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後書提要 
 

壹、作者 

使徒保羅(參一 1；十 1)。根據聖經的記載，保羅原名掃羅(徒十三 9)，系以色列人，屬便雅憫支派(羅十

一 1)；按血統而言，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腓三 5)。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數，在名師迦瑪列門下，

按嚴緊的猶太律法受教(徒廿二 3)。後來成為猶太教中最嚴緊的法利賽人(徒廿六 5)，為祖宗的律法大發

熱心，逼迫教會(腓三 6)；然而這是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時候所作的(提前一 13)。有一天，當他要去大馬

色捉拿信主的人們時，蒙主耶穌在路上向他顯現(徒九 1~5)。從此，他便成了基督徒，並奉召成為使徒
(羅一 1)，主要以外邦人為傳揚福音的對象(加二 8)。先後至少寫了十三封新約書信，是基督教真理的主

要詮釋者。 
  

貳、寫作時地 

約在主後五十七年寫於馬其頓的腓立比(參二 13；七 5)。本書不但說保羅自己在馬其頓時的光景，也對

哥林多教會講到馬其頓眾教會的光景(八 1~5)。哥林多後書距前書至少有一年(參九 2)，可能保羅夏天去

特羅亞(參二 12)，冬天或翌年春天到馬其頓(參二 13)，之後再到哥林多。 
  

叁、本書受者 

在哥林多的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一 1)。保羅在到達以弗所之前，曾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個

月(徒十八 11，18~19)。哥林多教會應是那一段期間，由保羅所建立的。他曾偕同亞居拉、百基拉、西

拉和提摩太等位同工，在那裏傳揚福音，竭力作工(徒十八 2，5)。哥林多城位於希臘南部，雅典以西，

位於羅馬與東方交通往來的要道上，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商業中心城市。哥林多向以廟寺聞名，以供奉

希臘美與性的女神維納斯最為有名。由於哥林多人的宗教信仰腐敗，故這城也以不道德聞名於世。人們

常以『哥林多化』一詞，作為生活墮落與腐敗的代號。 
  

肆、寫本書的動機 

欲知保羅寫本書的動機，便須先知道本書的背景。當保羅還在以弗所時就為哥林多教會極其掛心，寫了

《哥林多前書》之後不久，先差遣年輕的同工提摩太去幫助他們(參林前十六 10)，可能哥林多信徒對待

提摩太不太客氣，於是保羅決定親自再去哥林多一趟(參十二 14，這裏的『第三次』暗示他曾經第二次

去過哥林多)，但結果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因此應許不久再去(參二 1)。到了以弗所，保羅就寫了一封

措辭嚴厲、卻多多流淚的信打發提多送去(參二 3~4)，可惜這封書信已經失傳。不久以弗所大亂，保羅

幾乎喪命，他便離開那裏，但未去亞該亞，可能因考慮到哥林多信徒在未改變對他的態度之前，去訪問

他們恐於事無補，所以在特羅亞等候提多，既不見提多回來，就去馬其頓的腓立比(參二 12~13)，那裏

教會雖好，但保羅因不曉得哥林多信徒對那封『流淚信』的反應如何，仍是內心不安，直到提多來了，

才得了安慰(參七 7)。提多回報的大致是好消息，就是大部分人聽從保羅的勸告就悔改了。但仍有缺點，

還有人對保羅說要去卻未去，而認為他反復不定(一 17)，其實保羅是為要寬容他們(一 23)；他們對待犯

罪的人太嚴厲，不知赦免(二 6~7)；對一些假使徒的認識還不夠清楚(三 1；五 12)；對偽師未劃清界限

(六 14~16)；一部分不順服的人還在造謠譭謗保羅；有人以為保羅憑血氣行事(十 2)；有人自信屬基督，

說保羅對基督的關係很少(十 7)；有人說保羅寫信威嚇他們，其實保羅是算不得甚麼；又說保羅的氣貌、

言語都不及其他使徒(十 10~11)；也有人說保羅詭詐，用心計牢籠他們(十二 16)，不承認保羅所得啟示，

不相信基督在他裏頭說話(十三 3)等等。綜合上述的背景，我們得出保羅寫本書的動機如下：(一)解釋應

許去而未去的緣故。(二)解釋自己行事為人並事奉的原則。(三)勸勉哥林多信徒要認清假使徒並要與他

們分別。(四)勸勉哥林多信徒要赦免知錯悔改的人。(五)勸勉哥林多信徒要參與濟助耶路撒冷貧窮聖徒

的事。(六)以各種憑據表明自己確實是基督的使徒，擁有使徒的權柄。(七)叫那些不順服的人悔改，以

免保羅第三次去用權柄待他們。 
  

伍、本書的重要性 《哥林多後書》雖然是一本抒發個人情緒的書信，但信中卻含有許多重要的真理和

榜樣，不但在神學上具有相當的價值，且給主的僕人們和一切基督徒留下了事奉主並行事為人的基要原



則：(一)對三一神的本質、特性、心意和工作有極清楚的啟示(參一10，18~22；四6；五18~21等)。(二)

對新約的特點和超越性提供吾人可資窺探的櫥窗(參三章)。(三)對肉身和靈性的輕重、相對與相關性也

給我們清楚的指引(參四 7~五 10) (四)對神工人的職責、行事原則與該有的存心留下了很好的榜樣和說

明(參五 11~七 16；十 1~十一 12；十二 6，13~21；十三 1~10)。(五)對財物奉獻和教會對款項的處理之

道也提供了屬靈的原則(參八至九章)。(六)對使徒的憑據、權柄和運用權柄的原則也留下了很好的榜樣

(參十一 23~十三 10)。 

  

陸、主旨要義 

基督和十字架乃是新約執事的經歷和他的職事。保羅在前書是以基督和十字架來對付教會中一切難處，

在後書中他就以本身的經歷見證說，他自己也是如何的活在基督和十字架的實際中。他之能成為神新約

之下的一個執事，以及他能在神面前領受一份榮耀的職事，都是在於基督和十字架在他身上深深的作工、

破碎和組織。所以我們從《林前》、《林後》二書合起來看就可以知道，這位神偉大的僕人，他所作的

和所是的，乃是一致的，都是那一位釘十字架的基督。 

  
柒、本書的特點 

本書的特點如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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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羅的喜、怒、哀、樂如同畫在我們眼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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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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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一體，也是把基督徒彼此的相愛與關懷見諸實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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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備

而被沿用的祝福詞(十三 14)。 

  
捌、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 

《哥林多前書》是使徒的辯論、指責和定罪，使受攪擾並迷惑的哥林多信徒轉向並注重基督；《哥林多

後書》是使徒的見證、安慰和鼓勵，帶領哥林多信徒經歷並享受基督。因此，後書比前書更重經歷，更

主觀且更深入。茲將前後兩書的主要相異點列述如下：(一)前書對付教會中的各種問題；後書對付信徒

內心的各種問題。(二)前書對付信徒對恩賜的誤解與誤用；後書對付信徒對職事的無知與誤會。(四)前

書說明基督徒真愛的道理和原則；後書表達基督徒真愛的榜樣和實行。(五)前書重在解決信徒與信徒之

間的問題；後書重在解決信徒與工人之間的問題。 

  
玖、鑰節 

「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祂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靈。」(三

5~6 原文)「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身上常帶著

耶穌的殺死(原文)，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四 7~10)「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像神藉我

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五 20) 
  

拾、鑰字 

「安慰」「誇」「自誇」「職事」或「職分」   

 
── 摘錄自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哥林多後書註解 https://www.ccbiblestud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