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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稳在信仰上站稳在信仰上

一27~30
27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28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 神。

29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30 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 27‐28，所谈的内容是坚忍…
一27 保罗就用「只要」作为开始，是要导入保罗在以下的地方，

论到他所看为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只要」这个字论到他所看为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只要」这个字，
翻译成「这重要的事情是」，这也是新译本圣经的做法。

这件重要的事情是关乎信徒的行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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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为人」这个用词，可以说是涵盖整个信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行事为人」在原文是一个字，在古典的希腊文是具有政治上的含义，
是用来指对公民所期待的行为 当保罗把这个字用在腓立比信徒身上的时候是用来指对公民所期待的行为。当保罗把这个字用在腓立比信徒身上的时候，

就是暗示腓立比信徒是具有双重的国籍：
一方面他们是处在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上面

另一方面又是天国在地上的殖民地

因此保罗是把两个平行的事物作了比较，也就是在新的土地上面，
他们应该过 个合乎天国子民身分的生活 就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们应该过一个合乎天国子民身分的生活，就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相称的意思就是相符或者是相配。

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是要读者的生活符合基督的福音所要求的，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是要读者的生活符合基督的福音所要求的，
这个福音就是与基督有关，他们因为相信福音就成为神国的子民；

因此就需要在行为上，符合福音所界定的行为标准。
从文脉来看，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特别是指在逼迫的环境当中，

过一个谦卑、相爱以及合一的生活，是在一27‐二4 所说的。

这样的生活 更进一步地会使我们寻求他人的利益 就是顾别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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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活，更进一步地会使我们寻求他人的利益，就是顾别人的事情，

这是二3‐4 所说的。

接下来保罗就表示，他劝勉信徒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目的，
是「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是「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所指的不是分别指保罗被释放，或者是仍然被关在监狱当中。
他假设被释放，他希望能够来到腓立比去见见这些的信徒，就是「或来见你们」

也有可能他被神带领到别的地方去，就是「或不在你们那里」

不论如何，保罗最大的盼望是能够得知他的读者，是处在最佳的状况当中，
特别是他们在逼迫当中能够站立得稳特别是他们在逼迫当中能够站立得稳。

此外这一句的「你们的景况」，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有关你们的事，
这些事的内容可以由下一句来表达，就是「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这些事的内容可以由下 句来表达，就是「知道你们同有 个心志，

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其中，「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
原文是作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得稳」这两个字是和合本所加上去的，

那这里的灵，就是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的灵，我们的和合本是作「心志」，

灵是指人的灵，而不是圣灵。在一个灵里的意思，就是指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个在一个灵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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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个在 个灵里的意思，
就跟本节后面所出现的「齐心」的意思是相似的。



「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也就是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
指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应该有共同的属灵目标 这个共同的属灵的目标指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应该有共同的属灵目标，这个共同的属灵的目标，

就是见证基督的福音，以致于他们能够站立得稳。

「站立得稳」在原文也是一个字，就是站立的意思，希腊文是源自于军队的术语，
表示一群的士兵不管状况是何等的激烈，都不肯离开他的岗位。

保罗使用这个字特别是放在基督徒藉主所赐的能力，在信仰上坚持到底，

因此当保罗使用「站立得稳」来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因此当保罗使用「站立得稳」来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

就表示保罗要他们对神有强烈的委身，

以致没有任何的逼迫、压力可以改变对上帝的忠诚。

保罗接着以「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来扩大「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
「齐心」希腊文直译是「一个魂」，跟上文「同有一个心志」的意思是相当的，

因此「齐心」就可以了解成一心一意或者是同心合意。

「努力」这个字在希腊文，原初是使用在运动的场合上面，

是用来描写一群的运动员一起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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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描写一群的运动员一起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因此这个字是要显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所信的福音。

28第一个句子「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就是以负面的角度来解释「站立得稳」的意思就是以负面的角度来解释「站立得稳」的意思。
「敌人」原文是反对者，或者是敌对者的意思，

所指的主要是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

因此就包括罗马的官方。

当保罗初到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是很少的，
所以没有会堂的建立 犹太人比较不可能成为保罗以及当地信徒的敌人所以没有会堂的建立，犹太人比较不可能成为保罗以及当地信徒的敌人。

此外，当腓立比城的罗马籍居民，对于犹太人也不是很友善，

这些的外邦人，很可能时而在信仰上攻击腓立比的信徒，

因此保罗才会劝勉他们，对这样的攻击的反应，是不怕敌人的惊吓。

「惊吓」是形容信徒被敌人攻击时所受到的影响，
就是被吓倒以致于惊慌失措，

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同有一个心志、齐心，

就不会容让敌人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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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容让敌人有机可乘。

保罗接下来就用一个插句，来坚定读者的信心。
他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他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希腊文直译：这是他们沉沦，你们得救的证明，这是出于神。
这句话有两个「这是」…

第一个「这是」所指的，就是上一节所说的情形—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他们虽然处在敌人的逼迫底下，但是却不会被惊吓。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被敌人惊吓 是两个事实的证明 就是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被敌人惊吓，是两个事实的证明，就是他们沉沦、你们得救。
沉沦跟得救，应该从末世性的角度来了解，分别指永远的灭亡跟永远的得救。

保罗使用「证明」，并不表示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敌人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沉沦，

而是指信徒忍受逼迫这件事，就是神在未来拯救信徒、刑罚逼迫者的清楚证明。

第二个「这是」所指的，就是指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事情，包括：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指信徒的受威吓逼迫，还有「他们沉沦，你们得救」。

这边的「出于神」，常常是指神所赐的恩典或是指所作的恩典之工，
比如林前一30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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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林前 30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恩典的工作在这一节当中，就显明在信徒所经历的逼迫跟救恩的确据上面。

29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30 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30 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 样。

保罗在 29就以「因为」这个字，来点出这一节跟上一节末了，
这是出于神的逻辑关系，表示信徒的勇气之所以是他们得救的证明，这是出于神的逻辑关系，表示信徒的勇气之所以是他们得救的证明，

这是基于或者是这是因为神使他们蒙恩，

以致于得以信服基督和为祂受苦的事实上面。

「得以蒙恩」，可以翻译成被授予特权或者是被赐予，
这个字是跟恩典这个字是同字根的，意思就是来自于神白白的赏赐

保罗使用这个字的用意是要表示 件事情 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保罗使用这个字的用意是要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被上帝所赏赐的两件事情，分别是信服基督以及为祂受苦

这边所谓的信服基督就是指信基督，而为祂受苦或者是为基督受苦，这边所谓的信服基督就是指信基督，而为祂受苦或者是为基督受苦，
就跟信基督同属于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分离的部分，

因此信徒就无法选择要或者是不要接受。换句话说，为基督受苦是信徒的命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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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他们信基督的时候，同时从神那个地方所赐下的。



在这里所说的受苦，是强调为基督，不是因为自己的软弱、错误所遭遇到的痛苦。
而为基督受苦 就是指因为与基督认同而为基督受苦，就是指因为与基督认同，

以致于在服事基督的时候，所承受的一切的苦难跟挫折。

许多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或许会对这一种的观念难以接受，
但是保罗却是挑战他们的神学，使信徒们了解一件事情：

受苦不但是无可避免的，并且也是上帝恩典的彰显。
在保罗的神学当中 信徒的受苦常常是进入神国的必经之路 受苦既然是命定的在保罗的神学当中，信徒的受苦常常是进入神国的必经之路，受苦既然是命定的，

也是得荣耀的必要条件，如此看来信徒的受苦，有它正面以及积极性的意义。

保罗接下来在 30 以他自己作为例子，来鼓励他的读者。保罗接下来在 30 以他自己作为例子，来鼓励他的读者。
27「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就是他与读者都有相同的争战，

而这两者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受苦的。
这里的「争战」这个字，在保罗的用法当中，

是描述保罗为着福音或者是信仰而有的冲突
当他特别在面对一股反对的力量之下 为福音而有的劳苦或者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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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特别在面对一股反对的力量之下，为福音而有的劳苦或者是努力
因此「争战」这个字，常常就包括受苦的成分。

这个争战是「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从前所看见」讲的就是保罗过去在腓立比下监的事情「从前所看见」讲的就是保罗过去在腓立比下监的事情，

那时候保罗曾经被狱卒以棍棒来殴打，并且两脚都上了木狗

「现在所听见」则是指保罗现在在罗马被监禁的这件事情

保罗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或者是其他教会领袖如何遭遇到争战，

当然他也无意要表示腓立比信徒 有人像保罗 样的被监禁当然他也无意要表示腓立比信徒，有人像保罗一样的被监禁，
但是他们为福音的缘故而劳苦、而受苦、而受逼迫是无庸置疑的，

这一点就够构成保罗认定他们，有一样的争战的理由。

保罗指出腓立比信徒的争战和他的亲身经历是一样的时候，
就表示他们的受苦跟争战，其实是与保罗在福音事工上并肩作战，

因此透过福音，就把保罗与腓立比信徒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很明显的，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话，是要透过他自己的榜样，

使腓立比的信徒能够效法他 保罗以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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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腓立比的信徒能够效法他，保罗以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他们，

以致于当他们面对争战的时候，不必被敌人所惊吓。

我们对这段经文作一个总结…
保罗非常关心腓立比信徒的属灵状况 因此就劝勉他们要在信仰上坚忍保罗非常关心腓立比信徒的属灵状况，因此就劝勉他们要在信仰上坚忍，

而且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

保罗也坚固他们为主受苦的心志，

他们的受苦不但是他们得救的证明，也是来自于神所赐的恩赐

不过保罗的关心却不仅仅是如此，
他对信徒的关心 是反映他对福音的看重 从这段经文 中所 的他对信徒的关心正是反映他对福音的看重，从这段经文当中所出现的

一27a「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一27b「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27b「同有 个心志，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一29「为他受苦」
一30「一样的争战」 …

这些就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保罗明确地向读者宣誓—
基督耶稣的福音是信徒生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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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福音是信徒生活的中心，

是他们一生努力的目标，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的属灵的功课…
第一 保罗对腓立比信徒所说的第 、保罗对腓立比信徒所说的

「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这个劝勉里面，
是圣经当中有关于基督徒行为的重要主题，也在其他的地方出现，比如说：

弗四1提到行事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西一10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帖前二12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的神帖前二12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的神，

这一类的劝勉是要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是跟信仰的内容是无法切割的。
这一种信仰跟生活合一的注重，

比强调各式各样的事工的策略还要来得关键；
如果信仰到头来，只是注重外在的包装以及行销的手法，

那么它就失去了最神圣的目标 就是改变人的生命跟行为那么它就失去了最神圣的目标，就是改变人的生命跟行为
如果信仰不能够改变生命，人数的增加就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生活与福音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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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生活与福音不相称，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立场，来说服别人信耶稣的呢？



第二、在信徒的得救上面，保罗不仅指出它是出于神的主权，也清楚地提到
信耶稣、以及为祂受苦这两件事情上面 同时都是神所赐下的信耶稣、以及为祂受苦这两件事情上面，同时都是神所赐下的，

圣经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观念，比如：
约十五18「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约十五20「『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提后三12「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保罗没有把为基督受苦视为灾祸 而是神的赏赐 如果神赐给信徒的特权之保罗没有把为基督受苦视为灾祸，而是神的赏赐，如果神赐给信徒的特权之一
是为基督受苦，那么对保罗生命当中所承受的苦难就不会从悲情的角度来了解，
反而是从福气的面向来思考。因为为基督受苦，就等于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而与基督一同受苦的结果，就是与祂同享荣耀。

保罗不以为基督受苦为耻辱，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属神的人所引以为荣的勋章或者是记号，乃是因着事奉所受的攻击，

因着冠冕所受的损失，因着基督所受的羞辱，因着福音所受的逼迫，

因着真理所受的唾弃 而耶稣称这等人是有福的 因为这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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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真理所受的唾弃，而耶稣称这等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样的遭遇
就显示这等人是属神的，并且也承受神在天上所为我们预备的赏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