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城背景

哥林多城位於兩海之中：東為愛琴海（Aegean	Sea），有堅革裡（Cenchrea）為港口，西有愛奧尼亞
海（Ionian	Sea），有利赫烏門（Lechaeum）在哥林多灣上為港口，故有「兩海之城」的美譽。由於
哥林多城處於連接南北兩部的樽頸地帶上，所以希臘南北的交通都必須經過哥林多。不少商船為避

免繞過希臘兩極南端的馬里亞角（Cape	Malea），也直接取道哥林多轉運。哥林多城又是軍事上的
要塞，雖然在146B.C.亞該亞戰役（Achaean	War）中曾被羅馬大將Mummis破壞及毀滅，但在一個世
紀之後（A.D.44），凱撒大帝把它重建，成為羅馬的一個駐防城。	

哥林多以它的商業和財富聞名於世。各地的奢侈品－阿拉伯的香油，利比亞的象牙，巴比倫的地
毯，基利家的山羊皮，呂高尼的羊毛，弗呂家的奴僕－都以哥林多為轉口或出售地點。哥林多城有
「古代的虛榮市」和「希臘的逍遙遊樂場」之稱。哥林多雖不像雅典是座大學城，卻有典型的希臘
文化特徵，當地人醉心希臘哲學，對於智慧極為推崇。城內最少有十二座神廟，至於保羅時代是否

全部仍在使用，則不可確知，	但肉食市場上所賣的大都是祭過偶像的食物（比較林前八1，十20，
25）。這些神廟中最惡名昭彰的，是供奉愛神亞富羅底特女神的廟，內有廟妓的制度。離劇院以北
半公里，有一座醫藥神亞克裡比阿神廟，市中心有一座建於主前六世紀的亞波羅神廟，此外，猶太
人在城中也建有會堂。

哥林多是一個以淫亂放縱馳名的城市。有一個Korinthiazes-thai（哥林多式的生活）已成為希臘文字
的一部分，其意義為「嗜酒及不道德的放蕩生活」。在希臘的戲劇裡，如果有哥林多人出現在舞臺
上，他總是一個飲醉了的人。哥林多的名稱成為了淫亂生活的同義字。在哥林多城的亞克洛波利山

（Acropolis）上，有一座性愛女神亞富羅底特（Aphrodite）的大廟。廟內有近一千名女祭司，稱為
聖妓。每天晚上，她們從山上走到哥林多的街道，經營醜業，此外商賈水手從世界各地帶來了各種
形式的罪惡，因此哥林多不只成了「財富奢侈」、「嗜酒放蕩」的同義詞，也成了一個藏垢納污的

地方（比較林前六12-30）。由於哥林多城淫佚成風，希臘文「哥林多化」一詞，成為「放縱情欲」
之意。置身如此環境，難怪哥林多教會受許多問題所干擾。城中居民不少是義大利的退伍軍人及獲
釋之奴僕，也有希臘人和猶太人。當保羅來到哥林多時，城中已有五十多萬人口，其中三分之二是
奴僕。哥林多教會就是在這個罪惡混雜的環境中誕生。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的關係	

《訪問》 《書信》

1.	設立教會（A.D.50秋-52春）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時抵達，住了十八

個月（徒十八1-8）。	

2.	短暫的《痛苦訪問》	
從以弗所去，返回以弗所；在A.D.54夏

秋之間（林後二1；十二14、21；十三

1-2）。	
這是一次令大家憂愁的會面。反對保羅
的聲音仍是很強烈。那次到訪是一個徹
底的失敗。至少有一個敵對他的人用極

其侮辱的方式來攻擊他（林後二5-8、

10，七12）。更糟的是，福音工作面臨
嚴重的損害。他決定不立即回去，結果
又遭到指控，說他為人善變。輕易改變
原先的計畫。	

3. 末次訪問	
A.D.57冬，由馬其頓去（徒二十13），
住了三個月。保羅此時寫羅馬書（羅十

六23，林前一14）。

1.《先前的信》（林前五9-11）從以弗所送出，
已失去。也許哥林多信徒曾經寫信詢問保羅如何
執行教會紀律的問題，因此保羅便針對這問題作
出回復。但他們曲解了他的意思。	

2.	《哥林多前書》	
寫成於以弗所（林前十六8-9）。在A.D.54春（林

前五7-8；十六8），由三位哥林多教會代表司提

反、福徒拿都和亞該古（十六17）－不單帶來禮
物，還帶來教會的來信和口頭的彙報。結果驅使
保羅寫了哥林多前書讓他們帶回去（林前十六

12、17）。	

3.《嚴責的信》（林後二34、9；七8、12），保
羅寫了另一封信給他們，由以弗所送出，使者為

提多（林後二12-13；七5-16）。信中要求教會責
罰那個意圖不軌，惡意攻擊保羅的頭目（二

3-9，七8-12）。此時約為A.D.55春。已失存。	

4.《哥林多後書》	
保羅從提多的口中，聽到令人鼓舞的消息，此信

是由馬其頓發出（林後七5；八1-5；九1-4），此

時約A.D.55冬。第一至九章顯示他與哥林多信徒
緊張的關係終於得到緩和。



 

 

哥林多前書大綱 
 

保羅希望藉書信教導並改正教會的軟弱之處及行為上的錯誤，如紛爭（一 10，四

21）、淫亂（五章；六 12-20）、在外邦人面前彼此告狀（六 1-8） 、不按正意守聖餐

（十一 17-34）、有關復活的錯誤教導（十五章）；最後保羅亦指示如何為耶路撒冷窮困

信徒籌集捐款（十六 1-4）。 

 

哥林多前書和後書，都是「處境性書信」，它們是寫給特定的人物和因應具體的問題而

寫的。繼書信開首的序言或問安（一 1-3），及對上帝堅固哥林多信徒的感恩之後（一

4-9），保羅便著手處理哥林多教會出現的嚴重內部分裂，以及對基督徒領袖本質的根

本誤解這兩個問題（一 10-四 21）： 

 

一. 信徒分黨分派（一 10-四 21） 

哥林多信徒出現了分裂結黨的情況。每個黨派都認定自己屬於某位領袖，且揚言自己

所跟隨的領袖有高人一等的智慧（一 10-17）。保羅指出這情況的錯誤，接著他分述上

帝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一 18-二 16）。保羅再指出分黨分派使人變得不屬靈（三 1-4），

同時指出避免分黨分派的方法，首先藉兩個比喻——耕種（三 5-9上）和建造工程

（三 9下-15）——來強調領袖工作的根本性質是互補不足，傳道人不過是上帝的僕

人；各領袖都要為這些工作的品質向上帝交帳。然後後，保羅對一切破壞教會的人作

出警告（三 16-17）。他更在第四章深入分析傳道人跟信徒正確的關係。 

 

二. 信徒的道德操守（五 1-六 20） 

保羅針對時弊指出三個個案及其解決方法，三個個案分別是：有人跟繼母同居（五

章）、信徒彼此告狀（六 1-8）及有人跟妓女苟合（六 9-20）。 

 

自第七章起，保羅回應哥林多信徒在信上的提問，當中涉及四方面（七 1-十五 58）： 

1. 婚姻的問題（第七章）：包括已婚者禁慾（七 3-7）、未婚者和寡婦結婚（七 8-

9），已婚者可否離婚（七 10-16）及守獨身（七 25-40）。 

2. 吃祭過偶像的物（八 1-十一 1）：保羅把信徒能否吃祭偶像之物的問題，分三方面

來討論，包括在廟內吃祭過偶像之物（八 1-十 22）、吃在市面上買回來的食物（十 1-

22）及在朋友家中吃祭過偶像之物（十 27-十一 1）。 

3. 崇拜禮儀及秩序（十一 2-十一 34）：包括婦女應否蒙頭（十一 2-16）、主餐禮（十

一 17-34）、對比先知講道和說方言的價值（十二 1-十四 33）及婦女聚會的規矩（十四

34-36）。 

4. 死人復活（十五章）：保羅以基督復活（十五 12-28）、教會禮儀（十五 29）和自

己對死亡的態度（十五 30-32），證明人死後會復活；並分析人在復活時肉身經歷的改

變（十五 35-58）。 

5. 結語（十六 1-24）：保羅最後回答了一些關乎捐項的問題（十六 1-11），書信最後

以勸勉（十六 13-18）和問安（十六 19-24）作結。 

 

不論在教訓或勵志方面，此書信對現今的教會同樣能切中時弊。當日哥林多人的問題

與困擾還在纏繞著我們——諸如幼稚、不穩定、紛爭、嫉妒、爭訟、婚姻、淫亂、濫

用恩賜等問題。此書信雖然著重在討論種種問題，卻也蘊藏著全本聖經中最令人愛不

釋手，且是家喻戶曉的兩章經文——十三章（論愛）及十五章（論復活）。 

 



 

 

全書大綱 

一. 開首語（一 1-9） 

二. 針對哥林多教會而有的勸勉 

 a）信徒分黨分派（一 10-四 21） 

 b）信徒的道德操守（五-六章） 

三. 回應哥林多信徒信上的問題 

 a）婚姻（七章） 

 b）吃祭過偶像的物（八 1-十一 1） 

 c）崇拜禮儀及秩序（十一 2-十一 34） 

 d）方言（十二 1-十四 33） 

 e）婦女聚會的規矩（十四 34-36） 

 f）死人復活（十五章） 

四. 結語（十六章） 



哥林多後書大綱


由林前十六5-8看來，哥林多前書是在A.D. 54年，寫於以弗所。而哥林多後書則稍後於A.D. 55年冬
寫成。林後二13；七5顯示，本書寫於馬其頓。傳統一致肯定本書的統一性（如初期教父所知道的哥
林多後書與現存之形式相同）。所有早期的希臘文抄本都沒有把本書分割。


哥林多教會內的假師傅攻擊保羅個人的品格及他作使徒的權柄。保羅勸勉哥林多信徒，應回想他在
他們當中時，生活是何等正直，他所傳改造生命的救恩資訊，是何等真實。保羅也敦促他們，為他
即將前來的探訪作好準備，籌足他們一年前已開始收集的捐項，並且處置他們當中的滋事分子。


全書大綱

A.	 問安與感恩（一1-11）

B.	 澄清誤會（一12-二11）

C.	 確立使徒的權柄（二12-六10）

D.	 重建關係（六11-七16）

E.	 教導捐輸（八至九章）

F.	 為使徒身份辯護（十1-十二13）

G.	 再次重訪哥林多教會（十二14-十三10）

H.	 結束問安（十三11-13）


哥林多前、後書的貢獻

1.	 保羅的建樹


■ 保羅熱切地建立了一套塑造基督徒道德，基督徒的人生優先秩序和基督徒心態的十字架神
學。


■ 保羅就是與所有試圖巧妙地只籠統承認基督教信仰，卻保留屬世那種自我抬舉的價值觀的
基督徒對立。


■ 十字架不單使我們稱義，它還教導我們如何生與如何死；怎樣作領導與怎樣去跟隨，如何
愛與怎樣事奉。


2.	 教會論

林前的貢獻是教會論，包括教會的本質、合一性、多元性、特性、品格，彼此相依和紀律等方
面。


3.	 彰顯神大能的基礎

這兩封書信對信徒的傲慢自大、自我抬舉、自誇和自信作出了最強而有力的斥責。反過來說，
它們以現身說法方式描繪基督徒的生命和見證，強調信徒的事奉、捨己、聖潔和軟弱，才是神
彰顯他的大能的基礎。


4.	 愛的重要性

保羅強調愛是所有基督徒都必須追求的《更高的道路》（林前十二31-十三13），也許是當中
教導的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