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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哥林多前书（17）爱的颂歌（林前 13:1-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哥林多前书 12:12-31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哥林多前书 12:12-31 讲述了保罗以身体做比喻，来描述基督与信徒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身

体，所以信徒之间彼此为肢体。不管是什么人，都是从圣灵受洗，超越人间任何的等级差异。

圣灵使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并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圣灵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

哥林多教会热切追求说方言的恩赐，轻视其他不外显的恩赐。针对这一点，保罗提出教会的

肢体同属基督的身体，就像人的身体有不同的部位一样。身体若是一个地方受损害，全身就

会疼痛。教会也是，若是一个肢体受损，整个教会就会受损。圣灵赐给教会信徒不同的恩赐，

为的是一起服事教会，使基督得荣耀。 

 

圣灵有绝对的主权，祂随己意把恩赐分赐给人。我们很容易看到在恩赐分发方面神的智慧，

神随自己的意思将肢体分别出来，且恰当地分发恩赐给他们。基督身子上的各肢体蒙拣选各

就其位，根据神的意愿领受各样恩赐。至高无上的主随已意分配恩典和恩赐。谁能反驳神的

旨意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在心里埋怨或嫉妒别人呢？我们必须在自己的位置履行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在心里嘀嘀咕咕，抱怨自己为何不在别人的位置，也不要因这事与人争吵。同时我们

也不要轻看其他人的恩赐。 

 

就像那些不适合外露的肢体，或是因为有缺陷或是因为羞耻，我们都要小心穿衣遮盖；而俊

美的肢体则不必遮盖。神把各肢体配搭起来，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最有需要的肢体。基督的各

肢体也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弟兄：与其因他们的软弱藐视他们、责备他们，倒不如努力遮盖他

们，尽可能给他们最好的体面。神把各肢体配搭起来，叫他们不相互争斗、不分裂、不各自

为政，而是彼此相顾、彼此关怀，有患难则同当，有喜乐则同享。 

 

基督设立了不同的职事，分配了各种恩赐。“第一是使徒”，他们是主要使者，建立教会所必

需具备的能力托付给他们，把神的旨意完全启示出来。“第二是先知”，他们可以说预言和教

导人。“第三是教师”，他们教导神的道和教训。这些职事和恩赐的顺序，这里按其等级一一

列出。最有价值的列在前面。使徒、先知和教师都是教导百姓的，把神的事好好告诉他们，

推动他们的属灵造就。若不是这些人，福音的知识和百姓的成圣就无法推动。“其次是行异

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保罗刻意把方言放在了最

后，因为哥林多的信徒热切追求方言，但是从福音的推广来看，使徒、先知和教师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 

 

虽然“使徒、先知和教师”位列恩赐的前面，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若是都看重这些恩赐，教会

就成了怪物：就像一个身子全是耳朵或全是眼睛一样。所以某些肢体适合某些职事和用途，

另外一些肢体适合另外的职事和用途。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配给各人，只要我们各尽其职，

基督的教会就会得荣耀。 

 

保罗在 12:31 似乎突然转换话题：“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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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然而，这句话一点都不突然，因为一针见血带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为何个个都要成

为使徒呢？他们是否跟另一肢体说“你不属于身体”？还是跟另一个说“我用不着你”？他

们是否可能认为弱者是不必要、不体面、不雅观？弱者最好离开？为了能够实现在一个身体

里各肢体彼此相顾的真理，信徒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恩赐，那就是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就

是爱，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获得这种恩赐。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哥林多前书 13章的内容。 

 

保罗在这一段指出爱的重要性（哥林多前书 13:1-3），然后给爱下明确的定义（4-8上节），

最后再加以说明（8下-12节），并总结为“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如果恩赐的来源是圣灵，那么恩赐的运作需要有爱。这就是为何保罗打断自己恩赐的论述，

而带出爱的原则。保罗这用了“A-B-A”的结构，把解释关键放在“B”这一段。保罗在上

一段问了一系列修辞问句（“难道个个都是……？”）之后，要他们“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

赐。”（哥林多前书 12:31）显然的，保罗似乎重新调整了恩赐的等级，所以用了“第一……

第二……第三……”，且刻意把说方言的恩赐放在最后（哥林多前书 12:28）。但若保罗真的

建立恩赐的等级，便违背了他之前的肢体观。因此，保罗的等级似乎是刻意针对哥林多教会

的等级，即若真的要有等级，也不是如哥林多教会的。值得留意的是，保罗在 12:31 不只是

说要祈求那些更大的恩赐，还指示他们“最妙的道”。保罗真正的焦点不是指出那些更大的

恩赐是什么，而是展现这些恩赐的道，即如何运用这些恩赐。针对这一点，圣经有话要对我

们说。 

 

哥林多前书 13:1-3记载：“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

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

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

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这里的“方言”和哥林多前书 12-14 章研读的“方言”不一样，这里是对“万人”说话，就

是不同地方的语言。就像使徒行传 2:4 记载：“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万人的方言”，就是指可以说多国的话。 

 

“天使的话语”，这是《和合本》翻译的，《新译本》翻译这句话是：“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

的方言”。“天使的话语”也可以理解为天使的方言，跟哥林多前书 12-14章谈论的方言较接

近。“天使的方言”在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而是与哥林多教会有关。哥林多教会的许

多信徒非常强调末世已临，他们认为通过各种属灵的恩赐，尤其是成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

方言，他们已经完全进入属灵复活的状态或天堂的境界。本着这个背景，也考虑到哥林多信

徒对方言那么不健全的偏爱，天使的方言非常有可能不仅是哥林多信徒用于证明他们处于完

全“已临”的末世状态的标记，而且也是作为他们高贵身分的证据。 

 

一个人若是能准确、优雅且流利地说世上一切的语言，若是能说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那

就只是空洞的杂音，是不和谐、无用处的声音。一个人若是清楚明白旧约时代的预言和预

表，精准掌握基督信仰的教训，受圣灵准确无误的引领和光照，却没有爱，他也算不得什

么，这一切对他都没有用。行神迹所需要的是最大的信心、能成就万事的信心，若没有爱，

这种信心本身算不得什么。在人看来移山是很了不起的事，然而在神看来，一点点的爱比世

上一切这样的信心都更有价值。空有慷慨大方的手却没有承载爱的心，那么代价再高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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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没有益处的。我们若是倾自己所有地施舍，却不愿意把爱心放到神和人身上，这也是无

益。我们若是为福音的缘故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持守真理被烧死，如果没有爱，这仍然与我

们无益。除非我们完全真心地爱神，爱神的教会和神的百姓，恩赐才有益处。 

 

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好几个恩赐，比如方言、先知讲道、信心、周济穷人等。保罗有关属灵恩

赐的列举，并没有什么从大到小或自重至轻的顺序，其根据大概如下：哥林多前书 12:9-10

行异能和医病的顺序，跟其在 12:28 的顺序不一样。保罗在 12章把说方言放在最后，主要

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最没有价值的恩赐。从后面的经文来看，保罗对说方言的评价是很积极

的。按照上下文的结构和 12-14章的背景，保罗如此的列举方法很可能是要说明：说方言在

哥林多教会是最有问题的恩赐，说方言因此要排列在最后。说方言的恩赐因而成为了保罗讨

论的重点，他接着阐释了如何正确运用属灵的恩赐，即借着爱心作为运用恩赐的出发点。 

 

哥林多前书 13:1-3告诉我们，信徒所作的一切事情、所完成的一切任务、所获得的一切成

绩，其价值和成就并非在乎事情、任务或成绩本身，而是在于我们行为的方式和内在的追

求，那就是爱。所以这当然不是说爱要取消属灵的恩赐，也不是说有了爱就不需要追求恩

赐。相反地，有了爱以后，信徒要切慕更大、更能够造就人的恩赐。问题并非在于信徒是否

切慕恩赐，而是在于信徒如何以正确的态度或方式切慕恩赐，那就是在爱中追求恩赐。如果

没有爱，这些恩赐就没有益处了。 

 

哥林多前书 13:4-8上记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

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

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从哥林多教会领用圣餐时候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得知他们缺乏爱心。从恩赐的不同来看，我

们可以看出他们嫉妒一些人的恩赐。所以保罗针对他们的情况，给爱下了定义。 

 

哥林多信徒在公众聚会时缺乏忍耐，但爱心可以让人长久忍耐；他们嫉妒别人的恩赐，但爱

心会消除嫉妒心；他们因骄傲而自高自大，但爱心可以消除骄傲和自夸，让人愿意提升别

人；吃正餐和圣餐的时候，他们的举止很不得体，但是如果有爱，他们就会不求自己的益

处，不做不合礼节的事，不做在普通人看来是低劣卑鄙的事；不强求自己的美名、荣耀、利

益或乐趣；真爱常为了别人的益处牺牲自己的益处；真爱不抬高夸大自己，不牺牲公众的利

益来换取自己的富足和满足；真爱能纠正暴躁的脾气，使人心变得甜蜜温柔，不会忽然情绪

冲动，也不会长期记恨；真爱能包容别人的错，遮盖别人的错；真爱是为福音的传播而喜

乐。 

 

爱，要存留到永远，不会停止流动。而哥林多人引以为傲的特殊恩赐则是短暂的。恩赐只是

为了造就地上的教会，且是一时的，不会伴随教会在世上的整个历程，但爱可以存到永远。 

 

哥林多前书 13:8 下-12记载：“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

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

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

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原文是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

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保罗借这机会叫我们看见将来的教会，要远胜现在的教会。他看见了完美的光景。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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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一些属灵的恩赐，只是看到了神国的局部，但是到了将来，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主基

督。这些恩赐到见主面的时候，就没有用了。一旦目的达到，工具自然就不需要了。将来的

生活不需要方言，不需要先知，不需要受感所得的知识，因为那时教会要活在一个完美的光

景中，知识和圣洁都完美。我们会很清楚地明白神的一切，凭直觉就能完全明白。凭着得荣

耀的心思要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不再像现在需要先知预测将来和受感来明白圣经，也不需

要会天使或者多国的语言，因为在完美宁静中，没有变乱口音的困惑。 

 

就像保罗举了孩子和成人的对比。作孩子的时候，思想和行为都是孩子的水准，但是到了成

人的时候，心思和行为都会成熟，会摒弃孩子时不成熟的心思和行为。我们一旦到了天堂，

也会这样对待自己过去最有价值的恩赐和一切世间所得之物。保罗也列举了照镜子的比喻，

现在我们对天国的认识就像照镜模糊不清，但在将来，我们要近距离观看，一切都会非常明

显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知识也要完全清晰无误了。我们要与神面对面，我们要全知

道神，就像神全知道我们一样。 

 

哥林多前书 13:13 记载：“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信”让我们定睛在神的启示且衷心接受；“望”让我们抓住将来的喜乐且耐心等候。保罗

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这章最后是爱，爱占最崇高的地位，神不需行使信心和盼望，但神必

定爱人，而且神就是爱。保罗在这里不是刻意地比较谁最大，而是针对哥林多信徒一向推崇

的方言，指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信、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充满圣灵的表现并非属灵恩赐，而是爱。智慧、聪明、行异能、医病、方言、预言、教导等

属灵恩赐，都不是灵命成长的衡量准绳，也不是属灵的果子，否则基督教与属世或属肉体的

思想是一样了。我们必须记住：末世尚未完全来到，然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又或者未

来，永恒不变的东西并非属灵的恩赐，并非智慧和知识，甚至也非信心和希望，而是爱。这

才是未来世界的永恒价值，是末世无比清楚的表现。由于属灵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而不是为

了自己的利益，每个拥有恩赐的信徒不可以以自己为主，不可只寻求自己的好处，也不能利

用事奉来肯定自己的自尊心。 

 

总之，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管他们有多少恩赐，不管他们的恩赐是多么地厉害，

若没有爱，依然是一无是处。保罗不是不让他们追求先知讲道、说方言、医病，行异能等恩

赐，而是为了指出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恩赐，那就是带着爱心。如果没有爱心，即使他们能说

万人和天使的方言，但是结果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非常刺耳，一点儿也不和谐。如果

没有爱心，不管他们附上多大的代价，比如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或者舍己身叫人焚烧，都是没

有益处的。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要带着爱去服事。 

 

各位听众朋友，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同时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根据我们的恩赐会

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否带着爱去服事呢？我们在教会是否因为别

人的一次迟到就大发雷霆？我们是否在敬拜中因着其他人唱错一个音符，就喋喋不休地指责？

我们是否因着别人得罪我们就耿耿于怀，去论断别人？我们是否忙着服事，却忘记服事的目

的呢？我们服事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神就是爱，我们使用恩赐的时候也要带着爱，爱是什

么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让我们一起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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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