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靈閱：弗二11～22                                週五

淺釋：「因他使我們和睦」（第14節）原文是指「他（主耶穌）是我們的

和睦」。由原文來理解，我們當然會聯想到藉著主耶穌的犧牲，使

我們能得以與上主復和。然而，正如《和合本》的翻譯，這句同時

應能理解為「人與人得以和睦」。而這理解更是貼合經文往後所闡

述的意思。

 「將兩下合而為一」（第14節）中的「兩下」是指雙方的人，即猶

太人與外邦人，這當然能理解為保羅在進一步演繹為何「主耶穌是

我們的和睦」這句。「拆毀了中間隔斷的牆」（第14節）可理解為

當時猶太聖殿中分隔外邦人院和供猶太人進入的內院之間的牆，意

即那因著種族而來的分隔；而這正是引致雙方信徒不能和睦的根源

（猶太信徒看不起外邦信徒）。而由於這分隔是源於律法的規條，

故這「冤仇」更是根深蒂固。然而，保羅指出因著主耶穌為世人捨

身這舉動，已經將這分隔完全地拆毀掉了。

反省： 經文告訴我們，主耶穌的降生與捨身並不單單讓我們能與上主復

和，更是締造了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請思想自身生命裡有否一些破

損了的關係能因著主耶穌為世人捨己的緣故而重新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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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福音書：路十二13～21                           週日

淺釋：當主耶穌正向成千上萬的群眾講道期間，眾人中有一個人突然打岔

了主耶穌對門徒的教導。這人表面上求耶穌主持公道，為他與他的

兄長分家業。然而，主耶穌卻拒絕了他這個要求，反問他為何不找

人根據摩西律法（如民廿七1～11；申廿一15～17）來分配家產。

從主耶穌緊接著警告群眾不要貪心，可見主耶穌認為那人其實是一

個貪心的人。接著，主耶穌透過無知財主的比喻指出一個人即使家

道豐富，但若他只貪圖自己身體上的需要和肉體的滿足，就是一個

無知的人——因他並不明白生命的豐盛與否的重點並不在於自身擁

有的財富的多寡，而在於一些超越物質的事情（故事中的財主既無

對上主感恩的心、也無與人分享的心，更忽略自己心靈的需要）。

反省：主耶穌提醒我們要免去一切的貪心，因為真正豐盛的生命不在於擁

有多少。請檢視在你生活中所追求的是什麼？這些目標正在幫助你

建立與上主的關係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3年8月4日～8月10日

生命成長期：務要長大成人，活像基督

【生命成長期在聖曆中較長，也較平淡，目的

是讓信徒在這漫長而平淡的日子中，能不斷加

深對三一真神的認識，明白神的心意，生命在

潛移默化中日漸聖化。禮儀用色為綠色，代表

神創造裏的生機、默默的成長，以及平淡但穩

定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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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靈閱：何十一1～11                                 週一

淺釋：何西阿書十一章論到雖然耶和華過去的審判仍不能使以色列人回

轉，但因祂的憐愛，便回心轉意，讓以色列人尚有蒙恩的機會。經

文提及以色列兩段歷史，1)第1至5節以出埃及的事件展示耶和華的

慈愛，祂把以色列民從埃及地召出來，使他們成為神的選民。雖然

以色列人轉向敬拜巴力異教的神，耶和華仍以祂的慈繩愛索牽引他

們。2)第6至11節的「以法蓮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列阿，我怎

能棄絕你？」（8節）是感情極為豐富的語調，表示耶和華仍然愛

祂的子民。當中提及押瑪與洗扁，它們是屬於所多瑪、蛾摩拉兩個

象徵著罪惡與敗壞的城市。然而，耶和華的憐愛沒變，縱然祂以獅

子的形象吼叫，卻不是審判，而是重建以色列，耶和華在以色列人

中間仍施行拯救。

反省：我們的主以祂的慈繩愛索牽引我們悔罪回轉，我們看得見主的慈愛

及祂對我們的不離不棄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弗二11～22                             週二

淺釋：以弗所書第二章提及了兩種的隔絕，第一種是神人之間的隔絕(弗

二1～10)，第二種是人與人的隔絕(弗二11～22)。世人固然因罪

與神隔絕，外邦人亦與神的選民隔絕，其間還充斥不斷爆發的冤仇

和敵意。保羅首先提及神人的隔絕，因為神人關係的復和正正是解

決人與人的冤仇的基礎。在耶穌基督裏，神使到兩種冤仇--神人之

間、人與人之間的仇恨都滅了，人能夠以和好代替隔絕、以和平代

替冤仇。神在基督裡創造了新社群，這是合一的社群，目標是使到

「天上、地上一切所有的，在基督裡同歸於一」（弗一10）。

 第11至12節提到「從前」，是指到人類社群原本疏離的本相；第13

至18節提到「如今」，是指基督所成就的救贖所帶來的轉改，突破

了種族之間的籓籬；第19至22節提到「這樣」，外邦人能與神的選

民一同在基督裏成為神家裡的人。

反省：人類之間的一切鴻溝在神的救贖計劃中，最終都要消弭。現在我們

的社會中，人際之間有什麼的隔絕，群族之間有什麼的冤仇呢？我

們如何在世上見證神在基督裏所成就的和平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靈閱：詩一零七1～9及43                             週三

淺釋： 因著神的美善和慈愛，詩人呼召人去讚頌神（第1～3節），然後詩

人便數算神的慈愛和奇妙的作為（第4～9節），最後詩人指出：智

慧人是那些留心和思想神慈愛的人（第43節）。神的慈愛是本詩篇

的重點，當以色列人在曠野漂流、經歷飢渴、在困境上哀求之時，

神指引他們前路、賜下食物和水、垂聽他們的哀聲，這奇妙的作為

是出於神的慈愛。神的慈愛不祗彰顯在出埃及的事件上，也彰顯在

那些有需要、受困苦的人身上，向他們施行奇事。總而言之，神的

慈愛是顯於神與人所立的生命約上，也是無條件的。人縱然有叛逆

和埋怨之時，神仍堅守祂在約裡所應許於人的拯救，神對人的拯救

是不改變的。

反省： 我們每次唱詩、祈禱讚美神的慈愛時，有否記起神與人所立的生命

之約﹖願我們成為智慧人，留心和思想神在我們所身處世代中所施

行的慈愛和作為。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默想路得記：得三1～5                             週四

淺釋： 拿俄米舊事重提，而為兒女安排婚事也是父母的責任。路得為了照

顧拿俄米而放棄在本族中再婚，如今卻得著找到「安身之處」（原

文是找到安息）的機會。拿俄米既熟悉收割的程序，知道波阿斯必

要在那歡樂的收割日子睡在場上守護農作物，便指示路得如何打扮

好自己，就近可以成為她長遠保障的波阿斯。「衣服」所指的是闊

大的外袍，目的就是不讓人認出路得來。這事要在暗中行，因為「

掀開他腳上的被，躺臥在那裏」表示想得他的保護，就是要求波阿

斯娶他為妻的意思。拿俄米從波阿斯善待她們兩人的舉動，確信波

阿斯必有積極的回應。然而，她還是計劃讓這事在黑夜裏進行，好

讓波阿斯有自由選擇回應，也不致影響路得那良好的聲譽。在這一

切之上，神為自己的子民的計劃正在步步推展。

反省：你認為拿俄米是真心為路得著想，還是為自己打算呢？路得對拿俄

米的言聽計從又代表什麼呢？這與她在一16～17的心志有何關係？

又與她在波阿斯的場上拾麥穗的經歷有何關係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