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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證道堂國語 2024 年春季主日學十三 

福音衝擊波系列三：「你們應當如此行」 

哥林多前書 12:12-20 

 2024 年 4 月 14 日 

一、討論題目    

1. 12 節的前半句與後半句是簡單的重複嗎？若不是，各自强調的是什

麽？在列舉各人的不同時，爲何只選擇了猶太人與希利尼人、爲奴

的與自主的兩組？「從一位聖靈受洗」與「飲於一位聖靈」是什麽

意思？保羅這樣說的意圖是什麽？ 

2. 從 14-17節的比喻理解，什麽是「身體」？組成身體的「肢體」有

什麽特點？它們與「身體」的關係是什麽？從保羅這些教導中，我

們可以瞭解到哥林多教會在「屬靈的恩賜」上出現了怎樣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本質是什麽？ 

3. 在對待屬靈的恩賜上，今天的教會常常出現的問題有哪些？這段經

文對我們克服這些問題有哪些針對性？這些真理應該如何有效地應

用在我們自己的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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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文——哥林多前書 12:12-20（新標點和合本）（神版） 

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

也是這樣。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

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14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

乃是許多肢體。15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

此就不屬乎身子。
16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也不

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17 若全身是眼，從哪裏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

裏聞味呢？18 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19 若都是

一個肢體，身子在哪裏呢？20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三、答案提示： 

1. 12 節的前半句與後半句是簡單的重複嗎？若不是，各自强調的是什麽？在

列舉各人的不同時，爲何只選擇了猶太人與希利尼人、爲奴的與自主的兩

組？「從一位聖靈受洗」與「飲於一位聖靈」是什麽意思？保羅這樣說的意

圖是什麽？ 

1.1 12 節的前半句與後半句是簡單的重複嗎？ 

12 節「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

基督也是這樣。」 

這節經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前半句），「身子是一個身子，卻有許多

肢體」；第二部分（後半句），「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第三部分，

「基督也是這樣」。前兩部分看似在重復，但細思，它並不重復。在希伯來文

化中，人們强調某一事情的時候，有時會使用一種重復的闡述方法，行文稍有

錯落，反復闡述，意思相同。但是，本節經文並不是簡單的重復，仔細揣摩之

後你會發現，這兩句話保羅強調的重點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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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不是，各自強調的是什麼？ 

前半句「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強調的是一個身體裏有許多

的肢體；後半句「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強調的是身體只有一個。保

羅在這裏用了一個身體的比喻來説明它的特點：雖然身體上的肢體有很多，而

且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同屬於一個身體，是一個整體。接著保羅說「基督也是

這樣」,這裏保羅點明：比喻中的身體就是基督的身體——教會。保羅通過強調

來表達的便是這個意圖。 

1.3 在列舉各人的不同時，爲何只選擇了猶太人與希利尼人、爲奴的與自主的

兩組？ 

13 節「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

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保羅談到教會的問題，通過肢體的

比喻，讓我們看到在每間教會裏，會衆形形色色，有高矮胖瘦之差，有男女老

少之別，保羅在其中挑選了兩組人。 

第一，不同種族的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哥林多教會位於希臘，教會

中的希臘人自然多一些。和合本聖經譯為「希利尼人」，有些新譯本是「希臘

人」，也有些舊譯本出新版的時候，把「希利尼人」改成「希臘人」。有的聖

經學者強調這兩者的不同，雖然在希臘語中「希臘」就是「希利尼」；但是在

聖經翻譯時兩者有些許區別：「希利尼人」不僅包括希臘人，也包括受到希臘

語言和文化影響的人。在此保羅使用「猶太人」和「希利尼人」做對比，是爲

了指代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區別，呼應前文提到「許多肢體」各有不同，人和人

之間有種族、民族的不同。 

第二，經濟狀態不同的人——為奴的和自主的。自由的人掙錢容易，經濟

情況好；奴隸沒有人身自由，沒有家產，經濟條件很差。 

爲何保羅在人與人之間眾多的不同中選出這兩類？因爲在人的身份中最大

的區別就是種族和經濟狀態的不同。他用兩個最重要的區別來指代所有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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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點需要我們注意：保羅教導哥林多人，因著屬靈恩賜的不同導致

個人的不同。但他舉例論述時，並沒有舉屬靈恩賜的例子，反而挑選了種族和

經濟狀態的不同，以此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即使人與人之間各有不同，

如同各異的肢體，但合在一起卻是一個整體的有機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講，除

了屬靈生命的不同會造成教會的不合一，人與人之間其他各種各樣的不同，一

樣會造成教會的不合一，所以，保羅重點是要解決教會的合一問題。保羅在此

強調的範圍已經超出原來屬靈恩賜的話題。 

1.4 「從一位聖靈受洗」與「飲於一位聖靈」是什麽意思？ 

人與人之間千差萬別，其中種族和經濟狀態的差異，令人一目瞭然，即使

個體間存在如此大的迥異，卻能成為一個有機生命的整體。它的秘訣是什麼？

答案就是 12:13b「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這三

句話構成了猶太人常用的「平行對應結構」（Chiastic Structure），分析這

個結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使徒保羅教導的真正意圖。 

平行對應結構（Chiastic Structure），是猶太人特有的一種表達方法，

也是他們熟記於心而常用的一種表達方法。它的特點是每句話單獨一行，由數

行構成一個完整的結構，首行和末行兩兩對應，層層推進，最後中間留下一個

夾心，這個夾心就是主題。平衡對應結構就像三明治，我們來看看今天的這個

「三明治」都是由什麽組成的：最上面的一片麵包是「從一位聖靈受洗」，最

下面的一片麵包是「飲於一位聖靈」，中間的夾心是「成了一個身體」。 

這幾節經文大家很熟悉，常常引用，知道它的主題就是聖靈使我們合一：

聖靈只有一位，這同一位聖靈住在我們不同人的心裏，使我們合一。在新約中

不止這一處提到這種思想，保羅在以弗所書 2:18 中也有「同感一靈」的説法—

—「被一個聖靈所感」。所以，大家都知道聖靈使我們合一，但是這三句話在

文字上的邏輯是什麼呢？  

想要弄清楚這個邏輯很困難。保羅在此處使用這個比喻（或典故）的時候，



西雅圖證道堂国语堂主日證道 

5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它可能有不同的用法，這取決於保羅時下的感受。現今

我們無從考證，即使是專業的解經家也無能爲力。我們只能把不同的觀點介紹

一下，用我們覺得比較充分的理由來分析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 

「從一位聖靈受洗」，是用受洗（洗禮）來做比喻。在猶太的傳統中，受

洗是一個教門的入門禮，師傅給某人浸到水中施洗后，代表此人要歸入這門宗

派，並和其他門徒成爲兄弟姐妹，這是洗禮的傳統。由此，「從一位聖靈受洗」

就是由聖靈施洗，歸入聖靈，但這樣的理解在聖經中並沒有出現過。有的學者

指出，雖然我們現在接受洗禮時，牧師是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洗，但在

新約中沒有單獨聖靈施洗的描述，所以，這種理解沒有充足的證據支持，只是

從洗禮意義（受洗后歸入某一個團體）的角度，推演出的一種解讀。 

「從一位聖靈受洗」，還有一種不同的理解。新約聖經中的福音書和使徒

行傳都提到過施洗約翰的見證——「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

聖靈的洗。」（徒 1:5）所以，在新約中有「聖靈的洗」這樣一個說法，但是

「受聖靈的洗」是不是就等於「從一位聖靈受洗」呢？我們通常認爲「受聖靈

的洗」，就是聖靈的內住——當你的心接受耶穌時，聖靈一剎那進入你的心中。

初代信徒是先接受水洗，五旬節降下聖靈后，聖靈住在他們裏面；我們後代的

聖徒都是接受耶穌的那一刻，聖靈就住進我們裏面，我們先受了聖靈的洗，然

後在準備充分后再藉著洗禮，宣告我們是屬於耶穌的。如果「從一位聖靈受洗」

真的是受聖靈的洗禮，我們可以理解為聖靈住在我們心裏，祂把恩賜分給我們，

但是這種理解的困難在於跟後邊的銜接。 

我們再來看三明治下面的那片麵包「飲於一位聖靈」。雖然這是我們常常

引用的經文，就像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個成語；但是，這種表述其實很奇怪。

「飲於一位聖靈」英文可以翻譯為 give us Holy Spirit to drink 或者 drank 

Holy Spirit，可直譯為「喝聖靈」，好似把聖靈當成水來喝，這樣的比喻在新

約中只此一處。爲什麽說這個比喻有點怪呢？因爲聖靈要怎麽喝呢？難道是藉

著我們的嘴進入我們的心嗎？當然不是！聖靈是一下子就進入到我們裏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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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理解起來有點困難。換一個角度可能更順理成章一些，

我們把它理解成：我們浸沒在聖靈中施洗，就像我們浸在水中一樣，我們飲用

這些水，它提供我們生命的養分；如同我們受洗歸入聖靈，聖靈是我們生命營

養的供應者，讓我們在教會裏成為一個生命的整體。 

以上是我們對「從一位聖靈受洗」與「飲於一位聖靈」兩句話的理解。 

1.5 保羅這樣說的意圖是什麼？ 

上題我們分析了這三句話形成的「平行對應結構」(Chiastic Structure)，

中間的夾心才是主要的意圖——「成了一個身體」。我們每個人如此的不同，

但我們卻能成為一個生命有機體。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們在聖靈裏接受聖靈

的洗禮，聖靈內住在我們裏邊，我們就沉浸在聖靈當中，從那裏吸取生命的養

分。如此我們藉著洗禮進入神裏，我們和神保持密切的關係，然後再從祂面汲

取生命的養分，我們就成為有機體的一部分。這就是保羅所表達的意圖。 

2. 從 14-17 節的比喻理解，什麽是「身體」？組成身體的「肢體」有什麽特

點？它們與「身體」的關係是什麽？從保羅這些教導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哥

林多教會在「屬靈的恩賜」上出現了怎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本質是什麽？ 

2.1 從 14-17 節的比喻理解，什麼是「身體」？ 

在 14-17 節保羅用非常細緻的方式描寫了身體和肢體的關係。首先，從整

體角度來看，「身體」有什麼特點？他強調的是，雖然「身體」由很多肢體組

成，但整體來看是一個生命體。也就是說，雖然身體裏有胳膊、腿、頭、耳朵

等等很多肢體，但同屬於一個身體，身體若死了，肢體也就都死了。 

其次，從局部角度來看，「身體」雖然是一條命，但是維持這一條生命需

要很多器官發揮功能，而且每一個功能都是由一個器官來完成的，所以它必須

有很多不同的器官。這和其他東西不同，例如一塊石頭或一塊鋼錠，就是同一

個材料的東西，一模一樣就可以。但是生命體不同，生命必須有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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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器官支持不同的功能。 

所以，「身體」就是一個生命，雖然由具有不同功能的肢體組成，但是這

些肢體維持的是同一個生命，這就是身體。 

2.2 組成身體的「肢體」有什麼特點？ 

肢體最大的特點就是每個肢體都不一樣。一個人身上的部位沒有完全一樣

的，例如，左手和右手雖然都是手，但卻是相反的，兩隻手完全不一樣，像照

鏡子一般，一個從左一個到右。每一個手指頭上面的指紋都是不同的，左手和

右手的掌紋也不一樣。兩隻眼常常是一只大一點，另一只小一點，視力也有差

別，年輕的時候兩只眼睛都是 2.0，但隨著年齡增長，雙眼的視力就開始變得不

一樣了。頭髮雖然數量衆多，但是沒有兩根頭髮是一模一樣的。總之，人身上

沒有完全一樣的東西，這就是肢體的特點。 

一個人的身上雖然有很多的器官，但這些器官屬於同一個生命，而且各不

相同。如果生命體不存在了，所有器官就都死了，這也是「肢體」的特點。 

2.3 它們與「身體」的關係是什麼？ 

「肢體」是用來維持身體功能的，換句話說，身體不能離開這些肢體。如

果沒有這些肢體，身體就沒有那些功能，生命也就不存在了。這就是肢體和身

體的關係。 

2.4 從保羅的這些教導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哥林多教會在「屬靈的恩賜」上出

現了怎樣的問題？ 

仔細閲讀就能發現，保羅說這些話是因爲哥林多教會出現了問題，他向他

們闡明這些道理，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從保羅的字裏行間，可以判斷出哥林多教會在恩賜上出了問題。在書信一

開始他就提到結黨、紛爭等合一的問題。保羅在這裏談到了恩賜，看起來合一

和恩賜是連在一起的，因為恩賜使他們之間出現了合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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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説，教會中有人想游離於教會之外。保羅說「你不能因為你不是手，

就不屬於身體，」這是一個很深刻的真理。你覺得自己和別的肢體不一樣，就

以爲可以游離於身體，但這事不是你能左右的。假如我們的左胳膊不高興了，

說我不屬於這身體，實際上它不可能不屬於這身體，因為它本來就是這身體的

一部分，若砍下來，這胳膊就死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合一是很重要的，有

人要脫離這個生命有機體，便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在屬靈的恩賜上相互攀比。保羅說不

能都做手，也不能夠都做眼。每個肢體都是維持生命中的某一個功能的，所以

這些不是你自己的選擇，你既不需要模仿他人，也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2.5 這些問題的本質是什麼？ 

出現這些問題的本質原因就是哥林多教會的這些人在屬靈上不成熟。他們

在屬靈恩賜上挑肥揀瘦，爲什麽會如此？ 

因爲他們思考的方式和上帝不一樣。上帝賜給人屬靈的恩賜，是從整體角

度來看，爲了整個生命的好處。如果你不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恩賜，就會抱怨說

「為什麼給他這個恩賜，我也想要；你給我的恩賜我一點都不喜歡。」這種態

度就帶來了問題，當問題越來越大的時候，就說我不屬於這身體了。可見這些

都是不成熟的，所謂成熟就是越來越明白上帝的心意，越來越順服上帝的心意，

這樣生命才成長、成熟。所以因著屬靈恩賜出現的所有問題，本質就是生命的

不成熟。 

3. 在對待屬靈的恩賜上，今天的教會常常出現的問題有哪些？這段經文對我們

克服這些問題有哪些針對性？這些真理應該如何有效地應用在我們自己的成

長中？   

3.1 在對待屬靈的恩賜上，今天的教會常常出現的問題有哪些？ 

哥林多教會出現的問題，與今天教會常常出現的關於屬靈恩賜的問題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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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雖然今天的時代不同了，但是生命不成熟所表露出來的問題是很相似的。

在進行第二組題的討論時，我們是藉著保羅教訓的口吻，推測保羅是在針對哥

林多教會的具體情況。第三組題是從我們自身的經歷和自己的教會，看我們在

關於屬靈恩賜上會出現哪些常見的問題，因為這是最容易產生問題的地方。 

大家都很看重自己的恩賜，很看重自己能夠做什麼，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常常忘記，恩賜是為了神的教會，神白白賜給我們的。個人的私慾常引發

我們想要在所做的事情上表現得非常有能力，以至於讓所有人對自己刮目相看，

誇獎自己，使自己有成就感，有光彩，有榮耀。可是這種追求本身，就是生命

不成熟的表現，這樣很容易造成彼此之間人際關係的衝突和困難。另外，在教

會的服事中，會用一些世俗的價值觀來主導我們的服事。  

這些因著屬靈的恩賜常常出現的問題，有很多的表現形式：有的是嫉妒，

有的是批評，有的是分黨，等等。每一種方式都會給整個的生命有機體造成損

害，造成挑戰，也有人會出現游離於生命體之外的傾向。讀了今天的經文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有針對性的幫助。 

3.2 這段經文對我們克服這些問題有哪些針對性？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的屬靈恩賜，屬靈恩賜的意義是什麼。上

帝是隨己意給我們不同的屬靈恩賜，不是我們想要什麼祂就給我們什麼。隨己

意並不是任性，因為上帝能看到教會的整體需要，祂把不同的功能分給不同的

肢體，加起來就剛好是教會所需要的。我們要有這樣的眼光，才能夠明白怎樣

順服神的旨意。 

挑肥揀瘦，與別人比較，這些仍然是世俗的世界觀的問題。我們會覺得這

件事比那件事的榮耀更大，我更願意做我獲益多的，不願意做我不喜歡的，這

是因為不明白上帝的祝福是什麼。順從上帝的心意，使用上帝的恩賜，就能夠

得到上帝的祝福。我們應該藉著大家在一起彼此的服事，不斷克服自己的弱點，

自己的私慾和罪性，我們的生命就會不斷地成熟起來。 



西雅圖證道堂国语堂主日證道 

10 

大家可以結合自己的觀察和反省進行分享，一定能從今天的經文裏得到一

些益處。 

3.3 這些真理應該如何有效地應用在我們自己的成長。 

要將學到的這些真理應用在自己的身上，有效地幫助我們成長，明白上帝

的心意仍然是最根本的。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我們就能夠成長，變得更成熟。 

不斷地經歷神很重要。剛開始的時候，你再懂得真理，再努力想按照上帝

的心意去做，你還是很難活出來。如果受了一些挫折，你就會有越來越深刻的

看見，越來越能體會到屬靈恩賜是聖靈隨己意分給我們的。神的意念高過我們

的意念，上帝的眼光肯定比我們更高明。如果你認為神給了你這樣的恩賜，而

教會正缺這些，你最好的方式就是順服祂。你明白了聖靈隨己意把恩賜分給不

同的人，而你發現上帝給你的恩賜不是你想要的，你也不能跟上帝賭氣。例如，

上帝給你一個恩賜，讓你把廁所掃得又乾淨又快，比別人幹的好多了；可你不

喜歡，你不想幹這活。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個很大的美國教會裏實習，教會蓋了個很漂亮的房子讓

華人小組在裏邊活動。在那裏服事的一位傳道跟我講，他常常在活動後拿抹布

去擦那些桌子，他好像很委屈，覺得自己不應該幹那活。我想一個傳道人

minister（僕人）是服事人的人，為什麼會覺得自己委屈呢？後來我自己到教

會服事後，主持一個禱告會，每次主持禱告會的時候都找不到人跟我一起搬桌

子，整理會場。遇到忙不過來的時候，我心裏就很煩，我想為什麼上帝不給我

幫手，一起做這件事呢？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很長時間，等到後來越來越多的人

來幫我，我反而有點失落，覺得自己一個人做的時候，是磨練我品格的很好機

會。上帝加給我獨自搬桌子，整理會場的時候，我好像很不願意去做。祂給我

這個恩賜，而我想做別的。可是當我越來越明白上帝心意的時候，我明白祂是

在祝福我，彌補我身上的某種缺陷。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上帝是在有

針對性地、有效地幫助我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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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經文非常具體地介紹了很多有益的真理。比如說，保羅選身體和肢

體作為一個比喻，就是強調「一」和「多」之間的關係。一個有機的整體裏，

它一定不需要很多重復的恩賜。上帝給每個人的恩賜都是不同的，但是都服事

于同一個生命體。你不能夠因為很羨慕別人的恩賜，就求上帝也給你同樣的恩

賜，你要明白多樣性恩賜的意義和整體之間的關係。 

希望大家在討論時踴躍分享，彼此受益。  

願神祝福每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