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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復活的盼望(一) 

作者：彭家鏗 

哥林多前書十五12-34 

 

12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14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

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15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

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16因為

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17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

然，你們仍在罪裏。18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19我們若靠基督只在

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20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

熟的果子。21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22在亞當裏眾人

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23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24再後，末期到

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神。

25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26儘末了所毀滅的仇

敵就是死。27因為經上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說萬物都服了

他，明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28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

那叫萬物服他的，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29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

的，將來怎樣呢？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30我們又因何時刻冒

險呢？31弟兄們，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裏，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極力地說，我是天

天冒死。32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甚麼益處呢？

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33你們不要自欺；濫交

是敗壞善行。34你們要醒悟為善，不要犯罪，因為有人不認識神。我說這話是

要叫你們羞愧。 

 

確立了基督復活的真確性後（十五1-11），保羅在這個段落繼續討論有關復活

的問題，解釋基督的復活與信徒復活的關係（20-28）。他指出否認死人復活這

講法是錯謬的，因為那不單止否定了信徒有復活的盼望，更嚴重的，是毀壞了

整個福音信仰的基礎—基督的復活（12-19），叫錯信這講法的人失去了過成聖

生活的動機（29-34）。 

 

保羅首先指出，否定復活的講法極之嚴重，牽連的不止是信徒復活的問題。邏

輯上，若真的沒有復活的話，基督便沒有復活了（12-13）；若基督沒有復活，

使徒所傳的就變得沒有根據，是為神妄作見證（15-16），信徒所信的失去了最

重要的基礎，亦失去了得贖的盼望（14, 17-18）。保羅強調，一個沒有復活的

「福音」，道理上相信的人只能與基督在祂的死上聯合，卻失去了一切將來的

指望（身體得贖、神終末的得勝等），就比不信的人還可憐（19）。接著，保

羅以「初熟果子」為喻，解釋基督復活與信徒復活之間的關係（20-28）。「初

熟果子」是當時的農務術語，指的是第一造收成，是將會得到的收成的憑據。

保羅解釋，基督的復活就是信徒將來復活的憑據，先是基督，待祂再來的日子

是一切在祂裡面、屬祂的人復活（相對於「在亞當裡」的人，20-23）。這裡的

重點是終末的次序，在末後的日子會有三件事按次序發生—主再來、信徒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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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末後的審判。保羅在這裡特別強調在末後基督的國度完全實現，一切敵對

的勢力被神完全毀壞，神的主權完全彰顯（24-28）。 

 

保羅再以信徒生活的角度去解釋復活盼望的重要性（29-34），若沒有復活的

話，那些因著死了的人的見證（或是臨終前因有復活盼望而來的美好見證）而

受洗歸入基督的人（「為死人的緣故受洗」29《新漢語》）便徒然委身，使徒

為傳福音所受的苦、所冒的險，信徒所持守的聖潔生活也變得沒有意義（30-

32）。最後，保羅提醒那些誤以為沒有復活而生活不檢點的人，要按理去認識

復活的真理（33-34）。 

 

思想： 

 

睡覺是每個人每天不斷重複去做的事，是每個人也能理解的事。保羅以「睡」

去比喻死，（18），一來表達出死了的人是從生命的種種勞苦中得安息；二來

睡覺也包含在新的一天醒來的盼望。讓我們每天睡醒起來的時候，也被這裡的

教導提醒，對死亡有正確的理解，知道在主裡死了的人，有一天將會醒來與榮

耀的主見面。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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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 

復活的盼望（二） 

作者：彭家鏗 

哥林多前書十五35-50 

 

35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36無知的人哪，你所種

的，若不死就不能生。37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即如

麥子，或是別樣的穀。38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並叫各等子粒各有

自己的形體。39凡肉體各有不同：人是一樣，獸又是一樣，鳥又是一樣，魚又

是一樣。40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地上

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41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

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42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

不朽壞的；43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

強壯的；44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

必有靈性的身體。45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

人」；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46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

才有屬靈的。47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48那屬土的

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49我們既有屬土

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50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

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 

 

保羅在這個段落繼續回應有關信徒復活的問題，主要集中討論復活的形體。他

在這裡回應哥林多信徒的疑問，他們當中有些人或許受到希臘文化影響，以為

人死了就是從身體中被釋放，以致不能理解身體復活的事（35）。保羅以自然

界的現象去解釋身體改變的道理（36-41），首先以種子為例，指出子粒與穀物

有不同的形體，子粒的死並不是生命的終結，反而是更美的形體的開始（36-

37）。論到不同的形體，保羅強調世上各種形體都是「神隨自己的意思」而成

（38-41），包括信徒復活後的形體（42a）。接着，他以四個對比去描述復活後

的形體：原先的是會衰退、步向滅亡的，將來的是充滿活力的（42）；原先的

是被罪捆綁，是犯罪的媒介，末後的是滿有榮耀的（43）；原先的是被情慾、

被世界、被罪所控制的，將來的卻是有能力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44）；總括

來說，原先的是屬塵土、會過去、受限制的、是首先的亞當的形體，將來的是

屬天的、不斷更新的、有復活的能力的新創造，是在基督裡面的形體（45-

50）。這個更新改變的過程是一剎那的，眨眼之間的事（「號筒吹響」指主再

來是突如其來的事，51-53）。信徒因著這更新的盼望，死亡就變得不再可怕，

因為死亡不再代表與神隔絕，而是得著新形體、與主相遇。信徒不再在罪的權

勢之下，按著律法要走向審判與滅亡（54-56）。說到這裡，保羅不禁要稱謝基

督（57），並鼓勵哥林多的信徒要堅定站立在這個盼望之上（站穩的觀念呼應

本章的開首，參1），竭力作主工（58）。 

 

思想： 

 

大部分人年青的時候，總是充滿活力朝氣，有用不完的精力，少有疲憊，復原

力也強。但隨著年歲增長，身體開始老化，很多以往能夠做的、能夠抵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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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覺得吃力，恢復的速度也越來越慢。到年老的時候，往往更是舉步為艱，

病倒了要很長時間去復原，身體的限制越來越多。無論是在人生哪一個階段、

身體在哪一種光景，讓我們都不喪志，因知道在末後，我們終會得著復活後的

形體，滿有基督復活的能力。讓我們羨慕末後亞當的形體，以致在任何處境都

懷着盼望，能勇敢面對衰老與死亡，知道死亡是帶我們由原來的形體轉換到末

後的形體的必經階段，而不是人生的終點。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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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一切憑愛心而做 

作者：彭家鏗 

哥林多前書十六1-21 

 

1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2每逢

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3及至

我來到了，你們寫信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去。4

若我也該去，他們可以和我同去。5我要從馬其頓經過；既經過了，就要到你們

那裏去，6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過冬。無論我往哪裏去，你們就可以給

我送行。7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主若許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8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9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

並且反對的人也多。10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

怕；因為他勞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樣。11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只要送

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裏來，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12至於兄弟亞波

羅，我再三地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裏去；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幾時有了機

會他必去。13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14凡

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15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法那一家，是亞該亞初

結的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念。16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同

工同勞的人。17司提法那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裏來，我很喜歡；因為你

們待我有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18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快活。這樣的人，

你們務要敬重。19亞細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

教會，因主多多地問你們安。20眾弟兄都問你們安。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

要聖潔。21我－保羅親筆問安。 

 

保羅在最後一章交代了三件事：有關捐獻的安排（1-4）、交代行程（5-12）和

最後的勸勉（13-24）。關於捐獻安排的討論，可看作是跟前文教導彼此相愛的

延伸（十三5）。這兒提及的「捐款」不是指一般教會的奉獻，而是一種特別的

捐獻（1《和修》），特地用來支持耶路撒冷教會的需要（3，另參加二10）。

這裡的重點是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去參與（2），強調嚴謹、高透明度的運作，

為的是實踐信徒彼此間的愛。另外，這裡也提到在七日的第一日收集捐獻

（2），反映教會開始在主日聚會（相對於安息日），這也與上一章的主題連上

關係（基督在主日復活）。 

 

保羅接著交代他的行程（5-9），他盼望到哥林多信徒那裡去，但因以弗所有很

多傳福音的機會而選擇留下（8）。保羅表示希望哥林多信徒可以給他「送行」

（6），指的應該不是金錢上的支持，而是上路的安排（如食物、路上寄居的安

排）。他在這裡特別提到兩位同工，吩咐哥林多信徒要尊重提摩太（10-11），

反映後者「自高自大」的問題嚴重，保羅因此特別強調提摩太是他的代言人

（10）。他亦交代了亞波羅的行程（12），突顯出教會分黨的問題頗為嚴重

（三4），甚至亞波羅也不願意到哥林多去，以免再挑事端。 

 

保羅在最後的問安段落，多次重提本書幾個重要的主題，再次提醒哥林多信徒

要以愛心作為行事為人的標準（13, 22, 24），要尊重別人（15-16），要在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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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上站穩（13，參十五1）。最後，保羅提醒他們在盼望等候主再來的時候要

警醒、剛強（13, 22），靠著基督的恩去過每一天（23-24）。 

 

思想： 

 

保羅在這裡提到耶路撒冷的捐獻（1-4），似乎與上下文、以致整卷書不太相

關。但從加二的描述可知，這捐獻的事其實關乎合一，就是由外邦人為主組成

的教會跟猶太人的教會的合一。它關乎信徒彼此相愛、關心與尊重，與本書的

重要主題有關。今天，在信徒中間或教會之間，提到以經濟支持作為愛的表

達，也許比較敏感。讓我們也學習保羅，以嚴謹的態度、高透明度的安排去實

踐這個彼此相愛的道理。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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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 

先得安慰 

作者：梁家麟 

經文：哥林多後書一 3-4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

上帝。1: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的開首，先做一個對上帝的讚美禱文。通常他在書信起首做

的讚美詞，都是稱讚上帝在受信人身上的作為；但這裏可不一樣，他稱讚的是

上帝在他（他的團隊）身上所施行的奇妙作為。不過，上帝對保羅的作為也間

接幫助了他的服侍，從而幫助了受服侍的哥林多信徒。 

 

上帝的作為根源自祂的屬性。父上帝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上帝，這是

貫串聖經的一個信息（參如賽四十 1），也是我們的信仰裏一個基本信念。上

帝沒有應許我們不遭患難，卻應許在患難中護佑我們免遭淹沒。基督徒沒有免

疫於患難，卻免疫於絕望。絕望不在我們的人生字典裏。 

 

保羅強調，他若能在牧養工作中給予信徒有效的安慰，都是源自上帝的賜予，

這不是出於人間的知識和經驗，不是從書本或課室裏學習回來的。 

 

上帝如何給予他這些安慰的能力？乃是他過去在困局裏，蒙上帝安慰的經歷。

他先得着上帝的安慰，日後再以這個安慰來安慰處在類似困局中的人。 

 

保羅的事奉生涯裏，滿載患難與安慰，兩者夾雜交纏。患難是我們經歷上帝安

慰的契機，沒有患難，何須安慰？沒有患難，便不存在客觀的需要，也不存在

主觀迫切尋求的心，即或仍有恩典發生，也不容易給發現。患難使恩典的需要

變得真實而迫切，也敏銳了我們的追求和發現。 

 

思想: 

 

患難除了豐富個人的得安慰經歷，也裝備了我們的事奉，擴充了我們的生命視

界和承載能力。不曾受過安慰的人，無法成為親歷現場的同行者，無法給予患

難者恰如其分的安慰，更無法成為親身示範的信息和盼望。 

弟兄姊妹，不要為生活裏的偶然挫折和失去而沮喪，這是我們得恩典的契機，

這是我們受裝備的時刻。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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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 

示範單位       

作者：梁家麟 

哥林多後書 一 6-7 

1:6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

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1:7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

安慰。 

基督徒喜歡說見證，是因為信仰是示範性的。耶穌基督不僅要求我們言說信

仰，更期望我們活出信仰，將生命之道表明出來。 

保羅確信他和他的團隊所經受的患難，乃要為哥林多信徒親作示範。他們在患

難中經歷上帝的安慰，便成了弟兄姊妹的安慰；好使他們將來在面對不同的患

難時，可以較有把握能得到上帝的安慰。 

在患難中，人總是有孤單的自覺，他會以為這經驗是他獨有的，而只有他受此

苦便顯示他是被遺棄的人。但真相是，我們的患難經驗，其他人都曾擁有，而

我們的主曾受比我們大更多的患難；這樣，我們便沒覺太了不起，毋須自憐自

傷了。 

當發現身邊的人曾遭類似的負面經驗，而他們又能靠主勝過，便亦增加我們的

信心；憑藉眾多圍繞著我們的見證人的見證故事，知道上帝會為我們開一條出

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思想： 

 

同理，我們的患難故事亦將成為繼來者的見證，所以必須立志在患難中守住信

仰；這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身邊的初信者與未信者。不管在何種環

境，我們都做好樣子的基督徒。 

上帝在錄影中，請微笑。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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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 

信仰所望        

作者：梁家麟 

哥林多後書 一 9-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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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

要救我們。   

保羅過去蒙上帝拯救脫離死亡，今天繼續蒙上帝拯救，他期待將來還是要得上

帝的拯救。過去、現在與未來是連結在一起的，過去和現在的恩典，成了對未

來盼望的確據。 

信仰之為信仰，總是帶有冒險與不確定性。有些人企圖訂出某些所謂屬靈定

律，將上帝變成可預測甚或可控制的元素，藉以泯除信仰的不確定成分；但除

了上帝親作的應許，必然會守約實現外，沒有任何定律可以規範上帝的作為。

祂是行奇事的上帝，祂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 

那信仰的確據在哪裡？外在的沒有，內在的倒是有的，就是我們過去的信仰經

驗。 

我們曾多番經歷上帝在患難中的搭救，親身體驗祂的不誤時，認定祂的慈愛信

實，便可以積累而凝固成一個內在的認識：由祂的拯救行動的事件，進而認定

祂是拯救的主。這是我們的生命信念。 

當然，過去的經驗並不構成百分百的保證，畢竟一向如此，不等於未來必然如

此。信仰永遠是信仰，不能變成某種定規的理論。但過去的經驗卻可以鞏固我

們的信心，強化我們對上帝的信任。從未撇棄我們的上帝，是我們可以全然信

靠的對象。 

 

思想： 

 

弟兄姊妹，我不曉得當談到信仰所帶給我們對將來的盼望時，你們有多少過去

的蒙恩經驗以為憑據？你們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抑或是憑空妄想？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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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 

至專至誠 

作者：梁家麟 

哥林多後書 一 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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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向哥林多信徒表白他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他不是三心兩意、一時一樣的

多變小人。 

保羅憑著上帝的聖潔和誠實行事。「聖潔」在這裡指的主要不是道德上的清

潔，或宗教上的區分，而是單純專一。聖潔和誠實因此便是至專和至誠，這都

是來自上帝的素質。方向清晰，目標專注，心無旁騖，思想純粹，持定善意，

不作算計，全情投入，表裡一致。 

一個真誠的人，沒被慾望與思慮纏繞，心中的良知自覺便得以充分豁露，彷如

中國人說的誠則明矣。倒過來說，這良知又幫助人面對真實的自己，判定自己

是否有這樣的單純和誠實。一個敬畏上帝、心中沒有詭詐、不自欺欺人的人，

可以信任內心的自覺。良知是生命裡的道德防護裝置，讓人能夠自然地窺知上

帝埋藏在創造秩序背後的心意，從而使人得知當做的道德抉擇。倫理學稱這個

心意為自然律（Natural Law）。 

保羅以至專至誠的態度，倚靠上帝的恩惠，而不倚靠人的聰明和任何其他的依

恃。將上帝的智慧與人的聰明作兩極對照，是貫串兩卷哥林多書信的觀念，也

是舊約智慧文學的重要信息。我們所熟悉的其中一句：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三 5-6） 

弟兄姊妹，我們是否關心太多也擔心太過，終日被各樣思慮煩擾著，自以為聰

明過人，可以用最有效的方法尋得解決問題、實現理想的捷徑，為自己謀取最

大的利益？ 思慮太多，算計太盡，意念繁雜的人，很容易迷失本心，迷失方

向；終日勞碌奔波，營營役役，拼命爭取，但千方百計得到手後，卻發現這又

不是他的最愛。 

 

思想： 

 

倚賴上帝是基督徒的權利，信任上帝的話語正確，信任祂的恩典夠用，信任此

生都在上帝手中，祂是我們的編劇和導演，帶引我們演出真正的自己，並步入

祂所應許的未來。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