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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目標：傳揚福音．造就生命．彼此相愛．服事社區．尊榮上帝 

今年主題：基督裡誇勝 顯揚主香氣【哥林多後書 2:14】 

 

講 員：陳 鐳 牧師 

講 題：一生宣教路～ 

穿針引線一甲子 

經 文：腓立比書四章一節 

回應詩歌：傳給人 

主 日 服 事 表 

日期 6/25 7/2 

司會 吳家麒 阮盛豪 

司琴 邱雅靖 一 

小詩班 鄭濟民、黃良蕙 一 

音控 蔡瑞源、朱其恩 周文峰、林安喬 

直播 顏書亞 黃泓溢 

端盤 一 
陳清文、溫中承 

楊淑卿、陳芬英 

招待 
陳曉春、李湘婷 

邱宣惠、蔡任豐 

高淑雯、張小瑛

鍾吟珠、吳家麒 

飯食 棕櫚團契 王憶華 

飯後
清潔 

棕櫚團契 雅歌團契 

插花 林淑華 黃良蕙 

媬姆 蔡昕語 傅嫣嫣 

  

本 週 及 下 週 主 日 聚 會 表 

日期 時間 性  質 地點 主理 前次人數 

6/27(二) 19:30 多 加 團 契 隔週聚會 9 

6/28(三) 
09:30 

姐 妹 會 
探 訪 圖書室 楊淑卿 7 

19:30 禱 告 會 大  堂 陳清文 14 

6/29(四) 

09:00 長 青 團 契 隔週聚會 一 

14:30 福 音 隊 圖書室 鄭濟民 一  

19:30 
社 青 團 契 
查經(弗二 1-10) 

圖書室 邱雅靖 一 

6/30(五) 09:00 
旺 得 福 
慶生+見證分享 四  樓 陳清文 一 

7/1(六) 

09:00 速讀聖經複習 圖書室 鄧澄欣 10 

15:30 
棕 櫚 團 契 
查 經 ( 3 ) 圖書室 陳 鐳 17 

16:00 
雅 歌 團 契 
查經 (彼前三 ) 五  樓 侯榮華 一 

19:30 
喜 樂 團 契 
見 證 影 片 圖書室 殳積慧 7 

19:30 
青 少 契 
迎 新 四  樓 侯予宣 

陳柏睿 8 

7/2(日) 

08:00 主 日 讚 美 大  堂 莊秀滿 7 

09:00 

哥 林 多 後 書 
的背景及課程介紹 

圖書室 溫中承 一 

羅 馬 書
簡 介 

301 教室 
楊淑卿 
李倩雲 一 

10:00 

 

兒 童 主 日 學 四  樓 
黃效禹 
林秀梅 
莊培翊 

 
毛湘婷 

10大 

13小 

主 日 崇 拜 
網路點閱 
大  堂 

童曉儒 111 

112 

六月背誦經文：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詩篇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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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宣教過程中時常面對一些非常困難的處境，正如他在哥

林多後書十一章所說的： 

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

有的．
24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25
被棍打

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裡。
26
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

外邦人的危險、城裡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

兄的危險。
27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

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他提到許多不同的困難，其中也包括物質上的匱乏，雖然他也

親手做工，如同他在帖撒羅尼迦書所說的他是辛苦勞錄、畫夜

作工；使徒行傳也提到他在傳福音的過程中，他也同時也支搭

帳篷，做點小生意。但我們也知道，要在這樣一個壓迫的環境，

在一個顛沛流離，時常要長途跋涉的傳道過程中，即便是有這

項手藝，辛勤勞碌畫夜作工，想要維持穩定的收入，肯定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單靠保羅他自己手中的工作其實並不足以承擔他所需的

各樣的開支，因此他時常仰賴教會給他的支持和幫助。所以，

他常在書信的結尾處說，希望教會能為他「送行」。送行不是只

是給他辨一個歡送的 party 然後就跟他 say goodbye 而已。「送

行」的意思是要教會給他盤產，好讓他在旅途中能夠沒有匱乏，

能夠很順利的到達他下一個目的地，在那開展下一階段的福音

工作。 

而在所有教會中，沒有任何一間教會要比腓立比教會更加積極

殷勤，多次供給保羅他的需要，不只是財力而已，也包括人力

和物力。腓立比書一章，保羅為腓立比教會獻上感謝，因為他

們「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希臘文這裡用的字是 koinonia，

koinonia 就是我們所說的團契。他的字根其實就是 common 就

是共同共享反悟共用的這樣一個含義，就是在團契中我們互為

肢體我們彼此幫補，不分彼此，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腓

立比書二章提到，腓立比教會差以巴弗提成為他的幫助，保羅

因為以巴弗提生病的緣故所以之後又把他給差了回去。保羅不

單是在腓立比書中提到腓立比教會對他的供給，保羅也是其他

教會面前，提到腓立比教會的善行。哥林多前書，保羅也講到

說當他在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腓立比教會也是一個不斷出錢

出力的一個教會。 

今天我們讀的這段經文，保羅也是在講同樣一件事，但很特別

的是，他選擇以一種相對十分委婉，或說，甚至是種隱諱的方

式來講述這件事。他沒有說：喔！你們的奉獻我收到了，謝謝

你們的奉獻，你們的奉獻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這整段文字中，

保羅沒有提到腓立比人給他的金錢和物資，也沒有提到保羅對

腓立比人的感謝。 

我們來看看保羅他是怎麼說的，他說：「我靠主大大地喜樂，因

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有發生」（v.10）。字面上來看，保羅好

像是在談「思念」，但保羅接下來所說的，顯然，並不是只是思

念而己，而是關於他的不足，他的需要，以及他們對他的供應。 

保羅選擇用這個方式來講，其實是有他特別的用意。這句話中

包括了兩個腓立比書中至關重要的兩個關鍵字。那兩個呢？第

一是喜樂，第二是思念。 

「喜樂」這個字其實貫穿了這整卷書。從一開始保羅就提到，

他感謝上帝每逢為你們重能祈求的時候，就歡歡喜喜的來祈

求，因為他們怎麼樣顧念保羅，就是他非常的歡喜。感謝過後，

保羅通常簡短的自述近況，讓收信的一方，能了解他當下的處

境。在他的自述中，他最後也提到說：我期望與你們能同住，

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然後能夠叫你們在基督耶穌也歡

樂。 

因為我到那裡就越發加增。隨後，進入正文，他首先提到了耶

穌基督，提到我們非常熟悉的基督之詩，談到耶穌本來與神同

等，然後他就願意謙卑捨己。這段經文其實是在勉勵腓立比教

會的弟兄姊妹，希望他們以基督的心為心。最後，他講到說：

我相信你們都會將這樣的一個意念放在心中，他期望的就是他

能夠與眾人一同喜樂，這個在最後在十七節十八節的時候，你

們也照樣喜樂與我一同喜樂。接著，他提到以巴佛提跟提摩太，

以他們作為一個算是一個榜樣跟例證，結尾的時候，他說：希

望打發以巴佛提回到他們那邊，他們可以再主理一同喜樂。然

後到了第三章，他也說我們要靠主來喜樂，以這個喜樂作為整

個的論述的起點。第四章，當他進入書信的最後的高峰的時候，

他談到說：我親愛弟兄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提出他的勸勉。最

後進入書信的結尾，第四章四節，他說你們要常常喜樂，再說

你們要喜樂，作為最後勸勉的一個核心的宗旨。 

喜樂明顯是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期許，期許腓立比教會成為一

個友誼的群體，彼此幫補，期望看到對方喜樂，以至我們可以

一同喜樂。 

喜樂之外還有第二個關鍵字，第二個關鍵字就是「思念」。思念

原文作 fornhsis。這字中文和合本有時譯作心，有時譯作心思，

或是意念，但其實都是同一個字。這子同樣也是貫穿了整卷書，

書中保羅不斷的談到同心、齊心、以基督的心為心、相同的心

思、相同的意念。 

 因此，保羅他是透過這兩個字（喜樂和思念），將我們今天讀

的這段經文，緊緊的連接於整卷書的內容；或者，我們也可以

反過來說，他在整卷書中不斷的談喜樂，不斷的談同心，這些

的教導，最終都落在一個關鍵的 test case，就是他們和保羅之

間的友誼和團契。換言之，這段文字不是腓立比書的附錄，而

是腓立比書最後的 climax，最後的高峰。 

從這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第 10 節是保羅給了腓立比教會非

常高的一個評價。因為前面，他一直不斷談在主裡的同心以及

在主裡的喜樂。你們得確實踐了這些的教導，透過你們的奉獻，

你們真的是有基督的心，思念別人的需要，叫人同享在基督裡

的喜樂！  

然而，當保羅將整封信（所有這些深厚的倫理教導）都跟他們

的金錢奉獻綁在一起的時候，腓立比教會很難不從中讀出一些

的「玄外之音」。腓立比教會肯定有 OS 說：你保羅一直不斷強

調同心（彼此思念）、喜樂，這裡又把心和喜樂跟奉獻連在一起，

好啦！我們聽到了，我們知道了。你就是要我們多多奉獻麻！

對嗎？  

但保羅第 11 節接著說：「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這句話代表

保羅知道腓立比人心中會怎麼想；這也代表，保羅知道，第 10

節背後是有隱含台詞的。但保羅要腓立教會知道，他感謝腓立

比教的的支持，他們若願意繼續支持他也會非常的高興，但他

要腓立比教會知道，他不是依靠金錢，也不是依靠腓立比人對

他的供給，他要腓立比教會知道在無論在何種環境之下，他最

終且唯一的依靠上帝。 

他說，我並不是缺乏。但保羅的不缺乏，並不是因為他三餐無

慮，或是他有了財富自由。從物質的角度上來說他是有缺乏的。

但他不缺乏的原因是，他已經學會（Mathete）自足（autarkea）。 

Atharkea 是希臘羅馬哲學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字。保羅成長

的年代，是希臘哲學百家爭鳴的時期，有點像是中國春秋戰國

時（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陰陽家），保羅當

時也有許多不同學派，包括斯多亞、伊比嶋魯，犬儒學派等，

這些學派各有不同，然而，很特別的是他們都很強調

autharkea。Autharkea 的字根有 auto 這個字，也就是自己的意

思（automobile），所以中文翻成自足，語意上他確實有自給自

足的意思，但他的重點不在於回歸山林，買地種田，靠自己過

活，它的重點在於克制自己的慾望，將慾望縮減，人才不會被

命運的無常給搖動，或是擺佈。 

古代不像我們今天一樣，有很好的科學，還有醫療抗生素等等。

只要風不調雨不順，在這沒有水庫的情況下，造成的可能就是

連年的饑荒。感冒發燒可能就會躲去你的疾病。在這幻莫測之

中，古人所求的就是簡單的生活，以致外在環境如何變化，生

活和心境都不至受到擾動。Authrakea 的生活就是神性的生活，

【上週講章】                      受與授                     謝樂知 老師 

經文：腓立比書四章 10-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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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帝一樣無所求。一單是一瓢飲，簡單的水和就可以滿足。 

聖經也常是如此教導，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今天我們常常感覺

不滿足不快樂，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我們放任我們的欲望無限擴

張，放任我們的欲望被這世上各樣的情慾牽引。我們身處的是

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社會，隨處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廣告，

手機裡，路上隨處可見都是廣告，不斷的告訴我們，我們有更

多的需要，我們還不夠，有了這才能開心才能快樂，才會舒服，

才可以讓我們過一個 

更好豐盛的生活。這當中有許多都是謊言，因為生命的豐富，

生命中的平安，生命中的喜樂，都不是這世界所能給我們的。 

我們需要學習自制，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學習信靠主相信他必供

應我們一切所需用的。第 13 節保羅說：「我靠著那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這節經文是節常被誤用的經文，意思好像是說：

只要有上帝個力量，我們就可以飛黃騰達、心想事成，一無所

缺。但我想這並非經文的原意，經文強調的是，無論什麼樣的

處境，或卑賤，或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要知道上帝是我們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主，他是愛我們的主，

他是掌管宇宙萬有的主，他必定要幫助我們，扶持我們，賜力

量給我們，叫我們勝過這一切的困難，如詩人所說的：我們雖

行過死蘟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主與我們同在」 

 第十五節，他又進入了另外一段的論述。跟前段講論的結構非

常相似。首先，他又再次提到腓立比人對他的一個供給。他說：

「腓立比人，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到馬其頓的時候，我離

開馬祺頓的時候，論到授受（give and take，就是禮物的餽贈與

接受），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

羅尼迦，你們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保羅這裡談的

是他第二次佈道旅行，他跨到歐洲大陸，進到馬其頓，在馬其

頓那邊受逼迫後就離開馬其頓（這些都寫在使徒行傳 16 章）之

後就到了帖撒羅尼迦。 

談到「供給」時，保羅用的字是 koinwnhw，這個字有同心，有

團契的意思，同樣也是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反覆提到的一個字，

同樣的，保羅將腓立比教會的供應和書中的教導緊密連結在一

起。但跟先前一樣，雖然保羅十分稱許他們的作為，將他們的

作為和書信中的教導緊密的扣在一起，但他同樣，再次清楚的

聲明，他講這些話，他最終的用意，他核心的立意，不是要腓

立比教會給他更多的金錢。 

所以第十七節保羅明確的說：我講這些事，「我並不是求甚麼餽

送」。當然，這句話也透露，保羅知道，對方知道，這信息背後，

確實好像有這樣的含意，我們要學習同心，學習分享，當中就

包括了供應保羅給他物質上的供應。 

但保羅說，對不起我要鄭重的澄清，我不是在為我自己求餽送，

他有沒有希望腓立比教會持續供應他，我想是有的，但保羅要

他們知道的是，他們所給他的，其實不是給他本人的，而是他

們給上帝的。 

 保羅說，第十七節後半：「我求的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

歸在你們的帳上」。現代中文譯本將這節經文譯作是：「我希望

你們多得盈餘，歸入你們自己的帳上」。思高說：歸入你們賬內

豐厚的利息。保羅用很多商業的術語。十八節也延續了這商業

的用語：我己經收到了，或說我已經收訖了，現代中文譯本，

更進一步把它翻作收據。換言之，保羅他收到了，也已經給了

他們收據了。 

但是我所求的是什麼呢？我是求你們的果子像祭物一樣獻給上

帝，而上帝必按著他的榮耀的豐富 Glorious Abundance 就是榮

耀的豐富，就是上帝的豐富是極其榮耀，極其多的，在基督裡

使你們所需用的都充足。換句話說，保羅所求的是，保羅希望

他們更多的，將所擁有的獻上給上帝，或者，用商業的術語來

說，就是更多投資在永恆之中，投資在那最賺，且是穩賺不賠

的事業之中。 

那麼，總結來說，保羅談的究竟是什麼呢？他談的其實就是教

會，教會就是一群以基督的心為心，彼此同心，相互眷顧，一

同分享生命的喜樂，以及在主裡的喜樂，並且在在同心和喜樂

的背後還有很實際的物質上的幫補。 

換言之，教會是一個在心思意念上（在知性/德性上）、在情感

上，在物質上，我們彼此之間都有很深的連結。弟兄姊妹之間

我們也會有彼此的餽贈，這個餽贈其實不只是物質上，可能也

包括時間上的付出，情感上的付出。 

餽贈是人際之間常見的現象，也是人際之間非常重要的一個主

題。餽贈（收授）對古人而言，尤為重要，羅馬時期的大儒，

曾擔任過尼錄皇帝導師的哲人 Seneca 曾經寫過一本著作叫《論

禮物》，這是蠻厚的一本著作，我們可能會想說，禮物有什麼好

談的，怎麼還能寫成一本哲學著作？但這其實是因為我們對禮

物的重要性不太了解。 

對古人而言，禮物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媒介。現代社會不太一

樣，現代社會是以契約為主的社會，契約中有非常清楚的權利

跟義務的界定（白紙黑字寫的清清楚楚），我們也有非常龐大的

法律和執法的體系可以確保這些契約都可以獲得履行。但古代

社會社會沒有這類的制度設計，所以，它靠的不是抽象的法治

和契約，而是社會習俗，人際網路，靠的是人情事故。而這人

情背後最核心的就是禮物的概念，我有給你的，幫你籌錢，幫

你找人脈，幫你說情，那你就欠我一個人情，對方就必需時常

記得這件事，必須要找機會，等價，甚或是超越的償還這個恩

典。禮物就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人情」的媒介。禮物可說是

古代社會的基石。 

禮物就是 xaris，xaris 可以是指施與者的恩情，施與者所給的恩

惠；也可以指送出的物件本身；同時也可以指接收的一方，他

必需心懷感恩，感恩和感謝也是用 xaris 來表達。這整個循環都

跟 xaris 有關，施與者有康慨施恩的心，送出 xaris，對方也要以

感謝來回應。禮物變成是一個循環，是一個連結，是一個社會

網路，是一個建立關係的一個方式。 

所以，當 Seneca 寫《論禮物》的時候，他不是單純在談論禮物，

他談的是人際網路，社會關係，以及社會結構。換言之，《論禮

物》是本社會學的論著。 

他談施恩者應該有什麼樣的特質、如何施恩、如何挑選施恩的

對象。他也論及受惠的一方，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該如何償

還、不償的結果是什麼等等。這就是古代社會運作的方式，也

是整個社會的基石。 

而這裡，保羅要問的是，教會做為一個在心思意念，情感上，

物質上，相互幫補，相互接受，相支持的一個群體，我們是一

個建立在人情，建立在收與授，建立在我負於你，你有恩於我

的一種交換的循環中的群體嗎？ 

當保羅接受腓立比教會的餽贈的時候，他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

什麼樣的一個關係呢？保羅是不是因為接受了這份恩情，腓立

比人就成了保羅的恩主，保羅是不是就因此成了他們的待從

呢？ 有的教會確實是這麼看的，這也是為什麼保羅在面對哥林

多教會的時候他沒有接受哥林多教會對他的支助，哥林多教會

反過來還控訴保羅，指責他桀傲不遜。 

回過頭來，我們要問的是，教會弟兄姊妹之間是建立在一個受

與授的關係之上嗎？這問題我覺得，其實不太容易回答，確實

我們之間有授與受，就像保羅與腓立教會之間，他們之間確實

存在受與授之間的關係。但保羅在這段經文中提醒我們，在這

收受的過程中，確實是有一方付出，有一方接受。 

但保羅提醒我們，接受的一方他所仰賴的不是人，他乃是從主

那裡學習自足，並有主加添他能力和力量，使他能夠在各樣的

困境和患難中度過，最終他仰賴的是上帝，是上帝藉著弟兄姊

妹的手，為他帶來安慰和幫助。 

而對那施與的一方，保羅提醒，他們給的不是給人，而是給予

上帝，或說是獻上給上帝的，因為知道我們一切所有都是上帝

所賜予的，因此，我們是將我們所領受的做為感謝，獻給上帝。 

我們的關係不是靠授與受給這接起來的，連接我們的是，我們

同有一個主，我們同有一位榮耀豐盛的主，對於收受的一方而

言，我們可以在困難中不至灰心喪膽，因知道我們的主是滿有

豐富恩典的主；對於餽贈的一方來說，我們可以在豐富中不忘

上帝是一切豐富恩典的源頭。 

願上帝賜恩給我們，在新的一個禮拜中，或卑賤或有餘，不要

忘記我們的上帝是榮耀豐盛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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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台 大 綱 】 

【 代 禱 與 消 息 】 

一、 歡迎第一次來教會的新朋友與我們一起敬拜主，請介紹您的姓名和來自何處。  

二、 今天中午 12:30 四樓召開「兒主季檢討會」，下週日(7/2)下午一點召開「網路

管理會議」，請相關同工預備心參加。 

三、 教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邀稿中，主題《肢體感言或見證》，內容為教會與我、

團契與我、服事見證等。6/30 截止收稿，文稿請 line 給姚湘珍傳道。 

四、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上半年度背經運動，考試日期 7/2 或 7/9 週日下午 

12:30，地點 302 教室。請 6/30 前掃 QR 碼報名或填寫紙本報名表。 

五、 故朱錦麗姊妹於 6/16 安息主懷，追思禮拜訂於 6/27(二)上午 8:30 舉行，地點：

福居園 D6，家屬婉謝慰儀。欲參加獻慰歌的弟兄姊妹，請主日後留下來練習。 

六、 故謝國斌弟兄（謝佳蓉姊妹的父親）於 6/19 安息主懷，追思禮拜訂於 6/29(四) 

上午 9:00 舉行，地點：福居園 D7，家屬婉謝慰儀。欲參加獻慰歌的弟兄姊妹，

亦請主日後留下來練習。 

七、 歡迎報名第三季 7-9 月主日學課程，成主：哥林多後書(溫中承)，青少年主日

學/門徒造就：羅馬書(楊淑卿、李倩雲) ，請為課程預備、會友報名、 

生命蒙造就代禱。歡迎掃碼線上報名或填寫紙本報名表。 

【 上 週 奉 獻 】 

 

講題：一生宣教路～穿針引線一甲子 

經文：腓立比書四章一節 

大綱： 

1、 服事歷史 

2、 校園團契六年 

3、 大陸宣教 36 年 

4、 當前情勢與前瞻 

(1) 主日奉獻 200 元 (3) 感恩奉獻（1 筆） 200 元 

(2) 什一奉獻（11 筆） 36,900 元 (4) 為泰北短宣奉獻（1 筆）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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