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生活指南 

（哥林多前书 1-10 章） 
 

 

 假设你是个牧师，三个朋友出现在你家门口，向

你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这些朋友都是你多年前所建

的一间教会的成员，你牧养他们很多年了，离开的时

候，那已经是一间强壮而蓬勃的教会了。现在，你的

这几个朋友告诉你，这个教会充满了问题，再也不容

忽视了。教会在你之后曾换过好几个牧师，每个都有

自己奇特的教导。教会现在十分危险，已经偏离了真

理，开始信奉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了。另外，由于这些

教导威胁了教会的属灵健康，其他问题也接踵而至。

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教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并组成了

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推举我们三人来拜访你，请教你

一些跟他们的问题有关的事情。因为这个教会是你创

办的，他们都很尊重你，相信你的智慧和忠告。 

 

 不论这个故事是多么的难以置信，但却与保罗写

作哥林多前书时的背景十分相似。保罗在第二次旅行

布道中创建了哥林多教会，离开的时候，那里已经形

成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群。然而，现在一个来

自哥林多教会的代表团（林前 1： 11； 16： 17）却告

诉他，那里有许多的问题。大体而言，这些问题的产

生是由于哥林多信徒接受了某些信仰、价值观和态度，

从而导致了非基督徒的行为方式，忘记并误解了保罗曾经教导他们的道理。 

 

 保罗牧者的心肠不容他忽视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论述了他们的问题，并把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宝贵原则教导给他们。 

 

第 1 章  非基督徒的行为和态度（哥林多前书 1-4 章） 

 

1.1 哥林多前书的简介及背景（1：1-9）  

1.2 教会的纷争：原因和结果（1：10-3： 23）  

1.3 教会的纷争：对策（4：1-21）  

 

第 2 章  基督徒的行为（哥林多前书 5-7 章） 

 

2.1 教会纪律（5：1-13）  

2.2 法律纠纷和淫乱的事（6：1-20）  

2.3 婚姻（7：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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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基督徒的选择（哥林多前书 8-10 章） 

 

3.1 基督徒的自由和献祭给偶像的肉（8-9 章） 

3.2 以色列的例子（10： 1-11： 1） 

 

 

 



非基督徒的行为和态度 

（哥林多前书 1-4 章） 
 

 

 哥林多是古代的商业和艺术中心，财富和社会发展

享誉世界的同时，社会道德却十分低下。然而，神却

感动保罗在那里创建了一所教会，这所教会给各地的

基督徒带来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会众的书信中，首先指出了他们

之间缺乏合一，而导致这种不和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

对究竟该跟随哪位属灵领袖的争辩。亚波罗是一位很

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保罗身上则彰显了圣灵的大能；

矶法（或彼得）是五旬节的英雄（Carlson， Hamar，

Wisehart 1989， 267），而基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哥林多信徒没有为

这些领袖的不同之处感到高兴，团结起来成为一体，而是根据这些领袖的不

同特长制造分裂。因此，保罗急需教导他们在基督里合一的重要性。 

 

1.1 哥林多前书的简介及背景（1： 1-9）  

目标： 

1.1.1 总结跟哥林多前书作者身份有关的事实。 

1.2.1 明确保罗在此书信中指出的疑难问题和争议。 

1.3.1 描述哥林多教会如何能被称为蒙福的教会。 

 

1.2 教会的纷争：原因和结果（1： 10-3： 23）  

目标： 

1.2.1 解释为何高举某些人会导致哥林多教会的纷争。 

1.2.2 阐释哥林多人如何误解了神的智慧。 

1.2.3 讨论属灵分裂所造成的影响。 

 

1.3 教会的纷争：对策（4：1-21）  

目标： 

1.3.1 描述保罗对神之管家事工的看法。 

1.3.2 总结保罗对哥林多人当如何纠正纷争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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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章 

 



哥林多前书的简介及背景（1：1-9） 

 

 

保罗和哥林多人的联系和通信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在其第二次旅行布道

的过程中走访了哥林多，时间大约是公元 50 年或 51

年。这个年份是十分肯定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逗留

的一年半期间，曾见过新到任该地的罗马方伯迦流——据考证，其任期是从

公元 51 年 7 月 1 日至 52 年 7 月 1 日（Murphy-O’ Conner 1983， 141-152；

Carson， Moo 及 Morris 1992， 223-231）。 

 

 保罗在马其顿省和亚该亚省历经艰难和考验之后，来到了哥林多。在腓

利比的时候，保罗曾被暴打，其后入狱，最后奇迹般地获释。在帖撒罗尼迦

和庇哩亚，他被犹太人驱逐出城，又逃脱了相似的险境（使徒行传 17 章）。

在雅典，满城的偶像令他心急如焚，人们用嘲讽和冷漠来回应他所传的福音。

无怪乎他随后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哥林多前书 2：3）地来到

哥林多的。 

 

 保罗夜间在异象当中受到主的鼓励（徒 18： 9-10），就跟因受罗马皇帝

革老丢的迫害（徒 18： 2），最近刚搬到哥林多来的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一

起，在哥林多工作了大约一年零六个月（徒 18：11）。其后，保罗从哥林多

来到以弗所，继而在那里辞别了百基拉和亚居拉，然后乘船前往巴勒斯坦。

他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再从安

提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旅行布道。 

 

 在穿越小亚细亚，坚固各地的教会之后（徒 18： 23），保罗再次来到了

以弗所（徒 19：1）。路加指出，保罗在以弗所住了至少两年半（徒 19：8-10；

20： 31）。考虑到他初到以弗所的时间和往返耶路撒冷的路上所花的时间，

保罗起码在以弗所住到公元 55 年的年底才离开。保罗写作哥林多前书的时

间，或许是在公元 55 年的春天（根据哥林多前书 16： 8 的提示，应在五旬

节前）。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听说了有关哥林多信徒的风流韵事，心受搅扰。

整个过程的历史顺序极有可能是这样： 

l  保罗先前曾给哥林多信徒写过一封信，警告他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林

前 5：9）。显然，哥林多人误会了先前这封信里的内容，引起了困惑（10-11

节）。 

l  保罗在听说哥林多信徒的误解的同时，或许还从“革来氏家里的人”（1：

11）那里，听说了哥林多教会中的其他纷争。另外，司提反、福徒拿都

和亚该古也从哥林多来到保罗那里（16：17），还代表教会交给保罗一封

信，希望保罗能回答里面提到的问题（7：1）。 

l  于是，为了回应信里的问题以及人们的报告，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

交由提摩太捎过去给哥林多教会（林前 16： 10-11；徒 19： 22）  

课程 1.1 

 

目标  1.1.1 

总 结 跟 哥 林 多 前

书 作 者 身 份 有 关

的事实。 

 



 

问题 1 你认为圣经为什么没有收录保罗先前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件？ 

 

 

哥林多：问题教会 

 

 简单地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就会发现，保罗

是借着这封书信来回应教会在信中所提到的问题和事

情。在 7：1 中，他用“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为开

头，介绍了自己对婚姻的教导。相似的话还出现在 7：

25、 8： 1、 12： 1 和 16： 1，这四个句子在希腊语里都是 peri de，即“现

在关于”的意思。保罗在 1：11 和 5： 1 里的话也同样表明，这是他针对教

会向他提到的问题和事情的回应。下面的表格向我们展示了保罗在信中所讲

述的和教会的信心、行为及做法相关的问题和事情： 

 

问题或事情 哥林多前书 

内部纷争：派系之争 1-3 章  

挑战（或拒绝）保罗的使徒事工 4 章  

性淫乱：乱伦 5 章  

基督徒之间的法律纠纷 6： 1-11 

性淫乱：放荡 6： 12-20 

婚姻和单身 7 章  

食用祭过偶像的肉及赴外邦人的筵席 8： 1-11： 1 

女人、敬拜及蒙头的问题 11： 2-16 

吃主的晚餐时的正当举止 11： 17-34 

属灵恩赐的本质、目的和功用 12-14 章  

身体复活的必要性（或重要性） 15 

 

问题 2 教义方面的教导和会众的健康以及生活有何关联？ 

 

 细心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上述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1）道德/伦理方

面的；（2）礼拜仪式方面的；（3）教义/神学方面的。教会向保罗提出的这

些问题并非小事，它们极具代表性，严重威胁到会众的信心和属灵健康。作

为他们的属灵父亲（林前 4： 15），保罗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给他们

提供正确的教导并在必要的时候纠正他们的错误。因此，哥林多前书提供了

保罗对教会重要问题的一系列教导。 

 

 尽管教会的生活和实践会受到时代和文化的影响，然而，这卷书信所包

含的许多原则，在保罗时代适用，在我们今天也依然适用。认真学习哥林多

前书的学生，不但会思考保罗这些话对原来的听众是什么意思，同时也会思

考这些教导告诉了我们神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心意。 

 

目标  1.1.2 
明 确 保 罗 在 此 书

信 中 指 出 的 疑 难

问题和争议。 

 



哥林多：蒙福的教会 

 

 这样一间充满问题的教会，保罗却说她是蒙福的，

这确实有点奇怪。这祝福的源头就是神的恩典，是在

耶稣基督里赐给哥林多教会的（林前 1： 4）。神的恩

典指的是整个救赎大工，以及由此而来的属灵福气。

因此，这些祝福临到哥林多教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工——他的被钉

十字架、复活以及升天。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谈及他被钉十字架、

复活及升天的时候，说他走是于我们有益的了。因为他只有离开，才能把圣

灵赐给我们（约 16： 7）。稍后，保罗会解释圣灵把属灵的恩赐分赐给基督

的各个肢体（林前 12：4-13）。有趣的是，“属灵恩赐”的希腊文 charismata

的字根是恩典（charis）。
1
因此，属灵恩赐是“恩典之礼物”或神救恩的属

灵福气，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工和圣灵的事工来成就的。保罗指出，圣

灵所惠予的这些恩赐，哥林多的信徒一样都不缺（林前 1：7）。 

 

 在 1：5 里，保罗特别强调了哥林多信徒在两个方面尤其蒙福：（1）口才

（希腊语为 logos）；（2）知识（希腊语为 gnosis）。希腊文化及其对哲学和

宗教的迷恋，导致人们十分尊重流利的口才，注重获取特殊的或启示性的知

识（Fee1987， 39-40）。保罗此处所选择的用词，倾向于包括话语和启示方

面的恩赐——方言、翻方言、预言、知识的言语（信息）及智慧（林 前 12：

8-10）。哥林多信徒已经接受了保罗关于基督的见证——包括耶稣将用圣灵

给他们施洗的应许（太 3：11；约 1：33）。保罗在此指出，这一见证是经过

圣灵所确认了的。圣灵已在哥林多信徒的集体生活、敬拜以及对基督的事奉

中，赐给他们全备的属灵恩赐，使他们满有能力。 

 

问题 3 一个如此多问题的教会如何能领受这么多的属灵恩赐？ 

 

 

教会的纷争：原因和结果 

（1：10-3：23） 

 

高举某些个别人物 

 

 问候和介绍之后，保罗开始正式呼吁大家要合一。

在可能提到的众多事情中，这是他首先关注的一件事。

保罗强烈劝大家要“说一样的话⋯⋯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这样才能没有纷争（林前 1：10）。保罗希望哥林多人在信心里

完全，然而，缺乏合一的事实却阻碍了他们的属灵成长。从革来氏家里的人

那里，他了解到信徒当中的不和已导致了纷争。 

 

目标  1.1.3 
描 述 哥 林 多 教 会

如 何 能 被 称 为 蒙

福的教会。 

 

课程 1.2 

 

目标  1.2.1 

解 释 为 何 高 举 某

些 人 会 导 致 哥 林

多教会的纷争。 

 



 传统的观点认为，保罗致信的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分为许多“帮派”的教

会，这一观点遭到了五旬节学者 Gordon Fee 的挑战。Gordon Fee 更倾向于

认为，这些纷争代表了教会的创始人保罗和整个哥林多社会的冲突——尽管

他也承认，诸如 1：10-12、 3： 4-5 以及 11： 18-19 等处的经文清楚地指出

了内部的纷争。随后，Fee 指出，导致这种纷争的原因，是大家对不同的领

袖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而 革 来 氏 家 里 的 人 肯 定 会 宣 称 他 们 是 “ 属 保 罗 的 ”

（Fee1987,4-8,47-66）。我们认为，这似乎是在阐释分裂或派系之争。这些

帮 派 的 特 征 究 竟 有 多 么 准 确 ， 或 许 还 有 待 商 酌 ， 但 显 然 他 们 确 实 存 在 。

Stanley Horton 认为，这些帮派当时并非真的存在，而是在形成的过程中

（1999，23）。然而，上面所引用的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尤其是 11：18 却似

乎暗示我们，情况正好相反。因为保罗在此处指出，他们“彼此分门别类（希

腊语 schismata）”。而且，他们当中也难免会有分门结党（希腊语 heireseis）

之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分辨得出谁是经得起考验的（11： 19）。希腊语

heireseis 一词即可以指一个群体，也可以指一个教派（徒 5：17），或这群

体或教派的错误教导（彼前 2：1）。从哥林多前书的内容来看，似乎更倾向

于指前者（群体或教派，译者注），把纷争和帮派视为两个平行或等同的概

念。退一万步讲，即便保罗在此指的是不同的教导，也不可能把教导和他所

指的坚持这种教导的人拆分开来。 

 

 尽管上面的这段经文没有具体指明信徒之间的分歧究竟是什么，但整卷

书信似乎表明，这涉及到教会中互相抵触的教导和做法。信徒们彼此较量该

忠于哪一个领袖，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宣称自己是属保罗的、有宣

称自己是属亚波罗的，也宣称自己是属矶法的，围绕不同领袖的教导，教会

中出现了不同的阵营。这种个人的偏好滋生了属灵的骄傲，保罗也谴责他们

不应为是谁给自己施洗的而感到骄傲（林前 1： 14-15），并提醒他们，“基

督并不是分开的”。他们是奉基督的名受的洗，惟有基督才是他们救恩的源

头（13-16 节）。 

 

问题 4 教会的合一对属灵的健康为什么如此重要？ 

 

  保罗深知，这种纷争不但滋生骄傲，同时还会妨碍福音的传播（17 节）。

通过高举某些个别人物，哥林多信徒危险地强调了传道的方式或形式，而不

是福音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内容。保罗的声音在时光隧道里回荡，警戒着我们

今天那些偏重讲道的形似过于实质的人。 

 

误解了神的智慧 

 

 哥林多教会的纷争，除了有高举某些个别人物的

原因之外，还有对福音本身的错误认识。在哥林多

前书 1：17 里，保罗声称基督并没有差他“用智慧

的 言 语 ” 来传 福 音 。保 罗 在 此 所用 的 希 腊语 是 en 

Sophia logou，字面翻译就是“用言语或说话的智慧”的意思，既可以指说

话的形式，也可以指说话的内容。尽管保罗心里可以（也确实有）说话的形

目标  1.2.2 
阐 释 哥 林 多 人 如

何 误 解 了 神 的 智

慧。 

 



式，但他的信息并没有把形式和内容分开（2：2）。 

 

 古希腊文化及其尊重用思想和理性寻求智慧和真理的人，事实上，“哲学

家”一词就是“智慧的情人”之意。在哥林多前书 1 章里，保罗对两种智慧

——世界的智慧（或“这世代的”，20 节，中文和合本译“这世上的”。译

者注）和神的智慧（21 节）——进行了显明的比较。保罗是按末世论来设

计两者之间的对比的，发现两者之间截然不同。因为借着这世上的智慧，世

人没有认识神（22 节）。神的智慧不属于这个世代，而属于借着基督的到来

——对保罗而言，尤其是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所开创的新世代。
2
 如今，

通过福音的广传，人们可以在十字架的信息中听到神的智慧（17-18 节），

不同的就是，那些属于这个世代的人，视这个信息为愚拙。 

 

 保罗解释了十字架的信息为什么会向犹太人和希腊人隐藏神的智慧。犹

太人寻求的是神智慧和能力的体现，认为十字架简直匪夷所思——神所拣选

的弥赛亚（希腊语 Christos，“受膏者”之意）怎么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呢？

想想都让他们觉得丢脸！他们自己的圣经上明明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

被咒诅的”（申 21：23；加 3：13）。对希腊人而言，死亡属于凡人和物质世

界，在不朽的神灵所属的灵界面前，是低等的。因此，神的智慧和能力（林

前 1：24）又怎么会通过一个软弱的凡人之死体现出来呢？ 

 

 然而，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这世上的智慧不同于神的智慧，终将遭到

神的废弃和灭绝（林前 1：19；赛 29： 14）。事实上，基督的被钉十字架隐

含着神对教会的设计。神选择了通过人的软弱和世人以为愚拙的方式，来启

示他的智慧和能力。简言之，他选择了在这世上“什么也不是”的人，来传

讲基督十字架的信息。在基督里不但有神的智慧，还有我们的公义、圣洁和

救赎（30 节）。 

 

 显然，哥林多信徒误解了神智慧的本质和源头。他们出于对哲学的喜爱，

或许会以为这种智慧是通过对知识的追寻和求索而来的。在哥林多前书 2 章

里，保罗纠正了他们的这一谬误，告诉他们这种智慧是属灵的，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理解： 

 

1.  神的智慧不是通过学习知识获取的，它来自神的灵的启示。惟有圣灵“参

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2：10），并知道神的事（11 节）。

神把他的智慧向这世界隐藏了起来（8 节），却借着他的灵向我们显明了

（10 节）。基督徒所领受的，不是这世上的灵，而是从神而来的圣灵（12

节）。惟有圣灵，才能将神的智慧传递到人的心里。 

 

2.  神的智慧在本质上是属灵的，即是说，它有一个属灵的范畴，需要我们

运用信心（林前 2：5）和新的性情才能得着和明白，正如耶稣教导尼哥

底母说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 3：6）。

约翰在这里所使用的“肉身”一词，指的是人的自然生命，是在神的超

自然的永生之外的。耶稣在同一段经文里，解释说只有那些重生了（或

“从上头而生”）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5 节）。经历重生的人，就是



“从圣灵生的”（8 节）。尽管保罗没有提到灵里的重生，但其话语却是

以耶稣的教导为基础的。只有那些在本质上“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圣

灵所启示和教导的真理。自然的人（属血气的）依靠的是人的知识和智

慧，是无法接受和明白圣灵所教导的这些真理的，因为这些事“惟有属

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 2：14）。 

 

问题 5 结合雅各书 3：13-17 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2 章里所探讨的神的智

慧。 

 

丧失了属灵的成熟 

 

 在哥林多前书 3 章里，保罗转而指出了如果哥林

多信徒不警惕并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的话，摆在他们

前面的将是什么后果。说白了，就是这种内部纷争将

妨 碍 他 们 的 属 灵 成 长 。 保 罗 把 他 们 的 不 成 熟 描 绘 成

sarkinos，即“属肉体的”。承接上文，保罗在此向我们讲述了关于属灵和

属 肉 体 的 另 外 一 部 分 比 较 ， 它 们 是 生 活 在 两 个 不 同 世 代 的 人 的 生 动 写 照

（Fee1996， 49-61， 126-138）。 

 

 可悲的现状是，哥林多信徒的生活仍然如同他们已经脱离了的旧世代一

样（加 1：4）。因此，保罗说他们“仍是属肉体的”（林前 3：3），他们的生

活中所充斥的嫉妒和纷争都证明了这一点。哥林多信徒中分门别派的灵，令

他们高举某个领袖或教师在其他的领袖或教师之上，这说明他们不明白基督

身体里的合一，也不明白他们在教会的事工中是与神同工的（4-9 节）。 

 

 探讨了哥林多信徒的纷争和疏忽之后，保罗总结指出，他们在地上对神

的事工最终将得不到属天的奖赏。在教会里高举某个人在别人之上，是没有

认识到每个人的事工——如保罗的事工——是神所赐的恩，乃人所不配得的

（10 节）。信徒是所交与我们之事工的管家，保罗强烈规劝我们要谨慎对待

教会的工作。他用盖房子作了个比方，强调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因此，

福音工作者必须留意他们是如何把基督及其救赎工作展示给人们的。我们必

须用基督的教导来衡量所有的事工。 

 

问题 6 信徒如何确信他们对基督的事奉是蒙悦纳并最终会得着奖赏的？ 

 

 我们工作的质量与我们如何建造我们的根基息息相关（13 节）。保罗并

没有解释用禾秸、草木、金、银和宝石所造的房屋的构造是怎么样的，然而，

综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建筑风格跟我们的教导特征和内容密不可

分。那些传讲福音的真理来荣耀神，并装备神之教会的人，是在用金、银和

宝石来建造他的房屋。相反，那些传讲人的智慧来破坏教会的合一，或用错

误的教导来混淆福音真理的人，将面临可悲的结局。当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

候，神要检验每个人的工作质量，那些用草木、禾秸建造的工程，将被火焚

烧。这个审判决定的不是人的永恒救赎，而是人能否得奖赏（15 节）。不过，

目标  1.2.3 
讨 论 属 灵 分 裂 所

造成的影响。 

 



对那些粗心大意，用这世上的智慧为基础进行教导，从而毁坏了神的殿的人，

保罗也向他们发出了警告：“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17

节） 

 

 

教会的纷争：对策（4：1-21） 

 

正如 Gordon Fee 所观察的一样，哥林多教会内

部的纷争支流，似乎汇集成了一条反对保罗的大河

（1987，5-6，8）。这世上的智慧和骄傲导致哥林多

信徒高举某个领袖在另一个领袖之上（林前 3：22），

这种情况促使保罗警告他们要停止拿人来夸口（ 21

节）。这种属世的、对领袖的比较似乎导致了对保罗

的批评。因此，在哥林多前书 4 章里，保罗回应了

这些负面的批评，同时也对如何防止教会里这些令人心忧的纷争提供了意见

和指导。 

 

事工的管家 

 

 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他和人们拿来与他相比的那些人（亚波罗和矶法）

都不过是人，是基督的仆人。他们传福音的事工是神所赐的管家职责，作为

受托的管理者，他们必须忠心。但是，至于他们究竟是否忠心，只有神才有

权判断。是神把福音的事工托付给他们的，神会在特定的时间来审判他们。 

 

 因此，保罗并没有让自己被批评所压倒，他甚至避免自我批评（林前 4：

3），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样会定人的罪。他在神面前保持清洁的良心，因

为他知道，真正能证明自己清洁的，只有主的审判，那是要留到基督再来之

日的。到时，神会将隐藏的事情——甚至包括人内心不为人知的动机，都暴

露在光下。因此，保罗劝勉信徒不要走在神的前面，现在就对人进行论断（审

判）。显然，也轮不到他们来作这种过早的论断。保罗此处的声明不由让我

们想起了他对罗马人的谴责，因为他们曾就良心的问题，论断别人的仆人

——亦即是主的仆人（罗 14： 1-12）。 

 

问题 7 福音的事工人员当如何面对别人对他们事工的批评？ 

 

从保罗身上学到的功课 

 

 世俗的骄傲会滋生纷争，为了避免它，保罗提醒

哥林多信徒必须留心他的教导，因为这教导随从的不

是这世上的智慧，而是圣经（旧约）
3
的智慧。这世上

的智慧会令人骄傲，叫人的事工互相抵触（林前 4：6）。 

课程 1.3 

 

目标  1.3.1 

描 述 保 罗 对 神 之

管家事工的看法。 

 

目标  1.3.2 
总 结 保 罗 对 哥 林

多 人 当 如 何 纠 正

纷争的教导。 

 



 

 哥林多信徒之间的分歧和较量揭示了他们的骄傲和疏忽，因为保罗问他

们：“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

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7 节）。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保罗以自己为

例进行比较，从而揭露了哥林多领袖的愚蠢的骄傲。他用反讽的方式，把他

们高举自我、高傲自大的态度，和他以及其他使徒谦卑忍受羞辱和患难进行

了比较。他这么写的目的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而是要告诉他们，作为他们属

灵的父亲，他爱他们并希望告诫他们远离毁灭的道路。他在竭力地纠正他们

的方向，从而促使他们在灵里变得成熟、健康。 

 

 作为属灵的家长，保罗知道，最有效的教导不仅需要言传，还需要身教。

因此，他呼吁哥林多信徒要效法他对基督的服事（林前 4： 16）。为了帮助

他们，保罗还打发他在属灵里最疼爱、最忠心的孩子提摩太去哥林多。提摩

太得到保罗的亲身栽培，十分熟悉保罗的生活和教导。保罗在教会里是如何

教导别人的，自己就是怎么做的。提摩太完全可以见证保罗的生命和言出必

行的榜样。言语和行为的结合是最有力的教导。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处处

妥协并和我们所说的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人们必对我们的良言充耳不闻。 

 

 有的哥林多人傲慢地断言保罗的警告不过是说说而已，这或许是因为他

们把保罗延迟到他们那里，理解成保罗不愿意把自己的话语付诸可靠的行

动。但是，保罗却开诚布公地表明，他很快就会过来。他来了之后，将会自

己做出判断，看看这些高傲自大的领袖所讲的话语是否伴随着有权能的行

为。如果他们果然在传讲福音的真理，那么，必会彰显神国度的权能（ 20

节）。 

 

 保罗所讲的道和他的事工是一致的。他并没有传讲他没有经验过的能力，

正如他之前所声明的，他“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

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2：4）。 

 

第 1 章注释 

 

1. charisma 一词在新约中十分罕见，仅出现过 17 次：1 次在彼得前书

4：10，其余的全部在保罗的书信里。保罗把它当作一个合成词，用途极广。

关于这个词的精彩讨论，可见 Schatzmann1987,1-11。  

 

 2. 我们通常称之为“新约的末世学架构”。关于这一架构的简要探讨，

可见 Stuart 2003, 131-133。如要进一步探讨，可见 Pate 1995, 71-98。  

 

 3. 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这句话指的是旧约。因为在希腊文里，当要

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一般使用 gegraptai（据记载）来介入。然而，由于

哥林多前书并非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书信，因此保罗此处也可能指的

是目前这封信以及先前的书信里的教导。果真如此的话，那就说明，保罗视

自己的使徒书信具有和圣经同等的权柄。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匪夷所思，



因为保罗书信的权威是后来教会发展的结果。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在哥林多

前书 14： 37 和帖撒罗尼迦前书 2：13 里找到支持这一说法的依据。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 哥林多前书可能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是以下哪个选项？ 

a)  公元 52 年，在哥林多。 

b)  公元 52 年，在以弗所。 

c)  公元 55 年，在哥林多。 

d)  公元 55 年，在以弗所。 

 

2. 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几封书信？ 

a)  第 1 封  

b)  第 2 封  

c)  第 3 封  

d)  第 4 封  

 

3.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针对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 

a)  结婚和单身的问题。 

b)  神的军装。 

c)  凭信心称义。 

d)  素食。 

 

4. 哥林多教会之所以蒙福，主要是因为           。  

a)  启示 

b)  知识 

c)  恩典 

d)  信心 

 

5. 哥林多教会纷争的根源在于           。  

a)  嫉妒 

b)  属灵的骄傲 

c)  争竞 

d)  权利 

 

6. 哥林多教会的纷争是由              导致的。 

a)  高举基督于人类领袖之上 

b)  所获得的知识太多 

c)  拒绝这世上的智慧 

d)  误解了神的智慧 

 

7. 和这世上的智慧不同，神的智慧                  。  

a)  令十字架变得有意义 

b)  聚焦于思想和理性 



c)  是属于这世代的 

d)  是可毁坏的 

 

8. 哥林多教会的纷争不会导致                。  

a)  嫉妒 

b)  属灵的不成熟 

c)  永远的灭亡 

d)  丧失属天的赏赐 

 

9. 管家的职责主要包括                       。  

a)  夸耀自己属天的智慧 

b)  宣称自己不受任何道德责任的约束 

c)  照管所托付给自己的事情 

d)  效法某人的榜样 

 

10. 要防止哥林多式的纷争，基督徒领袖必须              。  

a)  视事工为权利和地位 

b)  不参与任何有建设性的批评 

c)  论断别人的管家事工 

d)  言传身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