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 3 – 2022 
SLCCC – 周博傳道 

恩典下的饶恕 —— 腓利门书 15–25 
Forgiveness under Grace --- Philemon 15-25 

 

1 
 

恩典下的饶恕 —— 腓利门书 15–25 
Forgiveness under Grace --- Philemon 15-25 

引言、背景、大纲 

• 读经：腓利门书。 

• 背景：腓利门家是歌罗西教会的聚会点，阿尼西慕是从腓利门家逃跑的奴隶，逃到罗马

碰见保罗信主得救，现被保罗送回主人家，让他们可以经历真实的悔改和饶恕。 

• 引言：关于饶恕——世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耶稣：

“（饶恕弟兄要）到七十个七次”（太 18:22）。福音的核心就是罪的饶恕，因神是广

行赦免、乐意饶恕的神（赛 55:7；诗 86:5）。饶恕的重要性：一、任何罪都是得罪神

（诗 51:4）；二、不饶恕会妨碍敬拜（太 5:23-24）；三、不饶恕是撒旦破坏信徒的诡

计（弗 4:26-27；林后 2:10-11）；四、饶恕跟个人救恩直接相关（太 6:14-15; 18:35）。 

• 大纲： 

标题：恩典下的饶恕 
A. 饶恕的人 
 1. 有恩典的生命 
 2. 认识神的主权 
 3. 有永恒的眼光 
B. 饶恕的行动 
 1. 毫无保留的接纳 
 2. 一笔勾销的债务 
C. 饶恕的动力 
 1. 圣徒的畅快 
 2. 对主的顺服 
 3. 属灵的监督 
 4. 亲密的团契 
 5. 基督的恩典 
 

饶恕的人 

1. 有恩典的生命（4-7节） 

• 腓利门的生命是被主的恩典得着的生命。他有对主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不断长进

的生命。这些都是基督救恩在他身上的果效。参见上次信息。 

2. 认识神的主权（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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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保罗委婉地引导腓利门去思考神的主权。

看起来一件十恶不赦的坏事，但神也许要借此成就一件美事，正如约瑟对卖他的哥哥们

所说的话（创 50:20）。当腓利门自己看到了神主权的美意，就更能甘心乐意地作出他

应当做的回应。就算看不到主权美意成就的方式，也要牢记： 

罗马书 8:28-29“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3. 有永恒的眼光（15-16节） 

• “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亲爱的兄弟”：弟兄姐妹是永远的家人，要永远

共享与主同住的福乐。保罗说你想想看，你暂时失去一个奴隶，永远得着一个兄弟，暂

时失去一个仆人，永远得着一个家人。有了这个永恒眼光，原谅阿尼西慕就不会是件难

事。世人之所以不会原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眼光全在于今生的利益得失。 

“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不拘是按实际生活来说，还是按属灵层面来说。类似普

世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关系。保罗把阿尼西慕送回腓利门家里，他们在生活上、在教会里，

会有更直接的生命连接，来表达他们之间亲密的弟兄关系。 

 

饶恕的行动 

1. 毫无保留的接纳（17节） 

• “收纳他”：不只是形式上的接待，而是关系上、态度上、包括行动上完全的接纳。常

用来形容主对信徒的接纳，以及信徒之间彼此的接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罗马书 15:7“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耶稣对信徒的接纳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约 6:37; 14:2-3）。 

• “你若以我为同伴……如同收纳我一样”：如果保罗亲自到访，腓利门自然会早早开始

准备，打扫布置、准备饭食，满心喜乐、热情洋溢地接待他。保罗要腓利门同样地接纳

阿尼西慕，因为他们在主里同样的弟兄关系。 

保罗没有提他的使徒身份，而是腓利门的“同伴”，来自“团契”的词根，表明共同有

份于基督的生命。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属灵关系是饶恕的动力。饶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

是关系。神饶恕我们也是使我们进入与祂和好的关系。 

哥林多后书 5:19“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

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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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的原谅是：我原谅你了，但我们从今天起最好保持距离，井水不犯河水。主里的

原谅是毫无保留的接纳，因为我们知道主也是这样原谅我们的。 

当然，这样的原则有时并不适用，如果有严重的、公开的过犯，影响教会圣洁合一的见

证，就需要带着爱心向对方指出来，提醒对方有悔改的责任，否则，必要时要照着圣经

的原则给予教会纪律。但如果是琐碎的、个人的冒犯，不影响教会圣洁合一的见证，就

应该在主里完全、彻底地原谅对方，并且不能让它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任何的影响。 

2. 一笔勾销的债务（18-19节） 

•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阿尼西慕对腓利门造成的财产损失可能

包括他直接偷窃的盘缠和另买一位奴隶替代的价钱。这句话意味着腓利门有权利要求赔

偿，基督徒之间的原谅不代表不能有任何补偿（罗 13:8）。冒犯他人的一方理应想要去

补足亏欠，作为真心悔改的一种表达。 

但这绝不是说，一定要把物质上的亏钱还清了才能原谅，否则就不能原谅。我们永远不

可能偿还对基督的亏欠，但他仍饶恕了我们。保罗这里没有禁止腓利门要赔偿，而是激

发腓利门的爱心，让他自愿以更像主的方式去饶恕。 

• “我必偿还”：有没有看到主耶稣的影子？我们犯罪侵犯了神的圣洁公义，这是一笔还

不清的债；但耶稣以十字架上完美的牺牲，为信徒还清了一切罪债！保罗说，让我来替

你偿还，这是基督生命在他身上的彰显。 

保罗要让腓利门思想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从而激发他以更好的方式处理这笔债务。 

•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亏欠的内容不是钱财，而是“你自己”。腓利门因保罗的

传道工作而信主得救。新译本译为“甚至你的生命，你也是欠我的。” 嘿，别忘了，

你整个生命都是欠我的哦，没有我就没有你今天的生命！ 

腓利门将阿尼西慕欠的债记在保罗名下，无异于将这笔债直接一笔勾销，因为腓利门自

己欠保罗的债是他永远也偿还不起的。阿尼西慕欠腓利门的是有限的属世钱财，而腓利

门欠保罗的是无价的灵魂生命！ 

归根结底，我们的生命是亏欠于主耶稣。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自己也是罪人；真正能

为我们除罪，赐我们灵魂生命的，唯有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几

乎是扮演了基督的角色，仿佛是基督亲自出面，要腓利门把债记在基督的账上，然后再

因他欠基督的债而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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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彼此原谅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不饶恕人的天父

也不饶恕他。我们欠基督的债是我们永远还不清的，我们整个生命都是亏欠他的，如果

抱着弟兄姐妹已经被基督赦免的过犯而不饶恕，那就真是太伤基督的心了。 

 

饶恕的动力 

1. 圣徒的畅快（20节） 

• “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心”字共出现三次。第 7 节，众圣徒的心都从腓利门

得了畅快；12 节，阿尼西慕就是保罗的“心”，保罗把心送给腓利门；所以 20 节，好

好对待我这颗“心”，他从你得畅快，我也就得了畅快。 

2. 对主的顺服（21节） 

• “深信你必顺服”：不是顺服保罗，保罗没有用使徒权柄做任何命令，而是爱心的请求

（9 节）。但主耶稣明确要求基督徒彼此饶恕（参引言）。保罗相信腓利门必顺服主。 

• “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基督徒的善行是追求卓越、没有上限的。腓利门也许

可以大摆宴席庆祝阿尼西慕失而复得，也许可以与他分享服侍的机会。饶恕只是底线，

顺服主的表现不只是做到最低要求，而是在主里追求不断长进。 

3. 属灵的监督（22节） 

• “给我预备住处”：别忘了，我还要来看你哟，别让我失望。这不是威胁，而是属灵的

监督。主在教会设下属灵权柄作为监督，帮助信徒行在主里。 

4. 亲密的团契（23-24节） 

• “问你安”：有名有姓的问安体现圣徒间亲密的团契关系，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一种表

达。相爱则必然会带来彼此饶恕（彼前 4:8）。如果有不饶恕的事存在，就会破坏这种

亲密的团契关系，也无法真诚地彼此问安。 

5. 基督的恩典（25节） 

• “主耶稣基督的恩”：饶恕的动力最终来自基督的恩典。基督徒生命的总结就是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始于主耶稣赦罪的恩典，靠恩典维系保守，靠恩典战胜罪，活

出成圣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