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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同基督受苦的交通，以及模成祂的死  

读经：腓三 7~10，约十一 25，弗一 19~20，西一 24 

周 一 

壹 保罗渴望认识同基督受苦的交通—腓三 10： 

一 对于基督，受苦和死在先，复活在后；对于我们，祂复

活的大能在先，然后才是有分于祂的受苦，模成祂的死

—10 节。 

二 我们首先接受祂复活的大能，然后借着这大能，就能有

分于祂的受苦，过钉十字架的生活，模成祂的死。 

周 二 

三 基督的受苦有两类：一类是为成功救赎，这已经由基督

自己完成了；另一类是为产生并建造召会，这需要使徒

和信徒将其补满—西一 24： 

1 我们不能有分于基督救赎的苦难，但我们必须有分于基

督产生并建造祂身体的苦难—参启一 9，提后二 10，

林后一 5~6，四 12，六 8~11。 

2 基督是神的羔羊，为着救赎受苦（约一 29）；基督是

一粒麦子，为着繁殖和建造受苦（十二 24）： 

a 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借着死丧失魂生命，使祂

得以在复活里，将祂永远的生命释放给许多子粒—

十 11、15、17~18。 

b 那一粒麦子还没有完成为建造身体所需的全部苦

难；我们这许多子粒，必须像那一粒麦子那样地受

苦—十二 24~26： 

（一） 我们这许多子粒，也必须借着死丧失魂生命，

才能在复活里享受永远的生命—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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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就是跟从主，使我们得以服事主，在这丧失

魂生命而活在祂复活里的路上与祂同行—26

节。 

（三） 召会产生并扩增的路，不是借着人的荣耀，乃

是借着十字架的死—20~24 节。 

周 三 

四 为着我们的变化而受苦，和为着基督的身体而受苦不同

—林后三 18，腓三 10，西一 24： 

1 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十节的话，不是指着为变化而受苦。 

2 我们若比较腓立比三章十节和歌罗西一章二十四节，就

会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十节说到的受苦，乃是补满

基督为身体所受患难的缺欠。 

3 在歌罗西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认为他自己所受的苦难，

是补满基督为祂身体受苦的缺欠。 

4 基督为祂身体的受苦仍在进行，我们需要有分于这些苦

难—腓三 10，参徒九 4~5。 

5 当我们为基督的身体受苦时，我们就经历基督复活的大

能—西一 24，腓三 10。 

周 四 

贰 在腓立比三章十节保罗说到“模成祂的死”，这辞指

明保罗渴望以基督的死作他生活的模子： 

一 认识基督为至宝、将万事看作亏损、赢得基督、给人看

出是在祂里面、认识祂、认识祂复活的大能以及认识同

祂受苦的交通，结果都产生一件事—模成基督的死—

7~10 节。 

二 模成基督的死，指明祂的死是一个模子—10 节： 

1 腓立比三章的中心，乃在于模成基督之死模子的形状

—7、9、12~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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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已经被摆在这死的模子里，现今我们需要模成这模

子的形状—加二 20，罗六 3~5。 

3 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带着我们、托着我们、

穿着我们，把我们摆在基督死的模子里—约十一 25，

弗一 19~20。 

周 五 

三 基督之死的模子，是指基督经历不断地将祂属人的生命

治死，使祂得以凭神的生命活着—约六 57 上： 

1 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祂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借着过钉十

字架的生活，祂就向神活着，并且活神—加二 20，三

1，五 24。 

2 祂一直治死祂属人的生命，使祂里面神圣的生命能流露

出来—约十 10 下~11、17。 

3 祂活着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死—向着旧造死，好使祂能

活新造里的生命；这是腓立比三章十节里“祂的死”

的意义。 

周 六 

四 模成基督的死就是以基督的死作为我们生活的模子—10

节： 

1 基督的死是一个模子，把我们模成这模子的形状，就像

把面团放在蛋糕模子里，模成其形状一样。 

2 神已经把我们摆进基督之死的模子里，一天过一天神用

这模子把我们模成这死—罗六 3~4。 

3 我们的生活应当模成祂这模子的形状，就是向我们人的

生命死，而活神的生命—加二 20，林后四 10~11。 

4 我们若治死我们天然的生命，就会感觉我们里面有另一

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这生命会得着释放，这样，

我们在经历中就会模成基督的死—约十 10 下，约壹五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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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基督之死的模子里，天然的人消杀了，旧人钉死了，

己废掉了—林后四 16，罗六 6，太十六 24。 

6 我们若允许环境将我们压到这模子里，我们日常的生活

就会模成基督之死的形状—罗八 28~29。 

五 荣耀神唯一的路，就是模成基督的死；我们越模成基督

的死，就越荣耀父—约十二 28，十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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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腓三 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

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提后二 11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祂

同活。 

 

得着基督的过程，就如腓立比三章十节所启示的，乃是借

着认识祂复活的大能而认识祂。然而，我们若要认识基督复活

的大能，就必须有分于祂的受苦，并认识同祂受苦的交通。同

祂受苦的交通，亦即有分于基督的受苦（10，太二十 22~23，西

一 24），乃是模成祂的死，经历祂复活大能的必要条件（提后

二 11）。保罗所追求认识并经历的，不仅是基督自己的宝贵，

也是祂复活的生命大能，并在祂的受苦上有分。对于基督，受

苦和死在先，复活在后；对于我们，是先认识祂复活的大能，

然后才有分于祂的受苦，模成祂的死。我们首先接受祂复活的

大能，然后借着这大能，就能有分于祂的受苦，过钉十字架的

生活，模成祂的死。这样的受苦，主要的是为着产生并建造基

督的身体（新约总论第五册，五五九页）。 

信息选读 

我们要看见基督是在复活里，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复

活里经历基督，我们就被复活的一切元素所注入，这种注入使

我们能为基督的身体有分于祂的受苦。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有

基督复活的分赐，使我们能经历祂的十字架，经历祂的死。我

们借着认识基督的复活，就经历祂的死。……我们越认识祂的

复活，就越被摆在祂的死里，有分于同祂受苦的交通。 



                                   85 
 

第五周 • 周一 

所有的信徒都渴望进入神儿子的交通。然而在腓立比三章

十节，保罗说到同基督受苦的交通，这是我们天然不愿有分的

事。但我们越经历基督的受苦，就越赢得基督。换句话说，我

们越经历十字架，就越经历基督。神给我们十字架，而十字架

给我们基督（新约总论第五册，五六○至五六一页）。 

要任何人说明圣灵都是困难的。按照实际的经历，不是按

照神学，圣灵乃是我们把自己摆在一边以后所存留的。……只

要你有圣灵，祂是没有限量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

摆在一边，圣灵就似乎是有限的。 

我们只要运用意志，定意把自己摆在一边。当处境艰难时，

不要为你自己感到难过，却要拿起十字架，留在十字架的死底

下。这样你就会发现哪里有死，哪里就有复活的大能。那灵，

就是复活的大能，立刻会在你里面兴起，你就会喜乐地唱：“我

何难与基督同死。”〔诗歌三六二首〕……我们走十字架的路，

就享受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就是享受圣别的灵。这才是复活大

能的实际。 

这位作复活大能之实际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我们

要经历基督，就必须一直走十字架的路。在各各他有奇妙的死，

一种带进复活的死。我们把己放在十字架上以后，所余留的就

是圣灵。我们有了这余留下来的，就会感受到复活的大能。我

们要像宣信（A. B. Simpson）一样，欢乐歌唱着走十字架的路，

而不是忧愁哭泣着走。我们要借着复活的大能来享受十字架的

死（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一册，五八○至五八三页）。 

参读：新约总论，第一百四十二篇；经历基督，第十六章。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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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西一 24  现在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并且为基

督的身体，就是为召会，在我一面，在我肉身

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约十二 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

粒来。 

 

基督所受的苦难有两类：一类是为成功救赎，这已经由基

督自己完成了；另一类是为产生并建造召会，这需要使徒和信

徒将其补满（西一 24）。我们不能有分于基督救赎的苦难，但

我们必须有分于基督产生并建造祂身体的苦难。……基督是神

的羔羊，为着救赎受苦（约一 29）；基督是一粒麦子，为着繁

殖和建造受苦（十二 24）。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借着死丧

失魂生命，使祂得以在复活里，将祂永远的生命释放给许多子

粒（十 10~11）。那一粒麦子还没有完成为建造身体所需的全部

苦难；我们这许多子粒，必须像那一粒麦子那样的受苦（十二

24~26）。我们这许多子粒，也必须借着死丧失魂生命，才能在

复活里享受永远的生命（25）。我们若服事主，就当跟从祂，

在这丧失魂生命而活在祂复活里的路上与祂同行（26）。召会

产生并扩增的路，不是借着人的荣耀，乃是借着十字架的死（新

约总论第十二册，三四至三五页）。 

信息选读 

当我们把自己摆在一边，并留在十字架底下，复活的大能

就成为我们的分。立刻，反对就会兴起来对抗我们，我们就会

受苦。这苦难是在同祂受苦的交通里，以建造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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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种苦难：基督的苦难，以及因我们

犯错而有的苦难。不要以为你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为着建造

身体。譬如，你可能因着驾车时犯了错误而遭受苦难。……但

这种苦难是错误或疏忽的结果，而不是基督为着产生身体的苦

难。……然而，假如你在工作中享受基督复活的大能，因此某

个上司反对你，不给你晋升，或者使你失去工作；这种受苦可

算是基督为产生并建造身体的苦难。因此，一种苦难是由于我

们的错误和不当，另一种是来自我们的见证。 

当我们把自己摆在一边，并经历复活的大能，我们的见证

就会非常刚强。这会惹动仇敌的反对，我们就会受苦。这种受

苦就是基督的受苦。我们都需要认识同基督受苦的交通，这种

受苦补满基督为着建造身体而有之患难的缺欠。 

我们遭受反对时，就经历基督并享受基督。……我们越经

过死，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越成为我们的享受；我们越享受复活

的大能，就越借着我们的经历认识基督。换句话说，四福音里

记载其生活的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以同样的方式过祂的生活。

借此，我们得以认识祂、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

通。……因为祂在我们里面重复祂的生活，我们就在祂的脚踪

上与祂成为一。我们乃是借着享受祂，与祂成为一，而跟随祂。

这就是说，我们甚至在祂受苦的生活中跟随祂。这是何等奇妙！

（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一册，五八五至五八七页）。 

参读：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五十二篇；罗马书生命读经，第

二十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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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林后三 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

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

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

成的。 

  四 10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

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基督是头，祂为着成功救赎所受的苦难是完全的，但祂为

着产生并建造基督身体所受的苦难还没有完成。这样的受苦也

称为“祂〔的〕受苦”〔腓三 10。〕……在歌罗西一章二十四

节，保罗认为他自己所受的苦难，是补满基督为祂身体受苦的

缺欠。……基督为祂身体的受苦仍在进行，我们需要有分于这

些苦难。……我们这些跟随祂的人，必须有分于祂为祂的身体

所受的苦难。我们若要借着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而认识祂，就

必须有分于祂的受苦（新约总论第五册，五五九至五六○页）。 

信息选读 

为着我们的变化而受苦，和为着基督的身体而受苦不同。

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十节的话，不是指着为变化而受苦。我们若

比较腓立比三章十节和歌罗西一章二十四节，就会看见保罗在

腓立比三章十节说到的受苦，乃是补满基督为身体所受患难的

缺欠。当我们为身体受苦时，我们就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 

我们要经历基督，必须在祂复活的大能里，不可在我们天

然的生命里。我们越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越有分于基督的

受苦，因而有同祂受苦的交通（新约总论第五册，五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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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所经历的苦难并不都是同一类的。事实上，基督徒

所经历的苦难至少有三种。……第一种苦难是所有人类共有

的。……因着人堕落了，苦难是无人能免的。由于堕落，受造

之物变得老旧了。……受造之物堕落、败坏了，并且正在朽坏。

在旧造和堕落的人身上，有许多灾难和疾病。……信徒与非信

徒都是人，灾难是人免不了的。……基督徒经历的第二种苦难，

是因着罪和错误所受的苦难。我们履行责任时，若是粗心愚昧，

就会遭受某种损失。……基督徒经历的第三种苦难是耶稣的治

死。保罗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对，才经历这种苦难。相反的，

他各方面都是对的。然而，他却受压、出路绝了、遭逼迫、被

打倒。这些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身体的缘故，也为了新

约职事的缘故。 

保罗和其他的使徒都没有错误，这些特殊的苦难与他们的

错误没有一点关系。但他们仍然有外面的人，这个外面的人需

要被销毁。……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祂没有犯一点错误，

在祂身上没有一件事是不对的。但祂外面的人需要被销毁。因

此，耶稣的治死不是惩罚、改正或管教；……改正、惩罚或管

教我们，不是耶稣的治死的目的。耶稣的治死，也不是天然的

灾难。反之，耶稣的治死乃是有一种逼迫、反对或对付临到我

们，要销毁我们天然的人，就是我们外面的人，我们的肉体，

使我们里面的人有机会得以发展并更新（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

三六一至三六五页）。 

参读：圣经要道卷五，第四十九题。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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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腓三 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

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罗六 5  我们若在祂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也必要

在祂复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 

 

我们因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就该将万事看作亏损，为要赢得

基督，并且给人看出我们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

的义，乃是有那是神自己从我们活出的义（腓三 7~9）。这目的

是使我们可以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

通。但保罗不停在这里，他继续说，“模成祂的死。”（10）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亏损万事、赢得基督、给人看出是在祂里

面、认识祂、认识祂复活的大能以及认识同祂受苦的交通，结

果都产生一件事—模成祂的死。 

在腓立比三章，使徒保罗把基督的死看作一个模型、样式或

模子。譬如，姊妹们作蛋糕或饼干时，把面团放进模型里。面

团被压进模型里，最终就模成那个模型的形状。这正是保罗这

里的意思。他把基督的死看作一个模子，而我们就是面团，被

放进模子里并且被压。结果，我们就模成基督的死（李常受文

集一九七八年第一册，五八九页）。 

信息选读 

亚当的死是可怕的，我们厌恶那个死；基督的死却是宝贵可

爱的，我们都该宝贝那个死。按照圣经，基督奇妙的死是由受

浸所表征。在福音书里，主耶稣经历两次受浸：第一次在祂职

事的开头，祂被施浸者约翰浸入水里；第二次在祂职事的末了，

祂在十字架上受了浸。两次受浸都表征基督可爱的死（李常受

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一册，五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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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神满有力量，祂是那加能力者基督；祂是复活，祂

是生命（约十一 25）。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祂的生命乃是复活

的大能。当我们穷苦时，祂使我们受得住穷苦的压力；当我们

富裕时，祂使我们承受富裕的试验。当人压迫我们时，祂在我

们里面加能力，叫我们能忍受；当人称赞我们时，祂也在我们

里面加能力，叫我们受得住那个称赞。……我们若肯出代价，

丢弃自己的优点、长处，就会看见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复活的

大能，在任何环境中作我们的供应。 

“模成祂的死”，指明基督的死是一个模子；我们已经被

摆在这死的模子里，复活的大能就把我们模成死的模型。……

面团放在模子里烘烤之后，……就变成和模子一样的形状。照

样，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带着我们、托着我们、穿着我

们，把我们摆在基督死的模型里；这样，我们身上就有基督死

的模样。 

福音书所记载拿撒勒人耶稣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可以看见

这死的模型。在祂身上，凡不是出乎神的，凡是神之外的，死

的模型都来约束、禁止。主耶稣活在地上三十三年半期间，天

天都在死的阴影之下，也就是在死的模型里；祂乃是这样来跟

随神、事奉神、为神活着，并活出神。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

里面，把我们摆在死的模型里。凡不是出乎神、基督或那灵的，

都要治死。复活的生命把我们摆在基督死的模型里，将我们模

成祂死的形状（李常受文集一九五五年第一册，四四六至四四

七页）。 

参读：经历基督，第十七章；李常受文集一九五五年第四册，

五七八至五七九页；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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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腓三 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

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加二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约六 57   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

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在腓立比三章十节……〔模成祂的死〕这话指明保罗渴望

以基督的死作他生活的模子。基督的死是一个模子，把我们模

成这模子的形状，就像把面团放进蛋糕模子里，模成其形状一

样。保罗一直在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就是在十字架下的生活，

正如基督在祂为人的生活中所过的。借着这样的生活，我们就

能经历并彰显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之死的模子，是指基督不

断地将祂人的生命治死，使祂得以凭神的生命活着（约六 57）。

我们的生活应当模成祂这模子的形状，就是向我们人的生命死，

而活神的生命。模成基督的死，乃是认识并经历基督、和祂复

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之交通的条件（新约总论第五册，五

六二至五六三页）。 

信息选读 

基督在地上的一生中不断的经历死。当祂活着的时候，也

是一直在死—向着旧造死，好使祂能活新造里的生命。这就是

腓立比三章十节里“祂的死”的意义。模成基督的死，该是我

们天天的经历。我们必须天天治死天然的生命，不照着这生命

而活。我们若治死天然的生命，就会感觉到我们里面有另一个

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一旦我们外面天然的生命被治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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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神圣的生命就得释放。然后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就模成基

督的死。 

三章十节有四件重要的事：认识基督、认识祂复活的大能、

认识同祂受苦的交通以及模成祂的死。事实上，模成基督的死，

与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都有关系。“模成”

这辞指明我们如何能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

通。借着模成基督的死，我们经历祂复活的大能，并进入同祂

受苦的交通。……模成基督的死，是经历基督的依据。我们若

不模成基督的死，就没有经历基督的依据。我们要经历基督，

就必须模成祂的死。但要模成基督的死，我们必须有同祂受苦

的交通。借着有分于基督的受苦，我们被引进经历祂复活大能

的地位上。然后，当我们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时，我们就认识

祂。 

当我们有分于基督为身体所受的苦难，我们就模成祂的死。

主耶稣在地上时，过着钉十字架的生活。祂不断地治死天然的

生命。借着过这种钉十字架的生活，祂就向神活着，并且活祂。

当我们甘愿为基督和祂的身体受苦，我们也要单单向祂活着。

然后我们就真正模成祂的死，因我们有分于祂的死。一天过一

天，我们要经历祂复活的大能。这就是在经历上认识基督的路。

借着这样认识基督，就是在祂复活的大能里经历祂，我们就得

着祂。……主耶稣……借着过钉十字架的生活，……一直治死

祂属人的生命，使祂里面神圣的生命能流露出来（约十 10~11、

17）（新约总论第五册，五六三至五六四页；第十二册，三五

页）。 

参读：新约总论，第一百四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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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太十六 24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

十字架，并跟从我。 

罗六 3~4 岂不知我们这浸入基督耶稣的人，是浸入祂的

死么？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

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像基

督……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神已经把我们摆进基督之死的模子里，一天过一天神用这

模子，把我们模成这死（罗六 3~4）。我们应当模成这模子的形

状，就是向我们人的生命死，而活神的生命。……在基督之死

的模子里，天然的人消杀了，旧人钉死了，己废掉了（林后四

16，罗六 6，太十六 24）。我们若允许环境将我们压到这模子

里，我们日常的生活就会模成基督之死的形状（罗八 28~29）（新

约总论第十二册，三六页）。 

信息选读 

基督之死的形状，不带着天然的人、旧人或己的征象。这

就是说，当我们有分于基督的死，祂的死就把我们塑造、模成

祂死的形状。这样被基督的死塑造，就会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

旧人和己。这就是说，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天然的人同天然的

生命、旧人和己不断地被治死。因此，在基督的死里，没有天

然生命、旧人或己的活动。然而，我们若在天然的人、旧人或

己里行动，就没有基督之死的形像。我们要有这形像，就需要

模成基督的死。 

我们需要牢记一个事实，就是基督的死是一个形状、模子，

我们是放进这模子里的“面团”。在基督死的形状、模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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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天然的人、旧人或己。这一切都被基督之死的模子排除了。

这样被塑造、形成，就是模成基督的死。我们越经历这事，就

越认识基督、祂的复活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新

约总论第五册，五六四至五六五页）。 

我们模成神长子的形像，也是借着模成基督之死的形状，

在基督的钉死之下，过否认人天然生命的生活（腓三 10 下）。

我们要模成基督的形状，就必须先模成祂死的形状。……基督

死的形状就是在基督的钉死之下，过否认人天然生命的生活。

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该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而作。在

凡事上，我们都该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那就是把死应用在我

们的身上。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模型，就是死，就是否认天然的

生命。 

神长子的形像，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死，就是否认祂自己的

生命。当祂活在地上的时候，祂时时刻刻否认祂自己的生命；

祂乃是照着父的生命活着。祂虽然钉十字架，那是祂在地上路

程的一个终点。但是祂三十三年半，都是活在十字架这死之下，

否认祂自己，而凭父的生命活着。这也是在包罗万有之灵里很

大的一个成分。我们在爱的事上，必须问说，“主啊，这是我

爱，还是你在我里面，从我里面，并借着我爱？”我们凭自己

来爱，那是我们天然的生命。那是没有死，没有复活。我们若

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而凭基督活着。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 20）这就是模成基督之死的形状（李

常受文集一九九三年第一册，四七四至四七五页）。 

参读：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六篇；神生命的救恩，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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