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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再說，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縱然如此，也要把我當作愚妄人接
納，叫我可以略略自誇。

17  我說的話不是奉主命說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膽自誇；
18  既有好些人憑著血氣自誇，我也要自誇了。
19  你們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
20  假若有人強你們作奴僕，或侵吞你們，或擄掠你們，或侮慢你們，或

打你們的臉，你們都能忍耐他。
21  我說這話是羞辱自己，好像我們從前是軟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

敢，（我說句愚妄話，）我也勇敢。」



哥林多教是由一群巿井之輩組成的教會，論財富，他們並非富有，論學

問，他們也不是高超，論社會地位也非尊貴。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
26說：「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

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他們都是一群無能、軟弱、無助之升斗巿民。面對著強大的羅馬大帝國，

作為亡國奴的猶太人，或是希臘人，他們如何面對被人魚肉，被人欺壓
的逆境呢？哥林多前書一22正好說明他們的方法。「猶太人要神蹟，希

臘人要求智慧。」

猶太人與希臘人都是亡國奴，被欺壓，無助無能的一群，他們不甘，猶
太人求神蹟，希臘人求智慧，這就好像我們不能在美國受歧視，就抓出
唐山大兄、霍元甲等，用功夫、武力和高超的智慧來掩飾我們的愚妄和
軟弱，以此來逃避我們心裏的自卑。



如果我們這樣看基督教，便是大錯特錯
了，如果你以為這就可以解決內心自卑
的問題，我們便大錯特錯了！君不見我
們人類的歷史，有那一個可以用強權叫
人屈服呢？

靈恩派的神學追求「超自然的權能」「智
慧的言語」(即未卜先知)，以為這就是基
督教的精髓，這只是哥林多人神學的翻
版。



保羅強調，我們所誇的是十字架，一個被踐
踏、被屈辱、被欺壓的象徵，但它卻是基督
教的象徵，保羅說：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
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但在蒙

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

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

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林前一22-25)

套用法國神學家J. Ellul 所說：這就是無能者
之大能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保羅精彩的描述 (十一16-21)

「我再說，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縱然如此，也要把我當作愚
妄人接納，叫我可以略略自誇。我說的話不是奉主命說的，乃是
像愚妄人放膽自誇；既有好些人憑著血氣自誇，我也要自誇了。
你們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假若有人強你們作奴
僕，或侵吞你們，或擄掠你們，或侮慢你們，或打你們的臉，你
們都能忍耐他。我說這話是羞辱自己，好像我們從前是軟弱的。
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說句愚妄話，我也勇敢。」



這是一段頗難明的經文。

首先，我們看看這段經文的文法結構：

(1) 保羅用了許多對比，如：
**愚妄 vs 精明(v.16, 19)
**奉主命說的 vs 憑血氣自誇
**軟弱 vs 剛強

(2) 保羅用了一連串「又是又非，又得又不得」的句語，充滿了諷刺，不平則鳴
之抗議語調，例：
** v.16否認自己是愚妄，但隨後又扮演愚妄人的角色(v.16, 17, 19, 21)
** v.17-18 保羅提到另一個對比：照主命說 vs 憑著血氣。「憑著血

氣」一詞可直譯為「屬肉體之事」。換言之，保羅一方面
說他行事應該按著主的標準，但現在他卻按世界的標準行
事，因為哥林多人是接受這套的價值觀。



若能明白這一段的文法結構，我們會容易明白這段經文的涵義，
保羅在v.16「我再說，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縱然如此，也要把

我當作愚妄人接納，叫我可以略略自誇。」

(3) 保羅在這段經文，也表達他內心之不滿和氣憤。

v.19說你們既是精明人，怎麼又會忍受人對你們的侵吞、

擄掠，甚至打你們的臉，也可以忍受，但對保羅的一點愚
妄卻不能忍受，難道這就是你們所謂的精明麼？



什麼是愚妄？

希臘文是 aphron，這個字可譯作「蠢材」「無腦」「不懂事理」「愚妄」，
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11次，其中哥林多後書佔了5次之多，而這
個字的形容詞 aphrosune 則在哥林多後書出現過3次。

哥林多人在那些假使徒影響下，崇尚希臘人智慧，真的以為保羅是愚
妄人，他既沒有薦信，也沒有後台，於是視他為愚妄人，所以保羅說，
不可把我當作愚妄的。跟著，保羅用一個非常諷刺式的口吻，說：

「就算你們真以為我是愚妄，也請你們容忍一下我這愚妄人，但那
些又欺負你們、侮慢你們、又侵吞你們的，你們都可以容忍，為什
麼你們不可以容忍這個你們以為是愚妄的人呢？」



跟著，保羅講了一句很奇怪的說話：

       「叫我可以略略自誇！」

究竟保羅的意思是什麼？他又誇些什麼？

我們就要詳細看看 v.17-18

 「我說的話不是奉主命說的，乃是像愚妄

人放膽自誇；既有好些人憑著血氣自誇，

我也要自誇了。」

In this self-

confident 

boasting I am 

not talking as 

the Lord would, 

but as a 

fool. Since 

many are 

boasting in the 

way the world 

does, I too will 

boast.



保羅在此提到二種自誇:

在v.18告訴我們，「好些人」是指那些假使徒，他們是憑著世界的標
準來自誇，這世界的標準看人的表面，人的外貌，

而保羅卻是以神的標準來自誇，保羅的自誇，不是誇自己的成就，
也不是誇自己的權柄，能力和智慧，而是誇他的愚妄和軟弱，就如
v.30說：「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

一種是
「奉主名說的」(v.17)，

希臘文是
kata kurion，

意思是按著神的標準自誇。

另一種自誇是

「憑血氣自誇」
希臘文
kata sarka，

意思是按著血氣，或世界的
標準來自誇。



今天我們仗著什麼自誇呢？誇我們的成就、功績, 抑或
誇我們的軟弱。

最近有機會聽沈祖堯醫生的見證：在2003 年，他的事業也
達到高峰期，他所發表的醫學論文，得到不少人讚賞和稱
譽，當他從外國滿載而歸回香港時，醫院隨即爆發沙士病
毒感染，他不少同事都中了招，令到全城恐慌，眼見他一
個一個同事病倒，其中不少是病危，他感到束手無策，不
知如何應對，是多麼的無助，無能和軟弱，就在此時，他聚
集醫院同事，一齊在神面前謙卑禱告，求憐憫和醫治，他
開始覺得自己的無知，他所誇的只不過是自己的軟弱和無
能，就在這個最軟弱和無助的時候，他開始看到神的大能
和醫治，就如保羅說：「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軟弱

的事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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