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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腓立比書（12）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要同心合一，並靠主知足常樂， 

以及保羅對他們的最後祝福（腓 4:4-23）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腓立比書 3:18-4:3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腓立比書 3:18-4:3 繼續講述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向著標杆直跑，為要得著屬天的福分。 
 
保羅不單批評極端的猶太信徒，也抨擊自我放縱的信徒。他們自稱為基督徒，卻不照著基督

作僕人和自我犧牲的樣式生活。他們只顧滿足自己的慾望，不理他人的需要。在基督裏得自

由不等於可以自私自利，相反應當爭取每個服事別人的機會，盡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腓立比是羅馬的殖民地，當地居民所享有的權利與羅馬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完全一樣。我們基

督徒有一天也可以享有天國居民所擁有的權利，因我們屬於基督。所以我們不要被今生所纏

繞，以免在基督再來時慚愧。 
 
“卑賤的身體”並不表示對肉身的輕看，而是與將來我們復活的身體相比，那復活的身體好

像基督復活的身體一樣榮耀，使活在痛苦、肉身限制和缺陷之中的人們，有一個極美好的復

活盼望。 
 
保羅提出教會人事關係的問題。這兩個婦女以往在教會裏同工，許多人藉著她們認識基督，

故她們關係破裂並不是一件小事。事實上，相信基督、為祂的國度盡心竭力的人，也可能與

其他委身的基督徒不和。不過，任何事都不能成為持續與人不和的藉口。你今天需要與什麽

人和好呢？ 
 
“真實同負一軛的”這個人是誰仍是一個謎，他可能是帶這封信給腓立比教會的以巴弗提，

也可能是保羅在獄中的一位夥伴，或是腓立比教會中的一位同工。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腓立比書 4 章剩下的內容。 
 
腓立比書 4:4 記載保羅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這是對基督徒、對信徒的命令。“要靠主常常喜樂。”是指不管是哪一天、是白晝或黑夜、

是順境或逆境、是有困難或試煉、是在家或旅行，都要喜樂。主耶穌藉著保羅命令我們要喜

樂，還怕我們第一次沒聽清楚，再重複一遍：“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喜樂是不能自己製造出來的，喜樂是聖靈的果子。如果基督徒的生命裏沒有喜樂，他就沒有

能力；若不能經歷到從主而來的喜樂，他就沒有能力。先知尼希米完成了重建耶路撒冷圍牆

的工程之後，在水門建造了一個祭壇。以斯拉整日誦讀律法書給從巴比倫回歸的餘民，他們

從來沒有聽過神的道。他們很激動、痛哭不已。根據尼希米記 8:9-10 的記載，尼希米說：“今

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不要悲哀哭泣。……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

你們的力量。”神賜給我們許多的福氣，要我們喜樂；喜樂將成為你的力量、你的能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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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能力的基督徒不可能不喜樂，因神把喜樂的泉源賜給我們了，喜樂是得力的根源。商業

化的世界已經變得非常虛僞。成功的商人向你推銷産品的時候，總不會苦著一張臉吧。一個

訓練有素的推銷員，一定是滿臉堆著笑容的，但不表示他很快樂。神兒女的生命一定有屬神

的喜樂。“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世人用許多方法想得到快樂時光，

但靠自己是不可能的。有時禱告會被稱作得著能力的時刻，那也不錯；但我們必須回到得力

的根源，就是從神而來的喜樂。讓我們在禱告中向神求許多東西以先，先求神賜給我們喜樂

的生命吧。魔鬼最想奪走我們的喜樂，因為那是得力的根源。 
 
保羅的入獄、聖徒們遭遇的苦難和迫害，以及內部的不和，導致腓立比教會幽暗沉悶的氣氛。

面對這種狀況，保羅之所以能作出這樣的勸勉，是因為他經歷過以基督所受的苦難為傲的信

仰。哥林多後書 12:10 記載：“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

喜樂的；因我什麽時候軟弱，什麽時候就剛强了。” 
 
腓立比書 4:5 記載：“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有位學者在解釋這節經文時說：“讓眾人知道你滿有美好的理性。”我們的信仰是有理性的，

不是盲從的。當然我們要深厚的信念，但不該陷入偏執或狹窄。我們要强調重點，就是指向

基督。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保羅相信主耶穌隨時都會再來，保羅不是期

盼進入大災難，他說：“主已經近了。”這是美好的盼望。 
 
基督徒要認識到遭受不義勝於行不義。哥林多前書 6:7 記載：“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

們的大錯了。為什麽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麽不情願吃虧呢？”因此對基督徒來說，寬容是真

正幸福的根本因素，是喜樂的源泉。保羅把這些與主再來時得到的安慰，緊密聯繫起來。基

督的再臨，即所有應許成就的時刻臨近了。因此，聖徒們即使受逼迫也要謙讓、寬容他人。

但教會裏也有不少以守護真理為名，不能寬容他人並行為獨斷、頑固的人，這一事實給我們

敲響了警鐘。 
 
腓立比書 4:6 記載：“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

訴神。” 
 
神在 4 節給我們一條新的命令：“要喜樂”；現在又再給一條命令：“應當一無掛慮，凡事

禱告”。 
 
“一無掛慮”意思是“凡事不要擔憂、不要過分憂慮。”難道神要我們不必面對現實、可以

完全忽略罪、疾病、問題的真實存在嗎？不是。保羅是要我們凡事禱告。 
 
“應當一無掛慮”，是我最容易違背的誡命，因為我很會憂慮。但神叫我們不必掛慮，凡事

要禱告，隨時把所遭遇的告訴神。曾有位姊妹問牧師：“生活上的小事也要禱告嗎？”牧師

回答說：“請問你還有什麽大事可以對主說呢？”對神來說，天下沒有大事，都是鷄毛蒜皮

的小事。但神也要我們把小事帶到祂面前。基督徒要養成凡事禱告的習慣。每當我開車出遠

門時，我求主耶穌與我同行。我會跟祂說些我不會對人說的事。要學習凡事禱告。 
 
中世紀有一篇文章可以解釋保羅的“凡事禱告”，那篇文章寫道：“把你的心事告訴神，就

像把喜怒哀樂向好友傾吐一樣。把你的煩惱告訴祂，祂會安慰你；把你的喜樂告訴祂，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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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安靜下來；把你的慾望告訴祂，祂會淨化你；把你討厭的事情告訴祂，祂會幫你克服；

把你受的試探告訴祂，祂會使你遠離罪惡；把你心裏的傷口給祂看，祂會醫治你；把你的冷

漠、你的墮落、你的不穩定都告訴神吧。告訴祂你多麽自我，以致對人不公；你的虛榮使你

不誠實；驕傲使你自欺欺人。如果把所有的軟弱、需要、煩惱都交給主，你就有很多新的話

題對主說。沒有秘密的朋友永遠不會缺少話題，不必斟酌要講什麽，因為沒有可隱瞞的，想

到什麽就說什麽，不用多慮。能與這麽熟悉、毫無保留的神說話是有福的。”我常常把這篇

文章拿出來反復思想。 
 
我願意作見證，把重擔藉著禱告交給神，別以為就表示我很虔誠。我承認每次我會把重擔交

給神之後，然後又揀回來放回自己肩膀上，帶著重擔往前走。主耶穌要我們信靠祂、一無掛

慮，凡事禱告。但願我能說我跟樹上的小鳥一樣無憂無慮。 
 
保羅要讓禱告植根在穩固的根基上。羅馬書 10:17 記載：“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

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禱告靠信心，信心靠神的話。當你禱告時，要立刻感謝神。有些人說：

“當你的禱告蒙應允時要感謝神。”但保羅的意思是當你禱告時，就要感謝神垂聽你的禱告。

但你或許會說：“神不一定會應允我啊。我有許多不蒙應允的禱告。”我不相信神沒有應允

你的禱告。你向神求什麽還沒應允呢？其實你已經知道答案了。有一堆被寵慣壞的孩子，當

神拒絕時，他們會說：“我的禱告沒被應允。”你的禱告已經蒙垂聽了，神垂聽禱告並應允

禱告。 
 
你可以把一切大小事交給神。要怎麽分類呢？在神眼中都是小事。神滿有憐憫。當你有困難

時，會以為那是天大的事；但神會垂聽、會應允你的哭求。如果神說“不”，這是對你最好

的答案。我們有個可以祈求的天父，祂會回應禱告。祂常說：“不行。”有時我會沮喪，以

為神不知道什麽對我最好。神關上了門、等我自己慢慢體會祂的心意。天父已經回應我的禱

告，讓我羞愧的是，我沒立刻感謝祂。我建議你：不要說神沒有回應你的禱告，要說“天父

垂聽了我的禱告。神說‘不行’，那是對我最好的答案。” 
 
腓立比書 4:7 記載：“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藉著禱告而得的、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意味著與神和好，得到神的恩寵並與神合一。這

有別於世上的平安。因為世上的平安是一時的、表面的、是不安定的，而神的平安是永恆的、

本質的、完全的，這種平安不是人們能自行創造或享有的，而是超越人們認知的。 
 
腓立比書 4:8 記載：“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

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麽德行，若有什麽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這封信快結束了，保羅做最後的訓誡。這節經文被稱為基督最短的傳記，祂是真實的，“祂

是道路、真理、生命”。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基督是可敬的，是惟一公義的；世上惟一清潔

的只有主耶穌。祂問：“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沒有人能指控耶穌有罪。祂說：“這

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撒但總是要找茬，但在主耶穌裏找不到。根據希

伯來書 7:26 的記載，耶穌是“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的。 
 
“可愛的”是指親切。“德行”與力量、勇氣有關。基督就是勇氣，祂反倒虛己，取了人的

樣式。“若有什麽稱讚”，祂是惟一讚美與敬拜的對象。我們生活在骯髒的世界，走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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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不弄髒自己的思想、眼目。如果基督徒把一生浪費在污穢、骯髒、靠不住的事上，就沒

有能力。基督徒之所以軟弱，是因為他們把時間浪費在屬世的事上，他們的精神、心思被世

界裝滿了，甚至懷疑為何生命沒有能力。 
 
我們需要成聖，要思考能清潔心靈的東西。你花多少時間在聖經上？花多少時間想到基督？

哥林多後書 3:18 記載：“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

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神的道是一面鏡子，能使人看到主的榮光，

要看永活的基督只有在聖經裏。當你仰望神，就得到自由與成長。要想生命有能力，就要常

常在耶穌基督裏思想祂的話。有很多人到教會是要接受招待，有人昏坐一小時還覺得自己很

虔誠。只有神的話能給你力量。當你虛弱時，需要食物使你强壯；神的話就是屬靈的食物。

想在屬靈上成長，必須花時間讀聖經，神的道能將耶穌基督顯明出來。祂會出現在聖經中，

要仰望祂，使祂活化在我們生命中，這樣就能看到主的榮光。當主再來時，基督徒站在神面

前會因輕忽了聖經而羞愧。相信神會說：“我已經把你需要的都放在聖經裏了，你不聽，你

根本不聽。”我們常說小孩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聽父母的話，神兒女的問題是不聽天父的話。 
 
腓立比書 4:9-14 記載：“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

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我靠主大大地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

又發生；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麽景況都

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

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

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保羅的生命可以成為信徒的典範，保羅住在得力的聖所，因為他讓基督成為生命的中心。 
 
腓立比書是一封感謝函，在感謝之前，保羅先說基督徒的經歷，現在他要表達感謝了。腓立

比教會與保羅失去聯絡有兩年之久，當他在耶路撒冷被囚的這兩年，他們沒有他的消息；等

到一有消息，他已經被轉往羅馬的監獄去了。他們對那兩年沒有聯絡、沒有支持保羅而感到

抱歉。保羅很溫柔地說：“我靠主大大地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

就思念我，只是因為失去聯絡，你們才沒有機會幫助我。” 
 
保羅說他從沒有向他們要求過幫助，他學會在任何景況都能知足。我們凡事順利、處在順境

時會知足，那表示我們依賴環境而得到滿足。但保羅卻學會了在任何景況都能知足常樂。 
 
腓立比書 4:15-23 記載：“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

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

發人供給我的需用。我並不求什麽饋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帳上。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饋送，當作極美的香氣，

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請問在基督耶穌裏的各位聖徒安。

在我這裏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眾聖徒都問你們安。在凱撒家裏的人特特地問你們安。願主

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 
 
為了表示沒有忘記腓立比聖徒以前對自己的寬待，保羅回憶他們早期向自己顯明的愛。實際

上，保羅離開馬其頓到亞該亞時除了腓立比教會，其他教會也都沒有送來宣教費用。因此，

為了凑足宣教經費，保羅做過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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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首先關心的不是饋贈，而是饋贈所顯出的屬靈的果子。這給我們以下兩點教訓：第一，

接受饋贈的人不能只關心自己的益處，而要記住饋贈中隱含的愛，從而感謝那愛，並為他們

祝福；第二，饋贈行為不應該是假冒僞善的工具，也不能以饋贈為驕傲的手段。 
 
在書信的結尾處，保羅對腓立比聖徒的饋贈行為表示深深的謝意。這是對聖徒的至誠之愛所

發出的感謝，其程度遠遠超出對物質本身的感謝。最後以問安和祝福結束了本書。 
 
到此，我們就完成了整卷腓立比書的研讀與分享了。從下一次節目開始，我這個聖經導遊將

繼續邀請大家隨著我們這輛聖經巴士，進入下一站舊約聖經傳道書的旅程，請你提前熟讀經

文，希望下一站聖經的遊覽旅程會讓你更加期待和驚喜，也讓各位更有得著。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