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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概論 

一、基本資料 
    1.作者：保羅 

    2.日期：主後 57 年 

    3.地點：腓立比 
    4.受書人：在哥林多的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二、寫作背景 

保羅在以弗所寫了哥林多前書之後，曾經派提摩太到哥林多教會
去，希望能夠解決教會的紛爭。提摩太的任務似乎沒有達成，保羅親

自跑一趟，也沒多大效果。為此，保羅心裡很難過，他寫了一封較嚴

厲的信（林後 2：3-9；7：8-12）託提多帶去，接著他就離開以弗所，
往特羅亞去。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所設立的，他為教會的大小事憂心，是十分自

然的事。這封嚴厲的信發出之後，保羅十分擔心，不知哥林多教會反
應如何。他在特羅亞等提多，提多沒有出現，保羅心裡不安，就往馬

其頓去（林後 2：12-13）。這時，保羅遇到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

（林後 7：5）。幸好，提多及時出現，帶來哥林多教會的好消息，保羅
心裡很得安慰，就再寫哥林多後書，交由提多帶給教會。  

三、內容概要 

本書較多表露個人的情懷，較少系統化的教導，所以結構不如前
書之分明；但從本書可以看見一個神僕人的典範。 

保羅首先對自己行為有所解釋，使信徒明白他的愛心；然後用不

少篇幅談論他作為神的僕人具有的地位及心態。保羅由於認識自己職
分，就不喪膽，盼望將來的榮耀，并在各樣的事工上作眾人的榜樣。 

其次，保羅勸信徒要在財物上所捐獻，這是應該的且；要出於甘

心，不要勉強，這是蒙福的途徑。 
之後，保羅又針對教會中有少數人懷疑他的使徒身分，對他職分

作了辯護。他平時決不願自誇，此時為了教會的緣故稍為誇口，但從

誇口中我們所見的不是他的自高，而是他完全為主的情懷。 
本書中也具有一些教訓，如傳道事工的本質、死後的盼望，捐獻

的教訓等；但大部分內容都刻劃出服事主之人的典範，給我們清楚的

榜樣可以效法，是每一個有心服事主的人所當熟記的。 
四、本書的特殊要點 

1.保羅把他自己擺出來，但不是傳自己，仍是傳揚耶穌基督為主。

保羅在對抗那些「最大的使徒」向他權柄的挑戰時，讓我們看見他在
別處從未透露的內心深處的景況，以及他的生平和事奉中許多感人肺



 

 2

腑的事蹟。因此本書也是他書信中最不帶神學與教理，極具個人色彩

的一封，讓我們深深認識這位「在基督裏的人」。 
2.保羅的喜、怒、哀、樂在書中表露無遺，他的樣子也可以從本

書想像得到。他有時在喜樂的極峰，有時卻在憂傷的深谷；令我們明

白，即使堅強如保羅，也有他灰心失望的時刻。但叫我們鼓舞的是：
主基督總是給保羅足夠的力量，甚至連死亡都能勝過。 

3.這封信也讓我們看見保羅如何處理他與教會的關係。他愛他們

像父母疼愛自己的兒女。他管教、責備，為他們的爭吵、分裂痛心。
他關懷遠在耶路撒冷貧苦的聖徒，因此在外邦人的教會中籌募款項，

賙濟他們。這樣作，不只表明眾教會在基督裡的一體，也是把基督徒

彼此的相愛與關懷見諸實行。 
4.可以清楚看到保羅的敵人們的策略和言論。他們行事詭詐，裝

作基督使者的模樣，先博得信徒們的好感，然後佔領他們的心思。而

另一面處處中傷保羅，使信徒們對保羅的態度，從信任轉而懷疑，從
懷疑變鄙夷。 

 

林後第一章 1～24 
主題：問安與苦難 

一、保羅如何介紹自己給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保羅一開始就指出，他是「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穌」的「使

徒」。「使徒」字意是擁有差派令，前去完成差派者交付的任務。根據

保羅在徒 26：16~18 的見証，保羅作基督耶穌的使徒，是因為他擁有

耶穌基督的差派令：「我…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徒 26：16)；被派

往外邦人的地方完成傳福音的使命。 

保羅作使徒是「奉上帝旨意」作的。「奉上帝旨意」的意思包括

二方面：1.他的使徒身分是由上帝的旨意確立的，因此能夠肯定他

的，不是許多頭銜和大批的群眾，而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任務而受

的苦難；2.他的使徒職分是由上帝的旨意來定規，因此別人不監管，

他仍然殷勤去做，別人不贊成，他也不動搖。 

 

二、何謂恩惠與平安？ 

保羅不只稱哥林多教會為「上帝的教會」，稱哥林多信徒為「聖

徒」，他更祈願上帝的「恩惠」、「平安」歸與哥林多信徒。 

「恩惠」是指人不配得，但上帝卻給人的愛。哥林多教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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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重重的教會，實在不可愛，但上帝還是愛他們，這是恩惠。 

「平安」是指人與上帝、人與人間的和睦。哥林多教會是一個罪

惡重重又是一個結黨紛爭的教會，須要上帝的寬恕，也須要成就平安

的上帝賜給他們平安。 

以上讓我們看到哥林多信徒雖然傷害保羅，但保羅卻仍然深深關

愛他們，以他們為聖徒，希望他們得到上帝所賜的恩惠與平安。 

 

三、保羅在苦難中經歷的上帝是怎樣的一位上帝？ 

保羅能夠愛傷害他的哥林多信徒，因為他在苦難中經歷到上帝是

一位「發慈悲的父」，又是一位「賜各樣安慰的神」，更是一位「叫死

人復活的上帝」。 

第一、是「發慈悲的父」，「慈悲」指憐憫，「發慈悲的父」乃是

指上帝憐憫陷於苦境中的人，並且樂意拯救他們。 

第二、是「賜各樣安慰的上帝」，「安慰」有下列三個含義：1、

安慰；2、勸告；3、鼓勵。這個專門詞語在本節有特別的含義，乃指

上帝拯救保羅脫離在亞西亞所遭遇的極大苦難（林後 1：8-10），這

使脫離死亡的保羅大得安慰，大受鼓勵。這正是保羅在苦難中，經歷

了上帝安慰的意義。 

第三、是「使死人復活的上帝」，這位使死人復活的上帝，將保

羅從「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及「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的絕境

裡被拯救出來，使他肉身的生命如同經歷死裡復活一般，繼續存活下

去。這就是保羅在苦難中所經歷所認識的上帝。 

四、保羅以何種心態來看待他所遭遇的苦難？ 

保羅在 1：4 清楚指出，苦難的意義，在於以他在患難中用從上

帝所得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1.患難者得上帝的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

（4）。「安慰」指上帝藉著拯救我們脫離患難而使我們勇敢起來，或

者上帝與患難中的人同在而使受苦者重新得力(參考徒七 54~60)。這

力量能叫受苦者不再趴在地上自憐自怨；因為他看見在苦難中上帝的

足印，聽見祂的腳步聲，人知道自己並沒有被遺棄，上帝反倒比任何

時間更親近、更真實，他就能霍然站起，勉力向前，多走一步。 

2.得安慰者以上帝的安慰去安慰那遭患難的人：受患難者不能因

自己受的苦，就能叫別人得安慰；但可以藉由自己受苦而得安慰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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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人分享，叫別人同樣仰望那位賜各樣安慰的上帝，叫他們不致

在患難中絕望，反而得安慰。 

 

五、保羅怎麼看待自己因傳福音而受的苦難？ 

第一、保羅見證說「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

慰。」（5）這句話指出，能得上帝安慰的苦楚不是自己因罪而受的責

罰，而是跟隨基督、效法基督、傳揚基督而受的苦楚；這句話另方面

指出，我們既然所受的苦楚在性質上是屬於基督的苦楚，而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父神又是一位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3），我們就能

靠基督多得從慈悲的父而來的安慰。 

第二、保羅見證說因福音所受的苦難，可以使教會得安慰，「我

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

們得安慰。」（6）保羅為了基督到哥林多織帳棚傳福音，為的就是叫

哥林多人從上帝的福音裡得安慰得拯救；保羅在患難中得了上帝的安

慰，也是為了向哥林多人分享自己在受苦中得安慰的經驗，好叫哥林

多人能夠仰望那位賜各樣安慰的上帝，叫他們在患難中能夠經歷上帝

的安慰，進而也能去安慰患難中的人。 

 

六、保羅在亞西亞的苦難中經歷上帝的拯救後，帶出何種感想？ 

保羅在亞西亞的苦難中經歷上帝救他脫離那極大的死亡，不禁從

心裡湧出二項指望：一是上帝現在仍要救我們；再來是上帝將來還要

救我們。 

1.上帝現在仍要救我們（10）：上帝曾救保羅脫離在亞西亞那極

大的死亡，使保羅得到安慰。這安慰使保羅如今在哥林多所受的苦難

中，力上加力，勇氣倍增。換句話說，他被在亞西亞蒙上帝拯救的經

歷所說服，深信上帝必救他脫離現今在哥林多所受的傷害，也就是

說，哥林多人至終能明白，對保羅的誤解，且依著上帝的意思生出真

實的悔改，甚至長大成熟，能夠愛傷害他們的人。這是保羅因亞西亞

蒙神拯救後所生的第一項指望。 

2.上帝將來還要救我們（10）：保羅歷經上帝拯救他脫離亞西亞

苦難所生的第二項指望是「指望上帝將來還要救我們」。「指望」意思

是「堅決盼望」。保羅不只相信上帝要救他脫離現今在哥林多所遭遇

的苦難，他更是堅決相信，即使今後因傳揚福音而遭遇任何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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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也必然要拯救他。 

保羅以上二項指望一方面來自於他在亞西亞蒙上帝拯救脫離極大

苦難的經歷，另方面則有賴許多人背後的代禱。因此他邀請哥林多信

徒以禱告來支持他和他的同工，好叫他們在傳福音的事工上不論遇到

什麼苦難，都蒙上帝拯救；不只福音得以傳開，為保羅及他的同工代

禱的人，也因著保羅脫離苦難，廣傳福音而向上帝感恩。 

 

七、根據林後 1：1-11 節，我們看到苦難使保羅在「對上帝」、「對

己」、「對人」的關係上，有什麼樣的認知？ 

1.「對上帝」的關係：苦難使保羅認識到上帝是「使死人復活的

上帝」，祂能拯救人脫離那拯大的死亡；是一切慈愛與安慰的源頭。 

2.「對己」的關係：苦難使保羅從基督論的角度來看自己因傳福

音所受的苦楚。首先，他看自己身受的苦楚為「基督的苦楚」；再

者，他看一切的苦楚與他作僕人的身分(使徒)是分不開的，他奉召作

使徒正是蒙召去受苦，不是奉召去享受權力和富貴。 

3.「對人」的關係：苦難使保羅從父母的心腸來看傷害他的哥林

多信徒。雖然哥林多信徒受假使徒的誘惑而曾叫保羅「心裡難過痛

苦，多多的流淚」（林後 2：4），但這些叫他心碎的哥林多人不是他

的仇敵，他們一切不友善的行動，只是兒女成長過程中不成熟的表

現，就像不懂事的孩子對父母造成的傷害，但孩子從未真正把父母當

仇敵。父母雖受傷害，但仍然愛孩子。保羅與哥林多信徒的關係既是

屬靈父子的關係，哥林多信徒雖然傷害保羅，保羅仍然愛他們。 

 

八、保羅如何向哥林多教會的信徒表達他在世行事為人的原則？ 

保羅向哥林多人指出他在世行事為人的原則，就是以良心作為行

事的見證。如何見証呢？ 

第一，他指出他的良心是以「上帝的聖潔和誠實」為基礎的。

「誠實」原文有動機純正之意，即是絕不裝模作樣。保羅的所有一切

行動，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經得起日光照射的考驗，沒有可隱藏的

事。 

第二，他接著指出他的良心的準則是來自「上帝的恩典」，而非

「靠人的聰明」。「人的聰明」指屬世的方法、機巧、手段、智慧。在

上帝的家服事，不是靠人的手段、聰明能作得更好，而是在乎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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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旨意。在保羅看來，是上帝的恩典使他能夠從事使徒的工作，

而非人的聰明。基於以上原則，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是問心無愧

的。 

 

九、保羅因為變更探訪哥林多教會的行程，引致哥林多信徒什麼樣的

誤會？ 

面對保羅將一個較長的停留改為只是短暫的路過；且沒有按照先

前的應許，由馬其頓返回哥林多，與他們同住；哥林多信徒對此提出

兩方面的質疑：  

第一、質疑保羅沒有使徒的資格：哥林多信徒因保羅更改行程而

質疑保羅在行事為人上是個「忽是忽非，反覆無常」的人，因而保羅

沒有作使徒的資格。 

第二、質疑保羅所傳福音的可信性：若保羅的人是「忽是忽

非」，則他所傳的道便不可信。可見那些質疑保羅沒有使徒資格的哥

林多人，也質疑保羅所傳福音的真確性、可信性。 

 

十、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質疑做出什麼樣的回應？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質疑在 18-24 的經文中做出兩方面的回應： 

回應一：保羅在 18-20 的經文以兩方面指出，首先上帝的道是真

實的：保羅起誓說，他、西拉和提摩太，向哥林多人所傳的道，並沒

有「是而又非」。在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裡，絕對是可信的，且永遠

都是「是」的。再來上帝的應許是真實的：「上帝的應許」指上帝任

何的宣告、應允、誓約，當然包括「信子的人有永生」(約 3：36)；

無論上帝的應許有多少，在基督裡都是簽上名，被肯定，是必然會成

就的。 

回應二：保羅在 23-24 的經文指出，他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

寬容你們。什麼是「寬容你們」呢？根據林後 2：5-8，顯然保羅到

哥林多教會，教會有人叫保羅憂愁，因此保羅在林後 2：1-2 說，他

若再去哥林多，必須是哥林多人解決了他們的問題，這樣的相會對大

家才有益處。所以保羅希望藉由改變行程，使教會有充分的時間，按

著真理，處理令人憂愁的事，這樣弟兄姊妹的信心必定成長、堅強，

同時也得著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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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領受保羅所傳講福音的信徒有什麼樣的保證？ 

領受上帝福音的信徒有四重保証： 

1.上帝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堅固」一詞含有「保證」的意思。

這詞是商業及法律上的用語，表示文件上所寫的，保證兌現。因此

「上帝在基督裡堅固我們」，指上帝在基督裡所有應許，保證兌現。 

2.上帝在基督裡膏我們：「上帝在基督裡膏我們」指我們都從主

領受了恩膏，也就是聖靈在信徒中的工作（約壹 2：20、27），這恩

膏常存在我們心裡，教訓我們明白真理，使我們明白上帝的兒子耶穌

基督的福音和上帝的應許都是真的，這恩膏保證相信福音的人必然得

救。 

3.上帝用印印了我們：上帝所用的「印」就是聖靈。「印」具有

保證、保障的意義。「印」也含有主權和所屬的意思。上帝用印

「印」了我們，指基督徒蒙上帝以聖靈蓋上祂的印鑑，表明基督徒是

屬於上帝，也為上帝所保護和保證的。 

4.上帝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憑據」指抵押品或定金，作

為以後要付款項的保證。「上帝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指上帝賜

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我們得救的「頭期款」，使我們重生，保證將來完

全的得救（成聖及身體復活得榮耀）。 

以上提醒我們，耶穌是我們支取上帝的應許，領受上帝祝福的管

道。只要我們真心信靠祂，就能領受從上帝而來的祝福與豐富。不但

如此，上帝更在基督裡給予我們完全的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