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回顧	 週六

思想：總結這一週的經文默想，你領會了些什麼呢？

省察：仔細地回顧過去一週的生活，獻上感謝、認罪，

	 看看有多少有待處理的人際關係	和事情，並作

出計劃，付諸實行。

代禱：《代禱的邀約》──個別肢體需要

立志：為下週的生活立定志向（必須配合全年的目

標)，明天在崇拜裏以心志卡或小錢作為立志的

記號獻給神。

靈修默想網上版可瀏覽https://www.wkphc.org/devotion/

本週靈修默想經文	 2013年2月17日～2月23日

新年感恩期：從歲首到年終，上主必看顧

【在普世教會的聖曆中，是沒有新年感恩期的，但在農曆新年期間，作為

中國人信徒的我們，特別有一段期間作新年的默想與感恩，也是合宜不過

的。故此，永光堂在聖曆中加插這段新年感恩期。禮儀用色為紅色，代表

喜慶、歡樂、燦爛。】

	 默想福音書：路七36～50	 週日

淺釋：故事發生在一個嚴謹地守律法的法利賽人西門的家中。主耶穌不但沒有稱讚

西門對信仰的熱誠，反而指出他比不上一個知罪的女人。兩人的分別其實並

不在於他們所犯的罪之多寡，而在於有否感謝的心。他們同樣是無力償還罪

債的人，需要神的恩典，但西門卻自以為比別人強，那有罪的女人卻看到自

己的不配，因此她經歷到赦罪之恩後，便產生愛的行動。

反省：你知道自己是個罪人嗎？這「知道」是頭腦的知識，還是生命的體會呢？這

使你自暴自棄，以為自己不會達到信仰的要求，還是使你生出感恩的心，更

積極實踐信仰的要求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拓展

	 靈閱：申廿六1～11	 週一

淺釋：這段經文言簡意賅地交代了希伯來人的背景，並他們與神交往的最重要的片

段，就是神救他們脫離在埃及為奴的生活。故此，這是以色列民守逾越節時

經常誦讀的。它也為獻上初熟土產提供理據：從前他們耕種，凡地所出的都

歸地主所有，他們不過是替人勞碌的奴隸，如今卻可以享受收成，故此將初

熟的獻上乃是理所當然的感恩的行動。

反省：你對救你的神有否常存感謝的心？還是你會因為生活際遇的不如意，輕易向

神抱怨，卻看不出那是神賜福給你的過程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羅十8下～13	 週二

淺釋：摩西強調律法與人相近，就在人的口裏和心中（申三十14）。保羅則指出，

福音不但易得，更人人均可獲得的。但律法雖然指出了何謂義，卻不能使人

成為義。要成為義，只有憑信心對福音作出回應這個辦法。按福音的應許而

活，就是那口裏承認、心裏相信主的道的，就必得救。這使人無須再把生命

的焦點放在自己的過失之上，而是放在恩典之上。

反省：你是否已經歷過因信主耶穌而有的自由？是否已經歷過罪得赦免之輕省？今

天你過著基督徒的生活，焦點是否正確地放在使人釋放和朝向光明的福音之

上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默想福音書：路八1～3	 週三

淺釋：經文概括地描述主耶穌傳道的旅程，亦刻意交代婦女們在主耶穌傳道生涯

中的角色。除了為守節、營商或探訪等原因，婦女拋下家庭而遠行是絕無

僅有的，也勢必招人話柄。這三位記名的婦女或都已失去自己的家庭，並

從這信仰群體獲得彷如家庭般的接納和支援。她們都曾是患病或被鬼附

的，但都因主耶穌而得了醫治。她們隨行並以財物供應這佈道團，是一種

禮尚往來、感恩的表現。

反省：你有否想過主耶穌與門徒的日程表是怎樣的呢？路加這段獨特的記載，能

幫助你了解主耶穌的傳道生活嗎？你從中看見神的國擴展的主要原因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年團契

	 靈閱：詩九十一1～2及9～16	 週四

淺釋：詩人曾獲得神的保護和拯救，遂將神描繪成他最大的保障。他深信神在每

一件大小事上，並在任何處境中都與他同在，並小心翼翼地保護眷顧他。

這一切都建基在神與他之間愛的關係上（第14節）；魔鬼在試探主耶穌

時，更引用了第12節，挑戰主耶穌與父神之間的關係。詩人甚至認為，與

神這樣密切相交的人必得享高壽。

反省：你是否同意詩人的想法：與神密切相交的人必得享高壽？為什麼？在全詩

之中，你認為詩人所述的哪些福氣比高壽更為重要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年及長者團契

	 默想歌羅西書：西二16～19	 週五

淺釋：歌羅西教會面對摻雜了猶太教信仰元素的異端，執著那流於表面、缺乏靈

性配合的外在宗教行為。「故意謙卑……敬拜天使」指人自稱不配與神相

交，卻轉向天使，不以基督為惟一中介者的異端，更吹噓自己屬靈的經

驗。「奪去」一詞就是「搋奪獎項」的意思，保羅運用運動項目的術語，

提醒歌羅西信徒要堅守以基督為中心的真理，因為信仰上有偏差的人，就

不能從神得到獎賞。

反省：今天在我們身邊有何活躍的異端邪說在蠱惑人心嗎？保羅如此強調耶穌基

督在我們信仰中的核心位置，你又花了多少努力追求認識基督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傳道人及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