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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约 概 论 

第五课 - 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後书概论 

哥林多前书 - 概论 

作者：使徒保罗（林前 1：1，16：21）。 

本书信（林前 1：1）已表明是奉神差遣的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而全书的风格

与保罗一向的写作风格十分相符。早期教父革利免，爱任纽和亚力山大的革利免，也

承认本书的确是保罗所写的。而与保罗一同署名问候的“所提尼”，按（徒 18：17）

记载，他是哥林多城犹太会堂的管理人。他可能後来信了主，与保罗一起到处传道，

所以与保罗联名问候哥林多教会。 

使徒保罗的生平简介：请参阅新约概论-背景 - 第八课 - 使徒保罗的生平简介。 

收信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以及散居在附近各处的基督徒（林前 1：2）。 

写信年份：约主後 55 至 56 年春期间。 

使徒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主後 53-57 年）时，曾在以弗所居留约三年之久（徒 20：31）。

在以弗所最後一年（约主後 55 至 57 年）的五旬节前写了本书信（林前 16：8）。 

写信地点：以弗所。 

哥林多的背景： 

哥林多是希腊最大丶最繁荣的历史名城，位於连接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峡，西

面是哥林多湾，东面是萨罗尼科斯湾。位於雅典西南方 78 公里，哥林多地峡两侧是山

脉，亦位於罗马与东方交通往来的主要道路上。在保罗时代是罗马帝国第四大城，一

个重要的商业中心，人口约二十五万人，其中大半是奴隶。居民由希腊人丶罗马人，

和东方人组成。哥林多以庙寺闻名，并以供奉希腊女神维纳斯最为有名。哥林多有一

个高出 2000 呎的高原，高原上建有一座供奉亚富罗底（爱神）的神庙。 

哥林多人借用宗教之名鼓吹嫖妓，全盛时期庙妓数目高达千人。由於他们的宗教丶道德腐

败，亦以淫乱闻名於世，常以「哥林多化」，作为「放纵情欲」的代号，形容生活堕落

和腐败。甚至该地教会亦受影响，被一些不良的风俗渗透。保罗在哥林多期间目睹异

教的败坏，所以当他在该地写罗马书时多方刻划外邦人的黑暗情景（罗 1：18-32）。 

哥林多教会的背景： 

保罗到以弗所前，曾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徒 18：11 丶 18-19）。保罗与亚居拉丶百

基拉丶西拉和提摩太等同工，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时，在那里传福音，竭力作工（徒

18：2 丶 5）。哥林多教会应是那段期间，由保罗建立的（徒 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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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每逢安息日就在会堂传道，但因犹太人刚硬不信，保罗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此一

年半时间，直到犹太人群起攻击他，向亚该亚省长迦流控告他，过了一些时候保罗离

开哥林多，此後与教会继续以书信往来。除了哥林多前书丶後书外，保罗还写了二封

书信给他们（参林前 5：9； 林後 2：4）。 

这是一间具有各样恩赐的教会，但因灵性幼稚，以致内部问题丛生；於是保罗写信劝勉他

们（林前 5：9-11），但他们误解了保罗信中的意思。 

持信人：教会代表团（林前 16：17） 

写信的原因和目的： 

保罗离开哥林多後，从不同的消息来源得知，哥林多教会正面对种种混乱和问题。因此，

本书信主要目的不是解释教义，而是回应哥林多教会的实际需要和问题。保罗写本书

信的原因和目的如下： 

（1）保罗从革来氏家里的人（林前 1：10-12），得知哥林多教会内部出现问题，特别是有

关分门结党，因此他用了四章篇幅来教导他们不可高举任何人； 

（2）有人向他报告教会中，发生严重不道德淫乱的行为，和彼此争讼的事（林前 5：1，

6：1），使他不安。哥林多教会几乎从开始就受淫风所影响，从（林前 5：9）可见保

罗曾经就道德松懈的情况写信告诫他们，要求信徒「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林前 5：

9）。但他们误解了他的意思，所以他需要再澄清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劝戒他们，并督促

他们即时采取严厉措施；  

（3）哥林多教会或许也曾因一些疑难的问题，写信向保罗请教（林前 7：1；8：1；12：

1；16：1）；或许教会差司提反，福徒拿都，亚该古作为代表（林前 16：17），带来一

些疑难的问题，请求保罗给予指导和意见，例如：嫁娶和守童身的问题（7 章），吃祭

偶像之物和吃喝享受的问题（8 至 10 章），女人蒙头丶吃主的晚餐和爱筵的问题（11

章），属灵恩赐的问题（12 至 14 章），复活的问题（15 章），捐款的问题（16 章）等。

因此，保罗都给他们详细的指导，劝勉他们要互相协调，以免教会分裂。  

当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例如：结党丶混乱丶纷争丶嫉妒丶诉讼丶淫乱丶离婚丶滥用恩赐

丶教会职事和信仰上的问题，仍适用於这个时代。保罗本着牧者心肠作劝勉丶责备丶

纠正和教导信徒应有的标准行为和品德，每个信徒本着无私的爱来巩固教会的秩序丶

道德和属灵生活。同时，信中亦蕴藏着全本圣经中令人爱不释手的「爱篇」（林前 13

章），有关「复活」丶「属灵的恩赐」等教导。 

主旨要义：保罗以基督的福音丶神的话语丶真理来纠正教会的各类混乱。 

保罗提醒那些为教会领袖起分争和分党的信徒，只有基督为罪人死，和奉祂的名受洗归入

基督（林前 1：13-16），十架道理对不信者为愚拙，对信徒为神的大能，主是神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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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智慧。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在祂面前自夸（林前 1：18-31）

圣灵参透万事和神深奥事，将属灵事讲给属灵人，使属灵人看透万事（林前 2：10-

16）；嫉妒分争是属肉体的表现，惟有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林前 3：1-23）保罗呼吁信

徒不论断，不自夸，只等主来（林前 4：3-21）   

教会伦理道德问题，应把淫乱的人赶出教会，盼他能悔改，信徒和教会的名不受影响（林

前 5：1-13）弟兄诉讼的问题，应交由教会处理（林前 6：1-11）有关婚姻问题，应守

着蒙召时的身份（林前 7：1-40）偶像和祭物算什麽；只有一位神和一位主，万物和我

们都是藉祂有的，保罗的实例靠福音养生，并藉以色列历史为鉴（林前 8：1-11：1） 

信徒应顺服神所安排的权柄和秩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也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

头，各人为要荣耀神。保罗教导信徒要按规矩守圣餐，圣餐的属灵意义：每逢守圣餐

是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的罪而舍，和祂的血所立的新约。（林前 11：2-34）  

属灵的恩赐丶职事丶功用各有不同，众多的恩赐都是来自同一位圣灵，圣灵随己意分给各

人不同的恩赐，为要事奉独一的主，独一的神，和叫人得益处。保罗劝勉信徒要切求

那更大的恩赐，并指示最妙的道（林前 12：1-31）爱的真谛和原动力，结论：常存的

有信，有望，有爱，而最大的是爱  （林前 13：1-13） 

两种属灵恩赐（讲道和说方言）的比较，要追求爱和属灵恩赐，讲道是对人说造就丶安慰

和劝勉胜过说方言。结论：在教会中宁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林前 14：1-40）  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埋葬丶三天後复活，并显现给众人和保罗看，

从基督的复活证明死人也要复活。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

从亚当来在他里面众人都死；死人复活从主来在祂里面众人都复活。必朽坏和必死的

要变成不朽坏和不死，应验神的应许死被得胜吞灭。（林前 15：1-54） 

勉励信徒竭力多作主工：死得胜的权势和毒钩在那里，死的毒钩是罪，罪的权势是律法；

感谢神藉主得胜，务要坚固，竭力多作主工因在主里的劳苦不徒（林前 15：55-58）  

本书信的特点： 

（1）在基督里是信徒生活的范畴，信徒是在基督里：成圣（林前 1：2），享受神的恩惠

（林前 1：4），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丶公义丶圣洁丶救赎（林前 1：30）。信徒若不

追求或追求错误的目标，就在基督里仍为婴孩（林前 3：1），自以为聪明（林前 4：

10），岂知却是愚拙的；反之，在基督里就会长出生命的果子（林前 4：15），行事为人

有好榜样（林前 4：17），甚至可以夸口（林前 15：31），因在主里的劳苦并不徒然（林

前 15：58）。在基督里，对神丶对人就满有爱（林前 16：24）；离了基督，就没有爱。 

（2）教会就是基督的身子，在地上代表基督。分裂教会，就是把基督分开（林前 1：13）；

教会中有不洁淫乱的事，就是得罪基督（林前 5：7-8）；教会中不按理吃饼喝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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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犯主的身丶主的血（林前 11：27）；教会聚会中不守秩序，就是违犯主的命令（林前

14：37） 

（3）十字架的道理，是解决教会中一切问题的法则： 

（i）为解决教会里分门结党的问题，需要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林前 1：13 丶 17）。 

（ii）为解决教会里面淫乱不洁的问题，需要高举逾越节被杀献祭的羔羊（林前 5：7）。 

（iii）为解决信徒滥用自己的身子，提醒信徒的身子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林前 6：20） 

（iv）为解决因吃祭偶像物而绊倒弟兄，提醒他们基督是为那软弱弟兄死（林前 8：11） 

（v）为解决不按理吃主的晚餐，提醒他们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林前 11：24）。 

（vi）为解决错误信仰，见证主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林前 15：3-4） 

本书信与保罗其他书信的关系： 

（1）与《加拉太书》的关系：《加拉太书》讲信徒放弃在基督里所得的自由，而被律法的

轭辖制（加 5：1）；本书讲信徒妄用自由，竟成了别人的绊脚石（林前 8：9）。 

（2）与《以弗所书》的关系：《以弗所书》讲宇宙教会的充满（弗 2：22-23，3：10）；本书

讲有形的地方教会的实际问题。 

钥节：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林前 1：23）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丶公义丶圣洁丶救赎。」

（林前 1：30）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前

2：2）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甚麽，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林前 10：31） 

钥字： 

「主」（林前 1：2、7-10、31，2：8、16，3：5、20…）全书共用了 69 次 

「在基督耶稣里」（林前 1：2、4、30，3：1，4：10、15、17，15：18、22、31，16：24） 

「一同有分」、「同领」、「相交」（林前 1：9，5：9、11，10：16、20） 

「智慧」（林前 1：17、19-22、24-27、30，2：4-8、13，3：18-20，6：5，12：8） 

「自由」（林前 7：21-22、39，8：9，9：1、19，10：29） 

「恩赐丶属灵的恩赐」（林前 1：7，2：12，7：7，12：1、4、9、2、8、30-31，14：1、12） 

「权能」、「权柄」、「权势」（林前 2：6、8，4：19-20，5：4，7：4，9：4-6、12、15、18，

11：10，15：24、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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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大纲：从哥林多前书看保罗如何处理教会内部问题 

（I）序言 - 保罗的问安和为信徒感谢神（林前 1：1-9）  

（一）序言 - 保罗的问安和祝福（林前 1：1-3） 

（二）为信徒感谢神在基督里赐他们各样恩典，并保守他们到底（林前 1：4-9） 

（II）信徒分党因不明十架道理，神智慧藉圣灵彰显，分争是属肉体表现（林前 1：10-4：21） 

（一）哥林多教会分党的问题（林前 1：10-17） 

（二）属世的智慧不能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林前 1：18-2：5） 

（三）神的智慧藉圣灵彰显 - 神的智慧与世俗的智慧比较（林前 2：6-16） 

（四）嫉妒分争是属肉体的表现，惟有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林前 3：1-23） 

（五）使徒的职责，不要论断，只等主来（林前 4：1-5） 

（六）保罗的呼吁信徒不可自夸（林前 4：6-21）   

（III）教会道德问题-不处理淫乱的事，信徒诉讼上公堂，要逃避淫行（林前 5：1-6：20） 

（一）教会伦理道德问题 - 竟容忍淫乱的事不处理（林前 5：1-13）    

（二）诉讼问题 - 弟兄彼此告状，竟告上公堂（林前 6：1-11）     

（三）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林前 6：12-20）   

（IV）论有关婚姻问题和蒙召时的身份（林前 7：1-40）      

（一）若没有神赐的独身恩赐，还是结婚较好（林前：7：1-9） 

（二）给已婚者的意见 - 要为家庭和睦，让配偶和儿女有机会信主（林前 7：10-16） 

（三）要守住蒙召时的身分：已受割礼或未受割礼，作奴仆或自由人（林前 7：17-24） 

（四）守独身和已婚的不同和好处（林前 7：25-35） 

（五）对已到适婚年龄的女儿和寡妇的意见（林前 7：36-40） 

（V）祭偶像的食物，保罗的实例靠福音养生，藉以色列历史为鉴（林前 8：1-11：1）       

（一）论祭偶像的食物，知识叫人自大爱心造就人（林前 8：1-13）       

（二）保罗有自由和权柄靠福音养生，为别人的好处宁愿放弃所有权柄（林前 9：1-27）       

（三）以历史为警戒（林前 10：1-22）         

（四）生活应用-行事为人要为荣耀神和别人的益处（林前 10：23-11：1）         

（VI）论教会崇拜（林前 11：2-34）  

（一）有关男人和女人祷告和讲道时，应否蒙头的问题（林前 11：2-16） 

（二）有关守圣餐的问题，圣餐的属灵意义（林前 11：17-34）         

（VII）论属灵恩赐的本质和功用（林前 12：1-31） 

（一）属灵恩赐的来源 - 众多的恩赐来自同一位圣灵（林前 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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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众多肢体同属一个身子 - 教会的统一性和属灵恩赐的多样性（林前 12：12-31） 

（VIII）爱的真谛 - 爱的原动力（林前 13：1-13） 

（一）没有爱，所有恩赐和善行都没有意义（林前 13：1-3） 

（二）爱的真谛，爱是永远长存的（林前 13：4-13） 

（IX）两种属灵恩赐的比较和教会聚会的原则（林前 14：1-40） 

（一）两种属灵恩赐（讲道和说方言）的比较（林前 14：1-25）  

（二）在公众敬拜运用属灵恩赐的原则（林前 14：26-40）   

（X）复活的教导（林前 15：1-58） 

（一）复活的事实和确据（林前 15：1-34）    

（二）驳斥几种反对复活的理论，复活的身体乃是属灵和属天的（林前 15：35-54）    

（三）颂赞和勉励信徒竭力多作主工（林前 15：55-58）  

（XI）保罗的实际计划和最後结语（林前 16：1-24）     

（一）保罗教导信徒要有计划的奉献（林前 16：1-4） 

（二）保罗的个人行程和同工的情况（林前 16：5-12） 

（三）最後的嘱咐，鼓励信徒顺服和敬重爱主的人（林前 16：13-18） 

（四）结束的问安和劝勉（林前 16：19-24） 

哥林多後书 - 概论 

作者：使徒保罗（林後 1：1，10：1）。 

哥林多前书的作者已确定是使徒保罗，本书信与前书的笔法极相似。同时，早期教父如：

爱任纽，亚历山大的革利免等都引用过本书信，并说明是使徒保罗的书信。与保罗一

同署名问候的是“提摩太”。 

使徒保罗的生平简介：请参阅新约概论-背景 - 第八课 - 使徒保罗的生平简介。 

提摩太的生平简介：请参阅第八课 - 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概论 - 提摩太的生平简介。 

收信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和亚该亚（亚该亚是罗马一省分，包括：马其顿省以南所有的希腊

领土）各地的信徒（林後 1：1）。 

写信年份︰约主後 56 年初至 56 年秋（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 - 主後 53-57 年）期间。 

保罗筹募捐款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基督徒之後的一年。有学者认为，从（林前 16：5-8）

看，哥林多前书与後书，可能就在同一年内完成，哥林多前书是在五旬节前（春季）

写於以弗所，而哥林多後书则稍後於同年冬季来临前写成。亦有学者认为，前书与本

书之间相距至少有一年（林後 9：2），可能保罗夏天去特罗亚（林後 2：12），冬天或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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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到马其顿（林後 2：13），之後再到哥林多。 

写信地点︰马其顿的腓立比（林後 2：13，7：5）。 

本书信不单说保罗自己在马其顿时的光景，也对哥林多教会提到马其顿众教会的光景（林

後 8：1-5）。 

写信背景： 

当保罗在以弗所为福音的缘故遭逼迫，几乎丧命，他便离开那里。亦没有去亚该亚，可能

考虑到哥林多信徒还未改变对他的态度前，去访问他们恐於事无补，便更改他到哥林

多的行程。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极其挂心，写了《哥林多前书》後，该地信徒的属灵

情况未见好转，反有恶化的现象。同时，保罗差派提摩太去帮助他们（林前 4：17，

16：10），可能哥林多信徒对待提摩太不是很友善，於是保罗决定亲自再到哥林多一次

（林後 12：14），尝试解决教会里的问题。但结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双方都不

愉快（林後 2：1），结果匆匆离去。 

离开哥林多教会後，保罗陷入忧愁和痛苦中（林後 2：3，7：8），於是写了一封措辞严厉丶

多多流泪「忧伤的信」，打发提多将这书信带往哥林多教会（林後 2：3-4），可惜後来

这封书信已经失传。因此，保罗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後书」，解释他改变行程的原

因，劝勉教会接纳悔改者，解释自己的身份和事奉的性质，并教导教会如何收集捐款

赈济耶路撒冷信徒。并在特罗亚等候提多，既不见提多回来，就去马其顿的腓立比

（林後 2：12-13）。其间保罗心中万分焦虑，盼望那封信能使哥林多信徒回转。终於提

多带回来信徒悔改的好消息，於是保罗才得了安慰（林後 7：1-16）。但仍有人对保罗

说去却没有去，认为他反复不定。事实，保罗是为要宽容他们。 

持信人- 提多（林後 8：16-17） 

写信目的： 

保罗写了前书後，几经波折，但最後当他到了马其顿，从提多得知哥林多教会有所改变的

消息，因而写了此书信以表安慰，并藉此重建使徒的权柄和释明传道人的职责。  

保罗写本书信的目的如下： 

（1）解释应许再去而未去，和更改行程的原因；并解释自己行事为人和事奉的原则。 

（2）劝勉哥林多信徒要懂得分辨真假使徒，并要与假使徒绝交；但要赦免知错悔改的人。 

（3）劝勉和呼吁哥林多信徒要参与，完成给耶路撒冷贫穷圣徒的捐献。 

（4）保罗为神确实赐给他使徒的身份丶职分和属灵的权柄，作出解释和辩护，为要证实他

所教导的是出於神赐予他属灵的权柄。 

（5）叫那些犯罪和不顺服的人悔改，以免保罗第三次去要用属灵权柄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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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要义： 

受苦的含义；使徒传道的职分丶工作性质和权柄；捐献应有的态度；基督和十字架是新约

执事的经历和职事。《林前》保罗以基督和十架道理来应付教会中一切的问题；而本书

信保罗以自己亲身经历的见证，如何成为神新约的执事，以及他在神前领受荣耀的职

事，都在於基督和十字架在他身上作工丶破碎和重整。因此，从这二卷书信合起来

看，就可知道神大大使用使徒保罗，他的所是和所作都是一致的，因基督的拣选和救

赎的恩典。 

本书信的特点： 

（1）本书信与保罗其他书信比较，较着重个人与信徒的关系，少系统性的神学教导，极具

个人色彩。保罗在对抗那些挑战他「使徒」身份和权柄时，看见他在别处从未透露内

心深处的感受。保罗将自己表明出来，但不是传自己，仍是传扬耶稣基督为主。 

（2）本书信可算是保罗的自传，着重讲述他的性情，坦诚丶真挚丶既刚强又温柔丶意志坚

强而情感丰富等，责任感，经历和感受。他责备时严严的责备，安慰时深深的安慰，

难过时多多的流泪，喜乐时大大的喜乐。可从本书信看到神所拣选为信徒作榜样，新

约的执事，当如何生活丶行事为人丶事奉等。 

（3）保罗有时在喜乐的高峰，有时却在忧伤的深谷。使人明白即使坚强如保罗，也有灰心

失望的时刻。但值得鼓舞的是，主总是给保罗足够的力量，甚至死亡也能胜过。 

（4）本书信也让我们看见，保罗如何处理教会的关系。他爱他们像父母疼爱自己的儿女。

他管教丶责备，为他们的争吵丶分裂痛心。他关怀远在耶路撒冷贫苦的圣徒，因此在

外邦人的教会中筹募款项，賙济他们。同时，表明众教会在基督里的一体，也把基督

徒彼此相爱和关怀付诸实行。 

（5）可以清楚看到保罗的敌人的策略和言论。他们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先争

取信徒的好感，然後占领他们的心思。而另一面处处中伤保罗，使信徒对保罗的态

度，从信任转为怀疑，从怀疑转为鄙视。 

本书信的重要性： 

本书信是一卷抒发个人情感的书信，但信中含有许多重要的真理和榜样。在神学上具有相

当重要的价值，并给所有教会领袖和基督徒留下事奉主，和行事为人的基要原则： 

（1）对三一神的本质丶特性丶旨意和工作有清楚的启示（林後 1：10 丶 18-22，4：6，5：

18-21 等）。 

（2）对肉身和灵性的轻重丶相对与相关性也给我们清楚的教导（林後 4：7-5：10）。 

（3）对神工人的职责丶行事原则与应有的态度，留下美好的榜样和说明（林後 5：11-7：

16，10：1-11：12，12：6、13-21，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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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财物奉献和教会对款项的处理，提供了属灵的原则（林後 8 至 9 章）。 

（5）对使徒的凭据丶权柄和运用权柄的原则，留下很好的榜样（参 11：23-13：10）。 

本书信与《哥林多前书》的关系： 

《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的辩论丶指责和定罪，使受搅扰，被迷惑的哥林多信徒回转和

注重基督。 

《哥林多後书》是使徒保罗以见证丶安慰和鼓励，带领哥林多信徒经历和享受基督。因

此，後书比前书更着重经历，更主观和深入。 

前後两书信的主要相同和不同如下： 

（1）前书对付教会中的各种问题；後书对付信徒内心的各种问题。 

（2）前书对付信徒对恩赐的误解和误用；後书对付信徒对职事的无知和误会。 

（3）前书帮助教会对抗世界和异教的影响；後书帮助教会对抗假使徒和异端的影响。 

（4）前书说明基督徒真爱的道理和原则；後书表达基督徒真爱的榜样和实行。 

（5）前书着重解决信徒与信徒之间的问题；後书着重解决信徒与工人之间的问题。 

钥节：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甚麽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於神。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

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林後 3：5-6）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们。…身上常

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後 4：7-10）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

着基督使我们与祂和好，又将劝人与祂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林後 5：17-18）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林後 5：20） 

钥字：「安慰」（全书 29 次）；「夸」「自夸」（全书 29 次）；「职事」或「职分」（林後 3：7、8、

9，4：1，5：18，6：3…）。 

哥林多後书大纲：从哥林多後书看保罗从神所领受的属灵职事 

（I）引言和感恩 - 在患难中更经历基督的安慰（林後 1：1-11） 

（一）引言：作者和收信人，并祝愿（林後 1：1-2） 

（二）为在患难中得神的安慰感恩（林後 1：3-11） 

（II）澄清误会：保罗解释自己行事为人和使徒职分，劝勉信徒彼此宽容（林後 1：1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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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罗因疼爱他们改变行程为宽容，并劝赦免犯错者免沉沦（林後 1：12-2：11） 

（二）保罗使徒的职分 - 事奉主的榜样，使人与神和好（林後 2：12-6：10） 

（三）保罗劝信徒应以宽宏的心彼此相待，因提多回报信徒悔改而欢喜（林後 6：11-7：16）  

（III）保罗劝勉信徒参与和办妥为耶路撒冷信徒的爱心捐献（林後 8：1-9：15） 

（一）保罗鼓励信徒要效法马其顿教会乐捐（林後 8：1-8） 

（二）保罗鼓励信徒要效法基督为我们舍富为贫的榜样（林後 8：9-15） 

（三）要效法提多等人的热心和行事光明的榜样，将爱心捐献的事办妥（林後 8：16-24） 

（四）甘心乐献应有的行动和结果（林後 9：1-15） 

（IV）保罗辩证他使徒的权柄和计划第三次到访哥林多（林後 10：1-13：10） 

（一）保罗为自己使徒的身份丶权柄和传道界限辩护（林後 10：1-12：13） 

（二）保罗计划第三次到访哥林多，不受财物供给，避免被人毁谤（林後 12：14-21） 

（三）保罗第三次到访，提醒不要让他使用权柄，对犯罪者必不宽容（林後 13：1-10） 

（V）结语：保罗最後的劝勉丶问安丶祝福（林後 13：11-14） 

（一）最後劝勉-要喜乐作完全人，同心合意彼此和睦，神必与他们同在（林後 13：11） 

（二）问安（林後 13：12-13） 

（三）祝福 - 愿基督的恩惠丶神的慈爱丶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林後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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