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的教义 

（哥林多前书 15-16 章） 

 

 

 

 本部分对哥林多前书的学习将深入查考有关死人

复活的教义。复活的教义可能在哥林多信徒中有争议，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希腊哲学以人的理性为傲，

蔑视死人复活的看法；（2）犹太宗族的撒都该人拒绝

死人复活的说法。 

 

 这些流派的影响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中造成了困惑

和不安，因此，保罗希望哥林多信徒能够确信并盼望

死人复活这一普遍真理。对这一最终事实的深信不疑，

必然将大大有助于用永恒的眼光看其他的问题。 

 

6.1 复活的真理（15： 1-58）  

目标： 

6.1.1 描述是什么错误的教义，导致了保罗教导死人复活的事？ 

6.1.2 明确如果基督的身体没有从死里复活，什么会有危险？ 

6.1.3 解释宣示基督最终战胜死亡，以及基督徒的盼望最终实现的事件。 

 

6.2 总结和指示（16： 1-24）  

目标： 

6.2.1 解释保罗是如何褒扬他的同工，使他们获得热情的接待的。 

6.2.2 明确让人作门徒的相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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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真理（15：1-58） 

 

 

从哥林多前书 15：12 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哥

林多教会的部分信徒否认信徒的身体将会复活。我们

不确定他们这么否认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很可能与

希腊人视身体为不重要的思想有关。一个可能的线索

潜伏在 14：37 里，保罗讽刺地说那些反对他的人自以

为是“属灵人”，有的人或许以为领受圣灵和属灵的恩

赐（尤其是说方言）能够证明了他们的“属灵”地位

（Fee 1987，715）。这就有可能导致一种观念，认为信徒既然已经体验了属

灵领域的存在，那么身体的复活即便不是匪夷所思，也是毫无必要或与自己

无甚相干的。 

 

基督身体的复活：历史事实 

 

 保罗首先奠定共同的立场，来回答这一教义上的错误。他提醒哥林多人

他们已经知道、相信并传讲的事实——基督的复活（15：1）。他们清楚地知

道这一教义，因为保罗曾经在他们当中生活了一年半，期间教导他们神的道

（徒 18： 11）。 

 

 在为基督的复活作辩护时，保罗明确地奠定了几个真理。首先，耶稣的

复活是个历史事实，保罗列出了一长串目击证人的名字，包括他自己在内（林

前 15： 5-8），他们都传讲基督根据圣经所说的，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

（3-4，12）。保罗用许多的细节确定，这一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基督为我们

的罪“死了”，又“埋葬”了，直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肯定也是福音书

的作者们给我们的、同样的解释。 

 

问题 1 保罗是如何反击关于耶稣的复活只是一种假象的观念的？ 

 

基督的复活：福音的本质 

 

 其次，基督的复活是福音信息的根本，是不可或

缺的（15：1-4）。事实上，除此之外，并无别的福音。

保罗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体现哥林多信徒，他们

得救是因为相信这一信息；若能持守，就必站立得住

（2 节）。 

 

 在 12-19 节里，保罗略述了否认复活在逻辑上会有什么后果。他说，传

讲基督的复活却否认信徒将来也要复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二者是密不

可分的（12 节）。否认信徒的复活，就是否认基督的复活。这种否认不但令

课程 6.1 

 

目标  6.1.1 

描 述 是 什 么 错 误

的教义，导致了保

罗 教 导 死 人 复 活

的事？ 

 

目标  6.1.2 
明 确 如 果 基 督 的

身 体 没 有 从 死 里

复活，什么会有危

险？ 

 



传福音这件事变成空谈，而且简直就是谎言。相信这种福音的基督徒也实在

可怜，因为他们的信也是枉然，仍然或者罪中，死后也没有永生的盼望。 

 

问题 2 除了基督的复活之外，福音信息的根本是什么？ 

 

 另外，如果基督不从死里复活，那么保罗和其他的使徒就是在作假见证，

传讲复活的虚假盼望。这盼望之所以是虚假的，是因为它在宣称神并没有做

过的事情——即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然而，借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成就的

救赎，因着基督的复活而得到了证实。从本质上而言，神借着基督的复活宣

告耶稣的工作已蒙接纳，生效了。由于耶稣的复活证明神接纳了他的死作为

我们罪的赎价（罗 4： 25），因此，否认复活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我们仍在

罪中，我们对福音的信心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对永生的盼望也是可怜的幻像

（林前 15：18-19）。然而，福音给了基督徒与基督一同战胜死亡的盼望（20-25

节），基督的复活是“初熟的果子”——是将来必然之丰收的保证。 

 

基督战胜死亡 

 

 将来复活的盼望自然会引出另一个问题：死后的

来生。保罗在 15： 35-50 里辩论说，复活对于预备信

徒进入永恒的天家是必须的。他用不同种类动物的被

造，说明不同的形体顺应不同的栖居之所；人的血肉

之躯能顺应地上的生活，然而天上的生活却需要另外

一种不同的身体，以能顺应新环境。神学家 Stan Grenz 称人是“躯体化的

存在”，亦即是说，人不可能离开其身体而存在（1998， 29-43）。因此，我

们这自然的、会朽坏的身体必须得重新配置，成为属灵的、不会朽坏的、永

恒的身体，才能顺应天上的生活。 

 

问题 3 从圣经的角度而言，用“灵魂”来称天上的存在正确吗？ 

 

 保罗告诉我们，伴随将来的复活，我们的形体也会在瞬间发生改变。此

处保罗所使用的希腊语是 apocalyptic，指的是 parousia 或基督的凯旋再

来。我们听到了神得胜的号筒，它的响起宣示着信徒最终战胜了死亡（林前

15：51-52）。这一生动的图景强烈地暗示了保罗当时脑海里所出现的，正是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7 里所刻画的被提和复活的景象。对保罗而言，信

徒的复活宣告并完成了基督以死为赎价并最终复活，胜过了死亡这一事实。

死亡最终被基督所胜。保罗用旧约中刻画仇敌被击败时的羞辱（赛 25： 8；

何 13： 10-14），对死亡进行了嘲讽（林前 15： 54-55）。 

 

 这一戏剧性的描写暗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理：罪及其后果死，都不在

神对人类永生的计划之内。死亡是神的仇敌（25-26 节），形象地说，就是

神在基督里面出战并击败了它！信徒可以满怀感恩地因基督战胜了死亡而欢

喜快乐——它的毒钩已被除去，它的权势也已被攻破了。因此，信徒可以在

信心里站立得稳，在主的工作里多结果子，因为他们永恒的将来是有保证的。 

目标  6.1.3 
解 释 宣 示 基 督 最

终战胜死亡，以及

基 督 徒 的 盼 望 最

终实现的事件。 

 



总结和指示（16：1-24） 

 

 

信的末尾，保罗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哥林多的信徒，

并指导他们如何为他的到来做准备。出于对穷人的关

心（加 2：10），不久前当耶路撒冷和犹太遭遇饥荒的

时候（徒 11： 28），保罗曾为受灾的信徒送去收集来

的捐献。为了避免哥林多信徒在他来时因没有准备而

措手不及，他就何时及如何收奉献进行了指导。保罗

认为行善（为穷人、灾民或困苦的人提供物质帮助）

十分重要，需要组织和计划。 

 

问题 4 你认为保罗为什么提倡善行？ 

 

顺服神的仆人 

 

 保罗希望他的同工会先他而到，因此为了确保他们得到热情的招待，不

但在哥林多信徒面前称赞他们的事奉，还奉劝哥林多信徒们要顺服他们的带

领。考虑到提摩太年轻，或许还天生有的胆怯（提前 4：12；提后 1： 7），

保罗要求哥林多信徒特别要注意不可藐视他，而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

我（保罗）这里来”（林前 16： 11）。另外，司提反、福徒拿都和亚该古最

近也才去过以弗所看望保罗。保罗特别称赞“司提反一家”（15 节）专心服

事圣徒，这样的人配得人们的认可、敬重（18 节）和顺服（16 节）。 

 

 至于门徒关系，请注意，保罗十分了解他的三位同工。他曾花时间来栽

培他们，了解他们的长处和软弱。另外，他十分关心和疼爱他们，喜欢和他

们在一起（17 节），也为将要如何接待他们而操心（10-11 节，15-18 节）。 

 

问题 5 保罗给提摩太和提多的新如何体现了他对他们的关心？ 

 

话别、警告和祝福 

 

 在信的末尾，保罗按照其特有的惯例，捎去了哥林多信徒们所熟知的同

工们的问候。百基拉和亚居拉位列一长串的名单之首，因为他们曾和保罗一

起到过哥林多（徒 18： 1）。另外，他还鼓励哥林多的信徒们分享代表基督

徒爱和合一的标记——“亲嘴问安”（Hernanado 1999， 960）。 

 

 出人意外地，他还加了一句，说那些不爱主的人是可咒诅的。考虑到保

罗在前面曾强调过爱（林前 13 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警告很可

能反映了许多哥林多信徒的问题的根本（Palma 1999， 912）。最后，保罗用

亚兰语 maranatha 来表达“主必要来”或“主啊，来吧”之意（Palma 1999，

课程 6.2 

 

目标  6.2.1 

解 释 保 罗 是 如 何

褒扬他的同工，使

他 们 获 得 热 情 的

接待的。 

 

目标  6.2.2 

明 确 让 人 作 门 徒

的相关原则。 

 

 



913）。后者的意思更可取（启 22：20），但无论是哪一个，都体现了同样的

真理：爱是对主的再来最好的预备。最后，保罗以一句祝福结束了这封信，

表达了他渴望主耶稣的恩典和慈爱与他们同在。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 保罗教导复活的事是因为                       。  

a)  这对哥林多信徒而言是个新概念 

b)  有的哥林多信徒认为身体的复活没有必要 

c)  只有少数几个人见证了耶稣的复活 

d)  他想要强调复活的属灵本质 

 

2. 保罗声称，基督的复活                    。  

a)  是一种幻像 

b)  本质上仅仅是属灵意义的复活 

c)  并非历史事实 

d)  有目击证人的证实 

 

3. 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里保罗断言，耶稣的复活对什么具有重大意义？ 

a)  福音。 

b)  预言。 

c)  基督徒的传统。 

d)  圣经。 

 

4. 否认耶稣身体的复活会导致什么结果？ 

a)  我们的灵，而非我们的身体，将会复活。 

b)  这种否认跟信徒的复活毫无关系。 

c)  我们所传的福音和信心都是枉然。 

d)  基督徒需要一位新的救主。 

 

5. 复活对基督徒在天上的生活所必须的，因为          。  

a)  耶稣是复活初熟的果子 

b)  任何的罪都无法进入神圣洁的同在 

c)  我们的身体必须顺应属天的存在 

d)  信徒既是神的孩子，也是亚当的孩子 

 

6. 复活宣告了神最终战胜罪和          。  

a)  悖逆 

b)  苦难 

c)  邪恶 

d)  死亡 

 

7. 下列哪一个选项最准确地表达了神对罪和死亡的态度？ 

a)  自从始祖堕落以来，罪就在世上了，而神也一直都宽容罪。 

b)  罪和死亡是神的仇敌，它们已经被基督的死和复活打败了。 



c)  罪带来了死亡的惩罚，神会审判所有的罪人。 

d)  神憎恨罪和罪人。 

 

8. 在哥林多前书 16 章里，保罗并没有论及以下哪一个主题？ 

a)  假先知。 

b)  爱心的捐助。 

c)  为他的同工作预备。 

d)  基督徒的爱。 

 

9. 根据哥林多前书 16 章，基督徒事奉                   。  

a)  需要计划和准备 

b)  即便得不到认可和鼓励，也已经有足够的赏赐了 

c)  提倡信徒个人的独立 

d)  当让工人获得适当的收入 

 

10. 从哥林多前书 16 章我们看到，保罗                     。  

a)  花时间了解和指导他的门徒 

b)  鼓励信徒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 

c)  经常称赞他的门徒和同工 

d)  上述一切 

 

 

 

 

 

 

 

 

 

 

 

 

 

 

 

 

 

 

 

 

 

 

 



保罗的使徒事工 

（哥林多后书 1-9 章） 
 

 

 明确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时间背景和状况，有助于

了解这个教会跟使徒保罗之间的关系。哥林多前书和

后书的写作间隔大约是 1 至 2 年，前书强调的是基督

身体的各肢体间的正确关系，而后书强调的则是身体

及其属灵领袖使徒保罗间的关系。在哥林多后书里，

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表达他的安慰——他的“忧愁

之书”及提多的事工是成功的。接着，保罗继续表达

他作为一个牧者对哥林多教会的关心。他为自己的事

工和使徒地位辩护，并教导哥林多信徒关于施赠的原

则。 

 

第 7 章  保罗最近的一次重访（哥林多后书 1：1-2：

13）  

7.1 哥林多后书简介（1：1-2）  

7.2 患难中的安慰（1：3-11）  

7.3 罗为自己改变计划辩解（1：12-2： 11）  

 

第 8 章  保罗的使徒事工（哥林多后书 2： 12-7： 16） 

8.1 保罗事工之伟大（2：12-4： 6） 

8.2 事工的试炼和得胜（4：7-5： 9） 

8.3 事工的本质和功用（5：10-6： 10）  

8.4 事工的亲密和喜乐（6：11-7： 16）  

 

第 9 章  马其顿人的捐款（哥林多后书 8-9）  

9.1 施赠之恩（8：1-9： 5）  

9.2 施赠的原则（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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