些罪，教會中也充斥

著好色、姦淫等類的罪。保羅在哥林多前書5章和6章中，已經提過並處理過這些罪，但其中

一些犯罪者仍然不悔改。保羅希望哥林多教會能處理這些罪。如果沒有處理，保羅擔心他第

三次的到訪，會給雙方帶來麻煩。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哥林多後書13:1-14的內容。 

 

哥林多後書13:1-4記載：“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裡去。‘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

要定準。’我從前說過，如今不在你們那裡又說，正如我第二次見你們的時候所說的一樣，

就是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說：‘我若再來，必不寬容。’你們既然尋求基督在我裡面說

話的憑據，我必不寬容。因為，基督在你們身上不是軟弱的，在你們裡面是有大能的。他因

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因神的大能仍然活著。我們也是這樣同他軟弱，但因神向你們所顯

的大能，也必與他同活。” 

 

保羅打算再次前往哥林多探訪。保羅來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哥林多教會犯罪的問題。保羅審查

罪的原則，是按照神在申命記19:15所定下的原則：“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

”保羅不是說他要主持審訊。這審訊會由地方教會執行，他會充當一名顧問。 

 

在第二次探訪的時候，保羅曾經警告哥林多教會，他要嚴厲地對待那些犯了罪的人。雖然現

在不在他們那裡，但保羅還是預先告訴他們，如果他要是再來，他就會使用使徒的權柄，必

不寬容那些犯罪的人。 

 

教會中的猶太主義者控告保羅是一個軟弱的人。猶太主義者的事奉，是採用高壓和獨裁的方

法，而保羅的事奉正好跟他們相反，是柔和、謙卑的方式。然而，現在保羅明確地告訴他們

，若是沒有其他辦法解決問題的話，保羅會向他們表明他有多強硬。保羅警告哥林多教會，

說他必不寬容！“寬容”原文的含義是用“在戰爭中”。簡而言之，保羅是在向那些抵擋神

話語權柄的人宣戰。 

 

哥林多的信徒正受假教師的矇騙，他們懷疑保羅是否真使徒。事實上，他們要求保羅拿出憑

據，證明保羅真正是神的代言人。為了回答要求憑據的問題，保羅說他必須提供基督在他身

上說話的證據。但保羅的回答必不會像哥林多教會所喜歡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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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會厲害地使用他的權柄。保羅警吿哥林多人：“基督在你們身上不是軟弱的，在你們裡

面是有大能的。”當保羅在哥林多行出使徒的憑據時，基督就藉著聖靈在哥林多人當中滿有

大能地運行。在這段經文中，保羅想到的是，在對那些沈溺罪中、死不悔改的哥林多人採取

管敎行動時，基督的大能會彰顯出來。 

 

哥林多後書13:5-10記載：“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

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嗎？我卻盼望你們曉得，我們不是可棄絕的人。我們

求神，叫你們一件惡事都不做；這不是要顯明我們是蒙悅納的，是要你們行事端正，任憑人

看我們是被棄絕的吧！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便我們軟弱，你們剛強，

我們也歡喜；並且我們所求的，就是你們作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把這話

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的時候，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地待你們。這權柄原是為造就

人，並不是為敗壞人。” 

 

保羅繼續回答那些讓保羅尋求憑據的人。保羅說：“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

己試驗。”換句話說，保羅的意思就是：“你們既然尋求基督在我裡面說話的憑據，那你們

為甚麼不花時間來省察自己呢？”保羅希望哥林多教會看看自己是否持守信仰，他們的生活

是否符合福音的教導。在教會和生活中，我們有時會發現，那些急於挑剔和譴責別人的人，

往往會有更嚴重的罪。但是他們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罪。 

 

保羅說：“我卻盼望你們曉得，我們不是可棄絕的人。”保羅希望他和他的同工都能通過哥

林多人的試驗。這一點看似很奇怪，因為從上下文的思想脈絡來看，保羅所希望的應該是哥

林多人能通過試驗，怎麼反而是保羅和他的同工要通過試驗呢？這是因為哥林多人藉著察驗

自己，得到的結論是哥林多人的確持守了信仰，因此確定基督是在哥林多人裡面。哥林多人

因此承認保羅和他的同工也通過了試驗。哥林多的信徒持守了信仰，他們住在基督裡，那是

因為保羅和他的同工的傳道工作救了他們。這也就證實保羅是真使徒，保羅通過了試驗。 

 

保羅說：“即便我們軟弱，你們剛強，我們也歡喜；”（保羅準備讓哥林多人以為他是被棄

絕的，只要哥林多人行事正直就好。）現在保羅又以更廣泛的詞彙，說到他也預備好，甚至

很高興成為軟弱的，如果這樣能讓保羅帶領的信徒得以剛強，那麼保羅無怨無悔。在傳道過

程中，保羅發現，他的軟弱在別人身上卻顯出神的能力。神定意使用今生軟弱的器皿來成全

祂的目的。保羅在他帶領的信徒身上所尋求的能力，乃是向福音委身的能力，而透過如此的

委身奉獻，他們的生命才能產生內在的更新。 

 

保羅繼續談論懲處哥林多教會中犯罪者的問題。保羅提到，他祈求神幫助哥林多信徒，不要

因容忍他們中間的罪人就繼續縱容犯罪，而是要努力不懈地處罰和挽回犯罪者。保羅這樣祈

求不是為了顯明自己是蒙悅納的。保羅希望哥林多教會這樣做，是因為那是正確和誠實的。

只要能喚醒哥林多教會的悔改，保羅寧願他自己被哥林多教會棄絕，或者被哥林多教會看作

是軟弱的。 

 

保羅提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會使用使徒的權柄。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為敗

壞人。”保羅使用使徒權柄最主要的功用，是建立和造就基督的敎會。保羅一再強調這個原

則，目的是為了堅守神的真理，在執行教會紀律的時候，也是以神的榮耀和主內肢體的好處

為原則。 

 

哥林多後書13:11-14記載：“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

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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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聖徒都問你們安。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保羅在結語用了五句簡短的命令來勉勵他們：“要喜樂，要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要和

睦。”然後保羅祝願他們平安，並要他們以親嘴彼此問安，也傳達眾聖徒向他們問安。保羅

最後用了最完整的、來自三一神的祝詞來祝福他們：“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

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在書信的結尾處，透過這段經文，我們看到保羅希望哥林多的信徒能夠和睦。保羅鼓勵哥林

多教會的信徒要在教會中培植恩典、愛和平安。因為當時教會中充斥著各樣的紛爭。如果他

們有彼此相愛、尋求合一的心，那些紛爭就會止息，他們也會因此享受團契中的平安。 

 

保羅在信的結尾處提到“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弟兄”這個字是通稱，是指

哥林多所有的基督徒。雖然指出了哥林多教會的問題，但是保羅依然希望哥林多教會能有喜

樂，不要陷入到憂愁中。 

 

保羅以“願弟兄們都喜樂”這句話跟他們說再會後，隨即作出了四方面的勸勉。 

 

第一、“要作完全人”。保羅提醒哥林多的信徒要停止爭執和犯罪，並要哥林多教會確保在

他們當中不准有不道德的行為。保羅向哥林多人所要求的，就是他們要省察自己，成為完全

，以致於保羅來到時，不需要嚴厲地使用他的權柄。 

 

第二、“要受安慰”，也就是要受勸勉。保羅希望哥林多人拒絕聽從假教師所傳的虛假福音

。保羅提醒哥林多的信徒認清，自己才是耶穌基督的真使徒。保羅希望他們能接受自己嚴厲

的訓誡，並且能實行出來。 

 

第三、“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並不是說哥林多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能意見一致，而是

指哥林多教會能夠彼此包容接納非原則問題的不同看法。 

 

第四、“要彼此和睦”。“不和睦”是哥林多敎會問題的根源。“要彼此和睦”，這也應當

算是保羅對哥林多人的要求。這讓我們想到，在哥林多前書成書時，敎會因不和睦而受到損

失。 

 

在這些勸勉之後，保羅加上保證：“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保羅表明，若

是哥林多教會在這幾個方面順服神，神就要以特別親近和親切的方式，把自己顯明出來。 

 

保羅繼續提到：“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從古時起，親吻就是一種問候的方式，

也是愛和團契相交的一種表現。早期教會中問安之吻和愛之吻是信徒彼此相愛相顧的記號。

這吻之所以是“聖潔”的，乃是因著委身耶穌基督而來的成聖。早期教會的成員會在初信者

受洗後親吻他們，從而表示歡迎他們進入團契。因此保羅提醒他們在親嘴問安的時候，要聖

潔，不能摻雜任何的私慾。 

 

在本書信的最後一節，保羅最後用了最完整的、來自三一神的祝詞來祝福哥林多教會，“願

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在新約中，只有這個祝福

明顯地將父、子、聖靈相提並論。“主耶穌基督的恩惠”提醒我們主的降生。為了使我們富

足，耶穌基督成為貧窮。“神的慈愛”把我們帶到加略山，在那裡，神為了從罪中救贖我們

，使祂的兒子為我們成為贖罪祭。“聖靈的感動”提醒我們在五旬節，神賜下聖靈，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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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祂的教會。三位一體的神，分工合作，同尊同榮。保羅希望哥林多教會像三位一體的神

一樣能彼此相愛，從而在愛中得到新生命的建造。 

 

從保羅三一神的祝詞來看，當時的哥林多信徒以及現在所有的信徒，都切切需要從神而來的

恩惠、慈愛和感動。當時的猶太主義者以及今天的異端，他們所強調的得救是遵從律法而不

是靠恩典，他們分門結黨而不是彼此相愛，並且鼓吹個體獨立而不是團契相交。只有當哥林

多信徒單單活在神的恩典和愛中時，教會的爭競以及因此導致的分裂才能夠得到解決。 

 

教會是神的工作，只有藉著神大能的作為才能持久。人的技能、才幹、謀略都無法使教會成

為合神心意的樣式，惟有神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每個信徒都依靠神的恩惠、行在神的愛中，

如果我們進入與聖靈的團契中，不再靠肉體行事，那麼神就會幫助教會解決問題，而不是任

由撒但製造麻煩。只有這樣，教會才能活出三一真神的祝福，教會也會因此成為他人的祝福

！ 

 

到此，我們就完成了整卷哥林多後書的研讀與分享。從下一次節目開始，我這個聖經導遊將

繼續邀請大家隨著我們這輛聖經巴士進入下一站舊約聖經以斯帖記的旅程，請你提前熟讀經

文，希望下一站聖經的遊覽旅程會讓你更加期待和驚喜，也讓各位更有得著。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裡。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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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