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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證道堂國語 2024 年春季主日學十四 

福音衝擊波系列三：「你們應當如此行」 

哥林多前書 12:21-26 

 2024 年 4 月 28 日 

一、討論題目    

1. 這裏以「眼」、「手」、「頭」、「脚」作比喻，反映出哥林多教

會中可能發生的何種問題？爲什麽「軟弱的」肢體「更是不可少

的」？「不體面的」、「不俊美」的肢體如何才能更體面、更俊

美？這些身體的比喻是針對教會生活中的什麽問題？ 

2. 作爲對上述比喻的總結和説明，24 節後半節、25節及 26節各自的

功能是什麽？你怎麽理解「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

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肢體就一同快樂」的比喻？如何把這真理應

用到今天的教會生活中？ 

3. 這段經文的教導，直接針對的問題是什麽？它與「屬靈的恩賜」有

什麽關係？哥林多教會在這兩者之間存在什麽問題？我們存在同樣

的問題嗎？今天我們學習到什麽解決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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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文——哥林多前書 12:21-26（新標點和合本）（神版） 

21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22
不

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23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

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24我們俊美的肢體，自

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25免得身

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26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

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三、答案提示： 

1. 這裏以「眼」、「手」、「頭」、「脚」作比喻，反映出哥林多教會中可能

發生的何種問題？爲什麽「軟弱的」肢體「更是不可少的」？「不體面的」、

「不俊美」的肢體如何才能更體面、更俊美？這些身體的比喻是針對教會生

活中的什麽問題？  

1.1 這裏以「眼」、「手」、「頭」、「脚」作比喻，反映出哥林多教會中可

能發生的何種問題？ 

前段經文中保羅用身體的器官眼睛、耳朵、手和腳作比喻。「設若腳說：

『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12:15a）；「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

以不屬乎身子』」（12:16a）；同時還間接提到鼻子，「若全身是眼，從哪裏

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裏聞味呢？」（12:17） 

在今天經文中，保羅又很巧妙地用了兩句擬人的比喻，涉及到四個器官：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12:21）很顯然這是針對哥林多教會分裂的現狀而言。哥林多教會具有不同恩

賜和功能的信徒，彼此之間不能認識到他們是屬於一體的，他們看不見兩種恩

賜和服事之間的內在聯繫。他們只以自己擁有的恩賜做自己的服事，與別人擁

有的恩賜和所做的服事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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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爲什麽「軟弱的」肢體「更是不可少的」？ 

12:22，「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不同的器官和肢體各

有自己的特性。心臟、肺、肝、腎這一類的內臟器官容易受傷或受病毒感染，

而手和腳有皮膚覆蓋，有肌肉保護。即便是胳膊和腿截肢了，但生命還存在；

可是一個人沒了肝、腎、心，整個生命就不存在了。所以「身上肢體人以為軟

弱的」功用很重要，需要被保護起來。 

1.3「不體面的」、「不俊美」的肢體如何才能更體面、更俊美？ 

12:23，「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

越發得著俊美。」保羅繼續用身體作比喻，但並沒有具體地說是什麽肢體。不

同時代的觀念可能相異，大家可以心領神會地去理解。按照今日的審美觀，一

個大腹便便的人，不會願意突出自己的腹部，希望去買合適的衣服掩蓋它；但

一個有六塊腹肌的人，就可能穿緊身衣或露腹肌的衣服，顯出他身形的俊美。

因為各個肢體是一體的，你認為不榮耀、不體面、不俊美的地方，就會調動身

體的其他資源裝飾它，讓它看上去更俊美。 

1.4 這些身體的比喻是針對教會生活中的什麽問題？  

這些身體的比喻，保羅是針對當時哥林多教會中的一些現象而言。教會中有

人只顧自己的恩賜和服事，或者其服事的目的就是服事自己，讓各人顯得更榮

耀；同時在服事中自己得享受，不顧及別人，不顧及教會是個整體。 

2. 作爲對上述比喻的總結和説明，24節後半節、25 節及 26 節各自的功能是什

麽？你怎麽理解「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一個肢體得榮耀，

所有肢體就一同快樂」的比喻？如何把這真理應用到今天的教會生活中？  

2.1 作爲對上述比喻的總結和説明，24節後半節、25 節及 26 節各自的功能是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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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26，「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

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

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今天的經文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分界线在第 24節）：第一部分是 21-24a

節——肢体的比喻；第二部分是 24b-26 節——對第一部分的總結和說明。具體

觀之，第二部分又可以分成三小塊：24b、25、26 節。這三句在總結和説明

中，各自承擔著自己的功能，分析他們的功能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前面的比喻。 

第一個功能，總結上帝的角色。24b:「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

那有缺欠的肢體」。「有缺欠的肢體」是對肢體的另一種描述，但不是一種新

的描述。第一題中提到「軟弱的」、「不體面的」、「不俊美的」三種肢體，

「有缺欠的肢體」是把這三種有缺乏的肢體概括在一起的説法。24節的後半句

是強調神的角色。例如，內臟非常容易受傷，上帝讓軀幹把它包裹起來，胳膊

在兩側護住它們；肋骨像個支架，把需要保護的關鍵部位包在裏面，即使受了

外傷，還有骨架的保護；腿可以支撐肢體，這些都是上帝的佈局。身體各個部

位的格局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都是上帝安排、設計的。 

第二個功能，説明上帝如此設計的目的。第 25節:「免得身上分門別類，

總要肢體彼此相顧。」上帝為何要如此調配身體？祂的目的是要强調每一個器

官、肢體間「彼此相顧」，不可以各顧各的，要常常意識到彼此是一體的，一

榮俱榮，一損俱損。 

第三個功能，介紹肢體之接的關係。第 26節:「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

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這樣具體的

講解，讓我們明白肢體間應該是何種關係。新約學者 Gordon Fee 說「這像一

個總結性的圖示」（concluding illustration)，好像畫一幅圖把道理呈現出

來。 

綜上所述，這三句經文分別具有三個不同的功能，是對 21-24a 節中肢體比

喻的總結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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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你怎麽理解「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一個肢體得榮耀，所

有肢體就一同快樂」的比喻？ 

第 26 節很關鍵，我們得從身體的角度來理解。我（崔牧師）對這節經文的

體會尤爲深刻。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左腿膝蓋的兩個韌帶都摔斷了，受傷的第

一個晚上，因為疼痛無法入眠，感覺上並非只是膝蓋局部的疼痛，而是渾身都

疼；受傷后也不僅僅只有一條腿失去功能，它會導致全身都無法做事。這就是

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都一同受苦。一個人胳膊和腿的感知，傳輸到大腦后，

得到的信號是整體的。榮耀也是一樣，當有人誇獎你有六塊腹肌時，並不是單

單看你的腹部漂亮，而是贊美你整個人很自律、很帥。這就是對肢體間「一榮

俱榮，一損俱損」的理解。 

2.3 如何把這真理應用到今天的教會生活中？  

如果教會中的弟兄姊妹只顧自己的服事和恩賜，而且彼此之間互相爭競、比

較、嫉妒、驕傲，這反應出我們的身份、意識出了問題。假如一個做招待的同工，

認為自己和領詩的服事沒什麽關係，這是他只看到自己，沒有把教會看成主體。

事實上無論是招待或領詩還是司會，都是為了教會整體的敬拜。如果我們能把教

會看作一個整體，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由此我們學到一個應用到教會的真理：我們應該時刻提醒自己，我們並非一

個獨立的個體，而是整個教會的一部分，我們要與教會融爲一體，榮損與共。一

個人服事有問題，整個教會就會有問題；我們是一個生命整體，一個部分死掉了，

會導致整體都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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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段經文的教導，直接針對的問題是什麽？它與「屬靈的恩賜」有什麽關

係？哥林多教會在這兩者之間存在什麽問題？我們存在同樣的問題嗎？今天我

們學習到什麽解決的功課？  

3.1 這段經文的教導，直接針對的問題是什麽？ 

一言以蔽之，這段經文的教導，直接針對教會合一的問題。先是眼睛不能對

手說「不需要你」，頭不能對腳說「不需要你」；保羅再用身體的整個器官作比

較，軟弱的更不可少，不體面的要讓它更體面，不俊美的要讓它更俊美。他要表

達的是，同一個身體中各個部分之間是相關聯的，要彼此相顧。 

這封書信從一開始，保羅就針對哥林多教會提出了合一的問題，指出他們不

合一、結黨、分門別類。到了今天的經文，他藉著身體和器官肢體的比喻，再次

談到合一的問題。 

3.2 它與「屬靈的恩賜」有什麽關係？ 

過去幾週主日學我們在學習哥林多前書第 12 章，討論的都是屬靈恩賜的問

題。今天這段經文談到合一的問題，兩者其實是相關的。從上下文中，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新的角度——屬靈恩賜的不同導致教會的不合一。 

不合一可能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不同的師父造成分門別類是其中的一種。

而前幾次主日學中學到，一個身體是由不同的器官組成，沒有任何兩個器官是完

全一樣的，左手和右手是相反的，每個指頭有不同的指紋，從這個角度講，每個

肢體的恩賜是不同的。然而因著恩賜的不同，彼此之間就有比較、驕傲、嫉妒，

所有這些都帶來了分裂而不是合一的傾向。 

3.3 哥林多教會在這兩者之間存在什麽問題？ 

哥林多教會因著「屬靈的恩賜」出現了典型的不合一的情況。在前面的經

文中提到聖餐時，有的人吃的豐富精美又醉酒，有的人吃不飽，這是因著經濟

地位的不同而分門別類；有的因著所喜歡的師父不同而分門別類；有的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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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驕傲而分門別類。稍後的經文裏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

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13:1）從這段經文推測，可能

有某種恩賜的人覺得他比別人更優越、更重要，看不起別人的服事，認爲他自

己的服事更顯赫。這些做法和想法導致教會的不合一，造成教會的衝突，哥林

多教會顯然存在這些問題。 

3.4 我們存在同樣的問題嗎？ 

此處的「我們」不僅指我們的教會，實際上這也是今天教會普遍的問題。

每個時代，都存在同樣的問題，也許今天的時代更突出——因為個人的能力、

恩賜不同產生了不合一的矛盾。 

相較於因著師父不同而結黨和因為聖餐經濟地位的不同而造成隔閡，因著

屬靈的恩賜不同而造成的分裂就更多、更普遍，其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生命不

成熟——我們往往額外看重自己得到的恩賜。所以相互之間比較的不是恩賜而

是人。因為自己有了恩賜，會覺得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要而產生出驕傲來；因爲

別人的恩賜是我想要的，而我卻沒有，心裏便產生出嫉妒；認爲別人的服事不

如自己，想處處拔得頭籌而生出爭竟；別人服事中出現了失誤，卻漠不關心甚

至幸災樂禍。這些因著服事崗位、恩賜不同而產生的衝突或分裂，在今天的教

會中比比皆是。 

一位聖經學者曾說，哥林多前書中這段經文的教導可以直接應用在今日的

教會。可見，我們今天的教會存在很多類似的問題。 

3.5 今天我們學習到什麽解決的功課？  

首先，我們是否順服神？是神把不同的器官、功能搭配在一起，目的是為

了讓我們彼此相顧。我們有什麽恩賜、做哪些服事，都是上帝在調配。軟弱的

像內臟，需要強壯的來保護。但越是軟弱的，越是生命當中不可缺少的，胳膊

再強壯，還是需要心臟供血。我們應該明白上帝的心意，祂賜下不同的恩賜，

不把所有的恩賜放在一個人身上，就是讓我們彼此需要，彼此相顧，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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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合而為一。我們今天因為不同的屬靈恩賜而造成彼此的不和一，導致教會

出現各種衝突，這是不應該的。 

其次，如何正確認識我們的身份？從第 26 節所理解的，一個肢體痛苦，所

有的肢體都受痛苦；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都快樂。當我們看見教會整

體是一個有機的生命時，我們的身份就變得更大。此時，我們就不是從個體的

角度，而是從教會整體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如此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屬靈

恩賜的本質，幫助我們更好的合一。 

最後，在具體學習的功課上，我們要明白上帝的心意。領會在身體的比喻

中的啓示：不僅我們彼此需要，而且更讓軟弱的不可缺乏；讓不體面的加倍體

面；讓不俊美的更好的被裝飾，使他們更俊美，這是上帝的心意。既是上帝的

心意，我們就應該如此行：保護軟弱的，支持他們變得更剛強；因著失誤變得

不體面的，幫助他們更加體面、俊美。如此，我們的教會就會更合一，更合神

的心意。 

 

願神祝福每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