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上今天》我爱背金句 

林后 1:4 
 

 

本周金句：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

人。”（林后 1:4） 

 

背景： 

 

哥林多后书的作者是保罗，对象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写作时间约主后五十七年，写信地点

在马其顿。 

 

1. 写信原因 

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虽然大部分哥林多信徒顺服了保罗的教训，但还是有少数的人说

毁谤的话。而且在哥林多教会中显然有些假传道，为利混乱神的道，想占夺保罗工作的

果效（林后 2:17，3:1，10:13-15），因而故意毁谤保罗，说他的主意忽是忽非，行事凭

血气（林后 10:2），又嫌他的信写得太严厉（林后 10:10），本人气貌不扬、言语粗俗

（林后 10:10），甚至说他是用心计牢笼信徒（林后 12:16），就连保罗“使徒”的资格都

受怀疑。所以约一年之后，保罗继续写了本书。 

这卷书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圣经中只有这里才能一窥保罗的生平：他悔改之前的背

景、从上帝得到的异象、身上的一根刺、以及为基督受苦的种种情况。 

2. 收信人──哥林多教会信徒 

林后 1: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 

罗马帝国将希腊半岛分成“亚该亚”与“马其顿”两个省。亚该亚在马其顿省以南，包

括哥林多、雅典和坚革哩等地。这封信写给亚该亚省全境各地教会中的圣徒，还有离哥

林多东南九公里外的坚革哩教会（罗 16:1）。 

3. 主题“患难中的安慰” 

林后 1:1-11 是这卷书信的引言，两个重要词汇“患难”、“安慰”带出主题──患难中的

安慰，保罗提醒、勉励哥林多信徒跟随基督必会遭遇患难，但也因此经历基督的安慰，

并因而能安慰受患难的人。 

4. 经文分段 

a. 问候语：保罗、提摩太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林后 1:1-2） 

b. 为神赐安慰而感恩（林后 1:3-7） 

c. 保罗为被神拯救脱离苦难而感恩（林后 1:8-11） 

 

思考：你觉得苦难对基督徒有什么意义？你同意“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句话吗？ 

 



 

经文解释： 

 

当代圣经：“我们遭遇任何患难，祂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祂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

在各样患难中的人。” 

吕振中译本：“在我们的一切苦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借着我们自己受上帝所安慰的

安慰﹑去安慰在各样苦难中的人。” 

林后 1:1-11 记载保罗因着亚西亚等处的患难，他认识了神是︰一、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

神（3-7 节）；二 1、叫死人复活的神（8-11 节） 

 

1. 基督徒的患难 

林后 1:3-11 这段经文三次提到患难，三次苦楚、苦难、死亡，可见基督徒选择跟随基

督，必会受到“各种”（现代中文）、“一切”（新译本、吕振中译本）的患难。 

a. 患难 

有“压制、受苦、迫害、磨难”的意思。 

究竟基督徒会受到什么压制、迫害而受苦呢？答案在林后 1:5：“我们既多受‘基督

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什么是基督的苦楚？我们又如何受基督的苦楚？ 

b. 基督的苦楚 

“基督的苦楚”分为两方面： 

i. 字面上指基督为救赎而忍受十字架的苦，这是基督独自承当的，任何人都无法

分担。 

ii. 这里指凡信靠基督的一切信徒要面临的患难。 

这种苦难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受的苦难，通过这种苦难与基督合一，

因此也成为基督的苦难（徒 9:4-5：“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

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

逼迫的耶稣。’”） 

iii. “多”受基督的苦楚是指“溢流出来”，正如基督的苦楚溢流出来，及于我

们。 

信徒的生命与基督联合，基督在地上活的时候既经历苦楚，信徒也不能幸免

（太 20:23：“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

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思考：你曾为基督受过苦吗？是什么情况？有何体会？ 

 

2. 基督的安慰 

保罗提醒信徒跟随基督，必受基督的苦难，但林后 1:1-11 却提到“安慰”有十次之多。 

a. 安慰 

有“鼓舞、勉励”的意思。 

“安慰”在新约中，其意义不只是温柔的同情。其字根在拉丁文的意义是“勇

气”。 



 

 

b. 安慰的源头──发慈悲的父 

林后 1:3 保罗用“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来赞美父神。 

发“慈悲”──此处的“慈悲”是复数，表示怜悯的感情和作为。 

i. 在旧约中“慈悲”常用在诗篇中，上帝救人脱离患难的应许，如诗 40:11，

69:16。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

眷顾我！。” 

ii. 在新约中，“慈悲”主要是在保罗书信中出现，如罗 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有看到人的“患难”而“同情”、“怜悯”的意思。 

iii. 赐各种“安慰”的神：原文的时态是现在分词，表示这安慰是继续进行着。 

受创伤的心灵能从有丰盛慈爱的天父，不断得到帮助和鼓励，也就是“安

慰”。天父不只在人忧伤时安慰，也是一个人将近绝望、前途昏暗时鼓舞他向

前的力量。 

c. 基督的安慰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直译是“我们的安慰也照样借着基督溢流出来”。 

保罗指出，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不只可从父神得到安慰，还可以有力量去帮助、鼓

励一切在患难中的人（4-7 节）。 

所以，他愿意多受苦楚来减少信徒的苦楚。 

 

思考：你曾经历从天父而来的安慰吗？是怎样的情况？ 

 

3. 保罗经患难后的心声 

a. 经历患难后所结的果子 

林后 1:4：“……叫我们能……”，原文意思是患难会给我们经历，以前怕患难但有

了经历，从中学会如何面对，有了信心也有能力去安慰别人了。 

所以，保罗不怕患难，他所经历的每个患难，都使他更多经历基督的安慰。 

林后 1:5：“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b. 多受苦难就多受安慰 

i. 患难生忍耐 

林后 1:6：“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

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忍受／忍耐 

这字的主要意义是──不仅仅接受痛苦，乃是要克服得胜。 

保罗无论是受患难，或者得安慰，只有一个目的：为着弟兄姊妹、为着教会。 

ii. 信徒经安慰也能承受患难 

“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应该翻译成“同样的苦楚”。 

保罗提醒信徒会遭受和他一样的患难，但却不须惧怕，因： 



 

林后 1:7：“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

必同得安慰。” 

“确定”的原意是“把脚站稳在地上”，有“信用可靠”的含意。 

这是当时商业上的法律名词，如某某两家有约就以此为定，以后不能更改。可

翻译为“保付、坚信、兑现”等。 

保罗根据他受苦的经历，有了确定的把握──在每一次的苦难中，必定能经历

基督的安慰。故此，我们不丧胆，因我们有荣耀的盼望。 

 

总结： 

 

保罗勉励信徒──“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可以直译为“你们是苦难的同伴，因而也

是安慰的同伴”。 

因此，我们不必为主自找苦吃，但我们在难处中也不必急着逃避、脱离，而应该好好寻求、

体会“神所赐的安慰”，经历“神所赐的安慰”，好让我们这个人成为“神所赐的安慰”。 

 

思考：你曾经历主耶稣的安慰吗？你是否也曾这样安慰过别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