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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器中的寶貝：從哥林多後書看主工人的靈命 

《從靈說起：正道福音神學院二十五週年文集》 

柴子高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林後 4:5） 

前言 

    當我們思想有關靈命的課題時，想到的是個人與神的關係，透過每日親近

神，與主同行。透過閱讀聖經，用神的話語來光照與修剪自己的生命，藉著禱

告與聖靈的幫助，使我們的生命更加像耶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與主的關

係是靈命的中心與基礎。主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枝子必須連結於葡萄樹，

才能多結果子。基督徒需要連於主，才能結出聖靈的果子（加 5:22-23）。如果

從此角度來看，哥林多後書這卷書似乎並不像是談論「靈命」這個主題的書。 

    然而，靈命的具體呈現在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中。靈命表現在一個人的待人

處事，對人有合宜的態度與行為。曾聽見也看見有些基督徒，他們自稱與神有

美好關係，然而遺憾的是，在生活中，看不出與「靈命」相稱的果子。主耶穌

時代的法利賽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沒有好樹結壞果子，也沒有壞樹結好

果子。凡樹木看果子，就可以認出它來。」（路 6:43）靈命的源頭，是我們在

獨處中與神的關係。然而靈命的呈現卻不是在內室，而是在群體中，在生活與

服事中。特別是一個人面對他人不公平的對待與誤解時，他回應的態度，這些

生活與服事的實況是一個人靈命的溫度計。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那麼哥林多

後書可說是一個非常合適的靈命實踐教材。新約學者陳濟民博士對於哥林多後

書有如此的看法與評價： 

筆者個⼈深⼊研讀哥林多後書之後，發現它不僅談到事奉的問題，更

處理⼈⽣苦難的問題和教會事⼯中的⼈際關係，其中有⼈際間的挑撥

離間、誤解與傷害，卻也有⼈間的溫暖和神的恩典。… 筆者⾃⼰也從

書信中發現與主同死同活這寶貴的真理⼀點都不「神秘」，也不是空

洞的理論觀念，⽽是與信徒今世的⽣活與事奉⽣涯息息相關，可以在

⽣活中落實和體驗。…在教會中，我們著重靈命；在事奉中，我們強

調事奉者這個「⼈」的重要，卻也處處發現最令⼈頭痛的是⼈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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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從保羅給哥林多信徒的這封書信，相信我們都可以在這些關⼼的

課題上有所學習。1 

    相較於保羅其他的書信，哥林多後書是表達保羅事奉心路歷程 深刻的一

卷書。保羅書信中通常具有豐富的神學教義，保羅藉書信堅固工場上建立的教

會，幫助他們認識真理並防範異端。例如歌羅西書談比較多的基督論，羅馬書

與加拉太書闡明因信稱義等救恩論議題，以弗所則提到教會論。相較之下，哥

林多後書似乎沒有處理特殊神學教義問題，也因此較少受到關注。 

    當時哥林多教會，有一些所謂的假使徒（11:13）2，誇口擁有超然經歷，

然而所傳福音有所偏差（11:4）。他們甚至貶低保羅，使教會一些人質疑保羅

的權柄，甚至懷疑對於保羅所傳的福音。保羅為了避免教會被錯誤教訓誘惑，

偏離基督的福音，遂以此書信回應哥林多教會對他的質疑，當中闡明他的事奉

理念，對於他身為主工人身分的自我認知，是有寶貝在瓦器中，在軟弱中經歷

神恩，為福音及服事的對象甘願為僕。因此保羅的哥林多後書特別適合參與服

事的同工與領袖來閱讀及思想。本文從哥林多後書中，歸納主工人如何在實際

的事奉中，教會內的人際關係，問題與衝突的處理上，活出真實的靈命。本文

所用「主工人」一詞，並不僅限定於全職的教牧同工，也包含教會的信徒領

袖。 

品格純全的工人 

      在今天有關組織及領導理論的論述中，所描述的領袖，通常強調管理與領

導能力的部分。聖經當中，固然也非常重視領袖的恩賜，但卻看重品格的整全

(integrity)，而品格正是靈命的具體呈現。保羅在許多的事上謹慎自己的言行，

以作信徒的榜樣。他自許「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

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6:3-4) 我們要從保羅在言行一致以及

金錢處理的層面，來學習他具體在生活與服事中活出主工人應有的品格與靈

命。 

具有誠信的人     

    林後第一章，保羅向哥林多教會解釋，他為何改變原先要到訪哥林多教會

的計劃，說明他改變計劃的原因。保羅在上一次緊急訪問哥林多，當時他向當

地信徒表示，他將很快再回到他們當中。但是由於情勢改變，他決定不在旅途

起初，而是終點，才到他們那裡。3 乍看起來，這個改變似乎不是很嚴重的

 
1 陳濟民，《哥林多後書：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03)，iii-iv。 
2 本文所引用的經文，除特別註明，均出自於和合本的哥林多後書，故之後引用哥林
多後書的經文皆省略聖經的卷名。 
3 巴尼特 (Paul Barnett) 著，《聖經信息系列：哥林多後書》，呂妙芬譯（台北：校

園，1999），13。 另見：德席爾瓦 (David a. deSilva)，《21 世紀基督教新約導論》，

紀榮智與李望遠譯 (台北:校園，2013)，66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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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然而當時哥林多教會的一些人，質疑保羅的誠信，甚至質疑他所傳福音的

可靠性。4 保羅解釋說明行事為人的原則：「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見證

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

是這樣。」(1:12) 強調他的行事為人是憑著神的聖潔與誠實(1:12)，不是反覆不

定（1:17）。所傳的福音的核心—耶穌基督，在他只有一是(1:19)。「神的應

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也是實在的」(1: 20)。保羅因

為上次到訪時有一個不愉快的經驗，讓保羅及哥林多信徒都陷入憂愁。保羅希

望他再次到訪哥林多教會時，「必須大家沒有憂愁」(2:3)。保羅的遲延不是反

覆的結果，而是仔細考慮後所做的決定，即使可能因此遭到質疑。5 保羅決策

背後的動機，乃是希望教會得益處，延後到訪，好讓聖靈在人心中動工。 

主工人需要言行一致，因為我們如果言行不一致，連帶地，我們口中所傳

的福音信息的真實可靠性，也容易被人質疑。在實際的教會生活中，我們對於

已經承諾的事，只要不違背聖經原則，都應該言出必行，盡力去兌現承諾。如

果因為一些困難，使我們無法實現約定，就要主動地向當事人解釋清楚，取得

對方的諒解。《西敏斯特大要理問答》第 144 條當中有一段話是：「要關心和

愛惜個人的良好聲譽，在需要的時候捍衛它。」6有時候我們被人誤會，覺得公

道自在人心，只要神知道就好，不需要去解釋。但可能撒但利用一些小誤會與

小嫌隙，破壞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甚至損害我們的誠信。因此，求主賜給我

們智慧，利用適當的機會向人解釋清楚。 

保羅強調他傳道的內容也是誠實的，「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

道；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2:17)，「乃將那些暗

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

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4:2) 我們在教會中承擔教導的人，要常常省察

自己的教導，不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利益，而是要忠誠的宣講主的道。 

謹慎處理金錢  

    主的工人除了言行有一致性，也應該在金錢的處理上謹慎。哥林多後書第

八章，保羅鼓勵哥林多教會參與為耶路撒冷教會捐獻的計畫。當時，因為耶路

撒冷遭遇大饑荒，當地的信徒生活困苦。保羅希望其他的教會，能夠對耶路撒

冷教會伸出援手，於是主動承擔起募款的責任。保羅除了從聖經的原則，像哥

林多信徒闡明管家的職分，以耶穌基督的榜樣來激勵信徒，「他本來富足，卻

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8:9) 除此之外，保羅

也清楚地交代，他在處理這些眾教會捐輸的原則與作法。「這就免得有人因我

們收的捐銀很多，就挑我們的不是。我們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

在人面前也是這樣。」(8:20-21)在實際的安排上，保羅也妥善安排收捐獻的人

選。除了提多以外，還有兩位兄弟和他同去，其中一位「這人在福音上得了眾

 
4 陳濟民，《哥林多後書》，74-75。 
5 巴尼特，《聖經信息系列：哥林多後書》，52。 
6 《西敏斯特大要理問答》摘錄自《研讀版聖經—新譯本》附錄 (台北：環球聖經公
會，2008)，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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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稱讚。」(8:18) 另一位弟兄，「這人的熱心，我們在許多事上屢次試驗

過。」(8:22) 表示這人不是初入教的，也曾經在其他的事上表現忠心，而被保

羅選派作為收捐獻的職責。改教家加爾文解釋這段經文時提到： 

真的，⼀個⼈要⾸先留意作個好⼈。這不僅指外表要有表現，更是指

內⼼正直。跟著，他要留意讓那些與他來往的⼈對⾃⼰有這樣的認

識…奧古斯丁說:「⼀個不顧名譽的⼈是個殘酷的⼈，因為我們在神⾯

前有正確的良⼼，並不等於說在鄰舍⾯前不需要名譽。」7 

    曾聽聞某間教會的牧者，私下動用教會的奉獻去投資，結果造成重大虧

損。當教會沒有妥善管理會友的奉獻，不但使得弟兄姊妹辛苦奉獻的金錢損

失、打擊會友們奉獻的意願，也影響原來聖工的推動。如果主的工人在金錢上

處理不慎，容易讓人質疑他的誠信，影響別人對他的領導的威信與尊重。保羅

妥善處理金錢的榜樣與原則，值得我們借鏡。 

心中有愛的僕人 

    一個服事主的人，心中應當有愛，以愛心來服事人，而這愛是從主而來。

主的愛也是服事動力的源頭，有主的愛激勵，面對困難與挫折可以忍耐，面對

他人誤解能夠忍受。有主愛的激勵，才能夠以他人得著福音的好處，而甘願成

為別人僕人。 

被主愛所激勵 

    保羅服事的動力是從主的愛而來。他在大馬色的路上蒙主的光照，從逼迫

基督徒的人成為傳揚基督的人。他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5:14)。因

為主替我們死，我們也應為主而活。「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

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5:15)主耶穌本是無罪的，卻為了

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我們因著主耶穌成為新人，「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

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5:17) 也因主耶穌所流的寶血，我們

得神稱義，「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

義。」(5:21) 

    既然神這樣愛我們，為我們捨己，當我們領受恩典之後，要如何回應呢？

基本的，就是不徒受恩典。「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

典。」(6:1) 積極方面，是要得主的喜悅。「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

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5:9) 具體的行動，就是成為恩典流通的

導管，成為使人與神和好的使者。「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

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5:18)  

 
7 陳濟民，《哥林多後書》，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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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願成為僕人 

    保羅的生活與服事，可說是建立在對主愛的回應。保羅服事的動力由此而

來，因此他常能以感恩與樂意的心來服事，並且在環境不順利下仍能服事下

去。客觀來說，哥林多教會在某些時候並不是很可愛，他們喜好比較誰的恩賜

大，甚至還懷疑保羅的權柄。但是保羅為了主的緣故，能夠放下自己的好惡，

能寬容他們的誤會，用主的愛去服事那些不可愛的人。 

    保羅用為父的心，以及基督的愛去愛教會，哥林多後書在字裡行間流露出

保羅對教會真摯之情，這在其他保羅書信中是非常少見的。「我先前心裏難過

痛苦，多多地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我格外地

疼愛你們。」(2:4) 即使哥林多教會的人惹保羅生氣，保羅還是把他們當作兒女

一樣看待。「因我所求的是你們，不是你們的財物。兒女不該為父母積財，父

母該為兒女積財。」(12:14) 保羅為了使人得著福音的好處，願意謙卑捨己，成

為他服事對象的僕人。「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耶穌基督為主，並且自己

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4:5） 

    今天教會裡面，非常需要有像保羅這樣的僕人領袖。願意作信徒屬靈的父

母，為主以及福音的緣故甘願為僕。今天教會裡面，常看到的是一些服事者好

像是被教會聘請的 CEO，以對價關係完成服事的責任。但總覺得缺少一份歡喜

作、甘願受的愛與情誼。主耶穌也告訴門徒，「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

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

命作多人的贖價。」(可 10:44-45) 在標榜領導管理技巧的今天，主彎下腰為門

徒洗腳的榜樣，仍然是歷久不變的僕人領導原則，服事主的人必須謹記，「無

論我們的管理工具多麼強而有力，終究不能取代毛巾與臉盆的力量。」8 當

然，人的愛是何等有限的，遇到可愛的人，我們容易愛，但遇到不可愛的人，

我們仍然要去愛。所以，主的工人需要常領受主愛，被主愛充滿，才能分享主

愛。 

常常倚靠主的人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多次提到他的服事，不是憑著自己，乃是倚靠神。

人容易誇耀自己，將服事果效歸因於自己的恩賜與努力，保羅卻很清楚這都出

於神的恩典。也是因為聖靈在教會裡運行，在人的心中動工，才能攻破人心中

堅固的營壘，人才會悔改歸向主。 

倚靠主服事 

    當時的哥林多教會，另有一些外面來的人，他們拿著他人所寫的推薦信來

到哥林多教會服事。相較之下，保羅並沒有人為他寫推薦信。其他人以此來批

評保羅，質疑保羅的權柄。保羅說明，他來到哥林多教會的事奉，並不需要推

薦信，因為哥林多教會本來就是保羅傳福音結的果子。「我們並非過了自己的

 
8 蕭卻克 (Shawchuck) 和休瑟 (Heuser)，《治理事的：一種系統思考的教會管理以服

務會眾》(台北:華神，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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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好像搆不到你們那裏；因為我們早就到你們那裏，傳了基督的福音。」

(10:14)。保羅指出，他的推薦信是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你們就是我們的薦

信，寫在我們的心裏，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3:2) 但信徒這封薦信，也是

聖靈所寫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3:3)。 

    保羅清楚服事能力與果效來自於主，「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3:5）若沒有主的恩典，人的服事是不完全

的，我們會犯不少的錯誤。如果不是神的憐憫，我們或許早就服事不下去。若

不是聖靈在我們服事的對象心中工作，人也很難改變，我們辛苦服事，也不一

定看到果效。所以，當我們服事看到一些果效，例如信徒生命改變，教會人數

增長，我們需要感謝主，也要將一切的榮耀歸給主，知道這是信實的主，願意

使用不完美的我們，讓我們可以參與在事工當中。神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禱告，應當成為我們服事主的人的禱告。 

主啊，我不會對祢說：｢請祢不要輕看我的⼯作。｣雖然我⽤我的⼯

作、⼿、腳、⼼志去尋求祢，⽽且我尋到祢，但我不會稱讚我⼿中的

⼯作。因為我⼿中的⼯作不管有多麼好，只要被祢⼀鑒察，就會看到

裡⾯有許多的錯誤與罪惡。我向祢禱告祈求的，不是｢不要輕看我⼿中

的⼯作｣，⽽是｢神啊!不要輕看祢⼿中的⼯作｣。我所作的⼀切，求祢在

其中看到祢的⼯作。如果祢看到我的⼯作，祢只會看到不完全、該被

定罪。如果祢看到祢⾃⼰的⼯作，祢就加上榮耀。9 

倚靠主爭戰 

    保羅面對一些人心裏剛硬與不願悔改，他知道這不是單靠他自己的力量，

就能夠帶來改變。而且重點不是哥林多人是否順服保羅，而是他們是否願意順

服基督。保羅知道他不是與哥林多人爭戰，乃是與空中掌權的惡者爭戰。是惡

者攔阻人認識神。保羅知道這是一場屬靈爭戰，就知道爭戰的兵器不是靠人的

血氣，乃要倚靠聖靈的能力。「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

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

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10:4-5) 

    教會在推動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要做重大的決定時，要更多尋求主的帶

領。像是人事的聘用，例如聘牧、推舉長老或執事，或者是推動建堂或購堂，

同工之間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一方面需要有足夠的時間，讓同工有表達及溝

通的機會。如果缺乏溝通，容易造成同工關係緊張，也容易讓撒但有機可乘，

製造教會分裂。除了要有溝通討論，更重要的是要更多的禱告，來尋求主的引

導，求主賜眾人願意順服主的心，就比較能夠產生合一的共識。曾經聽聞有間

獨立教會，當中的一位領袖希望加入某個教派，但是另有一些領袖有不同的看

 
9 引自康來昌，｢公平的恩典｣，《信友通訊》(台北：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信友堂，2010
年 2 月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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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因為溝通時間不足，也缺乏等候神更清楚的顯明心意，後來一位領袖帶

領一群弟兄姊妹離開教會。 

    筆者參與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的董事會，每當某個議案有相當不同的意見

時，院長劉富理牧師並不會堅持自己的意見，或是要求大家順服他，也不會立

刻以表決方式來決定。而是先放慢腳步，邀請董事們大家一起禱告，一起尋求

神的心意。使得推動事工與重大決策的同時，同工保持和諧與合一的關係，並

一起經歷神。 

靠主面對苦難 

 保羅的宣教服事中，經歷許多的困難與苦難，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保羅

提到他所經歷的苦難：  

被猶太⼈鞭打五次，每次四⼗減去⼀下；被棍打了三次；被⽯頭打了

⼀次，遇著船壞三次，⼀晝⼀夜在深海裏。⼜屢次⾏遠路，遭江河的

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

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

睡，⼜飢⼜渴，多次不得⾷，受寒冷，⾚⾝露體。除了這外⾯的事，

還有為眾教會掛⼼的事，天天壓在我⾝上。(11:24-27) 

 身處在能自由傳福音的地區，居住在生活機能便利的都市，我們不容易體

會保羅經歷這些苦難的實際感受。今天我們要前往外地去服事，因為便捷的交

通工具，我們能快速及安全抵達服事所在的地方。對於我們來說，保羅在哥林

多後書的描述，好像讀宣教士傳記中驚奇冒險的故事，但是感覺離我們很遙

遠。我們或許心中暗自慶幸，今天不需要面對保羅相同的困難。固然，我們不

需要故意去追求不必要的苦難，但是保羅這些苦難的經驗，能給予今天的服事

者甚麼提醒呢？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裡面，給我們看見苦難的一些正面價值。首先，苦難使

保羅經歷神的安慰與恩典。「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1:5) 再者，保羅視所受的苦難為神的美意，使我們能用主的安慰，去安慰遭同

樣患難的人。「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1:4) 此外，苦難讓保羅更認識自己的有限，反而

更多地倚靠神的能力。「我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

叫死人復活的神。」(1:8-9)對於保羅來說，苦難只是暫時的。「我們這至暫至

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4:17)  

 今天教會有個現象，就是我們把苦難當作奇怪的事。相較「苦難神學」，

大家更喜歡談「成功神學」。然而，服事主凡事亨通、不遭患難，並不是聖經

的普遍原則。保羅提醒我們，苦難使我們知道自己的不可靠，學習謙卑倚靠神

的恩典。此外，神允許我們經歷一些挫折與患難，讓我們對所服事的對象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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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筆者因為曾經經歷家人意外過世的事件，對於遭遇類似處境的人，有更

深刻的理解，也比較知道如何安慰及陪伴類似遭遇的人走過傷痛。盧雲神父在

《負傷的治療者》書中的一段話，或許可為此作好的註腳。「除了受苦的上帝

外，沒有他神可拯救我們；除了被世人的罪輾壓的人，沒有人可領導他的同

胞。」10 耶穌來到世界，親嘗人間苦難，祂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如何，我們

也如何，服事主的人應當效法主的腳蹤行。 

平凡人而非超人 

哥林多教會當時有一些外來的人，他們誇口自己的高超恩賜與特殊經歷。

並批評保羅「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10:10）當時的文化背景所推崇的是

一個人的樣貌、演說技巧以及從容閒適的態度。連保羅自己親手做工織帳篷，

沒有接受哥林多教會財物供應，在哥林多人眼中，保羅也是不符合期待的。

「在一個高度重視修辭和演說技巧的世代裡，對於那些受到理智主義和複雜言

論熏陶的希臘人而言，保羅這位織帳篷工人及其非專業的演說能力，必然顯得

格外不起眼。」11 保羅對於自己身為福音使者，基督僕人的觀點，與當時流行

觀點大相徑庭。今天服事主的工人，我們是迎合他人的期待，抑或我們是從主

的眼光來認識自己的身分，活的不卑不亢、理直氣壯，這正是保羅在哥林多後

書中所凸顯的信息重點。 

有寶貝的瓦器 

    在第四章中，保羅用寶貝與瓦器作對照。「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

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4:7）這寶貝就是「神榮耀的光

顯在基督的面上」（4:6），12 也可能是指聖靈的能力。13 保羅把自己比喻成

一個瓦器，這個瓦器是當時用銅板就可以買到的小油燈。14 瓦器不僅廉價，也

比陶器容易碎，故瓦器本身是沒甚麼可誇口的。若有能力從瓦器顯出來，那麼

這莫大的能力只會是出於神，而不是出於人自己。 

    相較於那些誇耀自己高層次宗教經驗的外來人士，保羅卻是真實的知道他

只是個平凡的瓦器，他會經歷困難與軟弱，會面對四面受敵，也會心裏作難的

人。然而在這樣的困難中，保羅加上四個「卻不」。「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

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

亡。」(4:8-9) 前面的四重困難，表明保羅是個瓦器，後面的四個「卻不」，則

表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在看似無助的情況中，保羅祈求主的幫助，體會

到神的大能。15 

 
10 盧雲 (Henri Nouwen)，《負傷的治療者：當代牧養事工的省思》，張小鳴譯（香港：基道，

1999），77。 
11 巴尼特，《聖經信息系列：哥林多後書》，13 。 
12 同上，106。 
13 陳濟民，《哥林多後書》，157。 
14 同上。 
15 巴尼特，《聖經信息系列：哥林多後書》，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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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天與一根刺 

    在第十二章 1~6 節，保羅提到他十四年前被提到三層天的經歷。可是到了

十二章第 7 節，保羅突然話鋒一轉，談到身上的一根刺。這一位被提到天上，

聽見奧祕事的使徒。神卻沒有按照他的禱告，挪去他身上的刺。保羅運用這樣

的對比來突顯他的軟弱，他似乎是在告訴哥林多人，一個人即使曾經擁有不平

凡的屬靈經歷，但回到現實生活中，他仍然需要面對身體上的軟弱。保羅可能

想要表達的是，這些假使徒說他們有不凡的宗教經歷，其實我也有，而且是真

實的，只是我並不想說。因為雖然這個被提的經歷是很偉大，但是比起神在我

這個的軟弱者身上所彰顯的能力，這個三層天的經歷，實在不值得一提。所

以，哥林多信徒要拿什麼標準來衡量一個使徒呢？不是看這個人是否有高超的

屬靈經歷，乃是要看一個跟我們同樣會軟弱的人，卻因著神的恩典，活出忠心

服事的生命。對保羅來說，身體的軟弱是經歷神的機會。「所以，我更喜歡誇

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

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12:9-10） 

  對我們服事主的人來說，超然的經驗，例如被提到天堂，這是求之不得

的，是神樂意給誰就給誰的。如果神給我們這樣的經驗，值得感謝，但不是拿

來炫耀誇口的。相對的，如果神沒有給我這些超然的經驗，也不必難過。然

而，有一種經驗，是我們都會經歷的，就是身體上的軟弱限制，心理情緒的低

潮。服事主的人不需要逃避這樣的感受，因為我們服事主的人，跟其他的弟兄

姊妹，也同為血肉之軀。我們可以學習保羅，以正面的態度來對待我們身體與

心理上的限制。當我們承認自己是平凡的人，也願意把這樣的感受帶到神的面

前，如同保羅一樣，在我們這瓦器身上，讓神莫大的能力內住，在我們的軟弱

之中，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除了把自己的軟弱帶到神的面前，在適當的場合與機會，我們也可以跟其

他人分享，請他們為我們代求。我想，當服事主的工人可以分享軟弱限制，對

教會的弟兄姊妹來說，也是一種釋放。讓他們知道不只有他們有軟弱，連主的

工人也會有軟弱。服事主的人要認知自己是一個平凡的器皿，知道我們的能力

從神而來，我們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敢於卸下超人的外衣。 

結論 

    本文透哥林多後書，看見保羅在實際的生活與服事中，在待人處事上呈現

一個主工人的品格與靈命。首先，他是品格純全的人。他在言行上具有一致

性，他會盡力維持他的誠信。因為保羅知道我們的言行的誠信，會影響他人對

我們所傳福音的信心程度。保羅在金錢管理上非常謹慎，特別是安排合適的人

選，妥善管理眾教會對耶路撒冷的捐獻。 

    保羅也是被主愛激勵的僕人，他的服事動力是回應主的愛。並且他以誠心

與愛人對待哥林多人，常流露為父的心腸，能夠饒恕原諒得罪他的人。 

    保羅是常常倚靠主的人。他知道他所能承擔的，都是出於神。若非主的恩

典，人的心不易改變，也不容易順服基督，他知道爭戰的兵器不是屬血氣，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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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倚靠神的能力。保羅也倚靠主來面對服事中的困難，視苦難為神的美意，使

他經歷神的安慰，並且能夠安慰遭同樣患難的人。 

    保羅認識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瓦器，身體有軟弱的人，他看自己合乎中

道，不扮演超人或是神的角色。然而，他卻在平凡軟弱中經歷神的能力的人。 

    但願我們可以從哥林多後書中，更多思想保羅的事奉態度與原則，以及作

為主工人應有的品格與靈命。也願我們倚靠主的恩典幫助，在生活與服事主

中，日日與主同行，完成主所託付我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