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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腓立比书（8）继续讲述保罗希望打发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去腓立比的心愿， 

以及保罗向腓立比信徒阐述有关义的真理（腓 2:27-3: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腓立比书 2:12-26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腓立比书 2:12-26 继续讲述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要在这世上像明光照耀，以及保罗希望打发

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去腓立比的心愿。 

 

腓立比书 2:12 里的“这样看来”这个短句，把本段与上文紧扣在一起。从前面所强调的合

一上看，“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可能指全教会要一同工作，避免分裂和纷争。因为保罗不

能继续在腓立比信徒身边提醒他们，所以他们要特别小心地顺服基督。我们也要同样谨慎自

己的信仰和生活，恪守所信的道，特别是在独处、没有属灵领袖在身旁提醒时，我们更要将

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身上，方可避免失足。 

 

当我们不想服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当我们挣扎要不要遵行神的旨意时，神并没

有把我们遗弃一旁。祂与我们同行，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有乐意顺服的心，赐我们能力做

祂喜欢的事。生命得改变的秘诀就是顺从神的掌管，让祂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成就。祈求神帮

助你遵从并成就祂的旨意吧！ 

 

要使自己像基督，就必须操练自己像基督般思想问题。要改变自己的意愿，酷似基督，我们

需要圣灵住在心里的能力、热心之基督徒的影响、对神道的顺从，以及愿意牺牲的服事。许

多时候，我们越实践神的旨意，就越发爱慕遵行祂的旨意。所以，你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并相信祂能改变你的意愿。 

 

为什么发怨言和起争论会伤害教会呢？外界的人看到教会的成员常常争吵、抱怨、说长道

短，便会对基督和福音产生坏的印象。我们相信基督就应该与其他信徒联合。如果教会充满

抱怨和争论，就会失去在耶稣基督里团结的能力。所以，要停止与其他基督徒争论、停止抱

怨教会里的人和事，好使这个世界看见基督。 

 

我们的生命，在道德上应该纯洁无瑕，兼有忍耐、和平的特质，就能在这黑暗堕落的世界

里，像“明光照耀”。改变了的生命能有效地见证神的道。你的光是明亮地照在人前，还是

被怨言纷争遮盖了？努力为主发光吧！ 

 

根据民数记的记载，“浇奠”是犹太人献祭的一个重要部分。保罗知道自己已帮助腓立比信

徒为主而活，即使死他也甘心了。全然委身服事基督、牺牲自己建立别人的信心，的确是喜

乐无比的服事。 

 

保罗写这封信时，提摩太也与他同在罗马。保罗第二次宣教行程中，提摩太与他同行，并一

起建立腓立比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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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基督徒都忙于做自己的事，以致没有时间为基督做工。所以，不要让你的计划及事务

充塞着你的生命，以致不能服事别人和爱别人。 

 

保罗好像师傅教导徒弟一样训练提摩太，以便将来可接续他的事工。你曾否训练谁做神的工

作呢？ 

 

以巴弗提把腓立比信徒的奉献款带给保罗，因此保罗托他给腓立比教会带去这封谢函。以巴

弗提可能是腓立比教会的牧者同工，他与保罗在一起时曾患了重病，复原后便回去了。这个

名字仅在腓立比书中出现。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腓立比书 2 章剩下的内容。 

 

腓立比书 2:27 记载保罗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

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然而神怜恤他”，这意味着保罗的祈求蒙神应允，以巴弗提得到医治。 

 

让我指出在这里要注意到的事，有些虔诚的信徒坚信基督徒不会生病，他们相信信徒病了神

会医治。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以巴弗提病得快死了，保罗为什么不医治他呢？”保罗和其

他使徒都有“使徒的恩赐”。当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那时保罗只写了

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他到外邦去传福音时，他的权柄是什么？除了神给他医治的恩赐之外，

他并没有什么权柄。现在保罗接近宣教的尾声，他身上还有根刺，主耶稣也没有医治他，反

而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提摩太有胃病，如果保罗是神医，为什么不医治提摩太

呢？反而在提摩太前书 5:23 对他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

微用点酒。”根据提摩太后书 4:20 的记载，特罗非摩病了，保罗就把他留在米利都；保罗为

什么不医治特罗非摩呢？现在保罗说这个年轻的牧者以巴弗提，病得快要死了，保罗并没有

医治他。他还将荣耀归给神，说神会怜悯他。保罗用的是自然疗法，他为以巴弗提祷告，神

会垂听并应允祷告。保罗为什么不用他医病的恩赐呢？因为在后来，在使徒们淡出场景之

前，重心移到了伟大的医生、基督身上了。使徒强调基督的心、谦卑的心。如果我是神医，

我就成了焦点，我会成为名人、伟人，但我不是。主耶稣才是伟大的医生。我生病的时候，

先祷告，再去医院找医生，把我的病交托给主，愿荣耀的主垂顾。因此使徒保罗在他宣教的

后期，也不强调医病的恩赐。他身边有个生病的牧者，他却没有使用医病的恩赐，因为保罗

要把焦点移转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保罗把以巴弗提送回腓立比。 

 

腓立比书 2:28 记载保罗说：“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

可以少些忧愁。” 

 

保罗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喜乐、不要忧愁，这样他“也可以少些忧愁”，保罗为腓立比教

会烦恼，因为他们以忧愁取代了喜乐。 

 

现在以巴弗提已康复，保罗便越发急速打发他回家。腓立比信徒看见这位他们所爱的弟兄回

来，就可以喜乐，保罗也可以少些忧愁。 

 

腓立比书 2:29 记载保罗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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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但要欢欢乐乐地接待以巴弗提，而且也应尊重这个神所爱的人。能参与

主的事奉是极大的尊荣和权利。圣徒应承认此事，纵使那是关乎一个他们熟悉的人。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牧者多好啊。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是应该受到敬重的。亲爱的听众朋

友，我们要敬重教导圣经的人，如果他被神所用、有教导的恩赐，我们就应该尊重他和他的

恩赐。重点要放在圣经上。我不喜欢参加把焦点放在吸毒、酗酒、性、青少年和老人问题上

的研讨会，他们还想用心理学来解决此类问题。基本问题在于很多人没有回到圣经，只有圣

经能显出基督和基督的心。 

 

腓立比书 2:30 记载保罗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工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

我的不及之处。” 

 

腓立比书 4:14-18 记载保罗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哪，你们也知

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

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帐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

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与其他教会

相比，腓立比圣徒们为使徒保罗做了许多事，因此 2:30 这里的“不及之处”，很显然指的是

圣徒在个人方面对保罗帮助的不足。以巴弗提很可能通过与保罗一同劳苦或必要时提供帮

助，补足了腓立比圣徒的不及之处。 

 

以巴弗提在作圣工，他用基督的心去作。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罗马律法就是最高权威，毫

无怜悯，只有律法与命令。当时没有任何力量能保护人们与罗马对抗。但小人物使徒保罗和

其他与他同心的使徒出现了，他们传讲宇宙真神的福音：为了救赎，耶稣死在罗马的十字架

上，祂怜恤全人类，使许许多多的人回转信靠祂。使徒保罗被罗马兵丁囚禁着，他在作什么

呢？他在为基督作见证，他在主里有喜乐，他有基督的心。我也看到一位优秀的年轻人提摩

太在异邦游走。你能说你在无神论的社会不能为主而活吗？请看提摩太，他做得很好，他有

基督的心。然后再看看以巴弗提，他是一位从腓立比来的忠心的牧者，那里是罗马的殖民

地，是个异教徒的外邦城市，以巴弗提也有基督的心。最后我羞愧地看到我自己，我对自己

说，不要再给自己的生活找借口了。如果第一世纪的人有基督的心，那么我们活在二十一世

纪的人也要有基督的心。不是出于模仿，而是靠着圣灵，就能在我们的生命中生出基督的

心。今天这个世代真的需要基督的心。 

 

我们已经了解基督徒生活的哲学，腓立比书 1:21 记载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

就有益处。”我们也了解基督徒生活的模式，腓立比书 2:5 记载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

的心为心：”现在，我们要看基督徒生活的奖赏，这是保罗个人见证的摘要。腓立比书 3:14

记载保罗说：“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腓立比书 3

章，保罗改变了他过去写信的方式，提到现在的目标和对未来的盼望。保罗一直相信神要在

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要在基督里有这奇妙、美好的盼望；到时

基督要将自己的子民从这个世界带走。 

 

腓立比书 3:1 记载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

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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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这句话让我觉得保罗要为这封信作结论了。他要把这封信作为简

短的致谢函传达给腓立比信徒。其实这只是信的一半而已，显然圣灵催促他继续写下去。我

同事常提醒我，有时我在节目中讲到一半时会说：“现在我的结论是……，我即将要讲完

了。”然后我又讲了十五分钟。我同事说：“你根本就没有讲完嘛。”我说：“我是学保罗

的。”保罗在信尾会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如果今天他还在的话，我相信他还是会这样说

的。他已经证明了他们三个人（保罗自己、提摩太以及以巴弗提）是有基督的心的。他们在

病中、在监狱里都能喜乐。初代教会的信徒在火一样的试炼中，都能喜乐。还有，保罗说他

写这信时没有为难，就像他写给加拉太和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时，没有作难一样。腓立比信徒

使保罗喜乐，他要他们也同样喜乐。其实这是个命令了：“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觉得他写信给腓立比信徒

是很妥当的，因为他们在灵里很成熟；他们爱保罗，保罗也爱他们，他感觉与他们很亲近。

所以他说写信给他们是不为难、不忧伤的。他觉得写信给他们是很妥当的，因为他知道他们

能理解并晓得他的心意。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这句话是对异端再一次的警告。约翰一书 4:1-6 很好诠释了异端的

含义，经文记载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

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

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

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

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

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

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人的本性是顽恶和软弱的，即便是同一种教训也要时常提

醒，让神的话语充满在生命中。 

 

腓立比书 3:2 记载保罗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 

 

“应当防备犬类”，这句话可不是为警告邮差而说的。我家的狗，不知为什么，很讨厌邮

差，对所有的邮差都不好。保罗这节经文不是讲动物。我们从以赛亚警告假先知的年代，来

思考保罗的想法。 

 

以赛亚书 56:10 记载以赛亚论到假先知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吧

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以赛亚警告要注意假先知，假先知只是安抚人说

“没事、没事”，却不警告人即将大难临头了。北国已经被掳，因为假先知给他们错误的安

全感，因此神警告南国不要重蹈覆辙。以赛亚称那些假先知为“哑吧狗”，他们不敢说真

话。 

 

“犬类”是指那些没有完整地传达神话语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危机，社会渐渐富裕起来

了，人要的是安逸。又把安逸带进了教会，教会的危机是只向会众说好话，因为他们只想从

讲坛听到好话。以前有个会友离开教会，他说牧师从来不讲安慰人的信息。后来牧师发现他

做生意不老实，甚至有人说他根本没道德。其实他所需要的并非安慰的信息，而是警告的信

息、是他不爱听的信息。他也许以为牧师在讲道中骂他，其实牧师根本就不知道他作了什

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针对哪个人讲道，我只传讲圣经，那些都不是让人觉得好听的话。你

想听实话吗？以赛亚时代有许多假先知，他们应该说警告的话，但却只说安慰的话；以赛亚

称这些假先知为哑吧狗。好的牧羊犬会常注意有没有危险，如果有狮子或熊进了羊圈，牧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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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会像发疯似的狂吠，甚至把那庞大凶猛的动物赶走。每当一有危险，牧羊犬都会发出警

告。但是假先知不会发出警告。因此南国还在沉睡，拒绝接受以赛亚费劲地想叫醒他们的信

息。同样，保罗也警告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那些不讲圣经，只讲好话、让你觉得舒服

的人。 

 

“防备作恶的”，是另一种想利用信徒的人，他们不诚实，是一群图谋歪曲因信称义这纯全

教训的人。“防备妄自行割的”，这些人指的是那些忘记割礼的根本精神、认为只要形式上遵

行律法的条文，就可得到拯救的人。那些律法师想逼迫基督徒，靠遵守摩西律法得救与成

圣。 

 

腓立比书 3:3 记载保罗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

口，不靠着肉体的。” 

 

“真受割礼的”是什么意思？真正意义上的割礼是内在的，实际上指重生，即因信基督而得

到的重生。形式上行了割礼，是没有意思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有因圣灵得到内

在改变的才叫真受割礼的。 

 

保罗在加拉太书 6:15 很清楚指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

人。”旧约时代的割礼过去了，神不要外表的仪式。真割礼是出自内心，要重生，对神有一

颗新造的心，真割礼是在基督里。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