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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腓立比書 
 

保羅的宣教旅途 

 
一．腓立比教會的問題 

 

1. 腓立比教會的信徒關心保羅，擔心保羅的處境，讓以巴弗提來提供幫助 

2. 外來的迫害，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追蹤保羅到庇哩亞，也有可能到腓立比干擾 

3. 錯誤的教導（三 1-3，18-19），猶太主義者，混雜希臘苦修哲學等學説（歌羅西/利加斯地區） 

A．割禮（西二 11-12） B. 飲食的苦修（西二 20-23） 

4. 教會的紛爭（二 1-3，四 2），結黨紛爭、自高自大、不同心合一 

教會不容忍自我中心引發的不合 

 

二．保羅面對危難的回應（腓一 11-26） 

     

堅忍和持守：保羅不否定苦難、但是也不是全心的接納，他從苦難中找出可以喜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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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忍的本質：真實的信心和公義的生活（一 27） 

 

1. 困境也能夠成爲激勵的見證（腓一 12-14） 

 

困鎖-保羅面對入獄困境，心中卻裝滿了衆人的思念和愛，基督的愛能忍耐困境 

信徒因著受苦也會給別人帶來好處，受苦也被看爲一種事奉，會激勵信徒 

保羅并非沒有内心的掙扎，甚至會絕望（林後一 8） 

保羅甘心爲了別人同得福音的好處而受苦 

 

基督爲了罪人受苦、基督徒也會爲了別人的好處而受苦 

 

2.保羅爲福音廣傳歡喜（腓一 15-18） 

 

傳福音的兩種動機：動機正當和不正當 

A．紛爭（黨派的爭競、私心） B. 好意（爲了別人的好處） 

 

分辨真理：教義的正確和不正確 

 

相對於教義的正確而言、動機是否純正更爲重要 

 

保羅願意爲了福音的緣故，容忍一些動機純正但是教義略有偏差的事情，也爲福音的傳播而歡喜 

但是、保羅不容忍異端的教訓“假的福音”，“他就應當被咒詛”（加一 9） 

 

3.保羅内心的盼望（腓一 19-21） 

 

  “終必讓我得救”保羅確信通過教會的祈禱和耶穌的聖靈的幫助得以成全的事 

  “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保羅面臨將要殉道的危險、死亡有可能成爲保羅的解脫， 

但是無論死亡還是被釋放，保羅都會因爲未來的拯救和天上的榮耀讓保羅喜樂 

 

  基督徒會遇到“兩難”的境地，應當如何決定？如何做？不逃避、帶著世間的困鎖渴望天上的事 

 

4.保羅未來的事工（腓一 22-26） 

       

保羅在困境中盼望、深感還是有可能繼續的傳道（25節），渴望到腓立比教會去 

腓立比教會的會衆聽到保羅希望到他們那裡去的心願，一定會感到安慰 

       

      基督徒在困境絕望中、因著自己充滿信心的盼望也會給別人帶來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