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組講章應用 

日期：2020 年 1 月 5 日 

經題：教會的焦點  

經文：林前 1:4-17 

講員：張樹強牧師  

重點：讓組員知道多麼不濟的人，你都可以從他身上找到上帝在他身上的作為，有他的  

   優點及長處。讓組員知道教會的焦點在上帝身上，不在教會領袖及任何人。  

 

引言： 

  放大鏡能聚焦能量在一點，使火柴著火，使紙張燒焦。能聚焦才能發揮力量和效果。  

內容： 

  林前 1:4-17 可分為兩部份  

1. 林前 1:4-9   保羅為教會感恩  

2. 林前 1:10-17 保羅勸不要紛爭  

 

【保羅為教會感恩】（林前 1:4-9） 

  按哥林多教會當時的情況是不值一提的，充滿問題的教會：  

1. 紛爭，彼此爭競  

2. 道德上的混亂：亂倫，淫亂，離婚，再婚，守童身等。  

3. 聚會的混亂：混亂聖餐，爭先講道，說方言  

4. 吃偶像之物的爭論  

5. 信仰的謬誤：不相信有復活之事  

哥林多教會雖然非常混亂，不值一提，但保羅仍然能在他們身上看到他們的優點，

值得稱讚的長處： 

1. 有神賜給他們的恩惠  

2. 凡事富足（多到有餘的）  

3. 口才知識都全備  

4. 他們心裏得以堅固  

5. 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  

6. 信仰上，等候主耶穌顯現實（再來）  

所以，縱使我們身邊有些人，你認為他很不濟的，甚差勁的，但只要細心觀看，他

自不然有他的優點和值得欣賞的地方，有著神的作為在他身上。  

 



【保羅勸不要紛爭】（林前 1:10-17） 

  在第十節前應有「但是」，意思是前文與後文有截然不同的語氣及內容。  

  保羅很快就點出哥林多教會第一個問題——紛爭結黨。 

  保羅用「勸」的字眼去叫他們不可「分黨」，即「分裂」的意思。  

  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一心」即指悟性，同一共識，理解。「一意」即指意

見。 

  他們紛爭的性質是：「跟領袖」，尊崇教會領袖，以致大家彼此不和，不服，分裂，

所以紛爭的性質是將教會焦點放在人的身上。  

  保羅直接指出他們的問題：「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

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他們擁護教會領袖，各據一方。  

  「我是屬保羅的」：保羅是哥林多教會的創辦人，受人尊崇是無可厚非，但擁護以

致紛爭不和，就非保羅所想的。  

  「我是屬亞波羅的」：亞波羅生在亞力山太，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徒 18:24），

來到以弗所很受人的歡迎，是很有口才講道。因此，哥林多教會的人就擁戴他，欣賞他。  

  「我是屬磯法的」：磯法是彼得的亞蘭文，彼得從來沒有去過哥林多，與他們關係

不熟，為何又被哥林多教會的人擁戴呢？只有一個原因，他們一定風聞彼得如何如何有

名，一次講道三千人悔改，又一次講道五千人悔改，令人佩服，敬仰。  

  「我是屬基督的」：意指領袖都是人，並不屬靈，所以才創造了另一黨，就「基督」

黨，基督比所有領袖更有威勢。人指自己是屬基督本來是沒有不可的，因為我們真是屬

基督的，但是當指自己是屬基督的，也就將別人排斥於外，指不屬自己的黨，就是不屬

基督了，這是驕傲，唯我獨尊的謬誤。  

   

  保羅對於哥林多人這樣紛爭結黨是有點怒氣，所以說：「基督是分開的麼？保羅為

你們釘了十字架麼？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麼？」連續問了幾個問題，當然答案只有

一個：「不是」。 

  教會不應將焦點放在人身上，縱使他是被神很重用，恩賜甚多，也只不過是從主領

受的，沒有甚麼可誇。教會的焦點應該放在「基督」身上，或「十字架」，而不是領袖，

牧者，或別人身上，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結語： 

  任何很差的人都有值得欣賞的長處，都有神在他身上的作為，及軌跡。  

  我們信仰的焦點是「基督」，不是很有才幹、恩賜、能力的人身上，免得基督的十

字加落了空。  



反思問題： 

1. 每人安靜思想一個你平日很不喜歡的人，雖不至於仇恨他，但總不想和他說話，交

往。然後，每人在紙上寫上三至五樣，這個人的優點，好處。  

2. 然後，分享一下，那人有甚麼可憎之處，但他有甚麼值得讚的地方。  

3. 教會會有山頭主義，圈圈主義，小組內聚，分齡牧養有分區，這是保羅所講的分門

別類，紛爭結黨嗎？  

4. 請分享。佐敦堂有沒有保羅所講的紛爭結黨的情況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