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爾道⾃建靈修：歡喜快樂的秘訣（腓⼀19~26）
11⽉6⽇ 
作者：葉應霖

19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的靈的幫助，終必使我得到釋
放。 20這就是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事能使我羞愧；反倒凡事坦然無
懼，無論是⽣是死，總要讓基督在我⾝上照常顯⼤。 21因為我活著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處。 22但是，我在⾁⾝活著，若能有⼯作的成果，我就不知道該挑
選什麼。 23我處在兩難之間：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24然⽽，我為你們⾁⾝活著更加要緊。 25既然我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留在
世間，且與你們眾⼈⼀起存留，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長進⼜喜樂，26 為了我
再到你們那裏時，你們在基督耶穌⾥的誇耀越發加增。

腓⼀19的「這事...終必使我得到釋放」的「這」，與昨天腓⼀18的「為此我就
歡喜」的「此」，似乎有著密切的關係。然⽽，「這」事若是指保羅現在的困
境，它怎可能「終必」使他得到「釋放」（《和修本》）或「拯救」（《和合
本》）呢？這釋放或拯救 (σωτηρία)，究竟是指眼前快將出監的釋放，還是最
終才得到的永恆救恩？保羅究竟是否已知道他將快出監？還是他真的不知道？
他若真的不知道，他怎可能歡喜快樂？

保羅歡喜快樂的秘訣，不是出於 MBTI 的 ESFP 性格，亦不是九型⼈格的 7號
仔。他之所以喜樂，是出於他找到源⾃上主的另類敘事，去為他當前的事件，
作為敘述的原則。這種另類敘事的⽅式，就⾒於保羅暗引《舊約》。在腓⼀19
節，原來「終必使我得到釋放」的希臘原⽂，是《約伯記》（七⼗⼠譯本）⼗
三章16節的逐字原⽂引⽤ (verbatim replica)。為什麼保羅要在此搬字過紙地引
⽤約伯說的話 (τοῦτό μοι ἀποβήσεται εἰς σωτηρίαν)？難道約伯的處境，能夠
為保羅現在⾯對的挑戰帶來什麼亮光？

其實約伯與保羅的處境都有不少分別，他們受苦的原因及⽅式都是不同的。前
者是被撒旦在天上「整蠱」，兒女僕⼈牲畜突然被消滅，全⾝⽣毒瘡；保羅是
被帝國政權以及其他信徒陷害，被困監獄之中，隨時被斬⾸。約伯時不時會感
到沮喪及埋怨神；但保羅就常常感恩喜樂。上主在《約伯記》彷彿是約伯的
「對⼿」，但在腓立比書卻較像保羅的「律師」。

然⽽，他們的處境亦實在有不少相似或共鳴。他們都在經歷⼀些「來⾃」上主
的苦難，共期待得蒙拯救；他們同樣被其他上主的⼦⺠誤會，以為他們理當為
⾃⼰的罪以⾄困境負上責任（參《約伯記》第⼗⼀章）；約伯要證明⾃⼰的苦
難不是出於⾃⼰的罪，他是無辜的；同樣保羅要證明⾃⼰的坐牢不是出於⾃⼰
的錯，反倒是有主的美意。這亦是為什麼保羅強調，無論最終他能否出監，他
熱切地確信他的故事不會淪為⼀件羞愧之事，更會被其他信徒看為⼀個榮耀基
督的出⼝。

原來保羅暗引約伯，正是因為兩者都不只關⼼如何解脫地上逆境，更是關乎更
深層次的神學申辯，期待上主親⾃的平反 (vindication)。兩個故事的主⼈翁都
正被其他上主的⼦⺠誤解及誣告；兩者都在未知明天將如何的情況下，確信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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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得主的平反。感謝神，約伯最終得蒙上主平反 (伯卅⼋~四⼗⼆)。照樣，雖然
保羅不肯定⾃⼰會否立即得釋放，但他的⼼跡及盼望卻是清楚的：「無論是⽣
是死，總要讓基督在我⾝上照常顯⼤。因為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
處。」（腓⼀20b~21）

思想：
1. 最近你可有⾯對⼀些困難或逆境，令你懷疑上主對你的看顧及美意？⾯對充
滿變數的明天，你確信上主是與你同⾏嗎？你認為，你哪⼀⽅⾯的⼈⽣故事較
能反映上主的故事？哪⼀⽅⾯⼜需要更多上主的幫助呢？
2. 假若事情變得不順利，你會否懷疑上主已經離開你？魔⿁撒旦有否動搖你對
上主及未來的信⼼？你的確信來源是什麼？你盼望的東⻄⼜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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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
辨識上主的計劃
作者：葉應霖

經⽂：腓⼆9-11
9 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使⼀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11 眾⼝都要宣認：耶穌基督
是主，歸榮耀給⽗上帝。

「我指著⾃⼰起誓，公義從我的⼝發出，這話並不返回：『 萬膝必向我跪拜，
萬⼝必憑我起誓。』⼈論我說，『公義、能⼒，惟獨在乎耶和華。⼈必歸向
他，凡向他發怒的都必蒙羞。以⾊列的後裔必因耶和華得稱為義，並要彼此誇
耀。』 」(賽四⼗五23-25)

故事結局代表的不單是情節的結束，更是為之前發⽣過的事情，作出判斷及觀
點⾓度 (point of view)。在那些⼤團圓結局的故事裏，無論主⾓在中間的部份
是受盡多少的苦楚，因著期待那最終獲得的平反，主⾓往往都能撐過逆境，⼀
直堅持到底。來到結局，觀眾還可投入主⾓的勝利，⼀起分享他的喜樂。值得
留意的是，當觀眾再次讀這些故事時，縱使他們已知道故事的結局，對故事情
節已經⼼中有數，但這卻不會攔阻觀眾代入主⾓在故事裏的種種困境，觀眾更
會繼續聯想⾃⼰在現實⽣活中類似的逆境，並藉那故事主⾓最終獲得勝利的
「事實」，去告訴⾃⼰同樣將得勝利。故事的威⼒正是⾒於此。

正受其他信徒非議的保羅，看⾒上帝把基督升為⾄⾼。腓⼆9⽤「所以」⽽非
「不過」或「但是」，正反映上主不是試圖改變基督的厄運，彷彿可憐祂的痛
苦遭遇，繼⽽扭轉祂的經驗。在腓⼆5-8⼀直「潛⽔」的上主不單終於出現，
還主動積極地⾼舉基督，就是因為祂對基督的受苦⼈⽣有著⼗⾜的肯定。照字
⾯解釋，「使⼀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
下，眾⼝都要宣認」，全地⼈⺠都會向主基督「屈膝」及「宣認」 祂是主。但
當我們知道腓⼆10-11是在暗引以賽亞書四⼗五23的時候，經⽂的意義就必須
從以賽亞書及腓立比書的關係開始。
「第⼆以賽亞」先知的其⼀主要關懷，就是論證主的確有揀選波斯王古列 (居
魯⼠, Cyrus)，作為祂救恩計劃的⼀部份 (賽四⼗五1)。主揀選居鲁⼠，正是為
了打敗巴比倫，以致耶路撒冷能得以重建。雖然居鲁⼠不是那位完美的僕⼈
（賽49-55），但先知依然視他（波斯帝國）的興起，為上帝計劃的⼀部份。
然⽽，很多以⾊列⼈不接受這⾒證 (賽四⼗三16-18, 四⼗五9-10, 四⼗六12)。
居鲁⼠是主耶和華的「受膏者」(Messiah)，實在與他們對上主的認識，有著太
⼤的距離。上主揀選外邦王去祝福祂的⼦⺠？比起那些年的出埃及，這種拯
救，實在太普通了吧！

不能辨識此計劃的以⾊列⼈，就是偏離主的公義 (賽四⼗五24, 四⼗六11-12)。
相反，那些跟隨主的⼈，就是以⾊列的真後裔，亦是那些願意接受上帝計劃的
⼈。他們將被稱為義並要誇耀。就如上主於古時可以揀選古列作祂的僕⼈，今
天祂亦選擇了⽤令⼈厭惡的⼗字架及受苦的⽅式，藉基督成就救恩。既是這
樣，保羅入獄能叫福⾳傳開，並叫保羅經歷上帝恩典及更深認識基督，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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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呢？那些不願接受的⼈，你們準備蒙羞吧！因為這已經是基督末世的年
代，上主已經賜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相比之下，居鲁⼠的管治還只是
上主救恩傳承裏的⼀個短暫時段，但隨著基督的死亡、復活及再來，⼀個新時
代已經來臨了。什麼時代？⼀個藉著為別⼈⽣命付出代價去認識上主的時代。

思想：
。⼀個基督徒完全不為福⾳受苦，你認為有可能嗎？為什麼？
。「萬物的結局近了」。歷史終結的鐘聲已經響起，你覺得⾃⼰預備好了嗎？
。上主為基督平反，你有多深的代入？唯有那些曾為上主受苦的⼈，他們期待
上主回來的熱切才是最⼤的。有什麼⽣命值得你為他們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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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
還有什麼東⻄可以誇？
作者：葉應霖

經⽂：腓三1-3
1 末了，我的弟兄們，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這些話再寫給你們，對我並不困
難，對你們卻是妥當的。
2 應當防備⽝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割的。 
3 因為真受割禮的，就是我們這藉著上帝的靈敬拜、以基督耶穌為誇耀、不依
靠⾁體的。 

其中⼀個釋經傳統，將腓立比書三章1節⾄四章7節分割成⼀個獨立信件，腓立
比書因⽽被切分成三封互不相⼲的獨立書信：⼀1-⼆30，三1-四7，四8-23。
其實這推測是沒有必要的。能更好理解腓三1「我把這些話再寫給你們」的翻
譯，是《新漢語》的「再向你們寫同樣的事」。腓立比信徒需要保羅就信徒為
福⾳受苦的神學，提供更多實際的例⼦。腓三1「對我並不困難，對你們卻是
妥當的」其實可以理解為「保羅不會猶豫向他們提供更多確切及可靠的知
識。」腓立比書三章1⾄21節，就是按此⽅向⽽寫下的。

腓三2的「⽝類、作惡的及妄⾃⾏割的」，其實都是代表保羅的「神學⾒證對
⼿」：⼀班猶太基督徒領袖。「妄⾃⾏割」(κατατομή) 是⼀個貶義的近東祭祀
傳統。參考同源動詞 κατατέμνω 在七⼗⼠譯本的⽤法（利廿⼀5, 王上⼗⼋28, 
賽⼗五2, 何七14）。例如在列王紀上，⼀群巴⼒ (Baal) 先知與以利亞正⾯比拼
時，《七⼗⼠譯本》就是以這個同源動詞κατατέμνω去形容他們⾃割以圖呼喚
及操控巴⼒的⾏為：「他們⼤聲求告，按著他們的規矩，⽤⼑槍⾃割、⾃刺，
直到⾝體流⾎。(王上⼗⼋28)」後來以⾊列⼈有樣學樣，效法這⽅式以求確保
能得著農作物的收成：「他們在床上呼號，卻不誠⼼哀求我；他們為求五穀新
酒⽽『割傷⾃⼰』，卻背叛我。」（何七14，《七⼗⼠譯本》）

回到保羅的處境。根據第⼀世紀帝國的社會共識，除了猶太教的成員之外，所
有⼈⺠理當參與帝王崇拜 (imperial cult)。只要腓立比信徒接受割禮，就可以獲
得猶太教其⼀派系的⾝份，得到帝國及其他市⺠的諒解，豁免他們參與帝王崇
拜的責任。然⽽，根據保羅的敘事，這種為求不⽤為福⾳受苦⽽獲享平安的⼿
法，根本是與昔⽇以⾊列⼈妄⾃⾏割去操控上帝⼀樣。

就在耶利⽶的時代，以⾊列⼈也圖謀以割禮去操控上主，為求藉⼀個政治「割
禮聯盟」去抗衡那沒受割禮的巴比倫。

耶和華如此說：「智慧⼈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勇⼠不要因他的⼒氣誇⼝，財
主也不要因他的財富誇⼝；誇⼝的卻要誇⾃⼰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知道
我喜悅在世上施⾏慈愛、公平和公義。這是耶和華說的。」「看哪，⽇⼦將
到，這是耶和華說的，我要懲罰只在⾁⾝受割禮的⼈，就是埃及、猶⼤、以
東、亞捫⼈、摩押⼈，和住曠野所有剃鬢髮的⼈；因為列國都未受割禮，以⾊
列全家⼼中也未受割禮。」（耶九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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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真受割禮的⼈，是那些願意以基督耶穌的受苦故事為誇耀，不依靠⼈的⽅
式去取代上主⼯作⽅式的⼈。這些⼈不以政治⼿段去抹殺為福⾳受苦的必然
性。他們不是受苦主義者，以為受苦本⾝有什麼威⼒，他們敏感於上主⼯作的
⽅式；他們已經掌握到⼀個真理：「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且
要為（為或譯代表）他受苦。（腓⼀29）」

思想：
。試想像⼀下，活在這混亂的世代，就在不久的將來，⼤學、博⼠學位都將會
變得無⽤，強如「復仇者聯盟」的英雄也沒有什麼可誇，就連⾦錢股票基⾦
「磚頭」也會變成廢物。在那⽇⼦，所有這些⼈認同的「流通貨幣」都失效
了。到時，你還會相信主嗎？你還會相信祂會在世上施⾏慈愛、公平，和公義
嗎？為什麼？
。你認為今天的基督徒，⼜會⾯對什麼「妄⾃⾏割」的試探，嘗試去操控上主
的作為？

6



第14⽇
明光照耀 vs. 不義增長
作者：葉應霖

經⽂：腓⼆15b-24
15 ...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 16 將⽣命的道顯明出來，使我在基督的
⽇⼦得以誇耀我沒有⽩跑，也沒有徒勞。 17 我以你們的信⼼為供獻的祭物，
我若被澆獻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同喜樂。 18 你們也要照樣喜
樂，並且與我⼀同喜樂。19 我靠主耶穌希望很快能差提摩太去⾒你們，好讓我
知道你們的事⽽⼼裏得著安慰。 20 因為我沒有別⼈與我同⼼，真正關懷你們
的事。 21 其他的⼈都求⾃⼰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22 但你們知道提摩
太是經得起考驗的，他與我為了福⾳⼀同服侍，待我像兒⼦待⽗親⼀樣。 23 
所以，我⼀看出我的事怎樣了結，我希望立刻差他去， 24 但我靠著主⾃信我
不久也會去。

其他的⼈都求⾃⼰的事。其他⼈是指誰呢？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不⽤就未
認識主之⼈的品⾏去提醒他們。求⾃⼰的事的相反是求耶穌基督的事。但似乎
⼝裏說信耶穌的，亦不⼀定是求耶穌的事。保羅的處境似乎頗孤單。雖然在羅
⾺的弟兄姊妹，⼤部份都看⾒他的捆鎖是出於基督的計劃，以致越發放膽無所
懼怕地傳道（腓⼀2-14），但保羅的孤單感仍然常⾒於他的筆跡之中。「因為
我沒有別⼈與我同⼼，真正關懷你們的事」（腓⼆20）。按照常理，要在爭議
中辨別上主的引導，並⿎勵其他信徒⼀同跟隨，保羅⾯對的⼼理壓⼒應該是非
常⼤的，但保羅似乎已經超越「常理」，因他與基督的關係似乎已去到⼀個
「化境」。沒有⼀個清潔的⼼，怎能說出這句話呢？沒有⼀個全⼼全意愛腓立
比信徒的⼼，怎能將⾃⼰的⼼意看為別⼈真正被關⼼的標準呢？當其他猶太信
徒領袖都按⾃⼰對「福⾳」的理解去關懷腓立比信徒，建議信徒不⽤為福⾳受
苦，他們的「好意」原來都是在求⾃⼰的事，不求耶穌基督的事（腓⼆21）。
保羅說「提摩太是經得起考驗的」，因他與保羅正是按著同⼀份理念去為福⾳
⼀同服侍。對保羅來說，提摩太待他就如兒⼦待⽗親⼀樣，這實在是⼀幅美麗
的圖畫。當沒有別⼈與保羅同⼼，感恩的是，保羅也有⼀位屬靈的兒⼦，成為
他的⿎勵。⾯對種種的壓迫，保羅事奉的動⼒始終不是源⾃⼈與⼈之間的⾾
爭。⼀⽅⾯，勝過別⼈不是他喜樂的源頭；另⼀⽅⾯，他亦沒有讓⼀種受害者
⼼態主導他的⼼理，以⾃⼰的利益為本去情緒勒索腓立比信徒。可以怎樣理順
保羅實在有這清潔的⼼？這不單是腓立比信徒的疑問，也應該是你和我的疑
問：問⼆千年前的保羅，問今天的⾃⼰。

上主的話語是我們的明燈。保羅的確信源⾃上主救恩⾏動的彰顯，特別是⾒於
保羅如何看⾒《舊約》經⽂的新意義。經過回顧⼀些以⾊列過去叛逆試探主的
「反⾯教材」後（參昨天有關出埃及記及申命記的引⽤），保羅在此暗引但以
理書⼗⼆章3節，引述以⾊列歷史裏⼀個「正⾯教材」：「你們在這世代中要
像明光照耀，將⽣命的道顯明出來」（腓⼆15-16a），其實是在暗引但以理書
的七⼗⼠OG 譯本：「智慧⼈要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領許多⼈歸於義的必
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
必有許多⼈往來奔跑，不義就必增長。」（但⼗⼆3-4）⽽⾯對來⾃⻄流基 
(Seleucia) 王安提阿古四世的強烈壓迫，以⾊列⼈經歷了有史以來最⼤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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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危機（但⼗⼆1），就連⼤祭司耶孫也變節，⿎勵以⾊列⼈放棄摩⻄律
法（參次經⾺加比⼆書四7-10），從此認希臘神祇「宙斯」為神。為了逃避受
苦，⼀班「背棄聖約」的⼈（但⼗⼀30）就選擇跟隨安提阿古四世希臘化的計
劃。「不義」（但⼗⼆4），不是「知識」，就是這樣不斷增長。

然⽽，原來有另⼀班「智慧⼈」⽢願為上主受苦（但⼗⼀32-35）。縱使⾯對
死亡的威脅，他們仍然堅持到底。死後必有永⽣，必有審判，必有平反的啟
示，正是在此靜悄悄地⾸次出現於舊約聖經之中。「睡在地裏塵埃中的必有多
⼈醒過來；其中有得永⽣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但⼗⼆2）」當但以
理書的以⾊列⼈是在死後「發光，如同天上的光」（但⼗⼆3），保羅卻看
⾒，當腓立比信徒在今⽣代表基督受苦時（腓⼀29），他們已在這世界及今
⽣，開始了像星⼀般地閃耀了。

思想：
。「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將⽣命的道顯明出來，使我在基督的⽇⼦
得以誇耀我沒有⽩跑，也沒有徒勞。」⽣命的道 (λόγον ζωῆς)：⼀份值得將⽣
命擺上的道。你願意嗎？為什麼？
。強如保羅也需要提摩太及腓立比信徒的⽀持及⿎勵。你的戰友在哪裏？你的
團契或⼩組，正在求⾃⼰的事，還是求耶穌基督的事？有什麼⾏動，可以讓你
們多⼀點求耶穌基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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