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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下的生命——腓利门书1–14 
Life under Grace – Philemon 1-14 

引言、背景、大纲 

• 读经：腓利门书。 

• 引言：填空题：“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____之下”（提示：罗马书 6:14）。一个活在恩典下的生

命，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腓利门书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 特点：这封信乍一看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深厚的神学大道理，但却充满了对神学道理的实际应用。如果你

戴着一副神学家的眼镜去读这封信，你会读睡着；但如果你戴上恩典的眼镜再去读，你就会发现这封信

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是恩典的印记。 

• 背景：三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生命——保罗、腓利门、阿尼西慕。保罗蒙恩的过程见使徒行传 9章。腓

利门是因保罗的传道事工信主得救（19 节），并用自己家作教会聚集点，妻亚腓亚、儿亚基布也是重要

同工（1-2 节）。阿尼西慕是从腓利门家逃跑的奴隶（15-16 节），逃到罗马碰见保罗信主得救（10

节），现被保罗送回主人家（12 节）。 

• 大纲： 

标题：恩典下的生命 
A. 恩典的生命有平安 

B. 恩典的生命有祷告 

C. 恩典的生命有信心 

D. 恩典的生命有爱心 

E. 恩典的生命有长进 

F. 恩典的生命有恩言 

G. 恩典的生命有悔改 

H. 恩典的生命有益处 

I. 恩典的生命有舍己 

J. 恩典的生命有智慧 

 

恩典的生命有平安（3 节） 

• “恩惠、平安”：这是基督徒通信特有的问安。“恩惠”就是“恩典”，是神白给的我

们不配得的好处，核心就是主基督的救恩。“平安”则是恩典带给我们的果效，首先是

与神的平安，即与神和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带来个人内心的平安及彼此关系的平安。 

恩典的生命有祷告（4 节） 

• “祷告……感谢”：神恩典运行在保罗的生命里，还表现在充满感恩的祷告。祷告本身

就是一种恩典。若不是借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的祷告神是不听的（以赛亚书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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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借着耶稣基督赎罪的恩典，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叫一声“阿爸父”，这本身

就是莫大的恩典。拥有这种恩典的人，不可能不去使用这种恩典。 

“如果你不是个祷告的人，你就不是基督徒。”——Richard Baxter 

• “我的神”：称神为“我的神”，体现出信徒与神的关系何等亲近，以致于来到他圣洁

的宝座前可以毫无惧怕，可以向他倾心吐意。 

这是你跟神的关系吗？你在祷告中，是否常为着神赐给你各样的恩典，感谢你的神？你

有像保罗这样，为着神在弟兄姐妹生命中恩典的工作，感谢你的神吗？ 

恩典的生命有信心（5 节） 

• “你向主耶稣……的信心”：保罗看到神的恩典在腓利门的生命里运行，首先就表现在

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完全是神恩典赐予的。 

以弗所书 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你有没有为弟兄姐妹在主里最基本的得救信心感谢神呢？当有事情影响到你与弟兄姐妹

主里的关系时，记得先为对方感谢神，再去以神的恩典处理你们的关系。 

恩典的生命有爱心（5, 7 节） 

• “你的爱心…向…众圣徒”：和合本翻译欠妥，修订版更准确地翻译为“因听说你对众

圣徒的爱心，和你对主耶稣的信心”。信心的对象是主耶稣，爱心当然首先是爱主，但

对主的爱心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众圣徒的爱。信心必然带来爱心。 

约翰一书 4:8“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每个真信徒都必定会表现出对其他信徒的爱心。然而爱心有

小有大，第 7节表明腓利门的爱心特别大，证明神的恩典大大运行在他的心里。 

• “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畅快”原文是军事用语，形容军队行军途中停下来歇

脚。初代信徒的信仰生活就像打仗一样，随时面临各种危险，犹太人的迫害、罗马人的

迫害、异端的搅扰等等，而腓利门则用自己的爱心，为这些身心疲乏的圣徒们，带来了

宝贵的安歇和畅快。 

腓利门具体所做的，很可能包括物质上的帮助（因神赐他富裕的家境）以及属灵上的鼓

励。爱心的表达有不同方式，与恩赐、需要、圣灵带领有关，但带着爱心彼此相交的基

督徒，一定会给彼此带来畅快。这是恩典生命的表现。 

恩典的生命有长进（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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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知道…各样善”：连于第 4节的祷告，这里是祷告内容。和合本翻译再次欠妥，

原文焦点不在要别人知道什么，而是要腓利门自己知道，知道的内容则是信徒在基督里

的一切良善。参 NET 圣经中文版：“愿你与我们所同有的信心，加深你在基督里所承

受一切福气的体会”，或译为“让你更充分地认识到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良善”。 

这其实是一个灵命长进的祷告：信徒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一切的良善，但需要借着信心的

生活更多体会到这些良善。一个道理你光是头脑上知道还不算真知道，当你经历了，体

会了，你才是真正的知道。（示例：旅游照片 vs 亲临其境） 

你可以从圣经中学习爱的真谛，但直到你把彼此相爱的生命活出来，你才真正认识了爱

的真谛；你可以从圣经中学习信徒如何不再受罪恶捆绑，但直到你靠着圣灵离弃罪行追

求成圣，你才真正认识了什么叫脱离罪恶捆绑；你可以学习如何在主里彼此饶恕，但直

到你真正饶恕了冒犯你的弟兄姐妹，你才真正认识了什么是饶恕。保罗要腓利门去饶恕

世人看来不可饶恕的阿尼西慕，当他这么做，就知道他里面有了饶恕人的良善品质。 

彼得后书 3:18“……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恩典的生命有恩言（8-9 节） 

• “虽然…能放胆吩咐你……然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本可以使用使徒的权柄来

发号施令，但他选择不使用这种权利，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神的恩典翻转了。信主前的

保罗对基督徒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徒 9:1），现在他认识了神浩大的恩典，主耶

稣流血牺牲赦免了他一切罪恶过犯，所以对同蒙主恩的人，他宁可凭着爱心说恩言。 

当然，必要时，他也会用使徒权柄给出更严厉的教导劝诫（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

但那都是直接危害信徒救恩、危害教会圣洁的情况。对腓利门这样一位亲爱的弟兄，保

罗知道最有效的言语就是爱心的鼓励，去激发他更多地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 

前面赞扬的话也是这个目的，让他看到：哇，原来神在我身上已经给予了这么多恩典，

我要再接再厉，不能辜负了神的恩典。适当的赞扬会激发更多的美德。我们要学习保罗

的为人处事，帮助弟兄姐妹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激励他再接再厉。 

恩典的生命有悔改（10 节） 

• “捆锁中所生的儿子”：这是阿尼西慕恩典生命的开始。保罗在罗马监禁中，把福音传

讲给阿尼西慕，圣灵就使他重生，成为一名基督徒。保罗就是他属灵的父亲。 

当年逃跑的奴隶如今已经成了“忠心的弟兄”（西 4:9）。逃跑奴隶最大特点就是不忠

心，要忠心就不会逃跑了。显然阿尼西慕已经悔改。他亲自回去找腓利门就是悔改的表

现：真正的悔改是愿意承担罪的责任和后果，不悔改的人会想方设法逃避责任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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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生命有益处（11 节） 

• “从前…没有益处……如今…有益处”：指主内肢体彼此服侍的益处（参 13节）。按

照神国的价值观，所有非信徒都“一同变为无用”（罗 3:12）。而基督徒借着主所赐的

新生命，可以彼此服侍、彼此建造，这是我们所蒙的恩典，也是恩典生命的必然表现。 

哥林多前书 15:58“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恩典生命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神国有益处，而这种益处的体现就是彼此服侍。如果不委身

在彼此服侍的生活里，那我们就看不到什么益处。 

恩典的生命有舍己（12-14 节） 

•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本想留阿尼西慕伺候他（13节）

但出于对腓利门的爱心，为着腓利门的属灵益处，他就不这么做，因为一切心不甘情不

愿的善行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参林后 9:7；彼前 5:2）。 

保罗忍痛割爱，舍弃自己的利益，要让弟兄得到灵命的益处。恩典的生命有舍己。舍己

是圣经对爱的定义，彼此相爱一定会有舍己服侍的表现。你的生命有舍己的表现吗？你

所最最关切的，是弟兄姐妹的属灵益处吗？ 

恩典的生命有智慧（贯穿全信） 

• 保罗本可以留下阿尼西慕，但他智慧地看到，送他回去对弟兄的属灵益处更有帮助；他

本可以利用使徒权柄直接命令腓利门做该做的事，但他智慧地看到，用爱心的请求更能

建造弟兄的生命；他本可以开门见山提出请求，但他智慧地看到，应先向他表达感恩，

让他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激发他的爱心，让他甘心乐意的善行可以彰显更多神的恩

典。后面的经文还能看到更多保罗智慧的亮光。圣灵是赐智慧的灵，帮助信徒在不同场

合下，灵活运用圣经真理，借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去彼此相爱、荣耀我们的神。 

总结应用 

• 这些恩典的记号，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也有很多清楚的表现，不是吗？要学会

观察彼此生命中神恩典的表现，而不是把注意力都放在还缺乏明显表现的地方。既然领

受了这么丰盛的恩典，就让我们向神常存感恩的心，并让恩典来充满我们的肢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