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面对批评他的人 

（哥林多后书 10：1-11：15） 

 

 

 哥林多后书大部分地方都触及人们对保罗的攻击

和恶意指控，此时，使徒终于直面那些敌挡的人，用

极长的篇幅来为他的使徒事工辩护。面对批评他的人

对他使徒地位的质疑，保罗花了大量时间来为自己辩

护。库鲁斯（Kruse）指出，“保罗当时所处的险境，

是 他 与 哥 林 多 信 徒 所 有 关 系 中 最 严 峻 的 。”（ 1987，

170）。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保罗的语气中充

满了紧张和讽刺的意味了——正是这种嘲讽促使保罗

向那些敌挡他的人夸耀——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

夸耀充满了嘲讽。 

 

10.1 真正的使徒权柄（10： 1-11）  

目标： 

10.1.1 评审那些敌挡保罗的人对他的批评及对其属灵权柄的误解。 

10.1.2 明确保罗对使徒权柄之真理的教导。 

 

10.2 夸口或不夸口（10： 12-18）  

目标： 

110.2.1 分析哥林多后书 10：12-18 并描述什么样的夸耀是信徒可以接受的。 

 

10.3 揭开假使徒的面具（11： 1-15）  

目标： 

10.3.1 描述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热心和目标。 

10.3.2 描述敌挡保罗的人会如何评价保罗。 

10.3.3 总结保罗是如何评价他的敌对者的真实身份和事工特征的。 

 

 

 

 

 

 

 

 

 

 

 

 

第 

十 

章 

 



真正的使徒权柄（10：1-11） 

 

 

保罗的语气在使徒行传第 10 章里发生了急剧的变

化，如果这些信是历时很长时间才写成的话，那么在

写作的过程中，保罗很可能听说了那些敌对他的人近

期所招惹的是非，他写作这几章正是为了回应这一情

况。为了劝勉和警告整个教会，他还特意明确了敌对

者的一些观点（如 11： 4， 12， 13， 15， 20-23； 13：

2）。这就强化了一种看法，即保罗在写作这几章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主要是

这些假教师（11： 13-15）、假使徒以及他们的支持者（Hodge 1973， 228）。 

 

使徒是什么？ 

 

 起争议的重点似乎集中于保罗的使徒地位。在初代教会，使徒的功能是

什么？保罗符合这一范畴吗？ 

 

 “使徒”一词（希腊语 apostolos）的意思是“代表、信使或奉派者”，

尤指福音的使节或基督的专员。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承认，新约所描述的使徒

不止一类。学者们还特别进行了区分：（1）基督的使徒——这些人直接从主

耶稣接受使徒的呼召；（2）广义的、教会的使徒——这些人是奉教会所差派

出去的。 

 

威廉·曼兹（William W. Menzies）（ 2005）指出，上述第二类使徒是普

通意义上的使徒，他们受当地教会的委任，奉派执行特殊的任务。曼兹把西

拉和提摩太（帖前 1：1）、以巴弗提（腓 2：25）和提多都归为这一类使徒，

以区别于包括十二使徒、保罗以及范围更广的一群同工们如马可、路加、雅

各、犹大甚或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来 2： 3-4）等在内的独特的使徒。曼

兹的划分，其中一个精妙之处或许在于并没有把提摩太、提多视为普通的使

徒，而是保罗的代表，奉派去特别的地方（如提摩太去小亚细亚，提多去革

哩底），代替保罗执行使徒领袖的职任（Bittlinger 1973，51；另见 Taylor 

1959， 626）。 

 

 如果新约不把保罗归为基督的使徒，也仍然会视他具有和十二使徒同等

的地位。这一群杰出的使徒是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在救赎

历史中就已经成就了。首批的这些使徒奠定了教会的根基（弗 2：20；3：5），

是耶稣教导的权威领受者和传递者（太 10： 1-7；徒 1： 2-8），初代教会在

决定新约正典的内容时，就是以这些使徒的教导及著作为标准的。因此，他

们的教导对于决定基督教的教义规范具有无可匹敌、不可侵犯的权柄，保罗

无疑是这群使徒中的重要人物。 

 

问题 1 当代还有使徒吗？ 

课程 10.1 

目标  10.1.1 

评 审 那 些 敌 挡 保

罗 的 人 对 他 的 批

评 及 对 其 属 灵 权

柄的误解。 

 



基督的特质 

 

 为了揭露其敌对者的错误，保罗把他们和他的事

工进行了对比。从哥林多后书 11 章我们可以看到，他

们很嫉妒和垂涎保罗的使徒地位，因此，保罗向我们

描述了真正的使徒权柄的特质。保罗明白，作为一名使徒，他有责任要效法

基督。因此，对保罗而言，作门徒意味着活出基督的特质。这样，保罗可以

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教导其他的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

前 11： 1）  

 

 那些敌挡保罗的人特别批评保罗缺乏胆量，误认为保罗是一个软弱而胆

怯的人。为了回应这一点，保罗指出，使徒的权柄必须有“基督的温柔及和

平”的气质（林后 10： 1）。有的人醉心于权利和权柄，为了证明自己有多

么的重要而滥用权柄。然而，保罗却像他所服事的主那样，明白到一个人可

以拥有权柄却无需专横独裁地使用它。耶稣教导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

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

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太 20： 25-26）。保罗并不喜欢使用他

的使徒权柄来管教人，事实上，他还极力回避这种可能性（林后 10： 2）。

另外，他知道神赐给他这种权柄，主要是为了造就教会，是为了造就人，而

不是败坏人（13： 10）。 

 

问题 2 人如何才能避免潜在的、权利上的骄傲和败坏？ 

 

 相反，那些敌挡保罗的人却效法这个世界，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以炫耀

自己的权柄（10：2）。对于保罗在福音工作中所面对的属灵战争来说，这种

属血气的方式并非合适的武器。另外，这些人还忘了神赐给他的使徒权柄，

不是要威吓和毁坏圣徒，而是要造就他们（8-9 节）。不过，在需要的时候，

保罗并不害怕面对并纠正错误（6 节），他早已预备好要责罚那些不顺服的

人，以及敌挡一切挑战或败坏神真理的观念（5-6 节）。 

 

 

夸口或不夸口（10：12-18）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0-12 章里大量使用“夸口”（希

腊语 kauchomai）一词（多达 26 次），似乎意在强调

那些敌对他的人骄傲，指出他们的夸口是被误导了的

（Hernando 1999， 921， 952）。事实上，在将他们属

世或属血气的夸口，跟保罗自己的夸口进行对比之前，

保罗就揭示了这些敌对者愚拙的骄傲，其真实的面目

是怎样的。他用近乎幽默的笔调，带着极大的嘲讽声

言，他无法比拟他们的胆量。他们中有的人如此自大，愚蠢地以自己为衡量

目标  10.1.2 

明 确 保 罗 对 使 徒

权 柄 之 真 理 的 教

导。 

 

课程 10.2 

 

目标  10.2.1 

分 析 哥 林 多 后 书

10：12-18 并描述

什 么 样 的 夸 耀 是

信徒可以接受的。 

 



他人的标准，藉此夸耀自己的“达标”。在希腊的文学传统里，比较和自我

的褒扬是被人认可的，前提是要做得有节制。保罗在此指出，即使是按世俗

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行为也是十分愚拙的（Keener 1993， 509）。 

 

 乍一看，保罗的夸口（林后 10： 13-14）似乎完全背离了他先前对夸口

的批评。然而，他脑子里想的另外一种夸口——就是与罪恶的骄傲无关，而

聚集于“属神的因素”——即神通过他成就了什么。显然，保罗将自己在使

徒方面的成就归功于神的恩典，是神给了他使徒的呼召和能力。因此，保罗

劝勉说，人若要夸口的话，就当“指着主夸口”（17 节）。 

 

问题 3 所有的夸口都不对吗？ 

 

 保罗在神所分配给他的禾场——即外邦人中耕种，觉得十分安全和满足。

哥林多就属于这类禾场，保罗顺服神的呼召，去了那里。和他的敌对者不同

的是，保罗决定不分外夸口，而“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夸口（ 13

节）。他不会去到别人所建立的教会，试图把别人事工的劳苦和果子都归功

给自己（15-16 节）。况且，“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18 节）。 

 

 

揭开假使徒的面具（11：1-15） 

 

一种完全不同的福音 

 

 保罗认识到，要回答那些批评他的人，他要做的

不只是为自己辩解。要保守神的工作，他必须保护哥

林多信徒脱离那些可能威胁他们信心的人。保罗的心

里有“神那样的愤恨”（11： 2），寻求的是保护他们、护卫他们的属灵纯洁

性。他借用了旧约中一个心存忌恨的丈夫的形象，因为耶和华说自己是个“忌

邪”的神（出 20：5；34：14；申 4：24），他已经聘定了亲事（何 2：19-20）。

在哥林多后书里，保罗把自己喻做新娘的父亲，那么这们亲事就是基督和他

家之间的亲事。因此，他面前所渴望的，就是保全教会的纯洁和爱基督的心，

因为教会已经许配给了基督（11： 2）。 

 

 因此，为了保护基督的新妇，保罗必须揭露这些批评者的错误教导，以

及他们事工的欺骗性。保罗在第 10-13 章特别论及了那些敌对他的人，11

章的第 4 节是明白这几段论述的匙节（Martin 1986， 334）。这些人显然由

一个头目（希腊语 ho erchomenos，“前来的人”）带领者前来传讲“另一个

耶稣”（希腊语 allon lēsous），是和保罗所传讲的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

确切地知道这些敌对保罗的人所传的耶稣究竟是怎么样的，然而，联想到保

罗不断地夸耀自己的软弱，并表明自己甘愿与基督同受苦难（林后 11：23-33；

12：7-10；13：1-6），我们可以推测，假教师或许轻看了神十架救恩的重要

课程 10.3 

目标  10.3.1 

描 述 保 罗 对 哥 林

多 信 徒 的 热 心 和

目标。 

 



性，也或者很可能没能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本身就表明神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13： 4）。 

 

问题 4 在新约里，“福音”一词指的是什么？ 

 

 不论他们所讲的内容是什么，这样传讲另一个基督，无异于给哥林多信

徒带去有别于他们之前所领受的，“不同的圣灵”和“不同的福音”（11：4）。

也就是说，假教师误传了给信徒带来真实救恩的耶稣以及圣灵的工作（Fee 

1994，344）。请记住，对保罗而言，只有一位耶稣、一个圣灵以及一个福音。

他担心哥林多信徒得到的是一个假冒的基督教信仰，且令他沮丧的是，他们

居然还准备接受它！ 

 

论断保罗 

 

 最具启迪作用的，是那些敌对保罗的人常常用世

俗的标准来批评保罗。对他们而言，保罗不符合作

为一名真正的使徒的标准（林后 11： 5）。他们之前

曾找保罗的茬儿，说保罗缺乏权柄和勇气，如今又

指出保罗的言辞不够优美（希腊和罗马政治家及哲学家都非常注重言辞）。

保罗回应道，尽管他的言辞不够优美，但他并不缺少智慧。这一点对于那些

曾长期接受保罗教导的哥林多信徒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对于那些在衡

量传道人的价值时，把形式和魅力看得比实质和内容更加重的人，保罗的话

语是非常刺耳的。 

 

问题 5 按保罗的话而言，传道人是否应该学习说话的形式呢？ 

 

 接着，假教师们又进一步指责保罗在传福音时不接受别人的钱。他们根

据保罗的这一另类表现，指控保罗的举动不像一个真正的使徒。根据保罗之

前的教导，使徒有权利因传福音而获取自己的生活所需（林前 9： 6-14）。

因此对他们而言，保罗拒绝因传道工作而拿钱是件奇怪的事。尽管保罗有这

权柄，然而他已经做了决定不去使用这权柄，“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林

前 9：12）。保罗如果给那些敌对他的人任何机会指责他“为利混乱神的道”

（林后 2：17），这种阻隔就必然出现。保罗并不打算租售他所传的福音，

他不希望别人指控他，说他给他的事工标了价。尽管那些敌对他的人或许希

望夸耀自己是“接受支持的”使徒，但保罗将夸耀的是自己选择了“白白传

神的福音”（林后 11： 7-12）。 

 

行骗的差役 

 

 在 12 节里，保罗在提到这些自诩为使徒的人时，

揭露了他们真实的面目——他们是“假使徒”，是乔

装成基督使徒的行骗者。更罪大恶极的是，他们是

目标  10.3.2 

描 述 敌 挡 保 罗 的

人 会 如 何 评 价 保

罗。 

 

目标  10.3.3 

总 结 保 罗 是 如 何

评 价 他 的 敌 对 者

的 真 实 身 份 和 事

工特征的。 

 



说谎之人的父（约 8：44）撒但的差役。撒但企图伪装成光明的天使，隐瞒

其工作的真实本质（彼前 5：8）。因此，无怪乎他的仆役也学着他的样子，

试图伪装成“光明的使者”了。 

 

 从 15 节的最后一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无疑认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当受到神的审判。“照着他们的行为”这句话从字面上解，就是“根据他们

的所作所为”（希腊语 kata ta erga autou）的意思，这和保罗在提摩太后

书 4：14 节里的话几乎如出一辙。在提摩太后书里，保罗谴责铜匠亚力山大

“多多地害我（保罗）”，因此“主必照着他所行的报应他”（希腊语 kata ta 

erga autou）。 

 

 

第 10 章注释 

 

1.  我们无需像有的人所宣称的，视此处语气上明显的改变为节选自另一封

独立信件的证据。事实上，保罗其他的信件也出现过急剧的语气变化，

如罗马书 11： 33、哥林多前书 16： 1、加拉太书 3：1 以及腓利比书 3：

2 等。主题内容或目标受众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语气上的改变。 

 

2.  此处“另一个灵”中的“灵”，在新国际英文版（NIV）的翻译里使用了

小写，或许是在暗示，哥林多信徒领受的灵，是和基督的灵不一样的（也

就是说，不是圣灵）（Martin 1986， 336）。尽管这种说法支持了我们的

看法，即那些敌对保罗的人没有披戴基督的软弱、舍己和谦卑，但却忽

视了保罗所要展示的全局——这些敌对他的人正在传另一个福音。 

 

3.  按照希腊的哲学传统，哲学家在教导的时候，通常会接受人们的金钱。

保罗的敌对者的反对意见，正好反映了那些在希腊哲学传统背景下长大

的人的态度。事实上，辩论家们认为，一个人如果拒绝别人为其教导付

钱，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教导是毫无价值的。然而，另一方面，苏格拉

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却都教导说，智慧不是用来出售的（Martin 

1986， 334）。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哥林多后书 10 章里的语气出现急剧变化，最可能的原因是          。 

a)  保罗最近想起那些敌对他的人曾经怎样得罪了他 

b)  保罗最近收到关于他的顽敌如何制造混乱的坏消息 

c)  保罗正在给他的敌对者回信 

d)  提摩太带来了好消息 

 

2. 保罗的敌对者批评他表达了基督的                  。  

a)  喜乐 

b)  神的爱 

c)  温柔和谦卑 

d)  信实 

 

3. 根据保罗所说的，真正的使徒权柄                     。  

a)  当能体现基督的特性 

b)  意味着会带来管教 

c)  从来不会试图管教信徒 

d)  会变得更符合使徒的特性 

 

4. 在给他的敌对者定罪时，保罗的夸口是出于              。  

a)  急于维护他的使徒地位 

b)  嘲讽地揭露他们的罪和骄傲 

c)  前后不一致，和他的教导自相矛盾 

d)  认识到他的夸口比他的敌对者少 

 

5．在保罗的夸口中，“属神的因素”是                 。  

a)  神通过保罗所成就的工作 

b)  越过目前的问题看永恒 

c)  凡事寻求神的旨意 

d)  追述对神的功绩 

 

6. 对保罗而言，什么样的夸口是可以接受的？ 

a)  聚焦于神的作为。 

b)  不是出于自夸。 

c)  不把别人的工作归功于自己。 

d)  上述一切。 

 

7. 下列哪个选项最准确地代表了神分配给保罗的工场？ 

a)  外邦人。 

b)  哥林多信徒。 



c)  亚该亚省。 

d)  小亚细亚。 

 

8. 保罗的敌对者没有                     。  

a)  传讲和教导假的福音 

b)  误传耶稣的性情 

c)  教导耶稣是一个忌邪的新郎 

d)  误传圣灵的性情 

 

9. 假教师为什么批评保罗？ 

a)  说他不是个言辞优美的传道人。 

b)  不接受别人为他的教导付钱。 

c)  缺乏使徒的权柄和勇气。 

d)  上述一切。 

 

10. 保罗并未说他的敌对者                    。  

a)  是假使徒 

b)  直奔神的审判而去 

c)  欺骗人的 

d)  公义之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