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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講章應用 

日期：2020 年 9 月 6 日 

講題：前車可鑑 

經文：林前 10:1-13 

講員：張樹強牧師  

目的：讓會眾明白享受自由而不盡責任，會遇到危險。 

保羅借用以色列人所作所為，成為哥林多信徒的鑑戒，也成為我們的鑑戒。 

  

引言 

    我們讀歷史是借古鑑今，不重蹈覆轍，從中吸取教訓，學習智慧（學精 D），不走

前人走錯的路，不過，歷史卻是不斷重演，回頭已是百年身。  

三國演義名著的卷首語有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道出歷史不斷重演。  

歷代王朝的興衰，都是同出一轍，一是皇帝的荒淫無道，視人命如草莽，一是軟弱

無能，宦官外戚權傾朝野，把持朝政。歷史重演不是天命，是人性的敗壞所致，因愛自

由，而濫用自由，變成了放縱，滿足一己私慾，導致悲劇不斷發生，所謂歷史重演都是

令人目不忍睹的場面。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豈不是因為人類的貪婪，驕傲（自以為最強），

自誇，張狂，自私，好勝，野心所引發悲劇發生嗎？  

士師記有一個特色，就是以色列人活在一個循環裏面，當他們生活安定，安居樂業

的時候，就開始忘記上帝一切的恩典，遠離神，拜偶像，放縱自己，神就利用外邦異族

去攻擊以色列人，迫逼他們，令他們苦不堪隣，於是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華的拯救，神

就興起士師，帶領以色列人打敗異邦外族，使國中太平，回復安寧，他們重新安居樂業，

生活穩定。不久，他們又再一次重蹈覆轍。這就是歷史重演的明證，但以色列人永遠學

不到功課，慘痛的經歷，不能喚醒他們剛硬的心，這不是天命，是人類罪性所致。  

 

內容 

    保羅承接第八章暢論自由，第九章以自己作為例子，雖是有自由，但甘心作了眾人

的僕人。第十章仍談論自由，今次是用以色列人作為例子。暢論自由與責任的關係，單

享受自由而不盡責任的人會遭到滅亡。  

以色列人獲得自由之後，卻用盡他們的自由權利，沒有完成他們的責任，倒是放縱

自己的情慾，最後多半倒斃曠野。  

 

【分段】 

1. 1-5 以民都承受主恩  

2. 6-11 引以為鑑五件事 

3. 12-13 安慰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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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承受主恩】  

1-5 節是歸納了以色列人被帶領脫離為奴之地，進入自由，享受自由的福樂。  

1-4 節共有 5 個「都」字，即所有以色列人都獲得上帝的恩典。沒有一個例外。  

「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蒙神的引導（出 13:21-22） 

「都從海中經過。」——蒙神的拯救（出 14:21-22）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他們都在摩西的領導之下團結合一，成為一體， 

神所創造的自由，共同加入新的群體；  

「都吃了一樣的靈食。」——嗎哪（出 16:4, 13pp） 

「都喝了一樣的靈水。」——從磐石出水（出 17:1-7, 民 20:2-13） 

「靈食」和「靈水」是神奇妙的供應，也令人想起聖餐的餅和杯。  

神提供雲柱，救贖，自由，肉，水和他們享受的特權，沒有一樣是出於他們的努力，

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每一件事都是超自然，是神的作為和恩典。然而，他們享受一切神

的恩典，自由和眷顧，卻沒有履行對上帝的責任。向上帝負責任，遵行神的律法，卻三

番四次的犯罪，拜偶像，遠離神。  

所以，保羅話：「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  

結果不是多半人不能入迦南，而是只得約書亞和迦勒兩人可以入迦南，其餘都倒斃在曠

野，「倒斃」（Katastronnymi）一詞，原文只有在哥林多前書出現一次，這字是意思形

容屍橫遍野倒臥或俯臥在曠野，在保羅的眼裏，所看見不是像壽終正寢，是耶和華神的

懲罰。 

 

【引以為鑑五件事】  

他們為何倒斃？就是 6-11 節解釋的原因：貪戀惡事，拜偶像，行姦淫，不信（試探

主），發怨言。  

第 6 節：「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與第 11 節：「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

鑑戒。」兩節都有類似的說法，同時都有「鑑戒」這字出現，成為一個括號，括住了中

間所提及五件引以為鑑的事情（都是舊約發生的事蹟）。  

 

1. 貪戀惡事（v.6） 

事情發生在（民 11 章）以色列民貪得無厭，得到嗎哪還不滿足，還想要食肉。這是

他們不應得的，是過份的強求。為難了摩西。  

2. 拜偶像（v.7） 

事情發生在（出 32:6, 18-19）摩西在西乃山四十日，民眾在山下見摩西遲遲不回來，

就要求亞倫為他們做一隻金牛犢去拜。  

「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這是酬神宴的場景，警戒哥林多信徒，不要拜偶像，

也不要參與如酬神宴等拜偶像相關的宗教活動，就像他們「在偶像的廟裏坐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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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姦淫（v.8） 

事情發生在（民 25:1-9）在什亭與摩押女子行淫，並跪拜他們的神，吃他們的祭物，

（v.2），以色列人與巴力毘珥連合。瘟疫下有二萬三千人倒斃。  

4. 試探主（v.9） 

事情發生在（民 21:4-7, Ps78:18）因路難行就怨讟神和摩西，為何帶領他們離開埃

及，在曠野沒有糧和水，耶和華神派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咬他們，死了很多人。 

試探有兩種意思：  

a. 不信（神）——因為不信所以試探，看看神是否這樣。  

b. 不會失敗——明知不應為而為之，即明知神一定是這樣的，但都去試祂，至終結

果如是，不會失敗意思是神不會因為你的試探而改變佢自己，像不會失敗一樣。  

5. 發怨言（v.10） 

在這裏沒有特指那一件事情，可能因為以色列人發怨言太多，難以一言以蔽之，發

怨言的事有——（出 15:24-遇到水苦, 16:2-無得食 17:3-無水喝; 民 11:1 無理發怨,  

民 14:1-38 窺探迦南地後 , 民 16:41-50 可拉黨）。 

 

保羅似是敘述歷史，但只選擇這五件事，一定與哥林多信徒有關，是將前人所做的，

拉近在他們身邊，影射他們也在重蹈覆轍，例如：拜偶。他們「坐下吃喝，起來玩耍」，

他們在酬神宴中吃祭偶像之物，正是反映哥林多信徒爭論吃祭物之事，更在廟中參與酬

神宴，一同吃祭物。又例如：姦淫。以色列人與摩押女子行淫，被引誘跪拜巴力，猶如

哥林多城的人與廟妓行淫。又例如：發怨言。保羅在這裏自比摩西，常被信徒攻擊，懷

疑他的使徒身份，及權威，並拒絕聽從他的吩咐，背地裏便藐視上帝的表現，猶如發怨

言一樣。 

 

【安慰之言】  

    保羅最後對哥林多信徒發出規勸和安慰之言。  

    不要以為自己有自由了（站立得穩），就可以任意妄為，自由若沒有加上履行責任

（規範），就成為放縱，至終會跌倒，所以要謹慎運用你們的自由。  

    保羅恐怕他們灰心，面對試探試煉自覺無力應付，所以，保羅安慰他們，在 13 節

內，保羅使用了不下五個字句，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所能受的，開

一條出路，能忍受得住，去告訴哥林多信徒，只要肯面對，努力向前走，都必定能走

過去，沒有甚麼事情是我們不能勝過的。  

 

問題討論 

1. 第 1-5 節，保羅雖然談論以色列人的處境，其實在保羅心裏想像是甚麼場景（context）？ 

2. 為甚麼蒙神豐富恩典的人，竟然都會倒斃在曠野？這給你有甚麼提醒？  

3. 何謂貪婪、拜偶像、姦淫、不信（試探神）、發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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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羅數算以色列祖宗的罪與哥林多信徒有何相干，又與我們有何相干？  

5. 自由與放縱有何區別？  

是否任何事都不應發怨言及發聲？若可以發怨言，為何耶和華神讓以色列民倒斃曠

野，或加以懲罰（出 15:24-遇到水苦, 16:2-無得食 17:3-無水喝; 民 11:1 無理發怨,  

6. 民 14:1-38 窺探迦南地後 , 民 16:41-50 可拉黨），這豈不是講一套做一套嗎？  

 

 

 

林前 10:1-13 新標點和合本 

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2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  

3 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 

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

督。 

5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上帝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  

 
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7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

耍。」 

8 我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9 也不要試探主，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  

10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11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12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

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

受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