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  14:1-25                             【組員長本】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講到屬靈的恩賜。十三章，闡明愛乃是運用一切恩賜「最妙的道路」。十四章

講到恩賜的運用，而恩賜另一重點是造就教會，保羅很想各樣恩賜都用於造就教會。 

使徒保羅在本章詳細講論說方言和先知講道的問題。當時哥林多教會，在追求方言的恩賜上有偏差。他

們完全忽略了先知講道，只注重說方言。保羅特別針對這種偏差加以糾正。全章的主要意思是：先知講

道的目的，共計三點：(一) 造就──建立和堅固人的信心，增加人對真理的知識，加強人過基督徒生

活的能力。(二) 安慰──幫助有需要的人，助受苦者渡過險境，使怯者壯膽，手軟的剛強。(三) 勸勉

──即「說一句激勵的話 」，使人在恐懼中寧靜，壓力下平和。作先知講道才是信徒應當更留意追求

的恩賜，因這是能夠使教會得到更多造就的恩賜；而說方言只不過造就自己。 

【問題討論】 

1.請讀（14:1-2）“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那說方言

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心靈裏，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在這

兩節經文裏面，愛、方言和作先知講道，在次序上是有分別的—“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

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第一是要追求愛，這是上文十三章的結論，愛是一切屬靈恩賜

的價值；在應用一切屬靈恩賜的時候，必須加上愛才有價值。除了愛以外，在各種屬靈的恩賜中，更要

羨慕的，就是作先知講道。當日的先知講道就是如今日的講道，但也並非完全一樣，因為當時的講道

不是宣講一篇『預先準備』的講章，而是傳遞當天當下聚會時『直接從神來的啟示』。然而，作先知講

道是在“愛”之下，卻在別的恩賜之上。最後保羅才提到方言的問題。這不是說方言在各種恩賜中排成

第三，因為保羅在這裏只用愛、作先知講道和說方言三樣來比較，而方言排在最後。◎請問:為甚麼保

羅用『愛』與『作先知講道』來評比呢？ 

 

2. 這裏講出說方言和作先知講道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功用。說方言是為個人，使自己得到造就。作先

知講道是為眾人，使教會得到造就。“方言”，原文是 glōssa，這字和使徒行傳 2:4“別國的話”同

字；在徒 2:11翻作“鄉談”，在聖經裏面有二十三次翻作「方言」。有十五次翻作「舌頭」,舌頭實際

上是指“舌語”，英譯為 tongue。注意這方言“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這句話說出了方言主要

的功用，不是在於對會眾講話，而是對神說話。這是方言和先知講道的大分別。保羅勸我們要羨慕作先

知講道過於說方言的恩賜。保羅並非禁止追求說方言，但卻更注意追求先知講道的恩賜。因為說方言不

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講說各樣的奧秘，為的是造就自己。而先知講道是對人說，為要造就、安慰、勸勉

人，也就是為要造就教會。不論說方言也好，作先知講道也好，都有他們不同的價值。但保羅更願意人

作先知講道。保羅對這兩種恩賜的態度是:『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因為說方

言的，若不翻出來，使教會被造就，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14:5）◎請問什麼是先知講

道? 而依你個人的理解，如何解釋這節經文?  

 

3. 「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世上

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為化外之人，

我也以他為化外之人。」（14:9-11）及「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

的恩賜。所以那說方言的，就當求著能翻出來。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

效。這卻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靈



祝謝，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話，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們”呢？你感謝的固然是

好，無奈不能造就別人。」（12-17）比較這兩段經文，再回到保羅所講解的題目上，說明在教會裏說

方言卻不能使別人明白，就跟沒有樂譜的樂器和沒有規律的號聲一樣，變成毫無意義。這樣運用恩賜就

好像打空氣一樣，是徒然的，不能夠造就教會。所以為教會的利益來說，叫人容易明白而得益處的話，

比叫大家都很難明白的話更有屬靈價值。上文所說的方言應該是地上人能明白的話語(鄉談)，而不是某

種沒有意思的奧秘話語◎請問保羅不許信徒說方言（舌語）嗎? 如果我們禱告用方言可以嗎? 那麼說方

言的原則是什麼？ 

 

4. 『用方言禱告，悟性沒有果效』是什麼意思？(林前 14:14)從這一節的經文大意看來，保羅已作說

明，方言禱告，就屬於靈的禱告，但若細加推敲，我們根據解經家的見解，可作兩種的解釋：①「我

的靈」林前 14:15，16兩節的「用靈」系專指感情的作用，因此就推想到哥林多教會的方言，是人在魂

遊象外時所說一種不可思議的靈話，非世上任何方言可以比擬的，是與五旬節時所說別國的話不同的。

「我的悟性沒有果效」一語，推想是指說方言者不懂自己所說的話，不過是靈裡的經歷而已。②「我

的靈」指人的靈被聖靈所感，其中自然有部分屬於感情作用，但卻不僅限於感情，這靈就是人與神交通

來往所憑藉的，也是被神的聖靈所感之點。若聖靈感動一個人的靈，使他說方言，自己是懂的，他與神

交通而使自己得益處，然而按不通其方言者，則是一無所得，所以「悟性沒有果效」，其悟性是指人內

心的理解力和辨別力「沒有果效」不通方言的聽者未得造就而說的。◎請問:你有說方言的經歷嗎? 可

以分享你說方言的感受及領悟嗎?  

 

5. 「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

方言。…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都說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

狂了嗎？」早期教會的聚會聖靈運行在當中，可見幾乎全會眾都能被聖靈充滿及澆灌，以致有領受及啟

示。但是，保羅教導哥林多信徒不應堅持在信徒聚會時隨便運用『恩賜』。如果他們能作先知講道就更

好了，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所有基督徒都說方言，但又沒有人翻出來，偶然走進來的陌生人

會有什麼觀感？對他們來說，這不是好見證；相反，他們會以為信徒都瘋了。(18-25) 保羅表明自己比

哥林多人說方言更多，他也為此感謝神。方言是好恩賜，但在教會、在基督徒聚集中，他寧可說五句教

導人的話，過於滔滔不絕的方言。然而，方言的恩賜被賜給教會，是向不信的猶太人作證據，證明他們

所拒絕的救主，已經被外邦人接受了。這樣，神藉著方言的恩賜，證明那包括萬國的教會已經接受了所

應許的聖靈。◎請問保羅鼓勵先知講道的原因是什麼? 

(參考:陳終道著《聖經問題解答》香港：天道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