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2015.09  456 期

腓
立
比
書

信仰 

專欄

以基督的心為心
的第二個例子：提摩太

文／黎為昇  圖／若薇

經文進度：腓立比書二章22-24節

保羅差遣提摩太的第一個理由

22 τὴν δὲ δοκιμὴν αὐτοῦ γινώσκετε, 
然而你們知道他得到認可，1

ὅτι ὡς πατρὶ τέκνον σὺν ἐμοὶ 
ἐδούλευσεν εἰς τὸ εὐαγγέλιον.  
因為像兒子與父親一樣他與我一同

服事為了福音。

第22節論到提摩太，他本身的特質

獲得長輩青睞，因此保羅說：「他得到

認可」。所謂「δοκιμή 認可」，意思是

指某人或某物，其特質或價值經過驗證

而被證實；2換句話說，提摩太這位工

人經歷層層的考驗，他的品格、能力、

與事奉的品質等，都得到了不僅僅是保

羅，也獲得眾教會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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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經歷層層的考驗，他的品格、能力、與事奉的品質等， 

都得到了不僅僅是保羅，也獲得眾教會的認可。

201509版權所有



55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當保羅第一次到路司得，提摩太便是一

位值得人稱讚、信賴的青年（徒十六2），

故此保羅邀約他加入福音團隊，在福音的事

工上與保羅同勞。提摩太原本值得人信賴的

特質，在經過艱辛萬分的宣教旅程與種種的

磨練之下，沒有受到虧損，他所受的考驗已

經十分完備。這也是正如保羅要提摩太遴選

執事的時候，囑咐他所說的：「而這些人也

需先被認可……（直譯）」（提前三10）。

保羅提到提摩太說，「像兒子與父親一

樣」，這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如和合譯

本意譯的意思「待我像待父親一樣」，也就

是說，保羅不只一次在他的書信中表達提摩

太如同他的兒子， 3保羅與提摩太情同父

子，彼此信任、扶持，因此提摩太對待他如

同父親一樣，這是無庸置疑的。

也因為如此，他們自然私交甚篤，然而

這也很容易將私人的情感帶入事奉之中，在

做決定時會不自覺地考慮私人的立場。當然

事奉不可能沒有個人感情因素，正因如此，

一個事奉人員會常因事奉而使他（她）的情

緒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的感受。

然而提摩太對待保羅如同父親，是建立在

「他與我一同服事為了福音」之上。也就是

說，保羅與提摩太都是為了福音成為服事

者，他們兩個人在事奉中都是站在神的奴隸

的角色下，建立起情誼與關係。

另一種可能，或許是保羅以猶太拉比的

師徒關係為出發點。因為猶太拉比師生的情

誼，就如同父親要將謀生的技能教給他的兒

子一般。這樣的觀念早在舊約就已出現，所

以我們在和合譯本中見到的「先知門徒」，

希伯來文聖經的直譯則為「~yiayib>N;h-yEn.b 先知的

兒子」（例如：王上二十35；王下二3），

這種亦師亦父的思維，與華人傳統所云的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非常相似。故此，

保羅無時無刻都以摯愛長輩的身分教導提摩

太，使他能靠著主繼承保羅工作的精神與信

心的傳承……等，如同保羅對提摩太所說：

「然而你追隨我的教導、品行、意圖、信

心、寬容、深愛、忍耐（直譯）」（提後三

10）。

保羅差遣提摩太 

到腓立比的第二個理由

23 τοῦτον μὲν οὖν ἐλπίζω πέμψαι
所以一方面我立刻地就期待差遣這人4

ὡς ἂν ἀφίδω τὰ περὶ ἐμὲ 
當我一專注關於凡我的事 

ἐξαυτῆς· 
立刻地：

24 πέποιθα δὲ ἐν κυρίῳ
另一方面我相信主 

ὅτι καὶ αὐτὸς ταχέως ἐλεύσομαι. 
因為我自己也很快地去。

註

3.參見「林前四17；加四19；帖前二11；門10」。

4.本節上半句的「立刻地」，乃是將句末的副詞「ἐξαυτῆς 立刻地」修飾「我期待差遣這人」，以符合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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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中，保羅差遣提摩太去腓立比，

除了他個人值得信賴的特質之外，其中還有

一個原因是保羅所說的：「當我定睛關於凡

我的事」。所謂的「ἀφοράω 定睛」，意思

是為了對某事取得更精確的資料，而專注於

資料的源頭；至於「我的事」，應該指的是

保羅審訊的結果。可能是在正式宣告判決

前，保羅或多或少獲得他可能被釋放的消息

（腓一19），5故此時此刻保羅需要全神貫注

地等待與準備，因此他先叫提摩太帶信給腓

立比信徒，並在第24節提及不久的將來，他

也會到腓立比教會去見他們。

此時我們再次見到保羅處事的細膩，當

他不能分心於他眼前的事，他就好好地整

理他的思緒，將想對腓立比教會感謝與勸勉

的話寫下，然後立即計畫託提摩太將信送過

去，並讓提摩太留在那裡一陣子，處理好保

羅在信中所提及的教會問題，然後才放心地

專注於他上訴的事。

同理，當我們要轉介我們手中的事給其

他人代辦，應該效法保羅將事情好好地理

出頭緒，執行我們該處理的部分，好讓接手

的人能迅速地接上我們所交待的事，這樣的

原則無論是在世上的事或教會的事工一律適

用，尤其神國的事更該如此。

保羅在第24節說到他之所以會採取差派

提摩太先到腓立比去的策略，其前提是他已

經相信主會讓他很快地到腓立比去。這也讓

我們再次思考什麼是「相信」？相信之後是

不是什麼都不用做了呢？

「相信」的第一步，我們要先確立所設

立的目標或我們心中的願望是不是主的意

願。經云：「當將你的道路滾到耶和華那，

並倚靠祂，祂必行動（直譯）」（詩三七

5）。6所謂的「l;l"G 交託（滾到）」，就如

滾石頭一般，呈線性的移動到另一處；這句

之中的「%¢r¢D 道路」，字面的意思是一條從

一處到另一處的街道，或是有旅程之意，也

就是已計畫某路線到目的地，而從一處移動

到另一處去。所以「相信主」的意涵，首先

就是最終的目的地是主，或是說這件事最終

的目標是主；更清楚地說，也就是《希伯來

書》十一章第1節的「ἐλπιζομένων 所望之

事」，是經由禱告、默想等察驗主旨意的種

種過程，確認「所望之事」是否是主的意

願？若答案是肯定的，便產生所望之事必成

就的信心。

這就好比政府修造道路之前，必先確定

這條路的終點一樣，而這終點一定有值得花

如此龐大的時間與金錢的價值，才有可能開

始修建這條路，因此大衛才會說：「當將你

的道路滾到耶和華那」。
註

5.參見筆者於《聖靈》月刊第446期「在危機中仍勇往直前（下）」拙作，關於一章19節的解釋。

6.《詩篇》三十七篇5節之和合譯本意譯為：「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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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便是要確立我們的籌算與執行該

計畫的工作是不是主的意願。「當將你的

工滾到耶和華那，你的籌算必得建立」（箴

十六3）。所謂的「h,f][;m 工」是指為了完成

一個目標或任務，而付出力量所做的事；

「h'b'v]x;m 籌算」的意思，則是以理性的想法

來周密地組織某個計畫。換言之，就是先將

我們理性的籌算放在禱告之中，靠聖靈的帶

領檢視我們自認為合理的籌算；並在工作進

行的過程，於禱告中不斷地謹慎評估我們所

付出的努力。

這好比一個建商進行建築一棟大樓的過

程，需要透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會議協商，將

執行前後檢討一番般，將我們的計畫與工作

與我們的主一起開會後定奪而執行。因此我

們還是需要計畫與執行我們該做的事，而不

是什麼都不做，就要神把成果顯現出來。

提摩太順服保羅的差遣

從保羅書信片段的資料來看，提摩太身

體似乎不太健壯，7性格似乎比較怯懦，8故

保羅在給提摩太書信的問候語，有別於他一

貫在保羅書信中所用的「恩惠歸於你們，且

平安來自於神……」，而是說：「恩惠、憐

憫、平安來自於神」（提前一2；提後一

2），其中多了「ἔλεος 憐憫」，其意是對某

人急切的要求給予關心或釋出善意。這意味

著提摩太因個人的軟弱，極需要來自神的關

切與幫助。即便如此，他還是以基督的心為

心，跟隨保羅，與他一同為福音服事主。

提摩太順服保羅的差派到腓立比去，使

這事能速速成行，使教會問題能提早化解。

他不會運用與保羅的關係來挑選他想要做的

工，而是放下自己的情感、理性與意願，順

服保羅所差派的任務，也不在意自己的身體

是否堪於長途跋涉的旅程。此時提摩太如同

保羅一樣以基督的心為心，以捨己的精神接

受任務，使他成為耶穌基督及保羅之後，另

一個值得信徒效法以基督的心為心的榜樣。

事實上，我們有時會覺得教會似乎動盪

不安，或是軟弱不堪，或許其中一個原因，

是事奉者將自我實現的願望隱藏在教會事奉

之中，但卻以事奉基督為藉口。阿摩司先知

諷刺以色列人在曠野不是抬約櫃與神的會

幕，而是抬著「摩洛的帳幕」與「偶像的

龕」（摩五26），9因為他們事奉神的方式

與外邦人事奉他們的神明無異，只是崇拜的

註

7.參見「提前五23」。

8.參見「林前十六10；提後一6-7」。

9.「摩洛的帳幕」是譯自七十士譯本的τῇ σκηνή τοῦ Μολοχ，希伯來文則是「~,k.K.l;m tWKis 你們的王──

撒古特」；「偶像的龕，你們的神星」的希伯來文「~,kyeh{l/a b;kAK ~,kyem.l;c !WYiK 你們的偶像──基溫

（Kaiwan），你們的神星」，這是古亞述人的一支派阿卡德人（The Akkadian）的土星神或星期六之
神――尼努塔爾（Ninurta ），代表掌管暴風與洪水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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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是耶和華，骨子裡卻是以自己為主神，

神的存在只是要幫助他們完成「自我的實

現」。

這樣的心態與事奉性格，根本與順服沾

不上邊，一旦眾人的共識與自己的意願不

符，便採取許多人意的做法，也就是透過不

磊落的手段，或是不能公開透明的方式運作

而改變之，然後再將聖經的經文利用斷章取

義的方式處境化，根本不在意所引用的經文

是否透過嚴謹的解經與釋經方法來詮釋。這

種先有個人意圖，再找尋經文佐證的意寓解

經法，目的只是企圖打出師出有名的說詞而

已。套句研究現代教會歷史的學者Michael 

Bentley所說的一句話：「有人觀察到我們的

教會充滿騷動與激情，卻少有決志，也就是

對主的決志」；10換言之，教會最怕的是事

工人員將自己的「emotion 激情」視作對主

的「devotion 決志」，結果是造成教會更多

的「commotion 騷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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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原文為“Someone has observed that our churches are filled with commotion and emotion but there 
is little devotion, that is, devotion to Christ.＂  Michael Bentley, Shining in the Darkness, Evangelical 
Press,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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