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最近的一次重访 

（哥林多后书 1：1-2：13） 

 

 

 保 罗 很 可 能 是 在 马 其 顿 的 腓 利 比 写 的 哥 林 多 后

书，时间是公元 56 年，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期间（对

比腓利比书 4：15，哥林多后书 11： 9 里的马其顿似

乎指的就是腓利比）。他很可能是在提多在马其顿加入

了他的团队之后不久（林后 7： 5-7），写作了哥林多

后书。 

 

 保罗第一次到访哥林多是公元 51 年（Carson，Moo

及 Morris 1992， 223-231）他第二次旅行布道期间，

然后在那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他借着福音成了他们

“属灵的父亲”（林前 4：15）。然而，他和这个教会的关系却充满了问题和

险阻，那些想要得到头衔、声望和权柄的人给他的使徒地位造成了严重的挑

战（林后 11： 12-13）。因此，保罗在信的一开始就明确宣告，他的使徒地

位是神拣选（徒 9：15）并介入他的生活（加 1：15-16）所导致的结果。 

 

7.1 哥林多后书简介（1：1-2）  

目标： 

7.1.1 总结导致保罗写作哥林多后书的历史环境。 

 

7.2 患难中的安慰（1：3-11）  

目标： 

7.2.1 明确保罗所教导的、能帮助基督徒在试炼中存活下来的真理。 

7.2.2 澄清神为什么允许试炼临到信徒的生命。 

 

7.3 保罗为自己改变计划辩解（1： 12-2： 11）  

目标： 

7.3.1 分享保罗对不公和虚假指控的回应，明确在今天能帮助信徒面对这种

情况的原则。 

7.3.2 明确保罗所教导的教会管教的真理和原则。 

 

 

第 

七 

章 

 



哥林多后书简介（1：1-2） 

 

 

 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互动既长且复杂（ Hernando 

1999， 915-917），他非常了解这些会众。使徒行传告

诉我们，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建立了哥林

多教会并在那里服事了一年半的时间（徒 18：1-11）。

在保罗的眼里——或许在哥林多信徒的眼里也一样，

保罗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林前 4： 15）。考虑到他

和哥林多教会这种长期的关系，就不奇怪为什么保罗

在回答反对他的人的指控时，会经常提醒他们他在他们当中的行为。 

 

 根据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使徒行传所提供的资料，保罗至少曾写

过四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并两次探访他们（徒 18：1；20：1-2；林后 2：1-4），

而哥林多教会也至少写过一封信给保罗（林前 7： 1）并派代表把信送达他

的手中（16： 17），保罗在收到信之后就从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请参看

第 1 章复习保罗写作哥林多前书的详细历史背景）。以下是保罗在写作哥林

多前书及后书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概要： 

 

l  保罗在通过提摩太发出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书信 2；“先前写的信”是

哥林多书信 1）之后（林前 4：17； 16： 10-11；徒 19： 22），就打算在

以弗所住到五旬节，然后穿过爱琴海到马其顿去，一路往南去哥林多并

拜访沿途的教会。尽管他曾希望在哥林多过冬（林前 16：5-6），但后来

显然改变了计划，打算去看他们两次，一次是在去马其顿的路上，另一

次是从马其顿回来的时候，然后从哥林多乘船去犹太（林后 1：15-16）。 

 

l  然而他很快发现，哥林多教会并没有欢喜地看待他的信（即哥林多前书）

或他的信使。他确实在去马其顿的路上探访了哥林多，然而这却是一次

“痛苦的探访”（林后 2：1），导致了激烈的冲突。正因为这样，保罗从

马其顿回来的路上，放弃了再次探访哥林多的计划，希望“宽容”（饶了）

他们，以免他的到来令他们紧张（林后 1：23）。 

 

l  取而代之的是，在回以弗所的路上，他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第三封），

“心里难过痛苦”（林后 2：4）地试图扭转这一局面。这卷被称为“忧

愁之书”（7：8）的书信很可能是提多送去的（8：6）。提多同时还承担

完成为耶路撒冷的圣徒收集爱心捐献的任务。 

 

l  不久之后，保罗离开以弗所去了特罗亚，在那里等候提多的消息（林后

2：12）。令人失望的是，提多没来（2：13），保罗只好前往马其顿，在

那里从事牧者事工（徒 20：1-2），同时指导管理教会的爱心奉献（林后

8：1-4， 9： 2）。 

 

l  保罗到了马其顿之后，提多不但从哥林多带来了好消息，还加入了保罗

课程 7.1 

 

目标  7.1.1 

总 结 导 致 保 罗 写

作 哥 林 多 后 书 的

历史环境。 

 



的事工。他的最后一封信（第三封）尽管“叫他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7：8），他们欢喜地接受了，教会也悔改了。保罗满心欢喜（7：6-7）。

因此，他写了哥林多后书（第四封）表达了自己的安慰——那“忧愁之

书”和提多的事工是成功的！ 

 

问题 1 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吗？ 

 

请注意，哥林多书信 1 和 3 都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仅限

于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里所提到的一些相关事情。 

 

保罗对哥林多的探访和书信概要 

教会的建立 

Ø  “先前写的信”（林前 5：9）  

Ø  哥林多前书 

没有好结果的“痛苦的探访” 

Ø  “忧愁之书”（林后 2：3-4； 7-8）  

Ø  哥林多后书 

写作并发出了哥林多后书之后，又再次探访哥林多。 

 

 

阅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请注意第 9 章之后，作者的语气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有的人认为，第 10-13 章其实是后来写的另一封信，然而这可能性不

大（Hernando 1999， 918）。我们必须记住，保罗很可能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完成哥林多后书的写作。1 至 9 章可能写于刚刚收到提多带来的好消息不

久，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保罗很可能还收到了另外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这就是他在 10 至 13 章里所涉及的内容。显然，过去那些敌对他的人正蠢蠢

欲动，到处制造麻烦。因此，在结尾的几章里，保罗改变了写作的语调和方

向，更直接地面对那些敌对他的人，以期扭转局势。 

 

 

患难中的安慰（1：3-11） 

 

赐安慰的神 

 

 在保罗的书信里，于简单的问候之后，保罗通常

会吩咐收信的教会感谢神，体现他们在基督里的信

心和新生命。然而这一次，因为对刚刚脱离极大的

患难仍记忆犹新，保罗因此开始赞美在患难中神的

恩典（林后 1：8-11）。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深知

神的怜悯（出 33：19；诗 111：4）和安慰（赛 40：1；66：13）。怜悯（oiktirmos）

是神的本性，它会推动神以仁爱和慈悲来回应那些在困苦和忧伤中的人。安

慰（paraklēsis，林后 1： 3）指的是他的帮助，带有安慰和鼓励之意。保

课程 7.2 

 

目标  7.2.1 

明 确 保 罗 所 教 导

的、能帮助基督徒

在 试 炼 中 存 活 下

来的真理。 

 



罗用个人的经历，见证了神是基督徒在患难时无限的怜悯和安慰的源头。 

 

问题 2 你个人如何经历了神的安慰或怜悯？ 

 

试炼中神的旨意 

 

 保罗的安慰部分来自于以神的眼光来看试炼。根

据哥林多后书 1：4，用神的安慰来忍受试炼是神计划

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安慰别人。

这一同理原则的核心是基督道成肉身，他作为我们的

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

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来 2：10； 4：14-16）  

 

问题 3 你忍受类似的试炼就能安慰和鼓励另一个正在患难中的人了吗？ 

 

 保罗自身所经历的患难及所领受的从神而来的安慰，为他做好了预备，

使他能够用神的鼓励来鼓励哥林多那些正在试炼中的信徒（林后 1：5-6）。

请注意，在第 6 节中，希腊语 soteria 被翻译为“得救”、“救恩”，它并非

总是指永恒的救恩，有时也指从危险中得解救或拯救（路 17：1；徒 7：25）。

或者，保罗也可能是指他的苦难不但得着了安慰，还得着了救恩的信息。不

论是哪一种情况，保罗的安慰能够令信徒在“同受苦楚”时持守信心，这样

才能有得解救的保证。 

 

 正如保罗的例子所体现的一样，哥林多信徒可以毫无疑虑地得着神的帮

助。保罗在亚细亚的时候曾面临绝境，事实上，试炼之担子是如此沉重，以

致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8 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9 节）。

但是，令死人复活的神多次解救了他，因此，他为了得救的所有指望都在乎

神（8-10 节）。 

 

问题 4 保罗是否视复活仅限于将来之事？ 

 

 

保罗为自己改变计划辩解 

（1：12-2：11） 

 

对事工的忠诚 

 

 贯穿整个哥林多后书，我们都可以看到敌对保罗

的人对他的不实指控。他之所以提到他那“致命的危

险”， 事实上主要是为了堵住别人对他的指控，说他

课程 7.3 

 

目标  7.3.1 

分 享 保 罗 对 不 公

和 虚 假 指 控 的 回

应，明确在今天能

帮 助 信 徒 面 对 这

种情况的原则。 

 

目标  7.2.2 
澄 清 神 为 什 么 允

许 试 炼 临 到 信 徒

的生命。 

 



改变计划延期来证明他不信守诺言（林后 1：15-2： 4）。保罗希望哥林多信

徒知道，若非这最严重的试炼，他决不会没按计划到来。 

 

 但是，保罗并没有因这些指控而动摇。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指控毫无事

实根据，还因为他有清洁的良心。他已经为他们作了榜样，在世为人诚实坦

荡。第 12 节里的“诚实”（希腊语 eilikrineia）一词有动机的纯洁之意（另

见 2： 17）。另外，保罗的行为依靠的并不是世界的（或血气的，希腊语

sarkikos）智慧，而是神的恩典。基督徒工人必须留心保罗的教导和榜样，

对于不公平的批评，最好的抵抗方式莫过于在神面前有一颗清洁的良心。 

 

问题 5 诚实能够抵抗不实的指控吗？ 

 

 由于保罗的诚实，因此他的书信也透露出正直的特性。他是什么意思，

就怎么写；他怎么写的，就是什么意思。他的话语的背后并没有暗藏着什么

别的意思。他传讲神的信息，因为神是信实的，因为保罗的话语也像基督里

的应许一样，是确实可靠的（1：17-20）。 

 

 本部分展示的是保罗牧者的心肠和智慧，即便在认识到他和哥林多信徒

的关系出现障碍之后，他的信中还是充满了鼓励，表达了他希望他们最终能

完全明白并感谢他真正的动机和在他们当中的事工（13-14 节）。同时，他

也肯定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他已遥遥看到了“主耶稣的日子”里的盼望

（14 节），那时他们会以他为骄傲，一如他以他们为骄傲一样。 

 

 保罗明白在关系中持诚实开放态度的重要性。他没有试图为自己的延误

辩解或隐藏其真实的动机，而是把真相告诉了他们。最近的这一次拜访令他

十分痛苦，以致他不愿意旧事重提（1： 23-24）。管教或许是必要的，然而

作为一个真正的属灵父亲，保罗并不想令他们忧愁。 

 

问题 6 保罗是如何回应那些反对他的人的指控的？ 

 

管教和抽离 

 

 从哥林多后书 2：5-11 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保罗的管教聚焦于某个曾挑战保罗的权柄的人。收到

保罗饱蘸泪水的信（2： 4）之后，教会悔改并管教了

这名犯了错误的弟兄。 

 

 然而，因为急于纠正错误（7：11），他们可能过于苛刻了。保罗并没有

因个人得到了伸冤而洋洋自得，反而劝他们不要继续惩罚这个人，以免他过

于悲伤，以致灵被压伤（2： 7）。保罗的这一做法表明，他能够以一种惊人

的能力从个人的感觉中抽离出来，看到更大的一面——一个犯错弟兄的属灵

安康危如累卵，而教会也同样面临危险（10 节）。 

 

目标  7.3.2 
明 确 保 罗 所 教 导

的 教 会 管 教 的 真

理和原则。 

 



 保罗同时还意识到，真正的管教寻求的不是惩罚，而是纠正错误并重建

破碎的关系。因此，他力劝哥林多信徒要饶恕这位弟兄，而他自己也是这么

做的。要使基督的身体拥有健全的关系，饶恕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反射神在

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西 3：13）。 

 

问题 7 当教会里的同工犯了道德错误的时候，最好的管教方法是什么？ 

 

 另外，教会管教的目的是促成和好，完全恢复属灵健康和合一。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保罗力劝信徒要安慰那个弟兄，向他显明坚定不移的爱来（2：

7-8）。保罗警告说，过分的管教会令一个人忧愁太过，甚至沉沦，这样撒但

就会伺机把忧愁变成愤恨和苦毒，最终使管教的热情变成傲慢的报复。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 保罗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写作哥林多后书的？ 

a)  哥林多，公元 56 年。 

b)  马其顿，公元 56 年。 

c)  哥林多，公元 51 年。 

d)  马其顿，公元 51 年。 

 

2. 保罗特别强调其使徒地位，目的是要            。  

a)  反映他作为哥林多教会属灵父亲的角色 

b)  让人接纳他是哥林多教会的领袖 

c)  回答外人所发出的挑战 

d)  获得他应的的声望和能力 

 

3. 保罗可能写了多少封信给哥林多教会？ 

a)  6 封。 

b)  4 封。 

c)  3 封。 

d)  2 封。 

 

4. 有别于往常的做法，这次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开篇就            。  

a)  为患难中经历神的恩典和安慰赞美神 

b)  赞扬哥林多人忍受了患难 

c)  为哥林多教会写了一篇祷告 

d)  为哥林多信徒的信心感谢神 

 

5. 神的什么品质令神以怜悯行事？ 

a)  能力。 

b)  恩慈。 

c)  公义。 

d)  圣洁。 

 

6. 根据保罗所说的，神允许信徒在试炼中受苦，主要是为了          。 

a)  惩罚他们的错误 

b)  没有具体的目的 

c)  试炼他们对神的委身 

d)  装备他们去安慰和鼓励他人 

 

7. 保罗改变计划导致敌对他的人指控他                 。  

a)  优柔寡断 

b)  不可靠 



c)  缺乏诚信 

d)  上述一切 

 

8. 保罗的例子让我们学会了用什么来抵抗不公的指控？ 

a)  真诚。 

b)  怒气。 

c)  自卫。 

d)  沉默。 

 

9. 教会领袖在必须管教犯错的弟兄或姐妹的时候，当             。  

a)  把犯错的人驱逐出去，以免他（或她）玷污了基督的身体 

b)  严格执行管教 

c)  努力帮助那犯错的人在灵里健全起来 

d)  把这当作一个消极的例子在教会里讲 

 

10. 保罗警告说，过度的管教可能导致                。  

a)  施加管教的人寻求个人的、骄傲的报复 

b)  其他的人害怕加入教会 

c)  被管教者因忧愁而沉沦 

d)  教会被交付给撒但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