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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八13-15

13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

14 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
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
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

15 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
有缺。」



如果我們把整個世界縮成為一個100人的村落，
其中20人是富有的，80人是貧窮的，他們的收
入在每日10元以下，

而在這80人中，其中50人是很貧窮的，他們的
收入每日低於2元半，

而在這50人中，其中25人是極貧窮的，他們的
收入每日在1.25元以下。在這些貧窮人士當中，
其中1/3是兒童，

又據UNICEF的報告，在今日的世界，每日死於
飢餓的有2萬2千個兒童。每日有8 億人吃不飽，
7.5億人沒食水，1.65億兒童活不到五歲。



但從反方面來看，在這條世界村中，那20個有錢人把剩餘的食物
倒在垃圾桶中，但其實是可以吃飽其餘80個窮人。

杜甫這一句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正好描繪我們今日的世界。



我們要知道，今日世界的貧窮問題，並非因「資源」不足，而是因 「資源
分配不平均」，有的有餘，有的欠缺。

據2001年世界銀行分佈，世界各地都有economic inequality (資源分配不平均）的情
形出現。就以美國為例，

        10% 的美國人擁有全國 71% 的財富，

        1% 的人擁有全國 38% 的財富，

        40% 的美國人擁有不及全國1%的財富。

美國尚且如此，亞洲國家情形，更惡劣。

菲律賓 5% 的人擁有超過全國 90% 的財富。

而中國呢？無錯，在過去十多年來，不少
中國人脫貧，但貧窮懸殊的比例就越來越厲害，堅尼指數 (Gini 
measure of inequality) 從改革前的 0.31 升至0.45(2004)，尤其在農村人
口中，貧窮的情況更為嚴重。



或許你會問：「我能作什麼？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
人，我又不是李嘉誠、Bill Gate，我沒有那麼多錢去
組織濟貧基金，拯救這個地球，難道我要謝絕一切
口味上的享受，豪華輪的旅遊就可以叫我良心過得
去嗎？難道基督徒個個都要克苦己身，作個苦行憎，
這就可以竭息了我內心的控訴嗎？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八13-15 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真理來。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乃要均平，就是

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

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如

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首先，我們要談談這段話的背景。

在保羅傳道的年代，耶路撒冷遇到飢荒，教會的弟兄姊妹受到窮困的
危機，食不飽、穿不暖，所以教會提供飲食給他們（使徒行傳六1-7）。

但此刻福音已傳至中亞及歐洲人外邦地區，他們在那兒比較富裕可以
幫補耶路撒冷教會的缺欠，這就是保羅所謂「均平」的道理了！



保羅在v.14所用的一個字 「均平」，希臘
是 isotes。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只出現過三次，三
次都是保羅書信中出現 （哥林多後書八14 (2)及
歌羅西書四1），這個字的意思是「均平」「相等」
「公平」，亦可解作「相似」(likenesses)。

在v.14-15，保羅提到「均平」 (isote) 的兩個涵義
：

**  從反面而言(v.13)，「均平」 的道理不是叫他
人輕省，你們受累。

**  從正面而言(v.14)，這是一個雙邊互助，施與
受的良方妙計。 現在是施，對方是受，他日
是受，對方是施，這就是「均平」的意思了！



在v.15，保羅引用一個舊約的經文來引證「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
有缺。」這是出於出埃及記十六 18，神賜嗎哪給猶太人的故事。

其實，我們的一切都是來自神，分享與分擔正是基督徒的責任和特色。

然而，基督教的「均平」觀念並不如共產黨「共產」的觀念。



首先，我們肯定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來自神，每一個信徒
參與捐獻都是出自愛心，而非命令或吩咐，所以保羅強調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 一切都是出於「自願」
和 「愛心」，正如他在九7說：「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

作難，不要勉強。」

此外，這「均平」的道理是應用在實在需要上，當有弟兄姊妹
有需要時，我們既是富餘，就當補他們的不足，他日當我們遇
到困境時，他們若有富餘，就可以幫補我們的不足，這就是
「均平」的要義了。

Leviticus 25:35



「分享」 「分擔」是基督徒的特色，

因為我們知一切都是來自神，我們只不
過是管家吧！這是我們隨時隨地可以
實踐的真理！



默想

(1) 保羅所提出「均平」的實踐與共產黨的「共產」觀念有何

不同？

(2) 為什麼我們作為信徒，就有責任與他人分享與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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