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後書

第七十課

變與改 (2)
   (dokimazo 試驗)

十三1-14



1 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裏去。「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
定準。」

2 我從前說過，如今不在你們那裏又說，正如我第二次見你們的時候所
說的一樣，就是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說：「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3 你們既然尋求基督在我裏面說話的憑據，我必不寬容。因為，基督在

你們身上不是軟弱的，在你們裏面是有大能的。

4 他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因神的大能仍然活著。我們也是這樣同
他軟弱，但因神向你們所顯的大能，也必與他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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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
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嗎？

6 我卻盼望你們曉得，我們不是可棄絕的人。

7 我們求神，叫你們一件惡事都不做；這不是要顯明我們是蒙悅納
的，是要你們行事端正，任憑人看我們是被棄絕的吧！

8 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

9 即便我們軟弱，你們剛強，我們也歡喜；並且我們所求的，就是你
們作完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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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以，我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把這話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的時
候，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地待你們。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
不是為敗壞人。

11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
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12 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13 眾聖徒都問你們安。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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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課我們談到變與改的問題，保羅運用了三個原則去幫助
哥林多人去改變他們的陋習和惡行。

上一回我們討論過保羅如何警告那些哥林多人，說：「我必不

寬容。」讓他們了解到不改變所帶來嚴重的後果。

v.1-4 是警告，

v.5-11 是盼望 及

v.11-14 是鼓勵，



在這一課，我們要看看第二個原則：盼望 和 鼓勵。

我們渴望一個人改變，絕不可以單靠「警告」，這只是第一步，我們還

要給他們盼望，強調因著改變而帶來的積極後果，我們先看看v.5-10
這段經文：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
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嗎？我卻盼望你們曉得，我們
不是可棄絕的人。我們求神，叫你們一件惡事都不做；這不是要顯明
我們是蒙悅納的，是要你們行事端正，任憑人看我們是被棄絕的

吧！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便我們軟弱，你們
剛強，我們也歡喜；並且我們所求的，就是你們作完全人。所以，我
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把這話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的時候，不
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地待你們。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
為敗壞人。」



保羅明確的告訴那些哥林多人，他是擁有使徒的權柄。當他第二次探訪他們
時，對那些繼續犯罪的人，保羅說他必不寬容，一定要懲治。但保羅究竟是一
個有牧者心腸的人，所以他在v.10說：

「所以，我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把這話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
的時候，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地待你們。這權柄原是為造
就人，並不是為敗壞人。」

保羅雖有權柄，但他曉得二件事。

** 權柄並不是去敗壞人，而是去造就人。造就就是建立，不是摧毀。 

** 盡量不用權柄去懲治，正因如此，他預先寫信給他們，叫他們悔
改，這樣當他們見面時，就不用主所賜他的權柄去嚴厲的對待他們。



究竟保羅叫他們如何預備自己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字」，重覆又重覆在這段聖經出現，這個字
就是「試驗」「可棄絕」希臘文是 dokimazo，與 v.2 dokime 是同

一個字，dokime 是名詞，而dokimazo 是動詞。

** v.3 你們既然尋求基督在我裏面說話的

憑據。
「憑據」一字，
希臘文是 dokime。

** v.5 「也要自己試驗」， 「試驗」一字是 dokimazo。

** v.5 「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 的」， 「 可棄絕」一字，

希臘文 dokimos，是個形容詞。

** v.6 「我們不是可棄絕 的」， 這裏也是 dokimos這個字。

** v.7 「任憑人看我們是被棄絕 的吧！」 這兒也是 dokimos一字。



無論是名詞的 dokime，
動詞的 dokimazo 或是
形容詞的 dokimos，

同是源於 dokeo 這個字根，

dokimos 一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7次，
可解作「被認證」「 可接受」「 可認受」 (approved)，

而動詞的dokimazo 則在新約聖經出現過22次之多，
可解作「試驗」「 證明」「 認得」「 接納」

             (to test, to examine, to approve)。



保羅告訴哥林多人，在他未來見他們
前，他們要好好預備自己，免得仍活在
罪裏，以致保羅不能再寬容他們。

如何預備呢？ 保羅說：「你們要檢驗基
督是否藉我說話嗎？ 錯了，倘若你們
真的尋求真理，最好的方法就是檢驗
你們自己吧！」

正如 v.5說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
沒有，也要自己試驗。」



何以保羅在這個時候要哥林多人「檢查」他們的信
心呢？

或許羅馬書一16-18給我們一些啟示！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哥林多人追求大能、神蹟、方言，但保羅要提醒他
們，至大的神蹟、至大的能力，就是耶穌基

督的十字架。這稱為「福音」的是最大的能力。

換言之，若要經歷神真正的大能，就是委身給基督，
信耶穌，這才叫我們真正經歷神的大能。



保羅並不是懷疑哥林人是否信主，所以在v.5他說：

「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

心裏。」

和合本的譯法令人誤解，以為保羅的意思是：「你們若
不是不合格，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

非也，這並非原文的意思，保羅在此乃是說：「你們是

否知道基督已經在你們心裏—除非，你們在檢驗時是
不合格的。」英文更清楚：Do you not realize that 
Christ Jesus is in you unless, of course, you fail the 
test.



其實，保羅在此提出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 哥林多人懷疑保羅，又懷疑保羅所傳的福音是假的，也懷疑他使
徒的權柄。

** 他們之所以懷疑是因為他們受那些所謂的「超級使徒」的影響，批評
保羅是弱者，他所傳的福音也是弱者的福音。神是滿有大能的，怎會
是如此軟弱無能的？

** 保羅的回答是：表面來看，福音好像是弱者的表現，十字架是羞辱，
無能的徵象。但實際上，十字架卻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祂的人。

換言之，唯一經歷神的大能，是透過謙卑在主面前，悔改認罪，相信
神，救恩才會臨到你身上。



** 哥林多人實在要檢查一下他們的信仰，究竟基

督是否在他們心裏，究竟他們是否真正接受了
我們傳給他們的福音，而不是看什麼神蹟異
能、口才表現！ 如今他們竟然否定我們傳給他
們的福音，並且說是假的，他們能講出此話，只

有一個可能性，除非他們不是基督徒，不合格，
否則斷不會如此！

** 至於保羅和他的同工，在v.6說：
「我卻盼望你們曉得，我們不是可棄絕的人。」

換言之，我們已經在檢驗中證明了：我們是合
格的！



保羅期望哥林多人去改變，

第一步 是檢查他們的信仰。

跟著是第二步， 也正是保羅最擔心的問題，所以他為哥
林多人祈求，v.7-9是保羅的一篇禱告。

v.7 「叫你們一件惡事都不作。」

v.9 「就是你們作完全人。」



v.7 是消極，v.9是積極，首先是不再作惡事，跟著是要作個
完全人，

什麼是「完全人」？

希臘文katartisis 是一個醫學詞語，指「接骨」，所以亦可

譯作「修補」「校正」。換言之，這才是徹底的改與變。

保羅的禱告，並非要為自己的名平反，也不是要努力證明
他的無辜(顯明我們是蒙悅納)，而是希望哥林多人真真正
正得以修補，正如一個碎了骨的人得以修正和接駁妥當。

保羅最後還說：「任憑人看我們是被棄絕的吧！」意思是，
人們怎樣看我們不要緊，至重要的是你們真真正正的改變
，v.9 更說「即便我們軟弱，你們剛強，我們也歡喜；並且我
們所求的，就是你們作完全人。」



保羅給我們作父母的、老師的、傳道
人的、長輩的、社工的，一個非常重要
的真理。

  我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名聲去改

正我們的子女、學生、會友，而

是為了他們，為他們禱告，

  叫他們修正，更鼓勵他們修正，

這種無私的鼓勵，正是

「變」 與 「改」

至大的動力！



默想

(1) 保羅如何去改變哥林多人，期

望他們可以作個完全人，不再

作惡事？

(2) 為什麼保羅屢次說「證明」

「檢驗」？ 這是什麼意思？

** 他希望哥林多人檢些什

麼？

** 哥林多人的問題在那兒？

(3) 我們從保羅身上學到什麼功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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