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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以基督耶稣
的心为心。”（腓二：5）这
是 我 们 耳 熟 能 详 的 一 节
经文。到底，基督耶稣的
心 是 何 所 指 呢 ？ 腓 立 比
书 第 二 章 5 节 的“ 心 ”字
φρονeω在腓立比书中
共出现了十次，分别翻译
为 ：意 念 ，心 ，思 念 ，念 。
新 译 本 对 这 节 经 文 的 翻
译是：“你们应当有这样
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
稣的‘意念’”。这“意念”
自 然 就 是 上 文（腓 二 ：
1-4）提到的事了：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
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
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
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
就 要 意 念 相 同 ，爱 心 相
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
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
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
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
比 自 己 强 。 各 人 不 要 单
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
的 事 。（腓 二 ：1-4，和 合
本）

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
么劝勉，有什么爱心的安
慰，有什么灵里的契通，
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
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
爱心，要心志相同，思想
一致，使我充满喜乐。不
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
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
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
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
事。（腓二：1-4，新译本）

综合两个译本的经文
来看（和—和合本；新—
新译本），学习“以基督耶
稣的心为心”包括了以下
几样重要的反省和学习：

一 ． 在 基 督 里 一 同
（腓二：1）

第二章 1 节以“所以”

一词作开始，表示本段是
接 着 上 文 保 罗 对 弟 兄 姊
妹的提醒：“行事为人应
当 和 基 督 的 福 音 相 配 …
有 同 一 的 心 志 ，站 立 得
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
努力，…不单是信基督，
也 是 要 为 祂 受 苦 …”（参
腓一：27-30，新译本），随
后讲出以下道理：

1.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
劝勉（和）—你们在基督
里若有什么鼓励（新）：我
们 当 如 何 面 对 那 些 从 主
而 来 的 劝 勉 ？ 讲 的 人 可
能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但讲的是合乎主教导的，
我 们 能 够 小 观 这 些 话
吗 ？ 我 们 能 够 谦 卑 学 习
接 纳 从 主 而 来 的 劝 勉
吗 ？ 这 是 每 个 信 徒 在 主
里彼此的责任。

2. 爱 心 有 什 么 安 慰
（和）—有什么爱心的安
慰（新）：“安慰”是人在低
沉 情 况 下 的 一 种 需 要 。
适 当 的 安 慰 ，能 使 在 灰
心，失意，遇到难处或软
弱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基督徒给人的安慰，应发
自真诚无私的爱心，就是
从 主 而 来 的 爱 。 我 们 应
把握机会，以这爱彼此激
励，使肢体之间，洋溢主
爱的馨香，成为美好的见
证。

3. 圣 灵 有 什 么 交 通
（和）—有什么灵里的契通
（新）：可译作“灵里的团
契”。我们的相交，有别一
般的社交；是一个属灵的
团契，是同有主的生命的
群体。在主真理基础上，
圣灵的引导下，我们才能
彼此深交，分享与互勉。

4.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
悯（和）—有什么慈悲和怜
悯（新）：原文“心中…慈
悲”（和合本）一字可译作

“心肠”，而“怜悯”一字可
译作同情，仁慈或怜恤。
“怜悯的心肠”是一种爱心
表达，衷心地表达同情的
心。基督徒是个经历神怜
爱的人，故当懂得对人同
情体谅，接纳他人的软弱。

二．同心同行（腓二：2）
保罗随之提出一个非

常关键的问题（腓二：2），
我们当如何“同心同行”，
实践以上的教导？就是在
以上所提四个的基础上，
我们当如何放下自己的意
见，为福音，为教会，一同
学习一个“以基督为中心”
的“同心合意”模式？如阿
摩司言：“二人若不同心，
怎能同行呢？”（摩三：3）

1.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和）—就应当有同样的思
想（新）：思 想 同 一 样 的
事。

2. 爱心相同（和）—同
样的爱心（新）：以主的爱
作出发点。

3. 有 一 样 的 心 思
（和）—要心志相同（新）：
要齐心。

4. 有 一 样 的 意 念
（和）—思想一致（新）：重
申第 1 节，要思想一致。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和）— 使 我 充 满 喜 乐
（新）：保罗在这里反映了
他所担心的，就是教会的
不 同 心 。 事 奉 的 人 所 做
的，都必须是为了传扬基
督，“用各样的智慧，劝戒
各人，教导各人，为了要使
各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
我〔保罗〕也为了这事劳
苦，按着祂用大能在我心
中 运 行 的 动 力 ，竭 力 奋
斗。”（西一：28-29，新译
本）。教会若同心传扬基

督，福音自然兴旺，哪有不
喜乐之理。

三 ． 当 避 开 的 事（腓
二：3-4）

接着，保罗提醒腓立比
的信徒要避开那些能破坏，
阻碍教会“同心”的事：

1. 凡 事 不 可 结 党
（和）— 不 要 自 私 自 利
（新）：结党的人，为求达到
私意或利己的目的，往往不
顾主的心意，为凝聚力量而
拉拢人。而拉拢人作教会
以外的事情者，更是可恶的
行为。因此，本句也可译为
“凡事不可按自私的野心而
行”。我们不可使自己做个
“存自私的野心”的人，成
为教会不能同心合意事奉
的绊脚石。

2.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
耀（和）—也不要贪图虚
荣（新）：虚荣只是表面风
光，浮而不实，亦无真正
意 义 。 贪 图 虚 荣 是 一 种
自大的表现，如好出风头
的人，只会引人生厌；不
少人为得人的称赞，口出
矜夸之言，甚至窃取他人
的荣誉而据为己誉，而破
坏 了 教 会 彼 此 合 一 的 心
而不察。因此，我们当禁
戒 自 己 落 在 贪 图 虚 荣 的
试探之中。

3. 只 要 存 心 谦 卑
（和）—只要谦卑（新）：谦
卑是一种美德；能以合理
的态度待人，尊重他人，
不自视过高，也不低看自
己，这样的人容易与人相
处。“存心谦卑”是一种甘
心 虚 己 的 取 向 。 基 督 自
己 成 了 历 代 信 徒 的 榜 样
（二：6-11），说明了谦卑
的 真 义 。 谦 卑 相 反 词 是
骄傲，是合一的拦阻。

4.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
强（和）—看别人比自己强
（新）：能看到与接纳别人

比自己强的人是个真谦卑
的人。上主赐福教会，让
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有不同
的恩赐，彼此配撘。各人
若能知道自己的不足，而
又能善知善用不同人的恩
赐，必是教会之福，教会必
能同心合意的事奉了。

5.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
的事（和）—各人不要单顾
自己的事（新）：“顾”一字
的原文可译为留意，省察，
顾念，小心，留意看等意
思。保罗要求腓立比的信
徒一同效法他，同时也要他
们“留意”看那些照他们榜
样行的人（腓三：17）。因
此，顾别人的事从积极方面
是当留意效法可效法的人；
消极方面，就是要省察防止
那不当的事情的发生。一
个只顾自己的兴趣，专注于
自己的看法和感受的人，是
个“个人主义者”，是个极
度自私的人，会因为不理会
他人感受而叫他人生厌；结
果必引发冲突，带来不愉
快，使人心分离，而使教会
不能合一。这种人，常是教
会的领袖，尤当学习以下的
教导：

6. 也 要 顾 别 人 的 事
（和）—也要顾别人的事
（新）：要作个顾己及人的
人，也要想到别人的需要，
好处与感受。这样，我们
就能合一了。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
心为心”就是“你们应当有
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
督耶稣的‘意念’”。因此，
这既然是主耶稣的心意，教
会中的每一个人，就都当同
存这样的心了。要尽心的
实践主的心意，并竭力的保
守这心意。“你要保守你
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
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箴四：23） 来源：金灯台

撒 迦 利 亚 的 名 意 是
“耶和华记念”，此名字在
希伯来人中非常普通，在
旧 约 圣 经 超 过 三 十 多
位。撒迦利亚是易多的
子孙，易多是众祭司首领
中的其中一位。公元前
536 年他与许多余民回返
耶路撒冷，在尼希米记 12
章 4 节和以斯拉记 5 章 1
节记载这件事情。

撒 迦 利 亚 是 一 位 祭
司，也是一位先知，他年
轻尚轻就开始传讲神的
话(亚 2：4)。根据撒迦利
亚书的记载，他事奉的时
间大约二年，那就是公元
前 520-518 年。撒迦利亚
岁数超过五十多岁，在 9
章至 14 章他曾提到雅完
(希腊)，雅完是在公元前
480 之后才出现的国家。
比起哈该先知，他年纪较
轻，哈该先知曾见过原先
的圣殿 (该 2：3), 但撒迦
利亚却没有见过。根据
哈该书的记录，哈该先知
的事奉时间仅有四个月，
而撒迦利亚先知的时间
就较长。公元前 537 年撒
迦利亚的双亲和哈该的
双亲随同所罗巴伯领导
的第一批百姓，回归到耶
路撒冷(尼 2；4)。当他长
大后，看到当时的百姓对
重建圣殿的事工非常冷
淡 ，属 灵 的 冷 漠 令 人 担

憂，在公元前 537 至 520
年这段时间有关撒加利
亚的记载被含盖在以斯
拉记 5 章 1 节至 6 章 22 节
之中。

公元前 536 年古列王
下了諭旨，让神的子民回
归 耶 路 撒 冷 故 土 ( 拉 1：
1-4)，，当时约有五万名
被掳的以色列民从巴比
伦回到耶路撒冷。很可
能这次的回归行动，是因
为先知但以理和以西结
的激励，使百姓渴望重新
恢复传统的信仰。

一年之后，回归的以
色列人打好了圣殿的地
基 ( 拉 3：11-13)，然而他
们看见圣城荒芜，外邦人
可以随意进出圣城，圣殿
便岌岌可危，因此就建筑
圣城的护围墙。另一方
面，也因建殿时受到撒玛
利亚人的破坏，他们为此
心灰意冷，因此重建聖殿
的 事 工 停 了 十 六 年 之
久。到了大利乌王一世
登基，哈该和撒迦利亚先
知向百姓及属灵领袖发
出挑战，要他们重新建殿
的工程，免得夜长梦多使
先 王 所 下 的 諭 令 作 废 。
撒迦利亚便在大利乌王
一世第二年八月开始了
他 的 事 奉 ( 公 元 前 520
年)，经过四年的努力，圣
殿终於在公元前 516 年完

工。
在撒加利亚书中，弥

赛亚的信息四处闪烁可
见，展现许多有关基督第
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的事
件，以及以色列人在千禧
年国度时的处境。本书
有两个主要部份，界线十
分清楚和不同，很多学者
认为前半部是撒迦利亚
所写，后半部则有另一作
者所写，因为后半部完全
缺少重建聖殿的资料，且
其气氛完全不同，当时希
腊才是统治者而非波斯，
尤其 14 章是启示文学的
材料，通常是指末后的日
子而言。然而很多人不
同意这种看法，细心研究
撒迦利亚两个部份，其实
两者都有很多相同之处，
例如：悔改的必须，耶路
撒冷被高举，以色列仇敌
的改变，弥赛亚的功能等
等，其风格与语法也有很
多相似之处。

撒 迦 利 亚 书 的 主 题
是：“神在世界强权中保
守以色列的百姓，世界的
强权有一天终必灭亡，而
以色列必永远长存，因为
他们是神的选民。”

撒迦利亚书对律法中
非道德性的观点非常坚
持，对属灵的优先次序极
其强调，因此他将弥赛亚
的国度带入书中当为结
论。

(一) 前半部：八个夜
间的异象(1:8-23)

通常以色列人记载历
史都用以色列王的年号，
但撒迦利亚却用外邦国
王的年号：“大利乌王一
世第二年八月”，显然有
意强调以色列百姓已经
没有王了，他们被外邦人
所统治。这是路加福音
21：24 所说的是“外邦人
的时间”，这也是本书的

主题。本书所描绘的“外
邦人的时期”很长，从巴
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公元
前 605 年佔领耶路撒冷直
到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为
止。

公元前 536 年也就是
撒迦利亚成书前十六年，
波斯王古列下令，让五万
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
(拉 1：14), 他们满怀希望
回到应许之地重建圣殿，
回来后，隔年打下圣殿的
根基 ( 拉 3：11-13), 由 於
撒玛利亚人的反对，加上
他们灵性软弱，重建圣殿
的工程停了十六年，在这
段期间他们忙着为自己
建造房屋，追求个人生活
的享乐。

当大利乌王接任波斯
王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
非常友善，这时哈该和撒
迦利亚两位先知苦口婆
心地劝告百姓趁机建造
圣殿，因此建殿的工程重
新再次恢复，在四年之内
得以完成(大利乌王第六
年)。撒迦利亚是易多的
子孙，易多是一位祭司，
他和所罗巴伯一起从巴
比伦回归，当时是公元前
536 年。撒迦利亚先知出
生於巴比伦，随从祖父和
父亲回归，在少年时期蒙
召作先知 (亚 2：4), 他同
时也是一位祭司。撒迦
利亚书 1：2-6 节是整卷
书的钥句，如果百姓要享
受神的恩典，他们必须回
转 归 神 ，并 愿 意 付 出 代
价，与神同工。虽然神的
应许永不会更改，但人必
须 与 神 同 工 ，与 罪 恶 分
割 ，这 是 蒙 恩 唯 一 的 途
径。所以神对以色列人
说：“你们必须转向我，我
就转向你们。”撒迦利亚
四次提醒以色列人说“你
们的列祖”，显示以色列

人与其他人不同之处，他
们是被“分别为圣”，专属
耶和华，必须与神站在同
一阵线。神如同慈父一
样 ，随 时 饶 恕 回 转 的 儿
女，并随时转向他们，施
恩予他们。

第 一 个 异 象 ：“ 红 马
的骑士站在番石榴树中
间”(1：7-17)

撒迦利亚先知在夜间
观看，见到一个骑在红马
上的骑士，此骑士是指道
成肉身前的基督，祂是一
位受瞩目的骑士，其余的
骑士跟在后面，可见祂身
份的不同。其次撒迦利
亚 1：11 节说，其他的骑
士向祂汇报，可见祂是一
位领导者。“红马”是代表
流血和战争，基督的第二
次降临正是在世界大乱
之中，因此将会有流血和
战争的场面出现。

此人站在番石榴树中
间，在巴勒斯坦处处可见
番 石 榴 树 ，此 树 极 其 矮
小 ，常 用 来 代 表 以 色 列
( 赛 41：19；55：13)。“ 站
在窪地”表明以色列将处
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外邦
人的时期必受到极大的
痛苦。然而耶和华的使
者为以色列人求情，到底
神的怒气何时了？难道
70 年的被掳痛苦不够深
重吗？其实以色列人所
受的刑罚和苦难直到二
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尚未
止息，因为他们不信弥赛
亚已经降临人间，“反犹
太主义”这名词直到今日
还能找到。虽然选民受
到审判，然而神基督仍然
没有离开他们，基督在人
类的苦难中永远与属祂
的人同在，这是神与选民
所立的“永约”——祂的
选召和拣选是永不后悔
的。(腓 1：29)。

第二个异象：四角和
四个匠人(1：18-21)

撒 迦 利 亚 又 举 目 观
看，见到“四角”。“角”是
能力的象征(耶 48：25,诗
75：10)。 在先知的预言
里，“角”也代表外邦的王
或外邦政权，因为在神眼
中外邦的四个强权国家
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
和罗马”。不过有些学者
认为，“打散”这词是用过
去式，所以应该是指“埃
及 、亚 述 、巴 比 伦 和 波
斯”。无论是过去式或是
形态式的动词，都是指列
阔对以色的压迫，这是不
争的事实。以上所指的
四个外邦强权必对以色
列民造成不可描述的苦
难，直到基督第二次的降
临。

第三个异象：一人手
拿準绳(2：1-13)

此段经文是描绘千禧
年国度中的耶路撒冷，这
可指基督第二次降临的
时候的情景。撒迦利亚
先知又举目观看，他看到
一位手拿準绳的人，此人
到底是谁？他是耶和华
的使者(撒 1：8)，那么“少
年人”又是谁呢？应该是
指撒迦利亚，当时他还是
“少年人”。神要作耶路
撒冷的“火城”，围绕在以
色列民四周保護他们，如
同 在 出 埃 及 时 神 用“ 火
柱”和“云柱”保護引领以
色列民在旷野行路。如
今他们从北方的巴比伦
逃返回故土。果然二年
后 ，巴 比 伦 就 被 波 斯 消
灭。这里也可以描绘将
来教会在大灾难中，神要
毁灭大巴比伦城，将教会
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会，
这是启示录中的预言所
说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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