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二十三課：前車可鑑 
（哥林多前書十：1-13） 

查經前討論 

1. 你是否羡慕你父母的婚姻關係? 如果你不大羡慕，你以為他們的問題在那裏?  

2. 如果你比較一下你自己(或你的婚姻)與你父母，你以為你有什麼是很像他們呢? 你又是否喜歡你這樣

呢? 為什麼明知他們的問題，你又會跟着他們的路線走呢? 

3. 你以為『前車可鑑』是否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原因何在? 

 
(一) 我們的祖宗 (v.1~5) 
1. 據 v.1 以色列人的祖宗曾經歷過什麼神的恩典?  

  
a) 『雲下』『海中』是指什麼歷史事實？ (參看出埃及記十三：17 ~ 十四：31) 

  

b) 保羅稱那些以色列人祖宗為『我們的祖宗』，但哥林多教會大多都不是猶太人，為什麼保羅

仍稱『我們的祖宗』呢? 

  

2. 然而，對保羅來說，過紅海出埃及實不只是歷史這麼簡單，在 v.2 保羅如何理解這件歷史事實呢? 
 

  

a) 為什麼保羅形容以色列人過紅海為『洗禮』？ 二者有何關係？ 

  

b) 我們看看彼得前書三：21，彼得形容『洪水』為水禮。如果我們比較這兩件事(即是過紅海

是水禮)，它們有什麼相同的地方？為什麼聖經稱這二件事都是水禮呢?  

  

(註：據 Dr. Meridith Kline 研究，基督教『洗禮』的禮儀乃源於上古中東赫人之約，當一個

征服者征服了一個王國，就與他們立約，征服者保護它，它却要絶對臣服征服者，倘

若征服者發現它不忠，就要審判它的國王，要國王徒手游水渡過一條激流。如果他是

有罪，便為河水吞噬；若果他是無罪，他便能安然游過。這個審判方式便稱為『水禮』，

所以『水禮』原意是一種審判(judgmental ordeal)，義人會安然，罪人便為河水吞噬。  

     我們看看『洪水』和『過紅海』都具有同一的意義。首先看看『洪水』，挪亞一家八口

得救，其他人因罪而為洪水而吞噬； 而『過紅海』也是一樣，以色列人安然渡過，但

埃及人却為海水而吞噬，可是兩件事都是一個審判(judgmental ordeal)，也是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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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直接關係。  

     然而，我們看到耶穌的死也是『水禮』(馬可十：38)。 因為耶穌受死也是一個審判，

只不過祂是以無罪之身代我們死，凡信祂的就與祂死同復活。 從禮儀的角度看，水禮

正好象徵了我們與耶穌一同經歷這個 judgmental ordeal，與祂同死同復活。) 

c) 如此看來，保羅如何理解這兩件歷史事實(即過紅海與紅水)呢? 

  

   (註：保羅不以為這只是歷史，而是救贖歷史，意思是在神的救贖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事，

是具有啟示意義，是指向耶穌死與復活。) 

d) 我們再看路加九：31，中譯本的『去世』一字，經文是 exodus(出埃及)，為什麼『出埃及』

就是耶穌的死呢? 

  

3. 我們再看 v.3~4，以色列人的祖宗又經歷過神什麼恩典呢？ 
  

a) 『吃靈糧』『喝靈水』是指什麼歷史事實？ (參看出埃及記十六及十七章) 

  

b) 保羅又怎樣理解這兩件歷史事實呢？ 

  

(i)為什麼保羅稱這些『食物』和『水』為『靈糧』和『靈水』呢？ 什麼是『靈』？ 

  

(註：保羅這樣的描繪有二個意思，第一，這是它們的來源是『超自然』的，是從神那裏來

的，其次，這是表明這不只在歷史發生的一件事，而是有屬靈的函義，或是有啟示的

成份，而其啟示是直指耶穌基督，祂的身體就是糧，祂的血就是『靈水』，我們守聖餐，

正是『靈糧』與『靈水』，所以，這是指着耶穌的死與復活而言。) 

4. 我們看看有關『擊打磐石』的問題，保羅怎樣看這件歷史事實：(參看出埃及十七：6) 
  

a) 為什麼保羅說這磐石是跟隨著以色列人呢？  

  

(註：在舊約，磐石往往被喻作耶和華。申命記 32:4, 15,18,30,31，所以這並非指那塊石，而是

喻作神) 

b) 為什麼保羅說『那磐石就是基督』？ 這是什麼意思呢？ 

  

(註：擊打磐石正好預表了基督被擊打，被釘在十字架上，磐石流出的水救贖了以色列人，基督

流出的寶血拯救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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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而，他們雖然經歷過神這份恩典，他們的後果又是怎樣的呢？(v.5) 
  

a) 為什麼神不喜歡他們？ (參看希伯來書三：7-11) 

  

b) 他們的後果又是怎樣? 

  

c) 從這裏我們學到一個什麼功課？ 這是否意味着我們信了主的，也未必一定可以得救呢? 

  

(註：我們不能用舊約的例子應用在新約的信徒身上，我們現在有主耶穌為我們捨身流血，

得蒙救贖，一方面我們已經在主裏得了基業，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未完全着安息，可以在這

個 already-but-not-yet 的時代，我們一方面肯定我們已經蒙恩得救，但另一方面我們要小心  

謹慎，免得像那些祖宗一樣的結局) 

 

(二) 前車可鑑 (v.6~10) 
1. 按 v.6~10, 以色列人的祖宗在曠野犯了四大罪，這是什麼？ 

a) v.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v.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v.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v.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罪 ─ 拜偶像，這是指那一件歷史事實？(參看出埃及記三十二：1-6) 

      
a) 我們留意 v.7，保羅所引用的一節聖經(出三十二：6)，為什麼保羅不引用前幾節，指以色列

人拜偶像，而却引用 v.6 描繪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 

  

b) 你以為保羅引用 v.6 與哥林多人在外邦神廟中吃喝有沒有關係呢？ 

  

(註：絶對有關係，這種吃喝玩樂是拜偶像的一部份，昔日以色列人如是，今日哥林多人在

外邦神廟吃喝也是一樣，不為神可喜悅。) 

3. 我們再看第二罪 ─ 行姦淫，究竟這是指那一樣歷史事實？ (參看民數記 二十五：1~9) 

  

a) 又據民數記二十五：2，行姦淫與拜偶像有什麼關係呢？這與哥林多人的問題有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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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色列人行淫，帶來什麼後果？ (參看民數記二十五：9) 

  

 

c) 如果我們比較林前十：8 與民數記二十五：9，我們發現在數目上是有差異的，你又如何解

釋呢？ 

  

(註：保羅說有 23000 人死亡，民數記二十五：9 則說有 24000 人。 解釋是這樣，保羅說頭

一天死了 23000，另 1000 人是後來才死的，所以在數目上有不同。) 

4. 我們再看看第三樣罪 ─ 試探主，究竟這是指那一件歷史事實？ (參看出埃及記十七：7 與民數記

二十一：4~9) 

  

a) 究竟他們試探誰？ 

  

(註：有古卷稱他們是試探基督，因為那磐石既是預表基督，很自然保羅亦可以視他們是試

探基督。) 

b) 究竟他們試探些什麼？ 

  

(註：出埃及記十七：7 是講及『水』，而民數記二一章則提及水、糧及食物，這都是與飲食

有關的課題。) 

c) 他們因着試探主而有何後果？ 

  

5. 我們再看看第四樣罪 ─ 發怨言，這是指那一件歷史事實？ (參看出埃及記十七：2-3，民數記十

一：1，十四；2-4) 

  

a) 他們埋怨一些什麼？ 

  

(註：也是與食物有關) 

b) 他們這樣發怨言帶來什麼後果！ 

  

c) 『毁滅者』是指誰？ 

  

(註：可以是指『天使』，如出埃及記十二：23 所提到的天使；但有些釋經家認為是撒但，我

認為前者較為信) 

蘇穎睿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哥林多前書第 23課前車可鑑 第 4頁，共 5頁 



(三) 仍有出路：- (v.11~15) 
1. 聖經記載上述的事蹟，對我們來說有沒有特別意義呢？其意義又是什麼？ 

  

a) 保羅如何形容『我們』？這是什麼意思？ 

  

(註：『末世』的意思指耶穌來到世間，完成救贖，啓開了末世的時代；但末世仍未完全實現，

現在是 already-but-not-yet 時代；我們正是處於這個時代的信徒，所以保羅稱我們為『這末

世的人。』) 

b) 為什麼千多年前猶太人歷史所發生的事實與我們仍有關係？這是什麼關係？ 

  

(註：這是聖經的歷史觀，過紅海、曠野路不單是猶太人歷史，也是救贖歷史。這些事都是

指向基督，祂來要啟開末世時代，但在這末世時代的信徒，却又未完全進入安息，仍在曠野

的路上，充滿各樣試探和引誘，所以我們學習以色列人祖宗的失敗為鑑戒) 

c) 從這些事例來看，我們學到一個什麼功課？(v.12) 

  

2. 我們留意 v.13~15，保羅忽然提到我們在考驗的時候，神總會為我們開一條出路，這似乎與之前所

提到的『前車可鑑』完全沒有關係，是非常兀突的，究竟這一段聖經與先前所說的有何關係？ 

  

a) 這裏所指『考驗』是指什麼？ 

  

(註：很明顯『考驗』(和修本) 比『試探』(和合本)是一個更好的翻譯，從上文下理來看，

peirasmos 應該是指從外而來的考驗，而非內在的引誘和試探) 

b) 如果『考驗』是指外來的壓力，究竟這實際是指什麼壓力？ 

  

(註：不少釋經家認為這考驗是指在當時的信徒，由於不少人都到外邦神廟吃喝玩樂，這是

一個 social event，信徒如果不參與，將會受極大的排斥，所以不少信徒為不想被排斥，就

合理化他們這樣作，妥協却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c) 保羅認為在此情況下，信徒的出路是什麼？ 

  

3. v.13-15 給了我們一個什麼信息，為什麼這會幫助我們面對生命的風風雨雨，請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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