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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涼薄社會中的明燈 

(經文：腓利門書一 4-7) 

 

 

 
 

 

 

(一) 羅馬帝國的奴隸制度 

1. 當我們閱讀新約聖經的時候，我們發覺保羅或其他使徒往往提到社會四個現象和制度－男

人與女人在家庭的關係，父親與子女的關係，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和當權者與被統治者的關

係。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看，在當日的羅馬社會，這四種制度都非常不公平，專制和涼薄。

在腓利門書中，保羅是集中討論：奴隸制度的問題，究竟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如何面對

這樣不公義的社會制度，這正是我們要研究的主題。 

2. 首先，我們要看看當時的奴隸制度是怎樣的。在奧古斯丁的時代，奴隸人口約佔整個羅馬

帝國 30%，即每 100 人便有 30 個是奴隸身份。據歷史記載，一個普通收入的羅馬公民都會

擁有奴隸，有些有錢的甚至多至幾百個奴隸；L. Redarius Sacundus 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作為一個奴隸，他是沒有自由，沒有自主權，更沒有公民權利，沒有尊嚴，他們不可擁有

家庭、妻子、子女、財產，他的一切，甚至他的生命都是屬乎主人的，他就好像主人其中

一部份財產一樣，主人可以呼之則來，喚之則去；一年只有在 Saturnalia 節日，他們才可以

享用數天的某部份的自由。在羅馬的社會，「奴隸」就是身份的象徵，你擁有越多奴隸，就

表示你是一個上流人士，就好像今日你擁有多少部 BMW 一樣！ 

3. 我們莫以為奴隸都是目不識丁的人士，非也！不少奴隸是頗有學識和擁有特殊技能。有些

是在財經上，可當主人的管家，有的是醫生，有的是教師，但大多數都是從事勞工或耕種

的。羅馬人稱他們為 viucti，不少兇惡的主人，把奴隸囚在非常惡劣的居住環境，日夜都用

鎖鏈鎖着，怕他們逃走，不聽從的就責打，甚至殺掉，不少死於營養不良，在 Pompeii 的

遺物及遺體中，我們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情況出現，是一個非常涼薄和不公的社會制度。所

以在羅馬帝歷史中，我們見過不少奴隸挺而走險，企圖叛變作反，其中至著名的便是

Spartacus 在 73B.C.的叛亂。不過大多數都屬於小規模的作反！如偷走、偷竊等。相反亞尼

西謀是屬於後者了！ 

(二) 涼薄社會制度下的明燈？(v.4-7)  

1.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

心。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兄弟啊，

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 

4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5 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 

6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 

7 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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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門書一 4-7 是剛與當時涼薄的社會制度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究竟保羅是怎樣形容「腓

利門呢？」 

2. 首先，我們要看看 v.5： 

「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 

「聽說」一字，希臘文是       ，是一個 present participle，意思有二： 

 這是不住的聽見，不是偶然一、兩次聽見，這表示腓利門就一向是這樣的人。 

 Participle 的意思是「因由」。為什麼保羅每逢在禱告提到腓利門時，就為他感謝神？不

是因為他借出屋子作崇拜，不是因為他捐獻多，非也。而是因為他對眾聖徒及主耶穌

的愛心和信心。我們又要特別留意 v.5 一句非常有趣的文法結構。當保羅提到腓利門的

愛心和信心時，他是分兩方面說。首先，他提到腓利門對主耶穌的信心和愛心，原文

是用一個    的 preposition，但其後他又提到腓利門對眾聖徒的信心和愛心，他所用           

    是另一個 preposition。     和     有什麼分別呢？為什麼保羅在同一句子中用

兩個不同的 prepositions 去形容呢？     可譯作 towards，中文可譯作朝向耶穌基督的

信心和愛心。換言之，保羅的信心和愛心是「朝向耶穌基督的」，是以主耶穌為中心的，

不是以自己為中心的；是一個 Christ-centered love and faith。而    一字可譯作 into，

是有接觸的、是親近的。換言之，腓利門的愛心和信心，不是空泛的，是他從眾聖徒的

接觸中表現出來，是可以看得見的；是有目共睹的。 

3. 有關這一點，在 v.6 就更明顯的表達出來。v.6 是一節頗難解釋的經文。和合本的譯本是這

樣的，「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 

首先我們是看看這句的下半截，和合本的大概意思是明顯的，不過這還有一些釋經問題有

待解決。至於此句的上半截和合本翻譯的有點莫明奇妙，不知其所以言，所以我們是看下

半句，才再看上半句的意思。 

 首先，我們要了解和合本譯「使人知道」是什麼意思，原文不是一個「動詞」(知道)，

而是一個名詞          ，可以譯作「知識」(knowledge)，「承認」(acknowledgement)

或認識和體會(recognition)。 

 其次，我們會問，是什麼使到別人可以承認和體會到這些呢？很明顯這是指此節的上

半句的一句話「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究竟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稍後會有交待。 

 保羅又如何形容這個「知識」、「承認」呢？他以為這上好的、善的。原文          

可譯作「上好」、「一切都是好的」of every good！ 

 不過至重要的是一切都是在基督裏，換言之，腓利門對眾信徒的信心(及愛心)是源於他

對基督的信心和愛心。保羅在此用     這一個 preposition，是表明是在基督裏他才有

此表現。 

 最後，和合本提到「你們各樣的善事」的你們是指誰呢？原來這裏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第一個版本，正是和合本所採用的，原文是    ὑμτν (在你們那裏)，所以和合本

就譯「你們各樣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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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版本，原文却是         (在我們那裡)，著名的學者 Bruce Metzger 則以為

這比較可信，大多數舊的抄本都是用         的，換言之，保羅是泛指我們一切

的信心都是出於基督，是至美善的。 

4. 現在我們要看看 v.6 的上半句之意思了！關鍵就是在乎那句「你與眾人同有的信心」是什

麼意思？原文不是這麼複雜的，是相當簡潔的。原文直譯是你的                      ， 

         這個希臘文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字，可譯作「夥伴」、「團契」、「分享與分擔」、「生

命的分享」，這是形容教會就是聖靈的團契，大家可以彼此分享。我們之所以能夠坦誠分享

是因為「信」或「信任」，如果我們互不信任，就根本上談不上相交了。然而，這個「信任」

不是基於他人的性格，或是我的性格，或是外在環境，而只是基於我們對主耶穌的信任，

而我們既是同有一個主，有同一個聖靈，我們就是弟兄姊妹，就是基於此而我們可以相交。

所以教會又稱為「聖靈的團契」(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如此，我們就明白 v.6 的意思

了！腓利門是一個對眾聖徒極有愛心的一位弟兄，這並不是因為他的性格溫和，而是基於

他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和愛心。 

同樣的，他對眾聖徒的愛心和信任，亦見證了 (原文              可譯作顯出功效 

effective, productive)神的美善。正如耶穌在被釘前對門徒說：「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就認

出你們是基督徒。」這是一個有效的見證。 

5. 最後，我們要看看第 7 節，這是一節非常美麗的金句「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

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 

「兄弟」一字是單數，是指腓利門而言，有趣的地方；和合本把「兄弟啊」放在開首之處，

但原文却是最後一個字，放在最後是有點親切的感覺，而不流於把「兄弟」過份高舉。 

為什麼保羅如此開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 

這是因為保羅看到因着腓利門的愛心，眾聖徒的心得了暢快。「心」一字原文是         ，

是內臟，心－其實是指整個人(Total person and his personality at the deepest level)，而「暢

快」一字            可譯作「更生」、「復原」，縱然不少弟兄經過辛勞、艱辛、掙扎、失

望，但因着腓利門的愛心，他們很快便「更生」「復原」過來，這是令人感到極大的鼓舞！

教會實在需要有像腓利門這樣的信徒作治療的事工。 

(三) 為什麼亞尼西謀要逃走呢？ 

最後，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亞尼西謀既然有這樣一位仁慈，滿有愛心的主人，為什麼他還

要偷走，甚至是夾帶私逃呢？聖經並沒有交待原因，我們在此只能靠推測罷了！ 

我個人以為這一點也不出奇。在昔日羅馬社會，「奴隸逃走」是一件非常普遍的情形，若遇到

暴戾的主人，我們會了解為什麼那些奴隸會挺而走險，但我們也要明白，若主人是仁慈，而

又信任你，這些處境可能給這些奴隸更大的引誘，希望早日脫離「奴隸」的身份與地位；而

且這也是當時反對這種制度至有效的方法。亞尼西謀可能就是在此情形下逃走。不過，從神

的救贖角度去看，這並非偶然，從亞尼西謀的改變，及腓利門用愛心再接侍他，把他升格從

「奴隸」至「弟兄」，這豈不是一個更澈底更有效去解決當時這樣不公不義的制度嗎？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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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會詳細研究這問題。 

(四) 默想 

1. 你以為今日的世界是否也是不公、不義和涼薄呢？ 

2. 你以為「腓利門」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你又是否有腓利門的基督徒品格呢？ 

3. 為什麼說腓利門是涼薄社會中之明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