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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日 9/4哥林多前書 14章 1-25 

12 章 31 節說，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然後插入 13 章，談論愛的重要性。

之後，14 章 1 節接續 12 章 31 節，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

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保羅鼓勵信徒要追求講道的恩賜，14:3 節，講道的是對人

說，為要造就、安慰、勸勉人，是為了建造教會。接著說到『說方言』是最次要的

恩賜，之後的經文說明這個原因；說方言是為了造就自己。因為說方言的，不是對

人說，乃是對神說；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對我的悟性沒有果效。如果當時

在場的人，聽不懂你說的方言，他們不明白你的話，如何說『阿門』？如何得益處

呢？教會如何被建造呢？保羅說：在教會中，寧可有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

說萬句方言。所以，保羅鼓勵信徒，14:12 節，你們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

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2. 週一 9/5哥林多前書 14章 26-40 

保羅用了很多篇輻來比較先知講道與方言，他無意禁止人說方言，只是説明方言是靈

裡造就自己的恩賜，宜在獨處時運用；先知講道是悟性的教導，可以造就教會，宜在

眾人聚會時運用。若是有教會鼓勵基督徒追求方言的恩賜，並透過開課教導說方言，

並強調『說方言』才是有聖靈內住的記號，是得救的證明。這種教導有點本末倒置。

人被聖靈充滿，是有位格的聖靈主動作的事情，不是任由人的強求可以得著。人從聖

靈得恩賜，也是有位格的聖靈主動作的事情，其目的是林前 12章 7節，聖靈顯在各人

身上，是叫人得益處。追求說方言，乃是把聖靈當作能力來追求，而忽略了聖靈是有

位格的神。說方言是被聖靈充滿的外在現象之一，而不是被聖靈充滿的全部表現。我

們要追求被聖靈充滿，然後由有位格的聖靈照祂的意思賜下恩賜，目的是使用恩賜，

使人得益處。 

 

 



3. 週二 9/6哥林多前書 15章 1-34 

15 章談論兩個主題：第一，死人會不會復活？第二，死人復活，會帶著什麼樣的身

體？保羅用正反論證之法說明。如果死人沒有復活，耶穌死了就沒有復活；因此，

我們相信死人會復活，就是謊言。因此，我們的信就是沒有根基，我們信的都是假

的。因此，我們言之鑿鑿的說，信耶穌罪得赦免，這也是騙人的。但是，因為耶穌

已經從死裡復活了，是有證據的事實，是有五百多個見證人看見的事實。所以，基

督復活是福音的核心資訊和我們得救的憑據。因為，耶穌的復活就像是初熟的果子，

所以我們信祂的人，在基督再來時，都要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 

 

4. 週三 9/7哥林多前書 15章 35-58 

當明白了『死人會復活』的神學觀念之後，下一個問題是『死人復活，會帶著什麼

樣的身體？』保羅說，死人復活之後，要承受的是永恆的、不會朽壞的國度。因

此，死人復活的身體，不會是現在的這種血肉之體，而是會得到一個不能朽壞的身

體，才能承受不能朽壞、永恆的國。所以，保羅在最後勉勵眾人，15:58 節，我親

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

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5. 週四 9/8哥林多前書 16章 

保羅最後的囑咐。講完教會的問題以及處理之道後，本章從鼓勵教會為貧窮的耶路

撒冷教會奉獻開始，點出這個主題：看見教會的肢體，不管是耶路撒冷、哥林多、或

其它地方的教會，這些肢體彼此聯合，交通；先是與主相交，然後彼此相交；因此若

一個人受苦，全體就受苦；一個人歡喜，全體就歡喜。一個平凡生命的脈動，可以震

撼基督的整個身子。之後，在書信中提到提摩太、亞波羅和司提反等人，是教會熟悉

的人，給讀者帶來親切感。最後有保羅的勸勉，也是對我們的勸勉，16:13-14節，你

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

做。 

 

6. 週五 9/9哥林多後書 1章 1-2章 4節 

全書簡介: 哥林多後書是保羅在哥林多教會有危機下，所寫的一封安慰與鼔勵的信，

語重心長，是保羅致哥林多教會四信的最後一封。哥林多後書涉及保羅與哥林多教會

之間的複雜錯綜關係；保羅創立哥林多教會，他離開後，教會多次出現問題，哥林多

前書解決了部分問題，其後更多問題湧現，信徒受假師傅挑撥，質疑保羅的使徒權

柄。因此，保羅去哥林多教會，可能不會受歡迎(林後 2:1, 12:14, 13:1, 2:5-8, 

7:12)。這就是所謂的痛苦之旅 (painful visit)。之後，他再寫一封“憂愁之信”

(painful letter林後 2:4, 9, 7:8失傳)， 斥責犯錯者，由提多帶去，但這封信失

傳。後來，保羅在馬其頓見到了提多（林後 7:5-7），提多告訴保羅，哥林多教會

的信徒讀了哥林多前書後的悔改；保羅非常開心，就在馬其頓寫下哥林多後書；解



釋為何他改變計畫，沒有去哥林多；並鼓勵教會的信徒要接納已經悔改的弟兄，以

及保羅對他們的悔改所帶給他的喜樂；最後，保羅為他作使徒的職份辯護。在 1:15-

17節，保羅說，他改變計畫沒有去哥林多，並不是代表他是反復無定的人；因為他還

沒有遇見提多，還不知道教會收到前書之後的情形；所以，保羅說，1:23節，他沒有

去哥林多，是為了要寬容他們。 

 

7. 週六 9/10哥林多後書 2章 5-3章 6 

2:1-4 節說明保羅對教會的心意，讀了這四節經文，才會更明白保羅寫哥林多前書

的目的、動機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保羅的心意是：不是叫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

我格外的疼愛你們。在 2:12-13節，說明保羅改變行程的原因，乃是去找提多。2:15-

16節必須從當時羅馬人的習慣來瞭解。羅馬人打勝仗，凱旋而歸時，一路燃燒著香氣

行進；隊伍中有勝利的羅馬人，也有被打敗的俘虜。香是為戰敗者而燃燒的，不久之

後，這批戰俘不是被囚，就是被殺。對戰敗者而言，香氣意味著進入死亡。對勝利者

而言，香氣道出了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好事物，香氣意味著進入生命。基督已經

得勝了，基督的馨香之氣，對信徒是活的香氣，是生命的香氣；對不信的人是死的香

氣，是滅亡的香氣。在如此嚴肅的主題之下，保羅指出：我們傳道人的事奉，是出於

誠實，傳講基督；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要混亂神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