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其顿人的捐款 

（哥林多后书 8-9） 
 

 

 自从其他的使徒在耶路撒冷肯定了保罗的使徒地

位以来，保罗最关心的就是穷人的问题（加 2：9-10）。

此时，犹太地因饥荒而陷入困境，许多信徒都深受其

苦（徒 11：28-29）。保罗曾一度募捐，为要帮助耶路

撒冷的受灾圣徒。
1 
保罗认为，是耶路撒冷教会把福

音带给了外邦人，因此外邦人欠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债

（罗 11：13-25；15：27），应该表示感谢。毫无疑问，

保罗视这一捐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属灵合一

的有力象征（弗 2：13-18）。 

 

 哥林多的信徒已经开始捐钱了（林后 8：6；林前 16：1-4），然而，或许

是由于教会内部的冲突，又停止了。如今，提多带来了好消息，保罗感到有

信心催促他们办成这件事。 

 

9.1 施赠之恩（8： 1-9： 5）  

目标： 

9.1.1 总结马其顿人的给予教导了我们有关基督徒管家的什么功课。 

9.1.2 应用保罗的方法所体现的财务管理原则。 

9.1.3 分析哥林多后书 9：1-4，解释保罗的举荐和称赞会对大家的热心有什

么帮助。 

 

9.2 施赠的原则（9：6-15）  

目标： 

9.2.1 解释施赠的人为何不能以哥林多后书 9：6 作为兴盛的保证。 

9.2.2 列举保罗教导哥林多信徒的行善原则。 

 

 

 

 

 

 

 

 

 

 

 

 

 

第 

九 

章 

 



施赠之恩（8：1-9：5） 

 

个人的牺牲和奉献 

 

 为了鼓励哥林多人继续为耶路撒冷的信徒捐钱，

保罗指出马其顿教会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马其顿人

尽管历经剧烈的逼迫（帖前 1：6-7；2：14），并且因

此饱受贫寒，但是“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林

后 8： 2-3）。马其顿人似乎不但甘心情愿地给予，还

自发地、满心欢喜地给予。对保罗而言，他们无私的行为正好证明了这是神

的恩典（恩惠）所赐予的能力（1 节）。
2 

 

 令马其顿人慷慨无私地奉献的恩惠之所以能够涌流，是因为他们先把自

己献给了主（5 节），并且真心地怜悯和爱着其他的人（7-8 节）。正如使徒

约翰后来所指出的一样，基督徒生命的这两个方面——对神和对人的爱——

是密不可分的（约一 4： 20）。另外，保罗在这里所称赞的无私给予也反映

了神本身满有恩典的特性——他将他的儿子献上为祭，以救赎之恩救我们脱

离属灵的穷乏（罗 5：6-8； 6： 23）。 

 

问题 1 所有的会众是否都当以善行和怜悯的事奉为先？ 

 

 由于耶路撒冷的奉献对保罗而言非常重要，因此他有步骤地确保其成功。

他运用了三重策略：（1）他赞扬负责捐款的人的品格和美德，好预备哥林多

人接纳他们（林后 8：16-24）；（2）他进一步赞扬哥林多人的热心参与，劝

勉他们不负他的赞扬和他对他们的信心（9： 1-5）；（3）他教导他们给予的

原则，鼓励他们慷慨奉献、积极参与（9：6-15）。 

 

财务管理 

 

保罗知道，他在哥林多有很多批评他、与他为敌

的人，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诋毁他的工作，指控他利

用奉献的钱假公济私。之前，保罗已经特别强调他和

那些“兜售”神话语的人不同，因此，在哥林多后书

8 章里我们看到，保罗小心防范着，不让任何人有机可乘，对他进行不实的

指控。 

 

首先，保罗将办理哥林多奉献的任务交给可信的人，这些人不但为哥林

多人所熟知和尊重，而且对保罗很忠心。在 8：16-17 里，保罗提到提多是

其中一个可靠的募资人。之前保罗写信管教哥林多信徒的时候，也正是这位

提多，给保罗捎来了哥林多信徒的积极回应（7： 5）。提多在哥林多受到了

热情的接待，使他深爱这些哥林多的信徒（ 7： 13-15； 8： 16）。 8： 18-24

目标  9.1.2 

应 用 保 罗 的 方 法

所 体 现 的 理 财 原

则。 

 

课程 9.1 

 

目标  9.1.1 

总 结 马 其 顿 人 的

给 予 教 导 了 我 们

有 关 基 督 徒 管 家

的什么功课。 

 



不点名地介绍了两位和提多同去的弟兄，他们都或有名，因此似乎没有必要

说明他们的身份。头一位弟兄“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因此被众教

会挑选，和保罗一起去交送这些奉献（8：18-19）；而另一为代表，保罗称

他为“我们的弟兄”（22 节），同样品行端正可靠并经过事工的检验。保罗

指出，这个信徒被“屡次试验过”（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在各个方面”的

意思），被证实是有热心的（或“勤奋的”，希腊语 spoudaios），并且对哥

林多人深信不疑。保罗和哥林多人都认识并尊重这位弟兄，而这位弟兄也深

信哥林多的信徒。 

 

出于这种信任，他们肯定是保罗派往哥林多的最佳人选。提多是他所信

任的同伴和同工（23 节），两人曾一起在哥林多人当中做工，获得了他们的

尊敬，也赢得了他们的心。另外两位弟兄则是受了教会亲自的托付，他们的

劳苦为基督带来了荣耀，哥林多人也是知道。这样，那些敌对保罗的人对保

罗的人格攻击将很难站得住脚，因为：（1）保罗并未亲自募集这些资金；（2）

保罗的同工们在教会里有极高的声望，能亲自为保罗作证。 

 

问题 2 教会司库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其次，保罗不想冒险造成严重的误解，因此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计划、愿

望和期待，甚至还解释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不让任何人怀疑他们处理捐款

的方法（19 节）。 

 

问题 3 有关保罗对如何处理金钱的防范措施，请列举你们教会可以用哪些

实际的方法来加以应用。 

 

 在哥林多后书第 8 章的末尾处，保罗劝勉哥林多信徒要办成捐款的事情，

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他们爱心的凭据，以及保罗所夸奖他们的凭据。保罗的话

“在众教会面前显明”是否暗含委婉的劝说，督促他们要这么做，我们很难

确定。他或许只是想强调所有的教会在募捐一事上的合一。不管怎么说，以

往破碎的关系得到了修补，哥林多信徒的悔改令他们恢复了与保罗的团契。

现在，哥林多信徒是时候要响应呼召，以行动来表明他们的爱心了。 

 

对过去的称赞 

 

 在哥林多后书 9 章里，保罗继续劝勉大家要慷慨

给予。在此，我们对他所夸奖哥林多人的是什么有

了一些了解，同时随着他不断地鼓励哥林多信徒完

成爱心奉献，我们对保罗这个激发者也有了更多的

认识。 

 

 保罗一开篇就强调了（非常接近夸口）他对哥林

多信徒们的信心：他无需写信向他们解释这项针对

耶路撒冷圣徒的事工，因为他早已知道他们非常愿意（且早已做好了准备）

目标  9.1.3 

分 析 哥 林 多 后 书

9：1-4，解释保罗

的 举 荐 和 称 赞 会

对 大 家 的 热 心 有

什么帮助。 

 



回应这一需要。事实上，他已经告诉马其顿人，亚该亚人（包括哥林多信徒）

早已在一年前就已经预备好要给予了。显然，保罗是在以一个教会为例来激

发另一个教会。例如，在第 8 章里，他极力推崇马其顿教会，视他们为无私

给予的榜样。现在我们知道，马其顿人的回应，部分是受到保罗对亚该亚人

的推崇所激发的：“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9：2）。我们再次看到，似

乎保罗在激发教会的时候，总是向一个教会“夸耀”另一个教会的情况。这

样，一个奇妙的功课就浮出了水面：称赞远比批评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问题 4 请以你个人为例，说明称赞远比批评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施赠的原则（9：6-15） 

 

捐得乐意的人 

 

 保罗激发哥林多信徒的最后一步，是教导他们和

给予有关的各种圣经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以想象

中的丰收为例，可以称为“撒种和收割”的原则（林

后 9：6）。
3 
这一功课非常简单：农夫所撒的种子越多，

丰收也就越大。请记住，保罗并非在教导一个机械的

给予方程式，而是在宣告神的真理。神丰丰富富地赐

予给人类，也希望他的儿女表现出同样的恩情和慷慨。 

 

 在慷慨给予的时候，神喜爱的是“捐得乐意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能够自由地给予，没有丝毫的苦毒或迫于无奈的样子（林后 9：

7；罗 12： 8）。这样的给予所带来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神能将各样的恩

惠多多地加给你们”（林后 9： 8）。保罗在信中用了“恩惠”一词来指代神

丰富的供应——包括属灵的和属物质的。神丰富的恩惠使信徒不但得着他们

所需要的，还能够有余，使他们能多行善事——如此时的捐献。 

 

 和马其顿人一样，哥林多信徒参与捐钱，同样也是神恩惠的表现。如同

神在古时供应地上贫穷的以色列人的需要一样（利 19：9-10；申 23：24-25），

哥林多信徒同样可以彰显神对贫穷人的仁慈和怜悯。这种对贫穷人的关心也

是耶稣事工的写照，当他看到大群跟随他的饥饿民众时，心中充满了怜悯（太

9：36）。事实上，对于那些不关心穷人身体需要的人，耶稣曾宣告会有审判

临到他们（太 25： 42-46）。 

 

问题 5 信徒是否能期待从神获得比他们为神的工作投入的、更多的回报？ 

 

 另外，参与行善还能带来属灵的益处。为了说明这一点，保罗引用了诗

篇 112： 9 为证：“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此处的

“仁义”（希腊语 dikaiosunē）并没有在神的面前立场正确的法定意义（如

课程 9.2 

 

目标  9.2.1 

解 释 施 赠 的 人 为

何 不 能 以 哥 林 多

后书 9：6 作为兴

盛的保证。 

 

列 举 保 罗 教 导 哥

林 多 信 徒 的 行 善

原则。 

 

 



罗 10：3 或腓 3：9 那样）；它指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正直感或美德（Hodge 1973，

222）。犹太教素来在某种程度上将周济贫穷人等同于公义（Martin 1986，

291），然而，保罗所教导的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是脱离律法的行为的，在这

一点上，他并不打算自相矛盾。他的观点和诗人的一样：向贫穷人施怜悯对

于人的道德品格具有长久的，甚至是永久的影响。 

 

 接着，保罗在最后说了一番鼓励的话语。哥林多信徒慷慨的施予将令许

多人对神满怀感恩和赞美之心（9： 11-13），而受惠的人也将从这赠予中看

到，哥林多信徒不但口里承认福音，而且还顺服其中的教导。还有什么比保

罗的这番话更能鼓励我们传福音并活出福音的教诲呢？当神的子民通过充

满怜悯和爱的行动来彰显神的慈爱的时候，其中所传递的信息是令人无法敌

挡的。 

 

 



第 9 章注释 

 

1.  保罗在写作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公元 55-56 年），募捐正在进行。保罗告

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他们在募捐的事上，多多效法加拉太和马其顿

教会的榜样（林前 16：1-2；林后 8：1-6）。当保罗在大约两年之后写信

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捐款的事情仍在继续，

已经差不多完工了（罗 15： 26）。有关这项捐款及其目的的完全讨论，

详情请见 McKnight 1993， 143-147。  

 

2.  恩典（恩惠，希腊语 charis）一词在哥林多后书 8-9 章中出现了 10 次，

保罗主要使用这一词来强调神藉着耶稣基督所成就和提供的救赎。 

 

3.  尽管我们在圣经当中找不到和哥林多后书 9：6 完全对等的经文，然而路

加福音 6：38 也隐含了这一原则。另外请参考箴言 11： 25； 22： 8-9。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 对保罗而言，为耶路撒冷的信徒捐款象征着              。  

a)  外邦教会的独立 

b)  真信徒的属天赏赐 

c)  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的合一 

d)  外邦人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的区别 

 

2. 马其顿人的给予源自他们                      。  

a)  对自身成就的骄傲 

b)  资财丰富 

c)  对保罗的尊重 

d)  对神及他人的爱 

 

3. 马其顿人的捐款可以称谓是“神的恩惠”，因为              。  

a)  源自神所赐给他们的财富 

b)  反映了神在救赎中无私的给予 

c)  这是耶稣甘愿来到世间的写照 

d)  象征着信徒所领受的属灵恩赐 

 

4. 下列哪一个选项不包括在保罗用以确保这项募捐行动顺利完成的三重策

略中？ 

a)  预备教会接待奉派前来收集捐款的人。 

b)  确保他的工人品行端正、可靠。 

c)  用赞扬和称许的话语来激励教会继续参与。 

d)  教导给予的原则来鼓励大家。 

 

5. 选择什么样的人来管理教会的财务，最重要的是看哪一方面？ 

a)  能够认识到会有潜在的批评和指责。 

b)  能够认识到会有潜在的管理失误。 

c)  选择那些有良好品格和声誉的人。 

d)  选择那些有从商经验的人。 

 

6. 保罗没有做什么来激发哥林多信徒多多地给予？ 

a)  批评他们。 

b)  赞扬他们。 

c)  澄清他的期望。 

d)  表明他有信心相信他们是渴望给予的。 

 

7. 哥林多后书 9：6 所教导了什么样的原则？ 

a)  神对人类慷慨大方。 



b)  撒种的数量跟收成没有任何关系。 

c)  你给神的越多，从神领受的也就越多。 

d)  慷慨给予的人定能兴旺。 

 

8. 根据保罗的教导，神喜悦哪一类的施予者？ 

a)  乐意的。 

b)  慷慨的。 

c)  甘愿的。 

d)  上述一切。 

 

9. 作为鼓励，保罗宣称哥林多信徒的给予将               。  

a)  激发神子民的感恩和赞美 

b)  确保他们的未来兴旺发达 

c)  令他们比马其顿人更高一等 

d)  有助他们赚取他们的仁义 

 

10. 哥林多后书 9：8 里的“恩惠”一词表明，                。  

a)  给予更提升一个人的公义 

b)  神在属灵和物质上的供应绰绰有余，使信徒能广行善事 

c)  一个人给的越多，所得到的也越多 

d)  耶稣将审判那些不慷慨给予的人 

 

 

 

 

 

 

 

 

 

 

 

 

 

 

 

 

 



为使徒的权柄辩解 

（哥林多后书 10-13 章） 

 

 

 在哥林多后书的最后几章，保罗转而反驳假教师

及其信众对他的使徒权柄所发出的指控和挑战。第 10

章里语气的改变很配合保罗所针对的问题，所用的辩

论方式在当时也是很常见的。保罗无意让假教师来混

淆福音的教导，事实上，保罗将假教师在教会中混淆

视听、误导民众的行径视为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以

致他挑战哥林多信徒检视自己的信仰和与基督的关系

是否正确。哥林多后书里的最后几章向那些传讲另一

个福音的人，以及那些接受他们错误教导的人提出了

有力的警告。 

 

第 10 章  保罗面对批评他的人（哥林多后书 10：1-11：

15）  

10.1 真正的使徒权柄（10： 1-11）  

10.2 夸口或不夸口（10： 12-18）  

10.3 揭开假使徒的面具（11： 1-15）  

 

第 11 章  奇特的夸口（哥林多后书 11： 16-13： 14）  

11.1 保罗的夸口（11-12 章） 

11.2 保罗的最后警告（1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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