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信義神學院中華信義神學院中華信義神學院中華信義神學院    

道學碩士畢業研究報告道學碩士畢業研究報告道學碩士畢業研究報告道學碩士畢業研究報告     

 

釘十字架的基督釘十字架的基督釘十字架的基督釘十字架的基督－－－－從哥林多前書從哥林多前書從哥林多前書從哥林多前書  

一章一章一章一章 18 至二章至二章至二章至二章 5 節初探保羅的十架神學節初探保羅的十架神學節初探保羅的十架神學節初探保羅的十架神學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陳冠賢陳冠賢陳冠賢陳冠賢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     生生生生：：：：王立言王立言王立言王立言         撰撰撰撰     

    

中中中中     華華華華     民民民民     國國國國     九九九九     十十十十     七七七七     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i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問題陳述問題陳述問題陳述問題陳述 ................................................................................................. 1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方法研究限制與方法研究限制與方法研究限制與方法...................................................................................... 2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哥林多前書背景哥林多前書背景哥林多前書背景哥林多前書背景...................................................................................... 3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 ...................................................................... 4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 ...................................................................... 5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結構分析結構分析結構分析結構分析與與與與重點重點重點重點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經文結構經文結構經文結構經文結構 ................................................................................................. 7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字辭解釋字辭解釋字辭解釋字辭解釋 ................................................................................................. 8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經文解釋經文解釋經文解釋經文解釋 ............................................................................................... 12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本段經文要義歸納本段經文要義歸納本段經文要義歸納本段經文要義歸納 ................................................................................ 20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神學意義神學意義神學意義神學意義 ............................................................................................... 22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現代應用現代應用現代應用現代應用 ............................................................................................... 24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 26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 27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問題陳述問題陳述問題陳述問題陳述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林前 2:2）。保羅極為明瞭「釘十字架的基督」是基督教信仰傳講的核心，為此他

不僅堅定地對哥林多教會信徒表達他定意只傳「釘十字架的基督」的心志，這更是

他一貫傳講福音的態度。 

何以保羅能在崇尚智慧與追逐神蹟的社會中，仍堅持以人所看為愚拙、可笑、

無能力且無智慧可言的「十字架道理」為其傳講的核心信念，這令筆者感到極為好

奇，為此想要深入探討的。 

再者，「十架神學」是筆者來到信義神學院，接受裝備後才接觸到的議題，特

別今日台灣的教會普遍強調「成功」、「榮耀」、「得勝」、「增長」等信息，似乎十字

架的信息反成了配角，甚至基督徒信主後的生命歷程與它似乎也不再有什麼直接的

關聯；並且在強調教會增長及復興的聲浪中，也是少有機會聽聞的信息。接觸「十

架神學」至今，從陌生到逐漸有些概念，令筆者對此寶貴的信仰內涵深受感動；十

字架的信息雖然簡單，卻隱藏了極深的奧祕與大能，且突顯出神行事的特殊方式，

為此也激發筆者想要對此議題做更深入的研究。 

為何「十架神學」成為保羅一生事奉執著的信念，是筆者感興趣想要進一步了

解的。盼望藉由初探保羅的十架神學，效法他如何在看重「神蹟」及高舉「屬人智

慧」的環境中，仍堅持「十架神學」的信念且屹立不搖；並以此觀點省思今日台灣

教會的現況，以及對十架神學應用之態度；進而幫助筆者如何在畢業之後，即或身

處「榮耀神學」的潮流中，仍能持定「十架神學」的異象、忠心並且有見識地行完

上帝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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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方法研究限制與方法研究限制與方法研究限制與方法 

聖經中雖然有多處論到關於「十字架」的經文，但本研究是以哥林多前書一章

18 至二章 5 節為主要的研究經文。 

首先，透過查考哥林多城的歷史、道德與宗教之背景，了解引發當時哥林多教

會偏差之因素，進而以研經釋義－即經文結構分析、字辭與經文解釋、經文要義歸

納及神學意義－為研究方法，初步整理保羅對於「十架神學」之觀點。 

其次，經文分析是以中文和合本為主，並輔以其他中、英文譯本做翻譯上的比

較；另外，本研究同時也會從希臘原文解經著手，但不考慮異文的研究與比較。 

最後，本研究不討論保羅到過哥林多城多少次；一共寫了幾封信給哥林多教會；

現有之哥林多前、後書是否為原本的兩封，抑或是由數封組合而成；以及本書之確

切成書時間等問題。本研究之大綱如下：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問題陳述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方法 

第二章 背景 

 第一節 哥林多前書背景 

第二節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 

第三節 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 

第三章 結構分析與重點解釋 

 第一節 經文結構 

第二節 字辭解釋 

第三節 經文解釋 

第四節 本段經文要義歸納 

第四章 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 

第五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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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哥林多前書背景哥林多前書背景哥林多前書背景哥林多前書背景 

一、地理 

哥林多城位於希臘半島中狹長地峽的西南端，該地峽位於愛琴海與亞得里亞海

之間，同時是連接希臘內陸與北面各馬其頓都市的要地，是東西海路及南北陸路的

匯集之地。且因它有東西兩個海港，西邊是位於哥林多灣的利基安（Lechaeum），

東邊則是堅革哩（Cenchreae），故佔據商業、交通、軍事上最有利的位置。 

二、歷史、道德及宗教 

主前 146 年哥林多城為羅馬軍兵所毀，直至主前 46 年由該撒猶流下令重建，並

且由羅馬帝國派遣「無國籍且無文化」的低下階層者－大多為得釋放的奴隸、敍利

亞人、埃及人和猶太人－首先至此定居。1之後，因為海港城市的地理因素，除了羅

馬人之外，更是吸引了各式人種（希臘人、東方人－包括波斯人及猶太人－及北非

等）、旅客、富商，及不法之徒等紛紛湧入哥林多，因此它成了種族、文化、語言（官

方語言是拉丁文，但民間仍以希臘文為主）和信仰的大雜燴。2故此，哥林多教會信

徒的組成也與該城一樣，有羅馬籍的自由人；有原為奴隸，今為中下階層的自由人；

有下等階層的奴隸；也有少數較為富有的人。3
 

哥林多城雖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而經濟發達，但它不像雅典具備悠久文化及達

官貴族的傳統，其掌權者多以生意成功的暴發戶為主，財富的追求是多數人的第一

目標。其財力也促使該城每兩年可舉辦一次地峽運動會，其重要性僅次於四年一次

                                                
1 楊牧谷，作祂的僕人－哥林多後書研讀（台北：校園，1992 年），79 頁。 

 
2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注釋（香港：宣道，1997 年），20 頁。 

 
3 Ibi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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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另一方面，哥林多城卻也因其放蕩敗壞的生活而聞名，例如：

阿富羅底（Aphrodite 也就是羅馬人所稱職司愛與美的維納斯）女神的廟宇，供養數

千名聖妓供尋芳客享樂，4故在保羅時期「哥林多人」甚至有「放蕩之人」之意。5社

會道德甚至也影響了教會，這也就是為何哥林多教會中發生亂倫與淫亂之因素

（5:1-13，6:12-20）。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目的 

一、保羅與哥林多教會的關係 

根據使徒行傳十八章 1 至 18 節之記載，保羅於第二次旅行佈道時，首次來到哥

林多城，當他抵城不久，即遇見遷至該城不久的猶太夫妻－亞居拉和百基拉。因雙

方皆以織帳棚為業便同工，且向會堂中的猶太人和敬虔的外邦人展開福音工作。但

因猶太人極力抗拒與毀謗，保羅改以信徒家為據點，堅固教會達一年半之久。直至

迦流擔任亞該亞方伯時，保羅被控勸人不按律法敬拜神；但被判為宗教爭辯不予受

理，因而得以在哥林多「又住了多日」後才離開。 

二、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原因6 

保羅從「革來氏家裏的人」得知哥林多教會發生紛爭，造成教會分裂的危機

（1:11）；同時保羅接到哥林多教會的來信，就一些實際問題詢問他的意見。這封信

是保羅剛結束第三次旅行佈道，返回以弗所後收到的（徒 19:1-20:1）。他立刻做了

兩件事，寫現有的哥林多前書，由提摩太送去；並且親自去了哥林多探訪他們。 

 

 

 

                                                
4 Ibid. 
 
5 Archibald T.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哥林多前後書，詹正義編譯（美國：活

泉，1991 年），3 頁。 

 
6 楊牧谷，作祂的僕人－哥林多後書研讀，97-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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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本段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 

本書信除了一開始保羅向哥林多教會的問安和感恩（1:1-9），以及在結語交待

其行程計劃和最後問安之外（16:5-24），按其結構大致可分為兩部分：7
 

第一部分是保羅對於從哥林多教會傳來的消息之回應（1:10-6:20），包括了：

信徒之間的分門結黨（1:10- 4:21）、亂倫一事（5:1-13）、信徒間之爭訟（6:1-11）

及淫亂行為（6:12-20）。 

第二部分則是保羅回應哥林多教會來信所提出的問題（7:1-16:4），其內容所論

及的為：婚姻和獨身（7:1-40）、祭偶像之物與基督徒自由（8:1-11:1）、團體敬拜

之秩序（11:2-14:40）、復活（15:1-58）及耶路撒冷之捐獻事宜（16:1-5）。 

在書信開始的問安和感恩結束後，保羅隨即以相當長的篇幅來處理第一個問題

（1:10- 4:21）－教會內部的分裂。也許這是造成其他問題的根本原因，因此保羅在

一章10至17節指出結黨紛爭乃問題的核心，並勸勉信徒持守合一為其解決之道。緊

接著在一章18至四章21節，保羅提供了四個達成合一的方法：定睛仰望釘十字架的

基督（1:18-2:5）、認識真正的屬靈智慧（2:6-16）、明白眾信徒地位皆平等（3:1-23），

以及當以合宜之份待教會領袖（4:1-21）。8
 

本研究所處理之經文即是保羅提供哥林多教會達成合一的第一個方法：9首先，

保羅看出教會中派系分裂的背後，是因為這些信徒對福音真理的認識有所偏差，他

們和外邦人一樣都輕看了「釘十架的基督」，覺得他與希臘人所追求的智慧，以及猶

太人所重視的神蹟相較，顯得愚拙、軟弱、可笑；且是無能力、智慧、奧秘可言。

因此，他指出福音的中心－釘十架的基督－和人的智慧根本是相互矛盾的（1:18-25）。 

接著，保羅將其辯論從福音的內容轉向哥林多信徒，進一步說明上文 18 至 25

節的觀點，證明神所揀選成為祂的新子民的人也是如此。似乎藉此對他們說：「你

                                                
7 克雷格．布魯姆伯格，哥林多前書，尹妙珍譯，國際聖經應用系列（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25-26 頁。 

 
8 Ibid., 41. 

 
9 Gordon D.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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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為福音是一種新的智慧？怎麼可能！憑著智慧誰會選你們做神的新子民呢？」

因此，他們自己正是神愚拙的明證，為使自以為有智慧者羞愧。並且，保羅採取耶

利米書九章 23 至 24 節的概念，作為其論證的主要架構，來推翻他們各擁領袖之紛

爭及自誇（1:26-31）。 

最後，保羅更進一步以他過去在他們當中宣講福音的態度及樣式做為屬神矛盾

的論證（2:1-4），且以哥林多教會的「信仰」－乃是建立在「神的大能」，而非「人

的智慧」上－總結其傳道的目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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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結構分析與重點解釋結構分析與重點解釋結構分析與重點解釋結構分析與重點解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經文結構經文結構經文結構經文結構 

一、論點：神的愚拙—釘十字架的基督 (1:18-25) 

 （一）兩種群體的結果（1:18） 

  1. 滅亡者－視十字架為愚拙 

  2. 得救者－視十字架為神的大能 

 （二）屬世智慧對比屬神愚拙（1:19-21） 

  1. 屬世智慧的結局（1:19-21a） 

   (1) 為神棄絕（1:19） 

   (2) 反成愚拙（1:20-21a） 

  2. 屬神愚拙的結果（1:21b） 

   －以愚拙的道理拯救信者 

 （三）釘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與大能（1:22-25） 

  1. 兩種滅亡者（1:22） 

  2. 屬神智慧的核心－十字架（1:23-25） 

   (1) 宣講的核心（1:23a） 

   (2) 為不信者所輕蔑（1:23b） 

   (3) 信者視為大能與智慧（1:24） 

   (4) 神的愚拙與軟弱之超越性（1:25） 

二、論證：神的愚拙－揀選哥林多城信徒（1:26-31） 

 （一）神的揀選使人無法自誇（1:26-29） 

  1. 哥城信徒的蒙召狀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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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愚拙蒙選使智者羞愧（1:27a） 

  3. 軟弱蒙選使壯者羞愧（1:27b） 

  4. 卑微蒙選使人無所誇（1:28-29） 

 （二）基督徒誇口的根據（1:30-31） 

  1. 以神的恩典（1:30） 

  2. 以基督誇口（1:31） 

三、論證：神的愚拙－保羅的宣講（2:1-5） 

  1. 宣講的態度（2:1-2） 

  2. 宣講的樣式（2:3-4） 

  3. 宣講的目的（2:5）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字辭解釋字辭解釋字辭解釋字辭解釋 

一章 18 節 

「在那滅亡的人」：原文toi'"  me ;n  a jp ol l u me vn oi"為現在分詞關身語態，無時間

性，指那些在滅亡過程中的人。1
 

「在我們得救的人」：原文toi'"  de ; sw /z ome vn oi"  h Jmi'n，sw /z ome vn oi"為現在被動分

詞，表明所論及之對象正在經歷持續賜下的生命。2 

一章 19 節 

我要「廢棄」和「滅絕」：原文ajqe th vsw和ajp ol w'都是第一人稱單數、未來主動

直說語氣，表明神宣告在未來將發生的事實。3
 

一章 20 節 

「世上的」：原文a ijw 'n o"是指這稍縱即逝的世代，保羅藉此深入地表達出人的智

                                                
1 Archibald T.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哥林多前後書，詹正義編譯（美國：活

泉，1991 年），28 頁。 

 
2 馬歇爾，馬歇爾新約神學，潘秋松等譯（美國：麥種傳道會，2006 年），413 頁。 

 
3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哥林多前後書，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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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原是短暫的。4
 

一章 24 節 

「蒙召」：原文kl h 'sin乃指神呼召的作為，此非根據蒙召者的外在條件（參 1:1-2， 

9），而是神按其主權所發出愛的行動。5 

一章 26 節 

「可見你們蒙召的」：原文B l e vp e te  g a;r  th;n  kl h 'sin  u Jmw 'n，其中B l e vp e te為現

在主動複數語態，可作為命令語氣或直說語氣，6但因其後接連著中文譯本未譯出的

g a ;r「因為」－此字為推論或解釋之連接詞，指出本段（及下一段）將提出特別的實

例說明，好進一步證明 18-25 節的觀點。7因此，將B l evp e te翻譯成命令語氣更為適

切，得以加強此段經文。8故原文可直譯為「因為，想想你們的蒙召吧」。 

「按著肉體」：原文ka ta ; sa vr ka。在 NIV 譯成 by human standards，此標準使

「智慧、能力、尊貴」皆受到限制，並且也反映了哥林多信徒目前的想法。「肉體」

此字大部分是論到與神對立的墮落人性（例如：加 5 章；羅 8 章）。9 

「智慧的」：原文sofoi;。對猶太人而言「智慧」是人具有實用的常識及對神的

認識；希臘學者則認為具有科學、哲學及文化知識者方有「智慧」。10「智慧」一

詞在本書一至三章共出現十六次之多，而在保羅其他著作卻只出現三次。11 

「有能力的」：原文du n a toiv是指能行使極大的影響力，或透過其財富運用權柄，

                                                
4 莫理斯，哥林多前書注釋，蔣黃心湄譯，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台北：校園，1992 年），52

頁。 

 
5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哥林多前後書，33 頁。 

 
6 Ibid.;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79. 

 
7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79; Joseph H. Thayer, Thayer’s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2), 109. 

 
8 Gregory J. Lockwood, 1 Corinthians. Concordia Commentary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2000), 73. 
 

9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79. 

 
10 Raymond F. Collins, First Corinthians (MN.: A Michael Glazier Book, 1935) 109. 

 
11 Peter Lampe, “Theological Wisdom and the ‘Word about the Cross’: the Rhetorical Scheme in 1 

Corinthians 1-4.” Interpretation, vol. 44 no 2 (199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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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政治地位的人。12 

「尊貴的」：原文e u jg e n e i'"即出身高貴的。保羅深知從人的標準來看，他們當

中有些人是富裕的（如：基利司布、該猶、司提反），雖無法確知真正屬於貧窮－

奴隸和貧窮的自由人－者有多少，但可確定此社群主要非由「上流階層」所組成。13 

一章 27 節 

「神卻揀選」：原文e jxe l evxa to oJ qe o;"是古動詞「e jkl e g w」的第一簡單過去關身

語態，原意為：挑出來或選擇。因為關身語態，故應解釋為「為自己挑選」，因此

可直譯為「神為自己所挑選」。14 

「羞愧」：原文ka ta isc u vn h在希臘文聖經中「羞愧」是用在表明神遠勝過其仇

敵的辯護用語（詩 6:10，31:17，35:4、26-27 等）。15
 

一章 28 節 

「被人厭惡」：原文e jxou qe n h me vn a為分詞被動完成時態，意即「被視作一文不

值」。完成時態表示不僅那些不被輕視者要遭到蔑視，並且那些曾遭蔑視者仍將繼

續被蔑視。
16
 

「那無有的」：原文ta ; mh ; o[n ta為現在分詞，意思為「不存在的東西」。在希

臘人的思想中再沒有比這更貶抑的表達法了，因存在就是一切。
17
 

一章 29 節 

 「自誇」：原文ka u ch vsh ta i原義「自豪」或「驕傲」，但在此它卻另外意涵「信

任」的概念，亦即「將個人的信心全然地投入」。18
 

                                                
12 Collins, First Corinthians, 109. 

 
13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82. 
 
14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哥林多前後書，33 頁。 

 
15 Collins, First Corinthians, 111. 

 
16 凌納格，新約希臘文精華，高陳寶嬋譯（香港九龍：角石，1970 年），517 頁。 

 
17 Ibid. 

 
18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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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 30 節 

「公義」：即「稱義」原文dika i osu vn h本為法律名詞，形容法官的公正。19在神

則表示，罪人藉信為神所接受之狀態，且得著神在耶穌基督代罪之死裡，給予信者

之恩典。20亦即審判者－神－因基督所成就之義，宣告相信祂的罪人為義。21
  

「聖潔」：原文a Jg ia smov"即「成聖」或「分別為聖」。新舊約皆證明，惟有聖

潔方能完全滿足神（出 19:6；利 11:45；帖前 4:3，2:13）。因此，救贖非僅為了拯

救；信徒得自由，為的是成為救贖者之樣式，神的心意是屬祂的人全然像祂。22故

此乃虔誠的象徵，是祝聖後所帶來的結果－聖化之心及生活。23 

「救贖」：原文a jp ol uvtr w si"一詞是從奴隸身分而來之象徵。在舊約，乃強調俘

擄得釋放還其自由，甚於付贖價贖回之概念，例如猶太人表達他們從埃及為奴之身

份中得釋放。24保羅進一步以此作為神學之隱喻，強調在救贖中神的主動作為，祂

藉由救贖的中保－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使罪人得赦免。25
 

二章 1 節 

 「奧祕」：原文mu sth vr ion一詞在希臘文化世界中，意味著某些難以理解的經驗，

且遠超過人類經驗的正常領域；而在猶太人的啟示文學中，則為末世論之意含，表

明在未來將要揭示的拯救事件。26
 

 

 

                                                
19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注釋，113 頁。 

 
20 Thayer, Thayer’s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149. 

 
21 楊慶球主編，證主聖經神學辭典（香港：證主，2001 年），296 頁。 

 
22 Ibid., 412; 970. 

 
23 Thayer, Thayer’s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6. 
 
24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86. 

 
25 Collins, First Corinthians, 113. 

 
26 Ibid.,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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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一、一章 18 至 25 節： 

基於保羅在 17 節下半節所說，他不是靠智慧的言論－包括了談話、修辭、推理

－傳福音，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力（參新譯本）。於是從第 18 節展開對於第

17 節下半節的論證：「因為十字架的信息，對走向滅亡的人來說是愚笨的，但對我

們這些得救的人，卻是上帝的大能。」（新譯本）保羅以人類兩種基本群體－「滅亡

的人」或「得救的人」－作為對比，這兩種人的區別不在於他們對十字架信息的「回

應」，而在於對此信息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些之所以走向滅亡的人，是因他

們以「舊時期」的觀點看待十字架的信息為愚拙；另外那些之所以得救的人，是因

他們蒙召（1:24）及相信（1:21），且視其存在為神大能之結果。因為對保羅而言，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和復活乃表明「新舊世代的轉換」，此過程所帶來的結局，便是神

對今世的譴責和審判。因此，保羅是從在基督裡的新立場與觀點作為論證。27
 

接著保羅用神的愚拙與十字架的信息，宣告在未來將發生之事實，作為神行事

方式－「廢棄和滅絕」人的智慧－之辯論。他引用神在以賽亞書廿九章 14 節所說過

的話支持其論點（1:19），藉此表明不要與神較量智力，自恃能以其愚拙的陰謀勝過

神。28事實上此非新道理，在舊約聖經中「神的道」與「人的智慧」乃全然對立（詩

33:10），而人總自以為是（箴 14:12，16:25），但神卻要滅絕人的「智慧」，廢棄人的

體系（賽 10:12-16，19:11-16）。29按前面重要字詞之分析，保羅很可能是套用哥林多

教會常用的「智慧」詞彙，證明他們當中崇智的心理，無疑是造成教會內分門別類

的主因。30
 

舊約和新約的情況類似：外邦人和猶太人按其智慧聯合拒絕福音，因此保羅從

                                                
27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69. 

 
28 Ibid., 70. 

 
29 莫理斯，哥林多前書注釋，52 頁。 

 
30 Peter Lampe, “Theological Wisdom and the ‘Word about the Cross’: the Rhetorical Scheme in 1 

Corinthians 1-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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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歷史得出強有力的警告。31羅馬有一幅著名的諷刺壁畫，繪著一位敬拜者，

正在敬拜一位被釘在十字架上驢頭人身者，上面寫著「Alexamenos」即敬拜他的神。

這幅畫生動地表達出，那些看重屬世智慧的人就是這樣看待十字架的道理為愚拙。32

但其結局卻因不認識神，反而為神所棄絕、且成為愚拙；而神的愚拙，卻是以世人

認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來顯其智慧。 

因此保羅以連續三句詰問的語氣問道：「智慧人在哪裏？文士在哪裏？這世上

的辯士在哪裏？」（1:20）人常用技巧使其哲理對別人具有吸引力，但這在神眼中，

卻是一無可取的雕蟲小技。智慧人靠自己的哲理、文士自恃熟習律法，辯士憑著善

於詞令，以為可以達成救恩，但這都是愚拙的行為。33保羅用一連串的詰問強調其

重點：不論是智慧人、文士或世上的辯士，皆無任何屬人的智慧，能在神面站得住

且存到永遠。34
 

接著保羅在第 21 節解釋為何有第 18 節的情況。因為世人既憑其屬世的智慧拒

絕神，所以神按其主權、以其智慧，選擇以世人視為愚拙的十字架道理來拯救人。

此道理在兩方面被視為愚拙：不單福音本身－神透過釘十字架的耶穌拯救人的信息

－被認為根本是「愚拙」的，連宣講福音者也被視為「愚拙」；但人並非靠智慧承

受救恩，乃是因「信」35而得救。無所不知的神，早已預知這一切，所以，這整個

計劃都在神智慧的安排下。36
 

第 22 至 23 節接著明確地指出，保羅時代的兩個民族是如何以自我為中心的看

待福音。首先，猶太人的民族性喜歡看神蹟，他們認為神蹟是從神而來權柄之明證，

因此常要求耶穌行神蹟來確證自己的宣稱（太 12:38-42；可 8:11；路 11:16；約 6:30），

                                                
31 W. Robertson Nicoll, The 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vol. 2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0), 

767. 

 
32 Jack Finega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292. 

 
33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注釋，108 頁。 

 
34 莫理斯，哥林多前書注釋，52 頁。 

 
35 原文pis teuvonta"為現在分詞，現在式表示不住的信。參：Ibid., 53. 

 
36 布魯姆伯格，哥林多前書，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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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猶太歷史的確也充滿了神蹟。所以猶太人不明白，這位自稱是神所差來，能行

各樣神蹟的耶穌，其下場竟是被釘在受咒詛的十字架上！37對他們而言，「釘十字

架的彌賽亞」與褻瀆神沒有兩樣，因為他們皆知神所宣告的：任何蒙羞辱、被掛在

木頭上的人，都是受神咒詛的（申 21:22-23）。並且，表示著能力、榮耀與勝利的

彌賽亞怎麼可能受咒詛，且被釘在顯示著軟弱、羞辱與挫敗的十字架上呢？這根本

就是難以置信的事。因此，猶太人追求神蹟的習性，反而成為他們接福音的「絆腳

石」。38
 

而對於追求智慧的希臘人來說，則認為人類最完美的境界莫過於求得知識、學

問與哲理，但其智慧往往卻淪為無意義的虛談詭辯（參徒 17:21）。39他們認為創造

靈魂之神，應該是位道德完美、不食人間煙火與不問民間疾苦的審判者。40因此，

希臘人難以明瞭永恆之神願意「道成肉身」來到人間；更無法想像這位沒有情緒與

激情之神，41竟會介入人類的歷史，成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喜怒哀樂、

會飢渴、會軟弱，甚至被釘在他們處罰奴隸及不法之徒的刑具上。因此，就他們的

理性和知識來看，一個粗鄙的猶太人，犯了叛國罪，以最恥辱的刑罰公開受處決；

這全然是一個不入流的學說，怎能藉他建立起高尚的學派呢？以智慧為誇耀的希臘

人，因為看「十字架的道理」極其蠢笨，以致於攔阻了他們接受福音。42
  

所以，對所有不信者來說，十字架的信息不僅古怪且愚拙，他們也輕視它，認

為這個信息不僅危險且近乎瘋狂與愚蠢（1:23）。43但這就是神的愚拙，是祂行事的

                                                
37 蔡麗貞，「哥林多前書一、二章中的十架神學」，管窺十架神學，俞繼斌編（新竹：中華信義

神學院，1997 年），55 頁。 

 
38 卡森，十架與事奉：哥林多前書選解，張晨歌譯，卡森解經講道系列（美國：麥種傳道會，

2005 年），28 頁。 

 
39 莫理斯，哥林多前書注釋，53 頁。 

 
40 奧爾森，神學的故事，吳瑞誠、徐成德譯（台北：校園，2002 年），66 頁。 

 
41 Ibid. 

 
42 蔡麗貞，「哥林多前書一、二章中的十架神學」，54 頁。 

 
43 「愚拙」也有「癲狂」或「瘋狂」之意。參：卡森，十架與事奉：哥林多前書選解，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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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法則，以矛盾－軟弱和愚拙－顯其大能與智慧。此事實說明，對那些以自我為

中心，保有其權利而滅亡的人來說，雖然十字架是神的愚拙，但這個愚拙卻是證明

「神總比人智慧」；十字架雖被看為軟弱，但是對於那些信靠上帝，藉由祂的愚拙

蒙拯救的人而言，「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因此，對於那些被神的靈所感動和呼召

的人來說－無論是哪個民族，都會發現十字架正是神的智慧和改變他們生命的大能

（1:24-25）。44
 

二、神的愚拙－哥林多城信徒的蒙揀選（1:26-31） 

接著，保羅將其辯論從福音的內容轉向哥林多信徒，進一步說明上文 18 至 25

節的觀點，證明「神為自己所揀選」成為其新子民的，大多是世上的「基層小人物」，

而非「上流人士」；而他們自己正是神的愚拙之明證，為使自以為有智慧者羞愧。因

此，保羅採取耶利米書九章 23 至 24 節的概念，作為其論證的主要架構，來推翻他

們各擁領袖之紛爭及自誇。45
 

其論證在於使哥林多信徒思想自己蒙召的事實，以及神呼召他們時的身分（參

7:17-24），而非根據他們現今的價值標準－今世的智慧或功勞。所以本段一開始，

保羅再次提起 24 節的中心思想－蒙召，命令他們回想蒙召時的身分－「因此，想想

你們的蒙召吧」。事實上從人的標準來看，他們當中具備猶太或希臘人之智慧的、

有極大影響力的，以及出身高貴的都不多，因為這三項（教養、權勢和出身）正是

上流階層所引以為傲的。46  

哥林多人崇尚智慧，正反映出典型的希臘作風，因此保羅直接否定神以此作為

呼召人的條件。47諷刺的是，哥林多信徒正是以此觀點評斷保羅以及他所傳的福音，

這更顯出他們實際上是何等地微小。所以保羅將此應用在他們身上－神揀選像他們

                                                
44 布魯姆伯格，哥林多前書，53 頁。 

 
45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78. 

 
46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哥林多前後書，33 頁。 

 
47 莫理斯，哥林多前書注釋，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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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顯明神的觀點和他們是多麼的不同。48 

保羅使用三組鮮明的對比：「愚拙」對「智慧」；「軟弱」對「強壯」；「無

有的」和「被人厭惡的」對「那有的」，透過修辭學上的技巧，強而有力的表達其

論證。27 至 28 節的對比，正好回應了 22 至 25 節，說明神不是揀選「智慧的」而

是「世上愚拙的」；不是揀選「有權勢的」而是「世上軟弱的」；不是揀選「尊貴

的」而是「無有的」。神在十字架和呼召「卑微的」哥林多人所做的，不單顯明其

本質與恩典；更是說明「神乃是照自己的旨意而行」（詩 135:6），祂無需向這「世

界的智慧」做任何的解釋。透過上帝在基督裡的憐憫作為，祂確實已使智慧「羞愧」。

49神的揀選是在基督耶穌裡作的，這就是神的智慧，是神使基督耶穌「成為」我們

的智慧（包括：道成肉身、十字架和復活）；而不是祂「是」我們的智慧。因基督

乃是神的智慧（西 2:2b）。50 

所以保羅在 26 至 28 節的論證，目的不是盡其所能地貶低哥林多信徒，而是高

舉上帝奇異的恩典與作為。因為無人能在永活神面前擁有任何優勢，不論是教養、

權勢和出身。透過揀選卑微的哥林多人，神排除了人類想像得到，任何可能討神喜

愛的方式。51因為神不單揀選了世上認為「愚拙」、「軟弱」、「出身低微且道德

低落」、「被視作一文不值」，以及「被看為不存在」的人；神確實就是揀選這樣

子的人。 

神如此出人意外的作為，為「使一切有血氣的」－普世人類，包括哥林多教會

在內－毫無誇耀之由。因為在神面前，以人的智能為誇口的夢想，早已因著神奇妙

的救贖計劃而破滅；所以，哥林多信徒得以「在基督耶穌裡」，全然是本乎神奇妙

的作為－基督的救贖。因此，保羅進一步在第 30 節以三個隱喻說明得著基督，也就

                                                
48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79. 

 
49 Ibid., 83. 

 
50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哥林多前後書，34 頁。 

 
51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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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著神所賜的「智慧、公義、聖潔及救贖」。52根據前一節之字辭解釋，可知在

此「公義、聖潔和救贖」是「智慧」的同位語，都直接與基督的救恩有關，乃指向

同一事件－救恩－的三個不同的隱喻，亦即各個隱喻從不同的範疇及觀點強調同一

事實（6:11）。53因為保羅已證實「基督是神的智慧」（1:24），如今他更進一步證

明「神的智慧」─藉由耶穌基督所成就之救恩─已在信徒身上產生功效，對基督徒

而言，得著救恩就是得著神的智慧。 

既然得在基督耶穌裏是神的作為，因此沒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自誇」54，

因為任何自誇的形式都被廢除（比較 3:21，4:7；羅 2:23，3:27），卻要反映神的「軟

弱」和「愚拙」（羅 5:3，林後 12:9）。保羅以「神的恩典」作為「自誇」之貶抑和

肯定兩意之轉折點，表明因基督為罪人受死，故神已廢除每個人的虛榮和自負，因

此人必須在祂的憐憫裡全然地信靠，並以此「自負」和「驕傲」。55總而言之，保

羅引用耶利米書九章 24 節為佐證，指出一種最有價值的誇口－即「指著主誇口」，

藉此提醒紛爭結黨的信徒：惟有單單看重基督並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誇耀

神奇妙的作為。56
 

三、神的愚拙－保羅的宣講（2:1-5） 

最後，保羅更進一步以其過去的福音宣講做為屬神矛盾之論證。他提醒哥林多

的信徒，從前在他們當中所傳的道，正符合他所說「愚拙」的福音，乃是簡單、直

言無虛飾、無吸引人之處。若是憑著智慧委婉的話，有誰會進入神如此的愚拙和軟

弱中？正因為它的簡單與樸實，所帶出的果效更彰顯出神的大能。57因此，在這段

                                                
52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注釋，113 頁。 

 
53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 85-86; Lockwood, 1 Corinthians, 75. 「智慧」s ofoi;（陰）

的同位語－dikaios uvnh（陰）、aJgias m ov"（陽）及ajp oluvtr w s i"（陰）皆為主格單數名詞。 

 
54 「自誇」原文kauchvs htai是保羅常用的字詞，在哥林多前書共出現了十次。參：張永信，哥

林多前書注釋，113頁。 

 
55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84. 

 
56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注釋，114 頁。 

 
57 莫理斯，哥林多前書，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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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中，保羅帶出兩個重點： 

首先，保羅以其傳道的態度為論證（2:1-2）。二章1節提到他過去在他們當中傳

道時，並沒有用華麗的辭藻和高深的學問（現代中文譯本），58對他們宣傳神的奧

祕。從上文來看，我們可知保羅所提「神的奧祕」就是指福音（1:17），也就是釘

十字架的基督這被世人看為愚拙的道理（1:18-25），在過去此奧祕是被隱藏的，但

如今上帝透過基督給人類提供的救恩計劃已經顯明了。59因此，保羅將神的奧祕與

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贖犧牲的福音畫上等號；60並且在下文他將更深入地把奧祕跟歷

史的進程（2:8）和神的計劃，從舊約時代轉到未來（2:9）這兩事連繫起來，論證神

已將奧祕向我們顯明了。61
 

緊接著保羅在二章2節，解釋過去在他們當中傳道時，之所以沒有用華麗的辭藻

和高深的學問，是因為他經過「深思熟慮」62，定意除了耶穌基督和祂死在十字架

上的事以外，不關注其他事物（參現代中文譯本）。因此，十字架的信息－包括了

耶穌是基督，祂的死、復活、升天及再臨－成為保羅宣講福音的核心，並且這也是

他一貫傳道的態度（加3:1）。63事實上，在當時有不少藉著「高言大智」遊走各地，

吸引聽眾的希臘哲人；因此保羅定意其傳福音的形式與任何演說式的修辭區別，免

得貶低了福音的價值。64
 

其次，保羅以其傳道的樣式為論證（2:3-4）。保羅用三個形容詞－軟弱、懼怕

及戰兢－說到過去在他們當中傳道時的心境（2:3）。「軟弱」此字原文多與身體的

                                                
58 黃錫木，原文新約輔讀，新約希臘文研究系列（香港：基督，1994 年），372 頁。 
 
59 Thayer, Thayer’s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420. 

 
60 楊慶球主編，證主聖經神學辭典，1011頁。 

 
61 陳惠榮主編，證主聖經百科全書（香港：證主，1995 年），633 頁。 

 
62 e[kr inav為kr ivnw的過去不定時態，講述保羅到達哥林多時已得出之結論－他必須繼續宣傳基

督。參：凌納格，新約希臘文精華，517頁； Charles B. Cousar, A Theology of the Cross: the Death of Jesus 

in the Pauline Letters. Overtures to Biblical Theology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1990), 32. 
 
63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92. 

 
64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注釋，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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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有關。65「懼怕」常譯為恐懼，但主要是形容人對神的敬畏。66「戰兢」指保羅

因感到自己的不足，及其託付極為重要，所以心中戰戰兢兢。67而這樣的樣式在他

所「說的話」和所「講的道」中反映出來，同時這也是保羅對於他在第一節論及宣

講心態的進一步補充。因此，保羅不是用委婉動聽的話來迷惑人，68因為那樣的言

論，只會讓人把焦點放在演說者及其措辭上，保羅所企望的是信者能經歷福音的大

能，故他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2:4）。69即或保羅如此的軟弱，且其宣講缺少

詭辯與智慧，但是從他們的「信」卻證明他的福音宣講並不缺少「聖靈和大能」，

這就是他希望聽者所經歷的－乃扎根在神的大能，而非靠人的智慧。因為「靠才智

推理而來的信仰，在更銳利的論調下極易破滅；但從神大能而生的信心，則永遠不

倒塌。」70
 

整個論證至此，保羅以哥林多教會的「信仰」總結其宣講的目的，即此信仰是

建基在「神的大能」，而非「人的智慧」。並且，最後也帶出哥林多前書一章18至

二章5節的結論，亦即「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2:5）。

如今此結論再次將他們帶回到最先開始的一章18節：「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

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如此「神的大能」貫穿了這整

段以「釘十字架的基督」為核心之論證。71 

 

 

                                                
65 ajs q eneiva有軟弱，疾病之義（參路 5:15，約 5:5，加 4:13 等）。參：黃錫木，原文新約輔讀，

372 頁。 
 
66 Ibid., 372. 
 
67 凌納格，新約希臘文精華，517 頁。 

 
68 形容詞peiq o"「委婉」新約只在此出現，類似此字的古希臘字「piq anov"」，則用來表達假先

知委婉的言語（王上13章）；同類字「piq anologiva」（西 2:4）則指諾斯底派哲學家那些誘惑人的話，

聽眾易為此類講道者所迷惑。參：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哥林多前後書，37-38 頁。 

 
69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注釋，117 頁。 

 
70 莫理斯，哥林多前書，60 頁。 

 
71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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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本段經文要義歸納本段經文要義歸納本段經文要義歸納本段經文要義歸納 

保羅在此段經文所要論證的乃是「釘十字架的基督就是神的智慧與能力。」其

論證之基礎在於第 18 節「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

人，卻為神的大能。」故本段論證以「釘十字架的基督」為核心，藉此表達神以其

行事的特殊法則－遠超過人類的語言、理性，和看似愚拙、矛盾與衝突的方式－啟

示此真理，並彰顯其大能。 

一、神的智慧與能力 

  「釘十字架的基督」將人類劃分為兩大群體，其原因在於對此信息的不同看法

所致，為此更帶來天壤之別之結果： 

 （一）滅亡：乃因視十字架的信息為愚拙、軟弱，且以自我為中心，以為可以靠

自己的才能、智慧達到救恩。此群體既按其屬世智慧拒絕神，其智慧卻為神所

滅絕和廢棄，反成為愚拙。因此，對於那些寧可保有其權利的人來說，其結局

乃是走向滅亡之途。 

 （二）得救：乃因蒙召及相信十字架的信息，且視其存在為神大能之結果。此乃

神定意以世人認為愚拙的道理拯救相信的人，來顯其智慧。 

  因此，雖然不信者輕蔑十字架的信息，且視為瘋狂與愚蠢。但這就是神的愚拙，

是神行事的特殊法則，亦即以矛盾－軟弱和愚拙－顯其智慧與能力。十字架的信息

雖被看為軟弱，但是對於那些信靠上帝，藉由祂的愚拙蒙拯救的人而言：「基督總為

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1:24b-25） 

二、神的揀選與恩典 

保羅將其辯論從福音的內容轉向哥林多信徒，進一步證明「神為自己所揀選」

成為其新子民的，大多是世上的「基層小人物」。因從人的標準來看，他們當中具備

上流階層所引以為傲之教養、權勢和出身者皆不多，因此他們正是神揀選之明證，

故信徒所當思想乃是其蒙召的事實與身分。 

事實上，神在十字架和呼召「卑微的」哥林多信徒所做的，不單顯明其本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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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更說明了「神乃是照自己的旨意而行」，透過神在基督裡的憐憫作為，祂確

實已使智慧「羞愧」，且使「釘十字架的基督」成為信徒之智慧（1:30）。 

既然得在基督耶穌裡全然是神的作為，因此沒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自誇，人

唯有在神的憐憫裡全然地信靠，並以此「自負」和「驕傲」。故最有價值的誇口－

單單指著主－乃誇耀在基督裡所得之恩典（1:31）。 

三、神的聖靈與大能 

最後，保羅更進一步以其過去的福音宣講做為屬神矛盾之論證。藉此提醒哥林

多信徒，從前在他們當中所傳之道，正符合他所說「愚拙」的福音，乃是簡單、直

言無虛飾，正因為它的簡單與樸實，所帶出的果效更彰顯出神的大能。 

保羅並未用華麗的辭藻和高深的學問，宣講神的奧祕－釘十字架的基督。之所

以如此是因他經過深思熟慮，定意以十字架的信息－包括了耶穌是基督，祂的死、

復活、升天及再臨－為其宣講福音的核心，免得貶低了福音的價值。 

並且，保羅更是以軟弱、懼怕及戰兢之心宣講福音，因他不願意眾人只將焦點

關注於其才智或演說之技巧，他乃期盼信徒能真實地經歷福音的大能。因此，即或

保羅如此的軟弱，且其宣講缺少詭辯與智慧，但是從哥林多教會的「信」卻證明其

福音宣講並不缺少「聖靈和大能的明證」（2:4），他們的信仰乃建基在「神的大能」，

而非「人的智慧」。 

所以本段經文之結論乃是：「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2:5）而這也正呼應了最開頭所說的：「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

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1:18）如此「神的大能」貫穿了這整段以「釘

十字架的基督」為核心之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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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神學意義及現代應用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神學意義神學意義神學意義神學意義 

  從第三章之經文解釋可初步地歸納保羅的十架神學： 

一、神的愚拙和屬世智慧全然對立與矛盾。 

 （一）唯藉「釘十字架的基督」才能找著真神。 

神在「釘十字架的基督」裡所顯出的愚拙比人類更有智慧。1倚靠屬世智慧是無

法認識並找著神的，因為神乃隱藏於「釘十字架的基督」背後，這是神定意以

如此愚拙的方式－在每個世代都會引起嘲笑和羞辱－向所有犯罪的受造人類彰

顯其智慧與能力（1:24-25）。2因為神並非按著人的想像與期望而造，3祂乃是透

過十字架的信息揭露祂自己，4這位透過十字架所啟示的乃是一位自由、至高無

上，且不受人類的理解、掌握與期望所束縛之神。5故唯有在神自我啟示與揭露

之處尋找祂才是真正穩妥及可靠。6
 

 （二）除「釘十字架的基督」以外別無拯救。 

世人也許各有其得救之管道，但唯有「釘十字架的基督」是創造主向犯罪的受

造者所啟示，唯一得蒙拯救之途徑；因此，唯有放棄屬世的智慧，相信神所啟

                                                
1 Robert Kolb. The Christian Faith: A Lutheran Exposi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93), 21. 

 
2 Molly Truman Marshall, “Forsaking a Theology of Glory: I Corinthians 1:18-31. ” Ex Auditu 7 

(1991): 101. 
 
3 Kolb, The Christian Faith, 20. 

 
4 Charles B. Cousar, A Theology of the Cross: theDeath of Jesus in the Pauline Letters. Overtures to 

Biblical Theology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1990), 35. 

 
5 Ibid. 

 
6 Marshall, “Forsaking a Theology of Glory: I Corinthians 1:18-3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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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法，才能真實經歷神的大能作為（1:18）。 

二、神按其旨意之揀選乃宣布了祂無條件的愛 

（一）「釘十字架的基督」顯明神的揀選及其無條件之愛。 

神的揀選宣布了神無條件的愛，反駁一切本於過去之行為或未來之失敗，7以及

任何可能之誇耀。這給人類價值觀帶來重大之革命，即全然地否定了人類在其

得救上之任何功勞（1:26-30a）；8但卻使一切「在基督裡」的人，得著各樣天上

的福氣－智慧、稱義、救贖、聖潔（1:30b）。9
 

（二）除「釘十字架的基督」別無所誇。 

神所揀選承擔及見證救恩的人，在基督裡不能誇耀任何個人成就或社會經濟地

位，因其得在基督耶穌裡全然是神的作為，故「謙卑」－在神的憐憫裡全然地

信靠，唯誇耀在基督裡所得之恩典－是信徒合宜之舉止（1:26-31）。10
 

（三）除「釘十字架的基督」別無智慧。 

神使「釘十字架的基督」成為信徒之智慧（1:30），卻藉此暴露了罪人對其將被

廢棄智慧之偶像崇拜。11
 

三、「釘十字架的基督」是基督徒生活及宣講之核心 

  唯有「釘十字架的基督」成為信徒生活及宣講之核心時，方能摧毀個人與團體

中之驕傲，及除滅愚昧之爭競，使基督社群得以達致真正的合一。12並且，當基督

徒以信心倚靠神的大能宣講「釘十字架的基督」時，聖靈必與此信息同工，在聽者

心中動工使之相信基督（2:2-5）。13
 

                                                
7 Kolb, The Christian Faith, 175. 

 
8 Cousar, A Theology of the Cross: the Death of Jesus in the Pauline Letters, 35. 

 
9 陳濟民，新約神學精要（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6 年），76-79 頁。 

 
10 Marshall, “Forsaking a Theology of Glory: I Corinthians 1:18-31.”:102. 

 
11 Cousar, A Theology of the Cross: the Death of Jesus in the Pauline Letters, 35. 

 
12 Ibid., 36. 

 
13 馬歇爾，馬歇爾新約神學，潘秋松等譯（美國：麥種傳道會，2006 年），2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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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現代應用現代應用現代應用現代應用 

一、「釘十字架的基督」與今日教會現象－「十架神學」與「榮耀神學」 

造物主並非按著人的想像與期望而造，祂乃透過十字架的信息揭露祂自己。但

在教會中卻逐漸存有一種觀念及教導，乃如何「運用」上帝，使自己健康、快樂、

致富及成功。
14
彷佛從這些人所看為成功、有果效的見證中，才能證明我們的神值得

信靠，其能力大過一切假神，並且在眾多宗教中具有吸引力及說服力。 

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和二千年前的哥林多教會信徒沒有兩樣；只是，上帝

只給我們十字架，這十架神學全然違反了所有自然宗教之特質，且不能滿足我們對

於神的期盼和要求，
15
如此之觀念二千年來如此，未來仍會是如此。故基督徒生命無

論遭遇何光景時，唯有回到神自我啟示與揭露之處－「釘十字架的基督」尋找神，

才能得著安慰、力量、盼望與真正的平安（約 16:33）。 

二、「釘十字架的基督」與教會牧養 

 （一）「釘十字架的基督」永遠是傳道人－神話語的執事－傳講的核心。 

透過哥林多前書二章 1 至 5 節，有助傳道人檢視個人講道和牧養的態度：要強

而有力地宣講福音－十字架及人需要悔改－的基要教義；精心雕琢的修辭，絕

不可淹没福音信息的清晰和純正；牧者的個人魅力也決不可取代神話語的權

威，16因權柄永遠只屬基督，沒有牧者可自稱擁有權柄。但另一面，牧者是以

耶穌基督的權柄行事，因此，輕視其崗位，漠視其教導者，都等同輕視或漠視

基督。17並且，也應當了解講道與演講截然不同，不僅兩者的內容不同；其結

果也大相逕庭，講道所帶來生命的改變，是任何演說家無法辦到的，其關鍵在

                                                
14 韋真爾，十字架的神髓，李廣生、蔡錦圖譯（香港九龍：路德會文字部，2004 年），61 頁。 

 
15 Ibid., 62-63. 
 
16克雷格．布魯姆伯格，哥林多前書，尹妙珍譯，國際聖經應用系列（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62 頁。 

 
17 德里克．蒂德博爾，靈巧好牧人－牧養神學導論，陳永財譯（香港：基道，2004 年），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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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聖靈與十字架的信息同工，在聽者的內心動工而成。18
 

 （二）「釘十字架的基督」是信仰之知識與經歷的評量準繩。 

教導聖經知識不僅是穩固信仰的力量與根基，更是防止教會偏差之關鍵。此外，

若再加上聖靈的經歷，則使得信仰得著更新，生命更有活潑的動力。若只有知

識沒有經歷，信仰易流於形式、死沉；反之，只有經歷沒有知識根基，則像決

堤的河水一發不可收拾，易有信仰出軌的危險。因此，最後這兩股力量都需要

回到十字架真理的引導、光照下，如此教會的信仰才有永續的生命。19
 

 （三）聯結於「釘十字架的基督」。 

在推崇成功、權力、知識、力量、財富等偶像的世代中，人們對於流露出軟弱、

愚拙、無有的人，大多都輕視且遠避。所以，盡己所能地掩飾自己的有限與不

足似乎是合理的。不過，這卻與上帝行事的法則相違，任何的偽裝都毫無意義，

歷史上「釘十字架的基督」雖距今近二千年，但神仍未改變其方法，祂仍然選

擇透過同樣軟弱的器血作工。因此，唯有緊密地聯結在軟弱中被釘十字架的耶

穌基督，才是神僕事奉的本質。因十字架是福音的中心，神僕誇耀的是自己的

軟弱而非能力，唯在軟弱中才能確證其呼召，彰顯上帝的大能。20
 

 

                                                
18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注釋（香港：宣道，1997 年），118 頁。 

 
19蔡麗貞，「哥林多前書一、二章中的十架神學」，管窺十架神學，俞繼斌編（新竹：中華信義神

學院，1997 年），60 頁。 

 
20 蒂德博爾，靈巧好牧人－牧養神學導論，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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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筆者在研究此段經文的過程中，多次為保羅定意只彈一個調－「釘十字架的基

督」－的態度所感動，他寧可承受那些自以為是者對他個人及其信息，投以鄙視的

眼光和嘲諷的話語，卻仍一生持守其福音宣講之核心，並以聖靈和大能之明證。 

透過研究此段經文筆者才發現，原來自己是多麼地在意人的評價，因此刻意地

掩飾自己的不足與軟弱，盼望呈現在別人眼前的是優秀、有智慧、有才能的一面；

卻從未想過，這全然與上帝的行事法則－透過「釘十字架的基督」啟示祂自己－相

違背，筆者這樣的心態與驕傲的哥林多信徒根本沒兩樣。這個看見帶給筆者極大的

衝擊，「我是否真的願意，如同保羅一樣，對『釘十字架的基督』忠心不渝？定意

只在神行事的法則中事奉祂？傳講祂？」 

認識到自己內在的光景，不禁常自問：「距離畢業尚有幾個月的時間，畢業後

你要成為怎樣的僕人？你要以什麼樣的態度傳講福音及牧養教會呢？在面臨內外的

壓力或輕蔑時，你如何持守且不退縮呢？」 

唯求神恩待憐憫筆者，幫助筆者對「釘十字架的基督」有深切的認識，緊緊地

與祂聯結、住在祂裡面，並倚靠聖靈的大能，得以在充斥著「榮耀神學」的潮流中，

仍能持定「十架神學」的異象、忠心並且有見識地完成上帝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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