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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门书提要 
 

壹、作者 

 

 使徒保罗(门1)。根据圣经的记载，保罗原名扫罗(徒十三9)，系以色列人，属便雅悯支派(罗十一1)；

按血统而言，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腓三5)。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在名师迦玛列门下，按严紧

的犹太律法受教(徒廿二3)。后来成为犹太教中最严紧的法利赛人(徒廿六5)，为祖宗的律法大发热心，

逼迫教会(加一14；腓三6)；然而这是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作的(提前一13)。有一天，当他要去大马

色捉拿信主的人们时，蒙主耶稣在路上向他显现(徒九1~5)。从此，他便成了基督徒，并奉召成为使徒(罗

一1)，主要以外邦人为传扬福音的对象(加二8)。前后三次出外旅行布道，东自耶路撒冷起，西至罗马止，

足迹遍历当时罗马帝国辖地，建立许多教会，为今日基督教福音传遍天下奠下根基。他先后至少写了

十三封新约书信，是基督教真理的主要诠释者。 

 

贰、写作时地 

 

 大约主后六十一至六十三年之间，写于罗马的监狱中。 

 

参、本书受者 

 

 本书受者有四(门 1~2)：(1)保罗『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是当地教会的负责人；(2)『妹子亚腓亚』，

据教会传统，一说她是腓利门的妻子，另说她是腓利门的妹子；(3)『同当兵的亚基布』，据教会传统，

一说他是腓利门的儿子，另说他是亚腓亚的丈夫，即腓利门的妹夫；(4)腓利门家中的教会，亦即歌罗

西教会(参西四 9，12，17；门 2，10，23)。 

 



肆、写本书的动机 

 

 在腓利门的家中，有位名叫阿尼西母的奴仆，偷了主人的东西而离开主人的家(参 18 节)，逃跑辗

转抵达罗马，不知何故，竟得与在监牢中的保罗接触，又从保罗听见福音，悔改认罪，归信主耶稣(参

10 节)。保罗知情后，鼓励他回主人家对付所犯下的罪行，因而书写此封信函让他随身带回主人家。 

 

伍、本书的重要性 

 

 苏格兰解经家 W.G. Scroggie 谓此短笺共有七大价值：(1)个人价值；(2)伦理价值；(3)神的隐藏带领

价值；(4)实用价值；(5)布道价值；(6)社会价值；(7)属灵价值。 

 

陆、主旨要义 

 

 本书主旨为『爱的行动』，以『行动』实践『教义』。当神的爱及救恩改变一个信徒的生命时，无

论他原来的社会地位怎样，都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与其他的肢体平等。 

 

柒、本书的特点 

 

 本书的特点如下： 

 (一)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中，篇幅最短的一封。 

 (二)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个人的书信，虽然腓利门很可能也是保罗带领归主的(参 19 节)，但保罗在

信中语气特别委婉，乃是用朋友的身份，技巧地及具说服力地发出一个请求。 

 (三)本书信中蕴含着尊重人权的社会观念。虽然并未正面抨击当时的奴隶制度，但字里行间却隐藏

着这样的一颗种子，为日后的平等社会奠立不可磨灭的根基。 

 (四)本书信中虽然没有提及独特的神学教义，但内中却蕴涵了『在基督里』所该有的心态，凡承受

主恩的人也应当施恩及人。 

 (五)本书信充满了基督徒之间的交通和友爱，叫我们看见，彼此不但同有信心(6 节)、同工(1 节)、

同当兵(2 节)、同伴(17 节)，甚至也同坐监(23 节)。 

 

捌、钥节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

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门 15~16 节) 

 

玖、钥字 

 

 「爱心」(5，7，9 节)；「心肠」(7，12，20 节原文)；「快乐…畅快」(7，20 节)；「阿尼西母…有益

处」(10~11 节) 

 

拾、内容大纲 

 

【爱的请求】 

 一、引言及问安(1~3 节) 

 二、感恩――为腓利门(4~7 节) 

 三、求情――为阿尼西母(8~20 节) 

 四、结语及祝福(21~25 节) 

 

腓利门书 
 

壹、内容纲要 

 

【要爱你的弟兄】 

 一、问安(1~3 节) 

 二、赞赏及祷告(4~7 节) 

 三、请求及代求(8~17 节) 

 四、承诺及保证(18~22 节) 

 五、问候与祝福(23~25 节) 

 

贰、逐节详解 

 



【门 1】「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 

 〔原文字义〕「腓利门」心肠，肺腑，亲密，友情。 

 〔文意注解〕「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为基督耶稣被囚』按原文应翻作『基督耶稣的囚犯』，从

外表看，保罗是被罗马政府囚禁，但实际上他却自认是被基督耶稣囚禁的犯人，是在基督主权的安排

下将他囚禁，使他能经历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八 17)。 

   保罗写这封书信一反惯例，不用他作为使徒的身分(参罗一 1；林前一 1；林后一 1；加一 1；

弗一 1；西一 1；提前一 1；提后一 1；多一 1)，而强调他的囚犯身分，来代替别人求情，不但使对方消

除被威逼的感觉，反而像朋友一般的可亲可近。 

  「同兄弟提摩太，」本封信的语气显明是保罗一人所写(『我』参 4，7，8，9…节)，但在这里和提

摩太一同具名问候，大概有三个可能性：(1)腓利门认识提摩太；(2)保罗可能曾与提摩太交通过阿尼西

母的事情；(3)保罗重视同工提摩太。 

  「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同工』这个称呼无疑是指在主的工作上说的；『腓利门』

据教会传统说法，他是歌罗西教会的长老之一，并且教会就在他的家里聚会(参 2 节)。 

 〔话中之光〕(一)信徒为主被囚乃是一件荣耀的事，值得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五

11~12)。 

  (二)如果我们真的有作『基督的囚犯』的感觉，便不致于行事随便，而乐意受主的限制和拘束。 

 

【门 2】「和妹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文意注解〕「和妹子亚腓亚，」『妹子』指主内的姊妹；『亚腓亚』按这封书信的私人性质看，她谅

必为腓利门的家人，极可能是他的妻子，因为妻子在处置逃奴的事上，有其不可轻视的份量。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同当兵』按原文意指曾经一同经历激烈战役的战友，转指一同为

主工作的人(参林后十 4；提前一 18；提后二 3)；『亚基布』或为腓利门之子，献身参与传道和牧养教会

的工作(参西四 17)。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歌罗西教会的信徒可能就在腓利门家里聚会；保罗让全教会也关心逃奴

的事情，显明他的考虑周全，不但为阿尼西母眼前的处境着想，让众圣徒帮助解决基督徒主仆之间的

问题，并且也为他日后能在教会中坦然服事，铺下根基。 

 〔话中之光〕(一)在家庭里夫妻和父母、儿女，在教会中众圣徒，都能同心定规事务，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二)把自己的家打开，作为众圣徒聚会交通之用，乃是一件美好的事。 

 

【门 3】「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原文字义〕「恩典」有喜乐，善意，恩爱。 

 〔文意注解〕「愿恩惠、平安，」『恩惠』即恩典，就是神赐给人，叫人白白享受的好处；人最大的恩

典，是神自己给人得着并享受；『平安』不是指环境的平安顺利，而是指里面心境的平静安稳；换句话

说，平安乃是人因着享受神的救恩，使神与人、并人与人得以相和，而产生的一种心境。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从神我们的父』神是世人的神，却是我们的父；神是

恩典和平安的泉源，我们信徒是享受恩典和平安的器皿；『主耶稣基督』是恩典和平安的管道，必须借

着祂，我们才能享受。 

 ﹝话中之光﹞(一)基督徒乃是得享神恩典的人，故其人生必然有它可悦的地方；没有吸引力的基督教，

不是真的基督教。 

  (二)恩典乃是一件礼物，人凭着自己没有方法可以获得，因为人没有甚么功绩配受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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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可能的。 

  (四)我们不该在神之外求平安；真平安的捷径乃是遵行神的旨意。 

  (五)信徒的『平安』，与客观环境无关，也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六)马丁路得说：『恩典与平安二词就概括了所有的基督教；恩典使我们从罪中得救，平安使我们

的良心平静。』 

 

【门 4】「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文意注解〕「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祷告』原文是复数，是常常、一有机会就祷告，随时不停祷

告之意。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常』字是强调恒久的谢恩。 

 ﹝话中之光﹞(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自私的人)，心中所想念的，不外是自己和亲人的苦乐，从

未顾念到别人的事。 

  (二)保罗每逢想到别人时，就联想到神；神乃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枢钮，没有神的人生，多半以利

害论交，少有牺牲自我的情谊。 

  (三)离了神，我们就不能给别人真实的益处。 

  (四)我们的行事为人，若不能叫人为我们感谢神，就没有好的见证。 

  (五)保罗说『我的神』，表示他与神之间有很美好的关系；不但保罗是被神所占有，并且神也被保

罗所占有。 

  (六)我们与神的关系，究竟是仅止于客观道理上的呢？还是在主观经历上，凡事以神为倚靠、为

帮助呢？ 

  (七)服事教会固然有很多的难处，但也有不少的安慰！ 

 

【门 5】「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或译：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

心)。」 

 〔原文直译〕「因听说你的爱心和信心，乃是你向主耶稣并临及众圣徒的。」 

 〔文意注解〕「因听说你的爱心，」『爱心』原本是由信心生发的(加五 6)，理应先提信心，后提爱心，

但因本封书信的情况特殊，所以保罗先提到爱心，然后才提信心。 

   『听说』一词表示腓利门的爱心常为众圣徒所津津乐道，可见他是一位非常富有爱心的长老。 

  「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本节按原文在『主耶稣』和『众圣徒』两个词的前面，各有



一个前置词，表明其方向和归属，可译作：『向着主耶稣并临及众圣徒』。根据保罗自己在别的书信里

所提的，信心主要是向着基督耶稣的，而爱心则主要是向着众圣徒的(参西一 4)，故本节的含意可能是

说：『你那向着主耶稣的信心并临及众圣徒的爱心』，但此处也有可能表示你的爱心和信心，各自兼向

着主耶稣和众圣徒。无论如何，爱心和信心彼此息息相关，不能分开。 

 ﹝话中之光﹞(一)爱心藉信心而生发，信心藉爱心而显彰。信是内心的，没有人能看见；但信心可藉

爱心表现出来。 

  (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爱心和信心必须保持平衡──既有信心，又有爱心；信心越大，爱心也

越大。 

  (三)爱神的人也必定爱人；我们若不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壹四20)。 

  (四)真信心是真爱心的根基，我们对神若没有正常的信心，对人也就没有正常的爱心。 

  (五)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凡真实向神有信心的人，也必向众圣徒有爱心。 

  (六)信心是维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正常，爱心是维系我们与人的关系正常。 

  (七)信徒的爱心，应当先从爱『众圣徒』开始，然后才及于爱『众人』(彼后一7)。 

  (八)信徒若单单有爱心，而没有正确的信心作支持的话，则他所作的也只能视作感情用事。 

  (九)基督耶稣是信心的源头，我们愈认识基督，我们就愈有信心。 

  (十)保罗不称『众信徒』，而称『众圣徒』，表明信主耶稣的人都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所以在神看

都是圣洁的。 

 

【门 6】「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作的。」 

 〔原文直译〕「愿你信心的交通显出功效，使人充分认识你们里面为着基督的各样善事。」 

 〔原文字义〕「同有」交通，交谊，团契，分享；「知道」完整的知识，充分认识，清楚的了解。 

 〔文意注解〕「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同有的信心』或作『信心的交通(或分享)』；『显

出功效』意指产生出有效的结果来。 

  「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作的，」『知道』含有完全的了解，详细的认识的意思；『使

人知道』意指叫人看见而体认；『各样善事』指基督徒在爱心里所作的一切美事；『为着基督』指向着

基督、归于基督。 

  本节的意思是说，但愿你习以为常的与众圣徒彼此分享信心，并且显出果效，以致叫众人充分的

认识那在你们里面的每一件善行，都是为着基督、也归于基督的。 

 〔话中之光〕(一)信心的交通并非静止的，没有活动，没有功效的交通。凡不是出于信心的来往是属

世的交通，仅是交际或社交而已。 

  (二)基督徒借着施与而学习认识基督；借着彻底虚己倒空，而被基督充满。 

  (三)基督徒敞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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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基督的人，并不是高才大智的圣经学者，甚至也不是只晓得终日祈祷的圣徒。乃是对

人慈爱慷慨的人。 

 



【门 7】「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原文字义〕「安慰」勉励，恳切，恳求，劝慰；「畅快」得憩息，重新得力。 

 〔文意注解〕「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爱心』前面有前置词与冠词，它是特别指腓利门以爱心所

行的许多事。 

  「大有快乐，大得安慰，」意指大大地快乐，并且很受激励。 

  「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众圣徒』指歌罗西的基督徒；『畅快』希腊人用此字描写士兵

行军疲乏休息路侧的心情，此处指众圣徒的心因此大感舒畅。 

 〔话中之光〕(一)爱心的行为所带给圣徒的鼓舞，胜过许多篇的道理信息。 

  (二)一个人的家让信神的人到来憩息并且得到身心畅快，是一件可爱的事。 

 

【门 8】「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 

 〔原文字义〕「合宜的事」达到某种标准，适宜。 

 〔文意注解〕「我虽然靠着基督，」『靠着基督』原文作『在基督里』。 

  「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合宜的事』指该作的事或该尽的义务，即指与基督徒的身分相合的

事。 

 

【门 9】「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原文字义〕「求」在旁呼唤，劝勉，恳求，央求。 

 〔文意注解〕「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有年纪的』保罗的实际年龄不得而知，此时可能是五十

五至六十岁之间。他因饱受各样逼迫，历尽劳碌辛苦，身体早受摧残，故可自称为老迈了。 

  「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可见此封书信是在保罗第一次于罗马坐监时写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和 8 节的『吩咐』刚好相对。 

 〔话中之光〕(一)权柄虽可叫人屈服，但仍不如爱心的请求，可以叫人乐意顺服。 

  (二)由人的内心所发出的爱，往往比外表的权威更强而有力；人对权威可能会反抗，但是爱可溶

化它。 

 

【门 10】「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母求你。」 

 〔原文字义〕「阿尼西母」有益处。 

 〔文意注解〕『在捆锁中所生的』指在监牢中藉传福音得的新信徒。 

 

【门 11】「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文意注解〕「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这里保罗显然有意用双关语。『阿尼西母』这名的原文字义是

『有益处』，但因他从前弃主逃跑，对腓利门来说，根本没有益处，跟他的名字完全相反。 

  「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从前…如今』这话表示福音极大的力量，能产生全面和彻底的改变。

如今因着相信主而从没有益处变成有益处，阿尼西母这名，与他作人的表现，名实相符了。 



 〔话中之光〕(一)没有基督生命的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结果往往作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对别

人没有甚么益处。 

  (二)基督徒的信仰，如果不能叫人看见生命的改变，恐怕他的信心不够纯真，多少有些问题。 

  (三)有基督在心中作主掌权的人，不论他已往如何的败坏，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益处；基督徒应当

让身边周遭的人感觉得到，我们是对他们有益处的人。 

 

【门 12】「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原文直译〕「我现在把他本人送回到你那里去，他就是我自己的心肠。」 

 〔原文字义〕「心上人」心肠，肺腑。 

 〔背景注解〕当时的奴隶被视为主人的财产，是一件活的工具，而不算是一个人。按罗马的法律，

逃奴被捉回去，主人有生杀之权。因此阿尼西母回主人那里，实在是冒了生命的危险。 

 〔文意注解〕「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意指把他的事情交给你们作决定。 

  「他是我心上的人，」意指他乃是我的心肝宝贝，他的遭遇会触动我的心绪。 

 〔话中之光〕(一)基督徒不会教人逃避过去而不理；乃是使人面对事实，而且寻求办法获得解决。 

  (二)基督徒的信仰所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它把一切外表的差异完全废除。 

  (三)基督徒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为奴的或自主的，都是属于一体(林前十二 13)；在基督里，

不分为奴的或或自主的(加三 28；西三 11)。 

 

【门 13】「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 

 〔原文字义〕「有意」考虑，意欲。 

 〔文意注解〕「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有意』表示他曾经这样考虑；『留下』指留在罗马狱中。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替你』表示在道理上受教的，对施教的人有回报的道

义责任(参加六 6)；『伺候』指各样杂务的服事。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坐监，按当时的情况和他的年龄而言，

确实需要人的服事。 

 〔话中之光〕(一)知恩图报，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信徒呢？蒙恩的人应当感恩。 

  (二)信徒之间决定任何事情，不可自作主张，或勉强别人行事，而应当持守『等他自己情愿』(歌

二 7)的原则。 

 

【门 14】「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原文字义〕「愿意」决心，意志。 

 〔文意注解〕「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不愿意』表示未经对方的同意，绝不断然

的决定。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勉强』指被迫不得已而为；『甘心』指自动自发。 

 〔话中之光〕(一)基督徒作事的原则乃是，如果没有取得相关之人的同意，就不愿作甚么。 

  (二)不可勉强人行善，叫人的善行、动机是出于甘心，是出于爱神。 



 

【门 15】「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 他，」 

 〔原文字义〕「暂时」一小时；「得着」完全据有，取回。 

 〔文意注解〕「他暂时离开你，」『离开』是用被动语态，因此阿尼西母并不是主动离开，乃是按神的

安排被分开。 

  「或者是叫你永远得 他，」『永远』与前句的『暂时』相对照；是指彼此在主内永远的关系而言；

『得着』有完全得到之意。 

 〔话中之光〕(一)基督徒必须常常欢迎曾经犯错的人；我们太多时对曾经误入歧途的人猜疑，并且表

示永远不再信任。我们相信神会宽恕他，但我们自己则很难作到。 

  (二)基督徒的眼目，应当轻看那暂时的，而重看那永远的(参林后四 17~18)。 

 

【门 16】「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

肉体说，是按主说，」 

 〔文意注解〕「不再是奴仆，」『不再是』不是含蓄的意思，乃是现实性的。 

  「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这是指信徒在基督里的关系；保罗这话有可能在暗示腓利门，

应当释放阿尼西母，使他得自由。 

  「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意指保罗和阿尼西母原来素不相识，尚且在主里成为亲爱的

弟兄，何况腓利门和阿尼西母素有主仆关系，如今岂不更加喜悦，爱他如弟兄么？ 

  「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按肉体说』即从人的关系来说；『按主说』即从主内关系

来说。 

 

【门 17】「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文意注解〕本节原文有『所以』一词，意指基于 16 节的理由，腓利门应当如此行。 

  「你若以我为同伴，」『同伴』指合伙人。 

  「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收纳』指接纳；『如同收纳我一样』指以他为同伴。 

 〔话中之光〕(一)信徒之间的关系，乃是同奔天路的伴侣，也是追求属灵益处的合伙人。 

  (二)信徒之间不可偏待人(雅二 1~8)；不可重这个，轻那个；或爱这个，恨那个。 

 

【门 18】「他若亏负你，或欠你甚么，都归在我的帐上，」 

 〔原文字义〕「亏负」欺压，不公平的对待，欠债。 

 〔文意注解〕「他若亏负你，或欠你甚么，」『亏负你』可见阿尼西母不只逃脱而已，可能还偷了主人

的钱财。 

  「都归在我的帐上，」此为商业用语，意指承接其全部债务，负责偿还。 

 〔话中之光〕(一)爱就是承担对方一切的苦痛及负债。 

  (二)主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告诉我们，『你去照样行罢』(路十 37)。我们帮助别人，应当帮助



到底。 

 

【门 19】「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文意注解〕「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亲笔写的』书信，表示这是一个有效的借据，必

定负责偿还，不是说说而已。 

  「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可见腓利门成为基督徒是因受保罗的带领。 

 

【门 20】「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译：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原文字义〕「畅快」安息，爽快。 

 〔文意注解〕「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快乐』有古文当作益处，保罗再次一语双关

的借用阿尼西母名字的字义。 

  「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畅快』指舒畅；保罗似乎暗示腓利门不但要收纳阿尼西母，

更可以进一步还他自由，或者差派他到罗马服事保罗(参 13~14 节)。 

 

【门 21】「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文意注解〕「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顺服』指接受保罗的请求。 

  「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证明了一个事实：假如书信中的

请求不被理会，这封信肯定会遭损毁，由此可知腓利门欣然答允了保罗的情求。 

 〔话中之光〕(一)相信别人，乃是说服对方的最佳策略。 

  (二)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常希望从别人得到最好的。人若对人存最大的期望，常胜过只求一半，

倘若我们清楚说明期望很小，我们所得的可能只是那么一点点。 

 

【门 22】「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文意注解〕「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住处』有友谊款待之意。 

  「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保罗深信祷告的功效(参腓一 19)。 

 

【门 23】「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 

 〔文意注解〕『以巴弗』是歌罗西人，也是歌罗西教会的主仆(参西一 7；四 12)，他必与腓利门很熟

悉。 

 

【门 24】「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底马、路加、也都问你安。」 

 〔文意注解〕「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这二人是犹太人。 

  「底马、路加、也都问你安，」这二人是外邦信徒。 

 

【门 25】「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 



 〔文意注解〕「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主耶稣基督』是主格所有格，指祂是恩的所有者；基督就

是恩。 

  「常在你的心里，阿们，」『你』原文为复数，故应为『你们』；『心』原文为『灵』，且系单数。 

 〔话中之光〕(一)人所需要的是基督本身。基督的临在是人类最大的福分。 

  (二)基督徒的人生，每时每刻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离了祂的恩，我们就都甚么也不是，甚么

也不能作。 

 

参、灵训要义 

 

【活出基督】 

 一、问安――愿人得着恩惠平安(1~3 节) 

 二、感谢与称赞(4~7 节) 

  1.方式――祷告(4 节) 

  2.内容――爱心及信心(5~6 节) 

  3.结果――众人大得畅快(7 节) 

 三、爱心的请求(8~20 节) 

  1.方式――不用吩咐，凭爱心求(8~9 节) 

  2.事项――为在捆锁中生的阿尼西母(10 节) 

  3.理由――从前无益，如今与你我都有益(11 节) 

  4.方法――打发他回去，盼能接纳(12 节) 

  5.目的――显出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13~14 节) 

  6.好处――永远得着他(15 节) 

  7.要求――看他如亲爱的弟兄，收纳他如收纳我(16~17 节) 

  8.应许――凡他所亏欠的，都算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18~19 节) 

  9.愿望――望你使我在基督里得快乐(20 节) 

 四、信心与盼望(21~22 节) 

 五、问安与祝福(23~25 节) 

 

【在基督里的思想】 

 一、不自叹反请愿的思想(1~3 节) 

 二、不责备反赞赏的思想(4~7 节) 

 三、不吩咐反请求的思想(8~12 节) 

 四、不自私反敬重的思想(13~14 节) 

 五、不排斥反接纳的思想(15~17 节) 



 六、不计较反偿债的思想(18~19 节) 

 七、不施压反鼓舞的思想(20~22 节) 

 八、不草率反细腻的思想(23~25 节) 

 

【在基督里的关系】 

 一、同兄弟(1 节)――生命 

 二、同工(1，24 节)――事奉 

 三、同当兵(2 节)――争战 

 四、同信心(6 节)――合一 

 五、同伴(17 节)――生活 

 六、同坐监(23 节)――受难 

 

【从本书看主工人的智慧】 

 一以称赞代替责备(4~5 节) 

 二以信心代替批评(6~7 节) 

 三以爱心代替吩咐(8~9 节) 

 四以请求代替要求(10~14 节) 

 五以打气代替泄气(15~17 节) 

 六以舍己代替舍人(18~19 节) 

 七以积极代替消极(20~21 节) 

── 黄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经系列──腓利门书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