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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課 愛之深、責之切(Anesis安寧) 
 

和合本：哥林多後書七 5-6 

「5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6但

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或許我們未開始研讀這段經文前，我們先要了解這經文的背景及事情的來龍去脈。其實，早在

二 12-13 的時候，我們知道保羅去到特羅亞，主為他在那裏開了福音的門。但因為他在那兒沒有見

到兄弟提多，心裏感到不安，恐怕提多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所以七

5 說：「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

這正是二 12-13的延續。為了明白整件事的背景，就讓我們重溫一下保羅與哥林多教會的恩恩怨怨。 

 保羅大概在公元後 50-52 年建立了哥林多教會。 

 當保羅建立了哥林多教會後，就離開了哥林多。教會在此時就發生了亂子。有些所謂超級

使徒(其實是假使徒)來到哥林多教會，控告保羅，指斥他沒有一些重量級的人為他寫薦信，

又說他其貌不揚，口才不夠利害，多多誣告，那些愚笨的哥林多人，竟聽信這些說話，對

保羅諸多批評，和表達不滿。 

 與此同時，教會亦發生了許多問題，據哥林多前書所載，教會有紛爭、結黨，把聖餐變為

大食會，淫亂、拜偶像，否認有身體復活，這一切都令保羅非常傷心和難過，於是他便寫

了哥林多前書，一一述說這些問題。 

 為了挽回這教會，他本想親自到訪哥林多教會，面對面與他們溝通。誰料不知何解，這次

的探訪保羅稱之為「心痛之探訪」(painful visit)，保羅與哥林多會的關係就更惡劣。 

 然而，保羅仍掛念著哥林多教會，於是就派了提多弟兄帶著他那封保羅稱為「流淚的書信」

(painful letter)給他們。在這信中，他一方面流著淚，一方面嚴厲的責備哥林多人，愛之深，

責之切。他差派提多去後，心中很不安，又恐怕哥林多人受不了，當他到了特羅亞時，本

來以為在那裏可以找到提多，知道哥林多人的反應，但他在特羅亞看不到提多，心中就更

為不安(二 12-13)。於是他便離開特羅亞，來到馬其頓找提多。 

 到了馬其頓，見到了提多，知悉哥林多人反應是積極的，他心中極受安慰，也大大的喜悅。

這段經文便是保羅說到他當時的感受，既透明坦蕩，亦極有人情味，這真是為牧為父的心

腸。 

 

保羅在 v.5-6 說「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

內有懼怕。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v.8 又說：「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

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不過是暫時的。」v.12 又說：「我雖

然從前寫信給你們，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

的熱心表明出來。」 

 

由這幾節聖經來看，我們體驗到當保羅責備哥林多人時，他的心情是何等矛盾，複雜和悲痛。

對一個慈父善牧來看，責備真不是一件易事，他不隨便責備，是在迫不得已時才責備，但責備時卻

又是何等的心痛！保羅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字來形容他那種複雜心情，他說「不得安寧。」「安寧」

一字希臘文 anesis，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 5 次，這個字的意思是「放鬆」「安寧」，原文是用一

個 perfect tense，表示他沒有一刻是安寧的。此外，他又形容自己「外有爭戰」「內有懼怕」，所謂

「爭戰」，是指他與那些假使徒的角力，好爭打仗一樣，而內心則滿有恐懼，恐懼的希臘文 phob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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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懼怕哥林多人受不起他的責備」又怕「提多來到哥林多這地方時被辱受苦，又怕神的工作受

阻」，在 v.16 他更形容自己是「喪氣之人」，「喪氣」的希臘文是 tapeinos，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

過 8 次，意思是非常情緒低落，現代中譯本譯作「灰心的人」，呂振中倒譯作「垂頭喪氣的人」。更

慘的，他更有點兒「懊悔」，恐怕哥林多人看到他責備的信時，真的受不了！ 

 

這就是保羅為牧的心腸，想到我們傳道人，牧養我們群羊時，是否有保羅這種為父為牧的心腸，

作傳道人並不是打一份工，更不是轄制群羊，而是好像一個父親，愛之深，責之切。 

 

默想 

(1) 從這段經文中，你認識保羅有多少？為什麼我們說「保羅應是我們牧者的好典範」？ 

(2) 面對著一個反叛的哥林多教會，保羅的回應是什麼？我們又從他身上學到什麼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