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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在主裡喜樂(八)：
以感恩的心獲得喜樂(上)

文／黎為昇  圖／若薇

經文進度：腓立比書四章14-16節

因別人共享他的苦難而得的喜悅

14 πλὴν καλῶς ἐποιήσατε 然而你們做得真好1

συγκοινωνήσαντές μου τῇ θλίψει. 共同參與我的苦難。

前文已論及保羅是如何以知足的心來使他感到喜樂，接著，他再提及一

顆感恩的心，也會引導人進入喜樂的情境之中。

保羅在第14節一開始用與前文對比的副詞──「πλήν 然而」，乃是保

羅在前文論到他喜樂不是由於他們的餽贈，乃是因為他已經得著能處於任何

境遇的智慧，並因靠主而能在任何事上得著喜樂；但保羅恐怕腓立比教會因

為他在《腓立比書》四章11-13節所說的話，而誤會他不希罕他們慷慨的餽

贈，因此他加上「πλήν 然而」來表達他對他們的餽贈深深的感激。

註

1.筆者為了忠於原文，所引用的經文均直接從Nestle-Aland 第27版希臘文聖經與BHS希伯來聖經直譯
為中文，因此筆者所譯出的經文便忽略中文的流暢與文雅。

腓立比教會不懼危險地差人幫助保羅， 

這樣的信心與愛心， 

即使十幾年之後， 

保羅仍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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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稱讚腓立比人「你們做得真好」，

雖然表面上他沒有直接用感謝的字眼，但他

用這樣的說法表達他誠摯的謝意。這種說法

也出現於哥尼流對彼得所說：「你做得真

好……」（徒十33）2，意思是感謝與歡迎

彼得的到來；約翰也說：「……你將做得真

好」（約叁6），這是他以教會長輩的口

吻，向當時的教會能為巡迴的傳道人提供去

下一站的食物與旅費，3表達稱讚與謝意。

在第14節中的「ποιέω 做」，就是執行

某件事；4「συγκοινωνέω 共同參與」5，意思

則是在某聯合的行動中彼此連結，彼此有幾

分持續性關係的意涵。之所以他敢說腓立比

教會參與保羅的患難是件美事，乃是因為若

他們有了類似受苦的經驗，更可以從保羅身

上學習到他所傳授面對苦難祕訣的機會。

所謂的「θλῖψις 苦難」，是指直接所遭

受的問題與困難；而保羅之所以說「我的苦

難」，應該是指他們在保羅受患難時，雖然

自己不是十分富足（林後八2）6，還是盡力

供給保羅的需用，在他的患難裡一同有分。

他們付諸行動提供保羅物質，證明他們內心

中對保羅所受患難的關切跟同情。換句話

說，保羅與他們先有在患難中同作夥伴的經

歷，他才能用同理心看待施予者，同感他們

的友情與愛心，更能體會神多多的恩典。

《腓立比書》用了很多都是以「σύν 一

起」作字首的字，表達信徒彼此共同的關

心，例如：「恩典的合夥人συγκοινωνούς」

（一7）、「συναθλέω 一起奮鬥」（一27）、

「σύμψυχος 一心」（二2）、「συγχαίρω 

同樂」（二17）、「σ υ ν ε ρ γ ό ς  同工、

συστρατιώτης 同袍」（二25）、「συμμιμητής 

一同效法」（三17）、「συναθλέω 同勞、

σύζυγος 同負一軛」（四3）、「συγκοινωνέω 

共同參與」（四14）等，在在說明弟兄姊妹

之間，在這世上藉由共同的步伐，同辱同

榮、同苦同樂，來表現基督裡的合一與主內

一家的生活，這也是恩典與喜樂的來源。

因著體會別人的恩情而得著喜悅

15 οἴδατε δὲ καὶ ὑμεῖς, Φιλιππήσιοι,
但是你們也已知道，腓立比人啊！ 

ὅτι ἐν ἀρχῇ τοῦ εὐαγγελίου, 
因為在福音的起初， 

ὅτε ἐξῆλθον ἀπὸ Μακεδονίας, 
當我從馬其頓而出， 

註

2.和合譯本譯為：「你來了很好……」。

3.《約翰叁書》6節中的「προπέμπω 送行」，意思是送某人到下一個目的地，並提供所需要的幫助。

4.本文的字義皆出於希臘文原文字典，書目請參見本文末所列的參考書目。

5.保羅用過去分詞συγκοινωνήσαντές，意指保羅之所以稱「你們做得真好」，乃是之前所發生的腓立比
教會「共同參與」保羅的苦難這件事。

6.腓立比教會屬於馬其頓眾教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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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ὐδεμία μοι ἐκκλησία ἐκοινώνησεν 
沒有教會分享於我 

εἰς λόγον δόσεως καὶ λήμψεως 
為了給予與接受的事情 

εἰ μὴ ὑμεῖς μόνοι, 
除了僅僅你們，

16 ὅτι καὶ ἐν Θεσσαλονίκῃ καὶ ἅπαξ καὶ δὶς
因為在帖撒羅尼迦也是，且一次與兩次 

εἰς τὴν χρείαν μοι ἐπέμψατε. 
為了你們差送需要給我。

第15節中的「腓立比人啊！」是呼格

（Vocative）7，這種直接稱呼對方的特殊用

法，在保羅書信中也有出現幾次，其中有兩

次的呼喊是帶有勸戒與責備的口吻，企圖以

這樣親密的稱呼喚醒對方，例如：「哥林多

人啊！」（林後六11）、「無知的加拉太人

啊！」（加三1）；然而，保羅在呼喊「腓

立比人啊！」的時候，是帶著感謝的心呼叫

的，乃是要引導大家去思考過去他們為保羅

所付出的一切。

保羅說「你們也知道」，這句話點出

了腓立比教會知道保羅所知道的，到底他

們知道什麼？保羅用兩次表原因的連接詞

「ὅτι」，解釋了到底他們知道保羅所知道的

什麼事，就是第15節所說，保羅離開馬其頓

的時候，腓立比教會是如何地幫助保羅；以

及第16節裡，保羅在帖撒羅尼迦的時候，腓

立比教會贊助保羅等事。

第一、當保羅離開馬其頓之後的幫助

所謂的「λόγος 事情」，原指的是資

產與債務的記錄帳目，而「δόσις 給予」，

意思是給某人某件有價值的東西；至於

「λῆμψις 接受」，則是收到或接受某樣東

西或利益，原本這主動權是落在施予者這一

方，但之後轉移到接受者這一方。這三個

字都是在蒲草紙文獻中常見的商業用語，

「δόσις 給予」與「λῆμψις 接受」指付錢和

收錢，也就是現代會計帳簿的收入與支出，

因此「給予與接受的事情」以商業的用詞來

說，就是「收支的帳」。保羅之所以說「給

予與接受的事情」，是指他藉傳福音把「屬

靈的好處」給予腓立比人，同時也從腓立比

人接受「物質的供應」，使他與他的團隊在

日常生活上不至於過度匱乏，這也正是一種

有出有入的平衡人生。

第15節中的「在福音的起初」，到底是

指什麼時候呢？保羅接著提到「當我從馬其

頓而出」，也就是他離開馬其頓的時候。但

是保羅在馬其頓的傳道，乃是他第二次的旅

行佈道，事實上已經距離第一次與巴拿巴旅

行佈道有好一陣子了，就算是以第二次旅行

為起點，在去馬其頓之前，保羅的團隊至少

也去了亞細亞（徒十六6），為什麼保羅在

這裡說是「在福音的起初」？

註

7.為名詞的一種表示法，用來對人（動物、物件等）的稱呼，或者有時作為名詞的限定詞使用，是一
種直接式的表達法，常常是置於句子中來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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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保羅認為到馬其頓傳道才是真正

神交付於他擔負起責任的宣教工作，因為這

趟從亞洲轉到歐洲，乃是他見到馬其頓人呼

聲的異象而來的，所以可將在馬其頓工作的

期間視為「在福音的起初」，也就是這趟福

音之旅的起點。若是按照這樣的思路來看，

保羅在腓立比城的佈道工作的確是「在福音

的起初」。

此處的「從馬其頓而出……」這句，應

該指的是保羅扺達哥林多之後，西拉與提摩

太從馬其頓趕來見保羅（徒十八5），保羅

透露很可能與腓立比教會託他們餽贈其之所

需有關（林後十一9）。在那個時候，保羅

說：「沒有教會分享於我除了僅僅你們」，

所謂的「κοινωνέω 分享」，意思是將某人

所擁有的有價值的東西分送給別人，是基於

彼此之間有某種程度的共同參與和興趣。因

此，「教會分享於我」的意思，就是他們提

供物資給保羅，使這個佈道團隊能維持基本

的生計。「除了僅僅你們」一句，表達出腓

立比教會是當時唯一贊助保羅的教會，這除

了表面上的價值外，也含有「同甘共苦」的

特殊情誼，因為那時他也正需要他人的幫

助。

第二、當保羅在帖撒羅尼迦時的幫助

保羅之後又在第16節提到另一個原因：

「因為在帖撒羅尼迦也是」。帖撒羅尼迦事

實上仍是在馬其頓境內，保羅這種倒敘法，

似乎特別刻意地提起，當他在帖撒羅尼迦時

教會對他的饋送。

保羅離開腓立比後，接著第二站便是

帖撒羅尼迦（徒十七1）。起初，保羅主要

還是靠自己的勞力維生（帖前二9；帖後三

8），之後腓立比教會便一而再地來餽送保

羅所需用的。其中的「χρεία 需要」，意指

不是僅僅想要而已，更是必須的或非常重要

的；「且一次與兩次」，有一而再、持續不

斷的意思。

然而，因為猶太人的慫恿，讓保羅在傳

道不久之後便遇見暴動（徒十七5），若不

是當地信徒趕緊將保羅送出城，保羅幾乎可

能喪命於暴動之中。沒想到，在這樣糟糕的

信仰環境下，腓立比教會仍然不懼危險地差

人幫助保羅，這樣的信心與愛心，即使十幾

年之後，保羅仍念念不忘。

腓立比教會或許認為對保羅這些傳道人

的幫助只是一件平凡的事，但保羅為何又

一再地復述這些看似平凡的事呢？最主要的

原因，是保羅要讓自己破除「理所當然的觀

念」，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珍惜所擁有的，

並認定這些是如此的不平凡。或許腓立比教

會幫助的效果十分有限，然而他們才剛信主

不久便立即以行動參與保羅的宣教工作，並

且熱誠歷久不衰（腓一5），這種宣教精神

和毅力，堪作現代教會的榜樣。

為何保羅多次接受腓立比人的幫助，卻

堅決不接受哥林多教會的供給？（林後十一

9）。他這樣做是否有違他在其他書信所表

明：不運用靠福音養生的權柄、自食其力的

原則？（林前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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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羅接受腓立比人的幫助，很可

能是在他離開了腓立比教會之後。換言之，

他在腓立比的時候，很可能如初期在帖撒羅

尼迦，以及後來在哥林多和以弗所一樣，保

羅基本上都是自食其力的。

第二，有時保羅之所以能無所畏懼地傳

講神的信息，而不必「討人的歡心」（加一

10；帖前二4），其中一個原因乃是他選擇

自力更生，而不受當地教會的餽贈。至於他

接受其他教會的餽贈，這既可以讓他有更多

的時間專心宣道的工作，又不會受制於當地

教會，何樂而不為。因此，他在哥林多傳道

的時候，也坦承他接受馬其頓教會的資助，

而且他不用受制於哥林多教會（林後十一

8-9）。

最後，保羅會接受腓立比教會的資助而

拒絕哥林多教會，並不是他愛前者多過後者

之因（林後十二13、15），而是因為兩間教

會的情況不同。保羅若接受哥林多教會的資

助，則那裡反對保羅的人，便很可能會趁機

利用這點攻擊保羅及其工作（林前九12；林

後十二16-17）；但以腓立比教會來說，保

羅並沒有這方面的掛慮，因此他便大大放心

地接受他們的幫助。

這讓筆者想到保羅自己所說過的話，可

作為處於這樣情境下的總結：「考驗不會落

到你們身上，除非是像人一般平常的；並且

神是信實的，必不允許你們受考驗過於你們

所能之上，反而在對考驗的同時留下一條能

忍受得住的出路（直譯）」（林前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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