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                                 【組員本】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講到屬靈的恩賜，十四章講到恩賜的運用，中間插入十三章，闡明愛乃是運用

一切恩賜「最妙的道路」。第十三章的內容非常簡單，然而「愛」卻不容易說明。哥林多教會自覺有包

容和忍耐，然而他們對愛存著錯誤的觀念，因而對罪包容，以致信徒放縱情慾，偏離正道，因此保羅向

哥林多教會指出何謂「真正的愛」。 

 

【問題討論】 

1. 請讀「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

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

不得什麼。我若將所有的周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林前 13:1-3) 

第一節裡使用『方言』一词的方式表明它通常是指一種超自然的語言，基督徒通過這種語言與神交流。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理解保羅提到的天使的話語。在保羅的時代，許多猶太人相信天使有他们自己的语

言，靠着聖靈，人們可以說天使的語言。這裡提到的“天使的話語”表明，盡管真正的方言恩赐是一

種合理合法可以被明白的語言，但它可能不是一種屬世的人類語言，或者根本不是一種所謂的語言。顯

然，在聖靈的带领下，人可以說天使的語言。因此，方言是一種恩賜，是聖靈隨己意賜的，不是學來

的。當一個人被聖靈的能力澆灌之下，被聖靈充滿時有不同的彰顯，其中一種是領受方言；說方言。當

一個人領受了方言之後，就要學習操練它，好像嬰孩一樣，當嬰孩開始牙牙學語時，就是在操練說話的

能力，因此，方言也是需要操練的。◎請問 A.你有說『方言』的經驗嗎? 你是如何操練？B.說方言

（天上的語言）是這麼重要嗎?  

2. 哥林多前書 13:1-3有人解釋「愛」為: 為滋養個人和別人的心靈，使他們成長，進而擴充自我的。

也就是說: 愛是一種周而復始的過程，擴充自我也就是一種成長；在幫助別人成長當中，自我也會更趨

成熟。但是 agape是保羅常用的字眼(愛加倍)，這個字在希臘文裡指出它是從神而來完美至善的神聖愛

（在新約中出現 116次，其中 75次是保羅用的）。本章所講的「愛」，都是指從神而來的神聖愛，也

就是真正的愛。這愛源於神的本性，而不是由於被愛者有可愛之處，所以我們還在作罪人的時候，就經

歷了這種神聖沒有條件的愛（羅 5:8）。在這裡指出了人若裡面沒有愛，即使擁有全備無缺的恩賜、知

識和信心，有了也「算不得什麼」（2節）；人若不是根據愛，即使捨棄一切、竭力行善，給了也得不

著什麼，「仍然與我無益」（3節）。因為人外面的善行，並不代表裡面有「聖靈所結的果子」（加五

22）。◎A. 請分享一下你個人對『愛』的解釋？什麼我們常會聽說：感受不到對方的愛?   

 

古希臘的青銅鏡。古羅馬人十分重視清潔和修飾，公共

浴室和許多公共場所都掛有鏡子。但當時的鏡子是用磨

亮的青銅做的，看得不太清楚，所以說「我們如今彷彿

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林前十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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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若將所有的周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一個真正的義人做善

事，其原因就是因為這樣做是正確的。耶穌在說到賞賜時說：“這樣，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

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 耶穌通過比喻教導門徒即使成就偉大的工

作，不要自以為義，總要握著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態度生活。 (路 17:10) 儘管

祂恩慈的給我們賞賜，但這不是出於盡義務而是出於愛。愛是為別人的益處去做事，不計較自己的得

失。但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種成熟的程度。◎請問在你的一生中，有沒有遇過一個行善的人是不求回報

的呢? 請問你有行善的經驗嗎? 當時你的想法是什麼？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

處，不輕易  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13: 4-7) 這段經文並不是「愛」的定義，而是描述「愛」的特徵，「愛」的特徵是『恆

久忍耐及恩慈』。我們看到愛是用『行為動詞』來描述的，而不是用崇高的理念。保羅所寫的不是愛

會帶給人怎樣的感受，他所寫的是怎樣透過行動讓人看見愛。真愛總是通過行動體現出來的。愛是神

心意的表達，聖經這樣提到    神『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

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3:9）。如果  神的愛在我們裡面，對那些惹

怒我們、傷害我們的人，我們會以恆久忍耐相待。◎使徒保羅指出，「愛」的特徵是『恆久忍耐及恩

慈』。 A. 那麼請問（4b-6）在經文中與愛相反的八件事是什麼？B. 請問你有長期去『忍耐』某人或

某事嗎? 最後有什麼結果? 

 

5 .愛是不嫉妒：嫉妒是所有罪惡中生產力最低、破壞力最大的一種。除了造成傷害，它一無所成。愛

與嫉妒保持距離，當別人得到提升或祝福時，愛不會生出怨恨。嫉妒是一個小罪嗎？嫉妒謀殺了亞伯

（創 4:3-8）。嫉妒奴役了約瑟（創 37:11，28）。嫉妒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巡撫原知道，他們是因

為嫉妒才把他解了來（太 27:18）。愛是……不張狂：張狂就是傲慢自大，以自我為中心；自以為是，

嫉妒的人往往是自我為中心的人。他們眼中充滿的自己愛不會讓人自我膨脹，自以為是；愛關注的是

別人的需要。◎請問你有被嫉妒過嗎? 當時的心境是如何呢? 而你是否也曾嫉妒人呢? 而現在的心態

又是如何?  

 

6.「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原文是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

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林前 13:12)古時是用磨亮的金屬(一般是銅製的)作

鏡子，它們所反映出來的影像，多是模糊不清的輪廓(雅 1:23)。因此，今天我們對許多屬靈的事似知

非知，且所知道的也極其有限，只有一點點殘缺不全、片斷的認識而已。但當主回來時，我們都要與

主面對面，那時對於主和一切屬靈的事，就會全面而透澈的認識了。我們基督徒最要緊的，還不是追

求外面客觀知識上的認識，而是藉著天天與主面對面有親密的交通，在裏面對主有主觀的經歷與認

識，這種經歷與認識，才能幫助我們在生命裏長大。因此，保羅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

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12:13）。除了信、望、愛這三樣之外、我們能夠擁有或是產生的就沒有

常存的了，各種恩賜都是暫時的；身體是暫時的、能力是暫時的，知識是暫時的，名聲也是暫時的；

能夠留到永恆的只有我們的信、望、愛。愛是最大的，是神將他自己的愛賜給了我們；所以說愛本來

是源頭，萬有都是神所造的。◎既然愛是如此重要，請問如何讓教會「充滿」愛? 也請任何來到教會

的人可以感受到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