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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四：7~18 

 

    白冷會的神父幽默自己的一句話：「我因我的謙卑，感到無限驕傲。」這是

台灣東部瑞士籍天主教的神父所說的話，充分說明這群神父把自己奉獻給台灣的

尊貴，他們的付出令人讚嘆。  

    今日的經文，一開始保羅就有這種想法，認為：「一個基督徒所享有特殊恩

典和榮耀，很可能使他變得驕傲；而基督徒又是需要避免驕傲的人。」 在世上，

無論我們享有任何特別的恩寵，所有的恩典、財富、成功事業、名利地位等的豐

富，但人們仍然是難免一死的。我們仍只是自然環境裏的一員；仍然處於自己無

法控制的狀況中；仍然受限制於生命的變遷；仍然有個會死的身體，具有各樣的

軟弱、和說不出的痛苦。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描述人類就像一個帶有貴重寶貝在身上的人，但是這寶貝

卻放在這卑賤土濤的瓦器裏。這瓦器又是脆弱無所價值。我們從生理、心理學，

甚至現代科學，可以談到很多關於人類的力量，以及關於我們能自我掌控力量的

能力，是極其有限，又無能力的。所以，保羅在此表示，世人真正能表現的特性，

不是他的力量，而是他的軟弱。 

    當時羅馬時期戰爭得勝的將軍是非常的得意與光榮。但是，為了不讓他們得

意忘形，會特意安排一些舉動，有意促使將軍們避免自我驕傲。就是，當他們勝

利回國騎在戰馬車上遊行時，會有一頂皇帝的王冠舉在將軍的頭頂上，然而，士

兵群眾在他們前進的路上，可以做兩件事：一是為讚美將軍而歡呼、歌唱的抬舉

讚美；但同時也可高聲大叫、可以不敬的嘲弄和侮辱。這是為避免將軍過度驕傲

而忘了自己是誰。 

    我們要認清自己。生命常被我們的弱點圍繞著，然而，基督卻以祂的榮光來

圍繞我們。所以，我們要記住「軟弱是我們的，榮光是上帝的」，而且，我們應

該認知，要全然的倚靠上帝。 

    保羅描述基督徒的生活，這生活是我們和上帝榮耀的相稱，呈現出一系列對

比： 

一、處處受困四面受敵，卻不被捆住 

各式各樣的壓迫臨到我們，我們從不會走投無路。基督徒生命的特點是我們 

裏面總是有廣闊的領域、自在的信心，不論環境如何備受限制，從不感到狹窄及

被侷限。身處被限制的環境中，總是有足夠的力量走向上帝廣闊的恩典裏。 

二、心裏作難內心困擾，卻沒有絕望 

有時心中莫名的恐懼，不知將發生什麼狀況，但我們對上帝有著不變的信心， 



以及不懷疑上帝的能力。基督徒當學習耶穌在客西馬尼所學習的，必須學習如何

去接受人所不能了解的。一個人當心裏作難時，若基督與他同在時，他就不至於

失望的。 

三、遇到逼迫遭受傷害，卻不被撇棄 

歷代為基督殉道的人，都有一件明顯的事實，就是在他最悲慘的時刻，他們 

必與主耶穌有最親密的同在。如聖女貞德當面對那些過去支持、愛慕她的人離棄

她的時候，她說：「與上帝獨處是最好的」，上帝的友誼、保守、慈愛，不會離我

遠去的。因祂的力量給我，我將勇敢不懼怕，直到能歸回天家。詩篇 27:1 大衛

說：「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還懼誰呢？」「即使我的父母撇棄我，耶和華終必收留我。」(詩篇 27：10)無一

事能改變上帝的信實。 

四、擊倒在地無辜委屈，卻不致滅亡 

基督徒的特性並不是不會跌倒；而是每次跌倒了，又能再度爬起來。並不是 

從不受打擊；而是，根本不被擊倒。有可能打敗戰，但要知道，最後決不會失去

這場戰役。 

    經文中，保羅陳述基督徒對生命的一系列對比之後，他就繼續論到自己對生

命的秘訣。這秘訣就是他為什麼能承受、能忍耐許多患難的原因。 

    保羅的秘訣： 

一、他相當了解，若要分享基督的生命，必須要分擔基督的苦難；如果希望與主

同生，就必準備先與主同死。這是保羅清楚知道，他接受這種基督徒生命時不可

改變的法則。「沒有十字架，就沒有榮耀勝利的冠冕。」 

二、要藉著那能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的上帝之力量，而勇敢面對一切。能有如此的

勇氣，是我們的相信，即使死亡奪去我們的生命，那使耶穌復活的上帝亦將同樣

能使我們復活。保羅確信能倚靠那充實生命的能力，是大於死亡的力量。 

三、經由苦難和鍛鍊，我們將被帶領進入上帝的榮耀和慈愛裡。這信念使我們能

忍受任何一件事。美國的大布爾德水壩計畫，使曾經是大荒蕪之地帶來可豐收的

肥沃之。在當初從事水壩工作時，無可避免地，就是有許多人在意外事故、及不

幸中喪失生命。計畫完成時，工程師們放置一塊大石頭插入水壩的大牆中，上面

刻有受難工作人員的姓名，其下題銘著：「因著他們的犧牲，荒野將生出歡樂，

沙漠將盛開花朵。」以賽亞書三十二：15 一再地提醒、鼓勵著我們，說：「等到

聖靈從高處澆灌我們，曠野將變為田園，田園看似樹林。」  

    保羅之所以能夠通過種種的考驗，是因他知道那些已不算甚麼！一個人身上

所發生的事情，事實上是為基督的緣故，當一個人有這完全的信念時，他就能面

對，並承受任何的壓力。 



    哥林多後書四：7「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為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

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瓦器，是易碎的陶土器皿，這寶貝就是「上帝在耶穌

基督裏榮耀的知識。」這個隱設是論到古東方人的習慣，即把金銀儲存在陶土製

的甕罐裏。保羅在此用自己來與瓦器比較，乃是指他軟弱和受苦的身體與遭遇。

這就是「基督榮耀的亮光，在土製的燈中為全世界照亮了。」作福音使者，以自

己的有限與軟弱，就能提高上帝的榮耀。唯有藉著上帝的權能，才能使使徒們得

著支持，和去成為拯救靈魂的工具。一個寶貝放在僅用土製的瓦器內，為的是「要

顯明這極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 

    神學家巴尼特說：「如果無價的寶貝放在一個強而持久不衰的身體裡，必然

會造就出一個驕傲而充滿罪惡的人。」只有當我們確知自己無能、會死亡的時候，

我們才能真正體會上帝的能力。人類的生命是短暫的，形體很容易磨滅損傷，身

體每秒都在衰變老化。這身體只是個卑微的瓦器、陶罐而已。寶貝和瓦器間的極

大差異，正式說明人的有限與軟弱，是無法對上帝的目的造成任何的阻礙，事實

上，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的。 

    所以我們當靠著信心生活與侍奉。「所以，我們不喪膽。雖然我們外在的人

日漸朽壞，內在的人卻日日更新。我們這短暫而輕微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

無比、永遠的榮耀。因為我們不是顧念看得見的，而是顧念看不見的；原來看得

見的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16-18 節) 

    保羅提醒我們在人類整個生命中，身體的力量必定會漸漸地消失；但人的精

神、智慧應當不斷的往上提升。或許遇到的苦楚可能使我們變得虛弱，但也可以

藉著這苦楚加強我們精神的力量。讓我們愈老愈明智與快樂。世上遭遇的任何苦

楚都無法與將來要享受的喜悅比擬，因為上帝從不會辜負敬畏祂的人。為著這原

因，人的眼光必須傾注在那看不見的事，而不是可看得見的。可見的，就是屬這

世上的事務，都有其將結束的壽命；不可見的，也就是上帝天上的事務，是永遠

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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