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首頁 | 返回本主題目錄〕 

 

腓利門書註解(黃迦勒) 
 

 

腓利門書提要 
 

壹、作者 
 

 使徒保羅(門1)。根據聖經的記載，保羅原名掃羅(徒十三9)，係以色列人，屬便雅憫支派(羅十

一1)；按血統而言，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腓三5)。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數，在名師迦瑪列門下，

按嚴緊的猶太律法受教(徒廿二3)。後來成為猶太教中最嚴緊的法利賽人(徒廿六5)，為祖宗的律法

大發熱心，逼迫教會(加一14；腓三6)；然而這是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時候所作的(提前一13)。有一天，

當他要去大馬色捉拿信主的人們時，蒙主耶穌在路上向他顯現(徒九1~5)。從此，他便成了基督徒，

並奉召成為使徒(羅一1)，主要以外邦人為傳揚福音的對象(加二8)。前後三次出外旅行佈道，東自

耶路撒冷起，西至羅馬止，足跡遍歷當時羅馬帝國轄地，建立許多教會，為今日基督教福音傳遍天

下奠下根基。他先後至少寫了十三封新約書信，是基督教真理的主要詮釋者。 

 

貳、寫作時地 
 

 大約主後六十一至六十三年之間，寫於羅馬的監獄中。 

 

參、本書受者 
 

 本書受者有四(門 1~2)：(1)保羅『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是當地教會的負責人；(2)『妹子亞腓

亞』，據教會傳統，一說她是腓利門的妻子，另說她是腓利門的妹子；(3)『同當兵的亞基布』，據教

會傳統，一說他是腓利門的兒子，另說他是亞腓亞的丈夫，即腓利門的妹夫；(4)腓利門家中的教會，

亦即歌羅西教會(參西四 9，12，17；門 2，10，23)。 

 

肆、寫本書的動機 
 

 在腓利門的家中，有位名叫阿尼西母的奴僕，偷了主人的東西而離開主人的家(參 18 節)，逃跑

輾轉抵達羅馬，不知何故，竟得與在監牢中的保羅接觸，又從保羅聽見福音，悔改認罪，歸信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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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參 10 節)。保羅知情後，鼓勵他回主人家對付所犯下的罪行，因而書寫此封信函讓他隨身帶回主

人家。 

 

伍、本書的重要性 
 

 蘇格蘭解經家 W.G. Scroggie 謂此短箋共有七大價值：(1)個人價值；(2)倫理價值；(3)神的隱藏

帶領價值；(4)實用價值；(5)佈道價值；(6)社會價值；(7)屬靈價值。 

 

陸、主旨要義 
 

 本書主旨為『愛的行動』，以『行動』實踐『教義』。當神的愛及救恩改變一個信徒的生命時，

無論他原來的社會地位怎樣，都成了基督身體的一部分，與其他的肢體平等。 

 

柒、本書的特點 
 

 本書的特點如下： 

 (一)這是使徒保羅所寫的書信中，篇幅最短的一封。 

 (二)這是保羅寫給腓利門個人的書信，雖然腓利門很可能也是保羅帶領歸主的(參 19 節)，但保

羅在信中語氣特別委婉，乃是用朋友的身份，技巧地及具說服力地發出一個請求。 

 (三)本書信中蘊含著尊重人權的社會觀念。雖然並未正面抨擊當時的奴隸制度，但字裏行間卻

隱藏著這樣的一顆種子，為日後的平等社會奠立不可磨滅的根基。 

 (四)本書信中雖然沒有提及獨特的神學教義，但內中卻蘊涵了『在基督裏』所該有的心態，凡

承受主恩的人也應當施恩及人。 

 (五)本書信充滿了基督徒之間的交通和友愛，叫我們看見，彼此不但同有信心(6 節)、同工(1

節)、同當兵(2 節)、同伴(17 節)，甚至也同坐監(23 節)。 

 

捌、鑰節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在我

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門 15~16 節) 

 

玖、鑰字 
 

 「愛心」(5，7，9 節)；「心腸」(7，12，20 節原文)；「快樂…暢快」(7，20 節)；「阿尼西母…



有益處」(10~11 節) 

 

拾、內容大綱 
 

【愛的請求】 

 一、引言及問安(1~3 節) 

 二、感恩――為腓利門(4~7 節) 

 三、求情――為阿尼西母(8~20 節) 

 四、結語及祝福(21~25 節) 

 

 

腓利門書全書綜合註解 
 

壹、內容綱要 
 

【要愛你的弟兄】 

 一、問安(1~3 節) 

 二、讚賞及禱告(4~7 節) 

 三、請求及代求(8~17 節) 

 四、承諾及保證(18~22 節) 

 五、問候與祝福(23~25 節) 

 

貳、逐節詳解 
 

【門 1】「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 

 〔原文字義〕「腓利門」心腸，肺腑，親密，友情。 

 〔文意註解〕「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為基督耶穌被囚』按原文應翻作『基督耶穌的囚犯』，

從外表看，保羅是被羅馬政府囚禁，但實際上他卻自認是被基督耶穌囚禁的犯人，是在基督主權的

安排下將他囚禁，使他能經歷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八 17)。 

   保羅寫這封書信一反慣例，不用他作為使徒的身分(參羅一 1；林前一 1；林後一 1；加一

1；弗一 1；西一 1；提前一 1；提後一 1；多一 1)，而強調他的囚犯身分，來代替別人求情，不但

使對方消除被威逼的感覺，反而像朋友一般的可親可近。 

  「同兄弟提摩太」本封信的語氣顯明是保羅一人所寫(『我』參 4，7，8，9…節)，但在這裏

和提摩太一同具名問候，大概有三個可能性：(1)腓利門認識提摩太；(2)保羅可能曾與提摩太交通



過阿尼西母的事情；(3)保羅重視同工提摩太。 

  「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同工』這個稱呼無疑是指在主的工作上說的；『腓利門』

據教會傳統說法，他是歌羅西教會的長老之一，並且教會就在他的家裏聚會(參 2 節)。 

 〔話中之光〕(一)信徒為主被囚乃是一件榮耀的事，值得歡喜快樂，因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太

五 11~12)。 

  (二)如果我們真的有作『基督的囚犯』的感覺，便不致於行事隨便，而樂意受主的限制和拘束。 

 

【門 2】「和妹子亞腓亞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會。」 

 〔文意註解〕「和妹子亞腓亞」『妹子』指主內的姊妹；『亞腓亞』按這封書信的私人性質看，她

諒必為腓利門的家人，極可能是他的妻子，因為妻子在處置逃奴的事上，有其不可輕視的份量。 

  「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同當兵』按原文意指曾經一同經歷激烈戰役的戰友，轉指一同

為主工作的人(參林後十 4；提前一 18；提後二 3)；『亞基布』或為腓利門之子，獻身參與傳道和牧

養教會的工作(參西四 17)。 

  「以及在你家的教會」歌羅西教會的信徒可能就在腓利門家裏聚會；保羅讓全教會也關心逃

奴的事情，顯明他的考慮周全，不但為阿尼西母眼前的處境著想，讓眾聖徒幫助解決基督徒主僕之

間的問題，並且也為他日後能在教會中坦然服事，舖下根基。 

 〔話中之光〕(一)在家庭裏夫妻和父母、兒女，在教會中眾聖徒，都能同心定規事務，是何等的

美，何等的善。 

  (二)把自己的家打開，作為眾聖徒聚會交通之用，乃是一件美好的事。 

 

【門 3】「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原文字義〕「恩典」有喜樂，善意，恩愛。 

 〔文意註解〕「願恩惠、平安」『恩惠』即恩典，就是神賜給人，叫人白白享受的好處；人最大的

恩典，是神自己給人得著並享受；『平安』不是指環境的平安順利，而是指裏面心境的平靜安穩；

換句話說，平安乃是人因著享受神的救恩，使神與人、並人與人得以相和，而產生的一種心境。 

  「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從神我們的父』神是世人的神，卻是我們的父；神

是恩典和平安的泉源，我們信徒是享受恩典和平安的器皿；『主耶穌基督』是恩典和平安的管道，

必須藉著祂，我們才能享受。 

 ﹝話中之光﹞(一)基督徒乃是得享神恩典的人，故其人生必然有它可悅的地方；沒有吸引力的基

督教，不是真的基督教。 

  (二)恩典乃是一件禮物，人憑著自己沒有方法可以獲得，因為人沒有甚麼功績配受恩典。 

  (三)恩典是平安之源，平安是恩典之果；人不先求神的恩典而想得到神的平安，這是不可能的。 

  (四)我們不該在神之外求平安；真平安的捷徑乃是遵行神的旨意。 

  (五)信徒的『平安』，與客觀環境無關，也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 

  (六)馬丁路得說：『恩典與平安二詞就概括了所有的基督教；恩典使我們從罪中得救，平安使



我們的良心平靜。』 

 

【門 4】「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文意註解〕「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禱告』原文是複數，是常常、一有機會就禱告，隨時不停

禱告之意。 

  「常為你感謝我的神」『常』字是強調恆久的謝恩。 

 ﹝話中之光﹞(一)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就是自私的人)，心中所想念的，不外是自己和親人的苦樂，

從未顧念到別人的事。 

  (二)保羅每逢想到別人時，就聯想到神；神乃是我們人際關係的樞鈕，沒有神的人生，多半以

利害論交，少有犧牲自我的情誼。 

  (三)離了神，我們就不能給別人真實的益處。 

  (四)我們的行事為人，若不能叫人為我們感謝神，就沒有好的見證。 

  (五)保羅說『我的神』，表示他與神之間有很美好的關係；不但保羅是被神所佔有，並且神也

被保羅所佔有。 

  (六)我們與神的關係，究竟是僅止於客觀道理上的呢？還是在主觀經歷上，凡事以神為倚靠、

為幫助呢？ 

  (七)服事教會固然有很多的難處，但也有不少的安慰！ 

 

【門 5】「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或譯：因聽說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有愛心

有信心)。」 

 〔原文直譯〕「因聽說你的愛心和信心，乃是你向主耶穌並臨及眾聖徒的。」 

 〔文意註解〕「因聽說你的愛心」『愛心』原本是由信心生發的(加五 6)，理應先提信心，後提愛

心，但因本封書信的情況特殊，所以保羅先提到愛心，然後才提信心。 

   『聽說』一詞表示腓利門的愛心常為眾聖徒所津津樂道，可見他是一位非常富有愛心的長

老。 

  「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本節按原文在『主耶穌』和『眾聖徒』兩個詞的前面，各

有一個前置詞，表明其方向和歸屬，可譯作：『向著主耶穌並臨及眾聖徒』。根據保羅自己在別的書

信裏所提的，信心主要是向著基督耶穌的，而愛心則主要是向著眾聖徒的(參西一 4)，故本節的含

意可能是說：『你那向著主耶穌的信心並臨及眾聖徒的愛心』，但此處也有可能表示你的愛心和信

心，各自兼向著主耶穌和眾聖徒。無論如何，愛心和信心彼此息息相關，不能分開。 

 ﹝話中之光﹞(一)愛心藉信心而生發，信心藉愛心而顯彰。信是內心的，沒有人能看見；但信心

可藉愛心表現出來。 

  (二)一個正常的基督徒，愛心和信心必須保持平衡──既有信心，又有愛心；信心越大，愛心

也越大。 

  (三)愛神的人也必定愛人；我們若不愛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壹四20)。 



  (四)真信心是真愛心的根基，我們對神若沒有正常的信心，對人也就沒有正常的愛心。 

  (五)對神有信心，對人有愛心。凡真實向神有信心的人，也必向眾聖徒有愛心。 

  (六)信心是維繫我們與神的關係正常，愛心是維繫我們與人的關係正常。 

  (七)信徒的愛心，應當先從愛『眾聖徒』開始，然後才及於愛『眾人』(彼後一7)。 

  (八)信徒若單單有愛心，而沒有正確的信心作支持的話，則他所作的也只能視作感情用事。 

  (九)基督耶穌是信心的源頭，我們愈認識基督，我們就愈有信心。 

  (十)保羅不稱『眾信徒』，而稱『眾聖徒』，表明信主耶穌的人都是被神分別為聖的，所以在神

看都是聖潔的。 

 

【門 6】「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作的。」 

 〔原文直譯〕「願你信心的交通顯出功效，使人充分認識你們裏面為著基督的各樣善事。」 

 〔原文字義〕「同有」交通，交誼，團契，分享；「知道」完整的知識，充分認識，清楚的瞭解。 

 〔文意註解〕「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同有的信心』或作『信心的交通(或分享)』；『顯

出功效』意指產生出有效的結果來。 

  「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作的」『知道』含有完全的瞭解，詳細的認識的意思；『使

人知道』意指叫人看見而體認；『各樣善事』指基督徒在愛心裏所作的一切美事；『為著基督』指向

著基督、歸於基督。 

  本節的意思是說，但願你習以為常的與眾聖徒彼此分享信心，並且顯出果效，以致叫眾人充

分的認識那在你們裏面的每一件善行，都是為著基督、也歸於基督的。 

 〔話中之光〕(一)信心的交通並非靜止的，沒有活動，沒有功效的交通。凡不是出於信心的來往

是屬世的交通，僅是交際或社交而已。 

  (二)基督徒藉著施與而學習認識基督；藉著徹底虛己倒空，而被基督充滿。 

  (三)基督徒敞開慷慨的心和同情的手，才是更深明白基督富足的最可靠方法。 

  (四)最瞭解基督的人，並不是高才大智的聖經學者，甚至也不是只曉得終日祈禱的聖徒。乃是

對人慈愛慷慨的人。 

 

【門 7】「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 

 〔原文字義〕「安慰」勉勵，懇切，懇求，勸慰；「暢快」得憩息，重新得力。 

 〔文意註解〕「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愛心』前面有前置詞與冠詞，它是特別指腓利門以愛心

所行的許多事。 

  「大有快樂，大得安慰」意指大大地快樂，並且很受激勵。 

  「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眾聖徒』指歌羅西的基督徒；『暢快』希臘人用此字描寫士

兵行軍疲乏休息路側的心情，此處指眾聖徒的心因此大感舒暢。 

 〔話中之光〕(一)愛心的行為所帶給聖徒的鼓舞，勝過許多篇的道理信息。 

  (二)一個人的家讓信神的人到來憩息並且得到身心暢快，是一件可愛的事。 



 

【門 8】「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 

 〔原文字義〕「合宜的事」達到某種標準，適宜。 

 〔文意註解〕「我雖然靠著基督」『靠著基督』原文作『在基督裏』。 

  「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合宜的事』指該作的事或該盡的義務，即指與基督徒的身分相合

的事。 

 

【門 9】「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寧可憑著愛心求你」 

 〔原文字義〕「求」在旁呼喚，勸勉，懇求，央求。 

 〔文意註解〕「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有年紀的』保羅的實際年齡不得而知，此時可能是五

十五至六十歲之間。他因飽受各樣逼迫，歷盡勞碌辛苦，身體早受摧殘，故可自稱為老邁了。 

  「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可見此封書信是在保羅第一次於羅馬坐監時寫的。 

  「寧可憑著愛心求你」『求』和 8 節的『吩咐』剛好相對。 

 〔話中之光〕(一)權柄雖可叫人屈服，但仍不如愛心的請求，可以叫人樂意順服。 

  (二)由人的內心所發出的愛，往往比外表的權威更強而有力；人對權威可能會反抗，但是愛可

溶化它。 

 

【門 10】「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西母求你。」 

 〔原文字義〕「阿尼西母」有益處。 

 〔文意註解〕『在捆鎖中所生的』指在監牢中藉傳福音得的新信徒。 

 

【門 11】「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 

 〔文意註解〕「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這裏保羅顯然有意用雙關語。『阿尼西母』這名的原文字義

是『有益處』，但因他從前棄主逃跑，對腓利門來說，根本沒有益處，跟他的名字完全相反。 

  「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從前…如今』這話表示福音極大的力量，能產生全面和徹底的改

變。如今因著相信主而從沒有益處變成有益處，阿尼西母這名，與他作人的表現，名實相符了。 

 〔話中之光〕(一)沒有基督生命的人，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結果往往作出一些損人利己的事，

對別人沒有甚麼益處。 

  (二)基督徒的信仰，如果不能叫人看見生命的改變，恐怕他的信心不夠純真，多少有些問題。 

  (三)有基督在心中作主掌權的人，不論他已往如何的敗壞，都能夠成為別人的益處；基督徒應

當讓身邊周遭的人感覺得到，我們是對他們有益處的人。 

 

【門 12】「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裏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原文直譯〕「我現在把他本人送回到你那裏去，他就是我自己的心腸。」 

 〔原文字義〕「心上人」心腸，肺腑。 



 〔背景註解〕當時的奴隸被視為主人的財產，是一件活的工具，而不算是一個人。按羅馬的法律，

逃奴被捉回去，主人有生殺之權。因此阿尼西母回主人那裏，實在是冒了生命的危險。 

 〔文意註解〕「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裏去」意指把他的事情交給你們作決定。 

  「他是我心上的人」意指他乃是我的心肝寶貝，他的遭遇會觸動我的心緒。 

 〔話中之光〕(一)基督徒不會教人逃避過去而不理；乃是使人面對事實，而且尋求辦法獲得解決。 

  (二)基督徒的信仰所帶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新關係，它把一切外表的差異完全廢除。 

  (三)基督徒不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為奴的或自主的，都是屬於一體(林前十二 13)；在基督裏，

不分為奴的或或自主的(加三 28；西三 11)。 

 

【門 13】「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 

 〔原文字義〕「有意」考慮，意欲。 

 〔文意註解〕「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有意』表示他曾經這樣考慮；『留下』指留在羅馬獄中。 

  「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替你』表示在道理上受教的，對施教的人有回報的

道義責任(參加六 6)；『伺候』指各樣雜務的服事。保羅為福音的緣故坐監，按當時的情況和他的年

齡而言，確實需要人的服事。 

 〔話中之光〕(一)知恩圖報，世人尚且如此，更何況信徒呢？蒙恩的人應當感恩。 

  (二)信徒之間決定任何事情，不可自作主張，或勉強別人行事，而應當持守『等他自己情願』

(歌二 7)的原則。 

 

【門 14】「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願意這樣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原文字義〕「願意」決心，意志。 

 〔文意註解〕「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願意這樣行」『不願意』表示未經對方的同意，絕不斷

然的決定。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勉強』指被迫不得已而為；『甘心』指自動自

發。 

 〔話中之光〕(一)基督徒作事的原則乃是，如果沒有取得相關之人的同意，就不願作甚麼。 

  (二)不可勉強人行善，叫人的善行、動機是出於甘心，是出於愛神。 

 

【門 15】「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  

 〔原文字義〕「暫時」一小時；「得著」完全據有，取回。 

 〔文意註解〕「他暫時離開你」『離開』是用被動語態，因此阿尼西母並不是主動離開，乃是按神

的安排被分開。 

  「或者是叫你永遠得 『永遠』與前句的『暫時』相對照；是指彼此在主內永遠的關係而

言；『得著』有完全得到之意。 

 〔話中之光〕(一)基督徒必須常常歡迎曾經犯錯的人；我們太多時對曾經誤入歧途的人猜疑，並



且表示永遠不再信任。我們相信神會寬恕他，但我們自己則很難作到。 

  (二)基督徒的眼目，應當輕看那暫時的，而重看那永遠的(參林後四 17~18)。 

 

【門 16】「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

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文意註解〕「不再是奴僕」『不再是』不是含蓄的意思，乃是現實性的。 

  「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這是指信徒在基督裏的關係；保羅這話有可能在暗示腓利

門，應當釋放阿尼西母，使他得自由。 

  「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意指保羅和阿尼西母原來素不相識，尚且在主裏成為親愛

的弟兄，何況腓利門和阿尼西母素有主僕關係，如今豈不更加喜悅，愛他如弟兄麼？ 

  「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按肉體說』即從人的關係來說；『按主說』即從主內關

係來說。 

 

【門 17】「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 

 〔文意註解〕本節原文有『所以』一詞，意指基於 16 節的理由，腓利門應當如此行。 

  「你若以我為同伴」『同伴』指合夥人。 

  「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收納』指接納；『如同收納我一樣』指以他為同伴。 

 〔話中之光〕(一)信徒之間的關係，乃是同奔天路的伴侶，也是追求屬靈益處的合夥人。 

  (二)信徒之間不可偏待人(雅二 1~8)；不可重這個，輕那個；或愛這個，恨那個。 

 

【門 18】「他若虧負你，或欠你甚麼，都歸在我的帳上」 

 〔原文字義〕「虧負」欺壓，不公平的對待，欠債。 

 〔文意註解〕「他若虧負你，或欠你甚麼」『虧負你』可見阿尼西母不只逃脫而已，可能還偷了主

人的錢財。 

  「都歸在我的帳上」此為商業用語，意指承接其全部債務，負責償還。 

 〔話中之光〕(一)愛就是承擔對方一切的苦痛及負債。 

  (二)主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中告訴我們，『你去照樣行罷』(路十 37)。我們幫助別人，應當

幫助到底。 

 

【門 19】「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我並不用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 

 〔文意註解〕「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親筆寫的』書信，表示這是一個有效的借據，

必定負責償還，不是說說而已。 

  「我並不用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可見腓利門成為基督徒是因受保羅的帶領。 

 

【門 20】「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裏因你得快樂(或譯：益處)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裏得暢快。」 



 〔原文字義〕「暢快」安息，爽快。 

 〔文意註解〕「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裏因你得快樂」『快樂』有古文當作益處，保羅再次一語雙

關的借用阿尼西母名字的字義。 

  「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裏得暢快」『暢快』指舒暢；保羅似乎暗示腓利門不但要收納阿尼西

母，更可以進一步還他自由，或者差派他到羅馬服事保羅(參 13~14 節)。 

 

【門 21】「我寫信給你，深信你必順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我所說的。」 

 〔文意註解〕「我寫信給你，深信你必順服」『順服』指接受保羅的請求。 

  「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我所說的」這封信得以保存下來，證明了一個事實：假如書信中

的請求不被理會，這封信肯定會遭損毀，由此可知腓利門欣然答允了保羅的情求。 

 〔話中之光〕(一)相信別人，乃是說服對方的最佳策略。 

  (二)這裏有一個原則，就是常希望從別人得到最好的。人若對人存最大的期望，常勝過只求一

半，倘若我們清楚說明期望很小，我們所得的可能只是那麼一點點。 

 

【門 22】「此外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因為我盼望藉著你們的禱告，必蒙恩到你們那裏去。」 

 〔文意註解〕「此外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住處』有友誼款待之意。 

  「因為我盼望藉著你們的禱告，必蒙恩到你們那裏去」保羅深信禱告的功效(參腓一 19)。 

 

【門 23】「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安。」 

 〔文意註解〕『以巴弗』是歌羅西人，也是歌羅西教會的主僕(參西一 7；四 12)，他必與腓利門很

熟悉。 

 

【門 24】「與我同工的馬可、亞里達古、底馬、路加、也都問你安。」 

 〔文意註解〕「與我同工的馬可、亞里達古」這二人是猶太人。 

  「底馬、路加、也都問你安」這二人是外邦信徒。 

 

【門 25】「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裏。阿們！」 

 〔文意註解〕「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主耶穌基督』是主格所有格，指祂是恩的所有者；基督

就是恩。 

  「常在你的心裏，阿們」『你』原文為複數，故應為『你們』；『心』原文為『靈』，且係單數。 

 〔話中之光〕(一)人所需要的是基督本身。基督的臨在是人類最大的福分。 

  (二)基督徒的人生，每時每刻都需要主耶穌基督的恩；離了祂的恩，我們就都甚麼也不是，甚

麼也不能作。 

 

參、靈訓要義 



 

【活出基督】 

 一、問安――願人得著恩惠平安(1~3 節) 

 二、感謝與稱讚(4~7 節) 

  1.方式――禱告(4 節) 

  2.內容――愛心及信心(5~6 節) 

  3.結果――眾人大得暢快(7 節) 

 三、愛心的請求(8~20 節) 

  1.方式――不用吩咐，憑愛心求(8~9 節) 

  2.事項――為在捆鎖中生的阿尼西母(10 節) 

  3.理由――從前無益，如今與你我都有益(11 節) 

  4.方法――打發他回去，盼能接納(12 節) 

  5.目的――顯出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13~14 節) 

  6.好處――永遠得著他(15 節) 

  7.要求――看他如親愛的弟兄，收納他如收納我(16~17 節) 

  8.應許――凡他所虧欠的，都算在我的賬上，我必償還(18~19 節) 

  9.願望――望你使我在基督裏得快樂(20 節) 

 四、信心與盼望(21~22 節) 

 五、問安與祝福(23~25 節) 

 

【在基督裏的思想】 

 一、不自嘆反請願的思想(1~3 節) 

 二、不責備反讚賞的思想(4~7 節) 

 三、不吩咐反請求的思想(8~12 節) 

 四、不自私反敬重的思想(13~14 節) 

 五、不排斥反接納的思想(15~17 節) 

 六、不計較反償債的思想(18~19 節) 

 七、不施壓反鼓舞的思想(20~22 節) 

 八、不草率反細膩的思想(23~25 節) 

 

【在基督裏的關係】 

 一、同兄弟(1 節)――生命 

 二、同工(1，24 節)――事奉 

 三、同當兵(2 節)――爭戰 

 四、同信心(6 節)――合一 



 五、同伴(17 節)――生活 

 六、同坐監(23 節)――受難 

 

【從本書看主工人的智慧】 

 一以稱讚代替責備(4~5 節) 

 二以信心代替批評(6~7 節) 

 三以愛心代替吩咐(8~9 節) 

 四以請求代替要求(10~14 節) 

 五以打氣代替洩氣(15~17 節) 

 六以捨己代替捨人(18~19 節) 

 七以積極代替消極(20~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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