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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真谛爱的真谛
恩赐

林前十二、十三、十四是一种像三明治一样的结构，
圣灵启示使徒保罗在十二、十四讨论恩赐的当中，

有 个 来剖析爱的真谛

恩赐

爱的真谛有一个十三来剖析爱的真谛，

当然有它的重要性，也有它的原因。

因为恩赐是外显的 大家都看得见 行出来有果效 恩赐

爱的真谛

因为恩赐是外显的，大家都看得见，行出来有果效，
但是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不按着属灵的法则，

那么，恩赐的显明在外其实是有容易培养老我，高抬自己，

恩赐

所以恩赐需要在爱的认知下来发挥，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属灵的功课，没有人能说我已经学会了，我已经够啦，特别是爱的生命的课程，
常常有些经文我们很熟，但常常不愿意更深的去探究，或者以为知道，就已经做到了，

或者以为，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反而想逃避，不愿意去看，

但是神却是在我们的不能上，加上祂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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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却是在我们的不能上，加上祂的能，
透过林前十三，让我们再次体认主祂要我们学习并且要活出来的爱。

1-3爱是在不断的查验、不断的自省当中，才能够成长的，真爱是需要查验的。…
我们爱主 才能够用主所喜悦的方式来爱人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比我们我们爱主，才能够用主所喜悦的方式来爱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比我们

做了什么样的工更重要。约廿一15-17耶稣曾经连续以三个同样的问题来问彼得，
「你爱我吗？」主耶稣要查验这位曾经软弱跌倒的门徒，在祂复活，现在在祂的面前，

对祂的爱是如何呢？因为彼得曾经公 在主面前非常自信地说：「主啊，我就是

同祢下监，同祢受死，也是甘心！」、「我愿意为祢舍命！」并且自以为义的说：
「众人虽然为祢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但是之后他三次不认主「众人虽然为祢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是之后他三次不认主。
现在主也要彼得在门徒的面前，来表明他爱主的心。

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和人事物来争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祂而来的，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和人事物来争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 切都是从祂而来的，
但是祂要我们懂得尊主为大，是为着祂爱我们，祂让我们更深的体会，

只有在主里面才有满足的喜乐。如果我们真的认祂为主，

我们就知道祂配得最高的尊崇和爱戴，如果轻慢祂，

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就好像诗人所说，
诗十六4「以别神」事实上就是别的代替耶和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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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十六4「以别神」事实上就是别的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真爱是需要查验的，爱要通过查验。

1-3要能够自省，保罗用了第一人称、甚至是比较夸张的一个语法，
讲到爱超越了方言 天使的话语 先知的讲道讲到爱超越了方言、天使的话语、先知的讲道。…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指的是哥林多教会有说方言的恩赐，

但是这些人他们说方言，甚至是所谓的天使的话语，

但是如果没有爱呢，能说不能行，那就算不得什么。

爱也超越各样的知识和异能爱也超越各样的知识和异能，
2「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保罗从方言转到知识，也是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所看重的。信心是基督徒的品格，

这地方讲到圣灵的恩赐能够行神迹，

但就算有全备的信心 可以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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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有全备的信心，可以移山，

却没有爱，也是微不足道。



爱也超越善行，3「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 」在原文没有穷人这个词 但是看到的也很清楚仍然与我无益。」在原文没有穷人这个词，但是看到的也很清楚，

爱是超越一切的善行。大部分人的行善都是不为人知的，
有一位在市场一生、卖菜为业的一个独居的长辈，一生当中

捐非常多的钱来做慈善的用途，把他卖菜所得的辛苦钱，

都拿来作为慈善的用途，帮助儿童、帮助孤儿，

为学校小学建立图书馆 得着大家的尊敬为学校小学建立图书馆，得着大家的尊敬。

当然行善是好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去了解有些人他行善的动机，
保罗认为一个人他可以献身自焚，或卖身为奴，把钱换做食物来供给穷人，保罗认为 个人他可以献身自焚，或卖身为奴，把钱换做食物来供给穷人，

但有的时候这样壮烈的牺牲可能不是出于爱心，或者是被某种崇高的理想所推动，

或者说要为自己积善、积功德，那这一切有的时候动机里面也是不为人知，

但是主可以鉴察一切。第一世纪的人认为慈惠、苦行都是伟大的功德，
保罗就排斥这样的思想。整体来说我们会讲道、会说方言、会查经、会辨别诸灵、

有信心 但是我们的里面如果没有爱的话 在神看来就算不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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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但是我们的里面如果没有爱的话，在神看来就算不得什么。
1-3爱是要查验的，爱是要自省的，我们有查验有自省才能够成长。

4-8爱是要在不断的认知、不断的实践当中去经历的。…
通常我们会把4-8的第一句话「爱是永不止息」当作是「爱的真谛」通常我们会把4-8的第 句话「爱是永不止息」当作是「爱的真谛」，

那是一首好听的诗歌，也是以这一个经文为歌词，

但事实上整个十三章都可以说它就是爱的真谛。

爱要不断的，你要认识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
你也要不断的去实践、你要活出、你要行出、

你要去经历 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爱你要去经历，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爱。

那爱的定义呢，这里有十五项的特质，全部都是现在时态的动词，
意思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行，你不能够停的，就是这样的特质意思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行，你不能够停的，就是这样的特质

爱是没有终止的，爱是你要不断的去操练的，

你不断的要去实践的，这个是告诉我们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在这十五项的特征里面，
有七样是正面的、积极的，

有八样是负面的 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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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样是负面的、要避免的。

我们看到在 始跟结束，两次，就是 始跟结束都有忍耐。

首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也就是要善待那恶待自己的人。…
「恒久忍耐」不是说环境很艰苦我来忍耐 而是说受到别人伤害「恒久忍耐」不是说环境很艰苦我来忍耐，而是说受到别人伤害，

当我有能力报复时我不报复，不是一次两次的忍耐，是长时间的叫恒久。

这是很不容易的，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击力是很强的，
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爱，那就没有办法去能够忍耐，

当然有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神，否则的话人自己的爱很有限。

爱不但是 个长时间的忍耐 接下去还说「又有恩慈」 还需要加上恩慈爱不但是一个长时间的忍耐，接下去还说「又有恩慈」，还需要加上恩慈，
一个没有领受过恩典的人他很难能够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因为你忍耐

你还是带着消极的层面，就是「我放过他，我不计较，我算了，我忍下去。」你还是带着消极的层面，就是「我放过他，我不计较，我算了，我忍下去。」

当然忍耐长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基本上它还是一个消极的层面，
但是恩慈它却是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

非常平衡的、也是非常周全的—爱是恒久忍耐，还要加上恩慈。
不但能够容忍别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还能够用正面 用仁慈 用怜悯的态度来面对那伤害你的人 关心那伤害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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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够用正面、用仁慈、用怜悯的态度来面对那伤害你的人，关心那伤害你的人，

你看这真是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要用自己的爱那是很难很难的。

「爱是不嫉妒」…
嫉妒是把别人当作对手 跟他相争—嫉妒是把别人当作对手、跟他相争—

别人比我好，别人有的我没有，我就受不了啦，

甚至想尽办法，把你的变成我的。

如果自己想要的得不到，谁都不要想得到，
那这种嫉妒要变成了一个行动就很可怕了。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意思就是不高抬自己，反过来说当然就是能够自我约束。

「自夸」是从「气囊」这个字而来的，就是吹气吹到很饱的时候，「自夸」是从「气囊」这个字而来的，就是吹气吹到很饱的时候，

它可能要爆掉、要爆炸了，意思也就是自吹自擂

「张狂」在林前看到很多，就是所谓的自高自大、狂妄、放纵、目中无人

自夸也好张狂也好，都是践踏别人来高抬自己，往往不是团体当中受欢迎的人，
也常常因为自己的夜郎自大而显出了愚昧。

一个有爱的人他不会高抬自己然后把别人踏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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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爱的人他不会高抬自己然后把别人踏在脚下，

所以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所谓害羞的事就是暗昧的事，或者说不合宜的事，
甚至是不知礼 礼仪的礼 不知礼的事甚至是不知礼，礼仪的礼，不知礼的事。

暗昧的事就是不能见光，不能见光的事，

就带着一些羞耻的成份，意思是羞耻的事
不合宜的事它不一定跟罪有关，但是让人不舒服，

让人觉得受羞辱，让人觉得受伤害

不知礼的事就是你不懂得尊重别人不知礼的事就是你不懂得尊重别人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是暗昧的，就是关起门来，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那这些所谓的不能见光的事，有爱的人他不会这样做的，

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受伤害、不尊重别人，所以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坚持己见，不自私，不以自我为中心，
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自己心中宝座上的王，

但是现在耶稣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我们就求主显明祂的心意，

我们也在圣灵的光照下常常来修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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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在圣灵的光照下常常来修正自己，

常常在主的恩典当中来调整，生命有更新。

「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
但是因为认识自己不过就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因为认识自己不过就是蒙恩的罪人，

认识自己不是神，所以呢我不能定人的罪，

只有神能定罪我不能定人的罪，因此就不容易被激怒，
也不会用怒气表达爱，有的时候我们用怒气表达爱，

对方只看见我们的怒气没有办法体会我们的爱。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这个计算跟会计有关「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计算跟会计有关，
把事情记下来算在某人的帐上，

同样的我们因为知道神已经怜恤了我们，宽容了我们，同样的我们因为知道神已经怜恤了我们，宽容了我们，

赦免了我们，因此就不累积的去数算别人的错误，

我们反而是能够饶恕，能够释放。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这里我们看到已经由消极的转到积极了，

爱不是不管道德的 爱是有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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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是不管道德的，爱是有伦理的，

爱是有真理的，爱喜悦真理，这是神的真理。

最后的讲到四个「凡事」…
「凡事包容」 包容含有遮盖的意思 它引申就是宽容「凡事包容」，包容含有遮盖的意思，它引申就是宽容，

爱在指欢喜真理的定义下，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揭露他，

我们总是给人有路走。

「凡事相信」，不是愚昧无知、随便什么都行，而是不存恶意，不疑惑人。
「凡事盼望」，不是无知的乐天派，而是相信神的信实、神的美善、神的恩典，

遇到挑战或者难处的时候仍然信得过神遇到挑战或者难处的时候仍然信得过神，

不把失败看做绝路而是相信祂会为我们开出路。

「凡事忍耐」，跟一 始的「爱是恒久忍耐」是不同的字，
这个地方的忍耐讲到坚忍，讲到忍受苦难，忍受试炼，忍受逼迫，不屈不挠。

爱的本质就是永不止息，爱是不失败，爱不会毁灭，爱不止息。

当我们思想耶稣的爱 让我们对人不失望 因为祂也从来没有对我们失望当我们思想耶稣的爱，让我们对人不失望，因为祂也从来没有对我们失望，
我们的主祂没有放弃我们，祂爱我们就是爱到底。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会看到爱就是要不断的要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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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会看到爱就是要不断的要去实践，

不断的认识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然后在实践当中我们去经历真实的爱。

8b-13爱是在不断的相信以及盼望当中去延伸去延展，
不是只停在一个地方 你知道了不是只停在 个地方，你知道了，

你去尝试了，但是爱是要不断的扩展的。
属灵的事情当然一定是神作主，

神掌权，神施恩，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

先知也好神人也好他只能够看见部分的真理，

只有等待神的计划那个完全的终极的目标完全实现 一切有限的就不再有只有等待神的计划那个完全的终极的目标完全实现，一切有限的就不再有

12「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如同猜谜)，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哥林多城市产铜，铜镜也是很有名的，

但是一般人买不起磨得透亮的高级铜镜，

所以照出来的影像常常是模糊不清的。

在这个地方是以永恒的基本准则来对比今生的短暂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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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方是以永恒的基本准则来对比今生的短暂事物，
彼前一21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一 始这一章让我们看到爱要查验、爱要自省，
然后接下去告诉我们爱要不断的认知它的真实 它的意义 以及要去实践然后接下去告诉我们爱要不断的认知它的真实、它的意义，以及要去实践，

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断的相信，要不断的盼望，
因为「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所以我们要等候主，现在知道的有限，有时候好像猜谜，
我们对神的旨意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测透，

有的时候 对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宁可把它交在主的手中有的时候，对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宁可把它交在主的手中，

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我就要全知道。

12「到那时」说到那时与主面对面，我现在知道的有限，12「到那时」说到那时与主面对面，我现在知道的有限，
到与祂面对面的时候，到那时我会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这地方让我们看到有非常安慰的经文「到那时就全知道」。

13信望爱合一，最大的是爱，
真正要紧的不是方言，甚至于不是恩赐，最大的是爱，

当然也并不表示不看重信 不看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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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并不表示不看重信，不看重望，

而是在不断的相信、不断的盼望当中，去坚持的活出爱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