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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合一的心（腓二1-4）
文／黎為昇  圖／若薇

直譯經文1（腓二1-2）

1 Εἴ τις οὖν παράκλησις ἐν Χριστῷ, 所以若有任何在基督裡的勸勉

εἴ τι παραμύθιον ἀγάπης, 若有任何愛的安慰

εἴ τις κοινωνία πνεύματος, 若有任何靈的團契

εἴ τις σπλάγχνα καὶ οἰκτιρμοί, 若有任何慈悲與憐憫

2 πληρώσατέ μου τὴν χαρὰν 你們要滿足我的喜樂

ἵνα τὸ αὐτὸ φρονῆτε, 以致於你們思想相同的事，

τὴν αὐτὴν ἀγάπην ἔχοντες, 當有一樣的愛時，

σύμψυχοι, 當是一心的，

τὸ ἓν φρονοῦντες, 當想一事時

保羅在第二章第1節至第4節慣用的長句中，開始論及要如何追求合一。一開始

出現「οὖν 所以」這字，是用於一連串推理過程之後作出結論的字眼，2表示這裡是

保羅的一個總結，就是他在第一章所說要他們作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公民，也就是

要他們：堅定在一靈裡、無懼於敵對者之威嚇，並提醒他們為主受苦是蒙恩的途徑

之後，對於這些教導他將作出結論。換句話說，接著保羅所說的信息，就是保羅指

示他們該如何實際行動，來實踐與基督福音相稱的公民這件事。

註

1.筆者為了忠於原文，所引用的經文均直接從Nestle-Aland 第27版希臘文聖經與BHS希伯來聖經直譯為
中文，因此筆者所譯出的經文便忽略中文的流暢與文雅。

2.本文的字義皆出於希臘文原文字典，書目請參見本文末所列的參考書目。

在靈裡，彼此以成熟的態度與性情相處， 

發展出與神和好、與人和好的成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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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識中行美善之事（腓二1-2）

保羅在第1節連續提出四句「Εἴ τις... 

若有什麼……」為首的假設附屬子句

（Subordinate Clause），是用來補述第2節

主句（Main Clause）「你們要滿足我的喜

樂」。簡單說，第1節中四句「Εἴ τις... 若有

什麼……」就是能滿足保羅喜樂的四件事。

第2節主句後接表示結果的連接詞「ἵνα 

以致於」，其後的附屬子句有潛在或非直接

目的的意涵，也就是說，主句的條件成立

後，可能會產生「ἵνα 以致於」所連接的附

屬子句之結果。3簡單說，保羅要腓立比教

會執行第1節的四件事來滿足他的喜樂時，

就可能會產生第2節下半句「你們可以思想

一樣的事……」的結果。

第1節以「Εἴ τις... 若有什麼……」為首的

四件美善的事來「滿足我的喜樂」（二2），

此處保羅所提出四件美善的事，分別是：

第一，「παράκλησις ἐν Χριστῷ 在基督裡

的勸勉」。所謂的「παράκλησις 勸勉」，其意

是用言語或非語言的方式，使某人得到鼓勵；

「ἐν Χριστῷ 在基督裡」，字面的意思是在屬

基督的範圍裡來勸勉人。換句話說，表示要以

主的思維、情感、與意願來勸勉對方，使他或

她藉由感受主耶穌基督的愛，獲得支持、信心

與希望。這樣的狀態是源自於勸勉者與被勸

勉的雙方，都能享受與主相交的生命之結果。

第二，「παραμύθιον ἀγάπης 愛的安慰」。

此處的「ἀγάπη 愛」，是指出於真誠的了解與

喜悅、以及高度的關注之下，而對某人或某

事有了喜愛之情；而「παραμύθιον 安慰」指

的是某人在損失或期待落空之後，得到別人

的安慰而減緩其原先所產生的痛苦。因此，

愛的表達不僅是表達喜愛之情，更要在人的

軟弱之中，藉由安慰來紓緩對方的痛苦。

第三，「κοινωνία πνεύματος 靈的團

契」。所謂的「κοινωνία 團契」，就是彼此

發展出成熟關係的團體，以及願意涉入的意

願。至於「πνεῦμα 靈」的意思，正如之前所

說的可以指的是聖靈，也可以指的是一個人

的態度或性情所反映出對該人處理或思考某

事的方式。因此「靈的團契」可以說是在聖

靈裡彼此以成熟的態度與性情相處，所發展

出與神和好、與人和好的成熟關係的團體。

第四，「σπλάγχνα καὶ οἰκτιρμοί 慈悲與憐

憫」。「σπλάγχνα 慈悲」是指對遭難或不幸

的人關心、給予同情的憐憫；而「οἰκτιρμός 

憐憫（mercy）」表示對別人有高度的敏感

度，容易察覺到人內心細微的變化，並有關

心與憐憫，願意與人一起受苦的含意。因此

願意關心人，分擔正陷於軟弱、苦難之人的

痛苦，才是神所期待我們所擁有的特質。

保羅在第2節用以上所述四件事情來勉

勵腓立比教會「你們要滿足我的喜樂」，所

謂的「πληρόω 滿足」意思是使某事完成或

註

3.和合譯本在第2節的譯文為「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
的喜樂可以滿足」，會造成倒果為因的錯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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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物完整。保羅這樣說可不是要腓立比教會

為了討他歡喜而做，而是表示他的喜樂尚未

得到滿足或是仍有遺憾之處，遺珠之憾仍需

要由腓立比教會共同來完成它，目的是使教

會更臻於完善。

至於是哪些事讓保羅的喜樂尚未滿足？

保羅用「ἵνα 以致於」來表達出這以上四件

美善的事可以促成合一的結果；換句話說，

雖然保羅在書信一開始就表達腓立比教會使

他喜樂，例如他說：「我感謝我的神在每次

回憶你們時（直譯）」（一3）、以及「帶

著歡喜當發出祈求時……（直譯）」（一

4）……等，但是保羅對腓立比教會合一的

狀況還仍不滿意，因此他提出以上四件美善

的事可以成為合一的方法。然而到底什麼是

合一，當合一之後又有什麼表現？

首先，保羅表示當他們滿足他的喜樂時 ，

或許能產生「你們思想相同的事」的結果。

所謂的「φρονέω 思想」，就是運用某人的

能力來深思籌劃，或對某事做出選擇；此處

用現在假設（Present Subjunctive）的

「φρονῆτε 你們可以思想」，4表達這思想的

動作是重複或連續的狀態；「你們可以思想

一樣的事」表示思想的合一必須要在「τὸ 

αὐτὸ 同一件事」的基礎上。這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因為要一群人共同不斷地、重複地

深思籌劃同一件事，這件事必須深得大家的

關注，而且必須要有高度的共識。

要如何完成「思想合一」這類高難度的

行動，因為第2節中有三個現在分詞，分別

是：「ἔχοντες 有」、被省略的「ὄντες 是」5、

以及「φρονοῦντες 想」，它們與「φρονῆτε 你

們可以思想」同時發生，所以「當有一樣的

愛時」、「當是一心的」、「當想一事時」

的狀況發生時，就能「思想一樣的事」。換

句話說，要達到思想合一的情形，必須要有

三種情形發生：「有一樣的愛」、「是一心

的」、以及「想一事」。

所謂的「τὴν αὐτὴν ἀγάπην 一樣的愛」

是指施予愛與被愛相同6，意謂我付出了多

註

4.現在假設（Present Subjunctive）並不是指現在的時間，而僅在動作的方式或性質上的分別。過去假設是
指一個簡單的動作，並不是在進行中或重複性質的動作；而現在假設是指著一個「繼續的」或是「重複

的」動作。

5.保羅在第2節下半句有一處頗為困擾。我們先將第2節下半句的每子句給個編號，

　 　(a) ἵνα τὸ αὐτὸ φρονῆτε, 以致於你們思想相同的事，　(b) τὴν αὐτὴν ἀγάπην ἔχοντες,  當有一樣的愛時，

　 　(c) σύμψυχοι, 一心的，　　　　　　　　　　　　　 (d) τὸ ἓν φρονοῦντες, 當想一事時

　(b)與(d)有相同的結構，分別都是由現代分詞所組成的子句，(b)是「ἔχοντες 有」，(d)是「φρονοῦντες 
想」。然而(c)這句卻只有一個形容詞「σύμψυχοι 一心的」，我們可斷定保羅省略了「εἰμί 是」，但這便
也兩種可能：一是與(b)與(d)等同，為省略現在分詞的「ὄντες 是」的子句，可譯為「當是一心時」；二
是與(a)互為對稱，省略現代假設動詞「ἦτε你們是」，便譯為「你們是一心」。然而若是後者，一般來
說依希臘文文法原則是需要連接詞καὶ 來連接兩個動詞，因此筆者還是採取將(c)「σύμψυχοι, 一心的」，
視為省略現在分詞的「ὄντες 是」的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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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愛，也獲得多少愛。也就是若我要別人怎

麼愛我，那我就同樣地怎樣愛別人，誠如耶

穌所說：「所以，無論每一件事你們願意為

了人對你們作什麼，照樣你們也要對他們作

什麼，因為這就是律法與先知（直譯）」

（太七12）。

教會的同靈要能「思想合一」，必須同

時要建立「一樣的愛」，學習主動表達愛

心，當彼此都能如此時，想法便能容易趨向

一致。這就好像「養兒方知父母恩」，我們

小時候接受了父母的愛，但始終與父母的想

法有很大的差距；直到我們為人父母，也為

我們的子女付出愛時，我們便更能體會父

母的心境一般。因此，我們總想從別人得到

愛，那麼我們就要先付出相同的愛；若每個

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時，自然就容易「思想一

樣的事」。

接著所謂的「σύμψυχοι 一心的」，是由

「σύν 一起」與「ψυχή 魂或心」所結合在一

起的複合字，意思是指有相似的態度與精

神，也有和諧之意，在想法、情感、與意志

上達成一致。有話說：「氣味相投」，也就

是彼此性格、價值觀、想法相似的人，自然

容易聚在一起。

然而，不知有多少人原本是好朋友但最

後卻反目成仇，這類的事在教會也屢見不

鮮。甚至有時我們認為一群為了親近主而放

棄許多時間、金錢或享受的人，那麼在一起

事奉必定能同心合意的；但事實上卻剛好相

反，常常為眼前的小事而發生爭執，甚至

彼此對抗，失去共同追求的方向。取而代

之的，卻是地位、權利、名譽的爭奪。這除

了彼此要經常溝通，有願意了解對方的心之

外，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地修正自己，靠著

聖靈對付內心不屬基督掌權的世界。

至於「當想一事時」中的「φρονέω 思

想」，與第2節上半句的「φρονῆτε 你們

可以思想」同字同義，上半句的「τὸ αὐτὸ 

φρονῆτε 思想一樣的事」與下半句的「τὸ ἓν 

φρονοῦντες 思想一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差

別，但事實上要先有「思想一事」，才有可

能「思想一樣的事」；前者是目標相同，後

者則是取得共識。若要達成共識就必須跳脫

輸贏的框架，從差異中先找出相同之處，然

後再努力嘗試瞭解彼此差異之處，並靠著聖

靈的帶領，使差異之處愈來愈少，而最終達

成一致的意見。

去除影響合一的負面因素 

（腓二3-4）

3 μηδὲν κατʼ ἐριθείαν μηδὲ κατὰ κενοδοξίαν 
無事按著自私的野心也無虛榮 

ἀλλὰ τῇ ταπεινοφροσύνῃ ἀλλήλους 
ἡγούμενοι ὑπερέχοντας ἑαυτῶν,  
反而要在謙卑中看待別人優於你們自己，

註

6.Jamieson, R., Fausset, A. R., & Brown, D. (1997). Commentary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on the Whole 
Bible (Php 2:2). Oak Harbor, WA: Logos Research System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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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μὴ τὰ ἑαυτῶν ἕκαστος σκοποῦντες 
每個人不要僅關注屬於你們自己的事 

ἀλλὰ [καὶ] τὰ ἑτέρων ἕκαστοι.  
每一群人也要關注屬於別人的事。

除了積極地使彼此的思想合一之外，去

除影響合一的負面因素也是必須的。其中第

3節的「ἐριθεία 自私的野心」這字，在新約

之前希臘文的著作中，意思是以不公平的手

段謀取官位，7保羅用此字指的是某人有強

烈的期望想作或完成某事，但因私心使其雄

心大志變質，甚至因基於嫉妒與潛在敵對的

競爭而感到憤怒。而「κενοδοξία 虛榮」是

指一點成就即能深深感到喜悅與滿足，卻因

失去原則產生不適當的自豪，徒勞並過分誇

大地對自己有過高的評價。

保羅提出合一的殺手「ἐριθεία 自私的野

心」與「κενοδοξία 虛榮」，因為這兩種行

事動機會造成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而造成

一種忽略別人、壓抑別人、甚至淘汰別人的

念頭，這種人行事的目的決不會幫助別人。

但弔詭的是，偏偏這樣的念頭卻又是因為過

分貪求別人的認同，使今生驕傲的慾望主導

生命的一切，使得這種生命盡是被「遮掩缺

點」與「凸顯優點」的思念左右，看不見真

實的自我，被許多幻象所主導，如同掃羅王

一樣（撒上十五12、30）。

因此保羅提出解決這合一殺手的方法，

首先是「要在謙卑中看待別人優於你們自

己」，第二是「個人不要僅關注屬於你們自

己的事」。

關於第一個方法「要在謙卑中看待別人

優於你們自己」，所謂的「ταπεινοφροσύνη 

謙卑」是指有慎視或看淡自己重要性的特

質；而「ἡγέομαι 看待」的意思是對某事持

有某個觀點，或是理性的推論與了解某事

或某人；至於「ὑπερέχω 優於」有超越、出

眾、或更好的價值之意。因此，保羅所說的

第一個方法，簡單說就是先追求謙卑的生命

特質，然後再學習欣賞別人。

之前筆者提及追求合一時談到：要使差

異之處愈來愈少，必須努力嘗試瞭解彼此的

差異之處；但話說回來，既然彼此有差異，

人的內心自然就會端出比較的機制來判斷優

劣。一般來說，我們一定會出於本能地認為我

的看法優於對方，在這樣的想法之下，所採取

解決差異的方法就是一味企圖說服對方，或

處心積慮地想辯駁對方所提出的質疑，往往

的結果只是造成更多的爭端與對立。

人在尋求自我實現的時候，不知不覺便

形成一種高抬自己、貶抑他人的態度，漸

漸令人感到難以相處，對自己的看法、意見

格外地堅持。但是當我們學會「要在謙卑中

看待別人」時，我們便會暫時放下自己的堅

註

7.例如在TDNT中提出一個例子，一個柏拉圖（Plato）的學生Aristotle, of Stageiros (c. 384–322 B.C.)，從
他學術研究中引述一個案子中就有出現「ἐριθεία」這字。【Kittel, G., Bromiley, G. W., & Friedrich, G. 
(Eds.). (1964–).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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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企圖站在對方的角度來看事情，也不會

立即辯駁或否認對方的觀點，對別人的質疑

也會冷靜地判斷、思考，有時這樣的態度反

倒使我們想法修正得更成熟，更完臻。

關於第二個方法，也就是第4節的「個

人不要僅關注屬於你們自己的事」。所謂的

「σκοπέω 關注」，意思是非常注意某事，

持續地盡全力獲得關於這件事的資訊，並有

在乎如何適當地回應之含意。換句話說，關

注不僅是注意某人或某事，也帶有注意之後

可能發生的行動或狀況。

這裡的主格「ἕκαστος 每一個」是指全體

中的每一個體，所以用單數，但下一句「每

一群人也要關注屬於別人的事」的主格則是

用「ἕκαστος 每一個」的複數「ἕκαστοι 每一

群」，來強調全體中的每一個群組，這或許

與當時教會的環境仍以家庭聚會為主體的背

景有關，尤其腓立比城沒有猶太人會堂，他

們無法像耶路撒冷或其他城市一樣能夠全體

信徒聚集在一起，在安息日誦讀摩西五經妥

拉（徒十六13，十五21）。

保羅所說的「τὰ ἑαυτῶν 屬於你們自己

的事」，一定是那些我們自己所熟悉的事、

有興趣的事、或是自認為有價值的事，若僅

僅關注這些事，一定是盡全力專注於這些事

上。偏偏人的專注力是有限的，例如當專心

看電視時，自然會忽略掉旁邊周遭所發生的

事，像是家人的談話、天氣的變化……等，

更別提家人情緒的轉變或是內心的世界。保

羅用「μὴ...ἀλλὰ καὶ 不僅……還要……」來提

醒他們除了關注自己的事之外，也要分些心

關注別人的事，才不會只活在自己的天地。

就好像剛剛所提的例子，假如我看一小時電

視後，便關起電視與家人互動，則專注於那

一小時的電視就不至於損及自己與家人的關

係；但若是「不斷地關注」而看了一整天的

電視，那今天自己就與家人形同陌路了。

確實，當我們放開心胸開始專注於別人

時，即使有我所不熟悉的事、沒有興趣的

事、或原本自認沒有價值的事，但若我們願

意暫時放下自己的堅持，看看對方所為、聽

聽對方所言，或許我們會發現自己的思緒會

更開闊、對事件的詮釋也更多面向、對人的

了解也會更加深入，也不會讓自己夜郎自大

而掉入自私、自我膨脹的泥沼中。若把這樣

的原則放在教會事奉中，我們才可能有機會

破除成見，欣賞與自己的個性、觀念差異的

人，如此也才有機會進一步思想合一，能在

共識中行美善之事而滿足聖靈的喜樂，您說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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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我在聚會時，常見兩個瘦小的身軀

貼在麗秋姊妹旁，左一個，右一個；左邊的

逐漸學會靜下來聽道，右邊的卻不時地想跟

麗秋姊妹說說話。這樣母子三人一起聚會的

溫馨畫面，令我難以忘懷。

打從這兩個孩子更小的時候，在教會中

常會聽到麗秋姊妹大喊他們的名字，試圖控

制他們別再橫衝直撞，別再搗蛋。兩個小男

孩因為長得可愛，個性又開朗，受教會同靈

的喜愛，家中也沒有其他姊妹，世界在這對

兄弟眼中，彷彿就是個超大遊樂場，他們跑

跳、玩耍……；但在還沒玩過頭之前，都會

有個帶著些許嚴厲的聲音及時出場，把這兩

匹脫韁的野馬，再次拉回定位。

麗秋姊妹多次教導他們聚會時要安靜聽

道，但年紀較小的弟弟常無法靜下心來，一

直想說話、或拿非聚會時間該出現的東西出

來玩；麗秋姊妹勸了又勸，有時也不得已做

出一些讓步，只要他不吵鬧，能讓別人好好

聚會就是最低準則。麗秋姊妹也教導他們唱

文／姚欣瑜 

圖／SU+0

從三人行到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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