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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不走的喜乐 

《腓立比书》研读 

 

简介 

圣经《腓立比书》是一封洋溢着喜乐的书信，很难想象出自一位被囚之人的手，写

给一间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教会。是什么原因即便锁链也捆不住作者的喜乐？是什么让保罗

不仅自己喜乐，还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喜乐？书信中有安慰，有责备，有鼓励，且

有教义。但喜乐这个主题始终贯穿全书，而且不断被深化。盼望藉着这次的研读，我们不

仅能感受到使徒内心因基督信仰所存的喜乐，也能明白何为喜乐的秘诀，更能提醒我们如

何在这末世洪涛中靠主喜乐，彼此相爱，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导论 

引言：释经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留意经文所处的背景（context），不仅包括经文的上下

文，还包括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上的保罗，写信给历史上的腓立比教会，在当时特别的

处境下写成的）。所以正确地了解这些背景对我们正确地解释书信，以及正确地应用，都

是很有帮助的。 

▪ 「监狱书信」之一：以弗所书、腓立比、歌罗西书、腓利门书 

▪ 作者：使徒保罗 

▪ 写作对象：腓立比教会（徒 16，「欧洲基督教的诞生地」） 

▪ 写作时间：约公元后 60-62年，保罗被囚罗马时 （徒 28:30-31） 

▪ 写作地点：罗马 

 

腓立比城 

▪ 罗马帝国的殖民地，高度罗马社会政治化的地方，政治化多于商业化，讲究个人的

成功和尊荣，当地出土的碑文上多显示其罗马公民、公务员以及代表他们声誉的头

衔。（Joseph H. Hellerman, Reconstructing Honor, 64-109) 

▪ 因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俗称“小罗马”，享有许多罗马公民专利；加上居民多为

罗马公民和退伍军人，这城拥有一种特有的罗马公民自豪感。“所有公民均登记于

罗马城之公民册内，居民说罗马语，穿罗马服装，守罗马法律及各种节期礼仪，且

不需纳税。人种是罗马及希腊人参杂。”（张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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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时马其顿省的省会是帖撒罗尼迦，不是腓立比，但因腓立比处于欧亚之间的

交通要道，以及罗马皇帝用于遥控亚洲的一个重要城市，这城成为马其顿最重要的

城，且有罗马军队驻扎（徒 16） 

“By the time of our letter, the primary titles for the emperor were Kyrios and 

Sōtēr (‘lord and savior’)… the cult of the emperor…had found its most fertile 

soil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Gordon D. Fee,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31) 

 

腓立比教会 

▪ 保罗于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到达腓立比，大约公元后 49年（徒 16:11-15）。 

▪ 马其顿呼声（徒 16:9）。 

▪ 马其顿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 (A Roman colony) （徒 16:12）。 

▪ 会众：吕底亚（商人）、友阿蝶、循都基、革利免、狱卒一家、弟兄们（徒

16:40）。 

作者保罗 

▪ 在捆锁中（1:7, 13, 14, 17） 

▪ 罗马监狱（1:13; 4:22） 

▪ 尼禄执政期间（公元后 54-68） 

⸢对保罗来说，他整个生命都「总括」在基督里，惟有耶稣，耶稣是一切。 他一生的注意

力也集中在「得着」祂，「认识」祂，「让祂找着」并达成在基督里的目标。⸥（张西

平） 

 

写作背景 

▪ 对腓立比的馈赠表达谢意（4:18） 

▪ 劝勉腓立比教会在面对逼迫时依然能忠于福音（2:27-29） 

▪ 提到教会不同心的问题（2:1-4; 4:2-3） 

▪ 警告假教师的威胁（3:2; 18-19） 

▪ 外有逼迫，内有不和（Fee，29） 

“The Philippians are in a life-and-death struggle for the gospel in Philippi, 

and if their present unrest goes uncorrected, it could bid fair to blunt, if 

not destroy, their witness to Christ in their city.” (Fee, 32) 

参，1:27; 2:1-4; 2:6-11; 2:12-16; 2:20-22; 3:4-14;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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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的可能原因：Fee, 33-34 

▪ 个人野心（2:3） 

▪ 发怨言，起争论（2:14) 

▪ 假教师的诱惑（3 章） 

Fee甚至推断腓立比教会内部的不和是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1:27; 2:1-4, 6-11, 

12-16, 20-22; 3:4-14; 4:2-3）。1 

 

内容简介 

保罗正在捆锁之中（1:7），腓立比教会托以巴弗提带捐献给保罗（4:18）；以巴弗提告

诉保罗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包括所面对的逼迫（1:28）和内部的不和（4:2），导致保罗

写信劝勉他们。保罗一开始强调与腓立比教会亲密的关系，一直以来同为福音齐心努力

（1:1-11），然后告诉他们自己目前的情况，虽然身受捆锁，却是叫福音兴旺，他的心志

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叫基督在他身上显为大（1:12-26）；保罗所关注的是他们内部

不和的事情，没有合一就不能兴旺福音。保罗把他们引向基督，只有认识这位舍己和降卑

的主，合一才有可能（1:27-2:18）；接着保罗提到另外两位他们所认识的同工，提摩太

和以巴弗提，作为同心服侍的榜样，后者将带着这封书信回腓立比（2:19-30）；合一不

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乃是兴旺福音。保罗提到假教师以及自己的见证，目的是强调什么

才是真正的福音。也是因为这个福音，他劝勉腓立比教会即便在逼迫中也要靠主喜乐

（3:1-4:9）。信的结尾保罗提及因接到捐献的事向他们道谢，再次强调他们在福音上的

同工（4:10-20）。最后以问安结束（4:21-23）。 

 

钥字 

▪ 主耶稣基督(Κυρίου ᾿Ιησοῦ Χριστοῦ)：55次（1:1-2x3; 1:6; 1:8; 1:10; 1:11; 

1:13; 1:14; 1:15; 1:17; 1:18; 1:19; 1:20; 1:21; 1:23; 1:26; 1:27; 1:29; 

2:1; 2:5; 2:10-11; 2:16; 2:19; 2:21; 2:24; 2:29-30; 3:1，3; 3:7; 3:8x2; 

3:9x2; 3:10X4; 3:12; 3:14; 3:18; 3:20; 3:21X2; 4:1; 4:2; 4:4; 4:5; 

4:7;4:10; 4:19; 4:21; 4:23)  

▪ 福音(εὐαγγέλιον)：9次（1:5; 1:7; 1:12; 1:16; 1:27x2; 2:22; 4:3; 4:15） 

▪ 喜乐：16次（χαρά：1:4; 1:25; 2:2; 4:1; χαίρω: 1:18x2; 2:17-18x4; 2:28; 

2:29; 3:1; 4:4X2; 4:10） 

 
1
 戈登 • 费依 著，潘秋松、吴蔓玲 译，《腓立比书注释》（加州：美国麦种传道会，2004），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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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εἷς)：6次（1:27x2; 2:2 – 相同 x2, 一样 x2） 

▪ 一同(σύν)：11次（1:7; 2:17; 2:18; 2:25x2; 3:10; 3:17; 4:3X3; 4:14） 

▪ 众人（πᾶς）：8 次（1:1; 1:4; 1:7x2; 1:8; 1:25; 2:17; 2:26） 

主题 

 

中心信息: 

存喜乐的心，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 教会的合一 ▪ 原因：为了基督（1章） 

▪ 兴旺福音 ▪ 榜样：效法基督（2章） 

▪ 喜乐 ▪ 目的：得着基督（3章） 

▪ 主耶稣基督 ▪ 秘诀：靠着基督（4章） 

 

结构 

▪ 引言（1:1-11） 

▪ 保罗的处境及福音（1:12-26) 

▪ 书信正文（1:27 – 4:9） 

o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劝勉（1:27-30） 

o 同心合意的重要性（2:1-4） 

o 基督的榜样（2:5-18） 

o 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榜样（2:19-30） 

o 基督的福音（3:1-21） 

o 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和事奉（4:1-9） 

▪ 保罗的处境及腓立比的馈赠（4:10-20) 

▪ 问安和祝福（4:21-23) 

 

参考资料 

汪川生：在基督里的生命（Good TV，空中神学院） 

▪ 生命的态度是为基督（1章） 

▪ 生命的榜样是学基督（2章） 

▪ 生命的目标是得基督（3章） 

▪ 生命的能力是靠基督（4章） 

于宏洁：在基督里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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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不走的喜乐 

《腓立比书》摘要 

 

第一章 为了基督 

1:1-2 写信人、收信人、问安 

• 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或译为奴隶）这里的希腊文是 δοῦλος，这是保罗

对自己和事奉主的人很喜欢用的其中一个称谓。“仆人”在当时是什么意思？对收

信人腓立比教会有什么意义和重要性？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腓立比这地方的

历史背景，我们发现“仆人”对第一世纪罗马统治下的各大城市并不陌生，甚至极

为常见，有人统计当时罗马和东边的大城市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2虽然

以色列人中也有奴隶，但不同的是，在罗马社会中奴隶的地位相当低，是主人的财

产，隶属于主人，听凭主人的安排，完全没有自己的主权和意见。加上腓立比因其

是罗马的殖民地享有特别的地位，是马其顿省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徒

16:12），是亚洲通往欧洲的重要城市，更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和遥控亚洲的要

地，具有“小罗马”之称，其中居民多为退伍军人，享受罗马公民的特殊待遇。所

以保罗一开始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一个如当时奴隶般的卑微，对腓立比教

会来说是很大的震撼，而接着第二章保罗甚至把奴隶的称谓用在耶稣基督身上

（2:7），那震撼更不用说了。 

• 保罗自己明显是书信的作者，为什么还加上提摩太？ 

• 收信人指明圣徒就是所有信徒，而且当时腓立比教会已经有众数的监督和执事，虽

然书信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们是谁，有什么特点，主要功能是什么，只是一笔带

过，因为这书信所侧重的并不是教会领袖的问题。但这里也让我们对新约教会的治

理有一点的了解，那时有使徒或使徒的代表，有教会领袖，又有信徒。他们彼此的

关系如何？莫德指出：“在地方教会中，有信徒相交（众圣徒）的生活，也有领导

的制度（监督和执事）在实行。然而，领导制度并非强迫加在信徒身上的枷锁，而

是由信徒相交延伸而构成的体系，因为圣徒并非在监督们的管制之下，而是和监督

们（同工），一同住在基督耶稣里。”3 使徒的权柄来自基督，正如莫德指出，使

徒建立的根基，“不在乎教会的组织，而在乎其教训。”（莫德，42）。也就是

说，无论是使徒、领袖、信徒，都是主的门徒，只属于主耶稣，都是平等的，但为

了教会的益处和成长，主赐下不同的恩赐，也设立不同的职分和权柄，彼此配搭

 
2
 E. A. Judge, “Slave, Slavery,” in New Bible Dictionary, 2nd ed.（Leicester, England: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ship, 1982）, 1124-1125. 

 
3
 莫德 著（Motyer, J. A.），欧思真 译，《腓立比书》。圣经信息系列（台北：校园，

2001），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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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11-13）。莫德精辟地总结到：“强势的领导者会依着本性，选择一马当先

的方便之路，他以为所有人都会跟从他；那自己谦卑的领袖，让身份被隐藏在众人

中间，冒着是头却被尾支使的危险，⸢沉着应付⸥。”(莫德，46) 

 

 

1:3-11 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特别的关系 

• “你们”: 保罗特别强调腓立比教会跟他的关系，保罗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欢喜，

常在心中切切想念他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对腓立比教会了解有多少？ 

• 腓立比教会：大约主后 50年保罗第二次宣教时所建立的教会，是神不许保罗往亚

细亚去，也不许在弗吕家、加拉太、每西亚以及北边的庇推尼传福音，却引导保罗

往西去，见到马其顿的异象，当时保罗带着提摩太，还有西拉、路加来到腓立比

（徒 16）。首先得到的两个信主的家庭是吕底亚和狱卒，后来也有其他人信主

（16:40），但最终他们被迫离开那里。虽然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正如一位学

者指出，他没有用这些世上的特权来帮助他传福音，而是被囚、被打后才亮出自己

的身份（16:37）。之后保罗至少三次重访腓立比教会（徒 20:1-6；林前 16:5/林

后 1:16/2:13；8:1），中间也差派提摩太去（18:5; 19:22）。  

• “欢喜”的原因：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1:5） 

• 保罗的祷告：爱心多而又多（“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以致”，so 

that）能 #1分辨最好的是什么（discern what is best, NIV）,#2 诚实，#3无

过，#4结满义果（靠主），（结果）归荣耀于神。这是否与第 6节提到救恩完全

是神的主动和主权相矛盾呢？莫德毫不犹豫地否定：“因为我们也看到那拯救人的

恩典，同时也是使人得力的恩典。白白赐下的救恩，同时也是过新生活的恩典。”

（莫德，64） 

• “知识”（ἐπίγνωσις, 1:9）:在新约圣经出现 20次，“都是被用来指有关神的

事，包括宗教的、属灵的和神学的知识。”（莫德，69；BDAG, 369）。对神的认

识是指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包括顺服和感恩（O’Brien, 76）。而这种知识不仅是

主题：福音工人 

经文：腓 1:1-2 

大纲： 

1. 使徒和使徒代表：基督耶稣的仆人 

2. 众圣徒 

3. 监督和执事 

4. 合一事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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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的知识，包括在生活上对真理知识的实践：“它不只是头脑的体操而已。除非

这知识化为顺服的行动，不然我们就什么也学不到。”（莫德，70） 

这一段提到神的工作和人的工作，到底两者如何协调？莫德提醒的很好：“不是腓立

比人的工作或我们的工作能取代神的工作，好像神的工作不重要；也不是我们的工作

能弥补神的工作，好像祂的工作有所欠缺。相反的，我们的工作是神恩典大工成就在

我们身上的明证。”（莫德，59） 

1:12-26 保罗的处境 

• “我”: 保罗在捆锁中，而且提及御营全军似乎暗示监禁地方是罗马，这与 4:22

“凯撒家里的人”呼应，但这也只是猜测而已。虽然受捆锁，福音却更兴旺。原因

是什么呢？乃是“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1:6）莫德分享到：“神掌管一切，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就是那窑匠 – 也就是我

们的天父 – 的手在运行；我们生活中的试炼，也是那陶冶人者的作为。”（赛

64:8; 玛 3:3） 

• 出于结党传基督的人是谁呢？（1:17）显然不是异端，因为他们传的还是基督，而

且保罗也欢喜，只是他们心态不对，出于嫉妒纷争和结党。『一方面他们似乎是忠

心的传福音者，他们立志宣讲一位大公无私、自我牺牲、不求己利的基督…；另一

方面，他们却私下沉浸于另一种价值观，自求己利、自我尊崇，随从私欲去伤害其

他基督为他们而死的人。』（莫德，96） 

• 保罗欢喜是因为基督被传开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从保罗怎么回应攻击他的人，

我们看见他所关注的是传扬基督。他大可摆出使徒的架势，使用使徒的职分和权

柄，或者以自己成圣的地步来要求别人，但他都没有这样做。 

• 保罗在此也表明自己的心志，就是无论在何种环境中，“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

大”（1:20）这是什么意思呢？ - 尊主为大：“保罗乃是藉着他的身体，尽其所

能的彰显这位基督”（莫德，83） 

• 保罗如何看受苦？他不是自叹自怜，或无可奈何，更不是归咎于撒旦的工作，乃是

积极地面对苦难。围绕保罗受苦这件事莫德总结三项真理：首先，在他的受苦中，

他一直都是谦卑克己，没有利用受苦大做文章，把目光、思路转向自己，使自己变

成别人关注的对象；其次，在受苦中仍然为基督作见证，不论在什么时候，他总是

在讲基督的事；最后，保罗之所以能在受苦中仍然见证基督，乃是植根于内心对受

苦所持的态度，他看自己为一个服从命令的军人。（莫德，89）莫德很风趣地想

象：『当卫兵轮番「上班」来看守保罗之时，这位使徒是否曾在暗中窃笑，自言自

语说：「他不知道，其实我才是在这里看守他的呢！- 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莫德，90）  

•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1节）是什么意思？莫德用“得着基

督”来解释说：『生命对我而言就是基督，因为我日日愈发认识祂、爱祂，并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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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祂。死亡对我而言，也是基督，因为那时我终将得着祂，并在永恒中享受与祂同

在之喜乐。』（莫德，108） 

• 腓立比人的喜乐：在所信的道上，或在基督里（1:25-26）。 

1:27-30 对腓立比人的劝勉：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 为福音争辩、传讲福音、活出福音（莫德，117）。 

• 腓立比人所面对的挑战、敌对、争战和苦难，这也是保罗写信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希望可以坚固他们。这里讲到里面的合一（“同有一个心志”），方向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外面的敌对势力（“敌人的惊吓”），以及受

苦。这四个方面不是各自分开的，乃是互相联系的。 

• 29节句首保罗用了一个特别表达原因和进一步解释 28节的希腊文连接词(ὅτι)，

来强调“都是出于神”。如 Silva所指出的：The conjunction γάρ ( gar , 

for) is used frequently as a transitional particle and thus one cannot 

always assume a causal function. Paul’s use of hoti rather than gar 

makes clear that verse 29 is intended as the reason or explanation for 

the surprising statement in verse 28, particularly the emphatic clause 

at the end, “and this from God.”[Silva, Moisés. Philippians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Baker Academic, 1993.] 保罗

知道有人可能会对教会和个人所遭遇的事情有错误的解读，觉得如果是神所喜悦

的，就不会遇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情。换句话说，遇到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神的管

教和刑罚。当然有些情况是这样的，但保罗指出当时腓立比教会所面对的恰恰相

反，不是不好，乃是神的恩典，因为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当然，这是“为基

督”而受苦，不是因我们自己的罪（罗 8:17，彼前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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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讨论 

 

1. 保罗如何称呼自己和提摩太？“仆人”在当时是什么身份？这对收信人腓立比教会

有什么意义和重要性？ 

2. 收信人是谁？圣徒与信徒、基督徒、门徒有区别吗？圣徒、监督、执事的关系是怎

样的？ 

3. 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为什么？ 

4. 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什么？如果是我们会为他们祷告什么？什么是爱？ 

5. 保罗遭遇什么事？他所遭遇的事如何叫福音兴旺？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6. 保罗提到哪两种传福音的人？为什么保罗说“这有何妨呢？” 

7. 保罗有什么心志？“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

督”是什么意思？ 

8. 为什么保罗觉得离世是好得无比的？最终他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9. 从 1:27-30看出保罗所关注的是什么？同心重要吗？为什么？ 

10.为基督受苦是恩典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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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效法基督 

2:1-4 合一的劝勉 

• “所以”：因为 1:27-30所提的四个方面而带出这里的劝勉。（2:1 的讲解摘自

Joseph H. Hellerman，2015） 

• 2:1-4 和 2:5-11 呼应平行的主题：在基督里（1&5）；心思（2&5）；看自己

（3&6）；荣耀（3&7、11）；谦卑（3&8）。 

• 合一的基础：谦卑和舍己 

• 2:1 四个“若”从句描述神在腓立比人身上的工作, 三一神在腓立比人身上的工作

带出合一。⸢这样，在第一节当中，有关救恩的教训是依据传统三一真神的教义被

阐明。救恩乃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共同的工作。如果，人们在接受救恩的立场和对

救恩的理解不能一致，怎能合而为一呢？⸥（莫德，130） 

•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any encouragement from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NIV),这里的劝勉更多是鼓励和安慰，因着神借着基督的工作而有的鼓励

和安慰，这也是福音的另一种说法。 

• 『爱心有什么安慰』：因为此处主要讲到三一神在腓立比人身上的工作，“爱心”

应该指神的爱或基督的爱，从神而来的爱 – any comfort from His love 

(NIV)。在腓立比人所遭遇的危险和苦难中，基督对他们的爱而带来的安慰。 

• 『圣灵有什么交通』：不是指腓立比人彼此之间的相交，而是他们各自与圣灵的相

交，神赐圣灵与信徒，整个团体都分享于同一位圣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更可能指神的或基督的慈悲怜悯，而不是腓立比人彼此

之间的。 

Peter T. O’Brien在他的注释书中对 2:1有精辟的总结: “The fourfold basis of 

Paul’s exhortation is grounded in divine certainties: the Philippians know 

God’s comfort and salvation in Christ.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e consolation 

that Christ’s love for them has brought in their sufferings and dangers. 

Theirs is a participation, a common sharing, in the Holy Spirit, and they have 

been blessed through his gracious ministry to their hearts and lives. When God 

began his good work in their midst through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they 

were recipients of his tender mercies and compassion. Since they have been 

blessed with such riches in a magnificent way, let them hear Christ’s 

exhortation through their beloved apostle”(O’Brien, The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176). 

• 2:2 保罗在捆锁中仍然可以喜乐，他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但

并不是说他的喜乐跟外在的情况毫无关系。这里能够使保罗喜乐满足的原因是教会

属灵的情况，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可以使保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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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满足（1:4; 4:1）。当教会能够脱离结党纷争，不再单顾自己的事，他的喜乐

就满足了。 

• 谦卑和荣耀：“卑微”在世俗的希腊文化中是贬义的，通常指奴隶卑贱的社会地

位；与卑贱相反的是荣耀，在俗称“小罗马”的腓立比城，人崇尚的是社会地位，

尊荣的身份，头衔，工作。而被钉死十字架是最卑微的公开性的羞辱，主耶稣不仅

取了最卑微的奴隶身份，而且以最卑微的方式受公开性的羞辱。但与奴隶不同之

处，奴隶是真的没有能力摆脱这种遭遇，但基督却是自愿选择这种卑微，为的是服

事他人，为的是神眼中的荣耀。估计腓立比会众有相当多的人是奴隶，那些拥有罗

马公民身份的少数会众，对追求荣耀的罗马文化来说，要存心谦卑，看作奴隶的弟

兄比自己强，他们的事优先于自己，这是不可思议的。  

2:5-18 基督的榜样 

• 虽然在这段经文中很多人侧重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但根据上下文，保罗似

乎更注重在作为道成肉身前永恒的神的儿子，以祂的身份和权柄，如何选择祂所做

的，以致成为腓立比人处理彼此关系所效法的榜样（Hellerman,105）。这与腓立

比城当时所受的罗马尊荣文化相反，罗马文化以身份、地位、成就作为他们的荣

耀，而且不断地从低处往上爬，步步高升，但基督却是自愿从最高处往下降，为了

服事教会的缘故，降为当时最卑微的奴隶地位。基督徒不仅仅以基督为榜样，要模

仿基督（Imitate），乃是得着基督的生命，不断被更新，效法基督（conform），

更像基督（申 21:23; 加 3:13） 。 

“There is no position higher than being God and there is no position lower than being a slave”

（Hellerman quotes, 114） 

『贯穿这一切的，还是那有关⸢基督的心⸥不变的启示。祂的荣耀是永恒的荣耀，祂本来就

有这荣耀，也配得这荣耀。但荣耀本身不是自我表现的舞台，也不是自我钻营的踏板；荣

耀是，为了舍己。自我是要被⸢倾倒出来⸥的。』（莫德，141） 

• 2:6 “神的形像”(μορφῇ, morphe): 戈登•费依指出，“因为 morphe 这个字的意

思是「形体」或「外形」，两者都是形容表现在外的特征，能够让人一眼认出来的

基本特征和品质。这个字的使用恰到好处，可以同时形容实际（祂是神）与隐喻

（祂取了奴仆的角色）的特质......并非意味着基督「像神一样，但实际上不是

神」，而是表明祂拥有神不可或缺的特质。”（戈登•费依，《腓立比书注释》，

美国麦种传道会，2004，147-148 页）; Hellerman 认为这是 a“picture of the 

preexistent Christ clothed in the garments of divine majesty and splendour”。他接着指出

经文强调的是基督的身份和地位，而不是祂的本质（神性和人性）[Hellerman, 

Joseph H.. Philippians (Exegetical Guide to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p. 110). B&H 

Publishing Group. Kindl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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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8 是紧接着上文“基督颂”而做的劝勉 – “这样看来”(v.12)讲到信徒的

回应，是紧接着神的回应而该有的回应（“所以”，v.9）。 

• “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v.12）: 圣经一直强调救恩是神所赐的，三一神自己做

成的，不是人所能赚取的。这里所强调的是信徒领受恩典之后的责任，如何活出神

的恩典，两者并无矛盾，而且缺一不可。Peter O’Brien 总结的很好：“is a 

demand to make that salvation fruitful in the here and now as the graces of Christ or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Gal 5:22-23) are produced in their lives. It involves continually living 

in a manner worthy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Phil 1:27) or ‘the continual translating into 

ac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gospel that they had believed.’”(O’Brien, 279)莫德也

提到：“祂的运行是我们努力工作的基础；我们努力工作是回应祂在我们里面运

行。”（莫德，162） 

• 12节和 13节的关系是“imperative”和 “indicative”，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

陈述句（indicative），带出一系列的命令和劝勉(imperative)。 

• “神在心中运行”（13节）有什么标记？莫德解释说：首先，祂在我们心中“活

跃”；其次，神的运行是“有果效”的；最后，神会“成就”。那为什么神要这么

做？ -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莫德，164） 

2:19-30 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要同心，然后提到主耶稣谦卑舍己的榜样。这里又提到

另外两位舍己、为福音同心的榜样。 

“Three examples of the self-renouncing attitude ‘that Christ Jesus had’ 

have been set forth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chapter: first, Paul himself 

is willing for his own life to be poured out as a modest drink offering and 

added to the readers’ sacrifice to God. Secondly, Timothy has unselfishly 

served in the gospel and shown a genuine concern for the Philippians. And 

finally, Epaphroditus’s devotion to his commission in the service of 

Christ was almost at the expense of his life. F. F. Bruce aptly comments: 

‘all these display the unselfconscious care for others enjoi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hapter and reinforced by the powerful example of 

Christ’s self-emptying.’”(O’Brien, The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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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问题讨论 

 

1. “所以”(2:1)如何连接上下文？请解释。 

2. 保罗的喜乐如何可以满足？同心的基础是什么？什么会破坏教会的同心？ 

3. 第五节中“基督耶稣的心”指的是什么？基督是如何降卑的？这里为什么提到基督

的心？ 

4. “做成得救的工夫”（2:12）什么意思？难道腓立比人还没得救吗？你觉得救恩需

要靠行为吗？ 

5. 通常什么情况下会发怨言、起争论？如何才能不发怨言、起争论？ 

6. 这里保罗喜乐的条件是什么？“被浇奠”是什么意思？如何能够一同喜乐？ 

7. 提摩太是谁？为什么提到提摩太？提摩太在何事上与保罗同心？ 

8. 以巴弗提是谁？为什么提到以巴弗提？ 

9. 保罗为什么先打发以巴弗提而不是提摩太回腓立比？看出保罗是怎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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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得着基督 

3:1-11 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 

• 3:1 “靠主喜乐”(=在主里的喜乐，rejoice in the Lord, χαίρετε ἐν Κυρίῳ)：

喜乐的主题在第一章就已经出现（1:17-18），然后在下一章的开始又出现（4:1, 

4），第四章句首有连接词“所以”（“Therefore”, ὥστε），中文没有译出

来。3:1和 4:1-4 前后呼应要靠主喜乐，中间详细讲到原因，这原因就是福音。但

在讲真正的福音之前，保罗先讲到假的福音。虽然“喜乐”常出现在这书信中，但

对保罗来说，只有一种喜乐，就是在主里的喜乐，或者说“靠主”的喜乐，是在主

里与主联合成为喜乐的基础（O’Brien, 350） 

 

“This is not an admonition to some kind of superficial cheerfulness 

that closes its eyes to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Rather, the 

apostle is inculcating a positive Christian attitude of joy that finds 

outward expression in their lives and that realistical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adverse circumstances, trials, and pressures through which 

the Philippians were called to pass.”(O’Brien, 349) 

 

“妥当”（3:1）（NIV, “safe-guard”）可以理解为一种警告和提醒，参考不同

的译本可能对其意思有更清楚的了解：“保护”（Chinese Standard Bible）, 

“好处”(Chinese Contemporary Bible)，“益处”（Chinese New Testament: 

Easy-to-read version），“safe”(ESV,KJV), “secure”(直译)。 

 

• 3:2-3保罗称他们为“犬类”，这是很重的语气。“犬”通常是当时犹太人对外邦

人的称呼，视他们为不圣洁。但这里保罗却视这些犹太人如同外邦人。他们不是一

般的犹太人，也不是犹太基督徒，他们可能是犹太教人，以割礼夸口，并且要求腓

立比人必须受割礼才可以称义。对他们保罗只是一语带过，他更详细讲到什么才是

真正的福音，就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福音，也是这福音使他丢弃万事，为要得着

基督。 

• 3:4-6 保罗数算过去引以为荣的生活，包括天生的恩宠（四样）和后天的成就（三

样）。他视自己的过去为一个模范的犹太人。如果有犹太人可以靠这些外在的夸

口，他更可以。“无可指摘”不是说自己没有罪或过犯，乃是说按照旧约律法的要

求，保罗在外在上都遵循了。O’Brien 指出：‘Blameless’appears to 

describe an exemplary way of life tha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OT as 

interpreted along Pharisaic lines.(380) 

• 3:7-11 保罗生命翻天覆地般的改变，人生方向的重整。是什么原因使他有这么大

的改变，乃是基督耶稣。本来先前视为神的赐福的那些东西，现在因认识耶稣基督

都视为有损的，因为那些东西成了人在神面前可以夸口和信靠的，以至于以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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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而有的义，却拦阻了单纯地信靠基督而来的义。不但如此，当他意识到耶稣基

督超然的价值和宝贵时，他视所有其它先前视为有价值的东西为无有。  

 

“Christ, the person of supreme worth, had become the center of Paul’s 

life, and for His sake he now regards all his privileges as 

nothing.”(O’Brien, 385) 

 

虽然在保罗所处的年代和希腊文化中对“认识”或“知识”并不陌生，但保罗对它

的理解更多是从旧约而来的，是指彼此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头脑的知

识（创 4:1; 箴 9:10）。 

 

“In the OT knowledge signifies ‘living in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omething or somebody, such a relationship as to cause what may be 

called communion’. To know God was regarded a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Hos 6:6; cf. 4:1, 6)”(O’Brien, 388) 

 

丢弃万事不是目的，目的乃是为了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与前面的

“认识基督”相连（8节），就是建立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每一天的深入、完

全，如同在主再来的日子完全地认识祂那样的得着；并且“得以在祂里面”（9

节），不仅地位上因信主已经在基督里，每天经历在祂里面，而且期待主再来时完

全地在祂里面；加上“认识基督”（10节），完完全全地认识祂。所以“得着基

督”、“得以在祂里面”和“认识基督”是三个重叠和平行的说法，来表达保罗最

终的目的。最后保罗进一步解释“认识基督”的意思，就是每日生活中与基督联

合，在和基督一同受苦中，甚至死亡中，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那是指什么样的大

能呢？那是神赐生命的大能，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同样彰显在信徒身上，

得着新生命的大能 – “is the life-giving power of God, the power which 

he manifested in raising Christ from the dead, and which he now 

manifests in the new life which the Christian receives from the risen 

Christ and shares with him.”(O’Brien, 404) 

 

“To gain Christ and to know him are then ‘two ways of expressing the 

same ambition’. The apostle came to know Christ when he was converted. 

He desires to know Christ more, for he wants t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s Lord to deepen.”(O’Brien,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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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保罗对于苦难的理解是非常积极的。首先，不论他曾经忍受了什么样的损

失，也不论这样的损失，是以何种方式临到他 – 或者是他自己决定放弃的，或者

是别人的行为造成的，或者是情况使然 – 这一切都是为了祂的缘故（第 8

节）……其次，他所忍受的每一件事，同时也是他享受基督向前跨出的另一

步。”(莫德，207) 

 

3:10-11 “效法祂的死” – “效法”是被动现在时态，意思是不断“被模造成祂

的死”（being conformed to his death），在保罗每日的受苦中，神使他不断被

更新，越来越像主耶稣。与基督同死意味着治死旧的生命，这是每一天的事实，也

是保罗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说法所指明的。通过每一天与主同受苦，神的灵更新信

徒，使他们越来越像主耶稣（林后 4:16-18）. “或者”(11 节)并不是意味着保罗

对将来死里复活的怀疑，乃是期待的一种说法，因为主还没来。虽然复活是确定的

事件，但当中的经历却不清楚，神如何每一天改变我们，直到基督来的日子，对此

我们并不清楚。得救的确据不是让基督徒产生一种满目的主观和以为，而是警醒和

努力。Silva很好地指出这一点：“The apostle Paul, in spite of his 

maturity, and though writing under inspiration, was neither omniscient 

nor sinless. This passage is not the only place where he expresses a 

note of self-distrust (cf. esp. 1 Cor. 9:27); moreover, his concern to 

strengthen Christian assurance is always balanced by a desire to prevent 

presumptuousness (1 Cor. 10:12; Gal. 4:19– 20).[Silva, Moisés. 

Philippians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Baker 

Academic, 1993.p150] 

 

3:12-16 向着标杆直跑 

 

• 12节：保罗紧接着解释说他还没有得着。“得着”什么呢？虽然学者有不同的解

释，但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得着基督，就是 11节保罗所盼望的基督再来时信徒

身体的得赎 - 前面 8-11节所提到的目标，就是完全地“得以在祂里面”，完全地

“认识基督”，期待在基督再来时得以达到。但在今生他还没有完全，乃是竭力追

求。 

•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所要我得的）”(直译：if also I may 

lay hold of that for which also I was laid hold of by the Christ 

Jesus)：意思比较模糊，这跟原文“得着”没有宾语有关，虽然主要英文译本

（KJV, NASB,NIV）和和合本翻译一样，把“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作为“得

着”的宾语，但 Silva指出前者原文的短语连接词(for which)可以作为“得着”

的原因，而不是宾语（参，罗 5:12），他建议的翻译是“或者可以得着，因为我

已经被耶稣基督得着了。”（页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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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忘记背后”：“它乃是叫我们不要流连于过去的一些事，这些事足以妨碍

我们现今的努力和未来的长进。我们可以温和地提醒自己，失去亲人的经历，有时

会使基督徒活在过去之中；同样的，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过去被人伤害（不论是真实

的或假想的），而怀藏着根深蒂固的苦毒，以及因过去犯罪而对自己感到失望。”

（莫德，226） 

• 保罗引进田径赛跑的图画，来强调他是如何竭力追求的。“只有一件事”指出保罗

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原文只有两个词“one but”，ἕν δέ），然后有三个赛跑的句

子来说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 “奖赏”（14节）是指什么呢？根据上下文，保罗所渴望要得着的是完全认识基

督，与基督有完全的联合，保罗已经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尝到主恩的滋味，现在

他要得到更多，这一切与主再来，救恩最后完全地成就有关，就是 20-21节所提到

的。O’Brien 解释说：“In the immediate context the prize is the full 

and complete gaining of Christ for whose sake everything else has been 

counted loss. The greatest reward is to know fully, and so to be in 

perfect fellowship with, the one who had apprehended Paul on the 

Damascus road. And this prize Paul wants his readers also to grasp.”

（433） 

• 保罗在 12节刚说他自己不是已经完全了，在 15节他又提到“完全人”，把自己也

包括在内。12节和 15节的“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意思，12节指真正的完全，是在

基督再来时才达到的，而 15节可以指“成熟”（参 林前 2:6; 14:20; 弗 4:13; 

西 1:28;4:12）(O’Brien, 436“the spiritually mature”)。 

• 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要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达到同样

的属灵程度，但即便他们对一些事情有不同或不正确的看法，相信神也必亲自指示

他们。但已经有的，就是一开始所接受的同样的福音真理，彼此必须同心遵行，不

仅知道，还要去“行”（16节）。 

3:17-21 真假福音 

• 效法保罗及其他同路人的劝勉，是保罗在第二章提到基督的榜样之后所继续的主

题，那里提到他自己的榜样（2:17），提摩太（2:19-24），然后以巴弗提（2:25-

30）。与他们相反的，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在书信中不同地方也都提及这些

人以及他们的教训对腓立比教会带来的危险，这里保罗再次详细提到他们的特点，

以及如何与真正福音工人的不同。 

• 当保罗说“要效法我”，他指的是什么呢？根据上下文，保罗要腓立比人像他那样

为要得着基督。“Paul is calling on his readers to follow his own example 

with his burning ambition to be found perfectly in Christ.”(O’Brien, 

447) 保罗这样说是否与基督徒的谦卑美德相违背？答：没有，因为保罗同时也提

到其他同路人的榜样，而且都是因为跟随基督的榜样。这里保罗是跟福音的仇敌做

比较，强调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所以并没有意味着他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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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保罗比较属地和属天的区别，对所处罗马帝国特殊地位的腓立比城人更有深

刻意义。基督徒是属天的子民，应该在地上活出属天的身份。O’Brien 评论说：

“So, writing to Christian in a city proud of its relation to Rome, Paul 

tells the Philippians that they belong to a heavenly commonwealth, that 

is, their state and constitutive government is in heaven, and as its 

citizens they are to reflect its life.”(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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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问题讨论 

1. 当保罗再次劝勉腓立比教会要喜乐时，他提到什么秘诀？如何“靠主喜乐”？ 

2. 这些人是谁（2-3 节）？保罗为什么提到他们？ 

3. 保罗有哪些可以夸口的？我们会以哪些为夸口的？这些东西本身好不好？ 

4. 保罗的价值观有怎样的改变？是什么使他有这样的改变？ 

5. “万事”（8节）会是哪些事？为什么保罗把它当作有损的？“丢弃万事”是什么

意思？ 

6. “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信徒不是已经得着基督了吗？“效法祂的死”是什么意

思？ 

7. 使徒劝勉要“忘记背后”（3:13），要忘记什么？他为何要如此强调它？是什么吸

引了使徒保罗的目光，使他转离引以为荣的过去而要专心达到未来的目标？ 

8. 保罗强调他还没得着什么？目的是什么？ 

9. 保罗说到他还没完全（12节），为什么接着说有完全人（15节）？“完全人”是

什么意思？要存怎样的心？ 

10.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有什么特点？信徒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保罗为什么提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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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靠着基督 

4:1-9 最后的劝勉 

• 4:1 句首的“所以”（ὥστε）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这是基于前面段落所带出的总

结（3:17-21，或整个第三章）。这一段又一次出现之前出现过的主题，比如喜

乐，站立得稳（1:27），同心，靠主，福音等等。“Paul commends them in some 

of the most affectionate and endearing language he ever uses in his 

letters.”(O’Brien, 475) 

• 基于前一章所论述的基督荣耀的福音，这里保罗带出最后的劝勉：1）靠主站立得

稳（1节）；2）在主里同心（2-3节）；3）靠主喜乐（4-7节）；4）效法敬虔的

榜样（8-9节）。 

• 4:2 保罗呼吁两位姊妹要同心。这是一封公开给教会的书信，虽然没有提到两位姊

妹在哪些问题上不同心，以及影响有多大，但她们的不同心显然也是公开的事情，

而这件事似乎成了整个教会合一的危害，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保罗要公开地指出这

个问题。（O’Brien, 478） 

• 4:3 中“你”指谁？O’Brien 列举几个可能：提摩太？以巴弗提？西拉？路加？

但是否也有可能是指整个腓立比教会或者教会中的任何一位成员？ 

• 4:4-7: 第四节又出现书信的其中一个主题“喜乐”，与 3:1前后呼应，并且加上

“靠主”这个短语（ἐν Κυρίῳ），“靠主”或者可以译为“在主里”，但中文翻

译把其中在主里的意思更显明出来了，就是靠主。在主里的喜乐乃是靠主才能有的

喜乐，这与保罗在这书信中对主耶稣的重要性的强调一致。这一小段出现好几个命

令句子。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要喜乐，要有谦让的心，要一无挂虑，要祷告，前后用

“在主里”（或“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短语夹住，中间贯穿着“主已经近了”，

所以很明显看到保罗一连串的命令语句是因为主耶稣所做成的和将要做的，也就是

福音所呈现给我们信徒的。真正接受福音的，必定影响这人在世上的生活。 

• 4:8-9 虽然 Hellerman 认为保罗在此处是在肯定流行于腓立比城的外邦人广为接受

的好德行（Hellerman, 244），但这与圣经中信徒的好德行还是有所区别，虽然词

汇可能都一样，但其中含义却不同。这些美德都是跟基督的救恩有关，乃是源于

神，后来赐给一切信靠基督的信徒。Silva 认为：“we must understand Paul’s 

list as representing distinctly Christian virtues (though we need not 

deny that many non-Christian citizens exemplify such virtues in their 

lives).”（174）保罗要他们思念这些真正的美德,而这些美德跟保罗所传讲的和

所活出的一致，如同 3:17所说的“效法我”。保罗不是高举希腊文化中的美德，

也不是高举自己，乃是高举基督的救恩所带出的大能的改变(Fee, 416)。 

4:10-20 感谢馈赠 

 这最后的段落呼应了书信开始的部分（1:12-26）。保罗在首尾都提到自己的处

境，而中间自然形成了书信的正文（1:27-4:9）。在最后的段落，保罗提到了书信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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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目的，就是对腓立比教会馈赠的答谢。腓立比的馈赠对囚禁了大约 2年的保罗来说非常

需要，但保罗更感恩的是他们属灵方面的长进，更关心的是他们所面对的需要和挑战。虽

然是为了答谢腓立比教会，但从其中却看到保罗的钱财观以及他知足的秘诀 – “The 

secret of Paul’s independence was his dependence on Christ”(Hellerman 

quotes, 261). 

• 4:10“靠主喜乐”的短语再次出现，虽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但“靠主”或“在主

里”在第四章反复出现，“站立得稳”需要靠主（4:1）, “同心”需要靠主

（4:2）, “喜乐”需要靠主（4:4; 4:10）, “凡事都能做”需要靠主（4:13）。

“在基督耶稣里”出现三次（4:7; 4:19; 4:21）。这些反复出现的短语很自然地

引导腓立比人或读者意识到之前所讨论的所有问题的钥匙是在于倚靠基督，就是在

于倚靠基督的所是和所做的，这正是福音所包含的一切内容；而同样地，因为基督

的所是和所做的，决定了信徒和教会应当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Fee 指出腓立比书

中这个常出现的短语“in the Lord”的意思：“in him, that is, in the one 

who enables.”(Fee, 434, n.48;cf. O’Brien, 527) 中文翻译成“靠主”是很

恰当的。 

• 4:11-13 保罗并不是对腓立比的馈赠不屑一顾，或勉强地接受，乃是感激和答谢，

知道他们所馈赠的如同献给神的馨香的祭物（4:18）。但保罗所关心的是腓立比人

的长进，他要把最好的给腓立比人，不是单单关注自己所得到的。保罗感谢他们，

但所求的是他们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所以这里从钱财转向更深的属灵的教导。这

一段也是比较多被错误引用的经文，特别是 13节，常常被抽离出来，忽略上下

文，似乎保罗因着主耶稣无所不能，至少在神要他做的事情上什么都能做，所谓的

“成功神学”在这里找到根据了。但这里“凡事”是指什么？ “都能做”是做什

么？如果看上下文，13节的“凡事”是指 12节中“随事”、 “随在”,意思是无

论什么情况，不仅仅是丰富、饱足、有余；而是包括 “卑贱”、 “饥饿”、“缺

乏”。所以“都能做”不是指超人、无所不能、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随心所

愿，而是在任何的处境下，保罗都能知足，都能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O’Brien 

对“都能做”解释为：“Paul can handle or cope with all these 

things.”(O’Brien, 526)同样地，Fee评论说：“He is a ‘man in Christ.’ 

As such he take what Christ brings.”(Fee, 435). 

• 4:14-20 “然而”在句首与前面的一段连接起来，保罗紧接着说明他不是对腓立比

人的捐献不在乎，他们所做的以及所奉献的金钱都是好的，特别是在他们自己也面

对内忧外患的困难中所做的。保罗强调是腓立比人与他“同受患难”，这种在福音

上的一同参与，透过捐献的行动来证明，呼应了保罗在书信开始为腓立比人所感恩

的（1:7）。在福音上的“一同”，无论是同受患难，一同得恩，一同劳苦，或一

同做工，勾画出主内特别的关系，也构成了这书信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一同”

1:7; 2:17; 2:18; 2:25x2; 3:10; 3:17; 4:3X3; 4:14）。最后保罗以颂赞作为结

束（20节），无论面对什么逼迫，困难，神依然是掌管的神，一切都在祂的计划

和管理中，所有地上的事情最终都彰显祂的荣耀，特别是透过圣徒所面对的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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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们如何倚靠神得胜，将荣耀归于神。虽然自己还在捆绑之中，腓立比教会也

面对外面的逼迫和里面的不和，但当保罗思想神和祂的事情的时候，最后都导致他

对神的颂赞。 

 

4:21-23 最后的问安 

• 问安虽然是当时书信的惯例，但对保罗和圣徒来说不是惯例，乃是彼此亲密的关

系，通过问安表达彼此之间的连接，这对患难中的圣徒特别需要。这里四组人向腓

立比圣徒问安：保罗自己、和保罗一起的圣徒、众圣徒、凯撒家的圣徒。腓立比教

会的圣徒并不孤单，因为还有许多圣徒和他们在一起。保罗特别提到凯撒家的圣

徒，目的可能是提醒腓立比人神的大能，甚至透过保罗的捆锁，使福音传到凯撒家

（1:13），而且使皇宫中的人也信主，神的大能胜过世上一切的权势。 

• 对患难中的腓立比人来说什么是最需要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只有主的恩在

我们心中，我们才能在患难中可以喜乐，可以站立得住。主的恩惠在信的开始就已

经提到，最后再以主的恩惠结束。主的恩惠在福音中彰显出来，也贯穿整封书信。

是主的恩惠使人因信主而得着神的义，是这位主耶稣，祂本是神，却为我们成为

人，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可思议的恩惠。 

 

 

讲题：主已经近了！ 

经文：4:4-7 

1. 我们要常常喜乐（4:4） 

2. 我们要有谦让的心（4:5） 

3. 我们要一无挂虑（4:6） 

4. 我们要凡事祷告（4:6） 

5. 我们要享受神特别的保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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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问题讨论 

 

1. 保罗如何称呼腓立比教会的人？你心目中是否也有类似有这样称呼的人？ 

2. 站立得稳容不容易？为什么？如何才能站立得稳？ 

3. 保罗提到的这两位姊妹有什么问题？同心难吗？ 

4. 保罗为什么又提到“喜乐”？有什么事会影响腓立比人的喜乐？如何才能喜乐？ 

5. 保罗要腓立比人思念什么？行什么？ 

6. 是什么使保罗大大的喜乐？保罗学会什么？他的秘诀是什么？ 

7. “凡事”（13节）指什么事？“都能做”是什么意思？ 

8. 为什么保罗说“同受患难”是美事？ 

9. 保罗如何看待腓立比人对他的捐献？他所关心的是什么？ 

10.信的结尾保罗提到哪几组人向腓立比圣徒问安？有什么重要性？保罗为什么特别提

到凯撒家？ 

 

  



 

24 

参考书目录 

 

戈登 • 费依（Gordon D. Fee）著，潘秋松、吴蔓玲 译。 《腓立比书注释》（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加州：

美国麦种传道会，2004。  

Hawthorne, Gerald F. 邵尹妙珍等 译。“腓立比书的神学”。证主圣经神学词典

（上）：188-192。英文版主编：Walter A. Elwell。香港：福音证主协会，

2001。 

Hellerman, Joseph H. Philippians. Exegetical Guide to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Nashville, TN: B & H, 2015.  

________. Reconstructing Honor in Roman Philippi: Carmen Christ as Cursus 

Pudorum.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9. 

莫德 著（Motyer, J. A.），欧思真 译。《腓立比书》。圣经信息系列。台北：校园，

2001。 

O’Brien, Peter T. The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NI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Silva, Moisés. Phillipians. ebook ed.,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2014. 

Sproul, R. C. Can I have Joy in my Life? The Crucial Questions Series 

12.Sanford, FL: Reformation Trust, 2012. 

黄聿源 著。“从腓立比书看基督徒的喜乐”。看啊 137。

（http://www.fishermanofchrist.org/?q=node/74，2022年 11月 10日读取） 

林荣洪 著。《喜乐人生的钥匙：腓立比书进解》。多伦多：加拿大恩福协会，2009。 

张西平 编著。《腓立比书综览》。（http://www.cctrcus.org/pdf/ovnt/14.pdf, 2021

年 4 月 1日读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