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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課 人生如播種 (Speiro撒種) 

和合本：哥林多後書九 1-9  

「1論到供給聖徒的事，我不必寫信給你們；2 因為我知道你們樂意的心，常對馬其頓人誇獎你們，

說亞該亞人預備好了，已經有一年了；並且你們的熱心激動了許多人。3 但我打發那幾位弟兄去，

要叫你們照我的話預備妥當，免得我們在這事上誇獎你們的話落了空。4萬一有馬其頓人與我同去，

見你們沒有預備，就叫我們所確信的，反成了羞愧；你們羞愧，更不用說了。5 因此，我想不得不

求那幾位弟兄先到你們那裏去，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資預備妥當，就顯出你們所捐的是出於樂意，不

是出於勉強。6「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7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8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

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9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在哥林後書九 6-9，保羅用了一個字來形容信徒奉獻的涵義，這個字的希臘文是 speiro。中文譯

作「撒種」「播種」，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 47次，這個字有兩個意思： 

 指農夫耕種時撒種或播種。 

 是一個寓意式的用法，是透過農夫撒種這圖畫去形容人生的一些真理，如加拉太書六 7-8

說：「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speiro)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順著情慾撒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事實上，保羅常用 speiro這個字來形容人生真理，人生如撒種，在此我們至少看到兩個真理。 

 第一，你種什麼，便收什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情慾，必收敗壞。 

 第二，就如哥林多後書九 6 說：「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如果一個人懶惰，只撒少

少種，所的收自然有限，若他多撒種，所收的也自然多，這是一個很顯淺的道理。 

 

不過，在哥林多後書第九章，保羅主要是談論捐獻事宜。在 v.1保羅說：「論到供給聖徒的事」，

這是指到保羅為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的耶路撒冷信徒向亞細亞及歐洲的教會募捐一事而言。哥林多

教會在一年前已經答應支助他們，但一年來只見雷聲，不見雨點，保羅於是便派提多及二位弟兄前

往，並趁此論及奉獻的涵義和原則。 

 

首先，保羅在 v.5 強調奉獻的態度和心態，是出於樂意，而非勉強。哥林多人在一年前已經有

此樂意之心，而且對奉獻給耶路撒冷信徒一事，表現出熱心，保羅常在馬其頓誇獎哥林多人。而事

實上，他們的熱心也激勵了許多人。保羅打發幾位弟兄，好叫哥林多人預備妥當免得這些誇獎的話

成了空言，大家都感到羞愧。 

 

但其實「撒種」的比喻，不但可以應用在「奉獻」的事宜上，也可以應用在人生的真理。「少種

的少收，多種的多收」是不變的真理，但究竟保羅提到所種的究竟是指什麼呢？從 v.7-9 我們看到

保羅並不是指「金錢」，我們切勿誤會保羅的意思，以為我奉獻了一百元，神就會祝福我有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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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報，我奉獻一千元，我便有二千元的回報。保羅所提到的「種」與「收」是遠超金錢上的回報。

那麼保羅所謂「種」是指種什麼呢？從 v.7-9來看，我們至少看到三類不同的種類。 

 

第一類我稱為「歡樂的心」。我們看看 v.7「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

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樂意」一字，希臘文是 hilaron，中文「樂意」一字，並未能完

全翻譯出 hilaron 的意思。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只出現過一次，意思是極度的歡欣，英文的 hilarious

便出自 hilaron。(cheerful, joyous, prompt to do anything)在希臘文的文化中，通常句中第一個字是重

點所在，原文不像中譯本，把「捐」放在第一位，因為保羅所看重的不是「捐」的動作；也不是像

英譯本把「神」放在首位，因為保羅所看重的不是渴望神的回報，原文是把 hilaron 放在首位，因

為保羅是看重我們捐的態度和心意，是一種歡欣、樂意的心態。保羅強調我們所種的並不是金錢，

而是這種樂意分享，歡欣喜悅捐出的心意。  

 

第二類我稱為「仁義」的心，我們看看 v.8-9「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

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第二類種子是「仁義」，保羅以為施捨錢財、賙濟窮人是一種仁義的行為。希臘文 dikaiosoune

並非指「道德上的正義」，而是指「宗教上的公義」，換言之，是神看為「對」的事，就是仁義了！

或許我用以下的一個例子來闡明。當 Mother Teresa 在印度濟貧時，看到街上那些飢民，她不是說：

「看哪！那些印度貧民多可憐，吃不飽，穿不暖，讓我來救濟他們吧！」非也，她是這樣說：「當

我看到那些飢民時，我是看到主耶穌，我有機會服侍主耶穌，怎麼不會謙卑的，熱心的去服侍我的

救主呢？」為什麼Mother Teresa 說她不是看到那些飢民，而是看到主耶穌呢？這是因為耶穌自己

親口說過：「這些事你們(義人)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

音廿五 40)我們不是奉「人道主義」的名義去施捨，而是「奉主的名」去施捨，我們不是用「可憐

的眼光」去施捨，而是用服侍的眼去施捨錢財，賙濟貧窮，這才是撒播仁義的種籽。 

 

第三類種子是「分享」。我們看看 v.12「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

越發感謝神。」保羅稱捐錢給耶路撒冷的信徒是一件「供給的事」。什麼是「供給」？v.13 保羅就

說得更清楚：「多多地捐錢給他們和眾人。」其實，原文並不是用「錢」這個字，而是用一個我們

熟悉的希臘文字 koinonia。koinonia 可譯作團契、分享分擔、夥伴。我們奉獻，是因為弟兄是我們

的夥伴，是我們的肢體，是主內一種分享分擔，是生命的交流，絕不是施捨或捐贈金錢那麼簡單。 

 

所以，基督徒奉獻，就如撒種一樣，我們所撒的不是「錢財」，而是「歡樂的心」「仁義的心」

和「分享的心」。我們所事奉的對象，不是那些卑微的可憐蟲，而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默想 

(1) 什麼叫做「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 

(2) 我們奉獻時是撒出了什麼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