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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關於復活《一》（十五章 1-34 節） 

一、復活的確據（十五章 1-34 節） 

1) 保羅重述以前傳過的福音，基督徒如果能持守這福音就必得救。十五 1-2 

雖然保羅傳福音時很注意「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二 5)，儘

管哥林多信徒已經接受了福音，重生得救，但有些人還是沒能認識復活的真理，懷疑

「死人復活的事」(12 節)。因此，保羅在回答了哥林多教會信上的問題以後，特地把

復活的真理詳盡地闡明出來。 

▪ 1 節：「若不是....能以持守」：原文的句型顯示這是與事實相符的假設，保羅認為

哥林多基督徒應該可以持守住福音。「告訴」你們知道：保羅不是把已傳給他們的

福音，再提醒他們，因為他的動詞是「叫人知道」的意思。這話稍帶責備的語氣；

哥林多有些信徒其實一點也不體會福音的真義。但他們已經接受了福音(簡單過去

式是肯定的行動)，又承認信仰的立埸，站立得穩(參林後一 24)。不錯，他們認識

福音是基要的，卻沒有透徹地體會。 

▪ 2 節：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正因為福音是真實的、有功效的，是「神的大能」，

所以他們才「不是徒然相信」，才能「領受了，靠著站立得住」，又能「持守」、

「因這福音得救」。 

「若」字並非他們的救恩有疑問，或是要能堅持到底才可以得救，而是強調：如果

沒有復活，他們就根本沒有救恩。「徒然」原文意思是「隨隨便便地」。「因」這

福音：應該是「藉」這福音。 

2) 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替我們的罪死，第三天復活了，並顯現給眾人看。 十五 3-

7 

1. 福音的內容最重要的部份就是基督替我們的罪死、埋葬、三天後復活。十五 3-4 

▪ 3 節：「我當日所領受」：直譯是「我也是領受來的」。原文並沒有「當日」。保

羅所傳的福音，並不是他自創的道理，而是他「當日所領受」的。 「第一」不是

指時間的先後，而是指福音最重要的內容，也就是「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 4 節：「聖經」指希伯來舊約聖經。基督被釘十字架，是神在萬世以前就計劃好，

並且藉著舊約聖經向人啟示1了。神的話永不改變，人的智慧卻不停地在變；神的

話必然會應驗，人的智慧只能叫我們迷亂。 

 
1 基督的受死(賽五十三 5-6 等)、埋葬(賽五十三 9 等)、復活(詩十六 9-10 等)，都是「照聖經所說」的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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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復活後的證人有彼得、十二使徒、五百位基督徒(有一半證人還活著)、雅各和眾

使徒。 十五 5-7 

這福音哥林多信徒的經歷證明這福音是真實的。基督復活不但有舊約聖經的預言、信

徒的經歷，也有一批親眼目睹基督受死、埋葬和復活的見證人。這些見證人為基督的

復活捨命作見證，若基督沒有復活，他們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實際上，基督若沒有

復活，就沒有教會，因為膽怯的門徒在祂死後就會作鳥獸散(徒五 37-38)。 

❖ 5 節「磯法」是彼得的亞蘭文名字。「顯給....看」：此字的原意是「看見」，而且

強調的是「真正的顯見」而不是虛幻的異象。「十二使徒」和「眾使徒」：十二使

徒只是一個概括的說法，而眾使徒的「眾」字是在原文中被強調的一個字，可能表

示包含所有的使徒，包含新選出來替代猶大的馬提亞在內。 

▪ 6 節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時間，大約是主耶穌復活之後 25 年，這「五百多弟兄」

在保羅寫本信時「一大半」還活著，並活躍於各地教會。如果能找到其中任何一位

目擊證人證明保羅說謊，就不會有今日的教會了。教會就是基督復活的證據，基督

的復活是教會的根基、信仰的根基(17 節)，也是撒但想要抹殺的事實(太廿八 12-

13)。主耶穌復活的事實證據確鑿，有的門徒起初不敢相信，後來因證據明顯而不

能不信(路廿四 11)；他們的經歷並非只是個別人一次的幻覺或衝動，乃是有「許

多的憑據」(徒一 3)。 

▪ 7 節「雅各」可能指主耶穌的肉身兄弟雅各(太十三 55)，他起初不信主(約七 5)，

這一次顯現使他信主(徒一 3，14)。雅各信主是主耶穌復活的一個重要證據。 

3) 保羅也是基督復活的見證人，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致。十五 8-10 

▪ 8 節 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看到復活的基督(徒九 4)。「未到產期而生的人」：原

意指「流產」或「墮胎」。保羅可能認為自己不像其他使徒跟隨過主耶穌，在時間

上比不上十二使徒，缺乏與基督相處的時間，有如缺乏孕育的時間一樣。也有可能

這是反對他的人對他的評語。 

▪ 9 節 「使徒中最小的」，指保羅原來逼迫過教會(徒九 1-2)，使他覺得自己「不配

稱為使徒」。其實使徒並不分大小，所以保羅後來又說：「我一點不在那些最大的

使徒以下」(林後十一 5)。 

▪ 10 節「徒然」：「空洞」、「沒有內容的」。「格外」勞苦：「更多」、「超過

所需」；格外「勞苦」：「努力工作」、「工作到精疲力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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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恩典使保羅格外的勞苦過於其他使徒，神的僕人若甘心比別人「格外勞苦」

事奉，並不是因為他比別人更愛主，乃是因為「神的恩」與他同在，讓他能與「神

的恩」同工。因此，基督復活的最終證據，不是過去的文件、證人，而是復活的基

督今日仍然藉著「神的恩」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在生命中能經歷祂。 

❖ 根據全部新約的記載，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的詳情如下： 

1. 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約廿一 11-18；可十六 9-11)； 

2. 向別的婦女們顯現(太廿八 9-10)； 

3. 向前往以馬忤斯的兩個門徒顯現(可十六 12-13；路廿四 13-35)； 

4. 向西門·彼得顯現(路廿四 34；林前十五 5)； 

5. 向多馬以外的十個使徒顯現(約廿 19-23；路廿四 36-43)； 

6. 向十一個使徒顯現(約廿 24-29；可十六 14)； 

7. 在加利利顯現(太廿八 16-20)，可能在那裡顯給五百多弟兄看(林前十五 6)； 

8. 在提比哩亞海邊顯現(約廿一 1-23)； 

9. 四十天之久多次多方顯現(徒一 3)； 

10.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徒一 3；林前十五 6-7)； 

11. 在橄欖山升天前顯現(路廿四 50-51；徒一 6-12)； 

12. 最後向使徒保羅顯現(徒九 4；林前十五 8)。 

4) 保羅和使徒所傳的一致，都表明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了，哥林多教會怎麼會有

人認為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十五 11-13 

▪ 11 節  我們如此「傳」：「傳」原文是現在式，表示「繼續不斷的宣告」，指基督

的復活是所有使徒共同傳揚的福音，並非保羅自己發明的道理。 「你們也如此信

了」，是提醒哥林多信徒：不傳復活的，就不是純正的福音。 

▪ 12 節  「怎麼會有人認為沒有死人復活2的事呢？」 

▪ 13 節 此處我們發現基督在保羅的心目中具有完整的「人性」，所以如果人沒有復

活，基督也不會復活。哥林多的假師傅不能否認基督的復活，因為當時還有很多目

擊的見證人。但藉著否認「死人復活的事」，把人帶離真理，要否認基督復活。  

❖ 今天，也有人認為信徒既然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了(羅六 5-8；西三 1-4)，如今信

徒的生命就已經是復活的生命，並不需要身體復活。新派神學更是認為，基督並不

是身體復活，而是精神復活、心靈復活。 

 
2 哥林多外邦信徒是希臘文化背景，當時希臘哲學有三種主要流派：伊壁鳩魯派的享樂主義、斯多亞派的禁慾主義和柏拉圖主義。享

樂主義認為人死後，靈魂離肉體而去，死後並沒有生命。禁慾主義認為人死後身體化為元素，而靈魂則回到上帝那裡，被上帝的烈火

吸收，人性就消失了。柏拉圖主義相信靈魂不滅，但不相信肉身的復活，他們認為肉身是人類軟弱和犯罪的源頭，死亡是靈魂從肉身

得釋放的好事，畢達哥拉斯認為「身體是靈魂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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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 十五 14-19 

1. 基督如果沒有復活，保羅所傳的就是枉然，基督徒信的也是枉然。而且保羅和使徒也

成了作假見證的。 十五 14-15 

▪ 14 節「所傳的」：指「所傳的道理內容」。「枉然」：「空洞無物」、「空的」

「沒有實質內容」、「徒然的」。 

▪ 15 節 「明顯」：「被人發覺、人查出」。「妄作見證」：「作假見證」。「復

活」是福音的關鍵，「若基督沒有復活」，福音就沒有真實的內容，傳的、信的都

是白忙乎，並且所有使徒都成了說謊的。 

2. 死人如果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信徒的罪就沒有解決，不但活的基督徒仍在罪

中，死了的基督徒也滅亡了。 十五 16-18 

▪ 17 節「徒然」：「沒有真理」、「說謊」。如果基督沒有復活，就表示基督不是

神，無法替代人的罪，沒有救贖。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就沒有意義，信耶穌就

成了信道德說教，實際上都是徒然沒有功效的。所以信徒「仍在罪裡」 (弗二 1)。 

▪ 18 節  對於信徒而言，死亡不過是「在基督裡睡了」，只是我們回到天家的門戶，

所以保羅「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腓一 23)。但「基督若沒有復活」，信徒的死

亡就和世人一樣，也是「滅亡」、與神永遠隔絕。「滅亡」原義不是指不再存在，

而是指不再妥當地存在，完全喪失了被造的目的。 

3. 這樣的話基督徒就比眾人都可憐。 十五 19 

▪ 若沒有永生，今生就只管盡情享樂；但信徒因為有永生的緣故，就會忍受今生各樣

的逼迫和苦難(林後六 4)。因此，若沒有復活的盼望，「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成

了一班可憐的夢幻者，不但最終和世人一樣只是一場空，並且「比眾人更可憐」。 

6) 基督已經復活，如同死由亞當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基督而來 十五 20-22 

1. 然而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將要復活者的榜樣。 十五 20 

▪ 20 節 「但」字表明，信徒絕不是人間的可憐蟲，復活的事實改變了一切。保羅信

主後的一生，就是基督復活的見證；每個信徒的經歷，也是基督復活的見證。 

▪ 主耶穌在逾越節後的「安息日的次日」初熟節復活(太廿八 1；利廿三 11)。「初熟

的果子」是莊稼中第一捆禾穗，要帶到聖殿獻給神(利廿三 10)。是以後眾果子的

保證和樣本，初熟的果子熟了，就保證其餘的果子即將成熟；其形色和質地如何，

表明以後也必結出同樣的果子。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表達基督是第一

個死裡復活的。祂已復活進入豐滿榮耀，就保證所有的信徒也必隨祂進入豐滿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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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和祂完全一樣。逾越節叫我們看見羔羊的死，但是只有死去的羔羊復活了，那

救恩才有把握，所以如果沒有初熟節的復活，逾越節的果效就沒有保證 

2. 如同死由亞當一人而來，復活也由基督一人而來。 十五 21-22 

此段可以參考羅馬書第五章，亞當和基督各是其族群之領袖。亞當犯罪，帶來整個族

群的滅亡，基督順服帶來整個族群的被稱義並要復活。 

▪ 21 節「死既因一人而來」，指亞當的犯罪帶來的刑罰(創二 17)，包括靈性的立即

死亡和隨之而來的身體死亡。 「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指如果亞當的犯罪

有這樣長遠的後果，基督的復活就更該如此了。死從亞當進入世界，同樣，生命透

過基督來到世界。「因一人」這句話，強調了基督道成肉身的真實，祂不但是神，

也是和亞當一樣的人。基督是第二個亞當，保羅後來在哥林多城寫的羅馬書裡闡述

得更詳盡(羅五 12-21)。 

▪ 22 節 在亞當裡，眾人一出生靈性就是死的(弗二 1)，身體也遲早會死，所以說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在基督裡，我們的靈性都被重生，成了新造的人，將來

身體也都要復活，所以說「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兩個亞當分別是舊造和新

造的總代表。 

❖ 有人利用 22 節來教導普救論，認為那些在亞當裡死了的人都會在基督裡得救。但

保羅的意思是說，只有在主耶穌基督裡的信徒，才會從死裡復活、與祂永遠在一

起。 

7) 復活的次序與上帝的計畫 十五 23-26 

1. 最早復活的是基督，基督再來時是基督徒要復活。 十五 23 

▪ 23 節 「次序」：原文是軍事用語，意思是「排隊列陣」或「一隊軍人」。當時凱

旋誇勝的軍隊的次序是：前面是官長，其次是軍兵，最後是俘虜。同樣復活的次序

是：首先是基督，其次是千年國度前的信徒(啟廿 4)，最後是千年國度後的人(啟廿

12)。初熟節所獻的是第一天的收割，基督是第一捆「初熟的果子」(利廿三 10)；

五旬節所獻的是第一茬的收割（夏收） (利廿三 16)，教會是五旬節第一批「初熟

的果子」(利廿三 15-17；雅一 18)；而最後一批是打場後剩下的無用糠秕( 24

節)。在他「來」的時候：指國王或皇帝駕到訪問，保羅在此是用此字來論及「基

督再臨」。 

2. 然後末日要到，基督要實行審判、作王。 十五 24-25 



 

6 
 

▪ 24 節 「再後」：原文可以解釋成「同時」或者是「接下去的一件事」。「那時」

指千年國度之後 (啟廿 7-10)。「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指撒但和牠的使

者(弗一 21)。 

「都毀滅了」：「作廢無用」、「無效用」。指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啟廿 10)。

「國」指神的國度，這國原是基督從父神得的(但七 13-14)，基督是這國度中人與

神之間的中保(來七 25)；當基督對付了祂的仇敵撒但，完成了中保的工作，就把

這國度交與父神，與父神一同做王直到永遠(啟十一 15；十九 6)。 

▪ 25 節 「基督必要作王」，表明這是神的定意，絕無改變。世上的權勢不管有多威

猛，惡勢力不管有多麼囂張，最終基督必然掌權。 25 節引自詩一百一十 1。 

❖ 「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應該是指「一切敵對上帝的權勢」。「一切執

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是指上帝以外的權勢都無效了。 

3. 最後在審判中將被毀滅的仇敵就是「死亡」。 十五 26 

▪ 26 節「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直譯是「死，最後的仇敵被毀滅了」。

「死」是我們最後的仇敵，因為魔鬼是掌死權的，牠藉著死奴役罪人(來二 14-

15)。死亡倚賴撒但和罪惡而存在，當撒但和罪惡被對付盡了，死亡這最後的仇敵

也必然消失。 

❖  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保羅則回應說：「末了上帝將毀滅死亡」。 

8) 聖經的根據 十五 27-28 

1. 聖經提到上帝叫萬物都服在基督腳下，當然萬物不包括上帝在內。十五 27 

▪ 「服」：「置於其下」、「制服」。「都服了他」：原文是「永久性的歸服」。 

▪ 27 節「祂」指基督，「那叫萬物服祂的」指父神。聖子的復活，使祂在聖父的手

中得了高舉，經過了國度，進入新天新地。 「萬物」包括神的一切仇敵，連死也

在內，將來都要服在基督的腳下（詩一百一十 1），參考詩八 6 本是指「人」，這

裡用來轉指「基督」的統治權。 

2. 萬物服了基督以後，基督也要順服上帝，讓神成為萬物之主。 十五 28 

▪ 28 節 復活是為了叫聖子升高，讓父神的榮耀與權柄得以彰顯：「叫神在萬物之

上，為萬物之主」。 

9) 以儀式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為例，說明死人復活是確定的事。 十五 29-34 

1. 如果人不復活，那為死人受洗的有何意義呢？ 十五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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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死人受洗」：意思是「替代死人受洗」。此處解釋分歧，但是最可能的解釋是

哥林多教會可能有些信徒曾代表已死而沒來得及受洗的人受洗，保羅提出這事並非

表示贊同，重點是藉這事提醒哥林多人，若沒有死人復活，他們做這事有何意義？ 

2. 如果死人不復活，那保羅的時刻冒險有什麼意義呢？還不如吃喝快樂，因為不久大家

就要死了。 十五 30-32 

▪ 30 節「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極力的說，我是天天冒死」：原文中並沒有「極力的

說」，但原文顯示保羅在此的意思是「我在此鄭重發誓，我是天天冒死的，這是我

在主耶穌裡對你們的誇口」。保羅從哥林多信徒的行事轉到一般信徒的經歷，尤其

是使徒的經歷。如果人生到頭來一死了結，沒有死後復活，我們又何必「時刻冒

險」堅持信仰、傳揚福音呢？ 

▪ 31 節 「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意思不明，可能指保羅以哥林多信徒誇口。 

▪ 32 節 當時的文學作品常用「同野獸戰鬥3」來比喻遭遇敵對勢力，哥林多信徒應

該知道「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具體指什麼事，但我們已經不能確定。 

「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甚麼益處呢」：應翻譯為

「我在以弗所和野獸搏鬥，如果照著人的意思來看，那對我有甚麼益處呢？」。

(新譯本) 

如果沒有復活，保羅整個人生、尤其是在以弗所這事件上，就全屬枉費了，而最合

理的生活方式就是保羅引用的諺語「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賽廿

二 13)；但保羅遇見了復活的主，所以從極力逼迫教會，轉過來極力傳揚基督。保

羅並不是無知，他有思想、有見識，不會為了要得著一件虛無的事犧牲自己的前

途；他是真實地見到復活的基督，所以放棄了屬地的前途，一生甘願為主勞苦。保

羅的改變，正是基督復活大能的明證。 

3. 不要自己欺騙自己，隨便的朋友關係會敗壞善行，要自己謹慎行善。十五 33-34 

▪ 33 節 保羅在本信中再次警告「不要自欺」(六 9)，指出哥林多信徒懷疑復活，是

因為自以為剛強，所以沒有原則地與不信者交往，以致被他們影響。「濫交是敗壞

善行」是一句希臘格言，信徒若交友不慎，就會偏離真道、敗壞我們的見證。 

 
3 「同野獸戰鬥」：意思是指「在競技場和野獸戰鬥」。但保羅是羅馬公民，應該不會被處以此刑罰，所以應該是象徵性的寫法，表

達他自己在以弗所所遭遇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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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領錯路」、「欺騙」。「不要自欺」：是「不要允許自己被欺騙」。

而原文顯示這是一件正在進行中的動作，亦即哥林多基督徒正在自欺。「濫交」：

指「不好的朋友關係」、「濫交朋友」。「善行」：「好的德行」。 

▪ 34 節 「醒悟為善」原文意思是「酒醒過來」。這些懷疑復活的人自以為思想清

醒，保羅指出他們才應該醒悟過來。「不要犯罪」提醒我們，復活並不只是教義問

題，否認復活必然會引致生活上的失敗和犯罪。「不認識」不是指知識上的無知，

而是在經歷上的無知。保羅不輕易叫人「羞愧」(四 14)，這裡卻特地強調「我說

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可見這事是何等嚴重，他們不能不醒悟迴轉。 

「醒悟」：原文時態保羅命令他們立刻清醒過來。「為善」：意思是「合宜的」、

「真正的」、「真實的」、「實際的」。「醒悟為善」：直譯是：「你們要立刻真

正的醒悟過來」。「不認識神」：「對神無知」。 

❖ 大概「死人不會復活」這樣的思想是透過與基督徒交往的異教徒傳入的，所以保羅

特別指正哥林多教會的交往關係，要他們謹慎交友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