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的心 
经文：腓立比书 2 章 5－11 节 

 

 

 

 

 

讲员：薛淑珍传道  

 

引言 

今天是棕枝主日，我们来回顾一下在

路加福音所记载当年耶稣骑着驴驹进

圣城的情景。 

 

当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吩咐

门徒去牵一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

驹，祂告诉门徒，若有人问你们在做

甚么？你们只要回答说：「主要用

它」，事就真的这样成了。门徒牵着

驴驹来到主跟前，门徒把自己的衣服

搭在驴驹上面，扶耶稣骑上，当耶稣

向前走时，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他

前面的路上，门徒带头开始大声赞美

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

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

光。」(路 19:38)。看似很欢庆如同战

士打胜战凯旋而归，受到百姓的拥戴

时刻，前面等待耶稣的却是十字架的

苦路。 

 

耶稣这种进城的方式带给某一些人是

喜乐和盼望的，也有一些人还不明

白，更有些人是断然的拒绝。这个事

件与圣经上所记载有关耶稣的事件都

是指向祂的使命，这是由神所设定

的，显出耶稣如何谦卑顺服神的旨

意，完成救恩的计画。事件中有门徒

宗教领袖罗马人犹太人各种人在当

中，但他们与耶稣有何关系？有一群

人选择相信并跟随祂，到处述说这救

恩的故事带领更多的人信祂并跟随祂

所到之处就建立教会。 

 

现在我们回到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

会是由保罗带领两家人信主开始，一

家就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另

一家是狱卒一家人(徒 16:11-40)。腓立

比教会得知保罗被囚于罗马， 就派以

巴弗提送给他款项，并留在那里照顾

他的狱中生活，而以巴弗提却病倒，

几乎要死，后蒙神的怜悯，得以痊

愈，于是保罗便定意打发以巴弗提回

去。  

 

保罗也听到腓立比教会出现了一些问

题，教会信徒在本地受到逼迫；会众

之间有失和的现象，友阿爹和循都基

这两位姊妹在主里不能同心，而她们

都是保罗的同工。保罗针对这些问题

就写了这封书信让以巴弗提带回给腓

立比教会劝勉她们。 

 

 



以基督的心为心(5) 

现在资讯发达，网络上的文章所高举

的价值观让人看得眼花撩乱，不知如

何分辨？有这样一篇文章如此说： 

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答应；什么东

西，一要你就给； 

什么错误，你都会原谅；什么伤害，

你都能接受。 

越是无条件对一个人好，那个人越不

拿你当回事。 

要知道：有的人习惯了得到，便忘记

了感恩； 

习惯了你的坚强，却忘记了关心；习

惯了你的大度，便忘记了收敛。 
 

不要对一个人太好，因为你终于有一

天会发现，对一个人好，时间久了，

那个人会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应当。

很多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

好，却不知你越对别人好，在他眼里

就越没价值。 
 

善良是没错，但得分跟谁。总是替别

人着想，谁又替你着想过？那些蠢到

不计代价不顾回报的好，往往收获的

只有寒心一场。其实你明明知道，最

卑贱不过感情，最凉不过是人心。一

件事你期望的高了，你就输了；一份

情你付出的多了，你就累了；一个人

你对他太好了，你就痛了。 
 

你是不是会同意以上的价值观？这些

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夫

妻，亲子之间的家庭关系；朋友，同

事之间的社会关系。所强调的价值观

就是对等，公平，谁也不欠谁？谁也

不占谁得便宜。这类的价值观是多数

人所同意和接受的。 
 

在教会群体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

是如此吗？ 
 

保罗的教导是那种的价值观？他要腓

立比教会思考他们彼此的关系时，是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原则来对待彼此

的关系，为什么需要以基督的心为

心？ 

 

教会这个群体是耶稣牺牲祂的性命重

价买赎回来的，这一个群体都是在基

督里的人。 

 

换句话说，教会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

都是耶稣拯救的罪人，（这是我们跟

耶稣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因

耶稣的关系，保罗是以身体来做比

喻，我们就是互为肢体，耶稣就是教

会的头。我们都要顺服与祂，祂怎么

想，我们就怎么想，祂怎么做我们就

怎么做的意思。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

指甚么？ 

 

6-11 节保罗以基督的道成肉身和被高

举，描绘出谦卑和顺服的例子，而他

希望腓立比信徒可以在彼此的关系

上，表现出这种谦卑和顺服。 

 

一、至高降卑(2:6-7b) 

6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却不坚持自己与

上帝同等； 

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抢夺,反倒虚己…」 

 



耶稣有上帝的形象同时包含有份于上

帝的本质及品格，是与上帝同等。 

 

约翰福音一开头就宣告这位道成肉身

的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

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

样不是借着他造的」(1:1-3) 

 

希伯来书作者介绍耶稣是那位被立

「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

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

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

万有」（来 1:2-3） 

 

保罗在歌罗西书介绍这位基督「爱

子」保罗不是用想象出来的，是他真

正的经历。当复活与荣耀的基督在大

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显

现的确是如此的荣耀，记载在使徒行

传「扫罗在途中，将到大马士革的时

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

照射着他.. 」(9:3-4)。 
 

而耶稣自称祂是从上头来的，他不属

这个世界…因为祂本出于神，也是从

神而来的(约 8:21-23;42)。 

 

耶稣在最后的祷告中，一开头也提到

祂自己原本与神同荣说：「父阿!现在

求祢使我同祢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

以先，我同祢所有的荣耀。」（约

17:5），可见祂本是与神同等、同权、

同荣的。就像祂对犹太人所说的「我

与父原为一」(约 10:30)。 「他本有神

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

反倒虚己…」这样祂的舍弃更值得我

们注意了。从至高降为卑，这是基督

的心，耶稣谦卑的态度在 7-8 节的描述

中降到最低点。 

 

二、顺服致死(7c-8) 

7.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

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 

8.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保罗借着基督道成肉身和被钉十字

架，将基督的顺服描绘成一个典范。 

 

耶稣祂愿意卑微和顺服，以至于死，

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人生活

的样式，就是谦卑、顺服和舍己。祂

不坚持自己的方法，而是顺服上帝的

旨意，祂没有渴望炫耀自己，而是存

心为人的缘故而放下祂所有的荣耀。 

 

这位全能神居然穿着人类的衣服行走

在地上；祂身为弥赛亚，居然忍受十

字架的酷刑，死在十字架上。保罗从

基督无私的舍弃自己的权利这一方面

来描述基督的神性，而这种无私的舍

弃是从祂透过成为人和成为奴仆并倒

空自己；以及谦卑自己存心顺服，甚

至经历奴仆会经历的死亡方式,死在十

字架上。显出基督的谦卑与顺服，保

罗让腓立比信徒看见耶稣如此行信徒

们当要效法的，教会群体才能同心，

因同心彼此才能面对外来的逼迫，即

使为福音受苦，腓立比的信徒若愿意

顺服跟随耶稣的心谦卑顺服，就真是

耶稣的门徒，接下来的经文表达当耶

稣自动降卑并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将

耶稣升为至高。 

 



三、升为至高(9-11) 

9.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

乎万名之上的名， 

10.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 

11.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

荣耀给父上帝。 

上帝把基督升高，并不是因为耶稣谦

卑和顺服上帝的旨意而得的回报。 

 

上帝将耶稣升为至高，是上帝主动的

一个回应，是出于上帝恩典的赏赐，

而这个赏赐刚好是与自我降卑者必升

为高的原则相符合。 

 

耶稣主动放下至高降卑自己到最卑微

的奴仆形象又死在最残酷、最羞辱的

十字架上，上帝主动将他升到至高，

并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当耶稣

被升高到最高的地位时，他同时获得

与此地位相称的名号，此名字就是

「主」。目的是这位「主」要成为万

膝跪拜，万口宣认敬拜的对象。承认

耶稣基督为「主」，就是承认他是超

越其他一切被称为「主」的。耶稣基

督被宣认为「主」，这是叫父上帝得

荣耀的，因为是上帝把耶稣升为至高

并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上帝

的心意，要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

敬父一样(约 5:23)。基督被升高为

「主」的事实，使上帝得荣耀，这对

保罗来说,就是整个历史所朝向的目

标，也是上帝作为所导向的最终点。 

 

 

 

结论 

保罗以这首诗歌来劝勉腓立比信徒学

效耶稣的谦卑、顺服。 

 

基督耶稣的道路是降卑－升高的道

路，腓立比及所有的信徒若效法基督

的自我降卑，也会像基督一样被上帝

升高腓立比信徒的自我降卑更需具体

的包括学效基督的谦卑顺服和舍己为

人。这样教会才能和谐同心，站立得

稳面对逼迫，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

力，这是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 

 

也是对我们现代信徒的劝勉，即将来

临的圣周，将带我们进入耶稣为门徒

洗脚，耶稣的受难，钉死、埋葬、第

三天复活。让我们更多的默想反思，

基督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典范，在基督

里真诚的生活，唯有靠着圣灵的大

能，而被转化为基督的样式，因为上

帝正在按着祂的形象重新创造我们的

过程中，因此我们不单单被呼召要在

行事为人上效法主更要有祂的心，也

就是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成长，好叫

我们在教会及日常生活中的态度与人

际关系有神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