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特的夸口 

（哥林多后书 11：16-13：14） 

 

 

 保罗很清楚地意识到，不仅他的使徒地位受到攻

击，更重要的是，福音的纯正性也受到了威胁。因此，

在为自己俯就于敌对者的高度辩解之后，他继续维护

其事工的合法性，接连讲到“愚妄人”的自夸。保罗

所列举的成绩包括他的种族资格、试炼、患难、所经

历的极大的启示以及使徒地位的根本证据。 

 

 不幸的是，保罗的辩护并未使假教师从此消失，

教会今天似乎更易受到假教师的侵害。因此，基督徒

领袖必须做耶稣基督福音的警觉管家，同时教导其会

众护卫福音的纯正性。 

 

11.1 保罗的夸口（11-12 章） 

目标： 

11.1.1 描述保罗的夸口和他的敌对者的夸口有何不同。 

11.1.2 解释保罗所得的异象和启示对其敌对者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保罗

要夸耀神所给他的这一切。 

11.3 明确保罗作为基督真使徒的标志。 

 

11.2 保罗的最后警告（13： 1-14）  

目标： 

11.2.1 解释保罗为何会出于关怀而向哥林多信徒提出警告和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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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保罗的夸口（11-12 章） 

 

 

保罗继续在他和他的敌对者之间进行比较，指出

他们的骄傲和爱夸耀的本性。他们总是飞快地指出自

己作为犹太人的属灵承传或血统（参考腓利比书 3：

3-5），这种愚蠢的骄傲导致他们鲁莽地滥用权柄，而

哥林多信徒似乎也欢喜地忍耐了（林后 11： 19-21）。

保罗继续用嘲讽的语气，告诉哥林多信徒他会俯就他

们的水平，也来自夸一番。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和那些“假使徒”不同，

保罗并没有“像世人那样自夸”（18 节），如果他的听众们指望从他那里听

到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有关教会培植和宣教拓展的传奇故事的话，那么他

们将会深感震惊和失望。 

 

事实上，保罗对自己作为“基督的仆人”的夸口，全部都是他在事工中

所承受的无数的试炼和患难（11：23-33）。保罗的夸口体现了他独特的策略

和智慧。他的敌对者玩弄的是哥林多人对外在事物的爱好和迷恋，以为真正

的使徒必须具备优美的言辞、权威的作风和超凡的魅力；而神迹、奇事以及

异能（12：12）正符合这一标准。保罗的敌对者视这些特质为鉴别使徒事工

的标志。 

 

保罗的夸口是无与伦比的——在顺服神的旨意、效法基督受苦的事上，

没有人能与他相比。这种顺服需要向着自己而死（罗 6：6；加 2：20；弗 4：

22-24；西 3： 3-9），然而，那些敌对保罗的人的骄傲自大却和十字架的生

命形成显明的对比——耶稣走向的是通往十字架的道路。 

 

保罗借着夸口他为基督的原故受苦，不但指出他的敌对者喜爱比较和拿

使徒的凭据来说事，还展示了一条他们无法满足的标准：为了顺服他的使徒

呼召而舍己、受苦的生命。 

 

问题 1 比较的危险之处在哪里？ 

 

有关极大启示的夸口 

 

 尽管保罗不认为夸口能使自己有任何得着，然而

他仍然被一种力量驱使着要夸口。他的敌对者很可能

吹 嘘 说 他 们 传 讲 的 是 一 个 借 着 异 象 和 启 示 而 得 的 真

理，因此，保罗要夸口主所赐给他的异象和启示。
1 
尽

管此处没有说明是什么，然而保罗脑子里显然非常清

楚圣灵的活动。例如，在哥林多前书 14 章里，他用“启

示”（希腊语 apokalupsis）来专指神用以和他的子民

沟通的圣灵的恩赐（林前 14： 6， 26， 30）。在其他的事件中，这一词指的

目标  11.1.2 

解 释 保 罗 所 得 的

异 象 和 启 示 对 其

敌对者的重要性，

以 及 为 什 么 保 罗

要 夸 耀 神 所 给 他

的这一切。 

 

课程 11.1 

 

目标  11.1.1 

描 述 保 罗 的 夸 口

和 他 的 敌 对 者 的

夸口有何不同。 

 



是耶稣基督个人的启示，它是与保罗的使徒呼召紧密相随的（加 1：12；弗

3： 3-4）。 

 

问 题 2 对于那些宣称通过异象或启示跟随主的信徒，你会要他们警惕什

么？ 

 

 然而，不论保罗个人认为这些启示是多么重要，他在这里并没有把它们

当作其使徒权柄的证据。对保罗而言，异象和启示是个人属灵生命的私事。

他像愚妄人一样地夸耀这些异象和启示，只是为了揭示被他的敌对者错误地

当作是使徒标志的东西。即是说，既然他被迫要维护其使徒地位的合法性，

那么就承认他的启示吧（林后 12： 1）。然而，他并不希望让他们以为这些

启示令他有别于他人，或使他有权夸耀自己的某种精英身份。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很不情愿地夸耀起一个他“认识的人”（2 节），

而不是直接去提他自己的经历——尽管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他这在此描述的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经历。
2 
事实上，唯一不会令保罗感到不安的，是夸口他

的软弱（5 节），而他也曾想过要这么做。有一次，为了防止某个极大的启

示会令他抬高自己，曾“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他称之为“撒但的差

役”，目的是要攻击他（7 节）。保罗这一对撒但的提法，或许会令一些人误

以为，撒但和神之间也存在一种不圣洁的联盟。然而，尽管保罗曾多次把撒

但说成是神用来管教我们的工具（林前 5；5；提前 1：20），我们仍要牢记，

神限制魔鬼的工作，以达到神至高的旨意（参考约伯记 2：1-10）。 

 

问题 3 你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2： 2-4 里讲的人就是他自己吗？为什

么？ 

 

 因此，保罗所领受的启示不但没有令他自高自大，反而令他谦卑下来。

来自于主的这种管教是带着救赎性质的，能令保罗意识到自己要依靠神的恩

典和能力（林后 12： 9）。如今，保罗不但能忍受那根刺，还能夸耀他越是

软弱，越是需要基督内住的能力。藉此，保罗就能效法基督并彰显神十字架

的智慧：人的软弱彰显了神的大能。 

 

真使徒的标志 

 

 在结束了关于启示的谈论后，保罗开始总结真使

徒的标志（12：11-13）。英文圣经有关第 12 节的翻

译，一直以来有一些差异，以下是两种略微不同的

译法： 

 

 （我）用一切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和异能，在你们中间显出真使徒

的迹象来。 

——新美国标准版（NASB）  

 

目标  11.1.3 

明 确 保 罗 作 为 基

督真使徒的标志。 

 



 标志着使徒的的东西——神迹、奇事和异能，我都以一切的忍耐在你们

中间行出来了。 

            ——新国际英文版（NIV）  

 

 许多基督徒，尤其是五旬宗和灵恩派的基督徒认为，
3 
真使徒的标志就

是那些神迹、奇事和异能，新国际英文版圣经似乎也是这么暗示的。然而，

尽管新美国标准版（一个更贴近于希腊原文的字面翻译的版本）在 12 节的

开头和结尾都使用了 sign（事迹、迹象）一词，但更可能是保罗要我们区

分两者之间的差异。一方面，“事迹”、“迹象”一词不单是指“神迹”，还有

更广的意思（例如，太 26： 48 里讲到犹大的吻；罗 4：11 里所说的割礼；

帖后 3：17 里讲的保罗的笔迹等）。另外，从新美国标准版的语法来看，后

面的那句话描述的是真使徒所行使的这些事迹的风格。事实上，保罗曾在哥

林多后书 10 章至 13 章里叙述过辨别真使徒的标志或迹象。除了面对邪恶的

属灵能力（10：3-4，8-11；13：2-4，10）和属神的（带有异象和预言性质

的）启示之外，真使徒还需要如下的一些性格特质：（1）对教会的热切关怀

（11：6）；（2）对耶稣及其福音的真正认识（11：6）；（3）舍己自己供应自

己，以免成为教会的负担（11：7-9）；（4）不自私自利或拙于管教（11：20-21）；

（5）愿意为基督的原故受苦（11：23-29）；（6）耐心忍受肉体里的刺（12：

7-9）（Grudem 1993，63-66）。这些，都是“真使徒的迹象”（林后 12：11）。 

 

 因此，新美国标准版圣经里的一个“迹”（神迹）字，指的是使徒的普遍

标志，而“用一切的忍耐”，指的则是，作为基督的真使徒，一种内在的、

耐心地承受苦难的品格；第二个“迹”（迹象），指的是神迹的临在，它印证

了神的能力和活动。 

 

 请注意，假使徒乔装成“仁义的差役”（林后 11：13-15）出现在人们面

前，这种刻画或许是基于他们喜欢炫耀仁义以及讲究律法的要求。另外，他

们还很可能带着来自于撒但的假神迹。无论如何，当保罗想要为他真使徒的

身份辩护时，他首先指向的不是神迹，而是他无可指摘的行为、舍己的服事

和明显的品格（12：13-18），以及甘愿为福音受苦等，所体现出的基督的样

式。对保罗而言，这些品质也是真使徒的标志，是对哥林多那些肤浅的、属

肉体和自我提拔的假冒者的果敢抵制。 

 

 另外，保罗对他属灵的孩子——哥林多的信徒们，所体现出的父亲般的

牧者心肠，也是他作为使徒的一个标志。作为父亲，他甘愿为哥林多信徒的

福祉和利益作出牺牲。他的爱是显然的，同时也渴望得到他们的回报（ 15

节）。 

 

问题 4 属灵的牧者当怎样体现对群羊的最大关怀？ 

 

 另一个微妙之处，是有人提到保罗没有让人们为他的福音工作支付他的

生活费用（14-18 节）。有的人或许歪曲了保罗的动机，宣称这证明保罗缺

乏爱（15 节）或别有用心。显然，他们指责他“诡诈”（16 节），说他拒绝

直接领钱是一种欺瞒，目的是要通过为耶路撒冷的信徒募集而间接谋利。然



而，保罗及其同工们已经在这个教会服事多年、广为人知，因此，他的敌对

者的这种策略无疑是无效的（17-18 节）。 

 

 

保罗的最后警告（13：1-14） 

 

 

管教的时刻 

 

 在说明了他对将要第三次造访哥林多的担心之后

（12：20），保罗握着使徒的权柄，向哥林多信徒提出

了双重的警告。首先，哥林多信徒可以确定的是，真

理必将显明出来。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引用了申命

记 19： 15 节里的话：“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

都要定准。”这见证很可能指的是保罗之前的到访（13： 2），那时他也曾给

了他们类似的警告。如今，他尽管人“不在你们（哥林多人）那里”，但又

再次提出警告——哥林多信徒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警，是时候该让那些假使

徒及其支持者做个交待了。这些假冒的使徒嘲讽保罗的温柔（林后 10：1），

认为他们外在的权柄就是他们作为使徒的证据——是基督借着他们说话的

证据。他们对外在权柄的迷恋正好暴露了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基督的仆人和使

徒。同时，他们也不明白，基督并没有给他的使徒权柄借着粗暴的管教来拆

毁教会，而是通过教导和爱的管教来建立教会。 

 

问题 5 保罗为什么要对哥林多教会进行管教？ 

 

 保罗用肯定的语言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寻找使徒的证据，等他来了他

们就会看到了。因此，在他通篇警告的第二部分，他肯定地告诉哥林多信徒，

他来了将一个不漏地对他们进行管教。毕竟，那借着保罗说话的基督并非弱

者，而是在他们中间大有能力的（13： 3）。 

 

 通过这一严重的警告，保罗再次体现了他的牧者心肠。他不想粗暴地管

教哥林多信徒，因而强烈要求他们“自己试验”（5 节），因为这种自我省察

或属灵盘点有助他们认识自己是否凭着对基督的信心而活。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他们就要做必要的改变，以免被管教。保罗所关心和希望的是，他们“行

事端正”（7 节），不会成为“可弃绝的”（5 节）。不论他们个人是否赞同或

称赞他，他都希望他们成为完全，信心变得更为成熟（6-8 节）。保罗最大

的愿望就是，他们能持续地得着神救赎恩典的所有祝福——“愿主耶稣基督

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14 节） 

 

 

课程 11.2 

 

目标  11.2.1 

解 释 保 罗 为 何 会

出 于 关 怀 而 向 哥

林 多 信 徒 提 出 警

告和管教。 

 



第 11 章注释 

 

1.  保罗或许并无意对“异象”和“启示”两个词进行区分，例如，使徒行

传 9：3-9 记载的他所看见的基督的异象，在加拉太书 1：12 里却说是启

示。 

 

2.  保罗在这部分俯就他敌对者的水平，也来自夸一番以维护其使徒地位的

合法性。可是，为什么他还提到另一个人的异象经历呢？另外，保罗代

表这“另一个人”所夸口的，似乎直接指向了他“肉体里的一根刺”，之

所以加在他身上，是因为他“所得的启示甚大”（林后 12： 7）。那么，

为什么另一个人的启示会导致保罗自我抬举，以致需要一根刺来管教他

呢？在时间方面，保罗指出，这个异象是在写作哥林多后书（公元 56

年）之前 14 年发生的（林后 12：2），也就是说，时间大约是公元 42 年

或 43 年间，此间保罗正好在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加 1：21； 2： 1），

使徒行传对保罗这一段的记载也是空白（徒 9：30； 11： 25）。 

 

3.  有 关 五 旬 宗 和 灵 恩 派 的 定 义 ， 以 及 灵 恩 运 动 更 为 全 面 的 探 讨 ， 详 见

Hernando 2005， 154， 170。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 和他的敌对者不同，保罗夸口的是                   。  

a)  骄傲、属肉体的事 

b)  他在基督里的兴盛 

c)  异象和启示 

d)  他的软弱 

 

2. 保罗视夸口为                   。  

a)  愚拙的 

b)  一种手段 

c)  可接受的 

d)  勇敢的 

 

3. 保罗视启示和异象为                 。  

a)  软弱的标志 

b)  使徒的权威标志 

c)  属灵成熟的标志 

d)  私人的事情，代表个人的属灵成熟 

 

4. 保罗声称，他的肉体里被加了一根刺，目的是要             。  

a)  惩罚他的属灵骄傲 

b)  预防自我抬举 

c)  引领他悔改 

d)  效法基督 

 

5. 关于保罗肉体里的那根刺，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 

a)  它是否是神的管教。 

b)  它是否和撒但的差役有关。 

c)  保罗是否多次求主拿去这根刺，然而却被否决了。 

d)  它是否是某种身体的疾病。 

 

6. 保罗在软弱中因神的大能而喜乐，主要是因为               。  

a)  软弱反应了耶稣的道成肉身 

b)  软弱更新了复活之应许 

c)  软弱令他能够效法基督 

d)  软弱是真使徒的标记 

 

7. 和保罗不同的是，他的敌对者忙于                  。  

a)  进行有效的管教 

b)  显明对他人的爱 



c)  肤浅的自我提拔。 

d)  对教会表示热切的关怀。 

 

8. 在保罗的心里，真使徒的标志或许不包括什么？ 

a)  神迹。 

b)  甘愿为基督受苦。 

c)  舍己的服事。 

d)  对教会的热切关怀。 

 

9. 保罗对哥林多信徒最为担心的是什么？ 

a)  他不得不对他们严加管教。 

b)  他们会经不住考验而堕入更深的罪里。 

c)  他们会拒绝他的使徒地位。 

d)  假教师还会回来。 

 

10. 在信的末尾，保罗希望哥林多信徒记住什么？ 

a)  他们无法避免他的管教。 

b)  他们可以审判自己，以防管教。 

c)  他渴望得到他们的赞同和称赞。 

d)  提多会跟他一起到访哥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