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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腓立比書 – 堅守信仰之“安慰” 
 

一．保羅勸勉信徒堅守信仰（腓一 27-四 9） 

  

2.如何堅守信仰（腓二 19-30） 

   

A．領袖差派同工幫助和安慰（19、25節） 

 

保羅雖然知道腓立比的信徒可以渡過苦難，但是如果有人幫助他們就更容易幫他們渡過 

保羅計劃讓提摩太去安慰腓立比的信徒，提摩太不能馬上去，於是保羅先讓以巴弗提帶此信回

到腓立比教會 

 

“靠著主耶穌”- ”在主耶穌裡”：按照神的旨意 

“安慰”- ”得到鼓舞”、”欣喜”、”有勇氣” ：同工代表領袖；基督徒代表基督 

 

B．領袖親自去探望，保羅如果被釋放，也會去腓立比的教會鼓勵他們（23-24節） 

 

“我的事”：指審訊的結果。 

保羅等審訊結果確定之後再派提摩太出發；保羅也認定自己會被釋放 

 

C．領袖和同工的親密關係 

 

保羅與提摩太：提摩太不同於一般人，和保羅一同興旺福音，情如父子（22節） 

 

“明證”：在羅馬書中此字翻譯為“老練”，是一種經過考驗而顯為成熟的品格。 

                   “別人”（大家）：原文有冠詞，特指”某一群人” 

“實在”- ”真實”，與保羅一同挂念腓立比的信徒（21 節） 

 

保羅與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帶來腓立比教會提供的金錢、并且留在保羅身邊照顧（25節） 

 

                “以巴弗提”- ”可愛的”，在當時十分普遍的名字 

                “供給我需用”- ”我需求的助手” 

 

         腓立比的信徒和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想念腓立比信徒，因為他生病的消息傳到腓立比  

 

“極其難過”：新約用此字來形容耶穌在客西馬尼園所經歷的極大苦楚 

以巴弗提擔心“沒有盡到教會委託的職責”讓腓立比教會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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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上帝的恩典“事奉之恩” 

 

事奉的榜樣 – 以巴弗提 

 

        “歡歡喜喜的”：直譯是”以全部的喜樂”，無保留的、純粹的喜樂接待 

        “尊重這樣的人”：直譯是”把這樣的人視為寶貴”。 

        “不顧性命”：原文直譯是”以生命為賭注”，  

保羅要腓立比教會歡歡喜喜的接待以巴弗提，並要尊重這種人，因為他做基督的工作不顧性命 

        保羅這樣說的原因：成果是不是完美並不重要，真心的服事才是重點 

 

保羅曾經運用醫病的恩賜來醫好一些人（徒二十八 8）不過他對某些同工的生病卻是無法幫助， 

醫病的恩賜不是絕對的可以完全由個人任意使用 

 

思考問題： 

 

1. 基督徒/牧者爲什麽要去探訪會友？ 

2. 基督徒之間應該如何建立親密關係？ 

3. 基督徒如何接待別人？（非信徒/信徒/牧者/同工/傳道人/宣教士）  

 

 

附錄： 

使徒（apostolos）： 

1. 廣義 - 受差遣的人/信使（腓二 25；林後八 23；約十三 16） 

受差派建立教會的信徒-安多尼古/猶尼亞安（羅十六 7） 

2. 狹義 - 新約時代有特別使命的信徒 

親眼見過耶穌復活的十二使徒（不包括賣主的猶大，保羅也見過復活後的耶穌） 

被耶穌明確的差遣成爲使徒（太十 1-2,5,7，24-26；徒二十六 16-18；羅一 1；加一 1；提

前一 12；提後一 11） 

使徒有一個特別的權柄“説出神的話語”，他們寫下的話成爲聖經 

3. 巴拿巴/雅各/西拉是否爲使徒？（徒十四 14；加一 19，二 9；徒十五 13-21；林前十五 5-9；

帖前一 1） 

4. 使徒是職分（羅一 5，十一 13）還是恩賜（林前十二；弗四 11）？ 

職分 - 衹限于教會初期（第一世紀），狹義性 

恩賜 – 新約時代的信使，廣義性 

 

恩賜：每一位信徒都有恩賜（林前十二 7,11；彼前四 10） 

      恩賜不是衡量信徒成熟度的標準，聖靈的果子才是 

      恩賜需要向神懇求，需要嘗試運用 

      恩賜使用的目的是爲了“肢體”例如：醫病的恩賜 

      恩賜當中除了愛之外，其他的恩賜都會結束（林前十三 8-13） 

      “完全的”所指：基督再來？聖經寫成？教會建立？信徒靈命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