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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感谢、保罗的感谢、致意致意

腓四15‐2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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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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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我并不求甚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帐上。我并 求 求 。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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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我的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20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 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21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21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22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

23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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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落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 15‐16保罗嘉许教会过去对他的帮助…
保罗特别回顾过去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马其顿的时候 是如何在经济上帮助过他保罗特别回顾过去，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马其顿的时候，是如何在经济上帮助过他。

保罗不再称呼教会的信徒是弟兄们、或者是亲爱的，而是「腓立比人哪」，

在他的书信当中，直接以教会所在地作为对教会信徒的称呼是很少见的，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却是以亲爱的口吻来表达保罗的感谢。

保罗接着指出，他们所知道的事情是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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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初传福音」跟「离了马其顿的时候」成为同位的关系，
两者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两者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保罗初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他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保罗说这句话，是从腓立比人的角度来看的，
所以初传福音，就是指保罗最初在腓立比地区传福音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腓立比教会，最初参与在福音事工的时候。

这样的话就跟 3 5的记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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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就跟一3‐5的记载吻合，
两段经文都提到腓立比教会在经济上支持保罗。

15b「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保罗从马其顿来到亚该亚，
包括雅典之间的整个时期 16提到腓立比信徒在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包括雅典之间的整个时期。16提到腓立比信徒在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

也供应他的需要，便是被保罗看作是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送到的。

15b「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授受的事」原本是指记载收入跟支出的账簿

「授受」在当时是指两造之间的付钱跟收钱，

应用在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时候应用在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时候，

应该不是指双向的交易

从文脉来看可能是单向的—腓立比教会付出，保罗接受资助。

「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说明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慷慨捐助，
「供给」指财物上的分享，保罗离开马其顿，腓立比教会是唯一资助他的教会。

保罗经常拒绝其他教会在财物上的供应，但是腓立比教会却能够与保罗

在福音上一起分享，是因为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正确的动机，

在他们乐意分享的背后 并没有连着一条控制的绳子 或者是讨人情的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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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乐意分享的背后，并没有连着 条控制的绳子，或者是讨人情的鞭子。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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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段落是四17「我并不求甚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帐上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帐上。」

「馈送」，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指送到保罗手中的金钱

「果子」，可以使用在商业的场合，指由商业交易当中所得到的利益、利润

如果果子是指利息，那么腓立比的信徒给予保罗的馈送就是本金，
以致于这个本金为他们不断地生出利息，最后就会归在他们的帐上。

简单地说 保罗把腓立比教会多次给他的馈送 当作是他们属灵的投资简单地说，保罗把腓立比教会多次给他的馈送，当作是他们属灵的投资，

这个投资所产生的利息，就是指神所赐给他们的属灵福气，

借着这些利息不断地累积，他们可以继续地成长，一直到主的日子，借着这些利息不断地累积，他们可以继续地成长， 直到主的日子，
那个时候，他们将要从主那里得着赏赐。

这一点正是保罗所寻求的，保罗不会因为腓立比的信徒
得到属灵的福气而心生嫉妒，他原本可以拒绝他们的好意，

如同他一向就是独力作工、独力地传福音，
但是他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的资助 因为保罗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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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的资助，因为保罗知道，

他们可以因着这些举动，而获得属灵上的好处。

第三个部分是 18‐19，谈到的内容是保罗的充足跟腓立比教会的充足。
18他不是要从腓立比教会求馈赠 因此就说：「但我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 」18他不是要从腓立比教会求馈赠，因此就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

也显示保罗满足于他们透过以巴弗提所带给他的馈送。
「样样都有」原文直译「我收到一切」，指腓立比教会所送给他的一切馈赠

 立刻补上「并且有余」，「有余」意思就是盈余，也就是超过保罗所需要的

我们不知道保罗的有余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步，但是保罗的有余就使他充足，
这里的充足跟有余的意义是平行的 都是用来说明腓立比信徒慷慨捐助的结果这里的充足跟有余的意义是平行的，都是用来说明腓立比信徒慷慨捐助的结果，

就是一无所缺甚至有余。

这个时候保罗突然就从商业的用语，转到宗教性的献祭的语言，这个时候保罗突然就从商业的用语，转到宗教性的献祭的语言，
来解释为什么他能够有余并且充足。保罗说：

1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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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不只是把彼此之间的爱，温馨的层面提高到人与神的关系上，而且也指出
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 就是凡是作在仆人身上的 便是作在主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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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凡是作在仆人身上的，便是作在主人身上；
凡是作在神儿女身上的，就是作在神的身上。

以巴弗提在第二章就已经出现过了，保罗在这个地方又再一次地提到他，
他带来「你们的馈送」，在原文直译就是「从你们那里来的东西」他带来「你们的馈送」，在原文直译就是「从你们那里来的东西」

虽然保罗并没有明说，但是由文脉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金钱上的馈赠

保罗用三个片语，来说明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赠：
1.极美的香气，这个词汇最初用在旧约的时候，是指神因着闻到祂的子民，

在烧祭物的时候所升上来的香味，以致于悦纳他们的献祭。
保罗在这个地方把它转成象征性的语言保罗在这个地方把它转成象征性的语言，

用来指腓立比教会所送给保罗的馈赠，是神所喜悦的馨香之祭。

2.所悦纳的祭物，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的馈赠，视为是献给神的祭物，所悦纳的祭物，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的馈赠，视为是献给神的祭物，
在这里保罗用来修饰祭物的字是「收纳」，它的意思是接纳，

由于祭物的对象是向神而献，因此它也可以翻成悦纳。

为神所喜悦 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3.为神所喜悦，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要强调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为保罗所作的，

是带给神喜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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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给神喜悦之举，

并且他把腓立比信徒给他的馈送，当作是献给上帝的祭。

19「我的神必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我的神」 就是用来表示他个人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我的神」，就是用来表示他个人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

保罗指出来他们的「需要」，不论是物质上或者是属灵上的，

都可以按照上帝的应许而得到充足

「充足」显示长久以来神一直使保罗充足也使他知足，

如今神会使腓立比教会信徒的需要得到满足

「在基督耶稣里 照祂荣耀的丰富」 「照」所要表达的含义就是19b「在基督耶稣里，照祂荣耀的丰富」，「照」所要表达的含义就是：
上帝的供应跟祂的资源是相称的，或者是成比例的。

意思是：上帝有多少资源就可以供应多少，由于上帝的资源是无限的，意思是：上帝有多少资源就可以供应多少，由于上帝的资源是无限的，
因此人一切的需要加起来，都无法使神的资源匮乏，因此就是丰富的。

「充足」跟「荣耀」，就是指上帝的供应是如此丰富，以致彰显上帝的荣耀

稣「在基督耶稣里」是要说明，上帝丰富的供应会临到

以信心与耶稣基督相连的信徒的身上。也是用来修饰动词「充足」，

意思就是上帝满足信徒的需要 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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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上帝满足信徒的需要，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换句话说，在基督耶稣里是信徒得到神充足供应的必要条件。



第四个部分是 20，是信尾的荣耀颂。
保罗对神的颂赞是 20「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保罗对神的颂赞是 20「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它的出现除了是对神丰富供应祂的儿女的需要，所作的回应之外，

更可以视为是这个感谢段落的结论，

同时这一句话，也适合作为整卷书的结论。

保罗在这一节的荣耀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荣耀的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父神1.荣耀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父神。

2.荣耀，是指神是配得人的敬拜和赞美。

3.有关时间上的要素，就是直到永永远远。3.有关时间上的要素，就是直到永永远远。

保罗所归给神的荣耀，不只是在这个世代，而且是一直持续到永恒，
这是一幅多么美的图画：一个人可以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

活在神的面前，赞美祂、敬拜祂、瞻仰祂的面、与祂同在、享受祂的治理，

人类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福分，更为美好的呢？

保罗最后加上阿们 作为这个荣耀颂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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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最后加上阿们，作为这个荣耀颂的结束，
这个阿们是肯定之前的荣耀颂，并且是从心里认同。

第五个部分是 21‐23，是保罗最后的致意。首先问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21「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 」希腊文直译「你们在基督耶稣里21「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希腊文直译「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问候每位圣徒」，保罗不是直接问候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是透过其他的人，
因为保罗说你们问候来代替保罗的问安，保罗虽然没有指出这些人是谁，

但是他们可能是教会里面的监督跟执事。

除了问候腓立比教会的安之外，保罗也附上三类的随信问安者：
1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 就是保罗的同工 包括提摩太 路加等人1.「在我这里的众弟兄」，就是保罗的同工，包括提摩太、路加等人。

2. 22「众圣徒」，就是保罗所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

3. 在该撒家里的人，这个片语有相当广泛的用法，很可能就是指服侍皇家的人，该 人， ， ，

有可能是军人、奴隶，或者是自由人，这些人也是在罗马的基督徒，

以致于能够成为随信的问安者。

如同保罗大部分的书信的格式一样，最后加上祝福的话，
23「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作为这封书信的结束。

「恩惠」就代表他们得到神的救赎 已经是神的子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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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就代表他们得到神的救赎，已经是神的子民了

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他们同在的意思，就等于是主耶稣与他们同在

最后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信息…
第一 保罗提到「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第一、保罗提到「使你们 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是如何应用在今天的信徒身上呢？
很多人可能会想，神怎么可能使我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因为一提到需要，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自己还有很多的欠缺。

但是神使信徒充足，是根据祂的丰富，以及这件事情是否彰显祂的荣耀，
而不是根据信徒的欲望而不是根据信徒的欲望，

人的欲望永不满足，而神的丰富也绝对不是把一切的物质赐给信徒。

然而神对信徒的供应，却是能够然而神对信徒的供应，却是能够
使人知足，使人可以帮助上帝仆人的需要，

使人面对逼迫却能够站立得稳，

使教会能够达到合一的目标，

使福音可以广传，使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

若是如此 还有什么事物比神荣耀丰富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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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如此，还有什么事物比神荣耀丰富的供应，
更能够达到这么多美好的目标呢？

第二、腓立比书两次提到神或耶稣基督与人同在的实现，是人类最大的盼望，
自古以来 人类寻求那至真 至善 至美的境界自古以来，人类寻求那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不论对它有何称呼，总是徒劳无功、失望而返。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日夜企盼、而且试图获得的美境，
就在耶稣基督里，成就在靠着信心、与神建立关系的人身上，

他们就得以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享受永远与神同在的福乐。
得到如此属天福气的我们 岂能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呢？得到如此属天福气的我们，岂能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呢？

岂能不为这福气常常心存感谢，并且充满喜乐呢？

保罗写腓立比书就到此结束，他的声音却从未中断过，过去腓立比教会 吴道宗老师保罗写腓立比书就到此结束，他的声音却从未中断过，过去腓立比教会
读过他的信而得到帮助，历世历代的信徒，也因这封信受益并且回应神，

今天神的子民再一次聆听神透过保罗所传出的信息的时候，

信心同样可以得到坚固，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并且按保罗所指出的人生的方向，

向着标竿直跑，这一切的工作，都是来自于那慈悲怜悯的父。

心存感激之际 不禁使用20「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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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感激之际，不禁使用20「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借着这样的话，一起献上诚挚的敬拜与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